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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并不单单是一部宗教著作，更是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但是我们对其关注还未达 

到与其文学地位相当的程度。从中国文学的视角可发现 (圣经>对中外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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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的 《圣经》，自 

诞生之日起便不单单作为宗教圣典而存在。特别自 

1611年 《钦定圣经》出版以来，它更对欧洲乃至 

世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今世界上。 

许多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出自 《圣 

经》的典故，有的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 

俗。在我们熟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很多就出自 

《圣经》或以圣经故事为蓝本。公元 17世纪的英国 

大诗人弥尔顿以口授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3部光辉 

诗篇： 《失乐园》、 《复乐园》和 《斗士参孙》，使 

得圣经中的人物由宗教符号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文 

学形象。近代以来，无论是 《红字》或 《简爱》， 

还是普希金或贝克特，作品中无一不打上 《圣经》 

的烙印。据统计 ， 《圣经》仅在英译的过程中便 

“产生了300个以上的文学典故”。极大地丰富了英 

语语言和文学的表达范围。可以说， 《圣经》随着 

基督教逐步推广的过程特别是英译过程。对词语的 

创新和文体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西 

方文学从题材到体裁、形式到内容，无一不从 《圣 

经》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一

、 《圣经》对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学之美 

在西方，很早便有人注意到 《圣经》特殊的文 

学价值，对其展开专门研究。特别是 2O世纪以来． 

《圣经》深厚得文化积淀和特殊的文学价值得到重 

视，各流派都 “纷纷从阐释学、文本分析、符号 

学、人类学、结构模式分析、接受美学、女性主 

义、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 

视野⋯⋯研究 《圣经》，并获得重要进展”。我们在 

欣赏西方的文艺作品时，更离不开对 《圣经》的理 

解。达·芬奇的作品 《最后的晚餐》便是根据 《圣 

经》的内容而创作的，曾经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 

《达·芬奇密码》把二者的关系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了。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在他的 《夜 

莺颂》中写道：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 (即路得。作者注)忧郁的心，使她不禁 

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查良铮译) 

如果读者对 《圣经》的内容不甚了解的话，是 

难以理解诗歌的意境的。路得是 《路得记》的主人 

公，她从异国来到亡夫的故乡悉心照料婆婆而不思 

再嫁，靠在麦田里捡拾麦穗维持生计。她的美德吸 

引了波阿斯，同时波阿斯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赢得 

了路得的好感，最终二人结为夫妻。济慈所引用的 

这一意象，不仅使路得的形象更加饱满。也扩大了 

诗歌的内涵，使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的象征意义更 

加深远。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 《简爱》中，多处引 

用 《圣经》典故，通篇贯串着 《圣经》的思想。简 

爱的一言一行无不以圣经为依据，当她在劳渥德学 

校连粗茶淡饭都吃不饱时，就用 《箴言》中的话来 

宽慰自己：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 

此相恨。” 这是简爱无意中流露出的宗教意识．也 

是作者深层潜意识在作品中的反映。就连小说最后 

烧毁罗彻斯特庄园的大火似乎也是上帝的刻意安 

排，而远非自然之火。 

收稿日期：2006一l1—15 

作者简介：徐鹏(1978-)．男，江苏涟水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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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许多作家如许地山、冰心、沈 

从文等都深受 <圣经>的影响。许地山就曾翻译过 

<圣经>的 <诗篇>等章节。冰心还曾根据圣经的 

故事写成组诗 《圣诗=}。她在诗的序中写道： “圣 

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它的时候，——无论在 

清晨或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 

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一幅图画；因为它充 

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沈从文则 

称从中 “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这足以说 

明 <圣经>的文学魅力。 

在国外。圣经文学 (tIle Bible aft literature) 

的研究已经很普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 <圣经>研 

究的课程。然而。虽早在唐朝贞观年问 <圣经>即 

已开始传入我国，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文 

化传统和历史的原因， <圣经>一直被看成一部宗 

教典籍．很少有人从文学和文化视角对其关注。在 

我国大陆地区，建国后长达 3O年的时期，对 <圣 

经>和圣经文学的研究一度视为是学术禁区。即便 

今天。我们的研究方向也多限于翻译及其与中国文 

学的关系。 “对当代西方圣经文学的研究界的新动 

态新成果却知之甚少”，这与 <圣经>在世界文学 

中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对于 <圣经>本身的文学价值，我们应该像对 

待中国其他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那样一视同仁， 

才能对其做出公允的评判和正确的认识。 <圣经> 

的许多篇章。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小说、传记或 

哲言。一些为我们所较为熟悉的 <创世纪=}、 <出 

埃及记>、 <雅歌>、 <启示录>等，都表现出很高 

的文学水准。书中既有 <路得记>那样真挚质朴的 

爱情描写．也有 <马可福音>中对彼得三次心理矛 

盾的描写。虽无一字评论。人物形象却通过自身的 

言行而跃然纸上。 

《雅歌>是古希伯来人优美的爱情诗集。全诗 

读来朗朗上口，感情质朴无华。在诗的开头。作者 

即以率真的笔调写道：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 

以众童女都爱你。 

把一个天真的少女形象用短短的几行文字表达 

出来。虽无 <汉乐府·上邪>里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 

雪，天地合，乃得与君绝。”那样的坚毅果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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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却更为浪漫奔放。诗中还写道：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 

她。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 

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她，却寻不见。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 

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少女对情人的思念之情，无须再用多么华丽的 

词句来形容。却已经深深打动读者的心。诗中描写 

男女相爱时对崇高神圣的爱情的膜拜：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 

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似乎这已经不是宗教圣典。而更像一部单纯的 

爱情诗。像其他民族一样。古希伯来人对爱情和美 

好的东西都给予了无私的赞美，而 <圣经>的文学 

价值也正表现于此。 ’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 <圣经>的汉译过程中， 

特别是近代以来。译者经历由外国传教士到华人信 

徒、从基督教徒到文学翻译家的更替。无形中加强 

了它的文学特性。诸如诗歌翻译的格律化、文言化 

等。使其中的许多篇章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作 

品。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二、对 《圣经>的文化解读 

如前所述，不仅在 <圣经>的影响下产生了众 

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典 

故。在现代汉语中。我们都已经能清楚地理解诸如 

“诺亚方舟”、 “最后的晚餐”、 “犹大之吻”等词 

语的含义。有的已经成为汉语言的一部分。这些词 

语的加入丰富了汉语词汇，推动了语言创新，因而 

文化特征也随之产生变化。至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 

部作品能在如此长的时问内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同时。它所产生的影响也反哺了圣经文学和宗教文 

化。在其成书的 1600余年的漫长过程中，各种不 

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在不同 

地点、不同环境下用共同的信仰完成了这部人类历 

史上的巨著。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学和艺术等各方 

面的传播。它的影响就不会如此深远。 

<圣经>是一本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书。在印刷 

术尚未发明之前，<圣经>多半是手抄的，然后再 

被重誊在不易损坏的材料上。但是其文体的正确性 

及其长存性却是经久不衰的。至今 <圣经>各种版 

本手抄经卷之存在量。仍要比许多古典文学丰富得 

多。在宗教史上，随着基督教 曾经遭受的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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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也多次被禁毁，但至今仍能在世界各地得 

到传播。它现在也是研究欧美文学的必读书目之 
一

。 更能体现出它在文学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 

《圣经>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被翻译的书，在中 

国也不例外。从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播活动虽历经 

反复。但明清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对 《圣经> 

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伴随着这些活动 

的开展。宗教文化也随之兴起，起初的传教活动甚 

至借助孔子、 《论语>来宣传他们的宗教理念；在 

众多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和学者也逐步参与进来，实 

现了一种文化介入——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体现它的 

共通性。也要反映出它作为外来文化的差异性。 

在 “God”一词的译名上便能鲜明地反映出一 

种超越宗教的力量。起初对于采用 “神”还是 “上 

帝”的分歧而产生争执。导致最后各自为政，产生 

了多种译本。这体现的不仅是宗教力量对翻译的控 

制，更是文化力量这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其实 

质是 “权力话语”空间的争夺。从汉语词汇中找到 
一 个词语来完成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身份置换。 

以中国人所熟知的字眼来抵抗中国人因其 “陌生 

化”可能产生的反感。从而达到宗教地位的 “合法 

化”目的。一旦这个词语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 

它便反过来对它的话语对象、语境和话语的行为者 

实施限制，以控制话语的生产，从而来维护其自身 

话语的权威。维系宗教自上而下的森严秩序。从权 

威到独裁，中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点从历 

史上多次发生的宗教迫害便可得到启示。从基督教 

会对 《圣经>诠释的绝对权威以及在 《圣经>篇章 

的取舍标准上。我们不难发现教会的力量不仅体现 

在控制宗教上。也在操控文化上。 

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神圣化的解构也造成人们 

对权威感的漠视， 《圣经》和十字架那种高高在上 

的宗教威严在一些人眼中已荡然无存。 “世界既不 

是没有信仰的。也不是宗教符号、生活方式在竞 

争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人们的长期效 

忠。” 宗教文化也越来越多地融入 日常生产和生活 

活动中，人们对宗教的认同不完全表现为对某种宗 

教的信仰，而往往只是表现在接受者文化态度的宽 

容。这也给 《圣经>研究从宗教和文学层面走向更 

广阔的空间带来可能。我们在从翻译手段和方法的 

研究走向理论和主义研究的时候。就要挣脱传统思 

维的束缚。突出其在各种社会里的文化特色，从而 

把翻译活动看成文化活动的一段历史过程。不断推 

进 <圣经=》研究向纵深发展。 

我们所读到的。应该是文学的 《圣经>，文化 

的 《圣经>。 《圣经>的文学和文化影响已日趋加 

深，在多元文化势力衰弱，主流文化日益占据主导 

地位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有传统及特色文化该往哪 

里去的隐忧。在当下的一些翻译作品中。不时可以 

见到诸如把 “老天”统统译成 “My God”。2000年 
一 律写作 “千禧年”的情况。虽然有些词语已经泛 

化，不再过多地含有宗教含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注 

意区分场合。尊重文化和宗教传统。 

近几年来，大量西方关于 《圣经>研究的作品 

被译介到国内，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也让我们深感 

自己声音单调。 《圣经>还有更多的文学和文化内 

涵等待我们去发掘。但是我们对圣经文学的研究也 

不能一直停留在表层 。或重复别人早已做过的工 

作。我们要有自己的视角。要学会 “从文化意识形 

态角度研究 《圣经>对欧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全面 

影响”。既不能闭口不谈。无视圣经文学的重要价 

值；也不能盲目崇拜，而忽视本民族本地区丰厚的 

文学遗产。既要做到为我所用。又要在圣经文学研 

究的舞台上占有自己的领地。我们也要在中外文化 

的对比和研究中找到一种归宿感和自豪感。对一种 

文化的认识决不是单单为了扬弃。而是能为了更好 

地认清自己的长处 ，改变一些短视和盲目的看法。 

以此丰富这个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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