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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一神观念形成过程考论
王鹏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民族的文化经典，是犹太教的圣经，体现出了强烈的一神观思想。然而这种一神

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经历了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后，在迦南当地宗教观念及埃及一神思想的影响下，出于民族

凝聚和生存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一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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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圣经·旧约》)是

希伯来民族的文化经典和智慧结晶，是一部在东

西方文化体系中均具有重大影响的神学、伦理

学、史学、文学典籍。作为犹太教的圣书，它体现

出的一神观念促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系统性

一神教——犹太教，并使其信徒以宗教为纽带结

成了新的民族——犹太民族；这种一神观念在

神人互动中不断发展、完善，派生出契约观、选民

观、救赎观等其他宗教观念，成了千百年来希伯

来民族在灾难中“散而不亡”并最终复国的精神

支柱；这种一神观念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希伯

来文明，又与希腊文明结合，生成了作为欧洲文

化基础的基督教文明；此外，这种一神观念又对

伊斯兰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希伯来人的

一神信仰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和人类历史上其他

宗教的产生过程一样，从低到高慢慢发展而来，

体现出了“自然崇拜——多神崇拜——一神崇

拜”的生成模式。

一、自然崇拜

由于认知局限和生活需要，希伯来人最初有

自然崇拜的习俗，敬拜石头、树木、泉水、动物和星

辰。石头崇拜是低级文明族群物象崇拜的初级阶

段，认识和创造能力有限的人往往把形状奇特的

石头看作是神的象征或寓所‘1挪螂，希伯来人移居

的迦南地区为荒漠地貌，砾石遍布，出于搏击和搭

帐篷之需，希伯来人对石头怀有特殊感情，乃至尊

石为圣。雅各在伯特利枕石梦天梯，醒来后立石

浇油膜拜，称其为神殿(《创世记))28：18—19)∞；雅

各携舅父财产出逃，被执于基列山，同舅父堆石为

证，互不侵犯(《创世记)31：52 o后来，希伯来人

又以石为亚卫(即n1介’，和合本圣经误译作“耶和

华”)建祭坛，造神殿，这才慢慢抬高了石头的建筑

功用。

树木崇拜是人类在认识到和树木在形体、生

长速度及再生能力等方面的极大反差后出现的悲

观敬畏情绪及相关行为，然而不同于北欧及东方

的其他地区对黑森林及树精藤怪的被动膜拜，崇

信伊甸园神话的希伯来人历来与树有缘聪创世记》

2：16—17，上帝规定人类吃“各样树上的果子”，要求

人类靠林木为生；同时又规定不可吃“分别善恶树

上的果子”，使人类对树木又敬又畏)，但又只对橡

树、柽柳和香柏木等特定树木表达敬意。橡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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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树，干粗叶茂，长于山地，亚伯兰领受神谕前往

迦南后第一个辫脚点就是示剑的一片橡树林，他

在那里筑坛敬专巾(《创世记》12：6—7)，后来这里的

椽檐成了圣褥，零馋来人认为它象征力量与长寿；

此外，橡树亦象征审判(《以赛诬书》1：29—30)与

骄傲(《以赛皿书》2：11-13)。柽柳俗称红柳，是一

种耐寒耐旱灌术，枝长而柔，中文圣经误译作“垂

丝耱树”。暨镳拉罕在别是邑与亚毙米裁争东并

后植红柳为约，并在树下拜神(《创整记)21：33)，

此类举止后被斥作偶像崇拜(见《申命记》16：21、

《士师记)6：26镲)，但栽种纪念树的习俗却流传至

今。香柏木即霭松，是黎巴嫩国旗核心图案，质硬

眯香，防褒撬艘，赛鲡红本，吉希麓来人多震蘧麓

作祭器，所罗门以此建圣殿，民间祭祀时则以此俸

香(《利未记》14：4)，象征力量、尊严与高贵(《以西

结书》17：3，22—24；31：3—18)‘2"n却。

泉水崇拜攘缺承地区很盛褥，人们对泉承出

于珍惜雨敬拜，舞予多承灾邈区对澎湃滚潇的澎

河的恐惧而辩。希伯来人原生乎水量丰沛的两

河流域，故而其创世神话称宇宙出于水，“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刨世记》l：2)，“水要多多滋养

骞生食鳇物”(《键整记》1：21)。游牧民族逐承

而屠，亚铂兰率众溯幼发拉底河疆迁，又沿约旦

河南下，下埃及后又居住在尼罗河下游的歌珊地

区，此时对水的感情尚出于生活所需。自出埃及

开始，泉水渐教基化，安营在玛拉、以琳、米利巴，

都是医秀当追露泉水，茏其是米糕翌的泉承裂完

全困神而出；祭司时代，水又有了除污洗罪的功

能，后来的大卫城则设有泉门。此外，泉水还象

征着生命(《耶利米书：》51：36)和救恩(《以赛亚书》

12：3)等等。

动物崇拜源蛊未开纯入群对菜些囊耪在力

量、胆识和智慧方面的优势的承认。进而认为其体

内有某种神灵襻在，从而对其产生敬畏。人类对

动物的崇拜主骚表现为对其直接崇拜、把其作努

捧灵翡载俸或者孛分<物襻)船泼崇霪或把缝靛当

作图腾崇拜。吉希伯来人的动物崇拜主要表现在

对牛和蛇的崇拜上。牛是农耕社会的标志，古埃

及人认为牛是刨世神兽，牛犊象征生产力量，在孟

裴斯有亚皮斯牛犊崇拜，在安城蠢奈维斯牛犊崇

拜，而对寄居薇埃及歌珊地区的希伯来人影响最

深的。恐怕是古埃及各地普遍存在的与哈托尔崇

拜相关的牛犊寒激仪式pxPl40)。嚣坨，薷伯来人在

霆奈旷野曾镑龛牛犊膜拜(《窭埃及记)32：4》，努

国时期以色列王鄢罗波安亦曾在伯特利拜金牛犊

(《列王纪上》12：32)。蛇在古神话中往往是生殖的

象征，希伯来神谲中人类始祖因蛇而孕育后代，然

瑟邀南缝区常见的埃及眼辘蛇及愁羲斯蓬蝮蛇，

生毪残毒，令人生畏，因我雅各说歹L子但是“道中

的蛇，路中的虺”(《创世记)49：17)，士师时代但支

派的参孙蛇一样的狡猾及族人对偶像的尊拜(《士

师记》18)似乎袋明蛇是但支派的图腾；丽摩匿在

莲奈逵懿镔蛇轰至分鏊时麓蘩然毙众入貘拜(《列

王纪下》14：4)。

星辰崇拜源自人类对日、月、众星等发光体

的光亮及运行的神秘感，在远古文明中，星辰给

人以历法、地理等方面的指导，每入类蛉生产活

动密不可分。希讴来太酶星辰崇拜主要表现为

以言语和行为对太阳、月亮及星艘加以赞扬。太

阳崇拜是希伯来人从埃及继承来的遗产，太阳崇

拜堪称古埃及圜家宗教的主体，第五朝时期，埃

及各地兴建太雕耱痉，树太阳耪方尖碑，祭司爨

竭力将各种地方神(霍鲁斯、安赫尔、索贝壳、蒙

图以及奥西里斯等)与太阳相联属[41(m32)，公元

前2000年前后，以太阳为主体的阿蒙一拉神成

了埃及人的噻一主静，希讴来人糍埃及寄屠四百

余年，受埃及文纯熏染在辑难免。出埃及后酶希

伯来入在什亭捧巴力，亚卫要他们“对着Fi头悬

挂”(《民数记)25：4)，这里显然悬把太阳视作一

种监察对象；约粥贬攻基遍时曾求太阳助战(《约

书亚记》10：13)；《诗麓》中爰|』有谖义鲜明的太酲

赞歌——“太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欣

上路”(《诗篇》19：5)o希伯来人的月亮崇拜则

来自古巴比伦的月神崇拜传统，在古苏美尔神话

中，南纳是主神恩利尔的儿子，在巾东地区深受

欢迎，伊囊兰教的薪是崇拜就是谖甓【霉。当时吾

珥和啥兰是两个主要的胃神崇拜中心，亚伯兰

的父亲他拉迁雒哈兰并老死在那腿就是为拜月

神。另外，希伯来用阴历，以月亮嘲缺为月，以秋

分后第一个耨舅为新年第一天，每月朔日为安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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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宴乐俸欢(《以嚣结书}46：1—3)。季泊寒人翡

膣辰崇拜源于古巴比伦的占星术，古巴比伦是世

赛公认的占星寒发源建，苏美尔文化时期，逛勒

底地区各城皆有观星台，撤尔贡一世曾下令将所

磊占星本知识刻在七十块蠢板上。受此影响，希

伯来人亦以星辰象征伟人，如《民数记}24：17，

《约伯记》38：7，《以赛亚书1 14：12和《但以理书》

14：12；此外，底波拉战西西拉时苗求星宿助战

(《±师记t5：20)。实际上亩希伯来人的星辰崇拜

蔻露、胄、星一超崇拜，痒蘸曾多次j荤责民众的拜

鼹行为(《申命记》17：3)，假此类行为直到约西亚

童辩仍十分兴盛(《列王纪下t23：5 b

：、多神崇拜

多李睾崇拜是鑫然崇骞发震的必然结暴，皇然

物被赋予灵性并被抽象化之后便出现了多神崇

拜。要对各种各榉的神灵加以区别，雯13必然辕叛

偶像。希伯来人的粗居地两河流域是多神教的故

乡，崇拜弱尔杜克、伊施塔尔、埃阿、阿努等神灵，

据考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不光笃倍月神，丽，牲是

个绝好的偶像雕刻家。希伯来人迁居迦南后，迦

南当地丽祥崇信多神，各城邦都有蠢芒l的傈护神，

如摩押人拜基抹，难扪人拜米勒公，非利士人信大

衮，等等；除忿之终，逡南缝逸还有瑟及整个邋装

的大神伊勒、亚舍控、巴力和亚斯他渌；此外，希伯

来人还髅绋恶襻隧擞泻勒。

伊勒('K，E1)是迦南诸神之苜，众神之父，是

臻牧翌的保护襻，牛首人身，辫跨天地之周，往在

北方圣山，主持诸神会议，众神侍立左右，俨如奥

轼匹斯也之宙斯。古希伯来人秉承邈南传统，曾

一度把自己的神称为‘伊勒”，如吖w>N(“全能的

神”，《创世记》17：1)、∞，细抵(“毯高的神”，《创

谥记》14：18—20)、渤y_'N(“永生种”，《刨墩记》
21：33)，在确立亚卫为自己民族的擞神后，依然把

髭卫与管耪涅巅，魏“坐在聚会的潮I-=，在j艺方懿

极处”(《以赛亚书》14：13)。但伊勒崇拜非但没有

将季穆寒人萼|入歧途，反瑟促遂了其一裤教的餐

娆，希伯来人接受了迦南宗教中对伊勒的认知。为

确立亚卫信傣努下了基础。

亚舍拉∞1ⅥM Asherah)在迦南神话中是伊

勒之妻，诸挣之母，辘佐伊勒处理亭孛器事务。亚舍

拉浚慈爱护蔼太地，看颥孤JL寡母，嚣魏多被邈素

当地君正及女性们膜拜。《希伯来圣经》先后15

次提到驻舍拉，分莺时代，南重狁犬亚擞王的褪母

玛迦太后曾在宫中造皿舍拉像加以膜拜(《列王

纪上》15：13)；甄擞王三十八年，北国以色列王亚

哈亦拜亚舍拉(《列王纪上》16：33)；后来的玛拿

西王则把亚舍拉的雕像立在宫殿里(《列王纪下》

21：7)。

巴力(为丁，Baal)是伊勒和亚舍拉的儿子，是

邈南的鼹雨之神，在渡斯、叙籁亚等地辜睾话中亦被

提及。巴力继承王位后，因与弟弟死亡之神摩托争

位iil}被淬尸，荬粪亚薪撬泶寻尸搽凑篌英复活，大

地才风调雨顺，然而摩托并未永死，七年一复活，因

霓番镌寒人的摹麓律法穆规定七每一个安患年，诖

土地休息(《利采记》25：4—7)。巴力神通广火，当时

民众对他的敬{瑶甚至超趱伊勒，入迦南后的希珀来

人甚至一度把他与亚卫混同，虽屡遭领袖人物批判

和惩罚，直至先知何西阿时代依然有人称呼征卫为

“巴力”(《何西阿书》2：16)，显然潞时的希伯来人

取了'y3的本意——“领主”、“神”，并出于农耕生

活的需簧议定既力樟话怒解释逛南缝嚣气候变换

及作物生长的唯一合理因素m88)。

亚蘩链录(奠镧铡，Ashtaroth)在遽南神话牵

是巴力的妻子，是战争和性爱之神，巴力檄摩托

害死，黧伊饕在夭上为JL子痛哭时+她挺身大战

摩托，将摩托碎尸为尘，撒遍大地。然后拼齐巴力

尸块，与巴力交会，使巴力复活，天降甘霖，大地丰

收。亚斯他录使巴力复活的故事。当时悬干旱的

迦南地区庆祝凝年的中心内容，农每年秋天薪年

开始后，国王亲自前往巴力庙与庙妓交合，以演绎

巴力与亚斯他泶之事，祈祷丰收，各地亦相应效

法，此举被一些希伯来领袖斥为淫乱，亚搿他录瓣

被斥作淫妇，但或到希伯来民族灭亡，祭拜亚斯他

录酶行为氇寒消失(《鹰嚣隧书》1：2)o

阿撒泻勒('’N以Azazel)是传说中的旷野恶

魔，性躁荔怒，怒牧人的教人。露继来民阁文藏

《以诺书》认为他是堕落天使的首领，亚卫的劲敌，

莠壤寒人原力游牧民族。鑫然对她恶魔敬畏有趣，

赎罪日要在会幕门口献两只公羊，一只归渡卫，一

只“用以赎罪，抒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擞泻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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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未记》16：10)，这说嗳薷稳采入蓄经羼过二元

辩教酶发震遗程，魔鬼囊趣钫酚段享受酌待遇与

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是同等姻p㈣。
三、一神巢拜

在经历了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之后，出于团

结对敌的需要，古希伯来人渐渐对本民族的神灵

有了一定的认识，亚卫也慢慢从全人类的神变为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神，又从家神发展为

数色剐民族的神，这期阉鼗馏技挈秘摩嚣起了决

定牲终罴。

从《剖毽记》串两个刽II鼗神话及人类受到的

各种大灾难可以看出，亚避在早期的希伯来神话

中曾以全人类的神(口m’K)的姿态出现，因其权

威不断遭到人类的挑战，才主动屈身寻找信众。

当时中东地区偶像崇拜盛行，据希伯来人解经文

献《米德拉什》记载，亚伯兰的父亲他拉对偶像的

神力深信不疑，家中泥偶甚多，弼亚德兰蹇幼目F对

偶像酶簏力产生悔疑，蛰嚣襻像劳来享震安晶藤

将萁劈毁，蒡一直愚索妊露不霹觅的踅然力量安

排天地万物运作，因此受邋倭沙中淘金觳选择了

他作自己的信徒(《使徒行传17：2—5)，让他带领族

人离开偶像之地，迁往迦南；但他屈于父亲的威

严，到了另一个月神崇拜中心哈兰，他在哈兰为父

亲守孝后，亚卫再次呼召他，并}午以丰厚物质利益

(《刨世记》12：1—3)，七十置岁的贬伯兰才释然上

路。亚卫对亚伯兰的呼翟，使捧入关系从鼗改变：

迎喜誊，神与久类静关系是一般饿的，人类在薅覆蘸

一律平等，人类不颓服时，摊虢浚洪零等灾难黧疆

惩罚，但自亚伯兰蒙召起，这种酱世性变成了特定

性，他单选一个人，给其特别指示，让其兴邦立国，

一神护佑一族，先人为主地擞担起了一个新民族

的监护责任，以神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神这种上

临下的情感优势为希伯来民族植下了一神信仰的

种子。

但亚信兰对亚卫的议翔岗处于懵懂状态，或说

是爨益多子信{豢，浚落詹酶游狻随身蛰在农耕毫毙

较先进的邈南建医立足蹩稠警舔难静，因就绝酶每

一步行动都在追求实际翻撬(篼《创世记》12：1-3，

7．17；13：14；15：1-5；17：和8；18：10)，并不问屡次同

自己对话的是何路神仙；他到了迦南的应许之地

后，发瑗襻懿许诺是空头支票，郡壁甚为赞瘠，就私

鑫携卷下到埃及并把妻子献绘法老以换褥窜浮的

财富；在战胜四王救回侄子后．亚卫与他溉约。他

仍然呼姬飘为"．rN(Adonai)(《创世记》15：2，8)，

’】1N是)叮“的复数形式，3"rN指拥有奴仆的男性，

’亚伯兰把他的神呼作’】．『N，不但表现出他把藏卫

当作一个可资求助的主人，而且复数形式暗永出世

上应该祷许多这样的主人。直到亚卫给他以实际

承诺一蠢岁褥子，缒才真正开始了鑫己鲍繁体告
鑫，接受裁礼，并经受献子祭耙酶考验，蘑踅鼹免家

棒(《剖缴记／24：12，26：24)，后来随着甄键控罕后

裔的增多，贬卫慢慢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神，也是

以撒的神”(《创世记)28：13)，“亚伯拉罕的神，以

撤的神，雅各的神”(《出埃及记矜：6)，到摩谮时代，

亚卫则完全由家神变成了族神。

摩西是一个传奇人物，正如前文所述，他身

为希伯来入却成长于埃及王宫，具备一切成为伟

人的霹麓，以至子许多埃及变家把他穰奥赛萨禳

鼓攀混必一浚。摩覆酶特豫身徐，使褥绝砖埃及

的社会、飚俗了如指掌，认识蓟一盘散沙豹民族

需要一个精神支柱来加以凝聚，这个支械就是一

神教，即报行一神改革，重树亚卫的权威。公元

前14馓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曾在全国推行一神

改革，捣毁阿蒙和奥西里斯神庙，独崇阿顿，鼹来

成功却影响甚巨啪176)，这给摩西以极大启示。

在希缃来人心基中，摩西是饱锕的舞鲻荚攘，

待太静毅渗家、军事家穰宗教领褪，懂淳谣本人黪

言行却裘碉徨始终是一拿受动者，霉要藏卫的黄

疆婆心才麓将教导付诸行动。亚卫在俺熬潮翔摩

西显现，麟西如同亚当那样蒙脸不见；命他领民

众出埃及，他又一再退缩，“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

法老，将以色列入从埃及领出来呢”(《出埃及记》

3：1 1)，“他们(以色列人)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

字?’我熨对他们说什么呢?”(《出埃及记13：13)，

‘弛靛必零髂我，也不断我的话”(《出埃及记14：1)，

‘‘主孵l髂瑟意抒发谁去，赣抒发谁去吧l”(《惠

埃及记》4：13)，潋至亚至发怒派天使要杀死饿(《毽

埃及记t4：24)。当摩疆兄弟与法老第一次交锋失

败后，难皿为鼓舞摩西，向他亮明了真实身份：“我

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照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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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出

埃及记》6：3)，这里希伯来民族的保护神称自己为

’．r、：I'N而不是mn’，充分说明到摩西时代，希伯

来人仍然对他们的神没有清晰认知，必须借助异

神'N加以提示。

当摩西带领民众渡过芦苇海，甩掉埃及追兵，

进入西奈旷野后，外患消失，内乱蜂起，此时他才

真正意识到确立绝对一神信仰的必要，唯有这样

他才可以树立权威，平息百姓对他的领导地位的

质疑和挑战，于是在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建议

下向亚卫献火祭和平安祭，然后分权给各级助手，

将律例和法度教给百姓(《出埃及记》18：18—23)，

然后又选吉日登西奈山领十诫，订律例及各种祭

神仪式。十诫第一诫要求独敬亚卫，因此，十诫的

颁布，标志着希伯来人一神教的创立。

总之，《希伯来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最早的、

最具权威性的成文经典，从其字里行间可研读出

古希伯来民族的思想进路。希伯来民族的一神观

念经历了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在迦南当地宗教观

念及埃及一神思想的影响下，出于民族凝聚和生

存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一

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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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Monotheism in The Hebrew Bible

WANG Peng

(Faculty ofLitera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The Hebrew Bible is the national literary classic and the Hely Scripture of Judaism which

manifests strong monotheism．．Monotheism here was not inbom with the Hebrew nation；however,it stemmed

from nature worship，polytheism,which Was then influenced by Egyptian monotheism．It came to be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roonotheism in the world out of the needs of nafional unity and survival as w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religious ideas in 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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