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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内容概要

古兰经据称是安拉在穆圣二十三年（公元610—632）的传教活动中适时地零星地用阿拉伯文降示的一
部综合性大法典。一千三百年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各国穆斯林信仰和遵循的
一部根本法典。它既是伊斯兰信条的源泉和教法创制的依据，也是一切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和道德规范
的准则。
古兰经有多种中文译本。本软件选用了马坚先生的译本。马坚先生（1906－1978），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
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
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马坚先生的译本随《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
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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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作者简介

马坚先生（1906－1978），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回族，中国云南省个旧市沙甸村人。早年曾就读于云南省昆明明德中学，后到西北宁夏固原，师从著
名经师虎嵩山学习伊斯兰典籍。
1929年到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商埠和港口城市上海，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专修阿拉伯语及经籍，
兼学英语，1931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同年12月由中国回教学会选派，随中国首批留埃学生团赴
开罗，1934年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预科，1939年毕业于开罗阿拉伯语高等师范学院。1939年至1946年期
间辗转于上海、云南等地，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并潜心于《古兰经》的研究和翻译。1946年到北京
大学工作，一直担任东方语言学系教授、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49年曾作为中国穆斯林杰出人物，
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从1954年到逝世前，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马坚先生还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后任该会常务委员，此外，还曾担
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等职。
马坚先生通晓汉、阿两种语言文化，兼通波、英两种语言，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从事伊斯兰学
术研究和阿拉伯语教学科研工作，其卓著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翻译伊斯兰典籍，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
马坚先生曾翻译出版过大量宗教著作，其中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是《古兰经》全译本。马坚先生毕生
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他的宿愿，传播伊斯兰教义，直接作用首
先是帮助中国穆斯林克服语言障碍，领悟古兰真意，消除教派隔阂。早在1934年他在开罗发表《中国
伊斯兰教概观》一书时，就曾对中国穆斯林中某些偏离教义的现象和教派纷争导致“老死不相往来”
乃至“近乎引起流血冲突”的问题作过具体的分析。此后他又在1949年出版的《古兰经》汉译本（上
册）译者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古兰经》，也就不能本着《古
兰经》的教训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发扬文化，为人民服务。”因此，他把翻译《古兰经》定为自己
的人生目标。他曾对好友纳忠先生表示，翻译《古兰经》是他一生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表达了让天
下穆斯林都能在古兰精神的照耀下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根本大愿。1939年，他从埃及学成归国后，
潜心《古兰经》翻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经文前八卷译注本（即前面提到的上册）。但
在此后的20年间，因忙于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发展以及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整个译稿的修改和加注
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
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
高度评价。正如中国当代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
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马坚先生译的《古兰经》于1981年在中国出版后，
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此后，又于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随《古
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除《古兰经》外，马坚先生从3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和出版大量宗教学术著作。如：《回教真相》。《
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和《教典诠释》等。他在《回教真相》
出版前言中说：“我要在这里附带着劝告中国的伊斯兰教胞，希望他们趁早觉悟，赶快提倡教育、讲
究实业，因为伊斯兰教不是出世的宗教。”马坚的这些译作和论述为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使
他们自强自立做出了贡献，也为让他们能与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作了一定
的舆论准备。
为了研究伊斯兰学术、传播伊斯兰文化，马坚于1931年到1937年期间，曾在埃及进行长达8年的学术准
备。在那8年里，无论是在爱资哈尔还是在阿拉伯语高等师范，对宗教学术的研究都一直接受爱资哈
尔长老吉巴里教授的悉心指教。马坚曾是这位长老的得意门生。可以说，他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和《古
兰经》翻译就是爱资哈尔伊斯兰学术事业在中国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尽管
二、扩大研究领域，作新时代中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导
尽管所有的穆斯林都知道“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也当求之”的格言，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自16世
纪西方殖民主义东侵之后使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早在30年代，马坚先生就在开罗扩大他的研究和翻译
的领域，使之成为一种双向的学术活动。他把中国贤哲孔子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
国谚语与格言》等译成阿文在开罗出版，使阿拉伯丰富的文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珍宝。马坚在《论语
》阿文版前言中说：“我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肩负宗教的和国民的双重义务，我决意同时履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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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义务，即要尽力帮助不懂中文的教友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更要全力在中国传播穆罕默德的一
神教义，使我国国民都能了解伊斯兰真谛。”马坚先生在这里把自己在中阿文化交流中承担双向交流
的桥梁作用作了明确的自述。在中阿文化交流的总体进程中，中国学者介绍阿拉伯各国的材料不少，
而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却不多。即使到了近代，阿拉伯人了解中国也多半通过西方媒介，很少或
者几乎不可能读到直接由中文翻译过去的资料。而马坚以精确、规范的阿拉伯文字翻译的《论语》，
则一下子就把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主流哲学直接介绍过去，这在中阿学术交流史上自然是一个具有
重要意义的举动。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叨年代起，马坚先生不仅从阿拉伯文、
英文翻译了大量有关阿拉伯历史、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还撰写大量有关上述内
容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半岛》、《阿拉伯通史》、《阿拉伯简史》、
《中国伊斯兰教概观》、《回历纲要》、《回教先贤的学术运动》、《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
》、《穆罕默德的宝剑》、《至圣穆罕默德略传》、《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回回天文学对于
中国天文学的影响》、《伊斯兰教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那诞生一千周年》、《元秘书监志“回
回书籍”释义》、《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齐暾、橄榄、刺桐与泉州城》。《把晚
年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等。
从双向文化交流这个角度看，马坚先生这种翻译和研究的实际意义大大超过宗教或神学的范畴，而成
为历史上中阿文化交流的一种延伸和继续。
马坚先生把这种为增进双边了解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当作应尽义务、人生目标，所以他在几十年的学术
生涯中能够不断奉献新的作品，其范畴包括伊斯兰历史、教义、教法、哲学、教育，以及阿拉语言。
文学和天文历算等学科领域，为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也包括在新的历史
时期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政治、法律、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和著述，为现代中阿文化交流做出
了贡献，不愧为这一事业的先导。
三、奠定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
数百年来，中国曾出现过一些伊斯兰学校，但大多数都设在清真寺里，难以满足培养高层次阿语人才
的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坚先生青年时代便立下宏愿：在中国发展阿拉伯语教育，推广阿拉伯
语。他曾对友人表示，这是他一生要做的另外一件大事。1946年马坚先生实现这一宏愿、完成这一大
业的时机来到了。那一年，北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他欣然应聘，参与组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
并在该系建立了阿拉伯语专业。按照阿拉伯语本身的规律，结合汉语的特点，借鉴现代阿拉伯语教学
体系、语法体系，并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奠定了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使阿拉伯语在中
国教育史上首次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体制。50年代以后，马坚先生所领导的阿拉伯语专业在中国国家领
导人的直接关怀和教育部门的具体支持下，按照全新的教学大纲进行阿语新教材和《阿拉伯语汉语词
典》的编写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招收各族儿女，开展生机勃勃的教学活动，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新
的阿拉伯语言文化人才，为迅速发展的中阿关系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服务，从而开辟了中国
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阿语教学的巨大变革。
现在中国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化的高等院校，包括伊斯兰经学院在内，已经发展到8所。半个世纪以来
，这些院校已经培养了约3000名毕业生，不少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的成了知名的学者和教授，有的
成了重要的外事领导干部和阿拉伯问题专家，也有的成为影响一方的伊玛目。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阿拉伯语在中国作为一门外语，其教学和科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
中国数代阿拉伯语教师共同努力和阿拉伯友人大力支持的结果。但马坚先生作为这一事业的开拓者，
功不可没。
四、代表穆斯林参与国是，为安定团结大局做贡献
1949年以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回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时代。
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央政府实行正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结果，但马坚先生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
穆斯林学者，也为消除！日有民族隔阂、推动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作过许多积极的努力和有益的工
作。马坚先生认为，民族隔阂除了历史上反动政府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原因之外
，民族之间缺少充分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运用自己丰富的伊斯兰学识，撰写了大量文章
，一方面解除回族有些人在参与全民共同活动的某些疑虑，一方面又从维护民族大家庭团结的真诚愿
望出发，对某些无知现象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如1951年，有人在批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两面手法的
文章中，曾经错误地使用某些历史现象作比喻，导致伤害穆斯林感情的严重后果。对此，马坚先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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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表了《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批评了作者的无知，从而达到了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
国家安定团结的目的。
马坚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鉴于他的丰富学识和实际影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爱国表现，受到各
族群众的拥护。他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从1949年开始到逝世前为止，曾取得国家最高议事和立
法机构的代表身份和一些学术机构的重要职务，从而表明马坚先生文化名人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马坚先生也借重这种地位代表穆斯林参与国事，与此同时，又保持廉洁公正，从不利用方便谋求一
家私利。
鉴于马坚先生的杰出科研和教学成就，他成了北京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知名的教授之一，更成为中国
现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穆斯林学者。虽然他在生前，尤其是在1966年至五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曾
象许多学者、名人一样受到过某些无端的指责和不公正的批判，而在事业上和精神上蒙受巨大损失，
但可喜的是，他在晚年总算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年代，恢复了名誉，重新受到应有的尊重。今年（199年
）是马坚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现在中国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学界正和我们一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对这位杰出的文化名人的理想的纪念莫过于采取适当方式扩大他的影响，发扬他曾呕心沥血为之奋斗
一辈子的学术事业。
（此文为1995年北京大学为纪念马坚先生诞辰90周年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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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伊斯兰逊尼派的迪奥宾（Deoband）派，追求纯正古兰经教训（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反对非伊斯
兰国家，要求杀绝所有反对不信伊斯兰主义者及无神论者，其教规重视清修，与世隔绝，不准信徒读
书、照相、看电视电影，连运动、下棋、放风筝等游戏都不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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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安拉至大！
2、很经典的版本，阿汉对照，翻译得也很好。不过读的时候最好再配一本详细的注解。
3、看到的命运却仍需勇者而治。为爱而生。葬身沙漠只要有值得灵魂厮守的人。亦如死而复生无论
历经几道轮回都会永存而不破灭。
4、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
5、简单看过，读的不多
6、要看还是看原版啊，盗版的害人的说。句病案、错字。
7、狗逼
8、..
9、这个版本的古兰经实在是很经典。
10、古代的法轮功
11、零几年时候有一个学期，每周日跟穆斯林学习古兰经，还参考了王静斋的版本。国内基督教的文
献资料都更丰富一些，伊斯兰教要弱很多。
12、造物主的启示
13、我能说什么，满篇都是个人崇拜主义，当然在当时的社会需要那么一个强权来制定规范，但后来
变成一种信仰实在是有些过了。觉得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如说是不喜受束缚者。
14、相比圣经，逻辑性比较欠缺，读起来花了大心力。以为熟悉一些基督教义之后去理解伊斯兰会容
易一些，结果却大失所望，得到的信息相当粗浅，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比较粗浅吧。对女性的贬低似乎
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律法里甚至明明写着“你可以打她”的字样。
15、清真寺里读过一些
16、非常好的书
17、高一的时候跟本地的阿訇买的，七十块一本呢，当时觉得好贵的说⋯⋯
18、经文不出来怎么读
19、人 应当有信仰 不是么
20、连续观看时间完全坚持不到5分钟
21、邪教
22、威逼利诱指南。比暴君更加残暴，激发二元对立。（当然这可以归咎于翻译的问题。）
23、读了一半，读不下去了！
24、信安拉，得永生
25、很精美。但是不像我国版本有很多马坚注释。
26、不好说，说不得
27、经典
28、最认真的看书居然不是为学习，而是为玩，多大的动力⋯以后肯定要去穆斯林国家旅行的。
29、难以后悔的一本书，我是看到到处都有人情味，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认为太没有人情味了。万物
非主。在APP商场，可以找到iQuran（当然有中文版），能下载唱念录音，挺好。
30、学习礼拜
31、吉庆安详，真主佑助
32、人族必胜！
33、全书概括下来就是信安拉，得永生。给这种书打分实在是有点难，虽然我很多地方看不大懂、三
观偶尔受到挑战、也感悟不到最深层的那种虔诚，但是对它我一直存着一颗敬畏之心。没什么信仰的
人应该不会懂得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吧。四颗星给它的力量，缺的那颗星跟着我的初心走了。
34、都是贝多芬
35、其实没看懂
36、经典，不评论。
37、奉至任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赏之归真主；全世界的主；
38、看完Bible看Quran，非常奇怪的体验。对我在生与死方面的启示还不如《天蓝色的彼岸》。看来
我是真信不来上帝的。

Page 7



《古兰经》

Page 8



《古兰经》

精彩书评

1、我想也许还没有人能写这样的书评，我写的也不是书评。对于大多数的书来说，都不应该写书评
，而只能是向大师致敬。我写的这个是向真主致敬。不，是崇拜，虽然我并不想做一个传播真理的人
，古兰经也似乎并不在乎怎么去传播。但我感到我有义务把一些感受写下来。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篇
致敬的文字的人都不要推荐它，为了不向真主不敬，我也请求各位不要点击文章下面“没用”的按纽
。这是一个卑微的请求，是我对真主的请求，也是我对各位的请求。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朋友对我
说过，每个人之间都只是互相陪伴走一段路而已。有没有人能陪伴你走过一生呢？我想是有的，对我
来说，就是真主，当然也可能不会是这样，因为真主是无所不能的，我不能妄测，但妄测也是可以的
，因为真主是万能的。甚至我的言辞不能表达任何与他有关的思想，不，任何与真主有关的都是不可
表达的。阿拉伯语是真主的语言，我真心羡慕那些懂得阿拉伯语的人，他们靠真主最近，那些意识不
到真主的存在，却真心信仰他的人是最幸福的。不幸，我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人了，现在我只能尽自己
最大的虔诚向真主表示崇拜，我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我还将写下更多的文字来向
真主表示我的崇拜，我相信他，我信赖他，我崇拜他。
2、虽然我不想做一位传播经文之士，但伦理与自身的品行一说很值得赏悦、学习。真主的世界其实
很多人都很向往，没有伤害没有黑暗。当阳光照在你我心头那刻的感觉如果美好，没有人能一直拥有
美，有真主那样的心态，眼前的才是最可贵，我这样说并不是迷信，只是表达一下内心观达，一辈子
能有多长一眨眼一睁眼时间似水长流，好好爱好好珍惜身边的人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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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Page 10



《古兰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