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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權力

對希伯來聖經律法的女性主義閱讀與詮釋
�

田海華（四川大學宗教所）

本文基於女性主義閱讀與詮釋的意識形態批判，旨在呈現聖經律法如何建構

性別。本文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並深受福柯（M�chel Foucault）譜系學

觀念的啟發，以希伯來聖經律法，尤其是「十誡」的主語為考察的對象，探討男

性支配與女性從屬的範式如何在男性中心主義的敘述話語中被塑造，從而顯示其

中性別與權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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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化人類學家奧特娜（Sherry B. Ortner）指出：雖然人類文化的

樣態是豐富多元的，但在人類社會與文化的演進中，女性從屬的普遍

性（un�versal�ty of female subord�nat�on）是一個存在的事實，它不僅

存在於社會與經濟安排的任一類型中，而且滲透於社會發展的任何

階段（Ortner, 1���: �1）。�此種文化的性別特性在希伯來聖經所敘述

的古代以色列文化中，亦被生動地呈現，即女性的價值與地位不僅

致謝辭：本文初稿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文化與宗教學部博士論文（�005年 8
月），感謝導師李熾昌教授的指導，以及《女學學誌》的編輯與兩位匿名評審的寶

貴建議。

1 性別同權力密切相關，因為「性別是一種以兩性間可感知的差異為基礎的社

會關係的基本要素，是指涉權力關係的一種主要方式」（Scott, 1�8�: 10��）。
女性主義釋經學家伯德（Phyll�s A. B�rd）認為「女性主義閱讀的本質標誌或
要素，就是對性別關係進行系統分析，對限制或降格婦女的思想、行為與表

達的關係、規範與期望進行批判」（B�rd, 1���: 1��）。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
與智性運動，發端於歐洲啟蒙運動。女性主義者是指那些尋求消除婦女的從

屬性與邊緣化的人。她們一致批判男性至上，堅持性別角色是社會的建構，

而非與生俱來。女性主義的「根本經驗」，在於婦女意識到文化的「共同觀

念」、主流觀念、科學理論以及歷史認知都是以男性為中心，即帶有男性偏

見；並認為這不是客觀的，而是意識形態化的結果。這一突破性的經驗不僅引

起失望與憤怒，而且也獲得一種可能與力量。女性主義的分析常用的範疇是

父權制（patr�archy）、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sm）與性別二元論（gender 
dual�sm）。在種族主義、社會等級制以及殖民主義更為寬廣的語境中，女性主
義擴展為婦女主義（woman�sm，即有色人種的女性主義），包括所有的婦女在
內。女性主義詮釋的方法主要包括：關注涉及婦女的文本、進行意識形態的批

判以及歷史重構的批判性言辭範式（F�orenza, 1���: �8�-��1）。
� 人種史學者（ethnographer）認為這種普遍性並非是絕對的，如母系氏族社會。
但奧特娜認為在文化的視域內，男性支配（male dom�nat�on）是無所不在的，
女性從屬是文化的共性與常態；而且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是自然與文化之

關係的類比（Ortner, 1���: ��-��; Moor, 1�8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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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次等（�nfer�or�ty）；而且其生命與身體自始至終都處於男性的

支配之下，比如婚前由父親控制、婚後由丈夫控制。因此，「由生至

死」，希伯來婦女是男人的所有物（Tr�ble, 1�8�: 11�）。這種男性中

心或女性從屬的性別差異的敘述，在希伯來聖經文本中，是由文化

與社會傳統所建構與設定，並被視為「真理」 � 而遵奉的；但「真理」

並非是超然的、純粹的與客觀中立的，它同權力之間總是有著可疑的

關係。正如法國哲學家福柯（M�chel Foucault）認為：「真理不存在於

權力之外、或缺乏權力。真理只是借助於規範的多樣形式而被生產出

來。」（Foucault, 1�80: 1�1）福柯利用譜系學（genealogy） � 的方法，

反對西方佔據話語霸權地位的理論與知識，質疑人們對科學權力的渴

望，比如「人性」、「自由」與「理性」等主流話語。女性主義也應

以譜系批判的方法去揭示性別差異中所謂的「男性」與「女性」的規

範觀念（Butler, 1��0: 5-��）。本文將以聖經律法為考察的重點，探討

其如何實現了對性別的建構，及其所呈現的性別與權力之關係。

二、聖經律法對性別的塑造

在文化的場景中，男性普遍被描述為侵犯的、武斷的、獨立的、

� 這裡的「真理」是指「一個井然有序的程式的系統，是陳述（statements）的
生產、規範、分配、迂迴與操作的系統」（Foucault, 1�80: 1��）。

� 福柯承襲尼采（N�etzsche）譜系學的概念，認為「譜系」這個詞代表冷僻知識
和局部記憶的結合；這個結合使我們能夠在今天建立有關鬥爭的歷史知識，並

策略地運用這一知識。譜系只有廢除總體性話語及其等級體系在理論上的特權

地位，它們才能建立起來。它真實的任務是要關注局部的、非連續性的、被取

消資格的、非法的知識，以此對抗整體統一的理論；這種理論以真正的知識

的名義和獨斷的態度，對之進行篩選、劃分等級和發號施令（嚴鋒譯，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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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力的、冷漠的，諸如此類。這些男性品質被視為是天然的、

必然的；實際上它們是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內容，是要將「男性支配

合法化與自然化」（Br�ttan, 1�8�: �）。而男性支配暗示著女性從屬，

這個性別的範式是源於社會化的建構。但是，人類學家桑迪（Peggy 

Sanday）提出這個性別的範式不是人類必然發生的事物，因為它並非

出現在所有的文化中，有的文化如此，而另一些文化缺乏這一典範。�

儘管她否定了奧特娜對男性支配與女性從屬這一性別典範的文化普遍

性，但是她指出這一典範似乎常常成為結果。她注意到在那些女性權

力受到支持的文化中，其特徵是很少有領導權，男女平等參與並相互

協作，群體共同決定事務的方式受到鼓勵（Sanday, 1�81a: 5-��）。在

這樣的文化語境中，陽性的建構並非必須等同於對男性支配的促進。

但是在現代機制中「性別制度」依然顯著，性別區分存在於諸如家

庭、社會公共領域，甚至街道上。�這種無處不在的性別差異的滲透，

也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法律制度中；法律不僅建構了性別差異，而且它

還強化了這種性別差異。

通常認為法律只是涉及一個社會中的刑事與民事的規範與程式。

但是，依照現代法律理論，法律是由訴諸於意識形態的語言結構或形

式所界定的敘述話語；如此對法律進行分析，能夠顯示其潛在的意識

5 桑迪區別了涉及性別角色行為的兩種類型的文本：一種是女性擁有權力，即女

性完全參與群體事務；一種是男性支配而拒絕女性。她認為一種文化是否歸類

於以上的類型之一，取決於勞動分工中兩性分離的程度。反而言之，分離的程

度又取決於文化同其自然環境的關係。她發現如果環境被視為是「夥伴」，那

麼兩性就有許多共同的活動；但是如果環境被視為是敵對的，兩性就互相區別

了勞動的範圍（Sanday, 1�81b: �-1�）。
� 在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在社會公共領域，女性的參與受到限制；甚至在街

道上，夜幕降臨後，女性行人會相對減少，如此「街道」也成為建構性別差異

的一個地方（Connell, 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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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F�neman, 1��5: �1）。這裡的意識形態是指法律文本中所體現

的價值與利益。因此，本文的假設是：對聖經律法的批判，同樣能夠

顯示這些律法所蘊涵的價值。研究聖經律法中意識形態的內容是重

要的，因為律法通過特定的表達與規範行為的方式去建構身分。�律

法建構身分的能力，通過它作為「言說行為」（speech act）而得以強

化。在希伯來聖經中，律法是上帝言說行為的體現，因為上帝以言說

的方式立法，正如「十誡」（Decalogue）是上帝的「直接話語」。法

律的敘述話語以語言的形式重述了人的經驗，如此法律能夠提供女性

身分如何建構的資訊。比如，這一過程就像弗如格（Mary Joe Frug）

所稱，法律賦予女性的身體以意義。�法律的這種特徵同樣適用於

聖經律法。「聖經律法之意識形態的目的，在於實現身分的建構。」

� 身分是指自我認同與他人認同的相互作用。律法塑造身分的功能，是借助於觀

念的建立而實現的。這種觀念的表述，諸如「誰是可能的、或誰是適當的、或

誰是有價值的」之類，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我們思考的方式，並構成了我們自

身。通過懲罰某些行為而獎賞另一些行為，法律塑造與界定了被認為符合價值

體系的恰當行為（Calhoun, 1��5: �1�）。
8 法律規範塑造了女性的身體具有如下的品性：法律的敘述話語使女性的身體恐

怖化（terror�zat�on）；法律的敘述話語使女性的身體母性化（maternal�zat�on）；
於男性而言，女性的身體被性化（sexual�zat�on），它充滿「欲望」，是可以蹂
躪的，而且法律的敘述話語支援這一意義（Frug, 1��5: 11-1�）。在語言與意
識形態上，布瑞娜分析了希伯來聖經是如何建構男性與女性的身體（Brenner,  
1���: �1-51）。在父權制社會，這種性別建構不對稱的結果導致妓女的出現，
並使男性能夠控制其妻子的性態，而保留自己同其他婦女發生性關係的權力

（B�rd, 1���: �00）。在先知書中，尤其是《何西阿書》，婦女的身體被社會化。
其男性支配的意識形態視婦女的性態為消極的、衍生的，而且在象徵的意義

上，同汙穢、罪與死亡相關。此外，女性的性態被描述為男性控制與擁有的客

體，從而保持男性支配的結構。如同情色作品，先知對婚姻與偶像崇拜的隱

喻，是一種以男性為中心而進行的想像（Keefe, �0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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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00�: 1�）�其中性別是身分建構的重要範疇之一，律法建

構身分的能力廣泛得到運用。比如華盛頓（Harold Wash�ngdon）指

出：實際上聖經律法可能並未應用於古代，就像《申命記》的律法達

到當前形式的時候，「律法傳統的說教，是針對價值觀的教誨以及身

分的創建，而非在法律意義上強化這些準則。」（Wash�ngdon, 1���: 

���）�0

聖經律法除了作為一種話語形式之外，同時也構成一種知識的

形式。依照福柯的理論，知識與權力密不可分。他指出：「我們更應

該承認，權力產生了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暗示；沒有權力關

係，就沒有知識領域中相關的體制，不存在不預先假設與不構成權力

關係的任何知識」（Foucault, 1���: ��）。這樣作為知識的聖經律法也

是意識形態化的結果，體現了特定群體的某種價值、利益與觀念。

政治在聖經律法文本中的滲透，意指任何知識都受到相關的社會處

境與處境中特定利益的影響。��性別同樣是意識形態化的產物。廣而

言之，「性別的研究，也必須包括種族、階級與殖民狀況的因素，它

� 在此著中，安德森詳細探察了約書與申命律法是如何建構古代以色列人的身

分，包括性別身分的建構，並具體說明律法建構身分的這一功能。此外，律法

也建構了階級、世代、民族的身分（Anderson, �00�: 51-��）。
10 五經中的律法，實為教導、教誨、引導、方法之意，而將五經或妥拉（Torah）
稱為「律法書」，將《申命記》稱為「第二律法」，都有失精準。

11 貝尼特（Harold V. Bennett）對《申命記》中有關受壓迫者之困境的律法進行
了批判的研究，並運用階級、權力、社會經濟利益、實用主義以及制度化分析

的觀念提出了批判性的理論。他指出律法是實現社會控制的一種強有力的制度

化手段；律法制裁通常是人類群體中特定利益的產物，強調人類社會中的人的

類別；律法制裁反映了人類社會中的衝突；任何旨在理解人類社會中涉及從屬

的、弱勢的社會小群體的律法體系，都應包括那些弱勢的社會小群體的觀念

（Bennett, �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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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同樣構成分析性別的範疇」。��由於編修與保存這些律法的個體

是享有特權的男性，因此無論這些個體是有意還是無意，律法都假

定了某種觀念。特別是正如米耶斯（Carol Meyers）指出「聖經的主

題、作者身分與觀念，在總體上都是男性中心的，或以男性為中心」

（Meyers, 1��8: �51）。��對聖經律法的分析與研究，是要揭示「律法

依據以色列男性精英的觀點，在『我們』與『他們』之間作出分別；

這些精英人物不僅為自身規定了行為標準，同時也為他們視為『另

類』的人規定行為標準。」��這種顯示男性精英編修者利益特權的目

的，在於挑戰聖經律法中視為人之相互關係的自然範疇而呈現的階級

與性別等觀念。因此，這些範疇並非是自然的，而是社會文化的建

1� 餘蓮秀（Gale A. Yee）運用了意識形態批判的方法，主要是唯物女性主義，
考察了希伯來聖經中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相關的文本，呈現了在

性別、種族、經濟與殖民的鬥爭場景中，意識形態是如何運作，比如，如何

將婦女視為惡的象徵。她的分析是兩方面的：一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外在分析

（extr�ns�c analys�s），關注聖經文本中所描述的物質狀況，同形成文本的社會中
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關係；二是內在分析（�ntr�ns�c analys�s），關注文本本
身在修辭上的策略安排，從而確定文本記載與修訂意識形態的不同方式（Yee, 
�00�: �-�; 1���: 5��-5��）。

1� 她也指出：「在古代以色列社會，男人高於女人的不對稱的律法與公共權力，
在聖經文本的律法與敘述部分中是顯而易見的。」（Meyers, 1���: 118）

1� 安德森（Cheryl B. Anderson）指出聖經律法不僅使男性特權凌駕於女性之上，
而且也將自由民與以色列人，分別凌駕於奴隸與外邦人之上。按照以上的權力

分配結構，她將律法分為包括性的（�nclus�ve，男性與女性受到類似的對待）
與排除性的（exclus�ve，男性與女性分別受到不同的對待）。前者呈現了對稱
的性別角色，建構了階級、世代與民族的身分；後者則呈現了不對稱的性別角

色，建構了性別身分。後者包括如下的律法：特別只應用於婦女的律法；特別

將婦女排除在外的律法；對婦女的論述，取決於其同男性的關係。通過對男性

與女性不同的行為規範，性別成為在法律中充分得以發展的身分。如此，並非

所有涉及婦女的律法都建構了性別，唯有具有兩極化特性的律法，才具有建構

性別的功能（Anderson, �00�: 1�-�0, 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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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批判的研究正是要揭示這些內在的偏見，並逐漸解構這些律法對

絕對與超越歷史之「真理」的宣稱。��

實際上聖經律法對性別的建構，或說對男性利益與特徵的體現，

可追溯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a）的法律。這些法律所呈

現的性別更為豐富，不僅有顯著的男女兩性的分別，還有一系列成對

出現的由社會所建構的性別範疇。比如「除了男性與女性之外，還有

非男非女（比如同性戀）、多產的、不育的、已婚的、非婚的、不婚

的、離婚的、或守寡的等等。」��洛特（Martha T. Roth）以著名的尼

普爾殺人案（the N�ppur Hom�c�de Tr�al）��為例，說明法律對女性更

為嚴酷的抑制。在此案中並無殺人證據的妻子受到嫌疑。議會的假設

是：不尊重丈夫的婦女，一定「認識」兇犯。這裡的「認識」，正如

希伯來聖經中的用法一樣，具有「發生性關係」的含義。因此，他

們認定與妻子行淫的人會殺死她的丈夫，而妻子是勾引者或教唆者，

她不僅不是清白無辜的，而且，其罪甚於殺人的男子（Roth, 1��8: 

1��-180）。��洛特指出「此案中對法律主體性別化的假設，在浩瀚

的蘇美爾與阿卡德法律文集中，並非該文本所獨有，而是普遍的。」

15 男性支配與女性從屬，構成性別範式（Anderson, �00�: �0）。
1� 洛特（Martha T. Roth）指出這諸多的分類，表明一個人作為「法律主體」站在
法律面前時，就要接受系統的評價，有必要知道除了男性或女性之外的更多東

西（Roth, 1��8: 1��）。
1� 此案例的審訊是以蘇美爾語記錄在楔形文泥碑上，成書於西元前第二個千年的
早期。此案涉及三名男子殺人後，將此告知被殺者的妻子，但妻子緘默不語。

尼普爾的議會審理了此案。宣判的結果是：三名男子與這位妻都被處死（Roth, 
1��8: 1�5-1��）。這個案例同漢穆拉比法典的第 10�條類似（Roth, 1���: 
101）。

18 這種潛在假設同樣出現在漢穆拉比法典第 15�條中（Roth, 1���: 110）。此外，
類似個案也出現在蘇美爾人關於姦淫的審訊中（Greengus,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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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1）如同這樣的事實：蘇美爾的、巴比倫的、亞述的法律文

集，同美索不達米亞的一樣，都存在對法律主體的性別化預設，並以

「男子」指涉全稱的人。

正如馬魯爾（Me�r Malul）指出：聖經的來源像其他古代西亞

的來源一樣，「在重點、觀念與傾向上，都是男性的」（Malul, �00�: 

���）。聖經律法由於彌漫著濃重的男性中心的意識形態，從而也成

為男性的（law �s male）。安德森運用女性主義的律法理論，從三個

方面論述了男性律法的特徵。這些判斷的標準分別是：完全地偏護男

性而抑制女性；律法是中立的，但對婦女構成負面的影響；律法只是

體現了男性的經驗（Anderson, �00�: 80-�1; Law and Hennessey, 1���: 

��5-�58）。��她認為只要律法中包含其中一個因素，即可判斷此為

男性律法，但是她發現以上三個因素都出現在約書（the Book of the 

Covenant，出埃及記 �0: ��-��: 1�）與申命律法（Deuteronom�c Law，

申命記 1�-��）中，因此她認為這些聖經律法顯然是男性的，而且，

它們遵循了一個支持與維護男性支配的性別角色的範式，明確地建構

了性別（�00�: �1）。克萊斯（J. A. Cl�nes）在對「十誡」由左至右的

閱讀中，認為每一個人都受到某種利益的驅使，這種利益分布在個人

的、社會的、經濟的、種族的與性別的場景中。依據「十誡」體現的

意識形態，他指出婦女成為局外人，並非言說的對象。不僅其性態不

受關注，而且地位與家畜等同，並被強制遵從律法。唯有那些城市

1� 除了安德森的前兩個判斷標準之外，後者提出了判斷律法為男性的另兩種方
式。一是看是否以男性的道德推論為基礎。通過提出有關「道德推論」的界定

與範疇的諸多問題，這一表述符合聖經律法的語境，並能檢驗它們所包含的獨

特男性觀念。二是在分別指定為男性與女性的公共與私人的世界之間，看是否

存在一個二分法；這種二分法在希伯來聖經律法中，已受到充分的關注（Law 
and Hennessey,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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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年男子，才是「十誡」文本世界中被言說的對象（Cl�nes, 1��5: 

�1-�5）；�0正因如此「十誡」對男女兩性的規範完全不同，從而使二

者形成不對稱的關係。本文將具體探討「十誡」的主語，以女性主義

的視角分析婦女如何被排除在主流話語之外；而代表特定價值與利益

的意識形態，又如何建構了性別身分的差異。

三、「十誡」的主語：女性並非言說的對象

「十誡」是聖經律法的核心與總綱，大部分傳統的舊約神學家認

為「十誡」是針對整個以色列民族或每一個以色列人言說的。比如茲

默利（Walther Z�mmerl�）認為「耶和華的律法首先是頒授給以色列

民族的」（Z�mmerl�, 1��8: 1�8）。蔡爾茲（Brevard Ch�lds）以及威恩

弗德（Moshe We�nfeld）都指出「十誡」的命令並非針對以色列某些

特定的人，而是對以色列的每一個人言說的（Ch�lds, 1���: ���-�00; 

We�nfeld, 1��0: 1�）。但是，依照希伯來語法規定，一個名詞不是陽

性（mascul�ne）、即是陰性（fem�n�ne）；而且句子的謂語動詞要隨著

主語性別的變化而變化，二者存在著對應的關係。而「十誡」的主

語是陽性的第二人稱單數「你」，陽性主語的表述方式令人質疑女性

是否作為上帝言說的對象，或說女性是否具有獨立自主性。��在這

�0 如同希伯來文的書寫方式，希伯來文的閱讀是由右至左的閱讀。這樣的閱讀意
味著接受希伯來文本本身的意識形態，而對「十誡」文本從左到右的閱讀，寓

意著這一閱讀是批判的閱讀，即質疑其文本的價值、權威與有效性。

�1 不僅希伯來語如此，諸如希臘語、德語、英語之類的西方語言亦如此。在語法
上而言，它們是所謂的全稱語言，即以「男性」或「人」包括「婦女」，並以

代詞「他」包括「她」在內。正因如此，男子是範例的人，而婦女則是另類

（the other）；這就是男性中心主義的表現，就是在語言結構與理論觀念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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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女性是被排除、被邊緣化的，不構成「十誡」主語的一部分；相

反地男性才是其主體與聽眾，而且「這個人是擁有子女、家僕與牛

羊家畜的成年男性」（Fewell and Gunn, 1���: ��）。德國聖經學者斯

坦頓（El�zabeth Cady Stanton）也是根據這一點，在對《申命記》中

的「十誡」進行評注時，指出誡命的敘述是一邊倒的，即只是言說於

男性。��布瑞娜（Athalya Brenner）同樣敏感地意識到「十誡」在男

性化的語言上，對女性的排除或拒絕，並對之進行追問。這種聖經律

法文本中女性主體性的缺乏，使布瑞娜發現自己也被文本所排除，並

深感不安（Brenner, 1���: �55-�58）。��除了以上較為傳統地認為以

色列更為強調群體的觀念之外，甚至也有女性主義者質疑婦女被排除

在「十誡」的敘述話語之外，認為「你」包括男女兩性在內（Frymer-

Kensky, 1��8: 5�）。但本文將沿著布瑞娜的追問，試從以下四個方面

證明「十誡」的主語只是指涉男性。

首先，根據《出埃及記》十九章記載，耶和華在西奈山神聖顯

現、呼喚摩西，並說要同以色列人立約，要他們「為聖潔的國民」。

當以色列人答應耶和華的要求時，耶和華就叫他們自潔，在三天內

作好預備，等待耶和華在第三日降臨在他們眼前。於是摩西吩咐以

色列人自潔，要他們洗衣服，並對百姓補充說：「到第三天要預備

 為男子或男性代表了普遍的人（F�orenza, 1���: �81）。
�� 斯坦頓指出：至今，在法典中都不能發現「她」與「她的」這種以女性為主
體的規範敘述，主語通常是「他」與「他的」這種表達方式（Stanton, 1���: 
1��-1��）。

�� 在《出埃及記》至《申命記》的大部分敘述中，婦女幾乎是缺席的。比如《出
埃及記》十九章，表明西奈之約是與男子所立的，而在律法中依據運用的語法

及其所規範的內容，清楚地說明「十誡」是言說於男子的（Exum,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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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不可親近女人。」��由於希伯來社會主流的性取向是異性戀

（heterosexual�ty），因此第三日頒布「十誡」時，「不可親近女人」這

一命令暗示了女性只是誡命的客體；而唯有男性才是作「預備」的主

體，是將要聆聽耶和華神聖誡命的真正成員，也是構成主語「你」的

群體。儀式性的潔淨具有自身目的並受到保護，它要使「百姓」成

為神聖交流的對象。普拉斯考（Jud�th Plaskow）也是根據這一經文，

強調摩西只是對群體中的男子發出以上命令。更為重要的是，她注

意到女性的宗教經驗被漠視（Plaskow, 1���: �5）。��實際上在神聖

顯現的時間與空間裡，女性被拒絕並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正

因如此，「女性被排除在話語之外：利用語言的慣例將女性納入文本

中陽性的『你』，將會是誤導的，而絕不是幼稚的」（Brenner, 1���: 

�5�）。也就是說，依照男性中心的敘述話語，女性「天經地義」地

被排除在陽性的世界之外。

其次，第四誡「當守安息日」中，論到守安息日的人們，指出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

工都不可作」。（出 �0: 10b；申 5: 1�b）在這裡妻子是被排除分離出

去的、被忽略的。布瑞娜指出：「以『十誡』的內容與形式來看，其

自我界定、獨特性的宣稱、反對偶像的命令以及不可妄稱上帝之名的

�� 《出埃及記》1�: 15。這裡「親近」的希伯來文為 nagaš，意指「走近」（draw 
near）或「靠近」（approach）。

�5 這段經文是要將性從神聖經驗中分離開來，其目的常被經文令人遺憾的男性中
心的話語所遮掩。由於摩西「不可親近女人」的命令，頓使誡命言說的對象減

去一般，只剩下男人（Frymer-Kensky, 1���: �01）。
�� 在一些宗教的儀式活動中，婦女只能作為旁觀者的身分出現，甚至將婦女接觸
或看到聖物視為是禁忌，神聖的宗教儀式通常要在遠離婦女的地方進行（渠

東、汲喆譯，1���: 1��, 15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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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都表達了男性的聲音，並完全含有全體男性聽眾的意味。令我

欣慰的是，女兒與女僕作為安息日同其他次級的成員一同安息的參與

者而被提及」（Brenner, 1���: �5�）。儘管女兒與女僕出現在這裡，但

她們並不是「十誡」說話的對象。為什麼婦女（主要指妻子）是被忽

略的？克萊斯揶揄地稱「她們所做的工作並不被視為工作，所以她們

也無需在安息日休息」（Cl�nes, 1��5: ��）。

再次，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

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 �0: 1�）��在這裡「人的妻子」是

「他的妻子」（h�s w�fe）的譯述，也就是說「人」直接指涉的是男性

的「他」。如此，婦女（妻子）被淪為男性財產之一部分，與他的房

屋，他的牛驢等所有物並列，被降格也被物化。而且「不可貪戀人

的妻子」顯然是對男性發出的命令，這個命令的主語是男性的家長，

在此男性的性態（sexual�ty）受到關注。��與此相反，女性的「貪戀」

沒有提及，說明其欲望是被主流的意識形態所漠視而忽略不計。��

�� 《出埃及記》�0: 1�。在《申命記》中，此誡的敘述是「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也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田地、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申 5: �1）

�8 sexual�ty可指性意識、性存在、性行為與性經驗等，是屬於歷史、文化與政治
的範疇，是權力、文化、傳統等對性（sex）的塑造，並非是初始與自然的事
物。本文將之譯為性態，以別於生物學意義上自然之性（sex）及社會學意義
上的性別（gender）。福柯指出性態「是由一個複雜的政治技術部署的，並在
身體、行為與社會關係中製造的一系列結果。」也就是說，性態的歷史是權力

與性言說之關係的歷史（Foucault, 1��8: 1��）。
�� 第二誡規定「不可拜偶像」（出 �0: �-5；申 5: 8-�），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異神
崇拜，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耶和華忌邪的形象成為嫉妒的丈夫的隱喻，耶

和華同以色列人的關係，被視為是丈夫與妻子之間的婚姻關係的隱喻，妻子絕

對不可有婚姻之外的越軌行為，妻子的性態完全控制在丈夫的手中、從屬於丈

夫。如此類比，在耶和華面前，以色列人嚴禁崇拜任何偶像（Frethe�m, 1��1: 
���; Frymer-Kensky, 1���: 11��）。斯坦頓認為：如果「十誡」是言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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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瑞娜指出：「在語言中男性更有能力去愛與想望。一般而言，

男性才能成為欲望中主動且能動的力量。此外，男子通常是有關性

行為這種重要知識的認識主體」。�0女性在律法體系中作為邊緣而

存在，她們「只有在影響或涉及到男性利益的時候才出現」（Fewell 

and Gunn, 1���: �5）。同時，此誡中的「人」也是指男性的家長，他

們「是有確定的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的城市中年男性」（Cl�nes, 1��5: 

�5）。這一誡命的最終目的即是在維護他們的價值與權力，並協調他

們同「十誡」的主語──男性家長之間的利益關係，而非單純對某種

行為的禁止。這些男性家長是由丈夫、父親、主人及所有者組成的共

同體，所有其他人存在的意義因與他們相聯繫而存在。因此，「塑造

『十誡』之權威地位的力量，不是來自埃及或迦南的諸神靈，而是來

自這些男性家長，因為上帝只與他們說話，並被他們的形象所描述」

（Fewell and Gunn, 1���: ��）。

最後，律法與敘述的主體是男性，女性只是客體。在五經的語

境中，律法的權威源於西奈之約，而「當以色列百姓在震顫中期待

上帝臨於西奈山的非常時刻，摩西只是向群體中的男性進行言說」

 女性的，《申命記》中的此誡就應為「不可貪戀別人的丈夫、她的田地、她的

牛驢，並她一切所有的。」她質問這樣的誡命能否被學者接受（Stanton, 1���: 
1��）。布瑞娜指出最後一誡是禁止對男性的物質財產的貪戀：他的房屋、他
的男丁、他的女僕、他的家畜以及他的所有。他的妻子在《出埃及記》中排在

「房屋」與「僕婢」之間，而在《申命記》中成為第一個所有物。總之，女性

的貪戀與其可能的後果，文本隻字不提（Brenner, 1���: �5�）。克萊斯也質疑
女性的貪戀被漠視（Cl�nes, 1��5: ��）。

�0 就像在此誡中，男性可以貪戀。此外，他們還可以先姦後愛、或先示愛再姦，
比如示劍與暗嫩。在先知書中，有關女性欲望的隱喻是徹底負面的，而唯有

在《申命記》��: 5以及《雅歌》中，女性的欲望與性歡愉受到讚美（Brenner,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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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kow, 1���: �5）。此外，就約書與申命典而言，「摩西只是向成

年男性敘述了律法，確切而言，只是那些自由與享有特權的成年男

子。這些律法假設了其聽眾的特徵，並以此假設為基礎，建構了其他

群體的身分」（Anderson, �00�: ��）。就整個《出埃及記》的故事敘

述而言，它通常被視為一個尋求解放的範本故事，成為建構拉美與美

國黑人神學的文本基礎與來源；但是如果以女性主義的視角閱讀這一

故事，問題就會出現。因為整個故事中，除了開始與中間的章節之

外，極少提及婦女，摩西是敘述的中心。��在《出埃及記》的故事敘

述中，婦女只是次要的角色。故事敘述所支持、建立與鞏固的，是父

權統治的社會秩序。「神聖言說增強了女性角色的邊緣化。上帝只是

言說於以色列的男性、而非女性」（Scholz, �000: ��）。「十誡」作為

五經律法的總綱，毫不例外地染指了這種性別差異的意識形態，就是

將女性排除在主流的敘述話語之外，使她們成為從屬於男性的邊緣群

體。

聖經神學家特雷波（Ph�ll�s Tr�ble）談到女性主義者研究希伯來

聖經之婦女的三種方法，指出的第一種方法，即是「正視及深切反省

聖經中對婦女的歧視、虐待，即將之置於從屬、次等及奴僕或財產

�1 《出埃及記》1: 8-�: 10，記述了五個婦女同一個男性嬰孩的故事。這個嬰孩很快
成為故事的主角，而這些婦女則隱退至幕後。儘管她們曾經扮演某種角色，但

是她們是由男性所建構的，反映了男性為中心的動機。她們處在男性與混亂的

邊界，是邊緣上的人物。當她們被賦予受保護的品質時，她們處於邊緣之內，

比如，《出埃及記》1: 8-�: 10的敘述，而當她們被置於邊緣之外時，便成為危
險的，比如米利暗的遭遇（民 1�）（Exum, 1���: �5-8�）。布瑞娜指出：在希伯
來聖經中，有才幹的婦女形象的確出現過，但是這些女性的形象並不是為了告

訴我們什麼，而是作為男性形象與行為的鏡子而存在。女性人物越是能幹而聰

慧，就越發映照出男性人物的愚蠢。正因如此，聖經文本中所描述的有關性別

關係的虛構的故事敘述，是基於一種扭曲的反映（Brenner,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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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境況」（Tr�ble, 1�8�: 11�；黃慧貞，�000: ��）。以此對照「十

誡」，發現「十誡」是這種方法極適當的文本詮釋資源。儘管「十誡

呈現了一種通過神聖手段去管理社會秩序的想像，並因此而被廣泛視

為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由其語言與內容而判斷，這一想像遠離了

人人平等的主張：它認可奴隸制；使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永遠地成為另

類；促使性別差異」（Brenner, 1���: �5�）。「十誡」作為宗教與社會

義務的行為規範，其主語是男性家長，他們的利益與權力成為誡命維

護的核心所在。布瑞娜認為：在解釋的傳統中，婦女受到「十誡」的

影響。婦女被期望成為默默服從的、受誡命所束縛的、明確地淪為不

在場的言說對象（Brenner, 1���: �58）。正因如此，在父權制的敘述

話語之下，「十誡」作為希伯來聖經律法的總綱，在語言上使女性降

格為賓格，在社會地位上淪為次等，成為從屬於男性的所有物。從這

個意義上，可以說「十誡」有效地建構了性別差異，並促使了這一差

異的形成。

四、結語

早在十九世紀末，斯坦頓就意識到聖經中的律法促使女性的降

格，並將男性的權力載入經典。她將聖經視為是對女性的拒絕。其中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聖經律法言說於男性，唯有男性被設定為律法

的主體，而且這一傾向似乎理所當然。在其《婦女聖經》的導言中，

她指出：「所有的基督教政黨與宗教派別，都認為婦女是在男人之後

受造，從男人中而造，並且是為了男人而造；因此，婦女是次等的存

在，是從屬於男人的存在。正因如此，教條、準則、經典與法規都是

以此為基礎而制定。社會的存在方式、禮儀、風俗，以及教會的法令



性別與權力 1�5

與教規，都深受這一觀念的影響」（Stanton, 1���: �）。斯坦頓一再關

注並批判女性作為律法主體的缺乏，指出「她」與「她的」並不出

現在「十誡」中，而主語只有「他」與「他的」。她詼諧而憤懣地建

議：如果將「十誡」的主語全部指涉婦女，會是怎樣的效果？在一個

世紀以前的語境裡，斯坦頓的宣稱與吶喊堅強而震撼、力透紙背。本

文試以她的一句話作為結語：「我們不能接受一貫剝奪婦女所有自然

權利的任何法典或教條」（Stanton, 1���: 1��-1��）。��

�� 伯德亦意識到在希伯來聖經中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婦女的形象是隱藏的、
不可見的（B�rd, 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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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nd Power: Feminist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Law of the Hebrew Bible
Hai-Hua Tian Inst�tute of Rel�g�ous Stud�es
 S�chuan Un�vers�ty

The paper �s based on the �deolog�cal cr�t�c�sm of fem�n�st read�ng 

and �nterpretat�on, �n wh�ch �ts a�ms �s to present how the b�bl�cal laws 

construct gender. Deeply �nfluenced by the scholarsh�p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Foucauld�an genealog�cal cr�t�que, and based on the 

exam�nat�on of Hebrew laws, espec�ally the subject of the Decalogue,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parad�gm of male dom�nat�on and female 

subord�nat�on �s shaped �n the androcentr�c d�scourse, and shows the 

relat�onsh�p between the gender and power.

Keywords: gender, power, biblical law,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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