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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历经数千年而一以贯之 、积淀与底蕴十分浓厚的民族文化 , 犹太文化的基本

特征可以概括为宗教性 、 民族性与世界性。宗教成为保证犹太社会一体化和协调化的不可或

缺的文化工具 , 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宗教的制约与影响。犹太文化是一种典

型的民族文化 , 它以弘扬民族性为主旋律。世界性既是犹太文化的特征与表象 , 也是犹太文

化不断超越自我并以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必要保证。正是这些特征从内部孕育

了犹太文化的凝聚力 、兼容力与更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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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文化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 纵观

其发展历程 , “不难看出 , 从古到今 , 犹太人总

是能够找到使其文明适应时代的挑战而又不毁灭

犹太价值观的核心。”① 也就是说 , 犹太文化能

够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不断调适自我 、改造自

我 , 完善自我 , 但不失去自我。本文从宗教性 、

民族性及世界性 3个方面对犹太文化的基本特征

进行归纳与分析 。

宗 教 性

犹太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宗教性极强的文化 ,

犹太民族的 “元典” 文化就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

宗教学说形成史 。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

象 , 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

显著的特征。犹太民族在失去了构成民族历史的

关键要素 ———相对稳定的地理疆域的情况下 , 仍

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 , 而且创

造了流而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 , 在很大程度上应

该归功于宗教。宗教成了保证犹太社会一体化和

协调化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 , 犹太人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宗教的制约与影响 。

关于犹太教的产生过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

学术问题 , 但这样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即在

多神教普遍流行的远古时代 , 希伯来人却创立了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 , 且是彻底的一神教 , 他

们通过使自己的民族神惟一化而否认其他神祗的

神圣性与合法性。

犹太教是一种不断发展 、 进化的宗教 , 它历

经了圣经时代 (The Biblical Period)、 前拉比时代

(The Pre-Rabbinic Age)、拉比时代 (The Rabbin-

ic Period)、 中世纪 (The Middle Ages)、 过渡时期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解放时期 (The Emanci-

pation)及现代犹太教 (Contemporary Judaism )等

发展阶段。② 在整个前解放时代 , 犹太宗教主宰

着犹太文化。随着解放运动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

冲击 , 犹太宗教的地位才明显下降 , 犹太世俗文

化勃兴。但时至今日 , 犹太教在犹太文化体系中

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 这种影响力的保持得益于

犹太教积极适应世界发展趋势 , 不断对教义 、习

俗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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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许可以从 Jud-

aism 一词的内涵中略见一斑 。Judaism 一词最早

被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用来指犹太人的信仰及教

规。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中用来指犹太教 , 近代

以后被犹太人广泛使用。 Judaism 本意确实是指

犹太人的神学思想体系 , 所以很多英汉词典中将

它译为 “犹太教” , 许多中文论著中至今仍把它

理解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由于 Judaism 强调的

是日常行为而不是教义本身 , 因此 , 它更多地反

映了犹太人的行为准则及生活方式 , 所以 , 很多

现代犹太学者认为 , Judaism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

一种文化体系 。达尼亚尔·杰里米·西尔弗

(Daniel Jeremy Silver)指出:“我们不再把 Judaism

严格地理解为一种信条 、 行为规则或崇拜的体

系 , Judaism 涵盖了所有这些内容 , 但并不局限

于此 , 它包括了犹太民族全部的思想文化以及深

刻影响犹太人内在生活的现象。”① 从这个意义

上看 , Judaism 对犹太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儒家学

说 (Confucianism)对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的影

响 , 其普遍性及深刻性远远超过了单一性质的宗

教信仰。因此 , 正如我们不把儒家学说认可为一

种宗教一样 , 我们也同样不应该把 Judaism 看做

一种纯粹信仰。《犹太百科全书》 英文版就把 Ju-

daism 解释为 “犹太人的宗教 、 哲学及生活方

式” ②。重建派犹太教的奠基人卡普兰一直主张

Judaism 不是一种宗教 , 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

文明 , 它应该包括犹太神学 、 历史 、 文学 、 哲

学 、语言 、 科学 、 艺术 、 建筑 、 服饰 、 社会组

织 、 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 。

犹太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民族文化的基

本要素及传承载体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及在相当长

的时期里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主流与特色 。不了解

犹太教 , 就无法解读犹太文化 。即便在现代化社

会中 , 犹太教依然是犹太精神文化体系的重要内

涵。一方面 , 它作为犹太传统的主要内容 , 在与

现代主义的接触中通过自身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来

制约犹太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 它又通过对其

他文化现象的影响而实现其文化功能。在当今的

以色列国 , 犹太教不仅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 , 而

且是民族身份的鉴别标准 , 是以色列国民文化的

本质与特征。正统派犹太教严重地制约着国家的

政治 、经济 、文化 、 教育 、艺术等 , 宗教节日是

国家的法定节日 , 宗教禁忌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但宗教在发挥积极功能的同时 , 消极功

能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 它对现代潮流的抵触与阻

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

民 族 性

民族性是犹太文化的另一特征。远古时代 ,

希伯来人以游牧为生 , 逐水草而居 , 靠群体力量

与大自然抗衡 。从定居迦南到被罗马征服为止 ,

犹太人虽然建立过自己的王国 , 在大卫 、所罗门

时代也曾一度辉煌 , 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四邻强国

的压制下度过的。这期间犹太人始终都在与异族

抗争:出埃及时与残暴的法老较量;士师时代与

迦南人 、 腓力斯人反复交锋;王国时期先后亡于

亚述和新巴比伦;后来又遭受波斯 、希腊及罗马

的奴役。正是在这一曲折艰辛的历史过程中 , 犹

太人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的极强的民族意识 , 在

后来的大流散过程中 , 周而复始的反犹太主义浪

潮更加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在这一宏观背

景下成形 、发展的犹太文化自然以弘扬民族性为

主旋律。

契约观是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 《圣经》

中多次记载上帝与希伯来人的立约。继 《创世

纪》 中上帝与挪亚的 “彩虹之约” 后 , 上帝又与

亚伯拉罕 、摩西两度立约。这样 , 就以选民的方

式建立了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这

种关系中 , 上帝是群体意志的最高体现 , 它主宰

着希伯来人 (即个体)的命运 。但是 , 除了人应

当虔诚地敬畏与服从上帝之外 , 上帝对人也同样

承担着不可忽略的承诺与责任 。犹太人的契约观

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给神人关系赋予了新的色

彩 , 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人置于绝对被动地位的宿

命观 。只是到了王国时期 , 国王们为了加强统

治 , 才全面地强调契约对人的单方面约束作用 ,

而逐渐忽略了上帝的职责 。在契约观中 , 上帝与

亚伯拉罕 、 摩西等人的立约 , 并非与个人立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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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与整个犹太群体 、犹太民族立约。因为当时

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个人的生存不得不依赖于

群体 , 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个体与群体

之间的良性关系 , 既能发展集体利益 , 又能保障

个人的生存 , 正是这种需求促成了契约观念的产

生。王国分裂后 , 忧国忧民的先贤们在评判北朝

以色列和南朝犹大的功过是非时 , 也始终以整个

民族为立足点 , 以对本民族 “约” 的履行状况为

标准 , 从而体现出一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原则。

犹太教作为一种 “伦理一神教” , 在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礼仪与习俗 , 它们是希

伯来民族生活经历的结晶 , 也是犹太人区别于异

族人的主要标志 。犹太民族的宗教节日极其繁

多 , 尽管这些节日的来源与寓意各不相同 , 但都

不是单纯为了纪念某个人的业绩与生平 , 而是来

源于整个民族的某种经历 , 把民族历史巧妙地融

于节日庆典和宗教礼仪中 , 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

本民族的苦难史 , 增强民族凝聚力 , 防止被异族

同化 。也就是说 , 作为一种文化标记的宗教节

日 , 无论喜庆还是哀伤 , 都是整个犹太民族所走

过的历史轨迹的缩影 。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古希

伯来人胜利地摆脱了埃及法老的迫害;住棚节是

为了告诫人们永远记住以色列人在西奈沙漠漂泊

的艰难岁月;幸运节是为了合家欢庆犹太人团结

一心 , 顺利地抵制了外界歧视的经历;修殿节是

为了表示犹太人对光明的渴求和对马卡比起义者

英勇气概的怀念;赎罪日更成了促使犹太人反省

自身 、励精图治的一年一度的礼仪 。这些功效明

确的全民节日在保持犹太民族固有文化方面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 在世界各文明体系中 , 如此突出

的民族性实属罕见。

19世纪以来 , 一些深受现代思潮影响的改

革派思想家曾极力否认犹太宗教及文化中的民族

性成分 , 主张犹太人应该放弃民族特性而融于主

流社会。在他们看来 , 民族性使犹太教变成一种

背离时代的狂热崇拜 , 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缺乏

活力的 “禁锢性文化” 。只有毫不犹豫地冲破

“民族壁垒” , 犹太文化才会像基督教文化一样成

为一种普世性文化。一些推崇现代主义的学者更

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倾向于和普遍主义相伴随 ,

现代犹太人倾向于把犹太人的特殊神宠论 (Jew-

ish particularism)视为偏狭的意识 。”① 德国改革

派思想家甚至从祈祷书中删除了弥赛亚观念 , 把

“以色列人的使命” 普遍化 , 使之具有世界意义 ,

其动机与目标是为了提高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地

位 , 吸引一些改宗者实现 “信仰的回归” 。然而 ,

事实证明 , 宗教与文化的普世化 , 不是靠某些人

的灵感与热情就能实现的 , 而是依赖于深刻的社

会原因。

改革派犹太教在美国兴起后 , 曾在较长的时

间里否定 、排斥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因素。但现

代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 已使许多人的 “解放梦”

破灭 , 并已使他们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得以复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 更

促使改革派对自身反民族主义 、反传统主义的一

贯主张进行反思 , 1937年的 《哥伦布纲领》 标志

着犹太教改革派对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的认可与

接受。

以色列建国后 , 大批移民开始流入 , 文化差

异成了 “比安排衣食住行及社会就业更为棘手的

问题” , 融汇这些差异被称作是 “把犹太移民造

就为真正的以色列国民的最关键要素” 、 “以色列

完成其民族融合使命的基本条件” 。② 在建构新

的国民文化的过程中 , 只能以传统的犹太文化为

基本的锲合点 ,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色列社会的

整合 , 才能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到这块 “流亡者的

聚集地” 。但 20世纪下半叶的犹太社会已不同于

前解放时代 , 经过了启蒙运动及现代民族 、 民主

思想洗礼的犹太人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 宗教热情

整体下降 , 世俗犹太人越来越多 , 他们虽然疏远

宗教 , 但不怀疑自己的民族身份 , 这就产生了大

批 “世俗犹太人”。为了适应这一现象 , 以色列

政府特别强调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成分 , 使 “民

族家园” 具有号召力 , 从而提高了以色列在世界

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 , 也为以色列社会的发展赢

得了不可或缺的外援 。

世 界 性

犹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 , 但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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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否定自身所具有的 “世界

性内涵” , 也就是说犹太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

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 “世界性特质的文

化” 。当然 , “世界性特质” 与 “世界性文化” 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 , 前者只是具有了后者的某些品

质与表象而已。犹太文化的 “世界性特质” 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 文化交往的世界性 。　从历史的角度

看 , 犹太民族恐怕是交往最频繁的民族 。远古时

代 , 犹太人与西亚地区的迦南人 、 亚述人 、 腓力

斯人 、巴比伦人等广泛交往。交往的结果使犹太

教从其他地域宗教中脱颖而出 , 成为世界上最古

老的一神教。此后 , 犹太人作为被征服者又与希

腊 、 罗马文化有了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 、 融合

与扬弃 , 最终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

基督教文化。公元 1世纪 , 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

斯坦 , “大流散” 把他们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交

往之中 , 从此 , “地球成了他们的祖国” 。这种特

殊的历史遭际 , 使犹太人的交往活动远远超越了

其他民族。18世纪中叶到 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

动堪称为意义深远的一次历史大交往。犹太人第

一次勇敢地去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篱 , 以满腔的热

情投身于学习 、 吸取近代科学文化的洪流之中 ,

并以 “重筑犹太教” 、 “培养科学精神” 为口号 ,

力图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 “可塑的 、始终适应环

境的有机的民族文化” 。这次具有现代化特色的

思想启蒙运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离不开历史交

往。启蒙运动的诱发力 , 正是在历史交往过程中

使犹太人通过对比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日益发达的

西方文化而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危机感;而这一运

动开展的结果又促成了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更

广泛 、更深入的历史交往 。

频繁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

的影响:首先 , 历史交往保证了犹太文化的传

承 , 也丰富了犹太文化的内涵 。历史交往是人类

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 , 任何一种文明都必

须保持一种开放性特质 , 在广泛的交往中保证生

产力的发展与文明成果的聚合与延续。犹太历史

充分证明了历史交往是社会进步 、 发展的推动

力。试想 , 如果犹太人仅仅囿于巴勒斯坦的弹丸

之地而不与其他民族交往 , 那么犹太文化就绝不

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文化。

犹太历史的显著特征就是不断迁徙 , 不断流散 ,

在持续位移的过程中广泛地汲取了其他文化因

素。进入大流散时代后 , 犹太人与其他文化的交

往更为广泛。犹太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地

中海区域 , 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与结

合 , 孕育了犹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宝 ———活跃于 8

至13世纪的塞法尔迪文化 。犹太文化与日耳曼

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

支———意第绪文化。近现代以来 , 犹太文化适应

了人类现代化进程 , 在美洲大陆又形成了颇具特

色的美国犹太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 , 随着以

色列国家的建立 , 犹太文化的主体又回归以色

列 , 成为以色列新国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见 ,

从犹太文化的最初发源到后来的历史演变 , 始终

都是在与非犹太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中使自身不断

丰富 、不断发展 , 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博

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 并以其特有的风貌立于

世界文化之林 。总之 , 犹太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

接触过程中 , 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冲突又吸纳 、既

分裂又融合的交往关系 , 犹太文化成果在这种关

系中得以保持与延续 。由此看来 , 世界性既是犹

太文化的特征与表象 , 也是犹太文化不断超越自

我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必要

保证 。

其次 , 历史交往促进了民族特征及犹太精神

的形成。犹太精神是犹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

与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 、 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

认同 、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

而这种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同犹太民族广泛的历史

交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交往为民族精神的产生与

凝炼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与异域文化的滋养;另一

方面 , 交往本身就是促发民族精神的重要驱动力。

犹太民族商业特性的形成则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希伯来人在进入迦南以前 , 一直过着逐水

草而居的生活 , 正是迦南地区独特的环境孕育了

他们的从商意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地区东

邻两河流域 , 北接欧亚腹地 , 东南为阿拉伯沙

漠 , 西南是非洲大陆 , 为历史上最早的商路交汇

之地。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 ,

该地的文化远远先进于希伯来文化 。形形色色的

迦南人已建立许多小型的城邦国 , 掌握了农业技

术和冶炼技术 , 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城邦国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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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和城堡则是一个个贸易中心 。迦南人频繁

的贸易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尚未定居的希伯来人 ,

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 , 介入当

地的贸易活动中。此后 , 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 ,

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 , 到所罗门时代 , 犹太

人的贸易伙伴已遍及阿拉伯半岛 、 两河流域 、印

度和非洲等地 。由此可见 , 与迦南人的历史交

往 , 对犹太民族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 , 不单纯是一

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 , 这个过程

“正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

相吻合的过程”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犹太人还是

以某一块固定的地域为中心从事贸易活动的话 ,

那么 , 大流散把他们赶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

场。总体而论 , 他们不再同任何地方的固定市场

有过于密切的关系 , 四处流散的生活决定了他们

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流入欧洲以前 , 绝大

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 , 可以说 ,

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 , 特

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

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和信

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 , 双方常因商业利益而

大动干戈 , 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

对方领地 , 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 , 而犹太人

则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当时

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 、 法国 、 意大利 、 拜占

廷 、 巴勒斯坦 、 埃及 、突尼斯等地 , “他们在地

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 , 并作为

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①。

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 “代表” , 组成了

一个排除异己 、 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 , 保证了

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

可见 , 正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 , 犹太人获

得了一个又一个孕育和发展其商业特长的机遇 ,

也正是在交往的过程中 , 他们对钱产生了特殊的

感知与认识 , 钱成了他们的 “防卫机制” 与 “生

存保险” , 成为他们进入外部世界的 “入场券” 。

第二 , 文化内容的开放性 。　犹太人在长期

历史交往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 就是作为民族

主体 , 既能抵御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 , 又能摆脱

来自方方面面的迷人诱惑 , 而保持其民族认同

感。就文化层面而言 , 就是作为一个缺乏 “地域

疆界” 的民族较为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 “文化疆

界” , 并不断丰富其内涵 , 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

的 “闭合性” 与 “开放性” 的统一。 “闭合” 与

“开放” 本为一对相互排斥的范畴 , 也是任何民

族在其发展中都难以回避的一种矛盾现象 , 犹太

民族作为一种缺乏 “根基” 而又不甘沉沦的民

族 , 其文化极需要闭合 , 只有保持民族传统的闭

合性 , 犹太文化的主流才能弘扬 , 民族特性才能

延续 , 才能使四处漂泊的犹太人面对同化压力 ,

仍然拥有一方属于自我的阵地 。一旦失去了这种

闭合性 , 犹太民族必将同其他许许多多消失在文

化歧途上的民族一样 , 走上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

衰败之路 。正因为如此 , 犹太文化曾长期被视做

一种保守的 “闭合性” 文化。其实 , 这种观点是

片面的 , 它只看到了犹太文化 “闭合” 性的一

面 , 而忽略了其开放性的一面 。

在公元2世纪以前 , 希伯来文化的主要成就

集中体现在 《圣经》 中。由于 《圣经》 是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 再加上为了树立民族独尊

地位的需要 , 希伯来人力图使 《圣经》 神圣化 、

经典化 , 从而使 《圣经》 成为闭合性的 、名符其

实的 “圣书” 。而 《圣经》 越是 “成圣” , 它与实

际生活之间的鸿沟就越拉越大 。因此 , 时刻都在

寻求发展的犹太人急需一种 “准圣经” 在神与人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行为准

则。于是 , 在公元 2世纪至6世纪之间 , 流落在

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就集中本民族的宗教贤哲与思

想精英 , 编纂了洋洋 250 万字的犹太口传律法

集 , 即 《巴比伦塔木德》 。《塔木德》 不仅对传统

的犹太律法加以阐释 , 而且内容极为广泛 , 包括

神话故事 、祖先传说 、历史沿革 、 民俗风情 、天

文地理 、 医学 、算术 、植物学 、历史学等诸多方

面。通俗 、 简洁 、 适用的 《塔木德》 和 《圣经》

一起构成了犹太教育的蓝本。《塔木德》 的问世 ,

正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开放性心态。

犹太文化的开放性还明显地体现在对异质文

化的态度上。早期的希伯来文化就是在广泛吸取

四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巴比伦之囚” 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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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接触了较为先进的巴比伦文化 , 他们在

很多方面学习了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及教育体

制。与希腊文化接触后 , 犹太知识分子又掀起了

学习希腊文化的热潮 , 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古希

腊哲学与古希伯来哲学的融合 , 从而形成了一种

新的思想——— “犹太希腊化哲学” (Jewish Helle-

nistic Philosophy)① , 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

的西方文化。在散居欧洲的过程中 , 犹太文化与

基督教文化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 但相融的现

象还是随处可见的。近代以来 , 随着科技革命的

兴起与教育的发展 , 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

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知识的挑战 。如果犹太文化想

在精神方面继续得到尊重 , 那么 , 就必须把现代

哲学纳入他们的有关上帝 、世界 、 理性及人的本

质等问题的思考之中 , 就必须使犹太人广泛吸取

传统之外的新知识 , 投身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

于是 , 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便大力鼓吹世俗思想 ,

企图通过大范围多层次的现代化 、世俗化教育 ,

使犹太人了解西方文化 ,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与

此同时 , 还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 , 提炼犹太教信

仰 , 清除自中世纪以来弥漫于犹太宗教学说中的

谬误与虚妄 , 消除文化孤立主义 , 弥合在精神与

文化方面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距 , “最终塑造出在

思想与文化方面能适应整个欧洲社会的新型的犹

太人” 。在这种背景下 , 犹太启蒙运动及犹太教改

革应运而生 , 犹太世俗文化也迅速兴起。

第三 , 文化影响的普遍性 。　在保留开放性

特点的同时 , 犹太民族文化对异质文化保持着相

当大的影响力 , 三大一神教在教义 、礼仪和信众

行为规范方面的继承关系便是最突出的一点 。希

伯来文化不仅较为合理地对待神圣与世俗 、 信仰

与功利 、 传统与变革等思想范畴 , 实现了本体文

化的丰富与完善 , 而且为如何处理本体文化与异

质文化的交往关系树立了典范 。

希伯来文化对欧洲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过极

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 , 英 、 法 、

意 、德等国曾一度掀起了学习希伯来文化的热

潮 , 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如伊斯拉谟 、 加尔

文 、 马丁·路德等都曾潜心研究希伯来语 。这一

时代是不同思想交汇影响的时代 , 是人类文化交

往史上的一次奇迹 , 而广大犹太学者承担了文化

交往的中介者及推动者的角色 。

近现代以来 , 不同国家 、 不同行业犹太精英

层出不穷的现象也是犹太文化世界化品质的一个

反映 。由于散居于世界各地 , 犹太文化常常表现

为一种无国籍的文化 。它一方面具备了民族文化

的重要标识与特定内涵 , 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 、

内容及影响上又明显地超越了民族文化 。以犹太

文学为例 , 犹太作家不仅有大批希伯来语及意第

绪语作品 , 还广泛使用英语 、 法语 、德语 、 俄语

等非本族语言写作 , 所以 , 如果按照国别与语种

的不同 , 犹太作家又可隶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学之

列 , 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归属于犹太文学 , 另一方

面又归属于各居住地文学 。

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人类文化史上有如此突

出的地位 , 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

上应归结于自身的世界化品质 。波兰犹太思想家

伊萨克·多伊彻 (Isaac Deutscher , 1907 ～ 1967年)

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斯宾诺萨 、 海涅 、

马克思 、 罗莎 、卢森堡 、 托洛斯基和弗罗伊德等

犹太伟人的思想形成脉络 , 他认为这些人虽然被

称为异端 , 但犹太传统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无法

抹去的印记 , 他们的思维模式及处事方法是 “非

常犹太的” 。但是他们绝不仅仅局限于闭塞 、陈

腐的古老传统 , 而是急于寻找超越犹太人的理想

与事业 , 接受现代世界哲学 、 社会学及政治学的

最新观点。他写道:“作为犹太人 , 他们的 `超

前' 优势恰恰在于生活在不同文明 、宗教和民族

文化的交界线上 , 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

交替点上 。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扑朔迷离的相

互沟通 、 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 , 他们生活在

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隐蔽处和偏僻角落 。他们中

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 , 既属于

它而又超乎于它。正因为如此 , 才使得他们创造

了超越其社会 、超越其国家 、 也超越其时代和同

代人之上的思想 , 才使得他们的精神能遨游在宽

阔的地平线上 , 遨游向遥远的未来 。” ②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邢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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