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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尽管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但犹太教在该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具有重

要影响。犹太教的影响力与犹太民族的历史传统、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质以及多党制

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正统派犹太教势力处于明显上升趋势，

宗教党致力于为其成员争取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上的特权。这一切渐渐成为社会矛盾

和政治紧张的根源，导致 2012 年 5 月执政联盟危机。尽管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但围

绕犹太宗教党派拥有的超合理性的影响力以及犹太教徒享有的特权的斗争远未结束。

关 键 词：以色列　犹太教　世俗 

作者简介：王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犹太教尤其是正统派犹太教在以色列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力

都呈上升趋势。1 以色列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其国内犹太教势力扩张有多重原因，与其犹太国家性质、

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关系。宗教势力的扩张引起了诸多方面的问题，犹太教徒

拥有的特权引发世俗人士的不满，而世俗与宗教的冲突也在影响以色列社会生活的多重矛盾 2 中脱颖

而出，成为可以动摇政局的主要社会矛盾。2012 年 5 月初因执政联盟中世俗党派与宗教党派在宗教

人士服兵役问题上的矛盾无法调和，以色列政府面临垮台的危机。由于以色列最大的反对党——前

进党及时入阁而使得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消弭，但这次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的正面冲突，标志着世俗

势力对犹太宗教党的超大影响力及犹太教徒享有的特权的极度不满。有关犹太教徒特权和社会公正

的斗争远未结束，而世俗与宗教势力的角力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以色列政坛以及以色列社会。

一、犹太教影响力上升的具体表现

在政治上，以色列实行多党制，由于没有能够在国会（共 120 名议员）中占到半数以上的绝对大

党，以色列历任政府都是由在大选中获胜的党派联合其它小党派组成的执政联盟。下表是犹太宗教党

派在历届国会中所占席位及参加政府情况。3

1   犹太教分为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在以色列正统派的影响最大，本文中的犹太宗教势力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正

统派犹太教势力。

2   以色列社会是一个深度分化的社会，宗教与世俗、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以色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新移民与原住民的

矛盾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以色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宗教党中文译名与原名对照 ：联合宗教阵线（Hazit Datit Meuhedet）；东方工人党 （HaPoal HaMizrahi）；以色列联盟党（Agudat 

Israel）；以色列联盟工人党（Poalei Agudat Israel）；东方党 （HaMizrahi）；民族宗教阵线（Hazit Datit Leumit）；妥拉宗教阵

线（Hazit Datit Torahtit）；全国宗教党（Mafdal）；以色列传统运动（Tenuah Masoret Israel）；妥拉旗帜党（Degel HaTorah）； 

妥拉犹太教党（Yahedut HaTorah）；沙斯党（SHAS）；传承党（Morsha）；犹太家园（Beit Yehudi）；全国联盟党（HaYihud 

Haleumi）；国会期间以色列的政党常常会改换名字或解散或重新组合，本表中显示的都是历届国会成立时的党派名称和席位

分布。

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
⊙ 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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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宗教党在国会中所占席位及参加执政联盟组阁情况：1

国 会 任  期 宗 教 党 拥有席位 是否加入执政联盟

1 1949.1 ～ 1951.8 联合宗教阵线 16 是

2 1951.8 ～ 1955.8

东方工人党 8

15 

是

以色列联盟党 3 是

以色列联盟工人党 2 是

东方党 2 是

3 1955.8 ～ 1959.11
民族宗教阵线 11

17
是

妥拉① 宗教阵线 6 否

4 1959.11 ～ 1961.9
全国宗教党 12

18
是 

妥拉宗教阵线 6 否 

5 1961.9 ～ 1965.11

全国宗教党 12

18

是 

以色列联盟党 4 否

以色列联盟工人党 2 是 

6 1965.11 ～ 1969.11

全国宗教党 11

17

是

以色列联盟党 4 否

以色列联盟工人党 2 是

7 1969.11 ～ 1974.1

全国宗教党 12

18

是

以色列联盟党 4 否

以色列联盟工人党 2 是

8 1974.1 ～ 1977.6
全国宗教党 10

15
是

妥拉宗教阵线 5 否

9 1977.6 ～ 1981.7

全国宗教党 12

17

是

以色列联盟党 4 是

以色列联盟工人党 1 否

10 1981.7 ～ 1984.8

全国宗教党 6

13

是

以色列联盟党 4 是

以色列传统运动 3 是

11 1984.8 ～ 1988.11

全国宗教党 4

13

是

沙斯党 4 是

以色列联盟党 2 是

以色列传统运动 1 否

传承党 2 是

12 1988.11 ～ 1992.7

沙斯党 6

18

是

以色列联盟党 5 是

全国宗教党 5 是

妥拉旗帜党 2 是

1  妥拉，Torah 即《摩西五经》，另译《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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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会 任  期 宗 教 党 拥有席位 是否加入执政联盟

13 1992.7 ～ 1996.6

沙斯党 6

14

是

全国宗教党 6 否

妥拉犹太教党 4 否

14 1996.6 ～ 1999.6

沙斯党 10

23

是

全国宗教党 9 是

妥拉犹太教党 4 是

15 1999.6 ～ 2003.2

沙斯党 17

27

是

全国宗教党 5 是

妥拉犹太教党 5 是

16 2003.2 ～ 2006.4

沙斯党 11

22

否

全国宗教党 6 是

妥拉犹太教党 5 否

17 2006.4 ～ 2009.2

沙斯党 12

27

是

全国宗教党 9 否

妥拉犹太教党 6 否

18 2009.2 至今

沙斯党 11

23

是

妥拉犹太教党 5 是

是犹太家园 3

全国联盟党② 4 否

（本表数据来自以色列国会官网 http://www.knesset.gov.il/history/heb/heb_hist_all.htm）1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犹太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崛起，从以色列建国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国会 120 个议席中犹太宗教党派的总席位一直维持在十几席，但 1996 年随着代表东方正统派犹太教的

沙斯党的崛起，犹太宗教党派一跃拥有了 23 席 ；在 1999 年更是拥有 27 个席位，而 2000 年之后一直维

持在 20 多席。在现任第 18 届国会中，跟犹太教有关的党派占据了 23 个席位，其中传统宗教党 – 妥拉

犹太教党 5 席，属于定居者的犹太家园党 3 席，代表极端狂热定居者的全国联盟党 4 席，而沙斯党更是

独占 11 席，成为以色列政坛的第四大党 2，仅次于前进党，利库德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宗教党派极高的入阁率，以色列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联合全部或部分的犹

太宗教党才能组成，在以色列历史上屡次出现过因为宗教党不满政府的政策而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政府

垮台的局面。偶尔曾发生过宗教党退出政府但政府及时找到新的联盟者而免于垮台的，如 ：1993 年拉

宾政府时，因为跟巴勒斯坦和谈沙斯党不满而退出政府，但政府得到了执政联盟之外的阿拉伯党派的

支持而得以维持，使得巴以和谈得以继续。2004 年“单边撤离行动”引起宗教政党不满而退出沙龙

政府，但政府得到了工党等反对党的支持而维持，最终完成了加沙撤离行动。2012 年 5 月内塔尼亚胡

政府因为宗教人士服兵役问题而面临分崩离析，但政府得到最大的反对党加盟而避免了垮台。但这种

1  该党派代表极端狂热定居者，在第 17 届国会选举时曾加入全国宗教党，第 18 届国会选举独立参选。

2   第 18 届国会选举结束时，工党以 13 席位于第四，但由于巴拉克等五名工党国会议员离开工党组建了独立党，工党以 8 席退

居第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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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政府并不多见，而且往往是面临影响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决策时，政府才能破例得到反对

党的支持，在常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承受宗教党退阁的打击的。

犹太教势力上升在教育方面的表现 ：以色列国立教育分为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两个体系，近年来

各城市的宗教学校学生数量明显增加，而世俗学校在校生数量却有所减少。2011 年以色列的在校生

总数为 114.84 万，比 2010 年的 113.98 万有所增加，但国立的世俗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却有所下降，从

2010 年的 66.27 万降为 66.04 万 ；而国立的宗教学校的入学人数则有 0.9% 的增长，从 2010 年的 20.74

万到 20.93 万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在正统派犹太教学校学习的学生人数更是呈几何级增长，近年这个

趋势愈演愈烈。在 1948 年时正统派学校仅有 5000 学生，到 1998 年有 20 万人，2011 年达到 23 万，比

上一年增长 3.76%。1 目前在以色列的国立宗教学校与正统派犹太教学校就读的在校生共计约 44 万，占

以色列全国在校生的近 2/5。 

犹太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显著加强 ：据 2009 年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古特曼中心的调查 2 显示，

80% 的以色列犹太人相信有上帝存在，69% 的人相信《圣经》3 和诫律是神授的，60% 的人相信死后的

世界，55% 的人相信救世主会来，而在 1999 年这个比例是 45%。宗教性的增强还可以从以色列犹太人

的自我身份认同看出来，自我定义为世俗者的以色列犹太人从 1999 年的 46% 下降到 2009 年的 43%，

2009 年调查中显示以色列犹太人中有 22% 是教徒，而这一比例在 1999 年的调查中仅为 16%。4

犹太教习俗和传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遵守 ：2009 年调查显示仅有 44% 的人认为当民主与犹太观念

相冲突时应该尊重民主，20% 的人认为无论何时都应该以犹太教规为先，36% 的人选择有时这样、有

时那样 ；70% 的人在逾越节期间不食发酵食物，80% 的人认为按照宗教规矩过犹太节日重要或者非常

重要，61% 的人支持公众生活应该按照犹太教规执行。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国家虽然把犹太节日定为合

法假日，但基本上是出于对犹太教礼仪上的尊重，开国元勋如本·古里安等人都是彻底的世俗者，他

们对宗教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因为 1949 ～ 1953 年间移民营里忽视儿童宗教教育问题，本·古里安政

府还受到过“反犹太教”的指控并接受了国家委员会的调查。5

二、犹太教势力上升的原因

犹太教势力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跟以色列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和社会都有关系，我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

1. 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质决定了犹太教在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在建国早期的体现

多是礼节上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从根本上虽然是一个世俗运动，但借用了犹太教的一些基本理念，

如应许之地、回归、复国等。以色列国家成立后，不仅在国家标识（国歌国旗国徽等）、公众节假日等

方面尊重了犹太教，而且给予了部分犹太教律法以国家法律的地位，如婚姻家庭法。换言之，在以色

列没有世俗婚姻，每对要结婚的年轻人都要去相应的宗教机构进行注册，犹太人要去犹太教机构，基

督徒去基督教机构，而穆斯林则去伊斯兰教机构。这使得每个以色列犹太人，不论世俗与否，都不能

1   数据引自以色列外交部官网资讯 ：“建国五十年的教育”，http://www.mfa.gov.il/MFA/History/Modern%20History/Israel%20at%2050/

Fifty%20Years%20of%20Education%20in%20the%20State%20of%20Israel; 以及 Maayana Miskin,“More Israelis Choose Religious Schools”,

以色列第七新闻网站 2011 年 9 月 4 日报道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147519.

2   古特曼中心在 20 年中做了三次类似调查，分别在 1991 年，1999 年和 2009 年，引自以色列《国土报》 2012 年 1 月 27 日报道。

http://www.haaretz.co.il/news/education/1.1627260.

3  本文中的《圣经》指旧约圣经。

4  同上。

5   以色列教育部官网 ：http://cms.education.gov.il/EducationCMS/Units/Staj/ThanimLimudim/MikzootHoraa/HitpatchutHahinuch.htm; “现

代犹太复国主义”，http://www.simpletoremember.com/articles/a/modern_z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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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脱离犹太宗教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世俗犹太人对犹太教的依赖和尊重。

以色列国家建立后，安全和经济环境渐稳定，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初设定的建国目标已经实现，

以色列进入“后犹太复国主义时代”。随着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力及代表——以色列工党的逐渐衰

落，曾经盛行的世俗复国主义也日渐衰微，而又没有新的理念取而代之，因而在很多世俗的以色列人

中出现了信仰真空。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根深蒂固并对犹太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犹太教得到了很多人

的心。很多以色列人尽管自己并不笃信宗教或严守犹太教规，但他们同情并从情感上亲近宗教，愿意

以宗教规矩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些人通常称之为“传统者”。调查显示 2009 年，在以色列犹太人中

有 32% 的人自定义为传统者。1 这些传统者加上 22% 的教徒，已经超过了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半数。

2. 以色列实行多党制，虽然极有效地防止了一党独大或专政的出现，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

一个就是这种没有绝对优势党的多党制，在客观上使得以犹太宗教党派为代表的小党派在以色列政治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人口比例。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得

到足够组阁的半数选票，因此不管哪个党在选举中获胜，都要跟其它党派谈判组成联盟才能组阁，而

犹太宗教党是天然的组阁联盟者。迄今为止，以色列建国64年，犹太宗教党出现在每一任执政联盟中。

而宗教党非常善于利用这一优势，向大党讨价还价，支持最有利于自己社团利益的那一方执政，努力

实现自己社团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在以色列犹太宗教社团的既得利益远超其他任何利益集

团，享有很多特权，如宗教学校的学生免服兵役 ；信教的女性免服兵役 ；经学院学生不工作、不纳税，

而享受国家补贴等等。很多原本不信教的人，为了这些既得利益，选择宗教。因为物质原因而非精神

原因加入宗教集团，也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特点。

3. 以色列社会整体对宗教社团的宽容，助长了宗教势力的扩张甚至是宗教暴力的嚣张。其最突出

的体现，就是拉宾总理遇刺事件。刺杀拉宾总理的凶手阿米尔是正统派经学院的学生，他受到当时流

传在坊间的煽动，认为拉宾与巴勒斯坦人和谈就是在出卖犹太民族的利益，最终策划并实施了刺杀。

而其后，他的刺杀行为竟然被犹太教认定为是符合犹太教规的。阿米尔虽然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很多

人一直在为他申请特赦，因此 2001 年 11 月以色列国会不得不通过一条以该凶手名字命名的法律，内

容是“总理刺杀者不得特赦”。由此可见，要求总统特赦该凶手的压力有多么大！而这名改变了以色列

国家和犹太民族命运的凶手，他本人从未承认过有罪，而且还在狱中结婚、生子，甚至用与家人联系

的手机接受过以色列媒体的采访，引起轩然大波。从阿米尔的例子可以看出，以色列社会对于犹太宗

教暴力甚至犯罪活动的宽容态度。宗教暴力的嚣张也使得一些世俗者不敢与之直接冲突。

犹太教徒是以色列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团体。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2010 公布的数据显示正统派犹

太教妇女平均生子数从 2005 年的 7.5 降低到了 6.5 个。2 尽管有所下降，但这个数字还是惊人的。而人

口的增长就意味着更多的选票和更多支持的声音。

三、犹太教势力强势上升引起世俗和宗教矛盾的加剧

犹太教势力的强势上升引起了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的不同反应。宗教人士清楚地认识到局势的变

化，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领导人之一萨特兰（Satran）教授称 ：“60 年代我作为一个信教的孩子，我知

道自己就好像是生活在保护区里的美国印第安人，我很清楚本·古里安式的世俗主义会是胜利者，而

我们会像生存在社会边缘的部落一样。现在，我的孩子们也信教，但他们的意识就完全不同了，他们

1  http://www.haaretz.co.il/news/education/1.1627260.
2   引自 Forward《犹太日报》2011 年 7 月 5 日报道，Nathan Jeffay，“在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妇女和穆斯林妇女生孩子数变少”, 

http://forward.com/articles/139391/in-israel-haredi-and-muslim-women-are-having-f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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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属于公众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居领导地位的组成部分。”1 

跟宗教人士的扬眉吐气相反，世俗人士要焦虑得多。在耶路撒冷，很多世俗者因无法忍受耶路撒

冷越来越宗教化而选择离开。前任市长泰迪·克拉克的女儿在 90 年代时举家迁出耶路撒冷，她称见证

了耶路撒冷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都会，同时也见证了它由一个多元化城市变成如今非教徒

会感到受威胁的地方。2 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徒（正统派教徒）人口众多，在市议会中势力较大，因

此市政府一直迫于压力做出有利于教徒而不利于世俗生活的让步，如在安息日时关闭教徒聚居的社区

和主要街道，不允许社会车辆通行。此外，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宗教区域已经不能满足居住要

求，因此教徒开始在其他小区寻找居住地，然后以人口优势蚕食一个又一个原本世俗人士居住的区域。

这些宗教化的表现，引起了世俗人士甚至一些信教但非正统派教徒人士的不满，很多人为了更宽松的、

多元化的居住环境和教育环境而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世俗者一般都不反对犹太教，但希望能与正统

派教徒从生活上分开，互不干扰。3 类似的困扰在以色列的世俗之都特拉维夫也有。特拉维夫北部的拉

马特阿维夫（Ramat Aviv）一直是世俗社区，但极端正统派的哈巴德（Chabad）教派开办的幼儿园进驻

之后，不仅带来了大批非本社区的教徒孩子，而且在周末很多教徒来这里过安息日。社区居民常常在

周末开车时遇到在马路上大摇大摆行走的教徒 4，而青年人和儿童也经常收到教徒颁发的宣传单和小纪念

品，这让世俗的父母们很担心孩子们会受到吸引和蛊惑。

仅是生活上的不便，还不会引起世俗者这么大的反抗，宗教化带来的社会倒退以及极端化和缺乏

宽容更让人忧虑。2012 年女教授汉娜·马阿焰（Channa Maayan）因对犹太人常见遗传性疾病的研究有

杰出贡献而获得以色列卫生部奖。去参加颁奖典礼时，因为卫生部长是犹太正统派教徒，她特意穿得

比较传统，没想到在颁奖礼上她不仅被要求必须与自己的丈夫分开就座，甚至因为身为女性而无法上

台领奖，只能让一名男同事代领。难以想象类似事件居然发生在政府部门的颁奖礼上！类似事件层出

不穷，仅以 2012 年 1 月的某一周为例就发生了以下相关事件 ：“妇女健康和犹太律法”大会主办方禁

止妇女上讲台演讲，导致 8 个讲演被取消 ；正统派男性教徒向一名 8 岁的小女孩吐口水，因为她的着

装不够保守 ；以色列空军的首席拉比辞职，因为军方拒绝接受正统派士兵在观看女兵文艺表演时退场 ；

耶路撒冷警察司令的照片被电脑合成希特勒的样子，因为他允许车上可以男女混座的公交线路经过正

统派教徒居住区⋯⋯。5 而与此同时，跟宗教有关的暴力愈演愈烈 ：耶路撒冷一名70岁的正统派女教徒，

因为经常召集一些信教和不信教的妇女到自己家聚会，而被扣上“传福音的嫌疑”，被蒙面但穿正统派

教徒服装的年轻人闯入家中群殴至重伤。6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社会震动，网上评论多把矛头对准宗教

对极端行为的煽动。 以色列Ynet 报做的关于宗教教育现状的调查，只有 25% 的世俗者认可以色列的

宗教教育宣扬宽容，37% 则认为宗教教育根本没有宣传宽容。而同样对这个问题，93% 的正统派教徒

和 54% 的传统者认为宗教教育宣传了宽容。7 对宗教教育成果的两极分化的态度，反映出以色列社会世

俗人士与宗教人士观念上的迥然不同。

犹太宗教势力的扩张引起很多抗议，目前在以色列，有很多人呼吁周末实现公共交通 8 ；呼吁政府

1  以色列《国土报》2012 年 1 月 27 日，“宗教倾向加强”，http://www.haaretz.co.il/news/education/1.1627260.

2  以色列《国土报》2012 年 2 月 29 日，“争夺耶路撒冷的斗争”，http://www.haaretz.co.il/magazine/1.1652703. 

3  同上。

4  按照犹太教，开车等活动在安息日是不合教规的。

5   《纽约时报》2012 年 1 月 15 日的报道，“以色列面临危机— 极端正统派在社会上影响大增”，http://www.nytimes.com/2012/01/15/

world/middleeast/israel-faces-crisis-over-role-of-ultra-orthodox-in-society.html?pagewanted=all. 

6  以色列《国土报》2012 年 2 月 29 日报道，http://www.haaretz.co.il/news/law/1.1652843.

7  Ynet 做的民意调查，2011 年 5 月 6 日报道，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076630,00.html. 

8  为了守犹太教规，除了海法等极个别城市，在以色列全境内周末都没有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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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人士居住区和世俗人士居住区进行划分，让世俗者和宗教徒在生活上能够各行其是，互不干

扰⋯⋯世俗者把这样明目张胆地挑战宗教教规和宗教势力扩张的行为 , 看作一种标志，标志着世俗者不

会向宗教屈服，而自由和民主应该、也必须，是以色列的基本制度。

四、执政联盟危机是世俗与宗教冲突的大爆发

2012 年 5 月危机的起因 , 是执政联盟各方对塔勒（Tal）法的态度分歧严重。塔勒法是以色列国会

在 2002 年通过的有关正统派教徒服兵役的法案。根据塔勒法，每个正统派经学院的学生在 22 岁时可

有一年的考虑期，决定自己是要继续在经学院学习 , 还是要参加工作。如果决定工作，那该学生要补服

缩短了的兵役或参加相应的社会服务，如果决定继续学习则可以推迟兵役，直到兵役适龄结束。自从

塔勒法通过，绝大多数经学院学生都选择继续学习，以此逃避兵役和工作。1977 年在以色列全国，因

为在经学院学习而推迟兵役的人数为 800 人，但在 2005 年，以塔勒法为依据避免兵役的正统派教徒达

到 4 万人。1 塔勒法实行十年以来，以色列国内反对声浪不断高涨。反对者认为，这一法令实际上免除

了正统派学生服兵役的义务以及工作的可能性，造成社会不公，并导致许多年轻人纯粹为了逃避兵役

而进入经学院学习。今年 2 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塔勒法违宪，不符合平等原则，这使得即将在 8

月份到期的塔勒法将无法在议会通过并延期。以色列执政联盟主要成员、右翼党派“以色列是我们的

家园”党致力于推动一项新法案，即要求包括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在内的所有人

都服兵役。该党主席、外交部长利伯曼表示将把法案提交议会讨论，而如果该法案无法通过，他将退

出联合政府。而执政联盟的另一重要成员沙斯党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如果“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

提出的法案在议会通过，沙斯党将退出联合政府。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但在最后关头，内塔尼亚胡与

以色列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前进党达成组阁协议。前进党 28 个国会席位的加盟，使得政府免于垮台。

危机虽然解除了，但实质的问题仍然存在。对宗教徒特权的不满，使得以色列的世俗力量，包括极端右

派和左翼政党，达成了必须修改塔勒法的一致态度。尽管各自出发点不同、所要求修改的内容也不同，

但修改势在必行。可以想见，将来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将非常激烈，犹太教徒的反抗将是空前的，因为

这涉及到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一些极端的宗教徒已经发出了人身威胁，警告那些有可能

跟政府合作修改塔勒法的拉比。宗教领袖则安抚大家，称三条红线不会被触动 ：不会有强迫兵役制 ；教

徒不会带上口罩（去社会服务）；每个想继续学习的学生都可以一直继续学习。2 果真如此的话，那塔勒

法案修改不过又是换汤不换药。而将于 2013 年举行的第 19 届国会选举也为这场斗争增添了变数，因为

按照惯例，大选后为了组阁成功，在选举中获胜的大党总会向宗教党做出一些承诺和让步。

五、结语

可以说，目前在以色列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角力的双方是世俗者和犹太宗教势力，更

准确地说是正统派犹太教势力。以色列能否在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两个国家性质间找到平衡将是关

键，否则其国内稳定以及以色列国家的世俗性、民主性和公平性都将受到挑战。

（责任编辑　黄凌瑜 ）

1  以色列《国土报》网上信息库名词解释“塔勒法”，http://www.haaretz.co.il/misc/tags/1.1630439. 

2  以色列《国土报》专题，“谁来拯救正统派教徒免于服役？”，http://www.haaretz.co.il/magazine/1.1705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