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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主义解读《圣经》的新视角

邹广胜

内容提甏：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其获得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定位各种传统价值观念的一

个赣懿足度。女性主义我评戆一拿燕要藏就表瑗在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耋掰簿读上，势在解读孛鬟

鞭自我。对《圣经》的重新解读，是整个女性主义解放运动的燕要组成部分，同时女健主义的解读

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圣经》这个西方义化中最为经典的文本撼供了一个熊他任何批评都无法代祷

的凝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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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镦纪∞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美

的兴起，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取锝了显著的发鹱。女性

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成就表现在对传统经典

文本的重新解读，而对《圣经》的解读更是充

分展示其溉注薰传统又标薪立异、甄注重文

本又注重价值立场、既处于边缘又期望占据

中心位置的基本特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

《圣经》的重薪鳃读作为女性主义运功的一个

强有力的部分对当代西方解释学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影响，对蹿方文化中元所不在的男性

话语耧权产生了很大的洚击，使性剃的解放

与政治的解放、文化的解放、宗教的解放密切

联系在～起，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一道独特豹

风景线。女性主义攒评保持了整个艨现代思

想运动的一些慕本价值理念，如对解构的推

崇、对边缘的强调、中心的消鳃及对不确定性

的迷恋等。但作为一种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

的价德擞评模式，其内在的复杂性鸯然是不

言而喻的。性别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差异模

式，翻宗簇、除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人

类存在初始就存在对性别的思考，东西方文

化都是如此。但女性主义批评高举自己的价

篷理想，在对传统进行充分解稳与反愿鹣基

础上，揭示西方传统文化男性逻各斯中心主

义存在的基本模式及其内在运作机制，试图

对性别在薪时代的文化语境牵所具有静重要

意义提出自己的思考，确有其不可替代的

作用。

《圣经》中有蓿丰富的女性形象，如夏娃、

撒拉、夏甲、利百加、拉结、利妲、马利亚等，都

是西方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但我们仍不

得不承认，她们的知名度与溺她们一起生活

的男人如亚当、皿伯拉罕、挪驻、摩西、参孙、

扫罗、大卫甚至耶稣、彼得等相比，仍处于较

低的位麓，更不要说其他那些无论放宗教、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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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甚至文学的受度都值得令人记住的女 直接戎为教士性别身份与教阶等级制度的直

性形象了。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圣经中唯 接根源。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溅经》

一的女士师女先知底波按、大卫及耶稣的先 中的女性形象无非分成两类：一种是浩自无

祖路得、聪明貌荧的王后以斯糖、英勇救国的 瑕的天使，一种是不可拯救的恶魔。像天使

雅亿、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征服所罗门的示 一样纯洁无瑕的女性形象在《圣经》中可谓无

巴女壬、始终跟随耶鲧的抹大控的马剩亚，以 处不在，这正是《圣经》超越麓时代任俺其他

及捐出仅有的两个小钱的寡妇等等。正如女 作品的地方。我们在《路得记》这篇很容易受

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所说：“她们的身份取 人忽略的短文中就能看到，女性代表一切爱

决予各耪文本中新使用豹男人这个词。”(张 的理想形象，这耢爱超越静族、性别甚至亲

京嫒：303—04)她们的光辉被男性中心文化 情，路得也因此成为《圣经》中最令人难以忘

传统的叙事所掩盖，始终以一种陪衬、边缘的 怀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形象之一。路得作

角色越瑰。她们往往作炎爱情与权利的附着 为一个外乡入，一个受入轻蔑的寡妇，一个贫

物而存在，她们真正的价值在于跟随与忠诚。 苦之人，在西方强大的男性叙事传统中充分

所以相对于与她们共同生活的男性藤言，她 展示了女性主义批评所极力寻找的价值

们的形象、性格、身份都是模糊的。娥们的身 理想。

份就是男人的妻子，她们的品德就是美丽、忠 《路得记》讲述一个名叫以利米勒的伯利

贞与献身。伍尔夫说：“在大人物的传记中， 恒人，嗽于饥荒带着妻子拿俄米和秀个』L子

我们常常看到她们一眼，可是又轻捷地躲到 到摩押去寄居。两个儿子娶了异族摩押女子

暗中去了。”(伍尔夫：55)当然，耶稣曾给男性 为妻，其中一名叫路得。后来，以利米勒和两

与女性同样的关注与爱护，蠢臻稣静豳生、死 个j毛子都死了，哭剩下拿俄米纛藤个儿媳。

亡、复活、整个的传道过程都伴随着女性的见 当拿俄米要重回犹大地时，路得为了照顾拿

证。尽管《圣经》中说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 俄米，不顾婆婆的劝阻，毅然跟随她回到伯利

不言，像在圣徒麴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 恒。拿饿米始终把异族的夕L媳当作自己的女

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 儿，而路得也把自融的婆婆当成生身父母来

若要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蝗 侍奉，经常在麦地捡拾遗落的麦穗来维持二

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哥多林前书》 入的生计。她的身影我们可以在法国大燕家

14：34—35)但耶稣仍然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 米勒的油画作品《拾穗者》中看到。路得的善

女性，甚至经常以一个尊熏并镳爱女性酶仁 行感动了同族熬大财主波阿藏，在拿俄米的

者出现。他倾昕她们的谈话，替她们治病，和 撮合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尽管《申命

她们一起出生入死。他的母亲圣母马利亚与 记》讲到了犹太人对摩押人的排斥：“摩押人

抹大拉懿马铡滋劂成力德终生最忠实懿朋友 不可入郓帮华蘸会；他们的予孙虽过十载，也

与信徒，虽然她们并没有成为他的十二门徒。 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申明记》，23：3一

但随着《圣经》的传播与解释，随着基督教的 4)，但他们的孩子就是后来以色列历史上最

世俗亿、耶稣形象的父权纯，郅鲧身旁伟大的 伟大麓君王之一——大卫的祖父，也是耶稣

女性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失在各种解 的嫡系祖先。拿俄米借着与儿媳的爱又重新

经家人必制造的遗忘中。从耶稣的十--t-]徒 获碍了蠢誊与生命，路褥也因此被众长老毖

中没有一个是女性看来，人性化了的耶稣同 为建立以色列的挝结和利皿。

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后来就 这个朴素的毫无波澜的故事并不是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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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报应：因为路得做了好事，就得到了好报；

更不是讲拿俄米在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世时

的幸福生活；而是讲她在失去最亲的三个亲

人后，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媳对她的爱与

关心，二者并因此都得到祝福。我们并不清

楚《路得记》的作者是谁，是一位女性作家抑

或是一位男性作家，尽管有很多经学家借《路

得记》第四章第18至22节关于路得是大卫

的曾祖母的经文叙述，坚持把作者解读为与

大卫有密切关系的人，如撒母耳、拿单、亚比

亚他等。至于《路得记》的含义更是因解读者

立场与视角的不同而不同。虔诚的基督徒自

然解读为信仰的力量：路得由于显出爱而成

为虔敬委身的榜样，她的行为与《路得记》的

叙述原则是符合《圣经》的理念的。《撒迦利

亚书》讲：“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

穷人。”(《撤迦利亚书》，7：8一10)《出埃及记》

讲：“不可欺压寄居的。”(《出埃及记》，23：9)

《利未记》讲：“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

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

寄居的。”(《利未记》，19：9；23：22)《申明记》

讲：“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

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明

记》，24：19)甚至按当时的律法，为了防止寡

妇在穷困中度过余生，当某人的丈夫去世时，

死者的兄弟就应当娶她为妻。如果死者没有

兄弟，与死者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应该娶她

为妻。《申明记》讲：“兄弟同居，若死了一个，

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嫁外人，她丈夫的兄

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申明记》，

25：5)

但在女性主义批评那里，这些隐含了逻

各斯中心主义的所谓无上的爱与信仰并不是

其真正关心的主题。她们关心的是路得的形

象是如何通过传统的话语模式塑造出来的，

在看似毫无破绽的完美叙事中如何隐含了一

种男权话语的中心模式与基本价值观念。当

路得怀孕生子时，夫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

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

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声

名。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

爱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

子还好。’’(《路得记》，4：13—15)当拿俄米抱

着孩子时妇人们又说：“拿俄米又得了孩子。”

路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神的虔敬上，更为

重要的是：“养老”与“生子”乃是文本中真正

隐含的主题，因此才显出“有这儿妇比有七个

儿子还好”。无论如何，路得的价值也无法超

越她的曾孙大卫，她的价值也正体现在她是

大卫的曾祖母，使“满满出去⋯‘空空回来”的

拿俄米重新“满满获得”，中介的作用乃是路

得实现其女性价值的根本途径。正如被众长

老比为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的形象融

合在雅各的伟大形象中一样，路得也因为其

后裔大卫而获得真正的历史地位。很显然，

路得如果不是大卫的曾祖母，那该如何评价

其献身的虔敬与祝福呢?而这正是女性主义

关心的真正主题：女性的价值到底如何实现，

它是如何被各种看似合理的话语权利扭曲而

改变了自身?这一切都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对

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

即对话语模式既揭示又掩盖，既彰显又遮蔽

的本质特征予以揭示。

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更多的则是《圣经》

中所叙述的负面女性形象。在这类形象中我

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夏娃这个众所周知的女性

形象。《创世纪》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

个配偶帮助他o”)o．Qao．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

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

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

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

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

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中关于人类诞生的最早记载，

·103·

万方数据



2008生 外国文学 第5期

特别是关于女人来自男人肋骨的论述，成为

《新约》、《旧约》对待性别关系的基本价值依

据，并且通过《圣经》的传播对西方文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勒

特对此评论说：

尽管我们处于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早已抛弃

了对它的字面上的信仰，但在感情上我们对

它笃信如初。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苦难、知

识、罪孽的根源的神话，直到今天还在左右着

我们的性态度，因为它是西方男权制传统最

重要的理论根源。(米勒特：79)

女性从男人肋骨中产生的观念，隐含了男性

为整体，女性为部分的意念。从部分依附于

整体，即可得出女性必然依附男性的基本价

值观念，女性自然也就成为沉默的另一半。

特别是《创世纪》关于夏娃被蛇引诱并被逐出

伊甸园的记载，更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男性

与女性之间的基本价值取向。女性的好奇、

轻信、容易被引诱而堕落的原型反复呈现在

古今中外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冲动得

到的不是眼睛的明亮，不是智慧与对善恶的

分辨，而是由欲望直接带来的罪恶与惩罚。

不是亚当的软弱，而是夏娃的软弱，直接导致

了悲剧的产生。但女性主义所反复追问的

是：为何不是男性的软弱，而是女性的软弱导

致了男性被引诱?亚当的悲剧为何不是他们

自身没有战胜女性的诱惑、没有战胜自己的

欲望，而是由于女性的劝诱而陷入悲剧的深

渊?为什么《提摩太前书》要说“不是亚当被

引诱而是女人被引诱”?女性作为弱者，作为

被创造者，为何总是背着真正的罪魁祸首的

罪名，而男性却往往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

虽然亚当的软弱、失职、违背上帝的意志同样

是人类灾难的根源，但“女人要一味地驯服，

我不许她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

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提摩太前书》2：11—12)这就是原因所在，

其内在的性别逻辑也必然如此显现。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所谓的女英

雄形象来揭示其文本塑造过程中所隐含的男

性权力话语模式。女英雄寡妇尤迪的故事就

是一个典型，她的形象往往成为画家笔下的

一个重要题材。同《士师记》中靠智慧与引诱

杀死西西拉的女英雄雅亿一样，尤迪在敌人

兵临城下、民族危亡的关头，利用自己的美

色，挺身而出，深入敌营，智取敌将之首，挽救

了以色列的灭亡。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

使命往往被叙述为男性的天然职责，然而正

是他们的无能和愚笨使一个寡妇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做出重大贡献。但尤迪的救国计策仍

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因为这还是那种从远古

就流传下来的老方法——美人计：

她脱下了丧服和孀衣，洗过澡，擦上昂贵的香

料。她梳拢自己的头发，扎上一条发带，穿上

漂亮的衣裳，这是当她丈夫玛拿西在世的时

候，每逢喜庆的日子，她才穿的衣裳。她穿上

皮凉鞋，佩戴上全副名贵的珍珠宝石；戒指与

耳环，手镯与足钏。她把自己打扮得这样漂

亮，以致使她确信，任何男人看见她都会为之

倾倒。(《圣经后典》：60)

我们阅读到这里自然为尤迪的英勇无畏

而感动，同时也为这种古今中外千古流传的

“美人计”而感到悲哀：“以色救国”和“以色误

国”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女色的巨大诱

惑力与它隐含的无限危险。无论是天使的女

性还是魔鬼的女性，都是男性话语根据自身

的价值立场塑造的合乎自身需要的文本形

象。至于圣亚里克西在结婚前夕抛弃貌美年

轻的妻子，逃到荒野去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又

或拉斐尔的圣母画像中所显示的女性所特有

的崇高、圣洁、宁静与庄严，其实质都反映了

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与恐惧。(鲍晓兰：

101)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整个《圣

经》的编撰、解释、传播、传译、接受，都是按照

父权制的不公正传统来进行的。如《罗马书》

第16章开始出现的女子菲比，在现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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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为助手与女仆，而在古代的版本中却是

一位真正的领导与指挥者。(温德尔：81—

86)

文本隐含的价值立场在很多直接的论述

中都可得到印证。《便西拉智训》里随处都可

见到这样的论述：

且莫屈尊于任何女人。且莫与处女一见钟

情，若然你得被迫作新郎。在街上走路时不

要左顾右盼，也不要徘徊在乡间的小路上。

每逢你遇上一个漂亮的女人，都要把脸扭到

别处去。有许多人曾经被女人的美貌引入了

歧途。美女能燃起情欲，好像她是一团火。

且莫与他人妻子共同就餐，也不要与她一起

喝酒。恐怕你被她的魅力所引诱，被自己的

情感所毁灭。(《圣经后典》：165)

这位伟大的智者不仅担心男性对女性的抵抗

力，更要担心女性的诱惑力，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女性“祸水”的恐惧和憎恨。然而男性为何

要受到这般威胁，难道他是为了女性的利益

和幸福吗?不，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无法控

制”，出于自己的本能，不是他无法控制女性，

而是他无法控制自己。控制与女性的交往是

控制自己欲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因为

“酒和女人往往会使聪明人做出糊涂事”。所

以当我们在《便西拉智训》中看到“毒不过蛇，

狠不过女人”、“比起妇人惹起的麻烦来，任何

别的麻烦都不值得一提”这样的话，就不会感

到很奇怪了。只有贤惠的、沉默寡言的妻子

才是男人所需要的，因为“贤惠的妻子乃是丈

夫的欢乐，她有能力使丈夫日益强壮。沉默

寡言的妻子乃是主的恩赐。这样的素养是无

法用语言来赞美的。淑静的妻子具有无限的

魅力，这是一种高贵得无法形容的品质。”总

之男人的需要是女性赖以塑造自己的根据，

只有得到男性的认可，她的价值才能得到充

分的体现。当然我们应该明确，《圣经》中的

女性形象乃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表征，而

不仅仅是《圣经》自身的特点。其对女性的矛

盾态度我们在西方其他经典文本中也可看

出，而这里才真正反映出女性主义理论所具

有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力量。

女性主义所极力批判的、在中外文学中

反复出现的关于“女性乃堕落的造物”的命

题，与针对妇女的“黑色教育学”密切联系在

一起。我们从中国的《诗经·斯干》讲述如何

培养贵男贤女的方法到今日充斥网络媒体的

各种影视广告图像，都充分说明了波伏娃的

那句名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的结

果。这不仅仅是女性的历史，更是延续至今

的现实。弗洛伊德主义对女性的偏见是众所

周知的事实，其对女性认识能力的低估、对女

性感情的偏见、对女性肉体缺陷的看法，甚至

其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理念，都表明从女性

的角度重新思考评判人类的文化历史决不是

女性主义理论家空虚无聊的自寻烦恼。(李

银河：109)所以马克思所述“根据男女关系可

以判断整个文明程度”绝不是虚言。(马克

思：72)在人类所具有的宗族、阶层及性别差

异中，性别差异是最为永久、最为复杂的根本

差异，也许它将伴随整个人类发展的始终。

因而作为弱者的女性的解放，也就成为整个

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标志。

福柯说，长期以来妇女被困在她的性别

上，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tl然医学都从各个

角度来论证女性的局限、论证女性的脆弱；她

们很容易生病，还给别人带来疾病，甚至说她

们就是别人的病。(包亚明：40)神学家阿奎

那与奥古斯丁都对女性持与此相同的态度。

(昆：111一n2)究其原因乃是强大的现实男

权力量及女性屈辱从属的地位的真实存在，

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性别差异及其等级模式在

文本中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所谓菲勒斯中心

主义随意在文本中及男权话语模式中自身运

作的结果。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波伏娃

甚至都把妇女处于弱势的原因归于身体的弱

小、女性的生理特征。(李银河：13—15)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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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所说：“权利基本上不是经济关系的维持 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家往

和再生产，而是力量关系⋯⋯权利是力量关 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理论资源与力量，

系借以展示和得到具体体现的方法。”(莫伟 认为女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

民：257)当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在展示现实 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本质的同时，也对现实的形成与塑造起到了 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反复引用了傅立叶

重要作用。各种貌似客观的叙述被一种更为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

隐蔽的、更为策略性的、更为持久的话语权力 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610一

及利益冲动所左右。对此女权主义理论家斯 727)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致路·库

格特做了精辟的论述：“概念化的语言都用某 格曼的信》中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

种差异来表达意义，性别差异是反映差异的 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主要方法，因此性别成为理解意义，理解各种 (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

复杂人际关系互动的一种方法。”(李银河： 量。”(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586)更重要的

171)性别差异成为人类理解自身文化解构的 是，他们都把对妇女的解放与整个社会文明

基本模式：如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把男人与女 的进步结合起来看待。恩格斯在《1885年7

人截然对立起来，认为男人代表心灵、理性、 月5日致盖·吉约姆一沙克的信》中详细阐

积极性、自主性、善良、崇高，女人则代表身 明了这个观点：“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

体、情感、被动性、依赖性、罪恶、优美等；意志 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

与理智对身体感情的控制与男人对女人的控 一种公共的行为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

制相对应，卢梭、叔本华、费希特、尼采、弗洛 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第四卷：672)因此，

伊德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奥古斯丁也认 女性缺乏自身的文本叙述者、无法展示自身

为：“情感是肉体，理性是灵魂，女性是肉体的 的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文本与话语权

化身，男性是灵魂的化身，男性下令，女性服 力方面，性别的叙述只是一种文化展示自身

从的家庭是正确的。”(温德尔：84)柏拉图关 本性与价值策略的特殊场所。

于德尔菲神庙女预言家迷狂状态的描述就是 因此上帝的性别问题也并不是仅仅从

这种理论的初始，我们在但丁的《神曲》中就 《圣经》文本的解读中就能够得到解决的。

能看到这种理论的具体运用，维吉尔与贝特 《圣经》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上帝的性别到

阿丽采在他的人生里程中担当的不同角色就 底是什么?是“他”还是“她”?是“He”还是

是证明。福柯指出了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 “She”?英文《圣经》中自然都是用“He”来指

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策略就是女性身体的 称上帝，从没有用“She”来指称上帝，但这并

瘾病化(hystericization of the female 不意味着上帝的性别就是男性，至少从女性

body)。“神经质的女人”与“患忧郁病的女 主义的立场来看是这样。汉语译本生造了

人”充满了文化中关于女性的描述。(谢里 “袍”来回避这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但问题仍

登：240—45)由此性别差异也成为人类展示 然存在。当然《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上

自身价值观念、价值立场、价值取向的重要场 帝的性别，《路加福音》说：“耶稣说，这世界的

所，性别差异与宗族纠葛及阶层的对立缠绕 人，有娶有嫁。惟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

在一起，使人无法单纯从性别角度来理解与 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

解释性别问题。 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

性别研究首先是文化研究，而不仅仅是 的儿子。”(《路加福音》，20：30—36)《圣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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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把上帝比喻为一位母亲，(《以赛亚书》，66：

13)，或是像一位孕妇，(《以赛亚书》，42：14)

由此一些女性主义者得出“上帝既是父亲，也

是母亲”的结论。女性主义理论家温德尔则

从《旧约全书》的解读中发现上帝更是一个母

亲的形象，瑟且攒窭发瑰上常毙扶理论上揭

示上帝的母性更为重要，也更符合女性主义

理论的根本意义。因此她坚决反对基督观中

的男饿主义话语模式，反对鄢稣“已经变成男

人”、“变成了合乎时宜的男人理念”的观点，

特别是他的十二门徒也同样是男性的观点。

这种艮有男性才熊成秀基督真正门徒、成为

道的传承者的理念，直接导致了男性才是“基

督徒生活和教会引导者的基本模式”。(温德

尔：117一18)在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男性的

上帝直接导致了男性就是上帝的逻辑秩序，

医为在现实的逻辑面前，上帝是男性与男性

就是上帝是二而一的。富于实力与君权意义

的男性上帝形象充满了各种关于男性的权利

象征：上帝是受责统治、事剃、惩罚、奖赏的国

王、法官、统帅与管家。现实的权利与话语的

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至今人们也无

法理清《圣经》中关予李枣与勇性之阕鳃睫在联

系。事实上，无论从《旧约》中女性人物的数

量还是从信仰的虔诚上来看，都无法诞明这

种理念的合理性。僵正是这释极端的舅往中

心偏见压抑了基督教从早期就具有的多元发

展的可能性。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无法证鹗

女性主义对上帝的性别的论证，也许此问题

的产生，正是由予人始终用爨已的二元论存

在方式来思考上帝及其存在方式，也许神根

本就不存在性别的问题。耶稣没有经过性的

结合就毽生，本身就是证明。也许入本质酶

局限产生了这个俗世无法圆满解决的困惑，

正如上帝的肤色与他使用的语言，也都是人

强加在上帝身上的疑惑豹豁志。妇果入总是

用自身的局限来思考上帝的永恒，用狭隘的

利益来思考无私的爱，那么最终总是无法得

到满意的答案。女性主义自身依然无法摆脱

性别的二元对立所繁来的理论困境，瑟真正

的女性解放也许正怒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

式的解构与超越。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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