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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 迄今为止!*圣经(是世界

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文种最多的书籍) 这部古老

经典书籍是希伯来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它记载了古代

中东乃至南欧一带民族+社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情况

和风土人情!蕴含其中的哲学和神学观念随着基督教的

传播而广为流传) ,圣经(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

和文化习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年!美国,圣经(杂

志把,圣经(评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 年!法

国,读书(杂志推荐,圣经(为世界上最理想的藏书) 毫无

疑问!,圣经(是震撼世界+改变世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的经典著作) 要了解西方世界!首先应了解,圣经()

二"圣经神谕论

什么是,圣经(-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重要) 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圣经(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训诫. 同时

也有人认为它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作的文学作

品/"0)

"+$) 年!美国南方基督教浸礼会 给,圣经(作 了如

下定义.,圣经/是由得到神灵启示的人所撰写的+记录

上帝对人类的训诫的书籍1 它是神谕的经典0它揭示了

上帝对人类的戒律"它是基督教义的核心"它同时也是

人类行为+信念的最高标准)

这个定义就是,圣经(是神谕的产物的论断) 从1得

到神谕的作者2 到1记录上帝对人类训诫的书籍2 !整个

定义无不体现,圣经/神圣化的色彩3

’圣经/是一部基督教教义的经典!因为其信徒能从

中听到上帝的谕示) 对信徒而言!’圣经/记载的不是简

单的历史事件的罗列! 而是记录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来自于上帝的启示) 在这种层面上阅读!’圣经/情节

被看成是完美无瑕的!里面的人物全部都被神化了)

三"圣经的历史学思考

然而!随着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

对’圣经/神圣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即使在它被神圣化

以后!人们也看到了’圣经/是人类历史文化产物这一特

点) ’圣经/是用人类语言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书写的!这

两种语言都是人们作为交流思想+改造自然的工具) ’圣

经/是古代希伯来人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它所记录

的具体历史+地理和人物的真实性!无不体现历史传记

文学的特征)

’%%% 年!美国南方基督教浸礼会对’圣经/定义作了

修改!通过删除部分’圣经/神谕的话语!来达到’圣经/

神圣化和人性化的平衡)

"+ 世纪末期!随着考古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发展!

圣经神谕的阅读方法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用历

史阐释的观点阅读圣经) ’圣经/作者+原读者群体+创作

环境+写作目的以及其它历史因素成为读者关注的中心

/’0) 当读者用历史的敏感性研读’圣经/时!不同时期的历

史沿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历史批评方法促使读者



把!圣经"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特征与当时具体的生活状

况结合起来#并关注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 同时读者根

据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理解!圣经"! 例如!福音书"中

有争议的故事可以理解成撰写故事时教堂内不同观点

的争鸣$

历史考据法从历史实据出发#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

但由于它只注重!圣经"文献资料功能而忽视其艺术特

色#不可能完整的理解!圣经"$ !圣经"中的人物故事%编

年史%描写自然%爱情和战争的诗歌%书信%劝诫%传记等

完全属于文学范畴#对于!圣经"来说#上帝是源泉#但人

类的活动始终参与其中$ 要理解!圣经"#必须把它看成

一种文学形式"#$$

四!圣经的文学批评

在本世纪初#林语堂就指出&’旧约应当成各体文学

来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史#!雅

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犹太神

话和传说$ (如同历史上其它伟大文学作品一样#!圣经"

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古代以色列人使用的该民族语

言表达思想的文学形式$

随着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兴起#把!圣经"作

为文学形式加以批评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根据美

国新批评主义的观点#对!圣经"的评论由文学批评观代

替了神学观#对其内容的关注也转向表面内容的深层次

关系的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圣经中含有许多丰富的文学成

份&作为故事的有’伊甸园(#’诺亚方舟(#’雅各和以扫(

等等)作为诗歌的有’摩西之歌(#’玛丽娅的尊主颂(等$

这些内容生动真切#激情澎湃#修辞丰富#饱含哲理#为

读者所推崇$

!圣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对欧洲文学的影

响非常深远$ 欧洲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

取材于!圣经"$ 人们所熟知的文学经典如弥尔顿的长篇

诗史!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托尔斯泰的!复活"

等都深受!圣经"的影响$

把!圣经"视为文学作品时#对其’启示性(的源头避

而不谈#暂时不考虑其’宗教经典(的特性#回避其神学

教义问题$ 对于什么是’圣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的人

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早在!圣经"被教条化的时代% 人们就注意到它的文

学性了$ 奥古斯丁反对!圣经"教条化#主张用生活化%文

学化的手段来理解它$ 在!论基督教义"一书中#奥古斯

丁引用了!雅歌"第 & 章中’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

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没有一个样子的)你的唇好

像一条朱红线**( 他认为这是用赞美女人容颜的词

句歌颂教堂$

五!圣经的女性主义批评

!圣经"和女性主义有较深的渊源$ 一方面#基督教

在意识形态领域被用作男性至上的工具#使男性至上这

一观念合法化%自然化和神圣化$ 而另一方面#!圣经"也

作为千百年来女性自我意识和自我解放的依据$ 有人认

为#!圣经"一 开始就开 宗明义#把女性打 入 另 册#一 部

!圣经"就是一部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 "&$$ 但近年

来#许多人却认为!圣经"就是一部女性的解放史"’$$ 美国

学者 ()*+, -./ 指出#原创!圣经"本身没有性别歧视#只

不过女性的经历和成就后来被教堂从读经目录中删除

了而已$ 笔者从!圣经"中大量的事实#证实了它所蕴含

的男女平等观念$

在!圣经"的第一个故事中"0$创 世 纪 1234& % 上帝根据自己

的形象创造了人$ 第二个故事"0$创 世 纪 &5643& 里#上帝创造了

亚当后#创造了动物#最后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作为

他的帮手7+89:8;<$ 根据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男女

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根据自己形象同步创造出

来的$ 然而在第二个故事中#由于夏娃源自亚当#且上帝

最后创造她#这是否就是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依据+ 美国

圣经学者 =>.?@99 认为#把创造女性放在上帝的最后工作

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也不能说明女性在社

会中的从属地位$ 事实上#这样的安排恰恰体现了男女

平等$ 因为希伯来诗歌结构的特点是把两个相同或平等

的事物分别放在开头和结尾处$ 这种叙事结构把创造动

物安排在创造男人之后# 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

系)把创造女性安排在最后#表明了男女关系的对等$

同样#女性来源于男性的肋骨并不能证明女性就是

男性的附属物$ ’女人的骨是我的骨# 女人的肉是我的

肉("0$创 世纪 3436 表明他们是由同一物质创造出来的所以说#

!圣经" 中女性来自于男性肋骨的记载正说明了他们都

是平等的人类$

!圣经" 中的训诫也显示出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

地位$!圣经"强调#’不可苦待寡妇("0$ 出 埃及记 33413 #’要照顾

困苦的寡妇("0$使 徒 行 传#’要特别恩待寡妇("0$诗 篇)在!十诫"

中#强调’子女对母亲要像对父亲一样孝顺和尊重’"0 $出 埃

及 记 3A413 )耶和华晓喻摩西#’父亲无子#女儿可继承产业(
"0$民数记,3B 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当时全球各地对女性普遍

贬抑之际#!圣经"却显示出对女性的尊重$

在!圣经"中#女性常常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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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记载中! 每当面临重大的政治或军事灾难

是!往往把责任推向处于弱势境地"无辜的女性!认为她

们是一切灾难之源# 而在$圣经%中!每当紧急关头!女性

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出埃及记%中!首先有两个接

生婆史斐辣和普亚!不听埃及王的命令!却敬畏天主!保

护希伯来人的男婴摩西!"#出埃 及记 $%$&# 然后有法老的女儿从

河中救起摩西!"#出对 埃及记 ’%&# 在有意无意的操纵下!这些女

性完成了救恩史的第一部#

女先知米利暗是众女性的领袖! 且当时与摩西&亚

伦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 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她领导众人跳舞唱歌!’你们应歌颂上主!因

为他获得全胜!将马和骑士投入海中(!"#出 埃及记 $&%($#女先知

底波拉!当时是以色列的士师)相当于国王*# 在她的领导

下!以色列人打败了迦南将军西西拉!"#土师记 &%+(# 在底波拉

的歌中!她唱道!’以色列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

起!等我兴起作以色列的母( !"#土 师 记 &%"# 那时众民欢呼!

’底波拉啊!兴起) 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 !"# 土师 记

&%+(

在新约时代!女性的地位更加突出!耶稣的母亲马

丽娅远比其父约瑟夫重要# 同样!基督耶稣的形象也是

一个女性的关怀者!且这种关怀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

的# 耶稣曾给许多妇女医治过病!在雅各和井边打水的

妇人谈经论道!"#路 加 福 音 ,*-.+ 抹大拉和马丽娅是耶稣时代最

杰出的女性代表+ 抹大拉在$圣经%中最先是以妓女形象

出现的!而耶稣赦免了她!最后成为耶稣最忠实的信徒+

在耶稣受难时!她勇敢地面对危难!最晚离开十字架!却

最早来到主的坟前+ 所以!耶稣复活时!最先向她及其他

几位女性显现+

然而!$圣经%中的男女平等观念也受到了后来男权

社会中释经人的影响+ 世俗力量和教会势力抹杀了$圣

经%中男女平等的原则!使许多女性成为世俗与宗教权

势联合压迫下的牺牲品+

六!结束语

$圣经%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信

仰和行为方法影响至深+ 它与希腊神话一道成为打开了

西方精神世界的钥匙! 同时也对西方的政治" 法律"艺

术"伦理"语言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长期以

来!由于受宗教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西方社

会的读者常常把$圣经%视为神谕!阅读和赏析时中规中

举!不敢越雷池半步,作为非基督教的我国读者却往往

重视其文学功能而忽视它的其它因素!所有这一切都会

导致理解上的偏差+ 作为语言学习者和世界文化的消费

者!我们不 能因$圣经%被视 为 文 学 作 品 而 否 定 其 真 实

性!同时也不能固守它的历史真实性而否认其文学价值

和社会意义+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思维方法多

元化的世界/$圣经%的阅读方法也要朝着更加理性"更加

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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