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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英诗《创世记》对《圣经·创世记》的改写
看日耳曼传统的影响

肖明翰

内容提隳：在盎格蒋．撒克逊人予7世纪逐渐皈依基督教后，日耳曼文化传统在英格兰仍然保

持着强大影响。古英语义学，包括宗教文学，突如地反映出这种影响。古英诗《创世记》取材于《整

经·翅整记》，是羧宣传麓餐教愚惹冀圭旨夔重要宗教薅，毽潦久在缨繁增鬻、馕节臻霉纛人物壤

造等方面都对《圣经》故事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写，自觉和不自觉地表达了备种日耳曼价值观念。诗

人的改写表明，日耳曼文化传统渗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思想处于共存与融

会的囊态关系之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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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世纪后期开始，罗马教庭和爱尔兰

教会分别从南北方向在英格兰传教，其间几

经周折，终于在遗百年之詹，盎格鲁．擞克逊

人逐渐皈依了基督教，英格兰地区羹新回归

基督教世界。然而，那并不意味着盎格鲁一撒

克逊入麸褪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瑟耳曼文纯传

统的终结。实际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日

耳曼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点保持着

强大影噙。在酃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仅基

督教一直在努力对日耳曼文化传统进行斗争

和改造，而且日耳曼思想观念反过来也在深

刻她影响着基餐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我

们可以说，后来的英国文化实际上是基督教

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融会与发展。

在中世纪，幽于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所

以基督教对日耳曼文化的斗争与改造总是旗

帜鲜明。相反，日耳曼价值观念对基督教的

“侵蚀”有时却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不知不

觉孛遗褥，那是一释集俸无意谖酶宣然流露，

因此往往不易被觉察和阻止而进入权威意识

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流传下来的古英语文

学(辩盎旃鲁一撒竟逊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宗

教文学，原因很简单，当时能进行创作、记录

和抄写的所有知识公子几乎全都是教堂的神

职人员或修道院的修士。然谣在死乎所有吉

英语文学作品里，包括那些以宣传基督教思

想为主黪的宗教诗篇里，E耳曼思想文化的

影响、嚣耳曼价值观念的表现可以说比比皆

是。即使是在讲述《圣经》故事的诗篇里，日

耳曼传统观念也以各种形式十分突出她表现

出来。

《圣经》对古英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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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酋锈秘武士。如果我们忽略人物名字，

那么不论从情节描写还是从语言和叙事风格

上蓊，这一段都更像日耳曼英雄史诗。

除忠诚秘勇敢之羚，基耳曼文化传统另

外一个十分熏要的方面是财产观念。盎格

鲁-撒克逊人极为重视财产和财产的赏赐，把

郡嚣作是社会地位酶捧现和维系部族关系魏

纽带，史诗《贝奥武甫》和其它许多古英诗作

品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传统的日耳曼价

值观念。吉荚诗《创世记》里，武士们被称作

“新娘与财物的卫士”，君王被尊为“黄金的赏

赐者”穰“财物总管”等，这些都是英雄史诗中

带有日耳曼价值观念的话语。相眈之下，基

督教则更重精神而轻物质财富。《圣经》在记

述豫伯拉罕的这场战争时，只是在战争结束

后顺便提到胜方“掳掠”了败方的“财物”。然

而在古英诗《创世记》里，不仅财物被提到多

达十一次，丽层这些词溉出现在从战前蓟战

后的全过程中，其重要性大为增加，显然已不

仅仅是《圣经》里一笔带避的战利菇。在《圣

经》飕，战争的原因是：南方五王“已经侍奉基

大老玛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但在古

英诗里，“侍奉”被具体化为“商j艺方入纳税朝

贡”，而“背叛”更被明确地说成是“再也不愿”

交纳“财物”。这样，“财物”实际上成了战争

根源。在另一苔《l基约》诗《遗埃及记》里，诗

人以死里逃生的犹太人分配战利品的日耳曼

习俗来结束诗作，而这是《圣经·出埃及记》

中完全没有的。在这些作品里，诗入有时似

乎忘记了他在写《旧约》故事，所以在不知不

觉中用曩耳曼人代替了犹太人，这鼹然也是

日耳曼价值观念不自觉的流露。盎格鲁．擞

克逊诗人对财物如此重视，明显和照督教精

神不～致。这表明，宗教诗人翻在创作孛受

目耳曼价值观念影响，有时会不自觉地偏离

宗教原则。

但这还不是古英诗《剖世记》最具猿刨性

的地方。这首诗里最具原创性也最吸引入的

部分是诗孛关予擞星的反叛穰人类的隳落这

两个核心事件的描写，以及在这两部分里对

撤旦和夏娃这个两个关键人物的塑造。正是

这些镳离《圣经》最远的部分，特别是对擞量

和夏娥的塑造，最充分地反映出诗人的高超

诗艺和日耳曼文化传统对他的重大影响，从

而也使这部讲述《圣经》故事的诗作成蠹英国

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很可能还直

接影响了英国文学后来的发展，特别是密尔

顿粼失乐园》的创作。
在古英诗《创世记》的开篇，诗人用了一

百多行的篇幅来讲述擞旦的叛乱和天堂之

战，丽这些都是《圣经·剑僦记》里所没有的。

诗人运用日耳曼英雄史诗的风格叙述基督教

传说，生动地讲述了天堂之战：那些本来在天

堂享受永恒幸福的天使因为撒旦的骄傲而同

他一道反叛，上帝发“雷霆之怒”，“高举他至

高无上懿手”，蔫他“无穷之威力”，“摧毁了弛

的仇敌”，“剥夺了这些行恶者”的“光荣与幸

福”，将他们“赶出天堂”，抛入地狱，“淹没在

永恒黑睹之中”，“遭受灼热和突降的严寒，／

烟雾和熊熊烈焰无尽的折磨”。(41—64)

不过在这酋诗里，最令人赞叹的是从第

235一弱王这617行。以前，人们一壶以为

《创世记》是一首统一的诗，但在1875年，德

国著名学者西维尔斯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证，

认势不论从格鬻、风格还是从词汇上肴，这些

诗行同其他部分都大为不同；不仅如此，它们

甚至秘其他古英诗也有差别。因此他认为，

这部分实际上是从一首已经散失的古撤克逊

语(1)诗歌翻译过来，嵌入这首诗中。他的推

测在十九年后奇迹般地得到证实。1894年，

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在一部古手稿羼发现

了一个9世纪的诗歌爱好者抄写在书中空白

处的一些古擞克逊语诗歌段落，其幸一段正

①人们称已经穆摇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为盎格鲁一撒

竞逊夫，瓣熬鄹些援震经在霓黢太酝戆擞支送人必吉擞克
逊人(Old Saxons)，戳承区嬲。吉擞毙逊语就是搔酃些在
北欧大陆的撒克逊人的语言，属古日耳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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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纛荚诗《剖世记》里第?90—8王7行粳符。

现在，古英诗《创世记》已被公认为是由

两首诗组成：由古撒克逊语译过来的这六百

多稽被称力《剖键记B》，露其余部分潮被命

名为《创世记A》。在这两部分中，《创世记

B》一点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它从上帝吩

咐亚警秘夏娃不可偷吃禁粜开始，迸掰叙述

撒旦的反叛、失败和他决心复仇的阴谋，接着

讲述戏当和夏娃在魔鬼引诱下偷吃禁果、失

去乐湖的故事。除上帝的禁令、魔鬼的诱惑

和人类祖先偷吃禁果这一主干情节外，这部

分绝大多数内容纛咒乎全部缨节都是《圣

经·创世记》里所没有的。在创作几乎等同

于翻译、改写和意释的中世纪，《创世记B》充

分反映凄诗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燹重要戆

是，宅还表现出诗人一些十分独特的观点。

可以说，它是所有古英语《圣经》文学里最富

想象力、最具特色的诗篇。

在《创世记B》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诗

人塑造了一个在所有中世纪欧洲文学中唯一

的十分特殊的叛逆英雄的形象。这个“英雄”

不是别人，正是基督教世界天字第一号的罪

魁：擞望。当然诗人并没有也不会称擞旦为

英雄，他是用撒且自己的话语来表现他不愿

屈从神权、誓与上帝一争高下的大无畏气概：

我不鬻要主人，我戆痰手

同样能创造出各种奇迹，我拥有

伟大的力量，可以在天堂建造

更辉煌酶宝座，我为什么簧

期待他的恩赐?我和他一样

能戏免土帝。坚定酶战友，

勇敢的武士们，他们将和我共筒茂睾，

永不背叛，我是这些无畏英雄之领袖。(11．

278～85)

即使在地狱的煎熬中，他仍然决心继续他与

上帝之间的斗争，宁愿统治地下“王国”，也

“决不镣首称墨”，并迅速策翅出如秘向上帝

复仇的阴谋，充分反映出他不屈不挠的反叛

性格。在这里，撒壁与其说是器恶的化身，不

如说更像一个在争夺王位中失败了的日耳曼

英雄。这样的冲突不论在《贝奥武甫》和其他

英雄史诗中，还是在盎格鲁．擞壳逊社会现实

里都屡见不鲜。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主要并非

基督教所谴责的各种罪恶，丽是日耳曼价值

疑念程褥耳曼英雄气质。

撒鼠在地狱里那长达87行(35卜442)
的独自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锓何一

个熟悉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在读到那些表现他

坚强的叛逆性格的诗句时，都会不由自主地

联想刭密尔顿在《失瑟园》里塑造撒里那令人

称道的商大形象的著名诗行。密尔顿的撒旦

在被打入地狱之后同样表达了永不向上帝屈

服黪英雄气概：

⋯⋯我们损失了什么?

并非什么都丢光：不挠的意志、

热蘩的复傀心、不灭馥憎恨，

以及永不屈服、永币退让的勇气，’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难战胜的呢?

他的暴怒也罢，威力也罢，

绝不能夺去我这份光荣。

这时候还要弯腰餍膝，向他

哀求怜悯，拜倒在他的权力之下，

鄂才是真正酶卑鄙、可耻，

比这次的沉沦还要卑贱。(密尔顿：8)

同古英诗里的撒旦一样，他不愿做上帝的奴

彳}，要徽鸯己酶主人。弛说：“与其在天堂量

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密尔顿：

14)

密尔顿的《失乐匿》和吉荚诗《剖tit’记B》

之间的相似之处还不仅仅在撒旦的塑造上，

它的基本内容乃至其情节安排的走向也与

《创世记B》大体一致：它们都是从反叛的天

使被打入地狱开始，进而描霹魔鬼为复仇到

乐园弓l诱亚当程爱娃背叛上帝，最后人类因

为违反上帝禁令而遭受惩罚，被逐出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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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细节上它们也不无相似之处。

比如，《创世记B》为了表明地狱的恐怖和深

不可测，特别说明反叛的天使们从天堂到地

狱掉了三天三夜，而密尔顿只是将其改为九

天九夜而已。

关于密尔顿的《失乐园》与《创世记B》之

间的关系问题，许多评论家都曾提及。他们

认为，虽然没有记载表明密尔顿读到过《创世

记B》，但在17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密尔顿成

为清教革命积极活动者的时期，古英语《旧

约》诗篇手抄稿的拥有者朱尼厄斯(Francis-

ells Junius，1591—1677)正好在伦敦，而且他

于1654年编辑出版了手抄稿中的四部古英

语诗。(Hanford：227)因此，密尔顿很有可

能认识他甚至读到过《创世记B》。①密尔顿

塑造的撒旦那具有英雄气概的叛逆形象后来

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那些同

样具有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和作

品里，而且在英美哥特小说里那些超乎常人

的所谓“恶棍英雄”(villain．hero)身上，都明

显地闪现着这个叛逆者的影子。如果密尔顿

读过《创世记B》，那么古英诗塑造的撒旦身

上那种叛逆精神很可能在同样具有叛逆精神

的这位革命诗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他因此受

到这部古英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后来又在

英国文学的发展中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推动

了英语文学的发展，形成了英语文学中一个

特有的传统。

《创世记B》另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是

对撒旦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撤旦的长篇独自

是英国文学中心理表现的早期经典。其中最

突出的是，诗人通过撒旦的话语揭示出，叛乱

的天使们虽然在地狱里受到烈焰和其它酷刑

的折磨，但撒旦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被赶出

天堂打入地狱，甚至也不是地狱里的煎熬，而

是因为上帝新创造的人类享受着他认为本该

属于他的荣誉和幸福。他说：“我最大的悲痛

是，那个用泥巴捏的／亚当将居然坐在我那高

贵的宝座，／生活在极乐之中，而我们／却在这

地狱里遭受苦难和折磨。”(11．364--67)所

以，他最难以忍受的是无法平抑的愤怒，是吞

噬着他心灵的嫉妒，是因为当他想到上帝的

新宠、那个为他所瞧不起的“泥巴捏”的亚当，

竟然在享受着本该属于他的幸福而遭受的内

心折磨。

诗人强调撒旦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折

磨并非来自《圣经》或基督教神学，而是来自

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撒旦的这种

满怀嫉妒的心态使他更像一个现实中的普通

人，这是中世纪文学中少有的对人的心理和

人性的展现，是诗人的独到之处。不仅如此，

撒旦引诱人类堕落还因此而具有了新的意

义。基督教通常认为，魔鬼引诱亚当和夏娃

背叛上帝主要是为了复仇，因为他无法直接

向上帝挑战，只能靠毁灭上帝所喜爱的人类

来间接打击上帝。但在《创世记B》里，由于

诗人特别强调了撒旦因那个“用泥巴捏”的卑

贱的亚当和夏娃夺走了并享受着本属于他的

幸福和荣耀而产生的忿懑之情，因此引诱人

类犯罪就不仅仅是向上帝复仇的手段，人类

本身也成为他打击的对象。如果人类违背上

帝禁令，他们就会失去上帝的宠爱，也将到地

狱里来和魔鬼们一道受折磨。这样，撒旦自

然也会感到好受一些。这也是这位中世纪诗

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深刻之处。所以对撒旦来

说，引诱人类犯罪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他

对追随者们说，他们必须设法

使他们[亚当和夏娃]抛弃对上帝的忠诚，

让他们违背其谕令。

他就会怒不可泄，赶走他们，

他们就会寻找地狱，来到

这可怕的深坑，追随我等。(U．402—06)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关于引诱者

①密尔顿早年计划创作一部关于亚瑟王的史诗，清
教革命后改为创作《失乐园》，笔者猜测，那很可能与他读过

这部古英诗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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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问题。《圣经·刨僦记》只是提捌弓|诱

者是那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蛇，而基督教

通常认力那就是撒里本人，蛇也毽戴瑟成为

撒旦的化身。密尔顿在《失乐园》里也是这样

写的：撒旦飞过万千里的浩瀚宇宙，来到伊甸

匿，变戒蛇进行萼l诱。但在《剖誊记努》里，实

施诱惑的却不是撒旦，而只是他的～个“使

者”。这或许是因为，撒旦这个曾经是天上最

尊贵的大天使不瘸于屈荨去孳|诱一个泥巴捏

出的人。如果是这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

现了擞旦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同时也霹能是

另外一个重要的舀耳曼荣誉观在作晶中的无

意流露。

《裂整记B》另外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是对夏娃这个形象的塑造，这一点同样也与

《圣经·创世记》和基督教正统思想有相当距

离。无论是《圣经》还是《刽誊记B》，无论是

基督教的传统说法或者《失乐园》这样的文学

作品，在有一点上它们是惊人的一致，那就

是，虽然夏娃惫咤禁果，但鄹本身缎乎并没有

多大意义；魔鬼是否成功，人类是否坠入万劫

不复的深渊，完全取决予难当是否吃禁果。

夏娃似乎仅仅是被作为诱使亚当犯罪的工吴

而已，这显然是男权文化的产物。但有意思

的是，不论是《圣经》里篱短墟叙述还是《失乐

园》里高度艺术化的创作，褶比之下，夏娃的

形象都比亚当更为生动、有趣、复杂和丰满。

在大多数宗教穰文学箨瑟匿，亚当更像一个

宗教观念的体现，①而夏娃则给了人们更多

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创作的余地。

不论是《圣经》还是基替教教会，历来都

谴责人类、特别是夏娃，因虚荣作祟而犯罪，

因为蛇告诉夏娃，如果吃了智慧果，“你们便

如神能知道善悉”。(《刨落记》3：5)他们犯

罪，是因为想变得和神一样。虚荣也因此而

位列基督教“七大重罪”(Seven Deadly Sins)

之首，被看作是使人类失去乐园、刹曼l兰世受罪

的根本原因。疑娃自然也遭教会同声指责，

并殃及所有女人。在中世纪男权社会薰，在

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女人被看作是魔

鬼的工舆和人类堕落之原由丽备受责难。每

一个教堂的布道坛上都发出对女人无穷无尽

的谴责之声：

女人被看作是蓬狱之囊，万恶之源。她瘟该

一想到自己是女人就感到羞耻，她应该为把

各种诅咒带给了这个世界两不断忏悔，她应

该荛鸯琵的服饰感到羞愧，嚣力那是魏整落

的纪念。她特别应该为自己的美丽感到可

耻，因为那是魔鬼最厉害的工具。(Leck：

338)

当然，所有的指责最终都指向夏娃这个“邪

恶”戆原型女人，人们把人世阚一切苦难都翘

咎于她。

然而《创世记B》的作者不同。他实际上

是在尽爨为夏娃辩护，焉虽德的辩护系统、全

面，很有说服力。他辩护的中心思想是，夏娃

决不是出于任何目的(当然也不是出于虚荣)

丽有意违背上帝旨意，她仅仪楚透为受到蒙

骗，她的过失是没能认清引诱者的真面目。

而且就连她没能认清魔鬼豹粪蘑嚣也不完全

是她的错，因为诗入特意不止一次地指滋，是

“上帝给了她更为贫弱的心智’’，(590；649)而

萼|诱者叉塞称是上帝使者，难怪她不畿认清

其真面网，这自然为她减轻了责任。同时，撒

旦的使者非常雄辩，他用了近40个诗行

(55卜87)来“薤骚”夏娃。饱藏遥剃诱，动之
以情，晓_之以理，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使那

个“心智贫弱”而且从来没有被告之为什么不

能吃智慧果的夏熊实在难以招架。

由于亚当已经拒绝其诱惑，引诱者才转

i}|i去找夏娃。所以这个以上常使者身份出现

①禚《失乐园》里，密尔顿以奥甫斯丁关于人的自由

意志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让亚当独立做出愿

意弓夏娃一遂沦落、美弱蔟嚣熬癀蓑瑟勇致敬选择。馥毽超
越了传统硒限ffli成为一个光辉的艺零形象。然而鼯使在

《失乐园》骥，夏娃也是一个刻画得更为细腻、性格鬻为复

杂、内心更为丰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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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惑者首先恐吓她说，由于他们不执行他

带来的上帝旨意，定将招来全能的上帝雷霆

之怒，理在只有她才能救他们蓊。德告诉夏

娃，如果她按上帝旨意吃了智慧果，她就会心

明眼亮，看见天堂之主，得到他的恩惠。这其

实是很巧妙建向夏娃提供继是上帝使者的证

据：只要她吃了智慧果，就能得到证据(看见

上帝)。她吃禁果之后，如引诱者所说，她的

确看到了上帝和天堂的美好，医既确信来者

是上帝使者。她这才开始劝说亚当，这个证

据也因此两成为她说服亚当的重要瑗由。她

告诉亚当，“如果不是上帝，天堂之主，／赐我

眼力，我如何能有这般领悟?”(654--55)在她

劝说亚当的整个过程中，夏娃强谖了引诱者

是上帝使者，并特别生动地描绘了她吃智慧

果后的美好感受：她看到了上帝无边的创造，

断到了美妙和谐兹天堂之乐，更瞻仰了主帝

的容颜和感受刘天使们在上帝身边的幸福与

美满。诗人显然是在竭力表明，夏娃完全是

真诚她以为她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另外，

引诱者还利用了她对亚当的爱情。他说，如

果她吃了禁果，“我将不会向你们的主告状，／

那个皿当如此无理，竟然对我恶语相向”。

(580—81)这也使她的形象更为可爱，她的错

误避就更容易褥刘入髋谅勰，因为娥是在为

亚当着想，她的过失中没有丝毫个人利益，更

不用说虚荣。

或许是憔入麴不理鳃他的弦外之音，当

夏娃劝说亚当之时，诗人甚至直接出面明确

地为她开脱说：

她完全出子忠诚意愿，全然不知

无穷的伤害、可怕的灾难

将随之降临到人类头上⋯⋯

她听信那罪恶使者的规劝，

还自以为是在蒙取天主的恩典。(708—13)

杰此可见，在《剑世记B》受，夏娃充其量只是

好心犯错误：她以为自己是在执行t帝使者

带来的上帝旨意。她那由上帝赐予的“贫弱

的心智”(这当然不是她的错)显然无法理解

上帝玄奥的天道(Providence)或魔鬼那险恶

的阴谋诡计，因此楚实际上戏了她无法理麓

的上帝与魔鬼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无

辜牺牲品。

特别值褥注意酶是，在整个劝说过程孛，

我们只能感受到她对上帝的爱和虔诚，而没

有丝毫虚荣。这显然不是因为诗人不知道基

督教关于虚荣的教义。饱在苘面表现撒量和

天使的反叛和堕落之时已经用了大量的篇幅

和超常的语言来突出地表明，虚荣是天使们

因而也是随后人类堕落的最终根源。因此，

他在表现人类的堕落、特别是在表现夏娃这

个关键入物对，在虚荣问题上令久惊讶的沉

默显然另有原因。

不仅如此，除了为夏娃开脱，诗人还尽力

表现她痛悔的心情，迸一步突出她人性的一

面，从而使她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禚吃禁

果之后，亚当把一切过失推绘夏娃并藉悔曾

请求上帝为健造邂夏娃，这使亚当的形象大

打折扣。在亚当责骂之后，诗人让这个“最美

丽的女人，最漂亮的妻子”说避最动人的话：

“亚当，你尽可以用你的语言责怪我；／然而你

胸中的苦痛却远不及／我的心正为此遭受的

折磨。”(824—26)其实，亚当的责任更大。善

先，他的“心智”更强；其次，在此之前他拒绝

了使者的诱惑，那表明他本来已经认识到那

指令弗莲摹来皇上帝；毽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俺

是他自已吃下的攀果。但亚当把一切责任全

推给夏娃，丽夏娃却没有任何抱怨，只是在内

心自责和悔恨；楣沈之下，夏娃的形象鼗然更

为可爱。

这榉，《刽世记B》呈现给读者的夏娃与

那个因虚荣丽犯罪、长期遭到人们谴责的传

统的夏娃形象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个人性

纯的甚至是凄美的夏娃是一个平凡悉可爱酶

女人，而不是宗教观念的体现者。她诚实、善

良、深深地爱着tt融的丈夫，并为自己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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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感悔便；她离往天堂{嚣玉虚荣，因天真两器

受欺骗，因虔诚而背离神意，显然很能博得人

们的霹慵。夏娃这个形象在英国文学发展史

中具有褶当重蒜的意义；她不仅是第一个独

特的夏娃形象，而且是英圜叙事文学作品中

第一个主要扶入懿氢囊瓤毒器获宗教教义出发

而塑造的具有榈当内心深度的人性化了的女

性形象。①

从土瑟静分析哥戳餐遗，诗人最然是在

讲述《圣经》故事，但他对夏娃的塑造实际上

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诗

人摄然是一个教±或骛士，如果弛在一些缨

节上稍微偏离难轨，那不足为奇，但在事关人

类堕落这样豹核心闽题上走那样邀，翔很不

寻常。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嚣诗人的“离经叛

道”(heterodoxy)，并试图解释其原阑。希尔

获务，《餐整记转》熬荐者虽然不鬣说是“离经

叛邀"者，但他在“处理人类堕落的事件”上所

享有的“思想和想象自由”的确大得“有点令

人眨壕”。毽媳解释是，诗入不是用控丁这种

运用广泛的“圈际语言”和宗教界的正统语

言，耨是用英语这种“范豳相对狭小的民族语

言”写谗，医就不必担心遭裂正缝宗教入士的

攻静。(Hill：290)

这种哥熊性也许有，健却没有找出产生

这种悉葱的根源，丙盈这种设想意昧着作者

清楚地知道自融在做着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

静事，在发表异端愚想。瞧就是说，继是有意

识她在“离经叛道”，否则他就不必为了避免

遭到正统人士的攻击而有意识地使用为主流

宗教器夫±不能阕读懿英语。缀难慧象，一

个教士会有意识地发表弊端思想。⑦所以，

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教士～诗人并不是有意

识蛾发表秀教会掰不容的异翡愚想，孬是毽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思想与正统有多大矛

看。④也就是说，她是在按照自己对《圣经》

敖事豹理簿，发挥鸯己的想象力采叙述天类

堕落的故事和魍造在其中起了重嚣作用的夏

娃。这受酶关穗是德酶理解，瑟谴静理解是

以他的恩想为基础的。那么，这部诗作反映

窭终者仆么样的思想睨?在很大程度上，那

是仍然十分强大的疆耳曼传统文佬酌影睫。

在8世纪，许多来自刚皈依基督教不久

麴英揆兰缝送懿传教±蕊往薯芝欧弱耳璺她

区，成为当地传教活动的主要力量。那些地

区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祖居地，．虽然盎格

鲁．擞巍逊人瓣语富邑经有了较大交纯，但毽

们与当地人的交流不应该有太大困难，这也

可能是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

在当穗特豢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医。《剁世记

B》这部被学者们认为产生予8世纪的诗作

很有可能就是这场传教活动憋产物。如果是

这样，它要么是盎格鲁．擞克逊传教士为了离

当地人传教而用辫地的撒克逊语创作的普及

经《圣经》馥事，要么是揉受盎格鲁一擞克逊传

教士影响、剐皈依基督教斡当地撒克逊教±

为同样目的而创作的作品。它随后被带回英

格兰，熬译威盎格鲁．擞壳逊语，并被嵌入《翻

世记A》里。

假不论怎样，它都是包措英格兰链内的

鏊耳曼氆界旱麓藻督教时代翡痒曩。不仅在

刚皈依的北欧日耳曼地区，即使在英格兰，日

耳曼异教传统都还保持着强大影响，基督教

酶控铡还没畜完全瑰圈，更不焉说确立耨普

及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另外，基督教内部也

存在许多各种不灏藏派和思想的冲突，这自

然也影睫舞教义的统一。毙如在荚格兰缝

区，罗马教廷和矮尔兰教会之间的冲突在7、

8世纪就一直缀激烈。嚣就在摆当长时期

。①古英语英雄史诗《沃迪尔》(Waldere)可熊魈造了
—个重要的女牲形象。然嚣它只剩残麓，仅孺个段落，共83

行，餮人难瑷看瀵楚戆形象。

圆萋督教史上许多发表所谤“异媾”器想鹣入，扶不

认为自融的思想是“昴端”，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利用一切可

能的公歼场合宣扬自融的观点。
②茭实，蓑尔鑫邑就指出，豫搬憋这嚣著名的摊学家

霰学者邈鬻嚣蓑掺蠢巍散帮霉璜彝说。毙德蹬髂燕雳箍了

语写作，他显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散布异端邪说，饿的所谣

“异端邪说”也只能是不自觉的流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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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英格兰，更不用说在北欧的褥耳曼地

区，很难说什么是正统的慕督教神学思想，教

士们往往是根据各自的教派和自己的理解来

传布基督教思想。所以，教士们相置指责为

异端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像当时英格兰最

杰出的襻学家、学者和修道±比德(Bede，

672—735)也常遭指责，说他散布异端邪说。

至于后来，随着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正统

教义逐渐确立，基督教早期匏许多流派耱愚

想、特别是那些受到异教文化影响的思想，被

指责为离经叛道就更不足为奇了。

浙叛，与其说《截整记B》酶绍者是有意

识地在利用所谓正统神学家们不能阅读的英

语来表达异端思想，还不如说健根本就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背离正统。其实，《刨毽记

B》虽然是在讲述《圣经》故事，它所讲述的绝

大多数内容却没有经文可依。毙鲡，关于擞

旦和天使们叛乱的故事《圣经·创世记》里根

本没有，它只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偶尔简略

提及。它实际上是后来历代犹太注经家、基

督教神学家和文学家们集体想象力的创作。

由于它是经外传说，没有太多束缚，所以成为

人假发挥想象力的绝好题材。《剖煎记B》量

撒旦的形象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诗人的想象

力使这个叛逆者更像一个霹耳曼英雄。虽然

诗人根据基督教教义着意突出撒旦的高傲并

加以谴责，使之成为天使堕落的根源和世间

一切罪孽之“原嚣"，但在瓣耳曼价值溪念里，

高傲或者虚荣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名声、荣誉

和地位的渴望并非像在基督教教义里那样是

罪孽，粳反却是值缛赞颂的美德，是荚雄们遗

求实现的人生目的。所以，当诗人在无意问

“赞美”撒旦身上的“英雄”气质之时，那实际

上是健自己身上的叠耳蔓文化传统影响酶流

露。在对待虚荣或名声上的不同态度，反映

出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在对待入方面的

根本区剃。基督教谴责入安匿变得朔“神一

样”的虚荣，将其斥为万恶之源，这不仅在人

和神之间麓了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耶

稣除外)，而且无情压制了人试图超越自身的

一切企图或努力。与之相反，基耳曼入追求

名声，通过英雄业绩扬名四海，流芳百世，使

自己超越时空，这实际上是对人的价值的肯

定。谗多吉英语英雄传说，特别是史诗《哭奥

武甫》，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观念。

实际上《创世记B》在讲述人类堕落的故

事和塑造夏娃的形象嚣季所表现凄来的背离歪

统基督教教义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

源于日耳曼文化(特别是其中崇尚人的价值

方瑟)的影噙。诗入在讲述入类堕落的整个

过程中，突出强调魔鬼对夏娃的蒙骗，相反却

对虚荣这个在正统基督教教义看来是入类堕

落的核心根源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沉默，可能

正是这种影响不自觉的流露。至于把夏娃人

性化的倾逸，就更孵显地反映逛基耳曼文纯

中的入文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日耳曼文化在

本质上是世俗文化，相对于基督教，它更关注

的是褒实邀赛、瑗蜜生活孛的入程入的价值。

所以，诗人致力于把夏娃塑造成一个更接近

于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形象，有着现实中的女

人身上常有的燕质、缺点纛恿慧情感，褥不是

把她塑造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念体现者，从

而把她网撒旦的嵩傲和耶稣的谦卑寓意性地

联系在一起。

在古英诗里，《创世记B》塑造的夏娃并

不是一个孤立形象。虽然大麓古英诗已经散

失，但现存的盎格鲁一撤克逊诗歌仍然为我们

展现了一些动人的女性人物。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女性人物塞要窭瑰程瞧俗诗歌墨，①

其中最动人的形象是抒情诗《武尔夫与伊德

瓦塞》(Wulfand Eadwacer)、《妇怨》(Wife’

葶Lament)、《夫之书}(Husband’S Message)

①古藻语宗教诗歌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比耍硅

圣捷黄《寒藤安薅}(Jul纽na)巍《爱伦娜}(Etene)羹瓣圭久

公。僵霈臻指出的是，来黼安娜和爱侩娜与其说是女性人

物，还不如说是被非怙化厂的圣徒。至于在古英诗残篇《朱

蒂丝}(Judith)里，朱蒂丝倒更像-个日耳曼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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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主人公。她们思想感情丰富，历尽艰辛

而对爱情忠贞不渝。这些女性形象显然是日

耳曼传统文化的产物，她们体现的主要是日

耳曼价值观念。所以，夏娃这个形象是有深

厚文化传统的。尽管夏娃在许多方面与她们

不同，但在突出她的人性和她的女性特点方

面，《创世记B》的作者显然受到了日耳曼文

化传统的影响。从夏娃的形象我们可以看

到，日耳曼传统对现实中的人的关注在一定

程度上平衡了基督教文学中的宗教倾向，从

而使人物更加生动丰满、真实动人。

当然，古英诗《创世记》首先是宗教文学

作品，讲述的是《圣经》故事，其主旨是表达宗

教思想，目的是教育广大听众。因此，宗教精

神在作品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即使在

这样的宗教诗歌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El耳

曼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诗人所表达的日耳

曼习俗和价值观念使诗中的世界更接近于日

耳曼或盎格鲁一撒克逊社会现实，也使其中的

主要人物更像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反映日耳

曼传统的影响方面，古英诗《创世记》远不是

个别现象，几乎所有古英语宗教文学作品都

受到日耳曼文化程度不同的影响，正如那些

直接根源于日耳曼传统的世俗诗歌也几乎全

部受到基督教思想的重大影响一样。从古英

语文学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可以看出，在盎格

鲁一撒克逊时代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和日耳

曼两大传统一直处在共存、冲突与融合的动

态关系中，并最终发展成为后来英国文化的

核心。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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