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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斯 林 妇 女 面 纱
的 价 值 取 向 透 视

赵 克 仁 3

Ξ 　　2004 年 8 月底 , 伊拉克的一个武装组织绑

架了两名法国记者 , 并以此相威胁 , 要求法国政

府在 3 天内取消不久前颁布的禁令 , 即禁止穆斯

林女学生在校园里佩带具有宗教标志的穆斯林头

巾。此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是否佩戴穆

斯林头巾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小事 , 然而在伊斯

兰世界和广大穆斯林心目中 , 妇女面纱具有极其

重要的宗教文化价值。冷战结束后 , 尤其是

2003 年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 , 企图把西方

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伊拉克人和中东地区 , 从而

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冲突。因此 , 如

何认识穆斯林妇女面纱所蕴涵的审美倾向及其文

化价值 , 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标志 ,

是《古兰经》规定妇女必须佩戴的服饰。

佩戴面纱是伊斯兰世界妇女的普遍现象 , 它

源自于伊斯兰教规。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

中谕示 : “你对信女们说 , 叫她们降低视线 , 遮

蔽下身 , 莫露出首饰 , 除非自然露出的 , 叫她们

用面纱遮住胸膛 , 莫露出首饰 , 除非对她们的丈

夫 , 或她们的父亲 , 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 , 或她

们的儿子 , 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 , 或她们的兄

弟 , 或她们兄弟的儿子 , 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 ,

或她们的女仆 , 或她们的奴婢 , 或无性欲的男

仆 , 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 ; 叫她们不要用力踏

足 , 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 (24 : 31) ①

穆罕默德要求信女们戴面纱 , 主要目的有三 :

(1) 为了保护妇女的金银首饰等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这从穆罕默德要求信女们“用面纱遮住胸

膛 , 莫露出首饰”可看出这一目的。(2) 出于保

护妇女不受男性侵犯的目的。如果妇女不戴面

纱 , 可能刺激男人的淫欲之心。戴面纱可以保护

妇女不受男性的骚扰 , 从而增强了妇女外出的安

全性。这从穆罕默德规定可以在家里对自己亲近

的人、小孩和性无能者露首饰可以看出此目

的。(3)出于对真主的敬畏与对伊斯兰教的信

仰。《古兰经》上说 : “阿丹的子孙啊 ! 每逢礼

拜 , 你们必须穿着服饰。” (7 : 31) 穆圣还强调

说 :“真主不接受不带‘面纱’的成年女人的

礼拜。”② 因此 , 面纱在穆斯林妇女服饰中更具

特殊地位。

阿拔斯王朝时 , 阿拉伯半岛普遍盛行戴面纱

的习俗。随着伊斯兰远征的胜利和伊斯兰教在世

界范围内的传播 , 这一习俗逐渐为全世界穆斯林

所接受。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阿富

汗、也门等穆斯林国家里 , 妇女若要出门旅行或

走亲访友 , 就需要戴上面纱 , 以免冶容诲淫。如

果有妇女把头面露在外面 , 就认为是失去“依玛

尼” (阿拉伯语“Iman”的音译 , 意为“信仰”)

的行为。久而久之 , 面纱的变种 ———头巾成为我

国穆斯林妇女的服饰特色。所以 , 穆斯林妇女戴

面纱是宗教所规定的服饰 , 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

志 , 代表对真主的虔诚与敬畏。面纱是穆斯林妇

女经常性的服饰习俗 , 将伴随妇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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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过程中 , 伊斯兰教

把妇女的头发、两颊、耳朵等列为羞体 , 认为应

该用服饰遮盖起来 , 如果露出这些部位 , 便是亵

渎真主 , 违反教规的行为。在伊朗等信仰伊斯兰

教的国家 , 《古兰经》为它们的立法依据 , 不戴

面纱被认为是藐视伊斯兰共和国的行为 , 也是不

尊重伊斯兰教信仰的行为。此外 , 伊斯兰教崇尚

洁净。戴面纱可以保持身体和面部清洁 , 所以伊

斯兰教主张男人缠头巾 , 妇女戴面纱。

二

穆斯林的面纱是在中东特殊地理条件下形成

的 , 逐渐成为穆斯林传统的民族服饰 , 成为民族

文化的组成部分。

希提在他的《阿拉伯通史》中对阿拉伯半岛

的气候有下列描述“阿拉比亚是最干燥、最炎热

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 , 东西两面都临海 , 但是

那两个海都很狭窄 , 海水所发出的水蒸汽 , 不足

以影响亚非两洲常年无雨的大陆性气候。南面的

印度洋 , 固然能将雨水送到这个地方来 , 但按时

吹拂这个地方的热风 , 不能给内部地区带来多少

雨量。”①

希提是这样描写沙漠中贝杜因人的装束的 :

“一件长的衬衫 , 一条带子和一件宽舒而飘垂的

上衣 , 这是我们在图画上看熟了的。头上蒙一块

披肩 , 用一条细绳给结稳了。”② 在这种炎热多

风的沙漠地区 , 男人尚且需要用披肩蒙头 , 女

人有爱美的天性 , 戴面纱不仅可以防风沙 , 而

且可以防止炙热的太阳直接晒伤皮肤。所以 , 戴

面纱对于生活在沙漠中的民族来说有极实用的

价值。

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 阿

拉伯帝国的建立 , 把这种民族服饰逐渐推广到被

征服的地区。即使被征服的地区没有风沙 , 地理

环境相对温和 , 出于对伊斯兰教的崇拜与敬仰 ,

面纱逐渐被广大穆斯林妇女所接受。因此 , 穆斯

林妇女戴面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仰伊斯兰教

的各民族居住的生活环境。久而久之 , 戴面纱就

成了穆斯林妇女的习俗 , 成为民族文化的一

部分。

三

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体现着穆斯林的审美

观 , 有利于穆斯林妇女的心理健康。

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 , 面纱逐渐成为穆

斯林妇女美的饰物。这从阿拉伯文学作品中的描

写可见一斑。

艾布·法拉吉的《诗歌集》中写道 :

　　阿卜杜拉·伊本·欧默尔说 : “我往朝天

房时 , 路上遇到一个美丽的妇人 , 口里说着

动人的情语 ; 我的骆驼走进她时 , 我问她

道 , 你这位妇人 , 是去朝天房的吗 ? 为什么

丝毫都不畏惧安拉 ? 她听见我的话 , 便揭开

面纱 ———只见她的美貌 , 她像艳丽的太阳一

样 ⋯⋯。”③

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也有许多

描述 , 其中在《巴格达的脚夫与三个神秘女郎》

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描述 :

　　有一天 , 脚夫正懒散地靠在箩筐边等生

意 , 一位贵妇人向他走来。贵妇身穿摩苏尔

丝裙 , 裙上镶金嵌银 , 裙摆是浮花锦缎 ; 头

发辫成辫 , 脚蹬一双金鞋。来到脚夫身边 ,

贵妇掀开面纱 , 露出一双长睫美目 , 眼光和

善 , 朱唇轻启 , 开口说道 : “戴上箩筐跟我

来。⋯⋯美妇将面纱撩到一侧。轻轻地叩

门 , 脚夫呆呆站在一旁 , 欣赏少女美丽的身

材与优雅的动作。④

不仅面纱常常是美女、贵妇的饰物 , 而且在

描写长辈的端庄、正派、受人尊重与神圣的女人

时也常常是戴面纱的模样。在《阿拉丁与神灯的

故事》中描写阿拉丁母亲端庄、正派和受人尊重

的长辈妇女形象 , 就是戴面纱的形象。“她还没

来得及摘下面纱 , 阿拉丁便对她说 : ‘妈 , 下面

就看您的了。⋯⋯’”公主的形象是戴面纱的形

象 , 在阿拉伯人的眼里 , 只有戴面纱才显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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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高贵。阿拉丁在向妈妈讲述他见到公主时的

情景 , 说 : “我躲在门背后 , 看见公主揭下了面

纱 , 目睹了她可爱的面容 , 看见了她婀娜的身

姿 , 高贵的气质 , 造物主怎么能造出这样完美的

女子 ! 妈妈 , 我已经爱上她啦 ⋯⋯”还有在描写

圣女法蒂玛时也是戴面纱的形象。“小法师说 :

‘把你身上的衣服给我 , 你穿上我的衣服。’法蒂

玛把身上的衣服、头饰、面巾和披风都递给小法

师。”①总之 ,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已经成为美丽、

端庄、正派女人的标志 , 而不戴面纱的妇女被认

为是不正派的、淫荡的、甚至是邪恶的。

穆斯林妇女面纱的颜色多为黑、白、绿三

色。因为伊斯兰教崇尚这 3 种颜色。“色尚白 ,

本色也。黑绿 , 天授万物之正色也。不用红、

黄。红 , 艳色也 ; 黄 , 僻色也。”② 伊斯兰教认

为白色是最纯洁、最喜悦和最清白的颜色。伊斯

兰教认为绿色是神圣的颜色 , 代表着沙漠中的绿

洲 , 象征着生机勃勃。阿拉伯国家的国旗中多有

绿色。年轻妇女喜爱戴绿色头巾 , 着绿色裤子。

黑色也是穆斯林喜爱的颜色 , 伊朗、伊拉克的妇

女多穿黑袍。目前穆斯林世界各国仍崇尚这 3 种

颜色。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还可以给妇女带来心理上

的愉悦和轻松。重新戴面纱的埃及姑娘玛哈深有

感触地说 : “自从我重新戴上面纱后 , 我学到了

很多伊斯兰教的知识 , 我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 很

少生气 , 更有耐心 , 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保持一

颗平常心。”③ 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固然有环境、

宗教、政治和审美方面的因素 , 但更重要的是 ,

她们的这种表现 , 为她们赢得了相对宽松的

环境。

同时戴面纱还可以体现伊斯兰教人人平等的

观念。因为不论长相是否漂亮、不论穿金戴银 ,

都遮盖在伊斯兰的面纱和长袍之下。“对家境贫

寒的妇女来说 , 面纱是遮掩褴衣褛衫的有效

手段。”④

四

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穆

斯林的政治价值趋向 , 是伊斯兰世界在新的历史

时期穆斯林妇女抗议西方文化扩张和霸权的政治

武器。

出于对中东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

问题的不满 , 20 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席卷中东地

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者主张一切应

遵循《古兰经》和圣训 , 按伊斯兰教法行事 , 恢

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和

着伊斯兰服装 , 被赋予了振兴伊斯兰教的更重要

的内容。一个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妇女说 :

“重戴面纱必须被视为近百年来穆斯林妇女所取

得的最大成就 , 面纱保护我们免受入侵文化的影

响 , 我们在面纱后面感到安全。”⑤甚至有些人把

妇女是否戴面纱提高到伊斯兰兴亡的高度。一个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声称 : “每一缕不小心从面

纱里露出来的头发就像刺向我们心窝的匕首 , 美

国用所有坦克、炸弹和导弹打不败伊斯兰 , 但是

如果妇女拒绝盖住头发、穿合适的服装 , 却能打

败伊斯兰。”⑥

1979 年以后 ,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鼓

舞下 , 伊斯兰复兴运动达到高潮 , 成为一支强大

力量。伊斯兰世界的各国政府出于不同目的纷纷

采取复兴伊斯兰教的政策。伊朗、巴基斯坦和苏

丹三国政府全面实行伊斯兰法 , 提倡妇女带面

纱。1979 年霍梅尼下令政府的所有女雇员必须

着伊斯兰服装上班 , 1980 年霍梅尼宣布妇女都

必须戴面纱。1981 年 8 月 27 日伊朗伊斯兰议会

通过法令 , 要求妇女戴面纱。巴基斯坦政府在

1980 年发布命令要求所有政府雇员着伊斯兰服

装。苏丹尼迈里政府 1983 年宣布恢复伊斯兰教

法 , 规定妇女必须着伊斯兰服装 , 禁止与异性接

触 , 严禁妇女进入公共游泳池。沙特阿拉伯、埃

及、伊拉克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复兴运

动的影响。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 ,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压

·27·

西亚非洲 (月刊) 　2006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Ibid , pp112 - 131

Amir Taheri , Holy Terror : The Inside Story of Islamic

Terrorism , London : Hutchinson , 1987 , p11441

彭树智主编 : 《二十世纪中东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302 页。

《中国妇女报》, 2003 年 1 月 15 日。

马以愚著 : 《中国回教史鉴》,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 ,

第 5 页。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第 399、371、

452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制人权 , 特别是歧视穆斯林的倾向 , 加之美国在

巴以问题、“倒萨”问题等方面的单边主义做法 ,

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文明的不满和反感 , 很多穆斯林妇女决定放弃西

式穿戴和相关文化特征 , 重戴面纱。在此之前 ,

29 岁的埃及妇女玛哈是一个打扮新潮的姑娘 ,

而现在她却重新戴上了伊斯兰面纱 , 并以此为

荣。她是越来越多重新戴面纱的妇女之一。①

有人认为穆斯林妇女重戴面纱是伊斯兰妇女

解放运动的失败。笔者认为 , 穆斯林妇女重戴面

纱 , 表面上看是一种复古和倒退 , 但实际上是对

西方文化过度扩张和文化霸权的抗拒。正如马克

思所论 : “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 ⋯⋯是一种表面

上的反动 , 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② 先知

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传布的启示 , 就是借助于以

往宗教的某些形式 , 而服务于全新的社会需要。

穆斯林妇女重戴面纱就是对伊斯兰教这种传统的

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抗击。

总之 , 穆斯林世界妇女戴面纱的习俗是由于

中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宗教需要形成的 , 随着伊

斯兰教的传播 , 这种习俗为全世界穆斯林所沿袭

和传承 , 成为具有伊斯兰标志的民族服饰的一部

分。《古兰经》有关妇女戴面纱的规定从法律上

规范了穆斯林妇女的服饰行为 , 使这一服饰行为

具有更多的宗教文化内涵。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

习俗体现了穆斯林居住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

政治倾向及其审美观念 , 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当今宽松的社会环境中 , 人们有了更

多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比选择本身更为重

要。世界本来是复杂多样的 , 保持世界文化的多

样性 , 有利于人类文化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 : 王林聪 　责任校对 : 赵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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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伦·约 翰 逊 - 瑟 利 夫
成 为 非 洲 首 位 女 总 统

　　2005 年 11 月 23 日 , 利比里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 , 有“铁娘子”之称的埃伦·约翰逊 - 瑟利夫在第二轮总

统选举中胜出 , 成为非洲首位民选女总统。

约翰逊 - 瑟利夫今年 68 岁。她早年曾在美国求学 , 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 世纪 70 年代 , 约翰

逊 - 瑟利夫曾在利比里亚政府中任财政部长。1980 年利比里亚发生政变后 , 她被迫流亡国外。1985 年回国竞选

议员 , 但被当时的多伊政府以“肆意煽动”罪判处十年监禁。在社会各界压力下 , 她在数月后获释 , 但仍受到

跟踪和监视。1989 年泰勒发动政变和推翻政府后 , 她再次被迫流亡。她曾参加 1997 年 7 月利比里亚的总统选

举 , 但因只得到 10 %的选票而未能如愿。

约翰逊 - 瑟利夫有丰富的从政和金融工作经验。她曾任利比里亚驻联合国官员 , 并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美国花旗银行驻肯尼亚分支机构、世界银行 , 以及一些私人金融机构工作过。

约翰逊 - 瑟利夫现为利比里亚团结党领导人。在利比里亚政坛 , 她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尊重。
(资料来源 : 新华网北京 2005 年 11 月 23 日讯)

(名 　士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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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妇女面纱的价值取向透视

①

②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第 28 卷 ,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 第 250 页。

参见《中国妇女报》, 2003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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