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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化在汉语语境中的现状

陈金妹

(阂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 350105)

    摘要:“圣经丈化在汉语语境中的现状”，主要研究其接受者人群的思维模式。以受教育程度及其知识背景来

划分，从翻译理论角度分析“农民基誉徒、知识分子基督徒以及文化基誉徒”接受圣经文化现状的原因与产生的不

同情况。同时，提出了很多人不曹注意到的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之间的“互动”，除了圣经文化单方面给中国文化

带来了作用外，还考察了中国丈化给圣经文化带来了生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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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文化 自唐 朝695年由 Nestorian 引进 中国以

来经历 了被拒绝 、不得不融合 于佛教 、致使 自己的身

份在中国这么大的文化中变得模糊的景教时期;利

马窦 的“适 应 ”策 略应 用 ，较 为成 功 地将 “十诫 ”、

“罪 ”、“上帝”等思 想引进 了汉 语语境 中;马礼逊 时

期的众多中文圣经版本在中国读者中的繁荣景象;

至五四时期，由于 国情 衰败传统文 化暂时无 法解释

当时许多青年 知识分子 的思 想问题 ，圣经文 化在汉

语语境 中开始 了广泛 的兴起 ;然后 经历 了文 化大革

命时期的封锁 ;自从 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至今 ，圣经文化较为 成功地在 中国文化这个古 老而

神秘的“文化圈”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一点可以从

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得 以体现。据统计 ，到 2(X犯 年 为

止，中国基督徒的数目已达到七八千万。但这个数

字中 ，农 民的基数 ，即那些无法 自己独立阅读圣经 的

数目占了大多数tl1(叫。本文所要考察的圣经文化

在汉语语境中的现状 ，将从 以下几个方 面来 研究 :作

为圣经文化的接受 主体情况如何?他们分别都 以怎

样的方式接受圣经知识?

    一、汉语与，.圣言.，

    迎达摩尔说 “能够 理解 的存在 就是语 言’‘。换

句话说，所有的“对话”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而圣

经通常被认为是上帝所默示的 “话语”，故称为“圣

言”(theword ofgod)，包含不仅有上帝亲自向人说

的话.还包括上帝所“默示”的给作者的“话”，即很

多使徒的书信 ，使徒对 耶稣 言行 的记 载，以色列人 的

历史等。所以，从这个意义看，“圣言”即是上帝借

“人言 ”这个 载体向人说话 的。所 以圣经 的形 成过

程本身是一个诊释行为的过程[2](倒。
    现代 “诊 释之父”施莱尔 马赫在 他的有关 翻译

的不 同方法的文章 中指出:所有 的人都在 他 自己所

说的语言的掌管之下，他本身与他的整个想法都是

语言的一个成品(Pr司uct)，他不可能完全地在他的

语 言范 围之外思 想任何东西。他所 有的观念形 成 ，

所有 的思想的集成过程 是通过他成长过程的语言慢

慢形成 的一个过程。

    如此看来 ，要研究 汉语语境 中的圣 经文化的现

状，就要先从圣经文化接受者的“观念形成模式”人

手 。

    这样 ，我们 就按 照中文圣经 文化 的接受主体对

语言的理解的模式来划分其构成:(1)农民(包括文

化程度较 低的或 文盲即无 法独立 阅读圣 经的人 );

(2)知识分子 ;(3)非基督徒的高层 知识 分子(通 常

被称 为 “文化基督徒，’) 。

    1、农民基督徒 (包括所有无 法独 立阅读圣 经群

体 的基赞徒 )

    很 多有关基督教 与中国文化 的研究都表 明 :总

的来说，农民基督徒的特点是具有十分浓重的功利

主义色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 目性 ，动机多 是基

本 的生存需求 ，大多为今 生的困惑所 驱动。有人 统

计 ，仅仅因为疾病得医治而 饭依 的农 民基督徒 占了

60%llJ(叫。当然需要进一步考究的是，另外的40%

收稿日期:2(X】7一03一22
作者简介:陈金妹(1979一)，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外语系助教。

万方数据



126 闽江学院学报 第28卷

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接受圣经文

化的?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亲自到农村教堂，

发现各农村牧师的讲坛信息大都不离两大主题:罪

与爱。而对于罪的解释基本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耶

稣自己役有罪，但为了你和我，他将自己挂在了木

头上 ，流下 了鲜血洗净 了我们 的罪 。那 么什么 是罪

呢?最简单的道理:你撤过谎吗?你会贪心吗?这

都是罪 ，所 以，我们 应该接受 耶稣 作为我们 的救 主，

因为他的鲜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

    另外，很多的“亲身体验奇迹或话语 ”也是 构成

农 民基督 徒生 活 的一部 分。例 如下 列 的“个 人 见

证”可以说 明这个 间题 。某 女 ，为家 里唯 一的基 督

徒，故深受丈夫与婆婆的反对，有时甚至受虐待。有

日，她礼拜完回来，已是晚上很迟了，敲门，但不见反

应。再敲，还是无人理她。她没有办法，只好流着眼

泪到屋外的牛棚里过夜。她跪在那里向上帝祷告，

边祷告边哭 ，将 自己的委屈与上帝说完后 ，上 帝向她

说 话了 :不要怕 ，要喜乐 ，因为有我与你 同在 。顿 时 ，

她突然觉得有说不 出来 的平安与喜 乐充满着她 。在

牛棚里呆了一宿后，第二天起来，依然微笑面对家

人 ，毫不勉强。虽然不识 字 ，但 她依然可 以获得 “圣

言”。这些“圣言”的获得途径大多来自讲坛信息或

圣诗 ，或是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分享与鼓励 ，致 使上帝

真 的向他们“说话 ”时 ，他们便可 以 回顾起 这些 “话

语，，。

    2、知识分子基替徒

    知识分子基督徒很 明显是一群 能独立阅读圣经

的群体。一般来说 ，他们 对“圣 言”的思考 更深 人、

更主动，不再局限于对“罪”与“爱”的思考与领受，

他们会寻找神学的逻辑，问以下这些问题:上帝与我

们的关系该如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信心”?如

何运用“圣 言”的思想来处 理生活 中的 问题 。而他

们所需要的答 案必须回到“圣言”中，才 能对 他们有

说服力 ，从而能影响并 指导他们 的生活 。因此，在这

个群体中 ，对圣经的解 读也就更 丰富 ，这里列举一个

他们 的解经实例:

    摩西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

在 埃及皇宫里度过 ;第二 个40 年神把 他放 在旷野 ;

第三个40年他起来侍奉神。这是摩西一生的历史，

现在摩西大约50岁了。他自己在诗篇90篇里说，

我们一 生的年 日是 70 岁，若是 强壮可到 50 岁。可

足就着摩西自己的感觉，他已经被神带到天然生命

的尽头，神不可能用他了。如果神要用他，就该在

40 年前，当他拳头很大的时候;然而他天然的拳头

如果管用 ，却 为什么要流 亡呢?为什 么辣 藏在 旷牙

里呢?结果 ，神 因势利 导，就以 旷野 为学校 ，长期地

训练李西。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神没有说话，

现在已经到了他天然生命的终结时刻，他想神不可

能再用我 了。他的确已经走到天然生命 的尽头。枕

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荆棘火焰的异象。这就是摩

西所 听到的那双重的呼召。

    经过 了40 年的旷野教 育，现在仿佛神为他举行

毕业典礼，并特别为他设计了一场荆棘营火会。一

报荆棘，其上有熊熊火焰。令他惊奇的是火焰虽烈，

荆棘却没有烧毁。摩西已经老到对新鲜事物不再产

生好奇心，但是对于这个异象，却使他不能不驻足，

并欲趋前看个究竟。于是神呼唤:摩西，摩西。

    这没有烧殷的荆棘是什 么意思呢?原来神要摩

西看见 ，他 就是 那橄荆棘。他 曾自己以为 了不起:出

身埃及皇家，受过良好教育，理应被世界重用。许多

的 时候我们也是如 此可怜，圣经说 摩 西学尽 了埃及

一切的学问，我也有学位、有口才、有才干，神若用

人，舍我其谁?但是弟兄姐妹，在所有的植物里面，

最没有 用的枕是荆棘 ，他唯 一的用 处就 是焚烧。亲

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籍着异象让摩西看见，你如果

要 来侍奉神的话，千万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埃及的王

子 。他经过 了神 40年的训 练 ，现在 他来到天然生命

的尽 头，神 让他 看见他不过是一振荆棘 。

                          一 摘 自台湾“讲 坛信 息”

    3、文化基督徒

    这类群体 ，被命名 为“文化基督 徒 ”，是源 于 明

末清初 ，经历了“五四”运动后 的产 物。出于对 国内

思想空虚与迷茫一段信 仰危机之后 ，他们 觉得很多

的传统思想无法解决他们人生的出路问题，于是在

引介 了许多的西方著作 之时 ，圣经思想 就这么走进

了他们。一般来说，他们欣赏圣经的语言，欣赏圣经

的思想 ，特别 向往“耶稣 的人格 ”，但 他们并不 走进

教堂，直到现在“文化基督徒”依然持有相同的观

点 ，他们可能欣 赏圣经 中的动人故事或优美文笔 ，常

常被引用作为他们的笔间修饰 品或作 为礼教西方 文

化 的必读物 。与知识分 子基督 徒不同 的是 ，他们 不

但 不进 教堂 ，不从事任何宗 教活动 ，更 没有“知识 分

子 基督徒 ”的丰富解读 圣言作 为人 生 目标 的体验 。

不过 ，他们通过 自己的写作 、翻译 、编辑等文化活动 ，

为公众理解基 督教作 出了相 当的贡献 。20世 纪 80

年代中期在祖国大陆出现的各种“主义，，思潮表明，

一 个多元信仰语境 已然形成。刘小枫认为 ，各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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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或信仰 体系形成平等竞争的对话关 系，信仰 的个

体绝对性建立在多元相对性的语域之中，这正是现

代性的信仰形式，他将现代人们对圣经的接受即信

仰语式 分为 教 会式、文学 式 和 学 院式 (欧 洲较 广

泛)。教会式信仰语言为原圣经语式，并且教派色彩

浓 ，文学式则几乎是 象征化 的(诗 、小说 、散文 、绘画、

音乐等)，因而较为自由随意l3J(叫。如果说基督徒

知识分子的模式属于教会式，他们在教会的熏陶下，

以团契形 式谈论信 仰 ，用的是 较传统 的 “教会 的统

一 ”的语 言 ，而文化基督 徒则 以较随意的形式接受圣

经 ，他们从各个角度欣 赏圣经 。如王 本朝 教授就指

出:现代作家和作品对圣 经的理解 和表达依 然拥有

丰 富的历史意识 和民族心理 ，尤其对 圣经神 学意义

的传释 ，也搀杂着文 化传统和民族经验 的审美想像。

且不说 以反基督教著称的萧乾、张资平 等现代作家 ，

对圣经 和基督教多有遮蔽和误读。一般的中 国文学

也是从 自身历史 、文化 和社会背景上 完成对 圣经意

义 的汉语 传释。任何 语言符号 或意象 ，如果 仅仅单

独使用都会是琐碎而凌乱的，它必须在一定的话语

方式之 中展 开。圣经语言意象始终 与它特定 的话语

方式相 连 ，圣经 的语言力 量主要来 自于它 独特 的话

语方式，比如抒情方式中的祈祷、赞美、呼告等，由此

形成祈祷诗、赞美诗和“雅歌体”;叙事方式的说教、

对话 、演讲 、书信 、自传 以及“寻求”、“忏悔”、“转变 ”

和“复活”的象征结构。现代文学在 吸收、转化圣经

语 言意 象 的 同时 ，也创 造性 地 接受 了 它 的话 语方

式1‘](州)。
    二 、圣经文化在汉语语境 的界说

    中国基督教资深 专家杨慧林 教授提 出了“汉语

神学 ”的概念。认为 ，汉语神 学作 为“母 语神 学，，的

一个成 员 ，指的是汉语 所表达 的生 存体验 和文化 资

源作为材 料，主要为汉语 的使用者服务 的神学 ，涉及

到的是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语言学研究[l]t，〕。
    本 文既然将“圣经 文化接受者 ”分为农 民、知识

分子 和文化基督徒 ，很 明显涉及到 的不仅 仅是语 言

学层 面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语 言学人手 ，然后再 逐步

分 析其 他与“圣经文化在汉语语境”的相关 因素 。

    首先从农民说起。他们虽然不是汉语圣经的直

接使用者，但也是通过知识分子和文化基督徒获得

“圣言.，的间接汉语使 用者 。若说 “圣 言”由于经 过

翻译到达“人言”要经过几道“鸿沟”，但“汉语，，到

“中国各方言”却是直接的疏通。维根斯坦说，想像

一种语 言意味着想象一 种生活方式 。既然 “方 言使

用者 ”的农 民与知识分 子 同享 有一 种文 化 ，那么 当

“圣言”经过汉语，再到‘·方言”，可以说，仅仅只是表

达方式的问题了。即，这种方言能表达的内容越多，

则农民所收到的信息越丰富，遗憾的是，不太具有丰

富思维的农民群众，由于他们的生活体验较为“直线

性”，他们所用的“方言，，能容括的“圣言”也仅仅是

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样的现实导致了农民只能依

靠极其传统的“生存体验”去认知“圣经文化”，即在

他们的原有信仰— 民间信仰的体验去认知，所以

带有极大的功利性与盲目性。

    其次从知识分子和文化基督徒来分析。上面提

到知识分子基督徒与文化基督徒最根本的不同是，

前者将“圣言.，紧紧地联系于自己的生活中，通过祷

告、读经、体验，经历“圣言，’i而文化基督徒则仅仅

从字里行 间欣 赏“圣言 ”，并不 接受作 为 自己的经

历 。现在的问题是 :圣经文化在 中国传统文 化的折

射下 ，通过他们各 自的方式 ，产生了怎样 的效果? 即

现状如何?笔者引用翻译理论来解 释这个 间题 。

    在steiner的诊释运动的四个乐章中，认为翻译

是个诊释运 动的过 程 ，其 间包含 了 4个步 骤 :即信

任、提取、合并与互惠。具体地说，steiner认为，所有

的翻译都起 始于对文 本的信任 ，对 “他者 ”的信 任 ，

相信世界是个有序的系统，可以用“此”代表“彼”。

但 同时 ，steiner又继续指出，信任永远不是全部 。因

为总是存在着背叛，总有些 “空 白”。认 为某些 内容

“m二1邓nothins’’，故而需要对所译的文本加以提

取 。Je， es将这样 的一个过 程用一 图像形 象地勾

勒出来:提取的过程就像我们打开有壳的核，为了得

到这个核 ，我们要 敲碎这个壳 ，然后 取核 ，将 残 留的

壳留在原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steiner认为，

提取的过程带有侵略性。接着第三阶段则是合并，

由于原有文化已经是现存的且已拥挤不堪，所以外

来的“他者”要进人该文化须被一定程度的移位或

重新整合。sleiner指出，由于母文化将 “他者”带回

来，给该文化的整个文化系统由此带来了不平衡，可

以说是超载了。为解决这个问题，诊释行为是唯一

能解决此“不平衡，，的途径。

    前三个乐章似乎都表明“翻译”的“残忍”，但看

最后一大喜 的结局。Steiner指出 ，诊释 的最后一 个

乐章则是“达成互惠”，前三个步骤告诉我们翻译似

乎将原文侵略性地提走了，留下了“碎渣”，但即便

是这“碎渣”也是积极的，它通过诊释的行动，就如

一面镜子，不但能反射，还能反光，通过翻译，原文取

得了和译本更深且更多面的关系[3]〔叫。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Stei二 的论释学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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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章对于解释圣经文化与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关系有

什么启示呢?

    1、知识分子墓誉徒与文化基督徒接受的“共

核 ”

    文化基督徒 ，既对 中国传统文化有深 刻的了解 ，

又对圣经文化有情感，知识上与生存论上的认

同[7]〔朋)，他们与知识分子基督徒在接受圣经文化上

存在着大量 的“共核”。

    首先从“爱”说起。文化基督徒由于最早源于

明清时期，许多像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有识之士，

出于对国内传统的“深感不足，’，迫切需要某种文化

来拯救中国的抱负，他们大量引介西学著作，其中包

括圣经，出于对圣经中耶稣人格的“信任”，他们将

“耶稣”的爱大量地引介到中国，所以当时在文学著

作中出现了不少以“爱”为主题的文学，如许地山的

《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等张扬着牺牲、宽

容、博爱、奉献、向上进取的基督教精神。再如讲述

友爱、期待、信赖的爱，巴金的《灭亡》、《家 ·春 ·

秋》等宣扬 了宗教的“博 爱”精神 。我们现在应 呼唤

人 们彼此相爱 ，不论什么人都应该像父子、家人 似地

相爱。还有 徐志摩 、冰心等作家都极大地宜扬 了“耶

稣 的爱”。但值得一提 的是 ，在这样 的心态与文化大

前提之下，“耶稣之爱”进人中国文化的时候，却受

到了一点点的“变形”。由于中国文学中有大量“英

雄主义”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丈西游

记》等都以塑造某些英雄人物作为题材，故耶稣的爱

被引进时，不免带有耶稣之英雄主义。换句话说，

耶稣的那种 以“羔 羊的柔弱 ，却 征服 了整个世界 的

爱，’;那种 “人家打了你 的左脸 ，你要伸过 右脸 去”的

那种“爱你的敌人”的思想;那种“钉在十字架上，面

对着钉他的人却喊着说 ‘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

们所行的他们并不知道 ”的肺腑之爱。经过知识

分子基督徒和文化基督徒在汉语语境下的“提炼与

合并“之后，变成的现状则是对“让世界充满爱”的

呼吁，“拯救这些孩子们”的呐喊，发出“我自横刀向

夭笑”的豪言壮语，或是教内的“彼此相爱”的温馨。

所以在中国有着“阶级性的爱”的“立场分明”的大

语境之下，中文圣经的读者们，确实很难理解耶稣那

种 “无 条件 的爱 ，不讲回报的爱”。

    2、知 识 分子基 誉徒 与文化 墓督徒 接 受 的“差

异”

    前面提到，文化基督徒与知识分子基督徒在编

辑、翻译、引介圣经，为大众的圣经文化普及起了不

可缺失 的作用 ，唯一与知识分子基督徒不 同的是 ，他

们不进教堂，没有与上帝存在有“个人的话语体

验”。所以 ，有些文化 基督徒无法 体验到 的思 想，基

督徒知识分子却有不同的认知，比如对“罪”的认

知。

    “sln”被翻译成“罪”，本身就被缩小了“语义

场”。“罪”在汉语语境之下，给中文接受者的直观

感觉就是:犯了天大的罪，造成了极度的不安。且看

文学著作 中的“罪感文 化 的诊释，，。圣 经 中说 :“与

继母行淫 的 ，就 是羞 辱 了 父亲 .总 要 把他 们 治死 ，

⋯⋯人若娶他 的姐妹 ，无 论 是异母 同父 ，是异 父 同

母，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须在本民

的眼 前 被 剪 除。他 露 了下 体，应 担 当 自己 的 罪

孽。”l.J(邵〕在《雷雨》，周萍想以追求四凤来逃避与

繁漪 的罪恶关系 ，没想到 陷人更深 的罪恶漩 涡。周

萍临死前对父亲说 :“您不该生我 !”这一暗含 “自己

来到世上，就是一个罪恶”的“原罪，，情结的悲叹，是

周萍 ，甚 至更 多的应是作 者 曹禺对“原 罪”情节 的认

同与屈服帅圳。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说;
忏悔是一种纯洁的圣者，它挥发了我所有的痛苦。

他 的小说人物 的颓废 、色情 、下流、堕落 、变态、病态、

酗酒、纵欲、癫狂等体现在他的忏悔意识里，正直、坦

诚、独立的人格，人生优患，自我迫求，个性的贪恋，

生命的扩张等也体现在他的仟悔里。所谓的忏悔的

“圣者 ”。正 表现在忏 悔 唤起人 的良知 ，解脱被 尘俗

引诱的罪孽与良心的痛苦，并获得一种灵魂的净化

与超脱 ，亦 即精神人格的觉醒。

    从以上的评论与 小说中可 以看 出，“罪”(sin)

在中文读者心目中的概念，是一种无限的忏悔，是出

于极其深重的罪恶，或淫乱，或堕落，或病态等极其

可怕的“滔天罪行"o

    但圣经中，。ni的原文是希伯来语，是射术用语，

指的是当弓箭手没打 中那个 “靶 ”时 ，捡箭的人就 回

头喊一声“。in’’，意为“没射中”。在圣经中，幼n是

用来指所有没有达到上帝的那个“标准”的110](剧。
所以，当大卫王数点完他的人口时，却忽觉得“w，

strickentotheheart becausehehadnuD止e比dthepe介

Ple”。实际上，他并没有“冒夭下之大不匙”，只是

，.上帝不喜悦这事”，故 “Ihave ~ ed 畔如yin

whatlhavedone.Butnow ，01。记，Ipmyyou，take

aw 叮 the，iltof ”ur叱rvant;for lhave done咒砰

丘旧}汕lyl，l’阳“一，川;而保罗，一生牧养过那么多的教

会，时常提及自己时说“我是人间罪魁”。这些理

解，在汉语语境下的“罪感文化”引介的帮助下，加

上在 教会里 的“讲坛信息 ”的强化和 自己个人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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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话语的体验”，知识分子基督徒在。in的认知上，

可 以说相对较完整。

    Ste认er的四个乐章中，除了“信任”、“提炼’，、
“合并 ”之外 ，最后 一个乐章 则是互 惠，现 在 留下的

问题是 :汉语语 境下 的读者们 是否给圣 经文化 本身

带来“惠”呢?

    三 、圣经文化 在汉语语境中的“升华”

    前面提过 ，圣 经文化在汉语语境中经过吸 收、提

炼 ，最后稍微有“变 形”地 “进入”，给汉 语这个 庞大

的语义场 带来 了不少 生机，但 与此 同 时，我们 又看

到 ，汉语语义场给圣经 文化带 来的不仅 仅是 另一版

本 的、n“1讹 ”，而且是在汉语语境之 下，圣经文化

中的很多 “因子 ”变得 更加“活 跃”起 来 了。换 句话

说 ，汉语语境与圣 经文化的结合 ，让圣 经文化中的很

多 内在 的潜力被激发起来了。

    1、邓蛛的“虚 己”人格

    虽然上帝 的“三位一体 ”的形 象很难 为 中文圣

经读者所 接受与理解 ，不过 ，耶稣 作为人 ，成为奴仆

的样式，却在汉语语境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不管是

教会 内，还是教会外 ，耶稣在 马槽 的卑 微出身 ，又头

戴荆棘 地挂在木 头上 ，应 了希 伯来 书说 的“反 倒虚

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L.]{洲)却成了所

有 中文 读者所 引用的 素材，这 与 中国文化 中 的“小

我 .，的文化是相吻合 的，且发生 了共鸣 。

    儒家思想 中强调 “臣事君 以忠 ”，即臣民对君 主

的忠诚 和义务 。臣忠 于君 ，就是不违君 臣之礼 ，即不

违 君君、臣臣这一等级 观念 。“忠 ”是下级 事奉上级

的道 德规 范 ，其 核 心 内容体 现 在 一个 “尽”字 上。

《论语 ·学而》说 :“事君 ，能致 其身。”要 求做 臣子 的

不仅 办事尽力 ，而且要有献身精神 ，在关键时刻可 以

献 出 自己的生命 。而 耶稣基督 ，为 上帝 儿子 ，具有 至

高无上的地位 ，为成全 “父神”的 旨意 ，甘心 降卑 ，虚

己，成为奴仆的样式 ，来到人 间，同时被卑 微地钉上

了十字 架。是 一种完 全的“顺服 ”，不求 己欲 的绝 对

的“服从 ”。这 样 的人格思想 与 中国的儒 家思想 发

生了共 鸣 ，“存天理 ，灭人欲”，正是儒家 思想 的理 想

标 本 ，所 以被中国的文人大为采用 ，得到 了在 西方 文

化中找不到的结果。

    2、“大一统”文化与“在真道上 的合一 ”

    中国人 的政权 与意识 方面都 必须 “定于 一”的

要求 ，是为防止“乱”的。在《墨子》一书中的《尚同》

篇 中，对这一点有很提纲契领式 的说明。

    墨子言曰:“古者 民始 生，未有 刑政 之时 ，盖 其

语 ，人异 意，是以一人则一义 ，二人则二义 ，十人则十

义 ，以非人之义 ，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 父子兄弟作

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

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

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叫(叫。

    这里说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政府去统一思 想 ，人

与人 之间就会 “离散 不能相 和合”。为了保证 这种

“和合”感，就必须有一个“头”，而所有人都必须向

这个 头看“齐”。

    董仲舒提出 “春秋 大一统 ”和 “罢黝 百家 ，独尊

儒术 ”，强调以儒家思想 为国家 的哲 学根本 ，杜绝其

他思想体系的根本，之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扎根发

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弥合了

人们在战后 的思 安定的心理 诉求。而这种 “君君 臣

臣，父父子子”的治 国思想 ，也 是在任何 变革之前 的

最有效、最经 济的“治 国安邦”之策 。延 至如今 ，这

种思想虽然在后来颇有微词，但已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在人们思想 中的渗透 与影 响。所 以，基 督教在 中

国的现状是什么 呢? 中国的基督教并不像西 方国家

那样“派别林立”，而是在“大一统”影响下的较为单

一的“基督教，’o 所 以 ，当所 有其他 的中国人只要得

知你是“基督徒，，，就会被划为是同一，.圈子”。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更符合圣经的思想:为要在真 道上同

一 ，不要说我是属保 罗;我 是属亚波 罗的 ;我是 属矶

法的;我是属基督的l’](朋)。
    3、从“骚体 版中文圣经”看起

    诗歌在圣经 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约伯记 、

诗篇、篇 言、传道 书、雅歌 、耶利米哀歌这六部 经书本

身就是诗歌，篇幅占圣经的五分之一，在其他经卷中

也穿插了大量的诗歌，总量超过全部圣经的四分之

一，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原文圣经希伯来文的诗

歌基本上可以分为平行体、贯顶体、气纳诗。这里且

从第三种气纳诗来分析汉语给原文圣经带来了怎样

的“升华 ”。

    圣经诗歌在音韵方 面是一 大独创 ，一般 用于哀

悼。每行五个强音，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三个，后段

两个，前后之间有一表示哭泣吞声的停顿，造成泣不

成声 、悲哀 不 已的效 果 。如果用 中 国的 “骚 体 ”对

译，甚能传神1，2〕。如《哀歌》4:1一10节。

    (1) 何黄金之变 色兮 ，纯金 暗淡，

          彼神 阴之圣石兮 ，弃诸路畔 !

    (2) 叹锡安之众子兮 ，贵比扮金 ，

          今 践于陶工手兮 ，所制 瓦瓶 。

    (3) 顾猛犬能哺幼兮 ，厥性 柔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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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民女 而犷悍兮 ，沙漠之蛇。

    (4) 彼要儿之失乳兮 ，舌贴焦膛 ，

        儿求拼而教成兮，孰与干粮?

    (5)享珍俱之王孙兮 .伏路刁瓜寒 ，

          曾衣娜 而褥朱兮 .惬 外粪壤。

    (6)所多玛之速亡兮，非为人力，

        今我 民之 罪想兮 ，更为可耻 !

    (7)昔贵宵白于乳兮，皎皎如雪，

        丰润胜于珊瑚兮，冰清玉洁。

    (8) 今尘客之黎黑兮 ，莫识于途 ，

          形憔悴 而销栋兮 .枯如稿木 。

    (9) 毋俄死 于饥荒兮 ，宁蹈白刃，

        不得田因蔬果兮，衰诵香晕。

    (10)哀吾民遭屠戮兮 ，民女不仁，

          亲烹儿要而食兮 ，腹饥难忍 !

      四、余论

    1、再论“圣言”与汉示普

    很 多专家都认为 中文作为与圣经原文希伯来语

完全不 同的语系 ，在很 多方面上 是不 可译 的 。不过 ，

笔者认 为，翻译 作为一项传播文 化与信 息的媒介，传

的不仅有语言 ，更是思 想。而 翻译 同时又作 为淦 释

行为的一个手段，在圣经文化引进中国文化时，虽难

免有点偏颇 ，不过 ，“圣 言”作 为一种特 殊 的“语言”

向人 “说 话 ”的方式 也是 特殊 的。虽 然农 民基督徒

不能很好地接受“圣言”，不过由于基督徒的生活方

式，即教会的生活方式的强化影响，以及圣经文化，

作为绝对的“他者”被他们所领受。所以，农民基督

徒 还是 能将 自己与非基督徒 “划清绝对 的界线 ”的。

同时，强化性地接受了“罪感意识”与“救恩意识”，

从 而指导并影 响他们 的日常生活 。

    而知识分 子基 督徒对 于 .圣言”的接受 更是 深

人 。虽然受汉语 行文 以及 文化 隔阂的限制 ，有些 汉

语 确实无法 精确 地 “再 现”希 伯来 文圣 经 的原意。

但越来越多的研经工具使他们得以获知“圣言”，即

他们可以口中读着与大众一样熟悉的经文，脑中却

比大众多了一层 的理解 。虽然很多 的抱怨认 为现在

的中文圣经版 本有诸 多瑕疵 ，但是越 多的抱怨 就越

显示他们在这 些瑕疵上掌握 得越多。

    另外，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对某些经文

“习惯”了，即使是不太恰当的语文，但因为他们长

期接受这样语文的经文，即便他们知道是错误也不

愿意改，这样，他们可以一面背出那个错误的句子，

心里却知道其 另外 的一个意思 ，这样 的理解是 非基

督徒和农民基督徒 无法做 到的。不过 ，他们往 往会

将这些有瑕疵的不完美的句子通过讲坛信息或其他

形式向公众讲明。如此循环 ，可以说 ，即使 现有的几

个中文版本圣经有瑕疵 ，但经过研经学习 ，理 解的代

沟是可以逐渐被消除 的。比如 ，有一 学者在有关 圣

经翻译的论坛上说道 :有 个老 信徒问 ，“神所 赐出人

意外的平安，⋯⋯’，ls](洲，岂不是很好的翻译?为什
么你们改为“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答

日:把这句经文译为“出人意外”只译出了皮表的意

思 ，没有表达那更 深刻的意 义。出人 意外的事不 过

是没有料到 ，或 没有预 料要发 生 而竞发 生 了的事 。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要传达的是神所赐的平安超越了

人的理解 ，是人依靠 自己的智力无法明 白的，岂仅是

“出人意外”而已。然后这位老信徒点点头说:“你

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仍然喜欢用出人意外，用惯了，

改不过来 !”

    同时，从上面的有关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传道信

息中 ，关于荆棘 的解释到底 是不是恰 当不在这 篇论

文的讨论范围之列，笔者所要指 出的是 ，很多时候知

识分子基督徒在团契研经 时采用 的虽 然有很多的研

经材料 ，可能会讨 论很多 的神学 间题 或背景 知识 等

偏学术的知识，但大部分的团契的研经是“灵意式”

研经，即有些的研经不一定正确，可能是误读，但只

要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对他们灵性有帮助，他们便

会接受这种解释 ，哪怕不太正确 。

    2、再论圣经丈化在汉语语境中的“升华”

    文化基督徒出于对圣经文化的尊重与欣赏，常

常会尽力去挖掘圣经 的精华 ，并将其 与 中国文化结

合起来，产生的结果可能对圣经文化有所扭曲，但不

排除有些 意想不 到的“升华 ”出现 。如 上面提 到 的

“离骚体圣经”。圣经文化，即希伯来文化，与中国

文化同属于东方文化，属于“非直线性”文化，特别

体现在诗歌上，都具有一种东方神韵的美。正如在

本文中所列举的《哀歌》的“骚体”是一种可以将希

伯来文化 的独特神韵表达出来的典型例证 。本雅 明

(wahBenjamin)在他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

了“纯语言”(Pu二hllgua召e)的概念，认为所有的语

言包括译文 和原文都 只不过 是 “纯语 言”的一个分

支，译文的出现不 但不会将原 文的闪光 点遮蔽了 ，反

而会让“纯语言”继续将其光芒更加全面地照耀在

原文上。而每种翻译的语言在其特定的历史时空中

都会产生新的 、发展性 的动态 变化，故而 翻译 不是 要

“复制”出原文，乃是要与原文一起努力达到“纯语

言，’M状态「13]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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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陀盆尹丛卿胡召eD甲万d砒川ofMinji。咭 Un娜几妙，几凶‘“凡咖 刀3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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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s，，).Tran，lation the叨es柏11加 aPPliedto e印lainitscauseande瓜ct.Also，some ex朋IPlesare demo nstra比d

to .h~ a份 lynoticed pheno menon — Chinese cu加花 also coun橄 一influencedandrevivedtheBible eul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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