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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一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

王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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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从宏观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把犹太一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本 j

i 书——<希伯来圣经>与文学的一元化；一个神——耶和华的文学抽象；一个梦——从亡国到复国的题

i 材主题。这三个“一”的概括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犹太文学的特性，也可为希伯来一犹太文学与其

! 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宏观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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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本书”—《希伯来圣经》与文学的一
元化

希伯来一犹太文学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

之一。但与古希腊、印度、中国、波斯等其他古老

民族相比，希伯来人的文化却显示出了罕见的单

一性，希伯来文化与文学全部从属于他们的一神

教——犹太教，因而流传下来的希伯来文献及文

学作品在数量上出乎意外的少，简单地说，就是

“一本书”——《希伯来圣经》。

《希伯来圣经》是犹太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希

伯来语写成的犹太教经典，记载了早期犹太人的

历史、律法、伦理道德、神话传说、人物传奇、哲理

箴言等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从文学

角度看，荟萃了诗歌、散文、小说、传纪等各种文学

形式。这些经卷约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

间长达八百年的历史时期中陆续编订而成，全部

加起来约合汉文一百万字，作品篇数只有四十余

种。∞公元2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民族

起义遭到失败，从此不得不背井离乡，直到19世

末，一部分人得以返回故乡，期间长达一千七百多

年。在初期的五百多年间，犹太教僧侣编写了一

部《希伯来圣经》的注释讲解性的书——《塔木

德》，其内容除了宗教训诫和道德说教外，还涉及

历史掌故、民间习俗、神话传说乃至天文地理、医

学、算术、植物学等诸方面，也包含了文学，如诗

歌，故事、寓言等形式，篇幅上仍然不大，约合中文

四十万字。《塔木德》的问世，使希伯来人在《希伯

来圣经》之外又多了一本书，但从根本上说，《塔木

德》不是一部独立的书，在宗教思想、文学样式上，

是对《希伯来圣经》的解说和有限的发挥。本质上

看，犹太人奉行的仍然是“一本书主义”。这本《希

伯来圣经》既是犹太教的经典，也是犹太人的历

史、律法和文学。就这样，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

里，一代代的犹太人就阅读着《希伯来圣经》，来满

足宗教信仰、文化传承与文学表现的需要，这在世

界文明史及文学史上，恐怕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读一本书的“一本书主义”，在古代世界中

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犹

太文化的一元性、纯粹性、排他性所决定的。从宏

观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这

种现象为希伯来一犹太文化所独有。在古希腊文

化中，希腊人没有鲜明的宗教信仰，他们信奉的是

多神，是偶像崇拜，是自然宗教，其特点是多元性、

包容性、柔软性和开放性，反映在文学上，描写诸

神事迹的希腊神话丰富而发达，文学作品的种类、

数量也很多。在印度，人们信奉的同样是多神教，

崇拜的同样是各种不同的偶像，造成古代印度描

写诸神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而且卷帙浩繁。在

古代中国，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文学创作

也不附属于宗教，造成文学创作相对多元化。汉

代独尊儒术之后，遴选出的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本

书，而是“四书五经”。⋯⋯相比之下，只有犹太

人，却始终坚持着“一本书主义”，这使得后来的犹

太人在《希伯来圣经》经典之外，几乎难以进行新

的创作。久而久之，《希伯来圣经》所使用的希伯

来语，便逐渐胶着在书面与经卷中，成为一种单纯

的书写语言和宗教经堂用语。口语中的新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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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造成了各种苦难，奴役、瘟疫、饥荒，以此惩治

那些不受管束的民众。他还喜欢信徒用动物或粮

食进行祭祀，喜欢可口的祭品，喜欢让人用特定的

礼仪来安抚他的愤怒。《希伯来圣经》中对耶和华

神的这些描写，意图显然是为了说明神的所作所

为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以此显示神的不可思议性，

以强化人对神的敬畏、崇拜与信仰。

从根本上，对神加以抽象，是为一神教的信仰

服务的。从宗教角度看，一神信仰在人类信仰史

上是一种进步，它反映了从多神、主神，再到一神

的不断整合与统一，符合人类社会从部族、民族再

到国家的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犹太人的犹太教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一神教，并对后来的一神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多神教，到

一神教，是一个逐步抽象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

成，反映了犹太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思维

取向。古代其他民族的神话体系中的神都是偶像

神，偶像神有具体的形体，较为容易描写。而没有

形体、无处不在、又无时不有的抽象神，表现出来

却相当困难。犹太人在《希伯来圣经》中将神的

“形象”变成神的“抽象”。而神的形象之抽象化

的过程，则是文学的形象思维与宗教哲学的超验

思维的结合。耶和华神是多神中抽象出来的，因

而不能表现为单个形象；耶和华神又是从具体形

象中抽象出来的，因而不能有偶像。神的形象体

现于所有的人，但神又超越了所有肉体的、单个的

人。同时神又不是所有人的抽象综合，因为他有

自己的本体，他自己的精神与意志。只是对他的

本体，他的精神意志，人不可能完全真正地领会与

认识。

从文学角度看，这种对神的抽象，实则是一种

“文学抽象”。这不是哲学上的纯概念的抽象，而

是将原本具体可感的东西，加以提升，使之普遍

化、象征化、超越化，可以称之为“形象之抽象”。

整部《希伯来圣经》的艺术魅力主要就在于此。

“形象之抽象”的法则，使《希伯来圣经》中的几乎

每一篇作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故事，都在

其具体形象之上，具有普遍的抽象意义，并且大多

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原型母题。例如，关于人

与神订立契约的故事，隐喻着人与自然、人与最高

本体之间达成的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

蛇对夏娃的引诱，象征着人类天性中禁不住诱惑

的秉性；人类被神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表明了自然

对任性胡为的人的惩罚；该隐出于嫉妒而谋杀胞

弟的故事，成为“兄弟阋墙”、“兄弟相残”的原型

母题；上帝发大洪水灭人的故事的，是“天诛地灭”

的原型母题，“巴别塔”的故事，解释了民族与语言

差别的成因，《约伯记》中的罪与罚，探讨了信仰与

业报的关系⋯⋯。有人曾说过：世界上已经发生

过的事情，圣经上都写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

情，圣经上都写了；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经

上也写了。圣经之所以能够包含这样巨大的信息

量，是因为希伯来一犹太人善于将具体性提升为

普遍性，善于将形象加以抽象。这一点使得《希伯

来圣经》的几乎所有的人物与故事都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象征，超越时空，而与无限的个别产生了

对应与联系。

《希伯来圣经》中体现的这种卓越的抽象才

能，使犹太一希伯来文学以少胜多，在“一本书”的

单一中，显示了相当的丰富性，使《希伯来圣经》成

为一种取之不竭的意义之源。历代读者和研究者

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希伯

来圣经》决定了近现代犹太文学的鲜明的民族特

色：在形象性外，注重抽象的哲学思考的表达，使

犹太人及有犹太血统的作家及其作品，往往比其

他民族的作家表现出更显著的思想深刻性。而

且，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犹太人的上帝一—这个

看不见的、先验的、迷人的上帝一一对于以哲学为

指导思想并对宗教感兴趣的所有非犹太人都具有

特殊的吸引力。”⋯还有人认为西方现代抽象美术

的发展与犹太那种“无偶像无形象”的思想是有关

系的。一些批评家提出，“现代抽象艺术的整个领

域尤其是犹太性质的，恰与犹太第二条戒律相吻

合”。【2】

三、一个梦：从亡国到复国的题材主题

犹太人一希伯来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矢志不

渝地读一本书，信一个神，都是为了圆一个梦：在

自己的故乡，恢复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民族都有着共

同的居住地域。但犹太一希伯来民族却是一个例

外。这是一个只有故乡、没有家园的民族。犹

太一希伯来文学的宗教文化的特性，与这一点密

切相关；犹太一希伯来文学的特性，也和这一点密

切相关。可以说，犹太一希伯来民族是一个背井

离乡、流离失所的民族，犹太一希伯来文学也是一

种四处流浪的“客民”文学。

这个早先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游牧兼农耕

的弱小民族，历史上屡屡被外族欺凌和奴役，屡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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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家园、被迫背井离乡，这给他们留下了痛苦的

体验与记忆，并由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犹太一希

伯来宗教文化与文学。《希伯来圣经》作为犹太教

的经典，作为犹太一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文献与文

学总集，就是以他们的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为主

线的。《：希伯来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中的关

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神话，实际上

就是希伯来人失掉幸福家园的神话表征。伊甸园

的美妙描写和温馨生活，反映了希伯来人对祖先、

对故乡故土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深情眷恋，也奠定

了犹太一希伯来文学的“失乐园”的主题基调。这

一主题在古代各民族文学中都是罕见的。此后，

在《希伯来圣经》中，“失乐园”的原型主题又出现

了种种变奏。《创世纪》中的大洪水神话写的是上

帝用发大洪水的方式淹没了希伯来人的家园，受

上帝保护的义人挪亚只有在“方舟”上漂泊，也是

希伯来人家园丧失与浪迹天涯的主题表达。在接

下去的《出埃及记》中，希伯来的民族领袖摩西在

耶和华神的指引下，率领着不堪埃及法老压迫的

六十万希伯来人，冲破种种艰难险阻，返回自己的

家乡巴勒斯坦。这部《出埃及记》以其宏伟主题而

被文学研究者称为“史诗”，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

希伯来民族大迁移的充满神奇的悲壮历程，而正

是在这一历程中，摩西代表希伯来人与神签订了

契约。按照契约，希伯来人将耶和华作为惟一神

崇拜，上帝则将希伯来人作为他的“选民”，由此，

希伯来人成为一个有着一神教信仰的独特民族。

可见，希伯来宗教、希伯来民族就是在丧失家园、

回归家园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同样的，《希伯来

圣经》中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与犹太一希伯来人的

家园主题有关，无论是先知文学对将要亡国的警

告与预测，还是抒情诗与“智慧文学”对“俘囚时

代”的痛苦感受的抒写，都贯穿着希伯来人作为亡

国奴与流浪“客民”的独特体验。

为什么犹太一希伯来人的家园问题比任何民

族都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希伯来文学的

基本主题是家园丧失?换一个角度发问：为什么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受到

其他民族的歧视、欺凌、迫害乃至屠杀?为什么犹

太人总是流浪失所，总是寄人篱下?原因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犹太人的一神信仰的犹

太一神教中去寻找。

在《：希伯来圣经》中，所有篇目都在表达同一

种思想：彻底的一神论。彻底的一神论具有强烈

的排他性。《希伯来圣经》中的最早的律法《摩西

十戒》就坚决地排斥其他神，否定多神信仰，凡信

仰其他神的，就要被消灭；凡是异教，就得赶尽杀

绝。耶和华训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

灭绝。”对于异教的神则毫不犹豫地打杀：“我的使

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冼

人、迦南人、希末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你们

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

效法他们的行为，欲要把神像尽行拆毁，打碎他们

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

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

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

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末人、迦南人、赫人撵

出去⋯⋯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

的地上⋯⋯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

罗。”(《出埃及记》第20、23章)

这种排他性不仅针对异族、异教、异神，而且

在本民族内部也成为一种法律，凡有任何人企图

放弃对耶和华神之信仰的，将被处死，无论这人是

同胞兄弟、儿女、妻子或朋友。耶和华告诫说：“你

的同胞兄弟，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

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

别神’。这神是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是你四

周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

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

顾惜他，你不可怜惜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申命

记》第13章)

对于其他民族崇拜的神祗，《希伯来圣经》极

力加以贬低、侮辱。例如《诗篇》第115篇第4—7

节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

出声。

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可见，犹太人的宗教坚信惟有自己的神才是

惟一的神，其他的神都是虚妄。这一信念使得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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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邻人们感到了恐惧和威胁，因为在上古时

代，除了犹太民族外，大多数民族都信仰万物有灵

论或多神论。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所信赖的

种种神灵。这些民族往往在崇拜自己的神祗的同

时，也承认其他民族所信仰的各种神祗的存在和

神力。然而，犹太教的一神信仰却具有强烈的排

他性，不仅不承认其他民族的神，而且也不依从古

代世界中其他民族的惯例，不对其它民族的诸神

献祭，不向邻人的寺庙送去自己的供品，这些就足

以引起周围人们对犹太人的不满和憎恨了。而且

犹太教还宣称惟有犹太民族，才是惟一神的惟一

的“选民”，换言之，其他民族都不是。于是，犹太

人在几乎所有其他民族眼里，成为异类，成为眼中

钉。后来作为犹太教的·个分支而产生的基督

教，本来与犹太教一样属于一神教，但在一些关键

问题上，两者却针锋相对。犹太教不承认基督教

所崇拜的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耶稣，而

基督教则把犹太人看作是出卖和杀害耶稣的凶

手，是基督教的敌人。基督教还认为上帝与犹太

人订立的契约是“旧约”，已经是从前的事了，上帝

后来与基督徒订立的“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

上帝已经抛弃了他过去的选民，现在他对人类的

爱已经转向了基督徒。这些反犹太教及反犹太人

的言论在基督教《圣经》中的“四福音书”中随处

可见。于是，在基督教取得了正统地位的欧洲中

世纪溉太教与犹太人就成为邪教与异端分子，为
旷日持久的频频发生的排犹运动准备了条件。而

犹太人除一少部分外，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都拒

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且越是对他们施加迫害与

驱逐，就越是强化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更为拒绝同

化。犹太人根据自己的一神教信仰，将自己的颠

沛流离与多灾多难，归结为自己对上帝犯了罪，把

家园的丧失首先看成是神意，认为这是神对违反

契约、犯了罪过的犹太人的惩罚。而神的惩罚本

身就是对犹太人的信仰的考验。他们不从社会学

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调整本民族与外族的关系，而

是倔犟地坚持自己的犹太教信念，于是就与其他

民族和人群格格不入。犹太人在欧洲各国反复不

断地遭迫害、驱逐乃至屠杀，成为流浪者。

对于这一切，《希伯来圣经》都有大量的描写

和表现。从文学的角度看，《希伯来圣经》所描写

的，就是犹太人建立家园、丧失家园、并试图回归

家园的历程。而一部希伯来文学史，也是一部丧

失希伯来语言文学的家园、又回归这一家园的历

史。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犹太人的民族语

言“希伯来语”及“希伯来文学”，也和犹太人的家

园一样，是中途丧失、并重新寻找回来的东西。

从13世纪开始直至18世纪末，犹太人的语

言文学传统发生了长期的断裂。由于希伯来语只

是一种用作诵经、祈祷的宗教语言，不涉及世俗领

域，而在日常生活中，迫于生计，犹太人不得不习

用所在国的语言同外界交往，以致这时期的犹太

人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此，希伯

来语已处于准“死亡”状态，以这种语言为基础的

文学创作也就自然衰亡了。到18世纪末至19世

纪初，在欧洲兴起的犹太文化启蒙运动是希伯来

文学开始复苏的标志。经过启蒙作家们的不懈努

力和大胆改革，古老的圣经语言首先在文学创作

中逐渐恢复了活力。起初在德国、然后在奥地利、

意大利、俄国等国家的犹太人中，都产生了希伯来

语文学，出现了一批希伯来语作家。1853年，亚伯

拉罕·玛普(1808一1867)写出了希伯来文学史上

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锡安山之

爱》，接着，著名希伯来语诗人犹·莱·戈登出现，

希伯来语的文学批评文章也在有关刊物上出现。

如此，希伯来文学在书面文学创作中实现了回归。

接下来，便是希伯来语在日常口语中的回归与复

活。从19世纪末期开始，许多散居欧洲各地的犹

太人通过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购买土地的方

式，陆续回到自己古老的故乡定居。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犹太人知识分子意识到，将来要建立统一

的犹太人的国家，就不能不复活希伯来口语，以便

能重新用它进行创作，并使各地操不同语言的犹

太人能够拥有统一的口头语言与文学语言。在实

现这一设想的过程中，居住在俄国的犹太复国主

义的先驱人物埃利亚泽·本·耶胡达(1858～

1922)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他的不懈的

努力，希伯来口语最终得以复活。本·耶胡达身

体力行，坚持在自己家中跟妻子用希伯来语会话。

接着，耶路撒冷、雅法和巴勒斯坦的许多犹太人纷

纷效法本·耶胡达，开始在日常生活及书面写作

中使用新的希伯来口语。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希伯来口语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散居各国的

许多犹太人中间开始传播开来。1922年，“国际联

盟”通过了关于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的

决定，并指定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作为巴勒

斯坦的正式语言。此后，希伯来口语迅速普及。

在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国中，希伯来语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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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希伯来语在书面语与口语中的复活，使希伯

来语这种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古老语言重新焕发了

生机。新生的希伯来语及文学与古老的希伯来文

学之间的断裂得到了衔接；同时，古老的“亡国与

复国”主题也得以再现。1882年，居住俄国的著名

希伯来诗人犹·莱·戈登预感到以色列民族统一

和复兴的日子将要到来，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感

人的诗篇《让我们老老少少一块去吧!》，诗中这样

写道：“我们曾经是一个民族，／我们将来也是一个

民族，／因为我们从同一口井旁流散，／我们还将同

甘共苦，风雨同舟，／两千年来我们颠沛流离，／从

一国到另一国，从一地到另一地。／让我们老老少

少一块去吧!⋯⋯。”【3】(n79’居住保加利亚的希伯

来语诗人、倡导重返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先

驱之一哈·恩伯(1856—1902)在《理想》一诗写

道：

我们尚未失去理想，

那自古以来的古老理想：

回去，回到我们祖辈的土地，

回到大卫驻扎的城市。

异国他乡的兄弟们，听吧，

那是一位先知的声音：

要到最后一个犹太人，

我们的理想才会破灭![3】‘n82’

这一犹太人特有的文学主题与思想感情，与

古老的《希伯来圣经》一脉相承，如今又成为近现

代希伯来一以色列文学新的起点。无论是在现代

欧洲的希伯来语文学，还是在当代以色列国的文

学中，描写亡国的屈辱历史，描写历史上犹太人遭

受的屠杀，特别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实施的犹太

大屠杀，描写以色列建国后与阿拉伯国家的数次

战争，反思犹太人的历史，反映犹太入回归故乡的

期盼、苦恼与欢乐，都是最富有犹太民族特性的题

材与主题，成为希伯来一以色列文学的显著特色。

带着这种特色，靠着其深厚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希

伯来一以色列文学很快走向世界。1966年，以色

列作家阿格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当代

以色列文学已达到世界水准。由此，犹太一希伯

来文学就连成了一条线，起点是《希伯来圣经》，终

点是新的希伯来语创作，并由此实现了具有四千

年悠久历史的、曾经断裂过的希伯来文学的连续

性。犹太人终于圆了几千年来的复国梦，也圆了

他们的希伯来文学之梦。

注释：

①“希伯来文学”、“犹太文学”、“以色列人文学”三个概念涵

义有所不同。“希伯来文学”指的是希伯来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希伯来语写成的作品，主要基准是语言；“犹太文学”是指犹太人

的文学，主要基准是民族。由于犹太人长期缺乏共同的居住地域，

没有自己统～的国家，犹太人在客居异国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为了

融人了当地人群与社会，由犹太教而改信了基督教乃至其他宗教，

并学习和使用所在国的语言，乃至用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写作。这

类犹太人写作的犹太文学，应该分别属于所在国的文学范畴，例

如，犹太人雪莱、卡夫卡属于德国文学，犹太人左拉属于法国文学，

犹太人马拉默德属于美国文学。“以色列文学”则是只1948年成

立的以色列国的文学，主要基准是国家的概念。本文所说的“犹

太一希伯来文学”，指的是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文学。

②《希伯来圣经)中的大部分篇章主要保留在基督教的《新旧

约全书)和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部分流传开来，有些篇丹在

不同时期的基督教圣经中有所删除，被删除的部分称为“次经“。

还有一部分篇章属于较为晚近的文献，不被看作经典。称为“伪

经”o

参考文献：

[1]埃班著．犹太史[M]．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2]克莱非茨．犹太人和钱[M]．顾骏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第145页．

[3]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M]．陆培勇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收稿日期：2008—03—20责任编辑陈灿平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