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塔木德及米德拉西中的“流散”观念

姓名：张灿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宗教学

指导教师：傅有德;Avrum Ehrlich

20080414



原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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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

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重长些1 日 期：圳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

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

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

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三抛导师签名：弛 期： 竖：坚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散屠的民族，贯穿历史，犹太民族的性格中被蒙着一

层渴望的情绪，渴望回到圣地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公元前586年和公元70年两次

的大流散，尤其是后一次，把犹太人推向了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

立，两千年的流散历史塑造了犹太入的民族性格帮宗教生活方式。没有犹太人的

大流散，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犹太民族。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

民族这样承受了这么多的苦楚，流散的经历已经熔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并

且深深地、强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要了解犹太民族，虢必须要了解他们

的流散和散居。

公元70年，罗马入摧毁了第二圣殿帮郛路撒冷，以圣殿为中心静圣经犹太教

开始瓦解，以圣殿为基础的祭司权力立即崩溃，摭比阶层开始以延续宗教和种族

为责仟而出现，以圣殿和祭祀为基础的圣经犹太教开始转为了以圣经和祈祷为中

心的控院犹太教。在氐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掩冼{}j挑起了重担，处理着散居入们

的宗教仪式及律法的遵守等问题，领导散居犹太人度过没有圣殿的最初的艰难时

期。于是，信仰得到了保留和继续。

但是，流数作为犹太人宗教和民族历史上的巨大转搋点，从头至终都需要一

个解释，尤其是面对流散的苦楚不免让人联想到是上帝抛弃了犹太人，流散中的

犹太人不禁要向他们的领导层发问。那么，究竟拉比们对流散是怎样的看法呢?

具体的答案我们当然要从经典的摭比文献：塔本德穰米德摭西——扭比钔对团传

律法的集结中寻找。拉比们对于流散的观点和解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当时

犹太教的领导阶层，能们必须对流教做出宗教上的合理解释，尤其是面对强大的

基督教力量的蜒起和发难，来重新确立人们的信仰，才笺健犹太入在强大的异族

势力间不被同化保持民族性。同时，通过研究他们对于流散的态度，他们怎样诠

释流散、他们的解释方法等等反映滋他们在面对民族、宗教大灾难的时候怎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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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消极为积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诠释，增强了犹太教的生存力，告诉人们

犹太人即使在流散中也依然能够敬拜上帝并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生活，这使人们

对流散不再畏惧，转而在流散中积极地学习托拉，忏悔和悔改，积极履行托拉和

律法，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和拯救。

关键词：流散；散居；犹太民族；塔木德；米德拉西；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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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越l know,Jewish People iS a people of exile。Throughout their history,the

desire of going back to their Land，to Israel，to Jerusalem WaS extremely strong．The

Jews were exiled mainly twice and were marked by the destructions of First and Second

Temples，which were in 586 B．C．E and 70 C。E。Since the latter one，Jews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tayed the state of exile for almost two thousand years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 1948．It is only through exile that formed Jewish

People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There are no other nation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going

through SO much bitterness and anguish．The expressed desire to be in Jerusalem is a

wiSh for unification,belongingness，a sense of security,and an end to exile．And this

inner feeling and sense of exile and its resultant longing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Jewish identity．It is unique to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that this feeling has

powerfully colored the emotions of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if we want to know the Jewish People，we have to know their exiles and

Diasporas．

琢70 C．E．，Romans destroyed their Second Temple and Jerusalem．Judaism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emple went into pieces；the priestly power which had dominated

Jewish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ife and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emple apparently

collapsed and vanished。Rabbis started to appear aS a new Jewish leadership to continue

Jewish religion and keep the identity of Jewish people．Temple Judaism started to turn

into Rabbinic Judaism which is based on Torah and prayer．At the very moment，rabbis

dealt with nulnerous communal issues，as well as matters of Jewish life and practice in

Diaspora,leading people go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 in Jewish history without

temple，therefore the faitIl moved on and was continued．

However,from the beginning the exile Was a phenomenon which demanded an

explanation，especially facing the anguish of exile there is a thought that God has

already abandoned Jews，and the rabbis were questioned by people in exile．How would

rabbis view this phenomenon?Surely,the answers have to be searched in the classic

rabbinic writings：Talmud and Midrash。Rabbinic views of exile would definitely be

very important,as being in the leadership of Judaism，they have to give a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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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explanation to reconfirm people’s religion，especially having the strong

Christian power coming up——only in this way could they keep the faith and escape

assimilation．Also，facing religion and people’S catastrophes and tragedy,by examining

their attitude and views of exile，how they interpret it，the method they were using etc．，

we can see howthey attempted to introduce a positive aspect to the nation’S exile，how

they tum anegative description and aspects of exile into good and positive ones．In this

way they strengthened Judaism in its turning point，persuading people that even in exile

they still could and should worship God and live the lives that He wants people to live；

this helped people to conquer their fear of exile，while studying Torah，praying and

atoning，observing Torah and commandments，waiting for the Messiah and the final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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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研究犹太教的过程中我就认识到圣经犹太教与拉比犹太教之间的既间

断又连续的关系，毕竟，公元70年的那场大灾难中，不是每个民族在那样的情况

下都可以幸存下来的，并且直到今天，犹太会堂里犹太人高卢祈祷的祈祷文大部

分都是那时的拉比们撰写的，于是我对那时新出现的挝比阶层的观念、方法等产生了

很大的兴趣。并逐渐认识到，在两千多年以来，支撑犹太教的，不是深奥的哲学，丽

是塔木德等的拉比文献和其中的律法条文。它使得犹太教不再依赖于圣殿和地点，这

正是经历了民族和宗教灾难后被流教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需要的，它使散居的犹太

人有了可以依靠的法典，成为了犹太入精神龟活、宗教生活的中心。

流散和散居是犹太人的重要特征，正是流散魍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宗教牛

活方式，流散的经历已经熔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

民族意识。流教作为犹太入历史上豹巨大的转折点，当时鲶挝比对此的看法又是

什么呢?他们是怎样从宗教的角度解释这一难题和现象的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

方法削释他们的观点的呢?他们的观点对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是我非

常想知道的问题。带着这些闫题走进撞比们的经典作晶塔本德和米德拉西，以具

体的引文为基础并对有关的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从历史背景，散居情况，及宗

教延续等的角度试图从以上方面来探讨其中对于流敞的观点和阐释。

在对拉迸犹太教的拉琵彝贤蜇们的思想概括阐述缝最鹾确，也是瓷前比较权

威的著作是Ephraim E．Urbach的《贤哲——他们的观念和信仰》(The Sages：Their

Concepts and Beliefs)和Max Kadushin的《拉比思想》(The Rabbinic Mind)。《贤

哲》对塔本德中掩比们的愚想和智慧徽了赡纳剽概括，非常切实也菲常实震的一

本书，对塔木德中拉比们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观念和观念以丰题的形式列了出来，

如舍金纳，神佑，戒律等等。其中与本丰题有关的包括，奖赏与惩罚的关系，受

难的原因，正义与仁慈，话悔的力量，选民昶皈依者，以及救赎，其中说明了圣

殿的被毁后救赎观念的改变。《拉比思想》中对掩比的创造性的观念做了整理，其

中也对摭比们的解释方法等作了阐述。《贤哲的著作》(The Literatre ofthe Sages)

从有关的掰史背景到鞠待托拉，哈巍哈，密西拿以及塔本德等等贤蜇的文献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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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其他有关的概括性的文献或历史背景方面的文献包括，《第二圣殿时期的犹

太教》(Judaism inthe SecondTemplePeriod)对历史背景阐述的同时也对当时的文

献做了总结和整理，其中包括对拉比犹太教雅弗乃时期的早期拉比文献做了资料

来源和重组架构的讨论，也包括了对伪经如《以斯拉四》、《巴鲁克》和《希腊女

先知预言》的讨论等。《1世纪时的犹太民族》(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First

Century)，它是在1世纪出现的新兴的基督教及其与犹太教的关系的背景下展开

的，其中的《犹太散居》(Jewish Diaspora)这篇文章提供的背景资料非常地充足。

《犹太教：圣经后和塔木德时期》(Judaism：Post．biblical and Talmudic Period)对这

段时期的文献包括伪经、斐洛、约瑟大、当时的犹太宗派以及塔木德的文献做了

梳理。其他的文献有对贤哲们所引用的圣经经文，以及对他们中的贤哲们的故事

做了整理，比较重要的有Urbach的文章对贤哲说教性的对圣经的理解诠释，以及

犹太一基督的论辩等等。著作丰富的Jacob Neusner在他的《犹太教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Judaism)中详细阐述和论证了他的观点，认为犹太教在公元200

年到400年间经历了从“哲学"到“宗教”的转型。

对流散比较早期的著作是Baer的一本《流散》(Galut)的小册子，其中对从

第二圣殿被毁到近代的流散观念及许多重要人物的理解做了简明的阐述。《古时代

后期的犹太教》(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是Jacob Neusner丰编的比较重要的文

献集，其中本丰题相关的文章包括拉比犹太教的历史和诠释学，1世纪的犹太教以

及有关耶稣的讨论等等。他的另一本著作《自我完成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以他自己独特的对犹太教历史时期的划分来谈论其中的流散和回归。《散

居：犹太人在希腊和罗马人中间》(Diaspora：Jews amidst Greeks and Romans)对第

二圣殿被毁后早期流亡于希腊和罗马的犹太散居人的状况，融合、迫害、重建等

等做了详细的闸明。《雅各的帐篷：散居，昨天和现在》(Tents ofJacob：the Diaspora

—Yesterday and Today)一书对整个散居和流散现象，包括出现，流散历史，犹太

人自我认同，语言等各方面。《散居：流散和犹太人的状况》(Diaspra：Exile and the

Jewish Condition)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节，其中从流散的源起到救赎，到散居中

犹太人的精神，以色列与散居人的关系直到犹太人的未来做了对整个历史和流散

观念的整理。此外还有一些对第一圣殿被毁后的流散做梳理的著作，如《以西结

和流散的道德规范》(Ezekiel and the Ethics of Exile)，《流散和重建》(Exi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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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流散中的以色列》(Israel in Exile)以及《流教J瑟的以色列》(Israel

After the Exile)等对第一次流散和重建及其后的观点、对流散的理解和诠释等作

了总结。还有对流散与救赎的关系做专门讨论的著作，对散居作政治方面的探讨

和解释的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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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散"一词的概念

一、导言

“流散”，指因为自然灾害、受到侵略、迫害或其他负面因素而离开出生或定

居的国家、地区。“流放”，指把一个人驱逐出本国，此人被强迫离开本国，被切

断与其民族的联系。通常它是政治对于的当权者所常用的一种惩罚于段。流放对

于当权者来说可有效地实现其政治目的，它可以阻止被放逐者组织其本土的力量

从而可以造成威胁。这种惩罚方式是令人畏惧的，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死亡。

有时候，一组群体，甚至整个的民族也会被流放。经常发生的比如说当一个

城市落入其他民族之手，整个城市的居民会被屠杀或放逐，然后安放进自己种族

的人民居住。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就是一个被放逐的民族。当我们谈

论犹太人的时候，如果不涉及到“流散”“散居”等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可

以清楚的记起一首英文歌：“By the rivers of Babylon,there we sat down，there we

wept，whenwe rememberZion．”实际上歌词就是出自犹太人圣经∽的《诗篇》137：

l。在犹太人历史上丰要有两次流散，公元前586年和公元70年，分别以第一和

第二圣殿的摧毁为标志。从公元70起，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在接近

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一直处于流散的状态之中。

“流散”或“流放”，英语为Exile，希伯来语为Galut(门慨)，或Gola(市1】)。

Galut这个希伯来词，表达的是一个民族被从他们的祖国连根拔起，被驱逐到其他

的国家，屈从于异国统治的情况和情感，基本上来说就是特指犹太人被驱逐出以

色列地之后的流散，尤其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这次的大流散。这个词和“散

居”(Diaspora)一词是有区别的。“Diaspor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希伯来语中对

应的词是tefu’tsot (n1鞠。门)，字面的意思是“散布”(dispersion)、“离散”

(scatteration)，指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fLi它的适用范围是犹太人丰权国家

存在的时期，第一及第二圣殿时期，以及当代以色列国建立以后的时期。在这些

犹太人政治独立的时期，散居犹太人自愿地选择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的地方，因

①本文中所提剑的吊经，如不加说明，指的就是犹太人的旧约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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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Galll卜一被迫离散居住在其他国家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两

个词经常的被混用在一起丽常索可以互换。

早在出埃及之前，犹太人就已经有远离故土，虽然这并不算是流散，但毋庸

置疑的是，犹太人的流敖在“流散"这个概念产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在公元翁2世纪下半时时就有希腊的女预言家向他稍的民族宣达：矗离开你的圣地

是你的命运”，对这个命运的描绘是，他们流散的范围包括整个了世界，并且流散

中犹太入会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遭致憎恨。①犹太入的散居历程在不同的国家不

同的时期因为民族灾难、政治情况、被追害和驱逐情况，以及社会和经济的情况

而不同，他们会不断的迁移，转换居住点，改换职业牛计等等。流散的感觉和情

绪却并不一定会伴随流教的状态，它对于犹太民族及犹太历史来说是异常特别的

情感，这情感强烈地影响了犹太民族的个人甚至整个民族蕊情感和性格。

经过在异国的近两千年的流散和散居，犹太人依旧能够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

依然能够以民族的形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我褥来，

犹太教就是一个毒毽赛观、生活方式，和一个社会群体实践着这个世赛琨、以这

种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一个体系，而流散在这个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

70年，第二圣殿被毁，第二次大流散开始，犹太人拿着他们的托拉，流散到了世

赛各地，建立了他们禽己的犹太社区。他们每天祈祷，盼望着他们毹够回到自己

家园的那一天，这个希望支撑着他们度过了包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用难的日予。

建立在这种政治和宗教中心的丧失和被连根拔起的情感之上，酬ut并不仅仅是一

个单纯的诵汇，它包含了强燕酶情感在其中，在表达这一观念之外，它表达了犹

太人对于他们所处境况的和情感，表达了他们的痛苦的情绪，表达了他们在散居

国家感到的异族隔离感，对圣殿和囡土丢失的伤感和对民族辉煌过去的向往和怀

念，和对于链嚣j长时期受难原因的蕾若追闻。因此一谈论起犹太教，必然就会谈

论起犹太人经历过的两次流散——暇比伦大流散和罗马大流散，这两次大流散如

上文所说，传统上认为紧接着发牛在两次圣殿被摧毁之后；并且这两次流散都以

返蠢以色捌地两结束：公元前538年(公元翦516年第二圣殿完工)和1948年以

色列国的建立。这种“流散”一“返回”的模式贯穿着犹太教的整个过程。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这样承受了这么多的苦楚，流散的

@Sibylline Oracles(《秀雅女先知预；}》)3：267：3：27l—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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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已经熔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之中，这种强大的情感不仅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民

族意识和情感，同时也渗透到了每个犹太个人的心中。流散对于犹太民族的历史

来说是非常独特和特别的，在它的影响下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犹太民族。

2、历史背景

许多世纪以来，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时，犹太人就相信以色列地被上帝

许诺给了他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

示你的地去。’"(《创世记》12：1)但是在被巴比伦攻陷以后公元前586年第

一圣殿被摧毁，许多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或沦为奴隶。50年后，波斯王赛鲁士

(或译为古列)下诏允准，许多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在祭司以斯拉和政治首领

尼希米的领导下重建圣殿，并于公元前516年建造完成。但此时有很多的犹太人

已经流散到以色列地之外的地方，因此犹太历史上在第二圣殿时期最突出的一个

特征就是分布广泛并且茁壮成长的犹太散居社区的出现，与此同时在以色列本土

有一个大的犹太社区，并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政治独立。

公元前63年，庞培攻陷了耶路撒冷等地区，使之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公

元66年，犹太人针对罗马统治的第一次起义爆发，罗马帝国皇帝的儿予提多，在

公元70年阿布月9日，下令摧毁了第二圣殿和耶路撒冷。毋庸置疑，不管是在以

色列还是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时都非常震惊，精神上受到重大创

伤。此时，一直以来以圣殿为宗教基础的犹太教遭受重大挫折。存在了600年的

第二圣殿一直是犹太教和每个犹太人心中的宗教中心，对于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

拥有巨大的威望，而今圣殿已不复存在。犹太人再一次被流放并且不被允许进入

耶路撒冷。相应地，统治犹太人宗教和政治牛活的祭司权力是以圣殿为基础，此

时也已经土崩瓦解。犹太教该去往何处，犹太人怎样以民族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成为了一个急追的问题。

当时有人认为第二圣殿被毁会如第一圣殿时的情况一样，犹太人会重新返回

到本土，重新夺得他们的政治权力；60年以后，一些犹太人发起了第二次反对罗

马统治的著名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公元132-135年)。这次起义的失败使犹太人想

在短时间内返回以色列地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希望和期待落空，甚至在犹地亚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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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建立犹太定居处也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托塞夫塔》是一个三世纪时完成的拉比对《密话拿》的扩充和补编，从下

面摘自《托塞夫塔》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对他们的境况感到的悲痛、绝

望和放弃：

“第二圣殿被摧毁以后，在以色列不吃肉、不喝酒的禁欲者开始增

多。拉比约书亚见到他们，说：‘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

“他们对他说：‘以前每天都有一个连续的(肉)火祭被献在祭坛

土，而现在已经停止了，我们怎么能吃肉呢?’

“他对他们说：‘那么就毫匕我们也不要喝酒。’他接着说，‘但是如

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吃饼，因为他们也曾拿两块无酵饼为素祭。

我们也不应该喝水，因为他们也曾在《住棚)节的对候泼水为水祭。我

们也不应该吃无花果和葡萄，因为他们曾会把它们作为五旬节的初熟果

子献祭。’他们就沉默了。” (《托塞夫塔》Sotah 15：11)

这～记载，一方面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圣殿丧失的悲痛，缀多入因此丽停止了

吃肉喝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番到以拉比约书亚为代表的拉比们面对巨大丧

失和悲痛的情况下仍然有着的积极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第二圣殿被摧毁詹大流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书要的

挝比文献被集结成书，包括《密西拿》，《托塞犬塔》，《《巴勒斯坦塔木德》》，《巴

比伦塔木德》，还有许多米德挝西作晶。在这些文献中，流教的情感一一地流露在

对异国的疏远的感情，对国家过去的政治独立的怀念，和对流散的原因、意义和

目的地持续的追问中。

下面是这个时期的贤哲和挖比的历史背景的简单概要，在了解整个的大历史

背景之艨，我们也需要对掩比靛自身的历史和背景作一下了解，一都文献只有在

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够真正地被正确理解。当时的两个最重要的犹太人牛活的中

心是巴勒斯坦和巴比伦，拉比文献几乎全部是在这两个中心发展粲结而成的。

巴勒簸坦 公元70年的战败结束了犹太入的政治独立，消灭了圣经狁太教以

圣殿作为宗教中心以及祭司权力的最后痕迹。之后，约哈南·本·扎开(Yohanan

ben Zakkai)开始在聚集犹太学者，犹太人的自治被逐渐的重新组织起来，但地点

不是在鄢路撒冷，丽是在雅弗乃城(又译为雅比尼城，Yavneh)，这望就成为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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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习和犹太人生活和思想的中心而成长了起来。从这样的早期活动开始慢慢

地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阶层，他们被称为族长(patriarch)，

创立了学院，同时还延续了圣殿时期就有的的大议会法庭(sanhedrin)。之后与罗

马的关系陷入僵局，并爆发了在巴尔科赫巴领导下的起义。起义以后犹太自治的中心

也从雅弗乃转移到了乌沙(Usha，直到17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也已经不是主

要集中在南部的犹地亚而是在北部的加利利。3世纪时巴勒斯坦犹太教的族长领导的

形式得到了巩固，拉比阶层兴起。同时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政

治混乱和经济萧条时期。在415和429年间，犹太族长的机构被废止。

巴比伦 自从公元前586—538年间的流散开始，巴比伦一直是大量犹太人口

的居住区，这个群体在公元70年后得到了自治权。在巴尔科赫巴起义后这里在拉

比犹太教的历史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中心。因为在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巴勒斯坦

的犹太人逃亡到了巴比伦，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在巴勒斯坦局势稳定之后依然留在

了巴比伦。犹太人在经历了最初的困难之后他们的自治在250年在沙普尔一世统

治下得到了建立。之后社区得到了一个长时期的稳定发展繁荣，直到5世纪下半

叶遭到了突然的中断，很多的犹太人及基督徒受到迫害，犹太自治被废止，犹太

会堂被关闭，许多拉比被杀害。巴比伦的犹太人，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样，从

此就没有了任何强有力的领导阶层。

在640年阿拉伯的征服成为了巴比伦的转折点。两个犹太中心第一次在同一

个政治力量的统治之下。tu．是，哈里发的衰落也带来了犹太人口的逐渐转移。埃

及、北非和西班牙日益变得重要，同时流散自治失去了它的影响力，高恩性质的

学院也日益缩小。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在1099年被征服)结束了这一时代，结

束了拉比文献集结时期的犹太历史。尽钱；挣比的文献创作活动在之后的一段时期

内仍在继续，但是他们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

3、拉比的贡献及本主题的重要性

70年这一年是犹太历史上的转折点，犹太人政治独立和圣殿的丧失是拉比犹

太教兴起的先决条件。“拉比”，区别于原义“我的丰人，我的大师”而作为一个

头衔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它的真正开始是在乌沙的时候，有人认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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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运动的真正的开始不是在70年，以圣殿的摧毁为标志，而是在140年在鸟沙

的时期，巴勒靳坦南部的被毁和拉阮运动及族长管理在j￡部的重新建立，那时人

们真正意识到在可见的短期未来里不可能再有圣殿，从前的一切不可能再回来了。

拉比犹太教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正常的”犹太教而必人们所接受，拉比

组织在犹太教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权威，他们也逐渐地引导犹太教度过没有圣

殿的断层时期。以圣殿和祭祀为基础的圣经犹太教开始转为了以圣经和祈祷为中

心的拉比犹太教。

挝比和贤哲们清楚地意识到，被摧毁了根基的犹太教需要新的变革，但是又

要把现在的情况与70年之前联系起来，他们的方法是追溯以斯摭所用的方法，抱

紧托拉，通过日传律法建立与摩西的连续性关系。托拉的学习并没有终止，正如

犹太入自己所说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有托李夔，他们与世上其他的民族早已没有

什么区别了。正如当初与以斯拉一样奋力把托拉保存下来一样，拉ELtf]也在做着

如此的努力。拉比文献主要发源予对圣经的解释，丽这种解释是与犹太人当前的

生活密不可分的，穗们的主要驽的也就是在对圣经的诠释中找到对犹太民族不断

变化的境况合理的解释与发挥，并以此为依据来处理散居中的许多宗教问题，那

些戒律与律法在流散的环境中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人们在贤哲们的教导中找到了

安慰战胜了恐惧。成文托拉明显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变动，所以焦点就丰要集中在口

传托拉之上，口传托拉同样被认为是摩西从西奈山上与成文托拉～起从神那里领受

的，它书要与圣经解释相连，也正好与拉比们的意图相符。他们从圣经中的文匈演

绎出新的规则和麓念，或者对圣经酶菜一特定的经文做再一次的论证和辩护。

圣殿和祭祀的缺失很有可能破坏犹太宗教的摹础，一些人认为从宗教的角度

来说，流散中的犹太民族可以被比喻成被丰人卖燃去的仆人，前主人家的规戒对

袍来说融经不适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比和贤蜇们像在第一次流散时爵以谣结

一样必须要处理散居人们社区牛活的宗教仪式，律法的遵守及宗教实践等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这些问题的决议直到今天对犹太传统和牛活都有着影响。例

如：祈祷，不符是个入的方式还是在犹太会堂，这个对所有犹太人来说是每天的

必做的事情就是在雅弗乃时期明确下来的，与之间确定的还有祈祷内容的基本构

架；关于正经的决议；犹太律法的法典编纂；节日问题，在70年以前，犹太新年

秘赎霏蠢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社区豹宗教生活中都不占有重要的绝位，雅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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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贤哲创出了一整个新的主要节日的礼拜仪式，其中重要的包括填补了逾越节仪

式因圣殿缺失而产生的空白，使之继续下去。

但是从开始的时候流散作为一种现象需要着一个解释，在以色列人的存在历

史上，第二圣殿时的散居现象是一个新的现象，在此之前并没有先例，圣殿被毁

后，散居的范围扩大，流散继续着。今天的犹太散居者享受着散居现象长时期的

存在先例和已有的合理化解释，而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散居人却不是如此。就连

非犹太人也在发问：“他(上帝)的子民，他们做了什么而使他把他们从他们的土

地上流放出去?’’(ARN2①1：4)人们开始关注流散的意义、理由的问题，不停

地询问着答案：为什么罪恶的民族在繁荣中安然居住，而选民却要经历苦难?流

散是表示上帝遗弃了犹太民族吗?流散究竟有没有终点?流散的原因和意义又是

什么呢?因此流散的许多问题，它的意义和本质在圣殿摧毁后的连续几代的人们

中进行着深深的大量的思考。因此拉比们作为宗教领导在忙于处理散居的社区问

题、牛活问题、宗教实践问题等诸多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还必须对流散和散居

做出宗教理论上的解释。因此，在这一时期，很多拉比的观点被明确的表达出来

来解释正在进行的离散，因而帮助散居的犹太人理解他们持续居住在以色列地之

外的原因和意义。拉比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考虑到：他们必须通过信仰、戒律

和习惯等保持与传统的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与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色列地和犹地

亚的犹太社区相联系，散居的合法性问题，努力争取达到与当地的环境相适应和

融合，基督教的发难和与之的争论。

因此，影响散居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及自我形象观念的环境，在不同的背景下

引发了对散居的意义进行解释的需要。不符是犹太社区的领袖还是塔木德时期的

贤哲，许多方面的压力都会让你去寻求对于持续进行着的犹太人流散的理解。当

我们探究这些解释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不同犹太个人的个人倾向，同时也要考

虑到这些话被表达时的不同背景和面对的不同的听众。他们以圣经中的观点为出

发点，寻求对此的合理解释，对流散的理解与诠释安定了散居犹太人的心，他们

的理解过程显示了拉比犹太教的牛命力，面对民族和宗教的大灾难他们根据情势

恰当地对犹太教完成了转变与改革。这也是本文要反映的本辛题的重要意义。

①ARN，Avot de Rabbi Nathan．有着A和B两个JF文，是对塔木德Avot的汴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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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比圈外对“流散”的理解及诠释

1)斐洛

斐洛认为实际上流放是比死亡更为严厉的惩罚，因为“死亡结束了我们的烦

恼，健是流放并不是结束，磊是其他薪的不幸的嚣始，它把一次性结束所有痛苦

的死亡转换成了要承担一千次的能够真实感受到的死亡。”这里他用以表示流散的

词实际上意味着那些移民者，那些居住在遥远土地者和那些被送出去拓殖者，而

并不是意味着被惩饕嚣。因此，斐洛并不认为在他所处的历史靖期，屠住在以色

列地以外的犹太人在这一意义上为流放，因为上帝可以非常容易地把流散的犹太

人从世界的每个角落聚集起来。他强调流散是民族成长的标志，是积极的含意，

缝说“上帝之城”不是±遣意义上的耶路撒冷，两是沉愚帮和平的精神生活，尤

其是在正享受着散居的相对的和平状态流散中的犹太人的看来，这对他们的流散

起了不小的安慰作用。同时他对未来犹太人重聚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有着坚定的

信心。◇

2)约瑟夫∞

约瑟犬对于流散这一观念有着异常积极的态度。虽然在有魑地方我们可以看

出约瑟夹认为巴比伦流敖是一顼惩弱，健实际上绝的内心深处的豹请感是辩教屠

抱着非常积极的观点。他避免使用“流散”这个词。在约瑟夫对以色列和犹大两

个王国的放逐进行总结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十个支派被亚述人“逐出去"，对

于尼毒甲尼撒对余下麴蘸个支派所徽的也是麓的丽样的词汇。她说亚述王“迂移

(removed)”了以色列入而不是他流放了他们，与之相似，巴比伦王“放走(1ed

away)’’了两个支派，或者被“移送”(removal)，而没有使用“流散”(exile)这

个词。@

作为24个主祭司之一，圣殿对他来说是神圣的至尊的，所以他认为，就像他

自己所做的那样，投降和忍耐流散比起引发整个囡家的毁灭尤其是导致圣殿的摧

毁更为明智，这里德清晰圭l鎏表达了链对流教的积极态度。当约瑟夫提到犹太入蔓

延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他说犹太氏族密集的散布在世界每个部分的当地人口

①参见Vit。Mos。2．232；Somn．，Virt，《论荚德》19．117：《论梦》2。250：Praem。《论嵌蹈》296．165

②Josephus Flavius≤公元38-100冬≥，犹太痰虫学家。狻太。霉|鬟文献熬土要{℃爱

@参楚约爨失：Ant。《犹太露史》10．183．185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他所表露的是骄傲的情绪，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把犹太人的流散这

个词看成是一个贬义词，并不把流散看成是件坏事，他认为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

对犹太民族来说是对以色列人的赞扬，散居不仅不代表民族生存的灾难或危险，

相反它是上帝为以色列所定下的命运，他一直在强调犹太民族的世界性的角色。

约瑟夫试图减轻流散的污名与耻辱，并且对于约瑟夫来说散居明显的是上帝的一

个祝福，因为神许诺雅各说他的予孙会充满土地上海洋中太阳照射的每个角落，

而不仅仅在迦南地，他声称通过巴兰先知得知上帝用允诺的方式祝福以色列，说

整个可居住的世界以色列永恒的居所，而神对犹太祖先许下的以色列地的这一允

诺不予对待和理睬。最重要的是，斐洛认为流散的犹太人有再聚集的一天，而约

瑟犬明确地认为，流散是永恒的持久的，永远看不到它的结束点。①

①参j^!l约瑟夫：Life《自传》2：Jewish War《犹太战记》6．442，7．43：Antiquity《犹太占史》1．282，14．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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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比对于“流散"观念的理解及诠释

流散是对所犯罪恶的惩罚

挝比们深深地牢固地把从以色列地的流散与民族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一

件奇怪的事。犹太人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他们所熟悉的圣经中流教就被认为是对

以色剐入的罪恶的惩弱，这是圣经中对以色列入丧失他们的第一圣黢和巴比伦大

流散的摹本的理解。在摩西五经及先知书中都表达了流散与罪恶的关系，把它列

为了未来将犯的罪的惩锈(见《利来记》26：33；《申命记》28：63；《耶利米书》

5：19，9：15)。先知们也指出过去已经犯的罪是民族最近和当前灾难的原因。相

应的，第二圣殿时期犹地亚地区主要是希伯来语的犹太教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圣

经的传统保持着一致性，同样也包括了认为散居是出于对以色列入的罪恶之惩罚

的圣经观念，是对过去的罪行的持续的提醒，是整个民族所要付爨的代价。例如，

《西拉》国(Sirach)写道：“然而(例如，尽管有先知们的警告和预兆)人们没有

悔改或终止犯罪；直到他们被从他们的国家放逐如去，流散到各个地方。’’(48：

15)这也是当时犹太次经和伪经中主要的观点。如《十二褪先之遗嘱》②(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一再重复表达了这个观点，《利未之遗嘱》(Testament of

Levi)中预言说：“你们会在以色列做不义的事，赢到造成耶路擞冷再不能忍受你

们的邪恶⋯⋯你们会傣为浮虏被分散到各个民族之中，在那里你们会收到羞辱和

诅咒。”在《亚设之遗嘱》(Testament ofAsher)7：2—7中有更详尽的描述：“因为

我知道你们会犯罪，会被交在你们的数入的手中，你们的土地会成为荒凉之地，

你们的圣所会完全地被垴污。你们会被流散到地球的四个焦落，在流敖中你们会

被蔑视⋯⋯”

可以确定的是，在希腊罗马时期，民族的散布并不是不为人所知的。然而，

这样的散布社区是被看作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褥称颂的，哭簧缝{『】是被看律是

①犹人·便·两拉写的《便心拉锣训》(T．Ile Wisdom ofBen Sirach)，也被称为《耶数智慧．}5》或简称为《两

拉》(Sirach)，是公元2{忤纪魄作晶，原文为希稿柬文。

②《{·：嘏走之逶嚷》TestamentsoftheTwelve Patriarchs楚与l嚣绞謦缀馥l天连筑藜鬻蓑耍戆毯经佟酝。嶷称

楚雅备的卜：个，L子簸既孵候的遽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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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成就的结果。但是一个民族作为战利品和流放人群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强制地

赶出去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屈辱和贬低。如果是这样的话，尽管散居中犹太人做出

了很多政治及经济的努力和成功，流散依然本质上被看作是为负面的和消极的。

塔木德时期的拉比们怎样看待流散，怎样看待罪恶与流散的关系?在今天犹

太人的祈祷文中我们可以听到：“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被流放出我们的家园，远离

我们的土地。”因此，与圣经及第二圣殿时期作品中的观点相承，塔木德和米德拉

西文献中的贤哲们也把流散理解为反映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所犯之罪的惩罚。拉比

们再次解释说，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灾难和流散是神对他的予民所犯罪恶的审判的

结果。实际上犯罪和惩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拉比教导的基本主题。拉比们把犹太

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各族中的现象理解为上帝对犹太人没有遵守托拉的律法而对之

的惩罚，是对亵渎上帝及人性的严重罪恶的严重处罚。

圣经中的观点认为罪恶是流散的最主要的原因，而散居中的犹太人会再加上

一条消极的因素：在散居中的犹太人总是处于害怕被统治政府因为犹地亚的同胞

所犯的罪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恐惧之中。约瑟夫记载了罗马皇帝维斯帕先

(Vespasian)对罗马帝国内的犹太人所特征收的犹太人头税，从中可以清楚看到

犹地亚以色列人犯的罪造成对散居犹太人的惩罚之间的联系。①

流散不是一般的惩罚，它是及其严重的惩罚。一些拉比们把流散与死亡相比，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诗篇》71：9)——因为我已经在流散中

年老⋯⋯；‘你必使我们复活’(同上71：20)——一些人把这理解为与死亡和深

渊等同的流散。”(《大诗篇》71：4)这种比喻方式与斐洛很相似。作为一个尤其

严重的判决，流散使犹太人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散开在各国间，“就如人用

铁铲散开谷物一样，一粒谷了不会粘在另一粒上面”(《西弗拉》②6：6)。很多资

料强调流散的苛刻性，“⋯⋯在我给你们许多的痛苦折磨之后，我把你们送出去流

散。流散是艰难的，因为它是对它们(罪行)相应的⋯⋯”(《申命记之书》④Eqev

43)，流散使犹太人被罪恶污染(《大雅歌》8：19)。拉比约节亚·本·利未的描

①约毖夫：Jewish War《犹太战U》7．218。

②《州弗拉》(Sifra)，也叫《利末记之I 5》，它可能是最‘II．的米德拉距的文集，人约是在3世纪卜．半ul‘集结而

成。它是以对《利末记》的秆绛的万式⋯现，但是它与密pq拿之I’uJ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作者对许多密IHi

拿的律法声明通过查找吊经的通”1的证明经文，来提供其合法性干fI有效住。除此以外，州弗拉有它[J己讨

论的上是!i}，它包据r许多独、’『：r《甯tJti拿》的段落。例如对r．流敞脱念的处理。

⑤《I}I命记之书》这部文献是由不M时期的材料所组成的，但它最终的编写人概是在3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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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强调了流教是个羞辱性的惩罚，他说：“当邪恶的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流放到巴

比伦的时候，健们的手被用铁链绑在身后，他们让饱们全身赤裸犹如野兽⋯⋯’’

(Tanhuma Yitro 5)。

在《巴比伦塔木德》Berakhot 3a中记载了传统上认为对流教秘罪恶之闻关系

的经典的直接的表述：“拉比以撒·本·撤母耳以拉比国之名说：一夜分成三部分

(祈祷时间②)，每～次(祈祷③)上帝都会像狮子一样举着并且哀号：为我的子孙

悲哀啊，因为他们的罪恶我摧毁了我的住所，焚烧了我的圣殿，把他们流教到世

界各地的民族之中。⋯⋯为父亲不得不流放他的孩子们悲哀啊，为不得不被从缝

们的父亲的餐桌旁流放的孩子们悲哀啊!’’这一段描述了神对他流放他的子孙后感

到的感伤悲怅和痛苦，描述了他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历史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悲

哀。除了痛苦以外，似乎也表明流放以色列入的确是出于上帝之手，但却并不是

他所愿意的。他是被迫摧毁他自己的圣殿流放他的予民，也就是说神自己的正义

需要他对他的予民所犯的罪行作出这样一个适当的圆应。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器到

是犹太民族的罪是点燃摧毁圣殿之火的引火柴，烧毁了“我的住所，焚烧了我的

圣殿”，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民族之中’’。这样的后果是对他们的罪恶的公平的

判决结果。

然丽，贤哲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一般的泛泛懿回答“因为人们的罪”并不感到

满意，他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对第二圣殿被毁的具体的原因的意见和看法。流散

的惩罚被归到到许多不同的罪恶的源头。我们来看～些例子，不管怎样，这些段

落拥有一个共网的特征就是，流散之所以发生是因以色列入的过去的罪恶黔行为

而导致的。

有人认为，流散并不意味着当前的任何个人，或者当前正在流散中的整个民

族是有罪的，流敖是对过去入翻的罪行的惩罚结聚的延续，《罂眈伦塔木德>)Shabbat

56b甚至认为导致流散的有罪的事件只是大卫一人单单的一次犯罪：“拉比犹大以

拉比之名说，‘如果不是大卫接受了诽谤言论的话∞，大卫家族的王国不会分裂，

以色甍入也不会崇拜瞩像，我们氇就永远不会被从我们的土地上流放出玄。堋大

①这吼指挝比犹人·哈纳西(Yehudah ha．Nasi)，大家以“拉比”直接称呼之，以F引文巾f司。

②此为译荫所加。

③悲为{蕈嚣绣熬。

④笼《擞姆珥记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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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因为相信了洗巴的谎言把属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的都归了洗巴，因此犯下的罪

导致了以后他的子孙的一连串的种种灾难，先是王国分裂，再是偶像崇拜，第一

次是耶罗波安铸造两个金牛犊，然后以色列人因为偶像崇拜而被逐出他们的应许

之地。

拉比们把流散这一严重的惩罚归于各种严重的罪行，例如《大耶利米哀歌》1：

1说t“以色列在做这些之前并没有被流散：否定一神，不守从第十二代以来就施

行的割礼①，不守摩西十诫，不读托拉⋯⋯拉比利未说：以色列在违反托拉中的三

十六条会受到死刑②判决的律法以后被流散。”《巴勒斯坦塔木德》中记载了拉比以

利亚撒，拉比犹大和拉比约哈南的言论：“其中一人说‘他们在不守割礼之后被流

放。’另一个说，‘他们在非婚牛子@之后被流放。’拉比约哈南说，‘以色列在分裂

出二十四个异教党后被流放。’’’(《巴勒斯坦塔木德》Sanhedrin 10：5)这里他们

把原因归到了无割礼，私牛予和宗教异端。《巴比伦塔木德》Yoma 9a说，第一圣

殿的被毁是由偶像崇拜、乱伦和无辜杀人而导致的，而第二圣殿的被毁是由莫名

的仇恨和对金钱的爱慕导致的。“偶像崇拜、乱伦和无辜杀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指控，这些是犹太教规定的丰要的罪恶。当一个犹太人违反三者中任何一个的时

候，他被判以死刑。很明显，这三条律法对犹太信仰是最重要的，以至于即使只

是其中的一个被违犯，犹太人的牛活都是不可想象的和无价值的。

把罪恶和惩罚联系起来的观点尤其地体现在《巴比伦塔木德》Shabbat 33a中，

它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罪行及与之对应的惩罚，例如，与不献祭和十一税，抢掠，

耽搁判决，假誓，淫秽等等罪行相对应的惩罚。关于圣殿被毁和流散，它说：

“由于流血的罪行圣殿被摧毁，舍金纳离开了以色列⋯⋯如果你玷

污了(土地)，你就不会居住在其中，我也不会住在其中。”它接着说：

“因为乱伦，偶像崇拜，不守安息年和禧年@，流散就来临了，他们被

放逐，其他的人来占据了他们的地方：‘因为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

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利未记》1 8：27)，‘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

①崛伯拉罕是第‘‘代进{J：割礼的，他是怛”1之后的第1．：代。

②karet，n1)，原指被f：帝逐⋯{f：区与其他以包列人切断联系，根据很多．‘{I．期的拉比权威，它的实际的惩罚是

闪犯罪I：帝使其提前纯广。

③Mamzerim，口，1T珏冶，-IV婚生子，私，上子。

④对流散原㈨l叫样的三个解释也}f{现在《密pq拿》Avot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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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讨这一切不公正的罪’(同上18：25)毋，‘你们玷污邢地的时候，地

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同上18：28)。关于偶

像崇拜：‘我会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同上26：30)，‘我

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畿众圣所成为荒场’(阅上26：31)，

饿要把你们散在歹|j邦中’(同上26：33)。关于安息年和禧年：t你们

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事受安息’(同上26：34)，

‘地多时为荒凉，就要多时歇息’(同上26：35)。”

这段塔木德先是把圣殿被摧毁和舍金纳离开以色列的原因归于流血的罪行，

然后继续以它惯例的方式引用经文，确认其中的观点，“乱伦，偶像崇拜，不守安

息年和禧年”是弓l起流散的原因。这里我们可以对拉比们的阐述方式可见一瞥，

把圣经中相关的句予总结组合起来，这段话所学|用的都是《利来记》中的经文，

但很多其他的地方～般都是没有书卷的限制的，原则上所有的圣经经文都可以随

意拿来使用，拉比们以这种方式诠释圣经自然会孕l出许多新的与原义所不同的观

点来，以此达到证明自己观点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予。

“拉比以撒说，在圣殿被摧毁的时候，神发现亚伯拉罕正站在圣殿

之上。神说，‘我所亲爱的你在我殿幸做什么呢?’(《耶利米书》11：

15)

亚伯拉罕回答说，‘我来是因为关心我的子孙的命运’。

神说，‘你的子孙犯了罪已经流散了’。

‘也许’，藏伯拉罕说，‘他们只是因(普通的。)错而犯罪呢?’

神回答说，‘行了淫乱’(网上)。

‘也许只是很少的人犯了骣呢?’

‘许多’(同上)，神回答。

‘尽管如此’，他请求道，‘你应该因割礼的契约而记得他们啊’。

神回答说，‘圣肉也离了你’《同上)辔。

‘或许你如暴等一段时间他们会悔改’，他请求道。

①译文对l靖肉蕾经和合奎的翻译蠢所改动。

②毙为泽蠢曩蓐魉。

③谴翻试黼伪装楚饰谴{『j豹麓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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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答说，‘你作恶就喜乐!’(同上P

(《巴比伦塔木德》Menahot 53b)

圣经中《耶利米书》中的一句话ll：15根据希伯来圣经原文中的顺序应被翻

译为“我所亲爱的，你在我殿中作什么呢?你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

作恶就喜乐”。这句话的在贤哲们的手中按照经文的顺序被演绎成了上帝和亚伯拉

罕之间的一段对话，他们把句子拆散开来成为这个对话中上帝口中的话。他们构

造了一个亚伯拉罕来在圣殿被摧毁后来到圣殿遗址并且为他的了孙担忧的情境；

在那里他遇到了上帝并与他聊天。在这段话里，通过他们虚构的故事而清楚地从

上帝的口中表明是人们的罪导致了圣殿摧毁和流散这样的惩罚：“你的子孙犯了罪

已经流散了”。迫使上帝不得不做出他的判决的有三个要素：“淫乱”，“许多”人

犯这罪，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高兴欢跃。因此，导致流散的是，罪行：淫乱；

犯罪人的数量；以及犯罪时人们的心态。亚伯拉罕试图为他们请求，他请求神给

他们一次忏悔悔改的机会，但是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第二条行为“当他们犯罪的时

候他们高兴欢”而被堵住了。这第二个行为直接粉碎了他们进行稍后悔改的机会，

而这赎罪悔改本可以使他们避免被流散的处罚。

拉班约哈南·本·扎开把以色列流散到亚伯拉罕出牛地的巴比伦比作一个被

送回父家的奸妇：

“为什么以色列被流散到巴比伦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国家?因为亚

伯拉罕的家就是来自这里。

这可以比作什么事情呢?比作一个妇女对她的丈夫不贞。

他把她送到哪里呢?

他把她送回她的父家。”

(《托塞夫塔》Baba Kamma 7：3)

不符是在圣经中还是在拉比文献中，很多地方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被比作丈

大和妻了的关系。上帝对以色列所要求的就像一个丈犬对妻了所要求的一样：她

必须保持忠实和贞洁，也就是说以色列必须不敬拜他神，也绝不进行偶像崇拜。

掩班约哈南·本·扎开把这一比喻用到了解释巴比伦大流散之上来。当一个妇女

对她的丈大做出了不贞洁的事情，他会把她送回它的父家；所以相应的，当以色

列犯了罪的时候，作为对他们的上帝不忠诚的惩罚，他们被送回了他们的祖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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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的父家——巴毖伦。

正如我们以上看到的，一些贤哲把流散这一惩罚归于主要的严重的罪行和犯

罪，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贤哲把它归于轻一些的罪，他们还是从圣经中的句子为出

发点，指出当代人所没有遵行的具体的规则，例如，安息年和禧年，举祭和什一

税，“他们在逾越节吃了有酵饼⋯⋯他们夺取了穷人放子他们家的抵押晶⋯⋯籀给

雇佣工薪水⋯⋯他们抢夺了属于穷人的那部分⋯⋯他们用掉了原属穷人的什一

税⋯⋯因为他们使希他来人奴隶一直处于奴隶身份⋯⋯”(《大耶利米哀歌》l：

28．29)等等。拉比们对此作了更迸～步的发挥，说“十个支派是因喝酒丽被流散，

因为圣经中说，‘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的人’(《以赛距书》5：11)。犹

大和便雅悯支派仅仅是因为喝酒被流敖，因为圣经中说，‘就是这些人(也就是犹

大和便雅悯支派)也因滔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谖歪’(霜上28：7)”。(《大创世

记》36：4)这里流散的原因被归于了醉酒。我们知道，北部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

和南部犹大国两个支派先后被流放出去，拉比犹大留意到，圣经《以赛亚书》中

描述两圜的时候，都撼写了他们的酒醉，于是，列出圣经中相关的句子，以之为

基础和证据，证明整个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的流散都是因为他们的醉酒。

一些挝比贤哲寻罪的路走的非常远，寻找特定的犯罪之例时，有时甚至是具

体的某个罪入，成为了要为整个民族流教负责的入，如上面提到的大卫的例予。

惩罚越是重大，犯罪的人越为杰出和有名，于是挝比们用编造放事、重新解释等

各种方法把导致流散这一重大惩罚的罪归到他们的头上，因此没有一个犹太祖先

被落下，拉眈们把能们描述力要为他们予孙的流散及矮服于外族受最终的责任的

人。这其中的最突出的一个谴责就是巴勒斯坦的一个贤哲为雅备梦见通向往天际

的梯子给如的解释：

“纯梦霓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择的使者在梯子

上，上去下来”(《创世记》28：12)一一拉比撒母耳·本·拿和曼说：

你们真的认为这些是天使吗?不，他们是世界上各国的首领⋯⋯拉比别

莱和亚以拉比梅尔的名叉说：神展示给纯着，已比伦的统治者上去下来，

米甸的统治者上去下来，希腊的统治者上去下来，以东的统治者上去下

来。他(雅各)问道：宇宙之主，是不是如这些人下降下来一样我也会

下降下来?神告诉绝说：不要害怕，走上去，因为你不会下降下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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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却害怕了，并没有上去⋯⋯神对他说：雅各，如果你有相信我而走

了上去的话，你永远都不会下来，但是因为你没有信仰没有(听从我)

走上去，你的子孙会被敌人抓住卷进各国之间，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

家，从巴比伦到米甸，从米甸到希腊，从希腊到以东。他对神说：宇宙

之主，永远的吗?!神对他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惊惶，因

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耶利米书》30：10)，从高卢(Gallia)和阿

斯帕米亚(Aspamea)，“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同上)一一从巴

比伦⋯⋯从米甸，从希腊⋯⋯从以东。(《大利未记》29：2)

在这个故事中雅各在关键时刻的犹豫和对上帝的不信任导致了后代的流散，

并且在最后上帝允诺说他会最终得到拯救，关于流散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将引

导向最终的拯救这一点在下文第三条中会具体阐述。拉比们把流散的原因上溯到

历史中并且把它们分配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是有很多投机和诡辩的因素，但是在

一些拉比身上确实有着明显的激进色彩，他们认为祖先们在关键时刻的犹豫是非

常错误的，认为他们的思想摇摆正是导致以色列丢失丢失它的国土，丧失它在世

界上的民族中应得的领导角色的丰要的原因。

亚伯拉罕同样受到了谴责，“耶和华又对他(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创世记》15：7)，他被上

帝允诺说以色列地会作为遗产而被他的予孙继承，然而他却表示了他的怀疑：“他

说：丰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同上15：8)贤哲们指出，正是

这一疑问使上帝马上就告诉他：“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

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同上15：13)(《巴比伦塔木德))Nedarim

32a)根据圣经，这两处经文虽然相距很近，但并不相连，而且圣经中并没有明确

表明亚伯拉罕的疑问是他的后裔寄居和受奴役的原因，fu．是拉比们进行了重新诠

释，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后者的原因。而且拉比们让惩罚与罪行相对应，

有罪行便会有惩罚，大的罪行自然对应大的惩罚，流放和被征服作为严重的惩罚

因此被理解为对上帝缺乏信仰的自然结果。

接着往上追溯，挪亚也受到了谴责，这是从一句经文“他(挪亚)在帐篷里

赤着身子”中诠释出来的：“拉比西蒙的儿了拉比犹大，以拉比以撒的儿了拉比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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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耳的名义说：(圣经中写的)不是wayigal(抑’)丽是wayitgal(确’)①：健(挪

亚)是能自己及他后代被流散的原因。”(《大创世记》36：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贤哲们又一个特别喜欢用的手法就是做文字游戏，以此做诡辩达到论证自己的目

的，这一手法同样的被用在了这个关予流教原因的例子里。创世记9：21中说：“他

(挪雯)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希约来语中“赤着”(uncovered)是wayitgal(≥期，’)，

这里拉比犹大对这个词动了点脑筋做了点小于脚，因这个词是从galut(门1弧)——

流散(exile)演变丽来，因此他把二者联系起来，既然词源上“赤裸"和“流教”

紧密联系，那么挪亚的赤裸必定有黄它背后相连的意思，于是能把挪亚的赤裸说

成是他的后代流散的源头。

甚至有的一直追溯到犹太文明的初晓之时的溉当，3世纪寒期的拉比阿巴胡把

人韶的流教与亚当因违犯上帝的戒律后丽被逐出伊甸园楣提并论，认为流散是一

个对偏离上帝律令的永久的警告：拉比阿巴胡说：“fH是他们就像是违反契约的人”

(《何西阿书》6：7)∞他说，“这个人就是亚当：我(神)把亚当放进了伊匈园并

下戒律于他，然丽饱却违反了我的戒律，于是我判决他流放，我是多么地为他悲

哀啊⋯⋯同样，我把他的子孙们领进了以色列地并下戒律于他们，但他们却违犯

了我的戒律，于是我判决他们去流放，我是多么地为他们悲哀啊。”(《大创世记》

19：9)于是，有关亚当的+个判决之一便是“饱的予孙从一个城市流散到另一个

城市’’(或者“从一个阑家流散到另一个国家’’)。(剐埘2 42，116)圣经中的话“他

们就像是违反契约的入’’中“像⋯⋯的人"希伯来语为ke’adam(口’鼢)，“likeAdam”，

嚣为希獭来语中adam既指一般意义上的“人"，也是人类的始祖“亚当”这个人，

因此按照挖比阿巴胡的观点把这句话重新翻译就应该为“但是他们违犯契约就像

亚当一样”。亚当作为圣经中记载的人类的祖先同样没有逃脱出被谴责的命运，他

被上帝逐出伊鸯匿丽在世上流浪成为了以色列入被流放的最草的先例，这里亚当

的“儿子们’’已经指的是以色列入，因为3世纪时亚当已经被贤哲们定位为了第

一个“以色列人”(Israelite)，他说希位来语，守安息日和逾越节，学习托拉，甚

至被认为诗篇中的一篇郅为链所律。嚣链被上帝逐漱伊镯霆与犹太入被上帝逐出以

色列地两者之间被找到了相似点，并把以色列人的流散归到了人类的始祖甄当的

①wayyitgal是这个词语气更强的形式。

②曩，疆’’嚣鑫’船曩嚣翻，泽文务绣改动。

@觅《人剞毽记》17：4，16：5，22：13；《l秘俞记之转》4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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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亚当有一次充当了替罪羊。

一些拉比也意识到其他的民族也有散居之人，但是他们说：“‘犹大迁到外邦’

——世界上的民族没有流散之人吗?(然而，事实是)尽筲他们也有流散，他们

的流散并不是真正的流散。不信上帝的民族吃异族的饼，喝异族的酒，他们的流

散并不是真正的流散，但是以色列——他们不吃异族的饼，不喝异族的酒——是

真正地经历流散之苦。”(《大耶利米哀歌》1：28)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不能被新

环境同化的人才能感受到流散的痛苦。对于以色列来说即使其他的民族远离他们

的土地也依然能够感觉像是在家中一样。流散的苦楚相当于其他所有苦楚的总和

(《申命记之书》Eqev 43)，只有犹太人的流散才是真正的流散，他们坚持自己的

信仰不被外界所同化，因此流散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是真真切切的，而正是这样的

痛苦正是对以色列人罪行的惩罚，也才使他们的流散有了意义和价值。

我们下面会看到，拉比对于流散这样的解释最终得到缓和，一些贤哲会引入

民族大流散一些更积极的方面。但是第二圣殿被毁和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以后，

拉比们压倒性的一致意见维持着圣经中的态度，采用托拉中和先知们已有的对于

犹太人罪恶的观点来解释发牛这些灾难的原因。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对流散的最负面的观点：流散是一件坏事，所以它必定是源自罪恶。在对圣经中

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拉比们说这些犹太人的灾难是出于上帝

之于，是上帝依照他的正义不得不做出的对罪恶的审判和惩罚，并且在这个基本

原因之外，我们下面还会看到，拉比们同样还有着对于流散其他的观点。

2、流散是赎罪的一种工具

流散作为一项惩罚已经被犹太人所熟知。幸运的是，犹太人仍然可以做一些

弥补的措施。流散有着弥补的力量在《巴比伦塔木德》Ta‘anit 16a中就有具体的阐

述。既然流散是出自罪恶，那么在流散中所受的苦就起到了赎罪的作用。通过流

散，人们可以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进行弥补，推动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和解。流散

的开始出于罪恶，结束自然出于赎罪。因此在拉比们的眼中流散并不仅仅是简单

的惩罚，在此意义上它同时也是赎罪的一种方式。犹太人选民的地位中包括着戒

律和律法，但是要让整个民族都要时刻遵守确实是件非常网难的事，这使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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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民以色列入被卷进了“犯罪一惩罚一赎罪～调和”的周期循环之中，丽其中

最严重豹惩罚就是整个民族扶圣地被放逐，隧之也就承担超了下一步赎罪的任务，

犹太人的流散的意识被强烈地参与进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中，通过流散而赎罪及回

到以色列地成为了犹太人精神的核心。

链们在流散之初的时候相信上帝会支持犹太入在短期内鼷到应许之地，并随

之策划进行了70年的战争及其后损失惨重的巴尔科赫巴起义，这次起义使58万

犹太人被杀，犹地亚成为了荒凉之地，实际上认为流散是赎罪的观点是支持起义

的一个重要翡原因。圣经中解释了第一圣殿后犹太民族流教状况的原因是嘲于过

去人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有人认为如第一次流散一样，人们被流放了，

对过去人们所犯罪行的赎罪也就基本上完成，上帝会支持他们发动起义赢得胜利。

流教是对过去人们行为的惩毳，与之相承，有披眈认为过去人们的罪恶不可能影

响到当代散居人民与上帝的关系。流散继续存在着不是因为上帝已经远离了犹太

民族丢弃了他们，丽是因为对于他们祖先所犯罪行的赎罪还没有完成。在《巴比

伦塔木德》Sanhedrin 63b一64a中它表述说过去人们的偶像崇拜导致了圣地的丢失，

甚至它进一步提出认为偶像崇拜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要给犹太人一个抵抗它的机

会，从而因此赎罪赢得奖赏：“拉比犹大，有的人认为是拉比约塞单，说，‘悲哀

啊，悲哀啊，这(偶像崇拜)就是它摧毁了圣所，烧毁了圣殿，屠杀义人，导致

以色列从它的土地上流散出去，而它(偶像崇拜)依然存在在我们中间。你把它

放置我们中间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因为抵抗它)得到奖赏吗?我们不要它，我们

也不要鼹抵抗它丽褥到豹奖赏!”犍滗艾剩艾泽尔说神把以色列流散到巴比伦就

是为了要救赎他们，“神把以色列流散到巴比伦去就是因为它如地狱般深：‘我必

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何西阿书13：14)。’’(《巴比伦塔木德》

Pes,ahim 87b)缝的证据是，既然圣经巾说神必教赎以色列民脱离阴闻，阴间在哪儿

呢?就在巴比伦，因为它如地狱般深，神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允诺，把以色列人流

散到巴比伦，然后救赎他们。tU同时也有拉比认为，如果犹太人不进行悔改忏悔，

他们的罪永远处于来被赎的状态之中。缝翻不髯是因为饱稍的祖先豹罪丽遭受流

散，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行。tu．是如果他们坚持下去，他们会得到最终的拯救，

流散的赎罪的力量确保上帝与其选民契约的允诺的最终实现。而犹太人身处异国

他乡，异族的敌意也阻止了犹太人被异教圆讫的进程，推动了犹太入最终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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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弗拉》Behukkotai 8：5)

塔术德在对于流敞作为惩罚的的功能上表述的非常清晰，同样在阐明它的赎

罪的任务时也非常的明确。拉比犹大说，“流散弥补三项事情。因为圣经中说，‘耶

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丽死；但瘵去魍降围潮你们

的邂勒底入的，必得存活，要以自磊的命为掠物(也就是说，他会活着逃脱)’。”

(《巴比伦塔木德》Sanhcdrin 37b)没有流散而留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会继续被刀

剑、饥荒秘瘟疫被杀。相反，流散剡意味为着安全，也就意味黄有上帝的保护。

因此流散产生的必定怒赎罪的效果，因为只有犯下的罪得到了补偿和赎罪，才能

够免遭丧命的判决和恶果而得到存活。因为圣经中说流散的人可以免受的恶果是：

刀剑、饥荒、瘟疫，因此流散能够弥补和赎的是三项罪。塔木德中这段话的上下

文谈论的也是一个入的流散所能承担的罪的具体份额，或为三项罪，或为一半，

或者全部，不管怎样，它的意思也就贯穿并与圣经中的讯息相符：流散中的生活

是一种赎罪，并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

在对《大创世记》44：21可以看到上帝警告驻伯拉罕他的后代会犯罪(《创世

记》15：17)，并允许他选择他们要受到的惩罚，是地狱还是被异族征服：

西蒙·本·阿巴以拉比约哈南的名义说：“(神)给他着了嚼样东西，

地狱，(四个)国家，托拉，和圣所。神对他说，‘只要你的后裔忙于从

事这后两者，他们就会免于前两者。如果他们遗弃(后)两者，他们就

会被另外的两个所审判。’他问他，‘你倾向于这两个中的那个呢?你是

希望你的子替下到地狱去呢还是受稍于四个圈家?一

这段话继续下去争论亚伯拉罕的选择和上帝的同意。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段话

潜在的意思：以色列的流教和受制予异族是由于亵渎违犯了托拉和圣所，这一点

与流散源于罪恶摆符。但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予拽比们来说，在流散与

地狱之间，亚伯抟罕选择了流散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与地狱不同的是，它使人们

可以幸存并且做赎罪。

然丽当公正的审判与赎罪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就提出了奖赏与惩罚的原则

及与赎罪的对立问题。也就是说在赎罪的情况下，究竟惩罚应不应该继续下去?

圣经中我们看到，有时赎罪可以去除罪恶，但是并不能玄除惩罚，就如大卫的例

予，他犯了奸淫罪屠，虽然罪已被&去，髓是它的惩罚依然执行，所得的孩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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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大卫数点百姓犯下罪后，虽然有祷告赎罪，但依然难逃惩罚，上帝让他在

三种惩罚：七年的饥荒、在敌人萄蒋逃跑、三目的瘟疫之中选择一个，最后纯选

择了第三个，“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④或者赎罪仅仅把惩罚延缓，如亚

哈的例子，亚哈在神面前得到了赎罪，于是神决定在他在世的时候不降祸于他，

丽之后降与链的儿子⑦，等等。掩比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巴勒斯坦的贤哲，拉比斐尼哈斯，解释道：“圣经中写着‘耶和华

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骣人走正路’(诗篇25：8)，为什么神是

善的?因为他是正直的。托拉被问遭：‘对器人的惩罚是什么?’它回

答道：‘让他献牺牲品并且他要赢得赎罪。’预言(prophecy)被问道：

‘对罪人的惩罚是什么?’它回答道：‘犯嚣的人必死亡’(《以西结书》

18：4)。大卫被问遥：‘对罪人的惩罚是什么?’饱回答遗：‘愿罪人从

世上消灭’等等(《诗篇》1 04：35)。⋯⋯上帝被问道：‘对罪人的惩罚

是什么?’他回答道：‘让他忏悔，我就会接受他’，因为圣经中写遭：

‘鄄和华是良善正直的’。”(《巴勒靳坦塔禾德》Makkot 2：7)

围绕着“对罪人的惩罚是什么’’这一问题，摭比们从圣经中找出各种有关的

话语来作为这一对话中“托拉”、“预言”、“大卫”等直到“上帝”的回答，与以

上所有的豳答福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投院们逶过上帝之隧所表达的赎罪和惩

罚之间的关系，耶和华说，如果犯罪的人忏悔，那么他的罪就得到了救赎，上帝

就会原谅犯罪的人。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不需要赎罪祭，也不用执

行死刑，灵需要好悔。首先这也反映了擅比犹太教与圣经犹太教的柽异之处，祈

祷忏悔融经取代了赎罪祭，圣殿被毁已经没有条件执行赎罪祭，于是挣比们根据

情况变化和需要重新释经。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说，以色列入在犯罪后并没有

{千悔，反蕊欢喜快乐，于是流散作为惩罚就发生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结

束，因为流散具有的赎罪力量使以色列入开始忏悔。因此，拉比们相信并且认为，

只要犹太人在流散中真诚地忏悔，上帝正如他所说的“让他忏悔，我就会接受他”，

健也会原谅他们丽使他们妇回。

“有训导说：拉比梅尔曾经说，悔改的力量是伟大的，因为就是由于～个忏

①楚《擞堪J-f；d F》12：7-14；24：t0．17。

②冕《到手记}：》2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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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之人，整个世界都会得到宽恕，因为圣经中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

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何西阿书》14：4)。”(《巴比伦塔木德》Yoma

86b)拉比犹大·本·西蒙解释道：“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何西

阿书》14：1)——即使你已经否定信仰的丰要原则。”(Pesiqta de．Rav Kahana①)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即使情况再为糟糕，即使以色列已经否定了信仰

的丰要原则，即使他们在流散中，他们依然可以归向耶和华，回头是岸，随时都

可以悔改而得到上帝的原谅和宽恕，上帝的怒气也会向他们转消。

一般来说忏悔，例如禁食和祈祷，使人放弃犯罪之路，内心决心再不回到这

条路上来，心里所想与实际所做是不同的，有时是不一致的，因此有时忏悔并不

改变与之相应的外部行动。由此向前延伸，拉比们认为要得到上帝的接受和原谅，

仅仅流散中的忏悔是不够的，《西拉》34：25-26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接触了死

尸后洗干净了的人如果再次接触(死尸)，他之前的洗澡又有什么用呢?同样一个

为他的罪恶禁食的人如果再次做了同样的事——谁会听他的祷告呢?他能从他的

禁食中得到什么昵?”这也就是说，除了忏悔以外，贤哲们要求人们必须以外部

的行动与之相应才能产牛忏悔的真正的效果，也就是说必须要悔改，有悔改的行

为流散的赎罪效果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尽快得到救赎。

于是，赎罪作为流散因惩罚而随之而来的力量，使犹太人可以赎清祖先和自

己的罪孽，但是人们必须也要有内心的忏悔和悔改的行动。

3、流散是准备的过程，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将引导向最终的拯救

犹太人的现在的牛存状态，流散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拉比认为这是上帝对犹

太人的大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逃脱不可避免的，弥赛亚的拯救是这项计划

的顶点。贤哲们关于最终救赎的教导紧密地与摩西五经相联系，与先知们的允诺

相联系，与《fu．以理书》中记载的异象相联系。明显地我们可以也看出贤哲们用

多样的观念和观点表达他们自己，因为圣殿的被毁等灾难，救赎的问题及整个流

散观念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从对流散的两条摹本的解释——对罪恶的惩罚和赎罪——出发，继续向

①最‘#的说教性的米德拉两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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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追寻，认为这两条都不是流散的最终的真正的翻的。不管流散的时间多么的长，

也不管犹太入忍受了多少的苦难，流散总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流散中的犹太入和

以色列地的之间的纽带从没有断裂过。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流

敖的过程中，在人们的赎罪之后，犹太民族可以得到净化，并为上帝履行他的诺

言做好了准备，这个诺言也就是最初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我必叫你成为大网，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创世记》12：1—2)，

他们会安全地居住在上帝的应许之地，成为强大的民族。因此，流散是对这一切

的准备，放在大图景中来看，它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上帝最终会把流散的以色

列人领回应许之地，圣殿会被重新建立，圣殿敬拜也会重新继续，祭司的权利和

政府也会重新确立起来，拉比们把流教整合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梯。

上露谈到了《巴比伦塔木德》Menahot 53b中亚{盘拉罕的故事，亚彳鑫挝罕向上

帝抱怨圣殿之毁和对他的子孙的惩罚。以我们所熟知的对于流敞的解释方法，拉

比们解释说，上帝说圣殿之毁和以色列民的流散乃是出于人们的罪恶，并且这罪

恶是严羹的，大多数入都犯了的，势且作恶的时候欢乐。之后赦事仍在继续，之

后，亚伯拉罕哭了：“那么，这样的话，上帝也不会允许!但是他们就没有希望了

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一个声音圈了过来：‘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目哇青橄榄树，

又华美，又结好果子’(《耶和米书》11：16)就如橄榄树只在它最末的时候结出

它最好的果子一样，以色列也会在最后繁荣。"拉比以撒把以色列与橄榄树相比，

这个比喻不是无来由的，这是圣经中的一个比喻，所不同的是，拽比以撒做了一

下发挥，说根据擞榄树的特征，它是在最后的时候结出它最好的果子，于是以色

列入也不必因流散而惊慌，因为他们也会在最后的时候结出他们的最好的果予一

一回到圣地，繁荣昌盛。原因是当绝望增长的时候人们甚至开始抱怨，询问补救

的方法，对于补救豹答案是，麻烦翻身就是说明以色列的真正选民身份的标恚。

因此，拉比以撒以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虽然以色列犯了罪，受了惩罚，流散的处

境那么的闲难与危险，但不管中间的过程如何艰辛，他们终究是上帝的选民，最

后的结采会如上帝的许诺，缓色列会经受得住这一切的考验，在最后繁荣，流教

不过这个过程中的～个阶段而已，过去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的前景还是一片光

明。重要的是，说明流散中的以色列民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流教的结尾必定是回

归裂应许之地耶路撒冷霹孬褥最终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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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拉比们也虑到了他们当代的现实情况，当时散居犹太人的生活是非常正

常非常和平的。因此拉比们明确地表示流散是由于祖先而不是当代人的罪，由此

随之确定地说犹太人的流散是上帝对于犹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巴比伦塔木德》

Ketubbot 110b．11la叙述了3世纪巴比伦学者中间的一件事：“拉比泽拉经常会回避

拉比犹大，因为他希望能够移回到以色列地，但是拉比犹大认为：任何从巴比伦

移出到以色列地的人就是在违犯戒律，因为圣经中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予’(《耶利米书》27：22)。"不能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

散居中的人们有着双重心理，一方面想回到自己的家园以色列地，上帝对以色列

人的应许之地，另一方面，面对散居社区的和平状态和相对于巴勒斯坦的经济繁

荣，留在散居地确实是相对实际的选择。拉比犹大害怕移出巴比伦会对巴比伦的

学院及当地社区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拉比的领头

之下后果就更不可想象了。于是与想回到以色列地的拉比泽拉之间造成了不愉快

的关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把人们留在巴比伦，拉比犹大搬来圣经中的一句

经文，上帝说以色列人“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

于是他说道，上帝的旨意乃是如此，上帝会召回以色列，但在这之前，在没有上

帝的命令之前，他们要居住在散居之地，谁返回以色列地，谁就是在违背神的旨

意，就是在违犯戒律。这就是说那些散居的人们是处于上帝对以色列的大计划的

框架之中，上帝让他们流散他们就流散，上帝让他们回归他们就回归，不能违反

上帝的计划在让他们流散的时候反而回去。他们只是住在上帝让他们住的地方，

以上帝让他们牛活的方式牛活着。同时流散的苦楚更强调了以色列的忠诚，在散

居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牛活方式。贤哲们看到流散是最终救赎过程的一部分，并且也

是它的先决条件，犹太人当时处在罗马帝国的散居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正在履行着

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大雅歌》2：8)。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有着许多流散的消极的方

面，拉比们还是能够找出积极的一面来为以色列的未来作光明的设想。

在塔木德对圣经的诠释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观念就是弥赛亚，拉比

的教导及祈祷文中都有许多对以色列流散后由弥赛亚的救赎而最终聚集的表述。

因为随着流散时间的延长，对犹太人的压迫也不断加强，许多对犹太人强加的税

款和人头税使犹太人的恐惧也随之增长害怕流散会永远持续下去，于是拉比们发

展出了弥赛亚的观念，人们于是从弥赛亚的保证和允诺中寻找到了安慰，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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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整个流教作最后的清算并带来人们的重新聚集——“从巴比伦⋯⋯从高卢，

从西班牙”。 《巴勒斯坦塔木德》Sanhedrin 10：5：“拉比博拉黑亚和拉比哈拉博

以挖比撒母耳·巴尔·拿和曼的名义说：以色列被流散到了三个被掳之处⋯⋯当

他们返回的时候，他们也会从三个被掳之处返回⋯⋯”流教是上帝的大计划的一

部分，并且计划的最终结果，人们必定要扶流散中返回，并且这完全是出自于上

帝之手，是弥赛亚时代中要发生的，是必然的。弥赛亚的观点最突出的表述是在

大创世记56：9：

“亚伯拉罕举骂观看，在弛后面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

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单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创

世记》22：13)∞。“在后面”(behind)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拉比犹

但说，“在后面’是指在‘之后’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发

生以后，以色列还是会卷入犯罪的纠缠和受悲痛的困扰。但是在最后的

日子，他们会被公羊的羊角而救赎：‘主耶和华必吹角’(《撤迦剃亚书》

9：14)”。⋯⋯拉比帕皮妁凡予拉比阿巴，斯克尼的拉比约书亚以拉比

利米的名义说：“既然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看见了公羊从一个灌木

丛申出来又被困在了另一个灌木丛中，神对他说，‘你的后裔也会从一

个因家而被纠缠在另一个国家，挣扎着从已比伦到来甸，从米甸到希腊，

从希腊到以东。’但是在最后的E1子，他们会被公羊的角所赎回：‘主耶

和华必吹角⋯⋯万零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撒迦利亚书》9：14-15)。”

圣经中的故事再次被重薪演绎两成为了拉比必犹太人设想来来的范铡。挝比

们说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以色列会犯罪，因为他为皿伯拉罕放置了一只公羊，这

只公羊是替罪羊，就是为以色列人最终的救赎瓣准备的，替代了以撒的公羊象征

着弥赛盟会救赎跌色捌入的器孽，履行上帝拯救犹太民族的许诺。Ahar(1鑫杖)“在

后面"，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既表示时间也表示方位，在圣经中明显地是表示方位，

但拉比犹仳解释说这里表示的是时间，指示出以色列以后依然会有悲痛和用扰，

侍么困扰昵?就是圣经在这旬{舌之后记述的，宙羊被网在灌木丛中雩|中出以色列

也会在世上各国中纠缠，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也就是要经历流散的痛苦。

由羊而又联想到了羊角，于是弓l用圣经中另外一处的话“耶和华必吹角”，耶釉华

0译文鸯掰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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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吹角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得到最终拯救的日子，说明以色列在最后的日子

会因羊角而被救赎，耶和华必吹角来保护他们。用一连串的圣经经文的摘引和联

想般的解读来让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救赎。

4、流散是一个祝福

流散作为一项惩罚的观点并不能让拉比感到满意，现实的情况让他们为散居

现象寻求积极一面。有的认为如果能够说明流散的犹太中至少有一部分并不是被

强迫流散出去而是自愿移民的话，散居也许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犹太人所接受。

一些埃及托勒密时期(公元前304-公元前30年)埃及的犹太学者认为当地的犹太

社区主要不是从那些在圣殿被毁时期从犹地亚被流放或逃出的犹太人，而是在希

腊早期时大规模的自愿的移民到埃及的犹太人，这一点使古代以色列人的罪恶与

当时希腊时期的大量散居犹太社区的出现的关系断裂开来，罪恶与惩罚不再相连。

此外，考虑到散居犹太社区大部分处于和平的状态的事实，这也就为塔木德

的贤哲们弓f入了一条新的思考流散的观念，如上所述，他们把散居描述成为了一

个上帝对人类计划的建设性的积极的元素，并且通过这条道路上帝不仅改善犹太

人的状况，也改善有犹太人居住在其中的其他民族的状况。《大创世记》41：9于

是把流散和上帝对亚伯拉罕最初的允诺联系起来，这个允诺是他的后裔会如地上

的尘沙一样多，正如这个允诺是一个祝福一样，流散也是一个祝福：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创世记》13：16)：

就如地上的尘沙充满着世界的这头到那头，你的后裔也会充满着世界的

这头到那头。就如地上的尘沙只有通过水才得福，你的后裔也会只有通

过学习托拉才得福，托拉被比作水①。就如地上的尘沙可以穿透金属器

具，自身却可以永远耐久一样，当其他民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以色列却

可以永远持久。就如世上的尘沙被对待作被践踏之物一样，你的子孙也

会被对待作被践踏之物，因为圣经中说，‘我必把这杯，递在苦待你们

的人手中’(《以赛亚书》51：22)；意思是说，那些让你们的伤口流血

的人手中。然而，他们这样做你if]-}p得到好处，因为他们洁净了你的罪

①参见《以赛垭书》55-l。



山东犬学硕士学位论文

恶，因此，圣经中说：“你降甘霖，使地软和”(《诗篇》65：11)。‘他

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以赛亚书》51：23)他

们都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让他们躺在街上用犁耕过他们。拉比阿扎里

亚以拉比阿哈之名说：“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街道比那些踏过它的

更为长寿耐久，它自己永远存在，所以你们的子孙们也会比世上各族更

为耐久，他们会永远存在”。(《大创世记》41：9)

上帝在对犹太人祖先的古老的允诺中说，他们的子孙会如“地上的尘沙郑样

多”，于是在这里拉比们发现了“流散”<galut)的象征，因为尘沙除了“多”这

个特征外，它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是分布广泛，于是他把它与流散连接起来，正

如子孙繁多是上帝的祝福一样，并也把它作为证明流教是上帝的祝福的一个重要

的证据。尘沙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他被入所践踏，这里链们又发现了与流教犹太

人的相似之处，在流敞中他们虽然会经历种种的苦难被异族迫窖和践踏，它其中

的一个比喻是“让他们躺在街上用犁耕过他们’’，但“他们洁净了你的罪恶”，这

句话希镌来原文字萄的翻译是，德们把你们敲打礁了你们的罪恶(they beat you out

ofyour guilt，1，31九1乃1吻1，彤P留乃)，并引出圣经中的一句话，“你降甘霖，使地软和”，

因为“使⋯⋯软和”和“苦待”这两个圣经中的词语是同一个词根，也就是说，

以色列入豹罪恶正是从这样的鞭打、受苦、癃难中才得到了洁净和救赎的；褥时，

正如上帝让天降甘霖降雨露来使地软和，祝福土地一样，他们“让你们的伤口流

血”来祝福以色列人，洁净他们的罪恶。也就是说，这流血和受难同样也是祝福，

是上帝以能独有的方式给以色到民以祝福，他铜正是因此洁净了自己的器恶，以

这种方式达到民族的最后拯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尘沙的第四个特征是，它

“比那些踏过它的更为长寿耐久”，来表明以色列比追害他们的民族更耐久，以色

残永远存在，并且在鼗后能够达到卓越。挝比们仅仅从上帝对溉{盘拉罕的一句麓

简单单的允诺他子孙繁多话，引申出了这许多的意思：以色列人会散布在世上各

个地方，他们会被异族所践踏，他们会比其他民族更为耐久。但不篱是什么样的

雩|中义，他们是在试图表明，统统这些除了祝福还是祝福，这就把被压迫翱践踏

的苦楚转换为积极的建设力量，说成实际上是上帝的好意和祝福。不管你说这是

阿Q精神也好，自欺欺人也罢，它确实在稳定民心，维护犹太教中起了不小的作

用，这种方法是拉魄在教导久翻的时候所常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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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也有解释说流散的目的远远超出了对于罪恶的惩罚。根据《大雅歌》

1：4，以色列人就如-d,瓶香水，只有当它被摇晃的时候才释放出它的芳香。有

人解释说，“被摇晃”正是指流散的严酷，这是说以色列正是因为在流散中的受苦

才让以色列人能够发挥他们最大的潜力，这与上段话中以色列被人践踏的解释相

符。相应的，《大雅歌》l：4还指出，流散的以色列人就像亚伯拉罕，不管他去哪

里都使很多人皈依。

与以上的精神相似，《巴比伦塔木德》Pesahim 87b．88a记述了流散的很多出自

于祝福的积极的原因：

拉比欧沙亚说，“圣经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治理以色列

公义的作为’(《士师记》5：11)?(是指)'-3神把以色列散布到各列

国之中时，他做了一件公义的事(因为他从而阻止了其他民族轻易地消

灭整个犹太民族)。”⋯⋯

拉比黑亚教授关于坦拿(tannaim)权威的事情，“圣经中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神明白她的道路，晓得她的所在’(《约伯记》28：23)?

神知道以色列人经受不住罗马人(在以色列地)的迫害，所以他把他们

赶到巴比伦去了(在那里他们能够幸存下来)。”

拉比艾利艾泽尔说，“神把以色列流散到巴比伦去就是因为它如地

狱般深：‘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何西阿书》

1 3：14)。”

拉比哈尼那说，“那是因为他们(巴比伦)的语言与托拉的语言相

似。”⋯⋯

乌拉说，“他们被流散是为了他们可以吃枣(巴比伦有便宜的枣)

并且有丰富的时间学习托拉。”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流散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为了救赎他们，让他们

去一个人们说的语言与托拉的语言相似的地方，为了让他们吃枣。不得不承

认，有时候拉比会编出很滑稽的如吃枣的理由来解释流散。流散是上帝的祝

福如上所说还表现在拉比欧沙亚和拉比黑亚所说，流散是对以色列人的保护，

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一条中具体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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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散是上帝给予的保护，继续以托拉的方式生存

拽比们对散活的解释中很清楚的～条是通过托拉的学习犹太人才能得到祝

福，丽不是通过诸懿生活在圣地等其他的方丽得祝福。这样的话，即使放流散丽

重归依然还是个来来的梦，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却不荐依赖于了地点。这样就上

帝的祝福来说，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地和居住在散居地其实是一样的。很多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贤哲们对流散后重聚的赞美，如“就如天和地被造的那天一样伟

大”，拉比们认为这流散背后还有着深层的意思，在以色列入重聚返一天还没有到

来之前，流教不仅让犹太民族被毁灭的梳会减低，保护了犹太入，而且把他们置

入了麓够最好地过着学习托拖的生活熊环境中。就如我们上繇辱l用的《巴毖伦塔

本德》Sanhedrin 37b中拉比犹大的话，没有流教丽留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会继续

被刀剑、饥荒和瘟疫而杀，相反，流散的入必得存活，因此流敖则意味为着安全，

也就意味着有上帝的保护。

在一些拉比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流散的这一积极的评价，上帝对他的予民

的爱使他用能够以把伤害减d,N最少豹方式——流教——惩羁袍们，通过把犹太

人分散到许多的地方，季枣实际上是在保护他嚣j不因当地的迫害两受到完全的毁灭

(《巴比伦塔木德》Pesahim 87b；大创世记41：9)；并且增大由于他们的困境丽得

的益处，例如，它阻止敌人在以色列建立他们的立足处(具体见下文对早期米德

摭西文献的讨论)；犹太入散居中的非犹太人的敌意也使得他们不为异教所同化，

并最终推动犹太入的最后的悔改和拯救；流散中的过程是犹太人学习托拉豹最好

的方式和机会等等。

随着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和改信者的减少和犹太人情况的恶化，流敞对犹太

民族的安全来说又被赋予了新的层面的意义。有个非犹太人对拉比犹大·乃诬亚

说“我们(的行为)比你们更好”，因为“当你们有权摧毁罗马的时候，你们除了

一个孕妇以外没有放过任何入’’并且“对于你们是说‘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

往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剔王记上》11：16)，然而你们在我

们中闻的这许多年，我{|、j却没有对你们做出任何的伤害”，挝比欧沙亚回答说，这

莠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仁慈丽使流教的犹太人幸存下来，两是因为政治的情况使然。

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该怎样行。你们想如聚把他们(犹太人)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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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却不全在你们中间。(你们想只杀掉)那些在你们中间的，你们又会被人称

为残暴的国家。”那人回答道：“我向罗马的神起誓!因为这个想法我们崛起，也

因为这个想法我们倒下’(Rashi①解释为：‘我们一直有着这个想法’)。”(《巴比伦

塔木德》Pesahim 87b；参见SER 11：54)犹太人广大的散布保存了犹太民族，使

之没有受到全部的种族的灭绝，尤其是在散居中的犹太人自身及与异教徒的关系

恶化的时候，因此“神把以色列散开到各国中是做了一件公义的事”。为了帮助他

自己的流散的子民，上帝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完全统治世界：“他把他的世界

分成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为了保护以色列’’(同上20：11，4)这一观点相

对于“流散是罪恶的惩罚”和“流散是为了最后的拯救”这两个解释来说，无疑

是最实际的解释，同时散居社区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也让犹太人开始相信这也许

就是上帝对他们的保护措施。其他的相关的论述还有“拉比黑亚教导说⋯⋯神知

道以色列承受不住以扫或以实马力的法令。因此他把他们送去流散到巴比伦"(《巴

比伦塔木德》Pesahim 87a)

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牛活在异国的艰辛，面对着强大的异族文化和流散的持

久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一体性，即使上帝对他们的坚

强感到惊奇：“我的孩了，我是那么的惊奇，你是怎样在等待我的日子中度过了这

些年啊?——以色列回答道⋯⋯如果不是有你写给我们的托拉，世上的各族早已

会让我们迷失了自己”(Pd—IⅨ)。托拉实际上是给忠诚的妻了的婚约书，就连上帝

也对以色列的忠贞感到震惊。在流散中托拉既是不可丢去的东西同时也是散居犹

太人的保护墙，正是托拉保存了他们的一体性：这已经被体现象征在了上面说的

“地上的尘沙”的允诺中，正如地上的尘沙只有通过水才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会只有通过学习托拉才得福，在流散的过程中托拉作为犹太人唯一可以带走的

东西成为了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只有在流散中继续学习托拉，才能是一个犹太人，

一个上帝的了民。

此外，对贤哲们来说，抵抗同化的诱惑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战争，

这也使流散和整个犹太民族及个人抵抗流散的过程，以及由之而来的网难和苦楚

有了意义。从他们的流散的牛活经历中他们明白了“如果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①Rashi，UIJ拉比所岁f J·小·以撒(1040--1105)(Rabbi Solomon benIsaac)，是卡经硐l塔小德的非常币=要的

释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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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不会归来了"(《大创世记》33-6)的意义。在理解流教的过程中，他们认

识到身体在流散中的受难是消除放弃托拉欲念的很好的方式：“没有你(以色列人)

的同意，与你的意愿相背，我(神)把我的统治加于你们之上⋯⋯因为他们才立

即卑靥下他们的心悔改"(《西弗拉》Be．Hukkotai 8：¨)。也就是说，正是流散中

的苦难，让犹太入枣屈下来真诚魂悔改，才傻链稍更转向和贴近托拉，更转向上

帝，使人们曼好地以托挺的方式以上帝希望他们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也诲是惑自

他们在流教巾的的网难和迫害的加剧，还有比此更强有力的更惊心动魄的表述，：

“当你们的骨头被碾碎，当你们的眼睛被挖出，当你们的血从你们的口中喷到地

上的时候，你们才使他(神)的国统治你们"(SER29：159)。也就是说，拉比们

说正是把流散中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耶和华方是他们的神，才会

受虔诚地祈祷、忏悔和悔改，更积极地学习托拽，并且彘于德们的受难，遵守和

学习托拉被赋予了特别的奖赏和意义：“后代的人比前代的人更好；(因为)尽管

有外族的征服，他们依然学习托拉’’(《巴比伦塔木德》Yoma 9b)，以色列在他们

的流散的艰难的过程中依然遵守并学习托拉是值得称颂的。

6、流散是为了教导世界，是一个对于世界的任务

罗马帝阑内皈依转信人数的增多使流散有了又一层的意义，拉比们对流散提

出了另外的一个解释：流教是为了传播犹太教和一神信仰。当时为了让入们了解

刹珍惜犹太信仰而使用诸多的语言如希腊语，瓶且罗马贵族豳不可能对犹太教有

所同情，但是犹太人的数量弗没有因为这些种种原因而减少。但是异教徒的增加

也并不是说犹太人流散是肩负着“世界的使命”的观点实际上指当时世界各地犹

太人对改信有着积极的政策。

其实认为犹太人对他们属圈的环境有积极的长期的影响这一观点并不仅仅局

限于拉比圈内。实际上流散是有意为了非犹太世界受益的解释方法并不是拉比文

献所特有的，这种对流散的解释和约瑟犬强调犹太民族的世界性的角色的解释方

法非常相似，拉比们非常有可能只是重复在他们之前当改信运动处于顶点时就已

经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最早在《多比传》①(book ofTobit)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

囝《多貌传》楚天主教秘东；￡教长经豹经文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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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其中说，在以色列的流散与散布他们的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最

终很多处于遥远处的民族都会因此而认识到上帝的名字(《多比传》13-3—13)。

在拉比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色列流散在各族中与散布上帝知识之间的联系，

毋庸置疑，一些贤哲的确把以色列的流散与传播一神信仰联系起来，但是所强调

的重点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拿出拉比文献中关于这一点最经常被引用的话，说明

拉比们对以色列之流散是为了增加改信者这一具体目的的解释：

“拉比以利亚撒说，上帝将以色列人放逐于诸邦，其目的无非就

是要让皈依者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神)会为了我自己把她(以色列)

种在地上’(((何西阿书》2：25)。当然，人种植种子在地里就是为了能

收获很多侯尔。的种子。”拉比约哈南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我会对没有

得到同情的她(以色列)给予我的怜悯，我会对他们说他们不是我的子

民一一你才是我的子民’(同上)。”(《巴比伦塔木德》Pesahim 87a)

这里挝比以利亚撒把以色列人流散的目的完全归于了传教，传播耶和华的信

仰。他的这一观点是从圣经中的一句经文“把以色列种在地上”重新解释引申出

来的，因为种植与丰收相连，以色列又是上帝的予民，于是流散就是上帝在世界

范围内的广撒种，他把以色列“种在地上”流散在各民族间就是为了上帝自己的

信仰的传播和壮大。流散就如播种，流散到世界各地就如在全世界播种，把以色

列种下去，就是要得到更过的以色列民。同时皈依者就是以色列民，只有皈依了

犹太教才能得到上帝的怜悯，才是上帝的予民。

除此以外，亚伯拉罕的名字再次在这一观点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不仅

自己信仰了耶和华，同时也告知他的同族，让他们也来相信。亚伯拉罕被上帝赞

扬，因为“他吩咐他的众予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创世记》18"

19)。由此拉比约哈南也对圣经做了引申：

一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雅歌》l：3)一一拉比约哈南把

这句话理解为与亚伯拉罕有关。当上帝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父家’(《创世记》12：1)一一他可以被比作什么呢?他可以被比作一

瓶在角落的香水，并没有散发出任何的芳香；有人来摇晃它，它才开始

散发出去。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做了许多的好事，

①kor,希伯来‘寻期量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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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许多的律法一一到世界各处去走走’⋯⋯在世上徘徊流散，你的名

字会在我的世上变得伟火”(《大雅歌》1：3-4)

香水的比喻在这里被抟比约哈南理解为了在传教的意义上，香水之所以要被

摇晃，就是为了被入嗅到，“摇晃”指的就是以色列入被从圣地流放出去，传播香

味就是传播耶帮肇的信仰，但是如采以色列入只是呆在以色列遣，它就如一瓶在

熊落的香水，并没有教发它的芳香，以色列的流教就是上帝在摇晃它，就是为了

使它的一神教和耶秘华之名的芳香让世人所知。有人把这句话的理解为贬伯拉罕

和他的后代的象征，因为他最初也是转信而来，因此他的名也如香膏一样到处传

播，吸引转信者。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得到许多上帝的律法，但是以色列却有，

在这段话之后这则米德拉西接着说：“拉比博黑亚说：‘以色列对上帝说；宇宙之

主，当你带绘避赛光时你酶名字为世人所熟知(酌’鼙：≥销签1签秽)，这光是什么2救

赎。嚣为当你带给我们光时，很多皈依者来了，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大雅歌》

l：3)，就是以色列的流散和救赎起了世界范围的使命的作用，才增加了皈依者，

正是因为上帝所给予以色列的救赎之光，才让以色列人的队伍不断粒大。

救赎之光是以色列入所特有的，上帝之给予了以色列入，也就是说，吸引皈

依者的东西是依赖于以色列的弓l导的。我们来看一燹lj米德掩西：引朝见警耶和华，

戮色列豹神’(《出埃及记》34：23)。为什么要加上蔚一句话呢?不是已经说了‘主

耶和华’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上‘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呢?鳃释是，上帝只把他

的名给予了以色列。类似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

主’(《中命记》6：4)囝。为什么要说后一句话呢?不是已经说了‘耶和华我们的

神’了吗?那么‘他是独一的丰’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昵?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

神独独把他的名给了我们⋯⋯捧之后它依然继续遴行着它的论辩，又给如了《烈

至记下》2l：2，《耶利米书》32：27，《{；誊篇》1：7等来鳃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看出这里强调上帝之名只给予了以色列，然而上帝却是所有人的上帝，因此它就

是要人明白，以色列民是独特的，因此把上帝之名带给世界就成了以色列的责任。

这个责任扛在肩上立即赋予了以色列入以一个世界性的角色，犹太教也并不仅仅

是犹太入的宗教，而是对着世界各族的入开放的。以色列民在流散中的责任就是

传播{也们所独有的一神信仰，增加皈依者，壮大耶和华盼予氐的敬伍。我们知道

◇译文存j萝}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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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犹太人流散并把犹太信仰散播到有犹太人散居的非犹太人中间，以及后来罗

马帝国及希腊化的国家内大量的皈依者和“畏惧上帝的人’’(fearers of the Lord)

确实是事实。

拉比约哈南说：“就如荆棘丛被用来围住花园一样，以色列也在围住这个世

界。”(《大出埃及记》2：5)首先这里同样表达了以色列的流散是为了这个世界的

好处，世界被比喻成了花园，荆棘围住花园是为了保护花园，以色列人围住这个

世界也同样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其次，以色列被比喻成荆棘，以色列的保护世

界的使命是艰难的，流散是要受到苦楚的，就是说，以色列民是负出了许多的苦

楚来保护这个世界的。

把犹太民族的流散与整个世界相联系，拉比文献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拉

比约书亚·利未说过很多这方面的话，例如他说：“神说，因为我把你们作为天国

的四种风散布到国外⋯⋯这也就是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如世界不可能没有风一样，

这个世界也不能没有以色列。”(《巴比伦塔木德》Ta’anit 3b)他把以色列人比作风，

并且解释说世界需要风，同样也需要以色列。巴比伦杰出的拉比R扩说：“从提尔

到卡尔提根尼(Carduene，，】，】，u-1P)，以色列和他们的天父都被人们认可，但是从

提尔以西和从卡尔提根尼以东，以色列和他们的天父都没有被认可。”(《巴比伦塔

木德》Menahot 110a)他发现当时有很多的非犹太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皈依，他们

也非常尊重以色列人和他们的上帝，对此他非常地高兴和满意。拉比博来黑亚说

以色列选民地位的当选推动了改信者的当选的继续：“fu是如果圣经中没有说‘叫

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话，世界各族不会幸存。但是(圣经中)有说‘我叫你们

与万民有分别’(《利来记》20：26)，(意味着)神从不好的中拣选出好的，一遍

一遍地选；tu是当他从好的中选出不好的时，他只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Pesiqta

de．Rav Kahana)这就是说，上帝从世界中筛选以色列民的时候，上帝是在世界各

族中非常仔细地一遍一遍地筛选他的子民，皈依者也是他的予民，他不会落下一

个。拉比博来黑亚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只要他们(以色列)行神的旨意，那

么不能；什么时候他看到像安东尼奥(Antonius)一般的义人——他让他来加入以色

列⋯⋯”(《大传道书》5：儿；《巴勒斯坦塔木德》Berakhot 2：8)杰出的巴比伦学

①Ray，3 l丛纪时巴比伦的杰⋯的阿矛拉，刨l：：，=了存苏拉的学院。他的原名是Abbab．Aivu，也W为他的身高

很高而铍称为AbbaArikha(“高人Abba”)。他’般被称为Rav因为他是“整个敞居犹太人的老师(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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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拉比阿什说，皈依者的引导之星(guiding star，，强mazzal)在落奈山神启的时

候就出现了，就如当时被蛇注入到人心中的污染物离开了以色列人一样，污染物

也离开了他们(皈依者)(《巴比伦塔木德》Shabbat 146a)。也就是说，当初摩西领

导犹太人从埃及归来在西奈山上接受神肩重归犹太信仰的时候，以色列人心中的

撒旦的污染物离开了谴们，从摩西当初在西奈山上的时候皈依之门就已经对毒#犹

太人敞开了，“皈依者的弓|导之星’’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只要其他民族的入皈依

犹太教，污染他们的东透也～样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也同样会得到净化，成为上

帝了民中的一员。不管是在巴比伦还是以色列地，拉比们认为并相信，只要仍然

相信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相信托拉的力量，相信犹太教依然为活的宗教，相信它

是以改善完美这个世界为目的的信仰，非犹太入改信的希望就不会消失。

我们不麓忘记，即使当犹太教屠者和戬色列入的托挝吸弓|菲犹太世界并弓|起

转信者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招来了仇恨和尖锐的批判，这些成为7后来反犹理论

的基础。最初的几代散居犹太人在非犹太环境中传播托拉，并且很多的人都接受

了，景象甚为繁荣，甚至在停止传教后大多数的人依然保持着犹太教信仰。但是

与之相反，也有对犹太教抱有憎恶、反感和对抗的入看到犹太人为自己辩解和赞

美的话会更增加他们静反感。因此掩比们自身的经历和遇到的异教徒对待犹太教

的情况等也决定着拉比们的爱应和回应，他们的观点各有不闷。挝比艾剩艾泽尔

的观点是“没有一个非犹太人在来世(world to come)中享有份额’’，与之相反，

拉比约书亚说：“tLi是异族中的义人依然可以在来世中享有份额”(《托塞夫塔》

Sanhedrin 8：2)。甚至有人说“甚至一个学习托拉的非犹太人也如最高祭司一样"，

也许这样的表述只是出于个别的与异教徒相处的极为正面的经历，但也同时反映

了确实有一些菲犹太入对犹太教的热情和兴趣。键是在面对基督教信仰者不断增

鸯秘情况下却仍在送行的犹太入流教，这样的勰释会激励一些犹太教权威会宣扬犹

太信仰，在增加皈依者的同时这些活动也许会减少犹太圈中不断增长的对信仰的

怀疑。

不能；怎样，可以设想犹太入和基督徒都在思考犹太人在世界流散和传播～神

教豹关系，这种方式可以使之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尽管有上述的拇比

们的这种解释，他们似乎只是采耀了这么一种不圊的解释方式两已，塔木德的贤

玺们并不把缌释为世界的使命这一观点作为对漉教的解释的首要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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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比文献中其他的描述

1)上帝也痛苦

拉比关于上帝也对以色列的流散感到痛苦的描述也是基于圣经中的文句，例

如《以赛亚书》43：14，“因为你们的缘故，我被打发到了巴比伦"①，或者63：9，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等等。然而，同时拉比们引入了一个全新

的诠释：神自己也与犹太人一同进入了流散，拉比们叙述了上帝自己怎样地参与

进来并且于以色列的流散中同样受苦。“拉比西蒙·本·约哈以说：来看以色列怎

样在上帝的眼中所心爱!每个他们所流散到的地方，神的存在都陪伴着他们。他

们被流散到埃及和⋯⋯巴比伦，神的存在伴随着他们⋯⋯当他们在未来被救赎的

时候，神的存在也会和他们在一起⋯⋯”(《巴比伦塔木德》Megillah29a；《大耶利

米哀歌》l：32，《大出埃及记》23)

2)大流散早已有预示

在圣经中记载的过去的事情中寻找后来发牛的事情的蛛丝马迹也是拉比们常

用的于法，流散也不例外。根据拉比的教导，以色列的流散早在圣经中记载的初

期一代人里早有所预示。就如上文的一个例了，描绘亚当被从伊甸园流放出去，

他们把这看作是以色列由于违犯戒律而被从以色列地驱逐出去的原型。被挪亚派

出去的鸽予预示了以色列在敌人国家中的无家可归(《大创世记》33：6)。再例如，

在上文就已经提到过的例I了，在《大创世纪》36：4中运用了对圣经解释中拉比们

所惯用的文字游戏，通过连接“赤着”和“流散”的词源关系来暗示挪亚其实是

后代人的流放的起源和由来。在《巴比伦塔木德》Menahot 53b，《大出埃及记》51：

7等等中，亚伯拉罕被告知他的后代会在未来被流放到从巴比伦到米甸到希腊到罗

马，于是他为了他们而作请求。公羊在荆棘丛中的挣扎象征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会

在异国的统治中纠缠。亚伯拉罕不得不为他的予孙来选择他们被惩罚的方式：地

狱还是流散，他选择了后者。“因为雅各预见到流散之路会经过以法他路，于是他

把拉结藏在了路旁以便她能为他们而祷告祈求宽恕”(《大创世记》92：3)。以色

列人在埃及为奴也是对后来流亡的原型，神降落在燃烧的荆棘丛中也预示着他参

与到了他们的受难中(《巴比伦塔木德》Berakhot 9b)。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无缘无故

①译文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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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必要的哭泣激怒上帝，“从那时候起圣殿就注定要被摧毁，以使以色列被流教

到各国之中"，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哭泣的理由(《大民数记》16：20；《巴比伦塔

木德》Ta’atilt 29a)。

3)流散影响到了很多事情

流散的影响包括：犹太入的心灵嚣流散丽受到了影响，使他们“壹于不公正

面不浩“(《大雅歌》8：14)。不仅仅个人的灵魂受到了影响：流教转移了天溪的

完善(《大诗篇》97：1)。神的悲哀和瘸苦，率申在被毁的圣殿上级在以色列子孙之

上“像狮子一样怒号”(《巴比伦塔木德》Berakhot3a)，舍金纳“像鸽子一样哀号”。

从拉比阿奇瓦时起，人们接受了“以色列被流散之处，舍金纳也和他们一起流散”

的观点(《拉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Pisha 14；《巴比伦塔木德》Megillah 29a；

《巴勒斯坦塔木德》Ta’anit l：1)(具体见下文)，这个观点是对信仰的一种鼓励。

由于以色列入的流敖甚至上帝的力量也降低了，《约使记》25：3暗示羞上帝之军

是无限的，“他的诸军，岂能数算?”丽在《但以理书》7：10则把上帝之军限制

了一个数目：“从他面前有火象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

对这两句经文的不一致，《民数记之书》圆解释说两句经文都是正确的，《约伯记》

中的句予是适用于当戬色列&被流散以前；丽在德们流散时，但以理中的数字是

正确的。也就是说，上帝觞军队数釜减少了，当钝的子民在流教中静时候，上帝

也丧失掉了许多，上帝之军的数目因为以色列民的流教丽受到了限制，由表述上

帝力量的减少而表示犹太人力量的丧失。这里神的力量不是如第一圣殿末期的先

知们所说的那样用于惩罚他的予民，相反，上帝自己也是流散的受害者。(《民数

记之书》SifreNaso 42)

毒)面对诸如基督教的威胁依然积极面对

在4世纪以藤犹太教在基督教的竞争的强追下，对流教的解释和和正当证嚷

的挣扎被强化，基督教认为以色列的流散是说明上帝的关爱与支持已经从以色列

转移到了教堂和基督教信徒的证明和标志。这种极端的语调在米德拉西后期尤其

的明显。

这里举一个例予，以色列的流散被比喻为被她的丈夫送走的妇女，拉沈们的

④MekhiltaorMel‘订协(Kn钧为)deRabbi Ishmael，是笑予《；}；埃及记》的哈拖晗类旋的米德拉两，对予这都文

献的完成H期仃很多的争论．但是它的利料’般jEi溯剑3世纪的卜半驯。

◇裁妇《疆弗季妻》-·梯．《&数汪之二}§》氇楚主要柬注释苓经，这部律蒹完戏予3氆纪孛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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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是以色列犯了罪被上帝流散，随着犹太教与基督教争论的加剧，基督教对此

说是上帝遗弃了以色列，拉比们对这个的解释一般强调只要这个妇女依然还有着

她的婚约书(ketubah，^孙n3)，在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托拉，那么她

就不是完全地被送走，而是暂时地被送出，直到婚姻双方的关系得到好转与和解，

或者也许她的丈夫在远行，需要把妻子送出去一段时间而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以色列不肯放弃托拉。“世上各族嘲笑以色列说：为什么上帝把你们从你们的地上

流放出去并且摧毁了他的圣殿?以色列回答说：我们就像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外出

到她的父家；最后的时候她会平安回到家来。’’(《大雅歌》8：10)送到巴比伦正

如上文所说是因为它的祖先亚伯拉罕最初是越过幼发拉底河从那里而来的，这是

婚姻的一方被暂时送回而不是完全的离婚。底线是这件事情的性质完全是暂时的，

是最终重归之前的程所必需的。

8、小结

塔木德和米德拉西的抟比们面对圣殿被摧毁，犹太教遇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

面对人们对流散的不停的发问，他们从各个方面解释和闸述了流散。塔木德总体

来说对于流散的解释有着两个方法，积极的和消极的，例如理解为可怕的惩罚但

是同时也是一个祝福。圣经中的摩西五经和先知们对第一圣殿的丧失和巴比伦流

散的观点是流散是对以色列人不守上帝的戒律所犯下的罪恶的惩罚，从这一点出

发，拉比们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流散的苛刻和艰难等的证明下认为流散

是一个惩罚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尽管如此，根据形势的变化，流散的

时间延长和散居牛活的和平等，很多挝比做出了其他的解释，贤哲们还是寻求着

其中的一丝光亮。于是发展出许多对于流散的积极的观点：这是上帝的大计划的

一部分，流散将最终引导向弥赛亚的拯救，上帝的祝福和保护，f．u是在此过程中

犹太人要祈祷要忏悔，即使在流散中也要履行托掩和上帝的戒律。这真实地反映

了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所出现的拉比思潮。这个思潮认为尽箭以色列民族丧失了

他们的家园，尽臀他们的流散和在世上各族中遭到压迫和迫害，与原应有的选民

和领导地位不符，tu．以色列人依然是上帝的了民，西奈山上的契约和许诺依旧继

续适用。并且在文献中尤其展示给我们的是犹太团体与不利的条件做斗争，并寻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找接受流教和这些受难的合理的解释，期望羲流散的结束。同时对于宗教上的批

判，认为流散说明犹太教已经走到了尽头，基督教是它的后继的观点也进行了争

斗。犹太民族不能被同化使他们的流散成为真正的流散，但是也正是这个同样的

惩罚也被给予了积极的角色，流散的伤痛越是巨大，上帝履行对犹太民族最终回

翔的允诺就越得劐保证，正是他们不愿被同纯最终能够保证以色列民最后回嬲圣

地，最终得到弥赛亚的拯救。在控比们的眼中，这是流教的终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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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早期拉比的米德拉西中“流散’’观念的探讨

早期拉比米德拉西的集编——《西弗拉》，《民数记之书》，《申命记之书》，《拉

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①等，在3世纪中后期的巴勒斯坦完成。它们如其他米德

拉西文献一样，对流散并没有太多的评论，这反映了一些人仍然期待短时间内的

回归，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拉比们特意不把圣殿的丧失和流散这些事当成很大的事

情来写，如果这样做肯定会加剧人们的恐慌，他们要在逐渐中让人们接受，在逐

渐的对散居的宗教立法和执行中让人们慢慢接受。在早期的米德拉西文献中记载

了在圣殿被毁后及战争和起义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贤哲们最初的想法，我认为正

是对这些情况的最初的想法，以及他们怎样地应付解释在犹太教尤其是拉比犹太

教的历史上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典型的。例如，在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许多关

于居住于以色列地重要性的著名的拉比格言被记录了下来。这些字也反应了当时

的事实是，尽管一些犹太人离开了圣地是被迫被罗马士兵和奴隶贩了带走的，也

有很多人是自愿逃走的，以色列地的贤哲们对那些在战争中逃离圣地的犹太人采

取蔑视的态度，并且鼓励他们回到他们祖先的家园。 “神圣有着十个层次，以色

列地比其他国家更为神圣”(《密西拿》Kelim l：6)。“那些居住在以色列地的人是

无罪的人”(《巴比伦塔木德》Ketubot 11la)。“一个人应该居住在以色列地，即使

是住在一个非犹太人为多数的城镇；而不是在以色列地之外，即使是一个完全由

以色列人居住的城镇。这告诉我们居住在以色列地与(履行)(其他)托拉中所有

的律法是均等的。任何被埋葬在以色列地的人就如同是被埋葬在祭坛之下”(《巴

比伦塔木德》Avodah Zarah 4：3)。以及根据Rav的观点：“当以色列有其价值的

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在以色列地，小部分在巴比伦，tu是当他们不足取的时

候，大部分会在巴比伦，小部分在以色列地。”(《大创世记》98：9)

因此，它们反映了在70年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贤哲们对流散和散居的反应和

观点，通过注释他们加入了表达了他们在当时特殊的情形下的想法，早期米德拉

西怎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评注圣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犹太教信仰的趋向

①对于这部文献的完成日期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它的材料’‘般追溯剑3世纪的卜．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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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继续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拉比们对流

散的主要看法和方法。例如，当流散的主题出现时，米德拉硒会主要谈论那些导

致以色列入流散的罪恶，有时候集中在比较概括的原因上，如人们没有遵循上帝

的意愿，有时候会非常精确的指出来，具体地描绘出以色列入没有遵守的律法。

大部分的时候早期米德挝露都会依据圣经中的信息徽毒判断，后来的塔本德和米

德拉西文献也是这样的方法。例如，描述上帝怎样地也参与到以色列入的流敝之

中，这个观点在圣经中有所暗示，但是在贤哲们那里被清晰的描述出来。同时也

试图把相对可怕的圣经段落转变为一个更积极的描绘，提出上帝流散以色列人并

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的那么坏的事情。《西弗拉》密切联系《利未记》中的经文，

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地和流散之间的关系。《民数记之书》一直在论证上帝和舍金

纳也羁以色列入一起流亡这一点。也就是说部使流散是一种惩罚韵方式，当饱们

被驱逐出圣地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完全遗弃以色列民。《中命记之书》强调舱是戒律

和流散之间的关系。认为惩罚与罪恶一致，以色列人对上帝律法的违犯导致了对

他们的惩罚，流散就是惩罚的很好的例了，并且它明确的指出以色列人即使被惩

罚处于流散中，仍然要履行适当的律法。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

1、流散是对罪的惩罚

流教作为对罪恶的惩罚这一点几乎是拉比文献中共有的解释。

《申命记》ll：16-17说，“你们要谨慎，免褥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

事奉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

产，使你们从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中命记之书》Zqev 43

对其中“怒气”这个词做了解释，它说，这里的怒气就是这些惩罚：刀剑，瘟疫，

邪恶的野兽，不下雨，戮及漉教。《拇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Mishpatim 18也说

上帝的怒气指的是不下雨和以色列民的流散。以色歹|』被流敖是出予上帝的愤怒的

结果，而这怒气就是出于以色列人崇拜耶和华以外的他神的。《中命记之-0))Shoftim

158中也明确地说流散是罪恶的结果，例如偶像崇拜(《中命记之书》Shoftim 148)。

《利未记》25：18—19两次提到以色列入在圣地安然地居住：“我的律例你们

◇译文蠢艇改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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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

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西弗拉》是解读说，两个个“安然”(“in security”)

指的是以色列人会在圣地居住，并且不会流散出去不会被分散开(《西弗拉》BeHar

Pereq 4：3)。但是遵行上帝的律法是安然居住在圣地上的必要条件，因此这里我

们看到流散的原因是不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拉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

BeShalah／Amalek 1中也有相同的观点，它说流散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履行托拉，

造成了他们的“手之衰弱”，从而造成了流散。

《利未记》18：24-28说淫乱是上帝把他们从以色列地逐出的原因。《利未记》

18：24说上帝“逐出”①(“cast out”)了在以色列人之前居住在这地的人，就因

为他们被这罪玷污了。圣经在描述圣地被她的居民玷污时，土地作为行动者“吐

出"②(spews out)了她的居民。以色列人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也行同样的可憎恶的

事，圣地也会把他们吐出。《西弗拉》解释说这就是说圣地因为人所做的事所犯的

淫乱罪而被玷污了，并且圣地发动并导致了人们的流散(《西弗拉))Aharei Mot，Pereq

13：19)。明显的是，圣经和西弗拉都认为违犯性禁忌会染污人和地，并且是以色

列人甚至是迦南人被从圣地流散出去的原因(《西弗拉》Qedosim，Pereq 9-14)。

此外，施行不义的审判是另外的一个玷污圣地而导致以色列流散的原因。《利

未记》19：15，“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对此《西弗拉》Qedosim，Pereq 4：

1的评注是，一个做了不公正审判的法官会导致5件事：玷污圣地，亵渎上帝之名，

舍金纳离开，以色列倒在刀下，以色列被从圣地流放。

《中命记之书》Heezenu 318用了一个很长的段落来阐释食物丰裕、酒和生活

安逸的罪恶有害，其中它说十个支派的流散是因为食物的丰足和喝酒。

在早期米德拉西文献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得到一些对于流散的严重新的描述。

《申命记之书》Reah80认为居住在以色列地等同于履行其他戒律的总和。可

见把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地流放出去是多么严重的惩罚。此外，《中命记之书》Eqev

43提供了对“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的另外的解释，说相对于上帝的其他的

惩罚方式来说，流散是其中最严重的。根据经文《中命记》29：28，“耶和华在怒

气、忿怒、大脑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 《中

①这个训的希们束沿词根是s一1．h，巾口，用的是沿气更强的词形八pi’el，meshaleh，n．7管右。

②这个词的希伯来语词根是k-y-’，即P，这个词m现的另。处是约拿书2：Il，；’人仉把约拿Ⅱt⋯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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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记之书》解释说这就是说，流散会比其他的惩罚方式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指

出说《耶利米书》15"2列出了一些惩罚，而这些刑罚明显地是以惩罚的严重程度

而排列的：死亡，刀杀，饥荒，掳掠，掳掠实际上就是指流散。

圣经中说上帝会把以色列“散在列邦中”(《利未记》26：33)，《西弗挝))Behuqotai

Pereq 6：6对此的解释是，这是说以色列入会在流散中受难，因为链们的社送不

会足够大到从彼此间褥到安慰。

对《申命记》1l：17的“你们⋯⋯会速速灭亡” 《申命记之书》Eqev 43重

新解释为“我会立即放逐你们，并且不会给你们期限”。虽然上帝给了人类初期洪

水之前的神人交合之予以一百二十年的寿命期限①，他这次不会对以色列入这样的

慷溉，因为与那时的入不同，以色列入已经有了前代人的教训，他们却没有从中

学习。同时以色列入会经历一个又一个豹流毅，对圣经中“美地”～词的解释是

说以色列人会被从一个美地赦逐到一个并不如它好的地上，以此来说甥流散的恶

劣与以色列入的受难。

2、舍金纳与以色列人一起流亡

《氏数记之书》说流散影响到了以色列入，也同样影响到了上帝，因为它认

为舍金纳同以色列入一起进入了流散之地。这里它指出说舍金纳——上帝在地上

鲶住所与人类互相作用互相影嚷，以色列民去哪里，它就去哪里，并会和他们一

起重归以色列地。

《撒母耳记上》2：27：“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

显现(revealed，，门巾如)吗?"，《民数记之书》Sifre Beha’alotekha 84解释说这说

明当以色列入在埃及“流散’’的时候舍金纳是与他们在～起的。他们对希伯来语

的词根两主又一次做了个文字游戏，因为它的意思霹以是表示“显现’’(revealed)，

也可以是我们的米德拽西中所说的“流教”(exile)，因此它认为这句话的原意应

该是“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跟他们流散吗?"然而，圣经

中说的是上帝在埃及向以色列人显现。虽然埃及并不被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流散

之地，但是它也在以色列地之外，而且，对于后来的人说，任何在圣地以外的地

◇参冤《剑毽鬣》6：1-3。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方都被认为是流散的一部分。接着它又引用了《以赛亚书》43：14，来证明舍金

纳随着以色列人一起在巴比伦。中文翻译的经文为“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

(I sent，，n九砌)人到巴比伦去”，而以《民数记之书》的观点，这句话应该被翻

译为“因你们的缘故，我被发送到了巴比伦”。很明显，这则米德拉西还是做文字

游戏，把“我送出”(I sent off,shilahti，，nn砌)故意地解释为被动希伯来语的被

动语态Pu’al，“我被送出”(1 was sent off,shulahti，，力九啊口)。

另一个例子，根据《耶利米书》49：38说，“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他

们认为这证明了舍金纳流放到了以拦。同样，用《以赛亚书》63：1，“这从以东

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来证明上

帝从以东而来，那么舍金纳也必定在以东与以色列民在一起。与之类似，《民数记

之书》以同样的方式解释《申命记》30：3来说这表明当以色列流散之民重归以色

列地的时候，舍金纳也与他们一起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重归你这被掳的了

民”①，这里的动词“重归”，希伯来文shav(3口)，英语一般翻译为restore，这里

的米德拉西注释说，这个动词这里不是及物动词，而是个不及物动词。而这动词

之后的et(n铽)，这里不是在希伯来语中标记着连接此动词与其直接被作用的宾语

对象的词，这里它应该被解释为是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和，与⋯⋯一起”(with)，

因此，照他们的解释，这句话应该翻译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和你这被掳的了

民一起回来”(《民数记之书》Sifre Beha’alotekha 84)。这段论证在民数记之书的末

尾一节重复出现，来证明舍金纳的流亡证明了上帝依然心爱以色列。

我们看到这里它所利用的大部分的圣经经文都不是明晰的，都是可以做出其

他的解释的。很明显的，作者是想论证他的观点，tu是被迫需要在圣经中找到可

以证明的材料，因此不得不使用文字游戏来做诡辩。

《拉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其实对流散谈论的非常少，fu．是它也提到了舍

金纳与以色列民一起流散这一点(《拉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Bo 14)。

3、流散是为了圣地能够得到休息

与圣经章句中的暗示一致，《西弗拉》也叙述了禧年和流散的关系。《利未记》

①译文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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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lO说在第五十年“你们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殛弗拉》解释为，

它的意思是，当以色列入居住在圣地之时他们庆祝禧年；但是，他们不会在流散

之地庆祝禧年，当以色列人中的一部分仍在流散中的时候在以色列地的人也不会

庆祝禧年。因为流便、迦得和玛拿西支派仍在流散中，禧年的庆祝被取消了(《西

弗拉》BeHar Pereq 2：3)。并且，我们看到《西弗挝》以圣经秀依据①，指出以色

列人被流教患去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圣地可以一直享受安息年和禧年，因为当他们

仍居住在圣地的时候她无法得到体息，圣地会在以色列人流教的过程中享受恢复

和休息。(《陋弗拉》Behuqotai Pereq 7：2；《西弗拉》Behuqotai Pereq 8：9)。因

此，流散也许对以色列民来说无益，但是它对于圣地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这里同

样螽耋减轻了流散的消极方面。

4、流散是上帝在保护以色列民，并且总有重归圣地的一天

《西弗挝》说，圣殿被毁和流散是不好的，健是上帝这样傲是为了不把整个

以色列民毁灭掉，也没有根除他们重返圣地的希望。正如上文所看到的，后来的

塔木德和米德抟西同样也有着这样的解释，以这种方法，《西弗拉》调和了圣经中

对流散的的强烈的贬义的语调，把流散的消极描述从消极转到积极的方面。

它指出流散是有结束的时候的，原因是巴院伦流散笼回来了的(《拉比以实马

力之密辉尔塔》BeShalah／Amalek 1>。它还对以色捌的回归做了描述，说到，豢上

帝放逐以色列的时候，他是用的云；然藤，上帝同样会用云把他们带回圣地(《拉

比以实马力之密辉尔塔》Beshalah 5)。

5、在流散中依然要遵行律法

《申命记之书》把《申命记》11：17的结尾与申1l：18的开头结合了起来读：

“你{|’j会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解释说上帝告褥以色捌，

虽然以色列入仍然可以牛存在流教之地，但是他们依然要疆行律法听从神的言语，

即使他们要进入流散，他们必须仍要遵守律法，这样当他们重归圣地的时候上帝

的律法对他们来说不会太陌啦。《中命记之书》Heezenu 321把“流散之民蚪(men of

①《利未汇》26：34．35： ‘‘你们在仇敌之地膳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耍享受众安息；lIi在那时候，地

要敏惑，享受安患。缝多露必蔻场，壤跫多隧敲惑；逑这徉墩愚，是弥销往在焚}：戆安怠冬掰不惹掰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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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描述为忙于托拉学习并极为精通托拉的人。此外，《申命记之书》Eqev 44

中说那些只能在以色列地才能履行的戒律可以当他们居住到圣地的时候再履行，

然而，那些不依赖于居住在圣地为条件的戒律，即使他们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

也必须遵守。

6、其他把消极图景转变成积极方面的相关解释

对圣经中的另一句话“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利

未记》26：32)，《西弗拉》是这样解释的，说上帝使圣地“成为荒场"实际上对

以色列人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他们流散出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害怕他们的敌人

会来到以色列地并且在那里愉快地居住(《西弗拉》Behuqotai Pereq 6：5)。这个

解释虽有点牵强，但是确实是让圣经中的这句描述来了个大转弯，以色列地的荒

凉反而成为了祝福。

《利未记》26：41中上帝说，“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

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这是一个负面的

描述，同样，《西弗挣》再次把这个描述转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图景，它解释说这是

说当他们在流散中的时候，上帝不会允许以色列人跟随非犹太人的路；相反，上

帝会派先知到他们中间来保证即使他们在流散中他们也会保持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西弗拉》Behuqotai Pereq 8：4)。《西弗拉》一贯地喜欢拿一个具体的消极的圣

经段落并把它转变成积极的样式，把绝望的句予转变成希望的阐释。因为在巴尔

科赫巴起义之后，即使在3世纪时巴勒斯坦的农业经济依然没有复兴，很多的以

色列人居住在罗马帝国之内，他们很少希望甚至有这方面的意愿，重回到以色列

地居住。也就如我们上文所说，贤哲们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出他们的相应的对圣

经的诠释，为了稳定散居人们的心，必然会做出相异于圣经原义的重新释经，其

中不乏诡辩的方法。

7、小结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流散的原因这些早期的米德拉西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

他们的观点都是通由对圣经的解释而阐述的，并且他们有着一个与圣经一致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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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那就是流教是对违反上帝的惩罚：根据《申命记之粥》，流教甚至是上帝能够

给出的最严重的惩罚之一；另一个重新确认《利未记》中的观点，认为是人们玷

污了圣地，因此圣地把玷污它的人送出去流散，对迦南人如此，对以色列人也是

如此；导致流散的原因是戒律的违犯，包括性禁忌，崇拜他神，食物的过度充裕

帮喝酒。很明显，流敖是件不好的事，但是文献中也有给出一些减轻流数入们恐

惧的积极的因素。

在3世纪中期，巴勒期坦的犹太人在于罗马人的两次战争中都失败了。他们

的居住地被严重破坏，重建圣殿的希望也完全落空，甚至自由地到耶路撒冷都成

了问题。巴勒斯坦的农业经济被严重破坏，当时的罗马帝国整个处于“三世纪危

机’’之时，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桔竭，政局混乱，内战频仍。

屠住在以色歹|l地并不是如圣经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此外，巴比伦犹太社区开始

繁荣势显示了它的活力。巴比伦的拉比们正与巴勒斯坦拉比们的地位挑战。最终，

犹太人蔓延到了罗马帝国。这些米德拉西的早期文献在圣经与现实之间处理的非

常好，也就是说圣经中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并且只能是以色列人，应该居住在圣

地，而现实是，许多以色列入居住在以色列地之外的其他地点，而在以色列地的

以色列人也没有敬拜上帝。两盈在圣地居住的犹太入并不眈葵他地方的犹太入的

景象繁荣，在圣地之外的犹太入似乎在享受惹上帝的祝福，所以圣经中的流教作

为惩罚形式的观点需要作出调整。

因此在早期的米德拉西文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的对流散的新的积极的解

释，它们所用的予法依然是释经，但是它们会把圣经中游极的描述转个角度，换

个看法，把它说成是积极的方面：阐述说圣经中对圣地荒芜的可怕的描述对以色

列入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处于流敞中并不意味着以色到入不能够得到上帝

懿祝福和保护，因为舍金纳——上帝在地上的住所，与他们樱伴，上帝在以色列

人居住的每个地方，舍金纳与以色列人～起流散，说明上帝并没有遗弃以色列，

而是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上帝依然心爱以色列；当以色列人在流散中的时候，圣

地可以得到休息并且上帝这样做以色列入不会因为在流敝中而完全的沮丧；流散

是上帝在保护以色列民，并且总有重归圣地的一天等等。并且不忘记教导人们在

流教的过程巾依然要黢行托挝，不管以色列入住予何处，律法总是要遵行的，宗

教实践是保证宗教继续下去所必需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们不能脱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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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脱离圣经，另一方面他们也要考虑到现实，完成承上启下的过渡。因此它们

中的共同点是都在对引用说明圣经的叙述和观点的讨论中也试图为完全消极的经

历给出另一方面的积极的光亮。因为圣经中说上帝和以色列民应该居住的是以色

列地，而现在他们却居住在以色列地之外，它们坚信上帝与以色列民一同流散能

够起到减轻这一恐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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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及综述

如上文所说，在圣殿被毁以后，犹太人从圣地流散出去屈从子异族的统治，

处于没有圣殿没有精神中心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大量追问流散的各个方面。我们

可以听得到：“看，我们今天仍在被掳之中，你把我们离散开来，因为责备、诅咒

和惩罚”(《巴鲁克上》∞3：8)。

在圣经中记载了巴比伦大流散。在公元裁6世纪的那场对犹太人的流放产生

了后来的散届犹太人。圣经的作者和先知试图解释流散这一现象，表达了许多对

于上帝把犹太民族从他们的本土分离出去并让他们持续流散的看法。犹太人在70

年以后的这次流散中追问此次流散的出发点很自然很逻辑地阐到了圣经。因此，

对于拉眈们——《密西拿》、《塔木德》及《米德挣西》文献的作者们，他们对于

流散的观念及观点首先就是确认圣经孛豹观点。

圣经中对于流散的观点有着一个模式，那就是，犯罪一流数一赎罪一回归一重建一

奖赏。以色列人被警告，如果他们不履行上帝的戒律，上帝就会遗弃他们，他们

也会从许多条路逃跑(《申命记》28：25)。《列王纪下》把巴比伦大流散这一灾难

的罪归到玛拿西一入的头上，把他说成是犹大王国历史上最差的国王之一，是他

所犯下的罪导致了流教(《弼王记下》24：3-4)。在《历代志下》中又给漤了菇一

解释，指出流教是因不守安息年的缘故，两且预料说会鸯70年的流数“直到土地

安息满了它的安息年’’(《历代志下》36：21)。在《申命记》30：2-4中以色列人

被许诺，只要他们归回到他们的神这里，遵守他的戒律，神就会把他们从散居各

地招聚回到以色列。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第一圣殿的被毁是神对以色列民不

遵守上帝律法的惩罚。以色列民在巴比伦流散受苦的时期构成了赎罪和弥补的时

嬲，困毙与上帝的关系得到了和鳃。赎罪的功效后来褥到了证明，波颠打败了琶

比伦，并且仅仅在巴比伦流数的一代人后，在公元翁536年，赛鲁±下诏允许犹

太人回到他们的本土。

这样的犯罪一流散一返回的模式同样的也在拉比对流散和散居的理解中占了很

国《篷貉宠．芝》楚七}七译本在东羡_雾l控j。教甏孛靛矮落译本中拨诀隽葛释列举箨相连貔薹终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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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位置。首先，对他们来说，这解释了在1世纪时发牛的种种不幸——第二圣

殿被毁和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失败。拉比们的观点是在对圣经解释的过程中阐述的，

因此，他们对于流散的注解和理解比起联系他们的当时的现状来说，更多的与圣

经中记载的流散相联系，拉比的观念或多或少的都能在圣经思想中找到根源。但

另一方面，拉比对流散的看法及观念又与圣经中的观念不同。他们并不仅仅是重

复圣经中的观点。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圣经解释的方式，来对他们自身所处境况

作以合理化的解释，变化了的境况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多重方法有时甚至是诡辩的

方式来解释。因此，对当时的犹太人甚至直到今天的犹太人来说，拉比们的观点

比起圣经中的观点更可使用，包括的范围更广，更具有普遍性。

公元70年，犹太教经历重大挫折，作为宗教基础和宗教中心的圣殿被罗马人

摧毁，犹太人向罗马帝国以致世界各地流散开来，圣经犹太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崩

溃，为了宗教和种族的延续，拉比阶层开始出现，犹太教由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

太教转型。这是一个挣扎和犹太教体系重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有人继续进行

着抵抗与斗争，有人已经开始了适应和调整；一些犹太人拒绝放弃政治独立的希

望，另一些人寻找宗教的和社区的方法与罗马与犹太社区调和。

然而，面对犹太历史上如此重大的变化，拉I；12ffl既没有写圣经后时代的历史，

也没有对保存他们之前或他们当代的历史事实的过程做出任何的努力。在塔木德

和米德拉西文献中有许多的关于历史之意义的解释，tu‘是却很少记录他们当代的

事件。在圣殿被毁之后，先知已经终了了，tu．是拉比们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先知的

继承人，并且他们把先知的世界观全部纳入结合到了自己的体系中。但是与先知

所不同的是，先知使自己的言论与观点与他们当代的历史事件所调和，拉I；L,fr]去p

对于自己当代的历史相对沉默。拉比犹太教的初期文献——《密西拿》，在3世纪

左右编辑而成，像所有其他的拉比早期文献如早期米德拉西文献一样，对于散居

牛活的政治或社会意义很大程度上沉默。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些仍然期望着短期

内的回归；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到圣殿的丧失是永远的，拉比们知道相对于

记录和伤感当代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玄做：他们需要维

持犹太教的继续，维持人们的宗教牛活的继续，对信仰的再次肯定是当时最重要

最急迫的任务。他们事实上已经停止撰写历史，甚至很少提到他们当代的事件，

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写它们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要处理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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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代人中完成对于过去年代宗教的连接。在圣殿之毁和被拯救的间隔，犹太教

主要的任务是要充分地对圣经中所说的犹太人为神圣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做出回

威。对于拉比们来说这意味着对成文和口传律法的履行，新的律法、规则和观念

的重薪确立，建立基于其上的犹太社会，而且要有信赖、忍耐和祈祷。以这种方

式，犹太教既没有失去它对过去历史的联系，也没有失去它的根本的方扁。我们

必须承认，拉毙狁太教的历史之编撰有了一个长时闰的中断，但团时信仰依然在

历史之意义上得到了保留和继续，拉比犹太教渗入到了世界上每个地方犹太人的

生活。

在这种方式和观念下，对以色列地之外的犹太生活的提及只涉及到可以对宗

教产生影响的方面，例如律法的遵守，因此密西拿对于散居并没有明显的理论。

对这些闻题的沉默反映了另～方面的观点，也就是拉比们决定对犹太人丢失囊己

对圣地的统辖和政治独立，以及流教和不能生活在应许之地的整个事情不把它表

述为～项太重大的事情，在逐渐中实现过渡，为了不带来更大的恐慌，他们决定

采用谈论并立法怎样在故居中“行”，人们在根据新的律法实行宗教、社会等生活

的时候，自然更容易地适应这样的大变动并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而且，对于犹太

教来说，宗教行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只有你行了，才代表你穗信。因此这个

沉默明显地代表了对当时情形的接受：犹太入丢失了对圣地的统治权，数屠社区

越来越成为中心。拉比犹太教的律法和仪式是对当时事实的适当的反应，并作出

了相应的调整，拉比们的态度也是这种反应的一部分。即使挝比们继续使用着圣

经对流散解释为惩罚的方法，他们却已经非常迅速地接受了散居的事实，如当拉

班约哈南·本·扎开知道圣殿被毁时，他站起来，撕碎了他的衣服，脱下他的经

文护符匣，坐下，哭泣，但是很快他就开始了对享毛控律法和规刘牛活的重建工作，

虽然恐这样做是希望圣所被重建和人们被救赎，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些事情不霹能

在短时间内发生，所以尽快地开始积极的重建是非常必要的。挝班哈南·本·扎

开的所有的网了都忙于制定、建立学院，忙于教导托拉和律法以及教导人们改善

个人和社区牛活的观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圣经犹太教祭祀礼拜仪式的模

型转化为可实践的不依赖于地点的祈祷仪式，重新制定可以在圣地之辨没有圣殿

的情况下实践的律法，同时认为流散之后的未来是要回|穗的，流教是为了完成上

帝的在时间之末实现弥赛亚计划的构絮之中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拉比们对流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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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谈论的非常少，但是他们对于流散的观念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历史情形的使

然，向人们做出合理的宗教上的解释，重新确立信仰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反

应了他们对于流散的态度，他们怎样诠释流散、他们的解释方法等等反应了他们

在面对民族、宗教大灾难的时候怎样地化消极为积极，增强了犹太教的牛存力，

使人们对流散不再畏惧，逐渐成为犹太教的领导力量。

流散的观念，由此激发的流亡感和原因等在《密西拿》、《塔木德》和米德拉

西文献中都有描述，拉比们对流散的思考和意义的解释多样且范围广大，围绕这

个观念和这个现象的本质，流散在各族中的原因，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特质

等等都得到了思考，并随着从第二圣殿被毁之日到大约5世纪之间的历史情境的

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讲，包括了圣经中以及许多伪经著作中的流行的思考模式和

比喻，甚至也有非拉比们的观点如约瑟犬的观点在内。然而，他们表达的时候充

满着更强烈的情感和更具体的细节，这些都起因于当他们受到异国压迫，犹太教

自身异教徒的分裂，由犹太教的滑落和基督教崛起而受的苦难所感受到的。

因此，虽然《密西拿》所谈论的仍然丰要聚焦在圣殿之上，实际上它是把圣

殿的祭拜作为一个在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可以实用的模型，不管是在以色列地还

是在散居之地。虽然密西拿的拉I；L'l'rJ没有提及当时犹太人的痛苦，fH他们通过设

想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实践的正常的犹太教来对流散做出反应。在《密西拿》

完成后的几个世纪内，也就是在塔木德和米德拉西文献在以色列地和巴比伦形成

的时期，犹太牛活可以继续并且在散居中依然可以进行宗教牛活的观点被他们清

晰地表达了出来。犹太人在他们的社区中发挥出的力量以及与非犹太人统治力量

建立的关系，所有这些需要并促进着对流散和散居现象在通常理解的对罪恶的惩

罚之外需要一次重新的解释。许多新的观点出现了，例如把流散看作是上帝的神

圣计划的大背景的一部分，流散是上帝对犹太人的一种保护方式等等。以这种方

法，流散实际上在流散中的犹太人甚至有犹太人牛活其中的各族人的牛活中扮演

着积极的角色，增强了犹太人对托拉的履行并且使非犹太人更接近了上帝的意愿。

即使在散居中，人们依然能够敬拜上帝并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牛活。尽符他

们在历史上忍耐痛苦，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仍然从上帝的仁慈与关爱中受益，仍然

牛存在上帝意味深长地安排好了的特定历史构架中。在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中，散

居犹太人会继续热诚地为他们的重建圣殿祈祷，为重回祭祀敬拜上帝的方式而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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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为以色列对圣地统治的重归毫蓐祷。但是，与圣经所不同的是，在拉比的时代，

重回到过去年代的这些被日益地描述为弥赛甄时代来I盗的标志，它们只在当上帝

对此已经准备好的最后时间发牛。同时，犹太人需要把他们在散居中的日子充分

地利用好，坚信散屠的存在是有着它的目的和积极的意义，是一个对托拉奉献和

执行狁太民族为邀上各族之光的神圣的使命的机会。除此以外，我们不能忘记挝

比们对流教的丰要观点还是流数怒对罪恶的惩罚，这种正反感情在拉比文献中共

存，其实这正反映了犹太人散居生活的持续的正反感情。一方面，学者们认为流

散现象是完全反常的，是屈辱的，这与古代黄金年代犹太人的回忆正好相反，他

们期望着弥赛亚的来临与复归，流散的时期被认为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时期；然而，

几乎是相同的学者认同了散屠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并发展出了解释和证明

流散为正当的理论。与这种正反感情一致，拉比们使用圣经的对待犯罪帮赎罪鲶

观点只是一方厦是与传统相连，另一方面这也只是他们观点的一部分丽已，在圣

殿被毁后他们开始了新的重建和改造犹太教的规划，重要的是相继的观点，他们

为流散他的予民的上帝开脱，他们说，流散是对他们的罪恶的公正的判决，为以

色列民开脱，说这是准备的过程，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是一个祝福，是上帝给

予的保护，还有少量的入以流散初期时皈依者的增多为恭础提出流敞是教导世界，

是一个世界性舱任务的观点，这样的重建接述了对上帝持续能们教居的好的积极

的原因，被认为是上帝最终建立弥赛亚时代的必要的一步。诸多的事情，如圣殿

被毁，犹地皿所残留的政治独立的丧失，基督教的传播及它的传教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这些观点，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犹太教基本的观点依然没有因为这些

灾难而改变，也没有因犹太教传教的停止而改变。

贯穿历史，犹太民族的性格中被蒙着一层渴望的情绪，并置这情绪为弛们所

共有。其中的一个铡子是我{|’】在逾越节的晚宴上听得到的：“明年在耶路撒冷相

见’’。这表达了他们想要回到耶路撒冷重聚统一的渴望的情绪，心有所属的情绪，

寻求安全的情绪，以及盼望流散结束的情绪。这种对于流散的内心的感觉及由之

产牛的渴望是犹太人特性的本质的组成部分。犹太人尤其是挝比们对于流散的解

释确实是与众不同，一般的民族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的反应是会把自己被驱

逐的原因归子外力，归于侵犯他们的力量，或者是归予自己民族的软弱，然两对

犹太人来说，却不是如此。他们或者把它归于自己民族的罪恶，罪不是因为自己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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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弱，而是因为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或者把它归于上帝的计划之中，这

更与外族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没有了关系。不管怎样，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咒

骂外族，或者哀怨自己的软弱，犹太教尤其是拉比犹太教把原因归到上帝之手，

而不是自己的软弱，实际上这赋予自己民族以力量，尤其是在境况衰落的情况下

这更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拉比们在犹太人在丧失自己疆界被异族隔

离开来的时候，高高举起托拉，用炽热的信念保卫自己，通过对自身境况对托拉

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诠释，以奇迹般的方式在犹太人处于流散中的时候依然保存和

继续了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他们对于流散的观点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最后我们

引用拉比的一句话来结束：“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一样被践踏，它注定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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