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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穆斯林在做一件事之前，都会提及真主的尊名，他会念“比斯明俩”（以真主的
名义开始）以便祈求真主在他所做的事情中赐予吉庆，无论在做大事时，还是在重复生
活中不经意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时，诸如洗手和进食等。一个穆斯林进餐完毕时首先要做
的就是赞美和感谢真主，而说
“艾力哈目杜令俩”（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也就是说承认真主才是提供给我们所有
生活资源的主宰，恩典无论多与少，我们都要感赞真主、感谢真主。

真主说：

“???????????????????????”???????11?6?

食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它支撑着我们并给我们充足的能量。“民以食
为天”，确实，我们的大量的时间都耗费在获得生活物资、准备食物以及食用食物中。
一些人真主给他的财富的多，另一些人真主给的少，其中的道理我们的理解所不能及，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存在的这种状况是一种考验还是一种荣耀或谦卑的象征。但是，每
一个穆斯林都清楚的是，他要一视同仁地感谢真主赏赐的每一口饭菜和每一次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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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完毕后，感谢真主并做祈祷是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之一。使者（愿主福安之
）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美好的、吉庆的赞颂。我们的主啊！我们无法报答你的恩
赐，我们渴望你的恩典，我们不能没有你的恩惠。”[1]
或者说：“主啊！求你在食物中给我们吉庆，并赐给我们更好的食物。”[2]
使者（愿主福安之）告诉我们说：“真主喜悦当吃食物后感赞了他，当喝水后感赞了他
的仆民。”[3] 取得真主的喜悦是真正的信士所追求的目标。

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

伊斯兰非常重视清洁。礼拜者身体不洁净就不能做礼拜，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包
括让穆斯林保持身心的清洁。伊斯兰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2?222?

为此，在饭后洗手、漱口，如果可能的话刷牙，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使者（愿主福安之）劝告我们无论处于任何情况都要饭前饭后洗手，洗手时可以只用清
水洗，但有些学者主张最好用香皂或洗手液洗，并建议饭后漱口。当使者（愿主福安之
）在一个名叫萨哈巴地区的时候，他们跟前只有一些大麦面饼，使者和他的圣门弟子们
洗手漱口后才吃了面饼。[4]

伊斯兰早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重视口腔卫生，使者（愿主福安之）教导他的民众要重视
刷牙。他鼓励人们用一种名叫“米斯瓦克”的牙刷树枝刷牙。这是一种富有矿物质的可
用来刷牙的天然树枝，它可以有效防止牙龈出血，清除细菌，清新口腔气味。使者（愿
主福安之）说：“你用刷牙棍（斯瓦克），因为它可以清洁牙齿还可以取主喜悦。我如
果不是害怕给我的民众带来烦难，我一定会命令他们在每蕃拜前用刷牙棍（斯瓦克）。
[5]



忠告是一种仁慈

真主派遣使者只是为了怜悯众世界，也是为了全美真主的宗教，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教授
给我们如何取悦真主和敬拜真主。真主说：

“??????????????????????????????????”??????9:61?

有关饮食方面的忠告是他的教导的一部分。如前所述，饮食礼节包括进餐前、进餐时以
及进餐后。使者（愿主福安之）也建议我们用同样的方式饮水。他提到用温和地喝三口
水胜于大口喝水，他提醒我们不要在器皿里吹气，因为，那样唾沫会污染容器里的水。
[6]

阅读有关伊斯兰中固有的关于良好道德品行的论述，我们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伊斯兰是
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每一个穆斯林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转化为博取真主的喜
悦和回赐的功修，因为即便是吃喝这种普通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崇拜真主的契机。

伊斯兰的饮食礼节来自《古兰经》中真主的御言和伟大的使者的圣行。

Footnotes:

《布哈里圣训实录》。[1]

[2] 《铁密兹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3]

《布哈里圣训实录》。[4]



《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5]

《布哈里圣训实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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