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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律法对性态的规范＊



田 海 华

提　要：本文以福柯的批判理论以及对圣经的社会科学批判为基础，使圣经中的性去神圣化，将
之从神圣领域与意识活动中抽离出来，论及性的违规会突破宗教的、族群的与个体的边界。涉及贞
洁、奸淫、强暴、复婚与乱伦等性态的律法，体现在约法典 （出２０︰２２－２３︰３３）、圣洁法典 （利

１７－２６）与申命法典 （申１２－２６）中。圣经律法呈现了一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引发了有关性别与
权力之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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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在社会秩序中，性态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①扮演重要

的角色。“在希伯来圣经中，性具有两个主要的

功能：延续生命以及强化家庭同群体的合一。”②

当性的力量跨越了家庭之间的边界，或者模糊了

彼此的分别，就成为威胁社会既有秩序的力量。

由于性的互动对影响家庭存续，具有重要的威胁

力，因此，有关性的律法就是要通过界定何为合

乎体统的性活动，而力图实现对性行为的控制，

从而维护家庭。如此，在稳固社会秩序上，一夫

一妻制的家庭生活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性是婚

姻生活及个人伦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秩序维系

与破坏的力量。“圣经中的律法本身表明了自由

的、随心所欲的性行为能够摧毁社会秩序。性态

是双刃剑：既是粘合的力量，同时又是威胁边界

维持的力量。”③希伯来圣经有许多描述这一议题

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古代以色列人对性的关注

与焦虑，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建构了以色列社会关

于性的政治，比如性的禁制，规定什么样的性行

为合法的。在人类文化史上，禁止乱伦是文化的

序幕，而从禁止乱伦起，性就被置于权力的笼罩

之下，性成为权力不可忽略的资源。正如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将性作为研究的素材，通过

对一系列追问④之解答，指出社会在对性作出各

种规范的同时，是如何建构了人们自然的、天生

的性，从而探索权力与真理的问题。他认为 “性

态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关于权力与性

的叙述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迂回的课题，

在一定程度上，二者互为参照。我们应该摆脱权

力的判断与否定的描述，终止在法律、禁令、自

由与主权的术语上构想权力”。⑤勿庸置疑，圣经

律法对性态的规范，对男女持双重标准。这表明

了某种父系身份的愿望，同时也构成男性控制女

性性态的实质。基于男性为中心的立场与利益，

圣经律法对女性的性态进行了如下的规范：

一、保持贞洁：《申命记》

２２∶１３－２１

　　希伯来圣经规定未婚女子必须保持贞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ｔｙ），直到在其父亲的安排下与一男子成

婚。而婚姻的贞洁原则是特别针对女性的，即要

求未婚的女子须为童贞女 （ｖｉｒｇｉｎ），希伯来文为

。⑥贞洁原则是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严厉禁

止，由于 “婚姻是以色列妇女社会地位、经济福

祉以及荣誉的保证。”⑦因此，失贞即意味着合宜

的婚姻资格的失去。 《申命记》２２︰１３－２１即

描绘了新婚的丈夫当众指控妻子在新婚初夜未有

贞洁凭据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洗除恶名，该

女子的父母就要将贞洁的凭据拿到本城长老处，



长老判罚新婚丈夫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

亲，作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一个童贞女身上的

惩罚，且规定其终身不可休妻。但如果女子的父

母拿不出贞洁的凭据，该女子就要被石头打死，

因为其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作了丑事。

这段经文反映了古代以色列社会对女子贞洁

的重视。女子贞洁的凭据被保留并掌握在其父母

手中⑧。如果女子的父母能够拿出贞洁的凭据，

不仅洗脱了恶名，成就了父家的光荣，而且，女

子的父亲可获得高额的赔偿；反之，如果女子的

父母拿不出贞洁的凭据，女子就要当众 “被城中

的男子用石头治死，因其违背了群体的期望，威

胁到对女性性态的社会控制”。⑨可见，父亲有权

控制女儿的性态，一旦女儿失去贞洁，意味着父

家对女儿性态监控这一社会责任的丧失，对其父

家来说，便是奇耻大辱，在以色列族群中，失去

应有的社会地位。⑩因此，当贞洁与生死命运紧

密相连时，可见，贞洁对女性来说是何等重要。

在这个案例中，妻子的性态不仅在父亲与丈夫的

支配之下，亦在整个社会群体的众目睽睽之

下。瑏瑡

为何女性的贞洁备受希伯来文化的关注？希

伯来圣经并没有给出明确细致的解释与答案。贞

洁观念的存在 “是全球性的，在罗马帝国崩溃之

前就存在，在圣经之前遥远的过去就存在”。瑏瑢在

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中，为什么女性的贞洁被特

别强调，并被赋予崇高的价值？福柯批判了这种

对贞洁追求的克制的、绝对的与理想的性生活模

式，认为贞洁观念并非基督教所特有，而是从古

代到基督教时代再到现代都是存在并延续的。瑏瑣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奥特娜 （Ｓｈｅｒｒｙ　Ｂ．

Ｏｒｔｎｅｒ）通过对波利尼西亚父权制社会的考察，

指出对女性的性控制苦心经营的形式，就是将之

制度化为 “神圣的少女”。其特征是拥有被文化

强调并强制性保护的贞洁，这是父权制体系赋予

女性的崇高的荣誉和价值。瑏瑤在美索不达米亚法

典中，里皮特－伊示塔法典第三十三条，就规定

了坚守贞洁的宣誓，也涉及对贞洁的试验。瑏瑥于

基督教而言，“贞洁在基督教观念中同样具有崇

高的意义。贞洁在文化的处境中呈现并被表达与

培养成为妇女高尚的价值”。瑏瑦另一文化人类学者

希雷格尔 （Ａｌｉｃｅ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利用跨文化分析的

方法认为：贞洁同新娘的聘礼与嫁妆有着直接关

系，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贞洁是新娘身价的保

证；家庭通过对女儿贞洁的呵护并利用女儿合宜

的婚姻安排，维持与增强家庭的社会地位；在许

多游牧社会，女性的贞洁是男子血统纯正的标

记，因此，对女性性态的控制即是对社会诸关系

控制的隐喻。瑏瑧

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再来反观希伯来圣经对

贞洁的坚持与关注，发现在这个父权制的文化处

境里，男性拥有自己的土地、产业与社会身份，

而女性的价值，包括其性态都是围绕这个制度文

化而展开。“在圣经的世界中，对一个家庭来说，

女性的贞洁是土地与子女合法化的保证。”瑏瑨 可

见，女性的贞洁受到所谓合法婚姻形式的限定，

唯有合法的婚姻才能给男性产生合法的子嗣与财

产所有权，使女性得到合法的社会承认，即女性

在承受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与角色时，才具有文化

传统所确认的价值。由于父权制视女性为传宗接

代的工具，就特别重视女性的贞洁与否，这关系

到家族血统的纯正与否以及财产的继承与延续，

因此，父权社会造就了女性的价值尺度，视女性

的贞洁为重于生命的道德品格。于是，在这种男

性为中心的叙述话语中，女性的形象不是贞洁贤

良，即是妖艳淫邪。

二、奸淫与强暴的律例：《申命记》

２２∶２２－２９与 《出埃及记》２２∶１６－１７

　　以色列人对男性与女性在 “奸淫”这一行为

上，持双重标准。一个已订婚或已婚的女性只要

与除了丈夫或未婚夫之外的男性发生性行为，即

被定为奸淫，而男性同别人的妻子或未婚妻子有

关系才被定为奸淫。为什么圣经律法对妻子尤为

苛刻？因为，“妻子的性态是其丈夫专有的所有

物，因为它能产生欢愉与果实。奸淫是对一个丈

夫拥有其妻子性态的基本的专有权利的侵犯，是

对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威、凝聚力以及家庭本身完

整性的攻击。奸夫洗劫了丈夫根本的荣誉，而不

忠的妻子玷污了丈夫的权威”瑏瑩。《申命记》２２︰

２２－２４以及 《出埃及记》２２︰１６－１７是关于奸

淫的律例。其中，“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

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 （申２２︰２２ａ）

是原则性的规定。在这一奸淫的律例中，男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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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治死，这是古代犹太律法的传统特征。瑐瑠奥

托认为这一条律例 “是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反映，

同一个已婚的妇女发生性行为是对妇女丈夫的权

力与名姓的亵渎，因此，无论如何都是死刑”。瑐瑡

此外，同已许配人的女子瑐瑢即订婚女子发生性关

系，男女亦要一同治死 （申２２︰２３－２４）。在

古代以色列社会，任何威胁到婚姻存在的性行为

都被严格禁止。瑐瑣在 《申命记》２２︰２２－２４中，

对威胁婚姻之性行为的处置，“是维护婚姻家庭

价值的严重声明，但这些法律是从男性的角度表

述的，其目的在于成就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

位”。瑐瑤人若引诱没有许配人的童贞女行淫，一定

要交出聘礼给女子的父亲瑐瑥，并娶之为妻，但女

子的父亲可以决定是否将女子给他为妻 （出２２
︰１６－１７）。在奸淫的案例中，女性始终是以句

子的宾语出现，而主语是人 （男子）或父亲。

《申命记》２２︰２５－２９也是关于强暴的律

例。男子在田野若强行同已许配人的女子行淫，

就如同谋杀邻舍的行为一样，男子要被处死，女

子无罪 （申２２︰２５－２７）。经文虽然认为该女

子无罪，也没有作出具体的处置，但是，从婚姻

的贞洁原则来说，女子的失贞意味着失去合法婚

姻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文所关注的并非是女子

受害的形象，而是其未婚夫所受到的损害。紧接

着，经文规定男子若抓住没有许配人的童女并与

之行淫，被人发现，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作为

童贞女的聘礼，交给女子的父亲，瑐瑦并娶该女子

为妻且终身不可休她 （申２２︰２８－２９）。在这

里，强制性的婚姻是作为对强暴者的惩罚与对女

子的补偿而出现。瑐瑧但实际上，这种强制性的婚

姻体现了男性运用暴力对女性客体的控制。“在

申命法典产生的古代文化语境中，对女性客体实

施暴力是阳性身份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之凝聚

力的核心。在对女性客体的暴力关系中，这些律

法是以男性主体为依据，并创制了一个建立在暴

力的男性特权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权力领

域。”瑐瑨

之所以视 《申命记》２２︰２５－２９为强暴的

律例，是因为动词 “强行行淫”同 “抓住”都含

有暴力且违背女子意志的性质。“强行行淫”（申

２２︰２５）在希伯来经文中是 ，意指 “追上去

并用力抓住”。瑐瑩 “抓住” （申２２︰２８）是原文

的翻译，无论 的宾语是否是指人，都具有

暴力或强迫的意思。瑑瑠故此，英文版和合本圣经

将以上两个动词都直接译为 “强暴”（ｒａｐｅ）。但

是，讽刺的是，希伯来圣经本身并无 “强暴”的

概念，这只是对经文的现代诠释。瑑瑡因为，强暴

要成为一项暴力犯罪，就必须承认妇女具有对性

关系的自我意志能力，即具有同意或拒绝的能

力。但是，在申命法典中，“女性的意愿在性侵

犯中，并非是决定因素，相反，在申命法典中，

违法的性行为依赖于女性同自由的以色列男性之

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潜在的危害，基于女性的

身份，而非她的意愿”。瑑瑢 “希伯来圣经关于 ‘强

暴’这一法律概念的缺失，表明对妇女实施性暴

力的文化是个复杂的社会产物，在经验与陈述

上，这个社会产物都同权力交易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瓜葛。性态的或暴力的经验都是在一个特定的

文化所建构的权力与意义中存在。”瑑瑣而希伯来圣

经并不将强暴视为一种违背妇女意志的犯罪，这

一事实 “表明希伯来圣经中性别建构方面存在的

暴力核心”。瑑瑤 《申命记》２２︰２２－２９中的律例，

说明男性性别是依据力量与支配而界定，而女性

被视为是柔弱与依赖的。这些律法既没有设定妇

女的意志，也没有保护妇女而反暴力的行动。

“事实上，这些律法并不禁止强暴，它们将之制

度化，并确认男子对妇女的控制。”瑑瑥

在申命法典中，“律法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妇

女免受性暴力，而在于维护男子的所有权益”。瑑瑦

如果一个男子侵犯另一男子对一个妇女的所有

权，他会被处以死刑，但是，如果性侵犯的受害

者是一个处于其父亲管制之下的女子，就要向其

父亲作出赔偿，并娶之为妻，且终身不可休她。

《申命记》２２︰２５－２９作为强暴的律法，对性

侵犯的行为进行了惩罚，这是对男子侵犯另一男

子所有权的惩罚，而非为了保护女性性态为目

的。瑑瑧在这样的叙述话语中，对女性贞洁的要求

与性侵犯，不是同男性的控制有关，就是同男性

的权力有关，男性的控制与权力急剧地塑造着女

性的性态。甚至，权力的运用直接地外在化为对

男性暴力的认同。在 《申命记》中，战争法典
（申２０︰１－２０）、娶俘虏女子为妻的条例 （申

２１︰１０－１４），以及以上讨论的关于奸淫与强暴

的规定，都是男性暴力的生动呈现。“在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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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包括产生希伯来圣经的文化，暴力与权势

支配是性别化主体的类推产品的中心。暴力常作

为一个阳性的品质而建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

中，性别成为暴力经验极重要的契合点。”瑑瑨从修

辞与比喻的语言学角度来说，暴力在本质上是属

于阳性的，其主语或主体是男性，女性或阴性的

物 （比如自然与城市等）是暴力的客体与承受

者。瑑瑩

三 、复婚的禁止：《申命记》２４∶１－４

《申命记》２４︰１－４指出：人若娶妻后，

见她有不合宜的事，厌恶她，就可以写休书打发

她离去；妻子再婚后，若后夫恨恶她，亦可写休

书打发她走，或是后夫死了，该妇人不可与前夫

复婚，因这玷污了耶和华神所赐的为业之地。为

什么复婚是被禁止的？学者有种种的猜测。其

中，威斯特布鲁克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将申

命法 典 同 汉 谟 拉 比 法 典 （Ｈａｍｍｕｒａｂｉ　Ｌａｗ

Ｃｏｄｅ）紧密相连，认为妇女在第一次婚姻中是

因自身的原因被休的，这样，丈夫保留妻子的嫁

妆并无需付离婚费，瑒瑠而在第二次婚姻中，妇女

被休并非因自身的过失，这样，她可以从第二次

婚姻中得到某些财物。因此，禁止复婚是防范前

夫通过再婚从这些财物中受益瑒瑡。但是，在 《耶

利米书》３︰１－３中，这个复婚的禁令得到重

申，并又一次明确指出是因为淫行与玷污土地的

缘故。因此，普瑞斯勒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Ｐｒｅｓｓｌｅｒ）批

驳了威斯特布鲁克的观点，认为，“复婚是对性

洁净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ｕｒｉｔｙ）的触犯”。瑒瑢禁止复婚，类

似于禁止奸淫。丈夫对妻子性态的控制，并不因

其死亡而终止。普瑞斯勒与伯德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Ｂｉｒｄ）

都注意到，即使是寡妇，其任何性行为都被视为

是对其已故丈夫之家庭的违背而建构。瑒瑣在这个

复婚案例中，一个妇女同男子 Ａ与男子Ｂ有性

关系后，再恢复与Ａ的性关系，即ＡＢＡ的性关

系模式，瑒瑤 但很难理解为何这种模式是不洁的。

提克娃 （Ｔｉｋｖａ　Ｆｒｙｍｅｒ－Ｋｅｎｓｋｙ）认为性洁净

的观念保持家庭边界与结构的完整，复婚中呈现

的性关系是混乱的，失序的，而混乱本身就是对

土地的玷污。瑒瑥同其它 《申命法典》中的家庭法

一样，在复婚的案例中，男子同样是句子的主

语，而且，离婚的权力与主动权掌控在男子手

中，一纸休书即可使女子孤力无助。

四 、禁止乱伦：《利未记》１８章与２０章

希伯来圣经明确规定性关系不可侵害另一家

庭利益，同时，也不能通过乱伦的形式污损自身

家庭的世系瑒瑦。在希伯来圣经中，关于禁止乱伦

的律例主要出现在三处：《利未记》１８与２０章、

《申命记》２７︰２０，２２－２３以及 《以西结书》

２２︰１０－１１。其中，《利未记》１８与２０章是属

于 “十诫”具体法典之一，即 “圣洁法典”的重

要内容，故在此作一讨论。从 《利未记》１８与

２０章的法律形式来看， “男性是乱伦禁制的主

体，而其客体是女性，是同男性有血缘与婚姻关

系的女性”。瑒瑧在１８章与２０章中，男性被禁止乱

伦的女性分别有十二类及七类，共同涉及母亲、

继母、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姑母、姨

母、伯叔母、儿媳、弟兄妻子等，为什么在这样

相邻的章节中，重复同样的主题，是不可而知

的，另外，两章的又一共同点是父女乱伦并无提

及。瑒瑨既然女性是乱伦陈述的客体与对象，可以

推定，乱伦的主语是男性，他们才是构成耶和华

宣布乱伦禁忌的听众。

禁止乱伦被视为是一种文化现象。瑒瑩 它是
“由男性权势支配的社会秩序所生产与保持的”瑓瑠

文化现象，因此，它作为早期的性禁忌，而存在

于许多民族与文化中。弗洛伊德 （Ｆｒｅｕｄ）从心

理学的角度对乱伦的性禁忌作出解释，认为乱伦

禁忌的产生源自于 “恋母情结” （Ｏｅｄｉｐａｌ　ｃｏｍｌ－

ｐｌｅｘ）。布瑞娜指出这种解释 “将男性的发展置

于文化的中心，而女性是与之相关的客体，或至

少是个他者 （ａｎ　ｏｔｈｅｒ）”。瑓瑡根据经文男性中心主

义的叙述话语，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存在，因

此，“当女性触犯乱伦时，是为了生育一个儿子，

保证其在社会上能够继续生存”。瑓瑢 就像 《创世

记》３８章中 “代兄立嗣”的他玛。而 “乱伦的

禁忌对于男性来说，可以理解为是对好斗的、热

衷权力的男性试图夺取权力从而支配社会之行为

的惩罚。这种支配是以对自身女性亲属的性支配

为开始的”。瑓瑣由于男性是社会组织与权力的建构

者，乱伦是男性通过性的形式威胁到对其他男性

的控制，由此可见，乱伦的禁制反映了性与权力

控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此外，从父权制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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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控制的观点来看，二者都要求建立严格的社会

边界，比如不同的家庭与族群之间，都有分明的

界限，而乱伦则是对这种边界或界限的严格性的

破坏，造成混合与暧昧不清的局面，从而破坏父

权制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所以，乱伦禁制是对父

权制传统的维护。在 “圣洁法典”中，乱伦是同

奸淫 （利１８︰２０；２０︰１０）、同性恋 （利１８
︰２２；２０︰１３）以及人兽交合 （利１８︰２３；

２０︰１５－１６）的禁制一起被罗列的，并作为可

憎的恶俗而被耶和华严行禁止。

五 、结语

正如任何社会对 “真理”的诉求都是由文化
的权威叙述话语所主导的一样，瑓瑤圣经律法是在

男性为主体的权威叙述话语下产生的文本。这个

与权力有着必然联系的叙述话语赋予社会建构以
“自然”的样貌，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并被人

们视为 “真理”而遵循。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

也看到，圣经律法是男性支配与女性从属之叙述

话语的产物，规范着女性的性态。借助语言，男

性支配的权力得到传播与蔓延，女性总是处于从

属与衍生的位置，不仅成为语言的客体，而且也

是暴力的客体。圣经律法作为男性特权的外在化

形式，是权势支配与暴力的有效实践得以合法化

的手段。瑓瑥正如在 《申命记》２２︰２８－９强暴的

案例中，法律既没有保护作为受害者的童贞女免

于被侵袭，也没有为其提供因暴力而应得的补

偿，如此，暴力的攻击与侵犯被合法化。

（责任编辑：林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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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８，４
（１９９１），ｐｐ．７２５－７３１．

瑏瑨Ｍ．Ｊ．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ｎｉ，“Ｆｅｍａｌｅ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　Ｃ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转引自 Ｖ．Ｈ．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Ｈｏｎｏｒ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ｅ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ｐ．１０８．

瑏瑩Ｐｈｙｌｌｉｓ　Ａ．Ｂｉｒｄ，Ｍｉ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２３－
２４．性侵犯意指侵犯一个拥有控制女子性态之权
利的男子的利益，比如该女子的父亲或丈夫，而
非女子本身。参Ｓａｎｄｉｅ　Ｇｒａｖｅｔ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ＪＳＯＴ２８ （２００４）：２８０．
瑐瑠Ｅｃｋａｒｔ　Ｏｔｔｏ，“Ｆａｌ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ｂ－
ｌｉ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Ｐａ－
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ｐ．
１３２．
瑐瑡Ｉｂｉｄ，ｐ．１３４．
瑐瑢已许配人的女子，希伯来文为 ，是指已经接
受男方聘礼但未成婚的待嫁女子。

瑐瑣 《士师记》１９章，记述一个侍妾被丈夫分尸十二
块的 “恐怖文本”。但是，文本只提到侍妾离开
丈夫 （１９：２），而没有提及性行为，离开是要保
持性自主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但是，妇女的身
体被分尸，并传送给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引起内
战，因此，性暴力同社会暴力紧密相关，妇女的
身体成为社会身体之一部分。参 Ａｌｉｃｅ　Ａ．Ｋｅｅｆｅ，
Ｗｏｍａｎ’ｓ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ｄｙ　ｉｎ　Ｈｏｓｅａ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

１７２－１７６．
瑐瑤Ｐｈｙｌｌｉｓ　Ａ．Ｂｉｒｄ，Ｍｉ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２５．
瑐瑥 《出埃及记》中，童女聘礼的数目不确定，但在
《申命记》中，明确指出是五十舍客勒。参申２２
︰２９。

瑐瑦在 《申命记》中，女子父亲的权利受到削弱，不
像在 《出埃及记》中，父亲可以拒绝将女子交出
来。参Ｔｉｋｖａ　Ｆｒｙｍｅｒ－Ｋｅｎｓｋｙ，“Ｓｅｘ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
ｔｙ”，ｐ．１１４５．
瑐瑧相对于 《出埃及记》２２︰１６－１７，奥托认为 《申
命记》２２︰２８－２９具有决定性的进步，它保护
的是年轻女子的权利，而不是其父亲的权利。参
Ｅｃｋａｒｔ　Ｏｔｔｏ，“Ｆａｌ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ｂｌｉ－
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ｒｉ－
ａｒｃｈ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ｐ．１３３．
瑐瑨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ｓｔ　Ｈｅ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
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ｒ’：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
ｍｙ　２０－２２”，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ｐ．１８６．
瑐瑩Ｃａｒｏｌｙｎ　Ｐｒｅｓｓｌｅｒ，“Ｓｅｘｕ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
ｏｍｉｃ　Ｌａｗ”，ｐ．１０４．在 《撒母耳记下》１３章中，
暗嫩强行玷辱他玛同样用的是 这个词。

瑑瑠在 《申命记》２０︰２０中，攻打与夺取城市的描
述即是用 这个词，其暴力的客体是城市 （阴
性），如同在性侵犯中男性对女性的强行占有。
在古代近东的文学中，城市常被拟人化为妇女的
形象。在希伯来圣经中，耶路撒冷的败落，曾经
以遭遗弃的落寞的寡妇形象而进行描述，比如
《耶利米哀歌》１︰１－１１。参 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ｓｔ　Ｈｅ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ｒ’”，ｐｐ．１９８－２００．

瑑瑡Ｔｉｋｖａ　Ｆｒｙｍｅｒ－Ｋｅｎｓｋｙ，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
ｄｅｓｓｅｓ：Ｗｏｍ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ｇａｎ　Ｍｙ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ａｗｃｅｔｔ
Ｃｏｌｕｍｂｉｎｅ，１９９２），ｐｐ．１９２－１９４．提克娃认为
在 《创世记》３４章中，示剑可能没有强迫底拿，
也没有想要伤害她，因此，底拿可能没有被示剑
强暴。参 Ｔｉｋｖａ　Ｆｒｙｍｅｒ－Ｋｅｎｓｋｙ，“Ｖｉｒｇ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ｐｐ．８６－９０；但是，依据一系列动词
的运 用 （３４ ︰ ２），比 如 看 见 （ ）、拉 住
（ ）、行淫 （ ）与玷辱 （ ），示剑对底拿
具有明显的性暴力倾向。参 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ｉｂＩｎｔ５ （１９９７），ｐ．３５７；另参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Ｓｃｈｏｌｚ，
Ｒａｐｅ　Ｐｌｏｔｓ：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ｅｎｅ－
ｓｉｓ　３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２０００）．布瑞娜认
为 “强暴”在术语上已经被性别化，是男性对女
性身体的暴力占有。这种性侵犯的主要动机在于
对权力的渴求，是要借助性行为去强化社会等级
制。参 Ａｔｈａｌｙａ　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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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１９９７），

ｐｐ．１３６－１３９．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一系列的
动词同样用于婚姻关系中，比如，犹大的婚姻
（创３８：２）。关于 “强暴”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
律法中的运用与译述，参Ｓａｎｄｉｅ　Ｇｒａｖｅｔｔ，“Ｒｅａｄ－
ｉｎｇ‘Ｒａｐｅ’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ＳＯＴ２８ （２００４）：２７９－２９９．
瑑瑢在圣经律法中，女性的意愿无关紧要，所造成的
伤害也不被视为是对女性的伤害，如此，这些律
法体现了男性的经验，而将女性的经验排除在
外。参 Ｃｈｅｒｙｌ　Ｂ．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Ｗｏｍ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８８．
瑑瑣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ｓｔ　Ｈｅ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
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ｒ’”，ｐ．２０８．
瑑瑤一种文化要将强暴理解为犯罪，就意味着这一文
化否定暴力的男性特权，而假设妇女拥有身心的
完整，有能力表达接受或拒绝。参Ｉｂｉｄ，ｐ．２０９．

瑑瑥强暴在圣经叙述中的普遍，说明古代以色列文化
中男性支配的意识形态之下，女性容易被强暴。
比如底拿 （创３４︰２）、他玛 （撒下１３︰１１－
１５）与大卫的妃嫔 （撒下１６︰２１－２２）。参Ｈａｒ－
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ｐ．３５３．
瑑瑦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ｓｔ　Ｈｅ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
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ｒ’”，２１０；另 参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Ｐｒｅｓｓｌｅｒ，“Ｓｅｘｕ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ｕｔｅｒｏｎ－
ｏｍｉｃ　Ｌａｗ”，ｐ．１０３，ｐ．１０７．
瑑瑧福柯认为性态的观念虽是现代学术的建构，对解
释古代性关系是有助益的，但是，他认为：在任
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
们惩罚强暴，我们只是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
其它。强暴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强暴不应
归为犯罪，它应该属于民法的范畴，按照损失来
计算。强暴应该看作暴力行为，这同殴打一个人
脸部没有什么区别。福柯这种使强暴失去性特征
（ｄｅｓｅｘ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并 合 法 化 （ｄ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观点受到女性主义的批判。参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页７５－
７７；另 参 Ｉｒｅｎ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 Ｌｅｅ　Ｑｕｉｎｂｙ　ｅｄ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８）．
瑑瑨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ｓｔ　Ｈｅ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
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ｒ’”，ｐ．１９３．
瑑瑩Ｔｅｒｅｓａ　ｄｅ　Ｌａｕｒｅｔｉｓ，“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ｉｎ
Ｎ．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ｙ　＆Ｌ．Ｔｅｎｎ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ｄｓ．，Ｔｈｅ　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９），ｐｐ．２４９－２５５．在圣经律法中，暴力同

女性的联系，说明运用暴力抑制女性客体，成为
规范化的男性之要素。参 Ｈａｒｏｌｄ　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
３３１．
瑒瑠关于离婚时财物的分配，希伯来圣经并没有提供
具体的文本资源，但根据楔形法典之一的汉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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