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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

教父释经的源与流
”

列为本刊 的创新栏 目 ， 表达 出 编

者拓宽圣经研究视野 、 加强学术论证深度的愿望和追求 。 被后

世教会尊称为
“

教父
”

的 ， 是一批历史上的基督教学问家 ， 他

们兴起于 《 新约 》 逐渐定型的公元二三世纪 ， 延续到 中世纪上

半叶 ， 毕生致力于著书立说 ， 引 领信众溯本推源 ， 回到信仰 的

源头 。 他们 比后人更接近于基督教 的创立者耶稣 ， 是 《新约 》

最早的辨读者 ， 擅长运用 当年教会的正宗观念讲解圣经 ， 向信

徒传达 尚未遭到时间磨损 、 亦未被历史渣滓掩盖的教义信息 ，

致使
“

教父学
”

日 渐衍生成一 门影响深远的大学 问 ， 对后世圣

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本栏 目 的首篇论文综论奥古斯丁

的解经方法 ， 称奥古斯丁主张通过考察形而上学和历史性现实 ，

来理解 《创世记 》 的字面含义 ， 只对少数文本才诉诸寓意诠释 ；

奥古斯丁借助柏拉 图 主义哲学 阐发精神性存在和基督教宇宙

论 ， 发展 了基督教护教学 ，
也根本性地改造 了柏拉 图主义 。 另

一篇论文则聚焦于 《创世记 》 中 的撒拉叙事 ， 剖析了后世名 家

对该事件的不 同 引 申 ，
比较考察 了保罗在 《 加拉太书 》 ４ ： ２ １

－

５ ： １ 与奥古斯丁在 《 上帝之城 》 １ ５ ． ２ 的释经差异 ， 雄辩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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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早期基督教神学议题的嬗变 。 此外 ， 德尔图 良 、 诺瓦提安等

教父的诠释路径也在本栏 目 作者的关注之列 。

继之的
“

耶稣研究
”

栏 目推 出 三篇论述 ， 均围绕 《 新约 》

的核心角色耶稣展开 。

一篇针对新约文本研究史上时常被触及

却从未被 圆满解决的
“

血汗经文
”

（ 路 ２ ２ ： ４ ３
－

４４） ， 再度提问
“

耶

稣需要天使的帮助吗 ？
”

作者归纳 了传统释经学对该节经文的

处理 ， 指 出 纸草考据和思想史方法遭遇 的 困境 ， 进而从文学 ／

修辞学的途径 出发 ， 提 出
一种该段经文与路加文学同质的新颖

论证 。 另一篇立足于对观福音
．

书 的文本 ， 经 由对耶稣 比喻诠释

动 向 的反思 ， 全面剖析 了耶稣比喻的结构特点 。 作者从 中概括

出七种模式 ， 表明耶稣 比喻作为演讲语录具有灵活性 ， 并 由 置

于讲论 目标旁边的叙事说理要件构成 。末篇文章则通过分析《 路

加福音 》 ２２ ： １ ４－ ３ ８ 所载耶稣在最后晚餐上关于
“

上帝 国
”

的

教导 ， 别具一格地指 出 ， 该经文是路加教会论的纲要 ， 预示 了

《使徒行传 》 中教会论的基本轮廓 。

本辑的
“

多样性圣经研究
”

栏 目 收人主题互异 的 四篇作品 。

前两篇针对保罗 书信展开论述 。 《 使徒保罗婚姻观研究 》
一文

在哥林多教会处境 中讨论保罗 的婚姻思想 ， 认为保罗提倡独身 ，

却不反对结婚 ， 而允许婚姻 中 的合法性行为 ， 主张基督徒尊重

配偶的异教信仰 。 保罗 用圣化的隐喻巩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

婚姻 ， 在 当时社会有进步意义 ， 也有利于哥林多家庭教会的稳

定和发展 。 在 《 〈 帖撒罗尼迦前书 〉 ５ ： ２ ３ 的人学意涵及解释之争 》

一文的作者看来 ， 无论将该节经文 的人学观念简单归结为灵 、

魂
：
体的

“

三分
”

， 还是灵魂与身体的
“

二分
”

， 都难 以完整

呈现它在保罗 书信及整部圣经中 的丰富意涵 ， 而可能遭遇各种

反例和诘难 ， 故应围绕双方分歧 的焦点 ， 并联系与其相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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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源 ， 来剖析争论背后两种人学观念形成的解经学依据 。

后两篇文章均从圣经本身转 向外部 的现代文学理论及文化

议题 。 《 奥尔 巴赫喻象论的历史现实维度及其 内在紧张 》
一文

辨析了现代犹太裔学者奥尔 巴赫 的喻象理论 ， 认为奥尔 巴赫把

主体对时代精神 的领会和抉择汇人客观趋势 ， 构成现实主义文

学史 中 的喻象 ， 使其集世俗与超越 、 主体与客观于一身 ， 突破

了古代教父德尔图 良 、 奥利金等对圣经喻象的传统诠释 。 另 一

篇是 《 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与 以 色列 国犹太民族记忆 的建构 》 ，

把借助于
“

时空关联
” “

群体关联
”

和
“

互动关联
”

形成 的圣

经遗产挪用与 当代政治联系起来 ， 使那种挪用成为 以色列 国宣

示主权 、 建构犹太 民族记忆 、 消解 巴勒斯坦民族记忆的政治行

动 。 显然 ， 本栏 目 的论文能实际展示 出 编者对来稿选题 的期

待——
“

无论进行圣经 内部 问题研究 、 外部问题研究 、 理论问

题研究 、 实际问题研究 、 对圣经本身 的研究 ， 抑或对圣经与其

周边文化 的关联性研究 ， 无
一例外地都要凸显圣经元素所处的

核心位置
”

（ 第 １ ０ 辑编后记 ） 。

《 圣经文学研究 》 自 ２００ ７ 年创办到 ２ ０ ２ ２ 年 出 版第 ２ ５ 辑 ，

十五个年头过去 了 。 这是 国 内外迄今唯一 以圣经为研究对象的

汉语刊物 ， 核心定位是汉语语境 中 的圣经学术研究 ， 即 ， 推动

中 国 和海外汉语学者从 中 国及世界不 同地域的处境出 发 ， 以汉

语的知识 、 思想 、 文化和文本资源切人圣经探讨 ， 从而丰富 中

国学术 ，
也为 国际圣经研究做出 独特贡献 。 为此 ， 刊物特设了

“

中 国语境 中 的圣经阅读
”“

圣经在 中 国
” “

圣经汉语译本研

究
”

等栏 目 ； 在
“

圣经与文学艺术
”

等其他栏 目 中 ， 也常有
“

圣

经与 中 国文学作品
”
一类篇章 。 在筚路蓝缕 、 经年累月 的耕耘

过程 中 ， 我们得到 了众多读者 、 作者 、 专家学者 、 编辑者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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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的鼎力支持 。 本刊特邀国 内外著名圣经学者二十余人组成

学术委员会 ， 同时邀约一批年富力强的 中青年名 家构成编辑委

员 会 ， 规划各辑选题并参与组稿 ， 严格推行匿名评审制度 ， 遵

守 国 际通行 的 出 版伦理规范 。 刊物 自 ２ ０ １ ０ 年起被
“

中 国学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总库
”

（ ＣＮＫ Ｉ ） 和
“

万方数据
”

（ ＷＡＮ ＦＡＮ Ｇ

ＤＡＴＡ ） 收录 ，
２０ １ ４ 、 ２ ０ １ ７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 １ 年连续 多 次获选成

为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 Ｃ Ｓ ＳＣ Ｉ ） 来源集刊 。 迄今为止 ，

本刊得到约三百位作者惠稿 ， 他们分别来 自 中 国 的大陆 、 香港 、

台湾地区 ， 美 国 、 加 拿大 、 英国 、 德国 、 法 国 、 荷兰 、 芬兰 、

瑞士 、 瑞典 、 挪威 、 斯洛伐克 、 澳大利亚 、 博茨瓦纳 、 以色列 、

日 本 、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 ， 呈现 出 国际多元性 ， 族群多样

性 ， 以及性别 的整体平衡 ， 源源不断地奉献出 品质精 良的学术

佳作 。 在此 ， 谨 向 十五年来对本刊做出 了各种贡献的人们表达

最诚挚的谢意 。

圣经既富含东方文化底蕴 ， 其传播及诠释的过程又弥漫着

西方文化精神 ， 这种复杂性质使之在东西方文明相遇 、 中外文

化交流 的历史上扮演着独特 角 色 ， 是我们 系统深人 了 解亚欧

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 ， 乃至西方文 明 必备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知

识 。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 ， 圣经的文化样态和思想精华无疑值得为我所知 ， 为我所

鉴 ， 为我所用 ， 助我确立民族文化 自 信 ， 参与构建新时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术 的雄伟殿堂 。

惟愿 《圣经文学研究 》 的办刊工作再接再厉 ， 更上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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