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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 ８０
－

１＂２ ）

本文分析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９２ 年间 ， 中国批

评家和圣经学者在文学和批评领域对圣经的接受与评论 。 他们对

圣经中的诗歌与小说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汪维藩的 《圣经译本在中 国 》 进行的介绍令读者 目不暇接 ：

①

圣经在中国的接受史延续 了一千三百五十多年 ， 虽不如在其他某

些国家那么漫长 ， 但其形态多样 ， 特别是近百年来潮流纷繁 ，
令

人刮 目相看 。 仅 １ ８６２－ １９４９ 年间中国就出版了三百多种圣经
“

官话
”

译本 。

②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史始于公元 ６３５ 年
， 那时景教传教士阿罗

本来到 中 国 ，
随身携带了包括圣经在内的五百三十多本叙利亚文

书籍 ， 他曾将 《创世记 》 《诗篇 》 《 四福音书 》 等圣经书卷译为

中文 。 １ ９０８ 年这些译文的标题而非译本被发现于敦煌石窟中 。

③

“

文化大革命
”

过后的 １９８０年至 １９９０年末 ， 中国出版了５５ １

万册圣经 ， 其中 《新旧约全书 》 达 ３ １ ４ 万册 ，

？
它们使用了汉语、

方言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

１ ９８０ 年 ， 南开大学 资深教授 、 圣经文 学研究权威朱维之

（ １９０５
－

１９９９） 发表了一篇题为 《希伯来文学简介
——

向 〈
旧约全书 〉

文学探险 》
？ 的文章 ， 标志着中 国重新开启了圣经研究 。 长期在天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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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开教书育人的朱维之 ， 从孩提时代就开始阅读 １９ １９ 年出版的
“

官话和合本
”

圣经 ， 这是流传最广 、 最易于被年轻学生和知识

分子接受的圣经中译本 。 朱维之不断阅读圣经 ， 在其 自传中提到

自 己特别喜欢 《诗篇 》 《雅歌 》 《 约伯记 》 和 《 马太福音 》 ，
觉

得它们美不胜收 。

①
８３ 岁时 ，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及其 １９ 岁在浙

江温州 中学 （ 浙江省立第十师范
，
后改为第十中学师范部 ） 教书时

，

曾以朱 自清为其老师和同事 。 在当时读过的所有中外文学作品中 ，

《诗篇 》 第 １ １ ４ 篇中的几行诗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

以 色 列 出 了 埃及 ， 雅各家离 开说异言之民 。

那 时犹 大 为 主 的圣所 ， 以 色 列为 他所治理 的 国度 。

沧海看见就奔逃 ， 约 旦河也倒 流 。

大 山 踊 跃如公羊 ， 小 山跳舞如羊 羔 。

？

朱维之列举了古今中外
一些作品与作者 ，

认为它们均未达到

这首 （ 八行 ） 短诗的境界 。

其次 ，
朱维之从 《雅歌 》 中选出最后几行诗 ，

称之为世界文

学全部爱情诗歌中
“

最勇敢和最直率的
”

③ 诗句 ：

爱情如死亡一 样坚 强
；
热 恋如 阴 间 一样 牢 固 。 它爆发 出

①朱 维 之 ： 《 朱 维之 自 传 》 ， 载 《 当 代 文学 翻译 百家 谈 》 ，
王 寿兰 主编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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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朱维之 ： 《序 》 ， 见梁工
： 《 圣经诗歌 》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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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在 中 国 （ １ ９ ８０
－

１ ９９２ ）

的 火焰 ， 就是亚 卫 的 烈 焰 。 众水不 能 熄灭爱情 ，
洪流也 无法

把 它淹没 。 若有人想用 财富换取爱情 ， 它 必定要遭受鄙 视 。 （ 歌

８ ：６
－

７ ）

最后 ，
朱维之在 《传道书 》 中找到了第三个证据 ， 表明圣经

的写作达到 了哲学的最高峰 。 《传道书 》 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

短文 ， 朱维之将它与仅五千余字的老子的 《道德经 》 相比较 ， 高

度评价它们是
“

东方古代哲理诗中不可超越的双璧 ，
世界文学中

无比的绝唱
”

：

①

虚 空 ， 虚 空
，
人 生 的虚 空 ， 万事都是虚 空 。 人在太 阳底

下 终生操 作劳碌 ， 究 竟 有什 么 益 处 ？一代过去 ，

一代 又来 ，

世界大地却 永不 改变 。 太 阳 上升 ， 太阳 下沉 ， 匆匆 归 回 原处 ，

再从那里 出 来 。 风 向 南 吹 ， 又向 北转 ， 不停地旋转 ， 循环不 已 。

江河流入大海 ， 海却 不 满 不 溢 ；
水从何处 流来 ， 仍又返 回 原

处 。 万 事令人厌倦 ， 无法尽述 。 眼看 ，
看不尽

；
耳 听 ， 听 不足 。

发 生过 的事还要发 生 ， 做过 的事还要再做 。 太 阳 底下 ，

一件

新事也没有 。 （ 传 １
：
２
－

９ ）

为什么时过七十年后 ， 朱维之依然念念不忘圣经中的这三个

例子？ 其中原因不难猜测 。 《诗篇 》 中的那首诗以戏剧与抒情相

结合的方式 ，
栩栩如生地抒发了

“

民族解放
”

的精神 ， 这一点在

中国文学中十分匮乏。 同样 ， 世界文学中没有哪首爱情诗能与 《雅

歌 》 相提并论 。 而 《传道书 》 中表达的哲思 ， 对于受过道家和佛

① 参见朱维之： 《序 》 ， 见梁工
： 《圣经诗歌 》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１卵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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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ｌｅ） ，

ｂｙＬＩＡＮＧＧｏｎｇ， Ｔｉａｎ
ｊ
ｉ ｎ ：Ｂａ ｉｈｕａ ｗｅ ｎ

ｙ
ｉ

Ｐｒｅ ｓｓ ，

１９８９ ，


３
－

４ ．

］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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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训练的中 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 。 圣经中的
“

空
”“

虚
”

（ ｖａｎｉｔｙ ，

ｅｍｐｔ ｉｎｅｓｓ） 意味着
“

空无
”

（
似似私

， 在佛教中 ，

“

空
”

意指
“

无常
”

（ ｉｍｐｅｒｍａｎｅｎ ｃｅ） ：
“

没有什么能永远常驻 ：

一

切皆

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
，
经历着出生 、 成长 、 衰败和死亡 ， 循环往复 ，

无始无终 。

” ① 朱维之从 《传道书 》 中引用了如下句子 ， 可见他对

其深有同感 ：

“

我见 日光之下所作的
一切事 ， 都是虚空 ， 都是捕风；

”

“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 、 狂妄和愚昧 ：
乃知这也是捕风 。

”

（ 传 １：１４ ，

１ ７ ） 这种理解与某位佛教徒的觉悟相类似 ：

沉 溺 于感 官 （ 或 拒绝感 官 ） 都 只 能让主体 陷入 受 制 于欲

望 的虚 幻 中 ： 对无 常之物或客观现实 的执著 。 执著 （ 或抵抗 ）

欲 望都 会导 致不 幸 ， 因 为 当我 们 最终 实现 了 渴望 的 目 标 时 ，

我们 会 发现 它 不再诱 人 ； 同 样 ， 即 便我 们 将 自 己 从这种 对欲

望 的拒绝 中 解脱 出来 时 ， 我们 又会发现一切超 乎我们 的想象 。

残酷 的现实表 明 ：

一切 都是虚空 ，

一切 都是 幻影 。
？

在完成 《希伯来文学简介 》 之前 ， 朱维之已 出版了几本与圣

经有关的研究著作 ， 如 《基督教与文学 》 （ １９４ １） 、 《无产者耶稣传 》

（ １９５ １ ）
？ 等 ， 后者是有关耶稣的

一本传记 。 考察他在 １ ９７０ 年代

后期中 国刚刚 向西方开放不久写成的 《希伯来文学简介 》 ， 朱维

之显得 比他后来写出 的个人 自传更加小心拘谨 。 在引用上述 《传

道书 》 中 的句子时 ， 他批评那位佚名的希伯来作者传播了
“

低沉

（
Ｉ
）Ｊ ｏｈｎＢｌｏｆｅ ｌ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ｅ ｌｉ ｎｔｈｅＬｏ ｔｕｓ ．ＡｎＯｕ ｔｌ

ｉ ｎ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Ｂｕｄｄｈ ｉｓｍ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
Ｌｏｎｄｏｎ ： Ｓｉｄｇｗｉｃ ｋ＆

Ｊａｃｋ ｓｏｎ ，
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Ｂｕ ｄｄｈ 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 ｔ
ｙ， １ ９４８ ）

，

４３ ．

＠Ｉ ｂ ｉｄ ．
，

４３ ．

③ 朱维之
： 《朱维之 自传 》 ， １ ９

１
。



圣经在中 国 （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９２
）

消极的道 ， 是颓废的乱世亡国之音
”

。

①

在 《约伯记 》 中朱维之最感兴趣的是年轻人以利户 向 约伯及

其三个朋友的发怒 ，
因为约伯 自 以为义 ， 却不以神为义 ； 而三位

老朋友则 自 我辩解
，
想不出 回答约伯的话 ， 仍以约伯为有罪 。 值

得注意的是 ， 朱维之推断恰恰是上帝铸造了约伯的 内在性格与道

德 。 这与早期儒学哲学家孟子的思考不谋而合 ：

舜发于畎亩之 中 ，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 膠鬲 举于鱼盐之 中 ，

管夷吾举于 士 ，
孙叔敖举 于海 ，

百里 奚 举于市 。 故天将 降大

任于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 志 ，
劳 其筋骨 ， 饿其体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 ， 所 以 动心 忍性 ， 曾 益其所不 能 。

②

不过作为
一

个道德与文学楷模 ，
约伯的形象几乎不可能出现

在中 国文学中 ， 因为 中 国人的道德与个人行为缺乏涉及接受全知

全能上帝裁判的
一面 。 我想知道 ， 朱维之为什么没有强调 《约伯记 》

中有关约伯 的坚定信仰 ， 及其在上帝面前呼 吁正义与节制 ， 反对

人类蒙受无意义苦难的愿望 ：

“

他必杀我 。 我虽无指望 ， 然而我

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

”

（ 伯 １ ３ ：１５ ） 或 ：

我不禁止 我 口 。 我灵愁苦 ， 要发 出 言语 。 我心苦恼 ， 要

吐露衷情 。 我对神说 ， 我 岂是洋海 ， 岂是大 鱼 ， 你竟 防守我 呢 。

若说 ， 我 的床 必安慰 我 ， 我 的 榻 必 解释我 的苦情 。 你就用 梦

① 朱维之
： 《希伯来文学简介 》 ， １ １２。

＠刘殿爵 的英译 本 《孟子 》 及
“

序
”

。 ７％ｅＶＭｅｗｇｚ／

‘

（
Ｍｅｎｃｉｕｓ

）
， ｔｒａｎｓ．ｗｉｔ

ｈ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 ｎ
ｂｙＤ ．Ｃ． Ｌａｕ

（
Ｈａ 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 ｔｈ

：Ｐｅｎｇｕ ｉｎＢｏ ｏｋ ｓ ， １９７０） ，１ ８ １ 。 原文参见 《孟子正义 》 第２

册 ２５卷 ， ＳＢＢＹ 编辑 ，
台北 ：

市立大学 ， １９６６ ， １５Ａ ａ
［
Ｓｅｅ ＡｆｅＭ

ｇ
ｚ （

＇

ｚＡｅ？ｇｖ
ｉ

（
Ｍｅｎｃ ｉｕａ ｚｈｅｎｇｙ ｉ

）
， ｂｏｏｋ ２，

ｖｏｌ
．
２５

，
ｅｄ．

ＳＢＢＹ，

Ｔａｉｐｅ ｉ

：Ｃ
ｉ
ｔｙ

１

ａ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 １９６６， １５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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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 我 ，
用 异象恐 吓我 。 甚 至我 宁肯 噎 死 ， 宁 肯死亡 ， 胜似

留 我这 一 身 的 骨 头 。 我厌弃 性命 ，
不 愿永活 。 你任 凭我罢 ，

因 我 的 日 子都是虚空 。 （ 伯 ７
：
１ １

－

１ ６ ）

我还想知道 ， 朱维之何以未将 《约伯记 》 第 ３８ 章 中上帝之语

与屈原的 《天问 》
？ 或 《列子 》 （ ３

－４ 世纪 ） 的 《汤问 》
？ 进行比

较 ， 而是与埃斯库罗斯的 《被缚的普洛米修斯 》 和歌德 《浮士德 》

的
“

天上序曲
”

进行 比较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
正如史华罗 （ Ｐａｏ ｌｏ

Ｓａｎ ｔａｎｇｅ ｌ。 ） 在其杰作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
“

罪
”

加以讨论时所

指 出 的 ：

“

中 国人面对 自然带来的苦难与痛苦时
，
表现出 的重要

态度是……几乎完全丧失对 自然秩序或道德体系的反抗意识 。

”？

或如其评论者伊懋可 （ ＭａｒｋＥｌｖ ｉｎ） 所说 ：

“

约伯 的问题
”

（ Ｊｏｂ

’

Ｓ

ｐｒｏｂ ｌｅｍ ） ， 即
“

德行者受难 ， 邪恶者得道……在中华帝国也
一直

以某种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
”

， 但这种情形
“

无论是多么地

引人注 目 ， 却从未被深刻地反思
”

。
＠ 也许朱维之认为 ， 《约伯记 》

与上述中 国作品大同小异 ，
以致没有必要加以评述 。

①霍克思的英译本 《楚辞 》 。 ７％ｅ ５ｏｏＡ
＃

’

ｗｒｚ 

’

ｗ （
Ｔ 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ｏ ｆ Ｓｏｕｔｈ
）

，  ｔｒａｎｓＤａｖｉｄ

Ｈ ａｗｋｅ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 ｒｄ Ｕｍｖ ｅｒｓＵ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５９

）
， ４５

－

５ ８ 。 原文参见 《楚辞补注 》 卷３ ，ＳＢＢＹ编辑 ，

台北 ： 市立大学 ， １ ９６６ ， １Ａ－２ ６Ｂ 。
［
ＣＡｕｃ ｉ ６ｗｚ／Ｈ ／

（
Ｃｏｍｐｌ 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 ｎ Ｃ ｈ

’

ｕ Ｔｚ

’

ｕ
）

， ｖ ｏｌ３，

ｅｄＳＢ ＢＹ，

Ｔａｉｐｅｉ ： Ｃ ｉ

ｔ

ｙ

＊

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１９６６， １Ａ
－

２６Ｂ．

］

② 艾田伯等编 ： 《道家哲学 ： 老子 ， 庄子 ， 列子 》 。 Ｅｔｉｅｍｂｌｅ ｅ ｔ
ａｌ ．

，

ｅｄ ｓ ．

，
／ＶＨ／ａｓｏｐＡｅｓ

加财如Ｌｏｏ－ｔｅｅｗ
，Ｔｔ／ｗｗｆｌｒｔｇ

－

ｒ ｓｅｕ
，加ｗ

（
Ｐａｎ ｓ

．

Ｊ． Ｗ 丨ｌｅｙ＆Ｓｏｎｓ
，１ ９８０

），
４７５

－

６
。 还可参见葛瑞汉

的英译本 《 列子 》 。 ＴｈｅＢ ｏｏｋｏ ｆ Ｌｉｅｈ
－

ｔｚｕ ，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Ｇｒａｈａ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ｏｒ ｌｍｇＫ ｉｎｄｅ ｒｓ ｌｅｙ ，

Ｉ９６０
）

，

９５
－

１
１ ７ 。 原文参见 《列子 》 卷 ５ ，ＳＢＢＹ 编辑 ， 台北

：
市立大学 ， １ ９６６ ， １Ａ－ ２ １Ｂ 。

Ｌ ｉｅｈ
－

ｔｚｕ
，

ｖｏｌ． ３
， 
ｅｄ ．ＳＢ ＢＹ

，
Ｔａ ｉｐ

ｅ
ｉ ： Ｃｉ ｔ

ｙ

＊

ｓ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１ ９６６ ， １Ａ
－

２ １ Ｂ．

］

③Ｐａｏ ｌｏＳａｎ ｔａｎ ｇｅｌｏ ，

ＩＩ

＂

Ｐｅｃｃａｔｏ 

ｎ

 ｉｎＣｈ ｉｎａＢｅｎｅｅ ｍａｌｅｎｅｌ Ｎｅｏｃ ｏｎｆｕｃ ｉａｍｓｍｏｄａｌｌａｍ ｅｔａ

厂

ａ／／ａｍｅ记 ＡＺＹ ｊｅｃｏ／ｏ
（
Ｂａｎ ．Ｅｄ ｉｐｕｇｈａ， １ ９９１

）
， ２６７参阅伊懋可 （ Ｍａ ｒｋ Ｍｅｌ

ｖｍ ） 为史华罗撰

写的书评 ， 见于 
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 ｈｙ

Ｅａｓｔ＆Ｗｅ ｓｔ
４３ ，


ｎｏ ．２

（
１ ９９３

）
：２９９。

④ 参见伊懋可为史华罗撰写的书评 ， ２９９ 。

２１０



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 ８０

－

１９ ９２
）

此文后半部分除了论述 《耶利米哀歌 》 在历史上
一般被视为

先知耶利米的作品外 ， 其他均泛泛而谈 。 朱维之毫不怀疑耶利米

的作者身份 ， 对这篇哀歌大加赞赏 ， 这与鲁迅在 ２０世纪初的看法

相一致 。

① 有趣的是 ， 他还尝试用屈原及其后继者使用的楚辞
“

骚

体
”

来翻译其中的一些片断 。

朱维之的第二篇文章 《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 》
？ 较多受到马

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 他尤其强调马克思在 《路易
？ 波拿巴 的雾

月十八 日 》
？ 中有关文化起源原理的观点 ，

以及恩格斯在其 《 自然

辩证法 》

“

导言
”

中有关马丁
？ 路德的翻译及其在语言与文学领

域的广泛影响的观点 。
？ 在涉及圣经对欧洲各国文学的影响方面 ，

朱维之的研究论文令人信服 ， 广为人知 ， 此处不再赘述 。 不过他

有关圣经与现代中 国文学关系的讨论略显薄弱 ， 就我所知 ， 这方

面探讨的首创者是周作人 ， 他批评反对白话文的保守者 ， 并明确

指出 ， 在 《 马太福音 》 的影响下 ， 白话文被用作文学与所有社会

①朱维之 ： 《 希伯来文学简 介 》 ， １ １
３

。
参见鲁迅 ： 《摩 罗诗力说 》 ，

载 《鲁迅

全集 》 ， 第一卷 ， 北京 ： 人 民文学出 版社 ， １
９７３ ， １

０
１

。
［

ＬＵ Ｘｉｍ
，
Ｍ〇ｌＵ〇 Ｓｈ

ｉ
ｌ
ｉ
ｓｈＵ〇 （Ｏｎ Ｓａｔａｎ

ｉ
ｃ

Ｐｏｗｅ ｒ ｏｆ Ｐｏ ｅｔｒｙ ）
，

ｉｎＬＵＸｕｎ

ｑ
ｕａｎ

ｊ
ｉ
 （Ｔｈｅ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 ｓ ｏｆ Ｌｕｘｕｎ），

ｖｏ ｌ ．

ｌ ，
Ｂ ｅｉ

ｊ
ｉｎｇ：

Ｐｅ ｏｐ
ｌ ｅ

＊

ｓ 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
ｎ
ｇＨｏｕｓｅ ，１９

７３ ， 丨 ０丨
．

］
亦参见马立安 ？ 髙利克 ： 《现代中 国思想史研究之三 ： 年轻鲁迅

（ １９０２
一１ ９０９ ） 》 ［

Ｍａｒｉａ ｎＧ＆
ｌｉ ｋ ， Ｘｉａｎｄａ ｉ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ｓ ｉｘ ｉａｎｇ ｓｈｉ

ｙａｎｊ
ｉｕｚｈ ｉ ｓａｎ： Ｎｉａｎｑｉｎｇ 

ＬＵ Ｘｕｎ

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９ （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ＭｏｄｅｍＣ ｈ ｉｎｅ 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 ｉ

ｓ
ｔ
ｏｒｙ ， ｉ ｉ ｉ ，ＹｏｕｎｇＬＵＸｕｎ１ ９０２

－

１ ９０９
）

，Ａｓ
ｉ
ａｎ

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１ （

１ ９８５
）

：５６ ．

］

② 朱维之
：

《圣经文学 的地位和特质 》 ， 载 《外国文学研究 》 ， １ ９８ ２ ， 第 ４ 期 ，

４５
－

４９〇［
ＺＨＵＷｅ ｉｚｈ ｉ，

＊ ＇

Ｓｈｅｎｇ ｊ
ｉｎｇ 

ｗｅｎｘｕｅｄｅｄ ｉｗｅｉ ｈｅ ｔｅｚｈ ｉ

＂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

，Ｗａｉｇｕｏｗｅｎｘｕｅ
ｙａｎｊｉ

ｕ
（
Ｆｏｒｅ ｉ

ｇｎ 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

ｎｏ ．

４
 （

１９８２
）

： ４５
－

９ ．

］

③ 同上 ，
４５

；
以及 马克思 ： 《路易 ？ 波拿巴 的雾 月 十八 日 》 ， ２４７ 。

［
Ｋａ ｒｌ Ｍａ ｒｘ，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Ｂｒｕｍａｉｒｅ ｏｆＬｏｕ 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ｗｏＶｏ ｌｕｍｅｓ

， ｂｙ Ｋａｒ ｌ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
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 
Ｍｏｓｃｏｗ ： Ｐｒｏｇｒｅ ｓ 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 １ ９６２

，
１

：
 ２４７ ．

］

④Ｉｂｉｄ ，

４６； 以 及 恩格 斯 《 自 然 辩证法 》 导 言 ， ２ １

－

２２
。 ［

Ｆｒｉｅｄｒｉ ｃｈ Ｅ ｎｇ
ｅ

ｌ
ｓ

，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Ｄｉａ
ｌ
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Ｍ ｏｓｃｏｗ： Ｐｒｏｇ
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 ｓｈｅｒｓ ，１ ９６６， ２ １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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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工具
， 而 《 马太福音 》 对五四运动后的中 国现代文学产生

了 巨大影响 ， 甚至导致与之相似的文学风格应运而生 。

①

朱韵彬的 《 〈 圣经
？

雅歌 〉 诗新说
——

兼议对 〈 雅歌 〉 的几

种评论 》
②
最先对圣经中这部重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人微的研

究 。 在新中 国 ， 《雅歌 》 可能是 《 旧约 》 中读者阅读最广的经卷 。

一

些大学和 出版社甚至将 《雅歌 》 等卷籍选人文学教材或作品集

中 。
③这篇分为上下两节的广博文章几乎是对此前两部有关 《雅歌 》

的中文著述的论战 ， 那两部著述是朱维之的 《希伯来文学简介 》

①周作人 ： 《圣书与中国文学 》 ， 载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 １ ９１ ９
－

１９４ ９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３８５ 〇 ［
ＺＨＯＵＺｕｏｒｅｎ

，

“

Ｓｈｅｎ
ｇｓ
ｈｕ ｙｕ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ｗｅｎｘｕｅ

”

ｆＴｈｅ Ｂ ｉｂｌ ｅ

ａｎｄＣｈ ｉｎｅｓｅＬ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ｕｒｅ

） ，

ｉ
ｎ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ｂｉ

ｊ
ｉａｏｗｅｎｘｕｅ ｙａｎｊｉ

ｕ ｚ
ｉ
ｌ
ｉ
ａｏ

， １９１ ９
－

１ ９４９
（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 ｆ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１９ １９

－

１９４９
）

，

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 ｉｅ 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

３８５ ．
］

初发表于 《小说月报 》 ， １９２ １ ， １ ２ ．

１ ［
Ｘ；ｉａａｓ Ａｗｏ

＿ｙＭ
ｅ６ｆｌ〇

（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１ ２ ，

ｎｏ ． ｌ （ １９２１

）
．

］

② 朱韵彬 ： 《 〈圣经
？ 雅歌 〉 诗新说

一兼议对 〈 雅歌 〉 的几种评论 》 ， 载 《信阳

师范学 院学报 》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８５ ，
第

１
期 ， ６１

－

９ ； 以及 １ ９８５ ， 第 ２ 期 ， １０７
－

１ １ １ 。

［
ＺＨＵＹｕｎｂ ｉｎ ，

＾

Ｓｈｅｎｇ ｊ
ｉｎｇｙ ａｇｅ ｓｈｉｘ ｉｎ ｓｈｕｏ ：Ｊｉ ａｎｙ

ｉ
ｄｕｉ Ｙａｇｅ ｄｅ

 ｊ
ｉｚｈｏｎｇ ｐｉｎｇｌ ｕｎ

＊ ＇

（
ＴｈｅＳｏｎｇ 

ｏｆ Ｓｏｎｇ ｓ

ｉｎ ｔｈｅＢ ｉｂｌｅ ： ＡＮｅｗ ＴＴｉｅ 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Ｃｏｎｃ ｅｒｎｉ ｎ

ｇ 
Ｉ ｔ

）
，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ｓｈｉｆａｎ ｘｕｅｙｕａｎｘｕｅｂａｏ，

ｚｈｅｘｕｅ

ｓｈｅｈｕｉｋｅｘｕｅ ｂａ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Ｘ ｉｎｙａｎｇＮｏ ｒｍ ａｌ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 ，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 ｅ
） ，ｎｏ ． １ （

１ ９８５
）

：６ １
－

９
；

ａｎｄ ｎｏ ．
２

（
１９８５

）
： １０７

－

１ １
．

］

③１９８３ 年之前的教材有 《外国 文学作 品选 》 ， 上海
： 译文出 版社 ，

１９７９
。 ［
所

ｗｅｎｘｕｅ ｚｕｏｐｉ
ｎｘｕａｒｔ （

ＡＳｅ ｌｅ 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 ｏｒｅｉｇｎＬｉ
ｔｅ ｒａｒｙ 

Ｗｏ ｒｋ ｓ
）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ｒａｎ ｓｌａ ｔｅｄＷｏｒｋ ｓＰ ｒｅ ｓｓ ，

１９７９ ．

］
《外 国文学史 》 ， 长春 ： 吉林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８０ 。

［
Ｗ

＂

ａ ｉｇｕｏ ｗｅｎｘｕｅ Ｓｈ ｉ
（
Ａ Ｈｉ８ｔｏ 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ｒｅ
）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
Ｊ ｉ ｌ

ｉ ｎ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８０
．

］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 》 ，南 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８２ 〇 ［
Ｗａ ｉ

ｇｕｏ ｗｅｎｘｕｅ
ｊ

ｉａｎｍｉ
ｎ
ｇ ｊ

ｉ
ａｏｃ ｈｅｎｇ（ＡＳｋｅｔ

ｃｈｙＣ
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Ｌｉ ｔｅｒａｒｙ ）

，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
ｉ

Ｐｅ ｏｐ ｌｅ

＇

ｓ Ｐｕｂｌ ｉｓｈ
ｉｎｇ 

Ｈ ｏｕ ｓｅ
，  １ ９８２ ．

］



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９ ２ ）

及其在 《外国文学简编 》 中对 《雅歌 》 的述评 。

朱韵彬发表的另
一

篇文章是 《圣经原始小说初探 》 ，

①
他的某

些论述令人奇怪 ， 比如 ， 他把圣经 中最出色的文学故事视为
“

原

始小说
”

， 此结论显得有点草率。 其批判的主要 目标是波兰学者

泽农 ？ 科西多夫斯基 （ ＺｅｎｏｎＫｏｓ ｉｄｏｗｓｋｉ ），
？ 就圣经小说的不同

例证而言 ， 朱韵彬往往反对科西多夫斯基的看法 。 与该领域的许

多其他学者一样 ， 这位波兰研究者赞赏 《约伯记 》 ， 认为它是
“

圣

经文学的杰作
”

。
③ 而朱韵彬则认为 ：

“

无论从思想到艺术 ， 从内

容到形式来看 ， 《约伯记 》 都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 。

”？
他完全

错误地理解 了
“

约伯的问题
”

，
以为根据这个作品 ，

“

人是上帝

的牛羊 ， 只有听命于上帝摆布才是唯一出路 。 既然这种神学思想

是小说创作的要 旨
， 就不能说它是好作品

”

。
？

朱韵彬承认 《路得记 》 是一部优秀作品 ， 但他不同意科西多

夫斯基的观点 ， 后者认为 《路得记 》 描写了某种古老习俗 ： 犹太

兄弟或近亲与 已成为寡妇却 尚无子嗣 的嫂子之间联姻 ， 强调了部

族之间的互助与合作 。

此外 ，
朱韵彬还将 《 以斯帖记 》 评价为一部

“

文学中真正的

杰作
”

。

？
在分析人物形象时 ，

他强调了
“

抑扬
”

手法 ： 作者歌颂

正面人物 （ 如 以斯帖或末底改 ）时欲扬先抑 ； 否定反面人物（ 如哈曼 ）

①朱韵彬 ： 《圣经原始小说初探 》 ，
载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１９８５ ， 第 
４ 期 ， １０８

－

１ １ ５ ，
３３ 。

［
ＺＨＵ Ｙｕｎｂｉｎ ，

“

Ｓｈｅｎｇ ｊ
ｉｎｇ ｙｕ

ａｎ ａｈ ｉ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ｃｈｕｔａｎ

”

（
Ｐｒｅｌｉｍｉ ｎａ ｒ

ｙ

Ｓ
ｔｕｄｙ 

ｏｎｔ
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Ｆ ｉｃｔｉｏｎｉ ｎ ｔ

ｈｅ Ｂ ｉ
ｂｌｅ ）， 

Ｘ
ｉ
ｎｙａｎｇ

ｓｈ
ｉｆａｎｘｕｅｙｕａｎｘｕｅｂａｏ

， 
ｚｈｅｘｕｅ ｓｈｅｈｕ

ｉ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Ｎ ｏｒｍａｌ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

Ｈｕｍａｎｉ ｓｔ ｉｃ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

ｎｏ ．

 ４
 （

１ ９８５
）

：１０８
－

１５ ， ３３ ．

］

②Ｚ ．Ｋ ｏｓ ｉ
ｄｏｗｓｋｉ

，
ＯｐｏｗｉｅＳｃｉｂｉｂｌ ｉ

ｊ
ｉｎｅ

 ｛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Ｗａｒ ｓｚａｗａ ：

Ｖｅｒａ ｉｔ ａ， １
９６３

）
．

③Ｉｂｉｄ ， ３００。

④ 朱韵彬
：

《圣经原始小说初探 》 ，
１ １

１ 。

⑤ 同上 。

⑥ 同上 。

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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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欲抑先扬 。

？
这篇文章并未比较 《 以斯帖记 》 与 中国小说 （ 如

《西游记 》 某些篇章 ） 的 同异 ， 却能使读者感觉出其作者对此有
一

定的把握 。 为 了更好地了解朱韵彬的评价 ，
现引述罗伯特 ？ 奥

特有关 《 以斯帖记 》 的论述 ， 与 《西游记 》 进行对比分析 ：

（ 《 以 斯 帖记 》 的 ） 故 事开 始 了
… … 首先 是在 亚 哈随

鲁 国 王 豪 华 的 宫廷 筵 席 上 ， 国 王命令 瓦 实 提 王 后 露 面 ， 在

众人 面 前 展 示 其美 貌 。 这 开 头 的
一 段叙 述 委 婉地 暗 示 了 王

后 与 国 王 、 女 人与 男 人 之 间 的 身 体分 离 。 有 中 世 纪 的 评论

者猜 测 ， 亚 哈 随鲁 召 集各 地 首领权 贵来 到 筵 席 上 ， 是 要让

瓦 实 提展 示 其 裸体 形 象 ， 炫 耀他在 性 方 面 的 所 有权 。 我 们

并 不 清楚 国 王 的所 有权 是徒 有其 名 ， 还 仅仅 是 一 种 炫耀 。

无论 如何 ， 当 瓦 实 提 坚 决 拒 绝 国 王 的 请 求 后 ，
太 监米 母 干

发 出 警 告 ， 除 非 瓦 实 提 转 变 态 度 ，
否 则 ， 其违命将 动 摇 丈

夫在 帝 国 中 对 妻子 的 统 治 地位 。 这个 情 节 让人 感 觉 到 男 性

的 焦 虑 ， 情 节 的 高 潮 是亚 哈随鲁 在 新娶 王后 以 斯 帖 的 巧妙

引 导 下 受 其影 响 ， 并 完全按 她 的 意 图 行事 。

？

此处展示了 中 国传统小说读者所熟悉的
“

小说宴会模式
”

，

？

以及作者对人物性格的
“

展示
”

。 例如 ， 从 《西游记 》 第六十 回

能读到 ， 离开原配夫人铁扇公主不久的牛魔王在与其第二夫人玉

面公主亲昵后 ， 进入
一

个筵席 ，

“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 ， 左右有

三四个妖精 ， 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 ， 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
”

①朱韵彬 ： 《圣经原始小说初探 》 ，
１ １ １

－

３ 。

②Ｒ ｏｂｅｒｔＡ ｌ
ｔ
ｅ ｒ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ｏｆ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

Ｂ
ａ ｓ

ｉ
ｃ

Ｂｏ
ｏｋ ｓ

， １ ９９２） ，３ １

－

２ ．

③Ｈ ．Ｃ ．Ｃｈａｎ
ｇ，

？

财 Ｐｏｐｗ／ｆｌｒ （
Ｅｄ ｉ ｎｂｕ ｒｇｈ ： Ｅｄ ｉｎｂｕ ｒｇｈ

Ｕｎｉｖ ｅｒ 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１ ９７ ３
） ， 
２０

－

１
．



圣经在 中 国 （
１９ ８０

－

１ ９９２ ）

。

？
这些男男女女 （ 即便他们是妖精 ） 的筵席与亚哈随鲁王的筵席

相类似 。 《 以斯帖记 》 描写的横贯印度与古实地域的奢华帝 国 ，

是比不上 《西游记 》 的水下龙宫的 ， 只是朱韵彬或许对 《以斯帖记 》

中的动人故事和拒绝色情的人物性格抱有兴趣 。 在 中国文学中 （ 除

了表现色情的个别作品外 ） ，

“

尊礼守礼
”

（ 包括讲究礼貌 、 举

止得体 、 合理的社会行为 、 正确 的礼仪观念等 ） 是最重要的行为

守则之
一

。 不得体的言语 、 行为和想法均会威胁到
“

礼
”

的奉行 ，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禁止非礼行为出现 。
？

其实 ， 《 以斯帖记 》 的写作 目 的并非把女主角塑造成一个正

面女英雄形象 。 以斯帖只是
一个聪明机智的犹太少女 ， 美丽 ， 顺从

，

忠于丈夫 ， 耐心地等待 良机 ，
以求达到 自 己 的 目的 。

朱韵彬在对上述两个故事和 《犹滴传 》 的评价中 ， 特别强调

不同 民族之间交流的主题 。 从天主教版的圣经中可以读到 《犹滴

传 》 ， 据说犹滴是
一

个富有 、 年轻的犹太寡妇 ， 不仅美貌 ， 而且

兼具忠贞的美德 。 她杀死了亚述统帅荷罗孚尼 ， 将 自 己 的城市伯

夙利亚从亚述侵略者的威胁中解救出来 。 据载 ， 她在荷罗孚尼 的

筵席上故意以美酒佳肴灌醉他 ， 而后拔出他身上的长剑 ，
砍下其

头颅 （ 滴 １ ３ ：９） 。

① 吴 承 思 ：
《 西 游 记 》 ， 第 ２ 部 ， 北 京 ： 人 民文 学 出版社 ， １９５５ ，６９２ 。

［
ＷＵ

Ｃｈｅ ｎｇ

’

ｅｎ ，

Ｘｉ ｙｏｕ ｊ

ｉ
 （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Ｗｅｓｔ

）
，ｖｏ ｌ

．２，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 ｒｅ 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 ｎｇＨ ｏｕｓｅ
，

１９５５ ， ６９２．

］
《西游记 》 的英文版系甄尼尔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１９９０ ，１ １０３ ．

［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Ｗｅ ｓｔ，

ｔｒａｎｓ ．

Ｗ ．
Ｊ ．Ｆ ．

 Ｊｅｎｎｅ ｒ ，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

ｇ
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ｃｈｅｓＰ ｒｅ ｓｓ ，１９９０ ，

３ ：

１ １０３ ．

］

＠Ｓｈｕｅｎ
－

ｆｕ Ｌ
ｉ
ｎ

 （
林顺夫

＞
，

“

Ｒｉ ｔｕａｌ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 ｅＳｔｒｕｃｔ ｕｒｅ
ｉ
ｎ职

”

ｍ Ｃｆｅ ｉｒｔｅｓｅ

ｉＶａｍｍｖｅ０ ／
／
／〇

？ ／
ａｍ／７％ ｅｏｒｅ／／ｃｆｌ／ Ｅｍ吵ｓ ’ｅｄ

． ＡｎｄｒｅｗＨ ．Ｐｌａｋｓ
 （
浦 安 迪

） （
Ｐｒｉｎｃｅｔ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７７
）
，

２５６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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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庸懋有两篇标题相似的文章 《漫谈圣经文学 》 （ １９８２ ）

①
和

《漫谈圣经 》 （１９８５）
？

， 发表在上述朱维之的论文之后 。 相比之

下 ， 发表于 １ ９８２ 年的文章更有价值 ，
而 １９８５ 年的第二篇大致是

第
一

篇的重复 。 那两篇文章从介绍圣经 （ 包括 《 旧约 》 和 《新约 》 ）

的编写过程开始 ， 前
一

篇分析了某些比较重要的圣经文学作品 ，

后
一

篇则根据拉丁文 、 英文等不同译文 ， 解释了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

以及圣经对包括文学 、 艺术和音乐在内的世界文化的影响 。

《漫谈圣经文学 》 主要讨论了 《雅歌 》 。 显而易见 ， 作者非

常欣赏那首爱情诗 ，
也许因为它提供了 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 这是

该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 牛庸懋如此评价 《雅歌 》 ：

和我 国 《 诗经
？

国 风 》 中 的 爱 情诗一 样 ， 同 是描 写 两 性

之 间 爱情 的抒情诗 ， 但毕 竟 由 于 中 华 民 族和希伯来 民 族 的风

俗 习 惯 不 同 而 导致 了 诗歌风格 的 差 异 。 就 男 女相 爱之情方 面

来看 ， 《 雅 歌 》 所表 达的 感情要热 烈 得 多 ，
强 烈得 多 ，

大胆

得多
，
奔放得 多 。

？

①牛庸懋 ： 《漫谈圣经文学 》 ， 载 《外国 文学研究集刊 》 ， １ ９８ ２ ， 第 ４期
，
２ １ ６

－

３７ 。 ［
ＮＩＵ

Ｙｏｎｇｍａｏ
，


“

Ｍａｎｔａｎ Ｓｈｅ ｎｇ ｊ

ｉｎｇｗｅｎｘｕｅ

”

（
Ｎｏ 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Ｂ ｉｂ ｌ

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 ｒａｔ ｕｒｅ
），  ｉｎＷａｉｇｕｏｗｅｎｘｕｅ

 ｙａｎｊｉｕ

ｊ
ｉｋａｎ

（
Ｃｏ ｌｌｅｃ 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Ｌ ｉｔ

ｅｒａ ｒ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 ， 
ｎｏ ．４

 （
１ ９８ ２

）

：

２ １６
－

３ ７ ．

］

② 牛 庸懋 ：

《 漫谈圣 经 》 ， 载 《 外 国 文学研究 》 ， １ ９８５ ， 第 １ 期 ， ３ １
－

３ ８ ，３０ 。

［
Ｎ ＩＵ Ｙｏｎｇｍａｏ，

“

Ｍａ ｎｔ ａｎ
Ｓｈｅ ｎｇｊ

ｉｎｇ

”

（
Ｎｏ

ｔ
ｅｓｏｎ ｔｈｅＢｉｈｌ

ｅ
）
，Ｗａｉｇｕｏｗｅｎｘ ｕｅ

ｙａｎｊｉｕ
（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

Ｌｉ ｔｅ ｒａ
ｔｕｒｅ

Ｓｔ ｕｄ ｉｅ ｓ
）

，
ｎｏ ．１ （

１ ９８５
）

： ３ １
－

８
， 
３０ ．

］

③ 牛庸懋 ： 《漫谈圣经文学 》 ， ２２２ 。



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８ 〇
－

１＂２ ）

牛庸懋举出 《雅歌 》 中译本第 ２ 章及第 ８ 章中的两个例子 ，

后一诗句与朱维之的引文
一致 。 第 ２ 章开头的诗句是 ：

“

我是沙

仑的玫瑰花 ，
是谷中 的百合花 。 我 的佳偶在女子中 ， 好像百合花

在荆棘内 。

”

结尾是 ：

良人属 我 ， 我也属 他 。 他在 百 合花 中 放牧群羊 。 我 的 良

人哪 ，
求你等 到 天起凉风 ，

日 影 飞 去 的 时候 ，
你要转 回

，
好

像羚羊 ， 或像小 鹿在 比特 山上 。 （ ８
：
５
－

７ ）

在牛庸撤看来 ， 《雅歌 》 中 的爱情诗比 《诗经
？

国风 》 或 《子

夜歌 》 （ ３
－

４世纪 ） 中的爱情诗
“

更明快和爽朗一些
”

。
① 中国古

代文学中虽然也有些爱情诗在表达上非常直率 ， 但相比之下却显

得简单 ， 如牛庸撤提到的 《野有死鹿 》

一

诗 ：

野 有死縻 ， 白 茅包之 。

有女怀春 ， 吉 士诱之 。

林有朴 ，
野 有死鹿 。

白 茅纯束 ， 有女如 玉 。

舒而脱脱兮 ， 无感我 悦兮 ， 无使尨也吠 。

他认为 《诗经 》 中 《野有死鹿 》 的简单描写与 《雅歌 》 中精

致而细腻的刻画形成了对照 ，
这两首诗的背景或多或少有点相似 ，

叙述人称也相接近 ，
但希伯来文学对爱情主题的处理更为优雅 、

复杂 。 但牛庸懋不太喜欢《诗篇 》 ， 将其视为
“

说教性的宗教诗
”

。
②

①牛庸懋 ： 《漫谈圣经文学 》 ， ２２５ 。

② 同上 ， ２２６。

２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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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他对其中的某些作品还是颇感兴趣 ， 因为那些句子有特别

的 内容 ， 尤其涉及爱国的主题 ， 如 《诗篇 》 第 １ ３７ 篇以感人的笔

触描写了
“

巴 比伦之囚
”

：

“

我们曾在巴 比伦的河边坐下 ，

一

追

想锡安就哭了 。

”？ 与朱维之有所不同 的是
，
牛庸懋质疑了耶利米

是 《耶利米哀歌 》 作者的说法 ，
其分析精深人微 。 不过 ， 我本人

更喜欢朱维之对 《传道书 》 及 《约伯记 》 的评述 。

四

都本海的文章 《莫把 〈 旧约 〉 中的两个创世神话混而为一 》
？

试图从学术角度探讨把上帝创造天地故事分为两个神话的有趣话

题 ： 第
一个

“

上帝六 日 创世故事
”

出 自 《创世记 》第 １ 章
，
第二个

“

伊

甸园故事
”

出 自 《创世记 》 第 ２ 、 ３ 章 。 他的另外两篇文章 《古代

人类美好本性的颂歌
一－

〈 旧约 〉六 日 创世故事精华探析 》
？
和《 〈 旧

约 〉 众神创世神话的审美层次 》
？ 主要讨论了 《 旧约 》 中创世神话

①牛庸懋 ： 《 漫谈圣经文学 》 ， ２２６ 。

② 都本海 ： 《莫把 〈 旧 约 〉 中的两个创世神话混而为一 》 ， 载 《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 ，

１ ９８６ ， 第６ 期 ， ７９
－

８４。
［
ＤＵ Ｂ ｅｎｈａ ｉ

，
“

Ｍｏ ｂａ Ｊ ｉ ｉｉｙｕ ｅ ｚｈｏｎｇ ｄ
ｅ

ｌ ｉ
ａｎ

ｇｇ
ｅ ｃｈｕａ ｎｇ ａｈ

ｉ
ｓｈｅｎｈｕａ

ｉ
ｉｕｎ ｅｒ ｗｅ

ｉ

ｙ ｉ

”

 （
Ｄｏ ｎ

＇

ｔ
Ｃｏｎ ｆｕ ｓｅＴｗｏＶ ｅｒｓ

ｉ
ｏｎ ｓｏｆ  ｔｈｅＣｒｅａ ｔ

ｉｏ ｎ Ｍｙ
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Ｏ ｌｄ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 ｔ

）， 
Ｄｏｎｇｂｅｉ ｓｈ ｉｆａｎｄａｘｕｅ

ｘｕｅｂａｏ
（
Ｂ ｕｌｌ ｅｔ

ｉｎ ｏｆＮｏ ｒｔｈｅａ ｓｔ
Ｎｏ ｒｍａ

ｌ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ｔｙ ）
， ｎｏ ．

６
（

１ ９８６
）

：
 ７９

－

８４．

］

③ 都本海 ： 《古代人类美好本性的颂歌—— ａ 日约 〉 六 日创世故事精华探析 》 ， 载 《社

会科学战线 》 ，
１ ９８７

，
第１期

，
２８４－２８８ 。

［
ＤＵ Ｂ ｅｎｈａｉ

，
“

Ｇｕｄａｉ ｒｅｎｌｆ ｉ
ｉ ｍｅ ｉ

ｈａｏ ｂｅ ｎｘ ｉｎ ｇ ｄ
ｅ ｓｏｎｇ ｇｔ

＇

：

Ｊｉｕ ｙｕｅｌｉｕｒｉ 
ｒｈｕａｎ ｇ

ｓｈ
ｉ
ｇｕ

ｓｈ
ｉ
ｊ

ｉｎｇ
ｈｕａｔ ａｎｘ ｉ

＇ ＊

（ＡＳ ｔｕｄ
ｙ

ｉｎＲｅ ｆｉｎｅｄ Ｅｓ ｓ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Ｓ ｉｘ
Ｄａｙ ｓ

Ｃ ｒｅ ａｔ ｉ
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 ｌｄ 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 ｔ

） ， 
Ｓｈｅｈｕ ｉ ｋｅｘｕｅ ｚｈａｎｘ ｉａｎ

（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ｓ Ｆｒｏ ｎ ｔ
），
ｎｏ ． １ （

１ ９８６
）

：２８４
－

８ ．

］

④ 都本海
： 《旧约众神创世神话的审美层次 》 ， 载 《 民间文学论坛 》

，
１９８ ７

， 第 ５

期 ， ２３
－

９ 。
［
ＤＵ Ｂｅｎｈａｉ

，

“

Ｊ ｉ ｕｙｕｅ ｚｈｏ ｎｇｓ ｈｅ ｎｒｈｕａｎｇｓｈ
ｉ ｓｈｅｎｈｕａ ｄｅ ｓｈｅｎｍｅ ｉ ｒｅｎｇｃ

ｉ

”

（
ＴｈｅＡｅｓ ｔｈｅｔ ｉ

ｒ

Ｄ ｉｍ 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Ｐｏｌｙｔｈｅｉｓ ｔｉｃＭｙ
ｔｈｏｆ 

ｔｈｅＣｒｅａｔ ｉｏ ｎｉ 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ｔ

）
，

Ｍｉ

ｎ
ｊ
ｉａｎｗｅｎｘ ｕｅ  ｌｕｎｔａｎ

（
Ｆｏｒｕｍ

ｏ ｎＦｏ ｌｋ Ｌｉｔｅ ｒａｔ ｕｒｅ
）

，

ｎｏ ．

 ５
（

１ ９８７
）

：２３
－

９ ．

］



圣经在 中 国 （
１９８０

－

１＂２
）

不同版本的审美特征 。

在 《创世记 》 的开头 ，
古希伯来词 Ｅ ｌｏｈｉｍ（埃罗希姆 ） 被译

为
“

神
”

或
“

上帝
”

（ Ｇｏｄ
，Ｌｏｒｄ ） 。 都本海将其解释为复数的

“

众

神
”

， 就像它在古代迦南不同民族中所真实指称的那样 。
①他认为

，

并非上帝而是
“

众神
”

说 ：

“

要有光 ， 就有了光 。

”

同样 ， 并非

上帝而是
“

众神
” “

看光是好的
”

；
并非上帝而是

“

众神
” “

把

光暗分开了
”

（ 创 １：３ －４
） 。 作为

一

个比较文学学者和世界神话

学研究者 ， 都本海通过他査到的文献得出 了这个结论 ， 而这个结

论值得商讨 。 我们知道这样
一些现象 ，

诸如众神与上帝的历史 （ 至

少此处所涉及的话题 ） 总是处于不断演变之中 。 在希伯来神话的
“

迦南形成期
”

， 那些最早使其成型的人 （ 大约在公元前 ９ 世纪 ）

相信只有一个上帝 ，
不论他被称为 Ｅ ｌｏｈｉｍ ，

Ｅ １ ， 抑或 Ｙａｈｗｅｈ
（
Ｙａｈｗｅ

，

Ｙｅｈｏｖａｈ ， 亚威 、 耶和华 ） 。 都本海对世界神话的了解相当深入 ，

他认为在美学方面 ，
世界文学中没有哪个表现宇宙创世论的神话

能与 旧约创世神话相比拟 ，
这个结论独具特色 。

或许都本海过于强调了这种实践活动 。 无论是宇宙进化论 ，

抑或人类起源论 ， 希伯来劳苦大众似乎均非世界上最好的神话诗

人 。 事实上 ， 在希伯来神话形成的过程中 ， 犹太人周边的闪米特

各族祭司及其精神领袖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 很难相信 ，

一方面 ，

《创世记 》 第 ２ 、 ３ 章描述的第二个神话
“

表达了唯物主义本体论

观念
”

，

② 而另一方面 ， 《创世记 》 第 １ 章描述的第
一

个神话却能

被视为体现了
“

典型 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

。

③ 其分析尚未摆脱 日丹

诺夫 （ Ｚ ｈｄａｎｏｖ ） 把世界思想史解释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不

断冲突斗争的观点的影响 。 我更希望从
一个中 国学者那里看到对

①都本海 ： 《 旧约众神创世神话的审美层次 》
，

２３ 。

② 都本海 ：

《莫把 〈 旧约 〉 中的两个创世神话混而为
一

》 ， ８０ 。

③ 同上 ， ８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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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 所载创造精神 的本土见解 ， 以及立足于中 国神话背景

的真知灼见 ， 而这篇文章并未提及有关女娲或盘古的神话。

另
一

篇论文 《圣经伊甸园神话与母亲原型 》 探讨了圣经中 的

第二个创世神话 ， 作者刘连祥运用荣格 （ Ｃ ．Ｇ ．Ｊｕｎｇ ） 的神话原型

批评理论阐释了 自 己的主要观点 。

？ 他在丁光训 的 《上帝不是男性 》

中发现了上帝形象的另
一

个源头 ， 可惜我没读到丁光训的那篇文

章 ， 其论述或许带有某种女性主义色彩 。 《 旧约 》 尤其 《创世记 》

中 的上帝本性中存在着
“

善 良 、 温存 、 柔和 、 爱顾 、 亲切 、 母性

无声的勤劳和 自我牺牲
”

等女性特征 ，

？伊甸园中 的 自然万物也呈

现出母亲原型的意象 ， 如大地 、 花园 、 泉水 （ 均与母性范畴
“

阴
”

相关联 ） 、 果树 、 鸟兽 、 夏娃 、 智慧树等 。 丁光训和刘连祥都深

人探讨了上帝及 自然的
“

母性氛 围
”

或
“

母亲原型
”

， 不过在圣

经 中
，
特别是在 《 旧约 》 的某些部分 ，

并非每样事物都必然能证

明上帝的
“

母亲
”

或
“

女性
”

特征 ， 例如 ：

因 为耶 和华你 的 神乃是 烈火 ， 是忌 邪 的 神 。 （ 申 ４
：
２４

）

因 为在 你们 中 间 的耶 和 华你神 是 忌邪 的 神 。 惟恐耶 和 华

你神 的 怒气 向 你发作 ，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 （ 申 ６
：

１ ５ ）

他在圣者 的会 中 是大有威严 的神
， 比

一 切在他周 围 的更

可 畏惧 。 （ 诗 ８９
： ７ ）

耶 和华是 忌邪 施报 的 神 。 耶和华施报大有忿怒 ， 向 他 的

①刘连祥 ： 《圣经伊甸园神话与母亲原型 》 ， 载 《外国文学评论 》 ， １ ９９０ ， 第 １ 期 ，

３６〇［
ＬＩＵＬ 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

＾

Ｓｈｅｎｇ ｊ
ｉｎｇｙ ｉｄ ｉａｎｙｕ

ａｎｓｈｅｎｈｕａ
ｙｕｍｕｑ ｉｎ

ｙ ｕａ ｎｘ ｉｎｇ

１ ＊

（
ＴｈｅＭｙｔ ｈ ｏｆＥｄ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Ｂ ｉ
ｂｌ ｅａｎｄ ｔｈｅＭ ｏｔ

ｈｅｒ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
， Ｗａｉｇｕｏｗｅｎｘｕｅ

ｐｉｎｇ ｌ
ｕｎ （

Ｆｏｒｅｉ ｇｎＬｉ ｔ ｅｒａ ｔ
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

）
， ｎｏ． １ （

１ ９９０
）

：

３６ ．

］

② 同上 。 以及丁光训 ： 《 上帝不是男性 》 ， 载于 《金陵协和神学志 》 ， １ ９８５ ， 第 ２ 期 ，

４２ 〇［
Ｋ． Ｈ ．Ｔｉｎ

ｇ，


“

Ｓｈａｎｇｄｉ ｂｕ ｓｈ ｉｎａｎｘ ｉｎｇ

”

（
Ｔｈ ｅＧｏｄ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ｉｌ

）， 
Ｊｉｎｌ

ｉｎｇ 

ｘｉｅｈｅ ｓｈｅｎｘｕｅｚｈｉ
（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Ｔｈｅｏｌ ｏｇｉｃ ａｌＲｅｖ ｉ
ｅｗ

）
，

ｎｏ ．２

（
１９８ ５

） ：

４２ ．

］



敌人施报 ，
向他 的仇敌怀怒 。 （ 鸿 １ ： ２ ）

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８ ０

－

１９９２ ）

可见刘连祥的文章对母亲原型的理解过于宽泛 。 如果能借鉴

荣格的理论 ， 以
“

母性气质
”

（ Ｍｏ 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ｅ ） 及其普遍表现形态

相诠释
，
也许效果更好些。

①

另一位学者齐接
一在其论文 《从圣经中 的 〈诗篇 〉 看希伯来

诗歌的语言特点 》 中真诚地表达了阅读圣经的体会与内心情感 。

牛庸懋由于（诗篇 》的宗教说教目 的不喜欢它 ， 相反 ， 齐揆一认为《诗

篇 》 是
“

希伯来民族十分杰出的文学作品
”

。
＠ 在他看来 ， 对一般

读者而言 ， 《诗篇 》 第 ２３ 首
“

是其中最令人喜爱的一首
”

。
？

齐揆
一称赞 《 诗篇 》 第 １ ３７ 首的开头

“

我们 曾在巴 比伦的河

边坐下
”

，
认为它是

“

对后世文艺作品影响最大的诗之一
”

。

？

关于 《诗篇 》 的文学技巧 ，
他指出三个方面 ： 其一 ， 同义平行体

（ Ｓｙｎｏｎｙｍｏｕ 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 ， 如 《诗篇 》

１５ ：１ ：


“

耶和华呵 ， 谁

能寄居你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
”

句中
“

寄居
”

与
“

住
”

、

“

帐幕
”

与
“

圣山
”

互为同义词 。 其二 ， 反义平行体 （ Ａｎｔｉ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ｌ ｌｅｌｉｓｍ ）
，
如 《诗篇 》 ３７：９ ：

“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
惟有

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

”

句中
“

作恶的
”

与
“

等候耶和华的
”

、

“

剪

除
”

与
“

承受地土
”

在意思上截然相反 。 其三 ， 合成平行体 （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 ， 如 《诗篇 》 １９ ：８：


“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 能快活

（Ｊ）Ａｎｔ
ｈｏｎｙ 

Ｓｔｅ ｖｅｎｓ ， 
Ｏｎ

Ｊｕｎｇ （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 ｎ ：Ｐｒｉ 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１９９４ ）
，

５２ ．

② 齐挨
一

： 《从圣经中的 〈 诗篇 〉 看希伯来诗歌的语言特点 》 ， 载 《齐齐哈尔师范

学院学报 》 ， １９８８ ， 第
４期 ， ５０

－

５４。
［Ｑ Ｉ Ｋｕ ｉｙ ｉ ，

“

Ｃ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ｇ ｊ

ｉｎ
ｇ

ｚｈｏｎｇ ｄｅ Ｓｈ ｉ

ｐ
ｉａｎ ｋａｎ Ｘ ｉｂｏｌ ａｉ

ｓｈ ｉｇｅ
ｄｅｙｕｙ ａｎ ｔｅｄｉａｎ

”

（
Ｐ ｓａｌｍ ｓｉｎ ｔｈｅ Ｂ ｉｂｌｅ ： Ｏｎ ｔｈｅＬｉｎ

ｇ
ｕ ｉｓｔ ｉｃＣ 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ｓｏｆＨｅｂｒｅｗＰｏｅｔｒｙ ）
，

Ｑｉｑ
ｉｈａ



＇

ｅｒ ｓｈｉｆａｎｄａｘｕｅ ｘｕｅｂａｏ
（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ｏｆ

Ｑｉ

ｑ
ｉｈａ 

＊

ｅｒ Ｎｏｎｎａｌ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
，

ｎｏ ．

４
（

１９８８
）

：５０
－

４ ．

］

③ 同上 ， ５０ 。

④ 同上 ，
５ １

。

⑤ 同上 ， ５２ 。

２２ １



圣经文 学研 究 ？ 第 １ ５ 辑

人的心 ；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
能 明亮人的眼 目 。

”

句 中
“

训词
”

与
“

命

令
”

、

“

正直
”

与
“

清洁
”

、

“

快活人的心
”

与
“

明亮人的眼 目
”

相对应 ， 它们显示了上帝的智慧及其杰出的艺术禀赋 。

五

在中 国研究圣经文学的年轻学者中 ， 梁工出类拔萃 ， 他在河

南大学工作 。 从 １ ９８７ 年开始 ， 他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并出版了 《圣经诗歌》
、

①
《圣经文学导读 》

② 等著作 。

梁工的第一本书 由其导师朱维之作序 ， 事实上
， 那本书主要

是编译和介绍 《旧约 》 中 的诗歌作品 ， 从 《创世记 》 到 《传道书 》 ，

包括历史书 、 先知书中 的篇章 ， 如 《诗篇》 《耶利米哀歌 》 《雅歌 》

《约伯记 》 和 《箴言 》 等 。 与其他一些研究者不同 ， 梁工对古希

腊语和圣经希伯来语有所了解 ， 精心收集到圣经文学研究方面较

原始的或二手的重要资料 ， 其中包括尤德 （ Ｓ ．Ｃ ．Ｙｏｄｅｒ ） 的 《 〈 旧约 〉

诗 歌 》 （
Ｐｏｅ 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Ｏｌ ｄ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 ｔ ） 和布洛 克 （ Ｃ ．Ｈ ．Ｂｕｌｌ ｏｃｋ）

的 《 〈 旧 约 〉 诗歌书 导论 》 （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Ｏ ｌｄＴｅｓｔａｍ ｅｎｔ

ＰｏｅｔｉｃＢｏｏｋｓ） 。 此外 ， 他还使用 了香港出版的两种汉语译本 ： 《现

代中文译本 》 和 《 当代圣经 》 ， 其中诗歌部分均被译为韵文 。

③

在 《圣经诗歌 》 的开篇介绍中 ， 梁工分析了那些诗歌的 民族

背景 、 形式 、 风格 、
思想特征及其成书过程 ，

以及许多世纪 以来

欧洲学者对那些诗歌文本的研究 。 他最欣赏世俗化和富于哲理的

①梁工 ： 《圣经诗歌 》 ， １ ９８９。

② 梁工 ： 《 圣经 文学 导读 》 ， 桂林 ： 滴江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１ 。
［
ＬＩＡＮＧＧｏｎｇ ，

ｗｅｎｘｕｅ ｄａｏｄｕ
（
Ａ ｎＩｎ

ｔ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ｔ ｏ

 ｔ
ｈｅ Ｂｉｂ ｌ

ｉｃａ ｌ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 ｒｅ
） ，

Ｇｕ ｉｌ
ｉｎ ： Ｌｉ

ｊ
ｉａ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 １
．

］

③ 梁工 ： 《圣经诗歌 》 ，

“

后记
”

，
３６９ 。



圣 经在中 国
（

１ ９ ８〇
－

１ ９９２ ）

诗歌 ，
或表现复杂人物性格的篇章 。 他似乎不太喜欢那些赞美上

帝的诗 ，
如

“

上帝是我的牧人
”

。 梁工认为 ：

“

所谓希伯来上帝 ，

不过是 以神圣化 的 、 虚幻的 、 颠倒的形式展示出 的希伯来精神本

身 。

” ① 梁工承认上帝并不真实存在 ：

“

今天 ， 我们从根本上否认

上帝的存在 ， 但这并不影响了解 、 鉴赏 、 研究这份文学遗产 ＾
”
？

梁工评价圣经的态度与其评价古希腊神话和文学的态度相一致 。

这种对待宗教的理性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梁工对 《诗篇 》

中一些最优美篇章 的评价 ，
如他不太欣赏摩西越过红海 、 赞美耶

和华的诗 ，
我们在 《 出埃及记 》 中可以读到它 ：

耶和华是战 士 ， 他 的名 是耶和华 。

法老的车辆 、 军兵 ， 耶和华 已抛在海 中 。

深水淹没他们 ， 它们如同 石头坠到 深处 。 （ 出 １ ５
：
３－５

）

梁工更喜欢大卫王 （ 公元前 １０１ ２
－

９７２ 年 ） 为扫罗 （约公元前

１０３０
－

１０ １０年 ） 及其儿子约拿单写的优美挽诗 ， 因为它展示了某

种英雄精神 ：

“

以色列呵 ， 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 大英雄何竟死

亡
！

” “

英雄何竟在阵上仆倒 ！
” “

英雄何竟仆倒 ， 战具何竟灭没 ！

”

（ 撒下 １：１９
，２５ ，２７ ）

③ 我个人认为 ，
这首诗的悲壮及其价值

主旨并非颂扬扫罗父子的英雄主义 ， 而是表明大卫对待他们的态

度 ： 扫罗是置大卫于死地的对手中最狠毒的
一

个 ，
而他的儿子约

拿单却是大卫的最好朋友 。 尽管扫罗生性多疑偏执 ， 但他却是
“

受

膏者
”

， 被上帝指定为以色列的王 。 虽然大卫的性命总是受到威胁 ，

他却依然忠诚于扫罗 。 我奇怪梁工为何忽略了以下诗句 ：

“

我兄

①梁工 ： 《圣经诗歌 》 ， ２７。

② 同上 ， ３０ 。

③ 同上
，

６９
－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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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单哪
， 我为你悲伤 。 我甚喜悦你 ：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 ，

过于妇女的爱情 。

”

（ 撒下 １：２６ ） 我认为在中 国文学的所有作

品中
， 都找不到对友谊如此真诚的表 白 。

比起 《 诗篇 》 ， 《 耶利米哀歌 》 更符合梁工的审美趣味 。 他

将其中 的五个章节视为
“

圣经诗歌的奠基之作
”

， 认为它
“

成功

地传达出悲怆气塞 、 难以卒读之状
”

。

① 他举出的一些例子亦的确

如此 ，
如

“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 ， 现在何竟独坐 ！ 先前在列 国 中为

大的
， 现在竟如寡妇 ！

”

或
“

少年人和老年人 ， 都在街上躺卧 ，

我的处女和壮丁 ， 都倒在刀下 。

”

（ 耶哀 １：１
；２：２ １ ）

②
梁工

那本书关注最多的是 《雅歌 》 ，
不仅因为它是世界文学中最优秀

的爱情诗经典 ， 而且因为对它的诠释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

梁工主要采纳 了科西多夫斯基的解释 ， 即 《雅歌 》 是与婚礼仪式

相联系的希伯来爱情诗
； 他还部分地认同奥利金 （ 〇ｒｉｇｅｎ ，

１８ ５
＿

２５４ ） 的看法 ， 称 《雅歌 》 是戏剧艺术的最早尝试 。
③

梁工的另一部著作 《圣经文学导读 》收入 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 ，

及其在母校南开大学期间撰写的系列论文 ， 朱维之在其序言中评

价那部著作是
“

我国第
一

批有关圣经文学研究的专著
”

。

④
梁工的

那本书分为两部分 ： 第
一

部分以上帝和大卫为线索展现了 《 旧约 》

的历史； 第二部分是对 《新约 》特征的简介 ， 包括圣经对 《古兰经 》 、

西方世界和 当代中国的影响 。

较之叙述故事 ， 梁工对圣经诗歌的分析更为深人细致 ， 其中
一

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分析诗歌时掌握了较多的相关背景资料 。

但在梁工的著作 中 ， 我们罕见他从文学角度分析那些引人人胜的

①梁工 ： 《圣经诗歌 》 ， １ ７７ 。

② 同上 ，

１ ８２
，

１ ９２
。

③ 同上 ，

２ １ １
－２ １ ３ 。

④ 朱维之 ： 《序 》 ， ２ 。

２２４



圣经在 中 国 （ １ ９８０
－

１＂２
）

故事 ， 如大卫的儿子暗嫩与其同父异母妹妹他玛之间的爱情 。 在

我看来 ，
圣经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展现了上帝的形象 （

ｉｍａｇｏＤｅ
ｉ ）

，

文学中的上帝形象在数千年的演变中呈现出多种不同形态 ：
从作

为诸神之
一的上帝 ， 到亚伯拉罕 、 以撒和雅各的上帝 ， 再到希伯

来民族的上帝 ， 那是作为战士的上帝 、 伦理制定者的上帝 ， 最后

是所有人的上帝 。 而相比之下 ， 大卫的形象则要单薄得多 。

对于汉学家而言 ， 最好阅读
一下梁工关于圣经汉译的评述 （ 那

些评述 比本文开始提到 的汪维藩的论述更为清楚易懂 ） ， 及其有

关当代中 国文学界对圣经接受史的简要概述 。

除梁工外 ， 另外一部研究圣经的书是卓新平撰写的 《圣经鉴

赏 》 （ １９９２ ） 。 那本书与梁工的著作相似 ，
主要为普通读者撰写 ，

内容往往关系到圣经典故 ， 如
“

流蜜滴奶之地
” “

跨过红海
” “

以

眼还眼 、 以牙还牙
”

等 ， 它们 已成为世界 （ 包括中国 ） 各种语言

和文学遗产中的常见词汇 。 就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来说 ， 这部

著作还涉及哲学 、 音乐 、 绘画 、 雕塑等领域 。

遗憾的是 ， 我写作此篇论文时 ， 无法读到 １ ９８０
－

１９９２ 年间在中

国 出版 、 发表的某些著作和论文 ，
在有关圣经文学的研究论文方面 ，

我则比较幸运 ， 虽然未能阅读所有论文 ， 却能阅读和分析一批重要

文章 ， 勾勒出 １９８０－ １ ９９２ 年间中国圣经批评领域的大致状况 。

最后 ， 还有必要提及梁工主编的 《圣经百科辞典 》
，

１９９ １ 年

由辽宁人民 出版社推出 ，
它是此类著作首次在中国问世。 作为中

国基督教的重要发言人之一 ， 丁光训表达了对这位河南大学教授

及其学生们的谢意 ， 虽然他对其中一些词条的神学解释不甚满意 ，

但这微不足道 。

①无论如何 ， 这项重任 已由 中 国的学者们顺利完成 。

① 丁光训 ： 《序 》 ， 见梁工主编
： 《圣经百科辞典 》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１ 。 ［

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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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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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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