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 
— — 以语言文体为例 

王本朝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问题 ，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和形式创造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世界，尤其是对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从而成为 

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不可或缺 的文学资源。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文学 《圣经》资源 语言与文体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现代社会、历史、个人和心 

理等多种力量和资源共同创造和建构的，有其复 

杂多样性，并不完全符合后来文学史所追认和描 

述的单一的有其必然性的历史进程。追溯创造它 

的意义和形式的资源不得不提及《圣经》。早在上 

个世纪之初 的周作人，就在他 的一篇与《人的文 

学》和《平民的文学》有着同样历史地位的《圣书与 

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圣经》之于中国文学精神和 

形式重建的意义。他认为“《圣书》的精神与形式， 

在 中 国新文学 的研 究及创 造上 ，可 以有如何 的影 

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理 由是“中国旧思想 的弊 

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 ，所以文化不能 自由的 

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 

必要 的思想 ，调剂下去 ，或可 以得到一个 中和 的结 

果。希伯来思想与文艺 ，便是这多种思想中间，我 

们所期望的主要坚实的发行的努力。”①周作人的 

真实意图是用《圣经》来作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调 

剂”，产生“中和”作用 ，打破 中国传统的“固定”和 

“中心”所建立的“惟一”性，实现中国文学和文化 

的多元化进程。我认为 ，《圣经》与西方文化和文 

学 ，传统文学和民间艺术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一起 

共同参与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和形式世 

界 ，使 之 逐 渐 走 向 了 非 中 心 、非 单 一 的 多元 化 。 

《圣经》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 了多方面 的意义资 

源，就其语言文体而言，它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 

事、抒情方式，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抒情化的审美 

传统。尤其是它的自然而简洁的语言、象征与隐 

喻的结构，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股强大的非 

写实 的话 语 力量 ，并 与 中国现代 文学具 有 的现实 

主义传统产生文学的冲突和张力，在现代文学 的 

民族、国家和阶级叙事的背后坚守住了心灵叙事 

和情感想像的象征力量。 

《圣经》拥有丰富的神学和文学内涵，它既是 

基督宗教的文化典籍，也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学 

经典。尤其是西方文学，可以说是它的互文性文 

本。对中国文学而言，《圣经》的汉译始于唐代景 

教时期 ，在这以后逐渐出现了各种汉语译本 ，从文 

言到 白话 ，从片段到整体，直至 1919年才 出版了 

“国语和合译本”的《圣经》，它是至今最为流行而 

通用的白话《圣经》译本，也是发行量最大、翻译质 

量最高的汉译作品之一。中国现代作家的知识构 

成和价值资源在传统 四书五经之外，更主要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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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知识，包括作为西方文化经典 的《圣经》。现 

代作家接触《圣经》的经历以及所形成的知识 关 

联，只有在其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想像和创造的过 

程中才能凸显其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复杂意义。相 

对说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与《圣经》的文学资源 

比接受基督教义有其更便捷的通道 ，作为宗教组 

织形式的基督教在 中国历 史上 曾经有过一段帝 国 

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历史 ，基督教义与传统文化和 

现代思想的科学、民主和个性等价值理念也有冲 

突和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现代作家 

对基督教义的全面而深入的传释和想像。 

就《圣经》而言，引起现代作家关注的首先是 

它的话语力量。周作人就认为：“英文《圣书》的文 

艺上的力量，大半在于此二者 ：其一是它的非意识 

的讲究风格，这个要求在成书的那时候恰巧正布 

满世间；其二是它的用语的简单直截无所羞耻的 

魅力。” 《圣经》语言很有个性和风格，如行文的 

直率、自然而流畅，“非意识”的简洁和精炼 ，结构 

的对称性 ，追求 表达 的象 征和 比喻 ，拥 有 “无所 羞 

耻”的语言魅力 和来 自“世 间”的民间 风格 。周 作 

人的看法也得到了其他现代作家的认 同，沈从文 

就认为《圣经》那“接近 口语的译文 ，和部分充满抒 

情诗 的篇 章 ”，让 他 “学 会 了叙 事 抒 情 的基 本 知 

识”。③事实上，沈从文小说的 自然、流畅 ，典雅而 

又近 口语的行文方式，与《圣经》就有相当紧密的 

传承关系。老舍也从“英文圣经，与狄福、司威夫 

特等名家的作品”中体会到了“最简劲 自然的，也 

是最好 的文字”的道理 。(4)文学 史一般认 为老舍小 

说的简明、通俗和浅近的语言风格来 自于市民礼 

仪的口语传统，在这一点上，显然也有《圣经》语言 

资源。《圣经》语言在 自然、简洁和精炼之外 ，还有 

另一套行文风格 ，也 就是鲁迅所赞赏的“幽邃庄 

严”⑨，即追求语言的修饰之美，善用 比喻和象征 

手法。冰心从《圣经》的“耶稣讲天国，也是把天国 

比做具体的事物”的语言技巧里，领会到“会演讲 

的人 ，多是用比喻 ，以具体的事物去形容抽象的东 

西”的文学方式。@一般文学史上有“冰心体”的说 

法 ，主要是指她散文文体成熟的艺术个性，在我看 

来，“冰心体”的背后也有《圣经》资源。穆旦的诗 

篇充满 了心灵 的痛 苦和躁 动 ，他 的诗 作大 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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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语汇 ，形成“幽邃庄严”的意象世界。现代 

作家大量引用《圣经》语汇和意象 ，使用频率较高 

的有上帝、天国、伊甸园、乐园、福音、亚当、夏娃 、 

禁果、魔鬼、耶稣、圣诞、十字架、圣母、圣子、天使 、 

宁馨儿 、忏悔、祈祷、安息 、犹大、审判等等。相对 

于传统文学而言，《圣经》意象的出现不仅仅建立 

了新 的意象 空 间 ，更 主要 的丰 富 了文 学 的意义世 

界 ，由意象 而形成 了独 特 的审美 风格 。“十字 架” 

的使用就具有鲜明的悲剧感，如“我们是沉沦在／ 

悲苦的地狱 之 中的受难 者／我们 不得 不拖 了十字 

架／在 共 同 的 运命 底 下／向永 远 的灭 亡 前 进。” 

(《(茑萝集)·献纳之辞》)“我只是一个弱者／光明 

的十字架／容我背上罢／我要抛弃了性天里／暗淡的 

星辰。”(《春水 ·二六》)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意 

识。《圣经》的语言和意象在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 

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理想的、美好的，具 

有正面价值意义的意象，如“天国”、“天使”、“伊甸 

园”、“阳光”、“羊群”和“泉水”等 ；二是不理想的、 

具有负面价值意义的意象 ，如“魔鬼”、“审判”、“荒 

原”、“妓 女”和“地狱”等 。选择不 同的语 言意 象也 

意味着 具有不 同 的情 感态 度 和价值倾 向，冰心 喜 

爱使用温 暖 的语 言意 象，如 “天使 ”、“宁馨 儿” 

(《分》、《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最后的安 

息》)，“上帝”、“祈祷”、“光明”、“圣子”(《繁星》、 

《春水》、《圣诗》、《往事》)等，这也传达出冰心温 

馨 、澄明的审美之境。 

现代作家还大量地直接引用《圣经》语句 ，出 

现西方新批评家所说的文学互文现象。冰心组诗 

《圣诗》分别引用《圣经》中的《创世记》、《约伯记》、 

《诗篇》、《以赛亚书》、《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B太福音》、《以弗所书》、《雅各书》和《启示录》 

等，完成对《圣经》的改写。曹禺在《日出》中引用 

了《圣经》的 7段原文，显然有作“序”的涵义 ，当然 

也有象征的寓意。在巴金的小说《火》(第三部)、 

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杨刚 的小说《挑 

战》、苏雪林的小说《棘心》等作品中，也大量存在 

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的现象。引文有长有短，长 

则大段，短则一句。从叙述学角度上讲，它们起到 

了控制叙述节奏 ，创造结构张力的作用。就诗歌、 

散文等抒情性作品而言，“圣经引文”产生了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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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和比喻意义。 

文学语言生成为独特的话语方式。《圣经》的 

语言意象始终与它特定 的话语方式相关，《圣经》 

的语言力量主要体现在它的话语结构之中，也就 

是它的抒情和叙事方式。《圣经》由祈祷、赞美、呼 

告等抒情 方式形成了它的祈祷诗、赞美诗 ；由对 

话、演讲、书信、自传形成 了它的“寻求”、“忏悔”、 

“转变”和“复活”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 

《圣经》语言的过程 中，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 

了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文体模式。《圣经》中最有 

文学色彩 的篇 章是 以《雅 歌》、《诗篇》为代表的 “祈 

祷诗”、“赞美诗”和“抒情诗”，如“我的心哪，你要 

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你以 

尊荣威严为衣服”，“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 

耶和华喜 悦 自己所 造 的，他 看 地 ，地 便 震动，他 摸 

山 ，山就 冒烟，我 要一 生 向耶 和华 唱诗，我还 活 的 

时候，要 向我上帝歌颂，愿他 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 因耶 和华 欢喜，愿罪 人从 世上 消灭，愿 恶人 归 

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 

和华 !”(《诗篇》第 104篇)这些诗篇语言优美而寓 

意深刻。中国现代作家也创作有以“祈祷”为题的 

抒情诗作 ，如冰心的《晚祷》、周作人 的《对于小孩 

的祈祷》、梁宗岱的《晚祷》、陆志韦的《向晚》、王以 

仁的《读<祈祷>后的祈祷》、王独清的《圣母像前》 

等。冰心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充满着虔诚的祈 

祷情感 ，如“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 

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 

冕，我要穿着它，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烦恼和困 

难／在你的恩光 中／一齐抛弃／只刚强 自己／保守 自 

己，永远在你 座前，作圣洁的女JL／光明的使者，赞 

美大灵。”(《晚祷》)她的《圣诗》可以说就是祈祷 

诗。“上帝啊，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奥秘，谁能够知道 

呢，是我们么?是他们么，都不是的，除了你从光明 

中指示他，上帝啊，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也指示给 

宇宙里无量数的他，阿们。”(《圣诗·黄昏》)周作人 

对小孩 有这样的“祈祷 ”：“小孩 呵 ，小孩 呵，我对 你 

们祈祷 了，你们是 我的赎罪者，请赎我 的罪吧。” 

(《对于小孩的祈祷》)祈祷与赞美是孪生姊妹，冰 

心的《圣诗》，艾青 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 

槽》，徐志摩 的《卡尔佛里》、《婴JL)和《天国的消 

息》等同时也是赞美诗。如冰心的“光影里，宇宙 

的创造者 ，他——他 自己缓缓 的在 园 中行走，耶 和 

华啊，你创造他们，是要他们赞美你么，是 的要歌 

颂他，要赞他，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的，阿们。” 

(《圣诗·傍晚》)“感谢上帝”是冰心作品中使用频 

率非常 高的中心语词 ，她始终拥有一颗赞美 、感恩 

的心灵。艾青赞美“圣母”与“圣子”：“产妇的血， 

在永不开花 的马槽里，散下 了最艳 丽 的花朵／~1II小 

生命，延续了母亲的余力。”(《马槽》)艾青诗歌有 

着鲜明的“颂歌”模式，如《太阳》、《他死在第二次》 

和《复活的土地》等，他“赞美”“歌颂”太 阳、光明、 

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 ，他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 

与理想世界 的呼唤者 ”④。当然 ，我们不能说 艾青 

诗歌的“颂歌体”就完全来 自对《圣经》的简单模 

仿 ，但至少可以说受到了《圣经》的启示 。 

《圣经》中的《雅歌》深受现代作家的偏爱。周 

作人就认为：“《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 

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 

上去的 了。”④关于《雅歌》的 内容 和形式有不 同的 

解释，有人说是讽喻故事，也有人说是神话 ，还有 

人说是牧歌。现代作家把它当做爱情诗。冰心曾 

记叙了一件中学时代仿用“雅歌”体写“情诗”的趣 

事，曾教她中学代数和历史 的“T老师”。“美丽”、 

“和平 ”，态度“严 肃 而又和 蔼”，讲 课 “简 单而 又清 

晰”，“善用比喻”，“每每 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 

的牢记了原理”。“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 ，正读着 

‘所罗门雅歌 ’，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 

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 

写下叠起 。积 了有 十几篇 ，既不敢给人看 ，又不忍 

毁去。”⑨沈从文和端木蕻良也曾模仿过《雅歌》的 

写作方式 ，如沈从文的《我喜欢你》，其 中有“你的 

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 

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 

面前 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 了的沉 

默)，你怎么能知?”⑩他的《月下》、《西 山的月》、 

《第二个狒狒》和《神巫之爱》等作 品，也直接仿效 

了《雅歌》的语言方式。《月下》写道：“‘求你将我 

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 

着雅歌来希望你 ，我的好人”，“我要在你的眼波中 

去洗我 的手 ，摩到你 的眼睛 ，太冷了 。倘若你 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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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真是这样冷 ，在你鉴照下，有个人的心会结成 

冰。”这是典型的雅歌句式，以对白、独自和伴唱的 

语 言方式表达爱情 。 

我们知道，《圣经》文体有着大量的“书信”，多 

为传教的“信徒”所书，如“哥林多书”、“彼得书”、 

“犹大书”等。《圣 经》“书信”的独特性在于 “布 

道”，用它来传上帝的“话”。现代作家也使用“书 

信”体 ，它的 自由、灵活的形式便于直接、坦诚地传 

达作者和作 品中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冰心小说 

《悟》、《疯人笔记》以及散文《寄小读者》等作品采 

用了书信形式，同时也具有“布道”性质。如《悟》 

中“书信”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宇宙之爱” 

和“母爱 ”的感 受 ，“万物 的母 亲彼此互 爱着 ；万物 

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 

的大地，便不住的徐徐前进”。《寄小读者》更是对 

“母爱”、“童心”和“自然”的“布道”，如“我们所能 

做到的，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 

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 

不觉得用 了多少 心 ，而在单调的枯苦生活 ，度 日如 

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寄小读者·通讯 

十五》)石评梅的《祷告——婉晚的 日记》和《再读 

(兰生弟的 日记)》，王统照的《十五年后》和王以仁 

的《孤雁》等作品也采用了书信形式来倾述主人公 

与基督 和上帝 之间所获得的启示和联系。 

《圣经》叙事的基本结构是“罪恶与救赎”，是 

“布道与应和”，是 “上 帝说 ”与“我遇见 ”的相互 对 

衬。在“上帝的声音”与“信者的跟随”之间形成了 

它多种原型结构模式，如“寻求”与“漫游”、“受难” 

与“复活”以及“忏悔”模式等。现代文学在表现有 

关《圣经》题材时也采用了这些结构模式，从而赋 

予作品丰富的象征意义 。李健吾小说《使命》叙述 

在抗战爆发期间，六个中小学教员从一篇描写先 

知预言的小说中，认识到民族的“心理建设”和“道 

德建设”的伟大意义 ，他们决定做“一粒种子”，到 

乡村去“布道”，“把种子撒在最深厚的田野”。他 

们在乡村里“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却遭 

到农夫农妇们的“围观”和“讥笑”。他们感到无法 

“钻进”农 民们“那层坚韧的外皮”，“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失败”，从而 陷入深深的“绝 ”之中。后 

来，他们看到乡村里的一座天主教 ，势力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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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非常虔诚地相信“神甫”所说的话，“神甫”“在 

寨子扎下根，而且根扎的那样深，人民的身体和灵 

魂一起收入他的掌握”。他们从“神甫”那里获得 

了信心 ，“把真理传给别人，安慰只在你们 自己的 

心理”。他们告别了村子 ，身后的教堂响起了“钟 

声”，“太 阳跨过 树梢 ，也露起头 了”，看到 了一 片希 

望。小说显然借鉴了《圣经》中的“寻求”、“漫游” 

的象征结构模式，“使命”与“布道”的背后实际上 

就是求道的过程 。 

许地山小说《玉官》就采用了“寻求”“漫游”的 

结构模式，小说叙述一位中国基督徒在“信教”与 

“吃教”、伦理之爱与神性之爱的矛盾冲突中，经过 

艰苦而曲折的寻求过程，最终获得了真实的信仰。 

小说以“想起来直像是昨天的事情 ，可是前前后后 

相隔几十年”的回忆性视角展开叙述，寡妇玉官一 

心想抚养儿子长大后，谋得一官半职 ，自己也可得 

一 个封诰，以表贞节。谁知小叔子粪扫心怀恶意 ， 

她只好求助于邻居基督徒杏官，杏官引荐她到一 

牧师家里做事。玉官对洋教怀有恐惧，离家时还 

在“神 位 和祖 先神 祖前 插 一 炷香 ”，“默 祷 半时 ”。 

谁知一到牧师家 ，洋主人就给她传教，一年之后她 

也就“入了教”，成 了“圣 经 女人 ”。但 她仍 不能 忘 

记祖先的祭祀 ，否则 ，“那是大逆不道 ，并且 于儿 子 

的前程大有关系”。玉官虽在乡下传教“著了名”， 

但仍时时记住“祖先崇拜”，“富，贵，福 ，寿，康，宁， 

最少总得攀着一样”。小说在传统道德名义与基 

督宗教信仰之间，展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心理 

困惑，逼视她的复杂性，出色地刻画出人的心理深 

度。玉官又经过几次反复与磨难 ，男人陈廉的诱 

惑 ，婆媳间的矛盾，她一边行着传教之事，一边深 

藏着“封诰”与“贞洁”的记忆。最后在“封诰”无法 

实现的情况下，她感到“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 ，从 

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于是开始“忏悔”过去的一 

切，又回到了乡下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担 

任了小学校长，把“不求报酬的工作”当做 自己最 

真实的“荣耀”。小说结束时，写她带着“一本 白话 

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经》”，悄 

悄地“上路”了。在一定意义上，《玉官》也是许地 

山创作的一部的《天路历程》，展示的是玉官精神 

的“寻求 ”和“漫 游”的复杂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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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称 冰心小 说 为“问题小 说 ”，因为它 提 

出了人生 中的“家庭”、“爱情”和“幸福”等问题。 

人们较多关注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出现 

的原 因，而 忽略 了小说 处理这 些 “问题”的象征 结 

构。实际上，这些小说都隐含有一个从“受难”到 

“复活”的象征结构，如《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 

明》、《超人》和《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开始常 

对现实和人生产生悲观 、绝 望的看法 ，这些看 法和 

认识逐渐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人生的意 

义何在?”他们孤独地思索 ，无法找到答案，以至于 

产生绝望、厌世情绪。后来，他们从“自然”、“童 

心”和“母爱”之中获得了“爱 ”的启示 ，很快甚 而是 

瞬间就会发生精神的“转变”和“复活”。在一般事 

实层面上它是难以置信的，实际上却涉及一个价 

值信仰问题，强调的是信仰对于人的“复活”和“启 

示”作用。王统照的小说《微笑》也描写到犯人阿 

根在 出狱 后 ，之 所 以 能成 为一位-“有 些 知 识 的工 

人”，是因为他忘不掉信仰“基督”的女犯人所曾给 

予他的短暂的“微笑”，由此带来了人生的大转变 

和精神的复活。郁达夫的小说《马缨花开的时候》 

叙 述“我”在一个 教会 慈善 医院休养 ，受到 医生 粗 

暴、不负责任的对待 ，“我”非常生气，但因“圣母玛 

利亚显灵 ”和牧师 的教导，使我的心情变得愉快 而 

高兴起来 。 

“忏悔”结构 也是 现代 文学 的一种结 构 模式 。 

郭沫若的小说《落叶》、《圣者》和 自传 《漂流三部 

曲》，郁达夫小说《沉沦》，鲁迅小说《伤逝》，曹禺戏 

剧《雷雨》等都使用了“忏悔”的叙事结构。“忏悔” 

结构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罪恶”的沉沦与 

欲望，二是因“忏悔”而获“新生”。1936年出版的 

《雷雨》初版本在其设置的“序幕”里，周朴 园走进 

了教堂 ，“尾声”又让周朴 园聆听圣经诵读 ，正文 以 

回忆形式展开。整个戏剧就像一篇周朴园的“忏 

悔”祷文，作这样的结构处理显然有着“忏悔”的寓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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