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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圣经诠释与翻译



田 海 华

提　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诉求与神学主张，都是围绕着圣经展开的。通过探讨路德早年对

《诗篇》的注释，以及他后来对律法与福音辩证关系的关注，对 “因信称义”的强调，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讨论他的德语圣经的翻译，本文呈现了路德的圣经经验与文本诠释的实践，以及它们对１６世纪

宗教改革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试图将路德的圣经诠释置入圣经诠释的历史而进行述评，突出他承

前启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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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是

１６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也是基督新教路

德宗的创始人。年少时的路德，就开始学习有关

文法、辩证 法、修 辞 学、逻 辑 学 与 音 乐 的 知 识。
１５０５年，大学毕业后的路德进入耳弗特 （Ｅｒｆｕｒｔ）
奥古斯 丁 修 道 院，穿 上 僧 袍，成 为 一 名 见 习 修

士。①１５０８年，他到威登堡 （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大 学 教

授神学，并获得圣经学士 （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ｅｕｓ　ｂｉｂｌｉｃｕｓ）
与 《四部语录》学士 （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ｅｕｓ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ｒｕｓ）。
４年后，路德获得威登堡大学的神学博士，开始

讲授 《诗篇》、《罗 马 书》与 《创 世 记》等。② 对

于圣经神学家路德而言，神学著述的目标，就是

要对圣经进行专门的阐释。路德的圣经诠释，不

仅体现在他对圣经书卷的讲章中，而且，也蕴含

在他的布 道 辞、经 文 评 注、辩 论、教 理 问 答 文

献、圣诗与桌边谈话中。在这些释经作品中，路

德 遵 循 古 代 的 基 督 教 传 统，当 中，哲 罗 姆
（Ｊｅｒｏｍｅ）、奥古 斯 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与 卡 西 奥 多

路斯 （Ｃａｓｓｉｏｄｏｒｕｓ），分别在文献学、神学与 修

辞学方 面 对 他 影 响 至 深。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的 瓦 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与伊拉斯谟 （Ｅｒａｓｍｕｓ），在新

约的理 解 方 面，对 路 德 有 直 接 的 影 响。③ 但 是，
路德与之不同，他从一开始就追问：圣经信息的

核心是什么？对路德而言，“圣经不只是诸多正

确教义的一个集子，正相反，圣经以不同的形式

见证了一个真理。后来，路德发现圣经的根本问

题，在于 律 法 与 福 音 的 辩 证 关 系”④。路 德 对 圣

经诠释历史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将圣经译为

德国本土方言。路德的圣经译本，超凡卓著，成

为德国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它塑造了文化圣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ｂｌｅ），是文化圣经的典范。路德借助

于圣经翻译而创制了德国语言，锻造了德国的文

化、宗教与 民 族 身 份。⑤ 路 德 对 圣 经 的 批 判 性 诠

释，成为１６世纪欧洲教会改革的催化剂，同时，
他的德语圣经对德国语言与文学的发展建构有重

要意义。

一、路德的 《〈诗篇〉释义》

路德的圣经诠释方法，显然无法同他的信仰

分割开来。他的信仰涉及他对圣经之本质、圣经

在教会与个 体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的 看 法。⑥ 对

路德而言，圣经就是上帝之道 （Ｗｏｒｄ　ｏｆ　Ｇｏｄ）。
圣经诠释方法就是将某种科学规则应用于圣经。
在路德早期的讲章与辩论中，圣经文本被视为是

基督徒信仰生活诉诸裁决的最终准绳。因此，当

路德发现圣经内容本身与罗马教会传统教导之间

的差异时，他认为教宗的教导要让位于对圣经文

本的直接 解 读。在１５１３—１５４５年 间，路 德 著 述

了众多的圣经讲章。一开始，路德集中讲述的是
《诗篇》，形成了 《〈诗篇〉释义》（Ｄｉｃｔａｔａ　ｓｕｐｅｒ
Ｐｓａｌｔｅｒｉｕｍ，１５１３－１５１５）。通 常，对 于 培 养 基

督徒虔诚的委身来说，诵读 《诗篇》是卓越有效

的方法。在崇拜仪式中，《诗篇》是教士们祈祷

与引述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传统上，《诗篇》的

作者被认为是著名的君王大卫，他讲述了有关基

督与教会的奥秘，因此，《诗篇》成为旧约中最



受广泛 考 察 的 文 本。⑦ 路 德 对 《诗 篇》的 释 义，
其形式包含连续 而 简 短 的 评 注 （ｇｌｏｓｓａｅ），也 有

对特定经文的详 细 解 释 （ｓｃｈｏｌａｅ）。评 注 或 在 经

文的行间 注，或 者 边 注，是 对 中 世 纪 《通 用 评

注》（Ｇｌｏｓｓａ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ａ）的沿袭。⑧ 路德起初也遵

循中世纪的 四 重 解 经 法 （ｑｕａｄｒｉｇａ），但 是，他

很快意识到这一解经法的危险，因为它使许多释

经者的圣经评注陷入不合逻辑的荒杂之中，并不

能充分掌握 圣 经 的 真 义。⑨ 为 了 探 寻 文 本 连 贯 的

意义，路德提到了字义、寓意和比喻义释经，其

中，他区 分 了 双 重 字 义，即 字 面 的 历 史 意 义
（ｌｉｔ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与 字 面 的 预 言 意 义
（ｌｉ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ｐｈ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而 后 者 总 是 指 向 基

督。⑩ 比喻义 又 称 为 道 德 义，通 常 与 基 督 徒 的 生

活行 为 有 关，它 要 回 答 “基 督 如 何 在 人 身 上 作

为”等问题，因此，在路德的修道院神学的圣经

阐释里，比喻义具有重要地位。
在 《〈诗 篇〉释 义》中，路 德 区 分 了 文 字

（ｌｅｔｔｅｒ）与 灵 性 （ｓｐｉｒｉｔ）。比 如，以 《诗 篇》中

反复出现的 “锡安山”为例。路德认为这个人为

的文字，其字义为 “迦南地”，寓意为 “锡安上

的犹太会堂”，道德义为 “律法正义”，神秘义为
“以肉体为依据的未来荣耀”。但是，若从赐生命

的 “灵”来看，“锡安 山”的 字 义 是 指 “在 锡 安

生存的人”，寓意为 “教会或卓越的主教”，道德

义为 “信仰的正义 或 其 他 美 德”，神 秘 义 为 “天

上永恒的荣耀”。带来死亡的文字，在 寓 意、道

德义与神秘义这些灵义的解释中是有效的，而赐

生命的灵会 借 着 正 确 的 字 义 方 能 产 生 效 用。瑏瑡 这

些繁琐 的 区 分，首 先 显 示 了 路 德 反 犹 主 义 的 立

场。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约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的解释

中。他区分了新旧之约。旧的约是属于 双 方 的，
可因违背立约的规则而被解除，而完全基于上帝

之恩典的新约是不可解除的，当中的恩典来自于

对基 督 的 信 仰 （ｆｉｄ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路 德 也 解 释 了
《诗 篇》中 多 次 平 行 出 现 的 审 判 （ｉｕｄｉｃｉｕｍ）与

公义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比 如 《诗 篇》７２：２。他 认 为

当中的 审 判 更 为 关 注 的 是 恶，而 公 义 关 注 的 是

善。对于早期的路德而言，承认人自身有罪，是

同称义相关的，而非称义的前提，这是他进行宗

教改革 之 前 的 观 点。瑏瑢 在 对 《诗 篇》的 诠 释 中，
路德沿袭了奥古斯丁的传统，但是，他认为基督

的受难可引发信仰，而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借着

事工而在上帝面前称义是不可能的。他对这些信

念的坚持，使他显然不同于其前辈。瑏瑣

１５１９至１５２１年间，路德著述了关于 《诗篇》
的第二个系列释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ｓ　ｉｎ　Ｐｓａｌｍｏｓ）。在

该著里，他突破了四重解经法，将寓意解经推至

幕后，视之为是无稽的属灵游戏。他愈发摈弃寓

意解经，虽然，并没有彻底放弃。同时，他驳斥

那些醉心于寓意解经的人，认为他们的寓意解经

是危险的，会错解了圣经。路德区分了带给文本

异质意义的寓意解经与作为修辞的寓意。比如，
《诗篇》１９在文学的视角可被理解为是隐喻式的

言说，它述说的并非一个物质的宇宙，而是某个

新世界。瑏瑤 此 外，他 强 调 圣 经 只 有 一 个 字 面 的、
合理的、适当的、真正的、纯粹的、简明而持久

的意义。在他的第一部 《〈诗篇〉释义》中，他

区分了文字与灵性，而在第二部里，他的诠释范

式发生 了 转 移。他 不 仅 开 始 摈 弃 四 重 意 义 解 经

法，而且，也放弃传统评注的框架，即采用边注

与行间注的形式，转而关注文法意义，尤其是旧

约文本 的 字 义 以 及 圣 灵 在 其 中 的 意 图。瑏瑥 同 时，
他认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是基于对圣经语句的

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

念，他批评中世纪的释经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概念

去理解拉丁 圣 经 中 的 经 文。瑏瑦 路 德 在 重 新 界 定 文

字与灵性之关系的过程中，转向对律法与福音的

关注。其实，在稍早些时候的 《〈罗马书〉注释》
（１５１５—１５１６）、 《〈加 拉 太 书〉注 释》 （１５１６—
１５１７）以及 《〈希伯来书〉注释》 （１５１７—１５１８）
中，路德逐渐意识到律法与福音的辩证关系，并

将之视为是 圣 经 的 核 心 问 题。瑏瑧 相 对 于 以 往 的 基

督论，路 德 此 后 的 圣 经 解 释 是 以 福 音 为 中 心

的。瑏瑨若说他对 《诗 篇》的 第 一 部 注 释 侧 重 的 是

基督个人，那么，第二部释义则是以基督的福音

为重。“当路德开始欣赏律法－福音的能动方式

能够富有成效地解释圣经，并保持其清晰的基督

为中心的立场时，文字与灵性之间的区分，在他

对圣经文 本 进 行 解 释 的 进 路 中 变 得 不 那 么 重 要

了。”瑏瑩路德意识到以文字与灵性的对立为基础而

诉诸于 灵 义，容 易 成 为 逃 避 圣 经 教 导 的 一 种 方

式。这也促使他发生转变。

二、论律法与福音

路德认为旧约 是 律 法 的 书 卷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
而新 约 是 福 音 或 是 恩 典 的 书 卷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
ｏｄｅｒ　Ｇｎａｄｅｎｂｕｃｈ）。但是，他重视旧约之律法的

价值。他指出摩西的律法规范了以色列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这些律法防止人的理性去满足私欲，
遵从律法体现了行为的善。律法借助于信仰与爱

的观念 实 现 超 越。摩 西 的 律 法 体 现 了 生 活 的 样

态，各种 事 务 和 责 任 混 在 其 中。律 法 的 主 要 目

的，在于显 示 罪 恶，并 摧 毁 人 的 傲 慢。瑐瑠 路 德 认

为人通过理性不会认识到对上帝的不信与轻视是

罪，而摩西的律法呈现了人所不知的自己。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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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看来，人意识到内心的罪，就会轻视自己而转

向寻求基督的神圣恩典。因此，路德不再探寻律

法背后的深层意义，而是不断地鼓动他的读者在

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发现律法的实现和解决。福音

是解决那罪恶的答案，它为我们提供宽恕，以及

只有在基督 才 能 发 现 的 生 命。瑐瑡 律 法 是 为 基 督 福

音而做 的 准 备。总 体 上，路 德 将 圣 经 分 为 两 部

分，一是上帝的诫命或律法，二是上帝的应许或

保证。简言之，就是 “诫命和应许”。瑐瑢 关于旧约

与新约的关系，路德将之统一在律法与福音的关

系中，认为对圣经与神学的理解，有赖于对律法

与福音的正确理解。路德并没有将律法与福音的

标签分别贴在旧约与新约上，因为，他所发现的

二者之间的能动的辩证关系，比这深奥很多。比

如，他认为旧约的律法条款中，也包含了 “关于

恩典的 承 诺 的 一 些 条 款”瑐瑣。实 际 上，律 法 与 福

音同时蕴含在圣经书卷里。律法—福音二元论的

观念，赋予路德的圣经诠释独具特色。如此，救

赎的历史运 动 就 是 从 律 法 到 福 音 的 运 动。瑐瑤 这 场

运动贯穿了旧约，在基督自身与使徒保罗那里得

到证实，并最终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里得到回

响。律法叫人死亡，而福音赋予人生命。基督的

到来，终结了律法。律法向福音转化，并持续在

基督徒的生命里发挥作用。
路德对旧约律法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经院神

学的传统。经院神学家在一般律法的概念下概述

旧约和 新 约，分 别 称 之 为 “旧 律 法”与 “新 律

法”。而在路德这里，虽然，旧约的本质是律法，
新约的本质是福音，但是，二者是统一中的对立

关系，都归属于 “上帝本身的道”。瑐瑥 在此，他清

楚地表达了旧约与新约之间能动而统一的关系。
他指出：“福音是天堂之物，而律法本是凡间所

有。我们必须将福音视为代表天国的神圣正义，
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律法看作属于人间的神圣正

义，因此，需要直接把福音正义从律法正义中仔

细甄别出来，而这就像上帝将天与地，光 与 暗，
昼与夜等已作区分一样。”瑐瑦 福音藉着基督的救赎

而赦免人的罪，带来生命与恩典，而律法昭示人

的罪、死亡与懦弱，以及上帝的愤怒与审判。路

德关注原罪，他称之为 “彻底的罪”，或 “彻底

的恶”，他探讨了希 伯 来 文 中 表 示 “罪”的 各 种

场景。瑐瑧 《加拉太 书》是 路 德 最 喜 欢 的 保 罗 书 信

之一，他说：“这 是 属 于 我 的 书 信，我 娶 了 它，
它是我的凯蒂。”瑐瑨 在对该书卷的注释里，路德阐

释了律法、福音、信仰以及称义之间的关系。路

德强调正确区分律法与福音的重要性，他认为：
“知道律法与福音之间正确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没有它，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就无 法 存 在。

让我们都爱和敬畏上帝，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

在实践中都殷勤地学习这一区别。”瑐瑩 因此，路德

认为能 够 正 确 区 分 二 者 的 人，才 是 真 正 的 神 学

家。路德的这一注释，在新教历史上有重要的意

义，因为，它清楚地阐释了基督信仰的核心：罪

人乃是 单 单 靠 着 基 督 的 功 劳 而 称 义，即 因 信

称义。
基于对律法与福音之辩证关系的认识，路德

在 《〈加拉太书〉注释》的开篇，提出因信称义

的教 义，指 出 “这 是 与 因 善 功 称 义 的 教 义 相 对

的”瑑瑠。路 德 赞 成 保 罗 的 观 点，认 为 “一 个 人 就

是不能靠着遵 行 律 法 之 工 而 称 义”瑑瑡。路 德 抨 击

教皇党人将恩典的赐予和罪的赦免归结于善功，
也批评教士、修士修女把得救的盼望放在自己的

功劳之上，而 不 是 放 在 基 督 身 上。瑑瑢 因 为，在 路

德看来，“得救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瑑瑣。在因

信称义的教义中，信虽然不是一种善功，但却是

善功的源泉和基础。路德以圣经为依据和权威，
质疑赎罪券和教皇权威，鞭挞罗马教廷的独裁专

制，为宗教改革推波助澜。他引述 《出埃及记》
１９－２０章，认 为 律 法 的 目 的 在 于 显 明 罪。在 对
《加拉太 书》２：１６进 行 评 注 时，路 德 详 细 阐 释

了 “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的意

涵。而且，路德认为保罗常常谈起律法，其目的

不是要人们轻视律法，而是要人们珍惜更为宝贵

的东西，那 就 是 如 何 在 上 帝 面 前 称 义。瑑瑤 路 德 称

新约中的 “爱人如己”为全律法，它是基督的律

法，也是爱 的 律 法。瑑瑥 这 不 仅 再 次 说 明 律 法 与 福

音的统一，而且，路德因信称义的神学，同他对

二者之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他的神学由强调爱

而转向以信仰为核心。
路德历来坚持圣经的权威，“路德所 有 的 神

学思想都以圣经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瑑瑦。他指出：
“圣经权威的能量与日俱增地注入我的体内，予

我越来越大的帮助和支持。”瑑瑧 他抨击教会对圣经

的解释权。在他看来，“教会也蕴含于圣经之中，
并受它限制，除了圣经里揭示的关于上帝意志的

教义之外，也 不 再 寻 求 其 他”瑑瑨。但 是，罗 马 天

主教认为圣经正典是由教会的决定才得以确立，
因此，教会权威高于圣经权威。路德认为赋予教

会权威 的 是 圣 经，圣 经 使 教 会 合 法，而 不 是 相

反。但是，教皇主义者也以圣经为权威而建构教

皇的权威。１５２０年，为了回应教皇权威的问题，
以及教皇诏书的警告，路德著述了三篇檄文，围

绕圣 经 解 释 的 问 题，展 开 了 论 战。路 德 认 为：
“那种认为只有教皇才能解释圣经的说法乃是令

人诧异的无稽之谈。他们根本就无法证明圣经解

释权和解释认定权仅属教皇。”瑑瑩 支持教皇权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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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传统的圣经依据，出自 《马太福音》１６：１８
－１９与 《约 翰 福 音》２１：１７。但 是，路 德 对 这

些经文的 解 释，排 除 了 教 皇 权 威。于 是，他 呼

吁：“我们不应让 ‘自由之风’（如保罗在 《哥林

多后书》３：１７所 称）被 教 皇 的 胡 编 乱 造 吓 倒。
相反，我们应该大胆地向前走，依据我们对圣经

的信心理解，去检验他们已经做过的和没有做过

的。我们要 迫 使 罗 马 主 义 者 放 弃 他 们 自 己 的 解

释，接受更好的解释。”瑒瑠 但是，如何获得 “更好

的解释”？路德提出了 “共鸣的解读”，作为是权

威的解释而指导人们对圣经的阅读，而且，他将

圣经的解释权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因

信称义的人，如此，人们可以藉着自己的个人解

读去挑战教皇主义者所认定的历史流传下来的权

威解释。此外，他认为圣经本身是清楚 明 白 的，
坚持圣经的自我解释原则，认为 “圣经应遵照其

字面的单纯意 义 而 进 行 理 解”瑒瑡。对 圣 经 的 平 等

解释权是路德反教皇主义的关键所在，“自由之

灵”成 为 他 宗 教 改 革 以 及 圣 经 翻 译 事 业 的 内

驱力。

三、翻译德语圣经

作为圣经教授与圣经神学家，路德著述了众

多的圣经评注。在路德时代，罗马教会通用的圣

经是拉丁武加大译本 （ｔｈｅ　Ｖｕｌｇａｔｅ），但 是，对

于目不识丁的德国普罗大众而言，拉丁译本不利

于圣经的流传和阅读。为了引导人们思索上帝的

神圣之道，返本溯源，抵制教皇对圣经 的 曲 解，
路德计划将圣经译为德语。早 在１５１７年，路 德

就尝试翻译悔罪诗篇、十诫、祈祷文与圣歌。首

部德语圣经全译本出现在１４世纪，它是依据教

廷钦定的武加大译本翻译的，是译本的译本。伴

随活字印刷术的出现，１４６６年，门特林 （Ｊｏｈａｎｎ
Ｍｅｎｔｅｌｉｎ）出 版 了 第 一 部 印 制 的 德 语 圣 经 全 译

本，它是由 武 加 大 译 本 译 成。１４８５年３月，德

国教会中地位最为显赫的美因茨大主教亨尼伯格
（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ｖｏｎ　Ｈｅｎｎｅｂｅｒｇ）颁布法令，禁止印刷

译为通俗语言的圣经，防止包括妇女在内的普通

人接触圣 经。瑒瑢 虽 然，路 德 不 是 德 语 圣 经 翻 译 的

第一人，但是，他与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回

到圣经 原 文 进 行 翻 译，摈 弃 了 武 加 大 译 本 的 影

响，将圣经译为通俗易懂的德语方言。当他回忆

翻译圣经的初衷时，他说：“我翻译圣经的目的

和期望，是制止泛滥无用的新书，引导人们进一

步研究和思考上帝神圣的道。无论凡人在哪一方

面的作品都无法与上帝所启示的话语相提并论。
我们应当把荣誉让给先知和使徒们，当我们聆听

他们的教诲时，应当谦恭地拜倒在他们脚下。在

这样不平静的时刻，如果我的读者能够专注于圣

经 的 话，我 宁 愿 他 们 根 本 不 理 会 我 的 那 些

著作。”瑒瑣

１５２１年末，路德在瓦特堡 （Ｗａｒｔｂｕｒｇ）避难期

间，接受 了 好 友 梅 兰 希 顿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
１４９７－１５６０）教授的建议，开始一起将圣经译为

德语方 言。梅 兰 希 顿 是 威 登 堡 大 学 的 修 辞 学 教

授，是路德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不仅辅佐路德一

起翻译圣 经，而 且，协 助 路 德 起 草 《奥 斯 堡 信

条》等，宣称圣经信条，为新教信仰辩护。路德

率先翻译的，是希腊原文的新约。他同时参照了

伊拉斯 谟１５１９年 出 版 的 新 约 译 本。１５２２年９
月，他的 德 语 新 约 译 本 （Ｄａｓ　Ｎｅｕｅ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在威登堡问世，但直至１５４６年他去世

之际仍 在 修 订。瑒瑤 路 德 在１５２２年 该 译 本 的 序 言

中，说明他是按照是否宣讲基督为标准，去断定

新约中哪 些 是 真 实 而 高 贵 的 书 卷。瑒瑥 因 此，路 德

改变了传统的新约书卷的排列次序，他把 《约翰

福音》排在第一位，然后是保罗书信和 《彼得前

书》，接着是三卷福音书，而排在次要位置的是
《希伯来书》、 《雅 各 书》、 《犹 大 书》和 《启 示

录》。瑒瑦他认为 《雅各书》宣讲的是律法而不是福

音， 《犹 大 书》因 为 它 不 堪 的 名 声 而 排 在 后 面。
此外，他认为在 《启示录》中找不到圣灵书写的

痕迹，含糊不明，因此，将之排在最后，同 《以
斯德拉二书》归 为 一 类。瑒瑧 路 德 对 新 约 书 卷 的 区

分，是以呈现福音的清晰程度为准。一些收入新

约正典的书卷，因为对基督的宣讲不够突出而被

路德重新审视和排序，不属于真正主要的书卷。
其实，这样的次序与结构上的变化，凸显了背后

深刻的神学解释，路德不仅将他的神学理解带入

圣经翻译中，而且，依照他的神学调整 了 书 卷，
如此，他的翻译一定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直译，
而是对圣经文本进行了神学的理解与诠释。

路德的德语新约译本，为了突出他的因信称

义的教义，在翻译 “因信称义”时，比如， 《罗

马书》３：２８，他会加上 “唯独” （ｓｏｌａ）二 字，
变成 “唯独因信称义”。这样的加添，受到诟病，
但路德解释称这不是在直译，而是在意译，是要

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他有生之年，做了反复

的修 订，但 是，他 始 终 不 愿 删 去 “唯 独”二

字。瑒瑨该译本是圣经德国化的典范，因为，“没有

一种在语言的权威上，在字汇运用上，以及本色

化和信仰 的 精 辟 方 面 能 与 路 德 译 本 相 比 的”瑒瑩。
在翻译时，“路德力求浅显明了，使村 夫、农 民

和矿工都能理解。……这本圣经保留了路德生动

的语言 风 格，富 于 想 象 力 的 词 汇 和 平 易 的 措

辞”瑓瑠。因此，他 的 译 本 通 俗 易 懂，贴 近 百 姓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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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而且，为了易于 人 们 理 解，路 德１５２２年 的

新约译本图文并茂，并进行了处境化的解释。比

如，为了生动呈现 《启示录》中的试探场景，路

德提供了一幅插图，只见穿红衣的女人坐在七座

山上，戴着教皇的三重冠冕，那条巨龙 亦 如 是，
还有从深渊而来的兽穿着修士僧袍，倾覆的巴比

伦显然影射 着 罗 马。瑓瑡 这 幅 插 图 分 明 对 敌 基 督 的

教皇含沙射影。路德的翻译，先是按照原文字序

直译，他追求译文的精确和流畅，但是，他并没

有逐字逐句进行生硬的翻译，而是以德国人说话

的方式进行解读，其中的对话，像是人们在市场

上说话，生动有趣，很受欢迎。一 经 刊 出，“最

初的两个月就卖了约５０００本”。瑓瑢

接着，路 德 花 了１２年 的 时 间 翻 译 了 旧 约。
对路德而言，旧约也是关于基督的书卷，是新约

的预备。路德学过 希 伯 来 文。早 在１５０９年，他

就运用希伯来文给 《四部语录》作边注。后来，
他对 《诗篇》进行评注时，常常指出武加大译本

不同于 希 伯 来 原 文 之 处。他 以 武 加 大 译 本 为 基

础，翻译过七篇忏悔诗篇，有时，他也依据马所

拉文本，逐句对照拉丁译本，关注重要的希伯来

术语翻译 得 是 否 前 后 一 致。瑓瑣 相 较 而 言，翻 译 旧

约比翻译新约复杂很多，旧约不仅卷帙浩繁，而

且，体裁众多，涉及不同的种 族、邦 国 与 文 化。
在正式进行翻译之前，路德回顾了他以往对希伯

来文的学习，他的希伯来语教授是威登堡大学的

奥罗 迦 鲁 （Ｍａｔｔｈａｅｕｓ　Ａｕｒｏｇａｌｌｕｓ）。路 德 打 算

将他的希伯来圣经译本分三部分出版：摩西的书

卷、历史书卷、诗集与先知书卷。第一部分进展

顺利，路德同梅兰希顿和奥罗迦鲁一起修订了手

稿。第三部 分 是 最 难 的，尤 其 是 在 翻 译 《约 伯

记》时，困难重重，历时漫长。瑓瑤 路德还尝试翻译

了次经 的 部 分。整 个 旧 约 的 翻 译 在１５３４年 春 完

成。路 德 的 德 语 圣 经 全 本，初 版 是 在１５３４年９
月。其中，新约以及旧约的三部分，是由路德完

成的，而次经来自苏黎世的尤德 （Ｌｅｏ　Ｊｕｄ）。瑓瑥

路德重新界定了旧约正典，他的依据是希伯

来圣经，而 不 是 七 十 士 译 本 与 武 加 大 译 本，而

且，他将次经从旧约正典中分离出来，置于旧约

和新约之间，并在标题中提示次经不应被认为是

等同于圣 经，尽 管 阅 读 它 们 是 有 所 裨 益 的。瑓瑦 虽

然，路德接受了希伯来圣经正典的观 念，但 是，
他并没有认同经典的排列次序。也就是说，路德

翻译旧约时，回到了希伯来圣经正典，但是，他

将希伯来圣经的各书卷重新排列。希伯来圣经的

排序 是 律 法 （Ｔｏｒａｈ）、先 知 书 （Ｎｅｖｉｉｍ）与 圣

卷 （Ｋｅｔｈｕｖｉｍ）。武 加 大 译 本 追 随 七 十 士 译 本，
并在旧约正典的卷末的 《马加比书》之前加入先

知书卷。基本上，路德也遵从了这个排序。这表

明 “旧约在先知书里达到它的最高点，因为，先

知书宣称了上帝的国。之后，新约证实了旧约的

应许，并 在 耶 稣 基 督 那 里 被 成 全”瑓瑧。路 德 神 学

的核心是基督中心论。他不仅以此为出发点去解

读 《诗篇》与保罗书信，而且，这也是他解释旧

约先知书的基础。路德肯定先知书对基督徒的意

义。具体而 言，这 一 意 义 表 现 在 三 个 方 面。首

先，先知宣称 “基督的国”，而在进入这个国之

前，人要承受很多。其次，先知呈现了与第一诫

命相关的众多范例，也就是说，通过严厉的惩罚

而使人们敬畏上帝。第三，先知反复教导人们不

可拜偶像，主 张 崇 拜 一 位 真 神。瑓瑨 路 德 以 基 督 为

中心去理解对整部圣经的翻译。因此，路德 “把
圣经译成德语就不 仅 是 一 种 ‘翻 译’。其 中 有 一

部分是在基督和基督徒宣告的基础上对圣经的理

解。他是以福音信仰者的立场来从事翻译”瑓瑩。
除了正文，路德的德语圣经 还 包 含 了 序 言、

边注、参考资料与众多的插图。它们有助于读者

对圣经书卷的理解。路德始终关注如何清晰地阐

明圣经，因此，他不断地修订他的译本，不仅修

正印刷错误，而且，还有对语词、文法和语言风

格的选择，反 复 斟 酌，使 之 日 臻 完 善。在 著 于

１５３０年的 《关于翻译的公开信》（Ｅｉｎ　Ｓｅｎｄｂｒｉｅｆ
ｖｏｍ　Ｄｏｌｍｅｔ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Ｆüｒｂｉｔｔｅ　ｄｅｒ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
中，路德 表 达 了 他 翻 译 时 遵 循 的 三 个 原 则：第

一，相对于那些坚守字义者，他倾向于用可能最

好的德语译述原文；第二，如果必须要保留原文

的所有意义，那么，路德保留了外来的圣经言谈

的语言风格；第三，路德主导性的原则，不是逐

字逐句 翻 译，而 是 表 达 文 本 的 “含 义”和 “内

容”。瑔瑠因此，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就是他对圣经

的诠释。他不拘一格，自由译述，其译本给德国

读者的一个印象，就是感觉到圣经作者就是说德

语的人。同时，他也遵奉字义的翻译，但是，他

也看到了希伯来语言风格的独有特性，以至于有

些经文很难以德语表达。尽管如此，他对犹太拉

比的文法持怀疑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希伯来语及

其文本保持着原初的理解。瑔瑡

四、结　语

在路德的圣经翻译中，我们看到他对 “自由

之灵”的运用，就是不仅仅拘于字面的表达。对

他而言，上帝的话语是神圣的，德语是一种被神

圣化的 语 言，同 希 伯 来 语 和 希 腊 语 一 样 具 有 尊

严，一样可以成为上帝话语的器皿。“藉着上帝

的话语，路德将他的圣经译本理解为德国语言的

神圣化。作为圣经的译者，路德所运用 的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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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他 以 人 的 语 言 而 呈 现 的 上 帝 之 话 语 的 神

学。”瑔瑢 一 方 面，路 德 尽 可 能 地 接 近 原 文 进 行 翻

译，但另一方面，他的翻译又尽可能贴近德国百

姓在家里、街道与市场上说的方言，从而使普通

百姓进入圣经的世界，使圣经成为解放德国人民

的一种力量。瑔瑣因此，路德将圣经译为德国方言，
是宗教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它塑造了德国的

语言、文学与历史。就圣经诠释的历史而言，路

德的圣经翻译意义重大。因为，在哲罗 姆 时 代，
用于正式事务与哲学思辨的语言是希腊语，而拉

丁语是通俗的日常语言，但是，在经历漫长的中

世纪之后，通俗拉丁译本不再是通俗的，普通信

众 “目不识丁”，无法直接进入圣经的世界。但

是，这样的 状 况 随 着 圣 经 翻 译 发 生 了 根 本 的 转

变，其中 之 一，就 是 路 德 翻 译 并 出 版 了 德 语 圣

经。虽然，路德的圣经翻译与诠释，首先是一种

宗教实践活动与信仰的阐发，是在传讲上帝的话

语，是在基督中心论的框架内进行，这一模式已

经延续了上千年。但是，就圣经诠释方 法 而 言，
他一直在同中世纪的传统释经法角力，“在中世

纪释经方法黯然退场上，路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角色。对经文属灵意义的寻索，被依据单纯的文

法意义和经文的处境而对神学含义进行的考察所

取代”瑔瑤。总之，在 人 文 主 义 的 启 发 下，路 德 对

经文自身含义的澄清，对圣经真理的捍卫，对罗

马天主教教会传统的质疑，以及对圣经本土化的

推动，都成为孕育圣经历史批判方法的沃土，为

开启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若火）

①２１岁的路德因对死亡的 恐 惧 而 立 誓 要 作 修 道 士，
寻求僧袍中的避风港，但是，当他第一次主持弥
撒时，他父亲 的 愤 怒，以 及 后 来 他 自 救 的 无 助，
使他 最 终 抛 弃 了 修 道 主 义。 ［美］罗 伦 培 登
（Ｒｏｌａｎｄ　Ｈ．Ｂａｉｎｔｏｎ）著，陆 中 石、古 乐 人 译：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
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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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ｐ．６６． 《诗
篇》是路德最先入手讲述的圣经书卷，而在他生
命的最后十年，路德致 力 于 讲 授 的 是 《创 世 记》。
此外，路德教授的圣经文本还有 《申命记》、《以
赛亚书》与 《加拉太书》等。参Ｍａｒｋ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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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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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ｔ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ｐｐ．３７－３８．

④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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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Ｏｌｄ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Ⅱ：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ｃｋ
＆Ｒｕｐ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８，ｐ．３６９．

⑤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ｅｈａｎ，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Ｂ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２２４．

⑥ Ｍａｒｋ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２９９．

⑦ 路德不仅熟悉武加大译本中依据七十士译本翻译
的 《诗篇》，而 且，也 谙 熟 哲 罗 姆 由 希 伯 来 文 翻
译的 《诗 篇》。不 过，他 更 倾 向 于 后 者，因 为，
他认为前 者 是 二 手 的 译 本。参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ｐ．３６５－３６６，３７３．

⑧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６９．

⑨ 在该释义的序言中，路德称之为 “神子耶稣基督
给大卫的 序 言”，他 意 在 说 明：教 导 读 者 去 理 解
《诗篇》的，不 是 人，而 是 神 子 基 督 自 身，他 在
《诗 篇》里 言 说。参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７１．路德沿袭 中 世 纪 的 传 统，以 基
督论解释 《诗篇》，将 《诗 篇》看 成 是 由 大 卫 的
口说出基 督 的 预 言，从 而 拒 绝 犹 太 教 的 历 史 释
经。参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７０．

⑩ 路德对字义的双重分类，受到中世纪晚期释经者
尼古拉斯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ｏｆ　Ｌｙｒａ，约１２７０－１３４９年）
的影响。但是，与尼古拉斯相反，路德的字面历
史意 义 是 负 面 的，等 同 于 文 字。参 Ｍａｒｋ　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０７．

瑏瑡瑏瑤瑏瑦瑏瑧瑏瑨瑒瑢瑒瑤瑓瑣瑓瑤瑓瑥瑓瑧瑓瑨瑔瑠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ｐ．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４，３７７，
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７，３９７，３９８，３９９，３９９，３８８，４０１．

瑏瑢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７５．

瑏瑣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７９．路 德 常 自 视 卑 微，
称自己不 配 站 在 上 帝 面 前，因 为 “我 只 是 尘 土，
充满罪恶”。［美］罗伦培登著：《这是我的立场：
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第１８－１９页。

瑏瑥 Ｍａｒｋ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０８．路 德 也 看
到了字义与文法的局限，毅然认为语言的发现要
从属于基督的福音，指出：借助于圣经的神秘不
能说明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于历史阐明圣
经的神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福音而解释
旧 约，反 之 不 可。参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７７．

瑏瑩 Ｍａｒｋ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０９．

瑐瑠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Ｒａｅｄｅｒ，“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８３．路 德 认 为：
“每一种律法或 者 诫 命 都 有 着 两 种 作 用，即 应 许
作用和威 胁 作 用。每 一 种 律 法 都 是 圣 洁、公 义、
良善的。它命定一切良善的，它还禁止一切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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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奖掖和捍卫一切善行和虔诚所为，惩处
邪恶之事。”参 ［德］马 丁·路 德 著，林 纯 洁 等
译：《桌 边 谈 话 录》，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７页。在 《加 拉 太 书》的 注 释 中，
路德将律法的功用归为类似的两个方面：管束恶
人，以及属灵和神圣的。律法最终是要将绝望的
人引向耶稣基 督 的 福 音。 （［德］马 丁·路 德 著，
李曼波译：《〈加拉太书〉注释》，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４页）

瑐瑡 Ｇ．Ｏ．Ｆｏｒｄ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ｓｐｅｌ　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ｓ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７ （１９８３）：
２４０－２５２．

瑐瑢 ［德］马丁·路德著：《论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德］
马丁·路德 著，李 勇 译：《路 德 三 檄 文 和 宗 教 改
革》，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１页。
瑐瑣 ［德］马丁·路德著：《桌边谈话录》，第１４１页。

路德认为十诫 “是所有诫命中的诫命”，“是所有
美德和教义的镜子和简要概括”，“从未有过一本
美德 书 如 此 卓 越、完 整、简 明”。参 同 上，第

１２６－１２７页。
瑐瑤 Ｍａｒｋ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ｐ．３１０．律 法 与 福 音 之
间的辩证 关 系，正 如 路 德 在 对 《罗 马 书》７：１４
进行注释时指出：基督徒既是义人同时又是罪人。
同样的辩证诠释也出现在他对 《罗马书》４：６－７
的理解上，他认为：圣 徒 由 内 观 是 罪 人，而 由 外
观是称义的。参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８２．

瑐瑥 ［德］保 罗·阿 尔 托 依 兹 著，段 琦、孙 善 玲 译：
《马丁·路德的神学》，南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瑐瑦瑑瑤瑑瑨瑒瑣 ［德］马 丁·路 德 著：《桌 边 谈 话 录》，第

１４１、１３４、１７５、３８８页。
瑐瑧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ａｆ　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ｐ．８０．

瑐瑨 俞翠婵：《中 译 本 导 言》， ［德］马 丁·路 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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