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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真寺文化涉及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促进了穆斯林核心价值观的良性发展，还为和谐社会

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兼顾精神与物质建设的穆斯林核心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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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与穆斯林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教育中心，还是文化中心、民事

调停中心和交往中心。
[1]449

因而，清真寺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清真寺文化涉

及穆斯林生活的各方面，促进了穆斯林核心价值观的良性发展。自古以来,清真寺始终把文化的构

建与传播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清真寺的文化定位 
 

据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克尔白”的清真寺是人祖阿丹受命建造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 

“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老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3：96）①
从

此,清真寺就成为正信者接受教育和向往的圣地。610 年先知穆罕默德(570～632 年)接受启示，使

阿拉伯游牧部落凝聚在“安拉独一”的理念之下。著名的“迁徙”
②
，使真理的曙光照耀到了叶斯

里卜，部落酋长及成员倾城出动夹道欢迎。穆圣与随从在古巴镇修建了该城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

623 年 1 月，穆斯林在曾汇聚之地修建了一个清真寺，即“先知寺”。叶斯里卜也因这次大迁徙而

变成麦地那城。
[2]26-32 

7 世纪中叶，不论是“克尔白”还是先知清真寺，都成为阿拉伯穆斯林宗教和社会生活的中

心。清真寺在完成使命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理念，即“所有清真寺都是安拉的，故

你们应祈求安拉，不要祈祷任何物。”（72：18）清真寺是崇拜安拉的神圣之地，只有穆斯林才有

资格进入，不许任何与伊斯兰教义相悖的物体或行为存在其中，更禁止做有悖于清真寺理念的任

                                                        
① 本文所引《古兰经》均系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阿拉伯语 Hijrah，其意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指 622 年 9 月穆圣率领穆斯林从麦加迁移到叶

斯里卜（麦地那）的重大历史事件。参见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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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举动。630 年穆斯林光复麦加之时，毁掉了“克尔白”内的 360 尊偶像，被确定为“禁寺”。其

有两层含义：一是禁止非穆斯林进入洁净的清真寺；二是禁止穆斯林在其中做违背伊斯兰教义的

事情。 

在清真寺内进行宗教功修，能增加穆斯林的个性修养、提升自身素质，达到陶冶情操、端正

行为的目的。清真寺是正信者温馨的港湾，不仅可“避风遮雨”，且能寻找并弥补生活与精神中的

损失，还可缓解人际间紧张的关系、调节浮躁的心情，或解决经济、军事方面的棘手问题。清真

寺是公认的“穆斯林之家”，是集精神和物质于一体的绝妙佳境。 

1.清真寺的结构特征及其功能作用。早期的清真寺简洁实用，是典型的露天“跪拜之地”。据

载，6 世纪时的“克尔白”是一个用石料堆砌成的矮墙；先知清真寺也是用石块堆砌成的围墙，

只将椰枣树枝搭在围墙上以遮挡阳光。
[3]126-127

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人们修建清真寺时仍秉

承“克尔白”和先知寺的基本构架，简朴实用。清真寺大殿正墙中心有一个凹进的拱形结构

（Mehrabe，米哈拉卜，即壁龛），是礼拜者的朝向和领拜者的站立处。其左侧的阶梯状讲坛（Minbar，
敏白尔）为演讲之用。礼拜殿内严禁张贴人物和动物的肖像。四周墙壁有用阿拉伯书法艺术书写

的安拉的尊名，或《古兰经》经文；礼拜大殿地面上铺有简单洁净的专用礼拜毯。按伊斯兰教教

义，穆斯林进入大殿做礼拜须清洗部分肢体或全身，任何一座清真寺都配备沐浴设施。较大规模

的清真寺还修建宣礼塔，用扩音设备召唤众人前来礼拜。清真寺的大殿、沐浴室、宣礼塔以及其

他设施构成了清真寺独特的风景。 

清真寺的功能是教育特定人群学习伊斯兰教义、劝诫众人学习科学知识，指导他们追求真理、

提高修养、科学理智地生活。麦加的“克尔白”是阿拉伯人最早的学习场所，先知穆罕默德在那里

讲授《古兰经》或解释有关伊斯兰教教律，为群众排忧解难或审判案件，或指挥军事（战况）。
[4]223 

清真寺须有伊玛目（意即领导、领袖），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有资格承担此重任。历代先贤都

是清真寺的伊玛目，他们身兼数职，带领穆斯林礼拜，解释伊斯兰教义；负责处理世俗事宜，调

节社会矛盾；教授众人文化知识，答疑解惑等。可以说，清真寺除了可进行宗教活动外，还是学

校、调解庭、法庭、议事厅、社区活动点或交友中心，在战争岁月又是指挥部或情报站等，兼顾

宗教事务与世俗生活两个方面的功能。 

2.清真寺的文化氛围。清真寺文化是建立在和谐环境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模式。7 世纪中叶，

一些业已精通伊斯兰文化内涵的穆斯林，自愿在清真寺为他人讲解宗教知识，旨在引导和激励人

们学习知识。当时，穆斯林常汇集于清真寺，相互学习和讨论伊斯兰教基本知识。伊斯兰初期的

清真寺就是穆斯林最早的教育机构。
[5]51-52

在那里，先贤们讲解《古兰经》经文含义、伊斯兰教义

规则和生活原则等。圣门弟子们在清真寺聆听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权威性诠释，随后将学会的知

识传授给其他人。有学者认为，清真寺文化氛围形成后发展起来的教育，是阿拉伯伊斯兰教育体

制中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
[6]353

随着阿拉伯人的不断外征，具有鲜明特色的清真寺文

化就在被征服地迅速兴起。像爱资哈尔大学、凯鲁万大学、科尔多瓦大学等，就是在清真寺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在清真寺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不但可从中获得生活常识，还能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

这种宽松的探讨环境，孕育了历代各学科的发展。雅古特（1179～1229 年）在著作《文学家传记》

中收录了 7～13 世纪初约 1100 名阿拉伯学者的传略和主要作品，其中多处提及当时学者们在各地

清真寺学习的事。清真寺文化模式的氛围是以学习知识为基础，以寻求真理为目标。在这样一个

看似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实为综合性学术机构中，穆斯林不但能获取宗教知识，还可以掌握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 

倭玛亚王朝（661～749 年）及其后各时期，清真寺学术文化氛围像传家宝一样被世代传承。

今天，许多清真寺仍遵循古人创立的学术文化模式，沿袭古老的传统：学习者环绕学者而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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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聆听老师讲述有关经注学、圣训学、历史学、人物传记、地方志等知识；学习场所与环境宽松

自由，学习形式灵活，无贫富贵贱之分，无家族地位之别，长幼老少平起平坐；学习者可以根据

兴趣选择合适的科目进行深造。 

 

二、清真寺文化的渊源及在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性 
 

清真寺是建立在伊斯兰教育体系和制度下的教育阵地，其形成和发展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

岛的传播几乎同步前进。根植于清真寺教育沃土中的伊斯兰文化，如果脱离了传播环境，就不可

能有其辉煌的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只有清真寺才能担负起为伊斯兰文化的宣传提供良

好环境的重任。《麦地那宪章》(Sahifah al-Madinah)①的和平实施、《大马士革协约》
②
的顺利执行、

福斯塔特军营
③
的建立与良性经营等，无一不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宗旨关系密切。 

从第一座清真寺诞生之际，清真寺属于“安拉”的原则就已确定。与清真寺有关的所有活动

都必须围绕这个原则进行。早期的清真寺教育紧紧抓住“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的主题，对《古

兰经》及伊斯兰教义进行有效的讲解与诠释，使众多穆斯林获得了通往成功的道路。光复麦加后，

多神教徒被禁止进入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奠定了清真寺文化理念的基础，指明了清真寺文

化的目标，确定了清真寺文化的使命，使清真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安拉的洁净之地。这个原则

是清真寺文化的纲领——“清真寺只属于安拉所有”，即在清真寺内进行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建立在

伊斯兰教原则的基础之上，禁止在清真寺特别是礼拜大殿内高声谈话、打骂嬉戏、从事商业贸易、

或其他与人文道德不相符合的所有行为。 

清真寺是圣洁之地，不可随意进入和践踏，无小净和大净
④
的穆斯林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的礼拜

大殿，异教徒更不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被誉为是伊斯兰教的第 3 大清真寺，在历史上多次

受到破坏，特别是 1969 年 8 月 21 日，该清真寺遭受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势力的焚烧。在伊朗的建

议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将 8 月 21 日确定为“世界清真寺日”，旨在告诉人们伊斯兰圣地的重要性

及其对社会的作用。同时，伊斯兰教科文组织呼吁全社会共同保护阿克萨清真寺，使其免受以色

列右翼分子的破坏。2000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全副武装人员里外三层

的保护下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此举引发了广大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谴责。在

穆斯林看来，维护清真寺的尊严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必要时可不惜用生命予以保护。2006 年 2 月

22 日，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袭,“金色穹顶”招致灭顶之灾。24 小时内，

伊境内逊尼派的 168 座清真寺连遭攻击，几百名无辜百姓成为牺牲品。“金顶事件”发生当日，

爱资哈尔清真寺长老发表演讲，呼吁伊各政治、宗教派别保持克制，号召穆斯林团结一致，坚决

打击任何形式与组织的恐怖活动。 

                                                        
① 622 年，先知穆罕默德为处理麦地那穆斯林与异教徒及其他部落的关系签署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在麦地那建

立一个包含穆斯林与其他民众（如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在内的共同体，主张以“团结”为重，严禁“血亲复

仇”，共同防御外敌的侵入。详见伊本·希沙姆：《先知传》（第 2 卷），埃及穆斯塔法·巴尼·哈勒比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147～153 页；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38～146 页。 

② 653 年 9 月，哈里发欧麦尔（584～644 年，634～644 年在位）的大将哈立德·本·沃利德（? ～642 年）在被

征服地大马士革签订的维护被征服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协约。协约规定：被征服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穆斯林的

保护，他们原有的生活模式不变，享有充分的自由。详见喇敏学主编：《阿拉伯语言文化基础教程》（第一、二卷），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197 页。 
③ 641 年，阿慕尔率军进入尼罗河，在今天开罗的老城修建了一个军营。为便于穆斯林军人做礼拜，在空地上修

建了清真寺，即阿慕尔大清真寺。详见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14 页。 

④ 伊斯兰教法专用术语。小净指在举行宗教功课前都必须用流动的净水清洗手、脸、双肘、双脚及摸头；大净指

用流动的净水从头到脚清洗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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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在坚守着固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外，还肩负着许多国家政府部门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若清真寺的社会作用发挥得好，就可以帮助解决区域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宗派、民族等方面的难

题，并能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1.清真寺文化的形成。清真寺的文化模式源自阿丹建造“克尔白”之时，只能崇拜至高无上

的安拉，与之相抵触的所有举动都被禁止。随阿拉伯人对外征服范围的扩大，半岛外清真寺数量

也不断增加。被征服地区的清真寺最初只是为了征服者生活方便之需，后来就成为文化传播中心。

13 世纪初，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穆斯林管辖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清真寺文化中心，遍布于半岛、

沙姆、北非、中亚,及两河、尼罗河、印度河流域，在清真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若干个中心文化城

市，像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库法、开罗、凯鲁万、菲斯、科尔多瓦、布

哈拉、泥沙布尔、马扎里谢里夫、德里等，为清真寺文化在半岛外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真寺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兼顾文化传播与研究功能。除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外，清真寺还是人们交换信息的中转站。有的学者为了甄别某段圣训的真伪、或为了弄清一个字

的含义，不惜跋山涉水，往返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各地。
[7]201

他们在沿途的清真寺里歇息，并

求教在某学科领域有较高造诣的学者，获得指教和帮助。至近现代，一些规模较大的清真寺虽成

为了综合性大学，但其课程设置仍秉承清真寺文化模式的传统，如爱资哈尔大学，《古兰经》仍是

该校全部课程的基础，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8](57) 

2.清真寺文化的特点。阿拉伯社会的早期教育形式以清真寺为主。清真寺教育崇尚口头传授，

讲授《古兰经》诵读，偶尔也传授某经文降示的背景知识。老师背诵经文的内容，学生则须把将

老师讲授的内容熟背下来。那时的清真寺教育无等级之分，各年龄段和智力水平不等的学生，在

同一个教室里听课，共同参加课外活动。学生根据自己的智力和用功程度自行掌握学习进度。在

授课过程中，学生能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课堂上，老师倚柱而坐，学生半环绕老师席地就座，

聆听老师讲课。课后，已掌握学习内容者可向老师复述所听内容。授课过程中，师生互动，提问

与辩论的形式多样。 

穆斯林传统学校一般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来者不拒，去者自由。学生一旦觉得学有所成，

就可到高一级学校深造。教学环节中无正式的考试制度，学业结束后也没有毕业证书，学生成绩

和知识水准均由教师评估。这类学校也没有学习年限，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有的甚至是学大

半辈子。学有所成固然重要，但学而未成也未必成为社会的负担。
[9]14-16

清真寺的文化模式是开放、

自由、轻松式的教育，没有森严的等级，也没有冰冷无情的制度，更没有人为设置的不可逾越的

围墙。清真寺的大门向每位爱好学习者敞开，这种相互沟通的平等舞台培养了众多上懂天文，下

通地理的大师级学者。他们在精通伊斯兰文化诸多学科外，还掌握了物理学、地理学、化学、历

史学、社会学、光学、医学、药物学、植物学、哲学、数学等实用学科。 

清真寺文化还体现在进行一定的民主商议，或政治性的演讲，或军事动员等要事。7 世纪中

叶，穆圣及哈里发凡遇到要事，就把穆斯林召集到清真寺商议解决问题的途径。阿拔斯王朝（750～
1258 年）的建立者艾布·阿拔斯（749～754 在位）在库法清真寺发表演讲且被宣誓效忠成为该王

朝的哈里发；萨拉丁（1138～1193 年）抵抗十字军入侵时，清真寺就是当时主要的军事参谋部和

作战规划地。 

3.清真寺在穆斯林生活中的作用。穆圣是最早提倡清真寺教育的人，他认为“进入清真寺教

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安拉而战的勇士”，从而赋予了进入清真寺学习和教学的人以崇高的目

的和神圣的意义。穆斯林的教育从一诞生起就与清真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且在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愈加牢固。他们在清真寺里学习真理，了解社会，完善人格，商谈工作准则、个人对社会的义

务等。可以说，有穆斯林生活的地方就有清真寺存在的理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围绕清真寺而

居，与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清真寺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柱、精神的寄托和生活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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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场所。穆斯林自觉地在清真寺每日做 5 次礼拜，因为“礼

拜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基础”，他们能从拜功中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追求正道，远离罪恶。如果有

不甚明白的伊斯兰教法、教义问题，清真寺里的伊玛目能给求救者最满意的答复；他们能够从中

得到他人对生活的指导，并认真履行每个社会人的基本义务和对亲人、邻居的责任。清真寺也是

穆斯林接受教育的基层学校，9 世纪时，坐落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城就有清真寺 3 万多座。
[1]449

著名的学者、文人纷纷在清真寺设座讲学，传授各学科知识，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学子。 

实际上，清真寺涵盖了除宗教基本功课外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艺术、民俗、

建筑等众多内容，也由此形成了具有特殊意蕴的清真寺文化模式。可以说清真寺是展示某个地区

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民事处理的尺度与准则、政治议事、政策执行、民

族团结等方面的时代活页纸，只要肯去翻动就能得到想要获得的信息。 

不论从宗教意义讲，还是就社会意义而言，清真寺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组织履行宗教功课，教授文化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缓和个人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通

过宗教功课对人们心灵的陶冶，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不可低估，特别是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更应该使之发挥有益于社会良性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 

 

三、穆斯林核心价值观内涵分析 
 

社会环境为某群体提供生存物质必要保障的同时，也使生存者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得到最大限

度的满足。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主体，人的生活必需依赖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对人的意识形态影

响巨大。人的生活价值观的形成与生活习惯、文化程度、信仰等密切相关，反过来他们的生活习

惯、信仰及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蕴藏着社会群体核心价值

观的特点与内涵。 

1.穆斯林应遵循的生活原则。穆斯林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惟一群体，分布于世界各地，中东地

区最为集中。他们在伊斯兰教义和教规的指导下生活，虽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有较大的差异，但

有着同样的生活模式，即遵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导，认识宇宙、改造环境、学习知识，涉及

社会交往、商业行为、政治制度、自身修养、善待动物、军事计划等诸方面，不论是个人行为还

是社会行为，都建立在伊斯兰指导思想的基础之上，旨在建设和谐社会环境，谋求社会发展。伊

斯兰文化的精髓贯穿于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每项决定和每次行动，都是有目的地去完

成安拉指定的任务。 

伊斯兰教主张安拉是宇宙间惟一的主宰，世界物种多样性及其生存运动规律均为安拉所创造

和掌控，一切人为地改造社会秩序的梦想终将受到自然界严厉的惩罚。伊斯兰鼓励人们学习科学

知识，倡导人类为追求真理而努力工作，与愚昧迷信作斗争，把正义的行为视为高尚之举。《古兰

经》中有 83 处将“信仰与善举”并列相提
①
 ，善举之级别可见一斑。 

穆斯林获取伊斯兰知识最直接的渠道是清真寺，那里能为他们提供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能

与有知识者展开平等交流与对话。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虽然非常广泛，但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还

是首选清真寺，因为在那里能透彻地学到相关专业知识。 

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原则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相对而言是和谐的。生活在社会中的群体

能够自觉地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的教诲，认真履行社会义务，“为己为人”兼而有之。除宗

教内涵外，《古兰经》和圣训还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积极地创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如个性修养的

培养、邻里关系的建立、认识宇宙的规律等，无不囊括其中。穆圣去世时留给人类的两件法宝——
《古兰经》和圣训，它们是穆斯林生活的指南，人生价值观的宪章。其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经文，

                                                        
① 据《古兰经》分类索引统计。参见《<古兰经>及其索引大全》第 5 部分，大马士革拉希德出版社，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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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在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法、经注学、圣训学等获得更为详尽的理解。那些学科也自然成为

穆斯林更深层次了解伊斯兰文化的主要读本。 

2.穆斯林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穆斯林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伊斯兰文化的精髓所在，即“安

拉至上”观。世间万物只有一个主宰——安拉，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安拉主管宇宙万物的生与死，

清算每个人的行为。这个原则始终贯穿于每个穆斯林生活的各方面，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生活环

境，不分家庭背景，不分文化程度，不分种族肤色，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心口承认“万物非主，

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人，在生活中就应不折不扣地履行伊斯兰教所规定的生活

方式，这是定制。 

以宗教伦理为戒尺的伊斯兰旨在“劝善戒恶”，要求每个穆斯林从小事和身边事做起，加强修

养，提高素质，承担起发展社会、繁荣经济、建设家园的责任。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穆斯林不但有

提高自身素质、帮助他人的基本义务，还被赋予了治理世界的神圣责任。“齐身，平家，治天下”，

理应在每个环节中都不断地努力与奋斗，使之协调、有序、和谐地维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只

有如此，穆斯林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显现出其最高境界，这与一般人认为的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规定

在日常生活中认真履行所要求的义务之看法有较大的差别，但后者不仅是个体希望的“善举”，也

是群体所追求的目标。 

基于清真寺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的价值观，注重于生活细节的教育与培养，以“正己”为基

础，以“治理天下”为最终目标，经过几千年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建立了一套严格周密的

规则，并将其贯穿于穆斯林日常生活中，使他们在生活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这种规则的指导下谨慎

地从事个人与群体事务，自觉遵守这些规则，无须别人的监督与提醒。他们深知，一个真正的穆

斯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事情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什么事有悖于道德水准且有损于自

己的形象和公众利益。伊斯兰文化精髓已浇铸在他们的言行中，通过不断地履行所赋予的义务和

修正本身的不足，穆斯林从精深的伊斯兰文化中能分享到精神的最大喜悦，也能领略到治天下的

裨益。 

3.穆斯林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穆斯林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伊斯兰文化精髓

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殊价值观，它凸显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对伊斯兰文化连

续不断地实践，是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的基本要求。穆斯林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

面，如衣食住行、社会交往、扶贫济困、怜悯骨肉、帮助邻里、建设家园、尊老爱幼、诚信朴实

等。从表面看都是小事，要真做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诸多困难和艰辛，特别是坚持不懈地做到底。

但从做身边的这些小事中可以积累财富、磨炼意志、适应社会、学会合作。“你说：我的礼拜、我

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真主——全世界的养主。”（6：162） 

穆斯林核心价值观建立在“念礼斋课朝”的基础上，从而获得“两世（今世和后世）的吉庆”。

这是穆斯林的生活哲理和生活目标。信仰与务实的统一是穆斯林生活的出发点，他们在获得信仰

知识的基础上，潜心地实践着信仰。始于“清真言、作证词”的信仰，必须在拜功、斋戒、天课

和朝觐中不断实践与证实，而礼拜、斋戒、天课和朝觐又指导他们对信仰的进一步理解，在互补

中求得发展。上述宗教功课只是穆斯林生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为世俗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细

节。世俗生活对穆斯林也很重要，圣训中有很多地方提醒穆斯林注意世俗生活，如善待邻居特别

是非穆斯林邻居，善待动物等。“这说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都与他人的艰辛工作息息相关，且人们

之间的许多事务是普遍联系的。只有关心他人的生活疾苦，才有可能被关注与敬仰。 

穆斯林核心价值观的另一层涵义是倡导一种“善行观”，旨在推动穆斯林在今世生活中力行

善功，戒除恶事，坚持不懈地做善事，以做善事为生活的目的和乐趣。据说，某鞋匠侯森一年 365
天里，每天不间断地向河水中投放食物，以供浮游生物享用。在常人眼里，此举近于荒唐，而其

中所闪现的正是穆斯林善行观的具体践行。
[10]111

实际上，善功犹如连接现世和后世的桥梁，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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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能从现世的善举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又能达到精神上的安慰，还深信能在后世的乐园中无忧

无虑地生活，何乐而不为？ 

穆斯林核心价值观还表现在“敢于向恶势力和不良行为作斗争”，即反对迷信、愚昧，捍卫

正道；反对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不良行为，用“行动、言辞或心灵”去引导那些迷茫者，使他

们改邪归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在这项艰巨的任务面前，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辞和行为，

穆斯林应常“向人们说中听的话”（4：9），以便被对方接受和认可。 

 

 四、结语 
 

在清真寺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不仅注重个性修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以谋求社

会的良性发展为最终目标。事实上，穆斯林离不开清真寺，有清真寺的社区就有穆斯林居住，清

真寺成为穆斯林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附和归宿。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情怀，才使穆斯林与

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见，清真寺文化对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影响极大。同时，穆斯林的日常

生活又丰富了清真寺文化的内涵，也促使清真寺的社会功能更加日趋完备。因此，探讨清真寺文

化影响下的穆斯林的核心价值观，不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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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of Masjid and the Formation of Muslims’ Core Values  
 

MA  Hebin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masjid is a special culture mode which was set up on the essence of 
Islamic culture, which is viewed as the guidance for the life of Muslim. The culture of masjid, which 
concerns many aspects of Muslim’s daily life, which has not only function a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re values for Muslims, but se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at kind of core value which concerns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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