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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前言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上。提起宗教，我们
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
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
，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
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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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从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详细论述了犹 太教的产生、历史和意义，
犹太教的律法、制度、组织、礼拜、礼仪、祷告、 捐赠、饮食法、习俗、公义思想、道德观念、伦理
规范等，以及践行犹太教的 三重方法；作者在论述犹太教的过程中，还提出了现代人面临的种种宗教
问 题，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同时，作出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有针 对性的回答，从而
论证了，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提出了一种一神 教的思想，而更在于它对犹太人生活方方
面面的规范和对犹太人生活之道的确 定，因而是一种“因行称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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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撒母耳·S.科亨 译者：徐新 张利伟 编者：何光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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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活的艺术人有别于其他生灵的最主要特征在于他的能力：人不仅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必须
遵从自然法则，而且还能超越自然，制定用于自身的律法。作为有思想的存在物，人通过反思自身的
本性，为自己的行为设立了理想和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哲学、科学、艺术、宗教和伦理体系。 
宗教和艺术产生于人类灵魂中的不同根源：一个产生于对神圣的意识，而另一个则起源于对美的感受
；宗教努力赋予生命以神圣性，而艺术则力图以美来丰富生命；一个从信仰中获取力量，而另一个则
从幻想中汲取活力；一个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之上，而另一个则以创造性的想象为基点。尽管如此，却
有一种共同的尺度将这二者联结起来，那就是对人的关切，力图赋予人的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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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编辑推荐

《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为宗教与世界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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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精彩短评

1、系统的信息量不是很大。确实作为入门还是ok的。
2、母鸡可怜的说：我生个娃子你说我在工作，我专职是生娃子给人吃么！！！
3、这本书我很喜欢，在这本书中我看不到所谓的犹太教的正统派和改革派的分别；我几乎没有看到
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分别。作者用心地在写他的书，用他对上帝的真诚来完成这本书。如果你想了解
犹太教，那么请看；如果你想了解宗教，那么也请看；如果你迷茫，这本书真的值得你去看。文字上
也让人非常舒服，翻译得非常到位，一个犹太教的拉比的眼光不只局限于犹太教。赞一个。
4、书的内容不错，但部分页面印刷模糊不清！
5、写犹太教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过年啥的，好玩极了！
6、如果你对犹太人犹太教有好奇心，这本书当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你读着读着，你就会由衷感叹
，这位作者的功力深厚、思想开放、学识渊博。当然翻译也是相当不错的。
7、一种生活之路）这书是解释了这种生活之路是什么
8、　　“上帝规定在礼拜日必须停止工作，那么母鸡在礼拜日下的鸡蛋能不能吃？”
　　
　　这本书是犹太教改革派神学家从非信徒的角度为信徒与非信徒而撰写的。他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
语言讲述为什么宗教对人对世界如此重要。犹太教的《托拉》如何用规范日常生活的戒条来凝聚犹太
人民族的向心力，使其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挫折与折磨都会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人类世界的各
种顶峰。与其说犹太人伟大，不如说犹太教伟大！如果想了解宗教的本质（不仅是犹太教），这本书
是不错的入门之选！
9、看过太多不说人话的书，都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如果信仰方面的书籍也是如此，无疑不知道还
能看什么书。突然看到此书，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赞一个！
10、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信仰如果不能进入生活，就不会是真实的，对人有意义的，只有延伸到
生活中的信仰才是真信仰
11、　　亚伯拉罕（Abraham）或易卜拉辛（Ibrahim），原名亚伯兰或阿巴郎（Abram）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是上帝从地上众生中所捡选并给予祝福的人
。同时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经书中有记载他生于两河流域下游吾珥，后
带领部落穿越阿拉伯沙漠到达位于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整个部落得以繁衍生息。 
　　　　　　血系及召唤 
　　　　　　亚伯拉罕及其家族原居于苏美的吾珥(现今伊拉克南部T)。父亲他拉来自于迦勒底人统治
的吾珥察底斯，可能位于两河流域南部，但一些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权威人士认为吾珥察底斯在两河
流域北部今日的南土耳其。 
　　　　　　亚伯兰全家迁徙到哈兰(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其父他拉就死在哈兰。之后亚伯兰又和他
的妻子撒莱、罗得(亚伯兰兄长哈兰之子)、和跟随他的众人往迦南地去。神要亚伯兰前往“我(神)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并承诺&quot;必赐福给你(亚伯兰)，叫你的名为大&quot;，使亚伯兰“成为大国”。
亚伯兰便到迦南的示剑，并在摩利橡树的地方受到神的启发。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
你的后裔”。亚伯兰便在那里为神建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
伯特利，东边是艾。又在那里建坛奉献给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自此之后便渐渐迁往南地(死海西
南的尼革地)去。 
　　　　　　撒莱和法老 
　　　　　　亚伯兰由于饥荒到埃及避难，因怕妻子撒莱的美貌会引起埃及人的邪念、危害他自身安
全，便先后向不知名的法老王和基拉耳王亚比米勒称撒拉是他的妹子。尽管如此，撒莱还是被法老带
到后宫，并准备娶她，厚待亚伯兰，给他许多牛羊、骆驼、驴子、奴婢，耶和华因此降灾于法老和他
的全家。亚伯兰和撒莱便离开了埃及。 
　　　　　　亚伯拉罕离开后便回到艾，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的牧人和侄子罗得的牧人起
争执，又因财产过剩而不能全被带回迦南地，便提议分开。亚伯拉罕让罗得先选地，罗得便选了约但
河的全平原，他自己迁到希伯伦幔利的橡树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 
　　　　　　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 
　　　　　　圣经《旧约》中说，在人类遭遇洪水之后，挪亚的家族便繁衍到各地，其中有个名叫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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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伯兰的闪族人，被神看中，要他替天在世上行道。耶和华(即神)让亚伯兰离开闪族往南迁移。他受神
的指示，扶老携幼，辗转迁徙到迦南的幔利橡树林定居，其时亚伯兰已99岁。神令亚伯兰改名为亚伯
拉罕，并使他家业大兴，后来得了一子，取名以撒，爱之如掌上明珠。一天，耶和华突然来到亚伯拉
罕家，命他将爱子以撒作为牺牲献给耶和华。笃信神的亚伯拉罕甘愿忍受这一残酷的天命，带着孩子
和祭具到摩利亚山上去行祭。孩子不知自己就是祭品，问父亲祭祀为何不带祭品?父子俩到了山上，亚
伯拉罕作好一切准备，正欲将儿子放上祭坛动刀砍杀时，突然霹雳一声巨响，天使飞来，拉住亚伯拉
罕的手，不准他杀子，告诉他这是耶和华的磨练。这一考验超出了凡人的最大限度。从此，神便授命
亚伯拉罕为世上的代理人，连后来的耶稣降生也属于他第五十二代的后辈之事。 
　　　　　　《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古兰经》中皆记载亚伯拉罕的嫡子以撒是犹太民族的祖先
、庶子以实玛利是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在基督教信仰中，亚伯拉罕（易卜拉辛）是信心的楷模，他愿
意服从神、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祭，预表了神献出耶稣。在伊斯兰教里，易卜拉辛（亚伯拉罕）同
样是信仰之楷模，顺服神把儿子以实玛利献出。 
　　　　　　亚伯拉罕诸教指信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三个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三教共同信仰犹太教的唯一真神，发源于中东沙漠地区，以希伯来圣经为根基，以耶路撒冷为圣地。
三教信仰其经典是神的话语，归顺其经典，才是遵循正道。伊斯兰教称呼亚伯拉罕诸教的信徒为“经
典之民”。
12、看样书，觉得因行称义，不只犹太教独有。满篇谈践行，又落入了另一种理论的窠臼，且似可适
用于一切的宗教。
13、太生硬了，不好看。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吧。
14、易懂，耐看，很喜欢。
15、有点褶皱，不碍事，放手边看看很不错！【这是一本错版书：封面左上角的灯台给印成倒置的了
！】
16、好书，值得一看~~~！！！
17、改革派。改革改变的是标尺，终点却会回靠传统（一点）；反之亦然。
“默西亚来临的时候，地上不是全善就是全恶。（大意）”LoL
18、好书，有思想性。值得阅读和推荐！
19、如果有了虔诚的信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真高兴家乡出了这样一部好书
20、刚收到书，还未读
21、带着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强烈好奇不仅读了还认真的做了笔记~里面对幸福对苦难对情感的解
释很细致
22、通过此书，可以了解犹太教的智慧，作者对犹太教的把握不一般，非常值得看。
23、世界上无数的民族崛起了、败落了，甚至永远地消失了。但犹太人却能在两千年里遭受欺压、排
斥和杀戮的情况下，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直到1948年复国。犹太教正是犹太人在历史的暴
风骤雨中屹立不倒的基石。
24、相当一般，可读性弱。远不如牛津的通识读本。
25、印刷质量不错刚看了一部分，内容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不是落到实处去讲它的教义、讲犹太
人的生活风俗，而是比较抽象地宗教的意义。不过还是很不错的，慢慢研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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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精彩书评

1、“上帝规定在礼拜日必须停止工作，那么母鸡在礼拜日下的鸡蛋能不能吃？”这本书是犹太教改
革派神学家从非信徒的角度为信徒与非信徒而撰写的。他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讲述为什么宗教对
人对世界如此重要。犹太教的《托拉》如何用规范日常生活的戒条来凝聚犹太人民族的向心力，使其
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挫折与折磨都会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人类世界的各种顶峰。与其说犹太人
伟大，不如说犹太教伟大！如果想了解宗教的本质（不仅是犹太教），这本书是不错的入门之选！
2、亚伯拉罕（Abraham）或易卜拉辛（Ibrahim），原名亚伯兰或阿巴郎（Abram）是犹太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是上帝从地上众生中所捡选并给予祝福的人。同时
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经书中有记载他生于两河流域下游吾珥，后带领部
落穿越阿拉伯沙漠到达位于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整个部落得以繁衍生息。 　　　　血系及召唤 　
　　　亚伯拉罕及其家族原居于苏美的吾珥(现今伊拉克南部T)。父亲他拉来自于迦勒底人统治的吾珥
察底斯，可能位于两河流域南部，但一些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权威人士认为吾珥察底斯在两河流域北
部今日的南土耳其。 　　　　亚伯兰全家迁徙到哈兰(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其父他拉就死在哈兰。之
后亚伯兰又和他的妻子撒莱、罗得(亚伯兰兄长哈兰之子)、和跟随他的众人往迦南地去。神要亚伯兰
前往“我(神)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并承诺&quot;必赐福给你(亚伯兰)，叫你的名为大&quot;，使亚伯兰
“成为大国”。亚伯兰便到迦南的示剑，并在摩利橡树的地方受到神的启发。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便在那里为神建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
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又在那里建坛奉献给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自此之后便渐渐
迁往南地(死海西南的尼革地)去。 　　　　撒莱和法老 　　　　亚伯兰由于饥荒到埃及避难，因怕妻
子撒莱的美貌会引起埃及人的邪念、危害他自身安全，便先后向不知名的法老王和基拉耳王亚比米勒
称撒拉是他的妹子。尽管如此，撒莱还是被法老带到后宫，并准备娶她，厚待亚伯兰，给他许多牛羊
、骆驼、驴子、奴婢，耶和华因此降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亚伯兰和撒莱便离开了埃及。 　　　　亚
伯拉罕离开后便回到艾，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的牧人和侄子罗得的牧人起争执，又因财产
过剩而不能全被带回迦南地，便提议分开。亚伯拉罕让罗得先选地，罗得便选了约但河的全平原，他
自己迁到希伯伦幔利的橡树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 　　　　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 　　
　　圣经《旧约》中说，在人类遭遇洪水之后，挪亚的家族便繁衍到各地，其中有个名叫亚伯兰的闪
族人，被神看中，要他替天在世上行道。耶和华(即神)让亚伯兰离开闪族往南迁移。他受神的指示，
扶老携幼，辗转迁徙到迦南的幔利橡树林定居，其时亚伯兰已99岁。神令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并
使他家业大兴，后来得了一子，取名以撒，爱之如掌上明珠。一天，耶和华突然来到亚伯拉罕家，命
他将爱子以撒作为牺牲献给耶和华。笃信神的亚伯拉罕甘愿忍受这一残酷的天命，带着孩子和祭具到
摩利亚山上去行祭。孩子不知自己就是祭品，问父亲祭祀为何不带祭品?父子俩到了山上，亚伯拉罕作
好一切准备，正欲将儿子放上祭坛动刀砍杀时，突然霹雳一声巨响，天使飞来，拉住亚伯拉罕的手，
不准他杀子，告诉他这是耶和华的磨练。这一考验超出了凡人的最大限度。从此，神便授命亚伯拉罕
为世上的代理人，连后来的耶稣降生也属于他第五十二代的后辈之事。 　　　　《圣经》旧约中的创
世纪和《古兰经》中皆记载亚伯拉罕的嫡子以撒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庶子以实玛利是阿拉伯民族的祖
先。在基督教信仰中，亚伯拉罕（易卜拉辛）是信心的楷模，他愿意服从神、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
祭，预表了神献出耶稣。在伊斯兰教里，易卜拉辛（亚伯拉罕）同样是信仰之楷模，顺服神把儿子以
实玛利献出。 　　　　亚伯拉罕诸教指信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三个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
斯兰教。三教共同信仰犹太教的唯一真神，发源于中东沙漠地区，以希伯来圣经为根基，以耶路撒冷
为圣地。三教信仰其经典是神的话语，归顺其经典，才是遵循正道。伊斯兰教称呼亚伯拉罕诸教的信
徒为“经典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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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犹太教》的笔记-第32页

        我们所关注的实在，不仅仅包含物质存在，而且还包含我们附加于其中的情感价值。实在是感知
和评价这二者的产物，即它是经过理智、想象和记忆修正后的知觉的产物。我们无论对生活还是对事
物的看法和评价，都依赖于我们内在的意识状态。恐惧、绝望、憎恨、嫉妒、羡慕、宽容、热爱、信
任、信仰、欢乐、希望、崇拜等，都会改变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缺乏内在的美感，再辉煌的艺术也毫
无意义。一个人的灵魂内若无音乐，即便是天才创作的最美妙的旋律，也只是噪音。

2、《犹太教》的笔记-第182页

        拉比们在tzedakab（慈善）和gemilut hasadim（慈爱）之间做出了区分。“慈爱在三个方面胜过慈
善。慈善是施舍救济品；慈爱是既提供救济品，也提供个人服务。慈善是为穷人服务，而慈爱则既指
向活人也指向死者。”就其最全面的意义来讲，仁慈包括为饥饿者提供饭食、为裸者着衣、照料病人
、安葬死者、抚慰悲伤者、救赎被俘者、教育孤儿以及为贫困的新娘置办嫁妆。尽管慈善行为使世界
充满了爱，但它真正的价值取决于产生这一行为的爱的精神。然而，尽管施舍受到祝福，但接受施舍
却令人羞愧。人们被告诫，宁可忍受贫困，也不要接受救济。“宁可在市场上剥动物尸体的皮，也不
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餐后的感恩祈祷就包括这样的祈求：“让我们不依赖他人的赠予或他人的自
主生活。”迈蒙尼德写到，最终名的拉比，也要先伐木工和汲水工一样从事卑贱的工作。“他们不会
像会众祈求一物，也不会在无物所供时就一无所得。”独立和自助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理想。另一方面
，那些若不接受他人救助就无法生活的年长者、病弱者和苦难者，如要他们拒绝接受救助，就等于犯
下杀人流血的罪孽。慈善的最高目标不是施舍救济物，而是对穷困者进行救援，是之恢复作为自尊的
社会成员的信心。迈蒙尼德列举了八个等级的慈善行为。等级最高的慈善行为是：帮助需要救助者，
使之不再依赖他人生活。其次，是受惠者不知施惠者或施惠者不知受惠者的慈善行为。古代耶路撒冷
圣殿采用的就是这种做法。圣殿中有一个暗殿，慷慨的施舍人把自己施舍的东西放在那里，贫困者则
从哪里领取救济品，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那种施舍者自我膨胀，而令接受者丧失至尊，使其成
为可怜的乞丐的所谓慈善，根本得不到犹太教的祝福。

3、《犹太教》的笔记-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1

4、《犹太教》的笔记-第220页

        虽然用法广泛，但罪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宗教词汇。它代表着一种让宗教依附于人的卑劣行为的耻
辱。罪的首要含义，是对宗教价值和标准的否定，是对生活的神圣义务的违背。与罪意义最为接近的
同义词是：不敬神、不圣洁、亵渎和不虔诚。由于宗教与道德的融合，罪也用来表示费拉尔德所说的
“圣洁”性的任何缺乏，道德纯洁上的任何污点，真理上的任何缺陷，不管它们是出现在心中，还是
生活中，也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无意义的”。不过，如果我们仅把他们用来指称纯粹的道德过失，那
我们就没有把握它的真实含义。最并非产生于理性伦理的土壤，而是产生于非理性的或者“神秘的”
土壤。正如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指出的，道德本身不能产生罪恶感，不能产生希望得到净化
、宽恕、救赎的欲望，也不能产生对另一种独特的善的需要，这种善从总体上说在特征、“掩盖”和
赎罪方面特别神秘。

5、《犹太教》的笔记-第60页

        在现代，人们已发起了一系列宗教运动，旨在治愈病人、救助意志消沉和被遗弃者。在这些宗教
运动中，最著名的有：新思想派和基督教科学派。（这两个学派都起源于新英格兰精神疗法专家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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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和斯特，昆比的思想。）以及基督教团结派。该运动的一个犹太分支声称这一做法也适用于
犹太教，它被成为“犹太教科学派“。

6、《犹太教》的笔记-封面

        犹太教
---一种生活之道

7、《犹太教》的笔记-第173页

        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中，耶稣讲过下面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
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托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要教导要憎恨敌人。实际上
，《托拉》要求，在仇敌有难时，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出埃及记》23:4-5）；它还不允许人们心中
存有恨意（《利未记》19:17）。尽管《托拉》主张用以牙还牙的原则来待人，但个人却不可亲手复仇
。圣贤警告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
他所行的报复他。”敌人摔倒时，不可幸灾乐祸。“你的仇敌，若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
水喝”（《箴言》20:22,24:29、17,25:21-22）。一些为基督教护教士，试图根据《诗篇》中一些有复仇
意味的诗句和犹太社会中存在敌对阶级的事实来证明登山宝训言辞的正确性。不过，他们的精心构置
不过是穿凿附会。耶稣的那句话显然是由《耶稣语录》（Sayings of Jesus）的希腊译者对于原文的一个
习语的误译导致的。谢克特（Shechter）对此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耶稣在刚刚表明他对《托拉
》的景仰之后（参见《马太福音》5:17-19），不可能立即就去批评《托拉》。耶稣很有可能使用的是
拉比言论中常用的结构：Shomea ani... Talmud lomar即“据此经文我可以推论出什么，因此可以宣布这
样一条教导”，等等。将这一句式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耶稣的那段话，耶稣可能是说：“根据当爱你
的邻舍这条诫命，你或许会推断说，要恨你的仇敌；因此我告诉你们，《圣经》教导说：要爱你们的
敌人。”对耶稣语录的错误翻译，使得犹太教的伦理学在基督教世界面前遭到严重的歪曲。——这个
很打开眼界，作为一个翻译，我更要认真对待这样被扭曲的事实。至少我还是有逻辑思维的。嗯。要
多看书。

8、《犹太教》的笔记-第271页

        我们已经论述过，“我们不是因为信赖上帝才祷告——我们是因为祷告才信赖上帝”。通过祷告
的实践，我们使上帝更加靠近我们的良心。那个我们在罕有的沉思时刻才能体察到的统治一切的万民
之主，就会通过而成为一个亲密的同伴和朋友，并时刻引导和帮助我们。迪恩，斯波利（Dean Sperry
）发表过类似的评论：我们并不是首先“画一幅想象的上帝画像，然后再去崇拜他；崇拜行为本身就
是我们最初认识上帝的过程。”祷告是信仰的语言，是宗教有生命的声音。祷告意味着使宗教成为真
实的东西。通过将宗教精神言辞化，祷告赋予宗教生命力。通过反省和思辨形成上帝的观念显然是抽
象的，且似乎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尽管在哲学界有关于上帝的十分先进的观念，但
普通大众仍然用具体的形象和熟悉的事物来表现上帝。部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多神教观念，部分是出
于心理需要，一般人总把上帝降低到自然物体和自然力量的层次上。但犹太教绝不迎合大众制造的偶
像崇拜的倾向。而是力图通过祷告来克服其关于上帝观念的模糊性。通过把诗歌运用到信仰崇拜中，
犹太教使上帝接近崇拜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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