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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今天，基督教和犹太教都属于世界三大宗教，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也有 
 

一些不同点。 大多数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成就旧约所记 

载的。最终为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犹太教更注重犹太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 

关系作为以色列人的子民。在这片文章中，主要探讨了这如今这两种宗教与圣经里以及 

古籍中所记载的有何不同，以及深入研究当时以色列人的生活与上帝的关系和当时对神 

的性格特征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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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re two biggest religion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something not. Most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fully divine and fully human, and the savior of humanity prophesied in the Old Testa- 

ment. Consequentially, Christians refer to Jesus as Christ or Messiah. Judaism is considered by 

religious Jews to be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God established with the 

Children of Israel. In this article, it presents the differences from religions in the bible and 

modern religions. Also, it will show us characterizes of G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Israelites at that time based 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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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圣经的读者都会对其中所反映的宗教
 

有一些方方面面的印象。这些印象有的可能是通 

过阅读其中的章节得到的，有的可能是通过对和 

圣经有直接关系并奉之为经典的两个宗教的教规 

和文化了解到的。这两个宗教是犹太教和基督 

教。我们下面所要列举的在古希伯来语圣经写作 

的漫长岁月中的许多阶段所反映出来的以色列人 

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是和今天的基督教和犹太教 

的信仰有大量的不同的。不仅如此，圣经中所反 

映出来的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上很多阶段 

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在大量的原则和细节上大相 

径庭。下面总结出来的方方面面立足于两个方面 

的资料。一个是希伯来语圣经本身的文本中的内 

容；一个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出土的考古 

资料。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人眼中到底有几个神？ 

标准的关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定义都会提 

到这两个宗教是一神教（monotheism），也就是 

说，这两个宗教只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的存 在，

并且也只崇拜这一个神。那么我们来看看在 圣经

的世界里面，这个说法是自始至终都成立的 吗？ 
 

 
 

希伯来语圣经中的神的名字叫做“亚卫 

（希伯来语 והה ，拉丁字母转写是 yhwh，英文一 

般写为 Yahweh）”，通常中文的传统翻译是“耶 

和华”。 他不是希伯来语圣经中唯一被提到的 

神。这个不是唯一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 

以色列人承认外邦有外邦自己的神，另一个方面 

是以色列除了亚卫这个“大”神以外还有具有神 

的地位的“小”神。 

 

外邦有外邦的神 
 
 

希伯来语圣经在许多地方是承认世界上的 

其他民族是有自己的神的，也就是说，并非以色 

列的这一个神统治和领导全世界所有的民族。这 

个信息是我们反向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圣 

经中的神亚卫谈论起外邦的神（的相对低能） 时，

我们自然也就得出了以色列人眼中是有这些 其他

的神的： 
 

这样，亚卫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 

（你的父亲）同在。（申命记 32:12） 
 

 
 

和其他的神相比较，亚卫在以色列人眼中 

应该是更加出色的： 
 

 
 

亚卫阿，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 

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 

记 15:11） 
 

 
 

这其实也是摩西十诫第一条所言的前提假 

定——就是除了亚卫还存在其他神的，否则也就 

不必费劲嘱咐以色列人了：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 

记 20:3） 
 

 
 

在下面的“神也犯嫉妒”这一小节中，我 

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这种承认其他的神的 

存在的状况，宗教学者有时称其为“多神存在， 

一神崇拜（monolotry）”，有时称为“多神存 在，

一神信仰（henotheism）”。 

以色列的神还有孩子和随从（天使） 
亚卫并非希伯来语圣经中的唯一的神的另 

一个方面表现在他还有一批帮手，这批帮手有的 

时候被称为“神的儿子（Sons of God）”，“天 

的军队（Host of Heaven）”，有的时候干脆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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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星星（Stars）”。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  神的 众子 也

都欢 呼。（约伯记 38:7） 
 

 
 

米该雅说，你要听亚卫的话。我看见亚卫 

坐在宝座上， 天 上的万 军 侍立在他左

右。 

（列王纪上 22:19） 
 
 
 

有的时候称为“亚卫的军队（Host of Yah- 

weh）”，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 

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 

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 

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 

不是的，我来是要作亚卫军队的元帅。约 

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甚么话 

吩咐仆人。亚卫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 

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 

5：13－15） 
 

 
 

逻辑推理，这些神的军队或者儿子自然也 

有神的地位，虽然对于亚卫这个主神相对地位似 

乎低些，但是也应该是神。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还 

有另外这么一批叫做“天使（angels, 希伯来语 

ְ מַ לְ א  ךְ   ）”的角色，应该说至少也是有神的特性 的，

他们是可以和神进行随意的交流的。这些 天使

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为神给人类传递信 息。例

如，在创世记中雅各的梦中，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 

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创世 

记 28:12) 
 

 
 

这样，希伯来语圣经中神的集群并非是亚 

卫独一位了，而是一个由主神亚卫领导，下面有 

一批“神子”，进而下面又有一批“天使”的三 

级制度体系了。如果我们对古代叙利亚－巴勒斯 

坦地区的文化历史进一步探究，发现比希伯来语 

圣经最早的作品成书的年代还早几百年（公元前 

1200 年）的乌加里特文化中，神谱的体系便是如 

此，一方面不仅仅有一位主神厄尔（El），这位 

主神还有一位妻子阿舍拉（Asherah），他们还有 

一批儿子女儿，各司其职。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基 

本确认了以色列的文化宗教只是整个叙利亚－巴 

勒斯坦地区文化宗教体系中的一个分支。 而以色 

列的宗教体系并非只是一成不变地继承了乌加里 

特的宗教体系，而是进行了改革。在以色列的宗 

教信仰中，主神亚卫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他集合了许多“子女神”的功能于一身；而那些 

原来各司其职的“子女神”基本上都失去了具体 

的功能，而成了主神的意愿的执行者和协助者。 
 

神有没有配偶？ 
上面提到，在乌加里特神话中主神厄尔神 

的配偶是阿舍拉。那么，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对于 

这位主神的妻子是如何处理的呢？其实，这个配 

偶的名字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多次出现，并且明显 

是指一位女神： 
 
 

并且（犹大王亚撒）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 

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阿舍拉。亚撒 

砍下他的偶像，烧在汲沦溪边。（列王纪 

上 15:13） 
 
 

（以利亚对以色列国的国王亚哈说）现在 

你（亚哈）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 

和事奉巴力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 

别所供养事奉阿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 

他们都上迦密山去见我。（列王纪上 

18:19） 
 
 

阿舍拉的塑像也曾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矗 

立后被移除： 
 
 

（玛拿西行亚卫眼中看为恶的事）又在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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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立雕刻的阿舍拉像。（列王纪下 21:7） 
 

（约西亚）又从亚卫殿里，将阿舍拉搬到 

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焚烧，打碎成灰，将 

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列王纪下 23:6） 
 
 

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内盍夫（Negev）沙漠 

中南部定居点别是巴(Beer Sheba)以南的昆提勒 

·阿及鲁德（Kuntillet ‘Ajrud）挖掘出土的一件文 

物多多少少确认了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这点信息— 

—亚卫可能有个配偶，她的名字可能叫阿舍拉。 

这件文物大约是在公元前 8 世纪一个大陶罐破碎

后 的一片陶片，上面画有图像，并写有一行文字。 

画像上有两个男性人物和一个可能是女性的人物 

（通过明显的对生殖器官的描画来推断）。文字 

说的是“献给撒玛利亚的亚卫，并献给他的阿舍 

拉”。 
 
 

但是有的学者提出，由于“他的阿舍拉”这 

个词语是一个附属代词后缀加在一个名词“阿舍 

拉”后面，而根据古希伯来语的标准语法，只有 

非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才会有代词后缀， 

由此可以推断这句铭文中的“他的阿舍拉”中的 

“阿舍拉”并非指一个特定女神的名字。 
 
 

这一观点在希伯来语圣经中也有证据，因为 

“阿舍拉”这个词语在许多地方出现时是指一种 

在祭坛边种植的树或者竖立的一种柱子。下面只 

列举几个例子： 
 
 

你为亚卫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甚 

么树木，作为阿舍拉。（申命记 16:21） 
 
 

当那夜亚卫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 

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 

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阿 

舍拉。（士师记 6:25） 
 
 

其实，在希伯来语圣经中有的地方，这个 

“阿舍拉”是既可以被解释成一个（女）神的名 

字，也可以解释成一根祭坛边的柱子（或者树） 

的，例如： 
 
 

约哈斯恳求亚卫，亚卫就应允他，因为 

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亚卫赐 

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 

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 

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 

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 

在撒玛利亚留下 阿舍拉  。（列王纪下 

13:4-6） 
 
 

看来“阿舍拉”到底是神还是一根柱子并 

非那么容易单单从希伯来语圣经的文献和有限的 

出土文物中下结论。但是根据乌加里特的背景知 

识，似乎下面的这种推断目前看来是有一定的可 

能性的：在以色列宗教中“阿舍拉”原本根据传 

统可能是主神亚卫的配偶，后来由于主神地位的 

大幅度提高，功能取代了其他的所有的神，包括 

自己原来的配偶“阿舍拉”；于是在传统留存下 

来的文字中，以色列的一部分人做了一些努力和 

尝试，试图将这个“阿舍拉”的原来的“神”性 

淡化或者移除，而这个“阿舍拉”毕竟曾经地位 

卓著，彻底清除未免过于唐突，于是赋之以祭祀 

标志性物品的功能，这就解释了其在祭坛边作为 

柱子的重要性。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推断，关 

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包括它的演变和在各个古代 

近东文化中的角色还有很多，在此不赘。 
 

国王——神子（天子？） 
 

中国古代的帝王每每自称“天子”，这个概 

念在希伯来语圣经中也并不陌生。在古代近东整 

体的历史文化中，国王带有半个神的特征也属常 

态。希伯来语圣经中，国王时时被指为神的儿 

子： 
 
 

受膏者（王）说，我要传圣旨。亚卫曾对 

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 

篇 2:7） 
 
 

他（王）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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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 

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 

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撒母尔记下 

7:13-14） 或者是

神的长子：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诗篇 89:28） 
 

神是有地域性的，并非无所不在 
 

在上面提到的昆提勒·阿及鲁德出土的陶片 

上，存在“撒玛利亚的亚卫”和“也门的亚卫” 

这样的对亚卫的称呼。在撒母尔记下 15:7 中押沙 

龙说要到希伯仑这个地方才能够还他对亚卫许的 

愿，言外之意这个愿是许给希伯仑的这个亚卫 

的，尽管在耶路撒冷也有个亚卫，但是在耶路撒 

冷还不了给这位希伯仑亚卫许的愿。 
 
 

当然，这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亚卫在中央政 

府眼中，以及在服务于中央政权的先知们的眼 中，

在一定的时期是不被认可的。申命记 6:4 的疾 呼： 
 
 

“以色列阿，你要听，亚卫我们神是独此 

一个的神” 
 
 

应该是申命派对这种各地的亚卫各司其职， 

各地的祭司和神庙，大大小小，都各自为政的一 

种反应和抨击。而位于耶路撒冷神庙中的亚卫， 

紧邻着中央政府和王宫，原先无非也是地方性亚 

卫的一个（耶路撒冷）版本而已，只不过这个地 

方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原因，最终成了南北政 

治统一体的国都。这个地方的亚卫自然而然也就 

成了国家和民族统一体的亚卫了。从希伯来语圣 

经给我的线索来看，这个“统一”的亚卫也好景 

不长。南北一旦分裂，北部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 

在他的王国疆土南北两处的边界各自建立了一个 

宗教中心：北疆的但城（Dan）和南疆的伯特利城 

（Bethel），这两个中心自然也就继续崇拜起自己 

独有的亚卫来了（列王记上 12:26-33）。 

神的人性 
 
神是英勇的战士 
 

神的这个形象对于希伯来语圣经的读者来讲 

并不陌生。这位神出面为以色列人大打出手的情 

况比比皆是，下面例举几个例子。在士师记第 5

章 中的底波拉之歌中，亚卫是使地动让山摇叫天

落 泪的战神： 
 
 

亚卫阿，你从西珥出来，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亚卫的 

面，就震动。西乃山见亚卫以色列神的 

面，也是如此。（士师记 5:4） 
 
 

在出埃及记 15 章中，这个以色列的神的战

斗 形象更是被描述得淋漓尽致： 
 
 

亚卫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 

救……亚卫是战士……法老的车辆，军 兵，

亚卫抛在海中…… 亚卫阿，你的右手 施

展能力，显出荣耀，亚卫阿，你的右手 摔

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 击

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 碎

稓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 堆，

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 你叫

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 你伸出 右

手，地便吞灭他们（出埃及记 15:2- 

12） 
 

神是美食家 
 

以色列民族在圣经的记载中主要的宗教活动 

之一是祭祀。这不仅是古代以色列最重要的崇拜 

方式，也是整个古代近东最重要的崇拜方式。祭 

司是整个祭祀崇拜活动的总管，而且祭司的职位 

还是世袭的，只能出自利未的家族（民数记 3： 

5－10）。利未记的前 16 章将各种祭祀规范描写

得 淋漓尽致，包括每日都要进行的祭祀和各种特

殊 

情况下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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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传统很可能可以追溯到一个十分原始 

的认识，就是神和人一样，也要吃五谷杂粮，而 

且为神提供食品是人的职责。于是各种固体和液 

体食物就要供奉给神，有畜肉、有粮食、也有禽 

类和饮料。神的食品也要味道良好，色香味俱 

全，所以各种香料在祭祀中也至关重要：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亚卫，要用细面 

浇上油，加上乳香……素祭所剩的，要归 

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若用炉中烤的物 

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 

抹油的无酵薄饼……若用煎盘作的物为素 

祭，就要用油与细面作成……凡献为素祭 

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 

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 

献……若向亚卫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 

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轧了的新穗子，当 

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 

乳香，这是素祭。”（利未记 2:1-15） 
 
 

同样，美好的音乐也是顿好饭必不可少的佐 

餐成份，所以祭祀的音乐也由然而生。 
 
 

古代以色列人很可能并不认为神亚卫会在 

祭祀时真的需要食用这些食物，所以在处理祭祀 

的动物的身体不同部位时也方式不同，油脂等不 

适宜人食用的部分烧成烟，这些袅袅上行的炊烟 

便是供神来消耗的“美味”了：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 

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脏的 

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 

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 

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亚 

卫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 

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亚卫的。在你们一 

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 

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利未记 

3:13-17） 

而剩下的好肉用大锅煮好后，自然应该留作 

人（祭司优先）来食用：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 

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 

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 

要吃的（利未记 8:31）。 
 

神是很有文艺品位的 
 

其实，神的艺术品位并不是只表现在上面提 

到的“饮食”上，而且表现在人类艺术的方方面 

面。我们这里只例举两个方面。首先是建筑。在 

上面我们讨论神的地域性时知道，其实神的 

“庙”不只一个，而是位于多处，有大有小。但 

是圣经中最费笔墨大肆渲染的神的“庙”当属位 

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了（列王纪上第 6 章）。 
 
 

圣殿不仅仅外形壮观，使用的木材非同一 般，

都是被誉为“神的香柏木（诗篇 80:10）”的 黎

巴嫩香柏木。殿内的装饰也不惜血本： 
 
 

墙面都贴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坛，包上 

精金。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 

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 

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 

都用金包裹。（列王纪上 6:20-22） 
 
 

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内殿外殿的地 

板，都贴上金子……在橄榄木作的两门扇 

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 

贴上金子。（列王纪上 6:28-32） 
 
 

神的另外一个艺术品位当反应的音乐诗歌 

上。上面讲到神在“用餐”时要有音乐，除了音 

乐外，还要有颂词。希伯来语圣经的诗篇中，绝 

大部分是这类歌颂神的颂词。诵读诗篇是以色列 

祭祀，也是后来的各种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有的诗篇是直接赞颂崇拜者来到上面描 

述的美好的圣殿中的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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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登亚卫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 

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 

人。他必蒙亚卫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 

成义（诗篇 24:3-5） 
 

神也犯嫉妒 
 

神的嫉妒主要缘由是对以色列民族对其他神 

的崇拜的憎恶： 
 
 

我是亚卫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 

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 

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 

他，因为我亚卫你的神是 爱 嫉妒 的神，

恨 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 三四代。（出埃及记 20:2-5） 
 
 

对于神的嫉妒本性，神自己并无避讳，除了 

上面，再如：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亚卫是嫉妒的神，名 

为嫉妒者。（出埃及记 34:14） 
 

神人关系：神的报复性和报答性 
 

从上面出自出埃及记 20:2-5 的希伯来语圣

经 引文来看，以色列的神的惩罚欲是很强的。

其 实，整个希伯来语圣经自始至终都充斥着以

色列 的民众和他们的神在方方面面的冲突、以

及随之 而来的神对人的报复性惩罚。这样的事

件一个接 着一个，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国

王，普通百 姓，甚至是外邦的民众，都没有人

能够逃脱这个 命运。 
 
 

当然，这位神也是会报答人类对他的尊重和 

崇拜的。当民众对其进行唯一的排他性崇拜时， 

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就会好很多——希伯来语圣经 

的作者如是解释。这个“报答”的主题和上面的 

关于神的报复性的主题交替出现。这一点在士师 

记和列王纪中最为突出。 

 

 
这种恩怨报答（应）的始作俑者是神。例 

如，在以色列人的先祖之一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 

以撒之后出走逃离，在外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对以 

色列人的宗教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做梦）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 

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亚 

卫站在梯子上说，我是亚卫你祖亚伯拉罕 

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 

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 

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 

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记 28：11－15） 
 
 

但是人有时候也是这个交互关系的积极参与 

者。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人是可以主动启动这种 

因果反应的链条的，而形势上往往是进行一个许 

愿。我们的例子还是接着上面那段故事： 
 
 

雅各睡醒了……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 

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 

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 

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 

伯特利（神殿的意思）……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亚卫为我的 

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 

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 

给你。（创世记 28：16－22） 
 
 

这也是最早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十一税 

的来历。由此看来，神对人的爱和恩宠如同人对 

神的爱，都不是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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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去人的崇拜和偶像崇拜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死去的祖先的崇拜 

和敬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这 

中对死去祖先和亲人的态度其实也并非天方夜 谭。

首先，死去的人在希伯来语圣经中有的时候 被称

为“神”，例如，扫罗在叫神神不应时，想 到通

过一位“交鬼的妇人”来向死去的先知撒母 尔求

教： 
 
 

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 

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 

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 

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 

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 

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亚卫 

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亚卫起誓，你必 

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 

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 

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 

扫罗。为甚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 

要惧怕。你看见了甚么呢。妇人对扫罗 

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 

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 

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 

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尔记上 28：8- 

14） 
 
 

这个故事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死人在 

活人生活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象申命记 18：11 

明令禁止“向死去的人咨询问题，” 更加说明这 

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存在的现象。正如同一个 

社会的律法中如果禁止偷盗，那么偷盗一定是社 

会中存在的现象。 
 
 

给死去的人上供在古代以色列社会的宗教 

生活中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同样的 

逻辑从下面的这段以色列人对神的表白中推出： 
 
 

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 

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将其送给死 

 人 ；我听从了亚卫我神的话，都照你所

吩 

咐的行了。（申命记 26:14） 
 
 

依此类推，偶像（神像，Teraphim 是最常 

见的表示这个意思的词）的崇拜在希伯来语圣经 

中也是明令禁止的，这个社会现象也是存在的， 

并且是以色列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摇签， 求问神 像 ， 

察看牺牲的肝。（以西结书 21：26） 
 
 

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 

假，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 

慰人。（撒迦利亚书 10:2） 
 
 

这些家中的偶像在以色列人眼中其实和他 

们的神是等同的，例如，在创世记的第 31 章，雅 

各的老婆拉结在出走父亲家时偷了他父亲拉班家 

中的神像，而在拉班反问女儿时，直接说的是： 
 
 

为甚么又偷了我的神呢？（创世记 31:30） 
 

百姓宗教和官方宗教的矛盾和 

冲突 
 
百姓崇拜的神和崇拜的方式多种多 

样 
 

上面提到，亚卫的嫉妒来自以色列人崇拜 

的不专一性，通俗地讲，就是“不忠”。那么， 

以色列人还对哪些其他的神情有独钟呢？下面只 

是几个例子： 
 
 

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 巴力  

烧香，并随从 素 不认识 的别 神 。

（耶利米 书 7:9）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忒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 

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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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亚卫的名向 

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 

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 

香，浇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 

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 

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 

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 

止向天后烧香，浇奠祭，我们倒缺乏一 

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 

向  

 天后烧香 ，浇奠 祭，作 天后 像的

饼供 奉  

 他，向他 浇奠祭 ，是外乎我们的丈夫

么。 

（耶利米书 44:15-20） 
 
 

他领我到亚卫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 

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 搭模 斯 哭泣。

（以 西结书 8:14）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哀哭，如在米吉 

多平原上对哈达理芒的哀哭。（撒迦利亚 

12:11） 
 
 

百姓自己也动手，自力更生建筑一些自己 

的神庙设施和制作一些敬拜的偶像： 
 
 

他们必不仰望自己手所筑的祭坛，也不重 

看自己亲手制作的木偶（阿舍拉）或者焚 

香台。（以赛亚书 17:8） 
 

 
 

百姓有时干脆到屋顶为神烧上些香火以达到 

祈福的目的： 
 
 

他们在房屋顶上向天上的万军烧香，向别 

的神浇奠祭的液体（耶利米哀书 19:13） 
 
 

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的万军的…… 

（西番雅书 1:5） 
 

官方的崇拜的神和崇拜方式中规中 

矩 

上面所有的引文都是先知们对百姓的崇拜习 

俗和崇拜的非亚卫的神的猛烈抨击。对于先知们 

来说，以色列的百姓唯一应该崇拜的神是亚卫。 

这当然也是中央政府的观点。至于崇拜的方式， 

是随着以色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的。 
 
 

在统一王国时期，官方的崇拜地点只有位于 

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后来南北分裂了，崇拜地点 

除了南部犹太王国的耶路撒冷圣殿，还有北部以 

色列王国的两个官方地点——北疆的但城和南疆 

的伯特利城——的神庙中。 
 
 

到了北部以色列王国的以色列人被亚述部分 

流放（约公元前 722 年），和后来南部的犹太王

国 被巴比伦流放（约公元前 586 年）之后，在一

个中 心的神庙进行祭祀已经开始不太现实了。于

是祈 祷作为一种崇拜的方式开始产生和发展。后

来， 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许可下重建了圣殿（第

二圣 殿，约公元前 515 年），祭祀活动又得到了

恢复。 在公元 70 年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后，祷告

才更加正 式地成了犹太教的唯一崇拜方式，一直

沿用至 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以祈

祷为主 要崇拜方式的。 
 

正典化——和后来犹太教和基 

督教的桥梁 
 

 
从前面已经触及到的希伯来语圣经文本的方 

方面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为我们展示的以色列 

的宗教生活是丰富多彩和五花八门的。并不象现 

代一些基督教或者犹太教教义规定的那么单纯和 

严格。那么，这个在希伯来语圣经中描述的以色 

列的宗教，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到了犹太教和基 

督教后来的样子的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 

们下面只来看看在希伯来语圣经中有记载的关于 

犹太教演化过程的第一步。 
 
 

列王纪下第 22 章讲了这样一件事，犹大国

王 约西亚登基后的第 18 年在圣殿中发现了一卷

经 卷，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经卷可能是申命记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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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版本。 这是个从希伯来语圣经中描述的以 

色列宗教到后来的犹太教的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性 

质的事件。研究以色列早期（含希伯来语圣经阶 

段）历史的学者将这个事件称为“申命革命”。 

而且将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尔记、列王 

纪这几部书的希伯来语圣经部分称为“申命派历 

史”。 在“申命派历史”著作中，我们最常看到 

前文多处例举描述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神卿卿我 

我、吵吵闹闹的关系。 
 
 

申命派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以色列人只 

应该信仰一个神亚卫，并遵循他的戒律，如果这 

点做到了，以色列人就会幸福安康；如果做不 

到，就会家破人亡。但是，这是个理想主义的观 

点，在社会现实中以色列百姓的宗教观和宗教实 

践是不会如此单纯的。 
 
 

希伯来语圣经中为数众多的先知们，在各自 

的时代的奔走疾呼，说来说去也都是带着各自时 

代烙印的上面这个申命派中心观点的变体。这就 

是希伯来语圣经神学的雏形了。 
 
 

当然，这个看来很简单的神学并非能够为兢 

兢业业的以色列人解释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于是 

有了传道书中对“虚空”的参悟，也有了约伯和 

他的朋友对神的意图（如果神有意图的话）的揣 

摩不透。不过这些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了。 
 

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分久必合”。犹太教始于 

希伯来语圣经记载的以色列的宗教。这个时期的 

宗教纵跨了上千年的演变。以色列的宗教表现形 

式和教义起初是比较零散和多样的；随着逐步的 

发展，在神的范畴、特性、宗教的仪式、界定等 

方面得到了相对的统一和简化。 
 
 

今天，基于希伯来语圣经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其实又在生生不息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分化和演 

变。两个宗教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分支教派，这些 

分支不仅仅在许多细节上各持己见，在一些至关 

重要的地方也观点大相径庭。这或许又应了这句 

中国古话的后半句“合久必分”。 
 
 

但是，不论是分还是合，作为希伯来语圣经 

的读者，我们需要比较小心的是要尽量避免用现 

代人或者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所理解的，虽然是产 

生于希伯来语圣经的，宗教的特定时期和语境的 

特征，来反过来套到这部经典上去强加解释其中 

的文本。这个过程的方向恰恰是要反过来的—— 

对于希伯来语圣经中描述的以色列人的宗教的理 

解，还是要先立足于文本和其他相关资料到底告 

诉了我们什么，之后再进行其他层面的延伸和演 

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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