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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内在诠释"例说 

黎新农 

从摩西以降长达一千多年的以色列民族的神学精华，都保存在以文 

字启示形式记录下来的旧约正典中。基于其对应的各个阶层的社会处 

境，旧约各类文学作品表达出它们各自的神学思想和在神学思想指导下 

的社会实践和伦理倾向。这就是新约《希伯来书》所指出的上帝“多次 

多方”的启示途径。然而，旧约文本的诠释历史，却深受教义纷争史的影 

响，这种影响甚至成为《旧约圣经》现代诠释的盲点和障碍，加之旧约背 

景的复杂性，《旧约》的诠释在华人教会中要么成为“冷门”，要么成为 

“灵意解经”者的乐园。在汲取和尊重基督教思想史上对《旧约》的传统 

解释的前提下，《旧约》应该在现代处境中再诠释，使其中的真理得到重 

新发挥和应用。本文提出《旧约》的“内在诠释”的概念，旨在对以色列 

精神发展史的内在规律作粗浅探讨，指出旧约正典本身的神学观念在旧 

约各个时代的产生和发展、演变，遵循着宗教存在决定宗教理解的规律。 

我希望对旧约神学的这种观察对今天的神学思考有助益。 

从神学诠释学角度看，旧约正典需要重新诠释的原因是，“站在历 

史的角度看，经典是那些曾经帮助建立和形成一种特定文化的文本。站 

在更为明确的诠释学立场上看，经典是那些负荷着过剩和持久的意义， 

然而却总是拒绝定论l生解释的文本。”①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史 

① [美]特雷西(D．Tmcy)，《宗教学·诠释·希望》，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第l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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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尤其是三一论和基督论争辩中对旧约文本的种种解释，并不是对旧 

约的最终解释。旧约文本需要进行现代诠释。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第一， 

通过“内在诠释”的概念认识旧约文本；第二，依据合宜的前理解诠释 

旧约；第三，将诠释的结果应用于教会的信息供应和神学思想建设。 

对旧约文本的诠释和重新诠释，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旧约文本的 

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而“要完整地去根本理解经典文本，意味着不可 

避免地要以不同于原作者和不同于先前那些读者的方式去理解他 

们”。②理解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对经典的“前理解”不同。所谓“前理 

解”，就是诠释经典文本的基本神学前设——释经者总是以一定的神学 

观点去指导他的诠释活动。 

我们要确认，独一上帝介入人类历史，以创造和救赎相统一的工作 

与爱，调整和维系着一个古今永恒不变的关系——上帝与人的关系，新 

旧约文本原初的意义，肯定是指向作为被造物的人的生存实况。这个诠 

释的前理解也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对《旧约》的神学诠释。因为古人的 

世界与现代人的世界有着相同的本质和地位，即客观实在性与被造的 

地位。所以，作为正典的《旧约》的真理，对今天教会的生存有重大指导 

意义。这种客观实在性与被造地位下的上帝与人的关系，用于描述古人 

的世界，就说明由上帝引领的历史不是由一连串的空洞符号拼凑起来 

的大杂烩组成的，而是真实的、有效的、可信的。主耶稣的历史观，是我 

们认识上帝在历史中作为的标准：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参约 

5：17)。主耶稣是以天父实在的工作来证实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是“以实 

证实”，而不是以虚证实。旧约文本所指向的，是作为上帝首选之民的以 

色列人的具体而真实的生活事件，旧约各卷反复诠释了独一上帝与人 

② [美]特雷西(D．Traey)，《宗教学·诠释·希望》，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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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世情密切交往的历史之真谛。③我们要设法进人旧约文本作者的世 

界，力图与作者一起理解文本的信息，体认上主借着事件对人的心意， 

同时领会旧约作者是怎样诠释在具体时空中的信仰的。 

不同的前理解，会导致教义史上对《旧约》不同的诠释活动。《旧 

约》在不同的诠释者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旧约》的“内 

在诠释”的概念，可以帮助诠释者认识旧约文本的独特性和其中信息的 

相对独立性，认识旧约神学的多元性，进而充分理解丁主教倡导的现代 

圣经观，帮助诠释者树立对旧约历史真实性的前理解，并有助于在现代 

的处境中对《旧约》的诠释和对旧约真理的应用。因为从神学诠释学角 

度看，神学思想建设是一种对圣经正典的再诠释活动。《旧约》的文本、 

《旧约》的传统解释、《旧约》的现代诠释三者之间存在着鸿沟，合宜的 

前理解即解释者的神学前设在其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分析旧约文本的 

内在诠释则是认识旧约神学的多元性与独特性，并获得与加强合宜的前 

理解的重要步骤之一。这也可以说是《旧约》的神学诠释的一个循环。 

一

、《旧约》的“内在诠释”的概念 

之所以提出“旧约的内在诠释”这个概念，是基于共为人知的史 

实：旧约正典的写作与编纂时间长达一千多年，所以对于成长中的以色 

列民族和他们的神学家而言，他们手中并不是从开始就有一本与我们 

现在所拥有的“旧约”一模一样的正典。他们所拥有的，一开始仅是从 

亚伯拉罕、摩西传下来的对耶和华的信仰经验。他们的神学家在历史中 

所做的，是对信仰经验的诠释与再诠释。所以，一千多年的编写历史，决 

定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信仰和经典(先是有五经，后来是前后先知书与 

圣文集，最后到主后的9O年定型)的诠释和再诠释活动。这种诠释活动 

③ [美]约翰·德雷恩(JoMDrane)著，徐一新译，《旧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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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记录，后来便成为经典。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在旧约正典中找到对 

耶和华信仰诠释和再诠释活动的痕迹。这种对耶和华信仰诠释和再诠 

释的过程，就是《旧约》的内在诠释。这是一种神学诠释，而不仅是工具 

论意义上的释经学的作为。所以，《旧约》的内在诠释最集中和直接的 

表现，就是正典的最后编订形式 (final form)对以色列信仰团契的意 

义——我们要分析旧约正典的各部分如何诠释信仰对于当时代自己民 

族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诠释自己的信仰。所以，提 

出旧约“内在诠释”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诠释以色列的神学家如何在处 

境中诠释自己民族的信仰，是对“诠释过程”的分析和诠释。当然，旧约 

正典本身并没有出现“诠释学”这样的专业术语，也就是说，旧约正典 

的神学和正典的内在诠释都是经验型的，都是基于以色列民的文化特 

性和苦难经历而进行的。旧约内在诠释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在正典的各 

类文学书卷中)，随着以色列民的穷通顺逆的历史命运一同脉动。内在 

诠释的中心，都指向诠释者当时的生活景况，所以，“内在诠释”概念的 

提出，是帮助我们分析历代以色列人如何诠释处境中的信仰的，它不同 

于通常所说的“以经解经”。 

在没有认清《旧约》的内在诠释历史的情况下，仅就现代诠释者当 

下的生活经历和信仰需要或已经有的教义出发(这种情况，在初期教会 

是为护教，但在现代教会，仍然采取这种方法，就几乎成为拿教义框架 

套《旧约》的文字游戏)，谈论寓意或字面一历史解经法谁优谁劣，是将 

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在以下的关于内在诠释的说明中我们将看到，旧约 

经文本身就有很多用“寓意”法解释信仰的例子。也就是说，诠释者必 

须先回到旧约文本本身，尊重文本的自主性的同时，才能提出诠释者的 

自主性。现代教会中的人对《旧约》的解释，应该建基于对旧约内在诠 

释的“再诠释”。 

从文学和历史及社会学的角度看，《旧约圣经》的神学是一种有神 

论的“人学”。圣经编写者以民族的生命经历为基础，形成一种广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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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宗教、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意识形态，用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总 

的原则，编纂和组织以色列民族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精神的资料，形成了 

承载上帝心意的圣经。④从文论角度看，《旧约圣经》是一部文学作品， 

所以探讨《旧约》的内在诠释时，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圣经》的文学 

诠释。从历史的角度看，《旧约圣经》是一部描写以色列心灵路程的精 

神发展史。从社会学角度看，《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以色列 

世界。这三个角度，使我们对圣经进行神学诠释的视野变成立体的丰富 

的，而不是单纯为后世的教义或教条而在旧约中寻找证据。并允许我们 

从《旧约》看《新约》，而不是我们业已习惯的从《新约》或仅从教义框 

架甚至简化了的信仰教条看《旧约》的单向进路。 

所以，每个诠释者身上，都有“因袭的重负”(鲁迅先生语)。可悲 

的是，我们却恰恰习惯于用极其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去诠释鲁迅的作 

品。这与中国人诠释自己的经典时积淀的流弊有关。 

《旧约》三大部分，即五经、先知书和圣文集，基本上按时间先后记 

录了希伯来民族一千多年的生存和挣扎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其中找到 

一 条蕴涵于旧约经文自身的对自己的民族的信仰作出诠释和再诠释的 

路径。这种诠释和再诠释，是由以色列民族自己的神学家作出的，而不 

是自19世纪才兴起的近现代旧约神学家作出的。这里将以分析《旧约圣 

经》中显明的经文之神学释义为例证，说明以色列民族的神学家诠释自 

身信仰的立足点和诠释历程。 

这个绵长的内在诠释历史，决定了旧约真理是多元的，旧约神学是 

“描述性”的，而不是“架构性”的。《旧约》的多元性和描述性(经验 

性)，决定了旧约真理的广阔、丰富、细腻和生动。这种特性，有助于现代 

④ 这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诗学与比较文学教授Meir Stembe~在其《圣经的叙事诗学》 

一 书中提出的观点。参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1O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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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就自己的处境向《旧约》寻求真理的帮助。而要想跨越古代经典和 

现代读者之间的鸿沟，就要肯定我们在前面认定的一个对旧约正典的 

“前理解”：上帝创造和眷顾的这个世界的“被造性”古今都没有改变，神 

学的诠释的框架，不是偏向永恒的上帝或短暂的人任何一方，而是落实于 

神人关系。只有这样，《旧约》才能成为一个异常丰富的神学资源宝库。 

二、《旧约》内在诠释的立足点 

《旧约》内在诠释的立足点，是以色列民族的生存处境。对此最为 

敏感和先进的，是以先知为代表的以色列社会的各个精英阶层。 

从《旧约》中较早成书的《弥迦书》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先知阶层是 

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批神学家。而先知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则开始于作为 

部落联盟的以色列民族人住迦南之初，立足未稳，争取民族独立的征战 

中。从早期的先知集团的宣讲和社会活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神人或先 

见关注的中心，是以色列当下的民族生存安危问题。而作为一个部落联 

盟，以色列这个外来者，在被迦南原著民视为洪水猛兽的同时，其自身的 

政治和宗教力量也相当松散和薄弱，甚至经济上也受制于非利士人。部 

落联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因地域不同而出现相当的差距，比如南 

方的犹大支派，相对来说生活平静，风俗较为保守。而北方的各个支派， 

则有国际通商大道贯通其间，风俗较为开化。南北方的口音也有分别。基 

于这种情况，以色列的早期先知诠释和重新诠释来自远古列祖特别是摩 

西的耶和华一神信仰。根据被掳期间的申命历史学派记载，当时的宗教 

状况相当混乱。会幕和崇拜的地点并无一个固定的中心，甚至家族因着 

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强盛都可以自己请祭司作为家族祭司。在申命派看 

来，他们是在总结以色列被掳亡国的原因，但他们留下的历史资料仍然 

给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民急需的是什么——只有依靠宗教信仰和崇拜 

地点方式的统一，才能带来军事力量的团结和强大。因此，各支派共有的 

耶和华信仰就成为先知和祭司号召人民团结抗敌和抵御外来宗教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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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比如早期的撒母耳与扫罗关于献祭的争论和先知以利亚、以利 

沙与北国的亚哈王朝的斗争。早期先知与祭司这种通过诠释自己民族信 

仰来关注现实民族命运的传统，影响了古典先知，并在以色列的神学家 

中一直流传和继承下来。即使因着被掳而催生的古典先知作品，如《以 

西结书》中出现的描绘天上异象的前启示文学体裁，其冷峻和奇幻的文 

学形式下，仍含蕴着对以色列生存景况的强烈关注。 

所以，虽然以色列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基于现实对本民族的伦理 

一 神信仰作出诠释，但有理解方式和进路的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 

了旧约神学主题的多元性。相对于旧约神学的多元性，新约神学也是多 

元的，这取决于《新约》不同书卷的作者对旧约的观点的多元性。⑤先 

知、祭司、君王、智者、诗人、以色列的史学家和启示文学作者在旧约正 

典中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例证，使得《旧约》的内在诠释变得丰富多彩。 

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释放旧约更多的信息成为可能。而 

学者们所热衷的文学评鉴、历史评鉴、形式评鉴、编修评鉴等，都是我们 

认识旧约文本的实用工具。 

三、《旧约》的内在诠释例说 

上帝子民团契的历史是上帝子民在不断变化的处境中与上帝相遇 

的历史。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正如圣诗所唱“未画开天始问基，高悬 

判世指终期”。历史的每个点，都是上帝恩典和慈爱从过去到现在的积 

淀和凝聚，表达了上主永恒的创造和救赎的心意。所以，所谓《旧约》的 

内在诠释的过程，其实是上帝不断启发以色列的神学家的过程，是神人 

互动以发展神人关系的过程。 

犹太宗教和基督宗教都是历史性的宗教，也都是“有经典”的宗 

⑤ See JamsD．G．Dunn，UnityandDiversityintheNewTestamen~London：SCM PressLtd．， 

1977，P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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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这两个伟大宗教的发展历程，就是他们对信仰和经典不断诠释的历 

程。以色列民族因而被称为“书”的民族。他们是一个善于反思他们的 

属灵历史的民族。在民族生命面临重大转折关头时，他们总是在回顾和 

反思上帝恩手对他们的带领，在复杂多变的处境中重新体验上帝的新 

恩旧爱。犹太的民族精英们，作为真正伟大的神学家，如J典和E典编纂 

者、先知、申命派史学家、智慧人、编年史家、君王、祭司、文士、启示文学 

的作者等，更是时刻查验上帝的心意，传达时代的信息，正如《新约》所 

言：“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 ”(来1： 

1)。所以，有人形象地说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倒着向前走的民族”。犹太 

民族的神学，便是一种经验的神学，虽然其中有思辨的成分，和形而上 

的推想，如智者在《箴言》第8章的“智慧颂”中，对神性智慧的高妙颂 

赞。但最终都落实于民族信仰和生命的伦理实践中，落实于对上主创造 

和救赎之恩的积极回应中。这种“以行践信”的精神，深刻影响了《新 

约》的初期教会。这种精神对今日我中土基督徒也有很好的启发。 

上文所分析的早期先知对耶和华信仰的诠释活动表明，希伯来民 

族真正的自觉，真正地体验到上主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 

司”的心意，是在士师时期的民族自卫和复兴运动中，也就是先知运动 

的早期。所以，早期先知的任务，不是去对《五经》文本做诠释，而是基 

于信仰直接对以色列人发言。而稍后的古典先知们以及被掳期间的申 

命派史学家更是对体现在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特别是西奈之约和 

大卫之约中的上主的创造和救赎之恩作了痛苦的反思，正所谓“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五经》文本的编辑，首先归功于被掳期间的以色列的 

经学家对耶和华信仰的反思。当然，兴盛于主后19世纪的《五经》底本 

学说也提醒我们，表现于《五经》中的各种口传传统相互之间在叙事、 

在对上帝的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其实就是作为部落联盟的以色列人内 

部不同的集团对耶和华信仰不同的诠释和体认。至迟到所罗门王朝时 

期，才开始出现代表不同口传传统的书面材料，到主前5—6世纪，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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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精英的祭司阶层集其大成而编成《五经》。如果能够将这种口传 

和底本学说理论扩展的话，那么，在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圣文集中，也 

会发现多种来源传统对信仰的不同诠释——这些不同的诠释与以色列 

民族以及民族当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其中，最为以 

色列民和新约基督徒看重的，是先知阶层。而先知书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是写作和编纂时间长达两、三个世纪的《以赛亚书》。 

“虽然作为宗教社会性角色的先知出现于以色列存在的早期，但到 

公元前8世纪左右，才出现了一系列预言人物，他们重新界定了以色列 

与耶和华的关系，改变了以色列的罪恶与信仰观念。”希伯来先知通常 

是从民众中分别出来，接受神的委托，其中如以利沙和阿摩司，他们警 

告国民，说他们因着长久的邪恶而受刑。并且坚决地强调神的圣洁，而 

他们批评当代的道德的情况，是尝试给国家带来正确的宗教生活方向。 

先知发言的神学基础，是肯定耶和华既是天地唯一的创造主，又是救以 

色列出埃及并与他们立约的主。 

先知的“上帝使者”的角色，成为上帝和人的现实政治宗教沟通的 

最重要手段。⑥先知所发的是时代的信息，特别是当选民遭到困难必须 

进行神学思想的更新时，他们便积极发言，如撒母耳在先知集团的帮助 

下指导以色列的团契生活。⑦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今日这个美 

好的国度强调上主是创造主的神学，也可以说是先知般的宣告，丁主教 

等中国的基督徒领袖已经做到了。这对建立教会的团契，有重要意义。 

先知诠释耶和华信仰的立足点是以色列民的灵命需要，他们对耶和华 

信仰传统的前理解是确信摩西传下来的耶和华真神的信仰，可以帮助 

以色列民悔过自新，绝处逢生。 

⑥ 罗伯特·M·塞尔兹著，《犹太人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5页。 

⑦ BernhardW．Anderson，TheHv／ngWorldD，曲eOld mm即 London：Longm~ 

Group Limited,1974．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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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旧约》中最伟大的古典先知以赛亚及其群体为例来说 

明古典先知对耶和华信仰所作的新的诠释。《以赛亚书》多以诗体(参 

BIBILIA HEBRAICA 5彤仃 写成，鲜用散文，这说明先知 

是以何等的激情发言，又具有何等的文采!依据信息的不同，本书明显 

地分作主要讲“审判”和主要讲“救恩”两大信息，人称“小圣经”。这 

两大信息的基础，就是耶和华既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以赛亚书》神 

学思想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但其中最激动人心、令人深思的是将上 

主的救赎和创造之恩集于一体，达到近乎完美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本 

书开篇即宣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 

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 

冷。”以赛亚以宏大的气魄，撼人心腑的激情，将我们带进了主前8世纪 

前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一个神恩彰显的 

年代，一个试炼人心的年代。 

乌西雅(又名亚撒利亚，王下l5章)是一位中兴之王。以后数王，每 

况愈下，至希西家前后，便有坚城尽失，耶京孤城一座的危境出现。这就 

是本书1—39章的历史“背景”，至于其“前景”，据学者推测最适合于 

被掳后期，绝望之中的以色列民。1—39章的“宣告”和预告，在带给以 

色列民谴责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信息——上主的新恩旧爱，上主的创 

造和救赎，特别是其中“新创造”的信息，更是借古喻今，给子民美好的 

盼望和巨大的鼓励。 

希西家面l临亚述的威胁，曾向亚述纳贡。同时，在埃及与亚述之间 

动摇不定(在这之前，亚述已经于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犹大的 

邻近小国也匍匐在亚述的铁蹄之下。犹大可以说是在风雨飘摇之中。耶 

京更是危城一座。 

基于这样的背景，先知以赛亚及其群体提出了一系列的劝谕。也可 

以说是对耶和华信仰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重新诠释。当然，以赛亚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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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信仰时所用的语言、文学意象和思维系统，不是现代诠释学的， 

而是借着当时的人能理解的方式重新解释以色列的民族经验与历史。 

以赛亚先知认识到那位曾经救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华，同时也是永远 

爱着以色列、永远眷顾着以色列的创造主。所以，在以赛亚的讲章中，我 

们看到他既强调西奈之约之永远有效，也强调耶和华一直在人类历史 

中行走，施行他作为创造主的主权。《以赛亚书》中无论是对以色列的 

惩罚和审判的信息，还是对以色列眷顾和拯救的信息；无论是对外邦君 

王的评断，还是对世界甚至宇宙历史进程的展望，都是以万军之耶和华 

是创造之主、历史之主作为最坚实的神学前设。以赛亚所指责的正是以 

色列特别是其君王和祭司等社会上层淡忘了上主在以色列身上的创造 

和救赎之恩，几乎丧失了“反思历史”的属灵能力，先知希望借着火一 

般的宣讲，给以色列当头棒喝：“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耶 

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 

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赛1：2)。以色列是上 

主在万般被造物中特别拣选来作万民认识耶和华之名的中保的，但现 

在却有违被造物的身份，不伏在造物主的权柄和恩爱之下，正如《以赛 

亚书》通篇都在谴责的，以色列一直没有离开拜偶像的阴魂——这是颠 

倒了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一直没有遵行历史之主所定规的社会公 

平与公义——这违背了造物主的本性。以色列就像一个孩子执意要挣 

开造物主的慈绳爱索。所以，救赎主也是创造主的神学洞见，可以帮助 

上主的子民正确认识上帝，正确认识人和上帝的关系，以鼓励他们对上 

主作出积极的回应，完成西奈之约中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在今日这个社 

会昌明、祥和向上的时代，注重圣经正典中创造的神学，和思想史中创 

造的教义，可以引发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基督宗教伦理教训，也可以教 

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已经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把自己 

在万民中的地位、在造物主前的地位看得适当，以避免单纯强调救赎的 

教义给信主之人带来的有意无意的过分的优越感以及由这种优越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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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与人群隔离的人生倾向——因为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一样，都是上 

主的创造物并一起伏在上主权柄之下，一起作“修理和看守”上主赐给 

我们的家园的管家。因为正如以赛亚先知指出的，创造意味着上主绝对 

的权柄和在历史中持续不断的眷顾、维系和爱，而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 

远古的业已完成的动作或故事，创造也意味着上主对子民不断进行雕 

凿、圣化以期完美的过程，一直到以赛亚先知所预言和主基督所应许的 

“新创造”。我们在今天教会的神学思考中，也应该具备反思历史、反思 

圣经正典中上帝话语的能力。 

最能体现以赛亚神学中上帝是创造主的思想的经文，是 《以赛亚 

书》第5章上主作为一个园主建造葡萄园的寓言：“我要为我所亲爱的 

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 

美的山冈上⋯⋯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 

野葡萄⋯ ⋯”(赛5：1—7)。《以赛亚书》第5章前半段的这个寓意故 

事，是旧约内在诠释中一个双重寓意的例子。⑧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旧 

约经文本身是以寓意的文学手段诠释耶和华信仰，我们也要将这个寓 

意故事放回到作为第一作者的以赛亚先知的历史处境中，在尊重作者 

所用文体、所用神学语言的特陛的前提下，去对经文进行神学诠释。⑨ 

耶和华造作以色列，是为了使以色列成为万民认识耶和华之名的 

桥梁和中保。尽管耶和华曾称雅各为“你这虫雅各”。但第二以赛亚书 

中的“受苦仆人”之歌表达了先知憧憬的一种“新人”，并通过这个“新 

人”的神学意象，从耶和华是历史之主的角度，对以色列的被掳以及被 

掳中的新希望进行神学解读。而先知关乎上帝的新创造和新天新地的 

预言和宣告，更是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指出了上主创造和救赎的计划。 

⑧ 参纪博逊主编，《旧约圣经注释》，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第2618-2619页。 

⑨ See Michal D．Mc Gehee，God's WordExpressedinHuman Words：The Bible'sLiterary 

Forms，Minnesota：The Liturgical Press，1991．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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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从《旧约》到《新约》，上主的爱意与救恩，一直伴随以色列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把以赛亚先知的寓意故事同《新约》主耶稣所讲的故事 

作联系和对观。 

《以赛亚书》5：1-2，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4—28，都提到了 

“生根与建造”。其中，建造的对象一个是葡萄园，一个是房屋；两个比 

喻当中都提到了建造的效果和艰苦的建造过程。在这两个关乎生根和 

建造的例子当中，可以从创造神学看到以下几点：上主的主动的爱和创 

造的主权；人的积极的回应所负的责任；人的聪明智慧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 

关于《以赛亚书》5章的比喻，有的解经家认为其中的园主当然是 

指耶和华上帝。而葡萄园则是指有着三种特权的以色列，当然这三种特 

权也是三种要求：国家的特权、宗教的特权、灵命的特权(Nation~privi— 

lege，Reli~on privilege，Spiritu~privilege)。⑩按照从整体上解释比喻 

的原则，我不太赞赏将比喻中的情节过分细化，作所谓的“灵意解经”。 

但是，传统上认为当初立好的园子就是指大卫王朝，而结出的野种则指 

的是履行不义的以色列人。这种解释是相当富有诗意的，因为它指出了 

嘴唇上亲近主，行为上没有结出好果子的以色列人的本质。 

但 《以赛亚书》5：1—7也揭示了创造和拣选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 

上主以主动的爱去建造一个葡萄园，这指出了上帝创造的主权，园主在 

这里也声明他有权建造、也有权毁弃。这就向以色列人宣明了这样一个 

道理：上主可以在以色列之外兴起他所钟爱的选民来，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警告。这也从创造神学和历史神学的角度解答了以色列民一个神学上 

的疑问，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救、拥有种种特权的子民为何遭此大难。这 

在神学思想上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新的子民——教会，是上帝的一 

⑩ See meCompanionBible,London：JohnKnoxPress，1971．p．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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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创造。创造也是创造史和救赎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也必须对 

上主的创造有积极的回应，革除一些老旧的、不合时宜的神学思想。因为 

所谓的神学思想，就是人跟上帝的相遇过程中，人怎样看待上帝的创造 

和救赎、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思想的总和。我 

们的教会是在得救的问题上有其特权和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是上帝对教 

会有更为重要的主权，对教会以外的世界也有绝对的主权。这就提醒我 

们，我们是与周围的世界一道走向天父怀中的新创造，但眼前要紧的是 

要结出好果子。在使徒保罗所说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的种种事情上学像主耶稣，学像天父上帝。因为给主耶稣作见证的是 

《圣经》，主耶稣也为这《圣经》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 

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7)。 

这就是说，人对创造的积极的回应和对造物负起责任，是上帝的创 

造和救赎得以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新约》当中耶稣所教导 

的听见天父的话就去行的人。所以慈爱的天父鉴别他儿女的标准不是 

嘴唇上说“主啊!主啊!”的人，而是心灵和行动上都靠赖天父的人；所 

以耶稣说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将房子建造在磐 

石上。所以，天父的话语是最紧要的，而实际的行动就是在磐石上建造。 

使徒有更准确的描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种默示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进行，如：一些事件、一些异象，都是为了表达上帝创造和救 

赎子民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任何的时代当中都要负起作为子民的责 

任。学向《圣经》当中上帝仆人的榜样，比如以色列民的精英阶层根据 

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他们的神学思想，引导以色列更准确的领会上主 

的心意。这就是我们今日教会的榜样。耶稣在太7：24—28所说的“聪明 

人”与古时的智慧人是一种人，他们的神学和生命的态度就是感谢着领 

受上主所赐的一切，用所有的聪明和智慧去纪念造我们的主，尽量与周 

围的人为善。这样，我们的心灵从天父所建造的园子里生根，在基督话 

语的磐石上建造。我们就会有一个对教会、对圣经的合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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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派史家”是以反思和总结历史的方法诠释耶和华信仰的，他 

们的身份是以祭司为主的。这是一个源自北国以色列，影响到南国犹 

大，并一直延续到被掳期间的传统。申命派的后继者甚或也是“五经” 

中前四经的编订者。申命派是通过诠释以色列民族信仰和生活的历史， 

来引导以色列民，解答被掳后那群作了阶下囚的以色列人的神学疑问。 

他们的疑问就是：那位召选以色列特别作以色列救赎主的耶和华上帝 

与这群阶下囚有什么关系?在被掳作囚徒，黯淡无光的日子，“五经”的 

编订者秉承摩西的权柄，宣言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的灵运行 

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创1：1)。这是向坐在巴比伦河边死荫 

之地的子民，重新宣告上帝的创造大能。“创造”，不仅仅是远古的业已 

完成的一个作为，而且是表明耶和华是历史之主，以色列的命运并列邦 

的命运和作为，都掌握在耶和华手中。那位令以色列曾经热烈欢呼的救 

他们出埃及的主，同时也是他们的创造主；那位与大卫家立约，通过大 

卫之约彰显上主对宇宙进行统治的耶和华，现在仍然关怀和眷顾被掳 

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上帝造的。天地之主，乃是耶和华。这种广大深 

邃的时空观和创造观，对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以色列的救恩史”提 

供了新的视角。原来，救赎和创造一直是集于一体的。这种对信仰的诠 

释就能令被掳之民绝处逢生。这种表明上主之主权和恩爱的创造神学， 

丰富和扩大了表现在《诗篇》中的“王室诗篇”的创造论。因为在那里， 

神学家的目光大都聚焦于大卫家族一脉与耶和华的关系。 

《约拿书》和《路得记》可以说是《旧约》中极力诠释上主普世之 

爱的两卷书。它们编订成功于以色列民回归时期。其中《约拿书》更是 

从创造神学角度阐发上帝对外邦人的护佑和对生命的主权与眷顾。这 

是对“立约之民”之历史和身份的一种反思：耶和华既眷顾圣民，也将 

悲悯之心倾注在尼尼微城中那一大批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身上。这 

种宏大的胸怀，正是以创造论为其神学和历史观的根基。这对今日的中 

国基督徒有很大的启发——从绝对的人口比例讲，基督宗教的信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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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只能占很少的百分比。我们的弟兄们大都不是“新约蒙恩”、 

“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上主如何看待他们?从创造 

神学视野，我们似乎可以寻得一些答案。创造人的主，一定愿意拯救人。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神学，对中华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进行解读，上主未必不在龙的传人的历史中行走，施行他创造和眷顾的 

圣工。所以，作为上主“新的子民”的基督宗教信徒，应该是一群胸怀宇 

宙的人。我也常愿与同学者“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凡事都可以用 

神学眼光去解读，此正所谓“神学人”(theologian)。所以，从《旧约》可 

以看到更为清晰、生动、丰富的创造论，以及由此生发的政治观、历史 

观。因为旧约的神学家所处理和面对的，是与子民团契利害相关的长达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中充满了造物主和人类之间美好的故事。 

你看，创造主与被造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的对话和故事是多么的动 

人(fi：~Jl8：19以下)。造物主曾称亚伯拉罕为朋友，与撒拉之间也有近似 

老朋友之间的对谈。上帝对撒拉说“你确实笑了”，撒拉赶紧否认说： 

“我没有笑”。耶典的编纂者借着如此生动的叙述，表达了很重要的叙 

事神学主题：造物主与被造物是非常亲近的! 

“编年史家”是回归时期的另一班神学家。他们对耶和华与以色列 

关系的重新诠释，帮助回归后既无君王又无独立国家的以色列重新界 

定了他们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身份。藉着对文士以斯拉与回归之民重 

订律法的故事的肯定，“编年史家”重新诠释了以色列民一千多年的跌 

宕起伏的历史，来确认耶和华信仰对新一代以色列民的意义。因此，《旧 

约》中就有了两部以色列的正史，即申命派的“前先知书”和编年史家 

的《历代志上下》与《以斯拉和尼希米记》。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土，满怀 

热情回归的以色列人大失所望。大卫之约还有效吗?祖先的上帝与现在 

的他们有什么关系?编年史家在《历代志上》l章到l0章那长长的人名 

谱系中，将回归之人的先祖一直追溯到亚当，而亚当则是上主创造和关 

怀的杰作。这就从神学层面回答了以色列民的疑问——他们仍然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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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子民，他们必须成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团契，而不应留恋建立地上 

的政治的王国。这种神学为保全和传承以色列卓越的耶和华信仰作出 

极大贡献，《新约》和两千年教会继承和发挥了独一真神信仰。可惜，直 

到新约时代，主的门徒中仍然有人想推举耶稣为政治上的君王，他们好 

做左右将相。 

《圣经》中最令人另眼相看的上帝的一群仆人，就是智者阶层。因 

为他们不是从出埃及的经验来诠释耶和华信仰，而是从个体人格的一 

般经验来说明个人与耶和华的关系，举“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 

其最高的神学主题。旧约研究之大家~11Gerhard yon Rad，Crenshaw， 

Whybray，Leo Perdue等均认为，智者的神学是带有强烈实用伦理色彩的 

创造神学。智者把耶和华信仰的诠释，应用于平凡的个人生活，被称为 

“有神的人本主义”，是用人在耶和华面光之下的生活经验诠释信仰， 

诠释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大陆的神学研究人员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这 

一 点。⑩智者将人类一般经验范畴的“智慧”置诸“敬畏耶和华是智慧 

的开端”这一主题下，就能够将人对上帝创造和设立的自然及人类社会 

规律的经验式观察和思考，归纳进耶和华的对被造物的主权之下。而耶 

和华这一名号，也正是在西奈山与以色列立约的上帝的名号。如此的神 

学思考，既肯定了人的积极的伦理追求和生活的意义，又不失以色列立 

约之民的身份，可谓曲径通幽，别树一帜。因为智者的神学和训诫，宣言 

的标准，不是以某个历史事件，如出埃及为起点；也不是以某个历史人 

物，如亚伯拉罕为高标，而是以上帝自己和他的神性智慧的创造圣工为 

归依。这种创造神学，为子民睁开眼睛看世界打开了一扇智慧的窗户， 

可以使子民得心应手地生活于万民中间，即使失去了民族赖以生存的 

故土、政治制度甚至是圣殿崇拜，仍然能够保守子民的身份以及与耶和 

⑩ 如拙文“《箴言》及其创造神学”、“浅谈创造神学”，金陵2004届研究生学位论文 

中一篇即题为“从《箴言》的创造神学看其智慧伦理”，另见《金陵神学志~,2004年第2期 

“《箴言>的神性智慧及其创造秩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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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关系。讲述被掳期间的民族英雄但以理的故事的《但以理书》，尤 

其是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高举作为创造主的耶和华的智慧，认定耶和 

华对万邦和世界历史的管理与引导之主权，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的 

巴比伦王，也必降服在创造主的威权之下；而那位擅自使用掳掠来的圣 

殿中器具在偶像前饮酒狂欢的“伯沙撒王”，因为这种行为僭越了耶和 

华的威权与荣耀，耶和华就在当夜使他国破身亡。所以，《但以理书》虽 

然属于正典启示文学，但却塑造了一个敬畏上主的智慧人的形象。上主 

的创造之权和对以色列的救赎之恩合理而自然地施展于那个风云诡秘 

的时代。在此，律法、智慧、先知的优秀内涵均合流于一位英雄身上，体 

现了子民的神学在两约之间长足的发展。所以，要理解所谓 “救赎神 

学”或“救恩史”，就必须理解和尊崇上帝的创造之主权、创造之恩典、 

创造之眷顾、创造之维系和对人类创造、抚育、圣化的悠长的过程，否则 

就是自私的宗教和神学，乃至走向异端，就像初期教会的马吉安之流， 

为了强调“新约之救恩”和“得救之新人”的身份，而否定《旧约》和旧 

约中作为创造主的上帝，架空《旧约》并阉割了《新约》，是不折不扣的 

异端。其中有一点就是割裂了创造和救赎在历史中的辨证统一。救主当 

然是基督徒“个人的救主”，但也是天地和整个人类的创造主。主的心 

意，是最终使被造的世界走向和谐、美善，正如当初的原创世界一样。这 

个信息，先知以赛亚和使徒约翰在关于“新天新地”的宣言中达到惊人 

的一致。这也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全新的新旧约关系，全新的创 

造和救赎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失败和罪给世界带来多大的损 

伤，基督耶稣的拯救之恩成全了整个被造的世界。所以，在今天对旧约 

进行神学诠释时，仍要警惕马吉安和诺斯底主义的幽灵。 

所以，救赎和创造是《圣经》中同等重要的主题，甚至创造是更为 

重要的主题。 

四、结语：旧约的诠释应当为讲台供应和信仰团契服务 

主耶稣和新约作者对《旧约》丰富多彩的诠释，给教会留下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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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证。《新约》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旧约》的真理和精髓进行的神学 

诠释上；在这个意义上，“新约神学”就是一种“旧约神学”。“早期基督 

徒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宗教的信徒。相反，他们是为那些在约旦河畔道 

出而后又为复活所确证的活生生的话语作证。”@他们对《圣经》(《旧 

约》)的理解，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新的团契的生活方式。《新约》 

对《旧约》的诠释，留给我们的精神是，诠释旧约首先是为信仰团契服 

务而不是为创制教义服务。认识和诠释旧约文本，不一定要通过 《新 

约》和教义教条的桥，“尽管基督徒所谓‘没有后续的新约，旧约就不完 

整’，但仅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观察旧约则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它”。@基于 

一 个合适的前理解，旧约的诠释结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基督徒个人生命 

和教会的生存景况中。因为古今的人性并没有改变。在中国教会，旧约 

诠释的立足点是为神学思想建设服务。 

旧约的诠释问题，首先是旧约圣经观的问题。神学各科的基础，都 

归结于对圣经正典的神学诠释。对《旧约圣经》中上帝的行动有合宜的 

认识，是我们在现代化社会中体察上帝旨意的基础。以色列这个信仰团 

契在一千多年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不应该成为历史的陈迹，或者仅仅 

为系统神学和教义架构提供经文根据，而是要让新旧约整全的真理向 

今日的教会说话。《旧约》的世界是多元和丰富的；《旧约》的真理，是 

独特的，对以色列人和教会有它特殊的教导功能，也能直接为现今的神 

学思想建设提供有力的指引和帮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仅仅以简化了 

的信仰教条去对《旧约》进行文字游戏般解释的窠臼，离开小学，进入 

上帝真理海洋的深处，并学像主耶稣，在这个时代见证《旧约》的真理。 

(作者系本院教师) 

⑩ [西]雷蒙·潘尼柯(RaimonPanikk~)，《智慧的居所》，王志成、思竹译，南京：江jj=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⑩ [美]约翰·德雷恩(JohnDra／le)著，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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