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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念 猶 太 人

西方歷史上的反猶行動

從舊約時代開始，猶太人已受到四鄰強國所
欺壓，進入新約時代後仍未止息。若翻開西方的
歷史，更是血跡斑斑。

主後70年，羅馬將軍提多摧毀耶路撒冷城，
拆毀聖殿，猶太人開始流散(diaspora)於各地，
在世界歷史上成為隱蔽的一群。他們沒有國民身
份，在經濟與政治的地位上遭排擠，在文學與藝
術的領域中形象被醜化，在就業上也有很大的限
制，迫於從事商業和金融業，也有很多從事高利
貸行業。流散到各地的猶太人，憑著聰明、才智
和努力，積聚了大量的財富，又成為妒嫉和仇視
的對象，於是被指控吝嗇(如莎士比亞在《威尼斯
商人》中所描繪的猶太高利貸商夏洛克)，更有
甚者被指飲用基督徒男孩的血。十四世紀法國發
生黑死病期間，猶太社區因為自身的潔淨得以倖
免，卻被指下毒。

其實，自從312年，羅馬皇帝康士坦丁歸信
基督後，以基督教為國教，已開始對猶太人進行
一連串的指責和剝奪。猶太人被指為殺基督的兇
手、可憎的民族。同時，也開始有言論認為基督
教已經代替了猶太教，教會已經取代了以色列人
(替代神學)。

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沿歐洲萊茵河與塞納河
一帶，許多猶太人被集體屠殺。

甚至連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也
指猶太人固執如魔鬼，並寫了一本《猶太人及其
謊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的書，提出要

處置這群猶太人，包括燒毀會堂、經書、強迫他
們做苦工、把他們趕出德國等。

至二十世紀初，流行於西歐的一本《錫安長
老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中，指猶太人的全球秘密組織將要建立一個統治全
球的政權。雖然最後證明此書是沙皇時代偽造的，
但歐洲的反猶浪潮高漲，此書至今仍在流傳。

1933年，德國希特勒組成內閣，開始納粹統
治時期；1935年，不承認居於德國的猶太人是公
民(雖然在此之前44個諾貝爾獎得主中有8個是猶
太人)；1938年更強暴對待猶太人，119間猶太會
堂被毀，7,500間猶太商店被洗劫，2萬多猶太人
被關進集中營。直至二次大戰結束，總共有600萬
猶太人被屠殺(為當時猶太總人口之三分之一)，
死於最著名的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約有
150萬，也有很多很多死於集中營以外的槍殺行
動。1942年一共死了270萬人。

以上所列的僅是其中一些例子，讀者可參考
《以色列──尋找身份的國家》(香港：三聯，2008)
及《發現以色列》(台北：以琳，2004)兩書。

提到這些歷史，都會勾起猶太人的傷痛，
並對基督徒非常不滿。可是，時至今日，西方世
界仍不時發表一些反猶的言論，尤其在金融海
嘯發生後，有言論指猶太人操控金融市場。監
察加拿大猶太人人權狀況的「聖約之子人權同
盟」(League for Human Rights of B’nai Brith 
Canada)稱，08年所收到的反猶事件報告，較07
年上升8.9%。(《時代論壇》1130期，頁14。)

最近的一次則是在本年5月20日，美國拘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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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伊斯蘭教徒，因為他們意圖炸毀紐約的猶太人
會堂及猶太人的汽車。(2009年5月21日《明報》)

中國人與猶太人關係融洽

中國的河南開封很早已有
猶太人定居，大概是在唐朝時
因經商而來，已經同化，融入
社區，並且不被其他地區的猶
太人認同其民族身份。

近代，清朝開五口通商以
後，不少猶太商人到來經商，
也有不少因逃避俄羅斯的反猶
行動而來，也有不少在二次大
戰時受到德國納粹黨的逼迫而
逃來。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 哈 爾 濱
是東亞洲猶太人聚居的城市之
一。在這裡的猶太人，設立了
自己的會堂、學校、醫院等，
對當地的貢獻甚大，但因20
年代的經濟衰退而離開。在上
海，猶太人是一群既被嫉妒又
被羨慕的人，他們擁有財富。

上海有3間猶太教堂，並有希伯來文報紙，有他們
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融入華人社區，保存自己的
文化。上海著名的「哈同路」，就是因猶太裔富
商哈同的貢獻而命名。(資料來自網上《翼報》)

二次世界大戰時，大多數西方國家拒絕收
容逃離納粹佔領下歐洲的猶太人時，上海成為
他們的避難所，是唯一不需要猶太人持入境簽
證而能登岸定居的城市，估計當時約有2萬至2
萬5千的猶太人來到(見探索猶太世界網頁www.
explorejewish.net)。他們對中國人產生了感激之
情，因此中國人與猶太人的關係至今依然融洽。

救恩出於猶太人

耶穌在井旁向撒馬利亞婦人取水喝時說：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四22)我們都知
道，耶穌基督從肉身來說是猶太人，十二使徒是
猶太人，聖經的作者絕大部分是猶太人，初期的

教會領袖、信徒和宣教士也都是猶太人；可以
說，福音是由一群猶太人向外傳開的。保羅在羅
馬書一章16節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外邦

人)。」外邦人的得救，是因為猶太人失腳；救恩
臨到外邦人，為要激動猶太人發憤(羅十一11)。
我們既得著福音，便要回過頭使猶太人得著豐盛
的滿足，使他們回歸到神的恩慈裡；況且，他們
本是聖約之子，「那兒子的名份、榮耀、諸約、
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羅九4)

蒙神的愛眷，外邦人得著救恩成為神的兒
子，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加三26-29)，成為猶太
人(參羅二28-29)。故此，你若是一個真信徒，就
不能漠視猶太兄弟們的救恩了。

中國人的優勢

再說，猶太與西方文化的距離較遠，而與
中國文化同屬東方文化，相近之處很多，例如：
「兩民族皆重視歷史、珍惜古典、寶貴家譜世
傳、高舉家族及家庭，而社會組織同屬父系體
制，父權主導。在人際關係方面，皆重男輕女，
講求面子，特重聲威，顧存關係，尚權威架構，
求和重情，崇尚教育(包括尊崇學者、講求學問、
追求學位等)；理財方面則勤勞積蓄，購地置業，
努力致富而不重享受，甘願刻苦求成；並且力求揚
名聲，顯父母，光宗耀祖，也重傳宗接代。」(溫
以諾〈從華人信徒角度看猶太人福音事工〉見《大
使命雙月刊》第七十一期2007年12月號)可見，我
們中國人與猶太人在生活習慣和思想上有很多相近
的地方，易於溝通接納，這是傳福音的優勢。

也從上文可見，中國人沒有參與迫害猶太
人，沒有西方人的歷史包袱，與猶太人的關係融
洽，又在民族性、文化上有如此多近同之點，中
國人向猶太人傳福音實較西方民族合適。中國人
一向的教導是要「知恩報德」，救恩既是從猶太
人而出，中國基督徒便要對猶太人心存感激，把
握自己的優勢，積極向猶太人傳福音，使以色列
全家都得救。

香港將於本年11月7-9日舉行「2009猶宣大
會」，邀請香港信徒一同來請加。

於1512年（明正德七年）
的開封猶太會堂《尊崇道
經寺記》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