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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益慈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宗教慈善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相继发表、出版

了一些高学术水平的论著。但是学者们偏重于基督教与佛教的慈善，而对伊斯兰教慈善的论述相对欠缺。
本文拟就 20 年来国内有关伊斯兰慈善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学者们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关于伊斯兰慈善的理论研究

( 一) 伊斯兰慈善思想及其内涵

1． 伊斯兰慈善思想

洪长有、马建龙的《尊主爱人 共襄善举》，刘天明的《伊斯兰教济贫思想与中国穆斯林的共同富裕》，潘世

昌的《伊斯兰视阈中的慈善与社会公益》，曾桂林的《伊斯兰教慈善思想探析》，杨燕的《伊斯兰慈善理念及其

对中国穆斯林慈善行为的影响》，庾荣的《伊斯兰的慈善公益思想》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对伊斯兰慈善思想

进行解读。洪长有、马建龙的《尊主爱人 共襄善举》追溯本源，从尊重生命，以人为本; 两世吉庆，鼓励善行两

个主要方面解释伊斯兰教关于社会公益慈善的理论。论文强调“伊斯兰教教义中含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公益

思想，中国伊斯兰教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尊主爱人，共襄善举，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成为中国伊斯兰教

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共识”［1］。刘天明的《伊斯兰教济贫思想与中国穆斯林的共同富裕》，从五个方面透彻

地阐述伊斯兰济贫思想基本的核心理论原则，以及伊斯兰教传统的济贫途径和措施。在国内学者中他较早

地提出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广大穆斯林群众应当发挥伊斯兰教优良传统文化，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2］。曾

桂林的《伊斯兰教慈善思想探析》［3］，重点阐述《古兰经》和“圣训”蕴含的慈善思想与观念，并明确指出扬善

惩恶观、疏散财产观、扶贫济弱观是伊斯兰慈善思想的要旨。
2． 伊斯兰慈善内涵

关于伊斯兰慈善内涵，马凤俊、马海成、马菊香、虎利平等在其论文中都有论述。马海成、马菊香的《伊斯

兰慈善概念探析》一文，在简要梳理国内相关伊斯兰慈善及其概念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学界对伊斯兰慈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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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理解存在笼统或模糊之处。作者通过对伊斯兰教典籍的解读，将伊斯兰慈善概念界定为“在伊斯兰教法

的规约下，穆斯林个人或团体予以他人物质或精神形式的关怀，其最终目的是服从安拉的意旨，博取其喜悦，

并期望得到今生或来世的幸福”。在定义概念的同时，作者进一步从伊斯兰教法规约、根本动机、运作主体、
受益主体、表现形式等多个基本要素分析伊斯兰慈善概念的内涵［4］。马凤俊的《伊斯兰慈善内涵及其实践途

径》一文，通过《古兰经》经文的解读，阐释了伊斯兰慈善的内涵。虎利平的《回族慈善公益实践之路的探讨

与思考》，则认为伊斯兰慈善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爱为基石、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把慈善通过“天课”制度

化三个方面。
( 二) 伊斯兰慈善思想特点及功能

1． 伊斯兰慈善特点

关注伊斯兰慈善特点的学者并不多，专门对其展开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周少青、王研慧等。周少青的《伊

斯兰教慈善思想的几个特点》一文，从慈善理念、方式、对捐赠物的要求等方面，论述了伊斯兰教慈善思想具

有敬主爱人、倡隐抑显、平等对待、宗教义务性、多形式捐赠、施舍最爱物与合法物等六个特点。王研慧的《伊

斯兰慈善观的特点》一文，认为伊斯兰慈善观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执行者和受益者的广泛性、慈善制

度化、慈善平等性与方式多样性等等。还有学者以伊斯兰慈善为基础，探讨回族慈善的特点。虎利平的《回

族慈善公益实践之路的探讨与思考》一文，将回族慈善的特点总结为: 以个人和家庭为主，而家族和行会小范

围联合救助辅之; 区域性特点鲜明; 小、散、乱的公益格局。结合对回族慈善实践的探讨，作者认为回族公益

慈善与现代公益事业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模式还有很大的差异，回族公益慈善还有很大的拓展范畴。
2． 伊斯兰慈善功能

研究者从多个视角论证伊斯兰慈善的功能。刘天明的《伊斯兰教济贫思想与中国穆斯林的共同富裕》，

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伊斯兰慈善在反贫困实践中的积极意义。铁明亮的《伊斯兰与慈善》，从心理学、社会

学、经济学多个学科角度论述伊斯兰慈善的影响与意义。他提出慈善事业有助于提升穆斯林整体形象，穆斯

林应该积极投入各种公益慈善，向社会发出正面声音［5］，戴嘉艳的《伊斯兰施济的人类学思考》一文，基于人

类学的视角，分析了伊斯兰教的施舍、救济在构建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以及和谐公正社会所发挥的积极

作用［6］。
马丽蓉特别针对清真寺的慈善功能展开论述，她在《清真寺的慈善功能与伊斯兰教的“关爱弱势”思想》

一文中，非常详细地阐述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念、礼、斋、课、朝五项宗教功修，并且提出了这五项宗教功修“不

仅与清真寺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每项功修的实施过程都渗透着‘关爱弱势’的思想”［7］。也有研究者从普世

价值观的视角纠正了一些人对伊斯兰教的错误认识或曲解。较有影响的是丁俊，他提交给“第三届宗教与公

益事业论坛”的论文《泽被天地 大爱无疆》一文讲道:“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基督教讲博爱，但在不少

人眼里，似乎唯有伊斯兰教鲜讲仁爱……实则不然。伊斯兰意为和平顺从，故伊斯兰教一贯倡导和平，追求

和谐，同样以传播仁爱普善为宗旨，其仁爱思想深邃博大，无所不及。”［8］( P23)

( 三) 伊斯兰慈善制度及方式

1． 伊斯兰慈善制度、意义

研究者们对伊斯兰慈善制度———课捐制度、天课制度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代表性

的作品或观点有穆罕默德·努伦丁·杨兴文在《伊斯兰教的课捐制度与慈善公益事业》一文中，重点解释了

伊斯兰教建立课捐制度的缘由以及课捐制度的现实意义。杨兴文在文中指出，课捐是安拉指示丰衣足食的

穆斯林每年将盈余财富的一部分用作帮助贫民和有需要的人。因此，“建立在课捐制度基础上的伊斯兰慈善

公益确实能有效地、彻底地以它公正、多元的方式，全面解决由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问题”［9］( P83)。金忠杰从

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阐释了《古兰经》的天课制度，认为“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是平衡穆斯林社会经济的有效

举措”。杨志银在《关于一种古老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调查研究》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伊斯兰教的慈善方

式。他认为天课制度采取宗教的形式，客观上具有所得税制的属性。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天课”在社会经济

活动中的作用度的调查———以云南省的沙甸、鸡街镇穆斯林的天课为例》，运用理论分析与社会调查的方法，详

尽地阐释天课的形成过程、天课的内容及其运行机制、天课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10］。
2． 伊斯兰慈善方式、途径

有关施舍、“乜贴”等慈善方式与途径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展开，如海宝明《伊斯兰慈善理念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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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诠释———乜贴文化》，开宗明义地指出“乜贴”文化所体现的伊斯兰慈善理念的实践，重点解释了主命乜

贴、费特雷乜贴、随心乜贴的性质及其相关规定，并对华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的“过乜贴”“出散乜贴”的习俗

作了详细介绍。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如潘世昌在其论文《伊斯兰视阈中的慈善与社会公益》中，从构建

和谐社会的角度，解释伊斯兰施舍的相关规定: 不提倡把所有的财产捐出去、反对施舍非法的财产、反对在自

己或家庭负债时施舍等等。马冬梅、梁勇的论文《回族“乜贴”及其功能探析》，通过解释“乜贴”的内涵与演

变，从社会学视角说明回族“乜贴”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作者指出回族穆斯林很好地保存和发展了伊斯兰

教好施济贫、仗义疏财的经济文化思想与制度［11］。还有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探讨，如虎有泽、沙彦奋在《回族

“乜贴”的人类学解读》一文中，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乜贴”所表达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二、关于伊斯兰慈善的实践研究

( 一) 伊斯兰慈善活动与人物

1． 整体性的研究与局部性的探讨

曾桂林的《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以史志、碑刻、档案、公报等文献史料为基础，论析近代

伊斯兰教在兴学襄教、济贫救困、赈灾纾难、施医舍药等主要方面的慈善活动。作者指出伊斯兰教慈善活动

的开展，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各民族穆斯林的凝聚力，而且维护了穆斯林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12］。敏敬的《伊斯兰教财产观与新时期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通过对陕西、甘肃、青海三省

清真寺慈善功能发挥、穆斯林企业和企业家的慈善活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年轻人的慈

善活动以及汶川地震后穆斯林群众在抗灾救灾中的积极表现等实践，揭示新时期西北穆斯林慈善事业的蓬

勃发展［13］。王伏平、马远关注的则是地方慈善。王伏平在其论文《民国时期宁夏回族穆斯林的教育慈善活

动》，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宁夏回族穆斯林马福祥、张禹川、李凤藻、何义江、虎嵩山、马震武等各界人士捐资

创办或资助回族学校的善举［14］; 而马远的《伊斯兰教与慈善公益事业》，则论述青海穆斯林的慈善公益事业。
2． 宏观层面的阐述与微观层面的探析

马景、敏俊卿的《2010 年中国伊斯兰教概况及当代穆斯林的宗教慈善事业分析》报告，从宏观上对当代

穆斯林慈善实践进行探讨。张巨龄的《清末民初回族兴业扶贫概述》、洪伟的《抗战时期华东地区回族慈善

救济活动概述》等论文，则针对具体慈善活动展开。洪伟充分挖掘抗战时期上海、镇江、扬州等地区的回族穆

斯林，特别是以回族富商、文化人士、政界官员为代表的回族上层人士，以义诊、丧葬、维持教育、救助灾民等

多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慈善活动。
总而言之，伊斯兰慈善人物及其活动专门性的研究特别少，多数是在当地回族史研究中涉及。另外，近

现代回族报刊杂志，如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刊物《醒回篇》《月华》《禹贡》，当代的《穆斯林通讯》《开拓》《甘肃

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研究》等，都有慈善人物及其活动的宣传介绍。
( 二) 伊斯兰慈善社团、组织

1． 多学科视角探究伊斯兰慈善社团、组织的历史

有关伊斯兰慈善团体及其活动的专门研究同样很少，只能在有关伊斯兰教或穆斯林各民族的历史、经

济、文化、社会的各领域研究中，零星地看到相关论述。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回族史研究的著作中或多或少

地论及，如冯福宽《陕西回族史》，宋国强、姜相顺主编《辽宁回族史略》，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马明龙主

编《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马建钊等《广东回族历史文化》等著作，都只是泛泛地谈到历史上个别地方的个

别回族慈善团体的大概情况。
新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慈善团体研究，多从民族学视角，集中于民国时期回族慈善团体的探究。丁明俊的

两篇论文《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民国时期回族社团与共和政体构建》，阐述民国时期不同类

型的回族社团，以及他们在推动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方面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杨荣斌的《民国时

期上海回族商人社团》，探讨民国时期回族商人所办的社团，包括宗教团体———清真董事会，革命团体———清

真商团，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宣教团体———中国回教宣传所，以及回族公益慈善团体———苏北回教

教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回教慈善会。郭清祥、兰天祥概括性地介绍 20 世纪前半期回族创办的一些有影响的

社团。兰天祥在《20 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中，通过对救婴会、孤儿院、施诊所、送药局等慈善团体

的探讨，分析了 20 世纪回族慈善团体具有的主要特征［15］。

·801·



2． 多领域探讨伊斯兰慈善社团、组织的现状

阿地里江·阿吉克里木《仁爱慈善是穆斯林追求的崇高境界———伊斯兰教界参与扶贫济困的探索与实

践》，着重介绍伊斯兰教界开展公益活动的形式，以及最近几年在扶贫济困方面开展的主要活动及其社会影

响。杨正祥从基本情况、工作业绩以及工作思路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甘肃省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

的发展现状［16］( P547)。有学者关注海外华人穆斯林社团及其开展的慈善活动，代表性成果有江振鹏的《印尼

华人穆斯林社团初探》。该文在梳理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发展变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华人穆斯林社团在印

尼反对种族歧视、维护华人正当权益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华人穆斯林社团，“其在塑造华人穆斯林特

有的文化认同、在中国与印尼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成为沟通华人社会与当代穆斯林社会的重要

力量”［17］。
3． 伊斯兰慈善组织兴起、发展动力探源

关于伊斯兰组织兴起及发展动力探索，杨文炯、樊莹、张嵘等人的研究较为深入。杨文炯《社会转型、宗
教文化与穆斯林的 NGO———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的人类学研究》，以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为个案，从人

类学研究视角，探讨穆斯林慈善组织的兴起、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和价值。“伊斯兰的慈善思想，正是穆斯

林慈善组织产生发展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是该文的核心观点。文章进一步从六个方面阐释伊斯兰慈善思

想: 以人为本，两世并重的积极入世思想; 人类一体，生而平等，和平共处，同舟共济的思想; 敬主爱人，忠孝博

爱的思想;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思想; 引人至善，止人作恶的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在阐明伊斯

兰慈善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穆斯林慈善思想的源头是伊斯兰的信仰体系，该体系以认主独一为核心

形成精神和实践两个内在嵌合的层面。

三、关于伊斯兰慈善前景与发展路径研究

学者们通过对伊斯兰慈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深入分析伊斯兰慈善存在的问题，探寻未来慈善发展之

路。穆罕默德·努伦丁·杨兴文通过观察全国各地穆斯林在国家面临灾害时的表现，对穆斯林慈善事业的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这一系列的救灾捐款活动中，充分体现了穆斯林大众的慈善之心与践行慈善的能力”。
同时，他从法律环境、穆斯林慈善公益组织力量及其内部管理等方面，指出中国穆斯林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

着相当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并建议未来发展要努力完善清真寺管理构架、充分挖掘穆斯林大众的公益力量、
适当引进市场化运作、完善善款管理制度等。虎利平在《回族慈善公益实践之路的探讨与思考》一文中，探讨

了回族慈善的发展路径，并从伊协组织与清真寺在公益慈善中的角色定位、回族慈善组织自身建设等方面提

出回族慈善发展的具体建议。金忠杰、马海成的《“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慈善合作》一文，说明“一

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并提出伊斯兰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地带，在

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我们应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资源，与伊斯兰国家及其

相关机构开展扶贫慈善、教育慈善、就业慈善、科技慈善等多种形式的慈善交流，实现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慈

善“共享”事业［18］。

四、关于伊斯兰慈善研究的反思

纵观 20 年来国内关于伊斯兰慈善研究，具有鲜明的多领域、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的特点。已有成果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但在研究的形式、视野、内容、方法上仍存在些许不足。第一，对穆斯

林慈善专门性的系统研究相对欠缺。国内伊斯兰慈善的专门研究极其有限。现有研究大多是在关于伊斯兰

教或是民族史研究的相关章节中涉及，或是以论文的形式，缺乏依据伊斯兰典籍系统、全面、深入的专门研

究。第二，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族群整体观照尚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聚集于回族穆斯林慈善，而仅在甘

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就有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第

三，对当代伊斯兰慈善组织研究比较薄弱。在为数不多的慈善组织研究中，主要从史学的角度论述近现代特

别是民国时期穆斯林慈善社团的类型与功能，而对当代非常活跃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及其运营研究很不充分。
第四，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伊斯兰慈善如何发展探讨不够。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确立，中国将与越

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交流与往来，伊斯兰慈善合作不可或缺。中国伊斯兰慈善如何发展、伊斯兰慈善组织如

何建设、中阿伊斯兰慈善如何对接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第五，比较的方法较少运用。现有研究主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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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族学或社会学的方法，偏向于某个地域、某项具体活动展开，而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区域，尤其是在西北

地区穆斯林慈善类型多、领域广、影响大的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对比研究，鲜有运用。
近年来部分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持续动荡不安，一些人将其归咎于伊斯兰教信仰。我们应加强伊斯兰慈

善研究，正本清源，大力弘扬伊斯兰教及其所倡导的慈善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消除某些人对信仰伊斯兰教各

民族的误解和曲解，而且有益于增进各民族间相互理解、和睦共处，进而巩固与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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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伦理思想研究》出版发行

顾世群著《〈古兰经〉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于 2016 年 1 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该书系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任军教授主编的“宁夏大学哲学学术文库”之一，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

计五章，对《古兰经》中的人、家庭、乌玛、自然等概念进行伦理思想上的研究，进一步总结了《古兰经》伦理思

想特征，并与基督教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了简要比较研究。
该书 196 页，220 千字，定价 24 元。欲购者请与宁夏人民出版社联系，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

出版大厦，邮编: 750001; 邮购电话: ( 0951) 5052104。网上书店购买地址: http: / /www． hh － book．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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