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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第一次睁开双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融入了秩序井然的大千世界。人的
生存需要氧气，有趣的是，地球的大气层里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养料——氧气，
这样，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摄取氧气而延续生命；人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一个热源是必
不可少的，为满足人类的这一需要，太阳处在距离地球恰到好处的位置，释放人类生存
所需的热量和能量；人类需要生存的给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惊人地贮存着丰富多样
的资源；人类的生存需要水，令人称奇的是，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被水覆盖；人类需要
住房，这个广袤的地球上有适合建筑的的土地，有适合建筑的材料，人可以随意为自己
搭建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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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说明人类能够在大地上生存的数亿细节中的一小部分。简而言之，地球的完美
设计无不适合人类在大地上的生存需求。这正是安拉“为人类创造的”大地。安拉在《
古兰经》中说：

“??????????????????????????????????????????????????????????????????”??????31?20?

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依赖于“后天获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人是依照后天习得的思
维方式进行思维的。囿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他真正获取的很少很少，甚至在很多情
况下，他还有可能被他的思想所误导，而对“平凡的现实”做不出公正客观的正面了解
。换言之，如果他不因袭守旧（父传子授的灌输式的思维方式），他就会慢慢质疑我们
现存的环境条件，跨越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界限，从而开始具有独立性的思考：

?????????????????????

??????????????????????????????????

????????????????????

人能够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他不能对身边的事物无动于衷，
也不能对世界的特殊性置若罔闻。提出这些问题者、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解答者，将发
现在这个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规划和秩序：

??????????????????

????????????

????????????????????

人类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这些问题的不懈研究，清晰地认识到，宇宙、宇宙秩序、宇宙间
每一个生物和无生物，都是一个完美设计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完美设计的结果。每一个
细节，如：昆虫翅膀的显著构造；能吸取数吨水量并能将水分传至高大枝头的树根及整
个系统；行星的有序运行；大气层中气体的合理比率；……，这一切都是完美独特的例
子。



通过对世界千差万别的每一个细节的研究，人能够认识到他的创造者。安拉——整个宇宙
万物的拥有者，把自己的迹象昭示在被造物的完美设计中，以便让人类去发现他，认识
他。我们周围的一切——空中的飞鸟、我们跳动的心、孩子的出生、太阳的东升西落——
无不体现着安拉和安拉造化的大能。人类必须认识这一事实。

这些事物的存在，在证明着一个事实：它们已经被完美造就。一个有理智的人应注意到
，规划、设计和智慧存在于世界上千差万别的每一个细节中。这在昭示人类认识造物主
。

因此，你不要对一切存在物——生物或非生物，以及你身边的任何事物说不知道，它们在
证明和召唤着安拉的存在和伟大，我们应该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体验安拉永恒的大能。
对于安拉的明显存在，无知只会成为我们走向最恶劣结局的开始。这是因为安拉不需要
任何事物。他是独一的，万物的存在彰显着他的伟大。

安拉是天、地万物的所有者。我们从《古兰经》中可以认识到安拉的这一属性：

“?????????????????????????????????????????????????????????????????????????????????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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