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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本期學刊收錄了三篇舊約研究專文。第一篇為 Lena-Sofia 
Tiemeyer博士的特邀稿，第二、三篇分別是徐萬麟博士與筆者的
論文，經匿名審查通過後刊登。在此編輯委員團隊由衷感激學者

們貢獻其研究之見解，以及審稿者給予專業、審慎的評語，有助

我們繼續秉持嚴謹的態度，出版優質的學術刊物。

今年五月英國亞伯丁大學舊約教授 Lena-Sofia Tiemeyer 博
士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中台神學院與本院邀請來

台，分別於三校主講《約拿書系列講座》。承蒙 Tiemeyer博士慨
允，提供該系列第一場講座的論文〈猶太人—基督徒爭辯中之

約拿書〉（The Book of Jonah in Jewish—Christian Debate），是文
於五月二日在南神神學院發表。文中 Tiemeyer 博士帶領讀者跨
越多重領域，從證道、註釋、藝術與文學各方面，一覽縱橫世紀

之約拿書接納史。本文研究歷代基督徒與猶太人如何詮釋約拿書

中約拿、水手與尼尼微人等角色，以及這些詮釋如何與時俱變，

特別是基督徒如何使用（或誤用）經文作為反猶的論點，而猶太

人又如何予以回應。本文最後探討約拿書中值得深思且充滿爭論

的神學議題—上帝的憐憫與公義。Tiemeyer博士指出，儘管多
數基督徒與猶太人詮釋者傾向支持本書之宗旨在於強調上帝的憐

憫，但某些以猶太人為主的詮釋者卻主張本書質疑上帝未能伸張

公義。本文介紹了約拿書豐富的接納史資產，有助於開闊我們對

此短篇書卷的視野。文後附有中譯，以饗廣大讀者。

第二篇是徐萬麟博士的〈從創世記一至四章再思人與土地的

關係：一個歸納法的嘗試〉（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on Genesis 1–4: An Inductive Approach）。本
文透過歸納與分析創世記一至四章中有關土地的希伯來詞語如 
’adamah、’eres、sadeh、‘far、gan 之出現與用法，探究人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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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關係與神學意義。根據經文，徐博士注意到人（’adam）與
土地之緊密關聯性，特別是 ’adamah（土地／地土）一詞，不止
重複在每一章出現，也與人的生命與生活息息相關。徐博士精

闢地解釋道：人被造乃出於 ’adamah 的元素「塵土」（‘far），人
的生命也歸回「塵土」，如此看來 ’adamah 之於 ’adam，可謂人
之「土地母親」。再者，每逢經文論及人（’adam）耕種土地之主
題，所用的「土地」詞彙一定是 ’adamah 而非 ’eres，可見人與
土地之間是耕種的關係。本文亦指出要恢復人與土地之間原本和

諧的關係，必須靠人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由神除去對土地的詛

咒，人與土地才能再度和睦。本文最後提醒我們思考，人要對自

身居住的「此土地」（ha’adamah）有所認同。
第三篇是筆者的〈應用馬丁．布伯的「我與你」和「我與

它」態度審視箴言書一至九章年輕人與智慧之對偶關係〉（An 
Application of Martin Buber’s “I-Thou” and “I-It” Attitudes to the 
Dyads of the Young Man and Wisdom in Proverbs 1–9）。本文為
跨領域的研究，也是創新的嘗試。筆者應用馬丁．布伯的「我與

你」和「我與它」態度闡述箴言書一至九章有關追求智慧之主

題，透過哲學理論與舊約神學對話，以期豐富我們對經文的了

解。箴言書一至九章分別論及追求智慧之二種互補且不可或缺的

態度：智識性學習智慧之「我－它」態度，與情感性追求人格化

智慧女人之「我－你」或「我－她／他」態度。本文利用經文所

設定的讀者—年輕人—與智慧／智慧女人之「主體－客體」

或「主體－主體」之對偶，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其中年輕人與

智慧女人之間「我－你」態度，代表一種可以對話、相愛、相許

的活潑親密的個人關係。布伯的「我－永恆的祢」態度也可以應

用於年輕人與耶和華的關係，不止呼應箴言書之座右銘「敬畏耶

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同時也意味著「敬畏耶和華」是追求智慧

之美好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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