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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 書評 

Preuss, Horst Dietrich. Old Testament Theology, Vol. I. Trans. Leo G. Perdu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xii + 372pp. 
普羅伊斯著：《舊約神學》上冊° 1995 ° xii + 3 7 2 頁 ° 

原德文版 i X h e o l o g i e des Alten Testaments)的上冊於1990年完成，1991年面 

世。英語版由利奧• 土（Leo Perdue)翻譯，上冊於1995年出版。維斯敏斯特舊 

約叢書系列（The Westminster Old Testament Library Series)似乎有意用此兩冊 

(下冊未出版)叢書取替系列中由華爾特•愛克洛(WaltherEichrodt)於三十年代 

翻譯的舊英文版《舊約神學》經典（上下兩冊）：《神與子民》（1幻3)、《神與 

世界》（1935)、《神與人》（1939)。雖然兩部舊約神學著作均屬不同年代的巨 

著，相隔約大半個世紀，但是本質上卻反映出典型德語舊約學術研究與神學反省 

的模式；而普羅伊斯的《舊約神學》明顯帶有愛克洛與拉德（Gerhard von Rad)的 

影子。 

全書兩部共分五章：第一章導言，討論了舊約神學的歷史發展、方法及結 

構；第二、三章組成第一部，集中討論「揀選」這重要舊約題旨；第四、五章合 

組第二部’討論耶和華作為歷史中揀選的主體（Yahweh as the subject of the 
historical acts of election) ° 

作者在導言中精簡有力地剖析從加伯勒爾到拉德的舊約神學發展，雖以德語 

世界的舊約神學研究為中心，卻也沒有忽略英語世界研究舊約神學的發展，例如 

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多元化的現象，這都顯示出作者掌握的資料十分充分。作者 

提出整理舊約神學的七大問題（頁1~19 )，是任何舊約神學家都不能輕視的，也 

是自加伯勒爾之後，舊約神學家所面對的掙扎。然而，作者濾清問題的所在後， 

遂提出其整理舊約神學之五大方法，其中除了再次肯定以色列之宗教歷史與舊約 

神學的差異外，更強調系統化闡述舊約神學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為只有這樣， 

今後才可以反省和批判舊約神學的發展，為認識舊約神學和新約神學、聖經神 

學、基督神學、系統神學及近代神學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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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別強調，反省和批判舊約神學應從當代證釋學及基礎神學開始，而非 

闡述舊約神學。作者簡略剖析了各種舊神中心的觀點後，便陳述其舊神研究，包 

括何謂適切之舊神中心、耶威信仰之主要特徵、構成基礎架構之決定性因素等。 

作者特別注重舊約如何陳述神，如何表達有關神的學問。他認為舊約聖經充滿著 

對神啟示的見證與回應，而基本上，舊約所見證的並非耶威的本質，而是耶威的 

作為。因此，在尋索舊神的中心時必定要論及耶威的作為，這點比討論基本的觀 

念更重要。 

普羅伊斯認為舊約神學的中心及舊約信仰之基礎架構是：「耶威揀選以色列 

是與世界溝通的歷史性行動，也是要求其子民及萬族順服的行動。」（頁25)。 

這就是普羅伊斯開展其舊約神學的基礎信念。上冊所呈獻的內容都以此「揀選」 

作為脈絡，系統化地闡明舊約如何見證神一耶威的作為。 

普氏雖然在選擇和論辯架構與核心理念上，明確地追隨愛克洛（Eichrodt)� 
齊默理(Zimmerli)、維斯特曼（Westermann)等德國舊神傳統，但是其內容鋪排詳 

盡，由此可見普氏已大大超越了前人。其資料處理一方面不受希伯來聖經三組合 

之局限，另方面又能擺脫舊教統神學之枷鎖，討論當代關注的課題（如地土、戰 

爭、創造等）。其中第五章的內容鋪陳既有趣多元化，又不失其組織結構的完整 

性° 

整體來說，普氏延續了德語世界舊神研究傳統所整理的體系，在愛克洛的精 

神下展現出經過改良、深化、重新整合的傳統舊約神學思想，這也表明傳統的舊 

神思想並未完全被淘汰。本書繼愛克洛之後，將德語舊神研究傳統推向另一層 

次，如哈巴馬斯式的挑戰（後）現代的舊神思潮。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英譯者本 

身亦是舊約神學家，有多本舊約神學及舊約研究的著作（見本刊第四、五期之書 

評）。譯者在序言中曾表示接受此翻譯工作乃希望向作者學習，可惜在翻譯開始 

前作者已去逝。原德語舊神著作與英譯者的舊神思路恰好屬兩種相反的進路，或 

許傳統與（後）現代之間的爭勘正好標明德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作者與譯者彼此 

間之差異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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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kinsopp, Joseph. Sage, ‘ Priest, Prophet: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Ancient Israel.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xi + 191pp. 
布倫金索普著：《智者、祭司、先知：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及知識領導 

層》 � 1 9 9 5 ° x i + 1 9 1 頁。 

Grabbe, Lester L. Priests, Prophets, Diviners, Sages: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Religious Specialists in Ancient Israel. Pennsylvan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5, xviii + 261pp. 
格拉比著：《祭司、先知、術士、智者：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專家的社會 

歷史研究》° 1 9 9 5 ° x v m + 2 6 1頁° 

哥迪斯（Robert Gordis)在1971年出版的《詩人、先知、智者》U^oets， 

Prophets & S叩a)曾一度吸引學者研究古以色列智慧人/智者（hakam CDn / 
hakamim n̂ QDn)與先知、祭司的關係。 

近年跨學科研究的成果，例如社會人類學、社會歷史、意識形態批判等，均 

有助於學者認識舊約以色列的社會歷史；同時亦因普遍認為知識分子之角色，特 

別是其對人類命運之貢獻有重新探討之必要，於是隨即引發舊約學者的時代觸 

覺’開始研究古代以色列的知識分子的領導角色。在這趨勢下’同一年內有兩本 

著作面世’均探討同一課題，即古代以色列社會一些領導的職稱，如先知、祭 

司、智者等，實在是舊約學術界不可多得的盛事。 

首先’布倫金索普的《智者、祭司、先知：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及知識領導 

層》（此後簡稱為「布書」），從以色列的社會領導層探討宗教與知識界的角色 

與功能，書中對智者、祭司、先知三位角色逐一探討分析’亦從社會歷史的途徑 

重新認識知識分子的領導角色。另外’格拉比的《祭司、先知、術士、智者：古 

代以色列之宗教專家的社會歷史研究》（此後簡稱為「格書」）’從社會歷史的 

角度探索以色列宗教專業的領導角色。除了探討祭司、先知、智者的職稱外，還 

研究分析了「術士」°「格書」與「布書」均強調以社會歷史為進路，但兩個作 

者的處理手法、研究的課題及資料的援用卻迥然不同° 

先談布倫金索普的著作’結構可分為三部分：作者先討論智者’因為他認為 

智者的範疇及社群定義比起其他兩者較容易處理。他覺得先知的意義和所涉及的 

層面既深且廣’特別對今日的學者而言，所包含的意義太多’所以留待 後才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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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書」首先在導言中交待了研究這三位宗教、社會領導角色所涉及的困 

難，例如定義和選用資料等。他嘗試突破傳統學術對這三位職稱的了解，希望援 

用新的方法 1 社會歷史學及意識形態批判，重新建立學者對智者、祭司、先知 

這三位職稱及角色的認識。作者在導論所採用的剖析方法，實在令人讚歎跨學科 

研究的成果，例如在討論各職稱之社會與宗教的角色時，除了著重社會歷史之分 

析外，還關注人類社會學、宗教社會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理論。第一部討論智 

者傳統(intellectual tradition)時，他援用了當代流放在外或逃亡的知識群(dissident 
intellectual)的分析，甚至將此現象與一些激進的先知掛夠；在討論古以色列社會 

中意識形態之形成時，他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之解說和理論。他從韋伯 

的宗教觀著手討論宗教觀念，引用了韋伯對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巴登學 

派(Baden school)之社會思想分析這三位職稱在以色列社會中的角色。 

「布書」的研究目的有三：（1)希望為認識古以色列社會歷史及早期猶太 

主義（Judaism)作出貢獻；（2)對傳統的形成有深入的認識和了解；（3)重新 

闡述以色列宗教中的權力運作。從這三個目的來評估「布書」’筆者認為離目標 

不遠矣’作者對傳統形成的逐層剖析、社會歷史的結構、宗教權力在社會中的功 

能均有一套的見解。雖然全書的社會歷史結構頗主觀，但後人研究此課題時均不 

可忽略其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格書」的重點雖然是針對古以色列社會中的宗教專業知識分子 

的角色，以社會歷史為研究的主軸’但在方法上遠不如「布書」考慮的多，對古 

以色列社會的描給也沒有「布書」清晰。但「格書」的優點在於有系統地分析和 

描給資料，使全書顯得較全面和透徹°「格書」還研究了其他的職稱角色，如君 

王等°他的分析是先以聖經資料為主’逐段分析和建構，然後探討次經和古近東 

文獻中相近之跨文化類比（cross-cultural parallels),進而分析個別區域之發展’例 

如分析羅馬與耶路撒冷個別社群之祭司觀，以及女性在這課題中的角色、格式塔 

(gestalt)之精神等時代問題。這些系統性的鋪排，使人容易掌握資料。「格書」 

的資料十分豐富，近乎一本小百科全書°也正是因為全書所包含的資料廣泛，導 

致分析的方法不夠嚴緊’例如對祭司的分析’討論的資料全面，涵蓋面也夠深 

廣’可是卻像課題介紹和導論多於社會歷史的重構。然而，書中在討論每個題目 

後所提供之參考書目已足以弓丨介讀者去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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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書」與「格書」均是研究以色列之宗教領導層及當時社會歷史重構的重 

要參考書籍。值得後人思考的，是如何在運用跨學科方法的同時，也能考慮到本 

土特色的研究效應，即文化差異對此類研究的影響和貢獻。二書亦是教牧了解舊 

約中祭司角色所不可忽視的參考資料。有興趣從舊約以色列社會了解教會政治、 

政教關係、教權與政權的社會功能、知識分子對國家建設功能等有興趣的讀者都 

不會對二書感到失望。對於宗教在國家建設的角色與功能，二書均提供了舊約聖 

經的觀點與模式，其中的典範足以讓現今政教領導階級作出應有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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