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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这本基督教的经典，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持久且

深入的影响。《圣经》与西方文化艺术碰撞融合的过程勾勒出了一段西方灿烂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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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经典，也是一部极为重

要的文学著作。公元 1 世纪前叶产生而后逐渐壮大的基督

教对西方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

间的碰撞、融合勾勒出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线索，而希伯来—

基督文化则以《圣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希伯来—基督文

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深入。因此，我们要

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就必须对其与《圣经》的关系进行深入

的研究。

《圣经》主要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旧

约全书》陆续写成于公元前 12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是犹

太教的经典。“旧约”是指古时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所立

的。《旧约全书》就是围绕着这种关系记叙了以色列人从部

落到立国及其衰亡的历史。《旧约全书》包括《律法书》、《先

知书》、《圣录》三部分，它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主要内

容是律法、戒命、规条以及以色列民族各时期的历史、先知

的教训、各种史诗、战歌、情歌、格言等。《新约全书》是基督

教的经典。它是上帝通过耶和华与信者世人订立的“约”。

《新约全书》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

录》四部分。我们要研究《圣经》和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就

要从基督教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来分析西方文化艺术的特点。

一、基督教的早期

早期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教自产生、传播至国教地位和

基本神学体系的确立，也就是罗马帝制时期的基督教。

公元前后，希伯来—犹太教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结

合而为基督文化。基督教诞生的初期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

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将其定为国

教，希伯来—基督文化取得初步胜利。这是基督思想初步形

成体系的时期，也是从民族性犹太教异端教派转变为世界

性的宗教迈出的第一步。公元 5 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灭

亡，日耳曼民族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之融合而成为中世纪文

化，基督教逐步取得全面胜利。基督教成为罗马文明和西欧

中世纪文明与统治政权紧密结合的主流文化。基督教兴起

后，为了传播和普及基督教义，开设了教堂音乐和初级教义

问答学校，以教授《圣经》和教堂音乐为主，这样的基督教高

等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培养了大批的神学家和神职人

员。罗马帝国崩溃后，修道院成为文化教育和延续古典文化

的主要机构，修道院保存、恢复希腊、拉丁的语言和知识，对

古代文本进行整理、研究并在传播教义活动中将它们传播

到欧洲大陆，培养了大批知识人才 [ 1 ]。

自 12 世纪起，以基督教神学为教学轴心的教会体制被

突破，欧洲的城市纷纷建立世俗性的大学。著名的有英国的

牛津大学（1168 年）和剑桥大学（1224 年），法国的蒙彼利埃

大学（1181 年），西班牙的帕伦西大学（1212 年）和葡萄牙的

里斯本大学（1290 年）等 [ 1 ]。大学的兴建是欧洲的文化教育

开始突破教会的垄断专制，面向世俗文化的重大转变，为欧

洲学术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提供了重要契机。至今被各

国广为采用的学位制度及毕业典礼上获得学位者身着方

帽、黑袍（教士服装）就是那时传承下来的。大学取代局限于

神学解释和宗教典籍的修道院的地位，成为中世纪欧洲知

识研究、活跃思想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大学的创立是教育

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

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另外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

化的高等教育，为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培育了大

批知识人才。当时建立的这种高等教育体制，后来几经演变

和不断完善，现在已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大学依然标志着一

个国家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

重心所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对基督教的发展变革基础上

逐步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做出了

重大贡献。

在基督教取得全面胜利的局面下，出现了所谓的“12
世纪文化复兴”的辉煌时期。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中心，基

督教统一天下，经院哲学争奇斗妍，宗教情感与现实人生紧

密结合的文学作品竞现文坛。基督教精神主宰着中世纪欧

洲的精神文化，这不仅表现在神学与哲学的理论核心中，也

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等文化式样中。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一部分。论证基督

教信仰是一种思辨性的宗教哲学，托马斯·阿奎是经院哲

学的主要代表，他的《神学大全》论述了上帝的神性与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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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罪行与上帝的恩典，以及圣母、圣子、圣事和最后的审

判等诸多神学问题，被誉为神学与哲学体系的百科全书，是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的集合。

中世纪最主要的文学是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

和市民文学，而教会文学是中世纪的正统官方文学，它包括

圣经故事、圣徒传、祈祷文、圣者言行录、梦幻故事、奇迹故

事、宗教剧等，它们直接照搬《圣经》片段，宣扬普及基督教

义。如波那文图拉的《心路的历程》、坎培斯的《效法基督》以

及琴涅武普的关于圣经故事和圣徒传的诗篇：《基督》、《桑

利安那》、《使徒的命运》、《爱伦那》，还有叙事诗《朱迪思》。

即使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法国的《罗

兰之歌 》就描述了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征服

伊斯兰教徒，最终使其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中世纪的骑士文

学也有基督教精神但不奉行禁欲主义，其中骑士都是虔诚

的基督教徒，为维护基督教的信仰而冒险。《熙德之歌》就是

表现了宽容的骑士精神和为基督教而战的思想。

中世纪的艺术主要是表现基督教精神，其目的是服务

于宗教信仰，其主题是神秘的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宣传基督

教教义的教堂建筑艺术是中世纪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表

现了艺术家们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的创造性的才华。其中罗

马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分别表现了中世纪早期和鼎盛时期

的教堂建筑风格，它们既表现了各民族建筑艺术的多样性，

又体现了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精神以及其建筑艺术风格的统

一性。罗马式教堂建筑脱胎于罗马的长方形会堂建筑，加上

两翼构成十字形，被基督教会奉为正统的教堂建筑形式。它

坚实、庄严和肃穆，象征着基督教精神控制现世负罪的心

灵，使人们在沉重的压抑感中进入神秘、超世的意境。其中

有法国南部图鲁兹的圣塞南教堂和西部勃艮第的克吕尼教

堂，英国的达勒姆教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德国的

萨克森教堂，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群。兴于12 世纪的哥特

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宗教的热诚与浪漫情感的结合。它高直

细尖，尖形的拱门、高塔、屋脊和望楼，使教堂有飞跃之势，

仿佛要摆脱俗世, 升入天国，教堂内部雕刻着基督、圣母、

圣徒、先知及世俗王公，他们神态安详温和，与建筑融为一

体，使人感到一种神圣的安静、自信和壮美。哥特式建筑表

现了中世纪鼎盛时期基督教精神的演变，体现了一种浪漫

的唯灵主义。其中有法国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沙特尔教堂、

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德国的

埃克塞特大教堂、韦尔斯大教堂以及极具盛名的科隆大教

堂 ，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

二、基督教走向低谷时期

14 世纪至 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向

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倡导以人性反

对神权，以个性解放来反对禁欲主义，这是古希腊文化精神

的复兴，同时也是希伯来—基督文化走向低谷时期。但是文

艺复兴并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学艺术

作品或隐或显地表现了基督教神学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从

此基督教对文化的影响已经从中世纪的社会层面和思想层

面共同主宰社会的局面转向更注重基督教信仰在神学、哲

学、文学及艺术中思想层面的表达。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反对宗

教禁欲主义宣扬乐观向上的世俗生活的彼特拉克和瓦拉，

提出宗教真理发展观的普莱托内，还有“灵魂不朽”论者费

奇诺和乔万尼·皮科。

诗人但丁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在其作品中抨击教会

的腐化和思想专制，鼓励人们为建立人间美好的“天堂”而

奋斗，但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神曲》描写诗人幻游

三界的故事，三界之分体现了基督教的影响，三界中的奖惩

也基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认知，其中的数字更是直

接借用《圣经》中数字的神秘寓意。“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

其作品中大量引用《圣经》典故。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深

受《圣经》的影响，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来表现真理给世人，

基督精神自始至终贯穿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笔下的英雄每

个都是小型基督。

文艺复兴时期最辉煌的成就是空前繁荣的艺术，它们

取材于《圣经》来表达人文精神。“欧洲绘画之父”焦托的作

品将宗教故事和宗教人物注入自然现实感和人情味。他著

名的《哀悼基督》把悲剧气氛渲染得很浓烈。他的 36 幅《圣

经传奇故事》的连环壁画中的神圣人物和神圣家族等都绘

成了世俗人物。他的另一幅画《犹大之吻》也是以《圣经》为

题材，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人类生活中生动逼真的善恶反差

对照。他的其它画如《约清与牧人》、《圣方济向众鸟布道》和

《金门相会》等，也都是取材于基督教的宗教传说，但对情感

栩栩如生的描绘体现了人文精神。被称为“圣母画家”的波

提切利，以圣母为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幅，如《庄严圣母》、《宝

座上的圣母》、《拿着石榴的圣母》等都是世俗化的圣母，它

们是以外在的“宗教”形式表达新的社会情感。更有在欧洲

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三位艺术巨匠，他们以《圣经》为题材的伟大创作为人类文

化艺术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绘画大师达·芬奇的

《基督受洗》、《持花圣母》、《岩间圣母》以及他的举世无双的

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都取材于《圣经》。既是绘画大师又

是雕刻家的米开朗琪罗为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的天

顶画《创世纪》，是以《圣经》中的《创世纪》传说故事为主要

内容，配有先知圣像和耶稣画像。该画由三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是以《创世纪》题材为内容的九幅主体大画，它们分别

表现《神分明暗》、《创造日月授福大地》、《授福海洋》、《创造

亚当》、《创造夏娃》、《失伊甸园》、《诺亚祝祭》、《大洪水》和

《诺亚醉酒》等创世纪的情节；第二部分是 12 位男女先知的

圣像画；第三部分是耶稣画像。米开朗琪罗的另一杰作是

他为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的、被誉为“人体百科全

书”的祭坛后大壁画，它是根据《圣经》中的“世界末日来临

后的最终的审判”故事绘制出来的《最后的审判》，画家借用

宗 教的 形 式 抑 恶 扬 善 ， 将意 大 利 历 史 上（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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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如铁，天高地迥，号呼靡及。一“我”一“吾”，一笔写尽屈

原那种痛定思痛的衷曲，瞋目扼腕的神态。诗人借助“余”、

“吾”、“我”、“予”的不同音质，将它们恰当地置于不同的语

言环境里，给《离骚》增添了不少风采！

现在就不难理解“芙蓉塘外有轻雷”的“外”字体现雷声

自远而近的妙用了。因为发“外”字的韵头时，就会发出如同

雷声“隆隆”之音，其韵母又正好是由低到高的两个元音组

成，因而就造成轻雷滚滚而近的感觉。字音在诗中的表情作

用实例之多，诸如上述，难以尽举。

字音不但能够暗示各种不同的感情色彩和情调，而且

对一首诗的意境亦能从声音中表现出来。唐代诗人王之涣

的《登鹳鹊楼》，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诗。“白日依

山尽，黄河入海流”二句是实写。前句写远眺，望中高岭横

天，夕阳衔山；后句写俯视，只见黄河滔滔，奔流入海。诗虽

两句，却写出圆日依依、高山巍巍、长河滚滚、大海浩浩的奇

景，绘出白日光华、丹霞舒卷、青山凝碧、黄水澎湃的美色。

就其景象言，日之“圆”，山之“高”，河之“长”，海之“大”，形

体各具，错落成趣；就其色彩言，日之“白”，霞之“丹”，山之

“青”，水之“黄”，逞妍斗色，绚丽生情。诗人略挥大笔，绘形

便万象迭现，设色则众彩纷呈，创造出一幅十分壮丽、十分

浓郁的画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句则是虚写。全

诗四句，互为张本，虚实相生。当诗人要写出动人心魄的千

里之景时，却虚拟一笔，惜墨如金，借助前二句“白日依山

尽，黄河入海流”的酣畅蓄势，以便让人们自己去想象出千

里之景的无比壮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十字中，

“千”字有以一当百的作用；“更”字有推进提升的作用。“千”

字从鼻音，表示模糊含混，隐约可辨。这一鼻音性质所体现

的感情色彩，正好把无法精确表达的“千里”情致概括无遗，

而且配合了人们联想的无边无际，配合了诗中黄昏景色的

迷茫朦胧，让人们在想象中依稀可见天围平野、苍山举首、

长河悬天、云海翻涌、田畴绵亘、屋宇星罗、暮霭匝地⋯⋯诗

人点墨未泼，却寓八方繁会；纤彩不施，能致五色相宣。一字

之音竟收到篇虽终而意无穷、辞已尽而景无限的艺术效

果。这一艺术效果，还由于“更”字把千里之景衬托得无比壮

丽，把人们的情绪提到最高点，产生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欲望。因为“更”字直硬，发音梗塞难吐，它传达出使劲、着

意的感情色彩。正是由于这一种使劲、着意，便引动人们情

绪的高度集中，对全诗的意境倍感亲切。

当然，声与诗的关系，有时是出于作者的有意为之，有

时则不是这样。而且，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的字音原来

具有的表情作用消失了，有时则又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但

总的说来，声与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上接第 60 页）众多的著名人物绘入画中，让那些有德行、

主持正义的善良人物飞向天堂，而让历史上那些邪恶、卑鄙

和残害人民的恶魔坠入地狱。还有米开朗琪罗的著名雕刻

《圣母哀悼基督》、《摩西像》和《大卫像》也都是以《圣经》故

事内容来进行创作的。而具有“秀美”画风的拉斐尔也创作

出许多以圣母为题材的画，如《草地上的圣母》、《大公圣

母》、《椅中圣母》和《西斯廷圣母》，圣母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

通妇女作为模特，把圣母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女性，表现

的全是人世间普通母亲的慈善、温柔、淳朴和宽容的品行[ 2 ]。

三、基督教复兴时期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是改革教会制度的腐败，更是

为了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教会的腐

败已使教会远离原初基督教的传统理论和教义，另一方面

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取消教会在思想领域中的垄断地

位。影响最大的是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

加尔文的新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是将基督教从仪

式化信仰阶段引向心灵感悟阶段，将基督教教义植入人们

的社会日常活动中。因此，此次宗教改革实质上是在新的层

次上对基督教的复兴，使基督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宗教改

革极大地提高了《圣经》的地位，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

强调任何信徒只要通过自己的祈祷就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

旨意，得到上帝的宽恕，而无需通过神职人员作中介。广泛

地推广教义，使新教思想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宗教改革在社

会上引起全面深刻的变化，导致了人们文化信仰、价值观念

的大变换，其影响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而且深入到了

文化、教育、语言、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面。

宗教改革促进了神学的个性化发展，信仰自由成为最

大的成就，确立了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17 世纪法国神学

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阐述了宗教和人生、神学和哲

学的关系，他将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肉身感性阶段、精神理

性阶段、心灵仁爱阶段，并提倡不断超越自身皈依上帝。

新教在各地的传播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著名

的清教徒作家约翰·弥尔顿从《圣经》取材创作了三部著名

的诗剧：《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班扬的宗教小

说《天路历程》表现了基督徒为追求上帝经历的无数艰辛和

对宗教的虔诚，书中借用了《圣经》中的许多象征意象和教

诲。之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继续从《圣经》

中汲取灵感，诗人拜伦创作大量以基督教为题材的诗歌和

散文，如《该隐》、《耶弗他的女儿》、《扫罗》、《扫罗王最后一

支战歌》、《约旦河两岸》等。雪莱的诗歌《撒旦挣脱了锁链》、

《魔鬼出行》和散文《论来世》、《论基督教》等以文学的形式

讨论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天国、末日审判等教义 [ 3 ]。

总之，从基督教形成和发展各个阶段入手进行分析研

究，我们发现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如此的

持久且深远，《圣经》与西方社会、文化从碰撞到交融再到全

方位多层次的渗透，逐渐形成了西方历史一段璀璨的文化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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