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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寓意》

内容概要

《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是一部对中西方文化经典《诗经》和《圣经》作比较
研究的专著，其中部分内容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有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有3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曾获云南省高校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云南民族大学科研成
果专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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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寓意》

作者简介

张立新，男，1951年生，云南祥云人。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
教，先后受聘于大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199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
做访问学者。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7年担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及相
关研究，研究对象扩展至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论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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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寓意》

精彩短评

1、一看就是一个硕士或者博士论文，其中感觉非常的教条，作者的基本功！！
看看老先生-周汝昌，才知道好坏的差距有多大，一个是真正在那查文献，思考，一个是不断的加入一
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让我写这样的文章，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完全是应付的水平！想到了笛卡
尔的科学之法
2、无需多言

Page 4



《神圣的寓意》

精彩书评

1、一个民族的起源，总是从一小群人的努力开始。那群人，在长期对大自然的摸索中摸爬滚打，逐
步扩大群体规模，用他们自己的理念去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寻找方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与文化。信仰与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民族的经久不衰，不断繁衍。而肩负起传
承这一伟大重任的，自然就是文字。在不同文化众多记录人类起源的书籍中《圣经》和《诗经》恐怕
是最为经典，影响最为广泛，也是被学者们研究最多的文学经典。《神圣的寓意》一书，就从单纯解
读其一的研究方法中跳脱出来，将二者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从而反映出人类本源的相同之处与不
同文化分支的不同发展方向。虽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在看来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在我们看到
两种文化的文学经典时，我们不禁为其所拥有的众多共性所惊叹。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人类起
源作为开篇，继而讲述“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追求”（张立新，1）。而
从具体内容上看，两部作品所关注的方面是相同的：政治的进步、宗教的演变、文学上的发展、民俗
的推陈出新。在比较时，作者张立新非常细致地将两部作品的共通之处抽取出来，在统一的大主题下
讲述二者的不同，有助于读者的联想，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地理解为何同样的出发点早就了两个民族走
上不同的路途。《圣经》和《诗经》，作为人类经典为我们所知时，基本上都已被贴上“文学经典”
的标签。尤其是《诗经》，人们在讲述它时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而《诗经
》的现实主义文学气息浓厚，其中广为人知的爱情故事，都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定义为一部文学作
品。而《圣经》则是史诗特色浓厚，其中的宏大战争场面和人类元祖寻找希望之乡（promised land）
的经典故事所构成的巨幅画卷，让人们被迎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所笼罩。然而，这其中也有着不小的区
别，有些区别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中也有体现。读《诗经》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描绘的故事大
都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小故事，比如男女爱情、弃妇哀怨之情、农桑稼穑，农耕民族小户人家男耕
女织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圣经》中犹太民族则是用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抑或是长时间
艰难跋涉的场景反射出犹太民族的血泪与苦难，而如此豪放的叙事方式则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两个
不同的民族，两种不同的风格，反映了中西方看待问题时的差异。中国人易从小处看待事件，典型的
微观视角让中国人多年来养成了重视细节而非大框架的习惯，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含蓄的一面。这一点
在我们现代教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老师在教授课程时，更加关注的是课本中的细节和具体数字
。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关注宏观的大场景，从大视角入手分析事件。西方学生从小在课堂上就接受老师
引领式教育，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给他们思维方式，指明大方向，而那些细节则由感兴趣的学生自己在
课后进行自主学习。提到《圣经》，人们自然会将其与基督教联系起来，而很少有人会在提到《诗经
》时将它与宗教联系起来。细看《圣经》与《诗经》，其中的宗教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早期人类在
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知道且无法将其与科学联系起来，他们只能将其界定为“神”抑或“上帝”
所为。《诗经》中就这样讲述了“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张立新，76）。据说，《诗经》中“
有三十七处提及”上帝（张立新，76），这种信奉与以色列民族的“一神教”颇为相似。如今，在中
国，神学的话题被提及得并不是非常频繁，让我们也无法去考证《诗经》中的“上帝”与《圣经》中
的“上帝”是否为同一概念。而西方社会中，神学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翻
新，变得更加丰富，更加与时俱进。在如今的中国，神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迷信，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诗经》中由巫到史的发展趋势；而西方，神学被扩大，影响变得更加深远。这大概也说明了
世上本没有文化区别，只是在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了各种分支。
在《神圣的寓意》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谈论了《圣经》与《诗经》两本书对于西方和中国文学发展的
深远影响。《诗经》中的比兴诗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调，也指引了后世诗歌发展的道路。
它将思想情感和艺术美学完美结合，细细研读每一个文字，我们可以从单纯的文字中读出深意。而作
者也提到“历代杰出的诗人，流传千古的名篇，很少有不靠比兴取胜的。”（张立新，171）这种委婉
的风格，如今还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写作和说话的方式，可见其影响之大。而《圣经》的最大特点是将
象征主义完美地应用于文字写作中。为了解释象征主义的应用，作者提到了《神曲》。《神曲》和《
圣经》同样作为以神学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它们都用一些简单的人物、动物，简单的事件，来表达深
层的东西。但丁就曾经提出，一切作品都可以用四种意义来解释：“一是字面意义，二是讽谕意义，
三是道德意义，四十神秘意义”（但丁）。从后世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意义的存
在。《神圣的寓意》这本书，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清晰且有条理地对于《圣经》和《诗经》进行了深
度解读。对于没有完整读过《圣经》和《诗经》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让他们同时对于这两本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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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寓意》

一些深层的理解。不过，其中一些专业文学术语让一般读者读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如果不结合现今的
发展状况，也会不易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总体来说，这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引用文献：1、张
立新，1999，《神圣的寓意——&lt;诗经&gt;与&lt;圣经&gt;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但丁，《
神曲 飨宴篇》 卷二
2、对于这本书有深切感受，因为它的选题集中在了两部传统文化经典上——《圣经》和《诗经》，
这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互通性，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化形成的原因的探索。受作者启发，我也发
现这两部作品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在形式上，圣经包括一部分雅歌，主要讲的内容跟
诗经的风很相似，二者都是对男女之间感情的描述，读来十分优美。基于作者对于这个话题的探讨，
我便想到了自己在阅读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圣经》和《诗经》作为两部经典，
其中一些语言言简意赅，饱含深意。例如，经典的马太效应是这样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又比如诗经的《大雅》里，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句子
，后来衍生出“投桃报李”这个词，虽然两个例子表达的意思不同，但是我发现从经典中可以挖掘一
些词语或典故，这些词语往往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情感，当我们现在遇到这个词或句的时候，便很容易
产生这样的感情，这也是因为对经典有所了解，所以语言的应用才有温度。在这样的比较文学的阅读
过程中，我发现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的确拥有无穷的魅力，当我们读到东方的一部经典或故事，在感叹
它包揽世事万象，无所不通的时候，便发现也许有与它同时代或同地位的西方经典，同样有着不平凡
的视角，广阔的视野。并且两部作品互为补充或相互照应，在一种文化中能发现另一种文化的影子。
举个例子，圣经中有妓女喇合帮助以色列人度过难关，因此以红绳为标记逃过一劫的故事就会让我想
到黄巢起义攻城时一位老人帮助他度过难关，因此以灯笼为标记逃过一劫的故事，因此探究一些东西
方文化的互通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3、神圣的寓意中西方文化历来一直被人们拿来作比较，文字，语言，宗教，各类作品等等都承载了
他们由来已久的文化积淀。一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摸爬打滚，用自己思维与方式去理解这
个世界，又不断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而在几千年，几百年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文明
。而文学作品就是承载这一特殊文明最直观长远的一种形式。中华名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有浩瀚如
星河的文学作品，他记载了各方大家对于各方的理解与传承，提到中国文学，不得不提的就是几千年
前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一部被传唱了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诗经》记载了中华名族最原
始的文化。而提及西方文明起源时，只有《圣经》能阐释出西方文明最神秘的一面。当中西方文明产
生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两个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经过漫长跋涉后留下的星星
文化产生怎样的火花呢？《神圣的寓意》这本书，就从单纯解读其一的研究方法中跳脱出来，将二者
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从而反映出人类本源的相同之处与不同文化分支的不同发展方向。一个民族
的起源，总是从一小群人的努力开始。那群人，在长期对大自然的摸索中摸爬滚打，逐步扩大群体规
模，用他们自己的理念去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寻找方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从而形成了自
己的信仰与文化。信仰与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民族的经久不衰，不断繁衍。而肩负起传承这一伟大重
任的，自然就是文字。在不同文化众多记录人类起源的书籍中《圣经》和《诗经》恐怕是最为经典，
影响最为广泛，也是被学者们研究最多的文学经典。《神圣的寓意》一书，就从单纯解读其一的研究
方法中跳脱出来，将二者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从而反映出人类本源的相同之处与不同文化分支的
不同发展方向。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同样作为阐释民族最原始文
化的文学作品，《诗经》和《圣经》之中依旧展现着关于人类历史起源与发展的相似之处。作者从四
个方面对《诗经》与《圣经》进行了比较。从作为文学作品的这两部作品来看， 《圣经》和《诗经》
都是中西方文化中问“文学经典”。《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气息十分浓厚，从他的作品分类就可以
轻易看出，其中更有许许多都广为人知的爱情名篇。而《圣经》则是史诗特色浓厚，其中的宏大战争
场面和人类元祖寻找希望之乡的经典故事所构成的巨幅画卷，让人们被迎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所笼罩。
读《诗经》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描绘的故事大都是发生在民间普通人身上的小故事或者是诸王的故事
，比如男女爱情、弃妇哀怨之情、农桑稼穑，农耕民族小户人家男耕女织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的面
前。而《圣经》中犹太民族则是用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抑或是长时间艰难跋涉的场景反射出犹太民族
的血泪与苦难，而如此豪放的叙事方式则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从描写的手法上来看，《诗经》常用
“赋，比，兴”的三种手法就使得其作品更加的含蓄，需要读者深入的理解与体会，相比之下，《圣
经》的描写手法就会更加的直观与直白。两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学手法，反映了中西方看待问题时
的差异。中国人较为含蓄内敛，以小见大，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关注宏观的大场景，从大视角入手分析

Page 6



《神圣的寓意》

事件。其次不得不提的就是两部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含义。在读《诗经》的时候，人们大概很难会将它
与宗教联系起来，因为中国早期并没有太多关于宗教的记载，类似于佛教道教也是后面的事情了，但
是《诗经》中不是完全没有，其中就讲述了“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据说，《诗经》中“有三
十七处提及”上帝，这种信奉与以色列民族的“一神教”颇为相似。但在如今的中国，神学的话题已
经不是很频繁的会被提起，中国的文学依旧会更加的现实。而提到《圣经》，人们自然会将其与基督
教联系起来，早期人类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知道且无法将其与科学联系起来，他们只能将其界
定为“神”抑或“上帝”所为，并且这种神学思想，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而是在历
史进程中不断被翻新，变得更加丰富，更加与时俱进。这大概也说明了世上本没有文化区别，只是在
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了各种分支。 　　 在《神圣的寓意》这本
书的最后，作者谈论了《圣经》与《诗经》两本书对于西方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诗经》在
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
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而
作者也提到“历代杰出的诗人，流传千古的名篇，很少有不靠比兴取胜的。”（张立新，171）。　　
因为之前并没有仔细的研读过《诗经》与《圣经》这两本书，因此读起《神圣的寓意》会有些许的难
度。但是这本书确实从不同的角度细致入微的分析了这两本书的异同，值得再好好研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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