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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中古代希伯来人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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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旧约·圣经》中对古代希伯来人的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姻的本质、婚姻的爱情基

础、婚姻的程序、离婚的规定以及对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的权益的保障等均有翔实的记载，人

们从这些记载中既可以发现其对婚姻的一种既现实又合理的灵活态度，又可以体味到对婚姻的神圣

意义的理解。进而使我们对现代人的婚姻有一番反省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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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不仅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还是一部了解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历史、民俗、律

法、艺术、文学、社会等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古代希伯来人的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翔实的记

载，人们在阅读它时既可以了解到古代希伯来人婚姻的一般概况，同时也不难体味到字里行间所

充满的对婚姻的神圣意义的表述，从而使我们不得不对现代人的婚姻有一番反省和审视。

一、神为人设立了婚姻

希伯来人重视婚姻。从《创世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婚姻的缔结，乃是出自神的

心意，是神为人安排的一种生活方式。亚当与夏娃的结合是神在人尚未犯罪前亲自安排的，因而

婚姻有神圣的意义。正是因为亚当“独居不好”，神才为他造了伴侣“夏娃”。圣经认为婚姻纽带

要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为牢固，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

记》2：24—25。)

希伯来人把婚姻理解为一种“盟约”的关系，而盟约是古代世界把关系扩展至自然的血缘关

系以外的有效方法。若细细咀嚼“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话语，似有深

意。婚姻显然是基于“离开”、“连合”及“成为一体”。“离开”既是指在社会上建立一个新的组

合，即宣布某个男人已离开自己的父母，与妻子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它以一种关系(丈夫／妻子)

取代了另一种关系(父母／子女)。“离开”还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的建立即婚姻的建立，作为社

会的细胞，也属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需要得到公众和社会的认可，所以夫妻要离开父母另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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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旧约·圣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希伯来人婚姻制度的轨迹：如果说在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等生活的“族长时代”，由于游牧生活的特殊性，希伯来人实行的是大家庭制度，但随着时代的

变迁，随着希伯来人逐渐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以及律法对一夫一妻制的提倡，到王国

时期大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大家庭渐渐分裂为小家庭。在希伯来人社会中，很少有诸如中国古代
的婆媳难以相处的问题，因为希伯来人的律法禁止儿子成婚后仍和父母住在一起。

“离开”与“连合”不可分，“连合”是指男女双方的相互委身，这是婚姻中的一个庄严的承

诺，这种承诺只可在长久一生的关系中表达出来。而“连为一体”当然是指夫妻在身体、情感与

社会等方面，在生活、生命的各个层面中的全面的相互结合。这种“连为一体”非常奥秘、深刻，

被连为一体的夫妻拥有的不再是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的个体的生命，而是已连为一体的生命。

他们不再是两个分开的人，而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人。他们要共同承担他们生命旅程中所有的苦

难与悲伤，也共同分享他们生命旅程中所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也许就是婚姻的本质。由此可见。

希伯来人给予婚姻一种比较神圣的理解，这在古代近东世界是比较突出的。也正因为如此，婚姻

才成为上帝与希伯来民族订立盟约的一个主要象征。《旧约·圣经》多处宣扬夫妻之间要彼此

忠诚、恩爱和睦，如《箴言》云：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惟独

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箴言>5：15—18)

《传道书》告诫人们要珍惜夫妻在世上共同生活的福分。“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

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El，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

得的份。”(《传道书》9：9)许多先知总是规劝人们专爱自己的妻子，如先知玛拉基说：“耶和华在

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玛

拉基书》2：14、15)《箴言》中也有许多以母亲的VI吻教育儿子不要受到妓女淫妇诱惑的诗。

正因为婚姻是神为人所设立，所以希伯来人对于婚姻持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顺应神的心意，结婚并且抚养家庭是希伯来人的一条宗教律令，不

管男人女人，结婚是对神的一种义务，因而不娶不嫁是不可想象的。在希伯来人看来，没有结婚

的人无论男女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不像古代世界的许多民族将生儿育女看成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希伯来人认为婚姻的意义既

在于生儿育女，也在于它是满足爱情和性生活欲望的理想途径。人们对于那些出于特殊原因而

不能结婚的人持同情的态度。如《1日约》《士师记》中记载，大能的勇士耶弗他因对上帝许愿而不

能收回，他的女儿得献给上帝，终生不得婚嫁，他的女儿便与其同伴去到山上，“为她终为处女哀

哭”达两个月之久。由于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

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士师记》1l：30一40)在《以赛亚》书中，先知

以赛亚在论到耶和华的惩罚临到时，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在那

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

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以赛亚》3：25-4：1)从这段话中可见没有婚嫁的女人会蒙羞耻。总

而言之，希伯来人赞美婚姻带来的各种幸福，谴责没有婚姻的空虚生活。

二、婚姻的程序

希伯来人对于婚姻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婚姻程序的讲究上，如果说婚姻是神的发明，而婚姻的
82

万方数据



程序则是文化的发明。古代世界很多民族对于婚姻的程序都是特别重视与讲究的，希伯来人也

不例外。一般说来，希伯来人的婚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首先是“选亲”。在希伯来人缔结婚姻的过程中，父母起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母亲在儿女的婚事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如以撤的母亲就曾从埃及为他选妻。(见《创世记》

2l：21)有时父母也可以帮助或指导儿女选亲，如《创世记》第28章记载，以撒嘱咐儿子雅各不要

娶迦南女子为妻，而要在自己的外甥女中选妻。有时年轻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独立选择，如《士师

记》中记载，大力士参孙先看中了非利士女子，然后才秉告父母，尽管他父母不同意他娶外邦女

子为妻，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希伯来人常在近亲内选亲，这可能是古老部落生活的遗风。如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曾

派老仆人回到故乡去求亲，就是要在自己的家族中为儿子择妻。这位仆人后来与利百加的哥哥

订立婚约，因为哥哥有权代表父亲决定妹妹的婚嫁。雅各的舅舅拉班愿意将女儿嫁给外甥雅各

等，说明当时在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十分普遍，如以撤娶表妹利百加为妻，雅各娶了舅

舅的两个女儿拉结和利亚为妻。实际上，希伯来人历史上长期实行内婚制，在族长时代，甚至同

父异母兄弟姐妹的通婚也是允许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当然，

这种同父异母兄妹的婚姻不被鼓励。《旧约》中的《利末记》是希伯来人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

中的法规和戒律的总结和概括，它明确禁止这种兄妹结合的婚姻。如“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

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

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利末记》18：9、11)但从王国时期发生在大卫王儿女身上

的故事，说明同父异母兄妹的婚姻还没有被完全废止。大卫的儿子暗嫩，看上了与自己同父异母

的美貌妹妹他玛，为此，他躺在床上装病，求父王让他玛为自己做饼。趁他玛为他送饼来时竟将她

给侮辱了，他玛求他不要做这丑事，并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撒母耳记下>13：

13)从他玛所说的这句话可见直到王国时期，同父异母兄妹结婚并没有被完全禁止。

希伯来人中娶外邦人为妻的也是常事，这主要是通过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一是在战争中掠

夺外族女子为妻。如《申命记》中有这方面的规定，“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

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

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

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作她的丈夫，她作你的妻子。”(《申命记)21：10—13)二是明媒正娶，如

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是埃及人，以扫娶的是赫梯女子，雅各的儿子约瑟娶了埃及女子，摩西的妻子

是米甸人，而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

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列王记上》l 1：1)

与外族人通婚，自然会使希伯来人的血统变得复杂起来，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希伯来民族宗

教信仰的纯洁性，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列王记上》11：4)因而遭到希伯来祭司的强烈反对，他们以耶

和华的名义告诫希伯来人不要娶外邦人为妻，如“耶和华曾晓喻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

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列王记上》11：2)不与外族通婚为的是防

止民众转而皈信异族的宗教，拜异族的偶像，但希伯来人是一个居住在异乡的很小的群体，处于

巨大的异族文化的包围中间，完全不与外族通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其次是订亲与成亲。在希伯来社会，订亲既是男女双方家庭联姻的正式确定，也是法定婚姻
83

万方数据



关系的开始。女方一旦受聘，不得另有所爱或解除婚约，否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

而且其他男子也不得对已订亲的女子另有所图，否则也同样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

订亲时，男方除了给女方父亲聘金外，男方家庭亦要送其他礼物给女方及女方的家人。男方若拿

不出聘礼或聘金来，就得为女方家干一定时间的活作为聘礼或聘金的抵偿。如雅各就为未来的

岳父干了14年的活。女方在出嫁时可带走聘金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个人的财产。

对于希伯来人而言，婚姻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婚礼须办得隆重热闹。圣经中对新郎、

新娘及婚礼都有许多生动的描述。以对新娘的描述为例，“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

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妆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

戴在你颈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以西结

书》16：10—12)婚礼中新娘的妆饰是新娘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先知耶利米也说：“处女岂能忘

记她的妆饰呢?新妇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耶利米书》2：32)新娘在离开父家之前，通常会

接受来自四亲八邻的祝福。希伯来人的婚礼是充满欢乐的，当新娘被带往新郎家中后，新郎的家

中就要举行延续七天的庆祝，这庆祝代表了最大的喜乐。先知耶利米针对犹太人的罪行预言他

们受到的惩罚之一就是再也无法得到婚礼的喜乐：“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

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利米书》7：34)希伯

来人的婚礼属于纯粹的世俗事务，因而婚宴上一般不举行宗教仪式，亲戚朋友们的祝福是非常重

要的。新婚之夜对新娘具有重大意义，沾有血渍的床单将作为新娘童贞的证明而被妥善保存。

在族长和王国时代，上层社会和生活富裕的男子中一夫多妻的现象比较普遍，如以扫有三个

妻子，雅各有二妻二妾，王公贵族的妻妾更是甚多，如大卫、所罗门等，据说所罗门的妻妾甚至多

达千人。当然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只能过一夫一妻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夫多妻的现象

在逐渐减少，而到了“巴比伦之囚”时期，一夫多妻的现象已不多见。

三、关于离婚的规定

离婚与休妻对于古希伯来人而言属于同一概念。婚姻既是出自神的心意，而婚姻的瓦解自

然是背离了神的心意，因而离婚是神所不喜欢的，但也不是绝对不允许的。《旧约》中的《申命

记》是希伯来人的律法的具体阐述，其中有一段经文是关于离婚的理由的论述。“人若娶妻以

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

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

夫死了，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不可使耶

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申命记》24：1—4)与希伯来人邻近的民族相比，希伯来人

对于休妻是慎重的，他们认为休妻只有口头声明还不够，还必须见诸文字，休书一般由女方保管。

上述经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律法并非赞同离婚，只是说，如果一个人休了妻子，如果他给

了她休书(给休书是为了慎重起见，即必须有书面的明确理由)，如果她离开他而再婚，如果她第

二任丈夫又将她休了，或第二任丈夫死了，那么她的第一任丈夫不可以再娶她。而为什么她的第

一任丈夫不可以再娶她?这是因为在希伯来人看来，在婚姻中，男方的父母是得了一个女儿，而

非只是媳妇，她成为丈夫兄弟的姊妹，在上述《申命记》的章节中，是依据律法中禁止近亲相奸的

规定，因为丈夫与前妻的第一次婚姻，已使她成为至近的亲人，要回复这个婚姻，也就成为近亲相

奸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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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婚不被鼓励，《旧约》中明确地表示了耶和华恨恶离婚，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玛拉基书》2：16)但如果有理由的话，也不

是不可。这个理由即是丈夫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个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是指妻子犯奸

淫，因为犯奸淫在当时的希伯来社会是犯死罪，而非离婚的理由，律法关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

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

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

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但不可办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申命记)22：22—27)可见，

通奸与强奸是有区别的，女子若是通奸，必被治死；若是遭人强奸，则看她有无反抗。有学者认为

“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或许是指男女之间有些不合规矩的事，但尚未达到犯奸淫的地步。或许是

指妻子引起丈夫的不快的任何过失等，更或许是妻子不能生育等。

一旦夫妻离婚，显然离婚的女子也可以再婚。在希伯来人的社会里，订婚与已婚有相同的约

束力，除非一方死亡，或男的办休妻手续，不然就不可解除婚约。而且女子不论是已订婚还是结

婚，她已属于别人的财产，因此无论强奸还是通奸，男子都得被处死，这是因为他侵犯了他人的财

产。摩西十诫中的第十诫明确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

一切所有的。”(《出埃及ie))20：17)这里，被贪恋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等，统统是他人的财产，

因而不能侵犯。

丈夫虽有离婚的权利，但这种特权并非毫无限制。申命记具体规定以下几种情况不允许离

婚。一种情况是丈夫诬告妻子婚前不贞，是不允许离婚的。“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

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笔者注：按照希伯

来习俗，男女新婚之夜床上的沾有血渍的亚麻布单需妥善保存，它是新娘“贞洁的凭据”)，带到

本城门长老那里⋯⋯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

罚他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作他的

妻，终身不可休她。”(《申命记)22：13—19)

还有一种情况是男子与被他强奸过的女子结婚，也不能离婚。“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

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

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申命记)22：28—29)上述规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

许可以被视为保护女性权益的明文规定。因为按照当时习俗，一个未婚女子若被奸污，就难以找

到丈夫，故此犯事的男人就一定得负起责任。

从上述《旧约》经文内容中不难看出希伯来人对于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即行淫之类的事深恶

痛绝。摩西十诫中的第七诫就是“不可奸淫”。犯馘等于犯罪，一代君王大卫在奸淫拔示巴，并

设计杀害其丈夫乌利亚，同时犯了奸淫与杀人罪后，也难逃上帝的惩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

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

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撤母耳记下》12：11—12)

卖淫与同性恋在希伯来社会也是不允许的。经文明确规定：“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

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

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申命记)23：17—18)又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

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利末记》19：29)希伯来人既重视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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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操，如前所述，女方在洞房之夜要有贞洁的凭据，不然就会被带回娘家，被人用石头打死。但同

样也重视男性在婚姻中的贞洁。与妻子以外的女性有染，是对妻子的不忠；与妓女有染，更是应

谴责的事，《旧约》中经常将淫乱之事与拜偶像联系起来，因为迦南的偶像敬拜往往涉及淫乱之

事，被称为“邪淫”。不过，召妓虽在道德上当受谴责，但由于不是跟一个已婚或定婚的女子发生

性关系，因而不属犯诫，卖淫者召妓者虽遭人唾骂，却不会因此而遭“治死”之命运。实际上，希

伯来人社会中总有妓女存在，她们在宗教上被认为是不洁之人，不可迸入圣殿。不过，她们虽社

会地位卑微，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其还是宽容的。

正因为希伯来人尊重婚姻，强调贞洁，因而跟一个已婚或已订婚的女子发生性关系，或休妻

之事，并不多见，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妻子不忠于丈夫，律法是禁止人休妻的，希伯来人也比较少

选择休妻的做法。

四、对女性权益的保障

尽管希伯来人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在摩西律法中，仍然在许多方

面注重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如前所述，律法要人公正地对待妻子，不可胡乱加以诽谤，信口诋毁

妻子的名誉和贞洁者，要罚银一百舍客勒，并终生不许休妻。(见《申命记)22：13—19)男子被迫

与他强奸过的女子结婚，也不能离婚。以色列男子若娶被掳女子为妻后，“若不喜悦她，就要由

她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申命记)21：14)虽然丈夫有权提出离婚，

但不可随意休妻，必须要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才能休妻。如前所述，先知玛拉基曾告诫众人：“耶

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玛拉基书》2：16)

《旧约》中还有一些经文是保障寡妇及其他在社会上无法自力谋生的弱势人群的。耶和华

的众先知都强烈地抨击对包括寡妇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欺侮的。对寡妇而言，官员有义务

保护她免受债主欺负，免受掳掠者侵夺她的财物，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中，要使她免受冤屈。如：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17)作为社会安

全保障制度，《申命记》规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

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末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

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申命记》14：28—29)又如：“你在田

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

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

孤儿寡妇。”(《申命记)24：19—21)

在《申命记》中还要求寡妇及其他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人，要被邀请参加诸如七七节、住

棚节之类节日的宴席(见《申命记)16：9—11)，使他们在神面前欢乐。耶和华许诺，凡济助寡妇

的必得到赐福，凡欺压寡妇的必受惩罚。如：“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诅咒!”

(《申命记}27：19)又如：“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以寡妇当作掳

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以赛亚书)10：l一2)再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

孤儿。”(《出埃及记)22：22—24)由上可见，上帝也常常站在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女性一边，并

介入她们被苦待及不公正的处境中。

如果女子无夫无子，她的境遇或许会很凄凉，但也会得到上帝的保守与祝福。如《路得记》

所记，拿俄米失去丈夫和儿子后，她回到故乡，对那些见到她的妇女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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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

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路得记》l：20一21)不过，整篇《路

得记》所记载的却是外邦女子路得如何对以色列的神忠心，并且也因着她的忠心，上帝如何特别

地恩待她与她的婆婆拿俄米，后来拿俄米丈夫家的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他们的

儿子是大卫的祖父，路得也就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得记》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无权无势、处于

社会边缘的外邦女子如何以其忠诚与贤德，蒙了上帝的祝福与保守，并被她周围的以色列人所接

受和礼待。值得注意的是：《路得记》歌颂的主角路得是个外邦女子，这在强调血统纯洁的主流希

伯来圣经传统中实在是个异数，或许《路得记》表明神的恩惠同样会泽及圣约之民以外的人。

古代希伯来人的社会生活虽然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从《旧约·圣经》中的字里行间人们

还是不难体味到其对婚姻的神圣意义的理解，不难发现其对爱情与婚姻的一种既现实又合理的

灵活态度，从而使我们不得不对现代人的婚姻有一番反省和审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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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5页)

潮汕文化是团结海内外潮人认同祖国、认同桑梓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不少海外潮人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们尽其所能，兴学办校、建立医院，投资家乡、兴办实

业，赈灾救急、扶危济困，做了不胜枚举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善事，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潮汕文化

是凝聚海内外潮人关心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支援家乡、建设桑梓的不

可替代的力量。这是潮汕文化发展的内在基础。

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④的时代大背景下，潮汕文化前景光明，发

展可期。当前国家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朝着文明、富强、民主的目

标迈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任务。”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④。这就为潮汕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背

景大舞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包括潮汕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将和人类社会其他各种优秀文化一起，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可以说，潮汕文化的保护、

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各种曲折和教训，全社会都已经逐步认

识到，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应该是各种文化都能得到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

中，潮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既是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得到海内外潮人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同时也由于其深厚的根基和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前景光明。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

大问题的决定>，<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9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广州日

日第3版。 报>2007年10月25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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