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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与 以色列 国

犹太 民族记忆的建构

邓 伟

内 容提要 ： 圣经与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 国家创立过程中
“

互

相借重
＂

。 以色列建国后 ， 圣经地名遗产挪用成为宣示主权 ， 建构

犹太民族记忆 ， 消解巴勒斯坦民族记忆的政治运动 。 它历经内格夫

沙漠发轫 、 举国推行 、 占领区实施三个阶段 。 研究发现 ， 犹太民族

记忆建构基于三种路径 ：

“

时空关联
＂ “

群体关联
”

和
“

互动关联
”

。

该运动所引发的
“

记忆沖突
”

可能诱发暴力沖突 ， 导致巴以局势动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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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与 自 己土地的契约 … …从 《 创世记 》 、 出埃

及 、 西奈 山受戒 、 迦南之门 ， 到上帝应许之地 ，
圣经描绘了连

贯 的 画卷 。 我们 民族 的全部历史 ， 我们 与
‘

以 色列 地
’

的联

系 ， 由此开始
”？

。 此语出 自 以色列驻联合 国大使丹尼 ？ 达农

在安理会上 的 主 旨演讲 （ ２０ １ ９ ） ， 它 引 人深思 。 作为
“

地名

希伯来化
”

（ Ｈ ｅｂ ｒａ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圣经地名 遗产

挪用是一场兼具政治 、 文化 、 地理象征意义的运动 。 它既是对

犹太复 国 主义意识形态 的超越 ， 又是对犹太宗教和世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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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 和 ，
还能对新征服土地加 以诠释 。 该政治运动集宗教与世

俗精神 、 民族情感与记忆建构于一体 ， 影响历久不退 ， 渐有增

强之势 。 以 色列 、 巴勒斯坦 、 美 国学者 ， 诸如沙皮拉 （ Ａ ｎ ｉ ｔ ａ

Ｓｈａｐ ｉ ｒａ） 、

① 佩 普 （ Ｉ ｌａｎＰ ｅｐｐ ｅ） 、

② 萨 义 德 （ Ｅ ｄｗａｒｄ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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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３ ５

－

２００３） 、

③ 马萨尔哈 （ Ｎ ｕ ｒＭａ ｓ ａｌｈａ） 、

④ 科恩 （ Ｓ ａｕ ｌ

Ｂ ．Ｃ ｏｈ ｅ ｎ
，１ ９ ２５

－ ２０２ １）

⑤ 等 ， 皆论及圣经地名之功能与意义 。

国 内学界更为关注地名希伯来化与认同建构 。 ２０ １ ５ 年 ， 张倩红 、

胡浩 、 艾仁贵编著的 《 犹太史研究新维度 》 探讨了希伯来地名

与犹太 民族认同建构 问题 。

？
２０ １ ６ 年 ，

王炎在 《 巴 以在地 图

上的博弈 ： 以色列 的
“

地 图更名运动
”

》
一文 中提 出 ， 命名反

映 了政治博弈 。

？ 关于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与 以 色列 国 家 民族

记忆建构关系 的研究 ， 迄今未见 国 内 学者有专 门论述 ， 遂撰文

以抛砖引 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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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以色列国家对圣经地名遗产的挪用

圣经地名 （ Ｂ ｉ ｂ ｌ ｉ ｃ ａ ｌ
ｐ

ｌ ａ ｃ ｅｎａｍ ｅ 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

①

是标识特定空 间位置上 自 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符号 。 以色

列 国 的地名多源 自 《希伯来圣经 》 和 《 塔木德 》 。 在历史上 ，

希腊人 、 罗马人 、 阿拉伯人 、 十字军 、 土耳其人 、 英 国人皆在

地名 中 留有其印记 。

？

１ ９ 世纪 ，
圣经及其地名 的 民族价值被发掘 ， 与犹太复 国

主义运动相得益彰 。 犹太复 国主义思潮宣扬
“
一个犹太 国家 、

一个犹太 民族 、

一种希伯来语
”

的宏伟 目 标 。 圣经为这一思潮

提供
“

养料
”

与
“

素材
”

， 该思潮也使圣经恢复荣光 ，

？ 两者
“

互

相借重
”

。 土地 、 人民 、 语言皆被冠以圣经之名 ， 成为
“

圣经

土地
”“

圣书之 民
” “

圣经希伯来语
”

。 哈姆 （ Ａｈ ａｄＨ ａ
’

ａｍ
，

１ ８ ５ ６
－

１ ９ ２ ７） 指 出 ： 圣经是犹太
“

民族 自 我
”

的形成因素 。

④

塔本金 （ Ｉ ｔ ｚ ｈ ａｋＴａｂ ｅ ｎｋ ｉ ｎ
，１ ８ ８ ８ － １ ９ ７ １） 强 调 ：

“

以 色列地作

为家园存在于犹太民族记忆之中 ， 该记忆承载于圣经之内 。

”
？

①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 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 ：

“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 、 科

学及文化组织 ２００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 认为地名完全属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 〇

”

有关决议 ， 参见联合国官网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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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ｅｓ ａｓＲｅ ｆｌｅｃ ｔ 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 ｉｎｕ ｉ 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

ｇ／

’

 ２９
， 
ｎｏ ． ３

 （
１９８ １

）
： ２３０ ．

③ 这 一论 断源 自本 － 古 里 安 的
“

ＴｈｅＢ ｉｂｌｅ Ｓｈｉｎ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Ｏｗｎ （
１ ９５３

） ， 参 见

Ｓｈａ
ｐ

ｉｒａ
，

“

Ｂ ｉｂ ｌｅ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 ｌ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
ｙ ，

”

 １ １ 。

（４）Ｙａａｃｏｖ Ｓｈａｖｉ ｔ
，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 ｌｅ Ｒｅｂｏｒｎ ：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Ｂｏｏｋｓ ｙ

ｔｒａｎｓ ． Ｃｈａｙａ Ｎａｏｒ
 （
Ｂｅｒｌｉｎ ：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ａ

ｙ
ｔｅｒ

， 
２ （Ｘ）７

） ， 
４ １ ．

（Ｄ Ｉｂｉｄ ．

， 

４ １ ．

２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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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古里安 （ Ｂ ｅ ｎ
－Ｇ ｕ ｒ ｉ ｏ ｎ

，
１ ８ ８ ６－ １ ９ ７ ３） 将人 民 、 土地 、 圣经

视为
“

三位一体
” ①

。

他们之所 以强调圣经与土地 、 民族 、 记忆之间 的联系 ， 是

为犹太复 国 主义
“

正名
”？

， 完成建 国大业 。 对此 ， 马萨尔哈

指 出 ：

“

对于本 － 古里安来说 ， 《 希伯来圣经 》 是犹太复 国主

义 的首要文本 ， 亦是 以 色列 国 的基本文本 。

”？“

以 色列立

国于古老的圣经传统 、 圣经意 向 、 犹太复 国主义神话 ， 及所谓

的上帝应许之地观念 。

”？ 基于上述 目 标 ， 犹太复 国 主义精

英擅行地名 挪用之事 。 １ ８ ７ ８ 年 ， 首个定居点 以佩塔 ？ 提克瓦

（ Ｐｅ ｔ ａｈＴ ｉ ｋ ｖ ａ ） 命名 ， 意为
“

开启 希望
”

（ 何 ２ ： １ ５ ） 。 １ ９０ ８ 年 ，

第一个
“

莫沙夫
”

被命名 为隐干宁 ，

？ 取
“

喷泉花园
”

之意 （ 书

２ １ ： ２９ ） 。 １ ９ ２ ５ 年 ，

“

犹太命名协会
”

（ Ｊ ＮＦ ） 成立 ， 在 ２ ６ 年

间命名 ４ １ ５ 个定居点 ， 恢复 了１ ０ ８ 个古地名 。

以 色列建 国后 ， 圣经地 名 挪用转变为政治运 动 ， 分为 内

格夫沙漠试点 时期 、 全 国推行时期 、 占领区实施时期 。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５ １ 年 的 沙漠试点开启 了 以 色列
“

物质空 间
”

革命 。 出 于反

制英 国分裂 、 复兴犹太文化 的需要 ，
１ ９４ ８ 年初 ， 本 － 古里安

亲往沙漠考察 。 ７ 月 ， 他在 日 记 中 写道 ：

“

我们必须用希伯来

①Ｓｈａ
ｐ

ｉｒｏ
“

ｆｆｉｂｌｅ ａｍｌ ｌｓｒａｅｌ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
ｙ ，

”

１ １ ．

② 钟志清 ： 《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 》 ， 《西亚非洲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３ 期 ，

１ ０２ 〇 ［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ｉｑｉｏｇ ，
＾

Ｓｈｅｎ
ｇｊ

ｉｎ
ｇ ｙ

ｕ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 ｉｓｅ ｌｉｅ ｍｉｎｚｕ
ｇ
ｕｏ

ｊ
ｉａ ｄｅ

 ｊ
ｉａｎ

ｇ
ｏｕ

１

Ｍ

（
Ｔｈｅ Ｂ 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 ｔａｔｅ
－

ＣｏｉＫｔｒｕｃ ｔｉｎ
ｇ） ， 
Ｗｅｓ ｔ Ａｓ ｉａ ａｎｄＡｆｒ ｉｃａ

， 
ｎｏ ． ３

 （
２０ １４

）
：  １ ０２ ．

］

③Ｎｕｒ Ｍａｓａｌｈａ
＾ （

Ｎｅｗ Ｙｏｒｉｃ ： Ｒｏｕｌ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 １ ４
） ，

１ ．

④Ｎｕｒ Ｍａｓａｌｈａ
＾ 
７％ｅ 所Ｗｅ ｏ／ｋ／Ｚ／ｏｈ ／ｗｗ

 （
Ｌｏｎｄｏｎ ：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
２００７

） ，
１ ．

⑤ 有关隐干宁的介绍 ’ 详见维基百科 ，
ｈｔｔ

ｐ
ｓ ；／／ｅｎ ．ｗｉｋｉｐ

ｅｄｉａ ＿ｏｒ
ｇ／ｗｉｋ ｉ／Ｅ ｉｎ

＿

Ｇａｎｉｍ
， 登录

于 ２０２ １ ． ５ ． １ ８ 。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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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命名这些地方 ， 如果找不到 ， 就创造新的地名 。

”？ 不久 ，

他召集 了制 图 、 考古 、 地理 、历史学领域的九位专家 ，

？ 成立
“

内

格夫命名委员会
”

。 他致信主席 ：

“

为 了 国家 ， 我们必须抹除

阿拉伯地名 ， 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块土地 的政治主权

一样 ， 我们亦不承认其精神所有权及地理名称 。

”？

“

内格夫命名委员会
”

将阿拉伯地名译成希伯来语 ， 从圣

经 、 《塔木德 》 整理编撰 出希伯来语地名 。 委员会在 ８ 个月 内

勘定 了５ ６０个希伯来语地名 ， 从南部的埃拉特到北部的隐基底 ，

命名历史景观的 ４０ 个地名 皆取 自 《 希伯来圣经 》 。

？ 不可考

之圣经地名 ， 多用 以命名河流 、 道路 、 定居点 ， 以 凸显
“

圣经

以色列
”

与 以色列 国 的联系 。 沙漠试点意义重大 ， 开启 了 以色

列 国 与圣经时代 的
“

时空关联
”

。 本 － 古里安称委员 会
“

把

内格夫从外 国人的统治 中解放 出来
”？

。 它标志着政府主导命

名运动的开始 ， 圣经地名 已具备全 国推行的条件 。

１ ９５ １ 至 １ ９ ９ ０ 年 ， 圣经地名 挪用至全国 ， 与 以色列阿拉伯

人的 民族记忆形成冲突 。 １ ９ ５ １ 年 ３ 月 ８ 日
，

“

内格夫命名 委员会
”

与
“

命名协会
”

（ ＪＮＦ ） 正式合并为
“

政府命名 委员 会
”

， 负

①有 关 日 记 内 容 ， 详 见 维 基 百 科 ，
ｈ ｔｔｐｓ ｒ／／ｅｎ ．ｗｉｋｉ

ｐ
ｅｄｉａ ＊ ｏｒ

ｇ
／ｗｉｋｉ／Ｈｅｂｒａ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ｏｆ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ｊｐ

ｌａｃｅ
＿ 

ｎａｍｅｓ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 ８ ．２７ 。

②Ｋａ ｔｈａｒ ｉｎ ａＧａｌ ｏｒ
，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Ｊｅｒｕｓａ ｌｅｍ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ｙ
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ｄｅｏ ｌｏｇｙ

（
Ｏａｋｌａｎｄ ： 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ｏｆ Ｃａ ｌｉｆｏｒｎｉ ａ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７

） ， 
８３ ．

③ Ｓａｃｒ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ｅｄ 
Ｈｉｓ ｔｏ 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 ｌｙ 
Ｌａｎｄ ｓ ｉｎｃｅ １９４８

，

ｔｒａｎｓ ． Ｍａｘｉｎｅ Ｋａｕｆｉｎａｎ－

Ｌａｃｕｓ ｔａ
 （
Ｂｅｒｋｅ ｌｅ

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ｔｉ

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０

） ， 
１ ４ ．

④Ｍａｏｚ Ａｚａｒ
ｙ
ａｈｕ ａｎｄ Ａｍｏｎ Ｇｏｌａｎ ，

＇ ＊

（
Ｒｅ

）
ｎａｍ ｉｎ

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 ａｐ

ｅ ：ＴＴ 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Ｍａｐ 

ｏｆ  Ｉｓｒａｅ ｌ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６０
，

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７
， 
ｎｏ ． ２

 （
２００ １

）
：  １ ８３

－

１ ８７ ．

（
５ ）Ｎａｄｉａ Ａｂｕ Ｅｌ

－Ｈａ
ｊ ，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Ａ 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 ｌ Ｓｅ ｌｆ

－

Ｆａｓｈ ｉｏｎ 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Ｃｈｉｃａｇ

ｏ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
ｇ
ｏ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２

） ， 
８３ ．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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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全 以色列 的地名命名 事宜 〇 基于罗宾逊 （ Ｅ ｄｗ ａ ｒｄＲ ｏｂ ｉｎ ｓ ｏｎ
，

１ ７９４－ １ ８ ６ ３） 的
“

阿拉伯地名保 留有希伯来词源
”

理论 ， 圣经

地名勘定参照其著作 ： 《 圣经 中 的地理学 》 《 圣经研究在 巴勒

斯坦 》 《西奈 山 和佩特拉 》 （ １ ８４ １ ） 。

？ 挪用细则如下 ：

“

凡

与希伯来语相关的地名 ， 无论出现在圣经 ， 或其后 的文学作 品

中 ， 全部使用希伯来语名 ， 而不用 阿拉伯语名 ； 阿拉伯地名若

源 自 希伯来语 ， 使用希伯来语名 ， 希伯来文学 中未有之名 ， 改

成希伯来语名 。

”？ 截至 １ ９ ５ ８ 年 ， 地名挪用取得 了 阶段性成

果 。

“

政府命名 委员会
”

勘定 了３ ０００ 余个希伯来语地名 ， 其

中 ２ ２０ 条河流名取 自 圣经 ，
５ ２ ０ 个泉水名 中 ，

６０ 个 出 自 圣经 。

？

圣经地名推行之初 ， 政府 以强力改变公众习惯 。 在军队 中 ，

本 － 古里安颁布条令 ， 强制推行希伯来地名 。 在 民 间 ，

“

政府

命名委员会
”

将城市 、 乡 村 、 街道 的标志牌都换成了新地名 。

“

希

伯来地名逐步取代 了 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名 、 街名 、 遗址名
” ④

。

媒体 、 邮局 、 出版社 、 教育机构配合宣传 ， 圣经地名逐步 内化

为群体记忆 。 截至 １ ９ ９０ 年代 ， 委 员 会勘定 了７０００ 余个希伯

来语地名 ，

？ 其 中 约 １ ５ ％ 是圣经地名 。 这些数字意味着阿拉

伯古地名 的消失 ，
巴勒斯坦地理 、 文化景观的改变 。 传统地名

饱含着历史 、 记忆 、 情感 。 以色列阿拉伯人驳斥
“

阿拉伯地名

保 留有希伯来词源
”

的说法 ， 从未接受强加 的
“

地名事实
”

。

“

２ ００ ３ 至 ２０ １ ２ 年间 ，
８ ２ ． ２％ 的 以 色列 阿拉伯受访者谴责犹太

①Ｍａｓａｌｈａ
？

“

Ｓｅ ｔ 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 ｉａｌ ｉｓｍ＾１ ９ ＿

（
２ ）Ａｂｕ Ｅｌ

－Ｈ ａ
ｊ ， 

Ｆａｃ 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 
８９ ．

③Ｃ 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ｉｏ％
“

Ｐｌａｃｅ
－Ｎ ａｍｅｓ  ｉｎ  Ｉ ｓｒａｅ ｌ／

’

６６３ ．

④Ｍａｓａｌｈａ
，

＂ ＇

Ｓｅｔ 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Ｍ

 １ ５ ．

⑤ 有 关 地 名 数 据 ， 详 见 维 基 百 科 ，
ｈ ｔｔ

ｐ
ｓ ： ／／ｅｎ ．ｗｉｋ ｉ

ｐ
ｅｄｉａ ．ｏｒ

ｇ／ｗｉｋｉ／Ｈｅｂｒａ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

ｌａｃｅ
＿
ｎａｍｅｓ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 ８ ．２９ 。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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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造 了
‘

巴 民族灾难
’

（
Ｎ ａｋｂ ａ ） ，４９ ． ５％ 的受访者支持建

立取代 以色列 的 巴勒斯坦国
”？

。

１ ９６７ 年 以来 ，
以 色列在 占 领 区推行圣经地名 ， 旨在宣示

主权 、 蚕食土地 。 第三次 中东战争后 ， 以色列将圣经地名挪用

至 占领区 。 政府采取了 四项举措 ： 建立犹太定居点 ， 更名西岸

为
“

犹地亚
”

和
“

撒玛利亚
”

， 否认巴勒斯坦 民族的存在 ， 严

格管制阿拉伯人 。 １ ９ ６ ８ 至 １ ９ ８ ８ 年间 ， 以色列在犹地亚 、 撒玛

利亚 、 加沙 、 戈兰高地共建立 了１ ７４ 个定居点 ， 其 中 ６ ３ 个地

名挪用 自 圣经和 《塔木德 》 ； 犹地亚 、 撤玛利亚是犹太古代文

化 中心 ， 圣经地名挪用 比例高达 ４７％ 。

？ 截至 ２０ ２ １ 年 ， 西岸

约 １ ３ ０ 个
“

官方
”

、 １ ００ 个
“

非官方
”

定居点 ， 约 占西岸面积

的 ３ ０％ 。

③ 圣经地名定居点应不少于 ２０％ 。

为 了宣示主权 ， 圣经地名被赋予新的 内涵 。 拜特 ？ 亚提尔

（ Ｂ ｅ ｉ ｔＹ ａ ｔ ｉ ｒ ） 意为
“

犹地亚的据点
”

； 沙维 ．

肖 姆龙 （ Ｓｈ ａ ｖ ｅ ｉ

Ｓｈ ｏ ｉｒｍｍ） 意为
“

回到撒玛利亚的人
”

； 马勒 ？ 以法莲 （ Ｍａａ ｌ ｅ ｈ

Ｅｐｈｍｙ
ｉｍ）意为

“

以法莲的崛起
”

； 梅霍拉 （ Ｍ ｅ ｋｈ ｏ ｒａｈ）意为
“

故

土
”

；
以 马 内 利 （ Ｅｍｍ ａｎｕ ｅ ｌ ） 意为

“

上帝与我们 同在
”

。 为

了 吸引 移民 ， 委员会精选了一些体现收复故土 、 印证圣经预言

的地名 。 摩利橡树 （ Ｅ ｉ ｌｏｎ Ｍ ｏ ｒｅｈ ） 意为
“

教诲之处的橡树
”
？

，

①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
，

“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Ｍ ｉｎｏｒｉ ｔ
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 ｌ ： Ｒｅ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ｉｎ
ｇ 

ｔｈｅ
＊

 １ ９４８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 ９
， 
ｎｏ ． ２

 （
２０ １４

）
：  １ ９２ ．

（２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ｉｉｏ ｔ
，

＊ ＇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

＂

６６２
—

６６４ ．

③ 有关定居点的准确数据 ， 详见新华网 ，
ｈ ｔｔｐ

ｓ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ｉｉｅｔ ． ｃｏｍ／ｗｏ ｒｌｄＯ０２ １
－０ １ ／２９ ／

ｃ
—

１ ２ １ １ ０００７０ １ ． ｈ ｔｍ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８ ．２６ 。

④Ａａｒ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 ｉ ｔｈ
， 
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 Ｄ ｉｃ ｔ 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Ｓｃｒｉｐ ｔｕ ｒｅｓ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Ｎｏ ｔ 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Ｃｈ ｉｅｆ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 ｌｅ Ｍｅｎ ｔ 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ｏｃｒｙｐｈａ （
Ｌｏｎｄｏｎ ： Ａ ． ａｎｄ０ ．Ａ ．

Ｓｐ
ｏｒｍｗｏｏｎＥ

， 
１ ８５５

） ， 
３２３ ．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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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 》 １ ２ ： ７ 载 ：

“

耶 和 华 向 亚伯 兰显现 ， 说 ：

‘

我要把

这地赐给你 的后裔 。

’”

吉 甲 （ Ｇ ｉ ｌ
ｇ
ａ ｌ ） 意为

“

石环
”

， 约书

亚渡过约旦河时 ， 曾 立十二块石头为记 （ 书 ４ ： １ ９－２ ３） 。 借助

象征 、 隐喻的表现手法 ， 圣经地名建立 了古今
“

时空关联
”

，

成为 以色列在 占领区蚕食土地的工具 。

综上可知 ， 圣经地名挪用运动在 以色列 国家创建和发展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
“

伊休夫
”

时期 ， 它是犹太复国 主义
“

回 归 一 立 国
”

意识形态 的产物 。 以色列建国后 ， 在本土和 占

领区 ， 它成为宣示主权 、 复兴犹太文化 、 建构 民族记忆的政治

运动 。 它将圣经地名 、 圣地 、 希伯来语 、 犹太历史彼此联结 ，

以求保持犹太文化在圣地的
“

连续性
”

， 消解巴勒斯坦民族记

忆 ， 蚕食其土地 。

二 、 圣经地名遗产挪用对犹太 民族记忆的建构

关于圣经地名 与集体记忆 的关联 ， 有三种理论颇具代表

性 ：

“

社会框架论
” “

关联一 重构论
” “

获取土地论
”

。 １ ９ ２０

年 代 ，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哈 布 瓦 赫 （ Ｍ ａｕ ｒ ｉ ｃＨ ａ ｌｂｗ ａｃｈ ｓ
，

１ ８７ ７－

１ ９４５） 在 《 福音书 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 ： 集体记忆研究 》
一文

中提出 ：

“

记忆具有社会框架 。

” ？ 他把记忆当作社会现象阐释 ，

① 转引 自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 、 回忆和政治身份 ＞ ，金寿福 、

黄晓晨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２７
－

３２ 。

ｗｅｎｈｕａ ｚｈｏｎｇ 
ｄｅ ｗｅｎｚｉ

，ｈｕｆｙ ｉ ｈｅ ｚｈｅｎｇｚｈ ｉ ｓｈｅｎｆｅｎ （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

ｙ
： Ｗｏｒｄｓ

， 
Ｍｅｍｏｒ

ｙ 
ａｎｄ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

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ｅ

） ， 
ｔｒａｎｓ ． Ｊ ｉｎ Ｓｈｏｕｆｕ ａｎｄ Ｈｕａｎ

ｇ 

Ｘ ｉａｏｃｈｅｎ
 （
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 Ｐｅｋｉｎ
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５

） ， 
２７
－

３２ ．

］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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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探讨社会对记忆 的建构 。 此研究 由 阿斯曼 （ Ｙ ａ ｎＡ ｓ ｍ ａ ｎ ）

延续 ， 他于 １ ９ ９ ０ 年代提 出 ：

“

回忆形象 （ Ｅ ｒ ｉ ｎ ｎ ｅ ｒ ｕ ｎ
ｇ
ｓ ｆ ｉ

ｇ
ｕ ｒ）

与时空 、 群体存在关联 ， 具有可重构性 。

”
？ 通过研究记忆

“

主

体
”

与
“

场所
”

， 他还原 了集体记忆 的建构过程 ， 但未深究象

征符号 的价值 。 ２ ０ １ ５ 年 ， 马 萨尔哈 以个案探讨 了 地名 符号对
“

圣

经记忆
”

的建构 。 他强调 ：

“ ４

圣经记忆
’

是构建犹太 民族记

忆与 以 色列 国 家认 同 的核心 ， 它始于 １ ９ ２ ０ 年代 的地名 项 目 。

该项 目 旨在恢复圣经希伯来语 ， 创造新 的 、 有助 于犹太复 国 主

义获取土地 、 对 巴 勒斯坦施行殖 民 的圣经地名 。

”＠ 在借鉴上

述成果 的基础上 ， 本文提 出 挪用圣经地名 、 建构犹太 民族记忆

的三种路径 ： 时空关联 、 群体关联 、 互动关联 。 前二者基于对

扬 ？ 阿斯曼理论的 补充 ， 后者是延伸 而来 的新路径 。

） 时 空 关联

即
探讨

“

时空关联
”

（ 图 １） ，

必先 明 晰地名 、 空 间 、 记忆 的联

系 。 公元前 ６ 世纪 ， 古希腊诗人

西摩尼德斯 （
Ｓ ｉ ｍ ｏ ｎ ｉ ｄ ｅ ｓ

， 前 ５ ５ ６
－

前 ４ ６ ８
）
受 邀参 加 一 场 盛 宴 ， 席

间 ， 宴会大厅轰然倒塌 ， 死者 皆

面 目 全非 ； 诗人 回忆宾主座次 ， 准确 辨 明尸 身 。 通 观此事 ， 以

地名 标识空 间 ， 能将记忆 内容寓于地名 之 中 ， 用 图像指涉事物

本身 。 可知 ， 以地名 指代空 间 ， 地名 能蕴藏记忆 ， 空 间 能承载

物
质
空
间

虚
拟

间

① 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
３０

－

３ ５ 。

（
２

）Ｍ ａｓａ ｌ ｈ ａ
，

“

Ｓｅ ｔ ｔ ｌｅｒ
－

Ｃｏ ｌ ｏｎ ｉ ａ ｌ ｉ ｓｍ
，

”

 １ ５ ．

２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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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此即莫里斯 ？ 哈布瓦赫所强调的 ：

“

记忆需要地点并趋

向 于空 间化 。

”？“

时空关联
”

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时 间 ，

有意或无意与空 间发生联系 ， 延续 、 更新记忆 的过程 。 地点是

储存记忆的空 间 ， 时间是延续和更新记忆的条件 ， 空间有真实

和虚拟之分 ， 时间有 即时和周期之别 。 两种空 间 （

“

物质空 间 ：

有象征意义 的圣地
”

、 虚拟空 间 ） 对应于两种时间 （ 即时时间 、

周期时间 ） ， 含有 四种关联形式 。 每种形式之上 的集体记忆都

是具体的 ， 反映 的是故 乡 风貌或生活史 。 集体记忆需
“

物质空

间
”

承载 ， 需时 间使其被
“

现时化
”

， 集体记忆会在具体的时

空 中促发结晶点 。 藉 由 挪用 ， 圣经地名遍布 以 色列 的 山川 、 湖

泊 、 城市 、 乡 村 。 犹太人置身其 中 ， 可深切体会
“

物质空 间
”

与
“

现时时间
”

的交汇 ， 民族记忆被唤醒与升华 。 第一次中东

战争期 间 ， 赫伯特 ？ 梅哈兹 （ Ｈ ｉ ｒｂ ｅ ｔＭ ｅ ｈａ ｚ ） 激战正酣 ， 大卫

在此摆脱扫罗追杀之事激励着犹太人以命相搏 。

？
Ｉ ９ ６ ０ 年代 ，

米吉多 、 基色 、 隐干宁被设为圣经地名遗址 国家公园 ， 置身其

中 的犹太人能获得非凡的体验 ， 形塑 出新的记忆 。

“

物质空间
”

与
“

周期 时 间
”

的互动延续和更新 了集体记忆 。 １ ９ ６ ８ 年 ，
以

色列政府设立
“

耶路撒冷 日
”

， 此后 ， 犹太人每年一度的庆典

均 旨在纪念 １ ９ ６７ 年收复耶路撒冷 。

“

周期 时 间
”

反映 的是节

日 中被经历 的时 间 ， 即犹太 民族各阶层的年度安排 。

“

物质空

间
”

与
“

周期时 间
”

碰撞所产生
“

结 晶
”

， 能源源不断地注人

集体记忆 。 承载于
“

物质空 间
”

的集体记忆可 以 映射到
“

虚拟

空 间
”

之中 。 圣经地名挪用所创设的
“

物质空 间
”

是犹太民族

２８８

①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
３２ 。

②Ｓｈａｐｉｒａ
？

“

Ｂ 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Ｉ ｓｒａｅ ｌ  Ｉｄｅｎｔ ｉ ｔ
ｙ ，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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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框架 ， 即使群体成员 不在圣地 ，
也会 以

“

故 乡
”

形象扎

根于其记忆之 中 。 以色列政府每年都会推 出美 国犹太人
“

寻根
”

的项 目 ， 拍摄的圣经地名遗址宣传片极尽煽情之能事 。 他们借

助景观学理论营造
“

虚拟空 间
”

与
“

现时时 间
”

的互动 ， 使参

与者产生共鸣 ， 达到
“

不触真景亦能生情
”

。 它成功吸引 了一

些美 国犹太人前往 以色列 ， 可谓通过创造
“

空间
”

而引起
“

共情
”

的典范 。

“

虚拟空 间
”

与
“

周期时 间
”

碰撞 ， 是强化 、 更新民

族记忆的一种方式 。 圣地之外 的犹太社团可通过承载地名 的仪

式 、 节 日 来更新和延续 民族记忆 。 在逾越节 ， 犹太家庭会讲述

摩西带领犹太人 出埃及 ， 于西奈受诫 ， 最终到达祖先家园 以色

列 的故事 。 在婚礼上 ， 须表达将快乐献给锡安 ； 在仪式末尾 ，

须摔碎玻璃 以示记念故土 ； 在葬礼上 ， 主事者必言 ：

“

愿上帝

在锡安与耶路撒冷 的送葬 中安慰你 。

”

逝者被埋葬的方 向须朝

向 耶路撒冷 。

？“

虚拟空 间
”

与
“

周期时间
”

的互动 ， 则表现

了 流散地的生活 。 在
“

时空关联
”

中 ，

“

物质空 间
”

至关重要 ，

得之 ， 民族记忆
“

生生不息
”

； 失之 ， 民族记忆则易沦为
“

无

源之水
”

。 正如阿斯曼所言 ：

“

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 回

忆空 间化 。 任何一个群体 ， 如果他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 ， 都必

须想方设法为 自 己创造一些这样的地点 ， 并对其加 以保护 。

… …

群体与空 间在象征意义层面构成 了一个有机共同体 ， 即使此群

体脱离 了它原有的空 间 ， 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

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 。

”？

①张倩红 ： 《犹太史研究新维度 》 ，
２５４

，

② 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
３ １

－

３２ 。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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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群体 关联

“

群体关联
”

（ 图 ２） 指

群体 以
“

文本知识
”

为工具 ，

情感为纽带 ， 规则仪式为制 约 ，

建立相互联 系 的过程 。

“

文本

知识
”

（ 地名 、 法律 、 诗歌 、

语言等知识 ） 在群体 内分配 ，

形成个体知识 ； 个体参与群体

交往 ， 形成规则或仪式 （ 也可

由 文本产生 ） ； 规则强化知识 ，图 ２ 群体 关联

形成长期记忆 ； 个体记忆则通过
“

情感纽带
”

汇聚成群体记忆 。

以 色列 建 国 以来 ， 圣经地名 的勘定使其转变为被解构 的
“

文

本知识
”

。 地名 知识在犹太民族 内 分配 ， 犹太个体使用地名 参

与群体交往 。 交往过程遵守希伯来语书写及地名 使用条例等规

则 。 规则促进地名 知识强化 ， 形成地名 记忆 ， 个体记忆通过
“

情

感纽带
”

汇聚成群体记忆 。 强化文本 、 规则 、 情感 即可增强群

体记忆 。 正 如扬 ？ 阿斯曼所言 ：

“

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

记住能够强化其身份的知识 ， 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

关知识的过程 。

”？

群体成员 在交往 （ 使用
“

文本知识
”

） 中会形成记忆 ， 建

立情感关联 ， 集体记忆依附于集体情感 ， 情感依附于群体而存

在 。 在圣经地名 知识传播过程 中 ， 倘若离开 民族情感关联 ， 新

的记忆就将难 以 久存 。 可见 ， 情感 只在
“

群体关联
”

中 才有 意

义 ， 而不能被随意移植 。 以
“

锡安之歌
”

为例 ， 那是希伯来人

２９０

① 扬 ■ 阿斯曼 ： 《 文化记忆 》 ， ８７
－

８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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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巴 比伦之 囚
”

中怀念耶路撒冷 的诗歌 ， 它如此吟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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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 们 唱 歌 ；
抢夺我们 的要我 们 作 乐

，
说 ：

“

给我

们 唱 一 首锡安歌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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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 能记念你 ， 若 不 看 耶路撒冷过 于我 所喜 乐

的 ， 情 愿 我 的 舌 头 贴 于上腔 （ 诗 １ ３ ７ ： １

－

６） 。

试 问 ， 希伯 来人为何不在外邦人面前唱
“

锡安之歌
”

？ 因

为歌 中蕴藏 了独特 的记忆和情感 ， 那情感依附于
“

群体关联
”

。

１ ９ ７ ０ 年代 ， 该诗被重新谱 曲 ， 名 之
“

巴 比 伦河 畔
”

， 几 十载

经久传唱 。 听 闻此 曲 ， 同情犹太 民族遭遇 ， 却无 内 心振颤 。 只

因 群体关联迥异 ， 民族情感有别 。 这种差别 是 由 群体对 内
“

求

同
”

， 对外
“

求异
”

的独特性所造就 。

？ 群体若要久存 ， 文本 、

情感 、 规则三要素须对 内 趋 同 ， 对外排异 。

（
三

） 互 动 关联

圣 经地 名 挪用作 为 以 色 列

国 浩 大 的 政治 运 动 ， 是 在 犹 太

个人 、 犹 太群 体 、 主 流社会持

续互动 中实现的 （ 图 ３） 。

“

三

大主体
”

互动建构 了 民族记忆 。

其过程类似阿斯曼描述 的 ：

“

那

① 扬 ？ 阿斯曼 ： 《 文化记忆 》 ，
３２

－

３ ３

２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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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经过共同语言 、 共同知识和共 同记忆编码形成 的
‘

文化

意义
’

， 即共同 的价值 、 经验 、 期待和理解形成 了
一种积累 ，

继而制造 出
一个社会的

‘

象征意义体系
’

和
‘

世界观
’

。

” ①

本 － 古里安是地名挪用运动 的发起和推动者 ， 犹太个体是

地名 知识的接受和传播者 。 圣经地名挪用反映 了犹太复 国 主义

精英
“

以圣经宣示主权
”

、 以地名 重建 民族记忆的思想 。 该思

想 的核心是 民族独立 和 自 由 权 。 本 － 古里安发起 的地名 、 人

名希伯来化运动 ， 目 的正在于此 。 对于犹太个体来说 ， 圣经起

到 了地名 知识启 蒙的作用 。 第三次 中东战争后 ， 犹太人前往东

耶路撒冷 、 希伯仑 、 杰里科 （ 中文和合本译为
“

耶利哥
”

） 等

地旅行 ， 他们惊奇地发现 ， 此前乃是经 由圣经 了解到上述地方

的 。

② 不过 ， 其地名 记忆是零碎 的 、 混乱 的 、 不完 整 的 。 地

名挪用运动为犹太个体提供 了
一种专业化 、 系统化 的地名教育 ，

其间 片段式的记忆上升为系统 、 完整的记忆 。 犹太个体对地名

知识的正 向反馈和传播使其记忆和思维模式不断加 固 。 如今 ，

许多犹太人对更名之事全然不知 ， 或难 以 置信 ， 顽 固地认为那

些地名 自 古就有 。

犹太群体 （ ｇ
ｒｏｕｐ ｓ ） 是圣经地名知识 的维护和推广者 。 犹

太群体和圣经地名 知识按区域分布 ， 群体倾 向 于选择符合本群

体和所在区域的地名 ， 形成
“

地方性知识
”

。 在约旦河西岸定

居点 ，

“

政府命名委员会
”

与移民群体是本着协商 、 自 愿 的原

则确定那些地名 的使用 。 群体对地名知识的选择性 ， 决定 了圣

经地名 知识依赖群体维护 。 群体存在相应的组织架构 ， 利于地

２９２

① 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
１ ４５

－

１ ４６ 。

＠Ｓｈａｐ
ｉｎｇ

“

Ｂ ｉｂ ｌｅ ａｎｄ  Ｉ ｓｒａｅ ｌ  Ｉｄｅｎｔ ｉ ｔ

ｙ ，

”

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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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知识的推广和地名标识的维护 。 较之个人 ， 群体具有更大的

活动空 间 ， 可 以提升地名知识的传播频次 。 群体成员 生活在共

同 的 区域 ， 进行着全方位的地理知识实践活动 ， 易于建立集体

记忆 。

以 色列主流社会支持圣经地名挪用 ， 提供多种手段保护既

有的社会关系 。 主流社会通过权力话语压制反对声音 ， 屏蔽相

关信息 ， 使个体和群体不易受到异见的侵蚀 。 它还通过引导情

感和价值取向 ， 把握舆论方 向 ， 使圣经地名始终服务于民族记

忆建构 ； 并借助政策 、 法规 、 影视 、 教育 、 出版 、 邮政等方式 ，

联通个体和群体 。 藉由上述手段 ， 地名 知识得以在允许的范围

内更新和传播 ， 在个人 、 群体之间流动 ， 并最终 内 化成集体记

忆 。

三
、 圣经地名遗产挪用所引 发的

“

记忆之争
”

早在
“

伊休夫
”

时期 ，
巴勒斯坦地区 的阿拉伯人就不断向

英 国 当局抗议 ： 犹太人挪用圣经地名取代阿拉伯地名 。 由 于阿

拉伯人的抵制 ，

“

命名协会
”

（ ＪＮ Ｆ ） 提交 的命名 目 录被英 国

当局多次驳回 。 当局担心
“

犹太复 国主义者将历史带入一个 （ 希

伯来 ）

‘

地名
’

的 国家
” ①

。

以 色列建国之初 ， 政府有计划地驱逐阿拉伯人 、 更改地名 、

破坏文化景观 ， 引发 巴 以
“

记忆冲突
”

。 第一次 中东 战争造成

７ ０ 余万阿拉伯人背井离 乡 ，
４００ 多个村庄毁于战火 ，

３ ／４ 的阿

①Ａｂｕ Ｅ ｌ
－Ｈａ

ｊ ， 

Ｆｏｃｆｔ ｏｎ  ／Ａｅ ＧｔｏｉＷ
，
８６ ．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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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村名从地图上消失 。 以色列政府有计划地挪用圣经地名 ，

抹除阿拉伯地名 文化 ，
以建构 民族记忆 。 对于地名 ，

巴 以坚持

截然相反的评述 ， 以此塑造 民族记忆 。 巴勒斯坦人强烈谴责基

于驱逐阿拉伯人的挪用行动 ， 称之为对 巴勒斯坦民族的
“

除名

毁忆
”

。 以色列声称难 民是
“

自 愿逃离
”

，
圣经地名挪用是对

扭 曲 、 混乱的阿拉伯地名予 以纠正 。 佩普指 出 ：

“

以色列对挪

用 的叙述相 当简单 ： 外 国人经年累月 的 占领 ， 使希伯来词源被

抹除或扭 曲 ， 甚至转变成外语形式 。

”
？

１ ９ ６０ 年代 ，
圣经地名 挪用至 占领 区 ，

巴 以
“

记忆 冲突
”

升级 ， 呈
“

多点扩散
”

之状 。 巴勒斯坦人从未承认圣地是
“

犹

太 民族家园
”

，
而称 以 色列 国为

“

占领 当局
”

。 他们拒绝接受

圣经地名 ， 宣称巴勒斯坦古地名大多源 自 迦南 。 圣经考古学 旨

在为地名记忆提供根源与旁证 ，
巴勒斯坦学者则力 图从圣经 中

找 出反证 。 他们还引 用犹太学者观点 ，
以证实圣经地名 勘定存

在诸多谬误 ， 并以实际行动反驳以色列 的地名挪用言论 。 对于

达扬 （ Ｍ ｏ ｓ ｈ ｅＤ ａ
ｙ
ａｎ

， 
１ ９ １ ５

－

１ ９ ８ １ ） 所声称的
“

阿拉伯村庄被取

而代之 ， 你根本无从得知其名 ， 我也不责怪于你 ， 因为那些地

理书 皆 已 不复存在
” ②

， 流落约旦河西岸 、 加沙 的难 民 ， 以

特有 的方式保存着
“

那些地理书
”

。 他们 以原居地村庄为单位

聚集 ， 用村庄命名流亡地 、 标注籍贯 ，
以保存阿拉伯地名记忆 。

？

其 中有人以故 乡 之名为子女命名 。

？

（Ｉ）Ｐａ
ｐｐ

ｅ
， 
Ｅｔｈｎ 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 ｉｎｇ ， 

２２６ ．

＠Ｓａｉｄ
，
ＴＴ ｉｅ ｏｆＰａｌｅｓ ｔｉｎｅ

１
１ ４ ．

③Ｊｕｌｉｅ Ｐｅ ｔｅｅ ｔ
，

Ｍ

Ｗｏｒｄ ｓ ａｓ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 ｔ ｉｏｎｓ ： Ｎａｍ ｉｎ
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 ｔ ｉｎｅ
－

Ｉｓｒａｅ 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６
， 
ｎｏ ．  １

 （
２００５

）
：  １ ５９ ．

④ 有关命名 ， 详见中东生活网址 ｈｔｔ
ｊ
？ ：／／ｗｗｗ ． ａａ ．ｃｏｍ ． ｔｒ／ｅｎ／Ｕ￡ｅ／

ｐ
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ｎａ ｉｎｅｓ
－

ａｉｍ
－

ｔｏ
？

ｋｅｅｐ
－

ｏｃｃｕｐ ｉ＆Ｊ
－

ｃ ｉｔｉｅｓ
－

ｉｎ
－

ｍｅｍｏｒ
ｙ
／ １ ７ ３ ８０７７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９ ．２５ 。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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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９ ０ 年代至今 ， 中 东 民族主义勃兴 ，
巴 以

“

记忆冲突
”

加剧 ， 呈
“

全面扩展
”

之势 。 冷战结束后 ， 民族主义勃兴 ， 圣

经地名挪用愈发受到世人关注 。 巴勒斯坦人出 版学术专著 ， 制

作 口 述史 ， 以 唤起地名 的
“

创伤记忆
”

。 萨义德的 《 文化与抵

抗 》 谈话集号召 用 民族记忆对抗 占领 。 比尔泽特大学 （ Ｂ ｉ ｒｚｅ ｉ ｔ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 ） 出版了 《 被毁的 巴勒斯坦村庄 》 ； 哈利迪 （ Ｗ ａ ｌ ｉ ｄ

Ｋｈ ａ ｌ ｉ ｄ ｉ ） 编辑 了 巴勒斯坦历史 画册—— 《 在流亡 以 前 的 》 与

《 所有残 留下的 》 ， 对 巴勒斯坦地貌变化进行 了对 比描述 。

？

２０ １ １ 年 ，

一份档案揭示 了１ ９ ５ ０ 年代耶路撒冷市政厅实施的地

名挪用计划 ， 引发今 日 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 。

？

在 以色列社会 ， 受全球化语境下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 ， 学

界 、 政坛 、 公众对地名挪用反应不一 。 非主流的
“

后犹太复 国

主义学者
”

对圣经地名挪用持批判态度 。 沙皮拉认为 ：

“

阿拉

伯语 中保存有诸多圣经地名 ，
以色列通过恢复圣经地名使巴勒

斯坦地 图希伯来语化 。

”？“

新历史学家
”

佩普主张 ：

“

重建

古 以色列 的考古热情本质上不为别 的 ， 而是 以系统的 、 学术的 、

政治和军事的方式抹除阿拉伯地形 （ 地名 、 地理 、 最重要的是

历史 ） 的尝试 。

” ④ 记者利维 （ Ｇ ｅ ｄ ｉ ｏ ｎＬｅ ｖ ｉ ） 写道 ：

“

犹太

复 国 主义 的集体记忆存在于我们 的文化和物质景观 中 ，
巴勒斯

坦人在生活上付出 了惨痛的代价 ， 几百个村庄被摧毁 ，
以及持

①张倩红 ： 《犹太史研究新维度 》 ，
３５７ 。

② 有 关 档 案 ， 详 览 以 色 列 国 土 报 ，
ｈｔ ｔｐｓ ： ／／ｗｗｗ．ｈａａｒｅ ｔｚ ．ｅｏｍ／ ｌ ．５０３７０６２ ， 登 录 于

２０２ １ ．９ ．２５ 〇

③Ｓｈａｐ
ｉｒａ

＾
“

Ｂ ｉｂ ｌｅ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ｄｅｎ ｔｉ ｔｙ ，

”

２６ ．

④Ｐａ
ｐｐ

ｅ
，

Ｅｔｈｎ ｉｃ Ｃ丨ｅａｎｓ ｉｎｇ ，
２２６ ．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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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 的难 民 问题 ， 这些几乎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 。

”？ 对

于政治集 团来说 ，
工党和利库德都对圣经 ／ 塔木德地名挪用情

有独 钟 。

？
１ ９ ８ ８ 年 ， 在 １ ０ ３ ６ 个希伯 来语地名 定居点 中 ， 有

３ １ ５ 个挪用 自 圣经和 《塔木德 》 。

？ 对于犹太公众来说 ， 无论

是宗教还是世俗犹太人 ， 都坚定地捍卫着 内化的地名记忆 。 这

是因 为 ， 圣经地名挪用并未剔除宗教律法与神秘隐喻 ， 而保 留

了圣经的原汁原味 ， 使其获得宗教正统派 的钦赖 ，
也贏得 了世

俗社会的肯定 。

像犹太人一样 ， 巴勒斯坦人顽强地坚守着地名 记忆 。 他们

也开始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 Ｇ Ｉ Ｓ ） 制作 国家地 图 ， 标识东耶路

撒冷等地 的文化遗产 。 还 出 版 了村庄图册 ， 用历史记忆理论重

新叙述村庄 。

＠ 他们也推行青少年项 目 ， 鼓励年轻一代游历

故土 ， 亲身体验
“

回归村庄
”

的感觉 。 如 同犹太人 以本 民族语

言称呼地名 ， 巴勒斯坦人称
“

圣殿 山
”

为
“

谢里夫圣地 ／ 尊贵

禁地
”

。 流亡前的房契 、 地契 、 信件 、 钥匙 、 身份证明 、 巴勒

斯坦旧地 图等 的传承成为保存地名记忆的方式 。 巴勒斯坦 国还

通过教育体系强化阿拉伯地名记忆 ， 驳斥 以色列 国 的圣经地名

叙事 ， 以维持人 民对故土 的记忆和 民族情感 。

如犹太人之于圣经地名 ，
巴勒斯坦政治精英视阿拉伯地名

为独立与 自 由 的象征 。 巴 以在敏感区域对
“

地名
”

的争夺可能

诱发局部冲突 。 近年来 ，
巴勒斯坦 、 约旦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

①Ｍａｓａｌｈａ
＾

“

Ｓｅｔ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ｓｍ

，

”

２５ ．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ｉｏ ｔ
，

＂

Ｐ 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 ｌ

，

＂

６５ ３
－

６７８ ．

③ Ｉｂ ｉｄ
” 
６７２ ．

④Ｍｕｒ Ｍａｓａｌａｈ
，

“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 ａｋｂａ ： Ｈ 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 ｖｅ Ｍｅｍｏｒ

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Ｏｂｌｉｇ
ａｔｉｏｎｓ

，

Ｍ

Ｋｙｏ ｔｏ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Ｉｓｌａｍ ｉｃ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 
ｎｏ ．  １

 （
２００９

）
： ７６ ．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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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控诉以色列 的
“

命名
”

行为 。 《 耶路撒冷老城及城墙保护

报告 》 （ ２０ １ ７ ） 指 出 ：

“

以色列 的非法活动包括重新命名地点 、

街道 、 山 谷 ， 移除非犹太考古遗址 。

”？ 巴方则坚决抵制 以

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管辖范 围 内使用圣殿山称谓 ， 抗议改倭马

亚宫殿为
“

奥菲尔广场或神庙之浴场
” ②

。 ２０ ２ 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
（
Ｍ ａｈｍ ｏｕ ｄＡ ｂｂ ａ ｓ

） 在联合 国大会发表演

讲指 出 ：

“

超过半数的 巴勒斯坦人被剥夺财产 ， 从故土被
‘

连

根拔起
’

。 我本人 ， 连 同我的家人 ， 我 的 同胞 ， 仍然保存着土

地的契约 。 这些契约被记录在联合 国文件 中 ， 这就是契约 。

”
？

圣经地名挪用触发
“

阿拉伯地名 回归
”

运动 ， 矛盾激化可

能导致局势升级 。 以色列主流社会坚决抵制地名 回归权 ， 巴勒

斯坦人则顽强抗争 。 卡舍尔 （ Ａ ｓ ａＫ ａ ｓｈ ｅ ｒ ） 指 出 ：

“

巴勒斯坦

回归权的实现将导致 以 色列作为犹太民族 国家的终结 。 取消犹

太人在其历史家 园 的 自 决权在道德上是错误 的 。

”？ 海法 、

特拉维夫有犹太人主张在混居城市 ， 逐步恢复阿拉伯古地名 ，

不过条件 尚 不具备 。 ２ ０ １ ８ 年 ５ 月 ，

“

以 色列 占领 当局杀死 了

１ ００ 名参与
‘

三月 回归
’

抗议的 巴勒斯坦人 ， 他们要求结束对

加沙的封锁 ， 给予 巴难 民 回归权 。 今 日 ， 他们依然牢记先辈被

①ＵＮＥＳＣＯ
，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 ｉｔ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Ｊ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 ｔｅ ｏｆＰａｌｅｓ ｔｉｎｅ

，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 ｔ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ｉｔｙ 

ｏｆ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ｃｍｄ Ｉｔｓ Ｗａｌｌｓ
 （
Ｐａｒｉｓ ： ＵＮＥＳＣＯ

， 
２０ １ ７

） ， 
５
－６ ．

＠有关抗议 ， 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址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ｈｃ ． ｉｍｅｓｃｏ ．ｏ＾ｉ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 ３５３５７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６ ． １ 。

③ 有关演讲 ， 详见联合国官方网址 ｈｔ ｔ
ｐｓ ： ／／ｎｅｗｓ ． ｕｎ．ｏｉ＾／ｅｎ／ｓ ｔｏ ｒ

ｙ／２０２ １ ／０９／ １ １ ０ １ １４２
， 登录

于 
２０２ １ ． ９ ．２５ 。

？Ｙａａｃｏｖ Ｂａｒ
－

Ｓ ｉｍａｎ
－Ｔｏｖ

，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ａｌｅｓ ｔｉｎｕｍ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
 （Ｊ

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

Ｔｈｅ
Ｊｅ ｒｕｓａｌｅｍ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 ｆｏｒ  Ｉｓ ｒａｅｌ Ｓ ｔｕｄｉｅｓ

， 
２０ １ ０

） ， 
１ ３５ ．

２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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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 的村庄和城市 ， 要求 回归家园
”？

。 在西岸等地区 ，

“

尽

管 以 色列和定居 团体引 用圣经 以及历史 （ 材料 ） 与土地建立关

联 ， 多数 国 家仍认为定 居点是非法 的
”？

。 随着 阿 巴斯 ２ ０２ 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在联大要求
“

以 色列 占领 当局必须在一年 内撤 出

１ ９ ６ ７ 年所 占 巴勒斯坦领土
” ③

， 地名 挪用 与 回 归权 的矛盾有

可能再次诱发冲突 ， 导致 巴 以局势动荡 。

结 语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 反映历史 、 人文 、 地理的变迁 。

在过去 的百年间 ， 圣经地名 遗产在 以色列 国家创建与发展进程

中发挥 了 重要作用 。 １ ９ 世纪 ， 犹太复 国先驱发现 了 圣经所蕴

含 的 民族价值 ， 继而发掘 出 圣经地名 。 ２０ 世纪初 ，
圣经地名

挪用成为犹太复国 主义
“

回归 一立 国
”

意识形态 的产物 。

以色列建国后 ， 在本 － 古里安 的筹划与推动下 ，
圣经地名

挪用发展成为浩大的 、 历时 ４０ 余年 的政治运动 。 它将圣经地

名 、 圣地 、 希伯来语 、 犹太历史相联结 ， 以保持犹太文化在圣

地的
“

连续性
”

。 其 目 的是宣示主权 、 建构 民族记忆 ， 为现代

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侵 占 的土地
“

正名
”

， 客观上也起到 了调和

宗教与世俗文化的作用 。 １ ９ ６ ７ 年 以来 ， 以色列在西岸 、 加沙 、

①有关 回 归运动 ， 详见 Ａｌ
－Ｈａ

ｑ人权组织 网址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 ａｌｈａ

ｑ
．ｏｉｇ／ａｄ ｖｏｃａｃ

ｙ
／６２ １ ５ ．

ｈｔｍｌ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９ ． ２５ 。

②有 关 对 定 居 点 评 价 ， 详 见 国 际 新 闻 网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 ． ｔｈｅｎ＾ｉｏｎａＩｎｅｗｓ ．ｃｏｎ ｉ／ｗｏｒｉｄ／

ｕｎ
ｇ
ａ／２０２０／０９／２４／ａｂｂａｓ

－

ｌａｕｄｓ
？

ｗａｒｍｅｒ
＊

ｕｓ
－

ｐ
ａｌｅｓｔ ｉｎｉａｎ

－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
－ｂ ｉ （ｉｅ ｉｉ

－

ａｔ
－

ｍ ｉ

ｇａ／
， 登录于 

２０２ １ ．９ ．２５ 。

③ 有关发言 ， 详见联合国官方网址 ｈ ｔ ｔｐ
ｓ ：／／ｎｅｗ ｓ ． ｕｎ ．ｏｉ

ｇ／ｅｎ／ｓ ｔｏ ｒ
ｙ
／２０２ １ ／０９／ ｌ Ｈ） １ １ ４２

， 登录

于 
２０２ １ ．９ ． ２５ 。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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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兰高地兴建定居点 ， 利用圣经地名
“

殖民土地
”

。 在本土和

占领 区 ， 圣经地名所承载的异质文化被剔除 、 回避 、 曲解 ； 通

过
“

时空关联
”“

群体关联
”“

个体 、 群体 、 社会关联
”

， 圣

经地名 知识内 化为 民族记忆 。 作为记忆重要载体的
“

物质空 间
”

被以色列分割或据为 己 有 。 巴勒斯坦民族则 以独特的方式保存

地名记忆 ，
以争取 自 由权 ， 期盼有朝一 日 能 回归故土 。 圣经地

名挪用与阿拉伯地名 回归剑拔弩张 ， 成为 巴 以 冲突 的潜在诱因 。

可见 ， 无论对 以色列宣示主权 ， 犹太 民族建构其记忆 ， 宗

教传统与世俗精神相调和 ， 还是对 巴 以局势的嬗变而言 ，
圣经

地名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 。 尽管 １ ９ ９ ０ 年代圣经地名 的大规模挪

用 已 近尾声 ， 但是它 的政治 、 文化 、 地理象征意义并未削减 。

新世纪 以来 ， 随着 以色列政治 的
“

右转
”

， 文化 的 日 益多元 ，

地缘环境 的改善 ， 圣经地名 在 民族记忆建构过程 中 的作用愈发

凸显 。 以色列在本土和 占领 区对圣经地名 的挪用仍在继续 ， 使

圣经地名 问题 日 益成为政界 、 学界 、 公众关注 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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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００６ ．

Ｐｅｔｅｅｔ
，
Ｊｕｌ ｉｅ ．

“

Ｗｏｒｄｓａ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Ｎａｍ 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Ｐａｌｅｓｔ ｉｎｅ－

Ｉ ｓｒａｅ 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Ｍ

Ｔｈ ｉｒｄ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

（
２００５

）
：１ ５３ －

１ ７２ ．

Ｒｅｋｈｅｓｓ
，
Ｅ ｌｉｅ ．

“

ＴｈｅＡｒａｂＭ 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Ｉ ｓｒａｅｌ ：Ｒｅ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

１ ９４８

Ｐａｘｓｉｄｉｇｍ ．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 ９
９
ｎｏ ．２

（
２０ １ ４

）
：１ ８７

－２ １ ７ ．

Ｓａ 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Ｗ ．Ｔｈｅ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ｏｆ 

Ｐａｌｅｓ ｔ ｉｎ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
１ ９８０ ．

Ｓｈａｐ ｉｒａ
，
Ａｎｉｔａ ．

ｓ ｔ

ＴｈｅＢ ｉｂ ｌｅａｎｄＩｓｒａｅ 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ＪＳＲｅｖｉｅｗ２ ８
，ｎｏ ．１

０００４
）

：１ １
＊４ １ ．

Ｓｈａｖ ｉｔ
，Ｙａａｃｏｖ ．ＴｈｅＨｅｂｒｅｗＢ ｉｂ ｌｅＲｅｂｏｒｎ ：ＦｒｏｍＨｏ ｌｙ

Ｓｃｒ ｉｐ ｔｕｒｅｔｏ

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Ｂｏｏｋｓ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ｂｙ
ＣｈａｙａＮａｏｒ．Ｂｅｒ ｌ ｉｎ ：Ｗａｌ ｔｅｒ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 
２００７ ．

ＵＮＥＳＣＯ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 ｉｔ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Ｊｏｒｄ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ａｌｅｓ ｔｉｎｅ
，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 ｅＳｔａ ｔｅ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Ｏ ｌｄＣ ｉ ｔｙｏｆ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Ｗａｌｌｓ ． ＵＮＥＳＣＯ
， 
２０ １ ７ ．

Ｗａｔｔ
，
Ａ 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ａｎｄ Ｎｅｗ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ｏｃｒｙｐｈａ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  ｔｈｅＰａｌｅｓｔ ｉ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Ｆｕｎｄ
，

１ ８ ８９ ．

Ｙｏｅ ｌ
，
Ｅ ｌ ｉｔｚｕｒ ．

６ ６

Ｔｏｐｏｎｙｍｓ ：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ｏｆ Ｉ ｓｒａｅ ｌ ．

Ｍ

Ｉ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

Ｈｅｂｒｅ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 Ｌ ｉｎｇｕｓ ｉｔ ｉｃｓ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ＧｅｏｆｆｅｒｙＫｈａｎ ，

７７９－

７８ ８ ．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 ｌ ｌ
， 
２０ １ ３ ．

王炎 ： 《 巴 以在地图上的博弈 ．

？ 以色列的
“

地图更名运动
”

》 ， 澎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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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 新 闻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６ 。

［
Ｗａｎｇ

Ｙａｎ ．

“

ＢａＹｉｚａｉｄｉｔｕｓｈａｎｇ
ｄｅｂｏｙ ｉ ：

Ｙｉｓｅ ｌ ｉｅｄｅ

４

ｄ ｉ ｔｕ
ｇｅｎｇｍ ｉｎｇ ｙｕｎｄｏｎｇ

， ， Ｊ

（
Ｔｈｅ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 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Ｉｓｒａｅ ｌｏｎｔｈｅＭａｐｓ ：
‘

Ｈｅｂｒａ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ｌｅ ｓ ｔ ｉｎｅＰ 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

ｉｎＩ ｓｒａｅ ｌ
）

．Ｐｅｎｇｐａ ｉｘ ｉｎｗｅ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６
，２０ １ ６ ．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 ｉ 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１ ５７０００７ ．

扬 ？ 阿斯曼： 《文化记ｆｅ：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 、 回忆和政治身份 》 ，

金寿福 、 黄晓晨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Ａｓｓｍａｎｎ
，

Ｊａｎ ．Ｗｅｎｈｕａ
ｊｉｙ ｉ ：Ｚａｏｑ ｉ

ｇａｏｊ ｉｗｅ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ｄｅｗｅｎｚ ｉ

ｆｈｕ ｉｙ ｉｈｅ

ｚｈｅｎｇｚｈ ｉ ｓｈｅｎｆｅｎ（
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Ｍｅｍｏｒｙ ：Ｗｏｒｄｓ

，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
ｉｎＥａｒ 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ｂｙ
ＪｉｎＳｈｏｕｆｉｉ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Ｘ ｉａｏｃｈｅｎ．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５ ．

］

张倩红 、 胡浩 、 艾仁贵编 ： 《犹太史研究新维度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〇 ［
ＺｈａｎｇＱ ｉａｎｈｏｎｇ ，

ＨｕＨａｏ
，ａｎｄＡ ｉＲｅｎｇｕ ｉ

，ｅｄ ｓ ．Ｙｏ ｕ ｔａ ｉ

ｓｈｉ
ｙａｎｊｉｕｘｉｎｗｅ ｉｄｕ

（
ＴｈｅＮｅｗ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ｆ Ｊｅｗ ｉ ｓｈＨ 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ｅ

ｊ
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
２０ １ ５ ．

］

钟志清 ： 《圣经与现代以色列 民族国家的构建 》 ， 《西亚非洲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３
期 ，

９８ －

１ １ ３ 〇 ［
Ｚｈｏｎ

ｇ
Ｚｈｉｑ ｉｎｇ ．

“

Ｓｈｅｎｇｊ

ｉｎｇ ｙｕ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ｉｓｅ ｌｉｅｍ ｉｎｚｕ
ｇｕｏｊ ｉａｄｅ

ｊ
ｉａｎｇｏｕ

， ５

（
ＴｈｅＢ ｉｂ ｌｅａｎｄＩｓｒａｅ ｌ 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Ｗｅｓ ｔ Ａｓ ｉａ 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
， 
ｎｏ ．３

（
２０ １ ４

）
：９８ －

１ １ ３ ．

］

（ 侯春林 编 ）

３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