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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内容概要

全面的梳理、系统的介绍、独特的视野、客观的评说、丰富的视觉资料成为《犹太文化史》的基本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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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作者简介

徐新，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1977年起在南京大学任教
，1985年曾任英文系副主任。1988年后主要从事犹太文化研究千和教学，研究方向涉及犹太宗教、文
化、历史，以及犹太人在华散居史。开设的课程有“犹太文化与世界文明”、“犹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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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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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编辑推荐

　　全面的梳理、系统的介绍、独特的视野、客观的评说、丰富的视觉资料成为《犹太文化史》的基
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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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精彩短评

1、秋季学期
2、可以说是中文著作犹太问题的教科书，显然对犹太的研究里面中文资料是不可靠的，如果有兴趣
应该去寻找英语著作和论文。
3、没读完~  _ _ |||
4、自由的犹太人，自由的人得受苦
5、纪念欧洲文化史课。2008
6、历史研究类
7、写论文的必需品！
8、很好的书，犹太文化的入门必读书目
9、其实只对前两个时代有兴趣-。-
10、本来是很好奇的 读完就更多好奇了 
11、由南京大学犹太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撰写的《犹太文化史》内容较为全面，从其对犹太文化的探
秘轨迹中，让读者对犹太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推荐此书并可与《以色列文化》配合阅读。《以色列文化》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对犹太、以色列文化
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12、上课用的，算国内比较好的吧
13、包装不错，我很喜欢
14、教材
15、对犹太文化史有了通盘的认识
16、4.5
17、内容太冗长乏味
18、当年选修课的教材，我看的还是最早期的版本。徐老师的学术水平没的说，课程也很严谨实在。
不过这本书整体还可以更系统更有逻辑。
19、不错的犹太文化研究著作，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已经足够了，呵呵。可惜书当时并没有看完，现在
也记不得多少了。
20、信仰，是争端的开端，也是风雨飘摇中唯一的慰藉。
21、看起来有点困难，但是介绍的内容很详尽。
22、入门知识类，确实好书一本。整合犹太文化真难度，各个主题里面难免有知识点重合之处，不过
这样反倒利于记忆了。犹太文化一部沉重的苦难史。
23、: �
K382.8/2209
24、宗教总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犹太民族曾历经磨难，定会辉煌。
25、介绍犹太文化的最好的书
26、我没看过，就这样
27、当教科书用的
28、挺有趣的
29、犹太文化必读书
30、我就想藉機向孟振華表個白...不考慮回北大和港中大教書麼QAQ
31、很全面的一份简要介绍
32、内容不错，整体看了下，可以了解下犹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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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精彩书评

1、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不知道尼采是在何种语境下说出了这句话，但是用它来形容犹太人
的历史再合适不过了。是犹太人造就了犹太教还是犹太教成就了犹太人。犹太人因为宗教信仰问题，
被歧视，被压迫，忍受了许多其他民族不需要忍受的问题。而又因为坚持信仰犹太教，犹太民族没有
沉沦，并且人才辈出，当得起The Chosen People 的名号。即使“选民的观念并没有赋予犹太人否定其
他民族的特权，恰恰相反，它强加给了该民族一项使命，为了对这一使命忠贞不渝，他们还必须忍受
苦难，蒙受羞辱，经历折磨乃至死亡，从这意义上说，‘特选子民’观念暗示了犹太民族并没有必然
的优越性，只是在他们身上依附着执行一项特别使命的责任。”宗教也不再是个片面的刻板印象，仿
佛立体了起来，世界也从各个维度不断完善建立，宗教并不只是别有用心的人的政治工具，也是一个
人的强大的精神依赖和信仰之本。犹太教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人的要求，“遵从犹太饮食法的目的是
为了抑制欲望的增长，抑制人们耽于追求享乐的欲望，和防止人们把满足口腹之欲看作（人类生存的
）目的的倾向。”如果不能控制欲望，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但问题在于既是人们控制欲望的方式
，也可能是在宗教仪式的追求上让人失去理性，沦为乌合之众，陷入宗教狂热。占据欧洲历史的各种
宗教战争。而让犹太人坚持下来的是宗教，可是导致这些结果也正是宗教。宗教让他们在面临死亡也
不惧，也给大多数人容易陷入宗教狂热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近现代的反犹主义无疑是利用人们的宗
教狂热来达到目的的政治手段或者工具。流浪是浪漫的吗？那么流浪长达1800年呢？ “用脚投票”的
犹太人让我印象深刻，不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强权的压迫下苟且偷生，犹太人选择了迁徙，也正是
对犹太人的不断压迫，使犹太人得以遍布世界各地。至于犹太人复国主义运动，不置可否。借用本书
结尾作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正是反犹主义成了犹太人成功的原因。对犹太人存在的这种永久威胁
，使得犹太人为了成功和生存就必须卓然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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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章节试读

1、《犹太文化史》的笔记-对时间的全新认识

        对时间的全新认识

    犹太民族提出的一神思想的精髓不仅表现在统一宇宙观上，而且表现在
对时间的全新认识上。
    在犹太民族诞生与发展的中东地区生活着众多民族。其中有不少是人类
早期文明的创造者，如苏美尔人、埃及人、古巴比伦人等。但千百年来，这些民
族对时间的认识深受“轮回规律”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把历史(即我们这里所说
的时间)看成是与一年四季一样的现象，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他们看来，一
切重要的事情、一切具有蓝本意义的事情，都曾经在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
生，而且日后还会不断发生。人的生活不过是一种重复，今人只是在重复古人
的生活，未来只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因此，对于远古的人类而言，未来永远
只是过去的重复，而过去也只不过是天国话剧在尘世的重新上演。这一以“轮
回规律”为核心的宇宙观不仅在中东地区存在和流行，而且在希腊和印度等更
为复杂的文明和社会中存在和流行。正如普奇在《人类与时间》中对希腊思想
中所包含的轮回宇宙观所作的概括那样:“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独一无二的，
都不会只发生一次··一;任何一件事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在发生，今后还将
不断发生;同样，一个人既曾经出现过，现在又出现一次，今后还将在每个周期
中都再次出现。”这种认为历史受轮回规律无情支配的时间观不仅使得生活
变得单调、无意义，而且充满深沉的忧郁和悲观，人失去了任何可能的主观能
动性，只能被动地等待命运之神的摆布。
    然而，在一神思想的照观下，时间不再是“无始无终”，也不再是轮回的，而
是有始有终，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是从上帝创世开始，朝着美好的未来
进发的。这样一来，时间(第一次)被看成是一种矢量，是一种朝着一个方向飞
驰的矢量。
    一神思想对时间的这一全新认识完全可以视为是人类在时间观念上的一
种革命，直接导致人类思想中“线性直进历史观”的形成。在这里，我们仿佛可
以看到，一神思想是在以前所未有的观念审视人类历史，启示人们去认识历史
是一种线性直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展开的过程。这样，也只
有这样，历史才不再被认为是“不断重复”，而是“不断更新”。一种全新的时间
观和历史观在形成。世界不再是保持原来的样子，而是在变化。
    在一神思想的指引下，犹太民族成为世界诸民族中率先形成比较系统的
直进历史观的民族。其文化不仅通过神话和宗教形式把世界的创造和时间的
演进紧密结合起来，把个人的生存和族类生存同不断趋进的未来事件联系起
来，而且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依据这一历史
观，生活不再是重复而是前进，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
这一观点的提出一下子将人类对自身社会黄金时代的认识从无可奈何的过去
置于充满希望的未来，从而彻底打破了古代世界广泛流行、悲观主义色彩弥漫
的历史循环论，使人类充满了对人类未来和世界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希望，人生
自然更加有意义。
    犹太史学家埃班把这种由一神思想启示而形成的线性直进历史观看成是
“犹太人遗产中的最重要部分”，并认为，“它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
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
相比，这是一种真正革命思想。从前，没有哪个民族把人类命运想像成完全不
同于自然界的循环，想像成不受生老病死这个无情规律制约的过程;人类可以
摆脱强制的，即天命的奴仆身份，人类是一种理性的、敢于冒险去进行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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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生物。”
    一神思想所包含“线性直进历史观”的提出还使得人类对过去和未来具有
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过去融于现在之中，而未来是完全无法知晓的。这一认识
使得生活中的“现在”不仅仅是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短暂的瞬间，而且
是一个需要进行认真斟酌对待的时刻。它被认为是时间坐标上最激动人心的
一刻，是“时间与永恒的匪夷所思的交叉，是上帝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人们眼前
的一个个瞬间”。
    这样，在对待时间问题上，一神思想的立足点既不是放在已经成为陈迹的
过去，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是无法对之进行修正的;也不放在尚未到来的未
来，因为未来是无从知晓和难以把握的，而是牢牢扎根于“现在”这个瞬间，因
为此时此刻，也只有此时此刻，才是人可以把握的。换句话说，“现在”不仅是
一个可供个人进行选择的时刻，还一是一个可供个人修补过去的时刻，也是有可
能使未来发出光芒的时刻。正因为如此，犹太教要求犹太人每时每刻都要遵
守诫命。也就是我们时下通常所说的“从现在做起”，所谓“认认真真地过好每
一天”思想所包含的涵义。
    犹太人也正是根据这一对“现在”的认识提出了今世的观念。因此，在犹
太教中，来世的观念如果说不是被彻底地抛弃，也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
的位子上。例如，犹太教对今生今世的强调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即使是上帝的
奖惩也主要是存在于今世。正因为如此，犹太人被视为“作为从精神上来说第
一个在现实时间中生活的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线性直进历史观”的提出并没有否定过去的重要性，而是
把过去看成是人类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是事物的第一阶段，“过去之所
以重要，其原因不再仅仅是它可以被作为蓝本加以发掘，而且还在于它带着我
们来到了现在”。

2、《犹太文化史》的笔记-对人和生命的重视

        对人和生命的重视

    一神思想精髓所包含的意义还表现在对人和生命的重视。人是按照上帝
的形象创造的思想是关于人及生命的教义之本原。正是在犹太民族上帝造人
的神话中，人们有了一个看待人类和生命的独特标准。
      实际上，早在美国《独立宣言》之前数千年，犹太人就依据一神思想提出了
“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一神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
来的，每个人都同样拥有最重要的东西。这样人作为神的创造物不再有贵贱
高低之分，而是“生而平等”。世界各民族由于来自同一个祖先(亚当和夏娃)
不再有优劣之分，而是民族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
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有谁能够说，倘若没有犹太人提出的一神思想以及所包含
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会以此思想作为美国
人争取独立的依据。
      对生命的重视是一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圣经》，上帝在造出人
时发表的评论是“甚好”，而不是在造出其他东西时所说的“好”(((创世记》，第
i章)，表明人的生命的不同寻常。既然生命被看成是神的赐予，是“甚好”，那
生命就是神圣的，就应该得到珍视，就应该受到保护，生命的权利也就应当得
到尊重和维护。在一神思想中，人的生命，如同个性一样，它的存在就是目的，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神思想坚持认为，生命是上帝的属性之一。上帝被视
为“生命的源泉”，并且“喜悦生命”。源自上帝的生命是人的至善，人必须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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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史》

护信托财产一样珍惜生命。对于犹太人来说，维持生命是人至高无上的责任。
当生命受到威胁时，遵守安息日、赎罪日禁食等最重要的诫命都可被置之不
顾。即便是不能确定这样做是否能挽救生命，也还是可以将那些诫命置于一
旁。《塔木德》曾严肃指出:无论谁毁灭了一条生命，《圣经》便视其为毁掉了整
个世界;无论谁拯救了一条生命，《圣经》便视其为拯救了整个世界。
    正是基于对生命的重视，犹太人一向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应
被贬为工业制度或政治制度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圣化生命，圣化生活，追
求生命的幸福、美满和完善成为一种敬神的标准和人生的一大目标。因此，
《塔木德》不仅劝告人们去尽情享受生活，还谴责那些放弃享用的人。犹太拉
比甚至认为，上帝造出人来不是要叫人在世上受苦，而是为了享受生活的快
乐。爱生活，而不是逃避生活，是每个人对生命的义务。在这一思想的影响
下，生活的幸福、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完善成为犹太人的生活目标和追求。
    若是把一神思想这一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与认为“生命就是痛苦、就是
受难”的世界观以及劝告人们在生活中要做到“清心寡欢”的态度作一比较，人
们便会不难看出一神思想看待生命和生活的独特之处。需要指出的是，犹太
人追求生活的幸福、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完善的思想指的是在“今生”而不是在
“来世”，控制鲁迅笔下祥林嫂一生的“不求今生但求来世”的思想在这里没有
任何市场。难怪，爱因斯坦曾对生命做出这样的精彩描述:“生命，这是一出激
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若没有根据一神思想提出的对人
和生命的重视，生命如何能够成为“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在
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类用不着再消极、悲观地对待人生和生活，完全可以用
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生活，大胆地去追求生活的幸福、美满和完善。这样，犹太
人在数千年前提出的一神思想实际上已经是现代人幸福人生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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