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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
——鲁迅与《圣经》简论

王立明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沈阳110034)

摘要：鲁迅一生坚持科学，反对各教派宣扬的宗教神话。但却将了解宗教视为必要的修养。因此。从他丰富的著述

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世界三大著名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十分熟稔，多有论述，对那些较小的宗教流派也有

一定的研究和阐释。本文侧重论述了鲁迅与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密切关系、对《圣经》的评价、对《圣经》故事的改

编，以及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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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发展至今已近2 000年，是历史最悠

久、信众最多的教派之一。基督教教义主要体现在

由新、旧约合成的《圣经》之中。《圣经》不仅是

基督教的经典、西方文化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学中

的经典，它对欧美、乃至世界文学艺术和文化的深

远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在鲁迅的著述中不难发现，他与《圣经》这

部经典的密切关系，其中既有对《圣经》艺术的

中肯评价，也有对《圣经》故事的改编，以及对

《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充分体现了鲁迅对

《圣经》文化的造诣之深，也为我们今天正确借鉴

外来文化有着积极引导作用。

一、对《圣经》的评价

鲁迅对《圣经》的评价，最早见于他在1907

年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如《人之历史》《文化偏

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从这些论文可以看

出，鲁迅在青年时期就对基督教和《圣经》颇为

了解。鲁迅在肯定《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基督教

在西欧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其中所谓神

创造世界的神学观点则给予了否定。在《人之历

史》中，他在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及其

发展历史时说：“动植诸物，与人类同，无不能诠

解以自然之律；惟种亦然，决非如《圣书》所言，

出天帝之创造”【t112。从根本上否定了《创世记》

中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宗教神话。在《文化偏至

论》中，鲁迅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历史及

其与欧洲文化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对马丁·路德宗

教改革的原因、内容及巨大影响，作了明晰而又详

细的阐述。他说：“时则有路德(M．Luther)者起

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

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黜

法皇僧正诸号，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置身社

会，弗殊常人；仪式祷祈，亦简其法。至精神所

注，则在牧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既始，

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

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答

辩，多基于是。加以束缚驰落，思索自由，社会蔑

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

上之发明”⋯47。充分肯定了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

和影响。

《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可称得上是中国比较

文学发展史上的发轫之作。鲁迅在这篇论文中，主

要对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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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所谓“摩罗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

莱蒙托夫、裴多菲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赞扬这些

“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66的诗人们的反抗精

神，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中国的反封

建斗争引进“先觉之声”，以呼唤中国“精神界之

战士”的出现。

鲁迅在该文中阐述印度、希伯来、埃及等古代

文学成就时说：“⋯⋯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

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

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

(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

冷遂隳，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

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

下，无赓响矣。”⋯“鲁迅在此充分肯定了希伯来文

学“幽邃庄严”的特点及对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深

远影响，对《哀歌》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此处所说的《哀歌》，即指《旧约》中的《耶

利米哀歌》。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

冷，并把大批的犹太人押送到本国去供使役，这就

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背井离乡

的犹太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和对敌人的深仇

大恨，创作了许多思乡哀歌，其中先知耶利米所作

的《耶利米哀歌》最具代表性。他所写的哀歌感

情深沉、哀怨动人，对于激励人们战胜仇敌，坚定

重返故土的信念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哀歌也成为

希伯来诗歌发展到高峰的重要标志。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鲁迅写道： “今索诸中

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

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

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

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1j100慨叹当时中国缺少

“精神界之战士”，甚至连对失去家国的弱小唱一

首哀歌的耶利米都没有，这该是多么大的悲哀与不

幸啊!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英国浪漫派诗人

拜伦及其创作论述较多，其中最推崇拜伦根据

《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该隐》等作品，他说：

“裴伦(又译拜伦)在异域所为文，有《哈洛尔特

游草》(又译《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续，

《堂样》(又译《唐璜》)之诗，及三传奇(按指

《曼弗列特》《凯因》《天地》)(又译《曼弗雷德》

《该隐》《天与地》)称最伟，无不张撒但而抗天

帝，言人所不能言”⋯丌。

鲁迅所说的《凯因》，即今译《该隐》，是拜

伦在1821年根据《圣经·旧约》中的故事改编的

一部剧本。在《旧约》中，该隐是亚当夏娃的长

子，其弟亚伯。该隐种地，亚伯牧羊。秋收时，该

隐以粮食为供物，亚伯以羊羔和羊脂为供物，献给

上帝。上帝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不喜欢该隐的供

物，引起该隐的不满，在田野中将其弟杀死。该隐

杀弟后被上帝在额头上烙下记号，四处流浪。该隐

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凶手，也成为心胸

狭窄、残酷凶狠的典型和罪恶的化身，历来被人们

所不齿。

拜伦在其改编的剧本中则一反《旧约》中该

隐的罪人形象，赋予这个形象以全新的意义。拜伦

笔下的该隐不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嫉妒小人，而是

一个善于思考、不甘心做奴隶的叛逆者。在剧本

中，该隐不赞成亚当、夏娃、亚伯等人对上帝一味

地赞颂和顺从，并且认为亚当和夏娃不应因吃了禁

果而愧疚，而是应把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吃掉。他疑

惑上帝为何只喜欢羊羔羊脂这些带有血腥的供物，

而不喜欢自己的素祭；为何亚当夏娃吃了“禁

果”，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逐出伊甸园，终身受

苦。于是，他大声质问： “上帝曾与人为友吗?”

他开始拒绝祈祷，不再向上帝献祭，甚至想毁掉祭

坛，结果失手打死了阻拦他的亚伯。最后他自我放

逐到荒凉的地方。鲁迅之所以推崇拜伦《该隐》

这部剧本，就是因为拜伦笔下的该隐是一个喜欢思

考且具有鲜明反抗性格的人物。而在当时的中国，

面对沉重的封建压迫、帝国列强的野蛮侵略，所缺

少的恰恰是像该隐这样善于思考又具有反抗性格的

战士。

二、对《圣经》故事的改写

1927年，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

《野草》，这部散文集不仅反映了鲁迅思想发展过

程中的某些矛盾、苦闷和追求，也表现了作者对黑

暗势力的强烈憎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鲁迅在

《野草》中写了两篇名日《复仇》的散文诗。在第

一篇中，他描写一男一女持刀对立于旷野之中，引

起无聊人争相观看，以慰其无聊的情景；然而二人

并无行动，使无聊者的观看目的最终落空。鲁迅创

作这篇散文诗的意图就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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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多”才作的。他没有让那些麻木的看客的无

聊要求得到满足，这也正是对他们的复仇。

《复仇(二)》是鲁迅根据《马太福音》中耶

稣受难的故事改写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作为上

帝之子来世间传教，以拯救人类，不幸被其弟子加

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钱所出卖，致使耶稣被处以钉

上十字架的极刑。耶稣在受难前，受到押解的兵丁

和路人的戏弄、毒打、侮辱，直到死去。

应该说，鲁迅《复仇(二)》的情节与上述内

容并无多大区别，他也写了耶稣受难前受到的种种

戏弄和侮辱，以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肉体和心

灵上所遭受的极大痛苦等情景。但有所不同的是，

鲁迅笔下的耶稣，已不是那个被神化了的“神之

子”，而是一个要以自己的奋斗和生命为人民谋解

放的“人之子”，是一位社会改革者、一个舍己为

人的英雄形象。然而不幸的是，这位“社会改革

者”却被那些不觉悟的群众所侮辱。他不仅经受

了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和极大的痛苦：“丁丁地响。

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

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 “突然间，

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更让他深感痛苦和悲

哀的是巨大的心痛!他感到：“四面都是敌意，可

悲悯的，可咒诅的”，“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诅

咒的痛楚的波。遍地都黑暗了。 ‘以罗伊，以罗

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

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

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

都钉杀了。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

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2D74-175。

鲁迅改写《圣经》中这段内容，是有其特殊

用意的。耶稣带着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愿来到世间，

然而却不被他们所理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

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同胞是悲悯和诅咒的，悲悯他们

的愚昧和落后，诅咒他们的邪恶和残忍；同时也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鲁迅看来，耶稣的不幸遭遇

与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改革者境遇非常相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最黑暗腐朽时期，一些社会改革的先驱者

奋起斗争，结果遭到的不仅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遭

到了不觉悟的民众的嘲讽讥诮，例如鲁迅在小说

《药》中所描写的年轻革命者夏瑜的经历。革命者

夏瑜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被封建统治者所杀害，

她的死不仅没有唤起同胞的觉醒，反而遭到那些麻

木不仁的同胞的嘲讽。更有甚者，华老栓竟然用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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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夏瑜鲜血的馒头来为儿子治病。夏瑜的不幸与耶

稣的受难是何其相似!鲁迅正是借耶稣的受难来喻

指中国社会改革者的不幸。

三、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鲁迅以科学的拿来主义态度对待一切外来文

化，在其丰富的著述中，读者随时都能发现他对外

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扬弃与批判。对于《圣

经》，鲁迅亦是如此。他常常在其作品中信手拈来

地引用《圣经》中的词语典故，并以此为喻，对

中国现状加以分析。例如，1933年，鲁迅在《(一

个人的受难)序》中说：“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

国，比骆驼走进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

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

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

人”旧J152。《一个人的受难》是比利时画家麦绥莱

尔一组木刻的名称。木刻描写了一个普通工人的不

幸遭遇和斗争精神。鲁迅非常欣赏这组木刻的

“写实”风格，他亲自为每幅木刻作了文字说明。

鲁迅不仅在其作品中改写过耶稣受难的故事，

他在其他论述中也曾提到此事，或者以此事作喻，

论及中国的现实问题。1931年，鲁迅在为美国

《新群众》杂志所作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

状》一文中，就以耶稣受难来比喻中国左翼文艺

和无产者的处境，他说：“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被

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唯有左翼文

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

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4128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

的斗争在文坛上曾引起过很大的震动。当年，“现

代评论派”不但把鲁迅揭露和讽刺他们的杂文作

为广告以抬高自己，而且还把自己的无能，都归咎

于“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对“现代评论派”的

无耻行为，鲁迅进行了严厉批驳，他说：“我又不

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5J勰2“背十

字架”一说源于《圣经·新约》。据《新约》记

载：耶稣在受难前曾向门徒预言，他上耶路撒冷去

将被人杀害。他的门徒彼得劝他不要去，他却回答

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他又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

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6119“背十字架”由此

成为承受痛苦和磨难、富有牺牲精神的象征。鲁迅

正是借此“象征”来声明，他是不会为“现代评

论派”承担那些与己毫无关系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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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中，上帝是一位创造世界、主宰

一切的神。后来也常常被人们喻为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的象征。鲁迅有时也在文章中灵活地运用

“上帝”这一象征来论人议事。1925年，鲁迅自称

是交了“华盖运”的一年，为了回击那些“所谓

学者、文士、正人、君子”们的谗言，鲁迅不得

不放弃其他的创作，而写一些“短评”，《华盖集》

就是这样集成的。在《华盖集》中，鲁迅曾多次

提到“上帝”这一象征。例如，他在《我观北大》

一文中说：“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

的能力”[SJL56。在《并非闲话(二)》中说：“不是

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5j126。

20世纪20年代，有关“大内档案”的事曾被炒得

沸沸扬扬，鲁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谈

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深

刻揭露了那些打着学者、考古家的旗号，却干着盗

窃勾当的蛀虫们。他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

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

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

⋯⋯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

中’，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

安我灵魂!”【5烨埘5又说：“凡是我们捡起在桌上

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

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

的。”bJ547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政府官员的贪婪和无

耻。

四、鲁迅对《圣经》的借鉴意义

鲁迅对《圣经》和基督教的态度，与对待其

他外来文化一样，都抱着科学的拿来主义态度，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和

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中有两点非常重

要：第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J39。鲁

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拿来。我们

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

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

文艺”r7140。第二，灵活运用，继承与批判、融合

与创新兼而有之。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传统文化，

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产生的时代和民族的不

同，必然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对待这些文

化遗产的态度，既不能不加区分、一概照单接收，

亦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而应向鲁迅学

习，把那些好的、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对

于那些文化垃圾，则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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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Lu Xun persisted in science in his lifetime and opposed religious myth spread by sectari—

ans，he regar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s as a necessary accomplishment．From his works we call see that，he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hree major religions—Buddhism，Christianity and Islam，and he made many discus—

sions on them．He also studied and explained about some smaller religious schools．Through the evaluation on the

Bible，the adaption of the Bible stories and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words and quotations in the Bible，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the Bible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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