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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园》因何成为伊斯兰文化丰碑 

——基于《蔷薇园》中所蕴含的伊斯兰人生观探究 

 

白鹏宇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别林斯基深入研究了文学的民族性，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

朵和果实。”[3]萨迪是一位穆斯林诗人，他的《蔷薇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形象，都深深地打上

了阿拉伯民族的印记，因此《蔷薇园》可以被称为伊斯兰文化的丰碑。那么，《蔷薇园》成为伊斯兰文化

丰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从《蔷薇园》中所蕴含的伊斯兰人生观出发，来具体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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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世观 

佛教认为生死轮回，周而复始，今世苦海无边，来世幸福美满；基督教认为人都有原罪，

今世是用来赎罪的。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却与其他两大宗教的主张有所不

同，伊斯兰教既追求今世幸福、也追求来世安乐，即所谓“两世幸福”“我们的主啊！求你

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古兰经》中如是说。（2:202） 

从出生到死亡，这一阶段属于今世，从复生到审判之后的永恒，是为后世。 

在《蔷薇园》第 1 章第 2 则中，萨迪这样写到：“行善吧，朋友，珍惜自己的生命，趁

尚未响起大限的钟声。”这里的“大限”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死亡，二是指末日，死亡是生

命的大限，末日是今世的大限。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因为人生有两世，死亡仅仅是今世

的结束，死亡之后会复生，复生之后就步入后世。[8] 

虽然伊斯兰教追求“两世幸福”，但是对今世和后世并非同等看待，而是有所侧重，更

加追求后世的幸福，因为今世是有限的，后世是永恒的，后世是今世的导向和结果，今生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后世做的准备。《古兰经》中是这样说的：“今世的享受比起后世的幸福来

是微不足道的。”足以见后世比今世对穆斯林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们今生的生活目标

便是追求后世的永恒。 

那么，穆斯林追求的永恒的后世是什么样的，《古兰经》中描述了后世的两种归宿：一

是乐园，或者称为天堂，这里环境清静幽美，树荫葱茏，流水不绝，气候宜人，物质丰富，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社会和谐；另一种是炼狱，还可

以称为火狱，这里阴森恐怖，毒汤沸水，烈火黑烟，被投入火狱的人每日都遭受极刑，衣不

蔽体，食不果腹，生活凄惨。穆斯林在死后都会经历末日审判，生前积德行善的，后世便会

升入乐园；不信奉伊斯兰教并且作恶多端的，便会被投入火狱。今世有什么样的操行，后世

便会有相应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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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迪是忠实的穆斯林，他在《蔷薇园》第 7 章第 8 则中这样写道，一位父亲对儿子说：

“孩子，到终审日会问你一辈子做了什么事，而不会问你的出身；会问你有什么善行，而不

会问你父亲是什么人。”可以见得，萨迪认为火狱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穆斯林约束行为、坚定

信仰，乐园鼓励穆斯林在内心深处因为对未来永恒幸福的期望而坚守信仰、积德行善。 

伊斯兰教追求“两世幸福”，重视今世的幸福，更追求后世的永恒，今世有什么样的操

行，后世便会有相应的果报，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萨迪创作出《蔷薇园》，来指引

人们坚守信仰，积德行善。 

二、生死观 

伊斯兰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以及人类的命运都是由真主提前规定的，人类无法超

脱这种规定，这便是前定。所以，人类的生死也来自于真主的前定，生不由人，死亦不可免。

《古兰经》是这样说的：“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

在《蔷薇园》第 8 章的第 76 则中可以找到验证，萨迪说：“注定打不到鱼的渔夫就是到了

底格里斯河也打不到鱼。不该死的鱼，落到沙滩上也还是能逃命。”可见萨迪深受伊斯兰“前

定说”的影响，认为人的生死来自于真主的掌控，人类是无法超脱的。在第 2 章第 17 则中，

萨迪向我们介绍了一名徒步旅行者的经历，尽管周围的人都建议他为了安全尽早回家，但他

并未放在心上，继续前行。在旅途中，与他同行的一个体格健壮的男子突然去世，这名徒步

旅行者便开口说：“尽管途中充满了困难，但我并未死去，你骑着骆驼竟然不行了。”这一

则也同样证实了如上所述。 

生是真主的恩赐，人类应珍爱生命、积极进取。《古兰经》中说：“真主创造天地，并

从云中降下雨来，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14：32）“他已为你们

创造大地上的一切事物……”（2：29）对于穆斯林而言，应该感恩真主的赐予，应该珍爱

生命，积极进取谋求今世幸福。 

死是真主的定制，人类应坦然面对、无怨无惧。《古兰经》道：“我曾将死亡分配给你

们……”（56：60）“每一个有气息的，都要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我。”（29：

57）对于穆斯林而言，死也是真主的渴望，是真主的呼唤，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面对死

亡时应保持冷静；再者，死亡标志着今世生活的终结和后世生活的开端，对于那些坚守正义

和积德行善的穆斯林来说，这是从当下幸福走向未来幸福的关键时刻，因此他们理应毫无畏

惧。 

在《蔷薇园》第 1 章第 17 则中，主要讲了国王阿努席拉旺在听闻自己的一个对头死亡

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高兴，至于原因何在则借由国王之口说出了“我们谁也无法在世上永

生”这句话，表明萨迪认为死亡是不可捉摸的。作为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萨迪在伊斯兰信

仰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在其成长和探索过程中，塑造了自己独有的对生与死的看法：重视

生命的意义，积极进取，同时也要努力追求后世的幸福，面对死亡，要从容应对。并将这些

观点体现在《蔷薇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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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富观 

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中，所有的财富都是由真主赐予的，个人则被视为今世财富的代管者，

个人有对财富的占有、使用以及相应的分配权利。《古兰经》中多次提到“天地万物都是真

主的”(2﹕116)。最终，财富的真正掌控权属于真主。既然人类拥有对财富的使用权，所以

对于财富应该有效地利用，尤其是对于富人来说，萨迪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极力支持富人有

效地利用财富，在《蔷薇园》第 8 章第 1 则中，萨迪说：“幸运者自己耕种，自己享用，不

幸者抛下财产，撒手而去”，这便是他支持富人有效利用财富的证据。 

萨迪认同财富的作用，但是也深知财富并不是万能的。中国有句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

磨”，当然，在萨迪生活的时代也同样适用，钱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钱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可以从《蔷薇园》中找到依据并且试图去理解。在第 8 章第 15 则中有这样一句话“凡

事能以黄金化解的问题，没有必要铤而走险。阿拉伯人有言，剑是最后的办法”，钱确实能

解决很多问题。在第 3 章第 17 则中，萨迪是这样说的：“在飞沙走石干旱的沙漠，珍珠和

贝壳同样不能解渴；当一个人饿得昏倒在地，黄金与瓦片同样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在伊斯兰教的观点中，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存在贫穷和富裕的情况，这是人们生活

中的常态。但是贫者不能因为贫穷而自暴自弃，富者也不能因为富有而不思进取，拥有财富

的多少不会决定人们后世的去向（乐园或者火狱），是否行善积德才是决定因素，富人和穷

人都应积德行善。因此，伊斯兰教主张富人应当慷慨解囊、救困济贫；穷人应保持积极的态

度，勤奋努力地生活。通过富人和穷人的共同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富人和穷人不是

分歧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贫富观。 

《蔷薇园》第 7 章 20 则讲述了萨迪与一个圣徒开展了一场关于贫富的争论的故事。圣

徒因为长期生活贫困，对富人有着深深的敌意，萨迪长期受到富人的接济与恩惠，认为他的

观点有失偏颇。于是，萨迪和圣徒开始了唇枪舌战，不过两人各有各的观点，谁也不肯让步，

最终两人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穆斯林法官带到法庭上来进行审判。法官

指出，并不是每个富人都像萨迪所说的那么慷慨和仁慈，也不是每个富人都像圣徒所说的那

样盛气凌人、刻薄吝啬，也不是所有的穷人都是作奸犯科和自甘堕落的。在法官有理有据的

诉说中，萨迪和圣徒化解了彼此的矛盾，这正是伊斯兰教所希望看到的，萨迪作为忠实的穆

斯林，将伊斯兰教的贫富观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贫苦的人们若注定贫困度过一生，你不要

口出怨言责怪天命。富人啊，你们有财产也有好命运，应求取两世功德，自己享用也周济别

人”。 

伊斯兰教的贫富观渗透在《蔷薇园》中，借萨迪之手向世人传达：财富都是由真主赐予

的，人们应该有效利用财富，但是财富也不是万能的。富人应当慷慨解囊、救困济贫；穷人

应保持积极的态度，勤奋努力地生活。通过富人和穷人的共同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共同致力于后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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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友观 

人本身是社会的动物，伊斯兰教也确信这一点，因而鼓励人们广泛结交朋友。 

伊斯兰教启示穆斯林与正直的人交朋友。《古兰经》提示人类在结交朋友时，应该重视

人品，把人品放在首位。因此启示我们选择品行端庄的人作为朋友，应该把穆斯林作为首选，

因为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可以避免诸多误会和猜忌。萨迪本身是一个善于结交朋友的人，可以

说广交天下好友，虽然《蔷薇园》中关于交友的内容并不多，但是萨迪关于交友的认识足以

给世人一些指引，如第 1 章第 16 则：“你富贵时奢谈友谊的人并不是朋友，你穷困潦倒时

携起你手的人才是朋友”，患难才能见真情，交友时应该看重朋友的人品，与正直之人结交。 

伊斯兰教启示穆斯林与诚实的人交朋友。《古兰经》有言：“信道的人们呀！你们要敬

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9︰119）可见，伊斯兰教把朋友关系看的非常重要，告

诫穆斯林和诚实之人保持友好关系。萨迪在《蔷薇园》中有相关描述。 

这与孔子的“益者三友”之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中的“友直”

和“友谅”，“友直”强调朋友应该正直耿直、不邪曲，“友谅”认为朋友应该诚实守信、

不欺骗。 

萨迪也深谙与朋友的相处之道，他认为，在与朋友的相处之中，我们应该既要注意不要

不及，也要避免过度，要有节制，做到恰如其分。在第 2 章的第 30 则里，萨迪引用了圣人

穆罕默德的一个故事，描述了某人每天都会去见穆圣，因此穆圣对他说：“如果你隔天再来

一次，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密。”朋友间的交往，宜恰到好处。与朋友的拜访，哪怕

不是有所求，也不应过于频密。如果这样的行为干扰了朋友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段深厚的友

情可能就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蔷薇园》实在地践行了安拉有关交友的启示：人们应广泛结交朋友，选择正直、诚实

的人做朋友，与朋友的相处应注意分寸。 

五、有度观  

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做任何事都应有度，践行中庸之道。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诫人类：

“信奉天经的人呀，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无理地过分。”对此萨迪在《蔷薇园》中有

许多论述。 

行事有度，首先体现在饮食上。伊斯兰教认为食物是真主的恩赐，应该饮食有度，并提

出了具体的行为要求。《古兰经》中规定了穆斯林的六大功课，其中之一便是斋功，即斋戒，

伊斯兰教要求在伊斯兰教历的九月整个月份里，在太阳升起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到这一天的

日落之前，成年男女禁止饮食、房事以及其他任何非礼行为。外出旅行的，生病的，怀孕的，

经期的妇女可以欠斋待补，长期生病不能补斋的可以布施贫民食物予以补偿。在这一月的最

后一日，当人们看见新月的时候，斋月便结束了。通过斋戒，可以让穆斯林在斋戒时体验穷

人的食不果腹，进而懂得施舍；在开斋后品尝食物的美好，进而懂得珍惜。 

在《蔷薇园》第 3 章第 4 则中，萨迪讲述了一个名医的故事：伊朗国王委派一位名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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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阿拉伯，帮助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结果许多年过去了，也未听闻有人生病，于是这位医

生在求助穆圣之后才得知原因，原来这里的人们不饥不食且食不过饱，一直保持饮食有度的

良好习惯，因此身体非常健康。这恰恰体现了伊斯兰教饮食有度的主张，食物是由真主所赐，

进食是为了维持生命，进一步履行真主规定的义务。[8]

其实，有度的观点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使是美德，也

应适当注意，不能滥发善心。萨迪在第 7 章第 5 则中讲了一个关于施舍有度的故事，一个年

轻人，一夜暴富，从此生活挥霍奢侈，但也慷慨施舍贫民。由于《古兰经》有言：“他们用

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萨迪建议他在花费时要有节制，甚

至在施舍时也要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但这个人对此充耳不闻。过了一段时日，这个年轻人果

真陷入了街头乞讨的困境之中。正如前文提到的，伊斯兰教在宗教功修方面通常强调“先己

后人”的观念，只有当自己首先做到最好时，才能身体力行，助人为乐。即便是简单的施舍，

也应该在确保自己的日常开销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有助于持续的施舍和受赠者的自

食其力。除了这些，萨迪也持有宽容应当适度的观点。因此，在处理美德时，要懂得斟酌分

寸，不可过于慷慨。在第 8 章的第 19 则里，萨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过度的愤怒会让人

感到恐惧，过于的温柔也可能导致失去威严。”尽管伊斯兰教强调了宽容和博爱的重要性，

但它绝不能偏离有度的原则，即便是宽容，也应该是有原则的。 

伊斯兰教有度的观点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饮食有度是伊

斯兰教的突出特点。即使是美德，也应有度，不能滥发善心。《蔷薇园》通过生动的寓言，

向人们传达了有度观。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伊斯兰教的人生观，追求两世幸福是其他一切追求的前提，两世观自然

而然成为其他观念的前提和基础。生死观是由两世观延伸出来的观念，生或死皆由真主前定，

今世珍惜生命，不畏死亡，自然后世幸福永恒。财富皆由真主赐予，尽管有贫富不均，但不

论穷富都有相同的使命，即通过共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行善积德，共同致力于后世幸福。

交友观和有度观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引，在今世具体的生活实际中发挥作用，积累通向后世的

善因。 

萨迪《蔷薇园》中渗透着伊斯兰人生观，萨迪以兼顾今世和后世的两世观为基础，从不

同方面对世人提出约束自身行为的要求（尊崇真主，相信前定，积德行善，行事有度，追求

后世），以期实现两世幸福。《蔷薇园》中所蕴含的包括两世观、生死观、贫富观、交友观

和有度观在内的人生观，都闪耀着伊斯兰文化的光辉，《蔷薇园》因此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丰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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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Rose Garden Became a Cultural Monument of Islam 

-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lamic Worldview Embodied in Rose Garden 

 

Bai Pengyu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Belinsky mad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nationality of literature, believing that "in any sense, 

literature is the flower and frui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spiritual life." Saadi was a Muslim 

poet, and the ideas and artistic images conveyed in his Rose Garden were deeply marked by the Arab 

nationality, so Rose Garden can be called a monument of Islamic culture. Then, what are the specific 

reasons why Rose Garden can be called a monument of Islamic culture? Based on the Islamic 

worldview contained in "Rose Garden,"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reasons in detail. 

Keywords: Rose Garden; Islamic culture; Islamic worldview; the two-world 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