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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之交《圣经》在 中国的译介 

20世 纪 之 交 ，基 督 教 以西 方 宗 教 和 外 来 文 化 的 

双重 身ffj-进入 中国。第一 次鸦 片战争 前后 ，基督 教 

的经典 《圣 经》首先 通 过 传教 士 汉学 家 的译 介 与 当 

时 的主 体 文 化 发 生 了 联 系 。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大 

背景 和宽松 的宗教 环境下 ，《圣 经》被 当成 与 马克 思 

主 义 著 作 、进 化 论 思 想 加 以 礼 待 。 陈 玉 刚 先 生 对 这 

一 时期 的《圣经 》翻译作 出了公允 的评价 ： 

鸦 片 战争 前 后 ，外 国 传 教 士 由于 宣传 基 督 教 教 

义的需 要 ，已不 断地 在翻 译 《圣 经》。《圣 经》，特 别 

是其 前 一部分 《旧约 全 书》，既是 一部 宗教 书 ，又是 

一 部希伯莱文学 总集 ，其 中公 元前 十 三世纪 到公元 

前 三世 纪 的 希 伯 莱 民 间 史 诗 、神 话 传 说 、战 歌 、寓 

言 、抒 情诗 等 ，都 有 很 好 的 文 学 价 值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说 ，《圣 经》也 可 以说 是 我 国翻 译 文 学 作 品的 一 

种 。 (陈 玉 刚 ，1989：26) 

从 1819年 基 督 教 新 教 传 教 士 马 礼 逊 在 中 国境 

内翻译 完文言文 《圣经》，到 1919年“和合本”《圣经 》 

问世 的 一 百 年 间 ，是 《圣 经 》在 华 得 到 译 介 的 黄 金 时 

期 。在 这 期 间 出 现 了 深 文 理 (文 言 文 )、浅 文 理 (浅 

文 言 )、官 话 (白 话 )3种 文 体 共 9部 完 整 的 中 文 圣 

经 。(庄柔玉 ，2000：128)西 方 传教 士 的 汉译 《圣经 》 

主要 是 求信 、求达 ，后 来 中 国学 者 翻译 《圣经》则 在 

信 、达基础上求雅 、韵 ，并 与许 多 中国传统 文学 表述 

手法 相 x,l照 、相 比较 ，甚 至 尝 试 以某 种 中 国 文 体 或 

诗体来 翻译 《圣经》，使《圣 经》的翻译 成为 一种 中 国 

文学的再 创作 。 (卓 新平 ，2000：268)如译 界 泰斗 严 

复曾用 “文笔古 雅”的文 言文 译 出《马 可福 音 》1—4 

章(朱维之 ，1992：72)，1908年在上 海发表 (Chart Sin— 

wai and David E．Pollard，1995：58)。许地 山曾 翻译 

《雅歌》；吴 经熊 博 士则 用 五、七 言古诗 体尝 试 翻译 

《诗篇》；李 荣 芳 用 “骚 体 ”译 出 《哀 歌 》全 部 五 章 。 

(朱维之 ，1992：72)《圣经》的汉译 呈现 出文学 化 的趋 

向 (任 东 升 ，2OO3)。 

二 、中 国文 学 界 对 圣 经 文 学 性 的 介 绍 

配合圣经 文学 翻译 的高 涨 ，中 国学 者 、文 学 家 

和翻译家 积极介 绍圣经 文学 ，澄清 了许 多对 《圣经》 

的 错 误 认 识 ，引 导 了 中 国 文 学 界 对 圣 经 文 学 的 接 

受 。鲁 迅 是 最 早 通 过 文 艺 论 文 介 绍 圣 经 文 学 性 的 

中国文学 家。在他 眼里 ，《圣经》的文学 地位 是很 高 

的“特 在 以 色列 族 ，则 至 耶 利 米 (Jeremiah)之 声 -．．⋯ · 

然《哀歌》而 下 ，无庚 响 矣 。⋯‘耶利 米之 声 ”就是 《圣 

经 ·旧约》中被誉 为 希 伯 莱 文学 精 品 的《耶 利 米 哀 

歌 》(Lamentations)。五 四运 动 以后 ，由 于新 文 学 的肇  

始 ，青年 们如 饥似 渴地 读起外 来 的作 品 ，《圣 经》也 

渐渐 地 被 他 们 注 意 到 了 。 (朱 维 之 ，1992：73)随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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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合 本 ”的流 传 ，2O世 纪 20年 代 活 跃 在 中 国 文 坛 

的两个文学 团体 “文 学研 究 会 ”和 “创 造 社 ”的 主要 

成 员 对 圣 经 的 文 学 性 进 行 了介 绍 。 

“文 学 研 究 会 ”领 导 人 郑 振 铎 在 1921年 7月 发 

表 了《翻 译 事 业 之 研究 》，在 首 段 就 威 克 立 夫 (Wyelif) 

的《圣经》译本 和路 德 (Imther)的《圣 经》译 本分 别对 

英 国散 文 、德 国文学 的影 响 ，说 明《圣 经》对 西 方 文 

学 的 陶 冶 作 用 。 同 年 ，他 在 《译 文 学 书 的 三 个 问题 》 

中介 绍 了《圣 经》的文学 性 ，并对 照 “钦 定本 ”《创世 

记》翻译 了开 头 五节 。(郭 沫若 ，1984：375—378)为 

了配合对 圣经文学 性 的研究 ，郑振铎 还对 《圣 经》故 

事作 过 文 学 性 的述 评 。 他 认 为 ，“《圣 经 》具 有 无 比 

的价值 与重要 。其 中的几 篇 ，他们 的艺术 的精 神值 

已到 达 了极 峰 。”(胡绍 华 ，1999：14) 

“文学研 究 会 ”发起 人 之一 的周 作 人 早 在南 京 

求 学 时 就 通 过 “钦 定 本 ”《圣 经 》学 习 英 文 ，曾经 几 次 

想 动手翻译《圣经》。(朱维之 ，1992：72)在 “和合本 ” 

出版后 仅两 年 ，即 1921年初 ，他专 门发表论文《圣 书 

与中国文 学 》，对 “和 合 本 ”评价 很 高 。在论 及 《圣 

经 》译 介 在 中 国新 文 学 创 立 时 期 的 积 极 作 用 时 ，他 

指出 ：“《马太 福 音》的确 是 中国最 早 的欧 化 的文 学 

的 国语 ，我又预计 它与 中国新 文学 的前 途有 极深 极 

大 的关 系 。”(周 作 人 ：2002：43)直 到 1951年 ，周 作 人 

依然 把 圣 经 翻译看 作 是 与佛 经 翻译 同等重 要 的伟 

大 时 期 ，并 在 其 设 想 的 中 国 翻 译 史 的 三个 阶 段 里 划 

出 第 二 阶 段 的 起 点 — — 清 末 之 译 “圣 ”经 。 (陈 福 

康 ，2000：401—402) 

“创造社 ”的主将郭 沫若也 很早 注意 到 白话 《圣 

经》的翻译 。他 在 《文艺 论 集 ·续集 》中说 ：“合 译 一 

本 ，基督 教 徒 运 用 得 最 为 敏 活 。”(《沫 若 文 集 》十 卷 

第 56页 )指 的 就 是 白话 圣 经 的 翻 译 。 

鲁 迅 、郑 振 铎 、周 作 人 和 郭 沫 若 都 是 五 四新 文 

化运动 的 积极 参 与者 。他 们对 圣 经 文学 性 的介 绍 

和对 白话《圣 经》语 言优 点 的肯定 ，直接促 进 了圣 经 

文 学 在 一 代 青 年 作 家 中 的 进 一 步 传 播 。 

三 、《圣 经 》译 介 对 中 国 现 代 语 言 转 型 的 影 响 

《圣经》在 中 国的 翻译 和 介绍 对 中国文 学 语 言 

从文言 文 到 白话 文 的转 型有 直接 关 系 。梁 启 超 领 

导的文学 革命 ，语 言是 一个 需 要 变革 的重要 因素 。 

他说 过 ：“文 学 之 进 化 有 一 大关 键 ，即 由 古 语 之 文 学 

变为俗语 之 文学 是也 。”(包 礼祥 ，2001：179)19世 纪 

后半 叶 ，虽然 深文理 或文言 文在 中国的书 面语 言 中 

占统 治地 位 ，但 出 于开启 民智 的 需要 ，较通 俗 的 浅 

文理文 体 和 白话 应 时 流行 开 来 。《圣 经》译 者 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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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适 应 了 白话 时 代 的 到 来 ，1919年 2月 出 版 了 白话  

文《圣经》(“和合本 ”《新 旧约全 书》，又称“蝴蝶本 ”； 

1939年更名为《国语和合 本》)。这 是一部 真正 的具 

有 “文 学 品 味 ”的译 本 (赵 维 本 ，1993：43)。 由于 它 恰 

好 在新 文学运 动前夕 完成 ，遂 成 为 “新 文学运 动的 

先锋”(朱维之 ，1992：70)。由于这 部 《圣 经》是 中 国 

最早 用 白话 文翻译 的著作 中最 为准确 、审慎 的好 译 

本 ，销量 以百万 计 ，它 与 当时知 识界 倡 导 的 白话 文 

运动不谋而合 ，为开拓 白话文学 的先驱 们提 供 了一 

块 他 山 之 石 ，对 新 文 学 无 形 之 中起 到 了 “推 波 助 澜 

的作用”(Janiee Wickeri，1996)。中文《圣经 》以其 自 

身 的汉 语 文 采 吸 引 了 大 批 中 国读 者 。 正 如 朱 维 之 

所回忆 的中国文学青年 阅读 白话《圣经》的场 面 ： 

五 四前夕完工的“官话和合本 ”《圣经》新译本 ， 

也 引起 了文学青年 的好奇心 ，对其 中的《诗篇》、《雅 

歌》、《约伯记》、《马太福音》等也觉得美不胜 收。 

(李 寿兰 ，1989：189) 

早在新 文学运 动 开始 之初 ，有人 攻 击 说 “白话 

是马太福音体 ”，鲁迅就 回答 ：“马太福音 是好 书 ，很 

应该看 。”(鲁迅 a，1982：89)1921年 ，周作人 著文 《圣 

书与 中国文学》，论及《圣 经》与 中国新 文学在 “精 神 

与形式 ”两方 面的关 系时说 ，《圣经》在 中国“时地及 

位置都与 欧洲 不 同 ，当然 不能 有 完全一 致 的结 果 ， 

但 在 中 国语及 文学 的改造上 也必 然 可 以得到许 多 

帮助与便利 ，这 是我 深 信不 疑 的 ：这个 动 因 当是 文 

学 的，又是有意 的。”(周作人 ，2OO2：43)1947年 ，郭沫 

若将《圣经》翻译和佛 经翻译 、近代西 方文学 作 品 的 

翻译对 中国文学 的影 响相提并论 ： ‘让我们 想 到《新 

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 文学作 品 的翻译对 于现行 的 

中国的语言 文学上 的影 响吧。”(郭沫若 ，1984：335) 

对 于《圣经》译介 对 中 国现代 文学 在语 言 和文 体 方 

面的影 响，鲁 迅所 持 的肯 定态 度 、周 作人 的远 见卓 

识和郭沫若 的回顾 总结都 说 明，《圣经》译介 确实 对 

中国现代文学的语 言转 型产 生了积极影 响。 

四、《圣经》译 介对 中国现代文学 的影 响 

《圣经》译介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关系 ，可以从 

《中国近代 文学大 系 ·翻译 文学集》(三)收 录的两首 

《旧约》诗 歌一 《弓歌》和《雅 歌》窥 见一 斑 。(施 蛰 

存 ，1990：95—102)这两首诗歌虽然都是 由传教士主译 

的，却被中国文学界 当作“翻译文学”看待 。而在 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 ，几乎所有 的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 

家 ，如鲁迅 、郑振铎、茅盾 、林语堂、许地山、王统照 、周 

作人 、郭沫若 、郁达夫 、田汉 、成仿吾 、冰心、闻一多 、徐 

志摩 、巴金 、老舍 、曹 禺等 ，都在 自己的著作 中引证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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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或介 绍 过 圣 经 文学 。那 些 曾在 教 会 学 校 接 受 教 育 

的人 ，如冰心、许地 山 、张 资平 、林语 堂 、曹 禺、萧乾等 

对《圣经》有着更 特殊 的认识。 

、沈从文 、萧 乾等作 家初 事写作都 是从模仿 

《圣经》开始的。基督 教文化通 过其主要 书面载体《圣 

经》广泛地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 ，中国作家 

也有意识地 以借鉴 《圣经》内容服务 于 自己的创作意 

图 。 

1．《圣 经 》语 汇 、典 故 和 意 象 进 入 中 国现 代 文 学 

作 品 

朱 自清 曾说 ：“近 世 基 督 教 圣 经 的 官 话 翻 译 ，也  

增 富了我 们的语 言 。”(梁 工 ，2001：400)《圣 经 》在 中 

国 现代 文 学 中 的 反 映 ，最 先 见 于 圣 经 典 故 、意 象 和 

文句 ，甚 至 个 别 章 节 出现 在 中 国作 家 的文学 作 品 

里 。早 在 晚 清 的 “诗 界 革 命 ”中 ，黄 遵 宪 、谭 嗣 同 、夏 

曾佑 、梁 启 超 等都 喜 欢 用 《新 约 》的 词 句 、典 故 。 “新  

约字 面 ，络 绎 笔 端 ”，“苟 非 当 时 同 学 者 ，断 无 从 索  

解 。”(郑欣 淼 ，1996：316)鲁迅亲 自买来 《圣经》阅读 

(鲁 迅 1925年 2月 21日 、1928年 12月 12 日的 两 篇 

日记 均有 购 买 《圣 经 》的 记 载 )。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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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 工 ，2001：401)新 

文化运 动 的健 将 郭 沫若 率先 使 用 《圣 经 》典故 。例 

如在其 新 诗 《女 神之 再 生 》中使 用 了 “旧皮 囊 装 新 

酒 ”的 比喻 ： 

姊妹 们 !新 造 的葡 萄 酒 浆 

不 能 盛 在 那 旧 了的皮 囊 。 (郭 沫若 ，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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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绍 华 ，1999： 

143)。《圣经 》的典 型意 象如 伊甸 园 、十字架 、马槽 、 

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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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 大 圣经 意 象 的 

多样 组合 与 呼应 使 艾青 的诗 作 获得 了丰厚 的文化 

学 内涵 ，也 构 成 了 他 的 诗 歌 博 大 沉 郁 、幽 邃 庄 严 的 

美 学 风 格 。 

2．中国作 家引用《圣经》章 节代替前 言和序 言 

不少现代 作 家在 自己的文 学 作 品 中经 常 引用 

《圣经》的经文代 替前 言和序 言 ，来 说 明作 品的主体 

思想 。如 巴金 的《电》最 初 发表 在 《文学 季 刊》时改 

为《龙 眼 花 开 的时 候 》，在 其 上 、下 篇 引 用 了《启 示 

录》和《约翰 福音》中的 6段经文 ，巧妙地暗示 了小说 

的题 旨。又 如 曹 禺 初 版 的 剧 本 《日出 》扉 页 上 有 一 

篇 特 别 的 题 辞 。 除 了 一 段 《道 德 经 》外 ，其 它 7段 摘 

自《旧约》的《耶利米书》、《新 约 》的《约翰 福音》、《罗 

马书》、《格林 多前 书》、《帖撒 罗 尼迦后 书》以及 《启 

示录》，中文均 引 自白话 《圣 经》。如 此之 多引述 《圣 

经》经文 作为全 剧 的题 旨，在现代 文 学 中可 以说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如 最 后 两 节 ： 
“

⋯ ⋯ 复 活 在 我 ，生 命 也 在 我 ，信 我 的入 虽 然 

死 ，也 必复 活 ⋯ ⋯ ” 

《约翰福音》第 11章 

“我又看见 一 片新 天新 地 ，因为 先前 的天 地 已 

经过 去 了!” 

《启 示 录》第 21章 

这一做法与俄国作家列 夫 ·托尔斯 泰在 《复活》 

卷首 引用 (-B太 福音》、《约 翰福 音》、《路 加福 音》中 

四个 章节 的做法颇 为相 似 。(汝龙 ，2000：3)通 过引 

用《圣经》经文 ，剧作 家含蓄 地点 明了 自己的创作 意 

图 ：题 辞 中 的 “光 ”与 剧 本 中 的 “日 出 ”是 同 一 种 意 

蕴 。 

3．中 国文 学 家化 用 《圣经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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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删 、归 纳 ，直 至 强 

化 、改造 ，借 《圣经》故 事 传达 自己 的某 种情 绪 与心 

声 。这 就是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史 上 出现 的 一 个 十 分 有 

趣的现象 ：中国文 学家对《圣经》内容的“化 用”。从 

下面几则作 品 目录和取材来 源可 以看 出 ，这 种做 法 

在很大 程度上有对《圣经 》内容 的编译之嫌 。 

题 裁 作 者 作 品 取 材 

散文 鲁迅 <复仇 ·其二> <马太福音> 

<耶稣之死> <福音书> 小说 茅盾 

<参孙的复仇> <士师记> 

创 ‘马槽> ‘路加 福 音> 艾青 

<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约翰福音> 

作 诗歌 徐志摩 <卡尔佛里> <福音书> 

<客西马尼花园> 冰
心 <路加福音> <髑髅地> 

戏 剧 向培 良 ‘暗嫩> ‘撒母耳记>(下) 

● 小说 茅盾 <耶稣与强盗》 <福音书> 

翻 <美尼》(独幕剧) 

茅盾 <耶稣与淫妇>(比利 时 <福音书> 
戏 梅特 林 克) ’ 译 

田汉 <莎乐美>(英国王尔德) <马可福音> 

“耶稣之死 ”历来 是一个惊 心动 魄的文 学题 材 ， 

耶稣 的英雄 形 象反 复撩 动着 中国文学 家 的艺术 情 

致 。鲁迅 1924年发 表 的《野草 ·复仇 (其 二 )》、徐志 

摩的 《卡 尔 佛 里 》(Calvary的音 译 ，为 耶 稣 的 受 难 

地)、艾青 的《一 个拿撒 勒人 的死》(耶 稣 出生于拿 撒 

勒)、冰心 的《客西 马尼 花园》(耶稣被 捕前祷 告 的地 

方 )和《髑髅地》(耶稣被 钉十字架 的地 方 Golg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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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演绎 了这个《圣 经》主题 。鲁迅 的散文 直接从 《圣 

经 》取材 ，相 当忠实地依 据 了《马太福音》的第 27章 ， 

通 过 耶稣 的 形 象 表 现 了革 命 者 的 意 志 和 对 “庸 众 ” 

的痛 斥 。 徐 志 摩 和 艾 青 的 诗 作 都 蕴 含 了 自 己 的 理 

解 和 评 论 。 冰 心 的 作 品 则 只 是 客 观 地 表 现 耶 稣 受 

难 的 场 面 。 

茅 盾 也 采 用 《圣 经 》内容 作 为 创 作 的 材 料 来 源 。 

1942年 ，他 主要 取 材 于《新 约 》四福 音 书 耶稣 传道 、 

受难 的故 事 写 成 了《耶稣 之死 》；根 据 《旧约 ·士 师 

记 》第 l4一l6章 以 色 列 大 力 士 参 孙 的 故 事 写 成 了 

《参孙 的复仇 》。这 两 篇 小说 与 其说 是 茅盾 个人 的 

文学创作 ，倒不 如说是 他对 《圣 经》内容 的编译 。如 

《耶稣之死》第 2节取 材 于《旧约 ·以赛亚 书》第 2章 

和第 40章 部分 内容 。所 谓 的先 知 以赛 亚得 到上 帝 

的“默示 ”，就 是直接 照抄 了现成 的 白话 《以赛亚 书》． 

第 2章 的 2—4节 。(茅 盾 ，1980：636) 

向培 良依 据 《撒 母 耳 记 》(下 )第 l3章 以 色 列 国 

王大卫 的长子 暗嫩 (Amnon)诱 奸 同父异母 的妹妹 他 

玛 (Ta瑚 r)而被他 玛 的胞兄 押 杀龙 杀死 的戏 剧性 情 

节 ，创作 了剧 本 《暗嫩 》。 以艺 术 风格 而 论 ，向培 良 

的这 部作 品属 于 “中 国话 剧那 些 唯 美倾 向的剧作 ” 

(胡 绍 华 ，1999：161)。 曹 禺 和 田 汉 对 取 材 于 圣 经 故 

事 的戏 剧 的翻 译 介 绍 ，为 中 国 翻译 文 学 引 进 了圣 经 

文 学 世 界 的异 国情 调 ，为 中 国 现 代 话 剧 的 发 展 助 了 
一 臂 之 力 。 

4．《圣 经 》对 中 国作 家话 语 方 式 的 影 响 

《圣 经》诗文杂 存 ，情文 并茂 。丰 富多彩 的文 体 

和雅俗共赏 的词 章句 式具有 很强 的传 情达 意功能 。 

现代 作 家 ，尤 其 是 那 些 接 近 西 方 文 化 和 熟 悉 西 方 文 

学 的 中 国 现 代 作 家 ，由 于 对 《圣 经 》内容 烂 熟 于 心 ， 

故 影 响 到 他 们 的 话 语 方 式 甚 至文 学 思 维 方 式 ，不 知 

不觉在文学创作 中掺进《圣 经》句式 ，成为 他们 个人 

写作 风 格 的一 种 构成 因素 。如 鲁 迅在 一 篇 早期 文 

章 中写 道 ： 

有 谁 将 我们 引 出 旷野 ? 

我 们 的 家 园 失 去 了 ，国 家 被 毁 灭 了 ，但 我 们 没 

有 面 对 世 界 和 子孙 唱 最 后 一首 歌 的 耶利 米 。 

(傅 光 明 、梁 刚 ，1992：lO6) 

这里使用 了《圣 经》中两个著 名 的人名 典故 ：率 

领 以色 列 民族 摆 脱 埃 及 统 治 、走 出 旷 野 的 民族 英 雄 

摩 西 (Moses)和 忧 国忧 民 、为 以色 列 民族 奔 走 哀 告 的 

先知耶利米 (Jeremiah)。鲁 迅 的语 气 "dz有 几 分耶 利 

米 式 的呼 号 。 

剧作家曹 禺并非 基督 徒 ，但从 小对 《圣经》就 感 

兴趣 ，反复 研读 《圣 经》和圣经 3c-q：，并形 成 了 自己 

的基本艺术创作 模 式。他 的《雷 雨》展示 了“父罪 及 

子”的报应 ，《日出》则折 射 出“光 ”的启 示 ，《原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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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着“救赎 ”的哀 求 。这三 部早 期 剧作 在 艺术 思 维 

上充满《圣经》的伦理意识 。 

巴金作 品 的一 种 特 有风 格 ，即直抒 胸 臆 ，以情 

感人 。有时直接 向读者倾 泄感 情 ，有时 借助别 人 的 

话语 打动读 者 的心 灵 。如在 《简短 ·病 》中 ，他 借用 

《约翰福 音》和《启示 录》的话 语叙 述 自己“明天 的信 

仰 ”。在小说 《新 生 》的末 篇 ，巴金 插 入 了《约翰 福 

音》第 l2章 24节 的一段 话 ：一 粒 麦子 落 在地 里 不 

死 ，仍 旧是一粒 ；若 是死 了 ，就结 出许多子粒来 。 

被尊崇为 “中国现 代小说一 代宗 师”的郁 达 夫 ， 

早在 1921年创作 的小说 《南 迁》中，通过 主人 公 “伊 

人”——一位信 仰基 督 教 的 中 国 留学 生 之 口，两 次 

引述 了“钦 定本 ”《马太 福音 》原文 ，一处 来 自《马太 

福音》第 5章 的 28、29两节 ，另一处则是《马太福 音》 

第 5章 的 2节 。 (郁 达 夫 ，1996：75)第 一 处 引 文 (见  

Holv Bible第 889页 )没 有译 出 中文 ，从 描写 主人公 

意 识 流 的需 要 的角 度 来 看 ，这 段 引 文 很 自然 地 与 其  

上 下 文 融 为 一 体 。 

以《圣经 》式的 “救赎模 式”构思 故事 ，最 典型 的 

莫过 于 冰 心 了。冰 心 的 许 多作 品 如 《十字 架 的 园 

里》、《晚祷 》、《相 片》等 都带 有 《圣经 》的明显 特 征 。 

另外 ，冰心 的许多赞 美诗具 有圣经 “赞美 诗 ”的意蕴 

和风格 ，许 多散 文 采 用 了类 似 圣 经 书信 体 的书 信 

体 、笔记 体 和书 简体 。如 她在 《寄小读 者 ·通 讯 十》 

中写 道 ： 

天上的 星辰 ，骤 雨 般 落在 大 海 上 ，嗤 嗤 繁 响。 

海波如 山一般 汹 涌 ，一切 楼 屋都 在地 上 旋 转 ，天 如 

同一张 蓝 纸 卷 了起 来。 树 叶子 满 空 飞 舞 ，鸟 儿 归 

巢 ，走 兽 躲 到 它 的 洞 穴。 

再 看《启示录》第 6章的 l3一l4节 ： 

天 上 的星 辰 坠 落 于 地 ，如 同无 花 果 树 被 大 风 摇 

动 ，落 下未 熟 的果 子 一 样 。 天 就 挪 移 ，好 像 书 卷 被 

卷起来 ，山岭海 岛被 挪 移 。离 开 本位 。 (《圣 经 ·新 

约 》第 439页 ) 

两相对 照 ，不难发现 冰心对 圣经 意象 、句 式 、语 

调 的 未 加 雕 琢 、浑 朴 自然 的 运 用 ，甚 至 达 到 思 维 方 

式 上 的 “化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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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沈从 文模仿《雅歌 》而开创“牧歌 体” 

周作人早在 1921年预测《圣经》将 “与 中国新 文 

学 的前途有极深极 大 的关 系”，真 可谓“先人 之见 ”。 

他 又说 ：“希伯 莱 古文 学里 那些 优 美 的牧 歌及 恋 爱 

诗等 ，在 中 国本很 少见 ，当然 希 望他 帮 助 中 国 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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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文 学 ，衍 出一 种 新 体 。”(周 作 人 ，2002：42)现 代 著 

名 作 家 、诗 人 沈 从 文 以 自 己 的创 作 实 践 作 出 响 应 。 

他 以《雅歌》为取法 对象 ，以亲 闻 目睹 的湘 西苗 族青 

年男女 的恋爱故事 为题材 ，写 出了一 系列表达 男女 

强烈 爱 情 的 “牧 歌 式 ”抒 情 诗 篇 。 他 的 小 说 《看 虹 

录 》中对 人 体 的 描 写 就 明 确 引 用 了 《雅 歌 》，将 两 性 

关 系 神 圣 化 。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花 园 里 多 了 “牧 歌 

体 ”这 朵 奇 葩 ，使 中 国文 学 的 肌 质 增 添 了牧 歌 般 的 

激情 、率 真和人体 美的美 学 内涵。这是 《圣经 》译 介 

对 中 国现 代 文 学 产 生 的 最 显 著 影 响 。 

五 、结 论 

今 天 的 中 国 学 者 认 为 ，中文 《圣 经 》是 “影 响 中 

国近代 社 会 的一 百 种译 作 ”之 一 (邹 振 环 ，1996：3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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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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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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