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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流散」？ 
1.1「流散」(Diaspora)與「被擄」(Exile) 
1.2 「遷徙」(Migration)與「散居」(Dispersion) 
1.3 「流散」的七個條件 
1) 由家鄉(homeland)(中心)分散到兩個或以上的異鄉(hostland)(邊陲或境外) 
2) 保留對家鄉種種事情(歷史、成就、苦難等)的記憶 
3) 與異鄉主流社會的關係複雜或格格不入，自覺不能完全融入 
4) 原居地才是真正的家鄉，期望條件許可時，自己或下一代可以重回故土 
5) 與家鄉仍有聯繫，這聯繫成為他們族群性身份的重要元素，這聯繫包括重
建祖國、支持其獨立以及安全 
6) 藉承傳祖宗文化符號及信仰傳統，確立自己(作為小數族群)的社群身份 
7) 家鄉的宗教、經濟、政治及文化聯繫，很大程度反映在他們的同鄉組織上 
 
2. 第二聖殿時期(Second Temple Period, 2TP)猶太人流散的成因 
2.1 2TP 流散猶太人(Jewish Diaspora/The Diaspora)的數目 
2.2 非自願：戰爭難民、戰俘奴隸 
2.2 自願：僑民後代選擇留下、經濟因素到異地工作 
 
3. 2TP 流散猶太人的處境 
3.1「遷移」(Relocation)到「定居」(settlement) 
3.2「遷移」後的連串衝擊/危機 
3.3  2TP 流散猶太人對主流(希臘)文化的態度(Barclay) 

「教化」(Acculturation)：對希臘文化、教育、價值觀的認識程度 

「同化」(Assimilation)：異地社群生活的參與程度 

「融合」(Accommodation)：對希臘文化的使用/接納/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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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TP 流散猶太人對處境的回應 
4.1「流散」作為「困境」的傳統神學反省：因罪帶來的懲罰，向神回轉才可
復元(回歸故鄉) 
4.2「流散」不(明顯)是「困境」：2TP著作反映的幽默和重寫聖經歷史
(Gruen) 
4.3 流散者建構的身份認同 

支援種放身份的資源(社群生活、社群網絡與妥拉)與其他地方猶太社群及耶

獨特的身份標記(拒絕異教祭祀、拒絕與異族同桌、守割禮、守安息日) 
 
5. 2TP 流散的含意 
5.1 流散觀念的處理：“The Diaspora” vs diasporas vs diaspora (?) 
5.2 新約聖經：普遍新約作者(弗 2:19)、特別是雅各書(1:1)、彼得前書(1:1; 
2:11)、希伯來書(11:13) 
5.3 今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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