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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锡安0自古以来就是犹太人的情感和宗教寄托,而犹太人的复国愿望即/ 锡安情结0则是一种对国破家

亡这一既定现实的自然反应,早在公元前的/巴比伦之囚0时期就已经形成。本文以《圣经》文字、考古事实和
学术成果为依据,按古代迦南到现代巴勒斯坦和古代希伯来人到现代犹太人这两条主线,重点分析了犹太人

锡安情结的萌发、不断强化直至最终得以实现的心路里程,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犹太人/回归家园0的历史、地
理和民族权利。从锡安到锡安主义,犹太人在流散状态下实现了从朴素思乡情感到系统政治理论的历史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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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ion" has been the emotional and relig ious home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ancient

times, and the Zionist spirit could be said to be a natural react ion t o the homeless condit ions that

has exist ed for so many years, and can be traced back t o the time of Babylonian Exile w hen the

Jew s w ere forced t o leave their homeland. On the bas is of the Bible, archaeological facts and liter2
ature, the author tries t o investigat e the origin of Zionism along both main lines as from ancient

Canaan t o modern Palest ine and from ancient Hebrews t o modern Jew s, t o just ify hist orical, geo2
graphical and ethnical right s of Jews to return t o their homeland. T he shift from Zion t o Zionism

represent s the f ormat ion of a rational and syst emat ic political theory that has gone f ar beyond a

simple nostalgia as it was crea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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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巴勒斯坦可称得上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历来被三大世界性宗教

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奉为自己的宗教圣地。这是因为,对于犹太教来说, 这里是上帝的/ 应许之

地0和犹太人最早的定居之所;对于基督教来说,这里是耶稣诞生、受难及其众门徒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凡是先知穆罕默德足迹所到之处都是神圣的。与这块土地联系最为密切的犹太人,

又以其特有的/ 主人0意识即锡安情结为它增添了神秘并且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并因而引起了全世界更

多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一块神圣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演绎了一场最深重、最漫长的人类悲剧。我们

知道,犹太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他们早在人类现代文明尚未出现之前就失家亡国、背井离乡。但是,在

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流浪0之后,锡安主义,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后就已经萌发, 在失国流亡他乡的岁月里

逐渐强化的朴素的/回乡0情感,在 19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之后, 终于奇迹般地在 20 世

纪中叶结出了硕果。/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从最深重的灾难废墟上站立了起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扼住了命

运的咽喉,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0 [ 1] (第580页 )
1948 年 5 月 14日,犹太人的复国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现

代的以色列国诞生了。

然而,犹太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巴勒斯坦? 他们的复国之路为什么这般艰难? 犹太人用自己

的汗水、泪水和血水书写了一部近乎离奇的历史,这就注定了这个民族的心路里程不可能是平淡无奇的,

而对这种锡安情结的解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探险。正如阿巴 #埃班所说:

犹太人的历史,无论哪一个阶段都显得特殊, 甚至与现有的历史法则相矛盾。因此, 决不能

用一种已知的比较方法去把握。,,如果不经常追溯过去,那就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也不能阐明

犹太人的现在。犹太民族不同于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在揭示其存在与活动背景时,不论是涉及散

居异乡的犹太人还是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以色列, 都必须经常联系它的早期历史。虽然早已有人

叙述和描写过犹太人走过的道路,但是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百思不解的秘密。在这里,我想起了

基尔凯戈尔的一句话: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经常向着过去。[ 2] (前言 )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

找和领悟犹太秘密。0这个/秘密0当然是指犹太资产阶级的世俗基础 ) ) ) 资本积累,因为犹太人曾在资本

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 却决定着全

欧的命运0[ 3](第1卷第446- 447页 )。然而,要了解犹太人/ 心底0的秘密即独特而神圣的/锡安情结0 ,却只能到犹太人

的历史和宗教去寻找答案。

2. /锡安0 ) ) ) 精神的寄托

/ 锡安0一词是《圣经》中对古耶路撒冷的一种称呼,以/锡安0指称耶路撒冷就有 160多处。大卫于约公

元前 1000年攻陷拱卫耶路撒冷城的要塞/ 锡安的堡垒0, 而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就矗立在城北的山上。

在古代,虽然/锡安0的一词的准确指代并不明确且时有改变,但作为一种情感和宗教寄托早已深深地印在

犹太人的心中,并作为希伯来先知和诗人的感情用语出现在各种文献尤其是《以赛亚书》和《诗篇》当中。

到近代,人们特别是犹太人往往用/ 锡安0泛指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所谓/锡安主义0 (即我们通常所称的

犹太复国主义)即由此而来。

( 1) /应许之地0

犹太民族发轫于巴勒斯坦,其历史、宗教与文化深深植根于这一地区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之中。巴勒斯

坦古称迦南,被犹太人奉为上帝的/ 应许之地0,这是源自《圣经》中的说法。《圣经》中多处提到迦南, 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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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 流奶与蜜之地0。在《以西结书》中,曾有/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 -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

,,. 0的说法。传说当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即将进入迦南时,上帝向他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后裔0。[ 4] (Exodus13:11)而当上帝选召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也曾说: / 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

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0[ 4]( Exodus3:8)

《圣经》中的佐证终归是犹太人自己的传奇(至多是传说) ,至于上帝的/应许0之言,现代人是不可能采信

的,但犹太人是最早在迦南立国(大卫王国)的民族,却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所谓/流奶与蜜之地0的说法只不过是神话和后来的附会,只能视为/ 民0对/ 主0( 上帝)的一种崇

拜和敬畏。也许这里的地理环境适于一个游牧民族的生存,但无论如何沙漠和丘陵地带并不是现代人所

向往的立国之地,与当时文明而发达的尼罗河三角洲或两河流域更是无法相比。当然,犹太人来自比迦南

更为荒凉的沙漠地区,靠流浪寻找生机的游牧民族称之为/流奶与蜜之地0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较之一

望无际的大漠,这里既有可耕之田,也有放牧之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边际性更

适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天赋即经商。因为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有两处出海口,这对于人类早期的流动和贸易

也的确算是得天独厚了。

( 2)生命的/新月0

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到迦南, 但却未在当地定居下来,也未四处游牧,而是来往

于耶路撒冷、希伯伦、比尔谢巴等城市与沙漠的水源之间,实际上参与了贩运香料和药材的商业活动。迦

南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请看埃班的描述:

这个地方被历史学家称为肥沃的新月。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因为这里到处是沙丘和岩

石,只是其间点缀着一些绿洲。然而在古代,这里却是往来辐辏之所,众多的民族、军队、游牧部

落、商人和商队都从这里川流而过。在当时和后来, 肥沃的新月不仅是买卖商品的市场, 而且也

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地方。在这里,一些主张和观点经过加工提炼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

播。[ 2](第5页 )

按照如今的说法,即巴勒斯坦位于亚欧非三洲要冲, 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政治、军事、文化等方

面的枢纽、桥梁、前沿、中介和缓冲作用。

希伯来人在迁移活动中,沿着约旦河搭帐而居。《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向当地人买田的记述,如亚伯拉

罕为死去的撒拉向赫人购买墓地, 而那个被神改名为/ 以色列0的雅各也曾为搭建帐篷而买下了一块

地。
[ 4] (Genes is23: 1- 4, 33:18)

希伯来人最初得到的这些田地无疑是其族人后来定居迦南的一个象征和标志,说明他

们是以/外来人0的身份获得居住权的。而这些神话故事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希伯来人早期的民族地位

和处境,即希伯来人的/故土0是在迁移过程中从外族得到的。对《圣经》中有关买地的记述,不应仅仅看成

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讲述了一个土地转让的过程。这种以购买而非武力的方式取得土地的做法是一

种典型犹太方式,并形成了一种传统。直到现代以色列建国之前的五次阿利亚(移居以色列地) , 同样是以

大规模购置土地建立定居点的方式为复国奠定了物质和地理基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犹太人自古

以来对巴勒斯坦的/征服0和占有,从现代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 3)民族的摇篮

按照一般的历史观点,可以认为种族( race) 起源于部落( t ribe) ,而国家( nation)则起源于民族 ( people,

nat ion)。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种族或者说部落之间的纷争与冲突早在希伯来人进入之前就已经开始

了。但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从一个游牧氏族发展为定居的部落, 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并最终建

立起最早的统一国家。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时期,位于古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迦南及其邻近地

区在战乱之中经历了重大而意义深远的变迁,原来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早期青铜时代的文明不断衰落,从而

使得这一地区经济崩溃、城邦解体、居民流散, 人口分布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当时居无定所的希伯来人终于在这里获得了立足生存的机缘。但是,在经历了/出埃及0以及与非利士

人的战争等重大挫折之后,希伯来人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大统一的王国也是非常艰难的。因此, 在追求王

国之梦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始终在上演着一幕幕争斗的戏剧。/巴勒斯坦0一词源自/ 非利士0 ,或许正是因

为非利士人是希伯来民族早期立国的主要敌人与竞争对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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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色列国最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用希伯来文写成并由第一任总理大卫 #本-古里安于建国当日

宣读的《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以色列故土是犹太民族的发祥地。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以形

成;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

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撰写了《圣经》,并把它奉献给了世界。

正是基于这一点,历代犹太人始终把巴勒斯坦视为自己的民族摇篮,视为复国的历史和地理依据。他

们秉承上帝的/ 应许0和祖先的/ 遗训0,念念不忘自己的故土,并在经过漫长的流散之后矢志复国,这也许

应视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3.统一王国 ) ) ) 回归的根基

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迦南是他们定居的最早的故土, 但它只是一块因/ 应许0而得到的土地,一块在精

神上占有而在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加上这个地区民族分布和地理环境复杂,早期的希伯来人在

定居迦南之前,主要生活在沙漠和沙漠边缘地区,进入迦南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仍然如此。但

是,随着从游牧到定居、从部落到民族、从城邦到国家的演变,希伯来人也变成了一个统一王国的臣民 ) ) )

犹太人。

关于希伯来人的起源,《圣经》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述, 其主要事件与脉络同现有的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希伯来人根据上帝的/应许0,结束了长期的游牧生活而在迦南定居下来, 这只是犹太人为自己在自然环境

中的/ 适者生存0寻找的一处生息之地, 并以《圣经》的记述予以权威的认定。当然,这种/ 神授说0是与/ 神

选说0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0,理应或者说只能在上帝/ 应许0的土地上生存

繁衍。然而,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也是这个民族选择这里作为定居、立国,直至复国的重要原

因。早期的希伯来人在这一地区流浪(或者说考察)多年,并远及周边地区 (如埃及) , 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定

居地,倒有点/阅尽沧桑,只恋一隅0的意味。也许从亚伯拉罕买下第一块土地之后,他的后裔就再也没有

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 他们的确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离

开这个地方。

( 1) /越河而来0 ) ) ) 希伯来人

/ 希伯来0一词的原意为/越过河来的人0 ,是指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而进入迦南。这是迦南一带对希

伯来人的称呼,把他们看作/外来户0 ,虽然不算侮辱, 带点轻蔑是很自然的。传说希伯来人的发源地在两

河流域的南部,即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公元前 21世纪, 古代巴比伦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

王国。当时,亚伯拉罕的祖先即闪族人就居住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吾珥。据《圣经》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

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

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0[ 4]( Genesis12: 1- 2)
这个/地方0就是迦南。于是,亚伯拉罕率族人从吾珥出发,渡过幼发拉

底河西迁,经过长途辗转跋涉,终于来到了上帝的/ 应许之地0。希伯来人踏上迦南土地之后,虽不曾立国,

但却奠定了这个民族的根基并由此繁衍开来,成为现代犹太人的祖先和母语的符号。①

其实,希伯来一词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圣经》中曾多次提到在埃及的约瑟、摩西是希伯来人,以强调

与当地人的不同。这种与众/不同0既揭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渊源和进化背景, 也使得后来的犹太人始终

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0。然而,这种民族意识上的优越感却不仅使他们沦为特异的/ 他类0, 同时也

使他们面临着漫长而悲凉的流亡之路。

( 2) /与神角力0 ) ) )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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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希伯来语。古希伯来语属闪米特语西北支,曾通行于古代巴勒斯坦。随着犹太人的流散,希伯来语口语逐渐衰亡, 而在犹

太人的足迹所到之处,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希伯来语与当地语言的混合语。希伯来语的复活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文化准备,

堪称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现代希伯来语被定为国语。



在希伯来语中, /以色列0一词意为/ 与上帝摔跤0。典出自《圣经》: 族长雅各曾与化身为人的上帝摔

跤,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0[ 4]( Genesis32)
。雅各的 12个儿子繁衍

发展成为 12个支派(部落) ,但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沿用了其父的名字,称为以色列民族。后来为了对付

非利士人,各部落联合起来,部落联盟开始向统一王国转化。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位国王是扫罗,之后大卫

彻底击溃非利士人,统一各部落,建都于耶路撒冷,史称以色列王国(约公元前 1000年)。立国之后,其子所

罗门在位长达 40年(公元前 961- 922 年) ,被誉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所罗门主持修建了作

为民族和宗教统一象征的第一圣殿,并于公元前 953 年落成启用,标志着/第一圣殿时期0的开始。自此,耶

路撒冷被冠以/ 锡安0和/大卫城0的美称, 成为以色列民族统一王国的宗教、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是

这个民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后来/ 以色列0不仅作为现代犹太人复国

的地理基础和精神家园,而且成为现代以色列国的正式名称。

毋庸讳言, /与神角力0的传说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借此暗示希伯来人尽管是/外来的0和/ 后来的0,

但在当时已经或正在成为这块土地上的/ 强者0。既然/ 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0 ,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作为

/ 主人0而拥有这块土地。在当时,所谓迦南人一直是当地混合杂居的诸多民族的统称,希伯来人在/ 角力0

的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他们本身也因此而完成了

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成了一代王朝的臣民 ) ) ) 以色列人。不管是大卫的以色列还是现代的以色列,在某

种程度上都可看作是一种/得胜者0的称谓。

( 3)一脉相承 ) ) ) 犹太人

公元前 933年,统一王国分裂,北方 10 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南方的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组成南国

犹大。公元前 722年,北国为亚述所灭, 10 个支派或流散异邦, 或为外族同化,史称/失踪的 10 个支派0。

据《圣经》记载,雅各弥留之际在预言其后裔的未来时曾说: / 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敌人

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万民都必归顺。0[ 4]( Genesis49:8) 这就借雅各之口预言了犹大支派的兴盛

与延续,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犹太人的祖先。也就是说, 南方的犹太王国主要以大卫家族为主,仍然保留

了原先的民族特征,故后世的犹太人一般都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并尊大卫为犹太人的先王。

当时,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犹大国被西方的入侵者称为/犹太人之邦0, 即犹地亚,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

行省。对这块帝国的领地,罗马皇帝仍然担心那里的/犹太性0会有所发展,故而采取了一项看来是表面的

但却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

或许,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称谓上的改变。在柯赫巴起义前后(具体时间不详) ,皇

帝哈德良把这个行省的名字由犹地亚改为巴勒斯坦 ) ) ) 很显然,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忘记这块

土地与犹大国民之间的联系。[ 5]( PP40- 49)

正是这一看起来也许是不经意的命令恰恰说明了犹太人在文化主流和种族渊源上的继承性,反而提

醒了人们:这块土地与犹太民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据考, / 犹太人0 ( Jew )同样来自希伯来文/ 犹大0 ( Ju2
dah)一词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译名,最初只是希腊、罗马人对犹太人的蔑称,后逐渐为世界通用,失去贬义,凡

以色列民族留存下来的后代均称为/犹太人0。于是犹太人与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一脉相承, 沿用至今,成

为对这个民族的统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犹太人的复国情结正是源于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是这个民族现代复国理

论的人类学和地理学依据。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的率领下第一次踏上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成为犹太人扎

根、繁衍的原始根基与标志;大卫建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以色列统一王国, 从而为这个民族的发展奠

定了实体性的基础,同时也为犹太人回乡复国勾勒出明确的地理版图;而犹太人在犹大国继承和培育的民

族文化与宗教情感,则成为后来的犹太民族的发展基点,并进而为书写近现代犹太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4.流浪远方

在犹太史上,自所罗门时期最后的统一王国分裂之后, 在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前就再也未能重现往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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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各大国和主流文明的边界,因而成为历代大国和王朝征服和掠夺

的对象,但在争夺过程中易手频繁, 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仅从公元前 6世纪巴比伦人入侵开始,就先后有

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十字军、土耳其人等军事列强轮番入侵,你争我夺,但却从未能建成一

个真正独立的国家。① 对于犹太人来说,面对国亡家破的悲惨境地,爱恨交织,对自己的家园抱有一种复杂

的情感,深感无力、无助和无奈。虽然犹太人曾奋起反抗外侮,先后组织过针对巴比伦入侵、希腊化和罗马

统治的斗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 167年爆发的/ 玛喀比起义0 ,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 并重建了圣

殿,赢得了哈斯蒙尼王朝的短暂独立,但不久即重新沦入罗马人之手。公元 70年和 135年, 随着犹太人反

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两次大起义失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向世界各地流散,真正开始了长

达 1800多年的民族流亡史。

( 1)与生俱来的流浪命运

犹太人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其流散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卫时代以前。这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的

天性,而更多的是当时的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造成的。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的记述,即使在那时, /世

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曾接纳过这个种族的成员0 [6] ( P33)
。而《圣经》中也曾提及犹太人来自小亚细亚诸多

国家以及罗马、克里特岛和阿拉伯半岛。[ 4]( T heActs 2: 9- 11)如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据称是示巴女王与

所罗门王所生之子孟尼利克的后裔,多达数万人,直至 1991 年 5 月以色列政府实施/所罗门行动0, 使这些

法拉沙人回到了家乡以色列。早期流散的大量犹太人并不能完全归入自然移民之列,有的是作为战俘被

掳为奴,有的是由于异族皈依犹太教而成为犹太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法拉沙人就认为他们的祖先

是陪同孟尼利克带着约柜来到埃塞俄比亚的古以色列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犹太人的流散并不是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才开始的。请看塞西尔 #罗斯所描写的

一个场景:

在罗马,他们(犹太人)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至于当公元前 59 年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为弗

腊克斯(小亚细亚的前巡抚官,他曾私吞了由当地社区为维护耶路撒冷的圣殿而筹集的大笔钱

财)辩护时曾说,他十分怀疑法庭是否被蜂拥而至现场旁听的犹太人群吓怕了。[ 1] (第163页 )

犹太人在早期的流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犹太人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时尚且如此,那

么可以想像当他们面对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时,这种流散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后来,犹太人在失去祖

国之后逐渐赢得了一个代称,即/ Displaced Persons0(被替代的人) ,这正是犹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 2)第一圣殿被毁 ) ) ) /巴比伦之囚0

公元前 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兵围困耶路撒冷, 掳获犹大王约雅斤及其家族,将宫廷上层人

士、官兵以及技术人员等万余人作为战俘遣送到巴比伦。公元前 586年,巴比伦军队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圣

城,摧毁并劫掠圣殿,把圣殿中的物器和上层富裕的居民掳往巴比伦。公元前 581 年,又有犹大国民 700余

人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 586年/第一圣殿0被毁标志着犹大国的灭亡,犹太人前后三次被掳史称/ 巴比伦

之囚0。这是一次真正的流放,而后用来泛指犹太人流散状态的/ Diaspora0就曾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专

用名词。虽然巴比伦帝国对犹太人的政策比亚述帝国要宽容得多,但/ 巴比伦之囚0经历了国破、家亡、殿

毁之后,民族和宗教感情遭受了极度的折磨。《圣经》中生动地记述了他们怀念家乡、不甘受辱以及心灵忏

悔的忧伤情绪: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

里掳掠我们的,叫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罢! 我们怎能

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记念你,若不

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 4]( Psalms137)

这种伤感的情绪是犹太民族真实处境的反映,同时也表达了他们渴望回归/应许之地0的强烈愿望。

犹太人虽然失去了圣殿,在异乡为囚,但他们却把这次流放看成是一次磨炼、自新的机会。犹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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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字军东征期间曾一度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四个/ 十字军国家(城邦)0 ,分别位于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德萨,总

部(相当于总督府)设在耶路撒冷城,各城邦虽然相对独立,但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开始改变了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用面向圣殿祈祷的方式接近上帝,从而代替了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

统。在经历了流放初期的阵痛与惶惑之后,这些囚虏在先知的指导下聚集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

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 )) ) 集学习、研究、祈祷与崇拜为一体犹太圣堂活动。这样, / 巴比伦之囚0不仅成功

地保留了其民族传统,而且由于融合了巴比伦的先进文化,加之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反思,使得犹太神学

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形成了独特的巴比伦犹太传统,并为后来的大流散积累了生存经验,而锡安情

结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萌发和强烈爆发。

( 3)第二圣殿被毁 ) ) ) 世界性大流散

公元 70年,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罗马士兵抢劫一空后夷为平地。犹太祭司、撒都该派和

奋锐党人遭受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只有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法利赛派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外地,流散到

西部沿海从事研习犹太律法、维护宗教生活的活动。大量的犹太人被迫流散到欧洲, 进而流散到世界各

地。但是,随着他们流浪的足迹越来越远,区域越来越广, 他们对圣地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由于长年

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益趋强烈。对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九永远是一个悲伤的

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圣殿曾两度被毁。圣殿代表了耶路撒冷,象征着/ 应许之地0巴勒斯坦。在客居异乡的

漫长岁月里,这种锡安情结无疑是回归家园的动力之源、复国再生的希望之火, 成为一代代犹太人寄托哀

思、憧憬未来、诉说心灵的精神/约柜0。

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犹太人虽然只能在奔波中生存、在屈辱中祈祷, 但他们也在利用一切机会研读

祖先的宗教经典,以继承自己的文化,发扬自己的传统,并作为接近上帝、充实自我的精神慰藉。仅以波兰

犹太人为例:

每一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塔木德》研究院,研究院的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所以他们才能全身

心地投入研究院的工作,并把研究当作自己惟一的职业;一年到头,他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

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专注于《塔木德》的研究。,,在整个波兰王国,几

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学习《托拉》, 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 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婿常年地投身于学

习,最起码户主也要赞助一位青年学生, 有时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同时出现如上情况

,,[ 1](第347- 348页 )

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知识百姓0。这种执著的精神追求宛若生命航程中的灯塔,照亮了犹太人的回

归之路,使他们更加怀念和亲近自己古老的家园,在他们净化的心灵中凝成了一个越来越化不开的锡安情

结。

( 4) /上帝的弃儿0

/ 上帝的子民0反而成了真正的/ 弃儿0。对这些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来说,复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想。在流亡的道路上,他们经历了人类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尤其是在欧洲,由于他们在宗教习俗、民族意

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犹太人为基督徒所不容。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这些上帝的/特选子

民0受尽了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侮辱和人身侵害,而发生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幕。

犹太人除了饱受宗教迫害(如宗教裁判所、血祭诽谤和不公平论争, 手段有改教所、公开审判、火刑柱

直至集体死刑)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他们被迫居住在划定的犹太

区即/ 隔都0之中,没有人身自由和从业自由, 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命运完全掌握在居住地的行政当局

手中。由于犹太人的理财禀赋,他们甚至成为某些城市的生财工具, 需要时则请进来,满足后则赶出去。

例如在德国:

小镇希尔兹海姆可以被看作犹太社区的一个典型。犹太人最早于 1347年就定居在这个地

方。1349年,黑热病肆虐,犹太人绝迹; 1351 年,该城重建了犹太社区, 但没过几年就遭到驱逐;

1520 年,犹太人被重新接纳回来,但在 1542年再次被驱逐; 1585- 1587年间,犹太人被/选帝侯0

市政议会召回并给予保护,但 1595年又被逐出; 1601年又被允许回来,但 1609 年因被指控引发

瘟疫而被撵走; 此后不久又被召回, 1660 年再次被逐; 最后于 1662 年才被允许定居下

来。[ 1](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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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犹太人不得不逃往南美、非洲和东方。许多犹太人或被异族同化,或被迫改宗成为/马兰诺0 (地

下犹太人) ,一些犹太社区消失了。然而,所谓/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0, 犹太人心中的复国之火并没有

熄灭。正如拉比耶希尔所说:

《塔木德》的存在已经远在 1500 年以上。,,但是, 我们宁死也不会放弃《塔木德》, 因为它

是我们心中的珍爱之物。即使您决定在法兰西焚毁《塔木德》,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是有人要

学习研究它,因为我们犹太人流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肉体也许掌握在您的手里,但

我们的灵魂却没有。①

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饱受非人折磨的犹太人仍然始终把/ 锡安0视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和精

神文化的中心,一直在渴望着回到上帝的那片/应许之地0。不管是身处中世纪的/隔都0之中,还是拥挤在

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不管是跋涉在逃亡的路上,还是在旧货店里或叫卖的途中;不管是在被推上火刑柱

之前,还是在银行家的宝座上,他们都念念不忘自己心中的/ 应许之地0。他们每天都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

祈祷三次,以表达自己/回家0的心声;他们在建造房屋时, 总要留出一部分不加装饰, 以便用来纪念尚未建

设好的耶路撒冷;他们在举行婚礼时,总要打碎一只杯子, 借以提醒人们在圣殿未修复之前不宜寻欢作乐;

犹太人死后,总是要设法从圣地装一小袋泥土安放在墓穴里作为象征, 以表示他最后安息在圣洁的土地

上;在每一次祈祷时,他们总忘不了这样的祝福: /来年返回耶路撒冷。0

有一篇古老的史志,讲述了一个犹太人连同自己的家人一起被赶出了西班牙。他一贫如洗

地在海上漂泊,后来连仅剩的一点财产也失掉了。当着他的面,他的妻子在遭到强暴后被强行掳

走。最后,他的孩子们也被强盗抓去了。/ 然后, 0书中讲道, / 那个犹太人站了起来,把双手伸向

苍天喊着:万能的主啊! 您已经对我做了这么多, 要让我放弃我的信仰。但您就放心吧, 尽管有

些人高高在上,但我现在仍然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我将永远是一个犹太人。0这是典型的犹太民族

的性格:虽然被打败,但永远不会被打垮。但他倔强地拒绝承认至上的武力征服,而当中世纪最

大的悲剧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时,不管是出于冥顽不化,还是出于深信不疑,他们都始终坚持着自

己的崇高信仰。[ 1](第295页)

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并没有落空,因为上帝并没有忘掉他的子民,复国的愿望随着自我准备和外

部条件的成熟即将变为现实。

5. /锡安0的召唤

如前所述,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早在犹太民族第一次失去家园后的古代即第一圣殿被毁后就

已经产生,当时只是失国流亡的犹太人在异国他乡产生的一种朴素的回乡观。但当这种回乡观与犹太人

的宇宙观 ) ) ) 在救世主降临时得到解放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时, 便成为犹太人所特有的一种人生观 ) ) ) 希

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0,并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17 世纪以后,犹太人的复国信念开始

见诸文字,并得到广泛传播,但这种号召重建犹太国家的怀旧著作和文章在 19世纪中叶之前并没有形成

一种系统的理论。然而,当犹太人走出《圣经》神话(或者说阴影)的困扰之后,逐渐走上了理性和现实主义

的道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一场真正的复国斗争开始了。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产生于 19世纪中叶的欧洲,这种从情感上升为理论并最终付诸

实践的必然性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主要因素: ( 1) 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 ( 2)

在欧洲各国重新抬头的反犹排犹思潮和迫害事件的反作用; ( 3)欧洲犹太人民主、自由意识的加强和犹太

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 4)犹太人传统还乡复国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当然,这几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共同为犹太人形成复国理论和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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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巴黎论争中犹太教一方的代言人拉比耶希尔针对基督教一方声称焚毁《塔木德》的恫吓所作的回答,当时的主持人是路

易九世的母亲即布兰奇王太后。关于中世纪三大论争的细节,可参见海姆# 马克比《犹太教审判》,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际环境。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民族自由、民族独立、民族平等的意

识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日益深入人心。1791 年 9 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率先以国家的名义

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使犹太人第一次享有与非犹太公民完全一致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随后,

德意志各国也在宪法中废除了犹太人在法律上的/ 无资格0条款,还公民权于犹太人。随着拿破仑战争的

扩展,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荷兰等国也相继宣布/ 解放0犹太人。然而,犹太人在法律上的/ 解放0并没

能使得传统的反犹主义失去影响,相反,由于犹太人的所谓/ 解放0通常是有条件的,加上欧洲政治局势的

动荡与反复,犹太人不仅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享受其他民族所享有的平等权利,而且赋予他们的

权利通常也只限于经济领域。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反犹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并且得到了当时在欧洲流

行的种族主义学说的有力支持,致使反犹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1881 年,俄国发生了刺杀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事件,由此引起的屠犹暴行使得大量犹太人被害,而 1882年颁布的/ 五月法令0进一步造成大批犹
太人被杀或外逃,影响之烈为中世纪以来所罕见。在反犹主义的影响下, 就连首先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的

法国也出现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如 1894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案件。①

与此同时,在民主思想和自由信念的影响下, 原先生活在/隔都0中的犹太人,民族、民主意识开始觉

醒,并演变为一场日益广泛的自我解放、自我复兴运动。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犹太区内那种与世隔绝的非人

生活,要求/现代化0的呼声越来越高,民族复兴的愿望更为强烈。在这一时期,犹太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

也在迅速增强,他们利用在经济领域得到的权利,凭借犹太人的传统经商和放债优势,在贸易和投资中积

累了巨额财富,并一跃成为近代欧洲金融业的霸主,著名的罗思柴尔德犹太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

于许多家族财力雄厚,大量为各国政府贷款, 对欧洲政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在巴勒斯购置土地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当政治上已经觉醒、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犹太民族面对重新抬头的反犹排犹浪潮时,

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中世纪那样默默忍受非犹太社会对他们的迫害和屠杀。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自我解放

之路和要求主权民族地位已成为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一批深受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影响的犹太社会贤达和知识

分子开始对犹太民族的前途作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探讨犹太民族在长达 2000 年的历史中备受迫害的

根源,并且还提出了各种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途径和方法。他们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了犹太民族的传统复

国观念,在扬弃其中坐等救世主降临的消极成分的同时,增加了通过犹太人的自身努力获得全民族自我解

放的新内容,从而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 ) ) )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的
先驱摩西 #赫斯在《罗马和耶路撒冷》这一纲领性著作中所指出的:犹太人问题是当前欧洲/最后一个重大

民族问题0 ,对于一个寄居在其他民族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来说, 摆脱反犹主义迫害的惟一办法就是返回以

色列,在那里重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个办法不能依靠救世主的力量, 而应通过每个犹太人的自身努力

来实现。根据这一思路,在全世界犹太人的不懈努力下, 1917年 11月 2日《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 1947年

11月 29 日联合国特别会议通过了/ 关于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0的方案决议。1948年 5 月 14 日,随着英国

托管当局总督乘坐的军舰缓缓驶进地中海,第一任总理大卫 #本-古里安低沉而庄严的声音传遍了全世

界,上帝的/应许0、先知的预言、民族的千年梦想和每一个犹太人心底的秘密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新的以

色列国诞生了。

6.结  语

犹太人是一个命运多舛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通过这个民族的失国和复国历程可以看到, 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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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 1894年 12月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 1859- 1935)因受诬告叛国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事件, 这是一个针对犹太人而蓄

意制造的历史冤案。尽管此案早已真相大白,但经多次重审,德雷福斯仍被判犯有间谍罪,致使德雷福斯蒙冤长达 14年之久,并导致

著名作家埃米尔# 左拉因该案件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而入狱。德雷福斯事件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法

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不仅引发了法国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而且成为法国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并导致法

国通过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律。德雷福斯事件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现代犹太人的历史有重要影响。

参见塞西尔# 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468- 469页;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89- 690页。



人又是一个充满了/悖论0的民族: 犹太人恪守旧制和宗教经典,却又不乏改革与进步的热情; 崇尚集体主

义和民族理想,却创造出一代代具有强烈个性的杰出人物;注重精神世界的完美和修身内省, 却又敢于面

对现实并善于积累财富,等等,崇高与卑下、神圣与世俗、荣耀与屈辱、智慧与顽劣等矛盾特征不可思议地

集于一身。其中的答案只能到犹太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其实,透过这个民

族《圣经》加于其身的/神秘0外衣,可以看到,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理性、开放和乐观的民族。犹太人主张

个体的奋斗,通过奋斗创造出一个和平、公正和繁荣的社会, 而在奋斗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得到升

华。这就是所谓的犹太精神,这一精神在犹太人的锡安情结和复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一个民族将情感与理性、梦想与奋斗精神真正结合在一起时,任何困难和苦难都是可以跨越的,尽

管这种困难和苦难持续的时间也许非常漫长。犹太人在失国之后,经历了痛苦与彷徨、梦想与反思、挣扎

与奋斗的洗礼,千年的锡安情结终于得到了回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这种锡安情结并没有

消失,而是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继续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捍卫世界各地犹太人的

权利,揭露和反对反犹主义活动,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 锡安0作为一个指引和护佑

犹太命运的神灵,仍然珍藏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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