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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凯拉姆学的产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 
 

蔡 伟 良 

 
内容提要     对外征战结束后，在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智得到了首次开发，并开始注重

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深度思考，从而促成了凯拉姆学的问世及各教义学派的形成。随着凯拉姆学的命题讨论、

问题争辩的日渐深入，倡导“理性”成为席卷全社会的一种思潮，并给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同时加速了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孕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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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伟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  200083）。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against the external enemy, Arab-Islam mindset was developed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advanced cultures. Ilm al-kalm and the schools concerned began to take shape. With the 
deep-end discussion and debate over the questions in ilm al-kalm, it became a trend to advocate “rationality”, which 
spread throughout the society. The trend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Arab-Islam thought. Meanwhile, it accelerated to 
give birth to Arab-Islam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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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学术氛围 

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曾经建都大马士革的

倭马亚朝，掌权 89年（公元 661年～750年），但
自宣告成立那天起，就一直遭到反对派的仇恨和由

此引起的社会动荡。但该王朝的鼎盛时期——第五

任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及其四个儿子执政期间，

曾经出现过盛世繁荣的景象，社会的进步主要反映

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在行政管理上的影响，建立

了相对较完善的国家管理机构，如司法、书记、侍

卫、军队，设立了税款征收、行政、教育院等一批

职能部门。与四大哈里发时期相比，倭马亚朝作为

一个政治实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体制上都完成

了从氏族部落制管理模式向封建王朝管理模式的

转变。 
显然，就文化发展而言，随着对外征战的结束，

倭马亚朝所管辖的版图已远远超出了原属阿拉伯

贝杜因人的势力范围，它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向西

扩展至北非地区，向东南延伸到伊拉克两河流域，

乃至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原本较为先进的

文化——沙姆地区的希腊、罗马文化，伊拉克、波

斯地区的两河流域文化以及波斯古代文化，给阿拉

伯人带来了积极影响，使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对自身

的文化，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建设予以前所未有的关

注，其结果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智首次得到了开

发。他们以前仅仅以诗歌创作和传播宗教为目的，

极力推崇对阿语及相关知识的研究，渐渐转向了对

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深度思考。  
在阿拉伯—伊斯兰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倭马亚

朝的王室成员哈立德·本·耶齐德不该被人遗忘。

据史料记载，耶齐德在政治上失宠之后，便开始致

力于学术研究。他师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迈尔耶

努斯，主攻化学。正是受迈尔耶努斯的影响，再加

上王室嫡系的特殊身份，耶齐德将帝国境内精通阿

语的希腊哲学家组织起来，责成他们将有关化学

（炼金术）、医学方面的希腊文学术著作翻译成阿

文。这次翻译尝试为不久后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打下

了基础，使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百

年翻译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 
耶齐德对阿拉伯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是他在组织翻译过程中将阿拉伯穆斯林引入了学

术殿堂。官方和民间包括著书立说在内的学术活动

日渐频繁。根据阿拉伯权威史料之一——伊本·奈

迪姆的《书目》记载，在倭马亚朝时期的著书活动

中，除语言、文学类科目外，备受关注的还有经注、

圣训、教律等学科研究。如由赛利姆·本·盖斯·希

莱里撰写的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部什叶派

教法学专著，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① 
尽管倭马亚朝时期问世的著作并无太大的学

——————— 
①参见 ·【阿】伊本 奈迪姆：《书目》（阿文版），埃及知识

出版社出版，第 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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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影响，但阿拉伯穆斯林毕竟已开始起步，从以

前对事物的直观描叙转向了抽象的思辨和理性思

考。正是在当时的氛围中，一种迎合宗教生活需

要的、以思辨和论证为主要特征的学问——凯拉

姆学（即伊斯兰教教义学）得以萌芽和发展。因

此，凯拉姆学的形成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思想

发展史的端起。 
二、伊斯兰教义学的形成及其主要思想基础 

“凯拉姆”在阿拉伯语原意为“话语”，以“话

语”一词命名教义学，可见最早涉及这一学问的

穆斯林学者并非真正理解教义学的学科涵义。他

们是在探究有关宗教教义或某一命题的过程中，

在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基础上，以口辩方式达成

共识的。因此，便简单地将教义学研究的形式和

方法作为对该学科的命名，称之为“凯拉姆学”。 
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理性思辨的原

则阐述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及相关命题，如本体

论、宇宙论、《古兰经》的地位、前定与自由等。

有西方学者称其为“伊斯兰神学”，中国穆斯林学

者称为“认主学”或“信仰学”。 ① 
实际上，对伊斯兰教义学关注的命题，早在

四大哈里发时期就已开始在较小范围内展开讨论

或争辩。但当时在神学领域内并未形成较大分歧，

开展辩论尚未形成适宜的土壤，因此，教义学作

为神学学科被正式确立，并加以发展是在倭马亚

朝时期。促成这一学科产生的基本因素主要有： 
1.宗教本身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知

穆罕默德以及圣门弟子相继去世之后，穆斯林学

者对《古兰经》经文本身，以及对早期经注家经

文的解读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安拉本体、宇宙生

成、灵魂复活等问题的质疑和再思考； 
2.政治层面的因素。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

围绕哈里发问题，分歧始终未能达到统一，即便

是四大哈里发，各自产生的途径也不尽相同，艾

布·伯克尔由公选产生，欧麦尔·本·赫塔卜由

艾布·伯克尔任命继位，奥斯曼通过协商上台，

而阿里的继位则更具戏剧性，他是在奥斯曼反对

者的拥戴下执掌哈里发权柄的。此后，穆阿维叶

通过武力夺取王位，哈里发成为世袭制。这与穆

——————— 
①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84页。 

斯林尤其是宗教学家意见相左，伊斯兰教的主要

教派也因此相继产生。与政治权利争斗紧密相关

的争论一直是后来教义学家们热衷讨论的命题之

一。 
3.宣教的需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有关

信仰问题的争论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就已存

在，对此，《古兰经》蜘蛛章第 46节曰：“除以最
优的方式外，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除

非他们中有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

示我们的经典，和你们的经典；我们所崇拜的和

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神明，我们是归顺他的。’”② 
随着对外征战的胜利，伊斯兰教开始在新开拓的

疆土上传播，面对非穆斯林，尤其是已有宗教信

仰的异教徒对伊斯兰教的种种质疑，理性解读伊

斯兰教教义和教规便成为必要。 
虽教义学产生的宗教意义远远超出其学术价

值，此后在教义学范畴内，由原来的宗教神学命

题为基础且不断延伸的论辩，在客观上已成为思

想意识层面上的争论，尤其是各教派正式登上历

史舞台后，针对其命题所出现的各家之言，又极

大地丰富了这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内涵。 
三、教义学派别及其主要思想 

公元 7 世纪末、8 世纪初的倭马亚朝时期，
被称为“凯拉姆学”论辩比较活跃的时期，参与

其中的主要有四大派别，即哈瓦利吉派、盖德里

耶派、穆尔吉埃派和穆尔太齐赖派。就这些派别

的性质而言，前两个派别的政治目的比较突出，

参与神学领域的教义论争多受政治目的驱使；穆

尔吉埃派虽带有政治主张，但相对前两个派别而

言，态度较为温和，是一个中庸派别；穆尔太齐

赖派则更加超脱于政治，且更擅长理性思考和逻

辑推理，对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影响最大。 
1． 哈瓦利吉派及其基本思想     
在 657 年发生了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和穆

阿维叶之间的隋芬之战中，因不满阿里接受穆阿

维叶提出的“裁决”而出走的原阿里的支持者，

被称为哈瓦利吉派，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

政治派别，也是伊斯兰教史上率先提出哈里发政

治权力的基础和范围问题的派别。他们在关于哈

——————— 
②《古兰经》（中阿文对照版），沙特法赫德国王《古兰经》

印制厂 1987年版，第 402页。 



试论凯拉姆学的产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  

 56

里发政治权力方面所形成的思想倾向主要包括：

承认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第一和第二任哈里发的

合法性，认为不论族群、国籍，所有穆斯林都是

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哈里发应由公选产生，只

要符合条件，每位穆斯林都有权当选。如果说先

知穆罕默德的圣训“穆斯林是兄弟”①表明伊斯兰

教倡导社会平等的话，那么，哈瓦利吉派提出的

“公选哈里发”似可看成是对“倡导平等”的具

体实践。显然，客观的社会条件未能允许哈瓦利

吉派人士去真正实践“平等的公选”，然而，他们

提出的这一想法，却对伊斯兰政权政治架构的形

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哈瓦利吉派在信仰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认

为信仰不仅要靠语言表白，更重要的是要靠行动

来体现，即强调“言行一致”和“表里统一”，人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意志，

人的意志不受前定支配而是自由的。为此，他们

习惯以行为来捍卫自己的信条；在对安拉的认识

上，认为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以形、体加以

界定，他无影、无形。对安拉的任何怀疑就意味

着犯下了大罪，而犯大罪者就是叛教徒，叛教徒

就是穆斯林进行“圣战”的对象，即便是哈里发，

一旦认定他“离经叛道”，便是犯大罪者，亦应予

以处死。该派所持的评价信仰的标准，显然是比

较激进的，况且，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思想

的理论阐述上，而且还付诸实践。 
由于树敌过多，哈瓦利吉派经常遭到其他派

别的责难。10世纪后，该派逐渐走向分裂，且影
响也越来越小，直至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哈瓦

利吉派提出的穆斯林平等选举哈里发的政治思

想，以及意志自由论等思想在早期伊斯兰思想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 盖德里耶派及其基本思想     
该派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教义学派之

一。“盖德里耶”是阿拉伯语“   القدرية”一词的音
译，由“  القدر”（前定、天命）一词派生而来。根
据该词的原意“盖德里耶”应为“前定论”，但是，

在具体的运用中却取其反义，特指那些反对命运

前定，主张人有自由意志的教义学家，即所谓的

——————— 
① ·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穆萨 宝文安、买买提 赛来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7页。 

“反宿命论派”或“意志自由论派”。  
盖德里耶派的鼻祖是穆厄拜德·朱海尼，他

不仅提出反宿命论观点，甚至还提出了《古兰经》

受造理论。由于他在政治上反对倭马亚人执政而

触怒当局，于 699年被倭马亚人处死。 
盖德里耶派强调行为的主动者——人，自负

其责，无论是善行还是恶举均与安拉无关。在宗

教氛围极强，且主流思潮大多倡导“唯信仰是从”

的社会背景下，盖德里耶派却反其道而行之，提

出与主流意识相左的思想观点，实属不易。尽管

盖德里耶派没能在神学辩论中形成太大影响，但

其意志自由论及反宿命观却对伊斯兰思想的发

展，以及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形成所带来的影

响却是积极的。 
3． 穆尔吉埃派及其基本思想    
“穆尔吉埃”是阿拉伯语“   المرجئة”一词的

音译，原意为“推迟”、“延缓”。因此主张将重大

法学问题延缓处置而得名为“穆尔吉埃派”。 
从该派对神学问题的基本观点看，它是一个

相对温和的中庸派别。在政治问题上虽然对倭马

亚人的执政也表示不满，但不像哈瓦利吉派或其

他派别那般，对倭马亚当局进行诽谤，甚至诉诸

武力对抗，而是提出即便是在执掌政权这一大是

大非问题上也不应采取极端行为。是非的评判权、

罪刑的惩治权均在真主安拉手上，一切都应延缓

至世界末日，由真主予以审判。穆斯林之间，或

教派之间观点相左而引起的任何杀戮行为都是非

法和不义的。 
在神学问题上，该派的观点也比较温和，如

认为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内心的虔诚，日常生

活中的宗教行为固然重要，但并不成为评判信仰

坚定的标准，即便在行为上有所偏差，违背了教

义、教规，也不能剥夺作为穆斯林的权利。因为，

对穆斯林的裁决，不属于世俗范畴，而应延缓至

末日审判，由安拉来定夺。 
显然，该派的政治思想和神学思想是相通的，

即均以“延缓处置”作为解决矛盾、分歧的首选，

这对缓解教派冲突无疑是有益的，事实上，正是

该派的存在，倭马亚时期一度激烈的教派之争才

得以稍事平息。 
4． 穆尔太齐赖派及其基本思想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 年第 5期（总第 106 期） 

 57

穆尔太齐赖派产生于倭马亚朝后期，“穆尔太

齐赖”是阿拉伯语“   المعتزل”一词的音译，原意
为“分离者”，取名“穆尔太齐赖”与当时著名的

教义学家哈桑·巴士里有关。哈桑·巴士里作为

巴士拉城的大教义学家，经常在当地的清真寺说

教、布道，倭马亚朝后期政局相对比较动荡，对

倭马亚人执政的合法性的辩论仍在继续，由此引

发的对信仰问题的界定，不同教派各执一词。哈

桑·巴士里宗教知识渊博，他时常以逻辑推理的

方法向穆斯林讲述、分析有关信仰界定的问题。

相传有一次他被问到：“近日，有些人视犯大罪者

为叛教徒，应将他们赶出伊斯兰教，他们就是哈

瓦利吉的支派瓦伊迪耶派（    الوعيدية）人士；另有
人则将犯大罪者作延缓处置，并认为大罪无碍信

仰，行为不属于信仰范畴，罪恶与信仰无关，犹

如顺从对异教徒毫无意义一样，持此观点者乃穆

尔吉埃派，试问伊玛目，对此你意如何？”①还没

等哈桑·巴士里回答，其弟子瓦绥勒·本·阿塔

抢先说道：“在我看来，犯大罪者既不是地道的信

士，也非叛教徒，他们处于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

间。”言毕，起身走向他处。见此状，哈桑·巴士

里说：“瓦绥勒离开了我们。”此后，瓦绥勒及其

追随者自成一派，得名“分离者”，即穆尔太齐赖

派。② 
穆尔太齐赖派以理性为原则，其思维模式、

思维方法有别于其他派别。不可否认，盖德里耶

派有关“意志自由”的观点对穆尔太齐赖派曾产

生过较大影响，而且“意志自由论”也是该派的

主要论点之一。 
早期穆尔太齐赖派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对安拉纯洁性和唯一性的论述。该派学者

认为，所谓安拉的纯洁性即作为世界的创造者，

它是超然于物质的，亦即“无物似主”，超然于时

间与空间，且“无体、无影，不生不养，非视、

听所能觉察，与所有生灵相异。”他们还承认安拉

具有各种德性，并把德性按其性质分为本体德性

和行为德性，其中主要包括知觉、生命、能力、

——————— 
① ·【黎巴嫩】欧麦尔 法鲁赫：《阿拉伯思想史》（阿文版），

贝鲁特麦莱茵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17页。 
②同①。 

意志、听觉、视觉和言语等七大德性。③ 
在“安拉是唯一的”这一问题上，该派的态

度非常坚决，他们反对祆教、摩尼教的二元论神

学，也反对诸如萨满教的多元论观点。而承认安

拉的德性往往让人联想到“形体”，从而玷污安拉

的“唯一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除了采用

遮障法极力调和德性与纯洁、唯一之间的矛盾外，

甚至把德性与安拉本体相提并论，认为德性就是

安拉的本体，或认为德性是安拉本体的各种情状

体现，如该派学者所说：“真主借知觉而知觉，他

的知觉就是他的本体。”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有关第一推动者——上帝是不变动的学

说，但在论证安拉德性和本体的问题上，该派提

出的德性和本体合一的观点，如上文提到的“真

主借知觉而知觉，他的知觉就是他的本体”，却与

亚氏认为的“第一推动者——上帝既是智慧者又

是智慧本体”并无多大差别，可见该派所受希腊

哲学之影响。 
2.《古兰经》受造说。该派认为，《古兰经》

作为真主的语言，与真主的本体在原则上是有区

别的，在承认真主是无始的本体这一基础上，真

主的语言不能等同于他的本体，不然，就必然导

致对真主是唯一的无始之源的曲解——即同时存

在本体与言语两个无始之源。对“无始”的界定，

如同对“唯一”的界定一样重要，它直接关系到

对安拉的“纯洁性”和“不可比拟性”的认同。

因此，作为真主语言的《古兰经》只能是被造之

物。 
3.意志自由的理论。与盖德里耶派一样，该

派也认为人有相对独立的意志，人对自己的行为

——善行、恶举负责。穆尔太齐赖派最崇尚理性，

亦即“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④。该派认为，

人的理智具有审视、区分善、恶的能力，因此，

人在决定自身行为之前是可以进行选择的，这就

是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基础。 
该派在肯定人的意志能力、选择能力和行为

——————— 
③陈中耀：《阿拉伯哲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84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

典》，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第 620页。 



试论凯拉姆学的产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  

 58

自由的同时，又强调安拉通彻万物的能力及其绝

对意志，并认为相对于安拉的绝对意志，人的意

志只不过是安拉绝对意志的延伸。人可以通过意

志和选择能力，以行为方式作用于他人或他物，

但是，人却没有能力以某种行为去改变属于自然

现象范畴的属性，如苦瓜的苦味、气候的冷暖变

化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安拉的绝对意志和绝

对能力，就如安拉赋予人理智一样，赋予各种物

体特有的性质。 
与此同时，该派学者也欲通过强调人的意志

自由来反证安拉的公正，即安拉不会强人所不欲，

更不会直接诱导人类去干与宗教教律相违背的

事，也不会对并没有犯下劣迹的凡人兴师问罪，

安拉不惩罚不犯有劣迹的人。 
穆尔太齐赖派是倭马亚朝后期至阿拔斯朝中

期阿拉伯—伊斯兰思想之集大成者，虽然它的形

成从形式上看颇具戏剧色彩性，但如从伊斯兰宗

教学发展角度，或从阿拉伯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看，它的形成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必

然。从该派所推崇的理性原则以及所倡导的“怀

疑——理性思考——认识”这一治学方法上可以

看出，该派已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宗教“唯信仰

是从”的樊篱，使一些原不容置疑的问题，通过

学理性论证而被重新认识。而且，穆尔太齐赖派

的许多有关神学的论说，实际上已超越了神学领

域本身，而成为哲学框架下所进行的神学研究，

甚至某些神学研究的命题也被染上了哲学色彩，

而有的则已完全蜕化成真正的哲学命题，姑且不

论他们所进行的这些哲学化的神学研究之结果是

否合理，但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该派所倡导的

理性思维，以及由此引来的学术讨论过程，对阿

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其他任

何派别所不能相比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宗教为核心、以《古兰经》为

源泉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

以宗教教义学——凯拉姆学为基础的。它的形成，

除了受倭马亚朝时期的古希腊、波斯等外域学术

专著翻译所形成的学术氛围的感染外，更重要的

是那一时期政治和教派斗争以及宣教事业促成了

它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凯拉姆学只是一种口头

争辩，但从其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远不是一般性

辩论，而是理性化的带有哲学意味的逻辑论证。

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曾对凯

拉姆学下过定义：“以理性的实证来维护信仰的教

条”
①
。可见，凯拉姆学虽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

伊斯兰神学或经院哲学，即以维护信仰、维护伊

斯兰教纯洁性为首要任务的，然而，凯拉姆学的

许多学者在治学方法上已开始崇尚理性和重视实

证。理性和实证导致了对信仰的再思考，引发了

对意志自由、前定、安拉属性、运动、物体起源

等敏感问题的广泛、深入的探讨，又大大拓宽了

穆斯林思维的疆域，促使一些神学家从以前仅仅

拘泥于对神学的刻板说教，转向以理性思考为主

要特征的逻辑论证，使原本属于神学范畴的命题

具有了哲学色彩，其中尤以崇尚理性的穆尔太齐

赖派最有代表性。 

随着对凯拉姆学的命题讨论、问题争辩的日

渐深入，倡导“理性”已成为一种席卷整个社会

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传统思维模式以及“唯

信仰是从”的保守思想受到冲击，而新旧思想的

碰撞，也使处于萌芽阶段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

充满了活力。同时，也正是凯拉姆学倡导的理性

思潮，加速了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孕育过程。

凯拉姆学尤其是穆尔太齐勒派的哲学思辨为阿拉

伯—伊斯兰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久后，以

肯迪、法拉比为代表的阿拉伯东方逍遥派哲学学

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穆尔太齐赖

派的理论之上的，尤其是肯迪哲学思想的发轫和

发展轨迹更未能摆脱穆尔太齐赖派的影响。综上

所述，可以判定凯拉姆学应该是阿拉伯—伊斯兰

思想发展的端起。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李 意）

——————— 
① ·转引自【叙利亚】塔伊卜 台伊齐尼：《中世纪阿拉伯思

想新论》（阿文版），大马士革出版社 1971年版，第 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