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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法结构看“ 钦定本”《 圣经》的文体特征

李滟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12$$3"）

摘要：“钦定本”《圣经》以其独特的文体对 24 世纪以降的英国语言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现代英译本《 圣

经》为参照，对“钦定本”中句法结构的运用进行了抽样考察与分析。认为“ 钦定本”具有语言简洁、文体正式规范、

结构精简且灵活多变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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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译本最多的书。据

统计，《 圣经》已经被翻译成 2 !$$ 多种语言与方

言［2］。其中 印 行 于 2 %22 年 的“ 钦 定 本”《 圣 经》

（9:0 ;</= ->?0@ A<B)0）在英译本中最具权威性，对

24 世纪以降的英国语言和文学产生了最深远的影

响。《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对它如此评价：“ 英语

著作中最伟大的一本* * * * * * 英文经典著作之冠。它

是对于 英 国 性 格 和 语 言 有 着 最 大 影 响 的 一 个 源

泉。”［#］“钦定本”语言简洁，文字优美，修辞讲究，文

体正式，极具文学价值。许多英美作家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钦定本”文体的影响，其独特的文体魅力由

此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文体分析的内容包括 1 个方面：词

汇、语法（ 句法结构）、修辞和语篇。对某文本的句

法结构的分析又包括对其句子结构、句子类型、动词

短语和动词否定式的考察与分析。笔者对“ 钦定

本”某些章节的句子结构、句子类型、动词短语和动

词否定式的运用做了抽样考察与统计，并以现代英

译本《圣经》为参照，分析了“钦定本”句法结构的文

体特征。

一、& 句子结构的文体特征

句子的长度和结构是构成各种文体特征的重要

因素，不同长度和结构的句子具有不同的文体功能。

从句子结构和长度来看，“钦定本”文体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句子短小，结构简单，但在不同的语言语境和

文化语境中又善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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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钦定本”首卷首章的首节，短小精干，结

构简单，只由 2$ 个英文单词构成。“2$”在《 圣经》

中是个圣数，表示“ 完整、完美和完全”［"］。这似乎

暗示着“ 钦定本”语言和内容的完整和完美，也为

“钦定本”语言简洁、结构简单的文体特征奠定了基

础。

下面仍以该章的前 6 节为实例分析“ 钦定本”

句子结构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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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6 节中，共有 4 个句子（ 以句号计算），单

词 3! 个，每个句子的平均含词量为 2#* 4 个，远不及

英语各类文体中句子的平均含词量：24* 3［1］。在这

4 个句子中，最长的句子含词 24 个（句 6），由 " 个小

句构成，其中单音节词 26 个，第 2、# 小句全为单音

节词。最短的 2$ 个词，共 # 句（句 2 和句 4）。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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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句子结构都很简单，所含时态动词都在 ! 个以

内。

在《创世记》第 " 章的其余 #$ 节中，句子结构也

比较简单，而且变化很小，同类结构重复使用频率很

高。例如，描述上帝用言语创世的句子结构“%&’
()’ *+,’，-./⋯”被反复使用了 "0 次，其目的显然是

强调上帝是用言语（命令）创造了宇宙万物。这种句

子结构虽精简，但富有庄严而正式的文体色彩和强

烈的震撼效果，衬托出上帝造世的神圣性［1］，更展示

出上帝至高无上的威仪，加重译者和读者对上帝的

敬畏，并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总结性的句子

2 +&’ ,/ 3+* *)4 2 被重复了 $ 次，而“%&’ /5. .6.&,&7
+&’ /5. 8)9&,&7 3.9.⋯”也出现了 $ 次。这种同一结

构或句子的重复是为了确定和强调上帝用言语创世

的事实，加深读者和听者的印象，同时也体现了“ 钦

定本”译者们敬畏上帝的宗教热情。

为了证实“钦定本”的这一文体特征，我们考察

并统计了这 1 节在下列现代英译本《 圣经》中的词

数、句数和每个句子的平均含词量（见表 "）。

表 !" 《创世记》"：" : 1 节中的词数、句数和句长对比

版本 词数 句数 句子平均含词量

;<= >? @ "#4 @
ABC >! $ "!4 >
DEC >@ $ "04 1
ADEC >$ 1 "@4 #
AF= >G 0 #G

H H H 注：;<=—;,&7 <+8.* =,IJ.；ABC—A.3 B&/.9&+/,)&+J C.9*,)&；

DEC—D.6,*.’ E/+&’+9’ C.9*,)&；ADEC—A.3 D.6,*.’ E/+&’+9’ C.9K
*,)&；AF=—A.3 F&7J,*5 =,IJ.4

数据表明，这 1 节在“钦定本”中句数最多，句子

平均含词量最少。

“钦定本”《创世记》全章共 !" 节，句子短小，节

奏明快，结构简洁，描写层层推进，内在联系十分清

楚，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文体特征。

《创世记》第 " 章描写上帝用言语在 $ 日内创造

天地，其语境气势恢弘，所以句子短小，结构简单。

然而，这一文体特征并非贯穿整部圣经的所有章节。

因为，不同的章节描写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语境要求

有不同的语言形式。

以《创世记》第 ! 章为例。和第 " 章相比，第 !
章的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描写人类始祖第一

次抗旨犯罪，第一次被上帝惩罚。亚当和夏娃的犯

罪使本来单纯美好的世界变得复杂，描写这一语境

的语言形式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该章由 #0 节组

成，共有句子 #" 个，单词 $?# 个，每句平均含词量多

达 !! 个词，大大超过英文各类文体中句子的平均长

度。该章第 ! 句（第 #、! 节）长达 1" 个英文词，描写

夏娃向撒旦叙说不能吃禁果的客观原因和她想吃但

又害怕的复杂心理。第 1 句（ 第 $ 节）是一个由 1"
个英文单词构成的复合长句，更加形象地刻画出夏

娃和亚当的贪婪：“%&’ 35.& /5. 3)8+& *+3 /5+/ /5.
/9.. 3+* 7))’ L)9 L))’，+&’ /5+/ ,/ 3+* MJ.+*+&/ /) /5.
.N.*，+&’ + /9.. /) I. ’.*,9.’ /) 8+O. )&. 3,*.，*5.
/))O )L /5. L9P,/ /5.9.)L，+&’ ’,’ .+/，+&’ 7+6. +J*) P&K
/) 5.9 5P*I+&’ 3,/5 5.9，+&’ 5. ’,’ .+/4 ”（“于是，女

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

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

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钦定本”的译者们在人类

始祖面临因违抗上帝命令而将被驱逐出乐园这一文

化语境时使用了这一复杂的长句，因为长句能以繁

多的单词和复杂的句子结构描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

动。译者们正是借用结构复杂的长句将夏娃既害怕

又贪恋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惟妙惟肖的。

该章中最长的句子多达 "G1 个英文单词（第 "@、

">、"? 节），而且句子结构也极为复杂，内含 1 个复合

句：%&’ P&/) %’+8 5. *+,’，（"）=.Q+P*. /5)P 5+*/
5.+9O.&.’ P&/) /5. 6),Q. )L /5N 3,L.，+&’ 5+*/ .+/.& )L
/5. /9..，（ #）)L 35,Q5 B Q)88+&’.’ /5..，*+N,&7，

R5)P *5+J/ &)/ .+/ )L ,/：QP9*.’ ,* /5. 79)P&’ L)9 /5N
*+O.；,& *)99)3 *5+J/ /5)P .+/ )L ,/ +JJ /5. ’+N* )L /5N
J,L.；R5)9&* +J*) +&’ /5,*/J.* *5+JJ ,/ I9,&7 L)9/5 /) /5..；

+&’ /5)P *5+J/ .+/ /5. 5.9I )L /5. L,.J’；B& /5. *3.+/ )L
/5N L+Q. *5+J/ /5)P .+/ I9.+’，（!）/,JJ /5)P 9./P9& P&/)
/5. 79)P&’；（0）L)9 )P/ )L ,/ 3+* /5)P /+O.&：（1）L)9
’P*/ /5)P +9.，+&’ P&/) ’P*/ *5+J/ /5)P 9./P9&4 译者们

用这一长句描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地受诅咒

⋯⋯终身劳苦⋯⋯汗流满面⋯⋯归于尘土”。

通过对该章句子结构和句子长度的统计与分

析，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帝对撒旦、夏娃和

亚当惩罚的轻重也体现在译者们翻译三种惩罚时的

用词量、节数和句子结构的复杂程度上。用以描述

上帝对亚当、撒旦和夏娃的惩罚的用词量和节数分

别为："G1 个单词，共 ! 节（第 "@、">、"? 节）；@" 个单

词，共 # 节（第 "0、"1 节）；!1 个单词，仅 " 节（ 第 "$
节）。上帝对这三者的惩罚程度由重到轻，译者们描

述这三种惩罚时所用的单词和节数也由多变少。从

“钦定本”译者们所用英文单词的词数来看，上帝对

亚当的惩罚几乎是对撒旦的 "4 1 倍："G1 S @"，是对

夏娃的 ! 倍："G1S !1；对撒旦的惩罚又是对夏娃的 #
倍：@" S !1。所用节数的比例则是：!S #S "。

这组数据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更可能是“ 钦定

本”译者们的精心设计，而精心的设计来自精湛的语

言造诣。据考察与统计，现代英译本的译者们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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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用词量和节数来区分这三种惩罚的轻重。这

也是现代英译本不能与“钦定本”相媲美的地方。

二、! 句子类型的文体特征

句子类型的使用往往与内容和语境相一致，因

为不同的内容和语境可以直接影响句式的选择。

“钦定本”的主要句子类型是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

句。

陈述句用来陈述事件或说话人的看法，是“钦定

本”文体中的主要句式，这种句式的选择是由《 圣

经》叙事目的所决定的。《旧约》的写作目的是向读

者和听者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犹太人的历史。

《新约》的作者们在《 新约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基督

的一生和基督教会的早期历史。“钦定本”的译者们

在翻译新旧约时采用了大量的陈述句式以叙述《 圣

经》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并以此表达自己对那些事件

的看法。

“钦定本”所用陈述句之多，实难统计，在此仅以

《创世记》第 " 章为例。该章记载了上帝创造世界的

过程和上帝对自己创造之物的评价，共有陈述句 ##
个，约占全章总节数的 $"%，而且动词全部采用过去

式，以叙述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

除陈述句外，“ 钦定本”还大量使用了祈使句。

仍然以《创世记》第 " 章为例。该章描写上帝用语言

在 & 日内创造天地。在犹太人看来，上帝的话语就

是能力，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译者们在叙述上

帝的创造作为时 "’ 次使用了祈使句“()*⋯”（“ 要

有⋯⋯”），# 次使用“+) , , , -（“ 要, , , , , , ”）。在

这种语境中大量使用表示命令的祈使句，其目的可

能有三："）显示上帝至高无上的能力与威严，从而

使读者对上帝的话产生敬畏感；#）增强句子的严肃

性和真实性；.）使语境显得更为庄严威仪。

在使用祈使句式时，“钦定本”译者们使用了大

量的直接引语来引述上帝的“ 原话”，以强调天地为

上帝所造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创世记》第

" 章有 "’ 节为直接引语（/)01)1 .，&，2，""，"’，"3，

#4，#"，##，#’，#&，#5，#2，.4），占全章总节数的 ’’%。

在《创世记》第 . 章的 #’ 节中，也有 "$ 节采用直接

引语引述上帝与亚当、夏娃、撒旦之间的对话，占全

章总节数的 $4%。这些引语体现出上帝说话的语气

神圣、庄严，气势恢弘。

据考察与统计，“钦定本”中使用直接引语频率

最高的是《 新约圣经》中的 ’ 部福音书。《 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含直接

引语的节数分别占各书节数之总数的 &4%，’#%，

3.%和 ’$%，而且都没有使用引号。在使用直接引

语最多的《马太福音》中，第 & 和 #3 章全为直接引

语。“钦定本”《 新约》的译者们在四福音中如此频

繁地使用直接引语，原因可能是为了强调耶稣论道

的真实性，并让读者在读福音书或聆听福音时有身

临其境之感。

此外，“钦定本”的译者们还大量使用了疑问句

式，但使用频率远不及陈述句和祈使句多。在“钦定

本”中使用疑问句频率最高的是《 约伯记》。《 约伯

记》有 ’# 章，共 " 4$4 节，其中含疑问句的有 #"$ 节，

占节数之总数的 #4%。仅第 .5 章就有疑问句 ’4
个。该章 描 述 上 帝 对 约 伯 的 咭 问，属 于 06)*7089:;
<=)1*87>1，不需约伯回答。译者们在此使用疑问句的

目的是借上帝之口述说上帝创世的伟大作为。

三、! 动词词组和动词否定式的

文体特征

“钦定本”在动词词组和动词否定式的使用上也

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文体特征。

“钦定本”中动词词组的文体特征是结构简单，

变化较少。

以下是《 约翰福音》第 " 章描述耶稣“ 道成肉

身”的前 ’ 节：", ?> *6) @)A8>>8>A B:1 *6) C70D，:>D
*6) C70D B:1 B8*6 E7D，:>D *6) C70D B:1 E7D , # ,
F6) 1:G) B:1 8> *6) @)A8>>8>A B8*6 E7D, . , H;; *68>A1
B)0) G:D) @I 68G；:>D B8*67=* 68G B:1 >7* :>I *68>A
G:D) *6:* B:1 G:D), ’, ?> 68G B:1 ;8J)；:>D *6) ;8J)
B:1 *6) ;8A6* 7J G:>,

在这 ’ 节中，有 . 节只含一个谓语成分（第 . 节

除外），即表存在或状态的系动词 +K。在短短的 .
节经文中，系动词 +K 反复使用了 & 次，其目的是强

调“道成肉身”这一事实。第 . 节中有 . 处使用了含

# 个谓语成分词组的被动形式。这 ’ 节的时态也极

为简单，而且变化很小，全为过去时。因为这一简单

的事实无需用复杂的动词词组结构来表述。

然而，并非“钦定本”所有的章节都体现出动词

词组结构简单这一文体特征。以下是我们统计的

《传道书》第 " 章中动词词组的使用情况（见表 #）。

表 !" 《传道书》第 " 章中的动词词组

动词词组 / +) L /M)> N L / O:P) L /M)> +) L /M8>A 总计

数量 .$ 2 # & " 33

该章共有 33 个时态动词词组，其中含 " 个主要

动词的有 .$ 个，占总数的 &$ %。其它多为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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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分的词组，以被动式和完成时为主，分别为 ! 个

和 " 个。该章描写的语境是传道者感叹“ 万事皆虚

空”。“钦定本”译者们用较为复杂的动词词组结构

来表达传道者复杂的心理。由此可见，语境的变化

自然会引起语言结构的变化。

“钦定本”中动词否定式的构成形式也值得注

意。“钦定本”不用助动词构成否定形式，而采用古

老的否定式，即动词 # 否定词 $%&。这种“ 钦定本”

中常见的否定形式在《 路得记》中出现得较多，如

’$( )*+ ),-( .$&% &*+/，0,11 /+ $%& 2,%/-，3,11 /+
4,5,（6.&* 7：88）；’$( $%9，/: (,.;*&+5，<+,5 $%&；
= 9-11 (% &% &*++ ,11 &*,& &*%. 5+>.-5+)&（6.&* 7：88）；?%
$%& &% ;1+,$ -$ ,$%&*+5 <-+1(，$+-&*+5 ;% <5%/ *+$3+，

@.& ,@-(+ *+5+ <,)& @: /: /,-(+$)（6.&* A：B）；C%,D
3%//,$(+( *-) :%.$; /+$，),:-$;，E+& *+5 ;1+,$ +F+$
,/%$; &*+ )*+,F+)，,$( 5+G5%,3* *+5 $%&（ 6.&* A：

8H），+&3。

又如《马太福音》第 " 章第 I 节的部分内容是表

示“不要说些无用的重复的话”。不同版本对此有不

同的译 法。版 本 一：“ @,@@1+ $%& /.3*”；版 本 二：

“(%$J& K++G %$ @,@@1-$; ”；版本三：“ (%$J & *+,G .G
+/G&: G*5,)+) ”；版本四：“.)+ $%& F,-$ 5+G+&-&-%$)”。

第一版本是 8" 世纪的廷德尔译本，采用了通俗的口

语，简洁而生动。第二和第三版本为现代英文译本，

采用现代英语的否定形式，容易被现代读

者接受，但不如第一个版本简洁生动。第四个版本

为“钦定本”，语言古朴典雅，符合上帝说话的口吻，

能使读者和听者产生敬畏。所以，不同的语言形式

能产生不同的文体效果。在这点上，“钦定本”又优

越于现代英译本。

四、L 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和现代英译本《 圣经》相比，“ 钦

定本”语言更简洁、结构更简单，对句式的选择更灵

活多变，所用句法结构更符合其语言语境和文化语

境。“钦定本”文体对 8I 世纪以来的英国语言和许

多英美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钦定本”

《圣经》文体的研究应成为现代英语文体学研究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能丰富英语文体学研究

的内容，而且还对英语其它文体的分析与研究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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