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新趋向

钟志清

内容提要 美 国 哈佛 大学伊丽莎 白 ■ 菲奥伦扎编辑 、 多位 学者撰写 的 《 二十世纪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
一 书 虽 名 为

“

二 十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 究
”

，
但在相 当 程度

上透视 出 新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 究跨洲 际 、 跨文化 的发展趋向 。 其 一 ， 在勾 勒女

性主义圣经研 究的发展演 变 时突破 了 以 欧美为 中 心 的地域窠 白
， 将视域从北美 、

欧 洲拓展到 非 洲 、 拉美 、 亚 洲 等诸 多洲 际 ； 其次 ，
展 示 了 在族裔 、 同 性恋 、 后殖

民等文化背 景 下 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视角 ，
并探寻诠释圣经 与 女性 、 文本 与 读

者 、 修辞与 伦理的诸 多 方法 与 路径 ， 呈现 出 二 十 一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圣

经研究的 多元趋向 。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圣经研 究 新趋 向

2 0 1 4年 5 月 ， 由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伊丽莎白 ？ 菲奥伦扎 （ Ｅ ｌｉ ｓａｂ ｅ ｔｈＳｃ ｈ ｔｉ ｓｓｌ ｅｒ

Ｆ ｉｏｒｅｎｚｅ ） 编辑 、 多位学者撰写的 《二十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
一书在美国问世 。 菲

奥伦扎在导言中开宗明义 ， 指出本书的重要 目 的并非是要在圣经接受史的
“

博物馆
”

内 占据
一

席之地 ，
而是要绘制男流 （ ｍａｌｅｓ ｔｒｅａｍ ） 圣经接受史上出现断裂的

一幅图景 ，

包括女性对圣经的阅读 。 该书在使用极具反驳色彩的
“

女性主义
“

这一术语时 ’ 并非

从狭窄的女性或者性别研究角度出发 ， 而是采用
一

种
“

述行
”

意识 ’ 关涉到它在不同

的社会－文化和理论－宗教场域所拥有的不同资格。

“

女性主义
”

这
一

术语也具有宽泛

的含义 ， 关涉到性别 、 妇女主义者 、 自 由主义者、 后殖民主义者、 亚洲人 、 非洲人或

本土人、 拉丁美洲女子 、 同性恋 、 各宗教之间的和跨国界的研究 ， 以及至高无上的统

治者 （ ｋｙｒｉａｒｃｈｙ ）
＿批评的视角和路径。 从内容上看 ， 该书虽名为

“

二十世纪女性主义

圣经研究
”

’ 实则上溯至发轫于十九世纪第
一

次妇女运动 、 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并延伸

至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 并且在相 当程度上透视出新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

究中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

同以往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著述栢比 ， 菲奥伦扎这位在国际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 ＞ 2 0 1 5年／ 第 1
期 6 9

领域居于领军地位的女学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跨洲际 、 跨文化眼光。 诚如她在

该书导论中所言 ： 本书首先尝试的是不仅勾勒出局限在欧美范围 内 的女性主义圣经

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 而是要呈现世界范围 内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 。

？
换句话

说 ’ 本书在勾勒女性主义圣经学的发展演变时突破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地域窠臼 ’ 将视

域从北美 、 欧洲拓展到非洲 、 拉美 、 亚洲等诸多洲际 。 其次 ’ 本书另一个较为醒 目的

特征是展示了在
“

他者
”

， 包括族裔 、 同性恋 、 后殖民等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圣经

检释视角 ， 探寻女性与圣经 、 文本与读者、 修辞与伦理等女性主义圣经学研究的方法

与路径。 而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领域 ， 学者们
一

向重视以欧美为 中心的批评方

法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诠释传统 。 从这个意义上 ’ 菲奥伦扎的新书不但为我们呈现出

二十一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新趋向 ， 而且有助于开启新的研究思路。

北美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北美作为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发源地与大本营 ， 其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发展状况在

本书中依然备受关注 。 普拉思考 （ Ｊｕ ｄｉｔｈＰ ｌａｓｋｏｗ
） 与绍尔茨 （ ＳｕｓａｎｎｅＳｃｈｏｌｚ ） 的两篇论

文 ， 为我们勾勒出相对完整的北美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历史概貌与未来走向 。

女性主义者对于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植根于不同时代的妇女运动 ， 尤其是十九世纪

末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

②
十九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释经著作即为美国社会活

动家 、 废奴主义者、 早期妇女权利运动的代表人物之
一

斯坦顿 （
Ｅ

．
Ｃ

．Ｓｔａｎｔｏｎ ） 的 《妇女

圣经 》 （
ＴｈｅＷｏｍｅｎ

＇

ｓＢｉｂ ｌｅ
， 分别发表于 1 8 9 5年和 1 8 9 8年 ） 。 斯坦顿意识到现实生活

中女性地位的低下与圣经对妇女的偏见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
同时也认识到男性控制的

圣经阐释存在着严重问题 ’ 其中渗透着大男子主义和对妇女的贬低 ’ 因此妇女必须争

取释经的权力 。

③
她曾经说 ＪＩ艮二十六位女学者组成

一

个委员会 ， 其宗旨在于在重新释

经过程中修正对女性的偏见 。 斯坦顿本人完成了大部分评注。 1 8 9 5年 ， 《妇女圣经 》

的第
一卷问世 ， 主要是对 《摩西五经 》 进行阐释 ， 六个月之内便印刷了七版 ， 成为畅

销书 。 其第二部在 1 8 9 8年问世 ， 涉及圣经其他部分的内容。 《妇女圣经 》 认为
， 《圣

经 》 由男性所作 ， 在内容上反映出男性意识 ；
而后又由男性来阐释 ’ 因而带有父权制

①Ｅ 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ＳｃｈｉｉｓｓｌｅｒＦ ｉｏｒｅｎｚａ
，ｅｄ．

，
Ｆｅｍｉｎｉｓ ｔＢ ｉｂｌｉｃａ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 ｉｅ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Ｓｃｈｏｌａ 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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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ｏｆ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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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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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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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梁工 《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 》 ，
人民出版社 ， 2 0 1 4年 ，

5 6 9页 。



7 0＞ ＞外 国文学 动态 研究

的价值观 ， 以至于在客观上成为男性推行性别歧视的依据 。 该书在观点上比较激进 ，

因此在当时无法被多数接受传统教育的女读者所接受。

在美国 ， 女性主义圣经学研究进入学术殿堂应该是在 1 9 7 0年代 ， 时值妇女解放

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 女性长期以来在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居于从属地位 ， 从 1 9 6 0年代

开始逐渐意识到 自 己在家庭、 社会 、 政治和宗教领域处于边缘地位 ， 并对这种边缘化

身份感到愤慨。

①
最初 ， 这批女性主义圣经学者对前人的成果几乎

一

无所知 ， 认为是

她们最早用女性主义认识论来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圣典进行批评审视 。 只是出于偶然 ，

她们才发现第
一

代女性主义者在 1 8 9 0年代出版的 《妇女圣经 》 。 在阅读 《妇女圣经 》

的过程中 ， 她们才了解到十九世纪女性主义者对宗教和圣经的贡献 。 与此同时 ，
她们

受到争取公民权与社会运动的启迪 ， 逐渐把自 己的作品与种族 、 阶级等其他形式的压

迫和全球化的帝国建构结合起来 。

② 玛丽 ？ 达里在 《教会与第二性 》 （ 1 9 6 8 ） 中宣

称长期以来教会是妇女的首要压迫者 ， 对天主教会展开控诉 ’
呼唤强有力 的变化 。 撒

拉 ？ 本特雷 ？ 多尔利的 《妇女解放与教会 》 （ 1 9 7 0  ） 向清教徒与天主教徒描述了女性

在教会和神学中的从属地位 ， 表明为自 由而斗争的愿望 。 这两部著作为后来宗教与学

术领域的变化做了铺垫 ， 但与七十年代的多数著作一样有其局限性。 其作者几乎为清

一色的白人女性 。 这些白人女性拥有比较雷同的妇女体验 ， 其关注点主要置于性别从

属 ’ 但把种族、 隨 、 两性关系和其他压迫关系排除在外 。

在女性主义圣经学的发展历史上 ，
1 9 7 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 在这十年中 ，

女性主义圣经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奠定了位置 ， 而且出现了
一些不同 以往的态势与趋

向 。 1 9 7 1年 6月 ， 威斯康辛的密尔沃基
－

阿尔佛诺学院的女性研究中心举行了为期两周

的女性神学家会议 ， 二十二位神学家和宗教学者探讨女性的精神体验与宗教体验。 同

年 1 1月 ’ 妇女们聚到亚特兰大参加 由美国宗教学院和圣经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会议。

卡罗尔
？ 克莱斯特 （

ＣａｒｏｌＰ ．
Ｃｈｒｉｓｔ ） 和伊丽莎白 ？ 舒思乐 ？ 菲奥伦扎当选为女性核心组

织的双主席 ， 达里担任女性宗教工作组织的主席 。

1 9 7 0年代早期既具有影响力并传播甚广的文章是斯维德勒 （ 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ｗｉ ｄｌｅｒ） 的

《耶穌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 和特利波 （ Ｐｈｉ ｉｌｉｓＴｒｉｂｌ ｅ） 的 《圣经诠释中的祛父权制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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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德勒论证说 ， 耶稣喜欢并且促进了男女平等 ’ 因为耶稣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行动上

未把女人当成劣等公民 。 斯维德勒赋予女性主义者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 挑战着基督教

制度中的两性关系 ’ 尽管这种假设有它的问题 ， 但
“

耶稣是女性主义者
”

之说在当时

十分流行。

？

与之相对 ， 女学者特利波在 《圣经诠释中的祛父权制 》 中 ’ 把对希伯来圣经的重

新阐释与妇女争取女权运动结合在一起。 她承认 ，
父权制态度和律法在圣典中占据着

中心位置 。 但如果是这样 ， 而且必须是这样的话 ， 那她则是所有女性中最悲惨的 。 特

利波写这篇文章的 目 的是要探讨圣经主题 ， 这些主题在她看来无论对男女来说都起到

解救作用 。 在普拉思考看来 ，
这篇文章中最著名的部分是对 《创世记 》 第二至三章的

详细解释 ： 特利波论证说女人在 《创世记 》 中第二章被创造为与男人平等的助体 ， 而

在第三章中她以从属地位进入叙事当中只是对罪愆的惩罚 。 但是特利波也探讨了更为

宽泛的母题 ， 这些母题超越了两性关系 ， 包括圣经在描述上帝时也使用过女性形象 ，

以及 《雅歌》 中男女恋人之间的两情相悦等等。

②

伴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版 ， 在美国宗教学院里出现了对圣经与女人的早期讨论 。

达里的 《超越上帝与神父 》 （
1 9 7 3 ） 提出 了优先女性体验的问题 ； 卢瑟 （ Ｒｏ ｓｅｍａｒｙ ，

Ｒｕｅ ｔｈｅｒ ） 的 《宗教与性别偏见 》 （
1 9 7 4

） ， 探讨了宗教在形成贬低与压抑妇女的传统

文化形象中的角色 。 伯尔德 （ Ｐｈｙ ｌｌｉｓＢｉｒｄ ） 《 旧约中的女性形象》
一时成为经典。 伯尔

德说 《 旧约 》 是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由男性写的总集 ， 反映了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古

代社会 ， 描绘了男人的世界 ， 她考察了圣经律法 、 箴言和历史书写中多种多样 ， 有时

是对立着的女性形象。

③
1 9 7 6年 ， 鲁塞尔 （ Ｌｅｔｔｙ

Ｒｕｓｓｅ ｌｌ ） 发表了第
一部女性主义圣经

研究文集 ， 对圣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鲁塞尔在导言中论证了造成男女意识发生变

化的社会语境。 而收入在集子中的菲奥伦扎等人的论文则提供了从女性主义角度阐释

圣经的范式 。

在 1 9 8 0年代 ， 北美女性主义圣经学者主要是白种女人 ， 位居神学院的宗教研究

系 ， 目的是在学术机构奠定 自 己的地位。 当时从事圣经研究的多数为 白人男性 ， 他们

地位髙 ’ 占据学院和系里的重要位置 ， 通常难以把女性主义研究当成合法区域 。 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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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那时 ， 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已经挑战了诸如客观性 、 无兴趣以及提炼文本内在原意等

现代概念。

①

1 9 8 0年代 ，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在女性 、 性别 、 两性关系与圣经的研究领域进
一

步深化与拓展。 两部女性主义圣经学出版物非常突出 。

一

部是菲奥伦扎的 《纪念她 》

（

一

译 《 以她为念 》 ） ， 探讨古代基督教社会里女性的历史代言人。 《纪念她 》 在女

权主义圣经诠释领域堪称里程碑。 在这本书中 ， 作者运用了历史
－批评方法 、 社会学

评估 、 批评理论 ， 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原理来思考基督教的起源 ’ 站在妇女历史的立场

指出重建早期基督教的需要 。

②
按照她的观点 ， 神学与圣经检释是政治任务 。 女权主

义诠释学并非只是翻译或者了解现实的
一

种方式 ’ 而是遵循解放的原则 。 尽管均为女

性 ， 但是女性并不相同 ， 除了性别属性外 ， 女性的体验深受种族 、 阶级 、 性取向和其

他因素的影响 。

另
一

部是特利波在 1 9 8 4年出版的 《恐惧文本 》 ， 里面呈现了 四位圣经女性 ： 夏

甲 、 塔玛 、

一位无名女子和耶弗他的女儿 。 在这几个古老的恐怖故事中 ，
女性均称为

受难者 。 而四种叙事勾勒出四种古代以色列受难者的画像 ： 夏甲 ， 被利用 、 被虐待 、

被排斥的女性 ； 塔玛 ， 遭受强奸与遗弃的女性 ；
无名女 ， 遭到强奸、 杀害和肢解的女

性
；
以及耶弗他的女儿 ， 遭到杀害并作为献祭 。 在这部专著中

，
特利波采取了三种研

究方式。 首先运用 了圣经中反对女性的材料 ，
弓

丨用并且评估了那些被忽略的数据 ， 反

映出在古代以色列和早期教会时期女性地位的低下与从属和遭受虐待 ’ 涉及到父权制

的批判问题。 第三则是将二者归结到了
一

起 ， 在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发现了被忽略的历

史。

③

1 9 9 0年代 ，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融进了历史 、 社会和宗教中的女性主义声音 。 少族

女 从事圣经研究的阵容得以进一步扩大 。 美国的非洲女性加入了美国的解经行列 ，

她们批判忽略了种族的白人女性主义圣经话语 。 她们更愿意使用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

丝 ． 沃克创立的
“

妇女主义
”

来形容基督教黑人妇女研究 。 女性主义神学家指出 ， 种

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一样紧迫 ， 要求女性圣经主义者既要考察性别也要考察种族。 她们

希望圣经阐释集中在所有的历史边缘人、 女人和男人 ， 由于父权制统治他们成了牺牲

品 。 妇女主义者也批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 敦促女性主义圣经学者不仅要改

变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宗教结构 （ 带有压迫色彩的 ） ，
也要变形以性别歧

①Ｓｕｓａｎｎｅ Ｓｃｈｏｌ
ｚ

，

“

Ｓｔ ｉ
ｒｒｉｉ＾

Ｕ
ｐ 

ｖｉｔａｌ Ｅｎｅｒ
ｇ

ｉｅｓ

＂


：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Ｂｉｂｌｉｃａ ｌＳｔｕｄｉ ｅｓ ｉｎ Ｎｏ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1 9 8 0 ｓ

￣

2 0 0 0 ｓ ） ，ｐ
． 5 6 ．

②Ｅｌｉｓａｂｅ ｔ
ｈＳｃｈＱｓｓｌｅ ｒ Ｆｉｏｒｅｎｚａ ， ＩｎＭｅｍｏ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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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 1 9 8 3 ．

③ 参见Ｐｈｙｌｌｉ
ｓ

Ｔｒｉｂｌ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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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ｈ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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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 阶层歧视和性征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宗教结构 （ 带有压迫色彩的 ） 。

近年来 ，

一

些黑人女性主义者或妇女主义圣经学者指出她们被描绘成
“

妇女主义

者
”

时的矛盾 。 在 2 0 0 1年 ， 有四十五位非洲美国学者拿到了圣经学领域的博士学位。

其中十一位为女 1 4 ， 八位致力于希伯来圣经研究 ，
三位致力于新约研究 。 在北美 ，

从

事圣经研究的也有西班牙妇女主义 （

“

ｍｕ
ｊ
ｅｒｉ ｓ ｔａ

”

） 理论家 。

“

ｍｕ
ｊ
ｅｒｉ ｓｔａ

”

术语源 自泡

女
一

词的西班牙文ｍｕ
ｊ
ｅｒ 。 这些理论家强调圣经解释中西班牙语境的特殊意义 。 尽管

有妇女主义和西班牙妇女主义之说 ，
1 9 9 0年代的女性出版物主要集中在男性中心主义

上 。 1 9 9 0年代另
一

部富有影响的出版物是十九卷的希伯来圣经女权主义指南系列 ， 由

布伦纳 （ Ａｔｈａｌｙａ
Ｂｒｅｎｎｅｒ ） 编辑 。 尽管此书没有在美国出版 ， 但是许多作者在北美生括

或工作 ， 指南中的条 目探讨了圣经中的文本 、 人物以及用历史、 文学和文化方法来研

究的主题 。

？

而在新世纪 ， 北美的女性主义研究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 这些挑战首先来自女性

主义圣经研究在高等教育内的作用 。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在北美甚至在其他大洲的高校

内逐渐成为宗教本科和研究生系别的
一个部分 ’ 以及神学研究和学术研讨会的组成部

分。 女性主义圣经学者赢得了通常的学术通行证 ， 服从既定的终身教职与提升标准。

其次 ， 基督教权利及其在妇女、 性别和圣经方面的过多出版物也对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具有极大的挑战 。 再次 ， 关于
“

他者
”

， 如同性恋 、 族裔 、 后殖民等研究的考察也许

是二十
一

世纪女性主义圣经研究所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②

非洲 、 拉美和东亚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早在 2 0 0 8年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犹太学者弗赫斯就曾在她那篇富有见地的论文

《希伯来圣经的女性主义研究 》 中指出 ：
1 9 9 0年代末期 ， 圣经的女性主义研究赢得了

契机 。 女性主义批评经常把性别政治范畴与后殖民 、 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结合

起来 ， 目 的在于追问基本的圣经假说和西方文化假说 。 非洲 、 拉美和东亚的女权主义

者把不同的问题带到圣经文本ｉ全释 ’ 开拓了尤为激动人心的视角 。

③

非洲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是
一

种源于非洲本土的活动 。 非洲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①Ｓｕｓａｉｍｅ Ｓｃｈｏ Ｉｚ ，
＂

Ｓｔｉｒｒ ｉｎ
ｇ
Ｕ
ｐ 

ｖｉｔａｌ Ｅｎｅｒ
ｇ

ｉｅ ｓ
 ：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Ｂｉｂ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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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0 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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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传教士及其土生土长的代理人建造基督教堂和本土教堂时期 。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

始接触圣经之日起 ， 非洲女子就对圣经萌发了兴趣 ， 并意识到圣经的力量。 当代学者

认为非洲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与女性的生活遭际密切相关 。

？
最初 ， 在撒哈拉以南地

区 ’ 圣经是安慰非洲女性并帮助其克服痛苦的源泉 ’ 妇女们聚集在教堂里研习圣经 。

圣经被当作理解她们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源泉 。 她们虽然并不关心圣经的原始含义 ， 但

是在她们看来圣经就是上帝说的话。 这些由早期的非洲普通女子做的圣经研究有意无

意中被当作非洲神学家和圣经学者的模式 。 这些非洲女性学者多接受过西方的学院教

育 ， 归 国后
一

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圣经 ， 将关注点置于非洲妇女的语境中 ， 就像她们的

母亲和祖母最初与基督教和圣经相遇时那样。 无疑 ， 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学者在

自 己的研究实践中融进了非洲普通女子的声音 ’ 把非洲女子的体验融入了圣经诠释之

中 。

非洲经历了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 ， 在撒哈拉南部地区的不同 国家内 ， 殖民主义统

治的方式有所不同 ， 因此妇女们所经历的文化语境十分宽泛 。 比如 ， 在非洲 ， 父权制

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 。 还有就是在妇女教育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 在建造学校的过程

中 ， 殖民主义者并不认为女性教育是
一

个重要的需要 。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与非洲女性

主义神学联系在
一

起。 她们并不安于现状 ， 而是要为争取 自 由而奋斗 ，
圣经则成了寻

求自 由的
一

个重要源泉 。

妇女参与神学事业并非是非洲女性所独有 ，
至少在 Ｉ 9 6 0年代就在北美与欧洲出

现了 。 在那些语境中 ， 运用于形容女性参与神学工作的术语是女性主义 。 然而 ， 在非

洲 ， 妇女神学家继续努力寻找适合形容其神学工作的
一

个包罗万象的名称。 其内容并

非只局限于性别 ， 而是延伸到整个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 。

②
从事神学研究的非洲女性

非常之少 ， 从事圣经研究的妇女就更少了 ， 难以找到
一

个概括性的名称来形容非洲女

性的髓活动 。

以男性为主流的非洲解放神学总体上把圣经当作
一

种源泉 ， 反对政治与经济压

迫 ，
这是 因为上帝并不认可压迫 ， 而是总站在被压迫者

一边 ， 并解放被压迫者。 然

而
，
这种以男性中心的圣经阅读 ， 极大地忽略了父权制压迫是上帝想解除的

一

种压迫

形式 。 与男性试图运用圣经来争取解除政治与经济压迫的斗争
一

样 ， 女性主义解经学

家使用圣经来反对女性在社会与教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化与从属地位的境况 。 非洲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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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应该从女性主义角度来阐释圣经 ， 阅读圣经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 非洲的女神

学家不但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圣经诠释模式 ’ 而且也致力于正确解读被忽视或者被误

解的文本。 比如 ， 通过解读夏娃的故事认为夏娃并不比亚当逊色。

①
通过描绘在历史

上或者在教会生活中的正面女性 ， 来与对女性的否定描绘抗衡 ， 其 目的在于用圣经中

的女性生活启迪当代妇女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进行斗争 。

②

此外 ， 基督教圣经诠释在支持压迫非洲妇女的非洲文化传统与实践方面充当了可

怕工具。 男性基督教ｉ全释者和非洲文化联合起来 ， 创造或者实施了某种实践 ， 在非洲

社会中将女性非人化 。 这些事件以各种形式遍布非洲 ， 如食品禁忌 ， 情感关系禁忌 ，

守寡仪式 ， 童娜早婚 ，
文化暴力等等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女性圣经研究始于 1 9 7 0年代末期和 1 9 8 0年代 ， 在自 由神

学出现不久 ， 开始学习圣经与神学的妇女开始以意识到因性别和阶层受到压迫的妇女

身份说话 。 在这个时代 ， 妇女开始把自 己理解为神学工作与神学的主体 ， 而不只是被

研习的主题。 这是拉丁美洲神学历史上的里程碑 。

③
女神学家开始关注性别与阶级问

题。 1 9 8 0年代中期 ， 又包括进了少数民族和种族问题。

一

批基督教妇女 、 天主教妇女

和新教妇女在不同的国家提高了妇女在教会和社会的参与 。 世俗的女性主义运动也激

发了这些女性的兴趣。

这些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在争取妇女在教会和社会权益方面并非先驱者 ， 她们参

加妇女运动的时间较晚 。 在 1 9 8 0年代 ’ 女性主义这
一术语由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偏

见和诋毁遭到排斥。 直到 1 9 9 0年代初期 ’ 女性主义者的概念才被采纳 ， 尽管这一术语

直至今日在许多教会圈子 ， 甚至在社会中仍然遭到排斥。 伊撒西－戴阿兹 （ ＡｄａＭａｒｉａ

Ｉｓａｓｉ

－Ｄｉａｚ ） 提出的术语女性主义 （ ｍｕｊｅｒｉｓｔａ ） 从来未被使用 ， 甚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的妇女运动内部仍然鲜为人知 。 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女性主义研究之所以特殊 ， 是

因为那里的学者生活在一片充满贫穷与暴力 的土地上 。 女性主义者梦想着
一

个理想的

社会 ， 在那个世界里妇女不会遭到毒打 ， 母亲用不着前去寻找横遭不测的子女们的遗

骨。

在 1 9 8 0年代 ， 由于冷战影响 ，

一

些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抵抗所谓第
一

世界的任何

影响 。 但是自柏林墙被推倒后 ， 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 从学术水准上看 ’ 1 9 7 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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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一

位阿根廷女士拥有圣经神学博士学位 。 1 9 8 0年代中期 ，

一

些妇女远赴欧洲或者

美国去攻读博士学位 。 后来 ， 拉丁美洲
一

些国家开设了圣经研究的课程 ， 在智利和巴

西等国家还能够授予博士学位。 如今 ’ 许多人拥有圣经学研究的硕士学位或者证书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或者讲习班可以开设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课程。 妇女们使用
一

般性的圣经研究方法 ， 首先专门研究 《 旧约 》 或者 《新约 》 ，
而后她们 自 己从妇女意

识出发来研究文本。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 在教会还是禁止使用女性主义这
一

词汇。

女性主义圣经学者在拉美拥有 自 己的学术园地 。 探讨各式各样的题 目 。 多数文

章探讨的是一些不著名 的段落 ， 或者重构圣经中一些不知名女子的故事。 最初研究犹

滴 、 夏甲 、 路得、 书拉密 、 撤玛利亚人以及耶稣治愈的女人 ， 等等 。 在过去的十多年

间 ， 众多学者致力于父权制文本的批评分析 。

一

些无法原谅的文本 ， 或者
“

恐怖文

本
”

得到了关注 。 根据文本类型 ， 采用各式各样的圣经批评方法 ， 如历史批评、 叙事

学 、 符号学 、 社会
－修辞分析和社会

－

历史方法 ， 但是缺少学术专著 ， 分析对象多为文

早 。

东亚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起步较晚 。 正因为此 ， 澳大利亚学者梅兰克森 （
Ｍｏｎｉｃａ

ＪｙｏｔｓｎａＭｅ 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 ） 在文章 《亚洲女性圣经途释 》 中首先指出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在

亚洲所面临的问题 。

①
在她看来 ， 由于亚洲在文化 、 宗教 、 语言 、 民族群体 、 种族、

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呈现出多元状态 ’ 因此关于亚洲／亚洲人的构成充满了争议。 亚洲

的圣经诠释者代表着来自拥有不同 的地理、 政治 、 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人们 。 而且 ， 关

于
“

女性主义
”

和
“

女性主义者
”

的界定也有多重解释 。

一

般说来 ，

“

女性主义者
”

指的是那些以把消除妇女从属与边缘化地位为己任的男男女女 。

“

女性主义
”

是一种

社会运动 ， 人们意识到女人在社会与家庭中受到压迫与剥削 ， 于是自觉地改变这种局

面。

②

按照她的观点 ， 亚洲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可以追溯到 1 9 7 0年代和 1 9 8 0年代 ， 其产

生受到了各种社会环境的刺激与影响 。 限于 目前的研究状况 ， 她只例举了朝鲜 、 日本

等东亚国家和菲律宾、 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女性主义圣经ｉ全释的发展情形 ， 未

将中国的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囊括其中 。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 韩国妇女有机会阅

读和探讨圣经。 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韩国妇女来说 ’
基督教所宣称的平等观念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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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她们去证实 自 己的价值。 但是这
一

尝试充满了艰辛 ，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 ， 尽管

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起来 ， 但妇女依旧被边缘化 ， 成为教会中的
“

第二性
”

。 1 9 6 1年 ，

韩国成立了旧约研究协会 ， 但是直到 1 9 8 1年才有女会员 。 达里的 《在上帝与教会之

上 》 、 米利特 （ＫａｔｅＭｉｌｌｅｔ ） 的 《两性政治 》 （ 1 9 7 6
） 以及鲁塞尔的 《从女性主义角度

来探讨人类解放 》 （ 1 9 7 9 ） 等西方女性主义著述在韩国的译介与流行 ’ 剌激了韩国妇

女女性意识的觉醒。 1 9 7 7年 ， 韩国成立了妇女学院 ， 首尔的女子大学也开始设立女性

研究的课程。 到了 
1 9 8 0年代 ， 韩国相继成立了各种女性团体 ’ 并且出版了

一

些女性主

义杂志 ， 探讨圣经与女性问题。

结 语

正如前文所述 ’ 菲奥伦扎的编著虽题为 《二十世纪女性主义圣经学 》 研究 ’ 但是

若把书中的所有论文放在
一

起研读 ， 则可窥见
一

部近乎完整的女性主义圣经批评发展

ｍｍ ；
加之该书杀青于二十

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 确实透视出二十
一

世纪女性主义圣

经研究的挑战与趋向 。

从研究的发展态势上看 ’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正在呈现地域上的全球化和方法上的

多元化等诸多特征 。 它已经突破了以欧美为 中心的窠臼 ， 从北美 、 欧洲发展到非洲 、

拉美 、 亚洲等诸多洲际 ； 并且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族裔、 同性恋 、 后殖民等文化背景 ，

藉此探寻女性与圣经、 文本与读者 、 修辞与伦理等女性主义圣经学研究的方法与路

径。 此外 ， 近年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 ， 以及多种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 ， 促使以杜克大

学迈耶斯 （
ＣａｒｏｌＭａｙｅｒｓ ） 教授为代表的

一些女性主义圣经学者决定重写圣经研究旧

作 ， 这项事业无疑会推动女性主义圣经学术史的重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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