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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لخص البحث :
           ِِ ِِِِِِِ     ِ   ِِ ِِِ ا عِِِِِِِ ِِ   –إنَّ مِِِِِِِ ِِ    ِِِِِِِِِ     َِِِِِِِِِّ  –فِِِِِِِِِ    م ِِِِِِِ ِِ   عضِِِِِِِِِ    ِِِِِِِ ِِ         ِِِِِِِِِ ن   لاقتصِِِِِِِ ضِِِِِِِ ِِ  ف    )  ء و  مِِِِِِِ

م ض  (ق   ِ    حضت  و  دا    و  م  ف : عض    حضت  .  د  عض  ص 
          ِِ د    لاقتصِِِِِِِِِِِ  ِِ ِِ  إ ِِِِِِِِِِِِِِ  وي  اصِِِِِِِِِِِ ِِ     مت د ِِِِِِِِِِِ ِِ     ف ِِِِِِِِِِِ ِِ   قتصِِِِِِِِِِِ ِِد  لىِِِِِِِِِِِِِِ و      وم ِِِِِِِِِِِ َِِّ ء وعِِِِِِِِِِِ ِِ ء      ِِِِِِِِِِِ :  لاكتفِِِِِِِِِِِ

ِِ د   و   ِِِِِِِِِ   مف ِِِِِِِ ِِا ِِ   ِِِِِِِِِ  و حِِِِِِِ ِِد  مت   ِِِِِِِ ِِد إ      ِِِِِِِِِ    ف  ِِِِِِِ ِِ   و حِِِِِِِ ِِ  ( عضِِِِِِِِِ  مف ِِِِِِِ ِِ  ( و )  تِِِِِِِ ِِِ ا  ِِِِِِِِِ   ) لع ِِِِِِِ   ي  مِِِِِِِ
ضِِِِِِِِِِِ    لنا ل ِِِِِِِِِِِ    : ) لع يِِِِِِِِِِِ    يِِِِِِِِِِِد   ( و )  تِِِِِِِِِِِ    عمِِِِِِِِِِِ    ( مِِِِِِِِِِِ   يِِِِِِِِِِِ  لنا لِِِِِِِِِِِ    مِِِِِِِِِِِ  لع يتِِِِِِِِِِِ   لو  مفيِِِِِِِِِِِد ولِِِِِِِِِِِ     ف 

 كت ل    ت  ق   ف  د  .
        ِِ ِِ  فِِِِِِِِ ِِ  ل تمِِِِِِِِ ِِ    ض  يِِِِِِِِ ِِ    ِِِِِِِِِِ    ت  كيِِِِِِِِ ِِِِِِِِ     ِِ ِِ  و مِِِِِِِِ ِِ   ي  و ِِِِِِِِ ِِي   ِِِِِِِِ ِِ  و  ِِِِِِِِ ِِ       يِِِِِِِِ ِِ   لحو م ِِِِِِِِ   إثبِِِِِِِِ

ِِد      يِِِِِِِِِ   ِِ      ِِِِِِِِِ     ضِِِِِِِِِب  لو عِِِِِِِ ِِد   ِِِِِِِِِ   ي    ضِِِِِِِِِ  م   ِِِِِِِِِ  مِِِِِِِِِ  إ  فلِِِِِِِ تِِِِِِِِِ ن  لحِِِِِِِ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م  إ    قا
ِِق  ِِ   ي   ت ضيِِِِِِِ ِِد   ىِِِِِِِ ِِ  لحِِِِِِِ ِِ   عضِِِِِِِ ِِت   لاقتصِِِِِِِ ِِ   ويِِِِِِِ ِِِِِِِ    ِِ ِِ   يِِِِِِِ ِِ  إ ِِِِِِِ ِِم ن   ىمضِِِِِِِ ِِ   مضِِِِِِِ ِِ   لِِِِِِِ ِِ      م  ضِِِِِِِ لو لِِِِِِِ

   وم  قد لتت  ب  م  م    فون  ي   مم   تت    ع   .       م    ت ج      م      عد       ي
 –و  ِِِِِِِِ ى فعِِِِِِِِ  إ ِِِِِِِِ    ت ِِِِِِِِ    ِِِِِِِِ     ب ِِِِِِِِن  ِِِِِِِِ  إم ضِِِِِِِِ    ض ِِِِِِِِ   عِِِِِِِِ  ض ي ِِِِِِِِ  مِِِِِِِِ  ضِِِِِِِِ   إثبِِِِِِِِ      وِِِِِِِِ      ِِِِِِِِ ى       

   ت  يت  في   ح   لحد      ي    ى   ي     ل دي    ض  م     م  إ  فل  . – لاقتص   
ِِ   ي  إ         ِِد   ِِِِِِِِِ   ي    ىِِِِِِِ ِِ     ىِِِِِِِِِ   لاقتصِِِِِِِِِ   عضِِِِِِِِِ  لحِِِِِِِ ِِ  ل ِِِِِِِ ِِ  ل ل    ِِِِِِِ ِِد   ِِِِِِِِِ   ول صِِِِِِِِِ    ب حِِِِِِِِِن   ِِِِِِِِِ   تِِِِِِِ و ِِِِِِِ

  ِِ ِِ  فِِِِِِِِ ِِد      يِِِِِِِِ ِِ   عِِِِِِِِ ِِتض     ِِِِِِِِ ِِ    لو  عِِِِِِِِ ِِ  و  ىمِِِِِِِِ ِِ ف و  م  ِِِِِِِِ ِِي    مفِِِِِِِِ ِِن لو  ِِِِِِِِ ِِ    و  مت ِِِِِِِِ ِِي    مِِِِِِِِ ِِِِِِِِ    ِِ ِِ   بتِِِِِِِِ  لآ ِِِِِِِِ
     ب   .
 نا لقتم  عض    ب   مت       : لوقد  قتض  م ف    ب ن        

 :  لاقتص   عض  لض ف   ى   ي  . المسألة الاولى
   ى   ي        ضب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المسألة الثانية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م  ع    ض  ي . المسألة الثالثة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م  عض    م   . المسألة الرابعة

     و     لاقتص       ى   ي      ضب     ت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
Abstract 
 The  traditions of Arabs in their speech, they restricted on mentioning part of the speech and it 
is intended all, so they say: (he sat in the front of his convoy and left) it is intended on his 
co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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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triction means the sufficiency of a thing and not exceed it. Restric tion of  transitive 
verbs of two objects on one object  .eg (gave, wore) .if the benefit was achieved by mentioning 
it alone and the speech was meaningful and complete, you would say (I gave Zaid) and ( I 
wore Amr  ) without specifying what you had given or worn to achieve the benefit. 
Although some linguistic structures may carry two correct meaning to approve their grammatical 
rules, the restriction is a must . Mentioning one of them only if one meaning is collocated with a 
reason,  to  avoid  ambiguity o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two meanings because 
there is no other word with the same meaning. If the speaker mistakes when he mentions an 
antonym   of the sentence meaning ,he will restrict on the more emphasized one and so on. 
It clarified that restriction on one meaning achieved by leaving out what the speaker needs of 
meaning and keeping the necessary one. 
 The fear of confusion or lack of peer meaning or  the suspect of the addressee  of the 
opposite of the  sentence content and so on. It is divided on one of the permissible to 
comment on what he needs from the grammar and what may be required of meaning without 
other. 
Which called for the choic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veal a way of proving the grammatical rule - 
the exclusive way in which one of the two sides is deleted without the discretion. 
The researcher came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st prominent that it should be limited to one of the 
two permissible sides  generate mentioning  of the other  confusing between male and 
masculine or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plural or necessitated not to match in the language. 
The article required that I divide it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to limit the weakest form of the two permissible.                                       
The second section is limited to one of the two permissible, fearing confusion                        
The third section  is exclusive to one of the pilgrims to consider the counterpart                 
The fourth section is exclusive to one of the permissible to carry the meaning.  
Key words: Restriction, permissibility, confusion, mutilation, necess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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ة :ــــدمـالمق  
تي      مِِِِِِِِِِد  َ   ِِِِِِِِِِ ى لا م  ا ِِِِِِِِِِ            ِ    ولا مِِِِِِِِِِ  تِِِِِِِِِِِ م  ضِِِِِِِِِِ    مِِِِِِِِِِِ ا ِ  ا ِ    ولا م  ا تِِِِِِِِِِِ م  حِِِِِِِِِِِ ِ ط مِِِِِِِِِِِ ا   حا وا ت  ا  ف    ولا مِِِِِِِِِِِ ا     م تِِِِِِِِِِا

ِِد و  ِِ  م مِِِِِِِِ ِِ    ي ِِِِِِِِ ِِ   ض ِِِِِِِِ ِِ   يِِِِِِِِ ِِ   عضِِِِِِِِ ِِ    و  تِِِِِِِِ ِِِ  و  صِِِِِِِِ لِِِِِِِِ ِِ  وِب ف  ِِي     ِِِِِِِِِِ   ي  و ضِِِِِِِِِِ    عِِِِِِِِِِِ  آعِِِِِِِِ ِِ     ي ِِِِِِِِ ِِِِِِِِ 
 ص             م  مي  .ل

   َِِِِِِِِِّ ء و  مِِِِِِِِِِ  ف  لاقتصِِِِِِِِِ   عضِِِِِِِِِ    ِِِِِِِِِ    ِِِِِِِِِ   –فِِِِِِِِِِ    م ِِِِِِِِِ   –لمِِِِِِِِِ    ِِِِِِِِِد  :  فِِِِِِِِِ نَّ مِِِِِِِِِِ ا عِِِِِِِِِ  ِ     ِِِِِِِِِ           
دا  ك ض           ن   م ض  (   و  م  ف : عض    حضت  .: ) ق   د  عض  ص   (1)ِ    حضت  و 

 ( 2)وي    ق  ض   :        
د وِ  ِ    ِ ِ  ا      ضِ                        ض  ص  ف    ِ                     ئِي   ع   و    ا   فِ    ما   ن  ف    دَّ

 . (4)    و  م  ف : عض        و قتص  عض   (3)ف    : )عض  صدو         (       ع                
قِِِِِِِِِِِِ    ﴿ :  لاقتصِِِِِِِِِِِِ   عضِِِِِِِِِِِِ    ِِِِِِِِِِِِ    ِِِِِِِِِِِِ     ِِِِِِِِِِِِ ء فِِِِِِِِِِِِ     ِِِِِِِِِِِِ   ن    ِِِِِِِِِِِِ ي  ق  ِِِِِِِِِِِِ  ل ِِِِِِِِِِِِ    م ِِِِِِِِِِِِ   و مِِِِِِِِِِِِِ ا         

مِِ ي       ضِِِِِِِِِِِ    مِِِِِِِِِِِِ ا ل  اصِِِِِِِِِِِ  ِ ِ  ا  تا ) مِِِِِِِِِِِِ ا ل  اصِِِِِِِِِِِ  ِ ِ  ا (  فِِِِِِِِِِِ ف  :  (   ف ِِِِِِِِِِِ  30:   لآ ِِِِِِِِِِِ ) عِِِِِِِِِِِ       ِِِِِِِِِِِ   : مِِِِِِِِِِِ   ﴾ ِ ضامِِِِِِِِِِِ 
 .(6)  و  م  ف :        بص  ع     م  ح     و لاقتص      عض  م       (5)    ع  تب

ِِ  ي  فِِِِِِِِ    ف         ِِ  لحِِِِِِِِد   مف ِِِِِِ ِِ ن  لاقتصِِِِِِِِ   عضِِِِِِ ِِد ل ِِِِِِِِ        يِِِِِِ ِِ   ِِِِِِِِ  وقِِِِِِ ِِ     مت د ِِِِِِِِ  إ ِِِِِِِِ  مف ِِِِِِِِ  ي  مِِِِِِ ِِِِِِ  (
    ِِ ِِ    لنا ل  ِِِِِِِِ ضِِِِِِِِ ِِ   (   ف  بِِِِِِِِ ِِ    ث  ا ِِ    ع مِِِِِِِِ ِِ   ( و )  تِِِِِِِِ ِِد   ف  مِِِِِِِِ ِِ    يِِِِِِِِ ِِ  ) لع يِِِِِِِِ ِِِِِِِِ   )  ِِ ِِ  ( و )  تِِِِِِِِ ِِ    لع ِِِِِِِِ : ) لع يِِِِِِِِ

   ِِ ِِ  لو مِِِِِِِِ ِِ  لع يتِِِِِِِِ ِِ    مِِِِِِِِ ِِ  لِِِِِِِِ ِِ    (   فِِِِِِِِ ِِ    عمِِِِِِِِ ِِد   ( و )  تِِِِِِِِ ِِ    يِِِِِِِِ ِِد  مت   ِِِِِِِِ ِِ  لنَّ   ف  ِِِِِِِِ ِِ ل      ِِِِِِِِ ِِ  وحِِِِِِِِِِد  تِِِِِِِِ ِِِِِِِِ  
 (7)و      ل    ومفيد  .

 ىِِِِِِِِِِِ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مف ِِِِِِِِِِِ  ي  فِِِِِِِِِِِ    ف ِِِِِِِِِِِ     مت د ِِِِِِِِِِِ  مِِِِِِِِِِِ   ِِِِِِِِِِِ   )  ِِِِِِِِِِِ َّ ( و ) عضِِِِِِِِِِِ  (  لاو         
ِِ  : )    ِِِِِِِِِِِ    يِِِِِِِِِِِد   ل ِِِِِِِِِِِ   ( و ) عض ف ِِِِِِِِِِِ  فِِِِِِِِِِِ      يِِِِِِِِِِِد      مِِِِِِِِِِِ   (مِِِِِِِِِِِ  ِِِِِِِِ ِِ    ِِِِِِِِِِِ  لنَّ    ِِِِِِِِِِِ   و   ضِِِِِِِِِِِ   إ َّمِِِِِِِِِِِ  ف    وعضِِِِِِِِ

 . (8)ض      م   لو ش      م  لم     ى ع   نِ َ    مف           ولا  د مِ ا       مف     لاو  ِ    ض    
 َِِِِِِِِِِّ   لا ل ِِِِِِِِِِ   فِِِِِِِِِِ    لِِِِِِِِِِ    فِِِِِِِِِِ    قضِِِِِِِِِِ  : ) م  ض ِِِِِِِِِِ   ( فف ِِِِِِِِِِ     َِِِِِِِِِِّ       ِِِِِِِِِِ    يِِِِِِِِِِد   ( ف ) ف  ِِِِِِِِِِدم  ل ِِِِِِِِِِ   :         

و    ف      ق  لا ف         ي     (  9)ف       يد   ِ ت  ض   ل  َّ  إ َّم  ش 
         :    ِِ ِِ  ل ِِِِِِِِ ِِ  ق  ِِِِِِِِ ِِِِِِِِ    ِِ ِِ   وم  ِِِِِِِِ ِِ   ف ِِِِِِِِ ِِدف     ِِِِِِِِ ِِ ي  إ   ل ِِِِِِِِ ِِد     ِِِِِِِِ ِِ  لحِِِِِِِِ ِِ   عضِِِِِِِِ ِِر    لاقتصِِِِِِِِ ِِ    ﴿ويصِِِِِِِِ و  ِِِِِِِِ

ف وف   فِِِِِِِِِِِِ       ِِِِِِِِِِِِا   ِ    ام ىِيِِِِِِِِِِِِد     ا   ضِِِِِِِِِِِِ    لنا ل ِِِِِِِِِِِِ    : )  ِِِِِِِِِِِِ     فِِِِِِِِِِِِ  ( و )  ِِِِِِِِِِِِ  15_14ج:)عِِِِِِِِِِِِ       ِِِِِِِِِِِِ و  ﴾   و   ا ِِِِِِِِِِِِ  ا (  ف 
 . (10)   فوف (   فيت    م    

    ِِِِِِِِِِِ  ق  ِِِِِِِِِِِ  : )  ِِِِِِِِِِِ     م  ِِِِِِِِِِِولا  صِِِِِِِِِِِر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م  إ   ل ِِِِِِِِِِِدف     ِِِِِِِِِِِ   ِِِِِِِِِِِ  ضف  مِِِِِِِِِِِ  فون         
مِِِِِِِِِِ     ِِِِِِِِِِحضِِِِِِِِِِ   حِِِِِِِِِِ م   (    وعضِِِِِِِِِِ     ِِِِِِِِِِ  لنَّ     ِِِِِِِِِِ ي   م  ِِِِِِِِِِ  ي      مِِِِِِِِِِي    إ    م  ِِِِِِِِِِ  :  ِِِِِِِِِِ   مِِِِِِِِِِ      ل  يِِِِِِِِِِد ل َِِِِِِِِِِّ    

 . (11)    و حد 
ء  لاكتفِِِِِِِِِِِِِِِ ء  ِِِِِِِِِِِِِِِ  ((          َّ ِِ ِِ   فِِِِِِِِِِِِِِِ    ض ِِِِِِِِِِِِِِِ  : ) لاقتصِِِِِِِِِِِِِِِ   عضِِِِِِِِِِِِِِِ     ِِِِِِِِِِِِ كتفِِِِِِِِِِِِِِِ ء   وقيِِِِِِِِِِِِِِِ  : ))  لا (12)و لاقتصِِِِِِِِِِِِ

 .(13)     ء وعد  لى و   (( 
 عُرف تعريفات عدّة :صطلاح ف أما في ا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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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ق ض  ولا   د   م  ف         نا ي           ع د حدوث عض     و  لالِ :  الاول
 .(15)(( ت     ف ع  ف    مى          و ا     م ت     أ َّ   :))ل          َّ ء  تتص   :  لاق الثاني

ِِ    ِِِِِِِِِ  : )) الثالـــــــــث ِِ   ل:  لاقتصِِِِِِِ ِِ      ِِِِِِِِِ  ل  ضِِِِِِِ ِِ     تصِِِِِِِِِ ف       ِِِِِِِ ِِ       ل ِِِِِِِ ِِ      ِِِِِِِِِ     لاحوِِِِِِِ ِِ      ب ِِِِِِِ ِِد    ِِِِِِِ حِِِِِِِ
 .(16)م    (( 

ِِ   ض ي ِِِِِِِِِ   مِِِِِِِِِ    ِِِِِِِِِ   يتضِِِِِِِِِرو   ِِد حِِِِِِِِِدو ثبِِِِِِِِِ      وِِِِِِِِِ   لنَّ  لاقتصِِِِِِِ ِِ  مِِِِِِِِِ  إ  ف   وتفِِِِِِِِِ    ِِِِِِِِِ  ع ِِِِِِِ ِِ  مِِِِِِِِِ  م   ِِِِِِِ ث عضِِِِِِِ
 .حو   ي   

ِِد            ِِ  ويِِِِِِِ ِِ  و  م  ِِِِِِِ ِِ    ضفِِِِِِِ ِِ   قضيِِِِِِِ ِِ   لنَّ  لاقتصِِِِِِِ ِِ   و لا تصِِِِِِِ ِِي   لاقتصِِِِِِِ ِِِِِِِ    ِِ ِِتق   و  فِِِِِِِ َِِّ  م ِِِِِِِ ِِ  ل ِِِِِِِ ِِِِِِِ    ِِ عضِِِِِِِ
 .(17)م     ص   و       ص ن   لم   لا تص   ف   م    ن قضي    ضف    ي    م    

ِِ وقيِِِِِِِِِِِِ :       ِِ   لا تصِِِِِِِِِِ ِِ   لمِِِِِِِِِِ ِِ  ف يِِِِِِِِِِِِ  لى   ِِِِِِِِِِِِ  ق ي ِِِِِِِِِِ ِِ   حِِِِِِِِِِِِ    ِِِِِِِِِِ ِِ  إلا  لاقتصِِِِِِِِِِ ِِ   وِِِِِِِِِِِِ ن    ِِِِِِِِِِِِ     ِِِِِِِِِِ    فِِِِِِِِِِ
 .(18) د ي 

           ِِ ِِ  لنَّ  لاقتصِِِِِِِ ِِ ف  عضِِِِِِِِِ    ِِِِِِِ ِِ  و يِِِِِِِ ِِ  عِِِِِِِ ِِت      ِِِِِِِ ِِ   يل تِِِِِِِ ِِد   ىِِِِِِِ ِِ   وِِِِِِِِِ ن  حِِِِِِِ ِِ    فِِِِِِِ ِِ    ىمضِِِِِِِِِ  لا حل  ِِِِِِِ فِِِِِِِ
 .(19) ض     د م  و  ف  ف    ىمض      ح     ض  لم   لا تص   ف  ولا حوم   

 ؟  فم    ف    ي   وبي          و    ع      تأ   إ     ن  لاقتص   ح ف      
         ِِ ِِ  ط شِِِِِ ِِت    عِِِِِ ِِ   يِِِِِ ِِِِِ     ِِِِِِِ     ِِ ِِ  ء مِِِِِ ِِ    مِِِِِ ِِق    ِِِِِ ِِت   ت ضيِِِِِ ِِ   لاقتصِِِِِِِ   فيِِِِِ ِِ  لمِِِِِ ِِ  م  ِِِِِِِ  إ ج   تِِِِِ ِِ  مِِِِِ ِِِِِ  

 .(  20)  ع   فون  ي   مم   تت  
ِِ   ي  و  ِِِِِِِِِ             ِِ  ضِِِِِِِِِ ي تي  لو و  ِِِِِِِِِي   ِِِِِِِ و مِِِِِِِِِ     ِِِِِِِِِ    ِِِِِِِِِ    ت  كيِِِِِِِِِ    ض  يِِِِِِِِِ  ل تمِِِِِِِِِ  فِِِِِِِِِ  إثبِِِِِِِِِ   لحو م ِِِِِِِ

   ض  لو م    م  إ  فل  .قتص   عض  لحد م  إ    قت ن         لا    لا
 ثب      و       ى ( .إ   عض  لحد   ى   ي  ف  وم        ء  ف          ب ن : ) لاقتص        
;    أحِِِِِِِِِِد   ِِِِِِِِِِ   ي    ىِِِِِِِِِِ   ي  آو   ِِِِِِِِِِ  مِِِِِِِِِِ  فون ل ديِِِِِِِِِِد –لحِِِِِِِِِِد   ىِِِِِِِِِِ   ي   –و ِِِِِِِِِِ ء ع ِِِِِِِِِِ  ن   ب ِِِِِِِِِِن ع مِِِِِِِِِِ           

و ض ي ِِِِِِِِِ  وم ِِِِِِِِِ  مِِِِِِِِِ   ِِِِِِِِِ  ضِِِِِِِِِع   لو مت ِِِِِِِِِد لو  يِِِِِِِِِ    ِِِِِِِِِ   ِِِِِِِِِ   ل  ىِِِِِِِِِ   ي  مِِِِِِِِِ   ِِِِِِِِِ  و ِِِِِِِِِ  لو لمِِِِِِِِِ   نَّ مِِِِِِِِِِ ل  ِِِِِِِِ  
 و   إض ق     م       ض  .

تِِِِِِِِِِِِِ      ِِِِِِِِِِِِِ يي   أ         ف  فِِِِِِِِِِِِِ      فِِِِِِِِِِِِِ   م  ففِِِِِِِِِِِِِ    ولوف   ت   ِِِِِِِِِِِِِ  عضِِِِِِِِِِِِِ  لنَّ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و   
 . (23)   ) عت    لحد   ى   ي ( (22)  )       أحد   ى   ي (  (21)  ت    لحد   ى   ي  ( )

    : مت      ب  قتض  م ف    ب ن لنا  قتم  عض   وقد         
 :  لاقتص   عض  لض ف   ى   ي  . ىالاول المسألة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ضب  : ةالثانيالمسألة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م  ع    ض  ي  : المسألة الثالثة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م  عض    م    : ةالرابعالمسألة 



2019 حزيران/ الثاني العدد/26 المجلد/  الإنسانية للعلوم التربية كلية/ الانسانية العلــــوم مـــجلــــة  

 

 

 

 : ) الاقتـــــــصار على أضـعـــف الجـــــــائزين ( ىالاولألة ــــــالمس
 .(24)ل         ي ن  ف  ) ق   ( مِ ا ق     : ) في        ق     ( و  ي            

( . الاول  :  ف   )ق     ( عض  ل َّ   صف   ضم ص   )     
( . :  ص  ) ق      الثاني  (        : ) في        ق  م   ( عض  ل َّ   ح    م  ص ح        )     

 .  (26) نَّ            ل  ف  م        ; (25)(    ف            ِ  180وعدَّ عي  ي  )    
وإنا   ففِِِِِِِِِ  ح  ِِِِِِِِِِ     صِِِِِِِِِِ   ىِِِِِِِِِد لنَّ    ِِِِِِِِِِ   ) ق  مِِِِِِِِِِ   (  ِِِِِِِِِِ ء مِِِِِِِِِ      ِِِِِِِِِِ   )   ِِِِِِِِِِ   ( و ِِِِِِِِِ   ِِِِِِِِِِ     ع ِِِِِِِِِِد عِِِِِِِِِِي  ي    
 . (27) ن فون  لالب ع ف       ك
 . (28)و    ى       ي ن وق ع       م         إلا  مت غ  

د   )قِِِِِِِِ    ( فِِِِِِِِِ نَّ    فِِِِِِِِ   لا  صِِِِِِِِِر  فِِِِِِِِ  ل ِِِِِِِِِ    : ) في ِِِِِِِِ  قِِِِِِِِِ      ِِِِِِِِ   (   إ  لا  ىِِِِِِِِِ   ل ِِِِِِِِد     صِِِِِِِِِف  عضِِِِِِِِِ    وإ   مِِِِِِِِ  قِِِِِِِِِ 
 .(29) نَّ   صف  وق   م ض   لاع   ;  م ص     وع دَّ     ق      

ِِ     صِِِِِِِِ  ) في ِِِِِِِِ  ق  مِِِِِِِِ     ِِِِِِِِ   (         ِِ   لمِِِِِِ د   مِِِِِِِِ  وإ     (30)فىِِِِِِِِ     عضِِِِِِِِ  قضتِِِِِِ    ِِِِِِِِ   ) ق  مِِِِِِِِ  ( عضِِِِِِِِ  صِِِِِِِِ ح  قِِِِِِِِ 
ِِ ن ق   ِِِِِِِِِِِ   مِِِِِِِِِِِ   ِِِِِِِِِِِ    ;   ِِِِِِِِِِِ   )   ِِِِِِِِِِِ   (  مضِِِِِِِِِِِ ا   ىمضِِِِِِِِِِِ  عضِِِِِِِِِِِ     صِِِِِِِِِِِ  وإنا  ِِِِِِِِِ  نَّ    فِِِِِِِِِِِ  ممت ِِِِِِِِِِِ  وق ِِِِِِِِِِِ ر   ف   

 .(31)   م  عض  لحت        ي  
ولوف   ت   ِِِِِِِِِِ  عضِِِِِِِِِِ  لنَّ     ِِِِِِِِِِ يي  قِِِِِِِِِِد   تضفِِِِِِِِِِ   فِِِِِِِِِِ  صِِِِِِِِِِ ح     ِِِِِِِِِِ   فِِِِِِِِِِ  ق   ِِِِِِِِِِ  : ) في ِِِِِِِِِِ  ق  مِِِِِِِِِِ     ِِِِِِِِِِ   (           

(إف    عي  ي    .(32)  ِ( 392  ت  م    ض           )     لنَّ ) ق  م   ( ح    م    م تدل )     
ِِت   فِِِِِِِِ      ِِِِِِِِ  )          ِِ   مِِِِِِِِ    ضِِِِِِِِمي    متِِِِِِ َِِّ  حِِِِِِ ِِ  (و  ِِِِِِِِ  قِِِِِِِِ   إ ِِِِِِِِ  ل ِِِِِِ ِِ   (33)في ِِِِِِ ِِِِِِ     ِِِِِِِِ    ِِ و  صِِِِِِِِ  ر مِِِِِِ

 عي  ي  مِ ا و  ي  :
 . (34)ض         لاعمي  لو   م    ض    مض م ى  ا لنَّ            ف    م      ف الاول :

ــاني :  ِِت   فِِِِِِِِ      ِِِِِِِِ  ) في ِِِِِِِِ ( فِِِِِِِِ نَّ   ِِِِِِِِ  لا  صِِِِِِِِر  الثــــــ دَّ    ِِِِِِِِ   مِِِِِِِِ    ضِِِِِِِِمي    متِِِِِِ  نَّ ل ِِِِِِِِدي    ضِِِِِِِِمي   ;إ   عِِِِِِِِ 
  ِِِِِِِِِِد  م تِِِِِِِِِِدل ي ب ِِِِِِِِِِ  م  ِِِِِِِِِِ   لا تِِِِِِِِِِد ء     صِِِِِِِِِِي   لانَّ ل ِِِِِِِِِِدي  ف ِِِِِِِِِِ    ;  ممِِِِِِِِِِ  ي  ِِِِِِِِِِد م ِِِِِِِِِِو   يت ضِِِِِِِِِِ  ف ِِِِِِِِِِ   يتضِِِِِِِِِِم   

    ِِِِِِِِِِ   إ فِِِِِِِِِِ    ف ِِِِِِِِِِ  ضِِِِِِِِِِمي  ِ ت ِِِِِِِِِد    ف ِِِِِِِِِِ  عضِِِِِِِِِِ    ف عِِِِِِِِِِ  و  م تِِِِِِِِِدل فِِِِِِِِِِ ع   وإ   صِِِِِِِِِِ   فِِِِِِِِِِ ع     ِِِِِِِِِ  لنا  وِِِِِِِِِِ ن 
 .(35)و  ف   ضمي      و  ف       م   

 ت    ضِِِِِِِِِِ ف     ب ِِِِِِِِِِ      ِِِِِِِِِِ    ف  ِِِِِِِِِِ م  ِِِِِِِِِِ   (  ِِِِِِِِِِ    ِِِِِِِِِِ   فِِِِِِِِِِ   قِِِِِِِِِِ     يتضِِِِِِِِِِر مِِِِِِِِِِ    ِِِِِِِِِِ  لنَّ    فِِِِِِِِِِ  ) في ِِِِِِِِِِ        
ِِ ن  ِِِِِِِ   ِِ ِِ   مِِِِِِِ ِِ   ضِِِِِِِِِ و   فصِِِِِِِ ِِ   عضِِِِِِِِِ     ِِِِِِِ ِِ     ِِِِِِِِِ   ( لى  :  لاقتصِِِِِِِ ِِ  ق  مِِِِِِِ ِِ   ي  ) في ِِِِِِِ ِِد   ىِِِِِِِ ِِ  لحِِِِِِِ ِِ   عضِِِِِِِ  لاقتصِِِِِِِ

   ِِ ِِ      م   حِِِِِِِ ِِ   ي  (36) ِِِِِِِ ِِ   عضِِِِِِِِِ  لضِِِِِِِِِ ف   ىِِِِِِِ ِِ        و ِِِِِِِِِ  مِِِِِِِِِ   ِِِِِِِِِ    لاقتصِِِِِِِ ضِِِِِِِِِ   :  )):   ِِِِِِِِِ    ِِِِِِِِِ  قِِِِِِِ ِِ نا ق  فِِِِِِِ
ف ِِِِِِِِد ل ِِِِِِِِ   : في ِِِِِِِِ    ِِِِِِِِ   قِِِِِِِِ     ولىيِِِِِِِِ    ِِِِِِِِ     صِِِِِِِِ  فت ِِِِِِِِ   : في ِِِِِِِِ    ِِِِِِِِ   ق  مِِِِِِِِ     فِِِِِِِِ    قِِِِِِِِد م   لو  ِِِِِِِِ  لضِِِِِِِِ ف 

 .(37) ((  ى   ي  
 ِِِِِِِِ    ِِِِِِِِ    ف ِِِِِِِِِ   )لك مِِِِِِِِ    ( و )لشِِِِِِِِ     ( فِِِِِِِِِ نَّ  ِِِِِِِِ    لاف ِِِِِِِِ   ل تصِِِِِِِِِ  عضِِِِِِِِ  لضِِِِِِِِِ ف  و  يِِِِِِِِ    ِِِِِِِِ  ع ِِِِِِِِِد         

 .(38)    ى   ي  و     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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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  و  فَّ          ِِ  عِِِِِِِِ ِِ ء عضِِِِِِِِ ِِِِِِِِ  )   ِِ ِِ   ق  مِِِِِِِِ ِِِِِِِِ    ِِ ِِ  : ) في ِِِِِِِِ ِِ  لنَّ ق   ِِِِِِِِ ِِِِِِِِ        ِِ ِِ    ت ِِِِِِِِ ِِ ف فِِِِِِِِ َِِّ   إ  ِِِِِِِِ ِِ  ل ِِِِِِِِ    ِِِِِِِِِِ  عضِِِِِِِِ
 .(39)    ف          ف  ل د   ص ح        عض        و    و       ل د   لو لأ ي    تض    

ِِ   ق   ِِِِِِِِِ  : ) في ِِِِِِِِِ  ق  مِِِِِِِِِ     ِِِِِِِِِ   ( ف  ِِِِِِِِِ    ِِِِِِِِِ         دَّ  ; ض ِِِِِِِِِ ف    لمِِِِِِِ    عضِِِِِِِِِ  صِِِِِِِِِ ح     ِِِِِِِِِ     ِِِِِِِِِ  لنَّ    ِِِِِِِِِ   ل  ِِِِِِِِِ 
ِِأ ض ِِ   ي  و  بِِِِِِِ ِِ   ف ى  ضِِِِِِِِِ   لضِِِِِِِِِ ف   ىِِِِِِِ ِِِِِِِ    ِِ ِِ   ىِِِِِِِِِ     فِِِِِِِِِ  و ِِِِِِِ ِِِِِِِ   ِِ ِِ   مِِِِِِِ ِِ   و قتصِِِِِِِِِ  عض ِِِِِِِ ِِِو  صِِِِِِِِِ      ِِِِِِِ  و   لا ِِِِِِِِِِِِِِ

 .(40) ت       
و لشِِِِِِِِِ ء عِِِِِِِِِ  م ضِِِِِِِِِ    د ل َّ ِِِِِِِِِ   ِِِِِِِِِ    ِِِِِِِِِدث في ِِِِِِِِ  ل ِِِِِِِِِد  ىِِِِِِِِِ(        ( و )لشِِِِِِِِ    ) لك مِِِِِِِِِ   و  متأمِِِِِِِِ   فِِِِِِِِِ   لاف ِِِِِِِِِ          
 .(41)  تض          ف  لأ ي     

ِِ   و       ِِ     ف ِِِِِِ ِِ  لك مِِِِِِِِ     -  ِِِِِِِِ ا  ِِِِِِ ِِ    ضِِِِِِِِ  في ىِِِِِِِِ    -         لشِِِِِِ ِِتر  ِِِِِِ ِِ    فِِِِِِ ِِ   ويىِِِِِِِِ   في ِِِِِِ ِِ  لشِِِِِِِِ    ل فِِِِِِ   تِِِِِِِِ     مِِِِِِ
 (    ِِ ِِ  و ف عِِِِِِِِ     تِِِِِِ ِِِ  ِ ِِِِِِِِ 189 مِِِِِِ ِِتر   ا ( مِِِِِِ ِِ   (  فِِِِِِ ضِِِِِِ ِِ   ) لفا   ِِد حِِِِِِِِ و     ضِِِِِِِِق لنا   ِِِِِِ ِِ  لحِِِِِِ ِِِِِِ    ِِ ِِت    مِِِِِِ ِِ    عِِِِِِ ل ِِِِِِ

 ص  في   عض  لحد   ى   ي  و     ض  ؟قت  فضِ     (42)    ي 
ض      -     ت  ضا       : إنَّ       لأل    ي    مض  ع م  ) ف   ع          لإ      و      ت       مضم م ( ل        م  ) ف عض (    لف  

   لاف    عض  لحد   ى   ي  و     ضَّ   قتص             ك      ( و   ض   ف             ف   ل     ( و )ك ث    لك م         مت  ف  َّ         م  )     
 . (43)   ( فا   ) ف        ِم    ن  ضم   ب  و  م   ب  م تص      إ

 ض تِِِِِِِِِ  :   ولا يضِِِِِِِِِ   في ِِِِِِِِِ    فِِِِِِِِِتر لى لشِِِِِِِِِ          ضِِِِِِِِِ   - ِِِِِِِِِ   يِِِِِِِِِد : شِِِِِِِِِ ع ل    لضِِِِِِِِد    ِِِِِِِِِ  مِِِِِِِِِ  ح  ِِِِِِِِِ  عِِِِِِِِِ   وي        
 .(44) ض ت  ف    ف    :   لى لف        –   وف   ل   ف       
      ِِِِِِِِِِ  فِِِِِِِِِِ  م  ِِِِِِِِِِ    مصِِِِِِِِِِد    ِِِِِِِِِِ  : )كِِِِِِِِِِ  م     ف  َّمتِِِِِِِِِِ  : لن   ضِِِِِِِِِِ  لحِِِِِِِِِِد  لامِِِِِِِِِِ ي   لآ    م   بِِِِِِِِِِ وي صِِِِِِِِِِد         

 .(45) ض ت  ف       (  :   لى   لك  م  
 ــــــس ( وف اللبــــــائزين خـــ ـــد الج ــــــحأار على ــــــالاقتص) :  ةانيــــــالث ألةــــــالمس

 أولًا : الاقتصار على أحد الجائزين خوف اللبس بين المذكر والمؤنث .
 لو     ِِِِِِِِِِِد   عضِِِِِِِِِِِ  ث ثِِِِِِِِِِِ  لحِِِِِِِِِِِ     –مِِِِِِِِِِِ     و مت ِِِِِِِِِِِن   –  ِِِِِِِِِِِت ط فِِِِِِِِِِِ  لِِِِِِِِِِِ       م ِِِِِِِِِِِ ف  لنا  وِِِِِِِِِِِ ن عضمِِِِِِِِِِِ           

ِِم    نا  وِِِِِِِِِ ن  ل ِِ      ِِِِِِِِِ   فِِِِِِِِِ    عِِِِِِِ ِِ ن ل   يِِِِِِِِِ  عضِِِِِِِ ِِِِِِِ    ِِ ِِ ء   تأ يِِِِِِِِِن عِِِِِِِِِ  ء لعضمِِِِِِِ ِِ    تِِِِِِِ ِِ  م ت مِِِِِِِ ِِِِِِِ  : )    ِِ فِِِِِِِ لِِِِِِِِِ     : )    ا
ف   (    ا ( و )    ع  ش   .(46)        اف    وف  ل     )ع     ( : )    ع  ش 

  (47)ويى   ف  ضبط   م  ف    م      ت ن : 
ن عض ِِِِِِِِ   ى ق ِِِِِِِِ     ِِِِِِِِ     م ِِِِِِِِ و  عضِِِِِِِِ  مِِِِِِِِ   ِِِِِِِِ :   ِِِِِِِِ  مِِِِِِِِ  ا ي ت ِِِِِِِِ     ِِِِِِِِ     وفي ِِِِِِِِ  يب ِِِِِِِِ     ِِِِِِِِ     ِِِِِِِِ الاولــــــــى

 ل     )    ح ِ ث  ( : )   ح ِ (.ق             ق     ف  
ــة ِِ   الثانيـــــــ ِِ    تِِِِِِِ ِِ و        ِِِِِِِ ِِ     ِِِِِِِِِ     م ِِِِِِِ ِِ      ِِِِِِِِِ     ِِِِِِِِِ ى ق ِِِِِِِ ِِِِِِِ     ِِ ِِ     ِِِِِِِِِ     وفي ِِِِِِِ ِِ  ا لا ي ت ِِِِِِِ ِِ  مِِِِِِِ ِِِِِِِ    :

    ف ض  ( .أ َّ  ل      ضم      ق     ف  ل     ) ف ضم  ( : )       د  تضي       م  
          ِِ ِِِِِِِ    ِِ ِِد  بتِِِِِِِ ِِ ن  و ِِِِِِِ ِِ     فِِِِِِِ ِِ   بتِِِِِِِ ِِد   ِِِِِِِ ِِ  ي  ِِِِِِِ ِِي  إ    ِِِِِِِ ِِ لي    ض تِِِِِِِ ِِِِِِِ   ِِ ِِ ف    مِِِِِِِِِ    عضِِِِِِِ ِِبط   م ِِِِِِِ ويىِِِِِِِِِ   ضِِِِِِِ

  م  فف           ضب  .  حدإ لاقتص   ع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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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عضِِِِِِِِِ    ِِِِِِِِِ  مِِِِِِِِِ  ا  –عضِِِِِِِِِ   مِِِِِِِِِ     –ف  ِِِِِِِِِد لِِِِِِِِِ       م ِِِِِِِِِ ف    م تِِِِِِِِِ    تِِِِِِِِِ ء   تأ يِِِِِِِِِن   ِِِِِِِِِ  : )م تِِِِِِِِِضم    (  
فِِِِِِِِِِ نا  (48)ي ت ِِِِِِِِِِ     ِِِِِِِِِِ   )  ِِِِِِِِِِ  م تِِِِِِِِِِض   (  ِِِِِِِِِِ  فتر   و )  ِِِِِِِِِِ  متِِِِِِِِِِض   (    ضِِِِِِِِِِ  عضِِِِِِِِِِ    ِِِِِِِِِِ  مِِِِِِِِِِ  ا لا ي ت ِِِِِِِِِِ     ِِِِِِِِِِ   

ِِد    ِِ  لحِِِِِِِِ ِِ   عضِِِِِِِِ ِِ   لاقتصِِِِِِِِ ِِن و ِِِِِِِِ ِِ    و  مت ِِِِِِِِ ِِي    مِِِِِِِِ ِِِِِِِِ    ِِ ِِ ء  ضفِِِِِِِِ ِِ ك  ِِِِِِِِِِ    تِِِِِِِِ ِِ   ي  و ِِِِِِِِ ِِ   ىِِِِِِِِ ِِ  ا ي ت ِِِِِِِِ ِِ  مِِِِِِِِ ِِِِِِِِ  
  ِِِِِِِِِِ   (49)  َِِّ ِِ  متِِِِِِِِِِض  ( وضِِِِِِِِ     و   ضِِِِِِِِِِ  فِِِِِِِِِِ    ِِِِِِِِِِ  لنَّ لِِِِِِِِِِ     ) م تِِِِِِِِِِضم   ( عضِِِِِِِِِِ    ِِِِِِِِِِ  مِِِِِِِِِِ  ا لا ي ت ِِِِِِِِِِ     ِِِِِِِِِِ   )  ِِِِِِِِ

ِِ       ِِِِِِِ     ِِِِِِِ ى ق ِِِِِِِ     ِِِِِِِ     م ِِِِِِِ و  ي  ِِِِِِِد   بتِِِِِِِ    ِِد ء مِِِِِِِ   ِِِِِِِ ن عضمِِِِِِِ    يِِِِِِِ  م تِِِِِِِ      تِِِِِِِ ء ومِِِِِِِ   ِِِِِِِ ن عضمِِِِِ  ِِِِِِِي   ِِِِِ
 .م ت م      ت ء 

)      )م تِِِِِِِِِضم   ( :ِِِِِِِِِِِِ   عضِِِِِِِِ    ِِِِِِِِ  مِِِِِِِِ  ا ي ت ِِِِِِِِ     ِِِِِِِِِ   ف  ِِِِِِِِ   فِِِِِِِِ    تو ِِِِِِِِدف    ِِِِِِِِ    ضِِِِِِِِب  و ِِِِِِِِ   لاقتصِِِِِِِِِ        
 ِِِِِِِِ  م تِِِِِِِِض  (   ف  ِِِِِِِِِ ف   فت ِِِِِِِِ  عضِِِِِِِِِ     ِِِِِِِِ     ِِِِِِِِ ى ق ِِِِِِِِِ     ِِِِِِِِ     م ِِِِِِِِِ و   وِِِِِِِِ ن ف ِِِِِِِِي   عضِِِِِِِِِ  لنَّ   ِِِِِِِِ   ل   مِِِِِِِِِ   

 .(50) ض ض    مت ن   م ت      ت ء 
ض ِِِِِِِِ  (     ف  ِِِِِِِِد ل   م ِِِِِِِِ  عضِِِِِِِِ    ِِِِِِِِ  مِِِِِِِِ  لا ي ت ِِِِِِِِ     ِِِِِِِِ     ِِِِِِِِ   : ) ِِِِِِِِ   –  مت ِِِِِِِِنعضِِِِِِِِ  -و  يِِِِِِِِ    ِِِِِِِِ  لِِِِِِِِ     ) ع 

ض َّ     د ء    ض    م    )    عض       و    ي  د  بت    ي(    ضَّ عض        ( .( و   ض    مت ن ) ع 
   )  ِِِِِِِِ  عضِِِِِِِِ َّ  :و ِِِِِِِِدف    ِِِِِِِِ    ضِِِِِِِِب  و ِِِِِِِِ   لاقتصِِِِِِِِ   فِِِِِِِِ  ل   م ِِِِِِِِ  عضِِِِِِِِ    ِِِِِِِِ  مِِِِِِِِ  ا ي ت ِِِِِِِِ     ِِِِِِِِ   ف  ِِِِِِِِ          

فت ِِِِِِِِ ن   فت ِِِِِِِِ  عضِِِِِِِِ     ِِِِِِِِ     ِِِِِِِِ ى ق ِِِِِِِِ     ِِِِِِِِ     م ِِِِِِِِ و  ف ِِِِِِِِي   عضِِِِِِِِ  لنَّ   م ِِِِِِِِ ف    مِِِِِِِِ    م تِِِِِِِِ      تِِِِِِِِ ء وقِِِِِِِِد 
 .(51)ح    ل   

           َِِّ ِِ  ( ف  ِِِِِِِ ِِ   ( و ) ع   ِِِِِِِ ِِ  )    بِِِِِِِ ِِف     ِِِِِِِ ِِ       صِِِِِِِ ِِ  لِِِِِِِ ِِ  إوم ِِِِِِِ ِِ  عضِِِِِِِ ِِ   ل   م ِِِِِِِ ِِِِِِِ     ِِ ِِ    مِِِِِِِ م    ِِِِِِِ  ِِ    عِِِِِِِ
( و )  ِِِِِِِِ     ِِِِِِِِِ   ( عضِِِِِِِِ    ِِِِِِِِِ  مِِِِِِِِ  ا :   ض تِِِِِِِِي  ف  ِِِِِِِِِ     ي ت ِِِِِِِِِ     ِِِِِِِِ     و  ِِِِِِِِِ   : )  ِِِِِِِِ  عِِِِِِِِِ     ( و )لا ) ِِِِِِِِ  عِِِِِِِِِ    

 .(52)         ( عض      م  ي ت         . 
          ِِ ِِ     ( و )  ِِِِِِ ِِ  عِِِِِِ ِِِِِِ ( :   ِِ ِِ     ِِِِِِِِ   ف  ِِِِِِ ِِ  ا ي ت ِِِِِِ ِِ  مِِِِِِ ِِِِِِ    ِِ ِِ   عضِِِِِِ ِِ   لاقتصِِِِِِ ِِ    مت ِِِِِِِِن و ِِِِِِ م    ِِِِِِ  ِِ و    عِِِِِِ

(   ِِِِِِِِ  لنَّ ل   م ِِِِِِِِ  عضِِِِِِِِ    ِِِِِِِِ  مِِِِِِِِ  لا ي ت ِِِِِِِِ     ِِِِِِِِ   ي  ِِِِِِِِد   بتِِِِِِِِ    ِِِِِِِِي )     مِِِِِِِِ    و  مت ِِِِِِِِن )  ِِِِِِِِ     ِِِِِِِِ   ( و   ِِِِِِِِ  
)  (53)    ع    

 ثانياً : الاقتصار على أحد الجائزين خوف اللبس بالمفرد .
          ِِ ِِ ف    م  ِِِِِِ ِِ  لِِِِِِِِ       م ِِِِِِ ِِت ط فِِِِِِ ِِِِِِ     ِِ ِِ      يِِِِِِِِ ف  مِِِِِِ ِِ  ر حِِِِِِ ِِ     آو  ىمِِِِِِِِ    صِِِِِِ ِِ  و ِِِِِِِِ    مِِِِِِ فضِِِِِِِِ   عِِِِِِ

 .(54)  عض      م  ي ت         م لاقتص   ف  ل   م 
مَّد  نِ  ف     ف  ل                 مَّ  : )    م    مَّدِ :    م    مَّدِ (  ي   د  ( وف  ل     )    م     .(55):    م   
َِِّ  :و   ضِِِِِِِِ  فِِِِِِِِ    ِِِِِِِِ  ل َّ ِِِِِِِِ  إ      مِِِِِِِِ  عضِِِِِِِِ    ِِِِِِِِ  مِِِِِِِِ  ا لا ي ت ِِِِِِِِ     ِِِِِِِِ     ِِِِِِِِ           د  (   في  ِِِِِِِِد ضِِِِِِ مَِِِِِِِِّ   )  ِِِِِِِِ  م   

 .(56)و   ض    مف ف  لو   ىم           ى ق     م  و   بتأ  ي   د ء   م   
نَّ فِِِِِِِِِِتر إإ   -   ِِِِِِِِِِ  مِِِِِِِِِِ  ا ي ت ِِِِِِِِِِ     ِِِِِِِِِِ   –و  فِِِِِِِِِِ    ِِِِِِِِِِ    ضِِِِِِِِِِب  و ِِِِِِِِِِ   لاقتصِِِِِِِِِِ   عضِِِِِِِِِِ  لحِِِِِِِِِِد   ىِِِِِِِِِِ   ي          

 .(57)لنَّ   م  و     لح      ي ف  في م  ف ي   عض        ف  ل       م    و ت   ف    ىم  
ِِ ا ومِِِِِِِِِِ            َِِّ  لا  ىِِِِِِِِِِ   لِِِِِِِِِِ     ضِِِِِِِِ ِِ       ِِِِِِِِِِ  لنَّ د    ِِِِِِِِِِ  ل ِِِِِِِِ د ون ( م ض ِِِِِِِِ مَِِِِِِِِِِّ ِِ  م    ِِ ف    ىمِِِِِِِِِِ    م فِِِِِِِِِِ ع )  ِِِِِِِِ   م ِِِِِِِِ

 .(58)   ض    مف ف    د ء ح       و و    ن يضب   د ء   ى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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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ثالثاً :الاقتصار على أحد الجائزين خوف اللبس بين حركة البناء وحركة الهجاء .
        ِِ ِِ  عضِِِِِ ِِِِِ     ِِ ِِ        ىِِِِِ ِِد ء لِِِِِ ِِِِِ  )   ِِ ِِ  ق  افِِِِِ ِِ ف  ) ِِِِِ ِِ       م ِِِِِ ِِد لِِِِِ ( ع ِِِِِ ِِف  ِِ  ق  ِِِِِ ِِِِِ  (   ِِ ِِِِِ     ِِ ِِ  لا ي ت ِِِِِ ِِ  مِِِِِ ِِِِِ    

(  ضَّ   .(59)           ى ق           م  و  ل ض   وعض      م  ي ت         )    ق  ف 
    ِِِِِِِِِي  ح  ِِِِِِِِِ      ِِِِِِِِِ ء وح  ِِِِِِِِِ   ء( عضِِِِِِِِِ    ِِِِِِِِِ  مِِِِِِِِِ  ا ي ت ِِِِِِِِِ     ِِِِِِِِِ   و ِِِِِِِِِد  بتِِِِِِِِِفِِِِِِِِِوبِِِِِِِِِي    لنَّ ضِِِِِِِِِ     ِِِِِِِِِ   )           

 (60) ؟ لص     ضم  ل  ح         ء ف   ل   ح       ى ء    ى ء
ِِ   عضِِِِِِِِ    ِِِِِِِِ  مِِِِِِِِ  ا لا          ِِ   ي  ِِِِِِِِد  بتِِِِِِِِ   و ِِِِِِِِ   لاقتصِِِِِ ِِ    ِِِِِِِِ  مِِِِِِِِ  ي ت ِِِِِِِِ     ِِِِِ ِِ   ِِِِِِِِ ن لِِِِِِِِ        ضمِِِِِِِِ  عضِِِِِ و مِِِِِ

(   ِِِِِِِِِِ  لنَّ      ِِِِِِِِِِ  فِِِِِِِِِِ   ي   ضِِِِِِِِِِ ِِِِِِِِِِ    ِِِِِِِِِِ  ح  ِِِِِِِِِِ      ِِِِِِِِِِ ء و  بِِِِِِِِِِ     تِِِِِِِِِِ    تآي ت ِِِِِِِِِِ     ِِِِِِِِِِ   ف  ِِِِِِِِِِ   : ) ِِِِِِِِِِ  ق  ِِِِِِِِِِف 
 .(60)      ضم  آ   ف      م   أ   

 ــائزين مراعــــاة للــــنظير (على أحد الج ــ صارــــالاقت) :  ةالثـــ ـــالث ةـأل ـــــسـالم
ِِا  ف  ل         ِِا ف   ِِِِِِِِِِِِ        يِِِِِِِِِِِِ ن فِِِِِِِِِِِِ  لِِِِِِِِِِِِ     ) م صِِِِِِِِِِ ( و ) م صِِِِِِِِِِ (  ن  ِِي   -ي   ِِ ء مِِِِِِِِِِِِ   حِِِِِِِِِِِِ     ِِِِِِِِِِِِ   –عضمِِِِِِِِِِ و و   ِِِِِِِِِِ

ِِ ِِا  ف     ِِِِِِِ ِِ  م صِِِِِِِ ِِِِِِِ  (  ِِ ِِ   فِِِِِِِ ِِ  ف  ِِِِِِِ (     لا يِِِِِِِ ِِ  مصِِِِِِِِِ ف   ن  ِِِِِِِ  ( :  ِِ ِِ ف   ( وفِِِِِِِِِ  )  ِِِِِِِ ِِا  ف  يِ  ( مصِِِِِِِ ِِ  م صِِِِِِِ ِِِِِِِ  ( : ); 
ِِا  ف   ِِض م  : ) م صِِِِِِِ ِِ  لنَّ لصِِِِِِِ ِِا  ف    ِِِِِِِ ِِ ء   و) م صِِِِِِِ ِِِِِِِ     ِِ ِِ ء في     يا يِ ي  ن (  ضِِِِِِِ ِِِِِِِ     ِِ ِِ ء   ثِِِِِِِِِ  قض ِِِِِِِ ِِ(  وتِِِِِِِِِ     ِِِِِِِ ِِ   مِِِِِِِ   ل فِِِِِِِ

 .(62) ت      و  فت ح م  ق ض   ث  ح ف    لا ف لا ت  ء ع ك ي  
ِِد   تِِِِِِِِِ             ِِ    و  ِِِِِِِِِ ى عِِِِِِِِِ غ    ِِِِِِِِِ   ع ِِِِِِِ ِِ ِِِِِِِِِ  مى  تِِِِِِِ ِِا ف ي   م ِِِِِِِ  ن (  و   ض   ِِِِِِِِِ  و ِِِِِِِِِ    ضِِِِِِِِِم  فِِِِِِِِِ  )م صِِِِِِِ

 .(63)        ق ض  ح    م    ت   ف   ول دي    إ    لنَّ             ;(     يا يِ و   ت   ف  ) م صا  ف  
 (   ِِِِِِِِِِِِِ      ِِِِِِِِِِِِِ    ِِِِِِِِِِِِِ   ا عِِِِِِِِِِِِِ   ( و )  ِِِِِِِِِِِِِ      ا     ِِِِِِِِِِِِِ   : )  ِِِِِِِِِِِِِ  فِ ق (يِِِِِِِِِِِِِا     ا ن ( و )     اعِِِِِِِِِِِِِ  ا وع ِِِِِِِِِِِِِد لِِِِِِِِِِِِِ     ) فِ         

 .(64)مى  ت           م  عد     ي  م  م  ف ط  و   ض  ف  عد  ح       و و    ء في م     
( حِِِِِِِِِِِ   ح فِِِِِِِِِِِ    ضيِِِِِِِِِِِي  في مِِِِِِِِِِِ  و لنا  ِِِِِِِِِِِ  ل ِِِِِِِِِِِ   ِ ِِِِِِِِِِِ 225( و  ى مِِِِِِِِِِِ  )    ِ ِِِِِِِِِِِ 207ول ِِِِِِِِِِِ     فِِِِِِِِِِِ  ء )          

ِِ  ف  ِِِِِِِِِ    ِِي     ِِِِِِِِِ     م ِِِِِِِِِ و  و     ِِِِِِِ ِِِِِِِ   ِِ ِِ  ف عِِِِِِِِِ ن (   ِِِِِِِِِ   مى  تِِِِِِِ ِِ  لِِِِِِِِِ     )  ِِِِِِِ ِِ  فِِِِِِِِِ ع  فِِِِِِِ ِِِِِِِ  ( :  ِِ ِِِِِِِ  (  ِِ ( وفِِِِِِِ
 . (65)ت   لنَّ  لاع    متمو         د       عض  ث ث لح   .حى( و ن   ا ق ( : )       يا     ا    

 (66)لم  )ث م  ف ( فأ   و  ف  ل   م   آم ي  :         
ِِ الاول ِِ  ف ِِِِِِِِِ ِِ  مِِِِِِِِِِِ  ي ت ِِِِِِِِِِِ     ِِِِِِِِِِِ   حِِِِِِِِِِِ      ِِِِِِِِِِِ    لا يِِِِِِِِِ ِِ  و  عضِِِِِِِِِِِ    ِِِِِِِِِ ِِ  : ل ِِِِِِِِِ ِِ  و عضِِِِِِِِِِِ  ح   ِِِِِِِِِ ِِ ء   ِِِِِِِِِ ط وب ِِِِِِِِِ

 (.  )   ثم  ف    :
ــاني ِِ ث     الثـــــــ ِِِِِِِ  ( :   ِِ ِِ  ف  ِِِِِِِ ِِ     ِِِِِِِِِ      يِِِِِِِ ِِ     ِِِِِِِِِ  و مِِِِِِِ ِِ  ء حِِِِِِِ ِِ     فِِِِِِِ ِِ   : ل ِِِِِِِ ِِ  مِِِِِِِ ِِِِِِِ    ِِ ِِم      ا (   عضِِِِِِِ ِِ   عِِِِِِِ ى ضِِِِِِِ

  لع  . 
    ِِِِِِِِ     ِِِِِِِِِ     ِِِِِِِِ  و مِِِِِِِِ     ِِِِِِِِ      يِِِِِِِِِ ي ت ِِِِِِِِ    لا وقِِِِِِِِد لو ِِِِِِِِ       يِِِِِِِِ ن  لاقتصِِِِِِِِ   عضِِِِِِِِِ    ِِِِِِِِ  مِِِِِِِِ  ا        

ِِد      يِِِِِِِِ   ِِ  و  تِِِِِِِِتض   عِِِِِ ِِ   ِِِِِِِِ  لنَّ   ِِِِِِِِ ء   ِِِِِ ِِد   ىِِِِِِِِ   ي    ِِِِِ ِِ   عضِِِِِِِِ  لحِِِِِ ِِ  فِِِِِِِِ   لاقتصِِِِِ ِِ   فِِِِِِِِ      ب ِِِِِِِِ   ;و   ضِِِِِ إ   ِِِِِ
 (.67) ع  متمو  ل    و و لا م  ق ض   ضم  .

 ( .68)و ف     لا    يض      ء  لاع    متمو  عض  ح في  و         ل  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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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ثمِِِِِ ِِ  ح   ِِِِِِِِ  )  ِِِِِ ِِ  و عضِِِِِ ِِ  وب ِِِِِِِِ ء   ِِِِِ ِِ    لا يِِِِِ ِِ   حِِِِِِِِ      ِِِِِ ِِ  ا ل ِِِِِ ِِ  مِِِِِ ِِ    ِِِِِِِِ  لنَّ إو  ِِِِِ ِِ  و   ِِِِِ فِِِِِِِِ    ِِِِِ
 .(69)حو        ف  يض   م   ف      ي  

          ِِ ِِِِِِ   ِِ ِِ    ض  يِِِِِِ ِِ  و م  عِِِِِِ ِِِِِِ    ِِ ِِ  مِِِِِِ ِِ      ِِِِِِِِ      يِِِِِِ ِِ  حِِِِِِ ِِ   ي  و ِِِِِِ ِِد   ىِِِِِِ ِِ  لحِِِِِِ ِِ   عضِِِِِِ ولحتِِِِِِِِ   لنَّ  لاقتصِِِِِِ
   ِِِِِِِِد     ضِِِِِِِِم   تِِِِِِِِ   و  ِِِِِِِِ  و  ِِِِِِِِ ء ل ِِِِِِِِ  و  فِِِِِِِِ  لِِِِِِِِ     )  ِِِِِِِِ  ثمِِِِِِِِ  ف( : )  ِِِِِِِِ  ثمِِِِِِِِِ  (     ِِِِِِِِ  لنَّ     ِِِِِِِِ يي  ; مِِِِِِِِ  يتيِِِِِِِِد 

. و ِِِِِِِِِِ  لنَّ   ِِِِِِِِِ ء   ضِِِِِِِِِم  و  ِِِِِِِِِِ  و لا   ِِِِِِِِِدث م  ِِِِِِِِِو    مِِِِِِِِِِ  (70)    يِِِِِِِِِ  م ِِِِِِِِِِ   عِِِِِِِِِد  ع ِِِِِِِِِِد    ِِِِِِِِِئ  يضِِِِِِِِِ   وعضِِِِِِِِِ    ِِِِِِِِِ  
 ل   و   لا د   .

ِِ    –لمِِِِِِِِِ    ِِِِِِِِِ  : ) قِما ِِِِِِِِِ    (    فِِِِِِِِِتر    ِِِِِِِِِ ء فيِِِِِِِِِ    عضِِِِِِِِِ    ِِِِِِِِِ  مِِِِِِِِِ  ا ي ت ِِِِِِِِِ     ِِِِِِِِِ     ِِِِِِِِِ   حِِِِِِِِِ     ِِِِِِِِِ  ء  –عضمِِِِِِِ
ط  (  ط  (   وعض      م  ا لا ي ت              : )    قِما  .(71)     : )    قِما

ِِ ء ) قِم         و  ا    ِِِِِِِِ  ِِ ِِا وإ   عِِِِِِِِ ِِِِِِِِ      )  ِِ طا (   لمِِِِِِِِ  ِِ ِِ  قِمِِِِِِِِ ِِِِِِِِ  ( :   ِِ ِِ  ء ف  ِِِِِِِِ ِِِِِِِِ     ِِ ِِ يي    ِِِِِِِِ ِِد   بصِِِِِِِِ ِِ    ع ِِِِِِِِ ِِا  يِِِِِِِِ ف  ِِِِِِِِ
  ِِ ِِ ى ق ِِِِِ ِِِِِ    ِِ ِِ      لاعِِِِِ ِِ  لِِِِِ ِِ ون فِِِِِ ِِ  ا     تصِِِِِ ِِ  ء فِِِِِ ِِ      فِِِِِ ِِ ن ومِِِِِ ِِ      ِِِِِِِ   آ    فيِِِِِ ِِ  حِِِِِ ِِ ك  عضِِِِِ ِِ   حِِِِِِِ   عِِِِِ ِِِِِ 

طا (  تِِِِِِِِ  ِِ ِِ  : )  ِِِِِِِِ  قِمِِِِِ ِِا   إ   قيِِِِِ ِِ  قِِِِِِِِِ   ( ; لا ِِِِِ ِِ  ف  ِِِِِِِِ   : )  ِِِِِ ِِ     تِِِِِِِِ ك  ق ضِِِِِ ِِ  و   ِِِِِ ِِ    ِِِِِِِِ   لا يِِِِِ ِِ ء  ِِِِِِِِ   مِِِِِ و ن    ِِِِِ
  إ   ِِِِِِِِِِ   فِِِِِِِِِِ   لاعِِِِِِِِِِم ء مِِِِِِِِِِ    ِِِِِِِِِِ   حِِِِِِِِِِ   صِِِِِِِِِِ  ر عِِِِِِِِِِ ك  إ ِِِِِِِِِِ  مِِِِِِِِِِ  لشِِِِِِِِِِب     ِِِِِِِِِِ   ) مِِِِِِِِِِ  ( و )       يِِِِِِِِِِ عِِِِِِِِِِد

  )(72). 
 بالحــــمل على المعــــــــنى ( أحد الجــــائزين صار على ـــــالاقت) :  ةعــــرابـال ألةـــــالمس 

( فِِِِِِِِِِ    تِِِِِِِِِِ  ي  و  تأ    ِِِِِِِِِِ  ف م ِِِِِِِِِِدوف   لاصِِِِِِِِِِ   فِِِِِِِِِِ     ِِِِِِِِِِدف )لتِِِِِِِِِِ  ( لنا          تِِِِِِِِِِ    يِِِِِِِِِِن   ِِِِِِِِِِ  : )قِِِِِِِِِِ ل   لتِِِِِِِِِِ      
(.  و  (73))ع دى لت   مى   

 (74)ومم    ء عض       لاص  ق       ع  :         
ف  و        ِ      ش  ا    تا ف  م ض    لِ  وق                                            و 

ِِ ن     ِِِِِِِِِِ  لنا   ِِِِِِِِِِ   تِِِِِِِِِِا ف ِِِِِِِِِِ   : ) لِ          ِِ  ف    ( و ِِِِِِِِ ِِد     ب ِِِِِِِِِِ    تِِِِِِِِِِ  ل تضِِِِِِِِِِ  لنا    ِِِِِِِِ : ) لتِِِِِِِِِِ  ( م   عِِِِِِِِِِ       عِِِِِِِِ
 . (75)   دف )لت   ( م دوف    مت ن ) وق     ( 

 (76)    ( ف         ي  يت   ع  لص ن : ت ض ح          : إنَّ    دف ) لِ ولا  
 : لص     دف م  م دوف  . الاول
 :       م  م   ل  . الثاني

ِِ ء  عضِِِِِِِِِِ           ِِد  وب ِِِِِِِِ ِِ  لحِِِِِِِِ ِِ   حمِِِِِِِِِِ   عضِِِِِِِِ ِِ ء مت  ِِِِِِِِ ِِدف ) لتِِِِِِِِِِ   (  ِِِِِِِِ ِِ نَّ    ِِِِِِِِ ِِ   ي   لاصِِِِِِِِِِ   لاو  فِِِِِِِِ ِِي    ىِِِِِِِِ  م  يِِِِِِِِ
     ِِ ِِ      ; (  م ِِِِِِِِِدوف  )وقِِِِِِِ ِِ   فِِِِِِِِِ  )    قِِِِِِِ ِِ   ِِِِِِِِِ  لنَّ    ِِِِِِِِِ   ل  ضِِِِِِِِِق عضِِِِِِِِِ  ح وب ِِِِِِِ ِِأل   م  ِِِِِِِ ِِ  ل   ِِِِِِِِِ    ولِِِِِِِ : (   و   ق ِِِِِِِ

 (77)   .   م   ِ د  و   ض       ول ضق  وي  ف       ت  ي   م    :   
مِِِِِِِِِِِِِ  لأ يِِِِِِِِِِِِِن    ِِِِِِِِِِِِِدف ) لتِِِِِِِِِِِِِ   ( عضِِِِِِِِِِِِِ    م  ِِِِِِِِِِِِِ   لاو  لى             ض ِِِِِِِِِِِِِ   ( فِِِِِِِِِِِِِ نَّ    م  ِِِِِِِِِِِِِ  )  نَّ    قِِِِِِِِِِِِِ لفِِِِِِِِِِِِِ    ح 

    نَّ    دف     ف   م دوف   و لاص  لنا      : ) وق     ف  مض  لت  ( .    عد  لا لصر  
مِِِِِِِِِِِ  لأ يِِِِِِِِِِِن    ِِِِِِِِِِِدف ) لتِِِِِِِِِِِا    (عضِِِِِِِِِِِ    م  ِِِِِِِِِِِ     ِِِِِِِِِِِ    لى            ِِِِِِِِِِِ     ف   ِِِِِِِِِِِدف     قِِِِِِِِِِِ     م  ِِِِِِِِِِِ  :نَّ ل : و إ   ح 

 ت   ( و   م    ء ف     ي       ى .ف  مض  لِ  : ) وق          ف   م دوف   ف     



 م. د.  كاظم ابراهيم عبيس السلطاني                  الحكم النحوي  الاقتصار على أحد الجائزين في إثبات        
 
 

 

 

َِِّ  ;   فِِِِِِِِِ    مِِِِِِِِِ  عضِِِِِِِِِ  لأ يِِِِِِِِِن    ِِِِِِِِِدف ) لتِِِِِِِِِ   ( و ِِِِِِِِِ    ِِِِِِِِِ  ) لتِِِِِِِِِ  ( و ِِِِِِِِِ      ِِِِِِِِِ  لنَّ    ِِِِِِِِِ ع   قتصِِِِِِِِِ         ِِِِِِِ  
 (.78)حد   ى   ي      م  عض    م   .  للا    و    م       لاقتص   عضحم  م       ق    عض   

ن  ل  ِِِِِِِِِِ ء  عضِِِِِِِِِِ   لاصِِِِِِِِِِ     ِِِِِِِِِِ     : وقيِِِِِِِِِِ           نَّ   م ِِِِِِِِِِدوف إ   ل ِِِِِِِِِِد  عضِِِِِِِِِِ     ِِِِِِِِِِدف  ; نَّ    ِِِِِِِِِِدف لتِِِِِِِِِِ   إ مِِِِِِِِِِ  ل ِِِِِِِِِِ 
   ِِ ِِدف مت  ِِِِِِِِ ِِ ء    ِِِِِِِِ ِِِِِِِِ    ِِ ِِدوف مت  ِِِِِِِِ ِِ ن   م ِِِِِِِِ ِِِِِِِِ   ِِ ِِدوف   و مِِِِِِِِ ِِف   ضم ِِِِِِِِ ِِف  ; لعِِِِِِِِِِ    صِِِِِِِِ ِِ  ل ن   صِِِِِِِِ ِِ    م صِِِِِِِِِِ   فِِِِِِِِ تبِِِِِِِِ

 .(79)  تأ ين  
   ف       ِِِِِِِِِِ و   و ِِِِِِِِِِ      ِِِِِِِِِِ     ِِِِِِِِِِ    ِِِِِِِِِِ    ِِِِِِِِِِ  لنَّ    ِِِِِِِِِِ   ل  ضِِِِِِِِِِق  عضِِِِِِِِِِ  ح وب ِِِِِِِِِِ   فِِِِِِِِِِ  )    قِِِِِِِِِِ    ( فِِِِِِِِِِ        

 . (81)     يد ق (80) ي   ل ضضق عضي   )   ض    ( وص ح        ف    م   
ف    ي   يض       ق ِ  حتَّ    م                               و    دع  و   اط    ِ    ا                   ا  ش 

 .(82)عضي         ولا لص ح      ف    م    نَّ       ل  ضق ف          و          ف   إم  إ        
   ف     ق          و   ل  ف       ض      ص ح        .وف      ف ي   عض  لنَّ     ع  ل        
)   و ِِِِِِِِِ ِِِِِِِِِِِِِِ    مِِِِِِِِِ  عضِِِِِِِِِ  لحِِِِِِِِِد   م  يِِِِِِِِِي    ىِِِِِِِِِ   ي   إ ن  قتصِِِِِِِِِ     ِِِِِِِِِ ع  عضِِِِِِِِِ  لأ يِِِِِِِِِن    ِِِِِِِِِدف ) لتِِِِِِِِِ   (         

. )       
 (83)و  ي      ق       ع : 

   ص    وِب نِ وم  صِ   ش   لَّ                       ث  ث  ف  ن م ى   َّ ف ون  م  ا      ل            
ِِ  ث           ِِ   : ) ثِِِِِِِِِ ِِ  لنا  ف ِِِِِِِِِ ِِ   ص  (   و    ِِِِِِِِِ ِِ    شِِِِِِِِِ ِِ    : ) ث ثِِِِِِِِِ ِِِِِِِِِ  ) ِِ  لن  ; شِِِِِِِِِِِ  ص  ِِد  ل تضِِِِِِِِِ ِِ  لنَّ     عِِِِِِِِِ ِِِِِِِِِ  

 .(84)    ف    دف   م دوف   م   . 
     عد       ي  ؟ ل تض  و   ى   تأ  ع   ِ      ء    دف ) ث ث( عض        ص     ى         
          ِِ ِِ ع   قِِِِِِِِِِِ     ِِِِِِِِ ِِ  ص   –   ِِِِِِِِ ِِ  –ثِِِِِِِِِِِ ث  شِِِِِِِِ ِِد   م  يِِِِِِِِِِِي    ىِِِِِِِِ  ي   ضف ِِِِِِِِِِِ  ) شِِِِِِِِِِِ  ص(   حمِِِِِِِِِِِ   عضِِِِِِِِِِِ  لحِِِِِِِِ

 . (85)م    ت  ي   م    )      ( ول تم     تأ ين  م    )  ت ء( ت ل َّ   ل    
وقِِِِِِِِِد  قتصِِِِِِِِِ     ِِِِِِِِِ ع  عضِِِِِِِِِ  م  ِِِِِِِِِ  )    تِِِِِِِِِ ء(   مِِِِِِِِِ    م  ِِِِِِِِِ  عضِِِِِِِِِ  لحِِِِِِِِِد   ِِِِِِِِِ   ي    ىِِِِِِِِِ   ي   ِِِِِِِِِ     ِِِِِِِِِ          

ِِ تِِِِِِِِِي  )ي    ضف يتلنَّ    ِِِِِِِِِ ع    ِِِِِِِِِ    م  ِِِِِِِِِ  ف صِِِِِِِِِ   عضِِِِِِِِِ     تِِِِِِِِِ ء  ِِِِِِِِِد ي     ِِِِِِِِِ ي  صِِِِِِِِِِ ( و مِِِِِِِِِ  مِِِِِِِِِنك وبِِِِِِِ   ( و ) م  ا
  .(86)    ت ء صف  

 :  ةــمـاتـــــالخ
      ل    ت  ى   م   أل  :   د لنَّ  ت    ل          لم         ب ن  مو      لنا 

   صد   لاقتص   :  لاكتف ء          ء وعد  لى و  . . 1
    ف مِ ِِِِِِِِِِا لضِِِِِِِِِ   تصِِِِِِِِِ  عضِِِِِِِِِ  لحِِِِِِِِِِد   ىِِِِِِِِِ   ي      لمت ِِِِِِِِِ  لحِِِِِِِِِِد م   ضِِِِِِِِِ ف       تصِِِِِِِِِِ  عضِِِِِِِِِ     ِِِِِِِِِ    وإنا  ِِِِِِِِِِ ن  . 2

      لاقتص   عض  لض ف   ى   ي  .و   م  
   تص  عض  لحد   ى   ي  ف  إثب      و       ى      عتض       لحد م  عد      ي  ف      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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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      و ِِِِِِِِِِِِد  . 4 ِِد    تصِِِِِِِِِِِ  عضِِِِِِِِِِِ  لحِِِِِِِِِِِد   ىِِِِِِِِِ ِِي    مفِِِِِِِِِِِِ ف  ِِِِِِِِِِِ  لحِِِِِِِِِ ِِن لو  ِِِِِِِِِ ِِب   ِِِِِِِِِِِِي    مِِِِِِِِِِِ    و  مت ِِِِِِِِِ م    ضِِِِِِِِِ
 و  م    و  ىم  .

    .م     م  إ  ف   لآ   تص  عض   حد   ى   ي      م  عض    م    إ    قت ن  حد م     ي   . 5
 ث .ــحـــــوامش البــــــه
 . 193   ف  س :  ي     :   ص ح   ف  ف     ض       ب   ومت  ض   وع         ف    م    -1
فئ ( ي   ِِِِِِِِِِِ  : ل ِِِِِِِِِِِ ي    ض ِِِِِِِِِِِ      ِِِِِِِِِِِ ى مِِِِِِِِِِِ ف   52فيِِِِِِِِِِِ  ن  لاع ِِِِِِِِِِِ  :  -2   ويِِِِِِِِِِِ و     يِِِِِِِِِِِ  : ) م ِِِِِِِِِِِ ن فِِِِِِِِِِِ    ِِِِِِِِِِِدَّ
() ِِ ف ء  (  12/88:  ففِِِِِِِِ ِِدَّ ِِِِِِِِ    ِِ ِِ ن فِِِِِِِِ ِِ و  : ) م ِِِِِِِِ ِِ  :  ويِِِِِِِِ ِِ   فِِِِِِِِِِ  م    ي   ِِِِِِِِ ِِ  ء   تض ِِِِِِِِ ِِم ء  لاشِِِِِِِِ ِِ   عِِِِِِِِ   ِِِِِِِِِِ  فِِِِِِِِ

ِِ      تِِِِِِِِِِِِو ف   : ضِِِِِِِِِِِِ   مِِِِِِِِِِِِ      ِِِِِِِِِِِِ   لو     ِِِِِِِِِِِِ     م   ِِِِِِِِِِِِ  164/ 1 ى :  ِِِِِِِِِ  تِِِِِِِِِِِِ ن    ِِِِِِِِِِِِ    ي   ِِِِِِِِِِِِ  :   و  ِِِِِِِِِِِِدَّ
 .156/ 13    م     م ف  )فم  ( : 

 . 515/ 1:  ت ن       م ف  )ص  ( : ي       -3
 .193   ف  ف     ض       ب   ومت  ض   وع         ف    م   :  ح  صي     :  -4
5-   ِِ ِِ  ق  ِِِِِِِِ ( فِِِِِِِِ ِِ )مِ ا ِِِ ا  ﴿ل تمِِِِِِِِ ِِ   مِِِِِِِِ ِِ    ل  ضِِِِِِِِ ِِ   :   ﴾  صِِِِِِِِ ِِدي     ِِِِِِِِ ِِد  ول ِِِِِِِِ ِِِِِِِِ     ِِ ِِ    :  لاو  : ل  ِِِِِِِِ ِِ  لقِِِِِِِِ ث ثِِِِِِِِ

  ول ِِِِِِِِدي     ِِِِِِِِ   مقِِِِِِِِ   ضمِِِِِِِِتم ي    ضِِِِِِِِ   ل صِِِِِِِِ     عمِِِِِِِِ  لا   ِِِِِِِِ  مِِِِِِِِ      ِِِِِِِِ      ِِِِِِِِ    : ل  ِِِِِِِِ  متِِِِِِِِت مض  فِِِِِِِِ  مضِِِِِِِِ
 نَّ  ِِِِِِِِِِ َّ   بصِِِِِِِِِِ  ;     ِِِِِِِِِِل صِِِِِِِِِِ     عمِِِِِِِِِِ  لا   ِِِِِِِِِِ  مِِِِِِِِِِ      ِِِِِِِِِِ         ِِِِِِِِِِن : ل  ِِِِِِِِِِ  متِِِِِِِِِِت مض  فِِِِِِِِِِ    م :   ضِِِِِِِِِِ  

  ِِ ِِ    ضِِِِِ ِِ  يضِِِِِ ِِ   إ  مِِِِِ ِِ   لا يضِِِِِ ِِِِِ     ِِ ِِ  حِِِِِِِ     تبعِِِِِ ِِ    ف ِِِِِ ِِِِِ     ِِِِِِِ     ِِ ِِ   عِِِِِ ِ عِِِِِ   ِِِِِِِ   ِِ ِِ   لا صِِِِِِِ   :     فِِِِِ ي   ِِِِِ
 . 89/ 4      و   ي ن  ضم و فى :  : 
  و  م  ِِِِِِِِِِِِِ  فِِِِِِِِِِِِِ  عضِِِِِِِِِِِِِ     ض ِِِِِِِِِِِِِ   3/229ي   ِِِِِِِِِِِِِ  :     ِِِِِِِِِِِِِ   عِِِِِِِِِِِِِ  ح ِِِِِِِِِِِِِ  ق  ِِِِِِِِِِِِِ  م    ت  يِِِِِِِِِِِِِ   ض م  ِِِِِِِِِِِِِ ى :  -6

 .1/272و    ع   :   تي ض  : 
 . 52       :  م  ف      ب     و  ض 1/177      ت  ج : ي     :  لاص   ف         -7
 . 122  3/119   2/340 ضم  ف :   ضي     :   م ت -8
 . 122   3/119   2/340  مصد   فت  :  :  ي     -9

 )     مش( . 160/ 2       :     ص     :  ي     -10
 .  124        :  ش ح ق      د     327/  1ش ح لت ي    ف   د     م    :  :  ي     -11
 . 5/98 ت ن       م ف  ) قص  ( :  -12
 . 82م ى        ف   ء م مد  و س قض ى  :  -13
ِِد و    174/ 1  ِِِِِِِِِِِِِِِ    صِِِِِِِِِِِِِِِ ح     ف ِِِِِِِِِِِِِِِ ن و   ضِِِِِِِِِِِِِِِ    ضت ِِِِِِِِِِِِِِِ و   :  : ي   ِِِِِِِِِِِِِِِ  -14   ت  يفِِِِِِِِِِِِِِِ     ف   ِِِِِِِِِِِِِِِ   م مِِِِِِِِِِِِِ

 .33     ت  : 
 .115/ 1ي           ص  ح     ف  ن و   ض   :  -15
     لمِِِِِِِِِِِ     ِِِِِِِِِِِ       ثِِِِِِِِِِِ    ب ق ِِِِِِِِِِِ  ف ِِِِِِِِِِِ  :   ت يِِِِِِِِِِِي    و لاعِِِِِِِِِِِت  ف و لا  ِِِِِِِِِِِ   158   ض ِِِِِِِِِِِ    ض فِِِِِِِِِِِ ى :  :ي   ِِِِِِِِِِِ  -16

   مصد   فت  و  صف    فت  .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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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ف و    ض  ي  لا          ف ى :  :ي     -17
 . 52/10   23/43ي     : ش ح           م     ض   م  :  -18
 . 13/ 33     مي  :           م    لا    ي     :  -19
 . 179  ف و    ض  ي  : : ي       -20
شِِِِِِِِِِِ ح   تصِِِِِِِِِِِ ير و    3/1651ل ضِِِِِِِِِِِ ر   م  صِِِِِِِِِِِد و  متِِِِِِِِِِِ      ِِِِِِِِِِِ ح     ِِِِِِِِِِِ    ِِِِِِِِِِِ  م  ِِِِِِِِِِِ   ضمِِِِِِِِِِِ  فى :  ي   ِِِِِِِِِِِ  : -21

 . 765/ 2عض    ت ض ر     د  لا   ى: 
 .78 ع       دوف  ض م    : ي     :  -22
  2/78   ص    :  ي     : -23
 . 52/ 2: ي    : ش ح   مفص  لا    ع ش -24
 . 122   2/52 ت   عي  ي  :  ي     : -25
 . 2/52ش ح   مفص  لا    ع ش :  ي     :  -26
ِِي  ي  :  -27 ِِ   عِِِِِِِِِ ِِ   تِِِِِِِِِ ِِ ش :  و 2/122ي   ِِِِِِِِِ ِِ   عِِِِِِِِِ ِِ  لا ِِِِِِِِِ ِِ   مِِِِِِِِِِِِ       و  2/52شِِِِِِِِِِِِ ح   مفصِِِِِِِِِ شِِِِِِِِِِِِ ح فِِِِِِِِِِِ    مِِِِِِِِِ

 . 2/304 م    ى  م    تي ض  : 
ومِِِِِِِِِِ  ل ض  ِِِِِِِِِ  مِِِِِِِِِِ  ق يِِِِِِِِِِِ  إلا   ﴿ومِِِِِِِِِ   ِِِِِِِِِِ     متِِِِِِِِِ     : وقِِِِِِِِِِ ع    ِِِِِِِِِ   مِِِِِِِِِِ      ِِِِِِِِِِ       عِِِِِِِِِب     فِِِِِِِِِِ    ِِِِِِِِِ   -28

ِِ    ﴿(   لو  عتمِِِِِِِِِد  عضِِِِِِِِِ  وصِِِِِِِِِف   ِِِِِِِِِ   4) عِِِِِِِِِ       ىِِِِِِِِِ  : ﴾و  ِِِِِِِِِ   تِِِِِِِِِ    م ضِِِِِِِِِ    ِِ   فِِِِِِِِِفي ِِِِِِِ     ِِِِِِِِِ  لمِِِِِِِِِ  حوِِِِِِِ
ِِد  ن:  ﴾لمِِِِِِِِِِِ ل  ِِِِِِِِِ      ِِ ِِ  :إ(  5-4) عِِِِِِِِِ ِِ  ي   ِِِِِِِِِ ِِِِِِِِِ    ِِ ِِ ر   م  صِِِِِِِِِِِِد و    2/332لتِِِِِِِِِِِِ ي    ف   ِِِِِِِِِِِد :   ِِِِِِِِِِِِ   يِِِِِِِِِ ل ضِِِِِِِِِ

  .2/303ش ح  م    ى  م  :  ف  و م       م    2/704و  مت       ح           م     ضم  فى : 
 . 2/332:    وش ح لت ي  2/122ي     :  ت   عي  ي  :  -29
 . 2/332:  ش ح لت ي و    1/214  و   ص    : 2/122 ت   عي  ي  :  :  ي     -30
 . 333/ 2:  ش ح لت ي و    2/20ي     : ش ح   مفص  لا    ع ش :  -31
 . 1/214   ص    :  :  ي     -32
 . 2280/ 5د    ح لت ي    ف   د         ى ش : لم يد      ع: ي       -33
 . 2280/ 5  مصد   فت  : : ي       -34
 . 184 ت  ل   ف    ضت يض  :  :ي     -35
  ضِِِِِِِِِِِ و      ِِِِِِِِِِِ  ي  ومف  م ِِِِِِِِِِِ   ِِِِِِِِِِِد      ِِِِِِِِِِِ يي    ِِِِِِِِِِِ      و    2/42شِِِِِِِِِِِ ح   مفصِِِِِِِِِِِ  لا ِِِِِِِِِِِ   عِِِِِِِِِِِ ش :  : ي   ِِِِِِِِِِِ  -36

 . 455   ص  ر    دوف : 
 .226/ 2   ص    :  -37
 . 226/ 2  مصد   فت  :  :ي     -38
 . 226/ 2  مصد   فت  : : 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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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6/ 2  مصد   فت  : : ي       -40
 . 226/ 2  مصد   فت  : : ي       -41
 18  و   ِِِِِِِِِِِ     فِِِِِِِِِِِ  عضِِِِِِِِِِِ    تصِِِِِِِِِِِ ي  لا ِِِِِِِِِِِ       ِِِِِِِِِِِ :434/  4شِِِِِِِِِِِ ح   مفصِِِِِِِِِِِ  لا ِِِِِِِِِِِ   عِِِِِِِِِِِ ش : : ي   ِِِِِِِِِِِ  -42

. 
 . 18  و  مصد   فت   :  434/  4  مصد   فت  : : ي      -43
 .4/435     ع شش ح   مفص  لا: ي       -44
 .70/  1  وش ح ش                 ض ض  :  4/34ي     : ش ح   مفص  لا    ع ش  -45
 . 3/164مص ف      يي   :   م    د وس     ب   : ي       -46
 . 165/  3  مصد   فت  : : ي       -47
 .3/294ي     : ش ح     ع ي  عض            م    :  -48
49- :  ِِ ِِ  :  ي   ِِِِِِ ِِ  م  ِِِِِِ ِِِِِِ    ِِ ِِِِِِ      ِِ ِِ  عضِِِِِِ ِِر  عم  ِِِِِِ ِِ  ع  و  4/61لوضِِِِِِ ِِ  ع يِِِِِِ ِِ ح   ِِِِِِ ِِ  : شِِِِِِ ِِ  م  ِِِِِِ ِِِِِِ    ِِ ِِِِِِ      ِِ ضِِِِِِ

3/294 . 
 . 3/294  :   مصد   فت   4/61و  مصد   فت   :  ي     -50
 . 4/112      ف  وب س حت  :     : ي       -51
 . 5/2238  ل      ض   م   ت ن       لا   ح  ن  لا د ت  :  :  ي     -52
 5/2238  مصد   فت  : :  ي     -53
 .4/108      ف  :      :  ي     -54
 .4/108  مصد   فت  : :  ي     -55
 .4/108  مصد   فت  : :  ي     -56
 .4/108:  مصد   فت  : ي       -57
 .4/108  مصد   فت  :: ي       -58
 .4/105  مصد   فت  :: ي       -59
 .4/115  مصد   فت  :: ي       -60
 .4/115  مصد   فت  :: ي       -61
 .2/260ش ح   تص ير عض    ت ض ر :  :  ي     -62
 .2/260  مصد   فت  :: ي       -63
 .2/259  مصد   فت  : :ي     -64
 .2/259  مصد   فت  : :  ي     -65
ِِ       ِِِِِِِِِِِِِِِ  م  ِِِِِِِِِِِِِِِ  : : ي   ِِِِِِِِِِِِِِِ   -66 ِِِِِِِِِِِِِ     ِِ ِِ ر :  3/1357شِِِِِِِِِِِِِِِ ح       ِِِِِِِِِِِِِ   وشِِِِِِِِِِِِِِِ ح   تصِِِِِِِِِِِِِِِ ير عضِِِِِِِِِِِِِِِ    ت ضِِِِِِِِِِِِِ

2/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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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61ي     :  ش ح   تص ير عض    ت ض ر :  -67
 .2/261  مصد   فت  :: ي       -68
 .2/259  مصد   فت  :: ي       -69
 .2/261  مصد   فت  :: ي       -70
 .3/293  وش ح     ع ي  عض  ل         م    :  114:    ضم  ف      ب  ي     :  -71
  ول ضِِِِِِِِِِِِِِِِِِِ ر  3/1375  وشِِِِِِِِِِِِِِِِِِِ ح       ِِِِِِِِِِِِِِِِِِِ     ِِِِِِِِِِِِِِِِِِِ     :  1/365 لاصِِِِِِِِِِِِِِِِِِِ   فِِِِِِِِِِِِِِِِِِِ      ِِِِِِِِِِِِِِِِِِِ  :  ي   ِِِِِِِِِِِِِِِِِِِ  : -72

 . 3/1141  م  صد و  مت       ح ل         م    
 . 3/253 م       م  ف  ش ح  م    ى  م  :  ي     : -73
ِِ ِِِِِِِِِِِِ  ي تِِِِِِِِِِِِ    -74 ِِد و ف   ِِِِِِِِِِ ِِي    وقِِِِِِِِِِ ِِ       ِِِِِِِِِِِِ   ن  ض  يِِِِِِِِِِِِ      ِِِِِِِِِِِِ  م ِِِِِِِِِِ   وشِِِِِِِِِِِِ ح  1/126  ء : فِِِِِِِِِِِِ   فِِِِِِِِِِِِ  : م ِِِِِِِِِِ

 . 12/651و ت ن       :    2/399لت ي   
  259   258م مِِِِِِِِِِِِِد  ِِِِِِِِِِِِِ    فِِِِِِِِِِِِِ     ِِِِِِِِِِِِِ       ي و  ِِِِِِِِِِِِِ  :       ض ِِِِِِِِِِِِِ ع  فِِِِِِِِِِِِِ    ضِِِِِِِِِِِِِ و   ىِِِِِِِِِِِِِي   ِِِِِِِِِِِِِ  : مِِِِِِِِِِِِِ    -75

ِِي      ِِِِِِِِِِ يو لا تصِِِِِِِِِِ   مِِِِِِِِِِ    ِِد م لا صِِِِِِِِِِ   فِِِِِِِِِِ  متِِِِِِِِِِ       ِِِِِِِِِِ    ِِِِِِِِ ِِي    بصِِِِِِِِِِ يي  و   ِِِِِِِِِِ فيي  م مِِِِِِِِ ِِدي  يِِِِِِِِ ِِِِِِِِ    
 .634-2/633: ع د    ميد 

: فِِِِِِِِِِِِِ  متِِِِِِِِِِِِِ       ِِِِِِِِِِِِِ    ِِِِِِِِِِِِِي      ِِِِِِِِِِِِِ يي    بصِِِِِِِِِِِِِ يي  و   ِِِِِِِِِِِِِ فيي صِِِِِِِِِِِِِ   مِِِِِِِِِِِِِ   لا صِِِِِِِِِِِِِ    ت لا ي   ِِِِِِِِِِِِِ  : -76
2/633-634. 

 ِِِِِِِِِِِِي      و لا تصِِِِِِِِِِِِ   مِِِِِِِِِِِِ   لا صِِِِِِِِِِِِ   فِِِِِِِِِِِِ  متِِِِِِِِِِِِ       ِِِِِِِِِِِِ  1/126  ء : فِِِِِِِِِِِِي   ِِِِِِِِِِِِ  : م ِِِِِِِِِِِِ       ِِِِِِِِِِِِ   ن  ض -77
 .12/651:  و ت ن       : م ف  )ي  (  634-2/633 يي    بص يي  و    فيي  :     

ِِي     -78 ِِِِِِِِِِِ    ِِ ِِِِِِِِِِِ       ِِ ِِ  متِِِِِِِِِِِ ِِ   فِِِِِِِِِِِ ِِ   لا صِِِِِِِِِِِ ِِ   مِِِِِِِِِِِ ِِ  :  لا تصِِِِِِِِِِِ ِِ ي ي   ِِِِِِِِِِِ ِِ فيي   ِِِِِِِِِِِ ي    بصِِِِِِِِِِِِِ يي  و   ِِِِِِِِِِِ
:2/633-634.. 

 .634-2/633  مصد   فت  :: ي       -79
 .12/651ي     :  ت ن       م ف  )ي  ( :  -80
 .147في  ن   يد  -81
 .12/651ي     :  ت ن       م ف  )ي  ( : -82
ِِ  ل   يِِِِِِِِِ   -83 ِِِِِِِ   ِِ ِِ   مِِِِِِِ ِِ  ي   ِِِِِِِ ِِ   ب  ِِِِِِِ ِِ  و  109  ِِِِِِِِِدي  ن :  : ِِِِِِِ ِِي ى يِِِِِِِ ِِ ن  صِِِِِِِ ِِ  ف ِِِِِِِ ِِ    و     يِِِِِِِ ِِ    :ي   ِِِِِِِ  تِِِِِِِ
 .53   دف ف    ض   لا   عيد  : و    3/566 ي  : عي

84-   ِِ ِِ  :ي   ِِِِِِِِِِِِِ ِِ 2/148:   م تضِِِِِِِِِِِِِ ِِ   فِِِِِِِِِِِِِِِ      ِِِِِِِِِِِِِ ِِ  شِِِِِِِِِِِِِِِ ح  3/486  :  و لاصِِِِِِِِِِِِِ ِِ  فِِِِِِِِِِِِِ   و  تِِِِِِِِِِِِِِِ يي  و  ت ميِِِِِِِِِِِِِ
ِِ ن  لا د تِِِِِِِِِِ  :  ِِ ي  لا ِِِِِِِِِِ  ح ِِِِِِِِ ِِ     تتِِِِِِِِ ِِ  9/306كتِِِِِِِِ ِِ ي    ف   ِِِِِِِِِِد   ِِِِِِِِ ِِد   ِِِِِِِِِِ ح لتِِِِِِِِ ِِ ش :   ولم يِِِِِِِِِِد      عِِِِِِِِ      ىِِِِِِِِ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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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6 ي  :    تِِِِِِِِِِِِِِِ   عِِِِِِِِِِِِِِِي 288 ض ضيِِِِِِِِِِِِِِِ   ِِِِِِِِِِِِِِِ  لحمِِِِِِِِِِِِِِِد   ف   يِِِِِِِِِِِِِِِدى :      ىمِِِِِِِِِِِِِِِ  فِِِِِِِِِِِِِِِ      ِِِِِِِِِِِِِِِ  : ي   ِِِِِِِِِِِِِِِ  -85
 .3/476و لاص   ف        : 

  وشِِِِِِِِِِِِِِ ح  53و    ِِِِِِِِِِِِِِدف فِِِِِِِِِِِِِِ    ض ِِِِِِِِِِِِِِ  :  3/476  و لاصِِِِِِِِِِِِِِ   فِِِِِِِِِِِِِِ      ِِِِِِِِِِِِِِ  :  2/148  م تضِِِِِِِِِِِِِِ  :: ي   ِِِِِِِِِِِِِِ   -86
 2/45  تص ير عض    ت ض ر : 

 ــــع :مراجـــــادر والــــــالمص
   .ِِ يِِِِِِِِِِِِِ ِ   ن   ِِِِِ ِ   •
• ِِ ِِِ(   ل  يِِِِِِِِِِق 745لا ِِِِِِِِِِ  ح ِِِِِِِِِِ ن  لا د تِِِِِِِِِِ  )           ل ِِِِِِِِِِ     ضِِِِِِِِِِ   مِِِِِِِِِِ   تِِِِِِِِِِ ن    ِِِِِِِِ   عِِِِِِِِِِوشِِِِِِِِِِ ح وف   :  ِِِِِِِِ

ِِ  ى   ِِِِِِِِ     ِِ ِِ      موتبِِِِِِِِ ِِ ن ع ِِِِِِِِِِد   تِِِِِِِِ ِِ  :  مضِِِِِِِِ ِِد   م    ِِِِِِِِ ِِ ن م مِِِِِِِِ ِِ  ع مِِِِِِِِ ِِِ  1418   1   ِِِِِِِِِِ       ط –:   ِِِِِِِِ ِِِِِِِِ - 
1998.   

ِِِ (   ل  يِِِِِِِِِق 316لا ِِِِِِِِِ   وِِِِِِِِِ   ِِِِِِِِِ    تِِِِِِِِِ  ج )     لاصِِِِِِِِِ   فِِِِِِِِِ      ِِِِِِِِِ   • ِِِِِِِ    ِِ ِِي    فتضِِِِِِِِِ    متعتِِِِِِِ ِِد    تِِِِِِِ : ع ِِِِِِِ
  ي و  ف.  . –    ن      ع    

   ف     ت ِِِِِِِِِِِ ون     ِِِِِِِِِِِِ ( 672 ِِِِِِِِِِِ  م  ِِِِِِِِِِِ     ِِِِِِِِِِِ      ى ِِِِِِِِِِِ    )    ِِِِِِِِِِِ  ع ِِِِِِِِِِِد       ِِِِِِِِِِِ  م  ِِِِِِِِِِِ    م مِِِِِِِِِِِد ل   ِِِِِِِِِِِ   •
 .ف.  .

  م  ِِِِِِِِِِِ ع عضِِِِِِِِِِِ   ِِِِِِِِِِِ مش  لا صِِِِِِِِِِِ   فِِِِِِِِِِِ  د  م مِِِِِِِِِِِد م يِِِِِِِِِِِ    ِِِِِِِِِِِدي  ع ِِِِِِِِِِِد    ميِِِِِِِِِِِ لا تصِِِِِِِِِِِ   مِِِِِِِِِِِ   لا صِِِِِِِِِِِ    •
 ِِ ِِ فيي   متِِِِِِِِِِ ِِي      ِِِِِِِِِِِِ يي    بصِِِِِِِِِِِِ يي  و   ِِِِِِِِِِ ِِ  ى )         ِِِِِِِِِِِِ    ِِِِِِِِِِ ِِِ ( 577لا ِِِِِِِِِِِِ     ِِِِِِِِِِِِ    لا بِِِِِِِِِِ ِِِِِِِِِِ    ِِ     موتبِِِِِِِِِِ

   ( 2003 - ِ  1424  ) 1   ص ي  ط
ِِر   متِِِِِِِِ     • ِِ  م  ِِِِِِِِ    لا ِِِِِِِِ  م مِِِِِِِِد  مِِِِِِِِ     ِِِِِِِِدي   ِِِِِِِِ    ِِِِِِِِ   )   للوضِِِِِِ  ِِِِِِِِِ (  ل  يِِِِِِِِق :  671 ِِِِِِِِ  ل   ِِِِِِِِ    ِِِِِِ

   ع    ف     ف    ض ب ع  و      و  ت  ي    ف .   .ي عف     خ م مد   ب
ِِ يي  و  ت ميِِِِِِِِِ • ِِ ي      تِِِِِِِ ِِ  شِِِِِِِِِ ح  تِِِِِِِِِ     تتِِِِِِِ ِِ ن  لا د تِِِِِِِِِ    ل  يِِِِِِِِِق   فِِِِِِِ ِِد ت   حتِِِِِِِِِ    ِِِِِِِِِد وى : لا ِِِِِِِِِ  ح ِِِِِِِ ِِِِِِِ  

 ف.  .   1  ف      ض   فم ق   ف        لش يض     ط
ِِد      • ِِ  ع ِِِِِِِِ ِِد  ِِِِِِِِ ِِد   م مِِِِِِِِ ِِ    م  صِِِِِِِِ ِِد ول ميِِِِِِِِ ِِ ي    ف   ِِِِِِِِ ِِق لتِِِِِِِِ ِِ    ل  يِِِِِِِِ ِِ      ى ِِِِِِِِ ِِِِِِِِ     ِِ ِِ  م  ِِِِِِِِ ِِد  :  ِِِِِِِِ م مِِِِِِِِ

   . 1967 - ِ  1387ف      ت       ب   ض ب ع  و          -ك م       
•    ِِ ِِ   ت  يفِِِِِِِِِِِ ِِ     ف   ِِِِِِِِِِِ ِِدفى      تِِِِِِِِِِِ ِِ ن   مىِِِِِِِِِِِ ِِ     حتِِِِِِِِِِِ ِِد عمِِِِِِِِِِِ ِِ  (    1975)     م مِِِِِِِِِِِ   ف      تِِِِِِِِِِِِِ     ضم ِِِِِِِِِِِ

   . 0032- ِ  1424  1  ط
ِِ  ء   لا ِِِِِِِِ   ِِِِِِِِ    • ِِم ء  لاشِِِِِِ ِِ  لعِِِِِِ ِِ يد  ِِِِِِِِ    ِِِِِِِِ    تض ِِِِِِِِ   فِِِِِِِِ  م  فِِِِِِ ِِد    ِِِِِِِِ  عِِِِِِِِ    ِِِِِِِِ  عِِِِِِ    تِِِِِِِِ   ِِِِِِِِ  ع ِِِِِِ

ِِِ(  ع ِِِِِِِِِِ   ت ل  ِِِِِِِِِِ   395   تِِِِِِِِِِو ى )   ِِِِِِِِِِ  م ِِِِِِِِِِ  ن    ِِِِِِِِِِد ت   عِِِِِِِِِِ   حتِِِِِِِِِِ   ف   ضِِِِِِِِِِ س  ضد  عِِِِِِِِِِ   و  ت  مِِِِِِِِِِ  :  ِِِِِِِِ
   . 1996 2فم ق   ط–و      

ِِد    • ِِ ي    ف   ِِِِِِِِ ِِ ح لتِِِِِِِِ ِِد   ِِِِِِِِ ِِد      عِِِِِِِِ ِِ  لم يِِِِِِِِ ِِف  ِِِِِِِِ ِِ  ي عِِِِِِِِ ِِد  ِِِِِِِِ ِِ ى   م مِِِِِِِِ ِِ    مصِِِِِِِِ ِِدي     ضِِِِِِِِ ِِِِِِِِ    ِِ ِِد م ِِِِِِِِ لحمِِِِِِِِ
ِِ      ىِِِِِِِِِِ ش )    م ِِِِِِِِِِ   ِِِ (  ف  عِِِِِِِِِِ 778و    ِِِِِِِِ ِِق ِِِِِِِِ ِِ   :   ول  يِِِِِِِِ ِِ    ول ِِِِِِِِ ِِد فِِِِِِِِ ِِد ت   عضِِِِِِِِِِ  م مِِِِِِِِ ِِت     ِِِِِِِِ     ي لاعِِِِِِِِ

   . 2007 - ِ  1428 1ف     ت    ض ب ع  و      و  ت  ي          ط



 م. د.  كاظم ابراهيم عبيس السلطاني                  الحكم النحوي  الاقتصار على أحد الجائزين في إثبات        
 
 

 

 

ِِ وى )   • ِِ   لا  ِِِِِِِِِِِ ى    ِِِِِِِِ ِِ  لحمِِِِِِِِِِِد  ِِِِِِِِ ِِ   م مِِِِِِِِِِِد  ِِِِِِِِ ِِ  لا ِِِِِِِِِِِ  م صِِِِِِِِ ِِ ي    ض ِِِِِِِِ ِِق  ِِِِِِِِِِِِ ( 370ل ِِِِِِِِ م مِِِِِِِِِِِد  : ل  يِِِِِِِِ
   . 2001   1 ي و    ط –  ت  ث     ب   ع ض م ع    ف   إح  ء

•     ِِ ِِد و  متِِِِِِ ِِدي   ِِِِِِِِ  عضِِِِِِِِ    مِِِِِِِِ  فى   مصِِِِِِِِ ى  ل ضِِِِِِِِ ر   م  صِِِِِِ ِِد  ِِِِِِِِد    ِِِِِِ ِِ    ِِِِِِِِ  م  ِِِِِِِِ  لا ِِِِِِِِ  م مِِِِِِ  ِِِِِِِِ ح ل   ِِِِِِ
ِِض م ن   ف     ف ِِِِِِِِِِِِِ      بِِِِِِِِِِِِِ    ط 749)   ِِِ (  شِِِِِِِِِِِِِ ح ول  يِِِِِِِِِِِِِق : ع ِِِِِِِِِِِِِد   ِِِِِِِِِِِِِ حم  عضِِِِِِِِِِِِِ  عِِِِِِِِِِِ ِِِِِِِِِِِ 1   1428  ِِِِِِِِِِِِِِ - 

2008 .   
ِِ م   • ِِ ف      يي ِِِِِِِِِِِِِِ  )     ِِِِِِِِِِِِِِد وس     ب ِِِِِِِِِِِِِِ     ِِِِِِِِِِِ ِِ     صِِِِِِِِِِِِِِ ي     يِِِِِِِِِِِِِِ و   ط 1364مصِِِِِِِِِِِ    28 ِِِِِِِِِِِِِِِ(     موتبِِِِِِِِِِِ

1414  ِ -1993 .   
  ِِِِِِِِِِد ت   ف ِِِِِِِِِِ    ِِِِِِِِِِدي  قبِِِِِِِِِِ و     :  ِِِِِِِِِِِ( ل  يِِِِِِِِِِق 175ض ضيِِِِِِِِِِ   ِِِِِِِِِِ  لحمِِِِِِِِِِد   ف   يِِِِِِِِِِدى )     ىمِِِِِِِِِِ  فِِِِِِِِِِ      ِِِِِِِِِِ     •
   . 1993- ِ  1414  5ط
•   (  ِِِِِِِِِِِ    ِِ ِِ ن  ِِِِِِِِِ ِِتر ع مِِِِِِِِِ ِِ     لا ِِِِِِِِِِِ    فِِِِِِِِِ ِِِ(      ي 392   صِِِِِِِِِ ِِ     ط ِِِِِِِِِ ِِ   ض تِِِِِِِِِ ِِ    مصِِِِِِِِِِِ ي      مِِِِِِِِِ .ف  4ئِِِِِِِِِ

.  . 
   . 1993 - ِ 1414    ن    –في  ن  لاع    ف   ص ف    ي و   •
ِِ   لاعضمِِِِِِِِ   ضم   عِِِِِِِِ    • ِِيض  متعتِِِِِِ ِِ    عضِِِِِِِِ     تِِِِِِ ِِد     ِِِِِِ ِِب   وقِِِِِِ ِِ    شِِِِِِِِ ح  وضِِِِِِ ِِ  ل ِِِِِِِِ   ب  ِِِِِِ ِِ  ن عمِِِِِِِِ   ِِِِِِ فيِِِِِِ

   . 1998- ِ  1419 1   ي و      ن  ط
  ي و    ف .  . –ف   ص ف   –في  ن   يد     ب     •
 ِِِِِِِِِِِِ ( ل  يِِِِِِِِِِِق :   ِِِِِِِِِِِ        تِِِِِِِِِِِ م       ف     ف ِِِِِِِِِِِ     384)    عِِِِِِِِِِِ       ِِِِِِِِِِِدوف   عضِِِِِِِِِِِ   ِِِِِِِِِِِ  و تِِِِِِِِِِِ     مِِِِِِِِِِِ     •

 عم ن   ف.  .
•   (  ِِ ِِ     ِِِِِِِِِدي   ِِِِِِِِِ       ِِِِِِِ ِِ     فِِِِِِِِِ  عضِِِِِِِِِ    تصِِِِِِِِِ ي    لا ِِِِِِِِِ  عمِِِِِِِِِ و  مِِِِِِِ ِِق : حتِِِِِِِِِ   646   ِِِِِِِ ِِِ(   ل  يِِِِِِِ ِِِِِِِ 

   . 1995 - ِ 1415   1 حمد ع م ن     موتب    مو     ط
م  ِِِِِِِِِ   لا ِِِِِِِِِ  ع يِِِِِِِِِ    ع ِِِِِِِِِِد    ِِِِِِِِِ  ع ِِِِِِِِِد   ِِِِِِِِِ حم      يضِِِِِِِِِ     مِِِِِِِِِِد      ِِِِِِِِِ    ع يِِِِِِِِِ  عضِِِِِِِِِ  ل   ِِِِِِِِِِ   ِِِِِِِِِ شِِِِِِِِِ ح  •

ِِِ ( ل  يِِِِِِِِِِِِِِق 769  مصِِِِِِِِِِِِِِ ى )   ِِِِِِِِِِِِ  : ِِ ِِد   م مِِِِِِِِِِِِِِد م يِِِِِِِِِِِِ ِِدي  ع ِِِِِِِِِِِِِِد    ميِِِِِِِِِِِِ    20   ِِِِِِِِِِِِِِ       ط  ف     تِِِِِِِِِِِِِِ  ث     ِِِِِِِِِِِِ
1400  ِ -1980 .   

  لاع م   .ف.  . ِ ( م ق     بو   1421   م      م مد    ص  ر      مي  )   ش ح ل      •
  ِِِِِِِِِد ت   ع ِِِِِِِِِد :  ِِِِِِِِِ  م  ِِِِِِِِِ     ِِِِِِِِِ      ى ِِِِِِِِِ      ل  يِِِِِِِِِق  م مِِِِِِِِِد  ِِِِِِِِِ  ع ِِِِِِِِِد    ىمِِِِِِِِِ     ِِِِِِِِِدي     شِِِِِِِِِ ح  لتِِِِِِِِِ ي  •

ِِ ن   ط ِِ  و لاعِِِِِِِِ ِِ  و  ت  يِِِِِِِِ ِِ  و    ِِِِِِِِ ِِ   ض ب عِِِِِِِِ ِِ ن    ىِِِِِِِِ ِِدوى   م تِِِِِِِِ ِِد  ِِِِِِِِ ِِد ت   م مِِِِِِِِ ِِيد و  ِِِِِِِِ ِِ حم    تِِِِِِِِ ِِِِِِِِ  1   1410 
 ِ -1990 .   
 ِِِِِِِِِِِ ( ف      تِِِِِِِِِِ     ضم ِِِِِِِِِِ   905 لا  ِِِِِِِِِِ ى)     ِِِِِِِِِِ  ع ِِِِِِِِِِد     ِِِِِِِِِِد  ض ِِِِِِِِِِ خ شِِِِِِِِِِ ح   تصِِِِِِِِِِ ير عضِِِِِِِِِِ    ت ضِِِِِِِِِِ ر    •
   .2000- ِ  1421  1    ن   ط   ي 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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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 فى )   • ِِ    ضِِِِِِِِِِِ    ِِِِِِِِِِِدي   لا  ِِِِِِِِِ ِِِِِِِِِ       ِِ ِِِِِِِِِ       ِِ ِِ ح شِِِِِِِِِ ِِق 686شِِِِِِِِِ ِِِ (   ل  يِِِِِِِِِ م مِِِِِِِِِِِد    فِِِِِِِِِِِ     :  ِِِِِِِِِ
   . 1975 - ِ 1395    ن  –ول  ون   ف      ت     ضم    ي و  

ي عِِِِِِِِِف  ِِِِِِِِ  لحمِِِِِِِِِد  ِِِِِِِِ  ع ِِِِِِِِِد     ِِِِِِِِِ  ي عِِِِِِِِف   ِِِِِِِِِ    ِِِِِِِِِ   شِِِِِِِِ ح ق ِِِِِِِِِ     ِِِِِِِِد  وبِِِِِِِِِ    صِِِِِِِِِد    ع ِِِِِِِِد    ِِِِِِِِِ   •
   . 1963- ِ  1383 11        ط  –م مد م ي    دي  ع د    ميد : ل  يق  

  ل  يِِِِِِِِِق : ع ِِِِِِِِِِد  شِِِِِِِِِ ح       ِِِِِِِِِ     ِِِِِِِِِ        ىمِِِِِِِِِِ     ِِِِِِِِِدي  م مِِِِِِِِِد  ِِِِِِِِِِ  ع ِِِِِِِِِد    ِِِِِِِِِ  م  ِِِِِِِِِ     ِِِِِِِِِِ      ى ِِِِِِِِِ    •
   ف.  . 1  م     حمد   يدى     م              مو    مو م  ط

ِِِ (   قِِِِِِِِِد   ِِِِِِِِِ    ِِِِِِِِِد ت   لميِِِِِِِِِ   ِِِِِِِِِد      ِِِِِِِِِ     ف      تِِِِِِِِِ     ضم ِِِِِِِِِ   643شِِِِِِِِِ ح   مفصِِِِِِِِِ  لا ِِِِِِِِِ   عِِِِِِِِِ ش )    • ِِِِِِِ 
   . 2001 - ِ  1422  1   ي و        ن   ط

 395  مِِِِِِِِِِ     حمِِِِِِِِِِد  ِِِِِِِِِِ  فِِِِِِِِِِ  س )     صِِِِِِِِِِ ح   فِِِِِِِِِِ  ف ِِِِِِِِِِ    ض ِِِِِِِِِِ      ب ِِِِِِِِِِ  ومتِِِِِِِِِِ  ض   وعِِِِِِِِِِ      ِِِِِِِِِِ   فِِِِِِِِِِ    •
   . 1997 ِ  1418   1 ِ (   م مد عض    ض ن   ط

ِِ يي  ف • ِِ   ِِِِِِِِد      ِِِِِِ ِِ  صِِِِِِِِ  ر    ِِِِِِِِدوف      عِِِِِِِِ   ضِِِِِِِِ و      ِِِِِِِِ  ي  ومف  م ِِِِِِ ِِِِِِ       ِِِِِِِِ      ِِ ِِ    ِِِِِِِِ  م  ِِِِِِ عضِِِِِِِِ  ل   ِِِِِِ
   . 2001 - ِ  1421  ى م    لاع م      مدي     م       

ع ِِِِِِِِِِد    ِِِِِِِِِِ     تِِِِِِِِِِي      صِِِِِِِِِِ  و :   ل  يِِِِِِِِِِق (  ِِِِِِِِِِِ  458)      ِِِِِِِِِِدف فِِِِِِِِِِ    ض ِِِِِِِِِِ  لا ِِِِِِِِِِ     تِِِِِِِِِِ   ِِِِِِِِِِ  عِِِِِِِِِِيد   •
 .   1993 - ِ  1413   1ط    عد  ن    م مد       

ِِ  ن    تِِِِِِِِو ى    • ِِ   ِِِِِِِِ  م ِِِِِ ِِ يد  ِِِِِِِِ    يِِِِِ ِِ    ِِِِِِِِ  عِِِِِ ِِد    ِِِِِِِِ  عِِِِِ ِِ   ِِِِِِِِ  ع ِِِِِ ِِ   ِِِِِِِِ      تِِِِِ ِِ و    ض  يِِِِِِِِ    لا ِِِِِ   فِِِِِ
   1 ىم عِِِِِِِِِِِِ    مد عِِِِِِِِِِِِي    )قِِِِِِِِِِِِ  (   طل  يِِِِِِِِِِِِق :    ِِِِِِِِِِِِ خ  يِِِِِِِِِِِِ      ِِِِِِِِِِِِ     متعتِِِِِِِِِِِِ      ِِِِِِِِِِِِ   لاعِِِِِِِِِِِِ م    ت   ِِِِِِِِِِِِ  

1412  ِ - 1992 .   
ِِي  ي  )    • ِِ   تِِِِِِِِ ِِ  ق  ِِِِِِِِِِِ    مض ِِِِِِِِ ِِ ن  ِِِِِِِِ ِِي  ي    عمِِِِِِِِِِ   ِِِِِِِِِِِ  ع مِِِِِِِِ ِِ   عِِِِِِِِ ِِق : ع ِِِِِِِِِِد   تِِِِِِِِِِِ    180كتِِِِِِِِ  ِِِِِِِِِِِِ ( ل  يِِِِِِِِ

   . 1988- ِ  1408   3م مد    ون   موتب       ى            ط
شِِِِِِِِِِِِ    إ  ل ِِِِِِِِِِِِد   و   ( ِِِِِِِِِِِِِ 1158ك ِِِِِِِِِِِِ    صِِِِِِِِِِِِ  ح     ف ِِِِِِِِِِِِ ن و   ضِِِِِِِِِِِِ     م مِِِِِِِِِِِِد  ِِِِِِِِِِِِ  عضِِِِِِِِِِِِ    ت ِِِِِِِِِِِِ و   )    •

   1ط    يِِِِِِِِِِ و  –  ِِِِِِِِِِد ت   عضِِِِِِِِِِ  فحِِِِِِِِِِ وج   موتبِِِِِِِِِِ     ِِِِِِِِِِ ن   شِِِِِِِِِِ ون  : وم    ِِِِِِِِِِ    ِِِِِِِِِِد ت    فيِِِِِِِِِِق    ىِِِِِِِِِِ    ل  يِِِِِِِِِِق
1996 .   

لا ِِِِِِِِِِ      عِِِِِِِِِِ  م مِِِِِِِِِِ ف  ِِِِِِِِِِ  وعيِِِِِِِِِِ ن  لاق ويِِِِِِِِِِ  فِِِِِِِِِِ  و ِِِِِِِِِِ     تأويِِِِِِِِِِ      ِِِِِِِِِِ   عِِِِِِِِِِ  ح ِِِِِِِِِِ  ق  ِِِِِِِِِِ  م    ت  يِِِِِِِِِِ   •
ِِد    م  ِِ  لحمِِِِِِِِِِِِِِ ِِ و  ِِِِِِِِِِِِِِ ِِعمِِِِِِِِِِِِِِ ِِ   538 ى )   ِِِِِِِِِِِِِِ ِِ       بِِِِِِِِِِِِِِ ِِِ (   ف      تِِِِِِِِِِِِِِ ِِ و   – ِِِِِِِِِِِِِِ ِِِ  1407   3ط   يِِِِِِِِِِِِِِ ِِِِِِِِِِِِِِ - 

1987 .   
 ِِِِِِِِِِِِ( ل  يِِِِِِِِِِِق : عِِِِِِِِِِِد  ن  1094   فِِِِِِِِِِِ ى )   يِِِِِِِِِِِ    ِِِِِِِِِِِ  م عِِِِِِِِِِِ     تِِِِِِِِِِِي       يمِِِِِِِِِِِ     ض ِِِِِِِِِِِ     لا ِِِِِِِِِِِ    ب ِِِِِِِِِِِ ء  •

 ف ويش وم مد   مص ى   متعت     ع       ي و  . ف .   .
ِِِ ( ف   صِِِِِِِِِ ف   يِِِِِِِِِ و     711 تِِِِِِِِِ ن    ِِِِِِِِِ     م مِِِِِِِِِد  ِِِِِِِِِ  موِِِِِِِِِ    ِِِِِِِِِ  عضِِِِِِِِِ   ِِِِِِِِِ  م  ِِِِِِِِِ    لا صِِِِِِِِِ  ى )    • ِِِِِِِ 
   . 1993 - ِ  1414  3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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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      تِِِِِِِِِ         ِِِِِِِِِ      يِِِِِِِِِ    ل  يِِِِِِِِِق : فِِِِِِِِِ    فِِِِِِِِ  س   لا ِِِِِِِِ    فِِِِِِِِِتر ع مِِِِِِِِِ ن  ِِِِِِِِِ    ِِِِِِِِ      ضمِِِِِِِِ  فِِِِِِِِِ      ب ِِِِِِِِِ   •
 .ف.  .

ح  ِِِِِِِِ  وقِِِِِِِِد   ِِِِِِِِِ      ِِِِِِِِِ ( 412مِِِِِِِِ   ىِِِِِِِِ    ض ِِِِِِِِ ع  فِِِِِِِِ    ضِِِِِِِِ و     م مِِِِِِِِد  ِِِِِِِِ    فِِِِِِِِ     ِِِِِِِِ       ي و  ِِِِِِِِ  )   •
دي     ِِِِِِِِِِ فى   ف       وبِِِِِِِِِِ      يِِِِِِِِِِ    ف.     و  ِِِِِِِِِِد ت   صِِِِِِِِِِ ح   ِِِِِِِِِِتِِِِِِِِِِووضِِِِِِِِِِ  ف   عِِِِِِِِِِ    ِِِِِِِِِِد ت    مضِِِِِِِِِِ ن ع ِِِِِِِِِِد   

.   
•     ِِ ِِ  ول   ع ِِِِِِِِ ِِ     ض ِِِِِِِِ ِِ  عضِِِِِِِِ ِِ  فِِِِِِِِ ِِ    م  ِِِِِِِِ ِِ   وِِِِِِِِ ِِِِِِِِ    ِِ ِِ حم   ِِِِِِِِ ِِد   ِِِِِِِِ ِِي ض  )      ِِِِِِِِ ِِدي    تِِِِِِِِ ِِِِِِِِ     ِِ ِِِِِِِِ 911 
   . 1998 - ِ  1418   1ل  يق : فت ف عض  م ص     ف      ت     ضم      ي و    ط  ( ِ
ِِ    يِِِِِِِِِ   ِِِِِِِِِ   يِِِِِِِِِ ف   فِِِِِِِِِ  ء )     ن آم ِِِِِِِِِ       ِِِِِِِِِ   • ِِِ ( 207لا ِِِِِِِِِ     يِِِِِِِ ِِ ل  : ل  يِِِِِِِِِق     ِِِِِِِ ِِد ي عِِِِِِِِِف    ىِِِِِِِ  حمِِِِِِِ

  ف.  . 1    ف     مص ي   ضتأ    و  ت  م  مص    طيول   
 - ِِِِِِِِِِِِِ  1408   2 ي ِِِِِِِِِِِِ    ف      فِِِِِِِِِِِِ      طقم ىِِِِِِِِِِِ   فِِِِِِِِِِِِ    ف  ِِِِِِِِِِِِ ء   م مِِِِِِِِِِِِد  و س قض ىِِِِِِِِِِِِ  وح مِِِِِِِِِِِِد صِِِِِِِِِِِِ ف   •

1988 .   
ِِد   م ِِِِِِِِِِ ف )    • ِِد  ِِِِِِِِِِ  ي يِِِِِِِِ ِِ     285  م تضِِِِِِِِِِ    م مِِِِِِِِ ِِ م    عِِِِِِِِ ِِ  ق عضِِِِِِِِ ِِد    ِِِِِِِِ ِِد ع ِِِِِِِِ ِِِ (   ل  يِِِِِِِِِِق : م مِِِِِِِِ ِِِِِِِِ 

  ي و  ف .   . -   ت   
ِِ  ل   ف ِِِِِِِِ  فِِِِِِِِ  •  ِِِِِِِِِ (    581    ِِِِِِِِ    لا ِِِِِِِِ      عِِِِِِِِ  ع ِِِِِِِِد   ِِِِِِِِ حم   ِِِِِِِِ  ع ِِِِِِِِد    ِِِِِِِِ   حمِِِِِِِِد   تِِِِِِِِ يض  )    تِِِِِِ

   . 1992 - ِ  1412   1 ي و    ط –ف      ت     ضم   
   ف.  . 15  (  ف     م     ط  1398          ف    وب س حت  )   •
  ل  يِِِِِِِِِِق :   تِِِِِِِِِِيد  ِِِِِِِِِِِ (  450    ِِِِِِِِِِ  و   يِِِِِِِِِِ ن   لا ِِِِِِِِِِ     تِِِِِِِِِِ  عضِِِِِِِِِِ   ِِِِِِِِِِ  م مِِِِِِِِِِد    ِِِِِِِِِِ ي     مِِِِِِِِِِ و فى )   •

    ي و          ف. .ع د    ح     ف      ت     ضم       ع د   م ص ف    
ع ِِِِِِِِِِِد    ميِِِِِِِِِِِد     ِِِِِِِِِِِد وى   : فِِِِِِِِِِِ  شِِِِِِِِِِِ ح  مِِِِِِِِِِِ    ى  مِِِِِِِِِِِ   ِِِِِِِِِِِ     ِِِِِِِِِِِدي    تِِِِِِِِِِِي ض  ل  يِِِِِِِِِِِق   مِِِِِِِِِِِ       مِِِِِِِِِِِ  •

 مص  ف . . –  موتب    ت   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