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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规范了穆斯林个人生活和整体社会生

活的主要准则，其阐述的社会福利思想为伊斯兰特色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及实践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古兰经》文本为基

础，对《古兰经》降世时，阿拉伯社会经济变革背景、经文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基本特点等方面进行探析。

［关键词］ 古兰经；伊斯兰教；社会福利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刘辰（198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社会文化。

作为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古兰经》除了对其宗教

信仰强调“认主独一”之外，还在政治、立法、社会关系等方面

给穆斯林指引了方向。伊斯兰教及其宗教经典能够迅速获

得民众的接受与推崇，不仅是因为她为民众树立了一个至高

无上的宗教权威和信仰领袖，更因为这一新兴的宗教迎合了

民众渴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愿望。

近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使得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

迭，人民对于统治阶层的不满集中反映在严重缺陷的社会福

利方面，在变革的进程中，伊斯兰复兴思想再度引起广泛的

关注，其政党以《古兰经》、圣训等宗教经典为基础，提出一系

列的社会改革主张，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首当其冲。《古兰

经》中对社会福利的多点思考，虽在当时尚未形成体系且具

有极强的宗教性，但却为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和

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

各个时代伊斯兰社会福利变革的实践。

一、《古兰经》降世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社会福利思

想的萌发

社会福利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经济模式

变革息息相关。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方式的

选择，而经济变革也一定会从根本上或制约或推动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二者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

矛盾。［1］《古兰经》降世时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背景可概括如

下：

氏族部落制度逐步解体，半岛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逐步

消融。伊斯兰教创教前的阿拉伯半岛，缺乏统一的宗教信仰

和类似现代民族国家中履行社会契约的权威职权机构对社

会资源统筹规划，对社会民众的福利与保障进行协调分配。

如《古兰经》中所述：“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

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

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裨贱，就使谁裨贱；

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3：26）”长期以

来，主导社会事务却又呈分散独立状态的各个氏族部落逐渐

失去其社会控制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部分部落贸易优势

凸显，使得传统制度走向解体，民众也开始寄希望于万能的

真主来改变贫困疾苦的生活现状，并在宗教领袖的领导下实

现获得更好生活保障与福利的愿望。

税收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为社会福利政策实践奠定基

础。《古兰经》在规范信徒经济行为方面，要求穆斯林以缴纳

天课作为表达对安拉虔诚的重要方式。随着天课由最初自

愿的善行最终转变为由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所有穆斯林都应

该履行的义务，伊斯兰特色的国家税收制度结构开始形成。

《古兰经》中，信徒缴纳的税收称之为赈款，强调“赈款只归于

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

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定制。真主

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在伊斯兰教精神的构想中，穆斯林缴纳天课，其用途

不仅是表达自己信仰的虔诚，更是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保

障措施的完善。可以说伊斯兰特色的税收制度的产生和发

展，为半岛社会福利思想的实践创造了重要条件。［2］

确立财产私人占有权、发展商贸、保障社会福利，成为时

代的必然要求。《古兰经》强调世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均归真

主所有：“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匀称；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

导”（87：2-3），占有财产的私人具有代替真主进行使用和处

理的权力：“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应当分舍他所委

你们代管的财产。（57：7）”同时，伊斯兰教的创立并未割裂在

贾希利叶时期已经存在并颇具规模的半岛内部以及与周边

民族的商业往来关系，反而更加鼓励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社

会生产力的提升。

二、《古兰经》与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

现代阿拉伯国家结构始脱于二战之后逐步瓦解的西方

殖民体系，其政治体制建构以及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社会政策也与本国

特有的伊斯兰宗教思想观念相呼应，其出发点往往要回归到

以《古兰经》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社会法体系。

（一）《古兰经》中的社会福利给付形式

虽然《古兰经》降世时阿拉伯半岛并未建立起长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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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福利保障法律法规，但《古兰经》中通过对天课、施舍、

捐赠等社会福利给付形式，提高穆斯林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福

利待遇，并给予了有效的保障。

天课：天课不仅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念礼斋课朝），

同时也是伊斯兰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要

求民众定期把获得的部分财富，无偿地用于帮助社会底层的

贫困群体。如《古兰经》在“黄牛章”中反复论述，“你们当谨

守拜功，完纳天课，与鞠躬者同齐鞠躬”（2：43）、“你们当谨守

拜功，完纳天课，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你们将在真主那里

发见其报酬”（2：110）等，要求民众缴纳天课，帮助社会弱者，

完善自身的功修。［3］从精神信仰的角度来看，缴纳天课是对真

主以及伊斯兰教忠诚虔敬的表现；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天

课则是民众为了社会进步和自我提升，利用自己的财富帮助

社会弱势群体，是对所有穆斯林的关怀与责任。可以说，天

课既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是伊斯兰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施舍：伊斯兰教不仅要求信徒缴纳天课，同时主张社会

民众乐于施舍。天课与施舍在精神构建层面有着一定的相

似性，即希望生活在伊斯兰社会的民众，从精神和道义上提

升自我，乐于助人，帮助弱者，以获得末世到来时公正的审

判。但两者最为明显的差别在于是否强制性执行。［4］《古兰

经》中，施舍的行为被认为是行善的重要内容，“你们绝不能

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3：92）“敬畏的

人，在康乐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抑怒，又能恕人。

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3：134）“真主一定会报偿施舍者”

（12：88）。可以说，伊斯兰教乐于行善，乐于施舍的主张，在

道德层面使民众得到提升，同时为其社会福利思想的普及奠

定了基础。

捐赠：《古兰经》中号召民众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无偿地

捐赠给社会，用于社会福利的普及和发展。随着伊斯兰教的

逐步发展以及受众范围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套名为“瓦克

夫”的捐赠制度，如“他们为喜爱真主而赈济贫民、孤儿、俘

虏”（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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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虽

然《古兰经》中并没有针对如何建立完善的瓦克夫制度进行

论述，仅在主张社会民众依据伊斯兰教精神捐献赈款以及合

理分散遗产方面做出了规定，但随着伊斯兰教创教后阿拉伯

半岛神权政体的建立和时代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瓦克

夫”思想产生的留置与处理财产的方式，逐步发展成为具有

伊斯兰特色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同时成为了伊斯兰教独特

的宗教与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5］

（二）《古兰经》中的社会福利给付对象

社会福利给付方式的确立，使社会福利思想得到初步的

实践，同时也对社会福利给付对象进行了明确。

妇女：伊斯兰教中的许多误解多聚焦在穆斯林女性的社

会权益保护方面。实际上，在《古兰经》中已经肯定了女性社

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应受到保护的权力，男女平等实际上也是

伊斯兰精神所强调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伊斯兰精神中，虽然

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却拥有平等权益的，

“信仰的男女，互相是盟友；安拉会对他们仁慈”（9：71）；在维

护女性社会福利方面，《古兰经》从遗产继承权、劳动财富权

等多个方面对妇女的权益予以肯定和保护。如在分配遗产

时，女性同男性有着相同的获得死者所留社会财富的权力：

“若有人在临死的时候，还有遗产，那么应当为双亲和至亲秉

公遗嘱，这已成你们的定制，这是敬畏者应尽的义务”（2：

180）；在通过劳动获得福利和财富方面，《古兰经》强调，只要

为主道而奋斗，那么“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偿，妇女也

将因她们的行为而受报偿”（4：32）。

儿童：伊斯兰教创世前的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

半岛各部族并不充分重视保护儿童权益，随意活埋、溺杀女

婴的现象常有发生。随着伊斯兰教的创世和《古兰经》的降

世，维护儿童平等的生存权以及儿童享受完善的社会福利开

始受到穆斯林社会的关注。《古兰经》要求已有身孕的妇女给

予新生儿平等的生存权，［6］“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而杀害自己

的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杀害他们确是大罪”（17：31）；要

求成年人对新生儿进行合理、全面的养育与关怀：“做母亲

的，应当替欲哺满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亲

的，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2：233）；对孤儿等特殊儿童

群体社会福利的保护，《古兰经》强调民众绝不可以侵吞孤儿

的财产，否则那将“只是把火吞在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入烈

火之中”（4：10），要求民众“应当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4：

9）。优待孤儿，保障儿童福利成为了《古兰经》福利思想中极

具特色的部分。

贫民：伊斯兰教创世前，虽然阿拉伯半岛商贸往来较为

频繁，但贸易主体仍是分散的各个部族，所获得的商贸利益

也只限于部族内部。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半岛社会贵族阶层

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经济资源，是导致贫富差距拉

大，社会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创立的推

动因素。另外，《古兰经》要求民众把帮助穷人的行为与信末

日、信先知等宗教行为并列，“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

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

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2：177），强调乐善好施、帮助贫民，

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履行宗教功课，完成宗教仪式，“难以斋戒

者，当纳罚赎，即以一餐饭，施给一个贫民。自愿行善者，必

获更多的善报”（2：184）。《古兰经》同时强调对贫民福利的保

障，即使是物质贫困之人，只要能为主道为善行而奋斗，那么

其生活就理应得到保障，［7］“施舍应归于那些贫民，他们献身

于主道，不能到远方去谋生；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确是真

主所知道的”（2：273）。

（三）《古兰经》中的社会责任与社会福利

以《古兰经》内容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不仅体

现了伊斯兰教创世之初阿拉伯半岛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群

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同时也推动了半岛社会政治形态、社会

制度的转型与发展。其所宣扬的伊斯兰道德观、伦理观以及

对社会个体人人平等、互帮互助、消除贫困等主张，实际上反

映的是伊斯兰教独有的社会责任观念，而对社会责任的遵守

与履行，也正是保障伊斯兰社会福利的根本之一。

如前文所述，《古兰经》确立了财产的私人占有权，强调

真主赋予了人类以统治其社会生活的权力：“他以你们为大

地的代治者”（6：165），同时并不否认社会个体间差异的存

在：“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6：165）”

由此可见，《古兰经》的社会经济思想反对社会生活中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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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虽然主张消除贫困、救济弱者，但却肯定了因财产

私人占有后而产生的贫富差异的合理性。也正基于此，《古

兰经》要求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

利待遇。这种伊斯兰教所主张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对富

人和穷人的要求上。对于富人，《古兰经》要求他们增强自己

的社会责任感，在进行贸易、获取财富时，要谨遵公正公平的

原则，不以获得重利为目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

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4：29），要求从商之人“当使用充足的

斗和秤，不要克扣别人所应得的货物”（8：85），并且要仗义疏

财，用自己的财富主动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果自私自

利，不愿意施舍财富，“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将遭受

到“痛苦的刑罚”（9：34）。另一方面，《古兰经》的社会责任和

社会福利主张对以穷人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提出要求，要

提升穷人对贫富差距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容忍度，避免社会矛

盾的激化，并对社会民众依靠劳动获取财富，改善生活做出

要求。同时，《古兰经》强调富人拥有的财富中，应有一部分

用于救济贫民，因为“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力”

（51：19）。

三、《古兰经》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以宗教道德为支撑

《古兰经》社会福利思想多以“行善”为基本道德评判标

准。宗教赏善罚恶的道德思想是伊斯兰社会福利主张的主

题之一，社会民众互帮互助、救济弱者是伊斯兰宗教道德的

根本原则，为真主的正道而奋斗并积极行善是伊斯兰社会个

体实现个人价值的最高目标，也是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体系

建构的重要支撑。伊斯兰教以其强大的宗教道德力量，将分

散的部族团结在一起，打破了宗派主义的芥蒂，又通过其经

文中富有哲理的诫命、训导等内容，要求社会民众之间人人

平等、互帮互助，这也为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在财产分配、社会福利给予方面，《古兰

经》以善与恶这两个伊斯兰信徒们最为关注的道德评价标

准，要求社会民众的政治、经济行为，将社会福利思想融入到

宗教道德和宗教义务之中，这种强大的宗教道德力量支撑着

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的产生和普及。

（二）以宗教神权思想为保障

关于伊斯兰教的神权思想，从《古兰经》“忠诚”章的论述

便可见一斑：“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

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

敌。（112：1—4）”可以说信仰真主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宗教

教义和信条，因此，以信仰独一的真主安拉为主要内容的宗

教神权思想便成为了《古兰经》中一切政治、经济变革思想的

有利保障。

《古兰经》中崇尚对真主的独一性和无上权威，要求民众

不论社会阶级都尽其所能，帮助弱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从

而完成真主安拉赋予人类“大地代治者”的使命，反之如果自

私自利、为富不仁、不关心社会其他个体，那么就违背了真主

要求人们好做善事，乐于施舍的“主道”，而为主道而奋斗，谨

遵真主的教诲则正是每个伊斯兰教信徒所追求的最高人生

价值所在。

（三）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托

伊斯兰教在产生之初，作为一种思想或者说社会理念，

反映的是当时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而

作为伊斯兰教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福利思想，其产生

和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要依托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可以说，《古兰经》中的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是脱胎于伊斯兰

特色的经济思想的。

虽然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商品经济和私

有观念已有所发展，但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游牧经济仍在半

岛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伊斯兰教的兴

起，宗教旗帜将不同宗派、不同部落团结在一起，政治和军事

的扩张不仅扩大了伊斯兰政权的地理版图，更将伊斯兰经济

思想传入周边文明，而原本就已小有规模的半岛内部商贸往

来更因伊斯兰教重商思想的传播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政治

团结和商贸发展必然推动着半岛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可

以说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以

当时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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