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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精神历史中的圣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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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人的精神历史中，“圣地”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主要表现：一是自殖民地时代清教徒就

渴望建立“圣经共和国”，对圣地的依恋延伸进美国的信仰、政治和教育之中；二是在美国人看来，希伯来语是

圣语，是终极价值的承载者，它把锡安和美国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是各种背景和文化取向的美国人都忠

诚于锡安，美洲被视作锡安山的化身。正是这种浓重的圣地情结，使得美国在19世纪犹太人回归和圣地重建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与以色列建国后保持特殊关系的一个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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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国内对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研究中，美

以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对这一问题在结论上

基本没有异议。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以之间

就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美国始终是以色列的坚定支

持者。大家更感兴趣的是，美以关系特殊的原因何在?

有的学者从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利益中地位的角

度，有的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以色列

的认同感角度，有的从美国犹太人政治势力对美国中

东政策的影响角度加以分析，最终殊途同归，得出“美

以关系特殊”的结论。笔者试图以美国人精神历史中

的圣地①情结对美以关系进行解析。

自从欧洲移民定居美洲大陆开始，“圣地”的概念

就渗透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之中。17世纪殖民地时

代，清教徒就渴望建立一个圣经共和国(a biblical

commonwealth)，美洲被视作锡安山的化身，各种背景

和文化取向的美国人都忠诚于锡安，对圣地的依恋延

伸进美国的家庭、信仰和教育之中。

为厘清历史上圣地思想对美国人精神的影响，本文

选取圣经、希伯来语言、圣地锡安三个角度加以分析。

一、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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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北美沦为殖民地起，《圣经》一直是北

美各地阅读最为广泛的书籍，它不仅影响到其信仰，而

且对其政治、制度设计、地方命名、甚至个人意识的影

响随处可见。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生活在数十世纪之前古以

色列的先知和信徒、国王和平民都被演义为现代角色。

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把他们的政治条件描述为“埃及

奴隶制”：英王乔治三世是法老，大西洋是红海，华盛

顿和亚当斯是摩西和约书亚。独立战争暗含的目的就

是犹太人出逃埃及的再版。杰斐逊说：“法老坐在一

辆敞篷战车上，头戴王冠，手握长剑，劈开红海滚滚波

涛，追杀犹太人。这时，乌云中射出一缕火光，表明神

的存在，光芒照到站在岸边的摩西身上，他手臂伸长越

过红海，战胜了法老。”¨3独立战争对暴君的背叛是顺

从神意。

清教徒对圣经思想的认同还渗透于美国政治制度

的设计之中，推动了“契约神学”原则在政治制度中的

确立。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B·莫里斯(Richard B

Morris)指出的：“这条契约神学⋯⋯是政府民主政治

的基石⋯⋯建立于人民同意之上的政府，清教领袖坚

持它一定就是符合神意的政府。”B o哈佛大学校长塞

缪尔·兰登(Samuel Langdon)指出：“根据最初的章

程，按神意建立起来的犹太政府，如果仅从民众的观点

[收稿日期]2007—09—26

[作者简介] 李秀珍(1969一 )，女，江苏徐州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圣地，指巴勒斯坦，包括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约旦。

万方数据



看，是一个完美的共和国⋯⋯每个民族，当有能力和被

同意时，都有权建立任何形式的最有助于实现他们福

祉的政府。以色列的政体毫无疑问是一个范本；除了

一些特殊的东西，至少它一些主要的法律命令可以被

现代政体复制。”"o

《圣经》的影响还明显地反映在美国地图上。美

国成百上千个地名来源于《圣经》HJ，不仅在《圣经》中

多次出现的伊甸(Eden，创2—4章；结27：23；28：13；

31：8；王下19：12；赛37：12)、迦南(Canaan，创10：19；

1l：31；12：5；13：12；16：1；出34：10—15等)、希伯伦

(Hebron，创13：18；23：1；35：27；37：14；49：31；民13：

22)、西奈(Sinai，出3：1；18：5；19章；申33：2；士5：

5)①等，被无数地方用以命名；就是在《圣经》中仅提及

1次的以琳(Elim，《出埃及记》第15章第27节)、艾

(Ai，《约书亚》第8章第18节)也成为内布拉斯加州

和俄亥俄州的地名；锡安(Zion)和萨勒姆(Salem)两个

地名使用得尤其多，美国许多州如阿肯色、伊利诺斯、

艾奥瓦、肯塔基、马里兰、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新泽

西、北达科他、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犹他和弗吉尼

亚至少有15个地方叫锡安；不少于27个城镇、城市和

县叫萨勒姆，仅新泽西就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县都叫这

个名字。的确，看看美国的“圣经”地图，就可以感觉

到创业者对构成其精神传统的圣经渊源是多么熟悉。

《圣经》的思想和人物形象更是充满了早期建国

时美国人的意识。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读《圣经》，长

大后，《圣经》往往成为他们的人生向导，有时甚至是

职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孩童时期的训练和其后从事

的职业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如19世纪的美国考古学

家埃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1794—1863

年)。他是对圣经地理学和考古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第

一位美国学者。他的三卷本的著作《巴勒斯坦、西奈

山和阿拉伯派垂耶圣经研究》，“打开了通向新的地形

学和历史学发现的道路，基本上改变了人们有关19世

纪巴勒斯坦的地理知识⋯⋯成为19世纪探险的基石，

任何希望了解那一时期巴勒斯坦的人都必须读他的

书。”"o罗宾逊在书中写道，他的科学动机来源于对圣

经的热爱。“在我乡下的大部分时光中，尤其在新英

格兰，《圣经》的场景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长大以后这种感情升华为一种强烈的渴望，一定要

亲身去拜访那些给人类历史打下深刻烙印的地方。的

确，这种感情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新英格兰

影响更为广泛；没有一个地方《圣经》如此广为人知，

或得到如此高度的表扬。一个孩子从记事起就不仅习

惯于自己读《圣经》，他还在家庭的早晚祈祷中、每天

的村庄学校、主日学校和圣经班、教堂的每周宗教仪式

上诵读或听到。因此，当他长大成人后，西奈、耶路撒

冷、伯利恒、特许之地已经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最神圣的

感情联系在一起⋯⋯在我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后来成

为了科学动机⋯⋯”【6—

1976年，霍华德大学学者劳伦斯·琼斯在一次

“黑人的圣地观”中演讲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圣

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我记得

长大后我们甚至不敢在《圣经》上写字。当我上神学

院时，教授告诉我‘写在页边上’，对我来说拿起铅笔

在《圣经》上写字是一个真正充满创伤的经历。父亲

总是说，即使一本《圣经》破旧了，你也不能破坏它或

扔进垃圾桶，你要烧掉它。它是神圣的，书本身是带有

一种神圣感的。”"J5卜62

许多美国人就是这样表达他们个人记忆和家庭记

忆的。因此，无论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圣经》是

“神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还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认

为的《圣经》是“人类灵魂的大宪章”，这些都表明圣经

已经和美国民众不可割离。

二、希伯来语言

从美国本土文化形成之初，希伯来语就不是一种

外来语言。我们从美国的神学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

到。在美国人看来，希伯来语是圣语，是终极价值的承

载者，它把锡安和美国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美国

人甚至曾设想把希伯来语作为美国的正式语言¨j16。

美国人和希伯来语之间的联系是清教徒17世纪

建立起来的，他们视自己是《圣经》的复兴者，而《圣

经》最早的版本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当时马萨诸

塞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在他的

《普利茅斯种植园的历史》中写道：“虽然我长大了，但

我一直渴望亲眼看看，那门最古老的语言、神圣的语言

(能够书写法律和圣谕、远古时代神和天使用它与先

知交流，给新创之物命名)。虽然我懂得不太多，但我

还是要瞥一眼。我的目标和渴望是，看看字词和句子

是如何躺在圣典里的⋯⋯”【8o可以说，从17世纪到19

世纪初，美国人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一直严格地限制在

①文中缩写均为《圣经·旧约》各卷名：刨(世纪)，出(埃及记)，

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书)，士(师记)，撒(母耳记)上，撒(母

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

下，诗(篇)，(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

(阿)摩(司书)。“结27：23”是指《以西结书》第27章第23节，“创10：

1l一12”指《创世纪》第10章第ll节至12节。参考马自毅编著《圣经

地理》，学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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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框架内。

19世纪初，希伯来语逐渐从严格的神学研究领域

突围一J。这一时期“神学院和师范学院里的学者用拉

比犹太教时期的希伯来文书写各类书籍，内容涉及

《圣经》、《塔木德》、中世纪诗歌、哲学、历史、法典、辞

典编纂和目录学。”uoJl65如1833年，犹太教徒、希伯来

语言学家乔舒亚·塞克斯(Joshua Seixas)出版了《希

伯来语法初学者使用手册》，并坚持在美国数所高校

教授希伯来语。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

第一任院长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也是一

位希伯来语学者，他认为希伯来语“对于绅士的教育

至关重要”，因而要求学校的所有教师都要了解希伯

来语¨11。当时，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

ra Stiles)规定希伯来语为必修课，宣称如果毕业生对

希伯来语这门神圣的语言完全一无所知，当他进入天

堂时将会感到羞耻¨2|。

因为希伯来语既是一门语言，又是宗教情结的承

担者，所以它的重要性大为提升。1840—1865年问，

美国许多市镇都传授希伯来语。一个市镇的拉比(j)往

往也是该镇的希伯来语老师，他们单独或者在教室集

体教授学生，另外，还有其他四类学校，即午后学校、全

日制学校、私人学校和犹太星期日学校也教希伯来

语H0J79。1883年，希伯来语言文学协会在芝加哥创

立，1917年，全美55所高校设置了希伯来语课程¨3|，

1920年，出现了20多种希伯来语期刊，年轻人有了希

伯来语演讲俱乐部。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出现了规模

不大但却充满活力的现代希伯来文学运动，这些文学

运动多是由一些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促成的。“以

色列国的出现，破坏了美国的现代希伯来文学运动，因

为除极个别的例外，所有杰出的文学家都移居以色

列。’’[10]167

三、圣地锡安

美国人历史上对圣地锡安的情感在《圣经》之外

往往借助于两种重要的方式表达：一是文学作品，尤其

是朝觐文学；二是和个人及团体的实际定居。这两种

方式都可以回溯到美利坚民族的早期。

朝觐文学是美国人与圣地历史中一座未开发的富

矿。对于大部分基督教新移民来说，不论是学者、小说

家，还是传教士、旅行者，鼓舞他们的往往是坐在妈妈

膝上听来的有关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教义或故事，

因而他们写出了各种形式的圣地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沉

思、渴望和梦想¨⋯。

20世纪中期，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亚特兰大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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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a Constitution)的编辑拉尔夫·麦吉尔(Ralph

McGill)在《重访以色列》(Israel Revisited)一书中作了

这样生动的描写：“我，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信仰长

老会的村子里⋯⋯长大后，我知道了古老的圣歌，那里

有‘暴风骤雨的约旦河堤岸’、加利利和‘金色耶路撒

冷’，它们在安息日和祈祷会上被诵唱。从一个小男

孩起，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金顶和加

利利海的蓝色河流。⋯⋯我的祖母是一位长老会信

徒，一生渴望看到圣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常常走

到我们在东田纳西农舍前面的走廊，目光越过草地稻

田，对着田纳西河沉思道，‘孩子，我们已经跨过一条

又一条河流⋯⋯跨过了约旦河。’我知道她在说着想

象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所有长老会信徒有一天

必须横越约旦河。但无论如何，地中海那块古老土地

的吸引力植根于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的心中。”¨副

然而，当19世纪美国旅行者真正来到圣地时，大

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著名的耶路撒冷，历史上

最高贵的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古代的辉煌，变成了一

个贫困的村庄⋯⋯”“巴勒斯坦在悲切地忏悔。”这些

不是引自《哀悼书》，而是马克·吐温《海外无辜之婴》

(The Innocents Abroad)②里的句子。马克·吐温1867

年在欧洲和圣地的旅行，目睹了圣地的惨象，感到十分

震惊，幽默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6J98。

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坚持梦想。美国基督徒对

圣地的忠诚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倾向。每个人不仅通

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圣地，而且通过他们出生和成长

地宗教传统的角度来看圣地。马克·吐温评论道：

“根据我所读过的书进行判断，我确信过去一些年访

问圣地的许多人都是长老派信徒，他们是来寻找支持

自己信念的证据的；他们发现了一个长老会的巴勒斯

坦，热情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已经决定不再找别的

地方，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它。其他是浸礼会信徒，寻

找浸礼教证据和一个浸礼教的巴勒斯坦。还有天主教

徒、卫理公会教徒、圣公会教徒，他们都在寻找能够捍

卫他们信念的证据和一个天主教的巴勒斯坦、一个卫

理公会的巴勒斯坦、一个圣公会的巴勒斯坦。尽管这

些人意图简单，他们还是充满了偏好和偏见，带着已有

的定见进入圣地⋯⋯我们的移民教徒各有自己的看

法。”[16]243

19世纪，对圣地的依恋使得一些美国团体和个人

①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②无辜之婴(the Innocents)，希律王为企图杀害刚诞生的耶稣而

屠杀的无辜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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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定居在圣地，但大部分都失败了。美国人从此也

认识到超越个体利益，集体开创的重要性。1852年，

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

son)①试图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埃姆克雷费姆(Emek

Rephaim)建立一块农业聚居地¨7|。克洛琳达·迈纳

(Clorinda Minor)在现在位于特拉维夫地区的土地上

创建了另一块聚居地“希望山”(Mount Hope)¨8|。

1866年，美国人乔治·琼斯·亚当斯(George Jones

Adams)和来自缅因州的150名移民来到雅法(Jaffa，

现位于以色列境内)定居¨9|。19世纪的后半叶和20

世纪初，美国移民努力在圣地扎下根来。伯莎·斯帕

福德·维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3岁时被带到耶

路撒冷，她在《我们的耶路撒冷》一书中记录下了耶路

撒冷美国犹太人聚居地的历史旧2|。

美国犹太人定居圣地的计划是19世纪最后几十

年“锡安山热爱者”(Hibbat Zion)运动和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期间，从美国移民到圣地的犹

太人只是美国犹太人社团的一小部分，但这一活动持

续不断。20世纪初，一小群来自新泽西伍德拜因

(Woodbine)犹太农学院的学生启动了一个定居计划，

这一计划后来通过其创建者之一埃利泽·贾菲

(Eliezer Jaffe)的倡议，发展成为第一个小股东的合作

社式的定居点纳哈拉(Nahalal)，位于杰兹里尔

(Jezreel)河谷。圣地的美国犹太人定居点工作也因艾

科扎(Achooza)购地公司和美洲锡安共同体的创立被

促进。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给未来到圣地定居的移民准

备宅基地和耕地。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美

国犹太人中间掀起一股定居圣地的热潮，许多理想主

义者都希望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为范本，展示他

们所信奉的美国价值观，日渐壮大的“伊休夫”(注：犹

太社团)在寻求实现这些价值观口1|。

美国人骨子里这种普遍而坚定的圣地情结是美国

在19世纪犹太人回归和圣地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个内在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

才会有约翰·亚当斯总统的表示“我真的希望犹地亚

(Judea)的犹太人再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②，才会

有美国新教徒对圣地重建的普遍兴趣，甚至天主教徒、

摩门教徒也行动积极旧2|。

曾在马里兰州犹太人平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天主教

徒托马斯·肯尼迪，在1818年名为“犹太人比尔”的

演讲中宣称：“如果我们在行为和信念上是基督徒，我

们必须相信在神的庇佑下犹太民族将再度重建。从亚

伯拉罕时代到今天，这个神奇民族的故事充满了趣味

和教诲。他们第一次迁移到埃及，之后又离开，穿越红

雯菱趁；差国厶鳖翌厦星虫的圣地幢结

海，行进荒野，定居迦南；他们囚禁巴比伦，之后回国重

建，又最终离散，构成一个永不枯竭也不能枯竭的主

题。他们从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现在虽然散居各地，

但他们未来的国家毫无疑问比以前更辉煌⋯⋯曾率领

他们父辈穿越沙漠的人，许诺要再度率领他们回到祖

国的土地⋯⋯可能时间不会太遥远，犹太国将会建

立。”[23 31841年10月，美国摩门教徒奥尔森·海德

(Orson Hyde)到达耶路撒冷，祈祷犹太人收复土地。

在犹太人遭受屠杀和陷入险境的1882年③，美国更

加关注犹太人的困境，关注用犹太复国主义的办法解决

其困境的紧迫性。曾创作自由女神像铭文的艾玛·拉

扎勒斯(Emma Lazarus)阐明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立

场。她早在美国和欧洲其他人之前就意识到，圣地是犹

太难民唯一可能的目的地，是犹太民族的天堂ⅢJ。众

议员塞缪尔·萨利文·考克斯(Samuel Sullivan Cox)也

在这一年～篇“同时代的人”社论中明确提出：耶路撒冷

和犹太人彼此相属。“在历史的极度辉煌之中，一个人

会油然产生一种感觉，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基

督徒为其圣地而战并掌控了圣地；穆斯林在其他所有目

光之下捍卫大卫和所罗门之墓；摩利亚山(Mount Mori-

ah)圣殿遗址上矗立着奥马尔(Omar)和阿克萨(Aksa)

清真寺；但如果说有一个实体和一个民族紧密相连，那

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太民族。”∞o

20世纪以后，美国先是参与炮制了《贝尔福宣

言》，在巴黎和会上企图把巴勒斯坦作为美国的委任

统治地；后又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把世界犹太人大

会由伦敦移至纽约，筹划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在以色列

建立后，美国率先承认，并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多

次战争中给予以色列强有力的支持。时至今日，美国

在中东冲突中的亲以立场依然未变。所有这一切，我

们也许可以从美国人的圣地情结中找到一个说法。

①沃德·克雷森在美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狂热的宗教人物。

1844年，他在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世界中心和犹太人上帝荣光之受赠

者》的小册子中断言，上帝将通过犹太人实现对世界的许诺，为此目的

犹太人将再次集聚圣地；同一年，他到耶路撒冷朝觐，并希望成为美国

驻耶路撒冷第一任领事。1844年5月17日，克雷森被任命为美国驻耶

路撒冷领事，但6月22日这一任职就被取消。当时克雷森已在前往耶

路撒冷的途中，抵达耶路撒冷后，他相信自己已是领事。1846年，克雷

森“辞去”领事职位，并于1848年3月28日改信犹太教，取了一个希伯

来名字Miehael Boaz Israel。

②1819年，约翰·亚当斯总统写给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之一

莫迪凯·曼纽尔·诺厄(Mordecai Manuel Noah)信中的话。这是美国政

治家第一次宣称赞成在圣地建立一个主权犹太国。

③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遇刺，俄国犹太人因被指控参与谋

杀，而遭到疯狂屠杀，造成1882年犹太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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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Land Complex in American Spiritual History

U Xiu—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he Holy Land complex is integral to the American spiritual history．From Colonial times the Puritans have

aspired to build a biblical commonwealth．Attachment to the Holy Land has extended to American faith，politics and ed—

ucation．For Americans，Hebrew is the Holy Tongue，bearer of eternal values，which has brought Zion close to the basic

elemen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Despite the background and culture，Americans are loyal to Zion，and America itself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mbodiment of Zion．It is because of the Holy Land complex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stra-

tegic role in the return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oly Land．Also，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Key words America；Holy Land；the Bible；Hebrew；Z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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