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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
的启示意义
!

宋莉华

摘
!

要!传教士汉文小说由晚明耶稣会士开启先声)西方传教士以中国古代小说之形叙

写基督教文化之实)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体例和语言)又在其中融入西方宗教和文化内涵)

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流传*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将宗教与文学结合的范本)传教士努

力跨越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实现平衡)对于宗教文学的研究和

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不无启示性*

关键词!传教士.汉文小说.基督教.宗教文学

晚明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以汉文写作了大量小说)它们一度是学术研究的盲区)文

学史上鲜有提及)学术史也将之排斥在外*无论是宗教学者)还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忽略

了这样一批作品的存在*直到
0"""

年
!0

月)哈佛大学教授韩南#

69DL+(*H9)9)

$发表论

文+

!1

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

!之后)它们才第一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与来华传教士本色化的传教策略密不可分*'一种外

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要00新宗教的教义和习

俗相对来说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

"基督教作为

外来宗教)以何种方式在中国传播4 如何能被中国民众接受4 这是西方传教士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他们试图理解并迎合中国读者的需要)努力在文学阅读与传播基督教信仰之

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由此产生了传教士汉文小说*对于这一类小说的文学价值到底

作何评判4 传教士小说是指向诗学的建构还是神学的建构4 它们对于跨文化的宗教传播

又有何种启示意义4 本文拟通过梳理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历史)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传教士写作汉文小说的历史演变

'传教士汉文小说()简而言之就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为宣扬基督教教义或改变中国人

的观念)用汉语写作或译述的小说)总体上带有明显的护教特点和宣教倾向*由于传教士

写作的小说中也包含了部分世俗题材的作品)因而本文根据写作主体称之为'传教士汉文

小说(而非'基督教汉文小说(*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传播状

况密不可分*晚明耶稣会士来华之际)中国古代小说尚未在欧洲流传)耶稣会士又以结交

上层文人为策略)故而其汉文写作多师法史传文学和文言笔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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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后来由徐侠译成中文)收录在韩南的论文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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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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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百年的'中国热()中国古代小说开始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

!1

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以后)遂以其

为范本写作基督教汉文小说)一直持续到
!1!2

年新文化运动前后*

!1

世纪后半叶)传教士虽转向译述

西方小说)但仍采用章回小说-话本小说体例)直到
!1!2

年以后才逐渐抛弃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式*

#一$

&'V&F

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开启汉文小说写作先河

传教士写作汉文小说)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晚明*当时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可归

入汉文小说的作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关于使徒和圣人的传记小说)它们并不是对圣徒真实活动

的记录)而是着重表现圣人-使徒一生中某几个与宗教密切关联的事迹)特别是圣迹)以此感召读者*明

万历三十年#

!&"0

$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

T+(=:9/a=)

>

=Y9L@+

$编译的+圣若撒法始末,)被誉为第一部

传教士汉文小说)讲述天主教圣人若撒法的苦修故事!

*这个故事源自佛教的佛陀传记)后因摩尼教传

播)成为天主教圣人传记之一*龙华民不知渊源)为对抗广东佛教徒对天主教的贬抑而加以译述*意大

利会士高一志#

K:M=)/=I9

>

)=)+

$的+圣人行实,#

!&01

年$和+圣母行实,#

!&5!

$)意在彰显圣人和圣母的

'神迹(与'美德(*从
!&0%

到
!&5"

年)罗马帝国会士汤若望#

=̀.9))K@98E(.9::W=)NC::

$与天启进士

王徵#

!32!A!&$$

$合作译述了传记小说集+沙漠圣父传,)题为+崇一堂日记随笔,)崇祯十一年#

!&5%

$刊

刻行世*书中于每位教中人物传记篇末都附一篇'评赞()以旌表圣人的嘉言懿行*法国会士巴多明

#

[=8+)+

]

-C69LLC)+)

$的+德行谱,)雍正四年#

!20&

$刊刻*该书是西方古圣贤达尼老各斯加的传记)

'题为+德行谱,者)是欲以圣人之圣德)示人以修成之标式故(*

第二类是夹译夹叙地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译述欧洲寓言-轶事及中世纪的'证道故事(#

C;C8

B

:-8

$*

明万历三十六年#

!&"%

$意大利会士利玛窦#

P9DDC=F+((+

$+畸人十篇,在北京刊行)该书首次提到?所伯

#即伊索$轶事)译介了四则伊索寓言及其他西方传说*明万历四十二年#

!&!$

$西班牙会士庞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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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的+七克,在北京刊行)该书第一次将伊索故事以'寓言(名之*明天启五年#

!&03

$法

国会士金尼阁#

T+(.=:9/RL+

>

9-:D

$译-福建泉州中国传教士张赓笔述的+况义,在西安问世)可以视为

+伊索寓言,的单行本)其中选译了
00

则伊索寓言)每篇的结构大致分为两部分!前面为'况()即翻译故

事)后面为'义()即揭示由故事引申的寓意*清顺治二年#

!&$3

$意大利会士艾儒略#

\+-:+=K:C)+

)

!3%0

A!&$1

$+五十余言,刻于福建)书中包括+伊索寓言,及西方历史故事等*顺治十八年#

!&&!

$意大利会士

卫匡国#

P9LD+)P9LD+)+

$的+逑友篇,刊刻出版)全书旨在论交友之道)但引用了十余则寓言-轶事及古

史*高一志所著+则圣十篇,+童幼教育,+齐家西学,+达道纪言,+譬学,等书中)也可散见一些故事片段)

不过描写较为简略*耶稣会士对伊索故事的原貌往往予以保留)或仅稍加变动)但在寓意上)'会士则摆

脱西洋传统的羁绊)从天主教的角度试为再剖)从而在中国别创某种故事新诠的证道诗学*如此所形成

的2伊索寓言3)在某一意义上乃欧洲中古证道故事的流风遗绪)结果通常演为文学史上的正面贡献(

"

*

而历史故事-名人轶事一类的短章)则与'世说(体小说相类)机智隽永)每寓启示于讽谏之中*

尽管上述著述)比起宏大的文学史来显得微不足道)却成为晚明士子认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开端)

丰富了晚明文学的内容)同时将中国与西方文学接触的历史上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意义非同一般#

*总体上)耶稣会士对于汉文写作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以学者的严谨恪守宗教阐释与

文字雅驯的界限)不肯逾越*其所推崇的是以理性的思辨说服读者)而并非以文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打

动读者*也有极少数的特例)比如
!201

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

=̀/C

B

.@C6Li89LC

$曾以白话写作了六

回的章回小说+儒交信,*这是由于马若瑟本人对通俗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其+汉语札记,的例句相当

一部分就来自当时流行的戏剧与小说)他还是第一个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的人*但是马若瑟对中国

世俗文化的包容)使耶稣会感到了危险而被罗马天主教传道总会召回)而且由于天主教严格的出版审查

制度)+儒交信,一直未获公开出版)直到
!1$0

年才在河北献县出版排印本)当然也就谈不上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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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二$

&F%'V&F!%

新教传教士模仿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白话小说

从
!%"2

年首位新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

F=YCLDP=LL+/=)

$来华到
!%&"

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

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属于新教传教士们为了尽快打开局面)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适应中

国本土文化*模仿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章回小说写作基督教汉文小说被视为捷径)传教士试图借助通

俗文学的影响力达到快速宣教的目的*马礼逊开风气之先)他
!%!3

年写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

!%!1

年的地理启蒙小说+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都显示了章回小说的某些特征!

*

!%!1

年被认为是第一

部真正意义上的新教传教士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问世"

*该书是用问答体写作的章回小说)作者

为伦敦会米怜#

Q+::+98 P+:)C

$)书中通过两位友人的对谈)试图实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该书

可能是同一时期印行数量最多的中文小说)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后来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写作)产生了

很大影响#

*

这一时期的汉文小说在创作方式上)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度依赖性)不仅采用古代小说体

例)而且直接套用原著的情节-人物)将小说中的语句-段落重新组织)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本土流

传)以此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在题材和内容上)传教士则侧重对历史

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世情小说进行借鉴和模仿*作者以英美传教士为主)在五口通商以前)来

华的
1

个新教差会当中英美差会占了
&

个)德国礼贤会等其他欧洲差会的传教士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世情小说在描摹中国社会世情百态-众生世相方面的功能尤为突出)因而成为传教士重点摹写

的范本*特别是由世情小说演化而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其情节-人物往往具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和特点)

易于模仿)更加受到传教士青睐*郭实猎#

O9L:V#K#\kD?:9MM

$所著+赎罪之道传,+诲谟训道,+小信小

福,+是非略论,+常活之道传,+诚崇拜类函,+正邪比较,+生命无限无疆,)叶纳清#

VCL@+)9)@\C)l.L

$

+金屋型仪,-+庙祝问答,)理一视#

=̀)9D.9)aCC/

$+伶俐小孩,+领出迷路,等都可以视为传教士模仿世

情小说)甚至直接对才子佳人小说移花接木而产生的新篇*传教士的模仿性写作表现在情节-人物-写

景状物-语言各个方面)甚至原文照搬*

此外)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下)传教士以中国时间为经)以西方史实为纬)采用'通鉴(式的叙事结

构方式)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俗化-条理化-故事化和传奇化)创作了反映西方社会和圣经历

史的奇特的历史演义小说)如+大英国统志,+古今万国纲鉴,+圣书注疏,+约瑟纪略,+亚伯拉罕纪略,+东

西史记和合,+拿破戾翁,+马理王后略说,等*+圣书注疏,每介绍一部分+圣经,内容)就会根据中国历史

年表谨慎地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将西方的历史时间纳于中国的编年坐标中*其第一回介绍+创世书志

略,时)标注'自第十二章至二十四章)自夏帝扃起)终于帝孔甲二十六年(-'自第二十四章至第三十六

章)起夏帝孔甲)终商太甲二十四年(

%

*小说第一回+父谆谆告诫,一面叙述!'汉朝年间)世界大变*灵

帝无道)宦官弄权*(一面将目光迅速投射到西方!'至于列西国逐一归罗马民管辖)学文甚盛*(

&

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写作)表现出对中国通俗小说的高度依赖)对中国古代小说亦

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力求通过神形兼备地复制中国小说)使得作品被中国读者接受*

#三$

&F!%

年到
&"&'

年半译半著中西合璧的汉文小说

!%&"

年以后)除了少数原创小说外)传教士逐渐转为以译述为主*传教士的翻译至少包含了改写-

重写-缩译-转述-调整文字风格等做法)自我发挥的成分颇多*正如杨格非释译+红侏儒传,时所说!'其

间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是脱胎于原本)按字谨译也*阅是编者)谓之译可)谓

之著可)谓之半译半著)亦无不可*(

(但在文学形式上)译述的小说则仍然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以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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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远两友相论,最早
!%!2

年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第
5

卷开始连载)一直到
!%!1

年卷
3

结束)共
!0

回)

!%!1

年初刻本在

马六甲问世*

宋莉华!+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的流传与影响!米怜S张远两友相论W论略,)载+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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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小说-话本小说的面目出现*

小说的题材内容)较之
!1

世纪前半叶有很大变化)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也跨越了宗教

的藩篱)译述了大量世俗文学作品)引入西方的文学经典*如+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先

驱)它在中国流传)英国长老会宾为霖#

Q+::+98G.9L:8CL/N-L)/

$功不可没*宾译本并非最早)却是第

一部完整的并被公认是最早的译本*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续作和其他译本!伦敦会绿慕德

#

P+//P#a9,LC)(C

$+小天路历程,-古爱德#

V:=LC)(C7#\==(.

$+孩童天路历程,-谢颂羔译+圣游记,及

+圣游记续集,-美国传教士麦体雅#

K@9H9WC)P9DCCL

$的仿作+天路日程,*

!1"0

年英国教士英为霖

#

Q+::+98_)

>

:+/

$用羊城土话翻译+辜苏历程,)相较于钱塘跛少年沈祖芬的译本+绝岛漂流记,#

!1"0

$)

是+鲁滨逊漂流记,最早最完整的中译本*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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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章回小说+马赛勒斯,和+乱世女豪,)她还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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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桂冠诗人丁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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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篇无韵体叙事诗+公主,也译成章回小说+公主之提倡女学,*

!1

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以章回

小说等中国古代小说体例译述了大量西方小说)最在将理想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

引入中国)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题材)成为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的直接诱因和不可或缺的异质文化资源*

传教士译述的小说)最早将西方文学引入中国*这些作品呈现出中西调和的文学形态)对中国文学

传统欲拒还迎)在文学观念-语言及小说技巧方面表现出了超前性和前瞻性*

!1!2

年新文化运动张开

双臂拥抱西方文化)此时传教士再以中国文学传统进行自我约束和标榜)以寻求读者的接受)显然已经

毫无必要)因而对西方小说的直译占据了主流*

二-传教士汉文小说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性

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产物)传教士针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尝试以汉文

写作)借助通俗小说这一文体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效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与中国民众形

成良好的互动和争鸣*传教士汉文小说对于宗教文学的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第一)诗学建构与神学建构的融合*当我们用'宗教文学(一词来限定传教士小说时)实际上已经给

它划定了界限)即将这一类小说作为特殊的宗教意识的产物*这就涉及宗教文学的写作主旨和评判标

准问题)宗教文学的价值究竟是指向文学的建构还是神学的建构4

传教士汉文小说试图将基督教内涵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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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亮乐月把列夫/托尔

斯泰#

aC=R=:/D=

<

$晚期的中篇小说+行在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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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述为章回小说)二卷

二十四回)并模仿明末清初薇园主人的小说+清夜钟,)将该书原名+五次召,#

2(C%/"660

$改为+五更

钟,

!

*有广学会彩笔之称的季理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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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书作序)对+五更钟,称赏有加!

我很高兴+五更钟,的问世*原因有二!首先是它的主旨*'布丁好坏)不尝不知*(该书最

早连载于吴板桥的+通问报,)后在一年里竟销售达两千部之多*第二)它为中国基督徒所写*

相比西方作品而言)该书更符合中国风格)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并不能

把它们#原著和改写内容$分离开来)反正结果就是)一个毫无异国背景)也无深奥的西方经典

论述的中国+天路历程,诞生了"

*

两千册的销售数据显然让传教士感到了成功和兴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写作策略的有效性*

作为该书读者同时也是序作者之一的王士瑛)回忆+五更钟,所带来的阅读快感以及此书风靡的情形!

仆回忆生平有三乐焉*##至第三乐)其惟读改良社会小说+五更钟,书一部乎*仆当一-

二年前)阅+通问报,)每期见有小说+五更钟,一段)为之心醉)与二-三友朋叙谈)辄言念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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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钟,)亮乐月译)陈春生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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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通问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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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单行本*

季理斐!+五更钟,'序言()上海!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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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以未得窥全豹为憾*及至去年)此书出版)仆劝古牧师)多购此书)以馈通人)牧师欣然应允*

今年正月)购来一百部)已馈送罄尽*今又购来一百部)亦送去大半*迩来因看此书而望道者)

有二-三十人)异哉5 斯真生命粮之二膳)而新耶路撒冷之天梯乎!

*

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武器)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具有'易感人(的伟大力量*他具

体分析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今天看来)梁启超总结的这四种力量对于改良社会的

效果似乎有限)但它们对宗教信仰的产生和确立却是必需的)可以有效唤起宗教感悟和对生命的体认*

新教传教士在
!1

世纪初期)已经对此有了感性的认识)并将汉文小说写作作为重要的传教策略加以

推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晚明耶稣会士)他们针对中国上层文士写作)追求逻辑的严密)理性的论证)风格

的雅驯)对儒学有精深的研究)试图通过合儒-补儒被中国文人接受)但宗教影响力实际上却相当有限*

当逻辑思维和冷漠的理性被奉若圭臬)便会感受不到宗教的力量*正如柯尔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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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宗教教义'不能像抽象科学的真理那样完全独立于意志(*以知性理解上帝的存在只会大

大削弱宗教的力量)将会'牺牲信仰的活力以换取冷冰冰的机械的认同)因为这是强迫的认同)所以是毫

无价值的(*只有带着强烈的感情体悟宗教)宗教才有无限的生机*在知性引领下进行宗教的探索是固

定呆滞的"

*而文学恰恰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可以成为孕育宗教情感的土壤*

!1

世纪传教士汉文小

说正体现了在文学与宗教之间寻求一种自然结合的努力)其写作也日益摆脱早期粗制滥造的状态)向中

国古典文学靠拢)以扩大读者面)不仅使社会下层民众喜闻乐见)而且吸引文人读者*这不但是传教策

略和文字事工的转变)更事关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关系着基督教在华的文化品位和发展

前景*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教士以中国古典小说为蓝本)写作汉文小说是顺应历史发展需求的*传教策

略的选择与修正并非出于与生俱来的自觉意识)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传教士们会根据当地社会的需

要)投其所好地选择传教工具和方式)因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汉文小说正体现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

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这里所说的'文化适应(政策着眼于广泛的文化层面)目的在于解释

异质文化交流时种种现象与规律*总体上)传教士在汉文小说写作中越来越倾向于以文学为标准)更好

地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的趋势*同时)作为宗教文学)传教士小说又并未因为文学的建构而与宗教

割裂)而是将宗教的-神学的立场隐藏在其中)是将文学与宗教融合的范本*

第二)跨文化传教的宗教文学范本*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其在中国传播时必然遭遇冲突和阻碍*

传教士汉文小说一方面借助文学的形式掩盖了过于强烈的宣教意图)在世俗的休闲读物与传播基督教

信仰之间)寻求结合的可能.一方面努力弥合东西方文化的鸿沟)是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以及文化传播的

范本)为异质文明在空间的碰撞提供了借鉴*

传教士小说在文学形态上保留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征)同时因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又夹杂了西方文

化的视角)打上了时代烙印和传教士的身份烙印*这使得小说文本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隔阂甚至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最常见的表现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传教士常常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批评

佛教的偶像崇拜-丑化中国的术士-僧-道等形象*郭实猎
!%5$

年写作了章回小说+赎罪之道传,)小说

叙述明朝有一科甲翰林姓林名德表字道显)厦门人氏*其为人最重义)官又高)家又富)才学政望)与尊

贵极相契厚)每每于公事之暇)不是他寻友)就是友访他*与林翰林往来的都是些饱学之士)小说的主要

内容就是记叙林翰林与朋友讨论基督教中的赎罪之道*其中第十一回)写一名星相术士拜访林翰林!

须臾见一人)从
!

下走进来*怎生模样4 但见一顶方巾)透脑油海清穿袖破肩头皮之上)

加圈点假装出隐逸*三分髭)短面不长)眼睛大而欠秀*见了人)前楚后拱)浑身都是谦恭*

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势利*虽然以星客为名)到靠逢迎作主#

*

郭实猎在此直接照搬了中国古典小说+玉娇梨,第二回中投机钻营-猥琐虚伪的星相术士廖德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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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汉者!+赎罪之道传,)载黎子鹏!+赎罪之道!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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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方巾)身穿野服*头戴方巾)强赖做斯文一脉*身穿野服)假装出隐逸三分*髭须短

而不长)有类蓬蓬乱草.眼睛大而欠秀)浑如落落弹丸*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恭*说话

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势利*虽然以星相为名)倒全靠逢迎作主!

*

+赎罪之道传,中又将儒-释-道的人生态度与基督徒相比较!

吴公道!'老先生说来最有理)进教解闷舒怀*但愚见僧言2佛子在西空3)道说2蓬莱在海

东3)惟有孔孟崇现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莫若今日饮酒食肉)明日诸事罢了*(且说林公听此

言)甚怒道!'吉凶祸福由于天)非人所能主也*但放肆淫邪)招皇上帝之怒*轻圣教)纵邪欲)

莫不惹万祸*上帝鉴万人)连心之私思可知也*相公若弃其实且随影)一定遭难无尽矣*(

"

小说人物在问答之间实际上显示了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广泛的对话)是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

的碰撞与交锋*'文化对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证实的东西是宽容的.而对它所排斥和贬低的就不那么

仁慈了*(

#与儒家学说相比)佛教和道教具有宗教突出的神圣性与排它性)与基督教存在更为明显的冲

突*因此传教士小说在主张基督教一神论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佛教与道教的多神论-偶像崇拜等不断

提出挑战)同时触及了深入人心的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死与基督教的复活思想之

间的比较)民间流行的道教偶像崇拜则被视为低劣的迷信行为受到批驳*在宣扬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

的同时)传教士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与攻击性*

关键是如何消解文化对抗和冲突4 传教士在小说形式的掩盖下)通过故事中的人物间接批驳佛道)

同时将小说中的基督徒塑造成应被效仿的正面人物)与异教徒的负面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读者自己判

断孰是孰非)同时传教士努力寻求基督教与儒学的关联)适应中国文化)以此缓解正面论战可能造成的

冲突)在差异和冲突中取得了平衡*这对跨文化交流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3""

年后的几个世纪

里)权力一直是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因素*在后殖民研究范式中)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西方权力及强势

话语的批判)本土文化的能动作用则被简单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111抵抗%

*然而传教士汉文小说

揭示了二者相互影响的多重可能*萨义德对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的复杂性有过精辟论述!'一切文

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独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混成的)内部千差

万别的*(

&

'西方"东方(二元对立话语之下的单纯主体并不存在)二者之间呈现的是既反抗又依赖的关

系)其文化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而是冲突的双方都陷于一种混杂的-充满张力的文化政治胶

着状态*郭实猎本身是一名持有强硬的欧洲文化优越论立场的传教士)但是他在实际写作中)表现出对

中国文化高度的依赖和亲近*他一面懊恼地抨击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无知)一面又努力汲取中国文化的

养分)对阅读和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乐此不疲)在书中连篇累牍地引用儒家经典)以儒证耶*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都属于传教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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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充满激情的信

仰者劝人皈依*但是)唯有基督教得以展现在世界最广大的区域面前)其他三者在
0"

世纪之前却仅限

于东半球*不可否认)帝国权力为基督教扩张提供了机会)但基督教派出大批传教士并采取灵活的策略

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要对传教士汉文小说包含的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力-它对个体宗教信

仰改变的程度进行数据评估显得十分困难)但毫无疑问)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结合推进了中西社会的相

互了解)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深远影响*

0"

世纪
%"

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的旗帜

下)文化课题研究长盛不衰(

*西方来华传教士试图运用东方世俗文学的影响力传播西方宗教)传教士

汉文小说不只是东西方跨文化传教的个案)而是为考察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同时代文明

的碰撞和文明间的理解提供了可能的模式和研究视野)具有示范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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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三-结
!

语

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产物)但是从晚明到清末民初的三百余年间)其写作却经历了

逐渐去宗教化的过程)从撰写圣人传记-证道故事到把笛福-乔治/艾略特等人的小说译述成章回小说)

世俗化的进程持续不断*这里的'世俗化(不仅表现为传教士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开始更多地触及世俗

生活)而且许多小说对基督教信仰本身表现出了怀疑和不安)甚至以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进行论辩)

讨论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语境中如何重新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这些小说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

关注和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早期的传教士小说*传教士小说所传递的小说观念-对小说题材内容的

拓展-对小说功能的延伸)为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提供了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从宗教文学的角度看)

传教士汉文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宗教文学的本质和特点*宗教文学的内

涵并不等同于宣教文学)宣教文学是'真诚地渴望促进宗教事业的人们所写的文学作品(

!

)其目的在于

恢复宗教与文学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即便建立起来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早期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由于

意在护教和宣教)艺术性差强人意)不同程度地存在仓促成文-情节雷同-人物类型化等不足)读者寥寥)

与传教士的预期相去甚远*因此)宗教文学的价值在于用宗教精神来处理文学题材)而不是把宗教当作

全部或最重要的文学题材*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莎士比亚比虔诚的清教徒约翰逊更深层地表现了宗教

的精神)而但丁-高乃依和拉辛的诗剧)虽然没有接触到宗教主题)但他们依然可以被视为伟大的基督教

诗人"

*宗教文学要实现其存在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宗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

并非故意地-挑战性地为宗教辩护的文学#

*这是传教士汉文小说作为宗教文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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