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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衤 淳经是信徒△焦脚揉绣 Ⅱ宀 卜Ⅱ∶( Ⅱ ∶0|r{‘ Ⅱ∶‘ ∶忄k∴ f、 “ ‘|1,  ii    〃 j

II丛蛋逍开始仃肀个块茹和季经绮下不解之缘 :信 It衤局岁:我仰开始有浒划的阋读圣经 。我

们耍咀自关罱救恩昀事}我们雾明白今挛却锕湎在世界 9好叫截仰眄衙事为人与救串们的福音

杼属 f譬‘们要明自水洹翠晌奥秘 ?宓勹切仰追礻郡和圣经息息相关ff因 Jt?我们要读纾 、明

经毖朋经 卩'∷
扌Ⅱ、ir∫ ∷ ) 1. ¨ ∫△ |:′ \∵ 丰~△  △ :∶ 冫 '∷ ∷ Ⅱ∵∶ ∶

i}i马丁奔绔脚△顼成褂晕姆圣经交到信徒申手中 1凑经和解经不再晷厨于神职木员的专利 s

神取水晃所毒舜驷训篱傅仙们可以更加块萎和槁呐的明白圣经 F|但水术郡可以读经与解经 Q既

是溶样尘窜佣羿靼何榔踟信熊涞纱 明经 、'用 纾呢?研淳版圣纾晕‖伞很蛏的选择 °不过市面

±林赉总薷中研豸版季纾
`信

锥该如何满坪呢 ?曾经有=位宗派的负萁木葫囤我们表属f信徒

蛉在书架前 土看蓄谗迩多昀季经——
译本.1研凑版 ∴他要如何挑谗P俅 rl深涿嗒舍这拌为将峋

因境 卩扌们幸菘在溶众搴脚圣经产品之中 9不只是添加鳄歹本睁研溱脲圣经 9丽是为信徒负起

迸选的责任 氵找出一本适合又上选的研读版圣经 ·好让信徒们可以得着灵命的栽培 、强化他佃

对信仰的认识 9以致能够读经 、明经 、用经 °

∶窖fn谗坪出版改革宗神学背景的研读版圣经 9作为环球圣经公会的第一本研读版圣经 9是

=项聿勇扣决定 °
官涉及神学信念 、解经路线以及时代的适切诉求 °虽然改革宗在个别教义的

侧重点与其他神学传统不尽相同 ,但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先贤那种以基督为中心 、

强调神的恩典和渴望神得到一切荣耀的精神 ·却堪为所有信徒敬n° 先贤们对圣经权威的信

念 ,对基督教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 °他们确信圣经是上帝的真实和完整的启示 、没有错误 ,在

信仰和生活上都是基督徒完备的指引 °在释经方面 9他们极其着重圣经本身字义文法所表达的

思想 ,并 以基督为圣经的中心 、信徒认识神的基础和神学的核心 °这些信念帮助信徒摆脱了

长久以来教会权威对释经的垄断和那些流于个人想像的寓意解经 ,而重新把焦点放在圣经本身

和它所见证的基督身上 °正因如此 ,本研读版圣经的一项特色 9就是在每一卷旧约圣经的导论

中 ,都会处理该书卷的信息与基督的关系 。在注释经文过程 9读者会注意到主要的改革宗宣言

都在适当的地方出现 9作为进一步参考的资料 。我们在这一版的圣经研读本中收录了 (西敏斯

特信仰萱言冫 、〈西敏斯特大教理问答)、 〈西敏斯特小教理问答)、 《比利时宣言)、 〈海

德堡教理问答》 、《多特法典》等重要的改革宗宣言 。在不少具有争议的经文注释中 9改革宗

神学立场的诠释值得我们细心品噔 ;它兼顾了神学和圣经两方面的考量 9又处理圣经背景的资

料 ,诸如古代近东的文献 ,进而提出合乎信仰的解释 °

为了使原著是基于英文 Vr/译本的研读版圣经能够更适切地帮助华人信徒 9我们审慎地考

虑中英文圣经译本在语言和翻译特色上的异同 9务求以明晰及流畅的中文 9并基于 《圣经新译

本冫的经文 9来表达原著的精钪 。英文原著中不时会处理某些经文在翻译或抄本上的歧异 ,也

会讨论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 ,即 〈七十士译本冫等古译本的证据 °中文版注释部分保留了这个

特色 ,并 比对原文资料而间中作出适量的增补 ,以帮助读者掌握讨论的内容 °在编译过程中 9

我们修正了英文版本一些疏滑之处 °此外 9在少数情况下 9〈圣经新译本〉的经文也稍作改动

或加注 ,以配合原著注释部分的讨论 °

〈研读版圣经——新译本》是一本承载多少人的期望 、融入多少人的心血的圣经 °我们经

历使徒保罗所说的生产之苦 :看着它逐渐的成型引发我们对天父的无尽感恩 °同工们真的是日

以继夜的不停工作 ;编辑 、审阅 、校对 、设计 ,这四个程式不断的重复 ,为的是向这一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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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o女 ,出 版一本他们可以使用的研读旺圣经 ·在攴正信仰和扎实解经 、睿智

00关怀四者并重的条件下 ,建立 、发展下一代的信隹和故会 ·      ·

从计划到出版 ,我们感谢父神在各方面的供庄 ·环扌圣经公会备地萤事会的支持 ,使这一

刂恒大工程得以完成 °代国际总干事黄朱伦牧师的领导 、忠窍辑高明发牧师绕筹整个出版项 目

工审阅旧约书卷 °各地神学院的老币、教牧同工屈译和审阅原稍的造租节分艰宰 i’却是嶷基本

臼工作 ’没有他们的努力参与 。穿辑也束手无策ˉ我们的顾向们在过程申给予的意见也是非常

宝贵的°驻会学者及总纪辑张达民博士非常仔细逐卷逐节的评注经文注梓的酮泽相准确性 ,不

Ⅱ比较助历ror山CΠ颌玩″砌 ‘伽夕BibIe和它改编自的N钾 CeJ,e汤 s伽夕D枷″ 以修正原著

间有疏漏的地方 ,务使中文的甜译尽善尽美 °还有香港总干事郑大刚传道对办公室人手调配甘

在行政上建立一个可行的体制催生了研读版 ;至于编辑事务的工作则由朱美美负责协调 9萧金

兰 、张慧姿 、陈少兰等等参与校对和审柑 °设计有丘斐娜负责 ,排版有冯敏仪协助 J还有许多

的部分时间同工和弟兄姊妹的参与 ,分担了许多细微和众琐的工作 。我们还耍再说什么畹?如

果再要述说¨¨恐怕篇幅就不够了 !环球圣经公会的异象在推广和落实上 9我们不能不婕己经

卸任却仍在关心整个事工的容保罗牧师|° 我们愿意秉承他当年的心志 ,继续为这一代枸下一代

提供 f忠于原文 、易读易憧 、信仰纯正 、高举基督」的中丈圣经 9包括这本 <研读版圣经 Ⅱ

新译本》°   {                        }∷  Ⅱ   ·

坏球圣经公会

2o0忠牛1o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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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汾驴切1灾幽病磁j耐 s乩西左劫1是蒗据较早前缶版的《新日仉吭研铵版皇经” (亚v
仂咖切⒊沏 茁j··e∫ T瞌杰k乩蕊oubli:旄 J￡ i9gs)揍订及护克黹新t庶奢由趋赶sB位查壹暂
敬的权威圣塑孥普皮捅荸豪完成。玩垒L纽编辑审由、i坩新及扩免百,锐葳为自箭这柑溺济豇oF

rne屁疵切瑚品茄砬”珈拓°缸本研凄镫壁经斑原著一样∵都是苡鼓孝窘痊会奸鋈经的着法为取
向。当+潴塑文注释相柿孪专攵都蹙建墓宁鼓章宗吐浊垒经的敦艾忄茚扈臂走暗俏约垦经廓是
由垦美懑劫市穹成。是莼对羌瘳嗅oo枚崴奢祚°注悻相专艾部崽手诙擎崇传统的秭季律系

1’

忠
神学体系包含在改革宗具代表性的信仰宣言和教理问答之中 o

∵∷助拓rJ⒒椐△铴 彐舀汕snJ万引劢这个名孛反啖出主导这m±H=的主夭捂念ξ第一
,我们

视+共世纪由崇教故革毯动为堇羡在故会|施荇由童矢土/FⅡ 当莳最荟出琬咩多械其锫瘳的薮
喜衲薇汝j在葚梓的莳玳i∶ 基啻新薮如女幸蒙董审垦左炳衩崴

j∶

南次瞥定基经毫抬晰易哇的。

这喷出手垒羡的土砟艳神的手民带返莼圭基簪嵌借】m的核芯直诬乏主△茵茈
`这

本研读版圣经

童杌改幸宗渖孥的经典羡塞讠{把多个卓珀的借仰宣誉和鼓迦问窖」字禾滂地岐火耐隶i包诂∵

捅 德垄蔹迦向昝Γ ∷t比制莳宣吉广 |文多特法典冫 心 t西敏斯特谙J0萱言F、 《西敏薪特

夭教理向晷冫Ιt齿蔹疝狩示欤理问替ll∵ 这些攴缺脐FlJ曲鋈暑睦弘 也廓并人注槔部分:让

读者重相参照 °∴∷∴∴J· i甘 ⅡJ"I、  : |I   ′  ∷i· 1ii ’i d

条±:∶莪fl+胎鋈灵持续改审教会∵借着圣灵的光庶’许多夹于释睦而有益搁见遂渐获得
广蘧搂纳il而接纳忠些洞苋的人士砧菸忠芋改革崇神学曲核芯故攴疵点。宥道挠:Γ改幸宗教
会是不晰改革00j∷甚苯丽读版圣壁正皇视许萝这̄ 类的茭化t∶ J∴冫。△⒈Ⅱ 

Ⅱi

第三∷我们坚佶当柿莳宁民潜心辟读垦痉9并把仓应用到生活曲每生豕范畴堇,星羡也会
在今天继续改革教会 △茵此丨痃苯渝渎版圣经探讨每工晤艹的苈支曹熹 冫≡壹的渖学谏题 ,庾

攵孽侍色讠帮画鼓会领抽柑平信徒诬仟神的箔

`社

些贵柙木但湔 诤齑著萌白经攵莓工部分的
原意j更指出鎏丈在哪方面跟今芙佶徒盯生鞯息意相夹

‘∶∷ Ⅱ吖’i∵ ∶}`|∵ }`∶
.∷

}i

Ⅱ莪扪茇心祈汆 :菹佑基瞽00人会废动咖 矿茁:灾幽疵扬痂 snrdy多阮 是有珀的工真书 。

我们把注释和信仰宣言等文献一同绮修于书内 户蹙为寸
:痫

研读 ,{肃:不
皂要她垦銮柏人的诬廨

等量齐观 9或是将它们混为一谈 °唯独圣经内那币o黉书才配得我们无条件地接纳 ,因为只有它

们才是 Γ神所默示的J (提后⒊16)°

主编

昔拉特 (Ⅲchard L.Pratt,Jr.)



鞯量鞯搏撑革耀景釜秽
、语(官石)△贪译杏艹芈皈1=方面怀
飞终

^应

把译经蕈仟移交笨杰典时候°

∶}明待华人蚤筝学煮埚掺举捍?承

兮碉矛是璎所当昝的琵尽传时弘盛熟
.、

}拿 :Ⅱ .∷ ∷ ∷̈
Ⅱ Ⅰ∷|△ 宀ε甘I冖  Ⅱ

/d芩坤隼暴海萃、百溶付兴l∴枣蜥 弭本的变

~利叩高墨弓纾否同∴新叩标夸笱号和刁洱弹旦诃普尽⒎
f青学睥研翁△l罅婺纾常耆对季经唇文亨再秒县更拜

^”
△

丿否少搴展,谗墀钵T奸争多再、

^t笙

煎乃渚得WJl中 寒皋资料f

全̄十因哔Ⅲ揖据更可字的原齐颦夺⒎以现代申来恭蕈阝圣经:俾平是刻
人圣筝学茸

^才

蓁猕1重译中吝季缀驷哒驷弓趋
申广泛邶璎}Ι

重屡季筝叩忄声t。·在
=粤

绍本圣纾
宾 、新加坡及北美各地的教会人士犸褰△稃 F在

∵轩碍冉华戊重新涠译井卒季经驷工饵Ⅱ:
,       扌 ⋯ ″Ⅱ医 BXˉ 虻̄ .生 ˉ ++ˉ 4.夕

'艹
讪 苎 眭 眭 ⒓ `如 夂 ⒓ `△艹 岵 .亠~汐 冉 友 e,W~汕 岵 叔 ~

i∶;善咨的讦军乎作:年后苓再寻廾舞位神宁啐旰长扌萃舞埒·讲哂:∶、t争隹螽幂派睥夥算、
教牧、长老和主修中文的弟兄姊妹参每士,分别承担酮译、谘洵、段翁羽来字修饰的手作。众同
工在季暴引篝栗恭甲朝申信氵|达 冫猝苯争屮目标孥力:整个译铮洋羼申原卒∷;神学及中吝三方
面的乓t小嬲 缜密犁醐诹 、∶莳讠征萃舍八+屮:意丹J然弓申搀泽学者暴厅宰叫Ⅱ1∵

亻圣纾萝译杏扯韩是经抖押:年的孥办f新绅全求得以苻1P7f午可:世
?再绎,过 16年艰辛

=作·旧约部分也相继完成°整本新旧约叩网译工程畿舌本功肯瑛∵氵眸叹卒冉昏洚吞道书萦绵
印、逻揖洱接⒎ 能泽二个岿于厚来

`易
淳易傅∴1气岬纯平、司芒基郯 ,圣经t呈献镎伞球华

人教会∴皋萑厣具不尽△愿将i诩苯翟斡归绛神° ∷:∷  = ~∷ |⒈ ∷Ⅱ∶Ⅱi i!∶ I  r

中文圣经新译会

19”年3月





序西五经导论

圣经的首五卷书 (创 世记 、出埃及记 、利

未记 、民数记和申命记 )一 般上被称为 Γ律

法刂或 Γ五经」 (希腊文pe豇a叨 钳 或 「五册

〔书〕」)° 这五卷书纽成了犹太教与摹督教旧

约圣经的首部分 ,也是最重耍的部分:钯希伯来

圣经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的这种做法 ,可

追溯至新约 (路 2⒋44)和 次经 〈传道经冫 (即
(便西拉智训冫 ,约主前lsO)的序言 。̄基督教的

旧约圣经是按照旧约希腊文 (〈 七十士译本》 ,

约主前150)分类的 ,也给予五经崇高的地位°

作 者 阜 日期
称五经为 Γ

摩西的书 J《 代下25:4;尼

10:5、 19;林后⒊14~15)° 五经本身也墀到摩西 :绕

13△ )、 Γ摩西的律法书J(尼⒏1)、 「耶和华  献 ,但质疑划分这些来源的目的和方法 9并对五

的律法」 (代上16叫0;拉⒎10)和 Γ神的律法  经统-的结构表示钦佩 °

书」 (尼⒏18)的 9主要是被掳后的经卷 (我们不   说摩西是五经的作者 ·意思是说他是五经基

能肯定早期的经卷谈到 Γ〔摩西的)律法J时 9  本资料的来源和杈威 ,而且五经最初是在摩西活

是指五经还是部分五经 (例 :书 ⒈89⒏ 34;王下  着时写成的 ,其形式与现存的五经大致相同 。不
14:6,22:8〕 )° 新约也使用了类似的名称来称  过 ,我们要承认 9摩 西依照古代近东的已知儆

呼五经 (太 12:5;可 12:26;路 16:16;约⒎19;加  法 ,也使用原始资料来源 °有时可以清楚辨认出

⒊10)° 说摩西是这些书卷的作者 ,巩崮宁五经的 这些资料 (例 :创⒌I;民 21:l'),有 时却要从

权威 °不光是这些称呼点出摩西是作者 ,耶稣基
∷

改变了的写作风格来推敲 (比较创⒈1~⒉ 3和 创

督也说 :Γ 摩西Ⅱ·⋯论及我」 (约 5:46)。 路加记  2:4砭 :Ⅱ )∵后来受默示的先知们继承了摩西 ,成

载耶稣 Γ从摩西⋯⋯起J解释圣经 (    
艹|为传达神权威话语的人 (参 申18:15~20),在语文

也肯定了摩西是作者 °还有许多其    肖:∶∶秤厉史方面 ,把经文现代化 9甚至加入像创世记

和人物也有同样的说法 (太⒏4,19  ;

中也有不同的神学理念 9所 以 9他 们认为五经

主耍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雅巍叙事 ('9源 自德

文 Jahwi哎 ;约 主前950)9伊罗兴叙事 (￡ 9源

自 Elohist;约 主前BsO),大部分的申命记为申命

记文献 (夕 ,源 自 Dcutcroiomi哎 ;约主前622-
5s,),以 及祭甸文献 (`9源自 PriestIy;约 主前

500)°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这观点被彻底的修改

了 °从文体形式和考古证据来看 9所有这些所谓

文献显然是更古旧的资料 9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

摩西的时代 °今天坚持底本假说的 ,一般都相信

撰写
'、

￡、夕 和
`底

本的 ,不是写作的一些人 ,

而是搜集和编排早期资料的编委者 °近期 ,有些

学者虽然基本上仍旧承认五经有这些声称的文

绋 一 性

和人物也有同样的说法 (太⒏4,19  ;     十六章31节的材料 (见 Γ创世记导论」),
l彳4,⒎ 1091⒍ 3~4,1⒉ 19、 26:路 16  31    庠西的讣文 (申 叫:I~12)。

9∠ ·∠∠ :纳 1 ∠s,Qs:名 七1`91 ,,‘ ,,,      :

1:44,7:109 10:3~4, 12:19、 26:路 16    31

zzI:44;约 1:z+s,8:5;徒 15:21,“ :” ,乙V.0~,:歹

不过 ,在上两个世纪骨太穸数解经    ∷|

受圣经对作者的见证 ,认 为五经是一些    |

〕  一本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的祭司手册 ;在神的军队

和 Γ耶和华 J 〔冫劢励 ))、 汇 (例 :  迈向迦南时 9民数记集中谈到以色列人的情况

用了不同的希伯来词语指 r女 仆」》∵、重复的 申命记则包含了摩西在摩押平原的三篇讲章 9

故事 (例 :女 族长所遇的危机 〔创 12△ 0~20,  在当中解释律法 ,并引导人更新盟约 °

20:1~18,2⒍ 1~11〕 )和律法 (例 :关于逾越节   同时 ,这五卷书是结合一起的 ,成为一篇连

的律法 〔出12:卜 20、 21~23;申 16:1~8〕 )9当  续的叙事文 °例如 9出 埃及记是用以色列人下

2

他



Ⅱ    △ 艹 Ⅱ  ⅡⅡ   
∴

埃及的人数与创世记连接起来 (刨4⒍ 26~27∴ 出.伍 盹后裔.〈 如今是个国家 )离开埃及 ;以及他们 
∷

1△ )° 摩西在准备出埃及时 ,提到约瑟临终时
° 有义务遵守列明在盟约中的神的律法 ,这约是他

的要求 :当 神眷顾他们时 9以 色列人要把他的骸  们在西奈所同意 ,也 是摩西在申命记详细解释过

的回应 (出乜0章 :申b章 )°

主 题

经是一个故事 9提到有关神的恩典 、揭示那些为

要把救恩带给万民而形成的祭司制度 、圣洁国民

的盟约 °

骨带走离开埃皮爽d氵sO圪 5;∷邮1⒊ j》 0利未记 的 (甲6⒓ρ
~乃 )°  :       | 

丨∵
第△至丸章几乎岢以极视为出埃及记第二十五至   创世记以约瑟的棺木停放在埃及作为结束

四十章锏附隶、1后者证实要建造会幕l丿 前者则谈  (创50:26);出 埃及记完结时 9神引导人的恭耀
到其礼仪%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勾gJ·±Bl按立祭司 云彩停留在西奈旷野的会幕之上 (出4034胡 8冫h

晌仪式i但直剑利耒诧第人盘丸章才卖行出来°  蒯嘛晁nlJ以△嘟 为绾扣·∶Ι1以上进些就是耶

利未记:的饫曾案例是建-基扌言揩坎芨的故事 (利  相靼淦哂条曲∷+叻`映色荆久嬷咐摩i西:的 律例」
】i:45)∶

′艹威教语宇出埃处记柳利未记都有许多  (利加:34);民数记有相似的总结语 ,但地点

关连°位于五经中间的这三卷书讠大部分敬事均 是在 Γ摩押平原」 C民笳
ˉ
l3)吭 峥命记结暑则提

枉西奈旷野发生Ⅱ都有柑似的礼仪条例和关泣的 到摩西葬于摩押 9以 及神立约书亚继承他 C申:鲰

事 。摩西在申命记第△饮讲话时|,"一开始就总结 章酽蛰进种时空上从峻及小西茶斟摩蝌胛进展 ,

了以色列大块西奈到摩i押俩历史l,宥如民数记所 可菹溯到神呼召亚伯拉辋蓠弁他丙彖乡迦勒底的

记载的郢群Ⅱ在第三次讲话Ei忄经带提到出埃 吾洱0以及神茔动提出辆泣抨 f要使褪在哪地成

及 |甚至再提到稍微修改了的十诫讠和̂以 色FlJ人  为天崮jⅡ这囟要使世圭方囟椁稿义创l9甘~3)° 五

五经基本上混合^F历史和律法 当̌中的主题   创世记集中谈到神与列祖亚伯茁察、以撤和

并非不相关的 t历史故事解释矿律法 °例如 〃 雅各立约 9应许使这家变成大国°从出埃及记到

在讲述神宣告与亚伯拉牵啪撷拉立约时∵就颁  申命记的故事则谈到立国者摩西 ,以及神值着他

卞扌割礼的律法 (创 19:9￡ 14)l+在讲述有人在 把盥药抟给以色列人丨伎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

安息旧捡柴
∫
时i;就把干犯安息再定为死罪 (民  至高无止的神带领历史边向终极的目标·!令那故

1s02-36)j不过l9正如上文所提过的 ,五经的整 事和这些约崔基督和新以色舛人虹 得以卖现F;·

体敬事是关于神与列植所立的约j池后来拯救他 Ⅱ ,1~.刂{F  Ⅱ △
i∶Ⅱ谷l1Ⅱ ∶  · ∷

∶     ∶    JⅡ   ;∶ Ⅱ申 ∷           Ⅱ j ∷  ·’

l   ∶∶
Ⅱ
  ∴氵扌:.Ⅱ ∶     j  |∶ Ⅱ       t

∶l ∶氵



导 论           Ⅱ

概 览           :
作 者 :摩西          :
主 旨 ∶借着世界早期历史的背景和以色列人列祖

的生活 ,教导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身为÷个

国家的心意 。i          ‘

年哟分:约主前1,446至 1,406年       f
Ⅱ 点 :          ∵ .'

0虽然罪恶使以色列人的神所创造的理想世

界腐败了 ∷但神借着选民的救赎会临到 °

●亚伯拉罕 、以撤和雅各的生平 ,提供了许

多有关神与葩子民立约的本质和他们对将

来盼望的洞悉 ° =

o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生平 ,揭 示出神的

子民彼此应怎样相处 9与世人又应怎样

相处 °

作 者
由于本书是五经整体的一部分 9因 此在确立

作者方面 ,我 们不能把它与出埃及记 9利未记 `

民数记和 申命记的写作完全分开 (见 Γ摩西五经

导论 J)° 正如五经其佘书卷那样 ,创 世记本身

的资料证明 ,摩 西在圣灵默示下 9写 出书中的基

本内容 9所 以 9实在可称他为作者 °后来有些编

纂者受默示 ,在好些地方补编 ,又把资料现代

化 9成为今天我们阅读的创世记 °

新约见证摩西写了五经 ,所 以 ,不 把创世记

包括在五经之内 ,是武断的 °我们的主更具体地

说 :Γ 摩西曾经把割礼传给你们 」 (约⒎22;另

见徒 15△ ),这正是创世记第十七章独特地陈述

出来的礼仪 °以色列神权政体的始创人 9写 出这

精彩的文学作品 9是 不足为奇的 °摩西在埃及皇

宫接受一流训练 ,有 异常的属灵恩赐 ,又 蒙神呼

召 9这 一切郡使他有独特的资格写出五经的基本

内容和轮廓 °以色列神权政体的始创人必然会告

诉以色列人有关他们先前的历史 、意义和天命 9

当然有包括其律法在内 °古代几乎每个重要的政治

和 /或宗教群体 ,都保留了他们明确来源的记载 °

创世记相仿地为妥拉 (Torah)提供神学和伦理的

基础 :以色列与神独有的盟约关系 (申 ⒐5)P再
者 ,由 于异教均有创世神话 ,以 色列民族的始创

者写出创世记的创造记述来抗衡他们 ,也 是合理

的 (见 ⒈1≈⒉3注 ) °

这观点可以从创世记的古老性的证据得到证

实 °头十一章与摩西以前的古代近东神话有很多

相似及刻意不相似之处 ,而 摩西当然知道这些资

料 (例 :《 创世神话冫 (Enuma EIish〕 、〈亚

拿哈斯》史诗 〔Atrahasis cpic〕 ,和 《吉加墨

施》史诗 〔Gilgamcsh epic〕 的第十一块石版 9

都是米索不达米亚的创造与洪水故事 )。 叙事

中族长的名宇和风俗 (12~50章 )准确地反映他

们的年代 ,暗 示是位早期作者按着可靠文献写

的 °埃 卜拉 (Ebla)文 献 (主前24世纪 )提到希

伯林 (Ebrium)’ 相当可能就是第十章21节 的

希伯 °马里 (Mari)文献 (主前18世纪 )与其他

文献一样 ,证 明当代有亚伯拉罕 、雅各和亚摩利

的名字 °古代近东普遍有授予长子权利的做法
(就 是长子额外享有特杈 :25:5~6、 32~34),
且这-带不同时期的人也记录了有人出售继承

权的做法 (25:29~34)° 从古巴比伦时期的一封

拉尔萨 (Larsa)信函发现 ,有人收养自己的奴

隶 (15:3);此 外 ,雅各收养孙子以法莲和玛拿

西-事 (4⒏5),也可以与乌加列人收养孙儿的

类似事件对照 (主 前14世纪 )° 父家送上女奴

为嫁妆 ,且 若妻子不育 9就 把她献给丈夫 (见

1⒍ 卜6及 其注 ;另 见30:卜3),也有汉摩拉比法

典 (Hammurapi Codc9主 前18世 纪 )所证实 °

其实 ,列祖有些宗教上的做法在摩西以前已经有

了 °他们按着刀 囫肠 (Γ 永活的神 J;21:33)和
F/夕切幽9(Γ 全能的神 」 ;17△ )等古代名字来

敬拜神 °除了在出埃及记第六章3节 出现外 (Γ 全

能的神 J;民 2⒋ 4和 2⒋ 16只 用了函饧ddai,译 为
Γ全能者 」),这些名字都没有在妥拉出现过 °

雅各立起石柱 (2⒏ 18~22)、 亚伯拉罕娶同父异

母妹妹为妻 (⒛ :12),以及雅各同时娶两位姊妹

(2⒐ I5~30;各别参申16:21~22;利 18:9、 18)9

这些做法都违反摩西律法 ,叙事者也没有加以谴

责 °再者 ,创 世记提到38位列祖及他们家人的名

字 9但 之后再没有提到当中的27位 °唯有创世记



称呼希伯仑为 Γ馒利」 ,叉谈及巴旦亚兰 °这些

细节不单显示庠西是倚靠早期的资料 9更是指出

创世记是在以色列历史的早期写的 ,因 为当时不

必证明或否定这些早期风俗 。

写作 日期 车 地 点
·既然有证据显示创世记和它的内容 9与 摩西

及他的时代有关 ,我们就有理由推断 ,书 的基本

形式和内容是大约在主前1,400年写成的 °由于大

卫 (约主前1,000)把 创世的经过 (创 1章 )l谱上音

乐 (诗 8篇 )9就可证明第一章是在主前二干年期

写成的 °虽然有些只在主前二千年中期使用的字

眼 ,偶然在经文出现 (见25⒓ 3Γ 大的」注)9但
读者该留意 ,像五经其他地方-样 ,创 世记的文

法和地名 (见 14:14厂 但」注 )都 已经现代化了 °

此外 936:31丬 3列 出诸王的名单似乎也是在扫罗时

代补上去的 °            ∶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确定摩西何时写创世记 。

他可能是要呼唤出埃及的第一代离开埃及 ,或 更

可能的是 ,百 姓在摩押平原准备征服迦南时 ,摩

西连同五经其余部分写给出埃及的第二代 °

受 书人
摩西写创世记 9是耍鼓励以色列人 ,因 为他

们要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9前去征服应许地 9中 途

要面对许多挑战 。这些叙事成了这国民在摩西的

日子面对重任的序言 °例如 ,创 世记明显聚焦在

割礼 (17:9~14)和 遵守安息日 (⒉2~3)° 更重

耍的是 ,创 世记讲述以色列人的起源 ,一 直追溯

至人类历史的开始 ,以 及神的国与蛇的国之间的

冲突-—在这冲突中 ,以 色列国要扮演重要的角

色 °创世记也讲述以色列蒙拣选 ,与 独一的神建

立独特的盟约关系 °根据那约 9列祖的后人会在

应许地成为强国 9外族人也会因他们而得福 °

写作 目 的 车 特 色
古代习惯按书的第一个或首几个字 ,为 书命

名 °本书的希伯来文书名是拓℃叱渤 ,意思是 Γ起

初」 ;希腊文译本按书的内容 ,命名为矽叨邰εσ ,

意思是 Γ起源」°由于本书谈到圣史的起源 ,所

以 ,两个书名都是恰当的 °

我们研究创世记的文体结构 ,就会发现以下

重点 °作者运用的手法 ,令序言 (⒈ 1~2:3)清 晰

可见 ,这 种手法在本书开首和结尾+lr有 出明 :在

希伯来原文 9第 -章 1节 的词语顺序 (Γ 创造」

在 「天地」之前 )在⒉1~3被 倒转过来 (Γ 天地

万物 J在 Γ所创造的工 」之前 )° 序言之后 9

Γ这是 (以下是)⋯⋯·的起源 (记 录 、后代 、历

史 )'」 的惯用语句 9把 创世记分为十个段落 °随

着这标题之后”是所提到之人的家谱 ,和 /或包

括这人显赫的后人的故事 。最初的三个 (起源 、

后代的记录 ·后代 )是关于洪水前的历史 ;后 七

个有关洪水后的世代 °头三个与后七个的前三个

互相对应 °它们包括以下的故事 :人 类在原初

混沌之水的创造中 Ⅱ普世性的发展 ,和 洪水后

再创造的故事 (第 」和第四个 );透过塞特和

闪所发展出来的救赎血脉的家谱 (第 二和第五

个 );邯亚和 亚伯拉罕划时代的盟约协议的故

事 (第三和笫六个 )° 最后两对扩大了亚伯拉罕

的家族Ⅱ把被拒绝的后裔以实玛利和以扫的故事

(第七和第,t个 )9与蒙拣选的以撒和雅各的故

事作出对比 (第八和第十个 )° 通常在开头的启

示里 ,将故事的关键点揭示出来 °例如 ,给亚伯

拉罕的应许 (12Ⅱ ~3)9雅各和以扫在母腹相争

(25∶ 22砭3)9以及约瑟的梦 (37:卜 1I)。 每个

段落的结尾都有一个转接段落 ,例如 :⒋25~26,

6"~8,⒐ 18~29和 11△ 0~26(见 「导论 :大

纲」)⒐ 最后-个段落的结尾部分与出埃及记有

紧密的联系”记载了约瑟要求他的兄弟们起誓 9

在神带领他们回迦南时 ,把他的骸骨-同带回去

(50:24≈25;出 13△ 9) °

本书聚焦在以色列的起源 ,揭 示出影响世界

事物的背景 °摩西告诉我们 9在神拣选列祖之前

(即 以色列人的祖宗 ;12~50章 )Ⅱ 人类抗拒神

的命令 9要独立脱离神 (2~3章 )° 人类信奉象

征性的宗教 、杀兄弟和肆意报复 (以4章该隐的

故事为代表 )讠 专横 、多妻和长期怀着恶念 (以

⒍1~8的 恶王为代表 );建立自己的国度反对神

(以 lO:8~12宁 录恶名昭彰的塔为代表 ;见 11Ⅱ ~9

注 ),人类的这种种都显示出他们的败坏 °神裁

定人的罪为 :Γ 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郡是邪

恶的」 (8⒓ l)。 在这段黑暗历史背后 9就是堕落

人类的属灵父亲 :.恶毒 、狡猾的魔鬼 (3章 )°

正如神的主权奇妙地和确定地把大地源始的

黑暗 、神秘的混乱状态 (⒈2),改变成为人可

居住的荣耀地方 9又 叫它得安息 (⒈3~2:3);

同样 9神 也运用主权在基督里拣选rdL盟 约子民

来征服撒但 (3∶ 15),并为罪恶的世界带来祝福

(1⒉ 1~3)° 砒无条件地拣选了列祖 ,就 是亚伯

拉罕 、以撒和雅各 ,又 应许他们被拣选的后人



成为使世界得福的国家—— 这应许包括赐给他

}   们一个永恒的后裔 、土地和君王 (12△ ~3、 79

∶   13:1个17,17:1-B,%:2硝 928:1卜 15)° 在雅各
’
   出生 、懂得行善行恶之前 ,神 已拣选了他 ,而不
么
   是仙的孪生哥哥以扫 (25∶ 21~23)° 犹大对他玛行

恶 9甚 为可耻 ,成 为丑闻 ,但神仍使用他玛的大

胆诡计 ,延续弥赛亚的血脉 (38章 )ρ 属天的王

显示出池荣耀的统治 ,奇 妙地保守了女列祖们脱

离异教者的后宫 (12∶ 10~2092⒐ 1~18),又 开启

她们不育的子宫 (17△ 5~22,18△ 例5921△ ~7`

25:21929:3I,30:” )?池时常撤销人类-般的

做法 9拣选年幼的而不是年长的∷,继 承祝福Ⅱ(见

25:23注 )° 极明显的预言和隐晦的预表都完美地

见证了神弓丨导历史 °例如 ,揶亚预言闪征服迦南

(⒐ 24砭6),以及神救亚伯拉罕和撤拉脱离埃及

的压迫 ,带着财物离开 (见 12:10~20注 )9预表摩

西会带领更大规模的出埃及事件 °      .
神喜爰选民信靠池的应许 ,遵从础的命令 卩

亚伯拉罕在绝望时 ,指 望神会赐福他有数不尽的

后裔 9且 叙事者说神把他的信心等同于遵守律法

(1⒌6)。 亚伯拉罕确信神可靠的应许 ,于是放弃

土地拥有权 (13章 );后来雅各 (日 后称为以色

列 )也只抓住神 (32:9~12),象征性地把长子名

分归还给以扫 (33章 )° 在约瑟故事开始时 ,犹

大卖弟为奴 (37哟97),但原本卖人为奴的 ,最

后甘愿代替弟弟为奴 (4⒋ 33~34)° 约瑟深信 9

即使是兄长想杀他 9又 卖他为奴这些令人发指的

罪行 9也 在神全能的计划申 9因 此他没有指责哥

哥 9反倒赦免了他们 (45⒕胡 950⒓4):°

我们要承认在诠释本书时。是有些困难的 。

承认创世记和现代科学是从不同角度看宇宙和物

种的起源 ,就可以解决了两者大部分的张力 °创

世记是谈到谁创造万物 ,又 为了什么创造 9而 不

是它们怎样被造 ,又何时被造 °科学不能田答前

者的问题 ,创世记则没有提及后者 C见 1:2、 5、 1I

注 )°             ∶

创世记的作者问题也各受争议 q在上一个世

纪 9学者们相信创世记是由不同作者所写下互相

冲突的文献 ,这些作者一殿被称为y(因为这位

.  {∴ :̈i、 9|

或这些作者称神为汤彡叨劭 /'勿为渤 ,即 Γ耶和

华」)、
'(因

为这位或这些作者称神为EI曲汕 ,

即 Γ神 」)、
`(因

为这位或这些作者关注祭

祀事宜 )和 夕 (因 为这位或这:些 作者写了申命

记 )° 这学说一般被称为底本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虽 然仍广受接纳 ∷但申于所有据称

是来源的文献均包含初期与后期的资料 ,所以 9

已经很少人相信可用这些文献来重构以色列的宗

教史 °可以肯定的是 ,在 古代近东 9许 多文献是

由早期成文的资料结合而成的 ,摩西也可能使用

了它们 (见 Γ作者」)9但没有任何的批判能成

功地证明不是摩西所授权认可或从所有四个角度

来撰写 °再者 ,今天许多学者质疑用来确定这些

来源的准则 9反而强调我们手头上的经文是完全
△致的 °例如 9根据底本假说 9洪水故事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综合体的范例 ,但 如今却被承认为

相当完整的 (见⒍9~9∶ 29注 )° 见 Γ摩西五经导

论」°               ∶

创 世 记 中的基 督      -
基督成就创世记所开始的 °耶稣基督的出

生 ,完 成了第五章所开始和在第十一章进-步发

展的家谱 (太 1章 ;路3:23~38)° 础是神应许给

亚伯拉罕的完美典范后裔 (17:15~16;加 ⒊16)°

选民在葩里面得着福分 ,因 为唯独砒 .借着池主

动顺服 ,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刂又愿意放弃与神同

等的权利 ,为 选民受死 °一切受洗归入池的 ,都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加⒊26~29)° 创世记显著的

预言和隐晦的预表都显示 9神 正在写一段将由耶

稣成就的历史 °在圣经预言的开端里 ,挪亚预言

雅弗会借着闪的后人找到救恩 (⒐27),新 约最

后成就了这预言 (罗 11章 ;参创⒐27注 );神也

亲自宣告女人的后裔会打败撒但 (⒊ 15),那个

后裔就是基督和础的教会 (罗 16∶ ⒛ )° 神赐下新

妇给亚当 ,预表把教会赐给基督 (⒉ 18~25;弗

⒌22-32);麦 基洗德的祭司职分 ,韦神子的相似

(1⒋ 18~20;来 7章 )° 末后的亚当恢复了首先的

亚当所失去的乐园 °这奇妙合-的圣史证明了创

世记的焦点根本就是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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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縻渖全然知逍人类将会变战怎样柑荟械些什么事 (包桷堕落罪中)9植圣经提及我们的第-件事

情 (创 1宠6~27,并在5∶ 199七 ;林前11:7;雅 3∶9中再次提反)9却是有关我们是与种相似的讠且是其他

受造物脐没有的扌:在希伯来文申 9「 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 (all1:26)的意思是 ,神使人

类成为池钩形象与群式 。∶我们是 r带有形象的人」i但不仅如此 ,这个特征是本能与我们分开的 :我们

在本质上和不可更改地 ·就是弛的形象和样式 °

∷ ∴至于淳是什捧意思 ,改萆宗神学在传统上一直强调凡顼重点。加尔文以保罗姆书信为理据 ,强调

的」 (弗
成为柙即形象与成

,我们是
午24)ˉ Ⅱ信徒已纾:                                 

卉拥有钠
损毁的神的形象 9是被

矗嬲疃蜮甜鳘      |眇 屮
’
呷?∶∶酽℃哔呷龉呷

但是创世记第一章”至2阝节索母着的上下文 ,也教导我们更多关于神的形象 °在古代历史的背是

下 9成为神的形象跟成为神的皇族儿子这个观念相关 ρ古代的帝皇被视为谀明的JL字 ,以确伊天命弭u
在地上实行为殊荥 °这种现念也是神在以色列众王身上所定的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的君王也被称为

大地得以

羰!亏希岔骇爹fI鬈钸理谮廴∷讠飞墅F∷      ∶每祆
因此 ,按照垦经的观点 ,一度只归与皇族的荞

°改萃宗
都被安排在世界上 :借

宥在地上馋曳池的胃意 9币

神学往往把人类担当的这个角色称为 Γ文化使命J:它所指的是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福分 ,在基督的带

的形象 (砒忠信的
领下去发展文化,(创 ⒈鸦-sO)

(太28t18砭 0)∶
∶∶

I

子民)∶ 借着Γ福音使命」去

豳 峪   G        彻 螗孙

行 的生物 !”
”
于是 , 神照着 自己的形 象创  造的有 男有女 °2⑧ 神就赐福给他们 9对他们

造人 ;就是照着 神的形象创造了他 ;他所创 说∷“
要繁衍增多 ,充满这地 9征服它 ;也要

⒈27 见创l章 〈人具有神的形象)一文 °创造 :这是圣
注 )° 人也是神在地上的摄政 (诗 8篇 )° 神把形象传

经中的第一首诗 ·称颂人类受造 9其 中 Γ创造 J一词语
给每个人 ,赐予人有神的尊贵 (见 5:3,9:6;箴22⒓ 及各

注 )。 人犯罪 ,使这属性受损 ,却没有失落它 ;它 只能  出现了三次 (参 1节 )° 见创2章 〈圣经论肉身与灵魂〉

在基督里复得 (罗 ⒏29)° 见创l章 〈人具有神的形象〉  一文 。见 《西敏宣言》42;《大问答》17。

一文 °样式 :这形容词可能只是 Γ形象 J的 同义词 ,或  ⒈28 赐福 :见 22节 ·⒐1及 各注 °599,11’ 25,36,

46章的家谱默默地见证这话的实现 。管理⋯¨地上 :神
用来确认人类本身并不是神圣的 。在古代近东 ·形象常

创造动物和植物 9作为人类的食物 (提前⒋3~5)。 在神
常等同于神明本身 ·管理 :神给予人类文化饵命 9就是

赐福之下 ,人为受造物命名 (5节 ,2:】 9~⒛ )’ 达成神颁
要人类以仁慈的君主的角色管理受造物 (9⒓ ;诗⒏5~8;

下的文化使命 (见 26节注 )。 这创造的行动反映出人是
来⒉5~9)。 人可以管理动物 (28节 )和 植物王国 (29

按着创造主君王的形象而造的真实性 °然而 9堕落即人
节)9但 不能审判属天的权势 ,尤其是撒但 (3章 ;弗

类扭曲了这行动 ·把自己神化 ,并 剥削受造界 °见 《西
⒍10~12)。 唯有末后的亚当 ,即 神的傅袼明确的形象

(西⒈15:来 ⒈3)9以及属鸸的人才能做到 (⒊ 15;太  敏宣言〉42;《大问答》179⒛ °

⒋卜11)。 见 〈西敏宣言》⒋2,92°



的眼目 9也好作食物 °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 ,  1°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 ,灌溉那园子 ;从

和知善 恶树 ° 那里分支 ,成了四道河。的。源头 °n第 一道河名

⒉8~14 神既赐给那人许多福分 ,就耍求人爱融 9并视人  ⒉9 备样的树⋯⋯食物 :园 子里的生活就好像一场筵

的反叛为难苡宽容的 (罗 1⒓0)。 席 °生命树 :这树代表了生命的最高境界—— 水生 9

u东方:轩经的时代,东方(太阳升起之处)代
翼置瞿蛋豕骰 述支抵篚 Ξ甏民掣茭早蜃裘生命 ,西

万小表砰亡 °伊甸 :伊甸大概
早

Γ愉怏 、欣

喜 J的 意思 ,它是一座山 ,正如10节 里那条向外流出的

河所指出的 (结 2⒏ i3△ 14)∶ 这座圣殿山成了天与地的中

轴 °有祭司职分的人类要在这里韦神相奕
,服侍融 (出

1⒌ 17;西 3:l~4;来 12∶ 22)· 园子 :园子是个封闭的地

方 ;这皇的园字是一个堇所 :代 表神邀请第一个人享受

骥拇瘛纩  Ξ罩晕量叠掌荨瘛龅   F
人的相交在那里得以恢复 (28:12;赛 51:3);那个地方  见 《大问答》20。

继而又预表新天新地 (启 21∶ l~4)° 要住在这个宇宙的核  2:】Q △条河 :这河穿过圣殿园子 ,流 出伊甸 ·然后分

心里 ,先决条件就是信而顺服 。见 《大问答》20。     芟:流到地球阳四方 。它就是那条从永活神的宝座流出







爷#辘砾 赢 :新咖嘉:帏荻   鹦 舢鞘颖 御”。0冫 ^比
旧印中妁黑约更

坪
:厦

再
好的应许 (冰⒏6冫 r季     (来 9:h)`在更好的圣所中由更好的大

筇甲邶t-       ’    歹丨T↑更妤         煎箕     所揖⌒屮郡萆加
渭唧)° 在      尸:    ,唪怦讦缉         甲苓     开°神叩国度巧
犀军全世丹

(见太4覃
“呷即国〉t夂 .)9外擎

人|        都同     拉罕的子孙 (加

3⒓f`9)∴ 叩车辱覃二外的夕卜琢人邓衤太今:∶那在恩典之绅u外
(罗千P~1⒎

’11:l3t?+)° Ⅱ   ‘

Ⅱ∷圣经彤容神|亍呙猢珲约9拳弘芦岱卟

·

鼻帝与

^辛

驷:甲眄簧缉f孚纾珲锕叩各个然臀|呷唧桦率
含蓄地出现了四个基本动态:(D神显示出自己为仁慈的革9主动△绑9在整个盟绅唧关不里,照顾谗
民 °(2)神要求接受盟约的人忠Jb厣恩 °

-3‘)拿审判公然违抗盟约的人 °(4)赐福给枷心守约的人 °

沤、臂晷∶童:1瞥齄I;圣套帚瞥谙丨;佶Jl讠拿孑Ⅳ|       音翁默垆予
哔

处瑕约关系最佳驷奉现是 :Γ
灬”要作馊的子民 °神耍亲自与他们同在 ,要作他们的神 °」 (启

≈卩)弭衤flH现时∵呷叩国仍冖着那甲衤进掉:∶

饣汐礻约与恩典
率约这双熏结构 ,描述⒎神驷何按主仪卢人茭往0翠算莞耷磕菔 9成就行为之约呷

要枣
,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 °因典 ,我们的截墨早盟约的救恩 :称义和得儿子名分 、重生和成圣 ,都是

盟印肀赐予的怜悯 ;捧选就是神眄半出叩乃形申教会 △也就是池最终 、被洁净钩巽约群体的戊员 (见彼

前4章 《有形与无形的教会〉一文)`;与 割礻1和海鹤节相庳的洗礼和圣餐,是盟约的圣礼:神的律法是盟

约的律法 ,遵守律法就是真心地感恩和忠心地回应神的恩典之约 °所有信徒 ,无论是在私下和公众的敬

拜里 9都
怦当经常在铒军上操练 9以

目应神煦信实 9向 抑更新守约的v卜志 °了解恩典之约 ,雄能弓I导我

们认识整本圣经 ,帮助我们不单欣赏它的多元化 ,也欣赏它邢惊人的统△性 °       ·

类 ,地 上所有爬行的动物 9各从其类 ,每样 一

对 9都要到你那里来 9好保全生命 °2I你
要拿各

种可吃的食物 ,积存起来 9好作你和它们 的食

/ˉ ⋯ '″ ~″ ⋯ ″ ″ ⋯ 〃 ⋯ ″ ″ 冖 ⋯″冫 ″ '~¨ '冫 ″ 勿 ″ ″ ''铴 ” 加 '~',丿冫疡 枥 冫 9冫
',冫

郜
L

民族 `各邦国 ·把 〔一些 〕人买了来 J,而不是买赎所

有人 )°

⒍18 立 :这 里的希伯来文不是指 Γ开始实施 J9而
是 Γ确定 J以前的条约 (参 17:7、 19、 2】 ,2⒍ 3:民
23:19,30:14)° 这约郑重地重申和确定已存在的社会

关系 °摩西的读者从8节知道 ,在 确立这约之前 ,挪亚

已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见 5:29)。 挪亚600岁 时 ,神更特

别保守他避过洪水 °洪水之后 ,神 又再向揶亚确定池的

约 9虽然罪仍然存在 ,但池却会保存受造物 (8∶ 20~229

9:9~17)。 约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重要字眼的地

方 (见创9章 〈圣经中的重大盟约 〉表 )° 这个希伯来

词语与 Γ责任 」这概念密切相关 °神满有恩典地使 自己

施恩拯救敬拜弛的人 9也救融的受造物 °那责任与娜亚

的义 (9节 )及顺服 (22节 :另 见 17△ ~2)有 关联 °透

过挪亚造方舟 (14~16节 )、 进入方舟并把食物积存在

物 °”’’
挪亚就这样作了 ; 神吩咐他的 9他都

照样作了 °

内 (19~21节 )9这样便成就了神赐恩的心意 °你的儿

子⋯⋯和你 :一 再重复这话 (⒎ 7、 13,⒏ 16、 18;参

7∶ l),强调神以基本的家庭结构保存人类 ,又把救恩扩

展到整个家族 ,包括儿童在内 °挪亚的儿女因为挪亚是

义人而得救 (⒎ 1)9同样 ,神也期望每一个世代的信徒

的儿女都继承神的约 P立 约的关系在洪水中得以确立 ,

这是基督徒洗礼的预表 (彼前3⒓ 0砭 D。
⒍zO 其类 :把这节与⒈20~23连 结起来 ,是不会错误的

(见 18砭0节注 )°

⒍22 挪亚就这样作了 :这句话强调挪亚凭信而活 (来

11:7)9但 却没有道出背后要付出多大努力和投资 °挪亚

必定花了许多年 日砍伐大量树木 ·运到建造的工地 ,安

装为巨大的船只 °耍建造如此大的船 ,又 要为里面居住

这么多的动物和人预各足够的 N各样的食物 ,他必定花

尽了所有的金钱 °



圣经中的重大盟约

盟约∵

与人类之苜亚当行为之约 仓刂1∶ 28~30

2△ 5~17 立的

厣疑 穿̌Ⅱ∷∷艹各|∷ ∴搀 靼  穿ⅡⅡ Ⅱ艹芟●∷∶
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9 亚当必须通过禁果的 ∷
领受了一个角色 9就 是要透过 考验 9不 然就会带给

繁衍增多和管治 9把 人类的摄 全人类死亡的审判 °

政权 将从伊 甸 园扩展 到整个

恩典之约 创3:15;

赛 42∶ 6

挪亚之约 创 6△ 8~22,

9:8~17

与蒙救赎人类之

苜基督立的

与人类之父揶亚

立的

亚伯拉罕 创 1⒌9~21; 与以色列人之父

之约   17:l~27   亚伯拉罕立的

摩西之约 出1994章  经过摩西中介人

与以色列人立的

大卫之约 撒下 7∶ 5~16; 与以色列永远之

诗89,132篇 王 朝 之 首 大 卫

立的

赛szI:10;  在被掳后与以色

耶31:31~34;家 和 犹 大 家 立

结34:259  的 ,朝 向基督时

37:26        期

新 约

世界 °

基督领受了有关蒙拣选子民的 基督成就了亚当所无

应许 ,就是础透过那以葩的受 法遵守的 :人类忠诚

辱 、升高 ,和 荣耀再临为高潮 的责任 ,并赐予蒙拣

的救恩历史 ,所 要从堕落中救 选者永生 °

赎的人 °

挪亚从洪水中得蒙拯救 9并得 挪亚和他的后代必须

蒙赐予稳定的被造界 ,使 得人 遵 守 神 道 德 上 的 要

类的摄政权得以透过繁衍增多 求 ,不 然将面对死亡

和管治整个世界而扩展开来 ° 的审判 °

亚伯拉罕得蒙拣选 ,使 得人类 亚伯拉罕与以色列人

摄政权得以延续 ,首 先是透过 必须按公义而活 ,也

他蒙救赎的后代繁衍增多并管 要行割礼 (象征审判

治迦南地 ∫其次则透过将救恩 那些违反神道德要求

的恩典扩展到整个世界 °   的人 )°

以色列人得蒙拯救脱离埃及为 以色列人必须遵守摩

奴 的生涯 9并 得蒙赐予 神圣 西的律法 ,不 然就会

的律法 ,以 引导他们履行身为 面对神的审判而至终

蒙救赎人类的摄政的角色 ,首 被击败和被赶出应许

先是透过繁衍增多和管治迦南 之地 °

地 ,然后管治整个世界 °

大卫得蒙应 许 -个 永远 的王 大卫的后代必须遵守

朝 ,使 得以色列的摄政权得以 摩西律法 9不 然就会

延续 9首 先透过繁衍增多和管 面对神的审判 ,至 终

治迦南地 9其次则整个世界 ° 将暂时被击败和被驱

离以色列的宝座 °

神的子民得蒙应许 ,得 以全然 神全世界所有的子民

从罪中被救赎 9并透过信徒的 将在基督里全然从罪

增多和管治 整个新创造 9得 中得蒙救赎 ,并 会透

以在 摄政 角色 上领受空前 的 过基督的灵全然遵守

】亻 ∶∷御 勇 翁 iⅡ 咖 牲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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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各的旅程

班剪羊毛去了 ,拉结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  “
你要小心 9不可与雅各说什么 °”Ⅱ

拉班追上
⒛
雅各瞒着亚兰人拉班 9没有告诉拉班他将要逃  了雅各 °当时雅各已经在山上支搭了帐枷 ;鱼

走 °’i于是 ,雅各带着他所有的一切逃走了 °他  班和他的众兄弟 9也在基列山上支搭了帐棚 °

″
到了第三天 9有人告诉拉班说丛鱼逃走了 ° 什么暗中逃走 ,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使我可以

"拉班就带着自己的众兄弟追赶他 ,追 了七日的  欢欢喜喜地唱歌 、击鼓 、弹琴给你送行呢 ?

路程 ,才在基列山把他们追上了 °"当 天晚上 9 2:你又不让我与我的外孙和女儿亲吻 °你所作

神在梦中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 ,对他说 : 的太糊涂了 !”我本来有能力可以伤害你 9但

起程渡过了大河 ,面对着基列山走去 °

拉 班 追 赶 雅 各

受丈夫的神 ;拉结却不像她们 ·没有放弃异教的偶像或

道德标准 (见 30∶ 14及其注 )°

31:20 瞒着亚兰人拉班 :按照 《马索拉抄本》 ,直译作
Γ偷了亚兰人拉班的心 」 。瞒亡 :这个希伯来词语意味

着使人无力分辨 ,无法做恰当的事 。亚兰人 :按种族来

窳眸柿tIF,稆 拥雅夂与持 liIF字 仝碲蓖 ,V俪 采/it们 冫闹

“
拉班对雅各说 :“ 你作的是什么事呢 ?你瞒着

我 9把我的女儿们当作战俘一样带走 了 °”你为

将定下协议 °

3⒈23 自己的众兄弟 :拉班带着整族人而来 ,在军力上

占优势 (29节 )。

3⒈24 神⋯⋯来到 :正如对亚伯拉罕 (12:17,20:3)和

以撤 (26:8)那样 9神按池的主权倮护雅各 。说什么 :神

臣前仕箬桊丽骅夂曲荇0iI白 卅i0曰 0H白 冖
'o'rn`.珈

基 列 拉 末

|u得来

亚 拉 乍

/Ak昌巨  0   4o   8o  120

雅各逃离以扫时 9他的目的地是幼发拉底拜

利赫河流域 ·最后他抵达他的舅舅拉班靠近

哈兰的家 ·

仙漫长的旅居生涯 ,以与拉班争执和另一次

的逃离结束 (达次是回到迦南)。 他的行程

很可能是朝向亚勒坡 ,并在抵达雅博河的毗

努伊勒之前 9先到了大马士革和以得来 。

他和他的亲属的队伍被拉班追上之前 ,他

们先抵达了基列山区 。在米斯巴立约的那

个山区 ,后来成为亚兰人和以色列人区域

的边界驻地 °

雅各在疏割停留 ,进入迦南 旷并前迸到示

剑 9就在那里立坛敬拜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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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各支派

以 色 列 支 派 的 祖 先

其

本

以实 玛 利

l 
利

ˇ

百 加

以 撒

,肛各雹觜雩忌暨旱至霎霁晏谖侵7凳鼐暑霉叠鳕薹
家 l诗歌表达上仍称以色列国为 Γ雅各」 ,

i艹
征服迦南后 :莉未没有分得土地 (参创49∶ 7)。

摩西把利未人分别为圣 ,担任国家的祭司 ,属于

耶和华 (尽 3、 :卜 4、 49);约书亚赐予他们分散在

以色列境内昀娴座城.(书?1△ “f)。

夺甘
由于雅各过继了约瑟二子以法莲和玛拿西 ,约瑟

熟成了以刍列两个支派的祖先 1   丿

雅 各

(以色列沪

辟拉
(拉结婢女 )

拉 结 ⋯ ⋯⋯ ·̀⋯

西缅

莉未
柠

犹大 i

以萨靼

酉布伦

底 拿

设    Ⅱ

但

拿弗他利 ∷

们的孩子和妻子 °6他
们又带着牲畜 9和他们在

迦南地所得的财物 ,来到埃及 °这样 ,雅各和

他所有的子孙 9都一同来了 °7雅
各把他的众儿

子 、孙子 、女儿 、孙女和他所有的后裔 ,都 一

同带到埃及去了 °   I  ^

雅 各 的子 孙
:来

到埃及的以:色 列人 ,就是雅各和他的子

孙 9名单记在下面 广雅各的长子是流本 。9流
本

的儿子是哈诺 、法踣 、希斯仑和迦米 °1°

西缅的—     ˉ ˉ̄ ˉ̄ ˉ̄ ˉ
1∶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

儿子是耶母利 、雅悯 、阿辖 、雅斤 )琐辖和迦

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Ⅱ11利
未的儿子是萆顺 、哥辖

和米拉利 °12犹
大的儿子是珥 、俄南 、示拉 1法

勒虹和谢拉 ,但是翌和俄南都在迦南地死了 °

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和哈母勒 °Ⅱ以萨迦的儿

子是陀拉 、普瓦 、哟伯和伸仑 °14西
布伦的儿子

是西烈 、以伦和雅利 °15以
上这些人是利亚在

巴旦 ·亚兰给雅各生的儿子 ,另外还有女儿座

拿 °这些子孙一共三十三人 J“迦得的丿1子是洗

非芸 、哈基 、书尼 、以斯本 、以利 i亚罗底和

亚列利 °1’

亚设的儿子是音拿 、亦施瓦 、亦施韦

和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姊妹西拉 °比利亚的儿

子是希别和玛结 °1¤

以上这些人是拉班给女儿

利亚作婢夂的悉帕给雅各生的子孙 9一共十六

人 °19雅
各的妻子拉结 ,生 了约瑟和便雅悯 。

20约
瑟在埃及地生了玛拿西和以法莲 ,就是窒城

的蔡司波提非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的 °

21便
雅悯的儿子是比拉 、比结 、亚实别 )基拉 、

乃幔 、以希 、罗实 、母平 、户平和亚勒 °”以上

4⒍β砭7 这个子孙的名单 ,结束了在迦南列祖时期 9并

形成一个过渡到出埃及的转接 (出 ⒈卜7)。

46:8 来到埃及的 :正如便雅悯虽然是在迦南出生的
(3⒌ 16~18`2z),但 列出在巴旦亚兰出生的儿子们的

名单时 (35⒓ 3~26),也 包括了他在内 ;同 样 ,这个名单

也包括便雅悯的儿子们 ,虽然他们可能是在埃及出生的
(21`27十 )r        

冖   一

46:10 阿辖 :《七十士译本》 (旧约希腊文译本 ),民

26:12~13和 代上年力郡没有记载这名字 。删了他的名字 ,

就一共只有33人 (15节 )°

4⒍ 15 巴旦 ·亚兰 :见 25⒓ 0° 三十三 :利亚和她的儿女

们已经生了全鄂66位子孙的一半 (26节 )°

zIj:?j 《乇+士译本》 (咱约希腊文译本 )加上玛拿西

和以法莲的五个儿子和孙子 (见27节注 )。

z【f:21 乃幔⋯⋯亚勒 :《七十士译本》 (旧约希腊文译

本)和 民统 :3忠叫o把他们列为便雅悯的孙子 °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摩西

确定是神授权摩西作领袖 ,颁下约的律法

和敬拜条例 °

约主前 1,狃6至 1,406年

奴 ,到他们在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 ,但最少有两

处地方显示本书是在较后期定稿的 °出埃及记第

十六章35节说 。人民 Γ吃吗哪共四十年Ⅱ直到进

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 ;他们吃吗哪 ,直到进入

迦南地的边界为止 °」 (另 见书⒌10~12)出埃及

记第四十章38节也说 :Γ 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

程中 ,日 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 ,夜 间云中

有火 9显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这些话强烈暗

示Ⅱ出埃及的第二代人在摩押平原等候时 (见 申

1:5)、 摩西为他们把本书定稿 °因此 ,本书应在

以色列人在旷野飘流40年间 ,约主前 1,446至 1,4“

年间写成 °

对于 出埃及 的 日期与路线 ,学者有颇多争

论 °圣经的年代把出埃及事件的 日期定为所罗门

作王前480年 (王上⒍1),即大约主前 1,440年 °

这个较早的日期也跟士师记第十一章26节的说法

吻合 ,那节经文说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已过了

300年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40至 41节 记载 ,以 色

列人留在埃及430年 9也 支持大约主前1,440年 成

书之说 °出埃及记中的法老大概是杜得模西三世

(Thutm。 sc ΠI)或阿孟霍特普二世 (Amcnhotep

Ⅱ)。

主张较后期成书的学者指出 ,以 色列苦工建

了ˉ座名为兰塞 (Ramsces)的 积货城 (⒈ 11),
因此认为兰塞二世 (主前1,290-1,2zZI)是 出埃及

时期的法老 9并 将成书日期定为约主前1270年 °

与这说法一致的是 ,考 古学者在埃及发现被毁的

城市 9又找不到迹象显示约旦河东有人在更早的

时期定居 °近期在约旦河东的发现 ,以及学者对

耶利哥城被毁的重新评估 9都削弱了较后期成书

的说法 °

出埃及的路线是由兰塞开始的 。虽然最多学

者认为兰塞即是大巴废丘 (TcⅡ el-Daba j现 代的

昆特 (Qantir)),但 它的确实位置仍颇具争议 °

希伯来人从那儿往南到疏割 (13:20)° 他们显

然不能再走下去 ,就向北方走 (14:2)° 经文提

到三个地方 :巴 力洗分 、密夺 、比哈希录 °巴力

洗分和答比匿相关 9后 者是位于地中海与苏伊士

湾 (Gulf of suez)之 间的其中一个盐湖敏撒拉湖

(Lake Menzaleh)旁 边 °以色列人可能有三条逃

年份

重 点
●耶和华授权摩西作以色列人的领袖 9救他

们离开埃及 ,叫子民得福 。

j  ●神授权摩西颁下约的律法 ,叫子民得福 °

●神借摩西设立在会幕敬拜的条例 ,叫 子民

得福 °

作 者
出埃及记的作者基本上是摩西 (见 Γ创世记

导论 :作 者 」)° 书中有些地方明确指出它们是

出自摩西之手 °十诫原是 「神用指头写 」在石版

上 (31△ 8;另见 3⒉ 15~16,3⒋ I、 28),不过是

摩西把其中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 °摩西也写了约

书 (就是20∶ 18~2333;见 2⒋ 4、 793⒋ 27)° 此

外 ?约 书亚记第八章31节论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25节 的话是 Γ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 °况且 9

耶稣称出埃及记为 Γ摩西的经卷 」 (见 可⒎10,

12:26;路⒉22~23=)° 摩西可能雇用文士代为书

写 。日后又有人加以编辑 °但 出埃及记本身和其

他经卷郡支持传统观点 ,认为摩西是本书作者 °

⒎  Γ出埃及 ∫的英文名称 exdo昭原是拉丁文 ,

拉丁文则译 自希腊文 锣α彻Ⅱ 意思是 Γ走出」或
′Γ离开 」 (路⒐31;新译本译作‘Γ去世 」)° 本

书的头15章谈到核心事件 :以 色列人离开埃及 9

因此学者称呼本书为 Γ出埃及记 」 °本书没有直

接继续创世记第五十章的故事 ,但 书的开头说 :

Γ以色列的众子¨⋯的名字 」 ,其 实是指向创世

记第四十六章8至 27节 ,那里列出下埃及的以色

列人名单 °出埃及记虽是独立的著作 ,却是五经

(创世记至申命记 )的一部分 °

军作 日期 阜 地 点
虽然出埃及记的主线是由以色列入在埃及为



亡路线 :非利士人与埃及和迦南相连之处 、重真

驻守的沿海路 °第二条是书珥的路 9在
=角

洲的

土米拉河谷 (Wadi T?milat)附 近开始 9穿过加低

斯巴尼亚 9分支进入迦南 °埃及在书珥的边界墙

可能是这条路线的重大障碍 °神带领子民向南走

到西奈的南部 ,不仅带他们走往池向摩西指定的

那座山 ,也 叫他们更远离埃及人 ,不 会有任何接

触 °使海变成干地∵事可能是在敏撤拉湖向南伸

展的地方发生 °

西奈半岛顶部大约240公里阔 9两边各长约

400公里 °两旁被红海的两臂苏伊士湾和亚迦巴湾

(Gur。 f Aqaba9即 以拉他 )包围 。希伯来人是

沿着西奈的西岸往南前进 。学者大多认为 ,玛拉

的苦水 (15:22~25)是 现在苏伊士湾尖端以南约

70至 80公里的哈瓦拉泉 (川 n Hawarah)9但其实

更可能的地点是摩西泉 (Ayun Musa)。 以色列

人在红海旁安营的以琳 (民 33△ 0),有许多泉水

和树 ,学 者已确认是现代哈瓦拉泉以南约10公 里

的革兰度河谷 (Wadi Charandel)° 我们最好把汛

的旷野确认为德伯特兰列 (Debbet er~Ramleh),

那是位于西奈高原边沿一个多沙的平原 °若西奈

山真是传统认为的摩西山 (Jebel Musa),那么

以色列人就是经过利非订沙漠 ,与亚玛力人争战

(1⒎ 8~16)9然 后走过一连串山谷 9转 向内陆 ,

去到摩西山 °利非订是他们到达西奈山前 ,在 西

奈沙漠最后一次安营之地 °他们去到西奈山 (19

章),就领受神的律法 °申命记第一章2节也同意

西奈山是以色列人领受律法的地方 °接着 ,以 色

列人沿着巴兰之路去到加低斯 (见 出15章 〈以色

列人出埃及〉图)°   ∶         ,

军 作 目的 喜 特 色
出埃及记有几个主题 。首先 ,它 指出神怎样

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9以 成就融与列祖所立的

约 °第二个主题是神在西奈启示圣约 °第三个是

因着前两个而有的 :建会幕作为神与以色列人同

住的地方 p每个主题郡表现出神的恩典得胜 °真

神拯救子民 ,审判埃及的偶像和埃及统治者 9在

西奈与人说话 ,吩咐人建会幕 9确 认池在会幕与

人同在 °神更在约的律法里 ,在以色列人的生活

和敬拜礼仪的象征里 ,启 示了池的圣洁与恩典 °

’ ‘神这些作为的核心 9乃 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摩

西 °他向埃及颁布神的审判 (午 △17)’ 神又借着

他在红海拯救以色列人 (1431)° 神透过他在西

奈颁下启示 (20∶ 19);他也领受造会幕的细则 9

然后传给以色列人 (32-34章 )° 虽然是神的权能

为以色列人成就这一切福分 ,但 本书的焦点是摩

西的角色——神的仆人 °        I 、‘

出埃及 记 中的基 督    ˉ
信徒可在数方面借着出埃及记认识基督 °首

先 9从较大的层面来说 9神拯救以色列人路离埃

及为奴的困苦 ,到 应许地得福 9反映-个主要隐

喻 :神 在历史中的拯救作为 °恶势力叫选民成了

奴隶 9神救赎他们 ,审判这些杈势 ,宣告子民是

池的长子 ,是 圣洁的祭司国度 9池 以圣灵住在

其中 °神胜过仇敌 ,建 立居住的地方 9赐 下丰

盛的福气—— 基督的第一和第二次降临最能叫

这模式应验 (例 :林前10:1~13;弗⒉14~22;启

20∶ 11~22:5) °

其次 ,会 幕和其中的礼仪指向基督 °工股来

说 ,正 如会幕是人在世上接近神的地方 ,基督也

住 (直 译是 Γ以枨幕居住 」)在我们中间 (约

⒈14、 17)° 此外 ,献上动物为祭只能暂时赎去以

色列人的罪 9但 献祭是预期基督献上生命为祭 9

一次过惩罚了罪 (24:8;太 26:27~28;约 1:29;来

1⒉ 9zI;彼前1:2)° 况且 9逾越节这重要事件已在

基督里成就了 (林前5:7)°

摩西在本书扮演重耍的角色 ,这 -点也指向

基督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时 9人 民 r受

洗归于摩西」 (林前10:2);同样 ,信徒也受洗

归入基督 °摩西是神伟大的仆人 ,直接领受神

的话 °马太福音特别指出耶稣成就摩西在这方

面的角色 :福 音书描绘了耶稣本人出埃及 (太

⒉14~15),勐在山上教导神的律法 (太⒌1)9
并在登山变像时与摩西和谐地站在=起

(太 17

章 )° 摩西愿意为同胞死 (3⒉ 10),耶 稣亲

自代替Tra的 子民而死 °摩西的脸反映神的荣耀
(34:29;林 后⒊8);现在被基督的灵改变的人 ,

也反映出神的荣耀 (林后⒊18)°







22但
每个妇女要向她邻居的妇女 :和 寄居在她  并没有向你显现 °’”2耶

和华问摩西 :“那在

家中的妇女索取银器 、金器和衣服 ,要给你们  你手里的是什么 ?” 他说 :“是手杖 °”。
耶和

的儿女穿戴 ;这样 9你们就把叁及人的财物掠  华说 :“把它丢在地上 。”
摩西把它一丢在地

夺了 。” ∶

神赐 摩西 的印证

上 ,它就变了蛇 ;摩西就逃跑 9离开了它 °4耶

和华对摩西说 :f伸 出你的手来 ,捉住蛇的尾

亻默黥甚鑫滞觜T厅轹崖曷妻繁哪嚣、嚣蒹襦危罱
⒊21 不至于空手而去 :正如神应许的 (见 12:36:创  ⒋2 手 :神会伸出大能的手 (3:19~20),阻挡埃及人压

l⒌ 14)· 神会补偿他们为奴的年日所应得的 。 迫的手 (3∶ 8914:30,18△ 0)° ∶神会使用摩西的手显出

4:1 他们必不 :摩 西第三次拒绝 (见 ⒊ 11、 13!  鼬的大能 ,摩西的杖要成为神的杖 (⒛节)°

⒋10)° 即使神倮证很多以色列人起初会接受他领导  ⒋3 蛇 :摩 西虽然知道杖只是根棍子 9但 见到蛇就

(3:18),但 要说服他们 ,实在不容易 。         跑开 。希伯来诗歌用 Γ蛇 」象征远古深渊里的龙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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祜伯来历法和重要节期

I圣历 7    亚笔 :尼散 -Ⅱ3-4月   出12:2,13⒕ 9∶ 春雨 :开始收大 逾越节 ;

开始                   23△ ⒌,3⒋ L8;  麦和亚麻 ;    玩 酵节 ;

申16:l;尼⒉1;          初熟节

斯3:7

4-5月   王上6△ 、37  收大麦 ;旱 季开

始

5— -月 刂攵/l、三麦

6-7月 照料葡萄

7-8月 葡萄 、无花果和

橄榄成熟

12

1民事历

以禄

以他念

(提斯利 )

9-10月 王上 8:2

8-9月 尼⒍15 处理葡萄 、无花

果和橄榄

秋雨开始 ;黎 田  吹角节 ;

赎罪日 ;

住棚节

布勒 10-I1月  王上638    种小麦和大麦
(马西班 )艹

基斯流 11-12月  尼⒈1;亚⒎1 冬雨开始 (有 些 修殿节

地方下雪 )

4
〓

5
〓

6

提别

细罢特

亚达

12-1月   斯 2∶ 16

1-2月   亚 l:7

2-3月   拉6∶ 15;斯 3∶ 7、  杏树开花 ;柑 橘 普珥节

13,⒏ 12,⒐ l、  树收成

15、  17、 19、 21
——为了使阴历与阳历一致 9每三年会加入这闰月 °(闰亚达月)辛

第二亚达

艹圣经没有出明括号内的月份 °

Ⅱ衤有关节期的更多资料 ,见利⒛章 〈旧约节期和其他圣日〉表 °



出埃及记

以色列八出埃及

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戏剧性事件成为旧约时代历史

性和属灵性的经典故事 °后世回顾这段时期是一个

活在神的引导底下刂,顺服和得胜的时代 。但若仔细

检视当时的情况 ,那
△是一个艰苦努力 、犯罪和血

腥冲突的时代 。

公 里 o

`玛
拉

从历史方面来说 ,埃及的文士和史官并没有记下以色列

人离开埃及的事迹 9也没有可靠的碑文提到这事 。但法

老米聂他石碑 (约 土箭1,225)提到有-个称为以色列

的民族在迦南北部某处遇到埃及大军 °

虽然要找出这段时期准确的地理位置和年代资料是有困

难的 9但从大量考古和碑文的零碎证据中也可以找到新

资料 。赫人用楔型文字书写的文献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

与神所立的 r国约」相似 9而这约是受到古代契约形式

的影响而写成的 °

铜器时代晚期 (约 主前1,550-1,200)是 一个重要的人

口迁移时期 °埃及人用严厉的手段统治在尼罗河东三角

洲的闪族 。强迫劳工 ,通常是没有土地 、低下阶层的
Γ阿皮鲁J人 9要按既定的数目把砖造出来 。许多迦南

城市受到严重的摧毁 。在安纳托利亚 、埃及 `迦南 、约

倘   1品        iˉ ¨∥  ,痴 利 哥 ·丨 芋 熟 本

心玛拉 一 绿 洲
·兰 塞 一 城 市 或 聚 居 地

← -ˉ — Ⅱ贸 易 路 线
— — — ·以 色 列 人 的 路 线

冖
艹
钾

反

●︱

$
/

恕

戽

攀展烈湖

尼 波 山

娶尹虍湖         ⒒⊥/抨告:。

非利士地之路  γ 。夕  
希伯仑

k兮
r  

莉是巴

/咴 .l¨

以色列逃逼埃及边防哨 、 、 i以秭        ∫ 胜 帮 米 甸

往西柰山西北出产绿松石

和铜矿的偏远地区 °

厂
搏

雪 l璧鼻蠹戛县彝吞雪 卜
:       荔勿

   哈洗录丿     西必须逃到埃及当杈者

景彗意纂号雾屠晷蓄l謦     寻甘   \\、“rf兰

勇冫
 卢:审

l皋墓箔营瞀重莩暴:量
秘社汀心

±奈 山 墓紧 丿 垫箸查雪圭
y塑造他的生

西举 圹
野

百/命很是重要°

旦河东和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方都发现新的人口 ,包括
Γ海上民族 J。

从亚肯亚顿统治期间 (约 主前l,375)迦南城镇统治者

致埃及朝廷的通信 ,反映当时有松散的联邦组织 9有定

期出现的埃及军队和对称为 Γ哈皮鲁J (Γ 阿皮鲁」)

入的不安和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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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八出埃及   ∵

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攻目性事件成为旧约时代历史

性和属灵性的经央故事 。后世回顾这段时期是一个

活在神的引导茳下 :顶服和得胜的时代 。但若仔细

检枧当时雨佰况ˉ邗迪是一个艰苦努力 `犯罪和血

腥冲突的耐 R·

‘玛拉 一 绿 洲
·兰 塞 一 城 市 或 桑 居 地

′                “-ˉ ˉˉ-‘ 贸 易 路 线
— — — ·以 色 列 人 的 路 线

,耶利 哥 .

吊烈湖

拉 巴·

希 实 本

尼 波 山

冖
轩
钾

反

叫

惑

萨

公 里 0   so 100

敏 撒 拉 湖

以色列逃过埃及边防哨

站 ,经 过红海 ,进 入旷

野 ,避开通往西奈北部的

主要军事和商队路线 °较

少经过的 Γ沿海之路」通

往西奈山西北出产绿松石

和铜矿的偏远地区 °

、玛 拉

:'鲋 米 甸

摩西必须逃到埃及当权者

找不烈他的於周避难 。在

「旷野偏远角落」所度过

的数十年 ,对塑造他的生

命很是重要。

町

`、

忝

栌冫

西条 圹导

从历史方面来说 ,埃及昀文

=和
史官并没有记下以色列

人离开埃及的事迹           这事。但法

老米聂他石碑 (约           称为以色列

的民族在迦南北部某处遇到埃庾大军 。

虽然要找出这段时期准确的地理位置和年代资料是有困

难的 9但从大量考古和碑文的零碎证据中也可以我到新

资料°赫人用楔型文字书写的文献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

与神所立的 Γ国约」相似 Ⅱ而这约是受到古代契约形式

的影响而写成的°       |

铜器时代晚期 (约 主前1,550-1,200)是一个重霉的人

品襦l;∶

其I饔、皙霾蟊蒈俨絮滩雷
Γ阿皮鲁」人 9要按既定的数目把砖造出来 。许多迦南

城市受到严重的摧毁 。在安纳+s利 亚 、埃及 、迦南 、约

旦河东和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方都发现新的人口 9包括
Γ海上民族J。

从亚肯亚顿统治期间 (约 主前l,375)迦南城镇统泊者

致埃及朝廷的通信 ·反映当时有松散的联邦组织 9有定

期出现的埃及军队和对称为 Γ哈皮鲁」 (Γ 阿皮鲁J〉

人的不安和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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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 `

∵|'Ⅱ ●∷Ⅱ  
∷,∷Ⅱ∷∷∷∷∷∶∶∷、∷∶∶∶ⅡⅡ

0∷

·Ⅱ∷∶
· 种∷潞 法ˉ何泪神的铮法 ⒎∷̈ ∴●∷_Ⅱ∴艹

Ⅱ |∷

ⅡⅡ∵|`∶
∴∷∶∷Ⅱ∶∷∷Ⅱ  ̈ ∷

·
Ⅱ∷∶∷∵∶ 

Ⅱ

神的律法完全是耍表达神的圣洁和道德性情,(雅

恒的°除此以外 9神的律法是鼬给人类的∷笑善恩赐 (

律法生活和运行Ⅱ所以9人正确了解即瘅用神趵律法
是重担或咒诅 (韦 1:s-9;诗 Ⅱ’1∶1    |

不过∷耍正确认识“诠释和应用    ,
夏    的律法 9              渣的λ   的费荏∷             Ⅱ

某    all9rs~I              的处境   伺方法
:             ∵

时代∷0     段的救恩厉史
j∶
向他详细描绘律法 9也苜次默示人把律法编橥威典0旧约∷的贽  蔺∷

9向以色列                             最∷

的永恒律法                             惑∷

所以
=个

阶                            蓊∷
时代与另

=个
的完金相同 ° ∷∷ ∶ ∴ ∴i∷ ∶   Ⅱ∷Ⅱ∷∵∶∷ ·∷ⅡⅡ∷ ∷ Ⅱ∷|夕∴∷∴ 磅∷ⅡⅡ艹

9摩西也是

神                     (献 祭 、敬

然

法的蓦杏原                  ∷
说                     ,礼 -仪律法
礼                     以色列这个

约礼仪和:以色列民族所预表∷的∵摩西律法钩这些方面就相对地

查虞 ‰ 鍪 蓊    平∶       簿  釜钅↑
可2⒓3-邛 )F馕徒也魏导教会有关神的命令∷(约 13:M;'林前u:叩∮约壹2:7胡 )∷ ∷并经常证明逑毕原XlJ

真的应用了1日约的启示0例如●当保罗说 :Γ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Ⅱ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卞iⅡ (榇耩

蹙  行礻L仪和衽会津法背后   庶Rll’  ∷ ∶ ∷
,∶ △。Ⅱ ∶∶,、 0∶

⒐zI)i他渐   ’基罾和使徒把渖的律法应用到韧期教会的处境’池就婺全部遵守0我 :·⋯ ⋯ ⋯  ⋯   ⋯ 9屮
Ⅱ终呼蜂抑峥 奋簪和使徒的榜样 Ⅱ分辨整本圣经      则

∴小心地应用:

虿    嬲



会衤陈设

会幕倮留了象征神救赎之

约的东西 ,每件都是敬拜

者的实物教材 °这些陈设

是根据出25~40章 的详细描

述和准确尺寸重构的 (这

儿没有列出铜盆)

簟譬砬药fEi与 大癍皂筒Jt品

图坦卡门 (约主前1,350)的

陵墓和葬礼设各 ,及我后期

的尼姆鲁德和撤玛利亚象牙

讦比较 ,然后把经文所描述

的绘画出来 ℃两个资料均显
:

孬舍暹罨牿量晏罨碧∶柔愿
绘极其崇教之情°

银插座 9这块木板底下有两个插座 ,那块木板

底下也有两个插座 °        ‘

26“
你要用皂荚木做横肖 9为会幕这边的术

板做五个横闩 ,”为会幕珈边昀禾板也做五个横

闩 ,文 为会幕的后边 ,即西边的木板 ,也做五

个横闩°"木板中部的中闩 厂要从这
=端

通到那
一端 ,”木板要包金 9你也耍做板上的金环 ,用

来穿上横闩 ’横闩也要包金 。m你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立起会幕 °

馒子妁 做法 (出 36“-s6)

慢查 :{爹雪垦焉晃至晏蛋鳌霉蓍 1嬲
霭謦

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 ,柱上有金钩 9

柱脚安在四个银插座上 °Ⅱ你要把幔幕挂在钩子

上 ,把法柜抬进幔幕里面 9这幔幕要给你们把

圣所和至圣所分卉 :“你要把施恩座安在至星

f,F内 的法柜上 :“你卖IB桌字放在幢幕亦 ,把

灯刍放在会
荸白串艹

9|枭竽相对 ⒈艹桌
T辛

在北面°

冖莹甲耍鲷 。勰掌Ⅱ堇用⊥色染
色朱红色线和漶莳细麻编织而成 °j’

你文要用皂

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 ,柱孛妻包金∵柱上有

金钩 ,你也要为柱脚铸造五个铜插座 °”  i¨

祭 坛 的做 法 (出 ⒙ 1-9)

2°7菩铭零雯景丢省罢塞章:羹辱茉霆
两公寸 9高一公尺三公寸Ⅱ:要在祭坛的四拐角

做四个角 ,角 要与祭坛连在一块′祭坛要包
l上

铜 °
∶祟忸翁 :∶卩菸诙去臀苎上Ⅱ廖

,尽
熏咚

2⒍20 横闩 :竖板是由15块包金的横梁支撑 ,三边的竖

板每边五块 ·每一边都油中闩连贯 °整个会幕可以在短

时间内拆卸或建立 :

2631 做幔幕 :离入口约9公尺处有工块幕幔 (Γ 遮盖至

圣所的馒子」 ;j9:j4,40:21;民 犭:5)9这幕慢是一幅

织锦 (像里面的幔子),为会幕里面造出一个边长约5公

尺的立方空间 ’约柜就诙茬皇面 。这是至圣所 9耶和华

与以色列大荼訇在赎罪日相会的宝座室 。圣所是王的前

厅 ,从馒幕到入白 ,相距约9公尺 。

2636 给·Ⅱ·⋯的门口 :东面门白围着工块插在铜插座上

的帘子 。与里面的馒子和幕馒用同一材料制造 ,其上有

刺绣 ,但由于远离神临在的地方 :所以不是织锦。这帘

字妻挂在五稂芰枉上。        吁9   =

z,Ⅱ
j8 

票坛、占像之前的模式 ,神首先谈到皖子n0陈

设 ,然后提到院子本身° ∶ 肀

访:1 祭坛 :赔荼坛是用皂荚木造 9用铜包裹的′祭坛四

个窃角上的角在礼仪上是重荽的 9囟 为把架司芬别为圣

《2⒍ l” 、献赎罪祭 (利⒋”、sO〉 相在赎罪日〈痢1⒍ 1:)

中 9上面都要抹上血 b抓住那些角的人 ’i就旬舱难×主上

15o)° 坛是空的 J里面似乎是装满泥土或石买 (2⒍舛)°

273 器真 Ⅱ由于是放在会幕外头 ,所以Ll,I附】+0s毫 饷

造的 。它们包括用来除灰的罐或桶及铲 ,用来洒血或酒



会 耳陈设

灯 台

直到很后期 9

考古资料才证

实灯台的传统

形状 。

摆设陈设饼的桌子是用木

有物件都有环子和用来抬

铜 祭坛

燔祭坛是用本包铜造的 °长宽均为

25公尺 9高 15公尺 9与在亚拉得和

别是J巴 所发现的 `属王国时期的祭

坛相合 。
于携带 。这典型做法可远溯自埃及古王

国时期的礼仪队伍 。

扌 、盘 、肉叉和火鼎 ;祭坛上的-切器具 丿你

了要用铜来做 °4要
为坛做 一个铜网 丿网的四拐

角上要做四个铜环 °5要
把网安在祭坛下面的围

【板之下‘9使 网从下面直达到祭坛的半腰 °6叉

要为祭坛做杠 9就是皂荚木的杠 9要包上铜 °

7扛
要穿在祭坛的环子里 ,抬祭坛的时候 ,j杠就

在祭坛的两边 ;:你要用木板做祭坛 9祭坛是空

心的 °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去做 °

主 子 的 做 法 (出 3⒀-zO)

J’
“
你

:要
做 会 幕 的院子 °在 南 面 ,即 向南 的

一面 ⒎要用捻 的细 麻 为 院子做 帷 幔
`每

边 长

四十四公尺 °1°

帷幔 的柱子要二 十根 ,铜 插座

二十个 、柱子上 的钩子和桁子郡是银 的 。11北

百也是一样 ,要有 四十四公尺长 的帷幔 ●帷慢

曲柱子二十根 9铜插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

和桁子都是银的 °12院
子的西面 9也要有帷幔 ,

宽二十二公尺 °帷幔 的柱子十根 ,插座十个 °

Ⅱ
院子的东面 ,要有二十二公尺宽 °14门

一面的

帷幔要六公尺六公寸 ,帷墁 的柱子三根 ,插座

三个 °15门
另一面的帷幔也要六公尺六公寸 ,帷

幔的柱子三根 9插座三个 °“
院子的大门要有门

帘 ,长九公尺 9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

细麻 9用 剌绣的手工织成 ,柱子四根 ,插座四

个 °1’

院子周围一切柱子 ,都要用银桁子相连起

来 °柱子上的钩子是银的 9插座是铜的 。m院子

要长四十四公尺 ,宽二十
=公

尺 ,高两公尺两

公寸 ;帷幔是细麻捻的 ,插座是铜的 °I9会
幕中

为礼拜用的一切器具和钉子 ,以及院子里的一

切钉子 9都是铜的 °       Ⅱ

油 和 灯 的 条例 (利⒕ 1-0)
⒛“

你要吩咐以色列民把打成的纯橄榄油拿来

给你 ,是为点灯用的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

的盘 ,肉 叉 ,用来拿或除去煤的火鼎 。

':4 
做t个铜网 :圣经没有说明网的细节和功能 。网要

安在半腰之处 、从祭坛的围腰板到地上 。或许是为了让

祭坛的火通风 。5节所说的 Γ围腰板 J,通常被视为祭司

在圬附迈献祭时所站趵地方 ·

zT:9~I9 玮子 °解释了外院的尺寸和结恂 °

z,:9 做⋯⋯院子 :院子是长方型的 ,约长ZI0公尺 9阔22

公尺 °门口挂了2公尺2公寸的白色细麻帷幔 (18节 ),
JE院子与周围以色列人的营分别出来 。

27:16 大门 :在东面约长9公尺的门口有门帘 (16节 )。

共有56条插在铜座里的柱子 (在南边与北边各有20条 ,

西边有 10条 ,东面门口两边各有3条 ),都挂上细麻推

漫 °另有4条柱子支持门帘 °圣经没有说明怎样排列 ,或

怎样把会幕放在院子里 °出35△ 8暗示 ,柱子是用钉子和

绳子固定的 °  .
2⒎ 18 院子 :院子大概有两个边长约22公尺的正方形 :

一个是会幕的所在 ,另 一个是会幕前的空地 。约柜和祭

坛分别是当中主要的物件 。院子的东面公众空地 ,让敬

拜的人既可献祭 ,又可聚集 °高两公尺两公寸 :由 于帷

幕约高2公尺2公寸 ,会幕约高4公尺 ,所 以人民不含看不

到它的 °

2⒎ 20-sO:10 祭司及他佃的职享 °神向摩西发出的第一

轮指示中的第二个部分 ,集 中在祭司的职事 。开始时叉

一次呼吁收集油 (27⒓ 0ˇ D9跟 着谈到祭司衣服的特色

(2⒏卜43),按立祭司 (2⒐ l~46)和 祭司在香坛的事奉

(30∶ 1~10) 。                        Ⅱ



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入会幕 9因 为云彩停在会

幕上面 9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着帐幕 °叩在以

色列人所有的旅程 中是这样的 :每逢云彩从帐

幕收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起程 ;"云彩若是不收

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 艹直到云彩收上去的日子

为止 0m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 9日 间有耶

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 ,夜间云申有火 9显在以

色列全家:的眼前 0       ¨

把本书带到高潮 。神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与子民更新

约 ,叉在他们中间做居所 °34~38节强而有力地提醒人本

书的几个主题 °人民忠心遵行神借着摩西指示昀
,就有

凭冕罗嘿 罕誊鬣⒊∴ 摩西在外面等候神邀请他进入 °

有些解经学者相信 ’这邀请原是利⒈1发 出的 °无疑到了

利9⒓3,这个邀请已经发出 ·并且也接受了 °    l
仰 :卩⒋ 所有的烬程中 :i以色列人的旅程与神伺在带领万
关 。

半约卿神最后隹隹子阝中间 ,会
芦

他们
犁怦f赐缉

他们的土地 。

会 再

至 圣 所 ,内 有 约 柜

5平方 公 尺

圣 所 9内 有 盛 放 陈 设 饼 的

金 桌 子 、金 灯 台 和 香 坛

长 :10公尺

宽 :5公尺

摩西在旷野教导新的宗教仪式 ,集中在与会幕有关的礼

仪 9并进一步说明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神统治之下分别出

来 、纯洁和合一的观念 °

在西奈 9尤真在茜拉比攴卡丁矿场和南地亭赤发现了亢

个神龛 ,明显是受到埃及人的影响 。

可以用杠子抬着走 9又铺上薄金的神龛 9是 L种特有的

文化产物 °其前身早于埃及古王国时期 (主前2;800-

2,25Q)已 经出现 ,只 是到了第十八和十九两个王朝

中+饣

;、 分

《
入 口 Io公 尺 (1琶 )

铜 祭 坛

0,570— l,180)才 著名起来。最佳例子就是来自大名

鼎鼎的图坦卡门 (约 1,350)墓的神龛°

耖 摺 :帮 肀巽 嘿 茁璀 堍 1糯 稳

和有迹膀的守护像加识比较 9就会发现很有启发性 Ⅱ当

时是后铜器时代 9不管用任何年代确定系统来计 :也相

当于摩西和出埃及的年代。 Ⅱ    ′

Ⅱ   ∴°∶I

·    Ⅱ ^◎
19gl休责菜库姆



导论
∷          ∷

概 览
作 者 :摩西         :
主 旨 :神特别与以色列人同在 °因为以色列人与

圣洁的神是如llL+a近 ,所 以本书指引他们
、  ·过圣洁的生活 ,与 世人分别出来 ,以领受
i  神的赐福 ,而不是受池审判 。

年 份 :约主前V46至 l,4“年

Ⅰ点 :

.o神是圣洁的 ,耍求子民也要圣洁°

●神的子民总是无法守住圣洁的要求 9祭礼

就为人暂时赎罪 °

●神呼召子民在生活各方面追求圣洁 9以感

恩的心回应鹂的怜悯 °

●神有奇妙福分 9也警告会有审判 ,好叫子

i民 梅改 9并 立志向础委身 ¨ ;

作 者
∵利未记书中反映的年代和处境 。并新旧约对

摩西是五经作者的提及 ,使 我们可以推论摩西是

本书作者 °见 Γ摩西五经导论 J°

军作 日期 阜 地 点
利未记谈到神向摩西和哥哥亚伦说话 9但从

没提到记录这些话的时间或过程 ,叫 人无法确定

本书的年份 °多半批评家认为利未记写于摩西多

个世纪之后 ,就是被掳时期 (约 主前6世纪 )° 这

观点甚不可取 9因 为利未记的内容不切合如此后

的时期 :被 掳后重建之圣殿的敬拜与利未记所说

的大有分别 ;早期书卷如申命记 、阿摩司书 ,尤

其是以西结书都引用利未记或以其内容为前提 ,

反映从摩西直到主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期间 ,以

色列人敬拜和圣洁的理想 °

利未记提到大半在西奈山发生的事 °因此 ,

摩西有可能是为出埃及的第一代编纂本书的 °然

而 ,为 了教导第二代怎样在应许地生活 9他 更可

能是在摩押平原完成本书及五经其他书卷 °其余

的讨论 ,见 Γ
摩西五经导论」 °

受 书人
ˉ Γ利未记 J源自本书的希腊文标题的拉丁文

版本 ,意思是 Γ关于利未人j° 祭司出自利未支

派 ,负 责敬拜的事 °由于本书主要关于敬拜 9并

怎样恰当地敬拜 ,所 以书名是合宜的 °不过 ,本

书不仅向祭司或利未人说话 ,也告诉百姓怎样献

祭 ,要 自洁后才敬拜 9进到神面前 °

写 作 目的 车 特 色
利未记大概 比任何其仙 旧约经卷更具挑战

性 9因 为它的内容多半涉及古代宗教礼仪 ,现代

读者须付极大努力来想像当时的情景 。然而 9基

于两个重要原因 ,我 们要熟谙利未记的礼仪 °第
ˉ ,所 有社会都借着礼仪来铭刻 、表达和教导它

们最珍重的价值观和观点 。虽然现代读者不清楚

利未记的礼仪 ,但 旧约的以色列人知道为什么要

在特定的场合献某些祭 ,某 个姿势又代表什么 9

我们分析利未记描述的礼仪 9就会了解旧约以色

列人最重要的思想 °第二 ,这 些思想是新约神学

的基础 °我们必须透过利未记所表达的罪观 、献

祭和赎罪观 9来诠释新约耶稣的死 °

利未记是在西奈赐下的圣约律法的一部分 °

它蕴涵 了整个摩西之约的观念 9包 括神运用主权

施恩 ,拣选以色列人 ,要求他们忠心 (见创9章

〈圣经中的重大盟约〉表 )° 某些主题在利未记

尤其显着 。第一 9神 与子民同在 °第二 ’由于神

是圣洁的 ,池的子民也要圣洁 °第三 ,借 着献祭

来赎罪 ,至为重要 °我们阐述这些主题如下 :

1.神同在 °神在会幕与子民同住 ,所 以任何

敬拜的行动都要
Γ
在耶和华面前 」 (例 :⒈ 5)°

由于神在至圣所的特别临在/除 了大祭司之外 ,

任何人都不得进到里头 ,甚 至大祭司也只在每年

的赎罪 日才可进入 (16△ 7)° 虽然神的同在通常

不能眼见 ,但 TdL有 时会在特别场合 (例 :按立祭

司)9以火显出荣耀的临在 (⒐23~24)1神 赐给

子民的最大恩典 ,就 是融纡尊降贵 9与 他们同在

(26:12)°

2.圣沽 °利未记的主题是 Γ你们要分别为

圣 ,因 为我是圣洁的」 (I1:45)° 人应当在品格

上像神 ,在 日常生活效法池 °神的圣洁包括池是



利未记

完美生命的源头—— 无论这生命是在肉身或道德

的层面 °献给砒为祭的动物要没有残疾 (13)9

而祭司作为神对以色列人的代表和以色列人对神

的代表 ,身体也必须没有残疾 (21△ 7矽 3)° 人若

有不洁的分泌 (尤其是血 )9或损毁外形的皮肤

病 ,要直到痊愈才能再敬拜 (12~15章 )° 健全的

身体代表完美的神圣生命 °但圣洁也是内在的心

态 ,是叫人活出道德的行为 °第十七至二十五章

强调圣洁 9主 耍关乎个人的德行—— 十九章18节

神吩咐人 Γ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 9就 总结

了主题 °

3.借着出柰疾罪 °由于没有人能完全遵行

神的律法 ,就要有赎罪来宽恕道德上的罪和肉身

上的缺点 °因此 ,在 旧约中 9利未记对献祭制度

(1~7章 )、 祭司的角色 〈8~10,21~22章 )和

国家的大节期 (16923925章 )有最详尽的描

述 °这些重大礼仪借着暂时的赎罪 ,叫 有罪的子

民能与圣洁的神和平共处 °这些祭礼本身不能赎

罪 9而是在乎其后基督的救赎功劳 (约 14;16;来

9:15,10:11)°

利 未记 中的基 督
借着象征和礼仪 9利 未记描绘出神的性情 ;

新约谈到基督时 ,就 以此描绘为前提 9并 深化

它 °利未记说神是完美生命之源 9爱 子民 9愿意

住在他们中间 °我们在这里看到它预示基督 Γ道

一 、 献祭条例 (△ :△
~7:38)

A,导论 (⒈ 1~2)

B.教导百姓 (1:3“刀)

1燔祭 (1:3~17)

2素祭 (2:卜 16)

3.平安祭 (⒊ l△1饣 )∷
∷ Ⅱ

4,赎罪祭 (4∶ 卜5:13)

|5.效衍祭 (5:14诮夕)   ∷

C教导祭司 (6:B-7:36)
j1,燔

祭 (‘:B-13)  ∷  ∷

2.素祭 (⒍ 14~18) i∫

3祭司的素祭 (⒍ l9-93)

4.赎罪祭 (6⒓ 4~30)

5,赎衍祭 (7:卜10)

6.平安祭 (⒎ 11~a6)∶   Ⅱ∶
D.结论 (7:37-38)

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 (约⒈14)° 利未记

也清楚显出人的罪性 :亚 伦儿子按立为祭司 9马

上玷污职分 ,死 于神可怕的审判 (10章 )° 由于

不完美的人不能与圣洁完全的神和谐共处 ,所 以

有皮肤病或不洁分泌 ,和在道德上失脚的 ,都不

能敬拜 (12~15章 )° 我们在这儿看到利未记的象

征手法 ,说 出人人有罪 ,耶稣 (可 7:2卜23)和保

罗 (罗 3∶23)都支持这教义 °活在神的圣洁与人的

罪性之间 ,人 类最需要赎罪 °正因为基督的救赎

工作成就了这些观念 ,所以在这里 9利未记对基

督徒最有教导的价值 °基督是完全的赎罪羔羊 9

除去世人罪孽的 (利 ⒈10,⒋ 32;约 1∶29),池的

死作了许多人的赎价 (可 10彳 5)9础的血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利4章 ;来⒐13~14;约壹⒈17)° 最

重要是 ,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 ,不 是每年 -次在

赎罪 日进入地上的会幕 (利 16章 )9而是永远进

入天上的圣所 °砒不是为子民的罪献上i只羊 ,

而是自己的生命 (来 9~lO章 )° 耶稣被钉时 ,圣

殿的幔子裂开 ,明 显地表示础的死为所有信徒开

路 ,叫 人毫无阻隔的去到神面前 (太⒉7:51;来

10:20)° 况且 ,利未记的焦点是叫以色列人与周

围的人民分别出来 ,新约却把神的国开放给所有国

家 ,就废除饮食条例 (可 7章 ;徒 10章 ),但坚持

当中象征的道德原则 (约 17:16;林 后⒍14~⒎ 1)。

福音书显 出利未记圣洁的神就是基督 ∷础赐生

命 、健康和圣洁给所有愿意跟随的人 °  |

,  ∷  ∷| ∶Ⅱ  |∶  |∶
 Ⅱ̄

拳酋解箨在套橐鱼古诬相蔡訇应怎冉桂枷缶箭寥
与各种祭礼 °





自发的敬拜 ;赎去
=般

无意犯

的罪 ;表示伺神敬虔 、委身和

完全听从      ‘ J

平宠祭  利3章 r7:11-s4 牛群羊群中没有残疾的 ;各  自发的颉拜、感恩与相交

种饼 括共餐 )么
碾单黟γ∷耐T茹F话:腻:'了石翔舞潲登忝∵丫蒗

¨̈
丽葚踊 箔酎:  薏镝硒

利2章 ,⒍ 14~23、

利 1章 9⒍ 8≈ I3

8:18~21 9 16:24

公牛 、公羊或雄性禽鸟 (穷

人可献斑鸠或雏锵 )、 ;全

烧 :无残疾

谷物、细面、橄榄油 、乳香 、

烤饼 (或薄脆饼 );、 鞋 ;没

有酵或蜜 ;与厣祭和平安祭
一同献上 (同时献上奠祭)

2为领袖 :公羊  ‘

3为百姓 :母羊或羊羔

4为穷人 :斑鸠或雏鸽

5为赤贫 :一 公斤细面

公羊 :

自发的敬拜 :承认神是良善

供应人的 ;向 神委身 Ⅱ

某些罪 :认 罪 ;赦 罪 |浩除

罪污          ′
8:14~17, 16:3~22

规定要献的祭 ,赎去无意犯 、

要补偿 的罪 ;除 去罪污 ∷赔

偿 ;赔上五分一罚款

同时献上凡个祭时 (正 如民⒎16、 17),程序通常如下 :(1)赎罪祭或赎衍祭 9(2)燔祭 ,

(3)平安祭或素祭 (与奠祭一同献上 )° 这程序说出献祭制度的部分属灵意义 °首先 9要对付罪

(赎罪祭或赎衍祭 )° 其次”敬拜的人完全向神委身 (播祭和素祭 )° 第三 ,神 、祭司和敬拜的

人相交 (平安祭 )° 换言之 ”祭祀礼仪包括赎罪 (赎罪祭和赎衍祭 )、 委身 (燔祭和素祭 )∶和相

交 (平安祭——包括许愿 、感恩和自愿献上的)°

烧在祭坛上 9是献给耶和华作食物的火祭 °

12“
人的供物若是一只山羊 9就要把羊牵到耶

相华面前 ,"接手在幸头上 ,然后在会幕门口宰

杀它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

r他要从供物中奉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把

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脂肪 915两 肾利肾上

近腰的脂肪 ,和肾旁的肝叶 ,都要一起取下 0

I6祭
司把淳些寒峁在祭坛上 9作为馨香火祭的拿

物 °一切脂肪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91’任何脂肪和

血你们都不可吃 °这是你们在一切住处ˉ条世

代永荐的律例 °” ∶ ∴       ∷

赎罪祭的条例      :-

亻 罨T辗 毂 挚椭 辖 黯 耸 链

上无 意
弭 ⒎

罪Ⅱ 灬必缉
遵

π以正条 例 中 的

=样
:Ⅱ    ¨  ∶ i   |

(⒋ 12)9所 以神其实没有吃下祭物 (参诗50:12~14)°

形容娆了的祭物为食物 ,芷如人奕章受食物 ,是用比喻

轰确神梳纳荼畅 ,也借着与子民在点上交谊的图像 ·羡

达神与他们关系的亲密 °

⒊17 脂肪或血 :祭牲的脂肪属于神 (3节 )。 Γ吃血 J

是吃带着血的肉 (撤上14:33)1° l^△ 1说 萌和为ioT禁止人

吃血 (见创9彳 )。

4△ ~⒌ 13 误罪祭 °摩西以 Γ如果有大··J⋯ 犯了罪 J

(4⒓ )来开始教导百姓怎样献上赎罪祭 J虫然所有祭都

在某程度上为人赎罪 9但赎罪毫赎霏鸯由圭童夹注
:∶

菲

相不洁叫人不配到神面前 ,也玷污圣所 ,使它不配有神

疝傅由磕在°铵霏祭是角来迹诖这方亩莳罪,诰海靠人

蛋鼍蜇品擘踅冤箐篝髦塞霪鼋窆竿楂罴瀣量晏占帚垦臂



∷豳 醯 畲醯 懒
∷ ∴ 神命定的敬拜摸式 :我当如何敌拜神 ⒎∷,∷ ∷'i

粤矸昂埤胃神指下叩方扌   哔肀妙胛晕华和π裂r∷霹享荦苯曜唧 ';我呷可u埒卩往抻↑

^邴

拜
与集体敬拜、                   架l∶ ,             传霁集

=起
在

神面前敬拜

无论在                   |旁      
∷
       |嘉 ⊥方面却

要极谦卑诚                   儆铒            ∫启⒋8△n,
5⒚~i4∶ 冫。L1氵 ∷

i· i:ijL佤 ∵i萝磅L4,io∶ iL1o9,脐跃也应毫疝上较查生·辂的重心;在每莅樯徒生陆
里,无论毫个人或皂羹袜∷敬锌应皂蕞董妻的活劫之一(西⒊16~17)Ir∷   ∶    ∷· ∶ '∷ Ⅱ

摩宙律法为敬  建规章′比生括真他客芳面更甚°这表明我们必须谨慎地按着神的话来敬拜Ⅱ也

昱示摩西Ⅱ律法订以多处帮助我们涤入扌解讨神喜悦的敬∷拜∵摩西的律法规条很多方面是揩向基督丿鹉既

未了Ⅱ这些规条 :(除孑|背后反映的道德原则外)就不再有效了(见出20章 《神的律法》△Ⅱ文)|燃雨|,

在诗篇和其他△些旧约经文”神提供了各样指引Ⅱ诗歌和祷告’让以色列人在敬拜时使用9基督徒适Ⅱ当
地按着新约更完全豹启示来应用,也可以在今天崇拜黑鲠用Ⅱ .∵

、∷. ∷    Ⅱ∶  | Ⅱ∷∶

仰赐维以每9JJ八兮仑崇拜脚主霉潭术弘   - ∷Ⅱ     Ⅱ      ·.∷∷ⅡⅡ Ⅱ△∶
(1)寨 Jg.i日Ⅱ礻:日 :茅犀厉F分别笋t不芈举∷仵为体皋婢罪日.∷ 冰纪∷念神屮创造(创

?:卩 il+】卩ρ∶盱u冫
和救赎、肀⒎!?△∶9∶

=呷
竖坪翠八了冬具日.κ

.屮 16∶ ?1:βρ∶2ρ∶卜9'ρ !:1?≈ 17∴ 3⒋
u∷ ∴3斗 1tβ Ⅱ猁(

T           罕箩℃遘鐾螽;刂:;营黼 蘑:蔽戍
乙                     喝莱表示善乐°逾越节 (包括随后

、
的先酵节)在正

月+卤百∷纪念山埃芨事f+Ⅱ (出 1i章 ;莉立j∶s-g;民讷:比05;申 16:卜 8)。 七七节∴文称收割节或初

￥ 龚絷  毛茫∵      ∶∶∶∶∶i!∶∶∶∶∶|∶ ii∶

∶
!∶∶∶∶∶筝黯去淼羹

了 9并提醒百姓裨怎样带领他们经过旷野 ((剃⒛阝9叫 3∵;民 2⒐ 12-3昌 ;-申 I孬 :1j叫5)¨  ∷. ∷∵Ⅱ∶

~(3)∫赎罪日在七丹十甘举行 。在每年这重要|的 △天 ,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内●为以色冽Ⅱ人赎过去÷

年盯罪i把代罪羊放到旷蟀 Ⅱ象征把刃F些罪也带走 (利10章 )b∵ ∶  ∶ ∷ ∶ ⅡⅡ∴Ⅱ . ∷Ⅱ∷Ⅱ

∶和     的绛
j这些绛的共通处●是任何

上     (利 17:Ⅱ ’p ∷   ∶∷∷Ⅱ∷
. 碑还定下请净个人的模式.(利 12△0草 ;民 19章 )和黍猷 (∶例f献△苜生的I出 l3;1tⅡ 、的仪式∷:I

在新约之下~旧约预表的应验了 ∷基督作祭司●祭铧和代术Ⅱ取代了摩酉鼙个蝉罪制度 (举

T-10章冫Ⅱ洗礼 (太朗Ⅱ9)和圣餐 (太     ;林 前11⒓3~26)取代了割礼 (加
2∶ 3~5’ 6∶ 12~16)和

E越节
Ⅱ(称前5∶

^t-)吣
庥津 丿佶徒木再    法约枣κ加阝;Ⅱ

'|林
前

'∴

!6).|札嘿|的下泸狎泸净等

莲 矍 貊    t玺 矗 掣   
黝 啤 解 液 炜 郦 晌 ” 噼 不

转为车每周驷竿
=天

.(即耶稣复活即日
子)” 搦为 f主 日J(徒?97Ⅱ启⒈I0)Ⅱ

。这些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 ,在最初看来是相当重大9但其实
旧约里构感与体现真敬拜的赞美、感谢c渴霉∷信靠Ⅱ洁净和服侍 9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

Ⅱ·|∷∴
 ∷ 、 

’Ⅱ∷ _Ⅱ
∷
∶∷ I|` |Ⅱ Ⅱ ∶  ∵∷  

·Ⅱ ⅡⅡ ∶ ·        Ⅱ∫   .  |·

谷黟 r   1



旧约节期和其他圣 曰

节

安息日 第7天 安息 ,不工作  叫人与动物

都休息

丿t12:1~14,28△  ;

路4:16;

约⒌9~10;

徒 13⒕2;

西2:16;来 4:1~11

太26:17;

可 14∶ 12~26;

约⒉13,11:55;

林前5:7;来 11⒓ 8

安息年

禧年

出31011; 第7年 一样 安息一年 ,使 田

地休耕

让地歇息

利25∶ 1~7

利2⒌ 8~55,

27△ 7~24;

民3⒍4

第50年 一样   豁免债项 ;释放

奴隶和有雇佣合

约关系的仆人 ;

地归回原主 °

3丬 月  每家宰一只羊羔

吃 9同 时吃苦菜

和无酵饼

出 12∶ 1~14; 1月 (亚笔

利⒛ :5;   月 )14日

民9∶ 1~14,

28:16;

申1⒍ 1~3a、

4b~7

无酵节  出⒉15~20, 1月 (亚笔 3丬月

13:3≈ LO,   月)1591
23△ 5,34△ 8;  日

利23:6~8;

5邑28:17~25 ;

申1⒍ 3b~

4a、 8

帮助穷人 ;

稳定社会

记念以色列

人从埃及为

奴之地得释

放

吃无酵饼 ;举行

几个圣会 ;献几

个指定的祭

记念神怎样

带领以色列

人在匆忙中

离开埃及

可 14△ ;徒 12:3;

林前5:6-B∶

罗⒏23;

市卞官i15:20~23

初熟节

七七节
(五旬节)

(收割节)

吹角日

(后来 :新

利23:9~14 1月 (亚笔 3砰 月

月 )16日

出2⒊ 16a9

34∶22a;

利23:15砭 1;

民2⒏ 26~31;

申1⒍ 9~12

利23:23~25;

民2⒐ 1~6

3月 (西湾 5‘月

月 )6日

7月 (提斯 9-10月

利月)1日

安息 9圣会 ;以

吹角和献祭记念

把以色列人

放 在 神 面

把收割的第一捆 承认神在地

大麦献为摇祭 ; 上有丰富供

献燔祭和素祭  应

是欢乐的节期 ; 为神所赐福 徒⒉1~4920:16;

献上指定的和自 的收成而欢 林前 16:8

愿祭 9包括最早 乐和感恩

收割的小麦 :

谲
· 

廴璩
△
扩
铋
露
∷
 

△
〓〓扌
$
`

年日)

呋罪日  利 16章 9   7月 (提斯

23⒓6~32;  利月)10日

民”:7~11            赎罪 ,为会幕和 净圣所   19~22
祭坛赎罪                   

荔

=∶

冫参参|,|:·奔, 燹:∶豸:馋乡雍:,:    器:瑷  :{: 畜 碜        铴曦魇酸|氵玄:亻 :瑙 |弪  海  碜|熊 |各 |,篙 莎 ∶ :访 i ∶,|蛰 :恕 穸弪: 孓孓弟:。沪  纟̌ 董    茹    珞  歹



利末记 23:29

魏狃    ∷馋   饣艹|0戽对唧 菸鳟黯  莳问1  ,菇亻1Ⅱ 艹磁      攘      瑭嚣
簿 住棚节  出23:16b,  7月 (提斯利 ⒐10月  用一星期庆祝收 记念从埃及 约7:2、 37  锣

(收藏节) 34:22b;   月)15-21日      割 ;住在帐棚 , 走 到迦南 的       哕

利2333J6a、            献祭      行程 ;为 迦     
·

39~43;                    南地 的丰 饶

民⒛∶12~sz】 ;                    感恩           膦

申1⒍ 13~15;                                         龀
貉

亚14:16~19                                                                 ;

圣会   利23:36b;  7月 (提斯利 ⒐10月  是聚会 、安息和 记 念 一年 的       扌

民29∶35~38  月)” 日       献祭的日子   节期完结         、

普珥日  斯 9∶ 18~32  12月 (亚达 2-3月   是喜乐和欢宴 、 使 以色列人       :
月)14-1f日      互送礼物的日子

置 侵鑫 帚焉        丨

日子被拯救        箩

在基斯流月25日 (12月 中)的献殿节 9又名烛光节 9记念在马加比时期 (主前165/4)洁净圣殿与 0
祭坛 °约10:22提 到这节日 (见该注)° 此外 ,月 朔常是特别日子 (民 10∶ 10;代上23:31;拉 3:5; 

奋
尼10:33;诗 81:3;赛 ⒈】3~14,弱⒓3;何 5:7;摩8:5;西 2∶ 16)°               鞘

涔
I|:|氵 ∷t∶∶|Ⅱ ∷|∵ ∷ Ⅱ∷I∫ |∶∶Ⅱ∶|0;∶∷∶|tⅡ ||∷

^∷

∶∷∷∷Ⅱ●tⅡ∶0∶ |,|∶ |9|=|,|∶ I:0;∶ ||I‘ ,:

是赎罪 日 9要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为你们  的安息 日 9你们的供物 9你们的一切还愿祭和

赎罪 °’9在这一天 9不刻苦己心的人 9必从他的  甘心献的祭 ,这些是你们当献给耶和华的 °

族人中被剪除 °m在这一天 9作什么工的人 ,我   39“ 又在七月十五 日 ,你们收了那地的出产

必把他从自己的族人中间消灭 °aI什
么工你们都  以后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9第 一天要完全休

不可作 9这 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作世世代代永  歇 9第八天也要完全休歇 °⑾第-天你们要拿果

远的律例 °Ⅱ这是你们完全休歇的安息日 ,并要  树的美果 、棕树枝 、茂密的大树枝和溪边的杨

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晚上 9到次 日晚上 9你  柳枝 9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欢乐七天 °犭1你

们要守安息日 °”

住 棚 节 (民29:12-00丿 申16:13~15)

们每年七 月 ,要守耶和华这七天的节期 ,这是

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Ⅱ你们要住在棚里七

"耶和华对摩西说 :。
。“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  天 ;以色列所有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里 ,们好叫

七月十五 日是住棚节 9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七  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9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

天的节期 °3s第
一天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  时候 ,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

你们都不可作 °“这七天你们每天都要献火祭给  的 神 °”们
于是摩西把耶和华指定的节日告诉

耶和华 ;第八天应当有圣会 ,要献火祭给耶和  了以色列人 °

华 ,这是集会的日子 ,什么劳碌的工郡不可作 °  油 与 点 灯 的 条 例 (出刀:20-z1)

会1遘 屡 棵 胃 默 眩 辊 圹 嚣 霪 2亻 劈芦 冤繁 嘛 艏 罂 黼

祭 、素祭 、平安祭和奠祭 °。:此外 9还有耶和华  油 9拿来给你 ,使灯火长燃 °3在
会幕中法柜的

23:3~l-03 见申l⒍ 13~I7。 24:2 灯 :圣所的灯台上有七枝蜡烛 ·立在会幕至圣所的

2⒋ 1~9 汕和饼 °摩西传递神对灯油和陈设饼的要求 。见  幔子外 。见出25:3卜40的描述 。灯台像开花的树 ,象征神

出26章 〈会幕陈设〉表 。 赐生命和光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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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除蚺砣导论
L

导 论     |  ’ ’ ∵ |

堍 览   
ˉ i  |÷ ;|   ·

乍老 :摩西        Ⅱ l     I
主 旨 :” 呼吁出埃及后的第二代 ,切勿重蹈上△代

的覆辙Ⅱ并要忠于神的吩咐 1成为服侍神
∴∷的圣洁军队 9征服应许之地 °

年份Ⅱ 约主前1邓6年     ⋯

Ⅰ 点 :

●神周详装备自己的子民 9服侍础并征服应

许之地 °

●出埃及的第一代功败垂成 ,因 为他们对神

的恩典无动于衷 ,也怯于迦南人的威武 °

●神兴起另一代人来征服应许之地 9但若要
∫   成功i9他们向样必须绝对忠于郎和华°

写作 日期 喜 地 点
本书的成书日期 ,约 介乎旷野飘流之后至主

亩1,406年摩西离世之前 °本书始于横渡沙漠进

军的准各工夫 ,而 终于进入迦南的准备工夫 (见

22:1 926∶ 3)63 ,31∶ 12933:48、 50,34:15 ,

3⒌ 193⒍ 13)° 民数记是为生于旷野那一代以色

列人而写的 °他们一直守候在耶利哥对面的摩押

平原上 °摩西鼓励他们要以信心坚忍 9以 听命顺

Ⅱ 9不要像父辈一样叛逆不从 °在以色列人准备

征眼泗南之时 ∷杏书劝勉他们要向前迈步 7成 为

邛和华的圣洁军队 °        ∷    ∷1

玷切地描述了本书的内容 °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

文时 (《 七十士译本》),各书卷就起了希腊文

∶      | F「 | k|/ /:j窄  `i               (

名称 σ本书就是采用了一个原本用来形容参战者

名单的希腊词 :厄栩饧
'或

Γ民数记」。Ⅱ  Ⅱ

、Ⅰ.辶 民数记的信息最少有三个主题 °首先 ·民数

记窒动地描述神对池子民的怜悯和信实 ,又 描绘

出他们在准备旷野之行时 9神 一直给他们的导

引 ∵I在 困境中安慰他们 ,体察他们的惊惶 丿并在

万般忍耐之
‘
后才惩抬他们 °∶以色列人的失败——

即使优秀如亚伦 、/米利暗和摩西仍会失败——与

神在信实和守约中的完美 ,形成强烈对比°

民数记第二个主题是 ,神有绝对权能成就rdL

的旨意 °本书揭示了第一代人的彻底失败和神对

他们的严厉审判 9但 仍赋予第二代出埃及的人有

盼望 :神 仍掌管历史 ,并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

许地为目标 °虽然人的意念会失败 ,但神的旨意

却永不落空 °  `   ⋯     |
第三个主题是 ,神的子民必须忠于神对他们

的呼召 °本书的叙述 ,骤然终结于第二代人为进

入应许之地作准备 °姑于约亘菏对岸的战役 ,它没

有留下片言只语 °本书的写作 9是要呼吁第二代人

向前迈进有待征服之地 ,成为神圣洁的军队 °

解释本书时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庞大的士兵

名单 (见 1926章 )° 如果这些数目是真实数字 ,

糕繁翳翕胝 盟螅 离巍 糍
见 °此外 ,其他数 目 (如 3∶ 们的头生男子名单 )跟

这巨大总数相比 ,也构成相当的困难 °

在以往的解释中 ,紧守圣经准确无悍叩

^就
这问题提出了最少五个观点 :   `

1虽然有表面上的困难 ,但 这些数字仍应视

为真实数 目 °

2.现时希伯来文圣经的数字 ,是在圣经传递

历史中 :文本改动的结果 °

3,翻译成 Γ千 」的希伯来词 ,原 意可能是指

远较 1,000为少的单位 °    =
4翻译成 Γ千 」的希伯来词 ,也 可解释成

Γ首领 J°

5.数 目只是作者 ;̄种 夸张写法 ,第 -代读者

知道这做法是为了凸显神让以色列人惊讶

的恩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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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数 记 中 的 基 督       j
民数记的历史描述 ,最 少在五方面指 向綦

督 °首先 9一 般而言 ,因 本书描述 以色列为迦

南的圣战从 准备 、失败到再 准备的经过 9基 督

徒读者会联想到基督羸得新天新地那场圣战的

最后 阶段 °基 督在 死 亡和 从 死 里复 活 的 =刻
起 ,开 始与神的敌人作最后的战役 (西⒉15;来

⒉14~15)° 今天 ,这争战借教会传讲福音而延续

(徒 15△ 5~17;弗⒍10~18),末后基督再来时 "

地上的争战就会完结 (启 19△ 1~21,21△ ~5)° 其

次 ,本书重复强调神的子民的忠心 ,不 单提醒基

督徒因基督全然顺服而成就的救恩 (林后⒌19)9

更提醒他们 ,基督呼召跟随葩 的人要追求圣洁

(来 12∶ 14)° 第三 9民数记以一些独特的预表揭

示基督 。(例 如 ?红母牛的预表 (19章 ;来⒐13)、

1石中取水 (20∶ 11;林前10彳 )和因举蛇而出死入

生 (21彳~9;约 ⒊14~15)来 预表基督的工作 °第

四 ,指 大卫将战胜和挫败以色列的敌人的明确预

言 (Ⅲ :15≈19)9也预表了身为大卫后裔的基督 9

终有一天会公认为万王之王 °最后 ,会 幕的中心

位置也预表了基督 °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时 ,住

(直译是 Γ会幕」)在世人的中间 (约 ⒈14),
借着础的死和复活 ,砒为相信的人开启了一条道

路 ,来到神的面前 (可 15∶ 38;来⒍19,10:20)°

使徒倮罗教导 9教 会是神的殿 ,每 -个基督徒也

是神的殿 (林前⒊16,⒍ 19~20;弗犭19~22)° 基

督再来时 ,神 将完全与人同住 9信徒无须再有一

座为神而设的圣殿 ,因 羔羊自己会成为圣殿‘(启

21:3、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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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各支派扎营的位置

丢珥的儿子以利雅萨 °15他
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

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 °“凡是扁流本营 ,按着

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五万一干四百五十人 ;

他们要作第二队起行 °

1’ “
会幕和利未人的营要在众营中间前行 ;他

们怎样安营 ,就 怎样出发前行 ;各按本位 ,各

归本旗 。         、 :=   ∷
i:“

在酉方 ,按着队伍 l是以法莲营的旗号 i1

以法莲人的领袖是亚米忽的儿
亍

以glJ沙玛 °I9灬

的队伍被数点的 9共有四万零五百人 :20在 他旁

边的 ,是玛拿西荬派 ,玛拿西八的领袖是比太

蓿的儿子迦玛列 °刀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
=

万二千二百人 °”又有便雅悯支派
i氵
便雅悯八的

领袖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但 °T他的队伍被数点

的 ,共有三万五千四百八 卩"凡是属以法莲营 :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9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人 ;

他们要作第三队起行 °

’s“
在丿匕方 ,按着队伍(9∶ 是里营印旗号 ;鱼

人的郐袖号亚荃尘丛的u子亚希以谢 :“他的队

伍馋数卓的?苄歹⌒刀干于t百人。21车他考
边安营的 9是亚设支派 ;亚设人的领袖是俄兰

的

`1干

帕结 。21他
的咚伍被

繁
点的 ,芈有四万

一千五百人 :”又有拿弗他利支派 ;拿弗他利人

叩哪构昂殛 叩咎子亚箕垫少
⒛
华的坠佴议繁卢

的,共有五万三千四百人°"凡是属鱼营被数点

叩9苄有扌五万七于⌒百人;鸺”罴睥有自己
的终景

,最后起行°∶     Ⅱ,  ,∴
”
以上是照胃华们的父家

谬繁忠的丛阜犁人
f;

所有扌着他πl的 队伍在众营中}弭数点唧
9共有

六十万零
手于

五百五t人
°33只

有利未人没f数
点在以色列人中            ."丛
色列人就照着耶           ,他
们随着自己的旗号安营 ,各人按着自己的宗族

和父家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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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实 、誓言 、许愿 :我该起誓吗 P

真诚的人际关系 9尤 其在基督徒之间 9是 神所命令的 (弗⒋25;西⒊9),而说诚实话更是敬虔的

表现 (诗 15"J)° 神禁止人说谎 、欺诈和恶意的曲解 (出 2ρ:l-;利 19∶ ll)?耶稣也指谎言出自撒但

(约 8∶44)° 像撒但 -样说谎言欺哄和诋毁别人的人 ,圣 经
气剔零骅他们的不敬虔为可憎叩

-∶
诗 5∶ 9∶

∶
1⒉ 1~4952:2~5;耶 9∶3~6;启”:15)。 我们的邻舍和我们丁学歹

神的形冢
9让他们有权利驷潭旱狎就

是对他们的尊重 °说真话是尊重事实 、尊重邻舍 9更 重要的是尊重禅 9因 此也是真信仰和真正爱邻舍

的要素 °

誓言是以神为见证人 ,对 自己的说话和诺言的严肃宣告 ,表示说谎者要承受神的惩罚 °圣经容许人

在严肃的场含立誓 (创⒉ :卜9;拉 10∶ 5;尼⒌12;参林后⒈23;来⒍13~17)。 宗教改革时期 ,重洗派因

拒绝卷入任何俗世的关系 ’而拒绝任何形式的起誓 °他们诉诸于耶稣训斥人起誓 9却看不到耶稣是斥责

人滥用誓言 ,而不是否定起誓的合法性 (太 5∶ 33ˉ 1̄7;参雅5∶12)°

向神许愿等同敬虔的誓言 °是誓言 ,就必须严肃对待 (申⒛91;传 5⒕“ )° 人所发的誓言 。所许

的愿 9郡必须遵行 (诗 15∶4;参书0:15≈ 19)° 神要求我们不单要认真对待神的说话 ,也要认真对待自己

的说话 9而许愿也绝不可成为逃避遵行神话语的借口 (可⒎11冫 。参 《西瞰宣言》215,2⒉ 1~5;· 《大问

答》13;《海德堡闷答》101°

O下逻泽   ≮舍`御’】苔言j∶ :∶
;∴’氵;、

1a摩
西和以利亚撒祭司 ,以及会众所有的领  和木器 °”j

袖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14摩
西对作战回来的  2I以利亚撒祭司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 这

军官 9就是对千夫长和百夫长发怒 °“摩西对他  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律例 :”金 、银 、铜 、铁 、

们说 :“ 你们让这些妇女存活吗 ?I6看 哪 ,这  锡 、铅 ,’ a能
够经火的东西 ,你们都要使它经

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9使以色列人在毗珥的事  火 9它就洁净了 9但还要用除污水洁净它 ;不

上 ,得罪耶和华 9以致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能经火的 ,你们要使它经过水 °"第七日 ,你们

身上 °”现在你们要把所有的男孩都杀了 9也要  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 ;然后才可以进营 °"

杀死所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妇人 °m但女孩子  瓜 分 战 利 品

中 9没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 ,你们都可以让   Ⅱ
耶和华对摩西说 :“

“
你和以利亚撒祭司 ,

她们活着 °19你
们要在营外驻扎七天 ,杀 淇人  以及会众的各族长 9要计算俘掳的人和掠得的

的和摸过死尸的 ,第三 日和第七日都要洁净自 牲畜的总数 °”你要把掠夺得的分为两半 ,一 半

已 ,你们和你们掳来的人郡黑 溶.样行 .°

20你  给出去打仗的人 ,一 半给全体会众 °20你
又要

们也要洁净一切衣服 、皮具 、山羊毛织的物  从出去打仗的人所得的 9无论是人 、牛 、驴 ,

黠
3⒈ Ⅱ3~18 摩西见妇人留有活口而大怒 ·因为正是这些妇  是重要的 °

人诱惑以色列人行淫和敬拜偶像 (参25△ )° 31:25~47 以色列人瓜分米甸的战利品 :一半分给打仗

31Ⅱ6 巴兰的计谋 :比较申2⒊ 4~5(另 见书13:22,  的人 ,一半分给全体会众 (25~27节 )° 打仗的人所得的

24:9~10;尼 13∶ 2;弥⒍5;彼 后⒉15;犹 11节 ;启  1沔 00要作贡物献给耶和华 l全体会众所得的l/5θ 要拿出

2△ 4)° 来交给利未人 (28~31、 41节 )° 接下来的是一张战利品

3⒈ n9~24 洁净打仗的人 `俘虏和掳获的财产的礼仪是这  清单 (32~47节 )o这些细节再次表明会幕是这个叙述的

事件的核心 。摩西教导第二代军队遵守会幕的洁净礼仪  重心 °



避难城

"就 要选择几座城 ,给你们作避难城 ,让误杀人

的 ,就是无心杀死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12它
们

可以作你们逃避报仇者 的避难城 ,使误杀人的

不至于死 9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 °Ⅱ你们

指定的城 ,要给你们作六座避难城 °I·

在约旦河

东面 ,你们要分 出三座城 ;在迦南地 ,你们也

要分出三座城 9都要作避难城 °1s这
六座城要给

以色列人 和 外族 人 9以 及他 们 中 间居住 的人

作避难 城 ,使 无心 杀 人 的人 ,都 可 以逃 到 那

里去 °

‘
如果人用铁器打人 9以致把人打死 ,他  害他 ;’

d这
样 ,会众就要照着典章 ,在打死人的

豉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I蚀
口果  和报血仇的人中间施行裁判 °Ⅱ会众要把误杀人

人手里拿着可 以打死人 的石头打人 9以致把人  的 ,从报血仇的人手 中救 出来 ;把他送 回他所

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  逃到的避难城去 9他 要住在那里 ,直到受圣膏

死 °I汝
口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人 9  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 ,若是出了他逃进

以致把人打死 9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 意杀人  的避难城 的境界 ,27报 血仇 的在避难城境外遇

|;   ∶∶∶,∶∶∷

35:9~33 有六座避难城为那些误杀者而设立 (见 书  3⒌ 22~28 施行审判的会众须保护误杀犯 ·把他送入避
20△ ~9注 ) 。 难城 ,直到大祭司离世 (22矽 5节 )° 人若离开避难城 ,

]5:12 报仇者 :受害者的家属按惯例可处死杀人犯 ,报   Γ报血仇的人」就可以杀死他 ,报家人被杀之仇 。

夏死者遭杀害之仇 。

3s:16~21 报仇者可处死故意杀人者 °见 《大问答》

∶s6。

的必被处死 °I9报
血仇的 9要亲 自把那故意杀人

的杀死 ;一 遇见他 ,就可以杀死他 °2°

如果人因

怀恨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着 向人扔东西 ,以 致

把人打死 ;2I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 ,以致把人打

死 ;那打人的 ,必被处死 ,囚
.担他是故意杀人

的 ;报血仇的一遛见凶手 9就可以杀死他 :

22“ ‘
但是 ,如 果人没有仇恨 9忽然把人推

倒 ,或是无意向人投掷什么器皿 9Ⅱ或是因为没

有看见 9用任何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扔在人身

上 ,以致把人打死 ,他本来与他无仇 9也无意

3⒌ 25 直到受音的大祭司死了 :另 见28节 °大祭司死

了 ,误杀犯的法律地位也随之而改变 9他也再无须付上

误杀的责任 。

支派中习用的法律 (直系亲属必须为死者报复 )与
民事法律 (会众而不是个人根据一套公正守则执

行)之 间的张力 9是为死罪设立避难城这理念的根

基 (书 2α卜9)。

报血仇的做法往往见于游牧部落之间 ,村镇则通常

跟从法律行事 。以色列正要定居下来 ,因此须要为

误杀而采取一些权宜的约束措施 ,免除无辜者在审

讯前遭杀害 。只有在会众公开撤销罪状或大祭司逝

世的情形下 (通常是大赦的时候)9杀人犯才有机

会获宣判无罪 。
·比 矛虽

希 伯 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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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柢 览
作者

主旨

年份

Ⅰ点

摩西

鼓励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 9准各进

入应许之地时 ,更新由摩西所传递的圣

约 °

约主前1,406年

●逗留在摩押平原上的以色列人 9要从上一

代的经历中学习忠于圣约的重要性 °

●摩西律法的本意是 ,使神的子民在随着约

书亚的带领 ,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能够得

益 °

●忠于圣约的人必定蒙福 ,违犯的人必受咒

诅
°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等候期间 9以及进入

应许之地后 9都要重新立志遵守圣约 。

作 者
申命记就像五经中的其余四卷一样 ,大部分

都是 出于摩西手笔 °虽然书中某些片段显然是

后来加添上去的 (例 :34章 有关摩西之死的记

述),另外有些部分后来又曾经过编纂 ,但 我们

仍然应该视本书为摩西时代的作品 °见 Γ摩西五

经导论」。

筝作 日期 车 地 点
申命记大体上是在主前约 1,406年 于摩押平原

写成的 ,那时以色列人正准各进入应许地 °但它

可能要到约书亚时代才成书 9因 为摩西之死 (34

章 )等记述是在那时加上去的 °见 Γ摩西五经导

t￡:」
°

受 书人
摩西是写给出埃及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看 。

他们的父母都囚不信而被神惩罚 ,死在旷野 (民

3⒉ 10~13)9但 神却宽容了孩子们 ,好叫砒的圣民

厚以保存下来 ,也 叫砒给先祖的应许得以持续下

云 ·神既不准许摩西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申

⒈37~38),摩 西就重申了神的律法 ,好指引他

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更新圣约 。见 Γ摩西五经导

论」 °

筝作 目的 每 特 色
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都离世了 ,摩 西

需要劝戒新生代 ,避免重蹈父母的覆辙 ,并 且要

谨守诫命 ,好 叫将来能够得着福分 °申命记主要

是由摩西临终前发表的三篇伟大演说 ,以 及一个

律法纲要而组成的 °书中概括了他对人民所讲过

的话 9呼 吁他们在进入应许地的前后 ,都要更新

他们向神守约的心志 °一直有人指出 ,申 命记的

内容与古代近东条约的主要特点吻合 。强大的君

王 (宗主 )与附庸国所立的条约都包含一些独特

的元素 ,而 申命记就符合 了这类常见的模式 :

前言 (⒈ 卜4)、 历史序言 (⒈ 5~4:43)、 条文

(⒋ 44~2⒍ 19)、 接受立约 (27:卜 30:20)9以 及

继任的领袖 (31△ ~34∶ 12)° 有些解经学者过分强

调这些共通点 ,但 其实申命记的这些部分 ,都 不

过是大致上与条约的特点相似罢了 °然而 ,因 为

这类特点有助明白经文 ,所 以我们在大纲部分以

及注释中都会用到它们 。

申命记是把一连 串讲词结合起来 ,成 为现

在 的形 式 ;这 种 看 法 颇 为合 理 °开 首 的讲 词

(1∶ 5~⒋43)叙述了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下所经

历的事情 °申命记没有提及摩西怎样与法老对

质 9或是十灾怎样叫法老屈服 9容 许以色列民离

开 ,但 书中却一再暗指出埃及事件 (在第一篇讲

词中出现了五次 :⒈ 27、 30,⒋ 20、 34、 37)°

摩西讲述由埃及到何烈山的旅程中 ,神 怎样以奇

妙的方式眷顾人民 9供应他们所需 °然后 9他 详

述他们怎样在加低斯 巴尼亚 ,无论在军事上和灵

性上都吃败仗 °经文提到记载于民数记的事件 ,

而且也跟民数记一样 ,几 乎没有提及飘流40年 间

所发生的事件 °另一方面 9申 命记却提及由以东

附近出发往约旦河东的旅程 9而 且关于西宏和噩

怎样被击败的记载 ,比 民数记还要详尽 °然后又

描述了流本 、迦得和玛拿西半个支派怎样瓜分了

约旦河东之地 (参 民32章 )° 叙述以摩西想要进

入迦南的个人请求作终结 9但 神拒绝了他 (参 民



2⒎ 12~23)° 在结束这篇讲词的时候 9摩西劝戒以

色列人要忠于耶和华 °

第二篇讲词的第一部分 (⒋44~1⒈ 32)是由

劝勉组成的 9并 且以十诫作为开始 °十诫 的赐

予 9是 直接由神亲 口说出 ,但 其余的律法则由摩

西传递 。第六至十-章罗列出与神立约的关系所

包含的重要议题 °第六章记载了着名的 Γ示玛 」

(Sllcma):Γ 以色列啊 9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

神是独-的耶和华 」 (4节 ),又发出要全心全意

爱神的劝勉 (5节 ),然后劝戒人要教导 、谨记并

遵行神的诫命 (6~25节 )° 自离开埃及以后神怎样

眷佑 、怎样施行审判 ,这些例子都散布在接下来的

篇章之中 ,而 且所有材料郡是撷取自出埃及记和

民数记 °这些例子提醒以色列人要信靠主而不要

信靠自己 。接续这几章经文之后的是一个应许 :

在前面与迦南人的战事中 9以色列人必得胜 °

第 二 篇 讲 词 的 第 二 部 分 里 的丨律 法

(1⒉ l砭⒍19)9包括有关敬拜 、洁净的食物 、奴

仆和债务 、每年的节期 、审判官 、避难城 9以 及

其他各种关于品行的条例 °这些律法大多数都在

以前的五经书卷中提及过 °

第三篇讲词 (2⒎ I~30∶ 20)有力地劝戒以色

列民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其中包括了一个庄严

仪式的指示 ,即 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并稳住阵脚之

后 9要在示剑附近的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之间的

山谷中举行的 °这仪式叫人联想起出埃及记第

二十章1节至二十四章8节 °这个仪式后来由约书

亚正式执行 (书⒏30~35)° 有些解经学者认为 ,

这篇讲词因为包含了有关祭坛的指示 ,又 把祝福

与咒诅列举出来 ,所 以它其实是属于上一篇讲词

(被视为盟约协议的形式 )的结语 °无论如何 9

摩西所提出的这些律法和劝勉 9都极之强调以色

列民在神面前有责任去听从并顺服神的律法 。

申命记的最后几个段落都同样重要 (31△ ~

“⒓)° 当中包括约书亚被立作摩西的继承人 ;摩

西之歌——颂赞神的伟大和融对盟约子民的眷佑

(32章 );摩西为十二支派祝福——跟雅各为12

个儿子祝福相仿 (创 49章 );以及描述摩西之死

的讣告 (⒕章) °

本书的英文名称 (Dmr~my)源 自《七十士译

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称之为9叻厶ε″刀刀″
'叼

’

意即 Γ第二律法」。但比较贴切的是理解本书为
Γ重申律法」 ,正是中文名称的意思 °

申命 记 中的基 督
以色列神权政体的始创者摩西 ,他 传达了旧

的约 ,并 以此预示新的约的传达者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耶 313卜34)° 两约的道德要旨相同 ,

但施行方式却大相迳庭 °保罗显明了两约的本质

是相同的 ,他把他的福音信息与摩西呼吁以色列

民更新圣约相提并论 (见 30△ 1~14注 )° 在申命记

中 9恩典比人的信心更早出现 ,人 的顺服则是真

信心的明证 °新约圣经也有同样的教导 °

即使这样 ,申 命记所呈现的那个神立约的阶

段 ,都只是为了预示那更大事件的实现 9那就是

基督的约 (见来⒏6~13注 ;另 见创6章 (行 为之

约与恩典之约〉一文 )° 令旧的约生效的是动物

的血 ;令永恒的新的约生效的则是基督的血 (耶

32⒕0;来⒐11~28)° 摩西要求一个看重内心的

信仰 (⒍6930:6)9但它却因为人的软弱而失败

了 9且变得过时 (罗 8:3;来 8:13)° 耶稣基督

却能够借着圣灵改变人的心 (见 10△ 6注 ;参约

3J~15) °

申命记中一些个别的主题也预示了基督 。础

是逾越节的羊羔 (见 16△丬 7及其注》以及那位

要来的先知 (见 18△ 5~22注 )° 申命记强调要建

立独一的圣所 (12章),预先透露了新约圣经对

于基督的看法 :础是唯ˉ能带来救恩的那工位 °

献祭体系的细节预示了耶稣要献上自己为祭 ;申

命记对应许之地的生活的强调 ,预示了基督要赐

给所有信TtL的 人的盼望 ,即 是新天新地的盼望 。

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耍忠心 ,以 致他们能进入并攻

占应许之地 ;同 样 ,基督呼召我们忠于融 ,好叫

我们能进入要来临的世界 ,并 享受它带来的永恒

福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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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摩西的第三篇讲词
(认定 :咒诅阜祝福 〕
(27:△~30:20)

A将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认定圣约

(27∶ 1~26)

B在摩押更新盟约 (28:卜 30∶⒛ )

l,福分 (28:卜 14)

2咒诅 (28∶ 15~29")

3更新的呼吁 (⒛ :2J0:⒛ )

a^序言 (⒛∶2~8)

b条文 (29∶ 9~18)

c咒诅 (⒛∶19-o9)

d福分 (30:1~10)

e.提议 (30Ⅱ l~18)

f见证 (30∶ 19砭0)

五 、摩 西事工的总结
〔继任 的领袖 〕
(3△ :△

~3珏
:△2)

A.领导权移交给约书亚 (31△99)
B摩西之歌 (31∶ 30~32⒕7)

C摩西的祝福 (32彳卜33:29)

D摩西之死 (M∶ l~12)

引言 :摩西 忆 述 往 事

∵∷ ∴||||:∴ ∷ ∷∶∶∶∷' ∵∶.∶∫∶∶∶;.∵|Ⅱ∶∶|∶ |∶∷∶∶∷Ⅱ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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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要在应许之地重新承诺守约 ;在摩押平

原上也要这样做 °美好的祝福和可怕的咒诅都驱

使仙们作出这样的承诺 °即使被掳的咒诅真的实

现 ,神 也应许葩的子民必归田 ,并领受融丰盛的

福分 °

摩西把领导权移交给约书亚 。他跗给神子民的 ,

是从历史学习得来的功课 ·以及对将来所持高度

的希望 °

拉班 、哈洗录 、底撒哈之间 ,向 以色列人所说

F菇黥黯箩蕤霪墨襁掣       ‰簋牒
⒈卜4 引言 。开首的这几节经文指出作者是摩西 9并

略述摩西说话时的情况 ;他这番话是在自己临终前 ,并

在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前对人民说的 。这个段落跟宗主

与附庸所立的条约的序言相似 ;在这类条约中 9君 王会

先向跟他立条约的人表明自己的身分 。可是 ,在 申命记

中 ,摩西却指出他是以色列民与神立约的中保 。

1Ⅱ 约旦河东 :有些译本把这个片语译为 Γ约旦河对

岸 J或 Γ约旦河外 」 ,因 为译作 Γ东 」的希伯来文的词

根 ,是 Γ渡过 」或 Γ走过 」的意思 。可是 ,即使是在同

一节经文里 9这个希伯来词 语也可以指河的任何 一边

(见 Γ导论 :作者 J中关于后期加添 /编 纂的部分 )。

疏弗⋯⋯巴兰和陀弗 、拉班 `哈洗录 `底撒哈 :疏弗的

希伯来文意思是 Γ芦苇 J9常用于兑勿 s咖一片语中 ,

译为 厂红海 J° Γ红海 」在古代无疑也包括亚卡 巴湾

(Gulf of Aqaba)在内 (王上⒐26)° 这里所用的词语

可能是指亚卡巴湾 。但在民21△ 4中 9这个词语的阴性形

式 s咖a,却 是指亚嫩河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圣经曾

提及 9巴兰旷野是位于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 (民 10∶ 12,

1⒉ 16)° 圣经提及巴兰山的时候 9都是与神在西奈山

上显现相关 (33:2;哈 3:3)° 巴兰是位于南面 ,因此陀

弗就是位于北面 °圣经中再没有其仙经文提及拉班和底

撤哈 9我们对它们也一无所知 。哈洗录是以色列民由西

奈到加低斯巴尼亚途中的一站 (民 11∶ 35,12△ 6;另 见

3⒊ 17~18)° 哈洗录的其中一个意思是 Γ村庄 J,而且 ·

可能有两个或以上地方都称为哈洗录 °由于我们不清楚

这些地方的确实位置 ·所以对它们的认识大部分都是源

自约书亚记的描述 (书⒉】9⒊ 1、 16)°

1:2 十一天 :由 何烈山到加低斯巴尼亚 ·直线距离约zzIo

公里 °以色列人经过西珥山 (Mount sek)路 前进 ,大

概是指他们有部分时间走以旬迦别 (Ezioil Gcber)以 北

山谷的路 9整个旅程有280公 里或以上 °如果整批以色列

人都在11天 内抵达 ,他们是善用了时间 。但这里提到 11

天 ,可能是指一般旅客所需的时间 。全营连同家眷和牲

畜 ,所需的时间应该更长 ◇

1:3 第四十年 :2∶ 14可 以证明 ,这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9

而不是 Γ一个世代 」的大约数 目 ·那里提到 ,以 色列人



圣约中关于社会的重要课题

每个人都要受到保障 (出20:13;申 ⒌17;出 21△ 691、 26-32;利 19:14;申 24:792⒎ 18)°  I

每个人都应受到保障 ,不会遭受诽谤或虚假的指控 (出⒛:16;申 5∶⒛ ;出 23△ -3、 6~8;利 F
19△ 6;申 1⒐ 15~21) °

∶ 瑶:筏羟奋≈氵扣豇瑰:‰饿品:∷ 饣魏珏琨:猛 ↓珞筏,|, i强∷∶
妇女不可因为她在社会中的次等地位而被剥削 (出 21∶ 7~11、 20、 26~32,2⒉ 16t17;申 :
21:10~14922△ 3~30,24J~5) °

刑罚不可过重 9以免犯罪者丧失人应有的尊严 (申 25:1~3)°                吓

Ⅱ ∶  ~狒 簿 :粥 终呤诼饣0|移弘绊钅:私移嗨私膨塑姆槊 :獬鹤|∶f  Ⅱ|∶ |,f|∷ :∶∶1ˉ∶ ∵ f|∶ 氵I F氵 :Ⅱ |∷彡:∶∶ Ⅱ∶∶∶| ∷|-It|∷∶●∷∶|∶∶;:|详 |∶ |∶ i°∶||:0∷ :F|Ⅱ |。|f ∷';F~吖 |r|:∶ ∶乡:彳 I ∵Ⅱ∶|,∷∶:|: fI∶ ;|~~fⅡ t∷

·
| 亻

每个以色列人都有尊严 ,也有权做神的仆人 ,这 -点应受到尊重和保障 (出 21∶ 2、 5~6;利 25 碚

i  贺翔氵辍薪∴巍托JⅠ疝免珏00
每个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产业都应得到保障

-0|扌 :纭|∶∶i∶∶1}i|0↓ :饣1|0|钅饣;1t:∶ |∶,ii讠i|∶i∷∶该,9么么1|∶ ,

(利乃章 ;民 27∶5~7936J~9;申 25∶ 5~10) °  妊

善镪话瑶:舞甘二饣 艹耗:Ⅱ饣∶||i∶ :∶∶∶
^i∶

讠i∶ti|1∶∶∶9∫∷t;,(i讠 i∶茹讠:9}∶∶∶∶∶∶|9讠 9ˉ  ,∶ ∶||安么:钚 |,。 ,;镑|0∶ |∶茁|∶| ↓∶、|:|,|∶ :|饣 |0,I'',:∶ Ⅱ9|∶
|∶

|∶

^∶

I∶
i∷ |∷∶∷∶0;攵0∶ |∶ ~玄:||Ⅱ |t|● Ⅱ1茁.|玄 |∶ ||毛:|||0∶ I∶饣:∶“:1i饣 :钅 |∶ |^∶:∷ ||||豸 :| 炻  :∶ 。| |

每个人的财产都应得到保障 (出 20:15:申 ⒌19;出 21:33~36,2⒉ 卜 15923:4~5;利  i
19∶35~36;申 2⒉ ⒈砰 92⒌ 13~15) °

↓0Ⅱ饣℃1|饣饣-扌∷0,饣彳移″、t△|—I|∷
该得到自己以劳力赚取的成果 (利 19∶ 13;申 2⒋ 14,25∶4)°

0 :碜 夕狃{彳 窍命彩-∷ 社锣∷∷彳掰呼瞥∷纡
`￠

f饣衍|羧艹ˇ
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地所出产的收成 (出 23∶ 10~11;利 19∶ 9~10,23∶” ,25:3Ⅱ 5;申 14∶28~29, 冖

24:19~21) °

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安息日享受一星期一次的休息 ,包括最卑微的仆人以及寄居的人 (出 ,

婚姻的关系是不可破坏的 (出⒛∶14;申 ⒌18;另见利 18∶693,⒛ :1091;申 ” :13ˉ 30)°   扌

1: ∶:|if∷
^艹

弘∵仁各艹锐汪侈狨亻Ⅱ0∴|饿妊诲羯谣|∶ :

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欺压或剥削 9即 使是残障 、贫困或是地位低微的人也不例外 (出 艹
22∶ 21~27;禾刂19:14、 33~34,2535~36;申 2⒊ 19,2⒋ 6、 12~15、 17,2⒎ 18) °         ∷|    杵芏艹私0饣蹿锣纡||0廴狃饣“丘奋艹:艹饣菇t:|菇夂 :'''9●

  ⅡⅡ△̀
Ⅱ
ˇⅡⅡ∴●     ∷●jⅡ {● ●{ji∶ ∷●●● ∵△

一

0● 。‘···σ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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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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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9oj9∷ 1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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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由上告法庭 ,也有权接受公平的审讯 (出 23:6~8;利 19△ 5;申 ⒈179 f

∶   ||饪 盛侈艹秤蹈|够艹氵:海:饨 |∶ 架珞舞撰獠馋簸:馋 毛多
神赋予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9都应该受到尊重 (出 20:12;申 5:16;出 21△ 5、 17,22∶ 28;利  菇

19:3、 32920:9;申 1⒎ 8~1392⒈ 15~2192⒎ 16) °                        ≯

。Ⅱ;饧冫∷条扌Ⅱ艹|冫埝⒋{窍Ⅱ



书卷导论

历 史 书 导 论

导 论
按照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的

排序 ,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称为历史书 °这些

历史书大概分成两大类 :

1.由 约书亚记至列王纪 (路得记除外 )称为

诫命时期的历史 °

2.历代志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则称为年代

时期的历史 °

这个排序有异于希伯来文圣经 ,后 者把诫命

时期的书卷称为前先知书 ,并 且把以斯拉记 、尼

希米记和历代志放进啻作中的 Γ其他书卷 」 °路

得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 9无论按现代学术讨论

或是按希伯来文圣经的归类 9都不包括在两类历

史书之中 9而 是被归到五圣卷的类别之内 °由于

把这两卷书独立于历史书之外来研读会较理想 9

在此不会详加介绍 (见该两卷书的导论)°

诫命时期的历史取名于申命记 ,因 这书卷正

好为这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引子 °虽然这段历史的

著作成书 日期都不大相同 (见各书卷的导论 ),
但这系列的书卷却似乎是在主前562年之后不久一

并汇编而成的 ;主前562年也是列王纪记载的最后

一个时期 °汇集这些书卷的原因是为回应当时被

掳到巴比伦 、在尼布 甲尼撤王底下受奴役的犹大

人在信心方面产生的危机 °对他们来说 ,神 似乎

已经忘记了础给以色列永恒的属土 ,又 赐大卫和

他后代不断有人坐王位的应许 °

后期的系列一ˉ 历代志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记—— 是针对从巴比伦被掳后回归到应许地的犹

大人而编撰的 。虽然他们 已回归属土 9大卫的王

位也得以延续 ,但犹大地却成了波斯王国众多占

领属土之一 °这几卷书为沮丧的回归人民带来盼

望和实际指引 °

两个系列的书卷盛载了由受默示的作者写成 、

随后又由受默示的编者审订的真实历史 °无论作者

或编者 ,都没有伪造事实 ,反而遵守一个客观 、按

时序又注明出处 (书 1⒍ 13:王上11⒕1;王下 1⒍ 19;

代上4⒓2,⒌ 17;代下9⒓9;拉 6△ 、2)的方式来交

代事件 °另-方面 ,每个系列和每卷书卷绝非单为

保存历史记录而编撰 ,却明显是有其神学目的 °

诫命时期 的历史 (约 书亚记 、
士师记 、撒母耳记和列王纪 )

文风统一 °把约书亚记与申命记配对在一起

特别使人信服 °举例说 l约书亚记引言 (⒈ 卜9)

中有关神的应许和劝勉 ,全部都可以从摩西在 申

命记中的讲话找到 °约书亚记第一章2节与申命记

雪奄帚甘雾褴丨1酆 雳骂显毛量竺
章sb至 7a节及9节 ,大部分重复了申命记第三十一

章6至 8节 及23节 的内容 ;约 书亚记第一章7b至

8节 ,忆述了申命记中一系列使该书称为 Γ律法

的书卷」、又同时强调默诵与服从的重要性 (申

⒌32~3391⒎ 18~19930:10)的 经文 °

照样 ,士 师记是系于约书亚记的 。士师

记引言 (⒈ 2~⒉ 5)之 后 9内 文的主耍部分
(2:6~l⒍ 31)也 从约书亚引入 (士⒉6~10)° 士

师记的每个片段和段落 ,或 是弓丨述 、或是复述 ,

或是以历史对观的方式 ,都是引用约书亚记的 °

撒母耳记依次连于士师记 °士师记透过引导

读者思想谁是合适领袖的问题 ,来 预备他们迎接

大卫王朝的建立 ,又 极力确认神拣选了犹大支

派 ,而 非便雅悯支派来带领池的国 °撒母耳记记

载了以扫罗为首的便雅悯皇朝失败 ,以 大卫为首

的犹大皇朝则得以咸功建立 °若把士师记的复句
Γ在那些日子 ,以 色列中没有王」放置于撒母耳

记上前几章 9即 扫罗作王之前来阅读 ,也未为不

可 °最后 ,撤母耳记中对士师时代历史的总结

(撒上12:9~11),似 乎是套用了编者对该段历史

的总结 (±2:6~19)°

列王纪与撒母耳记彼此相关的程度 9令 ˉ些

学者认为由撒母耳记下第九至二十章到列王纪上

第二章 9内 容是参照同一份资料来源的 °其中可

见 9降 了别的主题外 9作 者即叙事垆绘了木卫手
位的延续 :从所罗门的出生作始点 ,到他坐在置

位上而推至高峰 。         ∷̄  ¨

主田统一 。为配合被掳国民面对信心危机的

需要 9申 命记中所强调的几个主题 9同 时在诫命

时期的历史中出现 。 }      ∷∶

首先 ,申 命记为先知的职事立下了稳崮的基

础 ,也为真先知提供了验证 :他 所说的话必能应

验 (申 18:1492)° 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设立了先知

独有的职事 °如上文所述 9犹 太传统深深体会先

知在诫命时期的历史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故 称记

载这段历史的书卷为前先知书 °除此以外 9还有

很多先知性的元素把这时期的书卷连贯在一起 。

举例说 9约 书亚预言起来重建耶利哥城的 ,那 人



必丧长子 (书 6|26)∶ 艹
-这

预言在列王纪上第十六

章34节得到应验W所罗门把自己的执政和建圣殿
(王上8∶ 2o)∶ 9理解为神实现池对大卫的应许 (撒

丁7∶ 12~13)∷ %列王纪∷对被掳的国民倮证 ,先知的

I是真确的 ,禅必把永远的地土和国位赐给TdL的

子民 。

^其
次 氵在:申 命记中沈 为重要的 Γ约 」的观

忿 9遍布整段时期的历史 u从神的一方来说 ,焦

直集中在应许 °神曾对列祖和他们的后裔起誓应

济要作他们的神 Ⅱ并且永不丢弃他们 (申 ⒋31,

⒛ :12~13;书 1⒗ ;士⒉1∶ ;王下 13⒓ 3)° 出自融无

⒒的爱 9神 拣选了以色列人 ,又 施恩把融起誓要

E给他们列祖的地赐给他们 °这应许在申命记重

复出现了约30次 (例 :申 ⒈8,3Z【 彳)9并且在往

后的历史中被记念 (例 :书 1:2,2⒋ 13;± 1⒓ ;王

上4∶21,8∶ 34)° 从人的一方来说 9焦点集中在信

靠与顺服 °攻占地土的历史 9视 乎以色列人守约

与否而不断重复 °神的应许与以色列人的责任 ,

透过摩西 (申 卜495~11927~28章 )、 约书亚

(书 2⒋ 1~27)、 撒母耳 (撒上12章 )和大卫 (王

上2∶ l~4)几 位民族英雄的讲章描绘出来 °耶和华

洧楚向所罗门颁布坐王位的条件 (王上⒐l~9)°

以色列民的责任集中在十诫中的头两诫 :不

可敬拜别 的神和不可为 自己做偶像 °若 以这时

口历史的用语来说 9这 国要 Γ爱 」 、 Γ
事奉 」

和 Γ紧靠 」耶和华 ,要 Γ行在葩面前 」 、 Γ跟

Ι孔 」和 Γ不可忘记砒 」 (申 ⒍5;书 ⒈7~8,
⒉ :14~15;± 2∶6~1o;撒上 12:⒛ 、24;王上2:4,

3⒗ 9⒏23~25,11彳 ~5)° 这诫命基本上是关乎

信心的问题 ,而非顺服一些外在规条 °举例说 9

某些诫命 ,例 如只能在耶路撒冷敬拜的规则 ,目

的并非拘泥于官僚的律法主义 ,而是要遏止敬拜

佴像的引诱 °这时期的历史关注对神的忠诚多于

个别的规条 °不能遵守特定的规条 ,就 象征不能

对神尽忠这个更普遍的问题 °神对以色列人的拣

选及有关的拯救行动 ,构成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

对耶和华的信靠是源自神早 已建立好的情谊 9约

书亚记第一章正展示了这种关系 °神承诺以色列

人可以得地 ,他们需要的就是信靠 (书 ⒈卜9)°

另一方面 ,如 果他们没有信靠 ,因 此没有遵守爱

神和摒弃其他神明的命令 9就 会被审判 (申 28

章 ;书 24△ 9~20;士 ⒉10~15;撒上 12:5~15;王

下 17∶ 7~20)° 申命记第二十九章24节 和列王纪

上第九章8节 ∷渭楚记录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

发出的一个主要闷题 :∶
Γ耶和华为什么向这地.和

这殿这样作啊 ?」 这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清楚的答

案 :f是以色列人 9而非神失信 °J虽然如此 ,

神的应许是直到永远的 (申 30:1~9;士⒉1;撤上

12:” ;撤下⒎16)°   ;        ’

第三 9申 命记同时为王位并有关的规条立下

了稳固的基础 (申 17△ 4~20)° 虽然以色列人失

信 (申 ⒐4~6)￠ 沮满有怜悯和信实的神 ,是他们

源源不绝的福气的源头 q以色列人纵然犯罪 ,但

满有怜悯的神在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不断主动

为他们兴起领袖来 ,包 括约书亚 、众士师 、扫罗

以及最终的大卫家 °就像其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

一样 9飑与大卫家所立的约如常驱使神的国度推

进 9同 时也把参与这国度的条件列明出来 °神会

继续从大卫家兴起一位 Γ儿子」 ,池会管教那些

不信的儿子们 (撒下⒎14~16)° 这段历史以行恶

的约雅斤王被掳而结柬 ,虽然如此 ,他被提升高

过其他被掳到巴比伦的众王 °这一线希望并不会

熄灭 ,直 等到大卫那更伟大的儿子 ,就是神的真

儿子耶稣基督来到 ,它会照得更明亮 °见创9章

〈圣经中的重大盟约〉表 °

最后 ,这历史中有关悔改的主题 9是建基于

神永远的应许上 (申 4:29-31;书 7章 :士⒉18;撒

下 12∶ 13;王上8:46~51)° 盼望从神的审判中得到

解救 9甚 至当被掳的审判开始了之后 ,想回到神

所赐的福气中 ,就离不开悔改 (申 30:卜 10;王 上

⒏58)° 因此 9施洗约翰和耶稣来 ,把神的国给予

所有悔改的人 (太3:29⒋ 17;可⒈15)。

年 代 时 期 的历 史 (历 代 志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记 )
以斯拉记的导论已提及 9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记原属同一卷书 °历代志跟以斯拉和尼希米记相

互连成一篇相关的作品 9前 一篇的总结引进了

后一篇的导论 (代 下36:22~23;拉 ⒈卜3)° 此

外 ,两篇作品有不少相同的宗教课题和理念 ,例

如它们都用了类似的方式来描述第ˉ次和第二次

建殿的预备工作 (代 上2⒉ 2、 4、 15;代 下⒉9、

15~16;拉⒊7);两书都提到各家族领袖为圣殿

献上礼物 (代 上2⒍ 26;拉⒉68);两者都对圣

殿中的各样器皿大感兴趣 (代 上28△ 3~19;代下

5△ ;拉 ⒈797:199⒏ 25~30、 33~34);两者用

30Ι



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说明了献祭的程序 (代 下

⒉4,⒏ 13;拉 3∶ 4~6)和列举了祭物的清单 (代上

2⒐21;代 下2⒐ 21、 32;拉⒍9、 179⒎ 17、 22,

⒏35~36)° 正如诫命时期的历史 9是 由不同书卷

编辑起来 9以 表达一段共同的历史 9这段被掳之

后的历史也是由一些明显不同的书卷组合而成 °

这后期的书卷所处理的内容 ,大致与诫命时

期的历史相同 ,不 过更跨越了这前期的历史 ,继

续阐释被掳后的以色列史 °前期的历史主要是基

于申命记 ,这后期的历史主要是基于摩西五经 ,

把历史追溯到亚当的时代 9但 它的中心却是从第

一圣殿时期到第二圣殿时期的以色列史 °第二圣

殿时期的历史在历代志最后的部分留下了伏笔 ,

同时在以斯拉记头六章得到了详细的叙述 °

历代志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为提升被

掳后沮丧的犹大人的士气而写 ,这些书卷提醒人

民 ,昔 日大卫王朝与圣殿的辉煌传统 °历史教晓

这些回归的人民要守约和为自己的罪悔改 (代 下

⒎14)° 但是 ,它没有把焦点放在失败方面 9反而

集中展示大卫王朝的伟大和圣殿的荣耀 。大卫被

描绘为以色列民敬拜神的始创者 9而对那些于混

乱和轻视的黑暗 日子过后 ,重 新恢复以色列对神

敬拜的秩序的王 ,圣经却给子特别的篇幅 :继 亚

哈斯之后的希西家 9还有继玛拿西和亚们之后的

约西亚 ;对 那些经历过被掳到巴比伦的混乱黑暗

日子的犹大人来说 ,他们成了美好的典范 °新约

圣经紧随这些重点 9把 耶稣描绘为大卫之约那合

法而完美的继承人 (太⒈r922⒕2;路 1∶31~33),

也是 以 自 己的身体 来 实 现圣 所 的那 一位 (约

2:19~22;启 21∶22) 。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年份

Ι点

不详

向读者展示神的应许在约书亚的日子得

应验 ,并且教导以色列的后代 ,在战事 、

按支派分配应许地和更新与神所立的约方

面 ,如何事奉神 °

约主前1,000至 561年

把第五章 1节中的 Γ我们 」写成 Γ他们 」 :第五章

6节 中的
Γ我们 」 ,有可能是工些 以色Ⅱ列人的后

代 ,出 于与当年进入迦南地的世代认同而说的 °

有些段落反映出最后成书的日子是在约书亚

离世之后 ρ有些古代
j的 地名给 附以近代的名称

(15∶ 9`」 49ˇ 狃 )∶ |书 中记载的一些事件 ,大概

都是在约书亚死后才发生的 9例 如 :迦勒夺取了

希伯仑 (fs∶

";士
⒈8~10)’ 俄陀聂夺取了底璧

(1⒌ 15~⒘,;士 ⒈11~13)Ⅱ 还有但人向北迁徙

`(1⒐ 47∷± 18:27~29)等 °第十-章21节把犹大

地和以色列地划分的方式 9同时也可能要等到以

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才显得恰当 °最后一

章明显是向那些约书亚去世之后仍然生存的长老

们说的 (24:31)° 因此 ,我们可以推论说 ,约书

亚记的成书并不早于约书亚死后的第一个世代 。

事实上 ’以书中给予犹大支派 的篇幅 比重看来

(见 15章注 ),也许显示成书之时 ,大卫王朝已

经建立起来 (约 主前1,00ω °假若这个早期说法

是正确的话 ,我们可以假设这卷书是在应许地写

成的 ,用 以鼓励国民继续完成约书亚 已开展了的

工作 °

j ˉ个最有可能的晚期说 ,是根据列王纪上第

十六章34节提到约书亚的咒诅而确立的 (626)1

列王纪两卷书的写作 日期 (见 Γ列王纪导论 :写

作 日期与地点
·j)被锁定为由约雅斤获释 (主 前

561)至古列颁令 (主 前538)之 间 °假若这个晚

期说成立 9本书就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写成的 ,

用以鼓励被掳的国民在回归之后完成约书亚未完

的工作 °
;

当尝试把圣经中有关约书亚的战事记录与考

古学资料并列的时候 ,引 出了一连串的难题 °除

了有关书中一些地理位置的争论外 ,书 中战役发

生的时间是更伤脑筋的问题 。

在那些持守圣经的陈述是真实的解经学者阵

营中 ,近 年有人主张考古学资料 (例 :迦南城市

遭到拆毁及被占据的模式 )指 向支持以色列人在

大约主前 1,250年 ,激烈地成功侵占了迦南地 °另

有一些人则认为考古学证据 (例 :在 耶利哥所发

现的 )支持了较传统的观点 ,即 是说战役是在更

早期 ,约 主前 1,400年 发生 °这个观点与别的记载

●神透过约书亚赐福以色列 ,在应许地蠃取

不少战役 ,只是要打的仗还多 。  .
●神透过约书亚分配地业 ,这些地业将来还

要继续持守 Ⅱ   {
●约书亚时代更新圣约的做法 ,成了后代更

新圣约的模范 ⒐        Ⅱ  Ⅱ

作 者   ∵·
i约 书亚记的作者不详 9一 殷郡会以书中某些

提示的解释 9尝试把作者定为某个年代的人 ,不

同的见解涉及的年代葩围甚广 °有认为这书大部

分是曲约书亚写成 (《他勒目》的传统观点 ),
吏有猜想这书是由被掳后期的人所写 °很有可能

是有人把书辑录成今天的样子 9也 有可能辑录的

人是根据=个早期的抄本来辑录 ,不 过 ,要清楚

爿分这些因素 ,看 来不容易 ,亦不见得有作用 °

见 「历史书导论」°
|

写作 日期 每 地 点
约书亚记的成书日期不详 。书中一些评论 ,例

加一些情况 Γ直到今日」依然不变 ,提示了大部分

戊书资料 ,大概是源自约书亚逝世 (24⒓ 9~31)至

Ⅱ母耳 (约主前 1,050)之 间的时期 °当时西顿仍

丛被视为腓尼基最重要的城市 (11:8,19∶ 28),
因此有人认为成书 日期不应晚于主前 1,⒛ 0年 ;之

后 ,推罗就占了优势 °当时以色列人仍未攻取耶路

I冷 (15:63),要 等到大卫时代才被攻陷 (撒下

5∶6~10);同 时基色仍未归所罗门管辖 (16:10;

王上⒐16)。 第六章25节有关喇合的介绍 9可能是

指着她的后代而说的 °一个可靠的希伯来传统 ,



占
灬

地与期人
佃

书

写
受
贴

(例 :出 12:们 ;± 11∶26;王上⒍1)更为吻合 °不

管怎样 9由 于古时的遗迹难以确认 9对确认考古

学资料的日期仍在争议中 9甚 至大家对圣经和年

代的参照仍抱有分歧 9难题仍未解决 °

筝作 目的 每 特 色
约书亚记主要的神学思想是 9正 如以色列人

在约书亚的领导下 9要以感谢神成就 rrb,的 应许的

心来事奉融 ;照样 9读者也应基于神已为人成就

了极大的应许 ,而 继续以感恩的心服侍硇 °书中

透过详述以色列人成功进入迦南地 (⒉ 卜5:12)、

当地原居民被赶逐 (5:13~l⒉ 24;见创 15△ 3~16

注 )、 给十二支派分地 (13~21章 ),以及神和以

色列人之间重新立约 (” ~24章 )9来见证神忠于

础的应许 °

书中指出神所应许的 9很多仍有待实现 (例 :

13:19⒛:5;创 13:5),同时假若他们不服从神 ,将

会失去这些土地 (例 :23∶ 12~13、 15~16)° 对当

时的读者来说 9这 意味着有不少工作仍待他们努

力去做 ;因 此 ,他们要仿效约书亚和以色列那样

服从神 9不 可像书中所记载那些失败的人那样不

服从 °

要明白约书亚记 ,就 必须明白它与摩西五经

的关系 °神赐亚伯拉罕美好的应许 9把 融的子民

从埃及领到西奈 山 9又 在旷野的路上赐福给他

们 °由于出埃及的第一代人民严重违反了与神所

立的约 ,在 摩西五经结束时 ,他们仍然站在应许

地的门外 °占领迦南地的伟大愿望仍有待实现 °

约书亚记却把这应许实现了 °

要明自约书亚记 ,同 时要明白它与后来历史

的关系 ,包 括在士师记 、撒母耳记以及列王纪所

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历史 °对 以色列人来

∶|≈I{奋I:∶
I|盱

:}If钅 l}Ⅱ∶|,f}l}∶夸 ‖If 狒 文袭, 爸∮霰

说 ,这 是个悲惨的故事 °以色列国没有全心全意

跟随神 ,神 的审判先后透过公元前八世纪 (王下

1z章 )亚述的侵掠 9和公元前六世纪 (王 下25

章 )巴 比伦的侵掠 ,差 不多完全毁灭了他们 °约

书亚记以叙述神在以色列人征战时赐下厚恩来开

始这段历史 °他们的叛逆引致被掳 9纵 然如此 9

神极大恩典的应许仍要成就 °

约 书 亚 记 中 的 基 督
约书亚记在很多不同方面指向基督 °本书头

一部分形容约书亚是带领迦南征战的ˉ位战士 ,

新约形容基督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带领 自己的子

民进入新天新地 °约书亚开展了的 ,基督透过础

的降世得胜魔鬼已经成就了 (弗⒋8~9;西⒉15;

来⒉14~15)9并且继续透过教会的属灵圣战 (徒

l⒌ 15~17;弗 ⒍10~18)和 最终池的再来而成就

(启 19△ 1~21,21△ ~5)°

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讲述以色列各支派按神的

设计承受土地 9新 约讲述基督把产业赐给 FdL的 子

民 °在砒复活升天的时候 9基督把从神领受的丰

富恩典 ,透过圣灵的恩赐 ,分给 自己的子民 (弗

4⒕~13)° 因此 ,圣灵就是保证我们将来承受产业

的凭据 (弗 l∶ 13~14)° 当基督带着荣耀再来 ,础

要赐给 自己的子民完各和永远的产业 ,就 是在新

天新地中与勐同掌王权 (启 ⒌10922:5)°

正如本书第三部分集中讲述守约生活的重

要 ,新 约圣经也教导我们 9基 督 已为那些相信

RdL的 人履行 了约的要求 9让他们可 以成为神的

义 (林后⒌21)° 神圣洁的律例 ,基督完全满足

了 9并且葩的义临到相信池的人 (罗 ⒊21~249

4:3~13;加 ⒉16)° 可是 ,活 出与神立约的生

命 ,同 时是面对考验的时刻 ,因 为我们是透过活

出神与我们立约的要求 9来证实我们的信心 (太

24∶ 12~14;腓 2:12~13;来 3:149 10:15~39;启

2:7、 11、 17、 26、 28,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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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全体

人民过这约旦河 ,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

人的地去 °3你
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 9我都

∶1,河东支派返El所得之地 (” :卜9)∷ Ⅱ∷ ∶|

⒈1~12:24 n占 土Ⅲ °这卷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是讲

述约书亚怎样成功展开圣战 ·攻占迦南地 °这方面的叙

述分成六个主要部分 :神 吩咐开战 (⒈ l~18)、 有关正

确和不正确开战的例子 (⒉ l~8:29)、 战役中约的更新

(⒏ 30~35)、 约书亚战胜迦南地的联盟 (⒐ l~11△ 5)、

占领全地 (11△ 6砭3),以及总结被征服的王和领土的附

录 (12∶ l~?4)°

1Ⅱ ~18 开战的神圣任务 °这卷书以神呼召约书亚前

往攻占应许地开始 °这个段落与 11△ 6~23战 事结束的段

落平衡 。摩西之死结束了神对 出埃及那一代人的审判

(⒌4~6;申 ⒈35,3⒉ 51)° 本章直接指出 Γ摩西死了以

后 J(1节 〉 ,神仍然持守融向以色列人赐地的应许 。这

个记录分成四部分 :呼召约书亚 (卜9节 )、 约书亚透过

领袖给人民的吩咐 (10~11节 )、 约书亚对两个半支派的

特别吩咐 (12~15节 ),以及人民的回应 (16~18节 )。

记录神对约书亚的呼召和保证 ·用意是向当时那些每 日

都不断在参与圣战的读者作出呼召和保证 °

⒈1~9神在 厂摩西死了以后 J(1节 )对约书亚所说的

话 ,大部分是关乎神起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要把

土地赐给以色列人 (创 12:7913△ 5)。 这个应许 ·神在

2~5节 为他们肯定了 ,同时在6~9节把相关的结果向约书

亚说明了 ◇就在宣布约书亚的职责之前 ·先追忆神的应

许 (见23:3~8注 ) °

1Ⅱ 耶和华的仆人 :这个荣耀的职衔也曾赐给亚伯拉罕

(创 26⒓4)9之 后在约书亚临终时又赐给他 (γ⒓9),
显示了摩西在神的计划中所扮演的特别角色 。约书亚 :

约书亚原名 Γ何西亚」 (意即救恩)、在民lβ △6,摩西

耋Ξ骂鲎占鳌暨耋击茁曷擘T甩蓬曩鳌帚缶庶貉苣晋显
被派去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之一 (民 19:8),襁相迦勒一同

呼吁以色列人要信靠 、不荽叛逆神 (民血屺J》 ’所以 ·

他和迦勒一样 (申 ⒈36),没有遭受出埃及一代的人因

为在加低斯巴尼亚叛逆神而要受的惩罚 。本书以约书亚

命名 9展示他为摩西的接棒人 ,这是在摩西离世以前已

经安排好了的 (民27:1293;申 。

`备

,j1△胡〉°可是 ,

约书亚仍继续扮演着摩西助手的角色 扌他氆荇律砝书的

规定 (8节 ),书 中又多次强调他遵行摩西
·
吩咐的械命

(例 :7节 ,⒏31911△ 2、 15氵 14:2、 s,20:2)J摩 西死

后 ,他 的领导角色转移到约书亚身上 !一方面显示了神

对以色列的计划坚定不移 .,另 方可却显示了摩西:那种划

时代的独特性 ,为 日后的世代订立了一个比较的标准 。

1:2 过这约旦河 :以色列人就在约旦河东 (申 ⒈1)· 陡

峭的河谷形成了一道难苡克菔的界线 9阻碍他们迸入神

应许给他们之地 。见3:15注·°要赐给 :这卷书的核心主

题 ,就是讲述神要实现池对亚亻自拉罕的应许 9把地赐绮

以色列人 (见 3`6节 )。 注意这个思想在24:13给 进一

说明 9同时也呼应了申⒍10~11的 信息 °赐地表露了

怜悯和恩典 °见21⒕3注 °

1:3 你们脚掌 :这里和4节中的第二身代名词 ,同样

复数出现 ,意味着应许是给全以色列的 。见 12丬 5节注

照着我应许摩西的 :给摩西的应许 ·其实是再次确

亚伯拉罕的应许 。见6节 ;出⒊16~17° 赐给你们了 :



进攻迦南 :进λ迦南和中部之战

大 马 士 革 ·

黑 门 山 ▲

个逃脱 °"他们活捉了坐城的王 ,把他解到约书

亚那里 °

"以色列人在田间 、在旷野 9杀尽了所有追赶

他们的芏城的居民 ,芏城的人全部倒在刀下 ,

直到完全消灭 ;接着 ,以 色列众人回到艾城 9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25刀
阝一天被杀的人 ,连男

带女 ,共有一万二干人 ,就是艾城所有的人 °

“
约书亚没有收回伸出短枪的手 ,直到把艾城的

居民都消灭为止 °27只
有那城里的牲畜和战利

进 入 迦 南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瞟流了逐0年要进入迦南 ,他们得击

败在米底巴高原和巴珊地的两个亚摩利人的王国 °在

摩西的带领下 9他们也征服了米甸人 9进 一步巩固在

约旦河外的势力 。

进攻迦南的路线似乎是经过棺心设计的 ,攻占耶利哥

让以色列得以控制在战咯上占优势的平原 、浅滩和道

路 9作为战事上的据点 。攻占了伯特利 、基遍和上伯

和仑等地区之后 9以色列就全面控制了巴勒斯坦山地

由北至南的抠纽 。随后 9以色列更在南地北地不同的

战事中瓦解了敌对联盟的势力 °

中 部 之 战

歼灭耶利哥和艾城 ,使以色列人在亚雅仑谷对抗迦南

人的 Γ长日之战 J中 取得重大胜利 9约书亚因而能够

继续朝西边山簏高原的城市迈进 °

品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 9都

据为己有 。⒛约书亚烧了艾城 ,使城永远成为废

堆 9一 片荒凉 9直到今日 °⒛他又把艾城的王悬

在树上 ,直到黄昏的时候 ;日 落的时候 ,约 书

亚吩咐人把尸体从树上拿下来 ·丢在城门口那

里 ,又在尸体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 9这堆石头

一直存到今日 °

以 巴路 山上 筑 坛 宣 读 律 法
a°

那时 9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 耶和华以色

⒏26 消灭 :见⒍17、 18各注 °

⒏2809 直到今日 :见⒋9注 。        、

8:29 悬在树上 :这 是一个被神咒诅的记号 (见 申

21:22~23注 ;力口3:13) °

⒏30-g5 工斩立约 °这里记载人民聚集在以巴路山和基

利心山 ,听祝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告 :这几节经文分隔

着以战役为中心的两大部分 (⒉ l~8:299⒐卜1103)° 这

次聚会其实是摩西所吩咐的 (申 Ⅱ⒓9,27:卜 13)· 清楚

展示一幅以色列民本质的图画 :这民族的生命是以神的

约为中心 (33节 ),并要按照神的话生活 (34节 )°

8:30 以巴路山 :就 在示剑城的北面 °这是2⒋ 1另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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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战事的考古证据相当混乱 9部分原因是年代的问毯

未解决 。一方面 ,在埃及亚玛拿废丘发现了约于主前

l,375的泥版 ,其上是用楔型文字写给埃及朝廷的书信 。

伯 宁 立
」

亚 伯 什 亭

j一
·

内容提哪哈皮鲁入对迦南地许多城市构成威胁 ,在当地

居民中引起恐慌°

另一方面 ,约主前1,230有 许多城镇被不知名的攻击者所

消灭 9据推测可能是 r海上底族J,当中可能包括以色

列人 。根据王上0:1来 定的圣经年表似乎将战事的日期定

得更早 ,接近主前15世纪末 ζ见 Γ导论 :写作日期与地

点J)。

赆

嬷
υ

《

长

旦们 神筑了一座祭坛 ,m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

±匹吩咐以色列人的 ,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

山 ,用 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整块石块缉成的一座

Ι坛 ;在这祭坛之上 ,众人向耶和华献燔祭 ,

0献平安祭 °”约书亚在那里 ,当 着以色列人面

=9把
摩西所写的摩西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

。
全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长老 、官长 9以及审判

官 9都站在约柜的两旁 ,在抬耶和华约柜的利

未支派的祭司前面 ;无论是寄居的 ,或是本地

人 ,一半对着基利心山 9一
半对着以巴路山 :

正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吩咐的 9好 为丛

色列民祝福 °"然后 ,约 书亚宣读律法上一切

祝福和咒诅的话 ,全都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

切 °“摩西吩咐的一切话 9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体

会众和妇女 、小孩 ,以 及在他们中间来往的寄

居者面前 9没有一句不向他们宣读出来的 °

3:31 耶和华的仆人庠西 :见 ⒈l注 °盼咐 :见 申

△,:5~6° 律法书 :见 I:8注 。这里是指申2⒎ 5(参 出

口⒓9° 未经⋯⋯打凿的⋯⋯石块 :以示它是属于耶和华

臼 (见出⒛犭注〉。燔祭 :见利1章 。平安祭 :见利3章 °

△9 当舂以色列人面前·⋯⋯摩西律法 :神的话放在民众

①百前 °见⒈8注 。石头 :这些可能是筑祭坛的石块 (但

巳申2⒎ l~8)°

0△t 全体以色列人 :这是-个综合性的慨念 ,包括如喵

合的 Γ异族人J (⒍ 25〉 。
见⒈12~!5注 。约柜 :见⒊3,

谥△·
7∶ 6各注 °在以色列人这次聚会的中央就是约柜 9

象征着他们是神的子民 ·也是他们领受应许地的基础 °

好为以色列民祝福 :虽然祝福和咒诅都会被读出来 (34

节 )· 但在神向立约之民所定的旨意中 ·是以赐福为首
(见创12:3)。

⒏34 祝福和咒诅 :这片语突出了神应许的两面 ·而在这

地上两面都已经历讨 :祝福 〈6章 ,⒏ 卜29)和咒洱‘
(7

章) °见申27砭 8章 °

⒏35 全体会众 :神的全体子民按照神的话聚集 (见 申

⒐IO),这次聚集与新约教会的概念有重要的相同之处 °

见⒈12~15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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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 1蔗壑′立拿、伊矶伦和玛基夭 (在伯示麦′

和亚西加附近的ˉ座城 Ⅱ碉实位置不详)9在约

书亚攻打丘陵低地来控制往来莸大高原的通道时

都被占领 r‘
′ .

有证据显示图中有凡个城唪的被毁 9最 明显是扛
吉 ,可能与被以色列人占领有关 ,但耶利哥和艾

城趿这段历史的关系却不明显°

公 里  5  0    lo

∶以革伦.    '

】特 r枥
麦

∷亚跏
、。亚杜兰

立 串 ·

¨
'⋯伊 矶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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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壁

山下的希未人 °幻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

同出来 .⒈ 人数众多 ,好像海边的沙 ,还有很多

马匹和车驷
°5这

些≡郡联合起举
,来到米伦沓

边 ,在那黑一起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作战 °

6耶
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否要因他们惧怕 ,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

人商前被杀 ;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 ,焚烧他

唧 车辆 °”7T靼
靼 硒 幸 Ⅱ

一赳能

作战的人 ,在米伦水边突然迫近 ,攻打他们 °

:耶
和华把他 们交在 以色列人手 里 9以色 列人

就击杀他们 ,追赶他们直犁西顿大城 、米斯利

弗 ·玛音 ,以及在东边的米斯巴谷 ;以色列人

击杀他 fl△
9没有留下一个 °9约

书亚照着邛邓华

吩咐他的对待他们 ;他砍断了他们的马旰筋 ∷

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 。

10那
时 ,约书亚转田来 ,占 领了夏琐 ,用刀击

杀了夏琐王 9因 为夏琐在这些甲中素来是汐草

的 °Ⅱ以色列人用刀击舍T城叩
FJF万

叩人
,珥

灬
们完全=mt灭 ;有气息的一个鸪没有留下 1约书亚

又放火烧了夏琐 °Ia约
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ˉ切

II| 所有的军酞 :迦南人所造戚雨董矢威痂被生动地括

述 ,成为6节中的应许的背景 。
展示神的能力远胜当日最先进的战争装备 °

u:8 耶和华把∴·⋯
卒在 :这事件是以6节里的应许田角

度来描述 ·             i
1⒈ 11 完全毁灭 :同 一词语出现在 12、 20和 21节 。见

⒍17注 °

l⒈ 12 正如耶和华仆人縻酉所吩咐的 :这 一章结束 I△ 占

地△曲锣谬
9强确成功在于昕从摩西的吩咐 -甲

而等于

听从耶和华的吩咐 ,因 为摩西是融的仆人 )° 见⒈卜18,

1△ 、3,⒌ 15各注 °神的应许 (见6节注 )和神的命令之

Ⅱ‘ 与以色列人作战 |这可能是与1ρ :廴4成 为一个讽刺

唧对比 ;那里珥
9郑

位能9H本阳阝
天箜中虍住的 ,晕 为

以色列作战 °

槎蟊戴 触簟詈
如在⒈2一 样 °他们的马蹄筋 ,荧烧他们的车辆 :这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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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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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部 之 战  `

夏琐在青铜器时代后期被约书亚焚毁 (书 11"3)。

考古发掘显示有三个地层可以清楚确定毁坏的年代 ,

其中一个可能仍是到目前为止 9能提供攻占日期的最

有力的证明°

挖掘者认为约书亚所焚烧的是年代最后期的一层 (约

主前1,230)9但 其他人却主张是三层中年代最先的
一层 9约主前1,硐0。

玺尼烈湖

⒒镇 ,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 ;他用刀击杀了 约 书亚 攻取 各地         :
0fI,把 一切完全毁灭 9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  16这样 ,约 书亚夺取了那聱个地区 ,就是山

崂刂的 °I。

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 ,除了夏琐  地 、整个南地 、歌珊全地 、高原 、亚拉巴 、丛

阻外 ,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 ;约书亚只烧了夏  色列山搀和山地的高原 ;I7从延伸再西珥的哈拉

Ⅱ 。"那些城所有驷战利品和牡畜 ,以色列人都  坐 9直 到黑门山下黎巴嫩谷的巴力 ·迦得 ;垫

岱为己有 ;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 ,直到  书亚擒获了那些地方所有的王 ,击打他们 ,把

△他们杀尽 ;有气息的 ∷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  他们都杀死了 °1:约
书亚和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

、 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9摩西就怎样吩  日子 °19除
了住在基遍的希未人以外 ,没有一座

啼约书亚 ,约书亚也照样行了 ;耶和华吩咐璧  城与以色列人议和的 ;所有其他的城都是以色

【臼一切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列人作 战夺取 的 °2°

因为这是 出于耶和华的 旨

帼最窑切的联系得以显明 ,以致信心与顺服不能分开 °  ⅡⅡ8 很多的日子 :这显示前面的章节非常浓缩地叙述

吼i:7注 。 事件 。

旺:I孓
" 

占领全地°这里把约书亚在南北地区取得的胜  11Ⅱ 9‘ 议和 :见 9:6、 15°

俪垂括为攻占整个应许地 。 11⒓0 耶和华⋯⋯使他们心里刚硬 :神使人心刚硬来达

Ⅰ■:I6 那整个地区 :理论上 ,现在整个地区都是属  成勐的意旨 ·说明了神的最高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

证以色列人的 ·尽管那里 Γ还有很多的地有待征服 J  系 °不过 ·神按主权所行的事并不废除神的公义或人的

呼13△ ) 责任 (参 出10:卜2;罗⒐14~29)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不详

确定以色列需要从大卫族裔中选出敬虔的

君王 °

约主前1,000至 538年年份

Π点
●以色列各支派未能全面征服迦南 ,因 而遭

受苦难 °

●神兴起的士师 ,始终只能够为以色列民带

来暂时的祝福 °

●神兴起的利未人也未能有效地管治rdL的子

民 °

●神的子民必须从犹大支派而不是从便雅悯

支派中 9兴 起一位敬虔的君王来领导他

们 °

写作 日期 车 地 点
书中很多证据显示 ,士师记的原作者是在大

卫早期于希伯仑作王时居于犹大的 ,本书也是在

犹大写成 °书中处处褒犹大族贬便雅悯支派 (见

Γ写作目的与特色」)9正符合当时争论究竟应

是大卫家或扫罗家统治的时代背景 °当时 ,大卫

在希伯仑作王 ,扫 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则在北方作

王 ;这种形势令当中的张力尤其显著 °

不过 9也 有些迹象显示 ,本 书可能要到较后

时期才编条而成 。但族拜偶像的事 (1830)9符

合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建立拜假神制度 (约主前

930)后 的历史背景 °有些解经学者又认为 ,Γ 直

到那地遭受掳掠的日子J(18:30),是指主前”2

年北国被掳掠的事 。虽然书中有些地方提及的可

能是早前战败的事 (见 18∶ 30注 ),但亦不能完全

排除第二种可能性 °撤母耳出生的记述沿用了第

十三章2节记述参孙诞生的模式 (见撒上⒈1注 )9
这一点有力地显示 ,至 少在撰写撒母耳记上下的

时候 ,士师记的初稿已经写成了 °

受 书人
见 Γ写作 日期与地点」 °

霉作 目的 阜 特 色
r士师记」ˉ名是出自神兴起的12位 人物 °

神在撒母耳的时代之前兴起他们 9为要把以色列

人从各种各样的外敌手中拯救出来 °在第二章 11

至19节 ,他们被冠以 Γ士师 J的 头衔 °除了这

段经文之外 ·他们都被称为 Γ拯救者」 ,而 不是
Γ士师」 (见 3:9、 15)以 及3:10Γ 他就治理以色

列人」注 )° 希伯来文 s五劢 ar’ 即 Γ审判J,也
可译作 Γ治理」 (见 10⒓-3,12:7~8、 11、 139

15:20,l⒍ 31)° 这些拯救者的任务是属于军事

方面 (⒉ 16~1993:7~1⒍ 31)9而不是审断方面的

(申 1⒎ 8~13)° 只有底波拉被提到负责做审断的

工作 (4∶ 5)°

本书记载的事横跨大约350年 ,由 征服迦南

地 (约 主前1,400)到 撒母耳的时代之前——撒

母耳就是膏立第一位以色列君王的人 (约 主前

1,050)° 第一位士师俄陀聂是属于约书亚之后的

一代 ,而 最后一位士师参孙则差不多与撒母耳同

代 °在这段时期 ,以色列人受到境内 (迦南人 )

和境外 (亚 兰人 、摩押人 、米甸人 、亚扪人 、亚

玛力人 、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的敌人压迫 9:

一般来说 ,士 师记作者以申命记的神学观 9

来评估发生在以色列这段历史中的事件 °申命

记中警戒的违约事件不时出现 ,书 中也宣告了

相应的审判 (见⒉卜5,6:7~10,8:2799:56,
10△ 卜13,2125;Γ 历史书导论」)i ρ

不过 ,更 具体的是 ,士师记确定了敬虔的大

卫作王的重要性 °这个观念在书中以多种方法表

达出来 °(1)作者指出以往由于以色列的领袖失

职 9以致神的子民犯罪 °他记述了父母 (2:6~10,

6△ 1~329特 别是13、 ”~25节 )、 祭司 (17章 ),
士师 (⒋9,8⒓ 7911:39,143)和 以色列首位君

能

’

由

编

只

撰

能

后

也

编

可

最

代

所

有

出

储

士

脚

咖

·位或

纂°见



王 (8:33~9:57),都 没有带领神的子民忠心遵守

神的律法 °在作者心 目中 ,只 有 -位守约的犹大

王能够带领子民守约 ,享 受相关的祝福 ,并 保护

子民免受新的压迫 ° (2)士师记指出 ,回 想神的

拯救 (⒉ 10,⒍ 13)和不敬拜假神 ,是 以色列人守

约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正如申命记所说 ,寻求

别神就等同犯了违背圣约的罪 (⒉ 11~12,3:7、

129⒏33,10:6、 10;申⒋23)° 书中重复以 Γ以

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J (例 :⒊ 7、 12,

4△ )及 Γ各人都行 自己看为对的事 」 (17:6,
21∶ 25:另 见申12:8,31Ⅱ 6~17)记述一再重复的

循环 ,其 实是在大卫作王初期向以色列人发出的

一个严厉警告 ,指 出若他们不推选一位守约的君

王 9他们就有危机 ° (3)虽然士师记从没有提及

大卫的名字 ,但 却有意并且明显地记述犹大和便

TE悯两支派的对立 ,也 许当时正争议着以色列的

王要从哪一个支派出来 °本书作者则确定犹大的

领袖地位 (⒈ 1~2,⒈ 3~⒛ ),反对倚靠从便雅悯

支派而来的领导 (见 1:21注 )°

士 师记 中的基 督
士师记强调从大卫的族谱中要出现一位公义

的王 9这是指向耶稣基督将要履行君王的角色 °

耶稣出自大卫的家系 ,是 大卫宝座的合法继承人

(太 ⒈卜17:路⒊1~38),又是大卫唯一完全遵守

神律法的子孙 (太⒌17)° 因此 ,神使基督从死里

复活 ,叫 础坐在天上的宝座 (林前 15∶ 25)9建立

永远的国度 (赛⒐6~9)° 虽然基督已经作王 ,但

这个身分要到础在荣耀中降临 、管治新天新地的

时候 ,才得到所有人确认 (启 ”:1~3)° 耶稣的王

权 ,与 其他人为神的子民所预备的不称职领袖 9

成 了强烈的对 比 °像 以色列的士师和利未人 一

样 ,有罪的领袖无法履行完美公义的君王职责 °

只有基督才合乎要求 °

六纲 ∷

a∶ 珊泗 (3pl)Ⅱ ∷∷∷Ⅱ Ⅱ∷ ∷∷∷

⒋∶底波拉 《⒋1-s0【 ) ∷∷ 、∷ . ¨∴

9霉甸 (￠ 1-s∶ j2)Ⅱ
ⅡⅡ Ⅱ∵ ∷∷

∶
 ∷

∷午介锣辜旬o鸽  呼
'有

时”罪靼彩势
(6∶ 1~10) ∶    ∷

和            ∷值舀亩∷缺≡骁⊥
的

|痂∷在篡方南催了9白 Flf豳铈洳
阜囱苠忠心守纳Ⅱ

Ⅱ ∷∷∷ ∵

∶Ⅱ∷∷

'∴

Ⅱ0Ⅱ

j1∶ |

|值施·fll亵看奇





迦萨 、亚实墓伦 `亚实突 、以革伦和迦特等合成一组熟悉的圣经

名字 。这些城市都是商业中心 9每一个都以沿海公路连接南北重

要地区 °北面远至米索不达米亚 丿南面达至埃及 ,是古代一条

重要的通路 °此外 ,腓尼基 、塞浦路斯 、克里特和爱琴海群岛

等地的船只 9也停靠在非利士的海港 。在众海港中 9有一个

如今叫奎西里废丘的地方 。这个地方靠近邢尔康河 (即 书

16⒙及17⒚提到的加拿河)9位于今日的特拉维夫正北方 。   ∷

在这里曾发现非利士人的一座庙宇。

非利士平原本身是一块干旱 、铺满亚黏土的低地 ,由

地中海海岸伸展至东面的犹大高地 。南部是一幅近
.

海的波浪型沙丘 。在圣经历史上 ,在犹大和非利

士交界之处的高原地带 9是兵家必争之地 9没

有其他地区能出其右 。这幅沿海地区原本是   ≈

犹大支派分得之地 ,但从未由非利士人手上   :
完全夺过来。伯示麦`亭拿、亚西加和洗   ;|

·亚 西 加

亚 杜 兰 ·

基 伊 拉 ·

巛

胬

革拉都是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所觊叙的城   it
镇 。它们在参孙以及歌利亚和大卫的   ;
故事中都出现过 °非利士以北的沙   i
仑平原 ·在不同年代也是被争夺   ∫

亚 实 甚 伦

汐
汆

潦 伊矶伦◎

雯鲎圭量耆絷蓿黥鬻诔菇黜
士
  属 迦萨 希 伯 仑 ·

·底 璧

谷。后来 ,大约从巴沙时  :
代起 ,以 色列人便在基   ∷

比顿发起一场持久的

边境战争 。
洗 革 拉

基拉耳.   
·
   公里 盲"闸 。    1。

非利±的五大城市

别的神行了奸淫 9敬拜他们 ;他们迅速偏离了  事奉和敬拜他们 9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

他们列祖所行 、听从耶和华命令的道路 9他们  的行径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9

没有照样行 °1⑧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 , 说 : “因为这国烟

^.违

背我吩咐他们列祖的

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 ;那士师在世的日子 ,  约 9不听从我的话 9"因 此 9约书亚死后仍剩下

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Ⅱ因为他们  来的列国 9我也不再从他们面前赶走 ,”为要藉

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声 ,耶和华  着他们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不肯谨守遵行

就怜悯他们 °I°

可是士师死了以后 9他们就转而  耶和华的道路 ,像他们的列祖一样谨守 。”Ⅱ
这

行恶 9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 ,去 随从别的神 9 样 ,耶和华留下这些国的民
’不迅速把他们赶

民众守约 ,但本书记述连士师自己也往往未能在守约一  生 ,目 的是要试验融的子民 °

事上做好榜样 。行了奸淫 :以 色列人违反了与神的 Γ婚  ⒉22 试验以色列人 :⒛~22节及⒊卜4解释神容许迦南人

约J,跟从别神 (见 8:33:申 31△ 6;何西阿书 )。

⒉18 怜悯 :见 申4:30-s1930:3;32ZI3°

留在本地是为了试验弛的子民 。神试验融的子民 ,好讧

明他们是否真的如 口里所说的一样 ,忠于神及圣约 (见

⒉19 不放弃 :无论是士师 (17节 )或 是他们的拯救行  创22△ 注 ;另见林后 13∶ 5〉 °

动 ·都不能叫人民持续地顺服 (见 lo节 )° ⒉23 留下 :见 申⒎22~23;书 13△ ~⒎ °这些经文解释为

⒉20~23 神审判的目的 °神容许这些周而复始的事件发  何在以色列人忠于神的时期 ,仍有迦南人留在应许地上



基甸领导的战事

里的时候 9莪就必角野地韵荆棘鞭打你们的身
Ⅱ
约阿施的儿字基甸从战场沿着希列斯的

’
山

忤 °
∷∶季里丛那

旱△烈婴垩箪哩Ⅱ 也向他们说  坡回来 ,1°捉住了疏割人中的一个青年人 ,耷

了同样的话 ;毗努伊勒人回答仲也像疏割人回  问他 ;他 就fB疏割的首领和长老的名字写给

答的一样;°
9他

亦对毗努伊勒人说 :f我平平安  他 ,共七十七人 °I5基
甸到了疏割人那里 ,就

安回来的时候 ,莪必拆毁这座望楼°”1切阝莳 , 说 :“你看 ,西 巴和撒慕拿 ,你们为了他们 曾

西巴相撒慕拿正在峰
9与仙们在一起昀军叭  经讥笑扌说 : ‘西巴相撒慕拿现在不是在你的

约有一万五干人 ·9就是东方人全营剩下 的 ,因  手里吗 ?我们应该把饼送给你那些疲乏的人吃

为有十二万持刀的已经倒下了 。1i基
甸就从挪巴  吗 ?’

”
"于是拿住那城的长老 ,又拿起野地的

和约比哈东面 ’顺着住帐棚的人的路上丢 ;∶在  荆棘 ,用 荆棘把疏割人教训了一顿 ;Ⅰ :又拆毁了

⒏∏6~17 亚比米勒和基甸的行动有极相似之处 (见  ⒐45~52)。   ∷

替 :1挛
罩和峰 现在个早已经在你的手里  燕军以为安全丽不戒各的时候 9击败了诹军 °

玛 ?我m应

'把

饼苎翁你的军队鬼吗 ?17基鱼  I2西 巴和撒慕-拿 逃跑 ;基甸埠赶他臼
,姆住了荃

讧 :f好吧冫耶和华 IlB西 巴和撒慕拿交在我手  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慕拿 ,使全军都惊惶 。Ⅱ·

基甸的事证以一幅藓胡o,g像齐碚 ,这囱像

插绘的是肥沃月弯抛帑真审=个最动λ的生 }

活史实 :游牧民族的迁徙 。当时 9亚兰沙漠 :

的游牧民族不时迁移到迦南有人定居的地

方 。每年春季 ·贝多音牧民的帐幕便JL乎 Ⅱ ∷

像婪法术殿
=夜

之间出现 ,布满耕地的山

野 。
淬两种不同巾生活方式 (牧

民与农民 )

发生冲突 ,实在无可避免 。  · ∶

在圣经年代 ,牧 民的庞大数目和肆意抢撼韵 !i

做法令村民几逗变成附庸△视的囱应可分为∷
两,沟扌:(D崇教改革 9由 基甸自己的家人∴

做起 Iκ2)军事行动
'以

北力的以色列支派 :

鬈袭需镄茄卺子茬罘音雾卩鐾帚鬃:麓焉髦吁
但可能是耶斯列谷的昔城亚珀 (即 现今的阿

富拉)。   ∷  、∴Ⅱ;) Ⅱ

哈律豪」役大胜 9壶Jlg功 于出奇制胜的策

略 只{当时Ⅱ米甸人祯禁饮用当地的唯ˉ水

f由焉叠竞孱重屮3未叔焚屋罨伧稍黛霁犁

基尼 烈湖

山伽
乓灬

,
饧

米 吉 多 ·

基 利 波 山

砉雪歹刂习隹比

他 巴

甲不留 。

主战场位于山冈以北 、他泊山簏的隐多珥村

附近 。米甸人沿约旦河谷逃窜 ,以法莲支派

则据守在伯珊至亚当城附近的伯巴拉一带渡

口 9围 困敌军 。



寻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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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说明纵然大卫的蛆先路得是摩押人 9大卫

的王权仍是合法的 °

午 份 |:约主前1,00浒
IIi ∶ ^∶

I点 :  Ⅱ  ∷ . △.

JJ● 神的看意有时严厉 △但最终会赐福给础的

气 ∷  选民 °  I  、 j

· ·有神的律法指引 Ⅲ家庭申舸爱和委身能带

来欢愉快乐 °

●大卫家是神所选定的尊贵王族 °

作 者
Γ
路得记 」一名是取自书中主角的名字 9但

咋者不详 °以色列拉 比的传统说法认为 ,撒母耳

几知写 了士师记 、路得记和撒母耳记上下等经

罨 。但此说无甚证据 °

写 作 日期 车 地 点
路得记记载的事发生于士师年代 9但第四章7

节解释了一个 已被遗忘的习俗 ,这 样看来 ,本书

庄是距离这个年代一段长时间之后才写成 °书中

Ⅱ次提到大卫 (⒋ 17、 ” )9显示最早可能是在大

卫王朝初期成书 °

但要确定最迟的成书 日期就较为困难 °有些

汗经学者指出 ,从语文的证据来看 ,应 是被掳至

巴比伦的时代 (即 主前500年之后 )° 不过 ,这个

论据备受争议 °第四章18至 22节记载的族谱 9可

庄包括本书写作时的统治者即大卫在内 °因此 ,

己妥的推算是 9路得记是写于大卫统治时期 °

写作 目的 阜 特 色
不同的解经学者对路得记的主题有不同的

看法 °其中一个可能的 目的是 ,路 得记可用来

仔释 :(1)一 个改变了信仰的人 (即 使是摩押

人),也可以真心忠于耶和华 ,在 以色列境内得

彐接纳 ;(2)一 个品格忠诚和信实守约的外族

人 9可 视作 以色列人 田应耶和华慈爱的典范 ;

(3)救赎主耶和华会拯救和带领被放逐的以色列

人返回故土 ° ∶Ⅱ∷   ∶ · Ⅱ|i | ! ∷
\

所有这些看法都反映了本书的一些重点 °不

过由于第四章17节提到大卫 ,另 i外叉提到仙拊族

谙 (⒋ 18~22)∴ ,l本 书的重要 目标 似乎就无疑关

系到支持大卫作王这一命题上 。尽管族谱中有=
位摩押人 ’但大卫及其家族的合法地位都得以确

立 °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冽人 Γ要从 (他们 )的 兄

弟中立一位 」作王 (申 17△ 5).;摩西也曾警告不

要亲近摩押女子 (民 25△ Ⅱ31△ 3~18)° 为了解

决大卫王位族谱可能出现的问题 9本书描写路得

是ˉ个贤慧的妇人 、(见 3∶ H注 )9真心归信耶和

华 (⒈ 16)° 她是靠着神的安排 (⒈ 1~7),并 依

照合法的习俗嫁给 已故丈夫的近亲 (⒊ 1~8),

成 为 以色 列 民 °神 更赐 福 给她 ,以 示 接 纳她

(4:13~17) °

书中令解经学者关注的问题 9直 接来 自书中

难解 的描述 °这些难 以明 白的问题可分三类 :

(1)故 事发生的年代和其源头难以确定 ,引 起对

写作 目的的猜测 ;(2)对 种种合法的习俗背景

难以了解——特别是 Γ娶寡嫂制 J (申 25∶ 5~10)

与近亲买赎责任 (利 25章 )之间的关系 ,以 及这

些习俗如何在以色列施行 (参创38章 ;民 27936

章 ;耶32章 );(3)内 文的难处 ,例 如第四章 12

及17节与第四章18至 22节的族谱之间的关系 °有

许多文献讨论这几方面的问题 9但时而难有一致

意见 °纵然如此 ,圣 经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 9这

些重要甚至引起分歧的争论 ,却 没有减低路得记

对每个时代读者的震撼力 °

路得记可说是个一气呵成的短篇故事 °除了

故事本身之外 ,还附上一个家谱 (⒋ 18~22),

把这个故事与大卫家相连起来 °主要情节分为五

部分 ,明 显是刻意地组成对称结构 °Γ拿俄米的

困苦和贫穷 」 (⒈ 1~22)对应 Γ拿俄米所得的福

气 」 (⒋ 13~17);Γ 路得遇到她的近亲买赎者 」

(⒉ 1~23)对应 Γ波阿斯成了路得的近亲买赎者 」

(⒋ 1~12);故事的中心点是 Γ波阿斯答应给路得

一个近亲买赎者 」 (⒊ 1~18)° 每一段故事之内又

出现其他类似结构 °见 Γ导论 :大纲 」 °

虽然路得记明显是当时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



∷路得记   ∷,

但路得记的叙述却带有戏剧性张力和变化 ,并 结

合希伯来最佳说故事技巧的幽默手法 °故事以迅

速而简练的手法不断展开 9每段都加入讽刺和悬

疑 ,编 写出一首神旨成就的交响乐 。虽然文中只

提过耶和华两次的参与 (⒈6,⒋ 13),但 读者毫

无疑问地相信是神引领拿俄米回乡 ,叫 路得忠诚

守约 ,并使波阿斯忠实地持守律法 °

路 得 记 中的基 督
路得记 以见证大卫王权的合法性来启示基

督 °首先 9本书在指出大卫有合法地位的同时 9

也指出了基督作为伟大弥赛亚的合法性 °耶稣得

到以色列的宝座 ,因 为砒是大卫全然信实的子孙

(可 10彳 7~48;徒⒉22~36;罗 ⒈2~4)° 由于福

音书作者马太和路加极 为重视耶稣 的族谙 (太

⒈卜 17;路 ⒊23~38),基 督徒可以确信新约中

指耶稣是弥赛亚的宣称 °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展开

了大卫的王国 9砒现在正统治和扩展这王国 。有

一天池要再来 9为 大卫家带来全球性的统治 (摩

9:11 ;徒 15∶ 14~19) °              `

其次 9本书采纳一名外族女子路得的故事 ,

预示神的国度在新约时期要延伸至外族人身上 °

路得离开本身的国家和亲人 9在 神的照顾下往外

国去 °这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 °她得到神借着

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万国所预备的福气 (创 123)Q
正如路得成为以色列的一分子 ,外族人与犹太人

现在也借着跟基督合而为一 9与神和好 (弗⒉169

3:6)°

第三 9路得的买赎者波阿斯理想的形象丰富

了新约教会为基督新妇的意义 (弗 ⒌25~27;启

1⒐ 卜8,2⒉ 17)° 波阿斯向两位无助的寡妇路得

和拿俄米 ,表 现出热切无私的爱 °波阿斯这种特

性让人了解到基督如何热切无私地爱依靠Tra的 新

妇——教会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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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波阿斯问路得是谁 (2⒕~7)   ∶ ¨

C~波珂斯锞护和照厥雕 |(弘卜昭)

D.波阿所吩岭仆人善荷路得 (2∶ls~16`   :
E~路得在田间王作后回家 (2∶ I7矽3)

△10,|∵ 卜 亡

`

三 波̌讨:蕲  珏漶拣:=木谊:由勃镢勋咖证I套癞△进黛獭菩|耸
∷傈△拜:姻势耆 |∷(8:△。△8) Ⅱ

'|Ⅱ
 是一彷罕近的亲属△或是波阿斯本人∵会照顾她 b Ⅱ

△ 路得离家往禾场Ⅱ(⒊ lJ,Ι Ⅱ⋯  ∷Ⅱ∷ ∷
=∷

  ∷ |Ⅱ ∷∷∴ |! !  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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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地图

哭 °俄耳 巴就和婆婆吻别 ,路得却舍不得离开  我 °”1:拿
俄米看路得坚决要跟她走 ,就不再多

拿俄米 ° 费唇舌了 °

I5拿
俄米说 :“ 你看 ,你嫂嫂已经回到她同胞   19她们双双上路 9来到伯利恒 °她们到达的

和她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 °”“
路  时候 9全城都因她们的缘故骚动起来 °妇女们

得说 :“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 ,不跟从你 。 说 : “这是拿饿米吗 ?”
20拿

俄米对她们说 :

你到哪里去 9我 也要到哪里去 ;你 在哪里过  “
不要叫我拿俄米 ,叫 我玛拉吧 ,因 为全能者

夜 ,我也要在哪里过夜 ;你 的同胞就是我的同  使我吃尽了苦头 °2【

我满满地出去 9耶和华却使

腱 ,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 ;1’你死在哪里 9  我空空地回来 9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 ?

我也要死在哪里 ,葬 在哪里 °除非死亡把你  耶和华折磨我 9全能者加害于我 °”

我分离 ;如跏 歼您·
9愿 耶和华加倍惩罚  ”

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 。她媳妇摩押女子路得

⒈15 她的神,:现在剧情出现了新的元素 °在此之前 9  话 (19节 )表达了她们的惊讶 :拿俄米的名字 9初期不

读者可能以为两个儿媳都信奉耶和华 9现在她们才知道  正反映了她的快乐吗 ?但现在却落得如此困苦 °双方都

选择回家所包含的意义 °俄耳巴的选择和路得的宣告  认为这是耶和华的作为 (见 13节注 )。

(16~17节 )代零烨们分别委身于不同的信仰 °      1:22 摩押女子路得 :情节所需 ,有必要指明路得是外族

⒈16 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得  人 (4节 ,⒉ 2、 6、 21,⒋ 5、 10:特别是⒉10)。 同时 ,

的话表示她完全的归信 。她不单委身拿俄米 ,也 委身以  相信原初读者听到路得的故事时 ,无不联想到摩押是因

色列人和以色列的神 (参撤下15⒓ D°          乱伦而立国 (创 19:30~38)。 叙述者此后就多次隐约将

⒈1β  不再多费唇舌了 :问璎砧此了结 °读者已猜想到救  路得和罗得女儿作比较 (见⒉20,3"`4、 15注 )° 开

袭可能透过这个外族女人实现 9现在就更肯定了 °     始收割大麦 :最早期的历法 9如 主前十世纪的基色历法

“19a 卓￠米和野得前往伯利恒 °这简短的一幕对应离  (Gczcr calcndar)9是 以农作周期来计算的 °大麦是在

矸摩押的情景 (见6-,节 )。              四月收割 ,这时也是收割季节的开始 ,后 来犹太传统把

⒈19b~22 没有丈夫的卓僦米和路得在伯利恒 °两个女  它等同为逾越节 °每年这三个月的周期 ,犹太人都在神

k都没有丈夫 ,失去家庭依靠或法律倮障 。        面前庆祝 ,也 互相庆祝 9并记念穷人的需要 °这时节以

⒈19~21 拿俄米⋯⋯玛拉⋯⋯满满⋯⋯空空 :妇女的问  收割小麦结束 (2⒓ 3),等 同于五旬节 (5月 或6月 )。 这

383

路得记以士师时代的黑暗和血腥战争作背景 ,但对于

两个民族 (即犹大和摩押)的互相敌对和猜疑却只字

不提 ·摩押人对以色列人攻占他们城镇之事不能忘

怀 `也不能饶恕 °希伯来先知则指责摩押人骄傲和自

大 ,指 出自巴兰时代起他们便企图引诱和压迫以色

列人 ·米沙王石碑 (约 主前830)曾夸口屠杀数个城

镇的所有以色列人 °

摩押人住在死海和东部沙漠之间 ,位于亚嫩河谷两旁

广阔和盛产农作物的高原 。摩押东部大部分地区是荒

芜的草原 9气候干旱 ,不宜耕作 ,却最宜牧羊 。在亚

哈时代 ,摩押每年进贡给以色列100,000头 绵羊羔和

100,000头 公羊羔出产的羊毛 (见王下3⒕及其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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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 耆 Ⅱ不详

主 旨 :解释纵使大卫和他的家族为国家带来了

咒诅 ,大卫王朝仍然是以色列人未来的

希望 °

年份 ∶主前9sO至 s38年

I点 :

●神耍民众拥立一位Fb0所拣选的王 °

●神细心地为砒所选的王铺排道路 。

●神拣选大卫家作为永远的王族 。

●虽然大卫王国有缺点 ,但神的子民的盼望

仍放在他的家族上 °

作 者
撒母耳记原书是一册 ,后 来才分作上下两

△ °本书没有明确指出谁是作者 。用了撤母耳的

名作为书名 9似 乎只反映了他在头几章所扮演的

角色而已 °在撤母耳记上第八章 1节 ,撤母耳被形

容为一个老人 9到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 1节就

Ι世 ,比 两书所记载的许多事情都要早得多 °不

过 ,历 代志上第二十九章29节提到以撤母耳和他

臼无知继承人拿单与迦得为名的某些成文资料 ;

Ι这部以色列史的成书过程中 9也可能并入了这

些贾料 °

孥作 日期 车 地 点-橄
母耳记提供了最后成书 日期的几个线索 。

△者凭若干先知和王族的消息来源写出历史 9但

三早的日期可以追溯至 :Γ 大卫末了的话 」 (撤下

四:I)9即 大卫死前最后一段公开的话 °同时 ,撤

:耳记上第二十七章6节提到 ,洗革拉仍在 Γ犹大

工 查控制之下 9大抵上是承认了犹大和以色列在

主莳9sO年分裂的事 °如果是这样 9本书便不可能

t国家因大卫及其家族的失败 ,而导致分裂之前

写了 °如果撤母耳记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 .它 就

足要确定虽然王国已分裂 ,但 大卫王族仍然是希

里所在 °                 ∷

成书的最迟 日期则可能是主前53忠 年被掳回

归的时候 。历代志的作者以撤母耳记为最主要的

资料来源 (见 Γ历代志上导论 :作者」),而列

王纪似乎是接上撤母耳记中断了的以色列史 (见

撤下23△~7;王上⒈1)° 同时 9列王纪上第二章

27节所指的 ,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至 36节那预

言的应验 。因此 ,辙母耳记可能是写于列王纪之

前 ,后者写于主前561至 538年间 (见 Γ列王纪上

导论 :写作日期与地点」)° 若橄母耳记是在这

时候写成 ,则本书就是要宣布 ,虽然国人主耍是

由于大卫的王族子孙叛逆而被掳 9但 大卫家族仍

是希望所在 °

撒母耳记上下所记述的许多事情 ,都不可能

找到发生的确实日期 °一般都同意 9大卫在主前

1,000年 之前不久 9已巩固对各族的统治 (犹大约

于主前l,010:以色列约于主前1,003)° 大卫的一

生大约是由主前1,040年持续至叨0年 °

写 作 目的 阜 特 色
本书的书名历代有不同称呼 ° 〈七十士译

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把撒母耳记上下与列王

纪上下合成为 Γ王国记事壹 、贰 、叁 、肆书 」 °

拉丁文的 《武大加译本》也有类似的做法 9把 四

书合成为 Γ列王纪壹 、贰 、叁 、肆书 」 °大多数

的近代版本则反映了希伯来传统 ,把 两者分别称

为撤母耳记和列王纪 °直至主后十五世纪 ,希伯

来传统一直把撤母耳记上下合并为-°

在主前十一世纪下半叶 9古 代近东地区诸国

势力还未达高峰时 ,神 将以色列从一个松散部族

联盟 9转变为联合王国 。虽然王国的设立 ,标记

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发展 ,但对以色列而言 ,这

不是新意念 °以色列信仰中的一个基本信念是 ,

主耶和华 自己是以色列的主宰 9是大君王 (例 :

8:7,1⒉ 12;民 23:21;诗5:2;玛⒈14)° 不过 9

圣经开头的经卷都包含不同的暗示 9都指以色列

有-天将按着神的旨意得着一位人君 (创 49:10;

民24刀 、17~19;参创 17:6、 16935Ⅱ 1)° 在申命

记第十七章14节 ,摩 西预期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

安顿下来后 ,会 想要立一个王 ,因 此指示了立王

的规则 ,好叫人民在建立君主政体的时候可以依

循 (15⒓ 0节 ;参28:36)° 这段时期就是儆母耳记

3B9



的题材 °
               、 i∶ 、

由此可见 ,撤母耳记的作者最少有两个圭妾

的写作目的 °第一 ,他 决心把以色列置国的诞生
、

和初期发展的情况 9如实地记载下来 °这段历史

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评价 ,但都是准确的 °第二 9

作者挑选和评价历史事件的方式 ,使我们留意到

他复杂的神学目的 °这些神学要点的中心思想是

大卫王权的神学 °本书记录了大卫治权的崛起和

成败 ,但 目标是把有关王权的神学教训 9教导未

来由大卫的子孙领导的世代 °

就如约书亚记 、士师记和列王纪上下一样 9

辙母耳记上下的神学 ,深受申命记影响 (见 Γ历

史书导论」)° 申命记的重点 ,放在盟约的福分

和咒诅 、敬拜和权威的集中化 、拜偶像的罪 、君

王必须耍公义 、先知的角色等等之上 ,构 成了一

个神学观 9主 导着撒母耳记的思想 °当橄母耳记

的作者把申命记的神学观 9应用到以色列早期王

国的发展时 ,他 向未来的君王解释 9应该从大卫

王的得失汲取教训,,又 解释为什么大卫王朝虽

然为国家带来盟约的咒诅 9却 仍然是以色列希

望所在 °

这些神学上的目的 9甚少在撤母耳记中明显

地表露出来 °像旧约大多数的叙事文般r撤母耳

记也倾向以戏剧形式来表达 °角色的表现和彼此

互动的情况 9俨 如在舞台上-样 °借着角色去演

绎 ,而 非由作者告诉读者怎样去评估事件 ,如 此

可以牵引着读者的兴趣 ,并 让他们运用自己的道

德辨识力 °

跟这种戏剧形式的叙述-致的是 ,撤母耳记

写得很简洁 9作 者采用多姿多采的技巧去表达他

的神学价值观 :关键词 ·(见 2:29注 );比较式或对

比式的特性描写 (例 :13~14章中的扫罗和约拿单

〔见13:22914:6注 )9以及撤下I1章中的大卫和

乌利亚);重复而有变化 (例 :扫 罗在1524~25、

30中 的两次忏悔 );叙事式类比 (例 :25章中作

扫罗代表的拿八 )° 若能以敏锐的触觉认出这些

文学特色 9将 令读者增加对当中的神学意义的了

解 °

撒母耳记上的内容很复杂 9将材料总结起来

就能有助了解 P撒母耳记上的大纲可分作四个主

要部分 (以 及一个附录 )‘
,描 述了撤母耳 、扫罗

和大卫三人交错的生命 。第△至七章记载了导致

以色列第ˉ位君王扫罗出现的各项事件 。前半部

的材料 (1~3章 )记述撤母耳的出生 (1章 )°

第二章以哈拿为撤母耳的诞生献赞歌作为开始

(1~10节 ),° 哈拿之歌和大卫的颂歌 (撒下22,

2⒊章 )成了撒母耳记的框架 ,并 且引出本书的重

票神学主题 :神的圭杈和圣洁 、神能扭转人类的

命运 、神的拯救 ,以 及倚靠人的能力是徒劳无功

的 °甚至王权也须得到神的 Γ亩立」 (⒉ 1o)°

第二章的其他篇福记述祭司以利家的堕落 :又 引

出撤母耳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神 的弃绝及遭神

弃绝的原因 °第三章重申以利家被弃绝的事 9这

次是耶和华透过毫无经验的先知撒母耳说话-° 此

后 Ⅱ撒母耳就在过淇季置国时期期闯 ,成为抻 的

发言人 °       i     `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 1节 至七章 1节构成了所

谓 Γ约柜叙述」°这些篇章强烈彰显耶和华的威

力 ,先 是不容许以色列人利用约柜作为法术的动

力 ,接着池又大发神威 ,横 扫非利士城镇 ,确 是

一场胜仗 °橄母耳记上第七章2至 17节是前两部分

事件的高潮 ,神 透过池的发言人先知撒母耳 ,彰

显融拯救以色列人和击杀敌人的能力 °

在此背景下 ,民众要求立一位人君 (8~12

章 )的罪性昭然若揭 °问题不在于以色列人永不

应立人君 9因 为立君王是早已预料到的事 。问题

是在于以色列人想立一个王 9Γ 好像列国i样 J

(8:5),这就意味着他们厌弃那位大君王”即神

本身 (⒏ 7)° 尽管民众的愚昧要求冒犯了神 ”神

仍愿意赐给他们一位王 9但要他们先聆听教诲 。

这教诲警告他们 9将 来的王会滥用王权 ;又提醒

他们 P王本人要颅服在管治权威下 ,不 可寻求自

主 °神仍然是管治者 °     冖

I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第一个被委任的君王证

明了他是失败的 °第九章2节介绍 9扫罗是一个又

壮健又俊美的人 ,正 是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

可借不久之后 9这个超级人选就显露出 ,他欠缺

成为有为的以色列王必备的品格 ;° 扫罗不适合儆

王 ,主 要的证据 ,是他一再不听从神透过橄母耳

向他说的话 °扫罗不顺服神 9明 显的例子可在第

十三和十五章见到 ,但 他早在第十章就已经开始

违命了 °撒母耳膏立扫罗时 ,有三个征兆可作证

明 °当第三个也是最后=个征兆应验 Ⅱ扫罗就可
Γ见机行事J (根据撒母耳在1α7的指示 )° 之后

(根据撒母耳在 1iO竭的另ˉ个指示 )扫罗要回到吉

甲 ,等候关于与非利士人争战的进一步指示 Ⅱ因

为他的第=项行动 :必会惹起以色列人与非利士

人的战争 。若果扫罗跟从此计划 ,就表明了他愿

意颀服神的管治 ,证明他符合作王的条件 °经过

委任 (即 音立 )、 证明 (以 ˉ项英勇讷行为表现



出来 9即 Γ见机行事」 (见 10:7及其注 〕)及确认

(出 自民众和先知的确认 )这三个程序之后 9他

便可更接近置位 °可惜 ,扫罗没有听从第十章7节

鹇吩咐 ,抢先完成登基的程序 °扫罗击败亚扪人

(11章 ),固 然可以满足民众的心意 9但从撒母

耳向民众发表讲话时的语调中 (12章 ),可 以看

出最少在撒母耳心中 ,扫 罗仍然未能通过适合作

王的考验 °

在第十三章中 9约 拿单 (而非扫罗 )做 了扫

罗应该做的事 9向 非利士人挑战 °明显地 ,扫 罗

在知道第十章7节的吩咐已经完成 (虽然是由约拿

单完成 )之后 ,就立即前往吉甲 (依 10:8所言 )等

候撤母耳 °当撒母耳延误了到达的时间 9扫 罗就

在撒母耳缺席的情况下自行献上战事之前所要献

的祭 ,因 为他判断形势危急 ,不 能耽延 °刚献完

祭 9撒母耳就到了 °他听了扫罗的托词后便斥责

他做了糊涂事 9并 宣布他的王位必不长久 °释经

孛者有时尝试为扫罗的行动辩护 ,或 至少减低扫

罗这行动的重要性 ,转 而批评撒母耳的反应过于

强烈 。但第十章7至 8节 的吩咐是要考验扫罗作王

的资格 9从这重要的意义来看 ,我们不能接受这

种解读方式 °在扫罗这初次违命以及在第十五章

再次违命的事件中 9他 不顺服的行动表现出他基

本上就不符合条件 9在神权治下作王 °

在第十五章扫罗最终被弃绝后 9他 已不再是

神眼中的合法君王 (虽然他仍在位一段年 日)。

神将眼 目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9他 就是大卫 ,

Γ一个合他心意 的人 」 (13△ 4)° 第 十六至

三十一章记载扫罗的情绪和心理崩溃 ;由 于他认

为大卫是神拣选的王位继承人而惧怕大卫 9病 情

因此而恶化 °扫罗几次想杀大卫不遂 ,最后 自

杀 °大卫经过迂回曲折的历程 9被神带引承继王

位 °从第十六章被膏立起 ,大卫崛起的叙述一直

有 Γ耶和华与他同在 」 (16△ 8及其注 )这样的提

醒 °

撒 母 耳记 中的基 督
基督跟本书中很多犯了罪的以色列领袖的例

子 ,形成强烈对比 °不但如此 ,耶稣是大卫王位

的继承人 ,大卫的事业也预示了基督其人和其事

工 °大卫和耶稣均有先知认证 ,大 卫有撒母耳

(⒊⒛ ,1⒍ 13),耶稣有施洗约翰 (太 14:5;约

⒈⒛~31,5:3卜 35)。 耶利华的灵都临在他们身上

(1⒍ 13:可 ⒈9~11),两人都行了大能奇事 (17

章 ;太 11∶4~5)9都参与圣战 (17章 ;西 1∶ ⒛ ),
都被嫉妒的王所排挤 (18∶9;太⒉16)9都被警

告要逃亡 (⒛章 ;太⒉13~15)。 他们都被自己的

民众无故弃绝 (23△ 2;约 19△ 5),在流亡中学

习倚靠神 °他们都为神的选民代求 (撒下21,24

章 ;约 17章 ),两者都被神高举 (撒下⒛∶1~8;赛

5⒉ 13;腓 2:9)° 凡此种种 ,都见大卫的生命预示

他的后裔基督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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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畸黩 羡神的大能 (⒉ 1△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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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以利及两子衰败之际 ,辙母耳兴起
·(⒉ 11-9:17)

1,在示罗耶和华面前 (⒉ 11~21)

a以利两子在示罗的恶行 (⒉ 11~17)

(⒉ 1昌砭l,∷
ˉ

2Ⅱ               ∵ ∷Ⅱ∷ ∷

∶咱以利耶∷子受到裨和八的谴责 (⒉狃-,s)

ⅡⅡ、鞭母耳在神和人的喜舜中成长 (⒉26)|
∶钍神的审判和赐福Ⅱ《2。卜4i1a) ∷ ∷

∷ 饣以利及两子被神审判:(⒉”-3‘ )`∶
∵Ⅱ⒈神呼召及赐福撒母耳 (β :1砰 :1a) ∶ ˇ

4,与非利士人的争战Ⅱ(⒋ 1b叼:17)∶∶   ∷

∷。.以利的两子导致战败并失去约柜  :
Ⅱ Ⅱ (⒋!b四 冫∵ ∷I△ ∷∷ Ⅱ¨

Ⅱ,Ⅱ 山∴约钽给非利±人带来咒诅 (虽Ⅱ12):

=△
o,非利士人交还约柜 (o∶I-91》 ∶∷.|I

∶1∷ ⒒在橄母耳领导下 胜 K⒎卜!7) ∷∵Ⅰ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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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母∷耳Ⅱ和扫|罗∴ 扫穸∷的兴
起和失败 《8:△姐 5:35D∷ .∷

A.扫罗的兴起 (8:卜⒓∶25》 ∷

●1.撤母耳听民众要求立王 9神亦应允 (⒏192)

2Ⅱ 扫罗作王 (⒐Ⅱ1⒈ ls)  ∷      .
(⒍

扫罗被撒母耳膏立《⒐1△1⒍ 16) Ⅱ   ∷

b.扫罗在米斯迅曲百姓抽签选出

(10:17~27)   ∷    ∷

o.扫罗拯救基列雅比 《11:1-15)    ∷

3.Ⅱ撒母耳提醒和劝勉以色列人 《12∶1~Ⅱ )

B∶ 扫萝王极的失败 (13∶ 卜15“ )∷ ∶  ∶

∷ 】扫罗开始被弃绝 (1a∶l-22)    ∷∷

咆,扫罗的品格被约拿单揭露出来 (1⒋ 1~“ )

3,扫罗与非利士人无休止的战事 (14:四-s2)

4、 扫罗至终被弃绝 .(ls|lˉ 35)∷ ⅡⅡⅡ∷∷ ∷

∶∷∷∶|ˉ  ∷  ∶  Ⅱ‘′' Ⅱ ∶∷∷ ∷,∶  ·
.∶ ∷̄∶Ⅱ∶∷∶ 

‘Ⅱ∷

三′ 扫罗和大卫 Ⅱ大卫兴起和·
'∷ 扫 岁衰赃 Ⅱ ∷ ∷ ∷ ∴

li主瑾矗勰   汪:|乩

∵∷ ∵   | ∶  ' '| ∷̌
 ∶  ·  ∷}|∷ ∴∷·

=

神舞选本卫代替扫罗作以桎刭∷革∷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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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狼多基督教梏统认定神的士权与以色列人的者权是元法相融俩1这瑜普蕴盛觎 :鼬 蓬基

手撒每IT记上第人章I至22节的记载
:∶ ∷以色Fll民 众请求撒母耳广为莪fll立△冷主j文撤上葸姑)0革是种

对撒母耳说 :Γ 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氵不耍我作他们的主j∶ 《W·±念夕∷)Ⅱ i秭多立意婕:奸的基督
徒相信Ⅱ神对以色列的理想蓝图是 9二直以滟作为独一君王Ⅱ而设立人君只能说是鹂对孑∷民罪性的性步i

但实际上.Ⅱ在以色列屮●神的置汉与人的王权是相融的
`、

只要人君忠于作神∷的摄敢副手傅可以0
像历代各她的统治者ˉ样 :以色歹刂:的人君都耍服从耶和华:;他fll所肩负的声:任f`是 llm扒鹇的俞食艹
事实上 ,以

色列唧君≡有可熊严熏溥反作钾∷即撮政副手昀角色¨以致苓笨箐治胛子民∷的、仪榔 (擞△
15:26诩 8;王上⒉t·

ZI)° 不过 :以色∷FlJR君 即帜柄
’是神以主权赐给础子民的洱轩 霹经弭苓

=卓
|晕

∵致的 (仓刂17∶ 16;传 l0:↓7(-何34T5冫 卩

苜先 ,圣经记载 ,在
墩母耳记△第八章之前 ,

(1)早在创世记第十七章6节 9神 已赐福给亚伯拉

於早象 9包括了他田后商犟芈尹王。
-o冫 哗争祝

家族 :Γ 权杖必不离开犹大 ,主圭必不离他两脚之
(3)摩西律法预告了主的出现 (申 17∶ i⒋⒛),律
宓绩占神拣选。必须是以色9l人 ’必镟没有济多鸟匹或许多妻妾 ,必须没有秧蓄夭量Ⅱ钱财。生泌皴勤劳

潼寺摩酋律法 9在这方面须与以色列的同胞看齐°摩西应允 9如臬苡色9ll主遵守这些规矩’袖fll便亩长

期执政 j(4)当哈拿为诞下撒母耳丽赞美∷耶和华肘 9她以盼望作
Ⅱ为结束∴耶和华Ⅱ要赐力皇  所立的

王∷高举他膏立之人的角」 (撒上⒉10)△ ·(5)神与大羿及其后裔立约 (魏下官章●(|代△!7章}诗8乳 ,

132篇 》∷以来 |I这毕经文表明从最早期开始 .∵以色烈立君≡驹事早已在神的计划申 :,∷ ·∷∷|Ⅱ ∷ =
第二 9撒母耳记上第八章1至眵节的诏载显示 9当 时立王的闻题。是出在以色列民违反|了|裨既定的

王杈规矩 1他们不愿意等候神 ,在适当时间替他们拣选 ∫却要求立即选出来 Ⅱ表明了他们不|信任神有能

力照顾他们′给他们丰富秧应 °撒母耳警告过他们 9他们这桦的主 ’九乎会氆反审命记第十乇簟扭室⒛

责菇∷劈瞿霪笙星毋霉堇薯孬景爹蕉锆:嚣孟筮喜谙夏曩毒宣镗镭虿壁孬∷早各磬  翕叠霉赏璧臂  霞
场 °他们违反神∷的律砖 9替以色9ll∶带来很多麻烦 ∴最终戛导致神的子民襁罅漪亡、国外∴∷ⅡⅡ'Ⅱ ∴∷△9

第三 ,人君的最高阶段是基督作君王。̄ 种无可比拟的福分0作为大卫的盾裔Ⅱ基督应验了:神赐给

大卫芏嘲的伟大应许 (撤下1章 :代∷上
"章

y。 大

位 9弓认椭的国
∷
度9蕞绫令         ⒈

毳立±吴釜篝望蚕量专忌虽         砻
⒈⒛~23;启⒉%~刀 )° 础将继续从天上统治Ⅱ直到所有仇瞰都服在葩的∷脚下∷《̄林前 IsI⒉⒌)℃ 之后 ·

末世来临0耶稣和n^tL所有的忠心仆人 9将在新天新地里ˉ同作置 (提后2△,Ⅱ启11i5|勹 2‘)|0耶稣这

种人君权柄既不是工项错误`也不皂神对人的软弱让垆
:君

手邓鲚
号平埤了严叩孓弓烹平

fg埤
宁呷灬以

来

:鬣   屦 奎 |磕i甘|讳谙 |巍 莳眚△牡 ∷咖 艹 o扭手  饷  %Ⅱ 圯

方 9都有永恒的统治权 p作为本卫无罪的后苘~耶稣以人的身分Ⅱ拥有永久统治曲杈JI∴作某子民的弈

赛亚 9并代表子民承受神的约的福分 °在基督里Ⅱ神的君权与人的君杈得以完全和谐0∷ △∷∶Ⅱ∷-

∷   ∶∶
(∷      ∵  } ∶∴    ∷∵|∷     ∷Ⅱ∶ ∷Ⅱ

·
 、:Ⅱ ∶∶∵△ ∴Ⅱ

ˉ
 ∷Ⅱ∷Ⅱ∷∶∷ⅡⅡ~∶ ∶Ⅱ

‘。∶∶9!∶∶-;~^{    {-颦E魏冬暝更终缈
·    k;∷  | ∷      Ⅱ   ∷ ˉ|  ·∷ △∴^￠ t|∶   ⅡⅡ·



大卫家谱

侯 ,城里的长老就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9

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
5他

回答 :阝是为

平安来的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们 要

自洁 :与 我一向参加献祭的筵席 °”
撒母耳

使耶西和他的儿子自洁 9邀请他们来参加献

祭的筵席 °             `

撒 母耳 膏立大卫 为王
6他

们来到的时候 ,撒母耳着见以+ll押 9'就心

里想 :“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 ,必是他所要膏

立的 °”7但耶和Ⅰ华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

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 ,因 为我不拣选他 °耶和

华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9耶和华是看

内心 °”0耶
西叫亚比拿达在撒母耳面前经过 ’

撒母耳说 :“ 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9垩

匹又叫沙玛经过 甘撒母耳说 :“ 耶和华也不拣

选淳个 °”∶叩耶西叫他的乍个儿子都在撒母耳面

前经过 P。 但撤母耳对耶西说 :“
淳些都不是邛

和华所拣选的:°
”i】

撒母耳问耶西 :“孩子们

的原囟这皇没有说出来 9但可能同撤母耳作神审判工具

的先知角色有关 °也许他们提出的君王制度 (8章 )试验

失败 ,就是令他们惊惶不安的背后原因 。

16:5 你们要自洁 :见出19∶ 10~22° 外表的洁净仪式象征

内里心灵的警醒预备 。

16:7 高大⋯⋯因为我不拣选他 :这里指出 Γ高大 J不

是测度一个人是否谭合作王的条件 9同 时又奉示耶酉奉

翁砦T凡景飞犭盛f罹诜馑荮裘雾坌雾暑晏礻耸晃忄
26)。 耶和华是看内心 :神 的准则与人的标准不同 ;柠

看重内在的素质 ∷不皂外表 (见 13:14注 )。

1⒍ 9~Ⅱ  见 《大问答》135°



亡命之孑六卫

置 实 突

撒上18⒓7,1⒐ 8

攻击非利士人

'2以拉 谷

撤上17⒕9-51

大卫杀死歌利亚
伊 矶 伦

箭咀所标示的只是方向和行程的

次序 ,而非实际行经的路线 ,因  Ⅱ

为大部分都不详 :°   ∷

公里i     儒霉宙冷

\、、l

公里♂ 1o 茄百,爨毒箪纩 以 东

蔚

"儿
子 9自 取羞辱 、也羞辱生你的母亲吗 ?引 因

为只要耶西的儿子还活在这世上 9你痢 你 的国

茳不能稳 固 °现在 9你要派人去把他抓到我这

里来 9因为他是该死的 °”m约
拿单回答他父亲

扫罗说 :“ 为什么要把他处死呢 ?他作·T什么

事呢 ?∶ F扫罗向着约拿单把枪掷抖去 Ⅱ要刺杀

伫 °约拿单就知道 ,他父亲已绎涞草妻:杀 苑苤

卫 °"约拿单怒气冲冲地从席涧退去 ,初 二这

天 9他没有吃饭 ;因 为他父亲羞辱了大卫 ,他

瓦为大卫担忧 °

大卫与约拿单泣别
Ⅱ
到了早晨 9约拿单照着与大卫约定的时候 ,

出到田里去 ,有ˉ个小童与他在一赶 °°6他对那

童仆说 :∶

“
佟珥去

∷姆栽所射晶嵛森闫来 °”
i

邛童仆踟去的时候 ,约拿单戏把·箭射到他煎

面 °”那童仆到了约拿单的箭射slJ的 地方 9约拿

单就在那童仆的背后喊叫 :“ 箭不是在你的前

面吗 ?”
如
约拿单又在那童仆的背后喊叫 :“ 赶

快跑去 !不 要停留 !” 那童仆就把箭拾起来 ,

回到他主人那里去 °39那
童仆工点也不知道这是

什么葺思 ,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 °°°约拿单把

自己的武器交绮他的童仆 ,对他说 :“ 你带回

城里去吧 !” "那童仆一离去 ,大卫就从石推煦

南边起来 ,脸伏于地 ,叩拜了三次 °二人互相

亲吻 9相
对哭泣 ,大卫哭得更悲痛 °矽约拿单对

大卫说 :“ 你平平安安走吧 !我们二人曾指着

耶和华的名起誓说 : ‘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 9

也在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之间作证 ,直 到永

远 °’”
大卫就起身离开 9约 拿单也田城里

去了 °

20‘ 1你和你的国就不能稳固 :虽然撒母耳在13∶ 14已 经
说清楚了 ,但扫罗仍然妄想保住王位 (参 18:8及其注)∵

群￥愕哕璀;宵琵鬣晶裔吧豁昼
长子 ,因 此应承继王位 °    ~
⒛:33扫罗向着约拿单把枪掷过垂 :扫罗和约拿单因对

估扌吞 :扫
萝
叩衅 衬早嵛伞图杀芩卫时一样 呼

h,

⒛:42起皙 :见 8节注°大卫就起身离开 ,约拿单也回城
里去了:在 〈马索拉抄本》为21△ °



大卫的战绩

公里 10¨ ξ 0  优  茄 由
1ε ·西 弗

箭咀所标示的只是方向和        /Ξ F釜
蚤
麴

藁畲若
    \   ~__.旅 桎

荇屋笛谖斧∵爷霏釜深荇   △铲 /尸
¤动,但被遣回。    `)、  ¨̈∷··甲罗≡F

座晶齑虫,因为矢部分都    琼箩 /                  
′

`硫

      之旅程
不详 °

图中数字的次序接续前图                  22· 耶布斯

(撒上⒛章 )。  ∶  迦矿
` 

伯南碹·
∶
∶

(耶路撤冷
丨

彡汤冫
^ .’

道 9也没有人醒来 °他们郡睡着了 ,因 为耶和

华使他们沉睡 °

大 卫 嘲 笑押 尼 珥
ta然

后大卫过到另一边去 ,远远地站在山顶

上 ,两 者之间的距离很远 °Ⅱ
大卫呼叫众人和

尼珥的儿子押尼珥说 :“ 押尼珥啊 ,你不答话

吗 ?” 押尼珥回答说 :“ 你是谁 ,竟 敢呼叫

王 ?”
15大

卫对押尼珥说 :“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

吗 ?以色列人中有谁能与你相比呢 ?众民中有

一个人来要杀害王你的主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

王你的主呢 ?“你所作的这事不好 °我指着永活

的耶和华起誓 9你们都是该死的 9因 为你们淠

有保护你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现在你

看看王头旁的矛和水袋在哪里 ?”

大 卫 劝 谏 扫 罗
1’

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音 ,就说 :“ 我儿苤

卫啊 !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 :“我主露

王啊 !是我的声音 °”1:又
说 :“我主为什么这

样追赶仆人呢 ?我作了什么 ?我手里犯了什么

过错 ?19现在求我主我王听你仆人的话 。如果是

耶和华激动你攻击我 9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如

果是人激动你 ,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

因为他们今天把我赶出来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

产业上有分 ,说 : ‘
你去服事别的神吧 !’

⒛
现在 ,求王不要让我田血流在远离耶和华的地

上 ,因 为以色列王出来寻索我的性命 ,就像人

在山中猎取一只鹧鸪一样 °”

扫 罗认 错
21扫

罗说 :“ 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啊 9你 田

来吧 !因为今天你看我的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

害你 °看哪 !我作了糊涂事了 ,并 且错得很厉

害 °””
大卫回答说 :“ 看哪 !王的矛在这里 ,

(另见30⒓ 、19)°

2⒍ 15~16 见 《大问答》127°

26:19 耶和华的产业 :见撤下20:19注 °你去服享别的神

吧 !大卫提出的不是他的神学理解 ,而是站在敌人的立

场作出的推断 °

2⒍ zO 远离耶和华的地上 :意思是远离敬拜耶和华的中

心 。在山中猎取-只鹧鸪 :鹧鸪的希伯来文意思是 Γ呼

叫者J,很合适地比喻大卫 9因 他站在山顶上 Γ呼叫 J

(13~14t) °

2⒍ 21 我有罪了⋯¨你田来吧 !大卫对扫罗的悔过和蓖

请的回应 9显示他很怀疑对方的诚意 (22节 )° 比较儆

母耳在15:24~26对扫罗的类似邀请所作出的回应 。我作



作者
见 Γ撒母耳记上导论 :作者 」 °

导 论

概 览
见 Γ撒母耳记上导论 :概览凵 °

罕作 日期 每 地 点
见 Γ撒母耳记上导论 :写作 日期与地点」 °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扫罗死后 (撒上31章 ),大卫得王位的路途

遂畅通 ,没有遭受什么打击 °撒母耳记下⒉1~5∶ 5

记录了大卫作王的过程 9先是作犹大的王 ,继 而

作全以色列的王 °虽然他成为犹大王登基接替前

王过程顺利 ,但 作全以色列主 ,期 间却不免发生

遍血事件 °不过作者审慎地指出 ,大卫与扫罗前

捋领押尼珥及幸存的儿子伊施波设之死无关 9正

如他同扫罗及约拿单之死无关一样 °

大卫作全以色列的王之后 9第 五至十章总结

他的王位建立演变的过程 9包 括政治和宗教上的

演变 °第五至六章叙述大卫夺取耶路撒冷 ,作 为

以色列国的苜都 9大 败非利士人 (以 色列在扫罗

时代无法击退的头号敌人 ),以及把神的约柜迁

侈到新立的首都 °第七章记录了极为重要的大卫

应许 (或 称
Γ
国度的神谕 」)° 在此 ,耶和华不

允许大卫建圣殿 ,但 答应为大卫家建立一个永恒

的国度 °对大卫的这个应许 ,标 记着神应许给 以

色列列祖的福分的延续性和具体的应验 ,且是弥

奏亚盼望的重要新发展 9弥赛亚国度最终会应验

在基督身上 (见 74~17注 )° 第八至十章总结大卫

的一些主要成就 ;例 如 ,他 的战绩 、忠于对约拿

单的誓约 ,就是向米非波设施以仁慈 °

毫无疑问 9第 七章给大卫的应许 9肯 定了神

建立大卫家的永恒性 °不过 9这 不表示若果大卫

或他的后裔犯了罪 9不 会丧失他们因特殊地位所

享有某些神在世上的福分 °第十一至二十章描述

大卫犯奸淫及谋杀罪之后 9国 内和政治混乱情况

(11章
)° 在第十二章 ,大卫面对拿单的指责 9

生出真诚的悔意 ,神亦即时宽恕他 ,但 大卫仍需

要承担他犯罪所造成的后果 ;因 犯奸淫而令他王

权及威信受损 ,大卫 目睹儿子们重蹈 自己的覆辙

(见 13∶ 21注 )° 大卫经历过两次叛变 (先是押沙

龙后是示巴)之后 ,他的统治才重拾正轨 °

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章是故事的结束 9叙 述几

件大事以总结全书的主题 °这几章记述了大卫一

生不同阶段所发生的事 °当中有两首大卫的诗

篇 ,是这几章的核心 9列 出大卫蒙神赐福的两个

基本因素 :(1)耶和华是他的救赎者 ,同 时也是

(2)与 他立 Γ永远的约」的那一位 (23∶ 5)° 作

为这个核心信息框架的 ,是大卫的两批勇士的名

单 ,他们是辅助大卫成功的人力因素 °最后 9除

了诗歌和勇士之外 9经文也两次描述大卫为以色

列代祷 ,令 以色列免于受扫罗和大卫自己的罪的

牵连 ,而 受审判 °这些经文让初期的读者 ,清 楚

知道他们的盼望在乎大卫家族 ,尽 管大卫及子孙

们都曾为以色列民带来苦难 °

基的中记耳母撒
督
论麒〓

下
耳

己
母和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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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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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Ⅱ撒母茸锐上导溏∷天纳:



耶布斯城 /六卫时代的耶路撒冷

圣经内外都有大量历史证据 ∵指所罗闸的圣殿是建在本卫为耶和华筑坛的地方 °大卫是由耶布斯人亚劳拿手上买了

这块原本用作打禾的地 (撤下2⒋ lgˇ 5)° 而传统上的说法 ,指这块神圣之地的历史由来已久 9指它就是亚伯拉罕在

摩利亚山筑坛的地方 (创 22:1△ 19)。 创世记作者把摩利亚山比作 Γ耶和华的山」 (创”:14)°

乡旬J宝亩啻1,000

耶布斯是一个迦南城市 9

面积不足450公亩 ,却具

天险之胜 ,有陡峭峡谷环

绕 9又有沟渠直通水源 °

大卫约于主前1,000攻取此

城 ,并定都于此 °

◎19匝 休 克 莱 库 姆

这是耶路撤冷田俯瞰图 ,城媾脚外形

看起莱显然与平面图有别。城墙的位

置乃从有限的考古资料推断出来 ,楼

房则属绘图员的构思°    ·

s砀

〓

行动 ,因 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出去击杀

非利士人的军队了 °”2s于
是大卫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他的去作 ,击杀非利士人 ,从迦巴直到

基色 °

约柜停放在俄别 ·以东的家
(代上13:1-14)

6夸贵于鲷 ΞI毫展蒙茭耄罨暑
去 ,要从巴拉 ·犹大把 神的绚柜运来 9这约

柜的名称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

的名字而起的 冖他们把 神的约柜从山冈上亚

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安放在一辆新车上 ;亚

比拿达的两介丿1子 ,乌撒和亚希约赶着这辆新

车 ,犭车上有 神的纯柜 °亚希约走在约柜的煎

面 °5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各种松

木制造的乐器 ,就是用琴 、瑟 、鼓 、钹 、锣 ,

作乐跳舞 °

6他
们i至刂了拿艮的打禾场的时候 ,因为牛几乎

他们作战 (出 14:14;申 130)°

5:25从 迦巴直到墓色 :大卫对非利士人的打击 ,比撤上

1⒋ 31所 载叩约拿单的胜利更大 ,也更彻底 ·大卫战阵卒
大敌 (⒏ 1)具有特殊意义 ,从 19:9民 众的涕话 ,及代上

l⒋ 17的总结就反映出来 。而且从撤上⒐16及撒下3:18的

经文 9也可以明白到其中意义 °

q1-z3大卫拙约谭运往邛路撤冷 :经过第丁次终职后 ,

大卫这次顺利地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 °

⒍2巴拉 ·犹大 :见撒上6:21注 °神的约柜 :丹撒上3J

注 。万军之耶和华 :见撒上l:3注 °名字 :丹撤上17⒕ 5注

(另见申⒓:5、 I1、 21)。

⒍3亚比拿达的家 :见撤上⒎1~2。 新车 :这种运载约

柜的I具 9就是撒上⒍7所 记的非利↓人印迳揄工具 ·

但当时疏忽了神的指示 ,装配有金环即柜
洱叩约怛

(出

25:12~!4,3⒎ 5)是要人抬 ,不是用牛拉 (民
仁|5、 19`

7:9;申 10∶ 8;书⒊8)· 乌撒和亚希约 :学者尝试要确定

屿两人与撤上⒎1所提及的以利亚撤的关不 l他们可能是

以利亚
唧

的丹弟 ·也
可羊

是以利亚撒叩孙子 :零伯来文

的 Γ丿L子 」一词可解作 Γ后裔 J°   .‘  ∶   ~

f叫 车△有砷的药柜 :接燕
-早

索拉抄夺)’ 应作:Γ 他J
从山                    。

~

6:6                     形窑

词
`                 ;礻字也                   立土



六卫征Ⅲ之地

移

秤

哈

黪
》

夥
ˇ 大卫成为全以色列 (撒下⒌1~5)君王

后的战功 :

1征服耶布斯人的锡安保障 /耶路撤

冷 9并定都于此 (5:6丬 0)°
2,接受腓尼基推罗王希兰的承认和友谊

(5△ 1~12) 。

3,彻底击败非利士人 ?把 他们逐出以
色列领土 ,消 除对 以色列的威胁
(⒌ 17砭5,⒏ 1)。

4打败摩押人 9并统治他们 (8⒓ )°
5,粉碎亚兰人众王国 9哈大底谢王国

(琐 巴王),大马士革和玛迦 ,叫 他

们进贡 (8:3~89lO:6~19)° 大卫在

希伯仑作王时 9亚兰人基述王达买

已与他缔结和约 ,还将女儿嫁给大卫
(33:参王上2⒓3)°

6,征服以东 ,将其版图拼入他的王国
(8:13~14) °

7,击 败亚扪人 9使 他们都 臣服于他
(12:26~31) °

8.制服以前不受以色列所控制的迦南

城市 ,例 :伯 珊 、米吉多 、他纳和

多珥 。

大 卫 早前 已征 服 亚玛 力 人 (撒 上
30:17~18),所 以到此为止 ,他 已经完

∶成自约书亚开始的征战 ,保卫了以色列

的所有边界 °他的王国 (即 以色列本土

加上征服的国家),由红海东部的以旬

迦别 9伸展至幼发拉底河 °

u

φ

髑
基 述

>J今 峄 妻冫

亚姣 河

靼

亚 玛 力
^

/
·以旬迦别

红 海 东部 海 湾 公 里 0 ⒛ 0o∞ QO1∞ 12010o



导论
∷

年份

Ⅰ点

不详

说明以色列人被掳到异乡是公义的 ,并强

调要继续把希望放在大卫家 ,又呼吁以色

列人要悔改 氵以致他们可从被掳之地归

回 °   亻

大约主前560至 550年

●尽管以色列和犹大民众被掳到外邦 9事属

严苛 ,乃是因为他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背

道 ,这正显出神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 °

●虽然大卫的子孙行恶事 ,但神仍坚守池对

大卫家的应许 。

●神劝戒融的子民要认罪悔改 °

●神应许以色列人若他们肯悔改 ,就必使他

们归回故土 °       ,

作者
列王纪上下原为一册 ,作 者不详 °种种迹象

显示作者是一位史料编撰者 ,在 流放之地巴比伦

从事这项工作 °     ∶ j   ∶

写作 日期 车 地 i点

列王纪下 以犹大末代君王约雅斤作结束 °

也在放逐期间受到 巴比伦王 的特别恩待 (王 下

乃⒓7~30)?由 于本书未提及主前538年回归的事

件 ,因 此本书极可能在流放巴比伦的中期 (主 前

5ω -550)完成 。

不是全部列王纪的内容都来 自被掳时期 °首

先 ,作 者亦选取来 自王室和先知的资料 。书中特

别提到 Γ
所罗门记 」 (王上 11:41),Γ 以色列诸

王的年代志」 (王上 14∶ 19),及 Γ犹大列王的年

代志 」 (王上 14:29)这 三个来源 °其次 ,作者在

全书各处都记述了一些仍持续 Γ直到今 日」 (例
如 :王上9⒓ 19” :19;王下8:22)的 事件 ,但到了

最后成书时这些记载就消失或结束了 °如此类似

的记述胪列了资料来源的观点 °第三 ,列王纪最

后两章以年 、月 、日详细记录史事 9与 其他各章

明显不同 °有些释经学者认为 ,∴在放逐之前 9本

书已经有雏本 ,而本书可能是据此雏本写成的 °

如果确实如此 ,本书仍然呈现出一致的观点 °

霉作 目的 车 特 色
列王纪所记的是从大卫末期 (约主前970)到

差不多四个世纪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 (约 主前

586)的 这段历史 °列王纪上下是ˉ个更大的书卷

体系 (包 括约书亚记 、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及

列王纪上下 )中 的一个单元 °这体系传统上称为

前先知书 ,近 期则称为申命记历史 °由于这些书

卷都是顺理成章地连接着 ,因 此把它们当作一个

整体是合理的 °

列王纪上下原本是 一册 °在希伯来文古卷

中 ,列 王纪上下是一册文学作品 (像撒母耳记上

下和历代志上下一样 )。 但在 《七十士译本 》

(旧 约希腊文译本 )、 《武加大译本 》 (拉丁文

译本 )及其他大部分译本 中 9这卷书则分作两

册 °这种分法是人为的 ,因 为要视有多长的蒲草

纸能够套装入一本古卷而定 9不是以内容来划分

的 °亚哈谢王 (王上” :51~53∶ 王下⒈1~18)和约

沙法王 (王上”⒕1~50;王下3:1△27)的统治在两

书中都有提到 °同样地 ,以 利亚的先知事迹也在

两书中先后出现 (王上17~19章 ;王下1~2章 )°

历史上的君王 :这卷书作者的特点 ,在 于详

尽细致地记下他祖国的历史事物 °他对 日期 ,数

字和君王制度的偏好 ,可 见于他对建圣殿的筹备

工作 (王上5章 )、 圣殿的规图 (置上⒎1~12)及

其中的陈设和铜器用品 (王上⒎13~51)的 细致描

述 °作者对事物细节的浓厚兴趣 ,亦可见于他对

个别君王统治的记述 °他不单记下 了南北两国君

王的统治年期 ,还经常同步地描述他们的统治 。

本书提到许多历史年 日 °作耆提到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后480年 兴建圣殿 (见王上⒍1注 )° 他除

了写出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年期之外 9还详细记

下犹大和以色列两国君王统治的史料 °在王国分

裂期间 ,他 同步写出每位国君登基和另一王国国

君的统治情况 °此外 ,作 者还列出犹大君王登基

年岁及王母的名字 °

作者把以色列君王的经验加以组织和分期 ,

概 览
作者 |

主旨 |



以色列 (主前930-909J

犹大  (主前叨0一 “叻

以色列 (主前909=s35)

(王上12:25~14:20)

(14∶ 21~15:24)

(15:25~22:40)

显露出他刻意把祖国的历史作有秩序和有意义的

记述 °开始时 9他 指出所罗门统治下的联合王国
(王上1~1I章 )的特点 9并作了评述 °然后仔细

地描写这个联合王国的解体 (王 上12"~25)及

分裂成两个国家 ,即是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

大 °接着 ,他 记载两个政权同时代但各自不同的

历史 ’直至主前”2年北方王国灭亡为止 (王下17

章 )。 这样不断地交替论述北方王国 (以色列)和

南方王国 (犹大)难免会令人感到混乱 ,但这是作

者要把以色列各族历史统-呈现出来的目的 °

为两个同时存在的王国撰写历史 9对作者来

说确实是复杂的挑战 °为了记述同时发生的事 9

他采取了轮流叙述北方和南方事件的方式 °从下

面的图表可清楚见到这种模式 :

治过 °相反地 ,南国大约三个半世纪 9只 由一个

家族的20位君王统治过 。在总结北国的历史时 9

作者长篇论述北国失败的原因 (王下17:7~23)°

然后他又记述了犹大最后150年 的历史 °

列王纪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作者组合了祖

国历史的连贯性和意义 9给 为想要了解这重要Ef

期的以色列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列王纪的神学 :列王纪除了表达出对以色列

历史的浓厚兴趣之外 ,它也是一部神学作品·卩日

释了神从埃及的 Γ铁熔炉 J中 引领以色列

^出
走

作为 Γ础子民」 (王上⒏51-s3)的 旨意 °作者撰

写这部神学历史作品 ,目 的是希望池的子民 9玩

在或将来都能汲取教训 °列王纪有若干主要的原

则支撑着这整体的观点 °         ‘

I.作神边民的人 :列 王纪所强调的中心神学

思想是以色列本身 (及后来的犹大 )并不比其他

的国家优越 °以色列没有先选择神 ,而是神以池

莫测的恩典把以色列 Γ从地上万族万民中分别出

来J(王上8:53)° 圣洁非来自他们本身的行为 9

乃是源自神选择的恩赐 (王上⒏51、 53;申 ⒎69

26:18~19) °                Ⅱ

列王纪亦强调以色列的团结 °作者记述时表

露出对以色列各支族的关心 °虽然作者严厉批讦

北国及其君王拜偶像的恶行 ,但 他仍然认为他们

是立约的子民 9且关注他们的历史命运 °甚至北国

的人被亚述人掳走到外邦 9作者仍没有失去对仙们

命运的关注 ,不忘约西亚改革撒玛利亚的贡献 °

2.先知的话 :先知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扮江

着重大角色 °论到先知 ,作 者对这些传达神话语

的人的信息和职分倍感兴趣 °先知们坚持犟对玎

和华全心全意的忠诚 ,j坚决的反对任何足以破坏

以色列信仰的政治结:盟 或政策 °这种严格遵守圣

约的要求 ,常使先知与君王或王后处于对抗的状

态 ,因 为后者常常愿意跟邻邦作政治和宗教上的

妥协 °作者虽然把大量时间篇幅放在以利亚和以

利沙身上 ,但他也提到那时代的许多其他先知 ·

如拿单 (王 上⒈22)`亚 希雅 (王上11⒓ 6~39·

14Ⅱ ~18)、 示玛雅 (王 上 12∶ 21~24)卜 米讧

亚 (王 上22:8~28)、 约拿 (王 下 14:25)、 以

赛亚 (王下 19△ ~7920:1~14)和 户勒大 (王丁

22"4~20) °                      : ∶

3.一神 9一圣田 |根 据本历史书 Ⅱ耶0
华是宇宙之主 ∮统治世上万邦的君王 (置 了

1⒐ 15~16)° 神率领池的百姓战斗 ,垂听他们朝臼

圣殿的祷告 ,悦 纳他侗的献祭 ,并 向贫穷和受臣

犹大  (主前“9-Ⅲ Bl   ⑿2彳卜50)

以色列 (主前b3-gzI1)   ⒓2:51~王下⒏15)

犹大   (主前⒏8亠 BzI1)   fs:169助

以色列  (主前841-81θ   g∶ 1~103Θ

犹大   (主前M1-”o  (1卜12)

以色列  (主前814-78纷  (13△砭 5)

犹 大 (主亩̌ 96-767)  (1⒋ 1~22)

以色列   (主前”3-9sω  (14:⒛ ~29)

犹大    (主 前782-铆 0, (1⒌ 1~7)

以色列

犹大

以色列 }

(主前%3一 93纷 (15:8-31)

(主前750-715)(1⒌ 32~1⒍ 20)

,(主 前732-”2)(1⒎ 1^‘ )

这图表显示作者记述 一个王国趵 君
々
王统治

结束时 ,就转 到 另一个王 国的另一个君王 。举

例 :比 加王由主前⒕0至 732年统治以色列 (王下

15⒓7~31);他在位时间持续至犹大约坦王登基

的第一年以后 (王下 15:32~38),后 者的在位期

由主前750至 735年 ,而作者就在这时转为描述犹

大 °接续约坦王的亚哈斯王 ,在位时期是主前735

至71s年 (I5:32~16⒓ 0》 ,他的统治期超越以色列

王比加的统治期 (主前740至 732;15:27-31)。

为此 ,作 者又转田到以色列 ,叙述以色列王何细

亚 ,他的任期由主前932至”2年 (王下17:卜 6)°

这位圣经作者列出了南北两国的重要分歧 ,

描绘出这个分裂芏国的情形 。犹大王国的统治比

较稳定 ,国 位从未离开过大卫的子孙 。但北方王

国的政治却非常动荡 9朝 代经常更迭 °北国大约
^百 狂历巾巾 丿就由力.个不同家族的20位君王统



寡妇和孤儿施以特别的关怀 °专一爱神是

(王上18:21、 39)°

只有=位至高的真神 9因 此作者坚信以色列

要一个敬拜中心 (申 ⒚章 )° 所罗闸建造圣

以色列史上的大事 。因此 ,列 王纪上用了大

记述筹备建殿的事 9不 厌其烦的提到建筑

度和各种陈设装饰 °与一神一圣所配合的 9

禁止膜拜偶像 ,或 在其他的祭祀地点祭拜 °列

描述王国分裂的过程中 ,民 众对神的敬虔 日

薄 ,但 完全放弃敬拜神的情况 9没有像那些

Ⅰ耶和华与其仙外族神砥掺杂一起敬拜的情况严

重 。北国受迦南人的敬拜样式影响特别严重 °他

君王的带头下接受了迦南人的祭祀 、信仰思

偶像 °这种掺杂敬拜的模式在犹大国也是严

互的问题 °作者指出这种敬拜假神是导致以色

△和犹大亡国的主要原因 (王下 17:7、 16、 199

彐~5) °

绝对的权力 °君王与民众都有责任遵守与神所立

的约 °每位君王 (或王后 )都按他 (或 她 )是否

遵守律法来衡量 °   |`  , F
列王纪的作者亦重视大卫之约的条例 °实际

上 ,大卫之约 (撒 下7章 ;诗 89,132篇 )确 定

大卫王朝是神选民的永久主室 。虽然个别君王违

约 ,就 会受严厉处罚 ,但槲本会永久夺去大卫家

族的政权 。神爰大卫 9特别竞容他的后代 (见 王

上15彳 )° 这也解释了本书最后一幕的重大意义 ,

约雅斤从巴比伦的监狱获释 ,是 代表神没有放弃

大卫王室的希望象征 (王下2527Jo)。

列
毪 茹桑皂羝髦 指湛 督 ,真 中有畔

事特别明显 °第-9这段历史强调大卫家族是以

色列的核心 °一切得胜和得救的盼望 (甚至从被

掳归回的事)9都是神透过大卫家族所彰显出来

的怜悯 。新约说基督是犬卫的后裔、神借基督实

现了础向大卫及其子孙所作的应许 (太 1∶ 1~17;徒

2:22~36) °             
∵

第二 ,这段历史的另一中心点是王权和圣殿

敬拜 °事实上 ,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表现 ,主要

是根据他们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忠心与否 ,与敬拜

是否纯洁来断定 ?这个准则也在基督身上应验 °

新约指出基督是神子民的永远木绛司
(来⒊19

⒋14~15),以 自己的Jl为他们即罪作了挽回祭
(来⒉179⒐ 25~28)1鹂 带领自己的子民进入地

上的圣所 (彼前2∶4~5、 9),就如础在神天上的居

所事奉一股 (来⒍19~⒛ ’
卩:!~2’ 9?4)° 在所罗

门圣殿中 9敬拜的专ˉ思诚的重要性 ,正 吻合基

督要追随者单单靠础就能得救的原则 (约 14:6;徒

⒋12).° 基督觋今在天上的圣所事季
9池最终将以

新天新地取代地上的圣所 (启 21:22)°

作者同时迪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忠于神的

事迹 9例如全力支持耶路撒冷的圣殿 °八位受到

△赞的南国君王中 ,只 有希西家和约西亚锦上添

托 ,被称为忠于耶和华 ,是别人比不上的 (王下

■⒏5923:25)° 希西家拆除在犹大的邱坛 ,又在

百拿基立入侵时全然依靠神 (王下18:3~7),因 此

受到极大的赞许 °作者也称赞约西亚 9因 为他重

Ⅰ圣殿 9又大事改革 (王下” :2,23∶ 25)° 在北

口诸王中 ,只 有耶户受到赞赏 9因 为他废除拜巴

力的敬拜 (王下10:30)°

4.约与君王 :列王纪重视两条约 ,即摩西之

约和大卫之约 °作者以.神 在西奈山所立的约为准

■ 9一视同仁地衡量君王和人民的行为 °

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属于约的关系 ,意 味着

人的制度不是绝对的 °每种制度都受制于神的权

庄 °所以 9尽 管君王是神所膏立的 9但他却没有











所 罗门时代的邛路撒冷

自己头上 ,El.为他击杀了两个比他又公义又良

善煦人 -丿 就皇角力糸宁苡色FlJ的元而尼珥的儿

子押尼珥 ,和犹大的元帅益帖的儿子亚玛撒 ,

溶轰我的父亲大卫÷点都不知道 °Ⅱ愿流:这二

人的血的罪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

选 ;但大卫和仲的后裔 :他
叩家和华驷甲押翠

从耶和华那里得享平安 9直到永远 p∵ “
于是巫

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i上 去击杀他 9把他杀死′

葬在旷野约押自己”家中 °“王任命聒何耶大的

儿子比拿雅取代约押统领军队 ;又任命撒督祭

司取代亚比亚鲣驷职位 °

示每违命与死亡∷

Ⅱ
6主

派八去担昶 召来 .9对他
埤

::你要为自

己在耶路撒冷建造i座房屋 ,住在那里 ,不可

从那里出来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你必须知道 9

你哪一天出来 ,越 过汲沦溪 9你 哪一天就要

死 。你浼人血的罪必归到你目己的头上 °”aO丞

鱼对王说 :“这话很好 9我主找王怎么说 ,你仆

人就照着行 °”
于是示每在耶路撒冷住了很久

°

”
三年以后 丨示鱼的两个仆人潍到迦特王玛迦

的儿子亚吉那里 °有人告诉示每说 Ⅱ“你的仆

人在迦特 °”。0于
是示每起来 ,预备好自己的骡

子 ,就往迦特 亚吉主那黑去寻找他的仆人 °丞

每去了 ,又把他的仆人从迦特带回来 卩
钔
有人告

诉所罗门 示每离开耶路撒冷往迦特去 ,又 回来

了 °匆王就派人把示每召来 ,对他说 :“我本是

叫你指育耶和华起誓 ,廾具箐告你 | 
‘你必须

知道 :P你哪一天出去至刂任何另刂的地方 ,你哪
=

天就要死
’
吗 ?你也对我说过 : ‘这话很好 ,

我必听从`’ r现在你为什么不遵守你向耶和华
所起的誓 ,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 ?”

们
王又对示

每说 :“ 你 自己知道你心里的一切恶事 9就是

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 ;规在耶和华要把你的

罪归到你的头上 °妈所罗门主却要蒙福 ,大卫的

所罗门把原来的城往北扩

建 ,再在册里肆追了宏伟的

圣殿。 J

他的主穹就在跗近
`但

建筑

叨即样式与位置不详。

20:8~10);因 此 ’他们两人都被约押视为他统率军队的

威胁 °

2闸5 撤督和亚比亚他都是大卫所委任的祭司 9曾 经在以

色列担任重要角色 (撤下⒏17)° 撤督和他的后裔现在成

至甘早
咖

=唧罕卩缈 呷
上⒉阝)° 见

呷 繁享艮

⒉36叫6 示每 P他不是】:8所提及的示每 ,而是18节 大卫

斥责的那一个 :所罗门也执行父王的命令处置他 °
ι

L
B
■

Ι

Ⅱ

匚

505



主前%0-sB6

圣殿资料取决于

学 术 诠 释 而有

异 9图 样重纽亦

随之不同 °

历

忄l

",
P

‘Π罗门唧圣殿位于≡宫毗邻
,是神的宫臀

9也是以色列全

暑鳌雾謦雾窑窝堇砰薹翟霸蚤屠棠毛彗箬暴量甲妻凳嵌署

蕺 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 (王上93)这圣救所具备的宇

聂扌晕益爵蜃皙霁篝蕉昴垦銎罨耆
y=毋受造物的绝对主

鞴 轹 黯 箝 耀 、夤墅甓邑帮 Ⅷ 爨 雕 圭

褛近所萝门时rt的俄隆提斯河流域的泰拿废丘~C约芏前
900)。 后者的神殿像所罗门的一样 ,分作三部分 ;门 口

圣所 (约 15公尺

高 )和放 陈设饼

的佥 桌手 `金灯

冶 和香圬

忄
ii

′十

祭 坛

烹严
根大|,4邻近王

弓 lˉ i  ∶  ∶宀1  `

考古筚从建造圣殿的劳法上 ∷莪出许多相同点
··

llIl∶ 王上

o珀严揽泽的 Γ石头和香柏本△的建笋醛术 P有趣的是 ,

磊罨屡景秃昏霁罟氢严骂景鸾罡舅男盂凿溽劈查需景雳雷

利但 。

至基所和妫桓 I 这圣殿的重组图受到飘

流旷野期间所建的会幕

的影响 ·采纳了普及的

近东文化元素 ,去除明
显是迦南异教徒的象征

物。利用已知的考古发

现去辅勘经文`并以置 9

辑 雠

饣
内郢

帚

〓
鼢

啼

卢

,=哙
‘Ⅱ i      ∶    ∷ | 9_ '=

△章 ,1灌守我的一切诫命 :并且照着去行:Ⅱ 我

】必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I。我必

::;F芈黔 叩 :i?刁:量

荀

肀
町

民

÷

丛垄鱼

圣殿 内部 的工程与i装饰 :.(代下
"-14)丨F"所 罗门建殿 i’ 并宜建造完成 °1s殿

内的墙

菩
,柃

挫甲烈天花揖 1,鄣
贴上舂柏未∷跛呙的

地面‘,都铺上松木板 °“又建内殿长九公尺 I从

地面到天花板Ⅱ他用香柏木板隔开 ,成 为至圣

所 。17内
殿前面的外殿长十八公尺 °1:殿

的内部

都贴上香柏未 ,上 亩刻有匏瓜和初方的作朵 9

全部都是香柏木 ,÷ 块石头都看不见 :I9他 在

殿中预备了内殿 ,好把耶和华的约柜安放在那

里 0T内 殿长九公尺 ,宽
扎兮定

:、 亭九
/Ak尺

`”

所罗闸 圣殿

△Ij∶宓不离奔我的革民以色冽 :圣殿的荐在 ,本身不表

示神与以萏9ll茼 在 。崽于堇约礻苛倮证以色列苠与秭的

夫系 (见 2⒓注 ;见9:6~9)。  L    ′

庄I6 成为至圣所 :至 圣所肉的长 、宽 1高都约九公尺
(2o节 ),是圣戚蕞种圣的施箧 :它放置了 「约柜」
(【9吾 Ⅱ相基路伯 °只着大祭茼卉可进入这至圣所 ,而

且每年只准在赎罪日 (希伯来文 蚝n妃勿叨冖:利 ⒗章 ,

zB媚~32;民2⒐7~11〉 这一天 °会幕的内层也称至圣所 (出

笳33:和 l02叫⒍17、 加 、⒛)° 见希伯来书⒐12`14°

::19Ⅱ 郭葙毕的约lE:以色殉人茑神共颥的中心宗教豪

征 ,约柜内有两块构成人神关系的立约石版 (申 9∶9)。

约柜随着以色列人迁移 ,由 西奈而到应许之地 (出

25∶21;申 10:5;撤上⒋11,7:2j撤 下7:6叼 )° 现在 ,固

定的圣所既然建成宁 ,是所罗门把药柜永久放置在圣菥

内的时候了 °

⒍20 内部都贴上精金 :埃及 、巴比伦和亚述王都喜欢



圣殿陈设

从最近的考古发现可窥见所罗门圣殷的辉煌装饰 ,

使人对王上6-9章的内容有更通透的了解°
乡旬柜

有超膀的基路伯遮

掩着圣洁之处的设

计 ·从埃及与腓尼

基人的艺术品中可

得到佐证 °

可移 动 的铜 盆

塞浦路斯出土的古文物

中 ,有 跟圣殿院子所用

的活动铜盆极相似的 。

这图像就是结合经文与

考古实物而绘画的 。

灯 台

圣及里中有十个灯台 9在内殿左右各五

个 (王上7:49)· 又做十张桌子 (代下

4:8)。 以色列多处地方都发现这种七折

灯 ,包括夏琐和多坍 。图中的灯座就是

以米吉多出土的铜灯座为模型而绘画的 。

陈设 饼 桌

米吉多出土的石头香坛 ,四 边

有四角 °让人清楚知道圣△t中

金香坛的形状 。陈设饼的桌子

也是黄金造的 。

撑手和边缘的上面刻有基路伯 、狮子和棕树 ,

又在各箜处 ,周围刻上花纹 °"他这样做了十个

盆座 9铸法 、尺寸和样式都是相同的 °3°

他又

做了十个铜盆 ,每个铜盆能盛杰八百公升 ;每

个铜盆的直径都是一公尺人公寸 。在十个盆座

上 ,每个都安放一个铜盆 °Ⅱ他把五个盆座放在

殿的南边 ,五个放在殿的北边 ,又把炯海放在

殿的南边 ,就是靠东南角的地方 °

户 兰所做器皿 的总表 (代下⒋11七:1)

呷户兰又做亍盆子 “铲字和碗 。这样 ,户 兰为

所罗门王完成了在耶和华的殿里所要作的一切

工程 °"所儆的就是两根柱子和在柱子顶上碗形

的柱顶 ;         形柱顶的网子 ;

似
在两块          莓琰网子上有两

行石榴 9遮盖在柱子上头两个碗形钠杜浈 ;佃+
个盆座和盆座上的十个佩盆 ;们一个锕海和锕海

下 的 十 二 头 佩 牛 ;佰锅
、

铲 子 和 盘 子
。

以 上 这
工

切器皿都是户兰为 FJf罗 门在耶相华咐 殿里用磨

亮的铜做成的°猸是王在约旦平原 ,在堕型与旦

拉之间用泥模俦造的 °"这 一切器皿所罗门缶

没有称算过 ;由 于数量太多 ,铜 的重量
;也

无法

估计 °    ^
们
所罗门又做 了耶 和华殿里菡:=切 器真 ,t

是全坛和放陈设饼的桌子 ,l矽 内殿前面的精

7s8 十个铜盆 :这些铜盆可放进十个活动的盆座上 (见

Σ7节注〉°               i
⒎40 铲子和碗 :祭司用铲子清除坛上羽香灰 ,又在洒血

和水的仪式中用碗作器皿 (出273:耶52:18)。

7"6 疏割 :在约旦河以东 9雅博河以北 (创 33△ 7;书

有几里 °

7"8 金坛和放陈设饼的桌子 :6:22所说的同一个坛·

陈设饼或称圣饼 (撤上21彳 、6),放 在金桌上献祭

神 (出 25∶ 23~30:民 ⒋7;利 2⒋ 5~9;代 下 13Ⅱ 1:





≡国分梨

主前0sO-5“

所罗门王国分裂 ,是有其

地理和政治因素的。其根

滤可追溯至早期支派之间

的争竟。以色列比犹大更

接近腓尼基城市和主要贸

易路线 。犹大的心脏地区

则在高原式山脉上 9地势

较周围的撤玛利亚为高。

约i亩啻930     、

原本的边界   `

在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和 乌 西 雅 统 治 下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的 边 界

红海 东部

海湾

加F斯巴号亚 冫'''^''

亚 朔攴河
′̄ ^′ `=、

`

摩押
吉 珥 哈 列 设

摩押主米沙的角色 ,初是附庸后

是逆犯 9圣经及米沙石碑都清楚

记载 。        j

来吉多
耶 斯 列

耶 尔穆 克汀
。

基 列 的 拉 末

·底 本

主嵛9世纪大部芬时期Ⅱ大茑壬章
王国与以色列在亚兰展开多场战

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Ⅰ采舟
|∶

有名的围攻战术 ,对 以色列造成 :
巨大破坏。主前732,北方王国附

;庸
于亚述。      -  w  ’

主前722/饣 21· 辙玛利亚被长期

围攻后 ⋯终于陷落摧毁 ￠余民放

逐到偏远的亚述帝国 ·而新移民

就入住撤玛利亚°       ∶

便雅悯支派的边界问题 ,是犹大

和以色列早期历史争议之地 。经

过亚撤和巴沙的争战后 9边界定

在便雅悯支派境内伯特利以南的 
Ⅱ

地方。|         ;

犟

v

亚 拉 得

别 是 巴

犹 大

伯±∶

波 拉 斯 · `
灬丶·.

氵汀丶
`
忄

箩嘹

淤
主前9sO=722年间 ·两个王国的版图时有扩张或收缩 °犹大多少也

受到地理位置                    效率军
.

队 9抵挡外敌                     色列王

亚哈以⒉000辆

∶    犹大的富强时断时续 ,很大部分视年能否睦痢在次灰与红海的贸易

以拉他  路线 。沙漠中有边境堡垒守卫着连接以东的道路 。犹大的 Γ前闸」

通过拉吉 ,再上希伯仑和耶路撒冷 。̀
首 都多次受围攻 9主耍是主前

扌

···̈ Ⅱ···Ⅱ∶

鲞貔 瞥于墅昌冒v掣套、叩F烈
攻击 ,后来尼布甲

[

}     南国凸显出对大卫王朝的忠心 ,有助维持稳定 。相反地 ,北国便没

有那样稳定了°



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统泊者
资料与日期顺序排列

l    I± 12∶ 1~24

王上 14:21~31

罗波安

(犹大 )

I7年 930-ˉ 913

930-ˉ 9092

3

彐巨」二12:25~14:20

王上 15:1~8

耶罗波安一世

(以色列 )

亚比央

(犹大 )

22∠F

耶罗波安

18年

耶罗波安

20年

3年 913-ˉ 910

4 王⊥二15:9~24 亚撒

(犹大 )

5  王上 15⒓5-31  拿答

(以色列 )

6  王上 15:” ~1⒍7 巴沙

41年

与暗利同期

910-ˉ 869

909-ˉ 908

908-ˉ 886

886-ˉ 885

885

885-880

(以色列 )

亚撒2年

亚撒3年

亚撒26年

亚撒27年

2年

⒛年

2年7  王上 16∶8~14  以拉

(以色列 )

(以色列 )

9  王上 162卜22  提比尼

(以色列 )

暗利

(以色列 )

亚哈

(以色列 )

约沙法

(犹大 )

7日

亚撒”年

亚撒31年

亚撒38年

亚哈4年

被人民封为王

与提比尼同期

正式统治 =11年

独自统治

正式统治 =21年

与亚撒一同摄政

885

885-ˉ 880

885-874

880-ˉ 874

12年

22∠阝11    lˉ 上 16:29~22∶ 40

12   王上 22:41~50

874-ˉ 853

872-869

872-ˉ 848

869-ˉ 853

853-ˉ 848

正式统治

乃年  独自统治

约兰为摄政王

13   王上 22∶ 51~

王下⒈18

14 王下⒈17

王 下 3:1~8∶ 15

15    l~T8:16~24

亚哈谢

(以色列 )

约兰

(以色列 )

约兰

(犹大 )

约沙法 17年

约兰2年

约沙法 18年

约兰5年

约兰12年

约兰11年

正式统治 =1年

正式统治〓11年

与约沙法同作王

独自统治

正式统治 =7年

853-ˉ 852

852

852-ˉ 841

853-ˉ 848

848-841

848-ˉ 841

2年

12年

8年

16 王下8⒓ 5砭 9

王下9:29

17 王下9:30~10:36

亚哈谢

(犹大 )

耶户

(以色列 )

1年  未登基

登基

28年

841

841

841-ˉ 814



列王绍上

18

19

20

亚他利雅

(犹大 )

7年

21

22

23

24   王 下15"~7

犭  王下 15∶ 8~12

26 王下15:13~15

27 王下 15∶ 16-92

王下 15∶⒛~26

王下 15:27-31

王下 15:32-38

王下 15∶ 30

王下 16章

约阿施

(犹大 )

约哈斯

(以色列 )

约冂施

(以色列 )

亚玛谢

(犹大 )

耶罗波安二世

(以色列 )

亚撒利雅

(犹大 )

撒迦利雅

(以色列 )

沙龙

(以色列 )

米拿玑

(以色列 )

耶户7年

约阿施⒛年

约阿施37年

约阿施2年

亚玛谢 15年

耶罗波安27年

亚撒利雅38年

亚撤利雅39年

亚儆利雅39年

亚撤利雅50年

亚撤利雅9年

40年

17年

16年

29∠F

41年

841ˉ 8̄35

835-796

814-798

798-ˉ 782

796-ˉ 767

792-ˉ 767

9年

6个月

1个 月

10年

与亚撤利雅同期

与约阿施一同摄政

完全统治

独自统治

与亚玛谢同期

完全统治

独自统治

793ˉ 7̄82

793-753

782-ˉ 753

792ˉ 7̄67

792-ˉ 740

767-ˉ 750

753

752

在撒玛利亚统治 752-742

比加辖

(以色列 )

比加

(以色列 )

742-ˉ 740

752-540

752-ˉ 732

740-732

750-ˉ 740

750ˉ 7̄35

750-732

735-ˉ 715

735

732--715

约坦

(犹大 )

亚哈斯

(犹大 )

比加2年

比加17年

在基列 ;

完全统治

独自统治

年期重叠

与亚撒利雅一同摄政

正式统治

管治到第⒛年

完全统治

由约坦⒛年起

2年

zO年

16年

16年

32 王下 15:30

王下 17章

33

4
 
 

〓
5

王
ˉ
F18Ⅱ ~20:21

何细亚

(以色列 ) 亚哈斯 12年 9年

何细亚3年 29年

约坦20年 732

732-ˉ 722

715-ˉ 686

与亚哈斯一同摄政  ”9-715

与希西家一同摄政  6叨 -6“

完全统治      ⒆7-642

642-ˉ 640

王 下 21∶ 1~18

王下 21∶ 19~26

希西家

(犹大 )

玛拿西

(犹大 )

亚扪

(犹大 )

婢
〓年

〓



玛 ,不准人进出到犹大王亚撒那里 °1卩

于是亚

橄把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 ,

都交在他臣仆的手中 |亚撒王差派他们到大马

士革的亚兰置 ,希 旬的孙子 ●他伯利们的儿子

便 :哈达那里去 扌说 卩:f你父与我父之间曾经

立过约 9我也要与你立约 °现在我把金银送给

你作礼物 ,请你去废除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 的

约 9好使他离开我 °”⒛
便 ·哈达听从亚撤王的

弘舻罡礓f   崖盟
全境和拿弗他利全地 °"巴沙听见了 ,就停止修

1598所剩下的佥银 :见廴5节注 °Γ
全银作礼物J(19

节)是要刹诱亚兰江便哈达中断与巴沙的和约 °这样就

对以色列构成压力 "因 为亚兰是举足轻重的邻邦 P在区

内可运用相当大的势力 °耶和华殿⋯∷剩下的全银 :亚

擞把耶和华的财宝来交换协议 9侵犯了圣殿的圣洁 。这

个行动违反了圣殿及其所有附属物的神圣 P    ∶
Is△9 我也要与你立约l:如果犹大和大马士革订约 ,大马

士革就可在犹大被以色列袭击时相救 ,迫以色列退兵¨

I⒌20 便 ·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亚兰王违反与:巴 沙的

和约 Ⅰ就可以从犹木获得大笔财宝 9又可从以色列获得

土地 。基尼烈全境和拿弗他利全地 :征服基尼烈湖北面

和西面的这些城市地区l￠是战咯性的胜秕 。因为控制这

大揭地区及经过英间的贸易路线后 :便哈达就可以直接

通往地中海沿岸热腓尼基城市°     }

‘
';∶      .

众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他们就把巴沙修筑拉

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 :亚撒王用那些材料

来修筑便雅悯的迦巴和米斯巴Ⅱ∷ {∶

'氵

:辶 ⒒
2s亚

撒其佘的
=切

事迹 P他的英勇事迹

`他

所

行的ˉ切和他所建逍的众城 P不是都写在犹大

列王的年代志上吗 ?可是他年老的时候:`-脚 上

却忠了病 ?"亚撒与他的歹刂祖同睡 9与仙的列袒

一同埋葬在他祖大卫啁城里Ⅱ仙 的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作王 °              ·

∶                广 ∷      0      '∶冖l

拿 答 作 以色 列 王         ¨
Ⅱ
犹大Iaz撒第二年 9耶椤波安的儿子拿答登

基作以色列王 ;他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妫拿答行

15:21 得撒 :见1⒋ 17有关 Γ得撤」的注 °

1⒌ 22 没有-个人例外 :亚撤征召劳工建造这些王程
(见⒌13、 15,⒐ 15~22注 )i。 便雅悯的迦巴 :此地在拉

玛以东 ·而米斯巴则在拉玛西北 。修筑这些地方后 1亚

撤就可阻吓以色列 9使之不再侵略犹大 (参代下l⒋ 5)°

1⒌2s 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 :见 11:41注 。脚上却寝了

病 :见代下1⒍ 12ρ    饣:     ∷

1⒌24 约沙法 :有关他的统治 ,见”彳1~50。

Is:25~22"0 在以色剔 (主前909t8ss)° 作者现在把

所要记述的内容转回到北国方面 b见 「导论 :写作目的

与特色 J`这系列的君王包括拿答 《15⒓ 5~” ),巴 i沙

(15∶ 33~16:7)、 以拉 (l⒍ 8~14)、 心利 (l⒍ 15≈20) 、

暗利 (“⒓卜⒙ )及亚哈 (1⒗⒓9|叼 :00)∴ ∴

I5⒓5-s2 以色列王扌筲 (主前909-j,08)o25砭 6节总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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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灿∴∵≡ 
 啭〓∷咖〓〓⑽≡岬亚哈王°〓〓 咖咖

以利亚和 i以利沙的生平

杀死 °m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千人 ,他们全 里去 9把 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 ⒍’°以利沙

是未曾向巴力屈过膝的:,也采普与巴力亲过嘴 就撇下那些牛 9跑在以莉亚的后面 ,说 :“请

的°”                   你允许我与父母亲吻别 ,然后我就跟随你 °”

以利亚呼 召 以利沙 以利亚对他说 :“你 回去吧 !我 向你作 了什么
”
于是以+lJ亚离开那里去了 °他遇见沙法的  呢々”m以

利沙就离卉伧回去了 °他牵了工对牛

儿子以利沙

=俘

耕田 °在华市前有+干对牛 , 来宰了 9用套牛的器具把牛煮熟 ,就 分给众

他自己正在母着第十
=Xbi牛

°以利亚走过他那  人 9他们都吃了 °然后以利沙就起来 ,跟 随

I9:18 但我在以色,ll人中留下七干人 :这是一个整数 ,象  业 9表示要全力承担新的职事 °郫稣呼召门徒时也要他

征完整但不一定是数量大的数字 °也未曾与巴力亲过嘴的 :  们全心承担 (可 ⒈16砭 0’ ⒉14〉 ,同样 9耶稣对跟从砒

即是亲吻莒力像 (参何132)° 见 t比利时宣言刀y=    的人也有相同的耍求 (可⒏34-38)° 服侍 :以利沙开

1⒐ n9 把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 :以利亚借用这个  始时不是与以利亚同等的 ,只是作他的随从或助手 °摩

象征式的举动 〈参Ⅱ:jσ)9把职权传给以利沙 °     西也有助手 ·他是约书亚 。摩西把他训练成接班人 (出

I⒐20 我向你作了什么呢 ?以利亚指示以利沙回家办完  i4∶ 13,j3△ i)° 柑兴起新领袖甚軎旧领抽的另工

^例事后要田来 ,因为以利沙被呼召作先知是很重娈的事 °   子 ,就 是所罗门接替大卫的王位 (撤下Ⅱ12~lj;代上

I⒐21 他牵
ˉ
r一对牛来单了∵以利沙莞全结束他曲丨自 ”∶6L19,2:∶ 5~Ξ 1)ˉ 。   ‘  ·       ∶

5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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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他就病了 ;于是他差派使者 ,对他们说 :

“
你们茜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 ·西卜,拂这个

病到底能否复原 ?”
3但

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

人以利亚说 :“你动身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

使者 9对他们说 : r你们去求问以革伦的神旦

力 ·西 卜9是 因为以色列中没有 神吗 ?4因

此 ,耶和华这样说 :你必不熊从你躺上去的那

张床△下来 ,因
户 你必定死 卩

’”
于是以利亚

去了 °

5众
使者回到亚哈谢那里 ;他对他们说 : “你

们为什佟回来呢 ?”
6他

们对王说 : “有一个人

上来迎着我们 9又对我们说 : ‘去吧 ,回 到那

差派你们的耳那黑
’对他说 :耶和华这芒u:

你派人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 ·西 卜:是 因为

以色列中没有 神吗 ?因此 9你必不能从你躺

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9因 为你必定死 °’”7王

对他们说 :“ 那上来迎着你们 ,又对你们说这

番话的是个怎样的人 ?”
:他

们对王说 : “那人

穿着毛皮衣 ,腰间柬△皮带 ?” 王说 : “这人

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 Ⅱ     ‘

9于
是王差派

=个
五十

(夫
长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到以利亚那里 ;那位五十夫长就上到以利亚那

里去 °他看见以利亚正坐.在 屮(珥上 9就对以利

亚说 : “神人哪 !王吩咐你下菸
◇” 1°

以利亚

回答五十夫长说 :“如果我是神人 ,愿火丛天

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舀手下胥灭 :” 于是有

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

下 °11王
再次派一个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名手

下到以利亚那里去 °
那王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

“
神人哪 !王这样吩咐 : ‘你赶快下来 °’

∵
I2以

利亚甲答lL们 说 : “如果我是神

^:i辱

火

从天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名手下吞灭 °”
于

是 神的火从天降下 ,吞 灭了五十夫长和他的

五十名手下 °I3王
又派出第三名五十夫长和鸺的

五十名手下 ;那五十夫长来到 9就 双膝跪在丛

利亚面前 9恳求他 ,对他说 :“神人哪 !愿我

的性命和这五十个仆八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

贵 °1犭

看哪 !曾 经有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先前两

个五十夫长和他们各五十名手下 ;现在 9愿我

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 °”ls耶
和华的使者

对以利亚说 :“你和他下去吧 ,不要怕他 °”

于是 以利亚起来 9和 他下山到王那里去了 。

1“ 以利亚对亚哈谢说 :“ 耶和华甚样说 : ‘你

差派使者去求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是 因

为以色列中没有  神可 以求问吗 ?因 此 ,你必

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 为你必定

死 。’”
              ∫

n1-I7a 亚哈渊受先坷斥责 °亚唯谢因拜偶像被严惩 。

Ⅱ9 亚          亚哈谢受了伤 ,他转向

求问巴力

1:2 巴力 西 卜:意即苍蝇之神 。但真名应是巴力西 卜

尔 ,意思是 Γ主是王子J,以色列人故意替它改名讽刺 。

13~8 以利亚介入 °有L位天使叫以利亚阻止亚哈谢的

使者去 9并斥责亚哈谢 ·

1:3 提斯 1匕人以利亚 :见王上17△ 。撒玛利亚王 1见王

上21△注 °      ′

I:8 穿着毛皮衣 ,腰 间束上皮带 :希伯来文的毛皮衣 9

也可译作 「多毛发的人」°
啐利亚的外衣可能是羊舆或

凳驼毛造的 (⒉ 8、 13;王上19:19;亚 13:4)9他 粗糙的

外袍束上皮带 °施洗约翰的外貌举止和生活方式也跟以

利亚相似 (太3彳 〉°两位先知都向人传讲审判相悔改的

信启、(太3:l~12;路 3⒓~18)°      .!
1:9~ °亚哈 人杀死以利

亚
, 暴毙 , 亚预言的 °

1:9 :对亚 9先知以利

亚的预言干预他的国事 9因 为以利亚要管束他的行为 。亚

哈谢的回应反映出典型的迦南人认为帝王的杈力不受驾驭

的观念 °见申17:14庞 0;撤△⒏l1~17|王上21⒓ 的注 。

⒈10 如果我是神人 :大权在握的国家元首和庶 民工

样 ,都得服从圣约 (申 1⒎ 18~20;撒 上 12△ 4~15;王上

2△ -zI)。



亚述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军事行动

主前8世纪 9亚述对以色列的侵喑 ,是整个以色列历

史的最大创伤 °

亚述人的残醅战争方式 ,有赖于庞大军队和一支高

效率的工程师军团 ,他们撞得怎样使用世上首批攻

城掠地的优越武器 。

但最要命的是亚述采用心理威吓战术 ,例如残酤地

把尸体钉在木椿上 、把头颅堆积成山 、把俘虏活活

剥皮 °

亚述人对以色列和犹大的血腥包围战 ∴造成了极深

的恐惧 。先知们大声疾呼斥责这种恐怖行为 9同 时

劝告百姓仰望神在历史中的手 ,坦诚反省眼前这种

水深火热境况的属灵因素 °

衷
菸
汴
焙
吲

/ ·大 马 士 革

\
t 卜

芑
冫

°
岷

1.提革 拉 毗 列 色三 世 的 军事行 动
(±前738-ˉ 732〉

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 (主

是一个强悍的君王 9先 向

物 ,又在比加统治期吞丿

士 、加利利 、基列和亚兰,

前738-732)°

北方诸族被亚述大开杀戒历

中部的以色列和首都撤玛

无缺 。

这时期的以色列是个小

内部出现亲亚述和反亚划

系 ·又时有连环谋杀案彡

生 ,充满虚伪 、自大和恐侈

± 亩亍738m一
军 事 行 动

i莒啻734自白 Ⅱ̈  ̈  ¨̄1·

军 事 行 动

± 亩啻733自旬 -ˉ
ˉ̄ ˉ̄ j̄·

军 事 行 动

主 前 732 ~~^卜
占g大马士率

瞿

 
艹

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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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 拿 基 立 对 犹 大 发 动 军事行 动 (主前,o】 )

希西家十四年 ,亚述人终于进攻犹大 °西拿基立指希西

家 Γ自大骄傲J,指他参与了非利士和埃及反叛亚述的

图谋 。

亚述军在伊利提基平原打了-场胜仗 ;埃及和古实

的战车逃走 。拉吉被攻占 。西拿基立在史书中说 :

Γ至于犹大人希西家 ,他不肯降服 °我包围他46个

顽强据守的城镇 、筑有护墙的堡垒和周围无数的

小村 9在靠近城墙以泥坡道及攻城槌 ,配合步兵

挖地道和坑道攻陷之 。我驱逐200,150人 ,男女

老幼都有 ;又夺走无数马匹、驴骡、驼骆和    冫

大小牛只 ,当作战利品 °我把他囚在耶路撤

冷的王宫 ,像笼中的雀 。J     、

不过 9这位喜欢夸耀自己的亚述王

并没有记载圣经王下19:35~36;代

下3231;赛3736-37所 提及的灾难

事迹 °

∫↑里Γ㈥

熟 鸟 尔米耶 湖

岷 \兰  ′
、

2.擞缦 以 色的 军事行 动 (主前72s-″2)

以色列末代君王何绷亚与埃及串谋 ,停止向亚述

进贡 。结果招来撤缦以色的三年围攻 ·再由撤珥

根二世攻陷 ,以色列王国于主前V2-Vl灭亡 。

当时 ·据亚述史书记载 ,厂 我 (撤珥根)包 围攻

陷撤玛利亚 ,掳走27,290居 民¨¨我委托我的臣

仆管治余民 ,要他们替前朝君王进页 °
J 凇

公 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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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八民被拓

散

亚路普
(阿拉伯 冫

公 里  o

亚述的庞大流徙政策 ,是亚述拿西帕王老谋深算的残暴

恐怖政策的相附部分 ,继任者也一直沿用 。其用意在于

防止叛变 ,但正如一切残酷措施一样 ,这种政策只能引

发悲剧和衍生仇恨 °结果加速了亚述帝国自身的瓦解 。

有证据显示 ?以色列在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主前745-
727)统 治时经历了第一次放逐 。撤珥根二世 (主前

712-705)攻陶撒玛利亚肘
·重搀故技 。后者的石碑还

自夸带走2^,2叩 大作为 Γ
胜利品J° 据王下17‘记载 ,这

些苜娃被迁徙到亚述 、哈腊 、哈博河和歌散一带 ,及远

至亚述帝国东部边境的玛代各城 (很可能就在伊克巴他

拿 ·即现代的哈马丹 )°

‘亚 拉 腊 山

比 希 斯 顿

接下来的事迹记载于撒珥根的石碑 :Γ 那些住在沙漠僻

远地方的阿拉伯人 9既不认识先见 ,又不认识官员 ,亦

未献贡给任何君王者 ,我放逐他们⋯⋯把他们徙置在撤

玛利亚 °
J

有关所谓以色列十族消失的神话便这样传开了 。如果仔

细研究亚述的文献便可以见到 ,被放逐的以色列人只占

总人口的很低百分率 9他们多是王室家族 。至于占了大

多数的农民 ,亚述故意让他们留在原地耕作 (参巴比伦

人的习惯 ;王下2⒋ ⒕ ,25∶ 12)。

吉米来
(歌蔑 冫

’

=带
冫

玛 代
亚 述

〓
厌
辁
胪

\
硎

.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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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扭对犹六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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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犹大的难民带同耶利米先知从巴比伦控制

的地区选往埃及 9他们把他带到答比匿 9

他就在那里继续先知的工作 。

答比匿

主由仞5-sB6

约西亚逝世之后 ,犹大政局变化极大 。埃及置

法老尼哥基子个人的益处而囚禁新王 ,又任命

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作王 °

`哈

马

Ⅱ干刂比 拉

ⅡE扌 il

·
基达

心
仑
∽

鼷

`

'/
''

''/
'''  /

/

/
/

/彡'/

\

— 巴̄比伦主力军呻路线

¨̈ ⋯ ·俘虏放逐 的珞线 i

·——-巴比 伦 盟 军 于 主 前 602
发动攻击的Ⅱ线

大 海



不久 ,北方出现一股强大势力。这就是迦勒底王 (即新

巴比伦)尼布甲尼撤 9他继续采用亚述人的强硬政策。

约雅敬听到尼布甲尼撒王进军就乖乖进贡 ,向 巴比伦臣

服≡年后叛变 ,触发巴比伦、亚兰、摩押及亚扪的军队

攻打 (约 主前6m)。 最后 ,尼布甲尼撒的部队控制埃

9

新巴比伦人又叫迦勒

底人 (卡 杜人 )9与
吾珥及哈兰这两个敬

拜月亮神的中心 ,有

重要的联系 °他们亦

开辟了跨越北亚拉伯

的贸易路线 9其 中提

玛这 个 地 方 特 别 重

要 ,王 国后期的拿波

尼度王定居于此 。

·度玛

及河以北的所有沿海领土 。

18岁 的约雅斤作主只有三个月 (主前597),巴 比伦主

力部队就出击 ,古 领耶路揿冷 ,将他掳往巴比伦 。另外

叉掳走l万人 。

公 里 0  100

·埃 克 巴 坦 那

匆

拉底宥

泔 钫

波 斯 波 利 斯 ·
·巾臼磅臼均R力口饣a

勿

主 前 ss6耶路 撒 冷被 毁

犹大末代王西底家也是尼布甲尼撤扶植的 9但

后来也叛变 。耶路辙冷被围攻两年半 。在饥

荒下 ·绝望的王和他的部队 ,溽夜从 Γ两墙

中间的那门J (王下25彳 )向亚拉巴逃走 9

但在耶利哥平原被抓到 。

西底家被擒后 ,被用链拉往利比拉 9

亲眼看着儿子被屠杀后 9才被弄瞎

眼晴带往巴比伦 °一年后 (主前

586)9耶 路撤冷惨遭抢掠和放

火焚烧 。无数高官被杀 ·圣殿

陈设被抢走 ,众民被流放 。



甄
达 莫

在撤玛利亚被占领 、耶路撒冷被毁坏后的这

段时期 9被掳走的以色列和犹大众民命运如

何 9所知甚少 。

亚述和巴比伦对待战败国国民的手法基本相同 9即是以

绝对的武力制造心理恐惧 ,再采用大流徙和沉重进贡的

政策 。

耶52⒓ 8-30记载三次流徙 9最大一次涉及3,咙 3个犹太人 ·

他们于主前597与约雅斤王被掳往巴比伦 °

巴比伦大军统帅尼布甲尼撤摧毁耶路撤冷后 9数以百计的

民众被带往哈马的利比拉 ,其中至少61人与西底家王的儿

子们ˉ起被处死 °

约雅斤和他的家人留在巴比伦 ,那里曾发现有他和儿子们

名字的稂食配给的收据 。

结⒈卜3及3:15记载还有其他被俘者安置于亚毕废丘和迦巴

鲁河 9两者都在尼普尔附近 ,即如拉⒉59,⒏ I5、 17:尼

7⒗ l所提到的其他乡村一样 。

在

世

泥

回

达

业吁
罚

"以下河流和地方位置不详 :

亚毕废丘   特哈萨
迦巴0   基碌

亚哈瓦运河  押但
迦西斐雅   音妾

特米拉

o

公 里

公里 0 100 z0o ooo

南国八 民被拓

t们袭击基大利 9把他杀死 ,和他一起在米斯

璺阳变大人和迦勒底人 ,也 被杀死 °“因此 ,

叉 t走 大小 9以 及众 将领都 起来逃 往埃 及

跚 力tfl惧伯迦勒底人

t挛 和茁E父 以利沙玛是约雅敬王的书

L 徊t1实 玛 刊所属的派系 9枧 基

褴Ⅰ殴q缍扭抗 巴比伦 (详情见耶
呱袖 |画 汪 少捏重建犹大王位 ,

寺】大弓势更趋恶化 (耶
灿
扛琵是重大损失 °他们

叽
专呐Ι坏 (亚⒎5,

Ⅱ伧a臭 ·逃往埃

巴 比伦王善待约雅 斤 (讶阝523I-34)
”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第三十七年 9就 是旦

比伦王以未 ·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
`十

二月

二十七日 9他恩待犹大王约雅斤Ⅱ姆鸱从狱中

(申 2⒏68) °

25:27~30约驻斤获净 °作者以盼望的调子结柬本书的

记载 9他 让读者留意到 9被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

斤 ,获得恩待从狱中释放 °

2s:27:三 十七年 :即 是主前561年 3月 °以末 ·米罗达

登基的那-年 :以未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揿的儿子和继承

人 °但学者对于他在主前562年还是561年登基有不同的

看法 (见 24△ 注 )° 恩待 :原文作
Γ使抬起头来 」 °把他

从狱中领出来 :巴 比伦的文献提到供应定量的油和大麦

给犹大王约雅斤及五个儿子的事 °以未米罗达可能是为

庆诅受基而施恩 。



南国八 民被拓

达 真

在撤玛利亚被占领 、耶路儆冷被毁坏后的这

段时期 ,被掳走的以色列和犹大众民命运如

何 9所知甚少 。

亚述和巴比伦对待战败国国民的手法基本相同 9即是以

绝对的武力制造心理恐惧 9再采用大流徙和沉重进贡的

政策 °

耶52⒓ 8-30记载三次流徙 ,最大一次涉及3,m3个 犹太人 ,

他们于主前597与约雅斤王被掳往巴比伦 。

巴比伦大军统帅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撤冷后 ,数以百计的

民众被带往哈马的利比拉 ·其中至少61人与西底家王的儿

子们一起被处死 °

约雅斤和他的家人留在巴比伦 ,那里曾发现有他和儿子们

名字的稂食配给的收据 。

结⒈卜3及 3:】 5记载还有其他被俘者安置于亚毕废丘和迦巴

鲁河 ,两者都在尼普尔附近 ,即如拉259· ⒏I5`17;尼

7⒗ 1所提到的其他乡村一样 。

吁 早冕昱窝昊臭艾孱窨

弘
在尼普尔曾发现主前5

世纪的穆拉舒文献的

泥版 ,记录了以斯拉

尼普尔   业买卖的情况 。

\
以 力

以下 河 流 和 地 方 位 置 不详 :

亚 毕 废 丘   特 哈 萨

迦 巴 0   基 碌

亚 哈 瓦 运 河  押 但

迦 西 斐 雅   音 童

特 米 拉
举
淇
蕊

o

公 里

他们袭击基大利 9把他杀死 ,和他一起在米斯

巴的犹大人和迦勒底人 9也被杀死 °“
因此 ,

众民无论大小 ,以 及众将领都起来逃往埃及

去 9因 为他们惧怕迦勒底人 °

巴比伦 王善待约雅 斤 (耳阝52Ⅱ-s4)
”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第三十七年 9就是旦

比伦王以未 ·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 ,十二月

二十七日 ,他恩待犹大王约雅斤Ⅱ翅他从狱中

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的祖父以利沙玛是约雅敬王的书

记 (耶 3⒍ 12· 4⒈ 1)。 以实玛利所属 的派系 9视 基

大利为通敌分子 ,并主张继续抵抗 巴比伦 (详 情见耶

40:13~4⒈ 18)° 以实玛利可能梦想重建犹 大王位 ,

自立为王 °把他杀死 :此举令犹大局势更趋恶化 (耶

44:卜 14)° 被掳的人认为基大利之死是重大损失 。他们

为他禁食致哀 ,又悼念犹大和耶路撤冷的破坏 (亚⒎5,

8"9〉 °

石:26逃往埃及去 :剩下来的人担心巴比伦报复 `逃往埃

及 °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老是反巴比伦的 (见 z∶ 20b注 )°

讽刺的是 ·为谋取权力而杀人的凶手 ,不智地成就圣约

上的咒诅 :就是返 回埃及 ,一 个被捆绑和作奴隶之地

(申 2⒏68) 。

25⒓7-sO约 Ⅱ斤获Hj° 作者以盼望的调子结束本书的

记载 9他让读者留意到 9被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

斤 ,获得恩待从狱中释放 。

25:27:三 十七年 :即 是主前561年 3月 °以未 ·米罗达

登基的那-年 :以未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撤的儿子和继承

人 °但学者对于他在主前562年还是561年登基有不同的

看法 (见 2⒋ 1注 〉°恩待 :原文作 厂使抬起头来 J° 把他

从狱中领出来 :巴 比伦的文献提到供应定量的油和大麦

给犹大王约雅斤及五个儿子的事 °以未米罗达可能是为

庆祝登基而施恩 °



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主 旨

年份

重 点

不详

指示王国被掳后的重建 ,特别强调以色列

的合一 、君王 、圣殿及即时的祸福 °

约主前520至400年

记 、路得记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和撒迦利亚书

的部分经文 ° (2)他 亦引用几项未知的王室资

料 ,例 如 Γ大卫王的年录 」 (2⒎ 24)、 Γ列王

记 」 (代下2⒋ 27)、 Γ以色列诸王记 」 (⒐ 1;

代下20:34)、 Γ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 」 (代下

l⒍ 11,2⒌ 2692⒏26,3⒉32),及 Γ以色列和犹

大列王记 」 (代下27:7,35:27936∶ 8)° (3)他

详尽地引用一些先知材料 :撒母耳 (29:29)、 拿

单 (代 下⒐29)、 迦得 (29:29)、 亚希雅 (代 下

9:29)、 易多 (代下⒐29,12△ 5,13∶22)、 示玛

雅 (代下12:15)、 以赛亚 (代下26:” )9及不知

名的 Γ先见」 (代下33△ 9)的著作 。 (4)许多段

经文的风格和内容亦显示作者采用了其他没指明

的资料 。

军 作 日期 阜 地 点
历代志下最后几节经文 (代 下36:21~23)

显示 ,作者是在被掳往 巴比伦后获释 (约 主前

538)9才编写此书的 。本书内容没有受主前四至

-世纪的那种希腊文化影响 ,可 见他是在亚历山

大时代 (约主前331)之前编写的 °不过 ,确实的

成书日期仍有不同的说法 °

有些解经学者认为 9历代志作者早在所罗巴

伯重建圣殿时 (约 主前520-515)就 撰写本书 °

这一点最少有三个证据支持 :(1)作 者一再把

圣殿及事奉人员与大卫的王族家谱紧紧联系起来

(见 Γ写作目的与特色 J)° 这样的重点描写 ,

显见写作时期是接近所罗巴伯的年代 ,当 时王室

与祭司的配搭关系仍然很密切 (例 :亚⒋1~14)°

(2)作 者很注重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细节 (见

⒍I~53注 )° 这一点也显示本书是在建立新圣殿时

编写的 °(3)作 者没有提所罗门因与异族通婚而

堕落的事 (王上I1△ ~40)9与尼希米公开指责所

罗门的失败 (尼 13:26)有着强烈对比 °这一点正

表示 9历代志作者可能是在异族通婚成为田归后

社会严重问题之前编写本书的 °

大多数学者同意 ,作 者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

事奉期间或过后写本书的 ,即是主前五世纪后期

或四世纪早期 °支持这一点的主要证据 ,是 在

⒊17~24的王族家谱 °有些学者相信 ,此族谱伸展

●神的子民若要得到神赐福 ,须以大卫和所

罗门的联合王国作模范 °

●以色列每一代的命运 9取决于是否遵从神

对君王 、圣殿及子民合一的旨意 °

●神的子民的后代必须从以色列历史中学

习 ,神期待他们有怎样的忠诚表现 9而且

融是看重这项素质的 °

作 者
犹太传统认为以斯拉是历代志 (上 下两卷合

成 )、 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的主要作者 °最少有

两种看法认为他是历代志作者 :(1)本书是写于

以色列人被掳后 ,以斯拉事奉的期间 (见 Γ写作
′
\\谩

詈 帚营罩雪吉奎在蔓￡f雩母

譬爵爵孝蝥量蓊

rJ也 有其他看法质疑这种传统的作者论 :

λ   应把历代志的写作 日期规限于以斯拉在

这,    吼 Γ写作 日期与地点 」)° (2)历

廴∴
幻
端 雾查母乱鬣罨磊寞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不详

指示王国被掳后的重建 9特别强调以色列

的合一 、君王 、圣殿及即时的祸福 °

约主前520至400年年份

重点
●神的子民若要得到神赐福 ,须以大卫和所

罗门的联合王国作模范 °

●以色列每一代的命运 ,取决于是否遵从神

对君王 、圣殿及子民合-的 旨意 °

●神的子民的后代必须从以色列历史中学

习 9神 期待他们有怎样的忠诚表现 ,而且

勐是看重这项素质的 °

作 者
犹太传统认为以斯拉是历代志 (上下两卷合

成 )、 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的主要作者 °最少有

两种看法认为他是历代志作者 :(1)本书是写于

以色列人被掳后 ,以斯拉事奉的期间 (见 Γ写作

日期与地点 」)° (2)历 代志中很多经文郡是关

乎一殿祭司所关注的事 ,而这正是以斯拉事工的

基础 (见 Γ写作目的与特色」)°

但也有其他看法质疑这种传统 的作者论 :

(l)不 应把历代志的写作 日期规限于以斯拉在

世的 日子 (见 「写作 日期与地点 」)° (2)历

代志重点所在的王权问题 (见 Γ写作 目的与特

色 」)9不见于以斯拉的教导 °(3)以斯拉所关

注的与外族通婚引致叛教的问题 ,在 历代志中不

是重要的主题 (见代下⒈1~9:31注 )°

传统的观点仍是一个假设 °以斯拉的事工无

疑与历代志的教导内容一致 °他可能还在本书的

编辑工作上有某些方面的贡献 °但从历史和经文

本身来看 9还没有证据可以断定他是历代志的作

者 。因此 9大 多数现代解经学者只把作者称为
Γ历代志作者 」 °

历代志作者根据许多文字材料来完成他的工

作 。 (1)他 取材 自多篇圣经经文 ,大部分源 自

撒母耳记及列王纪 ,另 外有源自摩西五经 、士师

记 、路得记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和撒迦利亚书

的部分经文 ° (2)他 亦引用几项未知的王室资

料 ·例如 「大卫置的年录」 (2⒎ 24)、 Γ列王

记」 (代 下2⒋27)、 Γ以色列诸王记 J (⒐ 1;

代下20∶ 34)、 Γ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 (代下

1⒍ 11,2⒌ 26928:26,3⒉ 32)9及 Γ以色列和犹

大列王记J(代下27:7935:27936:8)° (3)他

详尽地引用一些先知材料 :撒母耳 (2⒐ 29)、 拿

单 (代下⒐29)、 迦得 (2⒐ 29)、 亚希雅 (代 下

⒐29)、 易多 (代 下9:29,12Ⅱ 5913:22)、 示玛

雅 (代下12:15)、 以赛亚 (代下26:” ),及不知

名的 Γ先见」 (代下33∶ 19)的著作 °(4)许多段

经文的风格和内容亦显示作者采用了其他没指明

的资料 °

军作 日期 喜 地 点
历代志下最后几节经文 (代 下3⒍ 21~23)

显示 ,作 者是在被掳往 巴比伦后获释 (约 主前

538)9才编写此书的 °本书内容没有受主前四至

一世纪的那种希腊文化影响 ,可 见他是在亚历山

大时代 (约 主前331)之前编写的 °不过 ,确实的

成书日期仍有不同的说法 °

有些解经学者认为 ,历代志作者早在所罗巴

伯重建圣殿时 (约 主前520-515)就 撰写本书 °

这一点最少有三个证据支持 :(1)作 者一再把

圣殿及事奉人员与大卫的王族家谱紧紧联系起来

(见 Γ写作 目的与特色 」)° 这样的重点描写 9

显见写作时期是接近所罗巴伯的年代 ,当 时王室

与祭司的配搭关系仍然很密切 (例 :亚⒋1~14)°

(2)作 者很注重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细节 (见

⒍1~53注 )。 这一点也显示本书是在建立新圣殿时

编写的 ° (3)作者没有提所罗门因与异族通婚而

堕落的事 (王上 11△ ~40)9与 尼希米公开指责所

罗门的失败 (尼 13∶ 26)有着强烈对比 °这-点正

表示 ,历 代志作者可能是在异族通婚成为回归后

社会严重问题之前编写本书的 °

大多数学者同意 9作 者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

事奉期间或过后写本书的 ,即 是主前五世纪后期

或四世纪早期 °支持这 一点 的主要证据 9是 在

⒊17~叫的王族家谱 °有些学者相信 9此族谱伸展



至所罗巴伯之后五代 ,不过可参考3⒓ 1的注释 。

历代志成书的确实日期无法确定 °最好还是

接受较广的可能性 :由 接近所罗巴伯时期 ’到以

斯拉及尼希米事奉的日子后不久的时期 (约主前

515-400)° 本书的主题很吻合这段时期 p

作者是为了历史和神学的原因写成本书

的 °他大量采用历史文献 (见 Γ作者 j)9详
列数目和年份 (例 :⒌ 18;代下 14△ 、9。 16△ 、

12~13)¨显示他意图给读者-个无误的历史记

录 °但他不仅提供历史的资料 ,还 耍传递二个切

合时代的神学信息 。比较一下历代志的历史和撒

母耳记及列王纪的历史 9就可以看出他描述以色

列历史的模式 ,是为了回应回归后社会的需要 °

他写作的目的 ,是 鼓励和引导被掳巴比伦后归

来 、渴求全面复国的读者 。

回归的人面对很多困难 °复国没有实现许多

人所期待的大革新 9他们反而要面对令人泄气的

经济因境 ,内 忧外患 °这些因阻引发许多问题 :

谁能合法地宣称自己能承受神给子民的应许 ?我

们要支持怎样的政治和宗教组织 ?我们应盼望一

位从大卫家系而出的新王吗 ?我们这时代的圣殿

有何重要性 ?我们如何在失而复得的国度 ,找 到

安全繁荣的福气 ?历 代志作者在他的历史书中
——回应这些问题 °

写 作 目的 阜 特 色
历代志原本没有书名 °它的传统希伯来名字

可译作 F年
代志}」 °这个叫法常见于列王纪 ,

而列王纪通 常 会 加上 其他 限定 语 (例 :王 上

I4:29)° 这个叫法也见于其他书卷 9但没有加

上限定语 (尼 12:23;斯⒉23,⒍ 1)。 《七十士

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的某些经文称历代志

为 Γ遗漏了的事件 J,即是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的

补遗 °耶柔米称此书为 Γ完整的神圣历史年代

志 」 ,后 来马丁路德也跟从他的叫法 °我们现在

的名称也是从这传统叫法演变出来的 °

作者的神学信息是多方面的 9但 其中三个观

点极为重要 :

1.神的子民 :作 者笔下的历史 ,确 定 了子

民应列在神的约所应许的后裔中 °这个主题的重

要性 9从他经常用 Γ全体 以色列人 J一 词可见

(见 nⅡ ;代下 10△ ,29:24注 )。 作者对神的子

民的观念既窄又广 °
一方面他视那些被掳之后获

泽的人为神的子民 °回归故土的犹大 、便雅悯 、

以法莲和玛拿西支派的代表 9都是神的选民 (见

93注 )b因 此 9他们在重建以色列王国的工作

上扮演重要角色 °但另一方面 ,作 者又把所有以

色列支派都列为神的子民 (见⒉3~⒐ la注 )° 只

要有些支派仍流离在外 ,与 大卫家系的君王和耶

路撒冷圣殿隔绝 ,以 色列的重建 尚未完成 °所

以 9历代 志作者极力要把南北支派列入家谱 内

(⒉ 3矽:1a)9以展示出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

联合王国的理想 9伸延至所有支派 (见 11△ 注 );
他还描绘希西家时代南北王国统一的景象 (见 代

下29∶ r~36⒓3注 )° 回归的人是神子民中的余民 °

如希西家所说 :「 如果你们是归向耶和华 ,你 们

的亲族和儿女就必在俘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

可以返回这地 ;因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有恩惠有

怜悯 °」 (代下30:9)

2.君王与圣肥 :从作者的观点来看 ,神 环绕

两项重要的制度把础的子民聚集起来 :大 卫家系

的王位和耶路撒冷圣殿 °这些政治和宗教架构 9

对以色列人的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在他

所列的族谙中 ,特别注重大卫的家系 (⒉ 10~17,

⒊1~24)及祭司与利未人的组织 (⒍ 1~81)° 他强

调神拣选了大卫家族作为国家的永久统治者 (代

上17章 :代下13:5ˉ 21∶ 7,23七 3)° 建立大卫的王

位正好彰显神对以色列的爱和踢福 (14:2;代 下

⒉11)° 作者又着重圣殿这个神的名所在的地方

(代下⒎12、 16,33:7)。 在作者记述的历史中 ,

重点是放在圣殿崇拜中的音乐所带来的喜乐和光

辉 (J16∶ 31~47,9:15~16、 28~34, 15∶ 16~24,

16:4~6,25∶ l~31 ;代 下5:12~1397:6923:13“

19,2⒐ 25~3093⒋ 12注 )° 作者又把王权和圣

殿从多方面紧密连结起来 (例 :代 下 13彳 ~129

22∶ 1094:27)° 他既然指出王位与圣殿的重要

性 ,自 然也要求回归后的领袖不可漠视其中任何

-个组织体系 °王国的完全复兴是离不开大卫王

位和耶路撤冷圣殿的 °正如耶和华对大卫说 :

Γ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接替你 9他 是你的众子中的

-位 ;我 必坚立他的国 °他要为我建造殿宇 ,我

必坚立他的王位 9直到永远 °」 (17Ⅱ 卜12)

3.神 的口福与审判 :作 者写历史书 9是要

让读者知道怎样接受当时神赐给他们的福气 °为

达到此 目的 9他 把忠心与福气 ,以 及不忠心与审

判紧密地连接起来 (28:9;代下⒍149⒎ 11~22’

15:2, 16:7~9,21∶ 14~15,24:20925∶ 15~169

28:9,34:24~28)。 君王与圣殿本身不能保证神

赐福给以色列 °融赐福与否是基于民众是否服从

摩西律法 (6:49,15△ 3、 15,16:40,22n卜 12,

599



28:7,29:19;代
ˉ
F6:16,7:17~18∶  12∶ 1~29

14:49 15∶ 12~14, 17∶ 3~99 19:8~10,24:6、 9,

25∶ 4930∶ 15~16,31:3~21 933:8 ,34:19~33 ,

35:6~26),也 基于他们是否服从先知和祭司的

教导 (代 下 11彳 912:5~8920∶ ⒛ ,21△ 2~199

24:19~25 ,25:7~10、  15~20,26:17~20) °福

气临到那些保持圣殿纯洁的人 (代 下 15△ ~199

17∶ 1~6,24∶ 1~16,29:l~3I:21 ,34:1~35:19) ,及

那些谦卑依靠神 、不依靠人的力量的人 (⒌⒛ ;

代下 13△ 8,14:7,16:7~893⒉ 20)° 当神的子

民及其君王犯罪 ,疾 病和军事失败往往接踵而

来 (10∶ I~14;代 下 13:1~16,16:12,18:33~34,

21:15~19,25:14~24,26∶ 19~20,28:1~5,

3⒊ 1~11)° 即使子民受神的审判 ,他们仍可借着

悔过祷告 9谦卑寻求神以重获神赐福 (21△ J1:
代下⒎13~15,12:1~12,33:10~13)° 作者强调这

些要点 ,指 示当时被掳后的读者走蒙福的路 °神

的子民要全面复兴 9只 有一条路 ,就是忠心靠耶

和华而活 °亚撒利雅先知曾工针见血地对亚撒王

说 :Γ 你们寻求他 ,就 必给你们寻见 ;你们离弃

他 9他必离弃你们 °」 (代下152)

在本书的记述中 ,重 要的中心思想出现了多

次 ,但 有些中心思想在每一段都比别的更突出 °

这本历史书可分几个主要部分 :神 的子民的族谱

(⒈ 1~9:34)、 联合王国 (9:35~代下9:31)、 分裂

王国 (代下10:1~28:27),及 再统一的王国 (代下

”:1-3623)° 每部分对于作者的整体神学目的 ,

都有其独特的贡献 °

神m子民的族谐 (⒈ 1-9:s0)° 古代近东的族

谱有不同的形式 ,发挥不同的功用 °这些差异出

现于历代志前九章的族谱运用上 °有些经文追查

一个家族的许多代 (例 :⒉34~41);有 些则分段

综合概述几个家族的家系 (例 :⒍ l~3)° 作者有

时也不动声色跳过几代 9只 强调他所关注的人物

和事件 (例 :⒍4~15)° 除此以外 ,就如其他古

代族谱经常插入一些描述重大事件的简短故事 9

作者偶尔也暂时停下来叙述一个故事 (⒋ 9丬 0,

5∶ 18~22) °

除了形式不同之外 9古代族谱的功用也各有

差异 °它们有时描绘政治 、地理及其他社会关

系 °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Γ 某人的儿子 J及 Γ某

人的父亲」这些片语的意义不代表血统上直接上

下两代的关系 °作者是依据这个在古代颇为通用

的族谱功能 9分 门别类叙述 9包 括家族 (例 :

3:17~24)、 政治关系 (例 :⒉ 24、 42、 45“

09-s2)及行业组织 (例 :⒋ 14、 21砭3)°

作者在本书中列出详细家谱记录 9以 确定他

的读者是合法地继承神的选民的地位 °为达到这

目的 ,他记述了以色列从万民中特别被拣选的事

(⒈ 2~2∶2)、 以色列各支派的分配 (2:3~9:1a),

及从巴比伦田归的各支派代表 (⒐ 16-34)°

作者确定这些被掳归 回的读者是选 民的后

裔 ,指 出他们所拥有的机遇和责任 °由于他们是

神的选民 P他 们有机会获得神在应许地的赐福 °

他们全面复国的盼望 ,有 了巩固的基础 °不过作

为神的选民 ,他们要承担很多责任 °作者笔下的

族谱集中在以色列支派的广度和等次 9特别强调

大卫和利未家族的重要性 (见 2:3~9:1a注 )° 如果

仙的读者要得着神的赐福 9他们必须谨慎遵守神

的安排 °

联合王国 (⒐ 35~代下⒐3I)° 作者把大卫和

所罗门的统治时期 9视作以色列的光荣时代 °他

把重点放在两位君王的正面品格方面 9却不像撤

母耳记和列王纪那样 ,记载他们许多广为人知的

缺点和坎坷的经历 (见⒐35~29∶ 30及代下⒈1~9:31

注 )° 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所有支派 ,管 理全以色

列 (见 11△ 注 )9他们借着政治架构 (14:2;代 下

⒉11,⒐8)和圣殿 (21:31:代下⒎11~22)带 来丰

盛的福气 °

因此 9联 合王国为被掳后归田的读者奠下盼

望的基础 °神拣选大卫家族和耶路撒冷圣殿 ,作

为赐福给万世子民的器皿 °

但这赐福的盼望是有条件的 °作者以大卫和

所罗门作为子 民仿效的模范 °被掳后归 回的群

体 ,必须全心效法联合王国的模范 °谦卑和忠心

依靠神 ,委身于大卫家族的统治 9委 身于圣殿 ;

这些都是领受神赐福的主要条件 °

分珥王国 (代下10:1-z8:27)o在 由耶罗波安

到亚哈斯时期的以色列历史中 ,历 代志作者只集

中在南国犹大的事迹上 °虽然他的资料大部分取

自列王纪 ,但他却删去很多有关北国以色列的事

迹 °在他看来 9这 段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都发生在犹大 9那 里才是大卫王族和圣殿 的

所在 °

在很多方面 ,作 者是 以联合王国的典范来

评估这时期的诸王 °他把几项准则套用在犹大

诸王身上 (见 Γ写作 目的与特色 :3。 神的9福
与审判 」 )。 这王遵守摩西律法吗 ?他 支持大

卫和所罗门设立的圣殿规矩秩序吗 ?他 听从先

知和祭司的教导吗 ?他 依靠与外国联盟还是谦



卑祷告寻求神呢 ?作者对一些王持负面的看法

(约 兰 〔21⒕~20);亚 哈谢 〔2⒉ 1~9);亚哈斯

〔2⒏ 卜27〕 )Ⅱ
,对 另一些l贝刂持正面的看法 (亚

比雅 〔13Ⅱ ~1⒋ 1〕 ;约坦 〔2⒎ 1~9〕 )。 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 ,他 把每个王忠心和不忠心的年代

划分出来 (耶罗波安 〔代下10n~1⒉ 16〕 ;亚撤

〔1⒋ 2丬 ⒍14);约 沙法 (17△ ~21:3);约阿施

〔2⒉ 10~24:27〕 ;亚玛谢 〔25△ ~28〕 :乌 西雅

〔26:1~23〕 D °

作者记载这些事 ,是耍说明以色列的境况怎

样跟她是否忠于联合王国的模范息息相关 °他证

明了一个清楚不过的常规 :以色列人若表现出忠

心 ,神 就赐福给他们 ;反之 9若他们背离神 ,神

就会施以惩罚 °寻求耶和华的 丿就得到胜利′保

护和兴盛 ;忘记耶和华的Ⅱ耍面对失败 、困境和

疾病 (见 Γ写作 目的与特色 :3.神 的,iF与审

爿」)°

历代志的这个部分是针对被掳后的读者的需

要而写 9向他们解释形势并给予指导 °正如犹大

诸王经历神的惩罚一样 ,被掳归来的民众也经历

因境 ,因 为他们不忠 °神的复兴应许没有落空 ;

只是民众失信 °同样 9正 如犹大诸王转向耶和华

就得赐福一样 9历 代志的读者若转向神 9他们也

可望得复兴 、保护和兴盛 °

再统一的王国 (代下⒛△-s6:zs)° 以色列从

希西家王开始进入历史的新一页 。作者把希西家

描述为新的大卫或所罗门 ;希 西家透过在圣殿的

崇拜和庆祝 ,把 以色列和犹大的忠信之民重新团

结起来 ,环绕在大卫家的宝座周围 (见⒛:卜36:23

及29:24注 )° 这个再统一的民族仍要经历几次挫

败 :玛拿西的背道 (33n~1o)、 亚们的整个统治

期 (33⒓ 195),及犹大人被掳前诸王的整体表现

(36:2~14)° 但每次挫败后 ,神接着就恩慈地为

以色列民带来复兴 :玛拿西的复位 (33△ 1~17)、

约西亚的改革 (3⒋ 3~35△ 9)9及被掳后归回

(36:22~23) °

这段历史也为读者带来希望和指引 °尽管统

一后的王国仍有失败 9但神继续赐福给悔改的民

众 °这些史实提醒读者 9神 的怜悯临到他们身

上 ,赐福给他们 °但同时 9这段历史也向被掳后

归回、盼望全面复兴的人表明 9神对他们有什么要

求 °国家必须谦卑归向神 ,在砒面前忠心地生活°

历 代 志 中的基 督
历代志作者在撰写历史时 ,把 焦点放在关心

神的子民 、王权和圣殿及神的赐福与审判上 ,以

加强以色列人}对 弥赛亚来临的盼望 。他的当前急

务是复兴被掳后时期的社会群体 ,但 新约则表示

历代志作者的复国理想是在基督里实现 °

作者提到神的子 民的盼望 ’在:基督里实现

了 °跟随基督的人能承受以色列的应许 (加⒊lzl、

29,4⒓8;弗⒉11~229⒊ 6),他们就像被掳后

忠心的信徒一样 °基督的教会延伸出去 ,超越以

色列 9包括外族人在内 (路2:32∶ 徒⒐15911Ⅱ 、

18)° 基督再来的时侯 ,神 的所有选民翠在基督

的君杈下合而为一 (弗2:11~22)°

作者看重的大卫王位的复兴 ,也 在基督里实

现了 °基督生而为大卫的后裔 9是大卫王位的合

法继承人 (路 ⒈32;罗 ⒈3;启 2⒉ 16)° 基督符

合了大卫王族后裔所必备的一切顺服的条件 (罗

⒌19;腓⒉8:来⒌7~10)° 基督复活后 ,坐在天

上的宝座上
·(徒⒉33-35:弗 ⒈,fl~23;腓 ⒉9:启

3⒓ 1)° 池带领子民进入福乐与胜利中 (罗 8:37;

弗4:7~13)9并掌杈直到池的敌人全被歼灭 (林前

15⒓ 4~26)°   I
同洋 9作者所强调的圣殿也在基督里实现 。

基督自己走上十字架 ,为 人的罪作了完全的赎

价 (来⒐11~28;彼 前⒊18a;约 壹⒉2)9又在

天上神的殿为融i的 子民代求 (来⒊1,⒋ 14~16,

6:20,7:2698△ )° 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带领

池所有的子民到赐福的神面前 (约 14△ △4;帖前

4△ 6~17) o

作者所强调的神的赐福与审判 ,也 预告了基

督的工作 °耶稣提醒池的教会必须对神忠心 (太

⒌17~20)° 砒死在十架上 ,让 TdL的子民从审判中

得到拯救 (罗⒊21趁6),并赐给他们新生命 9确

倮他们得到永远的福气 (约⒊16;彼前3:13;约壹

2⒓5)°  ∶i

作者写此书鼓励被掳后的读者 ,在他们有生

之年重建王国 °但他的历史记述 9也指向基督的

第一次降临展开了神的国度 9到汕第二次降临时

荣耀的国度得以完全实现 °

60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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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以色列的族谱揭示那些冂归故土的人拥有的权利
一 、神 的子 民的族 谱

(△ :△
~9:3瑾 )            和责任°

A.以色列的根 (l∶ 卜2∶ 2)

B.神的子民的广度和等次 (2:3~9∶ 1a)

1犹大居首位 (2∶ 3~4∶ 23)

2容易被忘记的攴派 (4∶叫~5⒓6)

3居中央的利未 (⒍ I~81)

4其他容易被忘记的支派 (⒎ I叫 0)

5受重视的便雅悯 (⒏ 卜9∶ 1a)

C以色列的延续 (⒐ lb~3θ

大卫和所罗门的理想统治说明 9当 君王 、圣殿和
二 、 联 合 王 国

子民合一时 ,神 就赐福给他们 °
(9:35~代 下9:3△ )

A,大卫执政 (9∶ 35~29∶ 30)

1、 大卫作王 (⒐ 35~I0∶ 14)

a神赐福扪罗 (⒐35~44)

b神审判扫岁 (10∶ 卜14)

2大卫广受爱戴 (l1∶ l~1⒉ 40)

a.在 希伯仑被营立并在耶路撒冷建都

(11∶ 1~9)

b,在希伯仑待到军事支持 (11△ 0~47)

c在洗革拉得到笮事支持 (12:卜7)

d在旷野的据点得到军事支持 (12:8~19)

e在洗革拉冉获军事支持 (12:20~22)

f在希们仑冉获军事支持 (12∶ ⒛ 1̄7)

g在希们仑受膏立的补充 (12:38￡40)

3筹建圣殿 (13∶ 卜29:25)

a.大卫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 (B:l~16∶ 们 )

(l)大 J!未 能运走约柜 (13△ ~14)

(2)大 JΙ蒙受厚恩 (14:1~17)

(3)大 u成功运走约柜 (15∶ 卜 16⒕ 3)

(a)大 卩构想新计划 (15:1砭 )

(ω 大卫指示利未入和祭司 (15:3~24)

(cl大 lΙ 搬运约柜 (1595~163)

(d)人 JΙ 在耶路撒冷委任利未人

(16∶ 4~6)

(c)大 卫的诗 (16∶ 7J6)

(o人 jl!在 耶路撤冷和基遍任命利未人和

祭司 (16∶ 37-zI2)

(⒄ 人 lJ完成他的计划 (16彳 3)

b大卫筹建圣殿 (17∶ 1~29⒓ 5)

(1)大 ll接受任命为所罗门作预备









'  
苈代志上 1∶ 1   '

b希西家骄傲与谦卑的态度前后不一致 (32∶ 24~26)

c,希 西家结盟的对象不一致 (32:” -31)

4希西家结束统治 (32∶ 32J3)

B,玛拿西的统治 (33∶ l~20)

l玛拿西开始统治 (33Ⅱ )

2玛拿西可恶的罪 (33∶ 2~9)

3.玛拿西悔改和归回 (33:10~13)

4玛拿西彻底复兴 (33∶ 14~17)

5玛拿西结束统治 (33:18~20)

C.亚们的统治 (33∶ 21~25)

D约西亚的统治 (⒕ :1~35:27)

1约西亚开始统治 (3⒋ 1~3a)

2约西亚忠心改革崇拜 (34:3b-3⒌ 19)

a.约 西亚初期的改革 (“ :3b~7)

b约西亚后期的改革 (3⒋ 8-35:19)

(1)约 西亚重修圣殿 (“ :8~13)

(纷 约西亚重新立约 (34∶ 14J3)

(3)约西亚守逾越节 (35∶ 1~19)

3约西亚在殊死战中不忠心 (35∶ 20~25)

4约西亚结束统治 (35∶ 26~27)

E,末后的年代 (36∶ 1~14)

F苦难 `被掳和盼望 (36:15~Ⅱ )

从亚 当到亚 伯拉罕 的家谱
(创 5Ⅱ J2`10:1J2`11Ⅱ 0-z6)

F掭嚣麾 犭慝 ::::i:|}}:i:∶∶
挪亚生闪 、含和雅弗 °

⒈卜9:34 抑m子民m族酌 这份详尽的族谱和名单 ,阐

述神在历史中如何拣选和预备融的子民 °这些羽料分作

三个主要部分 :以色列的根 (⒈ 卜2:2)、 以色列的广度

和等次 (⒉ 3~⒐ 1a),及 以色列的延续 (⒐ 1b~34)° 作

者描述神以主权从 世界各国中拣选以色列 9神 为子民所

规定的等次 9以 及神借着被掳归回的人继续维持选民的

身分 。这些材料向田归后的读者揭示 ,身 为神当代的子

民 9他们有什么特殊地位和责任 (见 「导论 :写 作 目的

与特色 J)°
1刂 ,:2 以色列的柽 °作者从创世记追溯神以主权从天下

诸EJJ中 拣选以色列 °他的记录由亚当至挪亚 (1:卜 3)· 从

挪亚的后代 (⒈ 4~27)到亚伯拉罕的子孙 (⒈ 289:2)。

⒈1~4 亚当⋯⋯挪亚 :作者引述创5:l~32的 记载 ·浏览

了洪水前的一段历史 。他只论述这个蒙拣选的族谱几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 。

⒈4~27 闪⋯¨亚伯兰 :借着记载有关挪亚的儿子的论

5雅
弗的儿子是歌篾 、玛各 、玛代 、雅完 、土

巴 、米设 、提拉 °6歌
篾的儿 子是亚实基拿 、低

法 、陀迦玛 °7雅
完的儿子是 以利沙 、他施 9基

罡人和多单人迪是鸺 ,魄子砂
。

:含
的儿子是古实 、埃及 、弗和迦南 卩古实

述 ·作者展示了神如何拣选某些国家 9而不拣选另一些

国家 °作者个别论述到挪亚的儿子 :雅弗 〈5~7节 )`
含 (8~16节 )和 闪 (17~27节 )· 作者按 目的选用创

10∶ l~32(见该注 )9把这个被拣选的家系放在最后 ·从

挪亚的后裔开始 ·只有闪族人与神建立特别的立约关系

(见创9:24~27注 ) °

1:5 雅弗的儿子 :作 者提及雅弗有七个儿子 ,但 只详

细介绍歌篾和雅完两人 (6~7节 )° 儿子 :儿子亦有 可

能意指 Γ后裔 J或 Γ承继人 J或 Γ民族 」 。古代近东的

族谱中 ·Γ儿子 J和 Γ父亲 彐这两个名词 9通常是形容

直接的生理血统 °但也有更广的家族关系的含义 9以 及

不同形式的地理和社会联系 ,但却全无亲属关系 °这种
Γ儿子 J9主要是指文化和地理关系而i言 。比较下列经

文 的土也FL焦点 :2:42~5594∶ 1~23`28、 43 96:54~81 9

⒎20~2999∶ 2911"0~47(见 Γ导论 :写作日的与特色 :

神的子民的族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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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方↑荨本:2所
罗闸召咚全终缨 人:于奉

长
氵
百奉长 、审判官 )以色列的各领袖邓众

察

捧叩首颌 :3所
罗门~拿纱含众工

同犁基遍的亨

桦声:因汐那里有 神申拿幕
,就暴耶和华叩

仆

^靶
在旷野f,F做的 。4至于 神的篾 +EⅡ∴苤

黑弓筝从摹犁△巫筮抬到华预箕好
叩驷方 ,因

抻馋渭在耶路撒冷为约,IE盖 搭了
:一 ↑帐幕 ρ

5户
塑鞠孙子 、乌利即丿1子比撒列所做的铜祭坏

也钅那黑
’
弭邛和华

叩会幂煎面 ;所罗门和会

众同去求问耶和华 °6所
罗门上到耶和华会幕

前面的铜祭坛
亨边 ,在

圬△献冉了丁千只笮
祭烨:|  i    {    (

所罗门祈求智慧 (王 △⒊s-15)
7那一夜 ,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f你

无论求什么 ,找必赐给你 °”l所罗门对 神

说j“你曾纾日我的父亲大卫大施膂翠
,俾我

接续华作耳
°9耶和华 狎啊 9玛

车求佟实现你

冂我的父亲大卫应许的话 ;因 为你辛了衤作王

绋诒淳好像地上的尘土那伞纾冖八民 。卩现在求

你婴衤纂
慧和知识 ,使

衤可以i领导这

^界

讠否

则 ,谁能治理你这众多的人民呢 ?” Ⅰ】
.神 对

所罗门说 :“ 你呀然有这个心意 :不求富足△

财产广尊荣 1也不求你敌人的性命 ,又 不求长

寿 ,只为自(己 求智慧和知识 ,好治理我的子

民 ’就是我立你作王统治的人民 ,12因 此 ,智慧

和知识必赐给你 9我 也姆富足 、财产和尊荣赐

给你 ;在你以前的列王从没有这样 ,在 你以后

1Ⅱ≈P:3I所罗门衤政 °历代芯的作者描述所罗门为大

虽璀罕欹恚銎幂筲簟j菖百翼玺哏甏缶I↑壳
代上ⅡⅡ注冫σ他也省咯所罗门因与异族通婚 ,以致衰

落的事 (王上11Ⅱ ~40),只 描述他全心拿意建造圣殿
(2;1:阝

:丨
q)° 见 Γ历代志上导论 :写作目的肀特色 J°

所罗门统治的事迹 ,以冗长的交叉排列方式展示出来 (A

B C D DiCiB’ 刀)——这是一种文匀排列法 ,姆平行

的句子从外而内写出来 ,就如前面相对的字母排列一样

(例
⒈
A及 A’ )° 所罗闸罕治的翠式晷

:-A)所 罗门的

智蒿与财富 (⒈ l~17),(B〉 多国的援助 (⒉ l~18〉 ,

(c冫
肆造圣殿:和 陈设 (β :1~5;1冫 ’ (D)献 殿

(5⒓~7:10),(J)神 回应献殿 (7∶ 11砭2),(C’ )圣

且苒成 (即 I~l阝 ),(氵 )多国的认同 (⒏ 17ψ⒓1)· 以

及 (~)礻
万智慧狎财富 (9∶ 2?砭 8)° 作煮最后简单记

述了所罗门逝世的事 (9⒓9J1)°
⒈I~|7亡所罗门的智t-i助H° 所罗门求智慧 ,神答允他
(卜 l3产 )并实现硇的应许 (14△ 7节 )。 这-段跟有关

所罗冂的智慧与财富煦交叉排列匀 (⒐ 13~28)平衡 °见

1:1~9:31ItL°

1Ⅱ
t丨卩 所罗冂甲受礻的应许 q神

甲庳珂罗门的谦卑祷

告 卜斧应赐给他智慧和财富 °     '
⒈1巩固了他⋯⋯的统治 :历代志作者常常用类似的语

甸 9表达困难过后出现的成功 (12:13· 13:21,17:l,

21⒕ ,25:11,27:6冫 °他承认所罗门是在混乱的局势中

0E起 ,但 为了塑造所罗门的理想形象 9他省略过程中的

细节 (王上2章 ) (丹 ⒈1~9:31;代 上23:l注 〉°神与王
同在 ,所罗门的兴起是神以主权赐福 、实现大卫的期盼

的结果 (代上2⒉ 10、 15,2800)°

1:2丬 3这一段大致上是依据王上⒊4~15写的 ,但作者

在?:阝 节增加内容 9强调所罂fl绅f全以色列的主题 (2

节)9并解释所罗门为何去蓦遍献祭 (3~6节 )°

1:2{拿 体以色列人 :见代上11△ 注 。

ェ:5 比撒列 :比撤列是建造会幕的主要技工 °所罗门

在建造圣殿期间与比撒列合作 °见代上⒉2o注 ·另见出

3⒈ 卜11,35:5~9° 求问耶和华 :见代下⒎14注 。

艹7显现⋯⋯说 :作者根据列王纪 ,记载神透过梦直接对

所罗门说话 (⒎ 12)° 他使所罗门得到大卫的地位——就

是借着他向以色列发出启示 (代上”:7,28:6′ 19)·

⒈9求你实现你向我的父亲大卫应许的话 :作者加上所罗

门这一个要求 ,是把他的统治与大卫的连接在一起 (见

代上17:1丬 5922:4注 )° 所罗门完全依赖神的能力作王

(见代上2⒐ 14丬 6注 )。 好像地上的尘土邢么多 :所罗门

知道神叫以色列的后裔繁多 ,就实现了融给亚伯拉罕的

应许 (创 13:16· 22:17)。 这是提醒回归后的民众心存盼

望 ,他们要在应许之地繁衍出庞大的人口 (尼 ⒈8J;亚
8:7~8) °

1Ⅱ0智蕙 :作者称赞所罗门立下的理想模式 ,是由于他

从神获得智慧所致 °就他的智慧丽言 ,所 罗门预示了大

卫的后裔耶稣基督 9后者拥有神的一切智慧 (赛 11△砭 ;

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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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不详

主 旨 :鼓励归回应许之地的人 9继续所罗巴伯 、

以斯拉与尼希米已经开始的工作 °

年I,:约主前们0至们0年

重点 :

●神认可与赐福给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

米在被掳之后所进行的重建工程 °

●在以色列的重建工程摇摆之际 ,以斯拉与

尼希米提供忠诚的领导 °

●圣殿与耶路撒冷在神赐福神的子民方面 9

扮演主要的角色 °

●必须先带领神的子民悔改 ,过圣洁的生

活 9才能领受神的福分 °

作 者
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都是由同一个作者编

写 °

虽然现代的圣经翻译 ,将以斯拉记与尼希米

记分为两卷书 ,但是它们原属同一卷书 ° (希 伯

来圣经》 、 《他勒目》 、约瑟夫 (约 主后37-
IO0)的著作 、以及最古老的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的 手抄本 ,都 视它们为同一卷

书 °俄利根 (主 后185-257)是头一批主张将这

两卷书分开的其中一人 °耶柔米在他翻译的拉丁

文 《武加大译本》 (主 后390-405)亦 同样采取

将两书分开的做法 9就如现代的圣经翻译 °

在传统上 9均 公认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的

主要作者 ,与 历代志上下的作者一样 9都是以斯

拉 °然而历代志与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之间的

差别 ,强 烈的显示它们是出于不同的作者 (见

Γ历代志上的导论」)° 根据以斯拉在以色列的

重要身分 9以及他的写作技巧 (见 7:6注 )而言 ,

他在本书的著作上有著相当显著的角色 。无疑 ,

以斯拉曾经写过自己的回忆录 (⒎27~⒐ 15),正
如尼希米也同样写过自己的回忆录 (尼 ⒈卜7:5,

1⒉27~43913彳~31)°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大约

在主前们0至400年 完成 °

军
簏 亻黼 矗 懿 砥 苡妍晶 卮希籼 事

工之间的关联提出质问 :按传统而言 9以斯拉

于主前458年 9也就是亚达薛西-世 Γ第乇年」
(⒎ 8),返回耶路撒冷 °而尼希米在以斯拉之后 ,

于 Γ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主前zI0jj尼 ⒉l),才
返回耶路撒冷 °某些释经单者辩证 ,J以斯拉记七

章8节的年代 ,实际上是指亚达薛西二世 9干是把

以斯拉归回的时间 ,设定于主前398年 (在尼希米

归回的主前445之后 )° 其他的学者将以斯拉记七

章8节的 Γ第七年J,修正为 Γ第二十七年」或者

是 Γ第三十七年」 9于是把以斯拉归回的时间 ,

设定在尼希米归回时间之后 °然而以斯拉记的内

文 ,偏 向较传统的观点 9支 持以斯拉在尼希米之

前归回 ,并 且他们的事工互相重叠 °因为在宣读

律法书的聚会里面 (尼 ⒏9)9以及城墙落成行奉

献之礼的时候 (尼 12:26、 36),他们都一同在

场 °依照传统的观点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于

主前430到 400年 之间完成 。以斯拉最可能在他投

入重建事工 ,在耶路撤冷或附近书写本书 °

受 书人
起初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是写给圣殿重建

时期的犹太社群 ,就 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及其周

围 ,参 与建造的犹太社群 °由于犹太人最早期的

归回 ,自 从-个世纪之前已经开始 ;历经所罗巴

伯 、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时期 ,演 变为长期的运

动 ,不断地吸引犹太人归田耶路撤冷地区 °可见

在受书人当中 ,必定有些家庭已经在当地居住了

好几代 ;而 其余的受书人是新近才迁入耶路撤冷

居住 °虽然以斯拉写作的主要 目的 9是鼓励与指

导已经归回参与重建的犹太社群 9但他似乎也意

图要劝服那些还居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 ,加 入为

重建圣殿而努力的行列中 。

军作 目的 阜 特 色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属于历史性 的叙述

文 ,它 以积极的态度来叙述所罗巴伯 、以斯拉与

尼希米所作的工作 °透过仅仅显示这些领袖们顸

导的积极的一面 ,本书鼓励被掳归回j·J人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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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最初的重建工程完成

∷之后的读者而言 ,他 们受鼓励要认定神的百姓的

焦点 ,是永远的朝向耶路撒冷城与圣殿 °

古列王直接授权给所有神的百姓 ,而 非仅仅

是这位或那位领袖 尸古列王强调 Γ凡是 F神
』的

字民J (⒈ 3)∵ 与 i居 住在任何地方的所有余

民」 (1彳 )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2:3~70;尼

⒎8~”重申)。 以斯拉与尼希米领导的改革 9并不

限于所选择的少数人 9而是为改变所有归回的犹

太人群体而设计 (10章 ;尼 13章 )° 本书强调 ,

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得洁净 ,才 能重建他们的国

家 ,再次蒙神赐福 °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是由很多分散的文件

绵辑而成
:∶

这些吝件很巧垆地编织在一起 9域 为

整卷优美而有力的著作 占书中各种的明细表 ,扮

演很有意义的角色 °其中的记录包括 (1)圣殿

器皿的清单 (⒈9~11):(2)最初从被掳归回的

名单 (2:3田 0;尼⒎8~73重 申);(3)与 以斯拉

一同归回的领袖名单 (⒏2~I4);(4)娶异族女

子为妻者的名单 (10:18~43);(5)修 造城墙者

的名单 (尼 3章 );(6)立 约签名者的名单 (尼

10:卜27);(7)新 近在耶路撒冷与其周围城镇居

住者的名单 (尼 11章 );和 (8)与所罗巴伯-同

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名单 (12Ⅱ⒓6)°

本书还包括许多官方的正式信件 ,这 些信件

并没有经过翻译 9而是维持原来的亚兰文被保存

下来 °亚兰文在当时是那个地区的 国际外交语

言 °这些信件包括 (1)省 长利宏呈给亚达薛西

王的信 (⒋ 11-16);(2)亚 达薛西王回复的信
(⒋ 17~22):(3)省长达乃呈给大利乌王的信
(⒌7~17)Ⅱ (4)古列王谕旨的记录 (69~5);
(5)大利乌王回复省长达乃的信 (⒍ 6~12);与
(6)亚达薛西王为以斯拉写的信 (⒎ 1296)°

除此以外 ,还包括古列的谕旨 (⒈ 2~4);
以斯拉的回忆录 (⒎ 27~⒐ 15)与 尼希米的回忆录
(尼 ⒈1~7:5,12⒓⒎彳3,13⒕~31) ° ·

.

以斯 拉 记 —— 尼 希 *记 中的基 督
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9基督的启示是个

重要的特色 °它们至少从五个方面启示基督 °

1.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工作 ,是 以所罗巴伯的

努力为基础 °他是大卫的后裔 9在 神子民最后的

归田至蒙福的初期 9代表着皇室家族 (该 19章 ;

亚卜8章 )。 然而所罗巴伯当时的努力 ,并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 ·后来耶稣从所罗巴伯的脉络降生

(太⒈12~16),并且得到神在被掳之后 ,对大卫

家的那些应许 。

2本 书对所罗巴伯 、以斯拉 、和尼希米的

领导的描述 ,预 示了基督的工作 °正如他们曾

经奉献生命 9带 领神的百姓转向神 ,蒙 神赐

福 ,基 督也带领属砒的子民 9朝 向终极与永恒

的福分 °以斯拉与尼希米正像基督那样 (太

2⒊ 1~39),在 以色列人当中对抗和纠正他们的罪

(9n~15,10∶ 10~14;尼 ⒈6~79⒐ 1~3、 26~38,

1⒊ 15~27)° 他们也像基督那样 (约 17:6~26)9

与神犯罪的子民认同 ,并且为他们祷告 (9:6~15;

属乙1∶4~11) 。

3.把 焦点放在耶路撤冷圣殿的重建 ,与让

圣殿有妥善的运作 ,都预表了基督 °圣殿在基督

教信仰里 ,占 了核心的地位 °基督不但洁净圣殿
(太 2⒈ 12~13;约⒉13~17),而 且池自己也成

为圣殿 (约⒉19~22)° 池在地上建立教会为神的

殿 (林前 3:16~17;林 后⒍16)并且现今在天上的

圣殿事奉 (来⒐11~12、 9z【 )° 当基督再回来的时

候 9池将会把新耶路撤冷从天上带到地上 9使新

天新地成为神圣洁之城 。有基督自己和圣父 9成

为圣城的圣殿 (启 21⒓ 2)° 在以斯拉记——尼希

687



|   米记里面 9和 圣殿有关的圣洁 `献祭 、祷告 、饶

}   恕 、祭司体系与神的同在之主题 9全都在基督里

:   被成全了 °

4以斯拉和尼希米带给全国的道德改革 ,也

在基督里得到终极的实现 °基督同样呼召神的约

民 9归 回主和葩的律法 (太⒌17~19)° 事实上 ,

基督透过池的死 、复活以及圣灵加添的力量 9洁

净ˉ切脱离不义而相信融的人 ,并 引导他们进入

信心的生活 (约 壹⒈7~9),因此他们能够继承神

的福分 (太乃34-zI0;罗 ⒍1~23∶ 彼前3:9~12)°

5在以斯拉短暂停留耶路撒冷期间 9他 重整

以色列 9建立其信心的架构 ,而 得以延续数个世

纪 °以斯拉围绕着神的律法—— 妥拉 9来组织犹

太社会 °所以此后 ,区别犹太人的 ,再也不是地

理与国家的标记 ,而 是个人对律法的忠诚 °于是

律法开启了克服种族和地理限制的一条新路 °犹

太人这种信心上的转变 ,正 好为基督徒许多的信

仰特征奠定基础 °无论是基督徒的敬拜 、教会的

组织 、团契的生活 、以及宣教的努力等等 ,几 乎

都倚赖由以斯拉事工所萌生的转变 °

被拓归回

;.以 斯拉蠃得亚达

薛西主 (主 前465- 。埃巴克坦娜
424)的认可 ,与 某

些被掳的人一同归回 ;并鼓吹顺从神的律

法 ;尼 希米重建耶路澈冷的城墙 。

4.巴 比伦和邻近地区长期保有众多又絷

荣的犹太社群 ,正如在尼普尔出土的

、̂
、  穆拉舒泥版文件所证实的 °

`
ι

w
镞

蛔

六 纲

归田寄蚤殿的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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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列 王 下 旨建造 圣殿  :ˉ ¨   ∶

F∶ 墨墨藁膏罟柔霭l∶ i丨 }∵∫!罢T寄 iiii{}i|∶雾罡置笙雪
列的心灵 ,使他通令全国 ,传达文告说 :2“波

斯王古列这样说 : ‘
耶和华天上的 神 已经把

地上万国赐给我 °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泖 埤唧抵谗-中

∷缍f∶ !彦1

∷oⅡa∷

Ⅱ诵:22 扭掳m归哑与圣肥m重建 。本书以记述在所罗

巳伯领导之下的早期田归者作为开始 °这段可分为两大

E要部分 :从被掳之地囱归 (⒈ 卜2:70)以庾圣殿之重建
(3:l~6:22) 。

Ⅱ-z:70 襁拥的回归 。被掳之后 9所罗巴伯率领部分神

旬子民回归犹大地 °他们的回归分为三部分 :古列王的

t告 (⒈卜4)9回归的准备 (1:5丬 1)9回 归者的名单
(2∶ 1L70) °                            ∶ ∶t

Ι-0 古列王的文告 。古列是波斯帝国的皇帝 ,他下了
-道诏书 ,其诏令为早期的田归者订出方向。  Ⅰ∶

Ⅱ~3 波斯置古列元年⋯⋯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子:与历代志下的末段几乎相同 °        ∴

Ⅱ 波斯王古列元年 :是年为主前538年 9波斯王古列于

三前“9年 10月 征服巴比伦 ,此为古列王统治的第一年 °

亍列王统治的期间 ,为 主前559至 530年 占耶和华为要应

辶他⋯⋯的话 :先知耶利来早已预言 ,犹犬要被掳到巴

1伦 70年 (耶25刂 1~12,29:10)。 70年 是个古近东的标

准 9用 以叙述神审判的方式 °70年 大约等同人一生的年

日 (诗90:10)或者等同受审判的王的年日 (赛 23△ 5)丿

但是也有可能延长或缩短 (见 赛23n5、 17;但 9:2;亚

⒈12注 )° 自从主前605年 (第一批被掳者受到放逐 )至
主前s38年 (正 当发出回归的诏令)有 67年之久 °参照其

他的预言 (见珥16:14~15,27⒓ 2〉 °主亲自成就鼬早在

半个多世纪之前所说的话 °激动⋯⋯的心灵 :神要古列

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见赛44⒓ 8,45△ )’ 神在古列王

心中动工 ,表现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主睡 :这个回归的

行动出于神的认可 (见 Γ导论 :写作目的与特色 」)。

1:2 天上的神 :古列王使用的 9是被掳启普通称呼神的

名字——指主是某个至高的权威与能力 r这名字主要出

现在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与但以理书 °已经 j· ·⋯赐给我
⋯⋯指派我 :古列王见证他的政策有神的赞同 °值得怀

疑的是 ,他是否真正理解与相信自己的见证 ,因 为在古

列王御用的土制滚简 (Cyrus cylindcr〉 上面 ,对神砥米

罗达也刻着很多类似的叙述 (见 13注 )°



年表 :从以斯拉到尼希米

以下的日期是按照尼散至尼散的犹太日历 (见出12章 〈希伯来历法和重要节期〉表 )

± 肓了540

年 芋 件 参考 经 文

主 前 ss9 10月 巴比伦被占领

s38    ∶

s37

3月

-3月
古列元年 拉Ⅱ“

s37 ( ? ) 设巴萨带领回归 拉⒈1l

s37 重建祭坛 拉 3∶ l

开始重建圣殷工程

古列王年间重遭反对 担⒕⒒~5

停止重建圣殿工程 拉4⒓4

VI

=9月

大利乌王年间恢复重建圣殿工程 拉5⒓ ;该 1:14

完成重建圣殿 拉⒍15

: I

=4月
以斯拉离开巴比伦 拉⒎sˉ·9

V
=8月

以斯拉抵达耶路撤冷 拉7⒙J

∶
 Ⅸ

=12月

众人聚集 拉1⒍ 9

X
=12月

委员开始审查 拉 1α 16

I

≡3月

委员结束审查 拉l⒐ 17

4月

-4月
亚达薛西一世第20年 尼⒈1

I

=3-4月
尼希米向王交涉 尼21

8月 (?〉 尼希米抵达耶路撤冷 尼⒉H
Ⅵ

=10月
耶路撤冷的城墙建成 尼⒍15

uI=1o
-11月

众民在广场聚集 尼7`3~8:l

ⅥI    1⒌ ” 守住栅节
=10月    22ˉ 28

尼⒏⒕

VⅡ

=10月

⒛   禁食

30

尼91

4月

-4月
亚达薛西第32年

i

尼希米的田忆与回返
± 前 430 尼⒌14,13⒗

69Ι



I所罗巴伯圣殿

第二个圣殿的工租自从主前536开 始动工 ,奠立在所罗

门圣殿的根基上 ,就是早在半世纪之前被巴比伦所夷平

的 °那些还记得先前圣殿的人 ,因 为作了比较而哭泣 〈拉

⒊12)。 直到主前516,波 斯王大利乌一世 (主前522△

4“ )第六年 ,圣殿终于在哈该与撒迦利亚的激励之下完

成 (拉 6∶ 13~15)。

|               |

喜嘉善叩踅厚滠蚕由磊罨耋了晕蚤筌二霞茇蝥瞥量荟华晷

土的亚兰语文献说萌获准建造犹太人敬拜场所的官方程

序 9以及该计划的受阻。  :

公 尺
南

铜海 i9

关于圣殿以及它的结构 1所知甚少。因此 9所有圣殿的重

建艺术 ,都是假设性的卩同时期的建筑物当中 ,在拉吉的

波斯皇冒冫9和 在伊拉克艾亚米的扣呀遗址 ,均可提供技术

性的参照。  Ⅱ     ∷ |

所罗巴伯所开始重建的圣殿 :并没有像在主前586和 主后
70被夷平的两座吏著名的垦殿那样遭受重大恶意的摧毁。

这圣殿是经过长时间的修缉逐渐童建起来的 9但建筑物最

后被希律雄伟的圣殿所完全取代。

′
o1981休 克菜库姆

柏木从黎巴嫩经海运送到
·
约帕 °

重建 圣 殿
:众

人来到耶路撒冷 神的殿以后 9第二年二

、约萨达的 丿1子耶

弟 9就是祭司 、l利未人和

衤拙回到耶路撒冷昀人 ,就 开始动

建造 ;又委派二十岁以上的利未人 9监督耶

和华殿的工程∞9耶
书亚和他的儿子及兄弟 9甲 ‘

篾和他的儿子 ,就是何达威雅的子孙 叮同心协

力监督建造神殿的工人 ,有利未人希拿达的儿

子和兄弟协助他们 °】0建筑工人奠立耶和华殿根

基的时候 ,祭司都穿上礼服 ,拿着号筒 ,亚萨

子孙的利未人Ⅱ都拿着响钹 9站 在 自己的位

置 ,按 照 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仪式赞美耶和

华 °11他
们赞美和称谢 ,向 耶和华歌唱 ∷谗,:

“
耶和华是至善的 ,鸺 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9众人都

大声呼喊 ,因 为郎和华殿
ˇ
的稂基已经奠定 °

5月 ),在这同△个月 】所罗门王开始建造最韧趵圣殿
(代下3∶2)。 监督耶和华殿的工程 :实际↓这与先前有

关所罗门圣殿的用语差不多完全相同:(代上⒛彳)。

3:9 何达威达的子孙 :或译 :Γ 犹大人 J° J

⒊10~Ⅱ  建筑工人奠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经文铰少

涉及建筑物的结构氵反而比较关注人民的回庳 V这是以

斯拉记 t̄尼希米记里冖个重要的主题 (见 Γ导论 :写

作目的与特色 J∶ 〉°∷



见
Γ以斯拉记导论 」和

Γ以斯拉记大纲」
导 论

天纳
〓〓
j

∷玄尼希米盯画归|(2∶,~nO)∷
∷0△Ⅱ∷Ⅱ∷∷Ⅱ

虫,城墙的重建:《0"-9‘ )∷ ∷∶∴∷·0Ⅱ Ⅱ=∷△:重建城墙的建议∷(2∶ o1△8)∵Ⅱ∷∷Ⅱ|∷●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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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回时期的耶路扭冷

抹的儿子耶大雅修筑 ,就是他自己房屋对面的

那段 °接着这一段的是由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

筑 °11哈
琳的儿子玛基雅和巴哈 ·摩押的儿子堕

述修筑另一段城墙和炉楼 °12接
着的一段由管理

半个耶路撒冷的区长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

女儿们修筑 °Ⅱ
哈嫩和撤揶亚城的居民修筑釜

门 °他们重建那门 ,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闩 ;

又修筑城墙四百四十公尺 ,直至粪门 °1。

粪门是

由管理伯 ·哈基琳的区长 ,利 甲的儿子玛基雅

修筑 ;他重建那门 9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闩 °

15管
理米斯巴的区长各荷西的儿子沙仑修筑垦

门 。他重建那门 9加盖门顶 ,装上门扇 、门插

和门闩 ;又熏焦靠近王园的西罗亚池的城墙 9

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16下
一段由管理半个

伯 ·夙的区长 ,押 卜的儿子尼希米修筑 9直到

大卫墓地的对面 9又 flJ人 工池和勇士之家 °

”
再下

=段
由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筑 ;接着

的一段由管理半个基伊拉的区长哈沙比韭为仙

本区修筑 °m下一段由他们的兄弟 ,管理另一半

基伊拉的区长 ,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 °1D管
理

米斯巴的区长耶书亚的儿子以谢修筑接着的一

段 ,对着军械库的斜坡 、撼捐.转角的地方 。

2Φ

下一段 ,就是萨拜的儿子巴录竭力修筑的另一

段 9从城揎转角的地方 9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

住宅的门口 °”再下一段 ,就是哈哥斯的孙子 、

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筑的另一段 9从以利亚

实住宅的门口 ,直到以利亚实住宅的尽头 。″这

一段之后是由住在约旦河平原的祭司修筑 °钔下

一段是由便雅悯和哈述 ,修筑他们自己房屋对

面驷秕段
°再下=段由亚难尼唧孙子 、玛西雅

的儿子亚撤利雅 ,修筑他自己的房屋旁边脚那

段 °"这一段之后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的另

⒊In 炉楼 :位于城的西部 9可能是在城的中间 °

⒊12 和他的女儿们 :妇女有分参与这项重建任务确实是

一个非比寻常的见证 (见⒌1,12彳3注 )°

⒊Is 谷门 :位于城的西部 ,向着泰路普恩谷 °

⒊14 粪门 :位于城的西南角落 ,向着欣傲子谷 °

⒊15 泉门 :位于城的东南角落 9向着汲沦溪 °大卫城 :

耶黯撒冷城虽然遭废置 9但她依然是一个尊贵的首都 ,

因为将来大卫的子孙必在那里掌权 。这里也显示 ,关乎

神对大卫王朝的应许 (儆下7章 ;代上 17章 ;诗89,132

篇〉 9作者是寄子强烈的委身之情 °

⒊18 宾内 :或译 :Γ 巴瓦伊 J°



归回时期的邛Ⅱ拙冷

主由绣8之后

重建后的耶路儆冷城比从前

小 ,而沿东面山地建筑的城

墙则较以往为高 。在旧址重

建的圣殿里恢复了敬拜的活

动 °西面山地的重建工作也

许已经展开了°

◎1982休克菜库姆

因为是从上空鸟瞰耶路橄冷 ,所以城

墙的外形看起来跟平面图不-样 °城

墙的位置是根据有限的考古资科而订
定 9房屋则是绘图员的构想。  ′·

抹的儿子耶大雅修筑 ,就是他自己房屋对面的

那段
°接着这一段的是由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

筑 °n哈琳的儿子玛基雅和巴哈 ·摩押的儿子堕

述修筑另一段城墙和炉楼 °12接
着的一段由管理

半个耶路撤冷的区长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

女儿们修筑 °1。

哈嫩和撒挪亚城的居民修筑釜

门 °他们重建那门 9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闩 ;

又修筑城墙四百四十公尺 ,直至粪门 °“粪门是

由管理伯 ,哈基琳的区长 ,利 甲的儿子玛基雅

修筑 ;他 重建那门 9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闩 °

15管
理米斯巴的区长各荷西的儿子沙仑修筑基

门 °他重建那门 ,加盖门顶 9装上门扇 、门插

和门闩 ;又熏焦靠近王园的西罗亚池的城墙 ,

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下一段由管理半个

伯 ·夙的区长 ,押 卜的儿子尼希米修筑 ,直到

大卫墓地的对面 ,又倒 人工池和勇士之家 °

t’

再下一段由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筑 ;接着

的一段由管理半个基伊拉的区长哈沙比雅为他

本区修筑 °I:下 一段由他们的兄弟 ,管理另一半

基伊拉的区长 9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 °”管理

米斯巴的区长耶书亚的儿子以谢修筑接着的一

段 ,对 着军械库的斜坡 、
撼捐.角 的地方 °

20下 一段 ,就是萨拜的儿子巴录竭力修筑的另一

段 ,从城墙转角的地方 ,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

住宅的门口 °"再下一段 9就是哈哥斯的孙子 、

鸟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筑的另一段 ,从以利亚

塞住宅的门口 ,直到以利亚实住宅的尽头 °夕这

一段之后是由住在约旦河平原的祭司修筑 °Ⅱ下

一段是由便雅悯和哈述 ,修筑他们自己房屋对

面趵那段 °再下一段由亚难尼的孙子、玛西雅

的儿子亚撒利雅 ,修筑他自己的房屋旁边脚。椰

段 °"这一段之后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申另

⒊Ⅱ 炉搂 :位于城的西部 ,可能是在城的中间 °

⒊⒓ 和他的女儿们 :妇女有分参与这顼重建任务确实是

一个非比寻常的见证 (见⒌1,12∶ zI3注 )°

⒊13 谷门 :位于城的西部 ·向着泰路普恩谷 °

⒊【0 粪门 :位于城的西南角落 9向着欣嫩子谷 。

⒊1s 泉门 :位于城的东南角落 9向着汲沦溪 。大卫城 :

耶路撤冷城虽然遣废置 ,但她依然是一个尊贵的首都 9

因为将来大卫的子孙必在那里掌权 。这里也显示 ,关乎

神对大卫王朝的应许 (撤下7章 ;代 上 17章 ;诗 899△ 32

篇)9作者是寄予强烈的委身之倌 °       ·

⒊18 宾内 :或译 :Γ 巴瓦伊 J°



导 论         |

概 览          :
作者 :不详 -  ∶

圭 旨 :设立普珥节 ,以记念神解救鼬的子民 ,并
∶  j~提醒他们即使活在逼迫之下 ,仍需继续对

神忠Jb⒍ =       ∷

年 仍分:约主前460至 350年

E点 :      ∶   ·、
;

●神的子民有时会落入神的敌人手里冖吃尽

∶  苦头 。 (       ˇ

·
= ●当神的子民遭遇逼迫时 9神会保守他们 °

●神会逆转逼迫TdL子 民者的际遇 ,并要拯救

池的子民脱离卑微的处境 。

●虽然遭受苦难的试炼 9神的子民必须寻求
·  j神 的帮助 9并继续对砒忠心 q

{.● 神的子民应该不时记念TlL过往施行的搭救

奇工 Ⅱ借此得到激励来面对当今的考验 °

作 者
∵ 虽然我们不知道以斯帖记的作者是谁 ,但他

对普珥节的起源及守节礼仪的浓厚兴趣 ,强 烈的

民族主义 ,对波斯宫廷
`习

俗及地理韵深入认

识 :皆反映:他 是-个生活在书珊城:的 波斯犹太

人 ρ           ∶

军作 日期 车地 点   ˉ
: 

本书最早的成书 日期 ,可 能是在书中所记载

的事件发生后不久 ,即主前五世纪 (参⒐19有关作

者的观点 ),最迟可能是主前一世纪 °学者普遍

接受的日期 ,是主前五世纪末至四世纪初 ,他们

以语言学的证据 ⒐以及作者对波斯王和外族人大

致存有好感 ,认 为本书的成书 日期较早 °部分学

者相信 ,作者的用词和文笔并未受到希腊语文的

影响 ,强烈显示本书写于主前331年波斯帝国落入

亚历山大大帝手里之前 °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以斯帖记的作者显然有意透过本书说明庆祝

普珥节的由来 ,令 这个节 日成为习俗 ,以 记念

犹太人在波斯时代获得极大的拯救 (见 ⒐20~32

注)°

以斯帖记以其文学艺术性见称Ⅱ这亦是本书

传递其宗教意义的主要媒介 °透过紧密及细致的

记叙 ,作 者集中描述各个人物的行为和角色 °作

者借着记录人物际遇的逆转或鲜明的对 比 ,以 及

往往令人大感意外的预期和角色 9营造紧张的记

叙气氛 °值得注意的包括 :

描述亚哈随鲁和瓦实提的筵席 9前 者描述得

非常仔细 ,后者则精简 (参 1:1~8及 1:9)°

本书最初把王描述为爱炫耀和有权有势的人

物 (⒈ 1~8),但其后却显示他的无能和无权无势

(见⒈13~14注 )9两者的对比非常鲜明 °

对比瓦实提拒绝出现和以斯帖不请自来时 ,

王对这两件事的反应 (⒈ 11~21,⒌ 1~3)°  i

哈曼预期获得的对待和他实际的际遇截然不

同 ,令人非常意外 (6⒕~12)°

哈曼可悲地向以斯帖乞怜 ,却 落得被指企图

污辱王后的下场 (7;7~9)°

哈曼 (⒊ 12叫 :3)和末底改的谕旨 (⒏ 9~17)

大相迳庭 。

哈曼本来喜孜孜地预备一个木架 ,要把末底

改挂在上面 ,但 最后 自己却被挂在木架上 ,实在

罪有应得 (7:9~10,⒏ 1≈299⒓ 5)°

∶这些际遇的逆转明显并非出于偶然 ,因 而显

示这个故事的主题是 :神 介入池子民的救赎历史

(见撒上⒉1~10)°

作者亦运用重复或复写手法 ,把 故事的各个

部分紧扣起来 °值得注意的包括 :

书中三次提及史记0各出现在书中对称的位

置 (2:23 , 6:1 9 10:2) °:【

在本书的开始 :(亚哈随鲁的 ;1:3-zI95~8)、

中段 (以斯帖的 ;⒌ 4~8,⒎ 1~10)和 末段 (两次

有关普珥节的庆祝 ;⒐ 18~32)记载了三对筵席 °

其他筵席的记载出现于⒈9,⒉ 18,⒊ 15,⒏ 17及

9△ 7°

三度提及亚哈随鲁王国的规模 (⒈ 19⒏ 9,

9:30)°

重复提及王对以斯帖的承诺 :Γ 就是一半江

山」 (5∶ 3、 6972;参9:12)°



多次强调希伯来人没有掠夺敌人的财物

(9:10、 15、 16)°

两次提到以斯帖隐瞒她的身世 (⒉ 10、 20)°

两度召集处女 (2:8、 19)°

哈曼两次与妻子和朋友对话 (⒌ 10~14,

6:13~14) °

哈曼两次蒙头 (⒍ 1297:8)°

两 道 分 别 要 灭 绝和 保 护 犹 太 人 的谕 旨

(3:12~14,8:9~14;参 1:22) °

两次提及亚哈随鲁的怒气止息 (⒉ 19⒎ 10)°

两次重 申玛代和波斯法令是永不废 除的

(1:19,8:8)°

Γ七 J这个数 目多次出现 (⒈ 5、 10、 14,

2:9、 16)°

以斯帖多次提出请求 ,以及获得恩宠 (⒉ 9、

15 、 17 9 5:2、  8 , 7:3 9 8:9) d

在第九章24至乃节复述整个故事 °

以斯帖记亦运用了预示 (forcshadowing)这

种文学技巧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哈曼的妻子预

言 ,由 于末底改是犹太人 ,哈曼 Γ终必在他面前

失败」 (⒍ 13)° 作者擅于营造悬疑气氛和掌握

叙事节奏 (例 :以斯帖迟迟不说出她的请求 〔⒌4

起 ),增加了紧张的气氛 )° 多次提及时代和时

间 9不仅显出事件的历史性 (⒈ l~2),亦强调神

介入历史 ,并令故事更为流畅 °

以斯帖记的作者巧妙地把两个主要角色——

哈曼和末底改—— 的名字联系起来 ,以 强调两者

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众 (即 分别是亚玛力人及犹太

人)之间的冲突 (见25~6,⒊ 1注 )°      ;

本书的遣词用句 、背景 、
'情节和重点与约瑟

的故事相似 9意味着作者在写作本书时 9在 很

大程度上参考了该故事 (例 :请 留意⒉2~4及创

41∶ 3z+~37,⒊ 10及创41彳298‘及创44:34的相似之

处 )°

本书交错了多个重要的主题 :    ∷

每次叙事均以盛宴或筵席为背景 ,为 最后的

普珥节庆铺路 9并与禁食的主题对照 (⒋ 3、 16,

9:⒊1)°            ;    ·

充满矛盾的忠诚 、服从与不服从 9这些彼此

对照的主题贯彻全书 。瓦实提在第-章的不服从

表现 ,预 示了以下人物所遇到的挑战 :以 斯拈

服从末底改 (⒉ 10、 20,⒋ 8~16)及 不服从律法

(⒋ 11、 16,⒌ 1~2);末底改不遵守哈曼的命

令 ,因 而被视作所有犹太人都不服从 (3:2~8);

以及末底改愿意遵守以斯帖的吩咐 (⒋ 17):去服

侍波斯王 9以维护波斯王和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

第四章14节 明确指出 9犹 太人是不可侵犯

的 9这是全书叙事的基础 ,亦是本书一直在信徒

心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与这圭题相关的是信徒

得享安息和安慰 9不受敌人侵袭.Ⅱ 而这正是普珥

节所记念的 (⒐ 16、 ” ;参 申Ⅱ∶19)°

以斯 帖记 中的基 督
虽然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不太明显 ,但 基督

徒仍需从基督和池的救赎的角度解读本书所述的

事件 °虽然神的子民正被放逐 9远 离信仰所系的

耶路撒冷 、圣殿和君王 ,但 是耶和华仍然看顾着

他们 9带 来安全和搭救 ;从那时开始 9神 的子民

以庆祝普珥节来记念 °       ∶

首先 ,这 些记叙的重点预表基督的一生 °在

卑微的时候 ,池亦在神敌人的手下备尝苦难 °池

忠心地服侍 ,甚 至献上性命 ,为 跟随础的人带来

救赎 (徒 2∶ 36)°

此外 ,本书的记叙提醒基督徒读者 9如 今虽

然与他们的君王和圣殿—— 耶稣 -△ 分开 (约

1⒍7;徒 1∶7~9)9亦应作好预备因着与基督认同

而受苦 (徒 14:22;罗 ⒏35;彼 前⒋16)° 跟随基

督的人在等候新耶路撤冷从天降临的期间 ,虽然

无辜受苦 ,却 非孤单无助 °耶稣承诺借着圣灵与

教会同在 ,直到教会时代的终结 (太 2⒏ 20;弗

⒈13~14)° 今时今日的基督徒不应以政治势力 9

或致命的手段来展开属灵或信仰的斗争 °向充满

敌意的世界传播福音时 9他 们反而应该倚赖属灵

的军装 ,以此保护自己 (弗⒍10~20)。 以斯帖 、

末底改和犹太人的勇气和信心 9成为今日信徒的

榜样 9让他们学习如何跟随基督 9直到池在荣耀

中再临 ° ∷      ∶

'∴
讠·            ∶



多次强调希伯来人没有掠夺敌人的财物

(9:10、 15、 16)°

两次提到以斯帖隐瞒她的身世 (⒉ lO、 20)。

两度召集处女 (⒉ 8、 19)°

哈曼两次与妻子和朋友对话 (⒌ 10丬 49

6:13~14) °

哈曼两次蒙头 (⒍ 12,7∶8)°

两 道 分 别 要 灭 绝 和 保 护犹 太 人 的谕 旨

(3∶ 12~14,8:9~14;参 1:22) °

两次提及亚哈随鲁的怒气止息 (⒉ 1,⒎ 10)°

两次重 申玛代和波斯法令是永不废 除的

(1:1998:8)°

「七」这个数目多次出现 (⒈ 5、 10、 14,

2:9、 16)°          ~   ˉ

以斯帖多次提出请求 9以及获得恩宠 (⒉ 9、

15、 17,5⒓ 、897398⒚ )° ·

在第九章24至25节复述整个故事 °

以斯帖记亦运用了预示 (forcshadowing)这

种文学技巧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哈曼的妻子预

言 ,由 于末底改是犹太人 9哈曼 Γ终必在他面前

失败 J (⒍ 13)° 作者擅于营造悬疑气氛和掌握

叙事节奏 (例 :以斯帖迟迟不说出她的请求 〔⒌4

起 ),增加了紧张的气氛 )° 多次提及时代和时

间 ,不仅显出事件的历史性 (⒈ 1~2),亦强调神

介入历史 9并令故事更为流畅 °

以斯帖记的作者巧妙地把两个主要角色——

哈曼和末底改—— 的名字联系起来 ,以强调两者

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众 (即 分别是亚玛力人及犹太

人)之间的冲突 (见2:5咱 ,⒊1注 )°     ∷

本书的遣词用句 、背景 `情节和重点与约瑟

的故事相似 ,意 味着作者在写作本书时 ,在很

大程度上参考了该故事 (例 :请 留意⒉2~4及 创

41:34~37,3:109殳 仓刂41:4298:6易乏它刂44:34的相似之

处 )°

本书交错了多个重要的主题 :    ∷

每次叙事均以盛宴或筵席为背景 9为 最后的

普珥节庆铺路 ,并与禁食的主题对照 (43、 16,

9:31)°           .    i

充满矛盾的忠诚 、服从与不服从 ,这些彼此

对照的主题贯彻全书 °瓦实提在第一章的不服从

表现 9预 示了以下人物所遇到的挑战 :以 斯帖

服从末底改 (⒉ 10、 20,⒋8~16)及 不服从律法

(⒋ 1I、 169⒌ 卜2);末底改不遵守哈曼的命

令 ,因而被视作所有犹太人都不服从 (3:2~8);

以及末底改愿意遵守以斯帖的吩咐 (⒋ 17),去服

侍波斯王 ,以维护波斯王和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

第四章14节 明确指出 9犹 太人是不可侵犯

的 9这是全书叙事的基础 ,亦是本书一直在信徒

心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与这主题相关的是信徒

得享安息和安慰 ,不受敌人侵袭 `而这正是普珥

节所记念的 (⒐ 16、 ” ;参 申Ⅱ:19)¨

以斯 帖 记 中 的 基 督
虽然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不太明显 ,但 基督

徒仍需从基督和池的救赎的角度解读本书所述的

事件 。虽然神的子民正被放逐 ,远 离信仰所系的

耶路撒冷 、圣殿和君王 ,但是耶和华仍然看顾着

他们 ,带来安全和搭救 ;从那时开始 ,神 的子民

以庆祝普珥节来记念 °

首先 ,这些记叙的重点预表基督的一生 °在

卑微的时侯 9池亦在神敌人的手下备尝苦难 °池

忠心地服侍 ,甚 至献上性命 ,为 跟随池的人带来

救赎 (徒 2∶36)°

此外 9本书的记叙提醒基督徒读者 9如今虽

然与他们钓君王和圣殿-— 耶稣 -— 分开 (约

16∶ 7;徒 1:7~9),亦应作好预备因着与基督认同

而受苦 (徒 14⒓2;罗⒏35;彼前⒋16)。 眼随基

督的人在等候新耶路撤冷从天降临的期间 ,虽然

无辜受苦 ,却 非孤单无助 °耶稣承诺借着圣灵与

教会同在 ,直 到教会时代的终结 (太 2⒏ 20;弗

⒈13~14)° 今时今日的基督徒不应以政治势力 9

或致命的手段来展开属灵或信仰的斗争 °向充满

敌意的世界传播福音时 9他们反而应该倚赖属灵

的军装 9以此保护自己 (弗⒍10~⒛ )° 以斯帖 、

末底改和犹太人的勇气和信心 ,成为今日信徒的

榜样 ,让他们学习如何哏随基督 ’直到池在荣耀

中再临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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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智 慧 书 导 论 Ⅱ

白约 诗 歌 体 裁 ∷
希伯来圣经只把约伯。记 ·诗篇和箴言列作诗

歌书 ,但英语圣经则把传道书和雅歌也视作诗歌

书之列 °然而 ,两 者都说不上是最令人满意的安

排 °其中一个原因是 :雅歌以诗歌形式写成 ,但

从希伯来圣经的角度则不被视作诗歌书 °另一方

面 9传道书混合了散文和诗歌形式 ,但是英语圣

经却把它 当作诗歌书 °这五卷书只有 一个共通

点 :严 格来说 Ⅱ它们并 无历史和预言成分 °可

是 ,由 于其中四卷完全以诗歌形式写成 ,而 其余

一卷则部分包含诗歌 ,困此我们习惯把它们称为

诗歌书 。诗歌在旧约里非常普遍 ,以 下讨论的内

容适用于在旧约里出现的所有诗歌 °

我们至少可以从四种主要的方式区别圣经的

诗歌与散文 :固 定的韵律结构 、经常使用比喻

法 、偏重形象化描述和强烈的情绪表达 °另外 ,

词句的结构大多简洁 °在某程度上 ,散文也具备

以上特点 ,但是在诗歌方面则较为常见和明显 °

韵律结恂 :除 了押韵和辅音韵外 ,希 伯来诗

歌的正式韵律结构可以从平行句结构 (即 是诗句

与诗句之间的紧密对等或关联结构 )中 清楚显示

出来 °平行句至少包括两个 Γ诗句 」 P以 组成一

诗节 °第三个诗句补充 、强调第一个诗句或与它

在某些方面作出对比 。基本的概念是 :Γ A9除此

之外 ,B」 (或 ΓA,但另一方面 ,B」 )°

我们可以比较士师记里雅亿对待西西拉的两

个记载 ,以说明旧约中这种诗歌体裁特色的重要

性 °在士师记第四章 19节 的散文式记载是这样

的 :Γ 西西拉对雅亿说 :吗请给我∷点水喝 ,因

为我渴 了 °J雅亿就打开盛奶的皮袋 氵给他 喝

了 9再把他盖着 °」然而 ,在 士师记第五章25节

的诗歌体裁则是 :

A诗句 :Γ 西西拉求水 |雅亿给了奶 ;」

B诗句 :Γ 用珍贵的盘子奉上乳酪 °」

∷ 在诗歌体裁里 ,两个诗 句的平行韵律非常明

显 q第二个诗句以 Γ用珍贵的盘子奉上 」丰富了
Γ雅亿给了」 ,并 以 Γ乳酪 J使 Γ奶 」更具体 °

这一句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乳酪和雅亿奉上这

美食的宝贵盘子 °透过这种手法 ,读者可以亲身

体会和感受雅亿的奸狡 °她像接待贵族般招待这

位因战事而疲惫的客人 ,令他安心 自在 9疏 于防

范 °从这层面来说 9散文体裁集中于直叙事实 ,

而诗歌的平行句则营造更全面的印象 °  =

比峥法 :诗歌较散文更侧重于 比喻 °比喻

法简单的定义是以间接的手法描述某事物 ,或表

面上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另有所指 ,当 中的理解

需视乎作者与读者之间约定俗成的习惯 °诗人经

常僳用夸张法或夸大的手法 ,以及象征手法 、
喑

喻 、明喻 、转喻 、提喻 、讽剌 、反语和其他众所

周知的间接沟通技巧 °

举例说 9诗篇第一篇3节采用明喻法 ,以结果

子的树形容默想神律法的人怎样有所得着 :

Γ他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9

按时结果子 °」

诗篇第三十四篇10节使用夸张法形容大卫因

为神应允了他的祷告 ,心 里感到什么都不缺的满

足感 :

Γ少壮狮子有时还缺食挨饿 9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

阅读诗歌时 9读者必须留意出现比喻法的频

密程度和它们的作用 °如果以死板的方法直接解

读诗歌 ,就可能出现错误的理解 °

形象化描述 :形象化描述可以被定义为触

动心思感官的表达思想方式 °当然 ,散文有赖想

像力来表达作者的思想 ,但诗歌却更加倚赖语言

的想像力 °圣经的诗人并没有采用平铺直述的手

法 ,反而经常引领读者进入充满想像 、观感体验

的世界 ,以体会作者要表达的主题 °

举例说 9诗篇第四十二篇7节以有力的语言 ,

透过被汹涌的瀑布掩盖的声音和感觉
`描

绘诗人

身处的困境 :

「你的瀑布一发声 ,深渊就和深锵Ⅱ向应。;

你的洪涛和波浪郡掩盖了我 °」

诗篇第二十三篇2节 以一幅清新 、舒适 、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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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恬静的图画般美景 ,来形容神的看顾 :

Γ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

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

解释圣经诗歌的人必须经常留意诗人非常频

密地使用形象化的描述 。诗歌体裁往往能为读者

带来有意思和改变生命的反省机会 。

俏绪表达 :圣经里的诗歌也特别擅于表达和

触发虔诫信徒的各种情绪°这些诗歌触及喜乐和

痛苦 、赞美和悲伤 `爱和恨 ,所有情绪均包括其

中 °

举例说 9我们在诗篇第一三○篇 1至 2节 里找

到极度的伤痛 :

Γ耶和华啊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9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

同时 ,我 们在诗篇第五十七篇7至 8节里发现

入神的赞美 :

r神啊 :我的心坚定 9我的心坚定 ;

我要歌唱 9我要颂赞 °

我的灵啊 !你要醒过来 °

琴和瑟啊 !你们都要醒过来 °

我也耍唤醒黎明 °」  
∶

由于圣经诗歌集中于情绪的表达 ,解释者必

须小心留意自己对这些经卷所产生的情绪反应 °

这些经文所表达的浓厚情褚 9挑战我们将自己内

心最深处的感情屈服丁圣经 °

冖 鲁 勰 森 觳 卷槭 旧约鲶 书 :约 伯

记 、箴言和传道书 °智慧体裁的经文间中也出现

在其他书卷里 ,但数目有限 °大部分的智慧书都

是诗歌 ,并具备上文提到的特点 °然而 ”智慧书

在好几方面有别于其他诗歌书 °     ̌ 9

智慧is的特点 :智慧书至少具备三个萌显的

特点 °首先 9Γ 智慧」一词及其同义词 ,例如
Γ聪明」 ,在这些书卷出现的次数较其他书卷为

多 °其次 ,它们拥有相同的启示方式 :侧重于观

察日常生活多于超自然的观点视野 °最后 ,由 于

智慧书的灵感主要来自当代对受造物和人类经验

的观察 ,因 此对救赎历史的著墨不多 °书中很少

直接提及以色列历史发生过的重大救赎事件 °

智慧的定义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智

慧 °从较表面的层面来说 ,智 慧是重要的技巧 ,

即是拥有生存必备的技巧 (箴 30:24~28)、 技术

上的技巧 (出 28:3,3⒍ 1)和 行政及司法的技巧

(申 ⒈15~18;王 上⒊1~28)。 然而 ,从较深人

的层面而言 ,智慧根源自创造的秩序 °圣经解释

说 ,神 在创造万物之先已造出智慧 。因此 ,所 有

大自然和社会关系都以智慧为根基 (箴⒊19~20,

⒏22~31)° 认识和了解这个创造秩序 ,有助我们

深入了解智慧的意义 °圣经里的智者透过神的灵

的启发 ,详细解说这宇宙性的智慧 (箴25:2;传

12:9~12) °               卜

尽管一般的观察是获取智慧的重要步骤 ,但

对信仰的委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撰写和汇编

智慧书的智者不时参照摩西和大卫的教导 ,作 为

诠释生活体验的指标 °举例说 9箴 言的开卷语让

读者知道 :Γ 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

言」 (箴 l:1)° 所罗门以他作为以色列立约君王

的身分说话 :他不仅放眼世界和社会行为 9也凭

着源于虔诚传统的信心”倚靠以往的启示完成这

个任务 。甚至是亚古珥 (来 自玛撤的皈依智者 )

也向他的读者表明 9他只能够从以色列的信仰中

找到智慧 °他首先引述大卫 (诗 18:30),然后引

用摩西的话 (申 4⒓ )指 出 :

r神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 9

投靠他的 ’他就作他们的盾牌 °

他的话语 ,你不可增添 ;        ‘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表明是说谎的 °
J

(箴 sO:5弱 )

敌诲及反思的智慧 :在旧约出现的智慧主要

有两类 °首先 ,教诲或箴言式智慧 ,主 要以箴言

为代表 °家庭通常是教导教诲式智薏的场所 (箴

1:8、 10)° 它主要包括容易记诵和发人深思的智

慧言词 、隐语和譬喻 (箴 ⒈6),其作用是教导实

用的智慧 °透过学习这些箴言 ,以色列的年轻人

从中学习如何就不同的课题分辨出生活的方向 。

箴言式智慧的实用价值不仅来自它直截了当

的观点 冫也来自明白要把箴言式智慧与我们在堕



落世界里的经历配合协调是不容易的 1

、 举例说’箴言第≡十三章⒛节这样说 :

「你见过办事能子韵人吗?

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 ,

∶ 必不会侍立在低微韵人面前i℃ 」
′I    i' =   ∶

`   
·

 ∶

∶即使对生活了解不深的人也知道 ,这句箴言

与我们多数的经验是有差异的 °我们知道这句箴

言并非描述连串必然的事件 ,因 为办事能干的人

不一定侍立在君王面前 °相反 ,从 生活观察所

得 ,我们发现这句箴言旨在借着 引发获得别人认

同的盼望 ,鼓励我们发展技能 °它并没有保证所

有能干的人都一定会锝刭认 同 ⋯许多箴言都受到

相同的局限 t因为罪恶令世界未能达致教诲式智

慧所经常描述的理想境况 °大部分箴言式智慧显

示的只是时不时所经历到近乎理想的情况 ,并指

引虔诚的信能 把 盼望投放在超 越这世界的未来

(箴 12:28|△ 4∶ 32Ⅱ￡遂J17~18讠 24△ 9~20) ,因

为到那 时候}9最后 的审判会把 =切改正过来 °

届时 0箴 言式智慧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异也会

消除 °      ∶    J I∶
∷∷其次 ,反思式智慧在约伯记和传道书出现 °

这种写作风格透过留意生命中令人困惑的处境 ∫

探讨如何适当地运用箴言式智慧 °这些书卷有助

解经学者避免过度解读箴言式智慧 ,或 抱持过高

的期望 °约伯记替承受苦难的人测试箴言式智慧

的用处 °当义人受苦 ,恶人以箴言式智慧诬告他

们时 ,神 的公义何在 ?在谇种情况下 ,人 类对神

的智慧了解多深 ?同 样地 ,传道书透过寻找满足

和成就的过程 ,为箴言式智慧定下限度 °为什么

劳苦工作 的成果并不能带来欢乐 ?既 然表面看

来 ,义人和恶人在死时均失去所有 9那么追求知

识或累积财富有何价值 ?这两卷书提醒我们不要

过分简单地诠释教诲式智慧 ,期望可以即时得着

公义和永久的福分 °         |
虽然约伯记和传道书认同箴言式智慧 的价

值 9但同时提供较完整的观点 °首先 ,它们强调

在 了解神的智慧方面 9人 类 的能力是严重不足

的 ,特别是面对生命中令人费解的异常情况时 °

如果我们 以为 自己真的能够拥有智慧 ,彻底看

透神的作为 ,那将是愚笨之至的 (伯.⒛ Ⅱ40~42

章 )° 其次 ,这 两卷书提醒读者 ,即 使要获得有

限的智慧 ,也需要对神抱着持久和虔诚的 敬畏

(箴 ⒈7)° 约伯记第二十八章28节 如此作结 :

Γ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邪恶就是聪明 ⒐」同样

地 9传道书第十二章13节说 :Γ 你们一切都听见

了 ,总 而言之 9应 当敬畏神 ,谨 守他的诫命 ,因

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反思式智慧强调 ,若

要活得有智慧 ,我们需要了解人类的限制和明白

服从神的重要性 °



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不详

主 旨 :从义人受苦的角度 ,探讨传统箴言式智慧

的限制和适当的应用方法 °

年 哟9:约主前970至 586年

Ⅰ 点 :

●在所有苦难背后 ,神都有池的旨意 ,只 是

大多数都不为我们所知 °

●传统箴言式智慧容易应用于某些情况 ,但

却不适用于义人受苦的情况 °

●受苦的义人必须谦卑地将他们的悲痛和对

神的美善和公义的确信连接一起 °

●人类对智慧的理解有限 ,并应该时常以敬

∶畏神和顺服池的命令作为起点 。

作 者
虽然本书记载约伯许多的言论 ,但文中并没

有暗示他就是作者 °本书的作者很可能是-个不

知名的以色列诗人 ,这 位哲人大概运用来 自列祖

时代的早期材料 (口 述或书面 )写成约伯记 °由

于作者以神立约的名字耶和华 (主 )称呼池 ,我

们因而得知作者是-个以色列人 °

军作 曰期 每 地 点
我们并不确实知道约伯记作者生活和写作的

年代 °虽然序言指出书中的事件发生于列祖时

期 ,但本书的完稿却可能在所罗门时代期间或之

后不久 ,于 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成形 (约

主前970-586)° 由于在死海古卷中发现约伯记

的碎片 ,因此排除约伯记是写于以色列人被放逐

之后或更晚时期的可能性 °

理想和寻常的情况放诸四海皆准 °事实上 9生 命

中经常出现各种状况 9需要我们在箴言式智慧的

指引之外深入反思和挣扎 J这种情况在义人的苦

难中尤为真实 °约伯记以神容许义人受苦 9因 而

对池的美善和公义产生质疑 ’反对天真地信赖箴

言式智慧的作法 °    ∴

约伯记为义人受苦至少提供了三个解释 。

第-9神 是不公义和不美善 Ⅱ义人蒙受苦难 ,

因为神在若干程度上是邪恶:跑 °本书否定这个

可能性 9并 在序言和结语郡}分 有力地重申神的

美善 °序言描述约伯在苦难中仍承认神的美善

(⒈ 1~2:13)9而 在结语里 (42∶ 7≈夕)9神再度

赐福约伯 ,以表扬他信靠融的美善和公义 °

第二 ,义人受苦是因为神不是全能的 ,苦 难

不在础控制之内 。然而 ,约伯记也否定这个可能

性 ,表明神是无所不能和捃有无限能力 ,而础的

权柄也控制万事万物 (37:14~24942:2)°

第三 ,神 既美善又拥有权柄 9但 受造之物并

非经常明自池美善的杈柄所作的工 b础的作为远

超越人类的分析能力 ,是他们无法完全揣摸的

(28章 )° 在约伯的例子中 ,首 章让读者一窥神

容许约伯受苦的原因 °神和撤但角力 ,要测试约

伯的信心 °然而 ,正 如大部分情况 ,约 伯蒙受苦

难却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 °虽然神倾听池子民

的悲叹和哀哭 (36:14~15)9但 只要义人在他们坦

诚的诉求和对神的谦卑及敬畏中取得平衡 9就 能

够恰如其分地了解自己和了解神 (见 28⒓ 8注 )°

这种对苦难的概念在本书逐步推展 °序言从

天上的角度阐述此事 (⒈ 卜2∶ 13)° 神拣选约伯成

为池其中一位受苦的仆人 ,借 着他取得属灵的胜

利 :Γ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 ?」 (⒈ 8,

23)提出指控的一方 (撒但 )诬告约伯只是为了

所得着的物质福气而事奉神 (⒈9~I1)° 因此 ,约

伯 Γ有幸」接受考验 ,测 试他在失去一切 、并每

日经历苦楚的景况下 9会否仍然尽心跟随神 °

序言给我们看到天上的角度 ,而 其后的对话

则带出了地上的观点 (⒊ 1~2⒎ 23)° 正如大部

分受苦的人 9约伯对天上议会里发生的事一无所

知 °约伯与误用传统箴言式智慧的三个朋友争

论 ,因 为他们宣称所有苦难均是人类犯罪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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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比 较约⒐2)° 这些扮演谋士角色的朋友

认为 ,约 伯受苦的程度与他的罪成正比 °然而 ,

本书却指出Fdll的说法并不正确 ;他们误解和误

用经文 ,甚 至约伯也陷入这个陷阱 °因此 9约 伯

和他的朋友都不是旧约或基督教神学的可靠独立

资料来源 °当约伯或谋士的说法与标准神学一致

时 ,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理据 °然而 ,当 他们的

神学观点有违经文时 。我们应视之为谬误而加以

否定 ° '

约伯与狠心的朋友对质时 ,说 了一些令他事

后懊悔的话 (辊 :5~6)° 他深信谋士是错的 9但又

不能解释为何义人如此受苦 ,而他身边那些不信

神的人却得享安康和物质上的丰足 (12:6)°

与诗篇里的诗人一样 ,约伯习惯以法律争辩

的语句向神求诉 °约伯与神角力 ,坦诚与TdL分

享所有疑问和恐惧 °他与神之闻的关系是充满

活力的 ,而他的朋友却让他们自己的信心沦为

陈腔滥调 °他们麻木不仁 ,在 神学上自以为是

(13⒕ -s916;2,1⒐21)° 虽然约伯要求还他清

自 ,但他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自以为是 °即使他

认为神向他发出震怒 ,但 他仍坚信神是公义的 9

会为他预备辩护者 、胜利者和救赎者 (16:19矽 1,

19⒓ 3砭 7)°

当神在暴风中出现时 9这 个希望就成了事实
(3⒏ 卜41:34)° 约伯被责备 ,不是因为他是为自

己的罪受苦 9神 乃使约伯谦卑在池面前 ,因 为他

过分地挣扎着为自己辩护 ,而没有好好地为神辩

解 (38∶2,4⒉ 2~3)° 约伯最终也不知道他受苦

的真正原因 9只 知道他的苦难在神权能的旨意之

内 ,而 神也盼望他信靠和忠于神 °当仙亲眼看到

神之后 9他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 °约伯终于明白

这好消息 :神 大有权能地坐在砒宝座上 ,并 且至

终会赏赐那些在苦难中仍信靠鸸的人 °

约伯 记 中的基 督
约伯记在数方面预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基

督和本书之间最直接的关联来自基督是 Γ神的智

慧」 (林前1⒓4)9以及 Γ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

都蕴藏在基督里面」 (西⒉3)° 把基督等同开智

慧是基于两个事实 :池是永恒的道 ,而 Γ万有是

藉着他造的」 (约l3)∷ 以及础身为道成肉身的

弥赛亚 ·Γ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和能

力的灵 ,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赛 11∶ 2)

都停留在础身上 °约伯和他的朋友渴求的聪明和

智慧 9都可以在基督身上找到 :若我们在硇以外

的地方寻求智慧 ,我 们只能找到世俗的愚昧 (林

前⒊19)° 当人与基督合一 ,葩就赐他们智慧 °神

向信徒倾注的恩典包含了 Γ各样的智慧和聪明」
(弗 ⒈8)° 换言之 ,智慧始于在基督里的信心 ,

并由跟从和信靠池而得的恩典中获得 °Γ缺少智

慧」的信徒 ,Γ 当向那厚赐众人⋯⋯的神祈求」
(雅⒈5)° 再者 ,Γ 从天上来的智慧 9首先是纯

洁的 ,其 次是和平的 ,温柔的 ∷谦逊的 ,满宥恩

慈和善果 ,没 有偏袒 ,没 有虚伪」 (雅⒊17),

有别于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话中所展现的针锋相

对 。        ∶̀∴

第二 9约 伯记坚持认为人类理解智慧的能力

非常有限 9以 致对我们而言
j智

慧可概括为两个

元素 :敬畏神和顺服融的命令 (见 28∶ 28注 )° 这

个主题在基督里得苡成就了
'囟

为来自枷钩智慧

就是敬畏和顺服基督 °   冖

第三 ,约伯记数次提及人与神之间极需要一

位中保 (见⒌19⒐ 33,16:20,19:25933:23)°

人类堕落后陷入非常可怕的处境 ,所 以我们需要

一个能够到达神宝座前的中保代我们请求 σ我们

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基督作为人和神之间的唯一

中保 ,满足了这个需要 (提前5:^)°

第四 ,身 为一位透过苦难而对神的忠诚受到

考验的义人 ,约 伯预表了在基督里所成就的考

验 °基督远超越约伯的义 ,因 为础完全无罪 :但

是础还是在旷野接受试探 9并 在忍受一切屈辱上

没有犯罪 (来⒋15)° 因此 9若信徒在苦难中未能

做到十全十美 ,他们还是可以安心的 ,因 为基督

已代他们受苦 ,T/b0的 公义和奖赏已借着神的恩典

加到他们身上 ::          J

7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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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储

导 论

年份

主 旨

重 点

摩西 、大卫 、所罗门 、可拉后裔 、亚萨后

裔 、以斯拉人以探及其他不知名作者

约主前 1,狃 0至400年

为以色列人提供诗歌集 ,以适合在不同场

合中作敬拜之用 °

●神配得赞美 °

●在义人面对需要时 ,神保佑和拯救他们 °

●神赐福给顺服的人 ,审判叛逆的人 °

●神的启示是敬拜的基础 °

●真正的敬拜 9必须具备来自生活经验的多

种情感 。

作 者 和 标 题
书名

诗篇-名源自早期旧约希腊文译本 °这书名

也出现在新约 (路20:4292⒋ 44;徒 ⒈20)° 原

来的希腊文可译作 Γ诗歌 」 ,相 当于希伯来文

砀 ″ 一字 (字根含有 Γ唱歌」或 Γ弹奏乐器」

之意 )° 此词常见于个别的诗篇题注 °

希伯来文的书名则是 Γ赞美诗」°这是很特

别的 ,因 为诗篇中使用哀歌文体的 ,远比使用赞

美文体的多 °不过 9几 乎所有的哀歌 9最 终都表

达出信靠神的心 。同时 9整 体而言 ,全 书呈现出

一种趋势 ,即脱离哀歌文体形式 ,并趋向数量渐

增的赞美诗 °

个刖诗篇标陌

许多诗篇 (虽然不是全部 )均有标题 °大多

数译本都不把节数编入标题 ,使 人感觉标题并非

希伯来原文的一部分 °但其实标题通常是标准的

希伯来原文的第一节 ,《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

腊文译本 )也是如此 °所以 9标 题若不是启示内

文的一部分 ,至少也是源自初期的传统 。

标题可以分作五个基本类别 :作 者 、历史 、

乐谙 、文体类别及敬拜礼仪指引 °有趣的是 ,哈

巴谷书第三章是一首独立的诗 9在 诗的正文前后

郡有标题 °作者名字和诗歌类别列于诗的前面

(哈⒊1)9但对使用诗歌者的指示 (Γ 交诗班

长」 ;哈 3:19)及使用的乐器的指示 (Γ 用丝弦的

乐器伴奏J;哈3:19)则写在后面 °这就表示 ,在

诗篇的同类题注可能应放在上一首诗的结尾 。

作耆标陌

大多数的标题借着一个希伯来文的前置词 ,

标明献给谁 (Γ 给大卫」)或主题内容 (Γ 关于

大卫」)或作者 (Γ 大卫的J),去 表示该诗与

某人或某团体的关系 °不过 ,也 有少数的标题详

述诗的内容 (例 :18篇 ),这样的标题无疑是刻

意道明作者的身分 °大卫是最常被引述的作者 °

他大多数的作品见于前两卷书 (见 Γ结构J),
不过也有小部分在最后几篇 (138~145篇 )° 传

统上视大卫和歌唱以及诗篇写作的关系牢不可

破 ,因 此如果标题有他的名字 ,那么他就是那篇

诗篇的作者-点 ,原则上已毋庸置疑 (例 :撒上

1⒍ 14~23;撒 下⒈17~27;参撒下”章及诗18篇 ;

辙下”△ ;代 下6:31,15∶ 16,16:7;摩 6:5)°

除大卫之外 ,也有其他作者的名字出现在标

题中 :摩西 (诗 90篇 )、 所罗门 (72篇 )、 可

拉后裔 (42~49984~85987~88篇 )、 亚萨后裔
(50,73~83篇 )及以斯拉人以探 (89篇 )° 有相

当多的诗没有作者名字 (例 :1篇 );这些诗常被

称为 Γ孤儿」诗 °

历史标迈

以史实为标题的诗歌 ,较以作者名称为标题

的少得多 (见397918,34,51~52,54,56,
57,59~60,“ ,142篇 )° 史实标题的真确性也

有争议 ,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它们是后来加上

去的 °不过有人认为 ,在 诗篇与标题之间 (例 :

30篇 ),或者在标题与史书之间 (例 :诗 56篇与

儆上21Ⅱ 0~15)有 明显不和谐之处 9因 此显示它们

的来源是后期加上去的 °其他人则辩称 ,如 果历

史标题是加上去的 9很 可能是主其事的编者确信

标题与诗歌之间有密切关系才加上 °举例来说 ,

第三十篇并没有提到圣殿的事 ,为何后来的编者

会把它与献殿历史连结起来呢 ?

历史和诗篇的纽合

历史标题也许让我们知道诗歌的源头 ,但这

种标题一般对诗歌的释义都无甚帮助 °亦即 ,诗

z90



歌的诞生可能与某个历史事件有关 ,”但作者通常

骂得含蓄 |不 会具体说明诗歌内容的含义 °因

此 P像第三篇的标题虽然说大卫的诗∫是在逃避

他儿子押沙龙时作的」 ,但 诗开头却说
′Γ耶和华

啊 !我 的仇敌竟然这么多 !」 而不是说 :Γ 耶和

华啊 闸押沙龙起来背叛我 !J其 中的i原 因可能

是 9作者希望诗篇可以在正式和公开的崇拜中使

用 °他们要确保其他人也可以共同分享到诗的思

想和情感 °             ‘

然而 :历史标题确实可让我们一曹诗篇的写

作过程 ,也 为诗篇的i信息提供了历史解说 ,因

为标题所提及的事件 9始终是写诗的最初动机
(例 :51篇就跟大卫与拔示巴犯罪有关)° 但解

经学者没有必要为了实际应用ˉ而去重纽每篇诗

的历史背景 (这是早期许多诗篇注释者的愤例 )。

文体类羽的标曰  j Ⅱ∶ ; `   ’

~标题中的ˉ些名同÷Bx诗 篇分.为 不同的文学

类别 。但许多名词是我们难以确切明自的 °有

些是相当普遍而且广再出现的 :例 如 ″fz扭o'
(Γ 诗」 ;见 lg9篇 )和 劢

'(Γ
歌 J)!q有 些甚

少出现 |意义也不明确∷例如劝蚀鲫
'汤

(Γ 士迦

庸」 ;见 7篇 )° ˉ首诗也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标题

∶(见30篇 )。 这种古代分类相当有趣 ,我们若果

能够多了解一点就
:好

了 ;今 日的分类则是从诗的

意境和内容来定的泅

乐泔     ′i 
∶

ˉ 有些文体类别的名称 ,同 时也是乐谐 °最明

显的是扬 莎:【 f诗歌J,字根源自 Γ唱歌」)

和Ξ汐 (吲攵J)° 此外还有其他名称 ,但其意义

大多不明 。有△个常见的标题说明把诗交给敬拜

音乐负责入 (Γ 交给诗班长」 ;见 140篇 y。 也有

些罕见的 9可能是调子名称 (例 :60篇 hΓ 调用

见证的百合花 J)°
另外-个常见于标题以外跟音乐有关的用词是

‘e兹功 (细拉),但现今也没有人能肯定它的意义

或作用 。

敬拜礼仪指引

有时候 ,标题表示该诗在以色列的正式敬拜

中的作用 °最有名的是 Γ朝圣之歌」 (见 120~134

篇 ;见诗120篇 Γ简介」)及 r安息日的歌 J(吵
篇 )°

结 枸
在旧约时代 9由 摩西 (90篇 )到 后回归时期

(126篇 )不断加上新的诗歌 ,结果整卷书的结构

脉络就难以分辨出来 °全卷书的次序安排没有一

个明显的大原则 Ⅱ不过 9-些明显的特点仍值得

留意o  壬:

早期传统把诗篇分作五卷 9是向摩西五经看

齐的 °每卷均以颂赞结束 ,而 且各卷之间各有不

同的特色 (见 Γ大纲」)° 此外 9也有小组诗 ,

基于同一作者 (例 :73~ss篇 ,皆亚萨所作 )。 或

同一功用 (例 :120~134篇的朝圣之歌),或同一

主题 (例 :9s996~100篇 )而结集在一起 °诗篇

第△至二篇似乎是刻意编排在诗歌集之始 ,当作

进人诗篇圣所之大门 ,就 如第一四六至一五⊙篇

的盛大赞美 ,作为殿后颂赞一样 。

文体类刖             :   ∶ ∶

∶∶
·
诗篇有150篇独立的诗歌 ,每篇各有独特的美

感和感染力 ?但它们之间也有相似之处 ,因此可

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 9分类如下 :

1.贾美诗 。这些诗充满对神的赞美 ,很容易分别
∶出来 q神泅为池的身分 、融能力的作为和慈

爱而备受赞美 °赞美诗一殷包括下列元素 :赞

美的呼召 ,赞美的原由及忠信的展现 °例如

第八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三 、四十七及

四十八篇 ,°      t
2.哀歌 (申沂或求告)。 在情感系列中 9哀歌正

好在赞美诗相反的一端 °哀歌的作者向神流露

内心深处的隐情-—那是一颗充满了痛苦 、恐

俱 、苦涩及 /或侦怒的心 。哀歌的一股诉求 ,

包括求神拯救或提供庇护'和向敌人报仇 °希

伯来的哀歌包含以下的典型元素 :向神诉求 、

表达感情诉求 、表达Jb声 、求神帮助 、表达对

神的赞美 °他们有时也在诗歌中认罪 °从这些

相当典型的元素来看 ,哀歌中插入几节赞美之

词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 ∵例如第二十五 、

三十九 、五十一 、八十六 、一○二及一二○

篇等 °

3.感思诗 °这是诗人在神回应了哀求后唱颂的 °

诚然 ,这三种类别的诗构成一个三角形 △当

诗人感到与神关系和好时就赞美 9与神失去和

谐时就哀呜 ,与神恢复关系时就感恩 °例女r第

十八 、六十六 、一○七 、——八及=三
八等

篇 °

4.信靠诗 (或交坪或求怜悯 )。 许多赞莱诗 ,甚

至哀歌 ,的确表达出对神的依靠 ,有些诗尤

其强调这个主题 。这种诗-般都简短 ,有深

刻的比
叩

,,雯
卒出作者的信靠态寒 :例如第

二十三 、一土一及一三一篇等°      ‘



5.君王讨 °由于神是宇宙的大君王 ,是诗篇的主

角 ;而大卫是地上的君王 9又是多首诗篇的作
′

者和主角 9因 此王权成为了诗篇重要的内容和

观念 ?不过 ,当 中有几篇是特别强调神的王权

(24,47,95篇 )或人的王权 (20,21945

篇 ),以至跟其他的诗有分别 °

6.智慧诗 °若论圣经的智慧 ,我们通常想到箴

言 、约伯记及传道书 °智慧书的一些主题也是

智慧诗中的主题 °箴言中义人与恶人的对比 ,

在诗篇第一篇中也很明显 。其他的例子还见于

第三十七及四十九篇 °有关智慧文学的解释间

题 ,见 Γ诗歌智慧书导论 」 °   |

诗的风格和技巧           砭、

诗歌是一种书面的沟通形式 9特别着重怎样

把信息传递给读者 °诗人喜爱运用不但能传达思

想 ,而 且能表达想像力和情感的语言 ?Γ 耶和华

是我的牧人 」 (23△ ),不单是陈述资料而 已 ,

它能在我们脑海中唤起一幅图画 9触 动内心的情

感 ,远胜抽象的语言 。有关处理诗的释义问题 ,

见 Γ诗歌智慧书导论 」 °

平行句 °这种文学手法在所有希伯来诗歌中

最常用 。它把字和词联系起来 ,以 表达 出精细的

意义 °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和举例 ,见 :f诗
歌智慧

书导论 」 °   ∶∶     ∶  ∶ ·

离合诗 。诗篇中间中出现 的另⊥种文学技

巧 9值 得在此ˉ提的是离合诗 °这是指诗中各行

的第一个字之间构成一种联系 °例如以字母为次

序 9冠 于=篇诗每句之首 °离合诗也可以用来组

织文字 ,或 甚至每一句以同一个字母开始 ,从而

表达出一致性 °离合诗的最佳例子是=一九篇 ,

诗中各段落乃是根据希伯来文字母顺序来铺排 9

同时 Ⅱ各段落的每ˉ行开始都使用同=个字母 °

诗篇 中
∷
的神 荸     :

正如诗篇整体在旧约时代形成一样 ,诗篇的

神学观也像整个旧约一枰广泛 °马丁路德称诗篇

为 Γ小圣经 ,也是旧约的概览 J° ∷

不过 9诗 篇中的神学真理并不系统化或抽象

化 ;诗中所传达的都与人生息息相关 Ⅱ并在圣约

所产生的信心背景下表达出来 °  ∶

诗 篇 中的基 督       :
基督徒读者可 以看到

·
整卷诗篇是在启示基

督 °整部旧约 ,包 括诗篇在内;?郡在预示耶稣及

葩的事工来临 ,既 预示池第一次降临 9也预示池

要再来 °耶稣本人及新约作者ˉ再引用诗篇去表

达
一

些主题 ,例如耶鲰受苦 (太 27:46)及得荣耀

(太 22∶ 41△46)°∶此夕卜,对 基督徒来说 丿耶稣成

了诗篇敬拜的对象 °诗篇的颂唱祷告对.象是神
`

作为三位一体第
=位

挣的耶稣 ,也适合成为赞美

诗和哀歌的对象 °耶稣既是歌者 (来⒉12),也
是歌颂 的对象 。信基督的人可以赞美融 (赞 美

诗 ),向池倾诉苦恼和诉求 (哀歌 ),祷告蒙应

允时又可向Trb0感恩 (感恩诗 )° 尤有甚者 ?他们

记得础为他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记念诗 ),又
称础为王 (君 王诗 )° 池是他们信靠之所在 (信

靠诗 ),也是神智慧的化身 (智意诗 )Ⅱ    ∷

甚至是诗篇中所包含的咒诅 ,也 应验在基督

身上 °这些诗篇呼唤为义人报仇 以及审判恶人

(例 :⒃ :2妒29)° 这类祷告反映以色列人诉诸

圣战 ,作 为神的审判工具 °耶稣带着神的审判而

来 9争 战的性质便有了改变 °今 日的争战更见激

烈 9但最直接 、最重要的 ,是对抗 「管辖这黑暗

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 (弗⒍12)° 当基督在荣耀

中再来的时候 9施 伶悯的时候便结束 9而诗篇中

所提的咒诅 ,将落在神的所有敌人身上 °  Ⅱ

茹





卜13)Ⅱ 0神自我有生命|’ :自莪宥沉蓊  襁蠲|C诗
,神学家称此为 F自我存在1|《   扌:    丁

¨Ⅱ̈ ∴∶薜|o△||∶∷文解作∫采自自已」)Ⅱ ·∷ⅡⅡⅡ∷∵∷∴∷

无论在神学、生活或信仰上 F各种无体业泅错误 ,皆由于我们拙∷自已有限嬖俞轳镧∷稗种  0 用

在神身上而弓!起的:拂 fl△h守:耆
=揩

璎贪n啉为神太有限Ⅱ讠本绅小了∷雌种观念芎丨致  尹靼霉寮
1

晚上就凋萎枯干 °       ∶

7我
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

因你的烈怒而惊恐 °    ·

:你
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   ˉ

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屮 °

: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释中泸逝 1 -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

1°

我们工生的年 日是七十岁 ,

如果强壮 9可
乳八十岁 ,      ,

但其中可夸耀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   讠

熟们驷篮目.转眼郎逝 ,

我们也如飞而去了 °     :
'1i谁晓得你怒气的崴,,,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

19求
你教导我们怎梓数算自己的日子 ,

好使我们得宥笪摹的心 ° 、    ∷
Ⅱ
耶和华啊 :耍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 9

求你怜恤你的仆人 °        ⋯

“
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 ?

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  .

熟 黜 黥

肃 肖灾 :人时生嵛
屮

,甲
眇 缈

9o:8 隐恶 :人以为宥些罪苛藏宁心里 ,例如嫉妒 `憎恨

及欲念 。但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 候 ,一切却是通透显

露的 °

9o:1o 七十岁 :人年轻时 970岁 似是很长 °但在神的永

恒中 ,达样的时间实在短暂 。在神的咒诅和对罪的审判

下 ,世上的生活是艰苦的 (创⒊10~19)。    ′

90:Ⅱ 谁晓停你怒气的威力 1唯宥耶稣基督 ,栖钦尽了

神对罪的愤怒苦杯 9因 此明白其威力 d ′∶   ∶

jO:12 智慧南0:这 样耐心 ,木仅明白生斋短暂 9而且

知道生命为何短暂 ;这祥的Jb会舟尚神一ˉ 我lll永 恒的

居所 ,寻求神宽恕和赐福 °

T挽尹F揲虱黯妻躲
:考

嚣瑞曩
摩西恳求柿扳茴∵不毫希着审判 9而是艹着怜悯和恩典

回来 °

90:14 慈爱 :神 的慈爱是唯二的希望 9令我们蒙福钠早

晨和喜乐的日字相等于受苦的日子 (15节 )°     ·



∶∷ⅡI∶Ⅱ∷∷|Ⅱ∷∴。Ⅱ0Ⅱ9ⅡⅡ|∷ ∶     ∷  · ∷  ∶∵∷ ∴∶ ∴∵| ˉ

ⅡⅡ · ,∷种的主权 0曲神主宰还是我有自由 P● Ⅱ∷ ∷ Ⅱ
∷∶ⅡⅡ∶∶∷∷∷='∷ ∷∷∷

=Ⅱ
∶∶1∷ I∶ ∵1∷ ∴'∷

∷

∶萁次:椭继绫掌管万物 ,卉接硇在护姐掌管历史中脐悦纳的旨眚 ∷继续与他们向在 1桷巫生潼衲形

象贯彻|于 全本圣经【王圭2珏i9∶ 赛济i∷;结
'1ho;但

7:9∷启⒋2;参诗11⒕
∷’4j:它 |圻冫:泓9:1粜仃砬0启

3:歼)Ⅱ圣经也衤咖胡确提醒锇们∴芏k耶莉华)作王统治 ,钜细无遗尬运用砒的管治玟 《出1j:i§ ;

诗犭0Ⅱ 0j篇 :“
t9⒍ lO’ 叻篇

`”
△~务

'i4⒍
】o:箴 16:各 3921n(;赛 24沱3Ι够饣艹但434-s^△舞身上帮8,

孑∷ γ ∶T∶丫}I黧
历史的

∴
弛

?彳

而Ⅲ阿
↑
令催

殄 髯 :叩T呷 呷
綮f叩

∷第三 :       `                             有保

留 Ⅱ认为我       ”                              救恩
(谗

ρβ::⒊
⒈罗⒐垆江;此邴∵璋弭下∴

^辜

邛例外地完全
终赖神得救恩 。由始至终 l拯数是出于神趵恩典

督面煎’除非神赐给我们这种熊力《绅⒍邺|邸 冫Ⅱ
’

9我们獐有能力在审判的日子夏活和熬受拯救 ;神的

查重菠叠夷凇撺雾j串辛屮唧螂冖
选择的事卖:堇垃

Ⅱ
樯楚袅宗△莪fll是宥氆德诬的活

物0要为自己能做的和做不到的:倘枷负箦 (申 7:9~lω °我们是自由个体 (见书24章 〈意志的自由与

束

`畜

翥}龟馨 著     h责 在的自自个体 ∵会令我们箬限品查i痴茗 :孟情
况下0戤们舍姆道德责任与独立捻制能力连系起来 ,但从圣经观̀

甙
来看9我们郡在神的管控之下Ⅱ但又

有具:卩
∷唧遵衢责年卩圭权-昀

神不是把我们做戍本偶∵而是遣成有道德观趵受造物,这是奇妙煦奥秘′但
基    蜂i       贪:° 烬罗自弓韩砜料到茛

^辱

对淬种弭≡揖恩典即教导1辜今姆”有人扭
此    弛       ,有婢谗Ⅱ+E仙驷胃|意呢饣|(夕⒐”)° 不过9记住这是由于神有绝邓≡

877



拥有救赎 、再造和更新的能力 9因 此值得我们信靠 °明自到我们永远依靠创造的神 ,就薷要我们在生命

各个领域向融感恩和效忠 °

神— — 天 地 的 创 逍 主 :神与 受 逍 物 有 什 么 关 系 9· ¨

圣经以基督教信仰暴票罴即信绎之-仵为开始 :神创造天地 (创⒈1∶)° 神以rrLl的 命令创造一切9事

牒舅宁晏霉愿屙甲   △匙疝篝i·竣嘴荭挂戆婴啉1雩霪
33:6、 9,148:5;约 1       来1|29113)。                  ’ Ⅱ

改革神学传统上强调神与咆刂造的关系宥几点真理 ,包括 :      ∶      ' ∶ ∷ ∷

神超越助的刨逍°空闾相时向是ell造秩序的限度;神既不Γ在其内」9也不受其限锕::神为自已的

荣耀 (赛 0s∶ 7),f从 无生有′乙Ⅱ(伢 历乃
'勿

)9如今坐在大地之上的宝座 (赛 4⒍22)’ 完 全独立于鼬的

创造°有人以为神要依靠弛的创谴 9但不是的 ,葩是自给的 (见诗90篇 〈神的自荐〉灬△文)。 池宥能力

成就弛的所有旨意 (见诗97篇 〈裨的主权〉△文),并知道未来的一切细节’∶·因为鼬设计和掌臂一切
(诗 115∶ 3;赛弱:10;见诗139篇 ,《 神的全知)和耶18章 〈神的治理)二文)∷。∷ `Ⅱ  ∷ ∶ Ⅱ∷

分°茗罂室詈崖叠髦罕量早葑霁矗菏罕勇晏萌藉二罘麝鲨霆菖‰罗ε∶罂芋儒黼謦灞
保育大能 9每一种受造物 9有生命和无生命的 ,都会停止存在 °正如保罗对雅典人说的 ;「 他自已反雨

把生命 、气息和一切
`赐

给万人∵⋯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 、活动 、存在 °|(徒甲:?0∶ 28;见徒!7^5

注)°                             = | 、 Ⅱ  ∶∵

神在宇宙昀治理 、互                            的透过或独立

于受造物 (即第二起因)                            但砒有时吧不

用它们去达到融的目标 ,                            (κ
Ⅱ和呼宣

言》13;《海德堡问答》” |f《 西敏宣言》5;《 大问答》18;见耶18章 (神的治理〉一文)∫  ∷ ∷

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是信靠和丰盛生命的基础 °神工作的奇妙有序 9多姿多采和美箫是值得我

们赞美的 (见诗104篇 )° 砒是掌权的主 9拥有永恒的计划 9这计flJ毫元例外地苞括L切事轫相命运 |也

冷迢玉q蜞些   cQ鱼   k    g

有油使人容光焕发 9

有粮加添人的心力 °

16耶
和华的树 ,就 是他所栽种的黎 巴嫩香

柏树 9    ˉ

都得到了充分的濯溯卜
1’

雀鸟在上面筑巢 ;

至于鹤 ,松树是它的家 6       ∶

1:高
山是野山羊的焦所 ;

岩石是石獾藏身的地方 °

19你
造月亮为定节令 ;

太阳知道何胜沉落 °

20你
安设黑暗 ,有了晚上 ,

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

21少
壮狮子吼叫觅食 ,

要寻求从 神而来的食物 °

″
太阳升起的时候 9

品 ,且以酒使人心欢畅 ·超越了肉身的饥渴满足 。 1o4:21从 神而来 :狮子觅食 9看来是自然界的事 ,但

1o⒋ 19月 亮⋯¨太阳 :回 想创造的第四日 ;神创造太阳  实际是神的供应作为 °诗人正确地看出神的手在自然循

和月亮来分白天与黑夜 (创 ⒈14-19) 环 9事物和现象的背后 °



诗篇 10⒋ 16

有油使人容光焕发 9

有粮加添人的心力 °

∷
|∷∶

^∶

-∶ |∷∷

W1芽孑严  近   -^        t)      冫

神——天地的创造主 :神与受追物有什么关系 ?  -

圣经以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信条之一作为;F始 :神创造天地 (创 ⒈1)° 神以础的命令创造一切 9事

前没有任何存在之物 。砒决定那物应存在 (例 :Γ 要有⋯⋯」 ;创 △3J6、 14)’ 便叫他们存在 ,使他

们成形 ,充满他们 ,使他们靠着池存在 9但又与融有分别 °父 ,子和兰灵一起参与创造末工 (创 l泛 ;诗

33∶ 6、 9,l焖 :5;约⒈l~3;西 1∶ 15~16;来 10911:3)°

改革神学传统上强调神与创造的关系有几点真理 ,包 括 :

神遇越池的创逍 °空间和时间是创造秩序的限度 ;神既不 Γ在其内」 9也不受其限制 °神为自己的

荣耀 (赛 43∶ 7)9Γ 从无′⒈有」 (砑 “硪o),如今坐在大地之上的宝座 (赛 40∶” )Ⅱ完全独立于汕的

创造 °有人以为神要依靠葩的创造 9但不是的 9葩是自给的 (见诗90箱 〈神的自存〉一文 )° 砒有能力

成就TdL的 所有旨意 (见诗97篇 〈神的主权》一义),并知道未来的 切̈细节 9因 为鼬设计和掌管一切

(诗 115:3;赉弱:10;见 诗139篇 :〈 神的全知》和耶18章 〈神的治理〉工文 )∶
。   Ⅱ∷    ∶̂

我们所住的世界既不是自我创逍 ·也不是自我供绮 °创造不是神的一部分 9而神也不是创造的ˉ部

分 °但宇宙要持续稳定下去 9就要依靠神不断的供给每一个创造范围 (西 ⒈17;来 13)° 如果没有神的

倮育大能 9每 一种受造物 9有生命和无生命的 ,都会停止仃在 °正如保罗对雅典人说的∴:Γ 他自已反l而

把性命 、气息和一切 9赐给万人⋯⋯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 、活动 、存在 °J(徒 1725、 28;见徒I7:25

注 )°

神在宇宙m泊理 、互动和管抬 °受造物全然依靠创造 JΙ 的需要 ,解释了神是如何自(由 的透过或独立

于受造物 (即第二起因)来执行融的旨意 °虽然融一般都使用第二起lxl去 成就鼬的旨意 ,但 WL0有时也不

用它们去达到池的目标 ,而是超越了融原赋予它们能做的 9甚至是违反宇宙的正常运作 (《 比利时宣

言》13;《海德堡问答》27;《西敏宦言》5;《 大问答》18;见耶18章 (神的治理》⊥文 )° ¨

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t9是信靠和丰盛生命的基础 °神工作的奇妙有序 ,多姿多采和美丽是值得我

们赞美的 (见 诗104篇 )° 砒是掌权的主 9拥有永恒的计划 ,这计划毫无例外地包括-切事物和命运 ;也

拥有救赎 、再造和更新的能力 9因 此值得我们信靠 °明白到我们永远依靠创造的神 9就需要我们在生命

各个领域向融感恩和效忠 。                          '

酃 f  r3       虮

I6耶
和华的树 9就 是他所栽种的黎巴嫩香  太阳知道亻可,l止沉落 °

岩石是石獾藏身的地方
”
你造月亮为定节令 ;

zΦ

你安设黑暗 ,有了晚 L,

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

勿
少壮狮子吼叫觅食 ,

要寻求从 神而来的食物 °

’’
太阳升起的时候 ,

桕树 9

都得到了充分的灌溉 。

17雀
鸟在上面筑巢 ;

仓于鹤 9松树是它的家 °

"高 山是野山羊的隹,阢 ;

硐 醛

切 笏冫'铴 冫

'冫

方冫杉 ” 铴 '碰   镉   冫痂访   ∷

品 9且以酒使人心欢畅 ,超越了肉身的饥渴满足 °     10⒋ 21从神而来 :狮子觅食 ,看 来是 自然界的事 ,倥

104"9月亮⋯⋯太阳 :回 恕创造的第四日 ;神创造太阳  实际是神的供应作为 °诗人 Il∶ 确地看出神的手在 自然碴

和川亮来分白天与黑夜 (创⒈14~19)°          环 ,事物和现象的背后 °





蜘 t晚  ⑧    ⑩
神的全知 :种知道一切吗 P∶

¨ ∷  ∵

全知的意思是 Γ知道
=切

」°圣经覃邵神的眼看顾全地 (伯 24:23;诗 33{ρ
△只

’13只
:丨 卩≈丨q氵 :箴

15∶ 3;耶 16∶ 17;来⒋13)° 勐探究一切人心 9鉴察每个人的作为 (墩
△

16:7;王上⒏39;垡|叩 :9;诗

13⒐ 1~6、 23;耶 17∶ lO;路 1⒍ 15;罗 8:” ;启 2:⒛ )。 换言之 ,砒在任何时间全知道一切 °鼬知道未来 ,

如同知道过去和现在 ;也知道从未发生而可能发生的事 ,                 13;王

下 13∶ 19;诗 81:14~15;赛0⒋ lB二19)j池不宓搜集 肖息 9                 崽态之

前 。圣经的作者对神的思念能为肃然敬畏 〈诗13⒐ 1诵 ,147:5;赛 4⒍ 1j-14、 疣
:;∶

参萝Ⅱ3j~so)。

当神在圣经中与人类互动 ,融时常提到自己的知识时 ,采 用受造物能够明自的方式解释:好让

人理解葩和回应滟 °融会提询 (例 :Γ 你在哪里 ?」 〔创⒊8~9〕 ;Γ 你的弟第业伯在郦里 ?jIir创

4⒚ 〕)、 记得 《创⒐16)′ 试验融子民的信心 (创”△;申 8⒓ ),并对事件绀局表示后悔《创‘姑)、 在

这些情况中 ,神早已知道一切 :甚至在事倩发生之前已经知道 。但神顾及人的软弱和卑微 ’融经常纡尊

降贵 ,以人的语言启示池自己 °础用人能够明自的方式 ,谈及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
'借

叱数卧 引领稗

祝贺人 °但神从没有忽略过最细微的事情 卩 |              (∷   ‘∷亡∷(′ Ⅱ}{∴

有些神学家否认神是全知的 °他们基于耶稣基督同时是神是人 9竟 然声称对某些事不柙嫜
°
耶稣

在地上成为人时 9他 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 (路⒉52),有 一次甚至表示对事情不知道 (木2⒋ j6;0可

1⒊ 32)° 但硇又捌有超自然知识 (太 9⒕ 912⒓5;路 522,6:89l1△ 7|约 If卩
?92!∶ !7冫r哪野夺于鼬

的神性是全知的 ,但本于融的人性 ,础只认识池所学习的 (见太Ⅲ:36;可 13?辛和约
!覃∷。  呷|果是

人的耶稣基督)一文)°

神的知识跟融的主权相关 :融知道每件事实 、思想和可能性 ,知道各个个人 、动物 、植物及死物 ,

包括备事物本身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困 为砒创造这一切 ,治理这 切̄ ,并依葩的计划使△+,J都时刻运

作 (弗m;见 聃 幛 獭 的治⒇ 寂
^0对

信

⒊秀罕 :楂霉秉智雾雯霎瑗 :霉翁室穿蛋謦鲞患萎蓦按照融的应许 ,使 我们得着好处 (赛 40:力 -s】 ;罗 8

来俱怕 9因 为它提醒他们逃不脱神快来的审判 (诗舛:卜11,139:7~12;约 ⒈1~12)°    ,∶   ●

黑暗和光明 9在
你看*都是一样的 °

Ⅱ
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 ,

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 °

“
我要称谢你 9因 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

15我
在隐密处被逍 ,

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9

那时 ,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 °

;     16我 未成形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 ;

为我所定的 日子 9我还未度过一日 9

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 °

邢        ≮

13⒐ 13 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 :神对诗人的亲密认识可追  的奥妙 。

溯至他受孕 ,神赐生命给他的时期 °塑造 :神早在诗人  139:15在隐密处 :即 是母亲的子宫内 。在地的深处 :母

出生前 9亲 自塑造他的躯体和个人 ° 亲子宫的比喻 °

139:14 你的作为奇妙 :这包括创造诗人的作为 (也推及  13⒐ 16为我所定的日子 :诗人对神为他一生所预定的一

至全人类 )。 婴孩在子宫中发育的奇妙 ,对现代人更是  切事 ,感到欢欣 ,知道他所得的每一种福气 ,郡是神恩

明显可见 9应该可以促使我们更感动地赞美神创造生命  典的礼物 °



导论

概 览
作者

主旨

年份

Ⅰ点

多位作者 ,包 括所罗门 、希西家 、亚古

珥 、利慕伊勒和其他人   
·

提供教导年轻人智慧的资源 ,尤其是王室

人员 9其次也包括-煅的以色列家庭 °

主前%0至 686年

∶|彳
′∶∶r∶

际贸易期间 ,̄以 色列接触了各国的文学作品 °埃

及公文 (约 主前 1,35θ )含有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的

稿件 ,就是文士们准备作外交往来时所使用的 °

我们可以假设 ;这些外国的文学作品 ,也 基于同

样的理由进人了以色列 °对才智过人的所罗门而

言 ,用 这种方法学习并掌握埃及的智慧训诲 9是

再恰当不过的了 。

(4)把智慧归在所罗门名下的做法 (⒈ 1,

1⒍ 1,25"),全 然符合古近东王室的作风 ,就是

国王赞助智慧 ,智 慧支持国王 °这做法也同样适

用于希西家王 (25△ )和利慕伊勒王 (31△ )° 许

多箴言不只是谈论关于君王和侍臣的事 ,也对他

们并为他们说话 °总言之 ’箴言书的智慧文学类

掣
,正 是王室早埤用的文学类犁 。

苹符合这条件

的 ,非所罗门王莫属 °

(5)第 一章至二十四章以及第二十五章至

二十九章的文体风格 9显然说明所罗门为作者 °

双行平行句是主前第三千年至第一千年的智慧文

学特点 ,这是已被证实的事实 °可是 ,到 了主前

500年之后 ,双行平行句在埃及和亚兰的智慧文学

中 ,就开始消声匿迹了 °

军
辎弘异冫墅 晶 ‰ :讵者 J)大约于土前

970年开始执政 9若 自与大卫共同执政算起则就更

早了 (见王上⒉11注 )° 假设所罗门在神赐给他智

慧之前几年就开始执政 (参王上2-3章 ),并且至

少容许仙有一段时间用来研究和编辑他的箴言 ,

那么归属所罗门名下的部分 ,可 以定在主前960

年车右 ?接着 ,希西家执政到主前687/686年 ,

所以本书最晚时期的部分
'是

在他执政期间编辑

即 :Wll慕 伊勒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见 31n注 ),所
以对涞定著作自期波有帮助 。

箴言写作的王室背景不同于箴言传递的背

景 。不像其仙古近东的智慧文学 9箴 言的标题没

雇垂黛堇售汆贾祟篙食齑誓T鞋謦彗展鲞屋套羞

所重视的智慧格言 ?所 罗门把箴言交给敬虔的

父母 (⒈ 8)          给下一代的

年轻人 ,正 如          普遍化 (申

6:7与 )° 本书前言
·
有

:夹

父崇相其 (众 )子 的论

●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 ,池也把智慧启示给
-   

人 ,使人可以学习 °

●唯有在敞畏神的处境下人才可获得智慧 °

¨ ●年轻人应从长者和更有智慧的父母那里领
∷Ⅱ芟uI脆 。∷∶       亻

●作神孚良领袖的更应当学习智慧之道°

作辐誓直宙奋1莅作者9有所罗门ti∶ i,

;:;订慧官封i∶歹;:疡1;:;;1氵亻;宣甯耋莒:訾:扌 :、

仡fi。 J晷:∶∶∶:ζ∶i;∶ !]i∶∶,誊:;∶∶∶雪:        垦
二十

η皋尹箸覃去晕鸫 的 ,圣经也证实所罗

呈爹晟趸荭爵霎】揣 {∶∶∶∶∶曹丨
31兰

上F霞 1∶

i丨

:

扌
:∶茗

;;i:i冫丿垂:J;扌
|:滔雀i雪轱诟描瞥孥:;翁查

(2)箴 言的结构和内容与所罗门年代之

芍的埃及 、米所波大米和黎凡特 (Lcvant)的

薯帚奋纛霉弯晏苎鞯善昝音玺霸垩鲨霉冒茭重

Ame卩emope)、极其相u°  (  Ⅱ '   ∶
(3)我们有理由假设 ,在所罗门广泛发展国

929



述 ,最 好是按字义解释 °埃及的智慧书卷是写给

作者的儿子们 的 ,从未写给不相干的学生 。有

关以母亲为教师 9教导摩西律法 (参 申⒍7~9)

和所罗门箴言之论述 ,也 证实 了以家庭为背景

的事实 (见 出20:12;利 19:3;申 5:169⒍ 6~9,

21:18~21 ; 箴4:3 96:20, 10:1 冫 15∶ 20,23:22、

zzI~25,2⒐ 1593⒈ 1、 26~28;路 2:51;提 后⒈59

⒊14)° 将箴言用在家庭教育上可以在⒋1~9更进

一步被证实 ;在那里 9敬虔的家属 (包 括祖父 、

父亲 、母亲和儿子 )从象征性的意义来看 9被当

作是传承家庭属灵遗产的人 °

军
售 ￡‰黼 色列人啦 的珐痴 9追

溯神国的发展 ,但圣经的智慧文学从未明显的提

及以色列人蒙拣选或诸约 ,并且也很少谈论到以

色列人信仰的历史细节 °无论如何 ,借着劝八要
Γ敬畏耶和华」的声称 (参 申⒍5;书 2⒋ 14;箴

l:7),智 慧文学还是很容易跟以色列人的信仰历

史结合起来的 °Γ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9表达出

础对以色列人的委身 (创 12:8;出 ⒊15,6:2~8)°
Γ敬畏」础 ,意 即服从础所启不的旨意 ,无论是

借着摩西或所罗门所说出来的 9而 服从TdL是 因为

人信任础必遵守承诺 9就是使忠心者得生命 、悖

逆者面对死亡威胁 °摩西 、所罗门 、和先知们都

个别寻求神的统管得以彰显 °虽然箴言的神学与

旧约其他部分一致对历史的关注可谓是相得益

彰 ,但 是箴言却比较专注于日常生活过于历史 、

于惯例性过于特殊性的事情 、于个人 (虽然是在

社交关系的范畴而不是独处 )过于全国 、于个人

经历过于宗教传统 °           '
不幸的是 ,人们时常误解只要澧循箴言的训

诲就必有成功 、健康 、幸福和财富的赏赐 (见

⒊1~10和 Γ诗歌智慧书导论 :旧 约智慧体裁J)°

箴言的确谈到财富是智慧煦洱福 9罅 而眄提刭

的益处 9多 数只是出于观察一般事件所得的结

论 °̄ 般上 ,能 有健康和财富的人是清醒的人过

于酒鬼 (见 23:29~35)(冷 静的人赶于暴藻的人

(1⒌ 1891⒐ 19922:24,29:22)、 以及勤劳的人

过于懒惰的人 °

其次 9不同的箴言彼此补充和更精确地界定

它们的意思 °虽然许多箴肓提郊兮义者得益处 9

而恶者受审判 ,但 也有许多萁他的箴言提及或暗

示恶者亨通而无辜者受害 °例如箴言书第十章2节

絮早莛堇伞里窨褶甾黜鬣蹑瞿糠蓉
无法得逞 °

整体而言 9箴言所教导的就是恶人只是一时

亨通 (10∶2a)9到 了末后的日子 9他们的财富无

法拯救他们免于死亡 (10:2b)° 相反的 ,虽然义

者目前因恶人而受苦 ,但 至终将得蒙拯救脱离死

亡 (10:2b)9并 且也将全然得饱足 (10:3a)°

同样的 9一 些 Γ胜过」箴言 (例 :Γ 收入少而有

公义 ,胜 过收入多却毫无正义」 ;16:8),假设

在现实生活中 9恶 人往往享受丰富的物质的生

活 9而义人却有所缺乏 (参 16△ 9:17△ ’19r1、

22921:9、 19,22Ⅱ 925∶⒉ ,28:6;诗 37:16;传

4:6)° 要明白一句箴言的真正意思 9或何为正

确 ,我们就必须从整本书的语境去理解 9而不是

单独

骂筐

释

拓为一本道德初阶 ,以教导年轻人过

公义的生活 ,箴言把焦点放在义人必定兴旺 ,而

不是义人也会受苦的问题上 °例如 Γ因为义人虽

然七次跌倒 9仍能再起来 ;但恶人必在祸患中绊

倒 。」 (24:16)这句袼言并不谈论义人有时会失

败的残酷事实 ,却强调他们必定兴旺的正面的盼

望 °相反的 ,约伯记和传道书就+PJ息点球在义人

最终被升高之前的受苦上 °

第四 ·某些经文明显的教导有关义人将享受

超越秕亡 ,蒙神赐福的未来 (李 1zj2卩 ’14:ρ 2’

2⒊ 17)° 箴言书中的 「生命树」象征着永恒的医

治 ,是得永恒生命的确据 (⒊ 18111:30,13∶ 12,

15";参 创⒉993:24)° 本书有关公平的观念要

求这样的盼望 °在父亲第一个训诲的序言中所描

述的情景 :与人类在伊甸园外堕落的第=个记载

的情景很相似°该隐杀害义人亚伯|使他提早走
上死亡跻 :无 唪焘终正寝 ;同 样的 ,路过之人无

辜的 Γ血」 (⒈ 11)也被腐败的罪人所流 ,而 提

早走上死
=路

(⒈ 1Q~1?)° 若要伸张正义 9正如

箴言向读者保证必然实现盹那样 (例 :33卜35,

i6:4~s)j必 须要在现t± 人类经验以办的颔域中 ,

方能实施 °    ,

箴
享 艋 箸晶 暮 稀 獭 焱 渝 坩 螬 的

为人和工作 °在律法中我们看到公义和圣洁的

人 ,也 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
是将继康神盟约

的福分并传承给列国的那位 。
,在箴言 (也在整体

智慧文学)我们看到智慧学徒优越的辨诉能力和

蓄蛩嘉暑磊薯蝥墅鲑丁置拿翁著暨景琶甓文瑟孱
靠着恩典 ,透过信`b才能达到的样式 ,就 是耶姘

的样式 9即 神的智慧成为肉身 (林前1:⒒ 、3o;西

2:2~3) 。                    ˉ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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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所罗门或宫廷中不知名的哲人

论证单从人和现世的角度看人生 ,只会导

致悲观主义 ;同 时提出人生的希望 ,在于

对神谦卑的顺从及信靠 ,直 到最后的审

年份

E点
主前930至 586年

●若我们仅有人的世界观与努力

是绝望和没意义的 °

人生看来

●人无从开始探究那命定与掌管一切 、

神的智慧 °

●一旦明嘹人的有限 ,信靠的人就会更新他

们对神的敬畏与对融诫命的忠诚 9从而得

着敬虔的人生观 °

作 者
传统上认为本书是所罗门的作品 °传道者在

第一章 1节表明书中所述是他对自身经验的反省 9

他的世系 (⒈ 1)、 耶路撤冷的王位 (⒈ 12)、 过

人的智慧 (⒈ 16)及空前的财富 (2:4~9)9都 与

所罗门有密切的关联 °此自述促使部分学者将本

书写作日期 ,定在所罗门背离神的时期 9就是他

可能沉醉在思想本书所论及的事的时期 (见 王上

Ⅱ章),或后来他反思早前沮丧日子的时期 °

虽然本书明显深受所罗门的智训影响 ,所 罗

门是否确实著作本书 ,并 非无容置疑 °与在多处

直指材料源自所罗门的箴言不同 ,传 道书没有任

何一处以名字识别所罗门 °即使是 Γ大卫的儿

子」 (⒈ 1)一 词 ,也可以翻译成 Γ大卫的后裔」

甚或是 Γ大卫宫廷的官员 J° 其实 ,作 者好像刻

意与所罗门保持距离 °所罗门若说他 Γ曾作王 J

(⒈ 12)是奇怪的 ,因 为所罗门在生时从来没有

-刻停止作王 °指在他以前曾有其他人在耶路撒

冷作王 (⒈ 16)9也不大可能——虽然并非绝不

可能 (见 ⒈16注 )——是所罗门作的陈述 °本书

反思困苦 (⒈2~8)、 死亡 (3:1~!5)、 不公义
(⒋ 1~3)、 异教徒的残暴 (⒌ 7、 0~19)及 在统治

者手下所受的苦难 (⒏9)9这样的形容都与所罗

门不相符 °因此 ,本书有可能是所罗门王朝后 ,

-个不知名的哲人收集 、编鼾 塑造及制定苛能

部分来自所罗门的反省 ,加上开首与结论 (⒈ Ⅱ

l⒉ 9~14)而成的 °然而 ,必须谨记的是 :与其他

所有在耶路撒冷宫廷的智慧人一样 ,本 书作者依

重所罗门的智慧编写其中的一切 (参箴25Ⅱ 中希西

家的智慧人)°

≠刂

●在最后审判中神将判定一切的善恶 9以消  后 (主前586)写成的 9所 以写作 日期的范围由主

除生命中令人困惑和颠倒是非的事情 °   前叨0年延伸至主前586年 °

写 作 日期 车 地 点
属于   传道书与大卫宫廷的关联 9使耶路撒冷相兰

可能成为写作地点 9但传道书的写作日期不能手

定 °如果所罗门是本书的作者 9写作的日期一定

是主前十世纪 °Γ大卫的儿子」的参照 (⒈ 1)≡

烈暗示本书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君主专政时期结柬

军 作 目的 享 特 色
传道书的书名源自《武大加译本》 (圣经舾

拉丁文译本)及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

本)对希伯来原文"z曲dε曲"一词的翻译°

传道书集中讨论神的子民在地上面对人生锚

艰难 ,及 难 以理解的事情时应该怎样生活 ·E
此 ,传道书并不是对漠视神或背叛神者的辩逭 ·

而是对那些晓得神的道 、却感到困惑的人的智Ξ

忠告 °这样看来 ,传道书与约伯记相似 °约伯狲

对话及 自自 9是在无辜者遭受苦难的情况下 9寻

求明白神的智慧 :而 传道书的手法则较哲学性 ·

且谈及全人类面对的景况 °传道书也探索传绞伍

言智慧的限制 (见 12:9),结合传统智慧对富橘 、

公义的期望 ,与 生活在堕落后的世界 ,受 神“骊

能测度的智慧控制这残酷现实 °本书亦鼓夙人猛

面对众多使人因惑的艰难中 ,坚守对神的忠吐 ·

在后段 ,传 道书的结论却与约伯记非京上

近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那美好的智慧 ·担

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与明智的田应 ,就 是 ΓI旦
神 ,谨守他的诫命 J (12:13;见伯2828注 )· m



概 览
作者

主 旨

年份

E点

所罗门或宫廷中不知名的哲人

论证单从人和现世的角度看人生 ,只 会导

致悲观主义 ;同 时提出人生的希望 ,在于

对神谏卑的顺从及信靠 ,直到最后的审

判 °

主前930至 586年

反思困苦 (⒈ 2~8)、 死亡 (⒊ 卜 15)、 不公义
(⒋ 卜3)、 异教徒的残暴 (5:7、 0~19)及 在统治

者手下所受的苦难 (⒏9),这样的形容都与所罗

门不相符 °因此 ,本书有可能是所罗门王朝后 9

一个不知名的哲人收集 、编辑
(塑

造及制定可能

部分来自所罗门的反省 ,加 上开首与结论 (⒈ 19

1⒉9~14)而成的 °然而 ,必须谨记的是 :与其他

所有在耶路撒冷宫廷的智慧人一样 ,本 书作者依

重所罗门的智慧编写其中的一切 (参箴25n中 希西

家的智慧人 )°        ′  ∶

●若我们仅有人的世界观与努力 ,人生看来

是绝望和没意义的 °

●人无从开始探究那命定与掌管一切 、属于

神的智慧 °

●-旦 明嘹人的有限 ,信靠的人就会更新他

们对神的敬畏与对TdL诫命的忠诚 ,从而得

着敬虔的人生观 °

●在最后审判中神将判定-切的善恶 ,以消

除生命中令人困惑和颠倒是非的事情 。

作 者
传统上认为本书是所罗门的作品 °传道者在

第一章 1节表明书中所述是他对自身经验的反省 9

仙的世系 (⒈ 1)、 耶路撒冷的王位 (⒈ 12)、 过

人的智慧 (⒈ 16)及 空前的财富 (⒉ 4~9),都 与

所罗门有密切的关联 °此 自述促使部分学者将本

书写作 日期 9定在所罗门背离神的时期 ,就是他

可能沉醉在思想本书所论及的事的时期 (见 王上

11章 ),或后来他反思早前沮丧日子的时期 °

虽然本书明显深受所罗门的智训影响 ,所 罗

门是否确实著作本书 9并 非无容置疑 °与在多处

直指材料源自所罗门的箴言不同 ,传道书没有任

何一处 以名字识别所罗门 °即使是 Γ大卫的儿

子 」 (⒈ 1)一词 ,也可以翻译成
Γ大卫的后裔 」

甚或是 Γ大卫宫廷的官员 J° 其实 ,作 者好像刻

意与所罗门保持距离 °所罗门若说他 Γ曾作王 J

(⒈ 12)是奇怪的 ,因 为所罗门在生时从来没有

一刻停止作王 °指在他以前曾有其他人在耶路撤

冷作王 (⒈ 16),也不大可能——虽然并非绝不

可能 (见 ⒈16注 )——是所罗门作的陈述 °本书

写 作 日期 阜 地 点
传道书与大卫宫廷的关联 9使 耶路撒冷相当

可能成为写作地点 ,但传道书的写作 日期不能确

定 °如果所罗门是本书的作者 ,写作的日期一定

是主前十世纪 °Γ大卫的儿子 」的参照 (⒈ 1)强

烈暗示本书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君主专政时期结束

后 (主前586)写成的 ,所 以写作 日期的范围由主

前9~s0年 延伸至主前586年 。

军 作 目的 车 特 色
传道书的书名源自《武大加译本》 (圣经的

拉丁文译本)及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

本)对希伯来原文"?汕dc曲 "一词的翻译°

传道书集中讨论神的子民在地上面对人生的

艰难 ,及难 以理解的事情时应该怎样生活 °囡

此 ,传 道书并不是对漠视神或背叛神者的辩道 ,

而是对那些晓得神的道 、却感到困惑的人的智慧

忠告 °这样看来 9传 道书与约伯记相似 °约伯的

对话及 自自 ,是 在无辜者遭受苦难的情况下 9寻

求明自神的智慧 ;而 传道书的手法则较哲学性 ·

且谈及全人类面对的景况 °传道书也探索传

言智慧的限制 (见 12:9)9结 合传统智慧对富裕、

公义的期望 ,与 生活在堕落后的世界 ,受神

能测度的智慧控制这残酷现实 °本书亦鼓励人

面对众多使人困惑的艰难中 ,坚守对神的忠诚 °

在后段 ,传 道书的结论却与约伯记非常

近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那美好的智慧 9

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与明智的田应 ,就是 Γ敬

神 9谨守他的诫命 」 (12:13;见 伯⒛ :28注 ),
988



尽管生活上遇到对认识神的人来说也是困惑的事

仃 ,我 们仍应该遵守神的律法 、信靠池是充满智

扌与良善的 9以表明我仔顺从神与体会到融至高

■智慧 °

传道者的话共分为三个循环 (⒈ 3~3:8,

坐卜6:79⒍ 8~1⒉7),每个循环均以相似的词句开

n:Γ 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J(L3)卜 Γ作工

■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 ?」 (⒊ 9))

工 r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 ?」∴(⒍ 8)i冫

t一 个循环都有引言 (⒈ 13~11,3:9~219
⒍8~12),接着有不同的段落 °词句的铺排形成

纽段 ,运用的方式表达多重含义 ,引 发对本书意

忿的沉思 °虽然词句与论题的重复 9构 成一种同

心圆式的骨干 9传道书的思路还是有演进的 °作

者使工作与智慧两个主题 9J,成 一对 °本书第=个
钅环分成三组对应的段落 (⒈ 12~15及 ⒈16~18;

△卜11及⒉12~17;⒉ 18砭6及3:1~8),弓 丨向本循环

"结
论 ,即尽管运用人的劳力及理性 ,可 以借着

【就带来满足感 ,但人得到的益处却终会被死亡

汪消 °

工作与智慧这对主题分别在本书第二及第三

俞循环有更详细的阐述 °第二个循环 (⒊ 9~6刀 )

Ι绎工作的主题 ,将之与神完美及隽永的工作相

比 ,劝勉信徒即使面对人的压迫 ,仍 要享受神所

|■简朴的福分 °第三个循环 (6:8~1⒉ 7)阐述人类

扫蠢的主题 ,将 之与神那不可测度的道路相比 °

泣循环劝戒读者 ,即 使努力及正直在此生不一定

茳得应有的奖赏 ,仍要享受生命和殷勤工作 。

作者的结论是 ,死亡使所有寻求超人智慧的

0苦与努力徒然夸“△⒋̀
∶
i7Ⅱ ⒉11、 17)Ⅱ 但这结

△却没有如=些古人所想那样 9暗示人类应该放

齐社会及文化上的努力 °相反 ,作者指示神的子

民要享受生命——虽然它表面上是无价值的 、在

=实
里是残酷的及不确定的——并且尽心尽力工

胥 (⒐7~1o)° 这务实的人生观将生命看成是神对

敬畏硇和持守池诫命者 (⒌ 卜7912∶ 13~14D的恩
赐 (3:13,5:19)°

传道书设法解答这问题 :良 善的创造主

(3:11、 14)与公义的审判官 (⒊ 17)9命定
Γ坏」事情发生在义人 (⒎ 13~14)亦 同时发生在

恶人身上 9而 非每个人在此生承受他或她应得报

偿 (⒏ 1499∶ 1),⒈耷淳样的世界中 ,人
应该怎详

信靠神而活 (⒍ 12)?无论是在面对人的压迫之

时 (⒊ 22~4∶3),还是展望死亡而感到无奈的时候

(⒐7~10)9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明自 ,仍要信靠神

的智慧 °              .

传 道 书 中的基 督
∶扌本书与基督驷新约有几有可驷关不 ;第

一 9

基督在滇成唧身时 ,以神智慧的化身 (林
煎 1⒓4、

30)出 现 ,向 础的跟随者启示智慧 (西 r:9,

2⒓3,3:16)° 透过对基督的信心 ,我们可以获得

神的智慧 (雅 1∶5),超乎旧约信徒所能理解 ρ传

道书呼吁信徒敬畏与顺从 (12∶ 13),与新约呼召

人领受基督的福音 ,即神的智慧 (林前1⒓ 1~24;

西⒈9t12、 28;雅 3∷ 13γ 17)的 主题 (徒⒍⒎9

⒐31;林后⒌11,⒐ 13,10:5;帖后⒈β;彼前1:29

⒉17;启 14:7,15:4,19:5)相 呼应 °第二 9虽然

基督 已降临 ,但 传道书提醒我们 ,神 的选民仍然

如客旅般生活在这世界上 (彼前 ⒈1)° ;即使 基

督 已经使我们罪得赦免 ,并 且在池里面复活 ,我

们仍得生活在极度的打击与压力之下 ,直 到基督

终结这罪恶的世代 °在那个时候临到前:9生命的

困惑往往大得使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祷告 ,但透

过认识那知晓神的意念并为我们祷告的圣灵 (罗

⒏18~23),我们在挣扎中可以有信心 °第三 ,新

约应许我们 ,本书提及的最后审判 (12:14)会 在

基督从荣耀里再来时临到 (启 19章 );那时 ,神

将清楚启示n^dL那现在经常对人隐藏的美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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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年份

Ι点

不详

庆贺夫妻间的浪漫爱情所包含的福气 °

可能是主前%0至 931年

●夫妻间的浪漫爱情 ,是神所赐的奇妙礼

物 °         ∶  '∶
●婚姻盟约中的男女应在情感及肉体上彼此

相悦 °

作 者
犹太人及基督徒的传统观点 9向 来认为所罗

门是全书的作者 (见王上⒋32)° 书中的证据把

本书列在所罗门在位期间或相近的年代 9但 却不

可能确定谁真正写作本书 °每-项i支持所罗门为

作者的证据 ,其 实都可作其他的解释 °第一 ,开

首的章节以 Γ所罗门的歌 ,是歌中之歌 j(⒈ 1)

开始 ,但 所用的希伯来文 ,却 可以表示这歌中之

歌是 Γ给」 (即 呈献给 )所罗门的 °第二 ,第 -
章1节的标题可能不泛指全书 h而只是第一部分 ,

正如箴言第-章 1节那样 (见 Γ箴言导论 J)° 第

三 9书中多次提及所罗门 (⒈ 1、 593:7、 9、 11,

8△ 1~12),但 其中部分段落看来 ;却好像与他倮

持距离 °讽刺地 ,第三章6至 11节 赞赏他 9但第八

章10至 12节却提出一个颇有问题的政策 °第四 ,

第六章4节提起得撤 (耶罗波安一世在位期间 (主

前930-909〕 9北 国以色列的第一个首都 )· 与

耶路撤冷 (犹大国的首都 )相对应 ,令 人认为 9

这显示本书不可能在王国分裂以前写成 °然而 ,

两个城市的正面比较 9实际上可显示那时正值所

罗门的时期 9即 南北两地的纷争导致分裂以前 °

第五 9任 何根据语言学的证据 9将本书写作日期

大大推后的尝试 ,都证实是没有说服力的 °

罕
箱 菇‰瑾‰磊。荇

`嘉

,本书最可能于主前十

世纪所罗门在位期间或其后的短时间内 ,在 犹大

或耶路撤冷写成 °本书的题材集中在浪漫的爱

情 ,词 句特,ll适 用于皇室 9但鸪确实可以为帝皇

圈子以外的人所使用 °         ¨

事

'隹

蟊 呻复哼乓)」词Ⅱ在嘉伯敕 艹
常用以指欢悦的旋律 ,并 没宥任何特别的宗教含

义 °Γ歌中之歌 」一词解作 Γ所有歌中之最 」

(参启17:14中 Γ万王之王」一词 ),叫我们预备

领受-首非同凡响的诗歌 。  ’      ˉ

除了标题外 9整首歌都以诗句写成 °它是-
首情诗 (见 Γ诗歌智慧书导论丬)9文句精炼 、

富节奏感 9语 言具想像力 ,洋溢丰富的情感 b它

描述感受多于客观事实 ,例如 9第六章9节并不关

心有没有证据证明所述的女人是否真的 r完 美」

各虍贳谋叠鼋蓓⊥苎震鼋旱晷景鞑靠鼋量屠蟊霉
事诗 9澎湃地展现人类经验世间舜情时伴随的痛

苦 、快慰与性冲动 °这书是给渴望明白 ,或 牢记

神怎样尊重夫妻之爱的人 。         讠

本书看来有两个主角 :乡 间少女 (在⒍13

中名为书拉密)与男牧羊人 (见 ⒈氵,⒍ j)° 所

罗门也在标题以外被提及 (⒈§9⒊ 7、 9、 11夕

8△ 1~12)° 此外还有许多配角::母亲、兄弟、守

卫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

这些角色的出现 9令 很多注释学者推浙本书

是关于少女与牧羊人的关系 ,所 罗门则是第三

者 °另外一些注释学者却很难理解-卷所罗门自

己编写或献给他的书 )怎会把所罗门描绘得这样

负面 °此外 ,很 多人发现很难在书中辨认出一个

清晰的故事脉络 9分辨哪些字句关乎所罗门 ,哪

些关乎爱人牧羊人 °

如果所罗门是第三者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他

在本书所写的 ,很 可能是关于一名不接受他求婚

的女子 °鉴于他最终有700个 妻子及300个 妾侍

(王上11:3),所罗门应该很少这样被拒绝 °如果

他在生命的较后期 、妻妾变得众多后写的 9那女

子为真爱拒绝所罗门 ,也有可能触发所罗门写下

雅歌 ,以反思他一直渴想 、却已经不能明白的那

种爱情 °如果所罗门不是第三者 9最 有可能的 ,

是他同时描绘自己为牧羊人及王 °

】002



基于上述的疑问 ,一 些解经学者近年提出 ,

本书是一部有共同主题的爱情诗歌集 ,而 非单一

紧凑 的戏剧 °然而 9将 本书分割成为独立的诗

歌 ,既 没有必要 9也不能帮助理解 °除了标题以

外 ,文章的中间有清晰标记 9显示它是一件单一

的作品 °副歌在雅歌中的三处以几乎相同的形式

出现 (⒉ 7,⒊ 5,8:4),它本质上是向耶路撤冷

的众女子宣告 Γ
不要强求爱情 9让它 自然发展 ,

在适当盯时候它会变得圆满 」 °这副歌塑造跃动

与停顿 °歌中的情侣经历分隔 、敌意与干预 ,但

副歌却期待他们的关系 ,仍会逐步趋向圆满 °在

本书的结尾 ,歌中的情侣最终在众人面前泰然自

若 ,手挽手步入父母的家里 ,就是他们开展关系

的地方 叫的确有着成全的意味 (⒏ 5)° 此后是对

爱情的一些 -般性及概括性的诠释 (8:6~7),到

达了诗歌的高潮 ,却 绝不是完结 °高潮后的后记

(⒏8~14)轻轻地回顾作品中的一些重要元素 ,把

它带到终结 ρ

从开首的渴想到末段的圆满 9中 间是第三至

六章的连串梦想 (⒊ 1,5:2)° 此中段记述少女梦

想她的婚礼与紧随的亲密缠绵 ,当 中包含了我们

预期的一切 :情欲幻想 、噩梦 、惧怕失去及深刻

的浪漫经历 °

在多方面 ,本书对爱情的想法都是实际的 。

作者明自等待结婚会有多困难 ,也 明自情侣在面

对分隔与敌意时 ,尝试开展关系会 出现情欲幻

想 ,也会遇到多管闲事的亲戚与挣扎 °他知道人

不再生活在伊甸园中 ,而是在堕落的世界中 ,爱

情本身也包含着痛苦 °

然而 ,本书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本书留给

读者的深刻印象是 ?爱 情是美丽的 ,可 以让人满

足与快慰 °雅歌把牧羊人描绘成爱人的典范 ,展

现一个他与乡间少女可以生活得与在位的王一样

快乐满足的世界 (⒏ 11~12)° 雅歌这样做 ,就把

财富与权力放在合宜的位置 °

雅歌毫不忌讳地表达感官情欲 9弓丨起部分解

经学者的忧虑 ,认定雅歌仅仅是寓意神对以色列

或教会的爱 (见 Γ导论 :雅歌中的基督 」)° 然

而 :标题 (⒈ 1)提及所罗门将本书与专注于人一

般 日常生活与关系的圣经智慧文学连系 °箴言用

来讨论婚姻之爱的语言 ,其实与雅歌相似 (例 :

箴⒌15~18)° 本书所颂扬的性爱的美丽与价值 ,

根源在神照着 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时颁布的命令

(创 1:27;参⒉19~25)° J跬爱是处于神给世界与

人类的理想秩序的中心 °     ∶    ∶ ;

雅 歌 中的基 督  ∷l

传统一直引用情侣之间与基督及教会之间的

相似经验为类 比 ,将 本书与基督拉上关系 °事

实上 ,旧 约的其他地方也有将神 比拟为丈夫 ,

把础 的圣约子 民比作融 妻子 (例 :耶⒉2;何
⒉14~20)° 因为基督宣认教会是融的新娘 (参 弗

5:22~23),此书其中一个合理的应用 ,就是将雅

歌所形容的爱情 ,理解为在很多方面与基督对教

会的爱相似 (例 :这是 《西敏斯特信仰标准》运

用雅歌的主要方法 )° 本书最少向读者介绍这份

爱的三个层面 :舍 己 、渴慕与委身 °耶稣喜爱我

们 9并且在爱里为我们舍 己 °硇渴望我们完全属

于池 ,也深深感受到我们与池关系中的痛苦与快

慰 °基督为教会舍去生命 9甚 至明在仍作爱护她

的丈夫 ,为 她的好处奉献 自己 °教会仰望基督的

保护和爱 ;她 为基督奇妙的眷顾尊崇n^dL9并 且每

天寻求砒的荣耀 °基督与教会都渴望他们最后结

合的日子来到 :就是摹督再苯时 ,举行盛大婚宴

的日子 (启 19∶ 7、 9)。

:卩 ∷|∶∷∷∶-i:0





何西阿

弥迦

以赛亚

那鸿

西番雅

耶利米

哈巴谷

以西结

俄巴底亚

哈该

撒迦利亚

玛拉基

约珥

日期 (主前)

793-ˉ 740

786-ˉ 746

753-ˉ 722

742-ˉ 686

740-ˉ 686

663-627

640-ˉ 609

626-ˉ 586

605

592-ˉ 572

585

520

520

458-433

不能确定

圣经参照

IT14:21~15:7

王下 14:⒛~29  :

王下15~18章

王下 l⒋Ⅱ~⒛ :21

王下 15∶ 1~20∶21

王下21∶ l~23∶ 35

彐ET22∶ 1~23:35

王下”~25章

王下⒛:3695:21

王下24~25章

(艺蒡耳阝49:7~22)

拉5弱章

拉5~6章

(参尼13章 )

受书人

以色列 l
亚述

以色列

以色列 /犹大

以色列 /犹大

亚述

犹大

犹大

犹大

被掳中的犹大

以东

犹大

犹大

犹大

犹大

Ι0Ⅰ 犭

.  ∷书卷导论  ∷

先 知 书 导 论

书巷 的编排       Ⅱ
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 (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

书除外 )的次序与被称为
Γ
后期先知 J的希伯来

正典相同 °这些先知书分成两个组别 :Γ 大先知

书 」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及 Γ小

先知书 」 (何 西阿书至玛拉基书 )。 在这两个主

要的类别中 ,先知书大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 °

历 史 背 景
大多数先知书都有标题 丿用以说明先知服侍

和写作的背景 °约珥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

那鸿书 、哈巴谷书及玛拉基书没有此等资料 ,因

此它们的历史背景必须从内容中推断出来 °无论我

们可以确定多少有关先知服侍与写作的原来背景 ,

这些资料对负责任的解经 9都是相当重要的 °

从最基本的角度而言 9我 们可以提出 ,三组

历史事件组成了先知服侍的主要阶段 °

(1)亚述审判 :在主前八世纪 9亚述成为称

霸古近东的帝国 ,因 此为先知们所非常关注 °神

因为以色列长期且不能容忍的罪行 ,决 意使用亚

述的军队审判葩的子民 °这些侵略分三个主要阶

段进行 °首先 9在 约主前734年 9以色列北国联同

亚兰 (即 今叙利亚 )抵抗亚述的霸权 9但 这联盟

导致亚兰被打败 9而 以色列则惨被亚述征服 (王

下 15:20~29)° 然后 ,在主前”2年 ,亚述人镇压

后来的叛乱 9毁灭以色列北国的首郡撒玛利亚 9

俘掳该国很多的人民 °最后 ,在 主前701年 ,亚述

甚 时期     先知

王西拿基立展开对犹大的战役 9取得胜利 ,甚 彐

包围耶路撒冷 ,但 主在最后一刻把他驱赶 (王冂

17~19章 )° 在这段时期传道的先知 ,经常提及文

些和与其相关的事件 °

(2)巴比佗审划 :主前612年 ,巴 比伦丿

征服亚述的首都尼尼微 ,成 为在整个地区称量

的帝国 °那时 9l以 色列北国 已经被亚述人打贝

和俘掳 9神使用巴比伦人在主前605、 597及 58

年大举入侵和驱逐 ,审 判南国犹大 °第一次丿

侵导致犹大被征服及犹大 的精英如但 以理及卖

朋友被驱逐 (但 ⒈3~6)° 第二次侵略使更望

犹大人 (如 以西结 〔结33:21;王 下2⒋ 14〕 )

遭受更大的困苦和驱逐 °第三次袭击导致耶￡

撤冷被毁灭和全面的被掳 (王 下2⒌ 1~21)‘

很 多 先知预 言 这 些事 件 ,在 它 们 发 生 的时仂

给 予解释 ,并 且在 它们 出现过 后 作 出反 思 〈

(3)归回 :主前539至 538年 ,波斯王古歹

打败巴比伦 ,释放犹太人归回耶路撤冷 °少数自

犹太人在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及大祭司约书亚自

带领下 ,归 回应许之地 °在延误一段时间后 92

殿在主前 520至 515年 重建 °虽然复兴的群体刁

相当正面的开始 9在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期及
·

后数十年 (主 前450-400)9假 宗教在归回∶

中间札根 ,以 至所有对神国度达到荣耀终局的丨

望 9都 只能投放在遥远的未来 9即 是我们现

认识的新约时期 °很多先知也关注这些事件



先知书导论

书巷 的编排       ∷
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 (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

书除外 )的次序与被称为 Γ后期先知 」的希伯来

正典相同 °这些先知书分成两个组别 :Γ 大先知

书 刂 (以 赛亚书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及 Γ小

先知书 」 (何西阿书至玛拉基书 )° 在这两个主

要的类别中 ,先知书大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 °

历 史 背 景
大多数先知书都有标题 ;用 以说明先知服侍

和写作的背景 °约珥书 、俄 巴底亚书 、约拿书 、

那鸿书 、哈巴谷书及玛拉基书没有此等资料 ·因

此它们的历史背景必须从内容中推断出来 °无论我

们可以确定多少有关先知服侍与写作的原来背景 9

这些资料对负责任的解经 9都是相当重要的 °

从最基本的角度而言 ,我 们可以提出 ,≡组

历史事件组成了先知月艮侍的主要阶段 °

(1)亚述审判 :在主前八世纪 9亚述成为称

霸古近东的帝国 ,因 此为先知们所非常关注 °神

因为以色列长期且不能容忍的罪行 ,决 意使用亚

述的军队审判砒的子民 。这些侵略分三个主要阶

段进行 °首先 ,在约主前734年 ,以色列北国联同

亚兰 (即 今叙利亚 )抵抗亚述的霸权 ,但 这联盟

导致亚兰被打败 ,而 以色列则惨被亚述征服 (王

下15⒓ 0~29)° 然后 ,在主前722年 ,亚述人镇压

后来的叛乱 ,毁灭以色列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 ,

俘掳该国很多的人民 °最后 9在主前701年 ,亚述

王西拿基立展开对犹大的战役 ,取得胜利 ,甚至

包围耶路撒冷 ,但 主在最后一刻把他驱赶 (王下

17~19章 )° 在这段时期传道的先知 ,经常提及这

些和与其相关的事件 °   Ⅱ
(2)巴 比佗审判 :主 前612年 ,巴 比伦人

征服亚述的首都尼尼微 9成 为在整个地区称0
的帝国 。那时 9· 以色列北国已经被亚述人打Ⅰ

和俘掳 ,神 使用巴比伦人在主前605、 597及 586

年大举入侵和驱逐 ,审 判南国犹大 °第一次入

侵导致犹大被征服及犹大的精英如但以理及其

朋友被驱逐 (但 ⒈3~6)° 第二次侵略使更多

犹大人 (如 以西结 〔结33:21;王 下2⒋ L4))
遭受更大的因苦和驱逐 °第三次袭击导致耶Ⅱ

撒冷被毁灭和全面的被掳 (王下25△ ~21)·

很多先知预言这些事件 9在 它们发生的时俣

给予解释 9并 且在它们出现过后作 出反思 ·

(3)归 回 :主前539至 538年 9波 斯王古刃

打败巴比伦 ,释放犹太人归田耶路撒冷 °少数的

犹太人在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及大祭司约书亚的

带领下 9归 回应许之地 °在延误一段时间后 ,圣

殿在主前520至 515年 重建 °虽然复兴的群体有

相当正面的开始 9在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期及艾

后数十年 (主 前450-400),假 宗教在归回者

中间札根 ,以 至所有对神国度达到荣耀终局的0
望 ,都 只能投放在遥远的未来 9即 是我们现在

认识的新约时期 °很多先知也关注这些事件 ·

∷     哈该

归回∷∶   I 撒迦利亚

ⅡⅡⅡ9|Ⅱ  ● 玛拉基
?      约 rll

先知

阿摩司

约拿

何西阿

弥迦

以赛亚

那鸿

西番雅

耶利米

哈巴谷

以西结

俄巴底亚

日期 (主前 )

793-ˉ 740

786-ˉ 746

753-ˉ 722

742-ˉ 686

740-ˉ 686

663-627

640-ˉ 609

626-ˉ 586

605

592-ˉ 572

585

520

520

458--433

不能确定

圣经参照

彐巨 F14:21~15:7

王下14⒓399
王下15~18章

王下 14∶ 23~20:21

王下15:1砭⒍21

王下21:1~23:35

王下”△93:35

王下”~25章

王下23:36~25:21

王下24~25章

(参耶49:7~22)

拉5诵章

拉5~6章

(参尼13章 )

受书人

以色列 :
亚述

以色列

以色列 /犹大

以色列 /犹大

亚述

犹大

犹大

犹大

被掳中的犹大

以东

犹大

犹大

犹大    .
犹大



婴 磁豳⒈

上页的图表概述各别先知作品的主要时期 、

期 、圣经参照及受书人 。    Ⅱ
.

以色列大约自玛拉基的时期开始 ,没有真实
°启示文学书卷 (Apocalypt“ book)〈 马

书》 (1Maccabecs)整 卷都记载着犹太人

提阿古伊皮法尼 (约主前165)‘ 的严肃历史 ,

三次 (4彳69⒐” 91zI彳 1)清楚说明以色列再

先知 ,暗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是这样了°

这两约中间时期的沉默 ”以施洗约翰宣告神

立池国度的宣告结束 (太⒊12;可 ⒈3~8;

17)。 玛拉基以预言神会派-位使者 ,即 新
r以 利亚」 ,预各将来神降临础子民中间的道
(玛⒊194:5)9结柬旧约的先知预言 °福音书

及耶稣认定施洗约翰是玛拉基所预言的以利

I太 17:12~13)° 因此 ,约翰开始了预言的新时

:即基督里神的国度的时代 ρ l

知 的 角色
先知是神的 Γ口」或发言人 °主告诉摩西关

伦的角色 9说 Γ他要作你 的口 ,你要作他的

J(出⒋16)9后 来更这样概括此角色 ∷「你哥

伦要作你的先知」 (出⒎1)。 成为先知就是

权柄地代表神说话 °

先知的这基本角色 9非 常类似神在出埃及记

三章1至 12节中对摩西的呼召 9在三次有关神对

知性呼召的记载中 (赛⒍卜 13;耶 ⒈I-10;结

⒊11),有了清楚的说明 °在各次的呼召中 ,

开首语和使命 ,直接与先知对话 :在燃烧着

(出 3:卜 10)、 在圣殿里 (赛⒍r~1o)、

有具体说明的地方 (耶 1:4-s)及 在风暴平静

时 (结 ⒈1~2:5)° 在先知表现抗拒以后 (出

1;赛⒍11;耶⒈6;结⒉6、 8所 暗示 )9主
次给他们保证 ,有时使用预兆 (出⒊12;赛

l-13;耶 1:7~10;结 2:6~3△ 1)卩 这些神圣的呼

使先知清楚自己是由神呼召的 ,也让其他人

到先知们是由神所授权 ,所以他们说话不是出

己的权势 9乃是带着神的权能 °

在以色列的人类王权崛起以前 Ⅱ先:知 以多个

方式代表神说话 °在人类王权创立以后 ,先

与以色列王族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 °以色列的

知担任神大君王与池人类君王和国家以色列之

予指示 、赞赏忠诚或指控池的臣民违反盟约 ,与

古代世界的国际政治操作相似 (见创9章 〈圣经中

的重大盟约〉表)°

此特使的角色是旧约所有写作的先知传道工

作的中心 。他们根据神与以色列所订立的圣约 9

扬言降下诅咒和赐予福分 (见 利26章 ;申 ⒛~30

章 ;参赛1:2;耶2:9;何 4∶ 1;弥 1:29⒍2)° 先知

按照圣约的条件宣告一些较轻的诅咒 ,也 宣告有

关完全毁灭和在应许之地被掳这些最重的诅咒 °

他们也宣布许多较小的福分 ,也宣告被掳后复兴的

最大福分 °所有这些先知预言所关注的 9反映出他

们作为以色列神圣 、圣约大君王特使的角色 °

真 先 知 阜 他 们 的 预 言
因着先知以神圣约特使的身分说话 ,分辨真

假先知对神的子民而言 ,是 事关重大的 °分辨先

知真假的测试有三个层面 :他 必须是以色列人

(申 18I15);他必须:忠于摩西所传递的圣约 (申

1⒊ 卜5);及他的预言必须实现 °在以色列的历史

中很多自称是先知的 9不能通过这些测试 ,但 圣

经中写作的先知都能达到这些要求 °

要求所有预言实现的第三项准则必须小心理

解 °̄ 方面 ,无 容置疑的是 9神 永恒的命定包括
Γ所有将实现的」

`而
且础这些命定是不变的 ;

神一定会完成所有池命定的 (《西敏宣言冫3.2;

〈比利时宣言》13)° 因此 ,当 先知在预言中揭

示永恒的命定时 ,他 们的预言确实必然会实现 °

然而 ,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预言都启示神永恒不

变的命定 ,就 犯了-个严重错误 °在多数的情况

下 ,先 知讲述的未来事件并非有关神不能改变的

命定 (见 下一段 )°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成为神治

理的工具 (见耶18章 〈神的治理〉-文 )°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1至 11节 清楚地教导 ,真

先知所说的未来事情 ,不 都必然发生 °相反 9先

知说话多是为了鞭策 ,而 非预测事情 °他们经常

宣告未来的审判 ,作为警告 9而 非不能逃避的定

罪 ;讲述未来的福分 ,作为鼓励 ,而 非必然的应

许 °事实上 ,先 知启示神有不同程度的决心实现

先知的预言 °在某些情况下 ,预 言附有条件的性

质是明显的 (例 :耶22彳~5),另外的情况却是含

蓄的 (例 :耶 7:5-,;赛 7:9)° 有时候神给予话语

或预兆 ,以确认池实现预言的高度决心 (赛38:7:特使 。神 以色列的大君王差派先知作特使给



耶4⒋ 29)° 先知有些时候会记述神决意实现某

预言 ,起誓TdL必定这样做 (赛45:23;耶22:4~5,

4⒐ 13)° 在这个最后的类别中 ,神 的誓言显示

预言应验的必然性 ;誓言把先知的话语提升到不

可改变的程度 9因 为神不能违背自己庄严的誓言

(民 23△ 9)° 即使如此 ,有关如何 、何时 、何

处 、到什么程度以及为 /针对何人发生等预言应

验的详情 ,通 常是不确定及隐藏的 ,直 到起了誓

的预言应验为止 °       ,
结果 9在 不同的程度上 ,所有先知预言都可

能因为人对预言的反应而受到影响 °圣经里不乏

悔改 、祷告 、顽梗和冷漠促使神撤回 、延迟 、扩

大 、缩短 、催促 、减轻或加强先知预言应验的例

子 (出夕:12:撤下I2∶ 1492;约 3⒕~9)°

因这缘故 9当 我们运用预言应验的准则 ,测

试先知真假的时候 ,我 们必须提问先知恶≡仙们

的预言被怎样理解 °根据先知的话谔 9神 决意的

程度有多大 ?先 知的用意是其预言被理解为附有

条件的或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满足于机械性地理

解先知的说话 ,而把先知的意图置之不理 °

即使如此 ,圣经预言的全面和明确性 ·仍然

使异教先知无地自容 (见 赛41:2r≈29注 )° 在各

个时代和所有人民中 ,特别是古近东 ,都认识自

称宣告未来事情的占 卜家 、预言家或巫士 (申

18:9~13;王上18△ 9、 25、 40)° 然而 ?在 所有

古近东文学中 ,找 不到可以与圣经所收集的预言

相提并论 °它们惊人的明确性和应验的记载 ,加

上它们对历史超凡和全面的掌握 9都是任何其他

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很多时候它们有关厄运的预

言 ,是 在国家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给予的 9它们

胜利的预言却是在最绝望的景况发出的 °、

先 知 文 学 的形 式
先知在书卷中运用了三种主要文学形式 :

(1)叙事 :包括传记式 (但 1~3章 )及自传式 (赛

6章 ;耶 1章 );(2)对 神说话 :哀歌 (耶⒐10;

耶利米哀歌 ;结⒉3~10)、 陈情 (耶 4⒉ 2;但
⒐17)和颂赞 (赛 12:1诵 );及 (3)对人说话 :例

如嘲弄之歌 (赛 14章 )、 智慧话语 (赛 28⒓3~29)

及争论 (赛⒈18,们⒓6);这只是其中一些 °

向人们讲述的预言占了先知书大部分篇幅 ,

可以按照它们倾向较注视于圣约诅咒或圣约福分

分类 °虽然先知以很多不同演说形式向人们讲

述 9但 有-些形式经常出现 ,可 以帮助我们识别

和形容他们 °          Ⅱ

一方面 9某些讲述的形式主要是宣告诅咒 9程

度由较轻微的圣约诅咒到最大的威胁 ,即被掳 :

I.控沂 :作为以色列天上君王的特使 9先知聆听

和有时参与天庭的审讯 9然后他们会以法庭的

正规用语 ,宣读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 °神审判

葩的子民 ,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地违反圣约 ,并

处判他们严厉的诅咒 (赛 3:13;弥6:1~2)°

2,审判预言 :先知也会以没有法庭那么规范化的

用语 ,传递定罪的信息 °这些预言通常含有=
篇讲论 ,随后则是-项或多项指控或宣判 (结

7:7~10;亚9:1~8) °

3.灾祸预言 :在 神的审判特别可怕的时侯 ,先

知会表达出悲哀 °这些言论通常与审判预言

非常相.似 (讲论 、指控 、宣判 )9同 时加上
Γ哀哉 」的呐喊 n他们替告 9当咒诅终于临到

时∴,事情会有多可怕 (赛⒊9-11I⒌ 8~22;结

13:3~8;何 ⒎13;鸿 3△ )Ⅱ   ‘  I ∶
.

另-方面 ,先知也宣告祝福 ,程度由较微小

和个人的益处 ,到被掳中归回的莫大福分 。.这 些

预言通常以下文的其中一个或两个形式出现 :

1.救殡预言 :先知以救赎或释放的预言 ,安慰以

色列人 °这些预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9但 一般

包括不同种类的福分的宣告 9然后详述福分的

奇妙 °救读预言最凸出的焦点 ,是神的子民从

被掳中归回 °事实上 ,大先知书用相当的篇

幅来讲论这事 (赛40~55章 ;耶30-33章 ;结

34·4o章 )° 这些安慰的预言都是基于赐予族

长们的神圣约的应许 (创 15:1△ 2∶1注 ,17:卜 22

注 ,”△5~18注 )9由 摩西后来所确认 ,因 为

他描述未来被掳以后的时期 9为神的子民得引

前所未有的恩慈和福分的时期 (申 3⒍ 1丬0)。

复兴的应许在主前539至 538年从被掳中的归

回得到了某程度上的应验 (见代下36⒓2~23;亚

⒈8~17)9但新约启示 9复兴是在基督里才得以完

全应验 。这样看来 ,复兴的预言是基督的灵为△

的教会所默示的 (彼前⒈10~12;彼后⒈19~20)·

有些预言明显是关于基督地上的传道工作 ;其佗

的预言则比较关系到池在天上的服侍与统治和教

会持续的工作 °所有复兴的预言都会在基督再

来 9新天新地成为真实的时候最终实现 °

2.对刃国m预言 :先知给予神的子民救赎盼望的

另外一个方式 9是对其他背叛神的国家宣告审

判 °虽然-股而言 ,这些预言是带出审判的 ·

但他们对神忠实的子民来说 :,却 是救赎的正百

确据 Ⅱ因为他们是针对神子民的仇敌发出的 ·

】0】 6



那鸿和俄巴底亚是形容对抗外族人的圣战 ?在

较长的书卷中 ,也有比较显著的

国的预言'(赛 13~24草 ;耶46~5

章 )°

对列国的预言分成两大种类 °一方面 ,有些

预言宣告 ,神 会以其他国家的侵略审判某特殊国

家 (例 :摩 r:2⒚ t3∷ 亚⒈18~21)° 另一方面 ,好

几位先知宣告 ,在 神的子民从被掳中复兴以后会

有针对万国的普世性审判 (结 3⒏ 17≈宓3;摩⒐12;

该220砭3)° ′ 1 i

先 知 书 中 的 基 督
Ⅱ

J旧 约先知以多种方式描述基督和池的工作 °

在所有的情况下 ,先 知;所 预期的不同方面的应

验 ∵可见于基督的第卞次来临 °融在今天教会内

的传道工作继续应验着它们 ,并且将在池第二次

再来 、万事变得圆满的时候最终应验《见太4章

〈神的国〉一文)° △ ‘) `   
Ⅱ

在多数情况下 :先 知以相当闽接的方式预示

基督 °当他们讲述那些会在旧约时期应验的较小

审判与福分的时候 ,更是如此 °这些神审

惘的行动已经发生 ,但他们预表基督将要

带来的萆本审gll与福分 °

先知集中讨论被掳的大审判和从被掳中归田

的福分时 (包括归回时针对列国的相关审判)9
比较直接预言基督和池的传道工作 °以色列和犹

大的被毁被掳只是永恒审判的前奏 ,那审判将会

临到背叛神的圣约子民 °同样 ,神 的忠实子民归

回应许之地和所得到的福分 ,加 上预言在复兴的

日子针对列国的审判 ,郡预示着基督将会带来的

最后赏赐与审判 ?

∶ 当先知讲述一些将与被掳归回一同发生的有

关特殊的皇室 、祭司性和预∷言性的活动时 ,算是

最直接地预言基督的出现 (Γ 我竖立大卫倒塌

的帐幕」 〔摩⒐11);Γ 我必以你为印记卜【该

2⒓ 3〕 )° 特殊的皇室弥赛亚式的预言 ,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当先知讲述被掳后神国度的

日子 9他 们指出大卫伟大之子会如何审判神的仇

敌 ,和 赐给葩子民永恒的福分 ρ这些预言只有在

耶稣基督里应验了、正在应验中和将会应验 °

:￠ ∷      j     ‘  .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以赛亚先知

鼓励与先知同时代的人忠Jb于主 ,劝勉将

来在被掳期间的读者从罪中梅改并信靠

主 9会在被掳后必为信实的以色列余民及

其他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福分 °

约主前68至 s~s0年

所写 J

至少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可以列举来反驳本书

有多个作者的提述 :

1在大部分情况下 ,这 些理论假设以赛亚的

预言几乎完全集中在他所属的时代发生的事件 °

第一至三十九章主要关于亚述所带来的审判 (约

主前9zIO-700),而 第四十至六十六章则指被掳

到巴比伦与归回 (约 主前586-500)° 在这基础

上 9很 多现代批评家提出 ,必定有多于一位先知

写作以赛亚书 °然而 9此 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9因

为事实上 ,圣经先知基本上讲述将会在他们身后

发生的事件 °   ∶

2.这 些解经学者经常假设神迹性的预言 9

例如以赛亚在古列出现前一个世纪多 9就 已指名

道姓地提到他 (45"),不曾在以色列出现 °但

以赛亚书本身谴责 自然主义的预言观点 °在 以

赛亚书四十至五十五章 ,主 呼召以色列 一事 ,

直接指向预言的话语超 自然的特质 (41:2卜 29,

0zI∶ ⒛~45:8)° 借着神的默示 ,以赛亚预言历史事

件 9预测它们精确的细节 °

3这些学者指书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语言风格

有别 ,用 以支持多位作者的论点 °然而 ,尽 管差

异确实存在 ,它们可能是由于主题的不同 、观点

角度的转变及先知越来越成熟使然 °

从正面来说 ,关于以赛亚先知是全书真实及

原来作者的观点 9至 少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提供强

而有力的支持 °

1.经 卷本身的多个标题指明以赛亚是预言

的出处 (⒉ 19⒎3,13Ⅱ ,20:2,372、 6、 21,

38△ 、4、 21939:3、 5、 8)° 其他由多位作者著

作的旧约经卷 ,例 如诗篇及箴言 ,使 用标题识别

不同的作者 ,但类似的分类却不见于以赛亚书 °

2.全 书重复的主题 、文学形象 、词汇及隐

喻 (例 :Γ 荣耀 」 、 Γ以色列的圣者 」 、 「锣

安 」 、 Γ城 」)强而有力地支持单-作者说 。读

者也可留意 ,本书所有部分均有对偶像敬拜的汉

刺与斥责 °

3新约见证人确认本书的观点 °多处经文识

别以赛亚书不同部分乃来自以赛亚先知 (例 :大

1⒉ 17~21(赛 4⒉ 1~4〕 ;罗 10Ⅱ 6、 20〔 赛53Ⅱ ,

IOⅠ8

年份

重 点
●神呼召以赛亚警告池子民有关被掳的审

判 9并保证将来被掳后的复兴与莫大福

分 °

●以赛亚的可靠性在于他很多早期的预言在

本书写作期间已经应验了 °

●以赛亚关于被掳巴比伦的终结及复兴的惊

人预言必定实现 ,但 只有以色列与其他

国家中悔改的人 ,方能享受未来的这些福

分 °

作 者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采用本书所 自称的 9

视以赛亚为本书的作者 (⒈ l)° 关于以赛亚的个

人生活所知的不多 °他住在犹大 9至 少结过一次

婚及最少有两个儿子 (见⒎13~14注 ):施亚雅述

(⒎3)和 玛黑珥 ·沙拉勒 ·哈施 ·罢斯 (8∶ 3)°

以赛亚在世期间除了著作本书外 9也编写乌西雅

在位时的历史 °一些古代传统显示先知在玛拿西

在位时殉道 (主前臼9-bzI2年 )°

在近代史中 ,有 较多的解经学者质疑本书的

统一性 。虽然较悠久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肯定

以赛亚著作全书 ,很 多近代解经学者提出 ,本书

是出于更复杂的写作历史 °概括来说 ,他们把以

赛亚书分成几卷书 :他 们把第一至三十九章的大

部分归属为以赛亚本人所写 ,称 为 Γ第一以赛

亚书 」 (Proto-Isaiah);第 四十至五十五章称为
「第二以赛亚书 」 (Deutero~Isai洫 ),归类为被

掳后期或被掳后早期 、秉承以赛亚传统的先知所

著 ;第 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称为 Γ第三以赛亚书 J

(Tr"o-Is缸 ah),归 属为被掳后住在犹大的先知



弱△⒈)° 最重要的是约翰使徒把以赛亚书六章lo

节及五十三章 10节 (分别来自被声称的 Γ第=以
赛亚书」、及 Γ第二以赛亚书j)完全地归给以赛

亚 (乡旬12:38~41) ° ∶             i  ⅡⅡ∶ ∶

写作 日期 喜 地 点    
‘

以赛亚公开传道的时期为犹大王乌西雅 (主

前79⒉-900)、 约坦 (主前750-731)、 亚哈斯

(主前735△ 715)及希西家 (主 前715冖686)在

位期闾 (⒈ 1)° 他在神透过亚述的侵略审判融子

民的时期在犹大传道 (主前740-686)° 以赛亚

也预言在他以后来临的巴比伦审判 °本书提及最

近期的过去事件 ,是以撒哈顿继承亚述的王位 °

以赛亚书不可能在这事件以前完成 °

以赛亚的传道工作分成五个主要部分 :

1.早朗亚犭审爿 (约主由740亠 ,s4):在
主前八世纪中叶 ,亚述成为古近东的霸杈 ,从这

时候以赛亚开始传道 (⒍ 1)9他 责备把神的子

民带向道德沦亡的伪善者 (⒈ 10~15)p贪 婪者

(5:18)、 自我放任者 (⒌ 11)与 妄顾国家大局的

当权者 (⒌ 19),并警告神已准备透过亚述的军队

审判南北王国 °

2.亚兰人—— 以色列人联Ⅱ (主荫734-
732):当 亚兰与以色列成立联盟 ,抵挡亚述霸权

时 (见 7~8章注)9以色列王比加与亚兰王利汛攻

打犹大王亚哈斯 ,迫使他加入联盟 °以赛亚向亚

哈斯提出 9神 会在他所有敌人前保护他 ,但 亚哈

斯的反应是惧怕与不信 °他转向亚述人求助 ,却

不信靠神以获得拯救 °因此 9神 不但诱发亚述攻

打亚兰与以色列 9也 使犹大变成亚述王国的附庸

国 °

3.拙玛刺lE社毁灭 (主前9z2):北国蒙受极

大的艰难 ,并反抗亚述王国 °这反抗之举 ,使得

以赉亚有关亚述会入侵北国 、毁灭橄玛利亚 (北

国的首都 )及俘掳很多以色列国民的预言得以实

现 °             Ⅱ

4.犹大访八昃及耶路拙冷扌包囤 (主前,05-

701):即 使北国灭亡 9犹大仍然在罪中叛逆

神 ,同 时也继续抵御亚述在区内的弼权 。因此 ,

神也促使亚述对抗犹大 °亚述王西拿基立进攻

希西家的王国 ,广泛破坏犹大 ,又包围耶路撤

冷 (3⒍ 卜37:38)° 以赛亚警告希西家不要求助

于其他国家 9劝 告他信靠神 ,使 他从亚述人手

里得释放 °与亚哈斯不同 ,希 西家最后信靠神
(3⒎ I4~35)9而 神在亚述人破坏耶路撒冷之前驱

赶他们 (3⒍ 1-37B7)°    ∴

5.巴比佗审别与归回 (主雨 586ˉ s39):
尽管神以恩 慈{待 他 '希西家1随 即寻求与 巴比伦

人结 盟 ,以 巩 固他 的置 位 而避 免'将 来 的麻 烦

(39∶ 卜 2)° i面 对他这样缺乏信心 9以 赛亚宣

布 犹 大 的皇 室宝 藏 终有 一 天会被 巴 比伦夺 去

(39血刀)9所以他预言耶路撤冷会被巴比伦人攻

陷 Ⅱ犹大的国民会被掳 ,就 如北国的同胞在前几

十年÷样 °本书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这些未来的

事件
'且

给予那些总有△天会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盼望 °以赛亚预言巴比伦的陷落与以色列及犹大

的大复兴 (00诵6章 )°

军作 目的 阜 特 色     :∶
作为神的先知 ,以赛亚宣告神与以色列圣约

中的福分与审判 (见 Γ先知书导论 」)° 一方

面 ,以赛亚在传道工作中提出很多指控 、定罪与

审判 9宣告以色列与犹大因违反他们在圣约中的

责任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9必定遭受圣约中的咒诅

(1⒓~31,1⒊ l~23:18,56⒚ -s⒎13,甾 :1~16)°

先知提及很多不同的 、将会来临的咒诅 9当 中最

严厉的是毁灭与被掳 °其实以色列与犹大已经堕

落至离圣约的理想境界很远 ,以至神命令以赛亚

发预言 ,使 神子民的心刚硬 ,以 致被掳的审判无

可避免 (⒍卜13)。

另一方面 ,以 赛亚以充满盼望的话语平衡

他审判的信息 °他提及很多不同的福分 9但 他

正面的话语大部分集中在被掳后复兴重要的福

分 (40~66章 )° 困此 ,以赛亚呼吁敬虔的人要

坚忍寻求神 、培养对神国度的盼望 、在患难之

时内心要经历神的平安 、以信心回应神的新救

凡宕⒈卜戈刂 (2:5,8:13~17,26:20~21 ,33:14~16,

40:28~31 ,48:20~21 ,55:1~12,60:1~3,

6⒈ 10~11,“ 彐~6⒋ ⒓ 9“ :5~6)° 以赛亚保证将

有余民在被掳时存活 、返回应许之地 ,享 受神前

所未有的福分 。

以赛 亚 书 中 的基 督
以赛亚先知至少在三方面期盼基督降临 °第

ˉ 9以赛亚警告 ,神 对叛逆的子民与反抗ndL的 国

家的审判将会来临 (1:⒛ 9⒊ 13~15,11彳 ,“ :2,

51∶ 5)° 以赛亚有关神审判的敬告 9最 终在基督

的传道工作中应验 (53⒕ ~6、 12:林后⒈15;来

9⒓6)°

第二 ,以赛亚向神忠心的子民保证 ,他们在



被掳后将享受荣耀的复兴—— 他称之为 Γ新天新

地 」的复兴 (弱 :” ;另 见65Ⅱ 7)° 耶稣以地上的

传道工作开创了重新分隔光明与黑暗的新创造 (约

⒈卜9),础借整个教会历史继续了这新创造 (林

后⒋6,⒌ 17;加⒍15;雅 ⒈18),并在Tlu再来之时

完结 (启 21△ -3)。 见太4章 〈神的国)一文 °

第三 9新 约证明耶稣怎样成全旧约对弥赛亚

的盼望时 9引 述以赛亚书比任何旧约经卷郡多 °

耶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 ,最 重要的方式是多次

出现的仆人主题中所述 的 °以赛亚预言那将会

降临的 Γ仆人 」将为万国带来公正 (42△ ~4)、

大纲         -

标题
:(△

:1)

∶∶ -∷ t|∶∷∷ |∷  ii IⅡ 0-∷ Ⅱ Ⅱ∷ ¨ ∶Ⅱ

重新设立 以色列与主的约 (4⒉ 5~7)、 成为外族

人之光 (49:1~7)、 除去选民的罪和从死里复活

(5⒉ 13~5⒊ 12)° 新约指明这仆人—— 救主为耶

稣 9那道成肉身的主 (太⒏17,16∶ 21,27:26、

29、 31 、38、 57~60;可 14∶ 49、 61 , 15∶ 27、

43~46; 路2"4, 】8:31~33 923:32;乡 :1:10~11、

2993:179 12∶ 38 9 19∶ l 、7、 18、 38~41 ; 徒2:23 ,

3∶ 1397∶ 32~33,8∶ 32~33, 】0:43;罗 4∶2598:34,

10∶ 15~16,15:21;林前 15∶ 3;弗 3:4~5;Il仁 2:9;来

⒌8,⒐28;彼前2∶ 22~25;约壹3:5;启 14∶ 5)°

以赛亚介绍自己与他传道工作:的 年代 °
`

以赛亚宣告对以色列与犹大窜判的话语 ,但也继

而给予被掳后复兴的盼望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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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赛亚审判阜复兴的信息
(△:2~6:△ 3)

A。 审判与恢复正直和公义 (12砭 :5)

1控告不正直和不公义 (l∶ 2-31)

2锡安将来的正直和公义 (⒉ 1~5)

B.在那日的审判与复兴 (2⒕叫⒗)

1在那日的骄傲与混合圭义 (2∶ 6~22)

2在那日的耶路撒冷领袖 (3∶ 卜15)

3.在那日的傲慢妇人们 (⒊ 16~4∶ 1)

4.在那日的皇室之苗 (4∶ 2~σ )

C.导 向复兴的审判 (⒌ l诵:13)  ∵

1葡萄园之歌 (5:l~7)、  Ⅱ   Ⅱ

2.神子民的灾祸 (⒌8-30)     ∶

3以赛亚审判与复兴的使命 (⒍ 1~13)

三 、以赛亚对 亚述之 审判的回
应 (7Ⅱ~3⒐8) (

A亚兰——以色列联盟 (⒎ l~12:6)

1亚述审判 与以赛亚的儿 子 (⒎ 卜8:18)

2亚述审判与以色列 (8:19~10彳 )

aˇ 呼吁寻问神 (⒏ 19锡2)

b以色列对大卫王座的盼望 (⒐ 1~7)

c指责以色列的骄傲 (⒐ 8-10")

3,亚述审判与犹大 (I0:5~12:6)  ˉ

a^亚述有祸了 (10:5~19)

b犹大的余民 (10:⒛ ~34)

以赛亚对亚述审判的回应 Ⅱ包括审判的可怕与复

兴的盼望 9是后世需要引以为鉴的 ρ以赛亚作力

先知的可靠性可见于这些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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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年份

重点

耶利米及巴录 (他的学隼及 /或书记 )

提醒被掳者他们受考验的原因 ,并向他们

保证 ,神的子民只要悔改 ,必定可以回到

应许之地 ,得到莫大的福分 °

约主前580至 539年

●由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持续犯罪 ,所

以他们理应承受被掳至巴比伦的后果 °

●耶路儆冷的圣殿不能保障犹大人免受神针

对他们伪善的审判 °

●在真先知的信息下 ,宣告和平及安全的假

先知必被唾弃 °

●在被掳 的审判后将会有新 圣约下 的大

复兴 °

作 者
本书的标题说明本书记载 Γ希勒家的儿子耶

利米的话」 (⒈ 1)° 单凭耶利米多元化及长时间

的服侍生涯 (25:3),我们可以预期著作本身是复

杂的 °此书大概是由一位想要呈现那传道工作的

壮阔和影响力的人 9以 先知审判将至的屡次警告

最终应验的角度编写和铺排的 (见 Γ导论 :写作

目的与特色」)。 在巴录的协助下 ,耶利米本身

可能曾经积极参与相当的编写过程 9巴 录也可能

是第三者叙述的作者 °

根据本书第三十六章记载巴录把直到那时先

知所说过的话记录下来 ,在 众人前宣读 ,这 为我

们探究多项预言和讲章是如何被收集成为单一书

卷的过程 ,提供了线索 °当那书卷被约雅敬毁掉

时 ,另外更齐全的一卷即面世了 (见 51∶60)°

耶利米是在犹大的末代王在位期间当先知 :约

西亚 (主前“0-609)、 约哈斯 (主前ω9)、 约

雅敬 (主前609-598)、 约雅斤 (主前598-597)

及西底家 (主 前597-586)° 当时以色列北国已

经在主前722年 被掳到亚述的时候消失了 ,后来亚

述在主前612年败给巴比伦 °南国犹大因为大部分

的人民早在主前ω5年开始被掳至巴比伦 (见但⒈1

注),加上两次被尼布甲尼撒王 (见 21⒓注 )入昃

(主前597及 586),最终沦陷 °耶利米宣告神讨

池子民迫在眉睫的审判 ,后 更目睹它们发生 °

耶 利米 是 来 自便 雅悯 地 祭 司之城 亚拿突

的祭 司 (见 ⒈1注 )° 由于他 不受欢迎 的信旦

(1⒌ 17)9他 是个孤独的人物 9神禁止耶利木

结婚 ,象征被掳将至 ,正 常的生活很快要终止

(16⒓ )° 因着神给他的信息 9他发现自己敌对看

国中的掌权者 9甚至全部阶层的人民 (26:8)° 囡

此 9他的生命多次遇到严重的威胁 (11Ⅱ 8~23·

1⒏ 18926:893⒍ 19,38:6)° 先知因为评论犯扛

的巴比伦军队最终可能狂烈突击 9被 西底家王多

番追捕 (37:3、 17)° 由于巴比伦和埃及争夺该t
区 ,所 以在政治上可说是混乱的时期 °耶利米多

次预言巴比伦的胜利 ,宣告神使用尼布甲尼撒作

砒的鞭 °当耶路撤冷沦陷时 ,巴 比伦的指挥官I
尼布 甲尼撒授予特别的任务 ,照顾这位名声 已经

传达帝国中心的先知 (39△ 1~14)°

耶利米留在犹大境内 ,然 而在总督基大利Ⅰ

谋杀后 9很 多犹太人害怕巴比伦人报复 ,尽 管玎

利米多次警告不要采取这行动 (4⒉ 1起 ),他
"仍因此逃往埃及 ,并 迫使耶利米陪伴他们 (43"

起 )° 在埃及期间耶利米把神的道传讲给犹大

人 ,那时耶利米已经至少70岁 ,很 可能不久后支

在埃及逝世 °

写作 日期 阜 地 点
本书的背景是犹大国内对外国众神的偶像崇

拜 ,与对主真实和单一的敬拜 (亦即约西亚在佗

的改革中所尝试恢复的 )之 间的长期角力 (见 王

下22~23章 )。 约西亚的改革从主前628年 开始

(见 代下3⒋ 3注 )9并在主前621牛发现律法书

后 9获得新的推动力 (见王下”∶8)。 耶利米在主

前626年被呼召 (见 1⒓注 )9所以他早期的传道工

作 ,是与约西亚的改革同时进行的 °然而 9他的

预言见证所谓的改革无法持久影响人民的生活 °

耶利米警告犹大 ,若 他们不断刚愎 自用 9最 后必

定导致被掳 ,但他也带来最终归回应许之地的盼

望 °本书最后期的编撰 ,是在它记录的最近期历

史事件 9亦即在被掳期间进行的 °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耶利米的信息并非完全与本书结构阶段对应 °

Ⅱ(I)他呼i吁犹大悔改 ,以避免受审判的后果

(例 :⒎ 1~15)。    ∷    ∷

(2)他宣告悔改的限期已经过去 ,神 已经决

意审判人民《见 19:10~11注 )°
∶审判被

理解为圣约的终极诅咒 ,亦 即失去应许

之地 (利 26:31~33;申 28:49~68)” 这

`是本书首要的信息 °       ∷

(3)神会在被掳中救赎砒的子民或当中的

余民 (见 2⒋ 5"注 )°
∶虽然巴比伦人

会在主的命令下凌驾犹大 ,但这样的

局势只会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 °本书

预言巴比伦 (25:9、 11~12)9最 终将

在主前539年 ,古 列领导下的波斯与玛

代联盟的兴起后沦陷 9而 为被掳者的

归回铺路 (50:3,51△ 、27~28;代 下

36:20~23),这就是耶利米对不断质疑

他所宣告的审判信息的假先知的回应

∶. (28⒓ ·̄0)J, ˇ ;  ∷ 'Ⅱ

耶利米也宣告救赎的信息 ,但 它只为审判中

的另外一群人而设 (29△ 1~14)° 那信息在新圣

约的预言中被具体化 (特别留意31:31~34)° 新

圣约是围绕摩西西奈山圣约的要素而设的 9表达

了神渴望与融的选民建立关系 9并要求他们以顺

服相报 (出 19:3~6;申 7:6~11)° 新的圣约提到神

的子民被加添力量来顺服硇 (见 31:33,3239~40

注),而新约明确声言这应许只能够在基督里应

验 (见 31:33注 ;参路22:⒛ ;林前11:25;来 8:6,

9:15, 12:24) °

耶利米比其他先知更清楚叙述自己在他信

息中晦参与 (赛 15:7,22:4;弥 ⒈8~9);甚 至在

人民末亲身经历刚 巴比伦大军的进逼时 9他 已

深深感受到人民的痛苦 (⒋ 19~21,10Ⅱ 9~229

1⒋ 19~22)° 对他所目睹的罪恶 ,他 也体会到耶

和华的盛怒 (见 ⒏21~⒐ 3注 )。 他身为调解的角

色 ,在 一系列经常被视为 (其实并不恰当)先知

Γ认罪 」的段落中 9有最尖刻的描述 (11△ 8口 3,

12∶ 1~6, 15∶ 10~21 9 17:12~18, 18:19~23 9

20刀 ~18)° 在这些段落中 ,他 诉说 了先知呼

召的重压使他极为痛苦 ;祷 告神向他个人的敌

人报仇 ;甚至指责神威迫他 、欺骟他 (15△ 8,

20:7)° 有部分类似的祷告弓丨发神的回应 ,并 在

责难中带着保证 (12:5~6915△ 9~21)° 神给耶

利米的鼓励 ,后
水在 15:19t21以 法蔫的祷告中得

到共鸣 ,那祷告本身也被答允 (31△ 8~20)。 因

此 ,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好意 ,无论在即将来临的

审判以前或以后 ∵都成为池定意对全体人民信实

的凭证 °

本书多元化的内容 9有 时候叫读者难以跟随

耶利米论点的铺陈 °本书多数篇幅的形式是先

知发表的预言诗歌 (例 :2~6章 )Ⅱ 其他时候 ,

则 以讲章或散文的风格去演绎他 的
{论

点 (例 :

⒎1~15)° 本书也有关于耶利米的第三者叙述 ,大

概是其他人加上去的 (例 :37~45章冫 ,编者附录

也是如此 (例 :”章 ;另 见51:64)。

本书的内容不是以年序卅冽 9本致上是按主

题铺排 °因此 ,第 二十=至二十四章是由关于约

西亚的每一个继承人 (但 不包括西底家 )的 预言

构成的 °同样 ,第 三十五至三十六章在涉及西底

家的场景后 ,返 回了他的先王约雅敬的时代 °很

多个别预言的日期郡不能确定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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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耶利米逃往埃及 (41△ 卜443σ冫∵∴

C,给巴录的应许 (45:1~5)

十七 、针对列 国的预言
(璧 6:△ ~5△ :64)

A.针对埃及 (弱 :卜28)

B针对非利士 (匆 :l~7)

C,针对摩押 (48:1-zI7)

D.针对亚扪 (⒚ :1~6)

E针对以东 (09刀诩2)

F,针对大马士革 (4⒐⒛~27)

G针对阿拉伯部族 (49:⒛ -s3)

H针对以拦 (z【g:34-s9)

I,针对巴比伦 (5⒍ 1-s1:“ )

+八 、被掳阜从监狱 获释
(52:△~3⒋

)

耶 利米 的蒙 召

耶利米宜读针对其他国家的多个预∵言Ⅱ当中很多
已经应验 ,显示他对未来的预言也必应验1。

虽然神的了民被俘掳 9但 是在巴比伦所发生的一

些事情屮却可以看见有关未来福分的证据 °

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说 :

F餮蝓 貂黯 1煮 ⒈枨 黜微刂:∶∶∶∶∶∶∶
′∶腑

亚们的儿子约西亚作王第十三年 9耶和华的话   立你作列国的先知 °”

临到耶利米 °3从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年   6我 就说 :“ 主耶和华啊 !

间 ,直 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末年 9就   我不晓得说话 ,

是第十 -年五月 ,耶 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9耶   因为我年轻 °”

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 7耶
和华对我说 :

⒈1~3 而题 。耶利米作先知超过40年 ,直 到犹大人被  经历为开始 。神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 9向犹大宣告他仃

掳到巴比伦为止 (见 Γ导论 :作者 J及 Γ写作时闽与地  敬拜偶像将导致的审判 °

点 J)° 在这段时间耶和华的话语不断临到他 (见 25∶ 3及  ⒈4 话临到我 :在本书中此片语常是预言的引言 (参 1∶

其注 )。 节)。

1:I 亚拿突城的-位祭司 :亚拿突从早期开始已经是祭  ⒈s 我使⋯⋯成形以先 ,就认识你 :神 对耶利米的色

司城市 (书 21△ 7~18;参耶 ll口 ~23)。 耶利米即是先知  造和拣选是息息相关的 (带有 Γ拣选 J意义的动词 Γ认

又是祭司 °耶利米的话 :这 些 Γ话 J包括各种耶利米所  识 」 ·可见于创 18△ 9;摩 ⒊2)。 神在耶利米出生以亩

发出的预言 (参 申⒈1;摩 ⒈1)。 对他的拣选 9是耶利米先知身分定位的基础 °留意摩西

1:2 十三年 :主前626年 。约西亚 :他是一位敬虔的国  (出 2章 )与 倮罗 (加 ⒈15)出生的叙述都有相同的含

王 ,从 主前628年 开始推行宗教改革 (王下22~23章 :代  义 °立 :有分别为圣的意味 。列国 :耶利米的信息主要

下 34ˉ。35章 )° 虽然耶利米较少明确地提到这项宗教改革  是 向犹大 ro发 的 ,但也是向其他国家而发的审判宣告

(2∶ 15~16)· 但他确实认同约西亚所行的 。耶和华的话临  (2⒌ 8~37,46~51章 )° 先知 :一般而言 ,先 知是宣芒

到耶利米 :这类的句子一般是先知书的开首语 (参何 1∶ l;  神话语的人 °作为原型的先知是摩西 (申 18:14砭 2)。 在

珥 1△ ;弥 1△ );因此 ,耶利米所记录的话是神的话语 。   耶利米的口子 ·先知一词具有的含意是 ,为大君王神宀

1:3 约雅敬⋯⋯西底家 :约哈娇和约雅斤在约雅敬和西  众仆人们的代表 。

底家时期之间作王 ·但此处没有提及 。他们各自以不同  ⒈6 我 不晓 得说 话 :摩 西 也 作 出同样 的抗 议 (匚

方式抗拒耶利米的话 (见24936章 )° ⒋10);囚此 ·耶利米好像摩西 -样 ,是谦卑而非过分∈

⒈仁19 叩利米最卧 本书以记述耶利米从神领受权柄的  信的人 。年轻 :这形象表示导致丧失资格的不成熟 (三

Ⅱ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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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网罗要绊我的脚 °   ‘ ∵

"耶和华啊 !至于你 ,    ∶

你知道他们要杀我的一切计谋 °   ∷

求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9   ˉ

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 !   ∶

使他们在你面前绊倒 ;        ·

求你在发怒的时候 Ⅱ对付他们 °

碎 瓶 的 比喻

F。 冫 果眢嘉亍堇蓦窘 i雀牡詈舅晏Ξ磊

年长 的祭 司 92出 到欣嫩子谷 ,哈 珥西 门的入

口 9在那 里你要宣告 我将对 你说 的话 q3你要

说 : ‘犹大列王和耶路撒冷的启 民哪 !你们要

听耶和华的话 。方军之耶和华以色冽 的
)神

这

样说 :看哪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 f凡听见

的 ,都必耳鸣 °4因
为他们离弃了我 ,把这地方

玷污了f,在这地方向列神烧香 °这些神是仙们

和他们的列祖 ,以及犹大列王所不认识的 ;他

们又使这地方洒满无辜人的血 °她 们筑了巴力

的邱坛 9好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9作燔祭献给

巴力 °这本是莪吩咐的 9我没有提说过 9也没

有在我心里想过 Ⅱ号因此 ,看哪 1日 子快到Ⅱ这

地方必不再称为陀斐特或欣嫩子谷 ,而要称为

杀戮谷 o’ 这是耶相华的宣告 °∷‘
我要在这地

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失败 9也必使他们

在仇敌面前倒毙于刀下 9死在寻索他们性命的

人手中 。我要把他们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

上的野兽作食物 °:我
要使这城变为荒凉 9成

为被人嗤笑的对象 ;每 一个经过这里的 9都必

因这城所遭受的一切创伤而惊骇 ,并 且嗤笑

她 °9在
他们被围困和受压迫之中 ,就是在仇敌

和寻索他们性命的人压迫他们的时候 ;我必使

他们吞吃自己的儿女的肉 ,各人也彼此吃对方

的肉 °’      ∵∶         |
呷忄然后你要在跟你同去的人眼前 ,把那瓶子

打碎 ’II并
对他们说 :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照样打碎这人民和这城 9好像人打碎陶匠

的瓦器一样 9不 能再修补 °人必在陀斐特埋葬

尸盥
9甚至无处可埋葬 °呷我必照样对待这地方

和这地方的居民 9使这城像陀斐特一样 °’
这

是耶和华的宣告 °” ‘
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列

王的宫殿 9都要像陀斐特一样成为不洁 ;人 曾

在这一切房屋宫殿的屋顶上 ,向天上的万象烧

香 ,向 别神浇奠祭 °’”

14耶
利米从陀斐特 ,就是从耶和华差遣他去

说预言的地方回来 9他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 ,

1⒐ 1~I5 象征性地打破臼田 。神指示耶利米购买和打破

一个陶器 9阐 明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坏 °

19:2 欣嫩子谷 ,:见 18:2° 哈珥西门 :Γ 哈珥西 J意即
Γ瓦片 J9是林耶城溽往南面的城门 p可熊暴辈门 (尼

2Ⅱ 3)·       !          :
1⒐3 灾祸 :·氵

⋯听见的f⋯
¨

耳晔 ;用 卩肀平下犁 △2非常

相似 ,该节也是关于巴比伦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呤事宜 f

此处描述审判遍及全民的特性 °

19:9 吞吃自己儿女的肉¨¨彼此吃对方的肉 :人吃人在

主前586年 围城期间发生 (见哀2:?0及其注 ),正如早前

(王下6:28~29)和 主后70年 耶路撤冷被罗马人围攻的时

烬t样 °

!9Ⅱ0 把那瓶子打碎 :这场景的高潮是另外一个象征性

的先知行为 °见 13∶ 1~11及其注 。这瓶子已经定型 ,不能

再改造 (对 比18:4)9唯有把它打碎 °见诗2∶ 9。

1⒐Ⅱ 不能再修补 :犹大在罪中心灵刚硬 ,已 经不能重

塑 ,唯有把它破坏 °人必在⋯⋯埋葬⋯⋯无处可埋葬 ;

见732·

1P:13 -样域为不洁 :约
酉亚污秽了陧斐特 (王 下

2⒊ 10)。 屋顶上 :见 32∶29;王下23Ⅱ 2。 天上的万象 :

见8⒓及其注 :另 见王下23∶ 4~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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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Ⅱ ∶      ∷

概 览  
¨        ∶′i

作者 ∷不锌 Ⅱ,i ∶   i  {i
主桂争r为 巴比伦在耶路撤冷和神子民申造威的惨

=   况而哀悼:,亦弓⒈导别人一同哀悼° (

年份 r约士前58o至 510年        l ∷

E点 :

●犹大和耶路撒冷遭受神的惩罚是咎由自

取 °

●没有哀歌作为情感发泄的出口 :家园尽毁

和被掳的痛楚只会更难以承受 °

●在被掳的苦楚中 ,∷ 唯一得救的盼望是恳求

神怜悯 °

作 者  Ⅱ  |i
传统一直以耶利米先知为耶利米哀歌的作

者 9早 在主前三世纪 ,这传统已然确立 °《七十

士译本》 (旧约:希 腊文译本 )在卷首第-节之前

加上耶利米先知为作者这一标题 ,即是有力的证

明 ?历 代志下第三十五章25节提及先知为约西

亚王作哀歌 9更支持了以耶利米为本书作者的主

张 °书中虽然有很多耶利米独有的风格及表达

手法 ,其中第主章尤为显著 (如 48~51节 ;参耶

1⒋ 17),全书却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耶利米本人为

哀歌的作者 °然而 ,因 为耶利米哀歌是由五篇诗

篇所组成 9风格各异 ,有 时似乎只是由个人吟诵

(3章 ),有时却像是由群体诵读 (5章 ),因此

本书亦可能是由多个来源编辑而成 ,而非出自-
人之手 °

写 作 日期 车 地 点
耶利米哀歌很清楚是以犹大 ,特 别是以耶路

撒冷为背景 °书的内容 ,尤 其是哀悼丧失犹大君

主 (2⒓~9)的部分 ,将写作 日期定位在主前586年

犹大国遭巴比伦毁灭 9到 大约主前516年重建圣殿

之间 °被巴比伦掳掠的背景 ·使耶利米哀歌顺理

戚章成为耶利米书的续篇 °耶利米先知曾预言耶

路撒冷的沦陷 ,而 本书的作者则表达了在那预言

应验后 ,所要忍受的苦楚 °

筝i作 目的 车 特 色
:  .

Ⅱ耶利米哀歌的目的首先是在诵唱时达成 ,继

而在别人借哀歌来诠释锡安的被毁时 9也 达到了

其 目的 °哀歌为神透过巴比伦去倾倒对犹大的愤

怒 9提 出三重安慰 °

首先 ,哀 歌指出亡国和被掳是罪有应得的 °

先知三番四次警告犹大 ,神子民若执意违背与神

所立的约 ,就要面对神的审判 °在耶利米之前的

阿摩司先知 ,就 已预言主攻击袍子民的日子将要

来临 (摩⒌18),而那 日已经来到了 (哀 ⒈12)°

众先知引用盟约的原则 9特别是 申命记所郑重强

调 9子 民在地上存 留是视乎人 民向耶和华的忠

诚 °哀歌萃屮
=个

主旨 ,就
是要指 出神惩罚犹大

是理所当然的 ,亦为早前宣告审判的先知辩护 。

其次 9作 者对犹大遭受的审判 9却 表达了强

烈的懊恼 :神 的审判是否过度呢 ?(⒉⒛~22)神

对待自己的子民应该犹如f,L敌吗 ?(⒉4起 )这些

坦诚的质询 ,使 哀歌不但在昔 日强而有力 9而 于

再度弥漫着悲痛和背弃的今天 ,也发人深省 °

最后 ,哀歌重 申耶和华仍是慈爱信实的神

(见⒊22~26)° 哀歌确信被掳始终会完结 ,并

且寄望曾对犹大施行暴行的敌人 ,要如犹大一样

因罪受审判 °这盼望反映了对神拥有万国主权的

认识 9这 主杈确保神立约 的应许必会实现 (见

3:37~39) °

耶利米哀歌共五章 ,包 含五篇独立的诗篇 °

这些诗篇体裁属哀歌 ,亦 见于旧约其他书卷 ,主

要是诗篇 (见 Γ诗篇导论 :结构 :文体类别 :

2.哀 歌 」)° 无论是个人或群体 ,哀歌都有 固

定的特色 :对 逆境的埋怨 、信靠的宣认 、寻求神

拯救和对神回应的信心 ,通 常也包括肯定控诉者

和仇敌会 自食其果 ,并 遭受神的愤怒 (例 :诗 74

篇 )° 耶利米哀歌展示出这些常见的特色 ,但 同

时也含有-些不同的变化 °

本书和其他哀歌一样 ,运用了一种称为 g加刁五

韵律的诗体风格 °这种韵律的格式 9是在诗行中

的第一节有三个希伯来文的重音 9到 第二节则有

两个重音 °

耶利米哀歌主要运用了离合诗 (acrostic)的

格式 °在这种格式中 9相 连的单位如一诗行或一



节 ,都是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颀序起首 (例 :

诗34篇 )。 耶利米哀歌的第一 、二和四章大致采

用这格式 °第三章出现了一些变化 ,演变成22

段 ,每段3节 ,全 以同一希伯来字母起首 °第五

章虽然也是22节 ,但 并非离合诗的格式 °在旧

约中 ,离合诗的格式很可能用来表达完整的情感

或主题 °诗人的艺术造诣 ,其实是对耶和华的奉

献 °在虔诚的默想中 ,离合诗能使情感在迸发和

克己中达致微妙的平衡 °

过为神子民代赎 ,池忍受了仿如被掳的痛苦 ·

遭离弃是耶稣施行救赎须承受的痛苦的其中-
部分 (太 2⒎46),在础为自己遭离弃的呼

前 ,池早已为耶路撤冷作出哀号 (太 23∶ 37-39:

路 13∶ 34~35)° 耶稣被高举 ,开 始迈向神子民空

苦的终结 °池登上王座 9永远掌权 9彻底的克⒒

仇敌 °对今天跟随耶稣的人 9耶利米哀歌亦是让

他们表达自己生命哀伤的方法 °虽然耶稣已开△

了神的国 9并且让神子民得荣耀 9但 教会今天■

要承受被剥夺与被掳 (彼 前⒈2)卩 耶利米哀△

强调 ,在这个充满痛苦与不义的世界中 9神 仍是

施恩的神 ;终有一天 ,神 要善侍 Γ等侯枇 J的▲

(3⒓5)°

了

透

越

,

超

卑

,
降

式

的

方

稣

督
鄄
挪

礤咖鲫
钟睢觎

栋雌蜘
例耶硎
大纲  ∷    · Ⅱ

一 、锡安 荒凉 '无 人安慰 ∷∷

(△ :△
~22)

二 t耶和华对犹大 的愤怒 Ⅱ
(2:△~22)

三 ′哀欹和安慰 (3∶1Lo6》∷ =

四 、锡 安的今 日和明天
(4:△~22)          ∶

五 、犹大 求神帮J” Cs:△~22)

犹大在被掳的痛苦中失去安慰 °

神向自己子民发出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 °

个人代表全体了民表达变伤和找到二些安慰 °

诗人指出犹大在绝望中唯有寻求神才能得

救 °   (·

犹大境况堪/ra,但 国家将来仍会有较好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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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杭 览
作者 :

主 旨 :

以西结先知

鼓励被掳的百姓对郫和华忠贞不渝 9好让

liL落实础的应许 ,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 ,

重建圣殿与耶路撒冷 ,达到更高的荣耀 °

约主前593至 570年年份

【点
●犹大与耶路撒冷应该受到审判 9将被彻底

L   毁灭 ∷被掳外邦 °     ∶

tˉ  ●审判临到那些公然违背神的律法的人 °

ˉ ●神将审判曾经与神百姓为敌的列国 °

●神的百姓被掳以后 ,将大大蒙神赐福 °

●神的百姓复国以后 ,将以耶路撒冷及其圣

殿为中心 °

者
以西结书开头的几节 (⒈ l~3)揭 示 ,这本书

要是 以西结从 自传的角度写成的 (1节 )讠 p然

,书 中也有-些第三人称的资料 (2-3节 )° 这

特征似乎显示 9以 西结本人或-些与他关系密

的人 ,将 这些独立的自传体资料拼凑成一卷统

书 °

除了按以西结的名字 (他 名字的意思是 Γ耶

华使他刚强 、坚固」 〔见⒊7~8注 〕)命名的这

书 9我们没有其他关于他的资料 °如果以西结

开始其先知事工 (⒈ 1),而这一年相当于约

斤王被掳的第五年 (⒈2-3)9那 以西结被掳时

该是26岁 。从书中提到最晚的日期 (2⒐ 17)推
,他 至少事奉了⒛年 9大约到50岁 为止 °至于

怎样的情况下去世 ,就不得而知 °

以西结是一位祭司 (⒈ 3)° 祭司通常在30岁

候开始圣殿事奉 °然而 9以 西结和其他百姓

离耶路撒冷约l,100公 里的地方 9而且当他

讲信息的时候 ,圣殿 已经被毁 °在他原本应该

圣殿事奉的时候 9神却呼召他成为先知 °

尼布 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并掳去约雅斤 、王

、众领袖与熟练的工匠后 (王 下2⒋ 14),以西

也在主前597年被掳走 °以西结住在尼普尔附

嗳Ⅱ 孪

近 (⒈1)9已婚 9但他的妻子在被掳之后客死异

乡 (2⒋ 18)° 他妻子死后不久 9耶路撒冷也于主

前586年被毁 °他的先知身分得到被掳的领袖认可

(8:1920:1)。          :

在本书 ,神 通常 用 Γ人子 」一词来称呼先

知 ° Γ人子 」基本上是指 Γ人 、人类 J° 这词强

调人的脆弱与微不足道 9与 神的超越形成对比 °

在犹太人历史中较晚的时期 ,这 词拥有更重要的

意义 °见⒉l注及但⒎13注 °

写 作 日期 阜 地 点
曾经风光一时的亚述帝国 9在 衰败与陷落期

间所发生的许多事 9以 西结都——见证了 °在尼

布 甲尼撒领导下 ,巴 比伦军队崛起 9成为古代近

东强国 °巴比伦的军队与埃及法老尼哥的军队 9

在这原本 臣服于亚述的地区 ,发 生周期性的冲

突 ;耶路撒冷的犹大王正好夹在中间 °

主前6∞年 9尼哥立约雅敬为犹大王 9让他在

耶路撒冷登基 (王下23:34)° 主前605年 ,埃及

在迦基米施 (Carchemish)战败 °约雅敬因此转

投尼布 甲尼撒 ,成 为其附庸国 °他效忠尼布 甲尼

儆三年 ,之后再度转投埃及 (王下zzIJ)° 尼布甲

尼撒遣兵讨伐对他不忠的犹大 ,与 此同时 ,约雅

敬在同一个月逝世 ,由 儿子约雅斤继承王位 9继

续承受尼布甲尼撤的愤怒 °主前597年 9在短暂的

围城之后 ,尼布 甲尼撒掳走了约雅斤 ,以 及耶路

撒冷的许多百姓 9包括以西结 (王下2⒋ 8~12)°

尼布 甲尼撒任命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作犹大的

王 ,取 代约雅斤 ;西底家统治犹大 ,直 到主前

586年耶路撒冷被毁 °虽然有人称西底家为犹大

最后一位王 ,但 约雅斤才是最后 -位合法的统治

者 :以 西结书中的日期 9全都按约雅斤被掳的年

份来计算 °西底家统治的特征 ,就 像约雅敬一样

摇摆不定 ,时而与埃及结盟 ,时 而与巴比伦结盟

(17:15~19) °

被掳的人与许多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9都 希望

国家可以很快结束被掳的困境 ,期 待被掳的人可

以早 日回到耶路撒冷 9也 盼望该城从此不再遭

难 °假先知竭力鼓励这一信念 °既然耶和华已经

拣选耶路辙冷作为础的居所 9而池在过去也曾保

矸

'



护它 9所 以人们普遍相信 ,耶路撤冷是不会被侵  撒冷审判的经文 9以及预言复兴的经文 9郡以耶

犯的 °以西结的许多教导都是警告被掳的人 9耶  和华任命 以西结为守望者的谕旨开始 (⒊ 16~219

路撒冷将面临更大的厄运——该城将被毁灭 °    33:卜 20)°

以西结书是提供最多历史年代资料 的先知    以西结书记载许多象征性的动作 ,其数 目

书 °以西结意识到他的信息非常切合当时的历史  超过其他任何 -卷 先知书 (⒊ 22~26,4△ ~3、

处境 °日期有助于读者熟悉当时的环境 9请 参考  4-s、 9~ll、 12~149⒌ 卜3,12∶ lO~16、 17≈20,

以下图表 °至于图表申日期的准确性 9我们可以  21:6~7、 18~2492⒋ 15~24,37∶ 15~28;见 ⒋卜 3

作以下估计 °由于圣经与圣经以外许多古代近东  注 )° 以西结完全认同自己所传讲的信息 ,为 了

语言的资料 ,可 以提供有关编年史的记载 9以 及  做出可能激发全民族悔改的示意动作 9他 忍受了

这些记载的一致性 ,主 前一干年的后五百年 (包  极大的艰苦 (例 :侧卧一年多 〔4:4~7〕 )° 以西

括以西结的时期 )的编年史是确凿无疑的 °古代  结也使用比喻 (15,16,17,19923章 )与箴言

文士记录的天文观测数据 9使我们能够精确地进  (12⒓ 1△22916⒕49182~3)°  ∶

行古历与现代 日历之间的换算 °将来的发现可能

使我们必须调整一些 日期 9但 相信不会有重大的  以 西 结 书 中 的 基 督     |·
改动 °                      以西结宣告 9神 将毁灭耶路撒冷 ”并使城中

以西 结 书 提 到 最 晚 的 日期 是 主 前 571年  的百姓被掳 ,以 惩戒他们一直不信靠神的罪 °这

(2⒐ 17)9因此本书不可能在这 日期之前完成 ° 宣告也预表了基督的先知职分 °神对叛逆的盟约

也许某些部分早已写成 ,但 一直要到以西结快离  子民的审判 ,也 延伸到耶稣的事奉 °·耶稣呼吁犹

世前才编纂成书 °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这本书有  太人悔改 9其 中的余民以信心田应池的呼召 °然

任何主要部分 J是在他死后才写成的 °       而耶稣却宣告 ,池离世以后 ,圣殿与耶路撒冷将

`        再度被毁 (太24章 ;约⒉19)。 以西结也宣告神

写 弼纟目 的 凵妻羽|G            要审判欺压池百姓的外邦列国 (2⒐ 19,30:25,

以西结书非常独特 9除 了少数例外 ,它完全  38:2卜 23)° 基督的国度揭开序幕时 (太″岬4:

是根据以西结自己的观点 ,以 第一人称写成的自  路 l1:32、 51),这些审判 已经落实了一部分 :

传体书卷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 ,在 前两个部分 ,  但要到基督再临施行审判时 (启 11Ⅱ 8,14刀 ‘

以西结宣告神对耶路撒冷 (1~24章 )及列国的审  15△ )f才得以完全应验 °     .
判 (25~32章 )。 使者传来耶路撒冷毁灭的消息    以西结宣告 ,有 一天神将要结束以色列的

以后 (33:21~22),以 西结传讲的 9主 要是将来  被掳生涯 (33~48章 ),订立平安之约 (34"5,

的重建与神的怜悯 (33~48章 )° 宣告神对耶路  37∶6)9并复兴耶路撒冷 ,使它的荣耀比以前更大

取 ∷讠Ι∵  γ 邓 |∷  f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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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Ⅱ ∷¨、 ' ∷Ⅱ△ Ⅱ ●∶rⅡ   ∷叶●⋯ⅡⅡ1{∷Ⅱ     |∷ l"Ⅱ j Ⅱ⋯ ∷|  ∷ ∷∴̄∶∷∵Ⅱ∷  ∶、 '  ∷Ⅱ△ 9fi ||∶ |||,

1△      30/4/s      5叨 年7月 31日          呼召的叙述

1:2     5/zI(?)鸬     5” 年7月 31日          呼召的叙述

⒏1     ⒍6/5       ”2年9月 17日         耶路撒冷事件的异象

⒛:1     γ5/10      591年 8月 14日         长老米求问

24:1     叨lα10      588年 1月 15日         开始围困耶路撒冷

“:1     11/-/1     587年 4月 -586年 4月 之间    有关推罗的预言

29:1     10/1O/12 ·  587年 1月 7日          有关埃及的预言

2⒐ 17    2γ 1/1      571年 4月 26日         埃及代替推罗 ,
30:20    11/1″       5"年 4月 29日         有关法老的预言

31;1     11/3/1      5"年 6月 21日         有关法老的预言
{

32:1     1γ 1γ1      585年 3月 3日          有关法老的预言

3⒉ 17    1γ -/15     5“ 年4月 一585年4月 之间    有关埃及的预言

3321    1⒉ 10/5      5gs年 1月 8日          从耶路撒冷逃脱的人抵步  |
⑾:1     乃/1/10     5” 年4月 28日        ~∷隽V长秒鲫 耸即早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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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章 )° 这-切都预表了基督的工作 °耶稣的

死亡 、复活 、升天 ,都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 (太

【⒍21),与这些盼望非常吻合 °当数以千计的

⒒掳者在五旬节相信弥赛亚时 9圣灵就浇灌下来
(徒2章 )° 此外 ,基督在两次降临世界之间 9居

住在天上的耶路撤冷 ,这 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信仰

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约⒊31;西 ⒈5)° 新约也指

出 ,耶稣再来建立新天新地时 9将以耶路撒冷为

中心 (启 21:2)°

9大 z目 刍苔爿:34:24937:25 ,44:3 ,45:7、  16~17、

” ,46:2、 4、 8、 10、 12、 16~18所 提到的 Γ领

Ⅱ 、君王 」 ,其 实是预告耶稣 °这 Γ领袖 」或
r君 王 r是大卫的子孙 ,他 将在犹大亡国后统治

衤的百姓 °从被掳之时起 ,大 卫王的后裔都不

曾统治过以色列 ,一 直要等到耶稣的时代 (路

1:32~33)° 因此 ,耶稣实现了以西结的憧憬 ,在

犹大亡国后复兴大卫置朝 °见37⒓ 4注 °

对以西结来说 ,以 色列未来的希望 ,主 要系

于圣殿及其祭司制度的复兴 (40~48章 )° 神儿子

耶稣道成肉身 ,最终应验了袢的殿 (约⒉19~22;

启21⒓2)与祭司制度 (来⒎1~8:6)的预表 °硒的

死是赎罪祭 (罗⒊25;来⒉17)9融现在正在天

上神的宝座前事奉 ,为圣徒代求 (见来8章 〈耶稣

升天与在位〉一文 )?当基督在荣耀中再临时 ,

础将使新天新地成圣 ,成 为神圣洁的居所 (启

21:”~23),并使之取代圣殿 ,成为神彰显池特殊

临在之地 (见王上 8章 (神的临在〉一文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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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蕊苕箕茗,嚣黧鞯鹜
象 ;那时 ,我是在被掳的人中间 °2(当 天是丝

雅斤王被掳后第五年四月五日 。3在
迦勒底人的

地方 ,迦巴鲁河边 9耶和华的话确实临到布西

的儿子以西结祭司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

身上 °
)

1Ⅱ朔⒋27 审判犹大刍Ⅲ路撒泠 °本书的第一个主要

邙分 9焦点在于神对犹大的审判 ,以及耶路撒冷最终

I巴 比伦毁灭 。这些事件发生在主前593(1∶2)至 588年

(9zI△ )之间 ,神也在这段期间向以西结启示 。这些经文

由两组异象缉成
:。 以酉结的差遣 、象征性的动作 ·以及耶

1锣严裙嚣繁E罂繁
l∶

∶∶∶∶∶∶ζ∶过勰 L
0关的话 J第

一段预言主耍论到犹大与耶路撒冷的审判 ’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先知的异象与差遣 (⒈ 1~3;27)`他

的搴征性郡作 (⒋ 1~5彳 ),和他的讲词 (5:§叼⒓7)°

Ⅱ:1~3:27 异象与差迳 °本书一开始 ,以 西结就提到蔚

为奇观的耶和华战车异象 (⒈ 1~28)及 神对他的差遣
(2∶ l~3:27) 。

I:1△28 神战车的异象 °以西结在第一个异象中看见神显

现 :神以战士身分驾着战车降临 。

⒈1~3 第三十年 :见 Γ导论 :作者 J与 Γ写作日期与

地点」 °书卷有两种表述方式 :一 种是以第-人称 (1

节)9另 一种是以第三人称 (2~3节 )° 以西结书中的日

期 9一般与约雅斤统治期的年份相应 °然而 ·本书提到

的第一个 日期并非如此 °2~3节指出 ·以西结在约雅斤在

位的第五年看见第一个异象 ·但 1节却指此事发生在某个

第三十年 ,很可能是指以西结蒙召作先知时的年龄 (即

他生命的第三十年 )° 若然 ,以西结的第三十年就是约

雅斤在位的第五年 °祭司通常在三十岁开始全面执行他

们的职责 (民⒋3),但以西结因为被掳在外 ,离开耶路

撒冷圣殿很远 ,不能履行祭司的职责 °迦巴鲁河边 :生

活在应许之地以外的犹太人 9通常把敬拜场所建在河边

(诗 13⒎ 1;徒 16:1s)℃来自尼普尔的两种楔形文字文本

都提到 Γ大河 」 9可能就是迦巴鲁河 ;这是大型灌溉渠

的名称 ,灌溉渠的水来自巴比伦附近的幼发拉底河 °第

五年 :约雅斤于主前697年被掳 ,尼布甲尼撤任命西底家

统治耶路撤冷 9取代约雅斤的王位 (王下2⒋ 15~17;代 下

3⒍ 10)° 然而 ·约雅斤即使被掳在夕卜,仍是犹大的合法

统治者 (王下25:27-30),以 西结书中的日期 (1:2-3,

3:1698∶ l ,20:l ,24:l ·26:1 929∶ 1′ ∶17 ,3o:20,31:1 ,

32△ `17,3⒊ 21,40△ )都是根据他在位的年份 °若 1⒓

中的日期是指约雅斤在位第五年的四月 (⒈ l)9那 以西

结看见异象的日期就是主前5叨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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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g蝙   ⑩粼公y
冲的荣耀 :谁得享荣诳 P     ∴ ∶

神的荣耀是池在永恒里l,W有 的尊荣与光辉 ,而非来自受造界的任何回馈 。圣经描写神豹粲耀 |主

要采用神显现时所发出光芒四射的华辉这个意象 °困此 9舍建那 (岛洌吻磁 )——那朔烈火般耀眼的云

彩 (出 2⒋ 17)——称为神的荣耀 °神在历史的重耍时刻 9显现在这荣耀的云彩中 (曲为挖夕 30∶ 5· 参

出16刀 、10924∶ 15~17,40:34~35;利 9:2394;王上8:10~11;结 l⒓89⒏4,⒐3,1⒍4′△1∶22砬3;太

17∶5;路⒉9;徒 1⒚ ;帖前⒋17;启 1∶7)° 池的光辉所展现的 ,是酏超越△切受造之物豹至高地位 °正如

人的 Γ荣耀J关乎他们的财富和优秀品德 ,神的荣耀是池作为创造主那无与伦比的伟大 `光辉与尊荣 °

大卫在历代芯上第二十九章10至 11节对这个观念作了如下反思 :Γ 耶和华我们的祖先以色列的神 )是应

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啊 ,尊大 、能力 、荣耀 、胜利和威严 ,郜是你的刂因·为臾上地下的

万有都是你的 ;耶和华啊 ,国度是你的 ,你是至高的 ,是万有之首 °」  ∴ ∶   ∷ ∷ =

神的荣耀也是万物被造的目的 。诚如保罗使徒所说 :Γ 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Ⅲ归矛他 °愿荣

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罗 1136)° 万物被造的终极目的 9就是要荣耀神 °大自然宣告神的荣耀 (诗

8‘-9),恶势力的溃败使樾得荣耀 (约壹⒉13~14),葩百姓的救赎伎勐的名得称颂 酊弗⒈l3~血 》。因

此 ,神的荣耀是万物的必然结局 °                 ;       ∷  ∵ ==

荣耀神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在-切事上荣耀神 9就是尊敬弛 ,承认淝的能力′仁慈与膂严i人ˉ生

要顺服神的崴命 ,借此承认/LL无 比的伟大 9超越一切受造之物 °保罗提出这目标 9作为生活中做抉择的

动机 :r你们或吃喝 9或作什么 ,ˉ 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 (林前10:31)0《 西敏斯特小教理问答)

说得好 :Γ 人的最终目的是荣耀神 9并且永远享受池J(《小问答》1)°

神从人类接受的荣耀 ,是受造之物所能够归给砒的最高尊荣 °神起初以 Γ荣耀尊贵J赐福人类 (诗

8:5),将扌们这些故照池泶耀的形象而造的人旁置在世上 (见 创1章 《人具有神的形象)=文 )∴ρ人

犯罪堕落以后 ∷荣耀就被玷污 ,但当基督再来时 9我们必与鼬同得荣耀 (罗⒏17~2a)° 厨时Ⅱ我们在

基弩里的救赎将谘烈廓峰 ,成汐神荣耀的形冬
,厣我们熊眵更祟敬配得

=切
苯耀呻圣父剃景子 (林苗

1”⒓砰4;启 5∶ 12)° 诚如改教家所说 :Γ 荣耀唯独归于神」 (磁9∞匪械 a)∶ 4      ∴

不鹅     G

四个 活 物
4我

观望 ,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 9并 有一

块闪耀着火焰的很大的云 9云 的周围有光芒 9

在云中的火焰里 9好像有发光的金属 °5在
火中

又有四个活物的形状 ,它们的样子是这样 :它

们都有人的形状 °6它们各有四个脸孔氵四个遢

膀 °’它们的腿是直的 9脚掌像牛犊的蹄 9都很

灿烂 ,像擦亮了的铜 f:在它们四边的翅膀下舒

有人的手 °它们四个滔物的脸孔和翅膀是这洋

的 :9它们的翅膀互相接触 9走动的时候 9不必

⒈4~3:15 我观望 ·看见 :我们可以比较以西结看见印

第一个异象和其他人的寨召经历 :擘西 (出 3章 )、 基甸

(±6章 )、 以赛亚 (赛 6章 〉、耶利米 (耶 I章 )° 摩

西可说是先知的典范 (申 18△ 5、 18)9之 后的先知开始

他们的事工前 ,i般都要先到神的面前来 。他们都进入

神的天庭 ·直接聆听神的话语 。先知提到自己的蒙召经

历 ,不是为了提供自传材料 ,而
暴为了证明他们具有先

知权柄 。这种经历是人用来辨别真腭先知.的 根据 《王上

22△ 9~28:耶 23△ 6~18) 。              1 Ij

1:4 狂风 :以下经文也提到神在狂风中显现 :l王 下⒉l、

ll ;伯 38:1 940:6; 诗77:18 ,83:15 9 148;8;,赛 ”∶6·

66:15 ; 习阝4:13 ,23:19 ,30:23 ; 冫乌1:3 ;Ⅱ E9:14。

⒈5~9 四个活物 :基路伯 (10△ 、15、 】7、 2ρ )。 基曰

伯与以赛亚蒙召时 :侍立在神面前的撤拉弗 (赛 6⒓ )I
约翰在神宝座前看见的异象 (启⒋6)有关 ,读者可以自

行比较。它们的翅膀 「互相接触」 (9节 ),让人想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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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圣殿

A。 墙 (4⒍5"⒍20)

B. 东rl(40:6~14、 16)

C.∶ 闸廊 (4⒍8)

⒍
.外

院 (4⒍ 17) ∷̈·

∶∷⒒ 铺石地 (I【li7) =
F.内院 (40∶ 19)

G,北门 (4⒍20砭 2)

Ⅱ。 内院 (4ll z)

I.  厨冒rl (4o:24~26)

J. 内院南面 (细⒓7〉

K. 门口 (40∶ 28~31)

L. rl口 (4o∶ 32~34)

M.门口 (4⒍35-38)

N.祭司的房子 (⑷彳4叫5)

o.院子 (钔彳7)

P.圣殿门廊 (00⒕ 8叫9)

Q: 夕卜殿 (4⒈ 1~2)

皮 至圣所 (413叫 )

s.圣殿的墙 (⒋ ‘叼 、9、 11)

T.平台 (41⒙ )

U.空地 (41△ 0)

V.西厢 (41:12)

W,祭司的房子 (绲 :卜 10)

X.祭坛 (侣 :13~17)

·釜霍熏隽:I;三:∶∶∮?γ
3)

∶CC∶ 厨房 (4⒍21彡4》 t|∷   ∶ ∶    l

经文描绘一幅建筑平面图’但没有提供高度的

尺寸。卞图皂椴据圣癜平亩图经制的投髟图i
这圣殿只在以西结 00异象中出现 (结40⒓ ),

∵堇霞卞雯嘉霍鞴 「罕门圣瞿、皙尹异呷

圣 所 平 面 图

1`

厨房设在四角 。

平面图摘自Z凹dcrVan图 解圣经词典 °◎19%zclndcrvan版 权所有。经允许使用。

R
东

〓
`

厢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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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但以理

向被掳者和早期归田本地者保证 9神仍掌

控历史 9并且池的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话 ,

都是真实的 9就是神国的末后阶段来到之

前 ,患难将会持续 °

主前539年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之内

Γ北方王 」和 Γ南方王 」 (11∶2~1⒉ 3)的异象太

过详细 ,不 可能出自但以理手笔 ,因 为他在世的

日子 ,较他的预言所描述的事件早200至 300年 °

然而 ,这观点忽视了预言的超 自然性质 ,和

其他先知的特殊例子 (例 :王 上 13:2;赛 44:289

仍:1)° 虽然但以理书第十一章2节至+二章3节非

比寻常 ,但 是但以理知道这些细节 ,并 非绝不可

能 °             ′

某些主张晚期著作的人 ,也认为但以理书有

历史上的错误 ,从而支持他们的观点 °他们质疑

有关伯沙撒与尼布甲尼撒的关系 (见⒌2注 ),和
玛代王大利乌的身分 (见⒍l注 )° 此外 9他 们

认为但以理预见的那四个王国 (297章 )为 巴比

伦 、玛代 、波斯和希腊 (包括西流基 (sclcucⅡ s)

和多利买 〔Ptolcmies))° 这样的鉴定是有问题

的 ,因 为没有证据显示在 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之

间 9曾 经 出现一个独立的玛代国 °波斯 王古列

(主前550-530)于 主前549年 攻占玛代 ,并于主

前539年攻占巴比伦 (见⒌1、 31注 )°

支持早期著作的人认为 9但 以理所预言的四

国 9其 顺序应为巴比伦 、玛代波斯 、希腊和罗

马 °支持这论点的是第五章28节所提到的 Γ玛代

人和波斯人 」 9因 为这显示出作者认为两者属于

一个王国 °

那些认为本书写成于较晚时期的人辩称 ,书

中出现了描述乐器的希腊外来语 (见⒊5注 ),和
晚期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 (见⒉4注 )° 这些论

点没有一个具说服力 °有很多证据显示 ,在亚历

山大大帝之前 9希 腊人与近东的人有往来 °这些

往来足以说明 ,为 什么在亚历山大开始征服世界

之前 ,已 经有希腊外来语流通 °但以理书的亚兰

文和希伯来文 9可 以源于主前六世纪晚期和二世

纪初期之间的任何时段 °换句话说 9语 言的证据

并不能用来支持早期说或晚期说之中任何一个提

讠诊;.°

本书写于主前第二世纪的论点 ,与 圣经有关

但以理书的日期和作者的论述有冲突 ,同 时也没

有足够证据 ,支持较晚的著作 日期的论点 °成书

于主前539年之后不久 (见 ⒈21),这个 日期与丌

言的本质 、历史资料和经文的用语最为吻合 °

年份

Ⅱ点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被掳期间忠于神 °

●可以信任但以理是说实话的 ,因 为他从未

向掳掠他的人妥协 °

●神绝对掌控着-切历史 °

●由于以色列人持续犯罪 ,仙们将接连被四

个王国统治 ,而他们的被掳亦将延续到这

四国统治之后 °

●以色列的未来会有患难 9但受膏者基督将

会到来并带来救恩 °

作 者
有关但以理书的作者身分 ,解 经学者向来意

见纷纭 °许多学者认为本书写于主前 170和 165年

之间 ,即 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 (Antiochus IV

Epiphanes)活 着期间 ,也就是先知但以理时期之

后 °然而 ,这 晚期著作的观点与书中的说法有矛

盾 9因 为根据本书的叙述 9它的主耍作者是但以

理 (9∶ 2910:2)9而 本书则写于主前539年 古列攻

陷巴比伦之后不久 °此外 ,基督 自己也明确提及

本书与先知但以理的关系 (太24:15)°

写 作 日期 车 地 点
但以理书写作 日期的争论 ,牵涉三个基本课

题 :(1)预言的本质 ;(2)但以理书里被认为

与历史不符的错误 ;以及 (3)本书希伯来文和亚

兰文的语言特色 °

一殷而言 9以 色列人的先知主要关注他们和

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宗教和社会处境 °当

先知预言未来事件时 ,他 们最常关注的是近期发

生的事 °因此 ,有 些解经学者认为但 以理有关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但以理书包含两种不同的资料 °第-至六章

是六段历史记述 ,第 七至十二章则记载四个异

象 °这些异象凡乎全都是预言 ;而 在六,段 历史记

述之中 ,第 二章是独特的 ,因 为它包含了预言部

分 。

反省这些历史记述的内容 ,显示它们原是独

立的叙事片段 ,因 着某种特定目的而结合一起 °

这些叙事并没有提供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或波斯统

治下的历史 ,也 不是但以理或他的朋友的自传记

录 α综观这些记述 ,显示出两个主要关注点 :

△方面 9这 些故事强调神绝对的主权 9如何在

列邦的事务上运作 (⒉47,3:17~18`⒋ 28~37,

5:18~3196⒓ 5砭8)° 耶路橄冷摧毁了 9圣殿成了

废墟 9神 的百姓被掳 9邪恶的统治者看似得胜 ,

但是神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Fb0会 按照自己的意愿

介入世上列国 ,建立一个永存的普世国度 °

这些叙事描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在 掳掠他

们之人的国家获得显要地位 ,不是因为他们放弃

了对神效忠 ,而 是因为神赐福子他们而被高举 °

这主题是重要的 9因 为这证实了但以理的预言是

可信的 ,特别是那些苯平以色列人会延长翼苦的

预言 °       ' ∶

异象部分 (7~12章 )包含对未来的预言 ,

当时侯到了将证明记述部分的真确性 9这方面对

神的育胜尤其重要 °虽然犹太人在巴比伦和波斯

统治期间芟到遏迫 ,但却没有遇到广泛而系统地

消灭他fn信仰的行动 ,直到主前175至 164年 ,

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统治西流基帝国期间 9才

有这种事发生 °伊皮法尼试图将犹太信仰连根拨

除 ,并强迫犹太人遵从希腊宗教习俗 °许多犹太

人跟随了他 9但其他拒绝的八却因而受到严厉的

迫害 °写作但以理书的其中-个原因 ,就是要预

备神的百姓 ,去面对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的逼迫时

期 9′以及鼓励那些括在这个将要来临的时期的

人 °本书的视域也远超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的时

代 ,而直达基督的来临 ,池将要毁灭所有人类的

王国 ,并建立池自己公义与和平的永恒国度 °这

一切事 ,在但以理的预言中都预先看到了°本书

给活在逼迫时期的神的百姓带来莫大的安慰 ,并

且继续启发那些今天面对迫害的人 °   Ⅱ
'

但 以理 书 中的基 督 i∶ ∶
但以理专注于以色列被掳后的复兴丿·这与耶

稣有直接的关系 9正如其他旧约先知 ,但以理预

言神百姓荣耀的将来 l而 新约则解释说 ,这些预

言将在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时 ·以及在整个

教会的历史里 ,得以应验 °    )   ∶ ‘

许多争论郡围绕但以理的预言如何应验的细

节上 9然而 9但 以理有关未来的异象的基本结构

显示 ,毫 无疑问 :基臀应验了先知的盼望 °耶呀

自称为 Γ人子」 (例 :太9:6,10:⒛ ’⒓:8)9
正好清楚说明这点 P但 以理采用 Γ

人子 Jˉ 词 △

指的是大卫家系伟大的王 9被神高举 ,并 在地上

代表神 °耶稣身为弥赛亚 ,是大卫家系终极的君

王 ;唯独池应验了但以理异象申人子的预言 (见

⒎13、 14注 ;见太4章 《神的国〉一文 )° i I

再者 9在第九章 9但 以理认识到耶利米预言

以色列被掳巴比伦70年 9会延长到 Γ七十个七」

年 (⒐ 24),或大约490年 °这预言初步的应验是

在耶稣第一次来临时 °延长被掳则与一系列压迫

神百姓的四个外邦莳图柙衔合 (⒉ 1~49)’ 华肀
Γ变成一Ⅱ座大山 9充 满全地」之石头的出现吻合

(⒉ 35)∶ ,但以理后来称之为 r永不灭亡的国」

(2彳4)° 这伟大的王国就是基督的王国 J始于池

第一次降临 9延续到今天 ,并 将在基督枭耀再临

时完全掌权 (见太4章 〈神的国〉和来七章 〈时代

的划分〉二文 )°

但以理所预言其他更具体的事件 Jl在新约里

也相当引人注目°例如 ,耶稣自己提到但以理有

关 「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的预言 (见⒐27:

1⒈ 31,1⒉ 11注 )9这最初是指希腊人安提阿古四

世伊皮法尼玷污圣殿一事 (见 「导论 :写作目的

与特色」),而这事件则成为罗马将军提多于主

后70年 9玷污圣殿的前兆 (见太2⒋ 15注 ;可 1⒊ 14

注 )° 大部分基督教觯经学者都认为这是预表敌

基督 :而这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界上运行 (见 约

壹2∶ 18注 ),并且将在基督再临时发展成熟 9甚至

以一个真人的形象显露 (见帖后23注 )°



一 、历史记述 【⒈△~6:2β )
A,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辩护 (⒈ 1矽 1)

⒍尼布甲尼撤的笫-个梦 (2Ⅱ~49)' I

∷邂∷从火骞中得拯救(娈i碗 o)△ Ⅱ ∷, ∷∷ I

⒍捃布甲尼撤的鲫三个梦 (⒕
^l诲

7)∵ ⅡI Ⅱ ~

B,审判伯沙撤 (⒌ 1~31〉 ⅡⅡⅡ Ⅱ Ⅱ ∷Ⅱi、  ∵I

F⒈ 从狮子坑里得拯救 (⒍ 1匆8)

==、  异象 (7:1L1Ξ:△ 3〉二 、 -f豕  `r:⊥
~土∠:¨ 丿

A四兽的异象 (⒎ 198)

B公绵羊和公山羊的异象 (⒏ 1~27)

C七十个七的异象 (9:1￡ 2⒎ )

D.神百姓的未来的异象 (lO∶ l-12:1⑴

、】,天使给但以理的信息 ('lO:1~11:θ

2.从俚以魍铡安提       尼《II⒓砌0)

∴u安提阿宙囚世伊芨  的统猞 (’1⒈殂 1̄2∶ 3)

.4.最后缭予咀以翅的信息《△睡黏13》 犭l‘ ∷

Ⅰ↑
= 
∶W‘   ``∵ 1r1j| `∷ △

=;￠
’i^0Ⅱ 、    ̄ ′

巴比伦王攻陷耶路撤冷 神庙那里 9存放在庙中的宝库里 。

F      飞 暴 著 I量 气
坌 蛋菇币秃窍避盟毳查雷L氧诳 :“ 你犟从i

把犹 大 王 约雅 敬 和神 殿 中 叩
工部 分 器 物 交在星  色 列人 中 ,+E一 些王 室 的后 裔 和贵

啤 节 迸 水
;

布 甲尼弊 手里 ,他就 把这 些器 物带 到示 拿地 的  田

译
些年轻人必 须没有残疾 、

皋晖 、展掌 孝才
、

'蹈

,

⒈1诵 :28 历史记洫 。本书第-部分强调这个世界的王国  差异 (耶利米记载尼布甲尼撒攻打约雅敬的J审候'是约

都在神掌控之下 ,另 外也重点叙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向  雅敬在位第四年
`而

非第三年),是因为巴比伦和犹大

神真诚委身 °但以理希望他的读者明白 ,虽然神的百姓  的年代计算系统不同所致 。但以理显然采用了巴比伦的

有时候会受到迫害 ,但是君王和王国的兴衰却取决于神  系统 9视君王统治的第一年为 Γ登基年 J∶ 两萃绋治本

的旨意 °但以理也教导说 9他 身为神忠心的代言人 ·那  身则从尼散月第一天开始箅起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 :

些留心听他说话的人必获神大大赐福 。这部分资料可以  尼布甲尼辙以皇太子和统帅的身分 9卒领巴比伦人于主

分成六段叙事 :为但以理和他的脱友辩护 (⒈ 卜21)、 尼  前605年 在迦基米施打胜仗 °这场胜仗之后不久 ,他的父

布甲尼橄的梦 (2:l砰 9)、 从火窑中得拯救 (⒊ 卜30)、   亲拿布波拉撤 (Nab°polassar:主 前626t605)离世 ,

尼布 甲尼撤的第二个梦 (⒋

"~37)、
审判伯沙撤  鸺就继承了巴比伦王位 °尼布甲尼撤的绋治时明 (主前

(5:l~31)、 从狮子坑里得拯救 (⒍ l~28)° 6o5-562),就 是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大部

1△朔1 为但以理和他内田友辩护 °先知借着记载他本人  分内容的历史背景 °

(和 他的同伴 )被掳 、芟训 、效忠和服侍尼布甲尼橄王  ⒈2 圭把⋯⋯交在 :以色列败给巴比伦的原因 ,是无法

的历史 ,为他的书设置背景 °     ‘        单从分析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环境所能解释的 °神在列匡

1Ⅱ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 :主前605年 ·尼布甲尼儆  的事情上充满权能地在王作 °池使用巴比伦八审判白己

于迦基米施击败亚述埃及联盟 ,使巴比伦踏上国际强国  的百姓 ,因 为他们违背了在盟约中的责任 (王下17△ 5、

之路 °随着迦基米施的胜仗 9尼布甲尼撤挥军攻打约雅  18~20,21△ 2~15,2⒋ 3~4)。 他就把这些器物带到 :

敬 (王下2⒋ 卜2;代下365~7),俘 掳了但以理和其他一  指掠夺圣殿的器具 ,而不是放逐俘虏 。神庙 :马 尔杜克

些犹太人 °这是尼布甲尼撤第一次攻打犹大 9其佘两次  (Marduk〉 是巴比伦众神中主要的神砥 (参耶50⒓ )°

分别在主前597年 (王下2⒋ 10~14)和 主前587年 (王下  ⒈4 迦勒底的文学和语盲 :巴 比伦文学是以楔形文字+

2⒌ 卜24)° 但⒈l、 耶25△ 和46:2在年份记录上有显著的  写的 9主要写在泥版上 °数以千计的这种泥版已经被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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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比伦帝国

5Ω ),新 巴比伦帝国开始兴建极度野心勃勃

的水道和纪念馆的工程 。

以拦\

`书

斌
\

/

/

的庙宇塔 ,直粮据斋罗多镱 9还加上好九公吨重  ′
`

的几个巨大金像 。

所发现的泥土上文字 ·显示出巴比伦最后的君王拿波

尼度退隐阿拉伯的提玛 ·并让伯沙撤在京郡当摄政工。

公里 J 1∞  ⒛o sO0 4∞  猢

7   '

大马至营马至革      
′′

\‘

/   阿拉伯沙漠
`

帑 昼榷薯霎蝥露暴堡卺
城市 °由四只马拉的

各种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 °

i3“ ‘
我月逸在床上 ,在

衤脑海艹现的早幂申
9

我看见有一位守望者 9就 是圣者 ,从 天上下

水
,“大再呼叫△这芒说 :      -

你们要砍下淳洱 ?削断枝子 ,

摇落叶子 ,打散果子 ,

∶邶树下的萃兽抖散
'

把树枝上的飞鸟母走 °

f然而 ,树根的余干却要留在地上 9

用终和铜叩铸子周隼
’

留在野地的青草中 ,

使他被天露滴湿 ;    '
使他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中得他的分 P

“
使他的心改变 ,不再是人的心 ,

给他一个兽心 9

使他经过七年的时期 °       、

1’

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 ,

是圣者颁布的决定 ,

⒋” 守望者 :虽然尼饣甲『撤继续使用异教字赆
,但

仲
承认在自己的异象里看到一个圣洁 、属天的存有 q逑个

古近东普遍的信念 9正好符合圣经的真理 9即 神透过天

使的启示 ,∷参与地上的事务 °

⒋15 使华
:这

黑渭楚看到 ,这个梦是关乎一个人 ,币
下

只是-棵树°见22肀沣:         /
⒋16 给他-个兽心 :尼布 甲尼撤可能患上一种称为变

狼妄想症 (lycanthrρ
P￥

)的精神病 °此字源自希腊文昀

'″`“
(Γ 狼 J)和 ″勿 仍 (Γ 人 J)。 患此病症的

人会产生妄想 9以致表现出像狼或其他动物的行为 (33

节 ;另见4:33注 )。 庳他经过七年的时期 :指七段没有说

叨长短的时间 (参23、 25节 ):大部分解经学者推断 ·

Γ时期 J代表一年 。33节暗示这是一个比ˉ天 、一周或

一个月更长的时期 。 ^

刀303



但以理书中的异象

四 个 帝 国

的 身 分

但 以 理

的 异 象 :′

第 2章

第 7章中 的

异 象

狮 子

玛代 波斯

=前
330

希腊
(包括 多 利 买

和 西 流 基 )

(主前 167

马 加 比和 哈 斯 摩尼 )

巴比 饣兮

2:37~38

公 绵 羊

=肩
i6s

银 的 胸 膛

和 手 胥

审判 已经开始 ,

案卷郡展开了 °

11“
那时 ,因 那剧、角说夸大话的声音 9我继

续观看 ,看 见那兽被杀 9尸体被毁 。扔在烈火

中 °12至
于其余的三兽 ,它们的权柄都被夺去 ,

它们的生命却得箬延长 ,真
到所定曲时碌和日

期 °   |        .

1a“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

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

驾着天云而来 9

到万古常存者那里 ,

被引领到他面前 ,

1°

得了权柄 、尊荣和国度 ;

各国 、各族和说各种语言趵入郡事奉他

20:12)° 见 《比利时宣言》s,°         Ⅱ =

⒎I1~12 这里展示一个对比 :第囟国全然摧毁 ,但其他

在它之前的土国 ,则 囟为他们的大民和习俗被接下来酌

主国所吸收 9而得以宥依度地延续下去 。   ∶  ∶

⒎13 有-位像人子的 :r人字乙Ⅰ词可以仅仅指 Γ亠

个人 J。 意义相同的希伯来文在8∶ 1·,出 现 ’用于但以理

身上 9也多次用于与但以理同时代的以西结身上 (例 Ⅱ

结⒉l、 3、 6)° 与那些治理大地不当的兽相反 9这 Γ一

位 J将管辖受造界 ,正如神在堕落前所命定的 ;他 将管

辖那些兽 (创 ⒈26L匆 :诗 8篇 )° 有关 Γ人宇 r这独特

的用法 ·但以理可触是最阜的苋证人 °后来写于新旧齑

约之间的犹太人启示文学引述这经文 9并说到 Γ人子 J

为超然的人类 ,他把天上镝能力带到地上来 。但以理看

到某个像人的人 ,即某个可叹与火+g比 ;但却苯质上有

所不同钠人 (14节 )∶
。Ⅱ火

Ⅱ
芋 j工 洵在共观福音用了

69次 ,在约翰福音则用 了12次 ,都 用来指基督 °事实

上 9这也是耶稣最常用宁百己身上的称号 °驾着天云而

来 :稂据旧药其他地方的记载 ’只有神出现在云上 (诗

104Ⅰ多△赛 19△ )1° 这一位像 大者
:,因

神的主动 ,自 天

上而来 。池与弥块从山而由 ∷△舶 0人手凿成的石头-梓
(⒉ zIs;见 ⒎14注 〉 °   ∷∴

⒎14 得了杈柄 :神使融成另溘政 勖手”统管列国 。

卫3卫 l,



多利买和西流基王朝

亚历山大大帝于主前323逝世后不久 9他的将军

爪分他的帝国为四部分 ,其中埃及和叙利亚分别

由多利买和西流基统治 。圣地自323-1咒 由埃及

的多利买所控制 ,随后从198-1绲 由叙利亚的西

流墓统治 °

亚历山大的众继承人竭力争取领土的管辖权 °初

时 ,多利买一世攻占他自己的辖地 1埃及和北

非 ;这两地有极丰官的资源和天然防卫 °西流古

夺取叙利亚和米索不达米亚 。至301Ⅱ 吕西马古

攻占色雷斯和小亚西亚 ,而加山得则统治马其

顿 °到了2779情况有所改变 ’只剩下三个主要

的希腊王国 ,管辖着埃及 、叙利亚和马其顿 ,马

其顿由安帝哥尼斯及其后人 (277-168)统治 °

这三个王朝最终由罗马攻陷而统一 。

但 11章描述 :南方王 J和 r北
万王 J之 问屮斗

霁亻ii∶ ||丨 :∶帚吾:∶:;丨 :丨:∶
{∶

:∶僖萎谖 :丨

寸

氵畏:旯竽 !∶∶!∶ζ∶|∶i∶∶±璧

高烽 ,在历史上被认为发生于安提阿古四世伊皮

法尼统治期间 (175-1“ )。 随后就攥发马加比

革命 ,直到肆立哈斯摩尼朝代为止 ° ·

在犹大地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 ,引

来罗马将军庞贝于主前63的 干预 。

除了主后l-2世纪不幸的起义所带

来的短暂自治外 ,这事件标志着犹

太人政治独立的结束 °

能霆茸zρ
l重裂蚕工

=ェ
T=

多 利 买 一 世 拉 吉 萦 特

(±亩啻323--285)

|

多利买二世非拉 钦非斯

(285-?46)

多 利 买 三 世 饮 尔 基 斯

西沆古一世尼加铎

(±前311--280)

|

安提阿古一世寮犄

(280-261)

|

百尼墓 〔熔 )¨ )̈安提阿古二世提阿 <¨ ¨〈熔 )

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

(175-ˉ 164)

|

安提田古五世尤佩特

〈163-ˉ 162)

劳 硇 丝

西 泫 舌 四 世 非 罗 色 恃
讠

(187ˉ 175) △

丨
底米丢一世

(162-150)

(246--22I)

|

多利买四世非罗巴特

(221-203)

多利买五世伊皮法尼 <¨ ¨¨〔球 )克利央柚犄一世

(203--18I)

|

多利买六世非罗窑特

(181-146)

㈣仞0  |
西潢古二世电立尼庠

(246ˉ 2̄26)

安提阿古三也 (大妾提阿古 )



峨臼拧

导 论

何西阿先知

解释北国的动荡及往后的被掳△是神公义

审判的结果 ;并且向神的子民保证 ,被掳

之后必有ˉ场大复兴 °     :

年 I,:约主前%0至”2年       :∶
互 点 :         `

●神的子民是TdL的 新妇 ,砒是妒恨妻子不贞

的丈夫 °

●神向子民大施慈爱 9但他们却转离神 σ

o神的子民昭然违反神的盟约 ,必然会遭受

神的惩治 。

●神不会完全离弃砒的子民 9相反却会重新

赐他们在盟约里生活的福分 °

作 者
书的作者何西亚先知是爝利的丿1子

(1:i),生平及背熹均本详6虫棘书中亵有叻
言:,但何西亚对北国以色列的抄理 (4∶ 151⒌ r、

896:8、 9,⒐ 15,10∶ 5,1⒉ 11)及历史 (⒌ 13,

⒎7、 1198⒕ 、9~14)所 知甚详 ,显示他应是土生

土长的北国以色列人 。           Ⅱ

写作 自:期j享地点 :

何西阿书诏录了从约丰前Ⅱ760年 到主前722

年撒玛利亚陷落前数年间 9先 知在北国的传道

王作 °耶户王朝第三位君主耶罗波安二世执政

(主 前793-753)末 期 ,何西阿作先知 °他 目

睹耶户王朝随耶罗波安之子撒迦利雅在主前753

年遭剌杀而终结 (王下15:8~12;见 ⒈4~5)° 继

撒迦利雅之后 ,另 有三位君王遭刺杀 (沙龙 〔王

下 15△ 3~14)、 比加辖 〔王下15:22~25〕 及比加
¨̄

下15⒓7~30〕 ),而有一位则成了敌方的阶下
∴℃≡下17△ -zI)°

并了叙利亚尽以色列 (置下“∶7≈P)° 撒缦以色¤
使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君主何细亚成为他的渖

鼽 蕺 『 谣叠吞暨铤 鞯 鸳 瑁

圭前”2年玫陷撒讨利壶 ,掳走大薹以色痢人 (王

卞1冫 :5~6)°   ∴ :          ˇ

∶ 何茜阿传讲的信息 9反映了北国的政治砗

衰 °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期间 9国 家相对技刂

靖心何西阿的宣讲
;所

关注的 ,是 国人的不}公旺

和自满
j并且警督邱判即将来临 (例 :⒓∶5j、 8。

13)° 其他段落则揭示了后期国内 (例 :⒎卜7|
13:10~11》 及外栾上 (例 :⒎ 8~12,⒒ 2△ ),的引
荡 °

∶举例而言 9呵
四阿书第五享8罕 !0节

(或△

甚至是⒌8~⒍6)中 的信息 ,就可能是以主前7玮

至732年叙利亚与以法莲之战 (王下 15:27~30瘌

1⒍ 5~9;赛⒎1~9)为背景的 °

经文亦反政亍撒鸡mll亚 在效崽埃及柑效吲

亚述之间摇摆不定 (⒌ 13,⒎ 119⒏9~10,9闸 ”

11:5,12△ )⒍ 何西阿对政局的评论 ,解释了吲

的最后攻击 、何细亚的被囚 、撒玛利亚遭圉攻n
主前”2年北国羞亡的原因 °

∷ 何西阿对道德的评论|则解释了神容让励

的子民在敌人手中败亡的原因一 以色冽 mⅡ

性和逭德郡衰落 °何西阿用婚姻之爱作为女G
(佥 :14~23),以 优美

|的
笔触浦绘以色列时上镒

寝”兖量鳌豪堪豪         灵袤∶带
所污染

:Ⅱ 迦南宗教信奉巴力为降雨露和惕丰抻

的神 砥 ,而 且相信地的丰产和人 的生殖是J佃

相成的 °敬拜耶和华和敬拜巴力已经混杂工~
(2:5~13)° 宗教腐化甚至广及宗教领袖 °这岱

领袖因贪婪和心肠刚硬 ,没 有教导神的子民钿冽

真正的信仰 9反而容忍甚至支持宗教混合的位滥

(4:4~13,5:196∶ 9) °

何西阿的评论 9无论是政治或道德方面的 "

均着眼于以色列人因违约而招致神的审判 。黼

而 ,在 这噩耗以外 ,何西阿又宣告了神对池曲邗

民那恒久的爱 9并且应许在被掳之后必定有复驷

(例 : 1∶ 10~2△  92:21~23)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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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

概 览  :∶       、
作者 :何西阿先即
主旨 :解释北国的动荡及往后的被掳∷是神公义‘

审判的结果 ;并且向神的字良保钲 ,被掳

之后必有工场大复兴 °     :

年 份 :约主前确 至”2年     Ⅱ  ∶ )

E点 :         ∴   Ⅱ

●神的子民是池的新妇 9Trb,是 妒恨妻子不贞

的丈夫 °

●神向子民大施慈爱 ,但他们却转离神 ˇ

●神的子民昭然违反神的盟约 ,必然会遭受

神的惩治 °

●神不会完全离弃池的子民 9相反却会重新

赐他们在盟约里生活的福分 °

作 岸
柔 书 的启刍 何西亚 先知 是絷 利 的·

丿1子

(1∶ i),生平及背熹均不详′虽森书申梭有叻

言 9但何西亚对北国以色列的地理 (⒋ 15,⒌ 1Ⅱ

89⒍ 8、 9,⒐ 15910∶ 5,1⒉ 11)及 历史 (⒌ 139

⒎7、 11’ 8彳 、9~14)所 知甚详 ,显示他应是土生

土长的北国以色列人 。           Ⅱ

%勰 黜 旒 蠃 +=ll=L沏
年撒玛利亚陷落前数年间 ,先 知在北国的传道

王作 。耶户王朝第三位君主耶罗波安二世执政

(主 前793-753)末 期 ,何西阿作先知 °他目

睹耶户王朝随耶罗波安之子撒迦利雅在主前753

年遭刺杀而终结 (王下15:8~12;见⒈4~5)° 继

撒迦利雅之后 ,另 有三位君王遭刺杀 (沙龙 〔王

下 15△ 3~14〕 、比加辖 〔王下15:22~25〕 及比加

〔王下15:” -30〕 )9而有一位则成了敌方的阶下

囚 (何细亚 ;王下17:1-Zl)°

何西阿亦目睹了亚述向西方及北方扩张 °在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主前745-727)及 其儿子撤

缦以色五世 (主 前727-722)的 带领下 ,亚述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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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何西阿书道出何西阿先知按神心意服侍以色

列的经历和言论 °先知解释了北国败亡的原因 ,

并且把将来复兴的盼望带绮神的子民 ρ

全书有另外几个主题 -再出现 :(1)何
西阿强调神的独一主权 (12:9913⒕ )和圣洁

(11:9),因 此只有敬拜神才是人唯一合宜的

回应 (⒊ 5)° 神不容忍人敌挡础 °无论是昌盛

(2:8)、 是以色列的历史 (⒌ 14、 15)或 列国

的命运 (10△ 0)Ⅱ全在神的掌管之下 。 (2)· 何

西阿和妻子歌玛及儿女的关系所象征的背弃婚

姻或盟约的主题 ,贯穿全书 (例 :⒉ 2~5i,3:39

4:10~19,5:3~796:10,8:9,9:1) 。 (3) 何西

阿强调人要悔改 ,敦促刚愎的以色列人归回他们

所离弃的神 9重建对神坚贞的关系 (⒉ 19~20)°

(4)另 一重要主题是围绕怎样才是认识或承认神

(例 :2:8、 2094:1、 695:4,6:3、 6, 13:4) °

认识是何西阿的专用字眼 ,用 来形容盟约中的亲

密 、忠贞和顺服的关系 。何西阿书指出 9真正认

识神的意思是 9和神建立那种人在婚姻和家庭中

经历的亲密关系 9并透过敬拜 、纯正的生活和忠

于与人立约的耶和华 ,把这关系表现出来 °何西

阿叉耆告 9人 会受罪蒙蔽 9心里以为认识神和

明白神 ,实在却远离神 (⒏ 2)° (5)行淫仪式

所代表的宗教混合的主题亦遍布全书 (⒉ 2~13,

⒋10~19,5彳 9⒐卜10)° 何西阿一再指出以色列

人犯了罪 ,把 敬拜耶和华和迦南宗教结合 °神不

容许这类结合 9目 的是耍警告池的子民 9身处鼓

吹妥协 、包容种种违反圣经教导的原则和信念的

文化中 ,要坚定地持守对神的忠信 。

第一至三章描述何西阿和歌玛结婚 、离婚及

再婚等家事 °如何适当地解释这些家事 ,造成何

西阿书读者长期以来的因扰 °为了在道德上圆满

解释圣洁的神何以会命令何西阿迎娶妓女 ,有人

按寓意来解释何西阿的婚姻细节 。另有些人解释

歌玛是在首名孩子出生后才当妓女的 °还有一些

人倡议经修改的字义解释 9指 歌玛并非普通妓

女 ,而是和敬拜巴力的宗教仪式有关的庙妓 °然

而 9按字面意思解读一 即̄何西阿和不忠妻子的关

系类比了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凄惨关系一 似乎才是

何西阿的原意 °

何西阿的儿女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和以赛

亚先知跟妻子所生的孩子相似 (赛⒏1~4),何
西阿的儿女的名字具有象征意义 (参 赛⒎3;结

⒛:1叫 )° 他们的名字 (耶斯列 、罗路哈玛和罗阿

米 ,见 1⒕ 、6、 9注 )的意思故意含糊 ?不单隐含

了何西阿书的信息—△耶和华越来越不满以色列

的刚愎自用 9也传递了盼望 、更新 、爱和复兴的

信息 (见2⒓ l砭 3注 》’

另一个释经的难题围绕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关

系 °前者是何西阿和歌玛结婚及子女相继出生的

传记式记录 ;后 者是神命令何西阿娶一个不忠女

人的自传式陈述 °虽然第一 、二章常常被枧为何

西阿和歌玛的婚姻的编年式记载 ,但 仍有些人认

为此处是描述两个女人及两段婚姻 °也有人认为

这几章不是连笨巾诃载 ⋯而晕平行的记萃
°这些

异议源于若干希伯来原文的难题和翻译上的取

舍 °这些解释细节上的争论至今仍然存在 ,但 基

本上 ,先知的婚姻所象征的 ?是耶和华和以色列

人的关系 ,这一点却是相当明确的 °

何 西 阿 书 中的基 督
何西阿书最少在四个方面启示了基督 °首

先 ,以色列即将在亚述手中承受审判 ,预示了基

督那将要来 9而仍未到的审判 °耶稣在世上传道

时 ,区分了以色列中信与不信的 °
耶稣向公然背

弃神的那些立约子民宣告审判 (太23:13~39)° 即

使在今天 ,福 音的呼召仍是把要得救的人从要受

审判的人中区分出来 (林后⒉16;帖前⒌5;彼前

2:9)。 基督再来时 ,就会对一切在约中和约外的

仇敌展开审判 (太灬章 ;徒叫⒓5;启 14:7)。

第二 ,何西阿在审判的信息之外 ∷亦以被掳

后要复兴的应许作平衡 °这主题更直接地指向

基督 。何西阿宣告 9在 被掳之后的 Γ末后的日

子」 (3:5),神 要赦免池的子民 ("△ -s),
与他们重新立约 (⒉ 1)’ 并且大大赐福给他

们 (14:4~7)° 新约指出这赦免
丿(太 2⒍28;路

24彳 7)ˉ 再立新约 (可 14:24;来⒏1~13)和

永恒的福分 (太25⒕ 6;约 10∶28;弗 ⒈14;提 后

⒉10),正 是由基督来应验 (徒⒉17;提后⒊1;

来⒈2:雅⒌3;彼后⒊3)° 保罗和彼得都指出 ,

从前在被掳中受咒诅的外族人 (罗 9⒓5~26;彼前

⒉10)9现在和犹太人在基督里一同成为神的子

民 ,正应验了何西阿书第一章9至 10节 °

第三 ,何西阿结婚 、离异和再婚的经历 (卜 3

章 )和神与立约子民的关系平行 9亦 预示了基

督 °以色列给描述成耶和华的新妇 ,正 是保罗使

徒指教会是基督的新妇的根据 (弗⒌23~32;参启



1⒐ 7)° 在和神的立约关系上 ,教会的身分与以色

列的身分是相同的 °昔 日以色列所盼望的福分 、

审判和权责 ,已经并将完全在基督里应验 。

最后一个较次要的主题是 ,在 何西阿的被掳

后复兴的异象中 ,包 含了重新确立大卫王座的概

六纲  ∷   ∵ (∷  (

念 (⒈ 10~1193:5)° 这个盼望是直接指向弥赛亚

的 ,预 告大卫那位伟大的后裔要统治他的子民 。

新约教导指耶稣应验了这盼望 ,池就是那万王之

王 、万主之主 (提前⒍15;启 19;16)°

一 `引 言 (△n) ∷  ∷

二 ′何 西阿的先知经历
(△ :2· 3∶5)     ∶

A,何西阿的妻子儿女 (1⒓ 9∶ 1))∶

1,迫在眉睫的厄运 (1:2~9) ∷ (
2复兴 (⒈ 10~2△ )

B惩罚与复合 (2:2~⒛ )

1针对不忠的诉讼 (2∶ 2~13)

2复合的应许 (⒉ 14~匆 )

C何西阿再次的爱 (⒊ 1-/s)  Ⅱ

三 、仃 舀时的先知佶息·
 (垒 :△

~△ 4:9〉  ·      -
A.案件 、战事及哀悼 (4:1~9∶⒐)Ⅱ

Ⅱ1针对以色列的两宗诉讼 (⒋卜5`)

⒍针对祭司的诉讼 (⒋ 1~19)

b.针对祭司 、子民和领袖的诉讼 (⒌ I~7)

2.即将战败 (5∶ 8冉:14)   ∶

a.第一次宣告战败 (5:8△ 15)

b~虚假悔改引致战败 (⒍ 卜7⒓ )

c,政治腐败弓丨致战败 (7∶ 3~】 6)

汪第二次宣告战败 (⒏ 1L14) 
·
  ∶

3为战败哀悼【⒐卜9) '∷  |
B∶ 反省历史和以色列的将来 (9rl【 l-l⒊ 16)

△ 葡萄和无花果树 (⒐10-17)     ∷

2茂盛曲葡萄树 (10:l-10)  (

3驯服的母牛犊 (10:n~ls)   Ⅱ

4成长的孩子 (1⒈卜13:“ )    '
C,最后的侮改呼召 (1z【 :1~9)

何西阿的信息源自耶和华Ⅱ犬必须听从 o

j   c ∷  ∵ ∷∷∷  ∷·∷0∶

何西阿和歌玛结婚 \离异和再婚的经历

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      Ⅱ

以色列违背相神所立的约 9招 致战败 :Ⅱ 被掳和极

严重的哀号 °虽然神有很奇妙的福分 9但以色列

仍然离开神 。这叛逆虽招致极大的审判 ,但只要

肯悔改
'被

掳归回后仍能获得莫大的福分 °悔

改 ,是以色列蒙神赐福的关键 °     ∶



导 论 ˉ Ⅱ

概 览
作者 :纳珥先知  ∷i’     i  ¨ :

主 :旨 :呼召神的百姓悔改 ,使他们能够逃过审
P 判 9在主的.巳子临近的时候能蒙赐福 °

年份 1耒知  ⋯ ′ i∴ `∶   △

Ⅰ点 ∶

●短暂的历史性审判Ι∶呼吁悔改 °

●短暂的审判
′
显示 ∷面对主太而可畏的日

子 ,悔改是十分重要的 Ⅱ l  ;
●神应许悔改的百姓 9必将拯救他们脱离审

判 9并赐给他们永恒的福分 °

作者  ¨ ∷| ∶   ∶
·I本书只提及约珥先知是 Γ毗土珥 」的儿子

(1Ⅱ ),并没有提供其他关于先知的资讯 ;圣经

中也没有其他地方提及约珥 °    Ⅱ   i
‘. ∶ · ji∷

 ∶ⅡI          1  1

写作 日期 每 地 点
因为约珥书并无明确记载它写于何时 ,所 以

很难确定它 的写作年份 °约珥十分关心耶路撒

冷 ,尤 其关注圣殿及供职人员 (如 ⒈9、 13~14,

⒉14~甲 、32’ ⒊I′ 6、 16-17)9暗 示他是在圣殿

事务仍然活跃的时期 ,居住在耶路撒冷 °以下的

线索 9都曾被用来推定本书的写作 日期 :本书在

圣经正典中朐位置 ,ˉ它与其他先知书在辞汇和语

言学上的近似性 ,以 及所提及的历史典故 °̄ 些

解经学者将书卷的日期定为主前九世纪 ,约 阿施

在位期间 (约主前835)° 另一些人将它定在耶路

撤冷陷落之前 ,即在主前586年之前不久 :更有一

些人倾向认为是在被掳以后 ,或早在约主前520至

500年 ,或迟于约主前400年 °  ∶     ′

值得注意的是 ,与 其他先知书中连串长篇的

指责相比 9约 珥书没有罗列那些引致书中所提到

之灾害的罪行 °这令到一些解经学者认为 ,约 珥

有意将本书写成礼拜仪式手册 ,可 以用于任何危

机的时刻 ,或 于神的百姓受到威胁 的时候 °所

以 ,加 尔文对于人不可能知道本书的写作 日期的

坚持 9也符合这情况 °

军作 目的 阜 特 色∶ 虽然书卷的整体性受到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

纪初的学者所质疑 (他 们推测 ,书 卷当代的部分

1⒈ 1￡2:17卜与未来的部分 (⒉ 18-3:2)是 由不同

作者所写的)9不过 ,现时大部分解经学者都主

张它本质上是一个整体 °反复出现的主题 Γ耶和

华的目子J(⒈ 16,⒉ 1、 11、 31,⒊ I4)以 及各

部分之间的连接词语 (如⒉2与⒉31;⒉ 10~11与

3:16∶么10与⒊15;⒉ 11与31;⒉ 17与⒊2;” :匆与
.

⒊17):都表明了本书的整体性 °

: 约珥书其中工个中心神学思想是 Γ耶和华的

日:子 」 q在 ⒈15,约珥在描述可怕灾难——他相

信是对将来的 、更大的审判的预示ˉt的 语境

中
'引

进了耶和华的日了的概念 Ⅱ在这第一次

的宣告Ι约珥像阿摩司一样 :(摩 ⒌18~20;参 番

⒈7~13),说 明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要审判砒的子

民的日子 °同样地 9在 第二章约珥将耶和华的日

子描述成 Γ伟大 ,非常可畏」 (⒉ 11),r:Γ 那日是

黑暗幽冥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J·
(2:2)9

是耶和华带领砒的军队攻击以色列人的日子 °不

过 9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9约 珥将耶和华的日子 ,

注视为神子民的敌人将受审判的日子 ,而神的百

姓将得到保护与赐福 (赛 13章 ;耶46~51章 ;结

25~32章 )。 在耶和华的日子-?列国将耍为他们敌

对耶和华的立约之民的罪行负责 ,并 将因此受到

审判 (⒊2~16、 19)° 但是 ,作为耶和华产业的百

姓 9将 会翠
=ll保

圹
,在 灵里

犁
在抑零|,都得到

赐福 (22卜32,⒊ 16~18、 ⒛⒓1)°

约珥书的第二个中心思想是
Γ悔改」°在立

约之民中 ,悔改的呼召不仅仅是给蒙拣选的人 9

而且是给所有被呼召回转归向神的百姓 :年 轻人

与老午

^、

男八与女人 、领神与民众,,搴至包括

那些在其他场合被免除团体中责任的人 (如哺乳

的母亲、新婚的人 〔⒈13~14,⒉ 15~17〕 )J约
珥呼召百姓全人的回转归向神 ,要 哀哭

`哭
泣 ,

向耶和华哀求 ,禁 食 ,以 行动来显明悔改的心 °

他呼召悔改 ,是鉴于蝗灾 (⒈ 13~14)以 及将来审

判的日子 (⒉ 15~17)° 不过 '单单有外在或仪式

上的悔改表现是不够的 ,耶和华要求百姓真诚的

悔改 ,全心全意的回转归向rdL(⒉ 12~13)° 约珥

卫8笱



也提醒神的子民 ,梅 改的正确动机 9是 坚赖于神
Γ有恩典有怜悯 ,不 轻易发怒 ,并 且有丰盛的葸

爱」 (⒉ 13)的本性 °约珥同时也强调 ,悔改的可

能性不在于百姓 ,而在于神 9础可 自由地按融的

主权与恩典 ,赦免硇的百姓 °

约珥书的中心异象蝗虫 ,引 起解经上的难

题 °自古以来解经学者都面对-个问题 :耍在字

义上解释 ,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来解释这些蝗虫 ?

虽然历史上大多数解经学者将蝗虫理解为未来

敌人的象征—— 《七十士译本》 (旧约希腊文

译本 )在六世纪的一抄本甚至认为书中四种蝗虫

(剪 虫 、蝗虫 、埔子 、蚂蚱 )象征了埃及人 、亚

述人 、希腊人 、罗马人 :不 过 ,大多数现代的解

经学者至少将第-章中的蝗虫按字义来理解 °毫

无疑问 ,约 珥从第一章中 ,按字面淮确地描述眼

前与蝗虫有关的危机 9很快就转到第二章内 9对

耶和华蝗虫般可怕军队这融合字面与象征意义的

描述 °这或是约珥看见现实中蝗虫造成的荒芜景

象 ,并 从中看到一幅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时毁灭

的图画 °这可能促使他采用蝗虫的异象来描述即

将来临的入侵者 。         ·

°新约

清楚的表明 9耶稣与池的坚苁者都熟悉约珥的著

∷作 :雨新约中提及末日的经文 ,也 明显地受到约

珥书的影响 (见来7章 (时 代的划分〉一文 )。

这些经文以约珥所描述的景象 ,来形容耶和华

的日子与蝗灾 (如可13:24;路 21:25;启⒍9,

9:2)° 本书第二章28至 32节 的应许同样重要 ,彼

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 9就弓丨用了这应许 ,并宣告

这应许已经开始了 (徒⒉16~21)° 在罗马书第

十章13节 ,保 罗也有引用这预言 9他 以约珥书第

二章32节来支持 Γ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J

(罗 10:12)的论点 。救恩是给所有人的 ,正如约

珥先知所说 :Γ 求告耶和华的名的 9都必得救 J

(2:32)。

教会一直认为约珥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教

导 9一 方面是希望与安慰的重要根源 ,另 一方面

是警告的话语 °在痈苦与患难的时候 9基督徒可

以从书中关于最终赐福 、蒙倮护及耶和华立约之

民不被定罪的应许中 9得到安慰与激励 。同时 ,

约珥对于耶和华的日子的可畏的生动描述 ,也使

人想到神的圣洁与审判 ,并 持续不断的呼召人要

全心全意悔改 9要有圣洁的生命 。最后 ,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就 是基督再来的日子 °在那

日 ,融要审判全地 9把融的仇敌扔进地狱 ,赐福池

的信徒 ,让他们得着新天新地作为永恒的产业 °

∷∷玉ⅡⅡ∶、ⅡF∶ i〃廴∵i=Ⅱ Ⅱ;Ⅱ士0∵|∶0Ⅱ讠查.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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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拘仇敌进行终极的审爿∷赐福耨  百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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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i△∶∶紊:△ r∶ 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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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珥 书 中的基 督
约珥书在教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大 纲

B,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的荒芜景象|(⒉1~17)  ∶

}Ⅱ ∷ Ⅱ ∷ ∷      ∫
∷∵ ∶  ∷  · tⅡ

三、抻对△盲姓悔改的回应
∵

(2:△ s~3:2△ )  ∷   i
A,复兴的应许 (2:18-32)

1.土地的复兴 (2∶ 18~27)  Ⅱ

2神的百姓的复兴 (2⒓ S-32》  ∶     Ⅱ

j最后的审判与赐福 (3:1砌 1)|∶  · -   ∵

l列国所受的审判 (⒊1~16) |      ·

2神的百姓所受的福分 (3: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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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主 旨

阿摩司先知

揭示犹大和以色列因为不忠于圣约 ,所以

神对他们的审判将会非常严厉 ,以及宣告

在即将要来的灭亡和被掳之后 ,会有大复

兴的盼望 °

主前%0至乃0年年份

Ι点
●正如外族的列国会因为作恶而受到审判 9

以色列和犹大同样会因为犯罪 ·雨受到亚

述入侵的审判 °

●神对以色列的诉讼 9是无可反驳的 9而且

它也是以色列经历许多天灾战乱的成因 °

●阿摩司的异象肯定撒玛利亚会因为亚述入

侵而灭亡 °

●尽管以色列和犹大会跟其他国家一样受到

审判 9但被掳之后却会被高举在外邦邻国

之上 °

作 者
阿摩司来 自提哥亚 (⒈ 1),那是犹大境 内

的村庄 9在 耶路橄冷 以南约 15公 里 ,离 伯利恒

约10公里 °阿摩司是牧人 (⒈ 1)、 牡畜饲养者

(见 ⒎14注 ),又是修理桑树的 (⒎ 14)° 尽管

生活于乡间 9阿摩司对于各国的历史却了如指掌

(1:3~2:3),对 于神的律法和子民的历史也很熟

悉 °虽然他并没有受过先知的训练 (⒎ 14),但耶

和华以/b0的 主权选召他担任此职事 °他的预言主

要是对北国说的 (⒎ 15),但同时也是针对犹大所

犯的罪 (2⒕-s;参⒐11)°

写作 日期 阜 地 点
根据第一章 1节 ,阿摩司作先知是在犹大王

乌西雅 (主 前792-TzIO)和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

世 (主前793-753)统 治期间 °书中大部分 (若

不是全部 )的神谕郡是在北国宣布的 °可以肯定

的是 ,先知曾在伯特利事奉 (⒎ 10丬 7)° 大多

数解经者从书中描写以色列的情况 ,推断这些神

谕都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时 ,极繁荣富庶的那

十年期间宣布的 (主 前760-750)° 在这段期

间内 ,犹大和以色列和平共处 °正如亚米太的儿

子约拿先知所预言 ,以 色列王收复了边境 (王 下

14:25)° 北国富强起来 ,同 时因为发及 、巴比

伦和亚述国势转弱而得享平安的假象 °特别是亚

述 ,在亚大得尼拉力三世 (AdadˉN“ari IⅡ ;主前

8I:1-783)去 世后曾一度衰落 9因此 t以色列不

用再受到亚述大军的威胁约有40年 °

受
篇 螽 的刍剃 皴 北崮 氵以刨 ω °删

许多以色列人虽然仍然遵守 9且 甚至超过律法所

规定的宗教仪式 (⒋4~5):但 事实上他们对神的

敬拜却混杂了偶像崇拜 (5:26;王 下17:14~17),

引致许多强綦和不公平的事情出现 (⒉ 6~8,
4△ )° 虽瓣咏和

l华
早已透赶缺粮缺水、碴物枯

萎辶ε虫、瘟疫和军事失败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替

告以色列 9可 是百姓仍然不肯承认这些事是出于

神的手 ,也不肯悔改 (4:6~11)°

写作 目的 阜特 色
阿摩司强烈指责以色列拜偶像和社会上各种

不公平的现象 9宣称在敬拜中掺杂了偶像敬拜

就是否定关于以色列神的最基本真理 。只有耶

和华是池所创造的一切的统治者 (⒋ 13,⒌ 8,

⒐5~6)° 池是万国的独一真神 °因此池可以使国

与国互相敌对 (⒈3~2:3),可 以透过其他国家的

入侵来审判与池立约的子民 (⒍ 14)° 虽然如此 ,

池仍是一位慈爱的神 9渴 望子民存活而不是死亡

(5:4) °

阿摩司指出 9因 为以色列受到审判后仍然不

肯悔改 (⒋ 6~Ⅱ ),所以耶和华会带来更严厉的

审判 ,直 至国家大规模被灭和人民大批被掳为止

(⒋ 12~5:20)° 阿摩司预言以色列会沦陷于亚述

帝国后不久 ,这 预言就开始实现了 °在提革拉△

列色三世 (△ glathˉ Pileser ⅡI;主前
"5一

”7)的

统治下 ,亚述的势力强大起来 9并向西面和北面

扩张 °犹大不久即成为亚述的附庸国 °位于以色

列和亚述之间的亚兰 (即叙利亚 )也成为亚述帝



国的一部分 (王下16:7J)°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的儿子撤缦以色五世
(shalmaneser V)继 位之后 (主前”7亠 ”2)9
继续父亲向西扩张的政策 ,迫使北国最后一位君

王何细亚向他称臣 (置下17:3)° 后来何细亚谋

反 ,误 以为可以从埃汊得到帮助 (王下 17彳 )° 结

果 9亚述≡撒缦以色五世开始围攻以色列的首都

撒玛利亚 °主前”2年 ,撒玛利亚终于被他的继承

人撒珥根二世 (sargon Ⅱ)攻陷 (王下17:5弱 )°

耶和华责罚融所爱的人 9adL的 审判是对础盟

约子民的一种信守承诺的表现 °因此 9阿 摩司

肯定神所作出的应许 ,池 永远不会放弃池盟约

的子民 °阿摩司宣告 ,被 掳之后 Γ大卫倒塌的

帐棚 J (⒐ 11)会再竖立 9大卫王家族会战胜列

国 (⒐ 12),神的子民会得到的福分将无法估量
(9∶ 13~15) ° ∶

阿摩 司书中的基督
阿摩司的预言中与基督有关的启示有三方面 °

一 、阿摩司书的重点主题——对各国和对不

忠的以色列及犹大的审判——预示了基督带来的

审判 °新约的教导是基督将会审判那些敌挡神的

人 (约⒌21~27;罗⒉12~16),包 括与神立约的

人 (来10:26~30;彼前⒋17;启 ⒉4~5、 14~16、

⒛~23,⒊ 1-3、 15~19)° 摹督会彻底实现阿摩司

书中审判的主题 °

二 、阿摩司书第九章1!至 15节提到以色列和

犹大在被掳之后会得到复兴的应许 。仿效摩西所

定
丁

的模式 (利%章
i申彳:15-31’ 叩

:1≈6:),呵
摩司宣告随着被掳之后而来的 ,是神的子民得到

大大福分的时期 °主前539年回归的民众经历了种

种失败之后 ,复 兴的预言就开始实现了 °根据新

约的解释 9这些预言在基督第=次降临 ,赐 下圣

灵作为信徒得基业的凭证时 (弗⒈14),就初步得

到实现 ;最后在基督再来 ,带来新天新地时 9这

些预言就会完全实现 (启 21"起 )°

三 、阿摩司提到 Γ大卫倒塌的帐棚 」——

大卫王朝—— 的复兴 (⒐ 11)° 预言指出被掳后

一段 日子 9大 卫的子孙会领导神的子民战胜列

国 (⒐ 12)1并使他们永保平安 (⒐ 15)° 这预

言由大卫王最终极的子孙耶稣实现 (太 ⒈1;路
⒈32~33;启 2⒉ 16)° 耶稣复活升天 ,登上了大

卫家的宝座 (徒⒉25~36)° 现时融统治万物 ,

透过福音向各国展开圣战 (徒 15△ 3~19;林 前

1⒌ 23~25)° 最终础在荣耀中再来时 丿会打败一

切敌人 9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度 (启 19△ 1~21,

21:1~22:5) °





磅麝

概 览
作者

主 旨

俄巴底亚先知

鼓励正受以东欺压的犹大百姓 9让他们在

神的公义里获得盼望 ,相 信终必胜过一切

仇敌 °

约主前586年年份

E点
●神顾念砒受苦的百姓 °

●神警告并至终审判那些逼迫池百姓的人 °

●神将舍许砷”百姓得烈胜利° Ⅱ  .
●神忠心的百姓将会承受池将来完全实现的

国度 °

作 者
除了名字之外 ,其他关于作者的资料不得

可狎
:俄 甲底平巾声思是 :神 驷

-卜
人 (或 敬拜

者 )」 °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人之中非常普遍
(王上18:3~16;代 上⒊21,⒎ 3,8:389⒐ 169

12:9,2⒎ 19;代下17:7,3⒋ 12;拉 8:9;尼 10∶ 5,

1?′ 9)’ 眄以
=点

也不旱岍 秀书信息田贫慎
和权威 ,不

:车 于写信人的声望孪品格 :而是在于
Γ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18节 )°

写 作 日期 每 地 点
解经学者对本书的写作 日期一直有争议 °先

知所见的 ,是当耶路撒冷遭受洗劫时 ,以东人幸

灾乐祸的情景 (11~14节 )° 但俄巴底亚在描述这

次大灾难时 ,并 没有提供任何与发生年日相关的

资料 。

有些学者认为先知所描述的景象 9就是约兰

王在位期间 (主 前848-841),非利士人和阿

拉伯人对犹大进行侵略 ,而 以东人也参与的事件
(参王下8∶ 20~22;代 下21:8~10、 16~17)° 其他

学者则认为先知的信息 ,是和巴比伦攻击犹大 ,

导致犹大在主前586年沦陷有关 ;此外 ,圣经 (诗

137篇 ;结 35△ ~15)和 犹太传统 (以斯得拉壹书

4彳5Γ 典外文献J)明确地将以东人和这次亡国的

灾难串连起来 。预言内容正是指向这事件的看法

似乎较合理 °不论当时的历史背景如何 ,可 以确

定的是 亻以东在那时是繁荣 昌盛 9犹 大则处于没

落状态 ;对 于神的子民来说 ,世 界的道德秩序经

已变得混沌不堪 °

虽然俄 巴底亚 书 第 1至 9节 和 耶利沓书 筘

四十九章7至”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也不能

解决本书写作 日期的问题 。虽然知道耶利米的事

奉年代是从主前626至 586年左右 (见 Γ耶利米书

导论 :写作 日期与地点 」);不过 ,到 底是一位

先知回应着另一位 ,还是两位先知取材于同工个

资源 ,仍然不得而知 °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俄巴底亚书是 Γ指着以东」 (1节 ),书中重

复指着以东而说 。另一方面
,本

书t0p是 为着与神

立约的犹大百姓而写的 °俄巴底亚在书写本书以

前 9可 能曾经或未曾口头向以东宣告这些信息 °

神针对以东说话 9是为了犹大的好处 °
TrL0使 以东

蒙羞 ,被抢掠 ,甚 至死亡 ,是 为要振奋犹大软弱

的信心 ,提升他们的士气 °以东受到神的审判是

罪有应得的 9因 为他们长期恶待犹大 °以东的破

灭 ,是属于神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础 要审判万

国 ,同 时要在新的土地上赐福给池的百姓 °因此

本书的写作目的 ,不 是要警告以东有审判将临 ,

而是显出神全然得胜的公义作为 9来坚固础子民

的信心 °历史的进程 ,不 是由万国的邪恶计谋所

决定 ,而是由神公义的权能所掌控 °

俄巴底亚书的预言 ,是按照契约诉讼的格式

写成 °它以审判的场景掀开序幕 ,然后由法官陈

词 ,包 括对被告的讲话 9宣 告罪行和定下判决 °

(见 Γ导论 :大纲」和 Γ先知书导论 :先 知文学

的形式」)°

俄 巴底 亚 书 中 的 基 督
俄 巴底亚书中没有直接指向基督的弥赛亚预

言 °但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欺压神子民的人这个

主题 ,最 终会在基督里完全实现 。耶稣 自己也曾

在敌人手下受难 (徒2:36),ll±也预言池的跟随者

会遭遇同样的苦难 (徒 14⒓ 1~22)° 但基督应许 9

当rdL的 子民身处这些患难时 ,必保守他们在池的



爱中 (罗⒏28-39)° 到了础荣耀再来的时候 ,弛

会审判那些与融和融子民为敌的人 (太25章 ;启

19∶ 1~2) °

另外 ,俄 巴底亚所见异象中的新秩序 ,就 是

神的子民胜过列国 ,至 终同样会在基督里完全实

现 °基督在复活和升天时 9融开始掌管万有 (林

前 15∶ 25),如今教会正要扩展神的国度遍及全地

(太 28△ 9~20;徒237~41),当基督再来时 9i

的国度将会扩张直到地极 (启 11△ 5)° 当基督
·

在神的敌人手下受苦时 ,必须重新坚定他们对彳

义的神的信心 ,就 是在俄巴底亚的预言中启示 i

自己的那位神 °虽然在表面上看来 9教会所经丿

的苦难好像不曾停止过 ,但 神在这表层背后 9i

不间断地为砒的百姓工作 (启⒍9~10)°

大 纲

=〓
I 、

、∷         ∶(|·∶∶∶

标题 (△a节 )∷∶

中

>
争
节

拙
(
· b

的 审判 场 景

三 、神 论及 审判 和盼 丝
(2~2△ 节 )

A对以东的判决 (2≈9节 )

1神定意耍使以东蒙羞 (2叫节 )

2神定意要以东被抢掠 (5-,节 )

3,神定意要歼灭以东人 (8J节 )

B对以东的指控 C1卜 14节 )

i∶ 以东的强暴 (10节)  ;
i苡岽曲溶姑先情(11节

9∷

∷

3以东冷酷的夸口和攻击 (⒓~14节 )

C.宣告新的秩序 (1591节 )

1对万国的审判 (15~16节 )

2∶ 犹大的复兴相扩展 (17~21节 )

犹大 °

神针对以东说话是为了犹大的好处 °

神判定以东要蒙羞 、被抢掠和死亡 °

以东受到神 的刑罚是罪有应得的 ,因 为他恶

以东的灭亡 9是神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勐要审

万国 9并要在新的秩序里赐福给础的百姓 °



导 论

概 览
不详

勉励以色列人欣然回应神的呼召 ,将融的

怜悯传到万邦 °   Ⅱ

主前750至⒍3年

作者

主 旨

年份

E点
●神呼召池的子民致力于使万邦悔改 °

●神的子民若未能将神的怜悯传到万邦 9就

必遭到神的不悦 °

●神理所当然乐于向悔改的外族人施恩 ° ∶

作 者
这篇叙述文的作者不详 。本书是小先知书中

的第五卷 ,按 书中主角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命名
(1△ )° 我们对亚米太-无所知 ℃除了本书之

外 9只 有列王纪下提到约拿 °根据列王纪下 9他

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时期向北国宣告神赐福的

先知 (约 主前786-9z【 6)° 这位君主从亚兰 (即

叙利亚)手中收复了以色列国的边界 ,Γ 正如耶和

华⋯⋯的话 9就是藉着他的仆人迦特希弗人亚米太

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 (王下14⒓ 5)°

军作 日期 车 地 点
根据列王纪下第十四章25节 ,记 载在约拿书

中的事件应该发生在主前八世纪 °然而 9要 鉴定

本书的成书 日期很不容易 °学者众说纷纭 9把本

书的成书 日期定在主前八世纪至三世纪后期之闻

的许多不同年代 °假若在主前722至 721年以色列

的撒玛利亚被以尼尼微为首都的亚述摧毁之后成

书 ,则本书把焦点集中在约拿对尼尼微的使命 ,

就会显得特别深刻 °假若主前612年 巴比伦攻陷

尼尼微的事件在作者写书之前已经发生 9作者又

似乎不太可能会如此强调神对尼尼微的怜悯 °因

此 ,本书的成书 日期最有可能是介于耶罗波安二

世统治时期 (主前786-746),与 巴比伦于主前

612年攻陷尼尼微之前 °

约拿的故事发生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期间

(主 前786-746)° 这位君王是以色列史上一位

军事强人°根据列王纪下第十四章25至28节 ,约

拿透过预言神赐福给以色列国来支琦耶罗波安 9

特别提到以色列的国±要扩展到大马士革和哈

马 ,使 以色列恢复昔日在所罗门时代的北部疆界
(王上⒏05)° 耶罗波安二世和他同时代的犹大

王乌西雅的统治 ,显然开创了引人注目的太平盛

世 °王国人口增加 9领土扩张 9商业发展 9工业

繁荣 °从外表看来 ,国家正享受神1的赐福 °未来

呈现一片光明 °      Ⅱ   ·丿·

尽穹如Ⅱ
,先 知荷西阿如阿潦司和丿宣称以色

列国处于社会 、道德和宗教衰败的状态.° 在某种

程度上 ,他们的信息充满了’对宗教混杂和社会

不公的谴责 、控诉及审判 (何 ⒈2~8,⒉ 1~139

4:1~5:14,6:1~6,7:11~1698:1~9:179 I1:1~129

差蘸蠡￡嘻纩:谑勰 惫绕赢
的呼召 °在经历,了 神的审判之后 ,他 勉强地顺

服 9最终也学会了从神的观点来看尼尼微人的价

值 °以色列 的神想将 ndL的 国度扩展到万邦 °然

而 9因着上主和融契约子民间的那种独特关系 ,

约拿和他的许多同胞因强烈的国家主义和特殊的

民族主义而受到蒙蔽 ,使 他们看不见以色列蒙拣

选的目的 °

神透过约拿赐福给耶罗波安 ,使他获得军事

上的胜利 ,收复了神国的失地 ,包 括亚兰 (王下

14⒓5~28)° 然而 ,本书所记载的这些事件显示 ,

约拿也认识到 ,从悖逆中悔改 9并 把神的怜悯传

到其他国家 9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的读者必须

从约拿的经历学会从悖逆中悔改 ,并 页献一己之

力 ,把神的福分带到各国 (创 12:3)°

写作 目的 阜 特 色
除了教导神的怜悯和爱是普世性之外 9本

书也论到神普世性的主权 ,把 神描述为创造

者 、 Γ天上的神 ,就 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
(1:9)° 受造物顺服地回应神的每个命令 (1⒕ 、

15、 17,⒉ 109⒋ 6~8)9以赛亚时代的亚述人也

不例外 (赛 10:5~6、 12)° 约拿书强调神对人类

和大自然 、生和死的普遍主权及至高无上的统治

(见诗97篇 〈神的主权〉和诗104篇 〈神——天地



的创造主〉二文 )°

解经家曾用四种基本的解经策略来诠释本

书 :寓言 、释经 (专门用语是Midrash)、 比喻和

历史记叙 °寓言是一种创作或解释文学作品魄技

巧 9用 以表达多于一个层面的意义 °约拿书的经

文缺少了霞言文体的典型标志—— 经文是以记叙

历史的形式写成的 °

∶ 释经是一种以解说为本的解经形式 °若应用

到约拿书 ,这 种进路认为本书是对出埃及记第

三十四章6至7节 (比较拿⒋2)等经文的注释——

当中所提及的事件不一定基于史实 °这进路并不

符合一些支持本书是史实的佐证 9更与基督所作

的见证并不一致 (太 12:39~42;路 11⒓9-s2)°

最普遍的进路或许是把约拿书解释为工个比

喻 °比喻是一种长篇的暗喻或明喻 ,一 种说明道

德 、宗教或属灵真理的简明而虚构的故事 °在耶

稣的教导中 9比 喻的概念使用得淋漓尽致 (例 :

太 13∶45~46;路 10:29-s7,1⒌ 11-s2)° 撒母耳

记下十一章是旧约中一个很好的比喻范例 °根据

这种观点 ,叙述文是一种道德故事 ,旨 在教诲 °

一些学者反对把约拿书解释为比喻 ,理 由是该书

内容复杂和故事的长度 ,有 异于一般的比喻 ,而

书中的主角 (约 拿 )已被鉴定为历史人物 (王下

1⒋25)° 最重要的是 ,这种解经倾向否定了本书

的历史基础 9与新约圣经中的见证背道而驰 °

尽管书中有-些 出人意表及轰动性的成分 ,

本书还是应该被视为历史 (先知式的)记叙 °故

事以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为中心 ,并根据事实

以可靠的叙事形式呈现 °犹太传统认为本书所

叙述的是历史事件 °当基督提到这故事时 (太

I⒉ 39~42;路 11:29~32),进 一步印证了本书记载

的是历史事实 °然而 9正 如圣经所有的历史记叙

一样 9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记载历史资料 °约拿

书的目的是要教导读者如何过着对神尽忠的生活 °

约拿书中的基督
耶稣将自己和

Γ(先知 )约拿的神迹 」联系

在一起 (太 12:39916彳 ;路 11∶ 29)° 纵使当时

许多以色列人拒绝顺从先知传给他们的话语 9但

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呆了三 日三夜后被吐出来这件

事 ,却 使尼尼微人悔改 °耶稣预言 9Tra死后三天

复活的事件 ,将使外族人梅改 ,但 许多犹太人仍

然拒绝接受池的预言 °从某种角度来看 ,约拿的

故事一方面呼吁犹太读者悔改 9一 方面支持向外

族人宣教的事工 ,正如耶稣和池的使徒那样 °

六 纲

0约拿的祈祷和神的田应 (⒉ 1~10)

∵ 、 约 '拿 的 /l·e命 阜 神 的 反 应
¨  神审判约钞 因为他拒绝神的呼召 ,不愿将神的

怜悯传至尼尼微 °约拿为他的悖命悔改 9于 是神(△ :△
~2:△0)

就搭救了他 °
Ⅱ      Ⅱ,   ∴⒋约拿芈睥神的呼召((1∶ 1~3)

B,神兴起大风 (1⒕~L5)

C、 约拿的逃亡告一段落 (⒈ 16~17)

1.约拿蒲怀感恩祈祷 (⒉ 卜9)

2神答应约拿的祈祷 (⒉ 10)

约拿顺从呼召到尼尼微去 ,神有恩慈的田应 °神

申明 9致 力于使尼尼微人侮改和得赦免是正确

二 、约拿 的顺命 阜神 的反 应

i.约拿谥褊 簿詈千P1⑷
B.尼 尼微人悔改 9神 以怜悯回应 (3∶ 5~10)

C,约拿的祈祷和神的田应 (⒋ 卜1l)

1'约 拿在怒屮祈祷及神的回答 (⒋卜4)

2约拿得到 F神进一步的解释 (⒋ 5~11)

的 °

卫38】



约卓书地目

杜 尔 舍 臼 佥

微

正常旅程

;∶
彡。''ˇ 亚 述 瞀

沁

尼尼微和他施位于古代地中海商业

区的两端 °约拿的敌事所涉及的地

理范围是旧约时代地理知识的极

限
,也

难得让我仰可以
=窥

铁器时

代的航海生活·在西班牙发现的碑

文和陶器证实 ·也许早在主前12世

纪 ,腓利士人的贸易路线已接通了
遥远的地中海两极°

比 布 罗 斯

·大 马 士 革

珙
、

告诉了他们 °i1因
为海浪越来越汹涌 9他们又对

他说 :“我们该怎样处置你 ∷才能叫海浪平静

呢 ?”
u他

回答说 :“你们把我抬起来 ,投在海

里 ,海浪就会平静 ,因 为我知道 ,这场大风暴

临到你们 9是为了我的缘故 °:1a那些人虽然破

浪挣扎 ,要把船靠岸 Ⅱ却是不能 9因 为海浪不

断汹涌扑来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说 : “耶和

华啊 !我们息求你 ,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 ;

不耍把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 9因为你耶和

华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

Ⅱ
千号灬 fl△把约拿抬起来

:,投
在海里 ,怒涛就

平息了°1叨
阝些人就大大敬畏耶釉华丿向他献祭

和许愿 °   ·
17耶和华却安排了̄条大鱼,把约拿吞下°约
鼾

中
F卩
芈 ∷∷∴∶

彡P 等廾竽焊T向
耶和华呷叩 呷祷亨

,

谣事签冕蛋T求
告耶和华,

我从朔 间的深府呼求 9       ∶

你就垂听我的声 音 °    ′  ∴Ⅱ

⒈Is 怒涛就平息了 :神所刮的大风平息后 (1彳 )9场
面转为平静 ° ′       ∶

⒈1‘~17 约0的汹亡皆-曰洛 。风暴之后出现了-个
讽刺性的对比 J外族水手敬畏神 ·并向池许愿 ;另 一边

厢 ,神却安排了一条大鱼把抗命的约拿吞下 °这对比预

示了约拿与尼尼徼人之间的不同 (见 3砰章〉°

⒈I, 本节在 《马萦拉抄本冫为⒉l。 三日三夜 :约拿此

刻的处境有点模棱两可 0既不是完全被淹没 |也不是全

然获救 °约拿有△些时间来反思他所做的事 ,并思考如

何回应神对他的审判 。耶稣曾提fll约 拿故事的这一段 ,

为的是传递关于拙自己的信息和使命的真理 (见 「导

论 :约拿书中的基督J)。

⒉1~10 坷0的祈祷和神的回应 '° 约拿在大鱼腹中向神祷

告 (⒉ 1△9),而神也应允了他的祷告 (⒉ lO〉 。  }
⒉1-9 约0两怀萌思祈祷 °先知以诗歌形式的表达来回

应他所遭受的审判 °这诗歌有感恩诗的典型文学结构 :

(1)恳求拯救 (2节 );(2)回 顾危机 (3~6J节 );
(3)回顾拯救 (乱~7节 ):以及 i《 4)称 z:i拯救 (8~9

节 )° 约拿或许在获救后创作了这首诗歌来阐释他的经

历 ° ‘        }
2:2 我⋯⋯求告⋯⋯ ,他就应允我 :约 拿的诗歌由两

个具有诗的平行结构的对句开始 9提到神如何借着应允

祷告来表达融的信实 。它两次提到先知祷告和耶和华作

出回应 °约拿承认 ,鸸是 Γ从坟墓的深处」 (直译 Γ从

Ⅱ383



作者

主 旨

导 论

概 览

年份

E点

弥迦先知

在亚述危机期间向犹大发出悔改的呼吁 ,

并给予他们盼望 1同时借着宣告神对罪恶

的审判与复兴的应许 9让犹大对它将要被

掳至巴比伦之事做好准备 °

主前7zIz至 胡6年

●神预言警告要审判犹大和撒玛利亚 ,因 为

他们罪恶昭彰 ,公然违背了盟约 °

∶  o、神呼吁池的百姓从他们的罪中悔改 ,以求

Ⅱ能避免或延迟受审判 °

●神向池的子民确认池的应许 9必会让他们

从失败与被掳中经历复兴 °

●神应许赐福复兴后的百姓 ,使他们获得胜

利 、扩张领土与享受和平 °

作 者
弥迦的家乡是摩利沙 (⒈ 1、 14),这 也就

是说 ,在 耶路撤冷他是个外人 °弥迦是与以赛亚

在同一个时期服侍的先知 ,在 犹大历史的关键时

期 9他的服侍影响深远 °

写
i作 :日 期Ⅱ车地点  :
△弥迦出来传道的时候 ,正 值犹大王约坦 (主

前742-735)、 亚哈斯 (主 前935ˉ 715)和希

西家 (主 前715-686)执 政期间 °当时 ,以色

列一批以贪婪地主 (⒉ 卜 5)为 首的中产阶级
(⒉ 8~9),在腐败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们的支持下
(3章 ),实行了种种不公平的压迫 ,结果导致社

会贫富悬殊 9极度富裕者与那些受压制的穷人之

间 ,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国家领导层的失败 ,也

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腐败 (6:9~16,⒎ 1~7)°

神兴起亚述作为融审判的杖 ,惩 罚犯罪的

百姓 (赛 10:5~11)° 亚述果然于主前722年毁灭

了撒玛利亚 (王下 17△ ~6),正 如弥迦所预言的
(1:2~7)° 当亚述王西拿基立 (主前70s-681)

行军到犹大西边的山脚 9并 向着耶路撤冷城门逼

近时 9犹大终于感受到神审判势不可挡的威力 9

这也是弥迎曾经预言的 (⒈8~16)° 希西家最终在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悔改 ,于 是耶和华便将亚

述军队撤回 (耶冗:18~19)°

写作 目的 阜 特 色
弥迦将他的19个预言编排成三个循环 (1~2

章 ,3~5章 96~7章 )° 每一个循环都以审判的

预言开始 ,并 以一个 (或 多个 )拯救的预言作

结 °每一个循环都以相同的希伯来文 Γ听 J开 始
(129⒊ 1,⒍ 1)° 中间的循环包括了三个审判的

预言 (3章 )和七个拯救的预言 (4~5章 )° 弥迦

巧妙地运用双关语 ,并且套用敌对者的话 °他们

企图使他静默不言 (2∶ 6~7)° .

在关于救赎的预言中 ,弥迦预言当西拿基立

入侵时 (主前⒛1)9耶路撒冷将蒙拯救 ;这纯粹

是出于神对余民的怜悯 (⒉ 13)b他 也预言神后来

会拯救础的百姓脱离巴比伦的俘掳 (4∶ 9~10)° 最

终 ,这盟约的百姓将奉耶和华的名行事 (⒋5),
单单倚靠神全能的恩典 (5∶9),而 非自己的努

力 (⒌ 10~15)° 一个得蒙赦免的余民 ,因 靠着

神的怜悯 ,将 可以忍受并通过现今和未来的考

验 ,因 为神曾誓言会真诚地对待以色列的列祖
(7:18~20) °                     ∶

另外 ,当 神的百姓被掳至巴比伦之后 9他们

在复兴时所要经验的审判与蒙福的预言 ,更 是直

接提到基督 °根据新约 ,这些事件当耶稣在地上

服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并 且继续在今天进行

着 9直 到最后在砒再来时才得以完成 °弥迦称这

些事件为 Γ末后的日子 」 (⒋ 1;见 来7章 〈时代

的划分〉一文 )和 Γ那 日J (⒉49⒋6,⒌ 10,

首

提

审

攻

预

形

°

接

致

将

些

或

来

直

招

伦

这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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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12),也就是 Γ耶和华的日子」 ;新约将这日子

连于基督的工作 (帖后⒉卜2;彼后⒊10)° 弥迦

书里最直接预言到基督的经文或许是⒌1~6(见太

2:6),神应许大卫的家将在被掳后兴起 ,打败犹

大的敌人 ,统治全地并把和平带给神的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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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主 旨

那鸿先知

借着宣布将来尼尼微要受到审判来安慰

犹大 °

主前“j至612年年份

E J:;;1

●神在审判中所彰显的荣耀是配得赞美的 °

●神将审判尼尼微和其他国家 ,因 为它们苦

待Tra的 子民 。       '

∶  Ⅱ●∶神将保守忠信的子民得到平安 ,并且使他

们从灭亡和被掳中得以复兴 °

作 者
那鸿这名字的意思是 Γ安慰」 ,可 能是一个

全名的缩写 ,像尼希米一样 ,其 意思是 Γ耶和华

安慰 J° 先知名字的前面有 Γ伊勒歌斯人」这一

称号 (⒈ 1),可能是指他的出生地 9及 /或先知

后期活动的所在地 °更进一步辩明伊勒歌斯的尝

试 o均未成功 °有关该地点的提议包括古尼尼微

附近 、加利利 (例 :迦百农 =那鸿村)及犹大境

内 °本书的内证 (⒈ 12、 15)支持犹大附近地区是

那鸿预言活动的范围 。

正如大部分的预言书一样 ,先 知通常隐藏在

信息背后 °那鸿常常被误以为是一个心胸狭窄的

的民族主义者 9因 为他在恨意和报复欲望的驱使

下 9宣布了审判尼尼微的信息 ,同 时把无条件拯

救的应许 9给 予自己的同胞犹大人 。这看法忽略

了一个事实 9就 是本书属于神对外国审判的预

言的文学形式 (例 :赛 13~23章 ;耶 46~51章 ;

摩 1矽 章 ;俄 )° 那鸿作为神真正的仆人 ,得到

默示 9得以认识神对世上所有国度的普世性统

治 °在本书里我们遇见的 9是 一位深深感受到神

的无可比拟与大能的先知 。他也是-位有天赋的

诗人 ,就 像他的前辈以赛亚一样 ,运用大量形象

化和图像化的语言 9生 动地描绘了尼尼微被-个

不知名的敌人彻底毁灭的情景 ,并 道出了普世在

残忍暴君政权下 ,遭 受压迫的人们获得释放的喜

悦 °

军作 日期 每 地 点
书中关于尼尼微即将毁灭的宣告 ,为 本书预

言的日期提供了第ˉ个线索 °那鸿宣布这事件

(3:5~7),必定是在它发生之前 (主 前612)°

在第三章8节 9先知提及 Γ娜亚们」 (即底比斯 ;

Thebes)这 个曾经是埃及宏伟的京城 9它 在主前

663年 被亚述帝国亚述巴尼帕 (主 前668-627)

的大军所占领 9因此那鸿显然是主前七世纪的先

知 9大概跟西番雅 、耶利米和 (可能 )哈 巴谷同

时期 °

日期很可能是介乎主前663至 627年 之间 °

在这期间亚述帝国出现了两次大危机 °其中一个

来自玛代和正遏进的西古提人 (scythians;主前

bzI2∷ 638)° 不过 ,这时期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

危机 9是 由亚述巴尼帕的哥哥领导的巴比伦动乱

(主 前652-648),他 得到以拦人和来自伊朗高

地民众的支持 °迦南和叙利亚也经历到这场动乱

所产生的涟漪效应 °经过一场激战之后 9动乱最

终虽然被镇压下来 9但 帝国国本也动摇了 °那鸿

的预言是在第一次危机时发出的可能性 ,较在随

后与玛代发生纠纷时为高 。这时他的听众对揶亚

们被毁一事 ,必仍记忆犹新 °因此 ,那鸿作先知

最合理的时间应在主前660至 650年之间 ,也就是

那位对亚述忠心耿耿的玛拿西作犹大王的年代 °

写作 目的 车 特 色
那鸿书有双重标题 :Γ 对尼尼微的宣判」和

Γ那鸿的异象录」 (⒈ l)° 宝判通常是指神对外

国的审判信息 (赛 13Ⅱ )° 异象指先知获得耶和

华信息的独特经验 °有时先知会按照指示把一个

特别的宣判写下 (赛⒏卜4930:8),或者甚至是

耶和华要他宣告的 (耶 3⒍ 1~32) Γ一切话」 (耶
36:2)° 这种书面形式为神的宣告必然得到应验 ,

提供了格外强而有力的见证 °因此预言的双重标

题 9有力地肯定了宣判的真实性 ,就 是尼尼微劫

数难逃和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亚述王国 ,是 无可

避免的 °

本书虽然经常被忽视 ,甚至有时被贬低 (见

Γ导论 :作 者」),但却为我们认识过去 、现在

和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历史不是偶然发生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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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而 是由神的旨意和大能所决定的 °在开始的

赞美诗中 (⒈ 2~8)9特 别是第一章2至 3节 (那

鸿讲道的 Γ经文 」),我们知道耶和华对历史的

掌管和引导 9是 根据础身为圣约之神的特质 °池

要求所有和各处的人 9都要全心全意 9凡事顺服

融 °拒绝池和rdL的 管治会造成混乱 ;叛逆势必使

融不悦和惹TtL发 怒 9以 致要受到应得的惩罚 °神

的忍耐决不能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没有任何群

体或个人所犯的罪 ,是 不用受到惩罚的 °透过大

能的话语 9rLh攴配着历史大事 °因此早在事情发

生以前 ,那 鸿己宣告了尼尼微被毁 9并 请他的同

胞为此而庆贺 °历史的进程最终是由神 ,并 且唯

有神 ,而 不是由这世界的权势来决定 (见 诗97篇

〈神的主权〉一文)°

尼尼微古城是一个邪恶 、奉行帝国主义和诡

诈的大城 9它 那残酷无情的军事暴行 9彰显出其

高傲 ,为追求权力和统治权而不择手段 (⒉ 129

⒊l、 4)° 除了军事上耀武扬威乏外 ,尼 尼微也

因为严苛的贸易手法和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 ,而

受fll谴责 (⒉ 1z,⒊ 16)° 那鸿向达个邪恶的大

城 ,发 出了神施行报复和惩罚的信息 (1∶ 8、 10、

柙 '∷  ∷
工、标窥 (△∶△〉   Ⅱ.

二 、赞美神 圣战 士 (△2~8)

=、 审判尼尼徼和拯救神 予 民

A彪尼艋瓿帚尾|1) ∷|∷
⒏ 犹大的拯救 (⒈1^~13)      ∵

C.尼尼微的审判 (⒈ 14)

D.犹大的拯救 (⒈ 15)

B.尼尼微的审判 (⒉ 1冫       ∷∷ ∶

F∶ 犹大和u色列叩坪救 (2⒓ )   ∶,∷ ∷∷∶ ∶

山 、栩栩如生的尼尼徼未0箅象
(2:3~△0)        ∷

五 、嘲 笑被毁的尼尼微 ∷

{   (2:△△·弓:I9)    ∷ⅡⅡ●∶ ∷∷
A.奚落狮子之城尼尼微 (⒉11~13)  ∷ Ⅱ,

:望葚鼋鼋殿嘉甲鲷 乩裼|苷||::~17)
D,为 重伤之城尼尼微喝采 (⒊ 18~19)

I嚣 孓宵
。
谵  茸钎←Ⅱ∷忄赘  帛絮 JI:黛

14~159⒉ 10,3∶ 7~15)° 世上没有亵渎神的权势

最终能躲过融的审判 °

然而 ,审判并不是耶和华的结语 °融的惩罚

是救赎式的审判 ,是为了对池的子民的爱和与他

们所立的约而施行的 (⒈ 15,⒉ 2)° 砒摧毁混乱

的势力 ,目 的是要再造-个 自由 、和平 (⒈ 13)

和恒久安舒的新 世界 °础认识和关心那些信靠融

的人 (⒈ 7)°

那 鸿 书 中 的 基 督
虽然那鸿书没有直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然

而书中有关审判尼尼微 ,和 神忠信的子民得救的

期望 ,最 终会由基督来完成 °耶稣和ldL的 使徒宣

告神的子 民要获得拯救 9而 融 的仇敌要受到审

判 °事实上 ,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已开始了这种审

判和拯救 (约⒌22-30)° 这过程在今天教会的属

灵争战中 (太 16∶ 18;弗 6:10~17)仍然持续着 °此

外 ,当 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 ,砒将除灭一切敌对

势力 ,并 把国度交给父 9Γ 好叫神在万有之上 」

(林前 15⒓4~⒛ )°

介绍郑鸿是神的先知 △
F△疤尼微是他信息的对象 。

那鸿赞美神在审判仇敌时所彰显的荣耀权能Ⅱ:

堇军帚      Ⅰ『lF判 :lFⅠl的

子

那鸿生动地把尼尼薇被毁的情况描绘出来 ,

那鸿嘲笑被毁的尼尼微 ·

i。
。^,大

∷∷ 1



的 9而 是由神的旨意和大能所决定的 °在开始的

赞美诗中 (⒈ 2~8)9特 别是第一章2至 3节 (那

鸿讲道的 Γ经文 」)9我们知道耶和华对历史的

掌管和引导 ,是根据融身为圣约之神的特质 °础

要求所有和各处的人 ,都要全心全意 ,凡事顺服

池 °拒绝池和池的管治会造成混乱 :叛逆势必使

融不悦和惹融发怒 9以 致要受到应得的惩罚 。神

的忍耐决不能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没有任何群

体或个人所犯的罪 ,是 不用受到惩罚的 。透过大

能的话语 ,池支配着历史大事 °因此早在事情发

生以前 ,那鸿已宣告了尼尼微被毁 9并 请他的同

胞为此而庆贺 °历史的进程最终是由神 9并 且唯

有神 9而 不是由这世界的杈势来决定 (见 诗97篇

〈神的主权〉一文 )°

尼尼微古城是 -个邪恶 、奉行帝国主义和诡

诈的大城 9它那残酷无情的军事暴行 ,彰显出其

高傲 ,为追求权力和统治权而不择手段 (⒉ 12,

⒊1、 4)° 除了军事上耀武扬威之外 ,尼 尼微也

因为严苛的贸易手法和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 ,而

受到谴责 (⒉ 12,⒊ 16)° 那鸿向这个邪恶的大

城 ,发 出了神施行报复和惩罚的信息 (⒈ 8、 10、

14≈ 15,⒉ 109⒊ 7~15)° 世上没有亵渎神的权势

最终能躲过TrLI的 审判 °

然而 :审判并不是耶和华的结语 °rdL的惩罚

是救赎式的审判 ,是为了对池的子民的爱和与他

们所立的约而施行的 (l∶ 159⒉2)° 融摧毁混乱

的势力 ,目 的是要再造一个自由 、和平 (⒈ 13)

和恒久安舒的新世界 °池认识和关心那些信靠池

的人 (⒈7)°

那 鸿 书 中的基 督
虽然那鸿书没有直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然

而书中有关审判尼尼微 ,和 神忠信的子民得救的

期望 ,最 终会由基督来完成 °耶稣和TdL的使徒宣

告神的子 民要获得拯救 9而 池 的仇敌耍受到审

判 °事实上 ,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已开始了这种审

判和拯救 (约 5:22~30)。 这过程在今天教会的属

灵争战申 (太 16:18;弗 ⒍10~17)仍 然持续着 °此

外 9当 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 9勐将除灭一切敌对

势力 9并把国度交给父 ,Γ 好叫神在万有之上 」

(林前15:zzI~28)°

0I∵奸:率∷(∷⒒̂
冫 ∷∷∵∷∷∶

-

虫||赞:美 神圣娥士:-《 △⒓。8)∷ ∵

三t⒈音封庀庀薇柑森  李苠
(△:9~2:2)

A,尼尼傲的审判 (1⒚~I1)

B,犹大的拯救 (⒈ 12~13)

C,尼尼微的审判 (⒈14)  ∶

D、 ∷犹大的拯救 (1:15)   ∶

△∷尼尼微鲷审判(⒉1) 、·
F,狃本即u色烈叩峄救(2:⒎、

四 、 栩栩如生的尼庀薇束
《2:3~△ 0)     ∷

∷∷

五 、嘲 笑被 毁 的 尼 '

(2:△△~3:△9)

日异象

A.奚落狮子之城尼尼微 (⒉ 11-13)



导 论

概 览
哈巴谷先知  :
通过展现先知的个人挣扎和决心 9引导以

色列大在被巴比伦征服和放逐的磨难期间

信靠神 `′
   |     ;

主前6Os至 600年        : 1

作者

主 旨

年份 |

工 点
0禅不会长久容忍础子民严重的罪行 ρ

●∶神会利用不信的恶人来惩罚池的子民 °

●信徒应该诚实地在神面前承认所面对的各

∷o∷种问题 d=   ∷   ,
{1yΙ 信徒应该学习信靠神 9即使周遭的环境恶

Ⅱ ∶ ‘1劣世当这样 ⒐         i

作 者 :·   ∶
∶.l本书开始的那△节经文 ,明 确指出 Γ哈巴谷

先知j为本书的作者 °他名字的意义不详 ,可能

与希伯来字根 「拥抱 」相关 ,或 者与亚述的一种

称为 山ambakuku的 植物有关 °前者的意思是哈

巴谷拥抱耶和华或者被耶和华拥抱 ;后者则表示

亚述文化渗入了犹大社会 °第一章 1节指哈巴谷

为 Γ那先知 」 9可 能意味着他是众所周知的 °他

在讲道中使用了以色列的敬拜和智慧传统 ,令 某

些解经学者认为他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服侍的先

知 9但这观点值得怀疑 °有人认为他只是在耶路

撒冷服侍 ,这说法比较可取 ,因 为他相当关注与

耶路撒冷相关的事 °可以肯定的是 ,在本书中我

们看到哈巴谷是真正的先知 ·为耶和华的荣耀大

发热心 °他的 厂默示 」 (⒈ 1)彐巨比寻常 ,因 为它

主要不是针对人民说的话 9而是他个人痛苦问题

的答案 °

写作 日期 阜 地 点
有关哈巴谷说预言的日期 9唯一客观的证据

是从第一章6节 而来 °这里提到巴比伦 (直 译作
Γ迦勒底人 」)是威胁着世界的新政权 ,表示那

是尼布 甲尼撒军队征服犹大之前的时期 °这威胁

于主前597年成真 ,巴 比伦攻陷耶路撒冷 ,将年轻

的约雅斤王放逐到巴比伦 (王下叫 :8△ 7)ρ 哈巴

谷生活在约雅敬执政期间 (主前608-598)’ 与

耶利米同时代 ,但比他年轻 q这时期发生了一件

重大事件 9就是主前605年 ,巴 比伦王子尼布 甲

尼撒在迦基米施击败了法老尼哥和他的军队 °巴

比伦战胜埃及后不久 ,犹 大和好几个国家就归顺

了强盛的巴比伦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哈 巴谷

颧 受默示的时间是在主前605至 600年间 °这期间

巴比伦成为国际舞台独霸一方的霸圭i9毫 不留情

地横扫所有敌对势力 (⒈ 5~17)° 约雅敬与他父

亲贤君约西亚形成可悲的对比 (见 耶2⒉ 13"9、

25砌6)° 这是一段属灵退化衰败的时期 ,立约子

民逐淅失去他们独特的本质 (1⒓-ZI)°

受 书人         Ⅱ

哈巴谷显然是写给那些仍然生活在应许之地

的犹大人 (北方的那些支派 已经于主前722被掳

了)° 犹大人严重地违反 了盟约 9包 括以残暴彼

此对待和扭曲正直 (⒈ 2~4),以致神将要重重地

审判他们 9驱 逐他们离开应许之地 (他们于主前

597被放逐 )°

写
箱 卣塔拂 同时期的耶痢米相砬 9

因为他也急切关注神的子民任性的行径 ,和 他们

将来所要面对的患难 °哈巴谷的这番心意 9是透

过他与神的对话以及坚持求告神的举动 (⒉ 卜2,

3:2、 16)9而不是以宣讲预言的方式表达出来 °

本书记载了这位先知如何从极度悲哀和疑惑中 9

透过向神祷告而变成信靠和仰望神 °

哈巴谷热心地高举他那位圣洁的神 (⒈ 129

33),但 却经历了严重的属灵危机 ,因 为耶和华

对融的子民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属灵状况似乎

漠不关心 (1:2~4)° 没有了立约的生活和顺服 ,

不仅危及神的子民 ,更是羞辱和拒绝立约的神 °

因为只有神的介入才能扭转这种危急的局势 ,所

以哈巴谷迫切和持续地 (却 似乎徒然地 )向属天

的审判官恳求 (⒈ 2)° 耶和华在回应中向他启

示 ,那正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巴比伦 (1:6)将成

为础审判的工具 °这疗法听起来比那疾病更糟 ,

Ⅰ亻O7



因而令先知更为沮丧 (1:5~17)° 圣洁的神是不熊

容忍罪恶的 (1:3~13),TdL何以会利用这些邡恕的

人来达成硇的目的呢 ?神 在历史的演变申依然会

分别善与恶吗?

哈巴谷深信历史事件并非偶然发生 ,而是以

色列的永活神所命定的 ⋯所以他静默等候耶和

华 9直 到他得到回应 9解 答这些令他痛苦的问题

为止 (⒉ 1)。 耶和华接下来的回答或启示 (直

译作 Γ异象」 ⒊见⒉2~3),让 rdL的 子民能够从

正确的观点来看神所命定的历史结局 P这并非表

示所有令人痛苦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
^但

却教导

了我们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按照盟约生活的秘诀

(2:3~4):坚 忍 、忍耐和充满盼望地等候耶和华

即将成就砒那永不落空的应许 °尽管神的道路是

不可测度的 9池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对忠心和公

义的人而言 9结局是永生 ,但对自满和骄傲的人

而言却是灾祸和死亡 (2:4~19)° 耶和华降临在勐

的圣殿中 ,证实了池是历史的主宰 Ⅱ也确保了普

世至终将会承认全世界都归融所有 (⒉ 14、 ⒛ ;赛

弱21砭 5;林前15⒓8)°

耶和华有计划地主导历史的前进 .这 启示使

哈巴谷的控诉转变成祷告 、赞美和喜乐的诗歌

(3∶ 2~20)° 与其被动地等候神介入 ,他 开始积

极地祷告 ,求 耶和华再次按着砒在出埃及事件中

和在西奈山所彰显的大能作为和本质行事 °在他

的祷告中 9未来进入了现在 °在期望中
j9他

为耶

和华的降临 (⒊ 3~7),以 及池抵挡 (⒊ 8~12)

并胜过历史和自然界中的-切敌对势力而欢欣

(⒊ 10≈15)° 哈巴谷喜乐满溢地等候将来的救
赎 ,有邱和华对自己和对池启示的信实作为保
证 ;没有任J。T事物熊够硬外聂迩陷入迟丧~,洋最
严重的灾难也不能 (j:19-19)°

哈 巴谷 书 中 的 基 督    阝 犭
保罗在他所写的罗马书里寻找适当的经文作

为他理解福音的基础 ,他 选择,了 〈七十士译本冫
(旧 约希腊文译本 )的 哈巴谷书第二罩4节 i(罗

⒈17;参加3:u;来 10:39-弼 )△
=娅

哈巴谷 您1

章 冫`,保 罗确信邪恶和罪恶无法与神饷圣洁共

存 ,并且唯有透过神的介入方耐解决两者的张

力 °哈巴谷所领受的预言 (2章 )i∶原则上惭

了神如何至终透过基督解决罪恶与圣洁之问恤矛

盾 °基督的十字架和池再来时末尿的审卦 9就 是

这启示的应验 °保罗跟哈巴谷<样 丿确信唯有全

然依靠耶和华 ,人 才能够活出AIE拘生命 °这样

的依靠是以我们的神的信实为基础 ’能够以喜乐

和盼望 (i盼 望础所有的应许最终得以完全应验 )

充满着我们的生活 ,借此转化我们在谌世上存在

的本质 (3章 ;参2:3)° 从这个角度看 9我们可以

称哈巴谷为宗教改革的鼻祖了 °倮罗引用了哈巴

谷所传讲的主要概念 P这 些概念深深影响着路德

和加尔文 。最后成为改革宗信仰的主要标语讠唯

有信心能够让我们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期间

在这世上活得有意义 J这信心就是坚心信靠并原

从哈巴谷的神 9也就是我们主邗稣基督的父神 。∶



因而令先知更为沮丧 (⒈5~17)° 圣洁的神是不能

容忍罪恶的 (1:3~13),融 何以会利用这些邪恶的

人来达成砒的目的呢 ?神在历史的演变中依然会

分别善与恶吗 ?

哈巴谷深信历史事件并非偶然发生 ,而 是以

色列的永活神所命 定的 9所 以他静默等侯耶和

华 ,直 到他得到田应 ,解 答这些令他痛苦的问题

为止 (⒉ 1)° 耶和华接下来的回答或启示 (直

译作 Γ异象」 ;见⒉2~3)9让 Tra的 子民能够从

正确的观点来看神所命定的历史结局 °这并非表

示所有令人痛苦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 9但 却教导

了我们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按照盟约生活的秘诀

(⒉ 3~4):坚忍 、忍耐和充满盼望地等候耶和华

即将成就池那永不落空的应许 °尽管神的道路是

不可测度的 9池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对忠心和公

义的人而言 9结 局是永生 9但对自满和骄傲的人

而言却是灾祸和死亡 (2:4~19)° 耶和华降临在池

的圣殿中 9证实了础是历史的主宰 9也 确保了普

世至终将会承认全世界都归TdL所有 (⒉ 14、 20;赛

0s⒓ 1~25;林前15:28)°

耶和华有计划地主导历史的前进 ,这 启示使

哈巴谷的控诉转变成祷告 、赞美和喜乐的诗歌

(3:2~20)° 与其被动地等候神介入 ,他 开始积

极地祷告 ,求 耶和华再次按着葩在出埃及事件中

和在西奈山所彰显的大能作为和本质行事 °在他

的祷告中 ,未来进入了现在 °在期望中 9他 为耶

和华的降临 (3:3~7),以 及TdL抵 挡 (⒊ 8丬 2)

并胜过历史和自然界中的一切敌对势力而欢欣

(⒊ 13~15)° 哈巴谷喜乐满溢地等侯将来的救

赎 9有 耶和华对 自己和对池启示的信实作为保

证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他再次陷入沮丧 9连 最

严重的灾难也不能 (⒊ 17~19)°

哈 巴谷 书 中的基 督    Ⅱ
保罗在他所写的罗马书里寻找适当的经文作

为他理解福音的基础 ,他 选择了 《七十士译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的 哈巴谷书第二章4节 (罗

⒈17;参加⒊11;来 10:37-s8)° ˉ
如哈巴谷 (l

章 )9保 罗确信邪恶和罪恶无法与神的圣洁共

存 9并 且唯有透过神的介入方能解决两者 的张

力 °哈巴谷所领受的预言 (2章 ),原则上揭示

了神如何至终透过基督解决罪恶与圣洁之间的矛

盾 °基督的十字架和融再来时末后的审判 ,就是

这启示的应验 °保罗跟哈巴谷一样 ,确 信唯有全

然依靠耶和华 ,人 才能够活出真正的:生命 °这样

的依靠是以我们的神的信实为基础 ,能够以喜乐

和盼望 (盼望硇所有的应许最终得以完全应验 )

充满着我们的生活 ,借 此转化我们在这世上存在

的本质 (3章 ;参 2∶3)° 从这个角度看 9我们可以

称哈巴谷为宗教改革的鼻祖了 °保罗引用了哈巴

谷所传讲的主要概念 ,这 些概念深深影响着路德

和加尔文 ,最 后成为改革宗信仰的主要标语 。唯

有信心能够让我们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期间

在这世上活得有意义 °这信心就是坚心信靠并顺

从哈巴谷的神 ,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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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首次疑间

F:瑞鑫硭严
得的
繁T∶

我恳求 ,你不垂听 9

|∷:∶∶∶∷∷Ⅱ∶,∶ 阝iⅡ孓:∷ :∷∷∷ Ⅱ●f卜

要到几时呢 ?

我向你呼叫
“
有狂暴的事

” 9你却不拯救

l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 ?

有奸恶的事 ,你为什么见而不理 ?

1Ⅱ 俪趱 。书卷的首节介绍哈巴谷是作者和先知 ,因而

成为本书的标题 °

⒈1‘ 哈巴谷先知 :见 Γ
导论 :作者 J。 所得 :直译作

Γ看见 J° 这个词提醒读者先知以超然的方式领受了神

的肩示 °默示 :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指 Γ提高声量 J,并
且经常 (但亦有例外 )成 为一个专用名词 ,用 以指论审

判异国的预言 (例 :赛 13△ ,15刂 ;鸿⒈l)°

1:卜 11∶ 第-次9a怨涮回应 。本书第一个段落所关注的问

题 ,是犹大的罪恶 °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哈巴谷对罪恶

的不满 (1⒓“ )和神给先知的回应 (l:5~lD°  ¨ =

1:2-0 哈巴谷不潴犹六 。犹大国内罪恶横行 9令先知感

到痛心和震惊 °许多犹大人不再按着神与亚伯拉罕 、摩

西和大卫所订下的立约条款生活 (见 创6章 〈行为之约

与恩典之约〉一文 )° 哈巴谷更关注耶和华对犹大所犯

的罪看似漠不关心 °公然违约的 9必受咒诅和审判 (创

18:25:申 2⒏ 15~6893o△ 卜 19)。 所以先知向耶和华呼

求 ,希望能够扭转看似绝望的处境 ,他所用的话使人想

起个人哀告诗 (见 Γ诗篇导论 J)。
1:2 恳求 :希伯来文只用了一个字 ,指一个人在极深痛

苦中大声呐喊 (例 :诗 22:24,30:2)° 你不垂听⋯⋯不

拯救 :这些话表达出痛苦的经历 ,就是经历到耶和华看

到不该发生的患难时却显得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 。要到

几时呢 ?这 是忍受了许多痛苦的人真诚地发出的问题 。

这个问题也是哀告诗的特征 (诗 13⒓ ,Ω:3:耶 ZI9:6),

就连天上的殉道者也问这问题 (启⒍1o)° 若是出于正确

的心态 ,这问题表达出一个人的忠心 ,因 为他是向耶和

华呼求 ,视融为最后的审判官 。有狂暴的事 :这句话总

结了某些大杈在握的犹大人如何刻意 、残酷和无倩地侵

犯了神子民的人杈和特权 9以及如何剥削和压迫仙们 °

1:3 为什么⋯⋯ ?这问句继续表达出先知的不瞒 (见诗

22△ :哀 5⒓0)。 恶行 :指滥用权力 。奸恶的事 :所有在

这种环境之下受苦的人所经历到的痛苦 、耗尽和绝望 °



导 论

概 览
作者

主 旨

西番雅先知

面对巴比伦的侵略 ,先知呼吁耶路撒冷和

犹大的人民应当悔改 ,并盼望在国破和被

掳的时期之后 ,将有辉煌的回归 °

主前bzIO至 Ω 1年

于促成约西亚的改革 ,因 为西番雅所抨击的罪行

(1彳~6),正正就是约西亚改革时所废止的 (王

下⒛彳;代下M:1~7)°    ∶    ˉ

写作 目的 喜 特 色     (Ⅱ
不少西番雅的措辞 ,与 在他之前的先知们

相似 (参⒈7a与哈2:20;1Ⅱ 4与珥⒈15;⒈ 9b与 赛

34:6),或许显示了他熟悉这些先知们的信息 °他

也继续持守着这些在他之前的先知们的立场 r

不过 ,西番雅的信息焦点是耶和华的日子 °

那日 ,耶和华的 Γ刀剑」 (⒉ 12)9一 个外族敌

人 ,将会为耶路撒冷带来极大的破坏 (⒈ 4)° 关

于这个敌人 Ⅱ有不同的谇洁 9有说、晷丐古揖八 F

有说是亚述人 9或 巴比伦人 P在希西家王朝的末

期 ,以赛亚已经指出那攻取耶路撒冷的 ,将会是

巴比伦 (赛 39:5~7)° 因此 :很大可能西番雅也有

此想法 °         ∶   i
西番雅从神的审判转到得救的盼望的主题信

息 ,由 两个循环组成 :第 -个循环提及 Γ耶和华

的日子 」 (⒈ 7)——在那 日 ,神 会毁灭敌挡池

的人 ,无 论是在犹大地以内或衤外j(⒈2~18)9

并会将极大的福分 ,赐 给那些信靠池 的余 民

(3:16~1饣 )° 那日子已经逼近 (⒈ 7)-ˉ 那

日 ,以 色列的主耶和华要将盛怒加诸-切的恶

人 (⒈ 15、 18,⒉ 2~3)° 先知宣布这审判的

信息后 ,随 即呼吁犹大和列国要悔改和寻求神

(⒉ 1~3)° 神透过巴比伦施行审判的那日子已经

逼近 9得救的唯一盼望 ,在于悔改Ⅱ  ∷

第二个循环的开始 ,先 知将那要来的审判阐

述得更加详细 (⒉ 4-3:8)° 仙点名指出一些国家

将会与犹大一同灭亡 °先知跟着(回 到盼望得救的

主题 (3:9~20)° 他欢天喜地宣布在审判以后 ,神

耍洁净弛的子民 ,并 要使他们回归和复兴耶路

撒冷 °

西番雅 书 中的基 督
西番雅书中并没有直接关乎弥赛亚的预言 ,

但先知的焦点 :Γ 耶和华的日子 」 ,是 审判和赐

福的日子 9跟基督的工作有所关连 。在新约中 9

主 (耶和华 )的 日子 9其 中一次被指为五旬节圣

】4】5

年份

互 点
●犹大和其他国家的罪行 ,神使用巴比伦作

为他们严厉的惩罚 °   Ⅱ J
●谦卑寻求神的人 9可望在灾祸中得到保

∷护 °            :.
●其他国家的灭亡 ,至终必使以色列得益 °

●当神的审判完成以后 9础将会洁净外族人

和以色列人 ,并赐给他们极大的福分 °

作 者
西番雅 的家系追溯至前四代 (⒈ 1),如 此

介绍在先知文学中是仅有的 °这或许显示先知前

四代的希西家 (主前715ˉ 686、 I正是那位著名

的王 °西番雅这名字的意思是 Γ耶和华 (上 主 )

隐藏J9它也是-位与耶利米同期的祭司的名字
(耶21△ ;29:25)9还有其他旧约人物使用这名

字 (亚⒍10、 14)° 虽然在本书中 ,先知在几处使

用了祭司的用语 (1彳~5,7~9,⒊ 4、 18)· 但没

有证据显示他与圣殿的事务有正式的关系 °

军作 日期 车 地 点
西番雅在约西亚在位期间 (主 前640-609)

担任先知 :丿 但对于他的任期是在约西亚在主前621

年的改革之前抑或之后 9则 仍存有疑间 °先知严

斥信仰混杂和偶像崇拜 ,强而有力地提出本书是

写于约西亚的改革之前 ,而最肯定的 ,就是当时

尼尼微仍末倾覆 (⒉ 13~15)9所 以先知的信息 ,

应在主前612年尼尼微城被毁之前发出 °与西番雅

同期作先知的 9有耶利米 (在约西亚 13年 即主前

Ω7年蒙召 )、 那鸿 (主前“3-612),也可能有

哈巴谷 (主前605-597)° 如果西番雅的事奉时

期是在约西亚早期在位的期间 ,那么他应该有助



灵降临之 日 (徒⒉20),但 在全邗新约中 9主 的

日子一般是指向基督的荣耀再临 (林前 l:8,5∶ 5;

林后⒈14;帖前⒌2;帖后⒉2∶ 提后⒋8∶ 彼后

⒊10)。 那日就是耶稣毁坏一切仇敌 9并 向忠心跟

随fdL的人赐下难以置信的福气的日子 °

有关西番雅书的信息跟新约的教导有所关连

的说法 9有 以下两个方向 :

第 ⋯ 西番雅预言巴比伦所带来的破坏 ,将

会牵连既广又远 。不单是犯罪的犹大国民受到审

判 9世 上犯罪的列国同样会受到神的审判 °这
Γ巴比伦刑罚 」 ,不 过是基督荣耀再来之时那永

六纲     :言
亠 ’巷首语 (△ :△ )   ˉ

- 。神的审判 (△:2~△8)
A.审判即将来临 (1⒓咱 )′ ∶∵    ∵ ∷

∷ 1.对列国的审判 (1,-s·) ∷ ∶  ∶

2对犹大的审判 (1彳诵 )

0.耶和华的日子逼近 (1勺L18)      Ⅱ

∷⒈向犹大发出的信息 (:∶ 7~I3)

2.向列国发出的信息 (1;14-18)|

三 ′得救的盼 蜇r(⒉ .。3) `

由 ′抻的 审刽 (立4=3:s)
玲'对非利±的审判 (⒉4~”  Ⅱ  ∷    ∶
戽对摩押和亚贯△的审翔 臼 弘

'J,⒍对古实的审判Ⅱ
C2∶ r匆  :  | ∴ {Ⅱ

D,对亚述的审判 (⒉ 13∵ 15)

E,对耶路撒冷的聱判 (s11~⒌)  ∶

盅泔全地9ll国 的审判 t3∶ 6淘 )∷Ⅱ Ⅱ  Ⅱ

::i抬氵甘争瞀曹ξ查
艹
扌:宝吾!屋尹i苹Ⅱ-弘 屮 冫 :∵

B.耶路撤冷的欢呼∷(爸 n4~17) ∶    i  ∶

C耶路撤冷的田归和重建 (3:18~⒛ )

恒大审判的预示 °

第二 9西 番雅预言巴比伦的大肆破坏 ,并 不

会阻挠神应许的实现 °神将会从列国中和被掳的

犹太人中 ,为砒 自己拣选并洁净一人 9他 将会使

众民囚着耶路撒冷的奇妙复兴而欢乐庆祝 °这异

象在耶稣身上完全成就了 °在基督里 ,外族人和

信主的犹太人将会合而为一 (弗⒉1l~16)° 当基

督再来的时候 9在新耶路撒冷城里 (启 21∶ 1~3),

全地各国得赎的男男女女 ,都 会在喜乐和颂赞中

屈膝于池面前 (启7:9~10)°

指出西番雅的家谱和他王作的时期 。 、

先知预言 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日子即将来临 ,惩

罚犹大和外邦列国 0

谦卑寻求神 ,是免受神审判的唯一盼望 ?

先 知点 名 个别 国家 9继 续 宣 告神 的审 判快 将

来临 °            ·

在审判的毁灭以后 勺犹太人和外族人郡会得着拯

救0因 神已沽净他们的罪 9并赐给他们搐分得着

喜乐 ? ∷ Ⅱ        Ⅱ  ∷ ∷



概 览
作者

主旨

年份

至点

哈该先知

鼓励以色列入重建圣殿 9希望借此为被掳

后的以色列带来丰盛的福分 °

主前90年
∷
C哈该事奉的时期)  ∶

●神将许多福气赐给那些被掳后第一批回归

的人 °

●神国度首要的事 ,必须比我们个人的享受

∴ ∶∷}更为优先 ° 1  |        i
●在神国度中服侍的仆人必须洁净 °  .
●神的子民盼望安息在圣殿中和在大卫的家

中 ,在基督里这一切都应验了 °

●神的子民被预定会在基督里承受地土 °

,∷

′   1   ·                              ∶

作 者
哈该 (这名字的意思是 Γ我的节期J)先知

与撤迦利亚先知同工 ,鼓励从被掳归回而正在重

建圣殿的犹太人 (拉⒌19⒍ 14)° 除了根据以斯

拉记的记载和我们从先知本身的著作所知以外 ,

我们对哈该的事迹是一无所知的 °这书以对所罗

巴伯重建圣殿持有很高的期望作结束 9所 以几乎

可以肯定地说 9本书是在省长所罗巴伯重建圣殿

计划失败之前写成 °

写作 日期 牟 地 点       :
正如我们在讨论作者身分时所认为的 ,哈该

书和撒迦利亚书 (见 Γ撤迦利亚书导论 」)都有

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 ,两位先知都是在主前520

年开始他们先知的工作 9即 在 Γ大利鸟王的第二

年」 (⒈ 1;另见亚⒈1)° 主前538年 ,犹太人在

古列王诏令之下归回应许之地 ,并 已开始了重建

圣殿的工程 °但由于外在的攻击和内在的不和导

致他们放弃了这项工程长达16至 17年之久 °当哈

该和撒迦利亚在主前520年 开始他们的工作时 ,进

一步面对来自达乃 (Tattenal)的逼迫 9他是波斯

派驻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总督 (参拉4:9~10注 )° 但

在主前522年至486年 ,统治波斯的大利乌一世赫

斯他皮西 (Hystaspes)再 颁发古列的诏令 9因此

圣殿得以在四年内重建迳来 -拉⒍lsγ 1ω :这第

二圣殿在主前516年 3月△2日 落成使耵、∷ⅡⅡ
’

至于哈该从神而来的信息 丿我们从他的书中

得知它们是在主前犯0年 8至 12丹 间宣狂的 °

写作 目的 阜特 色     .
哈该书包含四篇信息 ,每篇信息都是以 Γ耶

和华的话藉着哈该先知 」或 Γ耶和华的话临到哈

该先知 」作为开始 (⒈ 1,⒉ 1、 10<20)° 这四

篇信息交替重复着两个主题 :神 持续不赐福予

大地 :汐 要则人悔咚 【1∵
t!:’

2JO~19);神
应许借着大卫的后裔 '使达殿 得着更大的福分

(2∶ 1~992:20~23) °   。 {       ∶

哈该书 、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合共超过90

次使用 Γ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 9单在哈该书

翳磊薯套旁雷虏鲨查叩三砦辱矗翁鬣毳嚣圭啬耄

上的能力 ,硇以军事的力量统治了以色列和全地

(撒上17:45);另一方面强调础对立约子民【的信

实 ,这是促使他们敬拜Th0的 原因 (参诗24篇 )°

借着 Γ
咦者 」 (丨‘:I3)哈逐 :∶ 耶̌和华呼吁那

些与砒立约而不忠的余民要饵改 :并 且重建融的

殿 °神的关注是建基于础本身的主杈与盼望得荣

耀 (⒈ 8)° 子民不热衷于兴建圣殿 ,反映出他们

并未有渴望神特别的同在 °他们落在圣约的咒诅

之中 (见 1:6、 9、 11注 ),但却末有察觉
:°
由于哈

该的事奉和神的灵的激发 (1:14)Ⅱ他们都以顺服

来回应 (1:12)°         ∷   ‘

哈该重 申耶和华与础 的子 民同在 ,正 如从

前当砒领他们离开埃及 的时候与他们 同在一样

(1△ 3,2:4~5)° 哈该的事奉 ,是基于他相信

神带领池的子民归田这地的时候 9池将与融的子

民更新立约的应许 °哈该的信息在好几项要点上

引用了早期先知的话 (见⒉7~8注 )° 重建圣殿

是这次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 ,哈该更扩大这个盼

望 ,把 圣殿和大卫家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哈该断

言这盼望必会实现 ,这 盼望就是 当神膏立在地

上的代表—— 大卫伟大的子孙—— 弥赛亚的时

候 ,n^dL会 将 R^dL的 荣耀 、平安和富足带给融 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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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⒉ 6~9)° 所罗巴伯在哈该的日子预表弥赛

亚 ,他 也成了使全国充满盼望的人物 °最终 ,只

有弥赛亚耶稣才能完全应验那给所罗巴伯的应许

(⒉23),础成为神在地上设立的王室统治者 (印

记 )°

哈 该 书 中的基 督
这卷书的两个中心主题—— 圣殿和大卫王朝

胜利—— 都在基督里得到应验 °重建圣殿 ,对 于

国家重新得到神的赐福 ,是 十分关键的 °圣殿是

个祷告 、敬拜和得到赦免等的地方 °基督是最后

的圣殿 (约⒉21~22)9而 砒的身体——教会 9是

六绸  ∷   ' ∷
∶

△ 、
·
呼圩重建圣殿 (止1~△5)

A,百姓的闷题 :冷漠沮丧 (1:1砰》|

B.百姓的贫穷:经济上和属灵上 Ci5~11)

C。 百姓的反应:悔改 (1:12△ r5)Ⅱ

二 、更 伟 大 的 圣殿 和 神 析 赐 的

未̄昌么卜 (2:△~9)
A.因神钓同在而得着豉励 (2:卜5)

B.因神所应许的福分而得着鼓励 (2⒗~9)

三 ∵ 抻 赐 福 给 不 洁 的孚 民
∵(2:△ 0~△9)  ˉ

A不洁的原因 (⒉ 10~14)  ,Ⅰ
B.神以咒诅和赐福作为回应 (⒉ 15-【 9)

}民 的胜 利
∵

0~23)  Ⅱ
Ⅱ

·̄∷
(2∶⒛92)  Ⅱ ∷ ∶

B太卫的子孙登基为工 (2⒓3》Ⅱ|Ⅱ
∷ Ⅱ

圣灵的殿 (林 前⒍19~20)° 当基督再来 ,新 天新

地会成为神的神圣居所 (启 21:22~23)°

大卫王朝的复兴同样是神赐福给归回社群的

重要部分 °大卫王朝必在战争中领导百姓 ,确 保

他们得胜 °耶稣就足那位弥赛亚 ,是大卫最后和

完美的子孙 (太 ⒈l;路 20:41~44;罗 ⒈3)° 在

础死后 ,升 天登上宅座 9建 立 了 lˉd的 国度 (徒

1:9~l1)° 现在 9融要管治 ,直 到所有的仇敌郡降

服lLh(林 前15:2597;彼 前3∶ ” )° 当融再来时 ,

必统治诸天和大地 (来⒉8;启 ⒈5)° 教会在基督

作王的事上与池联合 (罗⒏17、 30;彼前⒌10),

因此终有一天 9那些得胜的会与硇一同作王 °

哈该呼吁百姓要为他们忽视重:建∷圣:殿 的事而悔

改 °          ∶0∷ ∷∷

哈该说明这些福分将会因圣殿的重新建成而临到

这国 。

哈该摁醒田归者他们是不猪的忄楂徕证他们会得

到从神雨来的福分° ∶   ⅡⅡ ∶∷

哈该向大卫家的代表所罗巴伯宣告胜过万国的伟

大凯旋 °         ∷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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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主 旨

撤迦利亚先知

鼓励百姓相信撤迦利亚的预言 9这些预言

不仅是关于审判 9也是关于神国完全降临

时 ,所要带给耶路撒冷极大的福泽 Ⅱ ’

主前90至 49s年 (撒迦利亚事奉期间 )年份

E点
●神的子民被掳归回后 9神透过大卫的子孙

所罗巴伯 ,和大祭司约书亚 ,将奇妙的福

泽赐给他们 °

●尽管被掳归回的百姓失信了 ,神却是信实

的 9池不能忘记池的应许 °

●神有能力打败础的敌人 ,并且终有一天Trd

会这样做 °

●最后一战将给神的百姓带来最终的胜利 。

作 者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 1节 称作者是 Γ易多的孙

子 、比利家的儿子」°传统的观点认为 9这人与

哈该同属主前六世纪的人物 ,而整卷书是由他所

写的 °一些现代解经学者相信 9我 们所认为的一

卷书 ,其实是两卷书 (1~8,9~14章 )。 持这一观

点的人认为 ,第 一部分出自一位主前六世纪的先

知 ,第二部分则出自后期的一位作者 (最常提到

的是马加比时期 〔约主前168年 〕)。 这些人使用

各种文学与历史上的论据 ,来 支持他们的论点 ,

但是仍然没有人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从而可

以抛弃传统的观点 9亦即与书卷本身的见证吻合

的观点 °

写作 日期 车 地 点
撒迦利亚书的历史背景与哈该书相同 (见

Γ哈该书导论 」),但他们的事工重点则有所分

别 °哈该工作的重心在于重建圣殿 ;撤迦利亚同

样关心圣殿的重建 ,但 是他的预言也同时鼓励神

的子民 9从遥远将来神国度的观点 9来 看耶路橄

冷的地位 °

留意与哈该 、撒迦利亚和他们的预言有关的

历史事件的时序 9将对我们有所裨益 (见下-页

图)°

军作 目的 车 特 色
撒迦利亚书包含多种文学形式 °苜部分的异

象与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类似 。这书常被视为早

期启示文学的样本 9这
一类启示文学作品的手法

与主题特征 ,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十四章中 9可

以见到关于耶路撒冷最后-战的叙述 ,在 这场战

争中神以得胜战士的形象降临 ,拯救池的百姓脱

离他们的仇敌 °同样 ,骑马者的异象 (1:7~17)、

四辆马车的异象 (⒍ 1~8)、 量器中妇人的异象

(⒌5~11),也可以被视为早期启示文学的形式 °

耶路辙冷作为圣城 ,其福祉与未来 ,在撤迦

利亚书中是一个普遍且深入的主题 ,由 好几个异

象组成 (见 ⒈7~17,⒉ 1~13,⒌ 1~4注 )° 第八章

描绘一幅悠闲的耶路撤冷景象 ,而全书的结束则

是这个主题的发挥 (14章 )° 撒迦利亚书的重点

是耶路辙冷 9反映出诗篇第四十六至四十八篇 9

和第一三二篇所表现的锡安神学 °

撒 迦 利 亚 书 中 的基督
撒迦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即时的将来 9以及在

基督里遥远的将来发出预言 °正如大多数有关以

色列被掳归田的预言一样 ,他所说的预言对于大

卫的儿子所罗 巴伯 、大祭司约书亚 ,和 耶路橄

冷 ,都有当前的意义 °然而 ,所 罗巴伯只是大卫

家系的继承者 9而 不是大卫家系最终的那ˉ位 ;

约书亚也只是祭司体系中的继承者 ,Γ 是预表将

来奇事的人 」 (⒊ 8)° 最终 ,有关所罗巴伯与约

书亚的预言 9耍 在大卫最后的儿子弥赛亚身上 9

才得到完全的应验 °例如 ,关于神赐福耶路撒冷

的预言 (例 :⒉ 5、 11),是神对归田的人真确的

应许 °在被掳归回之后的头几年 9这些福泽很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 ;但 是由于犯罪的

缘故 ,这 些福泽大多失去了 °然而 ,应 允赐给所

罗巴伯的福分 ,必定在弥赛亚里得以实现 °弥赛

亚借着池完全的顺服 ,实现大卫王朝与祭司职分

所有的盼望 °因此 ,我 们可以这么说 9撤迦利亚

书对弥赛亚—— 耶稣提供了很多的亮光 °撒迦利



亚书将大卫王室家系 (所罗巴伯 )与撒督的祭司

身分 (约书亚 ),作为神实现赐福归回者的申心

人物 °因此 ,基督成全了这两个角色是和撒迦利

亚的预言有关 9是 不足为奇的 °耶稣是君王 ,硇

以第九章9至 10节 中所预言的方式 ,骑驴进入耶路

撒冷 ,马 太讲到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时 ,就 弓丨

用了这段经文 (太 21Ⅱ ~11)° 在第十三章7节 9

撒迦利亚也提及基督被出卖与受死 。此外 9撒迦

利亚书也展现了弥赛亚作为大卫苗裔的形象 ,这

=形象将祭司的职分与君王的职分结合在一起 °

(见 3∶8,⒍ 12注 )°

虽然在第二章5和 10节没有具体提到弥赛亚 9

但是神居住在础百姓中间的应许 ,在 基督里实现

了 (约 ⒈卜14)° 同样 ,在第十四章16至 20节提到

的住棚节 ,也 将在新天新地弥赛亚国度的最后阶

段里完全实现 (启 21△ -3)°

⋯⋯̈ 。 ¨̈¨̄ ⋯̄ ⋯̈⋯⋯⋯。⋯̈⋯⋯̈ ¨̈。̈ ⋯̈̈∵
I∶∶∶丫∷弑∷∷1ΙF了I∷∵∵∵彳:∷..哈淳书△诏迦fJ亚带渊 拉口申昀日期与事件  ∴0∷ ∷△∷Ⅱ

年份 (主莳 )

5⒛年8月 ” 日

520年 9月 21日

s⒛年 10月 17日

5⒛年10-11月

”0年 12月 18日

90年 12月 18日

519-518年

519年 2月 15日

519年 2月

518年 12月 7日

516年 3月 12日

4sO年 以后

哈该书

哈该的第卞篇信息

(1△ ~r1)

重新开始重建圣殿

(1:12~15)   ,

哈该的第二篇信息

(2:1~9)

哈该的第三篇信息

(2:10~19)

哈该的第四篇信息

(2:20~23)

橄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开始宣讲

(1:1~6)

撒迦利亚晚上的异象

(1:7￡ 6:8)

约书亚加冕为大祭司

(6:9儿 15)

撤迦利亚呼召以民悔

改 (⒎ 1~8⒓ 3)

撤迦利亚后来的预言

(9∶ 1~14:5)

以斯拉记

达乃向大利乌抱怨
(5:3≈ 6:14)

奉献圣殿的典礼

(6△ 5~18)







导 论

概 览
作 者 丿玛拉基先知           l
主 旨 :借着宣告弥赛亚将要到来审判全地 ,呼吁

被掳回归之后住在应许之地的百姓 ,不要

再心灰意冷 ,而要恢复信心 °

年 份 :约主前弱8至们3年

重 点 :

'1● 桎 旧约时代最后的岁月 9以 色列人堕落

犯罪 °

●神应许要赦免百姓的罪 °

●神应许弥赛亚会来洁净全国 °

●在将来的审判 ,恶人要受到审判而义人要

得到奖赏 °

作 者
谁是玛拉基书的作者是 一个富争议性的问

题 °学者对 Γ玛拉基 」是人名还是称号 9意 见分

歧 °旧约亚兰文译本 《他尔根 》和 《七十士译

本》 (旧 约希腊文译本 )都认为 Γ玛拉基 J不是

人名 只前者认为玛拉基就是 以斯拉 ,后者将 Γ借

玛拉基 」译成 Γ借葩的天使 (或 作 F使 者 占)之
手 Ⅰ 。认为 Γ玛拉基 」不是先知的名字的主要论

据是 ”书中没有先知父亲及 出生地等资料 的记

载 °然而这些理由都不足 以使人信服 °既然其他

先知书都是以先知的名字命名 9相 信本书也不例

外 °正如绝大多数先知一样 9我们对作者的身世

所知不多 °只要我们知道这位 Γ使者 」带来的信

息是来自神的 ,那就足够了 (摩3:7)°

军作 日期 车 地 点
玛拉基书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以斯拉和尼希米

时代 °书中既强调律法 (⒋4),意 味着是在 以

斯拉恢复律法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期间 (拉⒎14、

25~26;尼 ⒏18)° 书中又用了省长一词 (1:8),

可见成书时期是在波斯统治期间 。从这些内证看

来 ,成书时期当在以斯拉 (主前458)和尼希米

(主前445)归回耶路撒冷之间 °也有人认为成书

时间是在尼希米两次到访耶路撒冷之间 ,约 为主

前433年 °虽然有些解经家将约珥作先知的时间放

在这段时间之后 ,但 玛拉基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

先知的可能性似乎更高 °

尽管我们没法精确地肯定玛拉基事奉的

时间 ,但 以斯拉和尼希米所面对的情况和问

题 9同 样出现在玛拉基书中 °三个人都大力反

对以色列人与外族女子通婚 (例 :⒉ 11~15;

尼13:23~27),谴 责对什一奉献的疏忽 (例 :

3:8~10:尼 13Ⅱ 0~14),斥 责瘸化的祭司职分

(例 :⒈ 6~2:9;尼 13:7~8),并 批评百姓犯了社

会伦理的罪 (例 :⒊ 5;尼 ⒌1~13)° 以斯拉和尼

希米主要是从改革的方向去处理这些问题 ,而玛

拉基则是以神的宣判去抗衡 ,也许是用来支持同

期的以斯拉和尼希米所提倡的改革运动 °

写作 目的 每 特 色
盟约是玛拉基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书中

有四次直接提到盟约 :利未之约 (⒉4~9)、 列祖

们之约 (⒉ 10)、 婚姻之约 (⒉ 14)及 盟约的使

者 (⒊ 1)° 此外 ,本书又以神与人立约的爱作为

开始 (⒈ 2~5)° 祭司无能和不忠的严重性 ,从众

百姓的忠信被侵蚀的程度可见一斑 °他们 Γ亵渎
⋯⋯约」 (⒉ 10)9在婚姻上 (⒉ 11、 14)以及在

社会和经济关系上 (⒊ 5),破坏彼此的忠信 °除

非他们肯悔改 (⒊ 7)9否则就会落入神圣约的咒

诅之中 (⒊9;利冗 :14-zI6;申 28:15~68)°

玛拉基向一群灰心失望 、充满疑虑的百姓说

话 9他们在被掳回归后的经历 9跟他们所以为的

弥赛亚时代大相迳庭 °他们所经历的不是百战百

胜和五谷丰收 9而是贫穷 、旱灾和经济的困境 。

玛拉基所说的话 ,正 好切合百姓的需要 ,他们对

神的应许存疑 ,以 致提不起劲委身为神的应许而

活 ,也不尽心敬拜服侍神 °当信徒在怀疑失望想

离开神之际 ,本 书可以作为教义问答 9以解答信

仰上的疑难 °先知的使命是要在那些灰心失意的

人心里 ,点 燃信心的灯 ,提醒他们神在爱中拣选

了他们 (⒈2),让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他们

要持守圣约中当尽的责任 (⒊ 16~18)°



玛 拉 基 书 中 的 基 督
玛拉基书有两方面指向基督 。较为概括的是

玛拉基呼唤被掳回归的百姓悔改 ,好 使他们能够

得到神所赐的福分 °基督也同样叫人悔改 ,成 为

义的余民 9因而得到这些相同的福分 (可⒉15)°

因此 9雅 各也把玛拉基叫人悔改的呼召 ,应 用在

信徒的 冂常生活上 (雅⒋8;参玛⒊7)° 此外 ,

玛拉基预言列国都要来敬拜神 (⒈ 11)9而基督

和他的使徒会为万国万 民打开救恩 的大门 (徒

10∶ 9~48; 弗2△ 1~13) °

大纲        :

一 、神 的慈∷爱是信 实的
(

(△ :△
~5)

二 、以色列人 的不忠
(△ :6~2:△6)

A。 祭司的背约 (1∶⒍2∶9)    Ⅱ  ∷

1.玷污敬拜 (1:6~14)

2忽视律法 (⒉ 1J)     ∷   :
B.百姓的背约 (⒉ 10~16)

1娶拜偶像的女子为妻 (⒉ 10-⒓ )

2,休了以色列族的妻子 (⒉ 13~16》 ∷  1

三 、神公义的审判
(2:△ 7~4:6)

A.神的公义不容置疑 (⒉ 17-3:5)

B.神赐福 (3⒗~12)      、
o(

C,事奉神的重要′跬 (3:13~4∶ 6)  |Ⅱ ’

1神在百姓中作出区分 (⒊⒔~18) ∷

2.最后审判临近 (⒋ 1~6)

较为明确的弥赛亚焦点 9也 出现在玛拉基

书 。先知预言神子民的更新 ,将 借着 Γ立约的使

者 」 (3:1)得以成就 ,但在他之前会有
Γ以利

亚先知 」的出现 (⒋ 5;参⒊l~2)° 新约明确指

出耶稣就是这位使者 9而 施洗约翰就是在融之

前 9有 以利亚的灵和能力事奉的那位 (太 11∶ 149

l⒎ 10~12;路 ⒈17)° 正如先知所预言 (⒊ 1、

3),耶稣洁净了圣殿 (约⒉14~17),而 最后当础

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 ,将 要彻底洁净神的子民和

他们对神的敬拜 (启2122~27)°

神肯定砒对以色列人的爱 9尽管要妯泅经历被掳

和其后所带来的试炼 °      ∷Ⅱ

以色列国大大悖逆神 。从败坏敬拜和濞视律法的

事上可见祭司藐视神的名 °百姓则背弃神所赐的

婚姻 9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诫信 °∷Ⅱ ∷-△

神必定会以公义审判池的子民 °虽然表面看来并

非如此 ,但神肯定会差遣弥赛亚来审判和洁净葩

的子民 。神仍然给以色列悔改和领受弛福分的机

会 Ⅱ忠心事奉神乃为最重要 ,因 为|将来审判的时

候 j神
要把义人和恶火分别出来:ρ ∴Ⅱ∷9ⅡⅡ Ⅱ



由玛拉基至基督

波斯 时期

=盲
is50ˉ 3̄30

波斯统治犹大约200年 9犹太

人获准继续奉行他们的宗教仪

式 ,不受干预 °在此期同大祭

司负责地方统治工作 ,向犹大

政府负贡 。

希腊 时期

± 前 330-ˉ 166

主前334-331亚 历山大大帝屡

次击败波斯军队 °他确信唯有

希腊文化才能一统天下 。他允

许犹太人速行律法 9甚至在安

息年豁免他们进贡纳税 °他在

埃及兴建亚历山大港 ,鼓励犹

太人移居当地 ,让他们享有一

些与希腊公民同等的权益 。希

腊的统治正好为希伯来文旧约

的希腊文译本 (《 七十士译

本冫)铺陆 ·这翻译I作约在

主前犭0开始 。

哈斯摩尼 时期

±前166ˉ 6̄3

在这以前的多利买时期 9统治

者对犹太人和他们的信仰采取

宽容政策 。但在其后的西流基

时期 9犹太人却受到极大的迫

害 °西流基的统治者安提阿古

四世用强硬手段强迫犹太人接

受希腊文化 °许多圣经手稍被

毁 ,在 法律的执行上极之残

忍 。受压迫的犹太人由犹大马

加比领导起义 。

罗 马 时 期

±启i63

主前“ ,罗马大将军庞贝占领

耶跻撤冷 9圣地的几个区域都

隶属于罗马 。地方政府在某段

时期是交给一些亲王管理 ,其

余的时期则由皇帝所委任的罗

马总督担任 。基督降生时大希

律就是该区的统治者 °

-::;;-I334叨 呦 帙 柿 确艮往【

310′
、̄
罗:蔷梨吞在幕卺芟篝平辈罨掣窨流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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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拉 基 约 主 前 430

ˉˉˉ19希律开始扩建圣殿

— 4希律死 ,亚基老继位

410

=前
400

380

360

3so

340

埃及

多利 买

叙并刂亚

西流基

统 治

哈斯摩尼

朝代

r
大希 律

王 统 治 :

臣月艮于 罗马
△

223-187安提阿古三世成为叙利亚西流基王朝统洎者

I姚 安提阿古三世打败埃及取得圣地控制权

1%-1“ 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统治叙利亚 ,犹太教被禁
l⒍ 马他提亚及儿子们起来反抗安提阿古 9开始了马加比

革命
1甾 一lω 犹大马加比领导时期
lω -103约拿单领导时期 ;主前153为大祭司
l⒚ -13zI西门成为大祭司 ·建立了哈斯摩尼朝代

1szI-l"约 翰许尔堪扩大了独立的犹大的版图

103亚里斯多布即位

I⒓-%亚历山大杨纽统治时期

75-⒍ 辙罗米亚历山箔拉统泊 ·许尔堪二世作大祭司

“-“ 亚里斯多布二世与许尔堪二世之战争
ω庞贝入侵圣地 ,开始罗马统治时期
“-zIO许尔堪二世统治但臣服于罗马

妁-37帕 提亚人征服耶路撤冷

3,希律成为圣地的统治者

⒑一⒛〓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