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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詩人

一一朱雄之的「耶穌傅J

曾慶豹

中房、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台灣大學哲學博士

他雖不承認，而事實上卻在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進

步的作家承認這種選擇，他們站到無產階級一邊，在階級鬥

爭的基礎上作出了選擇。這樣的作家就不再有自主性了。他

們的寫作活動以對無產階級鬥爭中有利為目的。人們於是

說，他在追隨一種傾向。

一一本雅明 (WalterBe吋amin)

〈作者作為生產者> (The Writer as the Producer) 

一切現代革命本質上都源於基督教，哪怕它們打著信仰

無神論的幌子，支持這種論調的各種論點，通常都針對早期

基督教派所具有明顯的造反天性:它強調上帝面前的靈魂平

等，它公然蔑視一切公共權力以及它天國王朝的允諾。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論革命;} (On Revolution) 

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在訪談中提

到他一九六四年的作品《馬太福音:> (1] Vangelo Secondo 

Matteo) 時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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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豹

我想把耶穌描繪成一位和平民百姓站在一起的革命

家，而要找一位和耶穌比較相似的人，當時覺得唯一可能合

適的只有詩人了。 l

何以「詩人」與耶穌比較相似?耶穌寫詩嗎?抑或，

福音書中對於耶穌書寫，本身即是一首詩?帕索旦尼對詩

的熱愛，其本身即是一位詩人，他拍電影，事實上是都是

以詩人的眼光來闡釋其劇中的內容，他捍衛詩，以抵制消

費，抵制任何與體制有關的東西， I詩蘊涵的精神是具有

永恆生命力的 J 0 2 

民國基督徒的寫作中，有過不少有關耶穌生命或傳記

的作品出版，尤其又以趙紫東的《耶穌傳》最富盛名，其

他如吳雷川、謝頌羔、張仕章等人都有過於相似「耶穌傳J

的作品。朱維之在眾多的作者當中，其《聖經》文學的專

業背景是最為被人熟知的一位，我們主要熟悉他的兩部重

要的作品《基督教與文學》和《聖經文學十二講} ，都算

得上是漢語學界的經典之作，然而，論者大多忽略朱維之

如何在其聖經文學的背景和專業之下闡釋耶穌的形象，尤

其是一九五0年出版的《無產者耶穌傳》更是少被人提及，

連朱維之本人及其弟子，似乎這本書在出版之後就被埋沒

了，我們尚未好好地理解朱維之的思想。 3

當然，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無產者耶穌傳》是朱維

之最具政治意味的一本著作，四九年以後的政治現實埋沒

1.皮耶爾-保羅﹒索帕里尼著，艾敏等諱， <異捕的影像一一帕索里尼談話錄> (北京:

新星， 2008) ，頁 104-105 。
2 同上，頁弱。

3 參見盧龍光、玉立新主編， <聖經文學與文化一一一紀念朱維之教授百年誕辰論集> (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7) ，頁 1-鈞。朱維之在撰寫的自傳中，只是一筆帶過《無產

者耶穌傳》這本書，這篇自傳收入於玉壽蘭主編， <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 (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 1989) ，頁 188-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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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詩人

了這一本最具有解放神學或基督教社會主義色彩的作品。

對這本書的陌生，不只影響到我們評價朱維之，也影響到

我們對四九年以前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尤其

是究竟是在何種社會文化氛聞之中，對基督教或《聖經》

產生何種理解上的改變。不同於趙紫東那本富於太多神學

色彩的《耶穌傳> '朱維之的《無產者耶穌傳》總結了那

個時代具革命精神的基督教思想和潮流，可與張仕章的《革

命的木匠》、謝扶雅的《被壓迫者的福音》並列為中國基

督教社會主義「耶穌傳」的三大代表作。 4

一 、

在對《無產者耶穌傳》進行解釋之前，我們必須先了

解早在《基督教與文學》一書中，朱維之早已描繪出這樣

一位具革命形象的耶穌，他稱之作「詩人耶穌J '中間又

經與王拾心合著《耶穌基督> '最後在前一本書的基礎上

改寫成了《無產者耶穌傳》這本書。

在《基督教與文學》中，朱維之就已清楚地表達了自

己獨特的「耶穌傳J '他稱之作「詩人耶穌J

天才成化身，詩j記化身 ;5

天生的詩人，在他成天稟中，含有一切詩人的條件，他

簡直就是詩成化身 o 6 

4 張仕章， <:革命的木匠} (上海基督教新文社， 1939 ' 1949 再版) ;謝扶雅， <:被

壓迫者的福音} (上海:清年協會書局， 1938) ;林榮洪在《中華神學五十年 1900-1949}

(香港 中國神學研究院， 1998) 一書有專章介紹「基督論的雛形J (第十三章) ，完

全沒有提到這三本書，同樣的，在第十七章的「社會主義與基督教」部份未沒有提到這

三本書。

5. 朱維之， <:基督教與文學} (上海.上海書店， 1992) ，導盲，頁 2 。

6. 同上，第一章，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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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教與文學》首章的「耶穌與文學J '朱維之引

述了世界文學界中對於耶穌彤象的文學刻劃，力證「耶穌

是詩人」這種理解絕非空穴來風，他也從四福音書中整理

出耶穌作為詩人的特性，耶穌是詩人的後裔(大衛、馬利

亞) ，他具備了詩人應具有的情感豐富、想象力豐富，儘

管他的盲論中富有豐富的思想，但這些思想也是文學性

的，且「出口成詩J '在在反映出了他是一位其有古典(希

伯來)文學修養的詩人。

值得注意的是，朱維之從文藝學方面來詮釋或理解耶

穌，始終沒有離開他就《聖經》這部文學作品的意恩來把

握的，換吉之，作為詩人的耶穌與關於《聖經》對他的書

寫有密切的關係， I因為被傳者底生涯本身是一首偉大的

詩歌， ......他的生涯供給後人無數詩歌的題材， ... ...千萬

基督徒在感激地唱著『耶穌是我詩歌JI J 0 7可見，正是耶

穌處處表現出了詩人的非凡特質以及如詩一般的盲辭，所

以才會使我們更能確確地從文學或詩藝的方向來把握耶穌

的言論，以及對他一生所做所為以予確切地解釋。

《基督教與文學} I卷頭語」引了一度《約翰福音》

的序吉:

太初有言辭，斯言與神俱。斯言即是神，自古與神俱。

萬物由彼成，匪彼無所成。於彼有生命，曾為人之光;此光

照黑鬧，黑閣未受光。

這是對作為詩人的耶穌最為徹底的描述，顯然，這盲辭不

是指普遍的吉辭，而是指創造的言辭一一詩而育。因此朱

7 同上，頁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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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詩人

維之認為耶穌本身就是詩的化身，詩具有一種無法想象的

力量，它是生命，亦是光。

《基督教與文學》出版於一九四 0年，我們可以說朱

維之尚未進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因為其題旨原來也

不在此，但是由於他大量地接觸了俄國文學家對《聖經》

所做的詮釋和理解，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應該不

陌生。換言之，朱維之在《基督教與文學》對詩人耶穌的

解釋還是保持在一般意義的文學中以予進行的，他並沒有

特別關注文藝與社會批判之關僚，或者可以這麼說，馬克

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尚未進入他的視域之中，甚至在與王治

心合著的《耶穌基督》一書中，朱維之的「耶穌傳」沒有

甚麼特別的變化，甚至由於該書屬於合著，王治心撰寫〈緒

論> '他負責撰寫〈耶穌正傳> '加上是一本類似於通俗

讀本(中華文庫初中第一集)之作，誠如他在《無產者耶

穌傳》序育中所提及的:

那書(按:指《耶穌基督> )只寫純宗教家的耶穌的故

事，雖有革命的意識，仍不免帶有一些唯心的色彩。 8

的確， {耶穌基督》的寫作有許多的限制，該書與《無產

者耶穌傳》的出版時間雖然相當的接近，但仍然無法證明

朱維之在寫作的問題意識與方法上有何突破，恐怕〈耶穌

正傳〉的撰寫只是應付王治心的邀請。換盲之，此時朱維

之的「耶穌傳」並無特色可盲，相較於《基督教與文學》

的詩人耶穌， {耶穌基督》的〈耶穌正傳〉的確平淡得多

8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上海廣學會， 1950) ，頁 3 。我們注意到了，朱維之在

本書的序中寫於「 九五0 ，五，一 J '這一天不就是「國際勞動節」嗚乎可見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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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也可能是王治心並不甚認同將耶穌解釋成一位文學

性的人物有關。 9

《基督教與文學》這本被形容為漢語世界《聖經》文

學的「開山之作J '恐怕最為突出或珍貴的，即是第一章

之中關於「詩人耶穌」的描述，儘管朱維之還是參考了許

多國外的研究成果後而轉撰寫此書。在此之前，中國學界

另一本「耶穌傳J 的「開山之作」趙紫寢的《耶穌傳》

也同樣是富有「詩人般J 的形象，正如朱維之在書中引述

了趙形容耶穌的話「是圖畫是詩歌，祖的幾筆，將宇宙中

的神妙都活耀的烘托出來， ......只有詩人的生命中所流露

的，不會丟掉了美，竟可以萬古而常新J 0 1。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不管是趙紫東、張仕章或是朱維之，他們筆下的耶

穌都是一位「革命者J '但是差別即是:趙紫康的耶穌是

一位「精神革命者h張仕章的耶穌是一位「政治革命者J ' 

朱維之的則是「詩人革命家」

早在《基督教與文學》對「詩人耶穌」的描述中，朱

維之已經留意耶穌的政治環境，而且，這種政治環境並不

是作為理解耶穌的背景常識，相反的，他已指出耶穌在羅

馬帝國的殭民之下， r不得不負起『改造環境的詩人』的

責任與決定，去實現古代先知詩人以賽亞的夢想J '也就

是路加福音四章的那殷文字 11

主的靈在我身上，

他用膏油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

9. 王治心、朱維之編， <:耶穌基督:> (中華書局， 1948) ，頁 2-3 。

10. 朱維之， <:基督教與文學:> '頁的。朱絡之認為趟著是中國文壇上一個「新傳記文學

的先鋒J '另見頁 39 0

11 同上，頁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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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被攘的得釋放，

瞎 H區的得看見，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無產者詩人

可見，朱維之已觸及到將耶穌的一生及其工作，絕不是一

般舞文弄墨的文人雅士，他的行動表現出與反帝國統治、

反殖民、反貧富階級、反民族壓迫等改革的力量連結起來，

換盲之， r改造環境的詩人J 的角色的確是明確的，至於

「革命詩人耶穌」的形象，直到《無產者耶穌傳〉才完全

表現出來，當然，中間即是經過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

吸納與反思，儘管他在《基督教與文學》一書已經留意到

不少以革命者形象刻劃耶穌之作，例如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Jr.)把耶穌寫成有理想有力量的革命工人、克萊虹

(Sarah Cleghom) 把耶穌寫成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張仕章

的「革命的木匠」等。 12無論如何， r詩人」仍然是這一位

文藝學或《聖經》文學家對耶穌的詮釋和理解，朱維之的

轉變或思想的發展 3 把「詩人」推向「無產者J '應該是

在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間，因為一九四七年《基督教與

文學》的「再版題記」中，仍未交待有何思想上的轉變。

《基督教與文學》與《無產者耶穌傳》的出版之間正

好相隔十年，在《基督教與文學》中，耶穌以「詩人」的

形象出現，到了《無產者耶穌傳:> '耶穌則是以一位「革

命家」的角色登場。耶穌從一名「詩人J 變成了「無產者J ' 
這個影象的轉變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斷裂， f盡管我們在

「無產者耶穌」那里好似看不到太多「文人雅士」般的表

現，但是這種「轉變」更多是說明了耶穌的激進化表現似

12. 同上，頁 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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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愈來愈不能強調他浪漫般的性格， í詩人」與「革命家」

之間有些難以協調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朱維之沒有作出

任何的交待。

不過，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身上 3

但卻有一種奇特的協調感。馬利亞，耶穌的母親，在《基

督教與文學》那里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女詩人，到了《無產

者耶穌傳》中則是一位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朱維之揭示

了「革命的勞動女性j 馬利亞懷孕耶穌時所歌唱的那首之

後成為千古傳唱的「頌主曲 J (Magnific剖， (路加福音》

1:46-56) ，是一首「無產階級的聖歌」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上帝我救主為樂。

因為它顧念它使女成卑微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他憐憫敬畏主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把心驕氣傲的人趕散了;

叫掌權的失位，卑微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美食，富足的空空散去。

這首歌是民主進行曲，歌曲充滿著階級的意識、革命的情

緒、民主的思想，代表若無產階級的理想。「這歌是摧毀

勁敵，解放弱者，實現彌賽亞社會的聖歌。日後耶穌的思

想和活躍的大精神，這時早在馬利亞底胸腹中萌芽了。 J 13 

13.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頁 15-16 。另見張仕章， <叫有權柄的人失f蚣，載《女

青年》第 11 卷第 10 期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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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維之形容馬利亞的格性充滿來自底層生活的美德:堅

定、勇敢、進取。馬利亞不隨俗、有獨立的見解，喜愛讀書，

深思，對於社會上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想法子去改造它，

她也不多說話，時常把事情「記在心里 J '思想未曾搞

通或未成熟時，決不輕易發言。可是她不言則已，言必有中。

她的話語是有相當份量的。看前面那首民主的進行曲，她的

出語是何等銳利而驚人呀!她真是個傑出的女詩人。 14

所有猶太小孩的教育，都從是從母親那襄開始的，朱維之

影容耶穌受教育的過程並不順利，而且作為一位無產者，

他儘管聰明過人，但仍沒有公平的機會獲得最好的教育，

無疑的，從耶穌的學識、才華看來，馬利亞給他的栽培是

非常投入的。 15 <:基督教與文學》襄那位「詩人耶穌J '他

的文學修養來自於其母親， <:無產者耶穌傳》襄這位「無

產者耶穌J 則是受到這一位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的敢發和

教育，也因為耶穌也受到這位「革命的勞動女性」最為直

接和深刻的影響，耶穌作為一位無產者和革命者的自覺，

恐怕即是受惠於母親那襄最多。一個成功的孩于，背後有

一位成功的母親。

、一
根據朱維之的說法， <:無產者耶穌傳》的撰寫，主要

受到兩本重要的著作的影響，它們分別是恩格斯 (Priedrich

Engels) 的〈原始基督教史諭> (Zur Geschichte des 

Urchristentums) 和考灰基 (Kar1 J ohann Kautsky )的《基督

14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頁 16-17 。

15 向上， 20-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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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基礎}>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0 16朱維之引

用恩格斯和考灰基的話說:

為甚麼恩格斯說， í原始基督教的歷史和近代無產階級

運動有顯而易見的類似點? J 為甚麼考攻基承認基督教是人

類歷史上一種最偉大的現家，對它不能不表敬仰之意?

作為一位《聖經》文學家，朱維之長期關注的焦點比較是

在世界文學中與《聖經》或基督教有關的研究和作品，相

對的，他對於社會科學的關注則比較少，特別是馬克思主

義的文藝批評，據所掌握的材料中只見過一篇。朱維之曾

以「白) 11 J 之筆名於《天風〉第七卷第十六期 (1949) 發

表過一篇〈藝術的真實 馬克思論文藝與基督教) ，文

中深切的表示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極為認同，該

文之後收入於《文藝宗教論集》一書中。在《文藝宗教論

集》的「寫在卷頭」中，朱維之提及了如下的觀點:

耶穌自己是個領導無產大眾去反抗羅馬帝國而犧牲了

的志士。恩格斯也承認基督教是個社會革命的團體。 17

朱維之根據了郭沫若選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作《神聖

16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序盲。考古史基著，湯浩等譯， <:基督教之基礎) (神州國

光社， 1932 初版， 1955 年再版之作由葉敢芳等人修定原譯本，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恩格斯， <:原始基督教史論》此書曾收入於恩格斯著，林超真譯， <:宗教，哲學，社會

主義) (福演書局， 1929) 一書中出版。另可參見平心編， <:全國總書目) (生活書店，

1935) 0 <:基督教之基礎》可能對民國期間基督教知識界形成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基

督教最具影響力的一本書 p 沈制莊的《社會主義新史》和吳雷川的《墨翟與耶穌) ，都

非常重視《基督教之基礎) ，以作為理解帶革命或社會改造性質的基督教是存在的，而

且強調對此種觀點的贊成。

17 朱維之， <:文藝宗教論集) (上海 青年協會， 1951) ，頁 2 。這本論文集另收錄了一

篇富有「解放神學」意味的文章 〈阿摩司 人民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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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Die heil智e Familie ' 後譯名作《神聖家族:> )來

理解把馬克思主義對文藝與基督教之觀點，也就是關於抽

象性和具體性的問題。《神聖家庭》提到神學、基督教文

藝批評等問題，引起朱維之注意的是馬克思批判「布爾喬

亞 (bourgeoisie) 基督教文藝」為一種妥協，因為「十九世

紀後葉妥協的布爾喬亞作家，往往為了說教而不惜歪曲事

實，用空想的公式來虛飾觀念的謊吉J 0 18換吉之，朱維之

認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文藝學，布爾喬亞基督教文藝沒有

反映或洞察真實的社會關係，也沒有為真理而鬥事，所以

他們的改革不僅不徹底，而且還閱歷史的倒車。事實上，

真正的文藝作品是要描述實際的、個別的、具體的性格;

而不要抽象的、一般的、觀念的臉譜。朱維之指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屬無神論者，但他們對宗教的看法卻

不是機械式的。馬氏在「論猶太問題j 一文中談到宗教問題

說:宗教的存在無論如何並不是和國家的充分發展相矛盾

的。又說: I人權 J 並不使離去宗教而自由，而只是給人以

宗教的自由。牠並不使人離去財產而自由，而只是給人以財

產的自由。

換吉之，此時的朱維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已有了

相當的了解，正是在這個理論背景之下，朱維之展開了以

一種社會批判的眼光和具體或實際的現實性角度來把握耶

穌， {無產者耶穌傳》即是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

論的認同，並運動和發揮到對於耶穌生平和工作的再詮釋

上。換吉之，不同於「詩人耶穌j 的彤象，經過了馬克思

的批判，已經成了「無產者耶穌J '不同於詩化的耶穌，

18. 朱維之， <:文藝宗教諭集} ，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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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耶穌更多是一位解放者，他的一切是為人帶來自由

而非審美，是社會的而非情感的。這正是朱維之前後期耶

穌傅作出轉變的理論和思想背景。

〈藝術的真實一一馬克思論文藝與基督教〉一文的後半

殷即引了恩格斯的思想，為原始基督教的誕生做了極為重要

的解釋，這方面的解釋，正是《無產者耶穌傳》的參照點，

或者可以說， <:無產者耶穌傳》基本上即是一本馬克思主義

批判文藝學的文本之作。以下是朱維之兩殷重要的引文:

但在晚年恩格斯卻為馬克思的「一八四八到一八五0年

法圈之階級鬥爭」作了一篇有名的引論，說 I大約在一千

六百年之前，羅馬帝國內，有一種危險的革命黨。牠不管宗

教和一切國家的基礎，直白地反對羅馬大帝之意志，說牠不

是最高的法律;牠不是屬於祖國的，而是國際的......這種草

命黨徒就叫做基督徒....羅馬大帝......公佈一種反社會主

義一一請原諒反基督教的法律。... ... J 這明明是說初期基督

教是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

關於「革命的基督教」 ，他進一步引到說:

恩格斯又在〈原始基督教史論〉一文中，說明基督教和

社會主義運動的一致性 I原始基督教之歷史表現好一些地

方和近代勞動者運動有可驚的一致性。基督教像近代勞動者

的運動一樣，原來是一種被壓迫者的運動;最初還是一種奴

隸和自由人成宗教，貧窮人成宗教，被放逐者成宗教，臣服

於羅馬和為羅馬所分散的民族的宗教。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兩

者都宣傳橫暴和不幸的拯救;基督教把這種拯救付之於死後

的天堂、來生;而社會主義則以為由於社會之改造便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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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得獲解脫。兩者都被人迫害， .....但兩者的進步，都是

不能抵抗的，有時這種迫害反幫助了他們獲得勝利。基督教

從其發朝之初，過了三個世紀便為羅馬帝國認做國教;而社

會主義則只過了六十年，即已征服一個地方，足證牠的勝利

是絕對可靠的。 J

朱維之上述的引文，特別提及恩格斯的部份，主要是根據

考灰基《基督教之基礎》一書轉引。不管是恩格斯或是考

灰基，他們都將基督教理解為一種社會主義，尤其是初代

教會，他們的背景和行動說明了耶穌是與他們同樣的，都

屬於「無產者J '所以，基督教的成功即是一次無產者革

命的成功，從另一方面說，基督教的屬性，無疑的即是最

為原始且是一吹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例證。

考灰基的《基督教之基礎》一書中譯本於一九三五年由

神州國光社出版，究竟這本書在何種情況下被翻譯並出版已

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力不容小視。

相較於當時的出版狀況而吉，特別是關於「原始基督教」或

「初代教會」的書籍肯定非常有限，王治心在《耶穌基督》

一書的「緒論」中寫到相關耶穌研究的書籍，考灰墓的《基

督教之基礎》不僅被視為重要的參考作，甚至還給於它有極

高的評價。 19朱維之在《無產者耶穌傳》的「序吉j 中特別

提到其「讀了恩格斯的《原始基督教史諭》和考灰基的《基

督教之基礎》以及其他古代史、社會史之後，逐漸明白耶穌

正確的立場和觀點J '甚至還說到: ["關於無產階級觀點的

應用方面，上面所舉的幾本書都給我很大的敢發。 J 20 

19. 主治心、朱維之編， <:耶穌基督) ，頁 6-7 。

20.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序言，頁 3 。我們不確定朱維之有沒有真正閱讀過恩格斯

的《原始基督教史論:> '因為他在〈藝術的真實一一馬克思論文藝與基督教〉一文中對

於恩格斯的談論主要是通過考古是墓的著作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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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的，考灰基的《基督教之基礎》起若非常關鍵的

作用，它不僅是作為一本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基督教

起源的書，提供了對早期基督教社會史的理解有更為重要

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指出了基督教實為一種

反羅馬帝國主義和反猶太政治神學的革命運動，它是一種

反抗壓迫、無產階級鬥爭的歷史，同時，它更是成了後來

共產主義的先行者，因而肯定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關

係。朱維之將之推得比考夜基更早，他指出耶穌的國際主

義源於出埃及的經驗，以及逾越節的意義，

猶太原是建立在「人權」基礎上面的國家，是最民主的

民族。他們的歷史是從勞動階級的革命開始的。摩西的奮起

革命，是為同胞不堪埃及王族成酷刻奴役。他們所信仰的神

就是拯救民族脫離埃及束縛而得自由的神。他們四千年來最

大的節期，國慶日，就是逾越節，就是記念祖宗怎樣從埃及

作磚頭的奴隸中解放出來的狂歡節期。他們的神是勞苦大眾

的神，是被壓迫者的神。 21

所以耶穌的天國運動不是主觀的，他的偉大自覺來源、於他

的傳統和歷史，這與後來像馬克思和列寧等人的革命思

想，都「可以說是希伯來主義在現代的發展J '這些人的

身上「都流著這民族的血液J '無產階級革命的血液。 22而

且，耶穌在準備從容就義之前，仍然是逾越節的信念激起

他的決心， I他從這國慶的故事中，看出犧牲者一羔羊的

大貢獻，羔羊教了民族;所以他決意犧牲自己，當作羔羊

而拯教世界」月耶穌在最後一個囑咐他的門徒實踐他的信

21 同上 3 頁 28 。

22 同上，頁 30 。

23. 同上，頁 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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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夜晚上，亦是逾越節的夜晚，在該晚上他以他的身體

作為隱喻，總結了他的信仰綱要:人類相愛是基本的教義，

神是宇宙底大法則。24如果耶穌講述的故事中最能代表他的

思想即是「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J '正是這個故事在於:

偉大的階級友愛勝過種族的仇恨。這是國際主義的勝利

標幟。 25

因此，作為一場解放運動的天國運動，它不是一個猶太地

區局部性的革命活動，它是一個普世運動， r把全世界無

產階級團結起來J '以「人權、自由和廣義的愛，力求解

放全人類J '以建立地上的天國。 26

在「詩人耶穌」那裹，朱維之主要刻畫一個充滿著文學

氣息的詩人，因為《聖經》本質即是一部文學，其中的主要

人物與這部書的性質是一致的，尤有甚之，他還是文學中之

文學，文學的化身;在「無產者耶穌j 那里，朱維之把對耶

穌的理解更深入於其社會史的背景之中，更是深入於《聖經》

文本內在脈絡中， <:聖經》這部文學作品必須置於社會史的

脈絡中來予以把握，或者，正是在代表作馬克思主義的《基

督教之基礎》之作，使他進一步發掘「反抗的詩學J '一種

來自於無產者的「批判美學J 或「革命文學J

朱維之對於原始基督教的理解，同時也是對於之後演

進的基督教的批判並行的，這與《基督教之基礎》的論點

是一致的。作為對於原始基督教的肯定，和對扭曲變影不

再能真正體現本質性的基督教的批判， <:無產者耶穌傳》

「序盲」第一句話即是: r宗教是社會的產物 J '這句話

24. 同上，頁 101 。

25. 同上，頁的。

26. 同上，頁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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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即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論及宗教時共同的評語，或

者，這句話即是一句帶有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論斷。同時，

朱維之進一步說:

二千年來的基督教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在不斷地鬥

爭、革命中，在不斷的進化、創造中。我們若單拿資本主義

末期的一段歷史現象孤立起來看，決不能正確地認識它的全

貌。若專拿某地方的教會來概括整個基督教，也是大大的錯

誤。一棵繁茂的大樹，上面不免有枯枝敗葉;我們可以用那

枯枝敗葉來證明那大樹是死的嗎? 27 

以上這殷話正是理解朱維之的耶穌傳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

背景。在這裹，他注意到了對基督教所做的批判，以及對

於歷史的資本主義和教會界對於基督教成問題的理解，因

此而產生了用無產階級的觀點來考察耶穌傳記的目的，以

清理那「枯枝敗葉J '回復那棵大樹的面貌。換吉之，不

管是資本主義或是教會，他們對於基督教的理解是朱維之

所質疑的，耶穌不是他們所認為的「宗教家J '耶穌是革

命家，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這同時也就回應了種種

對於基督教所傲的批判，這位的耶穌正是批判作為「社會

的產物」的「宗教J (教會) ，當然也批判那些「產生那

種宗教J 的「社會J (資本主義)

考灰基研究原始基督教，即是將之視為一般革命的力

量，這一點正是《無產者耶穌傳》最為重要的寫作目的所

在。作為革命的基督教，以及作者革命者的耶穌，他們是

站到無產階級那一邊的，正如朱維之一再的提到「以馬內

利j 意即是「神站在我們一邊」的意思，耶穌不僅出身是

27. 同上，序言，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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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無產者，基督教即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宗教，無疑的，

「神站在無產階級一邊」。而且，正如考灰基所強調的，

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容易把握原始基督教，因為基督教

在本質上即是一個被剝削階級的運動，基督教產正於當時

歷史經濟條件之下，它回應了當時羅馬帝國的經濟和社會

之統治，並形成了一個革命團體或運動。

又正如考灰基所指出的，作為一場運動，基督教輯旋

於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的奮銳黨暴力與棄離社會的愛色尼

派的逃避主義之間，朱維之對於當時猶太社會的描述也大

致相同。按朱維之的解釋，在羅馬統治下的猶太社會，其

不同的派別都具有強烈的政治立場，都具有階級取向:撒

都該黨屬於貴族勢力，法利賽人則是中產階級，而奮銳黨

和愛色尼派則是無產階級，尤其後者屬於最為徹底的共產

主義者。 28儘管耶穌並沒有明確地隸屬於奮銳黨和愛色尼

派，但在他的門下不是革命黨就是底下階級的，這就是可

以解釋耶穌與撒都該黨、法利賽人如此對立的原因，問題

即在於「耶穌底是為人生、社會的;他以為解放被壓迫的

人們，在解除他們經濟上的倒懸時，同時也要說他們當時

的宗教中解放出來J '耶穌正帶領著一個從加利利出發並

向世界走去的具有共產主義團體，這即是基督教，耶穌就

是這個解放運動的領導人。 29

耶穌即是這個運動的靈魂人物，他首先站到了貧窮

者、受壓迫者那里，反對帝國剝削和統治，耶穌的吉論與

行動，即是在引導人們走向一種新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到

來。但是，這場「天國運動」肯定是艱辛的。在《無產者

耶穌傳》中，朱維之幾吹提到耶穌的「辯證思想j 與信心

28. 同上，頁 8-14 。

29. 同上，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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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有關，而且這項信心運動不是別的，即是犧牲，換

吉之，革命在看似不可能中存在看極大的可能，而且革命

沒有不犧牲的，耶穌在兩方面表現了他的生命觀和革命觀

的結合:芥菜種、一粒落在地襄死了的麥于、喪掉生命才

能得看生命 ;30芥菜種的比喻即是說明看似不可能的革命卻

是可能的，落在土裹的麥子則是說明犧牲的力量，最後即

是關於付出代價的決心。

-、
一

《無產者耶穌傳》一開始以「你來看」作為首章標題。 31

「你來看J 看似是一個邀請，實是一種撥亂反正，批判了

二千年來對於耶穌形象經封建主、資本主義者的扭曲變

形，成了奴役或統治人的工其。

描述耶穌的生平， <無產者耶穌傳》以彼拉多這個人

物為開始，全書也以彼拉多這個人物為結束。通過彼拉多

給耶穌戴上荊棘冠、披上紫袍，戲弄他，並指示給眾人說:

「看這個人J '朱維之在此以一種極為隱蔽的反諷于法指

出我們尚未認真地正視耶穌的真人真事，事實上，兩千來

的基督教並未好好看過這個人，不管是封建主義或是資本

主義，他們都和彼拉多(代表帝國主義)一樣在戲弄耶穌，

給耶穌戴上一些奇怪卻又不屬於他的東西。封建主義的統

治者給耶穌拔上法衣，戴上金冠，化裝作帝王或貴族;資

本主義則給耶穌「鍍金」。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還不如彼

30. 同上， 28 、 71 、 76 0

31.劉廷芳為《基督教與文學》寫〈序〉時給予了朱維之極高的評價，即是用了「你來看J

作為對讀者的邀請，邀請來見證《基督教與文學》這一部大師之作，亦即作為「中國基

督教文學史中的第一部參考書J '參見〈序> '頁 5 。繞富趣品的是，朱維之的《無產

者耶穌傳》即是以「你來看j 作為開始，不知是否是對劉廷芳的一種感念，我們從他在

174 

《基督教與文學》的「在版題記」中流露了對劉廷芳無限的感恩，童提起他那篇嘔心瀝

血的「序」文，再進一步想， <:無產者耶穌傅》是否可以視作是題獻給劉廷芳之作，



無產者詩人

拉多，後者只是以帝國之姿悔辱耶穌，但前者則是利用他，

尤其是用他來統治他人，充當作「鴉片」來麻醉人民。朱

維之清楚地表示，本書的撰寫即是要把種種對耶穌的侮辱

拆毀，也要識破種種利用他的技倆，真正看清楚他僅僅是

一位出生於「卑微的工作階級的窮孩子J 0 32 

從拿但業的「你來看J '到彼拉多的「你們看這個人J ' 
看這一位「人民J 的革命領袖，不過他不是位高權重的「彌

賽亞J '也不是虛張聲勢的統治者，他一無所有，他即一

位「無產者j 。正是這樣，福音書的書寫本質上即是人民

的書寫， I福音書J 就是人民所記錄的人民的歷史。 33

比較《耶穌基督} , {無產者耶穌傳》不僅是擴充了

不少的篇幅，更重要的是後者加諸了許多社會批評的描

述，尤其是深入地刻畫耶穌所處的猶太社會，關注其政治

現實與帝國蘆民的問題。從當代的文藝批評理論祖之， {無

產者耶穌傳》可以視為一本後要直民之作。

換育之，用現在的文藝批評理論來理解，朱維之的《無

產者耶穌傳》是一部後殖民論述的作品，它的現實語境當

然是處理帝國主義之下的中國 3 一位本色化的耶穌即是一

位後殖民者，反對帝國統治，以及種種與帝國統治相關的

權力結果，耶穌生處羅馬帝國統治下，他所傳播的思想即

是後殖民的思想，其所針對的即是在此帝國統治下所造成

的壓迫，包括猶太社會內部的統治結構，其與帝國之間存

在著極為景密的關係。因此，耶穌即面對猶太社會內部的

問題，更是關住跨國的殖民主義，這就是何以基督教是普

世主義的原因，因為耶穌的解放是普世的，帝國的前提即

是一個跨國的統治階層。朱維之描述當時的帝國統治:

32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頁 2-3 。

33. 同上，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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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是長於組織的國家。對於殖民地各國家的政策，在

經濟上則巧妙地作有系統的剝削，在政治上卻不完全加以征

服。它把一部分政權留給當地的貴族，因此好利用貴族，向

無產者剝削。 34

羅馬帝國統治各行會的目的在於搜括民脂民膏，其統治的

于農即是利用經濟結構的共犯效應來執行「以夷制夷」

即巧妙的利用當地的貴族，造成階級對立，當時的猶太社

會即是在此內外交迫的雙重剝削之中，耶穌面對的貴族階

級撒都該黨人和中產階級法利賽黨人都可以說是在帝國勢

力下的既得利益者。

按朱維之的理解，歷史上的撒都該黨人是祭司貴族的

代表，擁有猶太國家的統拾權，在數個帝國統治朝代他們

都從帝國中獲得不少的利益，比較特別的是法利賽黨人，

我們都留意到在《聖經》中經常是與耶穌衝突的一群人，

而且耶穌的吉論也經常針對他們做批評的。然而 3 就一般

的理解而盲，法利賽黨人是反對貴族、反對效忠該撒的，

他們更多像是民族主義分于，保存國粹、維持祖宗的禮教

即摩西律法，排斥外來文化、思想、制度，甚至還有幾吹

的反對帝國的組織和力量都是由他們發起的，因此按一般

常理而言，他們應該也屬於後瘟民或反帝國統拾的陣營。

事實不然，朱維之認為法利賽黨人並未站到無產者那

裹，他們和撒都該黨人表面上對立，宗教觀點亦不同，但

實質上他們的階級屬性仍然很清楚，這些「國粹派」人士

主要都有「保皇j 的傾向，自居作「正統派j 。法利賽黨

人主張一種狹義的愛國主義，對於古代的遺教解釋得最為

嚴格，他們眼光短淺，偏重於形式主義、教條主義，並將

34. 同上，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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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教派作為對他人統治的一種手段。法利賽黨人的虛偽

和面對權勢時的軟弱，表現出了他們無心於解放被統治的

人民，他們經常反過來成為加害者，中產階級的搖擺性格

表露無遣，這種性格在面對耶穌時尤其的兩面人格:

在羅馬派來的總督彼拉多面前附和著祭司貴族們高呼

該撤萬歲，高呼除了該撤以外沒有別的王的，正是法利賽黨

的「群眾 J ;在壓迫同胞的帝國殖民政府門前堅持要把本國

的「彌賽亞」處以極刑的，正是法利賽黨的「群眾」。今天

歡呼: r和撒拿! J 明天狂叫「釘他十字架! J 的，也是這

些帶有游移性和兩面性的法利賽黨「群眾 J 0 35 

相較於撒都該黨人和法利賽人，耶穌時代的猶太社會

還有兩個代表若無產階級的人群，他們分別為奮銳黨人和

愛色尼派。奮銳黨人屬於暴力革命分子，耶穌門下就有這

些黨的追隨者;與之相反，愛色尼派則是和平主義者，在

經濟方面主張共產主義。朱維之認為，這兩種黨派人士在

宗教上都是狂熱分于，只是在政治行動上歧異，不過，這

兩種力量在耶穌的時代曾經興盛一時，之後就沒落了，取

而代之的則是從加利利發生、具共產主義色彩的基督教:

它能吸收當時世界新思潮的各種因素，而成為世界的宗

教，那就是基督教。它的領導人物就是耶穌。 36

總之，基督教的出現可謂一種普世主義的富共產主義色彩

的團體形成了，它不同於奮銳黨人和愛色尼派，耶穌主張

35. 向上，頁 12 。

36. 向上，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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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革命，而且超過了猶太的地域或民族主義，創了一

種新的宗教，以更為徹底地實現社會正義。

地域性的經濟結構經常反映出分配不均的現象。朱維

之把加利利理解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源頭，迦百農則是革命

的基地，耶穌經常出沒於加利利一帶，與無產者在一起，

參與到貧民的痛苦生活之列中，了解民問疾苦。 37這位「危

險人物」耶穌最後步向耶路撒冷，向著象徵著最高統治的

權力中心走去，向看集結了帝國經濟、皇權思想、宗教奴

役的偉大城市發表挑戰:

耶路撒冷是特權階級的根據地，加利利是無產者喘息呻

吟的僻壤。京都貴族常以 í加利利豬鑼! J 來罵人。耶穌

就生長於這些「豬綠」中間，沒有讀過拉比大學，被藐視為

無教育的老粗，不配教訓|人的。 38

朱維之在《無產者耶穌傳》中，未見引用解放神學家最習於

使用的那段經文:路加福音，這設經文在《基督教與文學》

中引述過，是作為對「改造環境」的一首代表性詩歌。在《無

產者耶穌傳》裹，最為關注的焦點即在於「耶穌在聖殿開了

第一響炮J 0 39值得注意的是，朱維之在耶穌的生平方面安

排了兩次出版在聖殿，這樣表現出他對於「宗教批判」的強

調與關注，一方面是猶太社會的真實面貌，宗教的確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元素或背景，即意昧著耶穌要將人從當時的宗教

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則是聖殿與市場交易賈買的關係，這

37. 同上，頁 35 、鈞。

38. 同上，頁 33 。

"同上，頁 36-37 。朱維之安排了耶穌傳中有兩次在聖殿出現，一是「第一響炮J '另一

是「最後一役J '他在序言中提及這本書主要是以日本作家米澤尚三於一九二八年出版

的《無產者干工又》為藍本，後者即是在耶穌生平中安排了兩次在聖殿出現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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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昧著宗教與經濟活動有著一種特殊的聯繫 9 這種聯繫是宗

教變質扭曲的原因，當然還有宗教被利用統當作統治人的關

係。耶穌間的革命行動「第一槍J '向世人宣告了他的行動

和革命綱領，並且從作為人們生活最為核心的場所一一聖毆

開始，不僅表現了階級的對立與衝突，更是以恢慢宗教之旨

為目的。這正是朱維之寫作這本書的問題背景和脈絡，無疑

的，這本書是一本基督教自我批評之作。

不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約翰，耶穌的革命是付諸於行

動的，耶穌第三吹在聖般的行動與第一吹並沒有太大的差

別，同樣是揭露特權階級的虛偽、奸詐多但是最為重要的

是他表現了極為堅定的立場，既便知道此舉必然更招惹更

多的仇恨、想致他於死地的權勢愈來愈強大。

關於有人來試探耶穌該不該納稅給羅馬皇帝該撒一

事，朱維之把耶穌的回話: I該撒的東西歸該撤，上帝的

東西歸上帝J 解釋作:

錢幣既是羅馬帝國掠奪殖民地的象徵，是壓迫、剝削奴

隸的象徵...... ! 

代表正義、公理、人權、仁愛的上婿，是站在被壓迫者

這一邊的﹒...。

上帝與該撒的關係勢不兩立，表現在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

的關係上。耶穌的天國運動完全不是以世上的政權模式來

理解，錢幣不會只是交易的媒介，錢幣通過了經濟的流通

反映的即是社會關係， I經濟的專橫是人間最慘重的災

難。... ...羅馬是當時世上最大的寄生蟲多整個產業計劃都

建築在奴隸身上，寄生在無產階級底痛苦上 J 0 40 

40. 同上 9 頁 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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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維之在解釋耶穌的三個試探，仍然扣緊著上述的問

題。這三個試探代表了耶穌認真的思索過解放的「路線J

或「手段J '它們分別是: I溫情主義的救濟事業J (第

一試探:把石頭變做餅)、「向惡勢力低頭J (第二試探:

向魔鬼下拜) 、「利用宗教巫術J (第三試探:從高頂往

下跳) 0 41耶穌總結決心地實踐一條艱難的抵抗之路:

四、

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心一德向「天國」的建

設邁進。羅馬人用武力統一世界，耶穌只用群眾的力量，喚起

同胞對神的新信仰，提高同胞的覺悟性，認識人權、正義、自

由和廣義的愛，力求解放全人類，在地球上建立「天國 j

在西方，一位成功的神學家在於他是否完成一本基督

論之作;在中國，一位成功的神學家取決於他是否書寫出

一本耶穌傳。西方的基督論之作是一種在系統神學論述形

式的產物，中國的耶穌傳則是更多關注於具體的情境(本

色化) ，所以耶穌作為一位解放者的形象出現，完全是可

以理解的，廣義的說，趙紫寰的耶穌傳亦是一種解放者的

形象，只是他更是一種在精神意義下的解放，即他所吉的

「人格赦國論J '但在朱維之這里，同是一種本色化神學，

只是他與吳雷州一樣，都是以「社會改造者」的形象出現。

耶穌傅在中國，尤其是那個時代情境下，很難有另一

種形象，王明道和倪拆聲都沒有寫過耶穌傅，他們更多的

是在基督教人性論的問題有所看墨，他們根本就不關心社

會實踐，他們主要還是關心「功夫論J '所考慮的還是在

教內圈于里面的靈修或靈性問題，但在趙、吳、朱等那裹，

41.同上，頁 26回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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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要回答的是教外的人士，他們向教外人士傳達了一

位與時並進的革命家，目的即是要說服教外人士認識並認

同這麼一位時代的創造者，相反的，王、倪等人只關心「純

粹地」教會圍內的生活，如何守得看，要比對時代作出甚

麼回應更為重要。

朱維之的本色化耶穌，不是一個「穿上華服」或「講

中國話」的洋人。「本色化」究竟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

政治的問題，這對許多帶有「社會福音」傾向的中國基督

徒一致認為的，所以，他們不是要為基督教找到與「古老

的中國」相契合的東西，包括具有強烈國學背景的吳雷川，

他們的「本色化」就是「現實的中國 J '在他們眼前所面

對的「現實的中國 J '即是一個正被帝國主義刮分得支離

破碎的中國，而身處於這時的中國人，正遭遇那前所未有

的痛苦， <:基督教與文學》與《無產者耶穌傳》前復出版

正好相隔十年，這十年的中國，正如朱維之所形容的，是

受到「火的洗禮J 0 42 

基督教到中國，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勢力到來的，不

管他們與帝國保持何種距離，在飽受摧殘的中國人看來，

基督教的侵略者形象很難洗脫。的在理解或解釋一部作品

時，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會追問這部作品和時代的社會

生產關係是如何的，因為一切的社會關係是以生產關係為

條件的。「一個人的生活狀況，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決定

他的意識，階級的利益影響他的觀點。 J 44中國正值著全球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之際，朱維之通過了馬克思主義

以揭示「耶穌形象」在此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扭曲，基督教

42 朱維之， (火洗後的基督教與火洗後的中國> '載《同工) 194 (1940) 

43. James L. Hev血， {英語課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學} (EnglishL臼'sons: The Pedagogy 

ofl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一章。
44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頁 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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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帝國侵略者的工具，耶穌被無情地推向統治或壓迫者

的位置， <{無產者耶穌傳》的書寫即是從種種的迷霧中重

新理解耶穌，如同帕索里尼所理解的那樣: I耶穌所掀起

的即是一場革命J ， 45嘗試回答沈闢莊曾說過「中國基督教

沒有革命文學」的評論。 46

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基督徒而盲，基督教與社會

的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包括其他方面的討論和思

考，基本上都離不開此一背景，都是在基督教與社會的問

題框架內進行的;換吉之，當時關於基督教的問題討論，

都不由自主地捲入社會行動方面，尤其對許多的基督教學

者而盲，基督教在中國是否會被接納，再不是決定在基督

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上，而是在基督教對重建中國社

會所能提供的具體貢獻。 47 <{無產者耶穌傳》是在此問題意

識下撰寫的，朱維之認為基督教在中國受到的質疑和非議

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歷經各種的挑戰之後，基督教則進一

步的改變，消除「有意無意之間，增加了帝國主義者的氣

燄 J '變得愈來愈「適合於洗後的中國 J 0 48朱雄之認、為，

基督教在中國遭到嚴厲的批判是好的，這樣才會將真正的

基督教精神與冒牌的基督教廣鼎區分開來，因此，耶穌以

一個「無產者」的形象出現於中國人面前再容易明白不過

的了，因為此時的中國正面對一個真正的「解放」的時刻

的到來，從帝國瘟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一個「為真理、自

由、正義奮門，為民眾謀福利」的基督教即將到來，這即

是基督教的本來面目。

45 皮耶爾 保羅﹒索中自里尼著， ，艾敏等擇， <異端的影像一一帕索里尼談話錄} ，頁

112-113 。

46 沈桐莊， (基督教與革命文學> '載《文社月刊》第三卷(第五冊， 1927) ，頁的。

47. 吳利明，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81) ，頁 3-5 0 

的朱維之， (火洗後的基督教與火洗後的中國> '頁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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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灰基一樣，朱維之在《無產者耶穌傳》一書中

嘗試提醒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不應該與無神論劃上等

號，而且，革命不能忽略基督教，基督教也不應該與革命

分離，藉此既糾正基督教偏離革命或棄置無產階級的錯

誤，同時也提醒共產黨人不應全盤地拒絕基督教，社會主

義者與基督徒在反帝國主義的事業上是可以攜手合作的，

耶穌的犧牲說明了一切。 49

十九世紀以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錯綜複雜關懷其體

的表現在不平等條約之中，正如教會史家賴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所評論的那樣: r教會成了西方帝國主義

的伙伴，並且不能推卸產生這種後果的責任。 J 50因此中國

基督徒在此處境之下是極為尷尬的，面對基督教與帝國主

義之間的關係，正是成了解釋耶穌形象極為關鍵的意義，

朱維之強化了耶穌反帝國統治的形象即是在此背景之下進

行的。

朱維之為我們刻畫出了瘟民者與帝國文化的維護者的

關係。羅馬即是瘟民者，但猶太社會中的則是帝國文化的

維護者，他們將殖民統治的權力轉向於自己的人民，向弱

者施暴。耶穌的死即是一個最重要的例子，他們無意對抗

羅馬的統治，轉而將耶穌交給了他們，以表示對瘟民者的

效忠，這襄明確的反映出了朱雄之對於中國的基督教界在

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上，成了一種加害於耶穌的一份子竟

不自知。在此，後殖民批判指出了帝國統治的複雜闢係。

對朱維之而盲，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問題不在於如

何面對傳統，而在於如何回應此激烈的社會改造的要求，

耶穌的影象是否可以說明這一切，特別是中國需求出發點

49. 朱維之， <:無產者耶穌傳:> '頁 76 0

50. K四ne也 Scott Latourette' <:基督教在華傳教史:> (A History 01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York:Macnùllan, 1932) ，頁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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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當然，我們不可能對於這種思想性的反映期待

過高，因為基督教與社會改造的問題與態度之間仍然存在

若不少的張力，但是「耶穌是甚麼東西J (朱執信)的質

疑仍然在所有的革命或進步的思想家中成了一個問題，曾

經給耶穌冠以「詩人」的朱維之，做出了一吹更為徹底的

詮釋， ((無產者耶穌傳》反映了朱維之的「存在性參與J ' 
更是基督教面對中國的巨大變遷與現實做出了回答。正如

吳利明中肯地指出:

基督教的社會意義並不是在於它能夠為我們提供任何

獨得的社會改革途徑，而是在於它對各人在社會參與的過程

中所遭遇到的困難所提供的幫助。 51

關鍵詞:解放神學革命的基督教帝國主義

馬克思主義批判

作者電部地址: chinkenpa@yahoo.com.tw 

51 吳利明，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頁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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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ching on many of the issues cen仕al to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Christian socialism, W. T. Chu's (Zhu Weizhi, 

1905回 1999) The Proletarian Jesus is full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which reason it has received little notice 血

Communist China. However, this unknown book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Chu 

himself. I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pre-Communist China, especiall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ilieu in which it developed and its 

influence on how Christians of the time understood the Bible. 

Because Christianity came to China riding 也e coattail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most Chinese stil1 regard it as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aggression. In the Marχist ap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pretation of a given text requires making 

an inquiry 恆的 the social context 也 which it w品 produced，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hu applies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to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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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yal of J esus, as well as his ideas on how Christianity was 

misappropriated into a tool of capitalist and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lso cover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reasons why this 

portrayal of Jesus as a liberator ofthe oppressed was published 

in 1950, only to fall into obscurity soon thereafter. 

Keywords: Liberation Theology;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Imperialism; Marxist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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