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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共同资助的Ｂ类重大课题“伊斯兰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的阶段性

成果。 

 

伊斯兰社会秩序不仅依靠法律治理，诸多问题还需由伊斯兰伦理道德来调节。伊斯兰思想作

为伊斯兰社会的主流文化，“伊斯兰教的伦理观着重阐述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行为准

则，这些准则是以《古兰经》和‘圣训’的训诫为依据的”
[1]46

，对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伊斯兰伦理因为穆斯林平日耳熟能详而不难理解，但实践起来却很不易。 
 

一、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伊斯兰倡导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

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2]120

伊斯兰伦理道德发挥的社会作用是规范和协调

各种社会关系及处理矛盾，通常包括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伊斯兰社会的协

调是在法律、教律与自律的约束下，在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下进行，道德原则作为调节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法宝已成为伊斯兰社会的共识。社会协调是通过协调工作，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

各种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或矛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使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有所节制，对他人利益有所尊重，以便使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

会整体利益协调一致。”
[3]44

伊斯兰教认为，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营造人与安拉之间和谐

关系的一种延伸。伊斯兰教充分重视伦理道德修养的内涵，通过穆斯林完成伦理道德实践，致力

于把人的思想和宗教修养推向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从伊斯兰伦理道德的

形成到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原则，其主体都是人。“道德也是存在秩序的，道德秩序不仅可以使

个人完美化，同时也有助于整肃社会风范。”
[4]126

一般来说，只要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协调

理顺了，社会稳定就有了相对的保障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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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特殊的社会价值形态，向善的宗教道德控制机制的本质是约束，它是人

们以善恶评价方式进行社会调节的一种手段，也是自我完善的一种实践。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

律规范，都必须发挥其社会导向和调节功能，而这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遵守和无条件服从。

法律在形式上可借助国家权力得以制定和实施，但若不是以人们的意志和服从为前提，其强制程

度可能十分有限，甚至会软弱无力。只有把“强制”当作一种自觉和责任，并内化为义务，法律

实施才能奏效。伦理道德通过舆论压力及其制度措施给予个体以道德强制，能促使外在的他律转

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自我约束，从而强化人们对自己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提高

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因此，伊斯兰伦理道德准则是社会稳定、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伊斯兰教义反复要求穆斯林心中须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会促使人们自觉保持良好的伦理道

德素养，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思维模式首先要维护伊斯兰教的和谐，维护伊斯兰

大家庭和穆斯林兄弟间的和谐，从道德的基本理论、规范和活动等三方面做起，达到和谐的社会

道德水平。伊斯兰伦理道德在处理人与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问题时起整合作用，人们生活的每

个细节都受到宗教思想的指导和制约，总是在一定的道德关系中表现自己的道德行为，并不断调

整个人行为。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离不开行为规范的调节，伊斯兰伦

理道德具有协调和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功效，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集体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等。法律则不然，它没有义务负责调整这些关系，法律的特点

是强制性和他律，伦理道德的特点是教育、自律和协调性的道德价值取向，他律与自律属于外表

与内里的关系，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然，法律也是保障伦理道德有效实践的有效手段。 
    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蒙昧时代人们奉行的价值观相比，伊斯兰教倡导的文明生活有明显的进

步意义。蒙昧时代人们敬拜偶像、恃勇好斗、炫耀高贵，而伊斯兰教向社会注入一些高尚的新价

值观，主要反映了宗教与伦理道德的价值。伊斯兰伦理道德是个动态系统，它来自现实生活，又

高于现实生活，在调整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非凡作用，其协调性和功能性十分

突出，如穆斯林团结互助、平等、自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仁慈心等。“道德是社会生活和社

会活动中的调节体系，它通过观念、习惯系统、行为和品质规范系统，理想和信念系统调整人们

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使其趋向一定的利益目的。”
[2]146

体现伊斯兰伦理道德调节功能的有两点：一

是道德水准的普遍尺度；二是道德的内容规范。 
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有一套对人们社会行动起指导和限制作用的规约，凡是合乎道德

规范的行为就会逐步形成为一种社会原则，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实践，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良

好秩序和有效运转。从广义上说，道德规范首先是评价和衡量社会事务的标准，其次是人们行动

的指南。人们从一出生便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中学习规范，并逐步社会化。正是在社会化过程中，

一个人逐渐成长为社会人并积累道德素养，即学会把规范要求内化为自觉的个人行动，做到行动

自律。所谓社会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掌握社会规范，时时规范、约束和校正自己的社会行

动，正确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使个人融入社会之中。作为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具有支

配和控制人们行动的特征，它表现在：事先有能力规范、禁止预期发生的不良行为。 
伊斯兰伦理道德学说在塑造个人品德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它甚至具体规制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像中（借助

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像）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

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
[5]233

日常生活离不开语言，伊斯兰教倡导说话和气，对语气、

音调和言语都有明确的具体指导，要求穆斯林说话语言温和、音调平缓，《古兰经》指出：“有人

问敬畏者说：‘你们的主曾降示什么？’他们说：‘他降示善言。’”
[6]14：16：30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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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6]14：16：125

善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程度，

在与人交谈时首先以平等与平和的态度，出口善言，每个人都是安拉的奴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人都必须相互尊重，尽关爱之责，尤其是对身份低微的人，更要注意谦虚和善，不能呵斥与粗

暴。《古兰经》特别强调对孤儿、贫民等弱势群体说话态度要和蔼，《古兰经》指出：“析产的时候，

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
 [6]4：4：8

“假若自己遗下幼弱的后裔，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应

当敬畏真主，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
[6]4：4：9

据文献记载，穆圣平日说话声音平和，词句

真切，他的贤明、仁慈、公正和爱民等高尚品行感染着周围人，于是道德模仿、暗示和服从等其

他道德影响方式潜移默化地成为穆斯林竞相效仿的对象，在促进伊斯兰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伊斯兰道德的社会功能通过调整人的行动得以体现，或提倡，或劝诫。伊斯兰教禁止相互嘲

笑，要求相互见面应主动向他人问安或祝安，不失礼节风范。据圣门弟子讲，穆圣曾告诫人们：

“人要慎言，不慎之言将使言者陷于火狱，其深度如天地东西之间的距离。言语在你说出之前由

你控制，一旦说出，你被它控制，所以要看守好你的舌头。或许一句话夺去你的幸福，招致灾祸。”

通读《古兰经》，明显感觉到穆圣大量使用劝导句和警世句，他告诫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要

注意培养积德行善的道德品质，还要远离骄奢淫逸、以强凌弱和损人利己等恶习；他赋予道德极

高的社会意义，认为道德是伊斯兰民族存在、发展和延续的基础，是人道之本质，更是人生价值

所在。只有当社会道德得以加强、道德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时，穆斯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才能

得到改善。因此，每个人都务必独善其身，不断充实、完善自身，这样人与人才会和睦相处，个

人与社会才会融洽，社会才会变得和谐有序。穆圣处理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和教诲，

对穆斯林始终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对于社会稳定有所裨益。 
 

二、协调穆斯林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个

人与社会息息相关，受社会制约，承担其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并在社会中活动。个人一旦脱离社

会和集体，就丧失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虽无需承担义务，但也无权享有作为社会成员的各种

权利。社会对于个人的制约力量成为一种必然，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无条件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

社会与道德的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如产生矛盾是可协调的，个人的道德生命只

有借助于社会舞台才具生命力。换言之，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表现为：社会“既制约个人又驱动个

人，既超越于个人之上又蕴含于个人之中”
[7]295

。 
伊斯兰伦理道德的运行是社会调控与个体自省、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社会的良治不只限于权

利的保障和义务的实践，正确的人际关系还需维护人的尊严，关爱他人。伊斯兰教历来重视宗教

的社会性，制定了规范信徒行为和互相间关系的法律，《古兰经》便是最权威的立法经典。伊斯兰

道德理念在社会中的充分展现，表明信仰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者关系的不断整合。就宗教社会性

而言，由于宗教制度化的设置，往往保证并维系个人信念得以具体化和制度化，从而构成一个稳

定的体系。以基督教为例，尽管在基督教会的发展史中，宗教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时无

刻存在，二者互相纠缠、补充和争斗，教会法的起源和发展是基督教社会性的要求，但同时又与

此种紧张关系相伴随。
[8]105

针对基督教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伊斯兰教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体性与

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个体与社会之间较协调地相互发展，呈彼此互动的制度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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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其社会性层面上促使社会的神圣使命落实在历史和社会行动之中，同时也能够以其严格的

宗教制度保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互动。 
伊斯兰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对协调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道德是构成人内在本质的精

神，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的意志、理智和情感的有机结合。伊斯兰伦理学的研

究重点之一是关于“善与恶”的问题，世界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对伦理学或善理论往往在不同层

次、领域和意义上使用。“概言之，一类是在世界本体意义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图、神命论

等；第二类是在人类社会秩序本体领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尔、儒家学说等；第三

类是在人性品德意义定位善本质，或许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体论，如亚里士多德（在双重意义上

使用伦理学）、麦金泰尔等。”
[9]
第三类伦理学重点关注的是人性美德，本文所阐述的伊斯兰伦理

道德大都属于此类。穆圣引导的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覆盖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领域，重

要的是还关系到成就人性品德，同时也成就社会和国家的善治。“道德及包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

人格理想、规范准则、选择和判断机制，则是这个有机系统中特别重要的组成因素”
[2]146

，它是构

成社会教化的重要因素。 
伊斯兰社会追求人类道德和公正，为维护社会的整体而约束个体的行为规则。社会道德是人

们实践的产物，一旦形成，其后又成为制约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客观条件，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

分。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强弱与否完全取决于社会教育与个人约束程度，

在不同的社会里，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如把谋杀、自杀、贪污、行贿、受贿、强奸

和堕胎等行为看作是罪恶；再如家庭形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

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

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
[10]43

人类具有的那些相通的基本价值观，恰恰

证明普世性价值属于人类永恒的价值。人们需要建立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关系，建立一种获得内心

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求得到更多关心和浓厚的人情氛围，以自我完善的心态对待他人，并从他人

那里得到同样礼遇。 
伊斯兰社会伦理道德所具有的良好社会教化作用，提升了伊斯兰教的声誉。在社会实践中，

宗教信念、伦理和道德最终内化为穆斯林个人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使其社会协调功能具有实用

价值。“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

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
[3]32-33

道德的定义规范

了道德的本质、方面、特征、评价的手段、职能和作用。道德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系统，包括道

德意识、关系和实践活动等三方面，三者互为因果，互相联系、渗透和促进，使全部道德现象显

现出有机关联、不断变化的结果。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合理性和群体性特

点，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具有互补性，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道德

的实践归根结底有赖于群体中个人道德的实践，这就要求社会道德原则上必须与个体需求和有可

能达到的道德水平相符合，任何个人的道德实践总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道德状况的影

响，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个人必须遵循社会道德的要求。每个穆斯林生来就处于一种既成的伦理道

德关系之中，这表现在个人、集体、社会利益之间的活动中，显示人们的动机、观念和良心，道

德的行为将受到赞赏，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受到谴责。 
  

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不但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形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穆斯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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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他们渴望生活在有秩序的环境之中，而伦理道德规范即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产物。因此，伦

理道德一经产生便具有秩序理念，它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社会调控手段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以促使社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状态。 
穆斯林十分重视“两世观”，他们将在末日审判中看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对伦理

道德秩序十分崇尚和偏爱。“道德—秩序—拯救”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个人的道德实践

尤受重视，在伊斯兰文化中，伦理道德通过宗教信仰获得较高的社会意义。在认知心理范畴中，

由于对安拉的敬畏，人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理暗示，无条件地服从安拉的安排，相信安拉对敬畏

者的安排：“信道而且敬畏，我必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我因他们所作的

罪恶而惩治他们了。”
[6]9：7：96

对不敬畏者和不行善者则惩之灾害、穷困和患难。即使是在个人独处

的非道德场合，人们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评价之中，能够免于道德约束与评

价而构成私人生活空间的场合几乎不存在。 
道德修养是穆斯林既改造外部客观环境、又改造自身心性的活动过程，道德修养的境界是一

个涉及广泛内容的问题。“境界实际指的就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的阶梯上所处的位置，即具备的道德

觉悟程度，等等。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就是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良心的标志，就是道德修养实

现最终目的的标志。因此，讲道德修养，必须讲道德境界。”
[11]309

遵守社会公德和惩恶扬善的观念，

时刻警诫人们要恪守教规是教化穆斯林民众的一项宗教功课，它能协调社会矛盾、缓解人际关系

和改善社会风气。如果一个人专心做好事，不做坏事，关心和善待他人，以信仰和道德为基础担

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做力所能及的善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被营造成和谐的、人

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在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秩序井然有序，友好往来，氛围轻松，

安居乐业，尽享和平与快乐。宗教的伦理道德功能尽显优势，既能调节社会矛盾，又成为养育穆

斯林精神素质的摇篮。 
穆斯林信徒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道德实践，既要完成个人思想修养的内在超越，又要完成社会

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塑造，因为社会生活从来都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个人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中

心地位。每个人不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这就是伦理道德实践具有极大社会性的表

现。穆斯林的道德行为，由其内在的道德素养、情感和意识所控制的，伦理道德风气的形成由社

会所决定，受到生活实践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当然，伊斯兰伦理道德并非永恒不变，其概念、

范畴、体系结构和内容等随着时代和需求变化而不断变化。 
理想是道德的灵魂，道德秩序总是把社会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

谐、社会秩序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超越性。尽管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

同的道德秩序，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需求决定了共同的精神理念

存在，如正义、秩序、利益等。
[7]7

良好的伦理道德体系是论证伊斯兰教理论的佐证，可以证明伊

斯兰教是崇高的、高尚的，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秩序属于利益关系的

产物，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为一种道德秩序。“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是以行善为

中心的宗教伦理观，伦理道德问题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起着维护穆斯林的纯正信仰的

作用。”
[12]140

生存概念应该是人的本质价值所构成，但是它存在着两难：一方面它必须面对社会生

活的世俗性，另一方面它要相信宗教理论所描绘的美好的虚幻性，而这些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不

可避免地出现自相矛盾。但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巨大的社会和精神财富，确实赢得

了人心，早已内化为穆斯林的思想意识和品质、思维和习惯，滋养着穆斯林的心田和情感，纯洁

优化了伊斯兰社会的生存环境，成为穆斯林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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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调节的重要作用。倘若伊斯兰社会缺少伦理道德，便是一个巨大缺失，也不能构成一个健

康向上的社会。通过上述道德尺度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道德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就其社会性

而言，它对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在不

断更新的基础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性，凸现了它与社会秩序的趋同性。由于它与现代法律

的特性有着共同的社会对位基础，因而两者存在相当多的一致性，这恰好激发了伦理道德在现代

社会与法律的融合与渗透，从而也呈现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和社会现实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每

个穆斯林既要守法，更要遵守道德，守德必须先守法，守德与守法二者并重。道德心理是道德存

在的深层次决定因素，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道德心理在存在形式上包括

道德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思维和习惯等因素，但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义务感、责任感、

荣誉感、正义感和幸福感等。
[7]183

在社会伦理道德运行机制中，蕴含于伊斯兰道德内涵中诸如平

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核心价值，昭示人类在进行社会治理时的理想追求和目标，成为

穆斯林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标准，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取向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成。 
 

四、伊斯兰伦理道德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 
 
伊斯兰社是以伊斯兰文化为轴心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信主独一”

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定力，这种定力既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文化素养定力的宗旨。

伊斯兰教把伦理道德纳入信仰中加以强化和实践，这种价值标准使道德观和道德行为有了特定的

意义和范畴。对穆斯林而言，现世生活都须围绕宗教信仰而生存和发展，敬畏安拉构成了穆斯林

生存的心理定力。 
   （一）伊斯兰伦理道德认知基于敬畏安拉 

伊斯兰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认主独一方面。伊斯兰伦理道德首先具有神圣性原则，即

敬畏安拉，这是规范人的行为之准绳。穆斯林将这一原则规范奉为道德义务和纲纪，成为伊斯兰

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精神支柱。通过日常对安拉敬畏感的培养，促成穆斯林对伊斯兰伦理

道德的敬畏感，两者相辅相成。穆圣在创建伊斯兰社会时给予伊斯兰伦理道德极高的社会地位，

他说：人类的幸福在于良好的道德，人类的不幸在于道德破坏。我被安拉派遣就是为了完善人类

的道德。伦理道德的完善有两条路，一条是信主独一，另一条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① 
道德意识是指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个人社会心理要素和伦理意识。道德意识首先是信念，

信念突出体现在坚持维系社会规范体系和习俗。伊斯兰伦理道德与宗教理论紧密结合，伊斯兰神

学理论为建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思想理论资源，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行为必须规范在神学体系范

畴之内。在伊斯兰教早期，宗教对整个社会都有较强支配作用，其社会功能和作用相当大程度上

以伦理道德为基石。宗教信仰体制、礼仪制度、禁戒和惩罚都须以伊斯兰伦理道德为准绳。 
伊斯兰伦理道德包括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扬善抑恶；二是平等慈悲；三是自我觉悟并在道德

上提升的同时帮助他人提升道德。伊斯兰社会之所以建立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其动因是维护社会

秩序的稳定。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普遍准则，伦理道德目的之一在于发挥

其主体性功能，以应然的方式能动安排、协调及规范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秩序。由于道德在日常生

活中大众化的广泛实践，当人们在能动地安排并规范自身行为时，这种主观自觉的道德行为就成

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性力量，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应用的有序的行为模式框架。 
                                                        
① 参见“圣训”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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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诸如立法的依据、法的伦理蕴含、司法的道德要求、守法的基础，皆与伊斯

兰道德紧密关联。换言之，法律已经延伸到更加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它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审

视、评价和批判。伊斯兰道德只有在与人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道德行为才具有社

会意义。在道德生活中，一切社会价值观念都需根据道德准则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很大程度

上，穆斯林的伦理道德实践、思考或思想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界限早已发生互动或转换，实际

上已经难以割裂。 
伊斯兰神学思想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它把原本世俗的伦理道德行

为与神学理论紧密结合，将人的世俗行为及其举止纳入到宗教规范下，使之具神圣的约束力。伦

理道德本用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将其纳入宗教神学体系范畴，便上升为调整人与神关系的

高度，它所达到的目的便是伊斯兰伦理道德应用于社会的高明之处，其奥秘全部涵盖在具有威慑

力的神学体系之中。 
   （二）伊斯兰伦理道德是社会主流意识 

任何社会若要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都需借助某种协调力量，伊斯兰伦理道德就扮演了这种重

要的社会角色。平等、公正、道德、向善、仁慈、济贫、忠诚和关爱他人等伊斯兰思想，都是协

调社会关系及矛盾的杠杆，伊斯兰信念、观念、情感亦是协调剂。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个人的心

理财富，化为个体德行远远不够，必须作用于社会才具实用性价值，具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意义。

由个体德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促使整个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形成一个相对

有道德秩序的生存环境。 
伊斯兰伦理道德对规范现实社会秩序具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化的社会要素，

它不仅要求社会成员践履，而且还是统治者用来规范民众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道德规范及其

原则是社会物质条件的产物，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与人之

间才能顺利交往。若要保持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制定一些伦理道德来约

束、规范人们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是一种他律，同时更是一种自律，它由外在的他律转

化为内在的自律，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群体共存的需要，伦理规范必须要解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之间多重

关系，适时调整社会结构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伊斯兰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行善抑恶，

伊斯兰教功修就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它所产生的信念和能

量对稳定社会秩序明显有益。客观地说，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而言，是一个强化民族自律且约束力

很强的宗教。伊斯兰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以造就和谐的

人文环境，同时被赋予文化精神内涵，其价值观被穆斯林广泛推崇。 
人的道德优劣与否能够进行社会评价，固定化的道德规范便体现了具体尺度，并以善恶、对

错、合理与否作为评价标准。一般来说，善恶之间有明确的分界，道德判断是应然的判断，道德

尺度的内涵能够清楚把握，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意识也能够培养和塑造，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培养

和塑造的必要过程。于是，道德的意识、理想、判断和品质势必带有强烈的伊斯兰道德标准和指

导性，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便体现在了社会习俗规范体系中，依靠社会舆论、习俗和内心信念的

力量调节人们的行为，成为颇有裨益的社会风尚。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同样重要，个体道德水平

的提高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会促使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二

者相得益彰，相济（意为相互有益处）提升。 
整个伊斯兰社会体系建筑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之上：政教合一、宗教与社会伦理道德合一、

神权与世俗合一、教俗不分，于是世俗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伦理道德并用不分，世俗中含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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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种涵盖世俗。由此，伊斯兰伦理道德涵盖在社会生活中则是必然的了。伊斯兰伦理道德的传

统思维影响着人们判断大部分事物，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却具

有舆论强制性，这种舆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于规范人的行为具有无比的力量。 
在伊斯兰伦理道德为社会主流意识的社会里，道德是法的精神支柱，法是道德的权力支柱。

法是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强制化、条文化及制度化的产物，而道德则是人们的自觉行动。很大程

度上，穆斯林内在意志的磨练基于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层面，也基于法律和道德二者的约束力。“伦

理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旨在协调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群体共生存所必

需的。”
[13]67

稳定的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

助于维持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安全。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它很大程

度上维系并强化了宗教的生命力并作为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存在，无疑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

的重要因素，能够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五、结语 
 

通过对伊斯兰伦理道德社会协调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不仅在历史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协

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对协调当代社会各种矛

盾提供了理论支持。发生在 2010 年底、2011 年初以来的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

了世人的估计，有人将此次中东动荡的政治意义与 1989 年苏联东欧剧变相提并论，也有人将其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作用相比。无论这种比较是否恰当，但

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此次事件波及的中东国家众多，产生的政治震动极大，影响极为广泛，持

续的时间较长，由于事件还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如何进行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估尚需时间。 
当前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离不开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爆发的原

因有内因，也有外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

起作用，归根到底，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主要是内部问题，内因是主要的。分析中东政

治动荡的原因，不难发现：西亚北非社会严重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如政治上需要改革和调整；

经济上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民众迫切需要解决诸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分配不均

和高官腐败等具体问题。值得指出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国家存在的上述不和谐局面，伊斯兰伦理

道德倡导的和谐观是始终不变的，它对稳定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中东国家在社

会转型中需要伦理道德观的推动力，伊斯兰精神对于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

东社会无论如何变化，伊斯兰价值观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归根到底，这次中东发生的政治动荡基本上属于一场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民众变革运动，它

之所以最终席卷多个阿拉伯国家，引发当事国政局和社会剧烈震荡，主要来自错综复杂的内生性

社会问题。民众诉求始于改善民生，症结在于政治和社会系统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场因一系列

国内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综合性政治危机。 
伴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和战火纷飞，中东地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峻性摆到了世人面前，

美国和北约作为外部力量打着联合国安理会的旗号，将利比亚的内政问题演变为一场利比亚战争，

它们以推翻卡扎菲政权为目标，并在利比亚作战，值得中东各国深刻反省。“要和平、不要战争”

是西亚北非人民的呼声，对此，只能遗憾地说，如果没有外部军事势力的干预，或许中东地区会

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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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相互平等，各国内政问题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这

一国际关系原则早已是国际共识，而不能由外部力量动用军事行动手段加以解决。利比亚政治动

荡完全属于其内政问题，应由利比亚人民自己解决，而不是由美国或北约通过战争方式推翻卡扎

菲政权，这如同 2003 年美国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一样。美国和北约发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

战争，支持扶植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这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不尊重利比亚的国家主权、领土完

整和独立，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范围，属于典型的强权政治行径。 
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进入到新的十字路口，其未来发展趋势取决于新一

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虽然西亚北非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是民众尚未做好政治和经济改革

的充分准备。况且各国解决民生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其解决并非朝夕之功，这场政治动荡对阿

拉伯世界内部的冲击和影响将是长期的，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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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lamic ethics and moralit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originate from Koran and Hadith. Its main functions include: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uslim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sum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nd constituting the psychological power 
of Muslims’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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