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出埃及记》是 《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对犹太民族、犹太教、

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出埃及记》的思想内

涵及其宗教与文化意义。全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出埃及记》的研究状况。国内外关于《出

埃及记》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真实性方面的研究，另一类研究是

发掘 《出埃及记》对于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的重要价值.

    第二部分:分析《出埃及记》在 《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托拉》又

称 《摩西五书》，是 《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主要叙述的是史前时代以

色列人在进入逛南地之前的历史。其中最核心的内容— 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

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出埃及记》中。《出埃及记》在 《托拉》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也可被视为《托拉》的中心。

    第三部分:探讨 《出埃及记》在阐释犹太民族形成和犹太教诞生方面的作用。

《出埃及记》是考察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文献。《出埃

及记》记述了统治者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诞生、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出埃及记》记述了摩西在西奈山

领受上帝授予以色列人的“十诫”，“十诫”规定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被认为是

犹太教诞生的正式标志。《出埃及记》记述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与早期犹太教各要素

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部分:研究《出埃及记》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影响。安息日制度源于《出埃

及记》中的“十诫”;逾越节、七七节、住棚节也都与出埃及事件相联系，成为

犹太三大朝翔节;犹太历法和律法、犹太伦理思想和一些重要宗教礼仪也都从《出



埃及记》中得到解释。

  第五部分:分析《出埃及记》主题的现代运用.《出埃及记》不仅在犹太民族

的历史记忆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而且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象征，因此在

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出埃及记》;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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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内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丈是

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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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纸质又本和电于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又在解密后城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祥者 (学位论文作者)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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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如达一
:”刁年‘月，1白

学位论丈指导教师子名

2。方年石月，、。



引 言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宗教学和文化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宗教与文化之间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黄德海和张禹东主编的《宗教与文化》一书对此问题作了深刻

的分析。他们指出，宗教具有文化性，文化具有宗教性。宗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现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宗教就是文化。与此同时，几乎

人类文化的一切样式都有宗教涉足其间，人类文明史上基本不存在没有宗教的文

化。宗教与文化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重合。宗教与文化相得

益彰:宗教因其文化性而根深蒂固、流传广泛、影响久远:文化因其宗教性而扑

朔迷离、意蕴深刻、绚丽多彩.。

    宗教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犹太宗教与犹太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张倩

红教授在其著作 《犹太人》中所论述的那样:“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及相当长的时

间里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主流与特色。犹太教与民族文化及民族历史的同构奠定了

它在犹太社会中无与伦比的思想地位。不了解犹太教，就无法解读犹太文化。”.

她还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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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研究犹太宗教问题时应注重其文化蕴涵;在

研究犹太文化时也应对其宗教特征给与足够重视，否则对犹太宗教的理解就会肤

浅片面;对犹太文化的认识也可能残缺不全。

    《出埃及记》是犹太宗教经典 《希伯来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又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出埃及记》不仅为研究犹太宗教与文化提供了典型的个案，而且也

是解读犹太思想的一把钥匙。”

。参见黄德海，张禹东(主编):《宗教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一14页。
.张倩红:《犹太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参见张倩红:《困顿与再生一一优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的经典，犹太人称“塔纳赫”(..即h)，墓督教直接吸收《希伯来圣经，作为其
  《旧约全书).



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 《出埃及记》的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外关于 《出埃及记》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以色列人

出埃及事件的历史背景、出埃及的时间、《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人物与事件的真实

性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需要借助考古学、埃及学、人类学等手段和证据。另

一类研究是将 《出埃及记》作为犹太文化的重要遗产，从不同角度分析 《出埃及

记》的宗教与文化意义，发掘《出埃及记》的价值。

    《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事情究竟是传说故事还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研究

《出埃及记》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出埃及记》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事的记述充

满了神迹与传奇性的描写，从雅卫神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召唤摩西，到在埃及

地降下“十灾”;从劈开红海之水、淹灭法老的追兵到白天以云柱、夜间以火柱引

导以色列人前行;从西奈山立约到40年间对以色列人的看顾与佑护，《出埃及记》

的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又引人入胜的史诗性画卷。然而拨开这些神奇

的迷雾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出埃及事件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是确实发生过的事

实，《出埃及记》中有部分内容是与历史相符合的。

    摩西·格林伯格在 《理解<出埃及记>》一书中探讨了《出埃及记》与历史的

关系，他认为，《出埃及记》中提到的 ‘兰塞’这座城市在埃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

这座城市是由拉美西斯二世(Rajnses ll，Bc.1304一1237)在尼罗河三角洲建造，并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长期执政也与摩西从出生到成年处于同一法

老统治之下的叙述相一致。尽管埃及的记录中对以色列人。受奴役一事保持沉

默，但有证据表明，在故事发生的地点— 埃及都城附近，当时确有部分亚洲牧

羊人被允许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地带放牧，这些住在都城附近的移民处于拉美

。古代犹太人又称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到逸南的人。亚伯拉罕的孙
子雅各曾经与天神角力获胜，神给他赐名“以色列”，愈思是“与神摔跤者.。雅各有12个儿子，他们的后代

被称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一词来源于以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所命名的犹大国。



西斯二世统治之下，在这期间他也的确曾广建城池。法老被描述成埃及人民的主人，

埃及人都是法老的仆人，这与现代人对埃及历史上法老地位的推断相吻合。。

      《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

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

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

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王立新对这段叙述的历

史背景做过分析，他指出:“希克索斯人进入埃及一个世纪后，埃及爆发了驱逐异

族占领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认为，这一争取自由的战斗是在17王朝的末王卡

美斯(K田卫ose).时期开始的，完成这一大业的是18王朝(新王国时期的开始)的

建立者卡美斯的弟弟亚赫摩西斯 (A五mosis，约公元前1552一前1527)。希克索斯人

被赶走了，但在他们统治埃及期间进入埃及的大量亚洲人口显然不会完全离开，

特别是在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按照 《创世纪》的说法，雅各家族被安排在歌珊

地 (Gosben)居住，此地距希克索斯人的都城阿瓦利斯并不遥远，应该属于三角

洲地区。获得独立并重新统一的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国力强盛

的帝国。埃及人憎恨随侵略者一道而来的亚洲人并对他们心存疑虑，以色列民族

的祖先们沦为奴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王立新进一步认为，《出埃及记》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叙述尽管简略，

但某些细节相当真实。例如其中谈到埃及人要以色列人做砖，而且做砖时必须在

泥中掺草。埃及考古己经证明，在第19和20 王朝时期，制砖确实是埃及奴隶的

一项劳役，而且砖中也的确掺杂有碎草，以增加砖的强度。据考古发现的当时的

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一位埃及官员在报告制砖工作的情况时说:“他们每天都在完

成其制砖的配额”，而另一位官员则抱怨人手不够，说“没有制砖的人，附近也找

。MoskeG~ 加飞认d”匆胭俪9及0动口.日e恤功助H叨邢玩认，NeWYO比，1%9，pJ97·
.《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中国基怪教协会200。年版，《出埃及记》1:8一11.因《希伯来圣经》((塔纳赫”
的内容与基督教新教的《旧约，是一致的(只是各卷排列顺序不一致)本文在引证经文时以中国基督教协会

的和合本《圣经》为依据，但在某些词汇或语汇上根据犹太教的习惯稍有调整.如，将《圣经》中的耶和华
改为“雅卫”，因根据希伯来语的习惯，犹太教上帝的名字ay1Jvl于，中，’H“不发音。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侧”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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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秸草”。第 19王朝的统治者们曾经大兴土木，为了控制在亚洲的属地，塞索

斯一世(Sethosl，公元前1318一前1304)和拉美西斯二世(R二se:11，公元前1304-

前1237) 曾重建原希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以色列人显然是因在埃及的生存

状况恶化而离开的.。

    关于 《出埃及记》历史真实性的另一种观点体现在郭丹彤和苏兴军的《论(出

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一文中。作者从埃及学角度出发，经过对一些考古学数据

和埃及文献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出埃及记》是一部以来自叙利亚一巴勒斯坦

的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政权后又被埃及人驱逐出埃及的历史事件为原型，以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也即此书的成书时期的埃及和希伯来、以及和亚洲的关系为

历史背景的发生于新王国时期的历史故事，他所描述的内容决不是历史事实，因

此任何以其为证据的论述都是幼稚和荒谬的.”。在《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第十一章中，郭丹彤进一步指出:，t(出埃及记》中使用的各种文献起源于不同时

期，为了描绘一个总体上可信的戏剧化的事件，它最终被组织起来。。但她还是

从另一角度承认了《出埃及记》的价值。她说;“《出埃及记》是历史学与神学的

完美结合，而.《创世纪》中谱系的、家族史的传说则为其做好了准备。神学思索

的过程贯穿于 《出埃及记》的始终，神力成为出埃及这一事件发生、发展和完结

的推动力。从历史学角度说，逾越节的传说根源于出埃及的事件，其习俗也同时

被历史化了;而以色列居留埃及，走出埃及以及后来的红海事件，都可以从现实

世界里找到它们的原型.开.她还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建立起

来的历史背景和以色列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差异。以色列人的看

法在 《出埃及记》中表现出来，但这并没有损害某一单个情节的历史可信性，比

如《出埃及记》提到的皮图姆和拉美西斯之城、米底地区以及上帝之山都是有历

史根据的。”.

。王立靳:《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140页.
.郭丹彤、苏兴军:《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史学月刊)2004年，第。期，第124页.
.郭丹形:《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O5年版，第309页.
.同上，第316页.
.同上，第295页·



    既然大部分学者认为出埃及事件曾发生过，那么到底发生在何时?这也是一

个至今仍被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出埃及事件发生在公元前巧世纪

中叶的1446年左右，理由是基于《列王纪》(上)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雅卫的殿。”

希伯来统一王国分裂为犹大和以色列两国的时间已被学者们断定在公元前 930年

左右，而按 《列王纪》(上)的说法，统一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所罗门在位40年，

那么他登上王位的第四年就应该是公元前967或968年。如果以此为起点上溯480

年，出埃及之事就应该是上述的公元前1446年左右.这个年代大约是在第18王

朝的图特摩斯三世法老 (T加加oselll，公元前1504一前145011436)统治的末期或

阿蒙霍特普二世法老(Ame刀ho咖 n，公元前1450/1436一前1425)在位的初期。支

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图特摩斯三世也是一位曾大兴土木的法老，而且为完成工

程可能使用过亚裔的战俘。但是问题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建筑工程据考证是在上埃

及地区进行的，而以色列人居住、做工的地方是属于三角洲区域.因此这种观点

不大可能。。

  另一种观点将以色列人被奴役和出埃及的时间定位在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煎7。
余年，这就与古埃及历史上那位著名的宗教改革者阿蒙霍特普四世 (Amenbot娜

IV)，即埃赫那吞法老 (】kllnat叽 公元前1379一1362年)发生了关系.埃赫那吞法

老曾废止古埃及历史上的多神信仰，转而独尊圆盘太阳神阿吞，有学者据此认为

以色列人的独一神崇拜即来源于此。还有人提出，摩西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

埃及人，是埃赫那吞法老推行的崇拜阿吞神的新宗教的祭司长。埃赫那吞死后，

阿蒙神信仰全面复辟，摩西为躲避迫害，率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后来又被以色列年轻一代的部族势力杀害二 美国学者加利·格林伯格在其出版

著作《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中提出:“犹太教起源于古埃及第

18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一神教改革，摩西及其所有信徒都是土著埃及人。以色列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仪”年版.第141页.
.这方面的著名代表莫过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见其所若《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
三联书店 19那 年版。



人是埃及人，是进行一神改革的著名法老阿肯那顿的追随者，改革失败后这些人

遭到迫害，于是团结起来举行暴动并组成了以色列民族。《希伯来圣经》里犹太人

先祖的故事不过是埃及神话的变体。”。将摩西视为埃及人，可以从 《希伯来圣

经》中的有关记述之中的某些馄淆不清、解释不一、只言片语的记录中找到有利

于自己的证据，但都十分牵强。在没有得到学界的肯定之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

富有启发性的假说。

    迄今大多数研究以色列历史和 《圣经》的学者所认同的观点，是将出埃及事

件的发生定位于公元前 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法老 (RaJ叮sesn，公元前 13o4一前

1237)及其继任者麦尔涅普塔赫法老(Merneptall，公元前1236一前1223)当政时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考古学家们于18%年发掘出的一块麦尔涅普塔赫法老记功碑，

碑上所刻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色列”这个名字，而且这也是已知的唯一提到

“以色列”的古代埃及文献。碑文的记载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年代:在公元前13世

纪末，出埃及的历史事件已发生，构成后来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人己经离开了曾

经生活过几个世纪的埃及。.

    摩西— 犹太人的解放者，为犹太人带来宗教和法律的伟人，是一个历史人

物还是一个传奇的英雄?除了 《希伯来圣经》和犹太人的传说记载之外，我们没

有关于他的文字记录。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摩西其人确实存在过，由他领导的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也确实发生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承认这一点，以色列

其后的历史将无法被人理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

法对摩西传说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得出结论:“摩西本人是一个埃及人，他传给犹

太人的宗教是从埃及带去的。”弗洛伊德认为，“摩西存在于以色列人民心中，摩

西的宗教教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指出:“人类智能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犯错误，并且极其容易相信符合自己愿望和幻想的东西，这是人们普遍了解的事

实。那些信徒们的解释中可能包含着真理，但是，它不是那种唯物的真理，而是

。嵘1加利·格林伯格:《圣经之迷:卑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祝东力、寮喜消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加1
  年版，第2页，第 4页。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中守献、历史框架、历吏观念研究》，贫144页。



一种历史的真理。我觉得有权力纠正它在再现过程中遭受的歪曲，也就是说，我

不相信今天 ‘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全能的上帝，但是我相信，在原始时期肯定有

一个显得庞大无比的人存在，他被人们抬到了神的地位，再现在人类的记忆当

中.”。由此看来，弗洛伊德还是认为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存在于犹太人心中，只

是他的形象和大多数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不符合。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阿哈德.哈姆认为:

“一些学者埋头于布满尘埃的故纸堆中，恨不得将历史的伟人从坟墓中原样抬出，

他们已经因所谓的 ‘历史真实’而丧失了自身的见解。这些学者倾向于高估自己

的发现，而置明显的事实于不顾。历史真实本身就是解释影响人类社会的力量，

任何一个对人类社会产生显而易见的人，即使他可能是一个纯粹想象中的人物，

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力量，他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一个一生

未留下任何影响的人，即使他的确生存于某个时代，他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与文学意义上的存在并无二致，在历史层面上，丝毫算不上历史真实。”。“当学

者们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些活在人民心中、影响着民族发展的英雄从未

存在过，或者决不是民众们想象的那样时，我告诉自己，所有这些都对，也很好;

无疑，这些 ‘事实’将擦除或改变考古书中的某一章节，但他无法将英雄的名字

从历史中擦除，或改变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考古学家们外，真正的历史关注的

是‘活着的’英雄，他的形象铭刻于群众的心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真正力量。.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和出埃及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一样，是一个长期争论，

并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的话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更多的手段和更进一步的证

据。对犹太人来说，正如阿哈德·哈姆所论述的那样:“当犹太人在逾越节前夜

诵读《哈嘎达》.时，摩西，最伟大的先知的灵魂，如同伫立于历史门槛的灯柱，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第11吕页.
.八五“Ha刃氏&才巴‘招dE”伺四妙月板‘月卜山汽”..妞“丘。m阮H.加州勿1公.15皿0氏tkeJ。山b加bli以‘On
5叱元电 1，1几只3肠.
.声五.dF比刊叮，占已才““J公5冈曰勿A肋d月白.眠 n30长
. ‘哈嘎达》是犹太人在举行逾越节家实时所便用的书，书的中心内容是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由于它必须
在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家宴上宜讲，《哈嘎达》已成为保持犹太传统文化的一个读本，同时也是向犹太儿童进行
犹太史教育的一个读本。哈嘎达，希伯来语为“H吧圳灿例，意为“告诉气“讲述、



将我们从地域中救出。我完全忘记了非犹太评论家们提出的所有疑惑和问题。我

不介意是否摩西这个人真正存在过，是否他的生活，他的活动真正与我们传说的

记述相符合，是否它真正拯救了以色列，是否给予他的人民以至今仍然起着重要

作用的律法。所有这些谜一般的难题，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你们所试图阐明的

摩西的存在和摩西的特点，除了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学者外，不关任何人的事，我

们有另一个我们自己的摩西，他的形象铭记于每一代犹太人心中，他对犹太民族

的影响从古代至今天从未停止过。摩西作为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丝毫不依你的调

查情况而改变。即使你成功地证明摩西从未存在过，或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你也丝毫不能由此改变我们心中的摩西形象。摩西是我们的领导，不仅是在流浪

于西奈沙漠的四十年，而且在自出埃及之后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数千年中。不仅摩

西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无可争辩的，他的特点同样是清楚地，不可能被任何考古发

现所改变的。，。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英国犹太学者塞西尔·罗斯有过更为精辟的论述，

他说:“某些评论家认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我们要是觉得陶

瓷碎片比一个民族的记忆或远古的文字记载更有意义、更为可靠的话，那么这样

说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位伟大的律法制定人对希伯来人精神上的影响是如此巨

大，以至于到头来我们只能把它归因于一个给现代人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人物。

即使没有关于摩西的记述流传下来，也有必要假设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人物，用他

的行为来解释希伯来民族及其独特的文学、律法、伦理以及宗教法规的存在.”。

    一方面人们对《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为《出埃及记》

的历史真实性提供支持。2006年夏天，一部长约90分钟的纪录片《破译<出埃及

记>》，由曾执导影片《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和加拿大

制片人西姆哈。雅各布维斯联合制作完成。这部影片力图“科学”解释 《出埃及

记》里记载的种种“奇迹”.这两名制片人说，他们的纪录片表达的核心观点是:

希腊桑托林群岛一次火山爆发引发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正是这些自然灾害导致红

。A抽dHa，呱&饱‘.“助妙妙注肋J石ra-麟获30么
.〔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o0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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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水分开等“奇迹”发生。卡梅伦认为，传说中海水分开又合拢、吞噬追兵的

  “奇迹”实际是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现象。而据历史考证，当时喷发的桑托林火

山正好位于埃及以北约400英里(644公里)处。纪录片官方网站说，火山喷发引

起连续地震，很可能“破坏了整个尼罗河三角洲，造成部分土地脱离非洲大陆板

块”，漂移到犹太人被追赶的海域，使得那里的地面突然升高.“换句话说，使

海水分开。’海水流向低处⋯⋯露出高处的地面，犹太人从上面走过去。同时，海

啸激起的滔天大浪只需要涌进内陆7英里，就足以吞噬追兵。”。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另有众多的学者们通过宗教学和文化学等角度不断挖

掘 《出埃及记》的价值，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摩西·格林伯格的《理解(出埃及记

>》，分析了以《出埃及记》为核心的《托拉》(《摩西五书》)对于犹太民族的意义，

认为以《出埃及记》为核心的《摩西五书》“给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理由”。

著作全面分析了《出埃及记》各个部分的意义，并对 《出埃及记》与历史的朵系

作了探讨。.《挖掘《出埃及记》》:圣经时代以色列的遗产》系统挖掘了《出埃及

记》价值。作者认为，研究圣经时代的资料，揭露 《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七个

方面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它证实了上帝超自然神性的绝对存在，如“十灾气

尤其是最后一灾— 击杀埃及头生。第二、显示出上帝意愿的不可违背性，在人

类和上帝面前人类是卑微的，最终法老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三、他告诉了

犹太人，历史有它意义和目的，是上帝伟大设计的展开，而不是偶然事件的组合。

第四、它说明了上帝是如何将他们从不公平和压迫中拯救出来，因此以色列的上

帝的首要特征是伟大的解放者。第五、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了未来拯救的典范，

它为在以后历次民族危难时刻上帝的及时介入提供了范例，出埃及的经历强化了

人们对上帝拯救的信心，为人们带来了安慰和希望.第六、以色列的宗教历法、

宗教仪式和宗教时间都用 《出埃及记》中的语言再次解释:新年改到了春天;每

周的安息日因出埃及的背景变得合理，而不是因为创世纪的背景;农业节日因出

.张代，:《出埃及记道科学破解海水分合是火山引发海啸》，见
盆加hU舀n日，C幻吐叭伙h了2006刁吕产O7lCOnt即t4929639hlm

Mo由eGreeDhe飞 山d如苦以叻略公。动”.1%，.



埃及的背景被历史化了:甚至饮食法也在这一重大事情中找到了依据。第七、出

埃及的历史被用作伦理教育的资料.。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犹太圣经研究》从 《出埃及记》的整体去理解出埃

及，研究 《出埃及记》在整部 《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出埃及记》

是 《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 《圣经中的出埃及模式》，主要从形式上研

究出埃及模式在 《希伯来圣经》中的运用二 也有的著作从传统习俗角度探讨与

出埃及相关的传统的发展演变。。还有从出埃及事件的象征意义出发，研究 《出

埃及记》与解放的关系、。《出埃及记》对革命的影响等。⑥对《出埃及记》进

行微观研究，分析、挖掘其各部分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意义的论文则不计其数。

国内大多数关于犹太历史、犹太教、犹太文化的著作也涉及到《出埃及记》。但对

《出埃及记》的宗教和文化意义缺乏系统研究。

    笔者认为，即使 《出埃及记》不是历史事实，它反映了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及

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它对于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探析《出埃及记》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二、 《出埃及记))在 《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 《希伯来圣经》的三部分，即《律法书》、《先知书》和 《圣文集》中，被

犹太人称为《托拉》。的《律法书》是最重要的部分。.《出埃及记》是《托拉》

的第二卷，探讨 《出埃及记》在 《托拉》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理解 《出埃及记》

。Nabum从5城 云毕勿对啥及口‘.:加刀砂介门笋了月j乙2北以加“式，比“keDBookslnc，Newyo氏1986，
pp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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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部 《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出埃及记》在 《托拉》中的地位与作用

    《出埃及记》，希伯来语名字为“记述有这些名字的书”(seferve，elehshemot)，

通常缩写为“shemot”，是“名字”的复数形式，由此卷的开篇语 “这些名字”而

得名。其英文名字“Exodus”，来源于希腊文译本— 《七十子译本》。中此卷

的名称“Exodo”，是希腊语“ExodosAi周巾tous”的缩写形式，意为“出去”、“离

开”，指本书记载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二

    《出埃及记》共40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以色列民在埃

及受法老迫害，摩西领导以色列民与法老进行的斗争，终于胜利地离开埃及 (第1

章至18章);第二部分是摩西在西奈山传十诫与律法(第19章至24章);第三部

分为各类仪礼条例的汇集(第25章至40章)二

    《托拉》又称 《摩西五书》，是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其主要叙述的是史

前时代以色列人在进入迩南地之前的历史。从 《托拉》的整体内容来看，它记述

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被分为五个部分是因为古代记述 《托拉》的羊皮卷无

法容纳这么长的故事.。在这一记述上帝与犹太人的故事中，故事的高潮部分是

上帝“神迹”的显现，即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 《出埃及记》

中。0

    纵向分析，《出埃及记》在 《托拉》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创世纪》中

记述了上帝对犹太祖先的一系列承诺，上帝对亚伯拉罕许诺:“我就与你立约，使

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上帝对雅各许诺 “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

这地 (迩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出埃及记》第1章中写道:“以

0《七十子译本》，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212页。
.同上，第212页。
.“eleBerl恤andM.弋zviBr比ue(曲，).加沂卿。为枷咖刀动才氏C伙fo川U‘v。门沁h.，。1望珍，pl02.
.5.叮ueIEL汉阴.均达口m:加石加。加勿月ofthe公。dus升口dit如月，theM书，.press，血eHe份.汗Univ.1祝
」倒 阳1日丽，1992，PJ3‘
.《创世纪》17: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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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这暗示

了上帝对犹太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履行承诺的开始。因此 《出埃及记》的开端部分

在 《创世纪》与《出埃及记》之间架起了桥梁。上帝诺言的实现，以色列人数的

增多，埃及统治者产生恐惧，进而开始了对他们的迫害。这又为上帝对犹太人的

拯救，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的故事做了铺垫。。

    自《创世纪》记述了上帝对以色列祖先的承诺之后，《出埃及记》分三部分叙

述了这一诺言的履行情况。首先是为立约做准备，包括上帝如何将犹太人拯救出

埃及。之后是上帝与以色列契约关系的建立，最后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为其搭建圣

所，使他得以驻留在以色列人之间，能够关照并引导他们。。

    从《出埃及记》与 《托拉》其他部分的关系分析，《出埃及记》可被视为《托

拉》的中心。《出埃及记》记述了走出埃及返回迩南的一系列行动以及上帝对以色

列人的一系列拯救.《托拉》其他各部分都与这一系列的拯救行动有着种种联系。

  《创世纪》描述宇宙的诞生，记述了上帝对犹太祖先的许诺，预示了《出埃及记》

中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系列拯救，也可视为出埃及故事的前奏。《利未记》是各种

宗教条例的汇编。.它规定各种宗教礼仪、律法、以及各种节日的纪念活动，是

对上帝拯救行动的回应。《民数记》，其希伯来语名称为“在旷野”，记述了以色列

人在西奈旷野、巴兰旷野和摩押平原所发生的事情。.记述了出埃及后的两次人

口统计以及返回逸南途中的各站，是出埃及故事的延续，可视为对 《出埃及记》

的补充。《申命记》主要内容是以色列民到达摩押平原后，摩西在约旦河东岸乡以

色列民所发布的三次讲话，对众民宣讲应遵行雅卫的律法。《申命记》含有重申上

帝诫命的意味。

    《申命记》记述了一段对话:“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雅卫我们神吩咐你

们的这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户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

及作过法老的奴仆，雅卫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在我们眼前，奖重

OMo5七.伽吧。吮电乙叭公”ta耐切9公。山纸卜n·
.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301页.
。同上，第220页·



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雅卫又吩咐我们遵

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雅卫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雅卫我们的神所盼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

的义了.”。

    以上对话中父亲的回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即帮助

犹太人摆脱埃及的奴役，另一方面是，犹太人对上帝拯救行为的回应，即遵行上

帝的诫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上帝为犹太人所作的一切造就了上帝的威信与律

法的权威。这段对话也可视为《托拉》主题思想的索引二 而这一主题思想是从

以色列出埃及事件中提炼出来的。

    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成文《托拉》是最好的证据，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因此要代代相传，在战争与长期的流散生活中，他们始终注意对这些证据的保存，

因为犹太人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原因在这里。以色列人之所以将 《托拉》看得那么

重要，可能是由于作为一个后生的民族，若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就必须得到周围邻

居接纳。当以色列人在寻求上帝的“应许之地”时，摩押人、以东人已经在那里

生活了，以色列人若想获得“应许之地”就必须将这些人赶出去，因此以色列民

族从一出现就伴随着生存问题，这就不得不由他们自己去解释。《托拉》给了他们

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始终注意维护自己的传统。.

    《托拉》给了犹太民族存在下去的理由，也决定了《托拉》所包含的范围。

由于这一理由是基于与上帝契约关系的建立。因此首先解释为什么要建立契约，

契约的建立情况，以及契约的细节。这些内容构成了《托拉》的核心.契约经由

摩西传授给犹太民族，摩西的中介作用一直持续到摩西生命的结束。因此《托拉》

以摩西的逝世结束.摩西之后再没有新的可视为犹太民族存在条件的事情发生。

也可将犹太历史视为上帝经摩西之手安排的结果。。《托拉》对于犹太民族有着非

《申命记》6:20门25.

Mo血.份咖 比雄，口活北，如动心 云切山踢pll
Ibid，plZ.
肠记.，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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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寻常的重要性，作为 《托拉》中心部分的《出埃及记》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

就显而易见了。

(二)《先知书》和《圣文集})对 《出埃及记》的回应

    《出埃及记》不仅在 《托拉》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犹太民族的一种历史记

忆，《先知书》。和《圣文集》。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丈出埃及记》做

出回应。在此仅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出埃及记》第 12章描述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情况，并告诫犹太人:“这例你

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雅卫按着所应许

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

    《约书亚书》中进一步描述了在约旦河西岸的逾越节，提到了逾越节吃无酵

饼。“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

越节后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列

王记》，记述了约西亚王重修圣殿，恢复逾越节的献祭。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

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雅卫你们得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

旺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

在耶路撒冷乡雅卫守这逾越节。”.《以斯拉记》中记载了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守逾

越节的情况，他们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历

代志》记载希西家王派人走遍以色列和犹大，又写信给以法莲人和玛拿西人，叫

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来，守逾越节记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会众中有

很多人还没有自洁，所以利未人必须为所有不洁的人宰杀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

。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记载希伯来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包括《约书亚书》，《士师
记》、‘萨姆耳记》和《列王记》:后先知书记述诸先知的实践和言论，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
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前先知书又称“历史书”，集中反映了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历史。
.圣文集包括诗歌、智粗书与戏剧故事等.有《诗篇》、《笼言》《雅歌》等二十四卷.
. ‘出埃及记》12:24一乃。

. 《约书亚书)，，10一11‘

.《列王记)(下)23:2123.
0参见《以斯拉记，6:19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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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逾越节已成为了犹太人的历史记忆.

    犹太先知们常用 《出埃及记》的主题作为谴责时政、教育民众的材料.其中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先知以西结对犹太人的谴责。《以西结书》中一一列举了犹太历

史上违背上帝契约的行为，但是上帝为了自己的名誉再三实施对犹太人的拯救。

如《以西结书》中所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抛弃你们眼中那些可憎的像，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站污自己。我是雅卫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

不抛弃他们眼中那些可僧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

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想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的人眼前被裹读，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列国的人的

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上帝为了名的缘故对以色列人实行拯救这一主题归于

出埃及的传统。当上帝知道以色列民众拜金牛犊时准备对他们发怒，摩西就恳求

雅卫说:“雅卫啊，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

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你 ‘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

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

    《出埃及记》中记述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已植根于犹太人的心中，以至

于使他们相信上帝的拯救无处不在。这一观点在《阿摩司书》中再次得到检验。《阿

摩司书》第三章写道:“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

切罪孽。”.上帝甚至否认以色列的“特选子民”身份:“以色列人哪旦在我

看来，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

逛斐托，领亚兰人出吉洱吗 ?”上帝让犹太人流散各地:“我必出令，将以色列

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但犹太人还是认为那

个将他们拯救出埃及的上帝不会抛弃他们。雅卫说过:“我比是我民以色列被掳的

回归，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邑居住，必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建果木

.t历代志，(下)30:1·17.

. 《以西结书》20:7月。

.5~ e1E.L哪W吧ost曰双口，角己君阳加勿月了功已云切硒曰升“组勿凡p·67·

. 《阿摩司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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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吃其中的果子。”。《阿摩司书》的记载在犹太历史上得到了验证，公元前

586年，在新巴比伦的强大进攻面前，犹大王国无力对抗而遭受灭顶之灾，京城耶

路撤冷连同圣殿一起被毁，失国的犹大王连同数万名犹太上层人士和学者被征服

者掳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着囚虏般的生活。公元前538 年，波斯帝国征服了

新巴比伦帝国，获胜的居鲁士大帝以少有的宽容政策善待在巴比伦过着屈辱生活

的犹太人，允许他们重返自己的家园，而且同意他们重建圣殿。历史的事实使犹

太人更加坚定他们的信仰，而坚定的信仰使得现在以色列国奇迹般的复兴，成为

犹太人的“第三圣殿，’.

    《出埃及记》作为历史的记忆，被历代犹太人反复回顾，它激发着犹太民族

对上帝的感情。《耶利米书》中西奈旷野的经历“在刀剑下幸存的人民，在旷野蒙

受了恩宠;以色列来到她安息之处。”0 《以赛亚书》中回顾以色列人在上帝的

帮助下过红海的情景:“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

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

走旷野.‘，二户

    《诗篇》中充满了对历史的记忆和对上帝的赞扬:《诗篇》中写道:“你是行

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

和约瑟的子孙。”。接着描述了上帝如何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如何过红海。《诗篇》

中以隐喻的手法回顾了上帝的拯救，呼唤上帝的再次拯救:“万军之神啊，求你是我

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棵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

    《出埃及记》在 《希伯来圣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着犹太元典文

化一 圣经文化.埃弗拉姆.舍缪里 (Efraims恤uli)在他的《七种犹太文化》

中，把犹太文化划分为七种，即:

0《阿摩司书)9:7，9;9:1‘.
。venDerW匕1伪如p呵，“几已田已，FrO口E又“此恤J份班‘ah30一1气恤及.成。加功eB因k了公0如，创““句
划巨‘决四e助认从u，叨U苗祀门ityPr留5，19%，pj61
. t以赛亚书)63:1卜13.
. 《诗篇，77:14--15.

. 同上，80: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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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圣经 (Biblical)文化

    2.塔木德 (Tal刚dic)文化

    3.诗化一哲学 (PoeticeePhilosophic)

  4.神秘主义及其分支，哈西德运动(Mystical，andisoffshoot，the
      地ssidicmovement)文化

    5. 拉比 (Rabbinic)文化

    6.解放文化 (Thecultureofthe血ancipation)

    7. 民族的以色列文化(Thenational一Israeliculture)。

    刘洪一教授在舍缪里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舍缪里的这种梳理

不仅概要性地整理出了犹太文化演变中的集中主流，而且将犹太文化的严格脉络

清晰的归纳出来，其中特别重要的事，由圣经文化而衍发了犹太历史上不同时段

的塔木的文化、诗化一哲学文化、神秘主义及其分支和哈西德文化、拉比文化、

解放文化、民族的以色列文化。可以看出，犹太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尽

相同的文化倾向，但都源于元典性的圣经文化和圣经精神。

    《出埃及记》不仅影响着犹太文化，由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出埃及记》

间接影响着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基督教全盘继承了犹太教的典籍 《希伯来圣

经》，即基督教正式经典 《圣经》中的 《旧约全书》。随着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广

泛传播，《圣经》文化的影响遍及世界，也将 《出埃及记》的文化内涵传向世界。

这一方面将在本文第五部分详细论述。在论及犹太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时，

刘洪一说:“在犹太文明与世界 (尤其是现代世界)的关系纬度上，《圣经》在相

当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源泉，他所产生的文化累积效应(C侧mulatlve

如pact)突出地呈现了《圣经》的世界性意义.如果说 ‘20世纪最获进展的学科，

当属原子物理学和圣经’，那是因为人们愈来愈发现:大多 ‘现代人，不再思考、

视为天然的行为方式，其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圣经》，追溯到这块 ‘西方文明的

。E丘‘.sh口u.11，女v。介，.七Culh叮.，通左己加少，喇口如月可肋勿，胡d”幼峪从Cam份idgeU.1，m勺P南5.
1990，P.12.转引自刘洪一:灯圣经)的世界意义，一俄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载《犹太研究》2以娜

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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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圣经》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世界的。”。《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文明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出埃及记》是这一重大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 《出埃及记》看犹太民族及宗教的形成

    犹太民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诞生都是犹太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由于本文着重

探析 《出埃及记》的宗教文化意义，在此仅从 《出埃及记》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做

一分析。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周燮藩所说:“犹太民族是带着其

一神信仰登上历史舞台的。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几乎融为一体而无法分割。

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精神纽带，而犹太民族是犹太宗教传统的现实载体。”.张

倩红在其著作 《犹太人》中也对犹太民族与犹太教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民族

历史孕育了民族宗教，而民族宗教又丰富了民族历史，为后者的繁荣与发展提供

了新的精神滋养。”。
    笔者认为，《出埃及记》反映了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宗教形成的独特认识，即

犹太民族及其民族宗教是伴随着出埃及、返回“应许之地”— 钾迎南(今巴勒斯

坦地区)的一系列事件逐渐形成的.《出埃及记》是考察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及宗教

形成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文献。

(一)从 《出埃及记》看犹太民族的形成

    关于犹太民族的形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观点。美国学者加利·格林伯格认为，

“整个以色列民族。原本都是埃及人，是在摩西领导下逃出祖国埃及的阿吞神的

信奉者”。王立新认为，“以色列民族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五个阶段:出埃及时期、

旷野时期、征服时期、进入迩南后的士师时期和以色列同意王国的第二王大卫时

。刘洪一:((圣经)的世界愈义，一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载《犹太研究，2004 年第3期，第
3页.

.周燮落，《论什么是犹太教》，续《世界宗教研究》2以沁年第2期，第4页，第[0页。

.张倩红:《犹太人》，第65页。
。犹太民族，又被称为“以色列民族，或“希伯来民族气

                                                            lg



期。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迩南前漂流了40年之久。这40年对犹太民族的

形成而言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由摩西率领的庞杂的逃亡奴隶集团，在西奈山下

经历摩西的精心改造，通过履行庄严的立约仪式，集体接受雅卫为民族之神的信

仰，从而为以色列人确立了一种新的精神意识。自此，可以认为以色列人的民族

特性开始展现。”。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种犹太民族形成的观点，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出埃

及记》是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形成的自我认识的反映。《出埃及记》阐释了早期犹太

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记述了统治者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诞生、法律法规的制定等等，这些都是作

为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埃及记》这篇文献在犹太民族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学者约翰·德雷恩在其著作《旧约概论》中指出:“犹太历史的真正开端

是出埃及。犹太民族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混合体。是由于出

埃及，以色列人同上帝产生了独特的关系。，当他们回顾自己民族形成的经历的时

候，得出的结论是:‘一切都是因为摩西所说的那位神，出于某种原因定意要解救

他们。’”。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埃及奴役，走向“应许之地”的历程实际上也

是犹太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如果说那时候民族意识还没有形成的话，他们

开始了由法老的奴隶向坚固的部落群体转变的过程，摩西领导古代犹太人走过了

通向独立自主道路的第一步。。

    《出埃及记》开篇介绍了雅各家族的情况，记述的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

一个家族的谱系”二 之后，故事开始转向埃及人，特别是埃及法老.有一位不认

识约瑟的新王统治埃及。害怕以色列民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埃及

的仇敌联合，攻击埃及，并且离开那里。埃及新王让他们建造两座积货城，但是，

0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142页，第147页，第145页。

嵘』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许一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侧润
Dor确yBa山c，2升心刀护叻了内内白用，伪.M翻口.11画 山mp阳y，New YO氏
Car】alenan esmiths曲，肠已B扮thofa刀Qtio月:人介川滋印厂br用司蔑。”in石江。的。

年版，第39 页。

1945，ps.
1一]久UMID加.比以1佣歇四1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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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人数越发增多，于是埃及王吩咐两个希伯来接生妇在给希伯来妇女接生时

杀掉所有的男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进入了压迫和被压迫的状态。这一切为以色

列民族领袖— 摩西的出现做了铺垫。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时，摩西是一个无权的领导者，人们甚至拒绝接受他

的领导。摩西受到挫折，他向以色列人的上帝抱怨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

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随后《出埃及记》列出了摩西和亚伦的谱系.雅卫

再次对摩西和亚伦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再次提出异议:“你

看，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但是这一次，摩西和亚伦听从了

雅卫的指示:“雅卫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这种信心的增长是走向

自由的第一步.。

    摩西和亚伦领导地位的形成在 《出埃及记》中也有明显体现。随着雅卫为惩

罚埃及人降下的“十灾”，摩西及其所领导的人民的思想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第四

灾的时候，摩西已经开始以领导的身份与法老谈判了，甚至指责法老的欺骗行为:

“我要出去求雅卫，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

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雅卫。”.到了第九灾— 黑暗之灾结束时，

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那日，

你就必死尸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已显示出英勇

的气概，与过去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思想上已超越了被奴役的地位，这

时的摩西是宣布上帝旨意的先知和政治谈判领袖的结合。

    雅卫降“十灾”于埃及人，威胁埃及法老，并在击杀埃及人头生时逾越过以

色列人家的门.于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12支派离开埃及。雅卫晓谕摩西和亚伦说:

0 ‘出埃及记，5:22刀 。

.同上，6:13.

. 同上，‘:28.

.同上，7:‘

.car认里即明esm油50氏加 B励 可。N山初”描细心印Fo日.以勿”加云切动幽1一1戈获幻·

.《出埃及记，8:29。

.同上，10:25一9.

                                                                20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这一关于时间的诫命可作为以色列

人自由身份的一个象征，可以被视为以色列人的“解放宣言”。在此之前，以色

列人是埃及的奴隶，时间是不由他们去支配的。只有自由人才可以支配自己的时

间二

    出埃及对以色列人而言，不舍于一次新生。它使以色列人得以保存下来，不

至于在埃及统治者的压迫和残杀下或在被埃及文化的同化下消失殆尽。.但是事

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在埃及虽然是受压迫的群体，但

是也比在陌生的沙漠上艰苦跋涉更容易接受，而且，迎南地的原居民不会自动把

土地拱手交给以色列人。这意味着以色列人要和迩南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面

对很大的挑战。多数以色列人准备着放弃获得自由的机会，而保持受奴役的地位。

  《出埃及记》记述了许多以色列人对领袖摩西的抱怨。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正

追赶过来，就非常惧怕。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

在旷野吗?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据《出埃及记》记述:“法老容百姓去的

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

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这说明他们的民族身份此时还未完全转变。。

    自由是作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如果没有积极的内容来填补摆脱

奴役之后的心理真空，结果只能是重新沦为奴隶，这就是为什么雅卫将以色列人

拯救之后，在西奈山与以色列民众立约，颁布“十诫”二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

及之所以作为古代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体现在以色列人

摆脱了异族的奴役，而且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了上帝的权威，使希伯来人对上帝

的一神信仰又强化了一步。在此基础上，摩西以上帝的名义传 ‘十诫’，举行立约

0这里的本月指犹太历“尼散月气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述，上帝在尼散月将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
.《出埃及记》12:卜2.

.A盯叨D倪山ky，“Calendatascul加比”，加五，。为，‘“碗叭2咖 ，加.民加世七113.

.【美]大卫·托马斯:‘犹太人历史》，苏隆编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以M年5月版，第5页。

.《出埃及记)14:11一13.
0同上，13:17.

OCarialenane sm汕son、肠eB介功ofa入乞加”:几红川即凡服以动月加瓜。幽31一]工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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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创立了以色列民族宗教，宗教信仰从此成为全体希伯来人的精神纽带，这

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重要的推动力，极大的促进了以色列人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

对于民族形成中的共同心理素质因素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摩西听从其岳父叶特罗的建议将希伯来人划分为千人、百人、五十人和十人

等规模不一的社会行政单位，任命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为各级行

政首脑协助管理，使希伯来各部落形成严密的社会结构。。以色列在氏族部落的

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会”和 “营”为基本单位的军政教合一的集团。全体

以色列人通过与雅卫立约的形式加入 “雅卫的会”称为“会众”;“营”则是各支

派基础上的最大的军事单位.摩西把乌合之众的犹太人组织为“国家”和“政权”

的形式，摩西以雅卫的名义实行神权统治。。这时的“国家”应理解为以色列民

族。和历史发展的通常过程明显不同的一点是，以色列民族通过在埃及经历磨难，

走出埃及而形成。为了进一步加强以色列民族的独特性，摩西以雅卫的名义颁布

了一系列律法，规定了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祭祀的王国、一个

肩负上帝的使命、致力于为上帝服务的神圣民族。只是在他们回到“应许之地”

迩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民族国家。。

    尽管到 《出埃及记》结束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 迎南，

一些律法是随着进驻逸南而生效的，但基本的义务关系在契约建立之初就已生效。

如对唯一上帝的忠诚、安息日的条例、逾越节的条例等.契约的效力是基于上帝

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而不是基于进驻边南。契约义务独立于对土地的占有，并且

在进驻迩南之前已经形成，因此这一义务在失国流散时期仍然有效二 基于这种

观念，犹太人在失国流散中依然坚守对上帝雅卫的信仰，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构

成了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最活跃而有生命力的持久

。参见杨超、郭洪恩:《论古代扰太民族的形成》，《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期。
。播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年2月，第1版，第5页，参见
(出埃及记)1吕.
.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卯年版，第1肠页。
.M冰比insickerl人山白风刀谊初翔以血风口耐theL口边了众r口峨，七成仍甜P八月s，c010I目0，认&人1992，闪3.
.同上.第15页.

                                                                  效



因素。。在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过程中，在其他民族特征丧失或削弱的情况下，

共同心理素质成为维系犹太民族特征的强有力的纽带，犹太人就是凭借它构筑起

强有力的心理疆域和精神家园，成就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复国史。

(二)从《出埃及记》看犹太教的诞生

    犹太教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约在公元前2000年，

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否认“外邦神”的灵性，强调一神崇拜.据 《出埃及

记》的记载，摩西率领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西奈半岛，在西

奈山领受雅卫授予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其内容为:第一，除了我之外不可有别

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第四，要守安息日;

第五，要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

不可做假证件陷害人;第十，不可贪婪别人的一切。这“十诫”规定了犹太教最

基本的教义和信条，被视为犹太教诞生的正式标志。之后，摩西还颁布了一系列

律法条例，规定一些宗教节日，为犹太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宗教包括四个要素: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

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二 《出埃及记》记述的一系列事件与早期犹太教各要

素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一系列事件与“一神思想”、“契约观”、“选民观”、

“应许之地”等重要犹太教观念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出埃及记》记述了摩西在西奈山领受雅卫授予以色列人的“十条

诫命”.其中的前三诫，明确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和神圣性，是“一神思想”的重要

体现。“一神思想”是犹太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代表着犹太文化的早期成就，是

犹太文化的精髓所在，当然更是《圣经》文化的本质。犹太人提出的“一神思想”

博大精深，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构成了人类最早的系统一神教，世界上其它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杜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1除167页.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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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神思想为信仰的宗教均来源于犹太人的这一思想。与古代近东其它宗教思想

相比，一神思想赋予世界以目的和意义，使得世界从沉迷中醒悟，为人类设立了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尽管这一思想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和神学的考虑，但超越神

学方面，一神思想对人类而言有着若干积极的意义。ZD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

斯坦就曾坦言，他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一神思想的重要影响.思想家拜克认为:

犹太民族提出的一神思想是新思维方式的第一次表达.犹太人创造出的“一神思

想”，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契约观”是重要犹太神学观之一。《希伯来圣经》中记载了两次直接影响到

犹太人历史的立约事件，一次是上帝与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事件，另一次是

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事件.出埃及事件是 《希伯来圣经》内容的中心

事件，以色列人与上帝集体立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立约可视为是亚伯拉罕与

上帝立约后的续约行动。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十诫”成为这次立约的标记二 立

约行动导致契约观的出现。由于神人之间以“约”的形式维系，不仅人对神有践

约的义务，神对人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契约观赋予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以选择

的自由。以色列人通过这一自由选择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标志着犹太人历史

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特选子民”观念，亦称“选民观”是犹太神学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教教

义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的一个特别的民族。该观念的产生与上面

提及的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宗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创世纪》记述了上帝与亚伯

拉罕的立约，从而确定了上帝与犹太人的特殊关系。据 《出埃及记》记载;摩西

在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曾将全体以色列人召集在西奈山下，集体确认祖先

与上帝订立的约.这一事件对特选子民观在犹太民族思想中植根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这不再是以色列民族的代表许下的承诺，而是以色列民族的集体承诺，对每

个以色列人都具有约束力。尽管特选子民观念只是一个宗教观念，对特选子民观

。参见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侧拓年版，第月2‘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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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理解也不一致，.然而，千百年来，特别是在犹太民族面临民族危亡，遭受

无数打击和迫害之际，特选子民的观念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受难的

犹太人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失国离散犹太民族的文化得到一以贯之的继承，而

且使犹太人在道德上不断追求完美，在精神上始终保持昂奋，成为世界上一个伟

大而优秀的民族.。如果说有一种始终维护着犹太人身份的观念，那就是“特选

子民”观念，在长期的被迫害和大流散过程中，犹太人决不允许有优越感，决不

允许忘掉自己所承担的神圣使命。正是这种观念在维护民族尊严和保持民族性方

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犹太人宗教观，“应许之地”— 迩南地 (巴勒斯坦地)是上帝赐予犹太

民族永久居住的土地.《创世纪》描绘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我要将你现在

寄居的地，就是迩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并以“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此后雅卫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撤和雅各

显现，重申这一应许。犹太民族据此将这片土地是为“应许之地”。对当时的以色

列人来说，这只是一块在精神上被授予，而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当亚伯

拉罕妻子萨拉斯死后，他还向当地居民购买了一块葬地.。《出埃及记》记述了

雅各子孙在埃及沦为奴隶数世纪后，为了自由离开埃及，返回“应许之地”的历

程。尽管以色列人在走出埃及后并未立刻回到“应许之地”，但返回“应许之地”

的行动已经开始，“应许之地”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对犹太民族而言，“应许之地”

的最重要意义是犹太民族与它的精神联系。在犹太人是国流散的数千年，它一直

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是最神圣的地方。《密西拿》明文规定应许之地比其它任

何地方都要神圣。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犹太人为它所吸引，不过艰难困苦，跋

山涉水，从散居地返回，以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或者希望能死在这块土地上。

.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犹太人独特性的表现，说明犹太人具有较高的智位和品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资
任，暗示犹太人肩负着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要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人类应通过学习认识上帝和遵守
诫律。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571页。

.shaIO.旧‘，七沁，加 passuver 价留a由w动a石恤‘位脚‘创d。侧曰，砰刃。蒯砚放叮，K勺w灿且妇h吨
11~ 咏 ，NewYO氏 19幻，只28
. 《创世纪)17:卜11。

.汤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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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地的重要意义还可以从犹太人的一系列法律得到反映。犹太诫律规定，只

要生活在应许之地，就等于遵守所有的犹太诫律。应许之地的观念，还是历史上

维系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思想和感情基

础。0

    第二，《出埃及记》记述了以色列人宗教情感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据 《出埃及记》的描述，在走出埃及之前，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认识雅卫。

当时的雅卫只是作为以色列祖先的神。雅卫指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

“应许之地”— 迎南定居生活，摩西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

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神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雅卫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摩西回答:“他们必不

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雅卫并没有向你显现。’雅卫向摩西显了神迹后，

摩西仍不相信自己可以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当神说:“我必赐你口

才，指教你当说的。”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雅卫降“十灾”于埃及人，逾越过以色列人家的门;将红海水分开让以色列

人走在干地上，却用红海水淹没埃及的追兵;在西奈沙摸中赐予以色列人“吗哪

和鹤鹑”，这一系列的拯救行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以色列人对雅卫的感情，以色列

人在西奈山与上帝集体立约。尽管以色列人也有过崇拜金牛犊，背叛一神信仰的

倒退行为，但“金牛犊事件”无疑加速了上帝威严和律法权威的进一步确立。摩

西怒摔法版，惩罚拜金牛犊的人，并以神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得持不

同信仰的以色列人臣服于雅卫的权威和摩西的屠刀之下。无论是以色列人为回报

上帝的恩惠，而向他献上崇拜和顺从，还是出于对他的敬畏，总之，他们在雅卫

的指引和保护下，继续着返回“应许之地”的历程。

    第三，《出埃及记》记述了重要的宗教活动和仪式。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410页.
. 《出埃及记，3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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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记述了逾越节的仪式。宰杀逾越节的羊羔。“拿一把牛膝草，蘸

盆里的血，打在门相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日后，你们进了雅卫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必须守这礼。如果你们的儿女

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雅卫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

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犹

太人每年一次守逾越节，感谢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逾越节也因出埃及事件被历

史化。

    《出埃及记》记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奈山与上帝集体立约的仪式。“清

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

中的少年人去献潘祭，又向雅卫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

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雅卫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

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雅卫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

约的凭据。”。如前所述，这一立约行动对犹太“契约观”和 “特选子民”观念

产生重要影响。

  《出埃及记》还记述了搭建会幕的准备、会幕的搭建过程和献祭的情况二 雅

卫在决心拯救犹太人出埃及之前就已清楚表达了他目的。“我要以你们作我的百

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雅卫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

重担的”。出埃及后上帝再一次表达他的意愿:“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

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雅卫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

们中间.”。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意愿，造会幕、造约柜、造灯台、造香坛、为

祭司制圣服、献播祭。上帝的目的最终在“会幕”搭建好之后得以实现。.建会

幕，希望上帝驻留在以色列人之间，也表明了以色列人对上帝雅卫的接受。

    第四，《出埃及记》记述了早期犹太教组织制度的形成。

0《出埃及记》12:22一。
.同上，24:4-5.

.《出埃及记，，35确0.

.同上，‘:7-5:29:书闷石。

.伪翻aBalanson.“1七eNa石onof场留LFormHi创oricalPro~ toself刁蚀areness气七日脚，。ra，丙sk访d色
n叨d.如助，Susan (曲)，肠r’功ofthe东勿th侧Ur面加b】ication，N七WYO比12以阅，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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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氏族部落的宗教生活中，各氏族的首领，部落的酋长和家庭的家长同

时也就是祭祀的主持人.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民族也不例外。随着阶级的分化、

国家的形成和宗教的国家化，祭祀贵族也随之形成。摩西创建犹太教时，也设立

了专职的祭祀和世系的祭祀制度。. 摩西选定在镇压偶像崇拜者的屠杀中站在摩

西一边的利未家族为世袭的祭祀.雅卫要求给亚伦及其儿子涂膏成圣:“要给亚轮

穿上圣衣，又膏他 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

们穿上内袍，怎样裔他的父亲，也要照样青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

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出埃及记》中还规定了祭司

当得之份。“那摇祭的(公羊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

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永远所得

得份，因为是举祭。.利未家族作为早期犹太教的专职祭祀享有种种特权成为以

色列人的祭祀贵族。

    实际上，摩西是为统一以色列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以应付为难局面而假借·

上帝之名制定出这些戒律、法律的。.其内容载于《出埃及记》第20章第22节

到第23章第33节。如“十诫”、祭坛的条例、对待奴仆的条例、惩罚暴行的条例、

赔偿的条例、道德和宗教的条例等.安息日以诫命的形式固定下来、当守的三

个节期 (无酵节、收割节、收藏节)也作了规定。这一部分可以认为是一部希伯

来法典，通常称为“约书”，可认为是“十诫”的条文化、法典化。“摩西时代的

宗教己成为上层建筑和国家宗教.乌合之众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被组织成一个严密

的政治实体，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宗教发展成为具有统一信条和教义的犹太教。神

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宗教与国家高度结合.”.这里所说的“犹太教”应理解为

早期犹太民族的宗族，随着时间和犹太民族处境的变化，处于领导地位的祭司先

后被犹太先知、犹太拉比所取代，上帝驻留的会幕被圣殿、犹太会堂所取代，祭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吕年版。第616页。
.《出埃及记》40:13一15.

.同上，29:27一8.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第‘17页。

.‘出埃及记》20-23。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第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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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活动被研读《托拉》、会堂祈祷、家庭庆祝仪式(如逾越节家宴)所取代，犹太

教也在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 《出埃及记》依然是犹太教信仰与实践的根源。

    犹太教对于犹太民族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张倩红在 《困顿与

再生— 犹太文化的现代化》中所论述的那样:“犹太民族在失去了构成民族历史

的最稳定、最持久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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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

宗教。。反之，犹太民族历经千年流而不散的历史经历又使犹太人更加坚信他们

的宗教信仰，信仰与民族历史互动发展，相互影响，从而造就了独特的犹太民族

和独特的犹太文化。

四、 《出埃及记》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影响

    由于犹太人的特殊生活方式是基于对上帝拯救行为的回应，而后代子孙没有

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他们不免会问:“为什么上帝将我们拯救出埃及。”因此接连

不断的节日习俗被用于纪念出埃及事件。而 《出埃及记》则常常用来解释各种宗

教礼仪的形成与含义。.犹太历法和律法、犹太宗教伦理思想也都从《出埃及记》

中找到了理由。

(一)《出埃及记》对犹太节日习俗的影响

    安息日可以说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节日。它代表着犹

太文化的聚焦点。。在犹太人看来，“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犹太文化— 其信仰、

精神生活、诗文及浩繁的著述等浓缩成一个词的话，那只有 shabbat。”在犹太传

统中，人们把是否守安息日作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的重要标志。被犹太人

奉为圣贤的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说过:“一个人即便违反了 《托拉》中所有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一一载太文化的现代化》，第2页.
.MosheGreenb毗，口活趾侧翻叻咭公口动”.pll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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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法，仍被视为是犹太人，但显然是有罪的犹太人。但是如果他裹读了安息日，

就不再被看作犹太人.安息日是犹太性的最后一个特征，不守安息日的犹太人，

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也是难以想象的。”用著名犹太思想家阿哈德·哈姆的话

来说:“不是犹太人守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了犹太人。”安息日对维护犹太民

族的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情感起了十分重要的所用.。安息日作为休息日，

是犹太宗教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之一。由犹太人的安息日演变出基督教的主日(星

期日)和伊斯兰教的聚礼日(星期五)，最终使得所有人认识到在一周的紧张工作后，

适当的休息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重要性.他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里程碑，对人类健康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关于安息日的最早记载是在 《创世纪》中:“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

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

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但是安息日

制度源自“摩西十诫”。“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规定:“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你

有六日可以工作;第七日是单独归我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是你、你的儿女、

奴掉、牲畜，或侨居的外族人，都不可工作，因为上帝在六日内造天、地、海和

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上帝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申命记》

也把安息日与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联系在一起:“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

仆，雅卫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雅卫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安息日因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背景显得更为合理。

    逾越节、七七节、住棚节是犹太三大传统节日。《出埃及记》中有这样的诫命:

“每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

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你们不

可空手朝见我。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再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一 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第297一03页。
。Rabbi翻dorcEPste斌&即勿&岑，加the滋洲。h左‘1叼卿.伽5~ h“.，LOndoo，N口甲物rK195.，P103，
. ‘创世纪》2:1，2:3.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10页.

. 《申命记》，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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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雅卫.。因此，三大节期也

被称为犹太三大朝奴节。

    逾越节是犹太民族最古老最重大的节日之一。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该节日可以

一直追溯到希伯来人的游牧时代，很可能还是闪族牧民共有的节日，但他所具有

的特别宗教意义却来源于 《出埃及记》。据记载:因饥荒逃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增长很快，势力也随之扩大，从而引起埃及统治

者的恐慌，便下令将埃及的以色列男婴统统杀尽，以免其繁衍后代。同时对以色

列承认进行强制性奴役，以色列人处境十分悲惨。上帝得知他的选民遭受苦难，

命令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一迎南定居生活。谁知法老

不愿失去为其服务的奴隶，有意刁难，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在上帝的授意下摩西

和亚伦用魔杖威力降灾难威胁法老，但灾难一消除，法老就出尔反尔。上帝大怒，

决定击杀埃及长子和头生牲畜。为防止错杀以色列人，上帝命令摩西吩咐以色列

人事先在门媚门框上涂上羊血，上帝见有羊血的人家就“逾越”过去。果然上帝

在基散尼月 (公历4月前后)14 日晓击杀埃及境内头生人畜时，以色列人全都安
                  、

然无恙，法老摄于上帝的威力，同意以色列人离开，为感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

救，每年基散月14日犹太人宰杀羔羊，庆祝逾越节。.

    《希伯来圣经》中经常提到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情况。从 《出埃及记》、《以

斯拉记》、《历代志》等书中描述的逾越节情况来看，圣经时代的犹太人主要通过

在圣殿献祭，宰杀羔羊，吃无酵饼这些仪式来守逾越节。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

殿被罗马摧毁。随后在公元 135 年反抗罗马的斗争中再次失败，犹太人向世界各

地流散。圣殿重建似乎很渺茫。这一切使得犹太人面临着宗教和心理上的严重危

机。没有了圣殿，没有了献祭，犹太人将如何遵守上帝的诫命?早期基督教将这

种情况视为犹太教已经过时了，因为他们圣殿视为犹太教的合法代表。一些基督

教的思想家开始向犹太教发出攻击，没有献祭，你们如何遵从上帝的诫命?他们

还因此得出结论，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约将不会长久。拉比文献和非拉比文献都

. 《出埃及记》23:14一17.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翻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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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一些犹太人企图通过在耶路撤冷之外的献祭来填补没有圣殿空

白.然而，无论如何早期的拉比们选择了制定一种新的制度，使得在没有圣殿的

情况下也能够尽到宗教责任.拉比们发展了法利赛派的观点。— 上帝的存在与

否不是由圣殿决定的。拉比们将圣经时代存在的那些圣殿之外的宗教仪式加以发

挥，并将其制度化，将个人的宗教行为发展为公众的宗教仪式.并使这一新的体

制与旧有的体制保持联系，使这些发展后的宗教仪式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在圣殿中的祭祀仪式被当地犹太会堂的祈祷和《托拉》

研究所取代，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等地建立了专门从事《托拉》学习的学校，校长

多为著名的拉比.公元 500年前后犹太拉比们完成了《塔木德》的编纂，从而完

成了从圣经时代犹太教到拉比时代犹太教的转变。如果说圣经时代的权威是祭司

家族和先知的话，圣殿以后则是以拉比为核心的时代。尽管和拉比犹太教并存的

还有卡拉派、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以及其他派别，但拉比犹太教始终是犹太教的主

流和正宗，这种局面者到近现代才被改革的浪潮所打破。《密西拿》是拉比意见的

汇编，体现了那个时代拉比的集体智慧。。

    《密西拿》提供了一个代替逾越节圣殿献祭的家庭庆祝方案— 逾越节家宴。

使得犹太人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更好的遵守宗教诫命。虽然某些做法与

《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不尽相同。但是，仔细推敲后，“似乎这一新的方案就是

他们总是遵行的那个方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让逾越节的家宴与圣经时期的圣殿献祭保持时间上的一致。

    第二，将无酵饼和苦菜的地位提高到逾越节祭品的地位。

    第三，将 《圣经》中体现的教育形式在逾越节家宴中得以继续.

。在第二圣搬毁灭前后，以色列民族中代表社会上层和保守势力的撤都该派逐渐失去民心，而学识洲博、致

力改革著称的法利赛人东得了广大犹太人的支持，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法利赛人取得了胜利.有学问的法利赛
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圣经，解决新形势下各地犹太人面临的种种问魔。
相关内容参见〔刹大卫·备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 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
出版杜，19%年12月，第1版。译者序。
.B.”chMBo，ker，跳。。心俪了叻e反山叮饰jv.，衍ofcali伪rn运Pr.，，us人，1954，p·L
.砚美1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一 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译者序。
.Baru比从Bask盯，，‘。勿抽了功心战奴 univ.rsityofcalifom达六巴阳，1，84p37.



    第四，确定了酒在逾越节家宴中的作用。

    第五，在圣殿献祭时由专门人员吟诵的赞美诗可以在没有献祭的情况下由任

何一个犹太人吟诵。

    逾越节家宴的程序和逾越节晚宴上所用的《哈嘎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

长缓慢的过程。但可以肯定逾越节家宴的程序和 《哈嘎达)是第二圣殿被毁后拉

比们、特别是 《密西拿》的编辑者改革的结果。是那些经过大灾难之后仍保持清

醒的那些人为了维护犹太教而对圣殿时期的传统加以发展的结果。。经过发展后

的逾越节家宴被称为“seder”，希伯来语意为“顺序”，因为逾越节家宴是按一定

的顺序进行的。其顺序大致如下:

    背诵祈祷文

    净手

    吃苦菜

    将无酵饼分成两半，藏起其中的一半

    讲述出埃及的故事

    净手 ‘

    吃无酵饼

    吃苦菜

    逾越节正餐

    吃无酵饼

    饭后祈祷

    吟诵赞美诗

    结束逾越节晚宴。

  逾越节家宴和 《哈嘎达》遵循巴勒斯坦蓬贝迪塔学院和苏拉学院的传统。这一

传统被大流散时期所有的犹太社团所采用。。现代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依然遵循

《哈吸达》通越节家实必备书，专门用于讲述出埃及故事。

加dithb日叩。力即，“Howoldis伍eHa路ad曲?，in而山。川slJ，2以左，1侧乳p.13L
助bbis恤IOIno拓sk诚路。尸“”~ 肠貂口由为怜血几a乃口成tio”口1洲dCo川e开，。护.，C协功加幼‘口，p19·
云K四勿动。九由允.、乞L7，K的份Pu七1妇七ingHO.锗D吐，】.川翻】.风】盯朗七19刀.PP.1091一10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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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顺序。尽管庆祝活动由圣殿转移到了家庭的餐桌上，但每一个环节都能从《出

埃及记》中找到合适的理由。

    犹太逾越节之前有个除酵仪式。在尼散月14日上午，犹太人要将搜寻出来有

酵食物聚集在一起.吟诵祈祷文:“那些可能没有被看到或没有被除去的有酵之物

将视为不存，归为尘埃。”然后将聚集起来的有醉之物烧掉。。他们将所有的食物

器皿换成逾越节专用的。犹太商店也会进行一次大清洁，并且会在食品上贴上“逾

越节用”的标签，以免人们误买了有酵食品。犹太人在逾越节七天吃无无酵饼。

一种说法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走的太急，来不及等

面团发酵，就带上未发酵的面团上路了.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焙成了无酵

的圆饼，因此要吃无酵饼，体会犹太祖先当时的感受。，最好的解释莫过于《出

埃及记》中的诫命:“从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晚上起，直到二十一日晚上止，犹太

人要吃无酵饼;犹太人的家中不可有酵;凡吃有酵之物的，那人必从以色列的会

众中被剪除.”。

    犹太法学家解释说，发酵饼是罪恶倾向的象征，除去家中有酵的东西暗喻内

心的净化过程，意味着与自己思想中的消极的不好的东西作斗争。一位希腊犹太

哲学家将发酵饼是为骄傲自大的象征，因为它总是膨胀的。在出埃及的故事中法

老就是狂妄自大的形象: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雅卫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

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回答:“雅卫是谁，我

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离开呢?我不认识雅卫。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因此，

上帝不得不用“十灾”使法老顺服。以色列人认为，这是在告诉他们，掌握命运

的不是人类，不是国王，而是上帝。寻找家中有酵的东西，同时也在心中寻找像

法老那样的骄傲和自大。。

    在逾越节晚宴上喝四杯酒。第一杯酒，感谢上帝赐予者酿酒的果子。第二杯

酒，开始讲述逾越节的故事，感谢上帝的拯救。第三杯酒，感谢上帝赐予食物。

。Ra七bis加10.0侧sk加1跳。尸.，over 场留a凌动韧助a升口动洒0抽公创‘C。月te即0阳，〔勺用用ent口，川7.
.M沁baelstrass介记，乃e山，.hHo“山叫卜山，r&F刀whblisb.，N.泞物氏19幻，P.6.
. 《出埃及记》12:18一1乳

.R』bbisha加口ORiski氏跳。尸阴~ 万喀即内六伴J动a刀公成t如胭J口记。侧曰，口加，C协用用朗才“，，p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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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杯酒，在吟诵感谢上帝的赞美诗中结束逾越节家宴。。传统的解释是《出埃

及记》中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四种表达:我是雅卫，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

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

刑罚来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作我的人民，我也要作你们的神.。《诗篇》中酒

被作为拯救的象征，快乐的象征。“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雅卫的名”。但是四

杯酒都不装满，意思是提醒犹太人在自己快乐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别人的痛苦，虽

然以色列人获得了解放，但是埃及各家的头生子和头生牲畜都被击杀了，所以不

把酒杯装满。。

    随着第一杯酒的饮用，逾越节晚宴开始，接着吃一些蔬菜蘸着盐水，然后将

无酵饼分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藏起来，如果在晚宴即将结束时，哪个孩子能够

找到这藏起来的无酵饼，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这样做是为了在讲述出埃及的

故事时，他们都能够保持清醒。逾越节是春天的节日，绿颜色的蔬菜象征着春天

的生机勃勃。犹太民族则恰巧诞生在春天，因此绿色蔬菜也代表着犹太民族的蓬

勃发展。而吃蔬菜所蘸的盐水则象征着犹太祖先寄居埃及时的眼泪。吃蔬菜蘸盐

水有另外一种象征意义，古代希腊罗马人在吃肉食前通常来一点开胃的小菜，在

逾越节夜里，犹太人己不再是奴隶了，因此也可以过一种“上层社会”的生活了，

靠在长沙发上吃点开胃的小菜。《塔木德》中将这一做法视为激发孩子们好奇心的

手段。.伴随着孩子们的提问和父母的回答开始了出埃及故事的讲述

    讲述出埃及的故事是逾越节家宴上最重要的内容.专门用于讲述出埃及故事

的《哈嘎达》自然成为犹太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它有许许多多的版本，各版

本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现存大多数手稿大多是13至15世纪所做，也有在开

罗发现的 《哈嘎达》碎片。自巧世纪以来，《哈嘎达》已有2700多种版本，包括

加注释的和不加注释的，稍后出现了200多种版本的注释。《哈嘎达》被翻译成犹

太人所使用的各种当地语言。如，意第绪语、拉地诺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各种

.民比七15恤10口。R妇目几加尸“”创厅肠貂。公功褚“为a升a成“。抽以口.dco越〔呻。p叮。.~ 叮，p.2Q.
竺Mi比叫5枉别”众Id.加汤，.六伪方山叫;下19.
.Ibid 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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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波斯语等。。在浩繁的犹太典籍中，《哈嘎达》虽显得渺小，但却有着强

大的作用。它使犹太精神历经数千年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无论是在以色列地还

是在犹太人散居的世界各地，《哈嘎达》以一种特有的纽带—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

命运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起来，以色列祖先被拯救出埃及的记忆通过 《哈嘎

达》和逾越节家宴代代相传.

    庆祝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宗教体验，通过回顾历史，体

验到被上帝拯救的快乐，体验到摆脱来自内心和外界的种种压抑、束缚后的自由，

从而激发对上帝的爱。同时，逾越节家宴把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全世界的犹

太人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的回忆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把传统文化通过

孩子们的参与一代代的传递下去，把现在与将来联系在一起，也把犹太人和共同

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逾越节后第五十天，犹太人守收割节，由于圣经时代犹太历法没有确定，为

了准确的计算收割节的日期，他们自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数日子，直到第七周。-

因此收割节又被称为七七节，希伯莱语 “Shavout，，，星期的复数形式，正体现了

节日的时间特点。.

    七七节原是个农业性节日，每年这个时候小麦成熟，人们通过欢庆收获来感

谢上帝的恩惠，并祈求来年再获丰收。犹太人用刚收获的新小麦面做成的发酵饼

两只，加一头一岁的羔羊献给上帝。与逾越节相对，人们通过节日献祭，重吃发

过酵的饼，再次恢复平日的生活习惯。逾越节标志着大麦收割的开始，而七七节

表示小麦收割的结束。到拉比时代，人们把该节日与摩西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

传授 《十诫》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七七节以新的含义。对于今天的犹太人而言，

这种新含义的意义远大于原来的含义，七七节成为人们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

与以色列人立约，从而创立犹太教的日子。对于犹太人来说，逾越节象征着犹太

民族的诞生，七七节象征着犹太教的诞生。在七七节的宗教仪式上，人们要诵读

。五翔，d即动口人内ic7，印1095，
.参见郭白歌:‘犹太人的春节- 通越节》，载‘世界宗教文化》，2o06年第4期·
.B.从到id运，五M的户幼左凌别四‘万‘谊公白，H记七r亡wP山1比访gco口pan丫N“物比.1弘。，pJ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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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中有关摩西在西奈山上朝见上帝和传达上帝的十条诫命和各种教规

法典的章节。节日里还特意为孩子们做一种称为“西奈山”的馅饼，以鼓励他们

牢记自己的宗教并努力学好犹太教的经典《托拉》。。

  收藏节，亦称住棚节，与逾越节和七七节合称犹太三大朝觑节。收藏节开始于

赎罪日后第五天，即提斯利月(相当于公历9一10月)巧日，共持续8天。最初是

感谢上帝的日子，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果子采摘完毕，收藏起来，人们庆祝丰

收，感谢上帝赐予一个丰收年二

    同逾越节和七七节一样，住棚节的庆祝活动也渐渐和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紧

密联系在一起。《利未记》中写道:“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

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

在棚里。”这样住棚节便与上帝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为其建棚的传说联系了

起来，成为犹太人庆祝这一活动的中心含义。。

    今日作为犹太文化中心的以色列仍然将住棚节作为重要的节。每逢住棚节来

临 人们都要搭起棚舍，纪念其祖先出埃及、进驻迩南前40年的帐篷生涯和上帝

对以色列人的庇护。棚舍要搭成简易和非永久性状;以象征当年犹太人的历史遭

遇。棚内可用花和水果装饰。以色列政府还派人修剪树木，把剪下的树枝分发给

人民，以满足搭棚之需。。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节日期间住茅棚，经历风吹

雨打，也是回顾他们流散世界各地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提醒了他们在安逸的日子

里不要忘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由于居住茅棚有回归自然的意味，世俗犹太

人也愿意在节日里搭建一个自己的茅棚。

(二)《出埃及记》对犹太历法和律法的影响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对犹太历有过两种分法:寺历和民历。寺历是指第二圣殿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20页。

.BenM曰id城人，。六肠打d别口耐万留J扮心，p70.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311页。

.同上，第3n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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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始于公元前516年)之前，以《希伯来圣经》中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

开埃及的尼散月为元月的历法。在犹太人看来，离开埃及是民族摆脱奴役、获得

新生的标志，以它为一年之首不仅有文化上的意义还有宗教上的意义.。因为上

帝在尼散月十四日夜里越过犹太人的门，击杀埃及头生子和头生牲畜，将以色列

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出埃及记》中记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

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厂 .这一“诫命”给了犹太人计算时

间的方法，同时它也是犹太人的解放宣言。在此之前，犹太人是埃及的奴隶，奴

隶是没有清晰的时间观念的，因为时间不由他们去支配.只有自由人才可以，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只有自由人才可以赋予时间以一定的意

义，使其神圣化.因此，神圣时间的观念是与自由与解放的主题相联系的。.每

一个古代民族都将一定的地点和物体视为神圣，然而犹太人将最神圣的事物与神

圣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上帝赐福和定为神圣的东西不是某个地方或者某样东西，

而是时间。如 《创世纪》中所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

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住棚节的棚舍是神圣的，但犹太人可以走

出棚舍，然而无论如何走不出安息日，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时间的神圣就

意味着生命的神圣.因此上帝给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第一个诫命是“你们要

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它比上帝向以色列人传授“十诫”还要早。.犹太历

法因出埃及事件而变得更为合理。

    众所周知，律法思想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集两河流域文明之大

成的犹太文化自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在一神论基础上

将历史的终极意义定位在遵从律法的日常生活上，这导致犹太文化上律法和律法

思想的重新定位，因为，犹太人并不满足于肯定上帝的存在或确认这一信仰所倡

导的道德准则，而是进一步要求他的信徒在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中切切实实履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07页.
. ‘出埃及记，12:1佗。

.A扣泊nDe口5以 “Csl.dar”cu肋伟”，血J动汕娜以。句乙2000w加栩，肠帐LPPJ3一巧

. 《创世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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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的道德准则。《出埃及记》中写道:“我们将倾听上帝的吩咐，我们必遵行，’.

因此，犹太教的思想和教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遵守律法体现出来的。对于犹

太教而言，检验一个人是否守教主要不是看它是否表达对上帝的“信”，而是看其

是否遵守律法，是否据这些律法而“行”。因此人们把犹太教说成是“因行称义”

的宗教。。而基督教被称为“因信称义”的宗教。

    犹太教的律法众多，其核心是“摩西十诫”。犹太圣贤迈蒙尼德后根据《托拉》

的有关内容，梳理出律法613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根据613条诫命衍生出来的

规定、法令等，成为律法内容的重要补充。由于《托拉》中提到的律法的界定并

不很准确和详尽，加上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对律法的内涵和外延有进一步的要求，

因此对律法内容的不断挖掘、探讨和补充成为犹太律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犹太教活动的重要组成。在犹太民族流散时期，研读律法和探讨律法的真正

涵义成为犹太教的主要活动。此外律法思想的存在和对律法的遵守使犹太民族成

为一个守法的民族。.

(三)《出埃及记》对犹太伦理思想和宗教礼仪的影响

    犹太教也被称为“伦理一神教”，一神性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两大基本属

性。.犹太宗教伦理两大核心内容— “爱上帝，爱邻人”最早体现在“摩西十

诫”。它以诫命的形式将“爱上帝”，“爱邻人”两个伦理主题制度化。“摩西十诫”

前四条诫命强调了犹太人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体现了“爱上帝”的内涵，后六条

诫命则规定了犹太人应遵守的个人与社会伦理准则，即“爱邻人”的内容。“摩西

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强调了在犹太教中上帝是维系宗

教信仰、伦理道德、和律法制度的绝对权威，宣称了上帝的唯一性。这一诫命既

是 “摩西十诫”的主纲，也是 “摩西十诫”的起始点，其余各条诫命则是由此向

各个领域的延伸。这十条诫命涵盖了犹太教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精髓，申明一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97页。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98页.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 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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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伦理关系都应根据人与上帝的关系加以解释，最重要的是要爱、信仰和服

从上帝。。作为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仁爱原则，在犹太宗教伦理中也得到充分

的重视。《出埃及记》中写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一不可苦待寡妇

和孤儿。如果在同胞中有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这种互爱精神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得到很大的弘扬，成为犹太民族顽强生存

下来的精神力量二 “十诫”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虽被纳

入犹太教的律法之中而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他们毕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也可视为生活伦理。对于早期犹太社会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犹太教被称为典型的“伦理一神教”(ethicaimonotheism)，这不只是因为在“摩

西十诫”中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戒律，事实上许多宗教都有道德内涵，正如

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宗教就成了迷信.犹太教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在后来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尤其是从先知时代的晚期开始，把

伦理道德视作宗教信仰的真谛，把以取悦上帝为目的的一神教崇拜更多地转化为

以实现道德完善、社会教化及人间公义为目的的伦理化宗教。换句话来说，犹太

教中的以民族神面目而出现的上帝具有了双重身份— 造物主和道德神。除了在

宗教律法中关注个人行为之外，各种各样的被上升到信仰高度的伦理规范也渗透

于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埃及记》第25章至30章是关于建造会幕、祭坛等礼仪规定以及祭物、

祭礼的实施细则，内容详尽繁琐，反映了祭司时代宗教的特点。在这部分的第34

章第10至28节出现了另一个“礼仪的十诫”，这个十诫不同于《出埃及记》第20

章第3至17节与 《申命记》第5章第7至21届的十诫.其内容为:不可敬拜别

的神;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要守除酵节;要守收藏节;不可一同献上祭物的血

和有酵的饼;要献初熟之物;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礼仪十诫出了三条

相同 (不可敬拜别神，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要守安息日)外，其他七条都属献

。黄凌渝:犷爱上帝气“爱邻人，一 论犹教伦理的核心主且》，《宗教研究四十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文化出版桂，第1337，133吕页。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第1”页。

.张倩红:《犹太人》，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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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礼仪的条款，因此被称为礼仪的十诫。《出埃及记》第34章第28节是这个礼仪

十诫的结束语:“摩西在雅卫那里40 昼夜，也不吃喝，雅卫将这约的话，就是十

条诫写在两块版上。”表明这十条在最初也被当作十诫看待。。

    《出埃及记》常用于解释犹太传统宗教礼仪。如，至今犹太人仍然举行的头

生子赎回仪式，他们的解释引用《出埃及记》的相关内容。.《出埃及记》写道:

“那时法老心里刚硬，不让我们离开，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

或是牲畜都杀了:所以，我把所有头生的公牲口都献给雅卫为祭;但我所有头生

的儿子都赎出来。”.

    正统派犹太人每天析祷时使用经匣(Tafillin)表示对上帝的敬意和对戒律的

遵守。对其解释也来源于《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中有诫命说:“要在你手

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雅卫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雅卫曾用大能的手

将你从埃及领出。”.经匣有两只约两英寸见方黑色皮盒以及两根与皮盒项链的

黑色皮带组成，均须用 “洁净”动物的皮制成。两只方盒中，一只不分格，一只

隔成四小格，每格中都放有一条写有一段经文的特制羊皮纸。经文来自《出埃及

记》(第13章1一10节;第13章11一16节)和 《申命记》(第6章4一9节;第11

章13一21节二

    在犹太饮食法中有一条重要而奇特的规定，那就是不允许同时吃肉类食物和

乳类食物。拉比们在解释这一规定时引用的根据是《出埃及记》中上帝的告诫:“不

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肉和奶制品都是犹太人常吃的食品，但根据这条

饮食法规，他们在吃过肉之后，必须间隔数小时才能喝牛奶或吃奶制品。因此，

像英国人那样一边用餐，一边喝放了牛奶的茶或咖啡，或是吃过有肉的东西后接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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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吃乳制冰淇淋等甜食，或者象美国人喜欢的那样，同时吃夹有肉和奶酪的三明

治，对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对出埃及事件的回顾在犹太日常祈祷文中反

复出现。.

五、 《出埃及记》主题的现代运用

    《出埃及记》的主题— 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边南地的一系列事件，对犹太民

族、宗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在犹太人的民族记忆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

成为了解放和自由的通用标志。.不仅如此，它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人们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认同，《出埃

及记》将他们带进一次又一次新的“出埃及”历程。《出埃及记》的主题在现代犹

太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运用证明了《出埃及记》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经历了“纳粹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复兴，幸存的欧洲犹

太人开始大批回归以色列。这一回归行动与3000多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事

件遥相呼应。美国犹太作家来昂·尤瑞斯以二战后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为

背景的小说不仅直接命名为 《出埃及记》，在语言和形式上也与《出埃及记》有很

多的相似之处，小说还特意以逾越节家宴作为结束:“今夜与其他夜晚有什么不

同?因为我们纪念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庆祝我们从奴隶走向自由。”。这

部小说被翻译成5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销售出数百万册，原因之一是它采用了大

众喜欢的形式— 情节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西方文化中的神秘主题，即

从奴隶到返回“应许之地”的自由人。当 《出埃及记》出版后，本一古里安总理发

给莱昂.尤瑞司一封祝贺信，信中提到那是第一本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小说。与

此同时，报纸上曾报道，《出埃及记》的复印本被送到联合国驻耶路撒冷代表团成

员的手中.美国导演奥托.普瑞明戈于1960年将其拍摄为电影，1961年在以色列

0肖宪:《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的年版，第117页。
.Ad山Ber】功&初盯cZ哟Br朗州比，)，乃心弄，动丙枷咖刀功才氏pl06·
.RuthB.一a呵喊)，厂油泊肋酬加ae( lSr朗1肠fomationcente巩J朗，”比风1”eL2003，p瓜
。5“L幻nUriS，及口苗助，DOubl创.y仓CO口p如y加.，G留dencity，Newyo氏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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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上演，引起强烈的反响.。小说中描述的运送犹太人返回故土的巨轮“出埃

及”基于历史的真实。1947年7月17日，一艘名为“出埃及”的难民船突破重重

封锁驶向巴勒斯坦，这艘巨轮载有4554名犹太难民。英国军队组织这艘难民船靠

岸，特拉维夫市民罢工声援，最终在海法港口靠岸.。以色列政府为纪念这一事

件在特拉维夫海边修建钢筋混凝土的“出埃及”难民船模型，船体上镶嵌大量反

映当时情况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以二战后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为背景的另

一史学著作则以《第二出埃及》命名二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刀

之下，战后欧洲犹太人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巴勒斯坦地区，这与以色列人历经磨难

离开埃及返回“应许之地”一 迩南的出埃及行动遥相呼应，以《第二出埃及》

命名这段历史显得尤为恰当.

    六七十年代苏联颁布了许多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1971年2月23至25日，

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来自各大洲38个国家的760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大会针对苏联犹太人迫切移民到以色列的愿望指出，“苏联犹太人争取自由的斗

争现在也是世界犹太人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布鲁塞尔宣言》，宣言称:“我们决

不罢休，直至苏联犹太人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命运。让我的人民离开!”。当年摩

西对法老所说的那句话— “让我的人民离开”再一次成为了犹太人斗争的目标

和口号。苏联犹太人开始陆续向以色列移民。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色列领导

人曾担心战争会吓到前来的移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苏联移民的洪流形成了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阿里亚”(移民)。仅1990年一年就有20万苏联犹太人移居

以色列，比过去20年中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和还多，1991年又有约30es40

万。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约百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二 这次移民，规

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许多以色列人把这个大迁徙称为“第

.获泊比elweissbr喊公口‘.asa刀“公t人几10‘“.久肠n岭.stUdieS，vol。口e4，N‘口‘，1，19”，加d抽口aU川v.勿
Press.即一129一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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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出埃及”或“新出埃及”。03000多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壮

举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的转折点，苏联犹太人移民的洪流，也是推进犹太复国主

义大业、再次改写犹太民族史的壮举。苏联犹太人为新生的以色列国注入了新的

血液。

    1985年1月，新闻界透漏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以色列正在秘密地进行一次代

号为“摩西行动”的空运行动，把大批埃塞俄比亚的黑色犹太人经苏丹运送到以

色列。美国 《纽约时报》在评论这一消息时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黑

人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自由人被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批黑人在埃

塞俄比亚被人们称为“法拉沙人”，意为“外来人”或“陌生人”。他们自称“贝

塔以色列”意为“以色列之家”。他们自称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也有说法

称他们是古代犹太人“十个遗失的部落”中“但”的部落的后代。他们在青尼罗

河发源地附近的贡德尔山区，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一千多年，保持着古老的宗教习

俗，遵守教法，过犹太节日。1973年中东战争后，埃塞俄比亚政府与以色列断交，

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成立了共和国，犹太教被视为非法，被当局禁，

随后因干早发生几次饥荒，大批法拉沙人纷纷越过边境逃往苏丹，栖身于难民营。

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984年n月，在一家比利时犹太人开的航空公司的协助下，

以色列政府实施了代号为“摩西行动”的大规模空运行动。。行动以摩西命名，

是因为人们希望像古时候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一样，把这些埃塞俄比亚黑犹太

人救出苦难的深渊。

    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肤色的人，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以色

列这个他们眼中“留着奶与蜜”的地方。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他们共同

的历史记忆，是那个当年把他们祖先拯救出埃及，现在又将他们带进“应许之地”

的上帝。

    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逐渐成为解放与自由的象征。在上古时代，一个民族沦

为另一个民族的奴隶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把民族的

。杨曼苏:《以色列- ~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夕2年版，第261一62页，
.肖宪:《犹太人一 硅一般的民族》，第230立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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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把人的权利看得如此重要。他们没有用传统的武力反抗，而是以全民族集

体离开埃及的方式对埃及的暴政说 “不”。正因如此，犹太人当年出埃及、跨红

海事件被看成是人类“摆脱奴役，奔向自由”之举。迁出埃及的号角挑战性的宣

布了人类的权利，代表着革命的激情。在讨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徽时，本杰明‘富

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将以色列的子孙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列作为美

国的国玺并写上:“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时期，国民议

会中的民众领袖自命是新“迎南”的继承人。。出埃及事件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

的神话。

    《出埃及记》的主题不断反映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理论中。当拉丁美洲人们遭

受殖民压迫，经受贫困落后时，犹太人当年摆脱埃及奴役获得自由的行动感召他

们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他们坚信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一定会以新的

方式出现在拉丁美洲人的历史上。出埃及的故事鼓舞了他们的斗志，给他们以希

望。他们甚至以救世主的观念解释历史，认为:“历史就是不断为自由而斗争。。

上帝不仅存在于过去，上帝还铺开了走向未来的道路。未来会出现一个上帝应许

的也是人类期望的公正，自由、友爱的整体世界。解放斗争是由苦难通往新世界

的中间道路二

    《出埃及记》中记述的“摩西十诫”是犹太律法的主体，它对英美法系产生

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当 《圣经》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渗入西方世界时，犹太人的律

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方国家的法制建设。散居西方的犹太人在“政府之法

亦法律”的限制下，依然坚持用犹太律法处理民族内部的矛盾纠纷，而西方国家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理好民族关系，又难免吸收犹太律法的合理因素，来完善

自己的法规，这使英美法系深受犹太律法的影响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公元 1世

纪，摩西律法的不少内容被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所吸收，成为教会法的主要渊

源之一。不仅 “十诫”成为基督教和教区内世俗居民的普遍行为准则，对于禁止

.阿巴·埃班:《犹太史》，阁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肠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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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利息、严惩巫术与邪术、镇压异教的规定等，都演变成教会法的构成要素。

从这个意义可以说，教会法直接继承了犹太律法。犹太律法对伊斯兰法也有一定

影响。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食，吸收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思想，承认摩西

和耶稣为“先知”。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中便含有犹太律法的若千重要原则，

如独尊一神安拉、净身、禁止收取利息、禁食不洁食物等。。

    《出埃及记》影响着整部《希伯来圣经》，从而影响着以《希伯来圣经》作为

《旧约》的基督教的经典，并通过基督教影响着西方文化。它所记述的以色列人

出埃及事件、“十诫”等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成为西方文化中不断出现的典型

意象，催发出众多杰出的艺术作品。.从格里高利咏叹调开始，西方音乐就与《圣

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名家都曾为《圣经》谱曲。

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其作品大部分以《圣

经》故事作为题材，其中至今还经常上演的就有《以色列人在埃及》。西方美术中

充满了以《出埃及记》为题材的伟大作品，也成就了许多艺术大师。以形式分的

话，各种美术作品中除了油画，手抄本细密画之外，还有版画，彩色玻璃画，雕

塑作品等等，构成蔚为壮观的艺术海洋。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米开

朗基罗创作的《摩西》大理石雕像。它看起来像天神一样威严。。

    《出埃及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从以色列人走出

埃及这一史实，以及摩西这个人身上可以折射出许多内涵深远的东西。美国著名

作家，194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在其名著 《去吧，摩西》中，影射

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摩西律法是古老的经典，但是人们却不断地从它那里发

掘出崭新的意义。1988 年，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kieslowski)通过其著名的电影系列片《十戒》，重新探讨了现代

生存环境下的基本价值观念.。

。梁工:《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一28页。
.祖光(编):《出埃及纪羊皮书》，殃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伦页，
.同上，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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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犹太民族的形成和犹太教诞生都是犹太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自然也存在着多种

不同的观点，关于《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也长期争论不一。然而，就如

同我们中华民族认为我们是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一样，犹太人对自身民族

的形成也有自己的看法，《出埃及记》反映了犹太人对其自身民族及宗教形成的自

我认识。即犹太民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诞生伴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应许之

地”的历程。摩西是犹太民族永远的领袖。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已经融入到犹太

人的历史意识之中，成为他们眼中的“真正历史”。正如著名犹太学者阿巴，埃班

在其 《犹太史》中所说:“以色列的历史在晨昏蒙影中开始。其中史实与传说彼

此交融，难以分辨。传说已经成为我们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好像是真正存在过

的事情一样。那些人们确信应该在中东发生的事情，比我们知道的真正发生的事

情更能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出埃及记》被认为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记述了对犹太民族、

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事件。因此在 《出埃及记》

在犹太民族史、宗教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出埃及记》的深远意义远不止这些。它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对于人类

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出埃及记》记述的“摩西十诫”是一神思想的重要体现，

尽管是出于神学目的提出的，然而比起多神信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相信世界是

一神所创造和管理的，实际上是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和可以认识的，这是

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无偶像的上帝崇拜事实上是把上帝类同与某种绝对的理念，

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无神论。这种形式的上帝，造成了神的唯一性和个人与

之直接沟通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可能促使自由主义气氛的形成。绝对的宿命论者反过来往往具备矢志不渝、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化素质.这也许是一个格守一神思想的民族能产生如此众多

0阿巴·埃班:《犹太史》，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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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和个性强烈的创造型人物的文化机制，是一神思想的精髓在超越神学方

面对人们的有益启示.。用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利奥·拜克的话说:“在阐明《出

埃及记》中的启示时，它的意蕴已超出了其语言的原本意义。”。

.顾晓鸣:《犹太一 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卯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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