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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旧约》中的审美观

邱紫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AB）

［摘 要］本文辨析了《圣经·旧约》中“美”概念的多种含义及美的特质；论证了神是希伯来民族所认为的

终极之美；揭示了“旧约”的审美思想中同时包容了感性之美和理性之美；指出了后期希伯来美学逐渐向伦理

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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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是一本美学著作。但是，在它所讲

述的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传说、寓言、民歌、婚礼

和葬礼歌曲、爱情抒情诗篇中，都透露出了古代犹

太民族的基本美学观念和某些重要的审美趣味。

因此，从美学的角度去研究《圣经》，将会发现其中

所蕴藏着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圣

经》编定之后并发生很大影响的文本是七十子希

腊文译本。那时正是文化上的希腊化时期，加之

组织翻译这个文本的地方在希腊文化非常发达的

重要都市———埃及的亚里山大历亚，因此，在翻译

中，这个文本无意中就渗透进了许多希腊语词汇

和观念。所以，在希伯来语的《圣经》成型不久，希

腊思想同犹太观念在文本中就得到了融合。因

此，某些希腊的美学观念也就在翻译家们毫不经

意中 渗 透 进 了 文 本。例 如，希 伯 来 原 文 中 表 示

“美”（F&.）的词被希腊文翻译者在无意之中翻译

为希腊文“G*+&3”的含义，而“G*+&3”一词，在希腊人

看来，“是一广义形容词，意指内在的和外在的性

质，特别是指道德性质，如‘勇敢’、‘有用’、‘善’，

而并不一定指审美性质。《创世纪》中表示上帝赞

美他的作品的那些词的真正含义，是指‘它是成功

的’意思。这些话表达了对世界的一个一般的称

赞，而非特定的审美称赞，它不是特定的审美评

价”。［#］（6B）在《圣经》中，除《创世记》之外，《智慧

篇》提及的审美思想最多。《智慧篇》又称之为《所

罗门智训》（F7/ H039&I &, :&+&I&)），该篇共 #B 章。

作者是一位佚名的犹太人。此篇最初用希腊文写

成，假托“所罗门王”的名义所创作，但实际上是公

元前 #E" 年—#!" 年之间，即希腊化时期的作品。

《所罗门智训》被早期天主教收录在《圣经·旧约》

之中。在《智慧篇》中，不少地方在不同的意义上

提到了“美”。

“《旧约》中美的概念当然不止一个来源，它产

生于犹太人生活的环境，也来源于他们一神教的

宗教 信 仰，特 别 是 由 宗 教 信 仰 带 来 的 各 种 戒

规。”［#］（6#?）此外，犹太民族的审美观念还受周边民

族，尤其受到埃及、巴比伦、希腊等民族审美观念

的深刻影响。因此，如果仔细分析和比较，就可以

领略到犹太民族审美思想是复合型的，是多种美

学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首先辨析一

下古代希伯来人是如何表述“美”这一概念的。

“美”一词在古代希伯来语中有较丰富的内

涵，具有多义性，也有以下几种表达法：J*,/，F&.，

7/)，7*9*(。
第一，它指“好”（F&.）。美和好是同义词，可

以完全互用。在《旧约·创世记》中，凡是称“美”的

地方都用“好”字。例如，《创世记》第 # 章第 @#
句：“上帝看见他所创造的一切无不美丽非常。”中

国基督教协会 #BB# 年的中译本就是把“美丽”译

为“甚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此外，还

有第 # 章第 ? 句：“神看光是好的。”类似的还有第

#" 句、第 #! 句、第 #$ 句、第 !# 句、第 !E 句等，在描

述上帝把天地分开，以及他见到自己所创造的万

物之后，反复用“神看着是好的”（美丽的）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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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自己的创造力和所创造物的赞美和肯定。

再如《旧约·传道书》第 ! 章第 "" 句说：“神造万

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旧约·雅歌》第 # 章第 "$
句赞美上帝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磬石穴中，在陡

岩的隐密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

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创世

纪》第 % 章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

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

娶来为妻。”这里的“美”，也是用的“好”（&’(’)）。

由此可以说明，在古代希伯来民族的观念中，凡是

好的东西都是美的，而“好”则是指对人类来说有

益于生活和生命的东西。例如，《圣经》中多次描

绘到“伊甸园”之美在于其中有茂盛的树木、生命

树、分辨善恶之果、清澈的河水、黄金、珍珠和红玛

瑙等；希伯来人向往的幸福之地———迦南则是处

处长着无花果和茂盛的葡萄的富饶的土地，是流

着奶和蜜的福地，放牧着数不清的畜群的美丽的

田野。

第二，“《旧约》的神话中，美被当成被创造的

东西、世界的物质性的不可分割的质。”［#］（*+!）就是

说，美被看做是被主体（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是

世界上存在着的东西的物质属性；但是，这种属性

是上帝赋予的、制定的，而不是自然天成的，因此，

从逻辑上讲，世界上就没有自然生成之美、天然之

美。事物的形式或形式美是主体（上帝）所赋予

的。根据《创世记》所述，世上的第一个人亚当是

上帝用泥土创造的，他的形象是上帝按照自己的

形象仿制的，上帝就是人的“原型”、“模型”（ )’(,
-.)/）；上帝不仅赋予了人的形象给人类，而且还在

人形之上吹了一口气，即赋予人以生命之气。上

帝面对自己的这一产品给予了赞美，因此，人体之

美是上帝赋予的，是上帝创造的。其他的花草、树

木、海洋、平原、山峰、星空等等无一不是上帝创造

的结果。所以，世上只有被创造物之美，没有自然

天成之美。反之，正如《智慧篇》所说：“由于创造

物的伟大与美，造物主才显而易见。”［"］（*"0）
（《智慧

篇》第 "! 章第 1 句）人们通过对上帝所创造之物的赞美

和欣赏，也就可以窥见上帝的智慧。在希伯来民

族的美学观念中，人也是被创造品，本身不能再创

造其他形象。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上帝的创造，人

若创造形象，并规定这被创造物的尺寸结构的话，

这就是对“绝对唯一”的上帝伟大创造能力的否

定。因此，希伯来人不准崇拜偶像，也不准制造和

创造任何偶像就成为一条铁的戒律。在《出埃及

记》第 #2 章第 1 句说：“不可为自己雕像，也不可

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下中的

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申命记》第 #+ 章第 "1 句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

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

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诅咒。”［!］（*"0!）这些就是强

调人类的创造绝对不能替代上帝的创造，不能用

人类的创造来否定上帝的创造力。在这一思维逻

辑的规定下，犹太民族就逐渐丧失了雕塑和描绘

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把对物质形象的表现转化

为内心的表象思维，从而大大发展了冥想的能力

和诗歌抒情的能力。

第三，宇宙和世界之美都是上帝通过理性的

思考之后，用意念创造的；因此，上帝创造世界、创

造美的活动不是神通游戏的任性之作。犹太民族

把上帝创造宇宙和世界 看 得 非 常 认 真 而 神 圣。

《创世纪》中叙述上帝七日之内创造出了一切，而

这一切都是从大到小，从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之

物，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所创造的事物都合目的性

和合规律性，显示出了上帝的无限的理性和匠心

独具的思考。所以，《耶稣之智慧篇》第 " 章第 0
句说：“上帝凭圣灵创造了智慧，并察看、计数和度

量。”［"］（*"0）可见，希伯来的上帝创世过程中显示出

来的理性精神和匠心就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如

印度民族的梵天创世，中华民族的女娲造人等那

种悠闲和任性的态度，也不同于这些神把创世当

作自娱自乐活动的“神通游戏”。

这里，我们仅举上帝创世过程中的三个日子

为例，来看上帝创世活动中的理性的、认真的态度

和精心的思考。

《创世记》中叙述第三日的活动说：“神说：‘天

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

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

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

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

样成了。于是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

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第四日的活动：“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

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

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

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

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

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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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日的活动：“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

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

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

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神

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

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

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行在地上有

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

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上帝连续工作了六天，很疲劳，最后

不得不休息一天，就说明了上帝创世活动的认真

和辛劳。

《创世记》神话中所叙述的上帝认真的理性思

考以及对创造对象严密的布局安排，其背后的思

想是对理性思维的肯定和赞美，而通过创世神话，

充分地显示了古代希伯来人的理性主义精神。这

一点，同希腊民族精神中的理性主义很容易就相

互发生融合和渗透。整部《圣经·旧约》中都充满

了这种理性精神和个人思想的内省特征，洋溢着

理性主义的激情。人们常说“两希美学是欧洲美

学的两大支柱”，而很少真正论及到希伯来美学是

如何影响到欧洲美学思想的。其实，理性主义精

神以及数的比例、结构等思想正是两希美学思想

中都拥有的美学观念。

第四，美的创造物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

它显示出了上帝所规定的秩序及和谐之美。在

《创世记》中，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产品的形态、功能

表示出肯定和赞美。这些产品的形态和功能符合

上帝创造的预期的目的；同时，还符合它们自身存

在的生存目的，例如，水中的生物、地上的动物和

空中的飞鸟都有不同的生物构造功能，它们的形

状、功能也就符合自身种类的目的。这就是“合目

的性”。上帝创造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四

时节令、海洋、天空、大地等等都是运动着的存在，

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变动的存在物。人和草

木、动物都有生死荣枯，他们（它们）的形态、功能

都满足于这种运动规律而出现的。这就是“合规

律性”。凡是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的存在都是美

的，都是趋向肯定的东西。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

给予他们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特性，这就表现

出造物主、上帝心中的秩序感和美感。《智慧篇》

第 !! 章第 "! 句说：“上帝依尺寸、数和重量筹措万

物。”《传道书》第 # 章第 !! 句说：“上帝造万物，各

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可以理解为对秩序感

的赞美，对和谐美的肯定。

第五，美的东西是发光的，悦目的，有强烈的

视觉快感。《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凭意念和语言

最先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光。“神看光是好的（美

的），就 把 光 暗 分 开 了。 神 称 光 为 昼，称 暗 为

夜。”［#］（$!）这说明，在《圣经》中，美同好是同一的

含义，而光、亮是好的、美的东西。“在《圣经》中美

和光（&’）被看作是同一的东西。光本身是美的，但

同时它也把客观地包含在自然界中的美显示出

来。此外，光是人的幸福和愉快的象征（‘犹太人

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以斯帖记》第 % 章

第 !( 句）。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

的。（《传道书》第 !! 章第 ) 句）光体现着生命。人只要

以光为装饰，就可以与神论争（《约伯记》第 *+ 章第 " , !+

句）。 按 照《 旧 约》，美（ -./0）同 光 辉（ -0/1）很 相

近。”［"］（$)*）。

这说明，在希伯来人的审美观念中，光是美，

凡是美的东西都具有光亮感和生命感，都给人视

觉上的愉悦；反之，死亡、黑暗、丑的东西则是黑暗

的、不健康的，给人以厌恶感。这一思想引申开

来，凡是悦目的色彩、亮丽的东西，如太阳、月亮、

星光、贵金属、健康身体的皮肤透射出的光亮感等

等都是美的。“犹太人认为最高的美是无形的、吓

人的烈焰，是赋予生命与万物的阳光。⋯⋯犹太

人则注重光线，而且他们对光线的强度比对色彩

的浓淡更加敏感。他们喜欢的颜色与希腊人也不

同，如果蓝色是希腊人认为最美的颜色，诸如天空

和雅典娜眼睛的颜色，那么照语言学家的说法，犹

太人甚至还不知道如何称呼蓝色。红色才是他们

认为最美的颜色。”［!］（$!#）犹太民族审美观这一特

点在《圣经》中有多处表现，例如：

《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 ! 章第 "* 句，

大卫王在为扫罗和约拿单所作的哀歌中咏唱道：

“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

朱 红 色 的 美 衣，使 你 们 衣 服 有 黄 金 的 妆

饰。”［#］（$"2"）

《圣经·雅歌》中也有不少的诗句赞美：“你的

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

银钉。”（第 ! 章第 !+、!! 句）“你的唇好像一条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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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

块石榴。”（第 ! 章第 " 句）“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

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第 ! 章第 # 句）“我的

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

金子；⋯⋯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

安得合式。⋯⋯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

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

的腿好像百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第 $ 章第 %&
’ %$ 句）“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第 ( 章第 ) 句）

从上帝呼唤“要有光”，到上帝创造出太阳、月

亮、星空；从上帝创造的宝石闪光，到健康的肉体

的光彩；从象征生命之美的、生活之美的光明白昼

到五彩斑斓的色彩、服饰，这些都显示出希伯来民

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把光看做美，这是中

东和西亚地区自古以来的审美传统特征。中东和

西亚的草原民族对光亮特别敏感。一望无垠的灰

蒙蒙的原野容易使视觉感到单调枯燥；任何闪光

的东西都会刺激注意力和情绪。黑暗的夜晚，在

无声的黑暗的旷野中，一点火光闪烁，一片星光闪

耀都使人感受到大地的无限的生命，把人的思绪

和视觉注意都吸引去了。这种愉悦的审美注意使

草原民族对光亮的东西特别注意和欣赏。埃及

人、苏美尔人、波斯人、非利士人、阿卡德人、赫梯

人，乃至后来的阿拉伯民族和其他民族都毫无例

外地把光亮的东西、光彩、光辉、艳丽的色彩、光洁

的外表看做美。

第六，美的东西是运动着的，或者表现为生机

勃勃的，有强烈的生命感、生命气息和富于性感

的。“犹太人则认为美在于事物的生机与活力，

⋯⋯在希腊古典时代，美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是

安详与均衡的美。而依犹太人之见，美是能动的，

是运动、生命和行动之美。”［%］（*%"）例如，《圣经》中

所赞美的自然对象之美都是运动变化着的对象或

显示出生机的对象。如太阳、月亮、星辰、云霞，它

们的光亮、色彩和形态都在不断变化之中；那些布

满了树木、草地、果林的环境都被形容为动态中的

“流着奶和蜜”之地；伊甸园之美是以树木的苍翠、

果实繁茂和勃勃生机的形态来显现的。希伯来人

赞美身材苗条秀美的女性；赞美女性清丽的匀称

的外貌；赞美强壮的母牛之美，牛犊之美等等。希

伯来人的审美观念中，把生命感强烈的对象和人

都看做是美的，对人体美来说，更强调生机勃勃的

健康和动感，也毫不掩饰地表现性感的因素。这

些审美观念在《雅歌》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例如：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

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

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

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

树的果子在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

（第 + 章第 %& ’ %" 句）

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

鹿，就是母鹿双生的。（第 ! 章第 $ 句）

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你的舌下有蜜和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

嫩的香气。⋯⋯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

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第 ! 章第 %%、%$ 句）

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

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

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

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

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

中。（第 , 章第 ,、(、# 句）

读着这些生动的、充满健康活力的、性感迷人

的诗句，很难想象这是宗教经典中的思想。这些

感性的、带着强烈的肉欲冲动的诗句，正体现了希

伯来人对现实的、感官之美的迷恋。但这仅仅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希伯来人还追求那种超越感

官的理性精神的美。在《圣经·后典·所罗门智训》

中说：人们“处于上帝之工（上帝的创造物———引

者注）的包围中，他们整天看着这些，直到最后确

信，因为眼见的诸物太美妙了。”“这种人熟视周围

的美物而仍然无睹永生的上帝。他们研究被造

物，却不认识造物之主。”［!］（*%%+）这说明，希伯来的

先知们是承认美存在着两种类型，即现实的感性

的美和思维中的理性之美、精神之美。我们只要

读一读《圣经·旧约》中的《雅歌》、《诗篇》并把它们

同其他篇章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区分这两种

美的形态。对此，俄国美学家们也指出：

在《圣经》中，两种美的概念并存：朴素的

现实主义概念和宗教概念。因此《圣经》和

《哈加达》把美区分为两类：感性的美和理性

的美。

感性的美（-./）———这是看得见、摸得着

和享受得到的世界的美。这既是“恩德的妇

女”（《箴言》第 %% 章第 %) 句），也是“可爱的

鹿”（《箴言》第 $ 章第 %# 句），也是“嘴上的恩

·%!·



言”（《箴言》第 !! 章第 "" 句），也是“美貌的妓

女”（《那鸿书》第 # 章第 $ 句）。

“理性的”美（%&’&(）———这是圣灵的美，

他的伟大和荣耀（《诗篇》第 )* 篇第 + 句），赞

美和尊贵（《诗篇》第 , 篇第 + 句），闪光和壮

丽（《约伯记》第 $- 章第 * 句），他的装饰（《弥

迦书》第 ! 章第 ) 句）。［!］（./+）

在《旧约》中，所谓“理性的美”包含着丰富的

内涵。首先，它是指那种超验的美。例如，耶和华

神奇的光亮或烈焰；天上千变万化的霞云彩虹；耶

和华威严的声音；深邃无垠的星空；广阔大地上万

物变化所依据的规律等等。其次，理性之美体现

为人的崇高精神；体现为某些个人博大的睿智，此

外，某些个人所拥有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

量，这些都属于精神之美、情操之美。例如，像伟

大的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及其使徒都闪现着理性

之美。希伯来人关于理性之美的观念可能启示了

康德的审美思想，所以康德才说：只有头顶上的星

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才使他感觉到了崇高。

希伯来民族对现实的感性之美是不回避的，

给予了肯定和赞美。这一点同埃及民族、中华民

族和日本民族非常相似。印度民族承认现实中的

美，也给予感性的表现，但是，《奥义书》和佛教在

理论上都强调现实美是虚幻的，应该给予否定和

超越。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们都从禁欲主义的

角度把《圣经》中的《雅歌》、《诗篇》以及其他涉及

现实生活情欲的、激发感情的或歌颂人体美的性

感的章节或诗句歪曲为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崇

拜上帝的那种激情。其实，只要从人性的角度，从

现实的角度去看，《圣经》中的审美观念，尤其是对

感性之美、生活之美、生命之美、情欲之美都是给

予了高度赞美和推崇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希伯来人的审美观念

中，存在着把美同道德仁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

展趋势，而且历史越往后，尤其是“巴比伦之囚”以

后，伦理道德观念同美的联系越加紧密，在《圣经》

文本正式出现前后，美同善几乎直接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在《旧约》中的《约伯记》、《路得记》、《以

斯贴记》和《约拿书》中最先看到以善为美的趋向，

然后，在《圣经·后典》中的《多比传》、《苏撒拉的故

事》看到从审美评价向伦理评价转化的趋势。这

种善同美合一的观念转化可能受到希腊美学，尤

其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美学的影响。这

种影响直接渗透到后来的《新约》思想之中。《新

约》中包含的审美理论比《旧约》更少，而且更多的

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谈行为美，这就不是审美的

评价而是伦理道德的评价了。但是，就基督教美

学思想体系而言，“基督教美学是在吸收了《旧约》

和古希腊著作家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的。⋯⋯在基督教美学中，美既是象征性的，又是

可直接领悟的；既有光的美，也有和谐之美；既有

生机活力之美，也有平静安详之美。基督教徒们

认为美是无用的，同时又认为美是至高无上的完

创造。”［"］（."+）可以说，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一方

面同希腊美学思想相互渗透，一方面经过基督教

美学的改头换面的重塑，而影响到后来整个欧洲

诸民族的美学思想。这样，希伯来美学思想就从

《圣经·旧约》中的显流悄然地变成了基督教美学

体系中象征性的“隐流”而继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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