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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對舊約聖經的硏究大有幫助。作者採取全面的觀點綜覽舊約， 

又指出新舊約的關係，很能引發讀者硏讀聖經的興趣。

許 多 人 以 爲 舊 約 聖 經 是 由 三 十 九 卷 書 組 成 ，詹遜卻在本書一再强 

調 ，舊 約 是 一 本 書 ：從 人 類 受 造 ，到耶穌基督降臨。書中引用歷史、地 

理 來 解 說 內 容 ，極富 啟 發 性 。除 此 以 外 ，作者又列出豐富的參考書目， 

供有心作深入硏究的讀者參考。

作者提供多種研經法，定能幫助讀者了解舊約聖經，無論是個人硏 

經 ，或 是 小 組 查 經 ，本書均能使讀者靈命長進，知 識 增 加 。

但願大家努力發掘聖經中的寶藏，作者便心滿意足。

撒 母 耳 •舒 密 茲  

( Samuel J . Schultz )

序 言

本 書 的 宗 旨 ，在於引領讀者自行研讀聖經。許 多 時 候 ，硏讀聖經的 

人 ，只閱讀別人的心得，而忽略了聖經本身。本 書 的 用 意 ，是要引發讀 

者 綜 覽 舊 約 經 卷 ，找出各卷的主旨。爲方便讀者明白各卷的要旨，書中 

列出一些參考資料（如 大 綱 ）。只是這些資料的用處，僅在於協助讀者 

個 人 的 硏 究 ，使大家遇到澀深難解的經文時，不 致 興 味 索 然 ；最後還需 

讀 者 自 行 硏 究 ，不要老是靠賴別人幫助。

本 書 的 另 一 目 的 ，是叫讀者明白舊約各書卷的信息結構。若要全面 

了 解 聖 經 ，除了知道神說過甚麼以外，還須了解祂爲何這樣說，因此本 

書 採用大量圖表，務求將各卷聖經的結構剖析得淸淸楚楚。

硏究聖經要 旨 的 人 ，因爲不必仔細分析經文，往往忽略應用這一步 

驟 。本 書 的 另 一 目 的 ，就是幫助讀者反省，把經文要旨應用於生活上。 

我 們 的 目 的 是 ：反省應用。無論是哪一種硏經法，都應以此爲最終目標。

除此以外，本書又提供別的重要補充材料。以下爲本書各章的分段法:

一 、 讀前準備

這是毎章的 頭 一 段 ，目的是要讀者在綜覽某卷書前，先 作 好 準 備 ， 

提 起 硏 讀 興 趣 ，觸發 學 習 動 機 ，因此頗爲重要。

二 、 背景

各卷•書都是在特定的時空寫成，各 有 不 同 背 景 。這段就是背景討 

論 ，許多資料都不見於經文本身。我們會反覆提及重要的事項，以加深 

讀 者 的 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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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綜覽

這 是 全 書 的 主 幹 ，亦 是 最 需 要 下 功 夫 的 地 方 。第二章將詳論綜覽 

法 ，提出綜覽舊約各卷的幾個步驟。

四 、 要旨

綜 覽 全 卷 書 以 後 ，就該討論書中要旨。學術問題與聖經難題，均不 

屬 綜 覽 範 圍 ，故此不在討論之列。而書 中 的 評 論 ，可作綜覽後的總結， 

並提供建議作日後進一步的硏究。

五 、 鏡字鏡節

有 些 字 句 和 經 節 ，顯 然 與 該 卷 書 主 題 相 關 。我們會在書中約略提 

及 ，盼望讀者自行發掘和補充。

六 、 應用

本段 利 用 問 題 啟 發 讀 者 把 舊 約 聖 經 的 敎 訓 ，應用於個人日常生活

七 、 進階習作

本段是給有心仔細硏讀該卷書要旨的人參考，不屬綜覽範圍。

八 、 選讀書目

共 分 三 類 ：導 論 、註 釋 、主 題 硏 究 。以保守派及福音派書籍爲主 

(餘 者 註 明 ）。

九 、 圖表

各 卷 書 的 後 面 ，均附有關該卷書的詳細圖表。本書不少圖表亦刊於 

《詹遍聖經硏讀圖表 〉 （ Jensen We Study CAart, Moody Press ) 之卷 

二 。書的面積爲8. 5吋 X 11吋 ，可以製成敎學用的投射膠片。

盼望本書能對大家有所啟發，產生硏讀舊約聖經的興趣，也讓喜愛 

閱 讀 聖 經 的 人 ，得 着 無 限 的 福 氣 。他要「像 一 棵 樹 ，栽 在 溪 水 旁 ，按時 

候 結 果 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 他 所 作 的 ，盡 都 順 利 。」（詩一3 )



第一章 

舊約簡介

硏讀舊約聖經的人，會有不少驚喜，因爲內中甚多信息是適用於現 

今 日常生活。本章的目的是激發大家綜讀舊約聖經的興趣，並提供綜讀 

的 方 法 。至於聖 經 硏 讀 ，則留待下章討論。

一 、爲甚麼要讀舊約聖經？

基督徒必須硏讀舊約聖經，究 其 原 因 ，有 下 列 數 點 ：

A 沒有舊約，聖經就不完整

神 所 默 示 的 聖 經 ，有舊約和新約。新約不能取代舊約，而是要接續 

舊 約 ，與舊約相輔相成。例如舊約預言救主降臨；新約則說明預言應驗 

於 耶 穌 身 上 。舊 約 是 上 集 ；新 約 是 續 集 ，承受舊約的應許，是舊約子粒 

結 出 來 的 果 實 ，也是舊約山嶺的顚峯。下圖說明兩約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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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圖 表 看 來 ，新舊約聖經的關係如何？

B 沒有舊約，基督的工作就令人費解

擧 例 而 言 ，爲 何 主 耶 穌 說 ：「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裏去 J ( 太一五 24 ) ? 主 耶 穌 是應許的彌賽亞，是猶太人期待已久的 

王 1 ，話 怎 樣 解 呢 ？爲何祂必須受死？十字架與冠冕是否不能並存？試 

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至十二節，你就會知道舊約聖經如何作答。

C 舊約爲基督教提供歷史背景

基督敎並非無中生有，憑 空 構 想 ；基 督 臨 世 以 先 ，神已在世人中間 

運 行 ，在 以 色 列 中 ，尤 爲 活 躍 。「及 至 時 候 滿 足 ，神 就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 

爲 女 子 所 生 ，且 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 

兒 子 的 名 分 。」（加四4 — 5 ) 蘇 雅 （Erich Sauer ) 認爲新舊約聖經的關 

係 如 下 ：

舊約是應許，是 盼 望 ；新約是應驗，是成 全 。舊約是大軍列隊，開往 

神 的 戰 場 ；新約是那位被釘十架者的凱歌。舊約是黎明的曙光，是破 

曉 ；新約是高昇的旭日，是永恆中的白晝。2

舊約聖經最後一卷書，約寫於主前四百年。若然認識舊約的宗敎、 

社 會 、地 理 及 政 治 背 景 ，就很容易認識新約的這些情況。此 外 ，舊約又 

是 基 督 、使徒和新約作者們所使用的聖經，他們在談話及執筆之際，常 

常引用舊約的歷史敎訓。單是這個理由，已足以叫所有基督徒熟讀舊約了。

D 舊約藏含神重要的啟示

舊約聖經以歷史爲主，不過這是神的歷史，就是說神透過歷史向人 

啟 示 ，並在人類的生命和邦國中運行、工 作 。換 句 話 說 ，舊約就是救贖 

史 。因爲「神 要 把 人 類 救 贖 歸 祂 ，就主動的掌導人類的歷史」。3 聖靈默 

示 舊 約 作 者 ，寫下 救 贖 眞 理 ，所以作者們許多的話，都與下列幾個重點 

有 關 ：

⑴神是無上權威的創造主。

⑵ 人 是 罪 人 ，需 要 救 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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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 是 聖 潔 的 ，要審判人的罪。

⑷ 神 是 愛 ，要賜下救恩給罪人。

⑸救主降生爲罪人受死。

(6) 人 因 信 得 救 ，不是因行爲得救。

(7) 以色列是神特選的子民，是神救贖世人的媒介。

⑶ 一 切 歷 史 ，都以至高上主的寶座爲依歸。

舊約聖經最珍贵的地方，乃是得着聖靈的啟示，記下各種事物的起 

源 ，例如世界第一對男女的歷史、人類頭一次犯罪的經過、神與人原有 

的 交 通 ，以及人與神和好的第一個啟示。

舊約聖經的神蹟也很重要，可以讓讀者預備信心，接受神蹟中的高 

潮—— 耶 穌 基 督 復 活 。雷 文 （ John Raven ) 說 得 對 ：「基督與舊約的見 

證 彼此交融合一。因 此 ，若以爲舊約聖經不可信，必然亦以基督爲不可 

信 。」4神蹟 的 可 靠 性 ，全繫於行神蹟者。故 此 ，舊約聖經屢次啟示神是 

誰 ，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此。

E  舊約是信徒的靈糧

保 羅 說 ：「聖 經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於 敎 訓 、督 責 、使 人 歸 正 、敎導 

人 學 義 都 是 有 益 的 ，叫屬神的 人 得 以 完 全 ，預 備 行 各樣的善事。」（提 

後三16— 17 ) 保羅所說的就是舊約，舊約的功用因內容而異：

⑴ 舊 約 的 控 訴 ，叫 人 知 罪 （耶 二 ）。

⑵舊約的律法與忠吿，敎人如何討神喜悅（出二〇 ）。

⑶ 舊 約 的 詩 章 ，鼓勵人讚美和禱吿（詩 一 〇 七 ）。

⑷ 舊 約 的 見 證 充 滿 誘 導 和 啟 發 ，使 讀 者 行 走 義 路 （申三一 24至三二 

47 ) 〇

⑸舊約歷史提供背景資料，引導讀者認識主宰古今中外歷史的神(詩七八)。 

⑹舊約預言將來的危機，又使信徒得着盼望（亞 一 四 ）。

(7)舊 約 以 色 列 王 國 史 ，是 我 們 了 解 千 禧 年 及 基 督 作 王 的 基 礎 （撒下七 

4 —17 ;亞一四9 ) 。

請大家翻閱上述經文，看看舊約聖經與二十世紀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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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給我們頒佈的舊約

聖經的寫作是源於神（提 後 三 16_17 ; 彼後一21 ) ，因 此 ，聖經基 

本上是一本超自然的書，是 神 的 啟 示 ，是人從神得到默示而寫成的。從 

傳 遞 信 息 、成爲正典及翻譯經文等過程中，神都不斷保守。因 此 ，就是 

到 了 今 日 ，我們手上的聖經仍是信實可靠的。讓我們槪括地看看舊約歷 

史 的 起 源 ，它就是神的神聖啟示之始。

A  啟示

所 謂 啟 示 ，就是神把眞理傳遞給人。除 此 以 外 ，人無法認識神。在 

舊 約 聖 經 第 一 卷 書 完 成 以 先 ，5 神 是 透 過 人 的 良 心 和 自 然 界 （普通啟 

示 ），並且直接向人說話（特 殊 斂 示 ），來 表 明 自 己 。（普通啟示可參 

閱 羅 馬 書 一 章 十 八 至 二 十 一 節 ；特殊啟示則參閱創世記三章八至十九 

節 。）可 是 ，神也想藉着流傳得久遠的文字向我們啟示，這 樣 一 來 ，歷 

世歷代的人便可以有淸楚明確的啟示了。故 此 ，神就選派了一些人，分 

工 合 作 ，寫 成 聖 經 。用 阿 切 爾 （ Gleason Archer ) 的 話 說 ，就 是 ：

如 果 有 神 ，又如果祂關懷我們是否得救，祂除了向歷代的人直接啟示 

以 外 ，文字就是祂啟示我們唯一的可靠方法。神要用靠得住的筆墨記 

錄祂賜給我們的啟示，這就是聖經存在的目的。6

B  默示

默 示 的 問 題 有 兩 個 ：作者怎樣知道神要他們寫些甚麼？他們寫的有 

沒 有 錯 呢 ？聖經是由神所默示的，而默示的超然過程是我們無法解釋。 

保 羅 說 ，這 過 程 有 如 神 吹 氣 （提 後 三 16 ; 「神 所 默 示 的 」，希臘文是  

theopneustia。這字的原意是「神吹氣」）。彼 得 說 ，聖經作者是蒙聖靈 

加 力 ，受 聖 靈 感 動 。「人被聖 靈 感 動 ，說出神的話來」（彼後一21 ) 這一 

類 經 文 ，確言作者 所 寫 的 ，都是完 整 無 誤 ，是神給人的啟示。原稿是無 

誤 的 眞 理 ，是 至 終 的 權 威 ，不 論 是 歷 史 、是 科 學 ，或是屬靈的眞理，都 

絕 對 準 確 。讀 聖 經 的 人 ，若 不 相 信 這 點 ，他的硏讀也難有所成，而且會 

把自己弄得糊裏糊塗，狐 疑 滿 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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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稿

舊約聖經三十九卷，由二十五至三十位作者合作寫成，所涵蓋的時 

間 約 有 一 千 年 （主前一五〇〇至四〇〇年 ）。除了一小部分以外，主要 

是 用 希 伯 來 文 寫 成 。7大 部 分 的 手 稿 ，都 是 寫 在 蒲 草 紙 上 （另有些寫在 

羊 皮 上 ），爲方便閱 讀 起 見 ，他們把約十吋寬的草紙，黏 成 一 卷 。（主 

後 第 二 、三 世 紀 ，古卷軸方由分頁抄本取代。）古本是用筆墨寫成，分 

成 一 行 一 行 ，毎 字 每 句 每 段 之 間 ，全 沒 有 空 隙 ，而且 只 用 輔 音 字 母 。8 

大家讀耶利米書三十六章，就可知道某些經卷寫成的過程。耶利米怎麼 

從神得到信息呢？文士又怎樣從耶利米領受神的信息？

舊約書卷原稿的去向，均 無法考據。在所羅門建造的聖殿還沒有焚 

毀 之 前 ，某些原稿與律法書顯然是藏在殿中（參 王 下 二 二 ）。所有的原 

稿 ，大槪於寫成後一百年之間，因火燒或腐爛而相繼失傳。

D 流傅

流傳就是把手抄本重複抄寫的過程。神容讓各卷原稿失傳，但總是 

在 抄 妥 以 後 ，傳 到 百 姓 手 中 ，方 吿 散 失 。9 後 來 （主 後 第 十 五 世 紀 ）手 

抄本由印刷本取代。

古 代 的 著 作 ，保 存 得 最 好 的 ，首推舊約聖經。究 其 原 因 ，是因爲猶 

太人尊重他們的手抄經卷，甚至近乎迷信程度。主後第五至第六世紀， 

有 稱 爲 馬 所 拉 （ Masoretes ) 的 猶 太 學 者 們 ，比 較 當 時 手 上 的 抄 本 ，編 

成舊約聖經標準版本。在 整 個 過 程 中 ，手抄本或有少許錯漏。1()馬所拉 

學 者 們 竭 盡 所 能 ，務求貼近原稿。完 成 以 後 ，這 書 （後稱馬 所 拉 本 ）就 

成了一切抄本的藍本；當時那些不甚準確的抄本，漸漸被淘汰失傳。新 

抄 本 的 頁 旁 ，附 有 註 腳 ，以防日後抄本有所增減。此 後 ，舊約聖經一直 

保 存 得 甚 好 ，到了公元一九四八年，發現死海古卷（約於主前一五〇年 

抄 成 ），與主後九〇〇至一〇〇〇年 的 抄 本 ，幾 乎沒有分別。我們這本 

根據第十世紀馬所拉抄本的舊約聖經，至此便得以證明是可靠無誤的。11 

此 外 ，聖 經 的 妥 當 保 存 ，亦解釋了爲甚麼直譯（非 意 譯 ）的近代譯本 

彼此出入不大。

在 抄 寫 的 過 程 中 ，雖然有手文之誤，但神保存了舊約聖經，使偶然 

的錯誤不致歪曲眞理敎義。阿 切 爾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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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客觀證據，證明聖經在流傳期間，神不容許祂的啟示歪曲

出錯？答案是有。我們確有證據，只要仔細硏究最早的各種抄本，就

知道這些輕微的差錯，對聖經中的敎義絕無任何影響。12 

神 是 作 者 ，祂 著 作 （默 示 ）一本 無 誤 的 書 ；神 是 保 衞 者 ，在歷世歷代中 

保 存 聖 經 ，使聖經的敎義在流傳時沒有出錯。

E  定典過程

定 典 就 是 鑑 定 某 書 卷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聖 經 。單 有 神 的 默 示 ，並不足 

夠 。大 體 來 說 ，神也賜人屬靈的智慧，分辨神所默示的眞跡。人在聖靈 

的 帶 領 下 ，知 道 何 者 是 須 摒 棄 的 僞 書 ，何 者 該 接 受 爲 正 典 。舊約正典 

(神 所 默 示 的 書 卷 ）就在聖靈的帶領下，不 住 增 添 ，直 至 齊 全 。神知道 

哪 些 書 卷 會 成 爲 舊 約 正 典 ，雖 然 在 人 進 行 收 集 的 過 程 中 ，出現頗多枝 

節 ，有 點 撲 朔 迷 離 ，但神 大 能 的 手 ，明顯在人當中工作，把祂所默示的 

書 ，編 入 正 典 ，其 餘 著 作 ，則全被摒諸門外。

到了基督和使徒時期，舊 約早已編成，而且還被稱爲聖經（這詞在 

新 約 被 引 用 ，可參 經 文 彙 編 ）。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共 二 十 四 卷 ，相當於我們的三十九卷，只是編排稍 

有 不 同 而 已 。擧 例 來 說 ，猶太人視十二卷小先知書爲一卷，命名爲「十 

二小先知書」；此 外 ，撒 母 耳 記 、列王紀和歷代志都不分上下卷；以斯 

拉記與尼 希 米 記 ，又 合 爲一卷。

到 了 基 督 的 時 代 ，猶 太 人 已 把 舊 約 分 成 三 組 ：律 法 、先知書與聖 

卷 。主 耶 穌 說 ：「摩 西 的 律 法 ，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 

話 ，都 必 須 應 驗 。」（路二四44 )i3 祂 所 說 的 ，大 槪 就 是 這 三 個 分 類 ； 

請參圖表1.1的 編 排 法 。14

圖表1.1所 列 的 書 目 ，有幾個地方値得一提：

1. 歷史類的「前先知書」被編入「先知書」的 類 別 裏 ，原因可能是作者 

具 有 先 知 的 地 位 ，又 或 許 如 卜 魯 斯 （F . F . Bruce ) 所 說 ，書 中 史 實 ， 

「說明了先知所堅守的原則」。15

2. 猶 太 人 每 年 過 節 的 時 候 ，都 會 誦 讀 五 書 卷 （five rolls ) 。其習 

慣 依 次 如 下 ：逾 越 節 （正 月 ）讀 雅 歌 ；七 七 節 （收 割 節 ，三 月 ）讀路得 

記 ；耶 路 撒 冷 紀 念 日 （五 月 ）讀 耶 利 米 哀 歌 ；住 棚 節 （七 月 ）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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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表 1.1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編 排 法

律 法 害 （Torah) 先 知 害 （Nebh/7m ) 聖 卷 （Kefhub/Wm )

1.  創世記16

2 .  出埃及記

3 .  利未記

4 .  民數記

5 .  申命記

A. 前先知窨

6 .  約書亞記

7. 士師記

8 .  撒母耳記

9 .  列王紀

B. 後先知窨

1 0 .  以赛亞書

1 1 .  耶利米書

1 2 .  以西結書

1 3 .  十二小先知書

A. 詩歌害
1 4 .  詩篇
1 5 .  康 W
1 6 .  約伯記

B. 五害卷（Megi'//ofh )
1 7 .  雅歌 ~

1 8 .  路得記
1 9 .  耶利米哀歌

2 0 .  傳道書
2 1 .  以斯帖記

C . 歷史窖
2 2 .  但以理書

2 3 .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2 4 .  歷代志

書 ；普 珥 節 （十 二 月 ）讀 以斯帖記。17

3.希伯來聖經最後一卷是歷代志。因 此 ，耶 穌 曾 說 ：「從亞伯的血 

起 ，直到……撒 迦 利 亞 的 血 爲 止 。」（路—— 51 ) 耶 穌 以 二 人 的 血 ，槪 

括了舊約殉道者所流的血。根據希伯來聖經，頭一位殉道者是亞伯，最 

後一位是撒迦利亞。撒迦利亞的殉道事蹟，載於希伯來聖經末卷；請大 

家看歷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至二 i ^一 節 。

基督敎聖經把舊約分成四組，以別於希伯來聖經的三組。四組的分 

法 ，是 根 據 武 加 大 拉 丁 文 譯 本 （Latin V u lgate，約主後三八三至四〇 

五 年 ）的 編 法 。武加大譯本則取法於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約主前二八〇 

至一五〇年 ），參圖表1. 2 ，即爲大家熟悉的三十九卷分法。

以下是圊表1.2的 註 解 ：

1.前十七卷是按歷史的先後次序編排，内容全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大 

事 。從創世記直到亞伯拉罕成家（創一至—— 章 ）；從以色列國誕生至 

被 擄 巴 比 倫 後 ，再 回 到 迦 南 地 （創世記十二章至尼希米記）。18歷史書 

這一組又可劃分成下列幾個小組：

(1)衆 支 派 聯 盟 期 ：約 書 亞 記 、士 師 記 、路 得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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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 國 興 衰 期 ：撒母耳記上至歷代志下。

⑶ 被 擄 歸 回 期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

2. 在 舊 約 時 代 ，神 的 律 法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所 以 自 成 一 組 。 （五經 

Pentateuch源 於 希 臘 文 ，意 爲 「五 件 一 套 的 器 皿 」。T o raii是希伯來  

文 ，意爲「律法」。）

3. 詩 歌 書 共 五 卷 。內容側重默想、詩 歌 、對 話 、慧 語 ，很能引起讀 

者 內心的共鳴。由於五卷書的體裁以詩歌爲主，所以合稱詩歌書。

4. 大小先知書的劃分，是按書卷長短而定。耶利米哀歌篇幅不多， 

但可視作耶利米書的續集，所以也一併歸入大先知書。

5. 先知服事的時期約爲主前九百年到四百年。他 們所傳的信息，不 

是 針 對 以 色 列 （北 國 ），就 是 針 對 猶 大 （南 國 ），也有同時針對兩國 

的 ，這方面稍後會說得詳細一點。按 歷 史 次 序 ，舊約最後一位先知是瑪 

拉 基 。

圖 表 1.2

基 督 敎 舊 約 聖 經 編 排 法 19

律 法 書 (摩 西 五 經 ） 詩歌書

1 . 創世記 1 8 .約伯記
2 . 出埃及記 1 9 .詩篇
3 . 利未記 2 0 .箴言
4 . 民數記 2 1 .傳道書
5 . 申命記 2 2 . 雅歌

歷史書 先知書
6 . 約書亞記 A.大先知害 B.小先知窨
7. 士師記 2 3 . 以賽亞書 2 8 . 何西阿書
8 . 路得記 2 4 . 耶利米書 2 9 . 約珥書

9 . 撒母耳記上 2 5 .耶利米哀歌 3 0 . 阿摩司書

1 0 .撒母耳記下 2 6 . 以西結書 3 1 . 俄巴底亞書
1 1 . 列王紀上 2 7 . 但以理書 3 2 . 約拿書
1 2 . 列王紀下 3 3 . 彌迦書
1 3 . 歷代志上 3 4 . 那鴻書
1 4 . 歷代志下 3 5 . 哈巴谷書
1 5 .以斯拉記 3 6 . 西番雅書
1 6 . 尼希米記 3 7 . 哈該書
1 7 .以斯帖記 3 8 .撒迦利亞書

3 9 . 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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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翻譯

若然沒有人翻譯舊約聖經，那些不懂希伯來文的人，便 無 法 閱 讀 。 

神要人人明白聖經，因 此 ，歷代以來各種譯本紛紛面世。

率先翻譯舊約聖經的，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譯者;2G這次翻譯，是爲 

方 便 亞 歷山大城不懂希伯來文的猶太人。他們在主前二八〇年譯畢五 

經 ；主耶穌降 世 以 前 ，整本舊約聖經已經譯成，而且成爲中東各地多人 

採 用 的 版 本 。這是神所定的時候。由於當代通用的語言是希臘文，神就 

使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爲旋即接踵而來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做好準備。 

這 譯 本 十 分 忠 於 原 著 ，耶穌在四福音中曾引用舊約聖經凡三十七次之 

多 ，其中有三十三次出自七十士譯本。

敎 會 建 立 以 後 ，基 督 敎 漸 傳 遍 各 地 ，不同的聖經譯本自然紛紛面 

世 。其中最著名的有武加大拉丁文譯本（主後三八三至四〇五 年 ），被 

歐洲敎會視爲正統聖經，時達一千年之久。

宗 敎 改 革 時 代 ，翻譯聖經的風氣又昌盛起來。時人熱衷硏究希伯來 

文與希臘文聖經手卷；加上印刷術的發明，譯經的風氣更盛。這期間面 

世 的 著 名 英 譯 本 有 威 克 里 夫 譯 本 （Wycliffe ) 、丁 道 爾 譯 本  

( Tyndale ) 、科 威 對 勒 譯 本 （Coverdale ) 、大 經 譯 本 （Great 

Bible ) 、主 敎 譯 本 （Bishops ) 、英 王 欽 定 本 （King James ) 0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近代宣敎運動興起，再次掀起譯經的風氣。所以稱 

爲 近 代 ，是因爲這風氣延至今日，仍 未 止 息 。而 譯 本 之 多 ，也成了今曰 

宣敎事工最蓬勃的現象之一，即使世界不同角落，操 不 同 言 語 ，有着不 

同 文化背景的人，都有聖經單行譯本。在 美 國 ，用當代語言寫成的新英 

文 譯 本 及 意 譯 本 ，相 繼 出 現 。這些譯本正適應龐大宣敎工場的不同需 

要 ：例如沒有到敎會聚會的人，或大學內迷惘徬徨的靑年。此 外 ，對於 

仔細硏經的人而言，我們也有許多極忠於原文的譯本，例如美國標準譯本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A S V ’一九〇 —■年出版)、新美國標準

譯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 A SB  > 一九七一年出版）、

新國際譯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N IV ，一九七八年出版）。

舊約聖經從神到我們的手中，走了一條漫長的旅程，其中令我們震 

驚 的 ，除 了 翻 譯 不 同 之 外 ，「我 們 手 上 的 聖 經 ，與 作 者 當 日 寫 成 的 ，基 

本上是沒有分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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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舊約背景

A  歷史背景

舊 約 聖 經 的 歷 史 幹 線 ，始 於 創 世 記 ，終於最後的一位先知瑪拉基 

(約 主 前 四 三 〇 年 ），各卷都與這主線緊密相連。創世記前十一章記載 

人類初期的歷史和世界大事，到了 第 十 二 章 ，神呼召迮伯拉罕，以色列 

民 遂 吿 誕 生 。其後各卷各章所載的，都是關係以色列國及以色列民的。

圖表1.3說明舊約各書卷與歷史幹線的相互關係，請 慢 慢 細 看 ，稍 

後我們逐卷綜覽時，仍須參閱這個圖表。

請依照圖表1. 3的 提 示 ，回答下列問題：

1. 以色列國於何時建立？最早的四位先祖是誰？

2. 以色列人在埃及爲奴，是他們第一件大事。接着的兩個時代（主 

前一五〇〇至一〇四三年；主前一〇四三至九三一年）是甚麼時代？

3. 神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爲奴之地，到迦南建立家園。祂所用的二人是誰？

4. 在 迦 南 早 期 ，以色列人由士師治理凡數百年。後來以色列人要獨 

立 ，離 開 神 ，效 法 鄰 近 拜 偶 像 的 異 邦 ，選 立 君 王 。神任憑他們自由決 

定 ，只 是 警 誠 他 們 ：若然接受外邦的偶像風俗，必 然自取滅亡。請大家 

看看撒母耳記上第八章。王國統一時期的首三位君王是誰？

5. 主前九 三 一 年 ，王國分裂成哪兩國？ 22

6. 分 裂 以 後 ，那兩國何時被擄？

7. 被擄的以色列人何時歸回迦南地？

8. 請 不 要 看 圖 表 ，測試一下自己對舊約以色列史尙記得多少，大家 

可以藉下列四個長方格，牢 記 所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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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上圖代表了舊約史的中心骨幹，也 不 爲 過 。所以必須熟習圖表

1. 3所提示 的 綱 要 。

9. 大 家 若 已 準 備 好 ，可以看看舊約各卷怎樣解釋圖中所記的歷史。 

請重溫一遍前面提過的四組書目：律 法 書 （五 經 ）、歷 史 書 、詩 歌 書 、 

先 知 書 。圖表1. 3最後一欄列有這四組書。五經所涵蓋的時間有多長？ 

請讀創世記五十章二十六節、申命記三十四章五節；這兩處經文記載了 

誰 人 去 世 ？請在圖中找出二人的名字。

10. 約 書 亞 記 至 歷 代 志 下 的 事 蹟 ，記載了以色列哪一個時期的歷  

史 ？最後的三卷歷史書（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又屬於哪一 

個 時 期 ？

11. 詩 歌 書 寫 於 何 時 ？値得留意的是作品最多的兩位作者—— 大衞 

與 所 羅 門 ，他們都屬於這時期的中葉。

12. 圖 表 中 列 出 先 知 的 姓 名 ，說明他們事奉的大槪時間與地點。以 

北 國 爲 主 的 ，有哪幾位先知？哪幾位是向猶大國說預言的？最早動筆的 

先知是哪一位？被擄期間的兩位先知是誰？舊約末期的三位先知是誰？

13. 圖表中說到「沈默的四百年」，請 解 說 之 。是不是神默示瑪拉基 

寫 完 最 後 一 卷 書 ，就不再理會以色列人？請從舊約聖經的最後一章找出 

答 案 。

讀舊約聖經的時候，須心中領會各卷書在圖表1. 3的歷 史 位 置 。

B  地理背景

舊約聖經的記載以人的活動居多。人的活動離不開地理環境，因此 

地理在舊約聖經中佔有重要地位。

有 人 說 ：「想像就是要幻想置身其中。」你若想讀經的時候有如置身 

其 中 ，你便要熟習舊約聖經的地理環境。

本章附有一幅標準的舊約地圖及兩張有關的地圖。這三張地圖涉及 

的面積範 圍 頗 大 ，我們另外還按情況加上其他更詳盡的地圖。我們宜先 

槪 覽 全 境 ，對整個局勢略作了解，然後才分區硏究。

(一）舊約三個主要的地方

地圖1. A 是舊約史的重要地點。請留意下 列 幾 點 ：

1.主 要 地 區 有 三 （圈 內 ）。中央部分是以色列人的家園迦南地，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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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位於國際交通要道。從西面的埃及往東面的巴比倫，路線是沿肥沃的 

新 月 形 地 帶 ，經 迦 南 而 上 ，因爲阿拉伯沙漠不能通行。23

2. 迦南地的東部及北部有亞蘭、亞 述 、巴 比 倫 ，這三國是以色列最 

大 的 仇 敵 。

3. 埃 及 古 國 是 以 色 列 人 西 南 方 的 外 敵 。讀者翻看經文彙編就可知 

道 ，埃及一詞在聖經中出現有數百次，足見這個國家在聖經的歷史中具 

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4. 迦南的東部及南部邊境，有 許 多 小 國 （如 以 東 ，位 於 死 海 之 南 ） 

也常騷擾以色列國境。地圖1. A 沒有列出這些小國的名稱。

5. 以色列人在舊約史中有六個重要的行程，這些行程全是神選民的 

轉 捩 點 。我 們 照 着 數 字 ，沿着地圖的路線看看：

①  亞伯拉罕 的 旅 程 （是以色列人第一個家庭的首次行程），從迦勒底的 

吾 珥 前 往 迦 南 地 （約 主 前 二 千 年 ）。請讀創世記H-—章二十七節至十 

二 章 九 節 。

② 雅各率衆子從迦南遷往埃及，與 約 瑟 相 聚 （主前一八七五年）。請讀 

創世記三十七章二十八節，四十六章一至三十四節。

③  以 色 列 人 逃 出 爲 奴 的 埃 及 地 ，往 應 許 地 迦 南 ，人數估計有二百多萬 

(主 前 一 四 四 五 年 ）。請讀出埃及記十二章四十至四十一節；約書亞 

記 一 章 一 至 九 節 ；加拉太書三章十七節。

④  北國以色列被擄到亞述（主前七二二年）。請讀列王紀下十八章九至 

十 二 節 。

⑤  南國猶大被擄去巴比倫（主 前五八六年）。請讀列王紀下二十五章一 

至 十 二 節 。

⑥  兩批以色列人從巴比倫回歸故土，由所羅巴伯（主前五 三 六 年 ）及以 

斯 拉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分 別 率 領 。請讀以斯拉記一至二章，七章一至 

十 節 ，八章一至二十一節。

(二） 巴勒斯坦的地理形勢24
我們若能了解舊約發源地的形勢，便不難記憶這些城市的位置。了 

解 地 理 形 勢 以 後 ，我們也會明白古代列國戰爭的策略，知道他們何以採 

取 某 一 路 線 。

地圖 1. B是巴勒斯坦的地勢槪覽。該地的天然等高線自南至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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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1. B巴勒斯坦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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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而 西 ，若 細 心 觀 察 ，可以發現有六種不同的等高線。

請注意下列地勢的特色：

①  沿 海 平 原 沿 着 海 岸 北 上 ，直達迦密山岬 。舊約 時 代 ，城 鎭 較 少 ，原 

因大槪是供停泊用的海港不多。

②  低 地 沿 海 平 原 至 此 地 勢 高 升 。由於土地頗爲肥沃，市 鎭 林 立 。

③  山 地 又 稱 基 士 約 坦 山 脈 ，自南而北的山脈高聳，將山地分成東西兩 

半 ，尤以南部更爲顯著。由於山地可作天然防障，山脊之間的城鎭甚 

多 。耶路撒冷位於死海西北山腰的以斯德倫平原，亦即加利利海的西 

南 面 。

④  裂 谷 河 谷 貫 通 南 北 ，平均寬約十 哩 ，地勢低 於 大 海 （地 中 海 ）。自 

北 至 南 ，形勢有如下的變化（見地圖1. B ) :

黑 門 山 西 河谷 位 於 加 利 利 海 之 北 ，利巴嫩及黑門山嶺之間，形勢

顯 著 ，爲約但河之發源地。

基 尼 烈 湖 （新 約 聖 經 的 加 利 利 海 ） 湖面低於地中海水平線六百八

十 五 呎 ，環 境 優 美 ，在 舊 約 時 代 ，人煙並不稠密。

約 但 河 經 加 利 利 海 直 達 死 海 ，河 面 低 於 水 平 線 下 ，氣候燠熱潮

濕 ，市 鎭 稀 少 ，僅有耶利哥一城。

里 海 （死 海 ） 低於水平線一千二百八十六呎。流入死海的大河是

哪 一 條 ？死 海 沒 有 出 口 ，海水鹽分特高。沿岸略有幾個小鎭。參地

圖3. B及 11. A 。

亞 拉 巴 燠 熱乾 燥 的 山 谷 ，沒 有 市 鎭 。

亞 卡 巴 灣 （Gulf of Aquba ) 所羅門曾在此灣之北製造船隻(王上

九26) 〇

⑤  約但 河 東 山地 山 巒 從 約 但 河 谷 向 東 伸 展 ，直 達 河 東 高 原 ，山勢嶙峋 

險 峭 ，城 市 稀 少 。

⑥  高 原 北 部 肥 沃 的 高 原 ，接連南面的半荒漠（semi-desert ) 。高原地 

勢 綿 延 起 伏 ，主要用作畜牧。舊約聖經以此爲背景的歷史不少，城市 

有基列的拉末和大馬色等，請參地圖3. B及7. A 。

讀 舊 約 聖 經 時 ，請大家邊讀邊留意聖地的地理形勢。



3 0 舊 約 精 K

(三） 巴勒斯坦的氣候

巴勒斯坦與美國南部緯度相同，氣候深受來自地中海的西風影響。 

由於地勢起伏不定，氣候的變化頗大；全 年 分 成 兩 季 ：夏 季 炎 熱 乾 旱 ， 

冬 季 寒 冷 潮 濕 。十 一 月 至 三 月 是 雨 季 。按 近 年 的 記 錄 ，耶路撒冷的氣 

候 ，一月爲攝氏五至十二度；八月爲十八至二十九度。氣 候 溫 和 ，實由 

於地中海氣候變化不大的緣故；加利利沿海氣候，較耶路撒冷怡人。舊 

約時代，人們多聚居於氣候溫和之地。河東平原，吹沙漠熱風，居民稀少。25

氣 候 與 天 氣 不 同 ，氣候是指全年各季的氣溫，天氣是指一日或一時 

之 間 的 陰 晴 。地圖 1. C 是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下午的天氣預測圖。冷 

鋒 在 塞 浦 路 斯 島 （居 比 路 ）上 空 ，距巴勒斯坦海岸約二百哩，自西向東 

移 動 ，經 巴 勒 斯 坦 。由 於 冷 鋒 並 不 强 勁 （參冷鋒過後塞浦路斯島的溫 

度 ），迦薩狹地氣溫沒有驟降，約爲攝氏十八度。冬 季 時 ，類似的冷鋒 

連連吹襲巴勒斯坦，帶來大量雨水。

聖經地區氣候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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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舊約世界的國際形勢

人類不能離 羣 索 居 ，以色列人在古時已體悟到這個眞理。上文已經 

提 過 ，巴勒斯坦被列强環繞：西 南 有 埃 及 ，東 、北 有 亞 述 、亞 蘭 、巴比 

倫 、波 斯 ；形 勢 險 要 ，物 產 豐 富 ，由是引起列强覬覦，爭 戰 頻 仍 。不過 

神是 掌 管 萬 國 的 神 ，祂甚至可以利用這些戰爭，達成祂在選民身上的計 

劃 。擧 例 來 說 ，以色列人恆久背道，不 遵 神 爲 主 ，神就差遣巴比倫人入 

侵 ，擄 去 百 姓 。這場戰爭其實就是神的審判。

舊 約 以 色 列 史 ，離不開其與列强之友敵關係。熟悉以色列與各國邦 

交 的 歷 史 ，有 助 於 了 解 舊 約 聖 經 。下文將提及以色列與各國之間的大 

事 ，細節請另參有關讀物。現在我給大家介紹的，只是歷史 的 全 貌 ，免 

得 只 見 樹 木 ，不 見 樹 林 。

首先請溫習地圖1. A  : 「舊約歷史的三大區域」。留 意 埃 及 、亞 蘭 、 

亞 述 、巴比倫和波斯的位置，以上五國爲舊約時代的强國，在以色列史 

中扮演重要角色。26讀歷史 的 時 候 ，請勿忘記參看地理環境。

圖表1.4爲舊約世界的列國勢力圖解。請 留 意 圖 中 毎 件 大 事 ，不必 

在細節上多費心思。圖表1.4中有摘自圖表1.3的 以 色 列 史 ，在上文已經 

提 過 ，現在將舊約聖經所有的歷史都繪成一圖，目的是希望讀者對整個 

局 勢 的 事 件 ，有 槪 括 的 認 識 。例 如 說 ，猶大和以色列一分爲二的時候 

( 主 前 九 三 一 年 ），正 値 亞 述 、巴比倫和埃及國勢衰弱。

請參照下 列 提 示 ，看圖表1. 4 。

1. 圖 中 有 數 個 灰 格 ，表示五國盛世時期。27留意勢力如何從亞述轉 

移 到 巴 比 倫 ，再 轉 到 波 斯 。

2. 從 主 前 二 七 〇 〇 至 一 二 〇 〇 年 間 ，埃 及 有 三 個 黃 金 時 代 。 

在 中 間 的 兩 段 時 期 （白 格 ）有 甚 麼 事 情 發 生 ？請 看 亞 伯 拉 罕 初 下  

埃 及 的 年 份 （創 一 二 10至 一 三 4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住 了 多 少 年 ？ 

(參出一二 40 — 4 1 ;創一五13 ; 徒七6 ;加三17 )28他們甚麼時候被虐爲 

奴 ？

3. 從主前一二〇〇到 三 三 一 年 間 ，埃及的國運如何？圖中說到他們 

向外國俯首稱臣多少次？ （參王下 二 五 22_26 ) 巴比倫攻據耶路撒冷以 

後 ，有些以色列人逃往埃及。當時埃及受制於哪國？

4. 請看圖中的亞述國。亞 述 立 國 ，始 於 何 時 ？甚麼時候成爲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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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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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以 前 ，鄰近有何强國？ 29所羅 門 在 位 的 時 候 ，以 色 列 統 一 王 國 ，向 

外擴 張 勢 力 。

5. 亞述甚麼時候滅北國以色列？亞述最富强是甚麼時候？亞述攻陷 

以色列以後多少年，便爲巴比倫傾覆？

6. 巴比倫是否與亞述同時興起，獨立成 國 ？主前一三〇〇至六二六 

年 間 ，兩國的關係如何？主前六 二 六 年 ，迦 勒 底 （巴 比 倫 ）興 起 ，由拿 

波 普 拉 撒 王 （Nabopolassar ) 開 國 ，是爲新巴比倫帝國，以別於千多年 

以前的古巴比倫國。主前五 八 六 年 ，聖經中有何大事發生？這事件以後 

多 久 ，巴比倫爲波斯所滅？

7. 大 約 主 前 一 千 年 ，自各國移居波斯的僑民與波斯人並興，成立一 

等 强 國 。公 元 前 五 五 〇 年 ，古 列 （Cyrus the Great )登 位 。多少年以 

後 ，波斯爲希臘亞歷山大帝所滅？ 3Q

8. 哪 一 帝 國 强 盛 時 ，準許巴比倫的以色列人回國？請參看以斯拉記 

一 章一至四節。

9. 亞 蘭 國 的 歷 史 分 哪 三 期 ？何 時 爲 亞 述 所 滅 ？亞述滅亞蘭國後多 

久 ，再吞併以色列？

10. 大 家 看 圖 的 時 候 ，最 要 注 意 的 ，是以色列被君王統治之時（主 

前 一 〇 四 三 至 五 八 六 年 ），猶 太 人 最 大 的 外 患 是 亞 蘭 、亞 述 、巴比 

倫 。上 文 提 過 ，撒 母 耳 記 上 第 八 章 中 ，記 述 以 色 列 人 違 逆 神 的 心 意 ， 

要 求 學 效 鄰 國 立 王 ：「不 然 ，我 們 定 要 一 個 王 治 理 我 們 ，使我們像列 

國 一 樣 ，有 王 治 理 我 們 ，統 領 我 們 ，爲 我 們 爭 戰 。」（撒上八19一 20) 

他 們 沒 有 想 到 ，他 們 拒 絕 神 統 治 以 後 ，慘 烈 的 戰 爭 ，卻只帶來仇敵的 

勝 利 ！

D 舊約時代的迦南生活

舊約是中東人筆下的東方故事。牢 記 着 這 點 ，就比較容易了解聖經 

的 故 事 和 見 證 。幸而故事中的眞理（如 人 犯 罪 、神 的 聖 潔 等 ），乃超越 

時 空 的 眞 理 ，所以縱使有人不熟悉以色列人的風俗習慣，仍可以明白聖 

經 。不 過 ，若能熟悉以色列的風習，就會認識得較爲深入透徹。

有關舊約聖經背景的參考書，有聖經字典及註釋等類，此 外 ，還有 

其 他 是 講 述 背 景 的 書 ，如 E . W . H e a t o n著 Everyday Life in 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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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am ent Times ; H . F . Saggs ^  E veryday  Life  in Babylonia  and
■Assyria ; Fred H . W i ght 著 Ma n n e r s  and Customs 〇/ B i W e  L ands.31

我們 這 兒 只 是 簡 介 ，不會提及迦南生活的細節。以下是很簡單的背景素

描 ，32請 大 家 讀 的 時 候 ，構想出當時的生活情景，以 加 深 印 象 ，幫助閱

讀 。我給大家提供以下的資料，不是叫大家增加一點知識，而是希望大

家品嘗到舊約的中東味道。

中 東 城 鎮—— 城鎭多建 於 高 地 ，如耶路撒冷建在錫安山。城 鎭 有 井 、城 

門 、城 樓 、狹 小 街 道 、熱 鬧 的 街 市 。城外有田和牧場。

水源---- 水 井 、水 池 、溪 流 、水 塘 。

房 屋 33—— 平 民 住 宅 ，一 般 只 有 一 個 房 間 ；34房 頂 是 木 樑 ，覆蓋着蘆 

葦 、灌 木 、乾 草 等 ；地 面 是 泥 ；牆 是用泥磚砌成；窗 子 不 多 ，多數 

是 向 着 街 道 。房子中間是火爐。家具方面有蓆子、墊 子 、箱 子 、燈 

台 、手 推 磨 、烹 飪 用 具 、羊 皮 袋 、掃 帚 。

家畜—— 狗 、驢 子 、騾 子 、馬 、駱 駝 、綿 羊 、山 羊 。

食 物—— 大麥及小麥麪包、油 、牛 油 奶 、乳 酪 、水 果 （橄 欖 、無 花 果 、 

葡 萄 、葡 萄 乾 、石 榴 ）、蔬 菜 、穀 類 、蜜 糖 ；他 們 也 吃 蛋 、肉 、家 

禽 和 魚 類 ，但 不 普 遍 。加利利海旁居民則以魚類爲主要食糧，他們 

每 天 吃 兩 餐 ：早 餐 及 晚 餐 （下 午 五 時 ）。

月民飾—— 男 女 一 樣 ：內 衣 （長 至 膝 蓋 的 寬 闊 衣 服 ）、腰 帶 、外 衣 （斗 

篷 ）。外衣在出門時穿著，用 來 防 風 雨 、抵禦寒冷及炎熱天氣，晚 

上 又 可 當 作 氈 子 ；還 有 頭 巾 、涼 鞋 。女性的內衣較長，外 衣 稍 寬 ， 

帶 上 面 紗 （見 人 時 蓋 着 全 個 頭 ），還 配 上 精 緻 飾 物 （如 耳 環 、手 

鐲 ）。

敎貧—— 孩 子 由 父 母 施 敎 ，學習猶太敎敎義、聖 經 、讀 書 寫 字 、生活技 

能 。領袖進深訓練則由敎師施敎，如 先 知 學 校 。

敬拜—— 有 家 中 敬 拜 、公 開 聚 集 敬 拜 、35往耶路撒冷聖殿敬拜。通常由 

鄰近居民一同敬拜，過 節 時 ，遠近以色列人便一同敬拜。

工商業 及 其 他 行 業 —— 農 耕 （穀 類 、葡 萄 、橄 欖 、無 花 果 ）、牧 羊 、捕 

魚 、打 獵 、陶 器 、木 工 、石 工 、鐵 工 、織 帳 棚 、經 商 、醫療 。

舞女的工作—— 磨 穀 、編 織 、織 布 、洗 擦 、牧 羊 、打 水 、烹 飪 、打掃房 

屋 、照 顧 及 敎 育 家 中 孩 童 ，特 別 訓 練 女 孩 協 助 家 庭 事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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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遠門—— 大 都 聯 羣 結 隊 ，以 保 安 全 。方 式 ：多 騎 牲 口 ，有 時 步 行 。糧 

食 ：自己攜帶。住 宿 ：到 人 家 裏 投 宿 ，有 時也住旅店。

以 下 是 一 位 作 家 ，根據 歷 史 資 料 ，加上自己想像而寫成的以色列人 

生 活 雜 記 。讀 舊 約 的 時 候 ，不妨也試試這個方法。

拉馬鎭在耶路撒冷北面五哩，沿着彎曲的街道向前徐行，就會看到比 

拿雅所住的地方。他們全家人擠在一室，鄰居的情況，與他們差不了 

多 少 。大家只吃得僅僅夠飽。冬天雨季來臨的時候，只好躱在城中， 

盼望春季早臨，可以下田工作……他們把兩張蓆子鋪在地上，一家就 

蓆地而睡。他們的斗篷，日間出外時可以擋風，晚上便可當作被子保 

暖 。牆上有一盞暗淡的油燈，只有白天生火的時候可以熄掉，其餘時 

間 就 常 常 點 着 ，因爲火柴十分缺乏！可 惜油燈太暗，晚上醒來的時 

候 ，總會驚動家人、家畜等等。所以夜間訪客極之不受歡迎。36

E  從天堂臨到人間

舊 約 講 到 人 ，講 到 列 國 ，講到人輭弱犯罪等，都 與 新 約 一 樣 ，記有 

許 多 神 蹟 。神從天上臨近人間，藉着人完成祂的工作。這是舊約常見的 

背 景 ，如果沒有超自然的境界，神的信息就失去意義。所 以 ，凡要認識 

神 在今時今日對我們說甚麼話，就當相信超 然 的 事 。下面說到「怎樣着 

手讀舊約」時 ，會再跟大家討論。

四 、怎樣着手讀舊約

舊約歷史錯綜複雜，讀時若不得其法，往 往不知所云。而 且 ，有些 

經 文 還 隱 晦 難 明 ，叫人摸不着頭腦。不 過 ，這些毛病並非無可避免的， 

方法之一就是找着舊約歷史中的眞理鑰匙。只要找出其中的眞理，問題 

就 容易解決了。以下是舊約裏一些重要眞理：37

A  祌的作爲與祂的屬性相符

舊 約 的 一 大 目 的 ，是說明神是一位怎樣的神。祂 是 永 存 的 靈 ，是有 

位 格 的 活 神 ，「是 第 一 因 ，也是自有的神」。38祂 是 聖 潔 、公 義 、公 平 、 

仁 愛 、憐 憫 、有 恩 典 、眞 實 、全 在 （詩一三九7 _  12 ) 、全 知 （詩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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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5 ) 、全 能 （伯四二2 ; 耶三二17 ) 、不 改 變 （瑪三 6 ) 的 神 。神的屬 

性 絕 對 完 備 ，永 不 改 變 。祂 懲 罰 犯 罪 的 ，因爲祂是聖潔的神，但祂並沒 

有因此廢棄祂的恩典。祂的屬性永不自相矛盾。人 有 限 制 ，不常明白祂 

的 作 爲 ，有 時 甚 或 會 問 ：慈愛的神怎能容許舊約中慘酷的戰爭？我們必 

須 因 信 認 定 神 是 永 不 改 變 的 神 。祂 是 聖 潔 的 ，憑 愛 心 行 事 ；祂是仁愛 

的 ，卻永不會與祂的聖潔抵觸。這是絕對而不可以更改的眞理。

B 一切歷史在神的掌管中

世界歷史並非偶然湊巧而成；神 引 領 （或 容 許 ）某 人 （或 某 國 ）遇 

到 某 一 件 事 ，都是按着祂美善的旨意。例如以色列人妄求立王，神應允 

他 們 ，但卻在義中懲罰他們，使他們被巴比倫所滅。在 這 兩 件 事 上 ，神 

都顯出祂自己的權能和屬性。同 時 ，也說明了人的本性。

你甚麼時候對舊約歷史產生懷疑（如爲甚麼要發生這事），就當存 

着 信 心 ，安然信靠神是一切歷史的主宰，所有的事都在祂旨意之下，成 

就祂所定的目標。

C 以色列是蒙神選召眷愛之 _

神選召亞伯拉罕爲以色列國之父，然 後 神 建 立 以 色 列 國 （創一二  

1 _ 2  ) 。用 人的講法，神 的 揀 選 不 是 偏 愛 ，祂 並 不 是 從 許 多 國 中 ，選出 

一個特別優秀的民族，加 以 眷 顧 （申一〇14 — 17 ) 。不 過 ，神實在是按 

祂 絕 對 的 旨 意 ，從世人中選召亞伯拉罕一人，作以色列的父。也許你不 

能 明白神爲甚麼要特別選召一國，使 這 國 蒙 福 （創一二2 ) 。其 實 ，神 

對個人的拯救也是一樣，都是按祂的旨意揀選（弗一4一5 ) 。即使你仍 

然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仍要認定神對宇宙萬物有絕對的主權。況 且 ，神所作 

的 事 ，絕不會違背祂的公平與慈愛。39

D 神欲藉以色列向世人傅達信息

神常常藉人來傳達祂拯救的信息。新 約 時 代 ，神從耶路撒冷的一小 

撮 信 徒 動 工 。基 督 把 大 使 命 交 付 他 們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猶 太 全 地 ，和 

撒 瑪 利 亞 ，直 到 地 極 ，作我的見證。」（徒一8 ) 今日我們向非信徒作見 

證 的 原 則 也 是 一 樣 。回 過 來 說 ，在 舊 約 時 代 ，神希望以色列人與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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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今生享受豐盛的福分，好給列國的人作見證。可惜以色列人在一千 

五 百 年 的 歷 史 中 ，常 常 失 敗 ，不能完成神的心意。所以舊約中甚少看見 

他們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記載。神沒有忘記這些邦國，可是祂無法使用以 

色 列 ，達成祂 的 心 意 。4Q

E  救贖是舊約啟示的要旨

當 然 ，舊 約 還 有 許 多 重 要 的 信 息 ，譬 如 創 造 的 記 載 （宇宙來源  

論 ）。但從創世記第三章起，亞當夏 娃 犯 罪 ，斷絕了神人間的關係；聖 

經 的 主 題 信 息 ，一直就是環繞罪人怎樣可以得贖，與 神 和 好 。這信息由 

創世記一直貫通至瑪拉基書。41蘇 雅 （Erich Sauer ) 論 舊 約 說 ：「基督 

以 前 的 救 贖 史 ，全爲引領人認識普世的救贖主；神用歷史的啟示，先預 

備 以 色 列 人 ，又用政治及文化等等變遷，預 備 世 人 。J42

舊 約 說 得 很 淸 楚 ，神不單要拯救以色列人，乃是要拯救一切失喪的 

罪 人 。而 且 ，神認爲靈魂蒙拯救，比肉身得救更要緊。爲了叫以色列人 

知 罪 、悔 改 、信 靠 祂 ，祂用了爭戰擄掠等嚴厲的方法，使 他 們 回 轉 。

舊 約 也 明 說 人 是 憑 信 得 救 ，不 是 憑 行 爲 得 救 ，亞伯拉罕就是一例 

( 創一五6 ; 羅 四 1_ 3  ) 。如果我們發覺舊約的以色列人常常以虔敬之 

貌 示 人 ，我 們 就 可 以 明 白 ，靠行爲得救是多麼枉然。

由 於 舊 約 最 重 要 的 主 題 是 救 贖 ，三 十 九 卷 書 都 討 論 這 個 題 目 。而 

且 ，作 者 們 取 材 時 ，有時也會捨棄題外的資料。至於負責取材的，乃是 

默 示 人 的 聖 靈 。

F  舊約預言耶穌基督是將臨的救主君王

救贖 是 舊 約 的 主 題 ，基 督 （「受膏者」，彌 賽 亞 ）是世人的救贖主。 

因 此 ，舊 約 許 多 經 文 ，均 提 及 基 督 。有些經文只是預言以色列國在基督 

統 治 之 下 ，會變得怎 麼 榮 耀 ；有些則預言人因相信基督，必得蒙拯救之 

福 。以赛亞書第五十三章是預言基督代罪人受死的佳作。舊約有關基督 

的 經 文 ，很 多 是 用 預 表 （如利未記的祭）的 方 式 帶 出 ，不一定是直接的 

預 言 ，我們讀時應當留心。

按 肉 身 來 說 ，基督是大衞及亞伯拉罕的後裔，是 應 許 的 子 孫 ，是大 

衞 寶 座 的 承 繼 人 （太一 1 ; 路一 32 ; 加三16 ; 賽九 7 ;耶二三5 ) 。文利

舊 約 簡 介 39

( G . T . M a n l e y  ) 這 麼 論 到 耶 穌 ：

祂是末後的亞當。舊約救贖史中的每一件事、祂冗長家譜中的每一個

人 物 ，或多或少都表明祂的奇妙與作爲。43

基 士 拿 （N o r m a n  Geisler ) 亦指出基督是舊約的中心：

以基督爲舊約的中心，並不是一種解經（釋 經 ）法 而 已 ；神就是要我 

們 這 麼 解 。主耶穌曾五次明說，舊約的中心就是祂：⑴馬太福音五 

17 ;⑵路加福音二四27 ;⑶路加福音二四44 ;⑷約翰福音五39 ; (5)希 

伯來書一〇7。44

基 士 拿 從 上 列 經 文 中 ，引 出 四 個 以 基 督 爲 中 心 的 舊 約 讀 法 ，圖表 

1.5就是選自他的著作。45

請大家參考所列的五段新約經文，就會明白爲甚麼讀舊約時，要以 

基 督 爲 中 心 。

圖 表 1.5

以 基 督 爲 舊 約 中 心 的 四 個 讀 法

基 督 親 口 說 的 話 基督成全了 基督 被 視 作

路二四2 7、44 彌賽亞預言 彌賽亞、君王

來一〇7 利未祭司職分 祭 司 、祭牲

太五17 道德敎訓 先 知 、敎師

約五39 救恩應許 救 主 、主

G 神用神蹟表明自己

基 督 在 世 的 時 候 ，施 行 神 蹟 ，表 明自己是基督，是 神 的 兒 子 ，使人 

相信 祂 而 得 拯 救 （參約二〇30 —31 ) 。神 在 舊 約 時 代 ，也用神蹟表明自 

己 ，使 人 歸 向 祂 。自從人受造以來，神蹟的目的均爲彰顯天上的神的屬 

性 ，以及祂在人間的工作。不 信 神 蹟 的 人 ，就是拒絕聽神聲音的人。許 

多舊 約 聖 經 學 者 ，都 在 此 處 栽 倒 ，形成理智及靈性上的自殺。

H 聖經的啟示是漸進的

最 明 顯 的 例 證 就 是 比 較 聖 經 第 一 卷 （創 世 記 ）和 最 後 一 卷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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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創 世 記 記 載 人 類 起 源 ，神 對 人 首 次 說 話 ；啟 示 錄 預 言 末 世 ，說明 

基 督 要 作 萬 王 之 王 、萬 主 之 主 。在 開 始 及 末 後 期 間 * 神 不 住 彰 顯 自 己 和  

祂 的 救 贖 工 作 。祂 的 啟 示 ，尤 以 主 前 一 世 紀 以 前 爲 多 。

我 們 且 擧 一 個 漸 進 的 例 子 。《 神 在 伊 甸 園 第 一 次 彰 顯 祂 管 轄 撒 但 的  

權 力 ，並 宣 佈 基 督 將 臨 ，祂 是 女 人 的 後 裔 ，要 給 撒 但 致 命 一 擊 （「要 

傷 你 的 頭 」創 三 15 ) 。然 後 神 與 挪 亞 立 約 ，保 證 不 再 用 洪 水 淹 沒 大 地  

( 創 九 9 _  17 ) ; 祂 又 應 許 賜 福 亞 伯 拉 罕 ，使 他 成 爲 大 國 （創 一 二 2 _  

3 ) ; 祂 藉 摩 西 敎 導 子 民 過 祂 喜 悅 的 生 活 （出 二 〇 1 一 1 7 ) ; 祂 也 藉 先  

知 ，詳 細 預 言 基 督 的 降 生 與 工 作 （例 如 赛 九 6 ) 。神 又 藉 施 洗 約 翰 ，宣 

佈 基 督 將 要 展 開 的 工 作 （約 一 6 — 36 ) ; 並 向 寫 新 約 聖 經 的 使 徒 們 ，啟 

示 了 在 基 督 裏 的 新 生 命 是 如 何 豐 富 深 湛 （如 弗 一 至 三 章 ）。神 在 拔 摩 島  

上 給 約 翰 最 後 的 異 象 ，使 他 看 見 撒 但 被 丢 在 硫 磺 火 湖 裏 ，直 到 永 遠 。基 

督 在 新 耶 路 撒 冷 中 作 王 ，宣 佈 「都 成 了 」（啟 二 〇 1 0，二 一 6 ) 。

我 們 在 上 文 看 過 舊 約 舞 台 上 的 歷 史 過 程 （見 圖 表 1. 3 ) 。在 歷 史 演  

進 的 期 間 ，神 給 人 的 啟 示 也 不 斷 擴 大 、進 深 （敎 義 的 進 展 ）。讀 舊 約 的  

時 候 ，應 該 留 意 到 這 一 點 ，不 然 我 們 會 硬 把 某 一 敎 義 ，套 在 一 卷 早 期 的  

作 品 裏 ，忽 略 後 來 作 品 中 實 有 的 敎 義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我 們 讀 舊 約 的 時  

候 ，不 能 利 用 數 百 年 以 後 的 新 約 亮 光 來 解 經 。我 們 已 被 新 約 的 亮 光 光  

照 ，讀 舊 約 時 當 特 別 留 意 其 中 的 預 言 或 預 表 。47主 耶 穌 及 新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也 常 常 這 樣 引 用 舊 約 聖 經 。

I 舊約是神今日對我們發出的聲音

如 果 我 們 因 爲 某 個 信 息 古 舊 ，就 摒 棄 不 要 ，那 麼 連 新 約 也 可 以 不 要  

了 。但 神 的 書 —— 不 論 是 舊 約 抑 或 新 約 ，都 是 超 越 時 空 的 。保 羅 就 曾 爲  

此 寫 信 給 友 人 提 摩 太 ，力 言 古 舊 聖 經 的 好 處 ：「聖 經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於 敎 訓 、督 責 、使 人 歸 正 、敎 導 人 學 義 都 是 有 益 的 ，叫 屬 神 的 人 得 以  

完 全 ，預 備 行 各 樣 的 善 事 。 j  ( 提 後 三 1 6 _ 1 7  ) 在 同 一 章 中 ，保 羅 曾 提  

醒 提 摩 太 ，聖 經 能 使 他 「因 信 基 督 耶 穌 ，有 得 救 的 智 慧 」（提 後 三 15 ) 。故 

此 ，我 們 可 以 這 麼 說 ，舊 約 中 所 有 的 靈 訓 ，直 接 或 間 接 都 與 下 列 兩 個 永  

恆 的 眞 理 有 關 ：通 往 神 的 路 ；以 及 與 神 同 行 。舊 約 適 合 毎 一 時 代 的 人 ，

舊 約 簡 介 41

我們須敞開我們的心去接受它。楊 格 （Ed w a r d  Y o u n g  ) 曾 這 麼 說 ：

我們讀經的時候……須牢記聖經的神聖地位。存謙卑的心閱讀，等候 

聆聽神的聲音。持否定的態度，對聖經諸多批判，反而使我們不能吸 

取 敎 訓 ；若不存心接受，就無法明白聖經。我們不必以承認聖經是神 

的話爲恥……我們若想把它解成不是神的話，就犯了人類思想史上最 

大的錯誤。48

五 、溫習題

1. 讀舊約的幾個重要原因是甚麼？

2. 舊約與新約有甚麼關係？

3. 試述神賜人聖經的經過。

4. 何謂神的啟示？普通啟示與特殊啟示有何分別？

5. 神怎樣默示頭一本聖經？聖經的第一份手稿是否無誤？

6. 聖經的第一份手稿是否有部分尙未遺失？聖經現有 的 古 本 ，是否 

一字一句都沒有錯漏？若 不一定沒有錯，我們對抄本的信心應當如何？ 

我們怎麼知道它一定與原來手稿相符？

7. 死海古卷的發現，證實了甚麼？

8. 我們怎麼知道現有的舊約聖經正合乎神的心意，不能加添也不能 

删 減 ？

9. 我們的舊約有三十九卷，猶太人的是二十四卷。兩者的編排法有 

甚 麼 差 異 ？是否其中的一本長過另外的一本？

10. 試略述舊約的翻譯史。

11. 以 色 列 史 上 ，有 哪 幾 個 重 要 的 時 期 是 舊 約 成 書 的 背 景 ？你記 

得圖表1. 3 ( 「舊約歷史」）的內容有多少？試在紙上寫下你所記得的。

12. 寫聖經的先知最早出現於哪個時代？

13. 舊約地理的三大地區是哪幾個？

14. 迦南的地勢如何？市鎭集中於甚麼地方？

15. 試述巴勒斯坦的普遍氣候。一年有哪幾季？

16. 舊 約 時 代 ，與以色列史有關的五大國是哪幾個？各國對以色列 

的歷史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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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試述大衞時代迦南小鎭的典型房屋與人家，以及當時的背景。

18. 讀舊約的入門方法是很重要的。本書提及九個方法，是 哪 九 個 ？ 

試逐個解釋其重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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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alvoord, John W . ed, Inspi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

c  聖經的流傅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 p p . 31- 

38; 47-5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出版社。）

Bruce, F . F .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 ents, p p . 114-24.

Geisler, N o r m a n  L ” and N ix, William E . A  Genera/ J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p p . 235-66.

Laird, R . uH o w  Reliable Is the Old Testament Text?^ in Can I  Trust 
M y  B ib le?, edited by  H o w a r d  F . V o s , p p . 119-34.

Skilton, John H . “T h e  Transmission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Infallib le  Word, edited by N . B . Stonehouse and Paul Woolley.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15-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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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舊約正典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 p p . 59- 

62.(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ruce, F . F .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 ents, p p . 95-104; 163-75. 

Geisler, N o r m a n  L ., and N ix, William E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 ible , p p . 127-78.

Harris, R . Laird. “W h a t  Books Belong in the C a n o n  of Scripture?” in 

Can I  Trust M y  Bible?, edited by H o w a r d  F . V o s , p p . 67-87. 

M a n l e y , G . T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26-32; 38-39.

Robinson, G . L . “Ca n o 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 h e  Internationa/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 1:554-63.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46- 
114.

e  舊約翻譯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8- 

46.(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ruce, F . F .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p p . 125-62; 191-94; 201- 

11; 219-38.

Geisler, N o r m a n  L ., and N ix, William E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f p p . 297-343.

Purkiser, W . T .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7-37.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48- 

79.

F  歷史背景

Bright, Joh n . A  History of Jsrae人 pp. 23-66.(中 文 譯 本 爲 《以色歹IJ

史》，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Harrison, R . K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 p . 147-63. 

Technical discussion.

Kline, Meredith G . “Is the Hi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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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an I  Trust M y  Bib le?, edited by  H o w a r d  F . V o s , p p . 135-54.

M a n l e y , G . T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77-106. Concise 

treatment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ll parts of the Old 

Testament.

P a y n e , J. Barton. An  Outline of Hebrew  H istory, p p . 13-15. 

Condensed s u m m a r y .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 Historical setting is 

interspersed throughout this excellent w o r k .

U n g e r , Merrill F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p .8-17. Tabulation of 

dates and events.

G 地理環境

A d a m s , J. M c K e e . B iblical Backgrounds  ̂p p . 52-85.
Aharoni, Y o h a n a n . The Land  of  the Bible.

Baly, Dennis. The G eography of the Bible, p p . 125-266.

Orni, Efraim, and Efrat, Elisha. G eography of Israel. A n  excellent, 

large m a p  of Palestine appears in a flap under the back cover. 

P a y n e , J. Barton. An  Outline of H ebrew  H istory, p p . 15-19; 23-32. 

Pfeiffer, Charles F . B aker 's  Bible A tlas .

Pfeiffer, Charles F ., and V o s , H o w a r d  F . The W ycliffe H istorical 
G eography of Bible  Lands.

The Sacred  Land . Excellent topographical m a p s .

Smith, George A d a m . The H istorical G eography of the H oly  Land . 

Wilson, Clifford A . Exploring  Bible Backgrounds, p p . 39-47.

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Israel’s History, p p . 19-26.(中文譯本爲《以 

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H 生活習慣

Bailey, A . E . D aily  Life  in Bible Times.

Corswant, W . A . A  D ictionary of  Life  in Bible Times.

F r e e m a n , James M . M 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Bible.

舊 約 簡 介 47

G o r d o n , Cyrus. ^Biblical Customs and the N u z u  Tablets ,̂ B iblical 
A rchaeologist 3: (February 1940).

Grosvenor, Gilbert, ed. E veryday  Life  in A ncient Times.

Harrison, R . K . OAJ Testament Times. (中文譯本爲《舊約背景》，種籽 

出 版 社 。）

Heaton, E . W . E veryday  Life  in  Old Testam ent Times.

L a  Sor, William Sanford. D aily  Life  in Bible Times.

M a n l e y , G . T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428-38.

Miller, M . S ., and Miller, J. L . Encyclopedia of Bible Life .

Pritchard, James B . The A ncient N ear East in  Pictures.

Saggs, H . F . E veryday  Life  in Babylonia and  A ssyr ia .

Taylor, John B . A  Christian's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2-20. 
W i g h t , Fred H . M anners and  Customs of Bible  Lands.

i  神的選民以色列

Douglas, J. D . ed. The N ew  Bible Dictionary, p p . 578-83.

Sauer, Erich,The Dawn of World Redemption , p p . 89-120.

U n g e r , Merrill F . Unger's Bible  D ictionary, p p . 541-43.

j  舊約中的基督

Baron, David. R ays  of M essiah 's  Glory.

Baxter, J. Sidlow. The Strateg ic  Grasp of the Bible, p p . 141-56. 

Cooper, David L . M essiah : His F irst Coming Scheduled , p p . 136-56. 

Geisler, N o r m a n  L . Christ: The Theme of the Bible, p p . 9-101. 

Hengstenberg, E . W . Christ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12. 
Sauer, Erich. The Dawn of World Redemption , p p . 141-64. 

W a l voord, John F . Jesu s  Christ Our Lord, p p . 36-95.

註釋

1 . 參 John F . Walvoord, Jesus Christ O u r  Lord, 頁 79 —9 5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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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關基督的預言」有精采的討論。

2. Erich Sauer, The Dawn of World Redemption , p . 186.

3. J. Barton P a yne, The Theology of The Older Testament, p .

3 . (中文譯本爲（舊約神學》，種 籽 出 版 社 。）

4. John H . R a v e n ,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 6.

5 .  舊約哪一卷書是最早寫成的，沒 有 人 知 道 。如果摩西是聖經最 

早 的 作 者 ，便沒有一卷聖經是早於主前一五〇〇年 寫 成 。

6.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p . 15.書中 對 「口傳」（oral tradition ) 作爲神對人特別啟 

示 的 唯 一 途 徑 ，有 精 采 討 論 。 （中 文 譯 本 爲 《舊 約槪論》，種籽出版  

社 。 ）

7 .  這 些 經 文 是 以 亞 蘭 文 寫 成 的 ：創三一47 ; 耶一〇11 ; 但二4下 

至七28 ; 拉四8至六1 8 ，七 12 —2 6 。

8 .  母 音 （vowels ) 約於主後六〇 〇 至八〇〇年間加於舊約聖經 

的 抄 本 中 ，目的是幫助保存希伯來文的發音。

9 .  神沒有保存聖經原稿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有崇拜物質的傾 

向 ；而 且 ，即使今天有一卷原稿尙存於世，人又可能懷疑這份原稿的眞僞。

1 0 .  即 使 在 二 十 世 紀 ，聖經中仍有印刷上的錯漏！

1 1 .  現 存 主 要 的 希 伯 來 文 抄 本 有 ：開 羅 抄 本 （Cario C o d e x ,

A .D . 895 ) 、列 寧 格 先 知 抄 本 （Leningrad C o d e x  of the Prophets,

A .D . 916 ) 、阿 布 奴 抄 本 （Aleppo C o d e x , A .D . 930 ) 、列寧格舊約聖 

經 （Leningrad Old Testament,包括全本舊約聖卷，A .D . 1008 ) 。

12. Archer,上引書頁 1 8 - 1 9 。

1 3 .  詩篇是聖卷中最長及最先的一卷書，因此它的名稱常用來代 

表這部分的書卷。

1 4 .  希伯來文聖經的排列法與此有點不同。

15. F . F .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 ents, p . 92.

1 6 .  這些書卷的名稱來自七十士譯本。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毎卷 

書 的 名 稱 均 來 自 開 首 的 幾 個 字 ，例 如 ：創 世 記 稱 爲 Bereshith (起  

初 ）；出埃及記稱爲 S A e m o t A  ( 名 字 ）；民 數 記 稱 爲 ( 在  

曠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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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參聖經字典有關這些筵席的描述。

18. 年份的編排並非經常根據這個次序，例 如 ：以斯帖記的記載 

是發生於以斯拉及尼希米之間，而歷代志與列王紀又是互相平行。

1 9 .  天主敎的舊約聖經還包括七卷旁經（非 正 典 ），以及加於正 

典 的 旁 經 。

20. 羅 馬 數 字 L X X  ( 70 ) 及 拉 丁 文 Septuaginta ( 70 ) 都成了這 

個 譯 本 的 名 稱 ，相傳共有七十二位譯者參與這項翻譯工作。其 實 ，到俄 

利 根 時 期 （約 主 後 三 世 紀 ），這名稱才普遍使用，初時並非指全本希臟

文 舊 約 聖 經 。

21. G . T . M a n l e y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19.

2 2 .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以 色 列 通 常 指 神 的 選 民 ；王 國 分 裂 後 ，主要 

是指北國以色列。經文內容亦指示我們以色列是指甚麼。

23. 由 迦 南 地 伸 展 至 巴 比 倫 的 半 圓 地 形 ，稱 爲 新 月 形 地 帶  

( Fertile Crescent)。從 人 類 的 起 源 至 希 臘 的 黃 金 時 期 （主 前 五  

世 紀 ），它 一 直 是 人 類 文 化 中 心 ，並 且 擁 有 米 所 波 大 米  

( Mesopotamian Valley ) 的 兩 大 河 流 ：底 格 里 斯 河 （Tigris ) 及幼發

拉 底 河 （Euphrates ) 。

2 4 .  巴 勒 斯 坦 一 詞 來 自 希 伯 來 文 eres •Peiisrim，意 即 「非利士  

地」，非利士位於巴勒斯坦西南部。到 了 主 前 五 世 紀 ，這名稱泛指整個 

迦 南 地 。

2 5 .  以上的觀察是根據合理的假設，巴勒斯坦的氣候自舊約時期

至 今 ，變 動 不 大 。

26. 雖 然敍利亞的領土並不十分廣闊，但把它與其他四國一起討 

論 ，是因爲它與北國以色列關係密切，達 兩世紀之久。

2 7 .  方 格 部 分 指 該 國 的 强 盛 時 期 。在 某 時 期 中 ，仍由於一些因  

素 ，例如掌權者的政績，而出現短暫的衰落。

28. 關於以色列 人 留 在 埃 及 的 年 期 ’可參 L e o n  W o o d , Survey 

of Jsrae/’s History，頁83 —1 0 9。（中文譯本爲<以色列史綜覽》，中華 ijl畐 

音 神 學 院 。）

29. 參地圖 1. A  : 「舊約歷史的三大區域」，看赫人王國及米大尼 

的位置 在 哪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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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亞歷山大帝於主前三三六至三二三年爲馬其頓王，征服希臘 

各城及整個波斯帝國（由亞細亞沿岸一帶及埃及，一 直 至 印 度 ），當時 

巴勒斯坦同屬波斯所管治，因 此 ，也相繼落入亞歷山大手中。

3 1 .  關 於 這 題 目 而 以 敍 事 形 式 寫 成 的 文 章 ，可 參 “Israel at 

H o m e ”，載 於  John B . Taylor 的 A  Christian’s Guide to the O W  

Testament, 頁 12 — 2 0 ，極具參考價値。

32. 這 些 條 目 的 簡 述 ，載 於 Fred H . W i g h t 的 M a n n e r s  and 

Customs o/ Bi_We L a n d s . 請 注 意 ，這些未必是每個背景的一部分，同 

樣 ，它們都是族長時期（如 亞 伯 拉 罕 ）遊牧生活的描述。

3 3 .  在 迦 南 定 居 前 ，以色列人居住在帳棚之內。帳 棚 與 房 屋 ，都 

是 爲 了 保 護 之 用 ，倘若比較以色列人與西方人在居所上的進步，以色列 

人則較爲落後。

3 4 .  多過一間房子的房屋，通常是沿着露天的庭園建設。

3 5 .  在 被 擄 巴 比 倫 期 間 ，猶太人漸漸在固定的地點敬拜，後來這 

地點稱爲「會堂」（希 臘 文 s y n a g o g e的意思是「敬拜的地方」）。在舊約 

聖經 後 期 的 書 卷 裏 ，雖然沒有提及「會堂」，但這傳統一直維持至猶太人 

被擄歸回的時期。在 新 約 期 間 ，會堂已是一個健全的敬拜中心。

36. T a y l o r，上引書頁 1 2、1 7 。

3 7 .  聖 經 是 眞 理 的 啟 示 來 源 ，假若 你 盡 心 硏 讀 舊 約 各 書 ，會更加

相 信 這 句 話 。

38. 比較神學家阿奎那的引論，與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的眞理。

39. 有關神對以色列人的呼召，參 S a u e r，上引書頁90 — 9 2 。

4 0 .  約拿書記載 一 個 往 外 國 宣 敎 的 故 事 ，S a u e r認爲舊約聖經由 

頭到尾「充滿神對全人類的救恩應許」。參 上 引 書 頁 92_ 9 5，看神在舊約 

時 期 ，如何在外邦人當中工作。

4 1 .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有 關 救 恩 的 敎 義 不 是 規 限 於 「救 贖 」 

( redemption ) 這 神 學 名 詞 ，通常透過其他字眼來表達，例 如 ：「得救」 

(珥 二 32 ) 、「生命 j (申三〇 20 ) 、「光明中行走」（赛$ 5  ) 、「自己的 

神」（赛五〇1〇 ) 、「歸向耶和華」（赛五五7 ) 、「醫治j ( 赛五七18 ) 。 

參詩一九14及伯一九2 5 ，兩 節 經 文 都 出 現 「救贖主」一 詞 。

42. S a u e r，上引書頁 1 8 6。這書對舊約聖 經 的 拯 救 觀 ，有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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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極具參 考 價 値 。

43. " G . T . M a n l e y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14.

44. N o r m a n  L . Geisler, Christ: The Theme of the Bible, p . 31.

45. 上引書頁3 2 。

46. 現在只引述漸進式啟示的一些重要部分，至 於 其 他 部 分 ，可 

自行硏究。

47. 其 中 一 個 例 子 ，記載於 創 世 記 三 章 十 五 節 ，基督被稱爲女人 

的 後 裔 。舊 約 聖 經 中 ，有關彌赛亞的記載，通常並不是淸楚地單指基督 

而 言 ，例 如 ：誰會想到耶利米書三十一章十五節的預言：伯利恆母親的 

號 眺 大 哭 ，會成爲馬太福音二章十七至十八節的應驗？

48.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p .10—

11 .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第二章

鳥瞰法

鳥瞰法不在於閱讀一本書而已。我們應了解這個方法，俾能發揮其 

所 長 ，應用於舊約的硏讀上。下文會討論鳥瞰法的目的與步驟，並分別 

提到硏讀舊約各卷書的不同方法；本章的下半部會說明如何使用鳥瞰法 

來 硏 讀 本 書 。

一 、鳥瞰之目的與步驟

A 全面性硏經

讀經分以下三個步驟1 :

閱讀—— 閱讀文中的內容 

解釋—— 硏究文中的意義 

應用—— 把聖經運用在生活上

雖然我們也會用到後面兩個步驟，但鳥瞰法最注重的，乃 是 閱 讀 。

鳥 瞰 硏 經 法 ，就 是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綜 讀 全 書 。此 法 又 名 綜 覽 、總 

覽 、槪 覽 、俯 覽 。

分 析 以 前 ，應 先 綜 覽 ，這 才 符 合 以 下 的 標 準 ：「先 看 全 貌 ，然後分 

部處理」。這 就 是 說 ，先 看 全 書 ，得 全 景 以 後 ，再逐一仔細剖析各小部 

分 。本 書 並 不包括分析，只是集中綜覽舊約三十九卷書。只有與綜覽有 

關 的 題 材 ，我們才會注意它的細節問題。

B 鳥瞰的目標

分 析 以 前 ，應 先 綜 覽 。所 以 ，鳥 瞰 的 目 標 有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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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注意各個重點

讀經會有兩個極端，一是過於强調某些地方；一是過於輕忽某些地 

方 。分 析 細 節 前 ，先槪覽全 書 要 目 ，就可避免上述兩個極端。

(二） 注意各點的相互關係

在 林 林 總 總 的 事 例 中 ，能分辨出書中要旨，於讀經有莫大幫助；飛 

行 員 林 白 （Charles Lindbergh ) 就 是 一 例 。初 初 飛 行 的 時 候 ，林白有 

一次把一貴重儀器丢掉了。他雖然眼看着這個儀器從飛機掉到地上的田 

間 ，後來在鄰近駕了一架較小的飛機，又下機捜遍那地，但依然一無所 

得 。於 是 ，他就採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把 外 衣 脫 下 ，鋪 在 一 棵 矮 樹 上 ， 

再 從 空 中 往 下 望 ，很 快 他 就 發 現 儀 器 及 外 衣 ，再把外衣掛在另一棵樹 

上 ，然後在飛機上定二者的方位。如是者重複好幾次，很快便找回失去 

的 儀 器 。

知道了某節經文的位置和上文下理，我們就可以決定該節經文的解 

釋 。鳥瞰法使人對經文有全面的認識。

鳥瞰法也有其他要點，與上述兩個目標很有關係。

( _ ) 綜覽全書的結構

各卷聖經並非文字連篇而已，這些文字都有意義，都是環繞着作者 

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和眞理而寫成的，令讀者心有所感。試 擧 例 而 言 ， 

下圖是撒母耳記下的大槪結構。你看後有甚麼感想？

撒母耳記下

大
衞
犯
罪

1 —— 一 三  二 四 1

使 徒 保 羅 很 注 意 聖 經 中 的 結 構 ，以 弗 所 書 六 章 二 節 就 是 證 據 ，他 

說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從 這 話 看 來 ，保 羅 看 到 十 誠 （出二〇 

1 _  17 ) 有怎麼樣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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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書中內容

鳥瞰硏經要注意內容（說 些 甚 麼 ）和 結 構 （怎 麼 說 法 ）。不過在綜 

覽 內 文 的 時 候 ，我們不會注重細節。到 分 析 經 文 時 ，才 仔 細 硏 究 。我們 

先 注 意 要 點 ，如所發生的大事、重 要 人 物 、重要 眞 理 等 。這些就是該書 

主 題 的 線 索 。

(三）  融入書中，感同身受

投 入 經 文 當 中 ，能使你讀得更好。鳥瞰法使你讀出書中的情景，令 

你有如置身其間。

(四）  思索各書的相互關係，並其與舊約全塞的關係

綜 覽 各 卷 書 以 後 ，這一步便易如反掌，而且也是很好的方法。

(五）  從全害所得的感動裏，找出屬靈的敎訓

綜 讀 的 時 候 ，因爲不住注意較爲强調的眞理，我們會多看到關係人 

生 的 緊 要 事 。閱 讀 的 時 候 ，千萬別錯過這個實用的目標。

C  綜 覽 步 驟

讀完了某舊約書卷的背景（如 日 期 、作 者 等 ），就須準備讀該書的 

經 文 。槪覽的方法 有 幾 個 ，但基本的步驟有三：⑴ 熟 習 全 書 內 容 ；⑵分 

段 略 讀 ；⑶ 注 意 全 書 的 整 體 性 。書中各段的進展如何？是 否 從 隱晦而 

至 明 朗 ？換 句 話 說 ，進 展 過 程 是 ：從 初 現 至 重 現 ，再 而 至 不 住 出 現 ； 

或 者 從 散 漫 不 明 ，而至 結 構 嚴 密 、意 義 淸 晰 。

綜覽的步驟包括下列幾點2

(一）  第 一 步 ：熟習全書內容

⑴盡量把該書一次看完。不必逐行逐字的讀，要是你的聖經有分段，就 

只須讀各段的頭一句便可，倘 若 有 章 題 、段 題 ，略讀的時候也須同時

注 意 。

⑵把讀後的心得隨即寫下。

(3)試想想全書的情景大略如何。不 過 ，在 這 個 階 段 裏 ，並不一定領會得 

到全 書 的 情 景 。

⑷列出該書的鑰字和鑰句。

(二）  第 二 步 ：分段略讀

⑴ 用 本 書 所 提 供 的 段 落 劃 分 ，逐 段 略 讀 。找 出 各 段 的 主 題 。（所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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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乃是包括同一個思想，有時可能横跨數章，有時只是一章中的某

一 段 。）3

⑵ 定 每 段 標 題 。（段題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字，亦可能是一句短句，最好 

出自該段經文。至少可以作爲該段經文的一個重要索引。）這個步驟 

的重點並不在於段題的本身，而是在於按着書中的分段變化來思索。 

(3)把新的心得寫下來。你現在已經開始分部硏讀。

(三） 第 三 步 ：注 意 全 書 的 整 體 性

到 目 前 爲 止 ，你所看到的多爲獨立的項目；到最後一步的時候，你 

就 須 注 意 這 些 項 目 怎 麼 交 織 成 爲 一 組 。這 樣 ，你就會更明白全段的主 

題 ，也 會 看 得 深 入 一 些 。我 再 說 ，要 緊 的 是 別 光 留 意 內 容 （神說了甚 

麽 ），也 要 留 心 結 構 （神 怎 樣 說 ）。

⑴ 留 心 多方面的資料，如 地 點 、人 物 、事 物 、敎 義 、演 辭 、事 情 等 等 。 

譬 如 說 ，出埃及記二十五至三十一章乃是一組，內容講到約櫃。

(2) 比 較 該 書的首尾，這會使你較了解全書，尤以敍述文爲甚。

(3) 從敍述中找出轉捩點，但並不是每一卷書都有這麼要緊的一點。上文 

提過的撒母耳記下就有這樣的轉捩點。

(4) 找出高潮的地方。如果該書 有 高 潮 ，就要注意故事怎樣進入高潮。

(5) 讀讀各段 的 段 題 。如果該書是歷史書，就須注意情節間的變化；若然 

不 是 歷 史 書 ，就須注意論述間的勢向。繼 續 努 力 ，直到找出該書的大 

綱 。要靈活地運用紙筆。先前觀察的心得會有很大幫助。

(6) 試用你自己的話說出該書的主題。

二 、應用本書爲綜覽的指南

本書的宗旨是幫助讀者自己找出舊約各卷書的要義。這種自學法需 

要 親 自 發 掘 ，若你能夠自己發掘，對 你 說 來 ，舊約便會變成生動活潑。 

格雷 博 士 （ D r . James M . G ray ) 擅 長 於 敎 授 綜 覽 法 。他 說 ，人自己花 

功夫找出聖經的大約結構，雖然成績不一定理想，但對硏讀的人來說， 

比參閱別人十全十美的大綱得益更大。他 說 得 對 。這並不是低估別人的 

作 品 ，而是强調讀者們先自己綜讀，然後才參考別人的成果。

本書 是 一 本 指 南 ，不過也會供應敎學性資料，用以支持或補充個人 

尹 W 讀 。本 書 不 是 註 釋 ，亦不是舊 約 導 論 ；不過兩方面的材料也會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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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

下面會討論到不同的方法和其他補充資料。

A 指南

本書所提出的綜覽法，會按舊約各書卷之性質而略有不同，不過整 

體上仍是分別不大的。

㈠ 指導

應 該 找 些 甚 麽 資 料 ，在 哪 裏 找 到 ，這是綜謓時最要緊的一個步驟。 

我會請大家把所有心得寫在紙上。讀得好或讀得馬馬虎虎，分別就是各 

人下了多 少 功 夫 ，正 如 有 人 說 過 ，「筆的眼睛頂亮」。

㈡ 問題

回 答 問 題 是 有 效 的 學 習 方 法 。盡 可 能 把 答 案 寫 下 ，如果你認眞回 

答 ，照 着 指 示 去 做 ，就會在不知不覺間培養出有效的讀經方法與習慣。 

(三） 填表

本書有些圖表是沒有塡妥的，供讀 者 塡 寫 。如果你喜歡塡在紙上， 

記 得 說 明 是 與 哪 一 個 圖 表 有 關 。圖 表 是 視 覺 敎 材 ，是綜讀聖經的好方

法 。

㈣ 應用

本 書 毎 一 章 後 ，都列出應用信息的方法。擧 例 而 言 ，聖經中的律法 

可說是超越時空的標準；歷史乃是「要 作 鑑 戒 ；並且寫在經上」（林前一 

〇11 ) ; 見 證 與 禱 吿 （如 詩 篇 ）能 感 動 人 ，激 勵 人 ；預言是爲警誠和安 

慰 。同 時 建 議 大 家 花 些 時間默想聖經中的鑰字鑰句，把這些字句畫下 

來 。這是畫聖經的好處之一。

㈤ 進階習作

有些讀者或會較深入硏究本書毎章末所提供的問題；若 時 間 不 足 ， 

略去這一部分亦不會妨礙繼續硏究。

B  參考資料

除了敎大家怎麼綜讀，本書還提供好些輔讀材料。

(―) 背景

我們會在開始 閱 讀 的 時 候 ，列出該舊約書卷的背景。好 些 資 料 （如

鳥瞰法

寫作日期及作者等）聖經都沒有記載，我們會在書中特別提供。由於篇 

幅 所 限 ，內 容 從 簡 ；如果你要深入硏究，就須參看其他資料。

㈡ 短評

書中多有短評及資料，可以幫助大家作綜讀之用。

㈢ 地圖

舊 約 甚 多 歷 史 背 景 ，所 以 知 道 各地方的位置是相當重要的。書中 

的地圖能幫助讀者記憶。

㈣ 歷 史 圖 解

圖表1.3就 是 歷 史 圖 解 ，說明某書某段的背景。這類圖表對於綜讀 

者 甚 有 裨 益 。

㈤ 圖表

讀 完 毎 一 卷 書 ，就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圖 表 。我們建議大家把指定的舊 

約書卷讀完才看這個圖表，這樣你才會自己有所發掘，因 而樂在其中。 

其實這個圖表還未包羅所有的資料，你可以添上個人的閱讀心得及大綱。 

㈥ 書目

每卷書都列有選讀書目，如 註 釋 等 ，可 供 參 閱 。

C  綜 讀 工 具

以下是最基本的工具：

( - ) 好 的 聖 經 譯 本

最好是印刷淸楚的串珠聖經；自讀的聖經，以沒有註釋和大綱的譯 

本 爲 佳 。這樣才會集中注意聖經內文。除了特別註明以外，本書的經文 

均 採 自 和 合 本 。遇有不明白的地方，最便捷的方法是參考較口語化的譯 

本 ，如《當代聖經〉，而和合本對你使用意譯本亦有益處。

(二） 完 備 的 經 文 彙 編 1

你 通 常 要 查 考 某 一 字 在 一 舊 約 書 卷 中 出 現 多 少 次 （或在何處出  

現 ）。有 了 經 文 彙 編 ，就可以一目了然。

(E ) 全 套 註 釋 「>

主要是在碰到難解的經文時可以參考，或查閱風俗習慣及地理歷史 

等 資 料 。

(編者註：有關參考害籍，請參「選讀窖目」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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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紙筆

閱 謓 時 ，常 要 一 筆 在 手 ，把 經 文 畫 下 來 ，或 把 心 得 記 下 ，但各人習 

慣 不 同 ，有 些 人 除 了 用 紙 張 記 錄 之 外 ，還 用 筆 記 簿 ，不但可以長久保 

存 ，還可以引發其他思想。

㈤ 顏色筆

你可以在讀某卷書時，把神的慈愛都用藍筆畫下來，你又可以用其 

他顏色筆畫下其他主題經文，6 然 後 逐 一 比 較 ’必然大有裨益。

三 、 總結

讀 舊 約 聖 經 實 在 是 一 項 很 大 的 挑 戰 。原因是舊約聖經的作者一  

神—— 非 同 小 可 ，祂所寫的非比尋常。想要從綜讀而得到造就，就須準 

備多花時間，並且要有耐性。偉 大 的自我主義者費伯（Fabre ) 常 說 ， 

他 最 重 要 的 兩 個 工 具 是 「時 間 」和 「耐 性 」。年 輕 的 湯 普 （Clyde 

T o m b a u g h  ) 因 爲 有 耐 性 ，終於發現了冥王星。當天文學家從計算中推 

斷出一 個 「可疑的」天 體 的 軌 跡 之 後 ，湯普就在一九二九年三月開始硏 

究 。根據<時代雜誌> ( T i m e  ) 記 載 ：

他 用 閃 光 比 測 器 （blink comparator ) 硏究許多用望遠鏡拍攝的照 

片 ，每張都有成千上萬的星體。他通常要花費三天才能看完兩顆，這 

實在是一件很費精神、很費眼力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眞是「悶 

得不得了」。他經年累月的一顆一顆硏究，約硏究了二千萬顆星。到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八日，在硏究兩張雙子星座的照片時，突然發現了 

冥 王 星 ！這是天文學近百年來的最新發現。這星的發現乃是由於一位 

美國人耐性硏究所得的成果。7

不論是綜讀 或 細 讀 ，要讀得徹底都需思考、默 想 。思 考 需 要 時 間 ， 

需 要 專 心 ，認 眞 讀 經 的 人 兩 樣 都 不 可 缺 。只 要 有 耐 心 ，就會如湯普一 

般 ，得 着 報 償 ，發現前所未見的眞理亮光，喜 不 自 勝 。

四 、 溫習題

1. 讀聖經的三個步驟是甚麼？請按次敍述並說明好處何在。

2. 何謂綜 讀 ？與細讀有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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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爲何細讀以先須有綜覽？

4. 本篇所提供的三步綜讀方法是甚麼？試擧出各步驟的一些要點。

5. 不假手他人的自讀法有何好處？

6. 本書如何指引讀者自讀之路？書中有何資料提供？

7. 本書提供了些甚麼綜讀工具？

8. 爲何做筆記是這麼重要？

註釋

1 .  這 次 序 非 常 重 要 ，在 解 釋 聖 經 前 ，先要了解內文到底說些甚

麼 。

2 .  有關硏經的各個步驟，不會在以後各章詳細討論。

3. 本書所用的分段原則如下：各段 合 成 一 組 ，各組合成一部。

4. James Strong 的 A n  £ x/iaustiVe Concordance 對於綜覽式硏 

經 ，很 有 幫 助 。

5. 有 兩 個 非 常 好 的 資 料 來 源 ，就 是 ：Th e  WycLY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中 文 譯 本 爲 <威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 籽 出 版 社 。 ）與 

TTie N e 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中 文 譯 本 爲 （聖 經 新 釋 》，證 道 出 版

社 。）

6 .  若過多用顏色筆把重點畫下，會失去它的功效。只要把一些重 

要題目畫下便可以。

7. T i m e  M agazine ,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頁10 〇



■人類始源及■ 

以色列初期歷史

聖經的前五卷稱爲五經，記 載人類的始源、選 民 以 色 列 ，以及其他  

有關的律法與事件等。凡以此書爲神話或陳舊落伍的，就是否定神對自  

己及人類歆示的基礎。基督徒必須知道這幾卷書，不信的人也必須知道  

書中記載的神蹟。

■ 創 世 記  

■出 埃 及 記  

■ 利 未 記  

■民數 記  

■ 申 命 記



第三章

創 世 記 ：起源之書

聖 經 的 第 一 句 ：「起初神創造天地」，是一句恰到好處的開場白。那 

是 時 間 的 開 始 ，宇宙存在的起始。神 是 永 存 的 神 ，沒 有 開 始 ；只 是 ，這 

創造是祂在自己以外1首 次 所 做 的 工 。創 世 記 起 頭 就 談 到 始 源 ，爲全書 

作了一個槪括的簡介。創世記是起源之書，是只有神才有資格寫下的啟

示 。

一 、 讀前準備

1. 創世記的入門和學習，可以影響你硏讀舊約聖經其他各經卷。故 

此你要先求聖靈開啟你的眼睛，使你明白聖經第一卷書中的偉大眞理。 

創世記實在是「神全盤啟示的基礎」。2

2. 參看約翰福音一章一至五節。將這幾節經文與創世記一章一節作 

個 比 較 。再 讀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十 三 至 二 十 節 。根據新約聖經這兩處的經 

文 ，思想基督在創造和救贖工作中，扮演甚麼角色？

二 、 背景
A 五經

創世記是五經之一。硏讀這 書 以 先 ，須略爲了解五經的背景。

H 名稱

猶 太 人 通 稱 聖 經 首 五 卷 書 爲 「律 法 書 」，也 常 稱 爲 五 經  

( Pentateuc/j，字義爲「五件一套的器皿」）。頭一次引用這名稱的，也 

許是神學家俄利根（Origen, 185 — 254 A .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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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多處引用五經的話，參閱下列幾處經文，並將被引用的書名及 

經節—— 寫 下 。舊 約 ：約書亞記八3 4 ，二四26 ; 列王紀下二二8 ; 歷代 

志上一六40 ; 歷代志下一七9 ; 以斯拉記六18 ; 尼希米記八1 ，九3,一〇 

28 ; 但以理書九1 1 。

新 約 ：馬太福音一二5 ; 馬可福音一二26 ;路加福音二23 ; 約翰福 

音七23 ; 加拉太書三1 0 。這些經節和各書卷的主題有甚麼關係？與書卷 

所用的形式有甚麼關係？與作者有甚麼關係？

㈡ 統一

不 論 是 內 證 或 外 證 ，都支持五經爲同一人所作，主 題 相 同 。阿力斯 

( O s w a l d  T . Allis ) 在 其 《摩 西 五 經 》（77ie FiVe B o o t s  of M o s e s  ) 

中 ，反駁否定此說的新派批判，其中有些部分說得很好。文 末 說 到 ：

不管唯理主義的文學批判和歷史批判怎樣堅決否認，世界上大部分的 

基督徒仍舊相信，而且還要繼續相信，五經並不是後期不知名之人不 

可靠的作品，而是神人摩西的五經。3 

內 證 方 面 ，安 加 （Ung e r  ) 說 ：

五經的眞實性，與其歷史的連貫性、寫作方針的一貫性、用意的崇高 

性 、對象的全面性，以及超越時間限制的信息、一致的要旨、流暢優 

美的文體和其中屬靈的意義，在在都表明是出於一個與神緊密聯繫的 

人的手筆。4 

㈢ 作者

除 一 小 部 分 以 外 ，例如說摩西的死（申 三 四 ），五卷律法書的作者 

均 是 摩 西 。5不 過 ，這並不摒除書中某些地方引用已存文獻的說法。6歷 

史家引用已存的文獻，乃是順理成章的事。聖經作者這樣做，並不影響 

神 的 默 示 。（提及摩西執筆的經文，有 申 三 一 24_26 ; 出一七1 4 ，二四 

4 —8 ，三四27 ; 民三三1 — 2 ; 申三一9 )

摩西在聖經中的出現是在出埃及記。出埃及記特別提到他寫「神的 

話j ，如 出 埃 及 記 二十四章四節。創世記雖然沒有提到摩西寫書，五經 

的統一性亦顯明創世記是摩西所作，文 利 （Manle y  ) 說 ：「直 到 目 前 ， 

仍沒有人能指出創世記與其他四卷書有甚麼抵觸。摩西旣被公認爲律法 

書 的 作 者 ，即使被視爲創世記的作者，也是可以接受的。」7我們也可看 

到 ，出埃及記其實就是創世記的續集（參創五〇22至出一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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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主題

五經的主題包括歷史、律法及靈性各方面。在 歷 史 方 面 ，五經記載 

人 類 的 起 源 ，以及希伯來民族的起源和早期的境遇。在 律 法 方 面 ，五經 

記 載 神 賜希伯來民族律法，要 他 們 遵 行 。赫 戴 維 （D . A . Hub b a r d  ) 提 

到其靈性的功用如下：

五經記載神在歷史中的啟示和管治，證實以色列人的順從和悖逆，並 

神 的 聖 潔 ，與人不 同 ，又記載祂的恩慈，使祂照着自己的心意，與人 

相 聯 。8

以下爲五經中以色列史的簡表：

創世記 以色列的起源和歷史 起源

出埃及記 從爲奴的埃及被贖 救贖

利未記 以色列民的敬拜，由利未人領導 律法

民數記 在西乃半島曠野流浪 試驗

申命記 再賜律法，等候進迦南 準備

B  寫作日期和地點

寫 作 地 點 不 詳 ，也許是在埃及期間或米甸期間寫成（主前一四四五 

年 之 前 ），也許是出埃及後不久，寫於曠野的旅程中（主前一四四五年 

以 後 ）。9後者說法似乎較準。

C  地理

地圖 1. A 是 「舊約歷史的三大區域」。注意圖中三個重要的旅程：⑴ 

從 吾 珥 到 迦 南 ；⑵ 從 迦 南 到 埃 及 ；（3)從埃及到迦南。從創世記-I-一章二 

十 八 節 ，到 申 命 記 結 束 ，五經絕大部分的事件，均在這些地方發生。

伊 甸 園 （創二8 ) 爲 人 類第一個居住的地方，地 點 無 法 考 據 。有人 

以爲伊甸位於巴別之北，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相距不遠之處。

注 意 亞 拉 臘 的 位 置 。據 創 世 記 八 章 四 節 ，挪亞的方舟「停在亞拉臘 

山上」。

注意巴別城的位置。挪亞的後裔就是在這地建「一 座 塔 ，塔頂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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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一一 4 ) 。亞伯拉罕的故事從第十一章開始，地點爲吾珥城。

D 十 二 至 五 十 章 的 重 要 年 代

創 世 記 十 二 至 五 十 章 的 重 要 年 代 ，10見 於 圖 表 3.1 。細看這個圖 

表 ，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1. 四 位 先 祖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約 瑟 ）之 中 ，哪一位壽命最

長 ？

2. 雅 各 出 生 的 時 候 ，亞伯拉罕是否尙在人間？從亞伯拉罕往迦南， 

直到雅各率領衆子往埃及，中間經過多少年？

三 、綜覽

現在 是 綜 覽 的 核 心 ，需要翻看聖經。綜讀的時候須牢記着，你的目 

的是綜覽全書結構和要旨，閱讀時須注意各個事件和其中的相互關係。

1. 注意創世記有多少章。單單翻閱毎章的頭一節，再讀聖經上的分 

題 ，找 出 要 旨 。你對這卷書的第一個印象是甚麼？創世記主要記載的， 

有 哪 些 人 ？哪 些 事 ？

2. •第二步就是很快的略讀各章，注意每章主要的內容。n 將各段的 

分 題 寫 在 紙 上 （參 下 圖 ）。寫 完 之 後 ，你對這卷書又有甚麼新的感想？ 

有沒有注意到某些鑰字和鑰句？

3. 試比較創世記第一章和同書的最後一段（五〇22 — 26 ) 。特別在 

人 類種族方面，你有甚麼意見？

4. 當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國，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時 ，以色 

列人的歷史便吿展開；參創世記十二章一至三節。（注 意 ：亞伯拉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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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亞 伯 蘭 。改名的原因見創世記十七章五節。 ）就 你 所 見 ，從創世記十 

二 章 到 最 後 一 章 ，亞伯拉罕的後裔有哪些著名的人物？

5.從第一章到十一章，有哪些膾炙人口的事蹟？試將觀察所得與圖 

表 3. 2作 個 比 較 。在 始 祖 墮 落 、洪 水 和巴別塔三個記載中，罪的角色如 

何 ？這些事例怎樣引發到亞伯拉罕被召？

創 世 記 （一 至 五 〇 章 ） 表3.2

一章 一二章 五〇章

以 事 爲 重 熙 以人 爲 重 熙

創造一堕落一洪水一巴别塔 亞伯拉罕一以撒一雅各一約瑟

整個人類 亞伯拉罕家族

6. 再 略 讀 創 世 記 一 遍 ，注意上述的四件事及四個人物記載在哪一

章 。

7. 特 別 注 意 一 至 十 一 章 的 內 容 。這 幾 章 載 有 許 多 第 一 次 發 生 的  

事—— 如 第 一 個 男 人 、第 一個女人。把這些第一次出現的人物或事件的 

起 源 寫 在 紙 上 ，將所記錄的與圖表3. 6對 照 。

8. 創世記的鑰句是「X  X 的後代記在下面」。I2 這 句 子 後 面 ，往往是 

一 串 人 名 。例 如 ，「閃的後代記在下面」（一一10 ) ，跟着就記載閃的子 

孫 （—— 10 —12 ) 。類似的句子可見於創世記二4 ，五1 ，六9 ，一 〇 1， 

—— 1 0 ，—— 2 7 ，二五 1 2 ，二五1 9 ，三六1 ，三七2 。請將經文所列的名 

字 寫 在 紙 上 。從亞當到雅各後代的一連串族譜中，可以找到救主耶穌的 

族 系 （參路三 23 — 38 ) 。舊 約 聖 經 詳 記 族 譜 ，實 有 屬 靈 的 意 義 。擧例 

說 ：神對繼承應許的人守信用。13

創 世 記 也 有 並 行 的 記 載 ，不 過 略 略 帶 過 以 後 ，再 提 到 選 民 。該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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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6 — 24 ) 和 以 實 瑪 利 （二 五 I2 —I8 ) 的後.代就是一例。

9. 從亞當到亞伯拉罕（一 至 十 一 章 ），中間超過二千年。"只 是 從  

亞伯拉罕到約瑟去世（十二 至 五 十 章 ），中間大約只有三百年。換句話 

說 ，創造和墮落這些重要題目，創世記只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敍述，用了 

其 他 五 分之四的篇幅，記 載 四 位 始 祖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約瑟之 

事 。這種篇幅分配是否說明創世記的用意和信息？

10. 試 將 創 世 記 所 載 的 事 ，與地圖 1. A 各 區 對 照 。第一至 i-一章談 

到的人類種族問題，發生於哪個地方？這些事件的遺蹟何在？

11. 參綜覽圖表3. 6 。注意圖中所列出的多個提綱，其中的主要人物 

爲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他們的事蹟先後從這些經文開始:創世記 

一二 1，二五 19,二七 1，三七2下。略略翻看經文彙編，就可以看到這些先祖 

出生的記載:創世記—— 26,二一 3,二五 26，三〇 20。因此，在圖表上有重疊。

讀 出 埃 及 記 時 ，你或會應用類似的圖表。這圖表的好處在哪裏呢？

四 、要旨

這個讀法是專注書中各個要目，不在於分析細則。再 强 調 說 ，綜讀 

法只硏究各段較重要的地方。

我們就按聖經所編排的次序硏究吧。

A  創 造 天 地 （一 1至 二 3 )

1. 先 讀 這 段 經 文 ，注意經文中不住重複的鑰字鑰句。再讀二章四至 

二 十 五 節 。下列幾個結構法則在這段經文中如何使用？

特 殊 性 法 則 （從普遍而趨向特殊）：

宇 宙 （一 1 — 5 )

地 （一6 - 3 1  )

人 （一26 — 3 0 ，二 7 — 25 )

漸 進 法 則 ：六日創造的高潮何在？

重 點 法 則 ：事件的主要人物是誰？

2. 注意不斷重複的命令 I5與 成 就 。

3. 據 你 觀 察 ，六日創造的形式如何？ 

a.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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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天 ，將水分開

c. 旱 地 、菜蔬

d . 光體

e.  飛 鳥 、魚

f.  牲 畜 野 默 、人

g . 安息曰

B  百 物 生 長 （二 4— 15 )

二 章 四 節 並 非 想 引 出 天 地 的 創 造 ，而是要引出神爲之而造天地的 

人 。】6

1. 第一個人如何被造？第一個女人如何被造？

2. 第 一 、二章怎樣把人和獸區分？注意人的獨特性（參一27 ) 、治 

權 和 命 運 。

3. 聖 經 沒 有 說 明 神 造 人 的 日 期 。理 由 是 人 類 的 一 源 性 ，在神學上 

來 說 ，比其古遠性更爲重要。創世記有否說明人類的一源性？

4. 第 一 、二章啟示了神的哪方面？

C 人 類 墮 落 （三 1至 四 26 )

先 讀 經 文 。第三章沒有說到蛇來自何方，一開始即說到牠對夏娃的 

靈 命 進 攻 。參 哥 林 多 後 書 十 一 章 三 節 ，】7 這節聖經明言這事爲歷史事  

實 。請再讀啟示錄十二章九節、二 十 章 二 節 ，這兩處說明蛇就是撒但。

1. 第三章主要的人物是誰？第四章的又是誰？第 三 、四兩章的關係 

如 何 ？

2. 經文中何處記載下列事件：

a. 撒但以欺詐手段攻擊人

b. 神對罪人公義的控訴

c. 神慈愛的預備

d . 神 應 許 擊 殺 人 的 仇 敵 ，給 人 盼 望 （三15 ; 比較約一二31 ; 啟一 

二 9 - 1 1  )

e. 人類繁殖

3. 試比較人在這三處經文中（三8,三 24,四26 )，與 神 的 關 係 如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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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兩章經文說明神是怎樣的？又怎麼說到人的罪惡過犯？人怎樣 

才可與神恢復相交？

D 洪 水 （六 1至 九 29 )

1. 人的屬靈情況落到甚麼地步，才引致洪水的刑罰？

2. 挪 亞 得 以 倖 免 ，是因爲「在耶和華眼前蒙恩」（六8 ) ; 爲甚麼他 

會 蒙 恩 （參六2 2 ，七 1 、5 ，八20 ; 來—— 7 ) ?

3. 洪水爲禍的情形如何（七1 1 、21 — 23 ; 參彼後三4一7 ) ? 是不是 

說到整個世界都被洪水淹沒呢？

4. 隨着審判而來的事，往往亦很重要。試說明下列各事的重要性： 

挪 亞 築 壇 （八20 ; 聖經中第一個祭壇）

神 賜 福 氣 （九1—7 )

神與挪亞和他的後裔立約（九 9_  17 )

E 列 _ 的 興 起 （一 〇 1至 一 一 32 )

在 這 兩 章 經 文 中 ，閃的血統將挪亞與亞伯拉罕連繫起來。閃是挪亞 

的 次 子 ，閃 族 的 始 祖 。18請先讀創世記十章一節，再讀十一章十至二十 

七 節 。歷 史 次 序 應 爲 ：⑴ 洪 水 ；⑵從挪亞家族再產生各個民族；⑶遷往 

示 拿 ，在 巴 別 建 造 城 塔 ；⑷變亂口音與散居各地。請再看十章二至三十 

二 節 （留 意 二 、六 、二十二各節的首句）。第十章記載分地而居（例如 

一〇19 ) ，其實是繼十一章九節分散全地之後的事。參看地圖3. A ，並 

注意挪亞後裔所散居的各處地方。雅弗的後裔多往哪方向遷移？含的後 

代和閃的後代又如何？

1. 巴別事件有甚麼屬靈敎訓（一 一 1_9  ) ? 這刑罰是不是無可挽救 

的 （參徒一七26 — 27 ) ?

2. 亞 伯 蘭 （亞 伯 拉 罕 ）之 名 ，始見於十一章二十六節，他是以色列 

人 的 祖 先 。第十和 i-一兩章怎麼提到這位偉大先祖的事蹟？

F 亞 伯 拉 罕 ：以 色 列 人 之 祖 （一 二 1至 二 五 18 )

創世記槪述人類的整體歷史只是來到這裏。從 十 二 章 起 ，直到舊約 

聖經最後一卷書的記載，是以亞伯拉罕家族爲主，換 句 話 說 ，就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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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列 民 爲 主 。故此我們可以說，聖經並不是人類的歷史，而是人類得救 

贖 的 歷 史 。安 加 （Merrill U n g e r  ) 說 ：「在 此 之 先 ，神 要 挽 回 的 ，是亞 

當 整 個 後 裔 。由於全人類都陷在拜偶像的景況中，神就好像潔淨一條小 

溪 流 ，藉 此 使 大 河 得 潔 淨 。」19

在 第 十 一 章 裏 ，世人正處於靈性黑暗、毫 無盼望之境。神呼召亞伯 

拉 罕 ，爲世界歷史展開新的一頁。

1. 槪 覽 第 十 二 至 二 十 五 章 之 後 ，也許令你再想略讀這幾章經文一 

遍 ，看看它們的重點。參閱地圖1. A 和3. B ，找出亞伯拉罕的行程。

2. 神 呼 召 亞 伯 拉 罕 ，給 他 應 許 ，乃是聖經歷史上的里程碑。先讀使 

徒 行 傳 七 章 二 至 四 節 ，注 意 神 呼 召 亞 伯 拉 罕 時 ，亞伯拉罕在何地居住 

(參 創 —— 31 ) 。然後比較下列各經文的應許：

哈 蘭 ：一 二 1_3

不 劍 ：一■二7

伯 特 利 ：一三14 — 17

希 伯 崙 ：一五5 、1 8 ，一七1—8

3. 亞伯拉罕的故事有一個特色，就是神多次對他考驗。這些經歷叫 

亞伯拉罕的信心更純淨、更 堅 强 ，足以成爲以色列家穩固的根基，這是 

神 的 心 意 。以 下 是 根 據 「亞伯拉罕受試驗」爲 題 的 分 段 法 。請讀各段經 

文 ，察看毎一次試煉的不同形式、目的和結果。

順 服 的 試 驗 （一二1 )

價 値觀的試驗（一三5 — 1 8 〉

愛心和忠貞的試驗（一 四 1 _ 24 )

信 心 的 試 驗 （一五1至二 _  34 )

最 嚴 厲 的 試 驗 （二二1 一 19 )

晚 年 （二二20至二五18 )

4. 再讀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一 二 1 _ 3  ) 。在呼召中的最後一節， 

揭示了神呼召以色列人至終的目的是甚麼。翻閱下面 的 經 文 ，了解以色 

列民履行使命的途徑：

神 啟示的看管人（申 四 5_8 ; 羅三1 —2 )

向黑暗中的外邦人作見證（赛 四 三 9_12 )

見證事奉神的福分（申 三 三 16_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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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赛亞降臨的血脈所在（創四九10 )

G 以 撒 ：應 許 之 子 （二 五 19至 二六 35 )

巴 拿 巴 （Steven Barabas ) 論 以 撒 說 ：

在三位先祖（亞伯拉罕、以 撒 、雅 各 ）中 ，以撒最不爲人注意。 

他到過的地方最少，沒有甚麼奇遇，壽命最長，情緖波動不大，爲人 

安 靜 、柔 和 、盡 責 、深 思 、忍讓而多於行動。2<)

1. 先讀二十一章二至三節，三十五章二十九節，此處提到以撒的出 

生 和 死 亡 。以撒的生平佔去十五章的篇幅；但以他爲主角的，只有一段 

短 短 的 經 文 ：二十五章十九節至二十六章三十五節。圖表3. 6已說明這 

點 ，請讀這 段 經 文 。

2. 在 早 期 的 先 祖 中 ，以撒是一個堅固的屬靈的環。亞 伯 拉 罕 死 後 ， 

神藉以撒繼續賜福以色列民族。讀二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神重申 

祂較早時候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H 雅 各 ：更 新 的 弟 兄 （二 七 1至 三 七 2上 ）

從 雅 各 的 故 事 ，我們看到神怎樣改變雅各，使 這 個 自 私 、任 性 、詭 

詐 、靠一己努力賺取物質福分的雅各，生 命 有 所 改 變 ，成爲一個品格高 

尙 、具 備 美 德 ，而又嚮往眞正福分的 人 。

騙子雅各 00表3.3

二 七 1 二 八 5 二 九 1 一 1 三 三 1 8 三 七 2上

迦南

往巴旦亞蘭

居巴旦亞蘭

回迦南

迦南

雅各欺詐 雅各娶妻 雅各洗心革面

力求祝福 認識眞理

1.再看圖表3 . 6，創世記中有十章的經文是以雅各爲主角（二七1至 

三七2上 ）。圖表3. 3是這幾章的分段。請將聖經的大綱和分段寫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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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域 爲 題 的 大 綱 ，說明雅各所到的三個地方，各段之間是雅各的旅程。21 

以 福 分 爲 題 的 大 綱 分 作 兩 部 分 。這大綱說明了雅各一些甚麼經歷？

2. 雅各出生 的 記 載 ，請讀二十五章十九至三十四節。

3. 雅 各 奪 取 祝 福 ，請讀二十七章一節至三十四章四十三節。請用紙 

寫 下 各 段 經 文 的 經 歷 ：二七1至二八9 ，二八 10 — 2 2 ，二 九 1 _ 3 0 ，二九 

30至 三 〇 24,三 〇 25_43。二十八章十至二十二節的經歴，與其他有甚麼 

不 同 ？重要性何在？

4. 雅 各 的 四 個 妻 子 （利 亞 、悉 帕 、辟 拉 、拉 結 ）爲雅各生了十二個 

兒 子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日後以此命名。22二十九章三十二節至三十章 

二 十 四 節 ，以及三十五章十八節，記載了這十二個兒子的名字。把這些 

名字與圖表3. 4對 照 。

5. 雅各如何認識到眞正的祝福，請讀三十一章一節至三十七章二節 

上 。簡 單 來 說 ，它記載雅各遇見的難題、解 決 的 方 法 ，以及他終於看到 

自己的本相而向神完全降服。這幾章的重點在於雅各三次對神的體驗： 

一 、在 哈 蘭 （三 一  1 — 16 ) ; 二 、在 昆 努 伊 勒 （三 二 22 —32 ) ; 三 、在 

伯 特 利 （三五1—15 ) 。

6. 請讀三十二章二十二至三十二節。昆努伊勒的經歷如何成爲雅各 

靈程的轉捩點？

7. 雅 各 在 伯 特 利 的 經 歷 （三五1一15 ) ，乃是他一生中最光明的時 

刻 。試 比 較 他 以 前 在 伯 特 利 的 經 歷 （載 於 二 八 10 — 1 7 ，事隔二十多

年 ）。

I 約 瑟 ：雅 各 的 愛 子 （三 七 2下至五 〇 26 )

約 瑟 雖 然 不是彌賽亞的直系祖宗（圖表3.4 ) ，但神特別從雅各衆 

子 中 揀 選 他 ，使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荒 年 期 間 ，藉 他 恩 待 供 養 。在埃及期 

間 ，約瑟和兄弟的後裔生養衆多，不久 成 了 大 族 （參出一7 ) 。

1.圖表3. 5是 約 瑟 生 平 事 略 。請 參 照 這 圖 表 ，讀創世記第三十七至 

五 十 章 。約瑟是個怎麼樣的人呢？他 一 些 遭 遇 ，正預表 了 基 督 （預表是 

表 明 將 臨 的 事 ）。預 表 所 象 徵 的 事 物 ，往 往 在 新 約 中 應 驗 。舊約的預 

表 ，有半數是預表基督和祂的聖工。有 人 認 爲 ，先祖約瑟的生平，乃是 

基 督 所 有 預 表 當 中 ，最 完 整 的 一 個 。例如約瑟被稱爲埃及的救主和主



76 省約精觉

先 祖 家 譜

他拉

II
以 掃 （以 東 ） (以色列）

從利亞生 從悉帕生 從辟拉生 從拉結生

以薩迦、西布倫 以法蓮、瑪拿西

( 創四七25 ) ; 基督則被稱爲世人的救主和主（腓二10 — 11 ) 。23

2. 讀者可根據這幾章經文，寫出較爲詳盡的約瑟生平大綱。

3. 創 世 記 結 束 前 （四 十 九 章 十 節 ），是一節應許彌賽亞降臨的經 

文 。這是 給 猶 大 的 產 業 ，是在屬猶大支派的耶穌基督身上，完全得以應 

驗 。

4. 讀 創 世 記 五 十 章 四 節 ，看看這經文在哪方面宜用作創世記的結 

語 ？參三章十九節及十二章一至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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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瑟 生 平 （創 三 七 至 五 〇 章 ） 圃表3.5

三七 四一 四六 五〇

囚犯 恩主 兒 子 、兄弟

與家人分離

四二

與家人團聚 與家人同住

五 、 鏡字鏡節

1. 看過了創世記的要點後，你認爲這卷書的鑰節是甚麼？

2. 請將鑰字鑰句寫下。

3. 創世記的主題是甚麼？

六 、 應用

關於創世記的應用，前 面 已 略 提 及 ，這裏再列出幾點較爲重要的：

1. 基督徒對創世記的欣賞能力，必然勝過非信徒，原因在哪裏？本 

書與基督的事工有何相關？對未信的人而言，創世記的信息有何重要？

2.  神 自 稱 爲 「亞 伯 拉 罕 的 神 ，以 撒 的 神 ，雅 各 的 神 」（出 三 6 、 

15 ) 。神爲何如此自稱？

3. 人與獸有何分別？就人現時的生命和將來的命運而言，這有何意

義 ？

4. 創世記對人的罪有何敎導？哪些罪是創世記所側重的？我們可以 

吸 取 甚 麼 敎 訓 ，應用在實際生活上？

5. 羅馬書五章十二節和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節如何論 

及人第一次犯罪？

6. 創世記如何講述下列各個題目，試 擧 例 說 明 ：

神的全能全知

神的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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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 

神的主權

7. 創世記 的 事 蹟 ，怎樣說明敬虔的生活？

8. 亞伯拉罕何以會被稱爲神的「朋友」（代下二〇7 ;賽四一8 ; 雅二 

23 ) ?

9. 神何以揀選輭弱犯罪的人作爲祂與人交通的橋樑？

10•在列祖時代，人;fe能 得 救 （參創一五6 ; 羅四1 — 5 ) ?

11. 創世記有多少處提及獻祭和築壇？獻祭和築壇是否基督徒生活 

的 一 部 分 ？若 然 ，又是生活的哪一部分（例 ：羅一二1 ) ?

12. 神 揀 選 的 恩 典 ，乃聖經中最大的奥祕之一，創世記多有論及這 

事 。請讀以弗所書一章四至六節，思 想 下 列 例 子 ：

亞當的兒子中，神廢掉該隱，揀 選 塞 特 ；挪亞的兒子中，神廢去含和 

雅 弗 ，揀 選 閃 ；他拉的兒子中，神廢掉拿鶴和哈蘭，揀選亞伯蘭；亞 

伯拉罕的兒子中，神廢去以實瑪利，揀 選 以 撒 ；以撒的兒子中，神廢 

掉 以 掃 ，揀 選 雅 各 ；雅各的兒子中，猶大蒙揀選作彌赛亞的祖先（創 

四九10 ) 。在救贖歷史背後，是神的揀選。24

七 、 進階習作

以下的題目可供讀者作進一步硏讀：

1. 創世記第一章中的日子有多長？

2. 地球及人類的年代問題。

3. 撒 但 的 來 源 。

4. 挪亞供水所殃及的範圍，是全地球還是局部地區？

5. 創世記中的彌赛亞篇。

6. 創世記中的基督預表。

7. 神在以下數章中的名字：第 一 、二 、十 四 、十 七 、三 十 一 、四十

八 、 四 十 九 章 。

8. 創世記重要人物的硏究（宜 參看聖經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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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唐 佑 之 ：《淸晨的眼睫—— 聖經之卷首語> ( 證 道 出 版 社 ）

倪 柝 聲 ：《創造的奥祕> ( 宣道出版社代理）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F .，e t a H 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F ” et al : <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Y o u ngblood, Ronald :(先賢之信> ( 種 籽 出 版 社 ）

〈創世記硏經導讀》（天 道 書 樓 ）

英文書籍 

A 科學根據

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 S y m p o s i u m . Moder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 p p . 1-195.

Frair, W a y n e , and Davis, P . William. The Case for Creation .

Harris, R . Laird. M an : God's Eternal Creation .

Kelso, James L . A rchaeo logy  and  the A ncient Testament, p p . 20-32. 
L a m m e r t s , Walter E ., ed. Scientific Studies in  Special Creation .

M a r s h , Frank Lewis. Life, M an  and  Time.

W h i t c o m b , John C . The E arly  Earth .

W h i t c o m b , John C ., and Morris, H e n r y  M . The Genesis Flood .

B 歷史背景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169-20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 a u m a n n , H a n s , In the Land  of Ur.
Edersheim, Alfred. The Bible  H istory, 1:1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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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o, James L . A rchaeology  and  the A ncient Testament, p p . 35-111. 
Livingston, G . Herbert. The Pentateuch  in Its Cultural Environment 
P a yne, J. Barton. An  Outline of Hebrew  H istory, p p . 33-48.

Pfeiffer, Charles F . Patriarchal A ge .

S a m p e y , J. R . The H e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5-41.
U n g e r , Merrill F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p . 36-82.

Walvoord, John F . Jesu s  Christ Our Lord, p p . 36-95. Three chapters 

are about Christ in Old Testament history, typology, and 

prophecy.

W o o d , L e o n  J. A  Survey of Jsrae尸s History, p p . 27-82.(中文譯本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47-66.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c  釋經

Carroll, B . H . Genesis.

Davis, John J. Parad ise  to Prison .

D e H a a n , M . R . Portraits of Christ in Genesis.

Driver, S . R . The Book of Genesis. Westminster C o m m e n t a r y . 

E r d m a n , Charles R . The Book of Genesis.

Pfeiffer, Charles F . The Book of Genesis.

Pieters, Albertus. Notes on Genesis.

Ryle, H . E . The Book of Genesis.

Yates, Kyle M . “Genesis” in T h e  WycJiffe Bib/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 

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註釋

1 .  神學家稱之爲創造（ad extra ) 。

2.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22.



8 2 舊 約 精 K

3. O s w a l d  T . Allis, The Five  Books of M oses, p . 288.

4. Merrill F . U n g e r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 274 •

5 .  這是傳統 的 觀 點 ，但有很强的內證及外證支持。

6 .  有考古的證據顯示，它的寫作技巧屬於主前四千年古代近東的 

文 化 ，遠遠早於摩西時期。

7. G . T . M a n l e y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116.

8. D . A . H u b b a r d , ,,Pentateuch,,)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964.

9. 摩 西 頭 四 十 年 住 在 法 老 王 宮 （1525 — 1485 B .C . ) ，接着的四 

十年逃到米甸曠野（1485 —1445 B .C . ) 。（參地圖4. A  )

1 0 .  日 期 是 來 自 John C . W h i t c o m b 的 圖 表 ，見 於 O W  

Testam ent Patriarchs  and  Judges .

- 1 1 . 創 世 記的每一章都自成一組，但 下 列 經 文 卻 例 外 ：第二十五 

章 分 成 兩 組 ：二五 1 — 18及二五 19 — 34 ; 第三十七章是從三七2下開始 

的 。請把這些分段記下。

12. 「後 代 」一 詞 表 示 「那 人 所 生 」。

13. M a n l e y，上引書頁 1 2 6。

1 4 .  即 使 家譜中記載了時間資料，這段時間究 竟 相 隔 多 久 ，仍無 

從 知 隐 。

1 5 .  拉丁文即「完成它 j 。

16.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 

5 4 . (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17. 參約翰福音八4 4 。

18. 「閃族」（Semitic ) 是 來 自 「閃」（S h e m  ) ，有人認爲這詞的 

希伯來文可追溯至希伯，即閃的第一個孫兒（創一一14 ) 。

19. Merrill F . U n g e r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 63.

20. Steven Barabas, "Isaac",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p . 383.

21. 巴且亞蘭可指哈蘭地或哈蘭本人。參地圖1. A ，看看哈蘭的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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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 分 地 的 過 程 中 ，利 未 支 派 沒 有 任 何 土 地 ，而約瑟的兩個兒 

子 （以 法 蓮 、瑪 拿 西 ）則 獲得土地。

2 3 .  參 John F . Walvoord，Jesus CArist O u r  Lord, 頁62 - 7 8 對這 

題 目 的 討 論 。

24. Scroggie，上引書 1 : 2 2 。



第四章

出埃及記：救贖之書

出埃及記記載神照祂所應許亞伯拉罕的，第一次拯救以色列人。這 

卷書是五經的第二本，緊接着創世記所載的事，有如創世記的續集。創 

世 記 所 啟 示 的 ，乃 是 神 的 心 意 ；出埃及記則表明神的作爲。1

神 從 爲 奴 之 地 救 贖 以 色 列 人 ，是 以 色 列 史 中 一 件 大 事 。數百年以 

後 ，先知書和詩篇的許多作者，均稱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神蹟。這拯救 

預 表 着 罪 人 蒙 救 贖 ，晚 離 罪 的 捆 綁 。故此出埃及記是名副其實的「救贖 

之書」。

一 、讀前準備

1. 略 翻 看 創 世 記 ，注 意 書 中 重 點 。請重溫圖表 3. 6及圖表 3. 1的年

份 。

2. 我們可比較創世記及出埃及記兩書。從下列比較中，讀者可以知 

道出埃及記的梗槪。2

創世記 出埃及記

人的努力與失敗 神的能力和得勝

神的應許 應許應驗

選民 蒙召之民

神揀選的憐憫 神揀選的方式

成爲大國的啟示 成爲大國的應驗

出 埃 及 記 ：救崤之當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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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

A 名稱

「出埃及記」的 名 稱 ，源 於 希 臘 文 七 十 士 譯 本 £ X〇d〇s (意 爲 「離 

開」，「出j ) 。這名稱正代表了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蹟，就是以色列人 

藉神蹟逃出埃及爲奴之地。

B 寫作日期

本書大槪是摩西寫於會幕建成以後（出三五至四〇章）。日期爲主前 

十 五 世 紀 末 （會幕於主前一四四四年完成，參出四〇17 ) 。

C 歷史背景

圖表4. 1說明出埃及記重要的歷史背景。請 細 讀 這 圖 ，以明瞭書中 

的 歷 史 背 景 。

請注意圖中下列事項：

1. 年 份 之 上 ，是埃及政治形勢的槪況。兩 件 大 事 分 別 爲 ：許克所斯 

( H y ksos ) 入 侵 埃 及 （主前一七三〇 ）；推 翻 外 敵 許 克 所 斯 （主前一

五七〇 ）3 。

2. 年份下面是記述以色列大事。

3. 請讀出埃及記一章七 ji5。這節經文的日期應列於圖表 4.1哪 位 置 ？

4. 請讀出埃及記一章八節。「新王」的 說 法 有 二 ，觀點® 是指許克所 

斯 王 中 的 一 個 統 治 者 ；4 觀點⑧是指第十八代的首任皇帝亞摩斯一世。5 

二 者 差 別 的 關 鍵 ，繫於以色列受壓迫時間的長短。

5. 出埃及的年份是主前一四四五年。6 年 份 的 推 算 ，乃根據以下兩 

段 歷 史 ：

雅各率家眷抵埃及 主前一八七五年

以色列人居埃及（出一二40 ; 加三17 ) ㈠共四三〇年

因此出埃及年代 = 主前一四四五年

所羅門建聖殿 

從出埃及到建殿（王上六1 ) 

因此出埃及年代

主前九六五年 

㈩共四八〇年 

= 主前一四四五年

出埃及記至申命記的地理形勢

出 埃 及 記 ：救崤之當 87

地圖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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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多久，才建成會幕？

7. 請注意摩西出生前的以色列史。對 你 而 言 ，這有何屬靈敎訓？

D  地理

地圖4. A 說明 出 埃 及 的 路 線 ，讀 出 埃 及 記 時 ，可 參 考 這 圖 。歌珊是 

以色列人在埃及留居之地，注意其地理位置。請讀出埃及記八章二十二 

節 ，九 章二十六節。

三 、綜覽

1. 先 把 出 埃 及 記 一 口 氣 的 盡 快 讀 完 ，只要約略知道每章的大意便 

可 ，不 必 細 讀 ；一 般 來 說 ，每章的首節已闡明全章題旨。此 外 ，聖經的 

段題也能把大意說明。一口氣讀畢此書，乃在於得出一個槪念，知道事 

情的進展和演變過程。讀時可用鉛筆做些札記，把所得的槪念和鑰字鑰 

節 都 寫 下 來 。

2. 現在 再 讀 全 書 一 遍 ，找出可以代表全章主題的字詞和短句。把四 

十章的章題都寫在下列的表上：

做完了章題的功課，便能把握出埃及記的要點和大事。

硏讀及答問時可參照上列圖表和聖經。

3. 出埃及記一開始（一 1一 7 ) 便輕描淡寫的記載以色列人從一人演 

變 爲 大 族 。7 請比較一章八至十四節和四十章最後五節。

4. 出埃及記記載了哪幾件大事？最主要的人物是誰？哪章記載他的 

出 生 ？

出 埃 及 記 ：救積之書 89

5•聖經通常以數章的篇幅，連 載某一事件。請問以下各事載於哪幾

章 ？

十災

從埃及至西乃 

誠命律例

會幕建造的法則 ‘

建造會幕

6.按 地 理 劃 分 ，出埃及記可分成三部：

以色列人在埃及 

以色列人至西乃山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安營

以色列人起程往西乃山一事，記於何章何節？哪節經文記載以色列人抵 

西 乃 山 ？ （答案可參經文彙編「西乃」一 辭 ）

7•以下是出埃及記兩個簡單的內容槪要。請問分界線始於何章？

敍 述 誡 命

拯 救 敬 拜

8. 逾越節殺羔 羊 之 事 ，記於哪 章 ？請 讀 該 章 經 文 ，思想此事爲何會 

成爲以色列人的轉捩點。

9. 讀 出 埃 及 記 時 ，要找出鑰字鑰句。你找到沒有？

10. 全書的結構請參閱圖表4. 4 ，並將這圖與你所做的作個比較。請 

注 意 ，本書可分成兩大部分或三大部分。圖表4. 4所 載 的 事 ，有甚麼屬 

靈 敎 訓 ？比 方 說 ，以色列人先在曠野一段時間才得到神的律法，其中有 

甚麼意 義 ？

11. 圖表4. 4的年份曾見於圖表4. 1 。以色列人在一年間的經歷，出 

埃及記用了多少章記載？八年的事又用了多少章記載？第一章涉及的時 

間 有 多 長 ？這種不按時間長短分配的記載，啟示了神甚麼心意？例 如 ， 

作者爲何花許多篇幅記載會幕之事，但談到以色列人的昌盛，卻只以一 

節 帶 過 （一7 ) ?

12. 照 硏 究 所 得 ，出埃及記的主題是甚麼？試以拯救及敬拜兩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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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看 本 書 ，譬 如 說 ，出埃及記記述以色列人蒙拯救，從埃及爲奴之地得 

贖 ，繼 而 與 神 立 約 （一九5 ) 。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以 色 列 人 成 爲 與 神 立 約 之 國 。阿 切 爾 （Archer ) 

將 本 書 摘 要 如 下 ：

本書記述神應驗祂對亞伯拉罕的古舊應許：使他的後裔繁多，成爲大 

國 ；將他們從爲奴之地救贖；與以色列國重立恩典之約。祂又在聖山 

賜下立約的應許，頒下誡命給他們遵守，吩咐他們過聖潔的生活；賜 

他們聖所，使他們可爲罪獻祭，與祂和好，蒙赦罪之恩。8

13.若要查看出埃及記較詳盡的大綱，請參看其他有關書籍。9

四 、要旨

出埃及記的種種記載，可用八個詞語槪括：爲 奴 、摩 西 、十 災 、逾 

越 節 、出 埃 及 、誡 命 、偶 像 、會 幕 。以下的習題和建議都與這八個題目 

有 關 。這並不是說出埃及記只有這八個主題，而是說這些題目已說明了 

好 些 要 點 。讀時請注意靈性上的應用，切記參閱有關經文。

A 爲 奴 受 壓 （一8— 22 )

請在這幾節經文中，比較神和埃及王的作爲。神有絕對 的 主 權 ，而 

世上的暴君又手握大權，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

B 摩 西 ：以 色 列 人 的 領 袖 （二 1至七13 )

有人稱摩西爲「世界史上數一數二的偉大人物」。H)以下是他前半生 

的 事 蹟 ，讀者讀時請將各段的中心思想記下來：

第二章一至十節 

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五節 

第三章一至十二節 

第三章十三至二十二節 

第四章一至三十一節 

第五章一節至七章十三節 

這故事啟示了甚麼重要的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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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顯 明 神 的 能 力 （七 14至一一1 0 ，一二29— 36 )

請大家在這段經文中找出下列問題的答案：摩西與法老互相對峙， 

所面對的問題是甚麼？神蹟的作用是甚麼？ （參四5 、8 、30— 31 ) 爲何 

要連降十災？爲何前九災都不能叫法老屈服？ （參一一9— 10 )

以下爲十災的記載：

⑴ 水 變 血 之 災 （七14一 25 )

⑵ 蛙 災 （八 1_ 1 5  )

⑶ 虱 災 （八16— 19 )

⑷ 蠅 災 （八20— 32 )

⑶ 畜 疫 之 災 （九1一7 )

(6) 瘡 災 （九8— 12 )

(7) 雹 災 （九13— 25 )

(8) 蝗 災 （一〇1— 20 )

(9) 黑 暗 之 災 （一〇21— 29 )

⑽擊殺長 子 之 災 （—— 1— 1 0 ，一 二 29_36 )

D 逾 越 節 （一二 1 28 )

逾 越 節 殺 羊 羔 的 晚 上 ，乃 以 色 列 史 的 轉 捩 點 （參圖表4.4 ) ，是神 

的選民新紀元的開始。他們生 養 衆 多 ，現在正要脫離壓制他們之人的毒 

手 （參六6— 7 ) 。他們爲此起 用 新 的 曆 法 （一二2 ) ，並且要以此爲永 

遠 的 定 例 ，毎年均記念這日（一二14 ) 。明白了逾越節的屬靈意義，就 

會明白午夜擊殺長子之事爲何這麼重要，叫 人 哀 號 、顫 驚 、記 念 ，還要 

浩浩蕩蕩的離開埃及。

記逾 越 節 的 那 一 章 ，又是全聖經的鑰章。讀 的 時 候 ，請大家留意書 

中 所啟示的聖潔、揀 選 、恩 典 、罪 惡 ，以 及 救 恩 。神爲何設立流血的祭 

爲贖罪祭？回答時請注意血與生命的關係。（參來九22 )

E 紅 海 蒙 救 ，曠 野 繞 行 （一二37至一八27 )

前 文 說 過 ，出埃及記前十八章說到以色列人蒙救贖，其餘各章則說 

到以色列人的敬拜。神的救牘並非僅只一次，祂的救贖包括在爲奴之地 

保 守 他 們 ，爲他們預備領袖，賜給 他 們 應 許 ，使他們有得救的盼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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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災 中 保 護 他 們 ，使 紅 海 分 開 ，在曠野 中 供 應 ，這都是以色列人多年來 

的 經 歷 。本 段 要 說 的 ，就是最後的兩點。讀的時候須注意他們在其中所 

學 習 的 功 課 ，將心得記下來。

紅 海 蒙 救 （一三1至一五21 )

指示 （一 三 ）

拯救 （一 四 ）

歌頌 （一■五1— 21 )

曠 野 繞 行 （一五22至一八27 )

瑪拉 （一五22— 26 )

以琳 （一五27 )

汛 的 曠 野 （一 六 ）

利非訂 （一七1至一八27 )

神用曠野使以色列人聯合起來，成爲有組織的國，然後才進入巴勒 

斯 坦 。爲甚麼曠野會是訓練他們的好地方呢？

F 西乃山 頒佈 律法（一九 1至二四18 )

此段記載大家所熟悉的十誠。11第十九章是出埃及記下半部的頭一 

章 ，也是談到敬拜的第一章。（參圖表4.4 )

敬拜與律法不能分開，因爲敬拜就是承認上頭的權柄，沒 有 律 法 ， 

就無從談到權柄。所以神將以色列人領出埃及後，就 頒佈條文細則，敎 

導以色列人怎麼做公衆崇拜、私 人 崇 拜 ，以及怎麼過日常生活。這些敎 

訓都是神頒佈的律法。律 法 的 重 要 ，可見於它所佔的篇幅：出埃及記中 

佔 了 一 半 ，利未記中佔去大半，也佔去民數記的前半，申命記中亦不斷 

提 到 。十 誡 的 重 要 ，可見於世界各先進國家都據此立法。

請大家用下列的大綱讀這幾章經文。（二十章十八節至二十三章十 

九 節 相 當 長 ，大家只須略翻一下便可；其他各處須看得較爲仔細。 ） 

背景

應許 (一九  1— 6 )

準備 ( —九7— 15 )

現象 (一九  16—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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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基 本 法 則 （二〇1 一 17 )

細 則 12 (二 〇18至 二 三 19 )

應 許 （二三20— 33 )

反 應 （二四1— 18 ) 13

第二十章一至十七節的十誠，可說是各誡命的基礎和總綱。首四條是人 

對 神 的 本 分 ，後六條則是人對人當盡的責任。讀完十九至二十四章後， 

請回答以下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神爲甚麼給選民頒佈律法？

G 拜 金 牛 犢 （三二 1至三四35 )

我 們 先 跳 過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一 章 ，待 讀 到 會 幕 時 （三十五 至 四 十  

章 ），再 一 同 硏 究 。請 參 本 書 圖 表 4 . 4，注意以色列人拜金牛犢的地

點 。

這 段 的 內 容 ，可 用 四 個字總括：

罪

審判 ‘

代求

復和

以色列人罪惡深重，他 們 拜 偶 像 ，靈 性 腐 敗 （三二1— 6 ) 。神是忌邪的 

神 ，要 滅 絕 他 們 （三二7— 10 ) 。摩西切 切 爲 他 們 代 求 ，求神記念祂的 

憐 憫 （三 二 11至三三 23 ) 。神 後 來 答 應 與 他 們 和 好 ，只是他們必須悔 

罪 ，立志遵守神七約。（三四1 一 35 )

以色列人日後的歷史，不 住 繞 着 罪 、審 判 、代 求 、復和這四方面兜 

圈 。與 神 和 好 後 ，他 們 又 再 犯 罪 ，不住重蹈覆轍。以色列人未遭滅絕， 

全 憑 神 的 憐 憫 ，以 及 先 知 、士師和摩西等人的代求。從摩西的事—— 他 

怎 樣 在 山 上 遲 延 未 返 ，致 百 姓 干 罪 ；其 後 怎 樣 站 在 百 姓 面 前 ，代神發 

言 ，使百姓又敬又畏—— 我 們 就 可 知 道 ，神喜歡藉祂所揀選的領袖作 

工 。

讀 完 這 三 章 以 後 ，請將感想及回應寫下。特別注意人的性情及神的 

屬 性這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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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積 （一肘約等於一呎半）
院子-------------長一百肘，寬五十肘
門------------------閘二十肘
會幕------------長三十肘，寬十肘，

高十肘
聖所------------長二十肘，寬十肘，

高十肘
至聖所--------失十肘，寬十肘，

高十肘

I 建 造 會 幕 細 則 （二五 1至三一 18 )

下 文 說 到 會 幕 分 成 四 部 分 ，請 參 圖 表 4 . 3。讀 本 章 時 ，請參考這 

表 ，以免混亂。請注意說明建造會幕的目的(例如「可以……作記念」三〇 

16 ) 及 靈 訓 （例如「當爲我送禮物來」二五2 ) 的 經 文 ，不要在小節上過 

分 斟 酌 。

按 出 埃 及 記 第 二 十 五 章 八 節 和 二 十 二 節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的目 

的 ，最主要是爲了甚麼？爲甚麼神要把建造的細則說得這般詳盡？

H 會 幕 （二五 1至三一 1 8 ，三五 1至四〇 38 )

請參看圖表4. 3 。二十五至三十一章記載神敎導以色列人在曠野建 

造 會幕的細則。三十五至四十章則記載他們動工興建。

圖表4. 2說 明 會幕的構造與陳設。你若先把圖中的幾個名詞記熟， 

便更容易掌握經文的意義。

猶太會幕法則 圖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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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及 言 己 （二 五 至 三 一 章 ）

引 言 ：二 五 1 一 9

會 幕 及 其 中 器 具

二 五 至 二 七 三〇

會幕及院子的 

結 構 、器具
其他器具

祭司職 任 附錄

二 八 至 二 九 三一

祭司的服飾 

與職任

工 匠 、安息日、 

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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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希伯來書第八章至十章十八節，基督怎樣成全了舊約會幕和大 

祭司的預表？

J 建 造 會 锫 （三五1至四〇38 )

以下爲本段的大略結構：

三 五 1 三 六 8 三 九 43 四〇 1 四〇34、38

準備 建造項目 檢査 架起會幕 神的榮光

如 果 我 們 將 會 幕 的 建 造 （三 十 六 至 三 十 九 章 ）與神對摩西的吩咐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一 章 ）比 較 ，便發現會幕建造得十分精確（比對二六31 

及三六35 ) ，一切均遵命而造，沒有半點異議。

建 造 會 幕 的 人 ，分 工 合 作 ，將造完的物件送到摩西那裏（三九32— 

43 ) 。他們離開埃及一年，摩西便建造會幕。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安裝 

各 物 ，各 歸 各 位 （四〇18— 33 ) 。工 作 完 成 以 後 ，神的榮光遮蓋會幕 

(四 〇 34— 35 ) 。祂 又 照 先 前 所 應 許 的 話 （二五8 ) ，不再在西乃山上 

與 他 們 說 話 ，乃 在 會 幕 中 說 話 （比較利一1 ) 。楊 格 （Y o u n g  ) 認爲會 

幕 是 預 表 基 督 ：

會幕建成，乃是恩典之約永存的表記。耶和華救贖的神住在以色列民 

當 中 。只 是 ，他們仍不能直接進到神面前；至聖所前有幔子阻隔，只 

有大祭司在贖罪日方能進去。以色列人必須用心遵守神的誠命，從律 

例 中 ，知道神人之間，必有一位身兼摩西先知職分和亞倫祭司職分的 

中 保 。會幕乃是預表，預吿除去世人罪孽的「祭牲」。14 

出埃及記末段的鑰句是「耶和華的榮光」。神的榮光完全覆蓋選民因 

在 埃 及 爲 奴 而 發 出 的 歎 息 與 呻 吟 。本 書 開 始 時 ，以色列人需要的是拯 

救 ；末段則需要與神相交，從相交中得着神的確據、供 應 和 保 守 。神用 

曠 野 作 試 場 ，以律法作生活守則，以會幕爲敬拜的地方，使以色列民得 

着 確 據 、供 應 和 保 守 ，以表明祂是賜恩的救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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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錢字鑛節

出 埃 及 記 的 鏽 詞 是 救 、拯 救 （deliver, K  J V  ) 。常 見 的 話 是 「照 

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鑰節是三章八節及十二章五十一節。綜讀出埃 

及 記 時 ，哪些鑰字鑰節最令你印象深刻？

六 、 應用

讀 的 時 候 ，你已不時想到應用方面。以下是再進一步的提議：

1. 新 約 聖 經 有 哪 些 經 文 說 到 ，救 恩 不 但 是 要 救 人 脫 離 （消 極 ）罪 

惡 ，也 是 領 人 進 入 （積 極 ）更好的地步？參申命記六章二十三節。

2. 禮儀的律例與道德的律例有何區別？哪 一 種 是 不 變 的 ，今日仍可 

應 用 ？請擧例 以 說 明 。

3.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七至四十節說到律法的總綱，所指 

的 是 甚 麼 ？

4. 聖經中的律法與得救的人有何關係？

5. 爲甚麼基督必須受死，才能救贖人類？ （參太二六28 ; 羅三24—  

2 5 ，五9 ; 西一20 ; 彼前一 1 8 _ 1 9  ; 啟一5 )

6. 出埃及記敎導甚麼關乎神的重要眞理？有甚麼是關乎人的？這些 

眞理現在還可以應用嗎？

7. 人爲甚麼必須絕對承認神的權能不可？

8. 你怎樣描述神與摩西的對話？從這裏可學到甚麼禱吿和相交的功

課 ？

9. 神 對 摩 西 說 ，祂 是 「自有的」（“I A M ”，三14 ) 。這名稱與你有何 

實 際 關 係 ？

10. 請 仔 細 思 想 ，出埃及記預先啟示了耶穌和祂職事的哪方面？

11. 從摩西的傍樣可學到屬靈領袖的甚麼功課？

12. 出埃及記怎麼敎導順服？

13. 要了解出 埃 及 記 ，必須先對神蹟存有甚麼態度？

14. 崇拜的定義是甚麼？出埃及記怎樣敎導這方面的重要眞理？

15. 請讀詩篇第一百零五篇。信徒爲甚麼必須稱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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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進階習作

再深入硏究本書如下主題：

1. 出埃及記的年代，如過紅海的日期。

2. 出埃及記中的預表和象徵。

3. 神 的律例誡令。

4. 亞 倫 的 職 事 。

5. 出埃及記 的 鍮 字 ：約 、嗎 哪 、記 號 、使 剛 硬 、害 怕 、逾 越 節 、記 

念 、成 聖 、祭 壇 、順 服 、見 證 、敬 拜 、奉 獻 、耶 和 華 、榮 耀 。

6•硏讀以 下 經 文 ：一 7 ，二 2 4 ，三 5 、8 、1 2 、14— 1 5 ，四 1 1 ，五 2 ， 

七 3 ，八1 9 ，一 二 13— 1 4 、4 1 ，一 三 17— 1 8 ，一 四 3 1 ，一 六 3 5 ，一 九 5 _  

6上 ，二 〇 1 _ 1 7 、2 0 ，二 四 7 ，三 一  1 8 ，三 二 8 、1 0 、2 6 、31— 3 2 ，三 三  

11 ' 1 3 ，三 四  1 0 ' 2 8 ，三 五 2 1 ，四 〇 1 7、3 4 、38 °

八 、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王 國 顯 ：{神的帳幕在人間> ( 晨 星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 (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O ., 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 : <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出埃及記硏經導讀》（天 道 書 樓 ）

英文書籍 

A 年代

Archer, Gleason L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04-23.(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U n g e r , Merrill F . A rchaeo 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pp. 140-52. 
-------.̂ E x o d u s ^ in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pp. 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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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Israel’s History, p p . 83-109.(中文譯本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B 歷史背景

Casson, Lionel. A ncient E gyp t
Free, J. P . A rchaeo logy  and  Bible H istory, p p . 84-103.

P a y n e , J. Barton. An  Outline of H ebrew  H istory, p p . 49-51.

Pfeiffer, Charles F . “Ex o d u s”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267-69.

------- . E gypt and  Exodus.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 p p . 43-47.

U n g e r , Merrill F . A rchae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29-39.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p . 84-89.

c  神的律法

E r d m a n , Charles R . The Book of Exodus, p p . 87-104.

G o d d a r d , Burton. ''L a w ''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477-80.

Kelso, James L . A rchaeo logy  and  the Ancient Testament, p p . 77-78. 
Kline, M . G . “T e n  C o m m a n d m e n t s” in T h e  iVew B i W e  JDictionaiy, 

p p . 1251-52.

M a n l e y , G . T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135-37.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Ten Commandments.

M u r r a y , J. uL a w ,J in The N ew  Bible  D ictionary, p p . 718-23.

S a m p e y , John R . The H e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p p . 77-88.
U n g e r , Merrill F . “Decalogue,” “L a w ,” and “L a w  of M o s e s” in 

Unger's Bible  D ictionary, p p . 256-57; 646-49.

W a t s o n , T h o m a s , The Ten Commandments.

D 會幕

E r d m a n , Charles R . The Book of Exodus, p p . 105-44.

出 埃 及 記 ：救讀之書 101

G o oding, D . W . <<Tabernacle,> in The N ew  Bible D ictionary, p p . 1231- 

34.

Harrison, R . K . uTabernacle,>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821-24.

Kelso, James L . A rchaeo logy  and  the A ncient Testament, p p . 88-98.
Levine, M o s h e . The Tabernacle, Written from a Jewish n o n - 

Christian viewpoint.

Martin, W . S ., and Marshall, A . Tabernacle Types and  Teachings.

Soltau, H e n r y  W . The Tabernacle.

Spink, James A . Types and  Shadows of Christ in the Tabernacle.

Strong, J a m e s . The Tabernacle of Israel.
U n g e r , Merrill F . "Tabernacle of Israer' in Unger's Bible  D ictionary, 

p p . 1059-66.

E  釋經

C h a d w i c k , G . A . Exodus, Expositor^  Bible.

Driver, S . R . Exodus, T h 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Johnson, Philip C . “E x o d u s” in 77ie Wyciiffe JBiW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M e a d , C . M . <<E x o d u s >, in Lange'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註釋

1.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26.

2 .  二者的比較引自 Scroggie，同 上 書 頁 。

3. 許 克 所 斯 源 於 閃 族 ，是 亞 裔 半 遊 牧 民 族 。有關他們的資料很 

少 。他們的新式武器—— 戰 馬 車 ，是他們戰勝埃及的主要原因。

4. Gleason Archer 及 John W h i t c o m b  都 持 這 見 解 0

5 .  贊 成 第 二 點 的 作 者 有 ：Samuel Schultz, J. Barton P a y n e , W . 

T . Purk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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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關 於 以 色 列 人 何 時 出 埃 及 ，某 些 學 者 贊 成 較 後 的 日 期 （1270

B .C _ ) ，參 L e o n  W o o d , A  Survey 〇/ Jsrae7’s /iistcMy,頁 83 — 1 0 9，有 

詳 細 的 討 論 。（中文譯本爲《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7 .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共有二 百 萬 人 ，這數字是根據出埃及記 

一二37及民數記一4 6 。以 下 的 計 算 ，是基於兩項假設《。

603,550 

+ 同等數目* 

= 最少一百萬 

+ 同等數目* 

= 最少二百萬

(超 過 二 十 萬 戰 士 ） 

(其 他 男 性 ） 

(所 有 男 性 ） 

(所 有 女 性 ） * 11

(所 有 人 口 ）

贊 成 在 曠 野 期 間 ，以 色 列 人 口 超 過 二 百 萬 的 ，有 C . F . Kei丨 及 F . 

Delitzsch 的 TTie PentateucA, 3:5-15 ; 以及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的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O W  7'estament, 頁 88 —89 ( 中 文 譯 本 爲 《舊約導 

論》，道 聲 出 版 社 。）。

8.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Jntroduction, p . 20 9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9 .  參 同 上 書 頁 ；Scroggie, 1:27-28; Philip C . Johnson, “E x o d u s ,” 

T h e  Wyc/iffe Bib/e C o m m e n t a r y，p . 52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 

釋》，種 .好 出 版 社 。）；J. C . Connell. “E x o d u s ,” TTie N e 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106-7等 ，均有淸晰的大綱。

10. Charles R . E r d m a n , The Book of Exodus, p . 7.

11. 「十誡」是 聖 經 中 的 名 詞 ，參出埃及記三四28及申命記四1 3 ， 

— 〇 4。

1 2 .  有人認爲「約書」（出二四7 ) 就是指這律法。

13. W o o d 寫 道 ：「如 果 要 定 一 日 爲 以 色 列 的 立 國 日 ，便是這  

日 。」（頁 145 ) 即 出 埃 及 記 二 四 4_ 8所 記 ，摩西正式向以色列人頒佈 

誠 命的那一日。

14. Y o u n g ，上引書頁7 7 。

第五章

利 未 記 ：「你們要聖潔」

利未記是神賜給選民的手册，敎導他們如何親近祂，蒙 祂 喜 悅 。以 

色列人在西乃山安營，無論是在曠野流蕩或定居迦南，都根據利未記的 

律 法 作 準 則 。書中不住的重複一個重要的命令：「你 們 要 聖 潔 。」這是神 

要祂歷代選民所謹守的重要誠命。

一 、讀前準備

1. 利未 記 中 敍 述 不 多 ，內容其實緊接着出埃及記。請讀出埃及記四 

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三節，再讀利未記一章一至二節。兩處的背景有何雷 

同 之 處 ？1

2. 請 重 溫出埃及記的槪覽表。 （圖表4. 4 ) 在 十 九 至 四 十 章 裏 ，以 

色列人位於何處？這幾處經文的題旨何在？

3. 請看圖表 5.1 。這是利未記的背景和要旨。出埃及記記載以色列 

人 如 何 蒙 拯 救 ，如 何 立 國 ；利未記敎導選民應如何自潔，敬 拜 事 奉 神 。 

思 高 魯 哲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 說 ：「從 身 分 來 說 ，出埃及記開始時 

說 的 是 罪 人 ，利未記說的是聖人。」2

4. 利未記的主題是獻祭。讀利未記各祭以先，略爲了解獻 祭 之 事 ， 

將有助於理解本書。讀者可從下列各方面思想：⑴ 意 義 ，⑵ 起 源 ，⑶動 

機 與 目 的 ，⑷ 預 表 （請 參 考  Steven Barabas, “Sacrifice” in T h 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737-40;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 p . 85-87; and Merrill F . 

U n g e r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p . 10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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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 中 的 利 未 記  圖表5.1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國的起源 國的拯救 國的生命 國的試煉 對國的叮嚀

始立神權 建立神權
神權受考驗及 

爲新的家預備

立約
詳見「遵守我的 

約」，作「屬我的 

子民」、「祭司的 

國度」、「聖潔的 
國民」（出一九 
5 — 6 ) 。

律法

指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我是耶和華」

( 利 一 八 5 )。

利未記中有許多不同的祭。讀時請注意下列分類：

a. 帶 血 ；或 不 帶 血 的 。

b . 爲 個 人 的 ；或 爲 衆 人 的 。

c. 與 神 的 關 係 更 密 切 的 （如讚 美 神 ）；或 與 神 和 好 的 （如 讀 罪 祭 ）。

d . 牲 畜 ；素 祭 ；奠 祭 或 其 他 。

e. 由 祭 司 代 廠 ；不 必 由 祭 司 代 溆 。

f.  全 燒 在 壇 上 ；或 部 分 歸 遺 給 獻 祭 者 。

g. 部 分 祭 物 歸 還 康 祭 者 享 用 ；或 全 不 歸 還 康 祭 者 享 用 。

5.律 法 的 基 本 法 則 遍 佈 全 書 。討 論 時 請 參 考 其 他 資 料 （例 如 TTje 

Internationa/ Standard B i W e  E n c y c /opedia, 3:1879-80 ) 。再參考新約 

經文怎麼論到舊約律法（査考經文彙編之「律法」）。要 了 解 利 未 記 ，領 

會 其 中 的 精 義 ，就得對律法有正確的認識，原因是甚麼呢？

二 、背景

A 名稱

猶太人習慣以 希 伯 來 經 卷 的 頭 一 個 字 命 名 。利未記的頭一個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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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y y i q r a，意 爲 「並且他呼召」；這 個 名 稱 顯 然 說 不 出 利 未 記 的 主 旨 。 

希 臘 文 七 十 士 譯 本 （舊 約 第 一 本 譯 本 ）更 名 爲 LeuiYikon，意 爲 「關乎 

利未人的」，因爲書中主要說到利未祭司的職任（來七11 ) 。拉丁文武 

加大譯本也取用這個名稱，接 着 英 文 本 、中文本都用這個譯名。

B 作 者

正 如 前 文 提 過 ，五經的作者是摩西。利未記中有五十六次明明白白 

的 說 到 ，耶 和 華 藉 摩 西 把 律 法 頒 佈 給 以 色 列 人 （參 經 文 彙 編 之 「摩 

西」）。以 斯 拉 記 六 章 十 八 節 說 ，摩西把神的吩咐寫在書上。請再參耶 

穌 怎 麼 提 及 摩 西 ：馬太福音八章二至四節，將此節經文與利未記十四章 

一至 四 節 比 較 。

C 寫 作 曰 期

先讀圖表5. 2的 經 文 ，看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次年元月，在利未 

記所說的 話 。當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安營（利七3 8 ，二七34 ) ; 至於摩 

西甚麼時候動筆寫下神的話語，我 們不得而知。不過時間也許先於民數 

記 的 曠 野 之 旅 ，那時約爲主前十五世紀中葉（以出埃及年份爲主前一四 

四 五 年 計 ）。

利 未 記 的 日 期  II表5.2

出埃及
西乃山 

頒佈誡命

會幕建成

(可 抬 行 ）
頒佈律例

準備曠野  

旅程

出一二 41 出一九1 出四〇17 民一 1

始用新曆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二年 第二年

三月 正月一日 正月 二月一日

D 與 新 約 聖 經 的 關 係

本書處處都是預表、表記和新約聖經的影兒，在新約聖經中一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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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擧 例 說 ，血祭預表基督爲神的羔羊，祭司預表耶穌爲大祭司，獻祭 

者預表新約信徒。

進階習作一擱會列擧新約聖經中曾引用有關利未記的經文。本書的 

最佳註釋是希伯來書。

三 、 綜覽

1. 請照 til章提供的方法綜覽利未記。（爲 了 節 省 篇 幅 ，本書不再將 

綜 覽 法 覆 述 。但某些個別方法則再會提及。）

2. 注意:利未記的開首和結尾都是叫人獻祭，不 過 是 要 出 於 甘 心 的 。

3. 請 注 意 主 題 相 同 的 大 分 段 ，例如前七章是說獻五祭的律例。3 分 

出 大 段 以 後 ，再參照圖表5. 7的 分 法 。

4. 細閱圖表5. 7的 大 綱 。請問哪個詞語可總括全書？把本書分成兩 

大 段 的 界 線 何 在 ？4 讀 十 八 章 一 至 五 節 ，此爲進入另外一個主題的開場 

白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怎 樣與神同行。

5. 請參圖表 5. 7最 下 的 一 欄 。聖潔的重要性若何？請從聖經中找出 

圖表5. 7分 段 法 的 根 據 ，這是綜覽妙法。

6. 利 未 記 的 主 題 ，可以一分爲二。一 是通往神之路，一是神對人生 

活 的 要 求 。請繼續硏 讀 聖 經 ，直至你看出這是信息的主旨。

四 、 要旨

A 神的璀潔與人的罪汚

神的聖潔與人的罪汚，乃是宇宙間最基本的問題，是人人都得面對 

的 事 實 ；利 未 記 的 信 息 ，全 在 於 此 。書中的福音就是凡遵行神的法則， 

便能得着救贖和赦罪，也可以天天與神相交。大家讀時須留意上述要點。

B  律法

利未記是聖經中記載律法最多的書卷。5 書 中 的 律 法 很 多 ，種類也 

不 相 同 ，可 分 爲 ：一般性或個別性的；禮 儀 、社會或道德倫理上的；暫 

時 性 或 永 久 性 的 ；懲罰或賠償的。哥 特 （Burton God d a r d  ) 說 ：

神要藉祂道成肉身的兒子，成全救恩。禮儀律法就是表達這救恩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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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和語言……治理以色列人的社會律例，乃是針對當時的歷史、文化 

而 設 ，所以……只是過渡性的。但這些律例的原則，乃是永久性的， 

適合歷代的人使用。至於道德性的律例，乃是適用於各方各民及歷世 

歷 代 ，因爲這正代表了祂的本性。6

利 未 記 中 的 一 切 律 法 ，乃 爲 榮 神 益 人 而 設 。保 羅 說 ：「律法是我們 

訓 蒙 的 師 傅 ，引 我 們 到 基 督 那 裏 ，使 我 們 因 信 稱 義 。」（加三24 ) 神的 

律 法 是 叫 人 知 罪 認 罪 。麥 斤 （J. G r e s h a m  M a c h e n  ) 說 ：「對律法的觀 

點 偏 差 ，就 會 變 成 律 法 主 義 ；若 把 律 法 看 得 恰 當 ，就會尋求神的恩典。」7 

硏讀利未記的律法時，請注意上述的目的。

C 五 祭 （一 1至七38 )

一 至 七 章 的 五 祭 ，乃是以色列人敬拜事奉的五個要祭。以下是利未 

記 各 祭 的 要 義 ：

燔 祭 （一3— 1 7 ，六8— 13 ) :藉 着 聖 潔 的 火 ，甘心將自己並一切所有的 

歸 給 神 。

素 祭 （二 1一 1 6 ，六14一 23 ) :感 謝 神 ，並獻上生命事奉主。

利 未 記 五 祭  圈表5.3

祭 基督徒 基督

燔 祭 _  

馨

分別爲聖 把自己獻與神，遵祂旨意行

素 祭 1
與
神
士日

服事 作人子服事父神與人

平安祭

相
交 相交 神人間相交的橋樑

贖罪祭
爲
要
與

爲罪人本身而獻 抵償人的過犯罪孽

贖愆祭 神
相
交

爲他所犯的 

罪而獻

抵償因罪而引致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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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安 祭 （三1一 1 7 ，七 11一 34 ) :分享與神交通的福分。

睹 罪 祭 （四1至五1 3 ，六24— 30 ) :罪 人 得 蒙 赦 免 。

崤?这祭（五14至六7 ，七 1一 10 ) :過 犯 蒙 赦 免 。

圖表5. 3分別列出五祭和五祭對基督徒的意義，讀 者 不 妨 思 想 ，加 

上 自 己 的 結 論 。

D 祭 司 職 任 （八至一〇 、二 一 至 二 二 章 ）

這 是 舊 約 聖 經 第 一 次 有 祭 司 的 職 分 ，開始了以色列人事奉的新紀 

元 。神用淸楚的標記和事物，天天顯明祂的公義、恩 典 和 榮 耀 。祭司就 

是 作 中 保 ，使罪人可與聖潔的神相交。神揀選亞倫和他的四個兒子：拿 

答 、亞 比 戶 、以 利 亞 撒 和 以 他 瑪 ，作 以 色 列 國 的 首 任 祭 司 （出二八 

1 ) 。祭 司 的 責 任 重 大 ，所 以 要 求 也 高 ；故 此 我 們 不 難 明 白 ，利未記用 

五 章 的 篇 幅 （八至一 〇 、二 一至二二章） ，談到祭司的奉獻和守則。

我們讀希伯來書八章一節至十章十八節，就可以知道舊約的祭司處 

處 預 表 基 督 。耶穌基督是神與人之間永恆及無罪的中保（提前二5 ) 。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不少篇幅稱頌祂和祂的職事（「我們有這樣的大祭 

司」，來八1 ) 。請讀希伯來書八章一節至十章十八節。

E 贖 罪 日 （一 六 章 ）

贖罪日是以色列人最重大的日子，因爲這日能充分把贖罪的意義表 

現 出 來 。在 那 日 ，他們要獻贖罪祭和燔祭。祭司只能在這天進入會幕內 

的 至 聖 所 ，會衆也要在這天禁食，與其他節期歡樂的氣氛完全相反。只 

有 在 這 天 ，以色列人才特別感到神恩浩大，赦免他們一切罪孽。這曰的 

福 音 十 分 明 顯 ，就是預表耶穌在各各他山上爲衆人獻上自己。阿力斯 

( Os w a l d  T . Allis ) 認爲贖罪日是利未記的高峯。

要了解加略山的意義和其間的悲劇性榮耀，就得視此事爲基督生平的 

軸 心 。我們可從舊約「傳福音」的先知以賽亞，以及希伯來書的作者， 

了解利未記這贖罪日的惫義。利未記這樣解釋：「因爲活物的生命是在 

血 中 。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爲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裏有 

生 命 ，所以能贖罪。」（利一七1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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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二 三 至 二 五 章 ） 圖表5.4

經文 聖節 曰期 節 期 的 目 的 神 顯 爲 ：

利二三3 ;
II! -.08-11； 
申五12—15

安息日
每週

第七日
息了勞苦，敬拜神

創造主， 

耶和華

利二三5 ; 

民二八16 ; 
申一六1 — 2

逾越節
正月

十四日

利二三6 —8，_ 

民二八 17-25; 
申一六3 — 8

無酵節*

正月十五 
至

二十一日

利二三9—14; 

出二三16 ; 

民二八26—31
初熟節

正月
十六日

利二三 15-22; 

出三四22 ; 
申一六9 - 1 2

五旬節*

( 收 成 ；數 週 ）
三月六日

利二三23- 25; 

民二九 1 _  6
吹角節 七月一日

利二三26-32; 

利一六； 
民二九7 —11

贖罪日 七月十曰

利二三33-44; 

民二九 12-40; 
申一六13-15

住棚節*
七月十五

至
二十一日

利二五1 — 7; 

出二三10—11
安息年 每七年

利二五8—55 禧 年 每五十年

* 以色列一切男丁每年三次上聖殿朝見耶和華，謹守這些節期。 

( 出二三 14—17 ; 申一六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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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聖 節 （二 三 至 二 五 章 ）

神 爲 選 民 定 下 聖 節 （試 比 較 英 文 holy t i m e s及 holi-days ) ，使他 

們一年中有多日分別出來，默想祂及祂的作爲。聖會的意 義 重 大 ，會衆 

在這期間要分別出來歸與神，離 開 罪 惡 。他們在這兒所學到的，須天天 

逐 步 實 行 ，終 生 不 渝 。

利 未 記 二 十 三至二十五章的節日，可見於圖表5. 4 。讀者讀上列經 

文 時 ，請注意各節期的意義，以及其間彰顯神甚麼眞理。

圖表5. 5說明在猶 太 曆 中 ，何時是這些節日。9

五 、 鶴字錢節

利 未 記 的 鑰 字 是 「聖」（“holy”，在 英 文 聖 經 中 約 出 現 九 十 次 ）、 

「血」、「生命」。输句是「在耶和華面前」（“before the Lord”，在英文聖 

經中約出現六十次）。

鑰節是十七章十一節，十 九 章 二 節 。關 於 後 者 ，可比較十一章四十 

四 至 四 十 五 節 ，及 二十章七節、二 十 六 節 。

六 、 應用

1. 根據利未記五祭的意義，基督徒應獻甚麼給神？

2. 耶穌基督如何作信徒的大祭司？

3. 約翰壹書一章八節說信徒都有罪，這與信徒的見證起衝突嗎？請 

說 明 。

4. 關於祭司的奉獻的經文，對信徒的事奉有何提醒？

5. 你個人的見證與下列兩個眞理有何關連？

a. 由於血裏有肉體的生命，流血而死乃是罪人應得的刑罰。

b . 神 開 恩 允 許 祂 所 悅 納 的 替 罪 者 代 死 ，償 還 罪 的 刑 罰 。（請讀下 

列 經 文 ：太二〇28 ;羅三24— 26 ;林前一五3 ;加一4 ;來七25 ;彼前二 24 )

6. 你對下列的敎訓有何意見：

a. 當人與聖潔的神相交，他就應住在這新生命的亮光中。

b . 奉 獻 給 神 ，就 當 甘 心 ，且存順服的心。

7. 新 舊 約 聖 經 都 說 ，屬神的人當生活聖潔。請在生活上應用下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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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彼前一 13— 16 ; 弗一4 ; 西一22 ;提前二8 ; 多一8 ;約壹一6 —  7 。

8. 基 督 敎 的 節 日 （如 復 活 節 ）對你有何意義？

9. 對今日的信徒來說，利未記有哪五個最重要及最實用的敎訓？

七 、進階習作

1. 試硏究聖經中的三個題目：律 法 、祭 物 和 獻 祭 。

2. 試 硏 究 以 下 各 詞 ：罪 、贖 罪 、聖 潔 。

3. 比較亞倫與基督的職事。圖表5. 6已 略 有 提 示 ：

大 祭 司 ：亞倫與基督 圖表5.6

以色列的大祭司（利一六） 我們的大祭司（來 九 ）

1 . 神從民中呼召亞倫 

2•能體恤愚蒙的人（來 五 2 )

3 .  穿聖潔無瑕的衣服

4 .  進入至聖所

5 .  能完全贖罪（獻上羔羊的血）

6 .  爲自己及全以色列人

7 .  毎年不斷獻祭

1 .  神從衆人中呼召基督(來五4、10)

2 .  流淚禱吿（來 五 7 )

3 .  沒有犯罪

4 .  進入天堂（來九24 )

5 .  能完全贖罪（獻上自己的血）

6 .  爲全人類（約三1 6 )，不爲自己 

7•獻上一次，永遠贖罪（來九25 )

4. 硏讀與利未記有關的希伯來書。1g

5. 用別的參考書輔讀，看新約聖經如何引用利未記。11

八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王 國 顯 ：《神的帳幕在人間> ( 晨星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 ( 種籽出版社:）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 : 《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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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 論

Allis, O s w a l d  T . <<Leviticus>,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134- 

35.(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出版社。）

E r d m a n , Charles R . The Book of Leviticus.

Keil, C . F . and Delitzsch, F . The Pentateuch , 2:261-64.

Kellogg, S . H . The Book of Leviticus, p p . 3-28.

B 奉 獻 與 獻 祭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28-32.(中文譯本爲《聖經槪論》，種籽 出 版 社 。）

Barabas, Steven. “Sacrifice”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737-40.

Gardiner, Frederic. “Leviticus” in JLange’s C o m m e n t a x y  on t/ie 

Scriptures, p p . 9-19.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 p p . 65-68.

U n g e r , Merrill F .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p p . 942-52.

c  祭 司 職 分

Heslop, W . G . Lessons from  Leviticus .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 p p . 62-65.

U n g e r , Merrill F . U ngers  Bible Dictionary, p p . 881-89.

D  節 期

Barabas, Steven. “Feasts”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280-81.

Funderburk, G u y  B . <<Calendar,>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138-41.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ent Speaks , p p .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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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預表

Fairbairn, P . The T ypology  of Scripture .

Ironside, H . A . Lectures on the L evitical Offerings.

Spink, James F . Types and  Shadows of Christ in  the Tabernacle. 

Wilson, Walter Lewis. W ilson^  D ictionary of Bible  Types.

f  釋經

Barnes, Albert. Bible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 ent: Exodus- 

Ruth .

Bonar, A n d r e w  A .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Leviticus .

E r d m a n , Charles R . The Book of Leviticus.

Kellogg, S . H . The Book of Leviticus. T h e  Expositor^  Bible. * 1

註釋

1 .  出埃及記四〇36 — 38「起程」一 詞 是 指 曠 野 而 言 ，但利未記一 1 

卻不是 在 曠 野 。

2.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30.

3. 六章八節至七章三十八節提到五祭（載於一2至六7 ) 的一些附 

加 規 則 。

4 .  大多數解經家以第十七章爲另一個主要分部的開始，而不是十 

八 章 。其 實 ，二 者 各 有 道 理 。參 77ie Internationa/ Standard B i W e  

£ nc> dopedia, 3:1871，記載了支持第十八章爲分野的論據。

5 .  有 關 歷 史 部 分 ，載於利未記八1至 一 〇 7，二 四 1 0 _ 2 3。

6. Burton L . G o d d a r d , "L a w /'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 480.

7 .  引自 T h e  WycV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i y , 頁 1 2 9 2。（中文譯本 

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8. O s w a l d  T . Allis, <<Leviticus,M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1 3 5.(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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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有 關 猶 太 曆 法 ，參 G u y  B . Funderburk, “Calendar,” T h 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Hi 138 —41 °

10. Chart 58, Irving L . Jensen, Jensen  Bible Charts, vol. 3.

1 1 .  新 約 聖 經 中 ，有 關 利 未 記 的 比 喩 ，可 參 Irving L . Jensen, 

Leviticus, Self-Study Guide » H 72 —74 °



第 ， 、早

民 數 記 ：往神安息之地

民數記記載神領以色列民經過曠野，到逹祂應許的安息之地。以色 

列人從西乃 山 起 行 ，直到耶利哥對面的摩押平原。行程 略 分 三 段 ，第一 

段 旅 程 不 長 ，但他們在暗中摸索，需要極大的信心和忍耐。接着就是神 

對 不 信 者 的 懲 罰 ，以色列人在曠野兜圈，爲 時 頗 長 ，直到那一代的人全 

都 死 去 ，只 剩 下 幾 個 。最後一程卻是直接快速的，以前的領袖只剰下數 

人 ，帶領着新的一代前行，對神昔日應許的安息福地重新燃起盼望。

民數 記 結 束 的 時 候 ，衆民期望聽到角聲大作，他們隨着號聲過約但 

河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他們必須把敵人驅逐，但 已 勝 券 在 握 ，因爲神已應 

許 ：「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民一〇29 )

上 文 已 經 說 過 ，五經是一 個 整 體 ，民數記是整體中的一部，有其不 

可 抹煞的價値。大家不妨參照下列的比對：

書卷 以色列國 人 神

創世記 萌 芽 ；搖籃時期 被 造 、墮 落 、盼望 主權

出埃及記 從埃及拯救出來 蒙拯救 憐憫

利未記 頒佈敬拜及生活的律例 親近神、與神相交 聖潔

民數記 往迦南地的路途上 承受地業的條件 忍耐

申命記 進迦南前的最後準備 分別爲聖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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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讀前準備

1. 請參本書地圖4. A ，對民數記的地理略作了解，將有助於對歷史 

事 件 的 硏 究 。正如上文曾經提及，本書所載的行程，是從西乃山到耶利 

哥對面的摩押平原。

2. 重溫出埃及記及利未記，這兩書可說是民數記的上集。

3. 我們會看到神爲以色列人行許多神蹟奇事，正如在出埃及記中一 

般 。爲甚麼神在舊約時代行這麼多的神蹟？

4. 留意在民 數 記 中 ，以色列民在起行的時候，對神有甚麽認識。

二 、 背景

A 名稱

本 書 名 稱 頗 多 （例如^旅程之書」、 怨言之書」）；希伯來的慣例是 

以 書 的 第 一 個 字 爲 書 名 。民 數 記 的 第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是 W a y y e d a b b e r， 

意 爲 「並他說」。七 十 士 譯 本 卻 給 本 書 起 名 A r i t h m o i，意 爲 「民數」，取 

書中兩次數點以色列民數目之意（記於第一及二十六章）。拉丁文武加 

大 譯 本 命 名 爲 Liber N u m e r i  ( 「民數記」），英 譯 本 沿 用 這 名 。不少硏 

讀聖經的人見名思義，以爲本書枯燥乏味，略 過 不 讀 ，殊 爲 可 惜 。事實 

上 ，本書的敎訓和啟發頗多，令讀的人大有益處。

B 作者

聖經的內證和外證都指出五經的作者是摩西，民數記當然也是摩西 

所 作 。他親眼看見當時的情景，神選他執筆也合情理。

C  寫作曰期

摩西 在 摩 押 寫 這 書 ，那時約爲主前十五世紀末葉，摩西亦快離開世

界 。

三 、 綜覽

1. 略翻閱民數記全書。按圖表6. 2的 方 式 ，把章題寫 下 。

2. 注意圖表 6. 2中的兩次數點以色列民數目。第 二 次 數 點 的 ，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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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代 。第二次數點的原因，請參閱圖表上標明的關鍵章節（書中的轉 

捩 點 ；由 於這一轉折，改變了整個歷史）。

3. 根據這圖表的分析，民數記主要分成幾部分？請參閱圖表中各個 

不 同 的 分 法 ，再參 聖 經 證 實 。例如先讀第十章十一至十三節及二十二章 

一 節 ，留意地理上的變遷。

4. 按 照 這 圖 表 ，三個分段各佔的時間多少？ （讀者須注 意 一 點 ，中 

間一段旅程爲時三十九年，在 曠 野 繞 行 ，堪載的事極少。倒是繞行前後 

的事佔去了大部分篇幅。從 這 段 經 文 ，我們可約略了解聖靈給聖經作者 

默 示 時 ，怎 樣取捨題材。）

5. 請照圖表中分成八大段的綱要，並你寫下的章題，重溫民數記一 

遍 。這會助你了解本書的槪要。

四 、要旨

A 數 點 民 數 （一 、二 六 章 ）

兩 次 數 點 民 數 ，數的都是能上陣作戰的男丁，不 是全體會衆。根據 

兩 次 核 算 ，估計全體會衆人數約爲二百萬。1全 民 浩 蕩 起 行 ，單是供應 

糧 食 ，已 是 神 蹟 。

B  臨 起 行 前 的 吩 咐 （五 1至一〇1〇 )

民數記前四章載耶和華吩咐摩西，全營當怎樣準備起程。第一章的 

指 示 是 ：「計算所有的兵丁」；第 二 章 是 ：「使各支派各按己位安營」；第 

三 、四 章 是 ：「照顧營中的會幕」。從 第 五 章 起 ，說到營中的某些人。請 

大家再按下列綱要閱讀如下各章：

⑴ 摒 除 不 潔 者 （五 1—4 ) 。

⑵ 懲 罰 罪 人 （五5 _ 3 1  ) 。

⑶把自己分別出來（拿細耳 人 的 願 ）（六 1 _ 2 7 ) 。

⑷ 獻 禮 物 （七 1 _ 8 8 ) 。

(5)潔 淨 利 未 人 （七89至八2 6 ) 。

⑹ 當 守 逾 越 節 （九 1 _  1 4 ) 。

(7)跟 隨 衆 首 領 （九15至一〇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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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探 子 回 報 衆 民 不 信 （一二 16至一三33 )

請 先 讀 這 段 經 文 。以 色 列 人 北 上 （參地圖4. A  ) ，靠 近 迦 南 地 時 ， 

摩西遣探子打探敵人虛實。神用這事考驗他們的信心，祂知道他們會怎 

樣報吿—— 從 人 的 觀 點 看 事 ，容 易懼怕膽怯。神就是要百姓面對信心的 

考 驗 ，看他們敢不敢憑信心邁向虎口。

迦 勒 呼 顢 民 衆 前 往 ，攻 取 堅 城 。其他探子則表示絕對無法攻取那 

地 。百姓 因 爲 沒 有 信 心 ，聽從悲觀的報吿，離 棄 耶 和 華 ，不信祂拯救的 

應 許 ，反 倒 喧 嚷 說 ：「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 埃 及 去 吧 ！」（一四4 ) 

神 懲 罰 衆 民 ，擊 殺 他 們 ，使他們不能承受那地（一四11 —12 ) 。在 

這 四 十 年 間 ，凡向耶和華發怨言的，都 死 在 曠 野 ，只有迦勒和約書亞能 

進 入 迦 南 。

D 曠 野 繞 行 （一五 1至一九22 )

接下去的三十七年多，就是以色列歷史的過渡時期（連起頭及終結 

的 日 期 ，一 共 四 十 年 ）。請讀十五章一節至十九章二十二節。

這 期 間 發 生 的 事 ，民 數記甚少記載，因爲這是白費的日子。這一代 

以 色 列 人 的 歷 史 ，迅 速 湮 沒 ，代之而起的是新生一代。話 雖 如 此 ，這期 

間仍有它的重要意義。

(一） 地理方面

百 姓 不 進 不 退 ，只在加低斯及紅海之間（一四25 ) ，漫無目的地繞 

行 ，受 神 責 罰 ，消 耗 時 間 。三十三章十九至三十六節記載他們安營的地 

方 。懲 罰 期 滿 時 ，他們又回到加低斯（二〇1 ) ，預備 進 入 迦 南 。 

㈡ 人口方面

在 這 三 十 七 年 間 ，人口變動極大。六十萬的男丁相繼死亡，有些是 

横 死 荒 郊 （一六49 ) ，葬 在 曠 野 ，作爲神懲罰的警吿。二十歲以下的孩 

童和靑少年長大成人，結 婚 生 子 ，亞伯拉罕新的一代又吿興起。

(三） 屬靈方面

在 屬 靈 方 面 來 說 ，希望的種子重新播下，神昔日的約和應許再次堅 

立 。他們再準備進入神應許之地，神仍舊在以色列人當中，使用祂的僕 

人 ：摩 西 、亞 倫 、亞 倫 的 兒 子 、利 未 人 、約 書亞和迦勒。其餘各章的重 

點 ，都環繞在這過渡期的屬靈操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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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靠 近 迦 南 （二二2至三六13 )

以色列人已來到應許地的門外，就 是 約 但 河 東 ，對着耶利哥的摩押 

平 原 （二 二 1 ) 。神 把 這 道 門 關 閉 ，直到進入迦南的日子臨到。神在這 

個 以 色 列 史 的 交 接 期 間 ，成 就 祂 旨 意 所 命 定 的 事 ，在一連串新的問題 

中 ，衆民看到神親自施行審判（二 二 2至二五8 ) 。爲了準備在迦南地的 

新 生 活 ，他們須重 點 人 數 。神爲摩西預備承繼人，而 神 的 律 法 ，亦作最 

後一次校訂(二六至三〇章;此時頒佈給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詳記於申命 

記 ）。

進入迦南地以先（三一至三二章），他們須妥善處置約但河東的地業 

(以色列人當時已在約但河東居留）。以後就是分配迦南地業，設立逃 

城 ，承認各支派所擁有的地業權（三 四 至 三 六 章 ）。

上 文 說 過 ，神要爲摩西預備一位承繼人，這是很重要的事。神要摩 

西在臨死前看看應許之地（二七12— 14 ) ，然後封立嫩的兒子約書亞繼 

任 （二七 18 — 21 ) 。

那 時 ，神的僕人摩西正一百二十歲，靈 命 成 熟 。這位曾領以色列人 

出 生 入 死 的 忠 心 領 袖 ，體 格 還 很 健 壯 （申三四7 ) 。照 他 的 心 願 ，當然 

是希望與弟兄們同過約但，進入應許之地。直 到 壽 終 之 日 ，他還堅決不 

渝 地 聽 從 神 ，「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而 行 （二七22 ) 。據 申 命 記 所 載 ，摩 

西死前仍處處顯出身爲神僕的順服，絕 無 怨 言 。

五 、 鑰字鑰節

留意圖表6. 2中 的 鑰 字 。然後從經文彙編中找出這些字，再參看有 

關 經 節 。

兩句鑰節是第十章九節及二十九節。讀的時候也須留意其他鑰節。

六 、 應用

1. 民數記常提到神的性情。請硏讀載有下列詞語的幾段經文：信實 

永 不 改 變 、全 能 、聖 潔 、公 義 、憐 憫 、君 王 。爲甚麼我們必須不住追求 

認 識 神 ？

2. 爲甚麼神在那個時代大行神蹟？這類神蹟在今日普遍嗎？爲 甚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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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數記有如人內心的鏡子，尤以中間一段(一〇至二一章)最爲明 

顯 ，把人內心的罪性完全表露出來。本書最 大 的 罪 ，是人存不信背逆的 

心 ，埋 怨 神 。以色列人從西乃山往迦南進發後不久就發怨言。「衆百姓 

發 怨 言 ，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一一1 ) 雖然神凡事看顧保 

守 ：（1)神救他們脫離爲奴之地，⑵旅途中叫他們沒有碰上實在的難處， 

⑶神已應許賜他們足夠需用，使他們安抵迦南（一〇29 ) ; 但他們還是 

發 怨 言 。今日的基督徒多爲哪方面的事發怨言呢？

4. 曠 野 繞 行 的 年 日 ，是 一 片 空 白 ，沒 有 藶 史 記 載 ，表明神懲罰罪惡 

的 可 怕 。神今日是否仍懲罰罪人？若 然 ，信徒對神該存甚麼態度？

5. 希 伯 來 書 第 三 、四章擧引民數記爲信徒生活鑑戒，闡 明何謂得勝 

生 活 。以下爲這段經文的要旨：

a. 神 應 許 把 地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

b . 他 們 因 爲 不 信 ，不 能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來三19 ) 。

c. 神 也 應 許 信 徒 ，信 而 順 服 者 必 享 安 息 。 （「這 樣 看 來 ，必另有一 

安 息 日 的 安 息 ，爲神的子民存留。」來四9 )

「安息」一 詞 在 希 伯 來 書 並 不 是 指 天 家 ，因爲基督徒也會失去這安 

息 ，「我 們 旣 蒙 留 下 ，有 進 入 他 安 息 的 應 許 ，就 當 畏 懼 ，免得我們中間 

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來四1 ) 由 此 可 見 ，這是指信徒生活中的安 

息 、得 勝 和 福 分 ；是 主 耶 穌 放 在 人 心 裏 （屬 天 安 息 的 果 效 ） ，再由聖 

靈不住充滿人心。以色列人若想進入迦南，須 生 活 謹 愼 ，與神保持良好 

關 係 。信徒也要「竭力進入那安息」（來四11 ) 。請用些時間默想神怎樣 

應許那些履行祂要求的人，得靈裏的安 息 。

6. 摩 西 因 爲 犯 罪 ，不 能進入迦南。但神一直使用他領導以色列人， 

直 到 他 們 過 約 但 ，因爲他沒有埋怨神從前定他的罪。從 他 身 上 ，我們學 

到 甚麼功課？

七 、摘要

圖表6.1爲 民數記摘要。請對照圖表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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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槪要 圖表6-1

八 、進階習作

1. 細讀第六章拿細耳人的願，再硏究聖經中類似的願。讀時可參聖 

經 字 典 及 辭 典 。

2. 「繼續與神相交」就是戰勝迦南和安居其中的訣竅。神在這時再藉 

摩 西 ，把校訂好的律例典章頒授新的一代。這些獻祭 的 律 例 ，原已在西 

乃 山 頒 下 ，他們若照着實行，更能在敬拜中親近神（出二三14 一 17,二九 

3 8 _ 4 2 ,三 一  12 — 17;利二三 章 ；民二五1 — 2 ) 。獻祭的律例見於二十八 

至 三 十 章 ，讀者可自己硏究。

3.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在曠野中的以色列人人數不是二百萬。試評估 

他們的著作和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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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王 國 顯 ：《在曠野飄流四十年—— 民數記箚記> ( 晨 星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藉 

A 導論

Allis, O . T . God Spake by M oses, p p . 107-28.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33- 34.(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M a c R a e , A . A . <<N u m b e r s ,>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162- 
6 4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A nalyzed Bible, p p . 42-50.
Ridderbos, N . H . uB o o k  of N u m b e r s >, inThe N ew Bible D ictionary, 

p p . 898-901.

B  地理環境

Kraeling, Emil G . Bible A tlas, p p . 114-28.
Pfeiffer, Charles F ., and V o s , H o w a r d  F . The W ycliffe H istorical 

G eography of Bible Lands, p p . 88-92.

c  數點民數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34- 3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Mendenhall, G . E . “T h e  Census Lists of N u m b e r s  1 and 26” i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p p .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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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行程

Jensen, Irving L . Numbers, Journey to Godfs R est-Land, E v e r y m a n ^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49-92.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p p . 79-85.
S m i c k , Elmer. <<N u m b e r s ,>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p .

125-40.(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版社。 ） 

Stevens, Charles H . The W ilderness Journey.
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Jsraei’s History, p p . 137-67.(中文譯本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E  釋經

Jamieson, Robert; Fausset, A . R .; and B r o w n , David. A Commentary, 
Critical and Exploratory on the Old and N ew Testaments, vol. 1. 

Kerr, D . W . Numbers, T h e  Biblical Expositor.
Mackintosh, C . H . Notes on the Book of Numbers.
Maclaren, Alexander. Exposition of H oly Scriptures: Exodus, 

Leviticus and Numbers.

註釋

1. 參第四章註7 。贊同有二百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計算，可 參 C . 

F . Keil 與 F . Delitzsch，T h e  ■PentateucA, 3:5-15;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O W  Testament, 頁 88 — 89 ( 中 文 譯 本 爲 《舊約導 

論》’道 聲 出 版 社 。）；及 R . Laird Harris, “Bo o k  of N u m b e r s ,” T h 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頁 591 0 有些人認爲希伯來文的 

記 載 ，並 非 數 字 而 已 ，可能另 有 所 指 ，因爲這麼大的數字，並不容易令 

人 接 受 。例 如 ：某 一 個 字 音 （I-P ) 應 讀 作 diup ( 即譯作「隊長」），而 

不是 eiep (譯 作 「一千」）（參 J. A . T h o m p s o n , “N u m b e r ,” T A e  iVew 

Bible Com m entary, 頁 169 ) °



第七章

申命記：追憶之書

五 經 最 後 一 卷 ，記 載 以 色 列 人 入 迦 南 地 前 ，摩 西 對 全 民 的 訓 話 ： 

「以 下 所 記 的 ，是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曠野……向以色列衆人所說的話。」 

(申一  1 ) 書 末 的 結 語 ，是記念這位偉大先祖的事工：

以 後 （約書亞的時代）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 

華面對面所認識的。耶和華打發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 

僕 ，並 他 的 全 地 ，行各樣神蹟奇事。又在以色列衆人眼前顯大能的 

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三四1〇—1之）

一 、 讀前準備

1. 請讀申命記第三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摩西吩咐利未人把他 

寫 好 的 書 ，放 在 哪 裏 ？再讀列王紀下二十二章一至十三節。這事距摩西 

時代己有七百多年。請問書卷在甚麼地方找着？約西亞王有何反應？

2. 請讀出埃及記二十章。摩西在申命記中重申神的吩咐，其中也提 

及 十 誡 。

3. 請讀民數記最後一節（三六13 ) ，與申命記第一節比對一下。

二 、 背景

A 名稱

申 命 記 （Deute r o n o m y  ) 名 稱 的 來 源 是 根 據 希 臘 文 七 十 士 譯 本  

D e u t e r o n o m i o n而 命 名 ，意 爲 「第二律法書」。而 這 名 字 的 來 由 ，實因 

七十士譯本的譯者誤譯「律法書抄本」（一七18 ) 這 話 所 致 。他們把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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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作 deuteronomion t o u t o，即 「第二律法書」。事 實 上 ，申 命 記 所 載 ， 

並 非 第 二 本 ，或 另 一 本律法書，只是將神在西乃山上頒佈的律法重申及 

再次閫釋淸楚而已。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摩 西 著 作 這 書 的 證 據 ，處 處 可 見 。本書好些地方說明是由他執筆 

( 參 一  1—6 ，四44 — 4 6 ，二九1 ，三 一 9 、24 — 26 ) 。猶太人及撒瑪利亞 

人 傳 統 的 說法也認爲摩西著作這書。耶穌和新約聖經作者都引用申命 

記 ，以 它 爲 律 法 書 ，而且所引用的經文，比別的舊約書卷還多（約有八 

處 ，例 如 羅 一 〇 6_ 8  ; 來 一 二 2 9 ，一 三 5 ; 太四 4 、7 、1 0 ，二 二 37 — 

38 ) 。書 中 的 信 息 ，與摩西的時代及他所作的事工十分脗合。「書中字 

句 ，充滿了這位偉大領袖對曾與他同甘共苦的子民關切之情。」1

第 三 + 四 章 記 載 摩 西 之 死 ，作 者 顯 然 是 另 有 其 人 。阿 切 爾  

( Gleason Archer ) 說 ：「在 大 文 豪 最 後 的 作 品 中 ，通常附有追悼他的 

文 章 。申命記最後一章即類此。」2而 執 筆 爲 文 的 ，可能就是摩西的朋友 

兼承繼人約書亞。

寫 作 的 日 期 ，大約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訓話完畢（一3 ) 至 死 前 （主 

前一四〇五 年 ）的一 段 日 子 。

C  處境

這書的寫作背景相當淸楚，以色列人已到迦南邊境。四 十 年 以 前 ， 

他們已到 過 這 地 ，只因不信及不順從，不 得進入迦南。他們就在約但河 

岸 徘 徊 ，直到學習了順服神。神甚願領他們奏凱，使 他 們 得 這 地 ；只是 

他 們 須 完 全 向 神 降 服 ，除 去 硬 心 。現 在 ，傳授律法的摩西要離他們而 

去 ，在 離 去 以 先 ，摩 西 招 聚 親 愛 的 百 姓 ，給 他 們 遺 訓 ，這就是申命記 

(地 點 是 在 摩 押 平 原 。參 地圖7. A  ) 。摩 西 的 目 的 （亦即本書 的 主 旨 ） 

是叫百姓們順 服 。

D 與利未記及民數記對照

在 五 經 中 ，申命記與利未記有如下的共同點：兩書都是敎訓多於歷 

史 ，而兩次訓話都是在以色列人安營之時—— 利 未 記 在 西 乃 ；申命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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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河東分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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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押 。在 利 未 記 裏 ，他 們 正 在 曠 野 飄 流 ；而申命記則記載他們整裝待 

發 ，準備 進 入 迦 南 。二書的對象也有所分別，利未記的對象是祭司及利 

未 人 ，申命記的對象則爲一般以色列會衆。

申命記也補充及解釋前幾卷書好些記載。例 如在民數記中，記載設 

立 長 老 幫 助 摩 西 ；但 只 在 申 命 記 中 ，才可看到摩西對審判官們的訓勉 

(一  1 6 _  17 ) 。又例如民數記記載他們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探子；但直 

至 申 命 記 ，我們才知道是由百姓們提議這事的（一 19一23 ) 。此 外 ，民 

數記說到摩西不能進入迦南；但神與摩西之間的談話，要到申命記三章 

二十三至二十六節才有記載。

三 、綜覽

1. 先把申命記速讀一遍，注意毎章的第一節及聖經中的分段標題。 

讀的時候應以得其槪要爲主，不要因爲細節而停頓下來。嘗試感受一下 

摩西講這信息時的氣氛、情 景 ，然後慢慢的從頭再讀一遍，寫下毎章聖 

經 的 章 題 。（注 意 ：圖表7. 3不 用 第 五 章 一 節 分 章 ，改用第四章四十四 

節 劃 分 。讀時請嘗試了解這個分法。）

2. 讀一章一至八節及三十四章一至八節。比較本書的前言及結語， 

看看有何心得。

3. 讀一章一節至四章四十三節，將語調强硬的字眼寫下來。在一至 

三 章 中 ，摩西提醒百姓甚麼？ （注意書中常出現「就」、「此後」、「以後」 

〔“T h e n”〕等 字 。）這三章與摩西在四章一至四十三節所說的話，有何 

關 係 ？請 從 第 四 章 中 ，寫出摩西用過的命令式句子。（如 ：「你們要聽 

從」，四1;「你們要謹守」，四6)圖表7. 3怎樣描寫一至四章？不妨利用圖表 

7.1分 段 細 讀 。

4. 注意圖表7. 3怎樣劃分四章四十四節至二十六章十九節。摩西在 

四章四十四節至十一章三十二節中，把 十 誠 解 說 ，並引入 生 活 上 ，請問 

覆述十誡的是哪章？十一章三十二節如何爲這段經文作結？

5. 在十二至二十六章中，摩西說明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遵守誡命。 

請讀這幾 章 經 文 ，注意經文中常提及「耶和華你們的神」。爲甚麼摩西不 

說 「耶和華我們的神」？本段的結語是二十六章十六至十九節。神頒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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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念 昔 日 光 景 （申一 1 至四43) 圖表7.1

摩 西 遺 訓 （申三一 1 至三四12 ) 圖表7.2

:一 1

勸勉

三一 30

歌

三 三 1

祝福

三 四 1

分離

勉勵忠心從主 證實神的審判 爲以色列人祝福 領袖更替

言 事

例的目的何在？

6. 讀 二 十 七 至 三 十 章 ，留 意 書 中 的 咒 詛 和 祝 福 。基 利 心 山 （二七 

12 ) 代 表 甚 麼 ？以 巴 路 山 （二七13 ) 代 表甚麼？神爲甚麼要用這個實物 

敎 學 法 ？這幾章的主旨何在？試 說 明 一 二 。

7. 申 命 記 最 後 四 章 十 分 引 人 入 勝 ，原因大槪是字裏行間充滿着盼 

望 。讀 的 時 候 ，可參照圖表7. 2 。試 從 這 幾 章 中 ，列擧與全書題旨相關 

的事例和敎訓。

8. 請花點工夫硏究圖表7. 3 ，並解釋此書爲何稱作「追憶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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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旨

申 命 記 主 要 記 載 摩 西 的 臨 別 贈 言 。以 下 爲 本 書 的 要 旨 ，請 讀 者 們 翻  

閱 有 關 經 文 。

A 追 憶 過 去 （一 1至四 43 )

摩 西 開 始 即 引 歷 史 爲 鑑 。他 只 追 述 可 作 爲 他 的 論 據 佐 證 的 歷 史 ，其 

他 無 關 宏 旨 的 史 例 都 略 過 。他 所 說 的 ，大 略 如 下 ：

「從 過 去 四 十 年 的 光 景 ，可 見 這 國 何 時 聽 從 神 ，國 就 蒙 福 ；何 時 背  

逆 神 ，就 受 咒 詛 。因 此 ，你 們 日 後 當 聽 從 神 。 j

B  當 代 的 誠 命 （四4 4至二六 19 )

申 命 記 大 部 分 記 載 神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律 例 。神 頒 佈 誠 命 ，爲幫助以 色  

列 人 信 靠 祂 ，另 一 方 面 也 敎 導 他 們 如 何 過 討 神 喜 悅 的 生 活 。摩 西 恐怕 百  

姓 輕 視 神 的 律 法 ，特 別 追 述 神 在 西 乃 頒 佈 律 法 的 大 事 。那 時 創 造 天 地 的  

神 從 火 焰 、煙 雲 、山 崩 地 裂 中 與 他 們 說 話 （四 32 — 33 ) 。爲 免 以 色 列 人  

以 爲 這 些 律 法 只 是 爲 他 們 上 一 代 而 設 ，已 經 過 時 ，與 他 們 無 關 ，摩西 再  

次 提 醒 他 們 ：「這 約 不 是 與 我 們 列 祖 立 的 ，乃 是 與 我 們 今 日 在 這 裏 存 活  

之 人 立 的 。」（五 3 )

以 下 爲 這 段 經 文 的 大 綱 ：

⑴ 基 要 誠 命 （四44至 —— 32 )

⑵ 敬 拜 及 聖 潔 生 活 之 律 例 （一 二 1至 一 六 22 )

⑶ 觸 犯 法 律 的 刑 罰 （一 七 1至 二 六 19 )

C 影 響 前 途 的 抉 擇 （二七 1至三〇 20 )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迦 南 ，第 一 件 要 做 的 事 ，就 是 上 到 以 巴 路 山 和 基 利 心  

山 ，立 起 含 有 石 灰 質 的 大 石 ，把 神 的 律 法 寫 下 。兩 山 位 於 迦 南 地 的 中 央  

( 參 地 圖 8. A  ) 。六 個 支 派 的 人 要 站 在 基 利 心 山 上 ，爲 遵 守 律 法 的 人 祝  

福 ；另 六 個 支 派 的 人 要 站 在 巴 路 山 上 ，咒 詛 不 守 律 法 的 人 。

遵 守 及 違 背 誠 命 的 結 局 ，載 於 第 二 十 八 章 。前 十 四 節 說 ，他們若遵  

守 誠 命 ，前 途 必 光 明 。以 色 列 人 若 是 向 神 忠 心 ，就 必 如 經 文 所 載 ，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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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福 。到 了 第 十 五 節 ，聖 經 語 調 一 轉 ，若是他們不聽從神，等在他們前 

面 的 ，就有災殃禍患。

申命記的主旨是神的約（第 二 十 九 章 中 ，「約」字共出現過八次）。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的話，就是堅定神與選民所立的約，有人將摩西的訓 

話 ，與 當 時 代 的 帝 王 向 臣 僕 講 話 的 格 式 並 列 比 較 。克 拉 （Meredith 

Kline ) 說 ：

近東的大君王與臣民立約之時，通常具備一册契約，作該項儀式之證 

據 。申命記就是摩西備妥的契約，證明神與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上所 

立的王約（參三一26 ) 。3 

克拉十分着重書中的槪念。

申命記全面說明約的觀念，這不僅是神與祂的子民雙方立約而已，它 

宜佈神的主權，並以立約維繫祂與祂選民的關係，使他們對神絕對效 

忠 。4

克 拉 說 得 對 ，神的王約並非「國家富强昌盛的無條件執照」，5 百姓須自 

行決定遵守神的話。

D 摩西臨別贈言（三一 1至三四12 )

以 色 列 人 在 約 但 河 東 安 營 ，準 備 渡 過 約 但 河 ，摩西臨別時對他們 

說 ：⑴ 最 後 的 訓 勉 ；⑵神在歷史中施行審判；⑶迦南地有神的賜福。辭 

行 之 言 ，並 無 怨 歎 無 奈 ，反倒充滿盼望與溫情，處處顯出這位屬靈偉人 

的 風 範 ，至 死 不 渝 。

五 、 鑰字鑰節

參 圖 表 7. 3列 出 的 鑰 字 和 鐫 節 。請 讀 經 文 ，並用經文彙編硏讀鑰

字 。

六 、 應用

1. 信徒爲甚麼須定時重溫過去悔改歸主等靈程大事？

2. 爲甚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容易忘記神的話？怎樣可以避免 

這個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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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誡對你有何意義？在生活中用得着嗎？其 他 的 誡 命 ，如獻燔祭 

之 禮 儀 律 例 ，對你又有何意義？

4. 人是否可以選擇信或不信？拯救的福音對人的呼召又如何？

5. 神 報 應 的 律 （賜 福 遵 命 的 人 ，懲 罰 逆 命 的 人 ）至今仍否有效？請 

用新約聖經爲據作答。

6. 申命記怎樣說到神的主權和聖潔？

7. 從申命記記述摩西的生平中，信徒可學到甚麼屬靈的功課？

七 、 進階習作

1. 研讀新舊約聖經的「約」字 。（參 經 文 彙 編 、聖經字典及神學敎義 

書 籍 。）

2. 申 命 記 中 ，有三個詞語都是說到神的律法：典 章 、律 例 、誡 命 。 

請 參 文 利 （G . T . Ma n l e y  ) Tiie N e w  B i W e  Dictionary. 6

3.  申命記的作者及寫作日期，可 參 阿 切 爾 （Archer ) 著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 7

八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王 國 顯 ： <你們要謹守遵行—— 申命記讀經箚記> ( 晨 星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厢翔' — 申命記硏讀》（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米子出版社）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藉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39-50•(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申 命 記 ：追 憶 之 書 137

Keil, C . F . and Delitzsch, F . The Pentateuch, 3:269-77.

M a n l e y , G . T . aD eute r o n o m y ,>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195-97.(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Robinson, George L . “D e u t e r o n o m y” in T h 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2:835-40.
Schneider, Bernard N . Deuteronomy, p p . 12-24.
Schroeder, F . W . J. <<De u t e r o n o m y ,> in Lange'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p . 39-45.
Schultz, Samuel J. Gospel of M oses.

B 作者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41-50.(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Schroeder, F . W . J. <<De u t e r o n o m y ,> in Lange'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p . 1-38.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pp.207-76.

c 約

Berry, George Richer. “Covenant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T h 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2:727-29.
Lockyer, Herbert. A ll the Doctrines of the Bible, p p . 146-51.

D 釋經

Jamieson, Robert; Faucett, A . R .; and B r o w n , David. A  Commentary, 
Critical and Exploratory on the Old and N ew Testaments, vol. 1. 

Kline, Meredith G . <<Deuter o n o m y >,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 entary.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Ma n l e y , G . T . The Book of the L aw .

Reider, Joseph. Deuteronomy.
Schultz, Samuel J. Deuteronomy, E v e r y m a n ^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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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G . T . M a n l e y , ed., N ew Bible Handbook, p . 147.
2.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Jntrodiicti’on, p . 2 4 4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3. Meredith G . Kline, ^D e u t e r o n o m y ,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1 5 5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籽出版  

社 O

4. Meredith G . Kline, ^Deute r o n o m y ,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 215.

5 .  同 上 書 頁 。

6. G . T . M a n l e y , “De u t e r o n o m y ,” 77je N e w  B i W e  Dictionary, 

p. 309.

7. Archer,上引書頁241— 5 0 。



趣南境內外 

以色列史

舊約聖經的第二大類是歷史書。所 載 史 實 ，從 入 迦 南 （由約書亞記  

錄 ）起 ，到 被 擄 歸 回 時 止 （由尼希米執筆） ，歷時近一千 年 。

■ 約 書 亞 記  

■ 士師記 

■ 路 得 記  

■ 撒 母 耳 記 上  

■撒 母耳 記 下  

■ 列 王 紀 上

■列 王 紀 下  

■歷代 志上  

■歷代 志下  

■以 斯 拉 記  

■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第八章

約書亞記：征服之書

約書亞記寫 地 寫 人 ，地是神應許給他們，等着他們去攻取的；人是 

神 選 召 之 國 ，在 取 地 之 時 ，受到人爲的阻力。這些障礙就是構成戰事的 

原 因 。這戰事是神所定的聖戰，爲要將當地罪惡滿盈、迷信偶像的居民 

逐 出 。因此約書亞記又名「征服之書」。

約 書 亞 記 記 載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迦 南 餘 地 ，時間緊接在申命記最後一 

章 。五 經 順 序 如 下 ：創 世 記 ，神 使 以 色 列 萌 芽 ，1 應 許 賜 他 們 迦 南 地 ；2 

出 埃 及 記 ，神 從 外 邦 （埃 及 ）爲 奴 之 地 拯 救 他 們 ，領他們邁向應許之 

地 ，又賜他們律法遵行（見於出埃及記和利未記）；民 數 記 ，記載以色 

列人從曠野到迦南入口的旅程；申 命 記 ，記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前最後 

一 刻 的 裝 備 。約書亞接下去記載他們怎樣征服迦南，劃 分 疆 土 。實在說 

來 ，約書亞記是歷史進行中的高 潮 ，又是以色列人新生活的起點，在舊 

約歷史中負起了承上啟下的任務，因而地位十分重要。

一 、讀前準備

1.重溫第一章舊約正典，了解希伯來文聖經及基督敎舊約聖經的編 

排 。正 如 該 文 說 過 ，基督敎舊約聖經的編排，可溯源於希臘文七十士譯 

本 （主 前 二 至三世紀）。書 卷 的 編 排 ，分 成 四 類 ：⑴ 摩 西 五 經 ；⑵歷史 

書 ；⑶ 詩 歌 、倫 理 ；⑷ 先 知 書 。.約書亞記爲十二歷史書中的首卷。

讀者若能了解約書亞記在舊約以色列史中的地位，便較易明白該卷 

書 。簡 單 來 說 ，舊約以色列史可分爲三個時期。3按圖表&  1所 提 示 ，那 

三個時期均環繞着一個地方（迦 南 ）及 一 個 政 權 （神 權 政 體 ，以神爲統 

治 者 ）。

約 書 亞 記 ：征服之書 143

約書亞記三大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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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迦南地 圖表 8.1

一 二

往迦南地 進迦南地 出迦南地

應 許 及 前 往 迦 南 地 ， 進 入 和 住 在 迦 南 地 ， 被 擄 離 開 迦 南 地 ，

並建立神權政體 並確立神權政體 並神權政體瓦解

正 如 第 一 章 說 過 ，希伯來文聖經的書目，與基督敎舊約聖經相同， 

但 在 編 排 方 面 ，卻 大 有 分 別 。希伯來文聖經將書卷分成三組，就是律法 

書 、先 知 書 及 聖 卷 。先 知 書 中 ，又分前後先知書，約書亞記是前先知書 

的 首 卷 ，跟着的是士師記、撒 母 耳 記 （上 、下 ）、列 王 紀 （上 、下 ）。 

把約書亞記列入先知書中，原因可能是以約書亞爲先知；但更可能是因 

爲編排的人認爲歷史記錄與先知講道的大原則相同。4

2.讀 約 書 亞 記 之 前 ，我們先看看書中的地理形勢。地圖8. A 箭嘴標 

明以色列軍攻入迦南的三場戰役：

a. 中 部戰役—— 攻 取 要 地 ，守 住 中 央 陣 地 ，然後分兩翼進軍。

b . 南 部 戰 役—— 殲滅鄰近敵人。

c. 北 部 戰 役 —— 併 吞 遠 域 。

地圖8. B 爲約書亞於各場重要戰役後的分地。

神 原 先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要 將 從 埃 及 河 5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賜給他  

( 創一五18 )。在摩西的日子，神再堅立這個應許（出二三31 ) 。到約書 

亞 時 ，亦 是 這 樣 （書一4 ) 。理想的疆域是從埃及邊境直伸到巴比倫邊 

界 ，埃 及 爲 當 時 巴 勒 斯 坦 西 南 的 一 等 强 國 ，而巴比倫的勢力又起於東 

面 。以色列形勢的險要，於 此 可 見 。迦南地位於兩大國之間，是聯繫兩 

地 的 環 ，兩 大 勢 力 的 緩 衝 區 ，又是海陸要道相滙之處。6 以色列人入迦 

南 地 的 前 夕 ，神就對摩西詳細說過迦南地的疆界7 ( 民三四1 — 1 5 〉。神 

又在那時任命約書亞和以利亞撒將地分給衆支派。至約書亞記十三至十 

九 章 ，他們就完成使命。

以色列人並沒有一下子就將敵人全部逐出，有些城要到大衞及所羅 

門的時代才攻取。他們沒有立刻征服全地，是因爲以色列人沒有完全遵 

守 神 開 列 的 條 件 ；另一個原因則是 神 不 要 他 們 立 刻 攻 取 ，免得地成荒

迦南十二支派分地

約 書 亞 記 ：征服之當 145

地圖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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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 ：「我 不 在 一 年 之 內 ，將 他 們 從你面前攆出去，恐 怕 地 成 爲 荒 涼 ，野 

地的獸多起來害你。我要漸漸的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等到你的人數 

加 多 ，承 受那地爲業。J ( 出二三 2 9 — 3 0  )

3 . 你還記得神在民數記及申命記中，准許哪些以色列人進入應許的 

安 息 之 地 嗎 ？

二 、背景

A 作者

作 者 是 誰 ，並沒有很淸楚說明。但從 下 列 提 示 ，可 略 知 一 二 ：

1. 從本書的筆調看來，當時好些事件均是作者親眼目睹。書中述事 

詳 盡 ，文 筆 生 動 ，間或用第一人稱謂（如 「我們」，五6 ) 。

2. 書 中 風 格 統 一 ，大部分串於一人手筆。

3 .  書中明言約書亞執筆寫這卷書。他給以色列人臨別贈言後，將神 

的 約 寫 在 「神的律法書上」（二 四 2 6  ) 。此 外 ，約書亞又負責視察迦南 

地 ，將視察所得寫在册上（一 八 9  ) 。

4 .  書 中 一 小 部 分 ，如記約書亞之死（二四 2 9 _ 3 0  ) ，以及他死後百 

姓 仍 向 神 忠 心 （二四 3 1  ) 兩 段 ，不可能由 他 執 筆 ，寫這部 分 的 人 ，可能 

是 祭 司 以 利 亞 撒 ，而記錄以利亞撒之死，可能是他的兒子非尼哈（二四 

3 3  ) 。

猶 太 傳 統 （古 今 一 致 ）均承認本書的作者是約書亞。在保守派的聖 

經 學 者 中 ，卻 持 不 同 看 法 ，勢 均 力 敵 。8 內 證 方 面 ，則不能否定本書泰 

半 出 自 約 書 亞 手 筆 。不 過 最 主 要 的 ，還是讀者必須明白聖經的作者是 

誰 ，並非硏讀聖經的重要因素。

B  寫作日期

這卷書寫作時間爲事發之後不久。如果征服迦南的時間爲主前一四 

〇〇年 左 右 ，書的寫作時間也離這個時候不遠。（這段舊約歷史的年曰 

可 參  John C . W h i t c o m b’s Chronological Chart, O W  T'estament 

Patriarchs and Ju d g es.)

約書亞記所說及的年日，約爲二十四年。征服迦南 地 以 後 ，約書亞 

分 地 ，使各支派各歸各地，管 理 國 事 ，直 到他離世。

約 當 亞 記 ：征服之當 147

三 、綜覽

1. 一口氣讀約書亞記一遍。

2. 將心得簡略地寫下來。（例 如 ：書中哪部分以述事爲主？ ）

3. 如果你的聖經有分段或分章標題，就把全書標題順序讀一遍，同 

時也翻看各章的頭一節。

4. 現 再 從 頭 開 始 ，爲 二 十 四 章 各 定 一 個 章 題 ，並 把 它 們 寫 下 來 。 

(留 意 圖 表 8. 5以十一章十六節作分段起點，不按聖經以十二章一節開

始 的 分 法 。）

5. 比 對 本 書 首 段 （一 1 _ 9  ) 及 最 後 三 段 （二四19 — 33 ) 。

6. 硏讀圖表8. 5以 先 ，請將各段歸類。例 如 ：

哪幾章記載行動？

哪幾章記載分地？

哪幾章記載備戰？哪幾章記載戰事？

約書亞記之結構 圖表8.2

「只要照着你們今曰 
所行的專靠耶和華」

( 二 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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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細 讀 本 書 時 ，可查看與以色列人有關的事物，例 如 祭 壇 等 。其中 

多不多提及百姓的犯罪和刑罰？

8. 照圖表8. 2提 示 ，約書亞記可按邏輯次序分成四大段。

前 兩 段 爲 行 動 部 分 ，接 着 就 是攻取應許之地，鑰節是「約書亞奪了那全 

地」（一一23 ) 。從 征 服 後 起 ，書中就平鋪直敍地記述約書亞分地給衆 

支 派 爲 業 。再接下來就是對百姓懇切的勸勉，要他們遵守神的吩咐，讓 

神的賜福不斷臨到安息之地。

9. 請注意圖表8. 5與 8. 2相 同 的 分 法 。綜覽圖表8. 5如何將全書劃分 

成 兩 大 部 分 ？試從十一章十六至二十三節中，找 出 一 句 話 ，說明約書亞 

及其軍隊的功績。請留意該兩大段的分法。

10. 最後請根據圖表8. 5 ，再讀約書亞記的最後三章。

四 、要旨

A 約書亞

約書亞爲此書主角。以下是他的事略，請閱讀有關經文。

㈠ 名字

約 書 亞 原 名 何 西 阿 （民一三8 ; 申三二44 ) ，意 爲 「極救」。在曠野 

的 行 程 中 ，摩西給他改 名 耶 何 西 阿 （Jeh o s h u a，民一三1 6，參英文欽定 

本 ），意 爲 「耶 和 華 拯 救 」。 （約 書 亞 [Joshua] 即 爲 耶 何 西 阿  

[Jehoshua]的 簡 稱 。）請問改名的意義何在？

(二） 與摩西的關係

摩西在曠野任命他爲隨從或高官時，約書亞還很年靑。記載他當年 

事 工 的 經 文 如 下 ：出埃及記一七8 — 1 6 ，二四 12 — 13 ; 民數記一三1一 

1 6 ，一四26 — 3 5 。摩 西 臨 離 世 時 ，神選約書亞繼任（民二七18 ) ，摩西 

就 把 領 袖 之 職 ，傳給這位忠心耿耿的隨從和朋友（申三四9 ) 。 

㈢ 品格

神 對 約 書 亞 的 評 語 ，見於民數記二十七章十八節（參申三四9 ) 。 

約 書 亞 敬 畏 神 、相 信 神 、順服神及榮耀神。他 是偉大的領袖，受全體臣 

民 尊 敬 （申三四9 ) 。在以色列中維護綱紀、治 理 百 姓 時 ，他首重敬拜 

神 ，又勉勵百姓追求神上好的福分。約書亞亦是一個偉大的軍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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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運用神賜給他的智慧、信 心 、勇氣及排除萬難的精神，使以色列人連 

戰 皆 捷 。約書亞爲 人 謙 和 ，對人十 分 尊 重 ，對神更是萬分敬畏。

B  耶和華神

某 作 家 曾 說 ：「衡 量 屬 靈 書 籍 的 價 値 ，是在 於 該 書 對 神 的 論 點 。 

約書亞記經常提及神和祂的作爲。讀者可從經文彙編中查出「耶和華」及 

「神」的 詞 語 ，就能得知神在以色列人中，不住的主動參與他們的戰事和 

庶 務 。書中特別强調神的聖潔、信 實 和 救 恩 。

C  主要工作

約書亞記記載以色列人取得應許的安息之地的經歷：備 戰 、征 服 、 

分地及歸神爲聖。

㈠ 備 戰 （一1至五15 )

約書亞記前五章記載以色列人與敵人對陣前的情況、準 備 和 佈 置 。 

請按照下列綱要讀這五章：

章 事 情 用 薏

一 勉約書亞 委派任務

二 遣探子窺耶利哥 查探敵情

三 渡約但河 表揚領袖

四 立石 記念救恩

五 行割禮及守逾越節 裝備心靈

㈡ 征 服 （六1至一二24 )

取 迦 南 地 的 含 意 ，是 把 敵 人 驅 逐 ；只 是 敵 人 衆 多 ，例 如 赫 人 、亞摩 

利 人 、比 利 洗 人 、耶 布 斯 人 等 等 。約 書 亞 策 劃 戰 略 時 ，均不能掉以輕 

心 ，神沒有把明確的戰略授予約書亞，不過一直在引領他們。事 實 上 ， 

他們以耶利哥爲起點，分南北兩路進攻迦南，從 地理形勢來說，已是決 

定 性 的 策 略 （中 、南 、北 各 役 進 軍 情 況 ，請參地圖8. A  ) 。策略的主要 

作 用 是 ：⑴奪 取 耶 利 哥 要 塞 ；⑵ 分 兩 路 進 軍 ，切 斷 南 北 敵 軍 ；⑶逐個殲 

滅 ，由 近 （南 ）至 遠 。約書亞記的寫法，就是按照上述策略，將征服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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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的 主 要 戰 事 ，1()順 次 寫 下 。圖表8. 3就 是 本 段 的 大 綱 。請照這個分法 

讀 該 段 經 文 。

征服迦南（書六1至一二24 ) 圖表8.3

六 1 九 1 —— 1 —— *16

一 二  24

中部戰役 南部戰役 北部戰役 摘要

七 1 八 1

憑信得勝 因罪致敗 復勝敵軍 進 軍 攻 取

(三） 分 地 （一三1至二一45 )

以 色 列 人 在 一 至 十 二 章 的 連 串 行 動 ，並 非 就 此 終 結 。要等約書亞 

「奪 了 那 全 地 ，就 按 着 以 色 列 支 派 的 宗 族 ，將地分給他們爲業」（一一 

23 ) ，事 情 才 吿 終 結 。不愉快的戰事是必須的，是以色列人興高采烈分 

地 的 前 奏 。

圖表8. 4說明分地給各支派和某些人的情形。

聖經沒有說以色列人以隆重壯觀的儀式拈閻分地，因此我們不能過 

分 植染分地這事。無 論 如 何 ，這實在是以色列國早期大事，直到這個時 

候 ，他 們 才 蒙 神 恩 賜 ，有自己的地土。當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約瑟 

等 列 祖 在 世 時 ，他 們 勢 單 力 薄 ，攻 取 迦 南 地 無 疑 是 以 卵 擊 石 ，無法獲 

取 。到 他 們 生 養 衆 多 ，足 以 成 國 之 時 ，又在外邦地埃及爲奴。曠野的年 

日 ，全 花 在 往 迦 南 的 行 程 上 。渡 約 但 河 後 ，他 們 作 戰 七 年 ，方奪取那 

地 。現在他們可以分地、建 造 房 屋 、與 神 同 住 、安 享 太 平 ，這無疑是他 

們値得慶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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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地 （書 一 三 至 二 一 軍 ） 圖表8.4

(四） 歸 神 爲 聖 （二二1至二四33 )

約書亞記前五章爲準備出征，後三章爲歸神爲聖。因有前五章的裝 

備 ，才 有 日 後 的 征 服 ；有後三章的歸神爲聖，才有留居神所賜安息之地 

的 結 局 。書的前半部以行動爲主，直 至 分 地 時 ，就 平 鋪 直 述 。但到了約 

書亞情辭迫切地勸誡以色列人向神絕對效忠時，又再來一個高潮。

以下是這幾章的綱要：

⑴河東支派歸向神（二 二 1_34 )

a. 約 書 亞 訓 勉 （二二1 — 9 )

b . 築 壇 作 證 （二二10 — 34 )

(2)河西支派歸向神（二三1至二四28 )

a. 約 書 亞 訓 勉 （二 三 1_ 16)

b . 重 新 立 約 （二 四 1_2 8  )

⑶ 附 錄 （二四29 _  33 )

D 預表與象徵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爲 奴 ，終 於 奪 取 迦 南 ，其間經過與信徒的靈程類 

似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以色列人爲奴、貧 困 、受 虐 待 而 死 ，好比人未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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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的 光 景 ；離 開 埃 及 後 ，好比失喪的靈魂蒙神拯救。在 民 數 記 中 ，我們 

看到以色列人在曠野失敗的情形：不 信 、悖 逆 、發 怨 、輭 弱 ，又好比人 

信 主 後 離 開 神 。

約 書 亞 記 結 束 時 ，以色列人在迦南安居樂業，富 强 勝 利 ，又好比人 

對神完 全 順 服 。

約書亞記有三個顯著的預表：

⑴ 約 書 亞 率 領 以 色 列 軍 ，預 表 基 督 爲 「救 他 們 （我 們 ）的元帥」（參來 

二 10—11 ; 羅八37 ; 林後一 1 0 ，二 14 ) 。

(2)過約但河預表信徒與主同死（羅六6 — 11 ; 弗 二 5_6  ; 西三1—3 ) 。 

⑶以色列人征服迦南，預表信徒戰勝靈魂的敵人（林後一〇3 —6 ) 。

五 、 鏡字鶴節

照 你 讀 約 書 亞 記 的 心 得 ，找 出 說 明 本 書 主 題 的 鑰 字 和 鑰 節 。圖表 

8. 5已 列 出 一 例 。

六 、 應用

1. 約書亞記是一卷實用的書，信徒可以它爲追求豐盛生命的藍本。 

主 耶 穌 說 過 ：「我 來 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j (約 一 〇 

10 ) 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安息之地，預表信徒與神密切相交，住在祂裏面 

( 約一五4 ) ，滿 有 神 的 喜 樂 （約一五11 ) 。信徒靠着神的幫助和能力 

(來四 9一 10 ) ，戰 勝 靈 魂 的 敵 人 ，得 享 安 息 。人 須 重 生 ，才得着住在 

基 督 裏 面 的 福 分 ；只要信徒竭力進入基督裏，住在祂裏面就必得享安息 

(來 四 11 ) 。

2. 約書亞記也多有提及信徒蒙召事主。布 萊 爾 （H u g h  J. Blair ) 評 

約 書 亞 說 ：「神 輕 輕 一 摸 ，約 書 亞 的 恩 賜 、訓練和經歷便變成一股强大 

動 力 。這是他成爲領袖最要緊的資格。在 神 的 選 召 中 ，約書亞的潛能都 

給 顯露出來了。」11信 徒 蒙 召 事 奉 ，還有別的要點沒有？

3. 爲甚麼稱約書亞之戰爲「聖戰」？今日的戰爭是否正確？ （請引證 

經 文 作 答 。）啟 示 錄 預 言 在 末 世 裏 有 多 次 聖 戰 。請 參 考 該 書 ，並說明 

「聖戰」的 基 本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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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約書亞記還有哪些實用的眞理？請 一 一 列 明 。（例 如 ：祝 福 、懲 

罰 、神 的 話 等 。）

七 、 進階習作

1. 試 從 其 他 書 刊 ，找 出 約 書 亞 擧 兵 時 ，迦南諸族的生活和宗敎情 

況 。12

2. 細讀分地予各支派一段。13

3. 硏讀對戰爭有不同觀點的文章。I4 你認爲聖經在這方面的敎訓怎

樣 ？

4. 試硏究約書亞生平。

八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 .,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Jensen, Irving L .:《約書亞記> ( 人人 聖 經 注 釋 ）（宣 道 出 版 社 ）

T o m s ，P . E .:《佳美之地> ( 種 籽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51-61.(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lair, H u g h  J. <<J〇shua>,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223-26.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Jensen, Irving. L . Joshua • Rest-land Won,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8-26.(中文譯本爲《約書亞記》〔人人聖經注釋〕’ 

宣 道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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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l, Carl F . “Joshua” in Jbshua，Judges, i?uth, p p . 13-27.

Pink, Arthur W . Gleanings in Joshua, p p . 9-22.
W o o d , L e o n . Survey of Jsraei’s History, p p . 168-70; 192-202.(中文  

譯本爲《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B  戰爭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 261.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lair, H u g h  J. ^Joshua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225. ( 4 1 

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 Unger's Bible D ictionary  ̂p p . 1161-63.

c  釋經

Blaikie, William G . The Book of Joshua.
Edersheim, Alfred. The Bible H isto ry—Old Testament, 3:46-104. 
H e n r y , M a t t h e w . Comm 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Pink, Arthur W . Gleanings in Joshua.
R e a , John. “Joshua” in T ^ e  W y c W f e  B;'We C o m m e n t a r y•(中文譯本 

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註釋

1 .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說 ：「我必叫你成爲大國。」（創一二2 )

2 .  創世記一二7 。神後來再詳述祂的應許（創一五18 _ 2 1  ) 。

3. 更 準 確 而 言 ，若包括復 興 時 期 （例 如 ：尼希 米 時 期 ），舊約以 

色列史可分爲四個時期。由於這是一個短暫的復興，到了瑪拉基期間， 

百姓的心變得剛硬，故舊約以色列史大致可分作三個時期。

4. F . F .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p . 92.
5. 「埃及河」可 能 是 (l)The W a d i  el A r i s h或 稱 「埃 及 小 河 」（書 

一五4 、47 )，位於 埃 及 與 迦 南 南 部 沙 漠 之 中 ；或 ⑵ 尼 羅 河 。無 論 如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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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它的地界。

6. Denis Baly, The G eography of the Bible, p. 5.
7 .  聖 經 中 迦 南 一 名 （尤其是寫成「迦南地」時 ，民三四2 ) ，通常 

是 指 今 日 的 巴 勒 斯 坦 與 敍 利 亞 ，而不是外邦迦南人沿岸的一個較小地 

域 ；因 此 ，書 中 「迦南」一 名 也 有 同 樣 意 思 。若 指 其 他 意 思 ，會另作解 

釋 。

8 .  對於約書亞是否約書亞記的作者，在保守派中有三種不同的意

見 ：「贊 成 」----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Jntroductioii, p . 252 ( 中 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反

對」---- Robert Jamieson, A . R . Fausset, and David B r o w n , A

Commentary Critical and Exploratory on the Old and N ew
Testaments, 2:210;「可能」---- Merril F . U n g e r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 281.

9. H u g h  J. Blair, Joshua,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225.

1 0 .  聖 經 中 所 記 載 的 歷 史 都 經 過 選 擇 ，並非一字不漏的詳細記  

錄 ；但 所 記 錄 的 事 件 ，都能夠前 後 呼 應 ，並且達到神啟示人的目的。在 

約 書 亞 記 中 ，也不是所有事件都一一記載。

11. Blair，上引書頁2 2 3。

12. T h e  W y c 7i/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206 ( 中文譯本爲《威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 籽 出 版 社 。） ；H o w a r d  F . V o s , Genesis and 

A rchaeology, p . 85-91 ； K . A . Kitchen, “C a n a a n ,” The N ew Bible 
Dictionary, p . 183-86 > Samuel J. Schultz, The Old Testament 
Speaks, p . 89-93.

13. L e o n  W o o d , A  Survey of Israels Hzstory, p . 185- 92,及 

Irving L . Jensen, Josh ua:Rest-land Won,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97-115.(中 文 譯本爲《約書亞記》〔人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分地的圖表載於上引書頁1 1 3。

14. 例 如 ：Blair，上引書頁2 2 5。

第九章

士 師 記 ：選民恃逆

按 人 的 眼 光 來 看 ，士師記堪列入聖經中最可悲的一頁；有人稱這書 

爲「失敗之書」。約書亞記最後一章才說過，選民仍在安息的地業上，承 

受 祝 福 （書二四19 —28 ) 。可是一讀士師記，我們就大感不妙。誠然書 

中多次說 到 拯 救 ，但卻充滿挫敗、壓 迫 ，原因是「各人任意而行」（二一 

25 ) 。後 來 ，神 的 恩 典 顯 明 時 ，就 倍覺燦爛寶貴，與先前的黑暗時代成 

强 烈 的 對 比 。正如聖經其他書卷一樣，除非神爲人開出赦罪的良方’否 

則祂不會單單指出人的罪而沒有拯救的方法。

舊約史之士師時期 圃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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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前準備

1. 出埃及記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所說的職事，是 民 事 法 官 ，爲 

審 判 而 設 ，與士師記的士師不同。士師的希伯來文是 s h o p A e r i m，他們 

由神任命去戰勝敵人，拯救以色列人脫離仇敵的欺壓，然後在太平時候 

治 理 國 家 。參士師記二章十六節及三章九節，都有提到這兩類士師；並 

請 參考聖經字典，看看他們有甚麼分別。

2. 士師時代是以色列史重要的時代。圖表9.1是以色列從創世記直 

至瑪拉基時代的歷史，請仔細硏究這圖表，注意士師時期共持續了多少 

年 （表 側 附 上 年 份 ）。

3. 參看圖表9. 2士 師 秉 政的次序與年代。（注 意 ：以利兼祭司和士 

師 二 職 ，撒母耳也兼先知和士師二職，兩者均始載於撒母耳記上。）

士師記的重要人物就是士師，讀者須熟習他們的姓名。

4. 重溫約書亞記一遍。約書亞記與士師記差異頗多，以下爲一些對

比 ：

約害亞記 士師記

靈命長進 靈命倒退

只有一位主要人物 沒有一位主要人物

以色列國尙幼 以色列國長成

勝利 失敗

忠心 悖逆

約 書 亞 記 結 束 時 ，以色列人歸向神，得以進入應許之地，並得着各 

種 福 分 ，如 得 勝 、昌盛與喜樂。那時他們境內境外，縱 或 尙 有 敵 人 ，只 

要他們遵照神的吩咐，仍得着全能神的幫助。

到 了 士 師 時 代 ，以色列人離開神，去行神藉摩西和約書亞一再勸誠 

他們不要去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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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與
波阿斯

結婚

但支派遷地 

J便雅憫族 

1險被消滅 LOto

共三章 共四章

共四章

二 、背景

A  名稱

士師記取名自書中主要人物士師（s h o pAetim) 。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士師記是由一不具名的先知所寫，約寫於主前一千年’距參孫去世 

的 年 份 （主前一〇 五 一 年 ）不 遠 。參孫是書中最後一位士師。書的寫作 

年 代 ，顯 然 是 立 王 以 後 。書中曾四次提到「那 時 以 色 列 中 沒 有 王 ’各人 

任意而行」（一七6 ，一八1 ，一九1 ，二一25 ) ’可見這書面世的時候， 

以色列中已有王。

士 師 時

士 師 年 份

CO
1—1

陀 睚
拉 珥

圖表9 . 2

列王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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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時期留居迦南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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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及早期基督敎的傳統，都以士師記爲撒母耳所作；即使並不是 

撒 母 耳 所 作 ，也會是撒母耳同時代的人之作品。

C 迦南內患

約書亞記和士師記雖然記載以色列人大致已征服迦南全地，但是境 

內還有些星散未滅的餘族，成爲以色列地業的心腹禍患；神藉此考驗以 

色列人肯不肯照祂的吩咐制服他們。除 此 以 外 ，以色列也受外敵騷擾； 

士師記便記載神興起士師，征服敵人。有關敵國的地理位置，請參地圖9.A 。

D  士師

書 中 有 十 二 位 士 師 。各人的大略情況可參圖表9. 3 ; 熟讀這些資料 

將有助於日後的綜覽。請 參 看 經 文 。

以 色 列 士 師 （引士師記） 圖表9.3

名 字 支 派 身 分 及 特 徵 敵 人 欺 壓 （年 ） 太 平 ( 年 ） 經 文

1.俄 陀 聶 猶 大 迦 勒 姪 兒
米 所 波 大 米  

( 古 珊 王 ）
8 4 0 三  9 — 11

2.以 笏 便 雅 憫 左 手 便 利
摩 押 人

( 伊 磯 倫 王 ）
18 8 0 三  1 2— 3 0

3.珊 迦 拿 弗 他 利 ？ 用 趕 牛 棍 非 利 士 人 ? ? 三 31

4.底 波 拉 以 法 蓮 唯 一 女 士 師
迦 南 人  

( 耶 蛮 王 ）
20 4 0 四 4 至 五 31

5.基 甸 瑪 拿 西 出 身 寒 微 ，求 證 米 甸 人 7 4 0 六 1 1至 八 35

6.陀 拉 以 薩 迦 23 — 〇  1 —  2

7.|眶 珥 瑪 拿 西
有 三 十 個 兒 子  

三 十 個 城
22 — 0  3  —  5

8.耶 弗 他 瑪 拿 西 輕 率 許 願 亞 捫 人 18 6 —— 1至 一 二 7

9.以 比 讚 (伯 利 恆 ）
有 三 十 個 兒 子  

三 十 個 女 兒
7 -二 8 — 10

10.以 倫 西 布 倫 10 — 二  1 1— 12

11.押 頓 以 法 蓮 8 一 二  13— 15

12.參 孫 但
出生便作拿細耳人， 

力 氣 驚 人
非 利 士 人 40 2 0 - :2至―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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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綜覽

1. 速 讀 士 師 記 一 遍 ，至少讀完毎章頭尾兩節及分段標題。對本書的 

要點和信息約略了解以後，再從頭讀一遍。這回稍爲讀慢一點。

2. 給 各 章 定 章 題 ，寫 在 紙 上 。（注 意 ：圖表9. 4以 二 章 六 節 ，三章 

七節及十二章八節爲分界線，請先在聖經畫上這些記號才定章題。）

3. 參圖表9. 3有關士師的經節。這些經文在圖表9. 4中 ，歸入哪一大

段 ？

4. 請細讀圖表 9. 4 。再 讀 一章一節至三章六節，試了解這段經文何 

以算爲全書的引言；爲甚麼正文由三章七節開始？

5. 按圖表 9. 3提 示 ，士師記最後一位士師是誰？最後寫他的是哪一 

章 ？請根據這 個 提 示 ，解釋下一分段爲何以十七章開始。

6. 三章七節至十六章三十一節這段經文頗長，內容爲以色列人蒙拯 

救 、再 倒 退 等 不 斷 循 環 ，週 而 復 始 。圖表9. 4最後一攔如何將首尾兩大 

段 （一1至三6 ，一七1至二一25 ) 與中間一段銜接？

7. 留意本 書 起 頭 （攻 敵 ）及 結 尾 （自相殘殺）的 對 比 。

四 、 要旨

A  士 師 （三7至一六31 )

照 圖 表 9. 4所 提 示 ，記 載 底 波 拉 、基 甸 及 參 孫 三位士師的篇幅不  

少 ，很多聖經故事都取材自他們多姿多采的生平，而其他的士師也須與 

他 們 一 樣 ，負起拯救的重任。以色列人接連六次受外敵欺壓，詳情請參 

下列 B 項 。

B 以色列人的靈程

士師記不斷提及以色列人的靈程模式，我們姑且稱它爲循環式。如 

下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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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模式

復享安息

悔改

懲 罰

有關經文見二章十六至十九節。

(一） 安息

約書亞在世及死後好些年間，以色列人事奉神，在安息之地得享福 

分 ；士師記開始時正是這個時候。

㈡ 悖逆

新 的 一 代 興 起 ，他 們 離 棄 神 、悖 逆 神 ，隨從拜偶像的迦南人行惡。 

㈢ 懲罰

神就照着先前所說的話，不再保護和加力予他們，反將他們交給四 

周 的 仇 敵 。

㈣ 悔改

以 色 列 人 悔 改 ，呼求神的救助。（二16 ; 更明確的經文見於三章九 

節 。至於他們怎樣「呼求耶和華」，請參十章十節。）

(五） 復享安息

神 就 興 起 士 師 ，拯救祂的百姓脫離欺壓，領 他 們 回 轉 ，與 祂 相 交 ，

重 享 安 息 。

上述的循環模式說明了兩方面的眞理：⑴人類畋壞得無藥可救、忘 

恩 負 義 、頑强悖逆及愚昧無知；⑵ 神 的 忍 耐 、寬 容 、仁 愛 和 憐 憫 。（按 

英 文 聖 經 ，本 書 提 到 「耶 和 華 」〔“Lord”〕共 一 百 七 十 八 次 ；「神」 

〔“G o d”〕共 六 十 二 次 。可見本書對神的着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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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爲六次循環模式的表略。請 參 有 關 經 文 ：

循 環 經 文 仇 敵 士 師

一 三 8 —11 米所波大米人 俄陀聶

二 三 12—31 摩押人 以 笏 、珊迦

三 四 1 至五31 迦南人 底波拉與巴拉

四 六 1 至 一 〇 5 米甸人 基 甸 、陀 拉 、睚珥

五 一 〇 6 至 一 二 15 亞捫人
耶弗他、以比讚、 

以 倫 、押頓

六 一 三 1 至 一 六 31 非利士人 參孫

五 、 錢字鏡節

二章十九節與十七章六節爲本書鑰節。鑰字是「行惡」。

六 、 應用

請照你對士師記的心得，回答下列各問題：

1. 信徒旣知道順服神必蒙福，爲甚麼還不肯聽從神的話？不順服神 

會有甚麼結果？

2. 何 謂 悖 逆 （請 參 辭 典 ）？信徒會犯這罪嗎？

3. 神 怎樣忍耐？神的忍耐及憐憫是否漠視罪惡？

4. 神的子民經常失去應有的福分。信徒會失去甚麼福分呢？

5. 爲甚麼只有神能叫人靈命得勝？

6. 爲甚麼神用輭弱的器皿成就祂的聖工（林前一26 ) ?

7. 以色列人必須把拜偶像的居民逐出迦南，是否表示神不要以色列 

人日後向他們傳講福音？信徒應持甚麼態度對待沈溺世俗的罪人？

8. 你 從 士 師 記 裏 ，還學到甚麼實用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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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進階習作

大家可進一步研究下列四個題目：

1. 士師記中不斷出現的循環靈程

2. 基甸及參孫的生平

3. 爭戰

4. 神的忍耐

八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 (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Col e m a n , R . 0 .，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 : 《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Lewis，Arthur : 〈士師記/路得記> ( 人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Bruce, F . F . “Judges” in T h e  W e  C o m m e n t a i y , p p . 236-38.(中文譯 

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Cundall, Arthur E . Judges and Ruth, p p . 15-49.

Eason, J. Lawrence. The N ew B ible Survey, p p . 120-27.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A nalyzed Bible, p p . 70-77.
P a yne, J. Barton. uB o o k  of Judges^ in The N ew Bible Dictionary, p p . 

676-79.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86-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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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色列人的壓迫

Edersheim, Alfred. The Bible History-Old Testament, 3:105-77. 
Purkiser, W . T .; D e m a r a y , C . E .; M e t z , Donald; and Stuneck, M a u d e  

A .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50-59.
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Jsrae/’s History, p p . 211-26.(中文譯本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68-72.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聲 出 版 社 。）

c  釋經

Baxter, J. Sidlow. “Judges to Esther” in Explore the Book, vol. 2.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Burney, C . F . The Book of Jud ges.
C o o k , G . A . The Book of Judges, T h 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M o o r e , George F .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Judges, 
T h 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 o m m e n t a r y .

W a t s o n , Robert Addison. Judges and Ruth, T h e  Expositor^  Bible.



第十章

路 得 記 ：被近親買贖得安息

路得記是聖經中簡短而優美的愛情故事。波阿斯愛 上 路 得 ，娶她爲 

妻 ，預 表 基 督 與 敎 會 的 結 合 。故事發生在「士師秉政的時候」（一 1 ) 。 

前 一 章 說 過 ，士師時期約由主前一三七五年起，直到主前一〇五〇年。 

那 個 時 代充滿悖逆、不 安 、戰 亂 和 懲 罰 ，間中也見到神的拯救，使以色 

列人脫離仇敵的欺壓，得 享 太 平 。路 得 記 記 載 的 ，是太平盛世的故事， 

使我們在暗無天日的士師時代中，也可看見神的恩典。

從 伯 利 恆 一 個 虔 敬 的 家 庭 裏 ，我們看到神奇妙地使用信靠祂的餘 

民 ，成就 祂 的 美 意 。文 利 （G . T . M a nley ) 說 ：

這故事發生在猶大境內一個恬靜的角落裏，沒有「盾 牌 、刀劍和戰 

事」，氣氛簡樸祥和，令人感到神在其上掌管一切。顯 然 ，在猶太人的 

心、目中，這 是 神 的 旨 意 1

本 書 的 主 旨 ，可 見 於 書 末 的 家 譜 （四17— 22 ) : 「就給孩子起名叫 

俄 備 得 。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衞的父。」摩 根 （G . Campbell 

M org an ) 說 ：「從 書 末 的 話 ，我們看到選民歷史中神聖的一刻。神在不 

信 的 世 代 裏 ，使 用 忠 心 的 僕 人 ，編出君王的家譜。」2不 久 之 後 ，神容許 

以 色 列 人 立 王 ，路得記就是要引出君王的家譜。波阿斯和路得是大衞王 

的 祖 先 ，從他又生出救主與君王。

一 、讀前準備

1.讀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節，請特別注意三至六節的人名，並參 

看路得記四章十八至二十二節。馬太福音家譜3上第一個名字是誰？請 

注 意 ：馬太福音的寫作對象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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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參看其他講論預表的書。4 查看舊約聖經預表的作用和解釋。

3. 參圖表9. 2 。試從表中推算出波阿斯和路得成親的日期。

4. 請在地圖上找出摩押和伯利恆城。路得記所記述的，就是發生在 

上 述 兩 地 。

二 、背景

A  名稱

本 書 名 稱 來 自 書 中 女 主 角 路 得 。路 得 也 許 就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摩 押 音 譯 ，意思是「友 誼 、聯繫」。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路得記的作者不詳。寫作日期約爲大衞作王期間（主前一〇一一至 

九 七 一 年 ）。由於四章十七及二十二兩節，載有大衞的名字，故成書時 

間 不 能 早 於 大 衞 ，而家譜沒有提及大術之後的所羅門，所以可能是早於 

所羅門的時代完成。作者極可能與大衞同時期。

C  在正典中的位置

我們的正典依照年代次序，將路得記編排在士師記之後，希伯來文 

聖經則把路得記歸入第三分類（聖 卷 ）的 五 書 卷 （M e 炉力〇吐，五書卷 

爲 雅 歌 、路 得 記 、耶 利 米 哀 歌 、傳 道 書 、以 斯 帖 記 ）中 。我們在前幾章 

說 過 ，猶太人毎年過節的時候，會誦讀這些經卷。路得記的故事以收割 

爲 背 景 ，宜 於 收 割 節 （五 旬 節 ）時 誦 讀 。

三 、綜覽

1. 請一 口氣讀完四章，盡可能開聲朗讀。硏經的第一步就是熟讀經 

文 。讀的時候請邊讀邊作記號。

2. 請 定 章 題 ，並把它們寫下來。

3. 注意故事中的人物、地 點 、行 動 、事 物 ，並將綱要寫下來。

4. 注意書上所提出的問題，以及「神」、「耶和華」等 詞 語 。

5. 參圖表10.1 ，與你自己的心得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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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到目前 爲 i t ，我 們 都 側 重 故 事 的 進 展 ，現在可據此作解釋和應 

用 ，然後硏究書中有哪些地方與彌賽亞有關。

四 、 成書目的

以下爲本書寫成的四大目的：

H 家譜

本書簡略的記下大衞及彌賽亞的家譜。特別之處在於家譜加入了非 

猶 太 人 （即摩押女 子 路 得 ）。

㈡ 預表

近 親 買 贖 者 （波 阿 斯 ）很明顯是彌賽亞的預表。路得預表敎會一 

基 督 的 新 婦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拿俄米預表以色列。5 書中或者還有其 

他 預 表 ，詳情可參閱其他書籍。

㈢ 神學

書中隱約表明神的性情和作爲：如 祂 的 旨 意 、主 權 、恩 典 、聖 潔 ， 

以及爲全人類設立的救恩。

㈣ 歷史

如 上 文所說，本書描述士師時代中，伯利恆一虔敬家庭的家居生活。

五 、 要旨

A  主 要 人 物

書 中 的 要 角 如 下 ：

拿 俄 米 （快樂者 6 )—— 猶 太 婦 人 ，居 伯 利 恆 。丈 夫 是 以 利 米 勒 。有二 

子 ：瑪 倫 、基 連 。

俄 珥 巴 （頸 項 ）—— 基 連 遺 孀 。

路 得 （友 誼 ）—— 瑪 倫 遺 孀 ，後再嫁波阿斯。

波 阿 斯 （力 量在他裏面）—— 伯 利 恆 的 富 戶 ，瑪 倫 遠 親 ，後 娶 路 得 。

B 近親買贖

本書的兩個鑰字是「親屬」和 「贖」。所以大家就據此給波阿斯一個雅 

號 ：「近親買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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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親屬

路得記多次引用這字（希伯來文贫6-& ) ，這個字的意思是「贖回的 

人」。在 路 得 記 中 ，是指死 人 最 近 的 親 屬 。死 人 的 地 要 賣 去 ，這位男性 

的近親就有權利和責任把地買回（贖 回 ），免得死者家族把地連名字都 

滅 沒 。如果最近的親屬不把地買贖，第二位最接近的親屬就可以把它買 

贖 了 。故事的過程大略如下：

1. 拿 俄 米 從 摩 押 回 猶 大 後 ，可 能 因 爲 窘 境 所 迫 ，把亡夫的產業賣 

掉 。麥 當 納 （A . Macdonald ) 說 ：「可 能 以 利 米 勒 往 摩 押 前 ，把地賣 

掉 ，禧 年 的 時 候 ，拿 俄 米 得 回 那 地 （參利二五8及 其 後 經 節 ）。也可能 

他們離開 猶 大 時 ，請朋友保管那地。」7

2. 親 屬 將 地 贖 回 後 ，必 須 把 地 保 留 在 死 者 名 下 。贖 主 買 了 地 ，卻 

「不 能 保 有 該 地 。不 過 ，卻可以由路得替他的兒子保管，路得就承繼了 

亡夫瑪倫的名字和產業。」8照 道 理 來 說 ，拿俄米有優先權向親屬提出要 

求 ，不過她對 路 得 好 ，把機會給了路得。

3. 後來有位最近的親屬願意贖回土地（四4 ) ，但 不 要 路 得 ，所以 

這交易就沒有成功。波阿斯想要得到的是路得，不 是 那 地 ，而且他有足 

夠金錢達成這宗買賣（親屬贖地 的 權 利 ，參利二五25 — 3 1 、4 7 _ 5 5  ; 申 

二五5 — 10 ; 伯一九25 ) 。

㈡ 買贖者

從 上 文 看 ，大家都知道波阿斯被稱爲「近親買贖者」。在 原 文 裏 ，近 

親 （kinsman ) 和 買 贖 者 （redeemer ) 意 義 相 同 ，只因爲中文的「親屬」 

解 作 親 戚 ，所 以 才 要 多 加 「買贖」一 詞 。在 英 文 欽 定 本 聖 經 （King 

James Version ) 第 四 章 中 ，“redeem”（「贖」、「贖回」）一字共出現了 

七 次 ，它 與 扣 -扮 同 一 字 根 。

C  預表彌 賽 亞

從 新 約 聖 經 中 ，可以發現舊約聖經許多歷史人物、事件及物件都有 

預 表 的 意 義 。（注 意 ：預表本身並不比所代表的人、事 、物 重 要 ，故必 

須 小 心 釐 定 。此 外 ，也不要隨便套入和强調預表。)

在 路 得 記 中 ，預 表 極 爲 豐 富 ，主要可分成下列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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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得代表敎會（基督的肢體）

若根 據 這 點 來 閫 釋 ，從 第 一 章 起 ，路得已處於迷失的光景，後來得 

着 救 恩 。摩根列出的大綱如下：⑴信 心 的 抉 擇 （一 至 二 章 ）；⑵信心的 

經 煉 （第 三 章 ）；（3)信 心 的 獎 賞 （第 四 章 ）。9

(二）  波阿斯預表基督（近親買贖者）

阿 切 爾 （G . L . Archer ) 說 ：「在 舊 約 聖 經 裏 ，論及主耶穌爲中保 

的 書 卷 ，沒 有 比 短 短 的 路 得 記 講 得 更 詳 盡 了 。J 1Q他 又 列 出 親 屬 （̂ 5- 

扮 ）的 條 件 和 功 用 ：

a.  須 有金統關係。

b . 以 金 錢 買 回 失 去 的 地 業 。

c.  肯 買 回 失 去 的 產 業 。

d . 肯娶親屬的遺耀。

讀者可以再進一步硏究，看看基督怎樣符合上述條件，成爲信徒的 

親屬和 買 贖 者 。

D  彌 賽 亞 的 家 譜

路 得 記 的 結 語 （四17 — 22 ) 十 分 重 要 。曾 經 有 位 作 家 這 樣 說 ：「神 

的心意在歷代裏都沒有中斷，而家譜就是擺在衆人眼前的一大證明。」11 

本書的家譜有它獨特之處。麥 當 納 這 麼 說 ：

讀者不能不看到這故事背後的要義：彌賽亞族譜。以色列人都知道彌 

賽亞生於大術家。摩押女子路得不僅是一個勇氣可嘉的女子，毅然來 

到陌生地伯利恆，她更愛拿俄米，信奉拿俄米的神，因而被列入彌賽 

亞的直系家譜裏。12

六 、鑰字鏡節

路 得 記 有 三 個 鑰 字 ：「平安」、「贖回」及「親屬」。鑰節是一章九節、 

四 章 十 四 節 ，請讀這兩節經文。

七 、應用

請列出路得記的屬靈敎訓，如書中怎樣論及神（例 如 ：當 稱 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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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主 ），以及人的性格和信心與得救。

八 、 進階習作

細讀路得記中所有預表。

九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唐 佑 之 ：《田園之戀> ( 證 道 出 版 社 ）

陳 則 信 ：《神的器皿拿俄米> ( 宣道出版社代理）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 (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 e m a n , R . 〇•，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 : 《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Lewis, Arthur : <士師記/路得記> ( 人人 聖 經 注 釋 ）（宣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Cassel, Paulus. “R u t h ,” in L an g e ’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p . 3-10.

Macdonald, A . <<R uth,>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258-59.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Morris, L e o n . Judges and Ruth,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 p . 229-43.

B  釋經

Baxter, J. Sidlow. uJudges to Esther, in Explore the Book, vol. 2.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o k , G . A . The Book of Ruth, T h 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路 得 記 ：被 近 親 買 崤 得 安 息 175

and Colleges.

Morris, L e o n . Judges and Ruth, Tyndale Old Testament 

^  Commentaries.

W a t s o n , Robert Addison. Judges and Ruth, T h e  Expositor^  Bible.

註釋

1. G . T . M a n l e y , ed.,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166.
2.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The A nalyzed Bible, p . 83.
3. 馬太的家譜只是一部分的記錄，但卻是準確無誤。

4. 例衣口 ： Bernard R a m m , Protestant Bible Interpretation, 

p . 196-219.

5.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解 釋 ’可 參 Merrill F . U n g e r , U h g e r’s W e  

Handbook, p . 181-85.
6. 這是希伯來原文的意思。

7. A . M a cdonald,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261.
8. Charles F . Pfeiffer and Everett Harrison, eds., The W ycl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271.(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符出

版 社 。）

9. M o r g a n ，上引書頁78 °

10.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Jntroc/uction, p . 2 6 9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好 出版社。）

11. L e o n  Morris, Judges and Ruth, p . 318.

12. M a c d o n a l d，上引書頁261 0



第十一章

撒母耳記上下： 

以色列最初兩個王

撒母耳記上下緊接士師時代，以色列的靈性光景可用士師記最後一 

句 話 總 括 ：「那 時 以 色 列 中 沒 有 王 ，各 人 任 意 而 行 。j ( 士 二 一 25 ) 換 

句 話 說 ，以 色 列 沒 有 首 領 ，無人向百姓發施號令，沒有元帥統領衆支派 

制 服 敵 人 ，也沒有君王爲耶和華揚起大旗，統 合 全 民 。

神 要 親 自 成 爲 以 色 列 人 心 裏 和 生 活 中 的 王 ，即 所 謂 神 權 政 體  

( theocracy，由 希 臘 文 theos而 來 ）。另 一 方 面 ，在 組 織 上 ，神要選 

民 服 在 一 位 君 主 權 下 ，即 所 謂 君 權 政 體 （m o n a r c h y，由 希 臘 文 m o n o s  

「一」而 來 ）。

以色列人與神日漸疏遠，士 師 期 間 ，他們的靈性更日吿低落，根本 

沒有理會神的治權。後 來 ，他們更拒絕神的管治（撒 上 八 ），要求另立 

一 個 王 。神 不 滿 他 們 立 王 ，並非因爲祂反對君主制度，而是知道他們厭 

棄 祂 的 管 治 ：「他們……是 厭 棄 我 ，不要我作他們的王。」（撒上八7 )

神答應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但也警吿他們厭棄神作王會有甚麼惡 

果 （撒 上 八 7_9  ) 。後來統管歷史的神用祂的恩典和能力，使用了這些 

王 ，給 以 色 列 人 啟 示 、祝 福 ，又爲他們效力和伸張公義，其中蒙祂使用 

的 一 位 就 是 大 衞 一 - 「一個合祂心意的人」（撒上一三14 ) 。大衞王就是 

彌赛亞的祖先和預表，而撒母耳記上下記述的，就是大衞建立王國的過程。

一 、讀前準備

1.讀 撒 母 耳 記 上 下 時 ，先 了 解 二 書 在 舊 約 史 中 的 地 位 ，有很大幫 

助 。舊 約 以 色 列 史 ，大約可分四個時期：寄 居 、共 和 、君 王 、被 擄 。參 

圖表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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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史 分 期  ffl表11.1

在埃及和曠野 在迦南，士師秉政 在迦南，君王治國 在亞述和巴比倫

寄居 共和 君王 被擄

660年 360年 460年 160年

摩西五經
約窖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撒母耳記上、下

列王紀上、下 

歷代志上、下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a. 寄 居 時 期 始自神呼召亞伯拉罕（立 國 者 ），直到摩西率領以色 

列人抵達迦南爲止，歷時六百六十年，記載於摩西五經。

b . 共 和 時 期 始 於 約 書 亞 率 民 入 迦 南 ，直到膏立掃羅爲首任國君 

爲 止 ，歷時三百六十年，記載於約書亞記、士師記及路得記。

c.  君 王 時 期 始 自 脊 立 掃 羅 爲 首 任 君 王 ，直到被擄巴比倫，歷時四 

百 六 十 年 。記載於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及歷代志上下。

d . 被 擄 時 期 始 於 被 擄 巴 比 倫 ，直 到 舊 約 史 終 ，其中也包括歸回 

時 期 ，合計一百六十年。以西結和但以理都是這期間的先知，史實記載 

於 以 斯 拉 記 、尼希米記及以斯帖記，尤以被擄歸回的歷史最爲詳盡。

詩 篇 第 七 十 八 、七 十 九 篇 對 上 述 四 期 歷 史 有 頗 生 動 的 描 寫 ：摩西 

時 代 （七 八 5 — 54 ) 、約 書 亞 時 代 （七 八 55 ) 、士 師 時 代 （七八56 — 

64 ) 、列 王 時 代 （七 八 65_72  ) 、被 擄 時 期 （七 九 1_1 3  ) 。

2.熟讀撒母耳記上下的地理背景。讀聖經時請參地圖11. A 。

二 、背景

A 名稱

猶太人稱這兩卷書爲撒母耳記，原 因 有 三 ：⑴撒母耳爲書中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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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下地圖 地 圖 11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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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⑵他育立書中兩位主角（掃 羅 、大 衞 ）爲 王 ；⑶猶太人尊他爲民族 

領 袖 ，僅 次 於 摩 西 。凌 威 克 （A . M . Re n w i c k  ) 有 下 列 觀 點 ：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頒佈律法，引領他們來到迦南邊境；撒母 

耳又領他們脫離絕望之境。以利當士師後期，以色列人靈性昏暗、政 

治 腐 敗 （參撒上四12_22 ;詩七八59_64 ;耶二六6 ) 。但撒母耳當祭 

司 期 間 ，以色列人靈性更新，重燃盼望（撒 上 七 ）。1

B  正典中的位置

現今的聖經把撒母耳記上下列於史書，早期的希伯來文聖經則將此 

二 書 合 爲 一 本 ，列 入 前 先 知 書 （約 書 亞 記 、士 師 記 、撒 母 耳 記 、列王 

紀 ）。請注意撒母耳記及列王紀歷年來在編排上的變更：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主 前 ）：撒 母 耳 記 ；列 王 紀 （合 共 兩 本 ）。

七 十 士 譯 本 （主 前 ）：列 王 紀 一 書 、二 書 、三 書 、四 書 （合 共 四 本 ）。 

武 加 大 譯 本 （主 後 ）：列 王 紀 一 書 、二 書 、三 書 、四 書 （合 共 四 本 ）。 

英 文 譯 本 （主 後 ）：撒 母 耳 記 上 下 ；列 王 紀 上 下 （合 共 四 本 ）。

撒母耳記上下的內容前後呼應，文 氣 相 通 ，可見於下列綱要。由於 

掃羅的生平要到撒母耳記下方吿結束，我們便把撒母耳記下第一章併至 

前 書 的 末 段 。

撒母耳記上下

以 利 、約櫃 

與撒母耳

撒母耳與 

掃羅
掃羅與大衞

大衞作

猶大王
大衞作全以色列王

撒上一 九 一六 撒下二 五 二四

C  寫作日期與作者

作 者 不 詳 。有人以爲是跟隨大衞的亞比亞他，以 及 拿 單 、迦 得 （代 

上二九29 ) 和撒母耳的門生所寫。書中的記載詳細生動，顯然出於時人 

手 筆 ，而不是後人補寫的。

讀者必須認定聖經都是由聖靈感動寫成。故此即使撒母耳記是由數 

人 合 寫 ，也不會影響全書主題的統一性。



1 8 0 舊約精览

撒母耳若也有參與寫作，他 所 寫 的 必 然 是 他 死 前 那 一 部 分 （撒上 

二 五 章 ），2 約在主前一〇二五至九〇〇年 間 。

D  撒母耳記上下三位主要人物 

㈠ 撒母耳

撒 母 耳 這 名 字 原 是 希 伯 來 文 ，有 不 同 譯 法 ：「神的名」、「祂名是 

神 j 、「祂名是大能者」、「神聽見」。

猶太人視撒母耳爲僅次於摩西的領袖。在詩篇九十九篇六節中，以 

及 神 對 耶 利 米 說 話 時 （耶 一 五 1 ) ，都將撒母耳與摩西列爲代求的祭  

司 。撒 母 耳 是 最 後 一 位 士 師 （撒上七6 、15 — 17 ) ，又是先知中佔有首 

要 地 位 的 （撒上三20 ; 徒三2 4 ，一三20 ) 。君王時期先知的職事，可溯 

源 於 撒 母 耳 的 生 平 和 事 工 。或 許 他 也 是 始 創 先 知 學 校 的 人 （撒上一〇 

5 ) 〇 3 

㈡ 掃羅

掃 羅 （希 伯 來 文 S a-U/ ，意 爲 「求 問 （神 ）的」）是 以 色 列 第 一 位  

王 。他是便雅憫人基士的兒子，神在他年靑的時候，已選立他作王。他 

的 身 材 高 大 健 壯 （撒上一〇23 ) ，爲 人 勤 奮 、慷 慨 、誠 懇 、謙 虛 ，故神 

選 立 他 ，可惜他在位時三次犯錯，失去作王的資格。掃羅的生平實爲神 

僕 們 悲 慘 收 場 的 鑑 戒 。佩 恩 （J. Barton Payne ) 列 擧 掃 羅 四 次 的 失  

敗 ：4

優 熙 失 敗

外表俊偉（九 2 ) 驕 傲 （一 八 8 )

有創始精神（一一 7 ) 悖 逆 （二〇31 )

勇 敢 （一 三 3 ) 魯 莽 （一四24 )

充滿愛國熱情（一一 6 ) 鬼 附 （一六16 )

㈢ 大衞

大 衞 是 耶 西 的 兒 子 ，是 一 位 合 神 心 意 的 人 。他 大 槪 活 了 七 十 年 ， 

「按 神 的 旨 意 服 事 了 他 那 一 世 的 人 」（徒 一 三 3 6 ) 。鍾 斯 （T . H . 

Jones ) 論 大 衞 說 ：

撳 母 耳 記 上 下 ：以色列最初兩個王  181

大衞能反映出以色列神的光輝。他的成就有多方面：他 是 戰 士 、詩 

人 、嚴謹的判官，又是良友、情 人 、寬待仇敵者。他身體健壯，令人 

欽 佩 。這一切都是出於神，使他能達成神的心意。5 

大衞是以色列最偉大的王，是神選定作彌赛亞的先祖。聖經中只有 

他 一 人 名 叫 大 衞 ，新約聖經共有五十八次提及他。（例 ：羅一3 ;啟二 

二 16 )

大 衞 的 一 生 ，曾不幸被他自己滔天的大罪所汚損，幸而他誠懇地‘海 

過 認 罪 ，蒙 神 赦 免 。（參 大 衞 禱 文 ：詩 五 一 。）

E 以 色 列 最 初 兩 個 王

掃 羅 、大 衞 是 以 色 列 最 初 的 兩 位 王 ，第 三 位 是 所 羅 門 。請參圖表

11 . 2 °

以 色 列 最 初 三 個 王  1«表11.2

CO 1-H rH rH  I

主 前 3  S  匕 沒
rH ♦

被擄亞述

三 、撒母耳記上綜覽

1. 請大家先看圖表 n . 2 。撒母耳記上共有三十一章，每章可獨立查 

考 。請在另外的兩 個 分 段 畫 上 記 號 ：由二11及二一10開 始 ；而四1下 ， 

七3及二八3都 是 分 段 的 起 點 ，取代了四1 ，七1及二八1 。

2. 略 讀 全 書 ，在聖經上作記號（如畫出重要的句子）。將分段標題 

寫 在 紙 上 。

被擄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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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讀分段標題一次，思想一下故事的大略進展。

4. 試將撒母耳記上各章按內容分類，例如依照書中主角歸類。看看 

經文有沒有重疊。

5. 注意第九和十六章的重點：在 第 九 章 中 ，撒 母 耳 選 立 掃 羅 ；但在 

第 十 六 章 裏 ，神 厭 棄 掃 羅 ，另 選 大 衞 。圖表11. 3已 列 出 來 。

撒母耳記上主要人物 圈表U .3

一章 九章 一六章 三一章

撒母耳 掃羅 大衞

—先 知 、祭 司 、士師 一合人心意的人 —合神心意的人

1—出生 一神的揀選 一受膏

1 一孩童時期 一作王 —被人追趕 1

1 —士師 

1

一被神厭棄 

I

1 一流亡 1 

1 1

圖表11. 3沒有把重疊人物生平的篇章標明，請參圖表1 1 . 4，並比對 

圖表中各人或升或降的情況。請一起細讀這兩個圖表。

6. 請比較書的開始和結尾。

7. 請給撒母耳記上定一個主題，並寫下你從其中得着的重要敎訓。

8. 請看圖表11. 5 ，將你的心得與這圖表比對一、下 。請問這圖表說明 

了撒母耳記上跟撒母耳記下和士師記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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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撒母耳記上要旨

A  歷 史

撒母 耳 記 上 記 載 士 師 至 君 王 時 代 之 間 的 過 渡 期 。 （參 徒 一 三 20_ 

2 1 ，注意下列三個名稱：士 師 、先 知 、君 王 。）

這卷書也記述身兼先知和士師的撒母耳對以色列國及其領袖的影  

響 。撒母耳記上前八章記載撒母耳的生平，大綱見圖表11 . 6。（撒母耳的 

事奉不是到八章二十二節就完結，只 是 表 示 ，從 第 九 章 開 始 ，掃羅升任 

全 國 的 君 王 。）

撒母耳（撒上一至八章） 圖表11.6

一 1 四 1 下 七 3 八 22

撒母 耳 出 生 與 蒙 召 神的約 櫃 士 師撒母耳

(主 角 ：撒 母 耳 ） (沒有提及撒母耳） (主 角 ：撒 母 耳 ）

獻給神 作  

拿細耳人

神任命

爲先知

作士師

事奉神

撒母耳記上很多篇幅記載以色列首任君王掃羅的悲劇，同時也說到 

大衞成爲君王之前的背景。

請參大綱讀撒母耳記上：

⑴撒母耳出生與蒙召 （一 1至四1上 ）

(2)耶和華的約櫃 （四1下至七2 )

⑶士師撒母耳 

⑷掃羅王

(七 3至八22 ) 

(九 1 至一二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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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掃羅遭厭棄

(6) 大衞受膏

( 一 三 1至 一 五 35 ) 

( 一 六 1至 一 七 58 ) 

( — 八 1 至 二 一 9 )(7)大衞躱避掃羅

⑻大衞流亡

(9)掃羅作王的末期

( 二 一  1 0 至 二 八 2 )

( 二 八 3至 三 一  13 )

B  預 表 、象徵

撒母耳記預表的眞理頗多，好些地方預表了基督爲祭司、先知及君

王 。

C  撒母耳記上特色

撒母耳記上有不少獨特的地方，以下 列 擧 數 項 ：

1. 我 們 現 在 經 常 引 用 的 話 ，很 多 都 來 自 撒 母 耳 記 上 ：「以 迦 博 」 

( 「榮耀離開」或 「榮 耀 何 在 ？」四21 ) ; 「以便以謝」（「到如今耶和華都 

幫助我們」七 12 ) ; 「願王萬歲」（一〇24 ) 。

2. 提 及 先 知 學 校 ，創始人大槪是撒母耳（一 〇 5，一九18 —24 ) 。

3. 是第一卷說「萬軍之耶和華」的舊約書卷。（撒母耳記上下共提及 

這 話 十 一 次 ；例 ：一3 。）

4. 着重聖靈及祈禱。

5. 跟 士 師 記 一 樣 ，沒有明文說到摩西的律法。不過對於律法中的物 

件 和 禮 儀 ，卻 屢 次 提 及 （例 如 ：獻 祭 、會 幕 、約 櫃 、亞 倫 、利 未 人 ）。

6. 前幾章多次提及示羅，說明示羅爲全國敬拜的中心。

讀畢撒母耳記上以後，請選出可代表整個故事的鏞字鑰節，並請爲 

本 書 定 個 標 題 。請參圖表11. 5的 標 題 ，並將它與撒母耳記下的命題比較 

( 參圖表11.7 ) 。

五 、撒母耳記上鑰字鑰節

六 、撒母耳記上應用

1.撒母 耳 的 敎 訓 很 多 ，尤以禱吿爲甚。請參考以下經文，並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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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常 生 活 中 ：一 10 — 2 8 ，七 5 — 10 ’ 八5 — 6 ，九 1 $ ，一二 19 —2 3 ，二八

6 °

2. 何 謂 呼 召 ？它與基督徒的事奉有何關係？

3. 爲甚麼信徒需要並享受主的同在？

4. 縱 使 屬 神 的 人 求 得 不 對 ，神 有 時 也 照 他 們 所 求 的 成 就 （八 6 — 

9 ) ，爲 甚 麼 呢 ？求的人是否會自討苦吃呢（參詩一〇六15 ) ?

5. 靈性退步的原因何在？試以掃羅的生平爲例說明之。

6. 你從撒母耳記上大衞的生平中，學到甚麼功課？請 列 擧 出 來 。

7. 對 於 妒 忌 、仇恨及眞摯的友情，你有何領悟？

8. 書中怎樣提到神？

七 、 撒母耳記上進階習作

1. 硏 究 以 利 、撒母耳及掃羅的生平。

2.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神對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一事，反應自 相 矛 盾 。 

神 在 第 七 、八 兩 章 責 備 他 們 ，到 第 九 章 （特 別 是 十 六 節 ）卻贊同和支持 

他 們 。請 讀 上 列 經 文 ，說明並解釋神是否自相矛盾。

3. 試硏究先知事工的源由，並初期的先知學校。6

八 、 撒母耳記下綜覽

1. 請按撒母耳記上的綜覽步驟，看 完 全 書 。

2. 書中的主角是誰？故 事結束的時候，他尙生存嗎？

3. 請讀撒母耳記上第三十一章，再讀撒母耳記下第一章。兩書銜接

嗎 ？

4. 仔細硏究圖表11. 7 ，表中的綱要與你略讀時所領會的有何異同？

5. 十一章一節至十二章三十一節爲本書一大轉捩點。請讀這兩章經 

文 ，並留心事前事後的相異處。

6. 最後四章爲大衞生平言行的附錄，讀 這 幾 章 經 文 ，並解釋它與本 

書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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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撒母耳記下要旨

撒母耳記下的要點有四：7

王---- 大 衞 （二4 )

城—— 耶 路 撒 冷 （五6 —12 )

---- 錫 安 （五 7 ，六1 —17 )

約—— 大 衞 家 （七8 — 17 )

國—— 直 到 永 遠 （七1 6 ，二三1 — 7 )

請 參 以 上 經 文 ，並在書中另找出相關的經文。

A 大衞執政時重要事略

這卷書的歷史並非詳盡得鉅細不遺。作者在聖靈帶領下，從大衞的 

時 代 中 ，挑選出配合神信息的事件來敍述。這卷書略過的好些事蹟，可 

見於歷代志上等書。

以下的綱要爲大衞作王時的大事，載 於 撒 母 耳 記 下 ：

⑴大衞哀悼掃羅及約拿單之死（一1一27 )

(2) 大 衞 作 猶 大 王 （二1至四12 )

(3) 大衞作全以色列王（五 1至一〇19 )

⑷ 大 衞 干 罪 （—— 1至一二31 )

(5) 大 衞 陷 入 窘 境 （一三1至二〇26 )

(6) 附 錄 （二一 1至二四25 )

a. 饑 荒 （二一 1 _ 1 4  )

b . 非 利 士 之 戰 （二一 15 — 22 )

c. 感 恩 詩 （二二1至二三7 )

d . 大 衞 的 勇 士 （二 三 8 — 39 )

e. 點核民數及降下災疫（二 四 1_25 )

B  聖殿與立約

神拒絕大衞爲祂建殿的請求，但祂的話語仍然充滿恩典、榮 耀 ，並 

賜 予 啟 示 ，使大衞不得不頌讚神的偉大和恩慈。神並非不喜悅大衞爲祂 

建 造 聖 殿 ，祂 說 ：「這意思甚好」（王上八18 ) 。不 過 ，神對祂寵愛的僕 

人 卻 另 有 計 劃 ，祂要興起大衡的家，堅立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使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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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存 到 永 遠 ，基督要坐在這國的寶座上。

大衞想爲神建造聖殿，神卻把這個福分賜給所羅門。大衞與別國爭 

戰 ，爲所羅門 闖 開 了 建 殿 的 大 道 （代上二二1 8 ，參代上二二8 — 10 ) 。 

戰 事 結 束 後 ，所羅門就使用大衞早已準備好的材料建殿。

C 大衞干罪（一一 1至一二31 )

大衞在耶路撒冷作全以色列的王不久，忽然走進一個低谷。以往他 

曾 輭 弱 、不 信 、恐 懼 、虛 僞 、欺 詐 、驕 傲 、動 怒 等 ；但現在他所犯的 

罪—— 與拔示巴通姦，殺烏利亞—— 是明顯的，因這是他在國運最隆的時候 

犯 的 。

如今大衞已不復當年，在 有生的年日裏，災禍接踵而至。

D 大衞陷入窘境（一三1至二〇26 )

大衞 悔 改 認 罪 以 後 ，神就赦免他與拔示巴通姦和殺烏利亞的罪。只 

是 罪 的 惡 果 ，仍 不 能 免 去 。請參下列大綱讀這幾章經文：

⑴ 家 庭 糾 紛 （一 三 至 一 四 章 ）

⑵ 押 沙 龍 叛 變 （一五1至一九8 )

⑶ 大 衞 復 位 （一 九 9_4 0  )

⑷ 爭 執 、民 變 （一九41至二〇26 )

十 、撒母耳記下鑰字鑰節

這卷書的鑰節爲五章四節及七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讀者不妨自己 

再找出重要的經節作參考。書 的 鑰 句 是 ：「在耶和華面前 j 。試從經文彙 

編中找出它的用法。

十 一 、撒母耳記下應用

1.本書對下列各題目有何敎導？

a.  罪 、罪 的 形 式 和 懲 罰 、認 罪 與 蒙 故 。

b . 神 與 信 徒 的 關 係 。 .

c•信徒 對 神 的 倚 靠 （參 二 1 ，五 3 ，六 1 6 、2 1 ，七1 8 ，八 6 、1 4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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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二二1 ) °

d. 神 的 旨 意

e. 神 的 獎 賞

2. 請讀加拉太書六章七節，並將經文的敎訓應用於大衞的生平。

3. 聖靈有甚麼職事？祂的職事對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何重要？

4. 大 衞 受 聖 靈 管 治 及 受 肉 體 操 縱 時 ，表 現 大 有 分 別 ，以下爲佩恩 

( J. Barton P ayne ) 從撒母耳記列出的綱要。8

受神的靈管治 受肉體操縱

衆民都向他歸附（代上一二18 ; 無法約束約押（撒下三39 ) 及

撒上一九12—13 ) 自己的家（撒下一三21 )

看顧無助的人（撒下九 1 ) 殘殺俘虜（撒下八 2 )

懺悔認罪（詩五一）；誇譽仇敵 不肯認錯（撒下一九2 9 ) ;

(撒下一23 ) 重提舊怨（王上二8 — 9 )

不以敬虔爲恥（撒下六21 ) 欺 騙 （撒上二一 2 )

信心輝煌（詩二三） 罪惡滔天（撒 K一 一 )

十 二 、撒母耳記下進階習作

1. 硏 究 大 衞 生 平 。關乎他的經文載於撒母耳記上十六章一節起，至 

列 王 紀 上 二 章 十 一 節 ，並 歷 代 志 上 十 一 至 二 十 九 章 ，還 有 他 的 詩 篇 。

( #  William D a y  Crockett, A H arm ony of the Books of Sam uel,
K ings and Chronicles. ) 9

2. 硏讀撒母耳記下有關聖殿、約 及國等主題。

十 三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陳 則 信 ：《默想撒母耳記上 > ( 宣 道出版社代理）

《默想撒母耳記下 > ( 宣 道出版社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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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F .，etal:《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 (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 :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O.，et al :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 : {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70-75.(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s, John D . The Birth of a Kingdom.

Ma n l e y , G . T ., ed.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167-72.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A nalyzed Bible, p p . 84-99.
Phillips, Joh n .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p . 61-66.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73-83.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B 生平

Crockett, William D a y . A H arm ony of the Books of Sam uel, K ings, 
and Chronicles.

D e a n e , W . J. «S a m u e 7 a nd Saul* Their Lives and Times.

U n g e r , Merrill F . uDavid>, in U ngers Bible Dictionary, p p . 242-48. 
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Jsrae厂s History，p p . 237-86.(中 文 譯 本 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c  釋經

Baxter, J. Sidlow. Judges to Esther,> in Explore the Book, vol, 2.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Keil, C . F ., and Delitzsch, F . Sam 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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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patrick, A . F . I  f U Sam uel.
Ren w i c k , A . M . a I and II S a m u e r '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Y o u n g , Fred E . u I and II S a m u e r '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好 出版社〇 )

註釋

1. A . M . R e n w i c k , (<l and II S a m u e r ',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262-63.

2 .  書中至少有一點證據（撒上一〇25 ) 證明撒母耳是撒母耳記的 

作 者 。

3. 舊 約 聖 經 （如撒上一〇5 ) 只有一次提到「一班」先 知 ，至於這 

班先知有沒有正式的組織，則 不得而知。若用「學校」一 詞 ，意思就會淸 

楚 得 多 了 0 參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Prophets,” 77ie Zonc/ervan Pictona/ 

Bible D ictionary, p . 687.
4. J. Barton P a y n e , An Outline of H ebrew  H istory, p . 96. ©  

1954 by Baker B o o k  H o u s e . U s e d  by Permission.

5. T . H . Jones, <<David,>, The N ew Bible Dictionary, p , 296.
6.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p . 687.
7 .  撒母耳記下的大部分經文都在歷代志上再次覆述。

8. P a y n e，同上書頁1 1 0。蒙 允 許 使 用 。

9. William D a y  Crockett, A  H a r m o n y  of the Boolcs 〇/ «Samue/, 

Kings and Chronicles.

第十二章

列王紀上下：從繁榮至被擄

列 王 紀 上 下是以色列人的失敗史：「從 富 裕 轉 趨 貧 困 ，從强大漸形 

癱 瘓 。J1列王紀上前數章述說所羅門在位時的繁榮景象。到了書的中間 

部 分 ，北面十個支派與南面兩個支派對峙，王 國 分 裂 。其 後 兩 國 （以色 

列 與 猶 大 ）鈎 心 鬭 角 ，禍 亂 頻 生 。一 直 到 列 王 紀 下 ，兩國相繼覆亡被 

擄 。以下圖表說明以色列日走下坡的情形。

列王紀上下的衰落趨勢 表12.1

列王紀從人類政權的敗落，引出神將來要建立的國度。那 時 ，大衞 

之 子 要 作 王 ，統 治 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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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前準備

1. 重溫圖表 li. 1的以色列史分期。

2. 請 細 讀 圖 表 12. 2 及 其 說 明 ，留 意 以 色 列 史 的 三 個 分 期 ：統一王 

國 、分裂王國、僅存王國。請 說 明 統 一 、分 裂 、僅存三個名稱的意思， 

並毎個分期從何開始？

請留意先知在這期間的重要地位。王 國 分 裂 初 期 ，有以利亞及以利 

沙 兩 位 先 知 ，他們沒有寫先知書，其後又有幾位著名的先知如以賽亞、 

耶 利 米 等 。列王紀及歷代志的背景都促使先知傳講從神而來的信息，而 

先知書也表明了列王紀及歷代志時代的景況。

3.  請 先 熟 讀 列 王 紀 的 地 理 形 勢 。列 王 紀 上 的 地 理 ，見 於 地 圖  

12. A  ; 列王紀下的則見於地圖12. B 。

4. 附 錄 （圖表附錄1 、2 ) 爲以色列及猶大王表略，大家讀列王紀時 

可以此作參考。

二 、背景

A  名稱及正典中的位置

列王紀記載列王生平要事，從 所 羅 門 開 始 ，直至最後的西底家王， 

因此名爲「列王紀」是 十分恰當的。

圖表12.3爲列王紀及歷代志在早期希伯來文聖經、七 十 士 譯 本 ，及 

現 代 英 文 聖 經 的 位 置 。在 早 期 的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列王紀上下合爲一 

卷 ，七十士譯本始分爲二，原因是希臟譯本比原著長三分之一，分卷較 

易 處 理 。主後一五— b 年 ，布 倫 普 （Daniel Blomberg ) 首次照七十士 

譯本劃分希伯來文聖經，是爲近代版本。

列王紀及歷代志所記，以王國時代兩國的王所發生的事爲背景，請 

參圖表12 . 4。

列 王 紀 上 的 歷 史 ，緊接撒母耳記下；以斯拉記所記載的，則爲歷代 

志 下 的 續 集 ；而列王紀上下與歷代志下同期，二書從不同的角度描寫當 

時 發 生 的 事 情 ，其 中 差 異 之 處 ，我 們下章再談。

列 王 紀 上 下 ：從繁榮至被捎 195

列王紀上地圖
— 以 色 列 、猶 大 國 及 所 羅 門 王 國 的 範 圍  地®1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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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及歷代志在舊約中的位置 圖表12.3

早期希伯來文本 七十士譯本 英文譯本

列王紀

一一卷

一列入前先知書

王國之三2 

王國之四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一列入歷史書

歷代志

'一一卷 

一列入歷史書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下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下

撒母耳記、列王紀及歷代志之時期 圖表亿斗

主前 1105 1043 971 586

從先知 i  
觀 翔 寫 +

撒母耳記上下_►  列王紀上下

從祭司 1  
觀 黙 寫 t

歷代志上 •►  歷代志下 ■
1 以斯 

P 拉記

從亞當至所羅門 從所羅門至被擄

王 國 時 期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列王紀上下的文章風格統一，顯然出自一人手筆。列王紀所載最後 

的 一 件 事 （釋 放 約 雅 斤 ），約發生在主前五六二年，書中沒有提及從巴 

比 倫 回 國 之 事 （主前五 三 六 年 ），故推測本書寫於主前五六二至五三六

列 王 紀 上 下 ：從繁榮至被擄 199

列王紀下的迦南地 地 圖 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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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之 間 。相傳耶利米爲本書的作者，但大部分權威的聖經學者則認爲本 

書是不具名的作者所寫，並相信作者是被擄巴比倫的猶太人。

C  處境

就如讀士師 記 一 樣 ，我們若牢記書中人物的名字，讀的時候就方便 

得 多 。附錄中的圖表已將猶大和以色列的王順序列出，猶大共有十九任 

王 （另 加 王 后 一 位 ），以色列也有十九任王，有些王的名字相同。表上 

並註明各王或善或惡，作者寫書時也特別說明了這一點。讀 列 王 紀 （及 

歷 代 志 ）的 時 候 ，可 參 照 這 表 。

我們再看圖表12. 5 ，請留意下 列 各 項 ：

1. 注意這期間的重要歷史事件：

主前一〇四三年—— 第一任王 

主前九三一年—— 王國分裂

主前七二二年—— 北 國 亡 （撒 瑪 利 亞 陷 ）

主前五八六年—— 南 國 亡 （耶 路 撒 冷 陷 ）

2. 留心列王紀上從何開始。列王紀下以耶路撒冷失陷結束，但也補 

載了一段簡短的後記（二 五 2 7 _ 3 0 ) 。

3. 列 王 紀 上 下 之 間 ，過渡得相 當 平 淡 ，更可看出兩書原本是一氣呵 

成 之 作 。

4. 以利亞及以利沙是列王紀的重要人物。圖表12.2顯示以利亞及以 

利 沙 以 後 的 先 知 ，多爲聖經作者。爲甚麼先知的事工對王國如此重要？ 

列王紀涉及王國歷史哪三個時期？

三 、列王紀上的綜覽

1. 略讀列王紀上一遍，將章題寫下來。

2. 讀列王紀上二十二章三十七至五十三節，再讀列王紀下一章一至 

四 節 。試留意二書如何一氣呵成，中間沒有任何空隙。

3. 照一貫的步驟綜覽，並回答下列各題目：

a. 這卷書何處令你印象最深刻？

b . 有 甚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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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書中有多少行動、敍述和對話？

d . 書中有何要角？書末數章主要的先知是誰？請 參 經 文 彙 編 ，看他 

首 次 在 哪 章 出 現 。

e.  本書最重要的轉捩點是哪一段？

4.請細看圖表12. 6 ，並留意下列各點：

a. 本書共計二十二章 ;而講及統一王國及分裂王國的經文，各佔多

少 ？

b . 留意下列事件記載於書中甚麼地方：大 衞 崩 ；建聖殿;所羅門崩； 

北面十支派與猶大分裂；以利亞的蒙召與事工。

c.  列王紀上的鑰章是哪幾章？

d . 留意圖表12.6給列王紀上所定的標題：「自相分裂的王國」。

e.  列 王 紀 上 的 歷 史 ，約共一百三十年（主前九七一至八四一年）， 

前十一章記載所羅門當政時代，歷 時 四 十 年 。我們將猶大另外四王執政 

的 年 數 加 起 ，便知道全書大約經歷的年數。

四 、列王紀上要旨

列 王 紀 上 有 下 列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所 羅 門 王 、王 國 分 裂 、先知以利 

亞 。下圖爲本書簡單綱要，轉捩點是第十二葷。

第十一章 

王國分裂
昇 平 亂 世

所羅門王—— 神藉他 

治理百姓

以利亞—— 神藉他 

向百姓說話

A 所羅門

請參第一 至 四 章 ，列出所羅門前半生事蹟綱要。

B  所羅門的殿

請 參 下 列 大 綱 ，讀五章一節至九章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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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籌 建 聖 殿 （五 1 _ 1 8  )

⑵建造及裝飾聖殿（六 1至七 5 1  )

⑶ 獻 殿 （八 1至九 9  )

C  所羅門後期事蹟

我們看到截然相反的情景：

(1)王 國 昌 盛 （九 1 0至一〇 2 9  )

⑵ 君 王 背 道 （一一 1 — 4 3  )

所 羅 門 王 的 名 聲 、智 慧 、財 富 和 尊 榮 ，超過以前所有君王，可惜這一切 

卻 沖 昏 了 他 的 頭 腦 ，使 他 忘 記 那 賜 他 好 處 的 耶 和 華 ，"以致晚年生活腐 

敗 。迪 拉 斯 （ C a r l D e V r ie s  ) 評 述 他 的 失 敗 說 ：「大 衞 犯 下 重 罪 ，但最 

終 誠 心 悔 過 。所羅門漸漸偏離正道，收 場更爲可悲。」3

D  王園分裂

列 王 紀 上 十 二 章 ，在舊約聖經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其中所 

發 生 的 事 ，對舊約裏日後的猶太人，影響至爲深遠。請細讀這章經文。

王國還未分裂的時候，北 面 的 支 派 （以 色 列 人 ）和 南 面 的 支 派 （猶 

大 地 人 ），時 有 糾 紛 。（參撒 下 一 九 40_43 ) 所羅門王苛徵重税，失去 

民 心 。他 去 世 以 後 ，北面十個支派起而反抗，不肯臣服於所羅門之子羅 

波 安 的 領 導 ，另 立 一 國 ，是 爲 以 色 列 國 ；但仍效忠於羅波安的兩個支派 

則 稱 爲 猶 大 國 （參地圖 12. A  ) ，這 是 王 國 分 裂 之 始 。請問北面的王是 

誰 呢 ？

在列王紀上的前十一章，王國 尙 未 分 裂 ，情 節簡單淸晰。但從第十 

二 章 起 ，一直到列王紀下第十七章，聖經同時分述南北兩國（猶大和以 

色 列 國 ），令人有點眼花撩亂，到了列王紀下十八章，只有猶大王國未 

亡 ，情節又吿淸晰明快。以下爲列王紀上十二至二十二章有關王國興替 

的 大 綱 。書 中 南 北 兩 國 ，交 替 出 現 。4 

㈠ 猶 大 王 國 （一二1 — 19)

a• 羅 波 安 登 基 施 苛 政 （一二1 一 15 ; 參代下一〇1一11 ) 。 

b .十 支 派 叛 （一二16 —19 ; 參 代 下 一 〇 12_ 1 9，—— 1 - 4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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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王國（一 二 2 0至 一 四 20  )

a•耶羅波安登位及其惡行（一二20 — 23 ) 。

b . 神 插 手 干 預 （一 三 1 —32 ) 。

c.  耶 羅 波 安 執 迷 ，神 的 話 臨 到 （一 三 33至 一 四 18 ) 。 

d 耶 羅 波 安 崩 （一 四 19 — 20 ) 。

(三）  猶大王國（一 四 21至 一 五 24 )

a. 猶大人 行 惡 拜 偶 像 （一 四 21 — 24 ; 參 代 下 一 二 1 ) 。

b . 神的管敎 與 憐 憫 （一 四 25 — 30 ; 參 代 下 一 二 2 — 12 ) 。

c.  羅 波 安 崩 （一 四 31 ;參 代 下 一 二 13 — 16 ) 。

d . 亞 比 雅 （一 五 1 — 8 ; 參 代 下 一 三 1 — 2 ) 。

e. 亞 撖 （一 五 9 — 24 ;代 下 一 四  1 ，一 六 1一 6、12 — 14 ) 。

(四）  以色列王國（一 五 25至 二 二 40 ) 

a•拿答（一 五 25 — 26 ) 。

b .巴 沙 （一 五 27 — 34 ) 。 

c•神的話臨到（一 六 1 — 7 ) 。 

d•以拉（一 六 8 — 10 ) 。 

e.心 利 （一 六  10 — 20 ) 。 

f•暗利（一 六 21 — 28 ) _。 

g .亞 哈 （一 六 29至 二 二 40 ) 。

(五）  猶大國（二 二 4 1 — 5〇)

約 沙 法 （二 二 41 — 50 ; 代 下 一 七 1至 二 一 1 ) 。

㈥ 以色列國（二 二 51 — 53 )

亞 哈 謝 （二二5 1 - 5 3  ) 。

E  以利亞

以利亞是十六章二十九節至十九章二十一節的主角。請讀者參照圖 

表 12.7硏讀以利亞的生平，並 作 結 論 。

五 、列王紀上鏡字鏡節

九 章 四 至 五 節 是 本 書 鑰 節 ，請再找出另一句鑰節。鑰句是「大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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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及「大衞我祖」）。翻査經文彙編就可知它出現過多少次。

六 、 列王紀上應用

1. 請從書中找出下列屬靈敎訓的應用：

禱 吿 、警 吿 、勸勉

神 的 公 義 、懲罰 

神的憐憫 

神的家— 敎會 

敬拜讚美 

神的聲音 

成功的領導 

背道原因

神在國家及個人身上的作爲（參但四2 5 、3 4 、35 )

2. 信徒對現今的政府，當採取甚麼態度？

3. 何謂眞正的敬拜？

七 、 列王紀上進階習作

硏 究 所 羅 門 的 個 性 、生 平 ，以 及 他 所 興 建 的 聖 殿 。比較聖殿與會

幕 。

八 、 列王紀下綜覽

1. 溫習圖表11. 8 ，注意列王紀下歷史故事的進展。

2. 盡可能一口氣讀完全書一遍，不必拘泥於小節內容。

3. 將分段題目寫下來。（注 意 ：照圖表12.9提 示 ，有數章合成一段 

的 ，或一章分作多段的。）

4. 綜 讀 以 後 ，你對本書的印象如何？

5. 你能找到書中的鑰字鏞節嗎？若 然 不 能 ，讀下去時請加倍留意， 

鑰字鑰節往往說明書的主題。

6. 你找到書中的轉捩點嗎？看到其中的高潮嗎？請比較書的開始和

結 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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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細看圖表12. 9 ，前面已提過列王紀上下是一氣呵成，前呼後應 

的 ，讀時請不要忘記這一點。

8. 本書可分兩大段。一至十七章爲「分裂王國」；十八至二十五章爲 

「僅存王國」，表中用深線劃開。（一至十七章交替敍述兩國的事，大家 

可 自 行 翻 閱 。從 十 八 章 開 始 ，單敍述猶大國末年所發生的事。 ）

9. 照 圖 表 所 示 ，列王紀下涉及的歷史過程共計二百六十五年。第一 

大 段 （一 至 十 七 章 ）共 一 百 三 十 年 ；第 二 大 段 （十八至二 十 五 章 ）共一 

百 三 十 五 年 。

10. 哪章經文記載神懲罰猶大及以色列？怎 樣 懲 罰 ？請細讀那兩段 

經 文 。

11. 哪章記載以利沙的事蹟？注 意 ：以利亞後來的事工也是這卷書 

首 章 的 主 題 。

12. 列王紀用許多篇幅記載以利亞及以利沙的事蹟，可見二人對當 

代 猶 太 人 影 響 至 大 。列 王 紀 下 的 時 代 ，又 稱 爲 偉 大 的 先 知 時 期 。請參 

「列 王 、先知」（圖表12.2 ) ，並擧出於主前八五〇至五八六年間事奉的 

先 知 。

13. 注 意 列 王 紀 下如何編排兩國（以 色 列 及 猶 大 ）君 王 的 次 序 ，請 

參綜覽部分所列之表。

14. 這卷書的標題爲「被擄王國」。試將上下兩書的標題作一比較。

15. 二十五章二十七至三十節爲跋。跋 中 記載耶路撒冷失陷（主前 

五 八 六 年 ）以 後 的 事 。請參圖表12. 5 。

16. 列 王紀上下爲一個完整的記述，試 比 較它的起點和終局（不必 

比 較 跋 ），留意上下兩書相對的地方：

a. 列王紀上以國之昌盛開始；列王紀下以國之瓦解作結。

b . 列 王 紀 上 開 始 時 ，顯示順服者光明的盼望；列王紀下結束時，指 

出叛逆者慘受懲治。

c. 列 王 紀 上 開 始 時 ，聖 殿 華 美 輝 煌 ；列 王 紀 下 結 束 時 ，聖殿煙火 

迷 漫 ，淪 爲 廢 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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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列王紀下要旨

A 以利沙

就如以利亞是列王紀上的主角，以利沙也是列王紀下的重要人物。 

二人都是代表神對北國以色列說話的先知；但有趣的是二人所代表的， 

各 有 不 同 。以利亞在大庭廣衆下施行神蹟；以利沙行神蹟的次數很多， 

着重滿足個別的需要。以利亞彰顯神的律法、審判和嚴厲的懲罰；以利 

沙則表明神的恩典、慈 愛 和 溫 柔 。以利亞有如施洗約翰，大聲疾呼地勸 

人 悔 改 ；以利沙則如主耶穌一般，廣 行 善 事 神 蹟 ，以證明他們的話出於 

神 0

在 以 利 沙 的 時 代 ，以色列國靈性非常低落，由於耶羅波安迫害祭司 

和 利 未 人 ，他們和許多敬拜神的人都逃到猶大（代 下 一 一 13_16 ) ，因 

此自耶羅波安當政起，北國十個支派就沒有祭司和利未人，當然他們也 

沒有上耶路撒冷的聖殿敬拜神。

不 過 ，幸好以色列國尙有先知學校，保存一股公義的勢力。先知把 

所 學 的 敎 授 門 徒 ，例如神的律法等。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負責將神的眞 

理 預 吿 衆 人 ，而不是單單預言將來而己。北國先知所承擔的任務，跟南 

國祭司所肩負的大致相同。以利沙是這羣先知公認的領袖，常往來各學 

校 探 望 門 徒 ，許多神蹟都是在探望門徒時施行的，一次他還特地以神蹟 

幫助了一個先知門徒 （六 1 _ 7 ) 。

請從一章一節至八章十五節中，找出並列擧以利沙所行的神蹟。

B 撒 瑪 利 亞 失 陷 （一七1 一41 )

何細亞是以色列最後一位君王，他 在 位 末 年 ，都城撒瑪利亞失陷， 

十 支 派 被 擄 到 亞 述 去 。參地圖 12. C 。亡 國 的 原 因 ，表面上是何細亞不 

照往 年 給 亞 述 進 貢 ，還 密 謀 造 反 ，但內裏的原因卻是以色列人恆久棄絕 

神 ，神在十七章七至二十三節中斥責他們爲背道的民。

C 希 西 家 （一八 1至二〇21 )

以色列亡國被擄後，猶大仍 然 存 留 ，繼 續 見 證 神 。那 時 ，希西家登 

位 ，亞 哈 斯 攝 政 。5 亞哈 斯 是 一 個 敗 壞 的 王 ，沒 有 理 會 神 的 敎 訓 ；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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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存 王 國 （猶 大 ）的局勢

〇 00

的兒子希西家卻敬畏神，神就用他淸除亞哈斯在國中留下的罪惡，領導 

國人重新敬拜神。十八章一節至二十章二十一節是希西家的事工與試煉。

D 耶 路 撒 冷 失 陷 （二 五 1_26  )

-耶 路 撒 冷 於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失 陷 ，這是列王紀下最後的悲劇。神苦心 

勸 勉 、等待 他 們 離 開 罪 惡 ，歸 向 祂 ，他們 卻 不 聽 從 ，由 君 王 、祭司至人 

民 ，一起繼續敗壞下去。故 此 ，巴比倫的人便來拆毀京城聖殿，把百姓 

擄 去 。請細讀這章重要的經文。

當代强國 

外國君王

猶大王

亞 述 帝 國 巴比倫帝國

; 尼尼微运 丨k 基米施之戰
;西拿基立丨以撒哈頓； 法老尼哥；
i (亞 述 ） i (亞 述 ）丨 L(携及).i (巴 比 倫 ）
： i 尼布甲尼播

希 瑪 約 約 西
西 拿 西 雅 底
家 西 亞 敬 家

, . 亞 們 ^ 約哈斯^ -約雅斤

那鴻

先知 |彌 迦 I 西番雅丨厂啥巴谷I

耶利米

以 下 三 種 因 素 ，都可以叫猶大免蹈以色列的覆轍：

(一）  以色列的鑑戒

以 色 列 被 掳 ，實爲神對罪的懲罰。他 們 叩 拜 別 神 ，也不求神救他們 

脫 離 亞 述 。猶 大 也 有 同 樣 的 罪 嗎 ？他 們 處 於 同 一 局 勢 ，受外敵强國所 

困 ，圖表 12.8已列擧了當時 包 圍 猶 大 的 外 敵 君 王 之 名 字 。 （參照圖表 

1.4 )

(二）  猶大王的改革

僅存王國有兩位好君王：希 西 家 、約 西 亞 。他們都推行宗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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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只能在他們當政時生效（圖表12 . 2、12. 8 ) 。參十八章一至八節， 

二十二章一節至二十三葷三十節。

(三） 先知警誡

先知的名字已列於圖表 12. 8 。以赛亞和耶利米是當代最重要的先 

知 ，他們的信息都是斥责罪惡，宣判神的懲罰。猶大和以色列均不能否 

認先知已屢次警誡他們，叫他們離惡悔改了。

可 惜 「他 們 卻 嬉 笑 神 的 使 者 ，藐 視 祂 的 言 語 ，譏 誚 祂 的 先 知 ，以致 

耶和華的忿怒向祂的百姓發作，無 法 可 救 。」（代下三六16 )

下圖爲以色列人由君王統治起，所經歷的四件大事。請說明是哪四 

件 事 情 （參圖表12.2 ) :

@

0  ©

©

十 、列王紀下鑰字鑰節

請參圖表12. 9 。

十 一 、列王紀下應用

列王紀下從頭至尾都說及罪和懲罰，請 用 這 個 題 目 ，列出你從本書 

得 到 的 敎 訓 。從習作的結論中，你可認識神和人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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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列王紀下進階習作

1. 硏究以利沙的生平。

2. 猶 大 被 擄巴比倫時，耶利米是最重要的先知。請讀耶利米書及耶 

利 米 哀 歌 。試硏究這位先知的生平與事工。

十 三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王 國 顯 ：《神眼中看爲正的事—— 列王紀上下讀經箚記> ( 晨 星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藉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75-82•(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axter, J. Sidlow. aJudges to Esther' in Explore the Book, vol. 2.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Bruce, F . F . Jsraei and tAe Nations, p p . 13-104.(中 文 譯 本 爲 《以色列 

與列國史》，種 籽 出 版 社 。）

Crockett, William D a y . A  H arm ony of the Books of Sam uel, Kings 
and Chronicles.

Ellison, H . L . (il and II Kings^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300-301.(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innegan, J. L igh t from the A ncient Past, p p . 129-91.
Free, J. P . A rchaeo logy and Bible H istory, p p . 146-225.
Gates, John T ., and Stigers, Harold. U1 and 2 Kings'" in The W ycl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307-9.(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種 籽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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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 u m m a c h e r , F . W . Elijah the Tishbite.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p . 176-206.

Pfeiffer, Charles F . The Divided Kingdom.

Pink, Arthur W . Gleanings from Elisha.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p p . 141-228.
U n g e r , Merrill F . A rchaeo 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88-288.
----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98-304.
W h i t c o m b , John C . Solomon to the Exile.
W o o d , L e o n . A  Survey of Jsraei’s History, p p . 287-376.(中文譯本爲 

《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 . Elijah, Prophet of God. * 1

註釋

1.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 177.

2 .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中 ，撒母耳記上下稱爲王國上下。

3. Carl E . D e  Vries, “S o l o m o n ,” TTie Zondervan Pictoria/ B i W e  

Dictionary, p . 802.
4 .  歷代志上下涉及的範圍，也包括在大綱之內，可作以後參考。

5. 某些聖經學者認爲希西家於以色列覆亡後登基爲王，這點意見 

可參考其他資料，而圖表12.2代表哪種見解呢？



第十三章

歷代志上下：君王統治下的猶大

歷 代 志 上 下 所 載 ，主要爲君王時期的猶大，內容純粹是歷史記載， 

但從全書側重猶大的宗敎情況和國運，也可窺見作者在神學及靈命方面 

的 用 心 。論到本書 的 宗 旨 ，阿 切 爾 （Gleason Archer ) 說 ：

作 者 執 筆 時 ，心中已有寫作的目的，就是要給組成第二個猶大國的 

人 ，解釋神權政體的眞正屬靈基礎。以色列人是與耶和華立約的民， 

這約就是希伯來民族的光榮；神建立大衞家的王朝，使他們保護祂所 

膏抹的祭司，而祭司的職分配上聖殿的敬拜，目的是守着神與全民所 

立 的 約 。作者不住强調以色列人昔日正確而蒙福的法則，使他們重建 

家園時有例可循。另一方面，作者更着重指出以色列人繼承了豐富的 

恩 典 ，力言他們與先祖的關係從沒有中斷（故他下筆便寫族譜）。1 

作者十分强調以色列人所繼承的恩典、與 神 立 的 約 、聖 殿 、背道的 

惡 果 ，以及彌赛亞將出於大衞家的應許。若然歷代志寫於回歸之時，我 

們就不難明白作者的用意。因爲在這個時候，以色列人由以斯拉率領回 

國 ，實在需要有人從旁勉勵，使能把崩潰了上百年的神權政體，重新建 

立 起 來 。歷代志是「向以色列民明明的吿誡，叫 他 們 勿再輕視聖殿，忘 

記敬拜永生的神。」2

一 、讀前準備

歷 代 志 的 史 料 ，不少曾見於撒母耳記下及列王紀上下（其中以創世 

記 、撒母耳記下及列王紀的史料，超過篇幅的一半）。不 過 ，讀者別以 

爲歷代志的內容重複。聖經的毎一卷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歷代志上下亦 

不 例 外 。例如列王紀側重神選民的國運、政 治 ，以及王家的遭遇；而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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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志 上 下 卻 從 神 聖 的 、傳 道 者 的 角 度 看 歷 史 。這好比我們讀約翰福音 

時 ，也讀到不少前三卷福音書已提過的事漬，只是約翰的重點，乃在於 

不同角度的詮釋。

二 、背景

A 名稱

在 希 伯 來 聖 經 中 ，歷代志上下原爲一卷。書名是「昔日的事」。耶柔 

米 （Jerome ) 認 爲 這 書 是 整 個 聖 史 的 歷 代 志 ，以後的英譯本就把它的 

拉丁文書名翻譯過來，稱爲歷代志上下。3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歷代志寫於主前第五世紀末葉，約爲主前四五〇至四二五年。有些 

聖經學者認爲以斯拉就是歷代志的續篇（參代下三六22 —23 ;拉一 1一 

3上 ），本書可能就是以斯拉所作。

C  正典中的位置

在 圖 表 1.1中 ，我 們 看 到 歷 代 志 列 於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之 末 （參圖表

12.3 ) ，跟 列 王 紀 的 位 置 相 去 甚 遠 。由 此 可 見 ，即使兩書所載同是史 

實 ，早期的猶太人仍認爲它們各有特色。

我們的聖經則把列王紀與歷代志並排，跟四福音書的排法相似。

D  歷代志與列王紀之比較

上 文 說 過 ，歷代志與列王紀的內容有不少相同；可是它們也有很明 

顯 的 差 異 。下列各點爲它們的相異處：

列王紀 歷代志

1 . 從先知觀黙出發（例 如 ：懲 罰 ） 從祭司觀勲出發（例 如 ：盼 望 ）

2 . 着重爭戰 着重聖殿

3 . 王家的遭遇 大衞家的延續

4 . 記猶大和以色列國 記猶大國

5 . 道德 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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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點 上 的 分 別 ，請參圖表12. 4 。

歷 代 志 比 列 王 紀 的 取 材 更 經 過 嚴 格 的 挑 選 ，有關北國以色列的歷 

史 ，幾乎完全沒有記錄。作 者 所 着 重 的 ，是神立約的應許，神揀選猶大 

家 ，再 藉 大 衞 的 家 ，成 就 祂 的 應 許 （參代上二八4 ) 。這個應許從來沒 

有 中 斷 ，作者就是根據這點而選材：

a. 族 譜 （代 上 一 至 九 章 ）。以 大 衞 、利 未 、猶 大 、便雅憫的族譜  

爲 主 。

b . 從猶大史的頂峯起，直 至 被 擄 。

c. 聖 殿 、祭司及敬拜等佔了重要地位。

三 、 歷代志上綜覽

1. 請參照前幾章的綜讀法。

2. 你對第一至九章的感想如何？

3. 第十至二十九章的主角是誰？

4. 哪幾章多 講 聖 殿 （「神的殿」、「耶和華的殿」，都 是 指 聖 殿 ）？聖 

殿是否在這幾章的年間建造？

5. 請讀二十九章二十二至三十節。爲甚麼這段經文是一個恰當的總 

結 ？試比較「亞當」（一1 ) 和 「列國」（二九30 ) 。

6. 請 仔 細 參 看 圖 表 13.1。試 解 釋 一 至 九 章 何 以 是 十 至 二 十 九 章 的  

引 言 ？

7. 留意書中兩部分的大綱。

8. 若 以 大 衞 爲 主 題 ，本書的結構應怎樣？請 參 圖 表 。

四 、 歷代志上要旨

A  族 譜 （一 1至九44 )

歷 代 志 的 族 譜 ，只爲配合寫作的目的，因此並非把所有人的名字都 

錄 下 ，以下爲埃利森（H . L . Ellison ) 所 列 的 例 證 ：

大衞和利未的後裔，顯然是歷代志最重要的部分（以利家沒有在耶路 

撒冷聖殿事奉，族譜中沒有他們的名字）。其次就是與王朝有密切關 

係的猶大和便雅憫支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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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衞作王及籌建聖殿（一〇1至二九30 )

請重溫撒母耳記下、列王紀上的習作。再看歷代志上在這方面有甚 

麼 補 充 ，然後解釋所補充的與全書主旨有甚麼關係。

五 、 歷代志上應用

1. 試從族譜裏(一至九章）找出書中的屬靈敎訓（有些是隱含的敎訓>

2. 第十至二十九章也有很多實用的眞理，試 列 擧 出 來 。

六 、 歷代志上進階習作

1. 試比較歷代志上與創世記的家譜。

2. 請看有關歷代志的參考書籍，硏 究 書 的 作 者 ，以及史料的來源和 

可 靠 性 。5

七 、 歷代志下綜覽

1. 請按綜讀法閱讀全書。

2. 第一至九章的主角是誰？哪幾章的重點是放在聖殿上？

3. 誰繼承所羅門作王？十二章一節至三十六章十六節的主要內容是 

甚 麼 ？

4. 本書記載猶大國哪兩大悲劇？載於哪幾章？

5. 三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三節怎樣總括全書？

6. 請看圖表13. 2 。並 留 意 第 一 欄 ，它將全書分成兩個主要部分。

7. 留意一章一節和三十六章二十二節的比較。

8 .  最 後 一 欄 是 以 聖 殿 爲 題 的 大 綱 。請 仔 細 研 究 ，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認爲聖殿就是歷代志之鏡：

如 非 必 要 ，歷代志不提北國以色列，只提猶大，使人更注意大衞。大 

衞是書中的主角……可 是 ，作者要講的，旣不是猶大，也不是大衞， 

而是神的殿。6

9. 注意表中的四次改革。請讀有關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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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歷代志下要旨

A 所羅門作王 及 建 造 聖 殿 （一 1至九31 )

所 羅 門 的疆域遼闊，從東北幼發拉底河起，直 延至西南邊境，與埃 

及接壤（參地圖12.A )，面積約爲五萬五千平方哩。蓋茨（John Gates)說 ： 

以色列位於兩大勢力之間，南有埃及，北有亞 述 ，版圖不易伸展。在 

所羅門登位之初，適逢埃及第二十一代王朝懦弱無能，國 勢衰弱，加 

上亞述帝國亦漸趨沒落，以致以色列可乘勢擴張。7 

所羅門精通動植物學。神用所羅門的智慧，彰 顯 祂 的 榮 耀 ，祂給所 

羅 門 默 示 ，使他從人生百態中，寫 出 箴 言 ，剖析屬靈 的 眞 理 ，讀者不妨 

翻 閱 一 下 。（所 羅 門 曾 寫 箴 言 、傳 道 書 、雅歌及詩篇〔至 少 兩 篇 ：第七 

十二及一百二十七篇〕。這 是 他 重 要 的 事 奉 ，在 今 日 來 說 ，更蓋過了他 

建造聖殿的貢獻。）

所羅 門 建 造 的 聖 殿 ，是以色列人在本國君王的領導下，第一座宏偉 

的 建 築 物 。所羅門深知道聖殿不但是敬拜的中心，也是全能神的居所。 

因此所羅門說這殿「甚大」（二5 ) 。大 衞 說 ：「要爲耶和華建造的殿宇， 

必 須 高 大 輝 煌 ，使 名 譽 榮 耀 ，傳 遍 萬 國 。」（代上二二4 )

殿 的 面 積 、設 計 、裝飾和其他附帶建築如下：

1. 所羅門王在位第四年，即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四百八十年，聖殿 

開 始 動 工 。當時是主前九六六年，經 過 七 年 ，聖殿方吿完工。按殿的工 

程 而 言 ，所 花 的 時 間 相 當 短 促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T h e  W yc7iffe 

& _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曾 指 出 ：⑴ 籌 備 工 作 早 已 做 妥 ；⑵聖殿雖然建造 

得 金 碧 輝 煌 ，實際面積卻不算大；⑶興建的人手甚多。8

2. 聖殿的式樣是由神吿訴大衞（代上二八19 ) ，再由大衞轉吿所羅 

門 （代上二八 11 一 12 ; 代下三3 ) 。聖殿的藍圖與當時腓利基人的建築 

相 似 ，並 無相駁之處。

3. 聖 殿 的 式 樣 大 致 與 會 幕 相 近 。會 幕 與 聖 殿 都 有 「聖所」和 「至聖 

所」，列王紀及歷代志對聖所和至聖所的稱呼如下：

王上六1 7、20 代下三 5 、8

聖所 「外殿」 「大殿」

_ 聖所 「內殿」 「至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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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負責監督建殿的工程，責 任 重 大 ；但他最重要的責任還是作 

百 姓 的 屬 靈 領 袖 。神說祂是否住在以色列人當中，全決定於所羅門有沒 

有 謹 守 主 道 ；可惜 偉 大 而 聰 明 的 所 羅 門 偏 離 了 神 ，還把偶像帶到國中 

(王 上 一 一 1 _ 1 3 ) ，使全國都跟隨他偏離了神。

B  王 函 分 裂 （一 〇 1一 19 )

請 謓 這 章 聖 經 ，再比對列王紀上十二章。重溫這題目的筆記。

C  猶 大 覆 亡 ，被 擄 巴 比 倫 （三六 1— 21 )

請將這段經文與列王紀下二十五章一至二十六節比較。

D 古 列 下 詔 （三 六 22 _ 2 3  )

歷 代 志 下 結 束 時 ，帶 來 一 點 盼 望 的 曙 光 。注意聖殿在本段的重要 

性 ，並 比 較 聖 殿 被 毀 （三 六 19 ) 和 下 詔 重 建 聖 殿 （三六 23 ) 的兩節經 

文 。它們相距多少年？ （參圖表12. 5 )

以赛亞書四十五章一至七節及十三節預言古列王將要釋放神的選民 

回 國 。請參看這段經文。

九 、歷代志下鑰字鑰節

請參圖表13. 2所附的鑰字鑰節。並自己從書中發掘其他重要的經文。

十 、歷代志下應用

1. 請從所羅門的生平，列擧你學到的五項（或 以 上 ）功 課 。

2. 這卷書如何論及神？

3. 圖表13. 2記載了四次改革。請思想其中的應用。

4. 最後兩節經文對你有甚麼敎訓？

十 一 、歷代志下進階習作

比較列王紀及歷代志下相同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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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89-95.(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eecher, Willis J. “Chronicles” in T h 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 i W e  

Encyclopedia, 1:629-35.
Crockett, William D a y . A  H arm ony of the Books of Sam uel, Kings 

and Chronicles.
McClain, Alva J. The Greatness of the Kingdom.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L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p . 208-35.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381-95.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B  聖 殿

Heaton, E . W . The H ebrew Kingdoms, p p . 133-64. This is a chapter 
on Israel’s worship.

Smith, Arthur E . The Temple and Its Teaching.

c 釋 經

Baxter, J. Sidlow. “Judges to Esther” in Expfore tAe Boofc, vol. 2.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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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son, H . L . “I and II Chronicles” in TTie N e w  B i W e  C o /mnentary, 

p p . 339-64.(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Keil, C . F . The Books of the Chronicles.
P a yne, J. Barton, “First and Second Chronicles” in The W ycl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367-421.(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種 籽 出 版 社 。 ）

W h i t c o m b , John C . Solomon to the Exile. * 1

註釋

1.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Jmroduction, p . 3 8 9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2. John Phi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 84.
3. 「數目」一 詞 在 列 王 紀 上 下 經 常 出 現 ，但在歷代志只出現一次 

(代上二七 24 ) 。

4. H . L . Ellison, 4<I and II Chronicles,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341.

5 .  有關資料可參「選讀書目」。

6.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 210.

7. John T . Gates, <(I Kings/'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 3 1 4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8. T h e  Wyc/iff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317.(中 文 譯 本 爲 《威克 

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第十四章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 

猶大餘民歸回本土

按我 們 的 聖 經 編 排 ，以 斯 拉 記 、尼希米記及以斯帖記是最後三卷歷 

史 書 。前兩卷說到猶大地人被擄七十年後，神 的 預 言 應 驗 ，選民蒙神引 

領 ，重 回 迦 南 （參耶二 九 10_14 ) ，i舊約歷史書終以喜劇收場。

以色列人回國重建家園，是十分重要的大事，說明神沒有忘記祂賜 

給 亞 伯 拉 罕 的 應 許 ：把地賜給祂的後裔（創一三1 5 ，注意「直到永遠」是 

何等强而有力的一句話）。現在餘 民 回 國 ，復 興 敬 拜 ，正好可以履行他 

們 的 重 任 ：使外邦衆民知道如何敬拜眞神。除 此 以 外 ，因着以色列人回 

國 ，彌 赛 亞 的 應 許 ，得以更 新 。比 方 說 ，彌 賽 亞 降 臨 的 應 許 ，與伯利 

恆 、拿撒勒和錫安等地很有關連。約過了四百年以後，大衞的後裔耶穌 

要生在伯 利恆 ，不是生在巴比倫。應許中的聖地也不是被擄之地，而是 

祂子民在其上居住的「自己的地方』（約一 11 ) 。

一 、讀前準備

1. 注意這三卷書在舊約正典中的位置。這 三 卷 書 所 載 ，是舊約聖經 

最 後 的 歷 史 資 料 （直到主前四二五年），故按照歷史年份的編排來說， 

十 分 恰 當 。可 是 ，接 續 這 三 卷 書 的 是 詩 歌 書 和 先 知 書 （直至撒迦利亞 

書 ），時 間 上 又 忽 然 顚 倒 了 ，容 易 使 人 產 生 混 亂 。這 三 卷 書 （以斯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的編排法和年份，見於圖表14.1 。

2. 讀 以 斯 拉 記 、尼希米記及以斯帖記以先，最好溫習一下列王紀和 

歷 代 志 ，兩書均記載選民（猶大及以色列國）的成敗得失。他們屢犯罪 

惡 ，受 神 審 判 ，被 擄 他 國 ；整個歷史說明了永恆不變的因果定律：因是 

罪 ，果 是 罰 。

舊 約 中 的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創造 主 前 425

創世記至串命記♦ 約書亞記至歷代志下為!
尼 希 术 Sci 
以斯帖記

約伯記至雅歌 

詩歌書

以賽亞書至西番雅書 

先知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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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斯 拉 記 、尼希米記記載了以色列人從被擄之地回國，開始以色列 

人滿有希望的新紀元。請大家按照下列大綱讀這幾卷書。

列王紀與歷代志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因 果 延續

罪 罰 重建

(王國時代） (被 擄 ） (回 國 ）

若 不 是 神 的 恩 典 ，以色列人根本就不能，也不配回國重建家園。他 

們 雖 然 因 罪 被 擄 ，但 是 神 有 恩 典 ，預先爲他們定下回國的日期，把被擄 

的 餘 民 ，從 巴 比 倫 召 回 ，領 他 們 回 歸 應 許 之 地 ，使立約的福分遍及萬

代 。

3. 耶利米書二十五章十一至十四節及二十九章十至十四節爲被擄和 

回 歸 的 預 言 ；請讀以上經文。

4. 請 用 一 些 時 間 ，了解這幾卷書的歷史淵源；有些資料已在上文讀 

過 ，現在須重溫一下。

a.兩次被擄

以色列人有兩次被擄，一 次 被 擄 亞 述 ，一次被擄巴比倫。回國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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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被擄 圖表 14.

擄亞

^ 主 前 722年 j

他們 從被擄之 地回歸迦南。圖表14. 2爲 兩次被擄。

① 被 擄 亞 述 （主 前 七 二 二 年 ，撒 瑪 利 亞 陷 ，王 下 一 七 章 ）

北 國 以 色 列 十 支 派 的 人 民 和 官 長 ，大 部 分 都 被 擄 掠 ，分 散 各 地 。

( 參地圖14_ A  ) 聖 經 字 典 （Zondervan Pictoriai B 丨—W e  Dictionary ) 說 

及 這 些 年 間 ，以色列人及其子孫有如下的遭遇：

大家不要以爲以色列被擄分散的十個支派，已經完全受當地的居民同 

化 。當 然 ，他們當中有被同化的，但能夠保持自己的宗敎和傳統的， 

也有不少。他們有些成了散居的猶太人，有些則跟隨被尼布甲尼撒擄 

去的猶大國人一起回國。2

②  被 擄 巴 比 倫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耶 路 撒 冷 陷 ，王 下 二 五 章 ）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耶 路 撒 冷 先 陷 ，決定了南國猶大兩支派的命運。尼 

布甲尼撒把他們擄到巴比倫，列王紀下就以這段悲慘的歷史作結。請再 

讀 二 十 五 章 ，然後領會一下這三卷書的題旨。

(注 意 ：除 非 特 別 聲 明 ，下文的「猶大」與 「以色列」意 思 相 同 ，都指 

神 的 選 民 0 )

b .被 擄 巴 比 儉 時 期

猶 大 國 的 人 被 擄 以 先 ，耶 利 米 已 經 預 言 以 色 列 人 將 被 擄 七 十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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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耶二五 11 — 1 2 ，二九10 ;代下三六21 ) 。尼布甲尼撒在主前六◦ 五 

年 首 次 侵 略 猶 大 ，被 擄 時 期 便 吿 開 始 （代下三六 2 — 7 ) 。主前五三六 

年 ，第一批以色列人返國4 ( 拉 一 章 ），是爲被擄時期的結束。請參圖表

14. 3 讀 這 三 卷 書 時 ，亦請參照此圖表。

c .  當 時 的 君 王

猶太人流亡巴比倫，成爲新巴比倫帝國的臣民，尼布甲尼撒就是巴 

比 倫 其 中 一 位 君 王 。直 至 主 前 五 三 九 年 ，古 列 傾 覆 巴 比 倫 國 ，建立波 

斯 ，是 爲 波 斯 王 。古列釋放流亡的巴比倫人返國，他們就是第一批重返 

故 土 的 猶 太 人 。繼古列的歷任波斯王名字，可參圖表14. 3 ，以斯拉記及 

尼希米記都多次提到大利烏王和亞達薛西王。（請參 經 文 彙 編 。）

d . 回 國 時 期 的 猶 太 领 袖

回國時重要的領袖有三：所 羅 巴 伯 、以 斯 拉 、尼 希 米 。所羅巴伯和 

尼希米分別由古.列和亞達薛西王任命爲猶大省長。以斯拉是猶太人的祭 

司 ，也是領導猶太人第二次回歸的領袖；第三次 歸 國 時 ，以斯拉又與尼 

希 米 同 工 。請在圖表 14. 3中找出所羅巴伯6 、以斯拉及尼希米各人的名 

字 。請留意三次回國的日期：

主 前 五 三 六 年 ，第 一 次 回 國 ，由所羅巴伯率領。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第 二 次 回 國 ，由以斯拉率領。

主 前 四 四 五 年 ，第 三 次 回 國 ，7 由尼希米率領。

請注意圖表所列出的事件和日期。

回國時期中有三位先知：哈 該 、撒迦利亞和瑪拉基，他們的信息都 

不 可 忽 略 。請在圖表14. 3中查出三人事奉的年代。以斯拉記五章一節和 

六章十四節都簡略提到哈該與撒迦利亞的影響，讀者切勿忽略這兩節經 

文 。瑪拉基的名字則不見於任何歷史書。圖表顯示瑪拉基的事奉，主要 

在尼希米返巴比倫期間，那時正値猶太人靈命低沈、倒 退 ，因此瑪拉基 

的信息離不開罪惡與審判。

先知但以理於主前六〇五 年 ，隨第一批猶太人被擄，猶太人獲准歸 

國 時 （參但一2 1 ，六28 ) ，但以理適在巴比倫，任瑪代人大利烏王的臣 

僕 （大 利烏王是由古列立爲巴比倫壬；但五3 1 ，九 1 ) 。年老的但以理 

沒有隨大伙兒回國，卻爲他們切切禱求（但九1 — 25 ) 。

5.請看圖表14. 3 ，注意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及以斯帖記所涵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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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之歷史背景
to co co m  〇  〇 〇 〇 〇 ; 〇  寸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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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 亞以 普 再 重
瓦 哈斯 S 被 建
實 隨帖 節 • :: 拆
提 魯封 ： :: 毁

圖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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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屢

一 —©

以斯
帖記

敍述中斷

哈該

撒迦利亞

城牆

四 7 —23

七 一  (D

尼希米 

訪巴比倫

尼希米記

第二次

回國

(以斯拉 

率 領 ）

主前458

第三次回國

(尼希米率領）

主前445

瑪拉基 1

大利烏一世 § 亞哈隨魯 亞達薛西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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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以 斯 拉 記 所 載 的 歷 史 ，曾 中 斷 了 一 段 時 間 ，而 以 斯 帖 記 的 歷 史 事  

蹟 ，剛 好 發 生 在 以 斯 拉 記 六 至 七 章 之 間 ，當 時 的 王 是 亞 哈 隨 魯 。

6.地 圖 14. A 是 以 色 列 人 歸 國 路 線 ，地 圖 14. B 是 他 們 重 返 家 園 定 居  

時 ，巴 勒 斯 坦 的 新 局 面 。請 參 看 這 些 地 圖 。

二 、以斯拉記背景

A  名稱及正典中的位置

以 斯 拉 記 因 書 中 主 要 人 物 而 命 名 （若 然 本 書 作 者 是 以 斯 拉 ，書名便  

由 此 而 來 ）。其 實 以 斯 拉 的 名 字 ，在 七 章 一 節 才 首 次 出 現 ，不 過 他 仍 被  

視 作 本 書 的 主 角 。

我 們 現 今 使 用 的 聖 經 ，把 以 斯 拉 記 編 在 歷 代 志 下 之 後 ，將 歷 代 志 下  

沒 有 記 述 完 的 歷 史 接 續 下 去 （參 代 下 三 六 22 —23 ; 拉 一 1 _ 3  ) 。希伯來  

文 聖 經 把 以 斯 拉 記 及 尼 希 米 記 列 入 歷 史 書 ，8 位 置 卻 剛 在 歷 代 志 之 前 。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傳 統 認 爲 以 斯 拉 記 的 作 者 就 是 以 斯 拉 本 人 ；如 果 歷 代 志 上 下 也 出 自  

他 的 手 筆 （這 點 是 大 有 可 能 的 ） ，則 這 三 卷 連 續 的 歷 史 書 均 出 於 一 人 之  

手 。 （七 1 、1 1 、2 5 、2 8 ，八 15 — 1 7 、21均 提 及 以 斯 拉 ，以 第 三 及 第 一  

人 稱 謂 出 現 ，試 比 較 一 下 。 ）

以 斯 拉 返 抵 耶 路 撒 冷 後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不 久 ，寫 成 本 書 ，那時 是  

主 前 四 五 〇 年 。 k

C  以斯拉

以 斯 拉 是 猶 太 史 的 重 要 人 物 ，他 領 猶 太 人 從 巴 比 倫 回 國 ，猶 如摩西  

領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入 迦 南 一 樣 。「以 斯 拉 」的 意 思 是 「幫 助 者 」（出自希伯  

來 文 ’e z e i•，即 「幫 助 」）。以 斯 拉 在 被 擄 之 地 事 奉 猶 太 人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他 帶 領 一 批 人 返 國 。十 三 年 之 後 ，尼 希 米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以 斯 拉 協  

助 他 處 理 猶 太 人 在 信 仰 上 的 事 務 （尼 八 9 ) 。

聖 經 說 以 斯 拉 是 祭 司 ，又 是 文 士 （七 6 、21 ) 。9 他 其 中 一 個 要 務 是  

復 興 以 色 列 人 對 聖 經 的 追 求 。有 人 相 信 特 別 着 重 神 話 語 的 詩 篇 第 一 百 一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猶大餘民歸回本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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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回後的巴勒斯坦 (約 主 前 四 五 〇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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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篇 ，便 出 自 他 的 手 筆 ；但 無 論 如 何 ，以斯拉喜愛神的話，也樂意將

這 話 敎 訓 人 。

根 據 希 伯 來 傳 統 ，以斯拉在巴比倫任大祭司，開 始會堂的敬拜；他 

也 是 收 集 經 卷 ，把它們編成舊約聖經的人；亦是摩西時代的大祭司亞倫

之 後 裔 。（七 1 _ 5  )

D 歷史背景

以斯拉記一章一節，四 章 五 節 、二十四節及七章一節，均提到波斯 

三 位 著 名 的 王 ：古 列 、大 利 烏 、亞 逹 薛 西 。1(1他 們 的 名 字 見 於 圖 表  

1 4 . 3，以斯拉記的歷史和這些王的年代則見於圖表14 . 4。

我們從圖表14. 3看到以斯拉記所載之歷史，並非按年份編排，而是 

照 着 題 旨 取 材 。譬 如 說 ，聖殿落 成 之 後 （主前 五 一 六 年 ）發 生 的 事 情 ， 

作 者 就 省 略 不 載 ，直到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 f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u 又再 

記 錄 。這 是 聖 靈 的 默 示 ，我們讀的時候須緊記這點。（主前五三八至四 

二五年間人所熟悉的猶太歷史，均已載於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E 以斯拉記主旨

以斯拉記記載神感動外邦的王，恩 待 以 色 列 人 ，又 興 起 領 袖 （所羅 

巴 伯 、以 斯 拉 ）和 先 知 （哈 該 、撒 迦 利 亞 ），負起重建聖殿的大工。神 

應 驗 祂 藉先知所講的話，引領以色列人重回故土。12重建的工作分有形 

與 無 形 兩 方 面 ，有形的是回到迦南地，重 建 聖 殿 ；但更重要的乃是靈命 

的 重 建 ，如恢復正統的敬拜、重建神律法的權威，以及革新猶太人的生 

活 言 行 等 。

三 、以斯拉記綜覽

1. 先 綜 覽 全 書 ，注意本書有多少章，毎 章 有 多 長 ，內 容 怎 樣 。以斯 

拉 記 有 多 少 行 動 、對 話 、敍 述 、單 目 、信函及禱文？請在聖經中圈出單 

目 、信函及禱吿的經文。你對這書有甚麼感想？

2. 請 細 讀 各 章 ，並思索本書爲何如此分章。給各章定一個標題，把 

標題寫下來。（注意 :八章三十三節取代了九章一節，作新段落 的 起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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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哪些經文提及列王？請—— 記 下 來 ，並在圖表14. 3找出列王的名

字 。

4. 將以斯拉記的信函畫上記號（如 奏 章 、諭 覆 等 ）。

5. 請 比 較 書 的 起 頭 和 結 尾 。請 問 第 一 段 能 否 引 出 全 文 ；而末段能 

否總結全文？

6. 以斯拉第一次出現是在甚麼地方？二章二節中的領袖是誰？他在 

一至六章出現了多少次？到七至 十 章 時 ，他有再出現嗎？ （翻查經文彙 

編可立即找到答案。）

7. 古列的詔書記於哪章？哪幾章記載第一次回國、亞逹薛西王的諭 

旨及第二次回國？

8. 請定出內容的分段：

a. 分 成 兩 段 ：一 至 六 章 ，七至十章

b . 分 成 四 段 ：一 至 二 章 ，三 至 六 章 ，七 至 八 章 ，九至十章 

請與圖表14. 5所提供的段題作一比較。

9. 試用你自己的文字，定出以斯拉記的主題。

10. 請 將 綜 覽 所 得 ，與圖表14. 5作 一 比 較 。

11. 以斯拉記可劃分成兩大段。前一段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國，由 

所 羅 巴 伯 率 領 ；第二段由七章一節開始，是 第 二 次 回 國 ，由祭司以斯拉 

率 領 。兩段之間相隔多少年？

12. 以 斯 拉第一次回國的工作，主 要 是 重 建 聖 殿 ；第 二 次 回 國 時 ， 

以斯拉引領同胞們悔改、認 罪 ，對 付 罪 惡 ，重新恢復眞正的敬拜；當時 

他們最主要的罪是與外邦人通婚。請問與外邦人通婚的罪，如何影響以 

色列人的宗敎生活？

13. 請從圖表 1 4 . 3，找出六至七章 相 隔 的 時 間 ，並參圖表1 4 . 3，看 

看以斯帖記應放在哪個時期。

14. 圖 表 14. 5 列 出 三 位 著 名 波 斯 王 （古 列 、大 利 烏 、亞 達 薛 西 ） 

的 名 字 ，並說明他們與該段史實的關係。

15. 在 以 斯 拉 記 四 至 七 章 中 ，有 許 多 來 往 公 函 ，渉及王的職責和猶 

太人歸回迦南的諭旨，它們原本用當時的外交語言亞蘭文寫成。以斯拉 

保持 了 原 有 的 形 式 ，使這些經文成爲希伯來文聖經中篇幅不多的亞蘭文 

著 作 。請找出下列各函的發信人和收信人：四11 — 1 6 ，四17 — 2 2 ，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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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六6 - 1 2 ，七 1 1 - 2 6  〇

16.請比較圖表中「工程」和 「工作」兩 個 分 段 。爲甚麼這些工作對以 

色列人的生活影響至大？

四 、以斯拉記要旨

A 所 羅 巴 伯 率 以 色 列 人 回 _ (一 至 六 章 ）

以下爲這段的大綱：

( - ) 旅 程 （一1 至二70 ) 

a.古 列 下 詔 （一 1 _ 4  ) 

b•準備行程（一5 - 1 1  )

■c•歸國的名單（二 1 —7〇 ;類似的名單見於尼七5 —73 )

㈡ 工 程 （三1至六22 )

a. 動 工 （三1 — 1 3 ) .

b . 遭 受 阻 力 （四1一24 ) 

c•重新動工（五1至六12 ) 

d .完 工 （六13 — 22 )

(請於圖表 14. 3找出上列四個階段的日期。）

以上分段中最後的兩節經文（六21 _ 2 2  ) ，是 本 書 的 鑰 節 ，扼要地 

說明了以色列人蒙神的幫助，使亞述王心意回轉（六22 ) ，讓他們於主 

前五三六年從被擄之地回國。這兩節經文所帶出的信息就是歡樂：「要 

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都吃……歡歡喜喜……因爲耶和華使他們歡 

喜 。」

( 主 前 五 三 六 年 ） 

(主 前 五 三 四 年 ） 

(主 前 五 二 〇 年 ） 

(主 前 五 一 六 年 ）

B 以 斯 拉領導改革（七 至 一 ◦ 章 ）

從圖表14. 5可 以 看 出 ，這段的小分題與前一段的大致相同：「旅程」 

(七 1至八32 ) ; 「工作」（八33至一〇44 ) 。

( - ) 旅 程 （七1至八32 )

( 請 按 下列大綱讀這段經文） 

a.諭 旨 批 准 （七 1—26 ) 

b•歌頌詩章（七 27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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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名（八1 —  14 ) 

d • 回耶路撒冷（八15 —  32 )

第 六 至 七 章 之 間 ，相 隔 了 六 十 年 。在 這 些 年 間 ，以色列人靈性倒 

退 ，而文士以斯拉亦在此時率領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國。以斯拉是個屬神 

的 人 ，對於「將律例典章敎訓以色列人」（七10 ) 有很重的負擔。所以他 

的 事 奉 ，不單針對由他領導回國的人，同時也遍及已經回國的同胞。

以 斯 帖 記 的 事 件 ，發生在以斯拉記第六至七章所載的時間中。亞哈 

隨 魯 王 期 間 ，神 保 守 猶 太 人 ，甚至使繼任的亞達薛西王心意回轉，鼓勵 

他們重 返 故 土 （七11 — 26 ) 。

(二） 工 作 （八33至一〇44 )

所羅巴伯任猶大官長的時候，重建聖殿的工作已經完成（六14 ) ， 

所 以 ，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後，無需重 建 聖 殿 ，但他的工作還是與聖殿 

有 關 。七章十八至二十節及二十七節記載他必須負責的事務；七章十節 

則記述他打算在耶路撒冷負起的屬靈工作。書中沒有逐一記錄他已完成 

的 工 作 ，但 現 有 的 記 載 ，足己使人知道神怎樣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中， 

重 用 以 斯 拉 。

請大家按下列大綱細讀各分段：

⑴ 工 作 計 劃 （八 33_ 3 6  ) 以斯拉等人回到耶路撒冷後，作了兩件甚麼 

事？王的總督與河西（編 者 按 ：河 西 即 幼 發 拉 底 河 〔Euphrates River〕 

之 西 ）省 長 「幫 助 百 姓 ，又給神殿裏所需用的」（八36下 ），這工作 

約 做 了 四 個 月 （九1上 ，一〇9 ) 。

⑵ 問 題 （九1—4 ) 以色列人所觸犯的律法，是神所頒佈禁止的（出三 

四15 — 16 ; 申七1一3 ) 。犯 罪 的 人 ，不僅是隨以斯拉回國的人，也有 

留 居 故 土 的 猶 太 人 。冰 封 三 尺 非 一 日 之 寒 ，請問以斯拉何以這麼痛 

心 疾 首 ？

(3)祈 禱 （九5 _  15 ) 這是聖經著名的悔改認罪禱文。請 細 心 讀 它 。 

⑷ 懺 悔 （一〇1一4 ) 以斯拉認罪悔過，感 動 了 其 他 人 ，有人提出補救 

的 方 法 （2 — 4 ) 。這是不是以斯拉的策略（爲使百姓自知面臨絕路， 

求 神 憐 憫 ）？請硏究下列幾句要緊的話：

「我們……干犯了我們的神。j 

「然而以色列人還有指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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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與我們的神立約。」

「你 當奮勉而行。」

⑶ 補 贖 （一〇5 —17 ) 以斯拉記最後一段記載以色列人怎樣處理異邦 

妻 室 ，重 新與神和好。（注意十章二至三節的「指望」和 「立約」。）

要恢復與神昔日的關係，代 價 甚 大 。也許這就是本段的中心信息， 

讀的時候請留意下列幾點：

a•神的發言人有絶對權威（一〇5 ) 

b .悲 傷 至 極 （一〇6 ) 

c•全面調査（一〇7 — 8 、14 ) 

d .無 一 倖 免 （一〇8 ) 

e•戰兢（一 〇 9、14 ) 

f•結局悲慘（一〇44 )

g .與 神 恢 復 和 好 （「補贖」是指贖罪或犧牲，爲的是與神復和）:認罪 

(一 〇 1 1上 ），獻 贖 罪 祭 （一〇 19 ) ，離 絕 外 邦 妻 子 （一〇11

下 ）。

五 、 以斯拉記鑰字鑰節

以斯拉記的鑰字和鐫句如下：「上 （來 ）」、「耶路撒冷」、「降旨」、 

「耶和華的殿」、「他神的手幫助他」、「耶和華的律法」。整 卷 書 中 ，反覆 

提 到 神 的 話 ，只是稱謂略有更改。請將下列經文寫下來：一1 ，三2 ，六 

1 4 、1 8 ，七6 ' 1 0 、1 4 ，九4 ，一 〇 3' 5 °

六 、 以斯拉記應用
1. 神僕需有甚麼屬靈資格？

2. 從 這 卷 書 中 ，你學到甚麼「敬拜」和 「頌讚」的 功 課 ？

3. 撒但常常敵擋神的工作，基督徒應怎樣防範撒但的攻擊，勝過敵擋？

4. 神 會 使 用 非 信 徒 完 成 祂 的 工 作 嗎 ？若 是 肯 定 的 話 ，請問怎樣使 

用 ，爲甚麼要使用？你能擧個近代的例子嗎？

5. 在 以 斯 拉 的 時 代 ，與 異 族 通 婚 是 罪 。今日 的 「異族通婚」是指甚 

麼 ？爲甚麼這罪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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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尼希米記背景

A  名稱及正典中的位匱

本 書 之 名 稱 ，取自主角尼希米及書的第一句話（一 1上 ）。所有舊 

約經卷都把它歸入歷史書中，初期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亦把以斯 

拉記和尼希米記合爲一卷，至拉丁文武加大譯本才把它一分爲二。

B  寫作日期與作者

作 者 是 尼 希 米 ，大部分稿件寫於主前四二〇年 ，書中好些內容來自

他 的 回 憶 （一 1至七5 ，---- 1—2 ，一二27 —4 3 ，一三4 — 31 ) 。七章五

至七十三節的猶太家族名單，出自已存文獻（跟以斯拉記二章一至七十 

節 完 全 一 樣 ）。書中說到 尼 希 米 ，有時是用第三人稱（八9 ，一 〇 1，一 

二 2 6 、47 ) ，不過我們若細看上下文，就不會因爲這種稱謂而否定尼希 

米 誉作這卷書。13

C  尼希米

尼 希 米 生 於 被 擄 之 地 ，父 母 是 流 亡 國 外 的 猶 太 人 。他的名字解作 

「耶和華的安慰」，可見他的家庭相當敬虔。尼希米年紀輕輕，就給亞達 

薛 西 王 奉 酒 ，職位 相 當 重 要 。神 使用他的地位，使亞達薛西王批准第三 

批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

尼希米是屬神的人，被 聖 靈 充 滿 ，對於神的聲音十分敏感，即使生 

活 小 節 也 沒 有 疏 忽 （二 1 2 ，七5 ) 。他 看 重 禱 吿 ，辦 事 能 幹 ，不單可以 

獨 力 承 擔 工 作 ，也能激發別人一起同工。當面對仇敵的阻擋，尼希米挺 

身 而 出 。猶太人內有假弟兄進行顚覆破壞，但逃不過他的眼目。同胞灰 

心 的 時 候 ，他勉勵他們仰望神的幫助。尼 希米是領袖、工 人 、兵 士 、神 

的 僕 人 。

D  歷史背景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的歷史，相 距 十 二 年 （以斯拉記終結時是主前 

四 五 七 年 ，參 拉 七 8 ，一〇 1 6 _ 1 7  ; 尼一 1 ，二 1 ) 。尼希米記所記的  

事 ，發生於以後二十年間（主前四四五至四二五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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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圖表14. 3 ，注意下 列 事 項 ：

(1) 尼 希 米 任 職 時 ，波斯王是亞達薛西一世。15

(2) 主 前 四 五 八 年 ，以斯拉率領第二批猶太人回國。

⑶ 主 前 四 四 六 年 ，仇敵迫猶太人停建城牆，並把建好的城都拆毀（拉四 

23 ) 。消息傳到尼希米（尼一3 ) 。

⑷ 主 前 四 四 五 年 ，尼希米率領一小羣猶太人返耶路撒冷，助當地的猶太 

人 重建城牆。亞達薛西王任命他作猶大省省長（屬 波 斯 國 ）。

⑸ 主 前 四 四 四 年 ，重 修城牆完畢（尼六15 ) 。

⑹ 主 前 四 三 三 年 ，尼希米因公事赴巴比倫（二6 ，一三6 ) 。主前四三三 

年 的 日 期 ，是由尼希米記五章十四節推算出來的。

(7)主 前 四 二 五 年 ，尼希米從巴比倫返回猶大（尼一三7 ) 。

以斯拉聽見尼希米率領另一批猶太人返國，心中一定十分興奮。 

尼希米作猶大省長時，以斯拉仍然供應猶太人屬靈上的需要。（在 

尼希米記八及十二章中，以斯拉擔任很重要的角色。）

尼希米與先知瑪拉基合作，瑪拉 基 所 責 備 的 罪 ，部分見於尼希米記。

E  宗旨

這 書 說 到 神 施 恩 予 祂 的 子 民 ，使 他 們 雖 然 被 人 統 治 ，但仍得到幫 

助 ，在猶大故土中站得住腳。

這書又說到他們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城牆，以及怎樣重建他們 

早 已 坍 倒 的 信 心 ，方 法 是 ：⑴ 由 充 滿 信 心 、注 重 禱 吿 ，兼辦事能幹的尼 

希 米 領 導 ；（2)由以色列同胞回應這神聖的挑戰，起來建造城牆。

八 、尼希米記綜覽

1. 請 逐 章 翻 閱 ，注意各章的主題、結構及全書的氣氛。

2. 結 構 ：

本書有沒有引言或結語？

本書是否以述事爲主？有沒有自傳的成分？若 有 ，佔 多少篇幅？

事情是否一件接一件地向前推進？書中有轉捩點嗎？

注意書中何處出現各類不同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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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書的主調和氣氛怎樣？請再讀各章的前幾節。文中所表現的情 

感 相 當 强 烈 ，請特別注意下列經文：一4 ，二1 ，四1 ，五 1 ，六 1 ，八1 ， 

九1 ，一三1 。

4. 本 書 用 字 簡 潔 ，沒有刻意潤飾或過分講究辭藻，情 節 緊 湊 均 勻 ， 

有 作 家 評 論 說 ：「從 文 章 中 ，可見作者爲人平實懇摯，在 他 筆 下 ，莊嚴 

地結束了以色列人回歸的歷史。」16

5. 你對尼希米記最初的感受如何？有哪一段令你印象特別深刻？

6. 請再細讀尼希米記一遍，並將章題寫下來。（留意圖表14. 6的分 

界 ：六 1 5 ，七 73下 ，一 二 27, 一 二 4 4 。爲 甚 麼 要 以 上 述 經 節 作 分 界  

線 ？）

7. 讀的時候請注意鑰字和鑰節。

8. 找出書中的主要人物。以斯拉在本書哪裏出現？誰是尼希米經常 

提 及 的仇敵？

9. 請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裏，畫下尼希米的禱吿。

10. 記述中最重要的工程是甚麼？作者怎樣環繞這件工程描述？這 

件 工 程 始 於 哪 一 章 ？於 哪 一 章 完 工 ？花 了 多 少 時 間 ？請列出本書的綱 

要 。

11. 試說出本書的主題及題目。

12. 請細看圖表14. 6 ，並比較你自己已記下的心得。

13. 圖表說明第七章七十三節下是本書的轉折點。有些聖經學者認 

爲尼希米記主要的分界線是七章一節，而七章一至七十三節上是下文引 

言 。由於上列經文並非述事，說它是下文的引言或第一段落的結束，均 

無 不 妥 之 處 。我 們 把 它 歸 入 第 一 段 ，是因爲文中較着重防衞外來敵人 

(七 1 - 4 )  ’但 由 七 章 七 十 ，三 節 下 開 始 ，貝IJ較 着 重 靈 性 上 的 防 衞  

(八 1 ) 〇

14. 尼 希 米 記 的 結 構 十 分 簡 單 ：兩 段 長 短 相 若 ，每一章都帶出新  

意 。試硏究幾種不同的二分法。

15. 請思想圖表中的大綱與書題之關係。

16. 請照綜覽圖表再讀本書一次，把剛才零碎的心得連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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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尼希米記要旨

A 禱告

尼 希 米 記 很 着 重 禱 吿 。請 讀 一 章 四 至 十 一 節 的 禱 文 ，留意其中認 

罪 、要 求 、懇 求 的 內 容 ，以及文中隱含着的調子。再 比 較 下 列 經 文 ：一 

4 —1 1 ，二 4 ，四 4 —5 ' 9 ，五 1 9 ，六 9 ' 1 4 ，一 三  1 4 ' 2 2 ' 2 9 ' 31 °

B 建 造 工 程 （一 至 七 章 ）

以斯拉及尼希米兩位歷史家所記，都是猶太人回歸的歷史，由主前 

五三八年至 四 二 五 年 止 。尼希米親身記述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事蹟；在 

以 斯 拉 記 的 階 段 ，城牆還沒有建好。

重 建 的 工 作 ，可說始於尼希米在波斯王亞達薛西宮中任職之時。尼 

希米聽見猶太同胞遭大難受凌辱，城牆城門都被拆毀，心 中 十 分 焦 急 ， 

很 想 伸 出 援 手 。這幾章就是記載神感動尼希米率領同胞，重建倒塌了的 

城 牆 ，在靈性上大大復興（後者更爲重要）。請按下列綱要硏讀本段經文： 

H 動 工 （三1—32)

(二）  工作雖遭受重重阻力，仍 繼 續 進 行 （四 1至 六 14 )

a.  外 來 的 阻 力 （四1 — 23 )

b . 内 裏 的阻力 （五 1 — 19 ) 

c•外來的阻力（六 1一14 )

(三）  工 作 完 成 （六15至七73上 ）

a. 完 成建造計釗 （六 15 —19 )

b . 防守耶路撒冷（七1—4 )

c. 稽 核 譜 系 （七 5— 73上 ）

以 色 列 人 重 建 城 牆 ，仇敵們有如 被 打 了 一 記 ，垂 頭 喪 氣 ，「因爲見 

這 工 作 完 成 ，是出乎我們的神」（六 16 ) 。 （六 章 十 五 、十 六 兩 節 ，是 

尼希米建造城牆的總結。）

C 復 興 （七73下至一〇39 )

從七章七十三節下起，作 者忽從城牆、物 質 的 建 造 ，轉到靈性的建 

造 。第八章極力强調神話語的重要；第九章的禱吿着重稱謝和懺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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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中 ，百 姓 以 行 動 表 示 誠 心 決 志 ，與 神 認 眞 立 約 ，「必遵行神…… 

的律法」，因這律法是神藉「祂僕人摩西」傳 給 他 們 的 （一〇29 ) ，他們 

爲 此 甚 感 光 榮 。他 們 最 後 還 說 ：「我 們 就 不 離 棄 我 們 神 的 殿 。」（一〇 

39 )

時間能證實他們和他們的後裔會否忠於這約。

D  鞏 固 （一一 1至一三31 )

尼希米記最後幾章說到以色列人需要鞏固他們的人口、土 地 分 配 、 

防 衞 ，以 及 靈 性 的 潔 淨 。這 卷 書 較 早 時 已 提 過 這 幾 方 面 ，只是略有不 

同 。圖表14. 7是 這 段 的 大 綱 ，請照所附錄的綱要分段硏讀。

尼希米記----- 1至一 三 31 圖表14.7

—— 1 一 二  27 一二  44 一三  31

登 記 名 單 獻 城 典 禮 所 需 改 革

家 族 城 牆 律 法

人 口 及 土 地 分 配 防 衞 除 去 罪 惡

十 、尼希米記鑑字 l i 節
尼希 米 記 的 鑰 字 有 ：「建 造 （修 造 ）」、「記念」、「祈禱」、「城牆」、 

「工」、「慈愛」、「不順從」、「稱謝」。鑰節有二章十七節下，六 章 三 節 。 

請另找出一些重要的字句和經文。

十 一 、尼希米記應用

1.尼希米記是一卷振奮人心的書，它吿訴我們神使用祂的僕人，領 

導百姓與祂重新建立關係，又使用回應祂召喚的餘民，完成祂的大工。 

惠 特 科 姆 （John C . W h i t c o m b  ) 論 尼 希 米 記 說 ：

舊約各經卷中，以這書最能激勵人熱心爲主工作。尼希米熱愛神的話 

語 ，不計代價，不計後果，正是我們這世代所需要效法的榜樣。17 

尼希米記中有描寫困難、痛 苦 、禱 吿 和 堅 忍 。除 此 以 外 ，還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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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呢 ？請 思 想 這 書 ，然後列出至少十項有關服事神的屬靈敎訓。

2.請 照 下 列 方 式 ，把尼希米記的信息應用在生活上：

尼希米記 表 明

信神的猶太人 基督徒

倒塌之牆
靈命上需要重建的層面 

( 如祈禱、崇 拜 、事 奉 ）

重建城牆 復 興 、重建

3.基 督 徒 常 提 復 興 ，但卻不常復興。復興的意思是信徒與神重建密 

切 的 關 係 。復 興 的 代 價 甚 高 ，但方法卻很簡單，下列三章順次列出正確 

的 方 法 ：

第 八 章 ：神 的 話 語 （聽而明白神的話）

第 九 章 ：誠 心 禱 吿 （認 罪 、敬 拜 ）

第 十 章 ：決 志 、行 動 （存 犧 牲 的 心 ）

請思想上列眞理及如何應用在生活上。

十 二 、以斯帖記背景

以斯帖記所載的時間，大槪與以斯拉記六至七章所載之時間相近，18 

比 尼 希 米 記 的 時 間 略 早 。舊 約 聖 經 中 以 色 列 國 的 歷 史 ，以尼希米記作 

結 。只 是 ，若沒有以斯帖記內所發生的事，也不會有尼希米記的歷史。 

以斯帖記所以列入聖經之中，就是要說明神如何保守流亡國外的選民， 

使他們不致滅絕。今日的信徒讀到這書，應 當 更 信 靠 神 ，因爲祂是掌管 

世 界 歷 史 ，保守祂兒女的神。

A 名稱

以 斯 帖 記 從 書 中 主 角 得 名 ，猶 太 人 稱 這 書 爲 「以 斯 帖 書 卷 」 

( M e 炉 吐 EstAer ) ，因猶太人在節日中讀的五書卷，其中一卷就是 

以 斯 帖 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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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寫作日期與作者

本 書 作 者 不 詳 ，推想是主前五世紀末葉居波斯的猶太人所寫，他必 

然 親 眼 看 見 事 情 的 發 生 。有人認爲本書風格與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相 

似 ，可能是他們其中一人所作。

C  正典中的位置

我們的聖經把以斯帖記列入歷史書最後一卷，而希伯來文聖經則把 

以 斯 帖 記 列 爲 第 八 卷 聖 卷 。雖然曾有人懷疑以斯帖記應否列入正典之 

內 ，卻仍無法推翻它在正典中穩固的地位。2〇猶太人從來沒有懷疑這卷 

書 的 眞 確 性 。

D  以斯帖

以斯帖是一名猶大籍的孤女，住在波斯首都書珊城，由堂兄末底改 

撫 養 成 人 ，他 在 王 宮 任 職 （二5 — 7 ) 。亞 哈 隨 魯 王 廢 掉 前 妻 以 後 ，就 

立 以 斯 帖 爲 新 后 ；因以斯帖的緣故，波斯境內的猶大人倖免於難。

以 斯 帖 爲 波 斯 名 字 ，意思是「星」（從 波 斯 文 sitareh而 出 ），她的 

希伯來名字是哈大沙（二7 ) ，意思是「番石榴」。

聖 經 尙 有 另 一 卷 書 以 女 性 的 名 字 命 名 ，就 是 路 得 記 。有人這樣比 

較 ：「路 得 是 嫁 給 猶 大 人 的 外 邦 女 子 ；以斯帖是嫁給外邦人的猶大女  

子〇」22

以斯帖的品格的確値得嘉許：虔 敬 孝 順 、有 信 心 、有 勇 氣 、愛 國 、 

富 同 情 心 、成 熟 可 靠 ，人 長得漂亮。從 這 書 上 ，我們可以看到神怎樣爲 

祂選民的緣故使用這女子。

E  歷史背景

歷史永遠與地域分不開，我們先來看看以斯帖記的地理形勢。請參 

地圖14. A ，找出以斯帖受封爲后的波斯首都書珊。23 ( 大 約 八 十 年 前 ， 

但以理在這城中見到神所啟示的異象，但八2 。）有人估計在以斯帖的時 

代 ，居住波斯及巴比倫境內的猶太人，約爲二至 三 百 萬 ，亞哈隨魯王的 

疆土有一百二十七省，從印度直達古實。請參以斯帖記第一章一節。 

以 斯 帖 的 故 事 ，發生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歸回之間。（第



普珥節（斯 九 章 ）-473

以斯帖記 

(拉六至七章）

第二次回國

(以斯拉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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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記的歷史背景 圖表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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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主前五三六年，由所羅巴伯率領；第二次是主前四五八年，由以 

斯 拉 率 領 。）請參圖表14. 8 ，並 留意下列各點：

1•書中所發生的事，爲期超過十年（主前四八三至四七三年）。亞 

哈隨魯王卒於主前四六四年，若十章一節暗示亞哈隨魯逝世，則本書所 

渉 及 的 時 間 ，更可能長達二十年。

2. 這期間的波斯王是亞哈隨魯。

3. 整段書所載的時間，是在以斯拉記第六至七章之間。

4. 本書以亞哈隨魯設宴爲開場，以普珥節的筵席爲結束。頭一個筵 

席是波斯王爲自己和波斯帝國慶祝，而最後的筵席則記念以色列人得救。

在 這 段 期 間 ，世界曾發生三大戰役：撒 拉 米 之 役 、模 帖 派 里 之 役 、 

馬 拉 松 之 役 ；也有兩大偉人相繼去世：孔子及釋迦牟尼。

F 目的

本書的目的是說明流亡波斯的猶大人，怎樣得蒙外邦君主相助，解 

除 滅 族 之 難 。書中 雖 沒 有 提 到 神 ，但處處顯出神的掌管。24這位保守他 

們 的 神 ，曾在他們受法老迫害的時候、在曠野受重罰的時候、在被亞述 

和 巴 比 倫 攻 陷 的 時 候 ，保 守 存 留 他 們 。祂又在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覆 

亡 ，以及希特拉的大屠殺中，存 留 他 們 。

十 三 、以斯帖記綜覽

1. 請按照以往的綜覽法綜讀本書。略 讀 一 遍 後 ，請 再 從 頭 細 讀 ，本 

書 情 節 緊 湊 ，頗 能引人入勝。

2. 書中有四位主要人物：亞 哈 隨 魯 王 、以 斯 帖 、末 底改和哈曼。讀 

的時候請留意各人的表現。

3. 猶大人的處境在哪一章裏大大轉變？

4. 試 列 出 本 書 大 綱 ，並說明書的主題。

5. 請看圖表14. 1 0 ，將表中的大綱和你自己所列的比較一下。

6. 留 意 封 猶 大 女 子 爲 后 （第 二 章 ），升 猶 大 人 末 底 改 爲 相 （第十 

章 ）' 這 兩 處 經 文 。

7. 本書的筵席，是因甚麼事而設？留意和比較第一及第九章兩次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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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以斯帖記要旨

A  猶大人受威脅

本書的鑰字是「猶大人」；在 英 文 譯 本 中 ，單數形式的用過八次，衆 

數 形 式 的 用 過 四 十 三 次 。「猶 大 人 」 （ Jew ) 的 字 根 ，源 於 「猶 大 」 

( Judah ) ，由於回歸的人多屬猶大支派，故 稱 他 們 爲 猶 大 人 ；後來這 

名稱泛指一切希伯來人。

猶 大 人 因 爲 不 信 ，數 百 年 來 災 禍 連 綿 ，國 運 淒 涼 。士師和列王時 

期 ，他們所受的懲罰有戰亂、饑 荒 、家 破 人 亡 、動 亂 、瘟 疫 ，以及橫死 

等 等 。後來又被亞述和巴比倫吞滅擄掠；基督降生前的四百年，他們內 

心 還 是 冰 冷 麻 木 ，拒 絕 彌 赛 亞 ，以致今日飄流世界各地。希特拉政府屠 

殺 數 百 萬 猶 太 人 ，使人驚訝這民族到底承受了人間多少的仇恨。

以斯帖記記載猶大人流亡國外期間所得的拯救。書的目的並非要吹 

捧 猶 太 人 ，而是要向大家說明這民族的命運或順或逆，全 由 神 掌 管 。猶 

太人的歷史滿佈血淚，但其中也不乏神蹟搭救。以斯帖記記載的，就是 

神 的 搭 救 。

如 第 三 章 所 說 ，亞 達 月 十 三 日 ，即 十一個月以後，亞哈隨魯王境內 

的猶大 人 將 面 臨 滅 絕 之 禍 （三 13 )。這 日 期 是 掣 籤 （「普珥」，三7 )決定

以斯帖記四 1 至七10 困表14.9

四 1 五 1 六 1 七 1 七10

聽聞王的計劃 王施恩予以斯帖 王尊崇末底改 王將哈曼問吊

以斯帖第一次設宴 以斯帖第二次設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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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詔 書 已 經 寫 成 文 字 ，交 給 驛 卒 ，傳 到 各 省 官 長 ，吩 咐 「將 猶 大 人 ， 

無 論 老 少 婦 女 孩 子 ，在一日之間……全 然 剪 除 ，殺戮滅絕」（三 13 ) 。 

王爲甚麼給這通吿蓋印呢？ （ H 12 )

B 猶 大 人 蒙 救 （四1至一〇3 )

神有時會興起女子擔任一些特別的工作，使祂的子 民 蒙 福 ，神命定 

以 斯 帖 貴 爲 王 后 ，就是要她在這位置上求王幫助，使猶大人不致遭害。 

以斯帖的養父末底改看出神的安排，對 以 斯 帖 說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 

位 分 ，不 是 爲 現今的機會嗎？」（四14 ) 請參照圖表 14. 9的 大 綱 ，讀四 

章一節至七章十節。

第 八 、九 兩 章 記 以 色 列 人 蒙 拯 救 ，接 着 就 是 末 底 改 被 高 升 （第十 

章 ）。請照下列大綱讀這幾章：

八 1 九17 —〇 1 —0 3

百姓得救 記念蒙救 提升救命恩人

兩度諭旨 兩封信 兩個人

下旨殺戮 設宴 亞哈隨魯

下旨保護 禁食 末底改

十 五 、以斯帖記鑰字鑰節

請 參 圖 表 14.10所 列 的 鑰 字 鑰 節 。讀 的時候留心發掘其他鑰字鑰

節 。

十 六 、以斯帖記應用

1. 何謂神的安排命定？以斯帖記對這問題有何提示？

2. 神與今日的猶太人有甚麼關係？請 說 明 原 因 。

3•請從鑰節（四14下 ）中找出一些屬靈敎訓。

4.神有絕對主權的意思，是祂可以定意賜福，也 會容許災禍。請從 

以斯帖記中找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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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掌管一切」這 敎 義 ，與信徒生活有何關係？

6. 我們甚麼時候可以不守律法卻不犯罪？使徒行傳五章二十九節與 

這問題有關嗎？

十 七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斯帖記進階 

習作

1. 硏究書中主要人物的生平，如 ：以 斯 拉 、尼 希 米 、以 斯 帖 、所羅 

巴 伯 、亞 哈 隨 魯 、末 底 改 、哈 曼 。

2. 從 聖 經 字 典 中 ，了解當世先知們的事奉。（先知的名字見於圖表 

14. 3 )

3. 再深入硏究重建聖殿的工作。

4. 硏究新約聖經怎麼說及猶太人最後的命運（例 如 ：羅 一 一 章 ）。

5. 上 文 已 經 說 過 ，以斯帖記中沒有提過神，而且也沒有明顯提到禱 

吿 、敬 拜 、律 法 、耶路撒冷和聖殿。有人認爲原因是這樣：以斯帖時代 

的 猶 大 人 ，不理古列王的諭旨（見以斯拉記前數章），不肯返回巴勒斯 

坦 ，無疑脫離了神的治權。雖然神仍舊帶領他們，沒有廢掉與他們所立 

的 約 ，但他們再不像以往的記念神。你認爲還有別的可能性嗎？

十 八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陳 希 曾 ：《敎會見證的恢復—— 恢復書卷剪影> ( 活 道 出 版 社 ）

江 守 道 ：〈神說話了—— 舊約各卷精華> ( 卷 三 ）（活 道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民族史詩—— 以斯帖記> ( 證 道 出 版 社 ）

張 修 齊 ：《尼大人—— 尼希米記查經資料> ( 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 .,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8.:<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 e m a n，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 t吐<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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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藉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95-406.(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Eason, J. Lawrence. The N ew Bible Survey, p p . 195-208.
Free, Joseph P . A rchaeo logy and Bible H istory, p p . 224-54.
Phillips, Joh n .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p . 87-94.
W h i t c o m b , John C ., Jr. Studygraph on Old Testam ent Kings and  

Prophets.
Whitley, C . F . The Exilic A ge.
W o o d , L e o n  J. ^4 Survey of Israe厂s History, p p . 377-411.(中文譯本 

爲《以色列史綜覽》，中華福音神學院。）

B 釋經及有關硏究資料

Armerding, Carl. Esther.
Bruce, F . F . Jsraei a nd the iVations, p p . 93-119.(中文譯本爲〈以色列 

與 列 國 史 >，種 籽 出 版 社 。）

Crosby, H o w a r d . “N e h e m i a h” in L a n容e’s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H cJy 

Scriptures.
Ironside, H . A . Notes on the Book of Ezra.
L u c k , G . C o l e m a n . Ezra and Nehemiah, E v e r y m a n ^  Bible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p . 236-82.

Pfeiffer, Charles F ., and Harrison, Everett F .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423-57.(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好

出 版 社 。）

Pfeiffer, Charles F ., and V o s , H o w a r d  F . The W ycliffe H istorical 
G eography of Bible Lands.

Redpath, Alan. Victorious Christia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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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  雖然以斯帖記沒有提及被擄歸回，但該書內容正發生在以斯拉 

時 期 。

2. Steven Barabas, "Captivity,"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p . 1 4 7 . 參以西結書三六2 4 ，記載猶太人從不同地方返回迦 

南 的 情 況 。

3 .  七十只是約 數 而 已 ；聖經中也有很多類似的情況。

4 .  假若耶利米的預言以末世論爲依歸，聖殿爲主要的預言對象， 

那麼七十年應從聖殿被毀（586 B .C . ) 至 聖 殿 重 建 （516 B .C .) 。

5. 圖表 14. 3的 日 期 主 要 來 自 John C . W h i t c o m b的 C/iart of O W  

Testament K ings and Prophets.
6 .  所羅巴伯可能是以斯拉記一章八節和十一節的設巴薩。

7 .  並非大部分的猶太人都在這次回歸的行列中。

8. 在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於主前一四四八年首 

次 一分爲二。

9. 「敏捷的文士」（拉 七 6 ) 在 巴 克 萊 譯 本 （Berkeley Version ) 

譯作「熟悉經節的文士」。

1 0 .  四章六至七節有關亞哈隨魯及亞達薛西的記載，是四章六至 

二十三節的一部分，屬 加 插 的 ，並非根據年份編排。

1 1 .  在 四 章 六 至二十三節的過渡時期，有些地方是 値 得 注 意 的 ， 

亞 哈 隨 魯 （四6 ) 可 能 是 薛 西 斯 （Xerxes ) ，雖然有些人認爲他是古列 

( Cyrus ) 的兒子剛比西斯（Cam b y s e s  ) 。

1 2 .  以赛亞早在古列出生之前二百年，已 開 始 預言他的事蹟（賽 

四四2 8 ，四五1—4 ) 。

1 3 .  有關解釋參  TTie W y e /丨丫/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頁 4 3 5。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1 4 .  有些資料是較早前提及的歷史背景。

1 5 .  當 時 的 波 斯 擁 有 遼 闊 的 版 圖 （從 今 日 的 印 度 至 埃 塞 俄 比  

亞 ），'猶大只是其中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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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 o w a r d  Crosby, “N e h e m i a h，” L a n c e’s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 1.
17. John C . W h i t c o m b , “N e h e m i a h，”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4 3 5 .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好出版

社 。）

1 8 .  參圖表 14. 3 。先 讀 以 斯 拉 記 ，再 讀 尼 希 米 記 ，原因是以斯拉 

記與尼希米記的主題是連貫的。

1 9 .  以 斯帖記是在猶太人普珥日（三 月 十 四 、十 五 日 ）的筵席中 

誦 讀 。

2 0 .  有 些 聖 經 （如 ：天 主 敎 的 聖 經 ）將 「以斯帖記附錄」（即一〇4 

至一六24 ) 加 於 正 典 之 內 ，作爲以斯帖記未曾提及神之名的一點補充。 

此 外 ，愛 色 尼 人 （Essenes ) 所 誦 讀 的 昆 蘭 古 卷 （昆蘭是發現死海古卷 

的 地 方 ）也沒有以 斯 帖 記 ，顯然他們沒有接受以斯帖記爲正典。

2 1 .  亞 哈 隨 魯 或 許是波斯王的統稱，而 非 個 別 的 名 字 （相當於埃 

及 王 法 老 ）。參以斯帖記一 1一 2。

2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 91.
2 3 .  波斯即今日的伊朗。

24. M a t t h e w  H e n r y 寫 道 ：「即 使 沒 有 提 及 神 的 名 字 ，仍可看見 

祂 的 作 爲 。」參四1 4 ，可看見神的保守。



王國畤代的

以 色 列 王 國 初 期 ，神默示一些作者，以 詩 、歌 及對話等形式，表達 

他 們 心 裏 的 思 想 與 疑 問 。他 們 所 寫 的 書 ，合 共 五 卷 ，稱 「詩歌書」，是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第 三 組 。這 五 卷 書 是 約 伯 記 、詩 篇 、箴 言 、傳道書和雅  

歌 1。詩 篇 是 希伯來詩中的佳作。約 伯 記 、箴 言 和 傳 道 書 的 信 息 ，亦充  

滿生活哲理和人生體驗，因而又稱「智慧書」。

■ 約 伯 記  

■詩 篇  

■ 箴 言  

■傳道 書  

■ 雅 歌



第十五章

約 伯 記 ：因受苦更認識神

苦難是個複雜的問題，不少信神的人也會爲此而覺得驚訝惶惑。約 

伯記正可回答這些疑問。例 如 ：

公正會得勝嗎？

神是否眞正關心祂的兒女？

爲甚麼有些敬虔的人受患難折磨？

人生至終的價値是甚麼？

眞有撒但嗎？

人死後還有來生嗎？

神 愛 祂 的 兒 女 ，所以默示聖經作者寫下約伯記。本書爲人生許多苦 

難 提 出 解 答 ；因 着 這 些 答 案 ，人生許多重大的痛苦和試煉，都含有新的 

意 義 。彼 得 說 得 好 ：「叫 你 們 的信心旣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 

壞 的 金 子 更 顯 寶 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 着 稱 讚 、榮 耀 、尊 

貴 。」（彼前一7 ) 他的說話彰顯了基督的形象。

一 、讀前準備

約 伯 記是詩歌書中的第一本。2 我 們 對 詩 歌 作品若能了解一二，便 

會對這五卷書的文字和風格有更深的認識。

A 舊約詩體 

H 目的

聖 經 中 的 書 卷 ，無 論是敎訓的、激 勵 的 ，基本上具有同一目的，詩 

歌書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請看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至十七節。由於詩歌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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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感 受 出 發 ，特別容易引起人在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鳴，因 此 在 勸 化 、 

督 責 方 面 ，功 效 尤 著 。

詩 歌 書 所 寫 的 ，往往是人類共有的問題。正 因 如 此 ，它廣受世界各 

地 人 士 歡 迎 ，歷 久 不 衰 。巴 斯 特 （J. Sidlow Baxter ) 這 麼 說 ：

詩歌書有極豐富的屬靈寶藏。它道出人的經歷、深刻的問題和現實的 

生 活 。書中特別談到敬虔人在日光之下，身處千變萬化的社會裏所碰 

見的種種遭遇。神容許他們遭遇這些事情，使後來敬虔的人有所借 

鏡 。聖靈默示和感動「古時的聖徒」，把這些經歷寫下，給我們解明。 

因 此 ，這些詩歌書是我們珍貴的寶藏和屬靈的眞理。3 

㈡ 分類

希伯來詩主要分成三類：抒 情 詩 、訓 誨 詩 、戲 劇 詩 。

a. 抒 情 詩 （lyric )

抒 情 詩 原由七弦竪琴（lyre )伴 奏 ，故 稱 抒 情 詩 （lyric )。宗敎抒情 

詩 是 神 感 動 詩 人 ，寫 出 向 祂 所 發 愛 慕 之 情 的 作 品 ，詩篇中以抒情詩居  

多 。普 基 沙 （W . T . Purkiser )這 樣 說 ：「抒 情 詩 的 創 作 ，早於摩西的時 

代 ，後來逐漸進步，文筆日趨優美，富於感情，到 了 『以色列的美歌者』大 

衞 的 時 候 ，這種文學已臻至境。」4

b. 訓 海 詩 （didactic )

這 種 作 品 有 警 句 、格 言 ，形 式 有 如 座 右 銘 。詩 的 目 的 ，不在抒發感 

情 ，而是把生活中的體驗，以及對人生的評價寫下來。箴言和傳道書屬於 

這 類 作 品 。

c• 戲 劇 詩 （dramatic )

希伯來的戲劇，以對話代替動作，表 達 思 想 和 意 念 。約伯記和雅歌 

就 是 這 類 作 品 。

㈢ 特色

希伯來詩的特色如下：

a. 希伯來詩 較 重 思 想 模 式 ，5不受音律節拍的限制。作者可自由創  

作 ，長 短 不 拘 。

b . 希伯來詩以一行爲一單元，兩行(對句）爲一節，但三行一節的也 

不 少 ，也有些是以四行或五行組成一節的。（詩篇第三十七篇就是由各種

形 式 寫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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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希伯來詩可充分發揮文字的色彩和生氣，因爲希伯來文的結構本 

來就有這個特色。譬 如 說 ，希伯來文以動詞爲主，文法簡單而直接（希伯 

來 文 舊 約 聖 經 沒 有 間 接 語 ）。常 用 隱 喻 、映 襯 6 、重 複 的 修 辭 法 ；內容 

盡是作者的思想、感 情 和 經 歷 。作 者 下 筆 的 時 候 ，總偏重具體及形象化 

的 詞 語 ，至於抽象的哲學及神學術語，則盡量避免使用。

d .平行句法在希伯來詩的修辭學上，十分重要，有兩行或多行之分。 

行與行之間彼此呼應。譬 如 說 ，第一行說了一句話，下一行或下幾行就 

將這個思想重複、擴 大 ，甚至從反面再述。希伯來詩的平行句法，主要 

有 三 種 ：7

①  同 義 平 行 （Sy n o n o m o u s  )—— 第 二 行 重 複 第 一 行 的 意 思 （詩三七 

2 ' 6 > 1 0 ' 12 ) 〇

②  反 義 平 行 （Antithetic )—— 第二行的意思與第一行的相對（詩一6 ， 

三 〇 5，三七9 ) 。

③  綜 合 平 行 （Synthetic ) —— 第 二 行 或 以 下 數 行 將 第 一 行 的 思 想 延  

伸 ，說 得 更 加 完 全 （詩二6 ，一九7 ，二四9 ，三七4 、5 、1 3 ，九 五 1_ 

3 ; 箴一六3 、5 ;伯一九25 ) 。

以下幾章談到詩歌書時，仍會再討論希伯來詩的特色。例如下文談 

到 詩 的 背 景 ，我們就會討論約伯記的文學風格。

讀 舊 約 第 三 組 書 （詩 歌 書 ）前 ，讀者最好稍爲溫習上面的兩組書 

( 「律法書」和 「歷史書」）。以 下 是 巴 斯 特 （J. Sidlow Baxter ) 爲聖經 

前十七卷書 所 定 的 標 題 。8 請 大 家 從 頭 讀 一 遍 ，看看能否了解爲何如此 

定 名 ，也許你會想到別的標題。無 論 如 何 ，這方法可以幫助你溫習以前 

的 功 課 。

律法書

創世記—— 貧乏

出埃及記----掘•救

利未記---- 奉康

民數記—— 引領 

申命記<—— 目的地 

歷史書

約書亞記—— f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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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師 記 、路 得 記 -----咳落

撒 母 耳 記 上 —— 過 渡  

撒 母 耳 記 下 —— 確定  

列 王 紀 上 —— 分裂 

列 王 紀 下 —— 分 散

歷 代 志 上 下 -----回顧

以 斯 拉 記 —— 恢復

尼 希 米 記 -----重建

以 斯 帖 記 ----保存

當看完五卷詩歌書後，大家或會重溫一下這幾卷書的主題。現在我 

們先來看看這幾卷書的重要題目。9

約伯記： 苦難的困惑 藉患難蒙福

詩 篇 ： 禱吿之路 以禱吿稱頌

箴 言 ： 信德言行 從格言而知天道

傳道窨： 忘記神的人是何等愚妄 透過虛空見眞實

雅 歌 ： 傾慕的藝術 合一之樂

有人認爲這五卷書的敎訓是漸進的，你認爲怎樣？

請翻至圖表1 . 3，看看詩歌書的寫作時期。

二 、約伯記背景

A 約伯 

㈠ 名字

約伯這名字 有 兩 個 意 思 。如果名字源於阿拉伯文，意思是「回過頭 

來的人」（即 「悔改」）；如果源於希伯來文，意思則爲「被 恨 惡 （迫 害 ） 

的人」。有趣的是上述兩個意思，都能反映約伯的經歷。

㈡ 生平、爲人

約伯乃是眞 有 其 人 ，並不如某些聖經學者所說，約伯只是一個小說 

人 物 。我們可從下列經文得到佐證：以西結書十四章十四至二十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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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書五章十一節。以下是約伯的資料：

a. 約 伯 是 烏 斯 地 人 （一 1 )，這地位於巴勒斯坦東北，靠 近 沙 漠 （一 

19 ) ，大槪在大馬色城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即今日的伊拉克和沙地阿拉 

伯 的 交 界 線 （參地圖15. A  ) 。一章三節說約伯住在「東方」。

b . 約伯可能生於亞伯拉罕之前，或與這時期相距不遠。從亞伯拉罕蒙 

召(創一二章）開始，希伯來的歷史就集中在以色列人與神所立的約上，而 

約 伯 記 卻 沒 有 提 到 這 約 。1Q 此 外 ，書 中 也 沒 有 提 到 希 伯 來 的 律 例 （律 

法 ）。一章五節提到家中的祭壇，這是摩西和祭司以前的敬拜形式。u 

因此根據以上的觀察，可以推斷約伯生於建巴別塔之後，神呼召亞伯蘭 

之 前 ，又或者在亞伯蘭蒙召之後不久。12請翻到創世記十一章九節至十 

二 章 一 節 ，認識這卷書的歷史背景；再翻到約伯記三十九章，從神的回 

答中看看當時人們所熟悉的動物（如 馬 等 ）。可見人類縱然經過這麼悠 

長 的 歷 史 ，但聚居的環境基本上也沒有多大轉變呢！

c. 有人認爲約伯遭遇苦難時，年約六十歲。不 過 ，我們現在已無法確 

定 他 的 年 紀 多 大 ，以前的生活如何。以下也是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 

的父母是誰？他怎麼認識神？他爲神所作的見證，傳得多 遠 ？

d . 約伯非 常 富 有 （一 3 、10 )，他和兒子在那地的大城都有自己的屋 

子 （一4 ，二九7 ) 。（考古學家已在烏斯地發現三百多座古城的廢墟， 

可見早在那個時代，他們已極進步文明了。）

e 約伯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愛戴的審判官和善長仁翁(二九7—25)。

f. 約 伯 在 神 眼 中 是 個 正 直 的 人 （一 1、5 、8 ;結 一 四 14 — 20 ; 雅五 

11 ) 。一章五節最後一句吿訴我們，他與神的關係如何？

g . 約伯很長壽。如果約伯初受試煉時是六十歲（第 一 章 ），那麼他死 

時 至 少 有 兩 百 歲 （四二1 6 _  17 ) 。請對照創世記十一章十至二十六節及 

二十五章七節中各人的年齡。

綜 讀 約 伯 記 後 ，你對約伯的生平、爲人便更熟悉了。

B  約伯記  

㈠ 名稱

約伯記的名稱是從書中的人物，而不是書的作者而得名，與路得記 

十 分 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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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寫 作 日 期 與 作 者

這 卷 書 作 者 不 詳 ，日期也不能確定，13許多卷聖經都有同樣情況。 

有人推測本書作者是摩西、所 羅 門 ，或與所羅門同時代的人（參王上四 

2 9 _ 3 4  ) ，以 及 以 賽 亞 、耶 利 米 、巴 錄 （被擄期間的先知）和 約 伯 等 ， 

但 不 能 確 定 。大部分聖經學者都同意作者是亞伯拉罕及摩西以後的人。 

如果作者與所羅門同時期，寫作的時間約爲主前九五〇年 。有一位作家 

卻認爲此書應寫於先知及以色列亡國以前。

書中文 體 ，自然而優雅，將人物的感情刻劃得絲絲入扣。這種風格應 

該早於被擄時期，或是在先知的敎義性作品（特別是末世論）之 前 。 

從啟示的進展來看，此書完成的時間頗早。14 

約伯所生 的 時 代 ，以及著作約伯記的時代，大約如圖表15.1所 示 。 

本 書 的 權 威 性 ，不在於書的作者是誰，而在於書中有神的啟示。只 

有神可以把祂和撒但之間的對話向人啟示（見 一 及 二 章 ）。

㈢ 目的

約伯記講述一位先祖，在信心受到極度試煉時，靈魂和肉體如何受 

痛 苦 。本書的目的不是講述以色列史，或是彌赛亞預言，或是得救的方 

法 ，也不是講述敎會差傳，這些都是其他經卷所專論；約伯記的目的卻 

是 如 下 ：

a. 說 明 神 是 誰 。

b . 指出神要求祂的兒女對祂存怎樣的信心（例 如 ：即使不能完全明 

白 爲 何 遭 遇 不 測 ，仍 信 靠 神 ），因 爲 信 心 「經 過 試 驗 ，證 明 是 眞 的 」

( 參柏克萊譯本〔Berkeley〕，羅一六10 ) 。

c.  說明神施恩給祂的兒女，並且祂絕對能夠駕馭撒但。

d . 解答了人 的 問 題 ：爲甚麼義人受苦，惡人卻可享健康、富 足 ？ 

我們將第四點放到最後，原因是本書從頭至尾說的雖是苦難，答案

卻 可 見 於 前 面 三 個 題 目 。簡 單 來 說 ，神 是 誰 就 決 定 了 祂 做 甚 麼 事 ；因 

此 ，我們必須毫無保留的信靠祂。

㈣ 敎義

約伯記直接或間接都渉及聖經重要的敎義，例 如 ： 

a•神

b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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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 然 本 書 常 常 提 及 神 的 創 造 ，例如以 下 的 天 文 現 象 ：

星宿及星座的名字（三八31 — 32 )

大 地 懸 在 空 中 （二 六 7 )

地 是 圓 的 （二二14 )

( 三 十 八 、三十九兩章也有許多類似的例證）

d . 撒但

e.  罪惡與公義

f.  苦 難 、磨 煉 、祝福

g . 公平 

h•信心

綜覽這卷書 的 時 候 ，請留意上述及其他敎義。未有聖 經 之 先 ，神已 

向人啟示許多眞理。你感到詫異嗎？

(五）  文學風格

上 文 說 過 ，約伯記的體裁是戲劇詩，早爲文學界公認是戲劇詩中最 

上 乘 的 作 品 。卡 萊 爾 （T h o m a s  Carlyle ) 曾 說 ：「我認爲本書的文學價 

値 ，遠勝於任何作品，不論是聖經以內或以外的。」

詩歌是抒發內心情感的言語。約伯記多記述人內心的思緖，少寫人 

外 表 的 行 爲 。它用詩體寫成的部分（三1至四二6 ) ，採用排句結構。記 

得排句法共有三種嗎？請讀約伯記下列例子： 

a.同 義 （四9 ) 

b•反義（一六20 ) 

c•综合（四19 —21 )

演員在劇中所說的話，不一定句句眞實可信；約伯記也不例外。譬 

如 說 ，約 伯 的 三 位 朋 友 ：以 利 法 、比 勒 逹 、瑣 法 ，照自己的意思解釋約 

伯 的 苦 難 ，後 來 神 卻 責 備 他 們 說 得 不 對 （四二 7 ) 。 （約伯三友的說  

話 ，佔 了九章篇幅。）

(六）  與聖經其他書卷的關係

上 文 已 經 說 過 ，約伯記 之 前 的 ，即從創世記至以斯帖記，大部分是 

歷 史 作 品 。假使約伯眞的生於亞伯拉罕之先，或是與亞伯拉罕的背景毫 

無 關 係 ，將這兩卷歷史書和詩歌書作一比較，都會頗爲有趣。圖表15. 2 

正是兩者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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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只引用過約伯記一次（林前三19引伯五13 ) ，可是約伯記 

與新約聖經的關係十分密切。約伯的苦惱和疑問，可在基督身上得到完 

全 的 解 答 。我 們 必 須 淸 楚 知 道 爲 甚 麼 基 督 的 工 作 ，能解釋整個舊約歷 

史 ；希 芬 拿 （E . Heavenor ) 正確地說明本書和基督的工作有何關係： 

約伯記和別的舊約書卷一樣，都是指向基督。人提出許多疑問，發出 

淒涼的哀號，只有耶穌能夠一 一解答。本書的見證，特別適合人心空 

虛的世代，惟有主耶穌能夠塡滿人們空虛的心。I5 

如果沒有基督的救贖，即使約伯和其他舊約信徒有無比的信心，仍不能 

使他們進人天國。希伯來書這麼說：

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 

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 

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鄕。……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鄕，就是在天上 

的 。所以神被稱爲他們的神，並不以爲恥；因爲祂 已 經 給 他 們 預 備 了  

一 座 城 。（來—— 13 — 16 )

C 約 伯 記 的 主 要 人 物

書中有五位重要人物，就 是 以 利 戶 、約伯和約 伯 三 友 ：以 利 法 、比 

勒 達 、瑣 法 。這 些 人 的 簡 介 ，見於二章十一至十三節及三十二章一至五 

節 。我們綜讀本書以前，若能稍爲認識他們和他們的人生觀，便較容易 

明 白 這 書 。請 參 看 下 列 簡 介 ，並在硏讀這卷書的時候不斷查考。16請讀 

者邊讀 邊 補 充 （或 修 訂 ）下 列 資 料 ：

㈠ 以利法

a. 以利法有兩個意思：「神是精金」；「神是施予者」。

b . 他是以東城提幔人（二 11 )。以東位於巴勒斯坦東南，據說這地以 

充滿智慧人著稱（耶四九7 ) 。

c. 他是約伯三友中第一位發言的人。

d . 他是三人中的「科學家」;說話淸楚而合邏輯，批評時較其他二人中肯。

e. 他 高 貴 、誠 懇 、智 慧 、有 修 養 。

f. 他 的 論 點 主 要 有 二 ：神 全 然 聖 潔 正 直 ；人 自 惹 煩 惱 （五 7 ) 。

㈡ 比勒達

a.比勒達的意思是「爭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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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他是書亞人（大約是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書亞地）（二11 ) 。

C.他是傳統主義者（八 8_ 1 0  ) ; 比以利法更好爭辯。 

d•他指控約伯不敬虔（八1 3 ) 。 

e•他其中一個論點是：神決不會不公平（八3 ) 。;

㈢ 瑣法

a. 瑣法的意思是4且鹵」或 暴 」。

b . 他 是 拿 瑪 人 （二 11 ) ，拿瑪可能是在阿拉伯以北。

c. 他可能# 三人中年紀最大的。17

d . 他是敎條主義者和道德主義者；性格率直魯莽；有時卻表現得高人

一 等 。

e•他指控約伯誇大（一一2 —6 ) 。

f.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神察看及知道罪孽（一一11 ) 。

㈣ 以利戶

a. 以利戶的 意 思 是 ：「祂 是 我 的 神 。」

b . 他 是 布 西 人 （大約位於阿拉伯或敍利亞）。

c. 他是四人中年紀最輕的，不是約伯三友的同伙。

d . 他主要的論點是：神 是 好 的 （參三三24 )，四人中以他對約伯的遭 

難解釋得最合理。他指出神常用苦難熬煉正直人，但可惜他的分析仍欠 

透 徹 。

三 、綜覽

聖經有些書卷必須先略讀，然 後仔細分析，約伯記就是個好例子。 

我 們 如 果 對 整 個 故 事 不 熟 悉 ，不 知 道 約 伯 爲 甚 麼 遭 遇 患 難 （一 、二 

章 ），又不知道神如何看約伯三友的剖析（四二7 ) ，只隨便翻閱他們 

三 人 所 說 的 話 ，就不免流於斷章取義。

A  略讀

1. 本書共有多少章？

2. 請看毎章開 首 數 句 ，這書主要是動作還是對話？這書的講辭始於 

哪 章 ？止於哪 章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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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詳讀

現 在 再 讀 全 書 一 遍 ，說出各章的內容是甚麼。對 話 方 面 （三 1至四 

二 6 ) ，只需 說 出 發 言 的 人 是 誰 ；有 些 人 的 說 話 很 長 ，超 過 一 章 （例如 

四至五章是以利法的說話）。在 詩 的 部 分 ，只有兩章是有對話的，總共 

不 及 一 整 章 （四十和四十二兩章）。試把一張紙分成四欄，將 以 利 法 、 

約 伯 、比 勒 達 、瑣法各人的名字寫上，然後在每欄裏寫上哪一章的話出 

於 哪 人 的 口 。

請讀下列各段經文，並說明各段的題旨，把答案寫下來。

一 1 至 二  13

四 1 至 一 四 22

三 八 1 至 四 二 6

一 五 1 至 二 一  34

三 1 一 26

二 二 1 至 三 一  40

四二  7 —17

三 二 1 至 三 七 24

中間一欄的前三段經文，是約伯與三友的辯論，而三十二章一節至三十 

七章二十四節是以利戶的說話。

C 綜覽圖表

圖表15. 3是 約 伯 記 綜 覽 ，書 的 結 構 ，可從不同的大綱看出，請參照 

這圖表以完成下列指定的功課：

1. 注 意 這 書 如 何 開 始 （約 伯 受 試 煉 前 ），如 何 結 束 （約伯受試煉 

後 ）。請讀有關經文。

2. 表 中 最 上 一 攔 ，按文體分成三段。請 留 意 細 看 。

3. 請讀粗線下面的大綱，比對一下你綜讀所得的結果。讀大綱的時 

候 ，有 時 或 需 翻 查 聖 經 ，以 便 對 證 。表 中 用 以 下 經 節 劃 分 段 落 ：三八 

1 ，四 〇 3，四二7 ;請解釋這樣劃分的原因。

4. 四至三 i^一 章 是 辯 論 。爲甚麼要將這段落分成三個循環？ （剛才 

曾寫下各章的發言人，現在請參考這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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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 低 一 攔 是 有 關 這 書 的 內 容 ，從 「苦 難 問 題 」起 ，層 層 推 進 ，請仔  

細 查 看 。

6. 請 翻 閱 約 伯 記 下 列 經 文 ：一 2 1 ，五 1 7，一 四 1 4，一 六 2 1 ，一 九 23 — 

2 7 ，二六7 - 1 4 ，二八 12 —2 8 ，四二 1 - 6  〇

7. 也 許 你 感 到 奇 怪 ，三 位 朋 友 對 約 伯 的 批 評 並 不 正 確 ，爲 甚 麼還要  

爲 他 們 浪 費 許 多 筆 墨 和 篇 幅 。他 們 力 說 約 伯 的 苦 難 是 由 犯 罪 所 致 ，假使  

約 伯 所 受 的 患 難 臨 到 他 們 身 上 ，你 認 爲 他 們 還 保 得 住 對 神 的 信 賴 嗎 ？若 

是 不 能 ，這 可 否 幫 助 你 稍 爲 明 白 他 們 硬 要 說 服 約 伯 的 原 因 嗎 ？

四 、要旨

約 伯 記 的 主 題 ，最 重 要 的 有 三 個 ：撒 但 、苦 難 問 題 、眞 誠 信 靠 。

A  撒但

從 約 伯 記 中 ，我 們 可 以 對 撒 但 認 識 不 少 。譬如 說 ，撒 但 並 非 沒 有 位  

格 ，只 代 表 罪 惡 ；牠 有 位 格 ，而 且 專 與 神 和 神 的 兒 女 作 對 。約 伯 記 中 的  

人 物 和 情 節 ，都 不 是 虛 構 的 ，「有 一 個 人 … … 有 一 天 … … 於 是 撒 但 … … 

擊打約 伯 」（一 1 、6 ， ) ，完 全 是 眞 確 的 歷 史 。而 且 ，爲 免 我 們 以 爲  

撒 但 現 在 已 不 再 控 訴 神 的 兒 女 ，聖 經 最 後 一 卷 書 就 吿 訴 我 們 撒 但 要 一 直  

工 作 ，直 到 末 後 的 日 子 ，「那 在 我 們 神 面 前 ，晝 夜 控 訴 我 們 弟 兄 的 ，已經  

被 摔 下 去 了 j  ( 啟 一 二 10 ; 參 彼 前 五 8 ) 。

撒 但 第 一 次 進 入 人 類 的 歷 史 是 在 伊 甸 園 ，牠 引 誘 亞 當 、夏 娃 犯 罪  

(創 三 1 — 7 ) ，聖 經 稱 牠 爲 「蛇 」。你 怎 樣 知 道 蛇 就 是 撒 但 ？ （參啟 一二  

9 ) 撒 但 爲 甚 麼 與 人 作 對 ？撒 但 的 意 思 就 是 「敵 對 」，舊 約 聖 經 共 有 十 九  

次 提 到 撒 但 ，約 伯 記 佔 了 十 四 次 。魔 鬼 （devil ) 的 意 思 是 「誹 謗 者 」， 

只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用 過 ，有 六 十 次 之 多 。

B  苦難問題

這 問 題 以 約 伯 記 講 得 最 透 徹 ，下 面 是 約 伯 記 摘 要 ，讀 者 可 以 看 到 書  

一 開 始 便 引 發 問 題 ，結 束 的 時 候 則 提 供 答 案 。

⑴ 苦 難 問 題 ：爲 甚 麼 義 人 受 苦 ，惡 人 昌 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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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約伯三友錯誤的答案：神用患難懲罰罪惡。

⑶以利戶具啟發性的答案：苦 難是神敎導、訓 練 、熬 煉人的途徑。

⑷ 神 圓 滿 的 答 案 ：苦難是信心的考驗，試驗我們是相信祂，還是相信祂 

所 作 的 事 。

C  眞誠信靠

約伯記敎導我們眞正信靠神的人，是因神自己而敬拜祂，縱使他不 

明 白 神 的 作 爲 ，但仍因爲祂是神而誠心敬拜祂。神向約伯啟示自己（三 

八 1起 ），約 伯 就 屈 膝 敬 拜 ，不 再 與 神 對 抗 。希 芬 拿 （E . Heavenor ) 

說 ：「神 藉 新 的 異 象 ，使 祂 的 話 臨 到 。……人 的 話 不 能 改 變 人 ，惟有神 

的 話 能 夠 ，……祂的話能叫約伯一生信靠祂。」19

五 、 鏡字鏡節

約 伯 記 的 鑰 字 有 ：「悲傷」（「憂愁」、「愁苦」，即 “sorrow”）、「咒 

詛」（「棄掉」，即 “curse”）、「呼求」、「惡人」、「罪孽」、「撒但」、「何」（「幾」， 

即 “h o w”）、「爲何」、「完全」、「正直」（「義」、「爲義」）、「公平」、「智慧」。 

二十三章十節是本書的鑰節，請從這卷書中另外發掘其他鑰節。

六 、 應用

1. 撒但的能力雖然已受神限制，但牠的力量也不少；爲甚麼神容許 

牠有這些能力？

2. 撒但若是信徒的敵人，神的孩子在每日的爭戰中有何援助呢？約 

伯記解答了這問題嗎？請參考新約聖經的敎訓：路加福音二二 31_32 ; 

彼 得 前 書 五 6_1 1。

3. 信徒苦難的來源是否與約伯的一樣？下面各段經文怎樣回答：詩 

篇六六10 ; 約伯記九1 — 3 ; 腓立比書三8 ;希伯來書二1 8 ，五8 ; 彼得前 

書 二  2 1 ，三 1 8 ，四 12 —1 4 ，五 10?

4. 根 據 下 列 經 文 ，信徒的苦難與基督的苦難有甚麼關係：哥林多後 

書 一 5_7  ; 腓立比書三10 — 11 ; 彼得前書二21 — 2 3 ，四1 3 ，五 1 ?

5. 假若不信的人提出以下苦難問題向你質難，你怎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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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神是全善的，祂必然願意受造之物快樂無憂；若然祂是全能的，

必然可以達成這個心願。可是受造物並不快樂。由此可知，神若非不

善 ，就是沒有能力；也許祂兩樣都沒有。2G

6. 如果疾病與罪惡相關，那麼關係是甚麼？

7. 神的兒女有時會陷於極大的失望和沮喪中，約 伯就是一例。今曰 

的信徒怎樣可以避免重蹈覆轍？我們有甚麼化解失望的靈藥？

8. 「我 們 中 間 沒 有 聽 訟 的 人 （裁 決 人 、公 斷 人 、中 保 ），可以向我 

們兩造按手」（伯九33 ) 。約 伯 向 神 呼 喊 ，要 與 祂 直 接 交 渉 。耶穌是神 

與人之間 的 中 保 （提前二5 ) ，祂怎麼解決人的需要？

9. 到 永 生 的 時 候 ，公平必然完全彰顯。但 在 今 生 裏 ，對罪惡的報應 

又是怎樣呢？

10. 有 些 信 徒 久 陷 試 煉 ，以致懷疑神是否知道他們的困境，他們可 

從哪裏得着幫助？

11. 約伯記對於安慰人，有 何 敎 導 ？

12. 爲甚麼神要向人啟示自己，人方可眞正認識祂？ （參約一四9 ) 

耶穌怎樣顯明父神？

13. 請讀約伯記二十三章十四節。神 有 絕 對 主 權 ，這敎義怎樣成爲 

信徒的激勵？

14. 比 勒 達 最 後 的 一 番 話 （伯 二 五 ），有 如 把 人 趕 上 絕 路 ，令人失 

去 盼 望 。神的慈愛和加略山的十架，怎樣給人在絕望中帶來曙光？

15. 神管敎祂的兒女以後，會帶來甚麼好結果？ （參三三19 — 30 )

16. 許多人否認三十四章十二節所說的眞理，他們 指 責 神 不 公 平 ， 

又 冷 酷 不 仁 ，竟容許全村的人被水淹死，你的看法如何？

17. 何謂誠心認罪？誠心認罪在信徒心中佔有甚麼位置？

18. 請將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應用於苦難的試煉中，注意同一章中 

所提及的肉身痛苦。

19. 爲甚麼信徒應從神的啟示中（例 如 聖 經 ）得到忠 吿 ？

20. 請 參 照 約 伯 記 ，讀雅各書五章十一節和一章十二節。這兩節經 

文對我們有何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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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進階習作

1. 用 聖 經 手 册 （如 C/nger’s B i W e  /fandbooic, p . 520-21.)進一步硏 

究 撒但這題目。

2.  讀 魯 益 師 （C . S . Lewis ) 著 的 <苦 難 問 題 > ( T h e  P r o W e m  of 

Pain ) °

八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唐 佑 之 ：《深夜的心聲—— 約伯記硏究> ( 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W _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J. 3.:<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Bullock, C . H . : 《舊約詩歌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H o w a r d , David M .:《神 哪 ，爲 甚 麼 ？ > ( 宣 道 出 版 社 ）

Robinson, T . H . : 《約伯與友人> ( 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約伯記硏經導讀> ( 天 道 書 樓 ）

英文書籍 

A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418-23; 438-49.(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Ma n l e y , G . T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p . 186-91.
Purkiser, W . T .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09-14; 238-49.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pp . 279-85.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81-86; 

309-21.(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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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釋 經

Delitzsch, F . The Book of Job, vols. 1, 2.

Heavenor, E . S . P . “Job” in T h e  iVe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中文譯本 

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

Kline, Meredith G . “Job” in T h e  Wyc/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uT h e  B o o k  of Job>, in The A nalyzed Bible. 
Zoeckler, Otto. “Job” in L an ge ’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c 其 他 參 考 資 料

Blair, J . Allen. Liv ing Patien tly.
Lewis, C . S . The Problem of Pain.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A nsw ers of Jesu s to Job.

U n g e r , Merrill F . Unger's Bible Handbook. * 1

註釋

1 .  在舊約其他部分，也有詩歌體裁的經文(例如:出一五章；申三二 

草 ；士 五 章 ；撒 下 二 二 草 ；哈 三 章 。參 T!he Zondervan Pictoria/ JBiWe 

Dictionary, 頁6 7 1 ，載有一系列的詩歌）。

2 .  古時猶太人把約伯記、箴言及詩篇列爲主要詩歌書，他們稱之 

爲「眞理之書」（Boo t s  of "EmetA ) ，'emet/i就是以下三卷書的第一個 

字 母 的 組 合 ：約 伯 記 （7ou ) ; 箴 言 （m e s / i a W m  ) 及 詩 篇  

( tehillim ) °

3. J. Sidlow Baxter, £ xp/ore tAe B o o i , 3:11.(中文譯本爲《聖經 

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4. W . T . Purkiser,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p . 213-14.

5 .  有些經文可反映出希伯來詩歌的韻律（如 ：伯一〇9一18 ; 詩

六 ）〇

6. 比喩是其中一種語言技巧，由個別詞語或句語組成，它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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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與所指的事物相似（例 ：「便雅憫是個撕掠的狼」，創四九27 ) 。而反 

喩則與原來的意思相反（如 ：詩一6 ) 。

7. 有 關 其 他 類 型 平 行 句 式 的 描 述 ，參 Purkisei•，上 引 書 頁 211 —

13 °

8 .  資 料 引 自 B a x t e r，上引書3 : 1 0 。

9. 中 間 部 分 的 資 料 引 自 John Phillips, t/ie

Scriptures,頁 9 8 。右 半 部 分 的 資 料 來 自 B a x t e r，上引書 3 : 1 3 。蒙允 

許 使 用 。

1 0 .  如 果 約 伯 與 亞 伯 拉 罕 同 期 ，或 在 他 之 後 ，那麼約伯就是以色 

列家聖約以外的信徒（參徒一四17 ) 。

1 1 .  若 根 據 此 觀 點 ，一章五節的「燔祭」不是利未記中的獻祭。

1 2 .  聖 經 以 外 有 關 約 伯 記 的 資 料 ，早在主前二千年已出現。巴克 

萊 譯 本 （Berkeley Version ) 四 十 二 章 十 六 至 十 七 節 的 註 腳 寫 道 ：「約 

伯的年歲顯示他是生於亞伯拉罕的時代。」

13. 雖 然 這 卷 書 的 作 者 及 寫 作 日 期 不 詳 ，但並不影響讀者的硏

讀 。

14. Meredith G . Kline, <<Job,,>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 4 6 0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籽 出 版 社 。）

15. E . Heavenor, "Job,"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p . 422.

1 6 .  現 在 所 用 的 是 演 繹 法 。如果用歸納法 硏 讀 這 卷 書 ，對人性會 

有較深刻的認識。

1 7 .  有人認爲以利法是三個朋友中年紀最長的，因爲以東方人的 

禮 儀 ，通常是年長的先開始說話。

1 8 .  新美國標準聖經譯本的形式最適合用來硏讀約伯記，它的散 

文 （敍 述 式 的 經 文 ）照 常 排 印 ，而 對 話 （詩 體 ）則 分 成 段 落 ，一句一 

行 。

19. H e a v e n o r，上引書頁442 —4 3 。

20. 如 何 回 應 這 個 挑 戰 ，可 參 C . S . Lewis, T h e  /Vob/em of 

Pain，頁14起 。



第十六章

詩 篇 ：「我 的 心 哪 ， 

你要稱頌耶和華」

詩篇是聖經中最實用的書卷之一，很切合人心靈的需要。詩篇的內 

容與信徒的經歷十分相似，所以對神的兒女尤爲寶貴。有 人 說 ，聖經有 

如 眞 理 的 殿 ，各書卷是殿中的房間，而詩篇就是殿中的音樂室，室內充 

滿 天 上 的 音 樂 ，適 合 人 生 各 種 的 經 歷 ；聖靈在室內撥動人心每一根絃 

線 ，從 低 而 高 ，從悲傷哀哭的第五十一篇，到興奮歡呼的第二十四篇。 

新約聖經多次引用舊約聖經的經文，直接引用的共二百八十三次，其中 

有一百一十六次是出自詩篇。由此可見，第一世紀的信徒對詩篇何等鍾愛。

一 、讀前準備

1.先了解詩人所用的修辭法。如 以 下 所 列 ：

a.  明 喻 用 「好像」、「如同」等 字 眼 ，將 兩 件 事 物 比 較 （例 如 ：「他 

要像一棵樹」，詩一3 ) 。

b . 暗喻不 用 「好像」、「如同」等字 眼 來 比 較 兩 件 事 物 （例 如 ：「耶 

和 華 是 日 頭 、是盾牌」，詩八四11 ) 。

c.  誇 飾 言 過 其 實 ，使 印 象 更 爲 深 刻 （例 如 ：「我 毎 夜 流 淚 ，把牀 

榻 漂 起 ，把褥子溼透」，詩六6 ) 。

d . 擬人將無知覺感情的物件人格化（例 如 ：「我 的 骨 頭 都 要 說 ： 

『耶 和 華 啊 ，誰能像祢……』」，詩三五10 ) 。

e .  擬人呼告對 沒 有知覺感情的物件說話（例 如 ：「滄 海 啊 ！你爲 

何奔逃」，詩--- 四5 ) 。

f.  類名以 部 分 代 表 全 體 ，或 以 全 體 代 表 部 分 （例 如 ：「白曰飛 

的箭」，詩九一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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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詩篇的主調是頌讚和禱吿。綜 讀 本 書 以 前 ，請先思想何謂眞誠的 

頌 讚 和 禱 吿 。

二 、背景

A 名稱

早 在 主 前 五 百 年 ，大 衞 及 其 他 詩 人 的 作 品 ，都 已 收 輯 成 册 ，名爲 

「讚美詩」（希 伯 來 文 T e W W m  )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譯者稱這詩集 

爲P s a i m o i，意 即 「用絲絃樂器伴奏的詩歌」，耶 穌 時 代 所 用 的 ，就是這 

個 名 稱 （徒一 20 ) 。因 此 「詩篇」（P sa/m S ) 這 名 稱 已 經 歷 史 悠 久 ；而 

英文本有時又稱 Psa/ter，是從希臘文的「絲絃樂器」一 字 而 來 的 。

B  正典中的位置

詩篇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列於第三組書（聖 卷 ）之 首 （希伯來文聖 

經 分 三 組 ：律 法 書 、先 知 書 、聖 卷 。參路二四44 ) 。這本聖詩集是神給 

以色列國默示的禱文和頌詞。我們的聖經將舊約分成四組（律 法 書 、歷 

史 書 、詩 歌 書 、先 知 書 ），詩篇列於第三組中的第二卷。

C 作者

由 於 大 衞 寫 的 詩 很 多 （標題中明說是他寫的有七十三首） U 所以 

一 般 都稱詩篇是大衞作的。大衞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二三1 ) ， 

他 天 賦 多 才 多 藝 。聖經曾描寫他「善 於 彈 琴 ；是 大 有 勇 敢 的 戰 士 ，說話 

合 宜 ，容 貌 俊 美 ，耶和華也與他同在」（撒上一六18 ; 參撒下六5 、15 ; 

代上一六4 — 5 ;代下七6 ，二九25 ; 摩六5 ) 。

另有二十七首詩則標明是其他詩人的作品。計可拉的後裔十首、亞 

薩 十 二 首 、所 羅 門 兩 首 、以 探 一 首 、希 幔 一 首 、摩 西 一 首 。

不具名的詩共有五十首，其中可能有大衞的作品，例如使徒行傳四 

章二十五節就說到大衞寫了詩篇第二篇；詩篇第一篇的作者，也好像與 

第二篇 的 相 同 。讀者並且不妨比較一下歷代志上十六章七至二十二節和 

詩 篇 第 一百零五篇，再比較歷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至三十六節和詩篇第 

九 十 六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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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衞也編排聖殿事奉的詩歌（代 上 二 五 章 ），可能也爲詩班寫了不 

少 樂 章 。

詩 篇 的 作 者 ，大致如圖表16. 3所 列 。

D  日 期

從 詩 篇 的 作 者 和 文 中 的 歷 史 資 料 推 測 ，本書的寫作歷時約共五百 

年 ，即主前一千至五百年之間，請參圖表16.1 。

詩篇的寫作日期 H表16.1

主前
1400 1000 971 931 722 500

摩西  大 衞 所 羅 門 王 國 分 裂  被擄 歸回

(詩九〇 ） 

及 ？
大部分的詩 
寫於此時期

(詩 一三七） （詩一二六） 

及 ？ 及 ？

舊 約 時 代 怎 樣 把 各 卷 詩 篇 收 集 成 書 ，大略情況可參圖表 16. 3 。不 

過 ，選輯編慕 的 經 過 （如編輯的原因、時 間 、人 物 等 等 ），實際上所知

極 少 。2

E  種 類

詩 篇 談 及 的 事 甚 多 ，應 用 範 圍 亦 廣 ；詩 人 或 回 顧 過 去 （歷 史 ），3 

或 瞻 望 將 來 （預 言 ），或 反 映 現 在 （經 歷 ）。所有的詩都說到永活的神 

與 人 的 關 係 ，因 此 ，詩 篇 很 重 視 「神」這 題 目 ，包 括 ：神 本 身 、神的兒 

子 、神 的 話 語 、神 的 作 爲 、神 的 子 民 。

如果我們按詩的內容和寫作態度劃分，可以分成以下幾類：4 

㈠ 訓 詢 詩

例 如 ：詩 篇 一 ，五 ，七 ，一 五 ，一 七 ，五 〇 ，七 三 ，九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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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一 。這些都是正式的敎導詩。

㈡ 歷 史 詩

例 如 ：詩 篇 七 八 ，一〇五 ，一 〇 六 ，一 三 六 。這些詩差不多全都提 

到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幾乎以色列所有歷史大事，詩中都摘要提及了。若要 

認 識 舊 約 歷 史 ，詩篇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㈢ 讚 美 詩

例 如 ：詩篇一〇六 ，------ 至—— 三 ，—— 五至—— 七 ，一 三 五 ，

一四六至一五〇 。詩的主題顯然就是讚美。

㈣ 悔 過 詩

例 如 ：詩 篇 六 ，三 二 ，三 八 ，五 一 ，一 〇 二 ，一三〇 ，一 四 三 。這 

些詩篇充滿了認罪之詞，而第五十一篇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㈤ 哀 求 詩

例 如 ：詩 篇 八 六 。詩人在困苦中向神呼求，或者爲着別人的需要而 

代 求 。

㈥ 稱 謝 詩

例 如 ：詩 篇 一 六 ，一 八 。詩篇中充滿了感謝和稱頌的話，但有些詩 

篇專爲感恩而作。

㈦ 彌 賽 亞 詩

例 如 ：詩 篇 二 ，二〇至 二 四 ，四 一 ，六 八 ，—— 八 。詩中預言的性 

質 很 重 ，許多詩預言神的選民以色列人的苦難、悲 哀 、得 救 、回 國 ，以 

及在將來榮耀國度裏的福分。不 過 ，更多的詩預言基督兩次臨世：頭一 

次 來 的 時 候 ，卑 微 受 辱 ；第二次來的時候，帶 着 榮 耀 。這類詩就是彌賽 

亞 詩 ，有 些 連 細 節 都 預 言 得 十 分 淸 楚 ，所 預 言 的 包 括 ：彌赛亞的身分 

( 神 和 人 ）；祂 的 性 情 （公 義 、聖 潔 ）；祂 的 工 作 （受 死 、復 活 ）；祂 

的 職 分 （祭 司 、審 判 者 、君 王 ）。

㈧ 自然現象詩

例 如 ：詩 篇 八 ，一 九 ，二 九 ，三 三 ，六 五 ，一 〇 四 。神的創造是詩 

人創作的靈感。

㈨ 朝 聖 詩

例 如 ：詩篇一二〇至 一 三 四 。這些都是「上行之詩」。猶太人守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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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殿 時 ，可能以此爲詩歌集。

㈩ 咒詛詩

例 如 ：詩 篇 三 五 ，五 二 ，五 八 ，五 九 ，六 九 ，八 三 ，一〇九 ，一三 

七 ，一四〇 。詩 中 的 咒 詛 ，往往使讀者很困惑，不明白神怎麼會聽這些 

咒 詛 的 話 。如果我們了解詩人的寫作時代和背景，問題便迎匁而解。阿 

切 爾 （Gleason L _ Archer ) 說 ：

我們必須明白，在基督第一次降臨地上以前，顯明聖經眞理的方法，

就是給罪 人 降 禍 ，向持守眞理的人施行拯救。惡人若是繼續得勢昌

盛 ，就好像否定了神的聖潔和主權，舊約的信徒就傷痛欲絕。他們完

全站在神的一邊，視神的仇敵爲自己的仇敵，要求神爲着祂的榮耀和

公 義 ，毀滅那些不服從祂，不守祂律法的人。5

三 、綜覽

1. 請參看圖表16. 3 。一百五十篇詩中，共 分 五 卷 。這 種 分 法 ，由來 

已 久 ，但 原 因 不 詳 ；有人以爲目的是將各卷與五經對照（請參圖表的比 

較 ）。從前的拉比曾稱詩篇爲「大衞五經」；但把詩篇劃分成五卷的主題 

大綱並 不 明 確 。6

2. 注 意 圖 表 所 示 ，詩 篇 五 卷 ，卷卷都以讚美詩終結，請翻閱各讚美 

詩 ，並 作 比 較 。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認 爲 從 這 些 讚 美 詩 中 ， 

可以看出 各 卷 的 內 容 。他指出細讀這些讚美詩，「就會知道他們對神的 

某 些 觀 念 ，也看到他們因這些觀念而產生的崇拜態度」。7 他並以崇拜爲 

題 ，擬 了 一 個 大 綱 。見於圖表16. 3 。

3. 請 略 讀 詩 篇 ，留意毎篇詩之前的小字標題。8 ( 不 要 將 舊 有 的 ， 

和後來出版人加上去的混淆了。如第十四篇的「大 衞 的 詩 ，交與伶長」是 

舊 有 的 小 標 題 ，而 「人之愚頑及罪惡」則是後來出版人加上去的。）那些 

小字標題可能是主前二百年以前加上的。它們說明了幾件事：⑴詩的背 

景 ；9 ⑵ 詩 的 類 別 （例 如 ： ，「祈 求 」）；⑶ 樂 器 （例 如 ： 

i a m m e n a s s e a h，「交 與 伶 長 」）。小 字 標 題 並 不 如 神 所 默 不 的 聖 經 可  

靠 ，不過資料大致上還是確實的。1G

4. 略 讀 每 篇 詩 一 次 ，並留意各篇詩分段的頭一句。如果你選用分段

淸 楚 的 譯 本 ，這不會花你很多時間，使你對詩篇有大略的槪念；而 且 ， 

你也可以知道每首詩是默想的、禱 吿 的 、稱 頌 的 ，還 是 預 言 的 。

5. 請讀和合本加印了標題的聖經，將詩篇中這些題目寫下來，以了 

解 其 中 的 內 容 ，並注意詩篇內容的分類。圖表16. 3有 「崇拜」及 「主題近 

似五經」兩 個 大 綱 ，請將你的讀經心得與這兩個大綱比較。試列出你自 

己 的 大 綱 ，這大綱要分作五點，並簡略地說明內容。

6. 請比較第一篇和最後的一篇詩。它們怎麼引發及總結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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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旨

A 大衞

大 衞 寫 了 許 多 詩 ，讀者了解他與神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多姿多采的 

人 生 ，遠較其他詩人爲多。熟悉大衞生平的人，都 不 能 不 動 容 ，在人生 

各個不同的階段裏，他做過微賤的牧童、王 宮 的 僕 役 、凱 旋 的 戰 士 ，也 

做 過 亡 命 之 徒 、偉 大 的 國 君 ，又曾流亡國外。最 後 ，他成了白髮蒼蒼的 

老 人 。他 有 時 貧 窮 ，有 時 富 足 ；有 時 被 人 恨 惡 ，有 時 被 人 愛 戴 ；有時遭 

受 迫 害 ，有 時 受 到 尊 榮 ；他 有 時 不 惹 人 注 目 ，有 時 聲 名 顯 赫 ；有時犯 

罪 ，有 時 悔 過 ；有 時 傷 心 ，有 時 歡 樂 。只 是 ，無論處於何種境況，無論 

環 境 怎 樣 變 遷 ，大 衞都與神說話，向神傾心吐意，把 他 的 思 想 、感 情 ， 

向造他的主陳明。大衞當時向神訴說的話，都 記在詩篇裏。詩篇出於聖 

靈 的 默 示 ，我 們 可 因 此 明 白 ，當我們身處類似的境況時，神要我們向祂 

說 些 甚 麼 話 ，心存怎樣的態度。

B 神的聖名

神 就 是 詩 篇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沒 有 祂 ，就 沒 有 詩 篇 可 言 。讀詩篇 

時 ，我們看到神的名、神的屬性和作爲，令人愈讀愈感興趣。

神 在 詩 篇 中 ，有 四 個 較 爲 突 出 的 名 字 ：以 勒 （£ / ) 、亞 多 乃  

( Ac/onaf ) 、耶 和 華 （JeAovaA ) 、沙 代 （S/iacWai ) 。它們的意思和 

出 現 的 次 數 ，可參圖表16.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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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中神的名字 II表16.2

希伯來名:i2 和合本譯 意 義
卷一

一至四一篇

卷二

四二至

七二篇

卷三
七三至

八九篇

卷四

九〇至

一〇六篇

卷五
一〇七至 

一五〇篇

以 勒 （£ i ) 神 全能者 67 207 85 32 41

亞多乃13 
( A dona i ) 主 有絕對主權的主 13 19 15 2 12

耶和華 耶和華
立約的創造主、 

成全者
277 31 43 101 226

沙代
( Shaddai)

大能者
供應者、 

賜福者
1 1 1

C 敬拜與讚美

詩篇多次提到錫安山、山 上 的 聖 所 ，以及神子民的敬拜。從第九十 

篇 開 始 ，大部分的詩都是爲公衆崇拜用的，所以詩篇有時又稱爲聖經中 

的 讚 美 詩 集 。這些詩的主調就是讚美，最 後 五 首 （一四六至一五〇 ）更 

逹 至 讚 美 的 高 潮 ，稱爲「大讚美詩」或 「哈利路亞大合唱」都 十 分 恰 當 。司 

布 眞 （C . H . Spurgeon ) 評詩篇第一百五十篇說：

我們已來到詩篇山巒最後的一個高峯，它 直 達 雲 天 ；從永恆的崇拜 

中 ，射 出 光 輝 ，照 耀 山 嶺 ，充滿歡欣。寫詩的先知滿有神的默示，熱 

情高 漲 。他不辯駁，不 說 敎 ，也不解釋；只發出熱烈的歡呼：「要讚美 

祂 ，要讚美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14

D 罪惡與公義

由於詩篇十分着重人向神的敬拜，並常常提到人靠近聖潔的神時， 

靈性的光景應該怎樣。詩 篇由第一篇起，便從多方面引出全書，將惡人 

和義人劃分得淸淸楚楚。義 人 與 神 相 交 ，而罪卻是把人與神分隔的牆。 

思 高 魯 哲 （Scroggie ) 將 這 題 目 與 新 約 聖 經 部 分 的 眞 理 對 照 ，他 說 ： 

「詩 篇 和 約翰的作品一樣，將 罪 惡 和 公 義 、惡人與義人淸楚劃分。」15我 

們 從 詩 中 反 覆 使 用 這 些 詞 語 ，就 知 道 詩 篇 怎 樣 着 重 這 個 題 目 ： 

“righteous”（「義人」）及 “righteousness”（「公義」）在英文聖經共出  

現一百三十次以上。

“sin”（「罪惡」）和 “iniquity”（「罪孽」）在 英 文 聖 經 至 少 出 現 六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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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〇 16

“g ood”（「良善」）和 “evil”（「惡」）在英文聖經各出現約四十次。 

“judgment”（「審判」）之類的詞語共出現超過一百次。 （編 者 按 ：以上 

詞 語 出 現 之 次 數 ，只以英文翻譯作準，因中文翻譯有多種譯法，難於統

計 。）

E  基督的預言

上 文 說 過 ，彌賽亞詩預言基督的身分與工作，這些預言可多方面補 

充新約聖經的記載。擧 例 來 說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五至三十六節記 

載耶穌被釘十架的情形：釘祂的人分祂的外衣，爲 祂 的 裏 衣 拈 閫 ；他們 

圍 在 十 架 下 ，看 着祂受痛苦。福音書也記述了耶穌當時說過的幾句話； 

可是卻沒有描寫耶穌內心的思想和感情。只有詩篇第二十二篇使我們聽 

到耶穌在這悲慘的時刻，怎樣向祂的父神傾訴心事。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三十五節引用了詩篇第二十二篇對基督的預言。詩的第一節我們都很熟 

悉 ，十 六 與 十 八 兩 節 的 預 言 ，絕 不 是 大 衞 的 遭 遇 ，而是對彌賽亞的預 

言 。

彌 赛 亞 詩 將 基 督 描 寫 成 爲 尊 貴 的 彌 赛 亞 （詩 二 ，一 八 ，二〇 * 二 

一 ，四 五 ，六 一 ，七 二 ，八 九 ，—— 〇 ，一 三 二 ）、受苦 的 彌 赛 亞 （詩 

二 二 ，三 五 ，四 一 ，五 五 ，六 九 ，一 〇 九 ）、人 子 （詩 一 六 ，四〇 ）。 

另外還有幾首彌赛亞詩：詩 篇 二 三 ，二 四 ，三 一 ，五〇 ，六 八 ，九六至 

九 八 ，一 〇 二 ，一 一 八 。

五 、應用

詩 篇 最 能 感 動 人 心 ，使 人 讀 後 ，往 往 產 生 共 鳴 ，因爲寫詩的人完全 

倚靠神的恩典和憐憫寫下這些作品。神將這恩典和憐憫，賜給不配的罪 

人 。只 有 在 永 世 裏 ，我們才可以知道究竟有多少絕望的心靈，曾在詩中 

尋得力量與幫助。

在 公 衆 崇 拜 裏 ，詩篇的效用也是無可估計。擧 例 說 ，提到喪事的禮 

拜 ，你會聯想起哪一篇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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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進階習作

請詳細硏究下列幾個題目：

1. 詩篇中的預言。

2. 今日的基督徒如何應用咒詛詩？

3. 詩篇中有關「神的話語」（特別是第一百一十九篇）。

七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包 忠 傑 ：《詩篇註解> ( 宣 道 出 版 社 ）

徐 松 石 ：〈詩篇粳汲> ( 浸信會 出 版 社 ）

《詩篇攬勝鹿慕淸溪> ( 浸 信會出版社）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滕 近 輝 ： <詩苑靈程> ( 宣 道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Bullock, C . H .:《舊約詩歌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C 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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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 以下的分類是按照標題上不同的作者而劃分：

大 衞 ：三 至 九 ，—— 至 三 二 ，三 四 至 四 一 ，五 一 至 六 五 ，六八至七 

〇 , 八 六 ，一•〇—•» —-〇s »—■〇八至----〇 ，一 二 二 ，一■

二 四 ， 一 三 一 ，一 三 三 ， 一 三八至一四五 

可 拉 後 裔 ：四 二 ，四 四 至 四 九 ，八 四 至 八 五 ，八七 

亞 撒 ：五〇 ，七三至八三 

所 羅 門 ：七 二 ，一二七 

以 探 ：八九 

希 幔 ：八八 

摩 西 ：九〇 

佚 名 ：其他詩篇

詩 篇 ：「我 的 心 哪 ，你要 稱頌耶和華」 293

2.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The Psalm s, 1:15-18.
3. Scroggie說 ：「若 沒 有 詩 篇 ，即使可以透過歷史書認識以色列 

的 宗 敎 歷 史 ，仍 不 夠 完 全 ，而且容易迷失方向。」（上引書1 : 27 ) 參上 

引書頁2 8 _ 2 9 ，載有詩篇所記的一系列歷史事件。

4. 要有系統地硏讀詩篇，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按照這分類，分組硏

讀 。

5.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J n m x /uction, p . 437.(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6. Scroggie說 ：「詩 篇 是 希 伯 來 人 的 詩 歌 書 ，若單單公式化地把 

它 分 析 ，並 不 能 得 着 它 的 意 義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 n o w  Y our 

Bible, 1:107.)
7.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Notes on the Psalm s, p . 9.
8 .  附有標題的詩篇共有一百一~h六 篇 。

9 .  硏 讀 某 一篇詩篇時，參考它的標題是很有幫助的。例 如 ：第三 

篇的標題是大衞逃避他的兒子押沙龍，再參考撒母耳記下第十五章有關 

這歷史事件的記載，意思就更爲淸晰。串珠聖經會把有關經文（如 ：撒 

下 一 五 章 ）寫 在 頁 下 。

1 0 .  參 A r c h e r，上引書頁428 — 3 0 ，它曾討論詩篇中的標題。

11. Scroggie, The Psalm s, 1:36.
12. 這 表 臚 列 了 神 不 同 的 名 字 （如 ： 包 括 在 £ / 之 內 ）。 

有 關 神 名 字 的 硏 究 ，可參 Nathan J. Stone, N a m e s  of G o d  in the O W  

Testament.
13. 英王欽定本聖經未有分別 Ac/onai ( 主 ）及Je/iovaA ( 主 ）二 

字 。（可 用 S t r o n g的 Concordance, 分辨經文是用哪一•個 

「主」字 。）

14. C . H . Spurgeon, The Treasury of David, 7:449.

15. Scroggie, The Psalm s, 1:30.
16. John S a m p e y 說 ：「其 中 有 七 篇 詩 篇 是 與 罪 有 關 ，描寫犯罪 

所 帶 來 的 可 怕 結 果 ，一 向 稱 爲 懺 悔 詩 （六 ，三 二 ，三 八 ，五 一 ，一〇 

二 ， *三 〇 ，一'四 三 ）。」 （“Psalm,”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4:2493.)



第十七章

箴 言 ：在敬畏主中行

箴言是三本「智慧文學」中 的 第 二 本 ，其餘兩本是約伯記與傳道書。 

史 密 斯 （Wilbur M . Smith ) 認 爲 ，箴言被列爲「智慧文學」，是因爲它 

的主題是敬畏神。

箴言是智慧的精華，而智慧的基礎，在於敬畏神。書中的用語，多是 

互相對照的比喩，尤以在神的眼中，人行爲的善惡對照爲主。「敬畏耶 

和 華 ，是智慧的開端」（九10 ) 更是箴言不時强調的基本眞理。1

一 、讀前準備

1. 溫習前一章有關詩體文學的心得。

2. 「智慧」一詞對你有甚麼不同的含義？藉 經文彙編之助，試硏究新 

約聖經對「眞智慧」的 敎 導 ，並 將 硏 究 心 得 ，與下列舊約聖經對「智慧」之 

槪念作 一 比 較 。

舊約聖經以六個不同的希伯來字詮釋「智慧」，如 辨 別 、知 識 、默 想 、 

謹 愼 等 。希伯來人對「智慧」一詞的理解，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他們 

以篤信一位聖潔的神爲基礎，並假定宇宙是由理性與律法所管轄，他 

們對智慧的觀念，重實際多於理論，與希臘人截然不同。以色列與耶 

路撒冷等名稱，在 箴 言 、傳道書與約伯記中很少提到，可見他們的勸 

誡並非針對猶太人，而是包括其他人。智慧來自經驗，透過自然界之 

比喩或寓言而表達出來，甚少以歷史事件爲題材。根據舊約聖經，聰 

明人就是行在主的道路中的人，即是眞理、公義的道路，他必蒙神賜 

福 ，甚至遍及家人，或他周圍的人，令他心裏感到滿足。2

藏 言 ：在 敬 畏 主 中 行 295

二 ' 背 景
箴言是神所默示的，寫書的目的是指正以色列人離神背道的情況。 

正 如 聖 經 其 他 書 卷 ，康 言 反 映 當 時 的 背 景 ，渉 及 人 與 人 、人與神的關 

係。它是聖經中第二十卷書，若了解這書的背景與特性，有 助 我 們 硏 讀 。

A  名稱

這 書 名 稱 來 自 一 章 一 節 ：「所 羅 門 的 箴 言 」。箴 言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m a s ha/ ，來自字根「相似」或 「代表」。由於大部分的箴言均以比喩來敎 

導 眞 理 （例 如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二五 

28 ) ，所以它的名稱很是恰當。箴言是簡明的格言，有 關 行 爲 與 品 格 ， 

以 靈 命 、道德及社會範疇爲主。請硏讀下列有「箴言」一 詞 的 經 文 。 

民二一27—— 此詞語第一次在聖經中出現。（譯 者 按 ：中文聖經此處作 

「詩歌」，英文聖經則譯作“proverb”〔「箴言」〕）

撒上一〇12—— 第一次引用箴言。（譯 者 按 ：此處中文聖經作「俗語」， 

英 文 稱 “proverb”〔「箴言」〕）

彼後二22—— 新約聖經引用箴言。（譯 者 按 ：此處中文聖經作「俗語」， 

英 文 作 “proverb”〔「箴言」〕）

B 作者

箴言大部分出自大術之子所羅門手筆。（參一 1 ，一 〇 1，二五 1 。 

此三節爲箴言三大分段之首句。）三十及三 i^一章是亞古珥與利慕伊勒 

二 人 寫 的 ，但 他 們 身 分 不 詳 。3 二十二章十七節至二十四章三十四節屬 

於 「智慧人」（參二二17及二四23 ) 寫 的 。列王紀上四章三^^一節有提及 

智 慧 人 。二十二章十七節所說之智慧人，若生於所羅門之前，可能是所 

羅門蒐集了他們的作品，把這些作品加入自己的著作之內。二十五至二 

十 九 章 是 所 羅 門 寫 的 ，但 約 在 二 百 年 之 後 ，才 由 希 西 家 王 （主前七百 

年 ）派 人 編 訂 。有人認爲「希西家的人 j (二 五 1 ) 可能包括以赛亞與彌 

迦 ，因他們是同時代的人。

所羅門是這三卷聖經的作者，有些解經家認爲這三卷書是所羅門在 

人生三個不同階段寫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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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 言 ：在 敬 畏 主 中 行 297

雅歌—— 寫 於 年 輕 時 ，並 在 戀 愛 中 。

箴言—— 寫 於 中 年 ，他的智慧正處於巔峯時期。

傳道書—— 寫 於 晚 年 ，他 經 歷 了 淫 逸 奢 華 的 生 活 之 後 ，感到一切皆虛 

空 ，於失望之餘而寫下這書。

C  寫作曰期

如 上 述 所 言 ，大部分箴言都是所羅門寫的，大槪寫於主前九五〇至 

九 〇 〇 年 之 間 ，5 參圖表 17 . 1。希西家約在主前七〇〇年把所有資料捜 

集 成 書 ；所 以 ，箴言的成書日期大槪也是主前七〇〇年 。6

再參圖表17.1 ，注意詩篇與箴言的寫作時間相近。大術的詩篇使我 

們淸楚看到神的子民在王國傾覆之前如何敬拜，箴言則反映信徒如何熱 

切關注他們應有的正直行爲。後來在以色列背叛神及拜偶像年間，先知 

呼顢神的子民聆聽神救贖的信息。

D  目的

本書的寫作目的是傳授智慧。這智慧並非只是頭腦的知識，而是神 

啟發人對善惡的了解（王上三9 ) ，以及人從親身經驗中對神的認識。

所羅門也在傳道書十二章九至十四節提出他寫箴言的目的。請將這 

段經文與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的「敎導人學義」作 一 比 較 。

讀 完 箴 言 後 ，讀者會發現神很細心關切祂子民的日常行爲，令人深 

受 感 動 。

E  正典中的位置

在 英 文 聖 經 裏 ，箴言是五本詩歌書中的第三本；而在希伯來文聖經 

中 ，則是最後部分的十一本聖卷中的第二本。在 這 兩 種 版 本 裏 ，箴言都 

緊 接 在 詩 篇 之 後 。根 能 （John G e m m g  ) 說 ：「箴 言 排 於 詩 篇 之 後 ，可 

能由於一般都把同類的書卷集合一起，所以詩篇和箴言相連。」7 

圖表17. 2將箴言的信息與舊約其他書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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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與舊約其他各卷信息的比較 11表17.2

聖經各書 要旨 用途

律法書 啟示與引導 歷史與立法手册

先知書 權柄 對現今和未來之信息

約伯記 問題與推理 神的答案與人的答案

詩篇 敬拜 奉獻手册

箴言 觀察與反省 實際生活之指導

新約聖經作者曾多次引用及提到箴言，請 讀 附 表 。

箴言章節 新約引用或提及箴言之經文

三 7 羅一二 16

二五 21—22 羅一二 20

三34 雅 四 6

二四21 彼前二17

一 六 7 彼前三13

—— 31 彼前四18

二六11 彼後二22

三 11 一 12 來一二5 — 6

四26 來一二 13

—0 1 2 彼前四8

二二 9 林後九7

二五 6 — 7 路一四10

雅各書是新約聖經中特別强調信徒行爲的一卷書，一如舊約聖經中 

的 箴 言 。事 實 上 ，雅各書亦常被看爲是新約聖經中的箴言。

箴言與基督很有密切關係。在八章二十二至三十一節、二十三章十 

一節及三十章四節裏，均有基督的預表。而箴言所談及的智慧，亦完全在 

基 督 身 上 彰 顯 了 （林前一30 ) 。「箴言渴求 智 慧 成 爲 肉 身 （箴 八 ），而 

事實上『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基督裏成爲肉身了（西二3 )。」8

箴 言 ：在 敬 畏 主 中 行 299

箴 言 所 說 的 智 者 便 是 義 人 ，而 只 有 穿 上 基 督 的 義 袍 ，才 是 義 人 。因此 

今日的智者就是重生的基督徒。

三 、文學特點

箴言的文體 及 內 容 ，與聖經其他書卷（例如創世記和馬太福音）都 

有 所 不 同 。了解這種文體的特點，對我們硏讀這書很有幫助。

A  類別

箴言列爲「智慧文學」。舊 約 時 代 ，以色列人由士師及君王統治，受 

祭 司 、先 知 、文 士 、歷 史 學 家 、歌 者 和 智 者 （或 稱 哲 學 家 ）所 管 理 。大 

衞 王 身 兼 君 王 及 歌 者 ，其 子 所 羅 門 則 身 兼 君 王 與 哲 學 家 。希伯來人的 

「智者」，通 常 是 一 班 長 老 ，具有各種人生經驗和世界各樣知識，並把這 

些知識與他們的猶太弟兄分享。

B  文體

箴言的文體變化萬千，現 略 述 如 下 ：

㈠ 各種形式

箴言有詩歌、簡潔的比喩、尖銳的詰問、精短的故事等，不一而足。例如： 

一20 — 33「智慧警吿呼喊」（獨 白 ）。

三 1 — 10「誠命與獎賞 j (商 籟 ）。

(二）  通用修辭格

對比—— 把相反的兩件事物互相對照（一 六 22 ) 。

比較—— 將相似的事物互相比較（一七10 ) 。

喩象—— 使 用 圖 畫 語 言 （二 六 27 ) 。

擬人法—— 將 無 知 覺 、無 感 情 的 物 件 ，賦 予 人 性 、人 格 （九1 ) 。

(三）  主要的敎導方法

對照。槪讀十至十五章，注意重複使用的「但」字。（譯 者 按 ：英文聖經 

此處幾乎毎句都有「但」字 ，而中文聖經的「但」字 則 常 被 省 略 ，因此中文 

聖 經 之 特 點 ，不 過 是 明 顯 的 語 調 轉 變 而 已 。 ）誠 如 阿 切 爾 （Gleason 

Archer ) 所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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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注重善與惡之不能共存，例如順服與背叛、勤勞與懶惰、謹愼與 

潜 越 等 。這種對比法使讀者容易作出明確的抉擇，不會妥協讓步或擧 

棋不定。9

㈣ 長度

箴言以一至四節爲一單元，集合數個單元，成 爲 一 組 。箴言的前幾 

章 ，多以一節爲一單元。而以「組」爲 段 落 ，可參考二十六章一至十二節 

有 關 「愚昧人」那 一 段 。

㈤ 對稱

箴言大多是對稱的，例 如 用 一 個 「但」字連接兩句對比的格言。(譯者 

按 ：中文聖經「但」字 均 省 略 ，但其語法之對稱十分明顯。）不過希伯來 

作者並不受「對稱」之 拘 束 ，「現代人常喜潤飾箴言裏不規則或不對稱的 

語 句 ，而忽視了不對稱的句法很可能使箴言的內容更爲豐富」。1Q

此 外 ，箴言式的作品並非以色列人所獨有。考古學家亦發現其他民 

族 也 有 同樣的箴言。11它們的主要區別不在文體，而 在 內 容 。試比較以 

下 兩 種 箴 言 ，看看有何分別？

「不 要 倚 靠 你 的 稱 ，或 虛 假 的 法 碼 ，也不要損壞刻度。」（埃及阿曼 

歐 庇 〔A m e n -e m -ope〕康 言 ）。

「兩 樣 的 法 碼 ，兩 樣 的 升 斗 ，都爲耶和華所憎惡。」（箴二〇1〇 )

四 、綜覽

1. 請讀箴言下 列 各 節 。看看有甚麼標題：一1 ，一 〇 1，二五1 ，三〇 

1 ，三一 1 ，二二1 7。從這些經節中，你可了解本書的結構嗎？

2. 聖 經 各 卷 書 大 都 有 引 言 和 結 語 ，試 從 箴 言 中 找 出 來 。先讀第一 

章 ，看看有多少節是引言？

3. 找 出 箴 言 的 結 語 比 找 出 引 言 更 加 困 難 。最後一段論才德的婦人 

(三 一  1 0 _ 3 1  ) ; 如 本 段 不 是 結 語 ，之 前 的 一 段 （三一 1—9 ) 應屬結 

語 。而旣然三十章一節與 三 十 一 章 一 節 有 類 似 標 題 ，也應同列入結語 

內 。因 此 ，我們可以說箴言是以兩章（三〇 ，三 一 ）作 爲 結 語 的 ；而引 

言則由一章一節至六節。本書的基本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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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一 7 三 〇 1 三一 31

序 言 格  言 跋

4. 圖表 17. 3已經把箴言的各部分 及 內 容 大 綱 淸 楚 劃 分 。請依據圖 

表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a. 箴言何處說明本書的目的？

b . 哪幾章提及本書的主題？

c. 每節的箴言集中在哪裏？

d . 哪幾章是針對靑年人而說的？可 參 下 列 各 經 文 ：一8 ，二1，三 1 ， 

四1 ，五 1 ，六 1 °

e. 哪幾章特別是所羅門的手筆？

5. 將圖表17. 3記 在 心 裏 ，再 次槪讀全書。

五 、要旨

A 所羅門王

箴言並非爲所羅門而寫，但有不少篇幅提及他。（參考聖經字典或 

百 科 全 書 ，對 所 羅 門 多 采 多 姿 的 一 生 作 更 全 面 的 了 解 。12) 在許多方 

面 ，他 都 非 常 獨 特 ，他 是 音 樂 家 、詩 人 、植 物 學 家 、動 物 學 家 、商 人 、 

行 政 專 家 ，並 且 是 君 王 。從列王紀上三章十二節及四章二十九節，我們 

可 以 知 道 他 的 智 慧 是 直 接 從 神 而 來 的 ，是 他 求 神 而 得 的 （王 上 三 5 — 

9 ) 。他 寫 了 三 千 句 箴 言 ，一 千 零 五 首 詩 歌 （王上四32 ) 。請讀列王紀 

上三章十六至二十八節，四章二十九至三十四節及十章一至九節；注意 

有關所羅門的其他事情。

B  個人道德

箴言是神對祂子民的生活言行的詳細敎導及勸勉，多處是針對靑年 

人 寫 的 （例如一4 、8 )，主要有關個人道德，但不是罪人轉向神的方法， 

而 是 信 徒 如 何 在 今 世 與 神 同 行 。這 書 雖 無 意 宣 示 救 恩 之 道 ，但鑰句 

(「敬畏耶和華」，一7 )已將罪人如何與神同行之基本道理說明。箴言的 

忠 吿 ，對得救與未得救的人都大有裨益；但未得救的人卻不能單靠好行 

爲 而 得 救 （參弗二8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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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種說明與應用

箴言中提及的主題繁多，茲 列 擧 數 例 ：13 

題 目 ：智 慧 、罪 、舌 頭 、財 富 、驕 傲 、懶 惰 、愛 、快 樂 、成 功 、自 制 、 

道 德 。

對 比 主 題 ：神 與 人 、時間 與 永 恆 、眞 理 與 虛 假 、富 足 與 貧 窮 、純潔與不 

純 潔 、公 正與不公正、快 樂 與 痛 苦 。

惡 人 ：喋 喋 不 休 的 愚 人 、喜 講 閒 話 的 人 、喜 講 小 話 者 、造謠中傷別人 

者 、說 謊 者 、投 機 者 。

社 會 關 係 ：主 僕 、貧 富 、夫 妻 、父母與子女。

六 、鏡字鏡節

硏讀圖表17. 3的 鑰 字 ，並硏讀其中的鑰節，或試找出其他鑰節。

七 、應用

箴言裏有很多生活行爲的指導與勸誡。初 讀 箴 言 時 ，會 讀 到 ：「我 

兒 ，惡 人 若 引 誘 你 ，你 不 可 隨 從 。」（一 10 ) 神知道祂的子民需要不斷 

的 提 醒 ，所以啟示人撰寫及把箴言編集成書。

以下是如何解釋箴言中的格言，及把它們應用之建議：

1. 箴 言 是 主 的 敎 導 ，不是世俗的格言。在 全 書 中 ，主 （耶 和 華 ）一 

詞共出現了八十六次之多。

2. 本書所說的「智慧」，應該包含公義或聖潔，正好描寫了眞正認識 

神 之 人 的 心 。同 樣 ，「愚頑人」和 「愚行」應解釋爲未得救者的邪惡。

3. 認識書中所使用的擬人法，例如九章十三至十五節所說愚昧的婦 

人 ，並 非 眞 有 其 人 ，而是指靈命上的愚行或敗壞（與靈命上的智慧或公 

義 成 對 比 ）。

4. 如果某一節的意思不大明顯，可參考上文下理。又因本書收集了 

不少不同類型的敎導，故需要參考其他章節，找 出類似的字眼，才可得 

到 圓 滿 的 解 釋 （例如二〇16所說的「外女」，在二16也 略 有 解 釋 ）。經文 

彙編在這裏便大派用場了。

5. 如果某一節箴言的解釋，明顯地與聖經其他章節互相矛盾，當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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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深的解釋。（參箴一〇27與創四8 ;箴一六7與徒一四19 )

6. 如果現用版本的聖經意思不大淸楚，可 讀 現 代意譯本聖經，h 互 

相 比 較 。

7. 應以箴言一章七節作爲指標，解 釋其他箴言。

箴言是一本實用的書，有關信徒的日常生活，重實際而不含太多敎 

義 。有一位作者認爲箴言有以下的目的：

聖經其他各書吿訴我們基督徒的榮耀，但箴言卻敎導我們如何在細節 

中符合我們的身分。其他各書敎導我們學習在基督裏的完全（西二 

10 ) ，與基督同爲後嗣，得至高的榮耀（羅八17 ;弗二6 ) ; 而硏讀箴 

言 時 ，我們彷彿透過顯微鏡，看到基督徒應有的行爲細則。無論睥 

氣 、態 度 、一言一語、一擧一動、日常的要務，或微小的責任，都務 

求使我們不致有損主的形象，或個人的職分。15 

箴言吿訴我們如何「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多二10 ) ，甚至非 

信徒也能認識箴言的價値，作爲他們行事爲人的守則。至 於 基 督 徒 ，因 

有 聖 靈 的 幫 助 ，可以行出主的道，對 他 們 來 說 ，箴言的價値當然更高。

八 、 進階習作

把 箴 言 逐 節 硏 讀 ，指出各節所論的是生活哪一方面（例 如 家 庭 、事 

業 、敬 拜 等 ）。然後比較全書在各方面的敎訓各佔多少。

九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徐 松 石 ：《康言乳蜜> ( 浸信會 出 版 社 ）

許 公 遂 ：《箴言講義》（宣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歐 陽 佐 翔 ：《箴言寶訓> ( 浸信會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Bullock, C . H .:《舊約詩歌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Co l e m a n , R . 0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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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 F ., et 3丨:<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Larsen, Paul E .:<智慧的追尋》（種 籽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 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449-5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axter，J. Sidlow. Exp/ore the B o o k，3:130-40.(中 文 譯 本 爲 《聖經硏 

究》，種 籽 出 版 社 。）

G e n u n g , John Franklin. “Proverb” and “Bo o k  of Proverbs” in T/i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4:2469-76.
Phillips, J ohn.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p . 108-11.
Scroggie, W . G r a h a m . Know Your Bible, 1:137-42.

B  釋經

Delitzsch, F . Proverbs of Solomon, vols. 1, 2.

Harris, R . Laird. “Proverbs” in T h e  W y c 7i/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i y•(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Ironside, H . A . Notes on the Book of Proverbs.
Jones, W ., and Walls, A n d r e w . ''The Proverbs,> in The N ew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Kidner, Derek. The Proverbs.
Zoeckler, Otto. uProverbs>, in Lange'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 1

註釋

1. Wilbur M . Smith, The Incomparable Book, p . 36-37.
2. 同 上 書 頁 。

3 .  有人認爲這兩個名字是指所羅門。

4.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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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至二十九章的歷史背景資料雖然很少，但與所羅門的時代十 

分 接 近 。參 G . T . M a n l e y , T h e  N e w  Bibie H a n c /boolc, p . 1 9 9 . 請讀二 

九1 8 ，一五8 ，二一3 、2 7 ，可作以色列律法及獻祭的參考。

6 .  雅 基 、利 慕 伊 勒 及 「智慧人」等 ，不會在希西家作王時期後出

現 。

7. John Franklin G e n u n g , “Bo o k  of Proverb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4:2471.

8. N o r m a n  L . Geisler, Christ: The Theme of the Bible, p. 96.
9.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 . 4 5 2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好 出版社。）

10. Derek Kidner, The Proverbs, p. 28.
1 1 .  有 明 顯 的 證 據 顯 示 異 敎 作 者 曾 引 用 箴 言 爲 寫 作 資 料 ，參 W . 

Jones and A n d r e w  Walls, uT h e  Proverbs, The N ew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頁5 1 6。（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出版社。）

12. D . A . H u b b a r d形 容 所 羅 門 爲 「才 德的賢人」、「鐵腕的統治 

者」、「精 明 的 商 人 」及 「和 平 的 君 王 」（TA e  TVew JBiWe Dictionary，p . 

1202-4 ) 〇

13.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140-41.

1 4 .  現 代 釋 義 是 註 解 作 者 的 作 品 ，並 非 逐 字 逐 句 的 翻 譯 聖 _>釋  

義的其中一個目的是闡明聖經中含糊不淸的詞語或句子。

15. Otto Zoeckler, “Proverbs,” L ange ’s Comm entary on the

第十八章

傳 道 書 ：日光之下盡都虛空， 

惟有在神裏充滿希望

傳道書以日常生活爲內容，並指出哪一種是有意義的人生。這書是 

人 心 靈 的 探 求 ，作者眼見一切都是虛空，惟有神能賦予他希望，並且認 

識到離開神便是失敗與悲傷。由於許多人不甚了解這書的觀點與目的， 

所以感到這書抽象難明。以下的背景 與 綜 覽 ，卻可解答我們心中的一點 

疑 慮 。

一 、讀前準備

在 字 典 裏 ，哲 學 的 定 義 是 ：對眞實事物的起因及背後的定律之硏 

究 。簡 言 之 ，哲 學 就 是 人 對 眞 理 之 尋 求 。你 的 朋 友 中 ，有沒有人存嚴 

謹 、誠 實 的 心 ，追求人生的答案？

一 般 而 言 ，哲學思想可分爲兩大派：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經驗主 

義 者 認 爲人的經驗，尤 其感官的經驗，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換 言 之 ， 

人只能透過經驗獲得知識。理性主義者則認爲人的理性才是知識的唯一 

來 源 ；換 言 之 ，人只能透過思想而獲得知識。但傳道書吿訴我們，循以 

上兩種途徑去尋求眞理，都 是 枉 然 ：

「我……動 大 工 程 ，建造……栽種……」（二4 、7 )—— 經 驗 主 義 。

「我又專心察明……」（一17 )—— 理 性 主 義 。

本書不斷强調以上兩種途徑的結果都是虛空。作者的失敗讓我們知 

道惟有神能啟示眞理（見圖表18.1 ) 。所羅門從神領受啟示，敎導我們 

生活應以神爲中心。

所羅門在傳道書表明他一心尋求眞理、眞實和意義。因 此 ，傳道書 

是一本哲學書籍，讀者應該緊記這一點，以免誤解，並 求 得 着 最 大 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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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啟示而得之眞理 圈 表 18.1

二 、背景

傳道書的背景不詳，而正因資料缺乏，本書的敎訓便不受時間的限 

制 ，書中的信息對每一個世代都十分重要。本書僅有的一點背景資料就 

更爲重要和有趣了。

A 名稱

本 書 的 名 稱 來自它第一句話：「傳道者的言語」（一1 ) 。「傳道者」 

一詞可追溯至希伯來原文：

希伯來文---- qoholeth 1-----來 自 qaiia〗 （意思是「集合」）

希臘文---- ecc les ia s tes-----來 自 e/c ( 意思是「出自」）及 Wesis (意思

是 「呼召」）

英文—— Preacher ( - 1  ) —— 向人羣說話的人 

Ecclesiastes (本 書 名 稱 ）—— 向人羣說話的人 

在 舊 約 時 代 ，q〇A〇7et h是 向 羣 衆 說 話 的 官 員 。「傳道者」一詞曾在 

下 列 經 文 中 出 現 ：一 1 — 2 、1 2 ，七 2 7 ，一二8 —1 0 。除 此 以 外 ，這詞語 

沒有在舊約聖經其他書卷出現。

B 作者

經文中沒有說明作者是誰。但一章一節提及「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王 ，大

傅 道 書 ：日 光 之 下 盡 都 虛 空 ，惟 有 在 神 哀 充 滿 希 望 309

詩 篇 敬拜 義人的默想及敬拜

雅 歌 愛 神的路

耶利米哀歌 毁滅 嚴酷的審判

衞的兒子」。書中還有多處證據，證明此節當指所羅門王而言。2 書中以 

下 各 種 描 述 ，與歷史上的所羅門王不謀而合（例 如 列 王 紀 上 5 :

⑴作者無比的智慧 （一  16 )

⑵ 他 的 財 富 （二 8 )

⑶ 他 大 興 土 木 （二 4一6 )

⑷ 他 捜 集 箴 言 （一 二 9 )

參考圖表17.1 ，若所羅門就是傳道書的作者，請問傳道書應於何時 

寫 成 ？請 注 意 ：聖經中先知的傳道工作是在所羅門以後才開始的。

各卷詩歌書之比較

主要思想 主 題  1

箴 言 智慧 義人的言行及結果

本
訓
誨

傳道書 徒勞 向神之路

主

約伯記 試煉 嚴酷的考驗

三
本
靈
修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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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典中的位置

在 現 代 的 聖 經 裏 ，傳道書是五本詩歌書中的第四本，該五本詩歌書 

是 ：約 伯 記 、詩 篇 、箴 言 、傳 道 書 、雅 歌 。3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傳道書 

則是「舊約五書卷」（雅 歌 、路 得 記 、耶 利 米 哀 歌 、傳 道 書 、以 斯 帖 記 ） 

中 的 第 四 卷 。4 圖 表 18. 2是 各 詩 歌 書 主 題 之 比 較 （其中包括耶利米哀  

歌 ，因它的文體也是詩歌）。

D  文體

如 以 前 各 章 所 述 ，箴 言 、約 伯 記 、傳道書及部分舊約書卷，統稱爲 

「智慧文學」。此 類 作 品 的 風 格 ，是以哲學家的身分，用 簡 潔 的 文 句 ，以 

詩 歌 的 形 式 ，與人分享他所觀察、反 省 、推理及結論的心得。有一位作 

家 曾 對 傳 道 書 有 以 下 評 價 ：「傳 道 書 對 人 類 的 痛 苦 與 快 樂 、成功與失 

敗 ，都充滿情感 的 觀 察 ；不論是散文或韻文，均無法與它相比。」5

三 、綜覽

A  初讀

略讀傳道書一遍或兩遍，先掌握它的風格與重點。初 讀 之 後 ，有甚 

麼 印 象 呢 ？ （注 意 ：不可在細節上停頓，否則便妨礙對全書的槪覽。）

B  再讀

再 讀 本 書 時 ，要以較短的段落、較慢的速度來硏讀。但須緊記現階 

段仍是槪覽全書。以下是硏讀的幾項建議：

1. 傳 道 書 可 分 爲 長 短 不 一 的 十 一 個 部 分 。以下爲各段落的首節經 

文 ：一 1 、1 2 ，二 2 4 ，三 1 6 ，五 1 ，六 1 ，七 1 ，八 1 4 ，一〇 1 ，一二8 、 

9 。請在聖經中記下各個分段。

2. 書 中 有 甚 麼 字 詞 經 常 出 現 ？在 綜 覽 本 書 時 ，請繼續找出鑰字鑰 

詞 。下 面 是 三 個 例 子 ：「虛空」、「日光之下」、「神」。請繼續讀 完 此 書 ， 

讀 的 時 候 ，畫出或圈出這些字詞。它們出現的次數，暗示了它們的重要 

性 ：

虛空--- 三十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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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 二十九次

神--- 四十次6

3. 請 讀 一 章 十 四 節 ，注意「日光之下」與 「虛空」之 密 切 關 係 。「曰光 

之下」指 平 凡 人 ，爲 世 俗 所 束 縛 ，前 景 短 暫 ，這 就 是 虚 空 、徒 勞 。因此 

在 傳 道 書 中 ，「日光之下」與 「虛空」是指同一樣東西。與之相反隹;人生觀 

是 充 滿 希 望 的 ，因它仰望「日光之上」的 神 。再 次 槪 讀 全 書 （畫出以上各 

鑰 字 ）。注意哪一段講論「神」多於講論「虛空」？哪一段恰巧相反？把你 

的 心 得 寫 下 來 ，看看它們是否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4. 比較一章二節與十二章八節。這書首尾出現相似的字句，顯示書 

中各章有何明顯的主題？

5. 請讀一章一至十一節，此段如何作爲這書的引言？

6. 請讀十二章九至十四節，此段如何總結這書？

C  綜 覽 圖 表

圖表 18. 3是 傳 道 書 的 綜 覽 表 ，指 出 本 書 的 思 想 結 構 。7 請按此表思 

想 下 列 問 題 ：

1. 注意何處是本書的引言？ （一 1_ 1 1  ) 「凡事都是虛空」（一2 ) 是 

本 書 的 主 題 ，在 結 語 中 （一二8 ) 又再重複出現。

2. 這書的主要內文是由一章十二節至十二章七節。圖表把全文分爲 

四 篇 講 章 ，這些講章也可稱爲敎師的訓勉。每一篇講章都有兩個主題： 

⑴ 虛 空 ；⑵ 希 望 。換 句 話 說 ，在毎一篇 講 章 裏 ，所羅門都先說明屬世生 

活 （日光之下）之 無 望 ，然後指出眞正的希望在於神，祂的住處比諸天 

更 局 。

3. 觀察圖表18. 3 ，斜 行 內 所 載 ，是傳道者在各講章的第一部分中， 

以常人的眼光觀察得來的所見所聞，因此「我見」一 詞 不 斷 出 現 （例如四 

7 ) 。毎篇講章的第二部分也有作者的觀察，但它們的主要內容則是神 

的 敎導和勸誡。

4. 注 意結論部分（一二8 —14 ) 如何成爲四篇講章的精簡提要。

第 一 部 分 ：觀察—— 「凡事都是虛空」（一二8 )

第 二 部 分 ：敎導和勸吿—— 「敬畏神」（一 二 9_14 )

5. 書中有數處是一組組的格言，例 如 第 十 章 。注意圖表18. 3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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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旨

A  南種人生觀

綜 觀 全 書 ，作者提出兩種相反的人生觀。他先以常人的眼光觀察世 

事 ，絲毫不帶啟示的亮光，得 到 的 結 論 是 ：「凡事都是虛空。」（參林前 

二 14 ) ( 他早期曾親身有此經驗；傳一 13 — 1 4 。）然後作者蒙神啟示， 

他 的 觀 察 與 結 論 就 滿 有 把 握 和 希 望 ，例 如 ：「神 一 切 所 作 的 ，都必永 

存 ；無 所 增 添 ，無 所 減 少 。」（三 14 ) 正 如 在 綜 覽 部 分 所 提 ，這種觀點 

的轉變經常在此書出現。

我 們 應 留 意 ，這書的作者以上述第二種觀點觀察事物，並不表示他 

完全 認 識 神 的 啟 示 ，而只是一位敬拜創造主的人對人生的看法。以下事 

例 更 可 引 證 這 種 說 法 ：他每次都以「伊羅興 j ( E / o W m  ) 稱 呼 神 ，「伊羅 

興」與創造之工有密切關係（參 創 一 1 )。「耶和華」這名字從未在此書使 

用 ，而 「耶和華」在舊約聖經中等於「救贖主」。8 今 天 ，當讀者讀到這書 

最 後 的 命 令 ：「敬 畏 神 ，謹守祂的誠命」（一二13 ) 時 ，他們或已準備好 

接受 救 贖 主 耶 穌 基 督 了 。「一如律法旨在引人歸向基督，這 書 之 目 的 ， 

也在引導 f■日光之下』的人歸向神子。」（參來一1 ) 9

傳 道 書 之 目 的 ，是指出以追求屬世事物爲目標的，最終必是徒勞無 

益 ；同時亦指出神乃是美善的根源。1G 此 書 以 這目的爲依歸，故它的主 

題可 用 兩 句 話 總 結 ：

1. 人 若 離 開 神 ，他一切的追求都是徒勞無益。

2. 只 有 神 的 工 作 ，才 是 恆 久 不 變 ，因此只有祂能使人的生活和工作 

有眞正 的 價 値 。

B  虛空

以下經文是本書主題—— 虚 空 （徒 勞 ）的 簡 介 ：11 

十種虛空

人的智慧—— 二15 —16 

人的勞苦—— 二19 —21

人的目的----二26

人的爭競—— 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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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貪財—— 四8 

人的名聲—— 四16

人的無緊----五 10

人的妄想—— 六9 

人的輕浮—— 七4 

人的獎賞—— 八1 0 、14

五 、 鑰字鑰節

觀察圖表18. 3所 列 之 鑰 字 ，並閱讀所引的經文，看看它們與這書的 

標題有何關聯？

六 、 應用

1. 箴 言 說 ：「日光之下，並 無 新 事 。j你對這句話有何感想？請參閱 

彼得後書三章三至七節。

2. —個從未 感 到 滿 足 的 人 （一8 ) ，他內心究竟缺乏甚麼？人的欲 

望是正常抑或不正常呢？

3. 「祢 爲 祢 自 己 創 造 了 我 ，如果我的心不在祢裏面安息，就不得安 

息 。」這 是 奥 古 斯 丁 的 話 ，試 比 較 傳 道 書 二 章 二 十 五 節 下 半 節 ：「離開 

祂 ，誰 能 享 福 呢 ？」（譯 者 按 ：此節與英文英王欽定本及中文和合本均 

不 同 ，而是根據英文修正標準本 R S V 翻 譯 的 。）

4. 欽 伯 （Oswal d  C h a m b e r s  ) 認 爲 傳 道 書 的 主 題 是 「離開救贖之  

道 ，人生就沒有價値」。12傳 道 書 對 人 從 困 境 中 獲 救 ，有 甚 麼 啟 示 ？試 

將欽伯的說法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九節作比較。

5. 在基督徒的 經 驗 中 ，要得着眞正的快樂，條件是甚麼？請將傳道 

書十一章八節上與腓立比書四章四節作比較。

6. 神的審判是否很快臨到？如 果 不 是 ，祂 爲 何耽延？

7 .  敬 畏 神 ，謹 守祂的誠命。」（一二13 ) 這命令與救恩有何關係？

七 、 進階習作

1.全面硏究傳道書的主題：「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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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硏究聖經如何描述猶太人的住棚節。

住棚節是猶太人一年之中最快樂的節日。但猶太人爲何在這個節日 

選讀傳道書呢？它悲觀的內容是否適合這歡樂的節日？

八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馬 有 藻 ：《傳道書主題詮釋—— 人生之探討> ( 宣 道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 <生之探索> ( 證 道 出 版 社 ）

許 公 遂 ：《傳道書講義> ( 宣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謝 友 王 ：〈虛空與充滿—— 傳道書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 .,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民:<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Bullock, C . H .:《舊約詩歌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C o l e m a n , R . O ., et al:<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31:<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459-72.(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eecher, Willis J. “Ecclesiastes” in T h e  Jnternationai Standard W e  

Encyclopedia, 2:894-97.
Delitzsch, Franz. Comm entary on the Song of Songs and  

Ecclesiastes, p p . 179-217.
H e n d r y , G . S . “Ecclesiastes” in T h e  iVe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570- 

7 1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McNeile, A . H . An Introduction to Ecclesiastes.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p . 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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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sterley, W . O . E . The Wisdom of E 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Williams, A . L u k y n . Ecclesiastes, p p . v-lv.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339-44.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B  釋經

C h a m b e r s , O s w a l d . Shade of His H and.

Delitzsch, Franz. Comm entary on the Song of Songs and  
Ecclesiastes.

Laurin, Robert. “Ecclesiastes”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Leupold, H . C . Exposition of Ecclesiastes.
Rankin, O . S . “T h e  B o o k  of Ecclesiastes,” in TTie Interpreter’s JBjWe. 

(中文譯本爲《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 1

註釋

1 .  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及希臘文新約聖經，句子中專有名詞的第 

一 個 字 母 ，是與其他字母一樣的，不像英文的專有名詞，第一個字母用 

大 楷 （如 ：Preacher ) 。

2 .  不少解經家認爲傳道書的作者模仿所羅門寫書，他是生於所羅 

門 之 後 數 百 年 。但 Gleason L . Ar c h e r認 爲 這 書 是 所 羅 門 寫 的 ，參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7 2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籽出版社。）

3 .  有一個有趣 的 發 現 ，就是舊約聖經中的歷史、詩歌及預言部分 

的 長 度 和 章 數 ，大 致 一 樣 。歷 史 書 ：二 百 四 十 九 章 ；詩 歌 書 ：二百四十 

三 章 ；先 知 書 ：二 百 五 十 章 。

4 .  在猶太人毎年的節日中，都誦讀這五卷書。傳道書是在每年最 

歡樂的住棚節誦讀的。

5. E . C . S t e d m a n ,引自 W . G r a h a m  Scroggie，K n o w  Y b u r  Bj’b7e，

1:144.

傳 道 書 ：曰 光 之 下 盡 都 虛 空 ，惟有在神哀充滿希望 317

6 .  舊約聖經常出現的「耶和華」，沒有在傳道書出現。

7 .  傳道書有不同的大綱。有些解經家認爲傳道書的思想內容未經 

組 織 ，結 構 也 沒 有 連 繫 （G . S . H e n d r y , “Ecclesiastes”，77ie N e w  B i W e  

C o /nmentaiy，p . 538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但本 

書認爲傳道書有淸晰的結構，由四篇「講章」組 成 ，參圖表18. 3 。

8 .  請讀出埃及記五22至六 9 ，看耶和華的名字有甚麼意義。所羅 

門常在傳道書中提及耶和華的名字，因 此 ，他並非不認識神是「主」。如 

果傳道書是寫於箴言之後，所羅門回想他還未得着神的拯救，四處尋找 

生 命 的 意 義 （比較一 13 ) ，也 合 乎 情 理 。甚至有人認爲他是經過屬靈的 

死 蔭 幽 谷 後 ，才 寫 成 這 書 。

9. W i c k  Broomall, “Ecclesiastes,”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 232.
10. 新 美 國 標 準 聖 經 譯 本 （N A S B  ) 的頁下註釋認爲“futility”可 

譯作“vanity”（一2 ) ，這個字對於了解這書的信息很有幫助。

1 1 .  資料引自 J. Sidlow Baxter, £ xp 7ore the B o o k , 3:163，蒙允 

許 使 用 。（中文譯本爲《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12. O s w a l d  C h a m b e r s , Preface, Shade of His Hand.



第十九章

雅 歌 ：婚配與靈交

一 起 讀 雅 歌 與 傳 道 書 ，能 產 生 互 相 平 衡 和 補 足 的 效 果 。傳道書重 

「知 J ，就是人對人生的態度；雅歌重「情」，尤其是愛情的「情」。

衆 所 周 知 ，人的經驗不外從三種感應而得：知 、情 、意 。其 實 ，愛 

情 和 信 心 的 體 驗 ，也是從以上三種感應而來的。雅歌是着重「情」的一卷 

書 ，但並非排除它在「知」與 「意」兩 方 面 的 內 涵 ，1 只是說雅歌在「情」方 

面 的 描 寫 ，尤 爲 突 出 。

但雅歌並非僅是人類的愛情故事而已，也是神與祂子民之間一幅愛 

的 圖 畫 。如果硏讀雅歌能激發你對主的眞愛，並對主的愛感恩回應，則 

神把此書列入聖經之內，一點也不足爲怪。

一 、 讀前準備

先 讀 新 約 以 弗 所 書 ，其中提到基督與敎會的關係猶如新郞和新婦 

( 例 ：弗五25 —32 ) 。這幅婚姻關係的圖畫，如何敎導信徒救恩之道？

二 、 背景

A 名稱

本 書 的 首 句 ：「歌中的雅歌」，是 希 伯 來 文 文 法 中 ，最高的比較形 

式 。所羅門王作了一千零五首詩歌（王上四32 ) ，雅 歌 是 他 最 好 ，或是 

最珍貴 的 作 品 。本書較爲通俗之名稱是「所羅門之歌」，也是根據一章一 

節 而 得 ；有時它又稱爲「頌歌」（Canticl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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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者

傳統認爲本書的作者是所羅門王。對 此 說 法 ，書中提出有力的支持 

( 參考本書以外之資料作討論）。所羅門之名字曾在書中以下各章節出 

現 ：一 1 、5 ，三 7 、9 、1 1 ，八 1 1 、1 2 。而一章一節可譯作「屬於所羅門 

的歌」，或 「有關所羅門的歌」。

C 寫作曰期

所 羅 門 寫 此 書 時 ，大 槪 年 紀 尙 輕 ，還未被他的七千妃嬪引誘而遠離 

耶 和 華 ，故這書可假定爲主前九六五年寫成的。

D 與聖經其他書卷之關係

在 英 文 聖 經 中 ，雅 歌 是 詩 歌 書 （約 伯 記 、詩 篇 、箴 言 、傳 道 書 、雅 

歌 ）中 的 第 五 本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它 是 五 書 卷 （雅 歌 、路得  

記 、耶 利 米 哀 歌 、傳 道 書 、以 斯 帖 記 ）中的第一本。有一部分雅歌是在 

逾越節期間第八天唱的，逾越節是猶太人一年中的大節。古時的猶太人 

特別尊崇這些「頌歌」（Canticles ) ，他們喩箴言爲聖殿的外院，傳道書 

爲 聖 所 ，而雅歌則比作至聖所。新 約 聖 經 中 ，與雅歌目的相同的書卷就 

是 以 弗 所 書 ，兩者都談及新郞和新娘的親密關係。

E 形式

這書是一部結構統一的抒情詩歌，由一連串長短不一的詩句組成。2 

從 以 下 綜 覽 部 分 顯 示 ，這書雖不像約伯記中明顯的戲劇性發展，但它 

的 主 題 卻 是 前 後 統 一 。由 於 雅 歌 是 詩 歌 ，比 喩 之 詞 隨 處 可 見 （例如明 

喩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羣」，四1 ) 。而這書的語法純屬東方式的（例如 

第 四 章 ），讀時必須注意。

F 故事背景

雅歌的主要人物是所羅門、書拉密女和「耶路撒冷的衆女子」。

㈠ 所羅門

以 色 列 王 （王 上 一 32 _  37)，是 大 衞 與 拔 示 巴 之 子 (撒 下 一 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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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圖 19.  A雅歌地圖,

* 巴 力 令 們 （八 1 1  ) 和 比 特 （二 17  ) 地 點 不 詳 。 

比 特 或 許 不 是 專 有 名 詞 （參 Berkeley版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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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害拉密女

此名僅在六章十三節出現一次，可 能 來 自 書 念 （S h u n e m  ) ，書念 

位 於 米 吉 多 （Meg i d d o  ) 平原附近之耶斯列（Jezreel ) 的 北 部 （參書一 

九18 ; 撒上二八4 ;王上一3 ; 王下四8 ) 。請參閱地圖19. A 。

(三）  耶路撒冷的衆女子

她 們 究 竟 指 誰 ，並 無 交 代 ，可能是新娘的伴娘、王 宮 的 宮 女 ，或是 

好奇 的 旁 觀 者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書中一些字句是其他人說的（例如王 

的衞隊中的一位官員，三7 — 10 ) 。

艾 昂 賽 （H . A . Ironside ) 曾 描 寫 雅 歌 的 故 事 背 景 ，並 經 安 加  

( Merrill U n g e r  ) 摘 要 ，引 述 如 下 ：

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以北約五十哩的以法蓮山地，有一個葡萄園（八 

11 ) ，他把它租給一家佃戶管理（八11 ) 。佃戶有一母、兩 子 （一6 ) 

和 兩 女 ，就是書拉密女（六13 ) 及她的小妹妹（八8 ) 。書拉密女是家 

中的灰姑娘（Cinderella ) ( —5 ) ，天生麗質，但並未爲人所注意。 

她的兄弟可能是同母異父（一6 ) ，常叫她在園中做粗重工作，使她無 

暇裝扮自己（一6 ) 。她修剪葡萄籐，安裝陷阱捕捉小狐狸，同時牧養 

羊 羣 （一8 ) ; 因爲經常在戶外工作，她被太陽曬黑了（一5 ) 。

有 一 天 ，一位英俊的陌生人來到園中，他就是喬裝的所羅門王。 

他向她表示情意，但她卻因自己的外表而害羞（一6 ) 。她誤以爲所羅 

門王是牧人，故問及他的羊羣（一7 ) ; 他的回答閃爍其辭（一8 ) ， 

但帶有愛慕之情（一8—10 ) ，並贈她貴重的禮物（一 11 ) ，贏得她的 

芳 心 。他還答應日後必定回來。她夜間夢見他，有時彷彿感到他就在 

自 己的身邊（三1 〉。最 後 ，他眞的以君王的身分來迎娶她（三 6 _  

7 ) 〇 3

以 上 的 描 述 ，可以幫助你掌握全書大意，有助你綜覽全書。

G 各派的解經法

對於雅歌的解經法，槪 略 有 三 ：

(一） 自然主義法

認爲雅歌是以愛情故事爲題材的文學作品，沒有寓意或預表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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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寓意法

認爲雅歌是假借的比喩，不是有根據的歷史事實。

㈢ 預表法

藉 着 以 下 方 法 ，引 出 它 的 義 理 ：⑴根據歷 史 事 實 ，擧 出 實 例 ；⑵是 

歷 史 事 實 ，亦 具 有 預 表 性 的 惠 義 。思 高 魯 哲 （Scroggie ) 曾 這 樣 說 ： 

「一 如 約 拿 書 ，歷 史中也有寓意。」4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對這 

種解經法有如下意見：

雅歌應先被視爲簡單而崇高的愛情詩歌。充分了解它的內容後，再以 

虔敬的 心 ，將思想的層次提升到人與神在靈裏快樂的相交，而最後達 

至敎會與基督的甜蜜愛情。5 

本書的綜覽採用預表法之觀點。

H 預表法之教訓

如 前 所 述 ，雅歌中對話的人物有所羅門、書拉密女及耶路撒冷的衆 

女 子 。在 故 事 裏 ，所 羅 門 是 新 郞 ，書 拉 密 女 是 新 娘 。6 這可能帶出兩種 

預 表 ：

1. 以 色 列 是 新 娘 ，神 是 新 郞 。在 以下各經文中，這種新郞新娘的關 

係 十 分 明 顯 ：賽五四5 — 6 ; 耶二2 ; 結一六8 —147 ;何二 168 、18 — 2 0 。 

舊約時代的猶太敎徒已經淸楚看見雅歌此種用意，對於他們接受這書爲 

神 的 話 語 ，幫 助 很 大 。

2. 敎 會 是 新 娘 ，基 督 是 新 郞 。有 關 經 文 可 參 考 弗 五 23 — 25 ; 林後 

---- 1 - 2  ;啟一九7 — 9 ，二一9 。

第三種預表來自第二種，認爲（全敎會信衆中的）個別信徒是基督所 

愛 的 。實 際 而 言 ，這是基督徒對雅歌的預表最切身的應用了。

有些聖經學者則認爲雅歌應另多加一位人物，就是書拉密女所愛的 

牧 人 （一7 ) ; 而 所 羅 門 卻 藉 各 樣 方 法 ，想從牧人手中把書拉密女奪過 

來 ：

所羅門企圖利用宮廷的榮耀引誘書拉密女離開她的良人*成爲他的妃 

嬪 。同 樣 ，這世界充滿誘惑，擄掠基督徒離開所事奉的基督。不 過 ， 

所羅門無法達到他的目的，因爲書拉密女竭力抗拒引誘，保守她對她 

的良 人 （那位牧人）的忠貞愛情。最 後 ，二人終於團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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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雅 歌 的 情 節 ，各家 見 解 分 歧 ，原因是經文中並未指明是何人發 

言 。擧 例 來 說 ，認爲雅歌中只有兩個人（所羅門和書拉密女）對 話 的 ， 

指出四章一至十五節全是所羅門的說話；而認爲書中有三個人對話的， 

則指出四章一至六節是所羅門說的，而四章七至十五節則是牧人說的。 

可 是 ，一 如 菲 力 斯 （John Philips ) 指 出 ，不 論 你 的 立 場 如 何 ，雅歌的 

價値是無可置疑的。正如男女雙方的愛情逹到了最高的滿足，屬靈生命 

也 應 如 此 ，在基督與祂敎會的愛中，得到最高的滿足。10

傳道書與雅歌都指向基督。有人給這兩卷書作一比較，十 分 有 趣 ： 

從傳道書中，我們知道若離開基督，即使擁有全世界，也無法得到滿 

足 ，因爲我們的心大得沒有甚麼東西能完全塡滿。從雅歌裏，我們知 

道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無法測度，與祂的愛相比，我們的心實 

在太渺小了。11

I 目的

雅 歌 的 目 的 有 二 ：

⑴ 從 字 面 看 ：稱頌人類純潔的愛情和婚姻。

⑵ 從 喩 象 看 ：描寫神對以色列的愛、基督對敎會和毎一個基督徒的愛， 

並說明新娘在不同情況下應如何回應神的愛。

雅歌在字面上的目的常被扭曲，因爲書中對愛情坦率親密的描寫， 

令很多人不知所措。禁慾和縱慾皆是神聖婚姻所不容許的，也是雅歌所 

否 定 的 。若雅歌令你情慾衝動，你便離開此書目的甚遠。惟有那些不認識 

神的創造本是聖潔而美善的人，才會曲解書中的信息。

三 、綜覽
請 記 着 ，綜覽之目的乃是槪覽全書，以求找出這書的主題及分題。

A  初讀

雅歌中有部分對話並沒有指明是誰人說的，因此讀 的 時 候 ，必須在 

聖 經 中 註 明 （除非聖經中已有小標題）。12下列經節是各人物的第一句 

說 話 ，請在聖經中註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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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拉 密 女 ：一2 、4上 、5 ' 12 ' 1 6 ，二 3 ，四1 6 ，五2 ' 1 0 ，六 2 ，七 

9下 ，八  1 0 、14 °

所 羅 門 ：一8 、1 5 ，二 2 ，四1 ，五 1上 ，六 4 、13下 ，八 5下 、1 3 。

耶路 撒 冷 的 衆 女 子 ：一4下 、1 1 ，三 6 ，五9 ，六 1 、13上 ，八 5上 、8 。 

請一口氣讀 完 雅 歌 ，如 果 可 能 的 話 ，不 妨大聲朗讀。你第一個印象 

是 甚 麼 ？哪一句話能說明全書的主題？

B  綜 覽 圖 表

再 讀 雅 歌 一 遍 ，找出初讀時所忽略的要點。

要寫出雅歌的詳細大綱，並 不 容 易 ，因爲情節的發展不易覺察。圖 

表 19.1可以幫助你找出這書的重點，作爲以後硏讀之基礎>。

1. 圖 表 已列出雅歌的標題經節（一1 ) ，但不像 聖 經 其 他 書 卷 ，它 

沒有公式的結語。請 讀 一 章 一 節 ，再讀第八章的最後幾節。

2. 參 看 圖 表 中 從 一 章 二 節 開 始 的 六 個 主 要 部 分 ，並 在 聖 經 上 記  

下它們的分界線。

3. 硏讀基線直下方的綱要（即由「新娘沈思」開 始 ）。「婚禮」這標題 

是根據三章十一節而來的：「他婚筵的日子」。請讀三章六至十一節。再 

次逐段逐段槪讀全書，看看這個大綱是否代表了各段的內容。

4. 圖表又將雅歌分爲哪三大部分？

5. 圖表中以甚麼分題將雅歌分爲兩大部分？

6. 注意新郞從追求至贏取新娘芳心的過程。硏 讀 有 關 經 文 （並把它 

們 畫 上 記 號 ，以 資 識 別 ）。

7. 嘗試寫下你認爲的雅歌內容大綱。

四 、特點

雅歌是聖經裏一卷很獨特的書，它 有 下 列 特 點 ：

1. 雅歌是聖經中最容易被人誤解的書卷之一，這與它對愛情的細緻 

描 寫不無關係。

2. 雅 歌 是 聖 經 中 唯 一 一 卷 以 男 女 愛 情 爲 主 題 的 書 （類似的愛情故 

事 ，可在詩篇四十五篇及路得記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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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 書 僅有一處直接提到神（「耶和華 J ，八6 ) 。（英王欽定本中 

未 有 引 用 ，而 八 章 六 節 的 希 伯 來 文 V a h 譯 作 「烈」〔v e h e m e n t〕。以斯 

帖記也未曾提到神的名字。）

4. 書中沒有直接提到罪。

5. 書中沒有直接提到宗敎信仰。

6. 書中沒有提到其他舊約書卷。

7. 基督沒有暗示這書的主角就是祂；新約聖經也沒有引用此書。14

五 、 鏡字鏡節

請讀圖表19.1所 列 之 鑰 字 ，並加入你自己所認爲的鑰字；鑰節也是 

如 此 。

六 、 應用

雅歌是爲了激發起神子民之感情而寫。傳 道書注重思想；雅歌則注 

重 情 感 ，尤 其 宜 於 默 想 。米 勒 （A n d r e w  Miller ) 曾 寫 道 ：「這世界的 

人 最 怕 的 ，莫 過 於 孤 獨 與 內 省 ，他 們 寧 可 忙 碌 一 生 而 不 願 在 閒 暇 思  

想 。」15現代人的天性與雅歌時代的有何分別？

雅歌的目的乃是激勵基督徒要多默想耶穌基督。「與升上諸天的主 

在沈思默想中相交的靜謐，乃是今日地上基督徒最甜蜜的時刻。」16 

雅歌對愛情的敎導，可 分 爲 兩 方 面 ：預 表 和 字 面 。

A 從預表看

若想了解全書的眞義與目的，先要認識耶穌基督。惟有耶穌基督是 

書 中 的 愛 人 ，這 書 才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愛 情 故 事 ，因爲無人能超過祂的大 

愛 。「基 督 在 我 裏 面 活 着 ；並 且 我 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 ，祂 是 愛 我 ，爲 我 捨 己 。j (加 二 20 )

雅歌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基督本人，而不是祂的工作（「祂全然可愛」， 

五 16 ) 。讀 者 細 讀 本 書 時 ，必然感受到與主相交合一的美善與眞實，非 

筆墨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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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字面看

聖經沒有第二卷書比雅歌對男女愛情有更詳盡的描寫。聖經加入這 

個 愛 情 故 事 ，說明了神看婚姻爲神聖而尊貴。硏 讀 本 書 ，可學習到人間 

的愛如何能榮耀神。以下列擧了本書提到的不同層面的愛：

肉 體 的 愛 ：美 麗 、純 潔 、肉 體 、性 本 能 、慾 望 、吸 引 、滿 足 、施 與 受 、 

同 在與分離、肉體的結合。

非 肉 體 的 愛 （社 交 性 的 、精 神 上 的 、靈 性 上 的 ）：吸 引 、伴 侶 、婚配與 

靈 交 、希 望 、快 樂 、施 與 受 、同在與分離、溫 柔 、犧 牲 、忠 實 、讚 

美 、美 麗 、愛 情 、純 潔 、完 全 、謙 卑 。

七 、 進階習作

最 後 ，請讀新約聖經以下各經文，了解各書對肉體與婚姻的敎導。 

肉 體 ：羅六12 — 1 3 、19 ; 林前六18 — 20 ; 帖前五2 3 。

婚 姻 ：太 一 九 5_6 ; 林 前 七 ；弗 五 22_33 ;提 前 四 1—5,五 14;來一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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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佑 之 ： <愛的讚歌> ( 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雅歌講題》（晨 星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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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side, H . A . A ddresses on the Song of Solomon.

Miller, A n d r e w . M editations on the Song of Solomon.

Taylor, J. H u d s o n . Union and Communion.

Woudstra, Sierd. "Song of S o l o m o n”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W a i y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 1

註 釋

1 .  擧 例 說 ，當人墮入 愛 河 時 ，他會用他的意志去選擇他所愛的。

2. Franz Delitzsch認爲這劇可分作六幕：

a. 戀 人 互 相 愛 慕 （一2至二7 )

b . 戀 人 互 相 尋 找 （二8至三5 )

c. 迎娶新 娘 回 家 （三6至五1 )

d . 愛 情 被 藐 視 ，但 仍 能 獲 勝 （五二至六9 )

e•很有吸引力而謙卑的書拉密女（六1〇至八4 ) 

f. 在書拉密女家鄕應允愛之約（八5 —14 )

( Franz Delitzch, Com m entary on the Song of So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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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lesiastes, p . 9-10.)
3. H . A . Ironside, A ddresses on the Song of Solomon, p p . 17-21. 

Merrill U n g e r , L/nger’s B i W e  Handfcoo/c, p p . 299-300撮載了  這 段 文  

字 。

4.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118.
5.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The A nalyzed Bible, p . 197.
6 .  耶 路 撒 冷 的 女 兒 ，可有一個象徵解法，就是指那些接近天國， 

但仍未得救之人。

7. 以西結書一六 20 — 2 1 、3 2 、38表 露 以 色 列 如 何 對 神 （喩作丈 

夫 ）不 忠 。

8 .  在 英 王 欽 定 本 聖 經 ，“Ishi”即 「我的丈夫」；“Baali”即 「我的主 

人」0

9 .  參 John Phillips, 茗 the Scriptures, 頁 116 ; Arthur

E . Cundall, Proverbs to JsaiaA 游 ，頁50起 ；也有同樣見解 0

10. Phillipfe，上引書頁 1 1 6。

11. Robert L ee, The Outlined Bible, p . 21.
12. 把說話的人分辨出來的聖經譯本有：N e 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 King James Version) ; N e 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Berkeley Version;及 T h e  Living Bible (意 譯 ）。

1 3 .  書中某些部分很難分辨誰說那些對白（如 ：六 11 ) ，這一點 

解釋了爲何不同的註釋書及譯本會有不同的標題。本書對人物對白的劃 

分 ，主要是根據新美國標準聖經譯本（N A S B  ) 。

14. 這 書 事 件 的 歷 史 性 是 淸 晰 的 ，書中多次提及它的地理背景  

(超 過 十 五 次 ）。（參地圖19. A  )

15. A n d r e w  Miller, M editations on the Song of Solomon, p . 1.

16. 同 上 書 頁 。



先知聖工

聖經中先知書共十七卷，由十六位先知所寫，因爲耶利米除寫耶利  

米 書 外 ，也寫了耶利米哀歌。先知書又區分爲大先知書與小先知書，是 

根據作品之長短而分。先 知 書 之 寫 作 ，自主前八四〇年（俄 巴 底 亞 書 ） 

至 四 二 〇 年 （瑪 拉 基 書 ） ，前後約歷四個多世紀。現依據舊約書卷的先  

後 次 序 ，列出先知書作者的姓名：

大先知書作者： 小先知書作者：

■ 以 賽 亞  ■ 何 西 阿  ■ 西 番 雅

■ 耶 利 米  ■ 約 珥  ■ 哈 該

■ 以 西 結  ■ 阿 摩 司  ■ 撒 迦 利 亞

■ 但 以 理  ■ 俄 巴 底 亞  ■ 瑪 拉 基

■
■ 約 拿  

■ 彌 迦  

■ 那 鴻  

■ 哈 巴 谷

十 七 卷 先 贿 綱 w 據 m  

最後部分，無a 麵 ，姬 當 總 夫  

George Adam Smith ) 說 ：「這 

樣編排是恰冑的，細 書 触 u r n  

最 後 ，相 對 纖 總 ，艦 m 。」1



第二十章

以賽 亞 書 ：聖者 

耶和華榮耀的寶座

在衆多寫作聖經的先知中，以赛亞可算是最偉大的。以赛亞書是聖 

經中最長的先知書，被 新 約 聖 經 引 用 的 次 數 也 較 任 何 一 卷 書 爲 多 ，又 

比其他先知書更多傳揚彌赛亞即將來臨的信息。以赛亞在以色列和猶大 

兩國的緊要關頭作先知，傳講預言約五十年（見圖表20. 3 ) 。希西家是 

猶 大 的 一 位 好 王 ，曾發動全國性的革新運動，而以賽亞扮演重要角色。 

安 加 （Merrill U n g e r  ) 說 ：「以赛亞是偉大的彌赛亞先知，並且是舊約 

先 知 中 的 王 子 。他 用 字 華 美 ，想 像 力 豐 富 ，風 格 活 潑 優 美 ，所預言的異 

象深遠而 且 廣 闊 ，是其他人望塵莫及的。」2

一 、舊約先知

毫 無 疑 問 ，先 知 的 職 分 ，以及祭司和君王的職分，對舊約猶太人的 

生 活 極 爲 重 要 。「先知 j一 詞 （包 括 其 他 同 義 詞 ）在聖經中出現逾六百  

六 十 次 之 多 ，其中有三分之二在舊約聖經。所 以 ，再花多一點時間硏讀 

先 知 書 ，也 不 爲 過 。

本章是硏究先知書的開始，讀者硏讀時，應注意舊約預言的一般主題。

A 先知的聽衆

舊約聖經的 先 知 書 ，大部分信息都是針對主前八四〇至四二〇年之 

間 神 的 子 民 （見圖表12. 2 ) 。以色列國的十個支派3未在主前七二二年 

被 亞 述 俘 擄 時 ，住在迦 南 北 部 （新約時代的撒瑪利亞及加利利地區）； 

另外佔兩支派的猶大國，未在主前五八六年被巴比倫俘擄時，住在迦南 

南 部 ，參看地圖20.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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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聽衆

神的子民最初是合一的，只是在所羅門末年一分爲二。耶羅波安是 

北 國 第 一 任 王 ，羅波安是南國第一任王，參閱列王紀上十二至十六章， 

試回顧以色列人的悲慘歷史。

先 重 溫 第 十 一 章 ，回顧舊約時代猶太人的四個歷史時期：寄 居 、共 

和 、君 王 和 被 擄 （及 歸 國 ）時 期 。先知書的聽衆就是最後兩個時期的以 

色 列 人 。

B  預言

在 舊 約 時 代 ，先知的主要任務不是預言未來要發生之事，而是宣吿 

神向他們啟示的旨意。有 關 預 言 ，阿 切 爾 （Gleason Archer ) 寫 道 ：

希伯來文 nibfc， ，在語源學上引起頗多爭論。最可信的來源，相信是 

亞 甲 文 （Akkadian ) 的 動 詞 n a b u，意 指 召 喚 、宣 佈 、呼 召 。故此 

nibba'—詞 ，毫無疑問是指被神呼召或選派作使者，並宣講祂的信 

息 。從這個字衍生先知 nabi'— 字 ，意 指 被 呼 召 的 人 。按 這 解 釋 ， 

先知是蒙神呼召的報信者，負責宣佈從上而來神要傳給衆人的信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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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先知的其他稱號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先知也有其他稱號，其中常用者有下列三種：

(1)「神人」一表示與神親密的屬靈關係。

⑵ 「先見」一 表 示 能 見 事 物 眞 象 ，並 能 洞 悉 神 所 隱 藏 的 事 物 （參撒上九

9 ) °

(3)耶和華的「僕人」。

先知也有稱爲耶和華的使者、受 靈 感 的 （何九7 ) 、神的闡釋者或 

神 的 發 言 人 。

D 作先知的資格

以下所列是先知的資格。由於責任重大，因此所定的資格也較爲嚴苛。

(一）  主的呼召

神有主權決定誰能爲祂作先知（參 賽 六 章 ；耶 一 章 ）。

(二）  特殊的能力

這是神的靈所賜的，使先知看見眞象（先 見 ），並能將神的啟示傳 

給 衆 人 。

(三）  屬靈的質素

不 一 而 足 ，包 括 不 自 私 、順服神的話語、愛 心 、信 心 、勇 氣 ，以及 

能忍受長期的苦難。

E  U 傅先知與筆傅先知

神的先知同有神呼召他們要達成的目的，他們主要的工作乃把神的 

信息傳給不信而背叛的以色列民（參 申一八 18_ 19 ) 。其中有些稱爲筆 

傳 （或 寫 作 ）先 知 。他 們 被 神 呼 召 ，不單是爲了口頭宣道，同時也是爲 

了寫作神所默示的先知書。其餘的先知稱爲口傳先知，大部分從事宣講 

傳 道 。

㈠ 口傳先知

聖經上所記的口傳先知人數甚少，他們的名字也常被忽略，參圖表 

1 2 . 1，找 出 以 下 各 位 口 傳 先 知 ：亞 希 雅 、易 多 、耶 戶 、以 利 亞 、以利 

沙 、俄 德 、示 瑪 雅 、亞 撒 利 雅 、哈 拿 尼 、雅 哈 悉 、戶 勒 大 ，這名單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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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大 衞 時 代 ，迦 得 的 拿 單 、米 該 雅 和 以 利 以 謝 。這 些 名 字 ，你認識多 

少 ？不 熟 悉 的 名 字 ，可 査聖經字典，認識他們的生平。參圖表12. 2 ，可 

見這些口傳先知都在筆傳先知之前出現。

先 知 職 事 的 設 立 ，約在撒母耳時代。他建立許多先知學校來訓練年 

靑 先 知 （「一班先知」，撒上一九20 ) 。這些先知仍屬口傳先知。關於這 

種 學 校 ，楊 格 （Fred E . Y o u n g  ) 寫 道 ：

這種先知學校的起源和歷史無人淸楚知道。根據撒母耳記上三章一 

節 ，在撒母耳蒙召爲先知前，以色列中的預言甚少，傳播不遠。這種 

先知團體在撒母耳時代興起，毫無疑問是由撒母耳所創立；這種團體 

繼續增長，直至以利亞和以利沙時代，而且只在以色列，猶大則沒有。5

被擄前

以色列

約 拿 阿 摩 司 何 西 阿

猶 大

俄巴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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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

彌迦

那鴻

西番雅

哈巴谷

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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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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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筆 傳 先 知

一 如 上 述 ，聖經的十七卷先知書是由十六位先知所寫。請硏讀圖表 

20. 1 ，先知傳道可分三個階段：

a.流亡前

在 被 擄 亞 述 （主前七二二年）及被擄巴比倫（主 前 五 八 六 年 ）之前， 

共有十一位先知。各 組 有 四 人 ，共分 兩 大 組 。

被 擄 亞 述 前 ：阿摩司及何西阿主要向以色列人傳道；以赛亞和彌迦 

則主要向猶大傳道。

被 擄 巴 比 倫 前 ：那 鴻 、西 番 雅 、耶 利 米 、哈 巴 谷 （猶 大 ）。

三位較早 之 先 知 ：約 拿 （以 色 列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猶 大 ）。

_b .流亡期間

當 中 有 兩 位 被 擄 流 亡 的 大 先 知 ，他 們 是 以 西 結 和 但 以 理 。

c.歸回後

歸回後的三位先知是撒迦利亞、哈該和瑪拉基。前兩位是以色列回 

歸 初 期 的 先 知 ，瑪拉基則是回歸後期的先知。

筆傳先知除以文字預言外，也以口傳方式向會堂或街上聚集的人羣 

宣 講 信 息 ，但爲了以後世世代代神的子民有機會硏讀聖經，他們主要的 

工 作仍是寫作。

F 先知的信息

無 論 先 知 蒙 召 作 口 傳 或 是 筆 傳 ，或 兩 者 兼 任 ，所傳的信息都是一 

樣 。舊約時代所有的先知預言，大致可歸入四大範疇：

(一） 敎 導 有 關 神 與 人 的 偉 大 眞 理

先 知 奉 獻 出 很 多 時 間 向 百 姓 傳 揚 神 —— 神 的 特 性 、神 的 國 土 、

神 的 旨 意 和 神 的 律 法 。先 知 也 爲 國 家 或 百 姓 個 人 的 靈 命 狀 況 作 出

診 斷 。

(二） 對 活 在 罪 中 的 人 發 出 警 吿 和 勸 吿

世人不能說神事先毫無警吿，便 審 判 世 人 。先知曾不斷警吿罪的審 

判 將 臨 ，並 勸 世 人 悔 改 ，回到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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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 慰 及 勸 吿 信 靠 順 服 神 的 人

這是先知信息中溫馨的一面。以赛亞書最後部分，充滿希望與安慰 

的 話 。

㈣ 預 言 將 來 發 生 的 事 情

先知的預言有兩種主題：⑴本國或國際將要發生的事件，包括長遠 

的 或 短 暫 的 ；（2)耶穌作爲彌赛亞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來臨。

讀 預 言 時 ，心中要記住幾件事：

a. 直接背景

先了解先知說預言時的政治與宗敎狀況。大部分先知書的背景，均 

可參閱列王紀與歷代志有關當時的列王歷史。例如以赛亞書第一節列出 

以賽亞作先知時的四位王，可即查考歷史書有關該四位王的事蹟，便可 

知道當時 的 罪 惡 ，而以赛亞就是針對他們的罪惡而發出嚴厲的信息。

要 了 解 先 知 書 ，必須先了解當時的國際形勢，尤其是稱霸一時的强 

國 ，更是不可不知。在先知時代統治世界的三大强國是：

亞述-— 直至主前六一二年（尼 尼 微 陷 ）

新巴比倫—— 直至主前五三九年（巴 比 倫 陷 ）

波斯—— 直 至 瑪 拉 基 （及 其 後 ）

b . 統治歷史的神

我們若記着人類歷史都在無所不知、無 所 不 能的神手中，便更易明 

白先知時代所有歷史事件。每 事 件 的 發 生 ，必 定 出 於 祂 的 旨 意 ，或是祂 

所 允 許 的 。在每件事未成爲歷史之前，祂 早 已 知 道 ，並 且 啟 示 先 知 ，在 

不 同 場 合 ，向列國宣佈。

c. 被揀選的民族

以色列是神的選民，由於神的選召，才產生以色列民族，在世世代 

代 中 ，神保守存留他們（有時僅餘少數遺民），以成就神與亞伯拉罕所 

立 的 約 。

d . 預言的四個重點

先知所說的預言，大部分環繞四個歷史重點：① 他 們 自 己 時 代 ； 

②即將面臨被擄（亞 述及巴比倫），及 其 後 的 回 歸 ；③ 彌 赛 亞 之 來 臨 ； 

④ 千 禧 年 。參圖表20. 2 。

先 知 如 站 在 高 處 （參圖表 20. 2之 A  ) ，向 前 瞻 望 ，把所見的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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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最 常 見 的 ，是揭發當時盛行之罪惡（參圖表 中 的 ① ），然後向遠處 

望 去 ，看到民族被擄離開故土，又見到猶太人終於被釋歸回（參 ② ）。 

有時聖靈讓他能更向遠望，見到將來彌賽亞的來臨（參 ③ ），甚至預言 

神的子民在千禧年中榮耀的復興與平安（參 ④ ）。

爲求了解先知預言的眞義，我們應判定毎一預言的主題究竟屬於以 

上 哪 一 點 ，6 通常先知的預言本身已經說明一切，例 如 ：讀以賽亞書五 

十 三 章 ，試判定先知所指是四點中哪一點（參圖表20. 2 ) 。

預言的四要熙 圖表20.2

e .彌 赛 亞 的 兩 個 主 題

先知預 言 基 督 ，所指不外乎祂的兩次降臨。第一次降臨爲受難的彌 

赛亞（例如赛五三章）；第二次是掌權的彌赛亞（例 如賽一一章）。先知顯 

然並未意識到第一次（受 難 ）與第 二 次 降 臨 （榮 耀 中 顯 現 ）之間有一段 

長時間相隔；基督的受難與掌權，他們似乎覺得時間上相距不遠。讀先知 

書預言部分時，應牢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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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賽亞

以 赛 亞 是 四 位 大 先 知 中 的 第 一 位 。這 四 位 大 先 知 是 以 赛 亞 、耶利 

米 、以西結和但以理。請參閱圖表24. 7 ，比較四大先知的生活與工作。

A 名稱

以 赛 亞 （Isaiah)是 希 伯 來 名 字 ，簡 寫 是 ，在以赛亞書及 

其 他 舊 約 聖 經 中 ，它 的 全 寫 是 Yes/iayaiiu，是 一 複 合 之 名 ，意爲「耶和 

華拯救」、「耶和華是救恩」及「耶和華的救恩」。

先知得此名字確是神的旨意。只要人提到以赛亞，就是在重述其信 

息 的 主 題 。他在書中最喜用「祂必拯救」和 「救恩」兩 詞 。

B  以賽亞的時代

以赛亞的生卒年日，無 人 知 道 。假如以赛亞書七章三節寫於主前七 

三 四 年 ，而其子當時並非僅是一小孩，以赛亞可能生於主前七六〇年 。 

「因 此 其 早 年 是 處 於 繁 榮 安 定 、無 憂 無 慮 的 烏 西 雅 王 時 代 （參 賽 二 ，

三 章 ）。」7

讀 以 赛 亞 書 一 章 一 節 ，可知先知大部分時間在猶大諸王的年代工 

作 ：烏 西 雅 、約 坦 、亞哈斯及希西家。當瑪拿西接替希西家作王時，以 

赛亞很可能不再公開傳道。請參閱聖經字典，重溫以上各王之生平。 

仔細硏讀圖表20. 3 ，並與較大之圖表12.2比 較 。

參 看 圖 表 ，可 見 何 西 阿 、彌 迦 與 以赛亞同時代（參較何一 1 ; 彌一 

1 ) 。以赛亞在北國最後的十七年中說預言，不過他的預言卻以南國爲 

主 要 對 象 。當以色列的王位因罪惡而傾覆時，猶大也逐漸走下坡，不過傾 

覆 較 爲 緩 慢 而 已 。以 赛 亞 的 歷 史 背 景 ，可參看列王紀下十四至二十一 

章 °

C 以賽亞的品格

以 赛 亞 勇 敢 無 懼 ，待 人 眞 誠 ，說話簡 單 淺 白 ，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 

在神眼中的所作所爲，社會各個階層，無人能逃過他公開而嚴厲的指責。 

在 有 需 要 時 ，以赛亞會絕不妥協地直斥其非，但他深愛他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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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出審判的警吿時，也正如慈愛的母親，溫柔地懇求百姓接受他的忠 

吿 ，走向光明的前途。

以赛亞也是一位有美好靈性與堅强信心的人。因他經常與神保持親 

密 交 通 ，不 會 傾 向 世 界 ，或 是 對 神 懷 疑 ，並且無論對人對事，皆能從神 

及永生的角度着眼。

以赛亞具多方面的恩賜。他是天生的詩人、政治家和 演 說 家 ，因而 

使他的先知工作更有力量。

D  以賽亞的生活與工作

我們對以賽亞的認識甚少。聖經重視他的信息多於他個人。關於他 

的 身 世 ，我 們只知他是亞摩斯的兒子（賽一 1 ，並 非 先 知 阿 摩 司 ）。他 

的父親可能頗有名望，因爲舊約聖經曾有十三次提到以賽亞是亞摩斯的 

兒 子 。

猶太傳統認爲以賽亞屬於王族後裔，是亞瑪謝王的兄弟，烏西雅王 

的 表 兄 弟 。他的作品顯出他的智慧，並曾受良好敎育；他 對 經 文 熟 稔 ， 

對當時的政治事件瞭如指掌。

以 賽 亞 的 妻 子 是 女 先 知 （賽八3 ) ，生 有 二 子 ，一名瑪黑珥沙拉勒 

哈 施 罷 斯 （意 思 是 擄 掠 速 臨 ，參八3 ) ，另 一 名 施 亞 雅 述 （意思是餘民 

必 回 歸 ，參七3 > 。他們的名字特別代表以賽亞對其國人信息的兩個重 

點 ：第 一 ，如果國人拒絕從拜偶像及罪惡中悔改回轉，神 就 責 罰 他 們 ， 

讓 異 國 征 服 他 們 ，把他們俘擄離開故土多年，其景象正如兇猛的狼撲向 

羊 羔 ，把 牠 抓 回 狼 穴 。第二個名字象徵神容讓他們被擄作爲對他們的懲 

罰 ，之 後 ，必讓他們歸回故土，但僅有少數餘民得此機會。

以 赛 亞 之 死 （日 期 或 原 因 ），無 人 知 道 。根 據 傳 統 說 法 （他勒目 

[ Talm ud ]—— 猶 太 法 典 ），他 被 惡 王 瑪 拿 西 鋸 爲 兩 半 （王下二一  

16 ; 來—— 37 ) 。

三 、以賽亞書

A  風格

以赛亞書基本上是一系列的講道，在不同的時間與場合發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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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道 的 排 列 乃 按 時 間 次 序 ，與歷史事件息息相關。8 題 目 之 編 排 ，待下 

面綜覽部分再予討論。

以赛亞書風格高超，詞 藻 華 美 ，善 於 鋪 排 ，因此以賽亞的講道能吸 

引 並 激 勵 聽 衆 。文體雖然不是詩體，但常用詩的技巧，並 多用比喩。他 

亦擅長使用豐富的詞彙，表達强而有力之眞理，而他那具諷刺性的文筆 

(包 括 使 用 反 語 法 〔irony〕與表示輕視的譏諷語〔sarcasm〕，以暴露 

及反駁某種行動及態度，例如赛四〇19 —2 0 ，四一6 — 7 ，四四13 — 20 )， 

更富蜂螫刺痛的效果。

B  大網

以赛亞的多篇講道，在大綱與性質方面都很相似。以下四點通常在 

各 篇中均可發現：⑴ 控 訴 ，⑵ 威 脅 ，⑶ 懇 求 ，⑷潔淨與祝福的應許。

第 一 篇 講 章 （第 一 章 ）便 說 明 此 點 ：

⑴ 控 訴 （1 — 9 )

⑵ 威 脅 （10 —15 )

(3)懇 求 （16—20 )

⑷潔淨與祝福的應許（21—31 )

C  以賽亞書的詩歌

以赛亞書雖然不屬詩歌書，但各種詩歌及疊句，卻 隨 處 可 見 ，較顯 

著 者 如 下 ：

⑴ 葡 萄 園 之 歌 （五 章 ）

⑵ 被 贖 者 之 歌 （一 二 章 ）

⑶ 沙 漠 開花之歌（三 五 章 ）

⑷ 棄 妻 團圓之歌（五 四 章 ）

四 、綜覽

請遵照前幾章的綜覽程序，槪讀以赛亞全書，並爲全書各章定下標 

題 。將首章與結尾作一比較，尋找主題的分類。留意不斷出現的鑰字鑰 

句 ，定下全書的主題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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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硏讀圖表20. 4 ，注意全書可分爲兩大部分，以三十九章與四十 

章 爲 分 界 線 。這種分法與你所定的全書大綱及各章分題一致嗎？綜覽圖 

表 分 成 兩 大 部 分 ，分 別 稱 爲 ：⑴ 神 的 審 判 ；⑵ 神 的 安 慰 。在以下討論 

中 ，請再思想這主題。

A  神 的 審 判 （一 至 三 九 章 ）

審判是以赛亞書前半部的主題—— 對猶大及耶路撒冷的罪惡，以及 

仇視神之選民的列國施行審判。雖然審判是這部分的主題，但對猶大的 

應 許 ，猶太人及外邦人的盼望，仍 然 隨 處 可 見 ，這就是預言彌賽亞的來 

臨 。在 黑 暗 中 ，常 見 「大 光 」照 耀 （九 2 ) 、「明 亮 的 晨 星 」（啟 二 二  

16 ) ，以及即將來臨的「救贖者」；以赛亞書最後數章尤對那「救贖者」有 

充 分 的 描 述 。

爲了更深 入 觀 察 ，將以赛亞書前半部再仔細分爲數個單元，方便繼 

續 硏 讀 。如 圖 表 顯 示 ，前十二章主要是向猶大及耶路撒冷講道，十三至 

二 十 七 章 是 對 敵 視 猶 大 之 列 國 講 道 ，十八至三十五章是各種警吿及應 

許 ，而最後四章則純屬歷史資料，實爲對列王紀下十八至二十章希西家 

王 朝 之 複 習 （參圖表20. 3 ，重溫希西家爲王時代的歷史）。請讀圖表所 

列 經 文 ，並找出如此臚列大綱的原因。

B  神 的 安 慰 （四〇至 六 六 章 ）

在以賽亞書第二部分，安慰是主要的信息，同時也再對惡者發出警吿。 

在這部分的各篇講章，均以預言爲主。可再分爲三個單元，各有九 

章 。請 讀 四 十 八 章 二 十 二 節 ，最 常 見 的 句 子 是 ：「主 說 ：『惡人沒有平 

安』」；這 也 是 第 一 、二部分 的 結 語 （參五七21 ) 。

第二部分的第一單元（四〇至 四 八 章 ）以眞神耶和華與假神偶像爲 

對 比 。第 二 單 元 （四 九至五七章）幾乎全是談及彌赛亞。第 三 單 元 （五 

八 至 六 六 章 ）描 述 神 的 選 民 最 後 的 復 興 ；那 時 候 神 坐 在 寶 座 上 （六六 

1 ) ，萬有都尊祂爲主（六六23 ) 。

同時也請注意圖表中以下的大綱：

救贖的應許 

救贖的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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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的實現

綜 覽 以 賽 亞 書 時 ，試觀察以上各大綱如何代表書中各部分。硏讀圖 

表20. 4其 餘 部 分 ，對了解全書信息亦有幫助。

以赛亞書範圍廣泛，但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記憶，就是把全書特點 

與 聖 經 連 在 一 起 ：

a. 以賽亞書共有六十六章；而聖經則有六十六卷。

b . 以赛亞書分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有三十九章，第二部分有二 

十 七 章 ；而聖經也分成兩大部分，舊約 三 十 九 卷 ，新約二十七卷。

c. 以賽亞書第一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審判，第 二部分是安慰；舊約聖 

經主 要 內 容 爲 律 法 ，新 約 爲 恩 典 。

d. 以赛亞書第一部分常有關於彌賽亞的暗喩或預言，但第二部分則 

對彌賽亞有充分的描述；舊約聖經常有暗喩基督的預表或預言，而在新 

約 聖 經 ，基 督 已 道 成 肉 身 ，出現在我們面前。9

五 、要旨

A  以賽亞蒙召作先知

以赛亞在早年蒙召作先知，當時的情景在第六章已有生動的描述。 

我 們 回 想 摩 西 （出 三 ）和 大數的掃羅（徒 九 ），都有相似的經歷。當神 

親自在他們面前顯現時，他們都認識了自己的卑汚無用，旣 無 力 量 ，又 

無 智 慧 ，願 意 在 神面前降服，接受祂的差遣。以賽亞就任先知的誓詞， 

已成爲歷代不少神僕的挑戰：「我 在 這 裏 ，請 差 遣 我 ！」（六8 )

B  警告與安慰

以赛亞一如大部分的先知，所傳信息都具雙重意義，正如本章前面 

所 述 ：一方面警吿犯罪的要受審判，另方面安慰行公義的必得救恩。在 

此 書 裏 ，這兩個主題對比鮮明。菲 力 斯 （John Philips ) 寫 道 ：「他的書 

一會兒狂風大作、日月無光，接着卻是陽光燦爛，彩 虹 高 掛 ，使人看見 

那擺在世 界 前 面 的 榮 耀 國 度 。J 10以賽亞書的對象主要是神的選民，但 

其 信 息 也 指 向 外 邦 諸 國 ；預 言 審 判 ，但 也 宣 吿 福 音 （一一1 0 ，四二6 ， 

四 五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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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彌 賽 亞 的 預 言

以赛亞書受人注意，主要是由於它對彌賽亞的預言，例如以賽亞書 

五十三章就是這種文學之典型例子。以賽亞書裏有關彌賽亞的預言，比 

任 何 先 知 書 都 多 ，安 加 （U n g e r  ) 說 ：「我 們 的 主 毎 一 分 的 榮 耀 ，以及 

祂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都在此—— 表 明 。」11請 讀 各 段 經 文 ，注意在有關基 

督 的 預 言 中 ，何者與下列主題有關：

救 恩 ：一 二 1 — 2 ，四 〇 1 1 ，五 二 7 ，六 一  1 

赦 免 ：六 6 ，四 〇 2 ，五 三 5 ，五 五 7 

潔 淨 ：一  1 8 、2 5 ，二 七 9 ，五 二 5 

平 安 ：九 6 ，二 六 1 2 ，三 二 1 7 ，五 三 5

請 讀 以 下 經 文 ，注 意 各 節 如 何 談 及 基 督 ：七 1 4一 1 5 ，八 8 ，九 1 —

2 ' 7 ，-----1 - 2 ，三 五 5 - 6 ，四 〇 1 2 - 1 8 ，四 二  1 - 3 ，五 〇 5 - 6 ，五 一

13,五 二 13 — 14,五 三  1 — 12,五 九 2 0 ，六 一 2 ，六 三 1 一 6 ，六 六  1 5 — 1 9 。

人稱以赛亞爲佈道先知，他將基督的救贖工作，淸楚而完全地宣吿 

出來，可與新約聖經任何作者相比，同樣把救恩之道，簡單明白地向人闡 

明 。在 已 硏 究 之 經 文 中 ，可 見 有 關 基 督 的 預 言 ：爲 童 女 所 生 、祂的名 

字 、人 性 與 神 性 、祂 的 謙 卑 、犧牲 與 升 高 。

D  預言未來

以赛亞如其他許多先知，蒙 神 啟 示 ，他的預言有四個重點：⑴當時 

形 勢 ，⑵ 將 要 被 擄 ，⑶ 基 督 降 臨 ，⑷ 新 天 新 地 。（參圖表20. 2 ) 全書內 

容 簡 述 如 下 ：

(一） 當時形勢

預言當時形勢是先知主要工作，全書皆淸楚可見。

㈡ 被擄

預言猶大將被巴比倫所擄，至於何時被擄（主前 五 八 六 年 ），只有 

神 知 道 。書中第一次提到被巴比倫（示 拿 ）俘擄是在十一章十一節；在 

希西家 王 年 代 ，預 言更加淸楚 （三 九 6 ) 。

(三） 基督降臨

在 安 慰 之 書 （四〇至 四 六 章 ）中 ，這方面的預言甚多，並提及祂第 

一 、二 次 降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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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新 天 新 地

預 言 末 後 的 日 子 ，尤 其 談 到 千 禧 年 ，基 督 爲 和 平 之 君 （九6 ) ，分 

散 世 界 各 地 的 以 色 列 選 民 重 聚 （二 七 12 — 1 3 ，四 三 5 _ 7 ，六五 

10 ) 。在最遠的地平線上，以賽亞看到新天新地（六五17 ) 。

六 、 鏡字縫節

以 赛 亞 書的鑰句是「以色列的聖者」。先知以賽亞喜歡這樣稱呼神， 

這名稱在書中出現超過二十五次以上（第一次是在一4 ) 。

以賽亞書 是 關 乎 「聖者耶和華榮耀寶座 J的 書 。最 合 適 的 鑰 節 是  

「聖 哉 ！聖 哉 ！聖 哉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 J (六 3 )

七 、 應用

本書在屬靈生活方面怎樣應用，包括回應主的呼召、在認識神的光 

中 生 活 、認 罪 、硬 心 、罪的審判及基督救贖罪人的工作。

八 、 進階習作

1.硏讀新約聖經中引用或提及以赛亞書之處。下表爲其中一部分。

引用者 經 節 所引以赛亞軎章節

馬 太
太四14—1 6 ，八1 7 ， 
一二 17—21

九 1 — 2 ，五 三 4 ， 
四二 1 — 4

施洗約翰 約一*23 四〇3

耶 穌 路四16—21 六一 1 — 2

使徒約翰 約一二 38—41 五 三 1 ，六 9 一10

以索比亞銀庫總管太監 徒八28—33 五 三 7 — 8

保 羅

徒二八25—27 六 9 _ 1 0 ，一〇 22_23

羅九2 7、2 9 ，一〇 16、2 0 ， 

一五12

一 9 ，五 三 1 ，六 五 1 ， 

一一 10

2.對於以賽亞書的作者是誰，常 引 起 爭 議 ，許多人認爲以赛亞書的 

作者並 非 一 人 。請參考贊成與反對此說法之意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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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H 宣道出版社代理）

唐 佑 之 ：《福音的傳人> ( 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H _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Martin, Alfred:<W 賽亞書》（人人 聖 經 注 釋 ）（宣 道 出 版 社 ）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以赛亞書> ( 摩根 解 經 叢 卷 ）（基 道 書 樓 ）

<以赛亞書硏經導讀》（天 道 書 樓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llis, O s wald T . The U nity of Isaiah.

Culver, Robert D . The Suffering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s 
Righteous Servan t

Fitch， W . “Isaiah” in 77ie N e 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556-62•(中 

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1-132; 191-214.(中 文 譯 本 爲 《舊 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Payne, J. Barto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p p , 278-320. 
Robinson, George L . aIsaiah>,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1495-1508.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p p . 299-321.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197-222.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 . Isaiah F ifty-Three.
---- . Studies in Isaiah.

---- . Who Wrote Isa iah ?

以 赛 亞 書 ：聖者耶和華榮耀的寶座 349

B  釋經

Alexander, J. A . Comm entary on Isaiah.

Archer, Gleason L . “Isaiah” in T h e  W y c W / 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i y .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elitzsch, Franz. Com m entary on Isaiah.

Jennings. F . C . Studies in Isaiah.

Kissane, E . J. The Book of Isaiah.

Skinner, J.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Isaiah.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The Book of Isaiah.

註釋

1. George A d a m  Smith, The Book of the Twelve, 1:3.
2. Merrill F . U n g e r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 306.
3.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以色列通常是指整個國家，有時是指北國。這 

書所提及的以色列，通 常 是 指 前 者 ，否則會特別註明。

4.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 284.(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抒出版社 0 )

5. Fred E . Y o u n g ,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The W ycliffe 
JBib/e Gonmientary, p . 287-88•(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好 

出 版 社 。）

6 .  預言有時是多重應驗，例如預言猶太人被擄歸回，可 指 ：⑴從 

巴比倫被擄歸回；⑵在末日所有以色列人要從世界各地歸回。

7. G . T . M a n l e y , The N ew Bible Handbook, p . 214.
8. 以 赛 亞 書 的 寫 作 日 期 可 參 一  1 ，六 1 ，七 1 ，一四2 8 ，二〇 1，

三六 1 。

9 .  以賽亞書被稱爲「聖經的縮影」，是因爲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

10.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 131.
11. U n g e r ，上引書頁307 0

1 2 .  可參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W/io Wrote Jsai'a h ?



第二十一章 

耶利米書：審判之書

以赛亞死後約六十年，神呼召一位年約二十一歲的靑年耶利米，擔 

任一項旣困難而又緊急的任務—— 在民族大難前夕宣講祂的道。

一 、 讀前準備

1. 溫習第二十章舊約先知槪述。參考圖表20.1 ，注意耶利米何時傳 

道 ，並與以賽亞及其他先知的時間比較。

2. 讀列王紀下二十四章一節至二十五章三十節。此段經文報導耶路 

撒 冷 之 陷 落 ，是耶利米預言中的悲劇事件。

二 、 耶利米

A 名稱

耶利米之名來自希伯來詞語耶米雅戶（Yirmeyahu ) ，字面意義是 

「耶 和 華 必 擲 出 」。由 此 而 引 伸 的 譯 法 如 ：「耶和華建立」、「耶和華擢 

升」、「耶和華至高」，及「耶和華所指派」。這些名稱對蒙召擔重任的耶 

利 米 來 說 ，均 屣 適 當 。

B  在衆先知中的地位

有 人 說 ：「耶利米在舊約歷史閃亮的衆星中最爲燦爛 。」在神的計劃 

中 ，耶利米於猶大國最黑暗的時刻、國破家亡之際蒙召作先知，因 此 ， 

他有「哭泣的先知」，或 「心碎的先知」之 稱 。但他所遭遇的苦難、所流下 

的 眼 淚 ，卻 非 爲 着 自 己 ，而是因爲國家的罪惡，以及罪惡所帶來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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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而傷心難過。耶利米生逢國難前夕，可能他是唯一了解國家已危在 

旦 夕 的 人 ，不 久 之 後 ，榮耀而美麗的耶路撒冷，甚至宏偉的聖殿，都要 

變 成 廢 墟 ，他所愛的人民也成爲俘虜。他也知道他的國家雖曾是神特別 

愛 惜 的 ，但 因 怙 惡 不 悛 ，將 要 被 神 暫 時 棄 置 一 旁 ，王權將歸入外邦人 

手 中 ，難怪耶利米會傷心流淚。

在所有筆傳的先知中，耶利米與以赛亞最爲突出。二 人 不 相 伯 仲 ， 

難 分 高 低 ，因 他 們 的 傳 道 工 作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有 不 同 之 處 ，故難以比 

較 。二人性格也各有不同 * 以赛亞勇敢無畏；耶利米則溫和而富憐憫。 

以赛亞生活於猶大被擄前百多年；耶利米傳道則在國家大難之秋（參閱 

圖表12. 2 ) 。以赛亞曾預言國人如不回轉向神，審 判 即 將 來 臨 ；耶利米 

在其傳道末期對猶大的特別使命，則是警吿國人審判就在眼前，神要暫 

時 棄 絕 他 們 ，無人能挽救他們逃避神的刑罰。

圖表21.1列出與耶利米同期工作的先知。至於那些先知的資料，可査 

考 聖 經 字 典 ，作爲硏究耶利米書之背景。與耶利米同期的先知有那鴻、 

西 番 雅 、哈 巴 谷 、但以理及以西結。他們都是神忠心的發言人，而耶利 

米更是其中的典範。

C 當時的形勢

認識耶利米時代歷史（王下二二至二五章）的人，不難了解神爲何不 

再容忍祂的子民。爲保守祂的子民不被毀滅，神已差遣以賽亞，說盡了 

祂 要 說 的 一 切 話 ，但他們卻充耳不聞。因此當以赛亞停止說話時，神向 

以色列人靜默無言達六十年之久。參閱圖表12. 2 ，注意瑪拿西王朝沒有

先 知 。

以赛亞和希西家離世後，拜偶像和無數異敎可憎之物就在瑪拿西統 

治之下盛行起來。瑪拿西是惡王之一，最嚴重的罪行便是在聖殿築壇拜 

巴 力 ，並在耶和華曾立名的聖殿（王 下 二 一 章 ）中豎起雕刻的偶像。

關於耶利米時代猶大國的道德狀況，耶利米書五章三十一節有深入 

的 描 述 ：「就 是 先 知 說 假 預 言 ，祭司藉他們把持權柄，我的百姓也喜愛 

這 事 。」有 五 十 年 之 久 ，君 王 、祭 司 及 人 民 褻 漬 神 ，不 法 之 事 ，與日倶 

增 ，直到猶 大 亡 國 。雖然神爲着約西亞（好 王 ）良善的心和正直的生活 

而躭延祂的審判，但在他死後二十五年，猶大國便吿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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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政治與道德混亂的環境中，神差遣耶利米作祂的發言人。 

耶利米很多傳道工作都與當時危急的國際形勢相關。參閱地圖21. A ， 

可見迦南是位於西南方的埃及和敍利亞、亞 述 、巴比倫及其他北方諸國 

之 間 。任何一國要稱霸世界，必須先控制迦南。

D 同時代的人

參圖表 21.1，以了解耶利米的歷史背景。當時的人大致 可 分 爲 三 類 ：

(一）  同時代之先知 

前 文 已 論 及 。

(二）  同時代之君王

即耶利米作 先 知 時 ，在猶大國當政的君王。約西亞是唯一的好王， 

約哈斯和約雅斤作王的時間很短。約 西 亞 、約雅敬和西底家是耶利米爲 

先知時主要的君王。耶利米書記載以上三王的經文如下：

約 西 亞 ：二 1至一二17

約 雅 敬 ：三1至 二 〇 18，二五1至二七11

西 底 家 ：二一 1至二四1 0 ，二七12至三九18

(三）  同時代之外敵

耶 利 米 傳 道 初 期 ，威脅 猶 大 國 的 ，主要是埃及與亞述。猶大不斷試 

圖與某些强國締結盟約，以求合力抵抗其他勢力。耶利米主要的信息是 

修好選民與神的關係，信靠祂能保守他們免受列强侵擾。

其 後 ，由於發生兩件事情，使猶大國外的威脅轉移來自巴比倫：（1) 

亞述於主前六一二年敗於巴比倫，尼尼微陷落；⑵主前六〇五 年 ，在迦基 

米 施 之 戰 （the Battle of Carchemish ) ，埃 及 敗 於 巴 比 倫 。猶大國試 

圖 抵 抗 巴 比 倫 ，但耶利米奉神指示，促 猶大國投降，避 免全國盡毀，因 

被擄之審判是無可避免的。

熟讀當時國 際 形 勢 ，對耶利米在不同場合，所發的不同預言，便更 

易 了 解 。

E 耶利米的性格

耶利米的性格似乎不能與他所肩負的重要使命相稱。曾有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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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他 有 這樣的描述：

害 羞 、怕 人 ，是非常不適合作先知的。他在連續多年被棄絕與迫害之 

下 ，仍能堅守所負的使命，實由於他的勇氣和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 

恩 典 ，他早已崩潰了。1

雖然耶利米天生膽小懦弱，神卻要他宣吿一個偉大的信息；雖然他 

感 情 脆 弱 ，神卻要他宣佈極爲嚴厲的判決。他對同胞充滿同情和忠誠， 

但並未超過他對神的忠心和對神的公義的敬愛。

耶利米深深感到神的眞實，他有無懼的信心，他 相 信 禱 吿 ，並且願 

意爲神的緣故受苦。耶利米天性溫柔，有忍耐而且勇敢，坦 白 和 熱 情 。 

他 誠 實 ，故 不 會 受 賄 ^他 感 情 深 厚 ，因此對神的審判決不會視若無睹。 

他 完 全 獻 身 於 神 的 使 命 ，就是傳講神的信息。有人更認爲耶利米是「舊 

約 歷 史 中 ，最勇敢最高貴的先知」。

F 耶 利 米 的 生 活 與 工 作

耶 利 米 生 於 瑪 拿 西 （極 惡 的 王 ）時 期 ，在 亞 拿 突 （Anathoth ) 的 

小 鎭 （位於耶路撒冷以北數哩）長 大 。他的父親名叫希勒家，是 祭 司 ， 

所 以 子 承 父 職 ，耶利米早年投身祭司工作。他 年 幼 時 （約二 i -一 歲 ）， 

神 向 他 呼 召 ，膏 立 他 爲 先 知 ，同時也停止了他祭司的職務（耶 一 章 ）。

耶利米立即轉向新的工作，作神的代表及發言人達五十年之久。其 

間 ，君 王 、統 治 者 、祭 司 、政 客 及 假 先 知 ，都激烈反對耶利米所建議的 

國 家 政 策 。

耶利米記下他難受的經驗，他 要忍受譏笑、拷 打 、誤 解 、飢 餓 、嘲 

弄 、威 嚇 ，以至被各階層的人，甚至朋友所咒詛（參—— 1 8 _ 2 3 ，一二 

6 ，一八 11 — 1 8 ，二六 1— 1 5 ，三二 1一 3，三八6— 1 3 、28 ) 。

先知耶利米漫長的一生，悲 哀 而 動 盪 。他常感沮喪氣餒，幾乎放棄 

工 作 ；但是在 他 骨 中 的 聖 靈 之 火 ，卻 保 守 他向神忠心（二〇9 ) 。格雷 

( James G r a y  ) 描寫那些如火的試谏：

「神將他擺在兩個『不可』之 間 ，或者也可說在兩堆火之間：外在的迫 

害 ；內在的聖靈，而後者更爲熾烈。爲免被聖靈之火燒滅，他情願行 

經迫害之火。有一次，他 說 ：『我不能再奉祂的名講論』，但接着卻說： 

『我含忍不住，不能自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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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生活很孤單，正如 上 文 所 說 ，甚至他的朋友和親屬也陰謀 

殺 害 他 。神曾指示他不可結婚生兒育女（一六1—4 ) ，但在他一生的事 

業 中 ，大部分時間都有一位同伴在他身旁，那 就 是 巴 錄 。巴錄充當耶利 

米 的 祕 書 ，將耶利米所說的話都寫在書卷上（三六4—8 ) 。第四十五章 

全是神對他的信息，在耶利米所經歷的風暴中，巴錄都在他身邊，甚至 

被 放 逐 時 ，二 人仍在一起。

耶 利 米 的 部 分 任 務 ，是說服猶大百姓與統治者，叫他們相信那「北 

方」來的國家—— 巴 比 倫 （四6 )—— 是神所命定將來要作猶大國主人的。 

而猶大國與其他盟友的關係，更加速劫難的來臨。但沒有人接受他的忠 

吿 ，主 前 五 八 八 年 ，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終於來到，圍 城 進 攻 ，約三十 

個 月 後 （主 前五八六年），城與聖殿全遭摧毀。

聖經對耶利 米 之 死 ，沒有詳細記載。傳說他在埃及被猶太人用石頭 

打 死 ，而猶太人正是他千辛萬苦想要拯救的。

三 、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並非在一夜之間寫成，乃是歷時多年才寫成的。

雖然「神對罪的審判」這主題在書中到處可見，但材料的編排並不淸 

楚 。從 該 書 可 見 ，耶利米在各種不同時間及環境下寫作不同部分，包括 

傳 記 、歷 史 、敎義及預言。當各部分綜合成爲一書卷時，均 採 同 一 模 式 ： 

前 半 部 是 講 道 ；後半部是敍述。耶利米以他蒙召及受聖職之事蹟爲本書 

導 引 ，而補充材料則附載於書末，下表爲耶利米書的結構：

- 二一 三四 四 五  五二

簡介及

蒙召
講 道 特别預言 敍 述 補 充

這種結構沒有緊密的時間次序，顯然耶利米主要是採取論題式的寫 

作 方 法 ，而非嚴格的 時 間 順 序 法 。3 同 時 ，在 耶 利 米 的 講 道 中 ，自有一 

種時間順序。請參圖表21.3 , 注意列王的次序：約西亞、約雅敬、西底家。

耶利米書的主題發展是隱晦的，高潮在於耶路撒冷陷落，此事記載 

在 書 末 。在 此 之 前 ，主要內容包括耶利米的傳道工作及個人經歷，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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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生這悲劇之時刻。

耶 利 米 的 預 言 ，主要包 括 講 道 （或 神 諭 ）和 敍 述 ，它們散佈在全書 

各 處 ，所 循 模 式 如 下 ：一至二十章主要爲預言神諭；二十一至三十三章 

是 講 道 與 敍 述 交 織 ；三十四至四十五章主要爲敍述；四十六至五十二章 

主 要 爲 神 諭 。向 人 或 國 家 宣 講 的 神 諭 ，通 常 先 以 權 威 口 脗 作 介 紹 ，如 

「主如此說」等 ，而文體則採用希伯來的詩歌體。4

四 、綜覽

1. 這種綜覽法有如在摩天大厦俯瞰全景，將 全書逐章略讀，觀察各 

章 的 內 容 ，並給各章加上標題。

2. 將內容相似的篇章編成一個單元，並 與 下 列 比 較 ：

章 内容

二 至 二 〇 預言劫難

二 一 至 二 九 各章均有尼布甲尼撒出現

三〇 至 三 三 有關新約的預言

三 四 至 三 九 記耶路撒冷被圍及陷落

四〇至四四 耶路撒冷陷落之後

四 六 至 五 一 有關外邦之預言

請注意耶利米書各章均包括在上表中，請詳細重讀其中一些篇章。

3. 硏讀圖表21. 3 。並以這圖表作輔助，繼續硏讀此書。

4. 預 言 是 主 要 部 分 ，在一至四十四章，而四十五至五十二章爲補充

資 料 。

5. 主要部分可分爲兩部：上 部 與 下 部 。其分界線在第二十一章，因 

爲 ：⑴此處的歷史敍述成爲預言的重要部分；⑵下部記載西底家王時代 

的 事 蹟 ，而上部各章則記載約西亞王與約雅敬王時代的事蹟。

6. 耶 利 米 指 斥 罪 惡 ，呼_ 以色 列 民 悔 改 ，警吿神的審判即將來臨。 

他的講道可分成以下三類：

公 開 講 道 （二 至 一 〇 章 ）

個 人 經 歷 （一 一 至 二 〇 章 ）

確 信 被 擄 （二 一 至 二 九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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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以上各章經文，看看上列大綱是否恰當。

7. 耶利米書中最光明的部分爲三十至三十三章，通常稱爲「安慰之 

書」。在 此 ，耶利米的眼光超越了被擄之年代，而預見以色列民復國歸 

回 ；他 超 越 舊 約 時 代 ，看見新 約 時 代 （參三一31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種光明的預言竟在耶利米敍述耶路撒冷被圍攻與陷落之前宣吿。請將此 

處與啟示錄描述審判之前所記載的頌歌相比較。

8. 三十四至四十四章主要敍述這書的重要大事—— 耶路撒冷的陷 

落 ，及其陷落之前後情形。（請參閱各章經文）徒四十至四十四章，可 

看 見 兩 件 事 情 ：⑴耶利米在審判來臨之後，對神及猶太人之忠誠，正如 

在審判之前一樣，毫無改變;⑵猶太人的頑梗及死不悔改的心，依然不變。

9. 細 讀 補 充 資 料 （四 五 至 五 二 章 ）的 內 容 ；這些資料爲何寫於書 

末 ？有 關 外 邦 之 神 諭 ：神對於罪惡之審判是一視同仁的，絕 不 偏 倚 。擧 

例 說 ，神雖使用巴比倫懲罰猶太人，但巴比倫自己犯罪，也 無 可 赦 免 。

五 、要旨

A  耶 利 米 蒙 召 （一4 - 1 9  )

耶利米蒙召作先知時，年 紀 尙 輕 。與以賽亞蒙召的經歷相比，耶利 

米 顯 得 十 分 平 凡 （參 六 章 ）。耶利米沒有特別的異象，沒有看見寶座與撒 

拉 弗 ，神只是安安靜靜地向他的心說話，把艱鉅的使命擺在他面前，並 

應許隨時與他同在。

讀耶利米書一章四至十節，有關他蒙召的經過，有 下 列 各 點 ： 

⑴未出母腹便已蒙召（4 — 5節 ）。

⑵他 以 自 己 年 幼 ，缺乏經驗來推辭，不肯接 受 召 命 （6節 ）。

⑶ 神 的 召 命 ，無 可 推 辭 （7 節 ）。

⑷神以祂的保護作應許（8 節 ）。

⑸耶利米接受神親手按口，並領受祂的信息（9節 ）。

耶利米的蒙召淸楚說明先知主要的工作是爲神發言。要審判猶大地 

人 的 罪 乃 是 神 ，而要留下餘民的也是神。但是神要找一個人向將被審判 

的猶大發出警吿，而且也安慰那少數忠心的人。

耶利米在亞拿突衆祭司中間事奉，這是神所預定的，祂的計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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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然 ，現 在 他 的 時 間 到 了 ，神 曉 諭 他 就 任 先 知 。他 一 接 受 任 命 ，立 刻 就  

因 着 至 高 者 的 託 付 、至 高 者 的 信 息 和 至 高 者 的 保 護 ，深 受 感 動 ，靈命 大  

大 增 長 。

B 雙 信 息

耶 利 米 的 信 息 是 雙 重 的 ：毀 壞 與 建 立 （注 意 一 章 十 節 中 「毀 壞 」與 

「建 立 」二 詞 同 時 出 現 ）。如 再 詳 盡 的 區 分 ，他 的 信 息 可 分 成 四 個 部 分 ， 

如 圖 表 2 1 . 2 。

耶利米的信息 08表21.2

毀 壊

四 主 題 重 無 時 間 因 素

1 . 斥 責 人 的 罪
現 在 狀 況  

( 參 二  1 一 3 7  )

2 . 警 吿 神 的 公 義
預 言 將 來

(參 二 〇 4 ，二 三 至 二 六 ，三 一 ）

建 立

3 . 邀 請 神 的 恩 典
現 在 提 出

( 參 三 1 至 四 4 )

4 . 安 慰 人 的 希 望

預 言 將 來

( 參 二 三  1 — 4 0 ，了 〇  4  — 1 1 ， 

•： *.37— 41  » •： ：1 4— 2 6  )

耶 利 米 的 工 作 集 中 在 圖 表 21. 2中 第 一 、二 主 題 ，然 而 他 並 不 只 講 審  

判 ，他 也 常 講 神 要 他 們 回 轉 歸 向 祂 ：「耶 和 華 說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啊 ，回 

來 吧 ！我 必 不 怒 目 看 你 們 。」（三 12 ) 這 復 興 是 有 條 件 的 、是 立 刻 的 。 

他 也 講 到 較 遠 的 未 來 ，預 言 神 保 守 餘 民 、另 立 新 約 ，以 及 救 主 的 來 臨 。 

他 對 彌 賽 亞 的 預 言 雖 比 不 上 以 赛 亞 那 樣 多 ，但 也 是 有 力 而 淸 楚 的 預 言 ， 

與 以 賽 亞 不 相 伯 仲 。 （請 讀 二 三 5 — 6 ，三 一 3 1—3 4 ，三 二 37 —41 )

C  認罪

耶 利 米 書 頗 多 自 傳 式 及 認 罪 的 記 載 。不 像 以 賽 亞 書 略 略 記 載 作 者 的  

生 平 。請 讀 耶 利 米 書 認 罪 的 禱 詞 ：一〇 23 — 24 ------ 18至 一 二 6 ，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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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 8 ，一 七 9 — 1 1 、14 — 1 8 ，一八  18 — 2 3 ，二 〇 7 _ 1 8  〇

D  象徵

耶 利 米 書 中 頗 多 象 徵 性 行 動 ，包 括 耶 利 米 的 實 際 經 驗 ；神 藉 這 些 經  

歷 敎 導 他 和 猶 大 某 些 重 要 的 屬 靈 眞 理 ，以 下 爲 一 些 明 顯 例 子 ：

⑴ 麻 布 腰 帶 （一 三 1 一 11 )

⑵ 窖 匠 與 泥 土 （一八 1一 8 )

⑶ 打 碎 的 瓦 器 （一 九 1 — 13 )

(4)耶 利 米 的 獨 身 生 活 （一六 1一 9 )

⑶ 亞 拿 突 的 地 （三 二 6 — 44 )

E  末後之時

耶 利 米 如 以 赛 亞 先 知 一 樣 ，預 言 神 的 子 民 必 定 復 歸 故 土 。但 耶利米  

書 三 3 ，三 一 8 _ 3 0 、31 — 3 7 ，三 二 3 6 _ 4 4 ，三 三 6 — 18亦 指 出 ，在 七 十  

年 後 ，百 姓 自 巴 比 倫 歸 回 ，並 未 完 全 應 驗 了 預 言 （請 讀 以 上 所 列 經  

文 ）。耶 利 米 心 中 有 一 個 更 大 的 復 興 ，會 更 完 全 的 應 驗 預 言 。以 上 所 列  

擧 的 經 文 ，預 言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都 將 回 歸 ，但 不 單 從 巴 比 倫 歸 回 ，而是從 

世 界 各 國 回 歸 ；而 且 也 提 到 神 的 新 約 、將 來 的 興 旺 和 神 的 賜 福 ，以及人 

的 悔 改 和 順 服 。

在 末 後 時 ，神 的 子 民 有 如 此 的 光 明 盼 望 ，是 根 據 甚 麼 ？答 案 見 於 聖  

經 不 同 部 分 ，其 中 之 一 是 神 自 己 的 話 語 ，記 於 耶 利 米 書 ：

「我 以 永 遠 的 愛 愛 你 ，因 此 我 以 慈 愛 吸 引 你 。以 色 列 的 民 哪 ，我要再建 

立 你 ，你 就 被 建 立 。 j  (三 一 3 — 4 )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十 一 章 說 以 色 列 的 復 興 ，是 由 於 神 永 不 改 變 、無法測  

度 、永 恒 不 止 的 愛 。

六 、縫字鑛節

耶 利 米 書 最 突 出 的 鑰 字 是 「歸 回 」，全 書 出 現 有 四 十 多 次 。參 考 圖 表

21. 3其 他 鑰 字 鑰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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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應用

主前六世紀寫成的耶利米書，對二十世紀的世界很重要，因爲耶利 

米的時代和今日非常相似，同 是罪惡深重；叛敎與僞善充斥；國際間的 

力量平衡危如累卵，聯盟關係朝秦暮楚；神的使者只是寥寥可數；世界 

末日將如山崩之來臨，隆隆之聲愈來愈强。耶利米書淸楚表明衆人與列 

國的命運都在神的手中。在這 末 世 時 代 ，這古書的信息很合時，信徒可 

從 中 獲 得 啟 示 ，明白神在今日與明日的世界裏的作爲。硏 讀 本 書 後 ，請 

將能應用於今日世界的部分列擧出來。

八 、 進階習作

使用本書以外的資料，完成以下兩個功課：

1. 硏 究 下 列 君 王 的 生 平 ，他 們 都 與 耶 利 米 的 傳 道 工 作 有 關 ：約西 

亞 、約 哈 斯 、約 雅 敬 、約 雅 斤 及 西 底 家 。5 ( 讀王下 二 二 至 二 五 章 ；代 

下 三 四 至 三 六 章 ）

2. 硏究耶利米書所載事件之時間次序。6

九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江 守 道 ：《神說話了—— 舊約各卷精華> ( 卷 五 ）（活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Jensen，Irving L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 人 人 聖 經 注 釋 ）（宣道出 

版 社 ）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耶利米書》（摩 根 解 經 叢 卷 ）（基 道 書 樓 ）

(耶利米書硏經導讀> ( 天 道 書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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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 論

C a w l e y , F . “Jeremiah” in T h e  iVe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  

《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 n  Introduction to t/ie O W  T'estament Prophets, 

p p . 237-50.(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Jensen, Irving L . Jerem iah and Lam entations，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p . 5-15; 117-25.(中文譯本爲《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 

歌》〔人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

P a yne, J. Barto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p p . 320-47.
Schultz, Samuel J. The Old Testam ent Speaks, pp . 322-43.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223-33.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聲 出 版 社 。）

B  釋 經

Ball, C . J., and Bennett, W . H . The Book of Jerem iah.

Graybill，John F . “Jeremiah” in T h e  WycJiffe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出版社。）

Hyatt, J. Philip. Jerem iah, Prophet of Courage and Hope.
Jensen, Irving L . Jerem iah and Lam entations,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 譯 本 爲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人人聖經注 

釋〕，宣 道 出 版 社 。）

Latsch, Theodore. Jerem iah.

Leslie, Elmer A . Jerem iah.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Studies in the Prophecy of Jerem iah.

Peake’A .S .JeremiaAanc/ Larnentatians.

Smith, George A d a m . Jerem iah.

註釋

1. John G ray bill, “Jeremiah,” TTie Wychf/e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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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6 5 6 .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 籽 出 版 社 。 ）

2. James M . G r a y , Synthetic Bible Studies, p . 148.
3. 書 中 雖 然 沒 有 提 及 歷 史 年 份 ，但 可 參 考 各 王 作 王 的 年 期 ，當 時  

作 王 的 有 約 西 亞 、約 哈 斯 、約 雅 敬 、約 雅 斤 、西 底 家 （參 一  1一 3及 圖 表

21 . 1  ) 。例 如 ：二 一  1是 西 底 家 剛 開 始 作 王 ；二 五 1是 約 雅 敬 作 王 第 四  

年 ；二 六 1 及 二 七 1是 他 剛 開 始 作 王 ；二 八 1再 次 提 及 西 底 家 作 王 。硏 讀  

耶 利 米 書 時 ，必 須 把 這 些 資 料 熟 讀 。

4 .  有 關 詩 體 的 形 式  * 可 參  T h e  W e s tm in s te r S tu d y  £ c/i t i〇r2 o f  

tA e H o t y  B iW e ; 以 及  H a r o ld  L in d s e l l, ed .， H a r p e r  S^ uc/y B iW e  和  

E d w a r d  N a e g e ls b a c h ，“J e r e m ia h ,” L a r n e ’s C o m m e n ta r y  o n  th e

5. Irving L . Jensen, Jerem iah and Lam entations, in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1 2 2 . ( 中 文 譯 本 爲 《耶 利 米 書 / 耶 利  

米 哀 歌 》〔人 人 聖 經 注 釋 〕，宣 道 出 版 社 。 ）

6. 上 引 書 頁 117 — 1 9 。

第二十二章

耶利米哀歌：哀悼苦難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耶 路 撒 冷 淪 陷 ，是耶利米書和耶利米哀歌的歷史背 

景。耶利米書預言聖城的淪陷;耶利米哀歌則在極度痛苦中回顧聖城被陷。

耶利米塞 

(警 吿 ）

主前五八六年 

耶路撒冷淪陷

耶利米哀歌 

(哀 悼 ）

從耶利米書的預言，可見先知爲同胞面臨審判，感 到 極 其 傷 痛 ，也 

不 難 想 像 當 他 親 眼 看 見 聖 城 被 焚 ，同 胞 慘 遭 蹂 躪 時 ，他心靈的深切悲 

痛 。在 耶利米哀歌裏，這感情充分表現出來。

一 、讀前準備

請讀耶利米書有關聖城淪陷的兩處經文（三 四 至 三 九 ，五 二 章 ）， 

並複習上列經文的綜覽。

二 、背景

A 名稱

按希伯來 文 聖 經 ，這書有兩個常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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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hah
譯 作 「哀 哉 何 竟 」（A h , H o w ) ，或 「嗚 呼 」（A l a s ) 的 驚 嘆 詞 ， 

是 第 一 、二 、四章 起 首 之 字 ，注意中文聖經的譯法。

(-)Qinoth
譯 作 「哀歌」或 「輓歌」，代表這書的內容及其中五篇詩歌悲傷的韻  

律 。希 臘 文 聖 經 承 襲 這 名 稱 ，譯 爲 Threnoi (哀 歌 ，根 據 threomai， 

意 爲 「號眺」）。這 字 又 爲 拉 丁 文 聖 經 所 承 襲 ，譯 作 Liber Tiwenoru/n 

(哀 歌 之 書 ），因而成爲英文聖經之「哀歌」（■Lamentations ) ，中文和 

合本聖經譯成「耶利米哀歌」。

B  聖經中的位置

希伯來文聖經分爲三部分（律 法 書 、先 知 書 、聖 卷 ），哀歌放在最 

後部分—— 「五書卷」（M 呀 ) 。五 書 卷 是 舊 約 五 卷 書 的 總 稱 。猶 

太 人 在 國 家 節 日 中 公 開 頌 讀 此 五 書 卷 。哀 歌 排 在 阿 筆 月 （七 月 中 ）宣 

讀 ，是爲了紀念耶路撒冷於主前五八六年及主後七〇年 被 毀 。

在某些古代聖經譯本裏，哀歌以耶利米書之附錄形式出現，不列入 

舊約聖經的目錄中。

在 英 文 譯 本 （以 及中文譯本）中 ，哀歌單獨成爲一卷，排於耶利米 

書 之 後 ，甚 爲 恰 當 。七 十 士 譯 本 （主 前 一 百 年 ）也承認耶利米爲這書的 

作 者 ，故也將哀歌排在耶利米書之後。

C 作者及寫作曰期

耶利米哀歌的著作日期，極可能在主前五八六年之後不久。那時人 

對耶路撒冷被毀的印象猶新。有些人認爲作者寫完頭四章之後，稍後再 

寫 第 五 章 ，「嚴重的災劫已經完結，跟着的是長期被擄的痛苦」。1

關於本書作者是誰，今天我們手上的證據不十分充足，但有很多理 

由顯明是耶利米。2證 據 包 括 以 下 幾 點 ：

⑴ 七十士譯本開首有以下一句話：「耶 利 米 坐 着 流 淚 ，藉這本哀歌爲耶 

路 撒 冷 哀 哭 ，說…… 。」

⑵這是希伯來人和敎會的傳統看法。

耶 利 米 哀 歌 ：哀 惮 苦 難 367

⑶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書裏面的詩歌，有許多相似之處(參看代下三五25)。3 

⑷ 本 書 作 者 應 該 是 親 眼 看 見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的 ，又 有 豐 富 感 情 （參耶九 

1 ，一 四 17 — 2 2 )，有寫作能力。耶利 米 最 適 合 成 爲 這 樣 的 一 位 作 者 。

D 結構與 文 體

這 書 爲 五 首 哀 歌 （悲 悼 之 詩 ），前 四 首 爲 離 合 句 式 （acrostic各行 

起 首 之 字 母 ，或數行爲一組的起首字母，以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順序 

排 列 ）。

哀 歌 的 節 拍 採 「抑揚」（長 短 音 節 ，limping meter ) 韻 律 ，從兩句 

平行句子中的一行三拍、漸漸轉爲哀痛之一行兩拍；當 會 衆 朗 誦 時 ，希 

伯來文字所蘊含的感情便表露無遺。

哀 歌 中 運 用 多 種 風 格 和 技 巧 ，最顯著的例子是用了很多生動的比

喩 。

此 書 特 色 之 一 ，是一 至 四 章 的 離 合 詩 體 。4 在 第 一 、二 、四 章 裏 ， 

每節首字的第一個字母，都是按希伯來文的二十二個字母順序排列。第 

三章共有六 十 六 節 ，毎三節一個字母。作者爲何用離合體寫作的說法不 

一 ，其 中 有 ：⑴ 可 幫 助 背 誦 ；⑵是人民悲傷至極的象徵（在英文指自 A  

至 Z ，表示由 頭 到 尾 的 意 思 ）；⑶此離合詩體在表達上很有限制，有助 

作者較含蓄地表達內心的痛苦。

E 信息

耶利米哀歌有三重信息

㈠ 哀悼

此書大部分信息爲哀悼耶路撒冷因犯罪而遭受審判。請與耶穌爲 

耶 路 撒 冷 哀 哭 （路一三2 5 _ 3 5 ，一九41 —44 ) 作 比 較 。

(二） 認 罪 （參看一8 ，三 5 9 ，五 I6 )

㈢ 一 線 希 望 （三21 —3 2 ，五21 )

惟有 憧 憬 才 有 希 望 ，目前巴比倫是勝利者，耶 路 撒 冷 被 征 服 ；但耶 

路撒冷將來要得榮耀，巴比倫則變爲廢墟。由於作者抱着這個希望，故 

能 夠 向 神 宣 稱 ：「祢 的 誠 實 ，極 其 廣 大 ！」（三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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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綜覽
略讀耶利米哀歌全書，按 下 列 各 點 ，與自己觀察所得作一比較。

1. 這 書 共 有 五 章 ，各章爲獨立的詩。

2. 有時耶利米爲自己發言（稱 「我」）；有時又爲猶太俘虜發言（包 

括 作 者 自 己 ，稱 「我們」） ；有時又爲其猶太弟兄發言（稱 「他們」）。

3. 全書的語調是深切的悲痛與絕望，有幾處地方還透射出希望的光 

輝 來 ，第三章中間一段的希望之光最爲明亮。

4. 書 中 甚多形象化的描述（例如一 13 : 「祂從高天使火進入我的骨 

頭 j ) 。

5. 對神的簡 短 禱 吿 ，隨 處 可 見 ，最後一章全章是一篇禱吿。

6. 神 審 判 、刑 罰 猶 大 時 ，耶利米不斷承認神是聖潔、公 義 的 ，且擁 

有 至 高 的 主 權 。

7. 書中不時指出百姓的罪惡。

8. 以充滿希望的句子結束全書（五19一22 ) 。5

9. 仔細硏讀綜覽圖表2 2 . 1，並對照自己所作的綜覽，注意圖表中以 

下 各 點 ，並 重 讀 聖 經 ，找出大綱中不淸楚的部分。

a. 最 初 四 章 是 哀 歌 ，以離合體寫成。第五章基本上爲禱文，並非以 

離 合 體 寫 成 。

b . 第三章是充滿光明的一章，從不同角度表達神的慈愛。

c. 全書各章循一自然思路發展。第一章是先知與百姓爲耶路撒冷被 

毀 而 哭 泣 ；第二章描寫神的審判；第三章展示何處可以得見希望；第四章 

承認犯罪爲神審判的原因；第五章是先知代表他的弟兄向神呼求拯救。

d . 各章均以禱吿結束，第四 章 爲 例 外 ，第五章則全章爲禱吿。

四 、 鑛字鏡節
注意圖表22.1中 之 鑰 字 ，閱讀所列出之鑰節。

五 、應用
普 來 思 （Ross Price ) 曾這樣論及耶利米哀歌如何適用於當今之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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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世代，充滿個人、國家及國際性的危機（和 災 難 ）。本書向我 

挑戰，叫我們爲自己、國家及國際間的罪惡痛悔，倚賴神堅定不移的愛。 

雖然神的愛永存而且不變，但聖潔公義的神，必然審判不悔改的罪

人 。 6

耶利米哀歌裏提及有關基督的眞理，基督徒可從不同的途徑把它們 

應 用 出 來 。書 中 多 處 提 到 主 （耶 和 華 ），今日都可應用在耶穌基督身 

上 ，因爲父神的工作和聖子的工作是合而爲一的。例如當我們讀到「我 

們 不 至 消 滅 ，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三22 )時 ，我們 把 「耶和華」 

改爲「基督」：「我 們 不 至 消 滅 ，是出於基督諸般的慈愛」（參猶21節 ）， 

也 同 樣 貼 切 。

耶 利 米 哀 歌 中 ，有 些 是 對 以 色 列 的 描 寫 ，雖不一定預言基督的工 

作 ，但頗能代表基督不同方面的事工。7 當中所反映的基督是：

⑴ 受 苦 的 （一 12 )

⑵ 被 仇 敵 輕 視 （二15 — 16 )

(3)成 爲 人 的 笑 柄 （三14 )

⑷ 受 鞭 打 ，受 凌 辱 （三30 )

(5)哭 泣 的 先 知 （參太二三37 _  38 )

六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江 守 道 ：《神說話了—— 舊約各卷精華> ( 卷 五 ）（活 道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時代哭泣> ( 證 道 出 版 社 ）

賈 玉 銘 ：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_:<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Jensen, Irving L .:〇|5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 人 人 聖 經 注 釋 ）（宣道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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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論

Baxter, J. Sidlow. Expiore the JBooic, 3:277-87.(中 文 譯 本 爲 《聖經硏 

究》，種 籽 出 版 社 。）

Harrison, Roland K . <<Lamentations>,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p . 474-75.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The A nalyzed Bible, p p . 234-41.
U n g e r , Merrill F .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386- 

89.

b  釋經

Hillers, Delbert R . Lam entations.

Naegelsbach, G . E d w a r d . ‘‘Lamentations’’ in •L a n g e’s G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rice, Ross. uLamentations,>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 4^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籽 出 版 社 。）

Stephens-H o d g e , L . E . H . “Lamentations” in The N ew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註釋

1. D . A . H u b b a r d , "Book of Lamentations, The N ew  Bible  
Dictfonaiy, p . 7 0 7 . 如 果 這 書 的 作 者 是 耶 利 米 ，他 所 經 歷 的 是 「被逐」

( 至 埃 及 ），而不是「被擄」（參 耶 四 三 ）。

2 .  有 人 認 爲 耶 利 米 哀 歌 的 作 者 是 巴 錄 ，也有人認爲作者是耶利 

米 。有 關 兩 者 的 意 見 ，可 參 L a n g e對 耶 利 米 哀 歌 的 註 釋 ，頁 6 —16及 

1 9 - 3 5  〇

3.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p . 

333-36.(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 聲 出 版 社 。）

4 .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篇是以離合體寫成的一個例子。

5. 雖 然 最 後 一 節 經 文 充 滿 灰 心 和 失 望 ，但 二 十 一 節 是 樂 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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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標準聖經譯本(R S V )及其他譯本都把二十二節看爲一個問題 :“O r  

hast thou utterly rejected us? Art thou exceedingly angry with us?" 

今 天 ，猶太人公開誦讀耶利米哀歌時，他們是先讀二十二節，再讀二十 

一 節 ，使結束的時候不會太過悲傷；瑪拉基書也是如此。

6. Ross Price, “Lamentations,”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p . 6 9 6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抒出版  

社 。）在猶太的宗敎節日及天主敎的信仰中，都指定毎年讀這書一次。 

而後者是在聖週（編 者 按 ：即復活節前一週）的最後三日誦讀。

7 .  這方面 的 應 用 要 特 別 小 心 ，N o r m a n  Geisler認 爲 ：「任何舊約 

經文都可適當地應用在基督身上，即使新約聖經的作者沒有如此應用； 

它 表 明 聖 經 所 提 及 的 彌 賽 亞 就 是 基 督 。」（CArist: T A e  T h e m e  of tAe 

Bible, p . 65.)

第二十三章 

以西結書：主的榮耀

神 雖 懲 罰 祂 的 子 民 ，使 他 們 被 擄 ，但仍然向他們說話，因爲祂若要 

審判子民拜偶像的罪，祂會讓他們再多聽他們曾頑固拒絕的話。主前五 

九 七 年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入侵猶大國，先知以西結也在被擄 

的行列中，他是神在被掳的人中選立作先知的；當時但以理已在巴比倫王 

宮廷擔任神的使者。

在 被 擄 年 間 ，有些猶太人回到神的面前，這是猶太敎之始。由於以 

西結在當時是著名的先知，故被稱爲「猶太敎之父」。

一 、讀前準備

1.將耶利米的信息與工作要點牢記心中。以西結所傳講的信息與耶 

利米的十分相似，以西結在二十五歲被擄巴比倫前，必定常在耶路撒冷聽 

耶 利 米 講 道 。1 但 二 人 所 傳 講 的 ，也 有 很 多 差 別 ，而 且 十 分 顯 著 ，這點 

在綜覽中必可見到。

2..硏讀圖表23.1 ，熟習以西結的時代及同時期的人物。

從 圖 表 可 見 ，但以理與以西結均在被擄至巴比倫之後才開始先知的 

工 作 。但以理於主前六〇五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時被  

擄 ，並在同年開始作先知（但一1一7 ) ; 以 西 結 於 主 前 五 九 七 年 與 約  

雅 斤 王及衆多國民在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入侵時被擄至巴比倫（王下 

二 四 10_ 16 ) ，約 五 年 後 ，蒙 召 爲 先 知 。因 此 ，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 

失 陷前二十年中，在 猶 大 孤軍作戰，但以理與以西結則在被擄時同作先 

知 。

同時期的三位先知，各有不同的傳道工作，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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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被擄（七十年）

在巴比倫 

的先知

猶 大 王 國

約 約 約 西

西 雅 雅 底

亞 敬 斤 家

1 1

但 以  理

耶 利 1

以西結及其時代 圖表23.

在 新 巴 比 倫 帝 國 統 治 下 波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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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 利 米 ：在 耶 路 撒 冷 淪 陷 前 ，他 主 要 作 猶 太 人 的 先 知 。

⑵ 但 以 理 ：他 在 巴 比 倫 爲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宮 廷 的 先 知 。

⑶ 以 西 結 ：在 耶 路 撒 冷 淪 陷 前 後 ，他 主 要 作 被 擄 巴 比 倫 之 人 的 先 知 。

在 以 西 結 書 中 ，從 未 提 及 耶 利 米 ，反 而 三 次 提 及 但 以 理 （結 一 四  

1 4 、2 0 ，二 八 3 ) 。但 以 理 因 在 宮 廷 中 深 得 寵 信 ，當 以 西 結 被 擄 巴 比 倫  

時 ，但 以 理 早 已 蜚 聲 全 國 。但 以 理 的 預 言 曾 提 及 耶 利 米 （但 九 2 ) ，而 

以 西 結 之 名 則 從 未 在 這 二 書 中 出 現 。

以 西 結 在 離 開 耶 路 撒 冷 前 ，看 到 拜 偶 像 是 猶 太 人 被 擄 之 主 因 ，而他  

在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時 ，猶 太 人 仍 拜 偶 像 ，可 見 被 擄 的 刑 罰 並 未 能 令 他 們 悔  

改 ，事 實 上 ，他 們 難 以 相 信 以 西 結 的 預 言 —— 耶 路 撒 冷 將 被 巴 比 倫 人 毀  

滅 ，也 不 願 相 信 耶 和 華 已 將 世 界 的 統 治 權 交 了 巴 比 倫 ，更難相信 猶 大 向  

敵 人 投 降 ，是 祂 的 旨 意 。因 此 ，在 巴 比 倫 的 以 西 結 和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耶 利  

米 ，都 需 要 吿 訴 百 姓 ，他 們 希 望 立 刻 得 蒙 拯 救 是 妄 想 的 。

3.熟 習 地 圖 23. A 。該 圖 是 以 西 結 和 但 以 理 作 先 知 時 的 地 理 形 勢 。

二 、以西結

我 們 對 以 西 結 的 個 人 歷 史 認 識 甚 少 。但 從 聖 經 各 種 資 料 ，可爲他繪  

畫 一 幅 素 描 。

A 名字

以 西 結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Y e /i e z q e ’〗 ，意 爲 「神 必 賜 力 置 」，他 在 失 敗 的  

百 姓 當 中 ，眞 是 力 量 之 堡 壘 。同 時 ，神 使 他 剛 强 ，讓 他 能 對 抗 那 些 心 裏  

剛 硬 悖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三 8 _ 9  ) 。

B  出生

如 果 一 章 一 節 所 說 「當 三 十 年 」，是 指 以 西 結 當 時 年 歲 （主 前 五 九 三  

年 ） ，則 他 應 生 於 主 前 六 二 三 年 ，那 時 正 是 約 西 亞 （好 王 ）在 位 。主前 

六 二 一 年 ，約 西 亞 重 修 聖 殿 ，發 現 律 法 書 ，距 以 西 結 出 生 時 日 不 遠 。以 

西 結 的 童 年 及 靑 年 時 代 ，均 在 發 現 律 法 書 以 後 的 復 興 時 期 中 度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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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庭

以西結像耶利米一樣，生於祭司家庭。其 父 名 布 西 ，是 祭 司 ，屬撒 

督 的 家 族 （一 3 ，四 〇 46，四 四 15 ) 。以 西 結 已 婚 ，但不知有沒有子  

女 。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莫過於主向他宣佈兩件悲劇的時候，即是 

耶路撒冷被圍攻（二四2 ) ，以及他的愛妻暴斃（二四15 — 18 ) 。

D  被擄

約 在 以 西 結 十 八 歲 時 （主前六〇五 年 ），巴 比 倫 人 （又稱迦勒底 

人 ）第 一 次 入 侵 猶 大 ，擄 去 一 批 俘 虜 ，但 以 理 就 在 其 中 （參地圖  

23. A  ) 。八 年 後 （主 前 五 九 七 年 ），巴 比 倫 再 度 入 侵 ，以西結成爲俘 

虜 之 一 ，當中被擄的多數是猶大的上層社會人士。列王紀下二十四章十 

至 十 七節有這段歷史記載（參結一2 ，三三21 ) 。有 些 俘 虜 被 監 禁 ，有 

些 則成爲奴隸。很多俘虜獲得准許在各地安頓下來（參耶二九1 — 7 ; 拉 

二59 ; 尼七61 ) ，其中包括 以 西 結 ，這眞是神的安排。他的家在提勒亞 

畢 （結三15 ) ，該地爲主要僑居地，靠近神祕的巴比倫城。提勒亞畢位 

於 迦 巴 魯 河 （大 河 ）邊 。該河自巴比倫以北的幼發拉底河分支出來，經 

過 尼 普 爾 城 ，又繞回在伊勒赫附近再流入幼發拉底河。2 ( 參一 1 — 3 ; 

詩一三七1 )

以 西 結 的 家 是 猶 太 長 老 們 經 常 聚 集 向 以 西 結 求 敎 的 地 方 （八1 ， 

一四1 ，二〇1 ) 。以西結的家可說是開放予每一個被擄的人，給他們靈 

命上的幫助。

E  蒙召與受命

以 西 結 被 擄 巴 比 倫 五 年 之 後 ，蒙 召 作 先 知 ，服事被擄巴比倫的國 

民 。3 他蒙召的經歷都記在以西結書前三章中。

二 十 二 年 後 （二九17 ) ，以西結約五十二歲，仍然在被擄之民中宣 

吿 預 言 。此後他的工作究竟如何，則不得而知。

F 性格

先知以西結個性堅强無畏，是神親自造就而成的。他有無限精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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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用 簡 單 、淸 楚 、直截了當 的 說 話 ；他雖然脾氣剛烈.，但對同胞則具有 

牧 者 般 的 心 腸 。「以 西 先 以 律 法 的 鐵 錘 將 百 姓 剛 硬 的 心 打 成 碎 片 ，有 

如鐵面無私的審判官；然後再以安慰鎭痛香胥注入他們的傷口，誠如一 

位 良 醫 。」4

以西結書顯示作者做事有條不紊，有藝術家的氣質，並能洞察神的 

奥 祕 。以西結常常自我省察，透徹硏究神的信息，不愧是一位實踐的神 

學 家 ，因此稱爲「舊約聖經第一位敎義神學家」，及 「敎導個人責任的先 

知」。

G 信息

以西結傳講的信息有以下三個重點：

( _ ) 犯罪帶來被擄之懲罰

百姓必須悔改歸向神。

(二）  雖然假先知傳講不久便可歸回故土，但百姓必須被擄七十年 

之久

百姓有耶利米的來信（耶 二 九 ），與以西結所言不謀而合。被擄七 

十年是在主前六〇五年猶太人第一次被擄時開始計算（耶二五11一12 ; 

亞七5 ) » 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之前，必須先歸向主。

(三）  以後必有相信主的以色列餘民復興

對這安慰 的 信 息 ，一般百姓都認爲復興是在遙遠的未來。對大部分 

成 年 人 來 說 ，他 們 除 此 以 外 ，更加了 無 盼 望 ，因爲被擄七十年後，他們 

肯定不能在有生之日回到耶路撒冷了。

以西結的講道嚴峻而感動人心* 因爲他經常强調神無上的主權和榮 

耀 。在 書 的 前 十 一 章 中 ，「神的榮耀」或相似字眼曾出現十一次，而 「他 

們必知道我是神」或類似的句子在全書約出現七十次。

四大先知信息主題比較如下：

以 賽 亞 ：神的救贖 

耶 利 米 ：神的審判 

但 以 理 ：神的國度 

以 西 結 ：神的主權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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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西結書

A  風格

以西結書大部分內容都是主直接的講話，5 但所用的文字與風格仍 

屬於作者以西結。以西結寫作技巧甚高，採用散文與詩歌形式，一爐共 

冶 。書 中 有 不 少 異 象 、比 喩 、寓 言 、啟示性的意象及各種象徵性的行 

動 。耶利米稱此書爲「神奥祕的迷宮或海洋」。雖然其中有些象徵甚難解 

釋 ，但非常引人入勝。

以西結對事件和日期的記錄有條不紊，尤其是記述他接受神的信息 

時 ，這 技 巧 更 加 明 顯 。書中註有日期的信息共有十二處，6 讀以下毎一 

段 信 息 時 ，請注意被擄之年份：一 1 _ 2 ，八1 ，二 〇 1，二四1 ，二六1 ， 

二九 1 ，三 〇 2 0，三一 1 ，三二 1 ，四 〇 1。以 西 結 書 條 理 分 明 ，排列淸 

楚 ，在綜覽過程中可見這特色。

B  異象

以西結有「異象的先知」之 稱 。一 章 一 節 說 ：「天 就 開 了 ，得見神的 

異 象 。」在 聖 經 時 代 ，神 在 特 別 情 況 ，藉 着 影 像 或 聲 音 ，把祂的異象傳 

給 神 人 。異象的種 類 不 同 ，它 的 長 度 、强 度 、象徵意義的多寡，或在靈 

裏 看 見 （如 在 夢 中 ），或 是 感 官 察 覺 ，都 不一而足。

以下異象爲以西結書所記：

1. 嗒 喺 啪 的 異 象 （神 的 異 象 ）—— 以 西 結 的 就 職 異 象 ：一4 — 2 8 。

2. 書 卷 的 異 象 ：二9至 三 3 。

3. 平 原 的 異 象 ：三22 — 2 3 。

4. 耶路撒冷 的 異 象 ：

a. 聖殿中四個可憎之物：八 1 _ 1 8 。

b . 屠 殺 居 民 ：九1 — 1 1 。

c. 焚 城 ：一〇1 —2 2 。

d . 主離開耶路撒冷城：一 一 1 _ 2 5。

5. 枯 骨 的 異 象 ：三 七 1一 10。

6. 新聖殿及其他景象的異象：四〇1至四八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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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象徵性行動

以西結可能是最常用象徵性行動敎導人的先知。象徵性行動是神要 

祂的先知做的一些特別事情，目的是生動地表達神的信息，使它强而有 

力的感動人心。神 吿 訴 以 西 結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預兆」（一二 

6 ) 。因此象徵性行動是啟示性的預兆。神 命 令 先 知 作 的 ，有些是極爲 

困 難 、辛 苦 的 事 。以西結因此常遭不信者嘲諷，然而象徵性行動也達到 

了 預期的效果，至少叫一些認眞思想的人心裏自問這些行動隱藏甚麼  

意 思 （參一二9 ，二四 1 9 ，三七 18 ) 。先 知 就 抓 住 這 機 會 ，解釋其意義 

與 應 用 。

下表是以西結書主要的象徵性行動：

預 兆 敎 訓 章 節

1 . 磚 耶路撒冷被圍與陷落 四 1 —  3

2 . 先知的姿勢 被擄受苦 四 4 — 8

3 . 饑荒 被擄喪失 四 9 一17

4 . 刀與刹刀 全城盡毁 五 1 —17

5 . 搬家 遷至異地 一 二  1 一 7 、17—20

6 . 磨刀 審判將臨 二 一  1 — 17

7 . 尼布甲尼撒的寶劍 巴比倫爲擄掠者 二 一  18—23

8 . 熔爐 審判與淸算 二 二  17—31

9 . 以西結的妻死 失去福分 二四 15—27

1 0 .杖 以色列與猶大重聚 三 七 15—17

D  寓言

聖經中的寓言是含有屬靈敎訓的，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便是最佳 

例 子 。以西結書的寓言，有如它的象徵性行動，但 二者不同的是：前者 

以 言 敎 ，後 者 以 行 敎 。以西結書主要的寓言槪列如下，讀後請嘗試指出 

其中所含的屬靈敎訓。

1. 葡 萄 樹 一 五 1 _ 8

2. 不 忠 之 妻 一■六1 — 63 

3•二鹰7 —七 1一21

4.香 柏 樹 一 七 22 _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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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 婦 二 三  1 — 49

6 .沸 滾 的 S過 二 四 1 - 1 4

E  啟示性意象

啟示性的寫作多以象徵及意象，預 言未來的事。聖經中但以理書與 

啟示錄通常被列爲啟示文學，以西結書中也有很多啟示性的經文。請指 

出以下經文的內容：

六  1 — 14 七  5 — 12 二 〇 3 3 _ 4 4

二 八 2 5 — 26 三 四 25— 31 三 六 8 — 15

三 六 3 3  — 36 三 八 1 — 2 3  三 九 1 _ 2 9

四 七 1 — 12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有甚多相似之處。比較以下經文，便能一目瞭然：

以西 結 書 啟示錄 以西 結 書 啟示錄

一 1 一 九 11 一 四 21 六 8

一  5 四 6 二 六 13 一 八 22

一  10 四 7 二 七  28 —  30 一 八  17— 19

一  22 四 6 三 七 10 -----11

一  24 一 15 三 七 27 二 ~ ■ 3

一  28 四 3 

五 1

三 八 2 —  3 二 〇 8

二  9 四 〇 2 二 一  10

三 1 、3 一 〇 10 四 〇 3 -----1

七 2 七 1 四 三 2 一 15

九 4 七 3 四 三 16 二 一  16

九 11 一 13 四 七 1 、12 二 二  1 一  2

一 〇 2 八 5 四 八 31 一- - 1 2

F 詩歌

以西結書中之詩歌是哀歌或輓歌，如十九章一至十四節和二十七章 

一至三十六節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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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覽

1. 一 口氣讀完全書。這次槪讀目的是對全書有一個主要印象，並觀 

察 全 書 ，看看有甚麼特別之處。

2. 爲全書毎一章定下一個標題並把它們寫下來。

3. 把各章內容相近的編爲一組。

4. 書中何處是轉捩點？

5•注意全書反覆出現之詞語或句子。這類詞句如語調强烈，便是此 

書主題之線索。

6.  自此經文簡介中，本 書 對 關 於 神 ，關於先知以西結，關於人民有 

何 敎 導 ？

7. 仔細硏讀綜覽圖表23. 2 ，將它的大綱與你的綜覽結果比較。以下 

的觀察與建議是根據圖表23. 2 。

8. 基 本 上 ，以西結書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猶 大的國運（荒 涼 ）

猶大的敵人（毀 滅 ）

猶大與以色列的將來（復 興 ）

實 際 上 ，前三章是一獨立的引言，記錄以西結的蒙召與使命。由於 

以西結的使命包括宣佈被擄之懲罰，這三章可放置於第一部分：猶大的 

國 運 。

9. 這 書 有 一 轉 捩 點 ，橫 跨 第 二 、三 兩 部 分 （見 圖表底部）。在二十 

四 章 二 節 ，神 吿 訴 以 西 結 ，巴比倫王已開始圍攻耶路撒冷城。三十三章 

二十一節就是轉捩點，報信的說城已攻破，在二十四章十二節以前，以 

西結的信息主要是「城必被毀」；之 後 ，以西結把他的預言轉到另一個高 

潮 ，傳講「城必重建」。在 二 十 四 章 裏 ，先知得知耶路撒冷陷落後，他的 

舌 頭 才 得 釋 放 ，可以傳講新的信息—— 希 望 ；而百姓亦因耶路撒冷陷落 

已成事實而冷靜下來，開始接受他的信息了（二 四 25_27 ) 。

10. 本 書 的 第 二 部 分 （二 五 至 三 二 章 ）與 外 邦 有 關 。驟 眼 看 來 ，這 

部分似乎與全書大綱全無關係，但由於這部分內容廣泛，即使將它列入 

大綱之內也十分恰當。請看看這部分對外邦究竟有沒有復興的應許？

11. 如果把以西結書分爲兩個主要部分，則應以三十三章爲分界。注 

意大綱上有「耶和華不同在」及「耶和華同在」的字句。在第一部分，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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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開 了 城 （一〇 ，—— 章 ）；在最後部分，祂 回 來 了 （四三1一5 ) ，而且 

留 下 來 （四八35 ) 。注意十及十一章，描寫神逐漸而且很不願意地離開 

他 們 。在 十 章 四 節 ，祂 停 在 門 檻 上 ；在 十 章 十 八 節 ，祂站在卩基P路11伯之 

上 ；在 十 章 十 九 節 ，祂 在 東 門 ；最 後 ，在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祂 

在耶路撒冷東門的橄欖山上停下來，彷彿向祂曾立下自己名號的聖城吿 

別 。

12. 硏讀那將大組劃分成小組的大綱（蒙 召 與 使 命 、預 言 審 判 ）。 

將這種區分與你較早時硏讀所得的作比較。在聖經上記下這分法。

13. 關 於 這 書 最 後 部 分 ：「復興有望」（三三至四八章），在此略爲 

一 提 。這部分再可分爲兩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有七章，主要是有關 

以 色 列 最 後 復 興 的 預 言 ；第 二 部 分 有 九 章 ，有關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 

人 ，尤其提及聖殿。

14•特別注意這書的「牧者之章」（三 四 章 ），並 與 「牧者之詩」（詩 

二 三 ）及約翰福音的「牧者之章」（約一〇章 ）作 比 較 。仔細硏讀三十六 

章十六至二十三節；以西結同意自摩西以來的衆先知所說，以色列的復 

興非因他們本身有甚麼好處，而是爲了神的名的榮耀，同時也讓世人知 

道 ，祂的審判彰顯出：「我是主」。

15. 以西結所見的最後一個異象是重建聖殿（四〇至 四 八 章 ）。這 

異象的主要意義是：以西結從前看見榮耀的王離開聖殿，現在他看見主 

回 來 ，並且要住在聖殿中。

16. 請 再 讀 以 西 結 書 一 遍 ，速 度 可 以 慢 一 點 ，一面讀一面參考圖表 

23. 2 。這樣可以幫助你將全書不同資料綜合，得到一個全面的認識。

五 、要旨
有些重要主題已在前面提過，現在再多提一點。

A 以西結的蒙召與使命（二 1至三27 )

正 如 其 他 先 知 ，以西結看見神的異象，不禁使他在創造主面前俯伏 

於 地 （一2 6 _ 2 8  )。比較以赛亞的異象（賽 六 章 ）與約翰的異象(啟一 10— 

1 8 ) 。在 這 些 異 象 中 ，他 們 都 看 見 主 ，並且立刻謙卑俯伏下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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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三 個 異 象 ，主均以不同的方式顯現：祂向以賽亞顯明祂的聖潔；祂 

向以西結顯明祂的權能、威 嚴 和 管 治 ；而對約翰則顯明祂的愛。

B 主的榮耀和威嚴

以西結書强調主的榮耀和威嚴，參 下 列 經 文 ：一 1下 、2 8下 ，二 3 ，

三 2 3 。

C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根 據 皮 爾 遜 （Anton  T . Pearson ) 在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Tiie 

Wydi//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所列，以西結書有關彌賽亞的經文如下：8

1 .  主 、聖 所 ：—— 16 — 20

2 .  奇妙的香 柏 樹 枝 ：一七 2 2  _  24

3 .  正 直 的 王 ：二一 2 6 — 27

4 .  忠 心 的 牧 人 ：三四 11 — 31

5 .  大 潔 淨 ：三 六 25 —35

6 .  大 復 活 ：三七 1 _ 1 4

7 .  重 聚 ：三七 21 — 28

8 .  推 翻 歌 革 ：三八 1至三九 29

9 .  賜 生 命 的 河 ：四七 1 _  12

D 以色列將來的復活 (三 七 1至四八35 )

以西結開始工作之先，就 得 見 異 象 ，親眼看見榮耀的主在天上統治 

萬 有 。以 色 列 人 曾 嘗 過 這 榮 光在他們當中照耀的福分，但因爲他們的 

罪 ，神的榮光現已離開他們。以西結的工作就是向他流亡的同胞宣佈聖 

城 被 毀 、居民被擄的審判。主前五八六年聖城陷落時，神 釋 放 他 的 口 ， 

讓 他 傳 講 新 的 信 息 ，勸 他 們 回 心 轉 向 神 ，將 來 必 得 復 興 。在這十五年 

裏 ，他得着神賜的特權，快樂地傳講神的話。

「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 憐 憫 以 色 列 全 家 。…… 聚集他們歸回 

本 地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 

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三九2 5 、2 8 、29 )

這段光明的信息與祂從前那威嚇性的神諭並不矛盾。七十年的被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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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 先 應 驗 ，然後才有新一代信主的餘民歸回故土。聖 殿必要重建，主 

的榮光才再降臨以色列。但以西結的預言正如舊約時代大多數安慰性的 

預 言 一 樣 ，主要指向末世才應驗的彌賽亞，那時以色列必在千禧年的國 

度 中 重 建 ，基督坐在大衞的寶座上。所 有 這 些 光 明 的 應 許 ，只 有 在 基  

督—— 以色列的彌賽亞-— 裏 應 驗 。

E 其他主題

以下所列是以西結書其他較顯著的主題：

神 的 屬 性 ：祂 的 榮 耀 、主 權 、名 字 、聖 潔 、公 義 、憐憫 

人 ：個 人 的 責 任 、人心的敗壞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審 判 、選 民 、希望 

外 邦 ：責 任 、審判 

末 世 ：復興的國度

六 、 鏡字鏡節
以下爲以西結書較突出的句子：

「人子」在全書出現九十次以上，先知獲得如此稱呼，是因爲他被派 

往 人羣中所作的，與人子耶穌相同。而且這是耶穌最喜愛的稱號（在四 

福音書中共出現近九十次）。以西結也曾被稱爲「另一位人子」。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共出現四十九次。

「以色列神的榮耀」或 「耶和華的榮耀」在前十一章共出現十一次。 

「主耶和華」出現兩百次以上。

「我必在你們中間顯爲聖」（或 相 等 說 法 ）共 出 現 六 次 。參 二 〇 41， 

二八2 2 、2 5 ，三六2 3 ，三八1 6 ，三九2 7 。

「耶 和 華 的 靈 降 在 我 身 上 」（或 相 似 說 法 ）共 出 現 七 次 ：一 3 ，三

1 4 、2 2 ，八1 ，三三2 2 ，三七1 ，四〇1 °

七 、 應用

1.有 關 神 、榮 耀 、公 義 、罪 、審 判 、憐 憫 、復 興 等 ，以西結書如何 

敎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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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先知以西結的生活與工作，可學到甚麼屬靈功課？

3. 以色列必將復興的預言，對今日的基督徒應有何影響？以色列的 

復 興 ，會在敎會被提以前或以後出現呢？

4. 以色列必將復興的預言，說明了神的基本眞理，也說明了神如何 

對待祂的兒女。

此種通用原則如何應用於敎會，皮爾遜曾這樣說：

在敎會歷史裏，基督敎敎會從聖經吸取的，並非只是與她有關的瑣碎 

比喩或預表，而是神與祂子民同在的一般原則，以及聖靈所結果子的 

能 力 。這 些經文，尤其啟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節，更能指引敎會仰望 

神 子 再 臨 ，祂已在父家爲屬祂的人預備住處。這些經文能提醒敎會， 

她在這個世界本爲客旅，應「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三13)。9

八 、 進階習作

1. 其他神人也看見神的顯現，但以西結在一章四至二十八節是最詳 

盡 的 。爲了比較 及 硏 究 ，請讀出埃及記二十四章九至十二節，摩西見異 

象 ；以 赛 亞 書 六 章 ，以 赛 亞 見 異 象 ；耶利米書一章四至十節，耶利米見 

異 象 ；但以理書七章九至十四節，但 以 理 見 異 象 ；啟示錄四章二至十一 

節 ，約 翰 見 異 象 。

2. 參考本書以外的資料，廣泛地討論以下各主題：

a. 聖經中的預表與象徵1(1

b . 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地業11

c. 字面的以色列與屬靈的以色列12

九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 ( 晨 星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R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Alexander, Ralph:《以西結書》（人 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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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預言主題

Hengstenberg, E . W . Christology of the Old Testam ent 
P a y n e , J. Barto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p p . 349-69. 
Pentecost, J. D w i g h t . Israel in Prophecy.
---- . P rophecy for Today, p p . 51-60; 102-13.

Sauer，Erich. F r o m  份亡爪办 to EteiTuty, p p . 157-61; 179-84.

T a n , Paul L e e .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phecy, p p . 64-67; 82-85; 152- 
74; 293-98; 318-22.

B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56-64.(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Baxter, J. Sidlow. the B o o k , 4:8-46.(中 文 譯 本 爲 《聖 經 硏

究》，種 籽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95-325.(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Moller, Wilhelm. <<Ezeki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2:1071-81.

Scroggie, W . G r a h a m . Know Your Bible, 1:202-6.

c  釋經

Beasley-M u r r a y , G . R . “Ezekiel” in 77ie iVew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出版社。）

Ellison, H . L . Ezekiel: The M an and His M essage.
Feinberg, Charles L . The Prophecy of Ezekiel.
Pearson, A n t o n  T . “Ezekiel” in 77ie W y W / / 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Schroder, F . W . J. "Ezekier* in Lange'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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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耶利米比以西結約年長二十歲，而以西結與但以理差不多是同 

齡 的 。以西結與耶利米的信息非常接近，以西結書可說是耶利米書的延 

續 。他們常被並列硏究，特別在耶利米被擄時，以西結已開始工作（參

耶 二 九 ）。

2. Merrill F . U n g e r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 364.
3 .  以西結在這五年的工作，並未有順序記錄，但我們大可假定他 

的工作是牧養百姓靈命上的需要，並且硏究聖經和律法。這正是神把他 

從祭司裝備成爲先知的一個過渡期。

4. Calwer H a n d b u c h，弓 I.於 F . W . Schroder, “Ezekiel”，L a n g e’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2.
5 .  細看這句子在書中出現的次數：「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6 .  除了這些載有年份的信息外，還 有 其 他 （參三三21 ) 。

7. 二 四 1_1 4中 的 熱 煱 ，可 看 爲 比 喩 ，而一七1一2及二四3也認同 

這 一 點 。

8. A n t o n  T . Pearson, “Ezekiel,”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p . 7 0 5 . (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 好出版

社 。）

9. 上引書頁7 5 9。

1 0 .  可參 Paul Lee T a n , T h e  interpretation of Prophecy,頁 152—

74 〇

1 1 .  可參 D w ight Pentecost, Prophecy /or T o d a y , 頁61 —6 8 。

12. 有些聖經學者不認爲末後的預言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王國說

的 。但 Erich Sauer, F r o m  ■Eterni'ty to 頁 157 —6 1 ，卻認爲是

指着地上的以色列國說的。再 參 T a n ,上引書頁318 —22對以西結書四〇 

至四九章預言的千禧年聖殿的討論。



第二十四章

但以理書：神掌管世界

但 以 理 書 被 人 稱 爲 「聖經中關乎不信的國與神的國度的最偉大書  

卷」。1 不 信 的 國 是 指 外 邦 國 ；神 的 國 度 是 指 千 禧 年 國 ，以以色列爲中 

心 。對 列 國 來 說 ，以下的一句話是不易的眞理：神 掌 管 世 界 。

但以理書雖然篇幅短，但 預 言 多 、敎 訓 多 ，而 且 十 分 精 采 ，所以必 

須多花功夫硏讀。

但 以 理 書 的 重 要 ，可 從 華 活 特 （John Walvoord ) 以下的評語得

見 ：

除但以理書外，舊約聖經中再沒有其他大先知書這樣全面地預言歷史 

的 動 向 。本書的預言分三個階段，略 提 到 列 國 、以色列和敎會的動 

向 ，然後仔細地表明神對列國及以色列的計劃。雖然其他先知（如耶 

利 米 ）都有不少預言是對列邦及以色列說的，但只有但以理將這些預 

言的題旨組合起來，說明它們錯綜的關係。因 此 ，但以理書在預言的 

結構上十分重要，是開啟舊約聖經預言的鑰匙。故 此 ，硏讀這書不僅 

在於了解它內容的啟示，更是硏究完整而有系統之末世論不可缺少的 

一 環 。2

一 、讀前準備

請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至三十八節，並 特 別 留 意 這 話 ：「外邦 

人的日期」（二一 24 ) 。但以理處身這世界新紀元的初期，這新紀元有 

兩 個 特 點 ：

1. 主 角 ：此時神賦予外邦人（不 是 猶 太 人 ）政治力量和世上權位。

2. 時 期 ：「外邦人的日期」始 於 尼 布 甲 尼 撒 時 代 ，猶大被擄於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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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終於基督在榮耀中再臨（路 二 一 20_28 ) 。

神答應猶太人，他們若遵守祂的話，祂必 抬 擧 他 們 （申 二 八 章 ），可 

是猶太人並不符合這個條件，故此從主前六〇五 年 起 ，神撤銷這個應許， 

興 起 外 邦 人 。當時興起的是巴比倫。於 是 ，巴比倫的君主尼布甲尼撒被 

任爲世界之「君」。

在被擄巴比倫的期間，但以理兼任外邦人及猶太人的先知。他向外 

邦 人 說 預 言 ，指 出 在 外 邦 人 的 日 子 （統治世界的權力落在外邦列國手 

上 ）中外邦列國將會發生甚麼事情。至於他給以色列人的預言，主要還 

是關乎未來的世代。他預言外邦人的日期滿了以後，神要興起彌賽亞的 

國 度 （參圖表24.1 ) 。

關 乎 彌 賽 亞 國 度 的 預 言 圚表24.1

外邦掌權

「外邦人的日子. 千禧年國度

主前605 基督再臨

二 、背景

請細讀圖表24.1 ，並 留意以下各點：

1. 但 以 理 在 巴 比 倫 事 奉 ，至 少 有 七 十 年 （主 前 六 〇 五至五三六  

年 ）。他是在第一次被擄時與猶太同胞一同被俘擄的（主 前 六 〇 五 年 ；一 

1 一6 ) 。在被擄的七十年間，他一直住在巴比倫（十章一節的日期是主 

前 五 三 六 年 ）。

2. 在 但 以 理 時 期 ，巴比倫分由三國統治：新 巴 比 倫 、瑪 代 及 波 斯 。 

書中重要的君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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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布 甲 尼 撒 ；伯沙撒 （新 巴 比 倫 ）

瑪代王大利烏3 (瑪 代 ）

古列 （波 斯 ）

3. 主 前 五 三 九 年 ，拿 波 尼 度 （Nabonidus ) 當 政 ，伯 沙 撒 攝 政 ，巴 

比倫亡於波斯王古列。自此波斯稱霸，是爲波斯時期。

4. 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重 建 聖 殿 ，時爲但以理任期之末。

5. 與 但 以 理 同 期 的 猶大先知和君王是誰？我們先前已提過這些人 

物 ，請 重 溫 一 下 。

三 、但以理

A 名字

但以理的希伯來文是 D a ™ > y e 7 ，意思是「神的審判者[王]」，或 「神 

是我的審判者[王 ]」。尼布甲尼撒的官員給但以理起名爲伯提沙撒（一 

7 ) ，意 爲 「巴力之王子」，是 記 念 巴 比 倫 假 神 的 名 字 （參四 8 ; 賽四六 

1 ; 耶 五 〇 2，五一44 ) 。

B 性格

但以理在獅子坑中的英勇事蹟和信心表現，爲人 所 樂 道 。他的優點 

很 多 ，例 如 堅 守 原 則 、滿 有 智 慧 、應 對 得 體 、待 人 有 禮 、勇 敢 謙 讓 、虛 

心 而 有 信 心 ，並且時常禱吿。天使在異象中三次稱他「大蒙眷愛」，實在 

並 非 偶 然 （九2 3 ，一 〇 11、19 ) 。

C  生平

但以理生於約西亞王改革期間（主前六二一年）一個猶大的責族家 

庭 。有人認爲但以理是希西家王的後裔，是列王紀下二十章十七至十八 

節 、以赛亞書三十九章七節所預言的人物（一3 ) 。主前六〇五 年 ，他 

處 身 於 第 一 批俘虜當中的時候，年 紀 才 十 多 歲 。同行另有三位少年貴  

族 ，四 人 都 是 英 俊 、聰 明 ，而 且 受 過 良 好 敎 育 （一4 ) 。尼布甲尼撒挑 

選 他 們 出 來 ，訓練他們服侍他。王爲他們各人起一個名字，都與巴比倫 

的 神 有 關 ，只是他們不肯叩拜這些神，仍然忠於耶和華。但以理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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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他們日後的遭遇。

直到主前五 三 六 年 ，但以理仍任先知（一〇1 ) 。4 不久他寫但以理 

書 ，由歸國的人帶回耶路撒冷。但以理死時的境況與日期均不詳。

D 事工

上文已說過但以理的主要職事，包 括 ：

1. 對巴比倫的外邦人及被擄的猶太人說預言

2. 預言關乎外邦列國及以色列國

3. 論到將來的世代，一直到末後 

但以理與其他先知的分別是：

1. 他或許不像以赛亞及耶利米，神沒有特別呼召他出任先知。

2. 神賜他先知的恩賜，但不是先知的職分。

3. 他任職於王宮裏。

4. 他的預言側重外邦列國。

5. 舊 約 先 知 書 中 ，僅此一卷被列爲啟示文學。

6. 但以理書是解釋聖經末世預言的鑰匙。

四 、但以理書

A  可靠性

這 書 作 者 是 以 西 結 （結一四1 4 、2 0 ，二八 3 ) 及 耶 穌 （太二四15 ; 

可一三14 ) 所提及的但以理。從 七章二節起，本書作者用第一人稱。此 

外 ，此 書 文 氣 統 一 ，而神在十二章四節對但以理所說的話，也蘊含但以 

理 爲 全 書 作 者 之 意 。新 派 學 者 批 評 此 書 ，否 定 它 的 眞 確 性 ，主要原因 

是 ：⑴書中有不尋常的神蹟（如但以理自獅子坑中獲救）；⑵書中的預 

言 淸 晰 （許 多 還 在 公 元 前 應 驗 ）；⑶ 被 指 爲 與 歷 史 不 符 。雖然遭此責 

難 ，這書之確鑿可靠性仍歷久不衰。

B  在聖經中的位置

在 中 、英 文 聖 經 中 ，但 以 理 書 均 列 於 五 卷 大 先 知 書 之 末 （以賽亞 

書 、耶 利 米 書 、耶 利 米 哀 歌 、以 西 結 書 、但 以 理 書 ）。但在希伯來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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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中 ，這書並不列入先知書，而 是列爲歷史書，屬聖卷一類。原因是但 

以理雖有先知之實，也有先知的恩賜（參太二四15 ) ，但他正式的職位 

還是 政 府 官 員 。此外這書被列爲歷史書的原因，是 其 內 容 （包括書中的 

啟 示 和 異 象 ）與世界歷史有關。

C  寫作曰期

但以理寫書的日期，可能是在書中所記最末一件事發生後不久(一〇 

1 ; 主 前 五 三 六 年 〉，時間大約是主前五三〇年 間 ，或是在他年約九十 

歲 時 寫 成 。

D  文體

但 以 理 書 屬 啟 示 文 學 ，舊約聖經中只有它一卷歸入此類；5 啟示錄 

則爲新約聖經的啟示文學。6 「啟示」一 詞 ，亦即爲啟示錄一章一節的希 

臓文「啟示」（a p o d y p s e  ) 。啟示是指神隱藏着的旨意，在 揭 曉 之 前 ， 

不 爲 人 知 。這旨意多爲彌賽亞國度前所發生的世界大事，以及世界末曰 

對萬 物 的 結 局 。通常神藉着異象揭示這些大事，作者並運用許多比喩和 

象 徵 手 法 。在 但 以 理 書 中 ，「異象」一詞出現三十多次。（編 者 註 ：在英 

文 聖 經 ，“vision”〔單數〕出現二十二次，“visions”〔衆數〕出 現 十 次 。） 

啟示文學通常是用散文筆法，但因爲文中太多象徵語言，所以好些 

地 方 讀 來 有 如 詩 體 。在 西 敏 寺 聖 經 譯 本 （Westminster Study Edition 

of the B f W e  ) 7中 ，以下幾處是用詩體形式排印 ：二20 — 2 3 ，四3 、10 

- 1 2 、1 4 - 1 7  ' 34 —3 5 ，六2 6 - 2 7 ，七9 - 1 0 ' 1 3 - 1 4  °

但 以 理 書 還 有 一 個 特 點 ，就 是 用 兩 種 文 字 寫 成 ：希伯來文與亞蘭 

文 。綜 覽 的 時 候 ，我們會談到爲何採用此種語言結構。

五 、綜覽

1. 首先一 口氣讀完全書，最好能開聲誦讀。讀後請至少列出五項觀 

感 。你覺得哪些字句較爲重要？

2. 現在再逐章讀一遍，給各章定出一個題目，把題目寫下來。

3. 留意每章的第一節，注意君王的名字。這就是但以理書中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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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異象的日期。（有關各王執政時期，請參圖表24. 2 )

4. 哪幾章以述事爲主？哪幾章以異象爲主？

5. 第一章如何作爲全書的導引？最後一章是否自成一個單元，還是 

接續第十一章所說的異象？但以理書最後一句如何總結全書？

6. 在 一 至 六 章 中 ，解夢的人是誰？而在七至十二章裏，解夢的人又 

是 誰 ？

7•請比較尼布甲尼撒（二 章 ）與 但 以 理 （七 章 ）的 夢 。

8. 留意但以理書的異象如何提及外邦列國。請 再 讀 第 九 章 ，並判斷 

其中的異象是有關外邦國還是以色列國。

9. 請 繼 續 綜 覽 全 書 ，留 意 各 事 件 的 相 互 關 係 、重 點 、進展和轉捩 

點 。這書是一卷完整而統一的作品嗎？請 擬 一 題 目 ，說明此書的主題。 

並將閱讀心得與圖表24. 8對 照 一 下 。以下的綜覽須參照綜覽圖表，請先 

硏 讀 這 圖 表 。

10. 圖表 24. 8 的上部說明這書可平均分成兩部分，還按次列出帝王 

的 名 字 ：

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烏

伯沙撒……大利烏……古列

作 者 使 用 這 手 法 ，是 爲 了 遷 就 題 材 。請留意這與二分法的大綱十分配

合 。

11. 圖表的下部是按原卷所用的兩種語言劃分。這 分 法 對 讀 中 、英 

文 聖 經 譯 本 的 讀 者 而 言 ，並 不 明 顯 。8 ( 二章四節提到「用亞蘭語」，但 

不能幫 助 讀 中 、英文聖經譯本的讀者了解這分法。）

這 書 的 結 構 包 括 ：

a. 從一章一節至二章四節上，但以理採用猶太人的語言—— 希伯來

文---- 記 述 。9

b . 從 二 章 四 節 下 ，至七章二十八節，但以理轉用當時外交上的官方 

語言亞蘭文書寫。

c.  從八章一節至全書終結，但以理又用希伯來文寫作。究竟但以理爲 

何採用這種寫法？最合理的解釋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兩段，主要對象 

爲 猶 太 人 ，所以用他們的語言來寫；用亞蘭文寫成的一段，以外邦列國 

爲 主 要 對 象 ，給他們頒佈訓令，所以用當時世界性的官方語言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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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圖表就據此分爲兩大段：1Q 

二 至 七 章 ：外邦列國 

八 至 十 二 章 ：希伯來國

第 一 章 是 引 言 ，背 景是外邦列國，但主角卻是四位猶太少年。八至 

十二章也常提到外邦列國，但目的不過是襯托猶太人在末後以前的遭遇

而 已 。

12. 照你目前的心得，這書的主題是甚麼呢？還想到其他的副題嗎？

13. 書中的預言怎樣說到外邦列國與以色列國的關係？

14. 這書怎樣表明神是掌管歷史的？

15. 這 書 不 易 明 白 ，綜覽全書也未能解答所有難題。綜 覽 的 目 的 ， 

旨在找出重點及主題，以便日後進一步的硏讀;綜覽其他書卷也是一樣。

六 、要旨

以下對主題的討論並不透徹，但已提供不少材料作爲日後硏讀之用。

A  關乎末世的預言

但以理在神全能的引領下，詳細道出外邦列國的國運，這是他對聖 

經 獨 有 的 貢 獻 。以色列其他先知也說過類似的預言，不 過 說 的 不 多 ，大 

多針對同胞而說。但以理則在聖靈的默示之下，較爲側重有關「世界」歷

史 的 預 言 。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但 以 理 對 外 #列國和以色列國的預言，全於主 

前 第 二 世 紀 應 驗 ，最遲也不會超過基督在世之日。另一些則持相反的意 

見 ，認爲但以理書的預言大多集中於末世；這 也 是 本書的觀點。11華活 

特 （John Walvoord ) 用簡潔的話扼要說明這個遠距釋經法。

從多方面來說，但以理書的預言可說是舊約聖經中層面最廣的啟示； 

它從巴比倫時代起，直至基督再來，勾劃出整個世界歷史的輪廓，並 

說明它與以色列國的相互關係。但以理提供了解釋預言的訣竅，是前 

千禧年說的重要根據，對解釋啟示錄十分重要。此書說到神的權能超 

越 萬 有 ，使猶太人與外邦人都確定祂必然在時間與永恆中成就祂的心 

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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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尼布甲尼撒的夢境與但以理的異象 （二 ，七 章 ）

神在夢中向尼布甲尼撒啟示將來的世界政治形勢。那時尼布甲尼撒 

剛 升 任 爲 「世 界 」的 統 治 者 ，心 中 繫 念 着 才 到 手 不 久 的 國 權 （二 1 — 

30 ) 。約 五 十 年 以 後 ，但 以 理 看 見 異 象 （也 是 一 夢 ，七1 ) ，同樣預言 

世 界 的 局 勢 （七 章 ）。圖表24. 3說明兩夢之間相近之處，「應驗」一攔是 

這 兩 夢 保 守 的 解 釋 ，較普遍被人接受。請留意在基督第一次降臨以前， 

有 多 少 預 言 應 驗 了 。把角看爲敵基督的原因，乃是根據新約聖經論到 

末 世 的 經 文 （參 帖 後 二 3_10 ;戧—— 2 ，一三2 、5 _ 1 0 、15 — 1 7 ，一九 

20 ) I3 。圖表24. 4是根據前千禧年及前大災難的末世觀;而兩夢的解釋， 

就以此 爲 背 景 。（敵基督最活躍之時爲大災難時期。）

C 七十個七的異象（九1_27 )

福 音 信 仰 對 這 異 象 的 解 釋 ，分 成 兩 說 ，它 們 均 同 意 「七」是指七

年-------■個七即七年。其 中 一 個 看 法 就 是 楊 格 （Ed w a r d  J. Y o u n g  )

所 說 「傳統的彌赛亞釋經法」14，認爲第七十個七已於主後第一世紀應  

驗 了 ，中 間 並 沒 有 敎 會 時 代 的 空 隙 。他們相信九章二十六節的王是提 

多 （Titus ) ，他 於 主 後 七 十 年 毀耶路撒冷與聖殿；至於九章二¥ 七節 

的 「他」，則 指 基 督 。祂的死廢除了舊約的獻祭。

第二個學說則認爲第六十九個七與第七十個七之間，有 一 大 空 隙 。 

他們認爲這異象是指以色列在末日大災難將遇到的事。請參圖表24. 5 。

請 讀 但 以 理 書 九 章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七 節 ，並 參 照 圖 表 24. 5 。柯發 

( Robert D . Culver ) 解釋持這說的理由如下：

1. 耶穌將最後一個「七」與「可憎的」置於末世敵基督出現的期間，在祂 

再臨之前（太二四1 5 ) 。

2. 但以理書七章二十五節與九章三十七節相同，都是預言末日之敵基

督 。

3. 聖經中與末世有關的經文，均常提及三載半（啟一一2—3,一二6、14)。

4. 第七十個七中的六件事情（九24 ) ，須在基督再臨、以色列復國歸 

神 之 後 ，方能完成。15

至於你是否贊成這個說法，則須你自己決定。有關兩說的參考資料 

剛 才 已 經 提 過 ，請大家自己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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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但以理異象之比較

綜覽此書並不能細腻地硏讀各個異象。圖表24. 6將這書的異象槪括 

比 較 ，方便讀者找到其中的重點（不在細節上下功夫）<；

七 、鏡字鏡節

鑰字是「夢」與 「異象」，還有別的嗎？請看四章十七節，這是本書的 

鎗 節 。

八 、應用

1. 從但以理及他的朋友的事件中，我們學到甚麼功課？對 於 「在世 

上」卻 「不屬世界」這 話 （約一七1 1 、16 ) ，你有何新的領受？

2. 這書對於禱吿的功效有何敎導？

3. 神是掌管歷史之主，但以理怎樣從不同的角度說明這眞理？

九 、進階習作

1. 現已綜覽但以理書，讀者不妨扼要地比較五位大先知的遭遇和信 

息 。圖表24. 7已列出其中一部分。

2. 但以理書共有多個解釋法，可見這書並不易讀。硏讀時請參考註 

釋 書 。前 千 禧 年 派 中 ，有一本値得推薦的書，就 是 T h e  K e y  to 

Prophetic i?eve/ation , 作者是 John F . W a l v o o r d .

十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 > ( 宣道出版社代理）

賈 玉 銘 ：《聖經要義 > ( 晨 星 出 版 社 ）

謝 秀 雄 ： < 愛與希望的信息 > ( 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Albright, W . F .，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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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的異象

次降臨 ________基 胃 神

異象 主前

605 主 後 30 70

大災難 千禧年

巨像

第二章

外 邦 國 度
神永恆

的國度

四獸

第七章

外 邦 國 度 敵基督 人子掌權

兩獸

第八章

安提阿哥  

四世

七十個七

第九章

六十九個七 — 個七
「受膏的 

君 王 」

列王爭戰

第十至十二章

安 提 阿 哥 四 世 敵基督

以色列遭 

災之四期

V .  \〇

被 擴 迫 ② 害 J
散 ^

大5

D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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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先知對照表 圖表 24.7

以 赛 亞 耶 利 米 以 西 結 但 以 理

被稱爲

皇室的先知 

傳福音的先知 

彌赛亞的先知

哭泣的先知 

審判的先知

異象的先知 

俘虜的先知 

另一位人子

外邦時期的先知

工作對象
居猶大之 

猶太人

居猶大及被 

擄之猶太人

被擄至巴比 

倫的猶太人

外邦君王及 

被擄的猶太人

關 乎
猶大及耶路撒冷

( 一 1 ，二 1 )

猶人與列國 

(一 5 、9 —1 0 ， 

二 1 一 2 )

以色列全家 

(二 3 — 6 ， 

三 4 —1 0 、17 )

外邦列國（二36起)， 

以色列（九 ）

執政君王

猶大丨•:（一 1 ) 

烏西雅、約 坦 、 

亞哈斯、希西家

猶大王（一 2—3) 

約西亞、約哈斯、 

約雅敬、約雅斤、 

西底家

猶 大 王 ： 

西底家 

巴比倫丨: 

尼布甲尼撒

猶 大 K :約 雅 敬 、 

約 雅 斤 、西 底 家 ； 

外邦君 1::尼布甲 

尼撒、大利烏、古列

曰 期 （主 前 ）
七三九至 
六九二年

六二七至 
五七四年

五九三至 
五五九年

六〇五至 
五三六年

任先知年數 47 53 34 69

作先知之召 第六章 一 4 — 19 第一至三章 ——

政治情況

猶大受亞蘭及 

以色列侵擾， 

與亞述結盟， 

亞述敗退

與埃及和巴 

比倫交惡， 

被擄的人遭 

受放逐

已有猶太人被擄 

至巴比倫，留在 

猶大的猶太人亦 

有被擄的威脅

猶太人被擄至 

巴比倫

宗敎情況
倒 退 ，

虛有其表

約西亞領導復興， 

約西亞死後，百姓 

再犯罪及拜偶像

擧國不信、 

悖 逆 、反叛

國家與神關係中斷， 

少數餘民持守信仰

歷史背景

王下十五 
至二十章 
代下二十六 
至三十章

王下二十四

m v >.:
但一至六章 但一至六章

但 以 理 書 ：神 掌 管 世 界 405



4 0 6 舊 約 精 K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H a n s o n , A . T .:《約拿書與但以理書》（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但以理書硏經導讀> ( 天 道 書 樓 ）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65-8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Culver, Robert D . D aniel and the L atter D ays.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61-94.(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P a y n e , J Barto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p p . 369-92.
Saggs, H . W . F .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Walvoord, John F . Daniel: The K ey to Prophetic Revelation, p p . 11- 

27.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Daniel” in The N ew Bible Comm entary. 
(Amillennial viewpoint) ( 中 文 譯 本 爲 《聖 經 新 釋 》，證 道 出 版

社 。）

B  釋經

Culver, Robert D . “Daniel” in T h e  W y c /i/fe jBibie C o m m e n t a i y .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D e H a a n , M . R . D aniel the Prophet 
Ironside, H . A . Lectures on Daniel the Prophet 
Johnson, Philip C . The Book of Daniel.
Leupold, H . C . Exposition of Daniel. (Amillennial viewpoint)
L u c k , G . C o l e m a n . Daniel, E v e r y m a n ^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McClain, Alva J. DanieFs Prophecy of the Seven ty W eeks.
Newell, Philip R . Daniel.
Pentecost, J. D w i g h t . Prophecy for Today, p p .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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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voord, John F . D aniel: The K ey to Prophetic Revelation. 

W o o d , L e o n  J. A Commentary on Daniel. * 1

註釋
1.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199.
2. John F . Walvoord, Daniel: The K ey to Prophetic Revelation,

p . 7.

3 .  有 人 認 爲 這 大 利 烏 是 古 巴 茹 （G u b a r u  ) ，波 斯 王 古 列 的 將  

軍 ，統管迦勒底一帶（即 巴 比 倫 ）。（參五3 1 ，六 1 ，九1 )

4. 十 章 一 節 的 時 間 大 槪 是 古 列 統 治 巴 比 倫 的 第 三 年 （即 536

B .C . ) 。「到古列王元年」（一21 ) 大槪是指猶太人獲准返回耶路撒冷的 

第 一 年 。 參 Robert D . Culver, “Daniel,” T h e  Wyci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頁 7 7 6。 （中 文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籽出版  

社 ° )

5 .  其 他 書 卷 （如 ：以 西 結 書 、撒 迦 利 亞 書 ）的某部分是帶有啟示 

性 的 。

6 .  啟示錄與但以理書的關係密切，兩者都有相同的主題和象徵。 

硏 讀 其 中 一 卷 ，對認識另一卷也很有幫助。曾經有位 作 家 這 樣 說 ：「啟 

示錄和但以理書的作者，有很多共同之處，猶如他們是一同被引領到神 

那 裏 去 。」

7. W estminster Study Edition of the Bible.
8. Culver ^  "Daniel,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 entary ( 

譯 本 爲 《威 克 里 夫 聖 經 註 釋 》，種 籽 出 版 社 。）及 他 的 另 一 書 Daniei 

a nd the Latter D a y s 中 ，對 但 以 理 書 的 語 言 結 構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

9 .  雖然希伯來文是猶太人的宗敎語文，但猶太人被擄之後，他們 

已開始減少使用希伯來語。（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復國以後，希伯來文 

再次成爲官方語言。）

1 0 .  論 外 邦 人 的 一 段 ，是由 二 章 一 節 開 始 。其賁但以理由二章四 

節 下 起 ，用 亞 蘭 文 寫 書 ，藉以强調這個轉變，而二章一至四節上，是引 

入論外邦人一段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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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ulver, D aniel and the L atter D ays, p p . 14-15.
12. W a l v o o r d，上引書頁2 7 。

1 3 .  參 Culver，“Daniel,” 77ie WycJi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頁 790 — 

91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 ，種 籽 出 版 社 。），其中對這方面 

有進一*步 的 討 論 。

1 4 .  持這見解的有 E d w a r d  J. Y o u n g , T h e  Prophecy 〇/ D a /w W .

15. Culver, <<Danier,,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 795.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出版社。）

第二十五章 

十二小先知書

舊約最後十二卷書是小先知書。以下我們會討論研讀這些書卷的方

法 。

一 、 名稱

這 些 書 卷 統 稱 爲 小 先 知 書 。名 稱 的 來 歷 ，溯源於奥古斯丁的時代 

(主 後 第 四 世 紀 末 ）。名爲「小」先 知 書 ，是由於它們的篇幅較短，不如 

以赛亞書及耶利米書（大 先 知 書 ）般 長 ；並不是因爲它們的信息不適用 

於 今 日 的 社 會 ，或是對從前的社會沒有那麼重要。其實他們的信息都是 

十 分 寶 貴 的 。

希伯來文聖經把這十二本書合爲一卷，定名爲「十二書」。原因是這 

十二 卷 書 較 爲 簡 短 ，故舊約時代的猶太人就把它們編成一卷，使其篇幅 

與 以 賽亞書及耶利米書相仿。所以把「十二書」看 爲 一 卷 也 很 合 理 ，1 至 

少不如「小先知」般容易令人誤解。

二 、 正典

反對將十二小先知書列爲正典的言論不多，大家均公認它們的信息 

與大先知書同樣重要和獨特。

前 文 說 過 ，希 伯來文聖經（分 律 法 書 、先 知 書 、聖 卷 ）將 「十二書」 

合 爲 一 卷 ，列 入先知書類。所以希伯來文聖經僅有二十四卷書。其實這 

二十四卷與我們現在的三十九卷完全相同。中英文聖經的十七卷先知書 

中 ，小先知書佔了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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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英文聖經譯本的小先知書次序

中英文聖經譯本的十二小先知書排法如下

1. 何西阿書

2. 約珥書

3. 阿摩司書

4. 俄巴底亞書

5. 約拿書

6. 彌迦書

7 .  那鴻書

8 .  哈巴谷書

9 .  西番雅書

10. 哈該書

11. 撒迦利亞書

12. 瑪拉基書

我們並不知道最初爲何如此編排。若果一如我們所說的，前六卷書寫於 

後 六 卷 之 前 ，那就是按時間排列了。2 ( 參圖表25.1 )

按 職 事 而 言 ，小先知書可分爲三組：以色列的先知、猶 大 的 先 知 ， 

以及被擄歸回後的先知（參圖表25.1 ) 。

三組小先知書分別按書寫年代順序編排如下：

組 另 IJ 書 卷 章 數 合計

約拿書 4

1 . 以色列先知 阿摩司書 9 27

何西阿書 14

俄巴底亞書 1

約珥書 3

2 . 猶大先知
彌迎•書
那鴻書

7

3
20

哈巴谷書 3

西畚雅書 3

哈該書 2

3 . 歸國後先知 撒迦利亞書 14 20

瑪拉基書 4

我 們 綜 覽 的 時 候 ，就照上述的次序來讀。

四 、約 拿 、阿摩司及何西阿同時代的人物

圖表25. 2列出與三位先知同時代的王。有時兩王同時執政（例 如 ：

十二小先知當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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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七九三至七八二年，約阿施與耶羅波安一同秉政）。在何西阿事奉 

的 期 間 ，以色列共有幾個王？留意在何西阿事奉後期’以色列被亞述擄 

去 。以 色 列 的 敗 亡 ，是神對罪 之 懲 罰 ，這表明何西阿肩負的是甚麼屬靈 

負 擔 ？以色列王的名單及資料，請 參本書附錄。

以色列小先知時代的王 圖表2 5 .2

00 〇 〇
Oi 00
卜 卜

〇 〇 〇 〇
«〇 1〇 寸  C0
卜 卜 卜 卜

§
CD

以下是主前七九八至七一三年間的以色列王，並他們在位的大槪年 

份 ，以及當時的先知。

以色列王 在位年份 先知事奉期

約阿施 七九八— jr；八 二

耶 羅 波 安 二 世 七 九 三 一 七 五 三 約 拿  七八四一七七二 

撒迦利雅 七五三一七五二

沙龍 七五二 阿 摩 司 七 六 五 一 七 五 五

米拿現 七五二一七四二

比加轄 七 四 二 一 七 四 〇 何 西 阿 七 五 五 一 七 一 三

比加 七五二一 b 三二

何細亞 七三二一七二二

五 、小先知書的主題

小先知事奉的對象、時間及地點與大先知相同，所以信息亦大致一 W

十二小先知當  413

A  教訓與勸勉（直 言 ）

許 多 篇 章 都 提 到 罪 、警 吿 及 懲 罰 ，原因是神在此時傳出拯救的佳 

音 。十二卷書均有光明積極的一面。

內裏充滿神對罪人不移的愛；祂那堅定到底的恩慈；祂那追隨着被 

擄 、被棄之人的憐憫；祂那豐豐足足臨及外邦的眞理；人類對救主的 

盼 望 ；聖靈的澆灌；以及神耐心的勸導、溫柔的看顧和樂意的醫治。3

B  預言與勸勉（預 示 ）

先 知 的 話 語 ，多集中在以下的歷史時空 ：⑴他 們 的 時 代 ；⑵亡國之 

災 （亞 述 及 巴 比 倫 ）與 最 終 復 國 ；⑶彌 赛 亞 降 臨 ；4 ⑷彌 賽亞作王。

六 、溫習題目

1. 請 依照中文聖經，列出十二小先知書的名稱。

2. 請按本章所提供的編排法，將小先知書分成三組。

3. 「小先知」是甚麼意思？

4. 希伯來文聖經統稱小先知書爲甚麼書？

5. 當 約 拿 、阿摩司及何西阿任先知時，國際間最强大的是哪一國？ 

( 參圖表1.4 )

6. 先知職事中的直言與預示有何不同？

註釋

1 .  在 主 前 第 二 世 紀 ，非聖經的資料顯示這些十二小先知書在基督 

降 生 之 前 ，是 使 用 這 名 稱 的 ：「十二小先知在他們的地方再次興旺，他 

們 安 慰 了 雅 各 家 ，並 使 他 們 再 次 得 着 救 恩 的 盼 望 。」（Ecdesiasticus 

49:10)。

2 .  有 關 先 知 工 作 年 期 的 資 料 主 要 來 自 John C . W h i t c o m b的圖 

表 ，載於 O W  Testament fCings and 丹〇/3/1打5.此外，George A d a m  

Smith也 把 先 知 的 工 作 年 期 順 序 排 列 如 下 ：阿 摩 司 、何 西 阿 、彌 迦 、 

西 番 雅 、那 鴻 、哈 巴 谷 、俄 巴 底 亞 、哈 該 、撒 迦 利 亞 、瑪 拉 基 、約 珥 、



4 1 4 舊約精觉

^ 3^ .  ° ( The Book of the Tw elve Prophets, 2 vols.)
3. S m i t h，上引書1 : 9 。

4. 「彌赛亞」（意 即 「受脊者」）這名稱在舊約聖經中只出現過兩  

次:但以理書九25 — 26—— 指受脊的人或物，是舊約聖經的一般用法；撒 

母耳記下七章—— 雖然沒有提及「彌賽亞」或 「受資者」，但彌賽亞是出自 

大衞家卻顯而易見。在先知書中，有 不 同 的 名 字 （例 如 ：「統治者」，彌 

五 2 ) 都是指着基督說的。

第二十六章 

以色列的小先知
( 約 拿 、阿 摩 司 何 西 阿 ）

約 拿 、阿摩司及何西阿三位先知，均在北國以色列事奉。他們的信 

息 切 合 時 代 。甚至有人認爲「阿摩司的信息超越他的時代，即使到了現 

在 ，人類歷史與基督敎歷史大都還未趕得上。」

三位先知的特點是：

約 拿 ：事工破碎的先知 

阿 摩 司 ：律法破碎的先知 

何 西 阿 ：心靈破碎的先知

雖然這樣說較爲籠統，但也可幫助讀者在綜覽的時候有路可循。

約拿書：要往普世去
約拿書淸楚表明神對全人類的慈愛和憐憫。這是聖經的基要眞理， 

是信徒常常引用的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所敎導的。如果我們先讀約拿 

書 ，再 讀 其 他小先知書，就能立刻盡窺全豹—— 神對外邦人和猶太人的 

愛 。這 樣 ，我們讀到以色列及猶大歷史時，觀點便不致偏差。

一 、約拿書背景

A 約 拿

(一） 名字及家族

約 拿 的 名 字 （希 伯 來 文 是 Y o n a A  ) 意 爲 「鴿子」。我們從列王紀下 

十 四 章 二 十 五 節 得 知 ，他 是 亞 米 太 的 兒 子 ，1 是 迦 特 希 弗 人 。這村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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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耶穌的家鄕拿撒勒2東 北 約 三 哩 。大先知耶利米也是出生於寂寂無聞 

的 小 城 亞 拿 突 （耶一1 ) 。

(二） 先知職事

約拿也許與其他先知一樣，有擔任此職的資格。從 約 拿 書 所 見 ，他 

的性格大多是不敢恭維的（如 逆 命 、生 氣 ）。但 從 他 的 事 奉 ，可以看到 

神 的 忍 耐 ；祂願意使用輭弱的人。

約拿書的目的是彰顯神對外邦城尼尼微的恩慈。神揀選約拿傳達祂 

的信息予尼尼微人。

約 拿 及 其 時 代  圖表 26.

〇〇 i〇|C〇 cacq loco o> co n  寸
<Ji G i O i 000000 卜卜  l〇 l/5 00 CO rH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卜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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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時代的人

圖表26.1說明約拿及其同時代的人。請留意圖表中以下的各點：

a . 約拿之先有以利沙，也許他就是以利沙的門徒，受業於「神人」門 

下 。請讀列王紀下十三章十四至二十節所載以利沙之死。約拿之後有阿 

摩司 及 何 西 阿 。

b . 約 拿 書 所 載 ，是 先 知 在 外 邦 城 尼 尼 微 的 事 工 。雖 然 如 此 ，他歸 

根結底還是以色列的先知，事奉的主要對象是以色列人。只 是 ，除了列 

王 紀 下 二 章 ，神再沒有記載他在祖國的事工（參 下 文 ）。

c. 約 拿 公 開 事 奉 時 ，正値以色列的全盛時期，當政的是耶羅波安二 

世 。耶羅波安的政績可參列王紀下十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九節。經文提到， 

約 拿 預 言 耶 羅 波 安 會 從 亞 蘭 收 回 以 色 列 北 面 邊 界 之 地 。「神再給以色 

列人最後一次悔改的機會（一四26 — 27 ) ，看看富强能否達致苦難所不 

能 逹 成 的 目 的 ，令 他 們 回 轉 。」3讀阿摩司書與何西阿書時，我們看到以 

色列人定意背向神。

d . 從 某 方 面 來 說 ，約拿是以色列與外邦世界的調解人。在 那 時 代 ， 

雖 然 亞 述 國 還 未 攻 陷 以 色 列 （要 過 五 十 年 後 ），亞述國已是他們最大 

的 外 患 。亞述國跟以色列人一樣，都 拜 偶 像 。照 這 情 況 推 測 ，約拿爲甚 

麼不肯向亞述尼尼微城的人傳悔改的信息呢？

e•以色列國與神的關係若然良好，約拿向尼尼微人傳道以後(三章）， 

兩國邦交將如何發展，只有神才曉得。

f.約拿傳道以後僅五十年，以色列國就被亞述傾覆。你認爲約拿是 

否預知這個迫近眉睫的傾亡呢？

B 約 拿 書  

H 作者

傳統均認爲是約拿寫這書。此書雖然不用第一人稱謂，也可能是他 

寫 的 。希 伯 來 作 家 （如 摩 西 ）寫 自 傳 時 ，常採用第三人稱的寫作手法。 

㈡ 曰期

此書寫於約拿任先知之末期，約爲主前七七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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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文體

約 拿 書 是傳記體裁，近似他的前輩以利亞和以利沙的記述方式（王 

上 、下 ）。4 蘊 藏 在 歷 史 事 件 裏 ，是 一 個 預 表 。書中的主角是約拿與大 

魚 ，而 所 預 表 的 ，是基督的埋葬與復活（參 太 一 二 39_41 ) 。約拿從魚 

腹 中 獲 救 ，這對尼尼微人說是一個神蹟。照主耶穌的話看，這神蹟要表 

明 甚 麼 （路—— 29 — 30 ) ?

㈣ 目的

約拿書的主要目的有三：

a. 使神的選民知道他們有責任向所有人—— 猶太人和外邦人—— 傳 

揚拯救 的 信 息 。5

b . 凡 爲 罪 悔 改 的 ，神 皆 接 納 和 寶 貴 （耶一八7 — 10 )。請讀羅一 16, 

二 9 — 1 0 ，三29 ; 彼後三9 ; 可一六1 5 。

c. 向後世的人表明早在基督降世以前，神已藉約拿的事件，表明基督 

的死和復活早在祂的計劃之中。

約拿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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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理環境

地圖 26. A 是約拿書中三個重要的地點:約拿的祖家、他施、尼尼微。

a. 祖家

神由這裏差派約拿往尼尼微。以色列國位於猶大之北。神的呼召臨 

到 時 （一2 ) ，約 拿 身 在 何 方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從 地 圖 中 ，可找到他的 

家 鄕 迦 特 希 弗 ，以及他上船往他施的地點—— 約 帕 。

b . 他施

約 拿 欲 逃 到 此 城 躱 避 耶 和 華 的 面 。這城也許就是西班牙西南面的 

他 達 蘇 城 （Tartessus ) 。

c. 尼尼微

聖經首次提及尼尼微是在創世記十章十一至十二節。請翻閱這幾節 

經 文 ，留意文中提及的利河伯、迦 拉 和 利 鮮 。似乎這鄰近的三城也屬尼 

尼 微 ，合起來才稱爲「大城」。尼尼微是在加利利海東北五百哩，位於底 

格 里 斯 河 畔 。

二 、約拿書綜覽

約拿書是聖經中最易讀及最有趣的書卷之一。曾有作者指出，在題 

材如 Itt窄 小 的 作 品 中 ，這書可算上佳之作。

A  綜讀

1. 請 先 翻 閱 全 書 ，得 一 槪 念 。這書開始得自然嗎？結尾又如何？

2. 故事情節是否緊湊？主角是 誰 ？還有別的角色嗎？

B  綜覽閫表

請細讀圖表26. 2 ，留 意 下 列 幾 點 ：

1. 此書主要分成兩段，表中哪三個大綱說明這點？

2. 留意圇表將兩段作比較，請細讀其中的異同。如有不淸 楚 之 處 ， 

讀者可參閱經文。

3. 讀 的 時 候 ，讀者可照自己的方法定下書的大綱。

4. 請讀圖表中的鑰字鑰節，並將你自己的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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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約拿書應用

本 書 的 敎 訓 有 ：

1. 傳給普世的拯救信息

2. 神的差遣

3. 逃避神

4. 逆命之報應

5. 悔改

6. 赦罪

7. 埋怨

8. 祈禱

9. 神蹟

10. 神掌管自然界

從下列經文可以看到耶穌怎樣應用這書：

太一六4 ( 參太一二39 — 41 ) ; 路—— 3 0 。

四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江 守 道 ： <神說話了—— 舊約各卷精華> ( 卷 六 ）（活 道 出 版 社 ）

陳 希 曾 ：《與主同扼—— 約拿書剪影> ( 活 道 出 版 社 ）

楊 濬 哲 ： <約拿書講義> ( 宣道出版社代理）

謝 秀 雄 ：《愛與希望的信息> ( 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Albright, W . F .，al:《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約論叢> ( 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 a n k s , W . L . &  F r e e m a n , H . E .:<約 拿 書 /那鴻書 > ( 人 人 聖 經 注 釋 ） 

(宣 道 出 版 社 ）

Baxter, J.心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H a n s o n，A . T _:<約拿書與但以理書》（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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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藉 

A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95-303.(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Ellison, H . L . The Prophets of Israel, p p . 55-61.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60-71.(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Gaebelein, Frank E . Four M inor Prophets, p p . 57-138.
S a m p e y , John Richard. <<J〇n ah>,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1727-29.

B 釋經

B a n k s , William L . Jonah, E v e r y m a n’s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中文譯本 

爲《約拿書/ 那鴻書》〔人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

D e a n e , W . J. Jonah, Pulpit C o m m e n t a r y .

Keil, C . F . ^Jonah^ in Biblical Comm entary on the Old Testam ent 
M inor Prophets, vol. 1.

K e n n e d y , James H . Studies in the Book of Jonah.

Kleinert, Paul. “Jonah” in L ange ’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阿摩司書：預備迎見神
阿摩司是以色列國運亨通時的先知，那時以色列人浸淫在虛假的虔 

誠 中 ，道 德 腐 敗 ，人 心 驕 傲 。在 衆 先 知 中 ，阿摩司算是個多采多姿的人 

物 。他像以利亞和施洗約翰一般，居 於 曠 野 ，卑 微 粗 野 。一位作家說他 

是 「人類靈性史上最奇妙的人物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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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摩司書的背景

A  阿 摩 司

(一）  名字與家族

阿摩司名字的意思是「背負擔子的人」（希 伯 來 文 字 根 是 a m a s ，意 

爲「擔負」）。書中沒有提及他的家族，甚至連他父親是誰也沒有說明； 

由此可見他出身卑微。其他經卷也沒有提到阿摩司的事蹟。7

阿 摩 司 是 提 哥 亞 人 。提 哥 亞 位 於 伯 利 恆 之 南 六 哩 的 小 鎭 ，面向死 

海 ，距 離 通 往 耶 路 撒 冷 、希 伯 崙 及 別 示 巴 的 大 路 不 遠 （參 地 圖  

26. B  ) 。阿摩司在這貧瘠的山地牧羊及種桑（一 1 ，七 14 ) 。8 他是羊毛 

商 人 ，故常往來北國以色列各城，親眼目睹以色列民的腐敗。

(二）  先知職事

神在阿摩司牧羊的時候呼召他作先知（七15 ) ; 大衞也是在牧羊時 

蒙 召 （撒 上 一 六 11 — 13 ) ; 而 基 甸 是 在 打 麥 子 時 蒙 召 的 （士 六 11 — 

14 ) 。雖然阿摩司也向猶大地人及鄰近的外邦人傳道，他工作的主要對 

象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一 1 ，七 14 _ 1 5  ) 。也 許 我 們 要 問 ，神爲甚麼會派一 

個猶大地人向北國以色列說預言。羅 拔 遜 （James Robertson ) 指出其 

中 的 原 因 ，相 當 簡 單 ：

先知常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出現；那時以色列對外作戰勝利（王下一四 

25 ) ，國 富兵强，處於全盛時代；隨之而來的就是奢華無度。與此同 

時 ，南國也處於昇平之世，國泰民安。9

神要向以色列人說嚴厲的話，所以祂揀選一個生活在艱苦中，仍能 

堅 定 自 守 的 人 爲 祂 出 口 。提 哥 亞 的 曠 野 荒 涼 瘦 瘠 ，生 活 貧 困 ，險阻重 

重 ，是一個空寂的世界。雖然阿摩司並非先知門徒（七14 ) ，但他認識 

神 ，也 熟 悉 聖 經 。提哥亞的生活正好裝備他擔負這項事工，許多蒙神呼 

召的人也是如此被召。他任先知共十年之久（主前七六五至七五五年）。

B  阿 摩 司 書  

( _ ) 作者與寫作曰期

阿摩司於耶羅波安在位的末期寫這書，約主前七六〇年。全書(共九章) 

以阿摩司的「默示」(一1，指信息或講章）爲主，七章十至十七節則是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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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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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6. 3列出與阿摩司同時代的人，請 細 讀 一 遍 ，記着這書的歷史 

背 景 。在 阿 摩 司 之 前 和 之 後 ，以色列 有 哪 幾 位 先 知 ？阿摩司出任先知 

時 ，誰作以色列及猶大的王？請比較一章一節。

(二） 他的聽衆

阿摩司的聽衆主要是以色列人。那時他們的政治及經濟情況正達於 

顚 峯 ，外 無 戰 爭 威 脅 ，國內商業蓬勃。然而物資的豐盛使人心高氣傲、 

意 氣 風 發 ，富 者 愈 富 ，貧 者 愈 貧 ，拜 偶 像 之 風 遍 滿 全 國 ，而且道德腐 

敗 ，人 心 欺 詐 ，不平之事隨處可見；國家已陷於災難邊緣。而事實上在 

神 的 行 事 曆 中 ，大 約 三 十 年 （主 前七二二年）後 ，這國就要覆亡。這就 

是他 們 的 命 運 。

㈢ 信息

阿 摩 司 的 信 息 尖 銳 而 嚴 厲 ，引致伯特利的假先知亞瑪謝誣他造反

(七  10 —17 ) 。

阿摩司與其他先知一樣，都很注意下列眞理：

a . 百姓的罪

b . 將臨的 懲 罰

c. 神 的 公 義 與 聖 潔

d . 神 因 憐 憫 而 施 搵 救

這書常被人批評爲「灰暗」。但阿摩司的目的是激發人們認罪悔改， 

並非藉此減輕自己因他們的罪行而發的哀傷。他切望他們認識神。這書 

鑰句是神充滿恩慈的邀請：「你 們 要 尋 求 我 ，就必存活」（五4 ) 。

二 、阿摩司書綜覽

A  綜 讀

略讀全 書 一 兩 遍 ，得一大槪印象。讀時請留意下列幾點：

1. 語調（如這書是嚴厲的、溫和的、沈思的、哲學性的，還是實際的？ ）

2. 前 幾 章 的 語 調 ，與 最 後 幾 節 （九11 _ 1 5  ) 的比較若何？

3. 試將阿摩司的信息分類（如從七章一節開始 ，屬異 象 類 ）。

4. 有哪些重複的字句？

5. 有哪些經文觸動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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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綜覽圖表

圖表26. 4是 阿 摩 司 書 綜 覽 ，說明了這書的結構與重點。請留意下列 

各 點 ，並翻閱列出之經文：

1. 本書的引言簡短（一1 一2 ) ，但沒有正式的結語。

2. 文 體 分 三 種 ：

a. 詩 體 式 預 言 (聖 諭 ） 第一至二兩章。經常重複的鑰句是：「耶和華 

如此說」（例如一3 ) 。

b . 訓 誨 式 講 辭 (講 道 ） 第三至六章經常重複的鑰句是：「常聽這話」

( 例如三1 ) 。

c . 戲 劇 式 敗示 (異象） 第七至九章經常重複的鑰句是:「耶和華指示 

我」（例如七1 ) 。

3. 這書指及懲罰的部分佔了大半，最 後的一部分（九11 _  15 ) 說甚 

麼 ？這書還有哪些兩段式的大綱？

4. 這書很明顯的分成四段，請在聖經上畫下分段，並從聖經找出劃 

分段落的四句句子。

懲罰列國—— 第一至二章 懲 罰 的 異 象 一 七 章 一 節 至 九 章 十 節

懲罰以色列—— 第三至六章 彌賽亞的應許—— 九章十一節至十五節

5. 圖表右邊的兩個大綱是阿摩司的講道對象。請從聖經找出支持這

種 分法的經文。

6. 請寫出五 個 異 象 ，第一個是蝗蟲的異象。

7. 當 你 繼 續 讀 下 去 的 時 候 ，請留意提 及 拯 救 的 經 文 （例如五4 ) 。 

九章十一至十五節是救贖主題的高潮。

8. 留 意鑰字鑰句 。讀 的 時 候 ，請加上你自己所找到的。

外 邦 人 （外 邦 列 國 （一 3 至 二 3 ) 參一 3 、6 、9 、1 1、1 3 ，二 1 

與 j 猶大 （二 4 — 5 ) 參 二 4

猶 太 人 （以 色 列 （二 6 — 16) 參 二 6

以色列 

( 北 國 ）
以 色 列 （主 要 ）（三 1 至九 10)

參 七 1 0 _ 1 7，

以色列與猶大有別 1(>

猶太人

與

外邦人

以 色 列 及 猶 大 （九 11— 15 ) 

外邦

參九11 一 1 4 ，神的選民

參九12 ( 欽 定 本 作 「外邦人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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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阿摩司書應用

1. 根 據 使 徒 行 傳 十 五 章 十 六 至 十 七 節 ，雅各如何應用阿摩司的信 

息 ？ （摩九11— 12 )

2. 神的懲罰爲何常離不開火？

3. 神 兩 個 主 要 的 屬 性 是 慈 愛 和 聖 潔 ，舊約歷史顯明了這兩個屬性 

嗎 ？阿摩司書有提到神的恩典嗎？神的慈愛與聖潔有甚麼關係？

4. 猶大地人「厭棄耶和華的訓詢」（摩二4 ) 。今日不信的人也犯此 

罪 嗎 ？倒退的基督徒會犯此罪嗎？若 會 ，是怎麼犯呢？

5. 曾 有 人 這 麽 寫 道 ：「人不能自己選擇作先知，他 是被選召的。」這 

話怎麼應用於阿摩司身上？參一 1 ，三8 ，七 14 — 1 5 。對今日的聖工人員 

來 說 ，這話正確嗎？

6•某民族的宗敎領袖若是假牧人，這民族還有希望嗎？請參看伯特 

利祭司亞瑪謝之事例（七10— 17 ) 。

7. 請 說 出 你對這話的感想：「懲罰的預言都是勸人悔改。」11下列的 

話 你 會 如 何 解 釋 ：「以 色 列 啊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四12下 ）？這話 

是 警 吿 呢 ？是叫人悔改呢？還是兩者兼備？

8. 請列出三章一節至九章十節的屬靈敎訓。

四 、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江 守 道 ：〈神說話了—— 舊約各卷精華> ( 卷 六 ）（活 道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阿摩司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 .，al:〈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Witney, T . C . &  Price, B . F .:(阿摩司書》（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阿摩司書硏經導讀》（天 道 書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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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04-8.(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出版社。）

Ellison, H . L . The Prophets of Israel, p p . 62-69.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84-90.(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 ，中華福音神學院。） 

Gaebelein, Frank E . Four M inor Prophets.
H o w a r d , J. K . Amos A m ong the Prophets, p p . 1-38.
Mo t y e r , J. A . ^A m o s ^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726-41.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道出版社。）

Scroggie, W . G r a h a m . Know Your Bible, 1:162-65.

B  釋經

Driver, S . R . The Books of Jo el and Amos,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Schultz, Arnold C . “A m o s ” in T h e  W y c W / e  W e  C o m m e n t a r y•(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Watts, John D . W . Vision and Prophecy in Amos.
Wolfe, Rolland E . M eet Amos and Hosea.

何西阿書：神對退後者的慈愛
以色列被亞述傾亡之前（主前七二二年），在以色列 作 先 知 ，且又 

執 筆 爲 文 的 ，以何西阿爲最後一人。由於以色列「腐 敗 到 了 極 點 ，神的 

懲罰無法拖延下去」，12何西阿又被稱爲「以色列壽終」的 先 知 。雖然何 

西 阿 書 的 主 題 是 懲 罰 ，此書最爲人樂道的，是它將神的慈愛與恩典生動 

地 呈 現 出 來 。有 人 說 得 很 好 ，「何西阿書道盡了神一切的恩典」。讀完這 

書 ，你 會 更 加 認 識 神 ，更知道祂如何對待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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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何西阿書背景

A  何西阿  

㈠ 名字

何 西 阿 （希 伯 來 文 是 Hoshea ) 意爲「挺救」。約 書 亞 （民一三16 ) 

及 耶 穌 （太一21 ) 的 名 字 ，與何西阿同出於一個希伯來文字根。

(二） 家族與家鄕

何 西 阿 之 父 是 備 利 （一 1 ) 。備 利 的 職 業 不 詳 ，也許他是個中產商 

人 ，也許他是耕種或者養牛的。何西阿在書中引用許多與農務有關的例 

子 ，看 來他年少時與泥土淵源頗深（參四 1 6 ，六4 ，一〇12 ) 。他的家 

鄕也許是以法 蓮 或 瑪 拿 西 的 一 個 小 鎭 （參地圖26. C  ) ，不過這也只是 

猜 測 而 已 。

㈢ 事工

何西阿似乎從未在先知學校受造就，但從他的作品看來，他是個學 

識 十 分 廣 博 的 人 。神 何 時 呼 召 他 ，我 們 無 從 稽 考 。這書的信息臨到他 

時 ，大約是主前七五四至七一四年之間；圖表26. 5列出與他同期之人。 

請 留 意 下 列 各 點 ：

a. 何 西 阿 任 先 知 期 間 ，相 繼 統 治 以 色 列 的 合 共 七 王 。同期之猶大 

君 主 ，則 有 四 位 。13

b . 何西阿是在阿摩司之後出任先知的。我們先 前 提 過 ，阿摩司是猶 

大人；而何西阿是以色列人，只有他是向以色列人發預言的以色列先知。 

正如一位作家說過，「書 中 的 呼 聲 ，是從國中發出 。」w

c. 亞 述 入 侵 以 色 列 時 （主 前 七 二 二 年 ），何西阿正任先知。I5 請參 

圖表26. 5 。巴比倫傾覆猶大時（主前 五 八 六 年 ），耶利米在猶大任先知。 

兩 人 的 信 息 相 同 ，都是「哀哭的先知」。

d . 以 赛 亞 及 彌 迦 是 猶 大 的 先 知 。何 西 阿 是 以 色 列 的 先 知 。（以後 

我 們 會 看 到 ，何西阿的信息有小部分是對南國說的。）

何西阿是以色列溫和的先知之一，他被稱爲「心靈破碎的先知」。他 

的 神 聖 使 命 是 懇 求 以 色 列 人 回 轉 歸 向 神 ；但 他 們 不 理 不 眯 ，終致被擄 

( 參王 下 一 七 章 ）。雖然他的信息不爲人接受，但他並沒 有 失 敗 ，因爲 

他 順 服 呼召他的神，將祂的信息傳給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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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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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何 西 阿 書  

H 曰期

何 西 阿 書 的 信 息 ，約在主前七五四至七一四年間傳講，而把信息編 

輯 成 書 的 日 期 ，約 爲 同 期 末 ，阿 切 爾 （Gleason Archer ) 認爲大約是主 

前 七 二 五 年 。16若 然 他 說 得 對 ，何 西 阿 書 之 編 成 ，是在以色列亡於亞述 

(主 前 七 二 二 年 ）之 前 。這 樣 說 來 ，懲罰在書中是預言，不是已發生的 

.事。

㈡ 情況

何 西 阿 在 世 的 日 子 ，北 國 以 色 列 政 局 混 亂 ，動 盪 不 安 。國君頻頻 

更 換 （圖表26. 5 ) ，亦說明了當時的動亂。有些政黨主張與埃及結盟； 

有些則主張 與 亞 述 建 交 。有 人 這樣解釋七章十一節：「以色列像愚蠢的 

鴿 子 到 處 亂 撲 ，卻 不 撲 向 神 。」17

這國在經濟上還算富裕，在靈性上則是最黑暗的時刻。拜 偶 像 、道 

德 敗 壞 ，以及輕慢神的慈愛等罪，給他們招致災禍。何西阿傳講審判的 

信 息 時 ，以 色 列 民 倒 退 失 敗 （一四4 ) 。請讀列王紀下十五至十七章， 

就可知擧國是如何黑暗了。

㈢ 主題

何西 阿 書 的 主 題 是 ：神 以 溫 柔 的 愛 ，給 硬 心 、不貞的以色列最後一 

個 機 會 。以色列是個不貞之妻，她 拋 下 丈 夫 ，跟情 夫 私 奔 。神透過先知 

何 西 阿 喚 她 回 來 ：「以 色 列 啊 ，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一四 1 ) 。下

列 經 文 談 到 神 的 愛 ，請 讀 者 翻 閱 ：二 1 4 、1 5 、1 9 、2 0 ，三 章 ----- 3 、

4 、8 ，一 四 章 ；參羅一一2 2 。約翰被稱爲新約聖經中愛的使徒；何西 

阿也可稱爲舊約聖經裏愛的先知。

㈣ 語言及文體

何西阿喜用不連貫的文體，簡短而尖銳（「他的文中閃爍着精句」）。但 

書 中 之 主 調 是 溫 和 的 。思 高 魯 哲 （Scroggie )說 ：「他的信息是舊約聖經 

中最有 深 度 而 又 最 屬 靈 的 。」18雖 然 「耶和華如此說」這 話 ，在書中僅出 

現 過 四 次 ，書中的語調仍充滿權威，遍滿了象徵和隱喩，最顯著莫如何 

西阿與歌蔑的婚姻（一 至 三 章 ）。四至十四章的信息顯然並不統一；由 

於轉折之處已與書中的感情渾成一體，很難找到何處是轉折。正如一位 

作 家 所 說 ，「他 落 筆 之 處 ，句句如斷腸痛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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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西阿書綜覽

1. 請讀一至三章一遍。這段事蹟有哪些主要人物？我們暫時不去思 

想 「神爲何這麼指示何西阿」。

2. 請看綜覽圖表26. 6 。留意這書分爲兩大段。四至十四章的內容， 

與一至三章有何分別？請翻閱四至十四章求證。

3. 請再用些時間讀四至十四章。當你讀到描寫以色列人的罪狀時， 

請用筆在經文旁邊寫上「罪」字 作 記 號 。繼 續 讀 下 去 ，直至主題轉爲懲罰

( 罰 ）、呼 顢 （呼 ）、歸 回 （回 ）、恩 典 （恩 ）時 ，立刻在經文旁邊寫 

上 記 號 。讀 完 各 章 後 ，你會發覺這幾個主題散佈在經文的各章各節。換 

句 話 說 ，書中根本沒有明確的分段。不過讀者可以從圖表26. 6看到四至 

八 、九 至 十 、十一至十四章的幾個重要分題。請比對你剛才寫下的記號， 

例如九至十章是否較爲側重懲罰，而少談到罪呢？

4. 根據圖表26. 6 ，四至十四章如何反映何西阿在前三章的經歷？

5. 何西阿書最後一章（一 四 章 ），是談到靈性倒退得愈的一段重要 

經 文 ；此章如何給何西阿書作結？本書最後一句提到的是甚麼人？

6. 請留意圖表中的鑰字、鑰 節 。翻 看 這 些 經 文 ，思想它們與全書的 

主題有甚麼關係。

三 、何西阿書應用

1. 請翻看新約聖經如何引用何西阿書下列之經文：

何一9一 1 0 ，二23----羅九25 ; 彼前二 10

六 6 ---- 太九13 ( —二7 )

一三14 ---- 林前一五55

2. 婚姻如何象徵信徒與基督的關係？ （參弗五30— 32 ; 約一四3 ; 

啟一九7— 9 ) 甚麼能破壞這個關係，使人在靈性上不貞？ （參雅四4 )

3. —個退後跌倒的基督徒，可以回轉再與神相交嗎？若 然 可 以 ，怎 

樣才能夠復和呢？ （參啟二4一 5 )

4. 羅馬書三章五節、十二章九節與希伯來書十章三十節，都說到神 

的 報 應 。請將何西阿書一章四節連同這幾節經文一同思想。

5. 世界的歡樂與誘惑是如何的短暫？請參二章七節上半節，並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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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書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

6. 爲甚麼基督徒須不斷認定神必供應他所需的一切？不知足是退後 

跌倒的原因和徵兆嗎？參 二章八節。

7. 「他……卻忘記我」這 話 （二13 ) 如何刻畫出一個倒退的信徒的面

貌 ？

8. 你是否覺得很難從心底去愛那曾拋棄你、傷害你的人？三章一節 

說到神對祂子民的愛是怎樣？

9. 請將下列幾句話應用於今日的世代：

「民 如 何 ，祭司也必如何」（四9 )

「我 喜 愛 忠 貞 （中文聖經譯作「良善」），不喜愛祭祀」（六6 )

「他 們 所 種 的 是 風 ，所收的是暴風」（八7 )

「報應的時候來到」（九7 )

「現今正是尋求耶和華的時候」（一〇12 )

10. 人的責任是否與神給他的亮光成正比？請讀何一二10 ; 羅一 19 

—23 ; 路一二47 — 48 〇

11. 一國的安危是否決定於軍事力量？參十四章三節上。請將「我們 

不……騎埃及的馬」與以賽亞書三十章十六節及三十一章一節比照。

12. 何西阿書十四章如何言及以色列的將來？請 參 羅 馬 書 十 一 章 ， 

看保羅怎麼論及以色列國。在 保 羅 的 時 代 ，有猶太餘民相信神嗎？ （羅 

—— 5 ) 當保羅寫羅馬書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時，他看見的將來究竟 

有 多 遠 ？

四 選 讀 書 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宣道出版社代理）

唐 佑 之 ：《何西阿書註釋》（天 道 書 樓 ）

陳 大 衞 ：《浪妻與浪民> ( 證 道 出 版 社 ）

謝 秀 雄 ：《愛與希望的信息》（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Albright，W . F .，al:《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種 籽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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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p p .

308-11.(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Ellison, H . L . The Prophets of Israel, p p . 95-110.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72-83.(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Schmoller, Otto. ^H o s e a ^ in Lange'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p . 1-20.

Schultz, Samuel J. The Prophets Speak.

b  釋經

C h e y n e , T . K . The Book of Hosea.
Gaebelein, Frank E . Four M inor Prophets.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H osea.

Pfeiffer, Charles F . “H o s e a” in T A e  WycJ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註釋

1. 猶太人的傳統都認爲約拿的母親是撒勒法城的寡婦，約拿就是 

以利亞叫他從死裏復活的孩子（王上一七8 — 24 ) 。

2 .  讀約翰福音七52法利赛人說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的話。法利赛 

人的質疑是否正確？

3. H . L . Ellison, UI and II Kings/'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325.

以 色 列 的 小 先 知 （約 拿 、阿 摩 司 、何 西 阿 ） 439

4. 在 希 伯 來文聖經中，列王紀上下被列爲前先知書，而約拿書則 

列入後先知書之內。

5 .  在新約使徒行傳十至十一章及羅馬書九至 i"一 章 中 ，曾引用這 

件 事 例 ，那時猶太基督徒正猶疑應否接^3外邦信徒加入他們的團契生

活 。

6. Cornill 引自 George A d a m  Smith, T/ie Boo/c 〇/ the Tweive 

Prophets, 1:71.
7 .  路加福音三25的亞摩斯與列王紀下二〇1的亞摩斯是兩個不同 

的 人 。

8. 以下的經文充滿牧人風格：一2 ，二1 3 ，三 4 _ 5 ，四7 ，六 1 2 ， 

七 1 ，八 1 ，九6 。神 默 示 人 寫 聖 經 時 ，祂沒有忽視作者的個人性格及家 

庭 背 景 。

9. James Robertson, "A m o s ",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1:121.

1 0 .  在 某 些 部 分 （如 ：三1 ) ，阿摩司講及兩國—— 以色列與猶大。 

但他的信息通常與以色列及其首都伯特利有關。

11. Arnold Schultz, ^A m o s ",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p . 8 3 4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12. J. Sidlow Baxter, £ xp 7ore the Bibie, 4:89_ ( 中 文 譯 本 爲 〈聖 

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

13. 一章一節只提及耶羅波安。删 去 別 的 名 字是有其原因的（請 

參 註 釋 書 ）。

14. E w a l d  弓 I 自 James Robertson, “H o s e a”，Tfte J/Uernatj'onaY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1425.
1 5 .  有人認爲以色列被攻佔以後，何西阿便遷至猶大。

16.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Ltroducrion, p . 31 0 . (中文譯本爲<舊 約 槪 論 >，種 籽 出 版 社 。 ）

17. E . Heavenor, "H o s e a ", The N ew Bible D ictionary, p . 539.
18.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166.
19. Robertson’上引書3 : 1 4 2 6。



第二十七章 

猶大的小先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鴻、西番雅哈巴谷 )

在 猶 大 被 擄 至 巴 比 倫 以 前 ，十 二 位 小 先 知 中 ，有六位在南國事奉 

( 參圖表25.1 ) 。本章就是根據先知們工作的先後，而定下綜覽他們那 

六 卷 書 的 次 序 。圓表27.1說 明 了 在 六 位 先 知 之 世 ，猶大執政的君主是 

誰 。|圖 表 中 的 灰 色 格 子 代 表 昏 庸 君 主 ，白色則代表正直賢君。先知就 

職 以 後 ，爲國家帶來淸廉之政還是昏庸之治？或是沒有一定的準則？讀 

的 時 候 ，請注意圖表1. 3舊約歷史的整個背景。

讀 先 知 書 時 ，請參考圖表27.1 ，以了解各卷書的背景。

歷 史 離 不 開 地 理 ，小先知書旣有歷史背景，也必然會提及當時的地 

理 環 境 。地圖 27. A 就是猶大小先知書的地理槪況。請先了解各地的位 

置 ，然後才綜覽全書。

俄巴底亞書:傾倒的石頭，長存的國度
神差派先知往那些在歷史上曾與猶大交惡的國家去傳道。俄巴底亞 

被 神 差 往 以 東 ，即 位 於 猶 大 東 南 的 敵 國 （參地圖27. A  ) 。外邦以東人 

以爲有高山峻嶺爲保障，可免於敵國的侵略，所以對以色列的神不聞不 

問 。

如 果 以 東 的 城 象 徵 狂 傲 自 信 ，這 城 就 是 西 拉 （希 伯 來 文 是 Se/a , 

參王下一四7 ) 。這 地 有 紅 石 峽 谷 ，位 於 死 海 以 南 五 十 哩 ，現今是旅遊 

勝 地 。俄巴底亞寫以下的話時，心 中 所 指 的 ，可能就是西拉：「住在山穴 

( 希 伯 來 文 是 S e h  ; 希 臘 文 是 Petra ) 2中……你 因 狂 傲 自 欺 」（第三 

節 ，參 欽 定 本 ）。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鴻  ' 西 畚 雅 、合 巴 谷 ）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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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舊約精觉

猶大小先知書地圖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43

一 、俄巴底亞書背景

A  俄 巴 底 亞

聖經中共有十三個俄巴底亞，這名字在聖經裏亦出現過二十次；但 

寫 先 知 書 的 「俄巴底亞」只 出 現 過 一 次 ，就 是 本 書 的 第 一 節 。他住在猶 

大 ，大 約 是 約 蘭 、亞 哈 謝 、亞他利雅及約亞施作王之世（圖表27.1 ) 。3 

俄巴底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的僕人」，或是「敬拜耶和華的人」。

B 俄 巴 底 亞 書  

㈠ 寫作曰期

俄巴底亞書的寫作日期可能有幾個。如果我們知道俄巴底亞在十一 

至十四節說耶路撒冷遭擄掠，所指的是哪次擄掠，我們就可以肯定這書 

的 寫 作 日 期 了 （這書寫於被擄掠之後）。請讀十一至十四節。舊約歷史 

共記載耶路撒冷四次被侵略：

a . 埃 及 王 示 撒 （主 前 九 二 五 年 ；王上一四25 — 26 ; 代 下 一 二 章 ）

b. 非 利 士 人 和 阿 拉 伯 人 （約 蘭 王 在 位 ，參圖表27.1 ;代下二一 16 — 

1 7 ，二一8—10 ; 摩一6 、1 1 - 1 2  )

c.  以 色 列 王 約 阿 施 （約爲主前七九〇年；王下一四章；代 下 二 五 章 ）

d. 巴 比 倫 王 尼 布 甲 尼 撤 （主前五八六年；王 下 二 四 至 二 五 章 ；詩一 

三七7 )

請讀上列四組經文。我們採取 的 立 場 ，是俄巴底亞書十一至十四節所指 

非 利 士 與 亞 拉 伯 人 的 侵 略 （即 第 二 次 入 侵 ）。4 根 據 上 列 事 件 ，俄巴底 

亞書寫於主前八四〇至八二五年之間。

(二） 內容與文體

俄 巴 底 亞 書 是 舊 約 聖 經 最 短 的 一 卷 。此 書 文 簡 意 賅 ，筆法活潑有 

力 ，多 采 多 姿 。書中充滿扣人心絃的對比。先 知 書 的 起 頭 ，多是斥責罪 

惡 ，宣 吿 懲 罰 ；而書末則是振奮人心的彌赛亞預言。俄巴底亞書就是一 

部濃縮了的典型先知書。這書的哀音是以東在靈性上已到了「萬劫不復」 

的 地 步 ，再 沒 有 得 救 的 希 望 了 。一 位 作 家 說 ：「以 色 列 的 鄰 國 中 ，只有 

以東沒有得着神憐憫的應許。」5不 是 神 沒 有 憐 憫 ，而是他們早已輕藐拒 

絕 神 的 憐 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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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背景

由於這書以以東爲主線，爲使讀者易於明白預言的背景，故把以東 

的歷史大事分列如下（請翻閱有關經文）：

a. 爲 以掃的後裔（創二五19 —34 ) 。

b . 聚 居 西 珥 山 ，位於死 海 及 亞 加 巴 灣 之 間 、亞拉巴之東（創三六章; 

參地圖27. A  ) 。

c. 以色列人出埃及時，要求以東人容他們過境，但 他們不允許（民 

二 〇 14- 2 1  ) 。

d . 兩國的對敵始於雙生子雅各和以掃（創 二 七 章 ），一直延至多個 

世 代 ，以 色 列 （雅 各 ）及 以 東 （以 掃 ）仍繼續相爭。參閱這書有關擄掠 

耶 路 撒 冷 的 經 文 ，再參撒下八14 ; 王 下 一 四 1_7 ;代下二八1 7 。

e. 以 東 一 直 被 外 國 所 統 轄 ，基 督 來 臨 之 前 已 潰 不 成 國 。主後七十 

年 （羅馬人毀耶路撒冷），終於在歷史上消聲匿跡。

二 、俄巴底亞書綜覽
請一口氣讀完俄巴底亞書全卷二十一節。盡可能開聲誦讀。你對這 

書的印象怎樣？試闡明這書的主旨。

圖表27. 2是俄巴底亞書的結構。硏 讀 圖 表 時 ，請注意下列幾點，並 

參 照 聖 經 經 文 ：

1. 本 書 主 要 分 成 三 部 分 ：一 至 九 節 ；十 至 十 四 節 ；十五至二十一 

節 。注 意 圖 表 最上的三個不同時式。（在英 文 聖 經 裏 ，第一段的第二及 

第 七 節 是 過 去 時 式 ；若 以 未 來 時 式 代 之 ，則更爲合適。）6

2. 根 據 大 綱 提 示 ，以東在這書擔當甚麼角色？請參照聖經經文。

3. 猶大在這書扮演甚麼角色？ （第二十節所說的以色列，並不單指 

北 國 ，而 是整個選民。圖表中的以色列也是一樣。）

4. 本書何處令人感到振奮？

5. 請比較俄巴底亞書的引言和結語，並了解二者與圖表中的標題有 

何 關 係 。

6. 留意大綱裏引述經文的小字（2 、9 、1 0 、1 6 、21節 ），並請讀這 

幾 節 經 文 。

7. 注意圖表中的鑰字鑰節，並請加上你從經文中發掘的鑰字。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避■、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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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俄巴底亞書應用

1. 今日的人怎樣犯上驕傲、不依靠神的罪？

2. 根據聖經 的 敎 訓 ，欺壓神選民之國將會受到甚麼報應？創世記十 

二章三節至今還有效嗎？到末時還有效嗎？

3. 公義至終會得勝嗎？這是歷世歷代以來人類共有的問題；俄巴底 

亞書對這問題有沒有提供答案？

4. 神的「慈愛永遠長存」（詩 一 〇 六 ）。有人認爲這眞理與永刑是互 

相 矛 盾 的 ，爲 甚 麼 呢 ？

5. 報 應 之 律 ，是 永 世 不 變 的 。請 比 較 以 下 的 經 文 ：「你 怎 樣 行 ，祂 

也必照樣向你行。j (俄 15 )

「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太七2下 ） 

「人 種 的 是 甚 麼 ，收 的也是甚麼。」（加六7 )

四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Albright, W . F.，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3.:<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87-91.(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出版社。）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95-97.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39-44.(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Gaebelein, Frank E . Four M inor Prophets, p p .11-53.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避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47

Y o u n g , E d w a r d  J.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 p p . 252-53. 

(中文譯本爲《舊約導論》，道聲 出 版 社 。）

B  釋經

Exell, Joseph S . Obadiah, Pulpit C o m m e n t a r y , vol. 14.

Kleinert，Paul. “Obadiah.” in ■L a n g e’s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H oty 

Scriptures.
Livingston, G . Herbert. “Obadiah.”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Robinson, D . W . B . “Obadiah” in T h e  N e w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  

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約珥書：耶和華的日子
先 知 約 珥 的 信 息 ，重點在於大而可畏的「耶和華的日子」。約珥書分 

三 章 ，全書呈現一個明確、堅定的世界歷史觀，這世界歷史觀是以基督 

爲 中 心 ，並肯定以色列國在末世事件中的重要地位。

一 、約珥書背景
史 圖 華 （R . A . Stewart ) 說 ：「約珥書是最能發人深省的其中一卷 

舊 約 書 卷 。」7我們現在看看它的寫作背景。（在 討 論 它的背景前，請速 

讀約珥書一遍。）

A  約珥

他的事 蹟 不 詳 。根據這書一章一節，約 珥 （意思是「耶和華是神」） 

是 毘 土 珥 （意思是「信服神」）的 兒 子 。聖經只有這處提到昆土珥。約珥 

之 名 ，在舊約聖經裏則十分普遍。聖經中約有十二個同名的人。

約 珥 屬 於 猶 大 ，可 能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當 時 是 約 阿 施 作 王 （參圖

27.1 ) 。有 人 認 爲 他 原 來 任 祭 司 之 職 ，後來神呼 召 他 作 先 知 。8 約珥是 

緊接着俄巴底亞之後任先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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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琪書  

㈠ 寫作曰期

如果約珥與約阿施王同時期，他在寫書的衆先知中，算是相當早期 

的 一 位 。約珥書約寫於主前八二〇年（參圖表27.1 ) 。有些聖經學者則 

認爲約珥是被擄巴比倫以後的人物（主 前 五 八 六 年 ）。9 本章採用他是 

早期 先 知 之 說 。

㈡ 背景

a . 政 治 、宗 敎 約珥在國中負起先知職事時，約 阿 施 作 猶 大 王 。 

約 阿 施 七 歲 登 位 ，在 位 四 十 年 ；早年的敎師和監護人是虔敬的大祭司耶 

何 耶 大 。11耶 何 耶 大 在 世 之 日 ，約 阿 施 可 算 是 賢 明 之 君 （王下一二  

2 ) 。耶 何 耶 大 死 後 ，約 阿 施 拜 偶 像 ，甚至殺死耶何耶大敬虔的兒子

(參代下二四 15 — 25 ) 。約 珥 寫 這 書 時 ，約阿施大槪還是個孩童，受敎 

於 耶 何 耶 大 。也許因爲這個原因，約珥書沒有像大部分的先知一樣，長 

篇大論的斥責國人所犯的罪。

約 阿 施 在 位 時 ，猶大依然受到外敵侵略。王 下 一 二 17_19 ; 代下二 

四23 — 25均記述在約阿施末年，亞 蘭 人 來 攻 。

b . 經 濟 約 珥 執 筆 成 書 時 ，猶 大 正 遭 受 嚴 重 的 蝗 災 與 旱 災 。他一 

下 筆 ，就 問 年 老 的 人 說 ：「在 你 們 的 日 子 ，或 你 們 列 祖 的 日 子 ，曾有這 

樣 的 事 嗎 ？」（一2 ) 他 指 的 是 蝗 災 ，接 着 他 說 ：

剪蟲剩下的，蝗 蟲來吃；蝗蟲剩下的，蝻子來 吃 ；蝻 子 剩下的，螞蚱 

來 吃 （一4 ) 。

只有見過蝗災的人才會明白它是如何可怕，把它用來比喩「耶和華 

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最貼切不過的。

㈢ 文體

約珥書文筆流暢生動，是舊約聖經裏上乘的文學作品。

㈣ 目的

約珥的預言有三個主要目的：⑴預言猶大因罪而引致懲罰；⑵勸勉 

猶大回轉歸向耶和華；⑶使所有人都知道，世界歷史發展至顚峯，就是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那時公義的準繩必要伸張。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春 雅 、哈 巴 谷 ） 449

㈤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約珥書共五次提到「耶和華的日子」，這 是 指 末 時 ，即新約作者提到 

的 「這日」，指 的 仍 是 未 來 ，例如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二節、彼得後書三 

章 十 節 。這話在舊約聖經出現過三十多次，例如賽二1 2 ，一三6 、9 ; 珥 

一 15 ; 摩五 18 ; 結一三5 ，三〇3 ; 番一7 、1 4 。請 翻 閱 這 些 經 文 ，留意 

它們對這「日」的 描 寫 ，通常離不開審判和征討罪人；在 剪 除 罪 人 以 後 ， 

義 人 才 可 作 王 。到 了 那 日 ，神懲罰不信的人，聖徒與主一同得勝。（例 

如哈米吉多頓大戰後，成 立千禧年國度，亦是「耶和華的日子」中要成就 

的 事 情 。所以我們應當注意，舊約聖經對以色列人的許多應許，將會在 

千 禧 年 中 應 驗 。故此千禧年是特別爲以色列而設的。）我們認爲約珥對 

「耶和華的日子」的 預 言 ，是關乎末日的彌賽亞國度。當神最終的審判臨 

到 不 信 的 列 國 ，而信神的以色列人從敵人手中獲救時，彌賽亞的國度便 

吿 開 始 。

耶和華的日子始於何時，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最普遍的是下列三種:

a. 在 聖 徒 被 提 ，大災難開始時。

b . 在聖徒被提後不久，大 災 難 之 中 。

c. 基督在哈米吉多頓大戰中打敗祂的敵人後，便 再次降臨（大災難 

以 後 基 督 再 臨 ）（參啟一六16 ) 。

你也許想自己找出答案，請 參 考 註 釋 書 。

二 、約珥書綜覽
請 用 十 分 鐘 時 間 ，把約珥書三章經文一口氣讀完。讀後你對全書有 

甚 麼 印 象 ？看到甚麼重要的字句嗎？

讀時請參照圖表2 7 . 3，並了解圖表中爲何如此分段及命題。

1. 本書的引言是第一節。書末是否有類似的結語呢？

2. 本 書 可 分 成 兩 大 段 （一2至二 1 1 ，二 28至三21 ) ，兩段之間尙有 

一 段 勸 勉 之 辭 （二12— 27 ) 。約珥在書中何處說到基督以後（主 後 ）的 

世 代 ？

3. 注意圖表中的次序：

蝗蟲—— 耶和華的軍旅—— 異象—— 戰爭—— 復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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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翻 閱 這幾段經文，看看這大綱是如何劃分。

4. 請硏究基線下的大綱，並說明書中的主題是否有進展。

5. 「耶和華的日子」在書中共出現五次，它們在哪處出現呢？

6. 二章三十節至三章二十一節可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提到「耶和 

華的日子」哪 兩 方 面 ？

7. 比 對 書 之 起 頭 （「現在」）與 終 結 （「那時」）。

8. 請 翻 看 鑰 節 經 文 ，留意圖表中的鑰字。另將你硏讀經文時所看見 

的鑰字也加上去。

三 、 約珥書應用

1. 神的審判是否爲了懲罰？

2. 神 「有絕對的主權施行審判」是甚麼意思？人的悔改能改變神審判 

的 宣 吿 嗎 ？回答時請參耶利米書十八章七至+ 節 。甚麼時候神的審判無 

法 挽 回 ？

3. 「我要補還你們」（二25 ) 。神仍做補還的工作嗎？請 擧 例 說 明 。

4 .  自 約 珥 之 後 ，以色列人怎樣受到外邦人迫害？是誰在歷世以來保 

存信神的以色列餘民？

5. 思想約珥書還有甚麼屬靈敎訓。

四 、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陳 大 衞 ：《荒蕪與拯救> ( 證 道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8.:<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F r e e m a n，H . E.，et al:《約拿書/那鴻書》（人人聖經注釋）（宣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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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291-95.(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R . A . uJ〇er, in 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p . 716-17. (
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 n  Jntroc/uctjon to tAe O W  Testament PropAets, 

p p . 145-56.(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G r a y  bill, John B . ^Joer'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B 釋 經

Deere, D e r w a r d . “Joel” in TTie W y c W / 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 中文譯 

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籽出版社。）

Gaebelein, A . C . T h e  Prophet Joel.

Schmoller, Otto. “Joel” in L ange ’s Comm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Smith, W a r d , and Smith, B e w e r . Jo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彌迦書：誰像耶和華？
彌迦書最受人注意的，乃是它的預言。例如彌迦預言耶穌將要生於 

伯 利 恒 （彌五2 ; 參太二5 ) 。據 弗 里 曼 （Hobart E . F r e e m a n  ) 研究所 

得 ，彌迦書預言以色列的未來、彌賽亞的降臨及彌赛亞的國度，比其他 

舊約 先 知 書 多 。12

一 、彌迦書背景

A  彌迦

㈠ 名字

彌迦的意思是「耶 和華像誰？」或是「誰像耶和華？」請讀七章十八節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纪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53

上 半 節 。先知提筆寫這句話時，是否也在想起自己的名字呢？

㈡ 家鄕

彌 迦 的 家 鄕 是 摩 利 設 迦 特 （一 1 、14 ) ，約在耶路撒冷西南二十哩 

( 參地圖 27. A  ) 。摩利設迦特的意思是「迦特的產業」。可見此鎭是鄰 

近 迦 特 的 屬 土 。從埃及通往耶路撒冷的繁喧大道，是 穿 過 這 鎭 的 ，所以 

「鄕巴小子」彌 迦 ，與同時代的以赛亞所居住之處並不相隔很遠。

(三） 同時代的人

請看圖表20. 3 ，了解與彌迦同期的有甚麼人（君 王 、先 知 ），然後 

根據這個圖表回答下列問題：

a . 彌迦約在甚麼年間任先知？

b . 與 彌 迦 同 期 的 ，有哪兩位先知？

c. 彌 迦 預 言 時 ，誰作猶大王？

d . 在彌迦任先知的中期，北國以色列遭到甚麼災難？

e. 讀彌迦書一章五至七節。（撒瑪利亞是以色列京城，正如耶路撒 

冷 是 猶 大 京 城 。）這 幾 節 經 文 ，是寫於主前七二二年亞述陷撒瑪利亞城 

之 前 還 是 之 後 ？

㈣ 職事

彌迦的信息雖然也提到以色列（一1 ，三8 ) ，但他主要是作猶大的 

先 知 。他 對 此職任的呼召十分淸楚（三8 ) 。他 指 斥 各 樣 的 罪 惡 ：道德 

腐 敗 、拜 偶 像 （一7 , 六 16 ) 、虛 有 其 表 的 宗 敎 、假先知與祭司濫用職 

權 ，作 奸 犯 科 （三 5 _ 7 、11 ) 。那 時 社 會 腐 敗 ，官長與富戶欺壓窮人 

(二 2 , 三 1 - 3  ) ，政 局 動 盪 ，人 心 惶 惶 ，更 有 外 患 之 憂 （參賽七至一 

二 章 ）。

(五） 政治形勢

彌迦書的政治形勢可參考王下一五17至二〇21 ; 代下二六至三◦ 章 

(歷 代 志 爲 南 國 歷 史 ）。讀時請參圖表20. 3 ，留意列王登位的時期。

烏西亞王是賢明的君主，可是到了晚年，他 竟 遠 離 神 （代下二六16 — 

23 ) 。他 兒 子 約 坦 繼 位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正 的 事 」（代下二七  

2 ) 。他雖然沒有領導百姓悔改歸正，但顯然也支持彌迦的屬靈計劃； 

可是他去 世 以 後 ，他的兒子亞哈斯登位，情況便大大轉變。

約 坦 在 位 之 時 ，亞蘭與以色列結盟攻打猶大的先兆，已在當時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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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舞台上呈現出來（王下一五37 ) 。亞哈斯作猶大王以後，他不但不去 

檢 討 和 糾 正 國 民 的 罪 、反 省 神 的 管 敎 ，反倒與亞述王提革拉昆尼色結 

盟 。到了他兒子希西家在位時，這個盟約幾乎導致全國覆亡。他又把拜 

偶 像 的 罪 帶 回 國 中 ，甚至把神的聖壇擱置一旁，以邱壇取而代之（代下 

二 八 22 — 25 ) 。

希西家繼亞哈斯之後作王，在國家的管理上尊神爲聖。但是他的良 

好 徬 樣 和 領 導 ，只能激發百姓稍微的順服。雖然他重整聖殿敬拜，但百 

姓仍舊犯罪作惡—— 拜 偶 像 、貪 婪 、不 潔 、不 義 、欺 壓 等 等 。先知必然 

大 聲 疾 呼 ，直 斥他們的罪。彌迦和以賽亞就在這時作神的代言人。

B  彌迦書

從彌迦書的內容和風格，可以看到彌迦是一位甚有恩賜、知識廣博 

的 神 僕 。我們且看看這書的特色。

㈠ 寫作曰期

這書大槪寫於亞述攻取大馬色以後（主前七三四至七三二年間；參 

王 下 一 六 5_9 ; 賽七至一〇 章 ），未陷撒瑪利亞以前（主 前 七 二 二 年 ； 

參 王 下 一 七 章 ）。

㈡ 主題

貫穿彌迦全書的主旨，是神要審判猶大國的罪，但依然給他們留下 

赦 罪 之 恩 。這信息表明了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二節所說有關神的兩種屬 

性 ：「神的恩慈和嚴厲」。

(三） 現已應驗的預言

彌 迦 書 的 預 言 ，已有六個成爲歷史。

a. 撒 瑪 利 亞 陷 落 （主 前 七 二 二 年 ；一6 — 7 )

b . 西 拿 基 立 攻 取 猶 大 （主前七〇 二至七〇 一 年 ；一9 — 16 )

c. 耶 路 撒 冷 失 陷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三1 2 ，七13 ) 

d•被擄巴比倫（主 前 五 八 六 年 ；四 10 )

e_從 被 擄 地 歸 回 （約主前五二〇年 ；四1 一 8 、1 3 ，七1 1 、14 — 17 ) 

f• 有 一 君 生 於 伯 利 怪 （五2 )

㈣ 文學體裁

彌 迦 書 筆 法 栩 栩 如 生 ，有 顯 著 的 對 比 （如三9 _  12與四 1 — 5 ) 和問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舂 雅 、哈 巴 谷 ） 455

話 （一5 ，二7 ，四9 ，六 3 、7 、1 0 、1 1 ，七 1 0 、18 ) ° 請比較書中第一 

個 問 題 （一5 ) 與最後一個問題（七18 ) 。

(五） 聖經其他書卷的引用

聖經共引用過彌迦書三次，毎次都是重要的，請 讀 下 列 經 文 ： 

a• 猶 大 長老（耶二六18 ) 引 彌 迦的話（彌三12 ) 

b•文士（太二5 — 6 ) 引 彌 迦 的 話 （彌五2 )

c.耶 穌 （太一〇35 —36 ) 引 彌迦的話（彌七6 )

二 、 彌迦書綜覽

1. 請先讀全書一遍。

2. 請 再 讀 一 遍 ，讀時留意經文中的鑰字鑰節。譬如你有沒有看到某 

些 詞 語 重 複 出 現 ？一 章 二 節 、三章一節及六章一節用了甚麼相同的字 

句 ？各節的對象是誰？

3. 請讀 彌 迦 書 第 一 節 ：「得耶和華的默示」是甚麼意思？按此節經文 

看 ，彌迦的「默示」是關乎甚麼？

4. 請比較本書首尾經文，如一章六節與六章二節。

5. 請 逐 章 讀 ，並將各章內容寫下來。哪幾章常常提到懲罰，哪幾章 

說 及 應 許 ？

6. 請讀六章八節與七章十八節。爲甚麼會以它們爲這書的鑰節呢？

7. 請 參 考 圖 表 2 7 . 4，留 意 這 書 可 分 成 三 個 信 息 ，I3 注意毎段都以 

「要聽」開 始 。

8•在圖表中，把全書分成三大段，是哪三大段？怎樣可以從這幾段 

看到彌迦書在主題上的進展？請將圖表之大綱及你所認爲的彌迦書結構 

作 個 比 較 。

9. 這三段中重複出現了甚麼格式？請在聖經上作個記號，然後翻閱 

經 文 ，以證實這個方法無誤。

10. 請留意書 中 鑰 字 ，並把你自己所看到的鑰字也寫下來。

三 、 彌迦書應用

1 .以 色 列 的 領 袖 ，「當 知 道 公 平 j  (三 1 ，T L B 英 文 譯 本 爲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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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J ) ，今日的基督徒領袖對別人的生活行爲也有責任嗎？若 有 ，是甚 

麼 責 任 呢 ？

2. 甚麼邪惡動機可以敗壞今日聖工人員的事奉？ （參三11)

3. 主禱文中有「願祢的國降臨」（太六10 ) ，這話是甚麼意思？請將 

這話與彌迦書四章八節作比較。

4. 爲甚麼神要選微不足道的小城伯利恆爲耶穌出生之地？神是否想 

以此證明彌赛亞眞正的身分，以及祂作事的方式？

5. 耶路撒冷在末後將要成爲重要的地方，爲 甚 麼 ？此城目前的地位 

如 何 ？

6. 神應否對所有人都有要求？ （六8 )

7. 何 謂 眞 正 悔 改 ，這與衆人回轉有何關係？

8. 禱 吿 的 效 驗 ，是否在乎你相信神必垂聽你的祈禱（七7 ) ?

9 .  自從你成爲基督徒以來，神怎樣作過你的「亮光」（七8 ) ? 你有 

機會與人分享這見證嗎？

10. 「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七 19 ) ，這 話 對 你有何意義？你 

認爲這話是指神輕忽罪嗎？還是說祂不會施行審判和懲罰？基督爲甚麼 

要 死 ？祂死在十架上承擔了誰的罪？

11. 請 將 彌 迦 書 六 章 八 節 與 新 約 聖 經 有 關 救 恩 的 敎 訓 作 個 比 較  

( 如 ：羅三21至五21 ) 。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藉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Albright, W . F .,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研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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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 

A 導論

Baxter, J. Sidlow. _Exp/ore t/ie B o o i , 4:187-94.(中文譯本爲  <聖經硏 

究》，種 籽 出 版 社 。 ）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63-66.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15-24.(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Kelso, James L . A rchaeo logy and the A ncient Testament, p p . 169-73.

B  釋經

Archer, Gleason L . “M i c a h” in TTie iVew _BiWe C o m m e n t a r y . ( 中文譯 

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Carlson, E . Leslie. “M i c a h” in TTie WycJif/e B i W e  C o n m i e /itaiy. (中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Kleinert, Paul. ’’M i c a h” in L an ge ’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Smith, George A d a m . The Book of the Tw elve Prophets, vol. 1.

那鴻書：禍哉尼尼微！
約拿往尼尼微傳道一百年後，神又差另一位先知那鴻茸判尼尼微的 

災 難 。從 那 鴻 書 中 ，我們看到「權勢就是公正」這句話是何等荒謬。尼尼 

微是亞述帝國的京都，亞述自誇財雄勢大，但卻不知道自己罪惡滿盈， 

又 不聽神的話。如 此 狂 傲 之 國 ，必 然 敗 亡 ，正如那鴻書所說的。

一 、那鴻書背景

A  那鴻

那 鴻 生 平 不 詳 。聖經其他地方也沒有提過他（除非他與路加福音三 

章二十五節的「拿鴻」是 同 一 人 ）。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巴底亞  '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巳 谷 ） 459

㈠ 名字

「那鴻」是 尼 希 米 的 簡 稱 ，意即「安慰」或 「安慰者」。

㈡ 家鄕

據 那 鴻 書 一 章 一 節 ，那鴻是伊勒歌斯人。伊勒歌斯 的 位 置 ，有下列 

四 個 推 測 ：⑴ 位 於 亞 述 境 內 ，尼 尼 微 之 北 ；⑵ 耶 路 撒冷之西南；⑶加利 

利 境 內 ；⑷ 迦 百 農 遺 址 。不 管 他 的 家 鄕 在 哪 裏 ，我們該記得那鴻出生 

時 ，I4 亞述軍已二度進攻巴勒斯坦：

主前七二二年—— 撒耳根二世攻陷北國以色列（王下一七6 )

主前七〇一年—— 西拿基立進侵猶大（王下一八13 — 18 )

(三） 同 時 期 的 人

圖表27. 5列出那鴻時代的國君。請參該表答覆下列問題。

a. 在 那 鴻 事 奉 的 時 代 ，猶大國先後出了三位君主。這 三 人是誰？哪 

一 位 是 明 君 ？ （參圖表27. 1 )

b . 那 鴻 的 時 代 ，最强大的是哪一帝國？

c. 那鴻事奉 的 初 期 ，亞述國由哪一位君主當政？

d . 尼尼微於何時失陷？繼亞述而興的强國是哪一國？

e. 與那鴻同時代的先知還有哪幾位？

㈣ 帝 王 與 城 邑

與那鴻書有關的國君及城邑須注意的有下列數點：

a. 亞 述 巴 尼 波 王 （King Ashurbanipal ) 是最後一位聲名顯赫的亞 

述 王 。他 死 後 ，亞 述 轉 趨 末 落 （主前 六 三 三 年 ）。亞述巴尼波王殘暴不 

仁 ，將俘虜活生 生 剝 皮 ，强迫王子把國王血淋淋的頭掛在頸上，又把迦 

勒底王的頭懸掛起來，設 宴 歡 慶 。這 些 都 是 他 殘 暴 手 段 的 ,滴 。

b . 約 西 亞 王 （King Josiah ) 敬 畏 耶 和 華 。參列王紀下二十二章一 

節至二十三章二十八節。那鴻大約在約西亞當政的時代寫此書。

c. 底 比 斯 （Thebes ) 爲 埃 及 城 挪 亞 們 （希 伯 來 名 稱 ）之希臘名  

稱 （三8 ) ，是 埃 及 京 都 ，主前六六三年爲亞述所攻陷；那鴻在三章十 

節說及此城失陷之事。

d . 尼 尼 微 是 亞 述 首 都 ，約建於主前二千年。在 那 鴻 的 時 代 ，此城的 

財 富 、權 力 及 聲 望 ，已 臻 高 峯 （三 16 _ 1 7  ) 。人們以爲它的城牆堅不 

可 摧 ，然而那鴻卻預言此城將陷（二 5 _ 6  ) 。主 前 六 二 一 年 ，巴 比 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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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代及西古提人攻陷尼尼微，拆 毀 此 城 ，使它千百年來皆成廢墟。

請重溫先知約拿的事蹟（參圖表26.1 ) 。他是以色列的先知，神差 

他往尼尼微去傳道。那鴻是猶大的先知，但他也到尼尼微傳道 .（參拿一 

1 —2 ，三 1 _  10 ) 。約拿傳的是甚麼信息？人們有何反應？神 又 怎 樣 ？ 

他有指出尼尼微將會怎樣滅亡嗎？約 拿 說 ：「尼尼微人信服神。」但到了 

那 鴻 的 時 代 ，這些信了的人是否被時光更替了？

B  那鴻書  

㈠ 寫作曰期

那鴻書約寫於主前六六三至六一二年之間。這是根據書中提到底比 

斯 城 失 陷 （主 前 六 六 三 年 ），並 且 預 言 尼 尼 微 將 要 覆 亡 （主前六一二 

年 ；二 8 _ 1 0  ) 而 推 斷 出 來 的 。從圖表27. 5可 以 看 到 ，那鴻公開傳道的 

時 間 ，約爲主前六五〇至六二〇年 。

(二） 主題與目的

那鴻書的主題可簡述如下：掌管一切至善至聖的神，必會懲罰罪惡 

滿 盈 的 尼 尼 微 ，存 留 正 直 的 猶 大 。這書第一句即提到尼尼微（一1 ) ， 

全書內容亦以尼尼微爲主。而先知預言的對象主要是尼尼微，因此可說 

是約拿書的續篇。

那鴻寫這書時也顧及猶大的人，書中淸楚回答他的同胞所提出的問 

題 ，例 如 ：

暴虐的尼尼微爲何富强？

神是否放棄了猶大？

公平何 在 ？

這些也是今天我們要問的問題嗎？

二 、那鴻書綜覽

1. 請讀那鴻書一章一節。這句話如何引入那鴻所傳的信息？請繼續 

讀 完 全 書 ，並感受先知心中的負擔。

2. 請根據下列大綱追索那鴻書的思路： 

a• 具 絶 對 權 柄 的 審 刿 者 ：神 （一 2 _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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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段 怎 樣 描 寫 神 ？ ）

b .尼 尼 微 將 要 傾 後 ，猶 大 要 蒙 保 守 （一9至二2 )

那鴻書在此交替談論審判及拯救兩個題目，請留意他怎樣說到猶大 

和 尼 尼 微 ：

一-9一12上 ：尼尼微 

一 12下一13 : 15猶大 

一 14 :尼尼微 

一 15 :猶大 

二 1 :尼尼微 16 

二2 :猶大 

c•傾復（二3 — 13 ) 

d .原 因 （三 1 — 19 )

3. 請參圖表27. 6 ，試了解該圖表如何把經文分段。

4. 請留意圖表中下列各項：

a. 這 書 發 展 得 相 當 自 然 。（請 參 圖 表 最 後 一 行 ，並請留意從「尼尼 

微 陷 」起的三個分段有甚麼進展）

b . 第 一 段 （一 1 _ 8  ) 如何別於書中其他信息？

c.  圖表中有四個大綱將全書分成主要兩個部分，請看這四個大綱。

d . 這書如何引入猶大？

e. 請將你發現的鑰字加入表中。

f.  請 讀 鑰 節 。這些經文如何點出書中的主題？

三 、那鴻書應用

1. 那鴻書表明神甚麼屬性？

2. 義怒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應佔有甚麼位置？你對以下的一番說話有 

何 感 想 ：

即使在恩典彰顯的時代，那鴻書仍是需要的。與其把這書從聖經抽出 

來 ，不如把它保留下來。我們需要這書。它提醒我們：缺少了義怒作 

平 衡 ，慈愛很容易變質，淪爲姑息。一個眞正的義人，是會發怒的。 

因爲他愛神，愛 人 ，所以他鄙視及恨惡罪惡和殘暴不仁。義人有時也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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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那鴻般的預言。17

3.福音與敵人傾亡的消息有何關係？ （一15 ; 羅一〇15 )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Albright, W . F ., 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 a n k s , W . L . &  F r e e m a n , H . E .:<約拿 書 / 那鴻書> ( 人 人 聖 經 注 釋 ）

(宣 道 出 版 社 ）

Baxter，J. S .:<聖經硏究〉（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八1311:<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導論

Eiselen, F . C . “N a h u m ”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4:2109-11.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70-72.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25-31.(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Smith, George A d a m . The Book of the Twelve Prophets, 2:77-113.

B  釋經

Ellicott，Charles J” ed.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Ae Wh c J e  f t W e , vol. 5. 

Feinberg, Charles L . “N a h u m ” in T h e  WycJiffe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籽 出 版 社 。）

Fraser, A . “N a h u m ” in T h e  iVevr B i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中文譯本爲《聖 

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Maier, Walter A . The Book of Nahum, a Commentary.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辑 、彌 逛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65

西番雅書：荒涼及拯救之日
猶大亡國以前尙有幾位先知，西番雅就是其中一位。他 事 奉 期 間 ， 

正値猶大王約西亞在位。約西亞是南國最後一位明君，嘗試復興猶太人 

的 靈 性 ，但 他 們 拒 絕 從 神 而 來 的 光 照 ，以致他們的歷史寫上黑暗的一

頁 。

一 、西番雅書背景

硏 讀 之 前 ，請先把西番雅書（共 三 章 ）略 讀 一 遍 ，綜覽時便不會對 

這書感到陌生。

首 先 請 參 考 圚 表 1.3, 了解西番雅書在舊約衆先知書中所佔的位  

置 ，然後再按照歷史背景硏究本書的寫作背景。圖表27. 7已列出它過往 

的歷史背景及有關將來的異象。

注意圖表中八個要點，這些要點是按時序排列的。硏讀下列各點時， 

請參考 這 圖 表 。

(一） 希西家王

他是猶 大 明 君 。如果西番雅書一章一節的希西家就是他，那麼他就 

是 西 番 雅 的 先 祖 ，而西番雅就是唯一有王室血統的先知。

㈡ 西番雅

如 果 他 的 年 齡 與 約 西 亞 相 仿 ，他 大 約 生 於 主 前 六 四 八 年 （參王下 

二二 1 )，適逢昏君瑪拿西當政。西番雅的意思是「蒙耶和華隱藏保守」， 

他 的 父 母 是 否 因 爲 他 得 免 於 瑪 拿 西 的 暴 行 （王 下 二 一 6 ; 參 來 ——  

37 ) ，倖 存 性 命 ，在 感 恩 之 餘 給 他 改 了 這 名 字 ？有趣的是西番雅的信 

息 ，頗着重神在審判之日保守猶大（二3 〉。

西番雅可能居於耶路撒冷，他事奉的時期大約是主前六三六至六二 

三 年 。

(三） 約西亞王

約西亞是希西家的曾孫（代下三二3 3 ，三三2 0 、25 ) 。西番雅與約 

西 亞 有 何 關 係 ？約 西 亞 任 猶 大 王 時 ，年 僅 八 歲 （代下三四1 ) ; 十六歲 

時 ，「就尋求 他 祖 大 衡 的 神 」（代 下 三 四 3 ) 。西番雅就在約西亞進出  

王 宮 時 ，對 他 證 道 ，也許在約西亞少年時代中，他最能影響他的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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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西番雅書寫作曰期

西番雅書約寫於主前六二七年。由於書中沒有提到約西亞在主前六 

二 二 年 的 改 革 ，所以推測是寫於約西亞在位初期。（例如一章三至六節 

指 責 他 們 拜 偶 像 ，這在約西亞的改革中革除了。）

(五）  約西亞的改革

約 西 亞 二 十 歲 時 ，便倡導爲期六年的全國改革（代下三四3 ) ，並 

在主前 六 二 二 年 完 成 改 革 （代下三四8 ) 。請讀歷代志下三十四至三十 

五 章 ，或列王紀下二十二至三十三章。西番雅在書中斥責的罪，皆是約 

西亞王所痛心的罪。

(六）  耶路撒冷失陷

西番雅預言耶路撒冷受罰，大約過了半個世紀，耶路撒冷方才陷落 

(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但這只是第一次，西番雅的預言還包括它在末世以 

前 多次的失陷。（此爲舊約聖經常見的預言）

㈦ 復國

西番雅也預言神的選民將要復國。這預言至少已象徵性的應驗了， 

就是神領選民從被擄地巴比倫返國（主 前五三六年）；但將來還要更徹 

底 的 應 驗 。（此爲多次應驗的預言）

(八） 末後之「耶和華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是末後施行審判之日，接着就是彌赛亞國度降臨（千 

禧 年 ）。那 時 ，復國的預言就要完完全全、堂堂皇皇的應驗。還記得約 

珥書的主題就是「耶和華的日子」嗎 ？

綜 覽 本 書 前 ，切要熟悉以上各點。

二 、西番雅書綜覽

1. 首 先 ，在聖經裏畫下以下的分段：一1 、2 、7 、1 4 ，二 1 、4 、8 、 

12 * 三 1 、8 、14 °

2. 讀者已略讀全書三章。現在拿 起 筆 來 ，把書重讀一兩遍。讀時畫 

下 重 要 的 字 句 ，看看書中有甚麼重要的句子重複出現。

3. 西番雅主要的信息是甚麼？請比較開首（一 2 _ 6  )與結尾（三14一

20 ) 的 經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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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參照圖表27. 8及下列方法硏讀這書。請讀有關經文。試從聖經 

了解圖表大綱爲何如此劃分。

5. 這書第一節有何功用（一1 ) ?

6. 從圖表可以看出這書分成幾個大段？請在聖經中畫下從二章四節 

及三章八節起的分段。

7. 圖表的標題是西番雅書的主調。請讀圖表中列出的兩句鑰節。哪 

兩個大綱特別提到耶和華的日子？書中怎樣說及這日子？ （在 「耶和華 

的日子」中的「日子」，並非指一日二十四小時之日，而 是 一 段 長 時 間 ， 

也許是幾個星期、幾 個 月 ，甚 至 幾 年 。）

8. 預言中有多少與猶大相關？有多少與外邦列國相關？

9. 促使西番雅書的「拯救之日」應 驗 ，是甚麼因素？請留意二章一至 

三節在圖表中的作用。

10. 請將你對第九條問題的答案，與今日罪人蒙恩的條件作個比較。

11. 請從三章一節及三章六節起，讀這兩個小段。

12. 留 意 圖表中兩句相對的句子，一 句 出 於 書 的 起 頭 ，一句出於書 

的 結 尾 。下列則是相反的信息，請 翻 閱 經 文 ：

審 判 ：一 14— 18 

復 興 ：三14 — 17

13. 請留意圖表中的鑰字，並將你讀經時看到的鑰字也列出來。

三 、西番雅書應用

1. 讀 聖 經 的 時 候 ，爲甚麼必須知道這書是神無誤的啟示？你相信西 

番雅書的預言是絕對準確嗎？

2. 在 今 天 ，一章一節至三章七節可應用於哪一方面？這段經文說到 

神與人的甚麼敎訓？

3. 你對罪有何定義？請將「得罪神」（一17 ) 這句話與約翰壹書三章 

四節 作 比 較 。

4. 因罪而招致如西番雅書般的重罰（一 17 ) 是 公 平 嗎 ？

5. 三章一至五節提到甚麼五花八門的罪？這些罪在今天普遍嗎？

6. 罪人會頑梗悖逆到無法得救的地步嗎？人在今生有所謂「轉不過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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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屬 靈 光 景 嗎 ？

7 .  你 如 何 把 一 章 二 至 六 節 與 二 章 一 至 三 節 的 預 言 應 用 在 末 世 中 ？

8 .  對 某 些 人 來 說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是 受 罰 之 日 ；但 對 另 一 些 人 來 說 ， 

卻 是 拯 救 之 日 。請 參 看 詩 篇 七 十 六 篇 九 節 。

9 .  請 讀 彼 得 後 書 三 章 十 至 十 八 節 。留 意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出 現 的 次  

數 。基 督 徒 可 從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中 學 到 甚 麼 功 課 ？

1 0 .  耶 和 華 在 百 姓 的 「中 間 」是 甚 麼 意 思 （三 5 、1 5 、17 ) ? 信 徒 如 何  

感 到 耶 和 華 的 同 在 ？爲 何 神 的 同 在 是 那 麼 重 要 ？

1 1 .  神 對 選 民 以 色 列 人 所 說 的 第 一 番 話 ，記 載 在 創 世 記 十 二 章 一 至  

三 節 。請 讀 這 幾 節 經 文 。西 番 雅 書 三 章 八 至 二 十 節 有 哪 些 預 言 完 全 應 驗  

了 創 世 記 這 段 經 文 的 話 ？

1 2 .  將 西 番 雅 書 三 章 八 至 二 十 節 ，與 羅 馬 書 十 一 章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八  

節 保 羅 的 預 言 連 起 來 ，看 看 以 色 列 人 在 末 時 將 有 何 遭 遇 。

1 3 .  請 思 想 三 章 十 五 節 下 半 節 重 要 的 眞 理 ：「你 必 不 再 懼 怕 災 禍 。」 

這 應 許 甚 麼 時 候 會 實 現 呢 ？請 將 這 預 言 與 新 耶 路 撒 冷 的 預 言 （啟 二 1至  

二 一 5 ) 作 比 較 。

1 4 .  舊 約 先 知 的 預 言 ，側 重 末 時 彌 賽 亞 的 國 度 ，較 少 提 到 耶 穌 生  

平 。你 想 到 是 甚 麼 原 因 嗎 ？

1 5 .  你 是 否 認 爲 神 也 有 可 能 在 現 今 的 世 代 中 興 起 「先 知 」，以 扭 轉 一  

國 的 命 運 ，正 如 她 使 用 西 番 雅 影 響 約 西 亞 王 和 猶 大 國 一 樣 ？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 知 書 的 作 者 > ( 宣 道 出 版 社 代 理 ）

江 守 道 ：〈神 說 話 了 —— 舊 約 各 卷 精 華 > ( 卷 七 ） （活 道 出 版 社 ） 

A lb r i g h t , W . F ., e t a l: 《聖 經 考 釋 大 全 :舊 約 論 叢 >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 

B a x t e r , J. S .:《聖 經 硏 究 > ( 種 籽 出 版 社 ）

C o le , A la n :《聖 經 探 索 —— 小 先 知 書 註 釋 > ( 證 道 出 版 社 ）

D a v id s o n , F . ， e t a l:<聖 經 新 釋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H . E .:《舊 約 先 知 書 > ( 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71

英文書籍 

A  導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342-43.(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67-69.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32-36.(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Smith, George A d a m . The Book of the Tw elve Prophets, 2 I 35-76.

B  釋經

Carson, John T . “Zephaniah” in T h e  iVew W e  C o m m e n t a i y . (中文  

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H a n k e，H . A . “Zephaniah” in T h e  W y c W / e  B i W e  Coimnentary. (中文  

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Jamieson, Robert; Fausset, A . R .; and B r o w n , David. A  Commentary, 
Critical and E xplanatory on the Old and N ew Testam ents. 

Laetsch, T h eodore. “Zephaniah” in W e  C o m m e n t a r y , T h e  M i n o r

哈巴谷書：義人必因信得生
哈巴谷是猶大最後一位小先知，又被稱爲「重要的小先知」。巴斯特 

( J. Sidlow Baxter ) 說 ：「哈巴谷執筆爲文的時候，猶大國祚 只 餘 二 、 

三 十 年 。也許哈巴谷是第一個蒙神啟示，知道國難已迫在眉睫的人。」18

― 、哈巴谷書背景

A  哈巴谷

我們對哈巴谷所知不多，而且都是從他的短篇作品中獲知的。哈巴 

谷的意思是「擁抱者」。19路 德 （Luther ) 提 及 這 點 時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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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巴 谷 這 名 字 ，與 他 的 職 位 相 稱 。他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鼓 勵 者 ，或把別人 

擁 在 胸 前 ，圍 在 臂 中 ，猶如安 撫 一 個 正 在 哭 泣 的 可 憐 孩 子 。2(3 

一 章 一 節 說 哈 巴 谷 是 先 知 。有 人 以 爲 他 是 利 未 人 ，在 聖 殿 的 詩 班 任  

職 ， 原 因 是 三 章 一 節 及 書 末 都 提 及 樂 譜 樂 器 ：「這 歌 交 與 伶 長 ，用絲 

絃 的 樂 器 。」一 章 六 節 暗 示 北 國 以 色 列 已 遭 亞 述 傾 覆 ，如 今 迦 勒 底 人  

( 巴 比 倫 人 ）正 威 脅 着 猶 大 。故 此 ，哈 巴 谷 應 是 猶 大 的 先 知 。

B  哈巴谷任先知的時間

請 參 圖 表 27. 5 。哈 巴 谷 與 耶 利 米 是 同 時 期 的 人 。哈 巴 谷 何 時 出 任 先  

知 ，何 時 寫 書 ，許 多 人 都 有 不 同 看 法 ，原 因 是 聖 經 沒 有 直 接 提 到 。圖表 

27. 9擧 出 幾 個 可 能 的 日 期 。其 中 三 個 相 當 有 力 ，就 是 圖 表 中 的 ⑧ 、⑤ 、 

© 三 個 日 期 。

(D —— 約 西 亞 改 革 以 後 （主 前 六 二 二 年 ） ；巴 比 倫 （迦 勒 底 ）崛 起 ，成 

爲 具 威 脅 性 的 强 國 以 前 （主 前 六 一 二 年 ）。

⑥ 或 © —— 巴 比 倫 興 ，成 爲 具 威 脅 性 的 强 國 以 後 （主 前 六 一 二 年 ，六 ◦ 五  

年 ）。這 兩 個 時 代 ，以 ⑤ 較 爲 可 取 。

哈 巴 谷 任 先 知 的 時 期 ，猶 大 國 正 陷 於 靈 性 低 落 的 光 景 （一 2 _ 4  ) 。 

約 西 亞 改 革 之 後 不 過 十 年 ，先 知 就 斥 責 國 家 腐 敗 ，可 見 改 革 的 果 效 十 分  

短 暫 。從 圖 表 27. 5可 以 看 到 ，猶 大 亡 國 前 的 三 位 君 主 皆 昏 庸 敗 壞 ，歷代 

志 下 三 十 六 章 十 四 至 十 六 節 便 記 載 巴 比 倫 人 征 服 猶 大 之 前 ，人心的光景  

如 何 。請 再 讀 耶 利 米 書 十 章 ，看 看 猶 大 當 時 拜 偶 像 的 罪 是 如 何 嚴 重 。

( 耶 利 米 與 哈 巴 谷 同 期 ，是 猶 大 亡 於 巴 比 倫 以 前 最 後 的 先 知 。 ）

C  哈巴谷書

㈠ 信息

哈 巴 谷 的 重 要 敎 訓 有 ：

a . 罪 惡 不 能 得 勝 。

b . 神 沒 有 輕 忽 罪 。

c. 義 人 因 信 得 生 。

cl.耶 和 華 是 宇 宙 的 神 ，凡 耐 性 等 候 祂 旨 意 顯 明 的 人 有 福 了 。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巴 谷 ）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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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神願祂的子民與祂交談。

㈡ 特色

哈 巴 谷 書的特色有：

a . 它 與 約 拿 書 一 樣 ，開始的時候先知十分困擾煩惱，結尾時獲得神 

的 開 解 。

b . 在書中作者與神的對話佔了大半（約 三 分 二 ）。

c. 這 書 的 鑰 節 ：二 章 四 節 ，在新約聖經三段重要的經文中引用了。 

請參羅一 17 ; 加三 11 ; 來 一 〇 38。這 節經文的眞理，是十六世紀改敎運 

動 的 主 調 。故 此 ，哈巴谷又被稱爲改敎之父。

d . 哈巴谷書是十分優美的希伯來文學作品。安 加 （Un g e r  ) 曾這麼 

評 論 這 書 第 三 章 ：

第三章的華麗詩文，是描寫主降臨時「神的顯現」的絕佳作品。這是聖靈 

的 啟 示 ，將要在耶和華的日子應驗（參帖後一 7 _  10 ) 。22

二 、 哈巴谷書綜覽

1. 請 把 全 書 讀 兩 遍 ，看看有哪些重要的字句。

2. 請比對一章一節及三章一節，然後再比對一章二節及三章十八至 

十 九 節 。你看到甚麼？

3. 請細看圖表27.1 0 ，以下的問題與提示均根據這圖表。

4. 請將經文逐段細看，然後逐段加上標題。

5. 哈 巴 谷 的 話 ，佔本書多少篇幅？神的話又佔多少？

6. 請留意這書的三段大綱說明了哈巴谷先知的態度如何改變。

7. 請留意圖表上面第一行的三段分法，並比對這三段的引言。

8. 爲甚麼最後一章是這書的顚峯？

9. 留 意 鑰 字 。並請細讀鑰節的經文，讀的時候把你找到的鑰字鑰節 

也 一 併 列 出 。

三 、 哈巴谷書應用

1•神也聽各類抱怨的話嗎？神對哈巴谷的抱怨有何反擊？

2.疑惑會引致甚麼罪？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畚 雅 、哈 巳 谷 ）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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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經對於忍耐有何訓誨？參羅馬書五章三至五節。神爲甚麼工作 

得這麼緩慢呢？

4. 請比較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及哈巴谷書二章四節。

5. 信心至終的考驗是甚麼？請將你的信心與哈巴谷受試驗時的信心 

(三 17 —19 ) 比 較 。

6. 請比較保羅與哈巴谷的信心。參考經文是腓立比書四章十一至十 

三 節 ，哈巴谷書三章十七至十九節。

7. 「拯救」在聖經中是十分重要的詞語。你如何界定靈命上的拯救？ 

請讀哈巴谷書三章十三、十八節，「拯救」或 「救」出現了三次，希伯來文是 

Y a s h a，是 耶 穌 名字的原文。請再讀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節，爲何耶穌 

是眞正的救主？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Albright，W . F ., 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S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 ., 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導論

Baxter, J. Sidlow. £xpiore tAe Boole, 4:206-13.(中 文 譯 本 爲 《聖經硏 

究》，種 籽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251-60.(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M o r g a n , G . Campbell. L iv ing M essage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p p . 272-86.

Phillips, J ohn. Exploring the Scriptures, p p . 153-55.

猶 大 的 小 先 知 （俄 巴 底 亞 、約 珥 、彌 迦 、那 鴻 、西 舂 雅 、合 巴 谷 ） 477

B  釋經

Davidson, A . B . H abakkuk,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Lloyd-Jones, D . Martin. From F ear to Faith.

Kerr, David W . ^H a b a k k u k ''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 4^ 
文譯本爲《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 出 版 社 。）

註釋

1. 大 多 數 的 日 期 是 引 自 John C . W h i t c o m b的 C/iart of K 7/1客s 

a nd Prop/iets. 參附錄所列猶大諸王0

2. 在英文聖經譯本裏，這句子的另一寫法是“T h o u  that dwellest 

in the clefts of Sela”（A S V ).

3 .  這是基於認爲這書在較早期寫成。本章稍後會再討論這一點。

4. 參 Hobart E . F r e e m a n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Aets,頁 140 — 4 1，（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 

音 神 學 院 。）看看作者爲何贊成這個意見。很多聖經學者贊成第四個意 

見 ，把俄巴底亞列爲猶大小先知中最後一位，與 耶利米同期。有關資料， 

可參其他註釋書。

5. Clyde E . Harrington, “E d o m ”，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 ictionary, p . 234.

6. —般先知都是以過去時態寫預言的，目的是强調它必應驗。

7. R . A . Stewart, The N ew Bible D ictionary, p . 639.
8 .  耶利米被召作先知時，他 已 是 祭 司 （•耶一1 ) 。

9. 參 有 關 註 釋 書 ，看看它們對約珥書的寫作日期有何見解。而贊 

成 約 琪 書 是 早 期 寫 成 的 有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〇/ O 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頁 292 —95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好出 

版 社 。）及 J. T . Carson, “Joel”，T h e  iVew _BiWe C o m m e n t a r y，頁690 — 

9 1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證 道 出 版 社 。） .

10. 在 英 文 聖 經 裏 ，Joash (約 阿 施 ）是 Jehoash的 簡 寫 ，兩個名 

字都在英文聖經中出現，代表同一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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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約阿施與耶何耶大的故事載於列王紀下十一至十二章。請參 

考 這 些 經 文 ，看看約珥所處的環境是怎樣。

12. F r e e m a n，上引書頁2 1 7。

1 3 .  許多聖經學者認爲這書的分段應在四章一節，而不是三章一 

節 。全 書 可 分 爲 兩 部 分 ：一至三章—— 斥 責 ，四至七章—— 安 慰 ，就像 

以 赛 亞 書 ，一 分 爲 二 。所 以 ，有人稱彌迦書是「以賽亞書的速寫」。

14. 那 鴻 的 出 生 日 期 不 詳 ，但一般相信他是在五十歲之前開始他 

的 先 知 工 作 。

15. 一章十二節下開始是：「我雖然使你受苦」。

16. T h e  Bi_W e 這 樣 意 譯 二 章 一 節 ：「尼 尼 微 ，你 滅 亡 了 ！ 

你 已 被 敵 軍 圍 困 ！」

17. R a y m o n d  Calkins, The M odern M essage of the M inor 
Prophets, p . 86 .

18. J. Sidlow Baxter, Expiore the BooJt，4:208•(中文譯本爲<聖 

經硏究> ，種 籽 出 版 社 。）

1 9 .  請 讀 下 列 經 文 ，都 是 使 用 同 一個希伯來詞語（譯 作 「抱」）： 

王下四16 ; 伯二四8 ; 傳三5 ; 歌二6 。

20. Frank E . Gaebelein, Four M inor Prophets, p . 142.
2 1 .  比較歷代志上二五1 。若 然 的 話 ，他的家鄕是耶路撒冷。

22. Merrill F . U n g e r , t/nger’s JBiWe H a n d b o o k , p . 4 2 5 .「神的顯 

現」是神向人彰顯祂自己。

第二十八章 

被擄歸回後的先知
( 哈 該 、撒 迦 利 亞 瑪 拉 基 ）

舊 約 末 期 ，在 以 色 列 事 奉 ，又執筆爲文的先知，有 哈 該 、撒迦利亞 

及 瑪 拉 基 。他們事奉 的 期 間 ，適逢以色列人從被擄的巴比倫歸回迦南， 

故被稱爲被擄歸回後的先知。請參圖表25.1 ，被擄前及被擄期間有哪幾 

位 先 知 ？你可知道爲何被擄歸回後的先知，又被稱爲復國期間的先知？ 

本章先討論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及瑪拉基書的歷史背景。如果你能明白神 

委派這三位先知執筆爲文的背景，這三卷書對你便立時活潑生動起來。1

與歸國先知書同期的歷史書，有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 

重溫前面第 十 五 章 ，對了解上述各書的背景頗有裨益。本章不再覆述有 

關 資 料 。

一 、 分裂王國與兩次被擄

我 們 讀 被 擄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書 以 前 ，須重溫以色列復國前的歷史背 

景 。讀時並須牢記我們所說的「復國」，是指選民從被擄之地返回迦南各 

地 。以色列人兩次被擄，一次是被亞述擄去，一次是被巴比倫擄去，請 

參考第十五章有關兩次被擄的描述。主前 七 二 二 年 ，北國以色列被亞述 

擄 去 ；一百二十六年以後，亦即主前五八六年，南國猶大又爲巴比倫人 

征 服 。

二 、 被擄巴比倫時期

此次被擄始於主前六〇五年尼布甲尼撒首次入侵猶大（代 下 三 六  

2—7 )，而以主前五三六年首批以色列人重返迦南吿終（拉 一 ）。2 參圖 

表 1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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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時的君王

重 溫 第 十 五 章 ，並在圖表14. 3中找出歷任君王的姓名，看看他們與 

歸回後的先知有何關係。這些君王的名字如下：古 列 、大 利 烏 、亞逹薛 

西 。在哈該書及撒迦利亞書裏，大利烏的名字分別出現三次。

四 、 以色列復國期的首領

請 再 參 考 第 十 五 章 ，注意圖表 14. 3下 列 之 名 字 ：所 羅 巴 伯 、以斯 

拉 、尼 希 米 、哈 該 、撒 迦 利 亞 、瑪 拉 基 。請留意瑪拉基的事工主要是在 

尼 希 米 重 訪 巴 比 倫 時 執 行 的 ，那時迦南的以色列人漸漸失去當初的熱 

心 ，靈 性 退 步 。故此瑪拉基的信息，主題多爲責備罪惡，宣 判 刑 罰 。

五 、 復國對猶太人及擧世的重要

以色列復國是擧足輕重的大事，原因有幾個。對以色列 人 而 言 ，復 

國表明神沒有忘記祂賜給 亞 伯 拉 罕 迦 南 地 的 應 許 （參創一三 1 5 ，留意 

「永遠」一 詞 是 如 何 有 力 ）。因 此 ，這些回歸的餘民遷回原處，復興眞正 

的 敬 拜 ，叫外邦人知道何謂眞正敬拜眞神。另 一 方 面 ，復國又與將臨之 

彌賽亞有密切的關係，是彌賽亞應許的更新。擧 例 而 言 ，耶穌臨世的應 

許 ，與 伯 利 恆 、拿撒勒及錫安等地很有關連。大約再過四百年後，耶穌 

便 生 在 伯 利 恆 ，爲 大 衞 的 後 裔 ，不 是 生 於 巴 比 倫 。當主耶穌來到祂「自 

己的地方」（約一 11 ) 時 ，祂的選民是住在神應許之聖地，而不是被擄 

之 地 。

六 、 末後的復國

以 色列在主前五、六 世 紀 復 國 ，只不過是個預兆，預表彌賽亞國度 

在末 時 最 終 的 復 國 ，這是本書前面提過預言多次應驗的原則。這個原則 

也 適 用 於 被擄歸國後的先知信息。在 末 後 的 世 界 歷 史 裏 ，以色列的地 

位 十 分 重 要 ；羅馬書第十一章有淸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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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末後三位先知的事工

參圖表 14. 3 。留 意 哈 該 及 撒 迦 利 亞 事 奉 的 時 期 ，是以色列復國之 

初 ，而瑪拉基則在後期。我們以下會談到各書的寫作背景，現在請留意 

下 列 各 項 事 情 ：猶太人於主前五三四年停止建殿（圖表14.3 ) ，哈該和 

撒 迦利亞的信息就是督促及鼓勵他們完成建殿的工程。而瑪拉基的負 

擔 ，則在於痛責選民的背道。以色列人從被擄之地回國時，不管他們以 

往 在 靈 性 或 其 他 方 面 有 甚 麼 復 興 ，但 到 了 瑪 拉 基 的 時 代 ，一切都成過 

去 ，他們的靈性再度冷淡，而且還有天災之憂。所 以 瑪 拉 基 書 （也是舊 

約 全 書 ）以駭人的「咒詛」爲 終 結 （瑪四6 ) 。把這最後的一節跟創世記 

一章一節互相比較，你的感想若何？

哈 該 書 ：你 們 要 建 造 聖 殿 ，我就因此 

得榮耀
哈該書是聖經最短的書卷之一，有人稱它爲「重要的小塊」。書中的 

主 要 敎 訓 ，是 「把首要的事先做好」。神領以色列人離開被擄之地，重返 

耶 路 撒 冷 ；不 久 之 後 ，百 姓 便 自 滿 自 足 ，漸 漸 忽 略 神 ，爲自己建造房 

屋 ，卻 沒 有 一 人 因 神 殿 荒 涼 ，停 工 十 四 年 而 哀 傷 。神就在這荒涼的景 

況 下 ，差遣哈該傳講祂的信息。

一 、哈該書背景

硏讀哈該書的背景前，請先略讀全書一遍。

A  哈該

哈 該 的 事 蹟 不 詳 ，他的名字在其他書卷裏僅出現過兩次：以斯拉記 

五 章 一 節 ，六 章 十 四 節 。請讀這兩節經文。

㈠ 名字

哈 該 的 意 思 是 「歡樂的」，或 是 「宴樂的」。哈 該 的 字 根 ，意譯是慶 

祝 。請看撒母耳記上三十章十六節，這字譯作「跳舞」。不管哈該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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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何 選 擇 這 名 字 ，但他們實在選得恰當。正 如 一 位 作 家 所 說 ：「能夠目 

睹 自 己 工 作 的 果 效 ，享 受 到 收 成 時 難 以 形 容 的 喜 樂 ，在先知中並無幾 

人 ，而哈該就是其中一位。」4 

㈡ 家鄕

哈該大約在被擄期間生於巴比倫，家 世 不 詳 。他於主前五三六年隨 

所羅巴伯率領的第一隊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拉二2 ) 。

㈢ 事工

哈該常被稱作「成功的先知」，他工作果效之快，勝 於別的先知。他 

又被稱作「用磚塊說話的先知」，原因是他信息的主題就是建造聖殿。

哈 該 與 撒 迦 利 亞 是 同 工 （拉五 1 ，六 14 ) 。舊約時代怎樣實踐同工 

的 原 則 呢 ？ （參可六7 ) 兩人同作見證有甚麼好處？

B 哈該書  

㈠ 寫作曰期

哈 該 書 已 說 得 很 淸 楚 ，它 的 寫 作 日 期 是 「大 利 烏 王 第 二 年 」（一 

1 ) ，時爲主前五二〇年 。這 書 四 篇 信 息 ，均記於同一年。

(二） 歷史背景

正 如 上 文 提 過 ，哈該書的主題信息是建造聖殿。較早時的建殿慘淡 

收 場 。我們若了解先知寫書以前曾發生甚麼事情，就更能了解先知的負 

擔 。（請參考其 他 聖 經 註 釋 ，並在圖表14. 3找出事件發生的日期。） 

主 前 五 八 六 年 ：巴 比倫人入侵，耶路撒冷與聖殿被毀。

主 前 五 三 九 年 ：巴 比 倫 亡 ，古 列 王 在 位 ，波斯帝國擢升世界强國，被擄 

的猶太人受古列管轄。

主 前 五 三 八 年 ：神 感 動 古 列 下 令 ，准許及鼓勵猶太人返回故鄕（拉一 1 

—. 4 ) 6

主 前 五 三 六 年 ：所羅巴伯率領第一隊猶太人回國（參拉一5至二70 ; 尼 

一 二 章 ），回國的人數合共五萬（參拉二64 — 67 ) 。

主前五三六至五三五年：在耶路撒冷聖殿的舊址築壇；守 住 棚 節 ，照例 

獻 祭 （拉三1一6 ) 。

建成聖殿的根基（拉三7 —1 3 ) 。

主前五三五至五三四年:建殿的工作被鄰近的撒瑪利亞人阻擾(拉四1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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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前 五 三 四 年 ：停建聖殿5 ( 拉四24 ) 。6

主前五三六至五二〇年 ：所羅巴伯爲以色列省長，代波斯王管轄該地； 

大祭司約書亞任宗敎領袖。

主前五二〇年 ：哈該及撒迦利亞「奉 以 色 列 神 的 名 ，向猶大和耶路撒冷 

的 猶 大 人 ，說 勸 勉 的 話 。」（拉五 1 ; 參該一1 ) 。復 建 聖 殿 （拉五 

2 ; 該一 1 4 _ 1 5  ) 。以色列人停工了多少年？

主 前 五 一 六 年 ：聖 殿 落 成 （拉六14 — 15 ) 。

圖表28. 1爲舊約以色列人屬靈升降的情形，並且也說明哈該及撒迦 

利亞的事工有何影響。

㈢ 聖 殿 的 重 要

也 許 我 們 會 問 ，建殿爲何對重返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這麼重要？阿切 

爾 （Gleason Archer ) 提出兩個基本的理由：

我們必須記得，摩西律法許多地方都與聖經的敬拜有關，若是無法建 

造合適的殿宇敬拜，便會使猶太人的宗敎生活癱瘓。我們也要明白， 

第二個聖殿在救贖史上甚爲重要，因爲主耶穌基督就是在這個殿中 

(由希律大帝重新修飾）執行祂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當 然 ，祂的來臨應 

驗了哈該書第二章九節的話:「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建殿這事就是一個象徵，提醒以色列人神是有位格的，是 活 着 的 ， 

祂 住 在 錫 安 （珥三21 ) ，樂 意 與 人 交 往 ，接受人的敬拜。出埃及記二十 

五 章 八 節 淸 楚 表 明 昔 日 會 幕 於 相 交 上 的 意 義 ：「又 當 爲 我 造 聖 所  

( m i g d a s h，分 別 出 來 的 地 方 ），使 我 可 以 住 在 他 們 中 間 。」在哈該時 

代 的 猶 太 人 ，最高的屬靈經歷，不外乎因信接受神在個人心中作主（參 

徒七47 — 48 ; 賽 六 六 1_2 ) 。就這 經 歷 而 言 ，聖殿的象徵無疑產生最佳 

而永久 的 果 效 。

㈣ 書 的 主 題

哈 該 給 猶 太 同 胞 們 的 信 息 ，槪 括 如 下 ：「如果你們想與耶和華重新 

建立美好的關係，就要首先注意生命中最要緊的事，例如重建耶和華的殿。」 

(五） 書 中 名 字

這書第一節提到四個重要的名字：先 知 哈 該 、大 利 烏 王 、省長所羅 

巴 伯 、大祭司 約 書 亞 。前三人的名字請參圖表14. 3 。以斯拉記二章二節 

把 約 書 亞 （又 稱 耶 書 亞 ）列於第一次回歸的領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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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哈該書綜覽

A 綜 讀

1. 首 先 ，在 聖 經 上 劃 分 段 落 。請 從 下 列 幾 節 讀 起 ：一 1 、3 、7 、 

1 2 ，二 1 、1 0 、20 °

2. 略 讀 全 書 ，找出全書的重點、調 子 ，以及得出一個大略的槪念。

3. 再 略 讀 全 書 一 遍 ，讀時將重複的重要字句用筆圈起。

4. 讀者可曾留意書中多處出現的日期？請在聖經裏畫下下列經節： 

一 1 ' 15 * 二 1 、1 0 ' 20 °

5. 書中哪幾處出現所羅巴伯、約書亞及餘民等名稱？書中有沒有哈 

該單向所羅巴伯傳講的信息？在 哪 裏 ？

B  綜 覽 圖 表

圖表28. 2說明了哈該書的結構。請仔細硏讀該圖表，再照下列提示 

硏 讀 這 書 。請 隨 時 翻 閱 經 文 ，以驗證該圖表的大綱和段落。

1. 請 留 意 這 書 的 標 題 （一8 ) 。綜 讀 這 書 的 時 候 ，是否看到書中多 

次提及神的殿宇？ （參 閱 經 文 彙 編 ，便能立即找到答案。）

2. 比較書 的 開 始 （一2 ) 及 結 束 （二23 ) 。

3. 請從主前五三六年起，依次硏讀建造聖殿的過程。表內有哪個分 

成三段的大綱與此題目有關？

4. 書中有多少篇「講章」？請 參 看 聖 經 ，每篇都載有日期，比對圖表 

內 的 日 期 。全書所涉及的時間有多長？

5. 在第一及第二篇講章之間，有 一 小 段 （一 12 —15 ) ，它有甚麼作

用 ？

6. 請再硏讀圖表中其他大綱。

7. 哈該書中何處出現彌賽亞的預言？

8. 留意書中的鑰字鑰句。

三 、 哈該書應用

1.從 第 一 章 中 ，大 家 可 了 解 到 甚 麼 是 拖 延 ？ 一章二節和四節說及 

「時候」。大家對時間的看法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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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爲甚麼一所用作敎堂的建築物，經過誠心奉獻給耶和華以後，就 

成了基督敎信仰重要的一環？請與舊約時代的聖殿比較。

3. 神 爲 何 使 （或 准 許 ）某信徒經濟出現拮据？

4. 爲甚麼順服是活在神旨意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5. 哈該書第一章怎麼談到信徒的工作與他的心是分不開的？

6. 不聖潔的事是否有傳染性（二 13 —14 ) ，信徒如何保守自己避免 

被 世 俗 沾 染 ？聖潔是否也有傳染性（二12 ) ? 信徒的好見證怎樣影響他 

人 ？

7. 爲何聖殿對以色列人這麼重要？請從彼得前書二章五節看基督徒 

與聖 殿 的 關 係 。

8. 哈該書中有關乎聖工的敎訓，請將下列敎訓應用於今天敎會仍未 

完 成 的 事 工 上 ：8

a. 神的工作比其他應做的事情更重要。

b . 凡 順 服 神 ，作 神 的 工 ，並且信靠祂的同在與能力的，就不致灰心。

c. 神要使用淸潔的、與罪惡隔絕的器皿，來 成就她的工。

d . 神的工作是與祂對人類國家的全權計劃相關。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Albright，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J. 5.:<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八1311:<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_，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W olf, HerbertK哈該書/ 瑪拉基書> ( 人人聖 經 注 釋 ）（宣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籍 

A 導論

Ellison, H . L . T h 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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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326-32.(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Gaebelein, Frank E . Four M inor Prophets, p p . 199-242.
M c C u r d y , James Frederick. “Haggai” in Lange's Comm entary on 

the H oly Scriptures, p p . 3-6.

B  釋經

Baldwin, Joyce G . H aggai, Zechariah, M alachi.
Earle, Ralph. M eet the M inor Prophets.

Jennings, A . C . ^Haggai^ in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撒迦利亞書：全地的王
撒迦利亞書是小先知書中最長的一卷，新約聖經作者常引用這書的 

話 ，原因是書中有很多關於彌赛亞的預言。有一位聖經學者稱撒迦利亞 

書爲「舊約聖經中蘊含最多關乎彌賽亞及末世啟示的書卷。」9

撒迦利亞書有許多末世的異象、象 徵 及預言。這都是傲示文學的主 

要 內 容 （希 臓 文 apoicahjpsis的恶思是「揭示 j 、「揭曉」、「敢示」）。所 

以此書又稱作「舊約啟示錄」。所以將這書放在基督敎舊約聖經最後第二 

卷 ，實 在十分合適。

一 、撒迦利亞書背景

A 撒迦利亞

㈠ 名字

撒迦利亞是希伯來名字，意思是「耶和華記念」。這是舊約時代相當 

普 遍 的 名 字 （舊約聖經中約有三十人同名），顯然許多父母因感激神記 

念 他 們 ，賜 他 們 兒 子 ，便給孩子起這個名字。

㈡ 家庭

撒 迦 利 亞 是 祭 司 比 利 家 的 兒 子 ，祖 父 是 祭 司 易 多 （一1 ) 。1()所羅 

巴伯於主前五三六年率以色列人從巴比倫回國，撒迦利亞的家人就在其

被 撗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撤 i e 利 亞 、瑪 拉 基 ） 489

中 （尼一二4 、16 ) 。如果撒迦利亞在主前五二〇年開始宣吿預言時還 

很 年 靑 （二4的 「少年人」可 能 就 是 撒 迦 利 亞 ），他歸國時必然只是個小

孩 。

㈢ 職事

主前五二〇年 ，神開始向哈該啟示他要傳講及寫下的信息時，撒迦 

利 亞 已 爲 人 父 ，在猶太人中擔任祭司（尼一二16 ) 。兩 個 月 以 後 ，撒迦 

利亞也被委任擔當類似的職事（參該一 1 ; 亞一1 ) ，與耶利米和以西結 

一 樣 ，旣 是 先 知 ，又 是 祭 司 。猶太人尊撒迦利亞（以 及 哈 該 、瑪 拉 基 ） 

爲 偉 大 會 堂 （Great Synagogue ) 的 祭 司 ，在回歸後負責收集及保存猶 

太聖 卷 和 傳 統 。

撒迦利亞與哈該最主要的工作是鼓勵猶太人重建聖殿。他們在主前 

五三 四 年 停 止 建 殿 ，十 四 年 後 ，先知才開始他的工作。從以斯拉記六章 

十 四 至 十 五 節 ，可以看見先知們怎麼成功。聖殿於何年建成？

B  撒 迦 利 亞 書

㈠ 寫作曰期

撒 迦 利 亞 書 一 章 一 節 、一章七節及七章一節都說明了它的寫作日 

期 。大利烏王 第 二 年 （一1 ) 是主前五二〇年 ，第 四 年 （七1 ) 是主前五 

一 八 年 。八章一節及九章一節的啟示看來較晚，但卻無法確定它於何時 

寫 成 。可能一至八章是在建殿期間寫的（主前五二〇至 五 一 六 年 ）；九 

至十四章則寫於聖殿落成，即主前五一六年之後（參圖表28. 3 ) 。

(二） 內容梗槪

撒迦利亞書與聖經其他預言書卷一樣，有 預 言 ，有 訓 勉 。訓勉的部 

分 ，是先知勸勉百姓看重他們對神的心，如此他們手所作的工（如建殿 

之 工 ）才 會 興 旺 。而預言的部分則有關以色列日後的遭遇與懲罰，到了 

彌 賽 亞 的 來 臨 ，以色列將得着榮耀。預 言 的 目 的 ，是叫以色列人切慕得 

見他們的君王。

㈢ 主要目的

撒迦利亞書的目的有四：

a .帶 來靈性復興。神給猶太人的第一個信息是甚麼（參 一 2_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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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鼓 勵 百 姓 完 成 建 殿 的 工 程 。淸楚提及聖殿的經文有一章十六節 

及 四 章 九 節 。

C .安 慰 百 姓 （二 13 ) 。那 時 ，猶太人正遭遇患難。 

d .將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一絲不苟地寫在聖經裏。雖然聽見撒迦利 

亞預言的猶太人無法目睹預言的應驗，但這些預言在他們心中產生極大 

的 感 動 ，不 能 磨 滅 （參 約 壹 三 2_3 ) 。

除 了 以 赛 亞 書 ，所有的先知書都不及撒迦利亞書那麼多記載有關基 

督 的 預 言 。請 在 聖 經畫下下列的預言（應驗的經文並未全備）：

關乎基督的預言 應 驗

僕人. 三 8 可一〇45

苗裔 三 8 ，六12 路一7 8 ，旁 註 （欽 定 本 ）

祭司君 J: 六13 來六20至 七 1

謙和的君 I-: 九 9 —10 太二一 4 — 5 ; 約一二 14—16

被賣 —— 12—13 太二七9

兩手被扎 一二 10 約一•九37

除罪泉源 一 三 1 啟一 5

神人兩性 一三 7 ，六12 約八4 0 ，一 1

被擊打的牧人 一三 7 — 9 太二六31 ; 可一四27

再來作丨•： 一四 5 、9 約一〇16 ;啟 …-15，二一27

二 、撒迦利亞書綜覽
1. 首先，請照圖表28. 3 ,將撒迦利亞書劃分成二十段，即畫下一章一 

節 、一 章 七 節 、一章十八節等。（注 意 ：二至八章的分段是按段落，而 

九至十四章的分段是按篇章。）

2. 略 讀 全 書 。讀時特別留意各個分段的第一節。並用筆將感動你的 

字 句 畫 下 來 。

3. 研讀圖表 28. 3,留意圖表將全書劃分三大部分，是哪三個部分呢？

4. 一章一至六節如何引入正文？這書有沒有一個正式的總結？

5. 書中的八個異象載於何處？請讀載有異象的經文，並驗證圖表的 

標題是否正確。留 意 「觀看」、「見」、或 「擧目」這幾個詞語怎樣帶出異象。

6. 請讀六章九至十五節。這段完全沒有「觀看」之 類 的 詞 語 ，所以不

被 掳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撒 避 利 亞 、瑪 拉 基 ）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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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爲 異 象 。本段爲何剛好是一至六章啟示的總結？ 請將六章十五節末 

的 話 ，與一章三節末的話作比較。

7. 在 圖 表 28. 3 中 ，有 一 ■ 是 以 「四篇信息」爲 題 的 ，請讀其中的四 

節 經 文 。它們同樣引用一句甚麼話帶出信息？

8. 九至十四章的標題是「兩個默示」。標 題 的 來 源 ，請參九章一節及 

十 二 章 一 節 。

9. 請讀撒迦利亞書九至十四章，看看圖表的分段是否正確。

10. 請 留 意 圖 表 最 上 的 標 題 ，並將標題與 鑰 節 作 比 較 ，同時也請留 

意 鑰 字 。也許你稍後也想加上自己發掘的鑰字和鑰節。

三 、撒迦利亞書應用

1. 在 舊 約 時 代 ，神是否要使以色列人成爲神啟示外邦人的渠道？若 

然 是 ，他們能否達到？在 末 世 的 時 候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會建立一個怎 

樣 的 美 好 關 係 （二11 ) ? 請比較詩篇六十七篇、以赛亞書二章三節及六 

十 章 三 節 。

2. 三章一節怎樣提到撒但？

3. 神爲何使用人來完成祂在世上的重要計劃（參四14 ) ?

4 .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說 ：『不 是 倚 靠 勢 力 ，不 是 倚 靠 才 能 ，乃是倚靠我 

的 靈 ，方 能 成 事 。』」（四6 ) 你對這話有何意見？

5. —至六章提到神的甚麼屬性？

6. 現今的巴 勒 斯 坦 ，已爲書中的預言佈置了怎麼樣的舞台？

7. 你認爲禁食的定義是甚麼？

8. 聖 經 常 把 悲 哀 、禱吿與禁食相提並論（亞七5 ;徒一三3 ) ，原因 

何 在 ？

9. 人在宴樂的日子有何表現，就可據此推測他在禁食期間的心意若 

何 （亞七6 ) 。爲何這樣呢？

10. 要 你 根 據 聖 經 ，想 像 千 禧 年 國 在 地 上 應 驗 ，你認爲是難或易  

呢 ？爲 甚 麼 ？請 參 照 神 對 選 民 所 說 的 話 ：「這事在餘剩的民眼中看爲希 

奇 ，在我眼中也看爲希奇嗎？」（亞八6 ) 。

11.在神看來，以色列人成功地向列國見證，就 是 極 大 的 喜 樂 （八19 —

被 擄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撳 ifc 利 亞 、瑪 拉 基 ） 493

23 ) 。爲甚麼基督徒向人作見證是一件愉快的事？

12•從撒迦利亞書七至八章中，你學到甚麼有助於靈命長進的功

課 ？

13•撒迦利亞書最後三章是對以色列的預言，但 在 應 用 方 面 ，卻不 

止 於 以 色 列 。請再翻閱 這 三 章 ，並列出一些對信徒及非信徒都有益處的

敎 訓 。

四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馬 有 藻 ：《異象與復興》（證 道 出 版 社 ）

唐 佑 之 ：《復興的前景> ( 證 道 出 版 社 ）

Albright, W . F ., et al:〈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8.:<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31:<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英文書籍

A  導論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23-32.
Leupold, H . C . Exposition of Zechariah, p p . 1-18.

Robinson, George L . “T h e  B o o k  of Zechariah” in T A e  InternationaJ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5:3136-41.
U n g e r , Merrill F . Zechariah, p p . 9-14.

B  釋經

Baldwin, Joyce G . H aggai, Zechariah, M alachi.
Baron, David. The Visions and Prophecies of Zechariah.

Earle, Ralph. M eet the M inor Proph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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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berg, Charles L . Israel's Comfort and Glory.
Leupold, H . C . Exposition of Zechariah.

L u c k , G . C o l e m a n . Zechariah, E v e r y m a n ^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M e y e r , F . B . The Prophet of Hope: Studies in Zechariah. 

U n g e r , Merrill F . Zechariah.

瑪 拉 基 書 ：人 可 奪 取 神 的 物 嗎 ？r
瑪拉基書是神在舊約時代最後的啟示。從各方 面 看 來 ，這書相當灰 

暗 ，因爲書中指出以色列自一千五百年前立國（創 一 二 章 ）以 來 ，靈命 

始終沒有多大進步。雖然信息叫人傷痛，書中卻仍看到神恩典的曙光。 

故 此 ，讀到全書最後一節時，讀者 仍 會 看 到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榮耀之曰 

會臨到悔改的以色列人和所有信徒。

一 、瑪拉基書背景

A  瑪 拉 基

聖經並沒有提及瑪拉基的生平。他 是 神 所選立的先知（一 1 ) ，與 

尼 希 米 處 於 同 一 個 時 代 。他 的 名 字 是 希 伯 來 文 M a i a c W a /i 的 縮 寫 ，意 

思就是「耶和華的使者」。有趣的是本書雖短，卻三次出現「使者」這詞語

( 二 7 ，三 1 ) °

B  瑪 拉 基 書  

㈠ 寫作曰期

瑪拉基寫這書的日期，大約是在主前四三三年，尼希米往巴比倫的 

時 候 （尼一三6 ) 。參圖表14. 3 。支持這個看法的，有 下 列 幾 點 ：

a. 聖殿經已落成，他們亦照摩西 的 律 法 獻 祭 （一 7 _ 1 0 ，三 1 、8 ) 。 

聖殿落成的日期請參圖表14. 3 。

b . 那時治理猶太人的是波斯官員，而不是尼希米。請 參一章八節。I2

c. 瑪 拉 基 所 斥 責 的 罪 ，與尼希米在他第二任期內所處理的相同。13 

例 如 ：

被 楗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揿 把 利 亞 、瑪 拉 基 ） 495

祭司的散漫和腐敗（一6至二9 ;尼 一 三 1_9 )

與 外 邦 人 通 婚 （二10 —16 ; 尼一三23 — 28 )

不按十分 一 奉 獻 （三7 —12 ; 尼一三10 — 13 )

引 用 摩 根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的 話 ：「那使尼希米義怒塡胸的敗壞 

風 氣 ，也激發了瑪拉基傳講他的信息。」14

(尼希米與瑪拉基旣生於同一個時代，將他們的兩卷書合起來讀， 

會使人得到更多亮光。）

㈡ 情況與信息

瑪拉基寫這書的時候，猶太人已回到迦南建國近一百年。先知哈該 

及撒迦利亞早已預言神會在日後賜福百姓，特別是在「耶和華的日子」。 

「可 是 幾 十 年 過 後 ，這些預言還沒有應驗。日子愈過愈單調沈悶，正是 

失 望 、沮 喪 、夢 幻 破 滅 、盼 望 粉 碎 、傷 心 悲 痛 的 日 子 。」15猶太人的信 

心和敬拜都漸漸倒退，而且還在生活中表現出來。在這倒退的光景中， 

他們對於神的道吹毛求疵；但神在這時還對他們說話，足見祂是多麼忍 

耐 ，多 麼 憐 憫 。

瑪拉基書的主題是神的愛、祭司與百姓的罪、罪 的 刑 罰 、義人的福 

樂 。讀 者 必 會 發 現 神 的 福 音 信 息 對 於 歷 世 歷 代 的 罪 人 都 是 始 終 如

T~~» O

㈢ 特色

本書最顯著的特色是把信息重複地傳講。16所採用的是三個步驟： 

指 斥 （控 訴 ） ：「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三8 )

質 問 （以 「你們說」起 頭 ）：「你 們 卻 說 ，我 們 在 何 事 上奪取你的供物  

呢 ？」（三8 )

駁 斥 （答 問 ）：「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三8 )_。

最 常 見 的 句 子 是 「你們……說」。這話共出現了八次。計 有 一 2 、6 、7, 

二 14 > 1 7 ，三 7 ' 8 ' 13 °

瑪拉基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很重視神的律法（四4 > 。此 外 ，耶和華 

對以 色 列 人 說 的 話 ，在比例上高出其他所有先知書（五十五節中有四十 

七 節 ）。

㈣ 在正典中的位置

瑪 拉 基 書 是 總 結 ，也是一個接駁的環。它總結以色列人在主前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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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四 百 年 的 歷 史 ，又是舊約聖經中最後一位先知的呼聲。這書預言施 

洗約翰的工作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把舊約與新約連貫起來。這 書 「簡 

短 的 彌 赛 亞 預 言 （三 1 _ 6 ，四2 ) ，預備我們轉到新約的啟示，把我們 

的焦點集中在祂身上一•祂 是 世 人 唯 一 的 盼 望 。」17這書還進一步預言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再 來 ），直 指 向 末 後 。

二 、 瑪拉基書綜覽

圖表28. 4是瑪拉基書的綜覽，說明了瑪拉基書的格式及重點。請讀 

者先把全書略讀一遍，再按一般的程序綜覽這書，然後依照以下方式硏 

讀 。（必須翻査所列出的經文）

1. 第 一 節 （一1 ) 是 這書的引言。

2. 最 後 一 段 （四 4 _ 6  ) 不但是這書的總結，也適用作全本舊約聖經 

的 總 結 。

3. 書 的 前 半 部 （一2至三 15 ) 是 關 乎 罪 。從 三 章 十 六 節 起 ，瑪拉基 

書的主題是甚麼？

4. 三 章 一 至六節中有甚麼令人振奮的預言？爲甚麼在數說人的罪 

時 ，中間會加插這個預言？

5. 圖表怎樣將瑪拉基書預言的起頭及終結作比較？

6. 請 再 讀 全 書 一 遍 ，讀時須參照圖表，並 根 據 經 文 ，了解圖表中的 

大綱是如何劃分。

7. 請注意圖表中的鑰字鑰句，你可以再加上一些嗎？

三 、 瑪拉基書應用

1. 在 瑪 拉 基 時 代 ，祭司 所 犯 的 罪 ，現今的基督徒領袖也會犯嗎？平 

信徒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2. 什 一 與 奉獻的原則，到今日還可以應用嗎？若 然 可 以 ，是怎樣應 

用 呢 ？舊約什一 的 起 源 ，請參 利 二 七 30_33 ; 民 一 八 20_32 ; 申一四22 

—2 9 。而關乎奉獻的經文有出三〇13 ; 利七14 ; 民一五19 — 2 1 。新約聖 

經談及捐獻的經文，有哥林多後書八至九章。

3. 舊 約 聖 經 最 後 一 節 經 文 ，說 到 聽 從 神 的 命 令 。基督徒與神的律

被 掳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撒 把 利 亞 、瑪 拉 基 ）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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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如 十 誡 等 ，有 何 關 係 ？新 約聖經的命令，是否在本質上也可算是神 

的 律 法 ？

4. 神有沒有「記錄」信徒毎日的生活？ （參瑪三16 ; 林後五9 — 10 )

5. 瑪拉基書中關乎日常生活的吩咐，並不受時間限制。我們不妨思 

想 思 高 魯 哲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 的 一 番 話 ：

瑪拉基書的信息，非常適切今日敎會的需要，因爲它所指出的毛病， 

正是今日敎會常常犯上的。敎會的「不敬虔」否定了神的權抦；大部分 

信徒在道德問題上何等脆弱；與非信徒通婚的事何等常見；在奉獻支 

持神的工作上，信徒又是何等疏忽。瑪拉基書所指斥的問題，就是我 

們今日面對的問題。18

四 、 兩約之間

從瑪拉基的時代至耶穌降世，中間有四百多年，是爲兩約之間的時 

期 。在 這 四 百 年 間 ，神沒有默示祂的僕人寫下祂的信息，所以稱爲「沈 

默的四百年」。這 是 一 個 關 鍵 時 刻 ，因爲神在這個時期預備世人迎接祂 

的 兒 子 作 救 主 （加 四 4 ) 。請 參 考 其 他 資 料 ，以 了 解 當 時 的 宗 敎 、政 

治 、社 會 及 一 般 風 俗 習 慣 。19這 項 硏 究 有 助 你 了 解 新 舊 兩 約 及 其 關  

係 。

五 、 舊約啟示的十個主題

現在你已綜覽全本舊約聖經。讓我們再重溫一下舊約聖經的主要敎 

訓 。你 覺 得 印 象 最深刻的是哪些眞理？請將你想到的與下列各項作比 

較 ：

⑴神的位格與工作 

⑵人類與宇宙的起源 

⑶人的本性 

⑷人的罪

(5)拯 救 的 方 法 ；與 神 交 通 ；敬拜神 

⑹以色列的起源與歷史；以色列在末日的預言 

(7)歷世歷代的世界歷史哲學

被 撙 歸 S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撤 ife 利 亞 、瑪 拉 基 ） 499

⑶基督的預言

(9) 神要求我們的生活品德

(10) 事 奉 的 質 素 ，包括傳福音拯救失喪靈魂

六 、選讀書目

中文書籍
史 祈 生 ： <先知書的作者> ( 宣道出版社代理）

唐 佑 之 ：〈愛與責—— 瑪拉基書註釋> ( 基 道 書 樓 ）

Albright, W . F.，et al: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基督敎文藝出版社） 

Baxter, J. &:<聖經硏究> ( 種 籽 出 版 社 ）

Cole, Alan:《聖經探索—— 小先知書註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Davidson, F.，et al:《聖經新釋> ( 證 道 出 版 社 ）

F r e e m a n , H . E .:《舊約先知書> ( 中華福音神學院）

Nichols, Alan: <瑪拉基書> ( 證 道 出 版 社 ）

W o l f , Herbert:《哈該書/ 瑪拉基書> ( 人 人聖經注釋）（宣 道 出 版 社 ）

英文書藉 

A 導 論

Archer, Gleason L .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p .

416-17.(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籽 出 版 社 。）

Earle, Ralph. M eet the M inor Prophets.
Ellison, H . L . The Old Testam ent Prophets, p p . 133-36.

F r e e m a n , Hobart E . A n  Introduction to tAe O W  T'estament PropAets, 

p p . 347-55.(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中華福音神學院。） 

Rendtorff, Rolf. Godfs H istory, p p . 65-77.

B  釋 經

Baldwin, Joyce G . H aggai, Zechariah, M alachi.
G o d d a r d , Burton L . <<Malachi,,> in The W ycliffe Bible Commentary. 

(中文譯本爲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種 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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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l, Carl Frederich. The Tw elve M inor Prophets, vol. 2.
P e r o w n e , T . T . M alachi, T h 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Robinson, G e orge. The Tw elve M inor Prophets.

註釋

1 .  先知所宣講的信息，大都是神默示他們寫下的。

2 .  如 果 耶 利 米 的 預 言 （耶 二 五 11—1 2 ，二 九 10 ) 是以敎會爲基 

礎 ，以 聖 殿 爲 主 要 對 象 ，他 所 指 的 七 十 年 就 應 該 從 聖 殿 被 毀 （586 

B .C . ) 至 聖 殿 重 建 （516 B .C . ) 。

3. 圖 表 14.3 的 日 期 主 要 來 自 John C . W h i t c o m b的 圖 表 ，O W  

Testam ent K ings and Prophets.
4. J. Mcllmoyle, “Haggai”，The N ew  Bible Commentary, p . 

7 4 3 . (中文譯本爲<聖經新釋> > 證 道出版社。 ）

5 .  除 了 撒 瑪 利 亞 人 的 騷 擾 外 ，還有下列因素影響猶太人重建聖  

殿 ：⑴被擄至巴比倫初期，他們要適應沒有聖殿的敬拜；⑵ 回 歸 之 後 ， 

他們發現四周一片荒涼，頓 感 困 難 重 重 ；⑶ 由 於耕種困難，以致生活貧 

困 ；⑷ 只 顧 自 己 建 設 家 園 。 （參 Hobart E . F r e e m a n , A n  Jntroc?uction 

to tTie O W  Testament jRrophets, 頁 3 2 9 。〔中文譯本爲《舊約先知書》， 

中華福音神學院。〕）

6. 四 章 六 至 二 十 三 節 是 加 插 進 去 的 ，在 亞 哈 隨 魯 （486 — 464 

B .C . ) 及 亞 達 薛 西 （464 — 423 B .C . ) 統 治 期 間 ，撒瑪利亞人阻礙耶路撒 

冷 城牆的重建。

7. Gleason L .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 ent 
introduction, p . 4 0 8 . (中文譯本爲《舊約槪論》，種 好 出 版 社 。 ）

8. Frank E . Gaebelein, Four M inor Prophets, p . 244.
9. George L . Robinson, “T h e  B o o k  of Zechariah”，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5 ； 3136.

1 0 .  以 斯 拉 記 五 章 一 節 寫 着 ，撒迦利 亞 是 易 多 之 子 。按猶太人的 

用 字 習 慣 ，「某人之子」並非單指「某人後裔」，有時比利家可能比易多早

被 擯 歸 回 後 的 先 知 （哈 該 、撒 避 利 亞 、瑪 拉 基 ） 501

死 ，以致以斯拉把撒迦利亞列爲祭司族系的其中一位。

1 1 .  參 一 章 一 節 ，可 知 一 至 六 章 的 內 容 是 神 在 「大利烏王第二年 

八月」對撒迦利亞啟示的。

12. pecha/i 在一章八節譯作「總督」，是 借 用 的 詞 語 ，指被擄後在 

巴 勒 斯 坦 統 治 的 波 斯 總 督 。參 T h e  Zondervan Pictoria/ B i W e  

Dictionary,頁5 0 3。

13. 不 幸 地 ，尼希米早期工作所復興的火焰（尼二〇28 —39 ) 已 

吿 熄 滅 。

14. G . Campbell M o r g a n , Voices of Tw elve H ebrew  Prophets, 
p . 1 5 1 . 有 些 作 者 認 爲 ：「瑪 拉 基 書 非 常 切 合 尼 希 米 工 作 的 環 境 ，正如 

骨 與 骨 之 間 的 接 連 ，緊 貼 得 天 衣 無 縫 。」（J. M . P . Smith,引 自 T h 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3:1970.)
15. Ralph Earle, M eet the M inor Prophets, p . 105.
1 6 .  這格式被稱爲對話式敎學法。

17. Merrill. F . U n g e r , Unger's Bible Handbook, p . 449.
18.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1:218.
1 9 .  値 得 參 考 的 資 料 包 括 ：Hen r y  E . Dosker, “Betwe e n  the

Testament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1:455- 

53.更 廣 泛 的 討 論 ，可參 Charles Pfeiffer, Between the Testaments; D . 

S . Russell, Between the Testam ents; R  F . F . Bruce, Israel and the 
Actions,頁 120 —2 2 5。有 關 這 時 期 的 地 圖 ，可 參 T h e  B i W e

Afias,頁 110 —4 1 ，由猶太學者 Johanan A h a r o n  及 Michael Avi-Yonah 

編 寫 。



附錄 1

以色列的王

以 色 列 的 王 在 位 年 數 品徳
與 猶 大 的  

關係
被 誰 推 拥 歷 史

1 . 耶羅波安 22 惡 戰爭
王上—— 26至一四20 ; 

代下九29至一三22

2 . 拿答 2 惡 戰爭 巴沙 王上一五25—28

3 . 巴沙 24 惡 戰爭
王上一五27至 一六 7 ; 

代 下 六 1 _  6

4 . 以拉 2 酒徒 戰爭 心利 王上一六8 — 10

5 . 心利 七天 兇手 戰爭 暗利 王上一六10—20

6 . 暗利 12 極惡 戰爭 王上一六16—27

7 . 亞哈 22 極惡 聯盟
王上一六28至二二40 ; 

代下一八 1 一 34

8 . 亞哈謝 2 惡 和平
王上二二4 0 、51—53 ;

王下一 1 一 17 ; 代下二〇 35_37

9 . 約蘭 12 惡 聯盟 耶戶
王下三 1 一 3 ，九14—25 ; 

代下二二 5 — 7

1 0 . 耶戶 28 惡 戰爭
王下九 1 至一〇36 ; 

代 下 二 二 7— 12

1 1 . 約哈斯 17 惡 和平 王下一三 1 _  9

1 2 . 約阿施 16 惡 戰爭
王下一三 10— 2 5 ，一四 8 — 16 ; 

代下二五17—24

1 3 . 耶羅波安二世 41 惡 和平 王下一四23—29

1 4 . 撒 迦利雅 六個月 惡 和平 沙龍 王下一五8 —12

1 5 . 沙龍 一個月 惡 和平 米拿現 王下一五13 — 15

1 6 . 米拿現 10 惡 和平 王下一五16—22

1 7 . 比加轄 2 惡 和平 比加 王下一五23—26

1 8 . 比加 20 惡 戰爭 何細亞 王下一五27— 31 ; 代下二八 5 — 8

1 9 . 何細亞 9 惡 和平 王下一七 1 一  41

附錄2
猶大的王

播大的王
a 基時之 

年歲
在 位 年 數 品德

與 以 色 列  

的關係
歷 史

1. 羅波 安 41 17 惡 戰爭
王 上 一 二 1 至 一 四 31 ; 

代 下 一 〇 1 至 一 二 16 ,

2. 亞 比 央 3 惡 戰爭 王 上 一 S  1 —  8 ; 代 下 一 三 1 — 22

3. 亞撒 41 善 戰爭
王 上 一 五 9 一 24 ;

代 下 一 四 1 至 一 六 14

4. 約沙 法 35 25 善 和平
王 上 二 二 41 一 50  ;

代 下 一 七 1 至 二 〇 37

5. 約蘭 32 8 惡 和平 王 下 八 16— 24  ; 代 下 二 一  1 — 20

6. 亞 哈 謝 22 1 惡 聯盟
王 下 八 25— 2 9 ，九 27— 29 ; 

代 下 二 二 1 一  9

7. 亞 他 利 雅 （女 皇 ） 6 惡 和平
王 下 八  1 8 、25— 2 8 ，—— 1 — 20 ； 

代 下 二 二 1 至 二 三 2 1 ，二 四 7

8. 約阿 施 7 40 善 和平
王 下 —— 1 至 一 二 21 ; 

代 下 二 二 10至 二 四 27

9. 亞瑪 謝 25 29 善 戰爭 王 下 一 四 1 一  14 ; 代 下 二 五 1 — 28

10. 烏 西 雅 （亞 撒 利 雅 ） 16 52 善 和平 王 下 一 五 1 _  7 ; 代 下 二 六 1 一 23

11. 約坦 25 16 善 戰爭 王 下 一 五 32— 38 ; 代 下 二 七 1 一  9

12. 亞 哈 斯 20 16 惡 戰爭 王 下 一 六 1 一 20 ; 代 下 二 八 1 — 27

13. 希西家 25 29 善
王 下 一 八 1 至 二 〇 21 ; 

代 下 二 九 1 至 三 二 33

14. 瑪拿西 12 55 惡 王 下 二 一  1 一  18 ; 代 下 三 三 1 一 20

15. 亞們 22 2 惡 王 下 二 一  19— 23 ; 代 下 三 三 21— 25

16. 約西 亞 8 31 善
王 下 二 二 1 至 二 三 30 ; 

代 下 三 四 1 至 三 五 27

17. 約 哈 斯 23 三個月 惡 士:下二三31— 33  ; 代 下 三 六 1 一  4

18. 約雅 敬 25 11 惡
£下 二 三 34至 二 四 5 ; 

代 下 三 六 5— 7

19. 約雅 斤 18 三個月 惡 王 下 二 四 6 — 16 ; 代 下 三 六 8 — 10

20. 西底家 21 11 惡
J:下 二 四 17至 二 五 7 ; 

代 下 三 六 11 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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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漢英對照表

三畫大利烏一世 

大衞

四畫 比 加

比加轄

心利

巴沙

巴拉

巴錄

五畫古巴茹 

古列 

古珊王 

以比讚 

以西結 

以利 

以利亞 

以利沙 

以拉 

以法蓮 

以倫 

以笏

Darius I
David
Pekah
Pekahiah
Zimri
Baasha
Barak
Baruch
Gubaru
Cyrus
King Chu Shan
Ibzan
Ezekiel
Eli
Elijah
Elisha
Elah
Ephraim
Elon
E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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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掃 

以斯帖 

以斯拉 

以實瑪利 

以撒

以撒哈頓 

以賽亞 

以薩迦 

尼布甲尼撒 

尼希米 

尼利革拉撒 

他拉 

末底改 

瓦實提 

示瑪雅 

六畫西布倫 

西底家 

西拿基立 

西番雅 

西緬

西撒以示昆 

亦迦 

米拿現 

米羅達

安提阿哥四世 

伊磯倫王 

七 畫 但

但以理

利未

Esau
Esther
Ezra
Ishmael
Isaac
Esarhaddon
Isaiah
Issachar
Nebuchadnezzar
Nehemiah
Neriglissar
Terah
Mordecat
Vashti
Shemaiah
Zebulum
Zedekiah
Sennacherib
Zephaniah
Simeon
Sinsharishkun
Iscah
Menahem
Merodach
Antiochus Epiphanes
King Eglon
Dan
Daniel
L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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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百加 Rebekah
利亞 Leah
何西阿 Hosea
何細亞

希西家

伯沙撒

沙龍

那鴻

八 晝 彼土利 

亞比米勒 

亞比央/亞比雅 

亞他利亞(雅）

亞伯拉罕

亞希雅

亞哈

Hoshea
Hezekiah
Belshazzar
Shallum
Nahum
Bethuel
Abimelech
Abijam, Abijah
Athaliah
Abraham
Ahijah
Ahab

亞哈斯 Ahaz
亞哈隨魯 

亞哈謝

亞述力天利勒利

Xerxes
Ahaziah
Ashuretililani

亞述巴尼波 

亞述但三世 

亞述利勒利 

亞述路波力二世

Ashurbanipal 
Ashurdan IE 
Ashur-Nirari 
Ashuruballit II

亞們 Amon
亞倫 Aaron
亞捫人

亞設

Ammon
Asher

亞當

亞達利勒利三世

Adam
Adad-Nirari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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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畫

亞達薛西一世 Artaxerxes I
亞瑪謝 Amaziah
亞撒 Asa
亞撒利雅 Azariah
亞薩 Asaph
法老 Pharaoh
法老尼哥 Pharaoh-Neco
易多 Iddo
底波拉 Deborah
陀拉 Tola
波阿斯 Boaz
拉班 Laban
拉結 Rachel
使徒約翰 Apostle John
押頓 Abdon
阿*摩司 Amos
阿摩斯王一世 King Amoses I
所羅巴伯 Zerubbabel
所羅門 Solomon
耶戶 Jehu
耶弗他 Jephthan
耶西 Jesse
耶利米 Jeremiah
耶賓王 King Jabin
耶穌 Jesus
耶羅波安 Jeroboam
耶羅波安二世 Jeroboam II
哈巴谷 Habakkuk
哈拿尼 Han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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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

哈該

哈蘭

俄巴底亞

俄陀聶

俄備得

約西亞

約伯

約沙法

約坦

約阿施

約哈斯

約珥

約拿

約書亞

約雅斤

約雅敬

約瑟

約蘭

珊迦

施洗約翰 

迦得 

迦勒 

便雅憫 

保羅 

十 畫 馬 太

拿巴米馬獨 

拿弗他利 

拿希普拉撒

Haman
Haggai
Haran
Obadiah
Othniel
Obed
Josiah
Job
Jehoshaphat
Jotham
Joash
Jehoahaz
Joel
Jonah
Joshua
Jehoiachin
Jehoiakim
Joseph
Joram
Shamgar
John the Baptist
Gad
Caleb
Benjamin
Paul
Matthew
Labashimarduk
Naphtali
Nabopolas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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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波尼度 Nabonidus
拿俄米 Naomi
拿答 Nadab
拿鶴 Nahor
剛比西斯 Cambyses
夏甲 Hagar
烏西雅 Uzziah
挪亞 Noah
流便 Reuben

十_畫基甸 Gideon
許克所斯人 Hyksos
悉帕 Zilpah
密迦 Milcah
參孫 Samson
掃羅 Saul

十二畫猶大 Judah
提比亞 Tibni
提革拉昆列色三世 Tiglath Pileser ID

雅各 Jacob
斯麥爾地 Smerdis

十三畫暗利 Omri
辟拉 Bilhah
睚珥 Jair
路得 Ruth

十四畫瑪拉基 Malachi
瑪拿西 Manasseh

十五畫撒母耳 Samuel
撒拉 Sarah
撒迦利亞 Zech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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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雅 Zechariah

撒珥根二世 Sargon II
撒縵以色五世 Shalmaneser V
撒縵以色四世 Shalmaneser IV
摩西 M o ses

摩押 M o a b

十七畫彌迦 Micah

十九畫羅波安 R e h o b o a m

羅得 Lot

《Df約 _ 胃 》 詹遜著李秀芳 '李巧玲譯

本書先扼要地分析每卷書的時代背景，再討論它 

的獨特主題，然後簡潔地列出它的主要內容，以 

及書與書之間的關係，讓信徒有系統地綜覽整部 

新約聖經。書中並列擧了每卷書的鑰字及鑰節， 

更附有百多個圖表及二十五個地圖，使讀者一目 

了然。作者更提出適切的問題，引導讀者作深入 

的思考，以明白其中的複雜關係。

《新 約 綜 覽 》 滕慕理著蘇穎睿等譯

本書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新約時代的文 

化 、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猶太人生活等背 

景 。第二至第四部分按着早期教會發展過程及期 

間教會所遇到的信仰及生活上的問題，討論新約 

每卷書的內容、寫作的前因後果、該卷書與其他 

經卷的關係等，並作出詳細大綱；第五部分扼要 

介紹新約正典形成和流傳的過程，主要的抄本和 

譯本等。

《新 約 概 論 》 林聲本著

要了解新約聖經，必須先認識各卷書的背景和結 

構 。本書的作者從基要、概括和簡明的路向，深 

入淺出地提供新約各卷書的背景資料和結構分 

析 ，幫助讀者建立研讀新約聖經穩固的基礎。作 

者曾以本書的初稿作為教材，在中國各地培訓信 

徒 ，得到十分熱烈的回應。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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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stament Survey

4 3 8 0C (簡體字）



《唯 獨 聖 經 》 唐佑之著

「唯獨聖經」原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一個口 

號 ，也是歷代聖徒奉為純正的信仰。聖經是神的 

默 示 ，指引信徒如何活在神的旨意中。聖經是怎 

樣寫成的？怎樣將六十六卷列為正典？聖經會否 

有錯謬之處呢？我們應持甚麼態度閲讀聖經？作 

者將在本書中一一為你解釋，深盼真理的靈引導 

你 ，使你的生命得以長進。

《系 統 神 學 ：聖 經 論 》 郭文池著

本書以輕鬆手法詳解系統神學聖經論，內容包括 

「導論篇」 、 「啟示篇」 、 「正典篇」及 「應用 

篇 J 四個部分。書中除了討論一些中外學者的神 

學立場外，還刻意加插圖表及生活化的例子，以 

便不同背景的讀者也能掌握本書的主要論點。本 

書不但適合神學研究者和神學生研讀，同時也是 

牧者和信徒領袖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基 督 教 神 學 精 粹 一 系統神學概覽》

唐崇平著

本書是唐崇平牧師繼《基督教信仰實義》後的另 

一本神學工具書，旨在以簡明易懂的方式闡明基 

督教的要義。全書分為九章，分別講論：神的啟 

示 、耶穌基督、聖靈、人類與罪惡、人與神的關 

係 、救恩、基督徒、教會、末了的事。每章按系 

統神學次序分段解釋，務求使讀者能較易掌握以 

至通曉基督教神學的內容，因認識真理而活出與 

主結連的屬天生命。

《釋經講道回憶錄

一 六 十 五 年 釋 經 講 道 經 驗 譚 》 沈保羅著

沈保羅牧師傾囊相授六十多年釋經講道的心得，他從釋 

經講道的定義及好處説起，詳盡講解組成講章的方法和 

找出經文主題的原則，並講述如何寫讀經筆記及怎樣從 

綜合筆記寫成講章，最後以剖析釋經講道讀經的訣竅作 

結 。在書中，沈牧師引用大量實例，使講解來得更簡 

單 、直接而深入，為學習寫講章的人提供莫大的幫助和 

指引。

4 4 8 6H

《釋經講道講章操練

一 沈 保 羅 牧 師 精 選 講 章 三 十 二 篇 》 沈保羅著

沈保羅牧師六十多年來蒙主重用，是華人教會中釋經講 

道的權威，他的著作《釋經講道回憶錄》在短時間內印 

行多版，得到各界一致讚賞。本書是沈牧師繼《釋經講 

道回憶錄》後另一力作，透過三十二篇精選講章，沈牧 

師再次展示他釋經的心得和方法，鼓勵我們透過讀經與 

上帝親近，嘗到袖話語的甘甜，以至愈來愈愛慕神的話 

語 ，並忠心傳揚祂的道。

《五 經 ：史 敘 、律 法與神學》 劉承業著

本書是劉承業博士的遺作，滿載他一生研讀五經的心 

得 ，能幫助讀者深入認識五經的教訓，學效他活出像摩 

西使人蒙福的生命。鲍會園博士在序中亦提到：「劉牧 

師在神學院授課的時候，他所開的『摩西五經』一科， 

經常是在學生中極受歡迎的課程。現在劉牧師將他多年 

研讀、講授的成果撰寫成書，使更廣大的讀者、各地有 

追求的弟兄姊妹，都有機會從他的領受中得益。」



《箴言講義》 許公遂著 

本書是作者多年講授箴言的心得，闡發箴言一書 

的深意，更藉以經解經的方式，與聖經其他經文 

融會貫通，幫助讀者全面了解箴言的真義。

《傳道書與中國思想》 陳耀南著

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影響中國數千年。儒家以人的 

良心作行為的準則；道家叫人不要執著成敗得 

失 、是非善惡，以至活得逍遙；佛教講萬事萬物 

都因因緣而散聚，要離苦得樂就要靠自己的心轉 

迷開悟。這些高深玄妙的智慧，其實一早已收攝 

在聖經傳道書中。陳耀南教授在書中把兩者相應 

的思想作對比，以見神本與人本、三教與福音的 

異同。

《但 以理書注 釋 》 張永信著

但以理書充滿了異象、異夢、預言和解釋，令人 

費煞思量；但我們不該停留在這地步，而應深入 

了解每個傳奇經歷的意義、作者寫作的動機；每 

個異象所指向的末世境況，它們與歷史如何對照 

等 等 。張永信牧師就以結構/形式/背 景 、 「注 

釋」及 「神學意義」三部曲，逐章逐節的去闡釋 

本書的內容，對其中富爭論性的問題亦一一加以 

討論。

人人聖經注釋
研讀聖經正確的步驟，須先對該卷書有全面的了解，進而曉得其義理敎訓、 

中心思想，並重要問題所在，然後才按章分段，深入地去缵研書中每一部 

分 。本套注釋書是當代著名聖經學者研究聖經的心得。編寫的方針，就是循 

着這條途徑，注重聖經的整體性，將重要環節點出，遇到難解經文，便徵引 

原 文 ，考據歷史，詳細詮釋。這是一套文字淺白易讀的注釋，能幫助有志研 

經者透徹明白每卷的要義，適合傳道人、信徒作個人研經的參考資料。

它的特點是：

1. 是十多位福音派聖經學者研究的心得。

2. 解釋經卷的主題和義理，精簡扼要，沒有繁瑣的考證。

3. 除解釋經文意思，也着重分析其背後的敎訓。

4. 著作態度嚴謹，不隨意加插個人思想。

5. 通俗而不虜淺，適合一般信徒閲讀，對傳道人也很有參考的價值。

4 2 3 0 《約軎亞記》 （二版）

4 2 5 7 《士師記路得記》 （二版）

4 2 2 9 《以赛亞書》 （二版）

4 2 5 5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 （二版) 

4 2 5 6 《以西結書》 （二版）

4 2 8 1 《約拿書那鴻書》

4 2 6 0 《哈該書瑪拉基書》

詹遜著 

路易斯著  

馬艾弗著 

詹遜著 

賴爾夫著

班 克 斯 弗 里 曼 著  

沃爾夫著

「人人聖經注釋」—— 幫助你有效地研讀聖經，明白真理！



《舊約精覽》

讀後回應

親愛的讀者：

謝謝您購買本書！為加強對您的服務和提高本社的出版水準，請您在閲畢本書後，撥 

冗填妥本問卷，然後寄回或傳真至本社。謝 謝 ！

1. 您喜歡本書的理由：

□ 內 容 符 合 期 望 □ 喜 歡 作 者 □ 文 筆 流 暢 □ 內 容 充 實

□ 封 面 設 計 精 美 口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對於本書的設計，您的意見是：

a .封 面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b .其他版面：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3. 如有錯別字，敬 請 指 教 （請注明頁數及行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的讀後感：

5.您的意見/建 議 ：

6.您喜愛的書籍類型： （可選多項）

□ 神 學 □ 靈 修 /默 想 □ 信 仰 概 念  □ 釋 經 □ 查 經 □ 福 音 □ 差 傳

□ 歷 史 □ 見 證 /傳 記 □ 文 藝 /小 説 □ 詩 歌 □ 教 材

□ 遊 戲 □ 漫 書 □ 其 他 -------------------------------------------------

以下侗人資料將會保密，只供本社記錄及郵寄之用。

姓 名 ：--------------------------性 別 ：男/女

地 址 ：----------------------------------------------------------------------

電 話 ： （日）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定期收閲《宣道出版社通訊》 ？ □是 □ 否 □ 我 願 意 收 閲 《宣道出版社通訊》

回郵地址：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289號 宣 道 出 版 社 傳 真 號 碼 ：（852) 278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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