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

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

吴 献 章

内容提要
:
本文首先针对(士师记》第 17 至21 章所载

女性在无政府状态中被迫害
、

被虐待
、

被奸
、

被杀
、

被抢的

种种残酷社会议题进行探讨
;
接着由《士师记》的文学手

法
,

包括观点
、

时空
、

角色
、

布局
、

排场
、

情节
、

情景次序等
,

和修辞风格如重复
、

对比
、

平行
、

意象
、

双关语
、

省略
、

模糊
、

讽刺
、

交叉型架构
、

衬托
、

首尾呼应
、

伏笔
、

预示
、

预告
、

绰号

等
,

来分析该书叙述者所描绘的主要角色如以纷
、

俄陀聂
、

基甸
、

耶弗他
、

参孙等
‘.

圆形
”

人物的性格和事迹
。

叙述者在

本书精辟的
“

文以载道
”

意图中
,

巧妙地突显了乱世中巾帼

英雄的女性角色
,

并详实地刻画全书社会悲剧的真实面貌

和缘 由
—

以色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单单从性别角

度来剖析
,

整个(士师记)中的混乱乃来自信仰的堕落
。

当

以色列背约
,

走上迎南人世俗化的路线而直接威胁到女性

的自尊和安全时
,

势必导致尸骨不全
、 “

肢
”

离破碎的结局
。

但是叙述者也呈现
,

进入士师
“

隧道
”

中堕落的以色列百姓

的唯一盼望
,

乃是 归向那位仍然信实守约
、

已经预备了完

备救恩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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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re e t thre a t to w o m e n , 5 se lf一e s te e m a n d se e u ri ty w a s b o u n d

to r e s u lt in bro k e n n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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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从《士师记》第 17 至21 章所描绘的社会情景
,

¹ 特别从

女性神学家所关心的角度
,

借着分析经文所呈现的文学和艺术特

质
,

来窥视全书的真实面貌
,

º以及叙述者在全书所要呈现的神学

主题
。 »本文研究叙述文体的方法论

,

乃从叙述者的眼光解读经文

中如何借着角色
、

布局
、

排场
、

情节
、

修辞风格等的运用
,

来彰显叙

述者所要表达的神学信息
。

¼

从女性角度看
,

本书第 19 至 21 章所描绘的情景实在惨不忍

¹ 这些情景乃以选择性特征的叙述文手法呈现
,

正如朗(助ng )所指出的
,

叙述

文的特征乃简明( s im p lie ity) 和选择(s e le e tiv ity) 。 见V
.

p hi lip s
肠

n g
, “Hi s to丹

a n d Fie t io n :W hat 15 H is to 叮? ” in ls心 l,s Pas t i n 而
s e 瓜 R e s e arc h , ed

.

V
.

Ph iliPs
肠ng (W in o n a lak e , ID :E is e n bra u n s , 199 9 )

, 232一 254 。

º 不少学者看重圣经的文学艺术性
,

但怀疑或否定圣经所记故事的史实
,

比如

布莱特勒 (B 。ttl er ) 以寓言 (all e go ry ) 的方式来解释 《士师记》
,

见Marc
B心tle r , “

Th
e Boo k Of Ju d罗s :U te ra tu o as Po lit ie s

, ”

沼乙 10 8 (19 8 9 )
, 404 :

另

外柏林 (B e th n) 宣称《以斯帖记》是为了使犹太普洱节
“

历史化
”

的虚构故事
,

否定了该书的历史真实性
,

见 Ade le Be rli n ,

八
召 少子5 Bi b交 Co ~ 瓜衅

:

Es the ; (Ph ilad el p hi 。 :JPs
, 200 1)

。

但是
,

叙述文的历史性与艺术性并不需
“

水

火不相容
” ;强调圣经的文学艺术性

,

不需以牺牲其历史真实性为代价
,

见曾

思瀚著
:
《士师记》

,

吴莹宜译
,

第430页
,

注 l。

» 巴霍罗迈 ( C
.

B a
rth ol o m e w )和高亨( M

.

W
.

Go hee n )主张运用叙述文手法建立

叙述圣经神学 ( n arra t ive b iblie a l theo lo gy ) ,

见C
.

Bart ho】o n le w & M
.

W
.

(知卜e e n , “St o口 a n d B iblie al Th
e o lo留

, ” e d s .

C
.

Bart ho lo m ew
,

M
.

H e al y
,

K
·

M, lle r .

R
.

Pa n ,
, O 以 of 助尹t一B iblic 以 乃 巴以。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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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
,

令人发指
:
利未人的妾被自己的丈夫所撇弃

,

终夜遭受基比亚

匪徒的凌辱
,

最后还被自己的丈夫切成十二块(19 章 )
。

之后
,

以色

列发生内战(20章 )
,

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
,

仅剩六百个拿刀的

勇士
,

因此基列
·

雅比的已嫁女子全部被以色列男人所杀
,

留下的

四百个处女被强行抢去 (2 1 : 1一12 )
,

⋯⋯示罗女子在欢乐跳舞时

也被强行抢去
,

带往异地异族成为陌生的便雅悯人的妻子 (2 1
:

13 一25 )
。

这几章中的女性历尽恐惧无奈
,

包括在性方面的被迫

害
、

被虐待
、

被杀戮
。

女性完全无人权
、

无保障
、

无安全可言
,

½ 而凶

手全部是男人
。

¾ 本书叙述者似乎借着对比
,

一面描绘男人如何威

权
、

暴力
、

强夺
、

恐怖
、

杀害
、

为所欲为
,

另一 面描绘女性任凭男人

虐待
、

蹂踊
、

抢劫
,

只能无言
、

无辜
、

无助
、

无声无息地走向灭绝之

途
。

难怪女性主义者会责难圣经叙述者有大男人主义的威权霸权

¼ 如何研读叙述文
,

请参M e ir Ste rn be 铭 ,

八
e

Poe t ic s of B i bl交以 刀少八砚 i。。

(B loo 而 n gt o n : I n d ia n a U n iv e rs ity 阮
5 5 , 19 8 7 ) ; R o b e rt Alt e r ,

珑 月材 of Bib lic 以
N盯r以动 e (N e w Yo r k : Bas ie Boo ks , 19 8 1)/中译本奥尔特 : ( 圣经叙述文的艺

术》
,

黄愈轩
、

谭晴译
.

香港
: 天道

, 200 5 ;S
.

Bar 一Efrat
,

从盯山动。 A材 in :灿

B i ble
.

JSOT S 7 0 (She ffi e ld : Alm o n d Pre s s , 19 8 9 ) ; J
.

P
.

Fo kke lm an , R e

诫ng
B i blic 以 丹山厅以 i: e : A n

加
r
司uc t
卿 G u ide (助u is vi lle : W e s tm in s te : John K n o x

Pre
s s , 1999 )l中译本福克尔曼著

,

《圣经叙述文体导读》
,

胡玉藩
、

伍美诗
、

陈宝

蝉译
,

香港
: 天道

, 200 5 ; Je ro me T
.

W a lsh , st川
e & 反ruc tu re i n 召162比以

H e bre 二 从盯以i o e (C o lle g e vi lle , MN : Li tu匆
e al Pre

s s)
,

2(X) l ; R o b e rt Alte r a n d

Fra
n k K e rm od e , e d s

.

,

跳
e L ite r“。

尸

G u
诚 to rhe B ible (Ca mb ri d ge

, MA : H arv a 司

U n iv e rs ity p re s s .

19 8 7 ) ;梁工
,

怪经叙事艺术研究》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砚叉拓 。

½ 难怪妇女解放学者巴尔 ( B目)认为《士师记》乃一部关于死亡的书
,

见M iek e

Bal ,

烧以h 径 加
s

娜nze try (Ch ie ag o a n d 肠
:l d o n :

Th
e U n ive o ity Of Chie ag o

Pre
s s , 19 8 8 )

,

一
。

¾ 女性主义者巴赫 (Bac h) 指出
,

不论第19 章中利未人的妾被丈夫拉出去替代

而死
,

或第21 章中的报复事件
,

都是源于男人借着强暴将伤害
、

恐惧加诸于

无辜
、

无助
、

无声的女性身上
,

而且女子所受的伤害
,

从第19 章一女子被强

暴
,

扩散到第21 章一群女子 (示罗女子) 被强夺
,

男人都是祸首
。

见Al i,

B a e h , “ R e re a d in g the Bod y PO litie : W o m e n a n d V io le n e e in Ju d罗5 21 , ” in

如每
s : A Fe 械n is r CO 呷an 勿n to the B ible

, e d
.

A
.

B, n n e r (She ffi e ld :

S he ffi e ld A e ad e m ie Pre s s , 1望珍 )
, 143一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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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

乃社会暴力之源
。

¹

仔细研读
,

这利未男人的行径着实可恶
。

身为丈夫
,

遇见基比

亚匪徒的挑衅时竟将自己的妾拉出去 ( 19 :25 中的
“

拉出去
”

在原

文中是一种粗暴动作 )
。

妾代替自己任匪徒为所欲为
,

利未丈夫却

没有任何寻找
、

解救的意图或举动
,

导致妾整夜被强暴到天亮
,

丁卜

倒在丈夫住宿的房门前
,

而丈夫竟然还忍心将她的身体切为十二

块 (也许她还活着 )
, º且将肢解的尸体分送全国

,

遂使可怜女子死

无葬身之地 ( 19 : 25一29 )
。

从时间和空间的情景来看第19 章
,

这次悲剧来自
: »

E F G H

15一21 + 22一26 27一28 29一30节

引言

B C D

3一4 5一7 + 8一 10

旅程 逗留一逗留

伯利恒

11一14

旅程 逗留一逗留

基比亚

旅程 申诉

三一
一

厂几一
一

曰一
仁二

一

从图上两次对称的逗留看
,

为了迎取回父家已四个月的

妾
,

那利未人去了伯利恒的岳父家
,

受到热情款待
。

叙述者没

有陈述那妇人的踪影
,

只见利未人与岳父吃喝玩乐足足四整

¹ 因此菲利丝
·

特立波 (Ph vll is Tri be )在批注《士师记》时
,

就将本书标示为
“

暴

力之书
” : Te xts of Te rTo r : Li 切阳竹 一Fe 而n lst R e

心 i哪 of Bi blic 以 N叮刚 i泥‘

《P卜ilad e IPhi a : Fo rt re s s , 19 84)
。

º 七十士译本 (以X )在此加上
“

因为她死了
” ,

但是马索拉文本 (MT) 并没有这

句
,

因此情 况不 明
。

见Me ir Ste m be 飞
,

几
e 八犯 ‘ic s of Bi blic 以 从盯沮 i: e

(Bloo 而n gt o n : In d ia n a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19 8 7 )
, 238 一239 ;曾祥新

,

《士师记》
,

香

港
:天道

,

199 8年
,

第438一4 39页
。

施奈德( Sc h n e id e r )指出
,

《士师记》如此模

糊的手法正好让情节更引人人胜
,

见T
.

J
.

Se hn e id e r ,

力以邵
s (C olle ge v ille ,

MN :
Th

e Li tu rgi e al Pr e s s , 2(】洲))
, 264

。

» 见福克尔曼著
:
怪经叙述文体导读》

,

第13 (卜13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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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¹ 但明知路上不太平
,

怎能拖至第五 日傍晚才出发 ( 19 : 1一

11 )? 如此步行一
、

二个小时后在基比亚过夜
,

使自己和妾的安全

陷人困境
。

从时空角度看
,

男人因为爱宴乐º而种下悲剧之因
,

实

属不智之举
。

叙述者使用了精细的平行和对比等文学手法来呈现书中的

男人
,

不仅有残忍血腥的如利未人
,

也有离奇古怪的如耶弗他
。

为

了制伏那无理来讨战的
“

外敌
”

亚们人 ( 11 : 12一28 )
,

耶弗他在
“

米

斯巴
”

许下错误的誓言( 11 :29 一31)
,

使自己女儿的婚姻和性命成

为牺牲品
。

与之对比的是
,

面临惩罚那无理的
“

内奸
”

基比亚的便

雅悯人时 ( 19 : 22 一25 )
,

以色列男人也在
“

米斯巴
”

许下错误的誓

言 (21 : l)
,

同样将以色列女子的婚姻和生命当作牺牲品 (21 章)
。

»

这种平行和对比等文学手法放在参孙身上
,

更清楚地突显了

这位大力士虽然孔武有力
,

¼ 却也是纵情声色之徒
:

¹ 巴尔主张利未人和其岳父间的张力
,

乃这位妾是该
“

归父家
”

或
“

归夫家
”

的

主权争夺战
,

见M
.

B目 ,

De 毗
, 8 0一 93

。

琼尼丝
·

瓦梭(Jon es 一Wars a w )则认为
,

利未人乃被自己的岳父所操纵
、

掌控着
,

见K
.

Jon e
卜W a rs a w , “TOw ard A

Woma
n i st H e rm e n e u tie : A R e ad i n g of Ju d罗5 19 一21 , ” in A 凡威泌t

Co mP砚io n to 去“妙
s , e d

.

A
.

Bre n n e r (She ffi e ld : She ffi e ld A e a de m ic 份
5 5 ,

1993)
, 17 5一 17 6 。

º 福克尔曼指出
,

这两个男人所犯的错误乃
“

自我放纵和物质主义
”

(见福克尔

曼
:
《圣经叙述文体导读》

,

第13 2页)
。

但是福克尔曼过分依赖这利未主人与

仆人对话所呈现的交叉型架构
,

其核心乃主人坚持
“

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

人住的外邦城
,

不如过到基比亚去” 9 : 12)
,

遂主张利未人真正的问题乃
“

腐

败的犹太种族主义
”

(第 134 页 ) 。 但是客旅仰赖同族人过于外族人
,

本是情有

可原(参创 18
、

19
、

24章 ;罗】2
: 13 ; 来13 :2)

,

本文下面的分析呈现
.

《士师记》

作者叙述着
,

这利未人的错误并非犯上
“

以色列比外邦人好的偏见
” ,

而是
“

离开上帝的以色列人
,

比外邦人还世俗
、

还不可靠
、

还更令人发指
” 。

» RO be rt Chis ho lm
,

Jr
.

,

Fro 爪 E讹邵s自勿 E却。众记n : A 介二‘比己 G 。诚 忿0 U3i昭

Bi 占lic J He bre 二 (C r a n d R aPid : : Bak e r , 199 8 )
, 165

¼ 因着参孙多重和独特的个性
,

梁工将参孙归纳为
“

圆形人物
” ,

见梁工
:

怪经

叙事艺术研究》
,

第93 一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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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参孙到了亭拿的葡萄园
,

看见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14
: 5

,

动词
“

遇见
” 、 “

呼喊
”

);后来参孙到了利希
,

非利士人
“

呼喊

来遇见他
”

(15
: 14

,

原文动词也是
“

遇见
” 、 “

呼喊
”

)
,

如此似乎将少

壮狮子与非利士人平行看待
,

暗示着他会以杀死狮子的方式攻击

非利士人 ;

(二 ) 耶和华的灵在亭拿感动参孙
,

也在利希耶大大感动参孙

(14
: 6和 15 : 14 两处的动词都是

“

紧握
”

) ; ¹ 参孙借着上帝的超然能

力杀死狮子 ( 14 : 6 )
,

后来也借着上帝的超然能力杀死一千个非利

士人 ( 14 : 15 ) ;

(三 )参孙忽视身为拿细耳人不能摸死尸的诫命
,

竟擅自从狮

子尸体中取蜂蜜
,

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 ( 14 : 8一9 ) ;后来又忽视

自己是拿细耳人不能剃头发的诫命 ( 13 : 5 )
,

擅自让大利拉剪去头

发
,

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 16 : 17 一 19 )
。

叙述者以刚登场的参孙可

以胜过狮子而不能胜过蜂蜜
,

作为后来他可以胜过非利士人却不

能胜过大利拉的伏笔或预告
。

º

此外
,

叙述者还借着多次重复的笔法来描绘参孙
:

(一 )参孙的母亲将天使报给她的好消息
“

这孩子从母腹起

就归上帝作拿细耳人
,

他要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

( 13 : 5) 重述给丈夫时
,

将之改为
“

这孩子从在母腹起直到他死的

那天
,

都必归上帝作拿细耳人
”

( 13 : 7 )
。

如此删去
“

开始拯救
” ,

却代之以
“

直到死的那天
” ,

正好抵消了这孩子成为拯救者的身

份
,

以重复和伏笔手法暗示了参孙 (因为好色而遭到的 )凄惨下

场
。 »

(二 )《士师记》叙述者悄然重复使用
“

火
”

的意象 (im ag e ry )
,

来

¹ ( 士师记》七次提到耶和华的灵( 3 : 10 ;6 : 34 ; 一l : 29 ; 13 : 25 ; 14 : 6
, 29 ; 一5 : 一4 )

,

其中四次降临在参孙身上
。

º Chisho lm
,

Fro 、 及
e乎5 15 to E xl , os 让必n , 165

.

» 见奥尔特
:
《圣经叙述文的艺术》

,

第174 一17 5页
。



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

描绘英雄参孙过不了美人关的纵情悲剧
: ¹

1
.

参孙的父母以献祭来回应耶和华使者的告知
, “

见火焰从

坛上往上升
,

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 ,

如此预

告 (a n n u n e ia tio n )了参孙将是一位如
“

火
”

般的士师 ( 13 : 20 ) ;

2
.

热情如
“

火
”

的参孙接连三次
“

到处留情种
”

( 14 : 1; 16 : l
,

4) ;

3
.

三十个非利士人要挟参孙所娶的非利士妻子
:
如果没法讴

哄参孙说出谜语的意思
,

就把她烧死 ( 14 : 15 ) ;

4
.

那女人的父亲使参孙失去做丈夫的名分
,

参孙遂将火把捆

在狐狸尾巴上
,

放火烧了非利士人的禾田和橄榄园 ( 15 : 4一5 ) ;

5
.

结果
,

非利士人也还 以颜色
,

立即放火烧死那女子和她的

父亲 ( 15 : 6 )
,

导致参孙大大击杀他们( 15 : 8 ) ;

6
.

参孙被犹大同胞用两条新绳捆绑
,

带到非利士人面前 ; 他

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
, “

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
,

都从他手

上脱落下来
”

( 15 : 14 )
。

参孙随即以未干的驴腮骨击杀一千个非利

士人作为回报 (巧 : 巧 ) ;

7
.

在第 16 章中
,

非利士人三次借着大利拉
“

引蛇出洞
” ,

参孙

三次分别将捆绑他的七条未干的绳子
、

没有使用过的新绳
、

七条

发络完全挣脱
, “

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
”

( 16 : 9) ;

8
.

参孙最后被困在大衰庙中
,

他却如
“

火
”

一般把非利士人全

都
“

烧毁
”

( 16 : 30 )
。

º

可见第 19 章的利未人乃贪恋享受之徒
,

参孙更是专心于纵

情
、

好色
、

享乐
。

再往前推
,

耶弗他本身就是其父亲纵情的产物

¹ 见奥尔特
:

怪经叙述文的艺术》
,

第163 一 164 页 ;摩利(G
.

Mob ley )指出
,

参孙

一生以喜剧开始
,

以悲剧收场
,

是
“

一位全然虚空的男人
” ,

见C
.

Mob !ey
,

服
E叫〕ty Me n (N

.

Y
. : D o u ble d ay , 2(X) 5 )

,

20 7
。

º 除以上所述外
,

梁工亦正确指出
,

叙述者借着下面的重复语法来描绘被情所

困的参孙
: 8次出现

“

捆绑
”

( 16 : 5
.

6
,

7
,

8 ,

一。
, 11 , 12 , 13 ) , 4次出现

“

挣断
”

( 16 :

9 , 12)
,

5次出现
“

欺哄
”

或
“

说谎言
” ( 16 : 10

,

13
,

巧 ) ,

见梁工
:
《圣经叙事艺术

研究》
,

第3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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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

,

就连本书的关键角色基甸也不例外(8
: 30 )

。

叙述者除了

使用平行
、

对比
、

重复
、

双关语等文学手法外
,

更用大型的交叉型

架构(
Chi as ti c stru ct u re )呈现基甸在书中的地位

: ¹

A
.

序: 以色列与外敌的争战( 1 : 1一1 : 36)

B
.

以色列离弃耶和华去事奉别神(2: 1一3: 6)

C
.

俄陀聂因妻子而得胜(3 : 7一11 ; 1 : 11 一15)

D
.

以纷送礼物给外邦王
,

在约旦河击杀摩押人 (3: 12 一31)

E
.

雅亿杀了西 西拉而脱离外邦欺压 (4 : 1一5 ; 3 1)º

F
.

基甸

1
.

与偶像抗争( 6 : 1一32)

2
.

与仇敌争战( 6 : 33一7 : 25 )

P
.

基甸

1
.

与本国人争战( 8 : 1一21 )

2
.

堕入偶像崇拜( 8 : 22一32)

E’一妇人杀了亚比米勒而脱离内乱 ( 8 : 33 一9 : 57)

D’
.

被弃者耶弗他在约旦河击杀以法莲人 ( ro : 1一 12 ; 15)

C
.

参孙因妓女而惨败( 13 : 1一16 : 31)

B’
.

拜偶像蔓延 : 利未人在但人所立的偶像坛前事奉( 17 : 1一 18 : 31)

A
, .

跋 : 以色列内部的争战( 19 : 1一21 : 25)

¹ 曾祥新
: (士师记》

,

香港
:天道

, l卯8 ,

第22页 ;参D
.

W
·

。x 心i雌
, “

Th
e c o m 卯

s i tio n

of th e Boo k of ju d ge s , ”

Ere 红一Is , l
, Arc he olO乒以 H is to riC 以 朋d Ce o gr 理甲hic 己

.

St 趁以ie s (Je ru s a le m : lsra e l Ex Plorat io n S仪 iet y , 19 82)
, vo l

.

16 o rlin sky V o lu m e ,

7 0 一7 9 ;A le x a n d e r G lo be , “E n e m ie s R o u n d Abo u t : D is i n t e gr a tiv e St ru e tu 化 in the

Boo k o f Ju d ge s , ”
肘甲p ing of tho B i blic al Te 、

n , V
.

TO lle rs a n d J
.

M a ie r , e d s.

彻初
n sbu 咭

,

PA : B u e k n e ll U n ive o ity
,

l99( 刀
, 233一25 1。

º 《次经》中的《犹滴传jjud ith》似乎沿用《士师记》第5章中雅亿如何杀西西拉的

情节
,

记载着尼布甲尼撤王派元帅何乐弗尼
,

杀戮地中海沿岸诸国 (肠van t)

的所有居民
,

以报复不听王吩咐他们派军助阵的命令
。

已是寡妇的犹滴像以

斯帖 一样地打扮
,

美貌动人
,

宴请何乐弗尼
,

再用雅亿杀西西拉的手法杀了

他
。

见张久宣译
:

怪经后典》
.

台湾
:
商务印书馆

, 199 5 ,

第33 一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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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在描绘士师以妨时
,

就曾经应用过这种交叉型架构
:

a
.

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

惹起他的怒气(3 : 12一 13)

b
.

以色列受逼迫(3 : 14 )

。
.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

耶和华兴起士师以芬(3 : 15一 18)

d
.

以游行过凿石地(3 : 19
,

原文为
“

偶像地/ 口份,O . :
”

)

e
.

王从座位上起来(3 : 20
,

原文为从口。口b夕口)

r士师以贫起来 (3 : 2 1一24
,

呼应3 : 2 0的勺娜 )

e , .

他们的主人死 了(3 : 25
,

呼应3 : 20之口口飞〕气冰)

d’
.

以称行过凿石地(3 : 26
,

呼应3 : 19 的
“

偶像地/ 口协帕忿
’,

)

c’
.

以色列人呼求
,

耶和华兴起拯救(3 : 27 一28
,

呼应3 : 15一 18)

b’
.

以色列得拯救(3 : 29
,

呼应3 : 14 )

a’
.

以色列重享耶和华所赐的平安八十年(3 : 30
,

呼应3 : 12一 13、

在这个架构中
,

叙述者用若干种修辞技巧来描绘以筋如何刺

杀摩押王
:

(l) 省略和重复
:
叙述者刻意不提以茹送给摩押王的礼物 (3

:

17)
,

¹ 却借着两次出现的
“

凿石之地
”

(3 : 19
,

26
,

原文为
“

偶像之地
”

)
,

来突显叙述者的观点
: 以妨正在进出于摩押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

( 2)对比 :
摩押王宫有重重偶像和层层卫士的保护 (宛如秦始

皇的宫廷 )
,

但是整个事件着墨的重点却在于以妨毫无拦阻地进

出
,

有如探囊取物 (刺秦的荆柯不如也 )
。

摩押王只说了一句话
“

回

¹ 同样的省略手法在《撒母耳记下》也出现过
:
在叙述大卫将拔示巴接来同房

时( 11:2一4)
,

叙述者完全不描绘她的反应
。

并不是她没有心理反应
.

而是叙

述者的焦点不在她
,

是在大卫如何主导整个奸淫罪的过程 (Chi sho lm ,

肠 m

忍肥乎沁 to Exr os iti on
, 166 )

。

因此读叙述文时
,

需从叙述者的视野
、

观点来解

读
,

而不需要太关注叙述者没有陈述的重点 (如拔示巴被邀人大卫王宫前后

的心理反应 ) ,

这个原则用于《新约》亦同
。

读《约翰福音》第8章时
,

无需关注

弯着腰写字的耶稣在地上写什么
,

而该关注叙述者所要呈现的焦点
: “
你们

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 ”

(8 :7)

2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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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

(3
: 19

,

原文只有一个字)
,

就无助无力地躺了下来
,

没有丝毫

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

如此强而有力的对比突显出人间君王

的渺小
,

呼应了约书亚时代战胜迎南诸王的故事(书ro :
25 )

,

以达

到鼓励以色列民
“

要刚强壮胆
”

的目的(书l : 6一9 ) ;

(3) 讽刺
:
虽有摩押

“

诸神
”

的重重围绕
,

叙述者却刻意着墨于

摩押王死时的情景
,

说他被刺时连剑都拔不出来
。

由于
“

肥如牛
”

(
“

伊矶伦
”

原文意为
“

肥
” 、 “

牛
”

)
,

¹ 他无力为生命护卫
,

无助地被

以妨关在凉楼里 (3 :21 一23)
。

接着
,

叙述者刻意描绘
,

以妨离开王

宫而再度路过他先前看到的
“

凿石地
” ,

偶像仍然是
“

无动于衷
” 。

如此手法讽刺了人间偶像的冷漠无力
,

也刻画出信靠偶像的人是

何等可怜无依 (2 : fl 一23 );

(4) 双关语 :
在交叉型架构的核心 ( 3 : 20- 25 )

,

叙述者刻意描

绘摩押王坐在
“

座位
”

上 (与上帝的
“

宝座
”

同字)
,

听到以纷说
“

我

奉上帝的命报告你一件事
” ,

就从
“

宝座
”

上
“

起来
” ,

左撇子以筋也
“

起来
” ,

º使伊矶伦连同王权一并
“

驾崩
”

(3 : 25 中的
“

主人
”

与以色

列人对上帝的称呼
“

主
”

同字 )
。

如此双关语说明自以为显赫的人

间君王在上帝面前其实是何等渺小脆弱
。

这两段关于以笋和基甸的记载虽然皆以交叉型架构呈现
,

两

者却有很大不同
:
从以笛身上看不到软弱

,

在他手中摩押被以色

列制伏
, “

国中太平八十年
”

(3 : 30 ) ;然而基甸死后
,

却没有
“

国中

太平
”

的记载
,

取而代之的是
“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力行邪淫
”

(8 : 33 )
。

他身上也有着与耶弗他
、

参孙
、

利未人相同的好色纵情的

¹ 见奥尔特
:

怪经叙述文的艺术》
,

第66 页 ;梅厄
·

斯腾伯格 (Mei r St er 比rg )也

指出
,

叙述者借着押韵
、

讽刺
、

绰号(伊矶伦二
肥牛 ;左撤子

二
残障)

、

隐喻(两刃

的剑吃掉肥牛 )等语法
,

呈现上帝借着肯顺服的残障者
,

拯救被辖制的以色

列民
,

见S 沈m 玩咭
,

The 触舰
, of Bi blic 心 从功侧初。 , 328 一33 80

º 原文乃
“

右手关闭
” .

不一定是右手
“

残障
”

(见20 : 16 ) 。 左撤子在古代攻城中

特别有利
。

见Chisho lm
,

Fro m Exe 邵 515 to E 笼p os “必n ,

一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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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 (8
:
30 称

“

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

)
。

其实基甸以前的士师 (俄陀聂
、

以贫
、

底波拉等)都没有缺陷
,

但他

以后的所有人物都显露出堕落的行径
,

其关键就在于基甸拜以弗
一

得(另一种偶像崇拜 )
,

¹ 这成为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灵性转折点
,

给本书带来前后截然不同的特征
:

(一 )基甸堕落后
,

叙述者将
“

基甸
”

的名字改称为
“

耶路
·

巴

力
” ,

意谓
“

让巴力与他争论
”

( 6 : 32 ; 7 : l ; 8 : 29
,

35 )
,

该词仅在第9

章就出现了9次 (9 : 1
,

2
,

5
,

16
,

19
,

24
,

28 )
,

叙述者以此说明
,

既然

连领袖都拜了巴力 (8 : 33
,

巴力
·

比利土〔即 , 二卜巴力立约 )
,

自然

难免
“

全民皆输
” ; º

(二 )本书开始所描绘的以色列人面临的挑战乃是外敌 (3 : 8
,

12
,

31 ;4 : 2 ; 6 : l)
,

基甸之后全部变成内乱
,

包括亚 比米勒杀基甸

众子 (9章 )
,

耶弗他杀以法莲人 ( 12 : 1一6 )
,

参孙被自己的犹大人

同胞捆绑给非利士人 ( 15 : 9一13)
,

但支派杀戮同是以色列民的拉

亿城人 ( 18 : 27 )
,

以及本书最后的总体
“

内战
”

—
以色列人联合

屠杀便雅悯人 (20 : 46一48) ;

(三 )基甸之后
,

以色列的士师出现了神学的迷思
:
耶弗他做

出错误的许愿 ( 11: 29一40 ) ;

(四 )基甸之后
, “

大力士
”

参孙以悲惨的结局落幕 (13一 16章) ;»

¹ 奥古斯丁说
: “

偶像崇拜就是敬拜那本应被利用的
,

或是利用那本应被敬拜

的
。 ” (奥古斯丁 :

《论基督教教义》〔0
rl Chri s tia n D oc tri n e

〕
,

第二卷第20章
、

第

40 章;参石敏敏译
:
《论灵魂及其起源》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仪辫
,

第
66

、

8 6一一 8 7页 )基甸所犯的乃前者
—

敬拜那本该被大祭司穿着用以敬拜的

以弗得 (出28 : 6一35)
。

º Chisho lm
,

Fro m 公
e 邵s 臼 ‘o E恤尹os it勿n ,

24 8一249
.

» 曾思瀚主张
,

本书包括前言( 1 : 1一3 : 6)
、

循环一 (3 : 7一 9 : 57 )
、

循环二 ( 10 :
卜

12 : 7)
、

循环三 ( 12 : 8一 16 : 31 )和结语 ( 17 : l一21 : 25 ) 。叙述者借着不同的手法
,

包括意象 (im ag e ry )
、

讽刺
、

循环大架构等
,

来呈现本书情节中的人物
,

认定本

书乃一
“

典型的悲剧故事
” ,

参孙更为全书的悲剧划下句号 见曾思瀚著
:
《士

师记》
,

第13 一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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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甸之后
,

以色列的灵性越来越堕落
,

黑暗到儿子偷母

亲的钱
,

母子竟然连手造偶像
,

连利未人都为了饭碗而拜偶像

(17一 18章 ):

(六 )利未人的妾行淫(19
: 2 )

,

便雅悯的基比亚人轮流强奸那

个妾(19
:
25 )

,

那利未丈夫竟将她切成十二块(19
: 29 )

。

因此
,

其枪

口从朝外变成完全向内(20章 )
,

而一马当先的竟然是原来带头对

外争战的犹大(20
: 18 ; 1 : l一2)

—
这是典型的讽刺手法(iro ny ) ;

(七 )本书首尾的这种相反对称 (由外患变成内战)特征
,

在下

面的交叉型架构中突显无遗
:

A
.

以色列人与外邦交战(外患)
—

1章

B
.

以色列人拜外邦神
—

2章

C. 士师的循环
—

3一 16 章¹

B’
.

以色列人拜偶像
—

17 一 18 章

A’
.

以色列人 与自家人交战 ( 内战 )
—

19 一21 章

这种序与跋之间的对比以下列特征作为辅助的衬托和首尾呼应

( in e lu s io ) :

1
.

犹大出头 ( l : l一19 ; 20 : 18 ) :

2
.

以色plJ 人在伯特利哀哭 (2 : 4一5 ; 20 : 23
,

26 ; 21 : 2 ) ;

3
.

耶布斯/耶路撒冷( 1 : 7
,

8
,

21 ; 19 : 10一
一

12) 和但的出现 ( 1 :

34 ; 18章 : 20 : 1 )
。

(八 )古恩 ( G un n) 和弗威尔 (Fe w el l) 也强调
,

º《士师记》全书

的灵性在退化
:
犹大从打外邦

,

变成打便雅悯 ( l : l一3 ; 20 : 18一

梁工正确地指出
,

背叛一压迫一呼求一拯救的循环框架乃本书的形式标志

和结构模型
。

见梁工
:

怪经叙事艺术研究》
,

第170 页
〕

Davi d M
.

G u n n an d D a n n a N o lan 凡w e ll
,

从盯以 I翻 e i, , zh尸 H e bre 翻 B ible

(o x 肠rd :O刘FO记 U n ive rs i ty Pre
s s ,

199 3)
,

120
.



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

2 1 ); 本来的圣战变成内战
,

甚至屠杀安居无虑之民 (1
: l一3 ; 18 :

2 7一 3 1) ;押撒求上下泉以滋养
,

变成犹大女子被切成十二块 (1
:

14一 1 5
,

19 : 29 ) :

(九)波金的警告无效 (2
: 1一5 )

,

留下来的尽是拜偶像和以弗

得(17 一18 章)
,

带头的竟然是祭司
,

甚至连摩西的子孙也在其中

(18
: 30一3 1 ) ; ¹

(十 ) 以色列人在序中于波金因上帝离弃他们而哀哭 ( 2 : 1一

5 )
,

在跋中则为便雅悯人分别被杀22《X减)人和18 《XX〕人而哀哭 (20 :

2 1一23
,

25一26 ) ;

(十一 )先前
“

国中太平
”

的景况 (3 : 11
,

30 ; 5 : 31; s : 28 )
,

在基

甸之后烟消云散 ;

(十二 ) 以色列中没有王
,

各人任意而行 ( 17 : 6 ; 18 : 1 ; 19 : l ;

2 1 : 25 ) (这也是讽刺手法
,

参撒上 8 : 7 )
。

此外
,

叙述者在全书所用的平行手法显示
,

以色列堕落的关

键人物是基甸
,

关键问题则是信仰
。

因着基甸崇拜他设立的以弗

得 ( 8 : 27 )
,

º带来以色列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9 章 ); 后来因着米

迩设立 以弗得 ( 17 : 5)
,

同样带来 以色列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 18一21 章)
。

如此平行手法呈现出以色列民的拜偶像
、

灵性堕落
,

与道德
、

治安
、

内政和外交的衰败相关联
。

因此
,

本书所呈现的利

未人的妾被奸杀
、

基列
·

雅比妇女被屠杀
、

示罗女子被强夺等妇女

无人权
、

无保障
、

无安全的议题
,

不能单单从社会学或性别压迫的

角度来解读
。

以色列的问题不在于社会
、

政治
、

外交
、

军事
,

而在于

¹ D a v id M
.

C u n n a n d D a n n a N o la n Fe w e ll ,

从盯
亡吐i。。 in the

He 占re 切 B ible

(o xfo rd : o xfo 司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19 93)
, 120

.

º 斯腾伯格从叙述者使用
“

时间不连续
”

( te m po ra ! di sc on ti nu it y)的文学手法
,

分析基甸为了杀尽米甸人
,

而
“

修理
”

不支持他的疏割人
、

毗努伊勒人 以泄

恨
,

已经浮显出基甸堕落的个性
。

见st( frn he rg ,

服 Poe tic 、 of Bi 6lic 耐

从犷 r以iu e , 311一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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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灵性
。

第 19 至21 章与第 17 至 18 章的关联¹ 能清楚地提供支

持这个见解的证据
:

(一 )第19 至21 章所呈现的社会混乱
,

是以交叉型架构出现的
:

A
.

利未人的妾被轮奸 ( 19 : 1一30)

B
.

对便雅悯人的内战( 20 : l一48)

C
.

问题
: 以色列的誓言与便雅悯人的灭族危机( 21 : 1一7)

B’
.

对基列
·

雅比人的内战(21 : 8一巧 )

A
, .

示罗女子被强奸(21 : 16 一24 )

(二 )第17 至 18 章也以交叉型架构来呈现以色列的灵性混乱
:

A
.

自设祭坛的家庭 ( 17 : 1一5)

B
.

唯利是图作祭司的利未少年 ( 17 : 7一13)

B’
.

为利求问神的但支派探子( 18 : 1一 10)

A’
.

自设祭坛的支派 ( 18 : 11 一31)

(三 )叙述者特别借着四次出现于本书跋中的一句话
“

那时以

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
”

( 17 : 6 ; 18 : l ; 19 : l : 21 : 25 )
,

将第

19 至 21 章和第 17 至 18 章完全融合在一起
:º

¹ 施奈德指出
,

女性主义学者 (如布莱特勒 )将第19 至21 章视为独立的文体
,

结

果让其上文与本段分离
。

施奈德主张
,

更自然的读法乃是将第 19 至21 章读为

第17 至18 章的延伸
,

而第17 至 18 章乃第 13 至 16 章的延伸 ; 因此第13 至16 章中

的参孙悲剧预告了米迎所带来的悲剧
,

第19 至21 章更将悲剧从个人
、

家庭
、

支派
,

延伸并引爆到全国进人无政府状态
。

见5
{hne id er

,

如每
: , 229 一230

,

24 5 一246
。

º 斯腾伯格指出
,

四次重复的
“

以色列中没有王
” ,

扮演着贯穿且联结第 17 至21

章
,

使之成为一体的功能
,

见S te rn b e飞
,

刀, Poe tie s
of Bi 6lic以 八飞盯以i : e , 417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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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自设祭坛 的家庭(17
: 1一5)

17 : 6
,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

各人任意而行

B
.

唯利是图作祭司的利未少年(17
: 7一13)

1 8 : 1
‘ ,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B
, .

为利求问神的但支派探子 (18
: lb一 10 )

A’
.

自设祭坛 的支派 (1 8 : 11 一3 1)

19 : la
,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A
.

利未人的妾被轮奸(19
: lb一30)

B
.

对便雅悯的内战(20
: 1一48 )

C
.

问题
:以色列的誓言与便雅悯的灭族危机(21

: 1一 7 )

B’
.

对基列
·

雅比人的内战(21
: 8一 15)

A’
.

示罗女子被强奸(21
: 16一24 )

21 : 25
,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

各人任意而行

如此便将第19 至21 章所呈现的社会混乱完全建构在第17 至 18 章所

呈现的以色列的灵性混乱上
,

并都以
“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

各人

任意而行
”

作结
,

多次感叹须结束书中的悲剧
。

叙述者通过本书后

五章的罪恶暴行
,

包括偷窃
、

抢夺
、

强暴
、

婚外情
、

同性恋
、

分尸
、

滥

杀无辜等
,

除了阐明灵性堕落必导致社会堕落之外
,

还陈述了一个

定律
:
罪恶是具有蔓延性的

。

这正是本书所呈现的以色列光景
:

(一 )在第 17 章
,

叙述者先从悬挂上帝
“

招牌
”

的米迩开始(
“

米

迎
”

原文字义为
“

谁像耶和华
”

)
,

¹ 描绘他偷了母亲的钱
,

违背十诫

中的第七诫
“

不可偷盗
” ;接着写母亲纵容儿子

,

而且与儿子联合

制造偶像 ( 17 : 1一5 )
,

犯了
“

不可雕刻偶像
”

的第二诫 ;继而将焦点

¹ 麦克坎(M c Can n) 指出
, “

米迎
”

之名正好实现了讽刺的功能
,

因为第17 至 18 章

中的所有人物没有一个认识上帝
。

见J
.

C
.

McC 即n ,

加妙
5 .

加
。, re 妞访

n

(肠u isvi ll e 二」曲
n Kn ox 阮ss , 2(X) 2)

,

120
.

2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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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急于找地居住的但人
,

¹ 描述他们如何派五个勇士去探地
,

路

上 询问了
“

有求必应
”

的
“

神棍
”

( 18 : 1一5 )
,

遂以
“

挟天子以令诸

侯
”

的手段绑架了米迩家中的以弗得和神像 ( 18 : fl 一26)
,

进行本

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内战 ( 18 :27 一29 )
,

定居之后的但人还 自创
“

教

门
” ,

且将摩西子孙也拖下水 ( 18 : 3任一31)
。

(二 )从第 17 至 18 章的描绘
,

能很清楚地看到叙述者先从米迎

的偶像崇拜开始
,

叙述败坏如何从一家 ( 17 章 ) 扩散到一族( 18

章)
,

最后到一国 ( 19 章 )
,

如同面酵一点点地腐蚀全体 ; 以色列垂

直面的灵性开始朽烂
,

延伸到水平面的每个层面
, º示罗女子被掳

( 21 : 12
,

19一23 )
,

其源头也是信仰上的堕落( 18 : 3介一3 1)
。

值得注

意的是
,

示罗是第 17 至 18 章灵性堕落和第19 至21 章社会堕落两个

故事的结束地点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本该与上帝同在的示罗
,

却

成为《士师记》中堕落的代名词
。

»

¹ 但人原本分到犹大和以法莲中间一狭长地的西端(书19 : 41 一46 ) ,

却因亚摩

利人和非利士人占据
,

而无法进住 (士 l : 34) ;其实他们已分得这块地
,

不必

另外找家
。

可见但支派也是因为灵性上的堕落
,

带来拉亿城的灾害
。

º 这种手法的另一个明显但反向的例子
,

就是《撤迎利亚书》第7至8章
。

当被掳

归回者从伯特利派人来间先知撤迎利亚时
,

他用对比且循序渐进的手法
,

挖

掘出冰山水面之下以色列人内心的丑恶
,

好叫他们悔改
,

最后得祝福
: ( 1 )从

他们的小问题
—

禁食 (7 : l一3 )
,

浮显他们问题水面下的
“

冰山
”

(7 :4一7) ;

(2 )从他们过去的问题 (7 : 8一 12)
,

审议到现在及未来 (7 : 13一 17 ) : (3 )从五

月禁食 (7 : 3)
,

五月和七月的禁食 (7 : 5 ) ,

推展到四
、

五
、

七
、

十月的禁食 (8 :

18 ) ; (4 )从
“

余民
”

议题 (8 : 1一13) ,

扩展到万民 (8 :20- 一23) ; (5 )从伯特利一

城人的求恩 (7 : 2)
,

伸展到列国和多城居民的求恩 ( 8 : 20) ; (6) 从伯特利(7 :

2 )
,

延伸到国内(7 : 5 )
,

乃至万国 (7 : 14 ) ; (7 ) 将禁食的 日子 (7 : l一7 )转化为

欢乐的节期 (8 : 一8一 9 )。

» 约书亚时代
,

分地的一个重心乃示罗
,

是《约书亚记》全书四大分段 ( l : l一5 :

12 的过河
, 5 : 13 一 12 : 24 的征地

,

13 一21 章的分地
,

22一24 章的事奉 )中
,

第三

段的核心枢纽
。

在此
,

以色列七支派拈阉分地
、

设立会幕 (书 18 : l一 10)
,

好落

实摩西所传达的上帝同在的应许 (利26 : 11 一 12) ;也是在此
,

哈拿求问上帝

而得撒母耳 (撤上 l章 )
。

见H e r be rt H
.

Kle m e n t
, “M记

e m U te r aJ甲一C“tie 目

M e thod s a n d the H is to ri e ity Of the

OT
, ” in IS姗 l,s Pas r in 入

s e 心 R e : e arc h ,

e d
.

V
·

Ph ilip s
肠

n g (W in o n a U ke : E is e n b r au n s , 19 9 9 )
,

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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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前士师基甸是
“

另起炉灶
” 、 “

自封教主
” 、

设立 以弗得
,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
,

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8
: 2 7 )

。

由此
,

一个人的堕落带来了全家
、

全族的自相残杀(9章 )
。

(四 )其实
,

这样的
“

骨牌效应
”

在本书一开始就已清楚地浮

显
。

当带头的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时
,

叙述者呈现着《士师

记》的特殊风格
:
妥协的过程中有

“

弃保效应
” 。

在犹大
“

弃保
”

之后

(1
: 19 )

,

¹ 便雅悯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 1: 21 )
,

跟随

犹大
“

弃保
”

了 ;之后
“

弃保
”

的有玛拿西 ( 1 :27 )
、

以法莲 ( 1 :29 )
、

西

布伦 ( l : 30 )
、

亚设 ( l : 3 1)
、

拿弗他利 ( l : 33 )
,

最后是但 ( l : 34)
。

之所以由
“

风吹草堰
”

进人
“

全民皆输
”

的
“

骨牌效应
” ,

关键就

在于信仰上的妥协
、

背弃上帝 (2 : 1一3)
。

因此
,

本书的序以哀哭开

始
,

跋则以哀哭结束(20 :23
,

26 ; 21 : 2 )
,

首尾呼应
,

为以色列一开

始就离开上帝
,

灵性堕落必然带来社会的堕落作出脚注
。

除了首尾呼应之外
,

叙述者还借着平行
、

伏笔与讽刺等语法
,

预告以色列进人《士师记》之初
,

其实命运就已经
“

盖棺论定
”

了
。

带头的犹大一登上《士师记》的舞台
,

就捉拿了亚多尼
·

比色
,

砍了

他手脚的大拇指 ;亚多尼
·

比色被杀之前说
: “
从前有七十个王

,

手

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
,

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
,

现在神按

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
。 ”

( 1 : 7) 这给全书留下精彩的伏笔和预示

( ad u m b ra ti on ) : 以色列在来日也一样
,

会得上帝的报应
。

与杀了七

十个王的亚多尼
·

比色相平行的
,

乃是杀了七十个兄弟的亚 比米

勒
,

叙述者毫无保留地呈现他最后必得上帝的报应 (9 : l一5 7 )
。

从

这伏笔和平行中
,

叙述者讽刺以色列人的思想和行径与迩南人毫

无两样
,

º因此结局也与迩南人无异
。

¹ 《士师记》l
: 19 并不是在说明上帝无能赶出有铁车的平原居民 (出 14 : 23一28 ;

15 : 4 ;书11:4 一6
、

9 ; 17 : 16一 18 ; 士4一 5章 )
,

乃是以带头的犹大的眼光来描绘那

群妥协的百姓 (士2 : l一5 ) 。

º Ch ishol m ,

而二 及
己乎s臼 to E叼〕os ir io n ,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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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丝
·

特立波 (Phvll is T ri bl e
)称赞路得和哈拿能

“

名见经

传
” ,

但认为《士师记》的叙述者不将利未人之妾的名字写出来
,

是

故意羞辱她
,

好标榜其后的扫罗
、

大卫男性掌权的政治
。

¹ 这观点

引发了更大的问题
:
本书叙述者的女性观

,

果真是藐视
、

排挤女性

的地位吗 ? 那叙述者真有
“

重男轻女
”

的狭隘男性霸权主义吗 ? 女

人只配扮演弱者
,

只能任凭男人掌权
,

甚至欺压宰杀吗 ?

从女性角色看
,

不然
。

本书至少有22 位个人或团体的女性角

色
,

包括押撒 ( l : 11一15 )
、

底波拉 (4一5章 )
、

雅亿 (4 : 17一23; 5 :

4一27 )
、

西西拉的母亲 ( 5 : 28 )
、

西西拉的聪明宫女 (5 : 29 一30 )
、

基

甸的妻子 ( 8 : 30)
、

基甸的妾
、

亚 比米勒的母亲 ( 8 : 31 ; 9 : 1一3)
、

杀

了亚 比米勒的妇人 (9 : 53)
、

耶弗他的母亲 ( 11 : 1)
、

基列的妻子

( 11 : 2)
、

耶弗他的女儿 ( 11 : 34一40 )
、

耶弗他女儿的同伴 ( 11 : 37一

38 )
、

以色列的女子 ( 11 : 40)
、

玛挪亚的妻子
、

参孙的母亲 ( 13 : 2一

25 )
、

参孙的妻
、

亭拿女子 ( 14 : l一 15 : 8 )
、

迩萨的妓女 ( 16 : l一3)
、

大利拉 ( 16 : 4一22)
、

非利士女人 ( 16 : 27 )
、

米迪母亲 ( 17 : l一6 )
、

利

未人的妾( 19 : 1一30)
、

基比亚老便雅悯人的处女 ( 19 : 24 )
、

基列
·

雅比400个未嫁的处女 (21 : 12 )
、

示罗女子们 (21 : 21) 等
。

º在古代

近东犹太列祖的社会中
,

《士师记》的女子角色出奇地突显
。

虽然

其中许多只是小角色
,

但是至少 10位女子在本书中说了话
。

»没有

¹ 特立波还认为耶弗他的女儿和利未人的妾都忍受从男性而来的不白之冤
,

却

被圣经男性以佚名方式
“

处理
” 、 “

敷衍
”

掉
,

好帮上帝或有不公义之嫌解套
,

见

Ph yllis Tri ble
,

Te x ts of Te rro r : Lire m 勺
,

一Fe nu n 站t R e
耐i呼 of B话lic 以 从盯以 i, e s

肠
rt , 55 ,

1984)
, 65 一 116 :

另外女性主义者弗齐斯 (Fu e hs ) 主张
,

(男性 )叙述者

借着观点
、

省略
、

重复和模糊手法
,

为耶弗他牺牲女儿生命的可议之处
“

脱身
”

与
. ‘

减刑
” ,

见E
.

Fu e hs , “Mar g ln aliza tio n , Am b i即 ity , sile n e i n g the Sto 叮 o f

Je phth曲 ’5 D au g hte r , ” in A Fe o n is t Co 呷an 沁n to jl以砂
s , 116-- 130 。

º 参M e Ca n n ,

如砂
,

,

22 。

» 特立波正确地指出
,

第19 至21 章中的女人都没有说话
,

但是这个观察不能适

用于全书(底波拉的话还成为全书中惟一的诗歌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说话

的米迎母亲乃是受咒诅的 ( 17 : 2一3)
。

见Tri bl e ,

几x ts of Te I’ro r ,

66
。



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

说话的并非不重要
,

如一个妇人杀了亚比米勒 (9
:
53 )

,

利未人的

妾引发十二支派的注意 (19一21 章)
,

而底波拉还是位士师
,

与她

连手的雅亿甚至解决了男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

¹

而本书结束前的悲剧 (包括被奸杀的利未之妾
、

基列
·

雅比未

嫁的处女
、

被抢夺的示罗女子等的不幸结局 )
,

也是十二支派离开

上帝所致
,

男女皆有责任
,

º不能单单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
。

»

第 17 章米逝的母亲纵容包庇儿子
,

乃至制造了神像 ; ¼ 就连第19 章

利未之妾被奸杀
,

也是先有她行淫离开丈夫 ( 19 : 2)
,

才有后来前

去接回她的利未人的纵情堕落
。

½

从本书的文学手法来窥探圣经的女性观
,

能帮助我们厘清对

叙述者
“

重男轻女
”

的误解
。

在参孙
、

米迎
、

哈拿
、

扫罗等人物出场

¹ 布莱斯泰 (Bl ed st ei n) 甚至主张
,

《士师记》的作者是女性
。

见A
.

J
.

Bl ed ste in
,

“ 15 Ju d g e s a W o m a n ’5 S a t ire o f M e n W ho p l盯 C仪】?
” I n A Fe m in is t Co 呷an io n

to 汤以砂
s , 54 。

º 即使看重妇女权益的巴尔也承认
,

在本书的诸多谋杀中
,

不仅男人杀女人
,

也有男人杀男人(此乃战争)
,

乃至女人杀男人
。

这位妇女解放学者承认自己

的女性主义预设难免会有视野上 的偏颇
。

见Bal
,

烧以h & D山〕初刀记 try
, 1

,

7 。

巴尔的观点得到同是女性主义学者琼尼丝
·

瓦梭的呼应
.

后者正确地主

张
,

不能以特立波单单以
“

女性被男性迫害
”

的局限眼光来读《士师记》
,

她指

出
,

其实整个《士师记》的社会都在混乱中
,

见K
.

Jon es 一w a rs a w
, “

To w ar d A

W o m a n is t H e rm e n e u tie : A R e a d in g of Ju d g e s 19 一 21
. ” i n A Fe m in is t

CO呷an io , : to 加妙
, , 17 9 一 18 1。

» 女性主义学者史密斯(S m ith) 犀利地指出
,

女性圣经学者的问题乃思想太单

纯的二元论
。

见C
.

Sm ith
. “D e lilah : A Su i tab le Case fo r (Fe 而 n io t) r 吧. tm en t尹

”

i n 如妙
s : A Fe mi n is t Co 呷~

n 勿 the B访肠
,

ed
.

A
.

Bre n n er (S he ffi e ld :

Sheffi
e ld A e ad e m i。 Pre s s , l夕臾) .

93 一116 (特别是 114 ) 。

¼ 在分析了雅亿
、

大利拉和米迎母亲后
,

克莱恩( ( ei n) 发觉《士师记》的男女皆

违背摩西律法
,

并以
“

《士师记 )呈现了男女皆翰
”

为总结
。

见 L
.

R
.

Kl ei n ,

Fro m De 6 o

rah t。 Es ‘he r (M in n e a po 】15 :
凡d 沈. R 忱. , 2(X) 3)

, 32 。

½ 迈休斯 (Mat the w s )指出
,

至少有三个因素决定了第19 章的悲剧
:
利未人之妾

离开丈夫
、

利未人与妾太晚离开岳父家
,

和决定往基比亚而非往迎南村落过

夜
,

见v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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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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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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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13
: 2 ; 17 : l ;撒上 l : l一2 : 9 : l)

,

叙述者分别用
“

有一个人名叫

⋯⋯从⋯ ⋯
”

(原文出现的字数
、

顺序完全相同)的衬托技法
,

将参

孙
、

米迎
、

撒母耳和扫罗引导出来
:

(l) 从《士师记》13 章到((撒母耳记上》看
,

参孙的佚名母亲(13

章 )和米迎的母亲(17 章)都衬托了撒母耳母亲的独特性 ;

(2) 因着上帝的超然介人
,

参孙的母亲怀了奉献为拿细耳人
,

最后却成为
“

无泪士师
”

的参孙 (13 一 16 章) ;这对比于同样在上帝

的超然介人之下
,

撒母耳的母亲怀了也奉献为拿细耳人
,

却成为
“

伟大士师
”

的撒母耳(撒上 1一7章) ;

(3) 米迎母亲促成米迎拜偶像
,

导致以色列走向对信仰的远

离(17 一21 章 )
,

这对比于哈拿促成儿子和以色列整体信仰的更新

(撒上 1一7章)
。

¹

这种衬托手法清楚地显示
,

叙述者并没有小看女性的意识形

态
。

决定《士师记》女性地位的不是她的性别
, º而是她的灵性

。

这

一点也可 以从本书对情景次序 (seq ue nc e )和主要角色的安排中看

出
。

本书在巴拉和底波拉登上舞台之前
,

没有出现重要的女主角

(除了对于胜过迩南人有信心
、

向父亲求赐福的押撒以外
,

1 : fl 一

15 )
。

第一位女主角底波拉 (和雅亿)与巴拉并列于舞台时
,

她和雅

亿的英勇正好衬托出男人巴拉的犹豫
、

软弱乃至无能
。

综观全书
,

以色列男人的素质似乎一代不如一代
。

这位不敢担当的巴拉并非

先前的俄陀聂
、

以筋
、

珊迎之辈 (更逞论约书亚或迎勒 )
,

他的无力

预兆了缺少智慧的基甸 ; 而基甸的缺点更在耶弗他身上显露无

遗 ; 到了参孙
,

以色列男人简直已经丧失领导能力
。

因此
,

巴拉的

¹ Chisho lm ,

Fro m 公
e邵5 15 名o E甲 os “衍n , 164

.

º 布洛克 (Bl oc k) 指出
,

女性主义学者单单关心利未人之妾被奸杀
,

但是基比亚

匪徒试图强暴同为男性的利未人 ( 19 : 22 )
,

同样是罪恶
、

暴力
,

同样值得关

注
,

因此不能单单从特定性别的角度来解读本书
,

见D
.

I
.

BI 二k ,

力以梦
: ,

R以h : 刀记 Ne o Ame 成二 CO nzme
心叮 (Nas hvi lle

, T N : Broa dman & H o lm an

Pu bli she rs , 1999 )
, 543 。



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

出现给后来 日益堕落的男人铺路
,

¹ 本书愈到卷尾
,

愈发显示男人

除了无理取闹
、

纵情享乐
、

内江内斗以外
,

就是奸杀软弱的女子

( 19
、

21 章 )
,

乃至抢夺良家妇女为妻
,

显得一无是处
。

相反地
,

叙述

者记载上帝用一个不知名的妇人杀了亚 比米勒 (9 : 53 )
, º表明他

可以用任何器皿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

此外
,

叙述者还用对比来呈现女性的特质 :

( l) 雅亿使用非传统武器 (帐棚的撅子和匠人的锤子
,

5 : 26 )

杀死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

救了以色列脱离外邦王的辖制 (4 :23 一

24 ) ;一个不知名的妇女也用非传统武器 (从楼上抛下来的磨石
,

9 : 53 ) 杀死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
,

救了以色列脱离 自己坏王的辖

制 ; »

(2) 与 ( l) 形成对比的是
,

从士师发展史来看
,

英勇的俄陀聂

之后
,

取而代之的是犹豫不决的巴拉
,

和胆小
、

愚拙的基甸
,

继起

的则是以 自我中心
、

反士师的
“

王
”

亚比米勒
,

¼ 最终造成士师时代

因为
“

枪口对内
”

而发生的内乱
。

其实
,

《士师记》中的妇女角色应被肯定
。

首先
,

士师时代之初

押撒就鼓励丈夫刚强 ( 1: 14 ) ; 巴拉时代
,

在男人未能担当之际
,

女

子被迫担当了勇士的角色
。

先是雅亿杀了外邦人侵的西西拉
,

除

掉以色列的外患 (4章) ;接着是不知名的妇女杀了亚比米勒
,

除掉

以色列的内忧 (9章 )
。

本书呈现了上帝的公义
,

成就了他透过约坦

发出的预言 (9 : 56一57 )
,

但成就的管道不是男人
,

而是女人
。

¹ Ch isho ln l ,

Fro m 价
e乎 : 众 to 细

, os 血勿n , 169
.

º 和利未人的妾一样
,

叙述者在此以佚名来描绘这位巾帼英雄
、

以佚名描绘不

一定是羞辱(如特立波所宣称的)
,

不一定关乎功过
、

荣耀
、

羞辱
,

而可能是一

种手法
,

意在保护这位巾帼英雄
。

» 不同的是
,

前者以色列被迎南王耶宾的威权所辖制 (4 : l一3 ) ;后者以色列乃

被满足自我权位的族人亚比米勒所辖制
。

但两处的
“

坏人
”

都是男性
。

¼ Chisho lm 沪h , m 凸
e邵5 15 to E即as 如

n ,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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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叙述者借着本书所呈现的种种文学手法
,

宣示偶像不

能自保
,

倚靠偶像
、

祭司都是徒然 ; 以色列人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

决问题
,

结果却是尸骨不全
、 “

肢
”

离破碎
。

《士师记》的盼望不在于

带来短暂拯救的士师
,

¹ 乃在由哈拿的儿子撒母耳所膏
、

路得和波

阿斯的子孙大卫
。

º从救恩史的角度看
,

叙述者暗示着
,

《士师记》

的盼望乃在于大卫的后裔
—

那位将要降生的耶稣基督
。

»

(责任编样 梁 工 )

作者吴献章
,

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区哲学博士
、

芝加哥 三一

国际大学哲学博士
,

主修《旧约》
,

专长诗歌智慧书文学
、

先知书神

学
、

历史书文学等
。

现为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
、

研发部部

长暨教牧博士科主任
。

著有《旧约英雄本色》
、

《跨世纪英雄》
、

《天

道注释系列
: 以赛亚书卷三》

、

《天道注释系列 : 以赛亚书卷四》
、

《启示录导论》等
。

¹ 杜布莱尔(W
.

J
.

D u翻山r e ll) 认为21 :25 之所以是本书的结语
,

乃是为了引导以

色列人将盼望放在带领他们进人联合王国的上帝
。

见W
.

J
.

Du m bre ll , “ ‘ln

Th
o s e D a ys Th

e re W as N o 峪n g i n lsrae l; E v e叮 Man Did Wk at W as 凡gh t I n

H is o wn Eye s . ,

Th
e Pu rPO se of the Boo k of Ju d ge s R e e o n s id e

red
, ” Js OT 25

(19 83)
, 23一33

。

º 施奈德在结论中指出
,

士师中的男
、

女
、

领导都不完全
,

本书乃预备给联合王

国铺路 (支持这观点的学者还有布莱特勒
、

霍华德〔D
.

H o w a rd 〕
、

哈里逊 (R.

K
·

Har’n so n
〕等 ) ,

见S e h n e id e r汤以砂
s ,

28 7 一 29 0 。

布莱特勒主张
,

本书的中心

不是女性
,

研究《士师记》不该从性别
、

社会角度
,

而该从政治角度来看
,

本书

是为大卫王朝做预备的
,

因而是给过去历史存留证据的记录
,

见M
.

Z

B re ttle r ,

几
e B。。k of 负以岁 s (肠n d o可 N

.

Y
.

: R o u t led 罗
, 2(X) 2)

,

10 6一 116 。

» 麦克坎指出
,

从正典发展角度的看
,

与拔示巴行淫乱且谋妻害夫的大卫
,

和

《士师记》的人物其实相仿
,

都是
“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 ;北国和南国诸

王更是偶像崇拜缠身
,

和士师时代没有两样
。

见McC an n ,

九每
: , 117 一 119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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