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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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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

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

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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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圣经》是基督教经

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统称《新旧约全书》。《旧约》原是犹太教经典，用希伯

来文写成，后被基督教接受，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四部分，共 %’
卷；《新约》是耶稣门徒的著述汇编，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部

分，系用希腊文写成，共 !* 卷。虽然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神学观点上存在分歧，

但它们都公认《圣经》为自己的经典。

《圣经》何时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尚不能确定。但有论者认为，早在 * 世纪前半期，

伴随景教传入唐朝，《圣经》即被带进中国，并至少把《新约》译成中文。［&］（.,）其依据就是

&(!$ 年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年从敦煌石窟发现唐代景教文献《尊

经》，从中可知已有 %" 余部译成中文，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批汉译《圣经》经卷。［!］此后陆

续又有《圣经》中译。但要么停留于对《圣经》的诠释，要么是对《圣经》史实的叙述，像

&$-,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 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受难

始末》、&(%$ 年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等，其中虽含有《圣

经》经文，却不能称为正式的《圣经》中译本。直到 &’ 世纪基督新教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及

远东传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圣经》中文全译本。近代《圣经》中文翻译史上最早的

两个著名译本，即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通常称为“二马译本”。［%］（.&$）

一、马士曼及其《圣经》中译本

马士曼（/01234 54612748 &*(- # &-%*），&*(- 年 , 月 !, 日生于英国威沙尔郡（9:;<12:6=）
威斯堡赖镇（9=1<>36?），其先祖曾在英国国会担任军职，他的父亲是一名纺织工人。马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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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自小家境贫寒，只在乡村小学就读，稍大后曾在书店帮忙，但不久即被迫回家帮助父亲

从事纺织工作。马士曼天资聪慧且极勤奋，据说在 !" 岁前他已读过 #$$$ 多卷书。［%］（&!’’）

!’(% 年他到布斯托尔城（)*+,-./0）百乐麦（)*.12031）一个浸礼学校任教，同时到布里斯托

尔学院兼习古典文学。他通晓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对希腊文也很精通。!’(4 年英国浸

信会第一位传教士威廉·卡莱（5//+32 63*/07）到印度传教，取得了极大成功。马士曼受其

鼓励，决心加入浸信传教会，献身于海外传教事业。!’(( 年 # 月 4( 日他与另一位传教士

华德（5+//+32 53*1 ）乘美国船赴印度，同年 !$ 月 !4 日抵达加尔各答，旋往赛兰坡（80*329
:.*0）进行传教和设立学校，教育本地儿童、青年，同时从事多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工作，

曾将《圣经》译成多种印度文字，后来受到英国福特威廉神学院布郎牧师（;0<= >*= )*.?@）

的鼓励，从事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据说马士曼起初对此很忧虑，他们保证有拉沙

（A.B3@@0, C3,,3*）给予帮助，马士曼才应承下来。［#］（&#!）拉沙是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

他的中文很好，不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能用中文写作，［#］（&’$）曾经为葡萄牙

政府与北京宫廷作过官方通信工作，［D］（&#!）足见拉沙的中文已颇有造诣。从 !"$# 年开始，

马士曼就跟拉沙学习中文。由于他很勤奋，中文水平提高很快，在 !"$( 年就在赛兰坡出

版了《儒家著作选》、《中国文法》等三本汉学著作，还撰写了一篇有关汉语文字和发音研究

的博士论文。［’］（&E4）随着中文知识的提高，马士曼开始与拉沙合作翻译《圣经》。据英国浸

礼会赛兰坡差会 !"$" 年的《译经备忘录》记载：他们依靠大约 E$$ 多本中文参考书和包括

康熙字典在内的几部中文字典进行翻译工作。他们的翻译相当繁琐，马士曼在 !"!E 年 4
月给英国圣经公会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译经过程：

在他（拉沙）开始翻译前，共同诵读每天所规定的部分，直至他觉得这一做法

并非必需。⋯⋯当他译完一段后，我就手执格里斯巴哈（F*+0,G3HI）的希腊文《新

约》，逐句地斟酌修改。我将译文每节读过，说明我对于一些特别的字义的疑惑，

于是就想出别的字作为替代。当一全章译完后，有时须费三四个小时之久，我把

译文交给他，我就将格里斯巴哈的《圣经》用英文缓慢清晰地读出，同时他一面听

着英文，一面注视着他的汉文翻译。如果还有疑问，要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

审阅。于是送交付印，其后又作一次新的审察。当双面的一页用铅版的活字排

满后，我和另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同读。在一些地方他提议加以修改，使译文

通畅明晓。在改正以后，又印了几份清样，交给一些人校读。以后，我一个人独

坐阅读，再和希腊原文对照，有时也与别的人商讨。在我看来，这算是最严密的

审查了。这时，我将所有觉得意义不甚明确之处，从两册《拉丁汉文字典》中逐一

检查，这样对我最有帮助。然后再读希腊原文，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逐节读，现在

是选取读一小段原文，再读那小段的汉文，⋯⋯我将所建议的要改之处，以及那

些似乎不合之处，在书边上写出之后，就与拉沙和那位中国助译者商议，共同解

决。这步工作完成之后，又印一份清样，交给我的儿子约翰审阅，他对汉文语辞

的知识，比我渊博。当他对这觉得满意之后，又印了另一次清样，一份给中国助

译者，一份给拉沙，让他们各自阅读，指出他们各人认为不妥之处。此后，我又最

后一次将译文与原文比较，查考是否有他们都未注意到的失误之处。这样的工

作完成之后，我另将一份清样交给中国助译者，由他照汉文的意义加以句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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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经我的复核。假如他的意见与我相合，就可送印刷所。在印刷之前又送来

一次清样，我先交给助译者，阅看其中是否有错误，然后又经拉沙先生过目，最后

由我审阅。经过以上的种种手续，这才正式印刷。［!］（"#! $ #%）

可见马士曼译经的严谨，他说：“通过这种严格的检查，我只希望最后能译出最忠实于

《圣经》的中文译本。”［&］（"’#）

马士曼和拉沙最早译出并出版的中文《圣经》为《新约》。第一章《马太福音》于 !(!)
年在赛兰坡出版，!(!! 年又印行了《新约》第二章《马可福音》。《新约全书》于该年全部译

毕，进入修改、待印阶段。到 !(!’ 年，《旧约全书》也已翻译过半。经过 !* 年的辛勤劳作，

马士曼和拉沙把整部《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以《圣经》为名，于 !(## 年在赛兰坡出版。［(］（"#）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圣经》中文全译本。英国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即指出：“此译

本（指马士曼和拉沙译本）系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完整的汉语《圣经》，是《圣经》流传史上的

一座丰碑。”［+］（"+)）密立根也认为马士曼和拉沙 !(## 年出版的译本是“新教所译的第一册

汉语《圣经》”。［!)］（"!*%）

二、马礼逊及其《圣经》中译本

马礼逊（,-./01 2-0034-5 !&(#—!(’%）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年 ! 月 6 日生于

英国诺森伯兰省（7-0189:./0;<5=）摩伯斯镇（2-0>/18）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其父是位鞋

匠，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家举行家庭祷告，并要求孩子们必须参加安息日的宗

教礼拜。［!!］（"#）这使马礼逊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的浸染。!&+( 年马礼逊加入长老会，成为基

督徒。!()% 年进入高斯坡（?-4>-01）神学院，立志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他在给伦敦传教会的

请求中说：“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的布道区域中。”［!#］

当时，伦敦会正准备派传教士去中国，但都视中国为畏途，拒绝前来。勃格牧师（@0A
B-C9/）根据马礼逊在校表现及其坚韧不拔的毅力，认为马礼逊适合担任此职。几经斟酌，

马礼逊放弃了到非洲的打算而决定到中国来。临行前伦敦会在给他的指示中说：“由于我

们对你可能立足的地点不能肯定，要给你规定任何明确的指示限制你的行动是非常不恰

当的。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予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场合方便行事。⋯⋯我

们坚信你能住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直至学会汉语。此目标完成后，可能不久你就开始

把这一学识转化成对全世界有广泛作用的事业，你也许有幸编一本比以前存在的任何一

本都更全面和更正确的中文字典，或更有幸地把《圣经》翻译成一种被人类三分之一的人

所讲的语言。”［!!］（"+* $ +&）从这一指示中可以看出，马礼逊来华的首要目的是翻译《圣经》。

由于东印度公司船只拒绝传教士搭乘，马礼逊只得取道美国来中国，!()& 年 + 月 & 日

到达广州，不久就开始译经。马礼逊在译经过程中受天主教《圣经》译本的影响很大，这源

自他在伦敦学习中文时，曾从大英博物院借来天主教的中文《新约》稿本，此抄本即是《四

史攸编耶稣基利斯都福音之合编》，它原是法国天主教士巴设（D A B<44/1）所译，于 !&’& 年

被东印度公司贺特逊（E-=C4-5）在广州购得，赠给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史路连爵士（F30 E<54
F;-<5/），其后史路连又把此抄本转送大英博物院，所以称史路连抄本（F;-<5/ 2<54G03>1 ）。

马礼逊借来后同他的中文老师、当时到伦敦学英文的广东青年容三德（H-5C $ F<: $ I<J）

一边研究，一边誊抄了一遍，带到中国，成为他译经的蓝本。美国宗教史家赖德烈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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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新约》译本被介绍给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用来学习中文，它无疑影响了马礼

逊本人的《圣经》翻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后来许多新教徒译本。”［!"］（#!$%）马礼逊

自己也说：“我把珍藏在大英博物院的中文《新约》译本誊抄一遍，它成为我翻译和编辑中

文《新约》的基础。”［&］（#!!’）在 !’!( 年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到，他的一部分翻译是“根据某个

不知名的人的著作，他的虔诚的劳动保存在大英博物院里，我冒昧地改正和补充了我所需

要的东西。”［!!］（#"$&）这显然指的是巴设译本。

马礼逊把“)*+”译为“神”，即是受了巴设译本的影响。在巴设译本中，《约翰福音》第

" 章 ", 节译为“盖神爱世人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陨，乃得常生也。”《罗马书》第 ! 章第

! 节译为“耶稣基督之仆，蒙神召为使徒，蒙择事神。”在马礼逊译本中，《约翰福音》第 " 章

", 节译为“盖神爱世，致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敢沉亡，乃得永常生也；”《罗马书》第 !
章第 ! 节译为“耶稣基利斯督之仆保罗，被召为使徒，分派事神之福音。”［!(］（#(’）可见，马礼

逊在这里沿袭巴设译本，把“)*+”译为“神”，而且从译文中可以看出，马礼逊译本较巴设译

本在句读上更符合中文习惯。当然，马礼逊所受天主教译本的影响不仅仅来自巴设译本，

据说他为了学会表达基督教的中文词汇，到中国后还阅读了大量用中文写成的基督教书

籍。［!&］（#!!!）

马礼逊在翻译中坚持使译文忠实、明达和简易，认为中国的经典文体如《四书》、《五

经》等不适合于《圣经》翻译，他说：“中国有学问的人，像黑暗时代（指中世纪）欧洲有学问

的人一样，认为每种受推崇的书籍，应当以拉丁文书写，不能用土著方言。朱夫子（朱熹）

在他的哲理论文中始别开生面。因为新观念的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为好，中文经典式

的古文辞，简略至甚，只可使旧观念复兴而己。若采用这种深奥坚涩的文体翻译《圣经》，

⋯⋯无异于古埃及的祭司们，据说他们用象形文字来书写他们的经文，除了他们自己或少

数人能理解外，真是很难再找到理解的人；又无异兰斯《新约》英译本，里面保留了许多东

方的、希腊的和拉丁文以及许多深奥词句，故意使一般人看不懂。”［&］（#!-!）因此，他认为“我

宁愿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古典字。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典中的术语，

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让人难以理解。在难懂的段落，我用我能达到的最文雅、

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使教义表达更为通俗”。［!,］（#$,）

马礼逊为保证译本更适合中国语言习惯，他聘用中国学者为其校正修饰。梁发不仅

是刻字印刷工，还是《圣经》中译本的润饰加工者；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也帮助校正译

本中的语法。［!!］（#"&"）卫三畏在谈到马礼逊的译本时说，马礼逊及其同伴的翻译原则是忠

实、明达、质 朴。最 忠 实 地 把《圣 经》翻 译 得 合 乎 中 国 文 法，使 普 通 的 读 者 也 能 理

解。［!.］（#"-’）

《新约》为马礼逊独自完成，《旧约》则是和米怜合译，其中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

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约伯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贴记》、《尼

希米记》等。［!’］（#".,）全部《圣经》于 !’!$ 年 !! 月译完，!’-" 年出版，取名为《神天圣书》，凡

-! 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称《新遗诏书》。［’］（#&）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部

《圣经》中文全译本。

三、“二马译本”的影响

世界宗教史的发展业已证明，一种宗教的传播必然伴随其宗教经典的转译，而宗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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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翻译反过来又会促进宗教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有论者以为，佛教之所以“能成为中

国教，是与他有庄严的中文经，有极大的关系的”。［!"］（#$%）《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其中文

全译本的出版，无疑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新教传教士们不惮劳苦，执

着于译经事业，也正是出于此念。马礼逊在谈到《圣经》译本对传教的作用时说：“一个外

国人不精致的书面翻译，能够使一个当地人很清晰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和含义，比口头表

达的效果要好得多。”［&’］（#(）伦敦会创始人勃格博士也认为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是实

现传教目标的最重要的著作，为其他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

梁发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是《圣经》译本影响的结果。梁发是广东高明人，原是佛教

徒，因会雕版、印刷工艺而结识马礼逊。马礼逊翻译的《新约》主要由梁发雕刻印刷。［!&］梁

发在刻板中，逐渐对基督教义产生印象，闲暇时，“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

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而此书之教训又得耶稣之奇迹以

为证明，此书必为真经无疑’。以后我遂留心听解释圣经，而安息日读经时亦更为注意，而

且求传教士为我解释”。［!&］据说最感动他天良和追求真理之心的书是米怜的《耶稣传》，此

书用简明的中文写成，米怜雇梁发为之雕板。无疑，这本有历史和地理背景并附着详细注

解的故事，使梁发更清晰地认识了耶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梁发逐步抛弃了自己原来

的佛教信仰，而皈依基督教。他在 !(!% 年 !! 月 + 日由米怜施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于

!(&+ 年 !& 月被马礼逊封为宣教师，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新教宣教师。

在梁发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儿子都信仰基督教。他还著述一些布道小册子，到处散

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劝世良言》，此书对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的兴起和拜上帝教的产生

都有重要影响。在谈到梁发对新教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时，皮尧士说：“早期中国改正

教（指基督新教，又称更正教或新教）教会之所以能够发达，显然有赖于梁发之力。他所作

的小书和单张是破除迷信、开通思想的先锋。这位文字布道的先进，应当受今日一切从事

此种工作的人的感谢。”［!&］

马士曼译本因系在赛兰坡出版，所以在南洋尤其在瓜哇等地的华人中流传较广，产生

了很大影响。［$］（#+&）!(!+ 年以后用铅字活版印刷的各单行本《圣经》又陆续几次加印。这

些中文《圣经》的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中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

其浸礼会一派，曾长期使用马士曼、拉沙的《圣经》中译本。

此外，“二马译本”为以后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年，即由麦都思、

郭实猎、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组成四人小组，重新翻译《圣经》。他们以马礼逊译本

为蓝本而加以修订。《新约》部分于 !(+* 年完成，由麦都思作最后订正，!(+$ 年以《新遗诏

书》为名，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在以后的 !’ 至 !& 年间，中国的新教教会都以此为主

要的《圣经》译本。［!］（#&"）《旧约》于 !(+( 年修订完成，!()’ 年印行，大部分为郭实猎所译。

郭实猎又把麦都思修订的《新约》再重新修订，以《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之名出版。此译

本后来被太平天国军队采用，并且流传到民间。［+］（#!%） !()+ 年英美新教各派在香港召开

译经会议，决定翻译《圣经》“代表本”（或称“委办本”），马礼逊译本被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

之一。马礼逊译本不仅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布，据说其《新约》译本甚至流传到伊尔库次克

及其他俄罗斯城市。［!!］（#*)% , *)$）

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对后世译经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圣经》“代表本”就把它列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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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译本。由于浸礼会一派拒绝接受非浸礼会把 !"#$%&’ 译为“洗礼”，于是决定以马士

曼和拉沙的译本为蓝本，重新修订一种属于自己的译本。()*) 年，高德牧师（+,-. /0&%"1
2033"43）受美国浸礼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专事修订马士曼和拉沙译本。他从修订《新约全

书》开始，()5( 年在宁波出版《马太福音》，()56 年在上海印行《约翰福音》。()57 年，整部

《新约全书》修订完成，在宁波印行。该译本后经罗尔梯博士（839"43 :. ;043）修订，于 ())7
年在上海印行，成为浸礼会的主要译本。惠志道博士（/ .<1,44=）在评价此修订本时认为，

“通常而论，这比‘代表本’及麦都思译本，更接近原文文法的格式，但在汉语写作的文笔

上，仍能做到清通易读，殊为难能可贵。”［(>］（?()5 @ ()A）只可惜高德牧师因健康原因，只译出

《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与《利未记》，其余由罗尔梯博士在廉牧师（+,-.<%BB%"’
C,"’）的帮助下，于 ()D) 年出齐。此外，英国浸礼会牧师胡德迈（+,-. E10’"& F"BB FG3&0H）

来华后也对马士曼和拉沙的《新约》译本进行了修订，先后分卷出版。最早印行的《马可福

音》于 ()5> 年出版于宁波，到 ()DD 年，将《新约全书》出齐。

尽管马士曼未曾来过中国，但凭他杰出的《圣经》中译工作已被誉为新教在华传教的

先驱。［)］（?( @ 6）人们对马士曼译本给以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一个出色的译本，考虑其完成

的情况，这个译本给他和他的助手带来很高的荣誉”。惠志道博士也认为“经过校订，它将

成为一个仍然被人们阅读并获益良多的译本。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译本中有那么多真实的

内容应用了优秀的汉语标准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译本中被当作‘原话’（%#%&&%’%& I,4J
K%&）引用”。［D］（?5(，5)）总之，它和马礼逊译本一起，奠定了以后中文《圣经》翻译的基础，在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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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抓基本功。一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词汇量，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只记英语词汇所对

应的汉语意思，还要注重词汇的内涵和英汉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异；另一方面是要熟练掌握英语的句型、

固定搭配、习惯用法等。比如在回答 !"#$% &’( 时，我们就不能用“)’$’! *+ ,’-.!+”，“/’ !"#$%0 #1+ $++2+2”，

或“3!’0 4& 2(!&”来回答。通过对基本功的训练，为学生的得体表达打下坚实的基础。

56文化知识的培养

在教学中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有目的、有计划的导入西方文化。其中

包括：（7）习俗文化。它是贯穿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如称呼、问候、询问、

道谢、致谦、告别、打电话等用语的规约。（5）思维文化。它是由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比如西方人的思维

方式具有从小到大的特点，在讲地址时，他们以室号、街道、区、县、市、省、国家为序。（8）心态文化。它

是民族心理和社会意识渗透于语言所体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比如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所以在谈

论时一般不涉及别人的隐私。（9）历史文化。它是由历史的发展和积累而成的。同时，应要求学生多阅

读反映文化的作品，以及难易程度适当的原版著作。这样天长日久学生才会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敏感，

对西方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得更多，为语言运用的自如得体打下基础。

86语体意识的培养

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对初学者不仅要向他们介绍语体原则及不同场合对语体

形式的不同要求，而且要让他们知道哪些词属于哪种语体。对高年级的学生，我们要进行语体对比分

析，如庄严体和正式语体的异同，商议语体和亲密语体的异同，使学生对不同交际场合的语体有非常清

楚的认识。然后再通过练习，使学生掌握各种语体的运用。

除了课堂上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表达得体能力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学生的语用技能。

比如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的作用，进行第二课堂活动，举办英语晚会，开展英语角活动等，还可以利用

讲座等形式，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得体意识，以提高学生语言运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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