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太哈西德运动历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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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近代犹太哈西德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状况进行历史性的考察, 认为该运动之产

生是东欧犹太社区对其生存境况恶化而做出的反应, 其发展一方面与整个东欧犹太社区所面临问

题的共性有关, 亦与该运动独特的内部结构与发展方式有关; 本文还分析了该运动独特的宗教主

张, 分析其在犹太教神秘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及宗教价值和社会意义。在现代性日益发展的今天,

哈西德运动的存在本身具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 应当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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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德运动¹是犹太教正统派内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一场宗教运动, 是近代犹太民族多舛的历

史命运产物, 沿存至今, 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 对现代犹太宗教、哲学以及

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展开, 本文拟对这一宗教运动之发展

脉络加以初步梳理, 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对犹太历史及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研究。鉴于犹太历史文

化研究所具之复杂性, 所论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指正。

一、哈西德运动产生之社会背景

苦难和信仰造就了犹太人特殊之历史与文明, 现代哈西德运动之产生尤为如此。它产生于近

代波兰地区, 进而扩展至东欧大部分地区, 是犹太教对近代东欧政治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反应。

犹太人是在中世纪末期大规模移民东欧的。由于移居东欧的犹太人曾一度对经济发展作出特

殊的贡献, 故受到当地贵族之善待, 有着较为良好的生存境遇。然而犹太人历史性的悲剧于 17

世纪中叶再度上演, 生活于东欧的犹太民族在其居住国再次成为嫉妒、仇恨、攻击, 乃至屠杀的

对象。由此为哈西德运动之产生奠定了丰厚之社会土壤。

犹太人所具有的中介性客民之特性是造成其历史性命运的重要因素。17 世纪中叶以前, 犹

#170#

¹ 哈西德, 英文为 hasid, 是希伯来文虔敬、虔诚的意思。故哈西德运动又译作虔敬派运动。在犹太人历史上

共计有三次哈西德运动。第一次在基督教兴起之前, 起源不详, 该派虔信律法, 曾参加公元前 2 世纪反抗罗

马的马加比起事。争取宗教信仰自由, 制止信仰异教。该派不关心政治。在重获宗教自由后即退出这次起

事。在哈希蒙王朝统治下, 该派处境不利。第二次是在 12、13 世纪在德国兴起的犹太宗教运动, 带有神秘

主义和苦行特征, 它投合普通民众的心理 (他们对于繁文缛节日益不满, 转而注意促进个人灵性生活) 该

派重要经籍为 5虔修书6。此派实行严厉的悔罪自赎习俗, 令人生畏。第三次就是本文要探讨的起源于18 世

纪波兰的犹太宗教运动。此三次哈西德运动纯粹属于独立发展的三项宗教运动, 彼此没有渊源和继承关系。



太人生活在自治性的社区 ) ) ) 隔都 ( Getto ) 之中, 是处于波兰封建性社会结构中波兰贵族阶层

与农民 (奴) 阶层之间的中间性阶层。此前由于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他们充当商人、波兰

地主的代理人、磨坊和财产的承租人以及收税员等社会角色。这些职业的特殊性, 使之非常容易

成为当时波兰占领区内俄罗斯农民敌视和仇恨的对象, 后者对犹太人的仇恨远远超过其对波兰地

主之仇恨。1648年, 这种仇恨演变成一场针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是年, 哥萨克叛军在其首领

鲍格旦- 谢米尔尼基 ( Bogdan Chm ielnicki) 的率领下横扫乌克兰地区, 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犹太

人和波兰人, 数以百计的犹太人社区被毁, 只有约半数的犹太人得以幸存。在这场为期两年的恐

怖之后, 波兰犹太人又屡遭战争及暴乱侵扰。先有 1654年俄罗斯人和瑞典人之入侵波兰, 继而

是以帮凶的罪名成为战后波兰人屠杀的对象, 此后更有狂热的波兰传教士散布一系列关于血祭的

诽谤和其他煽动性的言论, 为反犹暴乱煽风点火, 使波兰的反犹暴乱甚至在教皇于 1763年通过

调查而颁布关于澄清真相的公告之后依然没有止息。而 1648年的悲剧在 1768年的乌克兰再度发

生。由海德马克 ( H aidemack) 统帅的哥萨克骑兵再度蹂躏犹太人社区, 乌曼 ( U man) 的大屠

杀成为此一系列暴行的顶峰。

战乱和屠杀使犹太社区遭受重创, 不但使犹太人口锐减, 也使犹太社区传统的权威机构受到

打击, 面临崩溃和瓦解的命运。半自治性的犹太社区组织 /卡哈尔 (即犹太社区委员会)0 是犹

太社区传统之政治社会权威机构。它既承担一般行政管理职能, 还赋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功能。为

此它不仅要依照惯例缴纳沉重的税赋, 还要担负社区内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抚养犹太遗孤、资助贫

民生活、进行社区重建和维持等等, 以帮助屡遭灾难的受害者恢复其正常生活。同时还需支付抢

劫团伙索取之赎金以及基督教士们的敲诈勒索等等, 经济负担十分沉重。而在历经动荡之后, 此

时的犹太社区已经是债台高筑, 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为高利贷。犹太社区的腐败现象在此间也

迭有发生。犹太社区的权力越发为少数富人所集中占有, 他们凭借与波兰王室及贵族的特殊关

系, 把社区作为个人及其亲朋谋取财富的手段, 而普通犹太人不但无法出任官职, 甚至其在社区

内的选举权亦遭剥夺, 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然而他们还要承担繁重捐税。作为

/卡哈尔0 社会功能重要组成部分之社区福利事业也转移到一些社团中, 但是受某些较大的社团

官僚化发展倾向之影响, 普通犹太人所能获得的帮助极为有限。¹ 历经动荡的东欧犹太人陷入极

端的物质贫困状态中。

在物质贫困之同时, 东欧大多数犹太人的精神信仰层面也出现真空。传统的宗教思想、宗教

机构和人员难以满足动荡时期犹太民众的精神需求, 犹太社区的精神生活层面出现断裂。1648

年以后, 东欧的犹太学术中心转移到立陶宛, 犹太拉比知识精英阶层热衷于对 5塔木德6 的抽象
辩论, 而波兰南部的犹太人则与这个文化中心日益脱节, 转入一种蒙昧状态之中。而蒙昧又往往

与迷信并行. 作为犹太神秘主义的 /咯巴拉0 开始盛行起来。而这一时期的假救世主运动也正是

犹太民众精神生活匮乏的集中体现。救赎是犹太教信仰体系的核心观念。救世主降临成为犹太人

摆脱困苦之希望所寄。在大动荡时期, 人们对拯救之渴望尤为强烈和迫切, 遂使得许多以救世主

自称的人赢得诸多犹太人的狂热崇拜及追随, 其中影响较大者即为沙贝塔伊 #泽维 ( Shabbetai

Zev i )。然而随着一个个假救世主被揭穿之后, 艰难岁月依旧, 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于大部

分犹太社区。

而遍布于犹太社区内的社会不公正则进一步加剧了社区的分裂。首先是受过教育与未曾受过

教育的犹太人之间隔阂日深, 等级差别严重。宗教学术日渐成为富家子弟的特权, 普通犹太人很

少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宗教教育。拉比职位也为富家子弟所垄断, 教堂内许多荣誉性的仪式更与普

通民众无关。犹太律法学者把答辩法 ( Pupil ) 视作学习 5塔木德6 的主要方法并削弱 5托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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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Calvin Goldscheider, Jacob Neusner . Eds. , S ocial Found ations of J ud aism . New Jer sey , 1990. p 71.



的地位, 他们试图证明 5托拉6 已不再是生活的准则, 称其对民众的指导意义不大。社区内宗教

学术和宗教地位的差异使得普通犹太民众对宗教活动的参与意识以及参与热情严重受挫, 他们已

经无法在宗教活动中得到心灵的慰藉来摆脱现实生活的困扰。而那些垄断哈卡尔自治权的犹太富

人和知识阶层非但不承担相应之税赋, 甚至不惜牺牲穷人之利益以取悦当权者。而作为普通犹太

民众精神生活的指导者, 犹太拉比不但不能发挥其社区整合功能, 积极矫正社区不公正现象, 反

而还常常参与其间, 日益为普通民众所不齿, 加之拉比沉湎于对 5塔木德6 之抽象争论乃至诡辩

之中, 致使其精神权威性日渐失却。拉比制度的腐败在这一时期成为非常普遍之现象。这些拉比

注重与波兰宫廷宠臣发展关系, 但是其宗教地位业已开始下降。传统宗教教育机构 /叶希瓦 (即

犹太经学院) 0 的教育水准滑坡, 购买拉比职位现象已经愈发普遍, 在某些情况下, 基督教的权

力机构甚至会接受贿赂来任命拉比。在控制 /卡哈尔0 内各机构的富人子弟担当拉比之后, 拉比

职位成为借机敛财的工具, 而其生活则愈发奢侈腐化。在此风气之下, 社区内官职买卖现象蔓延

开来, 甚至社区内法官一职也是可以购买的。在哈西德运动的诞生地波多里亚 ( Podolia) 地区

受人敬重的拉比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社区内知识、宗教和官僚等领域内显要的职位愈发为富裕

阶层所垄断, 他们与无缘接受宗教律法教育的穷人和工匠产生严重的疏离。普通民众在政治、经

济和宗教社会生活中被普遍边缘化之后只得借助禁欲主义和各种各样的迷信活动来寻求精神慰藉

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一时间贫困、恐惧、失望乃至绝望、蒙昧、迷信、受蔑视等等遂成为多数波

兰南部乃至多数东欧犹太人的生存状态, 进而由此滋生了精神及社会地位上的自卑感。波兰南部

的犹太社区尤为如此, 它们都笼罩在浓厚的阴郁氛围之中。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念以及对救赎的

期待并未泯灭, 对某种新宗教形式的期待异常强烈。此时的犹太社区呼唤一种能够突破既有形式

束缚的新宗教形式的出现, 只有通过它, 广大犹太民众方能获得真正的精神慰藉, 并以此来鼓舞

他们的志气并维持其信仰和生活的尊严。波兰南方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状态为哈西德运动的产生和

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精神条件。

二、哈西德运动之创建

哈西德运动的创始人为以色列- 本- 以利撒 ( Israel Ben Eliezer, 1700- 1760) , 一般称其为

巴尔- 舍姆- 托夫 ( Baal Shem T ov, 即通晓神谕的人, 又称其为美名大师) , 并通常取其名字的

缩写称其为 /贝施特0 ( Besht )。他出生于乌克兰小镇波多里亚。关于其生平和行迹主要是来自

一些传说和故事。作为哈西德运动的创建者, 贝施特魅力来自三个方面: 治疗、驱魔和本人的说

教。前两项活动表明他受流行于这一地区的神秘主义 /咯巴拉0 之影响。他曾经常进行宗教祈祷

和沉思冥想, 还利用草药为民众治疗疾病。传说中称他于 36岁那年获得 /神启0, 遂开始系统地

宣讲其宗教理论, 由此奠定了哈西德运动的宗教理论基础 (哈西德主义)。

哈西德运动的宗教理论贬低宗教学识在信仰体系中的地位, 把情感置于宗教学识之上。贝施特强

调祈祷者发自内心的虔敬和真诚为信仰之基础, 认为在心灵上信赖上帝的人远比那些满腹经纶的圣哲

更能接近上帝, 因为 /上帝需要的是心0 ( 5法庭篇6 106b)。上帝是哈西德主义之核心概念, 对上帝之

爱是哈西德主义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上帝的理解上, 贝施特强调上帝的内在性 ( Shechinah) 和超

验性, 宣称: 上帝无所不在,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0 ( 5以赛亚书6 6章 3节) , 弥漫于所有的存在物和

物质之中, 所有的生灵和事物都分享神的火星。在全能的上帝和人类之间, 没有屏障, 也不存在隔阂。

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处于不间断的交流状态之中 (Devekut)。

上帝的内在性与超验性与传统犹太教对上帝的看法不同, 传统犹太教认为上帝在创造结束之

后便离开人的世俗世界, 人只有通过不断地祈祷和忏悔才能求得上帝的原谅, 上帝才会重新降临

尘世, 完成对犹太人的拯救。贝施特所宣传的上帝内在性, 不但拉近了上帝与人的距离, 增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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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上帝的亲近感, 还改变传统上对善、恶、美、丑等观念的理解, 它颠覆了传统上善与恶、美

与丑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贝施特看来由于 /神围绕一切事物且弥漫于一切事之中0, 无论其为有
机物抑或无机物、善的还是恶的、美的还是丑的, 即便一个人在有罪时, 神性亦在其中, 因为如

果没有上帝, 人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力量或生命力, 无论这种行为是善的抑或是恶的。由此推论,

一个事物, 无论善恶, 都分享有一种神性的目的和力量。因此, 两者并不构成相互对立或排斥的

关系。任何一种罪恶都或多或少藏有一种善的成分在其中。即使是一名罪人, 亦可在其悔罪的可

能性中发现神性的火星。因此, 这种寄寓于罪恶中的弃恶从善的希望本身就成为积极的肯定因

素。恶并不是存在的一个绝对或自在的状态, 它仅仅是善之阶梯的一个较低等级而已。¹

就宗教义理而言, 贝施特的宣教之渊源依然体现在 5圣经6、5塔木德6、5米德拉西6º 等犹

太教典籍和犹太神秘主义 /咯巴拉0 之中, 是对它们做出的全新解释。贝施特对其加以诠释的方

式亦为奇特的。他把教理孕育于能够为普通犹太民众所理解和领会的故事、寓言和格言之中而向

其信徒加以传授。这一布道方式也为后来继承者所沿用, 成为哈西德运动独具特色的布道方式。

而这些故事也被其弟子们作为口传教义而忠实流传, 成为其信徒所接受的道德训条。所以德国学

者 G. G. 索伦认为哈西德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观念被通俗化的 /喀巴拉0 的遗产。»

祈祷是人与上帝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哈西德主义强调祈祷的作用, 但是在祈祷的形式上有

着不同的要求。贝施特认为动情的祈祷是通往上帝的路径, 神性之火藉此散落人间。祈祷表现为

一个双向的过程: 一方面, 它可以净化和提升灵魂, 使之与神性合一; 另一方面, 它又给尘世带

来上帝的福音。信徒只有通过这样的祈祷, 才能与上帝融为一体, 并在上帝的爱之中感受到自身

的完满。因此祈祷必须是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出神入迷的情感表白。在他看来, 当一个人意识

到自己是置身于神的身旁时, 他会为这一发现而欣喜若狂, 并由此激发出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忠

诚。在礼拜以及所有的宗教事务中, 这种欢乐的心情是不可或缺的。5圣经6 中 /你们当乐意侍
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0 ( 5诗篇6 100篇3节) 的教诲成为贝施特对新的祈祷形式的理解。在

贝施特看来即使礼拜者本人并不理解祈祷文的含义, 但只要这种祈祷是执着的、热烈的并发自灵

魂深处的, 它仍可以抵达荣光的宝座。因而索伦还将哈西德运动看作是 /从民众那里获得力量从
而引起素朴的宗教激情的爆发0。

由于强调祈祷者心灵的真诚, 故而祈祷无须拘泥于形式, 所以贝施特主张祈祷者可以以歌、

舞、叫、跳等多种展示性行为来表达自己信仰以及祈祷时所具有的真实感受, 通过某种自然的方

式将这种情感真实加以表露。由于强调情感的自发性和直接性, 祈祷就更无须受到时间的限定。

祈祷者可以耐心地等待真正适宜的情绪体验的来临。祈祷惟有摆脱既定仪式的局限, 才可能显示

出其本真意义。他对信仰活动中所流行的禁欲主义和过度伤感情绪加以斥责, 甚至认为因罪孽而

引发的悲哀也应当适可而止。过度的伤感所表现出的是对上帝的力量及宽容精神的不信任。在礼

拜和宗教节日中伴以歌、舞、叫、跳等多种展示性的行为可以帮助引导信徒的灵魂进入狂喜状

态。信徒可以尽情地表达对上帝之爱及在得到信仰之后的喜悦心情。为此, 他甚至允许信徒纵酒

豪饮。由于摒弃宗教活动中的一些清规戒律, 信徒可以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宗教活动中

来, 由此增强信徒的参与热情, 这也是哈西德运动能够很快吸引诸多信徒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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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施特所宣扬的对上帝之爱以及富有激情的祈祷, 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 它无异于一

缕阳光闪现于当时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盛行且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的犹太社区, 给人带来清新气

象。而信仰本身在消除抽象玄奥、繁文缛节, 代之以简单明快直接的方式之后, 更容易为那些未

曾接受过系统宗教教育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在打破学院派对信仰的垄断之后, 普通民众无须阅读

抽象枯燥的犹太典籍便可以获得宗教体验。作为容易为民众所接受的宗教形式, 哈西德运动对于

克服普通犹太民众在大动荡以来所形成的信仰上的自卑感、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有着巨大的

价值和意义。

哈西德运动在宗教组织结构上亦有创新。贝施特引入了圣徒 ( Tzaddik) 这一宗教神职人员

的概念, 成为影响该运动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中, 拉比是主要的神职人

员, 他们是 5塔木德6 学者和犹太律法的解释者。然而自 17世纪中叶以来, 东欧犹太教中的拉

比制度已经走向没落, 拉比的宗教权威性日渐丧失, 无法满足犹太人的精神以及世俗事务的需

要。而在哈西德主义中, 圣徒则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媒介。圣徒既非上帝的化身, 也不是救世

主。他是能够与上帝达到最高层次交流的人, 通常就具有了神性。他既可以高高地翱翔于精神王

国, 和上帝直接进行对话, 又可以降临尘世, 成为人间事务的导师。对于哈西德信徒而言, 圣徒

通常要履行三种相关的角色: 宇宙救赎者、信徒灵魂的救赎者、使信徒免受邪恶侵害的保护者。

根据哈西德主义, 在履行宇宙角色方面, 体现在圣徒拯救了圣星 ( THE DIV INE SPARKS) , 使

之不被物质和邪恶世界所捕获。圣徒通过他与上帝的交流 ( DEVEKU T ) 和对完美状态的追求

( T IKKUN) 而对更高层面的领域施加影响, 为犹太人和宇宙的救赎而工作。在哈西德主义中,

一个核心的宗教理念便是圣徒从他与上帝交流层面上 /下临0 来拯救罪恶者沉沦的灵魂。根据这

一宗教理念, 圣徒的灵魂与其追随者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圣徒必须与其追随者建立起

联系以便在他下一次接近上帝之时来提升和拯救信徒的灵魂, 如此确保其信徒有一个快乐的身后

生活以及在 /来世0 有一个位置。圣徒的灵魂与那些在今世顺从他的罪人们的灵魂之间所建立起

来的联系在其逝后依然持续。这样圣徒就能利用他的影响阻止一个罪人被送进地狱。¹

如此一来在哈西德主义中, 圣徒便成为人与神之间进行交往的媒介。圣徒与其信徒之间建立

起一种密切的联系。通常而言, 圣徒不但在精神层面对信徒加以关照, 而且在日常生活领域, 由

于圣徒本身所具有之神性, 也使之成为信徒依赖的对象。信徒通常将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求助于圣徒, 或寻求建议, 或得到祝福。而在哈西德运动日后的发展中许多圣徒也藉此树立权

威, 赢得大批信徒。

/圣徒0 的创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社会意义上而言, 它为被排斥在固有体制之外的边

缘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信赖核心, 成为相对弱势群体新的整合机制的中心。由于圣徒的存在, 在

信徒看来上帝并非遥不可及, 对信徒也不再是漠不关心的。圣徒的存在和关心可以使饱受苦难和

蹂躏进而陷入孤独和无助境地的东欧犹太人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克服贫穷、压迫和杀戮给普通民

众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 成为信徒信赖和希望的新载体。通过它而维系起来的群体产生了一种新

的力量以对抗旧有权威。尽管这种对抗在犹太人社区内并非是具有革命性的, 但是事实表明普通

犹太人在社区中的地位是得以加强了。º 就宗教意义而言, 索伦认为哈西德主义将犹太教中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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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主义因素予以 /中性化0, 摒除了其中所夹杂的神秘主义与末世情绪, 使得弥赛亚主义中的

救赎由单纯的关于针对全体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救赎转向弥塞亚救赎与针对个人灵魂的个别救赎并

存状态。¹ 而圣徒在后者中无疑发挥着关键之作用。个别救赎作为一种折衷状态, 在整个民族的

救赎遥不可及的情况下, 无疑成为犹太民众克服其挫折感, 抚慰其灵魂的重要心理慰藉。长期以

来, 信徒的信与圣徒的义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强化的依存关系。哈西德运动的圣徒被称之为 /来比

( Rebbe)0 以区别拉比犹太教中的拉比 ( Rabbi)。

三、哈西德运动之发展

继贝施特之后, 领导哈西德运动的是其弟子道夫 #贝尔 ( Dov Baer, 1710- 1772)。在贝施

特时期, 哈西德运动的影响范围有限, 还没有超出波多里亚及其周边地区。而在道夫#贝尔成为

该运动的领袖之后, 哈西德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道夫 #贝尔是弗尔希尼亚 ( Vo lhynia) 一个贫穷教师之子, 其本人博学多识, 对 5塔木德6

和犹太神秘主义 /喀巴拉0 有着深刻理解。早年曾在乡村学校任教师, 后来追随贝施特, 之后成

为 /大传教士 ( M agg id) 0。在贝施特逝后, 他便定居梅塞雷茨 ( M ezhirech) , 在那里他依靠其

个人魅力吸引众多的信徒, 取得哈西德运动公认的领导者地位。他所传授的教理在内容上要比贝

施特更为复杂, 而其在宗教实践上也要比贝施特更为严格。除理论贡献之外, 他更是积极主动地

扩大哈西德主义的影响。他派遣其门徒到周边犹太人社区宣扬哈西德主义。这些门徒遂成为所在

社区的中心, 在道夫 #贝尔逝后, 纷纷宣称为其合法继承者, 建立了自己的系 ( Dynasty) , 形成

了日后该运动体制化发展的雏形。从 1766年始, 哈西德运动之影响开始扩展, 向北达白俄罗斯、

立陶宛, 向西发展到波兰中部和加里西亚 ( Galicia) 地区。到 19世纪中叶哈西德派已经在乌克

兰中部、波兰和加利西亚的犹太人社区中占居主导地位, 此外在白俄罗斯和匈牙利北部和立陶宛

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信徒人数从贝施特时期的不足数千人、道夫#贝尔去世时 ( 1772) 的数十万

发展到 19世纪末期的百万之众。

哈西德运动之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能够得到如此迅速之传播,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其所传入地区的社会条件与其产生地区的社会条件具有同构性。哈西德运动在发展之初的

主要载体就是犹太社区中间没有权利的中产阶层, 包括小镇和城市郊区的居民以及农村的中小租

户。市、镇中被吸引到哈西德运动中的主要阶层有小店主、客栈老板、小商贩、小经纪人以及其

他无业人员。农村中的小饭店主、酒水销售者以及中小租户成为该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共同的社

会境遇以及对犹太社区内平等地位的渴望和对社会宗教中的地位尊严的寻求使他们从哈西德运动

中寻求支持和鼓励。经济地位不稳固而产生的动荡以及不安全感成为他们接受哈西德主义的心理

基础。哈西德运动的早期理论贡献者主要是来自下层宗教知识分子中间的人士包括布道士和道德

家、仪式宰牲者、唱诗班领唱人、教师等等。他们自身的贫困以及地位之低下, 加之与民众有着

密切接触, 使之成为新宗教思想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而在东欧地区, 犹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

中的地位非常相近, 而生存境遇之凄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者拉菲尔 #马勒尔 ( Raphael

Mahler) 通过对加利西亚的研究表明, 哈西德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主要来自 /普通民众 ( simple

masses)0 或者小资产阶级包括客栈主人、经纪人、店主、小商贩和无职业的穷人以及 /衣衫褴

褛的乞丐0 等等。这些人还依附于封建制度, 但是集权政府的歧视、限制性政策以及现代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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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缓慢侵蚀已经使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了。¹ 就俄罗斯而言, 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 (从 1812

年总人口的 4. 4%增加到 1851年的 7. 8% ) , 在犹太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 犹太人口占城市居

民的 75%- 80%。185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 89. 3%的俄罗斯人为农民, 1. 3%的人为贵族, 0.

8%的人为 /商人0, 6. 8%的人为 /市民 ( tow nsmen) 0。而犹太人中农民所占比重为 3. 2% ,

/商人0 所占比重为 5. 5% , 而 91. 3%的人是 /市民0。犹太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者市镇总人口

的三分之一是工匠º, 但是只有比重很小的人从事手工业。» 许多此前在波兰犹太人尚能够从事

的经济活动如酒水销售、代理收税和资金借贷等活动都被沙皇政府所禁止, 地方工业的发展以及

保护性关税又使从事贸易活动的犹太商人收益甚微。在素有 /各民族的监狱0 之称的沙皇俄国,

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显得更为狭小局促。波兰公国和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职业分布情况也大体类似,

极少数的犹太人从事农业生产, 大部分人都是商人 (主要是经纪人和小店主) 和工匠。在 19世

纪中叶的波兰公国, 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但是犹太人中有 80%以上都生活在市镇, 占整个

城市人口的 40%以上。东欧犹太人口中只有少数人较为富有, 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中。整

个东欧犹太人依然被看作特殊的群体, 遭受歧视和隔离, 在居住和税收及经济上遭受严重的歧

视, 政府的强迫同化政策令犹太人深感忧虑。除少数富有的 / 特权0 阶层信仰犹太启蒙思想
( Haskalah) 之外, 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哈西德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而该运动没有能够向欧洲中西

部传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欧和西欧的犹太人深受启蒙运动和经验主义的影响, 那里的犹

太人已经走出隔离状态而走向与非犹太社会的文化及社会的融合。其二, 作为该运动核心人物的

/圣徒0, 针对犹太社区的实际情况, 更多地强调其角色的实用性色彩, 形成所谓的 /实用性圣徒

( Practical Zaddikim) 0, 以帮助信徒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疾苦, 由此增强了该运动的吸引力, 进

一步扩大其影响。在贝施特时期, 虽然贝施特本人早年从事一些巫术并在民众之间行医治病, 增

强了自己的个人魅力, 但他更强调圣徒的宇宙救赎的角色, 而圣徒与普通人之间的能力还没有极

大的分野, 普通人也能达到完美 ( T ikkun) 和与上帝的交流 ( Devekut) 的层面 。而道夫 #贝尔
则对圣徒的精神作用强调有加, 认为圣徒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超自然能力,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更

是非同寻常, 此前普通人也有可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和完成的艰巨、重要的宗教任务的能力现在则

成为圣徒的专属。这样就为其后的圣徒把一定的能力归为自己所专有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道夫

#贝尔的诸多门徒在惟有圣徒方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理论基础之上, 进一步阐述圣徒在解决世俗问

题方面具有的非凡能力。道夫 #贝尔的门徒之一利岑斯克的以力麦莱赫 ( Elimelech o f Lyzhan2
sk, 1717- 1787) 在其著作 5传道集6 ( / Noam Elimelech0) 中对这种所谓的 /实用性圣徒0 提

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圣徒具有的功能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 1) Kesher ) ) ) 指纽带、

联系或契约; 是精神领袖, 与上层世界有着很强的联系。甚至在他的物质和世俗的存在方面也是

与天堂联系在一起的; ( 2) Achdut ) ) ) 统一或同一; 对于圣徒而言, 上层世界并非其必去之所,

而是一个他与之有着彻底联系的实体; ( 3) Devekut ) ) ) 眷恋或虔诚; 认为圣徒是完全眷恋于上

帝的, 他也因此能帮助其他人; ( 4) Nitzutz ) ) ) 星或微光; 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含有一

个圣星,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圣星, 万物将不复存在。圣徒有能力把圣星提升到上层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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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H ir hur ) ) ) 思想或认识; 圣徒有着纯粹的思想, 甚至即使在他卷入世俗的或物质活动的时候

也是如此; ( 6) Hamshoche ) ) ) 牵或拉; 认为上帝无处不在。然而一般认为他的主要领域是在天

堂。为与上帝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 社区必须在此岸世界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而正是圣徒, 通过

他的神圣性, 把上帝的存在引入到此岸世界; ( 7) Hashpoeh ) ) ) 影响或遗赠; 是圣徒把良善和

祝福源源不断地引入此岸世界; ( 8) Yetzer Hor ah ) ) ) 邪恶倾向或邪恶趋势; 无论一个圣徒是何

等之伟大和神圣, 他必须不断地警惕其自身的邪恶倾向, 后者容易使之受到罪恶的影响。因为无

论其多么伟大和神圣, 他仍然是一个人, 总有犯错误的可能。但是精神伟大也表现在这样一个事

实即尽管一个人的基本潜质是犯罪倾向的, 但是仍然能够达到神圣; ( 9) Shor esh ) ) ) 根或源;

任何事物, 尤其是善行和圣诫都在天堂中有基础或根源, 均源自那里。圣徒的责任就是指导他们

的行动返本归真; ( 10) Mevatel Dinim ) ) ) 取消或废除审判; 个人及其行为在天堂受到审判。审

判和惩罚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幸福、痛苦和寿命。把所有的行为都与它们的起源和根源联系起来

的圣徒有能力在天堂取消和废除这些个人承担的判与罚。¹

与道夫#贝尔一样, 以力麦莱赫认为圣徒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甚大, 圣徒的地位是天生的,

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力麦莱赫认为圣徒有两种: 禁欲型的圣徒使自己远离世俗世界, 将注意力

集中在他自己灵魂的净化和 /矫正0 上, 但是另一类圣徒更为重要, 他使自己关注犹太人面临的

困境, 从更高的层面使世俗世界获取恩惠。通过他的祈祷, 圣徒可以与造物主联成一体, 但是他

从更高层世界的 /沉降0, 为了与普通的个体产生认同, 便牺牲了他在精神性上的纯粹。由此以

力麦莱赫甚至认为圣徒的罪恶都是正常的。如果圣徒没有任何罪恶, 那么他对邪恶的世界将不会

产生任何影响, 也就不能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上帝赐予圣徒某些微小的罪行以便使他能够与不

同的人建立联系, 以便拯救他们的灵魂。正是在对圣徒超自然力量加以强调的基础之上, 以力麦

莱赫进而认为圣徒完全可以通过祈祷所得到的能量为他的追随者提供健康、后代和幸福的生活,

他可以为病者提供医治、可以使不孕的妇女生育、可以保障生意的成功、可以使孱弱者免遭迫

害、可以释放被捕者, 甚至可以免除人的死亡等等。圣徒成功行使这些功能的前提是要求其追随

者对他保持尊重和绝对的信任, 不可亵渎他的声望, 此外要向其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必要物品。只

要如此, 圣徒在解决世俗事务方面就能永远成功。如果一个圣徒不能够成功地满足其追随者的请

求, 就是这个追随者信仰不够坚定的表现。这样就进一步强化了信徒对圣徒的信任和依赖。º

哈西德运动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其特有的组织发展方式。贝施特和道夫#贝尔分别为哈西德

运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 此后哈西德运动就不复存在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人, 而是以由这两

代领导人的后代或门徒独立建立的系 ( Dynasty) 为基本单位平行发展, 而每一个系在其圣徒去

世之后, 可以由圣徒的儿子或门徒分离出去再建立自己的系, 原有的系可能由已故圣徒的一个后

代或一个门徒来继承。而每一个系的名称也以该系圣徒所生活的小镇来命名。由此形成该运动所

特有的一种复式继承机制。在该运动快速发展时期, 圣徒的家族成员 (主要是儿子, 有时是女婿

甚至妻子) 和门徒都依据个人的魅力, 吸引一部分信徒, 建立自己的系。在道夫#贝尔的门徒所

建立的十二个系中, 有两个系是由门徒继承的, 三个系是由家族继承人继承, 七个系是由门徒和

家族继承人来继承。» 也有一些系是由圣徒的门徒在圣徒尚在人世的时候便分离出去, 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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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omon Po ll: / T he Charismat ic Leader o f the H asidic Communit y: T he Zaddiq, t he Rebbe0 . In Janet S. Bel2
cove- Shalin eds. , N ew Worl d H as idim: E thnograp hic S tud ies of H as idic J ew s in Amer ica . Albany, New

Yo rk. 1995.

St ephen Sharo t, Mess ianism, My sticism, and Magic: A Sociological Analy s is of J ew ish Religious Move2

ments . P . 161- 162.

同上, P . 171.



的系。对于每一个系而言其存在的合理性基于两个方面, 其一即宣称自己是已故圣徒的合法继承

人; 其二就是圣徒自己的个人魅力,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解决追随者精神和物质生活中所遭遇

到的问题的能力。每个系的圣徒为了强调自己的合理性不免在彼此间相互攻讦。即使不同的圣徒

之间可能存在有某些个人或家族的联系, 但彼此间往来亦极少, 并尽可能减少追随者之间的交

往, 而信徒之间也强调彼此间的差异性。概括而言, 各系之间争执的焦点可分为世俗方面与宗教

方面, 在世俗方面包括对追随者人数和在更大犹太社区的权威之争以及对维持系的生存及社区福

利慈善事业所需资金的争夺。宗教上的分歧包括对圣徒应承担的角色及应有的生活方式之理解和

对一些宗教实践及形式的理解等等。因此尽管存在着相似的宗教特点, 并依然停留在贝施特及道

夫#贝尔时期确立的哈西德主义基本框架之内, 但在组织结构意义上每个系又具有很强的自治

性。东欧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及宗教学术背景的差异也是对这种自治性、分散化特点

的强化。

哈西德运动所具有的多元化结构使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保证其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首先

结构的灵活性可以满足犹太民众中不同阶层的需要。由于圣徒不具备具体的强制力量, 信徒可以

转移忠诚, 当某一个追随者认为其原有圣徒不能满足其精神和物质生活需要的时候, 便可转而忠

诚于其他的圣徒, 即使这个圣徒不在该追随者所生活的社区内亦可。哈西德运动在组织、教义上

的差别可以帮助其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及教育背景的人群之中。哈西德运动除对少量具有近代资本

主义色彩的商人及大城镇中的工匠影响甚少外, 它传播到了犹太社区的各个财富水平及宗教教育

水平人群中间, 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某些系为了吸引知识阶层的加入, 竟放弃其原来对律法学者

的冷漠及傲慢所具有的犀利批判, 对律法学习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地区多元性使大多数犹太人都

可以找到与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及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哈西德组织, 满足许多不同心

理及社会需求。此外, 运动的多元分散化的特点也减少个别组织在传教失败之后给整个运动带来

的冲击。这在与非哈西德运动 (犹太启蒙运动以及非哈西德的拉比犹太教影响的地区) 接壤地区

活动的哈西德派系的发展中有着明显表现。

在哈西德运动发展的第三、四代时期, 其发展更加体制化。圣徒拥有固定的居所 ) ) ) 堂

( Court) , 圣徒的堂设有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 (包括他已经结婚的子女及其家庭、他们的仆人和

客人) 的生活区 (含教堂、书房、浴室、厨房和马厩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堂与一个自给自足的

大庄园相类, 有屠夫、木匠、鞋匠以及其他工匠和商人等服务人员。除其家庭成员之外, 堂里的

常驻人员还有私佣、家庭教师等, 偶尔还有供娱乐的小丑, 在堂中最为重要的是管家 ( Gabai) ,

由他来管理圣徒的日常事务。¹

信徒把前往圣徒的堂进行朝拜看作是一项神圣义务。圣徒的堂亦为信徒神圣化, 每一个追随

者每年至少前往圣徒的堂一次。大部分系限定朝拜时间, 但是多数追随者喜欢在安息日和宗教的

节日前往那里。在朝拜期间信徒 (通过管家) 向圣徒提交自己需要圣徒帮助解决的问题和所需要

的祈祷。追随者请求圣徒为之祈福或提供建议的问题甚多, 包括子女婚姻、家庭争端、分居或者

离婚、商务、工作或居所的变更、旅行或者疾病的治疗等等, 不一而足。º

前往堂朝拜不仅具有宗教上的意义, 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培养互助精神。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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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获得圣徒的建议和祈福之前要交纳一定的 / 赎金0 ( P idyan) , 这部分钱为每个堂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

持。相对稳定的资金收入也是该运动在这一时期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此外圣徒还通过发放药品和护身

符等方式募集资金。一些追随者还把圣徒视作商业合伙人, 为回报他的祝福, 圣徒还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

利润分红。而一些兼做拉比的圣徒会利用自己的薪金和费用来供养自己。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慈善资金,

另一部分则用以维持圣徒生活和堂的运作。



传统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等级观念上的差异都不再是社会交往之障碍。朝拜活动把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职业背景和地区的人聚集到一起, 彼此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亲近和具有

自发性。宗教平等意识消解了世俗意义上的等级意识对人际关系造成的隔阂与疏离。堂遂成为信

徒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信徒间可以从事一些宗教活动之外的社交活动如安排生意或婚姻等, 而

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参加堂的公共活动, 如在安息日圣徒与追随者的四次公共聚餐等。聚会具有

家庭聚会式的宽松氛围, 在信徒中间营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宗教伙伴关系。

犹太哈西德运动以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为生活在社会下层和边缘的犹太人提供精神上的滋养

和改善现实生活困苦之手段, 它以积极乐观的精神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信心保证, 提升了他们的精

神境界, 释放了他们的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哈西德运动一经形成, 便以其内在的活力和动力

开始在东欧犹太社区中间蔓延开来。最初它是以所谓 /异端0 的形式、以传统拉比犹太教的批判

者的姿态出现在东欧犹太人的历史舞台上。为此也受到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拉比和犹太知识分子

的批判和攻击, 反对者以以利亚- 本- 所罗门 [ Elijah ben Solomon, 一般人称之为维尔纳的高

昂 ( Gaon o f Vilna) ] 为精神领袖, 被哈西德主义的追随者称之为米特纳歌德 ( M itnagdim 即

/反对者0)。两派的争执始于 1772年。是年维尔纳的拉比法庭在高昂的支持下, 发布一项反哈西

德运动的禁令, 并给波兰和东加利西亚的各犹太社区分送了一封告发信, 敦促当地的拉比们也采

取类似的措施。1781年拉比们颁布了第二道禁令, 严禁忠实的犹太信徒与哈西德信徒通婚或发

生任何社会和商业往来联系, 甚至不得共用一块墓地。1797年后米特纳歌德更是通过俄罗斯政

府当局对哈西德运动加以遏制, 迫害该运动的圣徒和追随者。面对米特纳歌德派的攻击, 哈西德

派犹太人对此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 1804年沙皇政府颁布一项特殊法令而给予哈西德派

宗教自由权, 这两派犹太人的斗争才最终结束。此后由于犹太启蒙运动 ( Haskalah) 的兴起及

排犹运动的风起, 促进了两派犹太人的和解来共同应对东欧犹太人社区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¹

哈西德运动在东欧犹太人社区中沿存 200余年, 直到纳粹德国执行惨绝人寰的 / 最终解决0

政策, 使东欧犹太人社区惨遭灭顶之灾。在大屠杀中大批圣徒和哈西德信徒罹难, 数以千、万计

的犹太社区被毁。幸存的哈西德教徒在劫后余生的圣徒领导下开始了在新世界进行社区重建的艰

难历程。哈西德运动也因此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东欧封闭的小镇, 与现代社会进行直接接触, 成

为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一道独特景观。现在哈西德运动的中心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 此外在

英国、比利时、瑞士、法国、奥地利、加拿大和南美一些国家都有哈西德社区的存在。哈西德主

义也日渐成为西方学术界予以关注的对象。宗教哲学家、社会文化学家都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

哈西德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著名非正统派的犹太学者更是对哈西德运动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马丁 #布伯 ( M artin Buber)、亚瑟#格林 ( Arthur Green)、亚伯拉罕#耶

叔华 #海舍尔 ( Abraham Jo shua Heschel) 等思想家就哈西德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均有着深刻

的探讨, 挖掘哈西德主义特有的精神财富包括其民间传说、思想原则和美学魅力等等。正是离开

了东欧的生存环境加之文化学者的研究, 哈西德运动特有的精神生活和价值准则才得以为广大西

方犹太人所了解甚至认同, 并赢得相应声望和敬意, 进而极大地增强了这两大犹太阵营之间的宗

教和文化上的亲缘感。而作为文化现象的当代哈西德运动会在当前所谓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氛围和

话语中引发我们作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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