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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 

的影响评述 

袁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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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 ； 

： 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 

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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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圣 

经》这部西方文化典籍的文学特性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国外学者运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对《圣经》 

文本的文学性作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出版了大量 

专著，甚至设有专门的研究杂志；国内研究者也从 

2o世纪8O年代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些 

现象表明，《圣经》文学研究逐步兴起，渐成显学， 

是当代国际、国内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 

究课题，值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一

、《圣经》的文学价值 

《圣经》研究同《圣经》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 

直到20世纪中期没有人认为《圣经》本身有什么 

文学价值。不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是世俗读 

者都把《圣经》文本看作形式上比较杂乱的一个集 

子，它包含了律法、家族谱系、历史故事、神话寓 

言、传说、诗歌等多种文类。就语言而论它也比较 

复杂，前后用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记述，又经过拉 

丁文和英文的漫长翻译和编辑历史，所以似乎无 

法谈及它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和特点。“《圣经》文 

学”(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一词，最早由英国19世 

纪中期的著名诗人马修 ·阿诺德发明使用后，《圣 

经》一书的“文学性”引起现代西方学者的重视，研 

究者 H众。l9世纪 中期奥尔 巴赫 (Erich Auer- 

bach)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模仿：西方文学中描 

绘的现实》(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部重要著作。虽然只用了 

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来讨论《圣经》的文体， 

但他已经成功地揭示了《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和 

历史文献，它也是与荷马的《奥德赛》并驾齐驱的 

伟大史诗，被视为是“对《圣经》做出现代文学理解 

的出发点”⋯。奥尔巴赫指出，“荷马风格”与“圣 

经风格”是西方文学史上摹仿、表现现实的两种相 

互对立的艺术方式或传统。奥尔巴赫首次把《圣 

经》提升到与荷马史诗同等并列的高度来分析，确 

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在这一理论体系 

中，《圣经》代表了与古典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摹 

仿风格，对后世严肃现实主义具有示范作用，人们 

可以从荷马风格／圣经风格、古典现实主义／严肃 

现实主义的相互对立、融合中把握欧洲文学史的 

发展脉络，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圣经》的文学独 

特性。自奥尔巴赫后，西方把《圣经》文本明确地 

作为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便逐渐兴起，吸引了无 

数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思想理论有兴趣 

的学者。对《圣经》的文体、叙事特点、人物塑造、 

整体结构、修辞手段、隐喻和象征含义等进行深入 

探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有独到见地的学者很多， 

其中最突出的是诺思洛普 ·弗莱(Northrop Frye)、 

罗伯特 ·艾尔特(Robert Alter)、梅厄 ·斯腾伯格 

(Meir Stemberg)、加布利尔 ·约斯泊维齐(Gabriel 

Josipovici)、帕特里克 ·格兰特(Patrick Grant)等。 

而后现代的文论家们也不甘寂寞地加人了阐释 

《圣经》的行列，比如米柯 ·巴尔(Mieke Ba1)对 

《旧约 ·士师卷》作了相当深刻的女权主义批评， 

而米哈伊尔 ·巴赫金(Mikhail Bahktin)、保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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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Paul Ricoeur)和罗兰 ·巴特(Roland Bar— 

thes)等也纷纷撰写了文章，用各 自创建的理论来 

展示《圣经》的文学特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 

要人物，他们从《圣经》的文学性／历史性的二元对 

立、《圣经》文本的叙述机制和特点、《圣经》的文 

学整体性等几个方面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圣经》 

文学研究。 

《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首 

先，作为古代文化典籍，《圣经》是古代希伯来人和 

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创作活动的结晶，蕴含着多种 

文化价值。像《圣经》这样的文化巨著，自然包含 

着文学艺术的创造成果。其次，以《圣经》为代表 

的信仰传统构成了欧美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核 

心，在各个历史时期内在地制约着他们的文化价 

值观念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活动虽 

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也具备意识形态属性，自 

然也就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制约机制，只是在某些 

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相对显著一些，而在其他 

时期则会隐蔽一些。但总体上看，这一影响的脉 

络一直绵延不绝。最后，《圣经》与《荷马史诗》一 

道并肩伫立在西方文学的发轫之地，“圣经风格” 

与“荷马风格”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基本 

框架。《圣经》在体裁创新、人物塑造、叙述结构、 

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就，积累了成功经 

验。后世作家、艺术家从中汲取了作品“内容”方 

面的道德教诲和信仰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 

在作品“形式”方面寻求灵感，从而不但从《圣经》 

中寻找创作题材，而且在形式技巧方面获益匪浅。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意义重大、富于原创性的哲 

学、宗教学、政治学巨著问世，但就对后世文学的 

影响来分析，还没有一部作品对人们的文学艺术 

活动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有的外国学者强调， 

《圣经》中运用的大量文学手法并不是点缀，其功 

能并不是将一段贫乏、枯燥的论述变得富有说服 

力，而是用独一无二 的方法表达 了对生活 的认 

识 J。弗莱认为圣经“既是文学性的，又能使自己 

完全不成为文学作品”l_3 J。 

二、《圣经》与西方文学 

《圣经》对后世欧美文学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但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而言，影响 

的程度和特点各有不同。“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 

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 

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 

文化才有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 

泰和尼采。” 大致说来，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 

纳为国教至中世纪末期，它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支 

配性的；文艺复兴以后尤其2O世纪初期以来，随 

着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日深，它的影响力相应减弱， 

但在历史名家名著中，它的价值观念和人格模式 

依然或明或暗地具有终极坐标或理想模型的意 

义。这是因为，《圣经》作为希伯来文化的基本经 

典，反映的大体是人 的精神性、道德性或神性特 

征。学者们都共同认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 

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 

的话，了解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 。近世 

以来所翻译的大量的西方作家作品中，部分作家 

作品具有丰富的宗教性内容，如卢梭、但丁、莎士 

比亚、列夫 ·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 

创作所显示出的“灵魂的深度”正是现代作家所推 

崇和喜爱的审美力量。老舍把西方文学的宗教传 

统称之为“灵的文学”，“从中世纪一直到今 日，西 

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 

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 。 

文学经典既有自身的成就，也往往构成一种 

创作典范，对后代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决定着众多作家的艺术想象。 

在这方面，《圣经》甚至超越了《荷马史诗》，成为 

西方文学史上历久不衰的经典。作为西方文学的 

源头之一，《圣经》中的意象、人物形象、典故传说 

等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后世欧美作 

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之一。欧美作家在描 

述故事、塑造人物、构思艺术场景之时，经常会诉 

诸《圣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具体的文本超越 

时间、空间的限制，具备强烈的讽喻功能；另一方 

面又应合着欧美人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接受者 

的联想或想象而与欧美人在基督教文化氛围内长 

期积淀的群体心理、意识联系起来。基督教的广 

泛传播，产生了很多虽不是脱胎于《圣经》，但深受 

基督教义影响的作品，如早期日耳曼民族的史诗 

《尼柏龙根之歌》等及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亚瑟王 

的故事》宣扬了崇拜圣母 、忠君护教的基督教思 

想。而许多作家直接以《圣经》中的人物、故事为 

素材进行创作。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 

和《斗士参孙》皆取材于《圣经》故事。班扬的《天 

路历程》几乎完全受《圣经》启示而创作，从头至尾 

穿插着《圣经》中的故事、词句和其他材料。此外 

《圣经》中无数流光异彩的文字、蕴义深刻的词句、 

美妙绝伦的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长期以来 
一 直成为众多著名作家引经据典的宝库。莎士比 

亚的戏剧也与《圣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莎翁本人 

的创作可以分为“喜剧、历史剧一悲剧一传奇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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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个发展阶段，基本上符合 u型结构。从人物 

原型来看，“基督一替罪羊”这一《圣经》中最为典 

型的人物原型多次出现于莎剧人物塑造中。许多 

悲剧主人公“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 

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 。37 

个剧本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典故或语 

句，总计达500多处。透过这些表层联系，人们从 

莎剧中能不时发现各种圣经文化母题，诸如上帝、 

神意、崇拜、荣耀、博爱、宽恕、节制、怜悯、知足、自 

爱、祈祷、忏悔、罪、赎罪、恨、伪善、死、审判、魔鬼、 

末世、天堂、复活等。在更深的层面，莎剧还体现 

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完美融会，继承和张 

扬了希伯来精神，极力讴歌崇高的道德信念和仁 

慈博爱的人格。9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与《圣经》 

或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日益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 

趣。汪义群在《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中对我国莎 

学研究中流行的莎士比亚“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 

的说法提出质疑，尹振球在《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 

观念的反叛与回归》中也得出类似结论——莎士 

比亚对基督教观念的回归非但不是一种倒退，而 

且是一种超时代的前进。 

在20世纪欧美文学的重要作家中，自称“英 

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的T．s．艾略特较早提倡用 

“神话手法”来创作。他在评价乔伊斯的《尤利西 

斯》时，指出“神话手法”可以给无秩序的现代生活 

带来秩序，而他的神话主要来源于《圣经》。有的 

研究者分析了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的“死亡与再 

生”、“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神 

话原型，认为艾略特成功地运用宗教原型，挖掘现 

代人的内心世界，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建立起一个 

连续的平行结构，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并且 

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使其具有永恒的 

艺术魅力 引。 

由于《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最典型地表现 

为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不少研究者都由此落笔，以 

实证精神具体地探讨一批诗人作家如何借鉴引申 

圣经题材，汲取发扬圣经观念，写出不朽的传世佳 

作。如朱虹的《基督教(圣经)和(简爱)》、叶兴国 

的《劳伦斯与(圣经)》、邹溱的《(老人与海)中的 

圣经隐喻》、肖明翰的《福克纳与基督教文化传 

统》、何云波的《基督教(圣经)与(日瓦戈医生)》 

等。此外，也有论文追踪某些圣经形象在文学史 

上的嬗变，如梁工的《书拉密寻踪》和《简论该隐形 

象在欧洲文学中的演变》。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二 

战”后的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和《圣经》人物存在着 

对应或影射关系，如怀特的《乘马车的人》的小说 

题目即出自《圣经 ·旧约》的《以西结书》，暗示了 

小说精神折磨和赎罪的主题；’戈尔丁的《塔顶》的 

主人公牧师约塞林综合了亚当、该隐和撒旦等三 

个圣经人物 。这些研究《圣经》的著作采用的理 

论或方法几乎全部植根于后现代，他们用结构主 

义、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 

义、女权主义或其它阐释学方向的理论高层次地 

对《圣经》进行了解读。 

三、《圣经》与中国文学 

基督教自唐代传人中国，开始了它的汉语文 

化阐释时代。它与中国文化诸方面内涵——政 

治、伦理、教育、科技、大众传媒等都曾发生过或多 

或少的联系。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基督教是取其以 

《圣经》为中心而形成的文化元典意义和语言形 

式。基督教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较全面而深刻的 

影响，主要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随着近现 

代以来的教会学校的创办和留学生教育的实施 ， 

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西方宗教和文化的知识分子， 

西学东译，尤其是《圣经》的汉译与传播扩大了基 

督教生存的社会公共空间，现代作家所拥有的人 

道主义情怀和个体生存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 

了基督教的意义世界。这些都为基督教进人中国 

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能。 
一 如在西方，在中国大陆，圣经神话也是最富 

魅力的话题之一。它的印迹清晰地镌刻在太平天 

国诗文，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陈独秀、 

胡适、周作人、闻一多的文论 ，鲁迅、林语堂、梁实 

秋、冯至的散文，冰心、徐志摩、李金发、陈梦家、艾 

青、绿原的诗歌，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苏雪林 

的浪漫派小说，许地山、茅盾、陈翔鹤、老舍、巴金、 

萧乾的写实派小说，以及田汉、曹禺、向培 良的戏 

剧创作中。中国近现代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 

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 

现原型、汲取灵感、生发意念，创作出各种带有圣 

经情结的著名作品。冰心把对宗教的感受转化为 

“童心”、“母爱”和“自然”，使宗教伦理化和自然 

化，融合了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让爱的终极关怀 

所具有的纵向深度，向横向的平面展开。鲁迅一 

生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圣经》故事、典故、 

箴言达几十次，并常常引申出精辟的见解  ̈。新 

文化运动的健将郭沫若率先使用《圣经》典故，在 

其新诗《女神之再生》中使用了“旧皮囊装新酒” 

的比喻。再以巴金为例，他对圣经题材的汲取、典 

故的运用以及词汇 的引用多达 63处 以上  ̈。 

《圣经》的典型意象如伊甸园、十字架、马槽、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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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等流溢于艾青的早期诗作，在诗人的整个审美 

创造中实现了对《圣经》中的苦难意象、献身意象 

与光明意象的创造性转换。大体而言，对于中国 

现代作家来说，《圣经》的核心概念“上帝”和“耶 

稣”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圣经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精神启蒙、人的文学和真善 

美极致的追求，以及对博爱人格和献身人格的弘 

扬 引。 

不少中国作家根据自己的文学理解对《圣经》 

素材进行选择，并作了适当的调整、改造，借《圣 

经》故事传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与心声。如鲁迅的 

《复仇 ·其二》取材于《马太福音》；茅盾的《耶稣 

之死》、《参孙的复仇》取材于《福音书》和《士师 

记》；艾青的《马槽》取材于《路加福音》；徐志摩的 

《卡尔佛里》取材与《福音书》；冰心的《客西马尼 

花园》和《髑髅地》取材于《路加福音》。引用《圣 

经》原文或译文也好，化用圣经意象、句式和语气 

也好，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取材方 

式和文体风格。《圣经》就是这样通过中国作家的 

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影响到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 

中文《圣经》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 

译作”之一 引。《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主观目的 

虽然在于宣扬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文 

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圣经》中文版本的流 

传，使中国文学家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了圣经文学， 

中国学者和文学家们对圣经文学性的评介则促进 

了圣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现代作家积极 

寻求现代思想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资源，基督教文 

化所具有的现实批判与终极关怀，悲悯情怀与拯 

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作家的价值需 

求。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圣经》的关注主要出自于 

精神的渴求、知识的兴趣和艺术的追求。圣经文 

学通过他们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影 

响到现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艺术风格和美学内涵， 

乃至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 

结束语 

基督教和《圣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渊源 

和文化背景。从西方文学的题材、情节和人物到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乃至文学批评和 

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渗透和影 

响，或者说，无论是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 

学理论，还是涉及到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它们都 

保留有鲜明的基督教和《圣经》印记。评价基督教 

《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 

深度上都很难一言尽述，它们之间具有密切、深刻 

的共生关系。圣经文学研究在学术领域尤其西方 

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相应地占有十分显赫的位 

置。而中国改革开放 20年来，不论对圣经文学本 

身的内容、观念、形式技巧、风格等的探讨，还是对 

《圣经》与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取 

得了可观的成绩。总之，《圣经》文学研究的崛起 

是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它的 

意义，首先在于把学术界长期漠视的《圣经》文学 

提高到西方文学源头的高度，从源头上客观地认 

识西方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其次，它也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价。 

这一切，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学 

的发展和演变线索，对研究者热切期盼的“重构文 

学史”产生深远影响。但中国的研究欲汇入国际 

圣经文学研究的主潮，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方面 

的研究必定能克服各种困难而不断深入，取得更 

加优异的成绩，这是由圣经文学研究对于准确地 

理解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重大意义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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