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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督教的成功崛起，许多异教习俗不是被完全抛弃，而是被逐渐地改造成为基督教习
俗。基督徒的许多葬俗，都可以从异教世界的相关习俗中找到原型; 基督徒的梦幻和异像，与异
教梦兆密切相关; 基督徒的许多重要节庆，也可以溯源到希腊罗马世界乃至遥远的东方。基督教
习俗虽然与异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但它绝不是后者的简单翻新，它在采用后者的某
些形式的同时，必然也要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早期基督教对异教习俗的广泛吸纳，说明了文化包
容正是该教的一大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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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92 年，随着提奥多西 ( Theodosius，377 － 395 年) 正式禁止异教的法令的颁布和实施，
与各色各样的异教教派进行着长期竞争的基督教，终于独占鳌头，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代的多神教文明被消灭殆尽; 基督教与异教的斗
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文明进行交流的特殊表现形式，作为胜利者的基督教，要完全免除其对手
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基督教的成功必然要以它对于异教文明中的某些要素的包容为代价。
也就是说，由于基督教的成功崛起，异教的一些要素便逐渐地转化为基督教所有。基督教对于异
教文明的继承，在社会习俗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将从葬俗、征兆和节庆等方面入手，通过
比较分析，揭示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异教世界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前者的包容性特征。

一、临终圣餐与平安之吻

罗马时代及中世纪的基督徒，均有为垂死者喂食临终圣餐的习惯，即在垂死者即将离世的前
夕向其提供最后的一餐，具体做法是把经过祝祷后的一小片饼或面包和一点葡萄酒放入垂死者的
嘴里，这被教会理解为是垂死者最后一次接受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公元 441 年的奥朗日公会议
( Council of Orange) 解释道: 给予死者圣餐主要是为了抚慰死者。②
“临终圣餐”的拉丁文形式为 viaticum，其原意是 “为旅行所准备的旅资”，由此可以推想，

它最初时并不仅仅指一种食物，而是指包括食品在内的与旅行有关的物品; 基督徒的临终圣餐，

·58·

*

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通俗信仰研究”
( 07JA770025; 07I03) 的阶段性成果。

Alfred C. Rush，C. SS. R.，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D. C.，1941，p. 93.



实来源于异教徒为死者准备的死后旅行所需的旅费。根据古代希腊传说，人死后，其阴魂由赫耳
墨斯 ( Hermes) 送至冥河，然后乘坐卡戎 ( Charon) 的渡船前往地府的门口，阴魂坐渡船时要
付钱，为此古希腊人要在死者口中放入一枚硬币。① 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谈到类似的传
说: 大力神赫尔克里斯 ( Hercules) 打算到地府去寻找尤里皮德斯 ( Euripides) ，他被告知，他
将要渡过一个湖，一名老渡工将摆船渡他过去，收费是两个欧布鲁斯 ( obols: 古希腊货币) 。二
世纪末的希腊作家卢西安 ( Lucian) 也说道，人死后，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一个硬币在
死者嘴里以便付给冥河渡人。② 希腊人的这种传说和习俗很快就为罗马人所接受。不过，viati-
cum一词在罗马人当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涵义，它不仅仅指放入死者口中的硬币，而且还指罗马官
员出差时所携带的旅费或旅行用品，同时也指一种旅行前的饯行宴会。罗马剧作家波洛图斯
( Plautus，前 254 － 184 年) 提到，他曾为将去旅行的姐姐准备过一顿晚宴，称该晚宴为 viaticum;
帝国初年的罗马诗人荷拉斯谈到有一位旅行家的箱子被破开，viaticum被盗窃一空，③ 这里的 vi-
aticum，显然是指“旅行用品”。这种词义上的表面歧异无法掩盖其本质性涵义: 在讲拉丁语的
罗马人那里，viaticum一词最初必定与外出旅行有关。由于死者的阴魂从这个世界抵达地府的过
程也被理解为一种旅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推论: 原先仅具有世俗意义的 viaticum一
词，只是到了后来因为想象力扩大的结果，才被推行到死人世界的。

与希腊罗马的异教徒一样，早期的基督徒也把死亡过程理解为灵魂从这个世界抵达另一个世
界的旅行，因此，这种带有“旅资”性质的仪式，便借助临终圣餐的途径，被顺理成章地吸纳
成为基督教的仪式。既然是一种旅资，它就具有了储备的意义，于是就不能在出发之前被花光;
根据这一原理，临终圣餐只能被含在垂死者的口中，如果不小心被吞咽了下去，仪式便告无效，
这意味着要重来一次。例如根据 《美拉尼亚传》 ( Life of Melania ) 的记载，圣徒美拉尼亚的叔
叔沃卢西安 ( Volusian) 曾三次领受临终圣餐，美拉尼亚本人在死前也领受过三次临终圣餐。④
在当时的基督徒观念中，一个人的最大损失，就是在未曾领受临终圣餐的情况下便死去; 一个人
所受的最大惩罚，莫过于被剥夺了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因此，最初的一些地方教会拒绝给犯有
大罪的垂死者施行临终圣餐礼，以作为一种惩戒手段。后来的教会当局则基于基督普遍慈爱的理
由，要求神父们高度尊重罪犯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对于一个人的得救来说
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一种陋习，即把圣餐给予死者。这种习俗在 4 至 7 世纪
时特别流行，这自然引起教会当局的不安，因此该时段内的历届公会议均对这一陋习进行谴责，
其主要理由是死尸完全缺乏领受圣餐的功能。活跃于 4 世纪后期的希腊教父克里索斯托姆 ( John
Chrysostom，347 － 407 年) 在布道时也抨击了这一陋习，他说: 当基督说“除非你们吃我的肉和
喝我的血”时，他是说给活人听的，而不是说给死人听的。⑤

早期基督徒葬俗中的另一种仪式是，当尸体被抬入教堂之后，主礼神父便走近尸体为其作短
暂祷告，祷告完毕，他即俯身给尸体一个吻，其他在场的人便都跟着他向尸体作最后吻别，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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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Church，Part 12，by Saints John Chrysostom and Philip Schaff，Kessinger Publishing，2004，Homily 40
in I Corinthians 1.



称作“平安之吻”( kiss of peace) 。早期基督徒的平安之吻，与异教世界中普遍流行的用嘴接住
垂死者的最后气息的习俗有一定的关联。古人相信，一个人在断气时所呼出的那一股气息便是此
人的灵魂，在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的最后时刻，如果他最亲近的人能够亲自用嘴接住它，那对于
死者来说将起到难以替代的抚慰作用。因此，死刑犯人临刑前的最大的要求常常是请自己的亲人
用嘴接住他最后呼出的气息。西塞罗就提到，许多母亲整夜地呆在监狱外面，等待着儿子们死期
的到来，以便用自己的嘴接住孩子临死前的灵气。① 维吉尔也提到，当迦太基女王狄多因情人埃
涅亚斯的离去而自杀时，她的姐姐要求用自己的嘴唇接住妹妹那苟延残喘的气息。② 苏维托尼乌
斯告诉我们，重病中的屋大维就是在其妻子丽维娅的亲吻中断了气的。③ 犹太人也有与死者亲吻
的习惯，例如雅各 ( 即以色列) 死后，约瑟伏在父亲身上痛哭，并与他亲吻。④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罗马异教世界对垂死者所施行的亲吻礼，仅限于发生在死者临终的前
夕，而不能像后来的基督徒那样，发生在死后的丧礼上。异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把活人的世界
和死人的世界截然分开，在他们看来，人一旦死去，便立刻进入到充满污秽的死人世界，这个世
界对于活人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常常玷污活人。普林尼叙述说，在罗马的葬俗中，搁置死者的房
门前必须堆放有树枝，目的是为了提醒过路人特别是祭司不要进入该房，因为他们一看见尸体就
会被玷污。⑤ 古人宗教意义上的洁净是与其世俗意义上的洁净互为表里的，因此在某些特殊的年
代里，活人间的亲昵行为也被认为具有玷污的危险。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由于害怕瘟疫的蔓
延，提比略皇帝曾经立法禁止亲吻礼，因为接吻被认为不仅有害于道德，更有害于健康，它会传
播来自东方的斑疹病。⑥

基督教则打破了死人与活人亲密接触的禁忌。在基督徒看来，一个人的死亡不过是他进入来
世永生的小小转折，由于死后的人均要复活接受基督的最后审判，这种复活是肉体复活，人的尸
体因而变得弥足珍贵，活人与死尸是血肉相通的，于是活人世界与死人世界之间的藩篱便被彻底
摧毁了。平安之吻发生在死后，这恰恰反映了在活人与死人的关系问题上，基督教对于希腊罗马
异教及犹太教有关洁净原则的背叛。这种背叛虽肇始于平安之吻，却鼎盛于圣物崇拜。

二、尸体的整理、清洗与涂油

根据基督教传统，基督徒死后，首先必须由死者的至亲或朋友为其合上眼睛和嘴巴。亚历山
大里亚的狄奥尼修斯 ( Dionysius of Alexandria) 在描述死于罗马瘟疫的教会人士时曾谈到: 死者
的亲人“张开双臂把圣徒的尸体拥在怀里，合上他们的眼睛，闭上他们的嘴巴。”⑦ 奥古斯丁在
其自传中也谈到，母亲莫尼卡死后，他为其合上双眼。⑧ 尼萨的格列哥里 ( Gregory of Nyssa)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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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他姐姐圣玛科丽娜死时的状况，他说她的眼睛不需要被合上，因为它们就像睡着一样已被眼
睑覆盖了; 她的口也适当地闭上了; 她的整个躯体自动地展现出合适的姿态。① 安布罗斯对于自
己没能死在兄长的前面而感到遗憾，因为如果自己先死了，兄长和姐姐就会为自己合上眼睛，而
不是自己为兄长合上眼睛。② 这些例子表明，给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是早期基督徒葬俗中的通
常做法。

基督徒这一习俗实际上也来自希腊罗马异教世界。在古希腊，至亲或朋友为死者合上眼睛和
嘴巴，这被看作是死者的基本权利。据荷马的描述，当奥德修斯杀死了索库斯之后，他注视着索
库斯的尸体说道: “啊，可怜的家伙，在你死的时候，你的父亲和女王般的母亲已经无法为你合
上双眼了。”③ 荷马还提到，阿伽门农称妻子克吕特涅斯特拉是一名无耻的女人，因为尽管自己
正在走下阴间，她也不会用双手合上自己的双眼和嘴巴。④ 这说明早在迈锡尼时代，由至亲或朋
友为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的习俗就已经很流行。收藏于罗浮宫博物馆的一件希腊陶瓶上的彩绘也
表现了类似的场面: 一名死者正躺在丧床上，他前面的一名妇女用一条专用的颏带把死者的眼睛
和嘴巴合上。⑤ 这一习俗也被罗马人所采纳。维吉尔提到，在尤里拉斯死时，他的母亲因没能在
葬礼上为自己的儿子合上眼睛而感到哀伤和痛苦。⑥ 奥维德也感叹说，他一想到自己将客死于异
国他乡，就会为没有友谊的手来为自己合上双眼而悲伤; 他还说，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最后时刻
里、在面向故乡的天空时妻子会用手合上自己的眼睛。⑦ 一个属于罗马早期的骨灰缸上也描述了
类似的仪式: 死者躺在一张床上，其后面站着一名妇女，她用双手把死者的眼睛合上。⑧

对于异教徒来说，为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的习俗，可能与古代的迷信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在
古人看来，如果让死者睁着眼睛和张开嘴巴下葬，他的阴魂将因得不到完全释放而会经常骚扰活
着的亲友; 因此合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实际上是帮助死者把阴魂从肉体内全部释放出来，这无
论是对于死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基督徒在继承了这种习俗的同时，
未必会继承这种迷信的观念; 在基督徒那里，合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只是象征着死者离世时的
安详状态而已。

死者的眼睛和嘴巴一经合上，亲属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尸体进行清洗。这种习俗在新约中有
所反映，例如《使徒行传》提到约帕 ( 即雅法) 城的一名广行善事的女基督徒塔比莎 ( Tabitha)
因病去世，有人把她的尸体清洗了，并把其停放在阁楼上。⑨ 写成于 2 世纪中叶的《彼得福音》，
就耶稣之死一事，补充了正典福音书中所没有的一个细节: 在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后，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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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亚的约瑟 ( Joseph of Arimathea) 曾为他清洗过尸体。① 写成于公元 200 年前后的 《彼得行
传》则提到，彼得受难后，有一位名叫马歇鲁斯 ( Marcellus) 的基督徒从十字架上取下了彼得
的尸体，并用牛奶和酒为其清洗。② 活跃于 2 － 3 世纪之交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预测自己的未来
说: “当我的尸体被清洗之后，可能是僵直和苍白的。”③ 历史学家狄奥尼修斯 ( Dionysius of Al-
exandria) 告诉我们，3 世纪的瘟疫使人口大量死亡，此时的基督徒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走上街
头收捡死尸，给它们清洗、整理和埋葬。④ 由此可见，清洗尸体是早期基督徒当中普遍流行的一
种习俗。

其实，清洗尸体的习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根据鲁士先生的调查，古埃及人把清洗死者
尸体看作是服侍诸神的神圣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埃及祭司每天早晨进入神庙时，都要
用八桶水来洗刷众神的雕像; 人们对于死者也要尽同样的义务，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把死者改造成
为可以与神相媲美的有福者。⑤ 古希腊人也保存着为死者清洗尸体的习惯。荷马提到阿卡琉斯的
挚友帕特罗克洛斯 ( Patroclus) 战死之后，其尸体被用温水来清洗。⑥ 希腊的瓶画常常描述为死
者清洗尸体的场面。据说，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曾自行洗干净自己的躯体，以便省去妇女们履行这
一程序的麻烦。⑦ 拉丁作家也频频提及这一习俗。奥维德曾经哀叹自己若死在异国他乡，当尸体
被从床上取下来清洗时，没有人会为他哭丧。⑧ 维吉尔描述道，埃涅亚斯的号手弥塞诺斯被海怪
害死后，人们取来了温水和大锅，准备为他冰冷的尸体进行清洗和涂油。⑨ 有人推测说，用温水
清洗死者尸体，与对尸体大声叫喊具有相同的目的，即确证死亡已经来临，因为如果是处于假死
状态的话，热水会使其复活过来。瑏瑠 一般而言，清洗尸体的任务是由死者至亲中的年长女性来完
成的，到了后来则常由专业的殡葬人员来完成。

据鲁士先生说，犹太人也有用热水清洗尸体的习惯。瑏瑡 然而，旧约中并未明确提及这一习
俗，因此可以初步推定，犹太人是在旧约各卷完成之后的较晚的时期里，在外邦人的影响下逐步
接受该习俗的。如果《彼得福音》所载属实，即耶稣的尸体在下葬前的确被按照一定的仪式清
洗过，那么基督教的这一习俗无疑直接来源于犹太人; 如果这一记载是后人的穿凿附会，那么基
督徒为死者清洗尸体的做法，便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异教徒。不过，考虑到最初具有犹太人血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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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D. C.，1941，p. 114.



基督徒较多采纳该习俗这一事实，我们便宁愿相信前者而不是后者。
此外，早期基督徒还习惯于为死者涂抹香油或香料，这主要是为了尸体防腐的目的。根据马

可的记载，耶稣死后被放入坟墓的第三天，几名妇女买了香膏，准备去涂抹耶稣的尸体。① 可见
以后基督徒为死者涂香或涂油，是有据可依的。据说在彼得死后，马歇鲁斯割了 7 麦那乳香、50
麦那没药和沉香及印度花瓣来为彼得的尸体涂香防腐。② 德尔图良也提到过这一习俗，他说基督
徒在生时藐视香料和香油的使用，可是却任意使用它们在其死者身上。③ 在菲利克斯的作品中，
异教徒攻击基督徒说: “你们从来不用花冠带于头上，身上从来不洒香气; 可是你们却为你们的
葬礼使用香油。”④ 这说明基督徒的确把香料和香油的使用对象限制在死者身上。尼萨的格列哥
里在为安条克主教梅里提乌斯所作的葬礼演讲上，提到这位主教的尸体将被用大量的香料来涂
抹。⑤ 除了在尸体上涂抹香料、香油或喷洒香水以外，为了防止尸体在坟墓里过早腐烂，有些地
方的基督徒把尸体埋在石灰中，一般的做法是把石灰放置在两张裹尸布中间，然后尸体再被用裹
尸布包裹起来。还有一种防止尸体腐坏的做法，便是放几瓶香料在坟墓里。据 《彼得行传》的
记载，马歇鲁斯曾用阿提卡蜜糖充塞了整个大理石棺材，这显然是出于尸体防腐的目的。⑥ 另据
鲁士先生的报道，在许多基督徒的地下墓窖中，常常可以见到充满着红色液体的小玻璃瓶，这些
液体也许具有防腐的功能。⑦ 在埃及，一些基督徒不仅为死者涂抹香料和香油，而且把尸体制作
成木乃伊，它们不是被埋葬于地下，而是被长期存放于亲属的房屋里; 这种习俗被一些有识之士
当作是陋习。⑧

为尸体涂抹香料或香油的习俗，最初也是来自异教世界。荷马经常提到给尸体涂油的仪式，
如阿卡琉斯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死后，其尸体被用橄榄油涂抹，他身上的伤口充满着新鲜的软
膏; ⑨ 特洛伊军队的统帅赫克托尔 ( Hector) 被杀之后，其尸体也同样被用油来涂抹。瑏瑠 罗马人
更是经常用到香油和香料。据普林尼说，罗马人用在死者身上的香料主要是盐、雪松树脂、蜜
糖、没药、香脂等。瑏瑡 据西赛罗透露，早期的罗马人在使用香料方面就已经太过于奢侈，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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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表法》对于涂油礼的开销进行了限制。① 在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里，罗马人盛行火葬，②
这种葬式的流行不仅没有遏制涂油礼的蔓延，它反倒刺激了这一习俗向着更加奢侈的方向发展:
如今除了在尸体焚化之前要给它涂油之外，还要为焚化之后的遗骸实施第二次涂油礼，即要对从
灰烬中捡起的骨灰涂抹香油或喷洒香料和软膏。维吉尔提到，埃涅亚斯的号手弥塞诺斯被海怪溺
死后，其遗骸和火葬堆的余烬均被用酒来浸泡。③ 奥维德也谈到，一名叫安娜的女人在为姐姐举
办的丧礼上，把后者的骨灰浸泡在混合有露珠的香料中。④ 当然，在为尸体作防腐处理方面最为
讲究的当数埃及人，希罗多德曾详细描述过他们制作人体木乃伊的三种形式，其中即使是最省钱
的一种方式，去除了内脏的尸体也必须在硝石液中浸泡七十天后才能进入墓地。⑤ 犹太人虽然没
有制作木乃伊的习惯，但他们也喜欢用香料涂抹尸体。据说，雅各 ( 即以色列) 死后，医生用
香料涂抹他的尸体，而且整整涂抹了四十天。⑥ 约瑟死后，人们也是用香料涂抹他的尸体，然后
才将其收殓入棺。⑦ 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是犹太人居住在埃及时的特殊情况，因此难免受到埃及
习俗的影响，不过当犹太人返回迦南之后，为尸体涂抹香料的习俗显然已被接受为定例，只是涂
抹的时间未必有那么长。例如有一女人把一瓶非常昂贵的雪花石膏浇在耶稣头上，耶稣对此解释
说: “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在为我的安葬作准备。”⑧ 可见一般犹太人也把香料用于丧礼。

基督徒对于死者的涂油礼虽然可能来自于异教传统，可是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香料
不仅被异教徒使用于死者身上，而且也被他们使用于活人身上; 早期基督徒则只限于在死人身上
使用香料。其次，异教徒使用香料于尸体，主要是出于抗污秽和宗教洁净的目的，旨在保护活人
的利益; 而基督徒之使用香料，主要是出于肉体复活的观念，旨在捍卫死者的权利。最后，在对
死者施行涂油礼的过程中，异教徒通常讲究仪式上的排场，喜用名贵的高级香料; 而基督徒则因
陋就简，刻意淡化死亡的哀愁气氛，所用香料多为就地取材，例如他们常常使用较为便宜的没药
制成圣水，在仪式上向死者作简单的喷洒。

三、梦幻、异像和节庆

最早谈到基督教异像的文献也许是 《启示录》，此文作者约翰声称自己在梦幻中获得异像，
亲眼看到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教会遭受迫害、反基督者的来临、上帝的天军
在一场大争战中战胜了反叛的邪恶天使、撒旦被捆绑及千禧年王国的到来、最后的审判以及新耶
路撒冷的建成、耶稣的复临，等等。⑨ 此后，基督徒有关梦幻和异像的报道便多了起来。例如，
活跃于 2 世纪中叶的士麦那主教波利卡普 ( Polycarp，69 － 155 年) 在被当局捕获前三天，曾经梦
见自己的枕头被火烧掉，因此他断言自己必死于当局施加给他的火刑。后来他果然被用大火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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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① 又如，3 世纪初非洲有一名叫珀皮图娅 ( Perpetua) 的女基督徒叙述自己在监狱里所做
的一个梦，她先是梦见自己在费力地攀爬一座通往天上的青铜梯子，梯子底部盘踞着一条张着血
盆大口的巨龙，梯子的两侧则系有刀剑、长矛、吊钩、匕首及长钉等各种利器; 她还梦见自己在
勇敢地沿着梯子爬上了天顶上之后的一系列美好情景。这个梦被认为预示着珀皮图娅的英勇殉道
并受到天堂中耶稣基督的召唤。②

早期基督教的梦幻和异像，显然来自犹太教。根据旧约的记载，被掳往巴比伦城的以色列人
但以理就曾经在梦幻中见到了一系列异像: 他看见了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形状各异的巨兽; 他还看
见了坐在宝座上的“永远长存者”，看见了一个 “像人模样的人”驾着云彩来到永远长存者面
前，被授予了永不败坏的权柄、荣耀和国度。根据解梦者的说法，这些异像均以象征的手法预示
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③ 上引 《启示录》中约翰所见到的异像，从风格到内容上都与但以理
的异像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就预示未来的启示录笔法而言，《但以
理书》无疑是《启示录》的蓝本和原型。
《但以理书》还提到一个与释梦有关的故事。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把全国的术士召到了

宫里，要他们讲解和解释他前夜所做的一个自己已经忘记了的梦，由于术士们无法满足国王的要
求，他们均被残酷地杀害了; 而但以理则最终成功地恢复了国王的梦境，并对之作出了圆满的解
释，因而获得了重赏。④ 在解释自己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时，但以理特别指出，这并不是因为自
己的智慧胜过其他术士，而是他知道有一位天上的上帝，能显明一切奥秘的事情。⑤ 这就是说，
虽然在相信梦幻和异像的预示未来的作用方面，犹太人与异教徒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由于犹
太人拥有独一上帝的启示，因此他们在理解和解释梦幻及异像的能力上，要远远超过异教徒。

除了犹太教的因素之外，早期基督教的梦幻及异像，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周边异教文明的影
响。希腊人喜欢把梦兆与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悲剧主义理解联系起来。例如，据希罗多德记载，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梦见有人告诉他，他的一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 结果无论这位国
王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他的儿子还是被人用尖器误杀而死。⑥ 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梦见自己
的女儿撒的尿涨满全城，并淹没了整个亚细亚，占梦者告诉他，他女儿所生的孩子将取代他成为
国王，并成为整个亚洲的统治者; 于是阿司杜阿该斯千方百计提防此事发生，可是最终波斯人居
鲁士还是取代他，并统治了几乎整个亚洲。⑦ 罗马人似乎继承了希腊人的传统，只是他们的梦幻
更多地与死亡有关。例如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恺撒在被刺前一夜，曾梦见自己忽而在云端
飞翔，忽而与朱庇特携手; 他的妻子则梦见自己家的屋顶坍塌了，丈夫被刺死在自己的怀里。⑧

皇帝卡里古拉在被杀的前一天，也梦见自己被朱庇特用右脚尖踢倒在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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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梦幻及异像与异教世界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历史联系，一些保守的教会人士并不主张基督
徒通过它们去预卜未来，《十二使徒遗训》的作者便告诫说: “我的孩子们，不要成为期待预兆
的人，因为那是通往偶像崇拜之路。”① 尽管如此，对于梦幻及异像的刻意追寻，仍然成为早期
基督徒大众的重要崇拜习俗之一。不过，基督徒的梦幻及异像，与异教徒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
别: 后者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天命论色彩，而前者则散发着积极向上和乐观主义的气息，这也许
是由两者截然对立的死亡观造成的。

此外，早期基督教的节庆也与异教有一定的关联。公元 354 年，著名抄写员菲洛卡卢斯
( Philocalus) 为罗马城制定了一个节日历书，该书的扉页上明确注明是献给基督的，历书包括
312 － 358 年间每年复活节的日期、未来五十年中复活节期的推算、罗马主教们下葬的日期、罗
马殉道者们的一个日历、罗马主教的名单以及截止于公元 334 年的基督教大事记; 书中所列的罗
马执政官名单中也附有四件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件———基督的出生与死难、彼得和保罗到达罗马及
其殉道。② 仅从这些内容看，该历书无疑是基督教的。可是当我们再仔细察看此书的其他内容
时，便不禁要为它的异教色彩而感到吃惊。这本历书每月录入的条目都带有一个详细的图解，这
些图解多数与异教崇拜有关。例如，在一月份的条目中，有一个人正在献香，这被初步认定为一
个正在向奥古斯都家族护家神献祭的防卫官员; 在四月份的条目中，有一个男子正在跳舞，样子
很像大母女神节上的跳舞者; 在十一月份的条目中，出现了一个具有伊西斯神祭司特征的人物;
在十二月份的条目中，出现了描绘农神节的庆祝场面。③这充分表明，迟至 4 世纪中叶，基督教
的节庆仍然被大量地混淆在异教习俗当中。

正是在这同一部历书中，我们第一次见到有关耶稣生日的记载: “12 月 25 日，基督出生于
犹地亚的伯利恒。”④ 这显然是基督教与异教习俗相妥协的一个结果。首先，最初的基督徒承袭
希伯来人的传统，把纪念生日当作与一神教原则格格不入的异教陋习而加以摒弃。如 《诗篇》
的作者说: “我是从邪恶当中被生出来的;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犯了罪。”⑤ 先知耶利
米说: “愿我出生的那天受诅咒! 愿我母亲生我的那天被忘记!”⑥ 善人约伯也说: “啊上帝，诅
咒我出生的那一天吧，诅咒我被怀上的那一夜吧!”⑦ 奥利金据此评论道: “只有罪人会在这样
的生日中感到高兴。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埃及法老以盛大仪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在新约中我们看
到希律也这样做。然而，圣徒不仅不以仪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而且用充满的圣灵来憎恶这样的
日子。”⑧ 如今的基督徒却一反初期的传统，乐此不疲地为耶稣确定出生纪念日，这表明他们已
经向异教习俗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其次，12 月 25 日原本是来自伊朗的密特拉崇拜中太阳神宰牛
的日子，这一天也被看作是密特拉神 ( 即太阳神) 的生日。这种秘密崇拜于公元 1 世纪前后大
举传入罗马，在罗马军队当中广为流传。公元 3 世纪后期，罗马皇帝奥列良 ( Aurelian，270 －
275 年) 把自己的军事成功归之于密特拉神的庇佑，因而进一步推进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密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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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dache，edited by Huub Van de Sandt，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2002，Chater 1.
③ Religions of Rome: Volume 1，A History，edited by Mary Beard，John North and Simon Price，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98，p. 379.

Religion of Rome: Volume 2，A Sourcebook，edited by Mary Beard，John North and Simon Price，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98，p. 75.
Psalmorum，51: 5。
Hieremias Prophetae，20: 14。
liber Iob，3: 2 － 3。
Alfred C. Rush，C. SS. R.，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D. C.，1941，p. 73。



崇拜，他开始把 12 月 25 日定为太阳神庙的节庆日。① 几十年以后，基督徒采用同一天作为耶稣
生日纪念日，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此举的本意可能在于争夺军队中的信徒，其客观后果则是使教
会习俗更加异教化。有趣的是，教会人员并不忌讳谈论这种异教影响，例如在 386 年圣诞节的布
道会上，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克里索斯托姆就公开申明: “我们是从罗马人那里接受了这个节日
的。”②

四、结 语

早期基督教在与异教的长期斗争中，常常根据已有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异教习俗进行巧妙
的改造，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习俗。因此，基督教习俗虽然与异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
但它绝不是后者的简单翻新，它在采用后者的某些形式的同时，必然也要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例
如，从形式上看，基督徒的临终圣餐礼无疑继承自希腊罗马人给死者口中留下买路钱的习俗，但
临终圣餐礼与信徒分享基督的圣体和圣血有关，它表明神为了人的救赎而作出的神圣牺牲，暗含
人从神那里无偿地得到某种恩惠; 而异教徒给死者留下买路钱的习惯，则与死者阴魂对于冥界神
灵的谄媚和讨好有关，其中暗含着人向神的付出，而不是神给予人的恩惠。此外，由于死亡观上
的大相径庭，早期基督教虽然借用了密特拉神宰牛的日子，为基督的出生确立日期，可是这只是
作为神的基督的一个身份标志而已; 在早期基督徒看来，由于死亡是通向来世永生的小小转折，
任何凡人的生日都没有神圣的意义，只有作为神的基督，才可以拥有唯一的例外，即享有生日的
纪念。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基督教的某些习俗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在基督教对
外拓展的历史进程中，它无疑仍在不断地吸纳着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异教文化，因而形成新的基督
教习俗，这必然进一步导致了基督教的本色化。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基督教
是一个包容性十足的宗教，这无疑是人类宗教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

(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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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xtbooks，the missionaries helped minority people learn to read． Meanwhile，thes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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