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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圣经》与《论语》释“义”之异同
袁存亮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系，广东 深圳 518055)

    1摘 要1 ‘义.的意思什么?偏家思想和墓督教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两种文化体系给出的解释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不同之
处?源于彼此的不同，“义，给各自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就‘义，的理解，用福家思想的经典之一

《论语》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来进行对比阐述，使得人们对“义，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并对“义.的影响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关健词】义;影响;儒家思想;墓督教;《论语));《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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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繁体字是“羲”。从繁体字可以看出，“义”与“羊”有关系，“羊”

下有“我”即为义。《说文解字》曾这样解释，“义(羲)，己之威仪也。从我从

羊。，’既翻意思说，“义”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我们崇尚羊的形

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除此之外，羊在我们生活中，从古

至今都是六畜之首，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心

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而且在祭祀上天的时候.除了牛之

外，人们还用羊来献祭，也就是用羊的血来让上苍看到自己的“义”。

    抛开“义”的字面意思，在儒家伦理思想里，“义”是一种思想和言行的

道德规范和原则。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义者，事之宜也”。’2~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里，孔子提出的核心原则

是“仁”。对于“义”，尽管它是儒家的基本要义之一，但是孔子与弟子提到

的场合并不多.首先，在《学而篇第一》中，孔子的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

言可复也。即这句话表明了“信”和“义”的关系，只有符合了“义”，许下的诺

言才可以实现.以”，在《为政篇第二》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翻浏
这里的“义”就成了人做事与否以及是否有勇气的标准，发展到后来就是“见

义勇为”。在《里仁篇第四》中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与之比。”‘，k，3当反明显，孔子认为根据“义”来做事的人是君子的特征之一。

同时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曰阴，在这里，孔子认为“义利”成

了君子和小人区分的标准之一 在《公治长篇第五》中，孔子在评论春秋末

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子产的时候说，子产有四种合乎君子之道的行为，最

后一句话是“其使民也义。，州仪柳说明子产之所以有成就，也是由于他有

“义”。在《雍也篇第六》中，孔子说:“务民之义，使敬鬼神而远之，是知也。”

l.k附意思说君子让老百姓做“义”事，有“义”举，才算聪明。在《述而篇第七》

中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份 在这里“义”己经成了超过

物质的范畴，成了与富贵有点不相容的一个精神范畴。

    由此看出，在《论语》里，孔子把“义”看成一个人成为君子的必备要素

和行为准则。但是对于“义，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义”除了有益于人成为“君

子”这一称呼之外的好处，孔子并没有提及到.当然这与孔子自身对世界

的看法不无关系，因为他说过“未知生，焉知死”110k，l.3)，“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111姐1.孔子这样说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想要人们懂得生命

的意义。他认为人应该关注存世之人的责任。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去追

寻死后会发生什么。因此他所论述的“义”也是为了世上的人伦关系，而不

是告诉人们可以在死后得到何种奖赏和回报。

    在《圣经》里，“义”所对应的英文单词“ri沙teousness ”.尽管语言不同，
但是人们称“义”的标准也是和羊有关系.在上帝把违背了他旨意的亚当
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此中断.人们要想洗刷自己的

罪而称“义”，就要通过杀羊摆在祭坛上，人在羊头下敬拜上帝，通过羊的血

来洗刷自己的罪。这就被称为“义”。因此，同样是在“羊”下，《圣经》里认

为的“义”是对上帝的敬拜。先知亚伯拉罕因为信仰上帝，“耶和华就以此

为他的义”。1121“娜亚因着信，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113，“这义是

本于信。”‘[’I同时，除了信仰上帝是“义”之外，一些在世俗生活中帮助人的
行为也是“义”。“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1，1因此，由此可以看

出，在《圣经》里，“义”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属于上层对上帝的“信心”，一
个是属于下层的对别人的“爱心”。在新约里写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目这里的“义”既包含了“信”也包含了“爱”，而且

提到“义”的奖赏是在天上，即天国是属于这些人的。

    在《圣经》里“行义的才是义人”。’1，1或者“义者”，而不是被称为“君子".

这固然是由于翻译的原因，然而为何“义”都是同一个字，行为者却由“君子”

而变成了“义人叨 除了客观因素在内，进行语言转换的传教士是否对“君

子”和“义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这在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一个迷。纵观圣

经，在旧约里提到的义人比较多，除了娜亚等先知之外，“那城里有五十个

义人”’1.1，但是新约里提到的义人只有四个。一个是耶稣，“这真是个义人。”

IIN一个是哥尼流，“哥尼流是个义人”。圈另外还有撤迎利亚和他的妻子以

利沙伯。训

    由此可以看出一 个人成为“义人”的要求虽然不多，但是能被称为“义

人”的人却很少。因为在基督教文化里，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而是罪人

(sinner)，能够达到上帝“义”的标准的人是少之又少。因此在圣经里.没有

“君子”与“小人”的称呼，只有“义人”和“罪人”的叫法。

    在孔子眼里，人伦秩序是万物的主宰，所以他在《论语》里提到的“义”

只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提出了“仁”，但是“仁”从字面意思来

看，也是“二人之间的关系.”缺少了另外一方就不能成“仁”。《论语》里还

提到“仁，义，礼，智，信”是人成为“君子”的五项品质，但不管其中的哪一点

都是出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论述的。仅就“义”来讲，人可以为了“义”而

“就义”，但是“就义”之后的情况会怎样，不管是《论语》或者是后来儒家的

核心人物都没有给出相应的阐述。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作为儒家思想开山

人物的孔子在自己的著作或者思想体系里没有提出相应的解释，后来者包

括孟子也没有做出相应的突破或者创新。如果按照字体演变的过程来看，

“义”本身在中国文化中是和上苍有关系的，但是不知碍于何因.在孔子的

语言里，“义”仅仅成了人伦关系的一个准则，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准.这

一标准一直影晌着以后的人们对“义”的看法，而忽视了它本身的另一层含

义。因此就会出现“为人两肋插刀”而被称为讲“义气”这样的思维。这样

的“义”可以说维护了人伦之间的关系，但是也造成了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人

际关系”的复杂性.因为人们在行“义”时候，只是考虑对方，而不会考虑到

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上苍。所以，中国的文化里会有“仁义”一词，会有

“你不仁，我不义。”不管如何，这些词汇表明的总是世俗人伦这一方面的关

系。因此自孔子以下，中国的各行各业，各个时间段，人们在行为处事的时

候总是让“仁义”纠缠在一起。这一仅顾及到世俗层面的“义”，正面的话可

以彼此照顾，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负面的话可以彼此伤害达到一个双输

的结果。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彼此之间，没有想过“义”是否还有更高的

标准。

    《圣经》里提到的“义”，不仅写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提到了人与

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仅提到了人在世上的行为，还提到了人对上帝的信心，

而且规定“义”的标准就是“信”。行为和信心缺一不可，只有行为没有信心

就是没有永生，同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山1这就使得人在处理世

俗人伦关系的时候，除了看自己在世俗的行为之外，心里还要有所畏惧，即

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帝的“义”。如果不符合或者达不到他的标准的

话，在上帝眼里，那就是有“罪”或者“不义”的人。所以，在基督教文化里，

人们考虑的是一个“十”的关系，“横”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竖”代表人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缺少任何一种关系，人在自己所处的文化里都是不完

整的。因此他们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称义”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对方，
或者报答对方，而是看更高的标准。在基督教文化中受到熏陶的人，都会
认为自己上帝对他们如同对自己眼里的“瞳仁”，肯定会保护他们，珍惜他

们。因此，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时候，不是特别(下转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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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品在结构上的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和最基本方法。结构主

义文学批评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找出文学作品构成的普遍规

律，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意义。二元对立即把一部文学作品分解成很多相

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二项，再把这些对立项组合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有

机系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叙事上归纳出如下五项对立:

    男尊一女卑束缚一自由无能一超能正义一邪恶偶然一必然

    (1)男尊一女卑

    五篇传奇中，二元对立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男女角色地位悬殊上:男

的无一例外的或是家世显赫，出身高贵，或是身居高位，实权在握，而女性

角色大多是地位低下的侍妓、侍牌，且身不由已地处于附属地位，在《聂隐

娘》一文中，聂虽然不是当时男权制度社会下男人的附属而是出身官宦之

家，但文中交待了她从小由尼姑带大，并且五年后回家也得不到父亲宠爱

这一事实。因此，聂隐娘也未能脱离“女卑”这一历史的角色定位。“女卑”

而“男尊”二元对立在五文中都得到程度不一的体现。“男尊一女卑”可说

是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现实情况的准确反映。

    (2)束缚一自由

    “束缚一自由”是所有这几篇文章反映出的另一二元对立模式.在三

篇有女主人公的传奇中，她们的由于身份的限制而显示出受束缚和不自由

的一面，而当她们遇到倾心的人时，想挣脱束缚而获得自由也是她们共同

的心愿;在第二和第三篇传奇中，作为解救者的两位女侠士也都由于身份

的定位而显出受到主人的束缚的一面。至于当中的豪侠及男主人公则是

自由之身，即使有的身为奴隶，在执行救助功能时也有着出人意料的自由

行动。

    (3)无能一超能

    “无能一超能”二元对立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和救助者的相互关系上。上

述五传奇中，主人公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正一筹莫展时，往往有无所

不能的侠士、侠女出现，代他们轻易地解决困难。这些侠士(侠女)往往飞

桅走壁，来去无踪，面对千军万马和壁垒森严就如入无人之境，解决主人嘱

托的事往往是手到擒来。充分显示了他(她)们超能和传奇的一面。

    (4)正义一邪恶

    “正义一邪恶”二元对立也有明显体现。救助者往往站在正义一方并

协助正义方打击邪恶方，而总归是正义方达成所愿，而邪恶方最终以失败

告终。

    (5)偶然一必然

    “偶然一必然”是文中另一重要二元对立项.这一点结合下面第(四)点

谈。

    (四)作品情节的偶然性与结局的必然性印证了普罗普关于民间童话

故事都是一个类型的论断

    作品情节的偶然性和结局必然性无疑也是结构主义论者所关注的角

度之一。正如“所有童话都是一个结局”，中国古代唐传奇小说中的豪侠类

传奇更是充分体现了结局的以神话为中心的回归情节。从这五个唐传奇

的结尾来看，它们的情节虽然具有偶然性(这些情节前己有略述)，但其结

局走向一个:基本上是正义打败邪恶，主人公终得善果，从此逍遥快活。而

助人者往往金盆洗手，从此归隐山林，不知所踪(在《无双传》中，救助者古

洪为了顾全主人公，最终以自杀结局)。从而印证了普罗普关于民间童话

故事的有关论断。实际上，不只是豪侠类的唐传奇，唐传奇中的其他类型

的传奇故事甚至是中国古代的传奇类小说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和符合结构

主义叙述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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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04页)看重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是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帝

的“义”。即使在大众眼里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在上帝眼里看为“不

义”，他们也会放弃。有的事情，即使在大众眼里看为“愚蠢”的事情，如果

是符合上帝的“义”，可以荣耀上帝，他们也会义不容辞的去做。换而言之，

在《圣经》里，或者基督教信仰里，人有两个“义”，一个是世俗的“义”，一个

是上帝的“义”。后者的规格或者约束力远远高于前者。

    在《论语》或者说儒家关于“义”的文化的影响之下，人可以因为人之间

的世俗的爱好而结义，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水浒传》中水泊

梁山上的“忠义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义兄弟”等等，都是受这种文化的

影响.彼此之间有了身体的托付或者世俗目标的达成，他们可以共同奋斗，

出生入死，但是当达到一定成就或者之后，当“义”的约束慢慢减小或者消

失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关系也会随着“义”的弱化而弱化，甚至是牺牲所谓

的“义”来到达自己私人的目的。在一种没有高于世俗的“义”的影响下，他

们可以为了世俗的“义”而关系亲密，同样也会毫不犹豫的把这种“义”抛弃.

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抛弃“义”只会给自己带来道德上的损失，不会带来

死后的惩罚，或者上天的惩罚。因为他们心里，上苍的“义”总是虚无飘渺

的，没有现实的“义”真切。
    而在《圣经》关于“义”的文化的影响之下，人们很少为了另外一个人去

“就义”。他们可以为了对上帝的“信心”而舍去自己在世俗的肉体，因为那

样他们可以在天国里得到更多的上帝的祝福。他们认为自己在世界上只

是一个暂居的旅客，所义他们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以及由此而来的义更为

重要，所以他们可以并且世俗的眼光而去完成更高的目标。这一点无论是

在基督教初期或者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为了“护教”而死，很少会为了

一个世俗的“义”而死。

    正是因为以上这样的区别，中西方人士在交往过程中会彼此的不理解。

中国人会认为西方人的某些行为不“义”.同样，西方人也会为中国人有时

没有原则的“义”而感到差异。

    不同的文化规范着人们不同的行为。《论语》和《圣经》都是伟大的文

化经典，或者说信仰经典。“义”在彼此的章节和文化体系里都占据着重要

的位置，而且都对后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有着相似的原始意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各自又对“义”有了不同的理解。深刻了解它们各自

的含义对于理解彼此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加强文化之间的交流起着重

要的作用。当然，也正是因为彼此的不同阐述和影响，才有了各种文化自

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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