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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正統哈裏發的生活原則 

艾蔔•伯克爾(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32-634 年在位)

艾蔔•伯克爾任由自己在神聖的愛中暢游，他完全

沉浸其中，直到 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先知面前他

才能找到自己，每一次與先知的會面都會讓他完全忘記

自我，他越是看見先知，就越想和先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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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蔔·伯克爾(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32-634 年在位)

人類歷史上以美德、公正、利他主義和倫理道德最爲著稱的時期

指的是伊斯蘭的黃金時代。把這一時期稱作黃金時代是因爲作爲創造的

緣由的先知穆罕默德(願主賜他平安)生活在那個時代，他的精神力量塑

成了那個時代的特色。那個時代又是可以讓我們更近切地瞭解先知穆罕

默德(願主賜他平安)的時代。

在那個偉大的時代，一些人掙脫了無知的重重黑暗，讓自己走

上了道德文明之路。他們是獨一無二的一代人，他們親眼見證了先

知的言行，幷在各個方面都完全忠誠於先知。在這條道德文明之路

上，心靈把他們帶到了認識安拉的起跑綫上。我們把這些人稱作先

知的令人尊敬的夥伴，是他們首先把先知的言行傳遞給下一代的。

受到了正確指引的哈裏發們

在先知的夥伴們當中，有四位哈裏發被認爲是受到了正確指引

的哈裏發，他們是促成由先知的品性打造出的伊斯蘭模式的社會形

成的急先鋒，我們把這四位哈裏發稱作穆斯林的四大正統哈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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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位哈裏發深愛先知，他們把自己溶入了先知的品格特性當中，

就像一滴水溶進了大海。他們的心是所有穆斯林效仿的榜樣。

在談及到這四位受到了正確指引的哈裏發的價值時，先知曾說

過:“在我之後真正繼承我的哈裏發時代是30年。”同時，先知的這

句話也指出了穆斯林的統治管理會時好時壞。

但是，在穆斯林的統治管理惡化以前，整個社會充滿了安寧與

和諧。第一任哈裏發艾蔔·伯克爾的遠見和品質爲整個社會的和諧與

安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艾蔔·伯克爾(願安拉喜悅他)

艾蔔·伯克爾是先知歸真後的第一任哈裏發。他用自己對先知

的無限熱愛和忠誠把自己和先知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在先知穆罕

默德的心靈和艾蔔·伯克爾的心靈之間有一條秘密通道，先知對此

這樣說過:“我把我心中的一切都傳遞給了艾蔔·伯克爾。”

人們總是爲自己的至愛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一個人在自己有

限的生命裏能够付出的最大代價就是爲神聖而又高尚的愛付出的代

價。先知的這句話無疑是艾蔔·伯克爾在爲自己的至愛付出了巨大的

代價和犧牲後得到的結果。

艾蔔·伯克爾熱愛先知，爲了先知他傾其所有。做先知的夥

伴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歡樂，這使得他成爲了非常貼近先知的人。在

前往麥地那的遷徙途中，他有幸與先知爲伴，見證了許多神跡的發

生。爲了躲避敵人，他們在賽維日山洞裏呆了三天。這三天裏，

許多神聖的秘密與智慧從先知的心裏傳遞到了艾蔔·伯克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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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因此而有幸更加靠近真理。賽維日山洞變成了一間教室，在

那裏，艾蔔·伯克爾獲得了神聖的秘密，他的心靈得到了完善，他

被給予了“兩個人中的第二個人”這樣的稱號。先知是第一個人，

艾蔔·伯克爾是第二個人，除他倆之外，第三者便是安拉了。先

知――天地萬物的榮耀――對艾蔔·伯克爾說道:

“不要憂愁，真主確是和我們在一起的。” (《懺悔》章           

9：40 馬堅譯)

以此讓艾蔔·伯克爾感受與安拉在一起的喜悅。

賽維日山洞裏的結合被認爲是潜心修煉的開始，也是安拉讓

心靈得到安寧的一個表現。在甦菲主義理論中，賽維日山洞是伊斯

蘭歷史上一個真正的神聖的秘密從一個心靈傳遞到另一個心靈的場

所，艾蔔·伯克爾有幸成爲了這個受到祝福的人，因此，在先知之

後，他被認爲是接續那條將一直延續至末日的金鏈的第一人。

也就是說，所有帶著高尚的目的開始的旅程是否能够達到自己的

目的取决於對安拉和他的使者的愛的份量，因爲愛的前提是要愛被愛者

所愛的一切，這個前提要求一個人要與自己的所愛在各個方面都緊密相

連。艾蔔·伯克爾對先知正是這樣做的。

艾蔔·伯克爾來自我，我來自他

艾蔔·伯克爾任由自己在神聖的愛中暢游，他完全沉浸其中，

直至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先知面前他才能找到自己，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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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知的會面都會讓他完全忘記自我，他越是看見先知，就越想和

先知在一起。

一次，先知說:“我沒有像使用艾蔔·伯克爾的財産一樣使用於

他人的財産。” 

艾蔔·伯克爾哭著回答道:

“使者啊！難道我和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嗎？”(伊本·馬哲 

al-Fadail al-Ashab al-Nabi, 11) 這句話充分了說明了艾蔔·伯克爾完全沉湎

於先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給了先知。

而針對艾蔔·伯克爾的這種狀態，先知說道:

“艾蔔·伯克爾來自我，我來自他。他是我今世和後世的

兄弟。”1先知的這句話說明瞭他們的精神是聯繫在一起

的，心靈是互通的。

先知的秘密的知己

艾蔔·伯克爾把自己的心磨成了一面反映先知的心靈的水晶鏡

子，他是無條件服從先知的最典型的例子。因爲這種偉大的服從，

任何關於先知的事情在他的心裏都有了更深遠的意義，他成了先知

的夥伴當中最能够透徹地瞭解《古蘭經》和洞悉先知的一言一行的

真正含義的人。他確實理解先知的言行所透露出來的真實含義:

在先知的辭朝中，當“今天，我已爲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我

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筵

席》章 5：3 馬堅譯)

1 Abu Dawud, al-sunnah. 8; Ahmad, V, 50,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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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經文降示時，所有人都很高興地認爲這節經文是告訴人們

伊斯蘭教已經完善了，只有艾蔔·伯克爾悲傷地意識到這節經文是說

安拉要把先知從他們身邊帶走了。

另一個能够說明艾蔔·伯克爾確實理解先知的言行所透露出來

的真實含義的例子是這樣的:

在先知生病的最後日子裏，先知已經不能再去清真寺爲人們領

拜了，他讓艾蔔·伯克爾爲人們領拜。但是有一天，先知感覺好了一

點，他來到了清真寺。先知給了教生們一些忠告，然後說道:“安拉

讓他的一個僕人在今世和與安拉在一起之間進行選擇，這個僕人選

擇與安拉在一起。”

聽到這些話，內心充滿了智慧和溫柔的艾蔔·伯克爾痛哭了起

來，因爲他意識到了這是告別的聲音。他是先知的秘密的知己，他

瞭解其他人無法瞭解的事。他痛哭失聲，像一支哭泣的蘆笛:

“先知啊，你對我來說比我的父母更珍貴！我們願意爲你

犧牲我們的父親、母親、生命、財産、孩子！”(Ahmad, 

III, 91)

沒有人意識到先知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沒有人理解艾蔔·伯

克爾爲什麽要痛哭失聲。他們互相詢問:“當先知說有個人更願意去

安拉那裏時，這位老人爲什麽要痛哭？”(al-Bukhari, al-Salat, 80)

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更願意去安拉那裏的僕人就是被派到這個世

界上來的先知本人，他們也體會不到艾蔔·伯克爾所感覺到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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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安慰艾蔔·伯克爾也是讓其他人認識到艾蔔·伯克爾的價值，他

這樣說道:

“我們以同等的代價或以更高的代價償付別人對我們的幫

助，但艾蔔·伯克爾除外。無論是友誼還是財産，艾蔔·伯

克爾爲我奉獻得太多，安拉將在末日因爲他爲我所做的一

切給他報酬。除了我的主，如果讓我選擇一個親密的朋友

的話，我就選擇艾蔔·伯克爾，但伊斯蘭的兄弟情誼高於

一切。”

然後先知說到了那即將來臨的死亡:“把所有朝向先知的清真寺

的門都關上吧，除了艾蔔·伯克爾的門。因爲我在那扇門裏看到了燦

爛的榮光。”

在那個悲傷的時刻，所有的門都關上了，除了艾蔔·伯克爾的

大門。 

先知的這些話實際上說明的是只有無條件的服從、絕對的忠

誠、忘我地奉獻、勇敢地承擔義務、友誼和愛才能打開那扇緊挨著

安拉的使者的特殊的大門。

不可動搖的信仰的堡壘

艾蔔·伯克爾是先知的最富有的夥伴之一，他慷慨地把自己的

生命和財産奉獻給了先知。許多次，他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

花費在了安拉的大道上，絲毫不懼怕貧窮。一次，先知問道:“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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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留下了什麽？”他坦然地回答道:“安拉和他的

使者。”

除了艾蔔·伯克爾，先知從來不讓其他夥伴捐獻出他們的所有

財産。因爲在人們遭受了貧困以後，可能會受到撒旦的誘惑而後悔

自己當初的捐獻，這種後悔會把這個人以前因爲捐獻而得到的所有

祝福全部拿走。但艾蔔·伯克爾是一座堅强的堡壘，因爲他全身心

地、投入地愛著先知。

艾蔔·伯克爾確信先知的夜行登霄，只有他心中的堅定信仰才

能對他的這種“確信”進行解釋。第四任哈裏發阿裏在談及艾蔔·伯

克爾心中的堅定信仰時說道:“艾蔔·伯克爾就像一座山，沒有風能

吹動他。”

事實上，因爲艾蔔·伯克爾總是爲了安拉而捐獻自己所有的財

産，他因此時常面臨貧困，但是這種困難給他帶來的是快樂而非痛

苦，因爲安拉的使者非常喜悅他。他的內心一直充滿了平靜和安

詳，直到去世都是這樣。

先知是這樣說他的:“如果有人想看看遠離火獄的人，他 好看

艾蔔·伯克爾。”

謙虛和無我

艾蔔·伯克爾完全沉湎於安拉和他的使者，他就是體現先知穆

罕默德(願主賜他平安)的道德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像先知一樣，他

對自己的困難完全不予理睬，是一個善良的、充滿了憐憫和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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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關心別人勝過自己，他甚至這樣祈禱過:“主啊，請在火獄中

擴大我的身體，讓火獄沒有地方再容納別人。”

我們從這句話裏足以看出他是怎樣一位忘我、慈悲和溫柔的

人。

當他被衆人推舉爲哈裏發後，他登上演講臺，對人們這樣說道:

“人們啊，儘管我幷不比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更優秀，

但你們却選擇了我做你們的哈裏發。如果我做的事情

是對的，請支持我。如果我做錯了，請給我指出正確

的道路。”(ibn Sa’d, III, 182-183; al-Suyuti, al-Tarih al-Hulafa, 69, 

7-71; Hamidullah, İslam Peygamberi, II, 1181)

先知的這位偉大的夥伴是那麽謙虛，在他的就職演說中他清楚

地表明他是“歡迎警告”的。當人們向他表示效忠時，他說道:

“我從未想過要當哈裏發。無論是在公衆場合還是獨自一

人時，我都沒有向安拉祈求過要當哈裏發，因爲我知道，

那樣的話我必須肩負重大的責任。”

成爲哈裏發後，艾蔔·伯克爾(願安拉喜悅他)變得更加低調、謙

虛和專注於精神。在成爲哈裏發以前，他總是設法滿足那些沒有父

母的孩子們的需要，幫他們喂羊。成爲哈裏發後，他的鄰居想他因

爲忙於事務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以前的一些行爲可能不

得不停止。但是，艾蔔·伯克爾沒有任何改變，他繼續設法滿足這些

孤兒的需要，繼續幫他們喂羊。(al-Suyuti, al-Tarih al-Hulafa, 80; Sarıçam, 

Hz. Ebu Bekir,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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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成爲哈裏發以前還是以後，他都不注重今世。就像

先知，他讓自己的生命緊密地與安拉的意志聯繫在了一起，沒有任

何世俗的障礙能阻止他在後世獲得拯救。在他歸真以前，他的一

個願望是“賣掉我的土地，把得來的錢清償我從國庫中拿取的工

資。”(ibn Esir, al-Kamil, II, 428-429) 

平衡和適度的楷模

艾蔔·伯克爾的生活是建立在一種了不起的平衡上的。他謙

虛、低調，但從未顯示出無能來。他嚴肅，但不狂妄，他寬大、容

忍、本性溫柔，必要時却又十分堅定、勇氣非凡。

他是伊斯蘭的堅定的捍衛者，不容忍任何與先知所指引的方

向相反的人或事。在伊斯蘭的原則問題上，他從不妥協。先知去世

後，一些人開始拒絕交天課，一些人想要脫離伊斯蘭，這些事情全

都被他制止住了。他說:“我要對不交天課的人宣戰，即使他應交的

天課只是一根綫。”他關閉了可能毀壞宗教的所有的大門。作爲哈

裏發，他的果斷甚至贏得了以公正和嚴厲著稱的歐麥爾的欣賞。

偉大的聖門弟子艾蔔·伯克爾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伊斯

蘭，他爲其他行走在伊斯蘭大道上的人竪立了榜樣。一方面，他是

人們效仿的忠誠服務於伊斯蘭的榜樣，另一方面，他又用自己智慧

的語言向人們闡明了生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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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蔔·伯克爾的充滿了智慧的語言

“在安拉與他的僕人之間沒有遠近親疏，只有服從和遵從

安拉的戒律才能使僕人更靠近安拉。”

“安拉不喜歡只說不做的僕人。”

“說得越多就越健忘。”

“多想想你要說什麽，什麽時候說，以及對誰說！”

“做知道安拉的有智慧的人的奴隸。”

“讓想引你上正路的人瞭解你的情况，否則，你會讓自己

迷惑。”

“提高自己，這樣別人會善待你。”

“安拉有四個正直的僕人：

1. 看見懺悔者感到欣喜的人；

2. 爲有罪的人向安拉祈求寬恕的人；

3. 爲不在場的教胞祈禱的人；

4. 幫助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幷爲其服務的人。

“在我看來，你們當中 强的人是那些在拿取自己的應得

權益前顯得弱小的人，而你們當中 弱的人是在別人從他

的手裏拿取自己的應得權益前顯得强大的人。”

“當信仰只能在清真寺裏被看到、財富聚集在吝嗇的人的

手裏、武器在懦弱的人的手裏，權利在不稱職的人的手裏

時，腐敗和墮落就要發生了。”

“聰明的人是敬畏安拉的人，無智者是那些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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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安拉在《古蘭經》裏同時提到了報酬和懲罰，爲

的是讓他的僕人更願意崇拜和害怕懲罰。”

“如果你錯過了一次施捨的機會，那就試著追上它；當你

抓住它時，試著做更多或更好的施捨。”

“幫助他人可以讓自己躲避災難和不幸。”

“遠離名聲，你將獲得尊貴；爲死亡做好準備，你將獲得

人生。”

“每一個災難都有比它更慘痛的災難。” 

“忍耐不會引起損害，悲哀和急燥不會帶來好處。”

“忍耐是信仰的一半，完全的托靠是信仰的全部。”

“向安拉祈求平靜安寧的生活。完全托靠(安拉)後，沒有

什麽比平靜安寧的生活更好的了。”

“對我來說，平安時感謝比被困難和罪行考驗時的忍耐

强。”

“對信士來說，今世是個集市，白天是夜晚是資本，善行

是商品，樂園是利潤，火獄是損失。”

“對於消除我們的罪過而言，用讚美的言辭記念先知比用

水滅火來得快；用誠實的心祝先知平安比釋放奴隸好；

愛先知比苦修或爲安拉而戰强。”(al-Baghdadi, al-Tarih al-

Baghdad, VII, 161)

安拉的朋友們有三種類型，每一種類型都有三個特徵：

第一種類型的人敬畏安拉，幷且：

1. 他們一貫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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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們總是想做更多的施捨；

3. 小小的罪行在他們的眼裏也很大，因爲他們知道那是違反安

拉的戒律的。

第二種類型的人渴望安拉的報酬，幷且：

1. 他們的行爲美德竪立了榜樣；

2. 在安拉的大道上他們慷慨地花費；

3. 他們不詆毀任何人。

第三種類型的人是帶著愛和憐憫崇拜安拉的人，幷且：

1. 爲了安拉，他們放弃自己的 愛；

2. 他們的目標是自己的所有行爲都能被安拉接受，對無知者的

非難，他們不理不睬。

3. 全然不顧自己的私欲的不滿，他們做安拉命令的，遠離安拉

禁止的。(ibn Hajar al-Askalani, al-Munabbihat, 94-95)

艾蔔·伯克爾是一位高貴的穆斯林，他集聚了上面這三種類型

的人的所有特徵。願安拉讓我們從他的充滿了智慧的語言中獲益，

願安拉讓我們追求他那樣的美好品德，幷讓我們加入到他的朋友們

的行列中來！

受到了正確指引的哈裏發們、先知的夥伴們、安拉的朋友們、

還有那些緊緊跟隨他們的人們，這些人是幸運的旅行者，他們獲得

了安拉的允許，行進在了安拉的大道上。

讓我們爲艾蔔·伯克爾的祈禱說阿敏來結束這一章吧:

“安拉啊！當我去到你那裏時，讓我生命中的 後時刻成爲我

一生中的 好時光吧，讓我 後的行爲成爲一生中 好的行爲吧，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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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 後一天，也就是我見到你的那一天成爲我人生中的 好

的一天吧。”(al-Suyuti, al-Tarih al-Hulafa, 103)

“安拉啊！願你賜予我的 後的東西是你的祝福和樂園裏的高

尚的品級。”(al-Suyuti, al-Tarih al-Hulafa, 103)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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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34-644 年在位)

在皈信伊斯蘭以前，歐麥爾冷酷無情，目無王法，但

在有幸獲得了伊斯蘭信仰之後，他變得容忍、有教養、爲

他人著想。他的粗暴無情轉變成了仁慈和溫柔。他細心觀

察穆斯林社會的和平與安定，幷對此極具責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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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34-644 年在位)

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堅定地追隨安拉的使者的道路，在行爲

方面，他是穆斯林的好榜樣。

在皈信伊斯蘭以前，他冷酷無情，目無王法，但在有幸獲得了

伊斯蘭信仰之後，他變得容忍、有教養、爲他人著想。他的粗暴無

情轉變成了仁慈和溫柔。他細心觀察穆斯林社會的和平與安定，幷

對此極具責任心。

他總是說:“即使是一隻羊在幼發拉底河丟失了，我也害怕安

拉的審問。”晚上，他總是自己扛著施濟品去看望那些孤兒和需要

幫助的人。除非他安慰了那些破碎的心，爲他們擦去眼泪，讓哭泣

的人重新露出笑容來，否則他就無法讓自己滿意。他深知自己的職

責，夜以繼日地去努力完成工作，但對自己的付出却從未滿意過。

儘管他認真地追隨先知，儘管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的、值得讚

頌的哈裏發，但他從不忘記自己肩上的重擔有多大。

當他因暗殺而身負重傷時，人們要求他提名哈裏發的後繼者的

名字，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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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死後我還能承擔你的責任嗎？我幷不指望做你們的

哈裏發而得到任何報酬，我只希望我的善行能够平衡我的

惡行，我不願它們失去平衡。只要在末日不受審判，我就

很知足了。”2

而當人們提議由他的兒子來繼任哈裏發時，他說道:“我的家裏

出現了一個犧牲品就已經足够了！”

這位令人尊敬的聖門弟子爲穆斯林社會服務時，他忘記了自己

的困難，全身心地爲整個穆斯林社會解决難題。歐麥爾的最根本的

目標就是要確保穆斯林社會的安寧與康樂。他嚴格地效仿先知，從

未忘記過先知爲了行進在安拉的大道上所遭遇的艱苦和困難。他追

隨先知的違大足跡，努力地遵循正道。

承擔責任和謙虛的品格

先知的床就是一張席子，席子的紋理印在先知的身上，歐麥爾   

(願安拉喜悅他)看到這些，哭了起來。先知問他爲什麽哭，他回答

說:

“先知啊！波斯的國王和拜占庭的國王生活的非常奢侈，

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你應該生活得比他們更好，因爲

你是安拉的使者！”

先知回答道:

“當他們爲今世而奔忙時，你難道不希望我們爲後世做準

備嗎？”(al-Muslim, al-Talaq, 31)

2 Ajluni, al-Kashf al-Khafa, vol. 2, p.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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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麥爾做哈裏發的年月裏，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讓伊斯蘭得

到了極大的傳播。整個阿拉伯半島、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伊

朗都受到了伊斯蘭政權的統治。拜占庭和波斯的財富流入到了麥地

那，穆斯林的生活水平開始有所提高，但歐麥爾却始終保持著原

來的生活標準。儘管那時他的國家已經變得富庶、强大，他却仍然

穿著縫補過的衣服對人們講話。他過樸素的生活，以防自己受到私

欲的誘惑。和他的隨從一起去大馬士革時，他們輪流騎駱駝。隨從

不願讓人們錯認爲他是哈裏發歐麥爾，於是拒絕騎駱駝，但歐麥爾

却很堅持。進入大馬士革城時，隨從騎在駱駝上，歐麥爾在旁邊步

行。這件事是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它表達出了伊斯蘭的兄弟情誼，

這種情誼潜意識地存在於穆斯林的社會中已經有數個世紀了。

儘管歐麥爾是哈裏發，他却仍然面臨過債務和困難。他從國

庫裏支取過一點點財物，這些財物僅够吃飯。因爲他如此謙虛，許

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哈裏發歐麥爾。後來，人們實在無法忍受他的

這種窘迫狀况，於是想給他增加津貼。哈芙賽是歐麥爾的女兒，也

是先知的妻子。人們直接去找了哈芙賽，想讓她向她的父親說明此

事。哈芙賽找到父親，說明了來意。但是，親眼看見過先知甚至沒

有一枚棗來充饑的歐麥爾對他的女兒說道:“女兒啊！先知是怎麽生

活的？”哈芙賽回答說:“他只有很少的一點必需品。”歐麥爾回答

道:

“那兩個朋友(先知和艾蔔·伯克爾)和我就像三個旅行

者。第一個人已經到達了他的目的地。第二個人(艾蔔·

伯克爾)現在也跟他在一起，我是這第三個人。我也想加

入到我的朋友們的行列中來。如果我背負太重，我就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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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們了。你難道不想讓我成爲這條道路上的第三個人

嗎？”

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得安拉的喜悅。他是如此堅决，從不

讓不幸和困難戰勝自己。任何時候，他都是那麽忍耐。儘管先知給

過他好消息，他將進入樂園，但他仍然在爲進入樂園而做出種種努

力。

歐麥爾對先知的愛

一天，歐麥爾請求先知讓他去朝覲，先知微笑著回答說:“我的

兄弟啊，請你別忘了也爲我們大家祈禱。”

聽到這樣的稱讚，歐麥爾十分感動，他說道:“這樣的稱讚讓我

驚喜萬分。”他感到喜悅，因爲就算僅僅是一個讚美的暗示，只要

它來自先知，那它也是無價的。下面這個例子也能顯示出歐麥爾對

先知的熱愛:

有一位名叫菲拉斯 (Firas) 的教生，他非常愛先知，他想擁有一

片先知衣服上的布料。一天，他看見先知正在吃飯，於是他請求保

留先知用過的這個盤子。先知從未拒絕過任何人的請求，他把盤子

給了菲拉斯。

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聽說後，就去菲拉斯的家裏拜訪他。他

請菲拉斯把這個盤子拿出來，然後把滲滲泉的水倒進盤子裏，再從

盤子裏喝水，再用盤子裏剩下的水洗臉和手。他覺得因爲這個盤子

先知用過，所以這樣做是可以得到祝福。(ibn Hajar, al-Isabah, III,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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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麥爾——真實與謊言之間的界綫

歐麥爾的另一個外號是 Al-Faruk，即能够清楚地辨別是非。

在《古蘭經》裏，安拉說道:

“信道的人們啊！如果你們敬畏真主，他將以鑒識賞賜你

們......”(《戰利品》章節8：29馬堅譯) 

歐麥爾，他的心因敬畏安拉而緊縮，他把善與惡放在它們應有

的位置上，在任何時候都用公正來解决問題。他的判决因符合《古

蘭經》經文而變得家喻戶曉。在談及歐麥爾的道德時，先知說過這

樣的話:

“ 全 能 的 安 拉 賜 給 了 歐 麥 爾 的 心 和 舌 頭 以 公

正。”(Dhirmizi, al-Manaqib, 17/3682)

關於歐麥爾，先知說過的另一句話是:

“以前的宗族中有些人受到過啓示，如果我們中也有這

樣的人的話，那毫無疑問，這個人必定是歐麥爾。”(al-

Bukhari, al-Ashab al-Nabi, 6)

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是一個能够果斷地做出决定的人。有一

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這樣的:

一天，歐麥爾正在給人們講話，突然，他說道:“到山那邊去，

到山那邊去！”這句話與他的演講毫不相干。但當他說這句話時，

他的指揮官薩利亞 (Sariyah) 正在一個離麥地那有一個月的路程遠的地

方與多神教徒作戰。安拉讓歐麥爾的話傳到了薩利亞的耳朵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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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帶領自己的隊伍轉移到了山裏，結果他們成功地避開了敵人

的攻擊。(ibn Hajar, al-Isabah, II, 3)

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奇跡。

承蒙安拉的恩賜，歐麥爾成爲了正義和公正的表率。在他那

裏，邪惡無處可藏，沒有機會誘人犯罪、引發不公正和對他人痛苦

的漠視。先知對歐麥爾這樣說道:

“以全能的安拉的名義發誓，撒旦遇到你會繞行的。” 

(al-Muslim, al-Fadail al-Sahabah, 22)

行動而非空談

歐麥爾說過許多充滿了智慧的話，例如他曾說過:

“你們評價一個人時不要光憑他的禮拜和齋戒來評價他，

你們要注意他是否說假話，是否是個可靠的受委托者；世

俗生活中他是否注意合法的和非法的事物。”(al-Bayhaki, 

al-Sunan al-Kubra, VI, 288; al-Shuab, IV, 230, 326)

因爲真正的禮拜和齋戒能够使禮拜者和齋戒者遠離各種不良行

爲，這是真主讓我們知道的真理和傳達給我們的好消息。但是，沒

有教化私心、行爲不道德的人所做的功修本身缺少精神食糧，所以

這樣的功修無法保護他們免遭惡劣的行爲和錯誤傾向的侵擾。

因 此 ， 歐 麥 爾 對 那 些 不 勞 動 却 總 是 說 “我 們 托 靠 安 拉 

(tawakkul)”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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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信賴的不是安拉，而是別人的財産。.完全托靠安

拉的信士會先播種，然後托靠安拉。”(ibn Rajab, al-Jami al-

Ulum, I, 441) 

當一個人正在讚美另一個人時，歐麥爾對他說道:

“你跟他一起旅行過嗎？你是他的鄰居嗎？你跟他有過生意上

的往來嗎？”

這個人對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予了否定的回答。歐麥爾說道:“以

安拉的名義起誓，你幷不瞭解這個人。”(al-Ghazzali, al-Ihya, III, 312)

在判斷一個人的時候，這一點是最爲重要的。我們的先人們也

說過:“要行動，不要空談。”這是歐麥爾所擁有的最重要的生活原

則。人的特性和品質會從這個人的言談、舉止上表現出來。 

歐麥爾這樣說過:

“我沒看見你們的時候，對我來說你們當中 讓我喜歡的

人是名字好聽的人；看見你們以後， 讓我喜歡的人是道

德優美的人；我考驗你們時， 讓我喜歡的人是說真話的

人。”(ibn al-Jawzi, al-Manakib, 219) 

被《古蘭經》照耀的光榮的一生

歐麥爾總是非常認真地遵循《古蘭經》。他第一次聽見 《古蘭

經》的經文是在他妹妹的家裏，而正是這一次的聽見讓他皈信了伊

斯蘭。 

他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理解《古蘭經》，然後就在生活中實踐

它。這種努力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快樂。據說12年中歐麥爾親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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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黃牛》章的全部內容，《黃牛》章結束後，他爲了感謝安拉，

宰殺了一頭駱駝。(al-Qurtubi, al-Jamee, I, 40)

因此說他是《古蘭經》和聖行的忠誠的追隨者，他的生活充滿了

伊斯蘭的智慧，爲人們竪立了伊斯蘭的生活方式的榜樣。

歐麥爾去世時，阿布杜拉(Abdullah ibn Masud) (願安拉喜悅

他)悲傷地說道:

“知識的十分之九走了。” 

聽到了這句話的教生們說:

“我們當中還有其他學者。”

阿布杜拉說:

“我說的是掌握了‘認主學’的人。”

關於很好地利用‘認主’學源泉的必要性時，阿依莎說道:

“以說讚聖詞和引用歐麥爾的話來點綴一下你們的會議

吧。”(ibn al-Jawzi, al-Manaqib, 276)

歐麥爾的智慧語言

“停止犯罪比後悔容易。”

“我 愛的人是告訴了我我的錯誤的人。”(al-Suyuti, al-Tarih al-

Hulafa, 130)

“話說得 多的人犯的錯誤也 多，過多地犯錯誤會使一個人失

去羞愧感，失去了羞愧感的人則不會仔細思考什麽是安拉允許的，什麽

是安拉禁止的，這樣的人的心在精神上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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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是我預言未來的話，我可以作證五種人他們能够進

入樂園：

1. 有許多孩子，但仍然忍耐和感謝安拉的窮人；

2. 被丈夫喜悅的妻子；

3. 把婚約上寫明的聘禮歸還給丈夫的女人；

4. 被父母喜悅的人；

5. 真心悔過的人。”

“我看望和拜訪各種朋友，但沒有比注意自己言談的人更

好的朋友了。”

“我見過各種衣著，但沒有比純潔和遠離受禁止的事物更

好的裝扮了。”

“我見過各種財富，但沒有比滿足於自己手中所擁有的更

好的財富了。”

“我見過各種幫助，但沒有比忠告更好的幫助了。”

“我品嘗過各種飯菜，但沒有比忍耐更有味道的食物了。”

“交朋友是智慧的一半，提問是知識的一半，采取措施是

生活的一半。”

“與後世相比，今世什麽也不是，它只不過是兔子的一次

跳躍而已。”(ibn Ebi Shayba, al-Musannaf, VIII, 152)

“遠離空話的人能够得到智慧。”

“不探聽別人的私事的心能够被賜予謙虛。”

“不吃得過多的人能够品嘗到禮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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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大笑的人被賜予莊重。”

“遠離嘲笑的人能够得到榮譽。”

“遠離對今世的愛的人可以得到後世的愛。”

“對他人的錯誤不窮追不捨的人能够獲得糾正自己的錯誤的能

力。”

“不探究安拉的本然屬性(超過理智所能理解的範疇)的人能够

避開疑惑。”

“下面這十項事物是沒有一個，另一個就不能得到完善。”

1. 沒有道德，理智就不能得到完善；2. 缺乏知識，道德就不能

達到完美；3. 缺乏對安拉的畏懼，後世就得無法獲得拯救；4. 缺乏

公正，王權將無法持續；5. 缺乏禮節，不會有高貴；6. 沒有安全，

則不會有舒適的生活；7. 沒有慷慨的奉獻就不會得到富庶；8. 不知

道滿足就不能擺脫貧窮；9. 沒有謙虛就不會有尊貴；10. 沒有安拉

的指引或違背安拉的法律的聖戰不會取得勝利。

“不仁慈的人也得不到仁慈，不原諒別人的人也得不到別人的

原諒，不遠離罪惡的人不能全身心地服從安拉，也得不到安拉的拯

救。”(al-Bukhari, al-Adab al-Mufrad, p. 415, no. 371)

“祈禱站在天地之間，如果沒有讚聖詞，它就不能上升到安拉

那裏。”(al-Dhirmizi, al-Witr, 21)

“讓那些擁有淵博的宗教知識的銷售者在我們的市場上做生意

吧。”(al-Dhirmizi, al-Witr, 21/487)

“當面讚揚某人恰似謀殺他。”(ibn al-Kutayba, al-Masail, p. 145)

歐麥爾給自己的地方官員這樣寫道:



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

35

“在我看來，禮拜是你的 重要的工作。按時禮拜意味著

拯救自己的信仰，不按時禮拜的人會很快失去信仰。”(al-

Muwatta, al-Wukut al-Salat, 6)

甦拉依赫法官(Qadi Shuraih)給歐麥爾寫信問他關於如何做判

决的事情，歐麥爾回復道: 

“在安拉的經典裏尋找你做判决的依據，如果在那裏沒有

找到，你就到先知的聖行或聖訓中去找，如果在那裏也

沒有找到，你就按照安拉的正直的僕人的原則去判决，如

果還沒有找到，那麽，要麽你自己做决定，要麽就此打住   

(不要再繼續做判决了)。如果你問我這兩者中哪個更好的

話，我覺得第二種更好。”(al-Nasai, al-Kudat, 11/3)

“富有和貧窮都不過是暫時現象，我不介意擁有其中的任

何一個。”

“ 有智慧的人是以 好的方式誇獎別人的行爲的人。”

“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提問判斷出他的知識水平。”

“不要把今天的工作拖到明天做。”

“工作一旦被拖延，再拾起它來就困難了。”

“不知道惡魔是誰的人很容易掉進他設下的陷阱裏。”

“不要貪戀今世，這樣的話你能活得自在，也不會受自己

的欲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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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按照你的信仰生活的話，你就逐漸會認爲你現

在的生活方式是正確的。”

“除非你先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否則你無法去糾正別人的

錯誤。”

“ 無知的人是爲別人的今世出賣了自己的後世的人。”

“一件好事的高貴在於馬上去做，不要遲延。” 

“我們的良心是惡行的 隱秘的證人。”(因此，當有人

問先知什麽是善時，先知回答道：“問問你的心善是什麽

吧！你的心喜悅幷告訴你要跟著它走的事物是‘善’；罪

惡引起你的不快，即使別人讓你那樣去做，你的心也會對

此産生懷疑。”) (ibn Hanbal, IV, 227-228)

“掩飾自己的秘密的人可以把握自己。”

“試著擁有不依靠暴力的强大和不軟弱的溫柔吧。”

智慧而又頗有遠見的歐麥爾經常這樣祈禱:

“安拉啊！我祈求你的庇護，不要讓我突然死去，不要讓

我走歧路，不要讓我成爲疏忽的人。”

歐麥爾晚上睡覺前一邊抽打自己的脚一邊問自己:“你今天都做

了些什麽？”他每天晚上這樣質問自己的精神。

因此，要在精神上進行自我培養，我們就應該追隨歐麥爾的

道路。我們應該讓歐麥爾的行爲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來，就像他

那樣，每天晚上也問問自己“我今天爲安拉做了什麽？”我們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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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不要忽略了我們在今世和後世的使命。我們應該時刻鞭策自

己，以便爲接受安拉的審問做好準備。

主啊！願你讓我們容易地通過後世的審判，讓我們今世的生活

充滿善功和美德，以永恆的幸福讓我們的心得到安慰和舒暢，讓我

們的心也分享一份歐麥爾的這個能够清楚地辨別是非(al-Faruq)的特

性吧。

阿敏！ 





四大正統哈裏發的生活原則 

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44-656 年在位)

奧斯曼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他慷慨、英明、仁慈，

同時却又十分害羞，總是保持低調。先知曾說過，在他的

夥伴當中，奧斯曼是 讓他想起個人價值這個問題的人。

奧斯曼能言善辯，雖然說話不多，但却充滿智慧。

當他正在齋戒幷閱讀《古蘭經》時，他被叛軍殺害

了，他的血濺在了《古蘭經》的這節經文上“真主將替你

們抵禦他們。他確是全聰的，確是全知的。”(《黃牛》章 

2:137 馬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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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44-656 年在位)

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是四大正統哈裏發中的第三位，他既有

幸成爲先知的親密夥伴，又是先知的女婿。從先知到偉大的哈裏發

艾蔔·伯克爾、歐麥爾，再到他自己成爲哈裏發，他始終如一地爲伊

斯蘭效力。

雙光者奧斯曼 (Dhun Nurayn) 

奧斯曼的妻子魯克亞是先知的女兒，魯克亞去世後，奧斯曼非常

難過。當先知問他爲什麽他如此悲傷時，奧斯曼回答道:

“先知啊！沒有人像我這樣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把你

我聯繫在一起的血親不再存在了。” 

家人建議他再次結婚，他說道:

“在先知成爲我的岳父之後我沒辦法再讓別人占據這個位

置了。在他的女兒之後我不會再娶別的女子了。”

聽到這些充滿了愛和富有責任感的言辭後，先知非常高興，他

爲奧斯曼安排了與自己的另外一個女兒烏姆·庫勒甦姆的婚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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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時間，烏姆·庫勒甦姆也去世了，先知聽到這個消息後，說

道:

“如果我還有第三個女兒，我會把她也嫁給你。”

奧斯曼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他慷慨、英明、仁慈，同時却又

十分害羞，總是保持低調。先知曾說過，在他的夥伴當中，奧斯曼

是最讓他想起個人價值這個問題的人。奧斯曼能言善辯，雖然說話

不多，但却充滿智慧。 

羞怯和謙虛的里程碑

在性格上，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是羞怯和謙虛的榜樣，甚至

天使都自愧弗如。

一天，先知正在和聖妻阿依莎說話，艾蔔·伯克爾要求加入他們

的談話。隨後，歐麥爾也要求加入進來，接著，薩阿德·伊本·馬力

克(Saad ibn Malik)也加入了進來。當奧斯曼也要求加入他們的談話

時，先知整了整自己的儀錶，幷要求阿依莎退出談話。奧斯曼與他們

談完話離開之後，聖妻阿依莎問先知道:

“當我的父親艾蔔·伯克爾和其他人要求加入我們的談話

時，你幷沒有整理自己的儀錶，也沒有要求我退出。爲什

麽奧斯曼來時你要這樣做？”

先知回答道:

“甚至天使在看到奧斯曼時也會整理一下自己的儀錶，我

怎麽能不那樣做呢？以安拉發誓，天使在看到奧斯曼時

會整理自己的儀錶，就像他們見到安拉和他的使者時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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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他來的時候你還和我呆在一起，他會既不說一句

話，也不舉手表達自己的意見。”

奧斯曼自己說:

“讓眼睛遠離非法的窺視是擋住邪念的 好的幕布。”

阿那斯(願安拉喜悅他)說了一個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一天，在去

拜訪奧斯曼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位美麗的婦女。一路上他都在想著

那位婦女的美麗，當他到達奧斯曼那裏時，奧斯曼對他說的話令他

大吃一驚: 

“阿那斯啊！你帶著犯了通奸罪的眼睛到我這裏來了。”

阿那斯非常慚愧，他問道:“難到在先知之後仍有啓示降臨

嗎？”

奧斯曼回答道:“不，沒有啓示，但有遠見和直覺。”

下面這則聖訓就是關於奧斯曼美好的品德的:

一天，阿裏(願安拉喜悅他)給先知拿來了一些洗淨用的水，他

問先知道:“安拉的使者啊！在末日，誰是第一個接受審問的人？”

先知回答道:“是我。我將站在安拉麵前，願意站多久就站多

久。我的罪全部被寬恕後，我離開。”

阿裏又問道:“誰是第二個人？”

先知回答道:“是艾蔔·伯克爾。他將站在安拉麵前，願意站多

久就站多久。他的罪也將全部被寬恕。”

阿裏繼續問道:“誰是第三個人？”

先知回答道:“歐麥爾！他將站在安拉麵前，願意站多久就站多

久。他的罪也將全部被寬恕。”

阿裏接著問道:“誰是第四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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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回答道:“你將跟在歐麥爾的後面。”

阿裏問道:“什麽時候輪到奧斯曼？”

先知回答道:“奧斯曼是一個羞怯的人。我祈求安拉不要審問

他，我的祈求被接受了。”(Muhammad al-Rafii al-Kazwini, al-Tadwin fi 

Ahbari Kazwin, 1/114)

我不呆在先知不被允許進入的地方

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愛安拉的使者勝過愛他自己，他把先知

的每一句話都當作命令。在執行侯代比亞條約期間，作爲先知的使

者，奧斯曼前往麥加與多神教徒會面，他告訴多神教徒他們要拜訪

麥加的卡巴天房，多神教徒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但是如果奧斯曼願

意拜訪的話，他們允許他一個人拜訪卡巴天房。奧斯曼對他們說道:

“如果先知不能拜訪卡巴，我就不去拜訪卡巴。我只能

在他之後拜訪卡巴。我不呆在先知不被允許進入的地

方。”(Ahmad, IV, 324)

當奧斯曼被害的謠言傳到先知的耳朵裏時，先知就是否與麥

加的多神教徒作戰徵求了教生們的意見，教生們一律宣誓服從的先

知，他們一致决定與多神教徒作戰。先知握住自己的雙手，說道:

“安拉啊！這個誓言是爲了奧斯曼。他確確實實是爲你和

你的使者服務的。”

但不久之後，多神教徒們就派來了使者，請求和平。然後，奧

斯曼也平安、健康地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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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的人

奧斯曼不僅代表忠誠，他還是慷慨的象徵。他曾說過:“財富

的美妙在於感謝安拉，感謝安拉意味著更多的捐獻。”而他也是

按照自己的話去做的。他自己釋放的奴隸和他要求別人釋放的奴

隸有好幾百人。

對穆斯林來說，泰布克(Tabuk)戰役是一場艱苦的聖戰。在戰役

開始前，奧斯曼捐獻了300頭裝備齊全的駱駝。他還捐獻了1000個第

納爾。先知對此說道:“這樣慷慨的捐獻能够保護奧斯曼不受到任何

傷害。”3

當奧斯曼遷徙到麥地那後，他發現穆斯林們正在遭受缺水之

苦。麥地那的水井裏的水不能喝，唯一一口被稱作魯瑪(al-Ruma)的

可以飲用的水井歸一個猶太人所有，而他賣這口井裏的水。

先知說:

“誰願意以在樂園裏擁有一口更好的水井而買下那口名叫

魯瑪(al-Ruma)的水井？”

聽到這話，奧斯曼當場就想買下這口井，但猶太人不接受他出

的價格。於是，奧斯曼設法買下了這口井的一半，他和猶太人一人

一天輪流使用這口井。當他最終把這口井買下來之後，先知問奧斯

曼道:

3 al-Dhirmizi, al-Manaki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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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你是否願意把這口井捐獻出來讓人們能够自由

地從這口井裏取水喝？”奧斯曼立刻接受了這個提議捐出

了水井。麥地那的穆斯林們不再遭受乾渴之苦了。

據傳述，奧斯曼自己曾與其他人一樣在這口井前排隊取水，幷

且據說，下麵這節經文是因他的慷慨而降示的:

“安定的靈魂啊！你應當喜悅地，被喜悅地歸於你的主。

你應當入在我的衆僕裏；你應當入在我的樂園裏。”(《黎

明》章 89: 27-30 馬堅譯)

當伊斯蘭迅速傳播之時，來麥地那的人迅速地多了起來。先知

的清真寺容不下這麽多人，許多人就在清真寺的外面搭起了帳篷。

先知說道:

“能够擴大我們的清真寺的人，哪怕只把清真寺擴展出一

碼，他也將進入樂園。”

奧斯曼說道:

“先知啊！願我的所有財産都爲你奉獻！我希望自己能够

有幸擴展清真寺。”

伴隨著奧斯曼的承諾，下麵這節經文降示了:

“只有篤信真主和末日，幷謹守拜功，完納天課，幷敬畏

真主者，才配管理真主的清真寺；這等人或許是遵循正道

的。”(《懺悔》章 9：18 馬堅譯)

爲了和法諦瑪結婚，阿裏讓一個人去市場上賣他的盔甲。奧

斯曼認出這個盔甲是阿裏的，於是他對這個人說:“這個盔甲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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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宣傳員告訴他盔甲的主人想要400個迪拉姆。奧斯曼給了這

個人400個迪拉姆後又給了他400個迪拉姆，幷讓他給阿裏帶口信說:

“沒有人比你更配得上使用這套盔甲！多餘的錢是你的結婚費用。

我希望你能原諒我這麽做。”

下面這件事對我們瞭解奧斯曼的慷慨也很重要:

在艾蔔·伯克爾的統治時期，麥地那發生了饑荒。奧斯曼從外

面購買了小麥，用100匹駱駝馱了回來。人們爭相購買，一些人甚至

出了高於銷售價格7倍的價錢。

奧斯曼說:“我要把這些小麥賣給比你們出價高的人。”一些教

生聽到這句話後就去艾蔔·伯克爾那裏抱怨他。但艾蔔·伯克爾意識

到了奧斯曼的真正用心，他說:“不要急著把奧斯曼想成那樣。他是

先知的女婿，在樂園裏他將與他呆在一起。也許你們誤會他了。”

然後他們一起去找奧斯曼。艾蔔·伯克爾說道:“奧斯曼啊！教生們

對你的話感到很難過。”奧斯曼回答道:“先知的哈裏發啊，是這樣的！

他們想按銷售價格7倍的價錢來買這些小麥，但我把它們賣給了一個肯

出銷售價格的700倍的價錢的人。”

然後他把這些錢全部捐贈了給麥地那的窮人。爲了安拉，他把

這100匹駱駝作爲犧牲全部宰殺了。艾蔔·伯克爾非常高興，他親吻

奧斯曼的額頭，說:“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那些教生們誤會你了。” 4

4 Elmalılı, III,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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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熱愛《古蘭經》的人

毫無疑問，奧斯曼的這些品格跟《古蘭經》分不開。他的的確

確是一個熱愛《古蘭經》的人。他說：“我被創造得愛這個世界上

的三件事：1. 給饑餓的人食物；2. 給沒有衣服穿的人衣服；3. 閱讀

《古蘭經》。”

在哈裏發艾蔔·伯克爾時期，《古蘭經》的章節沒有專門的順

序，它是按照“卷(Juz)”這樣的單位來收集和整理的。奧斯曼成爲

哈裏發後，他讓一些教生把《古蘭經》按順序整理起來，同時對外發

放了許多整理後的《古蘭經》。於是，在遷徙到麥地那後的第30年，

《古蘭經》被發放到了世界上許多重要的地方。奧斯曼的這一行動防

止了不同的《古蘭經》版本的出現。

每天早晨一醒來就親吻《古蘭經》是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的

習慣。他說:“我痛恨失去閱讀《古蘭經》的機會。”(al-Kanz, I, 225) 

他是如此熱愛閱讀《古蘭經》，在他的一生當中，他抄寫下來了兩

本完整的《古蘭經》。

阿蔔杜拉赫曼 (Abdurrahman ibn Uthman al-Taymi) 說:

“一天晚上，奧斯曼在一次禮拜當中念完了全本《古蘭經》”

謙虛和托靠真主

這樣的性格和生活原則使先知的夥伴們成爲了精神蒼穹裏的

閃耀的明星。儘管他們擁有許多今世的物質財富，但是爲了追隨先

知，他們過著謙虛、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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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願安拉喜悅他)穿的是很普通的便宜衣服，但他的衣服總

是乾乾淨淨。晌禮過後，他就睡在清真寺的地上，你能看到他的身上

到處都是地上的小石頭子的痕跡。他給人們提供可口的食物，但僅僅

用醋和橄欖油做的食物就能讓他滿足。他白天齋戒、晚上禮拜，在工

作之後的時間裏，他從不要求僕人爲他準備清洗用的水，因爲他不想

打擾正在休息的僕人。

奧斯曼非常注意公正待人。阿蔔夫拉特(Abu al-Furat)說過這樣

一件事:

“奧斯曼有一次要求他的僕人揪他的耳朵，原因是他以前

揪過這個人的耳朵。當僕人揪他的耳朵時，他要求他揪得

狠一些。他這樣解釋說：‘在今世一報還一報，後世就不

會有這樣的事情了。’”

被壓制的殉道士

在奧斯曼統治時期，穆斯林成功地開拓了大片土地。塞浦路

斯、塔巴裏斯坦(Tabaristan) (今日在伊朗境內)、德黎波裏(Trablus)

(今日利比亞首都)和亞美尼亞(Armania)等地相繼被開拓，在這些

地方，海上貿易也被開闢出來了。穆斯林的軍隊還進軍到了羅多斯 

(Rhodes)和馬耳他以及君士坦丁堡。在地中海，他們摧毀了拜占庭

艦隊主力。這些軍事行動擴大了穆斯林的土地，豐富了國庫。

但是，這樣的成績使得一些人愛上了今世的快樂。阿蔔杜拉 

(Abdullah ibn Saba) (他原本是猶太人)這樣的僞信士趁機在穆斯林社

會裏挑起了爭端，而這些爭端最終演化成了國家危機。來自各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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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聚集到了麥地那，强行封鎖了奧斯曼的住處。他們控制了奧斯

曼的一切行動，甚至不允許他從那口他曾經買下幷捐獻給了所有穆

斯林的井裏取水。奧斯曼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悲傷，他對這些造反者

感到絕望。他給了這些反叛者極有遠見的警告:

“一些孩子，在他們的父親還活著時，他們不服從他，但

即使這位父親死了，他也仍然挂念他的孩子。我就像這位

父親！”

人們建議他使用打擊這些叛軍，但他不同意，因爲他不想有屠

殺這樣的事發生。他對他們說:“我寧願像個被壓迫者那樣死去，也

不願意因爲我而發生流血衝突。”

他努力勸告給這些叛軍，但沒有作用。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

當他正在齋戒幷閱讀《古蘭經》時，他被殺害了，他的血濺在了     

《古蘭經》的這節經文上“真主將替你們抵禦他們。他確是全聰

的，確是全知的。”(《黃牛》章 2：137 馬堅譯)

先知(願主賜他平安)說:

“以安拉的名義起誓，奧斯曼將爲七萬穆斯林向安拉求

請，把他們從火獄中解救出來，讓他們進入樂園。”(al-

Dailami, al-Firdaws, 4/360)

願安拉幫助我們理解奧斯曼的充滿了智慧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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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的充滿了智慧的話語:

“ 聰明的人是時常向自己的私欲提問幷能够有效地控制

它、爲了後世而做好事、利用安拉的榮光去除墳墓裏的黑暗的

人。”

“讓安拉的僕人害怕自己即使有眼睛也像個瞎子一樣的地

被復活吧！對於明智的人來說，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就已經

足够了，反正充耳不聞的靈魂什麽也聽不到。”

“正直的人的五個跡象：

1.與爲自己的信仰工作的人在一起；

2.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口舌；

3.在獲得那些常常導致忘記安拉的世俗利益時能够區別好和

壞，一點點宗教利益也能讓他們感到喜悅；

4.過謙虛的生活，害怕吃了不合法的食物而不吃得過多；

5.總想著所有人都得到了拯救，只有自己被落下了。”

“真正的穆斯林有六種恐懼：

1.害怕失去信仰：

《古蘭經》裏有這樣的經文:我們的主啊！在你引導我們之後，

求你不要使我們的心背離正道......(《儀姆蘭的家屬》章 3：8 馬堅譯)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真實地敬畏真主，你們除非成了

順主的人。”(《儀姆蘭的家屬》章 3：8 馬堅譯)

2.害怕天使對自己在今世行爲的記錄而讓自己在後世蒙羞：

《古蘭經》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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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大地將報告它的消息。因爲你的主已啓示了它。  

(《地震》99：4-5 馬堅譯)

3. 害怕自己的善行因爲撒旦而變得無效：

《古蘭經》裏有這樣的經文:他說:

“我的主啊！你已判定我是迷誤的，所以我誓必在大地上

以罪惡誘惑他們，我必定要使他們一同迷誤。除非他們中

你所選拔的僕人。”(《石谷》章 15：39-40 馬堅譯)

4. 害怕在沒有準備的情况下就被死亡天使捕獲：

《古蘭經》說:

你應當崇拜你的主，直到那無疑的消息來臨。(《石谷》章 

15：99 馬堅譯)

先知說:

“人生活在什麽樣的狀態下，死的時候也是那個狀態，被

復活時也是那個狀態。”(al-Muslim, al-Jannah, 83; al-Munawi, 

V, 663) 

奧斯曼嚴格地依照《古蘭經》所闡述的原則生活，他殉難時正

在閱讀《古蘭經》。

5. 害怕自己迷失於對今世的愛而忘記後世：

《古蘭經》是這樣說的:“......今世的生活，只是虛幻的享受”。 

(《儀姆蘭的家屬》章 3：185 馬堅譯)

6. 害怕過分熱愛自己家中的事物以至於忘記了安拉：

《古蘭經》經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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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應當知道你們的財産和子孫只是一種考驗，在真主

那裏有重大的報酬。”(《戰利品》8：28 馬堅譯)”

“今世是短暫的，後世是永恆的。不要讓短暫的今世把

你引向歧路，使你離開永恆的後世。愛後世更甚於今世

吧。今世是有限的，你們將全部被召歸安拉。敬畏安拉

吧！”(ibn Abi al-Dunya, al-Mawsua, I, 77)

“在死亡來臨前多做善事吧。” 

願安拉讓我們的行爲像卓越的奧斯曼一樣，願安拉也賜給我們

他那樣的祝福。願安拉把他的愛刻在我們心中，讓我們在後世成爲

他的鄰居。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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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56-661 年在位)

阿裏出生在麥加的卡巴天房裏，他是在庫發清真寺裏領人們禮

晨禮時殉道的。他是智慧和倫理道德的里程碑。阿裏說過許多充滿

了智慧的話，其中之一是：

“只要下面這四件事還繼續著，今世和信仰就將健康地繼續下

去：

1. 只要富人不吝嗇他們的財富；

2. 有知識的人按照他們所瞭解的真理做事；

3. 無知的人對他們不知道的事不會狂妄自大；

4. 貧窮的人寧願要今世也不出賣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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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裏(願安拉喜悅他)
(公元 656-661 年在位)

阿裏有一個很特殊的榮耀，那就是他出生在麥加的卡巴天房

裏。他的家庭人口很多，所以在他五歲的時候他就由先知穆罕默德  

(願主賜他平安)來看護了，也正因如此，他沒有受到無知時代的惡習

的影響。當先知接受到啓示後，在孩子們當中，阿裏也是第一個接

受先知所傳達的消息的人。

那時候，爲了朝覲天房，人們通常聚集在麥加周圍的市場上。

啓示降臨後，先知曾帶著阿裏或艾蔔·伯克爾去市場上邀請人們皈信

伊斯蘭。有時候，先知沒有帶阿裏去市場，他就跑到卡巴裏面，毀

壞裏面的偶像。

在穆斯林們向麥地那遷徙的時候，阿裏(願安拉喜悅他)起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那時多神教徒想刺殺先知，他們埋伏在先知房子的

周圍。爲了迷惑多神教徒，阿裏睡在了先知的床上，而先知則悄悄

地離開了麥加。

許多麥加人都把自己的財物委托先知保管。在先知離開麥加

的時候，他把這些財物交給了阿裏，讓他把這些財物歸還它們的主

人。完成這項任務後，阿裏也離開了麥加。這是一次艱難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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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白天休息，晚上行走，脚都腫了。但是最終，他健康、平安地

與先知在麥地那會面了。

遷徙後的第二年，他與先知的女兒法諦瑪結婚，成爲了先知的

女婿，他們被稱作 al-Ahl al-Bait(聖裔)，這是他的另一項殊榮。和他

的妻子法諦瑪在一起，他過著忠誠奉獻、承擔責任和義務的生活。

在他身後，有十一位伊瑪目均出自其直系後裔，他們都是伊斯蘭甦

菲主義(al-tasawwuf)歷史上的出色的人物。

慷慨之王

阿裏由先知撫養長大，因此他從未注重過今世。從他的一生

中，我們可以看到什麽是伊斯蘭的兄弟情誼和利他主義。先知曾說

過:“當安拉要祝福他的僕人時，他就爲那個僕人開闢了服務他人的

道路。”

阿裏聽到這句話，興奮地說:

“有兩種祝福，我不知道哪一個更能讓我高興。第一個是

一個人帶著我能給他他想要的東西的希望來到我面前請求

幫助，第二個是安拉通過我來幫助那個人，或使他的事情

變得容易。我寧願幫助穆斯林也不願意擁有滿世界的金銀

珠寶。”(Ali al-Muttaki, al-Kanz al-Ummal, VI, 598/17049)

下面是幾個能够說明阿裏的高尚品德的事件:

一天，阿裏對他的妻子法諦瑪說:

“我很餓，有東西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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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諦瑪告訴他家裏沒有吃的東西，但他們有6個第納爾。於是

阿裏拿著錢向集市走去。在去集市的路上，他聽到了一個男人對另

一個人的叱責聲。那個男人大聲說如果不還債的話，他就要把他送

上法庭。欠債的人請求寬限幾日，但債主拒絕了。聽到這些，阿裏

問道:

“他欠你多少錢？”

當得知只有6個第納爾時，阿裏把自己的錢給了那個債主，然

後空著兩手往家裏走去。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著怎麽把這件事告訴

法諦瑪。最後，他對自己說:“她不會生氣的。因爲她是先知的女

兒，她會諒解我的。”

阿裏把這件事告訴法諦瑪時，儘管法諦瑪有些難過，但她還是

說道:“感謝安拉！這是高尚的行爲。你把一個穆斯林從監牢裏解救

出來了。我們有安拉就足够了！”阿裏感受到了法諦瑪的悲傷，因爲

他們還有兩個孩子正因爲餓肚子而哭泣。阿裏去找先知，他希望看到

先知的面容能讓他忘記所發生的一切。在路上，一個人牽著一匹駱駝

向他走來。這個人對阿裏說道:

“我想把這匹駱駝賣掉，你想買嗎？”

阿裏告訴他他沒有錢。但這個人堅持以100個第納爾的價錢讓

阿裏買，幷且賒帳也行。這個人走後，另一個人來到了阿裏的面

前，出了300個第納爾把這匹駱駝買走了。阿裏拿著這些錢買了食

物回到了家中。他把事情的經過講給了法諦瑪聽。他們感謝安拉，

幷一起吃了飯。然後阿裏去見先知，告訴了先知所發生的一切。先

知說道:“阿裏啊！你知不知道是誰賣給你駱駝又是誰買了你的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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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呢？”阿裏回答說:“安拉和他的使者 知道。”先知說道:“賣

給你駱駝的人是吉蔔利裏天使，買你駱駝的人是伊斯拉弗裏天使

(Israfil)，將由他來吹響 後的號角。這匹駱駝來自樂園。因爲你把

那個穆斯林從一個很糟糕的境地裏解救了出來，安拉因此給了你50

倍的報酬，而且沒有人知道在後世安拉還會給你什麽樣的報酬。”5

阿塔(願安拉憐憫他)的傳述，他是從伊本·阿巴斯(願安拉喜

悅他)那裏聽到的:阿裏晚上給一個棗園澆水，早上帶著用自己的勞

動換來的大麥回家。他們用三分之一的大麥做了一個名叫哈孜拉赫 

(hazirah)的飯。飯剛一做好，就有一個貧窮的人來到他們面前請求一

些食物，他們把剛做好的飯送給了這個人。然後他們繼續用剩下的大

麥的一半做了飯，飯一做好，一個孤兒又來到了他們的面前，他們把

這些飯給了這個孤兒。當他們把最後剩下的那一點大麥做熟之後，一

個多神教徒俘虜又來到了他們的面前，同樣的，他們把這些食物又給

了這個俘虜。這一天，他們自己是餓著肚子過來的。

另一則有關阿裏和法諦瑪的傳述說的是連續三天，他們把自己

在齋月裏的開齋飯送給了窮人、孤兒和俘虜，而這三天，他們自己

僅用水開了齋。因爲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行爲，下面這則經文降示了:

“他們爲喜愛安拉而賑濟貧民、孤兒、俘虜。‘我們只

爲愛戴安拉而賑濟你們，我們不望你們的報酬和感謝。

我們的確畏懼從我們的主發出的嚴酷的一日。’故安拉

將爲他們防禦那日的災難，幷賞賜他們光華和快樂。”            

5 al-Muslim, al-Imar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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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76:8-11 馬堅譯) (al-Wahidi, al-Asbab al-Nuzul, 470; al-

Zamahshari, al-Kashshaf, VI, 191-192; al-Razi, XXX, 244)

因爲阿裏的美德，先知穆罕默德(願主賜他平安)給了他一個美

名:“慷慨之王。” 

阿裏是先知的偉大的夥伴，這不僅僅因爲他慷慨幷且擁有廣闊

的知識，還因爲他的英勇。

安拉的凱旋之獅

除了泰布克戰役，阿裏參加了幾乎所有的戰役，在這些戰役

中，他是英勇的化身。泰布克戰役時，先知沒有讓他參加戰鬥，而

是讓他保護麥地那的穆斯林和先知的家屬。這讓阿裏很難過，他說

道:“先知啊！難道你想讓我留下來照顧婦女和孩子嗎？”

先知用這樣的話安慰了阿裏:

“你和我的關係就像哈倫和穆薩先知的關係。但在我之後

沒有先知了。”

當時的阿拉伯風俗是，戰役開始前，雙方先派出各自最英勇的

戰士進行單打獨鬥，然後才開始混戰。通常情况下，先知都是讓阿

裏來進行這種單獨的較量的。而阿裏，安拉意欲，也總能够凱旋而

歸。因此，阿裏被冠以了“安拉的凱旋之獅”的美名。 

毫無疑問，先知對阿裏的精神引導是阿裏的英勇行爲基礎。先

知曾經這樣說道:

“真正的英雄幷不是把對手摔倒在地的人，而是能够控制

自己的怒氣的人。”(al-Muslim, al-Birr,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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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就是這樣一位真正勇士，在任何時候，他都能控制住自

己。

在一場戰鬥中，阿裏正要殺死一個异教徒士兵，這個人突然向

阿裏的臉上啐了一口唾沫，阿裏高舉著利劍的手在空中停了下來。

停頓了一下之後，阿裏决定不殺死他了。异教徒士兵很驚訝，他問

阿裏爲什麽不殺他了，阿裏回答道:

“我們有兩種戰鬥，一是爲了安拉而與像你這樣的异教徒

作戰，一是與我們自己的私欲作戰。第二種戰鬥是一場精

神戰鬥，它要求我們控制世俗的欲望。我與你作戰是爲了

安拉，但如果在你向我的臉啐了唾沫後我殺死你的話，我

就被自己的私欲控制了。因此，我不殺死你。我已經贏得

了這場同私欲的戰鬥。對穆斯林來說成爲私欲的奴隸比與

异教徒作戰更危險。”

聽到阿裏的回答，擋在這位异教徒眼前的幕簾被拉開了。他的

心得到了信仰之光的照耀，他由此轉變成了一位穆斯林。後來，在

許多戰役中，他都與阿裏一同作戰。他跟隨阿裏，學習識別哪一種

憤怒是爲了安拉，哪一種憤怒是因爲自己的私欲。在與敵人交戰之

前，他先與自己的私欲打一場戰役。

在戰鬥中，阿裏是英勇的化身，在生活中，阿裏又是忠誠奉獻

和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榜樣。在一次戰鬥中，阿裏受了箭傷。周圍的

人想幫他把箭拔出來，但由此給阿裏帶來的巨痛使人們不敢下手。

阿裏對他們說道:“我現在做禮拜。在我做禮拜的時候你們可不可以

把箭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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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按照他的話做了，箭被輕易地拔了出來。阿裏禮拜完後，

問人們箭有沒有被拔出來，因爲他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對阿裏來

說，禮拜就是鎮痛劑。他禮拜的時候，好像他與這個世界已經完全

脫離了。

從卡巴天房到庫發(Kufa)清真寺

在先知歸真後，阿裏(願安拉喜悅他)盡心盡力地爲在他之前的

哈裏發們服務。他是他們的顧問團體中的一員，幫助他們做出正確

的决定。

在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被刺殺之後，阿裏被先知的教生們推舉

爲哈裏發。阿裏成爲哈裏發後的一個舉措就是把首都從麥地那遷移

到了庫發，因爲他不想看到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先知所鍾愛的城市裏發

生，他希望把麥地那作爲知識、文化中心，作爲充滿了對先知的回憶

的一座美麗的城市來保留。這一决定是正確的，因爲在庫發，他生

命中的最後時光是在反對內戰(通常被稱爲Fitnah)和政治鬥爭中渡過

的。

一次，人們對他說:“穆斯林的埃米爾啊！讓我們看護你吧。”

他回答道:“人的看護者是死亡。”

在他殉道前，他有好幾天沒有吃飯。人們問他爲什麽不吃飯

時，他說道:“我希望餓著的時候死去。”這句話說過後不久，一

天，當他領人們禮晨禮時，一個名叫伊本·穆勒杰姆(ibn Muljam) 

的人用一把帶毒的刀子刺傷了他，他因此而去世，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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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阿裏遭受著傷痛的折磨。君達布·伊本·阿布杜拉 

(Jundab)對他說:“穆斯林的埃米爾啊！願安拉挽救你。但如果你離

我們而去，我們將發誓效忠你的兒子哈桑。”

但就像他的前輩艾蔔·伯克爾，他帶著卓越的遠見說道:“我不

會對你說是否要效忠哈桑的話。你們比我更清楚你們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對自己的兒子哈桑和侯賽因說道:“我希望你們把自己奉獻在

尋求安拉的大道上。不要哀悼過去，任何時候都要說真話，按照安拉

的經典做事。做壓迫者的敵人、被壓迫者的朋友。心中要明白宗教的

戒律，不要因爲別人的指責就覺得受到了冒犯。”

然後，他說了作證詞，去了後世。在卡巴裏睜開的雙眼在庫發

清真寺裏閉上了。

在阿裏的統治期間，穆阿委亞 (Muawiyah) 是阿裏的反對者。他

後來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非常後悔，在他死前，他這樣說道:“我真希望

自己是古來氏的孜土瓦 (Zi-Tuwa) 村子裏的一個普通人，沒有被捲入

到政治中來。”(ibn Athir, al-Bidayah, VIII, 135)

偉大的甦菲朱奈德·巴格達迪 (Junayd) 在談及阿裏時說道:“如

果阿裏沒有被迫作戰，他會有機會教給我們許多《古蘭經》知識。

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迄今爲止，他說的一些話無人能及。”6

我們收集了一些阿裏說過的充滿了智慧的語言: 

6 Ramazanoğlu Mahmud Sami, Hz. Aliyyu’l-Murtaza,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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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的充滿了智慧的語言

“用智慧的語言放鬆你的靈魂，因爲當身體疲倦和虛弱時，靈

魂也一樣會變得疲倦和虛弱。”

“如果禮拜時不敬畏安拉、齋戒時不遠離閒談、讀《古蘭經》

時不思考、學習知識却不實踐、占有却不奉獻、雖然在兄弟姐妹的

大圈子裏，但當有人需要時却不伸出援助的手、受到祝福時不知道

感謝、祈禱時不虔誠，這樣的禮拜、齋戒、祈禱、學習不會給人帶

來什麽好處。”

“人們對自己不知內情的事總是抱著敵對的態度。”

“樂園是慷慨者的居住地，火獄是無知者的居住地。”

“在後世，在沒有向學者問：‘爲什麽沒有傳授知識？’以前

不會向無知者問：‘爲什麽沒有學習？’”

“渴望進入樂園的人追求行善；害怕烈火的人克制欲望；相

信死亡的人控制私欲；知道這個世界爲何物的人也知道什麽是損

害。”

“純潔是美麗的天課。”

“信仰中的莊嚴與慷慨是健全的知識的果實。”

“有智慧的人說得少。”

“知道自己將被問及自己的行爲和語言是否相符的人說得少，

他們不說不涉及他們的事。”

“被要求才說話比被要求沉默才停止說話强。”

“不要試圖回應卑劣的言談，因爲說卑劣話語的人會說出更卑

劣的話來回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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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無知的人開玩笑，因爲他會用他有毒的舌頭傷害你的

心。”

“用對方能够聽得懂的話跟他們交談。”

“彎曲的東西有彎曲的影子。”

“以肯定的目光看安拉的那些僕民吧，這樣你會减輕許多負

擔。”

“對安拉的常規、先知的聖行、好僕民的道德一無所知的人，

他們將一無所獲。安拉的常規是隱藏秘密；先知的聖行是用美德管

理人們；安拉的好僕民的道德是承擔別人對他施加的負擔。”

“如果你想跟某人成爲朋友，你先跟他保持一定的距離，這

時如果他正常對待你，那你就跟他建立友誼，不然，不要和他交朋

友。”

“心懷仇恨的人不會行善，因爲心不够大，容不下兩個對立的

事物在心中同時存在。”

“信士的笑容在臉上，痛苦在心裏。”

“只有像穆斯林那樣死去才會獲得永恆的祝福。”

“阿丹的子孫啊，你怎麽敢驕傲？(要知道，)你的開始只是一

滴精液，死後只是一具尸體。你既不能創造自己的需要，也不能逃

避死亡的命運。”

“你的一生就像兩天，一天你走運，一天不走運，走運的那天

你不要得意，不走運的那天你也不要悲嚎！”

“今天是做好事的一天，今天不算賬。明天是算帳的一天，但

明天沒有機會做好事了。”

“呼吸是邁向死亡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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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下面這四件事還繼續著，今世和信仰就將健康地繼續下

去：1. 只要富人不吝嗇他們的財富；2. 有知識的人按照他們所瞭解

的真理做事；3. 無知的人對他們不知道的事不會狂妄自大；4. 貧窮

的人寧願要今世也不出賣後世。”

“因爲期望安拉的報酬，富人變得謙虛；窮人把自己交托給安

拉，不再依靠富人，這是多麽好啊！”

“不被給予比被給予後又受責難强。”

“貧窮的美麗衣衫是美德，富貴的華服是感謝安拉幷慷慨施

捨。”

“吝嗇擁有所有惡劣品質。”

“當你貧窮時，你用施捨來與安拉做交易；富貴時你感謝安

拉。任何時候都不要因爲不感謝安拉而讓安拉的祝福從你的手中溜

走。”

“擁有伊斯蘭的榮譽和祝福比擁有世間所有的財富都要好；遵

循你的宗教比做任何世俗事物都要好；死亡發出的警告比所有世俗

的警告都要好!”

“知識是 有益的饋贈，莊重是 巧妙的藝術，敬畏安拉是

豐富的精神食糧，禮拜是 豐富的資本，善行是 有益的引導，優

秀的品德是 好的親眷，親切是 好的助手，節儉 能帶來繁榮，

思考死亡 能馴服(人心)。”

“沒有哪一個交易比善行更好，沒什麽比受祝福更有利潤，沒

有什麽比正確的指引更有益，沒有什麽比擁有知識更有榮譽，沒有

什麽比謙虛更高貴，沒有什麽施捨比避開有罪的事物更好，沒有什

麽比美德更能讓人親近安拉，沒有什麽崇拜行爲比履行主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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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麽比遠見更有智慧，沒有什麽比像聯繫兄弟情誼那樣更能够

使人遠離傲慢。”

“ 困難的行爲是： 

1. 生氣時寬恕；

2. 貧困時慷慨；

3. 獨自一人時控制低俗的欲望；

4. 對自己懼怕的人或期望得到他的關愛的人說真話。

“安拉給誇大小麻煩的人更大的麻煩。”

“財富是縱欲的原料，色欲和對世俗之物的渴望是打開煩惱之

門的鑰匙，嫉妒是無用的消耗。”

“世俗的欲望和對世俗之物的期待甚至能蒙蔽有先見之明的人

的眼睛。”

“個人願望决定個人價值。”

“爲自己無限的低俗欲望俘虜了的人，他只會做壞事。”

“注定了的事情，既使人們不期待，它也會到來。”

“沒有哪一個地方比樂園更有益於你的生命了。所以，爲了樂

園而出賣你的生命吧。”

“安拉的朋友們是那些當普通人只能看到表面時他們却能够看

到內部的人。”

“僕人的信仰不會完美，除非他信任的是安拉而不是他所擁有

的世俗之物。”

願安拉讓這些智慧的語言溶入到我們的心中，讓我們的行爲受

這些智慧的語言的引導。願安拉賜予我們對先知的親密夥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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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大哈裏發的愛。在末日，願安拉把我們和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

事實上，與他們在後世的聯繫實際上開始於今世，如果我們能

够在今世成爲他們的朋友，毫無疑問，在後世我們就能與他們在一

起。

願安拉幫助我們把這四位大哈裏發的美德溶入到我們的心中，

在末日，願他們能爲我們說情！

阿敏！





社會與統治者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對方的鏡子，可以反映出彼此的影像

來。在所有的社會群體裏，從一個家庭到一個小的社會團體再

到一個國家，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可以體現出統治者的能力，

而統治者個人方面的發展也是與社會的發展幷駕前行的，就好

像天秤的兩端，任何一端稍重或稍輕，平衡就會失去。



社會與統治者

全能的安拉賜予了他的被造物符合其特性的社會生活秩序，他

希望人類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美麗的，能够與他所賜

予的秩序與變化和諧一致，因此，安拉在《古蘭經》裏說:

“他曾將天升起。他曾規定公平，以免你們用稱不公。” 

(《至仁主》章 55：7-8 馬堅譯)

我們的主把我們創造得比其他被造物更需要相互間的依靠。無

論是生活在部落裏還是生活在一個國家裏，人類都過得的是社會性

的群體生活。要建立和諧的社會生活關係，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有

能够引導社會幷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公平和公正的統治者。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對方的鏡子，可以反映出彼此的影像來。

在所有的社會群體裏，從一個家庭到一個小的社會團體再到一個國

家，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可以體現出統治者的能力，而統治者個人

方面的發展也是與社會的發展幷駕前行的。如果統治者是正直的、

有能力的，社會也會是安寧的和富庶的，否則的話整個社會在物質

和精神方面就都會出現問題。

一方面，如果社會進行自我改善，好的統治者就會出現，而好

的統治者又反過來能够推動社會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因爲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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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社會的産物，因此，如果社會走入了歧途、喪失了道德，

那麽自私的統治者也會隨之産生。

因此，統治者和社會都應該先進行自我責問，然後首先進行自

我改善。伊斯蘭甦菲主義的一個原則是“在忍耐別人的同時應該先

問問自己”。無論是針對個人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這一原則都

是有效的。《古蘭經》說道:

“......真主必定不變更任何民衆的情况，直到他們變更自

己的情况......”(《雷霆》章 13：11 馬堅譯)

“這是因爲真主不變更他所施於任何民衆的恩典，直到他

們變更自己的情况......”(《戰利品》章 8：53 馬堅譯)

就像這些經文所闡明的，安拉賜予人類社會的仁慈和祝福是讓

人類社會可以行進在正道上，但如果社會忽視安拉的意志，安拉的

仁慈會離開這個社會，社會的穩定也就不存在了。這樣的話，人類

社會的情况就會像先知所描述的那樣“地底下比地上面好。”

因此，想要生活在一個有著正直的統治者的社會裏，人們首先應

該用安拉喜悅的方式生活。先知曾這樣警告過我們:

“你們受什麽樣的統治取决於你們自己。”(al-Suyuti, al-

Jami al-Sagir, II, 82)

下面這個故事能够更好地說明這一點:

在阿裏被伊本·穆勒杰姆刺傷後，彌留之際，人們跑到他那裏

想讓推選下一任哈裏發。阿裏(願安拉喜悅他)對他們說道:

“我留給你們安拉的使者曾經留給我們的。當安拉的使者

就要離開我們時，我們也要求他做同樣的事。他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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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如果安拉在你們中看到了善行，他就會賜給你

們好的統治者。’然後安拉讓艾蔔·伯克爾成爲了我們的

統治者，因爲安拉在我們中看到了善行。”(al-Hakim, III, 

156/4698) 

在阿裏的統治時期，穆斯林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曾經有人這

樣問他道:“哈裏發啊！與你的前任相比，爲什麽在你的統治時期社

會出現了這麽多動亂？”阿裏用充滿了智慧的語言回答道: 

“他們成爲統治者是因爲人們像我一樣，我成爲統治者是因爲

人們都像你一樣。”阿裏用這樣的話指出統治者的管理是否成功也

取决於被統治者的素質。但同樣，被統治者的行爲也受統治者的素

質的影響。

關於這一點，歐麥爾說道:“人們走他們的統治者所走的路，做

他們的統治者所做的事。”

“只要統治者行走在正路上，人們就會也行走在正路

上。”(ibn al-Jawzi, al-Manakib, 223)

事實上，人們常常拿自己的統治者做榜樣。下面這些歷史事件

更清楚地說明了統治者的道德是怎樣的，人們的道德就是怎樣的:

瓦利德·伊本·馬力克(Walid ibn Abdulmalik)是吾麥葉王朝的

哈裏發，他非常喜歡宏大雄偉的建築，結果那時的人們也開始喜歡

起雄偉的建築來了。那時，到處都可以看見人們聚攏在一起就宏大

的建築物進行高談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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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來曼(Sulaiman ibn Abdulmalik)是吾麥葉王朝的另一位哈裏

發，他喜歡吃喝這樣的事情，於是在他的統治時期，人們就把時間

浪費在討論吃和喝這樣的問題上了。

歐麥爾·伊本·阿布都阿孜澤(Omar ibn Abdulaziz)也是一位

哈裏發，他關心自己的人民，虔誠盡責。在他的統治時期，人們談

論更多的是多做禮拜，以及彼此詢問“你學習了多少《古蘭經》經

文了？你這個月齋戒了多少天？你照顧了多少需要幫助的人了？”

統治者的行爲方式和特性遲早要社會化，因此，他們的好的品

行可以給整個社會以正面的影響，反之他們的壞品行也會給整個社

會帶來負面影響。

有一句諺語是這樣說的:“魚先從頭開始腐爛。”因此，從家

長到機構的主管人員，從社會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到統治者及其保護

者，他們應該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應該認識到自己對家庭、對社

會負有什麽樣的責任。謝赫艾德巴勒(Sheikh Edebali)對皇帝奧斯曼 

(Osman Ghazi) (奧斯曼帝國的奠基者，公元 1281-1326 年)說:“不要

忘記，站在高處的人沒有站在低處的人安全。”

當歐麥爾要禁止某件事時，他就先在自己家人的身上實施這條

禁令。他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對他們說道:

“我要禁止這件事，但人們會像老鷹盯著肉那樣看著你

們，所以如果你們不遵守禁令，他們就會向你們學習。以

安拉的名義起誓，如果你們不遵守禁令，我會比懲罰其他

人更厲害地懲罰你們。現在，遵守還是不遵守就看你們自

己了。”(ibn al-Jawzi, al-Manakib,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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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如果統治者非常注意履行自己的職責，社會就會在

各個方面都取得進步。奧斯曼帝國的甦丹甦萊曼對他的地方長官巴

利百(Ghazi Bali Bey)這樣說過: 

“看好你的人民。如果長官是正直虔誠的，人民也會效仿

他們。從你的人民身上可以看出你是不是個好長官。一些

人白天齋戒晚上禮拜，但他們中有一些人過分地愛今世的

財富，今世的財富才是他們的崇拜物。你不要愛任何世俗

之物，要慷慨地花費，不要嫉妒！”

毫無疑問，先知是統治者們效仿的最好榜樣。先知非常注意教

生們的情况，如果他們遇到了難題，他總是第一個被捲進去的人。

甚至象阿裏那樣著名的勇士，在遇到困難和危險時，他們也去先知

那裏尋求保護。

因此，占據領導地位的人也被期望首先做出犧牲，而且領導者

還應該意識到沒有全身心的投入就不能爲社會做出恰當的服務。

在長途旅行中，先知(願主賜他平安)與病弱的教生走在一起，

以便幫助他們。因爲慈悲的牧羊人是不會丟下受傷的羊的，恰恰相

反，他會把它緊緊地抱在懷裏。

社會的領導者不能驕矜，他們時刻都不應該忘記自己只是安

拉的僕人，在做著一份收銀的工作，有一天，在那個神聖的審判庭

上，他是要被提問的！伊瑪目馬立克在給當時的哈裏發的信中說道:

“歐麥爾(願安拉喜悅他)朝覲了十次，到目前爲止我所聽到

的是每一次朝覲他都只花12個第納爾。他自己背水袋，睡在

樹下而不是帳篷裏。他到處尋找需要幫助的人，幫助他們解



社會與統治者

77

决問題。歐麥爾被刺後，人們跑去看望他，讚美他，他回答

道：

‘接受這種讚美的人毫無疑問是被騙了。如果我有一大

塊金子，我要把它送人，以便减輕我對末日的審判的恐

懼。’”

伊瑪目馬立克繼續寫道:

“歐麥爾總是公正行事，先知曾給過他他將進入樂園的好

消息，但他從未沉浸其中，而是總是儘量地解决穆斯林的

事務。如果像歐麥爾這樣的統治者尚且如此，像你這樣的

統治者又該做些什麽呢？”

塔利克·伊本·孜亞德(Tariq ibn Ziyad)是西班牙的開拓者，他

謙虛、重感情。他也爲人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塔利克帶領一支由五

千人組成的軍隊成功地擊敗了一支由九千人組成的隊伍。戰爭結束

後，塔利克踏在西班牙國王的財寶上，對自己說道: 

“塔利克啊！你以前是個帶著枷鎖的奴隸，後來安拉給了

你自由，然後你成爲了指揮官。今天，你徴服了西班牙，

而現在，你正站在國王的宮殿裏。但你要知道——永遠也

不要忘記——明天你將站在安拉的面前。”

管理社會的人應該把自己看成是被雇傭來爲人們服務的僕人。

我的父親穆薩先生認爲社會的領導者應該把自己看成是爲人民服務

的僕人，他們應該仁慈、謙虛、友愛，不能因爲自己地位顯赫而自

大和驕傲。穆薩先生這樣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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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事務上爲人民服務的人應該知道，爲宗教服務這

個機會是安拉恩賜的祝福，幷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許多人都有資格爲宗教服務，但很多人因爲各種各樣的原

因而得不到這樣的機會，所以爲宗教服務的人應該感激那

些被他們服務的人，因爲正是由於他們，自己才獲得了這

樣一個爲宗教服務的機會。”

整個社會是否能够在精神和物質上都得到提高取决於統治者是

否能够及時地感覺到社會上存在的問題，而要做到能够及時處理社會

上存在的問題，則需要統治者不但能够注重博學者的忠告，自身還應

該是個謙虛的、能够接受別人的忠告的人。 

所以，統治者不能讓諂媚者迷惑自己，他們應該聽取那些能够

真正發現問題幷提出解决辦法的博學者的意見。在聽取忠告這個問

題上，儘管先知是安拉的使者，但爲了給我們一個範例，先知總是

詢問博學者的意見。

反過來說，只要統治者是公正的，爲了社會的和平和安定，人

們也應該服從他們的領導者。但人民同時也是統治者的監督者，如

果統治者走錯了路，人們應該及時地警告他們。

成爲哈裏發後，歐麥爾向人們問道:

“人們啊！如果我不公正，你們會怎麽做？”

一個人回答道:“歐麥爾啊！如果你走上了歧途，我們會用我們

的劍把你拉回到正路上來！”

歐麥爾高興地回答道:“感謝安拉！如果我走錯了路，我有朋友

把我帶回到正路上來！”

又有一次，歐麥爾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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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 讓我愛的人是告訴了我我的錯誤的

人。”(al-Suyuti, al-Tarih al-Hulafa, 130)

對於人們的批評和警告，統治者的心應該是開放的。當別人指

出了他們的錯誤時，他們應該找一個好的方式重新調整改造自己，

而不是倨高自傲，不承認錯誤。 

爲了安拉，人們應該向統治者提出中肯的告誡，必要時還要擁

有能够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世俗利益的勇敢精神。因爲不光是統

治者對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繁榮昌盛負有責任，以個人爲單位組

成的整個社會群體對此都負有責任。

人們爲了謀取世俗的物質利益而容忍統治者的錯誤，對他們所

犯的錯誤不給予警告，或者甚至慫恿他們壓迫或做不公正的事，這

是非常嚴重的信仰錯誤。在今世追隨不公正的統治者的人在後世也

會追隨他們。因此，人們應該非常注意什麽樣的人自己應該追隨。

《古蘭經》裏有這樣的經文:

“(你記住，)在那日，我將召喚每個民族及其表率。以右

手接受其功過簿者，將閱讀自己的本子；他們不受一絲毫

虧折。”(《夜行》章 17：71 馬堅譯)

“在復活日，法老將引導他的百姓，而將他們引入火獄，

他們所進入的那個地方真惡劣。”(《呼德》章 11：98 馬堅譯)

因此，信士對他們的統治者走上正路是有責任的。伊瑪目阿

蔔·優素福在爲哈裏發哈魯尼·拉希德(Harun Rashid) (公元 766-

809 年)所寫的名爲《al-Kitab al-Haraj》的書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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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失去在安拉賜予你的王國裏建立公正的熱情！

因爲在末日，站在安拉麵前的 幸福的牧羊人(即：統治

者)是他的羊群(人民)對他感到滿意的人。永遠也不要走上

歧途！如果你走入了歧途，你的人民也會跟著你走上歧

路。永遠都不要驕傲地、隨心所欲地發號施令，不要生氣

地做出判决！如果要你今世和後世之間做出選擇，那你就

選擇後世吧！不要忘了，今世是短暫的，後世才是永恆

的！”

總之，人們的觀念和行爲舉止會效仿他們的領導者，而領導者

的觀念與行爲舉止也與整個社會成員的觀念和行爲舉止緊密相連，

同時，他們又互相糾正對方的錯誤。因此，如果領導與公衆想要改

善自己在物質與精神方面的情况的話，首先要改革自己。

維修者的技術是否高明可以從他維修的機器上看出來，他修不

了的機器顯示的是他的無能。同樣的道理，統治者應該對其統治範

圍內出現的問題負責，應該注意發生在公衆身上的與自己有關的錯

誤和缺點。

當今社會，找到一個真正快樂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幾乎每一

個人都在想著或說著別人的缺點。但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

他們首先應該看的是自身的缺點。如果社會上好人的數量增加了，

那這個社會就會在精神和物質方面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幷且，在

安拉的幫助下，它也能得到一個好的統治者。如果統治者對社會不

滿意，他們應該首先問問自己爲什麽會這樣，然後想辦法提高自己

而不是抱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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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的甦丹穆拉德一世(公元 1326-1389 年)是一位在科索

沃戰役中犧牲的勇士，作爲一位統治者，他爲我們竪立了一個很好

的榜樣:

在科索沃戰役中，穆拉德一世在暴風雪中找到了他的軍隊。暴風

雪非常猛烈，人們幾乎什麽都看不見。這種天氣條件對於他的軍隊非

常不利。但穆拉德一世不僅是世俗世界裏的一位君主，他還是心靈的甦

丹。他禮了兩拜，哭泣著向安拉尋求庇護:

“我的主啊！如果這場暴風雪是因爲我的罪過而出現的

話，請不要因爲我而懲罰這些無罪的穆斯林士兵吧！請不

要讓他們因我而死亡！”

他祈禱完後，暴風雪停了，他的軍隊也贏得了這場戰役的勝

利。戰鬥結束後，穆拉德一世在戰場上巡查，他被一個裝作受傷的

塞爾維亞士兵刺傷至死。 

所以，如果我們詢問、提高自己的話，在安拉幫助下，我們的精

神道德水平也會得到提高，社會自然也就會向前邁進了。

但歷史上有一些事件是不屬於這一普遍性原則的範疇的。例

如，當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走入歧途時，安拉給人類派遣了先知，以

便改變糟糕的社會狀况。先知時期，社會道德敗壞，人們活埋自己

的親生女兒，崇拜偶像，毫無仁慈可言。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安

拉派遣了先知穆罕默德(願主賜他平安)來改善社會狀况，這是安拉

賜予人類的福氣。我們無法站在社會的角度去考慮安拉對人類社會

的這種干預。如果從安拉的戒律的角度出發，也許能够得到某種解

釋，但無論怎麽說，給人類派遣先知是至慈的主賜予人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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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後的使者，沒有新的祝福之門

再爲我們打開了，所以現在，改善我們精神世界，升華我們的道德

是我們自己必須努力完成的任務。

我們有很多機會來改善精神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激活未來領導

者的教育機構。有思想家這樣說道:“統治的民族與被統治的民族之

間 大區別在於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人的數量的多少。”

所以，讓社會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變得令人滿意、消除恐怖、建立

起公正的社會環境取决於一群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人才。

每一個理想都是根據代表它的人的個性特徵逐漸形成的，幷由

這個人的個性特徵推動其向偉大發展。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品性和個

性的人才能領導大衆，也只有偉大的領導者才能改善社會狀况，因

此，我們應該首先考慮的是爲未來社會培養出優秀的領導者。

納吉布·法孜勒(Nejip Fazil)是當代土耳其詩人，他這樣說道:  

“不能抽出新綠的樹只是一塊木頭。”

一位安拉的朋友這樣說道:“你應該生産出你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應該給新一代人以優良的教育，讓他們擁有堅定的信仰、

瞭解社會遺産、幷且願意爲社會服務，否則，安拉會收回他對我們

的恩典，這是安拉的常規，對於這一點，歷史已經證明給我們看

了。

因此，如果我們想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領導人愛安拉和他的使

者，以及爲社會服務，我們就需要首先讓自己的心充滿對安拉和他

的使者的愛，讓自己的形象符合《古蘭經》和聖行所要求的擁有美

德的穆民(信士)的形象，讓社會瞭解真正的穆民到底是什麽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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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的主讓那些承擔著爲社會服務之義務的穆斯林領導者們

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願安拉幫助我們培養起擁有堅定信仰的新一代

人，讓他們虔誠工作，在物質和精神上改善我們的社會，爲我們的

國家服務，爲全世界的所有穆斯林服務！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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