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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
女性主体性的思考
——从夏娃惹下原罪谈起

肖立青

一、前言：圣经对夏娃的定罪
《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被基督教社

会奉为经典，并且体现于西方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

面匿。两《圣经》作力经典宗教教义在传播过程中，

其叙述方式与叙述话语通过语言的渗透，成功地把

原型意象从原始经验和神话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

早已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宗教意义而成为经典的典

籍史料文学，并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产

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传统定位

通过一些典故和神话般的表述，贯穿整个《旧约》，以

及《新约》保罗书信部分，深刻地反映了父权世界中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圣经文化对女人的基本

看法定型于《圣经·创世记》中关于夏娃的故事里。

首先，上帝所造的第一人类是男人亚当，负责世间万

物的管理事务。在《旧约·刨世纪》第二章里，神说：

“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于是，夏娃成为上帝为了排解亚当的孤单、协助男人

的管理工作而造的第二人类。人类的第一个女人是

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因此，她不仅是为男人丽造

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其次，夏娃因好奇而心存

贪欲，经受不住撒量的诱惑，偷吃了禁果，成为上帝

的背叛者，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

不仅是人类堕落的根源，而且，因为夏娃向上帝招供

蛇的引诱罪行，蛇被上帝严惩丽终身爬行，蛇为此痛

恨女人，把其狠毒阴险本性带给了女人，使女人身上

也具有阴险狠毒性。“这也是后来人们常认为女人

是祸水，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原因”；再者，夏娃作为人

类原器的始诱者，必定受上帝安排的处罚和救赎，自

此女人的命运就是要世世代代承受生育之苦，绝对

服从男人的管制，安分守己，事事谦卑，不断忏悔，在

上帝的关照下因生儿育女得到敏赎与重生。

二、被书写的女性：圣经

文本中以夏娃为参照的

两极女性形象

从圣经文化对女性的基本观念来看，女性虽然

与男性同为人类，其价值与地位却与男性存在着显

而易见的差异。男性自始至终作为世界的管理者，

主导一切事物，而女性处于辅助男性的地位，甚至是

男性的对立面。从贯穿整个《I目约》，以及《新约》保

罗书信部分中所描述女性的形象来看，总体上呈现

角色极端化与单一刻板化的倾向，而且，女人也是危

险的，她们脆弱、容易上当，又反过来引诱男人也跟

着吃亏。其中的女性如果不是圣女，就是淫妇，因堕

落、因贪欲而惹下祸害，破坏男性创造的世界。

在这种男性主导或女性从属的性别差异的叙述

中，女性主义读者读出了圣经对性别建构的权力关

系，揪出了这个差异的始作俑者——维护男性利益

的写作思想和传播言语。有关论者认为“在人类社

会与文化的演进中，女性从属的普遍性是一个存

在的事实，它不仅存在于社会与经济安排的任一类

型中，而且渗透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此种文化

的性别差异的特性在希伯来圣经所叙述的古代以色

列文化中，亦被生动地呈现。”《圣经》产生于以男

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由男性和庇护男性的思维写

成，是从男性角度和男权思想出发的。反映在文本

中，在万能的男性上帝的安排下，女性在圣经故事中

顺理成章地处于受贬抑、被言说的地位。并且，通过

圣经的道德说教，传统的性别观念经历了长期男性

中心话语的不断反复和充实得以强化，渐渐沉淀予

社会文化的意识深处，已成为由文化与社会传统所

建构与没定的思维定势。这里举上面提到的典型形

象来讨论。

圣经里对女性的观念着墨较明显、表述较明确

的女性群体基本符合女性主义批判家肖沃尔特所揭

露那样，女性角色在男性作者的笔下构成了两个极

端：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知、无私的“天使”，要

么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蛮横的“恶魔”。而由于

《圣经》开篇中对女人的界定，就给圣经文本中的女

性角色的塑造堙下了伏笔。因夏娃引诱甄当丽牵连

男性一同获器，于是红颜祸水的帽子从此戴在了女

人头上。有论者梳理《旧约》中的120位女性形象后

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圣经文本男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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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她们被构造成“恶魔”、“淫妇”(如大利拉)，

和“天使”、“贤妇”(Jtn路得)。从对这两种女性形象

的立体扫描和文化透视中，“可窥见男性作者对女

性所抱有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正浓缩了《旧约》父

权制社会中男性所特有的女性观。”

大利拉(Delilah)在圣经中被塑造成一个不道德、

受贪欲诱惑丽利用自己的妖媚诡计多端地陷害坚强

男性的女性典型。《士师记》中说，当时她与参孙生

活在一起。参孙肩负抗争菲利士人的压迫、保卫和

拯救本族人的重任，因力大无比、所向无敌地屡屡击

败敌人，年纪轻轻就获得士师的职位。菲利士人出

大价钱收买大利拉，让她施计诱骗参孙说出超人力

量和致命弱点的秘密。丽另一方面，参孙把上帝所

赐予力量的秘密归为己有。肆意利用它戏弄想知道

的大利拉，于是，大利拉受获利和求知的双重欲望驱

使，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试探这个身边的男人，并作

多种参孙自己提议的试验寻找他的弱点。最后，参

孙坚持不下这场漫长的较量，终于道出了秘密：如果

他的头发被剃光了，他就会失去神力，变成一个与酱

通人一样软弱的人。就这样，大利拉得以与菲利士

人合谋。趁参孙熟睡时剃光他的头发，并且将他活

捉。

其实，大利拉这个人物的身世在圣经中并没有

明确交代，而其她的名字对她的道德却有明晰的暗

示，“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日渐衰落’或‘虚弱”。此

叙事策略说明泼角色代表妨碍男性事业的某一群体

形象。这个悲剧故事表明圣经对女人的印象承袭了

夏娃受撒旦的诱惑而牵连亚当的传统，从而顺理成

章地在传教中告诫男性，请他们不要轻易相信紧密

的关系，“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

参孙的名字Samson以“小太阳”为词根，因此是太阳

或者阳性的隐喻。参孙本人被剃掉头发，失去了阳

性的力量，失去了英雄本色。而大利拉类型的女人

害死英雄的事件一方丽表明了圣经把女性妖魔化的

思维定势，同时也体现其“深层意蕴足阴胜阳的相生

楣哲理”。

与大利拉相反的女性，也即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物中，路得堪称屈酋。她的故事纪录在《旧约·路得

记》中，正好排在《士师记》黑暗的描写之后。路得的

美好品格在圣经中被赞美得就像一抹美丽的阳光照

耀着人类的德行。当时以色列地区遭受饥荒，以利

米一家逃荒到摩押国。家中的兄弟俩在父亲去世后

娶当地女子为妻，大媳妇是俄珥巴，小媳妇是路得。

后来，兄弟俩都没留下孩子就早逝了，留下婆婆拿俄

米和两个儿媳。听说以色列的灾荒过去了，婆婆拿

俄米决定好要回到家乡去。婆媳三人一路上怀着悲

伤和沉重的心情，默默无语。最终由婆婆打破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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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诚地劝说两个JL媳回娘家改嫁。大儿媳俄珥巴

盘算着自己的将来，便听从了婆婆的建议。她吻别

婆婆后，拿俄米又再次劝路得回去：“看哪，你嫂子已

经回她本国和她本国所崇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

她回去吧I’’但是路得却要尽孝心，执意跟婆婆一起

回乡，并相依为命。她表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

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就在那里死，也葬

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于是，异族寡妇

路得在以色列人中倍受称赞，全城人都知道她是个

贤德的女子。最后，故事安排她得到神的恩赐，让她

与波阿斯结婚，并怀孕生子，有了后代，成为耶和华

神臣民的祖先之一。

路得的故事实际上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其

一，它训导女性对夫家的“服从和自我否定(obedjellCe

and serf—denial)”。女性要是嫁给了以色列人，最好

就一直以丈夫家及其信仰的神来顺从。若成了寡妇

还能始终一致，此品质尤为可贵。

其二，它为颂扬和发展希伯来律法中的寡妇内

嫁制渲染了一笔。寡妇内嫁是由来久远的风俗制

度，其着眼点在于父系家族的传宗接代。古希伯来

人长年受各个异种文化和武力的冲击，经历了多次

种族危机而幸存下来，保持氏族传统和存在一直是

犹太教的重要职责，从而为解决性命攸关的问题制

定寡妇内嫁制，即弟弟为早逝的兄长“传种”而娶嫂

嫂为妻乃是律法规定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和义

务。

而像路得的情况，当夫家已没有了同辈男性，就

得从与夫家最近的亲戚中寻求救赎的机会。结果，

是波阿斯娶了她。

其三，路得的故事也暗示了一个道理：只要无条

件地归顺和信赖以色列神耶和华，在现实生活中就

会有所回报。当初路得虽然与前夫结婚已取得犹太

人的国籍，但是人们还是把她看作外邦人，称呼她为

“摩押地的女子路得”。因此，她下定决心跟随婆婆、

迎合耶稣基督拯救的基本原则的事迹让人“注意到

她是怎样切断和过去的联系、怎样放弃她的家族和

国家，并真诚地热爱她丧夫又丧子的婆婆⋯⋯”【4]59

而上帝就要这样舍下一切归顺他的门徒。同样信奉

神的富人波阿斯敬重路得的品格，娶她为妻。“神赐

福给他们，神使路得怀孕，生下一子。⋯⋯他就是耶

西的父亲，大卫王的祖父。”波阿斯名字的意思是力

量，路得因自己的美德得到了拯救夫家的力量。

圣经文本为了加固把女性限制在堕落的祸根和

顺从的楷模两个极端的形象塑造，也因夏娃的好奇

所引起的背叛丽惩罚、扼杀她们的求知欲。

上帝希望人类完全皈依予他。他用智慧树及其

果实来测试和约束亚当和夏娃的忠诚，结果却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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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夏娃强烈的好奇心，带头偷吃了禁果，受到上帝的

惩罚。这个典故的根源也反映了圣经文本关于惩恶

扬善和皈依上帝的基本主题，据其描述女性受好奇

心驱使。违背上帝的意愿而被惩罚的另一个典型例

子就屉罗得之妻(Lot’s wife)与盐柱的故事。

在《旧约·创世纪》第19章中说，上帝要毁灭罪

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让天使通知义人罗得(Lot)

带全家逃命，途中不可回头。罗得的妻子走在后面，

她回头一望，立刻被变成了一根盐柱。这是继夏娃

之后又一次验证禁止在女性的心理激发并转换为诱

惑寓言。实际上。经现代科学考察，如今位于死海西

南端的所多玛山以其坚耸的峰顶而著称。那里的山

底部由盐层堆积固化而成，顶部由盐和石灰泥柱构

成，而有一座盐柱因其形状象一个女人，竟被圣经文

本传说成为天真好奇且大胆违令的罗褥之妻。从而

可以断定，即使她根本没有违禁往回看，那一根盐柱

理所当然也会伫立在@JL，因为它是由当地的地理

条件形成的。由此，盐柱的比喻是迎合圣经文本功

利性的道德敖化主题的叙述，它“被表现为违反神意

的严厉惩罚之寓言，教训人民永远遵从上帝的意志

和戒命。”而用罗得之妻为典型的反面例子，进一步

深化了自从夏娃引起人类原罪起，女性最为容易因

意志薄弱而诱发违禁事件的观点和偏见。

三、启示与主体性重建：唤醒

圣经女人潜在的主体性

以把握女性价值

从以上关于圣经女性被按照男性意识为中心来

书写和塑造的解析，以及西方人利用宗教的势力和

影响来传播圣经教义的历史传统来看，当代女权主

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认为《圣经》神话是把女

性当成“第二性”的偏见之本是有道理的。她说，夏

娃(女人)的降生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的。男人把

女人视为第二性，希望通过女人实现自我。而她作为

帮手却连好奇求知也必定会受到贬抑与处罚。因

此，在男权中心的写作策略之下，女性的话语主体性

是被遮蔽的。

有了这层理解，在当代坚持先进文化的新时代，

我们应该用更多关爱女性的角度来重读这部宝贵的

典籍，使对它的解读更好地为当下起到启示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来由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著当

代女权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为中心，对《圣经》贬

抑和迫害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单一、片面的批评和愤

慨的论坛上．也出现了许多与其不同的声音和解释。

毕竟，“《圣经》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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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广阔的解释空问。”比如，有论者学者重额解释

了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提出“男人和女人在生命的原

创意义上是平等的，后来发展的男性至上和男人对

女人的统治是人类偷食禁果、背负原罪的结果，是对

上帝原初造人初衷的背叛。”从上帝定给夏娃的角色

——helper来看，上帝造夏娃是作为亚当的帮手，其

深层含义带有帮助者、保护者、拯救者的意蕴，并且

说观女人也是参与了世间的事业，只不过她们的价

值被男权意识淡化了。

有了这种挖掘女性主体性的阅读视角，便于开

展对圣经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启发性解构，使女性

主体性得以重建。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启发和重建

思路。其一，既然女人与男人一样，被上帝造成“人”

的模样，共同面对上帝，并优于世间万物，协助对其

的统辖，那么，可以重新思考女性在其中的主体性体

现，改女性为第二性的劣势，因为实际上女性与男性

一起参与了世界的创造，组成了人、神、万物关系的

建构，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融合在一起。女性可以理

直气壮地说，“女性因素已经在上帝一切创造物的安

置中打下了烙印，因而，女性的价值位置就在其中。”

即使作为帮助者、保护者、拯救者的角色，女性也应

该大胆地在两性的比较中认识自已的优长所在，与

男性争取同样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也做世界的主人。

而女性树立与男性一样面对世界的观念无疑是对女

性潜能发挥的振奋和释放。

其二，从圣经文本编排夏娃偷吃禁果而使人类

知善恶的故事来考究，也可以从夏娃获得对上帝的

胜利的角度来解读、分析。一个胜利她挑战了上帝。

夏娃是第一个带领人类走出蒙昧混沌状态的人，她

明知上帝的戒律，被告知若是吃了禁果就必死无疑，

但是当她被诱惑到：吃了禁果，就会知善恶，变得和

上帝及天使那般聪明，而被禁戒吃善恶果，也就等于

被剥夺了拥有智慧的权利之时，“于是女入看见那棵

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爱的，能

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另外，罗得之妻那忍

不住的一回头，使她得以饱览上帝是如何对所谓的

罪恶下手的。可见，这时，夏娃等女人的违令不仅表

现其冒险求知的欲望与决心，而且也反映了一个有

血有肉有思想的普通人对巨大诱惑力的真实心态及

其行动反应。因此，面对圣经典故，女性完全可以重

新读解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人类智慧的盗火人，多亏

女人勇敢地挑战上帝自私的戒律，人类的眼睛才因

获取智慧之光而开始睁开。并且。智慧属于人类，并

不仅仅属于男性(in以参孙独守力量与智慧的典故

为象征)，女性要锲而不舍地继续保持追求智慧和探

索世界的恒心和毅力。夏娃的另一个胜利可以从她

因好奇多事而受母性生育之罚谈起。表面上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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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画东渐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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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油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作为一

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

一直是乐此不彼，一般都是围绕二十世纪初留学生

美术的范畴来展开，普遍认为油画是由当时的留学

生们从西方引入国门并大力倡导而成的。然而，明

清时期西画东渐对中国油画起源的影响却未能得到

足够的重视。

一、17、1 8世纪西方绘画的

传入及其影响

17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由分而合、由乱而治

的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汉、满及中西文化相互碰撞

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传播天主教的

同时，也带来了欧洲的先进科技和文化，从众多领域

油 画的滥觞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武力征服或

武力伴随下的商业殖民行为不同，和平的传教过程同

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两方科技文化信息，天文、地理、历

算、艺术等等使国人首次能比较全面地知晓西方；同

样，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长期生活，学习语言和熟悉民

俗，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思想内涵，“这些学习、研究

成果通过书信或各种报告传到欧洲，以此为依据的著

述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的源头。”尽管传播西方文化、介

绍东方文明并非那些传教±的本意，然而在事实上，

从利玛窦(Matteo P&ci，1552—1610)到郎世宁

(GiuseppeCastigilone，1688一1766)等一代代的传教士们

却成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所走的这

条文化融合之路的确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明清时期，文人画一直被看作是绘画艺术

的主流，故有“明清文人画一统天下”之说。然而，随

的受生育之苦是上帝安排的报应，但另一方面，女人

通过生儿育女的方式使人类具备自我制造的能力，

并通过世代繁衍得以永生，从此人类获得了原本单

属于上帝的两大法宝：智慧与生命。从这个角度看，

女性以其智慧从人类发展之初就起到了功不可漠的

作用，不应该再把圣经故事里的她斥责为人类被赶

出伊甸园的祸根，因为“人类被赶出伊甸园的深层含

义乃是人类对上帝的摈弃，是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和上帝逐渐退出人类历史舞台的写照。”而夏娃作为

带领者，其价值也在其中。

其三，既然女性与男性一起管理世界事务，而且

也担当拯救的使命，那么女性追求公共事业，维护世

界秩序乃是正义的选择和行动。并且，女性为弘扬公

德而发起的义举会树立她们的高尚形象。不过，路得

的故事也提醒女性，在热心发展事业的同时，不要忘

了保持自我，避免自己的真实内心和个性被盲目地淹

没，因为在尊重人性的理念下，自我与美德并不冲突，

而两者的平衡把握反而更能完善女性的主体性构建。

【基金项目：2006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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