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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犹太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犹太教是世界

最早的一神教，它的“一神思想”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

影响。基督教虽然来源于犹太教，但最终与犹太教分离，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

宗教，并且逐步发展成欧洲社会的主导信仰体系，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本文旨在探讨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以及基督教

的犹太根源。全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犹太教的产生及其基本教义。虽然犹太教最初萌芽于亚伯拉

罕时期，但摩西被看作是犹太教的实际创始人。“摩西十诫”是犹太教最基本的教

义和教条，被视为犹太教诞生的标志。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包括“一神论"、“契约

观”、“特选子民”、“应许之地’’和“末世论”等。犹太教对保存犹太人的民族特

性、维护其民族凝聚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部分：探讨犹太社会的分化与基督教的兴起。希腊化运动和罗马的征服

导致了犹太社会的分化，犹太教裂变为各种不同的派别，其中艾赛尼派对基督教

的产生影响晟大。基督教的产生是不断吸收犹太神学、东方神秘主义宗教和希腊

罗马哲学思想的结果。文章着重分析了耶稣的神学思想，探讨了保罗在基督教兴

起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研究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

并且成为其经典的《旧约》部分。基督教虽然延续了犹太教的一部分教义，但它

和犹太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表现在：基督教对犹太教的教义、道德观、礼仪等

进行的一系列改新。

第四部分：从内因、外因两方面分析基督教和犹太教分离的原因。基督教与

犹太教在教义上的对立、对弥赛亚的不同认识、在礼仪上的差别、以及对罗马战

争的态度等都导致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最终分离。

第四部分：探讨基督教对自身犹太根源的认可。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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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Ve a11 know，CIlristiani够is one of the tllree m旬or religiollS in me、vorld，it haLs

an i11divisible co衄ection with Judaism．Judaism is the earliest tllorou曲monotheist

religion iIl tlle world，the monotheistic ideaLs of W11ich exerrted a伊eat innuence on the

bin：h a11d development of C¨stianit)，a11d Isl锄．Althou曲C¨Sti撕ty originated丘om

Judaism，it ultirIlately separated丘’om Ju越sm aIld bec锄e a brand-new religion，、)v：hich

伊adually deveIoped硫o a predomiIlant rel哂on a11d made a si鲥ficaIlt impact on the

civilization of tlle world．1Hs paper ponrays a picnlre of t11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ristiaIlit)r in relationsKp、Vitll Ju(1aism and explores tlle Je晰sh origins of Christiam够

Tllis p印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tl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tlle aIlalyses of the fomation of Judaism aS、ⅣeU器

tlle bausic religious teachings of Ju枥sm．The“tim stage of Ju捌sm couldbe廿aced

back t0 Abraham’but aCtually Moses w邪regarded aus t11e real creator of Ju捌sm，who

received The Ten Commandmems giVen by t11e God on Sinai Mountain．The Ten

Commalldments is the baSic religious beIiefs of Judaism，which si鲥fies tlle binh of

Judaism．“Monotheism”，“Covenant”，‘‘nle Chosen People”，“Tlle Promised Lalld”a11d

“eschatology’’are all the basic doct血es of Judaism．n is Judaism that plays a11

iIlestimable role in majmailling nationalidentit)，and in upholding national cohesion of

tlle Je“sh People．

The second paIrt probes into the disinte铲ation of Jewish societ)r a11d tlle rise of

Christi柚i够Hellellism and the conquest of Rom锄gaVe rise to tlle disinte伊ation of

Je谢sh socie吼aIld Judaism spIit into di旋rent sects，among wmch Essenes had quite a11

en’ect upon CMstianity．C“stianj吼ho、veVer，is not created oVernjght，but haS its deep

roots i11 tlle essence of Judaism，Oriental mysterious religions，Greek a11d Roman

philosophy．The alIthor also traces the life of Jesus and llis theologies．More emphaSes

are placed on meological theories of Paul and the key role Paul played in the rise of

CllristiaIli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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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住中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

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

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乖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袁或撰

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

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儆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

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i， ；j：7，≥j j。’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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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子硕士学住。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

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

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住论文(甄质文

本和电子文本)雕供公众检索、查溷。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

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

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住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远宣兰
20卅年6月仟曰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 』竺ij；主兰
20 l占年多月(多日







种文明既包括犹太宗教，同时又比宗教涉及的范围要广。戈施姆·司考勒姆

(GerShom Scholem)的著作《犹太教的弥赛亚观》①，主要研究“弥赛亚观’’在犹

太历史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犹太教以及犹太教的教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布瑞恩·兰卡斯特(B砒LaIlcaLster)
的《犹太教基础》②中，作者吸收通过运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和自己对犹太教的实

践，简明扼要地解释了犹太教信仰的各个方面。作者还论及了犹太教如何与现代

社会相适应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基督教起源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艾勒格如(A1legro J．M．)

的《死海故卷和犹太教的起源》③，分析了犹太教艾塞尼派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

作者认为早期基督教很可能来源于艾塞尼派或类似的团体。克瑞格(Craig C．T．)

的《基督教的起源》④和劳易斯(Loisy A．F．)的《基督教的诞生》@，则详细地叙

述了基督教产生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德维斯(Davies

W．D．)在其论著《基督教的起源和犹太教》@中，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基督教的根

源包括犹太教、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另外还分析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及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关系。 塞缪尔(S锄uel SaIldmel )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起源》④和

威廉·大卫(Willi锄DaVid DaVies)的著作《基督教的根源与犹太教》@，论述了

犹太教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犹太教对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作者还以翔实的材

料论证了基督教产生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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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①古今学者对耶稣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种说法是耶稣是兼有神人二性的上

帝之子，是世人的救主，这是基督教的正统教义。第二种说法是耶稣既非神亦非

人，是福音书作者有意塑造出的神话形象，日本的幸德秋水就是此种看法的代表，

他的著作《基督何许人也》属于基督抹杀论，他说：“基督耶稣不是历史上的真实

人物，而只是以古代神话的糟粕渣滓、残骸断础拼凑起来而成立的一个没有生命

的偶像而已。"②第三种看法是耶稣不是神而是人，是在历史上生活过的真实人物，

是基督教的伟大创始者。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的一生》就代表了这

样一批历史学者的见解。他认为耶稣是个真实而伟大的历史人物，功绩在于创建

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纯粹宗教”——基督教，同时耶稣又是个毫无神性的普通

人。@德国学者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表达了与勒南大致相同的观点。

上述专著尽管涉猎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许多方面，但深入详尽地阐述基督教

和犹太教分离的原因方面的著述很少。即使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也都散见于字

里行间，还没有系统性的专著，但它们为深入研究基督教和犹太教分离的原因提

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两种宗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内研究状况

由于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国内的宗教研究起步晚，再加上原始资料缺

乏等诸多因素，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几乎没有宗教方面的相关研究专著，仅有的

几本书也是翻译过来的，譬如[奥]考茨基著《基督教之基础》(杨浩等译，神州国

光社，1908年)，[英]罗伯逊著《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三联书店，1958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宗教方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批新一代学者开始

出现，他们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研究态度更加严谨，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涌

现了一些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

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①杨真：《基督教史纲》(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l页。
圆章德秋水：《幕督何许人也》，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欧内斯特·勒南：《耶稣的一生》，梁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解，从而在整体上深化主题。

3．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比较方法是具体论述过程中一

种十分常用的史学方法。本文通过对比基督教对犹太教的产生过程、基督教和犹

太教的教义、基督教在道德观和礼仪等方面对犹太教的继承与发展、基督教和犹

太教对“弥赛亚"的不同解释等方面来把握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

4、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第一，作为原始材料，《圣经》和《保罗

书信》无疑是最基本的参考文献，但各种相关论述往往散见于具体的著述中，必

须在庞杂的文本性材料中谨慎地细加剖析。第二，作为第二手材料，他人所作的

较为可靠的论述，如关于保罗和耶稣的相关性论述和专著，以及散见于报刊杂志

中的相关引证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第三，本课题的研究同样需要大量辅助性

的参考资料。



一、犹太教的产生及其基本教义

犹太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对自称为“雅

卫’’①(YHl】l『H)的“特选子民’’、负有上帝神圣使命的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已经渗入

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犹太教既表现为宗教观念、宗教文献和宗教仪式，也

表现为社会政治体制及文化习俗。早期犹太民族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与犹太教

的发展紧密相连、相随相伴的，“犹太民族是带着其一神信仰登上历史舞台的。犹

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几乎融为一体而无法分割，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精神纽带，

而犹太民族是犹太宗教传统的现实载体。’’g毫无疑问，犹太教就是古代以色列一

一犹太文明的核心和支柱，是其艰难逆境中永不枯竭的精神慰藉之源泉。正如张

倩红教授所说的：“犹太教在很多程度上及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主流

与特色。犹太教与民族文化及民族历史的同构奠定了它在犹太社会中无与伦比的

思想地位。不了解犹太教，就无法解读犹太文化。"@犹太教不仅在历史上对人类

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

和犹太教有莫大的渊源。犹太教的《圣经》就是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

因此了解犹太教不仅有助于了解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还

有助于了解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历史。

(一)犹太教的产生

犹太教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期，在原始社会多神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

神教，犹太教最早起源可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Abraham)。约在

①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以四个辅音字母YHvH来表示，读作“雅卫”，意思足“我足”(I踟或1 will

Be)。基督教继承希伯来《军经》之后，把上帝的名’孑误读为“耶和华”，犹太人根本就不认同这个称号，
现代新版基督教《圣经》已逐渐用“主”取代了“耶和华”的称谓。为遵循犹太人的传统，本文凡涉及上

帝的名字，一律采用“雅卫”的译法。参见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456．457页。

@周燮藩：《论什么足犹太教》，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页。
@张倩红：《犹太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9





确定了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等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期，恢复了由于长期流落异

国他乡而淡忘的宗教信仰，并使之成为规范以色列个人与社会生活、伦理关系、

道德实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律法体系。而且还制定了犹太教的基本的教义和教规，

使亚伯拉罕创立的一神信仰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摩西明确地将雅卫称

为“以色列的上帝”，这样雅卫也从原先亚伯拉罕时期的部落神上升为全体犹太人

的民族神，宗教信仰从此成为全体希伯来人的精神纽带。

人类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通过摩西在西奈沙漠“脱胎而生’’后，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犹太民族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犹太教也不断调整自身，

根据时代的要求变换新的形式，犹太教先后经历了圣经时代(The Biblical

Period)、前拉比时代(The Pre—Rabbinical Age)、拉比时代(The Rabbinical

Period)、中世纪(The Middle Ages)、过；!I芝时期(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解放时期(The Emancipation)和现代犹太教时期(Contemporary Judaism)∞等

发展阶段，如今它还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对于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张倩红这样评价：民族历史孕育了民族宗教，而

民族宗教又丰富了民族历史，为后者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滋养。’’圆

(二)犹太教的基本教义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产生和形成的犹太教，其宗教观念是不同时期各种教派

思想的积淀和集结，因此表现出繁复而驳杂的特点。在坚持独尊上帝雅卫的一神

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中关于“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和“应许之地”

(the Promised Land)的教义，以及犹太人与上帝之间订有契约，“末世论’’终

的观念等构成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和信条。

“一神”观念是犹太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代表了早期犹太文化最主要的成

就，是犹太文化的精髓之所在。犹太教把上帝雅卫奉为独一真神，绝对排斥他神

①幽句忙，伽已加 以出耙．vol-lO，Kcter Publishing Hou辩Ltd，Jemsalem，197l，pp．387-395

o张倩红：《犹太人》，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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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圣经》中记载：“以色列啊，你要听!雅卫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摩

西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这显然是犹太教“一神"观的主

要内容，强调了对上帝的绝对敬奉。在犹太教中上帝是维持宗教信仰、伦理道德、

和律法制度的绝对权威。然而，一神信仰并非犹太人有史以来就具有的，犹太先

民希伯来人也经历过多神信仰和自然崇拜的历史，犹太教的“一神”观念一经提

出就彻底否认了其他神祗的神圣性，排斥偶像崇拜，从而承认上帝的唯一性和绝

对性。犹太教“始终致力于用一神信仰来团结民众，为民族的发展指明方向，用

神学的观点来解释现实，指导成员适应现实，最终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固“一

神论"始终贯穿犹太人的宗教体系，为犹太人所坚持、所固有、所信仰，世界上

其它以一神思想为信仰的宗教均来自犹太人的“一神思想"。因此，拜克说：“一

神观是新思维方式的第一次表达。就宗教的这种形式而言，它是一种创造，体现

着全新的、富有成效的原则。”④

犹太人的宗教思想除一神论外，契约观是又一重要的神学观念，与一神观紧

密相连、不可分割。契约观来源于中东地区上古时期就存在的“约’’的观念，而

“约"的观念在犹太教中主要是指上帝与人之间订立的协议。《圣经》中记载了两

次直接影响到犹太人历史的立约事件，一次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以色列人

施割礼是这次立约的标志；另一次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事件，包括

安息日在内的“十诫"成为这次立约的标志。立约行动导致契约观的出现。契约

观表明在上帝和以色列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利互助、互有义务的关系，“犹太人和

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内在的、无可奈何的‘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一种外

在的、经过思考的‘约’的形式确定的关系，是通过犹太民族选择了上帝，上帝

选择了犹太民族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而确定下来的关系。④“这种神圣的契约不

是一种法学意义上的契约，而是一种类似结婚誓言的联系纽带，它以互相信赖为

①《圣经·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
o徐新：《走近希们来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④徐新：《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l_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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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此后雅卫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和雅各重申

这一应许。犹太民族据此将这片土地看作是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对犹太民族而

言，这只是一块在精神上被授予，而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应许之地"最重

要的意义是犹太民族与它的精神联系。在犹太人离国流散的数千年里，它一直是犹

太民族的精神中心，是最神圣的地方。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犹太人不畏艰险从散

居地返回，以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活着希望能死在这块土地上。“应许之地’’的重

要意义还可以从犹太人的一系列法律中得以体现和反映。“应许之地”的观念，还是

历史上维系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思想和感情

基础。②

受神选说的影响，一种特殊的救赎观念应运而生，犹太教认为，犹太民族之

所以蒙受苦难，上帝的“应许之地”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实现，完全是犹太人违背

了上帝的意愿所造成的，理应遭到神的惩罚。然而，他们仍然是上帝的“特选子

民’’，上帝终有一天会赦免他们。随着赦免的实施，拯救将伴随而至，犹太民族将

最终超越世界其他民族。在先知时期，这种救赎论发展成为“末世论”思想。犹

太教的“末世论"认为，在上帝的安排下，一个完美的世界终将在末日到来之际

得到实现。其主要内容围绕着以色列人作为上帝之民，公平和正义必将获得胜利；

末世到来时，整个人类都将获得和平，各民族之间不再有纷争，世间万物都将和

睦共存。与末世论有密切联系的弥赛亚思想就是由此产生的。

犹太教伴随着其民族被征服、被驱赶而流传于世界各地。犹太教不仅强化了

历经战乱、屠杀等灾难的犹太民族的宗教认同感和使命感，而且对保存犹太人的

民族特性，发扬其民族传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安慰、支持和鼓舞作用。正

如张倩红所说的：“犹太民族在失去了构成民族历史的最稳定、最持久的要素——

地理疆域的情况下，仍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流而

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宗教。"③

①《圣经·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至十一节。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fij版社，1993年版，第410页。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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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犹大这个国家，而是犹太教这种孽型!f墨』燮一塑鬟驾曼箭掣銎|；萼主嚣然塾熏酚剐骋

羹|羹撩薹参蔷醪≯忿型；

菰鞴翼吟墨霸鲥塞藏街嗜】顿瞳磊塞鲳蹋萋历史根基雾烂戳滞撕陬睡攀程霎

灞蟛嚼；艚唯鍪丑∞碉避臻聋≥霎学||霉唾滗潆羹x；善捶垡粪韩翼葡缔蓁彀酬靴

墨蓦禽誊。蠹盟晕移钐髯鼎坦臀摧值堆蓁薹～

的思想特点是将犹

太神学与柏拉图哲学和斯葛多派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希腊哲学中解释宇宙本源

的“逻各斯(Logos)”解释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原形、上帝的智慧和大能，认为逻

各斯是上帝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媒介，《约翰福音》里所说的“道”指的就是逻各斯。

斐洛还提出摆脱犹太教的繁琐仪式，强调信仰是宗教生活的根本，在斐洛的著作

中，“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②，由此可见，斐洛对基督教神学思想

的形成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故有人称斐洛为“基督教之父’’。此外，当时另一哲学

派别——斯多葛派的代表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他宣扬宿命论和

神秘主义，认为命运、天命统治着世界，因而提倡听天由命，对现实生活则主张

恬淡寡欲，应抛弃人生的乐趣。斯多葛学派还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兄弟的关

系，不存在种族 、家庭、等级和阶级的区别。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人人都

是平等的。我们把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体系进行比较，就

会发现上述观点对基督教的教义曾产生过很深的影响，所以塞涅卡被成为“基督

教之叔”。

各种东方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流传对基督教的思想和仪式起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为塑造救世主耶稣的形象提供了大量素材。这些东方神秘宗教主要是指流

行于小亚细亚的大母教、古埃及人对爱西斯和奥西斯神的崇拜以及从波斯传来的

米特拉教。⑨基督教教义中的圣灵受孕、死后复活、世界末日、来世王国、洗礼、

圣餐等仪式都可以从这些流行于民间的宗教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基督教会史》的

作者沃尔克说：“毫无疑问，早期基督教关于圣礼的教义的发展，如果不是直接受

①黄陵渝：《犹太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人民小版社，1963年版，第329页。
酋马

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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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闯过了难关，并在“拉比犹太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以新的形式重塑犹

太民族和犹太宗教。

(二)基督教产生的社会背景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起源于巴勒斯坦，二世纪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三世纪迅

猛发展，四世纪末则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不仅有其社会基础，

也有其自身的思想来源。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天主教会有三个来源：它的圣

教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是罗马的。"①

犹太社会的分化和犹太教内部不同派别的出现，为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历史

基础，并加速了它的进程。如前所述，当时犹太社会变动不定，犹太教宗派林立，

根本无力控制宗教组织的各种偏离倾向。在犹太教内部的四个主要派别中，艾赛

尼派对基督教的出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在巴勒斯坦陆续发现的《死海

故卷》就是艾赛尼派的经卷抄本，《死海故卷》是介于《旧约》和《新约》之间的

重要一环。施特劳斯指出：“这个教派(艾赛尼派)和最古形式的基督教的关系是

如此之密切，以致它一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两方面的社会组织很相似，财产公

有、由选举而产生领袖、拒绝起誓、重视贫困和独身、圣洗与进餐次数。的确，

在艾塞尼派中，他们还带有一种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例如，他们在进餐时不用

酒而只用水，不仅禁酒而且还禁荤，只用素食。这些特征一方面使我们想起了施

洗约翰，他和艾赛尼派的关系似乎和中世纪的隐士与僧侣集团的关系一样；另一

方面也使我们想起那位绰号公正的雅各，他被最古老的基督徒作者描绘成完全像

是一个艾赛尼派圣徒，古老的伊比奥尼派犹太基督徒和其有密切关系，而这一派

和艾塞尼派的亲密关系是很显然的。’’②因为艾赛尼派教义、礼仪、观念与后来的

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基督教的先驱”。@艾赛尼派对后

①罗素：《两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
@D·施特劳斯：《耶稣传》，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2页。

@西奥多·H·加斯特：《死海故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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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宗教的影响，至少也是受它们帮助创造并与之适应的宗教气氛的影响。"①此

外，犹太教中对于弥赛亚的期望也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深刻的犹太社会和思想

意识的语境。如果说，斐洛赋予基督教以基本的宗教观念或内在的灵魂，那么，

东方神秘宗教则提供基督教以外在的崇拜仪式。④东西方宗教一哲学的这种结合，

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了内在和外在的条件。

希腊化时期人们对神圣的渴望以及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为基督教

的产生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当时被罗马帝国占领的巴勒斯坦，被罗马任命的傀儡

王所统治，这些傀儡为争夺王位不断进行暗杀，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内讧而四分五

裂民族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许多犹太人对政治混乱感到绝望，人们在现

实世界中看不到出路又普遍地渴望救赎，便把希望寄托于宗教关怀。然而传统的

希腊罗马宗教已不能应付时代的需要，传统犹太教僵化的割礼仪式与高贵的“特

选子民”血统，造成了犹太与其他民族相互隔绝，也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虽然

当时也出现了各种哲学思想，但是哲学的影响不免局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一般

市井小民不了解抽象的哲学，他们需要一个更通俗的社会安慰。“安慰不是要代替

那失去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的形式出现。”㈣在这种

情况下，生于犹太传统的基督教出现了，它既没有造成民族间相互隔离的仪式，

也没有古代宗教的复杂祭祀仪式，因此，在人们抱怨时代败坏、物质贫乏和道德

沦亡的时候，“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心胸中唤起共鸣。”@因此恩格

斯说：“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

综上所述，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下，是在希腊哲学与神秘宗教的

影响下，在犹太民族中从犹太教本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施特劳斯这样说：

“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但这乃是在这块土壤已被

外来成分所渗透和饱和之后。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在基督教的起源和最初形成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2页。
o吕大古：《宗教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
④同上，第334页。
@同上，第335页。

@同上，第334页。

21



期中，如果不是有西方和东方，有希腊精神和犹太精神共同参与其中，它绝不会

成为西方和东方的共同宗教，特别是后来成了西方特有的宗教。”①

(三)耶稣的出现及其主张

基督教的出现与一个名叫耶稣(Jesus)的犹太人分不开，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以

对耶稣的信仰为核心。Jesus的希腊文工esous和希伯来文Joshua(约书亚)圆相

对应，而约书亚是个很普通的犹太名字。耶稣的事迹主要记载在《新约》的《福

音书》里，他的直接门徒所提供的见证则令这些事迹有了权威性，然而公元1世

纪的史书中关于耶稣和基督教的记载极少，就连极少的几本书里关于耶稣的记载

也是漏洞百出，有的甚至被怀疑是由后来的基督徒加上去的。这一现象导致许多

学者否定《圣经》所记载的耶稣事件的真实性，施特劳斯说：“福音书记载的主要

是耶稣基督神迹的见证，其细节无疑由于早期教会的经历和处境而受到渲染。学

者们对福音书中记载的许多事件的历史准确性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还有学者这

样认为：“《圣经》是神话，是小说。作为神话小说读之可也，玩赏之可也，研究

之可也，至于作为基督传记，则连半文钱亦不值也。”④而基督徒们则辩解道：“一

世纪的历史之所以没有记载基督的事迹，并不是由于基督不存在，也不是由于不

知道，而只是因为当时朝野上下都妒忌他，憎恨他，而竭力毁灭其事迹，镇压其

信仰，学者文士亦受其遗毒和影响，至欲之至于不顾。古来自树一帜，坚持新思

想新主张以反抗旧信仰旧组织而欲加以破坏者，鲜有不为历史家所抹杀的。"@

综合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都肯定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然而

关于耶稣的生平仍然存在种种疑点，比如耶稣的生卒年代。按照教会的说法，耶

稣生于公元元年，然而，卡本特在其著作《耶稣》中指出：“《路加福音》所载耶

①D·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第23l页。

圆约书哑：古犹太民族领袖，摩西的继承人，征服迦南的指挥者，活动于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曾行三大
神迹：指挥民众过约旦河时使河水暂时断流，众人在干涸的河床上走过：攻击耶利哥时以号角和众人的呐
喊震塌城墙；与五王联军交战时，使太阳停留在基遍，月亮停留在亚雅仑谷，直到全歼残敌。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2l页。

刨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第23页。
@转引自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第39页。



稣生于‘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应该生于公元6—7年，然而按《马太福

音》的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圆来看，耶稣生年应定于

公元前4年。”⑨耶稣在拿撒勒村长大，所以最初耶稣和他的信徒们最初被称作“拿

撒勒派(Nazarene)"，然而，罗伯逊却认为：“约翰和耶稣的信徒们被称为‘拿撒

勒派’，但是这个称号并不是源于拿撒勒的村名，却是源于希伯来语natzar一词，

原是‘守’的意思——即指守秘密者或严守犹太律法者。"④《圣经》中对耶稣童

年的事几乎没有提到，只说到他12岁时随父母去耶路撒冷，在圣殿中坐在教师中

间听讲发问的情景。⑨耶稣在30岁时被“施洗约翰”施洗并开始传教， “耶稣开

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耶稣主要通过选收门徒和讲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有

时也借行神迹来扩大影响。“跟当时的拉比们一样，耶稣在会堂里演进，与文士们

辩论，与其他拉比不同的是，他也在街道上、山坡上、加利利海边作演讲。不仅

如此，他广泛地与各个阶层的人士交往，包括妇女、儿童、收税官、罪犯以及对

律法一无所知的穷人。”⑦耶稣常在当时的犹太会堂等公共场合讲道，语言生动，

思想深刻，正如穆尔所说的：“耶稣的比喻表现出丰富的创造性，表达又很巧妙，

因而具有诗的魅力，这在拉比的比喻中是罕见的。"@

在耶稣身上存在着双重气质：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是人们期望中的弥赛亚，要

把他的人民从外国的束缚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他恪守着那些作为希伯来历史

上的特色产物的道德和社会改革家的传统。@耶稣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马太福音》

第5—7章，即所谓的“登山宝训”中，这段经文开头是“八福篇”，接着是耶稣关

于许多问题的见解。耶稣首先针对律法书和先知书以及当时犹太教上层分子的规

范、要求进行辩驳，而后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例如他谈到奸淫时说：“你们听见有

①《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节。

圆《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
@汉弗雷·卡本特：《耶稣》，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116页。
@《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二节。
@《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o

Menahem Mansoon，如w括^胁j幻w口以d砌D职觚Ktav Publjshin2 House lnc。New York 199l，p106

@穆尔：《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贞。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167页。



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

她犯奸淫了。耶稣所宣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法利赛派的主张，反对犹太

教的陈规陋习，号召人们要信神，对穷人要有爱心，不要追随世俗生活的引诱，

要“忏悔”。耶稣认为犹太民族得救的出路在于建立天国。他看来，天国犹如“一

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

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Ⅲ也就是说，

天国已经来到，最初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正变得非常伟大。

耶稣所宣扬的天国思想一方面是对巴勒斯坦现存秩序的否定，是要在现实世

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②另一方面

是要推翻罗马帝国及其走狗的统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固耶稣所宣传的政治抱负已经威胁到罗马人的统治，因此他受到

罗马人的攻击。耶稣毫不留情地谴责犹太上层宗教领袖的行为，因此受到他们的

攻击。耶稣试图通过暴力加速圣殿管理体制的改革，因此受到祭司阶层的攻击。

耶稣的言论代表了穷人对富人的诅咒，因此也受到了有钱阶层的攻击。“如果把这

些具有彻底颠覆性的，在社会方面是革命性的、在政治上是危险性的东西从耶稣

的行动中清除掉，也就使他的生变得毫无意义，使他的死变得无法理解。”④

据《福音书》记载，耶稣是由一个名叫犹大的犹太人出卖，被犹太祭司长、长

老和文士们拘捕并审讯，最后由罗马总督彼拉多在犹太人的强烈要求下钉死在十字

架上的，“彼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

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祖

孙身上。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对于

基督徒来说，《福音书》记载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自从基督

教产生以来，基督徒们就相信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罪魁祸首，然而，英国著名的

o《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四节。

@《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

④克罗桑：《耶稣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圣经·马太福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成为救世主的，导致早期基督教向外域流传的关键人物是保罗。保罗所推进的耶

稣运动是基督论赖以生成的历史机遇。“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迅速传播，与保罗

的神学思想、传教方针及其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①没有保罗，今天的基督教就

难以想象。

保罗(Paul)出生在一个罗马籍的犹太教家庭，具有罗马公民权。他同时接受

了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和良好的希腊一罗马式的教育。保罗严格遵守法利赛派的

律法，早年曾参加过迫害耶稣追随者的行动，但在由于某种灵感确信耶稣是弥赛

亚并且死而复活之后，于35岁时转信了基督教，走上了传播基督教的使徒之路。

昔日以捍卫犹太教为己任的保罗，一旦改信基督教就极力攻击犹太律法，不遗余

力地摈弃犹太礼仪，竭尽全力传播基督福音。

保罗对基督教最大的影响是他成功地将耶稣运动推向了非犹太人的广阔世

界，对此有学者这样说：“虽然上帝发明了一神教，然而是摩西把它发扬光大的，

虽然耶稣创立了犹太教，然而是保罗把它传播出去的。耶稣是基督教的奠基者，

保罗是最伟大的建设者。’’②向外邦人传教是保罗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保罗的文

化背景成为他和外帮人沟通的桥梁。无论是《使徒行传》里的记述，还是保罗书

信的记载，保罗都强调了自己的这一神圣使命。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保罗曾

回忆起自己在圣殿祈祷时，耶稣在异象中对他说：“我要差你到远方，到外邦人那

里去。"固而保罗本人在书信中，更流露出从事这一使命是自己长期的心愿。“我一

． 向愿望在还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④保

罗不仅将视线转向外邦人，更有三次到外邦布道的重大经历。保罗以极大的毅力

和勇气革除传道过程中的重重障碍，为基督教在更广阔的天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他因此获得了“外邦人的使徒”之称号。面对在外邦传道所遭遇的重重艰

难险阻，保罗采取了“入乡随俗’’的灵活政策。他说：“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第556页。
@Maxi Dumont’W．H．Allcn，砌P加如sfr“cff6，P如w，A Division ofHoward柚d W”dham Lt止1973，p18

@《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④《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



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从保罗写给各地教会的信

中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不但熟知底层贫民，而且还能用使他们感到亲切的方式交

谈。

保罗是早期基督教的一名杰出活动家，创建了系统的基督教神学，被后人称

为“基督之后的唯一人’’。英国学者罗伯逊指出：“在教会史创造者行列中，保罗

是列为首位和最伟大的，他可能是基督教中最伟大的神学家。”②保罗的文化背景

对他的神学思想与他的传教事业帮助极大。保罗对基督教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他通过自身的体验把使徒的口传教义、早期外邦基督徒对福音的理解、从小接受

的犹太教熏陶、通过基督救赎的神秘观念、以及在当时当地的流行的各种赎罪教

义熔为一炉。保罗在多年的传教活动中发现，要想让外邦人信奉基督，就应该明

确地告诉他们：信奉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应当信奉基督。@保罗传教时注重

阐述耶稣的理论意义，他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作为基督教的基础。他明确地说

自己所传的福音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这一福音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是

其与犹太教和希腊神学的主要区别。鲫他认为没有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没有犹

太人与外邦人的得救，全人类也无从得到拯救，这一思想构成别具特色的“基督

论"。保罗不遗余力地证明：人们不但得靠耶稣基督得救，而且除此之外别无得救

之道。这样保罗使人们对耶稣的信仰普遍化，并使耶稣的地位得以提高，在保罗

之后，耶稣不再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被理解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

的救世主。这个教义是新的，是对犹太教的重大改革。保罗关于耶稣的救赎理论

成为基督神学的基础，并为基督教脱离犹太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产生了决定

性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保罗是基督教的实际创始人"@。

尽管保罗也许不像斐洛那样精于希腊文学和哲学，也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

向外邦人传播基督教的使徒，但他自觉地导致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律法中摆脱出

国《圣经·哥林多全书》第九章，第十九至二十节。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第170页。
@翁绍军：《神性与人性——．卜帝观的早期演进》，．卜海人民H；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A．N．wilson。忍“t胁P M耐可肪P和∞如．w．w．Nonon柚d Comp锄y，New York L。：ndon．1 997，p258．

@约·阿克雷唯列大：《宗教史》上卷，王先睿、冯加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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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与犹太教根本决裂。我们知道，犹太律法对犹太人内部有规范凝聚的作用，

对外则有排他的隔离作用。当耶稣运动向外推进时，这些作用都产生了消极有害

的影响，律法因此成了向外邦人传道的主要障碍。保罗在传道实践中深知形式主

义地墨守律法的危害，他将律法书比作“奴隶的轭"。保罗发现基督教若被犹太律

法所束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他因而提出了与犹太教“因守律法称义"针锋相

对的“因信称义"的主张，这是保罗神学体系的核心。保罗意识到，律法之所以

存在，不是表示人只要遵守它就可以称义，它只是为了使人意识到自己有罪。律

法犹如师父，在它的严格教训下，犹太人才为自己走向基督教创造了条件。∞但保

罗并不把犹太人的律法强加在外邦人头上，因此保罗认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

在乎遵行律法。②神在“律法之外"为人预备了拯救，而“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为

普天之下一切相信的人预备的，这样，保罗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原则上把基督

教从律法中解放出来。“因信称义"有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基督徒可以彻底

地摆脱犹太教传统律法的束缚。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信徒常常受到犹太教传统力量

的制约，即使像彼得的等少数受耶稣亲炙的使徒，也摆脱不了这股力量的制约。“因

信称义”的第二个作用是排除异教世界的智慧困扰。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地域大多

处于希腊文明的影响之下，长期接受希腊文明熏陶的外邦人，如果他们坚持自己

的学识智慧，势必难以接受福音的教义。保罗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他提

出的“因信称义”也是对此挑战所作的回应。保罗断言，即使是上帝的“愚拙”，

也胜过人的智慧：即使是上帝的“软弱”，也胜过人的坚强，上帝的意志可以摧毁

聪明人的智慧，也可以废除博学者的学问。保罗的宗教活动以及他的“因信称义”

的理论，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原则上把基督教从律法中解放出来，使基督教

在非犹太人中广泛传播，在罗马帝国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保罗毫无疑问是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成功的典范。

保罗在30余年的传道生涯中留下了13封重要书信。根据现代学者研究，确

认其中7篇，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帖撤

。G．F．穆尔：《基督教简史》，第28页。
o《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



罗马迦前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出自保罗之手。∞也有人认为四封书信是

他的真笔，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②它们写于“四福音书’’

成书之前，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也是基督教思想宝库中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著名的保罗书信中，保罗提出了一系列困扰当时基督教社团的教义和伦理道德

问题，阐述了一系列宗教观念。保罗书信的不少神学思想与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

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对基督的热诚而浓厚的宗教感情却使他比耶稣的早期门徒更

深刻地理解耶稣基督的思想。保罗书信事实上成了基督教走向普世化的宣言，他

在哥林多给加拉太教会写的书信被视为“普世基督教的宪章"@，受到外邦基督徒

的普遍欢迎。除了四福音书、《启示录》、和几封出自他人之手的书信，《新约》的

大半篇幅要么是在写保罗，要么由保罗所写，这一事实反映了他对初期教会的深

远影响。另外，“福音”这个词就像“新约”本身，我们都是在保罗的作品中首次

看到。④诚如汉斯·昆所评述的：正是由于保罗，一个微不足道的犹太人“派别”，

才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

综上所述，保罗在基督教兴起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保罗与

彼得等使徒会谈，确立了有计划的传教方针，他在几乎遍及西亚与欧洲的三次传

教活动中，在传教地建立教会，使基督教得以稳步发展。其次，保罗在向外邦人

传教中，提出了“因信仰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的理论问题，抵制了犹太

教中否认和磨灭基督教特色的企图，把基督教从犹太律法中解放出来，最后成为

世界性的宗教。再次，保罗把耶稣基督从犹太人的弥赛亚提高到神的高度，保罗

强调耶稣的死与复活，通过这个过程，人类得以救赎。“正是保罗使耶稣成为教堂

中的基督，正是保罗对《托拉》、对犹太人的态度塑造了基督教的思想。”@保罗通

过神化耶稣，使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普世化，也为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奠定

①陈钦庄：《基督教简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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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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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教义上，基督教完全继承了犹太教的上帝创世说和“一神"观念。基

督教的原罪说、拯救说也可在犹太教中找到其原型或根据。“弥赛亚”观念是基督

教与其母教犹太教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犹太教的“摩西十诫”被基督教全盘吸收，

成为基督徒的行为准则。犹太教中的禁止收取利息、严惩巫术与邪术、镇压异教

的规定，都被基督教吸收。

犹太教的爱人如己、平等、自由、博爱等伦理原则也成了基督教的伦理原则。

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也倡导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①。在社会生活实践上，

基督教提倡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

法与先知的道理’’②。这和犹太教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同出一辙。

基督教还继承了犹太教中为了帮助穷人的捐钱、捐物的“什一税"制度。基督教

也将施舍看作律法的要求，提倡对弱者的帮助，并且对这种善行也给予了详细的

规定：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不可在你前面吹号，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

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这些和犹太教规定的关于给予施舍所要求的

不要在公开场合提供施舍、要维护受施者的尊严等等是一样的。

对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犹太史学家阿巴·埃班这样评价：“犹太人的历

史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基督教应感谢犹太教关于除耶稣外，还有

独一的神、活的上帝、《圣经·旧约》(它为《新约》铺平了道路)以及阐明生活

目标和历史意义的历史观。《新约》中的《福音书》是关于1世纪初居住在犹太和

加利利的犹太人生活的写照。客观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人智慧

的结晶。希伯来人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及其以一种神秘力量统治人

类两千年之久的文化之中⋯⋯最早的基督教徒用《旧约》使人皈依基督教。犹太

人把先知(正直和真理的启示者)以及对救世主的信仰赠给了基督教，他们是能

够创造这样感人神话的唯一民族。"固

①《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至十节。
圆《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至第四节。

④Abba Eb锄，^秒心印如j丁抛跏y∥比J咖s，weidenfeld卸d Nicolson L缸London 1 969，pp．105-l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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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的典籍、信条、规章、仪式和历史传统，从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女儿宗教。然而，基督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继承犹太教

传统的基础上，在教义、礼节、道德观和生活实践方面对犹太教进行了一系列的

改新与发展。换句话说，基督教日益超越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和仪式化倾向而表现

出希腊唯心主义和唯灵主义精神，超越犹太教的民族主义而展示出世界主义的胸

襟。赵林在其书中这样说：“犹太教是基督教的‘肉身’，希腊唯灵主义是基督教

的‘灵魂’，基督教的创立本身就体现为‘灵魂’对‘肉身’的超越和否定，体现

为希腊唯灵主义对希伯来仪式的改造。’’∞

在宗教经典上，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所以基督徒并不否认犹太人

的历史作用，但基督教把犹太人的《圣经》称为《旧约》，意思是上帝与犹太人立

约的事已经过时了，并对上帝的选民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耶稣降临之

前犹太人确实是上帝的选民，但现在上帝选择了基督徒，并且与基督徒订立了《新

约》，所以基督徒现在是上帝新的选民。基督徒们认为犹太人已经违背了上帝与他

们所立之约，他们理应得到神的诅咒。上帝选择了基督徒这样，基督教信奉的经典

就包括《旧约》和《新约》，而犹太教则不承认基督教的《新约》。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观念，然而却打破了犹太教狭隘的民族意识。犹

太教的上帝是偏爱希伯来民族的，犹太人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受着上帝的特别恩宠和优待，是上帝的立约者。基督教的上帝却是一视同仁的，人

不分种族和社会地位，在上帝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首次

提出了宗教领域内“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督教和犹太教虽然信奉的是同一个上

帝，但两教对同一个上帝的解释却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trinity)，

即上帝只有一个，但他却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而犹太教只承认

雅卫是独一的神，不承认“三位一体"之说。

基督教已经具有了一套真正的神学理论，它克服了犹太教的此岸性(现世性)

①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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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相比，基督教带有更多的宗教性内容和更明显的说教特征。

基督教还对复活作出了新的解释。大多数犹太人都相信死者会复活，但要等

到历史终结之时，即世界末日到来之时。基督教则认为“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将来

的事，而是在具有时空性质的世界，在目击者面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耶稣的

死而复活还免除了信者的原罪，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死即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耶稣死而复活表明了“由最所致的人与上帝之间的

隔绝被打破了，信徒可以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②

基督教在礼仪方面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犹太教强调严格的戒律和繁缛礼仪，

而基督教则废除严格的戒律和繁琐的礼仪，实行较为简便的宗教仪式。犹太教实

行严格的割礼制度，认为割礼是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一种明证，任何皈依犹太

教的人都必须行割礼。与犹太教相反，基督教则废除了割礼制度，认为洁与不洁

的区别在于内心的虔信，而不在于肉体上的标记。“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

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基督教之所以能突破犹太教狭

义的民族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与它废除割礼制度有很大关系。另外，基

督教完全被取消了祭祀制度，而代之以信徒发自内心的信仰。耶稣说：“我喜欢怜

恤，不喜欢祭祀。”鲫所以恩格斯说， “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

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

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在伦理思想方面，基督教对犹太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新。在对待仇敌的态度

上，犹太教要求爱兄弟、朋友，但是对敌人却采取“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的态度；然而在

基督教却要求人们“爱仇敌”，“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①《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五十节。
@《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至-二节。

@《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④《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6页。
@《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节。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男女

关系上，犹太教虽然明令禁止淫乱，但从未提倡禁欲，并且鼓励要繁殖和增多；

而基督教中则把禁欲当成一种崇高的德行。在贫穷与富裕的问题上，犹太教让人

采取安于现状的态度，贫穷固然为上帝所愉悦，但富裕也不是邪恶，富人应该对

穷人施予有分寸的援助，但不必过分；而基督教则把贫穷与富裕截然对立，贫穷

是一种美德，富裕是罪恶的象征，对穷人不仅要帮助，更重要的是要爱他们，在

对待罪孽意识上，基督教通过内在的信仰和道德反省来赎偿罪孽，而犹太教却通

过外在的律法和祭祀活动来赎偿罪孽。

基督教和犹太教所使用的历法也不同。基督教现在采用的是公历，是从耶稣

的诞生年算起。而犹太教一直采用传统的犹太历。犹太历既不是太阳历，也不是

太阴历，而是将太阳历和太阴历结合起来的一种特殊历法，在使用公历的人看来，

犹太人的节日每年都不固定，推算起来比较麻烦。基督徒继承了犹太人的“安息

日”，但是被成为“礼拜日"，只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从星期五晚上日落时分开

始，到星期六晚上日落时分结束，而基督教的“礼拜日”则是星期日全天。犹太

教的“逾越节(Passover)”后来成了基督教的“复活节(Easter)"。

基督教虽然与犹太教一脉相承，但由于上述这些文化、教义上的差异，导致

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长期争论不休，基督教成了一个排斥和敌视犹太教的宗

教，滋生了反犹注意，造成了历史上对犹太人的一幕幕惨剧。

①《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至四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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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的原因

从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兴起到公元66—70年犹太民族大起义，这一时期的

基督教基本上是“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犹太新教派，其成员不认为自己脱离了

犹太教，反而以真正的犹太教徒自居。由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犹太教教义

上的分歧日渐分明，再加上罗马帝国的外在影响，基督教就已经显出了与犹太教

分离的端倪。到公元loo年，这个犹太新教派开始被称为基督教，到公元150年，

基督教已经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宗教。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

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内在冲突的影响，也有罗

马帝国宗教政策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的原因。

首先，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离始于外邦皈依者的加入。公元1世纪中期，原

始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它先在犹太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故基督教

最早的信徒是犹太基督徒。但由于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杂

居，而且由于基督教吸收信徒没有种族之分，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所以基督

教产生不久就在地中海沿岸的非犹太人中传播开来。向外邦人传教不仅扩大了传

教的范围，也是外邦基督教的开始，外邦基督徒对福音的理解，必然与耶路撒冷

的犹太基督徒大不相同。犹太基督徒的观念，如按照律法生活、对弥赛亚的期望、

以及犹太人的末世论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这是外邦人所不具备

的。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宗教团体是通过它的律法、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

来表达其身份认同的，外邦基督徒的进入完全不符合犹太人所认同的社会模式，

另外，外邦皈依者不愿恪守严格的犹太律法，而且他们也用自己的宗教思想方式

来理解听到的福音。外邦基督徒认为：耶稣福音是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不是犹

太教的变种，它是一种新的宗教，犹太教只不过是它的前奏和准备而己。同时基

督教为了同犹太教争夺信徒，彼此互相攻击，增加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离心力，

导致了二者共同社会基础的分离，



第二，导致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的最为根本的要素是：基督教是一个特别忠

诚地把耶稣看成是弥赛亚的宗教群体。哪耶稣诞生之初，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一

条明显的界限，确实耶稣从未认为自己是在传播犹太教之外的宗教，“不要认为我

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废除犹太教的律法和先知，我降临世界不是为了废止而是为

了实现。"④然而，耶稣自从死里复活之后，基督徒所参与的就已经是一个新的宗

教了，这个新宗教将太多的新文化注入其中，也许耶稣其人作为弥赛亚的出现是

偶然的，他只是公元1世纪众多的犹太教派别和宗教人物中的其中一个而已，但

是这位犹太人所代表的创始于犹太教的基督宗教的出现，却是必然的，耶稣的门

徒到各地宣讲耶稣是犹太人期盼的弥赛亚，但是犹太人根本就不承认耶稣是预言

的弥赛亚，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信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不

是弥赛亚。因为有《申命记》为证：“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

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雅卫你神

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诅咒的。’’@然而耶稣的门徒却把耶稣

奉为弥赛亚，这就完全脱离了犹太传统信仰。

第三，基督教与犹太教对基督与弥赛亚关系的不同解释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分

离的主要原因之一。犹太人的弥赛亚意识是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宗教性的还是政

治性的?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的弥赛亚论与早期基督教的弥赛亚论相似吗?这对

于我们认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非常重要。弥赛亚基本上有两个意义向度：一

是根植于犹太人的社会生活和结构中的民族意识。二是宗教信仰上的盼望。宗教

信仰上的弥赛亚论指向的是末世论信念。@第一种理解是犹太化的，强调犹太人的

传统生活和民族意识，要求弥赛亚必须与犹太民族意识和国家命运相结合。第二

种不仅是末世论的，而且与犹太民族没有如此深切的关系，或者也可说它不仅与

犹太民族相关，而且与所有个人的生存有关，使人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转向

宗教状态，从而找到救赎的途径，这也是基督论——弥赛亚学说的真正基础。基

@D．Daube，‘‘Pemce”ofJ．Joc乙砌P‘，咖鼬n印把口耐√曲埘凸胁t London，1949，Ⅸ．X．

②《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
@《圣经·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④章雪富、石敏敏：《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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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和犹太教冲突的表象是耶稣基督没有使犹太人复国，但其实质源于“弥赛亚

意识"上的内在差别。犹太教在理解自己的历史意识时，所承受的是民族的盼望，

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是其神学思想的基本前提；基督教则是基于爱的教义和救赎全

人类的使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性视野。当犹太教只是从犹太民族本身来看

待弥赛亚时，他就限制了自己的传统和神圣观念的延伸：基督教则从基督信仰来

看待犹太传统的弥赛亚，把犹太传统置于新的视野之中。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基督

教和犹太教分离的历史基础。

第四，犹太教严格的律法是否对基督徒继续有效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

分歧。这一分歧最根本的问题是“外邦人在皈依基督教时，要不要履行《旧约》

的规定——遵守安息日以及有关食物方面的清规戒律，而主要的是施割礼，即使

没有其他，仅这两种障碍也足使犹太教无法普及。’’∞犹太基督徒一般都遵守犹太

律法，而外邦基督徒不愿按犹太习惯行割礼，这在基督徒内部引起～场风波，以

彼得为代表的犹太人基督徒同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时常发生争议。当耶

路撒冷会议决定不再要求信徒遵守律法时，他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与民族性完全

无关的宗教，而且使徒保罗提出了“因信仰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的理论。

使徒保罗的这种思想已经完全背离了传统犹太教思想，这种背离在两个方面表现

得十分明显：“一是保罗否定了传统犹太教的神选观念，他承认上帝与亚伯拉罕所

立的约，但是他把上帝的约从亚伯拉罕跳到基督，意思是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

已经过时了，上帝选民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的人，这事实上彻

底否定了犹太人的神选观念。二是他的思想清楚地表达了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

信，而不是接受律法，人们才能成为神选之民。这样，保罗否定了所有犹太教形

式中两个共同的柱石：以色列的神选和对于摩西律法的忠诚。”固将外邦人与犹太

人平等化，除去了使外邦人最难接受的一些特征，同时又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代

替以律法称义，保罗关于信仰的这种思想已经暗含了与犹太教分裂的基督教思想

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01页。

@E．P，saIlderS，肠“￡珐P上删口蒯f船止w括向尸P叫e，SCM Press Ll也1 983，pp。207．208．

40



本质。①

第五，基督教的扩展和教会的建立影响了它同犹太教的关系。我们都知道，

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依附于犹太教而存在的，基督徒承认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遵守

犹太教的教规，所以犹太教容许基督徒出入犹太会堂参加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

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教会与教堂，引进独特的信仰内容，

他们在宗教观念上深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很快就会回来拯救他们，但得救就必

须赎罪，不仅要悔改自己的罪，而且要悔改犹太人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一全

民族的罪，因此，基督教产生了自己的特殊仪式：即皈依者为表示效忠基督和悔

改自己的罪，要接受“洗礼”的仪式，即奉耶稣基督之名受洗。罾早期基督教会还

形成一种最具特色的“饼”和“圣餐”仪式，入教者要将自己的财产交给教会充

作公用，而且教徒要定期聚会，自带食品共同会餐，称为“爱筵”，后来由此发展

成一周一次的重要仪式——“圣餐”。@这种财产共享的宗教生活，以信仰耶稣基

督为中心教义的加强，以及洗礼、圣餐之类的宗教仪式都加强了基督徒的认同感

和凝聚力，并且这一切都使早期基督教明显区别于犹太教的特色。而且，基督教

和犹太教的内在差异也得到进一步加深和强化，诸种因素的变化使基督教会和犹

太会堂自我认同，加固各自对于信仰和传统的理解，这些因素放大了基督教与犹

太教的差异，加速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过程。

第六，基督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犹太经典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故基督教必须打破犹太神学的框框，对一些问题另作解释，独立地阐述其自身的

信仰。《新约·使徒行转》为我们探索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

线索，二世纪，在基督教文献中，有两种倾向始终在进行斗争：一种是主张同犹

太教保持联系的保守倾向；一种是主张同犹太教完全脱离的对立倾向。④这场斗争

不仅在教条教义上，而且在崇拜实践上都有其意义。这样早期基督教在信仰与现

实的矛盾中，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必须逐渐地不依靠犹太教，而是根据对内对外

。F．F．Bruce，P锄l，爿p∞f，P可砌P，如口Ⅳ&f肌P，Willi锄B．Eerdm卸s Publishing Comp∞y’1 986，p177

。S锄uel Sandmel，妇如担肌口蒯@r括fj彻f钞，WaShington，1960，p，10．
@吕大吉：《宗教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dI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约·阿·克雷唯列夫：《宗教史》上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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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需要，编篡独立的经典(最后汇编成《新约全书》)。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

经违背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理应受到上帝的诅咒。上帝又选择了基督徒，

将与他们订立新约，同时，为了和犹太教徒相区别，他们开始自称基督徒，向有

自我意识的基督教转变，所以，通往基督教的道路就是将《圣经·旧约》的历史

神学定位在救世主耶稣及其福音上，这个从《圣经·旧约》到《圣经·新约》的

发展历程，无疑是一条犹太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结局。∞有关耶稣的传说被

人们传颂着，构成了“福音书"的基础，每一篇福音书都进一步丰富了基督教的

基督概念，并进一步脱离了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新约"概念的形成标志着基督

教和犹太教的实质性分离。

此外，在基督教脱离犹太教的过程中，《七十子希腊文本》也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七十子希腊文本》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译著，它标志着《圣经》翻译

的第一步，当时这个译本主要供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使用。我们知道，由于历史

的原因，犹太人早已散居在希腊一罗马各地，他们虽然四处流散，但普遍坚守犹太

人的信仰，然而也由于他们生活在外邦，就不能不受到流行于罗马世界的希腊文

化的影响，希腊语变成了他们的本族语，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希腊

人。由于有了这个希腊文译本，流散的犹太人就很少有人再去学习原来的希伯来

文《圣经》了。这部《七十子希腊译本》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

为早期基督教提供了希腊化的犹太神学资源，基督教兴起后最初使用的就是这个

《七十子希腊文本》，这不仅仅意味着基督教有了最起码的文本，译本的希腊化倾

向还影响到早期基督教的塑造，意味着早期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解经基点，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译著加速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改变。要是没有这部希腊

文的《希伯来圣经》译本，也就不可能有大量讲希腊语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基

督教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回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教义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和外部

环境诸因素的结合，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促使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而成为一种崭新

。黄天海：《希腊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②AbbaEb鲫，坳&印，Pj陇&咧矿舭加，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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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最后，在这些宗教本身的内部外部矛盾之外，还有一个促使基督教与犹

太教分离的重要因素，就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的激化。公元66一公元

135年的七十年间，犹太人民进行了四次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大起义，在这四次起义

的过程中，基督教与犹太教正式决裂。早期的基督徒主要是犹太人，从宗教上说

他们是犹太基督徒，从民族上看他们是犹太民族的一分子。公元66—70年的第一

次犹太战争，基督徒全力参加了反对罗马统治的战斗，但是随着基督教社团的发

展，外邦基督徒逐渐在基督教社团占了多数，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敌对态度己不太

强烈，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冲淡了基督徒对罗马统治者的敌对情绪。公元70年耶路

撒冷的犹太圣殿被罗马烧毁，这一事件加剧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化，因为基督

徒认为烧毁圣殿表明上帝已经抛弃了犹太人，而选择了基督徒。公元116—117年

犹太民族再一次起义时，一部分基督徒就袖手旁观了。公元132—135年的巴尔·科

赫巴起义时，外邦基督徒就不再参加了，甚至许多犹太基督徒也都拒绝参加战斗，

这次起义标志着基督教同犹太教正式分离。此时思想上已转向罗马统治者的基督

教，发展了自身的“自我意识"，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和教会，这样基督教从组织形

式上完成了与犹太教的彻底决裂。

基督教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宗教应有的条件：自己的崇拜对象——耶稣

基督；自己的经典——《新旧约全书》；自己的宗教组织——教会；以及较为系统

的神学思想。这样，基督教终于和其母亲宗教犹太教分道扬镳，成了两种相互独

立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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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督教对犹太根源的认可

综上所述，早期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吸收了犹太教的经典，延续了犹太教

的部分教义。但是，后来基督教的经典与言论中充斥了对犹太人的批判与背离，

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尽管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从它那里吸

收了某些根本性信仰要素，但是分离的鸿沟还是日益加深了，甚至到了基督徒和

犹太人互不知晓的地步。"∞然而，从《圣经》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早期基督教对

犹太根源的认可的。比如，使徒保罗就说：“犹太人是一颗好橄榄树，而基督徒，

好比是嫁接在这颗好橄榄树之上的野橄榄枝”。②恩格斯也把基督教称为犹太教的

私生子。基督教和拉比犹太教同根同源，都是从圣经犹太教中发展分化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尼古拉如是说：“犹太教与基督教是姐妹宗教，这不是象征

性的，而是历史意义上的，早期基督教与《塔木德》时代成型的拉比犹太教一样，

都是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演变而来，各自都对犹太教的不同信仰条款作出了

不同的阐释。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但孕育着冲突，并导致分离，最终成为敌对

性的宗教。’’③

基督教形成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表明自身教义的优越性，和犹太教争

夺信众，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充斥着反犹主义思想的四大福

音书就是写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争论最激烈的时代，书中制造了一系列肆意诋毁

犹太教和攻击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言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后来的基督徒以此为据，宣扬对

犹太人的所有迫害都是罪有应得。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就把犹太教作为一个最

主要的对手加以攻击、贬低和丑化。在《新约》中，犹太人被说成是“魔鬼”的

。Eugelle J。Fisher锄d Leon Klenickj(ed．)，如仇r 7渤P?劢P力盯D'．，啦旷-，跏劬．c口腑D肪D砌垤“P，Pau】ist Press，

New York 1990，p．31．

@《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至二十四节。
@NicholaS De Lange(edited)．劢P“f“s打Ⅵf副胁sfD∥D厂腑P如w捃^心叩昆，p92．
@《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至十六节。





着犹太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此被基督教抛弃。反犹主义在欧洲中世纪发展得最

厉害，由于基督徒认为是耶稣的犹太人门徒出卖了耶稣，所以全体犹太人就是基

督教千古不赦的罪人，因此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就强制其境内的全部犹太人改信

基督教，法国也是如此。从公元1l世纪起，西欧各国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更加严

重，尤其表现在十字军东征上。十字军东征原本是基督教的欧洲对穆斯林的亚洲

的战争，然而，犹太人却成了十字军“东征"最惨重的牺牲品。十字军对犹太人

的杀戮是欧洲反犹主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这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

从精神上和言语上“无形"的迫害转向肉体上和财产上“有形"的迫害，犹太人

从此生活在一个恐惧且无任何保障的社会之中。①在1321年欧洲麻风病流行期间，

犹太人被说成唆使麻风病患者把病毒投入井里而导致的，于是无数的犹太人惨遭

拷打和屠杀，更多的犹太人居住区被劫掠，财产被没收。在1348年欧洲黑死病期

间，犹太人被指责与魔鬼合伙带来了黑死病。另外，还被指责玷污了圣饼，并且

为了获得进行“逾越节”和其他犹太礼仪所必须的血水，秘密谋杀基督教男童，

这就是著名的“血祭诽谤"(b100d libel)。并且在中世纪基督徒有意把犹太人同

邪恶联系在一起。到中世纪末，基督徒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利，把犹太人彻

底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犹太人被迫迁移到隔都罾居住。到了19世纪，东欧和俄

国的犹太人处境更为悲惨，他们不仅从未获得过公民权，而且还时常遭遇无端的

驱逐和迫害。反犹主义在“纳粹"决定对犹太人实行“最后解决”(Final Solution)

时达到顶峰，这是一项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种族的工程。正如犹太复国理论家

平斯克所说的：“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犹太人是异己

者和流浪者；对于资产者，犹太人是乞丐；对于穷人，犹太人是剥削者和百万富

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说，犹太人是

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

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相互仇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①徐新：《反犹主义解析》，』：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3页。

。隔都，英文单词gheno的音译，这里指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定居点。
@W射ter Laque瓯 爿胁ⅣD吵矽Z幻"缸取New York Holk Rjnehan卸d winSto玛l 972，p72。



束后，大屠杀的事实震惊了世界，这也引起了基督教的强烈反思。此后基督教会

的不同派别也都举行了一些会议，反思了大屠杀，重新审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

的关系以及大屠杀发生的宗教根源。其中基督教新教的教会世界理事会(The world

Counc订of Churches)于1948年率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标志着基督教和

犹太教的关系开始从对抗转为对话。以后该组织又多次举行会议，在与二教相关

的重大神学问题和历史问题上阐明了态度，提出了改善二者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实

施步骤。最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

开辟了天主教和犹太教关系的新纪元。这次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关于教会与非基

督宗教关系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hurch to

N0n—Christian Religion)，简称《梵二会议宣言》，宣言阐明了在一些重大问题

上天主教会对犹太人的态度，“对于过去对犹太人的憎恨、迫害以及在任何时候任

何来源的反犹主义行径痛悔不已"。①与此同时，号召和犹太教展开“兄弟般的对

话”，谋求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次会议承认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

同根同源性，“本神圣宗教会议在探讨教会之秘义之际，没有忘记使《新约》民众

和亚伯拉罕后裔连为一体的精神纽带。教会不会忘记，她是从上帝仁慈地与之立

约的民族那里接受《旧约》启示的。她也不会忘记，她是从好橄榄树的根汲取营

养，而外邦人这株野橄榄是嫁接在这棵好橄榄树之上的。"罾另外，1986年教皇约

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II)对罗马教堂进行的访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因为他说：“在某种意义上，犹太教‘内在于’我们的宗教，我们与犹太教存在着

与其他宗教所不具备的特殊关系。犹太人是我们亲爱的兄弟(dearly beloved

brothers)，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犹太人是我们的兄长(elder brothers)。@

梵二会议还明确了耶稣及其门徒的犹太人身份，“教会没有忘记，作为教会基

础和支柱的众使徒以及早期向世界传播基督的门徒们都是犹太人出身。’’@瑞士新

教教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The Central Board of the Swi ss Protestant Church

。Eugefle J．Fisher加d Leon Kl∞icki(editcd)， 伽D“门1小Pj砀P如Ⅳ口w以g伽括^．o加鲥c D缸，9鲥P，p．28
@Ibid．，p．27．

@Pope John Paul lI。印frj觑口"f谚砌孵j胁s鲫七吣口材如出括脚，979·，9鲇．ADL，P63．
④Eugene J．Fisher锄d Leon Klenicki(edited)， 伽0“r 7了小P：7强P／拼，ow啦g c灿w括^．C口咖Df七D缸，9秽矗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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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也于1977年宣称：“耶稣是犹太人，是由一个犹太母亲所生，耶稣

的教诲根植于犹太思想、犹太学说、犹太生活。"这次会议还承认基督教从犹太人

那里接受了《旧约》的启示，“新旧约全书的启示者和作者是同一个上帝，他在《旧

约》中说话，也在《新约》中说话，《新约》表达了《旧约》的完整意思，《旧约》

和《新约》是相互照应、相互说明的。"①这次会议并且还解除了所有犹太人都对

耶稣之死负有罪责的指控，“诚然，犹太当局及其追随者促成了基督之死，但是，

他的蒙难不能不加区别地归罪于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也不能归罪于当今的犹太

人。"罾梵二会议明确宣布现代犹太人对于耶稣之死没有任何责任。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话导致了“犹太教一一基督教传统”(Judeo。C埘stian

锄dation)这一概念的形成。从历史上看，尽管基督教和犹太教同根同源，但是由

于双方的互相敌视与竞争，基督教和犹太教在神学上的差异常被提及，而两者之

间的共性总是被忽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概念的提出则凸显了二者的共性，

体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有共同的精神遗产和精神纽带，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的

关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认可。

。Eug明e J．Fisher锄d Leon KIenicki(cdited)， 加0协7了小Pj丁抛力盯Dw以g棚括112一。聃D胁D缸，p纠P，p．35
@Ibid-，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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