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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悲剧美大致包括文学叙事中对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人公的抗争行为、否定性 

的结局以及潜在的精神超越四个基本要素的审美描述。<圣经》作为一部叙事性作品涵盖了悲剧 

美的这四种因素。以 “创世说”为起点的 <旧约》沿着 “罪”这条基本线索，充分展现了人类 

在自由意志作用下对生存困境的体认和抗争，着重渲染了悲剧美的前两个要素；而以上帝 “道 

成肉身”故事为起点的 ‘新约》则围绕着中心教义 “爱”，以强烈的拯救意识召唤着人们超越 

人间罪恶和苦难的愿望和信心，使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同时我们也要注意 

到，<圣经>并非悲剧艺术作品，它的悲剧美并不是自觉的审美创造的结果。 

关键词 悲剧美 ‘圣经》 罪 爱 

《圣经》是发源于古希伯莱文化的基 

督教经典，而悲剧是从古希腊艺术中生发而 

来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前者的指向是基 

督教信仰，后者的指向则是人类的审美活 

动。但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间也可 

以有多方面的沟通，比如 《圣经》里的许 

多故事都被艺术家们改造制作成了经典艺术 

作品；而基督教也从诞生早期就开始利用制 

作精美的圣像帮助信徒们理解基督教教义， 

体验上帝的玄妙难言。具体到作为宗教经典 

的 《圣经》，虽然其本身并非文学作品，但 

却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在 《圣经》的信仰 

表达中随处可见跌宕起伏的叙述、鲜活细腻 

的描写、热烈真挚的抒情性，使得在宽广的 

文化视域里，旨在引领信徒走向至乐天堂的 

《圣经》得以与展现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美 

发生关联。 

一

、 悲剧美与 《圣经》的联系 

悲剧是一种古老的戏剧样式，一种在各 

种艺术领域中得到多样化呈现的审美形态。 

悲剧强调它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特殊性，和 

它对人类心灵和生存苦难的一种深刻体验和 

感悟，这种在深层意蕴上的对种种人生不幸 

之普遍性的揭示，把悲剧精神扩展到了艺术 

领域之外。本文把悲剧这个范畴限定在审美 

形态的范围内。而悲剧美主要在以戏剧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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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形态的各种艺术门类中得到呈现，也会在 

我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其他非艺术形态的审 

美现象时显现出来。《圣经》的悲剧美主要 

就是从审美角度而言的。 

悲剧美是立足于文学叙事的一种审美形 

态，换句话说悲剧美只能在一个故事中得到 

最充分的呈现。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也能 

够具有悲剧美，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以一个 

曲折感人的故事为背景，并且要尽可能选取 

这个故事中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那个情节 

瞬间来表现，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静态艺术 

的叙事功能。从叙事角度讲，悲剧美一般由 

四方面的因素构成：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 

人公的抗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以及潜在的 

精神超越。而 《圣经》作为一个叙事性作 

品，与悲剧美的这四个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首先，悲剧美的表现是以人类生活中的 

不幸遭遇为主要内容的，现实生活中人人避 

之惟恐不及的艰难困苦是悲剧美 的最佳情 

境，悲剧正是通过对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图 

景的展现来激发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切关 

怀。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实发生的悲惨 

事件一般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人 

们不可能在实质性的伤害中获得快乐，而且 

实际发生的悲惨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不能自行呈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蕴。现实 

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只有通过一定的转化和提 

升才能创造出给人带来精神愉悦的悲剧美， 

它需要审美主体通过铺张的想象和严谨的构 

思对已经转化为精神意象的现实不幸进一步 

加以理想化改造，对其做出更高的精神规 

定，从而使其提升为真正的悲剧艺术。这种 

创造出来的悲剧美就不仅是可感受的，更是 

在假定性情境中可以让更多的人反复体验并 

获得快乐的了。正如海伦 ·加德纳所言，悲 

剧不仅仅 “是一系列令人悲伤的偶然事件。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最强烈地感受到终极的 

神秘。” 从这个意义看，《圣经》里充满了 

对人类悲苦生活的描述，它与悲剧美的关注 

点是相同的。而且 《圣经》里的许多故事 

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艺术作品，但也 

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悲惨事件，它们经过了明 

显的理想化处理，并被赋予了明确的宗教意 

义。而恰恰是由于在信仰理念统摄下意蕴指 

向的单一性，《圣经》里的悲剧故事的阐释 

空间相对于真正的悲剧艺术要小得多。 

从悲剧美构成的第二个要素看，人类面 

对苦难的不妥协态度是悲剧美得以光芒四射 

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悲剧英雄面对强大敌对 

势力的积极反抗还是小人物在不可抗拒的命 

运中无奈的挣扎，悲剧人物都不能面对厄运 

无动于衷。即便是鲁迅的 《祝福》里整天 

低眉顺眼的祥林嫂也会通过尽其所有的捐门 

槛行动试图避免在死后被两个丈夫分割的可 

怕命运。悲剧人物对不幸遭遇做出的行为反 

应从性质上讲既可以是大义凛然的正义行 

动，比如普罗米修斯；也可以是不择手段的 

罪恶行径，比如麦克白；当然更可能是在正 

义和邪恶、无私与自私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 

而难以严格定性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性质不 

同的悲剧行动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 

都是为扭转生存困境而做出了不懈努力。所 

以悲剧行动的价值不在于其是非对错。而在 

于其性格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悲剧人物对待 

不幸遭遇的反抗态度。对悲剧美来说致命的 

不是邪恶而是逆来顺受。正如朱光潜先生所 

说，“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 

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2】悲 

剧美就在人的斗争行为和生存苦难的激烈对 

抗中进发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在 

展现人类悲苦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呈现了人 

们对生活苦难的种种抗争行为。《旧约》就 

着重记叙了人类出于改变生存境遇的愿望而 

不断冒犯上帝的罪行及其所遭到的惩罚；而 

《新约》则不遗余力地赞美耶稣基督为把人 

类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而无私献身的壮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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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引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就是一次反抗奴役的 

大规模行动。《圣经》所呈现的人类面对各 

种压迫和苦难的不妥协态度是符合悲剧美的 

基本要求的。只是悲剧美主要从叙事中人类 

的反抗态度本身显现出来，而 《圣经》故 

事则以上帝为标尺，更加关注抗争行为对上 

帝的或悖逆或维护的性质。 

悲剧美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叙事的否定 

性的结局，悲剧人物对厄运的抗争必须以失 

败告终才能见出悲剧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 

所乐见的绝处逢生、浪子回头等事件的转 

机，对悲剧美的表现来说是毁灭性的。如果 

罗米欧与朱丽叶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 

的结局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快乐将完全消解 

沉重的否定性结局所能带给审美主体的高强 

度的心灵震撼。在悲剧叙事中，斗争行为的 

失败在所难免，而 《圣经》中的许多故事 

也正是以主人公献出生命或者承受重大损失 

为结局的，比如 《旧约》里就有力士参孙 

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圣经》在原罪观 

基础上对人世间原本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所以在展现人类面对苦难的斗争行为的同时 

也指出这些努力在人间范围内是不会有什么 

结果的。即便是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牺牲而 

带来的救赎希望也是指向末Et审判的，而不 

能在此世实现。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目的就是 

引领人们摆脱人间的悲苦，进入至乐的天 

国。《圣经》呈现了人类一切罪恶或者正义 

的抗争行为在人间范围内必然失败的结局， 

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是 《圣经》故事 

的否定性结局是以天堂为背景的，因而它在 

审美主体心灵上制造的震撼效果要明显弱于 

悲剧艺术缺乏信仰支撑的失败结果所造成的 

复杂情感体验。 

最后从精神超越的层面看，悲剧感不等 

于悲痛。我们欣赏悲剧，会因怜悯而哀伤， 

因恐惧而战栗，但这些情感都是指向不会给 

我们造成任何实际伤害的非现实的悲剧情境 

的。这些否定性的情感最终都会在我们的意 

志努力下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快乐。正如悲剧 

是对现实悲惨事件的理想化，悲剧感也是悲 

痛感的升华。悲剧美不仅仅是对生活不幸的 

反映，它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悲苦绝望的超 

越。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悲剧创造了一个 

真、善、美遭到全然否定的情境，又在否定 

中唤醒了审美主体对真、善、美更加强烈的 

肯定和渴望。在这个假定性的苦难情境里， 

悲剧的美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之内体验了对一 

切人生难题的超越。而在 《圣经》里，悲 

苦的人间遭到了断然否定，但这也并没有使 

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圣经》用立足彼岸 

的天堂把人们引向对苦难人间的精神超越。 

正如耶稣所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圣经》里的悲剧故事总是引领人们在体味 

令人沮丧的现实不幸的同时获得来自天堂的 

精神慰藉，从而与悲剧的美感相契合。但是 

《圣经》所倡导的精神超越是指向彼岸、指 

向上帝的，而真正的悲剧艺术中的精神超越 

更多是指向此世、指向人自身的。 《圣经》 

最终展现的是上帝的伟大，而不是人的伟大。 

总之， 《圣经》尽管不是悲剧艺术作 

品，但确实涵盖了悲剧美的四个要素，尽管 

与之又有所差异。对于悲剧美来说，这四个 

要素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审美情境中可以 

有所侧重。所以我们看到在 《圣经》里， 

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的 《旧约》和具有革新 

性质的 《新约》在悲剧美的呈现上存在着 

不同的特点。以 “创世说”为起点的 《旧 

约》沿着 “罪”这条基本线索，展现了人 

类对生存苦难的体认和抗争，着重渲染了悲 

剧美的前两个要素；而以 “道成肉身”事 

件为主体的 《新约》 围绕着 中心教义 

“爱”，召唤着人们超越人间罪恶和苦难的 

愿望和信心，侧重点在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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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B约》里的悲剧美——在 

“罪"里抗争 

《旧约 ·创世记》里关于亚当和夏娃 

不肯安享上帝设定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凭着个人意愿探索未知，从而犯了原罪被罚 

出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从自由意志觉醒 

的那一天起，人类的历史才算真正开始，而 

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自由意志之罪。在作为万 

恶之源的原罪的背景下，人类的生存本身就 

是受罚，生存的主要内容则是与各种艰难困 

苦进行无休止的抗争。而在我们看来，人类 

之罪与上帝之罚的激烈对抗正是悲剧美的前 

两个要素在 《旧约》中的显现。在这种对 

抗中作为原罪的自由意志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一方面，由于人类始祖的原罪，人的一 

切不幸遭遇都作为来自上帝的惩罚获得了存 

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自由 

意志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决定了人生在世不 

可能因为厄运就听天由命。如果说原罪的存 

在使厄运不可避免，那么人类出于自由意志 

反抗厄运的行为也必然是不可动摇的。原罪 

的悖论在人类生存困境的必然性和抗争行为 

的必然性之间制造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在 

这种冲突中，《旧约》里的许多故事都爆发 

出强大的悲剧力量。其中 《约伯记》把原罪 

背景下的悲剧美体现得最为充分。 

约伯是 《圣经》里无辜受苦者的代表，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莫名其妙地陷人家破 

人亡、身患恶疾的巨大灾难。作为一个背负 

着原罪的存在，约伯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根 

本就无须解释。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不断劝说 

他不要对上帝的安排有任何抱怨。但是作为 
一 个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人，约伯始终相信 

自己没有过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至死必不以 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 

义，必不放松”。 他不肯放弃向上帝质疑的 
． ，，6 · 

权利，认为 “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 

约伯不屈不挠的抗议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就 

连上帝最终也承认了其冒犯行为的合理性， 

而谴责他的朋友们愚妄的屈从。那些 “勉 

强奉行你的旨意，傻头傻脑地遵行你的律 

令，麻木不仁地服从你的吩咐” 的人已经 

丧失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生命 

的高贵，而约伯得到上帝的悦纳恰恰因为他 

保持了人的本色。《约伯记》最终以约伯向 

亲自出面与之辩论的上帝表示顺从，而上帝 

也赐予他更加富足安逸的生活作为结局。这 

个看上去一团和气的结尾差一点就让整个故 

事的悲剧力量化为乌有。其实这是一个比较 

隐蔽的否定性结局。约伯最终的缄默只是承 

认了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无能为力，而并没有 

在自己是否正直的问题上有丝毫屈服。他 

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约伯对自己的厌恶不是 

因为承认自己有错，而是看清了人在上帝面 

前的渺小无助。而上帝最后对约伯公然冒犯 

行为的开恩原宥，就像上帝最初对他的无辜 

进行惩罚一样不可捉摸。它否定了人们通过 

德行来向上帝邀宠的愿望。重新获得幸福的 

约伯却因此永远地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对不 

可把握的上帝满怀敬畏了。《约伯记》的结 

局在平静之中摧毁了人类所坚持的善有善报 

的公义原则，约伯的蒙恩不仅没有消除反而 

加深了人们对正直的人也会遭遇不幸这个残 

酷现实的恐惧不安。在原罪的前提下，《约 

伯记》展现了人类无处逃避的生存困境以 

及人们面对无常的命运勇敢质疑的行动，它 

越是否定依靠正义行为摆脱困境的可能性， 

越能激发起我们内心深处对解救之路的探索 

和对正义的积极辩护，而悲剧的美感就在人 

们解答生存困惑的强烈愿望中应运而生了。 

除了对原罪的强调，《旧约》也着力呈 

现了人们悖逆上帝的各种具体罪行。其实具 

体的罪行和原罪是不可分割的。人类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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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原罪恰恰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初始罪 

行。而远离伊甸园的人类更是把来自祖先的 

自由意志延续下去了。人总不能不假思索地 

听任摆布，哪怕是幸福的安排；人总是做自 

己渴望做的事，即便是要头破血流。 《圣 

经 ·旧约》在 “罪”的土壤里浇灌出悲剧 

美的花朵，这是基督教文化对悲剧美呈现的 

独特方式，但我们必须承认 “罪”并非是对 

悲剧美的唯一解释。《旧约》使人们的目光 

锁定在作为上帝惩罚的生存苦难和人类出于 

自由意志的抗争行为之间的冲突上，在这种 

冲突中，《旧约》强调了人对上帝的绝对依 

赖，因而对精神超越的追求不够自觉。《旧 

约》在悲剧美呈现上的这一特点不是偶然 

的。作为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而来的宗 

教经典，《旧约》扎根于犹太人在争取民族 

独立与解放过程中不断斗争又不断失败的苦 

难历史，因而表现出对生存困境的特别敏感 

和对依靠人力获得幸福之可能性的特别绝望， 

并以此展现出犹太人对上帝的敬畏和期待。 

三、《新约》里的悲剧美——在 

“爱""田4--超越 —复 ，‘ 船 

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从民族性宗教到普 

世性宗教，从对民族苦难的关切上升到对人 

类普遍未来的关怀，基督教的这些革命性的 

转换都是在 《圣经 ·新约》里完成的。以 

《旧约》所描绘的满目疮痍、罪恶滔天的人 

类世界为前提，《新约》从人的犯罪和上帝 

的惩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跳了出来， 

致力于为人类提供一条看得见的救赎之路。 

正如 《旧约》立足伊甸园的故事确立了罪 

的观念，以自由意志为核心，在苦难和抗争 

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里彰显出悲剧之美， 

《新约》则围绕上帝 “道成肉身”的故事， 

把 “爱”作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重要力 

量隆重推出。通过降生为人的神子耶稣基督 

的牺牲与复活，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在 

《新约》里得到了特别强调。 

整部 《新约》都是围绕耶稣短暂而惊 

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展开的。“四福音书”是 

《新约》的主体部分，它们从不同视角叙述 

了耶稣诞生、受难、复活的全过程。而这个 

完整的过程本身就是 “道成肉身”。用美国 

神学家奥尔森的话说，“道成肉身”就是指 

“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整个存在。” 通过 

“道成肉身”，上帝的神性与人性结合而成 

为耶稣其人，《旧约》里常常以惩罚者的身 

份出现的上帝变成了仁慈的天父，主动向罪 

不可恕的人类伸出了拯救之手。《新约》把 

《旧约》对造物主绝对权威的宣讲变成了对 

救世主深沉博大的爱的播撒。耶稣通过童贞 

女玛利亚降生人间，上帝之道肉身化为可触 

可感的 “奴仆的形象”。 耶稣背着十字架 

艰难地走向死亡，用自己无辜的生命来替世 

人赎罪；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获得拯救的希 

望和信心撒向人间。从完全的给予到坚定的 

抛舍再到伟大的超越，“道成肉身”把上帝 

的大爱一步一步推向顶峰。而这种爱在耶稣 

基督身上就表现为强烈的拯救意识。拯救意 

识的存在使耶稣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都不再像 

约伯的遭遇那样没有意义，而是本身就具有 

超越力量的悲剧美的构成因素。所以 “道 

成肉身”的故事把悲剧的超越之美贯彻了 

始终，而在这个过程里，耶稣的牺牲和复活 

相对于耶稣本身所具有的神人二性，构成了 

“道成肉身”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双重结 

局，从而使悲剧美中的否定与超越得到了独 
一 无二的呈现。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作为人子 

的耶稣在有限生存之内的人间结局，它把悲 

剧美的否定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而耶稣的复 

活升天则是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人类 

历史性生存的永恒归宿，把悲剧中潜在的精 

神超越明朗化了。 

耶稣受难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富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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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美的事件。耶稣一出生就注定要被钉上十 

字架，他之所以得到生命就是为了要献出 

它。耶稣作为全能之神的儿子却以罪犯的身 

份通过最屈辱的方式走向死亡。这个世界上 

大概没有比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救世主更 

加失败的了。雅斯贝尔斯就认为 “基督是 

失败的最深刻象征”，可是他同时又指出耶 

稣的失败 “决不是悲剧的”，因为 “是在失 

败中，他得以领悟、有所成就，并且功德圆 

满”。凹雅斯贝尔斯因为耶稣之死是自愿的献 

身而且死有所值，就认为它是缺乏悲剧感的 

快乐的牺牲。可实际上对于作为人的耶稣来 

说，受难的命运终究是沉重不堪的。基督教 

认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矛盾地具有完全 

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是对于肉眼凡胎的 

人类来说，神性是隐蔽的，不可把握的。我 

们要领悟上帝 (或者说耶稣的神性)只能 

通过耶稣为人的一面来实现。或者说只有通 

过可以言说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靠近不可 

言说的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越是苦弱无 

助，上帝通过自我降低来拯救人类的爱才能 

越强烈地被人所感受到， “在道成肉身之 

中，上帝的全能在存在上只能通过苦弱无能 

体现出来，而且充满了无以名状的约束”， 

耶稣的人性对于上帝之爱的显现来说是必不 

可少的。所以，为人子的耶稣背负着自己献 

身的命运就像俄狄浦斯王背负着可怕的灾难 

性预言一样痛苦难言。著名的客西马尼祷告 

就是一段浸透着深深悲剧情绪的耶稣的自 

白。当时耶稣 “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 

死”， 他伏地祷告： “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凹耶稣求生的强烈愿 

望与他所肩负的献身使命之间深刻的矛盾在 

这几句话中凸现出来。为人子的耶稣在死亡 

迫近的时候忍受着对人间眷恋的煎熬。他愿 

意平凡地活着而不想承受这伟大的灾难。虽 

然耶稣立刻就转念坚定了赴死的决心，可这 

一 瞬间已经足以击碎所谓的 “圆满”。如果 

耶稣只是神而不是人，那么肉体的摧残和死 

亡就无足轻重，他的牺牲就不成为牺牲，上 

帝之爱也就无从谈起。十字架对于作为人的 

耶稣始终都是沉重的。他绝对不是满怀 

“功德圆满”的喜悦走上牺牲之路的。十字 

架事件的悲剧美不在于耶稣舍弃了生命，而 

在于他牺牲了自己所热爱的生命。耶稣足够 

悲苦，上帝之爱才足够伟大。如果没有对生 

命的珍惜，耶稣的献身才是缺乏悲剧感的。 

对于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子耶稣来说十字架上 

的牺牲是一个标准的否定性结局。复活已经 

是超越死亡的事情，它并不能改变耶稣在尘 

世之内是一个失败者的事实。但由于耶稣自 

身所具有的强烈的为人类献身的使命感以及 

指向天国的拯救意识，耶稣的失败在否定了 

人类在现世得救的一切可能的同时更坚决地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天堂。 

与受难事件相对浓厚的悲剧色彩相比， 

耶稣的复活常常是人们否定 “道成肉身”包 

含悲剧意味的主要理由。耶稣在死后复活和 

升天的情节彻底改变了死亡的含义，把人生 

的终点变成了永生的起点，把世人对现世利 

益的追求变成了对身后得救的企盼。朱光潜 

说 “悲剧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 雅斯 

贝尔斯也认为悲剧 “是问询，而非接受”，凹 

似乎悲剧美的精髓就在于把疑问大声呼喊出 

来却又难以做出决断。而耶稣复活所包含的 

拯救意义因为回答了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 

“被拯救的机会残损了身陷困境无以逃遁的 

悲剧感”，凹一直是学者们反对耶稣的故事具 

有悲剧美的根本所在。实际上，悲剧美的呈 

现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绝望，耶稣复活 

所宣扬的上帝的拯救也并非我们想当然的那 

么肯定，两者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沟通。首先 

悲剧总能使精神得到升华而非使之受到压抑。 

“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 

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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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悲剧中的失败和毁灭最终带给我们的 

不是沮丧和绝望，反而是生的意志的强烈反 

弹和爆发。悲剧的美感是超越在整个悲剧之 

上的。历史性生存中的失败和毁灭总是不可 

逆的但也是极其有限的，它们作为悲剧的核 

心内容而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激发起世人 

对非历史性的永恒的热切要求。正如巴尔塔 

萨所言： “悲剧中破碎的东西，是以一个对 

牢不可破的整体的信仰为前提的”， 超越了 

有限的生死成败的拯救意识是支撑悲剧美的 

最关键的那根基柱。所以，耶稣的复活并不 

能否定耶稣之死的悲剧性。因为悲剧是对在 

死之内的有限生存而言的。“我们最终被给 

予的东西超越了耶稣的历史存在，类似于艺 

术超越了它的物质表现”。凹复活对死后永生 

的肯定不仅不会消解有限生存的悲剧，反而 

正是悲剧超越之美的自然延伸和呈现。耶稣 

复活所带来的拯救信息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悲 

剧性境遇充分体认基础之上进而又超越了有 

限生存的。人活在世上的确是无以逃遁。耶 

稣给人指出了一条得救的道路，但这条路并 

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灵魂的避难所。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 

的人也少”。 拯救发生在人间之外，可以期 

待却不能把握。人们在生存之内所能做的是 

通过勇敢地直面生存的苦难和像耶稣一样的 

爱人如己来赢取得救的信心。表面上看是耶 

稣在人间的故事之结局的复活事件，其实已 

经超越了为人的耶稣的有限生存，复活后的 

耶稣重新回到了道成肉身之前的永恒当中， 

他从人间获得的人性也随之神化了。耶稣的 

永生成为基督徒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把悲 

剧艺术在审美主体心灵中激发出来的精神超 

越的理想形象化了。这个形象化的理想在遥 

远的彼岸与尘世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交 

相辉映，使悲剧美潜在的超越之维在基督教 

信仰的框架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 

总之，《圣经》本身并非悲剧，但当我 

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它时，就会发现悲剧美 

构成的几个方面都在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 

关联的 《圣经》故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展现。但是由于这些故事是出于信仰目的而 

写作的，不是艺术家严谨艺术构思的产物， 

所以在对悲剧美的呈现上往往是不够充分 

的。然而这种不充分 的悲剧美 并不妨碍 

《圣经》阅读者们通过自由的想象和真诚的 

思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最充分的悲剧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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