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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安息日是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重要节日，词源学关于安息日概念的来源和准

确含义至今没有定论。众多推测中，有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其中最有可能的猜测

是§abbat来源于希伯来语动词§6bat“ce勰e”，可以被理解为“休息日”，即停止所有

工作的一天。19世纪末，出现寻求《希伯来圣经》之外安息日起源的尝试。其主

要依据是已被广泛确认的摩西五经批判和远古巴比伦文本资料。尽管安息日起源

的广泛性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时至今日犹太人的安息日仍裹着神秘面纱，

寻求《希伯来圣经》之外的安息日起源还未取得成功。

在《希伯来圣经》中，安息日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守安息日是上帝在西乃山

给以色列民的诫命，也是上帝与他的选民立约的标志。传统上认为，《摩西五经》

是《希伯来圣经》中最早涉及安息日的内容。《先知书》丰富了安息日的意义：《阿

摩司书》最早明确北方国家对于每周一度安息日的认识；《以赛亚书》部分揭示出

遵守安息日的意义；《耶利米书》中的约和指令给以色列人祖先指明守安息日和破

坏安息日的界限；《以西结书》高度概括了关于守安息日重要意义的证据。《历史

书》中也有对安息日的一些记述。

伴随着犹太历史的演进，安息日的含义日益丰富。不同历史时期，犹太教内

部对安息日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古代诫命显示，在君主制建立之前就存在对第7日

的遵守。另据文本显示，君主制早期安息日已是利用祭祀礼仪进行庆祝的一天，

也是停止劳作的一天。拉比时代，安息日更加彻底地成为犹太民族作为上帝选民

的显著标志，这种发展根源于犹太人试图保存犹太信仰独特性的尝试。犹太安息

日规则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调整，与时俱进，其总体倾向是由严苛到灵活，有观

点认为，安息日是犹太人轻松享受圣化生活的一天。

尽管遵守安息日的规则呈现着从严苛到不断宽松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遵守安息日所面临的深层困境，相反，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这种

困境进一步加深。面对守安息日与社会生活的种种冲突，犹太人也在努力寻求两

者的协调与融合。

犹太思想家们对安息日意义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斐洛和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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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圣经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思想家视安息日为使人精神焕发的一天。中世

纪，以迈蒙尼德、以撒·阿若姆、犹大·哈列维为代表的犹太哲学家倾向于详细

论述安息日的象征意义。近代以来，犹太教内部正统派、改革派、保守派，重建

派对于安息日的理解不尽相同，在遵守程度与方法上也存在些许差异。正统派认

为，上帝是永恒的，《托拉》是西乃神启，因此，其中的法律一条也不能改变，守

安息日亦是如此。改革派废弃了不少中世纪的习俗，就安息日问题，改革派内部

态度不一：激进派掀起“星期日安息日运动”，规定安息日可以工作；而以怀斯为

代表的温和派则认为这一改变太远离犹太传统，不赞成把将“安息日”改为周日

敬拜，也不同意另设礼拜仪式。保守派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既重视安息日

礼仪，又注重现实生活的需要，在安息日问题上试图实现传统与现实的折中。重

建派在安息日礼仪上接近正统派，而在理论甚至比改革派还要激进。重建派创始

人开普兰甚至有将犹太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想法，以符合多数美国人的习惯，但

最终放弃。“精神犹太复国主义”的开创者阿哈德·哈姆“安息日维系犹太人”的

观念深深影响着犹太教和今天的犹太人。现代著名犹太思想家、哲学家亚伯拉

罕·约书亚·海舍尔对安息日意义鞭辟入里的解读，无人企及。“安息日，时间中

的圣殿”的论述轰动了学术界和宗教界，也给笔者以震撼和启发。

本文最后笔者试图从思想层面探讨犹太人安息日的意义。在思想层面上，安

息日提醒人们记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一个是来世；安息日与神同行于两个

世界。笔者认为犹太安息日圣化了犹太人的生活；强化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传承

了犹太教真谛。同时，犹太人的安息日观念也给非犹太人以启迪，人类的休息不

只是休闲，更应注重追求超越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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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bbam is an iⅡlpon髓t holiday for JewIy觚d Judaism．There is no cons胁slls∞

也c conc印tual嘶gin强d precise de觚tion of S曲bam in Et邺lo阱A丑10ng maq
co巧ectIlres there are threc on鹤that sound re嬲oIlable．The nlost pmbable one is that

sabbath嘶西nates fo衄tlle verb§6bat‘‘ce船e，’ill Hebrew and c缸be understood勰

‘‘day—o赏’： aspccificday witll allwork stopped．Attlleendofl9m centIlry， some of

the schola埽tried to seek nle source ofSabbam outside Hebrew Bible，maillly b鹬ed on

me丽deIy achlowledged Mos铺five c1硒sics锄dⅡ”doc啪锄ts of ancient Babylon．

Alttlough nle broad research嚣about the origiIl of S a_bbatll have boen in process f．or

more m触a centIl巧， 也ere is a mystefio璐mask upon the Sabbath ofthe Jews up to

nowadayS．The search for the ori百n of Sabb砒既cludillg Hebr州BibIe is still

unsuc嘲sfIll．

hl缸Heb删Bible， Sabba血耐百nates丘onl God’s c阳mion．obs日ving sabb础

is atenetMoIInt Sinai gaveto nleIsmel pe叩le锄d a si弘of nle ag喇珊entb嘶V嘲
God卸d his dectorat鼯．n i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that， ‘‘Moses five cl勰sics'’is mc

训i铺t cont肌ts c彻cem啦Sabbalh．‘龇ow book’’伽时ches tlle si鲥ficaIlce of

Sabbath： ‘省mos'’is tlle朗di镐t b∞k clearly statiI坞tlle nonheIn coun雠舒’cogni廿on

about me cdebr撕on of Sabbam cvery week．‘‘Isaia”’parny reveals me significaIlce of

0bsen，ing Sabbam．n地gtatement in“J钮髓lia”’indicat鼯the bo髓dari髂bctween

observing锄d des昀ying sabbam．‘‘Book of Ezekiel，’emciendy summarizes the

si鲥fic锄t evid朗c嚣∞obseⅣillg sabbam．‘‘History，’also h鹊some statements about

SabbatlL

晰mⅡ圮evolution of J钾ish his衄y，tlle inlplicati∞of Sabbam is becorning

1．ich盯趾d rich乱耽e explaIlatiolls of Judaism on S曲bam∽di脑哪during di脑|吼t

periods．The 01d c哪m锄dIIl锄ts shows协e existence of‘k唧iIlg me sev朗t量l day’

befb豫tlle鹤tablishmellt of n啪archism．The relevant fil铝show ttlat Sabbatll dl|riIlg

the∞rty days of monarcllism is not only a day of celebmtion新m the sacred ritllal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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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me day with all t11e work st叩ped．Iil t11e time of Rabi，Sabbam has completely

become a r锄酞able syrnbol of Jewish being selected嬲tlle God’s people， m抽ly

d耐ved舫m the att锄pt forthe Je谢sh people to ke印the llIliqueness of theirbeliefs．

hl me cvolution of Jewish history，the sct of mles on Sabba_th has gone thJ．ou曲a

cominual ppocess of adjus咖ent，丽t11 t11e gelleral telldellcy f幻m s缸ct t0 nexible．

TIlere areviewpoints nlatSabbamis adayfor也e J喇shpeopleto etljoy me holyl瞧

hl this矾cle， the writer wiU explaill tlle tendeIlcy thl-ou曲her experieIlce of拓IkiIlg

partiIlmeS曲bam．

舢tllou曲ke印iIlg t11e nlles of Sabbam shows a teIldellcy of fbm smct to e勰y， it

c孤not absolutely solve t11e in—depth problem faced by obeying t0 tlle Sabbatll；

con乜谢ly， tllis problem will become worse and worse upon modem challcnges．It h髂

great i1Ilpact on me daily life ofmodem Jews as weU嬲me politics aIld manial

activities iIl Isracli count珥FaciIlg me connicts，Jews are trying t0 find out ways t0

hamony觚dme唁cIlceofkeepingtheSabbamandmodcrIl soci哪
!11e Je埘sh id∞logists hold di仃cr髓t opinions on me Sabbath．Ttle ideologists of

tlle biblical Judajsm， 丽m Philo鹅its r印resen协tiVe and me ideolo百sts of tlle Rabi

Judaism， 埘th P捌archs鹪i协r印resentatiVe，regard也e Sabbath as a day making

people rcfkshed．m me medi“a1 time，the Je晰sh philosophers with Maimollides、Isaac

A姐ma、Judah Halevi as meir r印resentatives，tended to detail me symbolic si弘ificance

ofme Sabba山．Fmm modem times， tlle Orlhodox，t11e Refbnn， tlle Conserva6ve觚d

the Recons仃uctionist Judaism have di圩e嘲lt understandings 0n Sabbam a11d the de掣eeS

肌dways of theh ke印ing the sabbam are also sli曲ny di侬．rent．The onhodox Judaism

Ⅱlought血at since me God is inlIIlor嘲and‘Torall’is wrineIl by me God on Sinai， no

mles iIl it including koeping the Sabbath caIl be changed．The Refb衄Judaism

曲卸doned many customs f幻m the Middle Age and they didn’t reach a consensus

脚ong tllemselves on t11e Sabbam．The radicalism launched the Sabbat撕aIlism

movement，proposing that people could work on Sabbatll．But the modemtes mought

this change was too f打way fbm tlle Jewish tradition aIld agreed wim neimer chall舀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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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址)b甜I t0 S衄day nor changing fhe ce呵noni髑．The Conservative Judaism is in

someway betWeell me伽10dox Judai湖锄d Refo衄Judaism．11Ie)，衄1ph硒ize me

cer锄oIli郫011 Sabbam嬲wdl船tlle叩tuaI鹏eds a11dhyt0 reconcilethe恤IdiⅡon觚d

reality．Tbc Reco璐m嵋石on讧t Judai锄a∞simiIar to tk Ofthodox Judaism伽me ce咖oIlios of

S曲ba‰ b呲Iheywe陀mo嶂fadicaltllanmekfom J11dai锄iIllhetheo嘤M倒d∞aiM．Kaplall，

thef0Imd盯ofR释onstr眦tionbt Jlld嘶sm， cvenl谢tl】cchaughtofchang．mg曲口Sabbam c0Sullday

in ol妇tom∞tthe cum伽sofmostAm耐ca璐，btll hc在nally gavcl驴Abraham J瑚hInHesche，

(he weH—hown mod咖idcol晒st and枷losopb盯gavc thc si鲥丘caIl∞of Sabbam a cle缸

唧l锄撕on， which h勰been∞hi删by nobody else．“Sabbattl，thc holy pal∞e i|I tinle”h勰

gt破ed即也e c0叨mul】j_吐鹤ofbom瓠=a‘蛔唧锄dTdi舀on锄dh器曲耐y佃掣器耐孤djnsp试ted也e

pre蚴t aumofT岫art池will nyto discu嚣nlc signj丘callceofJewish Sabba恤丘om nle a驰t of

id叫。盱Id册109矧l” Sabba血瑚如ds恤卿1e of俯。啪dds：曲mod锄w耐d卸d曲

futurewo订d Sabbammeamhappincsstholill器sandre晾Happjnessispan ofⅡ】od锄world，whjle

houn档s明d碥st a坞pans of(he fil“l∞wond The id∞lo茸cal signi矗cance lie in mr∞agp∞ts：

s柏c缸fying tlle Iifc ofthe Jews；sh龀gtlleniIlg me md咖l c曲sciouslI嚣s ofJ耐sh肼Dple窜ctt．mg

the廿uth ofJud酊sm contillued．

Key Words：Judajsm；Je州sh；Sab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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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安息日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每周一度的宗教节日，守安息日是犹太教①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神圣民族而和其它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犹太人

经历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虽然屡遭劫难，流敖各地，于颠沛流离之中仍能薪火相

传，不绝于世，并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这与犹太教有直接的联系。著名犹太思

想家阿哈德·哈姆就曾经这样说：“与其说犹太人维系了安息日，不如说安息日维

系了犹太人。”。时至今日，安息日仍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犹太人看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犹太文化——其信仰、精神生活、诗文及浩瀚

的著述等浓缩成一个词的话，那只有sabbatIl。”@还有人说：“没有安息日就没有

犹太教，就没有犹太人，也就没有犹太人的生存史。”。但在非犹太人眼中，犹太

安息日是个很神秘的日子，它其中的蕴涵的意义更是耐人寻味。因此，探讨安息

日对于犹太人的重要意义是犹太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安息日的研究的直接成果还不多。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译著《大众塔木德》、《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简明犹太民族史》、《近现代犹

太宗教运动》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犹太教安息日的内涵和意义，但它们

都不是专门阐述安息目的著作，所以论之不详。其他的翻译作品如约翰·德雷恩

的《《希伯来圣经》概论》、阿巴·埃班的《犹太史》，也大抵是这种情况。傅有德

教授在《宗教研究指要》之“犹太教”部分@，以及《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的译

者序言中对安息日及其作用和意义做过简明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徐新、潘光、张

倩红、黄陵渝等犹太研究专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安息日。此外，笔者还阅读了

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Rabbi Isrcal Meir HacoheIl， 砌P f幼阮日葫埘m

④犹太教是世界备地犹太人的宗教，为古代世界的民族宗教之一。因信奉唯有一个上帝主宰自然和人类的命

运，而追求普世性的道德价值；又由丁．与l：帝证约而成为特选f民，尊奉天启律法，从而形成一一套教义信

仰、律法伦理、生活方式、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和爿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多种的自我表述和习俗。

在不I司的历史时期，曾有多种的自我表述和思想形态，但其爿的仍是在峰持信仰·个卜帝的基础E，通过

精神思考的渗透．使人性的物质关订：得到普蛔升华，并获得民族生存的价值意义。参见周燮藩：《犹太教

小辞典》，卜海辞节出版社2004年版．导占第50页。

@Bell M Edidin，J州ish Holidays and Festivals，New York，1940．p 33．

@PmchasHacoheIl Peli，Shalom-A RcnewedEncoun时wIth The sabbath，BeIlGu打onUnivers帆1984．p9
④Yaacov vainstein，thecycleoftheJewishYear，JcnIsaIem，197l，p 89．

⑤载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北京人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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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2抛勋66口腩彳，耐j0脚fy口，上)口归，蹦nted in I∞al at’1名er-ot Pr鹤s．1979；Rabbi

IⅣil培GI优nberg'明E肛巧Z譬H黝y-屯fvf愕加丑a，眺筘t Sirnon锄d Schuster

hlc， Ncw Y0fk L0ndon Tororlto Syd髓eyTokyo singapor，1993。这些著作部分地

代表了当代拉比对本民族安息日的解读。对本文构思影响最大的是亚伯拉罕·约

书亚·海舍尔的《安息日：对现代人的意义》。@书中独有的“安息日——时间中

的圣殿”这一观点，无论在宗教界还是在学术界都颇具影响力。

本文将围绕犹太人的安息日，运用史论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阐述安

息日术语与起源，《希伯来圣经》中的安息日，安息日的历史变迁，犹太思想中的

安息日概念，主旨在于通过对于安息日的研究，揭示其在犹太教中的地位，尤其

是对于维系犹太人所起的作用和意义。

①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Abmh锄J0sh∞H嚣chd，1907．1972)是20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神学家。
‘安息日；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他早年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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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息日术语与起源

犹太人的“安息日”希伯来文Sabbath的意译，原意为“休息”。犹太教每周

一天的“圣日”。据犹太教经典塔纳赫《创世纪》记载，上帝在6日内创造宇宙万

物，第7日完工休息。《出埃及记》中说，上帝训示摩西，以色列人应该劳作6日，

第7日休息，作为同上帝订立的盟约；凡亵渎圣日者，应受死刑。犹太教规定该

日停止工作，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称为“守安息”。①犹太人以日落算作

一天的开始，“第七日”指星期五日落起到星期六日落。o

词源学使用多种方法寻找圣经之外的安息日起源。这些研究，有助于为《《希

伯来圣经》》的安息日提供术语学证据。在此，笔者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了圣经研究

权藏资料幻cyclopaedi8知daica．International standard 8西ncal

勘钞cJ印P出a以及4月曲甜口j6JP历cfj彻甜：r中有关安息日术语和起源的内容。

希伯来语中的名词§abbat安息日，在《希伯来圣经》中共出现了111次。在

《摩西五经》中使用47次，其中《出埃及记》中15次，《利未记》25次，《民

数记》4次，《申命记》3次，《先知书》中使用32次，《以西结书》15次，《以

赛亚书》8次，《耶利米书》7次，《阿摩司》和《何西阿书》中各1次，《历史

书》中使用30次，《尼希米记》14次，《历代记上、下》共10次，《列王记下》

6次，《诗篇》92：l和《耶利米哀歌》各出现1次。。

词源学关于安息日概念的来源和准确含义至今没有定论。众多推测中，最为

可能的情况有以下三种：o

一是，名词§ab的t可能来源于阿卡德语(AKK)的abattIl，它也指特殊的一天。

尽管这两个单词的特征很相似，但是§abbat和阿卡德语abatnl的双写字母的位置并

①参见周燮藩：《犹太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根据犹太教传统，天上可以看到3颗星星，或者在目光F分不清白线和黑线时就是日落。在今天的以色列，

宗教机构根据天文台的推算与观测来确定日落时问，每周《耶路撒冷邮报》上都要公布耶路撒冷，特拉维

夫、海法、贝尔谢巴及埃拉特五个地区安息日的起始时间，各地相差一般不超过20分钟。

③GcrhardFH蛳l，ar‘．“sabbacb，’’爿"幽0，Bf占括Dfc肋眦，弘p．849．④J．c．MccanII，JL，an“sabbam，”in如f删fD槲脱晰d删肋“∞，助脚拥，r刚sed editjon，cd Gw

Bromilcy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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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名词§abMt中b在单词的中间位置双写，而阿卡德语曲attIl中t在词尾部分

双写。这种差异很难用词源学的方法去解释，至少这种相像可以说明两者可能存

在着联系，他们可能分有同一个原形。二是，“sabba血”，安息日指一星期的第七

天。在希伯来语中七是“§曲a‘”，由此，“sabbam”安息日常被认为是来源于希伯

来语中的七“§e虹。”。第三种情况，也是最为可能的推测，名词§ab的t来源于希伯

来语动词§曲at“ce鹊e”，因为庆祝第七天最古老的特征是：停止所有的工作。因

此，安息日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休息日”，停止所有工作的一天。假如名词来源

于动词的事实成立，那么名词也影响动词。也有一些证据证明希伯来语动词§abat

出自名词之字，丢掉了“停止”这一基本含义而成为“守安息日”的意思f《耶里

米哀歌》23：32；《列王志下》36：21)。从表面上看来，名词§abb狮n是受§abb赶

影响而产生的。在《圣经》标准译本的修订本中出现的“s01em rest”和“davof

solenmrest”共有ll处，如§abbat，§abb瓢6n都是指守第七天(《出埃及记》16：23：

3l：15；35：2；《耶里米哀歌》16：23)，享受的日子(《耶里米哀歌》16：3l；

23：24，32，39)。在钦定《圣经》英译本中有三处把§abb&c6n作为“sabbam”(《耶

里米哀歌》23：24， 39[bis】)。守第七天，这也是七天一周的形成标志，§abbat

在某些语境下也指“周”(week)，《圣经》标准译本修订本中出现这种译意(《耶

里米哀歌》23：15；25：8；《使徒行传》17：2)。

19世纪末，出现寻求《希伯来圣经》之外安息日起源的尝试。现代对圣经之

外宗教历史中安息日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摩西五经批判和远古巴比伦文本资料进

行的探索。目前学术界关于安息日起源的理论主要包括巴比伦起源，阿拉伯起源，

基尼起源，乌加里特起源以及社会学起源。

多年前，一些关于巴比伦安息日的假定和理论陆续发表。起初，希伯来语名

词§ab的t和舢(1(7R语§ab／pa仕u(m)被认为是同一事物的近似表达，例如“day of瑚t”。

AI张术语和亚述人历法中洫e lenmoti，“evil(taboo)days”罪恶，禁忌日被联系在

一起，它们都存在相似的七天序列。当这个术语的外形变成§ab，pa仕u㈤(指一个

月的第十五天，满月)，就不能再和“禁忌日”相匹配，这种假说不得不放弃。AKK

术语不能被词源学追溯到希伯来术语§ab的t那里，同时也不能证明后者起源于AKK

术语。希伯来术语是中间位置的辅音字母双写，而川KK术语是末尾处辅音字母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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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从闪米特语言学的角度，难以充分说明这两个分别来自于AKK语和希伯来语

的术语之间的关系，因为两者的双写字母不同。

吉·蒙豪德(J．MeiIlIlold)于1905年提出安息日起源于新月日的假说，他认为

以色列借用了古巴比伦的概念。他的假说也有零星的支持者。奥本森(obiIlson)支

持其说，1988年提出犹太人放逐巴比伦前，文本中的顺序“新月一安息日”(《阿

摩司书》8：4—7；《何西阿书》2：11一15；《以赛亚书》1：lO—14；《列王记

下》4：22—23)，表明安息日是在每个新月之后的满月日，正如巴比伦文本中的

劬Ⅷ．§apattIl，“newmoon一血Umo觚”新月～满月顺序。据说，放逐巴比伦之后，

每月的安息日已经被翻译成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然而，这种类比存在着严重的问

题：第一，众所周知，在巴比伦(闪族人)文本中的循环次序是a啦um—sebutu．§印attII，

“1st(newmoon)，7m，and 15th(mllm00n)days，”第1天(新月)，第7天，第

15天(满月)，但这些内容在《希伯来圣经》中并未说明。第二，8世纪的文本《何

西阿书》2：13(《阿摩司书》8：5；《以赛亚书》l：13)中，节日．新月．安息日，

按照庆祝频率渐增的顺序排列：每年的节日，每月的新月，每周的安息日。这个

顺序也有被颠倒，按频率减序排列：安息日／周，新月／月，节日／年(《以西结书》46：

I，3，9；《历代志上》23：3l；《历代志下》2：3；《以斯拉记》3：5)。这些

顺序在以色列之外是鲜为人知的。第三，新月和安息日在放逐巴比伦之后的文本

中继续并存(《以西结书》45：17；46：1；《尼希米记》lO：33； 《历代志上》

23：3l；《历代志下》2：31，§abbdt被明确指定为一周的第七天。进一步讲，《希

伯来圣经》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放逐后每周一度的安息日由放逐前每月一次

的安息日演变而来。

另有巴比伦假设，支持早期闪族历法的运用，以巴比伦时间单位§ab／pattIl(m)为

基础，§ab／panlJ(m)代表五十天(“pentccomad”五旬)。安息日被认为是一个阶段的

第五十天。还有假说认为在六十进制的历法中§ab／pattIl(m)是一个月的五分之一

(nnsiIlai 195l：l，14—24)。所有这些历法学假设还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因为：

一是没有证明五句节历法的清晰证据；二是§ab／pa仕u(m)是典型的五天时间段，并不

能代表五十天或者六天。

尼尔森(Nielsell)认为，通过AKK术语§abanu在语言上的链接，安息日的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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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被推测为阿拉伯语动词胁6幽“sat”这个词常被用来描述月相盈亏的四个变化形

式。古阿拉伯人每月四次进行月亮崇拜，

供了背景资料。但月历中存在29天的月，

周期就无法完全符合。

为以色列七天一度的安息日循环周期提

这样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循环与月相盈亏

基尼假设认为，以色列人接受第七天为安息日，是由于摩西在西乃山受到游

牧族基尼人(以金属制造著称)的影响而产生的观点。基尼假设缺少书面证据的

支持。远古乌加里特文本以7为结构基础建立安息日起源解释。这一假设也没有获

得直接或间接的有力证据。

一些学者关注社会学语境下安息日的发展。韦伯斯特(W曲s衙)注意到安息

日追根溯源是原始农业特殊的一天及休息日。还有观点认为，安息日开始于集市

日。可是，七天一次的集市日是否曾经出现在古代近东或其它地方，还未得到证

实。这也就很难断定安息日庆祝是由集市日发展而来的。

综上所述，尽管安息日起源的广泛性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至今犹

太人的安息日仍裹着神秘面纱。无论是星象学、月历学、社会学、还是词源学，

关于安息日起源的研究均未实现学术上的共识，每种理论或是合并理论仍存在着

不可逾越的难题。寻求《希伯来圣经》之外的安息日起源的研究还未取得成功。o

犹太安息日虽是一种独特的近东文化，但绝非无中生有。《希伯来圣经》已证

明以色列和其他古代近东民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清晰地影响着以色列民族的发

展。关于犹太安息日与近东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详尽的对比，也没

有确凿的相似性。但已经发现的可比和相似关系不是偶然的，这些可比和相似特

征十分显著。如上所述，犹太安息日，可能是犹太人按月球运转测定的时间；也

可能与禁忌日存在着直接关系；安息日起源可能受到社会经济或者历法方法的影

响。然而，《希伯来圣经》中的安息日起源与历史，社会经济以及历法毫不相干，

它是以色列的神学信念。o

①Gcrh盯d F_H勰el'arL“s曲bam?’彳砌Dr肼6川融砌供n851．
②J．c．Mccanll，JL，an．‘‘s曲balII?’jn m把删如幅酊胁^出耐占删枷凸o℃fd卵出口酬捌cd“ion，cd．Gw

Bromil掣(G瑚d Rapi峨MI：Eefdm柚s，1979)p．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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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伯来圣经》中的安息日

《希伯来圣经》中，安息日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创世纪》2：l一3；《出埃及

记》20：8一ll；3l：17)，守安息日的诫命是上帝在西乃山给以色列民的(《出埃

及记》20：8一11；《申命记》5：12—15)，安息日的存在证实着上帝与他立约选

民的关系(《出埃及记》3l：12—17；《耶利米书》17：19—27； 《以西结书》20：

12，20； 等)。传统上认为，《摩西五经》是《希伯来圣经》最早涉及安息日的内

容。现代一些学者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重新界定《摩西五经》的年代和传统问题，

目前在事件的年代遗迹顺序问题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o

关于安息日的重要角色有两种叙述。《创世纪》1：l一2：4，记述安息日的创

造；《创世纪》2：1—3描述创造安息日的高潮。《创世纪》揭示上帝结束六天的创

造，第七天休息。尽管没有用安息日这个名词，事实上第七天就意味着安息日。

语音学上认为，§曲at和§abbdt都象征着安息日休息，正是这一点连接了二者。《创

世纪》2：l一3和十诫第四条中(《出埃及记》20：8)都有“第七天”的描述。第

七天作为安息日被祝福，而不是其它日子@。因此第七天是浸透着独特力量的一天。

上帝将它与其他六日区分，使它神圣@。休息日的神圣意义被放置在第七天。上帝

在休息中彰显自己，为世人作出榜样。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的次序，预示着每一

个人都将在实践中模仿出神的样子。《创世纪》l：26—28中人模仿神的样子，分享

上帝休息的恩典。神赐予人从劳动中获得自由的体验，从而认识到神是世界的创造

者。

《出埃及记》第16章揭示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给以色列人提供吗哪，以色列

人被引导守安息日，并且要恪守第七日必须休息的诫命。名词“sabbam”$abb丘

t)，表示安息日节日，它是第七天的标志：第六天要为第七天安息作准备，人类应

树立安息日休息的观念。安息日是节日，而不是禁忌负荷。安息日以上帝的“诫

命和律法”为存在基础，这一点在《出埃及记》(16：22—30)中首次提到。马

丁·布伯说过，“守安息日是诫命和律法的一部分”，不是神通过在旷野中给以色

①Gerh删FHasd。an．‘‘sabbaIh，”爿，砌D，口f6如DfcffoM，)，，p．851．
②祝福，希伯柬语b打aI(．《}Ij埃及记》20：ll

③“神圣／使神圣”，希伯束语qidda茑[nel】，《出埃及记》20：ll；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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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提供吗哪，把安息日第一次介绍给人类，而是在此之前安息日已经存在。宗

教、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广泛意义蕴涵在安息日中，使它具有神圣的本质，节日的

功能，休息的目的。

《出埃及记》(20：22—23：33)中的约包括许多条例和法令，其中就有安息

日诫命：在第七天体息《出埃及记》(23：12)，与《申命记》5：14意义相似。安

息日诫命在《出埃及记》(34：21)中指出，即使在播种和收获的繁忙季节也不能

中断遵守安息日。《出埃及记》(31：12—17)，重申了安息日诫命的一些主要内

容，提出守安息日的部分重要思想：任何在安息日工作的人都会被处死；守安息

日是以色列人与上帝永远的约；安息日是人神关系的标记。违背安息日处死刑的

惩罚是盟约团体每一位成员必须接受的神谕。没有迹象表明远古以色列以外的领

地实施这一惩罚。正如上帝与挪亚立约以彩虹为标记，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割礼为

标记，那么西乃山之约的标记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含义是纪念作为造物主和救

世主的上帝，守安息日团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将继续保持他们和上帝立约的关系。

安息日中也有预期的含义，这个标记将随约的历史推进期望达到约定的目标；同

时，这个标记也意味着每一次庆祝安息日，信徒都将以物质，智力和精神的更新

趋向充满活力的上帝。

《先知书》反复强调保守安息日诫命的意义。阿摩司是最为古老的经典预言

者。《阿摩司书》8：5中，最早明确北方国家对于每周一度安息日的认识。贪婪的

商人能够艰难地遵守安息日，不发生任何商业行为。社会人道主义者关注安息日

的道德层面，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节制商业兴趣来控制贪财和贪欲。《阿摩司书》8：

5、 《何西阿书》2：13和《以赛亚书》1：13分别对新月和安息日的次序进行深

入讨论。“相等的时间间隔”和“我们有一个制度平行于巴比伦§ab，pattd每月发生

的频率”，其确切的顺序在《何西阿书》2：13中是节日一新月一安息日(在《希

伯来圣经》中，节日是每年庆祝一次的节日，新月是每月一次的庆祝，安息日是

每周庆祝一次)。这个次序是一个很清晰的渐增序列，庆祝从最少到最多的频率，

也就是从年度到月次再到每周的庆祝。显然，在公元前8世纪，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的以色列国家，都把安息日作为休息的日子每周庆祝一次。《以赛亚书》1：13甚

至指出，如果守安息日逆行到拘泥于礼仪的形式，那么任何一条涉及休息和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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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安息日的经文都可能被滥用，人和上帝的正确关系也将不复存在。《以赛亚

书》将守安息日与行公义联系起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

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

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 ‘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

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

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

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我约

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悦。他们的燔祭和平安

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l一8)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

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58：13一14)“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

气的必来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6：23)安息日属于耶和

华(《以赛亚书》56：4)，守安息日意味着坚守“我的约”(《以赛亚书》56：6；

《利未记》26：42， 45)，安息日的守护者，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都

将得到神的赐福(《以赛亚书》58：13一14)。《以赛亚书》是《希伯来圣经》中对

安息日意义描述最深刻的章节。理解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能脱离这一章的背景。以

上三个神谕帮助信徒从与生俱来的私欲中解脱出来。安息日是喜悦和愉快的时间，

那一天，人们从工作中解脱，从紧迫中解放。安息日不是法律，礼仪和难以负荷

的制度，而是上帝在人世间创造的快乐。守安息日的人，将领受神的允诺，继承

雅各的遗产，做世人的榜样。《以赛亚书》66：23中有新创造的语境，普世的人都

将从一个个安息日中建立与耶和华的关系。

《耶利米书》(17：19—27)通过约和指令，给以色列人的祖先明确指出守安息

日和破坏安息日的界限。安息日是休息日，法令禁止任何商业行为。坚守安息日

是耶路撒冷幸存的条件，必须服从上帝诫命的约束。《耶利米书》(7：8—10)和《耶

里米哀歌》(2：6)对违背安息日诫命做了深刻阐释，甚至把圣殿毁灭之灾看作上帝

对以色列人破坏安息日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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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20：12—24；22：8—26；23：38；44：24；45：17；46：l一4，

12)，高度概括了安息日的神圣蕴意。安息日属于耶和华，安息日是耶和华和人立

约的标志。亵渎安息日就是违反上帝律法。由于亵渎安息日，以色列人被虏巴比

伦期间，出埃及的经历没有再发生。《以西结书》的主题包含：安息日是个标志，

安息日被神圣化，安息日变成是否忠诚于耶和华的试金石。

《历史书》对安息日也有一些记述。《列王记下》(4：22—23)指出，在安息

日和新月为朝拜神而进行的旅行不受限制。《列王记下》提到节日庆祝频率渐增的

次序：新月每月到来一次，安息日每周庆祝一次。此文本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9

世纪，北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七天一次安息日。《历代志上》(9：32：23：31)和《历

代志下》(2：4；8：13；31：3；36：21)中分别提供了关于安息日神殿，土地和约

等多种线索。遵守安息日的制度在尼希米时期有所松懈。《尼希米记》 (13：17

一18)安息日被亵渎，需要把安息日带回到公正的样子，作为休息，膜拜和快乐

的一天。

综观《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安息日的内容，可以总结出安息日对犹太人的诸

多重要意义。摩西律法中安息日被视为神圣的日子，一切世俗的工都要停止，不

但是人牲畜也不要工作《出埃及记》(23：12)；以色列民要严守安息日，守安息日

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之特征(《出埃及记》3l：12)；他们是上帝特选的子民，

并与上帝立下永远的约，因此以色列民视安息日为圣日(《申命记》5：12)。守安

息日是对上帝的敬拜，以色列人谨守安息日，善尽宗教义务，并圣化安息日。一

切与安息日的神圣性稍有抵触的工作都要放下：例如煮饭(《出埃及记》16：23)，

送饭和收饭(《出埃及记》26：30)，耕种收获(《出埃及记》34：21)，生火(《出

埃及记》35：3)，搬运货物(《耶利米书》34：21)等。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后，在

第七天体息(《创世纪》2：2)。在此，上帝给人立榜样，令人在第七天休息，圣

化安息日。因此不守安息日，就是干犯上帝，是死罪(《出埃及记》35：2)。守安

息的另一理由是，好使你的奴仆和你一样得安息《申命记》(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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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息日意蕴的历史变迁

伴随着犹太历史的演进，安息日的意蕴日益丰富。

君主制(公元前1028年，扫罗建立了君主国，确立君主制)建立之前。《出

埃及记》(23：12；34：21)中的古代诫命显示，君主制建立之前就存在第7日

禁止劳动的诫命，“六日你要工作，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

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出埃及记》23：12)， 其动机可能是出

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人道关怀先于宗教理由的证据在这里并不充分。第四条诫

命(《出埃及记》20：8—11； 《申命记》5：12一15)，或许来源于君主制之前

(虽然很多学者断言十诫是后放逐时期的总结而不是摩西的表述； 参见十诫)，

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就遵守安息目的祭祀礼仪。

君主制早期。公元前9世纪和前8世纪，虽然没有任何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把

“安息日”和“第七日”等同，但安息日“§abbd”这个词已经存在。安息日在当

时是利用祭祀礼仪进行庆祝的一天，也是停止劳作的一天。《阿摩司书》8：5暗

示安息日那天禁止买卖活动。将“新月”和“安息日”相提并论，暗示在前8世纪

中期北方王国已存在对安息日祭祀礼仪的遵守。(《何西阿书》2：11)《以赛亚

书》l：13提及“供品”和“上香”的集会，暗示南方王国同样遵守安息日的祭

祀礼仪。这个时期关于遵守安息日的准确性，难以具体刻画，《民数记》28：9对

安息日进行的祭祀礼仪进行了些许描述。

君主制晚期。很显然在公元前722年撒马尼亚毁灭和前586年耶路撒冷毁灭之

间的这段时期，安息日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安息日，以色列人停止一切劳作，恪

守祭祀礼仪，并对照圣经中安息日的规定进行深刻反省。君王统治末期，先知耶

利米声称犹太人的未来取决于人们是否“以安息日为圣日”(《耶利米书》17：27)。

在上帝的法令和仪式之中，安息日诫命被单独提出(《以西结书》1：3)。《以西

结书》的语言跟《摩西五经》的语言风格相似。《出埃及记》3l：12—17里总结

了摩西五经中对安息日的理解，安息日是“神圣的”(《出埃及记》31：14：《耶

利米书》17：22， 24， 27：《以西结书》20：20；22：26)，它是以色列人和

上帝之间关系的标志，也是关于上帝六天创造世界在第七日休息的标志。对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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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诫命的惩罚显示了遵守安息日的严肃性：“任何在安息日从事任何劳作的人

都将被处死”。在《创世纪》2：l一3和《出埃及记》20：ll中都可以看到安息

日和创造的关系，是十诫中第四条诫命的一部分内容。《申命记》对第四条诫命阐

述与前者不同(其核心被许多人认为源于君主制末期)，安息日被用于纪念以色列

人逃离埃及(《申命记》5：15)。《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申命记》第5章对安息日

诫命的阐述并非矛盾，而是互为补充。安息日作为上帝创造万物和引领以色列人

脱离囚禁之后休息的见证，必须被遵守，铭记，并被视为神圣。君主制晚期，为

什么会对安息日进行广泛的宗教反思?笔者对此难以确定。不过有可能在那样一

个时期，利未族人，祭司和先知组成的圈子为了在强大的安息日和巴比伦统治影

响下维持崇拜耶和华的独特特征，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重新强调安息日。

流亡时期和后流亡时期。虽然人们不再认为流亡时代是理解安息日的关键时

期，但是由于以西结对先知诫命的使用，安息日在这一时期依然重要(《以西结

书》44：24；45：17；46：1，3， 12)。圣殿重建时期(公元前516年重建圣殿，

史称第二圣殿)，遵守安息日被等同于守约；太监和外邦人也被要求遵守安息日

(《以赛亚书》56：2，4，6；58：13)。公元前5世纪，对遵守安息日的要求似乎

很宽松。 《尼希米记》提醒人们守安息日的重要性(《尼希米记》9：14)，它提出

特别的规定以便保证在安息日不会有任何生产，运输，和买卖货物的事件发生(《尼

希米记》13：15—22：10：31)。除了停止劳作，安息日的祭祀礼仪也延续下来。

《历代志》是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作品，它强调安息目的祭祀礼仪，它对前流亡

时期的描述很可能反映了后流亡时期的现实。在《希伯来圣经》时代末期，以停

止劳作和举行祭祀活动来遵守安息日成为犹太教的主题。

拉比时代。公元前4世纪至1世纪，安息日较之《希伯来圣经》时期更彻底地成

为上帝选民的显著标志，只有割礼有着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标志性地位。安息日

的这种发展主要源于犹太人试图保存他们信仰的独特性，当时生活在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仍然处于异邦统治之下，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持续遭遇持有不同信仰人的

排斥。安息日极好的保持了犹太信仰的独特性，它是以色列独有的制度。《希伯来

圣经》要求它必须遵守每周一度的安息日。安息日的核心是把特定的时间神圣化

而不是把特定的空间神圣化——由此它可以随时随地被遵守，即使人们散居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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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安息日成为犹太教的核心教义，所以越发需要严格规定如何去遵守它。《希

伯来圣经》要求在安息日禁止做工。比如：“⋯⋯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出埃及记16：29)：“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 (出埃及

记35：3)；“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

家里担出担子去”(耶利米书17：2卜22)。它暗示安息日必须停止农业(出埃及

记34：21)和商业(阿摩司书8：5；尼希米记13：15—22)活动，可是缺乏关于

禁止行为的具体界定，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例外条款。很多空白留待解释，这些解

释有可能事关生死。例如，马加比王朝，面对安提库斯(Antiochus)四世在安息

日的进攻，犹太人由于不加抵抗而被屠杀。因此，马特瑟斯(Mattathias)及其

追随者们决定，如果在安息日遭到进攻，他们将给予还击。这种调整表明，安息

日的规则需要与时俱迸，制定合适的安息日规则是一个历史进程。不同时期，犹

太教内部对持守安息日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A． 《大赦书》和《大马士革文献》。出现在公元前161至前140年之间的《大

赦书》，对安息日极为推崇。即使上帝也遵守安息日，上帝被天使们和以色列人

追随。大赦书提供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安息日法令的记载。这些法令禁止准备

食物取水、把东西搬进或搬出房子、性交、点火、骑乘动物、乘船、犁地、禁食，

以及任何形式的杀生。唯一合法的工作是为圣殿准备安息日祭品。违背安息日禁

令将被处以死刑。在编撰法典方面， 《大赦书》的作者是法利赛人的先驱。法令

严苛，未涉及任何例外情况，由此可见作者是库姆兰社团的精神先驱。在库姆兰，

人们发现了《大赦书》的片断，而《大马士革文献》显然引用了《大赦书》。《大

马士革文献》(编撰年代不详，不会迟于公元一世纪)。要求严格遵守安息日诫命。

同《大赦书》一样， 《大马士革文献》中规定禁止准备食物，也禁止把货物运进

或是运出房子。它补充了一些《大赦书》里没有的条例，譬如允许在紧急情况下

救人性命。 《大马士革文献》对亵渎安息目的人做出监禁7年而不是处以死刑的

规定。

B．法利赛人和拉比传统。法利赛人是公元1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团体，也是在

70年代圣殿被毁灭之后唯一幸存的团体。法利赛传统的演化为犹太法令之后的犹

①《犹太教小辞典》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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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主义，有关法典的教育被包含在犹太教教义之中。法利赛人并不是最刻板严苛

的犹太团体。他们的意愿是去诠释法律，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它会被普通人所遵守。

法利赛人有关安息日的法典呈现更为人性化的趋向，比库姆兰这种封闭性团体的

法典更容易被遵守。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看法难以一言蔽之，因为传统并非铁

板一块。《圣经》就如何遵守安息日未作详尽地规定，法利赛人试图精确定义在

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因此，拉比犹太教早期的坦拿在其领袖犹大·哈

一纳西(Judah}Ia-Nasi)的主持下根据《《希伯来圣经》》编纂成《密西纳》(Mishnah，

约200年)，o称之为“口传律法”(Oral L鲫)，借以区别作为“成文律法”

(written LaW)的《圣经》。《密西纳》为守安息日的诫命而专辟《安息日》一

篇，详细讨论如何过安息日，并列举39类、300多种不允许做的工。安息日禁止

从事的39类主要活动是：“播种、耕耘、收获、打捆、脱粒、扬场、筛选、磨面、

筛糠、揉面、烤制；剪羊毛、漂白、梳毛、染色、纺毛、整纱、接两股纱、织两

股纱、(整纱中)分两股纱、打结、拆结、缝两趟针、为缝两趟针而撕开；猎鹿、

杀鹿、剥皮、腌肉、加工皮、刮毛、切块；写出两个字母，为写两个字母而檫掉

字迹；建设、拆除、点火、灭火；用锤子打击、把物品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密

西纳·安息日》Shab．7：2)。这39类活动进一步精确化，每一类又都不断衍生

出更多项，这样安息日期间有三百多项工不能做。除了具体化安息日的禁忌之外，

拉比传统也定义了一些禁令的例外：安息日可以举行割礼；当某人面临生命危险

时可以不遵守安息日法令。《密西纳》中也提到出现下述特殊情况可以不守安息

日：当病人病危需要抢救，当妇女临产需要接生，为拯救生命可以不顾安息日的

戒律；当敌人侵犯以色列，以色列人岌岌可危时，可以拿起并使用武器，击退敌

人：当房子着火时，可以抢救，但必须首先抢救出“圣物”(《圣经》等经典书

籍、经匣等)，也可抢出3顿饭的食品和衣服。公元1世纪埃汝宾(Erubin)社

团出现后，对守安息日规则作出更为宽松地解释，允许几个不方便的安息日禁令

被绕开或者变通。譬如，通常安息日允许旅行的距离为2000肘(一肘56公分，

2000肘约为1120公尺，一公里多)，在相距的2000肘地点放置两餐的食物，一

①MishnalI多译为《密西纳》。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张平教授近译为‘秘释经》，意为‘圣经》之后犹太教

的又一经典，既别于《圣经》，又与之有联系，似可取。但是，这里仍然沿用习惯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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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扩展在安息日允许行走的距离。 《密西纳》关于安息日的众多法律规定

引来一些批评，有人认为拉比的诡辩使这一圣日变成犹太人沉重的精神负担。

然而事实上，多数犹太人认为安息日是轻松地享受圣化生活的日子。犹太人

穿上最好的衣服，满怀喜悦迎接安息日“新娘”(安息日“皇后”)。《塔木德》

(阿嘎达，Aggadah，12a)中，在安息日这一天人们要把忧愁和烦恼抛到一边，

读托拉、研究圣贤的教诲，认真检查自己，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一个新

的高度。按照塔木德中的规定，整个安息日期间要吃三顿饭。①即周五晚餐，周六

午餐(早餐午餐合二为一)和安息日结束餐。周五晚餐被称为安息日晚餐，是安

息日最重要的一餐。周五傍晚落日前约20分钟，。犹太家庭的女主人点燃两支安

息日蜡烛，一支代表记住安息日，另一支是当守安息日。蜡烛燃起，安息目的圣

化生活开始。犹太人在家中与亲友聚集一堂，享用安息日特殊的食物，背诵祷词，

诵读经文，唱赞美诗，围绕安息日畅所欲言。周六上午犹太人常到会堂进行宗教

活动，下午在各自家中研经学习或与朋友交流。在安息日结束之际，要举行一个

仪式(哈夫达腊)。主持人手持斟满葡萄酒或汁的酒杯，口咏相应的祝祷文。仪

式中要点燃多蕊蜡烛，那是一种做成麻花状的互绕在一起的多根蜡烛。仪式间大

家闻香气，香气取白天然植物或它们的果实，喻身感幸福。大家依次少饮主持人

酒杯内的葡萄酒或汁，把剩余的酒倒入托盘内。众人用两个小手指蘸上少许剩酒，

涂抹到眼圈周围、此举象征上帝的教诲将永远照亮我们，并在将要到来的星期中

赐福给我们。最后在阵阵“星期好(沙乌阿一托福)”的问候声中迎来新的星期。

现代犹太人在安息日可以抛开物质世界的束缚，享受精神世界的圣化。

从犹太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安息日意蕴，中世纪@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

中世纪之前的圣经犹太教回和拉比犹太教@思想把安息日作为精神焕发的一

①这是因为“今天～词在H{埃及记16：25中共m现三次。这里需要指出．“今天”一词在希文及英文的托拉
中均}}{现三次，可是在汉译中只H{现两次。

②耶路撒冷日落前40分钟点安息日蜡烛，其他地区是落Fj前20分钟点安息开蜡烛。

③由丁犹太教经典《塔术德》(指《革与拉》吉lf分)的完成几乎和罗屿帝l目的火亡I卅时，而且当时犹太人寄

居的嘲家大多在欧洲，所以，犹太学者常用中世纪一词袭永公元500年至1789年法嘲人革命之『日J这段时
『日】。

④圣经犹太教指的是以《吊经》为经典、以《苄经》的雒法为内容．同时在时问卜属于圣经时代的犹太教。

圣经时代大致指的是从犹太教诞生至公元70年第一二圣殿被毁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参见傅有德《犹太
教纲要》，第l贞

@拉比犹太教即以拉比和口传律法为中心的犹太教。拉比犹太教是自圣经犹太教之后到19世纪现代犹太教
形成之前的主流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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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斐洛指出，安息日是研读托拉的日子，拉比们也这么认为。斐洛(Phno前20．40)

把安息日视为人模仿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的良机：为了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

完善自己的品性，人应该从平日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罗马人曾经在与犹太人的接

触中，注意到他们严格遵守安息日禁止工作的戒律。罗马人对此表示蔑视。当时

的罗马的政治家塞内加等人认为安息日是犹太人懒散的一个标志。斐洛作为亚历

山大港犹太人的希腊话语代言人回应罗马人对安息日的抨击：“在安息日我们被命

令放弃所有的工作，不是因为法律教育人懈怠⋯⋯它的目的是，让人从不断的无

休止的劳累中解脱，利用一个合适的有规律的豁免制度更新犹太人，使他们放松。

无论身体赢弱或是强健的人，呼吸能让他们采集到新力量，获得到更强有力的推

动，迅速并坚忍不拔地完成任务”。国密德拉什(Midrash)中有类似的描述。安息

日结束前的祝祷，表明拉比视安息日为上帝珍贵的礼物，当成神圣的一天去恪守。

族长们甚至认为“上帝是一，是唯一的名，他希望这地上的国民都是他的子民。

他将辉煌、伟大和救赎的王冠，还有注入神圣的休息日一并赐给他的子民，使亚

伯拉罕高兴，使以撒喜悦，使雅各和他子孙在爱中休息。真正忠实地在平安和宁

静中休息。在平静，安全中完美地休息，你将是快乐的。让你的子孙接受并明白

他们的休息来自于神，他们的休息可以神圣你的名。”o

中世纪的犹太教思想呈现出勃勃生机，其中对于安息日的思考，犹太哲学家

倾向于详细论述其象征意义。迈蒙尼德(Maim0I|jd髂“35．1204)在(《迷途指津》

2，31)中指出，安息日有双重含义：一是，安息日教导我们上帝创造世界的真理

观；二是，安息日使人的身体得以休息，精神得以焕发。根据西班牙．犹太学者以

撒·阿若姆(Isaac～ama 1420．1494)的观点，安息日让我们领悟到犹太教的三个

基本的信条：从无到有的创造；启示(安息日是学习托拉的时间)；来世(在安息

日体验到来世)。犹大·哈列维(Judall Halevil075．1141)把安息日看作上帝赐予

人在身心完全休息中享受快乐，而不同于其他六天世俗生活的机会。在安息曰犹

太人甚至可以拒绝那些不懂得安息日是停止劳碌和困惑的珍贵恩惠的君王们的要

求。@

①Philo’肌印Pc蛔“6淞工种碣Ⅱ，60
@Enq屹|opaed妇J埘口i∞p．565
@bc)峰|op口ed汹J以8泐仰．s酗一5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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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之后，犹太思想的发展更是异彩纷呈。近代以来，各种思潮不断涌现，

犹太教内部分化出正统派，改革派，保守派，重建派四个宗派。各宗派对于安息

日的理解不尽相同，在遵守程度与方法上存在些许的差异。

“正统派”一词在1807年被德国改革派首次使用，他们把反对改革的传统主

义者统称正统派。正统派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托拉》是西乃神启，因此，其中

的法律一条也不能改变，守安息日亦是如此。近代著名正统派拉比参孙-拉菲尔·赫

尔施(s锄sonRaphaelHirsch，1808一1888)认为，安息日禁止创造活动是为了教导

人们：他们的创造者，创造了世上万物。上帝让人六天里按照世俗的规则生活，

但第七天禁止任何因个人欲望而产生的行为。在安息日，人们把世界还原为它被

创造时的样子交给上帝，以这种方式表明安息日的快乐来源于上帝的权威。正统

派教徒在越来越多地接触现代行为和现代意识的过程中，对现代世俗文化产生不

同的反应，由此导致正统派的分化，极端正统派、新正统派和哈西德派等宗派在

正统派内部相继产生。极端正统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教旨主义宗教观，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 认为上帝亲自在西奈山授予犹太人律法、并决意显

示自己，因此《托拉》是神圣的、绝对权威的，是上帝自有永有、无可改变的启

示，是不可更改的。除遵守《托拉》外，还要遵从拉比法庭依照犹太教律法所作

的裁决。他们坚持传统犹太教的信仰，严格遵守犹太教传统的律法、教规、习俗

与礼仪，恪守安息日礼仪和各种饮食禁忌。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教徒至今依然穿着

东欧正统派传统的黑大衣，戴黑帽，妇女则头戴假发。在犹太教会堂礼拜时，男

女都要蒙头，分开来坐，并用希伯来语作祈祷，在礼拜中不使用乐器。新正统派

(现代正统派)在寻求保持犹太教传统经典的同时，主张接受现代世俗文化，谋

求犹太教与现代主义的调和。以拉比参孙·拉菲尔·赫尔旌及以色列·希尔德夏默

(E耐el HildesheiIIle，1820—1899)为代表的该派领袖，主张犹太教根据现代世界的

变化进行调整是必要的，只要它不与《托拉》律法发生冲突。他们鼓励犹太人投

入到当代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容纳现代科学，接受世俗教育，发展哲学思想；同

时也坚持犹太教信仰与传统，认为成文律法《托拉》和口传律法都是权威的、传

之万代而皆准的经典，是教徒生活的惟一准则；承认《圣经》和《塔木德》的权

威，遵守犹太教的安息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教徒着现代服装、男子不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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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穿黑衣、带黑帽，妇女不必带假发、蒙头等；在会堂内做礼拜时，使用希伯

来文祈祷，不用风琴伴奏，实行男女分坐。哈西德派是18世纪中叶诞生在东欧的

神秘主义派别。他们贬低理性和知识，强调人的情感，目的是通过虔诚的祈祷达

到和上帝的灵交。其祈祷形式直接指向上帝， 祈祷仪式简单，随时随地，无需会

堂；礼拜时多唱圣诗，经常伴以纵情歌舞，直到狂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上

帝灵交。

19世纪初在德国掀起的犹太教的改革运动中，哲学家亚伯拉罕·盖革

(18lO．1874)是其强有力的推进者。当时，改革派试图使犹太教符合风靡欧洲世

界的理性主义精神。改革派废弃了不少中世纪的习俗，在会堂做礼拜时，男女混

坐，不用希伯来语而用所在国的官方语言传经布道(现在多为希伯来语和当地语

言并用)，并将祈祷文的内容进行简化，仪式中使用唱诗班和管风琴伴奏。改革派

内部在对待犹太教传统的态度上也存在分歧，例如在安息日问题上激进派掀起“星

期日安息日运动”，规定安息日可以工作。而温和派则认为这一改变太远离犹太传

统，不赞成把将“安息日”改为周日敬拜，也不同意另设礼拜仪式。犹太教保守

派是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温和派。

19世纪中叶宗教改革期间，一些德国犹太人认为正统派过分强调了的传统，

忽视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革派又过分注重现实，没有给予传统以应有的地位；

因而各自走向了极端。于是他们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

立起活生生的联系。保守派原则上基本接受犹太教律法，但认为宗教的意义不在

于拘泥形式而在于领会实践其精神；尽管《托拉》是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摩西的，

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现实情况在不断变化，对过去诫律的认识需要不

断调整，对来自拉比口传律法的《塔木德》更应灵活处理，变通实行。对于坚持

犹太教法律和仪礼的重要性而言它接近于正统派，而就其赞同法律的可变性、灵

活性而言，它又很难和改革派划清界线。保守派重视安息日礼仪，周五晚的安息

日形式类似于新正统派。保守派犹太教徒周六可以乘车到会堂参加礼拜；礼拜时

可以希伯来语、英语或其他地方语言并用，实行男女分坐。保守派强调每日祈祷

三次的重要性，要求男人在祈祷时戴“亚姆路克”或“卡巴”帽(有些人像正统派犹太

教徒一样，整日戴着“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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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重建派从美国保守派中分化出来。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

(188l—1983)认为，超自然主义的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不能适应现代性和

当代犹太生活的需要， 因此必须对之重建， 将其改造成为自然主义的、民主型

的宗教。他心目中的犹太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上帝、《托拉》和犹太人是构成它

的三大平等的要素。重建派在礼仪上接近正统派，而在理论甚至比改革派还要激

进。摩迪凯·开普兰曾尝试变更安息曰。在他《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的初稿

中，他提出将犹太人的安息日改为星期日，以符合多数美国人的习惯。但是这立

即引起同事的异议和反对，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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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犹太思想家论安息日

现代犹太思想中的犹太安息日观念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精神犹太复国

主义”的开创者阿哈德·哈姆(1856．1927)和著名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

舍尔(1907一1972)的安息日思想不仅影响着他们那一代人，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今

天犹太人的生活。

阿哈德·哈姆倡导的“精神犹太复国主义”特别重视犹太民族精神对犹太民

族复兴事业的意义。精神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教既是宗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犹太精神的核心是强调犹太人通过遵守诫命与犹太信

仰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使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同时，使犹太民族成为一

个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经历千年流散而不被同化、并担负起神圣使命的优秀民

族。阿哈德·哈姆的思想对犹太教内部宗派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①阿哈

德·哈姆反对著名法国犹太人所罗门·雷纳赫(Salonlon ReiIlach)对于安息日的

立场。雷纳赫鼓吹东欧犹太人的宗教解放运动，希望犹太人从正统派解放出来，

特别是从安息日和饮食规定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安息日的习俗对经商者而言意味

着经济上的损失，对因要守安息日而不能工作的穷人来说则非常不利。雷纳赫指

出早在哈斯蒙尼时期，玛他提亚就曾允许处于自卫可以不守安息日。因此他认为，

既然对于犹太社团来说生存已面临威胁，放弃守安息日的习俗是完全正当的。国阿

哈德·哈姆严厉地批判了雷纳赫的安息日思想。他指出：玛他提亚那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犹太人能够生存下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允许部下放弃守安息日的做

法。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安息日“是我们这个民族用鲜血圣洁的，几千年来

对阻止精神衰退起了保护作用。”@用不着雷纳赫的声明，他很清楚安息日和其他

宗教法规是从原始信仰和未开化人的情感产生出来的，不具备今天的形态中的成

①犹太教重建派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与阿哈德·哈阿姆一样，认为犹太人的宗教是犹太民族的生存手段。不

过他在有意识鼓动宗教向生活转化，特别是改造犹太安息只以适应美陶现代社会生活的观点超过了阿哈

德·哈阿姆。改革派通过‘哥伦布斯宣言》后开始吸收阿哈德·哈阿姆的一些移{极观点。现代正统派批判的

接受了阿哈德·哈阿姆在民族论方面的观点。犹太教蕈建派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与阿哈德·哈阿姆一样，认

为犹太人的宗教是犹太民族的生存手段。不过他在有意识鼓动宗教向生活转化，特别是改造犹太安息日以

适应美困现代社会生活的观点超过了阿哈德·哈阿姆。改革派通过《哥伦布斯宣言》后开始吸收阿哈德·哈

阿姆的一些积极观点。现代正统派批判的接受了阿啥德·哈阿姆在民族论方匝的观点。

②《理性之光—珂哈德·啥阿姆与犹太精神》第45页。

@《理性之光—橱哈德·哈阿姆与犹太精神》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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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性。然而现代人仍可以从守安息日中得到到愉悦。①在结束对雷纳赫的反驳时，

他引用了玛他提亚的话：“我们神圣的东西，我们的崇高和荣耀已遭到亵渎，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

当政治犹太教复国主义运动第一线的麦克丝·诺尔道(Max Nordau)坚持说

他看不出守安息日有什么民族价值时， 阿哈德·哈姆以一篇《安息日与犹太复国

主义》捍卫安息日，认为它是犹太民族的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性节日。他写

到：“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他不承认‘未来世界’，或是‘一个犹太国家’，只要他

还感到心中有一条真正与犹太民族生活相连接的纽带，那他一定不敢想象若是没

有安息日，还会有犹太民族的存在⋯⋯与其说犹太人维系了安息日，不如说安息

日维系了犹太人。’囝

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早期代表作《安息日一对现代人的意义》堪称安

息日理念的经典。海舍尔认为安息日是时间中的圣殿。犹太教是关于时间的宗教，

旨在使人在时问中圣化。《圣经》感知到各种时间的特征，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小

时，每一个时刻都是唯一的、永恒的珍贵。犹太教教导我们在时间中接触神圣，

学会如何在时间的圣殿中圣化。@安息日是我们伟大圣殿的圣物。圣经中最具指导

意义的的词是“神圣”，它比任何一个词更能代表神秘和神的权威。在世界历史中

第一个神圣的对象是什么?是山吗?是祭坛吗?实际上，在一个独特的时刻“神

圣”被第一次使用：在创世纪中创造故事的末尾。“神赐福第七日，定为‘圣日一。

(《创世纪》2：3)空间被造物却没有被赐予神圣的本性。这和通常的宗教思考是

一种根本的偏离。神话希望天地被创造之后，神能建立神圣的地方——神圣的山

或神圣的泉。从《圣经》的观点看，神圣在时间中，通过安息日显现出来。时间

的神圣首先到来，之后人的神圣，最后才是空间的神圣。@庆祝节日的事件在时间

中发生，在依据自然生活规律确立的月历中，节日占据一个月中指定的日子，也

就是说所有的节日都是月中的某一天。月反映的是在自然界领域内事物发展的周

期，因为犹太的月开始于新月，下一个月伴随着夜空中弦月的再现而开始。。然而，

①《理性之光一阿哈德·哈阿姆与犹太精神》第46页。
②同上

③问上

④Mainlonides，肘拈厅HP，而m，，f船^“幻^l，3．

@Abraham Joshua Heschel，nP船6幻t斤j招州P洲以g向r mo出州州删，P4

@每个新月的刷期大概是29天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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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完全不依据月，跟月也没有什么关系。安息日不是象新月那样被自然界的

事件而是依据上帝的创造行为界定。因此，安息日的本质与空间世界彻底分离。

安息日的意义是对时间庆祝而不是对空间庆祝。一周六天的生活都处于空间物质

世界的统治下，安息日使我们努力适应时间中的神圣。这一天我们被召唤去享受

时间中的不朽，从创造的结果转变到创造的神秘；从世界的创造到创造世界。

一个人想进入圣洁的日子，首先必须停止喧闹的贸易和牲畜劳作，以免亵渎

神圣。必须远离尖叫和杂乱不和谐的日子，不要让利欲熏心的紧张狂燥和背叛侵

占了灵魂／生活。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并且要学会理解世界已经被创造即使没有人

的帮助它将仍然存在。一周六天，我们都在与世界搏斗，榨取地球的资源；在安

息日，我们特别关照根植于灵魂中不朽的种子。世界在我们手中，而我们的灵魂

属于上帝。每星期六天，我们都在寻求控制这个世界，第七天我们试图支配自己。

安息日不是为了每一天，恰恰相反，每一天都是为了安息日。o安息日不是生

活的插曲，而是生活的高潮。上帝赋予第七天三重意义：被要求休息，被赐福和

被神圣化的第七天。禁止劳动，由此，注入祝福的欣喜和神圣的特色。不仅要用

手庆祝这一天，而且要用语言和心灵守安息日。人们不能用和平日一样的方式在

安息日谈论，甚至要避免对生意或劳动的思考。

劳动是一种技艺，而圆满的休息是一种艺术。它是身体，心灵和想象力相和

谐的共同体。一个人要在艺术获得颇深的造诣，就必须接受艺术训练，并严禁懈

怠。第七天是我们在时间中建立的宫殿。它由灵魂，喜乐和沉默构成。在它的氛

围中，一条诫命就是一个接近永恒的提醒物。事实上，这一天的辉煌是在放弃中

展现的，正如上帝的神秘通过否定学说被更充分地传播，我们常感到由复杂的和

强迫人的礼仪所构成的大厦是如此贫乏。如果不通过没有嘲杂的静默而用其他的

方式如何表达对上帝不朽的称颂呢?@

有一个词很少被说，这个词的情感深度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就是“安息日的

爱”。当今，爱的神话和激情成分突显于文学和现代西方人的头脑中。犹太人的贡

献在于给出了一个爱的观念，就是安息日的爱：一天的爱，时间形式中的精神之

爱。为什么这一天如此具有光辉?为什么对于迷恋它的心灵来说是如此珍贵?因

①Abrall枷Josh岫Hcschd，耽＆西蛔咖—协脚鲫，孵力，州d出州M，P4．
@Abrall锄Josh岫He∞hd，孤勋6蚰靠—i捃州阳"垤力rmD出棚小棚，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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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七天是我的，我用宝贵的精神构建时间中的宫殿，这个空间，正如我和祭司

同在，这个空间可以使我们接近神的模样。山顶没有充分的自由，沉静的海洋不

够壮观。上帝的模样只能在时间中被发现，永恒隐藏其中。守第七天的艺术，是

时间隧道中的绘画艺术，是神秘光辉创造的顶点。因为上帝神圣化了第七天，所

以我们也将如此。安息日的爱是人与神共在的爱。我们守安息日是对上帝圣化第

七天的演绎。没有安息日，世界就没有通向永恒的窗口。安息日是遵循律法的清

晰路径，是为了让灵魂去接触上帝的精神。o

古代拉比认为：安息曰要求所有人的参与，要用完全的爱去服侍，并奉献出

个体灵魂。这一思想逻辑推动他们不断扩大法律规则体系下的礼仪。他们试图使

人的本性高贵，并使人本性存在的价值在神圣的日子焕发光彩。古代拉比制定了

礼仪标准，标准的礼仪让人能获得欣喜的灵魂，而不是用超越去铐牢常人。 “安

息日给予人，而不是人给予安息日”。@古代拉比认为过度虔诚可能会威胁履行律

法的本质。“没有什么比遵循律法更重要，不是要延续日常的生活⋯⋯在安息日不

可能把人的生活禁锢，甚至让人可以漠视法律的禁命。”@这就是宁因人牺牲诫命

而不能因诫命牺牲人。托拉的目的是“给以色列人活力／生命，在今世和来世。”不

断的禁欲将带来消沉和枯燥无华，轻浮多变必定冲掉安息日的精神。不能用刀叉

更换珍贵的蕾丝花边，或者用犁刃操作人的头脑。安息日不是娱乐嬉戏，言行轻

薄，放烟花或玩翻跟头游戏(一种赌博游戏)的时间，而是完美生活的机会，是

珍惜而不是挥霍时间，这些应到被牢记。没有精神意义的休息是堕落的源泉。事

实上，禁命已经成功阻止了庄严安息目的粗俗化。

安息日是人类从上帝的宫殿中得到的最好礼物。所有的工作日我们都会想：

精神太遥远了，我们听任精神的缺乏；或者最多我们祈祷：给我们一点上帝的精

神。在安息日精神高耸起并且喜悦：从我这里接受所有的美好。不同于赎罪日，

安息日不是专注于独断的超自然的目标。它是身心愉悦的一天；舒适和欣喜是守

安息日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在他的完全中，他的所有器官都分享着祝福。安息日

提醒人们记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一个是来世；它是两个世界的榜样。因为

①Abraham JoshuaH璐chel，耽跖6妇扯以所阳H打强加，modBmⅣ榭，，P15
②Abraham JoshuaHeschci，功P勋6幻靠一m州阳H帕扣r用D出朋批埘，P17
⑤Abraham JoshuaH舒chel，劢P勋6蚰肛船胁删以g力，卅D如朋m删，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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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是快乐，神圣和休息；快乐是现世的一部分；神圣和休息是来世的部分。o

我们如何衡量安息日与一周中其他日子的不同?当一天来l晦，如星期三，时

间是单调的，除非我们赋予它重要含义，他们的存在没有特征。而第七天的时间

具有特殊含义：在爱和慷慨中休息，产生宁静和安全感，充满上帝喜悦的完美休

息。第七天来临的时候，安息日幸福的本质使灵魂欣喜，抚慰和愈合伤口的感觉

滑进我们的思想。这一天我们远离悲哀，沉浸在平静中。所有的人，包括无知、

没有教养人都能感受到安息日的美好，“即使无知的人也敬畏这一天”。

那么安息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是神圣的名。因为安息日是上

帝命名的，它不应在不洁净的地方被提及，托拉也不应在不洁净的地方被谈论。

有些人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它带进炫耀。第七天就象一个时间中的王宫，王国可以

提供一切。它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一种氛围。它不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是

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气。它好象是所有事物在层面上产生变化的表征。我们最应关

注的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安息日中，而不是安息日存在于人的存在空问中。我

们沉浸在安息日的气氛中，就象涌出地面的泉水没有自助和察觉。“如此珍贵的盛

宴雅座!居于雅座中，我们的身体被神圣的诫命包围”，一个拉比曾经如此对他的

朋友说。随后他又评论说：“安息日不仅如此。在圣宴上你可以离席一会，而无论

你到哪里安息日都会包围着你”。安息日与平日相区别，它仅存在于时间的纬度中，

存在于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中，而不是在空间的纬度里关注身体结构中的物质成分，

身体在那一天并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安息日产生于上帝的创造中，它是完美的创

造；它是这个世界能够承载的全部精神。安息日是使灵魂高贵，使人智慧的一天。

在精神领域，一秒和一个世纪，一小时和一个时代没有区别。拉比犹大族长认为：

有人用一生的时间获得不朽，有人用一个小时获得不朽。好的一小时的价值等同于

一生的时间；紧紧地回归上帝可以恢复人和上帝疏远多年的关系。o

科技文明是人类在空间上的胜利，对时间并未产生影响。人类能够征服路程，

但却不能使过去重现，也不能找出未来。人类可以超越空间，但时间超越人类。

时间是对人类最大的挑战。我们都在时间的领域里排队，但我们既无法到达它的

末端，也不能得到一个驻足点。时问真实地独立于我们，人类无法逾越和时间的

①Abrall锄Jo时maHeschd，孤勘6蚰¨扫坍甜劬fg弦r州Dd鲁聊朋鲫，P17．
②Abrall锄JoshmHeschd，砌F鼬6蚰t忙妇埘删以g加‘研od即wn榭‘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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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空间被我们征服，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和改变空间中的事物。

然而，时间超越我们的能力，我们触及不到它。它是所有实践的内在本质，超越

于所有的实践，只能属于上帝。我们身体所占据的空间，是我们自己占有的排他

性空间。但是，没有人可以独占任何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属于有生命的人，

我们共享时间，独占空间。凭借我对空间所有权，我们成为其他存在物的竞争对

手；凭借在生命中享有的时间，我们得以和其他生命并存。因为自身的原因，人

的缘故，我们容易屈服于对空间的幻觉。考虑到时间，我们就会免于这样的屈服。

上帝和事物之间存在无限的距离。因为事物是一个不完全的存在，是分离和区别

的存在。我们看待一个事物，是分离的，孤立的观察这一事物。此外，人可以拥

有一件事物，但时间不允许占据。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事物，它什么也不是。时间

只有在人类的观念中才能被分割。它是神圣的，超越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根据

《出埃及记》，摩西第一次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显现， 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时间就象一个不朽燃烧的灌木。尽管每一个刹那都会消失，为下一

个时刻的到来让路，但时间本身不会迷失。时间是独立，完全的象征；他拥有更

多的尊严和敬畏，多于天空中密布的星辰。时间是创造的过程，事物是创造的结

果，不能用空间中的语言来表达时间，语言会破坏它的高贵。观察空间，我们会

看到创造的结果；知觉时间我们能感受创造的过程。空间事物展示的是一种独立

的假象，是有限的持续性，它遮蔽了创造者。在时间的维度人遇到神，在那里人

知道每一刹那都是创造的行为。时间是上帝在空间中的出现，在时间里我们能够

看到所有存在物的统一体。

神的创造行为将世界带入存在，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无论在曾经和永远都

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上帝使这个世界存在，并且让它继续下去，这个存在因为上

帝的出现而存在。每一个刹那都是创造行为。时间是上帝带给空间世界的礼物。

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不能通过征服空间或者通过权

力和权威来解决时间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圣化时间来解决时间中的问题。对人来

说独处是逃避，人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是在神指引下分有不朽。创造是上帝的

语言，时间是他的歌，空间中的事物是那歌的辅音。圣化时间，就是和神一起唱

出歌中的元音字母。这是人类的任务：征服空间和圣化时间。为了圣化时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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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征服空间。每周我们都通过利用空间事物去圣化我们的生命。安息日，我们

被赋予在我们心中的时间里享受神圣。即使当我们的灵魂受到烧拷，即使我们的

喉咙紧绷不能发出祷告的声音，纯洁的，安静的安息日会引领我们走出空间的领

域，在时间的圣殿觉悟不朽的意义。o

海舍尔对于安息日的解读可谓鞭辟入里，无人企及。“安息日，时间中的圣殿”

的观点轰动了学术界和宗教界，也给笔者以震撼和启发。犹太人在安息日将自己

从空间世界的世俗工作中解放出来，完全沉浸在时间的圣殿中，获得他们思想和

灵感的源泉。

①A1姗_ham Joshm№chcl，孤肋6幻协—船埘阳，魄加m口出聊朋口H，P94一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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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从上文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在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思想跌宕起伏的历史

变迁中，安息日犹如磐石一般支撑着犹太精神，维系着犹太人。精神不倒，民族

不散。由此可见，安息日不仅是犹太教的核心礼仪，而且对犹太人，犹太民族和

犹太教的传承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安息日强化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上帝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

永远纪念上帝的拯救，并因此守安息日。摩西在约旦河东向以色列众民复述十诫

时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

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圣经·申命记》

5：15)。安息曰引领犹太人追忆圣殿被毁、犹太人被迫四处流亡的民族历史。在

漫长的岁月中，耶路撒冷屡遭劫难。流亡时期，犹太人无法庆祝与圣殿有关的节

日，安息日就成为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安息日是他们心中的圣殿。犹太人

依靠守安息日，追念耶路撒冷，坚定犹太信仰，支撑犹太民族之魂。安息日被视

为犹太人的民族纪念日。

安息日聚合了犹太群体。守安息日是上帝与所有犹太人立的约。综观犹太历

史，无论是流亡时期的犹太人，还是散居的犹太人，安息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不再孤独。安息曰使得犹太家庭，社区等小规模的犹太群体更加和睦，温暖。“如

果说家庭的价值以及属于家庭及犹太社区的那份温馨在犹太教中得以坚持的话，

这应归功于在安息日开始后随着蜡烛的点燃，那么多的家庭所感受到的安宁与和

谐。”。如果没有星期五的团聚之夜，犹太人恐怕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相互问的联

系，而在世界上消失了。守安息日坚定了犹太人的信仰，维系了犹太群体。

安息日传承了犹太教真谛。犹太教有众多的节日，上帝向摩西颁布的“十诫”

中只强调了安息日。杰出的犹太哲学家罗森茨维格认为，安息日是构成犹太教本

质的三种因素(创造、天启、救赎)的交汇点，安息日把他们奇特地融合在一起，

使他们之间的联系得以体现和延伸。@在犹太传统中，人们常常把是否守安息日作

①诺曼所罗门：《当代学人入门犹太教》，第60页。
②Pinchas Hacohell Pdl渤d如研卅尺P”P删d西cD堋肼阡锄功P＆6拍，^，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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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别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正如著名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所说：“一个守

安息日的人即便违反了《托拉》中所有的律法，仍被认为是犹太人，但显然是有

罪过的犹太人。但是如果他亵渎安息日，就不再被看作犹太人。安息日是犹太性

的最后一个特征，不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也是难以想象的。”

o上帝又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守安息日为永远的证据。“以色列入要世世

代代守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出埃及记》31：16．17)。

现代犹太人守安息日仍然是他们实践宗教信仰的标志，安息日已内化为犹太人的

思考方式，守安息日是犹太人和上帝永远的约。上帝曾与挪亚立约，以虹为记；

上帝也曾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割礼为证。这样，守安息日成了犹太人永远不能废

除的宗教义务，它是神圣的，不可更动的。因此今天以色列的国庆目(即独立日)

如逢安息日，必须改期，推迟一天；犹太历也因为安息日而设大年、平年、小年。

安息日圣化了犹太人的生活。犹太教的安息具有三层涵义：“心灵的安息”，

“身体的安息”，“全人的安息”。“心灵的安息”指人与神同在所得到的安息，

这种安息可以是指将来在神永恒国度中的安息，也可以指是现世生活中与神同行

而得到的安息。而“身体的安息”是指停下劳累的工作或其它忙碌，使身体得到

休息、恢复，重新振奋。“全人的安息”它不仅是指心灵的安息，也包括了身体

的安息，是身、心、灵全人的。因为人活在肉身之中，物质的身体与属灵的灵魂

是相互作用的，心灵的休息与身体的休息有着某种联系。正如以研究安息日及现

代人关系而著称的海舍尔所认为的，“我们成了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牺牲品，好

象我们所征服的力量(物质世界)现在却征服了我们自身。安息日这天，我们学

会了如何超越这种力量⋯⋯人类最烦恼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放弃物质文明，在

一定程度上获得这样一种独立于物质文明的生活。”。在时间的圣殿中享受圣化生

活，是指人完全的安息，这种安息的内涵最广，也最适用于现代的人们。

安息日为犹太人营造时间圣殿的观点，不由引发笔者对休息观念的思考。现

代人不断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寻求更高境界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的休

息就不应只是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休闲，而是要追求超越性的价值，实现上文所

指的“全人的休息”。所谓超越性的价值就是指，能够寻求内在超越或外在超越，

①Pinch鹊Hacoh曲Pdi劢口加卅m“删耐砌∞埘抑阡撕孤鼬6拍曲，p．17国P龇砘洳P如，s妇b咖sh8|m-A＆n洲ed‰删mer w记h the sBbb口th'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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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因此而能有心灵的平安。犹太人守“安息日”，安息日放下世俗工作在时间

的圣殿中朝见上帝；他们在这一天不被世事所纠缠，他们有七分之一的时间可以

去经历超越物质的价值，可以经历到心灵的平静。“安息日”的命立使他们不受

世俗物质生活的纠缠，且有超越的价值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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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工作多年后重归校园，恩师们的谆谆教导，无私敬业让我如沐春风，深受感

染。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我不仅从恩师那里悉得丰富的知识，更是深刻地领

悟到做人的道理，体悟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感受。

我很庆幸能到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和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学习，常骄傲地

给别人介绍，我们的老师是最好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我的榜样，特别是我的导师

傅有德教授。三年来，除上课外跟老师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恩师对我如严

父慈母，学业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怀备至。跟恩师学做学问，也在学做人。曾

多次听闻有人在国外目睹傅老师利用在国外开会、讲学的机会为学生发展，基地

建设劳碌奔走、废寝忘食。恩师的勤奋历历在目，常令学生汗颜，激励学生上进。

恩师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学生。刘新利老师也是影响我一生

的恩师。她用心指引了我的人生，让我的生命变得轻松，灿烂。想到刘老师我就

会露出笑容，她的美好就象阳光，照亮我的世界。当知识和情绪相冲突时，赵杰

老师是能帮我解惑的朋友。还记得研究生入学不久，初次接触《约翰福音》，读到

第二遍潸然泪下。我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径直去找赵杰老师，一番谈话后，感

觉释然了。牛建科，陈坚，谢文郁老师也都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们对学术严谨认

真，对生活乐观豁达，对学生和蔼可亲。

本篇硕士论文承蒙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的多方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我

的导师傅有德教授为此篇论文的完成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从论文选题到资料搜集，

以及后期的修改，完善无不渗透着恩师的心血。学生在此鞠躬为谢!本论文写作

过程中得到谢文郁，刘新利，赵杰老师指导。论文开题时陈坚和牛建科老师也分

别给予宝贵的建议。诺安老师为我提供感受安息日氛围的机会，并多次帮我帮我

查找搜集论文资料。香港访学期间，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赠书予我，使我接

触到生态神学对安息日的研究；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鼓励我翻译海舍尔的亚伯拉

罕·约书亚·海舍尔的《安息日：对现代人的意义》(《11le SabbaⅡ卜_its meaIling for

modem man》)，指导我拓展论文思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师宁老师热心为我提

供论文资料和宗教社会学案例；四川大学副教授田海华老师修正了我的部分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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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总监杨熙南先生让我分享他对近东文化及安息日

的研究成果；陈家富博士，林子淳博士为我的论文提供了广泛的论文资料；道风山

《丛林》编辑部谭沛泉主任，陈小东博士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和指导意见，

李嘉忠牧师为我联系安排参观香港犹太教会堂的诸多事宜。特别感谢香港信义宗神

学院旧约教授蔡定邦为我指导论文。感谢我的朋友JoHN从美国购买并邮寄亚伯拉

罕·约书亚·海舍尔的《安息日：对现代人的意义》(《Tllesabbatl卜_itsme锄in96”

modenl man》)。感谢为我论文写作提供诸多帮助和方便的同学和朋友们。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父母的恩情无法用言语承载!求学期间我没有尽到做

女儿的责任，父母用最无私的理解，支持，宽容和包涵，激励着我走好人生每一步。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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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犹太教经典中的神人“约”观念》，载于《东岳论丛》，2006年7月，第6j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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