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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学术研究

马图里迪学派的中正思想研究*

云 存 平

摘 要：马图里迪学派(El—Maturidiyyah)系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学的两大

支柱学派之一。在伊斯兰社会转型时期，马图里迪学派从当时多民族、多宗教

的社会现实出发，建构了一个旨在论证和阐述伊斯兰教义的学科体系，为多元

的伊斯兰社会奠定了统一的理论基础。这一体系不仅注重理性的作用，而且倡

导宗教的宽容、温和与中正，开创了以中正原则为基础的逊尼派教义传统，成

为历代穆斯林中正主义的思想源泉。加强对马图里迪学派的研究，不仅对正确

把握当代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流思潮“中间主义”的历史渊源，发扬伊斯兰教

中正思想以及抑制极端主义思潮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促进我国与伊斯兰世界

的文化交流，加深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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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和伊斯兰国家版图的迅速

扩张，阿拉伯穆斯林受到了来自不同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冲击。伊斯兰国家

境内原有的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以及大量翻译引进的希腊、波斯等东西

方神学与哲学思想，使穆斯林群体信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催生了

伊斯兰教义的种种新问题。伊斯兰教义是穆斯林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穆斯林

内部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和外来思想对教义的冲击，在有关伊斯兰教义的研究、

探讨和论争中，衍生出诸多教派和学派。截至马图里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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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派和学派呈现一派多元庞杂的景象。穆斯林大众徜徉于各种哲学思潮中

的同时，也因诸多学派秉持的保守与自由、宗教与世俗等迥异的特质而产生了

种种疑惑与困顿，因此，他们期待权威教义学者来解惑释疑。

一、马图里迪学派的形成与传播

马图里迪学派产生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割据的王朝萨曼王朝，该王朝

管辖的核心区域河外地区（中亚地区）是东西方学术的交汇点和中心，亦即一

个多宗教、多教派、多学派和多思潮的地区。马图里迪学派奠基人在那里接触

和学习了祆教、摩尼教、新马兹达克教
①
、佛教、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等东西方

宗教与哲学，并对伊斯兰早期的穆尔太齐赖派、盖德里耶派、贾卜利耶派和哈

什维耶派等教派与学派有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这些宗教、教派、学派和哲学

等不同的思想体系面前，如何对待它们不仅是关乎内部分歧和矛盾调和的理论

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幅员辽阔、多民族和多文化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

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以及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非穆斯林和睦共处的社会现实问

题。

马图里迪是一个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对逊尼派信仰矢志不移，其名著《认

一论》、《逊尼派经注》及被穆斯林大众授予的“逊尼派教义伊玛目”之冠就证

明了这一点。他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理论依据，以伊斯兰教普世、灵活

之特征和开放、兼容的思想为指导，从伊斯兰教义的角度，给处于内忧外患和

历史性转折时期的穆斯林社会提供一个中正温和的解决方案，为伊斯兰文化与

其他文化多元并存、相互借鉴、和睦共处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从一个更长

远的视角加以审视和研究，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建构了开放、理性、温和、

中正的伊斯兰教义学体系。

（1）马图里迪的生平与著作

史料关于马图里迪的记载很少，在仅有的这些记载中，多是对他的赞誉，

如哈奈菲派学者加西姆·本·盖特卢布加在其《传记之冠》中提及马图里迪的

著作及其尊师伊玉迪，但忽略了马图里迪的生平。
②
著名学者塔什·库卜拉本·

扎德在《幸福的钥匙》中指出，逊尼派在教义学领域的领袖有两位，一位是哈

① 新马兹达克教（Neo-Mazdakite），又译新马资达克派、新玛兹达克教。产生于公元 8世
纪后期，是一个在波斯马兹达克教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伊斯兰教思想理论而形成的宗

教派别。

الرياض1993م. العاصمة، دار ص82، وتقويما، دراسة الماتريدية عوض: بن أحمد ②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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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菲派的，另一位是沙斐仪派的，其中哈奈菲派的领袖就是马图里迪。
①

马图里迪全名为艾布·曼苏尔·穆罕默德·马图里迪，他出生于河外地区

撒马尔罕附近的马图里迪村。因卒于撒马尔罕，故又称撒马尔罕迪。
②
有学者考

证，马图里迪是麦地那望族艾布·阿尤布·安萨里家族的后裔，但因其依据不

足，没有被其他学者认可。马图里迪出生年月不详，有学者根据他的老师穆罕

默德·本·穆加提·拉济的卒年（即伊历 248 年）推断，认为马图里迪可能生

于伊历 238 年左右，因为师从这位法学家和圣训学专家，学龄不应小于十岁。

马图里迪先后师从穆罕默德·本·穆加提·拉济（？～伊历 248 年）、艾布·奈

斯尔·艾哈迈德·本·阿拔斯、艾布·拜克尔·艾哈迈德·本·伊斯贺格、奈

西尔·本·布勒希（？～伊历 268 年）。这四位学者都是艾布·哈尼法的再传弟

子或再传弟子的门下。
③

马图里迪毕生潜心于古兰学、圣训学、伊斯兰教法、教义等，他博学多才，

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也曾多次游学，与许多教法学家、圣训学家进行切

磋和辩论。马图里迪以其渊博的知识获得了认可和支持，最终成为逊尼派两大

教义学派之一的奠基者。在关于伊斯兰教义的激烈论争中，马图里迪捍卫了逊

尼派教义思想，在逊尼派教义学上做出了卓绝贡献，藉此享有“逊尼派领袖”、

“正道的伊玛目”、“教义学家的伊玛目”、“穆斯林信仰的纠正者”、“人类思想

的评论家”等诸多美誉。
④

虽然我们对马图里迪的生平知之甚少，但他留存于后世的著作却很多，而

且大多保存比较完整。马图里迪一生著述丰硕，涉及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

等，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

1.《逊尼派经注》（السنة أهل 此作是以逊尼派教义、教法学说为基。（تأويلات

础的一部《古兰经》注释巨著，共有 10 册。在该著作中，马图里迪采用了分析、

辩证与批评的方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古兰经》进行了注释。在马图里

迪之前，学者们对《古兰经》的注释局限于以传闻注释，很少加入个人见解，

也甚少采用分析、辩证与批评的方法。相较于此，马图里迪的《古兰经》注释

有所创新，为后人开启了以理性与传闻兼容并蓄的注释经文之门。
⑤

العلمية، الكتب دار باسلوم، د.مجدي تحقيق ص92، ج1، التحقيق، مقدمة السنة، أهل تأويلات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أنظر ①
2005م. بيروت

② 撒马尔罕迪为马图里迪的别名，是以撒马尔罕地名命名的。

تاريخ زهرة: أبو ومحمد 2007م، بيروت العلمية، الكتب دار ص11، المرام، إشارات البياضي: أحمد الدين آمال أنظر ③
1996م. القاهرة ، العربي الفكر دار بعدها، وما ص176 الإسلامية، المذاهب

تونس1989م. الترآي، دار ص47، العقدية، وآراؤه حياته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الغالي: بلقاسم ④أنظر
ص333. ج1، التحقيق، مقدمة السنة، أهل تأويلات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⑤أنظر



95

2.《认一论》（التوحيد）。这是有关伊斯兰教义的一部名著。该著作是了解马

图里迪教义思想的基本原始资料，亦是了解早期伊斯兰教各大教义派别思想观

点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潮的主要文献之一。其内容涉及真主、天

使、经典、圣使、复生、后世、乐园和火狱等相关信仰问题。有学者指出，从

《逊尼派经注》和《认一论》这两部著作看，马图里迪是真正意义上的逊尼派

教义学和《古兰经》见解注释的奠基者。
①

除以上两部著作外，马图里迪还有许多有关伊斯兰教义、教法等方面的著

作，诸如《信仰》、《沙里亚法源》、《辩论集》、《论文集》、《论穆尔太齐赖派的

空想》、《驳艾布·穆罕默德·巴希里德五则》、《驳格拉米特》等。然而，仅有

《逊尼派经注》和《认一论》得以出版面世，其他著作或流失或未出版。
②

（2）马图里迪的思想渊源

马图里迪的四位老师都是艾布·哈尼法的再传弟子或再传弟子的门下，在

教法上都属于哈奈菲学派。艾布·哈尼法是伊斯兰早期著名的教义学家和教法

学家，被尊为“大伊玛目”，哈乃斐教法学派系他所创，因他以个人意见和灵活

创制法律著称，故哈乃斐学派又有“意见派”之称。艾布·哈尼法学识广博，

精通古兰学和圣训学，在伊斯兰教义和法学领域造诣颇深，其理性与经文相辅

相成的论证方法和中正思想独成体系，被认为是第一位在理性与经文之间择取

中正之道的学者。他著作颇丰，涉及圣训、伊斯兰教义、法学、伦理等，其流

传极广的教义名著有《大学》（الأآبر والمتعلم）《学者与学生》、（الفقه 《训诫》、（العالم

等。艾布·哈尼法以前的逊尼派教义以口述的形式传承，他是首位记（الوصية）

录逊尼派教义并有专著的学者。
③
马图里迪深受艾布·哈尼法的影响，并完全继

承了其有关伊斯兰教义和教法的论证方法和思想学说。

同时，马图里迪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教义思想深刻性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

义，正是这种继承和创新使他的教义学论著《认一论》最终成了不朽名著。该

著作是逊尼派教义史上第一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分析、论证伊斯兰

教义的经典著作，亦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义学论著，《认一论》也因此成为后世学

者大力效仿的模板。

尽管马图里迪教义思想源于艾布·哈尼法，但在形成过程中他承袭了之前

的逊尼派学者的思想学说，糅合了当时的各大学派，如教义派别、哲学思潮和

مكتبة آروشي، ود.محمد أوغولي طوبال د.بكر تحقيق ص48-47، التحقيق، مقدمة التوحيد،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أنظر ①
2007م. استانبول الإرشاد،

ص86-89. ج1، التحقيق، مقدمة السنة، أهل تأويلات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②أنظر
ص10-9. المرام، إشارات البياضي: أحمد الدين آمال ③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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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哈瓦利吉派、穆尔太齐赖派、盖德里耶派、贾卜利耶派等的思想在

其著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同时，他吸收了哲学思潮的认识论，以及宗教与哲

学、理性与经文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其著作也含有不少祆教、摩尼教、新马兹

达克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思想。当然，马图里迪是以《古兰经》和“圣

训”为基础，撷取精华、去其糟粕地吸取前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马图里迪

摆脱和远离了当时政治和宗教派别的羁绊和偏见，从宗教对话、文化交流的角

度创立了教义思想体系。这也是其教义思想学说在宗教、思想、文化多元的非

阿拉伯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图里迪所创立的教义学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马图里迪学派思想体系

的形成，其教义学名著——《认一论》为马图里迪学派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立论

基础。马图里迪运用经典与理性兼容并处的方法，以其温和、中正的教义思想

得到了穆斯林大众的认可。在他与众多弟子的努力下，其思想逐渐传播开来，

形成了以他为代表和命名的马图里迪学派。该派与艾什尔里学派共同维护了逊

尼派教义，最终成为逊尼派的两大教义学派之一。

马图里迪学派无疑是伊斯兰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伊斯兰文化发展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图里迪在世时，弟子众多，门下培育出了许多著名学者，

其学派思想传播地域广阔。马图里迪学派著名学者艾布·迈因·奈塞菲在《宗

教原理证据阐释》中指出，布哈拉、整个河外地区乃至土耳其最边远的地域、

木鹿和巴里黑的伊玛目们都遵循该派。
①
马图里迪去世后，随着众弟子及追随者

在伊斯兰世界的流动与传播，马图里迪学派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奥斯曼王朝时

期，马图里迪学派传播极广，几乎影响到伊斯兰世界各地，从者如织，遂成为

逊尼派的主流学派之一。时至今日，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阿富汗、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国家都有大量的马图里迪学派追从

者。马图里迪学派思想传播地域广阔，追随者规模甚大，在 1000 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绵绵不绝，影响至今的主要因素就是其思想体系的中正之特性。

二、马图里迪学派的中正思想

马图里迪学派作为逊尼伊斯兰教义学派，从伊斯兰教义的视角，通过与其

他派别、宗教和哲学思想代表对话的方法，进行了对伊斯兰教义的研究和探讨，

从而探求中正地解决穆斯林内部矛盾的教义思想基础，亦探求对其他宗教或哲

ص104. وتقويما، دراسة الماتريدية عوض: بن أحمد عن نقلا الأدلة، تبصرة النسفي: المعين أبو ①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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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流派追随者进行宣教或和睦共处的方法与思想理念，并就穆斯林大众所面临

的内部和外部问题，给予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引，从而使穆斯林乌玛和伊斯兰社

会和谐统一。其中正思想之特点举例如下：

（1）哈里发问题

哈里发问题是早期穆斯林内部产生派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知穆罕默德归

真后，穆斯林有关哈里发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来是政治的，但实际上是以宗教

为基础的。对此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争论者，尽管有时掺杂着政治私心，但其争

论的初衷是为了完成宗教义务和得到宗教的满意。所以，每个派别有关伊斯兰

教义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哈里发问题，因而产生了有关哈里发问题的不同思想

观点，成为穆斯林内部矛盾的导因之一。

什叶派主张，领导权是伊斯兰教的要素与基本，属于穆圣后裔世袭的特权，

不属于公众事宜，公众没有权力推选和议定哈里发；哈里发必须是受真主保护

而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且由先知亲自指定；阿里就是穆圣所指定的哈里发。
①
而

哈瓦利吉派则主张，领导权不是古莱氏人或阿拉伯人的特权，哈里发要通过穆

斯林大众正确、一致的自由选举和宣誓效忠而选定，所有的穆斯林无论种族、

出身，都可以担任哈里发；被选定的哈里发只要能秉公执法，远离错误与过失，

他可以一直留任。若有所偏离，必须罢免，不愿离任者诛杀之；选举伊玛目（领

袖）不是宗教义务，穆斯林群体若内部能达成共识，而且一切事务的运作无需

伊玛目，可以不设伊玛目。
②

马图里迪学派针对这两派的观点，以经训与理性的评判依据，进行了积极

有效地均衡。该派认为，领导权为穆圣后裔世袭的特权及阿里是穆圣指定的哈

里发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假如哈里发为继承的特权，那么依照伊斯兰教

继承法，穆圣的叔叔阿巴斯比其侄子阿里更有继承权；另外，如果哈里发问题

有明文规定，且阿里为明文规定的哈里发，那么它应该是公布于大众的，而不

是保密的。事实证明，阿里与其他三位前任哈里发竞选时，没有拿出对他的竞

选起关键作用的明文依据，充分说明不存在这样的条文。还有，从阿里和其他

三位哈里发的宗教操守和虔诚来看，他们绝不会违背明文规定。其他圣门弟子

及穆斯林大众亦绝不会集体违规，而向阿里以外的三位哈里发宣誓效忠。据此，

什叶派有关领导权的主张是不正确的。
③
同时，哈瓦利吉派的观点有违经训教导，

2008م. دمشق، الفكر، دار ص56-54، المعاصرة، والفلسفات التوحيدية المذاهب البوطي: رمضان سعيد محمد ①أنظر
الفكر تيارات عمارة: ومحمد ص61-58، المعاصرة، والفلسفات التوحيدية المذاهب البوطي: رمضان سعيد محمد أنظر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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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因为穆圣说：“领袖将在古莱氏族中产生。”
①
艾布•拜克尔

在“塞吉费”会议上推选哈里发时，以这段圣训反驳了众辅士，且任何人都没

有否认它。又据艾哈迈德圣训集记载：“没有领袖而死的人，他的死亡与愚昧时

代的人的死亡一样。”
②
两段圣训及圣门弟子选举哈里发的事实证明，哈瓦利吉

派的观点也是与经训相悖的。

马图里迪学派主张，选举领袖是有经训明文依据的宗教义务，穆斯林群体

必须要选举主持聚礼和会礼、执行法律、征收赋税、保卫领土、讨伐叛逆、解

决纠纷、维护统一、建设文明城市的领袖；哈里发应从古莱氏圣族中推选；领

袖必须要经过穆斯林大众的自由协商、宣誓效忠而委任，因伊玛目之过失或犯

错不必要直接罢免，亦不能因其不愿离任而诛杀之，因为，除圣人外，再不会

有受真主的保护而不犯罪或没有过失的人。所以，每个人都可能犯错，他应该

有弥补过错的机会。他亦因犯罪而不会丢失信仰，不能视其犯罪行为为叛教，

而以失去信仰者的身份来对待他。
③

综上，什叶派的领袖受真主保护而不犯错的观点，会导致过分集权而使领

袖不受民众的任何限制，这既不符合四位正统哈里发及其他圣门弟子的做法，

亦不符合社会正常发展的规律，会给伊斯兰社会埋下种种隐患。哈瓦利吉派的

主张即所有的穆斯林，无论种族、出身，都可以担任哈里发，哈里发的职位不

是古莱氏人或阿拉伯人的特权，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与马图里迪的初衷是相

符的，但马图里迪因经文依据的存在，对经文的规定做了阐释，最终坚持了经

文规定。而哈瓦利吉派的有关伊玛目的错误与过失、罢免及犯罪者身份之观点，

太过极端，因为一个国家领袖的任免中隐藏着众多变数，往往险象环生，甚至

引发激烈斗争和流血冲突，如果仅因其过错或违背教律之行为而罢免之或诛杀

之，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马图里迪学派在处理哈里发问题时，既运用理

性判断，又不违背经训的精神，其主张符合伊斯兰社会的实际要求，有着明显

的中正特征。

（2）犯大罪者的身份问题

穆斯林犯大罪后是否仍为信士，是早期伊斯兰教派别间争论的教义问题之

一。哈瓦利吉派主张，不管犯大罪或小罪，穆斯林只要有了犯罪行为，那就失

去了信士身份，他将永居火狱。该派甚至还认为，有违背真理的过失行为或错

بيروت الرسالة، مؤسسة شلبي، المنعم عبد حسن تحقيق ص405، ج5، ،5909 رقم الكبرى، السنن النسائي، شعيب بن أحمد ①
2001م.

1995م. القاهرة الحديث، دار ص188، ج1، ،16819 المسند، حنبل، بن محمد بن أحمد ②
بعدها. وما ص1104 الدين، أصول في الأدلة تبصرة : النسفي المعين أبو ③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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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观点，也是使信士失去信仰和叛教的因素之一。
①
而穆尔吉埃派则提出了与此

完全不同的观点，该派认为，信仰是心的诚信与认识，而功修是肢体的作为，

它不是信仰的组成部分。除认识真主与心的诚信以外，一切功修不属于信仰的

范畴，放弃它不会伤及信仰的本质。因此，如善功无益于非信士，犯大罪亦无

损于信士，诚信者的信仰由于犯罪而不会消失。甚至该派有些人士还认为，只

要穆斯林内心诚信，在口头上公开宣布叛教，或在伊斯兰国家一生崇拜偶像，

或奉行基督教、犹太教，膜拜十字架，承认三位一体的人，也依然是伊斯兰教

的信徒，并具有完美的信仰，将享受天堂。
②
穆尔太齐赖派则提出了两者之间折

中的观点，认为犯大罪的穆斯林既不是信士，也不是非信士，而是位居两者之

间，后世将永居火狱。该派认为，各派教义学家对犯大罪者的称谓没有分歧，

都一致把犯大罪的人称为作恶者，而分歧在于犯大罪的人究竟是信士，还是非

信士。有些主张犯大罪的人仍然是信士，有些则主张犯大罪的人是非信士。要

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要采纳其共同点，放弃其分歧点，所以要主张，犯大

罪的人即不是信士，又不是非信士，而是居于信士与非信士之间。
③

在马图里迪学派看来，哈瓦利吉派与穆尔吉埃派都过于偏激，不符合经训

之精神，而穆尔太齐赖派提出的两者之间折中的观点也有悖于经训，并没有说

服力，使大家无法接受。因此，对犯大罪者的问题，马图里迪学派提出了既折

中于哈瓦利吉派与穆尔吉埃派两派之间，亦不违背经训之教导，又能解决问题

的观点，即信仰是诚信，与它相对的是不信，只要诚信没有被更替为不信，其

拥有者仍然是信士。诚信与不信之间没有中介，只有怀疑，而怀疑亦是不信，

故信士因欲望或冲动过盛而犯大罪时，只要他没犯与信仰相悖的大罪，如举伴

于真主等，他仍然是信士。

马图里迪学派的这一观点与穆尔吉埃派的诚信者的信仰由于犯罪而不消失

的观点接近，但有质的区别，因为前者观点具有信士犯大罪而不失信仰的前提

条件，即只要他没犯与信仰相悖的大罪如举伴于真主，或认为大罪为合法等。

那么如信士犯了与信仰相悖的大罪，他就会丢失信仰。所以，穆尔吉埃派诚信

者因犯罪不失信仰的笼统的观点需要条件的约束，否则有违经训。

马图里迪学派还认为，只要信仰存在，无论犯多大的罪，犯罪者最终的归

宿肯定是乐园，因为在许多《古兰经》经文中，真主给信士们许诺了在后世的

ص19. الإسلامي، الفكر تيارات عمارة: محمد ①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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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例如真主说：“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以乐园为招待所。”（19：107）真主

又说：“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恶报；行善而且信道的男子或女子，将入乐园，受无

量的供给。”(40:40)因为犯罪者是信士，且他干过许多善功，所以，他的罪过

或将受到真主的宽恕而不受后世的惩罚，或不被宽恕而受到与罪相等的定期惩

罚，他最终将进入乐园，享受真主的供给。
①

总之，马图里迪学派的基于经文和理性证据之观点，有效地解决了犯罪者

信仰之大难题，化解了因此而引起的穆斯林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使犯罪者摆脱

了极端主义以非信士身份定位的观点，并免遭掠杀和权力的剥夺，为保护信士

的权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展现了该派的中正之道。

（3）理性与宗教

马图里迪学派兴起之时，伊斯兰世界存在着许多教派和学派。其中有些学

派盲信经文和字面之意，在宗教问题上反对理性思辨，对外来哲学和宗教文化

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的态度。这种宗教保守主义学派的思想容易导致宗教人士

的独裁专制，亦会导致人性、自由的压抑和扼杀及社会的停滞不前等种种后果。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教会专制下的中世纪欧洲黑暗时期社会的历史，有可能

会重演。还有些学派则崇尚理性，主张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来解释伊斯兰教

信仰，理性与经文有冲突时以理性为准。这种理性至上，重哲学，轻宗教的自

由主义，亦会危及社会的秩序、道德、公理、家庭和人情关系等，并会使人远

离正义原则。马图里迪学派则通过对这些学派的深刻研究，从学术上提出了解

除两派间张力的方案，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伊斯兰社会问题，使其正常发展。

在谈及宗教保守主义时，马图里迪学派指出，部分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所

指出的认识宗教必须通过经文，不能依赖理性之观点，是一种来自恶魔的想法

和搅扰，因为真主促动和命令仆人去研究、思考和参悟宇宙万物并引以为鉴，

充分证明了研究和思考是人类获知的途径之一。每一个不同宗教学派的人都一

致认为自己坚持的就是真理，其他的都是谬论。但事实上，宗教必须要通过理

性证据辨别其真伪。
②

马图里迪学派从根本上消除了宗教人士的神圣特权，以便杜绝以得到灵感

启示等名义擅自篡改教义的现象。该派指出，真主从人类中派遣了许多使者，

来劝勉善人，警告恶人，并为众人解释他们所需求的今世和后世的事务。众使

者都是替真主传达命令的，都是诚实的，都是忠心的。最初的使者是阿丹（亚

当），最后的使者是穆圣，穆圣是一切使者中最贵的使者。穆圣与其他圣人一样，

ص472-471. التوحيد،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①أنظ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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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人类选派的。他既不是真主的儿子，亦不是真主的组合体，更不是神。

真主是立法者，他只是真主律法的传达者。他去世后，真主再不会派遣新的使

者来传达启示，颁布新的律法，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对穆圣传达的真

主的律法进行修改。马图里迪学派以此限制和规范了教职人员的宗教权力，以

期避免保守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宗教极端。

在谈及理性自由主义时，马图里迪学派指出，这个世界是物质、形态多样

而相对的，而人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被哲人们称为小世界，他拥有理智，可以

使这个世界聚散分合，并具有不同的秉性和私欲。若任人为所欲为，个人和社

会都会陷入争斗的漩涡而遭受毁灭。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不会对这个世界和

人置之不理而使其处于无领导和无序的状态。所以，真主差圣降经并赋予人类

鉴别其使者与经典的理性，以便引导人们走正路，过和谐的社会生活。
①
因此，

理性与经典是人类认知必不可少的两大源泉，亦是辨别真伪，区分真假的判断

标准。为了维护理性与经典的双重权威，马图里迪在其名著《认一论》中，通

过分析世界与人类的特性，论证了理性与经典在人类认知领域的作用和重要性，

并以经典与理性为理论基础，阐释和论证了伊斯兰教义问题，旨在纠正人们因

盲从宗教或哲学而产生的错误思想倾向和观点。

马图里迪学派认为，真主在许多经文中提出，他创造了人并赋予其理性，

以便去研究、思考和参悟宇宙万物，认识其中他显示的迹象。理性与经典都来

自真主，二者具有的真理并不矛盾，因为一切真理都出自真主。该派认为，宗

教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认识，理性是认识真理的途径之一，理性的真理与经训的

真理是一致的，但理性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能逾越其认知范围，要适可而

止，超出理性的问题必须要以经训的指导而认识。其认知结果与经典相悖时必

须以经典为准，因为真主启示的经典是绝对真理，是受真主保护的。由此看来，

马图里迪学派对哲学是不排斥的。但如果哲学主义以哲学的名义，违背了理性

原则，或逾越了理性的研究领域，那么马图里迪学派对其是绝对反对的。

总之，在外来宗教、哲学思想的冲击和挑战下，马图里迪学派从传播地区

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现实出发，根据伊斯兰教的普世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特

征，建构了宗教宽容、理性、温和、中正的伊斯兰教义学体系，为伊斯兰文化

与其他文化多元并存、相互借鉴、和睦共处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派既不过分推

崇理性，亦不保守古板，通过研究和对话的方法，以《古兰经》和圣训精神为

基础，批判地接受外来思想的做法，不仅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文化的本

ص68-67. التوحيد، الماتريدي: منصور أبو ①أنظر



102

土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历代穆斯林中正主义思潮所仿效的典范。

三、马图里迪学派中正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回顾伊斯兰社会发展史，在每个转型时期，基本上都会出现三种思潮，即

世俗主义、保守主义和折中主义。世俗激进主义崇尚外来思潮，颠覆传统、摒

弃经训，它对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与制度具有杀伤力，但其本质是一种“乌托

邦工程”且难以避免自身的异化。伊斯兰保守主义盲信经文和字面之意，在宗

教问题上反对理性思辨，对外来哲学和宗教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难

以适应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环境。而在伊斯兰社会中，最有影响并且占主流

地位的还是中正的折中主义，即逊尼大众派马图里迪学派和艾什尔里学派。折

中主义崇尚伊斯兰教传统和经验，在理性维护伊斯兰教义的同时，对外来思想

持批判地接受态度，以期与社会的演变和发展相适应，坚持伊斯兰教普世、宽

容、理性、温和、中正的思想理念。

当然，伊斯兰折中主义历史上也有过革命，复兴改革家们并没有放弃调动

民众激情去实现特定的目标，但这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

段，问题解决后，他们具有重新回到温和折中之思想理念的机制。因此，折中

主义一直是伊斯兰社会的主流，因而被称为大众派。近现代伊斯兰复兴思潮中，

走折中主义路线的许多伊斯兰教维新运动，都可以从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其

中以马图里迪学派的特征最为明显。

马图里迪学派在伊斯兰教义学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它既是穆斯

林保守主义盲信经文、反理性之观点弊病的揭露者，更是推崇哲学、哲学至上

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它用经训与理性相辅相成的论证方法成功地维护了伊斯

兰教义，并温和、中正地解决了有关伊斯兰教义的种种问题。穆斯林社会大转

型时期，作为在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碰撞中兴起的马图里迪学派，它的产

生标志着伊斯兰教义思想倾向的重大转折，其中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如下：

首先，在有关伊斯兰教义的研究、探讨和论争中，穆斯林社会内部出现的

许多教派和学派，如哈什维耶派，盲信经文和字面之意，在宗教问题上反对理

性思辨，对外来哲学和宗教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保守主义；如穆尔太齐赖

学派，崇尚理性，主张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来解释伊斯兰教信仰，理性与经

文有冲突时以理性为准，奉行理性至上的自由主义；如盖德里耶派，主张人绝

对自由；如贾卜利耶派，认为人无任何自由以及其他重哲学、轻宗教的哲学思

潮。这些教派和学派要么过于保守，难以适应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环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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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过于理性，有损于伊斯兰教的地位。马图里迪学派介于保守与传统之间，既

不过分推崇理性，亦不保守古板，在用理性维护伊斯兰教义的同时，不违背经

训精神；对各派思想观点、外来哲学与宗教文化，既不完全否定，亦不盲目接

受，而是以《古兰经》和圣训精神为基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灵活与包

容的处事方法有效地中和了各种极端主义思想，均衡了由各种极端引起的社会

失重，因而得到了穆斯林大众的认可和拥护，被逊尼派学者称为“中正派”，在

伊斯兰教义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马图里迪学派不仅在伊斯兰教义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近现

代走折中主义路线的许多伊斯兰复兴思潮亦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是沙赫·沃利尤拉复兴运动。沙赫·沃利尤拉（1703～1762 年）是近代

印度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奠基者，生于遵循哈乃斐派教法和马图里迪派教义的传

统家庭，他在清真寺接受教育时，系统地学习过马图里迪学派的学说理论。
①
因

此，马图里迪学派对其伊斯兰复兴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是南亚次大陆的宣教团体运动。宣教团体是印度著名穆斯林学者穆罕默

德•伊利亚斯创办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团体，穆罕默德•伊利亚斯（1885～1944 年）

曾就学于印度的迪尤班迪学校。
②
该校是遵循哈乃斐派教法和马图里迪派教义的

学校，以讲授哈乃斐学派和马图里迪学派经典为主，因此，穆罕默德•伊利亚斯

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马图里迪学派教义思想，他所创立的宣教团体的意识形态

就以马图里迪学派思想为主导精神。该宣教团体规模庞大，在许多国家建立了

分支机构，其宣教活动影响极广，参加其年会的人数为 200 多万，仅次于麦加

朝觐的人数。如今，该团体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宣教中心的学校，

仍旧讲授着马图里迪学派的教义思想。

三是努尔库运动。系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发起人赛义德·努

尔西(1873～1960 年)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部比特利斯省的库尔德家庭，从小受

到当地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努尔西从青年时代起就培养了大批学生，随着

追随者日众,渐渐形成队伍庞大、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群众运动。运动的参

加者有学生、教师、宗教学者、新闻记者、军人、商人和以个人身份加入各党

派的政治家等。其势力遍及土耳其城乡，并发展到中亚、巴尔干地区。
③
该运动

تأليفات إدارة بعدها، وما ص410 ج6، والنواظر، المسامع وبهجة الخواطر نزهة الحسني: الدين فخر بن الحي عبد أنظر ①
.1992 ملتان أشرفية،

الندوة دار ص317، ج1، المعاصرة، والأحزاب والمذاهب الأديان في الميسرة الموسوعة الجهني: حماد بن مانع أنظر ②
الرياض1420هـ. والتوزيع، والنشر للطباعة العالمية

③ 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载《西亚非洲》, 2004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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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在土耳其设立了大约 5000 多个宗教活动和交流中心，努尔库运动成员大约

有 200～600 万人。另外在国外还有其宗教活动和交流中心，据 2001 年的统计，

在中亚有 53 个，德国有 57 个，荷兰有 7个，奥地利有 4 个，比利时有 2 个，

萨拉热窝有 1 个。
①
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遵循的正是马图里迪

学派的教义思想。
②

除以上伊斯兰复兴运动，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先驱穆罕默德·

阿卜杜亦深受马图里迪学派的影响。穆罕默德·阿卜杜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伊斯

兰教维新派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宗教教育和社会政治的改良运动，在伊斯

兰国家具有广泛影响。阿里·阿卜杜·凡塔赫博士指出：“穆罕默德·阿卜杜曾

试图拓展伊斯兰教教义学，构建了伊斯兰教新教义学，在其名著《认一论大纲》

中，用所构建的新教义学框架，用新的方法论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问题。实际

上，马图里迪学派的方法论是其新教义学的基础。”
③
他还指出，通过对比穆罕

默德·阿卜杜在《认一论大纲》中的观点和马图里迪学派的观点，我们发现，

前者的观点来源于后者，且与它相符。穆罕默德·阿卜杜曾毕业于爱资哈尔大

学，马图里迪学派的经典名著，例如奈季穆·丁·乌迈尔·奈塞菲的《教典》

和凯马鲁·本·胡马米的《追就后世成功的信仰》被该校作为教材，他肯定读

过这些经典，并受其影响，只是他没有明确说明罢了。
④
《认一论大纲》为阿拉

伯世界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以此为线索，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当今伊斯兰国家的许多宗教领袖、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在不同层面

上倡导马图里迪学派的中正思想。

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的形势下，加强对马图里迪学派教义思想的研究，

发扬该派宽容、中正的思想理念，对促进我国与伊斯兰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把握当前国际形势，促进世界和平，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

意义。可以说，马图里迪学派秉承伊斯兰教中正、和谐、宽容的精神，以经典

与理性相辅相成的方法为特点，以维护伊斯兰教义为主旨，以温和、中正地解

决教义问题为目的，为解决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提

供了自我解困、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重要精神支持，具有深远意义。

期，第 44页。

① 李艳枝：《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载《世界宗教文化》,
2007年第 4期，第 1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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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oderate Thought of Maturidi School
YUN Cunping

Abstract Maturidi school is one of the two pillars of Sunni sect in Islamic
theology. Based on the multi-ethnic and multi-religious social reality of the Muslim
community in the period of Islamic social transition, Matulidi school established a
disciplinary system aimed at setting a theological found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Islamic teachings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in the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system focused not only on the role of reason but advocated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moderation which constitute Sunni tradition of the doctrine and became an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Muslim Moderatism throughout the ages.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study of Maturidi school could help us to grasp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contemporary Islamic Moderatism trend, and build a bridge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promote the idea of tolerance and harmony, and suppress the tendency
of extremism. So it has strategic meaning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Key Words Islamic Theology; Sunni Sect; Maturidi School ; Moderat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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