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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研究 ·

朱利亚·韦尔豪森对怪经·旧约》的“高级批评”

          杨 晓敏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

    摘 要:对《圣经旧约》的高级批评，是通过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法，对《圣经》文本、写作日期、资

料来源等进行界定，以辫别其客观历史价值。此项研究成果由德国学者朱利亚·韦尔豪森总其大成。他极大

地挑战了《圣经·旧约》的权威性并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他对以色列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直到今天

不能消除。其所拥有的过人的学术洞察力和伟大的学术创见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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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两千年里，犹太人一直认为，上帝在西奈山(Sinai)将他的意志口头表达给摩西(Moses)，而摩

西又将这训示准确地书写下来，成为犹太教的教义和法典。有些人相信，当古代以色列人在沙漠流浪时

就已经有了摩西五经(即旧约首五经之《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并

坚信其中非凡的诫条。对《圣经》的批评很早就开始了。广义上，《圣经》批评，就是考察《圣经》各书的

历史价值和文字起源以及这些书现存的状况。《圣经》的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很大变化，文本翻译

也多少存在歧义。在《圣经》研究中，对其中的文献材料进行考辨以尽可能得到一个纯粹的文本，这是

较低意义上的研究，即版本学研究。高级批评，为德国学者艾希霍恩发明，他在编辑他的《旧约导论》中

第一次使用。所谓高级批评，就是对《圣经》进行多方面研究，处理的问题包括作者、日期、文献的构成、

整体的权威性等，这有别于单纯的版本批评。在高级批评的意义上，根据现代语言文献学、历史学、考古

学的最新发展，严格考察已为传统接受的关于《圣经》的作者、形成方式等观念以辨别其客观历史价值，

其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来自《圣经》本身。高级批评的成果，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其对传统

的颠覆，犹如达尔文之于生物学和马克思之于社会政治[1〕。而这些，都和朱利亚·韦尔豪森的名字联
在一起。

    1.朱利亚之前的《圣经》研究[z]
    虽然《圣经》批评的成果，此前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有所预见。但人们认为真正的《圣经》批评乃是从

18世纪法国、一个博学多闻的医生让 ·阿斯特律克开始的。在 1753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推测》，在

书中，他推测说希伯来语《旧约 ·创世纪》中，上帝有两种称谓，一谓伊洛欣，一谓耶和华。以此来看，摩

西没有将先在的两种文献统一。这个看法，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现在人们对此已经毫无怀

疑— 直到德国人将它拾起来。不过那是德国人独立的发现。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学者得天独厚

的文化背景:由于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的成功，使得德意志人民能够自由地谈论《圣经》;并且自从启蒙

运动以来康德为首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理性的信仰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都对《圣经》的学术批评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戈丁根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艾希霍恩，是德国现代《圣经》批评的典型代

表。在1783年出版的《旧约导论》中，他将阿斯特律克的推测不仅运用于创世纪、前五经，而且也用于

《以赛亚书》及《旧约》的其他部分。他是第一个鼓励对《圣经》做文本分析的人。不过，在新教的德意

志境外，他的影响不大。其实，早在艾希霍恩之前，苏格兰天主教牧师、《圣经》学者亚历山大 ·革德斯，

在他为翻译《圣经》(未完成)所作的附注里，提出了著名的断片假设— 已经预见了艾希霍恩的见解。

他认为《旧约五经》乃是摩西时代各种文献断片的汇合，它们是在所罗门统治时期被放在一起的。

    对《圣经》进行历史批评，始于19世纪的德国神学家德 ·维特。所谓历史批评，即用历史研究的法

则来对待《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同时追问《圣经》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3]。在1805一1807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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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导论》中，德 ·维特开始对《圣经》进行历史批评，他汲取历史提供的证据，譬如《圣经》本身的叙

述、文物研究的发现等，除了五经中的传奇和诗篇，他拒绝做任何判断。如此为后来著名的假设打下了

基础。维特是第一个对《历代志》中的历史人物进行非难的人。弗里德里希 ·布利克、埃瓦尔德和蒙弗

斯继续上述的批评方法，但旨在挽回摩西五经和大卫诗篇中某些部分的权威。布利克指出《约书亚书》

在文本上与五经联系最密切，由此产生的“六经”概念，今已为资深注释家所接受。1853年，胡普斐德 ·

赫尔曼提出五经中文献有四种来源，称伊洛欣部分有两种— 其中一个包含了祭司法典;称耶和华部

分;还有就是《申命记》部分。所有这些见解都如此深刻地颠覆了历史悠久的关于摩西五经的认识，引起

了维护传统的德国学者激烈的辩争。文本剖析，同一事件的矛盾叙述以及文字、风格的差异，以此辨别

出不同的宗教观念，这种批评，学者也运用于解读《圣经》中的“历史书”:摩西不可能为那些主要在沙

漠流浪的以色列人制定详细的仪式、法规，特别是我们— 批评家说— 发现，在以色列人定居下来的

初期，没有一点奉规守法的痕迹。《旧约》中差不多每一部分，都受到了这种检验。

    在黑格尔的发展观影响下，德国的《圣经》批评认为:以色列的宗教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发展过程，从

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869年，荷兰的神学家亚伯拉罕 ·屈能发表了《以色列

宗教，至犹太国的倾覆》，详细阐发了这种见解。形成今日非天主教《圣经》学术主体的“格拉夫假设”，

实际上就包括了屈能的见解。“格拉夫假设”，通过将交织在一起的代表不同年代的文献分类，使《旧

约》五经的面貌逐渐清晰:五经中，J类文献，称神为耶和华的文献，是最古老的，始于公元前9世纪;E

类文献，称神为伊洛欣的文献，略晚形成。D类文献，即申命记法典，是在先知约西亚改革后形成的机构

和手段，它大约出现在前621年。大多数文献包含在祭司法典中，即P类文献，在“巴比伦放逐”后产

生，是祭司们使犹太社会重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始于前5世纪。这些精巧连贯的假设，首先在法

国神学家罗伊斯那里形成，但是多年以后才由他的弟子、《旧约》批评的主要奠基者、德国东方学家格拉

夫以《旧约全书的历史诸书》为名发表出来。所有这些独立的、为学者所私有的学术成果，最终在朱利

亚 ·韦尔豪森的著作中得到强有力的表达，而为公众所周知。

    2.朱里亚 ·韦尔豪森的功绩
    在朱利亚的《以色列史》出版之前，格拉夫的观点，很少有人同意。朱利亚以引人人胜的文笔和深

邃的学术洞察力，将新一代争取到格拉夫的立场上，并使犹太人的古代史发生革命性变化。

    1844年5月17日，朱利亚出生在德意志北部城市哈默尔恩[’]。父亲是新教牧师，他本也想做个神
职人员。1862一1865 年，他去戈丁根大学，在希伯来语学者和((圣经旧约》专家埃瓦尔德的指导下研究

神学。埃瓦尔德的成名作是《希伯来语法》，此书被认为开创了《圣经》语言学的新时代、他积三十年之

功写就的《以色列人民史》，也被时人认为是研究领域中的划时代之作。朱利亚在 1866一1870年间，因

为对《旧约》的阐释以及对待普鲁士的政治问题与埃瓦尔德吵翻。后来韦尔豪森提到埃瓦尔德时说“我

不能承认他已像德 ·维特或瓦克特那样启开大门或指出道路。他倒是一个学阀，以他的权威来阻止人

们接受关于犹太史的真正解释”[s]。1870年，朱利亚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先在戈丁根执教两年，后来在
格赖夫斯瓦尔德获得教授职位。十年后，他辞去这个职位，因为他相信他的教学对于神学院学生的前途

发生了不良影响，他阐述的关于《旧约》的观点，使他变成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到 1882 年为止，朱利亚

已经写了很多重要著作。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犹太人谱系》，处理的是《旧约》中的家族间题。然后是

《关于<撒母尔记>版本研究》，他认为现存的两篇希伯来语《撒母尔记》是含混不清、错讹百出的，利用
所有的希伯来证据以及早期的希腊译本，他试图重建准确的文本。接下来是《法力赛人和撒度该人》，

讨论的是耶稣时代犹太人中两种主要教派的兴起和发展。再以后，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六经的

编写》。这篇著作先在德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然后出现在他声名卓著的《以色列史》中。所有这些创

议后来都收在他 1883年出版的《以色列史导论》中。两年后，这部著作被译成英文。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摩西法典是比扫罗时代还要古老的文献。朱利亚指出，将摩西法典的年代确

定下来十分重要，否则，人们将不能了解众先知在摧毁古代以色列方面所完成的伟大工作，并首先为犹

太教、然后为基督教福音铺平道路。朱利亚接受了所谓的“文献假设”，即摩西五经是由四部分不同的佚

名文献构成，如上述学者们以J、E、D和P来命名的四部分。最后得出结论:直到公元前五世纪，犹太教

和现存的《旧约五经》根本不存在。他认为不是摩西，而是祭司以斯拉，在前444年创立犹太教。朱利

亚认为它既是犹太人社会在放逐后重建的原因，也是重建的结果。他提供了对希伯来宗教崇拜、宗教仪

式和宗教圣地的研究，还提供了《旧约全书》那些历史篇章的分析。他的兴趣在于阐述犹太教的发展，

而不是对犹太教的批评之于基督教信条有多大意义。1883年，他应邀为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的“以

色列条”写了一篇概要，其文字之优美、洞察之深人、纲领之醒目，都将使这篇文章永为典范。1882 年，

在哈雷大学，他做了闪语助理教授，再次从教学阶梯的最低层爬起;1885年在马尔堡大学恢复正教授职

位，从此进人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1892年，他接受戈丁根大学聘请，接替拉加德的《旧约全书》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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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去世。

    朱利亚先后献身三个伟大的学术领域，至少在两个领域里，证明自己是大师。他最后对《新约全

书》的批评研究，特别是对《四福音书》的研究，缺乏原先那种大胆的独创性，在众学者眼中不能保有原

来的地位。但他写的犹太和阿拉伯历史和宗教著作，却是划时代的。对于韦尔豪森功绩，普夫莱德雷尔

在《自康德以来的神学发展和 1825 年以后在不列颠的进步》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3.朱利亚 ·韦尔豪森的影响

    韦尔豪森的书使研究《旧约全书》的学者分成两大阵营:知识界和学院派专家接受了韦尔豪森的关

于希伯来历史的基本观念，承认只有他的解释，能使犹太人的宗教发展成为可以理解的。不过，他遭到

了保守派持续、激烈的攻击，他们说他写的是概念史，硬把那些经文和事实塞进他自己制造的犹太史舞

台上那些普罗克路斯提斯式的床上。德国著名神学家、希伯来语学者老德利茨施慨叹:如果韦尔豪森是

对的，那就不可能再谈论“律法书与先知书”了。三年后，施塔德的《以色列史》就是根据韦尔豪森的结

论而写就的。这部著作使他声名远扬。由于吸收了韦尔豪森的研究成果，该书在约书亚时代以前找不

到摩西律法的痕迹。这一批评性历史巨作，以其卓越的学识和雄辩的力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英语世界，朱利亚《圣经》批评的主要代表者是苏格兰学者罗伯逊 ·史密斯。在学识和洞察力方

面，他都堪比荷兰和德国最有名望的学者，他所编著的《大英百科全书》最为著名，而他的著作《闪米特

人的宗教》，则是比较宗教学方面的奠基之作，其中他叙述了古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并将社会学应用

于宗教分析。1890年，由牛津的钦定希伯来语教授德赖弗著述的《旧约文学导论》被认为是“虽然是出

于德赖弗之手，却是韦尔豪森的声音’，[6]。朱利亚在美国的代言人是布里格斯，1892年他出版了《(圣
经)、教会和理性》。他为自己诚实的学术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剥夺了在神学院的教职，并被逐出教

会— 他原来是美国长老会信徒。在法国，按照韦尔豪森路线来批评地论述犹太史工作，是由勒南开始

的。他所著述的《以色列人民史》虽然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是他的壮丽的文笔令他声名卓著，正如法国

现代批评大师布伦第埃所言:“有普通文化的法国人对于古代东方、对于比较宗教、对于《圣经》的注解

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直接或间接来 自勒南的。”

    19世纪末，随着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考古发掘和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埃及学和亚述

学，对《圣经》高级批评也受到极大的激励。1902 年，亚述学家弗里德里希 ·德利茨施在柏林发表了享

誉世界的演讲《巴伯尔与<圣经>》，他指出:直到近世为止，以色列曾被看做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自

成一个世界，同时《旧约全书》被认为是关于古代东方的主要权威性的典籍，但一个更为古老、更浩瀚的

文明已经被发现，以色列的科学和宗教都源出于这个文明。《圣经》中所谓“创造”的故事、“堕落”的故

事、“洪水”的故事，都可以在巴比伦尼亚找到原型。从此犹太人承袭巴比伦宗教文化的关系，成为普遍

讨论的问题。虽然，关于犹太人承袭巴比伦遗产的实质问题，还不能贸然作出结论，但承认这一点已经

足以使早期以色列史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为世界宗教史提供一个新的背景。进人 20 世纪，

韦尔豪森的论说— 从创世纪到列王记的编辑，有几个不同的材料来源，其中最古老的始于前9世纪的

所罗门时代，最近的始于巴比伦放逐时代— 自然地引发了人们的追问，能否将定为所罗门时期的材料

用于真实的所罗门时代的研究?学者们求助于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圣经》记载的历史详加考

察，分成“信任派’，和“不信任派”[v]，甚至出现了《圣经》考古学，考证《圣经》历史中的逃出埃及、征服
迎南— 近来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所罗门存在与否，这一切都使以色列古代史的面貌繁简不定莫衷一是。

这种争论似乎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追溯其发生和演变，都将从韦尔豪森开始。他的见解仍然是各大学和

神学院教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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