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探讨其编著旨趣

陈 俊 伟

内容提要
:
<创世记》是基督教正典

,

也是希伯来圣经

的第一卷
。

基督教学者解释《创世记》的书籍繁多而丰富
,

其

中不少以其为护教的工具
,

长期发展下去有将该书基督教

化的危险
。

基督教相信圣经的形成虽然含有人为因素
,

但背

后却有神力在推动
。

不论读者是否同意此说
,

从《创世记》的

文学分析来看
,

整卷书的结构显示出强烈的编辑意图乃是

不争的事实
。

这是晚近学者经由对
“

吐勒都
’‘

的研究而得到

的发现
。

从(创世记》清楚的结构
,

我们能据其编排而探究其

编辑旨趣
,

这是以前学者研究 (创世记)时所忽略的
。

也就是

说
,

《创世记》必须在摩西五经及以色列史的前提下了解
,

才

会免于断章取义
,

忽略了其作者/编者所要传达的信息
。

只

有了解了<创世记》的第一层意义
,

也就是对以色列民的意

义
,

基督徒才能正确地明白它要传达的信息
,

以及它的现代

意义
。

关键词
:吐勒都(妥拉杜 ) ;

《创世记》
; 文学结构

; 旨趣



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探讨其编著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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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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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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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rll
e tu re ; in te n tio n

引 言

《创世记》是希伯来圣经也是基督教圣经的第一卷
,

与其后的

四卷书合称为
“

五经
” ,

犹太人传统上以
“

律法
”

(To rah
, “

妥拉
”

)或
“

律法书
”

称之
。

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上认为摩西是五经的主要作

者
,

但五经经过后人不同阶段的编辑
,

而以 目前的形式出现在正

典里
,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

例如
, “

那时
,

迪南人住在那地
”

(创1 2 :

6 )
,

以及
“

那时
,

迩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
”

(创 13 : 7 )
,

都暗示

编辑时以色列百姓已经占领迎南 ;书中论到以东诸王时说
, “

以色

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
,

在以东地作王的
,

记在下面
”

(创36
: 3 1 )

,

则显示著述是在以色列有了君王之后 ; 五经中有关摩西逝世之

事
,

对摩西先知职事的评论
,

如
“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

摩西的
”

(申34 : 10 )
,

以及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 (民 12 : 3 )
,

还

有《创世记》提到的古城
“

但
”

等(14
: 14 )

,

都可以肯定是后人加上

去的
,

其中
“

但
”

这个名字是后人起的
,

原名叫
“

拉亿
”

(书19 :
47 ; 士

18 : 29 )
。

¹

G e n e s is
这个字源于七十士译本中的G e n e s e o s ,

是该书的卷名
,

用来翻译该书2 : 4与5 : 1中的相关语词
。 一

七十士译本2 : 4的英译为
“

Th is 15 th e bo o k o f the g e n e s is o f he a v e n a n d e art h ” ,

5 : l则为
“

Th is

15 the boo k o f the g e n e sis o f A d a m ” 。

因此 G e n e s is
有

“

起源
” 、 “

根

源
” 、 “

来源
” 、 “

产生
” ,

或是
“

来历
”

的意思
。

但是中文版圣经把

G e n es is
翻译为

“

创世记
” ,

带给人一种感觉
,

以为它是一卷主要论

¹ 详见笔者所著《旧约
:
神学与信息》

,

香港
:
天道

,

2仪万 ,

第印一 8 1页
。



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择讨其编著旨趣

述创造的书
。

其实由以下的文学分析可以看出
,

虽然该卷书讲到

创造
,

但天地创造并非全书的主题
,

只是序言而已
。

基督教传统上将《创世记》分为两大段
,

即
“

史前史
”

(1一 11

章)和以色列列祖的故事(12一50 章 )
。 “

史前史
”

叙述创造(1一2

章)和堕落(3一 H 章 )
,

记载从创造世界到巴别塔的事件
,

描述天

地万物
、

人类以及罪恶的起源 ; 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叙述上帝如何

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
,

给人类带来救赎的盼望
。 “

史前

史
”

叙述问题与困难
,

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叙述答案与解决的方

法
。 “

史前史
”

论到列邦列国的来源
,

列祖的故事则论到上帝选民

以色列的来源
。

以色列祖先的事迹包括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四代

人的故事
,

解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缘由
,

成为出埃及的引言及

救赎历史的开场白
。

这个分法由著名旧约学者冯拉德(vo
n Rad )

首倡
。

晚近学者发现
,

这种分法虽然能将《创世记》的内容简明扼

要地介绍给读者
,

却忽略了全书的文学结构
。

从文学分析来看
,

《创世记》的结构非常清楚
:
序言与主体

。

序言(1
: 1一2 :

3) 描绘

天地的创造
,

主体 (2
: 4一50

:
26 )则由十一个

“

这是有关⋯⋯的叙

述
”

组成
。 “

·

一的叙述
”

的希伯来原文是
“
to led ot ” ,

中文译为
“

吐

勒都
”

或
“

妥拉杜
” ,

英美学者称之为
“

吐勒都程式
”

(to led ot h

fo r m u la )
。

¹

从
“

吐勒都
”

来了解整卷书的争议主要源于第一个
“

吐勒都
” 。

有些学者认为
,

第1章的结束是第2章第4节的上半节
。

也就是说
,

“

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
”

总结了 1 : 1一2 : 3
,

而
“

在耶和华

¹ 参见肠so r ,

W illi a m San fo rd
, D a朽d 川lan Hu bb田d

,

an d F比d e ri c W illai m B u s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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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i e C

.

A lle n ,

Ja m e s l夭
.

B a tte n 6 e ld
,

Ro be r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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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 , Jo h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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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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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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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19 9 6
, Zn d e d itio n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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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辑

造天地的日子
”

则开始了另一段
。

旧约学者赖桑等
,

¹ 以及新修订

标准版英文圣经 ( NR S V )采取这个观点
,

将第一个
“

吐勒都
”

视为

总结创造的叙述
。

至于其余九个
“

吐勒都
” ,

新修订标准版英文圣

经将它们归为九段叙述的开头
,

除了第十个是
“

约瑟的故事
”

之

外
,

其余八个都是
“

⋯ ⋯的后代
” 。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
“

吐勒都
”

一字的重要性
,

并以此研

究《创世记》的文学结构与内容
。

º他们认为第1章的结束是第2章

的第3节
,

第4节开始了另外一段
,

如蔡尔兹 ( B. S
.

Chi lds )说
, “

吐勒

都
”

是下一段叙述的标题
,

而不是上一段叙述的总结语
。 »也就是

¹ 参见赖桑
:
《旧约综览》

,

马杰伟译
,

香港
:
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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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探讨其编著 旨趣

说
,

第一个
“

吐勒都
”

(2
:
4) 开始了另一个段落

,

而不是总结它之前

的那个段落
。

新国际版英文圣经 (M V )亦持此说
。

赞成以
“

吐勒都
”

作为分段单元的学者
,

大都认为主体部分分

为十段
,

而非十一段
,

亦即将第九个(36
:
l) 和第十个 (36

:
9) 有关

以扫的
“

吐勒都
”

视为一个段落
。

¹ 十一个
“

吐勒都
”

将《创世记》分

为十个段落
,

将各段落的划分清楚地标示出来
,

显示出其作者 /编

者的旨趣
,

以及整卷书的一体性和连贯性
。

这十个
“

吐勒都
”

代表

十个叙述
,

每个都由
“

这是有关于⋯⋯的记录 (或作
“

叙述
” 、 “

故

事
”

)
”

为开端
,

表明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
。

英文新国际版圣经翻译

得非常清楚
,

整卷书的每一段落都以
“

Th is 15 tha ac co “nt of.
· ·

⋯
”

作开始
。

由于中文圣经以不同字词
,

如
“

来历
” 、 “

后代
”

、
“

记略
”

等
,

来翻译此字
,

以致看不出《创世记》之工整的结构与明显的编辑意

图
。

这十个
“

有关于⋯⋯的记录
”

除了第一个以天地创造为开始

之外
,

其余都以人物开始
,

包括亚当
、

挪亚
、

挪亚的众子
、

闪
、

他拉
、

以实玛利
、

以撒
、

以扫 (两次 )
、

雅各等
。

由此可见
,

描述这些人物乃

是《创世记》作者/编者的用意所在
。

本文尝试从
“

吐勒都
”

人手
,

来

分析《创世记》的文学结构与编辑旨趣
。

内 容 分 析

一
、

序言
: 六 日创造与安息日

序言阐述一件事
,

就是上帝是天地万物的来源
。

天地万物起

源于上帝的创造
,

万有规律的运行是上帝创造的结果
。

六 日创造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组
,

处理
“

地是空虚混沌
,

渊面黑

¹ 也有人赞成从十一个
“

吐勒都
”

将整卷书分为十一段
,

如李思敬
:
要恩怨情仇

论旧约》
,

香港
:
更新

, 199 8 ,

二版
,

第65 一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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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

的问题
。

(l) 第一 日和第四 日
:

第一 日造光
,

划分白昼与黑夜 ;

第四 日造光体
,

管理白昼与黑夜
。

这两天的创造是用光解决黑暗

的问题
,

使可怕的黑暗成为可以休息的夜晚
。

(2) 第二日和第五

日 :
第二 日用弯苍(

“

天
” ,

和合本译为
“

空气
” ;参考诗19 :

l) 将诸水

分开
,

产生天空 ;第五 日造飞鸟与各样的水族
。

这两天的创造是界

定诸水
,

用生命解决深渊和大水的问题
。

(3) 第三 日和第六 日
:

第

三 日将空气以下的水聚在一起
,

产生陆地和海洋
,

使地长出各种

植物 ;第六 日使地生出各样活物
,

并且造人
。

这两天的创造是用分

开与聚集使地成形
,

不再
“

混沌
” 。

适合人居住的大地于是出现
,

并

且以
“

各从其类
”

的活物来形成秩序(
。rd e r

)
,

以解决混乱的问题
。

第第一 日日 光一划分白昼与与 第四日日 光体一管理白昼昼 解决黑暗问题题

黑黑黑夜夜夜 与黑夜夜夜

第第二日日 天一以弯苍分开开 第五 日日 飞鸟与各样水族族 解决深渊与大水水

诸诸诸水水水 一生命命 问题题

第第三日日 地和海一地生草草 第六 日日 地生各类活物
、

造造 解决空虚混沌问问

木木木蔬果果果 人人 题题

二
、

主体
:
十段

“

有关⋯⋯的叙述
”

—
故事与家谱

¹ 2 : 4一4 : 26
,

有关天地的叙述
。

主要记载亚当
、

夏娃
、

该隐
、

亚伯四个人物
。

º 5 : l一6 : 8
,

有关亚当的叙述
。

¹

» 6 : 9一9 : 29
,

有关挪亚的叙述 (洪水 )
。

¼ ro : 1一 11 : 9
,

有关闪
、

含
、

亚弗的叙述 (古代列国
,

巴别塔 )
。

¹ 艾伦罗斯指出2 : 4和5 : l结构上的相似之处
。 2 : 4说

, “

这是创造天地的吐勒

都
。

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
,

乃是这样⋯⋯
”

(Nxv : “

仆15 1: the a e e o u n t 。f
.

⋯ W he n..
.

”
,

5 : l说
, “

这是亚当后代记录下来的吐勒都 当
_

L帝造人的日子
,

是照 自己的样式造的⋯⋯
”

(Nlv : “Th i, i, the w ‘tte 。 。 e o o u n t of.
~ .

叭
e n 二 ”

)
。

参见艾伦罗斯
:
《创造与祝福

:
创世记注释与信息》

,

孙以理 ,郭秀娟合译
,

台

北
:
校园

, 2(X) l ,

第8 6一8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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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11 : 1任一26
,

有关闪的叙述
。

¾ 11 : 27 一25 : 11
,

有关他拉的叙述
。

从他拉开始
,

以亚伯拉罕

之死作结束
,

主要记载亚伯拉罕一生的事迹和上帝对他的呼召与

应许
。

¿ 25 : 12一 18
,

有关以实玛利的叙述
。

À 25 : 19一35 : 29
,

有关以撒的叙述
。

从以撒出生开始
,

至以撒

逝世结束
,

主要讲述雅各一生的事迹
。

Á 36 : 1一37 : 1
,

有关以扫的叙述
。

 37 : 2一50 : 26
,

有关雅各的叙述
。

主要记载约瑟一生的事

迹
,

以约瑟的出现开始
,

以约瑟的死结束
,

论到雅各与其子孙离开

应许之地
,

进人埃及
。

这十段叙述有一个共同特点
,

就是从原因到结果
,

从本源到

川流
,

从祖先到子孙
,

经由标题之下的叙述 ( l
、

3
、

6
、

8
、

10) 或家谱

(2
、

4
、

5
、

7
、

9 )
,

显示出一种动态的过程 (p ro g re s s/m o v e m e n t )
。

这个

动态的过程带出上帝的计划
,

并建基于创造
。

从地出亚当
,

从亚当

出亚伯拉罕及其子孙
,

进而产生家族
,

预备一个民族的形成
。

¹ 这

个动态的过程显示
,

在古代列国中
,

神拣选了闪 ;在闪的后代中
,

神拣选了他拉与其儿子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中
,

神拣选

了以撒 ;在以撒的儿子中
,

神拣选了雅各
。

因此有关这些被拣选人

物的故事占了《创世记》的最大篇幅
,

也是全书的重点
,

显示神的

拣选
。

而古代列国
、

以实玛利和以扫的被提及
,

只是为了显明神的

更普遍的拣选
,

以及 以色列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

所以对它们的论

述相当有限
。

威廉
·

范甘麦伦从对to led ot 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 “

上帝借着

tol ed ot 结构⋯⋯启示人类的合一
、

人类悖逆的本性⋯⋯从他如何

拣选挪亚与亚伯拉罕
,

来表达他对人类的信实
。

因而
,

作品材料

¹ 参见H a m ilto n , H朋d石o o k o n the 凡心“健uc h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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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谱与故事 )联结了以色列与⋯⋯(全 )人类(的)关系⋯⋯创造

故事则说明了人类如何背叛上帝
,

和上帝掌管全人类的主权 ;也

启示了以色列作为列国中的一国
,

它的史前史和以色列的正典关

注之间的联结
。 ’,

¹

宗 旨 研 究

一
、

主体的目的

1
.

述说以色列民族的起源
,

以及以色列民族的自我了解

由《创世记》的文学结构分析可以看出
,

《创世记》的重心是十

段叙述
。

这十段叙述以亚当
、

挪亚
、

亚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和约瑟为

主
,

其中又以亚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及约瑟所占的篇幅为最多
。

可

见《创世记》作者的主要旨趣是借着叙述以色列列祖的事迹
,

追溯

以色列民族的起源
,

及以色列民族和上帝之间独特的关系
。

借着

追本溯源
,

以色列形成一个拥有独特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的民

族
,

他们找到自己的身份 ( iden tit y)
,

认识到 自己是谁
,

从哪里来
,

往哪里去
,

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

《创世记》列祖

的故事乃是以色列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故事
,

《创世记》的上帝本是

所有以色列百姓的上帝
。

《创世记》也记载上帝对以色列列祖的拣选
、

呼召和应许
,

以及

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
,

成为西乃山上帝
、

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原

因
。

这是以色列民族自我了解的钥匙
,

使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与列

邦列国的不同
,

得知他们的出现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与呼召
。

因此

《创世记》恰当地成为摩西五经和整个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
,

它是

律法书的引言
,

也是救赎历史的序幕
,

成为出埃及的历史背景
。

¹ 参见威廉
·

范甘麦伦
:
《救赎进程

:
从创世到新耶路撤冷的救赎故事》

,

吴剑秋

译
,

台北
:
华神

,

199 5
,

第7 9一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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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观点来看
,

《创世记》显示上帝是创造 (1一2章 )
、

审

判 (3章)
、

拣选
、

应许和救赎的上帝(以色列列祖的故事 )
。

因着上

帝的慈爱怜悯
,

上帝介人人类历史
,

展开了一连串的救赎作为
,

开

启了人类历史的崭新一页
,

将盼望带给受到罪恶与死亡捆绑的人

类
。

2
.

上帝的拣选
、

呼召与应许
,

以及上帝百姓的回应与顺服

上帝是自我启示与自我显现的上帝
,

借着他的话与作为
,

向

百姓启示他 自己
。

以色列列祖的故事(创12 : 1一4) 显示
,

上帝是拣

选
、

呼召与赐福的上帝
。

这位全能
、

威严
、

高超的上帝借着拣选
、

呼

召
、

赐福与应许进人以色列列祖的生命里
。

亚伯拉罕以行动回应

上帝的呼召时
,

就建立起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
。

假如亚伯拉罕

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
,

就不会产生这种特殊关系
,

也就不会有立

约子民的形成
,

更不会有经由以色列民族所带来的救赎历史
。

由

此看来
,

上帝的命令和人的顺服是以呼召和回应来表达的 ; 只有

在呼召与回应中
,

上帝的旨意才能实现出来
。

上帝向亚伯拉罕多次显现
,

一再重新肯定对他的应许
,

并与

他立约(15
: 18 )

,

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
,

并且与他的

后代立约
,

以割礼为立约的凭据
,

传给后来的世代
,

使上帝与亚伯

拉罕及其后裔发生永久的关系(17 章 )
。

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以行动

回应上帝的呼召
,

就不会认识这位立约的上帝
,

也就不会体验到

上帝是引导与赐福的上帝
。

上帝不但向亚伯拉罕显现
,

也向其他

列祖显现
。

《创世记》的主旨是
“

起初
” ,

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
,

也是人认

识上帝的开始
。

上帝有计划地介人世界
,

展开了救赎历史
。

《创世

记》肯定了信仰的起点是上帝而不是人
,

上帝创造
、

上帝掌权
、

上

帝拣选
、

上帝呼召并成就一切
。

人则在自己的生命中
,

在每天的生

活里
,

经由回应上帝来体认上帝的作为
。

《创世记》中的这些人物

认识上帝都不是经由抽象的哲理思考
、

奥秘的玄想
、

高深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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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
“

三层天
”

的经历
,

而是借着顺服上帝的旨意
,

回应上帝的呼

召
,

认识了这位引导与看顾的上帝
。

二
、

序言的目的 :说明以色列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

1
.

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与掌权者
,

他能解决
“

空虚混沌
、

渊面黑

暗
”

的问题
。

过去许多有关《创世记》的争论都停留在创造的顺序
、

时间

上
,

比如说如何解释六 日创造里的
‘

旧
” ,

或是争论上帝
“

如何
”

创

造了世界
,

创造世界的顺序是否合理等
。

事实上
,

这些问题都不是

《创世记》的焦点
,

这是我们从《创世记》文学结构分析就可 以清楚

看出来的
。

最近基督教保守派学者们终于同意
, “

在过去一个半世

纪的研讨中
,

有一项令人惊异的发现
:
(《创世记》)经文本身对于

创造的程序并不太在意
。

创造的描写是要显示
:
宇宙和人类受造

的背后
,

上帝是唯一的缘由
。

⋯⋯ (而且 )《创世记》第1
、

2章的主题

不在上帝如何创造
,

而在上帝创造了万物
” 。

¹

《创世记》描述上帝是创造者
,

是宇宙万物唯一而直接的源头
。

他在万有之前已经存在
,

他不依靠万有
,

万有却因他而出现
,

他也

超越在万有之上
。

自然界与所有的天体
,

包括日月星辰在内
,

都是

被造界的一部分
,

用来照亮大地
, “

分昼夜
,

作记号
,

定节令
,

日子
,

年岁
”

(创1 : 14)
。

这些天体既不是神明
,

也没有神性
,

它们既不能控

制人
,

也不配受人朝拜 (参考申4 : 19一20 ) ;大地与海洋也是被造界

的一部分
,

不具有神性
,

更不是孕育万物的神明
。

古代近东文明常

将自然界神格化
,

导致多神崇拜产生
。

但既然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

创造的
,

就只有他配得敬拜
,

万有都应当称颂他
,

回应他
。

因此《创

世记》的编者向以色列百姓清楚地说明
,

他们不应当效法周围民族

去敬拜耶和华之外的神明
,

也不应当害怕外邦的权势
。

¹ 参见狄拉德
、

朗文
:
《21 世纪旧约导论》

,

刘良淑译
,

台北
:
校园

,

199 9 ,

第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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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说明这个世界单单属于上帝
,

为上帝所拥有
,

上帝对被

造界拥有绝对的主权与 自由
,

如《以赛亚书》的记载
: “

我是耶和

华
,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上帝
。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从 日

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
,

没有别的上帝⋯ ⋯

我造光
,

又造暗 ;我施平安
,

又降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

华
。 ”

(45
: 5一7 )

。

对于经常处在外敌压迫之下
,

面临生存危机的以

色列人而言
,

知道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切的根源
,

也是万有的

掌管者
,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

创造彰显上帝的权能
,

上帝除去了混乱
、

杂乱无章
、

荒凉
、

死

寂
、

黑暗
、

深渊
、

空虚
,

与大水的威胁
。

创造的故事显示
,

以色列民

族的信仰不是二元论(dua lis m )
。

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永远有善恶两

种势均力敌的力量彼此敌对
,

善恶之间永远维持着平衡
。

然而这

位创造万物的上帝就是以色列所经历的上帝
,

是他们的父
,

把他

们从埃及拯救出来
,

使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申32
: 6

,

现代中文

译本
,

当代圣经 ;参考出 15 : 16 )
,

并且持续不断地看顾
、

保护他们
,

使之免于外来邪恶势力的破坏
,

并使他们的民族得以延续
,

生命

得以保存
,

得享生命的美善
,

这就是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关系
。

所

以以色列人对上帝创造权能的体认不是一种哲学观或理念
,

而是

生存的基本信念
。

¹

2
.

他是万有的掌管者—
第七 日的意义

《创世记》第 1章显示
,

创造的 目的在于解决
“

空虚混沌
,

渊面

黑暗
”

的问题 ( 1 : 2)
。

创造时
,

上帝以他的灵
“

运行
”

(或作
“

扑击
” ,

参考申32 : 11) 在水面上
,

将极具破坏力的大水控制住 ; 使原本混

乱空虚
、

杂乱无章
,

且被大水淹没的黑暗世界变成适合人生活居

住又井然有序的地方
。

为了使地出现
,

上帝用
“

弯苍
”

将大水分开
,

¹ 参见蔡尔兹
:
《旧约神学

:
从基督教正典说起》

,

梁望惠译
,

台北
:
永望

,

19 99
,

第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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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水聚集在一起
,

产生海洋和陆地
,

再用生命去充满天空和海洋
。

如同《诗篇》所形容的
,

上帝管辖狂傲的海
,

平静翻腾的波浪(89
:

9; 参考65
: 7 ) ;上帝大有能力

,

胜过诸水的响声
、

洋海的大浪(93
:

3一4 )
。

在古代近东文化里
,

大水和海不但代表黑暗邪恶的势力
,

也有神秘不可知之意
。

当上帝的百姓面临危险
,

被邪恶势力环绕

而透不过气
,

在
“

深渊
”

中向上帝呼求时
,

他们形容 自己的处境是
“

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

(诗42 : 7 )
。

但邪恶的势力不论有多大
,

都在

上帝的掌管之中
,

因此上帝的百姓不只感受到
“

波浪洪涛
” ,

更称

之为
“

你的波浪洪涛
” 。

这位创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
,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

及 ;他胜过所有黑暗与敌对的势力 ; 他能解决所有
“

空虚混沌
” 、

“

渊面黑暗
”

的问题
。

¹ 他创造万物并解决了各种威胁
,

使世界成为

适合人居住的环境
,

而后才创造人 (创1一2章 ;赛45 : 18 )
。

在完成

所有创造之后
,

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
“

非常好
”

(创 1: 31
,

现代中

文译本 )
,

对自己的创造非常满意 (当代圣经 )
,

才进人第七 日的安

息
。

第七日的安息传达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息给上帝的百姓
,

就是

上帝掌权
。

一切都在上帝手中
,

连邪恶势力也在上帝的管制之下
。

第七 日的信息告诉百姓
,

上帝是大有权能而可靠的上帝
,

他们可

以放心地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
。

在面对各种威胁时
,

要勇敢地

回应上帝的呼召
,

并在各种环境里信靠上帝
,

安息在他手中
。

也就

¹ 创造之前
, “

地是空虚混沌
,

渊面黑暗
” ,

不适合人居住
。

耶利米描写在激烈的

战争之后
,

犹大被巴 比伦毁灭的情况是漆黑而荒凉
,

杂乱而废弃的
,

如同创

世以前一样
“

空虚混沌
”

(4 : 2 3一 28)
。

以赛亚也描写上帝为他的百姓施行报仇
、

以东受审判之后的情形
,

土地荒芜
、

荆棘丛生
,

土地遭到毁坏
、

荒废的情形
,

就好像火山爆发
、

石油燃烧
,

到处是硫磺一样不能被使用
,

亦如同世界尚未

被造之前的光景
“

空虚混沌”34 : 8一 11 )
。

著名旧约学者认为
,

将混乱归诸于上

帝创造之后的撤旦作为
,

是古代诺斯底异端的说法
。

参见蔡尔兹
:
《旧约神

学)
,

第28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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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
,

创造故事的最高潮是第七 日
,

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所遵守的

安息日
。

对安息日的遵守
,

表达上帝的百姓对上帝的信靠
。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

宇宙万物与所有的势力都在他的掌

管之下
。

所以当其子民活在困苦中或是遭受攻击时
,

他们应思考

上帝的创造并坚持对他的信心
,

因为这位曾使大水惊惶
、

使深渊

颤抖的上帝曾经以大能膀臂救赎他们
,

他不会永远忘记他的百

姓
。

所以诗人说
, “

我追想古时之日
,

上古之年⋯⋯我也要思想你

的经营
,

默念你的作为⋯⋯诸水见你
,

一见就都惊惶
,

深渊也都战

抖⋯⋯你曾⋯⋯引导你的百姓
,

好像羊群一般
”

(诗77 篇 )
。

这位上

帝有能力在深海里
、

在大水中开出道路
,

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重

新创造
,

为他的子民打败大水
、

深渊
、

黑暗
、

混乱
,

创造出道路
、

次

序
、

生命与光明
。

这位上帝信实可靠
,

如同白日黑夜相互交替的可

靠一样(耶33 : 19一26 )
。

¹

《创世记》前 11 章显示
,

人类自始就面对威胁
,

以色列民族也

是一样
,

从开始就不断面对存在的威胁
。

然而上帝能克服这一切
,

因为他是全能的创造者
,

这就是安息 日的意义
。

蔡尔兹认为
,

将太

古所面临的威胁置于犹太人经典的最开端
,

是要对现实世界提供

了解
,

因为从始至终以色列民族都面临威胁
,

威胁到他的存在
,

以

色列民族的历史必须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 º

安息 日联结创造与救赎两个重要观念
,

纪念上帝创造的作

为
,

成为上帝与其百姓之间永恒之约的记号
,

传与世世代代的子

孙 (创 1章 ;出20 : 8一 11 ; 31 : 12一 17 ) ;它显示上帝愿意为着他的百

姓而介人历史
,

施行奇妙的作为
,

就好像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施行

奇妙的作为一样
。

上帝的百姓因为坚信上帝愿意介人历史
,

施行

¹ 耶利米以 日夜轮转的可靠来比喻上帝的信实
,

以及大卫之约的永恒性
。

参见

端力斯
:
《认识旧约神学主题》

,

冯美昌译
,

台北
:
校园

, 199 9 ,

第21 一35
,

58 一
7 2页

。

º 参见蔡尔兹
:
《旧约神学》

,

第28 3一 28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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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
,

所以在急难中求告上帝
, “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
,

不再施恩

吗 ?
”

(诗77
:
7) 但上帝果然为他们介人历史

,

带来拯救
,

使他们欢

喜快乐
, “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

我们就欢喜
”

(诗126
: 3 )

。

结 论

虽然摩西五经的来源复杂
,

却有相当连贯的统一性
,

不论是

历史情节
、

主题
、

或是目标等都彼此贯穿
。

摩西五经 以历史为骨

干
,

穿插律法规条
,

两者形成统一的整体
。

历史叙述与律法条文成

为五经的双重文体
。

五经的历史故事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告白
,

宣告以色列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
,

并以此传给他们的后代

(参考申6 : 20一 24 ; 书2 4 : 2一13 )
。

历史故事里的历史叙述
、

拣选
、

应许
、

救赎
、

立约
、

律法
、

应许之地以及上帝的子民等
,

成为五经的

主题
。

而得地与立国就是五经历史的双重目标
。

¹ 《创世记》是五经

的第一卷
,

其内容需在整个五经的背景下来了解
。

将《创世记》分为史前史与以色列列祖的故事
,

此种分法的优

点是简单扼要
,

可以将内容与神学思路清楚地呈现出来 ; 缺点是

不容易显示出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
,

并且容易造成一个错误印

象
,

以为
“

史前史
”

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元
,

以致没有在《创世记》

成书的背景之下来了解
,

导致
“

序言
”

成为
“

主题
” ,

失去《创世记》

作者/编者的目的
。

基督教护教人士更以《创世记》对抗进化论
,

事

实是
,

这不是《创世记》作者/编者的目的
。

《创世记》(尤其它的引

言 )是以色列民族了解自己的钥匙
。 º从

“

吐勒都
”

来分析其文学结

构
,

则会很清楚地将编者的旨趣显示出来
。

希伯来文圣经以本卷书的第一个字
“

起初
”

(be re sh it h )
,

以及

¹ 参见赖桑
:
《旧约综览》

,

第81 页

º 参见威廉
·

范甘麦伦
:
《救赎进程

:
从创世到新耶路撤冷的救赎故事》

,

第56一

6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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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世记》的文学结构探讨其编著旨趣

七十士译本和英译本以
“

起源
”

来称呼此书
,

都很恰当
。)

因为此书

是一卷专讲来源的书
,

论到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和救赎历史的开

始
,

连带地论到以色列所信仰的是怎样一位上帝
,

一位天地万物

以及人类的创造者与掌管者
。

《创世记》记载了许多以色列族长们的言行
。

在犹太教传统以

及基督教会历史中
,

都不断有人想为族长们的道德行为辩护
,

甚

至将那些记载进行寓意化解释
,

以克服其中所存在的伦理道德问

题
。

然而《创世记》显示
,

族长们在救赎历史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是约与应许的承受者
,

而非为后来世代学习道德行为的榜样
。

族

长们的一生见证上帝的恩典
、

怜悯与信实
,

_

上帝拣选
、

赦免并拯救

他们
,

使后来的世代在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作为
。

《创世记》的作者/编者在记载族长们的故事时
,

对其中引发的

伦理难题并不加辩护
,

反而将其转为上帝信实的明证
。

例如在亚

伯拉罕的故事里
,

作者/编者并不评论他将妻子讲成妹子
,

差点使

撒拉成为法老(创12 章)和亚 比米勒(创20 章 )的妃殡
,

以致引起道

德问题
。

相反
,

故事的重点在于上帝的干预与拯救
,

使撒拉脱险
,

否则应许就无法应验
,

因为应许的子孙要从她而出(创17 章)
。

族

长们的角色并非道德家
,

而是
“

以色列盼望的承受者
” ,

所有故事

的叙述都围绕着这个主题
。

¹ 可见从
“

吐勒都
”

研究《创世记》的文

学结构
,

有助于将其旨趣清楚地显示出来
。

(责任编样 梁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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