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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芈 

胡 浩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犹太教并不排斥世俗的因素，而且 

在其发展 中融入 了很 多世俗 的智慧，尤其是理性和科学的要素。从 

《圣经》时代到中世纪，犹太教在认识 自然、与异质文明交往、解释经 

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兼容世俗文化的能力和特征。而作为一种传统，又 

使得犹太教在面临现代性挑战的情况下，能够适时地调整自身，以顺应 

现代社会的需要。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体现了犹太文化的巨大创造 

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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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浩，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副教授 (开封 475001)。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体现的是人依据逻辑思考、判断事物的能力， 

而科学则是依据理性而形成的有关 自然和人类的知识体系，两者都反对宗教 

上的超验主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和预定论，强调人类 自身对于现实世界、 

世俗生活的思考、把握及责任。因此，理性和科学构成了与宗教文化相对的 

世俗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犹太教首 

先是一种信仰体系，宗教性是犹太文化的首要特征。作为一神教信仰，犹太 

教的上帝具有超 自然和启示的特性，因而，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体系理所当 

然地具有非理性、非科学的特征，这也是它和其他一切宗教共有的特征。然 

而，信仰本身的非理性并不排斥在以犹太教为核心的整个犹太文化体系中存 

在着理性和科学的因素，或者说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倾向。事实上， 

无偶像的上帝崇拜，把上帝类同于某种绝对理念⋯⋯造成了神的唯一性和个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 (项目编号：2010一GH一02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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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之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可能形成一种 自由主义气氛，以上帝神谕为形式 

的教义，赋予了教徒一种命定论式的观念，生活和历史的这种命定论是理性 

的一种虚妄形式；但当近代理性主义兴起时，它有可能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理 

性主义。① 从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发展来看，信仰同理性、科学之间并非绝对 

不可调和，而是一定程度上相互交融，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理性、科学成为 

确证信仰合理性的手段。犹太文化对理性和科学要素的吸纳使其具有强烈的 

世俗价值取向。本文拟结合犹太经典和犹太历史来探讨犹太教与世俗文化兼 

容的问题。 

《圣经》 文化的世俗智慧 

犹太教信仰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融人了诸多的理性与科学因素。《圣经》作 

为一部神学著作，虽然充斥着超自然主义和启示的因素，但其在以色列人的 

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记录之中，却处处可见世俗的或者理性的思维方式，而 

且 《圣经》的诸多文本事实上是在以理性的方式来解释信仰。如 《圣经》确 

立的奖善惩恶的原则虽然显示的是神圣上帝的审判能力，但却与世俗审判原 

则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世俗处事方式 

神圣化的结果。而 《约伯记》 中，约伯关于义人行善而反遭难的申诉以及上 

帝对约伯受难的解释更是充满了辨证式思维和理性的睿智。在希伯来 《圣经》 

的 “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中，时时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辉。所 

谓希伯来 《圣经》的智慧文学中的 “智慧”二字，并不泛泛地指一般意义上 

的智慧，它指的是希伯来启示或历史传统之外的理性主义传统。《箴言》、《约 

伯记》和 《传道书》都属于这样的著作。② 而且智慧的属性被赋予了强烈的 

神学和神圣色彩，智慧为上帝所造 ，因而智慧便成为上帝神性的一种流露， 

所以尊崇智慧即是敬奉上帝。③ 

《圣经》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井然有序 、有规律可循的，并时时处处启 

发科学的态度，因而，《圣经》中多处流露出人们对于自然的好奇心以及探索 

自然的热情。在 《圣经》中，不是上帝和自然与人类对立，而是上帝和人类 

① 顾晓呜著：《犹太——充满 “悖论”的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前言，第 15页。 

② 游斌著：《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 485页。 

③ 刘洪一著：《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8～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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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面对 自然。否认上帝与 自然的重合，也就意味着否定 自然具有神的特 

征。① 自然的可认识既是人的理性所为，更是神性的必然。《约伯记》详细叙 

述上帝用来统治世界的规矩的奇异性和复杂性。如果约伯不理解这些规矩， 

他怎么能企求领悟一I-帝造物之妙法呢?希伯来人对于智慧的理解实际上与希 

腊哲学对逻各斯、中国文化对道的理解有结构性的相似之处。它们 (在超越 

的层面)涵盖了人的理智能力、实践伦理、主观真理、客观规律等几个方面 

的深刻内涵。② 在 “造物主”和 “万物自化”之间，《圣经》达到了一种谨慎 

的平衡，智慧可以认识万物的规律，但上主处置一切，有一定的尺度、数目 

和衡量。 

《圣经》对于自然所持的态度，对近代实验科学也有所启发。在 《圣经》 

中，物质的东西并非比非物质的东西低一等，它们同为上帝所创造，从事物 

质性的职业不应被看作是卑微的。因此在 《圣经》中，手工艺者受到了尊重， 

因为手工工作同样受到了尊重；自然并不居于人类的技术之上，因为两者都 

是 “受造”之物；物质并不卑下，而是上帝的一种造物；闲暇也不优于劳作。 

以色列人的上帝既没有退隐到上帝独有的存在方式中，也没有潜心于自我冥 

思中。相反，上帝是活跃的；“他工作至今”，不懈地创造，并引导着人类的 

历史。于是，人类的行动便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而实验科学也就间 

接地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③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分析 《圣经》智慧 

时指出：“《圣经》带给人们一种深厚的科学精神。虽然 《圣经》本身主要 

不是一个地理学、物理学、社会或历史学的教科书，但它包含各方面的知 

识⋯⋯现代科学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这是历史事实；但如果不看 

《圣经》中的思想，就不能解释这个发展的内在原因。”④ 

亚历山大的斐洛，力图为他崇奉的犹太教信仰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使之 

在新形势下能够延续和扩大，同时有意识地将希腊哲学融入希伯来传统，致 

力于阐发犹太教神学思想，进而把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和系统化。 

他赞成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观点，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话语 “逻各斯”引入 

① [荷兰]R．霍伊卡著；丘仲辉译：《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 l6页。 

② 游斌著：前引书，第 487页。 

③ [荷兰]R．霍伊卡著；丘仲辉译：前引书，第 99页。 

④ [奥地利]雷立柏著：《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宗教与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 1O8· 



论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 

犹太教之中，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和人联系的 “中介”。他认为 “逻各斯”作 

为一种 “神圣的智慧”，具有全智全能的品格，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上帝 

通过 “逻各斯”的作用使 自己的创造过程具体化和合理化。① 斐洛所指称的 

上帝理性、智慧之流溢的 “逻各斯”观念 ，虽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圣的 

创造力量，但在事实上也是对人类智慧和理性的一种隐喻式的承认。斐洛的 

思想是希腊哲学与犹太教思想的首次相遇和融合，为后来基督教思想产生了 

重要影响。而当犹太 《圣经》的希伯来和阿拉米文本被翻译成希腊文本时， 

西方世界开始进一步了解它，许多哲学家 (包括犹太哲学家)意图用更加希 

腊化的方法来解读它，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犹太教的理性化。 

拉比犹太教的理性及其对科学的促动 

《圣经》犹太教向拉比②犹太教转变的过程，也充分显现了犹太教的理性 

化倾向。面对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暴政和犹太起义遭到失败，在宗教神权政 

治象征的圣殿被损毁，犹太民族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以法利赛派为代表的犹 

太文士阶层力挽狂澜，勇敢地承担起从文化层面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们 

拒绝撒都该派那种只按照字面意义解释 《托拉》的做法和对成文法以外的犹 

太律法进行排斥的观点，而是在尊重成文法的同时接受犹太民族的口传律法， 

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把握 《托拉》的精髓。根据环境的变化，法利赛派 

认为律法必须得以进化，不断地进行诠释和变更，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在 

具体解释每一条律法时，更是着眼于其精神，挖掘其深层涵义，不断赋予律 

法新的、更加切合此时此地条件 ，易为人接受的意义。③ 历史证明，正是法利 

赛派对于律法的理性的和灵活解释才最终挽救了犹太教的命运，使得犹太民 

族虽流散世界各地，但却在多元性的基础上成功地保持了文化统一性。 

承继法利赛派传统的犹太拉比，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对犹太教的口传律 

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汇编成 《塔木德》 以指导和规范犹太人 

的思想与行为实践。《塔木德》呼吁在注释和解经过程中的自由和非教条主 

①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9页。 

② 关于拉比在犹太民族发展中的作用 ，参见饶本忠：《论犹太民族中的拉比及其历史作用》，载 

《西亚非洲》2010年第 8期，第38～43页。 

③ 徐新著：《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3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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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塔木德》不是 《圣经》的简单延伸。它愿意作为 《圣经》意义的第二 

个层次；它以批判性的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摄取 《圣经》 的各种含义。拉 

比的权威是一种作为博学者、智者或者说理智者的权威。① 《塔木德》 的产生 

本身就是对 《圣经》文本特别是律法具体化、理性化阐释的结果，其中充满 

了思辨色彩，有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精彩辩论。《塔木德》中一直采用既阐明真 

理，又指出错误的辩证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讨论律法问题。这种辩证的思 

维方式传统，从此存留在犹太人的生活中。② 《塔木德》的内容包括圣经训 

诫、神话传说、诗歌寓言、律法礼仪以及天文地理、农事建筑、医学算术等 

等，因而它不仅是一部诠释评注圣经律法的权威法典，也是一部包罗古代犹 

太文明万象的百科全书，无疑是当时犹太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③ 这样的一部 

书在后来的犹太生活中甚至起到了比犹太 《圣经》更为重要的作用，它有效 

保证了犹太律法在遭遇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时不至于走向僵化，也使得信仰 

能以理性的方式为人所理解、所接受，它在犹太流散史上，事实上成为维持 

犹太信仰生机与活力的保障。此后，犹太教历史上出现的法典、答问，都遵 

循了法利赛派的传统，力图因时因地对律法做出诠释，从而有效地维持了世 

界各地犹太社区生活的活力。拉比犹太教的传统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理性的反 

映，它承认了变通、进化、发展等理性原则，并用以指导具体的犹太生活。 

然而，拉比犹太教形成和发展的理性特征并不必然意味着拉比犹太教对于自 

然科学持宽容态度，事实上，九世纪之前的拉比犹太教中并没有充分哺育亚 

里士多德式的科学，他对于宗教精神生活和末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对于自然和科学的微弱兴趣。 

在中世纪稍晚时期，犹太文化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与伊斯兰文化碰 

撞并融合，充分吸纳了伊斯兰哲学中的理性思潮——主要是柏拉图主义、新 

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加速了理性化的进程，并由此孕育了犹 

太 一阿拉伯哲学与科学。这一现象出现的首要条件乃是犹太人普遍接受了阿 

拉伯语，而放弃了原先使用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渐渐成为犹太人说和写的 

语言，也是学习研究的语言，甚至在涉及到神圣的犹太传统问题时，他们也 

① [法国]埃马纽埃尔 ·勒维纳斯著；关宝艳译：《塔术德四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言，第4、7页。 

② 黄陵渝著：《犹太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O页。 

③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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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阿拉伯语。十世纪出现的犹太宗教哲学主要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当然， 

阿拉伯语没有完全取代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但至少犹太学者和商人开始借 

用阿拉伯语的风格和语法形式，仍用希伯来字母拼写，从而逐渐形成了犹 

太 一阿拉伯方言。①这一事实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促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对 

阿拉伯文献，包括穆斯林诗歌、哲学、传记和历史产生兴趣。这样他们真正 

成为这个伟大世界的公民。伊斯兰信仰的词汇在犹太著作中找到了表达的方 

式；《古兰经》成为一种可以引证的文本。阿拉伯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诗歌 

的习俗为犹太人所借鉴。犹太作品中充满了源 自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 

词句。阿拉伯文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成为犹太人创作的普遍背 

景。应该说，这些现象的出现是 自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犹太人对外来 

学问没有敌意，也没有对其可能的负面的和危险的影响表示怀疑，更没有意 

识到这可能是另一种希腊智慧。② 

迈蒙尼德是这两种文化交汇时出现的世界级的犹太思想家。他以理性照 

亮了中世纪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光辉所掩盖的犹太信仰。12世纪的伊斯兰 

西班牙，即迈蒙尼德知识的扎根地，已成为以科学方法探索形而上学的中心。 

迈蒙尼德并不高估其犹太哲学前辈，而是直接从亚里士多德的穆斯林评注家， 

如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他研究 《哈拉哈》的著作也扎 

根于西班牙，在那里，严谨的系统化的方法已被运用于对 《塔木德》经文的 

研究。正如犹大 ·哈列维的作品是安达鲁西亚犹太人优秀诗歌的典范一样， 

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反映了对犹太文化严密的科学关注。迈蒙尼德认为，理 

性并非信仰的对立面，相反，理性可以用来确证信仰，他用隐喻式解经法解 

读圣经文本，使得 《圣经》文本不显得支离破碎和突兀，而是成为一个在逻 

辑上完美的，可以为人的理智所理解的体系。虽然迈蒙尼德不否认启示的有 

效性，但是，他坚持认为，不能为理性所诠释的信仰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 

他甚至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构成口传律法原初的重要内容。迈蒙尼德也不反对 

将科学知识介绍到他所构建的律法系统中，不论是整体的科学理论 ，还是相 

关的科学词汇和术语 ，他甚至认可科学的独立地位，而不将之强行嵌入进律 

① H．H．Ben—Sasson ed．，A History ofthe Jewish People，Cambfid~，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1976，P．439． 

② LeoW．Schwarz ed．，GreatAges andIdeasofthe JewishPeople，NewYork：RandomHouse，1956， 

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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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体系和框架中。迈蒙尼德允许用最近的科学知识和发现来淘汰拉比们以 

前对此所作的诠释。他认为古代的科学注定是不完美的，而只有用现代的发 

现来修正或补充它们。① 

对于理性的崇尚使得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犹太人积极参与了伊斯兰世界的 

文化创造活动。在阿拔斯王朝 “百年翻译运动”中，犹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他们利用 自己精通东西方语言的优势，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经 

典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在当时的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以 

及后来受其影响的基督教世界，如西班牙、西西里、意大利以及普罗旺斯， 

随着古典的科学和哲学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伊斯兰世界几位有影响的犹 

太人物将犹太传统带人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方式中，重新审视上帝和上帝的创 

世。他们开始以知识探询的态度来理解宇宙的内在价值，在积极参与社会生 

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培养起对实用知识的兴趣。 

在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相对开放的知识和社会背景下，犹太人消化了经典 

的哲学和科学文献，学习当时伊斯兰的修辞法和思辩术，创造出属于他们 自 

己的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哲学和科学文献。②犹太人对于经典的翻译 

还传播和保存了珍贵的西方文化遗产——这些著作许多的拉丁文本后来由于 

战争等多种原因在西方逐渐消失。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希伯来文和 

阿拉伯文的西方古典文学和科学论著又重新被翻译成了拉丁语并在西欧得以 

广泛传播，激起了西方世界对古典人文主义和理性的关注，并对后来的欧洲 

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犹太人通过伊斯兰文化之媒介学习并吸收了西方 

古典文明的理性与科学传统，又将这种精神重新带给了近代西方，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连续性。在意大利，犹太人对文艺复兴 

的影响尤为显著，而犹太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更显深入。罗斯这样评价到： 

“在整个欧洲，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意大利那样，犹太人在文化活动中始终起 

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同时，当地的传统文化又反过来如此深刻地影 

响了犹太人的文学和思想。犹太人参与当地语言文学的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 l3世纪。而另一方面，在 15世纪和 l6世纪，犹太人在那个 

① David B．Ruderman，Jewish Thought and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Earty Modern Europ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31． 

② Ibid．，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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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 ‘文艺复兴’的思想活动的神奇阶段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④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犹太人在语言、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取 

得了卓越成就。近代拉丁语的数学和医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希伯 

来 一阿拉伯科学基础上的。犹太人在对阿拉伯帝国科学成果的转移和研究方 

面贡献巨大，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条件。② 以撒 ·本 ·所罗门 · 

以色列是 9—10世纪出现的第一位生平为人所知的犹太科学家，他的 《论发 

热》大概是中世纪所有语种中最精湛的临床医学论著，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 

每位医生的案头必备书，它也影响到了波斯人阿维森纳。12世纪，著名翻译 

家亚伯拉罕 ·巴 ·海雅第一次特地为非阿拉伯语的犹太读者而撰写希伯来语 

著作。他的主要科学成果是一部包容数学、天文学、光学和音乐在内的百科 

全书式的著作。 

l0世纪以来，西班牙犹太人已经融入到西班牙社会之中；按照犹太上层 

的观点，犹太教被限制在宗教和民族理想的层面，在宗教之外的领域，他们 

和他们的邻居分享着共同的生活模式和对于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们致力于世 

俗科学，宗教没有对他们构成任何大的约束。西班牙犹太人在怎样将犹太教 

融入普遍的世俗社会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找到了解决之道——全心全意地参与 

了他们穆斯林邻居的世俗生活，同时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但是，在他们享 

受即时的快乐和被普遍的科学占据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寻求在他们古老信仰 

中有关永恒生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们在民族传统中发现了表达他们 

才干的宽广领域。⑧ 

现代犹太人对世俗化挑战的回应 

承继中世纪的传统，步入近代社会的犹太人将他们的科学发现当作是一 

种文化遗产和荣誉的象征。他们为 自己具有的科学和医学传统而感到荣耀 ， 

为自己是迈蒙尼德、伊本 ·埃兹纳的后代而感到骄傲 ，这样的历史记忆支撑 

① [英国]塞西尔 ·罗斯著 ；黄福武等译 ：《简明犹太 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第 305页。 

② 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在科学 、文学和社会法律的维度上》，上海三联 

书社，1993年版，第 13页。 

③ Eliyahu Asht0r，The Jews ofMoslem Spain，Volume 1，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3， PP．2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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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们在文化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犹太占星学家、术士、医生在中世纪的 

殿堂中获得了无上荣誉，他们成功地将 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科学成就结合在一 

起，而且相信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①他们的后辈在近代 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 

兴起的有利条件下，沿着他们所开创的科学道路大踏步地前进。值得一提的 

是，在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为成千上万的有才干的犹太学生提供 

了绝好的学习文学艺术、拉丁文、经典科学文献以及最新在植物学、解剖学、 

化学和临床医学等方面知识的机会。该医学院接收了大批犹太学生入学并授 

予他们学位，这些学生毕业后散布于欧洲各地从事医学活动。帕多瓦大学为 

当时来 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背景的犹太学生——以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马 

兰诺，意大利、奥托曼、德国、波兰和其他东欧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集中的交 

往场所，促进了犹太人同欧洲文明的接触，这些接触影响了这些犹太人的文 

化倾向、价值观念和自我形象，也为犹太人进入欧洲其他医学院和文化中心 

开辟了道路。② 自13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开办了大量的医院⑧，如 1210 

年在德国雷根斯堡开办的犹太医院、1248年在科隆开办的医院、1499年在乌 

尔姆开办的医院，以及 16世纪中期在柏林开办的医院，当时这些医院主要为 

那些病患者、极端穷困者和被遗弃者提供避难和治疗。紧接着，条件得以改 

善的一般性的犹太医院发展起来 ，如 1747年葡萄牙犹太人在伦敦创建了一座 

医院，1753年，一所犹太医院在柏林开放，1836年在巴黎和欧洲许多其他地 

方也出现了相似的医院。1852年美国纽约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医院，1864年费 

城建立一座犹太医院，而巴尔的摩在 1866年建立起一座名为 “以色列人”收 

容所的大型医院。④ 可以说，犹太人为近代医学及医院体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宽容、解放犹太人政策的实施，犹太教和 

犹太文化积极地寻求变革，以应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18世纪末，以门 

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精英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 (习惯上被称为 “哈斯卡 

① David B．Ruderman，叩．cIL，pp．52—53． 

② Ibid．，PP．104—105． 

③ 萨顿 (Sarton)认为最早的 “医院”的概念很可能是犹太人所发明的。 “heqdesh”这一用来 

指代希伯来医院的词汇在 11世纪德国的科隆被人使用，当时是为了照顾遭受灾难的教友而创设的，之 

后流行开来。 

④ Harry Friedenwald， e Jews and Medicine：Essay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44， 

pp．5l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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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哈斯卡拉”倡导理性主义，主张对犹太律法、礼仪和传统进行改革 

以适应西方社会主流观念与文化；主张改变注重 《塔木德》的传统教育模式， 

接受世俗的、非宗教的教育，提倡传播科学新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④ 哈 

斯卡拉还促使犹太教领域兴起一场科学运动，它要求以科学的方式重新定位 

和解释犹太教，主张在更广泛的知识背景下研究犹太教，努力使犹太教系统 

化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以拉波波特 ·聪茨为代表的年轻犹太学者在 19世纪 20 

年代发起成立了犹太科学与文化协会，以他们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 

即科学和历史的观念来探讨宗教改革和维持犹太延续性的新途径。② 科学运动 

被历史证明是德国犹太人留下的影响最深远的遗产，如果没有犹太教科学作 

为内核，人们就无法谱写现代犹太人的历史。⑧ “哈斯卡拉”和科学运动极大 

地改变了传统犹太教的面貌，影响了犹太教改革，并直接促成了现代犹太教 

的形成。现代犹太教各宗派在接受了启蒙和科学运动的洗礼后，都不同程度 

地采纳了理性主义原则，出现了世俗化倾向。 

犹太教改革派是最早出现的犹太教现代宗派，它承继了门德尔松所开启 

的启蒙传统，拥抱世俗科学与文化，将犹太教看成是一种不断进化之中的伦 

理宗教。保守派承接德国犹太教实证 一历史学派注重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 

法论的学术研究传统，将对犹太教的认识与对犹太人历史的批判性考察紧密 

联系在一起。其主要机构犹太神学院的教师公开声称，在神学院教授 《托拉》 

就像在耶鲁和哈佛教授 《托拉》一样。批判 《圣经》和 《塔木德》被认为是 

很正常的事情，其目的是更深刻、更客观地揭示文本内涵。传统被认为是不 

断运动和变化的，每一代人都可以重新改写信仰和礼仪以回应环境变化。经 

济、社会、政治因素都公开成为评价犹太教的指标。向其他文化学习也受到 

鼓励。④ 

保守派和改革派一样强调变革，但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律法变革应 

当是渐进的，其权力应当交给犹太大众或博学的拉比。新正统派尽管坚持超 

① 徐新著：前引书，第 279页。 

② MichaelA．Meyer，TheOrigins ofTheModern Jew：JewishIdentity andEuropean Culturein Germany 

1749—1824，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1967，P．9． 

③ Ismar Schorsch，From Text to Context：The Turn to History in Modem Judaism，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P．1． 

④ Nell Gillman，“Inside OF Outside?Emancipation and Dilemmas of Conservative Judaism”，Juda／sm 

issue 152，Volume 38，Number4，Fall 1989，New York：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PP．41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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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启示观，但完全接受解放，主张容纳现代科学与文化，认为这对 

犹太教的发展和犹太人的幸存都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机遇。新正统派希望在接 

受现代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护犹太教的传统。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和 

世俗文化可以被用作证明传统合法性的工具。① 美国犹太思想家开普兰则乐于 

将犹太教理解为一种正在进化中的宗教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犹太教包含着 

远比宗教本身更复杂的东西，它是一系列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结合，这些 

事物包括历史、文学、语言、社会组织、民间道德约束、行为准则、社会和 

精神理想以及审美价值等等，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一种文明。② 开普兰及其 

领导的犹太教重建主义意在以一种符合现代人性、现代美国社会基本价值准 

则和现代科学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犹太宗教和传统，重新定义犹太民族和人 

民，并试图构造一种以宗教为纽带，以民族共同体为核心、以新型社区为组 

织形式的犹太生活方式，服务于现代犹太生存的需要。 

结 语 

综上所述，犹太教自 《圣经》时代以来就蕴含丰富的世俗智慧，并具有 

强烈的现实关切。世俗与神圣在犹太教看来并不那么冲突，而是可以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神圣包容了世俗，而世俗的科学文化、世俗的生活则是进一步 

理解上帝、圣化上帝的手段。纵观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 

鲜明地感到犹太教在思维方式上 日趋明显的理性化倾向，且在宗教实践领域 

与世俗科学和文化逐渐交融，呈现出强烈的现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和世界 

历史精神是一致的，显示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对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的 

适应性，对于El益普遍化的现代原则的认同。犹太教对世俗文化的兼容并蓄 

是其一以贯之地得以传续并呈现 日益增强的世界性特征的重要原因，也充分 

体现了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灵活性、创造性和生命力。 

① 徐新、凌继尧主编：前引书，第 398～399页。 

② [美国]摩迪凯 ·M．开普兰著；黄福武，张立改译：《犹太教：一种文明》，山东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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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Judaism and 

Secular Culture 

Hu Ha0 

Abstract：As a cultural system，Judaism does not reject the secular fac— 

tots．Much worldly wisdom ，including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elements，was absorbed 

dur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Judaism．From the Biblical times to the Middle 

Ages，Judaism，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nature，communicating with heter。 

ogeneous civilizations and interpreting scripture， gradually formed the capacity and 

character compatible with secular culture．But when facing the challenge posed by 

modernity，Judaism，as a tradition，can make timely adjustment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Judaism and secular cul— 

ture reflects the great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of Jewish culture． 

Key W ords：Judaism；Jewish Culture；Sec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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