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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三十六期﹒二O一二年﹒春

撒瑪利亞婦人形象與後現代《聖經》詮釋

張清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說博士使選人

一、導言

西元一世紀的中東地區，一個烈日炎炎的正午，耶穌

帶領門徒離開猶大去加利利，途經撒瑪利亞地區時耶穌在

一口井邊坐下來休息，等待門徒們去尋找食物。這時一個

撒瑪利亞婦人頂著水罐來到井邊打水。耶穌開口問她要水

喝，因此和伶牙俐齒的婦人有了一系列含義深刻的對話。

這個故事就是著名的「井邊論道」故事。這個出現在《約

翰福音》第四章中的撒瑪利亞婦人是《新約聖經》中有名

的婦女，被認為是婦女的典範。 1她與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以

及抹大拉的馬利亞齊名，在《聖經》中都被耶穌用「婦人」

(gunai) 來稱呼過，此三位均被認為是「使徒見證和門徒

榜樣J 0 2 

但是這個撒馬利亞婦人還有另外一個影象， I溼蕩失

德的女人J 0 3耶穌指出她有過五個丈夫，而且現在同居的

1. Craig S. Fanner> (早期改革宗《約翰福音》注釋中撒瑪利亞婦人形象的變化> (Changing 

Images of the Samaritan Woman in E缸ly Reformed Com血問個且自 on John) ，載《教會歷

史> (ChurchHistory, 65.3 [1996]) ，頁 365-375 。
2.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以她為念一位女性主義者對基督教起源的神學重建》

(InM伽oη， 01 Her: A Feminist The%gica/ Recons帥ction 01 Christian 伽igins; New York: 
Crossroad, 1994) ，頁 317 。在俄羅斯東正教傳統中，她的名字是“St. Photini" ，又稱

“Svetl酬"意為「與使徒一樣」。參見J>a倒cia Farris' (不太可能的信使> (Unlikely 

Messenger) 載《基督教世紀> (Christian Centl仰， 119.4 [2002]) ，頁16 0

3. li嘉賓玲， <:約翰福音文學詮釋> (香港天遺書樓， 200 1) ，頁的，注 90 。孫寶玲也

指出，中西方教會的詮釋中均有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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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是她丈夫 (4: 18) 。此外，人們常稱讚撒瑪利亞婦人

認出了基督的身份 (4:29) ，做了很好的見證，讓很多人

皈信基督。但是在文本中婦人其實是用了一個表示懷疑、

猶豫的否定詞meti來詢問，並不能確定她認出耶穌是彌賽

亞。她的同胞們似乎也並不領她的情，他們很直白地告訴

婦人: I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

了。 J (4:42) 她到底是誰?是一個逐漸被敢迪或者說逐

步走向信仰的榜樣還是外邦罪孽深重的罪人之代表?是成

功把福音在外邦領士傳揚的宣教者?還是欲望難以得到滿

足卻不知道自己罪惡的人刊或者兩者都是?

回顧這個故事的詮釋歷史，我們清晰可見這些彼此矛

盾的彤象，而且這些矛盾的詮釋繼續在今日延續。本文擬

首先簡要回顧撒瑪利亞婦人形象在西方《聖經》詮釋史中

的變化，以及撒瑪利亞婦人在中國教會的形象和詮釋，根

據當代詮釋學理論中相關理論對此進行分析和反思;在介

紹後現代多元的詮釋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展示詮釋與文

本的互動關懷以及這種互動對今日神學思想的影響，並嘗

試提出後現代的詮釋策略。

二、詮釋史中的撒瑪利亞婦人影象

在古教父(如克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和奧古斯

丁)以及中世紀的神學家們眼中，撒瑪利亞婦人很有禮貌，

以友好的方式與耶穌對話，表現出很願意受教育的態度。

他們認為這位婦人雖有點愚抽、反應慢但是有看甜美和勇

敢的靈魂，能與耶穌合作並且充分地展示了人類如何能夠

很好利用自由意志朝看上主為人類設定的旨意發展。他們

認為這位婦人是信仰敢迪的榜樣，是福音書中一個有信心

4. F盯mer' (早期改革宗《約翰福音》注釋中撤瑪利亞婦人形象的變化> '頁 365-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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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證。 5這種認識持續了很長一授時間，以至於到中世紀

時，大部分詮釋者們依然繼承克旦索斯頓和奧古斯丁的詮

釋，認為婦人話語真誠、對耶穌充滿敬重、吉辭中並無諷

刺和挑釁之意;耶穌與婦人的對話是婦人逐漸領悟耶穌身

份的過程;婦人通過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理性分析與耶

穌配合，最終獲得了完全敢迪。 6

到十六世紀改革以後，撒瑪利亞婦人的形象在神學家

們的眼中發生了很大變化。加爾文等改革宗神學家們描繪

她是一個急躁、豔麗、傲慢無禮的婦人;她嘲笑耶穌並指

責耶穌承諾一些無法實現的諾盲 ;7這個婦人並沒有被呼召

來宣講福音，她的見證僅僅表明:偶爾一位平信徒，甚至

一位婦女，也可能在建立基督的王國之時有用。 8 I假設她

被差遣去教導或者講道，她就不會如此魯莽行動。她對基

督或者天國的教義一無所知。 J 9改革時期神學強調上帝給

與天下眾生無條件的愛和恩典，因此罪人越是冥頑不化、

為人不齒，就越能成為神聖恩典的一種最好證明。「一個

一直以來給很多人帶去毀滅的、有罪的婦人現在變成了使

5. 同上，頁 365-366 0 克里索斯頓甚至如此盛讚她的功勞 I在某一種程度上，她甚至比
使徒們還要優秀，因為使徒們是在耶穌命令他們後才丟掉漁網跟隨耶穌，而這位婦人是

自己丟掉了瓦罐，帶著一種值得學習仿效的熱情從事了使徒的工作。 J (Jobn 

Chrysostom' <:使徒與傳教士聖〈約翰福音〉書注釋講道集 1-47> [Comrnentary on Saint 

John the Apostle and Evangelist: Hornili自 1-47; trans. Sist叮ThomasAqui且as Goggio; New 

York: Catholic U:血V目~ity of America Press, 1957] ，頁 332 0 )
6. Farm缸， (早期改革宗《約翰福音》詮釋中撒瑪利亞婦人形象的變化) ，頁 368-370 。

法默 (Craig S. Farmer) 也指出，中世紀評論者中也有人質疑這位婦人是否合適的見證

榜樣，如波納文圖拉 (Bonav血ture) 認為婦人的見證是不可信和軟弱的，不然合城的人就

應該相信她說的話而不是要親自去見耶穌，並去相信耶穌這麼一個陌生人(詳見頁 370) 。

7. Jobn Ca1vi且， <: (約翰福音) 1-10 章> (The Gospel Accordi睹的 St. John 1-10; tr祖s. T.H. 
P缸ker; Graod Rapids, MI: Eer也回國， 1961) ，頁 90 。

8. Wolfg祖.gMusc叫間，以約翰福音〉詮釋 1-7 章> (Cornrnentariorum in evangelistam Ioannem, 

Hept.耐 Prima;B晶el: Bartholom且usW.的theim缸， 1545) ，頁 134 。轉引自 Farm缸， (早期
改革宗《約翰福音〉注釋中撒瑪利亞婦人形象的變化) ，頁 374 。

9. Ca1vio' <: (約翰福音) 1-10 章> '頁 104 。加爾文認為婦人的作用就是去提醒撒瑪利

亞人耶穌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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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和佈道者，在這個事實中可以找到巨大的安慰。 J 10 

改教時期的這種形象一直持續到今天。 11但是近當代有

不少神學家(特別是女性神學家)回溯到早期教父對撒瑪

利亞婦人的肯定，並且認為有關撒瑪利亞婦人「道德罪惡」

的認識是因為將人們的前意識和偏見讀入了四章 16-18

節。 12他們認為應用寓意的方式來詮釋這一段，以避開對撒

瑪利亞婦人道德問題的過分關注。 13撒瑪利亞婦人可能是撒

瑪利亞地區被殖民歷史的象徵。 14這樣，評論家們將婦人從

「道德罪人」的指責中解脫出來，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關

10. Heinrich Bullinger' <(.約翰記載的有關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In Divinum Jesu 

Christi Domini nostril Euangelium secundum loannem, Commenta門orum Libri X; 的01. 57v.; 
Zurich, 1543) 。轉引自 Fanner' <早期改革宗《約翰福音》注釋中撒瑪利亞婦人形象

的變f心 ，頁 374 。

1 1.比如，人們說撒瑪利亞婦人是婚姻「已經失敗了五次的人J : Paul D. Duke' <(.第四福

音書中的反諷} (Irony in the Fourth Gospel; Atlanta: John Knox, 1985) ，頁 102; Gail R. 

O'D呵， <約翰福音> (John) ，載氏編，{女性聖經注釋} (The Women 's Bible Commenta吵，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頁 296 0 r雙重不健全J : Thomas Brodie ' 

{ <約翰福音〉。文學與神學注釋} (The Go.司pel Accordi峙的 John: A Literary αnd 

Theological Comm凹的吵;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頁 221 0 r生

活放縱者J : C. H. Dodd , <(.第四福音書詮釋} (The lnterpretation ofthe Fourth Gosp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秒 Press， 1968) ，頁 313 0 r道德水畫展低下的人J : Birger 
Olss咽， í 第四福音書中的結構與含義: <約翰福音> 2:1-11 和 1:1-42 的文本語言分析》

(Structure and 且feaning in the Forth Go司pel: A Text Linguistic Analysis of John 2:1-11 and 

1:1 紹; Lund: CWK Gleerup, 1974) ，頁 120 0 r 明顯的不道德J (m叮kedly imrnoral) 

和「邪惡行動的實行者J (doer of evil deeds) : Raymond Brown' <(_ <約翰福音> 1-12 

章}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John i-xii; Anchor Bible Comrnentary; Garden Ci旬， NY:
Doubled呵， 1966) ，頁 171 0 r賣弄風情」、「扭捏作態」、 「淫蕩邪惡」、「厚顏無

恥」並「肉慾橫流J : L yle Esling缸， <井邊女子的求愛耶穌、讀者和讀者反應批評〉

(The Wooing of the Woman at the Well: Jesus，也e Reader an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載《文學與神學學刊} (Journalof Literature σnd Theology , 1 [1987]) ，頁

167-83 。

12. O'D呵， <約翰福音> '頁 296 0 奧戴 (Gail R. O'Day) 認為這兩節經文只是為了顯明耶
穌預知一切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在第四福音書中很重要，另外這兩句對話讓撒瑪利亞婦

人對耶穌有了新的認識，從而引出後面有關敬拜方式的更重要的神學話題。奧戴認為，

撒瑪利亞婦人最突出的貢獻在於其與耶穌進行神學對話的能力，而且是第四福音書中第

一個嚴肅的神學對話。很多評論家只是要忽略這位婦人和耶穌進行神學對話的能力。

13. 詳細解釋參見後文。

14. Craig Köester' <世界的救世主 《約翰福音》四章 42 節> (The Savior ofthe World [John 

4:42]) ，載<(. <聖經〉研究學刊} (Joumal of Biblical Studi剖， 109.4 [1990]) ，頁 665-680 ; 

《第四福音書中的象徵。意義、奧秘與社群} (Symbolism in the Fourlh Gospel: Meanin.ι 

且如teη)， Communi紗;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頁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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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信仰的純潔。女性神學家們更進一步指出，這個故事的

文本告訴我們，耶穌對於婦人有五個丈夫的歷史並沒有做

出過評論。耶穌只是講述了一個事實，這體現出耶穌(上

帝)的寬容之愛。她們認為不應該過度強調這個婦人的罪

和羞辱的歷史，相反應該把她樹立為「信心增長」的成功

範例。的伊麗莎白﹒舒土拿費奧倫查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在重新構建早期教會婦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時，

把這位撒瑪利亞婦人確立為模樣之一，為她歡呼並把她樹

立為向撒瑪利亞地區傳教的成功宣教士。 16

撒瑪利亞婦人的形象在中國大陸情況相對單一，教會

並不熟悉早期教父對撒瑪利亞婦人的評價和推崇，也很難

把她看做「女性使徒」。因此，大陸教會最常見的是改教

時期新教神學家們的解讀， 17即認為撒瑪利亞婦人是道德上

有罪之人，在認罪悔改之後做了有效的見證，進而成為信

心的典範。 18

比如， <C丁道爾聖經注釋》、《摩根解經》、巴克萊

(William Barclay) 的《新約聖經注釋》均認為耶穌幫助婦

人認識了道德上的罪，婦人因此而做了有效的見證。 19得維

遜 (F. Davidson) 的《聖經新釋》、馬唐納 (William McDonald) 

15. Gail R. O'D呵， {新詮釋版聖經(卷九) : <約翰福音>} (New Interpreter's Bible, IX;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96) ，頁 571 。

16. Fioren血， {以她為念} ，頁 327 。
17. 盛行於教會的中文注釋書系列「丁道爾聖經注釋」、「摩根解經叢書」、「巴克萊每日

研經叢書1 、 「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均為英語潮譯為中文的著作。

18. 筆者首先要說明的是，華人教會的《聖經》解經著作多以培靈式教導為主(在大陸教會

中這種狀況更為明顯) ，並不重視經文的歷史背景和原文分析，學術性不強，而且多為

譯自英文或者德文解經著作。這些書籍可在大陸各處城市教堂或者教會銷售點買到，也

是各地神學院圖書館和課堂的主要參考書。這些注釋書對教會傳道人員和信徒的影響不

可忽視。本文所涉及的情況是大陸教會。

19 塔斯嘉著，吳羅瑜譯， {丁道爾新約聖經注釋一一約翰福音} (香港:證主福音協會，

1982) ，頁 105 、 109 ;坎伯摩根著，方克仁譯， {約翰福音} (加州 美國活泉出

版社， 1985) ，頁 74 ;巴克萊著，方大林、馬明初譯， {新約聖經注釋} (南京-中

國基督教協會， 1998) ，頁 1013 ' 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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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石新約聖經注釋》以及卡森 (D. A. Carson) 的{ <約

翰福音〉注釋》均指出婦人道德上混亂，強調婦人的認、罪

態度。 20中文注釋書作者接受了以上注釋書的影響，更講究

「屬靈」層面的指導意義，著重於講述這個「見棄於社會

的外邦」的婦人如何因為「赤露敞開」她的「隱而未顯」

的罪惡並且在眾人面前「以自身為證」而獲得了救贖，成

為屬靈追求的榜樣。 21

但是，中國教會有不少人直接把撒瑪利亞婦人當成「淫

蕩J 的代名詞，用在講道中批評會眾: r許多基督徒像撒

瑪利亞婦人一樣想找一個伴侶來滿足自己。 J 22或者不斷誇

大和突出撒瑪利亞婦人的罪惡，以顯示上帝救恩的偉大:

稀奇的是主把撒瑪利亞城工作的起點選擇了一個無足

輕重、名譽掃地的墮落女子。這個撒瑪利亞婦人，不僅血統

不純，而且品格鄙下。她不是大家閏秀，出於富豪名門，而

是屬於下流社會 9 因著環境惡劣、生活所迫，成為一個出賣

人格、出賣肉體的女人。她因為習慣於過夜生活而起得很

遲，又沒有僕嬋替她操管家務，只能自己日到中午時，才到

井旁大水。 23

20 縛維遜、斯提比、克凡合編，李玉珍等譚， <聖經新釋:> (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 1998) , 

頁 134-136 。馬唐納說， I那婦人是個罪人，她必須承認罪過，否則主不能踢福給她，

不能賜她活水。....婦人早為村中的人認定是個罪人，曾作可恥的事(參

h伽://附w.edzx 叩血/chaiinl!!New%20T聞組血凹的3John/43FT04.h恤， 2009 年 6 月 11 日
訪閱) ;卡森薯，潛秋松諜， <約翰福音詮釋> (加州 美國麥種傳道會， 2007) ，頁

343 、 353 、 360 。

21 頁玉銘， <約翰福音講義> (第三版;香港:宣道， 1983) ，頁 70-77 。另參徐松石，

〈看哪神的羔羊一一默想約翰福音> (香港:浸信會出版部， 1964) ，頁 29-30 。值得

肯定的是，當代詮釋者如鐘志邦和孫賓主會比較注重學術性與教會性的結合，參考並介紹

了眾多西方詮釋著作，結合歷史和文學特徵對這個故事做出新的詮釋，均不再強調婦人

的「道德罪惡」。但是這兩位的著作尚未能在教會或者神學院廣泛供應。參鐘志邦， <約

翰福音(卷土) > (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3) ，頁 284 、 294 ;張寶玲， <約

翰福音文學詮釋》。

22. h址。﹒//ra，叫咽.hexun.com/ke1v/Discussion.asox?缸tic1eid=2550319 (2009 年 6 月 11 臼訪閱)。

23. 蒞培羞， <生命之道:> '金陵講壇之六(南京 金陵神學誌編輯室， 1989) ，頁 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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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一位「不但是個罪人，而且是個無心悔改的罪

人J ， 24依然能夠得到上帝的恩典，無庸置疑，其他真誠主

動追求福音的人就更加可以得到恩典。

現代社會的新詮釋方法對中國大陸教會影響很小 3 雖

然有一些海外華人《聖經》學者著書並出版介紹一些新的

《聖經》批評方法， 25但是在教會的實踐中還是少見。中國

社會更多的是基督教歷史、文化和哲學的介紹，專業的《聖

經》詮釋並不多。在後現代多元社會和全球化的大潮中，

有必要更新我們的〈聖經》詮釋。

三、後現代多元閱讀理論

《聖經〉是一部信仰的經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處於

不斷被詮釋的狀態中。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有關《聖經》

的詮釋始終為教義和信仰服務，為了確立《聖經》的權威。

但是，在敢蒙運動之後，人們開始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來

分析這部經典，主觀主義、存在主義、黑格爾的觀念論等

等都詮釋了《聖經》。十九世紀的歷史批評法從文學、彭

式、來源、編修、傳統、經文辨析、正典等角度來分析《聖

經》步加深了對《聖經》文本歷史性和文本背後世界的認

識。到一九八0年代後敘事批評、修辭批評、女性主義批

另參黃共明， <{約翰福音要義:> (香港 基督徒文摘社， 2001) ，本文轉引自

ht個/八NWW.edzx.comlchaiin品叩開%20Testarnentl43John/43KT04.h加 (2009 年 7 月 11 日
訪閱)

24 史祈生 (Torrey Shih) 著， {聖經中的婦女:> (香港﹒宣道， 2002) ;該書在網路上被

廣泛轉載，本文轉引自ht怕://book.edzx.collli但TML/62/620/620/620/l0 128 .htrn (2009 年 6
月 11 日訪閱)

25. 孫寶玲教授在其著作《道可道 約翰福音中的宣講與神學:> (香港天道書樓， 2007) 

中將《聖經》研究與講道學結合起來，並很好地追溯了自十八世紀以來的《約翰福音》

研究方法，觀點新穎、條理清晰而且語言通俗易懂，非常實用。但此書尚無大陸版本。

另外一位華人《聖經》學者楊克勤先生的著作介紹了修辭批評方法和女性主義神學。如

《末世與盼望:>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聖經修辭學:> (北京 宗教文化

出版社， 2007) 、《夏娃、大地與上帝:>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其他

一些學者也在接洽出版事宜，希望更多的神學院和教會能使用這些書和這些1J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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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後殖民和解構主義批評等方法都被廣泛吸收和運用在

《聖經》研究中 0 26這些方法並不一定會拆散教會的根基或

者消除《聖經》的權威性和神聖性，相反，如果能很好利

用，可以幫助教會從理性的角度詮釋《聖經》。筆者在此

主要介紹兩位當代學者的理論。

利科 (Paul Ricoeur )提出了「語義自主性J (Semantic 

Autonomy) 這一概念， 27並且用這一概念解釋了為何經典

可以在歷史中不斷被詮釋。利科提醒詮釋者，一方面不要

認為作者的意圖才是對文本有效的詮釋標準;另一方面不

能以為文本是一個沒有作者的實體。利科的「語義自主性」

概念賦予了詮釋學重要的意義。因為在確立「文本相應於

作者意圖、作品情境以及原初讀者的獨立性」之後， 28文本

有了詮釋的空間和可能。文本的「語義自主性J 使得讀者

和詮釋者可以跨越時空的障礙，在閱讀和詮釋中與文本一

起生成新的意義。但是與此同時，這種詮釋是在尊重文本

自主性的前提下進行的，並不是超出語育的隨心所欲的行

為。利科強調詮釋不應該是一種詮釋者「對文本的行動」

(act on text) 而應該是來自文本自身的「文本的行動」

(act oftext) 。勿在利科看來，從語義自主理論出發的文本

詮釋，應從大的文本解構和文本語詞出發。詮釋者可以根

據自己的詮釋背景做出自己的詮釋決定，但是這種詮釋決

定不是孤立於文本而形成的。這樣，同樣一個文本可能會

26. 孫寶玲， {道可道> '頁的-73 。

27. Paul Ricoeur' {詮釋理論話語與意義的過剩> Unterpret，α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ofM叩nz咚; Texas: 而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頁狗-31 0 

28. Paul Ricoeur' (陪喻與詮釋學的首要問題> (Metaphor and the Central Problem of 

Hermeneutics) ，載氏著，{詮釋學與人文科學語言、行動和詮釋論文集>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砂'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甘ans.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頁 165 。

29. Paul Ricoeur' (文本模型作為文本的有意義的行動>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載《新文學歷史> (M飢似 Literary History, 5.1 [1973]) 

頁 9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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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多種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詮釋結論，但是這些互不

相同的結論正是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奧秘。 30

西班牙裔美國神學家塞戈維亞 (Femando F. Segovia) 

根據自己所屬的社會、宗教和民族團體身份，提出了「他

者與互動的詮釋學 J (Hermeneutics of Othemess and 

Engagement) ，專門論述了「將文本視為他者」的閱讀和

詮釋方法。 31塞戈維亞認為對於任何一種古代文獻，詮釋者

應首先意識到「文本和文本的其他讀者的他者性J (the 

othemess both of the text and of other readers of the text) 0 32 

以《聖經》文本為例，詮釋者如果持有「他者和互動的詮

釋學觀點J (hermeneutics of othemess and engagement) 

會盡全力把《聖經》文本當作他者來理解，承認《聖經》

文本擁有自己的詞語和觀點，允許文本自我說明，讓其展

開其自身的敘事並設立自己的身份。換盲之，詮釋者應與

《聖經》文本保持一種距離，重視其文學、修辭和意識形

態的構成成分，運用不同的文學和社會文化批評方法，找

到文本的多維特徵。這樣，詮釋者才能把文本作為一個整

體來理解，作為一個有看自己的世界、一個在更為複雜的

歷史文化框架下構建起來的文本來理解。 33與此同時，詮釋

者要意識到讀者也是受社會和文化限制及影響的，讀者對

於文本和其他閱讀者來說也是他者。因此詮釋者要有意識

30 王慶節， <解釋的真與真的解釋 利科爾的文本與解釋理論初探> '載

htto:llwww.cnuhenomenolo盯 coml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oho/l058/c7 (2009 年 6 月
10 日訪閱)

31. F emando F. Segovia' <一種大流放的詮釋學 他者與互動的詮釋學> (Toward a 

Hermeneutics of加 Diaspora: A Hermeneutics of Othemess and Engagement) ，載 Femando
Segovia & Mary Ann Tolbert 編， <從此處來閱讀。美國的社會位置和〈聖經〉詮釋》

(Reαdingfrom 羽'is P!ace: Socia! Location and Biblica!lnterpretation in the United St，αt凹，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甘e間， 1995) ，頁 57-73 。

32 同上，頁的。

33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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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剖示和分析閱讀者的閱讀策略以及此策略背後的理論根

基和潛在的社會位置 (socia11ocation) 0 34 

四、後現代詮釋策略

根據以上的後現代詮釋理論，要找到與自己的處境和

時代相闋的詮釋，在回顧並尊重其他時代和其他處境下的

詮釋者的多樣聲音同時，還是要首先回到文本，將《聖經》

文本當做一個「他者J 來閱讀和進入。不論是在哪一個時

空，也不論人們承認與否，撒瑪利亞婦人的形象與當時的

歷史處境、神學思想以及詮釋者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但

是多不論如何詮釋，人們無法忽略或繞開文本。「道德罪

人j 的形象是因為四章 18 節中，耶穌指出婦人有五個丈夫，

而且目前住在一起的人還不能給她婚姻的承諾; I使徒式

女性」的形象是因為她指認耶穌是彌賽亞 (4:29) ，並做

了有效見證 (4:39 ) 。人們確實根據文本給出了詮釋，但

是這種詮釋已經脫離了文本本身的處境。筆者在此倡議在

今日的《聖經》詮釋中要注意以下詮釋策略:

1. 關注文本的歷史情填

在這一方面，自布爾特曼 (Rudo1f Bultmann) 以來的

歷史批評方法在今日依然值得借鑒。35理解約翰社團當時所

處的惡主持政治、宗教背景(如 9:22) 能幫助我們理解第四

34 向上，頁 72 。

35. C. K. Barrett' <( <約翰福音〉筒論-希臘原文注釋與評注)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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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n Inlroduc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 on the Greek Text;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Brown'<(<約翰福音) 1-12 章};Dodd'<(第四福音書詮釋} ; Rudolf Schnackenburg , 
《聖約翰福音(卷一)} (The G。中el According to St. John , vol. 1; H自由rs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甘祖s. Kevin Smyth et 祉;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8) ; RudolfBultmann' <( <約翰福音〉注釋) (The Gospelol John: A Commenta吵，

trans. G. R. Beasley-Murr呵; Philadelphia: Wes恤ùnst缸， 197 1) ; Emst Haench凹， <(約翰

福音(卷一)} Uohn , vol. 1 ;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88) ;鐘志邦， <(約
翰福音(卷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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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其中一些比較極端的思想(如 14:6) 。這些學者發

現: <{約翰福音》很可能反映了兩個層面的歷史狀況(耶

穌基督和約翰社團) 。上帝的敢示已經來到人間，而且通

過耶穌道成了肉身;但是耶穌這個唯一的敢示不被當時社

會和猶太教的領袖們認可，而接觸到這一敢示並被這敢示

改變的約翰社團被孤立和迫害。 36從這個神學觀點出發不難

理解為何耶穌這位道成肉身者不斷遭遇誤解。此外，從歷

史背景出發，可以更好理解透過撒瑪利亞婦人故事所表達

出來的有關耶穌的彌賽亞身份、耶穌是生命活水、用心靈

和誠實來敬拜上帝的新敬拜方式以及面向外邦人(甚至是

如撒瑪利亞這樣的敵人)傳遞福音等等的重要資訊。 37

2 關注文本的文學和修辭特徵

巴雷特(c. K. Barret) 、布朗 (Raymond Brown) 、多

德 (C. H. Dodd) 、施納肯堡 (Rudolf Schnackenburg) 

布爾特曼和亭興 (Ernst Haenchen) 等均認為這個故事是出

自福音書作者之手。與《約翰福音》中其他故事一樣，耶

穌是「成了肉身的道J (Logos incarnated) ;作者把婦人

塑造為一個既不能理解耶穌關於「道」的解說，又缺少見

識的人。 38現當代眾多評論家都意識到福音書作者在撤瑪利

亞婦人故事中所運用的高超的修辭技巧，並認為從敘事和

修辭的角度來理解和分析文本能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詮釋結

36. James L. Martyn而第四福音書的歷史與神學} (History and Theology in the Fourth Gospel; 

Third e也tion; Louisville: Wes恤inster John Knox, 2003) ; David Rensberger' <宗派主義
與《約翰福音》中的神學詮釋) (Sectarianism and Theo1ogica1 Interpretation in John) 

載 Fernando F. Segovia 編， { <約翰福音〉是甚麼 3 文學與社會學解讀> (阿at 1s John? 

Literary and Social Readings; At1anta: Scho1ars, 1996) 頁 139-143 。

37. Rensberg缸， <宗派主義與《約翰福音》中的神學詮釋) ，頁 139-143 。

38. Barre祉， { <約翰福音〉簡論> '其 228-229 ; Bultma凹， { <約翰福音〉注釋> '頁

175-176; Brown' ( <約翰福音) 1-12 章> '頁 165-168 ; Schnackenburg , {聖約翰福
音(卷一) > '頁 421 ; Haench凹， (約翰福音(卷一) > '頁 226-228 。

245 



張靖

果。"這個故事中最明顯的敘事和修辭技巧是暗喻、反諷和

誤解。 40

布朗、布爾特曼和施納肯堡幾位大家對耶穌「活水」

的比喻都做了詳盡的分析。他們的一致的意見是: I水」

就像「糧」和「光J 一樣，在福音書中是一種暗喻，都是

指向作為一個整體的耶穌敢示，或者指向耶穌這位敢示

者。 41施納肯堡認為「水」是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尤

其是在埃及和巴比倫的神秘宗教中，水是能「潔淨、Jl渴、

給予並更新生命和果實」的象徵。 42水的暗喻還依循了《舊

約》傳統，在《舊約》中「水」可以指向上帝或者智慧， 43 

也可以是拉比們所指的「妥拉J 和「聖軍J '或者是猶太

史學家斐洛 (Philo) 所說的「道」。“布爾特曼和施納肯堡

都注意到《約翰福音》與《所羅門之歌> (Odes 0/ Solomon) 

中運用了相似的有關「水j 的暗喻。“因此，學者們的分析

39. Gerard S. Sloy曲， <<約翰福音〉詮釋﹒教學與講道版聖經注釋> (John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個ching;Atlan個: John Knox, 1988) ; Duke' <:第
四福音書中的反諷> ; Jerome H. N研句， <這幅畫面有何問題? <:約翰福音》第四章、

女性在文化中的固定形象以及公共與私人空間) (What's Wrong wi血也is Picture? John 4, 

Cultural S記閻明目 ofWomen， and Public 阻d Private Space) ，載Amy-Jill Levine 編'<:<約

翰福音〉之女性主義解讀(卷一) >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John , vol. 1; Cleveland, OH. 

τ"hePilgr凹， 2003) ，頁 98-125 。
40. 布爾特曼指出， 10-15 節包含了雙關語和誤解的技巧(參 Bul恤血且， <: <約翰福音〉詮

釋> '頁 175) ;布朗點出作者對一些傳統資源使用了一些高超的戲劇技巧，如第 11

節的誤解、 12 節的諷刺等，使得這個故事「成為福音書中最生動的一幕J (參 Brown ' 

<: <約翰福音) 1-12 章> '頁 176)

41. B叫伽18.Il11' <: <約翰福音〉注釋> '頁 181 '注 3; Brown' <: <約翰福音) 1-12 章> ' 

頁 178-180 。

42. Schnack!個burg' <:聖約翰福音(卷一) > '頁 427 0

43. 參《耶利米書》二章的節、十七章 13 節; <:詩篇》三十六篇 s 節，偽經《巴魯克書》

三章 12 節; <:傳道書》十五章 3 節、三十四章 30 節及以下;另參《智慧篇》七章 25

節; <:雅歌》四章的節; <:以諾書》四十八章 1 節、四十九章 l 節。

44. Schnackenburg , <:聖約翰福音(卷一) > '頁 427 ' 
45. <:所羅鬥之歌〉六章 11 節後有如下詩句 I地上所有的飢渴都被賜予此水，饑渴得到

止歇:因從那至高處降下甘霖......並且他們靠那水生活到永遠J (必也e創rstyupone缸也

were given 扭曲ink ofit，祖d 也Est w臨時lieved 阻d 叩開ched: for from the Most High 也e

draught was given.. .and 也ey lived by the water of life for ever) ; 11 章 6 節後 I從上主
之泉豐豐富富而來的話語之水碰觸我的雙唇，我取水而飲，陶醉在這不朽的生命之水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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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 I水J 是當時文化中一個很普遍的暗喻和意象，

當時的聽罪(包括撒瑪利亞婦人)能夠很快明白這個「水」

所代表的意義。這樣，在聽到撒瑪利亞婦人不著邊際的回

答時，約翰社團的人們會感到自己比這個婦人聰明，並且

從婦人誤解的回答中得到樂趣。

另外，從暗喻的角度來看四章 18 節也能得出另一種結

論。撒瑪利亞婦人的複雜歷史可能暗指撒瑪利亞人複雜的

血統。五個丈夫可能指五個入侵的外來民族，也可能指撒

瑪利亞人與外族混居後信奉的五個異邦神明，而第六個同

居的男人很可能是羅馬或者羅馬帝國時期混雜信仰

( syncretism) 的代名詞。 46還有學者認為撒瑪利亞婦人可

能代表了遠離了以色列傳統信仰的撒瑪利亞人(民族) , 47 

或者代表五次被外族殖民的經歷(第六個同居者是第六個

(speaking waters touched my 1ips from the fountain of 也e Lord p1enteous1y, and 1 drank 

and was inebriated wi由 the living water that doth not die) 0 (參見 Bul加a凹， < <約翰福
音〉注釋:> '頁 185 '注 2 ; Schnackenburg' <聖約翰福音(卷一) :> '頁 427 ，注 29 0 )

46. 參 Walter Bauer' <約翰福音:> (Dω Johann臼evangelium. Handbuch zum N euen Testament 

6; Tubingen: Mohr -Siebeck, 1933) ，頁 75-76; Edwyn C1ement Hoskyns ' <第四福音書〉

(TheFourth Gospel; London: Faber, 1947) ，頁 242-243 ; C. H. Dodd' <第四福音書詮

釋:> (The Interpretation 01 the Fourth Gosp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頁 313 ; John Marsh , <聖約翰福音:> (泌的t John; Middlesex: Penguin, 1968) , 
頁 215-216; 01ss恤， <第四福音書中的結構與含義:> '頁 1日4-186; C. M. Carmichae1 ' 

〈婚姻與撒瑪利亞婦人) (Marriage 祖d the Samaritan Woman) 載< (新約聖經〉研

究:> (New Testarnent Studi凹， 26 [1979-1980]) ，頁 332-346 ; P. J. Cahill , (<約翰福音》
的敘事藝術> (Narrative Art in John IV) ，載《宗教研究會刊:> (如ligious Studi臼 Bulletin，

2 [1982]) ，頁 41-48 ; Duke' <第四福音書中的反諷:> '頁 101-1的。中文版參巴克萊

著，方大林、馬明初等譯， { (新約聖經〉注釋:> '上卷，頁 1018 。

47. 這些評論家的依據是《舊約》記載(如《列王記下:> 17:24，詣， 32-34) 和猶太歷史學家

約瑟夫的記載 (Ant. 9.14.3 S 288) ，學者們認為此處耶穌指出婦人的五次婚姻和第六個

同居者其實是暗指撤瑪利亞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不純潔和不專一。參 J. H. Bemard , < (約
翰福音〉之批評與釋經注釋(卷一) ) (A Critical and Exegerical Commentaη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st. John, vol. 1; Edinburgh: C1叮k， 1928) ，頁 143-144; B. Lindars' <約翰
福音:> (The Go司pel 01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頁 186-187 ; Haenchen ' 

《約翰福音(卷一) :> '頁 221 、 227; G. Beas1ey間Murr呵， <世界聖經注釋(卷三十

六)約翰棺音) (World Biblical Comrnen的句" Vol. 36: John; Waco: Word, 1987) ，頁

61 ; Hendrikus Boers' <不是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約翰福音〉第四章研究》

(Neither on Th is Mountain Nor in Jerusalern: A Stu砂 01John 4; Society BLMS 狗; Atlanta: 

Scho1ars, 1988) ，頁 171-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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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民者 羅馬帝國) 0 48這種分析避免了對撒瑪利亞婦人

的道德指責，而且避免了將撒瑪利亞婦人簡單地當做一個

歷史性人物來看待。

反諷(Irony) 是第四福音書很明顯的特徵之一。 傳統

上， <::聖經》注釋者傾向於將撒瑪利亞婦人直白地回應耶

穌那些充滿寓意的宣告之語當作《約翰福音》運用反諷的

一個有力例證。具有反諷意味之處是「並不是耶穌需要甚

麼，而是這個婦人需要。而且她所遇到的是一個能夠滿足

人最深層次需要的人J 0 49杜克 (Paul D. Duke) 認為，福

音書作者借用了《舊約》中「訂婚類型場景J ( betrothal 

type-scene) (<::創世記:> 24:10-61 ' 29:1-20; <::出埃及記》

2:15b-21) 。對於一世紀熟悉希伯來《聖經》的聽眾來說，

聽到這個類似場景的故事很容易產生反諷的效果。 50此外，

杜克認為在這個故事的更大一個層面的反諷，可以從一個

相當普遍的戲劇手法「王子與貧兒J (prince and pauper) 

中看到:說話者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一方是被認為應該

出現的基督教世主，另一方是已經在場卻不被認識的耶

穌，說話者不知其實這兩者為同一個人。 51

第四福音書中運用的「誤解」于法是近幾年學界的熱

門話題。弗訣爾 (Danna Nolan Fewell) 認為 9 誤解可能「是

在為一個很關鍵的故事和神學構思服務」。但通過婦人的誤

解，耶穌的形象越來越高大，突顯了耶穌的超越、良善、

完全、博學和神聖。 53卡爾佩珀(R. Alan Culpepper) 對於

48. Köester' <世界的救世主) ，頁 669-672 。

49. Schnackenburg' <聖約翰福音(卷一) > '頁 426 0

50. Duke' <第四福音書中的反諷> '頁 101 。

5 1.同上，頁 160-161 。

52. Danna Nolan Fewell & Gary A. Philli阱， <熱衷於過剩還是在婚約之外閱讀) (Drawn to 

Excess, or Reading Beyond Betrothal) 載《記號> (Semeia , 77 [1997]) ，頁 24 。
53. 同上 7 頁 24-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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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作者運用的「誤解」手法做出了非常具體的分析。

他認為這一寫作技巧對《約翰福音》的讀者有三個方面的

影響:

一、它們拓寬並明確了「自己人j 和「局外人」之間的差

別。作者讓讀者感覺到自己比那些無法抓住耶穌話語含義的、

反應出奇慢的角色要高明。二、這種方法給了作者一個機會來

釐清或者詳細闡述其神學觀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r誤解」

成了幫助讀者理解的手段。三、「誤解」能「教導讀者如何閱

讀福音書J 0 r誤解」強調了約翰作品中的雙層次語言本質，

教導我們正確閱讀的必要性，並警告我們，如果不能正確理解，

我們就會和那些作品人物角色一樣目光短淺。"

結合歷史背景不難看出，第四福音書中運用大量的暗

喻、反諷、誤解等修辭手法有其深刻含義。作為被當時的

社會、傳統和宗教邊緣化並且壓迫的「小派J (sect) ，福

音書作者要通過這些文學技巧來表述自己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讀者和詮釋者普遍運用了「雙重標準j

來理解這些暗喻、反諷和誤解:人們知道不可以用字面意

思來理解耶穌有關水、敬拜等的回答，但是唯獨四章 18 節

大家都喜歡用字面意義來理解耶穌的話語， 55並根據這一句

來想象或者判定婦人的「道德罪惡」。這是不公允的。

54. R. Alan Culpepper' <:第四福音解剖文學俯局研究> (Anatomy 01 the Fourth Gospel: A 

Stu砂 i1i Literary Design; Philadelphia: F ortress, 1983) 頁 164-165 。
55. Stephen Moore' (<:約翰福音》中耶穌所賜予的活水是否不潔淨?解構、女性主義與撒

瑪利亞婦人) (A扭曲ere Impurities in 也e Living Water 也at Johannine Jesus Dispenses? 
D自on8.個ction， Fe:血inism，阻dthe S祖祖恤Woman) ，載Amy-Jill Le由e 編， <: (約翰
福音〉之女性主義解讀(卷一) >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John, vol. 1; New York: 

SheffieldA臼der血仇 2003) ，頁 1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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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文本的語調和語法細節

在四章 29 節中，撒瑪利亞婦人丟下瓦罐回到城襄對自

己的同胞說了一句充滿疑惑的話， r莫非這個人是基督川

在希臘原文中，這個句子中含有一個否定詞“mëti" ，這個

詞用於期待否定答案的問句中，“經常「不被翻譯或者翻譯

時會暗示期待對方的否定回答，含義為『肯定不是Jl (surely 

not) , r也許不是Jl (probably not) 0 J 57在《聖經》希臘

語詞典可以看到以下解釋: 1m甜通常是一個標記，邀請回

答者對提出的問尷繪出一個含否定詞的答案。這個詞語比一

個簡單的“mem 要更有強調意味。 J 58然而，每本詞典在說

到《約翰福音》這句經文的時候，都會給與具體而特別的修

飾: r也許在《馬太福音》十二章 23 節和《約翰福音》四

章 29 節中，這個詞表示提問者對於答案有些懷疑。 J 59布爾

特曼在注解中說到， r儘管疑問詞“m甜"期待對方給與一

個與問者意見相同的答案(參B1.-D. P缸a.427.2) ，但問者的

問題是從被提及的人的角度提出(參《約翰福音} 7:26; {馬

太福音} 12:23; {路加福音} 3:15) 0 60布爾特曼等學者參

考的來源 (B1.-D. /BDP P訂a. 427.2) 都是德國學者布拉斯

(Priedrich B1ass) 和德布呂內 (Albert Debrunner) 編撰的《新

約希臘文語法} (Grammatik des neutestamentlichen 

Griechisch) 。這本權威詞典是這樣解釋的: r該詞的意思

56. <:聯合聖經公會〈聖經〉詞典:> (UBS Lexicon, Bible Work 6.0; Bible Work耳，L.L. C.) 

57. Timothy Friberg, Baxbaxa Friberg & Neva F. Miller' <:希臘文〈新約聖經〉解析大詞典》
(Analytical L缸icon of the Greek New 11凹的ment; Grand Rapi缸， MI: Baker Books, 2000) ; 
本文轉自《聯合聖經公會〈聖經〉詞典》。

58. Frederick W. Danker 編， <: (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 (A Greek-English 

L帥的n of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砂 Christian Litera如re; Third Edition; Chi阻go:

τ'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頁 649 0

59. Danker 編， <: (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 '頁 649; <:聯合聖經公會〈聖

經〉詞典》。

60. Bul姐姐且， <: (約翰福音〉詮釋:> '頁 193 '注釋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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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段落有些輕微修正， ......4:泊中可譯為『那最終肯定

是彌賽亞，也許這就是彌賽亞。』參太 12:23 ;約 7:260 J 61 

如果按照字典中的常規解釋，那麼這位婦人的問話就

是， ["這不是基督，不是麼? J 她說話時，期待看她的聽

眾會回答一旬， ["當然不是」。這樣，這位婦人在說這句

話的時候並不是在確認耶穌的身份，而是在表示自己的疑

惑和否定。但是學者們很有意思地在承認這個疑問詞

“meti" 的基本用法和不確定含義的同時，選擇了贊同權

威的詮釋，或者認為這個婦人在此處比較猶豫 ;62或者強調

這個詞並不全是否定的含義 ;63或者雖承認婦人的懷疑和缺

乏信心，但是認為婦人此語還是做了很有效的見證。“並因

此而做出了與他們的神學意圖一致的詮釋。

但是這個詞的分析告訴我們，婦人的這句話不可能表

明婦人認、出了耶穌的基督身份。耶穌是用“ego eimim 表明

了自己的身份 (4:26) 。“因此，女性神學家們因為這句話

61. Friedrich Blass & Albert Debrwm前， <: <新約聖經〉及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語法.
〈新約〉希臘文語法修訂版:> (A Greek Grammar ofthe New Testament andDther Early 

Christian L耐用甜re: A. Revision of F. Blass and A. Debrunner “Grammatik d，臼

neutestamentlichen Griechisch "; trans. & ed. Robert Walter Funk; Chicago: The Univers吻

。fChicago Press, 1961) ，頁 221 。

62. Brown' <: <約翰福音> 1-12 章:> '頁 173 。

63. Schnackenburg' <:聖約翰福音(卷一) :> '頁 443-444 。

64. Jane S. Webs鯽， <活水與垂死的食物> (Living Water and Dying Food) ，載《攝食的

耶穌: <約翰福音〉中的吃與喝:> (Ingesting Jesus: Eating and Drinking in t.加 GospelofJohn; 

Atl組組: Society of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頁鉤 ;O'D旬， <:新詮釋版聖經(卷九)

〈約翰福音> :> '頁 569 、 572 0 

65. “ego eimi" 意為「我就是J (I am) 。在《創世紀》十七章 1 節中，上帝用這兩個字

對亞伯拉罕宣稱「我是全能的神J ;在《出埃及記》三章 6 節中，上帝呼召摩西時用這

兩個詞說出「我是你父親的神，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這個短語在《約

翰福音》中具有很強大的力量。每次耶穌宣稱我是道理、真理、生命等等資訊時都會用

這個短語來表明自己的神聖身份(參 6:35 ， 41 ，鉤， 51; 8:12, 28, 58; 10:7, 9, 11 , 14; 11:25 ; 
17:1, 5) 。特別在《約翰福音》十八章 5-6 節中，耶穌承認自己是這些官兵要抓的人時

說了這兩個字，書上記錄道 「耶穌一說『我就是.1 '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J (<:約翰

福音:> 18:6) 。相關近期研究參 DavidM.Ba且， <: <約翰福音〉中的「我就是J 文學

功能、背景與神學含義:> ("lam" 的 John 's Gospel: Literary Function, Background and 

Theological lmplications; Journa1 of Studies in New Testa血ent Supple血e肘， Series 124; 

Sheffíeld: She伍eld Academic,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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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定撤瑪利亞婦人的「使徒」身份也無法讓人信服。這

就提出一個問題:難道女性的解放一定需要撒瑪利亞婦人

是使徒麼?

4. 注意酹聽其他詮釋者的聲音

中國大陸教會的解經方法依然是傳統的方法，而且寓

意解經很多。即使引用希臘原文詞義，也只是為了自己的

神學思想服務。此外，基督教進入中國後和中國傳統思想

中的「男尊女卑」等思想很快結合在一起， {:聖經》詮釋

中很少會關注女性的特殊聲音。與此相反，在更直民主義解

體之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發展了與自己處境相關的神學

和詮釋方法，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韓國的「民眾

神學」、日本的「水牛神學」、印度的「賤民神學」、菲

律賓的「草根神學」等等。在當下因宗教而引起的事端和

衝突日益嚴重的時刻，基督教群體內部不斷呼籲建構新的

《聖經》詮釋學 (New Hermeneutics) 試圖以謙卑和對話

的態度並從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的詮釋角度來解讀《聖

經》。“姑且不論這些「本色神學」在他們的國家是否最終

能成功，這些神學最主要的特點是與基層的民眾站在一

起，從他們的文化和社會階層來思考《聖經:> 0 相比之下 3

中國教會的《聖經》詮釋遠遠落後。因此，很有必要關注

現代和當代的詮釋學發展，開闊眼界，並且聆聽其他處境

下的詮釋聲音。筆者在此擬通過以下兩種後殖民解讀來反

思、中國處境內的《聖經》詮釋。

“這一運動的最強呼聲和最有力支持者是普世教會協會 (W凹Id Council of Churches) 。參

h吐。 Ilwww.oikoumene.org/enlorogrammes/the.wcc.and.the.ecumenical.movement.in.the.21

.ê!::豆豆監盟主主並耳其 (2009 年 12 月 1 日訪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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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灰瓦納的女神學家迪布 (Musa W. Dube) 眼光中，

這個婦人只是一個「接觸區域J (Contact Zone) 仍是作

者的傳媒工具，一個犧牲品，因而不可能是完美的門徒楷

模。迪布認為一些歐美文學及《聖經》文本都有宣揚帝國

主義價值觀的傾向，給與了擴張者特權去建立不平等的國

際和種族關係， <{約翰福音》文本也受到了基督教帝國主

義傳教意識形態的影響。“「這個故事用一種文學的模式給

予基督教門徒、讀者和信徒特權，讓他們為了基督教國度

去旅行、去進入、去教育並且去收穫其他外國領土。這一

文學模式是公開地建立在帝國主義價值觀的模式上。 J 69迪

布還指出，帝國主義文本的一個策略是利用女性來證明和

代表一種征服與被征服關係。女性通常表示出對殖民者高

級文化的嚮往和認同，以此來說明她所代表的低級文化願

意被征服和改造。 70雖然歷史上的耶穌可能沒有此帝國主義

傾向，但是約翰社團用耶穌的話語和行動來施加帝國主義

以及噩民主義的影響，利用這個婦人代表她的民族表達願

67. 普拉特 (M的L. Pra吐)如此定義: r接觸區域(Contact Zone) 是兩種高度不對稱的文
化接觸、碰撞、連結時的社會空間，經常在瘟民主義、奴隸制等雙方權力關係高度不對

等的背景下產生。今日這些接觸區域的情況在世界許多地區依然存在。」此詞被用來指

「殭民主義相遇的空間 J (the space of colonial encounters) ，比如哥倫布登陸美洲大陸。

參 Mary Louise Pra柱，{:帝國的目光﹒旅行寫作與文化嫁接} (Imperial Ey臼 Travel Writing 

andTransculturation; NewYork: Routledge, 1992) 頁 3 。
的。迪布認為「帝國主義是要控制外邦地理空間和原住民。就其實踐和目標來說，帝國主義

是不同的民族和土地之間屈服與佔領的關係，這種關係積極地壓制多樣性，推崇一些對

當權者有利的普遍標準1 。參 Musa Dube' <非殖民化解讀( {:約翰福音} 4:1-42) ) 

(Reading for Decolonization [John 4:1 -42]) ，載《記號} 75 (1996) ，頁 38 0 

69 同上，頁 49 ' 
70. 同上，頁 42 。迪布進一步指出 「在無所不知的殖民者和一無所知的被殖民者之間有

著重大差別。因此撒瑪利亞婦人被刻畫為一個無奈口的當地人 3 而且迫切需要幫助

(4:10) 。她被塑造為一個缺乏道德和宗教的人，有過五個丈夫，現在擁有的又不屬於

她 (4:17-18) ;她不知道自己敬拜的是甚麼 (4:22) 。與此相反，耶穌是一個高級的旅

行者，知識淵博 (4: 間， 22) 、有力量 (4:14，鈣， 42) 、清楚了解她的過去 (4:17-間， 29) 、

知道並且能夠為她的社群提供答案 (4:21.26) 、教導了她和她的同胞 (4:21-23) 0 J 
(同上，頁 5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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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受「活水」的意向。 71迪布的詮構解讀也許和其他詮釋

者一樣有「過度詮釋」的傾向，只不過她將一切文本均讀

成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作品，是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但是，

從她的背景來說，她的這種解讀有一定作用。如果婦人只

是「接觸區域J '人們則無需對撒瑪利亞婦人有「道德j

指責，而其他女性就不必總是活在「紅顏禍水」的愧疚之

下;如果婦人不是甚麼成功的傳教者，則可以避免如此詮

釋帶給當地人的反感。福音書中的資訊在傳教歷史中確實

被殖民主義利用，在今日後殖民時代也確實需要對此有所

警惕和反思。迪布只是不願讓撒瑪利亞婦人繼續被瘟民主

義時期的傳教思想服務。

韓國女性釋經者金琮 (Jean K. Kim) *借鑒了迪布的觀

點，也反對將這個故事當作傳教的故事來閱讀。她從 29 節

中的疑問詞mëti入手，認為婦人從未認出或者肯定過耶穌

的身份，因此拒絕將婦人拔高為「傳教的使徒模樣」。她

認為第四福音書作者從來沒有允許撒瑪利亞婦人抓住耶穌

話語的含義。作者為了表現耶穌身份的漸進敢示而利用了

婦人的無知或者誤解。「從這一點看， r犧牲』這個詞比

『反諷』更適合。 J 72金琮批評了傳統上把這位婦人定性為

不道德婦人的閱讀方式，並在教會實踐中把撒瑪利亞婦人

和韓國「慰安婦J 的經歷聯繫起來。受傳統詮釋的影響，

這些「慰安婦」雖然在戰爭中飽經滄桑、受盡凌辱，在戰

後社會中她們被認為是不乾淨的女人，教會中牧師們不是

71 在故事接下來的片跤，耶穌用了一個「收割與勞苦」的比喻。迫布認為這正好表述了約

翰社團在這個地區(儘管撤瑪利亞人是他們的敵人)傳福音的任務。

*名字為音譯。一一編注

72. Jean K. Ki血， <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對《約翰福音》四章 1-42 節的解讀) (A Korean 

Feminist Reading of John 4:1-42) ，載《記號:> 78 (1998) ，頁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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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接納和關心她們，而是要求她們如撒瑪利亞婦人一樣

先悔改認、罪，然後才能得到救贖。 73

在考慮歷史情境、文學與修辭特徵、語法句法細節與

其他處境的詮釋之後，我們再看看撒瑪利亞婦人。她是否

有罪?試問我們之中誰能做到無罪?她是否疑惑?試問我

們之中誰不疑惑?沒有經過疑惑考驗的信仰又如何能在心

中扎根?將撒瑪利亞婦人簡單地歸類為「道德淪喪j 的罪

人代表或者「成功傳教」的使徒均沒有尊重文本的「語義

自主性J '也無法擁有「他者與互動」的詮釋觀。我們是

否考慮過她的「罪」並不是她一人之過?從字面來理解並

且宣判她的罪惡恐怕不是福音書作者真正的目的。畢竟，

通過這個故事翊棚如生地表述出來的神學思想是福音書作

者最關心的目標。上帝道成肉身在耶穌身上，打破了種族、

性別、等級的差異，將永不止息的愛之「活水」傳遞給黑

人。這種愛已經消滅了撒瑪利亞婦人所承受的苦難和「罪

惡J '為何我們在兩千年後還念切不正?難道只有通過強

調她的「道德罪惡J 才能吸引人信教?抑或是今日社會的

道德淪喪讓我們反而對她的「罪惡」念念不忘?

五、結語

「閱讀《聖經》是一種超越書本實際字詞的活動。閱

讀表達出了解文本本身之外的另類思想的願墊。不論是運

用傳統的類型還是神學地寓意解經，注釋總是在追尋更多

的意義，追尋存在於文本本身之外的意義。 J 74任何閱讀和

解讀都不例外，是建立在解讀者和閱讀者有限的經驗之

上。閱讀和評論者有必要理解一個文本是如何對「完全的

73. 同上，頁 118 。

74. Fewell&P趾11i阱， (熱衷於過剩還是在婚約之外閱讀> '頁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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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對其自身的局限J 75保持開放性。筆者相信，負責任

的閱讀應該保持自我批評、謹慎的態度並且歡迎批評，要

能「尊重文本的局限和超越，文本已經被決定的過去以及

開放的未來。 J 76基於這些考慮，撒瑪利亞婦人故事的意義

也應不受原作者、當時的背景、當時的聽眾以及詮釋者的

限制，充滿了開放性。

筆者在本文中回顧了撒瑪利亞婦人故事的詮釋歷史，

並通過這種梳理展示《聖經》文本在被詮釋的過程中有可

能喪失的「客觀性」。在解構主義和後殖民《聖經》批評

非常流行的當下，把撒瑪利亞婦人詮釋成為福音書作者的

「工具J 也許是一種極端，對教會的牧養輔導並沒有幫助。

但是這樣的聲音卻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其值悍借鑒的部

分。根據四章 29 節而認為撒瑪利亞婦人是使徒與根據四章

18 節來斷定撒瑪利亞婦人的「道德」罪惡一樣是局限於宇

面。女性的解放不是一定要把歷史上的女性都變成「女英

雄」或者「聖女」。撒瑪利亞婦人身上所發生的故事不能

給詮釋者任何特權去給她定罪或者判定她道德上的罪惡，

因為故事中的耶穌都沒有去定罪。同樣，即便撒瑪利亞婦

人沒有如同使徒般有意識地去為耶穌做見證，即便她只是

耶穌在這個地區傳播大好消息的媒介，即便她是作者有意

塑造的一個有個性、有經歷、坦率的角色，她確實是一個

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角色。她的生命中出現了一個轉變，

而這轉變與她在井邊遇見的人有關。她是一個平凡、有著

艱難生活經歷的婦人，但是在遭遇了耶穌後生活被改變。

這就是福音!

75. 同上。

76. 同上，頁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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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反對人們過多地糾纏於撒瑪利亞婦人的「道德罪

惡」是因為這樣的指責只會讓人們變成「自以為義」者。

面對撒瑪利亞婦人，我們不是同情而是比較，以為自己的

罪惡會比她少或者輕。我們不去反思，西元一世紀的古羅

馬帝國中，一個婦人離開了男人如何能夠生存? {舊約》

中的女性故事如他瑪、拿俄米、路得等均是因為沒有男人

而不得不運用自己的智慧找個男性繼續生存下去。在這樣

的歷史和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有理由和資格去想象和誇

大她的「道德」錯誤麼?再看看當今社會，韓國學者金琮

的擔心和批評並不是無事生非。韓國導演金基德的電影《撒

瑪利亞少女> .講述了女性、賣淫、救贖與道德等主題，而

且他選擇這個標題很有深意。中國紀實攝影家趙鐵林用攝

影機記錄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灰色人群「小姐」們的生

活。這些「村按J 和「小姐J 多是家庭不幸、受教育不多、

沒有生存技巧的人，她們流連在城鄉結合部，用自己身體

換來的錢養活自己的男人、兄弟和孩子。她們的生命力頑

強，而且頭腦中沒有「道德」兩個字，因為生存是她們面

對的最大問題。 77面對這些人，我們能否首先反省我們自

己?我們如何能夠像耶穌一樣，用愛心去包容和關心?我

們能否和耶穌一樣不去定罪而只是提供幫助和關愛?如果

我們的詮釋依然只能停留在改教時期神學家們所給與的詮

釋意義上，只是空洞地強調她的信心，依然只能把這個婦

人定義為「罪人得教」的代表，依然在字面地詮釋她「不

光彩」的婚姻史，把她看成一個歷史性人物來理解，我們

就有可能利用這樣的神學思想和理解，繼續壓迫和歧視教

會和社會中離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或者其他有「道德j

*此電影在香港名為《慾海慈航> '台灣名為《援交天使》。一一編注

77. 趙鐵林， <她們> (西安:挾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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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婦女。筆者希望強調和恢復文本的客觀性，讓文本

是一個真正開放的空間，每一個詮釋者意識到自己詮釋的

有限性，從而能有一個謙虛和聆聽的態度，彼此尊重和理

解。這樣，故事中道成肉身的耶穌那種寬容、理解和愛才

能真正成為呼召人們走向信仰的力量!

關鍵詞:撒瑪利亞婦人他者形象後殖民主義

女性主義

作者電部地址: zhangjingwi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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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月T of the Samaritan woman in the Gospel of John 

is a favourite sto月T among Christians. It is being interpreted for 

two thousand ye缸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m 

hermeneutics and contempora可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such 

as “ semantic autonomy of the text"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othemess and engagement", this artic1e 仕aces and reflects on 

the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to勾九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of the image of the Samaritan woman. 

The 趾storical review shows that this st。可 keeps being 

re-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interpreters. Their 

interpretations are always affected by their own context. The 

text, however, is calling us to recognize its own “ autonomy" ,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day to keep on interpreting 

the stoηr 企om our own context. The “hermeneutics of 

othemess and engagement" ofFemando F. Segovia provides a 

nice paradigm for us to interpret the text in the post-m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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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t-colonial global wor1d.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ception of this story in Chinese churches, this artic1e 

contribu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ontextual 

henneneutics. 

Keywords: Samaritan Woman; the Other; Image;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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