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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圣经》是古今中外发行量最大的书。
它的语言的奥妙以比喻的运用最为突出，已经成为西方文学语言的重要源头。
《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用比喻和象征的编码方式表达的，前后联结为一个繁复而完整的语码系统，不
仅为《旧约》《新约》奠定了双重蕴涵的叙述模式，而且给后世的西方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想像构思和
文学表达的原型基础。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圣经》这部奇书的深邃意蕴，并从根源上把握西方文化的比喻和象征思维传统，
本书精选《圣经》中70多个著名的比喻，逐个加以精到的分析和深入浅出的阐释。
融知识与学理于生动有趣的故事之中，引譬连类，启发心智，是了解西方宗教与西方思想的很好的入
门读物。
适合于文学爱好者和一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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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所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中
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的学科带头人，著有《中国神话哲学》
、《两种旅行的足迹》等专著，1990年获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1995年获全国高校首届认为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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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说：“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依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全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爬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旧约·创世记》第1章26—27节　　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突出特点是神人同形。
从造型艺术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目中的男女神祗同人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犹太教，基督教都禁止崇拜偶像，把神说成是无形象的超时空存在。
不过，《创纪记》中的神话叙述讲到造人时却露出一个破绽：上帝是有形象的，否则他不可能“按照
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一细节暗示人们，希伯来信仰中最初的神是以人为原型的拟人神。
在无神论者看来，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创世记》中的上帝无非是人把自已绝对化、神圣化了的产物，说穿了就是人为了强调自身的地位，
面把人绝对化为万能的上帝。
退一步说，宗教和宗教中的上帝是人创造的，因此上帝造人说应该是人造上帝。
这里，我们从上帝造人的方式中认识到：人是世界的主宰。
　　我们再来看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创世记》中也讲得很明白：“使他们管
理全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爬虫。
”不仅如此，为了人更好地生活，上帝还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结有
核的果子赐予你们作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予他们作食物。
”这样就不难看出：青草是为了动物，而人又是管动物的、支配这个世界的。
因此，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人。
　　关于人是目的这一命题，在哲学上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但不是手段。
”后来马克思将其修正为：“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其共同点是“人是目的”。
我们从以上对《创世记》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人是目的。
　　如果说从《创世记》第一章中仅可看出神造的万物都是为了人，还不能充分看出“人是目的”的
话，那么在第二章就很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上帝造了男人亚当又造了女人夏娃，使人能够通过两性的结合而繁衍自身。
上帝的目的完成了，人自己便成了目的。
西方人用“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人”这句典故来喻指“惟妙惟肖”，并说明人本来就具有神的德性。
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
　　　　生命树是人类寄托永生不死理想的象征物、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民族的神话里。
在作为引日约》神话源头的巴比伦神话中，它表现为一吃便可不死的“不死草”，相当于中国神话中
被嫦娥偷食的不死药。
伊甸园中一吃即可永生的生命树之果显然从不死草置换而来。
巴比伦的英雄吉尔伽美什曾找到不死草，不巧被蛇偷吃了。
人类因此失去了永生的可能。
希伯来神话改造了这一情节，把死亡降临人类解说为上帝对人祖犯罪的惩罚。
而生命树只属于天堂乐园，即人类未犯罪堕落之前的那个理想境界，亚当夏娃的后代因秉承先祖原罪
，便永远同生命树的果子无缘了。
基督教的出现使绝望的人又重获新的希望，《新约》最后一篇呼应则日约》第一篇的神话，描述了千
年审判之后天堂重临的场景，预示获得灵魂拯救的人仍可回到生命树下，初尝永生之果。
　　为什么《创世记》伊甸神话把生命树同知善恶树联系在一起呢?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施耐
德(Marius Schneider)更进一步发问说：“为什么上帝告诫亚当不要吃善恶树之果时却没有提到生命树?
”答案有两个：一是因为它是第二棵知识之树，上帝没有必要让人类知道它的存在；二是因为它隐蔽
在亚当的视野之外，只有当他发现了善恶知识即获得了智慧之后，才有能力看到这生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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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的天堂中，生长着真理之树和生命树。
比较神话学家认为那就是伊甸园中双禁树母题的由来。
从普遍的象征意义看，双树并列母题是神秘数字“二”作用下的产物，二树分别反映着两种世界：生
命的世界和认识的世界。
按照二元对立的神话逻辑，生命树与智慧树的关系又是生与死的对立关系的反映，智慧树也就是死亡
树。
亚当夏娃不正是食用它的果实而落得必死的命运吗?可惜的是，《旧约》全书之中没有给人类留下接近
生命树的希望，直到《新约》和基督教的问世，这一希望才凭借救主耶稣基督而来到人们中间。
　　　　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意识到自身的裸露状态，并由此产生了羞耻心。
神话中的这个情节成为西方思想中一个奥妙无穷的隐喻，历代智士哲人给予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使这
个隐喻相对具有了开放性意指结构。
　　哲学家说，裸体和羞耻之间本没有必然联系，人类之所以穿衣服并不是羞耻心作用的结果。
而恰恰相反，穿衣蔽体的习惯使人类将裸体视为耻辱。
这个神话错误地解释了穿衣的起源。
做一种尖刻的比方，可以说如果当初亚当夏娃不是用无花果叶子遮盖下体而是遮盖口鼻的话，那么现
今的人类衣服式样也就不会如此集中地掩盖身体的个别部位，而要像口罩那样集中地掩盖人头上出气
的孔窍了!　　文化史家施赖贝尔试图从实证角度说明《圣经》神话源出于犹太人对裸体的宗教偏见，
绝不能代表全人类对裸体的最早意识。
他指出，人类的祖先——原始人是一些“不以裸体为耻的人们”，现存石器时代的壁画中有裸女采蜜
图，它表明当时人在地球转暖的时期里把衣服当成碍事的多余物废弃了。
而著名的史前维纳斯雕像——奥地利的威伦多夫的维纳斯比夏娃更能说明问题：“这位女性有充分理
由，哪怕是稍稍掩饰一下丰满的身体，但她却裸着。
然而她手腕上带着装饰品，头发也梳理得很出色，根本不是自己所能做出来的。
此事表明，她没有感到羞耻，但却装饰了身体。
没穿衣服，但却梳理头发了。
她是想惹人注意。
这真正是纯洁无邪的媚俏。
”受此启发，这位学者写成了一部《羞耻心的文化史》来反驳《圣经》神话，认为那是公元前1500年
流落在埃及的古犹太人为反对埃及人的奢华享乐生活而编造出来的。
　　无神论思想指出，《圣经》中的裸体并非都是羞耻的来源，有时也可作为纯洁无瑕的象征而出现
。
如《约伯记》第1章21节所说：　　这里的裸体便表示纯洁和无罪，与《创世记》中标志原罪及耻辱的
裸体恰恰相反。
心理学家也从象征层面上着眼分析“裸体的羞耻”这一隐喻的深层蕴含那是一种无知的、缺乏思想和
见解的古朴心理状态的象征。
鉴于一切外在的状态均可类比表达内心的状态，亚当夏娃的裸体　　状态暗示那种灵魂的虚空状态。
斯威登勃格(Swedenborg)便说过：　　裸体意味着对真理的无知。
　　这样一来，羞耻也成了对灵魂虚空状态的一种自觉反应了。
　　现代神话学家对“裸体的羞耻”又有另外的看法。
英国的结构主义者埃德蒙·利奇认为，原罪出于人类的本能欲望，一切宗教均以人的欲望为罪恶之根
。
人的欲望千种万般，但最根本者不外乎二端，即食欲和性欲。
禁果神话表层叙述中直接写到了人类始祖因食欲而犯罪，似乎　　忽略了性欲的罪恶作用，而“裸体
的羞耻”作为紧接着食用禁果后的情节出现在神话中，其实正喻示着亚当夏娃又犯下了因性欲而导致
的罪过：近亲相奸。
《创世记》文中讲到亚当夏娃生育了后代，却没有直接叙述他们的性结合，用无花果叶子遮蔽下身的
细节正是含蓄委婉地传达这一信息的重要曲笔，细心的读者当从象征背面理解这一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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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亚当夏娃兄妹相配，显然犯下了乱伦之罪，但非此又不能繁衍人类，所以《圣经》含糊其
辞地表现这一关键，原罪实质上不只是食欲之罪，也隐喻出性欲之罪的存在：后世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不也是同时针对人的两大本能欲望而展开的吗?　　看来中国古代亚圣——孟子听说的“食、色，性也
”的道理，同样包含在禁果神话之中了。
而“裸体的羞耻”背后实际存在的却是“性爱的羞耻”吧。
　　　　宗教比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表达对崇拜对象的顶礼膜拜之悄或是直接地夸大神的伟大和
全能，或者借助于贬抑人自身而反衬神的祟高。
上引比勒达对约伯说的一段话便结合了这两种方式为一体：一方面把神的光辉夸大到使星月黯淡，一
方面把神眼中的人类比做渺小至极的　　蚂蚁。
这一抑一扬之间充满了信仰者的无限崇拜之情。
宗教信仰本来就起源于史前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和对自身力量的怀疑，在强大的自然暴力面前深感自己
的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摆布、捉弄着自己的命运。
生老病死，山崩海啸，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无不代表着冥冥之中那主宰的力量。
人面对这力量只有顺从和俯首听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投降和敬拜、奉献和祭祀讨得超自然力的欢心
，获得保佑与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就是对史前人类漫长的恐惧和忧虑的一种敏感的精神浓缩，是人借助于幻想能
力把自身的本质对象化为超现实的神力。
这种对象化采取的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人越是抬高神，就越是贬低自己。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越是把自己看得渺小，就越发信赖和依靠神。
犹太教除了把人比做蚂蚁，还造出许多类似的妙喻表达同一种膜拜心理。
如《以赛亚书》第40章中的一系列比喻：　　人的血肉，不过像青草：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
　　神的气只要轻轻一吹。
草就枯干，花就凋残。
　　谁用手心量海水?谁用虎口度苍天?谁用升斗计算大地的尘土?谁用秤称山岭?谁用天平平岗陵?　　
在神眼中，万国不过是桶里的一滴水，天平上的一粒微尘。
看，他举起众海岛，不费吹灰之力!　　这位神，他坐在地球之上，是他创造万物的!地球上的人类不
过像蚱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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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　　关于《圣经》中的比喻　　《圣经》号称“书中之书”，是自古及今全世界发行量最大
、影响最广的一部书著名传记作家勒南说过：　　在一千年以后，只有两部书还会再版，一部是《圣
经》，另一部是《荷马史诗》。
　　此说虽嫌夸张，却无形中道出了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两大源头一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
无比崇仰之情。
比较而言，以《荷马史诗》为起点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遭到了千年冷落和埋没，
在文艺复兴之后才重新得到发扬和广泛传播；而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一基督教文化却从罗马时代
便逐渐扩展开来，成为西方文明中至今不绝如缕的中心线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圣经》便无法透彻理解和真正认识西方文明，无法读懂像但丁的《神曲
》、莎士比亚的剧作、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这样一些最有
代表性的西方文学作品。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圣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除了文化习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隔膜，一个巨大的障碍便是《圣经》的语言表现方法。
包括现有的多种《圣经》中译本的译者们，也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圣经》语言的奥秘之处，更不要说
是一般的读者了。
20世纪以来西方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加拿大人弗莱在1982年推出新著，把《圣经》称为“伟
大的密码”(theGreat Code，或译为“伟大的编码”)，因为他发现《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用比喻的或
象征的语言来表达的，这些比喻、象征和寓言前后对应、暗中连结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密码系统，不
仅为则日约》《新约》提供了双重蕴含的叙述模式，而且给后世西方文学奠定了构思、想像和表达的
原型基础。
弗莱的这一研究成果为人们用新的眼光重审《圣经》这部“书中之书”作出了有益启示。
　　笔者自1984年以来因教学需要几乎年年都在“东方文学”课中讲到《圣经》文学。
按照欧洲中心论的地理观，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属于“中东”，因此，构成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伯来
文化也就自然属于“东方”的范围了。
现行的外国文学教材只把《圣经》中的前半部《旧约》划归“东方文学”，《新约》由于是用希腊文
记录的，理应属“西方文学”。
不过在我们的西方文学课堂上却没有这部分内容，这未尝不是学习外国文学的一大缺憾。
本书将引日约》《新约》视为一个整体，从中选取几十个有代表性的比喻，逐一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和
评析，希望从中透视《圣经》“密码”语言的特色，挖掘比喻之后潜在的神话意义和神学引申，帮助
读者体会到纵贯《圣经》全书的那种潜藏不露的隐喻和象征系统。
　　本书所说的《圣经》比喻，实际上大致含了三种对象：一是经文中具有隐喻、象征意义　　的意
象，如“混沌”“方舟”“十字架”等，这些意象虽源于神话传说，但对于理解犹太一基　　督教的
教义思想至关重要；二是《圣经》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中所使用的修辞性比喻，如“神吐气如火”，
“你的肚脐像圆杯”，“性欲乃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火焰”等；三是带有说理、劝戒或讽刺目的的比喻
性小故事，把深奥的教理或观念用通俗的故事体现出来，如陶匠弄泥、两只大鹰、稗子和麦子、浪子
回头等。
在《圣经》文本中，把这类寓言故事都叫做“比喻”，可见《圣经》中的“比喻”是较宽泛的概念，
这也是本书取材于上述三方面对象的依据。
这些比喻中有的直接体现教义思想，如原罪、救赎、复活也有的仅出于修辞技巧的需要，较典型地代
表了希伯来文学的修辞特色还有的基于源远流长的人类集体无意识，是保留在文明之中的神话思维时
代的语言遗产。
凡此种种，都力求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性分析。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多少体悟到《圣经》语言的某些奥妙之处，进而理解弥漫在全部经文之中的象征
意象系统，为深入了解这部博大精深的古代圣典找到些许入门的线索，或引发进一步深究的兴趣，则
作者之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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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传记作家勒南说过：在一千年之后，只有两部书还会再版，一部是《圣经》，一部是《荷马
史诗》。
由此可见，胜景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部古代圣典的博大精深，恐怕要先领会弥漫在全部经文中的象征意象系统，《
圣经比喻》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帮你了解《圣经》的深邃奇蕴。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圣经比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