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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讀心得： 

  世界文學史上，傳世之作如汗牛充棟，但從來沒有一部世界名著能和《聖經》

的發行量相提並論。《聖經》是世界上刊印量最大、流傳最廣、讀者最多、影響

歐美社會最深遠的一部著作，尤其是對西方各國的影響更是不可估計。他與西方

國家的民俗、道德、法律，以及哲學、宗教、藝術等都有著極為密切的聯繫。 

 正因為《聖經》影響深遠，聖經故事自然也廣為流傳。但是，現行許多版本的

聖經故事或因譯文不精練，或因編排不合理，讀起來晦澀難懂。其實，聖經故事

都有其一定的歷史背景和發展順序。如何交代這些背景、如何按既有順序編排故

事，是能否成功編譯聖經的關鍵所在。尤其文化的隔閡，如何讓聖經深入東方人

的生活當中，是需要相當智慧的語言撿擇與取捨編排才行！ 

 《聖經》是基督教的正式經典，在西方社會，被認為是上帝啟示的紀錄，是永

恆的真理，是基督教信仰的依據和宗教生活、日常生活的規範。中譯本稱之為《聖

經》就是取其「神聖典範」、「天經地義」之意。 

  不僅如此，《聖經》還是一部政治、歷史、宗教、哲學、文藝、社會、倫理道

德和法律的百科全書式巨著。它反映了人類在社會發展中對人生價值的渴望和追

求，是人類歷史的寶貴文化遺產，尤其對西方文化產生了巨大影響。可以這樣說，

如果不研究《聖經》，就很難從文化的根基上理解歐洲的哲學史、思想史、藝術

史和文學史。 



 全世界現有宗教徒估計超過二十五億人，其中基督徒信徒達十五億多。而《聖

經》便是譯本最多、流傳最廣、影響最大、最受重視的基督徒經典。兩千多年來，

它不僅支配著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的精神生活，而且一直廣泛的影響著世俗社會。

在西方基督教國家裡，《聖經》是一部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普及讀物」。有人

曾感慨地說，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就是《聖經》文化，《聖經》是西方精

神文明的重要支柱。 

 胡慶生教授編篡的聖經故事，以講述《聖經》中之代表人物的故事為主軸，以

此便利讀者能更易理解，因為聖經故事的主要內容，是由《聖經》中幾個重要人

物的故事來連串，如摩西、雅各、耶穌……等，若對這些人物有一個籠統、概括

的認識，且按照時間的發展為序編排故事，將有利於讀者掌握故事的來龍去脈、

前因後果，能更輕鬆愉快的閱讀聖經故事，並加速對《聖經》精華的理解和吸收。

本書非但利於讀者讀懂故事，也能促使讀者從中獲取超越固是表面的深層涵義，

讓讀者戴著更個性化的「眼鏡」去閱讀；不是以一個基督徒、也不是以一個「異

教徒」的身分去閱讀它，而是用資訊時代的現代人的變證思維去理解它。鑿於這

樣的思維，本書的確能為讀者開啟一道認識或重新認識《聖經》的突破點，不同

於牧師，也不同於馬克斯。 

  對於一個現代人，尤其是一個東方的現代人，<聖經>對於我們有什麼樣的意義

呢?它除了是一部宗教的經文之外，是不是也與我們的生活、倫理道德可以有相

當程度的連結？它與我們傳統中的「中國聖經」──<論語>，有著什麼要的關聯

呢?人類社會的文明經歷了「神權時代」、「王權時代」、「民權時代」。在不同的時

代，人類都形成了不同的精神文化產品，《聖經》屬於神權時代的文化經典，是

通過「神」的方式指導做人的道理，《論語》則屬於王權時代的文化經典，是從

通過「人」的方式指導做人的道理。從總的趨勢來說，隨著人類社會文明和進步、

神權時代和王權時代的文化經典對人類的影響力會逐漸減弱，但是我們今天的文

化離不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因為那是我們的根。 

  在人類的幼年時期，由於對大自然等缺乏足夠的瞭解，因此將許多無法理解的

東西統統歸納為神的力量。同時，由於對大自然的恐懼和期待，產生了對神的崇

拜。崇拜的目的之一，是為了免除災難，崇拜的目的之二，是為了祈求保佑。這

樣在形成對神的崇拜的同時也形成了各種對神的禁忌,也就逐漸形成了原始的宗

教。原始宗教所信奉的神，形成於各個部落，也就是不同的部落信奉不同的神…

一個部落信奉一個神。後來隨著部落之間的交流，比如部落之間的通婚或戰爭兼

併等，把一個部落信奉的神帶進了另外一個部落，久而久之就形成了一個部落相

信兩個；乃至更多個神的情形。因此，在人類形成原始宗教之前，全部經歷了一

個泛神論的時代，也被稱之為「諸神時代」。 



  在古埃及，公元前 3000 之前，埃及被分割成 40 個小王國，每一個王國都有自

己的神明。埃及統一後，所有的神都被保存下來受到人們的敬拜。希臘人希羅多

德在公元前五世紀周遊埃及後，將埃及人對宗教的虔誠寫進了《歷史》一書。在

古巴比倫和古亞述王國地區，神明的數量甚至達到 3000-4000 個，因為每個小鎮

都有自己的神。有神就有神話故事，至今依然保留在《聖經》中的創世神話就是

其中之一。 

  在古希臘，公元前八世紀的荷馬史詩《伊利亞特》和《奧德賽》、以及《諸神

的誕生》中記錄了希臘人心目中的眾神，其中「宙斯」被描繪成「眾神和人類之

父」。人死後，靈魂會進入地獄，經過懲罰和審判將進入天堂的故事也是他們的

神話故事之一。這些神話後來也直接被引進了《聖經》。 

  在古羅馬，公元前 45 年，西塞羅寫了《論神性》，詳細介紹了古羅馬眾神的故

事。對於自公元前 1000 年起生活在意大利的人民來說，神靈存在於任何事物、

任何行為，可以在浮動的泉水中，也可以在哭叫的嬰兒身上。 

  在古代非洲，他們信仰萬物有靈，並且由於其與大自然的關係不同而信奉不同

的神靈，比如獵人、農民、和漁民信奉各自不同的神靈。 

  在古代印度，約在公元前 18 世紀到公元前 8世紀完成的《吠陀》介紹了印度

的眾神。 

  中國同樣曾經有過一個「諸神時代」，遺憾的是西方世界對此缺乏足夠的瞭解。

《山海經》形成於公元前 770 年——公元前 475 年的春秋時期，原書 32 卷，西

漢劉向校正刪減為 18 卷。書中詳細介紹了眾多的中國上古時代的天神和各地方

供奉的小神，有趣的是其中許多神的外形與西方的神非常一致，比如有「人面馬

身」神，這與希臘神話中的「人頭馬」迪龍神幾乎一樣，還有「人面虎身」神，

這與埃及的「人面獅身」神非常相似，不過這些在《山海經》中都只屬於小神，

大神則有天帝、炎帝、白帝，西王母等。 

  在諸神時代之後，產生了「英雄時代」。「英雄」在西方神話中是專指神與人聯

姻產生的半人半神。希臘人尊崇眾神，並賦予這些神以人類的外表和感情，同時

也不承認這些強大的、不朽的神具有絕對的權威，他們想像這些神曾參與人類的

生活，因此產生了神與人聯姻的神話。希臘人最偉大、最著名的英雄是宙斯神與

美麗的凡間女子阿爾克墨涅結合生下來的英雄赫拉克勒斯。英雄時代是一個過渡

時代，它為將神和人合而為一提供了基礎。 

  在英雄時代之後，就產生了「神化時代」，人類開始將一些傑出的人神化成神。

公元前 44 年，朱裡斯‧凱撒去世後不久，被羅馬帝國宣佈為神，人們宣稱他已

升到眾神行列之中。在全國建了許多塑像，供國民崇拜。在中國的歷史上被神化

得最有影響的人可能是關公和媽祖。 



  最後是無神論時代的到來。最初的無神論的出現，應該是從不同部落之間的戰

爭開始，也就是幾乎在泛神時代，就已經同時產生了無神論的思想，只是這種思

想還不被廣泛接受。這樣的無神論思想只存在於少部分人的頭腦中，他們是人類

中最早的思想者。他們發現當一個部落的人不遵守另外一個部落的宗教信仰所規

定的禁忌，也並沒有遭到神的懲罰。同樣，在遭到另外一個部落侵略時不管怎樣

向神祈禱也並沒有得到本部落所信仰的神的保護。這使他們對曾經信仰的神產生

了疑問和動搖，最後逐漸形成了神之不存在的認識，於是產生了無神論。 

  比如早在 2400 多年前，在基督教還沒有出現之前，柏拉圖的舅父克里底亞，

告訴我們：「宗教，不過是一位偉大而機敏的政治家高傲的謊言而已。」孔子則

在 2500 多年前就在《論語》中明確告誡弟子：「務民之義，敬鬼神而遠之，可謂

知矣。」不過，真正意義的無神論時代的到來，在西方，也許應該是在文藝復興

之後。通常，原始宗教始於泛神時代。嚴格來說，在原始宗教形成之前，首先有

過各個原始部落對各種神靈的崇拜，然後在部落的融合之中進入了對多種神靈的

同時崇拜，最後形成了以泛神崇拜為主要特徵的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是伴隨著人類對自然和對自身認識能力的成長自發產生的，基本上是

無意識的。當原始宗教形成之後，宗教逐漸成為一種獨立的精神力量，反過來能

夠控制人類。也就是說隨著一些原始宗教逐漸與部落的統治權力相結合，某些宗

教逐漸成為一種人類鞏固統治力量的重要工具。西方「中世紀」這段長達千年以

上的時間之所以背上了「黑暗」的惡名，正是大眾對宗教的迷信導致了神權凌駕

於政權之上所造成的惡果。 

  在人類的幼年時期，大家都相信許多與神靈有關的神話故事是真的。可是隨著

人類對大自然和自身認識能力的提高，有一部分人已經不相信那些神話故事是真

的，儘管如此，有些人出於統治政權的需要，依然堅持說那些神話故事是真的，

甚至還會編造一些新的神話來強迫人民相信是真的，比如前文介紹的神化凱撒就

是典型的例子之一。 

  中國人，對於將普通人「神化」為神，可一點也不陌生。比如，古代中國通常

把皇帝說成是天子、是真龍天子下凡。又比如，古人在進行謀篡、造反等時候，

大都也會弄出些神蹟來造輿論。公元前 209 年，陳勝吳廣起義，為了獲得老百姓

的支持，就搞出了「夜篝火狐鳴：大楚興，陳勝王。」並且將寫有「秦當滅，楚

當興，陳勝要為王」的白綾塞進魚肚，讓部下將這條魚買來吃,從而編造了一個

「天書神意」的神話。 

  當宗教與人類的統治權結合之後，宗教的主觀能動性迅速提高，人類很快發

現，宗教不但可以有效控制住一個人的精神世界，甚至可以有效控制住一個民族

的精神世界。 



  隨著宗教對人的這種控制作用的提高，宗教的排他性也迅速上升，並逐漸與具

體的民族融為一體。民族性的宗教往往成為這個民族的精神像征，在不同民族的

兼併戰爭中往往也就伴隨著一種宗教對另一種宗教的毀滅。與此同時，也就賦予

了宗教另外一個功能、那就是成為戰勝國的征服武器和失敗國堅持抗爭的精神力

量源泉。這種功能是多神教或泛神教所無法勝任的，因此無論是戰勝國和戰敗國

都急需、並且也僅需要一個神來作為他們所崇拜的唯一精神昄依，因此，一神教

應運而生。 

  只有一神教才能用戰勝國的宗教取代戰敗國的宗教，只有一神教才能讓戰敗國

的民眾高度凝聚在一起。比如世界上第一個一神教「猶太教」就是為了復國而產

生的。基督教之所以被羅馬皇帝尊奉為國教，也正是為了鞏固羅馬皇帝的統治，

這與中國的皇帝「獨尊儒術」是為了鞏固皇帝統治之目的完全一樣。 

  《聖經》是西方文化的一大支柱，是二希文化中的古希伯萊文化的代表。而《論

語》卻是中國的《聖經》，因此有人提議要將儒家學說定為國教，如果這樣,《論

語》作為中國的《聖經》的地位就法定了。我們知道作為宗教的東西一定是有比

較超脫世俗的精神層面的東西。是不同於世俗世界的彼岸世界。《聖經》就完全

具備了這個特點，而《論語》作為中國二千多年來最具影響力的中國經典，裡面

的內容卻充滿了世俗繁瑣的人際關係。他強調的東西本身就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

世界。所以，中國的《論語》以其本身的特點是很難成為真正的宗教。也因此《論

語》也很難成為東方的《聖經》。 

  西方的《聖經》在吃、喝、穿這些世俗的追求上是超脫的。更看重追求的是天

國與信義。一個人不為世俗的享受所羈絆，這就是宗教的超脫。雖然孔子在《論

語》也曾經稱讚過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

樂，賢哉回也」。似乎也有點宗教的味道，但是實際上，過這麼簡單的日子卻沒

有後面的真義追求。僅僅表現為一種安貧狀態而已。未說出真正的「道」在哪裡。 

  李澤厚先生說，儒家可以作為半宗教或者準宗教來看待，其實中國人從來沒有

按照宗教的方式去生活過，中國人一直是按照世俗的方式在生活，幾千年來的中

國人，可以遵循儒家學說與格言警句去生活，卻不可能活在宗教裡，這就是中國

人跟西方民族最大的不同，這也是中國人務實主義的証明。 

  聖經與論語：一個出世，一個入世。一個左右了西方文明兩千多年，一個影響

了東方世界近三千年。在我們從小耳濡目染的浸淫了「論語」之後，看看西方的

「聖經」，會有一種似曾相識卻又很不一樣的感覺。不論你信奉什麼宗教，「聖經」

都會是一部精采的書籍：它像經書、它像小說、它像科幻劇、它像兒童文學、它

像文藝物語…隨著你的心境，它可以是許多許多的書籍代言者。從來都不曾一部

書可以如此的豐富。胡慶生教授的「聖經的故事」是研讀古聖經的入門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