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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
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
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
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
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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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1.1本课题研究的缘起　　对于基督宗教来说，《圣经》是基督宗教的正式文典，
被奉为其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
由此而言，《圣经》构成了基督宗教翻译的基础性文本。
　　基督宗教认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语言。
但是，世俗的语言如何表现神的启示，同时，神的语言如何为世人所认识和理解？
这两个问题既是神学上历来关注的问题，也涉及翻译的问题。
关于《圣经》汉译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块被人冷落的领域。
实际上，相当丰富的研究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纵观将圣经翻译为中文的悠久历史，就知道将一
本良好的圣经译本给予中国的教会就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即使从唐朝景教于公元635年进入汉语世界以来算起，基督宗教传人中华大地至少也有1300年的历史。
对于这漫长的宗教传布活动，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
只是这些研究一般都偏重于神学、传教史、教会组织、耶儒或耶佛冲突，以及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的
贡献或局限等方面，关于基督宗教的典籍《圣经》的汉译，往往侧重于“神的语言如何通过人的语言
来表达”、“神的启示如何通过汉语来传达”等案本性（textual）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圣经
》如何能够翻译或如何翻译得准确的方法论研究。
仿佛《圣经》翻译就是一件简单的文本转换活动，而与价值判断、社会文化无涉。
至于《圣经》汉译与中国文化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更是缺乏有力度的解释。
　　实际上，《圣经》翻译并不是文本转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诚然，任何跨语言的翻译，必然涉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但转换中又牵涉两个问题：如何将甲文字
系统的意义用乙方所懂的符号来传达，以及乙方如何解读用乙文字符号所传达的意义。
如果双方正好重合，那么翻译的问题似乎就解决了。
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当路德翻译圣经时，某些事发生了——在那一刻，某些事情发生了，并不是
说从那以后发生了宗教战争，然后历史的进程被改变了，这些只不过是副产品。
真正发生的是翻译”。
那么，在汉语世界中，《圣经》汉译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在怎样的背景下采取了怎样的方式进行汉译实践的？
它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有怎样的关联？
它为基督宗教自身在汉语世界的发展以及对生活在汉语世界中的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构成了笔者思考与研究《圣经》汉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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