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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0世纪以来，犹太人散居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建立犹太社团，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中世纪的西欧是

犹太人历史演变的主要场所之一。虽然受到夫权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犹太妇女没有摆脱从属

地位，但确实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她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相较于生活在其周围的基督教妇女，

这种变化更明显。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集中体现在教育和家庭婚姻中，尤其是后者，所以本文主要从这

两个方面着手，尝试分析11~13世纪西欧犹太妇女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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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0th century, Jews have been scattered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Europe, establishing Jew-
ish associations and managing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is one of the 
main places in the evolution of Jewish history. Although the Jewish women have been boxed i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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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 of “Male Superiority”, their social status has improved to some degree. Compared with 
the Christian women living around, this change seemed more obvious. Due to the fact that educa-
tional rights and marriage lif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ocial status of Jewish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11th~13th century from these two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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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0 世纪以来，中世纪西欧是犹太人历史演变的主要场所之一。他们被当作是特殊的人群，无论是

在宗教、家庭婚姻模式、从事行业还是所接受的教育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特性，尤其在周围基督教社会

的对比之下。马克思曾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来准确地衡量。”[1]占人口半数的犹太妇女无疑对整个犹太民族各

个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和当时世界上其它主要民族和地区的妇女一样，生活在父权

或夫权主导的社会中。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集中体现在教育和家庭婚姻地位中，所以本文试图从这两个

方面来探究 11~13 世纪西欧犹太妇女的社会地位。 

2. 教育地位 

历史学家弗拉维·约瑟夫斯曾说：“犹太人最大的目标，就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2]
犹太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教育的民族，而且其中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宗教思想是其教育的主旨，也贯

穿犹太教育的始终。在《圣经》时代，妇女与男子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明显的差异。在第二圣殿后期广泛

建立起来的犹太会堂中，男人、女人、成人、孩子齐聚一堂，学习犹太律法。但是随着正规学校的建立，

妇女逐渐被排除在正规的教育之外，尤其到《塔木德》时期，妇女的教育地位一落千丈。犹太女孩只能

从其母亲那里接受教育，以“口授”的方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宗教习俗规范，无法接触读书写字的训练。

这从拉比埃利泽的观点中可见一斑：“任何人教他的女儿学习《托拉》，就是教她放荡。”[2] 
《托拉》和《塔木德》是中世纪犹太民族教育的基础和依据。所以，我们可以从妇女是否有权利学

习这两本宗教经典入手来研究她们的教育地位。下面是一段孩子出生时的祝祷词。如果出生的是女孩，

通常父亲会说：“我要教育她学习缝纫、织布和行善事，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如果出生的是男孩，

他会这样说：“我要教育他学习《托拉》和行善事。”[2]很明显，当时人们对待男子和妇女学习《托拉》

的态度差异相当大，是男子的义务，是妇女的不必要。对于妇女来说，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是首要。

不得不说，这是对她们的偏见和歧视。 
尽管如此，中世纪西欧犹太社会对于妇女学习《托拉》的态度还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例如，拉希(Rashi, 

1040~1105)的女儿，她们不仅精通希伯来语，而且在父亲生病的时候，代替他写《塔木德》的评注，其

中一个女儿拉洁更是以记录她父亲口述的“问答”而著称。拉希的外孙女阿尔维纳(Alwina)、哈拿(Hannah)
和米利安(Miriam)，同样精通拉比文学。她们还在社团里给其他妇女传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2]。除了精

英家庭的女性们会接受比较先进的、高级的教育外，社会底层的妇女也渴望获得知识。据记载，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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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老妇人在遗嘱中写到：“我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让我最小的女儿学习，我知道我给你带来了很大

的负担，我甚至没钱去抚养她，更何况是学习的费用。”[3]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中世纪犹太妇

女是可以学习并且渴望学习《托拉》的，可以接受到一些正规的教育，犹太社会放松了对妇女接受教育

的限制，这是一个进步。 
除了学习《托拉》之外，读写教育也可以用来衡量犹太妇女的教育地位。一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

育是获得读写能力的渠道，同时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也是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基础。这里的读写能力指

的是希伯来语的掌握和运用。学校的所有学习都要通过希伯来语进行。格罗斯曼在他的《虔诚者与反抗

者：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妇女》中提到：“在逾越节的夜晚，因为有的妇女不能理解她们所阅读的《阿嘎

哒》的内容，许多拉比便使用当地的语言读《阿嘎哒》开始的部分。”[2]这表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妇女是

不懂希伯来语，她们的读写能力非常有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绝大多数男子掌握希伯来语的事实。当然，

这也并不说明妇女们完全不具备读写能力。《虔诚者之书》中记载：男子应该教育自己的女儿学习写字，

因为如果她们不会写字，当她们借钱给别人时，她们就不得不请男子为她们写借贷字据，这样她们将有

机会单独和这些代她们写字据的男子在一起，从而为她们提供了做错事的机会，或者即便她们没有出轨

的行为，她们也有可能有错误的想法。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首先是父母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尽到

做父亲的责任[2]。从中不难得出：首先，接受读写教育对当时的犹太妇女来说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

们不会像男子那样去正规学校接受相关的教育，而主要是由父亲承担这一任务；另外，妇女获得读写能

力不是为了像男子那样为了高深的宗教研究，而是出于商业的需要。在中世纪西欧，由于各种原因(主要

是周围基督教社会对其打压)，犹太人可从事的行业十分有限，其中借贷业是其活跃的主要行业之一，通

过放贷来收取利息。犹太妇女也广泛参与其中，这就需要具备相应的读写能力和基础的数学计算知识；

最后，这是为了减少她们和男子接触的机会，避免做错事，实质是对妇女本性的不信任甚至是充满恶意

的，这和犹太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创世说”和“原罪说”。 
尽管有种种限制和阻碍，中世纪犹太妇女的教育地位获得了改善。除了上述的商业实用原因外，还

有她们在家庭中的母育作用。首先，在犹太的核心式家庭中，犹太妇女对其子女的教育，尤其在孩子成

长的初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前，男孩一般要受到母亲的教育和影响；而对于女

孩来说，母亲的教育角色更加重要，她们所获得的几乎一切知识都来源于自己的母亲，持续到出嫁前，

并以此循环下去。此外，母育还影响着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例如在日常的饮食中，她们烹饪时必须遵

守饮食律法，掌握种种食物禁忌，以此将相关知识和自控能力传递给孩子们。《密西拿》中记载：人如

果在吃的方面控制自己，就将会在自己所有行为上自控，而自控对于一个圣洁的人非常重要[4]。家庭活

动中处处体现着犹太教的教旨和仪式，犹太妇女们必须熟知日常生活中“洁”与“不结”的规定、每个

宗教节日的来源和具体典型的规定、犹太人的基本礼仪和礼节以保证在各个场合不出差错。她们本身可

以说是《托拉》的执行者，行为影响着下一代。所以，母亲承担了子女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就加

强了其本身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提高其教育地位。 
总之，中世纪西欧犹太社会的教育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男女宗教地位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教育地位

的不平等。男子可以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学习更加高深的知识，而妇女的教育则主要来自家庭，学习

一些基础的生活相关的技能，为家庭服务。犹太社会重视男子教育，对妇女教育存在偏见。他们认为妇

女没有学习《托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希望自己变得有知识、有智慧，更有甚者害怕妇女接受教育，

认为智慧的增加可能会使妇女变得邪恶、贪婪、懒惰、放荡和嫉妒以及做出背叛丈夫的事情。女性作为

妻子和母亲去支持丈夫和孩子学习的价值远远超过自身接受教育的价值。但相比于古代社会，她们的教

育地位确实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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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婚姻地位 

艾琳·R·沃尔夫的《家庭中的犹太妇女》中曾言：“家庭是所有制度中最伟大的，而妇女是这一机

构的最高主宰者[2]。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犹太人来

说，它还具有宗教意义。妇女的地位集中体现在婚姻与家庭的关系中[5]。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时西欧犹太人所生活的社会大环境。此时的西欧进入了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在这

种背景下，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两件事情的影响尤为巨大。一是开始于 11
世纪下半叶的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二是欧洲厌女观念的加剧发展[6]。比如一段曾被多次引用的文字这样

写道：我们和所有教士的社团整体认识到女人的邪恶比世界上其它的邪恶更甚；世界上没有其它的怒火

能像女人的怒火那样熊熊燃烧；蝮蛇和龙对男人构成的伤害较女人的冒犯更容易治愈，且造成的威胁更

小。所以我们一致同意，不仅为了我们的身体和所有物，更是为了我们的灵魂，规定我们不再接收任何

修女，以免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避免她们如蛇蝎[7]。在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中，夏娃是用亚当

的肋骨造出来的，是亚当的附属品，所以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不具备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女人生来就

比男人低贱，这是上帝的旨意。正如奥古斯丁言：上帝创造夏娃的目的一是为了给亚当提供一个助手来

帮助他和陪伴他，二是为了给亚当生儿育女[8]。由此可见，妇女对于男子的从属性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在

基督教是根深蒂固的。 
另外，中世纪的“贞女观”比较流行，出现了大量的修女。这主要是源于圣保罗的观点：“当复活

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

不嫁；论到你们信上所提之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你们常像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7]。这部分解释了中世界西欧大量出现

修女和修女院额原因。这对相互矛盾的妇女观，在中世纪此强彼弱，影响着妇女的地位，包括她们在婚

姻家庭中的地位。例如，妇女没有婚姻自主权，其人格和感情不被尊重，婚后依附于丈夫，离婚不被提

倡，失节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生儿育女是婚姻的唯一目的，性是可耻的等。 
犹太人的妇女观与此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首先，与基督教妇女一样，犹太妇女也深受“男

尊女卑”思想之苦，男子是一家之主，强调妇女贞洁，奉行一夫一妻制，一般早婚(妇女一般 12 岁便可

出嫁)，家庭是她们生活的中心，生儿育女是婚姻最主要的目的，没有婚姻自主权。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对于基督教妇女来说，婚姻更是一场政治或者财富的交易，

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女孩常常刚到法定年龄就嫁给一个年迈的贵族或者富翁来追求财富和地位。婚

姻有时也是扩大家族势力和遗产继承的方式，这样就导致了大家庭的形成。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基

本没有土地财富，想要在政治上谋取权力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同时，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商业。所

有这些催生了与基督教大家庭相反的核心式小家庭-主要由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组成，而且相对而言，他

们孩子的数量也比较少，这都更有益于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具体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犹太妇女的婚姻权较有保障。犹太男女想要结为夫妻，必须要有犹太婚约，并且在婚礼上朗

读。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增加丈夫单方面与妻子离婚的难度，因为离婚后他必须支付妻子保障金，

并返还结婚时妻子带来的嫁妆；二是妇女在丧夫守寡后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障金，使其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可见，婚约可以为犹太妇女的权益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但是，它同样也对妇女做出了一定的规范，例如

要严格遵守饮食洁净法、保持自身的贞洁，否则的话，她们会丧失婚约中所规定的权利。相较于古代，

中世纪的婚约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保障金的数目提升，尤其是在 11 世纪；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保障金的

数目相同；寡妇接收保障金的方式多样化了，不再只收取现金等。犹太婚约本质上是一份保护犹太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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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法律文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妇女。另外，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拥有更自由的离婚权。婚

约和以格尔绍母法为代表的新离婚法规对丈夫随意休妻进行了限制。犹太社会是允许离婚的(相对于基督

教社会来说更为宽松)。离婚在当时正常且普遍，一些犹太人居住区的离婚率甚至比当今西方社会更甚[2]。
这主要是因为除了男子可以提出离婚外，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善，妇女也可以提出离婚并获得相应的经济

补偿。这样妇女就可以摆脱不幸福的婚姻以及对丈夫的依附，重获自由。值得一提的是，11~12 世纪出

现了一些“反抗的妻子”，她们为了让丈夫跟她们离婚，同时避免自己的经济权利受到侵犯，便拒绝和

丈夫过性生活或者拒绝做家务。这可以看作是妇女为了争取离婚权利，并从丈夫那里获得离婚文书的一

个举动。到 13 世纪，“反抗的妻子”数量急剧增加，离婚的数量也在增多，可以归结为犹太妇女经济和

家庭地位的提升。但是，这仍然没有触动传统犹太律法中男权思想以及妇女的附属依附的地位。 
第二，犹太妇女拥有较明确的财产权。首先，妇女出嫁时可以获得父亲 10%的财产作为嫁妆。婚后，

丈夫也无权自由支配，如果离婚，嫁妆必须返还给女方；另外，离婚或者丈夫先故，妻子可以获得一定

数目的保障金；其次，妇女们也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妇女做管理者和零售店老板，她们是生意人，

她们借钱、贷款、付钱、收钱。她们抵押，收保证金。”[2]这说明犹太妇女已经积极地参与到零售业和

借贷业之中，在家庭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相比较而言，拥有更多职业选择的基督教妇女在经

济领域却沉闷的多，而且成为了犹太妇女放贷的主要对象。此外，犹太妇女帮助丈夫经商，尤其是犹太

男子外出经商期间，家里的生意完全交由妻子。其结果是她们对家庭财产有了一定的占有权和支配权，

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自由，进而改善了她们的家庭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社团反对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以及

已婚妇女被允许走出家庭，外出工作。 
第三，犹太妇女拥有一定的家长权。在传统社会里，家长一般由男子担任，即使男性家长故去，家

长权也不会转移到女性手中，而是由儿子继承，或是转投到本家族的其他门户下。但是由于中世纪西欧

犹太人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使犹太妇女获得了一定的家长权。首先，中世纪西欧犹太男子大多从事

远程贸易，经常外出，并且在外时间比较长，多达数月(后来犹太社团规定，每次离家不能超过 18 个月，

这其实也是对犹太家庭和妇女的一种保护)。这期间，家里的事务和生意便转交给妻子打理，甚至委托她

们来管理财产，这样妇女就要临时行使“家长权”。此外，如前文所述，犹太社团重视男子的学习，完

成学业需要数年时间，而犹太人又有早婚的传统，所以结婚之时大都没有完成学业，这就需要妻子参与

工作，赚钱支持丈夫和儿子学习，这也是犹太社团所大力提倡的。这个给了妇女们参与家庭管理的机会。 

4. 结论 

中世纪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犹太文明，而犹太妇女是其重要承载，她们的社会

地位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教育方面，犹太社会的教育是基于宗教层面的教育，

男女宗教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了教育地位的不平等。虽然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但中世纪不再苛刻地限制妇女接受教育，妇女有一定的学习发展空间。婚姻家庭方面，她们不再处于被

动的地位，并获得一定的婚姻保障权、经济权和家长权。妇女地位的改善既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也

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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