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文献宝库中的一部奇书
    — 论《圣经》神学以外的价值

孟智明(渤海大学物理系，辽宁锦州 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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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类丈故宝库中，有一部奇书，它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

是成书的历史之长、著者之众、版本之多、发行全之大。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宗教的经典之

作，还是一部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丈学经典和史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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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宗旨是传
播基督教的教义。《圣经》内容包含了远古社会
的种种神话传说、历史、法律、民俗和伦理等，
它以故事的叙述作为主要写作形式，也汇集了

多种风格的诗歌和民谣，娓娓动听，引人人胜，
构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古代文化百科全书。教

徒们把它认作是上帝写给世上儿女的家书。它

成书的历史悠长、有众多著者，是世界上版本
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二部奇书。

一、奇妙的经典之作

    (一)历史之长

    《圣经》成书到现在大约过去了1900多年
了。今天基督教的《圣经》是指包括《旧约全书》

39卷和《新约全书》27卷经文的总称。其中《旧
约全书》是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来的，(新
约全书》是在公元1一2世纪中基督教创立并开

始传播这一历史时期写成的。

    据《圣经》中《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以
色列人逃出埃及后，走到西奈半岛南部的西奈
山时，上帝召见了摩西，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
订立了一个盟约:以色列人要遵守“十诫”，上

帝则把迩南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赐给以
色列人为永久基业。此约为“旧约”。1创x〕多年

以后，慈悲的上帝再派他的独生子耶稣与人类
订立了一个新的盟约:人类要相信耶稣是上帝

的儿子，为了救赎人类而舍身，上帝则因耶稣 ·

的救赎而赦免了人的罪。此约为“新约”。(I日约
全书》收集了自公元前n世纪以来流传下来的

古代律法、历史典籍。全部《旧约全书》大概在
公元前8一2世纪之间逐渐完成。

    最古老的《旧约》经文是一代代以色列人
靠记忆以口头形式传播的。后来才逐渐地由犹
太经学家们用古希伯来文抄写在羊皮卷、羊皮

纸或纸莎草纸(一种用纸莎草造的纸)上的。上
个世纪中叶在死海附近就发现大量的这种手

抄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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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一个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走失的
山羊，在死海西北岸的库姆兰地区的山洞里发
现了一些保存在陶罐中的羊皮经卷。消息传开

后，考古学家们对库姆兰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
挖掘工作，共发现了40多个藏宝的山洞。在其中
的11个山洞中找到了600多册古卷，还有大量不
完整的残片。〔1冷家们用叱进行放射性同位素

测定，确定这些古卷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
68年之间。其中手抄的《旧约》经卷比此前发现
的任何手抄的《圣经》都要早1侧x)年左右，应该
是世界上最早的(圣经》抄本了。后来专家们把
“死海古卷”和现在流行的《圣经》经文相对照，

发现千百年来《圣经》内容的流传并未失实。
    (二!著者之众

    《圣经》这部卷恢浩繁的巨著，前后经历了
上千年的形成历史，它的著者是由一批人组成

的。据研究，有名可考的著者就有40多位，他们
中间有君王、牧人、渔夫、医生、政治家、史学家

和文学家等。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著者。

    《圣经》的著者基本上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人。《旧约全书》中的律法书、历史书和诗歌的著
者基本上都无法确定。关于最早的著述，有些观

点认为是 《阿摩司书》，t2)娜)有些观点则认为
(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
记、申命记)成书更早。(3J(憋16)《摩西五经》传说
是古代犹太人的领袖摩西所著。但一些研究者

从《摩西五经》中的片断(描写摩西死后人们哀
哭的场面)推断《摩西五经》至少不是摩西一个

人所写的。更可能是在汇集大量传说的基础上，
经过几代人精心编辑而成的。

    《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书大部分是以著者的
名字命名的，也有几篇是以经文的主人公的名
字命名的，如《约拿书》。其中《以赛亚书》、《耶利

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被称为四大先
知书。而从《何西阿书》到最后一卷《玛拉基书》，
因篇幅较短而被称为十二小先知书。其中最早

的《阿摩司书》写于公元前8世纪，著者阿摩司原
是个牧羊人，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著述的著
名先知。最晚的(玛拉基书》也在公元前4世纪以

前完成了。这些先知书中的《以赛亚书》被誉为
最著名的先知书，因为他在书中预言将有童贞

女怀孕生子(耶稣降临)的事，后来被《新约·福

音书》多次引用。
    《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分别是马太、马

可、路加和约翰所著。马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

一，他原是迩百农的一个税吏。《马可福音》又叫
《彼得回忆录》是马可根据彼得的叙述编写的，
因此渔人彼得(后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
著者)也应该是著者之一。《路加福音》的著者路
加是个医生，他同时也是《使徒行传》的著者。普
遍认为《约翰福音》的著者约翰也是《约翰三书》

和《约翰启示录》的著者，但是也有人认为并非
如此。恩格斯就曾断言:“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

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绝不属于

同一个作者。”t4〕(，)
    《新约全书》中的21卷使徒书信，相传是耶

稣的门徒与前期教会领袖们的笔记和书信。其
中13卷为保罗的书信。保罗作为基督教初期教

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多次外方传教和被罗马统
治者囚禁的过程中，不断地给各地教会的朋友
写信，用书信形式阐述他对福音书神学意义的
理解，与同仁们探讨“因信称义”的深刻含意。其
余8卷均为公函，是雅各、彼得和约翰等人为指

导教会工作而写的，可以在教会中普遍传阅，可

认为是一种教会工作文件。
    纵览世界文献宝库，没有哪一部书能经历

如此长的写作年代，也没有哪一部书有如此众
多不同时代的著者。我国现在通用的120回本

《红楼梦》，具有不同时代的两位著者，尽管二人

生逢时代相去不远，但由于他们人生经历不同
和价值观的差别，目前还没有哪一位红学家肯
定高鹦的续书写出了曹雪芹的原意。而《圣经》

这样一部宏篇巨著，将众多著者的著述合而为

一，前呼后应、珠联璧合，构成一部完美的宗教
经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意志使然，那就只能说是

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三)版本之多
    《圣经》最早是用当时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

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第一个译本出现在大约公

元前3世纪一公元前1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

十子希腊文本》。据传说，埃及王邀请了72位犹
太经师把《摩西五经》详细译成希腊文，以充实
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并为不懂古希伯来文的
犹太侨民提供方便。这个译本也是历史上仅次

于原文的重要译本。其次是叙利亚文译本，产生
于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之间。公元382~420

年期间又产生了(通俗拉丁文译本》，它是中世

纪整个欧洲的通用版本。1522年，德译《新约》出
版发行，1534年全部德译《圣经》刊印问世。公元
1611年有了英文的《钦定译本》，之后1881年，又

、



对该文本进行了修订，产生出了《钦定修订本》。

它与美国1952年出版的《修订标准本》共同成为

通用的《圣经》英文译本。
    在中国，《圣经》的汉译始于唐代“景教”时

期。外方传教士不断来华传教，需要把《圣经》译

成当地民族语言。前后1《x刃多年中，许多传教
士献身于《圣经》的翻译工作，《圣经》的各卷书
乃至全文的译文不断出现。语言有古汉语的，也
有白话文的，有官话，也有方言，还有各种少数
民族语言的版本。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见到的统计数据都

表明，《圣经》已经被译成1800多种语言与方
言。但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数字又有了很大增
长，“据1998年2月，德国圣经学会统计，《圣经》
全书或片断之翻译出版已达2197种语言。”f2]
(只肠)

二、在世界上的影响

    《圣经》的版本和翻译均为世界出版物之
最，它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书籍。《圣经》
作为宗教经典，它的神学价值自不待言，本文只
从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略述一下它在这两个领

域的影响。

    (一)文学价值

    《圣经》既是基督教的经典，又是一部内容
精深、风格独特、语言优美、情节生动的文学经

典。它被译的语种之多，发行量之大，使它成为
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广泛的著述。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
他们从不否定《圣经》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
而且把它视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据不完全

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到的《圣

经》人物就有80多个，引用的《圣经》典故共300
多次(重复者除外)。”[2j(昭)西方的许多文学巨
匠、艺术大师也无不深受《圣经》的影响，并从中
汲取创作灵感。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

是最谙熟《圣经》的。莎翁的戏剧很多是以仁慈、

宽恕和博爱为主题的，这与他从小接受的宗教
文化不无关系。脍炙人口的《威尼斯商人》、《李

尔王》等是这类戏剧的代表作。莎翁戏剧中常常
自然地用到《圣经》中的典故，自然到与故事情
节浑然一体，给作品带来深沉含蓄、意味隽永的
美感。有人对.此做了统计:‘他每一部戏剧运用

《圣经》的平均次数为14次，其驾轻就熟地运用
圣经语言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莎士比亚有着
超凡的文学敏感性和卓越的表达技巧。”阎英国

杰出的诗人约翰，弥尔顿创作的史诗《失乐园》、

《复乐园》，不仅取材于(圣经》，同时也运用了不
少的圣经语言典故。18世纪的伟大诗人拜伦，也

是个常以《圣经》为题材创作的作家。诗人但丁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作品受《圣经》的影

响就更加不足为奇了。他的不朽之作《神曲》，采
用了象征和寓意的写法，描述了基督教所谓的
地狱一炼狱一天堂三界的景象。

    《圣经》和基督教文化也对俄罗斯文学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据说，高尔基是从读《圣经》开始
学习写作的。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名作

《复活》，不仅在全书的开头引用《新约全书》中
《福音书》中的四段话作题词，表达自己的创作
意图，而且直接用“复活”(耶稣替世人受难，三
日后复活)二字作为书名，寓以拯救、复活、升华
之意。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都不时地引用了

《圣经》中的思想和话语。

    随着基督教进人中国，《圣经》在中国大量
翻译和发行，也给中国近现代文学带来显著的
影响。中国许多老一代文学家都曾接触或阅读

过《圣经)，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巴金、老舍、冰
心、曹禺、沈从文、茅盾，都是熟读过《圣经》的，
并且十分重视它的文学价值，从中汲取了不少

的艺术精华。《圣经》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今天年青一代当然也不会漠视它的

存在。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伊甸园、亚当、夏娃和
诺亚方舟等(圣经》词汇也频繁出现，并且无需
更多的描写，都会在读者那里收到相应的艺术
效果。就像基督教在大多数中国青年那里被看

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样，他们可能不了解基督

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圣诞节的起源，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人兴高采烈、通宵达旦地

欢庆这个节日。同样，在中国新一代文学家那

里，《圣经》更多地是被当做文学经典运用的。
(圣经》中蕴藏的无尽的典故装点了它之后众多

的优秀文学作品，《圣经》优美的表现形式成就
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文学家。

    《二)史学价值

    (圣经》作为古典文献流传至今，它记载的
内容，甚至它自身的变迁对于当代人进行历史
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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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五卷，作为古代的律
法书，虽然它讲述的是从创世纪开始，上帝与他
的选民们交往的故事，具有神话的特点，但其中

也贯穿了古代以色列人建国立法的事实，12卷
历史书则更详细地记录了古代以色列人经历的

重大事件。犹太著名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上
的发现，都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

世界著名的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ha功f.从-
bri沙)也说:“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
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
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间

    《圣经》所记载的一些史实不断被后来的考
古发现所证实。这就使(圣经》具有更加重要的
史学价值。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列王记》和《撒母
耳记》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就是因为
它所记载的史实是可靠的。只是从上帝的立场

去进行解释，认为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磨难
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的意志，没有认真履行

与上帝的约定。

    《圣经》对世界史学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导

致了公元纪年法的产生。历史上，纪年方法一直
是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与中国用古代皇
帝的帝号纪年一样，古希腊、罗马以世代、奥林
匹亚、罗马建城、执政官的名字等多种纪年方

法。这些混乱的纪年方法是无法把世界各地的

历史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督教出现以

后，把基督耶稣的诞生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得
到普遍认可。公元6世纪，英国史学家比德在《英

国史》中，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基准，把那以前
标为BC，那以后标为AD。t7)从此产生公元纪年

方法。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固定点，围绕这

个点，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事件都有了比较准确
的时间顺序。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现今的
年代是以基督耶稣的诞生之日作计算，即公元1
年。但后来发现原来的计算是错误的:基督诞生

的日子可能在公元前6年。”困这个更正丝毫无

损于公元纪年法的积极意义。相反，这一世界历
史整体化研究的成果，恰恰证明了公元纪年法

的科学性。

    除了《圣经》的内容外，《圣经》作为一部历
史悠久的书籍，它本身的演变过程对于世界图
书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如历史上《圣经)
使用过的文字、载体的材料、书写的方式(手抄

或印刷)等，都与世界图书发展史是同步的。特
别是宗教图书馆在西方图书馆史上占有着重要

地位，对于《圣经》版本及其保管的研究，同时也
是对世界图书史、图书馆史的研究。

三、结 语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无论有无宗教信仰，
也无论从事什么专业工作，都不可能不接触文
学作品和历史文献。对《圣经》如果没有一个大
概的了解，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涉及《圣经》典
故的文学作品的深刻寓义和文献中历史事件的

来龙去脉。因此，我们应该对《圣经》采取一种科
学态度，既把它当做文学和历史的经典来读，又
理性地对待它的神学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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