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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尽可能以多宗派、多阶层、跨国界的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与未来趋向,富有创造性地以汉语文学语

言表达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神学———“墨面神学”.«兰林复活节»通过描绘教会—世俗社会、三自教会—家庭教

会、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之间的张力较为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墨面神学内在的三个基本环节:大家庭神学、不吃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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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基督教文学史上,以汉语书写以及文学想象力来表达汉语神学的作品并不多见.这并不

是说至今所有的汉语基督教文学作品都在神学向度上缺乏探索与张扬,毋宁说如今至少有一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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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学作品已经自觉地将汉语神学思考作为创作的源动力与写作目标.这部作品就是上海自由

作家、素有“打地铺的剧作家”之称的姜原来的原创话剧«兰林复活节».与同一作者创作的已经颇具

影响的话剧«贝多芬在中国»、«莎士比亚在嘉兴»、«雁荡平安夜»比较,«兰林复活节»的最大特色在于

它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神学思辨,在于在汉语文学叙事中尝试建构本色神学.职是之故,
«兰林复活节»在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会留下应有的一笔.

«兰林复活节»基本上以史实为素材,借助于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以舞台剧为形式,主要通过对话、
布景与音乐三合一的方式,呈现２１世纪之初中国大陆基督教的信仰生态图景以及神学张力.作者在

“导读”中直接交代了整部话剧所要讲述的是“江南山野之地,由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十几户人组成

兰林团契〔１〕”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整部话剧的主角是“最底层十几万墨面渔民,岸上固定的家都没

有,连农民都瞧不起他们,却是中国最早皈依基督群体”.整部话剧的主旨是“兰林的事不如芝麻大,
却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之一,吃人世界大战的终止只能从这样大家庭的重建开始”.因此,«兰林复活

节»的全部叙事以整个中国基督教历史为宏阔的背景,特别置立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场景

中,尽可能以多宗派、多阶层、跨国界的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与未来趋向.就此而论,
«兰林复活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当下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

不仅如此,«兰林复活节»从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４年５月３０日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中取典,以一幅对联“登高高山林朝见墨面造物,行深深大地亲历宝血救主”与横批“永生之道十架路”
富有创造性地以汉语文学语言表达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神学———“墨面神学”.所谓的“墨”即黑

色.所谓的“墨面”即黑黢黢的脸面或“黝黑的面孔”.在原诗中,墨面用来形容凋零破败的模样.而

«兰林复活节»则大胆借用来描绘耶稣基督及其信徒以及一切受造物:“道成肉身在偏僻乡村的造物

主,做过木匠的造物主,风尘仆仆奔走在渔民乡民中间的造物主,不愿有佳形美容的造物主,应该也是

墨面的样子吧”;“墨面的渔民,墨面的山里人,黝黑树干墨绿树叶的广玉兰树”.概言之,墨面指称“墨
面的地方,墨面的人,墨面的造物主”.«兰林复活节»以“墨面”意象重新诠释«以赛亚书»以“受苦仆

人”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５２:１４);“他无佳形美容;/我

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５３:２Ｇ３).但是,墨面基督、墨面基督徒与墨面受造物

意象中的墨面所蕴涵的神学,并不是奇思异想,而是马丁路德(MartinLuther,１４８３－１５４６)意义上

的十架神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谦卑受苦,甘愿背负人世间的一切罪恶与苦难,正如«以赛亚书»
中“受苦仆人”预表耶稣基督所刻画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

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

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５３:４Ｇ５).

«兰林复活节»通过描绘教会－世俗社会、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之间的

张力较为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墨面神学内在的三个基本环节:大家庭神学、不吃人神学与牺牲神学.大

家庭神学与不吃人神学,实际上共同构成墨面神学的一体两面.在后伊甸园时代,人类因为自己的罪

性而陷入战争状态,

这是一场每一个人同其他每一个人的战争,千人千面、万人万心,每个人都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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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绝对正当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原子孤魂.如今的生活却像

一个搅拌机把全世界搅成了一团,先是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是人类

在地上走来走去,四处奔窜.人海汹涌,每个别人都是陌生人,偶然相遇———我还有补

充———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除了偶然撞面我不让你吃,我想办法吃你,下一秒钟

起,我和你有何相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人有条座右铭:“对敌人的宽厚就是对战

友的残酷”,在如今我们人人深陷其中的这种世界大战中,我的座右铭是:“对他人的怜

悯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这就是现实世界的逻辑钢铁的逻辑———钱、权、技术、实力的逻辑才是唯一的逻

辑! 金钱推动的技术能做到有钱有势者所需要的一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

的.人都有根本利益,你们把你们可怜地守在兰林当作根本利益,我的根本利益是,有
尽可能多的钱、得到尽可能多的享受.就这么简单.除了我自个儿好好活下去,这世

界上其他的一切全都和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全都去他娘的滚一边喇去吧!

而现代世界及其现代性将这种战争状态推到极致:“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场战争,一场

每个人都被卷入的战争,一场几乎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其他人的战争.整个世界早已变成了战场.比

起这场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局部战争.按着神学,你会说,一切是因为罪,是的,罪
的发生是这没完没了世界大战的总源头.”

正如创世记第三章所记述的,世界大战从家庭开始:“家,真正的家,真正家的撕裂破碎、难以重

建,是这场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因此,重建家庭成为基督教救赎中的核心信息.«兰林复活节»通过

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戴明的具体论述了重建大家庭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人靠什么活着,人首先得靠

爱活着.家,就是爱的起码确定.没有了真正的家,也就没有了确定不疑的爱.家,会被战争、暴力、
专制毁灭,也会被各种文明的谎言包括浪漫的谎言粉碎.于是,亲人成了客人,熟人成了陌生人,最终

对于每个人,他人越来越不像人了越来越成了某种东西,他自己也会慢慢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最终是

全部变成某种东西.没有了真正的家,人必然成为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人和人之间剩下的只有交

易和欺诈、冷漠和仇恨.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人类的罪性,第一个“甚好”(创世记１:３１)
的家庭关系被破裂,后伊甸园时代的人类史就是一部由丛林法则掌控的战争史.这种战争就是上述

的“吃人世界大战”.«兰林复活节»一语中的,揭示出这种世界大战的内在本相:“这个世界的隐秘之

王就是骗子,谎言之子.没有谎言就没有战争,在这场上帝与魔鬼的属灵战争中,首要的就是与骗局

谎言的战争.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而终止这种整体性、全球性危机的出路是重建家庭.
为此«兰林复活节»的主要篇幅围绕由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十二个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兰林团契”而
展开.兰林团契也因此成为未来新天新地在现世的影子.以兰林团契为典范的大家庭就是地上的有

形教会,在本质上是天上无形教会的预演.大家庭由圣爱(agape)连接而成.这种“真正的家,就是这

样永远有人在等你的地方”;“是家不上锁”.

«兰林复活节»的宏观叙事背景以及大量的对话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整体性的危机———世

俗战争:“地全脏透了不算,人心都脏透了,到处是骗人的、坑人的、讹人的、吃人的,但凡你吃喝拉杂

睡,但凡你活着得遇上的所有事情,哪怕一个鸡蛋一块砖一个电话一条信息全不能轻信全靠不住了.
都在烂,人不成人样了,家不成家样了,村子不像村子了,都像打仗剩下的.”«兰林复活节»中的墨面神

学,一方面,通过三个具体伦理原则落实于当代世俗主义与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敌基督世界中,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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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神学与不吃人神学、牺牲神学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藉此来表达与体现内在的宗教信心:尽
力不让人吃了;坚决不吃人;要纪念遭苦害的人.第一个原则如同摩西道德十诫中的反诫命,以消极

的自保来抵制现代世界中来势凶猛的吃人战争;而第二个原则则类似于道德世界中的正诫命,以积极

的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吃人现状,虽然墨面基督徒在今生今世不可能彻底改变吃人世界大战的蔓

延与毒害,但是,至少可以在自保的同时主动不参与吃人战争,从而在世俗－反神的浊流中显明存在

一股来自天国的清流.另一方面,墨面神学是一种草根神学,一种墨面基督曾经真实生活的现实世界

中的受苦受难者的神学.草根并不是一种身份标签或阶层属性,而是一种对社会不公义造成的苦难

与道德冷漠表达抗议与反驳的价值立场与认同.与这种抵抗现代性痼疾的草根神学相反,中国大陆

基督教内部也存在一种迎合世俗战争的神学———幸福神学.这种神学不过是当代版本的曾经被马丁

路德所严厉批判的荣耀神学:以今世的行为或世俗社会定义的成功来荣耀神.这种神学刻意歪曲

墨面神学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与抵抗,认为墨面神学的错误在于以极端的方式否定现代世界,为纠正这

种自己定义的错误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错误:彻底迎合现代世界,以现代世界所标榜与奉为圭臬的成

功/幸福为讨神喜悦的惟一准则.这种所谓的幸福神学以基督教传统的核心观念与思想为外包装,外
表上看上去像基督教,但是在本质上是一种如假包换的伪基督教世俗主义:“上帝啊,请听你仆人的祷

告.我受差派来到这里,这里有勤劳朴实的弟兄姐妹们,有乐意奉献牺牲的仆人.主啊,求你恩膏他

们,每天的生活滴下油脂.他们既归向你,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我奉主名宣告,上帝对亚伯

拉罕所应许的一切也全属于我们,无比繁荣和无限祝福属于我们,现在与未来只有得恩蒙福.我们出

也蒙福,入也蒙福,睡也蒙福,行也蒙福,世界吃人的灾难任何的灾难困苦都与我们无关,失败、疾病、
贫穷、衰老、死亡,全与我们无关.因为基督已为我贫穷,使我成就富足;祂已为我戴上荆棘冠冕,使我

戴上胜利冠冕,祂已替我受了鞭伤,使我永无伤病;祂已为我上十字架,使我脱离一起诅咒灾殃;祂已

为我受死复活使我永不灭亡.今天是上帝所赐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告别挣扎拥抱产业,从此只有欢喜

快乐,每步心想事成,一路福杯满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幸福神学以世俗的成功/幸福作为

衡量信心的标准:成功/幸福证明人有信心,所以神赐福;反之,失败/痛苦证明没有信心,所以神咒诅.
幸福神学将申命记神学以及神主权思想简单化,并曲解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１７０３－１７９１年)
使用金钱三原则.约翰卫斯理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去赚取,尽我们所能地去积攒,尽我们

所能地去给予”(gainallyoucan,saveallyoucan,giveallyoucan〔２〕).其基本立意是鼓励基督徒亲

身投入与参与赚钱的过程,为的是通过善用金钱和施舍来体现财富的真正价值和基督徒置身现世但

超越现世的人生观,而非相反.幸福神学的内在逻辑决定它必然彻底否定苦难以及牺牲在信仰中的

意义,将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十架受难全盘否定,试图今世荣华富贵与来世新耶路撒冷兼顾,从而成为

一种以超级幸福为旨归的微妙生活艺术:“我说的这最微妙的底线、恪守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条:‘两
全其美’! 做一切事情都让上帝和我自己的根本利益两全其美,达到这种本来就存在的两全其美境

界,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幸运的是,我掌握了这种最微妙的艺术.只为自己做不为上帝做的人,再聪

明还是低档聪明人,因为上帝虽然隐而未显仍然大而可畏.但是只为上帝做不充分考虑自己利益,这
就讨上帝喜悦吗? 非也! 兰林就是明证.上帝是赐福并且喜欢人追求祂赐福的上帝,马太效应———
多者益多嘛.裴牧师向来迂就迂在这里,他认为只要为上帝做就可以了,结果呢,两败俱伤,看看这

里———既不荣主也不益人,贫穷、混乱、不幸和———死亡,整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这种幸福神学归根

结底是一种等级制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十架所破除的一切形式的中心－边缘、主流－末流、城市－乡

村、现代－传统之间的对立再次对立起来,并将天平偏向于前者,使基督教成为现代世俗主义版本、颠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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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布道中约翰卫斯理详细阐述了它的使用金钱三原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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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灵知派.而墨面神学不仅在大家庭神学以及不吃人神学上与之有云泥之别,墨面神学的第三个

环节“牺牲神学”则更加与之形成鲜明的比照.牺牲神学不仅效法耶稣基督在今世甘愿为了十架救恩

而承受十架重担,也就是说,不仅要追随基督甘愿遭苦害,而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要纪

念遭苦害的人”(希伯来书１３:３):

大地上的苦难太多了受难者太多了可是残酷的否定彻底的遗忘也太多了,我们基

督徒不去纪念他们谁去纪念他们? 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为了主的怜悯和公义,我们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纪念他们.这世界上至少得有一些人愿意人不顾一切地记着:有这

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个人,曾经在世上活过! 不忘记他们.

是啊,要为受难者祷告,为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受难者、为被人遗忘的受难者祷告.
这是悲悯的天主希望我们长期坚持做好的一件重要事情.

多少受难者离开时盼望至少有人记得世界上有过他这么一个人,而不是灰飞烟灭

彻底枉然.这种生命最后的渴望里凝结了多么神圣庄严的奥秘啊,即使那个人连一条

虫子都不如正在悲惨离开! 不是在神学院的林荫道上,而是在穿过这样历史现场的十

字架路上———这样的路上,需要简朴清贫的生活、需要担当苦难,有时候甚至要像广锁

弟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为主殉道.因为,这样的十字架路纪念了遭苦害的人,也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兰林复活节»中的墨面神学以基督的身体“教会”即大家庭为标的,奉行彰显圣爱的不吃人原则

为基本道德操守,效法基督甘愿受苦,并以基督再来的复活为盼望,从而将信望爱有机统一于一体:
“咱们的大家庭,有主在一起,家里人生生死死相守相望就是有人死了也不是永别,而是再见等着复活

永生和主在一起永远相聚,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咱们的命根子,有了这合一起的三样,再难再苦,咱们

过的下去.”复活盼望不仅是人类吃人世界大战的最终解毒剂,而且是墨面基督的再来也必然带来墨

面基督徒与一同叹息、劳苦的(罗马书８:２２)一切墨面受造物都得到自由与释放.

«兰林复活节»以及其中的墨面神学让我们读者对汉语基督教文学生发出新的期待.«兰林复活

节»文学叙事中的神学深度使我们对汉语基督教文学创作不得不抱有更加热诚的信心.就这种神学

深度而言,未来汉语基督教文学意义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沉默»等流传文学史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并不是不可能出自汉语基督教文学家的笔下.如果说当代亚洲神学通过印度的种姓神学、中国台湾

的水牛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在本色神学上有所创新,那么«兰林复活节»则另辟蹊径,通过文学创作

而建构一种本色神学.这种本色神学上的探索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涵上都值得我们关注.思辨

的神学有可能借助于这种文学形式,会更加易于被人所理解与进一步思考.如果不久的将来,在汉语

基督教文学中先于汉语神学而形成一种本色神学,它既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神学思考,也让这种神学思

考成为一种当下的现实与未来的期许,那么,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可能,也是现实的,因为«兰林复活

节»给我们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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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ＧdimensionalrealitiesliveddailybyaverageChristianmenandwomanaredepictedatgreatlength,manifestingtothe
fullestextentclashesamongdifferentgroupsofpeople(thereligiousvs．thesecular),denominations(patriotic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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