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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体为成员组成的，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民族归属和宗教信仰。今天
，许多人都在谈多元社会，多元文化，有关社会凝聚力的话题也被人们广泛讨论。伊斯
兰对此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可以说只有伊斯兰拥有最强的凝聚
力和最坚固纽带。

在描述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之前，有必要指出，伊斯兰破除了社会中不统一不团结的根源
，那就是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偏见。我们可以让一个人遵守法律，但如果其内心深处
的顽疾不祛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凝聚就根本无法实现。欧美人对移民的态度是再现实
不过明证的了。他们对移民“老外”的憎恨，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当然会
阻碍社会的凝聚，即便这些人已经取得了国籍，成为了本国公民。

伊斯兰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些影响社会凝聚力的顽疾，《古兰经》一语道出了人的真正价

https://www.islamreligion.com/cn/articles
https://www.islamreligion.com/cn/category/43
https://www.islamreligion.com/cn/category/45


值：

“??????????????????????????????????????????????????????????????????????????????”(??
???49:13)

因此，种族和民族背景，在穆斯林看来并不是什么阻碍，伊斯兰考虑的只是信仰和宗教
的区别。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多元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凝聚。

信仰纽带

如果我们问当今世界联系人与人的最强的纽带是什么，大多数人会回答，是血缘，是种
族，是民族，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古兰经》告诉我们，这些纽带都不是最强的。
我们看看《古兰经》中的实例。阿丹的两个儿子，兄长该隐杀死弟弟亚伯。优素福的哥
哥们合谋把他丢到井里。他们都是同胞，是血亲，亲近于其他关系。古代如此，现代依
旧如此。我们研究发现，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民族关系，在利益和欲望面前，很容易
土崩瓦解，出卖亲朋好友，以保全自己利益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

所有这些证明，基于今世利益的任何纽带，即便是血缘的纽带，在利与欲面前，也会示
弱，从而放弃彼此。因此，这些并不是最强的纽带。而可以称为最强纽带的只有伊斯兰
真信仰。穆斯林彼此友爱，相互团结的纽带只是对安拉的信仰和热爱。安拉在《古兰经
》中清晰地指出：

“??????????????????????????????????????????????????????????”(????? 8:63)

“?????????????????????????????????????????????????????????????????????????????????
??????????????????????????????????????”(????? 3:103)

上述经训明文表明，信仰是最联合人与人的最强纽带。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只有一个



目的，敬拜独一的安拉。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穆斯林共同努力，团结友爱，怜悯互助
。《古兰经》和圣训多处提到，穆斯林的关系是无国界的宇宙兄弟姐妹的关系[1]：

“???????????????????????????????????????????????”(?????9:71)

 “????????” (?????49:10)

“??????????????????????????????????”(?????48:29)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信士与信士犹如一座建筑，彼此紧密相连。”
(《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

“???????????????????????????????????????????”(?????????)

伊斯兰的这一手足情谊并不是空谈，它有详细的定义和具体指导作为支撑[2]
。它有基本组成部分，《古兰经》、圣训详述了每个穆斯林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些权
利和义务归于每个穆斯林，不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

Footnotes:
要知道，手足关系基于共同信仰。[1]

这是伟大的祝福，伊斯兰的详细教导，既满足所需，又符合人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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