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 象文化和犹太文化 的弄 同 ４仪

段丽賦 ６ １〇〇６８四 川成都 四 川 师 ｒｒ大学暮雄取学竿院

摘 要 ： 中华 民族文化的核心儒 家文化是 中 国人的精神支柱 ，
是我们的 民族

之魂 。 以犹太教为核心 的犹太文化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和 民族发展

的动力 。 中华民族和犹太 民族具有很 多相似之处 ，

二者具有较大 的

可比性 。 本文对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赖 以 生存的儒 家文化和犹太文

化进行 了 比较研究 ，
以期促进 中 外文化交流 ， 对 内 建立和谐安定的

社会环境
， 对外建立 多元开放的全球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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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 勤劳勇敢 ， 充满智慧 ， 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

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 是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许多中国

人的重要精神支柱 ， 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 而犹太民族是一个具有 ４０００ 多年

历史的 ， 聪明能干 、 坚钿不拔 ， 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 。 以犹太教为

核心的犹太文化是犹太人的宝贵精神支柱 ， 是他们虽然散居世界各地 、 历经

磨难却顽强生存下来并保持着高度同一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中华民族和犹太

民族具有很多相似性 ， 都是既古老又年轻的 ， 同时又对世界文明作出 了巨大

贡献的优秀民族 。 本文将对他们分别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进行比

较 ， 以便相互借鉴 ， 对内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
对外建立多元开放的全

球伦理 ，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一

、 相似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模式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曾经遭受异族统治 ， 但是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却

没有因此被异族文化所吞噬 ， 反而历久弥新 ， 在和异族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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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不断地丰富着 自 己 的文化内涵 ， 形成了适应性极强的 、 有着 自 己独特魅

力的文化传统 。

在五千年的悠悠岁月 中 ， 中华民族曾经屡次遭到外来民族的人侵 ， 经历

了辽国 、 西夏 、 金国 、 元朝和清朝等朝代 。 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

即
“

天人合一
”

的理想使中华民族没有完全排斥异族文化 ， 而是逐渐接受

并消化它们 ， 表现出文化包容性强的特质 。 具体说来 ，
经过一千多年的曲折

历程 ， 包括中华文字 、 中华文化典籍 、 中华礼乐 、 中华民族基本的道德观念

和民族风俗等在内的中华文化以极强的生命力传承了下来 ， 并不断散发出新

的活力 。 例如 ： 儒家文化的经典书籍 《四书 》 《五经》 中的很多内容 ， 已经

成为中国人 日常生活中经常引用的成语 。

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 ， 中华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汲取其他民

族优秀的东西 。 如文化思想 、 民族习惯 、 生产技术 、 精神 内涵 。 汉人生活的

地区虽然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 ， 但那些异族入侵之后无不为汉文化所感染 ，

无不在 自觉地接受汉文化 ， 并使 自 己逐渐融合进汉文化之中去 。 他们纷纷敞

开胸怀 ， 向汉族学习 ， 有的甚至把自 己 的姓氏改为汉姓。 这充分说明以儒家

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有极强的包容性 、 感染力 ， 是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之一 。

同样 ， 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 它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

之一 ， 它经受了世界上最深重的苦难 ， 长期没有 自 己的家园 ， 却创造了世界

上最令人惊奇的伟大奇迹 。 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 ， 古代闪族的支脉
——希伯来人

来到迦南地 （后称巴勒斯坦 ） ， 建立了希伯来王国 ， 建都耶路撒冷 ， 耶路撒

冷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
“

和平之都
”

。 希伯来人的后裔被称为犹太人 ， 信

奉犹太教 。 公元 １ 世纪 ， 罗马人占领了 巴勒斯坦 ， 残酷镇压犹太民族的反抗

者 ， 鞭打 、 苦役 ， 甚至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慢慢折磨而死 。 大批的犹太人被

迫背井离乡 ， 流散于世界各地 ， 数次经历迫害与屠杀 ， 直到 １９４８ 年建立了

以色列为止 。 然而 ， 在长期的民族灾难中 ， 他们不仅顽强地保持着 自 己的文

化 ， 还熟练地掌握了一种所在国的语言 ， 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精华 ， 促进了

两种文化的交流 。

ｍ
早在 １ ８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 哲学家康德发现 ： 犹太人是

唯一一支进人另一宗教信仰的生活区域 ， 而没有被同化的民族 。

具体说来 ，
犹太人的男婴在出生后第八 日

，
必定要施行

“

割礼
”

。 这是

犹太人与上帝订约 ， 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民族性标志 。 此外 ， 在犹太人的生

活中还保留有许多周期性的标志或提示 ， 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散存在犹太

生活中的一系列节期习俗 ， 如安息 日 、 逾越节 、 除酵节 、 五旬节 、 住棚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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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犹太人还必须阅读并实践两本犹太文化的经典书籍 ： 希伯来 《圣经》

（ 即基督教的 《 旧约》 ） 和 《塔木德》 。

归根结底 ， 犹太人在两千多年的流浪历程中始终坚守的是本民族的宗教

文化 ， 即犹太教文化 。 它把坚守高度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其宗教关怀的核心

内容 。 犹太民族 、 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在经过了历史的洗礼之后 ， 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改变 ， 竟然完好地被保存了下来 。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不多

见的 。 例如 ， 犹太教的一神思想 、 先知思想 、 契约观 、 末世论 、 律法观等信

念 ， 虽然形成于两千多年以前 ， 但是犹太人始终遵奉 ， 他们把犹太教当作民

族信仰的源泉和精神支柱 ， 这样亘古不变的忠贞与坚毅是令人钦佩的 。

［
２

］

二 、 相似的文化内涵

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不仅具有相似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模式 ， 他们的

文化内涵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 比如 ， 两者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和 自豪

感 ， 都追求崇高的道德 目标但并不忽视世俗的世界 ， 家庭和宗族在社会生活

中 占据核心的地位。

（

一

） 龙的传人与上帝特选子民
‘

中 国人历来有着深刻的民族认同感 ， 无论何时何地时刻不忘 自 己是龙的

传人 。

“

传说龙为其能显能隐 ， 能细能巨 ， 能短能长 。 春分登天 ， 秋分潜

渊 ， 呼风唤雨 ， 无所不能 。 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 （龙王 ） ， 在民间是祥

瑞象征 ， 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

”
［
３

］

其实 ， 世界上本没有龙这种动物 ， 龙的形成记录了古代民族发展的聚合

过程 ， 牢牢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 世界上原本没有龙 ， 而古代中国的

图腾为什么最终会是龙呢 ？ 在远古图腾时代最早的传说是女蜗氏和伏羲氏为

人类祖先 ， 而他们都是人头蛇身 。 历史的发展 ， 部落的联合 ， 特别是炎 、 黄

Ｚ：帝在保定以北联合后 ， 各部落纷纷加入到这个大家族中 。 当马图腾部落加

人进来 ， 就在蛇头上加马头 ， 鹿图腾部落合并进来 ， 就在马头上添鹿角 ，
鱼

部落进来 ， 就在蛇身上增鱼鳞 。 于是 ， 龙身上综合体现了多种动物的特征 ：

兽足 、 鸟尾 、 山羊胡子 。 龙的形成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主 ， 部落不分大小合

并进来就亲如一家 ， 这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创举 。 直到今天 ， 各族人民大团结

仍体现了这一光荣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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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与团结统一的优 良传统 。 在历史的长河中 ，

世界上有不少民族消亡了 ， 其中不乏有为人类作过杰出贡献的民族 。 而中华

民族数千年来 日益繁荣 ， 与其有一个光辉的整体形象 ， 有
一个团结奋进的精

神纽带分不开 ： 龙文化起着维系和向心的作用 。 目前龙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为人类文明作出 了巨大贡献 。
．

在犹太文化里 ， 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来的
“

特选子民
”

。 他们

肩负着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 ， 在万民中传播上帝的 旨意 ， 维护人间的正义 。

这种教义使犹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 自信心 ， 而其神授使命也

使他们带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激情和救世主义使命感
［
４

］

。

根据希伯来 《圣经》 的记载 ， 犹太人
“

选民
”

观念的生发 ， 主要基于

出埃及时期的历史转折 。 当埃及法老下令溺死埃及境内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

婴 ， 整个以色列民族面临灭绝的紧急关头 ， 民族英雄摩西带领族人奇迹般地

冲出 了埃及 。 在摩西和他的族人看来 ，
以色列族人之所以能走出灾难获得新

生 ， 是因为有上帝相助 、 被上帝选中了的缘故 。 这最初或许是个别人和少数

人的
“

发现
”

， 但这种
“

发现
”
一旦传播于众 ， 便不仅获得 了全族人的认

同 ，
也极其迅速且深刻地镶嵌在全族人的心中 ， 形成了世代相传的民族优越

感和 自豪感 。

犹太教还把犹太民族后来经历的一切灾难均归结到对上帝的忤逆 。 古代

以色列王国的先知们曾经以非凡的胆识 ， 直接列举以色列人的罪恶是 ：

“

起

假誓 、 杀害 、 偷盗 、 奸淫 、 行强暴……
”

并且指 出这是对上帝的仵逆 。 然

而这一切昏庸暴虐的统治者却视而不见 ， 最终导致了 以色列被罗马灭亡的历

史悲剧 。 后来的犹太人以此为戒 ， 发愤图强 ， 从不懈怠 ， 严格遵守犹太教的

教规 ， 期望能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顾 ， 以实现他对犹太人的誓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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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万

族都要因你得福 。

”
［
５

］

（
二

） 崇高的理想与世俗性的统一

儒家文化的重要著作 《大学 》 指出 ， 古代先贤的人生理想是修身 、 齐

家 、 治国 、 平天下 。 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修养 ， 是实现其他人生 目标的必要条

件 。 儒家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还提出 了
“

舍生取义
”

的最高道德 目标 ：

“

生 ， 亦我所欲也 。 义 ， 亦我所欲也 。 二者不可得兼 ， 舍生而取义者也 。

”
［
６

］

上述两例说明 ： 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崇尚道德 ， 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

？

３９７？

Ｉ



外国语文论丛 第 １ 辑

和人生的重要性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 ， 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

的直接依据 。 儒家认为 ，

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 ， 即使贵为王侯 ， 也得

不到万民敬重 ； 反之 ， 有了崇高道德 ， 即使穷困潦倒 ， 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

名垂千古 。 其次 ，
道德还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 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

的根本 ， 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 。 因此 ， 他们强调做事要从

仁义出发 ， 不仁之事不做 ， 不义之财不取 ； 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 ， 要

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 。 最后 ， 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 。 儒

家重视教育 ， 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 ， 而是伦理教育 ， 如何做人

的教育 ， 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 。

但是 ， 儒家文化也不排斥世俗的世界 。 天下学问 ， 若论人世 ， 莫过于儒

家 。 孔子本人就是人世楷模 ， 他活在世上 ７３ 年 ， 无一 日 不奔忙 ， 无一 日 不

操劳 ， 无
一

日不思考 ， 无一 日不学习 。

孔子的学生多 ， 老师亦多 。 他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 。 他教学生六艺 ， 自

己首先精通之 。 孔子所教的每一门功课 ， 都是 自 己先烂熟于胸 ， 然后才为人

师的 ， 据说孔子的驭术无人可及 。 有其师必有其徒 。 中 国后来的士大夫从孔

子那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 。 司马迁就极其崇拜孔子 ， 在 《史记》 中作 《孔

子世家》 以讴歌其不朽业绩 。 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 ， 坚持写完 《史记》 ， 不

能不说是受到孔子乐观入世精神的感染 。 《史记》 杀青之后 ， 司马迁
一吐郁

闷 ， 神秘消逝 。 这足以证明 ， 司马迁之忍辱 ， 完全是为了苍生 ， 没有丝毫的

利己动机 。

一旦大功告成 ， 他便像一只倔强的飞蛾 ， 毅然扑向火海
［
７

］

。

犹太人的孩子上学的时候 ， 最先接触的就是 《箴言 》 里的
一句话 ， 即

“

知识从敬畏上帝开始
”

。 《箴言》 是所罗门王时代 ， 统治者为了教育宫廷子

弟而编纂的 。 就是到了今天 ， 它也被当作犹太人道德教育的教科书而备受重

视 。 《蔵言》 中的下一句可以作为上面一句的诠释 。

“

上帝给予你智慧 ； 他

有知识和感悟 ， 他为正直的人提供正确的知识 ， 他是诚实者的保护者 ， 保护

公正之路 ， 保护圣徒们 的路 ， 最终 ， 你将感悟到所有 的正义 、 公正和公

平 。

”

这句话的核心意义就是 ： 通过知道上帝的存在 ， 人能够走上没有错误

的 、 真正的道路 。

“

上帝为所有被欺凌的人主持正义和公正 。 上帝告诉摩西

自 己的路 ， 并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 自 己所做的事情 。

”

另一方面 ， 犹太民族长期流浪 、 漂泊不定的生活 ， 迫使他们每到一个新

的国家 ， 就要迅速重建家园 ， 从各方面适应世俗的现实环境 。 首先 ， 为了创

造并固定一个犹太人的统一标志 ，
犹太人选择了从其始祖亚伯拉罕身上就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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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民族传统——
“

割礼
”

。 除了和上帝订约的神学意义外 ，

“

割礼
”

还

昭示了 明显的世俗意义 ， 即对民族标志的成功传递 、 对民族生命的纯净延

续 ， 反过来也是对上帝的一种忠诚 ， 是对上帝契约的恪守 。 其次 ， 犹太人在

流浪的历程中 ， 经常遭到驱逐和杀戮 。 因此 ， 他们为了能够过上相对稳定的

生活 ， 不得不拼命地赚钱 ， 结果成为世界上最擅长经商的 民族 。

“

有人这样

告诉世人 ： 犹太富豪在家打个喷嚏 ， 世界上所有的银行都将引起感胃 ；
五个

犹太财团坐在一起 ， 便能控制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 。

”
［
８

］

综上所述 ， 正是由于崇高的理想和世俗性的统一 ， 古老的中华民族和犹

太民族才能够以坚强的毅力和东观的精神 ， 经受住数次历史浩劫的考验 ， 生

生不息 ， 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得以传承 ， 为世界民族之林增添一抹

亮丽的色彩 。

（ 三 ） 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对于中华儿女来说 ， 长久以来 ， 家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 家庭是中

国社会结构的基础 ， 最重要的社会细胞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儒家文化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 特别强调伦理秩序的建构 ， 并确立了一整套伦理准

则 。 两者相结合 ， 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家庭伦理规范 ：

“

父慈 、 子孝 、 兄

友 、 弟恭
”

， 长幼有序 ， 各居其位 ， 各司其职 ； 推而广之 ， 延伸至整个社

会 ， 便构成了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的整个社会伦理规范 ， 每一个社会角

色都应该严格遵循 自 己的行为规范 。

在家庭内部 ， 古代妇女的地位是从属的 。 为了保证男性的绝对优势 ， 封

建卫道士们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 。

“

三从四德
”

是其最本质 、

最核心的内容 。

“

三从
”

是指
“

未嫁从父 ， 既嫁从夫 ， 夫死从子
”

［ ９ ］

。

“

四

德
”

是关于妇女在家庭道德方面的 ４ 项具体要求 ， 始见于 《周礼 》 。 人们最

看重妇女的品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 自 己 的贞节 ， 他们还为从一而终的

妇女树立贞节牌坊 ，
以供后人仿效 。 此外 ，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都是可

以为了丈夫家族的后继有人而主动为其纳妾的 。 不论 自 己有无嫡亲子嗣 ， 为

丈夫物色另外的妻子是身为一名好寒子的义务 ； 甚至如果妻子对丈夫另外的

配偶心存妒念 ， 都是不被允许的 ， 更成为
“

休妻
”

的罪状 。

［
Ｗ

］

犹太教的教义中也重视家庭伦理 ， 提倡孝敬父母 。 犹太教的教规也是以

家庭为单位来学习和遵守的 。 但是 ， 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仍然是从属的 、 次

要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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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男尊女卑的观念可从希伯来 《圣经》 中相关的几个故事中赂

知一二 。 《以斯帖记》 中以斯帖利用她波斯王后的地位 ， 破坏了大臣们的阴

谋 ， 救了犹太一族 ； 《路得记》 里 ， 路得是摩押族的女子 ， 嫁与犹太人为

妻 ， 夫死无子 ， 侍奉老姑回到伯利恒 ， 后来依了犹太旧律 ， 嫁给亲族中的波

阿斯 ，
艮卩是大卫王的先祖 。 两位均是当时犹太理想中的模范妇人 ， 是以 自 己

供奉家族民族的人 ， 但还不是顾念丈夫和儿子的贤妻良母 ， 更不是有独立人

格的女子 。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 ， 她们实际是排除在契约之外的 。 证

据就是犹太男子与耶和华立约必须举行的仪式
——

“

割礼
”

。

“

割礼
”

的施

行潜意识地作为犹太族人中特殊的男权符号。 我们必须质问 ， 如果必须用身

体上的标记把上帝的选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话 ， 那么为什么偏偏需要这种标

记？ 答案很明显 ， 即妇女没有办法施行这种仪式 ， 她们 自然也没有办法参与

亚伯拉罕的立约 。 或者 ， 耶和华将女人看作男人的从属物 ， 和她们的主人立

约 ， 就等于拥有了这些女人 ； 故而 ， 女性其实是跟从于 自 己的丈夫或父亲来

与上帝达成某项默契 ， 而并非像男人那样 ， 需要有身体上的区别 ， 或仪式上

的肯定 。 那么 ， 我们也可以 同时导出上帝要求妇女对丈夫
“

忠贞
”

的意义 。

唯有满足于丈夫的利益 ， 服从于丈夫的信仰 ， 方可称得上一位合格的犹太

妇女 。

此外还要提到的一点是 ： ． 《创世纪》 里记载的两个故事 。 在第一个故事

里 ， 撒加不能生孩子 ， 她对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说 ：

“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 或者我可以 因她得到孩子 。

”
［

１ １
］

在第二个故事里 ， 另

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拉结
“

把她的使女皮拉给丈夫为妾 ， 雅各便与她 同

房
”

。 在圣经故事里 ， 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
“
一夫多妻

”

的概念 ，
也可视为

“

代孕母亲
”

的雏形 。

三 、 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世界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民族文化 ，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深

深影响着 日本 、 韩国的社会伦理规范 。 此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的邻国 。 有学者

研究美国 《独立宣言》 以后认为 ， 以
“

自 由神
”

为代表的美国立国精神中

就包含着儒学传统成分 。 法国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亦直接或间接地

接受了他们及中国的影响 。 对此 ， 美国人也不否认 。 美国学者艾默生就曾热

情歌颂 ：

“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人民的光荣……孔子是

？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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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华盛顿 。

”
［

１ ２
］

他认为 ， 孔子所珍爱的是人世间的实践伦理和社会道

德 ， 孔子心 目 中的君子 ， 乃是具有人世精神同时又能 自拔于流俗的人 。 孔子

本人的人格便可以作为人类努力 向上的榜样 。 美国汉学家卫三畏 １ ８４８ 年在

他出版的两卷本的 《 中 国总论 》 中指 出 ： 孔子著作
“

优越的实用性质
”

，

“

超出 了西方的哲人
”

，

“

四书五经
”

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

“

除了

《圣经》 以外 ， 是任何别的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
”

。

［
１ ３

］

目前 ， 随着经济的崛起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
不仅咱们现代中国人在竞相

研读儒学 ， 致力于建设一个
“

天人合一
”

的和谐社会 ， 在其他许多国家也

掀起了中国文化热 。 据报道 ， 海外已经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 ， 仅美国就有

７００ 所大学开设了 中文课 ， 传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

美国不允许任何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 ， 许多私立文科学校也有这种严

格的限制 。 作为非宗教的儒家经典引起学生强烈的反应 。 儒家经典使学生在

一种非宗教的文化中找到生活的
“

福音
”

， 可以用来处理 日 常生活中 的种种

问题 。 另外 ，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 ， 但是校园暴力 、 枪击 、 吸毒等现象严重 。

面对经济发达 、 道德滑坡 ，

１ ９８８ 年全世界 ７５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一次

会议上宣称 ：

“

如果人类要在 ２ １ 世纪生存下去 ，
必须回到 ２５００ 年前 ， 去吸

取孔子的智慧 。

”

儒家以克己 、 谦让为核心的礼仪 ， 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对恢

复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渴望 。 儒家经典让美国大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品味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 克制冲动和好斗 ， 找回勤奋节俭的清教徒精神 。

［
ｗ

］

希伯来人是中东地区早期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 。 犹太人祖先所创造的希

伯来文明 ， 堪与希腊文明媲美 ， 这著名 的
“

两希文明
”

共同构成了现代西

方文明 的早期源头 ， 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根据 《圣经》 记载 ， 上帝曾亲 自拣选犹太民族的祖先 ， 目 的是给万国

万民作见证 。 因此 ， 犹太人又有
“

上帝的选民
”

之说 。 上帝把人类生活的

道德伦理 、 行为标准与禁忌的律法最早给予犹太人的祖先 ， 让他们严格遵

循 ， 传与后代 。 这些律法就是犹太文明的起源 ，
也是后来西方文明崛起的文

化基础 。 有人形容了解犹太文化是开启西方文明的一把钥匙 ， 这句话并不夸

张 。 事实上 ， 神奇的有着巨大内在力量的犹太文化为人类孕育了众多推动世

界发展的伟人巨匠 ， 在很多领域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进程 。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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