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 经 与 白话

圣经翻译 传教士小说与一种现代 白话的萌莫

姚 达 兑

内容提要 : 圣谕广训 在清代两百余年间极为流行 ,

产生了不少以白话解释<圣谕 的作品 受此启示 , 19 世纪

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 写作圣经小说时 , 多是倾

向于选用白话 19 世纪圣经汉译有三个翻译系统 ,分属浅

文理 系统 深文理系统和由浅文理过渡而成 的官话系统

本文解答的问题是 :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 用小说解释

圣经时本有诸多语言尝试 ,何以最终弃用其他语言而择用

官话 ,并逐渐变成现代 白话 ,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汇流 借

此证 明 , 由翻译和解释圣经而萌葵 的现代 白话 ,实是五四

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

关键词 :圣经翻译 ;传教士小说 ;现代 白话 ;五四白话

文运动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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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一 新教传教士译经系统及其历史意义

宣讲圣书 ,素来以人喜闻乐见为尚 ,故有白话俗解 用白话

和故事来解释或宣讲康熙 圣谕十六条 和雍正 圣谕广训 ,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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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百余年间极为流行 19 世纪初年 ,来华新教传教士也借鉴

这种模式以解释或宣讲圣经 ,亦同样演义为故事 ,附加证道录 ,用

白话来翻译或阐释圣书

明清来华的罗马天主教教士偏喜用文言译经和著述 利玛

窦 (M atteo R ieei, 1552一 16 10)所著 (祖传 )天主十诫 较为著名 ,

即用艰深文言写成 其后 ,阳玛诺(E m m anuel n iaz , 1574一 1659 )

翻译了 圣经直解 (四福音书 )和 遵主圣范 ,用的是更为赡奥艰

深的文言 ,因为辅助翻译的文人认为 翻译圣经贤传 ,与寻常著述

不同 ,非用 尚书漠浩体 不足以显其高古也  第一部白话汉译

圣经是罗马天主教教士于 18 世纪初译出的 巴设译本 (或称 大

英博物馆稿本 ) , 内容仅包括四福音书 保罗书信及 希伯来

书 ,而非全本 此本虽用白话 ,其行文却是甚为支离破碎 马礼

逊 (Robert M orrison , 1782一 1834)来华之前 ,特地跑到大英博物馆

康熙 圣谕十六条 由 顺治六谕 为核心扩编而成 , 顺治六谕 又是仿 自明

代 洪武六谕 ,因而康熙 圣谕十六条 实是明清两代儒家统治术的结晶 ,

是清帝国的圣书 而 圣谕广训 ,则是雍正用浅白文言将 圣谕 卜六条 衍

释为万余言的作品 ,其后两百余年间 ,出现了解释哎圣谕 的大量作品 ,其中

有不少是俗话 白话 方言的译本或用故事解释的作品 请见拙文 圣谕俗

解及其白话的夭折 ,该文与本文阴阳互合 ,分途以说明晚清圣书(圣谕和

圣经 )对白话影响的此消彼长 有关康熙 圣谕十六条 和雍正 圣谕广训

等书的文献和研究 , 可参周振鹤撰集 ,顾美华点校 : 圣谕广训 :集解与研

究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6年

遵主圣范 一文附录一 :陈垣 再论<遵主圣范)译本 , 见周作人著 ,钟叔河

编订 : 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四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9年 ,第

387一388 页

 巴设译本 ,亦称 史罗安译本(51 朋 M :加 cn Pt ) 或 大英博物馆稿本 ,

第一部传世的天主教中文圣经译本 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巴设(J

B as se t)于 18 世纪初译出 内容包括四福音书 保罗书信及 希伯来书 未

出版印行 1739年 东印度公司职员治孙 (H dgo n) 在广 州发现并带回英

国 ,由当时皇家学会会长史罗安爵士(si : H an s sloa ne)转送伦敦大英博物

馆 ,因而得名 有学者以为是 马礼逊译本 和 马士曼译本 的共同蓝本

二马都以 巴设译本 为基础 ,竞相争胜谁先译出汉语圣经 见 中华圣经

公会 网址 :http :刀w w w .eh inab:ble eom /G B /T ranslat, on/H :srory /B lb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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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抄出 巴设译本 ,带至广州 ,又将其与从广州天主教士获得的

四福音 旧译本合参 ,修订而成第一部全本白话 新约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的译经事业 ,择其影响荤荤大端者 ,概言

之可分为三个系统 :第一 , 马礼逊一米怜 系统 ,择用的语言介乎

文白之间 ,属 浅文理 系统 1813 年马礼逊译成 新约 ,题名

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 出版;1817 年将其修订 ,易题

为 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在马六甲出版 1823年马礼逊

米怜 (W Illiam M ilne , 1785一 1822)及其助手合力译成新 旧约全

书 ,出版时又易名为 神天圣书  二人逝世后 ,麦都思 郭实腊

(K arl G o tzlaff , 1803一 1851) 裨 治文 (Elijah C . B ridgm an , 180 1一

1861) 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 . M orrison , 1814一 1843 )及其中

国助手于 1837 年一起修订了那个译本 ,出版时定名为 新遗诏书

(((新约 )和((旧遗诏书 ( 旧约 ) 该版本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中

国沿海口岸和众多传教士间最为流行 ,可谓享誉中外 1850年

英 汤森: 马礼逊 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郑州:大象出版社 ,加()2 年 ,第

()4 2一()4 3页 又见 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基督教人华先驭马礼

逊研究 , 见龚道运著 : 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2009年 .第 23页

文理 一词为传教士译经时创造的术语 它并不等同于 文言 文理语言

中.又分为深文理语言和浅文理语言 C 深文理语言接近于典雅的文言 浅

文理语言 ,是一种新教传教士自创的语言 ,介乎文白之间 虽然马礼逊 米

怜等人在译经时的语言倾向于模仿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等通俗小说 ,但是

有许多句式和词语都是西化的 因而 ,浅文理语言并不等同于浅白文言

全部 新约 是马礼逊翻译的 , 以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 新约 中译稿

为基础 马礼逊还完成了除米怜译成中文的 申命记  约书亚记  十师

记  撒母耳记  列王纪  历代志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和 约伯

记 以外的全部 旧约 的翻译 马礼逊在致伦敦差会的信中明确表示 , 圣

经中译本不敢说尽善尽美 , 他只希望为新译本的出现打下一个基础 , 更希

望在几年后更完备的译本问世 [英 汤森著 , 吴相译 : 马礼逊 在华传

教士的先驭 .郑州 :大象出版社 , 2 2年 ,第 97 页

你的圣经译本在总体上应该是其原文的忠实翻版 , 中国人对圣经的理解

要通过圣经作者对圣经的理解和赞美来拓展 你的辛勤劳动将会带来多

么大的荣誉啊! 你将会获得多大的天佑啊! 英 ]汤森著 , 吴相译 : 马礼逊

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郑州:大象出版社 , 2的2年 ,第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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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新教传教士多已弃用该版 ,洪秀全却将其修订后在太平天国

辖区内出版发行 ,并且诏定为科考必备的经书 ,其流行直到太平

天国覆没

其二 ,委办本系统 ,是以典雅文言于 1843一 1854 年间译成 ,属

深文理 系统 1842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签订了 南

京条约 ,封闭的中国已经打开五 口通商 1843年 8月 22 日至 9

月 4 日,在华各教派的新教传教士聚集于香港 ,讨论统一翻译和修

订圣经事宜 询非巧合的是 ,五口通商使中西交流更为频繁 ,这

促使新教传教士意识到圣经版本不一 尤其是关于最高主宰

神 或 上帝 的翻译不统一 ,以及各种方言口语的不协调 ,给他

们带来了传教的麻烦 一方面 ,五个口岸城市 ,各有不同的方言 ,

也有不同方言译本的圣经 ,因而如何统一圣经译文便是个紧急的

难题 凌驾于方言之上的文言书写模式 ,恰为他们提供了不小的

启示 另一方面 ,与洋教士打交道的大多是文官儒士 ,使用的也

是较为典雅的文言 正因为此 ,他们宁可选择文言而不是白话来

翻译圣经

第三个系统是 60 年代后从浅文理译本逐渐过渡到的官话版

本 ,姑且称为 :白话系统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 60 年代诸种 北

京条约))( 中英 中法 中俄 , 1860) 签订后 , 中国已不止是大门打

开 ,而且是裸受刀姐 ,殖民化程度大为加深 ,传教士也涌人长江中

下游诸城市 ,因而一个面对全国 ,而不只是面对官僚知识群体的

圣经版本 ,成为时下之急需 对 白话圣经的需求 ,正是现代 白话

萌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汉语书写历来存在 雅一俗  文一白 之别 ,故而传教士在

译经时 ,依据语言和文体的不同 ,分为三个翻译系统 :深文理 浅

文理 和白话 深文理系统用雅驯的文 言 ,以经典为模仿对象 ,代

表作是委办本 ;浅文理系统用较为浅白的 介乎文白之间一种尝

试的过渡性语言 ,初期以马礼逊译本为代表 ,后有杨格非 (Joh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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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iffi th , 183 1一 1912) 译本 白话系统之中又分官话和土语 ,官话中

又分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 ,土语之中则分各地土语 ,如沪 粤 闽等

土语方言 白话系统中 ,圣经诸译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官话本 ,官

话本的出现打破了原来传统 雅/文言/书写 与 俗/白话/口语 的对

峙模式 白话 官话也可如文言一样书写成文 ,而且承载起

道 神圣的真理 白话演化成另一种精英话语 ,既萌孽自明清

白话的传统脉络 ,其影响也波及晚清 小说界革命 时的白话和五四

国语 ,致使其 神圣性 承载起救国图存的崇高目标 从这一方面

讲 ,其历史意义自是不可小觑 那么 ,圣经的汉译和小说解释有怎

样的语言探索? 与其相关的一种现代白话又是如何萌桑和演变的?

二 圣经汉译与语言的尝试

马礼逊在译经之初 ,对汉语早就有所警惕 判别文白孰为优

劣 ,以及语言对圣书翻译的接受和影响 ,都是他须直面的问题 马

礼逊说 : 中国文人对于用俗话 ,即普通话 (M and ar in ,应译为 官

话 )写成的书是鄙视的 必须用深奥的 高尚的和典雅的古文写

出来的书 ,才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因此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人才

看得懂那些书 正如中世纪黑暗时期那样 ,凡是有价值的书 ,都必

须用拉丁文写出 ,而不是用通俗的文字 朱熹在他的理学作品中 ,

突破了这个旧传统 ,他很好地使用简明的语体传达了他的新思

想 中国古文的经典或语句 ,除了复古之外 ,极难推陈出新  模

仿儒经古文是明清天主教徒译经时的做法 ,经历宗教改革之后的

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者 ,不免要对此鳖眉轻视 马礼逊和米怜推

崇的语言和文体 ,是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 等通俗易懂而且大受

读者欢迎的俗语小说 他们又推崇朱熹的白话写作 ,因为一方面

仁英 马礼逊夫人 : 马礼逊回忆录 ,桂林 :J一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加()4 年 , 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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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这个古老的传统中推陈出新 ,另一方面也能较好地传达经义

米怜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声称 ,他们最初都偏向于用 三国演

义 一类的 中间文体 , 但是后来阅读了称为 圣谕 的皇帝谕

示 , 是以完全的口语化文体释义的 ,他便决定以那文体为楷

模 :(一)因为它更容易被平民百姓所明白;( 二)因为当朗读它时 ,

听众是清楚明了的 ,而深文言体裁则不然 ;中间文体虽然在会众中

朗读也是清晰明了 ,却不如浅白文体那么容易理解 ;而且(三)因为

讲道时可以逐字地引述出来 ,不用任何讲解会众都能明白  因

为((圣谕 在清代崇高无上的地位 ,仿如圣经在诸教士心中的地

位 ,故而可借其俗解的模式并潜替其内容 既然 圣谕 能以口语

化文体释义 ,圣经当然亦可以 圣经的翻译必须简明易懂 ,使一

般的读者都能阅读乃是应当遵循的原则  马礼逊为求推陈出

新 ,不惜直译 ,也因而其语言和文风颇为生硬 ,虽声称要模仿((三

国  水浒 朱子语录和圣经白话解 ,实是未能达到 简明易懂 ,

仍然未能被中国读者接受 其因乃在于马氏的翻译特别强调要

忠于原著教义 马氏说 : 在我进行翻译时 ,我曾苦恼研究如何才

可达到忠诚 明白和简洁的境界 我宁愿采用通俗的文字 ,避免

使用深奥罕见的典故 ,力求不用异教哲理和宗教的专门名词 我

倾向于采用中国人看作理俗的文字 ,不愿使用令读者无法看懂的

文体 遇到难译的句子 ,我竭尽所能旁征博引 ,务求达到不脱离

原著的意义 这一直译的方式 ,与后来鲁迅以直译 求新声于异

邦 同出机杆 ,也如出一辙地遭受到诸多非议 马氏所译圣经即

被批评为 译文估屈警牙 ,不符合汉文的文法  其译 旧遗诏

尤思德 :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 2002年 ,第 22 一23

页

顾长声 : 马礼逊评传 ,土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 )6 年 .第 082 页

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 :基督教人华先驱马礼逊研究 , 见龚道

运 : 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2009年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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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创世历代传 第 1章: 神当始创造天地也 ,时地无模且虚 ,又暗

在深之而上 ,而神之风摇动于水面也 神曰 :在水之中由得

天空致分别水于水 ,且神成天空而分别水在天空者之上于水在天

空之下而即有之 (委办本前 圣灵 多译成 神风 ,因在希腊语

中 , 灵 和 风 同义 )此句颇不合汉文表达习惯 ,用语颇多歧义 ,

直译的语义也甚估屈葺牙

既要忠于原著 ,又要易被接受 ,这是译经时几乎无法兼顾的

两难困境 马氏说 : 译者的职责有二 :一是必须准确理解文书的

原意 ,领会原著的精神 ;二是必须以诚信 明达和典雅的译文 ,表

达原著的意义和精神 我认为 ,第一职责要 比第二职责更为重

要  卫尊重原著精神的翻译原则 ,源于新教传教士所持信念 :圣经

是上帝的使者所传 ,是拯救的福音 ,仅持此经 ,即可得救 ,因而必

须忠实而且捍卫原著精神 马氏说 ,本土归信者的译作或许语言

流畅 ,风格得体 ,能达到汉语书写的最高雅水平 ,但是 无论在通

俗易懂 文风清晰和习语的翻译方面 ,他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这种

优势一般都会无法抵消他的劣势 :无法严格 准确地踏实于原文 ;

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美和力量  因而 ,马礼逊 和米怜 的最基本

翻译原则便是 :宁可牺牲阅读趣味 ,也要充分忠于原义 二十多

年后的委办本则反过来 ,特别强调圣经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要使

圣经被读书人接受 ,可惜未能忠于原文

委办本被誉为具有最高的文学水平 ,所用语言是典雅博赡的

文言 委办本 马太福音 称 : 耶稣基督之生事如左 母玛利

英 马礼逊夫人 : 马礼逊回忆录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4 年 ,第

154 页

英 米怜 (W :11,a,11 M i]n ): 新教在华传教前 于1年巨!顾 , 郑州 :大象出版

社 , 21 )() 8 年 ,第 24一25页

美 韩南: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 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见 浙江大

学学报 2() 川年 3月 ,第 4() 卷第 2期 .第 19 页 又 .罗香林 : 香港与中西文

化交流 ,香港 :新亚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 1963年 ,第 43 一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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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为约瑟所聘 ,未昏 ,感圣神而孕 其夫约瑟 ,义人也 不欲显

辱之 ,而欲私休之 思念间 ,主之使者见梦曰: 大辟之裔约瑟 ,其

取尔妻马利亚以归 ,勿疑 盖所孕者 ,感于圣神也 彼必生子 ,可

名曰耶稣 , 以将救其民于罪恶中 如是 ,主托先知所言 ,应矣

曰: 处女孕而生子 ,人称其名曰以马实利 ,译即上帝偕我焉  !

上引句中 , 聘 通 聘 ,意为订婚 ; 昏 通 婚 ,指成婚 ; 私 字义

为 秘密的  不公开的 ; 取 通 娶 凡此等等 ,词义皆是偏取

古雅 ;非通文言者 ,不能翻译和通解 委办本是众新教传教士和

中国文人助手在香港讨论之后的结果 ,此后 , 圣经的不同部分被

分派到不同口岸城市中的不同传教会分别翻译 ,之后 ,来 自于各

个口岸城市的传教会所选派的代表以及他们的华人助手汇聚在

上海 ,审订并完成译本定稿 至少有八位译者(四位传教士及其

助手)负责审订完成 新约 的最后译本 ,至少六位译者(三位传教

士及其助手 )负责审订完成((旧约 的最后译本  

这些文人助手对译经和晚清语言流变的影响 ,可谓功劳莫大

于是焉 最著名的助手是王桂昌 王韬父子俩 王桂昌协助麦都

思翻译了 新约 的前三分之二(上引文段即是 )之后中道仙逝 ,其

子王韬无改父志 ,继续协助麦氏翻译其余部分 且看王韬助译

的((旧约 约伯记 部分译文 : 何如是 日昧爽 ,明星不现 ,待旦不

得 ,天无曙色 是 日 ,母 氏育我 ,致遭艰苦 母 宁堕胎而死 ,即不

然 ,诞而身死气绝 母易提携我 ,乳哺我 浸假当时无生 ,我今可

宴然安寝 国王议士 ,当年所筑之陵墓 ,而今安在? 元戎 巨富 ,金

银 冲栋 ,而今乌有 ,我欲 与之 同归于尽  这种深文理译本 的行

新约全书 卷一 马太福音书 卷一第 1章 ,上海 :墨海书馆 , 1852 年 ,第 1

页 又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电子版网址 :ht tP :// nl ;一gov -

au / n la名en 一v n 2 0 2 7 9 4 6

美 韩南 :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 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见 浙江大

学学报 2020年 3月 ,第40卷第2期 ,第 25页

同上 ,第 36页

同上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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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正清真 ,虽能见悦于博学鸿儒 ,却绝对难以吸引初识文墨

者 ,更何况要使贩夫走卒读懂圣经经义

委办本较近于 儒教一文言一文学 语言 该书既大体出于

麦氏之手 ,又其书出版前数年 ,王韬即充任麦氏助手兼汉文导师 ,

则上述绚丽而充满儒教情调之译本或获王氏之参助润饰  这个

版本在文学成就上 ,远胜当时的各种圣经版本 ,也易被中国读书

人接受 中国文学历来是以文言为正宗 ,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不

朽著作 ,当以典雅文言写就 文言是经学语言 ,也是文学语言 ,其

语义严重渗透了中国传统儒释道的三教教义 新教传教士一旦

使用文言翻译圣经 ,他们面对的强悍敌人便是华夏的传统价值观

念 委办本 新约全书 出版后 ,迅即成为流通于中国最广的版

本 但在 1890 年美国大会上 ,一发言人代表众多与会者意见 ,对

该书加以评论 ,谓该书之遭受非议 ,乃由于与文本之原意不合

在该书之字里行间 ,常使人感觉(儒教 )圣人之道多于天国之神

秘 此导致缺乏神灵修养之读者惑于文章之韵律 ,而有误耶稣为

孔子之虞 传统三教的堡垒在于文言 ,用文言译耶经 ,而且要使

在三教根深蒂固的文脉中养成的中国文人接触基督真理 ,难免要

削足适履地中国化 ,但仍然无疑是吃力不讨好 唐代的基督教分

派景教 以佛老释耶 0(如将上帝译为 /佛 0,将 /受洗 0译为 /受

戒 0) ,明代利玛窦和徐光启用耶教教义 /融儒辟佛 0,两者的惨败

正是前车之鉴 " 因此 ,深文理语言终被弃之不用 " 王治心认为:

/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 ,于是有官话土白 ,而官话土白又为

当时外界所垢病 "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 ,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

先锋 "0º此论需要修正的是 ,官话和其他方言(土白)早在第一次

5基督教和儒教在 1一九世纪的接触 :基督教人南洋和中国先驱麦都思研

究 6,见龚道运 :5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 6.上海 :人民出版社 , 2( j() 9 年 ,第

11(一页 "

王治心 :5中国基督教史纲 6,上海 :古籍出版社 , 2() ()4 年 ,第 2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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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就有了 ,实是与文言的委办本同步产生的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五个通商口岸出现了当地方言版本的圣

经 , 比如上海土话 !羊城土话译本 " 这些方言译本乃与方言文学

的兴起属于同一时期 " 传教士将圣经译成方言 ,实是将本不具有

书写模式的方言直接变成书写的尝试 ,与同一时期的方言文学之

兴盛是互为因果 的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5北京条约 6(186 0) 签订 ,大陆中部地区也

进驻了一些教会 " 在 5北京条约 6之前 ,出版重镇是在沿海五口 ,

此后重心则转移至内陆和京都 " 著名的汉口(汉镇 )书局即处于

内陆腹地武汉 ,出版了伦敦会教士杨格非 (Joh n , Gr iffi th , 183 1一

191 2) 的不少浅文理作品 "

马礼逊译经时 ,偏喜浅显易懂 ,而又不失文雅的语言 ,后即衍

成 /浅文理 0) 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语言 " 马礼逊的尝试以失

败告终 ,但是先驱的前瞻远见影响了踵步其后的来者 " 60 年代之

后 ,圣经有诸多浅文理译本 ,如杨格非译本 !包约翰(John Bur don ,

18 26一 1907 )和 白汉理 (H enry B lodet, 1525一 1903)的 1589 年译

本 " ¹杨格非的浅文理译本在 19 世纪末年颇受欢迎 " 浅文理译

本虽是汉语圣经译史上的过渡产物 ,实为博学鸿儒和贩夫走卒 间

架起了一座通往基督真理的桥梁 " 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 ,传教士

们注意到汉语帝国的一个通用模式 :官话模式 " 官话足以适用全

国绝大部分的郡县州府 ,是因为朝廷内外 !各地官员和文人学者

都使用这种官方语言 " 再者 ,官话模式对华夏共 同体的持续影 响

已有好几百年历史 " 新教传教士揭开帝国的面纱后 ,才发现原来

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把握不定的汉语帝国 ,而官话即为汉语帝国中

最为方便且能沟通上下的有效工具 "所以60年代后 ,对于官话本

圣 经 的 呼 声 也 越 来 越 响 "/1864 年 美 以 美 监 理 会 (M ethod ist

¹ 任东升编著 :5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6,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 ()7 年 ,第 1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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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 sc oPa l M is si on )致函全中国新教差会的告示曰: -我们欣见在华

辛勤事奉的新教传教士 ,均同意拥有一本以中国通用语言翻译 !

一致的和标准的圣经译本之合宜性和重要性 "0.¹

60 年代后 ,杨格非由上海转战汉镇 " 1868年 ,杨氏说 :/我现

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长江与汉水的各地 ,已经归在基督的

名下 ;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

魂 ,我愿为之生 ,为之死 "0º正是始于这种对上帝及其子民的热

爱 , 以及要将 中国(M iddle K ingdom )转化为基督神国(e hristian

Ki ng do m) 的冲动 ,使他极为勤勉地投人了译经和著述的工作 " 据

伦敦会藏书目录 ,杨格非的浅文理译本最早为汉口圣教书局 1884

版的5新约圣书:福音书四卷 6,就是以浅文理译成的 :

/耶稣基督之生 ,其事如左 " 马利亚为约瑟所聘 " 未婚

之先 ,马利亚受圣神感 动而有孕 " 其夫约瑟 ,乃义人 ,且不愿

显辱之 ,故欲暗休之 " 正思念此事之时 ,主之使者梦中现于

约瑟 , 日: -大辟之子孙约瑟 ,勿惧 ! 娶玛利亚 以归 " 因其所

孕者 ,乃感动于圣神也 " 彼将 生子 ,尔可名之 日耶稣 " 因其

必己民出于罪恶之中也 " .此事成就 ,乃欲应主托先知所言

云 : -童女将怀孕而生子 , 人称其名为以马内利 .,译即 -上帝

与我们 同在 .的意思 "0»

杨格非这个译本每年都修订 ,重版次数不少 ,直到 1910 年 ,即

傅敬民 :5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 6,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 09 年 ,第

126 页 ;原见[法 ]海恩波著 ,蔡锦图译 :5道在神州 )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

流传 6,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 2() 00 年 .第 1()9 页 "

沙月:5杨格非与武汉四中6,载5武汉文史资料6, 2( !1() 年第 1期.第 51 页 "

5新约圣书 :福音 书四卷 65马太福音 6第 1章 ,汉口:圣教书局 , 1884 年 ,第 1

页 " 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ht tP :// n1 : gov .au /

n la .ge n 一v n 2 4 2 17 2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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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其下世的前两年 ,仍有其译本 5旧约 #创世记 6出版 " 事实上 ,

自1905 年杨氏突然得病中风之后 ,其译本已不再修改 " 1906 年

出版的 5新约 6为笔者所见杨译本的最后一版 ,那个版本的 5马太

福音 6语言更加清晰明白 ,已经是现代白话了: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 他的母亲马利亚被约

瑟聘定为妻 " 还没有迎娶的时候 ,马利亚受圣神的感动 ,有

了身孕 " 马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显 明羞辱他 ,想

要暗暗的休他 "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主的使者梦中现于约

瑟 ,对他说: -大辟的子孙约瑟 ,可娶你妻马利亚 ,不用惧怕 "

因他所有 的身孕 ,原是 受圣神感动的 " 他必要生一个儿子 "

你可以替他起名叫耶稣 " 因为他必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

出来 ".这事成就 ,为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说的话 " 他说 -童女

将怀孕生子 ,人必称他 的名为以马 内利 ,翻译出来 .,就是 -上

帝与我们同在 .的意思 "0

与前文所引对比可见 ,现代白话文段要长好多 ,用明白易懂

的双字词代替了隐晦的文言单字 , /之 0 !/云 0 !-旧 0!/乃 0等虚词

系词皆换作 /的 0!/说 0!/是 0等现代汉语虚词等等不胜凡举 ,乃是

务使更加准确明白 ,辞达理举 " 杨格非的这一白话版本 ,与当时

讨论了二十余年直到 1919 年才出版的官话版本译文已非常相近 "

官话译本最早是麦都思的南京官话版 5新约 6,南京官话即是

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使用的官话 " 1853年天国建都南京 ,之后麦

氏曾赴南京考察 " 麦 氏不满太平 天国继续衍用 /马礼逊一米怜 0

译本圣经 ,即 5新遗诏书 6和 5旧新遗诏书 6,才修订出版南京官话

本 ,然而此本流传不远 " 1857年麦都思和施敦力以 5委办译本 6为

母本 ,又出版了一版 5新约 6官话译本 "

北京官话 5新约全书 6直到 1866 年才出版 " 此后则是 18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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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施约瑟译的北京官话 5旧约全书 6" 施氏所译 /5旧约全书 6价

值极高 ,不但忠实于原文 ,而且译文流畅 " 1878 年 大英圣书公会

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 6和施约瑟的((旧约全书 6合并出版了 5圣经

全书 6, -曾通行全中国达40余年之久 .,直到 19 19 年出版和合官

话本 5圣经全书 60" ¹ 1890 年欧美各差会的新教传教士聚集在上

海 ,召开译经会议 ,最终决定了共同致力于译出一本全国通用的

汉语圣经 " 此后又分别成立三个委员会 ,负责重译文理 !浅文理

和官话三个版本 " 这次翻译圣经初是由 /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 ,

后来只剩下了狄考文(C .W .M ateer) !富善(C .G oodrieh) !鲍康宁

(F.W .Bailer) !文牧师(G .O wen) !鹿依士(5.Lewis) , 1906 年出版

5新约圣经 6, 1919 年出版 5官话和合本圣经 6(后改为 5国语和合译

本圣经})) 0" º 5官话和合本圣经 6,即为今 日通行的现代汉语版

(往后修订不大) " 值得一提的是 ,鲍康宁曾将((圣谕广训直解 6翻

译成英文出版(此书版式系中英对照 ,乃为学习汉语白话之用 ) ,

对这种中国圣书及其白话俗解相当地熟悉 " 鲍氏为学习汉语的

传教士更好地宣达福音 ,服务并荣耀上帝 ,著述了 5官话人门 6(A

M andarin P rim e:)一书 , (就笔者所知)该书在 1878 年至 1911年间

重版高达八次之多 " »进而推论 ,官话一现代汉语本圣经的产生 ,

一定程度上受到 5圣谕广训 6及其白话解释的影响 "

19 19 年的文理和合本 5马太福音 61:18 称 :/耶稣基督之生如

左 " 母马利亚 ,为约瑟所聘 ,未婚 ,感圣神而孕 " 其夫约瑟 ,义人

也 " 不欲显辱之 ,意隐休之 " 思维间 ,主之使见于梦日: -大卫之

赵晓阳 : 5历史上的北京官话圣经译本 6, 见王芸主编 : 5北京档案史料 6,

2( )() 3 年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2() 03年 .第 313 页 " 又 ,杨森富 :5中国基督教

史 6,台湾 :商务印书馆 , 196 5年 ,第 379 页 "

陈伟华 :5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 6.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 7年 ,第 22 页 "

F . W . B aller , A M a n d a rin P rim er ( E zg h r E d一t一o n . S h an g h a盖: C h一n a In lan d

M 155一o n an d P resb y te r一an M 挂,s一o n p re, , , 1, 1 1 ) , P 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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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约瑟 ,娶尔妻马利亚 ,勿惧 ,盖所孕者 ,由圣神也 " 彼将生子 ,可

名曰耶稣 "., , 0¹将 文理和合本所引此段与前引委办本一段相

比较 ,可知其内容改变不多 " 大体不改 ,仅易几字 ,诸如 /昏 0易为

/婚 0, /思念间 0换为 /思维间 0, /大卫之裔 0一句有所调整 "

1919 年的官话和合本 5马太福音 61:18 是 :/耶稣基督降生的

事 ,记在下面 " 他母亲马利亚被约瑟聘定为妻 ,还未曾迎娶 " 马

利亚受了圣神的感动 ,有了身孕 "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肯明

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将他休了 "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梦见主

的使者对他说 : -大卫的子孙约瑟 ,你只管娶过你妻子马利亚来 ,

不用疑惧 ,他有身孕 ,是因为受了圣神的感动 " 他必要生一个儿

子 ,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

出来 "., , 0º对 比官话和合本和杨格非译本的此段译文 ,可以发

现两者还是有些差别 " 照传统经史的语言来衡量 ,两者在译文的

典雅方面远远不够 ,而在诚信和明达方面则能达到要求 " 同一文

段中 ,杨氏本作 /还没有迎娶的时候 0处 ,和合本作 /还未曾迎娶 0,

前者更近现代汉语的表达 ,后者则似简洁浅明的文言 " 杨氏本

/马利亚的丈夫 0,和合本作 /他丈夫 0,前者稍为累赘 ,后者用了人

称代词则显简洁 " 杨氏本 /不愿显明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休他 0,

和合本则为 /不肯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将他休了 0,此句有

三方面表明和合本更优胜一筹 :一 !/明明地 0与后文 /暗暗地 0两

词形成对比 ,较佳 ;二 !/明明地 0和 /暗暗地 0,已是现代汉语的副

词使用方式 ;三 !/将他休了 0,用了 /将字句 0,受事成分前置(受事

成分前置乃是汉语受外来影响的特征之一 ) ,因而更加简洁直 白;

¹ 5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 6第 1章 , 5旧新约全书 6文理和合译本 ,上海 :大英圣书

公会印发 .19 19 年 .第 1页 "

º 5新旧约圣经 6,上海 :大 美国圣经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 6;见澳 州国立图

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电子版网址 :http ://n la名ov.au/nla名en一vn483 1)14 0

这个版本的5新约 6与 19( )6 年的和合本的 5新约 6没区别 ,与现今流行的和合

本也大致相同 ,仅修正了个别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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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他 0则是较为传统的表达 " 后续的一句 ,杨氏本 /主的使者梦

中现于约瑟 0,不如和合本 /梦见主的使者 0简洁直白 " 杨氏本 /因

为他必将他的百姓 0,在和合本处是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 0, /必

将 0语气中的宿命感 ,要较和合本更为诚信于经文 " 综合而言 ,官

话(国语 )和合本用的语言已是现代汉语了 "

三 !圣经阐释与传教士小说

多数情况下圣经都是以翻译而存在 ,因而阅读 !阐释和翻译

圣书 ,其实是同步发生 " 传教士们在宣传教义时 , /他们就都被圣

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0((( 使徒行传 62:

4) " 一方面 ,圣经的翻译常与本土语言文化发生冲突和相融 ,也

与本地的宗教或道德教义争胜 " 另一方面 ,是译经者不愿对经文

作任何增删 ,作为补救 ,唯有另著释经诸作了 "

早在 中世纪 ,奥古斯T (A ureliu s ^ ugu stinus , 354一 430 )就 /出

于护教的动机 0,在 /反摩尼教争辩的最后阶段 0,写作了 5论四福

音的和谐 6(公元 400 年左右) " ¹与此类似 ,马礼逊 !郭实腊 !麦都

思 !杨格非等圣经译者也写作了大量解释圣经的作品 " 马礼逊从

大英博物馆抄出的不止有圣经部分 ,还有 5福音调和 6一册 " º在

=古罗马8奥古斯丁;5 D .F .萨蒙德英译 ,许一新译:5论四福音的和谐6 ,北

京 :三联 书店 , 2() 1() 年 , 李锦纶 : 5中译 本 导言 6 .第 1 页 " 又 见 Eug en "

P orral沁 , :r:n !., R J B astian , reP r:n ted , A C /ide to iho Th ought of Sain东

A ug us:ine (W e;tport:G reenw ood pre!, , 1975 ).4(}3t

/M an u, en p r h arm o n y o f th e G o -pe 卜, A e巧 , an d p au li n e E p i,d es .w h 一ch w a, eo p led

at eanron :n 1738一1739 , by th e order of M r.H od乡on ,Jun .and a血 r ha* ng beon

eo llate d w ith 9 e at eare , w 书 dep o ,lted 一飞th e B n ti ,h M u se un l ; rhi , 一n an u sen pt w /,

tra n ,en b ed b y D r. M o m so n , w 一th th e 豁 七ta n ee of a learn ed n ati v e , an d 份ke n w 一th

h二 to ":nton 谊 18(j7.0 w . H . M edhu ":, A, -峋 /i叮 i瓜" -he pr卿 r M ode of

R en山 ri刀g 忿h e 肠 rd /肠 d 0 认 tra ns la ting Th " s a cred sc 喇 u res i砌 th e 以 in es"

压咭 ua岁 (L o n d on M l黔io n a砰 so ele钾 pre 舒, 18 4 8 ) .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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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译出((新约 6全本之时 ,他又作了一篇题为 5神道论赎救世总说

真本 6¹的短论 ,对其补充阐释 " 此外 ,马氏还著有 5问答浅注耶稣

救法 6(18 12 ) !((养心神诗 6(18 18 ) !5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6

(183 2) 诸作 " 尤其是((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6一书 ,题为 /家训 0

(内文每页鱼尾上端简为 /家训 0) ,前附几篇阐释的论说 ,正文主

体部分则是 5神天圣书 6(圣经) " 名为 /家训 0,原因在于要与清代

真理话语 ) 儒家的性理 !孝道等教义争胜 " 清代 5圣谕 6 !5庭

训 6!5祖训))诸作 , 旨在合天下为一家 ,并兼道统人治统 ,所传儒教

伦理教义则是传世不移的真理 " º马氏明显是受此影响而易 /家

训 0之名 "

5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6署名为 /马老先生 0,即是马礼逊 ,

其序开宗明义 ,即言 /世训有二 :性理推论一 ,神天示教二 " 夫我

以神训为主 ,以人训为仆 " 神训载 5神天圣书 6一套 ,各篇名列于

左 " 性理之推学 ,旨属未定 ,而且不足 " , , 0»此序往下几篇 ,皆

是与华夏 /性理 0之学论辩 ,以明基督教义乃为唯一真理 ,上帝为

唯一最高主宰 "儒教与新教之争 ,发端于此 ,而后诸多解释基督

教的作品 ,也本于此源 " 这可以解释为何鸦片战争之前 ,有大量

解释教义的论说和小说 ) 乃因儒耶之争中 ,新教传教士面对

/封闭 0的中国产生的巨量焦虑促使他们著述 "

从马氏的尝试开始到 1850 年左右的许多论说和小说 ,其语言

都近乎同时期所译的圣经语言 " 马氏的语言晦涩难懂 ;倾向于用

更通俗语言解释圣经的郭实腊 ,语言也支离破碎 ,难以卒读 " 郭

氏写了六十多部中文作品 ,多是叙述性的 ,以故事来解释圣经教

¹ 1英 8汤森 :5马礼逊 ) 在华传教十的先驱 6,郑州:大象出版社 , 2() ()2 年 ,第

55 页 "

º 详析可参拙文 :5(圣谕广训 >和儒耶的真理话语之争 6 "

» 辩正牧师马老先生(马礼逊 ) :5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家训本一载旧契约

书全意 6,香港 :英华书院 , 1831 年 ,第 1页 " 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

藏书 0电子版网址 :h:tp ://nla名ov.au/nla名en一vn3s64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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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或以儒者为假想敌而作论辨 " 其后的麦都思 ,不忍见到辛苦

译成的圣经被弃如敝履 ,在重新翻译圣经的同时 ,也写了一些((福

音调和 6之类 " 他于 1834 年出版的 5福音调和 6(H ar m on y of the

-osP el :)/是一部根据福音编纂而成的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 ,

其中每段都附有适当的注释 0" ¹ /调和 0(H ar m "ny)是一种尝试 ,

意在既能忠于圣书原义 ,又容易被人接受 ,而且不至于在宣达基

督真理时有太刺耳的声音 " 因而文体和语言的考虑便成为教士

们的当务之急 "

解释经义的最主要问题还是语言 " 华夏传统经书以古奥文

言写成 ,以往天主教士失败的效仿已是前车之鉴 ;而佛教东传后

的变文俗讲 ) 用通俗故事或小说来衍释经义的作品 ,则是模仿

的最佳典范 "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明乎此道 ,因而也模仿佛教变文

俗讲和 5圣谕 6通俗故事解释模式 ,调和式地著译了大量叙述性作

品 " 这些叙述性作品被韩南先生称之为 /传教士小说 0" º

五四前近百年的传教士小说依其语言特性 ,并附其最具代表

的作品 ,可历时地分为三大类 :一 !第一阶段以米怜的 5张远两友

相论 6为代表 ,附及马礼逊 !郭实腊等同时期的作品 ,截止至 50 年

代 ,其语言与译经初期的浅文理语言相近 " 二 !第二阶段以宾维

廉 (W illiam C. B urns, 1815一1868 )所译 5天路历程 6(1853)为代

表 ,初为文言 ,后有白话方言作品 ,再逐渐向官话过渡 " »宾维廉

对 5天路历程 6首译便选用典雅文言 ,稍近于委办本圣经的语言 "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间 , 5天路历程 6又陆续有不同口岸方言的转

译本 " 询非巧合的是 ,此段时间内也出现了不少方言作品 ,诸如

¹ =美]韩南:5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 !王韬与圣经委办本6,见5浙江大

学学报 6, 201()年 3月 ,第 4()卷第 2期 ,第 20页 "

º 5中国19 世纪的传教士小说6,见1美]韩南:5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6,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 )"4 年 "

» 有关 5天路历程6诸版本的情况 , 可查黎子鹏 :5(天路历程)汉译版本考察 6.

载5外语与翻译 6, 2一()7 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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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的 5张远两友相论 6就有不同的转译本 ,以及圣经的方言译

本 " 第三个阶段包括了 80 年代较为繁盛的从浅文理向官话过渡

的作品 ,主要是以杨格非的 5引家当道 6为代表 " 由此推知 ,传教

士小说的语言与同时期的译经语言极为类似 "

要之 ,影响传教士作品语言选择的变化有三 :一 !从 /忠实于

原文 0向 /容易被接受 0的翻译策略转变 ;二 !翻译的内容从宗教作

品 ,逐渐过渡到世俗作品 ,但圣经又是贯穿前后始终 ;三 !因而 ,所

用的翻译语言顺次演变为 :浅文理一深文理一方言土话一官话 "

一 !第一阶段是浅文理系统的小说 , 以米怜的 5张远两友相

论 6和郭实腊的小说为代表 " 米怜的5张远两友相论 6/从 1819 年

在马六 甲初版至 1886 年 ,至少 30 次再版 ,全部 由基督教出版社出

版 0, /可能是这个世纪各种中文小说中重印频率最高的一部 0" ¹

据 D an ie l Bay s统计 ,从 1819 年到 20 世纪初期 , 5张远两友相论 6的

所有版本发行总量高达一两百万 " º且看 5张远两友相论 6的语

言 :/从前有两个好朋友 ,一名张 ,一名远 " 他们两个人同行路间 ,

相论古今 " 远曰 : -我已听人说 ,尊驾曾经受了耶稣之道理 ,而信

从之 " 我看世人论说此事 ,多有不 同 ,且我 自己不甚明 白 " 今有

两端 ,欲求尊驾解之 "0, »这类语言简易明白 ,刻意模仿明清话本

和小说 ,文络络稍似脚本台词 "

第二类是叙述历史和地理的作品 ,用语则较为文雅 ,模仿的

对象或许就是中国的史书语言 ,但有时文意多有不通之处 " 如马

仁美 2韩南 :5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6,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4年 ,第 71 页 "

o an ie l H . B ay !, / e h n srla n T roet, : T h e T w o 7rie n d , 0 . se e s u zan n e w .

B arn etr an d John K . Fa,rbank , E d., C hrisrianity in C hina :E ar行 P rote:-ant

M issiona叮 甲ritin邵 (C om bridge , M as, .:H arvard U nlvers一即 pre!!.1955) , 23 .

米怜 :5张远两友相论 6.新 嘉坡(现译新加坡 ) :坚 夏书院藏板 , 道光二十年

(184( )) 重镌 !第一章第 1页 " 又有与此片完全相同的 5张远两友相论 6第八

版 ,上海 :美华书馆 , 丈861 年 " 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

版网址 :htrp ://nl:.gov.au/nla名en一vns()1072 "

º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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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逊著 5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 6(1820 年 ,略叙法国大革命 ):/法

兰西大变之缘由 ,非易详传 " 其大概说是因国政不公也 " 其十六

代之卢义王(引者注 :今译路易十六) ,并非虐政 ,惟国内有爵位权

大 ,多压下民 " 又有儒教(引者注 :原文如此 )不好 ,哄国人上畏

天 ,下乱世 ,以美政为名 ,其故不一 " 其事极凶矣 " 该二十六年

间 ,乱臣武官 ,成名不少 ,只是有一个盖世之名 ,从古至今 ,罕有可

比者 ,其名呼破拿霸地 ,又呼拿破决翁(引者注 !今译拿破仑 ) "0¹

第三类是特意模仿流行小说诸如 5三国 6 !5水浒 6的叙述语

言 " 郭实腊从普陀山一位和尚处得到一批佛教宝卷 ,使他省悟宗

教教义原来可用通俗故事来解释 " º随后他便潜心学习 5三国 6 !

5水浒 6的语言来写小说 ,以解释基督教义 " 郭氏 5赎罪之道传 6:

/话说明朝年间 ,有一科甲翰林 ,姓林 !名德 !表字道显 " 厦门人

氏 ,此翰林上有兄 ,下无弟 ,有两个妹 ,嫁于江南 " 其为人最重义 ,

官又高 ,家又富 ,才学政望 ,与尊贵极契厚 " 每每于公事之暇 ,不

是他寻友 ,就是友寻他 "0»又 , 5诲漠训道 6:/大清年间 ,有一个商

贾姓勤名跨 ,原籍苏州府 " 因生意冷淡 ,搬行上海县 " 此勤为人

知有己 ,而不知有人 " 但驰情于市利 ,就是朝营夕算 " 上有兄 ,下

无弟 ,夫人陈氏生三子 ,家和万事兴也 " 却说那勤跨唯利是趋 ,惟

¹ 5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 6.载于5察世俗短月统记传 6第 36 铁 ,嘉庆庚辰年

(182 "卜又见辩正牧师马老先生(马礼逊 ) :5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家训

本一载旧契约 书全意6,香港:英华书院 , 1831 年 , 5家训杂篇本四6.第 1页 "

又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 敦会藏书 0.电子版网址 :ht tP ://nl :.gov .au /

n la 名e n 一vn 38 6 4 8 6 "

º /早在 1833 年 ,在第三次沿海岸北上的航行中.普陀山僧人给郭实腊一部

5香山宝卷 6" 他称该作品为 -佛教小说 .,评论说它用 -一种易潇的甚至低

下的风格 .写成 " 他视5香山宝卷6为小说用于宗教宜传的一个例子 "0见

1美 2韩南著 ,徐侠译 :5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6,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 )4

年 ,第 5 1页 "

» 爱汉者(郭实腊)纂:5赎罪之道传6卷之一第一回:5论贤士教人遵万物之主

宰 6 !(无署 出版地点 )道 光丙申年镌 11836 ).第 >页 " 又 见澳州国立图书馆

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h ttp ://nla gov通u/nla名en一vn293035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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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是索 , , 0¹他的语言明显是借鉴自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 ,但是

仅得毛皮 ,而且大有点虚张声势(郭氏喜欢掉书袋 ,泛引四书 )

尤其是 5孟子 6的章句炫耀才学 )和罗里罗嗦之嫌 " 大抵而言 ,这

类著作的出发点是宣扬基督教 ,因而不免评低中国传统文化 "这

一时期的语言对写作者影响最大者 ,当数首位华人牧师梁发以及

受梁发影响的太平天国 " 梁发 曾 /批 评马氏的译本 晦涩难解 ,但

他编纂的 5劝世良言 6却蹈其覆辙 " 因为他那传教手册系兼采白

话和文言的文体 ,其中文言部分即大体引用马氏的译文 "5劝世良

言 6后为落第儒士洪秀全所得 ,即因该书文言部分过于晦涩而生

误解 ,遂创立乖离耶教本义的拜上帝会 " 故有学者断言马氏所译

圣经贡献虽大 ,为害亦不小 0" º此类语言写作的作品之流行至太

平天国覆没为止 "

二 !第二阶段文言 !方言和官话先后递换 ,在一定时间内三者

又是并存的 ,最后有明显向官话靠拢的趋势 " 因受委办本圣经

(1852)的影响 ,宾维廉翻译的 5天路历程 6(1853) 首个译本即用文

言 ,如其开篇 :/我行此世之旷野 ,遇一所有穴 " 我在是处堰卧而

睡 " 睡即梦一梦 " 梦见一人 ,衣甚破烂 ,立在一所 ,面转室而他

视 ,手执书 ,背上有大任 " 又见其展书而观 ,战傈流涕不能自禁 ,

遂大发哀声云:我当何为? 0»此版本之后 ,有不少通商 口岸的方言

版本 ,如 1871 年粤语本 :/世上犹如旷野 " 我喉个处行 ,遇着一查

地方 ,有个岩 " 我在岩里头嘟着 ,就发个梦 " 梦见一个人 ,着的好

(郭实腊著 :) 5诲漠训道 6第一回 :5红颜薄命 6,新嘉坡 :坚夏书院藏板 ,道光

十八年(2835 ),第 1页 "

龚道运 :5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 6,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7 页 "

又 ,邓嗣禹 :5<劝世良言 >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 6,载梁发 :5劝世良言 6, 台

北 :台湾学生书局 , 1965年 ,第 4一5页 "

宾维廉译 :5天路历程 6, 厦门(出版社不具 ),咸丰三年春月(1853 ) .第 1页 "

又见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httP ://nl 乞gov 通u/

n la名en 一v n 2 5 6 0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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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吸衣服 " 企在一处 " 拒面背住 自己慨屋 ,手擅部书 ,背脊琪个

大包袱 " 又见但打开部书娣 ,好惊慌 ,流眼泪 , 自己唔禁止得信 ,

就发大声喊话 : -我应该点样做呢? 0, ¹1896 年苏州土白本 : /世界

上比方是个荒野 ,我走个时候 ,碰着一处地方 ,有一个石洞 " 我拉

洞里胭着 ,做之一个梦 " 梦见一个人 ,身上着个衣裳破得极 ,背对

之理个房子睹立拉笃 " 手里拿一本书 ,背上背之重担 " 又看见理

拿书捣开来 ,看之书 ,身上发抖 ,眼泪流出来 , 自家忍弗住 ,就大声

喊睹 ,说 : -我哪哼做末好呀? 0, º稍后又有汕头话版(1889) !闽南

话 拼 音版 (1890 , 1892) !沪 方 言版 (1899 , 1913) !海 南 话 版

(190 0) " 这些方言译本的出现 ,稍迟于当时 5圣谕广训 6的方言译

本 ,应是受其影响才出现的;又与 19 世纪下半叶盛行的方言文学

同步 ,两者应有相当程度的交汇影响 "

宾维廉所译 5天路历程 6在众多传教士汉语作品中被转译次

数最多 " 其官话本初见于 1865年 (京都 :福音堂 , L()ndon M ission

Pr es s);后有其他官话译本 ,如天津华北书会本(189 2) 和武汉及上

海圣教书局本门914 , 19 18 , 1933);上海美华书馆又重版若干次

(1869 , 1872 , 1906 , 19 18 , 1919 , 1933) ,这些版本历经多次修改 ,所

用语言逐渐向官话 ) 现代汉语过渡 "

三 !第三阶段包括了80 年代后开始繁盛的传教士汉语作品 ,

所用语言大体是从浅文理向官话过渡 " 韩南认为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始到 20世纪初 ,中国读者对于小说和消遣读物的需求促进了

¹ R ev . G eo rg e Pj er 即译 :5 (天路历程>土话 6 , 羊城 :惠 lJ币礼堂 , 同治 卜年

( 187 1 ) 稗士在前一年译有 5续(天路历程>土话 6(粤语版 5天路历程 6), 羊

城 :惠 师礼堂 , t87 "年 " 又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电 子版网

址 :http ://n一a名ov :u/nla名en一v 7!18(,3663 " 该两书重版多次 ,笔者见到的最

迟粤语译本重版为中华民国 }-年 (192 1) 版 ,两粤基督教书会发行

º 苏州教士来恩赐译 :5天路历程 6(苏州土白) ,上海 :美华书馆 ,大清光绪二

十二年(1896 ),卷一 ,第 1页" 又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伦敦会藏书0.电子

版网址 :http ://nla名ov皿u /nla.gon一vn28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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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小说方面的探索 "/1877 年 ,在一次关于 -世俗文学 .的讲

演中 ,丁题良提到了对小说的需要 , , 0;1882 年约翰 #默多克

(John M u记oc h)来华后所写的报告中 ,也提到中国读者对于消遣

读物的需求 , /并劝传教士们努力写小说以应所需 , , 在 19 世纪

90年代 ,对于中文基督教小说的需求增多 , , 0¹教士们更加主动

地用故事去娱乐并教化民众 ,通俗易懂是必取的路径 ,因而所用

语言也由浅文言 ,逐渐转用官话(现代汉语 , M and ar in) 书写 ,最终

与五四白话文运动 ) /文学的国语 0) 殊途同归 ,合流一处 "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从浅文理到官话的语言尝试实为五四现

代白话的先驱 " 杨氏60年代前在上海化名杨雅涵 !杨约翰 ,与沪

上文人如王韬等过从甚密 (王韬的日记多有记载 ) , º而且喜用

5圣谕广训 6的宣讲方式 向人宣讲基督教义 " »他受到 5圣谕广

训 6之 白话解 !委办本圣经和其友人王韬的影响 , 自不在话下 "

杨氏60 年代后到武汉 ,在不少中国助手(最著名数金陵沈子星 )

襄助下 ,用浅文理语言写作 ,其语言取舍颇受时代风气影响 "

1882年 ,杨氏便用浅文理翻译了((红侏儒传 6 " ¼其语言如例 :

/凡侏儒之中 ,言及乱事害人 ,无有能比红侏儒者也 " 异哉 ! 彼

之躯干甚小 ,长不满数寸 " 总之 ,我未见如此其小之侏儒也 " 此

伶俐侏儒 ,居于奇巧洞中 " 洞黑而低 ,象牙为 门 ,门外 又有 门 ,闭

之甚固 " 然虽有两重门 ,实难禁其不出也 "0½ 1892 年杨氏著 5赎

¹ [美 2韩南 :5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6,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 4年 ,第 9s 页 "

º 清#王韬,方行 !汤志钧整理:5王韬日记6.北京:中华书局.19 87年 ,第24 ,33页 "

» 宋莉华 : 5传 教 士汉文小说研究 6 ,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20 10 年 , 第

130 一132 页 " 又见王尔敏 :5清廷 <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 6, 见

周振鹤撰集 ,顾美华点校 :5<圣谕 广训 ) :集解与研究 6,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社 , 2()1)6年 "

¼ 原著两年前 初版 于伦敦 , 名为 :M ark G uy P earse , 几 " 儿rri占le 尺e己 "w arf

(London :W esleyan C onfe renee Soc , "即 , 188()) "

½ 杨格非译 :5红侏儒传 6 ,汉口:圣教书局 , 1882 年 ,第 1页 " 又见澳州国立图

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ht tP ://nl otgov .:u/nla gen 一vn 369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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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法 6,其语言如例 :/汤王的时候 ,有七年的旱灾 " 太史占 卜

说 : -当杀人以祷 ".汤王说 : -吾所祷者 ,民也 ,若以民祷 ,吾谓自

当 ".于是 ,汤王剪发断爪 ,身披白茅 ,代为牺牲 " 祷在桑林之野 ,

以六事 自责 " 祈祷已毕 ,天就下雨 " 汤王把自己当作牺牲 .情愿

代百姓舍命 ,人人都称颂他 " 然而 ,汤王有代百姓的人 ,代百姓

的话 ,究竟未曾有代百姓死 " 主耶稣却不然 " 耶稣实在是献了自

己的身体 ,为赎罪的祭 "0¹两个文本相隔十年 ,对比发现有趣的

是 ,前一个文本多用文言化的虚词 !助词 ,如 /之 0!/言及 0 !/也 0 !

/异哉 0!/然 0,其他词也多属单字词 ;而后一个文本 ,则多用双字

词 ,虚词 !助词也换成现代汉语的表达 ,唯剩人物对白仍是悉从

文言 " 颇值注意还有几处 ,如 / , , 的时候 0 !/的 0 !/说 0 !/于

是 0 !/然而 0等等 " 由此可见 ,逐渐向现代汉语过渡的趋势是较

为 明显的 "

杨格非在 20 世纪初所作的白话尝试更明显 ,其用语与五四白

话已在轩轻之间了 " 1882 年杨氏在沈子星的襄助下用浅文理语

言著小说((引家当道 6;1883 年又将该书连载于 5万国公报 6,然而

皆未获成功 "/杨格非将之归结为语言的原因 ,因而 1888年他将浅

文理的 5引家当道 6改写为官话本 5引家归道 6,回目保持不变 ,正

文改用官话 , 1889 年由圣教书局印行 0" º此后官话本颇为流行 ,

于 1903 年和 1905 年又重版数次 " 且看 1882年浅文理版 5引家当

道 6,其语言如例 :/某村有李某 ,虽非学士文人 .究亦知书明理 "

人皆称之为李先生云 " 家道小康 ,薄有田产 " 因不足日用 ,故在

外谋生以补之 " 娶何氏 ,与夫门户相当 ,幼习文字 ,性亦聪明 ,正

所谓好姻缘也 " 新婚之时 ,琴瑟调和 ,凡事相助为理 ,衣食无忧 "

º

1 1 8

杨格非 :5赎罪之法 6,汉镇 :英汉书馆铅印板 .汉 口:圣教书局印发 ,光绪 !

八年( t892) .第 1页 " 又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

h rtp :/ / n la名o v 一au / n la召en 一v n 18 4 8 1 04 "

宋莉华 :5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 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 0年 ,第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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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子二女一 ,器宇不凡 "0¹同一段落 , 1905 年的 5引家归道 6则变

成 : /某村有一人 ,姓李 ,虽然不是读书人 ,究竟也知书明理 " 四乡

的人都称他为李先生 " 家中称有蓄积 ,也有些 田产 ,无奈用度浩

繁 ,所以在外做生意 ,帮补家用 " 娶妻何氏 ,与李先生门当户对 "

这何氏幼年学习文字 ,天性聪明 ,真算得是好姻缘 " 新婚的时候 ,

琴瑟调和 ,凡事你帮我助 ,有吃有空 ,并无忧愁 " 后来生了二男一

女 ,相貌甚好 ,邻舍看见没有不称赞的 "0º两个版本相对比 ,可见

在故事 ) 教义和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 ,语言有明显变异 " 这

种从浅文理到官话(现代白话 )的转变 ,其最基本的动力之源来自

欲使圣书与教义(或意识形态)被大众广为接受 "

四 !杂揉文体与一种现代白话的萌桑

在知识和权力的双重掩护下 ,要使圣书和教义广被接受 ,手

段则可无所不用其极 " 职是之故 ,圣书俗解在文体方面表现出杂

揉的倾向 ,在语言运用上也掺杂了不同类型 ,最后逐渐过渡至以

现代 白话为主要表达手段 " 杂揉文体和多样化语言埋下了发展

的诸多可能 "传教士不断地刻意调整文体和语言 ,使其著作与时

代 和受众相适 ,一方面文言 向方 言和官话过渡期间 ,杂揉了中西

各种语言要素 ,使得汉语更加繁富而且适应于现世 ,另一方面一

种现代白话逐渐萌孽于这种杂揉文体之中 "

每月初一 !十五 ,清廷官方的圣谕宣讲衍用了二百余年 ,在此

期间逐渐形成用俗语和白话解释谕义 ,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叙述

杨格非 :5引家当道 6 ,汉口:圣教书局 , 1882年 ,第 1页 " 又澳州国立图书馆

特藏 /伦敦会藏书 0, 电子版网址 :h :中://nla gov一:u/nla一gen一vn z883269 "

杨格非 :5引家归道 6,汉镇 :英汉书馆 ,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第一章 :5从世

情起落无常 6,第 1页 " 又澳州国立图书馆特藏 /伦敦会藏书 0.电子版网址 :

h ttP : // n la名o v 通u /n la 名e n 一v n 18 4 8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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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为引人人胜 ,则编造故事 ,不惜插科打浑 ,旨在辞达理举 ,

将 5圣谕广训 6的真理话语传达周知 "5庄子 6用小说寓言解说道

理 , /不经之言 0,辞虽诙诡 ,义在诵谏 ,这是远例 " 唐之传奇俗讲 !

宋之平话 !不少明清小说 ,多有解说儒释道三教教义者 ,即是近

例 "唐代韩愈深嗜说部 ,曾著 5毛颖传 6一文 .以非斥霸道 ,宜扬儒

家王道思想 " 其文虽滑稽谐谑 ,却是 /合经之言 0,其体则被讥为

/驳杂无实 0" 陈寅格先生在((韩愈与唐代小说 6中衍释道 :/所云

-驳杂 .之义 ,殊不明清 " 未审其所指是属于一 !文体 ,二作意 ,抑

三 !本事之性质 " 若所指为第一点 , , , 唐代小说 ,一篇之中 ,杂

有诗歌 !散文诸体 ,可称 -驳杂 .无疑 " 若所指为第二点 ,则唐代小

说家之思想理论实深受佛道两教之影响 ,自文士如韩愈之观点言

之 ,此类体制亦得蒙 -驳杂 .之名 " 若就第三点言 ,则唐代小说之

所取材 ,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之异闻 ,此固应得 -驳

杂 .及 -无实 .之溢也 "0¹

陈寅悟先生所释三义 ,同样适合于解释圣书 ) ((圣谕))和圣

经及其俗解的语言和文体特征 " 其一 ,文体风格驳杂 ,兼具韵散

诸体 " 解释圣书 ,宣扬教义 ,要在辞达理举 " 凡今人所说的或韵

文或散文 ,或论文或小说或诗歌 ) 5圣谕 6的解释便有教义解

释 !诗文 !故事 !证道录 !法律条文 !地方风俗等等 ,皆可为其所

用 " 清末岭南 /圣谕宣讲小生 0邵彬儒解释 5圣谕 6的小说集 5谏果

回甘 6,便有四 !五 !七言诗歌 ,有浅白的文言故事 !道德篇言 ,也有

白话故事 和解说 " 圣经方 面 ,则有诸 多方言版本的翻译 !释经 的

5福音调和 6 !论辩的 /教义问答 0( "at e "hi sm ) ,以及赞美诗和宗教

故事等等 " 语言方面 ,圣书解释也可兼用雅 !俗 !文 !白等语言 "

如此多样的文体和语言尝试 ,促生了新文体和艺术风格 ,也是俗

文学和现代 白话的萌孽之一因 "

¹ 陈寅洛 :5陈寅格集 #讲义及杂稿 6,北京 :三联书店.2() ()2 年 ,第 441 页 "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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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思想内容驳杂 ,兼合诸教教义 " 或以儒释佛 , 或以

儒释道 ,或 /以佛老释耶 0,或 /融儒辟佛 0,在教义争胜之间 ,多

元文化相互交融 ,必定要促生新的文艺和时代精神 " 唐之传

奇和禅宗的兴起即是一例 " 晚清文学改 良至五四的新文学运

动在大历史的长视角中 ,也应作如是观 " 这是 白话中杂揉的

多元 文化 "

其三 ,释经的故事来源多种多样 ,既可取 自神鬼故事 ,也可取

诸世俗事例 " 神道设教 ,中外古今皆然 " 李孝梯在解释中国的

5圣谕广训 6俗讲之流行时引证说 :/欧洲中古时代 ,基督教为了使

正统的基督教义深人充满异端色彩的民间社会 ,自教皇以下的教

会高级僧侣及学者 ,也常常采用许多源自民间 !光怪陆离的传说 !

神话和故事 ,写成浅显易解的教材 ,供地方教区神职人员在讲道

时使用 " 清末启蒙运动 ,虽然以反宗教迷信为要务之一 ,但因为

施教对象的考虑 ,神道设教的现象仍然存在 "0¹更早的 5圣谕广

训 6的通俗解释与此类似 " 故事取材不自我设限 ,能取为己用即

可 ,但总体而言 ,还是将 /神圣教义 0世俗化 ,偏近于娱人娱己 ,务

使老少咸宜 !妇竖皆懂 "((圣谕 6和圣经的白话解释效用如是 ,五四

的白话运动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文艺会议呼吁作家运用喜闻乐

见的文学语言亦如是 "俗语和白话的最大效用 ,正在于能扩大受

众 ,使人们易于接受圣书和教义 ,并达到迅速 /启蒙 0!召唤和动员

民众的目的 "后来因果互置 ,反是因为白话更为大众喜闻乐见而

大行其道 ,杂揉文体中的其他语言要素 ,则渐渐淡化而至消失 ,而

粗鄙和庸俗也在种种合力之中 ,绑架了现代文学 ,消耗掉了教义

的超越和神性 "

5易经 #系辞上传 6:/鼓天下之动者 ,存乎辞 "0º((论语 #卫灵

¹ 李孝梯 :5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 1一 19 tl 6,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 , 2()()1年 ,第 72 页 "

º 南怀瑾 !徐芹庭注释 :5周易今注今译6.重庆 :重庆出版社 , 20( 用年 .第 4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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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6子曰:/辞 ,达而已矣 "0朱熹集注 :/辞 ,取达意而止 ,不以富丽

为工 "0¹ /达 0是目的 ,即真理的宣达;辞达才能理举 "佛教宣称翻

译无损教义 ,正如观音有变化万千 ,皆为众生开方便法门 " 孔门

因人施教 ,有教无类 ,阐发教义唯以通达为尚 ,故而((论语 6用 口

语 ,而非书面语 "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宋明以还的新儒家喜用通俗

语言宣扬圣书和理学教义 " 基督教圣经也不避忌翻译和通俗解

释 " 传教士在解经和传教之时 ,仿佛受启于圣灵 ,而说出不同的

方言和俗语 " 综而言之 ,圣书教义的宣达 ,需要选择适当的言辞

和表达方式 ,关键是哪一种模式较易被接受 " 这里并非强调俗语

和白话产生及被接受的必然性 ,却须强调俗语和白话较诸高雅的

文言而言 ,是宣达真理的更好工具 ,因其触及广大民众 ,使真理话

语易被接受 " 五四以精英主义为本色 ,提倡通俗的白话 ,与圣书

以神圣性为基准 ,提倡用俗语和白话解释圣教教义 ,在逻辑模式

和语 言取向上 ,两者是一致的 "

同样是圣书和白话解释 ,为何 5圣谕 6俗解的白话最后未能成

功 ,而圣经俗解的白话逐渐成功 ,殊为难解 " 两者都是为宣扬各

自的教义 ,内容和宗旨本是不同 ,所采取的方式却很相似 " 影响

这两种白话是否被接受的诸种因素交缠难解 ,姑且择其较显著的

方面 ,列举如下 " 一 !国力强弱的影响 " 战争的屡败和不平等条

约的屡签 ,国势颓危而使国人感时忧国 ,在理智上而非情感上使

知识阶层接受了基督教西方文明及其话语的语言 " 二 !可借用的

思想资源 " 周作人在((圣书与现代文学 6中谈及 ,基督教的人道主

义精神正可作为新文化运动借鉴的精神资源 "/儒教一理学 0被视

为清廷的政治意识形态 ,由治统兼合道统 ,起维持秩序稳定和愚

民统治的作用 " 理学将传统当成一个 自古至今连绵不断的整体

看待 ,经由此层 ,五四诸子才可能将传统当成一个整体而予以反

¹ 宋 #朱熹集注 ,陈戍国标点:5四书集注6,长沙:岳麓书社 , 2() ()4 年 ,第 1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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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 " 三 !宣教方式与印刷资本主义(prinr一"apitalism ) " ¹ 中国文人

虽用俗语和白话解释 5圣谕 6,但毕竟还是少数 ,使用者地位较低 ,

而且并不专门倡导优先使用白话 ,最主要的书写模式仍是文言 "

反是来华的资本主义新教传教士愿意放下身份 ,沟通了神圣与世

俗双方 ,其桥梁作用可使其白话尝试在高雅文人和贩夫走卒中大

为通行 " 他们又原不识汉文 ,特别喜用通俗和白话译述 ,又挟其

国势和科技 ,终使白话大行其道 " 值得一提的是 ,马礼逊和米怜

携带来华用以印刷圣书的机器 ,是非常先进的 ,印刷资本主义与

基督教的扩张同步进行 " 而同一时期 5圣谕 6的出版 ,仍用中国传

统印刷技术或手抄 " 新技术的运用无疑对圣经白话的萌孽和远

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四 !5圣谕 6宣讲和俗解的白话 " 对圣经

宣讲和俗解的白话 ,由于种种原因 ) 初始的借鉴和后来的交

融 ,使其相互影响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 " 因而 ,不可简单地

判定两种白话孰为优劣 "5圣谕 6白话虽是中道夭折 ,而其影响也

仍存在 ;圣经白话萌孽于 5圣谕 6白话和传教士的语言尝试 ,最终

存活下来 ,直接与五四白话汇流 "

/要使白话文成为正统的符号代码 ,一方面需要依靠官方力

¹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宗旨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福音 ,因而采用白话和俗语

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 资本主义的新科技催生了现代印刷术 ,使得书籍可被

大量印刷 " 在某种程度上 , 印刷资本主义和白话两者是逻辑同构的.因为

白话和俗语在文体上为大量流通和J.一被接受提供了一种书写的可能 .而印

刷 资 本 主 义 则 为 大 量 流 通 提 供 了技 术 支 持 /印 刷 资 本 主 义

(prin t一"ap,tabsm ) 0一 词来 白安德森(B ened, et A n der, on )创 造的概念 .具体

可参 B en edict A ndorson .Im aged com 二unizies:R叨"ction, on tho o r咭ins and

SP re ad of N ationalis m (Lon don :v er,o , 一98 3) .36 " 在安德森的概念里 , 国族

作为一个共同体 , 虽属想像 .却具现实的同等效力 " 这种伟力的产生求借

于文化想象 .尤其是小说书写的参与 " 可以推断 .作为文化想像的共同体 ,

i 也必备一套 /真理话语 0 " 这套真理话语在动员全民参与 ,号召全民臣服于
共同体之时 ,无疑是排他的 " 更重要的是 , 在动员过程中 ,共同体的/真理

话语 0必须尽量俗化 .而且要被所有人接受 ,前者的语言倾向是白话 , 后者

则必诉诸印刷资本主义方得告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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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一方面也离不开民间力量 " 白话圣经在中国的广为流传 ,恰

好为现代白话文统治局面的早 日形成提供了这两方面的资源 "., ¹

((圣谕 6) 尤其是 5圣谕广训直解 6的白话与 /儒教一理学一满清

政权 0相绑定 ,民间虽有宣讲圣书的兴起 ,力量终是微弱 ,而且没

有鲜明的意识 ;圣经白话 ,则在民间流播甚远 ,借助于二次鸦片战

争 !太平天国 !百日维新以及其后中华民国等政治事件中西方文

化势力的影响 ,而渐被接受 "此处不可能也并非要描绘出这个复

杂的衍变轨迹 ,只是要指出 ,圣经白话与政治势力有着交缠难分

的关系 ,实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先驱之一 " 正如朱维之先生所说 :

/圣经底 -官话和合 .译本 ,是在新文学运动初发生时完工的 ,它底

影响不仅是用白话完成一部最初的 -国语的文学 .;并且给新时代

青年以新的文学作风 ,新的文学实质 "0º

作 者姚达兑 ,广东汕头人 ,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 哈

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201 1一20 13 ),主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比

较文学 "

陈伟华 :5基督 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 6,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7年 .第 39 页 "

朱维之:5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 一个鸟瞰6.载于5金陵神学志 6.194 0年

12 月 10 日 " 转自任东升编著 :5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6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

社 , Zt)07年 ,第 37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