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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求变却抱残守缺
试论圣经中先知形象的擅变

侯灵战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1450)

    摘要:圣经中的先知起源于中东特有的巫术背景，其特点是神秘性和预言性。摩西宗教只有祭司才有与上

帝对话的特权，然在犹太王国后期及亡国时期，正典先知举起了社会正义、民族复兴大旗，获得与上帝对话的权

力，同时也底得了先知的美誉。先知运动后，先知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神秘性和预言性，往往成为犹太教、墓势

教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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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记载摩西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

耶和华在西奈山与希伯来人订了后来被称为“摩

西十诫”的契约，宣布自己为希伯来人的唯一信仰

神，并且规定亚伦家族为其世袭的祭司(见《圣经

·出埃及记》第28章1:“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

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

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本文

引用圣经文句较多，为精简篇幅，圣经引文用括号

注记圣经的书卷时，采用《国语和合译本》的简称，

如“申命记”简称“申”，“撒母耳记下”简称“撤下”

等)。从这个规定看，以后希伯来的宗教生活中，

只有作为祭司的利未人亚伦家族才有资格与上帝

耶和华建立一种直接对话关系，普通希伯来人须

借助祭司这个中介才能与上帝进行人神交流。可

实际情况如何呢?在希伯来历史中，除利未祭司

外，拥有与神对话权利的人姑且不说此前的亚伯

拉罕、雅各、约瑟等，还出现先知一类宗教人物也

能与上帝直接对话.这样看来，尽管希伯来先知

群体并没有纳人其民族创始人摩西所设计的宗教

政治结构之中，但由于古代近东地区巫风浓厚，先

知这一宗教群体还是活跃在希伯来的民间社会，

拥有事实上与神对话的权力，并构成了对祭司宗

教话语权力的强有力挑战。王朝期间，希伯来先

知群体的社会力量强大，曾一度被纳人希伯来宗

教主流之中，有时对王权可施加重要影响(王上

22:6)。犹太大流散后，古典先知倡导的宗教观

念、道德价值和民族意识虽被犹太社会所接受，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先知

书也成为犹太文化经典，但由于先知的神秘倾向

和预言性质，先知这一宗教群体遭到渐已成型的

犹太教抵制，后终被析离出犹太宗教结构。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有几种人物都可称为先

知:r配h(观看者、预言者、卜者)、hdzeh(幻想者)、

ndbhi(先知)、15一elohim(神人)(本段对先知不同

称谓的辨析，参考了中国韩彼得牧师的文章《论先

知》)。r6比和hdzeh本义中有“看见”之义，故在

中文圣经中译为“先见、ndbhi本义有“冒出”、

“流出”、“发出”的意思，中文译为“先知”.ndbhi

应该说是希伯来早期比较正规的先知，由r6比转

变而来。《撒母耳记上》记载:“从前以色列中，若

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罢!现在称为先

知(ndbhi)的，从前称为先见(r6色h)。”可见先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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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较早的一种称呼。15一elohim称呼先知，有时

也称“神人”，如摩西被称为以色列最大的先知(申

34:10)，人们也称其为神人，其他被称作神人的先

知有以利亚、以利沙(王上17:24;王下1:13，4:9)

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先知等(王上13:1)。

    尽管早期先知有着种种不同称谓，这些不同

称呼也表明它们有着细微区别，如r。比着重在

“见”(异象、异梦)，而ndbhi则着重在“说”(预

言)，然作为人与上帝的中介，其功用还是大致相

似的.从犹太教发展进程看，犹太教的前身—

注重祭祀的摩西宗教似乎并没有赋予先知上述这

个角色和功用，尽管摩西本人被后人称为最大的

先知(摩西为先知15一elohim，可能更在于其超乎

常人的神性，故“神人”，当然摩西本人可以直接与

上帝对话)，但摩西宗教中，只有祭司(摩西本人除

外)才拥有与上帝对话的权力.此中缘由，或许是

早期人类历史，宗教即是政治，拥有宗教话语权为

极大政治权力。作为以色列民族的创始人摩西并

不想把这种权力拱手让给他无法控制的先知人

群，而把它交付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兄长亚伦。当

然，此举也可说明在出埃及的征途中先知势力的

赢弱，蔽弱到让摩西可以忽视的地步。然而，希伯

来人在迩南定居后，摩西宗教并没有获得神圣契

约中应有的效力和影响，《利未记》对祭祀的程式

写得极其铺张和繁琐，但与此相应的祭司与上帝

对话的角色并没有得到在迩南定居的希伯来人的

广泛认可汉约书亚记》中把利未人穿插在犹大、以

色列的十二部落中，试图以信仰控制希伯来社会

和维系希伯来人的向心力，然此番并未如愿地实

现摩西宗教原初所设计的企图。士师、王国时期，

利未祭司确实能够如期地收取人们的什一奉献，

也行使着对希伯来世俗王的受膏职权，可谓是希

伯来政权中重要一极，然本属祭司与上帝对话的

垄断权力还是被边缘群体的先知所打破，这些活

跃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巫师、法师和占卜者，占据着

巨大的宗教活动空间。士师期间，撒母耳亲自创

办了先知学校;王国时期，已出现为统治者决策咨

询的“宫廷先知”，如大卫王的先知拿单和迎得。

可见，先知的角色和能量也曾有一时的辉煌，一度

被主流社会所认同。

    先知虽然王朝时期前后地位有所改变，但神

秘性和预言性还是伴随着其发展的始终，特别在

  ·38 .

早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神秘性表现在:先知在

与神对话时一般都须成群地奏乐、唱歌、跳舞等，

直至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欣快状态，然后在这种

精神恍惚的幻觉中与上帝对话和沟通。当然，先

知有时也不必凭借音乐、舞蹈等，“神的手”会突然

强烈地“抓”住他，其“抓”的过程极其诡异，有时伴

随着神迹出现。先知的神秘性还表现在先知特殊

的蒙召经历。ndbhi这个词在闪族语中就有“呼

召”、“宣告”之意，它的被动语态可作为“被召唤”.

先知是“被神抓住的人”，他本人在此状态下是被

上帝宣召身负上帝托付使命的使者，如摩西、撤母

耳、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都有特

殊的蒙召经历。先知的神秘性还表现在他们能行

神迹奇事，比较突出的有摩西、以利亚和以利沙，

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神人。像以一个饼给多人吃饱

为原型的神迹故事不仅在摩西和以利亚身上发生

过，在新约中的耶稣身上也有重演(出16:12一

36;王上 17:10一16;马14:15一21)。

    先知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预言性。先知可

预言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预言自己没有耳闻目

睹的事情(过去时的或现在进行时的)。如扫罗在

登基为王前，曾为他家丢失的三头驴而问撒母耳，

结果撒母耳告诉他驴已经找到，不必为此担心(撒

上9:6，10:2).一是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这方

面的例子很多，以利亚、以利沙以及后来的经典先

知都针对以色列和犹大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发

出了许多预言，他们借此希望君王、祭司、百姓都

能按照真理而行，不行邪道。一是能够释梦和解

读异象等，此为其一种重要的预言本领。很多先

知能从梦和异象中得到有关个人蒙召和有关国家

民族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方式通过口述和书写，

有时也通过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如先知何西阿以

娶淫妇为妻隐喻地表达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

    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一场旨在教

诲民众、革新宗教、改良社会的先知运动先后在以

色列和犹大国兴起.先知运动形成的契机和发展

的动力是以色列人相继遭遇亚述时期和巴比伦时

期的民族危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至前7世纪

初，异军突起的亚述帝国打破了近东地区此前的

政治均衡和胶着状态，曾经在迎南夹缝中繁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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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犹太王国(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面临着生死

抉择。在此危机中，大部分祭司阶层碌碌无为，而

一大批先知精英，开始关注国计民生。这些先知

对祭司、国王、富人、普通民众、甚至先知队伍本身

的腐败与堕落现象进行激烈的抨击，宛然成为神

的代言人。第一批古典先知阿摩斯、何西阿、以赛

亚、弥迎等力挽狂澜，谴责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混

乱、伦理道德的堕落，呼吁他们归向上帝，并警告

以色列人若继续为非作歹，国破家亡的惩罚就在

眼前。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至前6世纪，加勒底

人在亚述帝国衰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巴比伦

王国，成为近东地区的新霸主。公元前586年，耶

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焚烧，犹大人被虏，犹太民

族国破家亡。当时的先知西番雅怒斥犹大人道德

败坏，信仰堕落，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不日即临;

那鸿宣布尼尼微的倾覆，亚述行恶自招毁灭;哈巴

谷因加勒底人的崛起而忧心如焚;耶利米于犹太

亡国期间以泪洗面，终日为民族命运而奔波呐喊;

以西结作为“被虏的先知”历数拜偶像的罪孽，提

出民族复兴的个人责任，并满怀激情地重绘出新

圣殿和新圣城的宏伟蓝图。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至前4世纪初，犹太人在波斯统治下陆续回归耶

路撤冷，实现了重建圣殿，复兴故国的梦想。这时

候的先知第二以赛亚为重归故国而欢唱，哈该、撒

迎利亚为修复圣殿而疾呼，俄巴底诅咒对敌族以

东人，玛拉基、约饵劝告民众弃恶向善，宣告了末

日审判.

    古典先知是先知运动的直接产物。古典先知

也叫经典先知、正典先知、后先知、写作先知等，一

般指圣经旧约中《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

结书》和十二先知书中的作者.可以肯定地说，古

典先知不止先知书中的十几人，其背后必定团结

着一批有着共同信念的先知群体，只是因为某种

原因如没有留下书面文字、或被圣经编撰者删除

等，只留下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人成为他们

的代表tlj。从表象看，古典先知似乎与之前先知

并无两样，神秘性与预言性在古典先知都有所继

承和体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等先

知都有特殊的、神秘的蒙召经历.他们的装束也

和以往先知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以利亚开创的先

知装束，如“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下1:8)，古

典先知也照旧着扮.以赛亚和弥迎不仅身穿麻

衣，有时甚至露身赤脚而行(赛20:2，弥1:8);古

典先知行为怪诞，人称其为“穿毛衣哄骗人”(亚

13:4)，以此看似乎他们的社会境遇和地位并没有

改善多少。古典先知也释梦和解读异象(赛8:1

一4，但7:1，耶18:1一12)，走向极端形成了启示

主义风气;也大肆进行预言活动，形成了对后世影

响巨大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学说.

    然而，从本质上看，古典先知已从ndbhi中洗

身出来发生了骤变，使用ndbhi这个词已经很难

概括古典先知的特色。首先，如果说ndbhi从古

代近东民间巫风演化而来带点异教的性质图，如

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撤28:3一25)，此时的先知

自觉向耶和华一神教靠拢，坚决捍卫耶和华信仰。

古典先知反对偶像崇拜，抵制异族的巴力崇拜(何

2:8、12、16，耶 11:13)、亚舍拉崇拜(何4:12)、亚

斯他录崇拜(何4:11一14，耶2:20，3:6一10)、米

勒公宗教(摩5:26，耶19:一34)，反对“交鬼的”、

“行巫术的”(赛8:19、29:4)、“占卜的”(弥3:7)、

“观天象的，’(耶10:2)，而后者原为ndbhi或多或

少染有的术数。古典先知对耶和华信仰的是虔诚

的、严肃的。犹太人从波斯返回耶路撤冷重建圣

殿时，可能迫于现实压力与异族联姻，这都受到玛

拉基、撒迩利亚等先知的强烈谴责.其次，古典先

知坚定耶和华唯一神信仰，与祭司为主的申命运

动的看法不同，即使祭司出身的耶利米、以西结等

古典先知，也不在意固定、繁琐的仪式，不在意祭

品优劣，而更重于心灵的虔诚、道德的完善。阿摩

斯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

会。你们虽然向我献潘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

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

音远离我，因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

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1一24)

古典先知促使希伯来原始的祭祀性宗教向伦理型

宗教转变。第三，古典先知从原来为普通人解释

难明的事理、行施祛厄消灾的法术，或者为某统治

者服务的宫廷先知，转向关注整个社会、整个民

族。古典先知批判统治者不体恤民众，崇拜异族

神抵;批判富人为富不仁，普通民众对耶和华信仰

心存二意;批判祭司“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

我民犯罪”(何4:8);批判假先知杜撰言词，编造

谎言，按宫廷和圣殿希望听到的进行预言，等等。

古典先知几乎是社会正义的化身，他们自甘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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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边缘，承受社会重压，对社会的良知和公义进

行呼唤。古典先知除继承原来口述传统外，也用

文字把神的言语“刻在版上，写在书上，以便传留

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赛30:8)。古典先知的这

些特性，都是以往ndbhi未曾广泛拥有的。

    古典先知与ndbhi并没有截然的时间分界

线.先知运动期间，宫廷、民间同样存在ndbhi在
进行宗教活动.在当时，古典先知的形象与

ndbhi很难区别，遭遇也及其相似，以赛亚因斥责

玛拉西王的罪恶，被玛拉西用锯锯死，耶利米被带

到埃及后，被人用石头打死，这种乖外的命运对古

典先知和ndbhi来说都是可能遇见的。然而，鉴

于古典先知对ndbhi的重大革新及其广泛、深刻

影响，古典先知与ndbhi已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
个阶段了。

    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起，先知运动渐趋衰

弱。原因之一是俘囚期间及波斯时代前期，独尊

唯一神耶和华的犹太教渐趋形成.犹太教的根本

大法“摩西五经”失而复得，以及《约书亚记》、《士

师记》、《撤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

由申命派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在巴比伦编撰成

书，这些对希伯来民众来说比先知学说更具有说

服力和吸引力。政治上，亡国前的希伯来民族国

家被依附于波斯帝国的犹太教社团所取代，祭司

(以及文士)作为犹太官员最终取代原国王成为民

众领袖，先知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

    先知运动衰弱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先知本

身.古典先知虽然独尊耶和华唯一神信仰而舍己

忘我，为国家民族命运而颠沛流离，为社会公义和

人间正道而奔波呐喊，但是古典先知本身并没有

彻底丢弃ndbhi身上的神秘因素。ndbhi的释梦

和解读异象发展为古典先知的启示主义，ndbhi
的占卜预言发展为古典先知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学

说，这些都为犹太人走向疯狂埋下了种子。希腊

化时期的玛加比民族起义，曾在犹太人中散布着

一种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犹太人中将要出现一

个像大卫王一样的救世主，救赎以色列国民，然玛

加比的救世主身份并没有得到犹太人的广泛认

可，犹太人也并没有因此救赎.在新旧约之间四

百年的“沉默时代”，有关救赎的异象与先知的末

世预言被说得煞有其事，然末世的日子终被时间

证明为谣言，弥赛亚的期望总被落空.因为有太

多的被证伪经历，先知在大流散期间让大多数犹

太人反感和拒绝。毕竟，神秘性和预言性是先知

自诞生就存在的特性，先知只有摒弃神秘性和预

言性，其社会作用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以赛亚、

以西结等古典先知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世以色列人

的承认，主要是因其提倡的宗教观念、道德价值和

民族意识，这才是其流传百世的根本.先知在大

流散时期被抛弃在历史之外，根本原因在于他没

有发扬古典先知的优良传统，没有彻底抛弃先知

的神秘性与预言性，以至于先知角色在犹太教的

结构中没有立身之地。

    当然，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先知对犹太民族、

犹太一基督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有着多方面的影

响。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借助以先知身份进行

传播而发展起来的，耶稣和穆罕默德都自称为先

知，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穆罕默德甚至宣称自己是

继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后的最后一位“封印”的先

知(((古兰经》卷22.33:40)。耶稣、穆罕默德传道

的成功固然说明近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先知传统以

及古典先知提倡的末世论和弥赛亚观的潜在的不

可忽视的影响，实际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

成功更在于其传道的内容，耶稣的普世的爱和穆

罕默德的民族主义，远比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更有诱惑。在犹太史以及欧洲史上曾出现过多次

有关“耶和华的日子”降临的预言，这些末世论具

体到某一时间，把弥赛亚落实到某一具体的人物，

一般事后都定性为谣言或邪教。由此看来，基督

教、伊斯兰教的成功，本质上不是先知传统的复

兴，而是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两个伟人借助了先知

的旧瓶装进具有时代需求的新酒。有趣的是，耶

稣和穆罕默德的传道伊始，都遭到犹太人的抵制，

可见犹太人对先知的警觉性非常高的。对犹太人

来说，对于末世的审判和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宁可

把它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和宗教的企盼，而不会

把它作为现实的追求。

    在犹太教的发展进程中，先知打破了利未家

族与上帝对话权力的垄断，瓦解了祭司的宗教特

权，使犹太教摆脱了原始的祭祀本质，特别是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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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中的古典先知，顺势求变，抛弃原始宗教

的祭祀形式，追求宗教的伦理性质，使摩西宗教转

变为伦理型的先知宗教。然先知宗教抱残守缺，

本质上也是一种神秘的、激情的宗教，只有先知宗

教让位于由犹太文士所建构的哲学型的拉比犹太

教，才使其成为阿诺德·汤因比所定义的高级的

哲学宗教阁.
    由于先知本质上不可摆脱其神秘性的预言

性，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受其影响的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其本身也隐含着神秘主义的迷信。实

际上，圣经正典先知书的传承，经由圣经编撰者的

筛选和一定程度上的删改，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知

实质上是后知。由于国内学者在研究圣经或犹太

先知时，关注正典先知的正面意义时，没有恰当正

视先知本身的神秘性和预言性及其带来的社会负

面效果，以至于我们对正典先知的认识代替了对

历史中先知群体的整体认知，这种以偏概全的倾

向是应该注意的。古典先知对社会公义的追求以

及自担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固然值得肯定，而后

世把歌德、左拉、萨特等文人称为时代先知，正是

对先知这一层意义的考虑;但先知的神秘性和预

言性也使先知这一群体在社会史留下阴暗的一

面，在一些社会重大灾难时候，如中世纪黑死病年

代、二战期间，甚至在公元2000年世纪之交，社会

底层弥漫着末日审判和基督降临的预言，这正是

先知丑陋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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