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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中的God到中国的“上帝”和“神”

— 兼论跨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异

李艳波

    内容提要:考察《圣经》中的God与中国的“上帝”和“神”各自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后发现，

God在宗教形象和文化内A上都不等同于中国的上帝或神;God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产生了

形象变异:他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God，而是西方的God和中国的上帝或神相结合的一种复

合体。

    关键词:God 上帝 神 文化语境 形象变异

    基督教传人中国后，外国传教士把基督教中的God翻译成“上帝”或“神”。所以在《圣经》

汉译史上，曾出现过“神”版和“上帝”版。①《旧约圣经》中的Elohim和《新约圣经》中的Theos
进人英语文化语境后都被翻译成God，三者在宗教形象和文化内涵上究竟有多大的差别，我们

无从考证。但是，God相对Elohim或Theos来说，肯定产生了某种形象变异。当英语文化语境

中的God进人中国文化语境后，自古有着较强神教意识和上帝观念的中国人能否原原本本地

接受这个外来的God呢?本文考察和研究了《圣经》中的God与中国的“上帝”和“神”所负载的

不同的文化内涵，以及God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所产生的形象变异。

一、《圣经》中的God

    据《旧约圣经》记载，God是创世之神，万能之神。《旧约》中记载的希伯来人最初是来自阿

拉伯沙漠南部逐水草而居的闪族人的一支。据阿尔塔(A. Alt)等学者根据闪族宗教资料所作

的考证，当时的族长们通常是从传统的神名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民族的最高神。希伯来人的族

长亚伯拉罕选择了“雅赫维”(后被基督教误读成“耶和华”，但据学者推测应读“雅赫维”)作为

整个希伯来民族的至上神。②所以，《旧约》中的God就是希伯来民族的保护神“雅赫维”，即犹

太教信奉的唯一真神。基督教《新约圣经》中的God直接来源于犹太教《旧约圣经))中那位全知

全能的创世者。

    《圣经》说，God依照自己的形象((创世记》1:26-27)，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人他

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即亚当 (《创世记》2:7)。这“灵”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也使

人与上帝具有同一属性。上帝是灵，能向人显现(《创世记》18:1-33)。但有灵的人不能亲眼见

到上帝，因为上帝说:“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出埃及记》10:28).God的这一神秘性和

不可见性不由得使后人作出这样的假设:是人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但人创造的神是无形

的)。人造神的目的可能有二:其一是，借某种虚拟之物的存在，即被造的神，寄托人的某种善良

的愿望，对神的“依赖感”可能会给软弱无能和孤立寡助的原始初民以心理上的安慰和情感上

的满足;其二是，处于原始思维状态的先民对世间万物的更替变化，对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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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感到茫然和畏惧，所以人想借虚拟的神的形象来给自己找到人和万物存在于世的依据，并希

望通过想象中的永恒(即神)来抗拒和消解死亡。《圣经》又说，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

里(《创世记})2:8,15)，使他管理地上各物，并用其肋骨为他造了配偶夏娃(《创世记}))2:22)。据

考，“东方”是指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在希伯来文中，“伊甸”意为“喜悦”

或“极乐”。《创世记》第二章对伊甸园作了这样的描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那里有

珍珠和玛瑙，且有悦人眼目和长着供作食物的果子的各种树。据记载，传说中的希伯来人原本

是漂流的游牧民。对他们来说，稳定舒适的居住环境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所以，《创世记》记载

的“伊甸园”就是这些漂流的游牧民理想中的居住环境，即有水有树的乐园。因此，可以作出更

为大胆的假设:这些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先祖不仅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而且还依照自己

理想中的生活或生存环境创造了神居住的环境。他们凭想象和理想谱写了神创造人类和天地

万物的神话，并将他们神话中的至高者描述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

    《创世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于水面上”。神的灵为什么是运行于水

面上?这里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上帝为一神崇拜的希伯来文明地处两河流域交汇之

处，属水边的文明，其生存环境或居住环境都离不开水，因为水是孕育生命的原始流体。据《旧

约》记载，上帝施水给旷野里饥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记)))17:1-6)，也用水施行审判和刑罚

(《创世记}))7: 17- 24;《出埃及记》14:26-30) a祭师在献祭行礼之前必须用水洁身和洗净祭物

(((出埃及记》30:17-21;《利未记1:9,13))。水和以色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就连运

载工具也与水有关。据《创世记》第六章记载，世人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于是，上帝动怒用洪水

毁灭世界。唯有义人挪亚为神所喜爱，因此就有了“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水”，这一

负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的意象在《圣经》中比比皆是。《创世记》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描

述是和《圣经》中所记载的文化语境相一致的。因此，《圣经》中的God最初是希伯来人从本民

族诸神中挑选出来的民族最高神。这一与水息息相关的God是犹太教的唯一真神，后被基瞥
教继承。

二、中国的“上帝 ”

    在中国，“上帝”一词最早出现在殷代武丁王朝(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当时的上帝代表中国

最早的至尊神。中国远古时代的“上帝”也被称为“天”。《说文解字》释:“天，颠也。至高无上。

从一从大。’，③这个至高无上的“天”就是超自然的神。汉民族自古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神圣

的，所以中国古代一向崇天尊神，认为“天”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神圣力量。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同朝代有各自不同的“帝”或“上帝”崇拜。周代以前，中国人信奉的

最高神一般单称“帝”，是人间君主的抽象和升华。到周代，周人心目中的那位至尊神或被称为

“帝”，或被称为“上帝”，周人把天与上帝等同，且可互相代换。秦朝时，秦人开始祭自己的先祖

白帝少昊，后又祭青帝、黄帝、赤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白、青、黄、赤四帝均被奉为上帝加以祭

拜。到汉初时，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中又多了一位“黑帝”。这就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宗教

语境中所称的“五帝”。五帝实为传说中的人间君主，因其德高望众而被奉为“帝”，或“上帝”。汉

武帝时，“太一神”被奉为最尊贵的天神，位居五帝之上。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人的信仰对象还

曾被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直到清亡后，中国人才将自己崇拜的至尊神定
                                                                                                                                                                            、一 、

为“上帝”。④
    中国人信奉的上帝高高在上。人们历来认为，历代君王的皇权来自“上帝”或“天”，所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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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要按规定对上帝进行祭祀。每逢国家大事，都要祭告上帝，以祈求庇佑。君王若无道则会失

去皇位，天命转移，这被看成是上天对昏君的惩罚。“天子”、“奉天承运”、“天柞”等均是这一概

念或信仰的体现。中国人还相信，人的一切，包括寿命也是由上天决定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崇拜“天”或“上帝”。中国远古时代的“上帝”或“天”是至高无上的，但不是唯一的被信仰

者。上古之时，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之下，还有五帝共存: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

白帝、北方黑帝。黄帝为中央之帝，位在最尊，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始祖，实为帝中之帝，故日

“上帝”。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上帝”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化到伦理化的变异过程。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上帝”不等同于基督教一神教论中的God。二者的文化内杨不同，语言

意义不同，环境意义也不同。这里的环境是指上帝和God生存和活动的环境。中国的上帝在上

天拥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臣工使者的帝廷。而《圣经》中的God无所不在，一位三体，一体三

位，圣父、圣子、圣灵实为God的三种显现，God实为一。因此，《圣经》中的God不等同于中国

的上帝，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中国的“神”

    汉语中的“神”，是一种宗教观念。在中国，神的观念始于原始社会后期，最初由物神观念演

化而来。中国的“神”的观念，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

变异。因此，神的形象和类别也呈现出多样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神崇拜”。中国远古先民对神秘的天体表现出崇拜的热心，所以他们

拜天神、日神、月神和星神等;大自然的天象也令初民们迷惑不解，所以他们也拜雷神、风神、雨

神和云神等;此外，原始先民们还崇拜大自然的某些存在物，如水、火、山和海等，所以他们又拜

水神、火神、山神和海神等;某些动植物也是民间崇拜的对象，如鸟神祟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各民族都十分重视对森林神的供奉和崇拜。

    中国民间一直是“多神杂拜”。除对自然物和自然力表现出崇拜外，民间还有“地神”、“人

神”、“财神”、“门神”等诸多群体，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专门职能。各行各业都供奉自己的祖师神，

如工匠供奉其祖师爷鲁班。除拜本土的各路神外，民间还拜外来的“神”，如来佛、观音等佛教的

菩萨。总之，在中国民间、各类杂神与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享受同等的香火供祭。中国人

拜神求仙，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求吉避凶，祈福消灾。凡是在人所需要的地方

就会有相应的神或菩萨或神仙的存在，所以在民间流传有“逢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之说。在

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实惠特点，显然与信奉一神教那种祟高的伦理道德和精神完美的追求

不同，也不会对各种善恶鬼神表现出象对上帝那样的‘爱’⋯⋯献祭是出于现实生活的具体追

求，所以这种信仰永远不会产生那种为宗教信仰而牺牲的献身者或殉教者。’，⑤

    中国的上帝在天上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廷。中国的神也有其不同于上帝和God的独特的生

存环境。和《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祖一样，中国人也是按照自己的居住环境创造了神的居住环

境。中国原始初民设想神是聚族而居的(因为他们自己是聚族而居的)，而且是居住在天上的亭

台楼阁里。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在现代的摩登大厦出现之前)，人们住的大都是亭台楼阁。

    在中国人的神意识中，神人同一，神和人之间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体现了中国人

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神拜意识。在汉语语境中，神之前如未加统辖头衔或名称，则泛指一切神。神

给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的意义乃至形象是不同的。中国的神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多

层次的与人间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的谱系，这就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神系。而《圣经》中的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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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构成一个庞大的和人间社会组织相对应的谱系，他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奉的唯一尊神。因

此，中国人拜神与西方人信仰God并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中国的神和西方的God也不属同

一形象，或同一概念。

四、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的God

    从Elohim和Theos演变而来的God随基督教传人汉语文化语境，这位来自异域文化的

God能否在中国文化中保持原来的宗教形象和文化内涵?外来宗教的传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被信仰者是否能变异成符合当地被信仰者的形象。被信仰者的译名是被信仰者能否在异

域文化语境中产生形象变异并被接受的主要原因。

    佛教的传人为我们提供了外来宗教中的被信仰者成功地进人中国文化语境的例证。西汉

末年佛教传人中国时，严格的原始意义上的佛教是与中国文化格格不人的。因此在早期还有佛

与儒之争。但智者们很快就找到了佛与儒的沟通点，使佛教进人了中国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当佛典传人中国时，译经家们从译名人手，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翻译佛教中的

被信仰者，既保留了被信仰者原有的意象，又便于信仰者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语境理解被信仰

者。其次，从宗教目标来讲，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天

下为公”和“普度众生”便成为佛和儒在理论上的连接点。在印度本为大士的“观世音”被译介到

中国后，变成了秀美而慈祥的救苦救难的菩萨。其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产生了变异。并且，佛与周孔也相合了，“佛即周孔”，“周孔即佛”.这样，佛教很快就中国化了。

印度文化语境中的被信仰者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已经产生了形象变异，佛、菩萨整个系统都中

国化了，并为中国人所接受。

    基督教传人中国后，外国传教士采用意译的方法，将英文的God翻译成“上帝”或“神”，因

为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已经有“上帝”和“神”这两个概念。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是从译名人手，并

强调基督教和本土儒教或儒学的相通点，以便基督教能在中国得以传播。⑥但如上文所述，中

国文化语境中的上帝和神都不等同于西方的God。传教士把God翻译成“上帝”，或翻译成

“神”，实际上已经把God中国化了。西方的God进人中国后就变成了中国式的上帝，或中国式

的神。他不再是《圣经》中的那个God，而变成了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的上帝或神了。这就是一种

形象变异。

    西方的God为什么会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形象变异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敬拜上帝;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有神教的国家，而且是多神教的国家.中国人祟拜天地，因此有祭天拜地的

活动;崇拜自然诸神，更崇拜先祖。对中国人来说，先祖崇拜极为重要。历代皇帝都要祭先朝的

皇帝，这是国祭。每个家庭都祭先祖，这是家祭。有诗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这是脍炙人口的诗句，是家祭的最好写照。中国人有浓厚的神教意识。无论是天神之教，地神

之教，还是自然神教，或是家祖神教，神教意识弥漫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每个角落。

    当中国人能把God平等地和本土的先祖诸神、道教的神，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的佛、菩萨

平等对待的时候，基督教就会变成中国化的基督教。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不如佛教那么

强大。然而，无论是否强大，中国现今的基督教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其上帝或神也是God的

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原始意义上的西人的God变成了西方的God与中国的上帝或

神相结合的一种复合体，并被具有多神意识和上帝观念的中国人接受。宗教经典的翻译和阐释
是导致宗教文化中形象变异的直接原因，文学作品的翻译与阐释也是如此。这是跨文化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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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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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招生

    经由国家批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并建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

动站，下设8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设两个方向:①中西比较诗学;②英美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导师为

邱紫华教授、彭立勋教授;英美文学的导师为聂珍钊教授。关于博士研究生招生和考试的有关

政策，请参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的招生简章，也可访问华中师范大学的网站(网址:

http://www. ccnu. edu. cn)。

    联系部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邮政编码:430079

    地 址:武汉市武昌桂子山

    电 话:(027)87673122

    联 系 人:研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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