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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西 方 马 克思主 义 圣经研 究方法正 变得 日 益

流行 。 本 文基于 我 的 著作 《 马 克思主 义希伯 来 圣经批评 》

（ 修订本 ）
来概 述此方法 的 主要观点 ，

包 括文本 与其历史语

境和社会语境 之 间 的 间 接 关 系 ；

矛盾和 辩证法在 圣经文 本

研究 中 的 作用 ； 阶级 、性 别 和种族之 间 的 关 系
；

不同 声音在

文 本 中 的 可能性定位 。 本文将 借鉴 弗 雷德 里克 ． 詹姆逊 、

安东尼奧 ？ 内格里和特里 ？ 伊格 尔顿等学者 的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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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是罗兰 ．博尔 教授 2 0 1 4 年 4 月 1 7 日 在河南大 学发表演说 时的讲稿 ， 经

其本人 同意译成汉语 ， 发表于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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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
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正在变得 日 益流行 。 本

文的 主要 目 的是澄清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 的要点 ，将其运用于圣

经文本分析之 中 。 正文开始之前 ，我先概述一下用 马克思主义方

法研究圣经的历史 。 此方法 始于恩格斯那富有洞察力 的著作 ，
至

今已有很长的历史 。 继而我会转人本文 的重点 内容 ， 即用马克思

主义方法 阐释圣经文本 的关键概念 。 我 打算从 以下 四点对它们

进行讨论 。 其
一

，
矛盾和辩证法在圣经研究 中 的重要性

；
其二 ，

文

本
（ 例如圣经 ）与其历史语境之间 的 间接关 系和媒介关系 ；

其三
，

在处理文学和宗教 问题时
，
批判性研究 向社会

、
政治和经济等领

域 的拓展
；
其四

，
圣经所示对压迫 力量进行抵抗 的类型 。 因此 ， 我

们不 能局 限于纯粹 的文学理论 。 下面我会揭示上述要点如何有

助于诠释圣经文本
——例如 《创世记 》第 2

—

3 章 ，其中涉及创世神

话 、伊甸园 、人类始祖违逆上帝 旨 意而被逐 出伊甸 园 的故事 。 （ 应

该说 ，下面的讨论乃是基于我 的
一些研究

，
特别是我最近的 著作

《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 》 ［
修订版 ］ 、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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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文 学 研 究 ？ 第 ＋ 辑

经批评 》以及 《神圣的经济 》 。
？

）

然而 ，
在继续下 面的 内容之前 ，

我想指 出我们熟悉的 两种马

克思主 义与圣经批评发生关联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取决于读者如

何理解圣经 。
一方面 ，圣经被视为宗教经典 （ 对于基督徒 、

犹太人

和穆斯林而言 ） ，是宗教信仰和神学反思的 基础 。 就此而言 ，
圣经

是更大范围 的宗教的
一

部分 ，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 的

关系 而言 ，
圣经成为 富有吸引力 的 、复杂问 题的

一

部分
——在过

去十年 ，这一直是我研究 的重点 。 另 一方面 ，
圣经又被视为重要

的 历史和 文学 文献 ，是 西方诸多 国家 的文 化基 础 。 在这个层 面

上
，为 了更好地理解圣经 ， 马克思主义方法被应用于研究实 践 ，可

能涉及经济 和社会分析 、 文学批 评 ，
以 及文化和 意识形 态 研究 。

值得注意 的是
，
诸多圣 经批评家视圣经为 重要 的 历史和文学文

献
；
许多人也把它理解为宗教经典 。 事实上 ， 许多圣经批评 家试

图将二者的见解整合起来 。

造反派 ：从恩格斯到今天

首先 ，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圣经阐 释的历史 。 恩

格斯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到圣经研究的第 一人 。 有些人可

能知道
，
恩格斯 年轻时是一个虔诚 的 （新教 ）基督徒

，
但 他对圣经

的兴趣 贯穿 了其一 生 ，这 一点却鲜为人知 。 他能 够阅 读希腊文

《新约全书 》 ，
研读圣经研究的最新成果 。 他在早期信件 中常与朋

友讨论圣经 ，在后期著作 中不时引 用圣经文献和典故 ，
这表 明他

对圣经确实很熟悉 。 恩格斯的重要性在 于 ， 多年来他发展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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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
，
即 ： 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

一场革命运动 。
？何 出此言 ？ 第

一

，
基督教诉诸下层人 民 ，

包括奴隶 、农 民和城镇失业者
；
第二

，
基

督教像革命运动
一样是有组织的

，
与恩格斯时期的早期共产主义

运 动有诸多相似之处 ；第三 ，
基督教最终 成为 罗 马帝 国 的 国教 。

也许 ， 对于恩格斯 的地位 ，
最出色的结论如下所述 ：

危 险 的 造 反 派在 当 时 罗 马 帝 国 的 活 跃 程度 不 亚 于 在 1 6

世纪 后 的 今 天 。 它 破 坏 了 宗 教 和 国 家 的根基 ； 它 断然 否 定凯

撒 的 意 志是 最 高 法律
；
它 没 有祖 国 ， 却 属 于全世 界

；
它 遍 布整

个 帝 国 ， 从 高 卢 到 亚 洲 ， 并 超越 了 帝 国 的 疆 界 。 它 曾 长 期 在

地下 秘 密地进行 煽 动 性 活 动
；但 是 ， 在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 它 已 感

觉 到 强 大 到 足 以 出 来公 开 化 。 造反 派 …… 以 基 督 徒 的 名 义

而 广 为 人知 。
②

自 恩格斯 始
，
这一学说运用于圣经批评 ，

此后一直饱受争议 。 即

使在今天 ，
圣经批评争论的 问题也还有很 多 ，

诸如 ： 耶稣是
一个革

命者吗 ？ 早期基督 教试 图摧毁罗 马 帝国 的强权吗 ？ 早期基督教

是共产主义 的初级形式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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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ｓｈｅｒｓ ， 1 8 8 3 ， 1 9 9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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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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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Ｅ ｎｇ ｅｌｓ
，

”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 ｎ ｔｏＫ ａｒ ｌＭａ ｒｘ

＇

ｓＴｈ ｅＣ ｌａｓ ｓ Ｓｔｒｕｇｇ ｌｅｓｉｎＦｒａ ｎｃｅ
＂

， 5 2 3 ． 恩

格斯对 早期基 督徒也有所批评 ， 主要批评他们专 注于 来世的救 赎 ，但他充

分意识到 ， 基督 徒对世俗权 力也同样有所要 求 。 马克思非 常清楚恩格斯 的

观点 ， 因 为他们几乎每天都讨论彼此 的想 法 ，所以 这应 该不足为奇 。 例 如 ，

马克 思把 资 产 阶级 对国 际工 人协 会 的破坏 比作罗 马对 早 期基 督 徒的迫

害 。 对早期基 督徒的迫害并 没有 拯救罗 马 ， 所以 对工人运动 的破坏也不会

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 参 见ＭＥ ＣＷ 2 2 ： 6 3 3
－

6 3 4
； ＭＥＣＷ2 3 ： 2 5 4 － 2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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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通过恩格斯 的著作影 响到 圣经批评 ， 还通过那

些 新一 代 的 恩格 斯 的 追 随者 影 响 到 圣经 批评 。 卡尔 ？ 考 茨基

（ Ｋａ ｒｌＫａｕｔｓ ｋｙ ） 和罗 莎 ？ 卢森堡 （Ｒｏ ｓａＬｕ ｘｅｍｂｕｒ
ｇ

）则进＾■步发展 了

恩格斯的 学说 。

？他们把早期 基督教 当作共产主义来描述 ， 因 为

共产主义所基于的组织原则在 《使徒行传》 中有所体现 ：

信 的 人 都 在 一处 ， 凡 物 公 用 ，
并且 卖 了 田 产

、家 业 、
照 各

人所 需分给各人 （徒 2 ： 4 4
－

4 5 ） 。

那 许 多 信 的 人 都 是 一 心 一 意 的
， 没 有

一 人 说他 的 东 西 有

一 样是 自 己 的 ， 都 是 大 家 公 用 。 使徒 大有 能 力 ， 见 证 主 耶 稣

复 活
；

众 人 也 都 蒙 大 恩 。 内 中 也 没 有 一 个 缺乏 的
；
因 为 人 人

将 田 产 房屋 都 卖 了
， 把 所 卖 的价 银 拿来 ，

放在使徒 脚 前 ，
照 各

人所 需用 的 ，
分给各 人 （ 徒 4

：
3 2
－

3 5 ） 。

然而
，
这 是消 费的共产主义 ，

而不是生产 的共产主义 。 也就是说 ，

早期基督徒愿意 向 与其共同生 活 的人贡献一切
，但他们并没有试

图 改变生产方式 。 当然 ，
现代 马克思 主义 向 前迈进了一 步 ，主张

改变生产方式本身 。

考茨基发表了运用马 克思主义分析圣经的第
一部著作 ， 名 为

《基督教 的基础》 。 在书 中 ，
他试图描述 《 丨日约 》和 《新约 》的 经济和

社会条件 ，
以便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 旳本质 ，

以及犹太教和基督

教产生 的方式 。 尽管存在缺陷 ，
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 的开

创性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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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8
） ；Ｋａｒ ｌＫａ ｕ ｔｓ ｋ

ｙ，Ｖｏ ｒ ｌＳｕｆｅｒｄｅｓｎｅｕ ｅｒｅｎＳｏｚ 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

Ｋ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
ｉｓｃｈｅＢｅｗｅｇ ｕｎｇ ｉｍＭ ｉｔｔ ｅ ｌａｌ

ｔｅ ｒ．Ｂ ｅｒｌｉ ｎ ：Ｊ ．Ｈ ．Ｗ ．Ｄ ｉｅｔｚ
， 1 9 4 7

（
1 8 9 5

－

1 8 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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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可能追溯 自 恩格斯和考茨基以 来马克思主义圣经批

评 的方方 面面
，
所 以我专注于最近的 两个成果 。 第一个是诺曼 ？

哥特瓦尔德 （ Ｎ ｏ ｒｍ ａｎＧｏ ｔｔｗａ ｌｄ ） 

？ 的贡献
，
他的 作品 聚焦于古代以

色列 和 《
旧约 》 。 基于仔细谨慎 的历史观 ，

他认为
，
早期以 色列是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 的末期随着朱迪亚高地 的 革命运动兴起

的 。 新定居点在丘陵地带 ，使用新技术 。 哥特瓦尔德认为 ，
这些

人建立 了
一

种新 的生产方式 ，他称之 为公有制社会 的生产方式 。

它反 对迦南 的压迫 ， 而采取 一种更加公有 的 ，甚 至平等 的方式 。

虽然有人对哥特瓦尔德的学说进行批判 ，但毋庸置疑 ， 它是现代

马克思主义圣经分析 的开创性著作 。

另
一 个 最 近 的 成 果 由 新 约 学 者 理 查 德 ？ 霍 斯 利 （ Ｒ 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ｏｒｓ ｌｅ
ｙ

）取得 。
？霍斯利的重点 围绕耶稣的早期活动 展开 。 他详

尽地参考了 考古 、历史和文学方面的 资料 ，来证 明聚集在耶稣周

围的 人反对罗 马帝 国 在朱迪亚统治 的运动是政治和宗教运动的

一部分 ，认为这一运动是诸多此类性质 的运动之
一

。 他们扎根于

残酷的 罗 马 政 策 （ 通 过委托 的统 治者实施 ） 统治下 的村庄 ，在那

里
，
农 民遭受饥饿 、疾 病 、

家庭和 社会结构 的 破坏 。 在这种情况

下 ，耶稣和他的 活动 （ 如 同别的许 多运动一样 ）通过反抗压迫带给

了人们希望 。

我迄今所讨论的方法主要是历史 、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 。 这些

①Ｎｏ ｒｍ ａｎＫ ．Ｇｏ
ｔ ｔ
ｗａ ｌｄ

， Ｔｈ ｅＴｒ ｉｂ ｅｓ ｏｆＹａｈｗｅｋ ：ＡＳｏｃ ｉｏｌｏ
ｇｙｏｆ ｔｈｅＲｅｌ

ｉｇｉｏ ｎ ｏｆ

Ｌｉ
ｂｅ ｒａｔｅ ｄＩｓ ｒａｅ ｌ， 1 2 5 0

－

1 0 5 0 ＢＣＥ ．Ｓｈｅｆｆｉｅ ｌｄ
： Ｓｈ ｅ ｆｆｉｅ ｌ

ｄＡｃ ａｄｅｍ ｉｃＰｒｅｓ ｓ ， 1 9 9 9

（

1 9 7 9
）

．

②Ｒ ｉｃ ｈ ａｒｄＨ ｏｒｓ ｌｅ ｙ ，Ｊ
ｅｓ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ｐ

ｉｒａ ｌｏｆＶ
ｉｏ ｌｅ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 ａ ｒＪｅｗ ｉ

ｓｈＲｅ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ｉｎＲｏｍ ａｎＰａｌ
ｅｓ ｔ ｉｎｅ ．Ｐｈ ｉｌａ ｄｅ ｌｐｈ

ｉａ ：Ａ ｕｇｓｂ ｕｒｇＦ ｏｒｔｒｅ ｓｓ ， 1 9 9 2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Ｈ ｏｒｓ ｌｅ ｙ ，

Ｇａ ｌ
ｉ
ｌｅｅ：Ｈｉｓ ｔｏ ｒ

ｙ ，Ｐｏ ｌ
ｉｔｉｃ

ｓ ，Ｐｅ ｏｐ ｌｅ．Ｐｈｉ
ｌ ａｄｅ ｌｐｈ

ｉａ ：Ｔ ｒ ｉｎ ｉ ｔ

ｙＰ ｒｅｓ ｓ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

1 9 9 5 ；Ｒ ｉｃｈａ ｒｄＨ ｏ ｒｓｌ ｅｙ ，Ａ ｒ ｃｈａｅｏｌ ｏｇｙ，Ｈ ｉｓ ｔｏ ｒｙａｎｄＳｏ ｃｉｅ ｔ

ｙ ｉｎＧａ ｌ
ｉ
ｌ
ｅｅ ．

Ｐ ｈ ｉ
ｌ ａｄｅ ｌｐｈ ｉａ ：Ｔ ｒ ｉｎ 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Ｉ 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 ｎａｌ ， 1 9 9 6 ；Ｒｉ ｃｈ ａｒｄＨｏ ｒｓ ｌｅ ｙ ，Ｓｃｒ ｉｂ ｅｓ，

Ｖｉｓ ｉｏｎ ａｒ
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 ｅ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ｓｏｆ

Ｓｅｃ ｏｎｄＴｅｍｐ ｌ
ｅ
Ｊ

ｕｄｅ ａ．Ｌ ｏｕ ｉｓｖ ｉ
ｌｌｅ ： Ｗｅ ｓ ｔｍ ｉｎｓ ｔｅ ｒ

Ｊｏ ｈ ｎ Ｋｎｏ ｘ ， 2 0 0 7
．

1 2 7



圣 经 文 学 研 究 ？ 第 十辑

方法力 图重构 《旧 约 》和 《新约 》形成的历史条件 ，
目 的是更全面地

理解圣经文本 。 值得注意 的是 ，
它们均发现了

一些早期 以色列 人

和早期基督徒之间 的解放 因素 。 我 即将 出 版的
一

本书
——

《神圣

的经济 》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进
一

步讨论 。
？在这部书 中 ，

我提出 了

一个新的 关于古代近东的 古代经济模式 ，该模式基于苏联时代 的

俄罗斯工作方法和 马 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 的
“

调节学派
”

。 它提 出

了
一个更宏大的 结构模式 ，

从中我们可 以理解上述我所论及的早

期成果 。

圣经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的检验标准

不管怎样 ，在本文的 后一部分 ， 我要讨论 的 是马克思 主义分

析的 另 一方面 ，
它涉及文 学批 评并 且聚焦于 阐 释圣经的 文学方

式 。 当 然 ，这与我刚 才所讨论 的历史问题有关 。

一个重要的不 同

在于 ：是从历史到文学
，还 是从文学到历史 、政治和 经济 。 这里

，

我先从文学谈起 。

下面
，
我讨论一下马克思 主义圣经文学分析的 四个特征 。 为

了 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
我举圣经中 的一个文本为 例

，
那就是《创世

记 》第 2
—

 3 章的堕落故事——人类始祖违背上帝 的 旨意而被逐 出

伊甸 园 。 故事开始于第二个创造故事 （ 创 1 之后 ） ，其中 上帝用地

上 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 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

叫亚当 。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建了 一个 园子 ， 名 为伊甸 园 ， （在亚当

无法从 动物中 间寻找帮手后 ）又用亚 当 身上 的助骨造成 一个 女

人 。 上帝告诉他们可 以随意吃伊甸 园 中 的果子 （ 没有 肉 ！ ）
，
唯独

善恶树上 的果子不能吃 。 然而 ， 蛇诱惑女人吃 了善恶树 上的 果

子 ，
女人又劝说亚 当吃 了 。 上帝发现 了这件事 ，对他们和蛇都进

①Ｂｏ ｅ ｒ
，ＴｈｅＳａｅ ｒｅｄＥｃ ｏｎ ｏｍ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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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了诅咒——女人必遭分娩 的痛苦 ，必受丈夫的 管辖 ，
男 人必终

身劳苦方能生产食物糊 口
，
并 承受死亡 。 这个故事 以亚当 和夏娃

被逐 出伊甸 园结尾 ，

一

名 天使手持发 出火焰的剑防守在伊甸 园 的

人 口处 ，
以阻止他们返 回 。

辩 证 法

现在 ，
我描述

一

下 马克思 主义 文学分析 的 四个主要特征 ：第
一

，注重矛盾 ，进而注重辩证法 。 马克思本人发展 了黑格尔辩证

法 的 唯物 主 义方 向 ， 但近 年 来 ， 弗雷 德里 克 ？ 詹姆逊 （ Ｆｒｅｄｒｉ ｃ

Ｊａｍ ｅ ｓｏｎ ）强调辩证 法和矛盾 在文学分析中 的作用 。
①詹姆 逊认

为 ， 文学文本在充斥 着张力和矛盾 的经济 、政 治环境 中被生产 出

来 （ 马 克思主义分析 的
一个核心特性 ） ，

因此
，
文本无法避免反映

那些矛盾现象 ，这种现象可能体现在故事 内容 、叙事 冲突 、人物角

色抑或情节当 中 。 但这种线索也可在故事 的形式 中被发现 ，或者

语言前后矛盾 ，
或者体裁 冲突 ，

或者故事异常或 中断 。 最重要的

一点是 ， 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 方法 要找 出这些 冲突 ，
无论冲突存

在于哪里 。

我们思考 《创世记 》这
一文本 ，发现在两个创世故事 中表现出

了 明显的矛盾 。 《创世记 》第 1 章对创造的叙述十分有序 ：上帝说
一

个名 字 ， 然后就 出 现 了那个创造物 ，
日 复

一

日 。 上帝将天地 、水

陆 、昼夜分开 ；
然后 又创造 出植物 、 动物 ， 紧接着是人类 出现 。 最

后
，
上帝在第七天休息 。 相 比之下 ， 《创世记》第 2章是一个 比较生

活化 的叙述
：
大地 干燥

，
尘土飞扬

；
他从大地 中创造了 人类

，
那人

①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 ｓｏｎ ，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

ｏ ｕ ｓ ：Ｎａ ｒｒａｔ
ｉ ｖｅａｓａＳｏ ｃｉａｌｌ

ｙ
Ｓ
ｙｍｂ ｏ

ｌ
ｉｃ

Ａｃ ｔ
． Ｉ ｔｈａｃａ ：Ｃ ｏ ｒｎｅｌｌ 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ｓ

， 1
9 8

1
． 在这个问题上 ，

弗雷 德里 克 ■詹姆

逊 深 受 乔 治 ？ 卢 卡 奇 的 影 响 。 Ｇ ｅｏ ｒｇＬｕ
ｋｄｃ ｓ ，ＴｈｅＨｉｓ ｔ

ｏ ｒ
ｉｃ ａｌＮｏ ｖｅｌ，ｔ

ｒａｎ ｓ ．

Ｈ ａ ｎｎａｈＭ
ｉ
ｔｃ ｈｅ ｌｌａｎｄＳ ｔａｎ ｌｅ ｙＭ ｉ

ｔｃ ｈｅ ｌｌ
． Ｌ ｉｎｃ ｏｌ ｎ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ｏｆＮｅ ｂ ｒａ ｓｋａＰｒｅ ｓｓ，

1 9 8 3 （ 1
9 3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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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土地 ，让植物生长 。 动物 出 现是 因为被造的 第
一个人需要一

个帮手 。 没有任何动物适合他 ，
所以上帝用他的 肋骨创造 了

一个

女人 ， 他们成为男 性和女性 。 只有在这个创造故事里 ，
所创世 的

地方才叫伊甸 园 ，那里有可 口 的食物 。

圣经批评者 注意这 两个创世故 事之间 的 张力 已 经 很久 了 。

但是 ， 马 克思主义分析将政治和经济 问题引 人了 圣经阐释 （ 稍后

我会 回到这一问 题 ） 。 然而
，
还有其他矛盾

，例如 ：
ａ ）

—个完美的

花园
， 但有缺陷 （ 善恶树 ） ，

这意味着该花园并非 如此完美 ；
ｂ ）事实

上
，
蛇确实讲了真话而上帝在撒谎 （人吃了禁果并没有死 ）

；
这种

张力存 在于人类生存 的两 种状态之间 。 最后一点 ，我 的 意思 是

说
，
在花园 里

，
亚 当和夏娃就像 国王和 王后 。 他 们是创造 的精华

和 中心 。 他们在 花 园里散步 ，
无须付出任何劳动就可 以得到食物

（ 劳动是隐蔽的 ） 。 到 了 晚上
，
他们与上帝相遇并交谈 。 然而 ， 当

他们被逐 出 伊甸 园时 ， 亚当 和夏娃不再是 国王和王后 。 他们变成

了 农民 ，
生活充满 了劳动的艰辛 、痛苦 和死亡 。 可 以说

，
这种张力

是故事 的 主要部分 ： 两种截然不同 的人类生存方式 。
一方面 ， 他

们像统 治者 ；
另
一方面 ，他们像农民 。

圣 经文本之 中还可 能存在其他 矛盾 （ 例如 只 有男 人 而非 女

人 ，被逐 出伊甸 园
？

）
，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 ， 因 为这在下面的讨论

中非常重要 。

媒 介

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第二点 ， 即文本及其语境之间 的关系经常

是有媒介 的或 间 接 的 。 我通 过 把文 本 比作 窗 户 来解 释这个 问

题 。 文本是
一

扇 通过它就可 以直接看到 另
一

边 是什 么 的清晰 的

窗吗 ？ 或者文本是
一

扇 通过它就可以看 到光线 ， 也许
一些形状 ，

① 文本依据 参见 《

＇

创世记 》 3 ： 2 2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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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 也看不清的磨砂窗 （ 如浴室的 窗 ） 吗 ？ 或者文本是
一

扇 由

于光线 的变化其颜色和 图像会失真 的彩色玻璃窗吗 ？ 马克思主

义方 法认 为文本相对于其语境 而言并不是一 扇 清晰的 窗 户
；
相

反 ， 它更像一 扇磨砂窗或彩色玻璃 窗 ，通过其语境可 以依稀看到

朦胧的或扭 曲的形状 。

如何理解文本与语境 之间 的关 系 ？ 我从 反映和 回应之间 的

区 别着手 。 并非文本反映其语境 ， 而是文本 回应语境 。 我们可 以

把文本作为 由 它的社会和 经济背景提出 的
一个 问题 的答案 。 问

题是 ，给 出的答案通常是意想不到 的和间接 的 。 文本可能试 图提

供一个想象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 因 此 ，文本所呈现 的世界 几乎与

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关系 。

但是 ，我要提供一个关于文本和语境关系 的更为 理论化的 表

述 。

一个非常有用 的理论来 自路易 ？阿尔都塞 （ Ｌｏｕ ｉ ｓＡｈｈｕ ｓｓｅ ｒ ） 的

著作 ，在这里 ，他发展 了与此相关的思想 ： 文本是真实生存世界的

虚构 。
①我们要特别谨慎 ， 这个说法很接近阿尔都塞 的言论 。 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 ，
文本与现实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 这需要在两个

术语—— 文本及其语境之 间建立一种简单 的关系 。 相反
，
阿尔都

塞提 出 三点建议
：
其一 ，语境或现实情况 ，

是指社会和经济力 量 ；

其二 ，
语境的虚构关系

，
指人们如何想象他们与现实生活 的关系 ；

其三 ，表现观念或信仰 ，这是文本 的生成之源 。 也就是说 ， 文本是

代表人们如 何适应这个世界的一种想象的方式 （ 这想象的 方式可

能不正确 ，也可能正确 ，通常是二者兼有 ） 。 现在 ， 阿尔都 塞的立

场变得更加复杂 ：表现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体现在 内 容方面
——

在故事 、神话或诗 的话语 中 。 它也可 能以 间接 的方式表现出来 ，

在语言 、故事 的结构上 ，或者在 出其不意地常为我们所忽视 的地

方表现出 来 。

①Ｌ ｏｕ ｉ ｓＡ ｌ
ｔｈｕ ｓｓｅ ｒ

＾Ｌ
ｅ ｎ 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

ｈ
ｙ

ａｎｄ Ｏ ｔ
ｈｅ ｒＥｓ

ｓａｙ ｓ ， ｔ
ｒａｎ ｓ ．Ｂ ｅｎＢ ｒｅｗ ｓ ｔｅｒ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Ｍ ｏ ｎ ｔｈ ｌ

ｙＲ ｅｖ ｉｅｗＰ ｒｅｓ ｓ ， 2 0 0 1 （
1 9 7 1

）
， 1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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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这个复杂 的争论花费 了不少时间 ， 因 为它对马克思主 义

的文本阐释方法至关重要 。 让我 们来看看《创世记》第 2
—

3 章 的

文本 。 我认 为 ，那个故事代表了不 同群体或阶层对他们与农业关

系 的理解 。 伊甸 园显然是
一个农业 园 区 ，人工种植作物 ，生产可

口 的食物 。 那里也有 由人命名 的动物 ，这是驯 养的标志 。 最重要

的是
，
它是一个上帝 亲 自 培育的供人类使用 的花 园 ，

只 不过是远

离现实的世外桃源 。 世界上 尚没有发现这样的地方 ，
将来也不会

发现
，
因为它并 不存在 。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花 园或农业 庄园 ，

人

类始祖不需要工作 ， 所有水果和谷物都是唾手可得的 。 他们 只需

要走动一下 ，
伸 出双手

，
就能得到所需要的食物 。

为何要讲这样一个故事 ？ 难道这是一个梦想 的世界 ： 没有艰

辛的劳动
，
也无须犁地 、播种

、
对付病虫害 ，

就能收获农 作物 ，
然后

把它变成食物 ？ 最重要 的是
，
那里没有饥荒和疾病的 威胁 ， 没有

实物匮乏 的危 险 。 这显然是一种 理想 ， 或许是我 们的 梦想 。 但

是
，我们必须面对

一个至关重要 的 问题 ：对谁而言这座虚构的 花

园 是个理想乐 园 ？ 全人类 ？ 还是部分人 ？ 结局暗示这是特定群

体或阶层 的理想乐 园 ，
因 为最终人类始祖被逐 出伊甸 园 ，

必须为

生计而努力 工作 。 但要探索这
一

问题 ， 我们需要考虑运用马克思

主义方法分析圣经文本 的另一个 问题 。

拓 展

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第三个特点称之为拓展 ，
即文本之外

的 拓展分析 。 文本从不依赖于 自 身而存在
，而始终是经济 、政治 、

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大量现实现象的
一部分。 这样

，
马克思主义分

析就向 将人生撕成碎片 的势不可当 的现代诠释进行挑 战 。 现代

诠释将 一切 隔离开牵 ，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 例如 ，在
一

所大学里 ，
在工程学 、

医学科学
，
或许多不同类型 的文学方面 ，

我

们有许多不 同类型的专 家 。 即使是圣经研究 ，
你也会发现专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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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不 同 的圣经书籍 ，或社会科学 、
或考古学 、或历史重构 ，每个

人都有 自 己专 门 的 研究领域 。 马 克思主 义方法促使我们全方位

地思考和工作 ， 看 到部分是如何隶属于这个整体 。 换 句话 说 ，要

勇 于考虑大局 ，并检讨我们既定的思维框架 。

圣经文本《创世记 》第 2
—

 3 章意味着什么 ？ 显 然 ，需要将经济

和社会 因素纳人我们的诠 释之中 。 这使得 我们能够 回答我之前

所提出 的 问题 ：
对谁而言这座虚构的 花园是个理想乐园 ？ 它也许

代表 了古代 大多数农 民 的希望 ？ 理想乐 园 中 的成员 包括 9 0 ％的

小群体 ，
大部分人生活在拥有 7 5 至 1 5 0 人的农村公社 中

， 其寿命

往往很短 （平均寿命大约为 3 0 岁 ）
，所从事 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十分

艰辛 。 然而 ，他们的生存 体系经受住 了 时间 的考验 。 他们所需很

少 ，
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系 统强大到足以抵挡所面临 的困难 。 他们

会梦想生活在一个无须工作 、无须劳动就有食物享用的大农业庄

园 中吗 ？ 也许吧 。

或者这个文本反映了 一小部分统治阶级的 理想 生活 ？ 那个

阶层 包括 专制 君 主 、祭 司 、 文 士 和地 主 （ 也 可能 是税 吏 和放款

人 ） 。 他们通过皇家宫殿和庄园 来满 足 自 己 的需要 。 其财产从农

村搜刮而来 ， 由专制君主委任的地主或代理人进行管理 。 那些劳

动 者种植庄稼 ， 牧养动 物 ，酿造 啤酒 和葡 萄酒 ，生产 砖和建筑材

料 。 他们通常被从村庄里拖 出 ，
被迫工作 。 他们可能不得不偿还

债 务
，
或者可能是战争的奴隶 ，

或者可能在一年中 被迫工作
一段

时间 （不得不 离开 自 己 的村庄 ） 。 换言之
，
统治阶级实际上并 没有

做任何工作 ；他们依赖庄园 中 的劳动者为 自 己 工作 。 所以 他们开

始相信 ，
农业 庄园 只 为他们生产物 品 。 对他们而言 ，

自 己无须付

出 劳动 。 粮食 、 肉 类 和衣服——所有这些 在他们看来都 无须劳

动 。 我认为 《创世记 》第 2
—

3 章实 际上代 表了 统治阶级 的立场 。

文本呈现的 想象空间是 巨大 的 、丰富 的 ，它甚 至通过塑造一个创

造并保持财富 的上帝 ，设法完全消 除劳动力 。 它似乎完全可 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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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生产粮食 。 事实上 ，在这座庄园 中 ，
男 人和女人就像 国 王和 王

后
一样 。 他们是创造 的精华 ， 能与上帝交流 ，

并拥有一切 。

反 抗

但现在矛盾 出 现在 《创世记 》第 2
—

 3 章所描述的故事 中 ， 这种

矛盾使我想到 了 马克思主义 方法的第 四个特征 。 男 人和 女人不

能永远是 国王 和王后 。 众所周知 ，
原因 是不服从 。 他们被告知禁

止食用能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 。 然而
，受蛇 引诱 ，

女人 和

男 人先后吃 了禁 果 。 其结果是受到惩罚 ： 女人遭受分娩 的疼痛 ，

并屈从于男人 ；
男人需要 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 他要与布满荆

棘 和蒺藜的顽 固 的土地做斗争 ， 并且终将 死去 ：

“

你本是尘土 ，仍

要归于尘土 。

”

然后 ，他们被逐 出伊甸 园 ，
永远不得 回返 。

在经济和政治层面 ，这个故事 的关键性情节仍然代表着统治

阶级的立场 。 他们认为 ，
农民 的生活是艰难 的 、

吃力不讨好的 ，
最

好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生活 。 然而 ，
统治者知道

，
他们很容

易 陷人到农 民 的地位 ，强 大军队 的 入侵 ，
严重的 饥荒 ，

或其他灾

难 ， 都可能发生 。 即使 他们的 权力 在最有利 的 条件下也是不稳

定的 。

但不服从 和处罚 的情节如何涉及反抗 的 问题呢 ？ 马克思主

义文学 分析方法通过一种故事 的
“

言外 之意
”

寻 找反抗 。 换句话

说
，
在阅 读过程 中

，
它试 图反对故 事中 占 主导地位的 意识形态 。

至于《创世记 》第 2
—

3 章 ， 占主导地位的是 ， 男 人和女人背叛 了上

帝 ，并因
“

罪
”

受 到惩罚 。 但是 ，
当我们重新思考这个 内容时 ，

它就

成 了瞬间 的反抗 。 他们 向 权力 的代表者——上帝说
“

不
”

。 他们

做 的正是上帝所禁止的 事情 。 这种反抗总是遭致强 大统治者 的

惩罚 。 但我的观点是 ，这个故事保 留 了些许反抗 。 故事这样安排

试 图表明 ，这种反抗是徒劳 的 。 事实上 ，值得指 出 的是
，这样 的神

话 常常讲述一个被挫 败的 反抗 的故事 。 神话倾 向 于探索 冲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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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 ， 旨在表明它们并不可行 。 这可能是神话的 目 的
，但结果是 ，

反抗本身被保 留 了 。

我提 出 的 《创世记 》第 2
—

3 章 中反抗和神话的观点大体上受

益 于恩斯 特 ？ 布洛 赫 （ Ｅ ｒｎ ｓ ｔＢ ｌｏｃ ｈ ） 和安东尼 奥 ？ 奈 格里 （ Ａｎ 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
ｉ ） 的 著作。

？为 了找 出 片刻 的反抗 ，
需要用辩证 的方法来挑

战故事 中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 这种瞬间 的反抗 ，
为后来的读

者提供了希望 。 此外
， 我们不应该认为 ，

这种对顽 固权威 的挑战

是没有意 义 的 。 同 样
，
我们也需要 改变对这种关 系 的 看法 。 相

反
，
反抗本身就是 中心

，
权威往往试图适 应反抗 。 统 治者通过寻

找新途径来破坏反抗
，
这是 意料之 中 的事 。 因 此

，神话经常专注

于粉碎反抗 的需要 。 神话是专制权力 试 图破坏反抗 的创造力 的

另
一种方式 。

结论

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 的传统 已 走过了 漫漫长路 。 我概述 了

它 的一些历史 ， 同 时也提出 了 一些方法上的要点 。 这些方法强调

矛盾和辩证法 ；媒介在理解文本及其社会经济语境关系 中的重要

性
；文学分析应拓展到包括历史 、

政治和经济的 问题 ；认识反抗形

式的重要性
，
尤其是通过文本

“

体会言外之意
”

。 我希望这些特征

①Ｅ ｒｎ ｓｔＢ ｌｏ ｃ ｈ ，Ａ ｔｈｅｉｓｍ ｉｎＣｈｒｉ
ｓ
ｔｉａｎ ｉｔ

ｙ
：ＴｈｅＲｅ

ｌｉｇ
ｉｏ ｎｏｆ

ｔｈｅＥｘｏｄ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Ｋ ｉｎｇｄｏｍ ，ｔｒａ ｎ ｓ ．Ｊ ．Ｔ ． Ｓｗ ａｎｎ ．Ｌｏ ｎｄｏｎ ：Ｖ ｅｒ ｓｏ ， 2 0 0 9 （
1 9 6 8

）
；Ｅ ｒｎ ｓ ｔ Ｂｌｏｃ ｈ ，Ｔｈｅ

Ｐｒ ｉｎ ｃ ｉｐ
ｌ ｅｏｆＨｏｐｅ ，ｔｒａ ｎ ｓ ．Ｎｅ ｖｉ

ｌ ｌ
ｅＰ ｌａ ｉｃｅ ，Ｓｔ ｅｐ ｈｅ ｎＰｌ ａｉｃ ｅ ，ａ ｎｄＰａ ｕ ｌＫｎ ｉ

ｇ
ｈ ｔ ．

Ｃ ａｍ ｂ ｒ ｉｄｇｅ ：Ｍ ＩＴＰｒｅｓｓ ， 1 9 9 5（
1 9 5 9

） ；Ｍ ｉｃ ｈ ａｅ ｌＨ ａｒｄ ｔａｎｄＡｎ ｔ ｏｎ ｉｏＮｅ ｇｒ
ｉ

，

Ｅｍｐ ｉｒｅ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
：Ｈ ａｒｖａ ｒｄ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 ｓ
， 2 0 0 0 ；Ｍ ｉｃｈａ ｅｌＨａ ｒｄ ｔａｎｄ

Ａ ｎｔｏ ｎ ｉｏＮｅ ｇ ｒｉ ，Ｍｕ ｌ
ｔｉｔｕｄｅ ：Ｗａ ｒａｎｄＤｅｍｏ ｃｒａ ｃ

ｙ ｉ
ｎｔｈｅＡ

ｇｅｏｆＥｍｐ ｉ
ｒｅ ．Ｎｅｗ

Ｙ ｏ ｒｋ ：Ｐｅ ｎｇｕ
ｉ ｎ ， 2 0 0 4 ；Ａｎ ｔｏ ｎ ｉｏＮｅ ｇｒ

ｉａｎｄＭ ｉ ｃ ｈａｅ ｌＨａ ｒｄ ｔ，
“

Ｍａｒｘ

’

ｓＭｏ
ｌｅ ｉ ｓ

Ｄｅａ ｄ ！Ｇ ｌ
ｏｂａ ｌ

ｉ ｓａ
ｔ

ｉｏｎａ ｎ ｄ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ｃ ａｔ
ｉｏｎ

＂

，Ｅｕ ｒｏｚｉｎｅ ．ｎ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1 3  （
2 0 0 2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ｅ ｕ ｒｏｚ ｉｎｅ ．ｃ ｏｍ ／ａｒ ｔ ｉ ｏ ｌｅ ｓ／ 2 0 0 2 － 0 2 － 1 3 － ｈａｒｄ ｔｎｅ ｇ ｒｉ

－ｅ ｎ ． ｈ ｔｍ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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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创世记 》第 2
—

3 章很好地体现了 出来 。

一个多世纪 以来 ， 马克思 主义圣经批评未 曾 中 断过 ，有时 比

较流行 ，有时不那么受欢迎 。 目 前
，
我们正处在这样

一个时期
，
马

克思主 义方法因用 于圣经批评而 日 益流行
，
特别是在西方

，
年轻

学者和博士生正在使用
一

系列 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 。
？结果是 ，

这些方法正变得越来越 复杂而深刻 。 究其原因 ，
我们 已经超越了

对 阶级
、
意识形态 、生产方式 、文化和文学的基本理解 。 这些基本

理解有许多是假定的 ，
甚至 出 现在那些没有明 确使用马克思主义

方法的 学者的 著作 中 。 在此基础上 ， 它有可能发展为更复杂 、更

精密 的方法 。

（ 厉盼盼 译 ）

作 者 罗 兰 ？ 博 尔 系 澳 大 利 亚 纽 卡 斯 尔 大 学 研 究 教授 ，
近 期 出

版 专 著 《 马 克 思 主 义 希 伯 来 圣 经 批 评 》
（ 2 0 1 5

） 、
《 神 圣 的 经 济 》

（ 2 0 1 4 ） 、《 列 宁 ， 宗 教 与 神 学 》 （ 2 0 1 3 ） 、 《尘 世 的 批 判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与 神 学 》 （ 2 0 1 2
） 等 。 译 者 厉 盼盼 系 河 南 大 学 比 较 文 学 专 业 圣 经

文 学 方 向 博 士候选人 。

① 此 类 例 子 有很 多 ， 参 见Ｍａ ｒｋＳｎｅ ｅｄ ，

＂

Ｑｏｈ ｅｌ ｅｔａｎｄｈ ｉ ｓ
‘

Ｖｕｌ ｇａ ｒ

，

Ｃ ｒｉ ｔ ｉ ｃ ｓ ：Ａ

Ｊａｍ ｅｓｏ ｎ ｉａ ｎＲ ｅａ ｄ ｉｎｇ

＂

，Ｂｉ
ｂ ｌｅａ ｎｄＣｒ ｉｔｉｃ ａ ｌＴｈｅｏ ｒ

ｙ
1

，
1 （

2 0 0 4
）

： 1

－

1 1
； Ｊ ｏｎａ ｔｈａｎ

Ｂｅｒｎ ｉ ｅｒ
，

＂

Ｆ ｒｏｍＨ ｉ 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Ｃ ｒ ｉ ｔｉ ｃｉ ｓ ｍｔｏ Ｈ ｉｓ ｔｏｒ ｉｃａｌＭａ ｔｅ ｒｉ ａｌ ｉｓｍ ｉｎｔｈ ｅＳｔｕｄ
ｙ

ｏｆ

Ｅａｒｌ ｉｅｓ ｔＣｂ ｒ ｉ ｓ ｔ
ｏ
ｌ ｏｇｙ

＂

，Ｂ ｉ
ｂｌｅａ ｎｄＣｒ ｉｔ ｉｃａｌＴｈ ｅｏ ｒｙ 8

，
2（

2 0
1 2

）
： 6 7 － 7 6

；Ｊｏ ｓｅ ｐｈ

Ｍ ．Ｂ ａ ｒｔ ｌｅ ｔ ｔ ，

＂

Ｂ ｏｕｒｇｅｏ ｉｓＲ ｉｇｈ 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 ｍｉ ｔｓｏ ｆＦｉ ｒ ｓ ｔＰｈａｓ ｅ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Ｒｈｅ ｔｏｒ ｉ
ｃ ｏｆ 2 Ｔ ｈｅｓｓａ ｌｏ ｎ ｉａｎ ｓ 3 ： 6

－

】

”

，
ＴｈｅＢｉｂ ｌｅａｎｄＣ ｒ ｉｔｉｃ ａｌＴｈ ｅｏ ｒ

ｙ
8

，
2

（
2 0 1 2

）

： 3 6
－

5 6 ；Ｌ ａ ｒｒ
ｙＬ ．Ｗｅ ｌｂｏ ｒｎ ，

＂

Ｔｏｗａｒ ｄｓ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ａ ｌＭａ ｒｘｉ ｓｍａ ｓａ

Ｈｅ ｒｍ ｅｎｅ ｕ ｔ
ｉｃｏｆＥａ ｒ

ｌ

ｙ
Ｃｈ ｒ ｉｓｔｉａｎＬｉ

ｔｅｒａ ｔｕ ｒｅ ，
 Ｉ ｌｌ 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 ｉ ｔｈＲｅ ｆｅ ｒｅ ｎ ｃｅ ｔｏＰａｕｌ

＊

ｓ

Ｓｐ
ｅ ｃ ｔａ ｃ ｌｅＭｅ

ｔ
ａｐｈｏｒ ｉｎ 1

Ｃ ｏｒｉ ｎ ｔ
ｈ

ｉａ ｎ ｓ 1 5 ： 3 0
—

3 2

”

， ＴｈｅＢｉｂ ｌ
ｅａｎｄＣ ｒｉ ｔｉｃａ ｌ

Ｔｈｅｏ ｒｙ 8
， 2  （

2 0 1 2
）

： 2 7
－

3 5
；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Ｗ ． Ｒｅｅｄ

，
ＡＣ ｌａｓｈ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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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ｇ

ｉ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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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 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Ｔｈ ｅ 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ｏ ｃａｌｙｐｔ ｉｃｉｓｍｉｎＮｅｗＴ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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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ｉｃ ｋｗ ｉｃ 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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