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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F I 检 索 0 录 :

条目名称  页 码 拼 音  条目名称

技•!!占拉 815
卡纳他 815

钯 中 / 你屮 815
免 / 迦溢 815
抑枇 815
烤饼之人 815

815
考々肀和爷经 824

W希勒 828

可拉 828

可拉故 829
可利 829

可W 的 829

客店 829

兑甩安捉 830

容曲马尼 830
坑 831

831
口传 831
粘 f •的手 832

832
苫做 832

832
833

夸 U 833
桧 833
宽墒 833
矿 物 .金 833

r iw a n  流 842

旷 野 / 沙汝 840

蚱 蛇 / 山 蛇 / 蚶蛇 845

845
845
846

阐 冷 / ,v •难 846

拉巴 847

拉班 847

拉比 847

拉比多 848

拉 《 ! 848

拉波尼 848

IS b6  sfi H 拉 伯 撤 利

13 b6  shfi jl 拉 伯 沙 视

IS dh 拉 大

IS diki 拉 代

IS d^n 拉 但

IS d ing  w6n 枚 r 文

IS 拉 法

13 fSn n& 拉 芬 聿

13 f<i 拉 f

Ifi g6ng 拉 共

la ha 拉 哈

la hS b6 拉 哈 伯

13 ha 拉 哈 勒

IS h3 m l 拉 哈 米

la h<in

la h6 喇 合

i a j i 拉 吉

IS j l  x ln  ji 拉 卉 信 染

i s j i a 拉 加

la j i a 拉 甲

la j ie 拉 纺

IS jiS  d e  f6n m i 拉 结 的 坟 铒

13 kun 拉 坫

IS m3 拉 玛

13 su d  fei 拉 玛 琐 《 =-

13 mdi 拉 农

IS m ^n 拉 枨

Ifi m l 拉 米

IS m d m l s i b a 拉 抹 米 斯 巴

IS m 6 拉 堪

IS m 6 拉 米

Ifi m 6  11 xT 拉 衣 利 希

la s3  n 拉 撤 力

la sa  lu 拉 撤 路

Ifi shB 拉 沙

la sha liin 拉 沙 仑

ifi s i shfin Ifi

IS wCi 拉 兴

IS xT yk fir.W'IK

IS yT 拉 仞 勒

15 yl 拉 亿

15 ba /  h io  jifio / 喇 叭 / 号 ff丨/ 巧佝

h&o t6ng 

l&i shft

l&i yuftn p ing  ji&n xu6 米 诹 冰 格 卞

Idn

l&n b&o shi 蓝 £ 石



n g3n 
n s&i 
n sd 
ng
ng y& bing /  zhing 
ng /ch5 i 15ng 

o bing 
odljiS  
sS 
si
yudn

H g6u 

hun
jlng bei d^o 

t6u /g e n g  zh6ng

f 杆 

兰寒  

& 色 

>&

狼牙Mi/ 杖 

狼 / 豺狼

勒 撤

勒 死

乐 W 

舒

m

* 娇

离经竹迫 

犁头，饼种的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拼 音

860
860
861

861
862

862
862

862

863
863
864 

864 

864 
864 

864 

866 

867

ii j ia

n jian 

H j i5n ml 16 

li j i a n  

li jin 

11 k6  xi 

11 kdn 

11 \&i y&

H mS H 

11 m6n 

11 mife 

11 mil y i Ife 

H nd 

U n!

H nii 

11 sS 
Wst 
U s h ^ n

条 目 名 称

利甲

利坚

利 1S 米勒

利健

利金

利克希

m n
利宋雅

利玛利

利门

利馊

利热伊勒

立爭

立尼

利奴

利撤

利色

利挎

页码

884
884

884

884

884

885 

885 

885 

885 

885 
885 

885 

885
885

886 

886 

886 

886
de 

li f^n 押济 867 11 si ba 利斯巴 886

H IS qin /  qin /  s i 867 n t\ m i 利捉玛 886

11 mi^n de rin 3U ii的人 867 n w^i 利未 886

11 xu4 /  zhi xu4 押 卞 / 竹卞 867 n w ii ji 利未记 887

11 /  miki ir . / 跡 867 H wfei r6n de ch6ng 利未人的城邑 893

llbS 利巴 869

li ba ir 利巴尔 869 H w6i zhi pii 利未支派 893

H ba 利巴令 869 11 wu ml 利乌米 895

1) bS n^n lin g5ng 利巴嫩钵宫 871 li xi 利悉 895

11 b2 ndn /11 bS n6n 利巴嫩 / 黎巴嫩 869 11 xi 利希 895

11 wit 利巴勿 871 1) xi 利息 895

11 b^i dl n& 利 f f 地令 871 H xi3n 利鲜 895

1) bii jiS 利白加 871 11 x ii 利写 895

1) b^i 利拜 872 H xdn 利汛 895

U bl 12 利比拉 872 11 xun 利逊 896

11 b 6 n i 利波穸 872 li 利亚 896

1) bu h2 m i 利布哈H 872 H yh yS 利亚雅 897

11 d^i zhi sh^ng xid 历代忐上、下 873 li yl 利以 897

li du shl 利都足 877 H yug /  yu5 立 约 / 约 897

li f& yin 利乏斥 877 11 /  xi^ng shCi 栎 / 橡树 869
11 {& yin gO 利乏疔谷 877 lidn da〇 镰刀 902
n fa 历法 877 li^tn m^ng 联盟 902
n ra 利法 882 li^n min 怜悯 903
li fS yd 利法稚 882 li^ng mQ 梁木 904
li f2 yl 利法益 882 li&ng x；n 良心 904
li fSi ding 利 f 汀 882 li&ng yuS zhi j iin 两约之 N 时期 906
n ha bi 利哈比 883 shi ql
H ha bi y i 利哈比雅 883 li^o w^ng 16u 了牢楼 906
11 M 利合 883 li各 g6u / c h 备i l&ng W 徇 / 豺狼 906
li h i b6 利河伯 883 life w&ng jl shying 列 五 纪 t 、下 906
H h6ng 利宏 883 xi盔
11 jl wgng 利荜翁 883 li^ zfl shi dki 列祖时代 915
l lj i

痢疾 884 lin m6n 临门 916
H ji3 利迦 884 Hn m6n pM i态 临门帕烈 916



拼音 条目名称 页码 拼音 条目名称 页码

Hn m^n p in 临门妗 916 Id xl 锊希 933
Hn nd 林聿 917 16 鹿 934
Un sh£ 邻舍 917 ICi bl r6n 路比人 934
ling 灵 918 Id d6 路得 934
ling dang 铃铛 919 IH d£ jl 路得记 934
ling gQ /x i5 o  sh6u 铃 鼓 / 小 甲 鼓 / 锣 919 10 d i  r^n 路德人 936

gd / lu 6 Kk d l r6n 路低人 936
ling hun 灵魂 920 Id ha mS 路哈玛 936
ling xlng 灵性 921 Id jia 路加 936
ling y6ng /hufing 羚 羊 / 黄羊 921 lî  jiS fu yin 路加福迕 937

y5ng lit qiu 路求 943
ling zhdng 伶长 921 ia s i 路斯 943
lid bi盔n 流便 921 lit si d6 路司得 944
lid bi&n zhi p^i 流便支派 922 Hi /  \b si 咐 / 啁 n 934
liti fir 流珥 923 lukn lun 乱伦 944
lid hu^ng 硫锁 923 lijn 轮 945
lid 16i gQ 流泪符 923 lu6 945
lid It g5 / s h l  ji5 5n 流 闭 歌 / 示迦安 923 lu6 3 ml 罗阿米 945
lid mS 流玛 923 lu6 bo 3n 罗波安 945
lid r6n xi£ de zui 流人血的 'IP 923 lu6 罗大 947
lifi shd 柳树 924 lu6 ddn 罗笮 947
liii shtl h6 柳树河 924 Iu6d6 罗德 947
1泊 MU 1 论 shHi& 六百六十六 924 lu6 d6 罗得 947
liD jlng 六经 924 Iu6d l 罗底 948
16ng 龙 924 lu6 dl ba 罗底巴 948
16ng zi 龙子 925 lu6 g6 罗笮 948
16ng zl 聋子 925 lu6 j； Hn 罗堪琳 948
I6u 梭 925 lu6 jia 罗迦 948
16u sh^ng 楼上 925 lu6  lit ha m2 罗路哈玛 948
16u shul 露水 925 lu6 m3 罗马 949
ia 驴 926 lu6 shu 罗马书 950
10 bl yh /  11 bl 吕彼亚 / 利比亚 926 Iu6 m^n t! y! xi^ 罗幔提以谢 955
ia dh 吕大 926 lu6 shl 罗施 955
ia dl 吕底亚 926 lu6 shi 罗实 956
IQ g3o ni 吕商尼 927 lu6 tan 罗坍 956
IQjia 吕家 927 lu6 yl 罗以 956
lfl sfi ni6 吕撒姓 928 lu6 g6 si /  d io 洛 格 斯 /逬 956
IQ xl yh 吕西亚 928 lu6 tai /liCi chdn 落 胎 / 流产 956
10 y6u h£ jiSo tong 旅游和交通 928 lu6 tu6 骆驼 956
IQ bdo shi 绿宝石 932 lu6 tu6  cl cSo 骆驼刺草 956
IQ f& sh i/lQ  sh； 忭 法 师 / 律师 932
10 yil sul /fS i  cul 绿 五 髄 / 凇翠 933 z m

10 yft / s h u l  cSng yft 绿五/ 水苍五 932 md bd 麻布 957
16 炉 933 f^ng 麻风 957
ia ci 鸬鹚 933 md hS IS 麻哈拉 959
111 hul /ch S n  xi3ng 芦 荟 / 沉香 933 qu^ 麻枨 959
lu I6u 炉楼 933 m i 马 959
IQ w ii hSi 芦苇海 933 m& cdo 马 m 959
ICi w6i /  lCi di /  gan 芦 苇 / 芦 获 / 竿 933 mS ta 玛达他 959

l a w 933 d幺 马大 959

IQ mS 饵玛 933 d^i 玛代 960

IQ qin /  shl qin /  sft 冉 特 琴 / 诗 琴 / 瑟 933 m5 d^i 玛玳 960

( D



条 目 名 称  _
页 码 拼 音

拼 宵 _______________
960 m3 lun

ma dai rtn H 代 人
961 mS lu6 ti

m5 da*1 961 mS m6n
m3 d6 ml nfi 码 得 米 邮

961 m3 m6n
ma d6 miSn m5 n6 dl Wi
m3 dl y i 约 成 椎

961 m5 nd h5 r6n
m5 dDn 对 顿 mS nd xl
m3 i 列 俄 m5 nS xi 7.hi p^i
m2 Sr dii k6 
ma ge tr  ml sa bi

糾 尔 H i t  

巧 歌 珥 水 撒 屮
962 n厶 xid

m8 g4 rt shl H 午 捉 fife
962 m3 n io  /M i  m5 n5o

m3 963 /h 6 n g  b5o shi
ha 列 哈

m2 hS 12 玛 哈 拉

963 m5 nu6 yk
m i ha \&i 
mS h5 ni dan 対 哈 尼 似

963 m3 qi ddn

f*i哈 念
963 m5 s3

m i ha wdi r6n 厂i 哈 未 人
963 mS sS h6 ml li ba

m3 h5 xiii 巧 哈 秀
963 m5 sk ta

m2
m3 hei 4r sha 15 li i*i X 讯 沙 拉 勒 哈 沲 尤 斯

963
964

mS s^i 
m3 shS

hS shi si 

mS ji n 床
964

m5 shT
mS sh! li jia

md j! dik 964 m5 si

m5 ji di6 964 mS su6 15 ch5o b5n

m5 ji lan 964 m5 sud IS /m 5  sud

mS j! nO ”]味努 964 la xud zh£

m i ji y5 玛 坫 椎 964 mS ta nit

mS ji h  «*r 965 md t§ ni

m2 ji xl Iti 965 m i ta ti y5

m i ji2 料 迦 965 m2 tS ti yk

m2 jid bi %加 比 966 m i  td

m i jia d&n 屿 加 丹 966 mfi Uki

m3 jia rtn 灼 迦 人 966 mS tai fu yin

md ji2 si 巧 迦 斯 966 m2 tan yd

m3 jiS 966 tSn

mS kf fu yin 966 11 zQ
m2 k£ xian cun shuo % «*J i t 存 说 973 tn51会 li态
m i k£ yu i han 崎 Mj约 徐 974 t6 nii
m§ la 码 拉 975 mS ti y幺

IS gin 玛 拉 子 975 mS tQ sS 13
md la ji 975 m3 tu sa li
m5 IS ji shu 975 m2 xl n&
mS IS 13 巧 拉 拉 978 m3 xi y5
md 1各

巧 胳 978 m i xl y i
m& gu Mr勒 * 978 mS yS
m2 Id lid 巧 勒 列 978 m5 y5
m5 11

马 》R 978 m3 yT
mS li sha

巧 利 沙 979 mS yOn
md H yk

马 利 f t 980 m&i n^n
md 11 zij

蝌 利 族 981 m^i bi la
md 10

哺 981 m^i dJi jia  d6
mS lu

981 m^i jT

条 目 名 称

玛伦 

f*.i 罗捉 

马门 

科门

玛争成 f-p 
玛争哈人

玛令:网支派

nq哪

约 瑙 / 1*3蚵 瑙 / 灯言•石

马念 

玛挪収 

4从:顿 

玛撤

码撤和米利巴

马萨他

码赛

H 沙

玛施

玛七利加

玛 斯

9 所拉抄丰 

马所拉，马所拉 ^各

玛他捉雅  

玛他提亚  

玛塔  

马太

科探雅

玛祖

妈特利族

玛 特 列

妈特乃

马提亚

^  u m .

玛•撒利

玛内雅  

玛 w 业 

玛押  

玛雅  

蚂蚁

H 2 k

买南  

灰比拉  

灰大迦得

Mm

页码

981
981

982 

982 

982 

982 
982

984

985 

985 
985

985

986 

986

986

987 
987 

989 

989 

989 

989

989
990

989

990

990

991 

991 

991

991

992 

998 

998 

998 

998 

998

998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1000  

|0 〇〇 

1〇〇〇 

1〇〇〇 

1〇〇〇 

1〇〇〇 

!〇〇»



条 目 名 称

m&i j i shu yh

m^i j l xT d6 J e m 'm
m厶i mS nS 炎玛令

mdi qiQ U sh6n 灰邱立沖

mdi xl

m5n d6 IS c5o /  fcng 处德 拉 草 / 风邡

qi6

m^n 1) ♦ »利

m^n H de xi5ng shil 幔利的橡树

miin zl

mdo 锚

m5o ch6 ng /  m3 zha 毛 山 /的 蛛

m3o xing

m^o ♦ n
m io yl Id xiin 贸易路线

m6 i cul tl si /  t6ng 佝 翠 捉 斯 / 杣

m£i 13 毎拉

mSi 1) 美丽

m£i m6n 奕门

mdi xl yh 甸西亚

mfii yg kQn

m6n 门

m6n m6 i 门相

m6n tu 门徙

m6ng jiSn xuSn de 朵拣迭的太太

t^i tai

m6ng t6u 朵头

m6ng 梦

mi b6 ha 弥伯哈

mi jia 弥迦

mi j i5 shQ 弥迦书

mi k6 nl y& 弥克尼雅

mi 111 縻鹿

mi lit /  you lit 咙 鹿 / 啦鹿

mi na 弥那

mi ni sh6n 弥尼神

ml ni /  mi ni / 1! 弥 圮 ，弥尼，捉各

kd Ife /w Q ffi 5r xln 法珥新

mi s姦i y盔 弥赛亚

mS shl m5 弥施玛令：

mi t6 ni r6n 弥特尼人

mi yO m m
ml b£n ndi 米本乃

ml bl 米比萨

mlbT shan 米比衫

ml dS 米达

ml d i shl /  zhu^n 米 大 示 / 传

ml d5n 米但

ml dl b5 米底巴

ml dl y i r6n 米底亚人

ml di^n 米甸

m l 6  nf nl xi^ng shik 米恶尼尼橡树

拼音 条目名称 页码

ml gan 米尔干 1022
ml f2 y3 米法押 1022
ml fei b<5 sh6 米作波设 1022
ml gai y3 米该椎 1023
ml gai yh 米该亚 1023
ml gS n& 米呀令 1023
ml h6 13 r6n 米何拉人 1023
ml hei 米黑 1023
ml hii m^n 米户松 1023
ml hd y i  H 米户雅利 1023
ml j l  13 r6n 米堪位人 1023
ml j i  I] 米难立 1024
mT jT lun 米矶仑 1024
ml j i  lu6 米坫罗 1024
ml j i  dud 米吉多 1024
ml ji du6  shut 米吉多水 1026
ml j ia 米迦 1026
ml jia 1̂ 米迦勒 1026
ml ji5 米甲 1027
ml 13 米拉 1027
ml 13 weng 米拉大翁 1027
ml IS l^i 米拉萊 1027
ml la I) 米拉利 1027
ml la ti 米拉提 1028
ml la y i 米拉雅 1028
ml IS yug 米拉约 1028
ml 16 米勒 1028
ml 16 gong 米勒公 1028
m ill 米力 1028
m l H 米 利 Bft 1028
ml H b3 米利巴 1029
ml li bS 11 米力巴力 1029
m l 1J /  m3 dr ta 米 利 大 / 马 JT•他 1029
mT n dQ 米利邡 1029
ml 11 gQ 米利古 1030
ml U m6 米利木 1030
ml H yk 米利亚 1030
m U ii 米列 1030
ml ICin r6n /  ml Iiin 

r6n
米 仑 人 / 米伦人 1030

ml liin .shul bian 米伦水边 1030
ml lu6 dd 米罗达 1031
ml lu6 d6 ba la d^n 米 罗 达 巴 拉 m / 比罗达巴 1031

/ bl lu6 d& ba IS d in 拉但

ml lu6 si 米罗斯 1031
mT lu6 / b6 mT lu6 米 罗 / 伯米罗 1031
ml m2 米玛 1032
m! mil gan 米母干 1032
m lnd min 1032
ml xi^n 米令现 1032
m! ni 米尼 1033
ml nl 米 IS 1033

页码

1001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005
007

007
007
009
009
009

13
13
13
13
13
13

13
18
18
18
19
19
19
19
19

19
19
20

20

21

C? )



页码

mi nO h5 

ml sS 
ml si 
ml si hi 
mi sh2 

ml shS 
ml sh5 
ml shS H 
ml shin

mi sh i
mi shi li ml > 4 

ml shi m i 

mi shi 11 mi

mi shi li m6

ml shi n i  

ml shi s i  b>4 

ml shO l^n 

mi shu H mi 

ml si M  

ml si h i  

ml s! ji2

ml si li fu m i  yin 

mi si pi 

mi su6  b5 

ml su6  b2 rtn  

ml su6  bo d i  mi /

水撤

水沙 

水沙初 

木沙 W

米设

米 6fe利米雅 

木

木文利栴 

水文利表

米小俨別 

水 忾 ^

术舒 W密 

水斯巴

术斯迦

水斯利弗巧疔 

水斯毗列 

米所巴 

米琐八人 

水所 j皮人米/

1033
1034 

1034 
1034 
1034 

1034 
1034
1034

1035 

1035 

1035 
1035 

1035 
1035

1035
1036

1036
1037

1037
1038 

1038 

1038 
1038 

1038 
1038

芡 水 不 込 炎 1038

m4i su6  bu m4i y i  f t

mi 11 di 米柃利达
1040

ml ti 11 d i 水捉利达
1040

ml tui H ni 米 柑 利 W 1040

m! wO ni r6n 米 <Vti人 1040

ml wO ning r4n 米 q 宁人
1040

mi xi d立 米 冷 大 1040

mi x i也 bi在 米 希 大 别 1040

ml xi t2 bi6 米 希 他 別 1040

ml y i min 米 雅 民 1041

mi 12 1041

ml VK 1041

ml yi Id 密 人 仿 勒 1041

ml ding 密 r 1041

ml du6 密今 1041

ml fBng /  ffng zi 沲 妤 / 蚜 f- 1041

mi jl Iu6 密 砵 罗 1041

mi ji2 密迦 1042
mi jiS 密加 1042
mi l^i r6n 密 来 人 1042
ml mi t2 密 水 他 1042
mi m6 密 认 1042
mi^n hu2 棉 伦 1043
mi4n y^ng /  y^ng 1043
mi幺n /  xi mi幺n Iftl /  « Hlfi| 1043
mi 备o U 1043

拼音  _____

mi芒 niing de 

m i6 w 4ng ch ing 

min fS M  gong zhdng 

min ji

min shCl jl

min y& min

min nu6 tii 

ming kd

ming li^ng zhl xlng 

ming 7J dc y'» W 

m6 d! 6 s l/ d ftu  

m6 W /  m^ng f6i si 

m6 gul 

m6 IS d i 

m6  H

m6  H gang 

m6 li sh3 

m6 H sh6 jia 

m6 H xiang shCl 

m 6  li y 备 

m6 lu6 

m6 s3 

m6 xi

m6 xT de wdi 

m6  xi IS 

m6 xi 10 fS 

'm6 xi 1C» 

m6 xi wu jing 

m6 xi zhl g6 

m6  y5

m6  y5 jing ch6ng 

m6 y3 shi b6 i 

m6 y2i dT 

md bl nd 

m6 bl ya 

m6

m6 IS 

md la de m2 H 

md H 

m6 b5 n î 

m6 bi 

m6 dl g^i 

m6 ji<io l^n 

m6 11 

m6 m i 

m6 shi lun 

m6 shi ql shi 

mb shi /  m6 h6 u de 

ri zi

md y io  / ch6n xiang 

m6  / m6 ping 

m6 u shi /  cfe shi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火命的 1044

火 r :城 1044

K 法和公正 1044

W•功 1048

W 数 id 1049

取雅取 1056
1056

1056

明 亮 之 W 1061

名 的 尨 义 1062

摩 底 俄 斯 / 斗 1063

摩 郝 /  i f i艾斯 1063

litt'U 1064

冷•拉人 1064

净利
1065

淨 利 W 1065

中利沙
1065

冷利设迦特 1065

峥 利 橡 W 1065

哗利业
1065

1065

賴
1065

賴
1066

兮叫的位
1074

咿 W 拉
1074

1074

冷■内 ， ft 1074

咿 叫 f i ^ 1074

冷两之耿
1074

摩押
1075

咿 押 M城
1076

淨押心碑
1076
1077

1077

抹比押
1077

1078

抹人拉
1078

休 人 拉 的 4 利收
1078

抹利
1079

木巴奈
1079

木必
1079

木欣改
1079

^  Ui w：.
1〇8〇

木力
1080

1080

雜 论
1081

未 1丨t  A1小
1083

木丨丨*；/ 木丨n 的 ri
, 1 〇8〇

没 约 / 沉丹

艰 ，艰 IHi
1079

W h / t f t  1;
1〇83



拼音 条目名称 页码 拼音 条目名称 页码

mQ m 1084 x) dr r6n 令 细 人 1095

mQ ji 1084 n&. xifi 命辖 1096

md Id 母鹿 1084 nfi yin 聿W 1096

mO ni(i 母牛 1084 n6 yu6 聿约 1096

md ping 母平 1084 nd 哪达 1096

mQ shl 母示 1084 ai ji r6n 那埃及人 1096

mQ ydng 1084 di de min 那地的 W 1097

mu / sd  m ii Tif / 色灰 1084 nk h6 ng 那鸿 1097

mCl g6u 木狗 1084 h6 ng shQ 那鸿忾 1097

mD ji^ng 木时 1084 nik xfng hul hu&i k£ 邢 行 毀 坏 的 1100

mtl 5 u 木叫 1084 zeng de

mu r6n 牧人 1085 n ii 奶 1100

mil y5ng de / mil shl 牧 祚 的 / 牧帅 1085 nSi blng 奶饼 1100

ndi m^n 乃缦 1101

n  i ndi m^n 乃柃 1101

an 1086 n ii mO 奶邶 1101

nfi ba 伞八 1086 n^n dl de 13 m2 南地的拉巧 1102

n& ba ti rdn 穿 111捉人 1086 n^n dl 13 m6 南地拉末 1 102

n&bl 争比 1087 ndn dl /  ni g6 南 地 / 尼卒 1101

n& blng qi de r£n 令兵器的人 1087 n^n fang de mi gong 南力的密六 1102

nfi b6 章伯 1087 nSn zl 蝻子 1102

da 1088 n^i shl ch£n 内侍臣 1102

n& dan 1088 ndn 嫩 1102

nd diin ml 1̂ 孕中米勒 1089 n6ng U 能力 1102

n& dan yd 拿但业 1089 ni ba 尼八 1103

n& 6 ml 伞俄米 1090 ni ba IS 尼八拉 1103

n& fei shi 拿非施 1090 nl b^i 尼拜 1103

n& fu ta H 令弗他利 1090 ni b5 i yuS 尼拜约 1103

n i fO tfi H shSn 令弗他利山 1090 ni b§n 泥版 1104

nd fCi tS 11 zhl p&i 令 弗 他 派 1090 ni bo 尼波 1104

nd fu tQ xl 令 弗 1.希 1091 nf bo shan 尼波山 1104

n& g3 i 拿该 1091 ni bd j i i  nl sS 尼布屮尼撤 1104

nfi g6n 傘 H 109里 nS bil s3 13 dkn 尼 布 撤 拉 l i 1105

n& ha 令哈 1091 ni b旮 sh& si ban M 布沙斯班 1105

nd ha IS 佘哈拉 1092 nl d<k bl y i 尼大比雅 1105

n& ha l&i 1092 ni 6r 尼珥 1105

n6 h3 lift 傘哈列 1092 ni fSi 尼龙 1106

nd ha md ni 牮哈玛尼 1092 ni fi  ̂dud yk de shul 尼弗多业的水 1106

nd hdn 1092 nt ge 尼哥 1106

rid h爸 1092 ni ge b5  11 尼 nH皮立 1106

n6 h6ng 令:鸿 1092 ni ge d厶 尼 n f大 1107

n6 IS 1092 ni ge dl 尼呀成邶 1107

nd l î 1093 ni ge la 尼坶拉 1107

nd ldn 1093 ni ge la ding 尼呀拉觉 1107

n6 m3 争玛 1093 nl h6ng 尼宏 1108

nd mS r6n 拿玛人 1093 nl hft shl tS 尼护盹他 1108

nfi qi shCl 肀 J t数 1093 ni jid sh& 11 xuS 尼甲沙利你 1108

n6 sS l i 穿撒勒 1093 ni jiS m t a 1108

nd sa \b r6n 令撒勒人 1094 ni 11 尼利 1108

nii shiln 1095 ni 11 yfi 尼利雅 1108

sQn 令孙 1095 niH y 盔 纪利収 1108

nd tiin y6 1095 ni Id 尼 供 1108

9



坩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 I 108
n Iu6 h6

n mO n

n ni wii

n pu 6r 尼绎尔

n pO xln

n s3n yud 尼敗月

n si lu6

n ta ying

n tan yS 尼探雅

n ti ning / d i姦n yi 尼提宁/ 殿役
1116

n tu6 f3 M 陀法
1116

nl xl 纪悉
1116

ni xTl^n
1116

n xl ml 吆冶米
1117

n xi ml jl 圮洽米 Ui 1117

n xl y i 1120

n 尼业 1120

n y^bo ll 尼亚波利 1120

n 尼业 1120

n rin f5 似人法 1120

n) ha JK哈 1122

nl ji5 BS甲 1122

n) shan IK珊 1122

n an jiu 拈阄 1122

n 螽n 年 1123

n in  tfl 黏七 1123

n io 1123

n ng ra 宁法 1134

n ng la 宁拉 1134

n ng Hn de shui 宁林的水 1134

n ng 10 宁斌 1134

n ng shi 宁示 1135

n u du 牛犊 1135

n u m^ng 牛虻 1135
n u pi xiin 皮癣 1135
n li /g o n g  niu 卞 / 公牛 1135
n u /sheng  chu 牛 / 牲糸 1135
n6ng fu /g en g  zhdng 农 夫 ，拼种 1135
n6ng jiu 浓柄 1135
n6ng y i 农 4k 1136
nO er 女儿 1137
nfl wing / Uii hou 女 t ，太后 1138
nfl yin / a la m6 女 择 / H 拉兑 1138
nu li 奴求 1138
nO pu 奴仆 1139
nu si 努斯 1139
nO ql 怒气 1140
nu6 3 W H 1141
nu6 ba 挪巴 1141
nu6 b6 挪伯 1141
nu6 d3 1141
nu6 d6

挪得 1141

拼音
条 目 名 称 页码

nu6 f5 挪法
1141

nu6 ha 挪哈
1141

nu6 jia 挪迦 1141

nu6 yh 挪収 1142

nu6 dl 挪収底 1142

nu6 fang zhou 挪业方舟 1142

nu6 m6n 挪収们 1142

nud si dT zhu yi 访 斯 底 义 1142

〇

6u xiJkng /b&i 6u 偶 像 ，荈偶渖 1146

xi 幺 ng

! P
pa ch6ng 爬 iU 1148

pS ch6ng lfei 爬虫类 1148

p幺d幺15 帕人蜗 1148

pJi fu 帕弗 1148

P^j>c 帕结 1148

p姦 ldi 帕莱 1149

le ti r6n 帕勒提人 1149

p& 10 si yk / j i  dQ 帕 路 斯 亚 / 堪忾复临 1149

fO Hn
p焱丨u y厶 帕路亚 1149

pji m5 si ta 帕玛斯他 1149

p盔n幺 帕纳 1149

si lu xi r6n 帕斯许细人 1149

pS ti 帕提 1149

p螽ti y姦 帕提亚 1150

p盔ti爸 帕铁 1150

p& zT 帕 ？ 1150

p^n zl 盘子 1150

p^n w^ng 盼苧 1150

p^ng fei li 旁作利亚 1152

p幺o 袍 1153

p^o xido de shdu 咆哮的符 1153

p厶o zl 狍沪 1153

pdi jing h6 M 经盒 1153

p^ng 棚 1154

pi d»yd 毗人雅 1154

pi dun 批敦 1154

pi du6 毗夺 1154

pi 6r 毗珥 1154

pi g6 皮笮 1154

pijuSn 皮卷 1156

pi is n 毗拉利  ‘ 1156

pi la ti 毗拉提 1156

pi la xln shan 毗拉心山 1156

pi ldi yS 毗莱稚 1156

pi 1 厶n ■ It兰 1156
pi 1 爸 sT 毗勒斯 1156

p! 1^ t î 毗勒太 1156



条 目 名 称

pi n 毗力

pi 1) ha 毗利哈

pi n shi 咐利施

pi li^ si wQ sS 毗列斯 4

pi nl nd 毗尼令

p! nQ y i 16 毗努识勒

pi si ba 毗斯巴

pi si jia shan 峨斯迦山

p! tS xT yd 毗他希雅

pi tu 5r n t± m
pi wu 11 t î 毗 s 利太

pi5n d<ii r£n 偏待人

pi3o bCl dl 漂布地

pi3o  bCl g6 ng r6n 漂 布 n人

pi5o rSn 溧染

ping an 平安

ping 3n jl 平安祭

ping gu6 / p in g gu6 苹 采 ， 苹來树

shil

ping yin 平 W
ping yudn de ch6ng 平 ® 的 城 b

yi
ping / g u 幺n 瓶 ， m
po Id 坡路克

pd 13 珀拉

p6 la tS 破 拉 他

pu hu5 shi chQ 铺华石处

pu c^o m n f
pii c5o zhl /  pd c5o 痛 草 纸 ，蒲 孕 / 芦获

/ lu  di

pii r^n 仆人

pii shi 6r /  d6u 油 式 珲 /斗

pCi t^o

pu tdo bTng 他萄饼

pu tdo gan 他萄尸

pu tdo yu^n gong rdn 诎萄 nj n 人

pij tao /  pu t6o yuin 仙仙 ，他抑 W
pH a 件阿

piS fir 制

pO fir rt 許 珥 H
pa ia 拽拉

pQ 16

pO n^n

pQ tiS

pii tdng shu xln n  'M KW n
pQ wS n b l

m -}

ql 七

q l qT j i6 七 七 节

q l ri de t6u y i rl 七 日 的 头 一 曰

q l r! / x ln g  ql 七 n  / 星 期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ql shi g6 ql 七十•个七 1165
ql sh! shi yi b in 七 十 士 译 本 1166
qT zi i t  r 1166
qi bTng 1166
ql shi 1166
qTgM 乞丐 1167
ql shi 1168
ql shi 10 治 示 ：>* 1170
ql shi w in  xu6 启 示 文 学 1179
qian 铅 1181
qian fu ch^ng T•夫K 1181
qian xl ni^n 千 执 年 1181
qi^n b) 钱 币 1182
qiSng /  chi qiang 枪 ， 持 枪 的 人 1191

de r6n
qidng 墙 1191
qi^ng d^o 强 盗 1191
qln zul w6n an 亲 嘴 问 安 1191
qin gu6 1191
qTng t6ng 青 钢 1191
qi6ng r6n 穷 人 1 191
qiu t5n /  gao chil 邱 坛 / 商 处 1193
qiQ yii 秋 _ 1194
qu ch6ng /ch 6 n g 虮 虫 / 虫 1194
qu5n n6ng zhfi 全 能 者 1194
qu^n miSn 劝 勉 1195
qud jO 确 据 1195
qOn 1196

rSo lu^n zhl zl 扰 乩 之 子 1197
rd bing 热 病 1197
r6n de du6  lu6 人 的 嘯 1197
rdn guSn 人 观 1199
r6n 16i xu6 人 类 学 1202
r6n m!n 人 民 1202
r6n zl 人 子 1202
r6n n&i 忍 耐 1204
rdn zul /  rfen xin 认 1P / 认 倍 1204
rl P 1206
ri gul 曰样 1207
rt shi H 蚀 1207
r6ng y^o 荣 細 1207
r6u 肉 1210
r6u hong yii sul / 肉 红 Rfflfi/ 红 宝 石 1210

h6ng b5o shi
r6u gut shd 肉 枠 树 1210
r6u tT 肉体 1210
rd xiang 乳 香 1213
ru5n ru6 软 弱 1214

页码

1156
1156
1156
1157
1157
1157
1157
1157
1157
1158
1158
1158
1158
1158
1158
] 159
1 161
1161

1161
1161

1159
1161
1161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1163
1163
1163
1162
1163
1163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5
1165
1165

1165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S

s3 b5 ill

sa ba di y i

sfi ba g i d5 ni

sS bd m m

sS biJ

sS b£i

sS d̂ tn m m

sd di 撤狄

sfidl 撤底

s i  du

s i  du g2i r6n 撒邢沒人

s i 6r gin \snam

s i f3 n i t i ba ndi y i 撤 发 州 巴 内 收

s& fan

sAfSi IS

s2 fen 撤分

s2 fu 撤弗

s2 fu t2 撖弗他

sd fu ti jiS 撤弗&1迦

s i g5i 撤该

sS gai zhi zl yuS h^n 冊 该 之 r 约翰

sS gil 撤 W

hdn 撤字

s i jiS 撖迦

幼 jia " ya 撤迦利雅

sS jiS U 撒迦利仆：

s2 j i2 n y焱 shQ 撖 迦 利 业 k

sake 撤刻

s& la 撤拉

sS l§ d^n 撤拉似

sa la fu 撒拉弗

sa 13 mi 撤拉米

sS IS tS 撤拉他拿

s i IS M 撒拉铁

s i  H i 撤来

s& I4i 撤萊

撤勒法

sa If ng 撤冷

sail 撤 、z
saii^ 撤烈

saiu 撒路

sAlu6 m! 撤罗米

s3 mS . 撤玛

s9 m3 U y i 撤巧利收

sS m5 H rin 撒巧利亚人

sS man yl si 撒设以色

sS mdn
撤 f 】

sS men
撤们

sS m6
撒兮

sS m 6  n&

sS  m6 ni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s3 m6 td IS 1237

s5 mfl 6r 1238

sS mii jl shing x ii 撒 nj：珲记上、 卜 1239

s3 mO nd 1245

sS nd yin 撤争许 1245

s5 nfi yin de xiikng 撒 争 ff的橡树 1246

shO

sS n in 撤|有 1246

s3 nu6 撒挪亚 1246

s9 s5 撒萨 1246

s3 xi jin 1246

sS yl 撤益 1246

sS xiS 柄血 1246

s备 bdi 伊 n 1246

s盔 g5i 炉改 1246

la 萨拉 1247

s i  m5 萨玛 1247

sit mSi 萨买 1247

sk td 萨土 1247

s&i Sr di 赛耳底 1247

s备 i td 1247

san fen ldn 三分论 1247

san guin 三馆 1247

san j i i  ni bo 三中尼波 1247

sin  ji5o shii qin / 三角竖 ¥ / 七弦 ¥ / ¥ 1247

ql xidn qin /q in
san sa 三撤孕 1248

s3n w6i yl ti 三位一体 1248

sdn m6 hu3 /  f%ng 敗沫花/ 风仙花 1248

xian hua
s^n s6ng ming 敗送试 1248

sang 13 桑拉 1248

sang shO 喿树 1248

sSo lu6 扫罗 1248

sSo zhdu t  i'<& 1251

st fCi ni 色弗尼 1252

sha ba 沙巴奥 1252

sh5 b6n r6n 沙 +人 1252

shS bi t^i 沙比太 1252

sha bln 沙宾 1252

sha d^i 沙代 1252

shfl d6 la, mi shS H6 沙得拉、米煞和收伯圮歌 1252

yk to6  ni ge
sh3 f i 沙法 1253

sha fan 沙浒 . 1253

sha fgi 沙芟 1254

shS fSi sh3n 沙龙山 1254

sha ha li^n 沙哈连 1254

sha h3 xi m3 沙哈洗冯 1254
sh5 j l 沙堪 1254

sh3 ji3 沙迦 1254
sh3 j i i 沙甲 1254

页码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1216

1217
1217
1219

1220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1222
1222
1222
1222
1222
1222
1223
1224

1228
1228
1229

1229

1230
1230

1230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1

1232

1232

1233

1236
1237

1237

1237

1237

1237

12



拼 音 ___________ 条 目 名 称

shS IS
沙拉

sh§ 19 bln
沙拉宾

shS IS yin
沙拉迕

shS Uki 沙賴

sha 16 m^n 沙勒幔

sha 1) j l m6n 沙利坫 f J
sha H s i 沙利色

sha M shS 沙利沙

sha lift 沙列

sh& lln 沙琳

shS I6 ng 沙龙

shfi IQ xi&n 沙铒险

shfi iCin 沙仑

sh5 lun r6n 沙仑人

shS m3 沙玛

shS mSi 沙灭

sha m3 i 戈买

shS m^i 沙尖

sha ml 沙密

shS mQ y厶 沙母亚

sha sdi 沙赛

shS sha 沙 1供

sha wSi shS 沙威沙

shS w6 i gO 沙微谷

sha w6 i j l ting 沙 雄 列 夸

shS y5 fii 沙 ® 弗

shSn Hi
sh5n hd 珊合

shfin hii /  h6ng b5o 堋 瑚 / 红宝石

sh!

shin jia 珊迦

shSn m2 珊玛

shfin shl l&i

shan ydng 山羊

shan ydng shit 山杨树

shfin 闪

shin

shin y l bi6 苒以別

shSng r^n 商人

shfing y爸 商收

shSng cl 韻

sh&ng g 姦o 上冉

sh^ng m6n 上门

sh^ng xlng zhl shl / 上 行 之 诗 / 登阶之诗

dSng jiS zh i sh；

shSo zh io dc jlng ji 烧 ：的荆棘

sh io blng 哨兵

sh幺o lu6 少罗

sh6 t6 u ni hu6 y^n ?：•头如火焰

sh6 /  du sh6 / 蛇 / 办•蛇/ 大 铊 / 虺蛇

sh6 /  hu lsh6

sh6 b<5 舍伯那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she ji^n n&
1265

sh£ k6 Id
舍客勒 1265

sh6 yl IS
1266

sh6 ba 设巴萨 1266
sh^ ini^n 赦免 1266
sh5n ba la 参巴拉 1268
xin fbng zh^ d^o de 借夺这 i f l的人 1268

r6n
shCn h6ng s t /  zhQ 深 红 色 / 朱 红 色 / 打颜 1268

h6ng s6 /d 5 n  ySn
shen 13 申拉 1268
shen H 屮利 1268
shen l£in 申伦 1268
shen kin ml Idn 中仑米仑 1268
shen ming jl 申命记 1268
shen ming ji zu6 zh6 屮 命 Ui作荇 1273
shSn shu办i 伸帅 1273
shen sun 矣孙 1273
shen tl 兑体 1274
sh5n xlng 参星 1276
shen yudn /  wu dT 深 渊 / 无欣坑 1276

keng
sh6n nQ sh6n 神 ，女神 1276
sh6n de bfin tl h6 沖的冷:体和扣忭 1277

shu xing
shdn de di5n 沖的殿 1282
sh6n de 6r nfl 冲的儿女 1282
sh6n de 6r zl 忡的儿子 1282
sh6n de €r zl m6n 冲的儿子们 1284
sh^n de f tn  nii 沖的愤怒 1285
shin  de g5o ySng 沖的羔羊 1286
sh6n de hu^ 神的话 1287
sh6n de ming ch^n 沖的名称 1287
sh£n de shan 忡的山 1296
sh6n de sh^ng ji6 冲的爷沽 1296
sh in  de shCS xing 沖的城性 1296
sh6n de t6ng z^i 神的间在 1296
sh6n de xiSn xi^n 冲 的 现 1298
sh6n de xing xi^ng 沖的形象 1300
sh6n de zhl yl 沖的行葸 1302
sh6n gu6  / t i a n  gu6 神 阐 / 天 W 1302
sh6n jl 神迹 1312
sh6n qudn zhdng tl 冲权政体 1318
sh in  p^n 审判 1319
shin  p^n t^i 屮判台 1321
shCng ming 生命 1322
shCng mlng cb 生命册 1323
sheng mlng shii 生命树 1324
sheng zhi ch6ng bii 生 m 宋拜 1324
sheng /  feng dl / 笮 / 风 笛 / 策 1322

xiSo

shSng /  k5 fu 升 / 卡夫 1322

页码

1254
1254
1254
1255
1255
1255
1255
1255
1255
1255
1255
1256
1256
1257
1257
1257
1257
1257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60
1260

1260
1260
1260
1260
1261
1261
1261
1261
1261
1261
1261
1263
1263
1263

1263
1264

1264
1264

1264

1264



拼音 _

sh5ng / k S  ni k i  si 

shdng zhang 

shfeng c8n /zhO  c3n 

sh^ng d iin  

shdng hul 

shdng ji6
shdng ji6 f5 di5n

shdng jlng 

sh ing  jlng de fan yl 

sheng jTng dc m6 shi 

shdng jlng  de qudn 

shl

sh^ng jlng de q u in  

wci

sh ing  jlng de y u in  

wdn

sheng jlng sh in  xu6 

sheng jlng  shi d ii 

dc shd hui fBng sii 

shdng jlng zhcng diSn 

shdng jing  zhong de 

fu nfl guan 

shdng jlng zhong de 

gong zu6  guan 

shdng jing  zhong de 

ID fa gu2n

shdng jlng zhdng de 

shi g£  

sM ng ling 

sh^ng ling de gu6  

zi

shdng ling de xl 

sh in g  shi 

sM ng shO 

sheng su6  

sheng tu 

shdng y in  

sh^ng yi 

shdng zh^n

sh! fO \a 
shi fu

shi pian 
shi pian shi ti

shi shi 

shi ti lai

shi xl yu6 h^n 
shi y i  yS shu 
shi zi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r v / w w *:斯 

i*T K

1322
1324

爷 K  / 丨衽
1325

¥K2
1329

¥：会
1329
1329

¥：W法典
1331
1331
1332

1332

爷经的 i个衧
1335

早经的K 威
1341

爷经的W(文
1345

爷妗冲 ‘7* 1353

爷终丨丨、丨代的社会风俗 1360

爷 经 1丨:典 1360

¥ ：妗屮的 41女观 1367

爷经中的丨:作观 1371

爷妗中的作法观 1373

¥：妗屮的心耿 1377

1381

爷 义 的 采 f  1386

爷乂的洗  1387
早 1389 

爷  h  1389
爷所  1389

爷徙  1390
1390

爷衣  1390
爷战  1390

沲恩崦  1392

沲弗拉  1393
帅搏  1393

从仑  丨393

i各说 1393
i-mi-VJifi 1404
地沙  1404

禽 丨404

盹捉办  1405

沲肖列  1405

沲洗约翰  1405
地收雅述  1409

蛳广  1409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十二宮 1409
slit 6r gong
shi 6r shi tii t•二使徒 1409

shi «  d in 价弗但 1409

shi fii ml r6n 实弗米人 1409

shi h6u m5n jO B、t 候满足 1409

shi hui
1410

shi ji^ng 1410

shl ji6 十诚 1410

shi liii shCi h 榴树 1413

shl 16ng zi /sh fi yi u  &  r - / * a \> i. 1413

shi Iu6 /  hui xiang 府 妙 / 丨:丨i 件 1414

shi qO yi sui 拾取遗础 1414

shi r6u ni5o f t 肉巧 1414

shi ting 仆夺 1414

shi t6u 心头 1414

shi wii h6 ti^o zhi 仅 物 和 调 制 上 - 1414

f5ng ra

shi xin 实忻 1419

shi yi fbng xi^n 仆一私献 1419

shi yi shl tu 十一使徙 1420

shi ying 1420

shi zai 十灾 1420

shi zi ji^ 卄字架 1423

shl ch in 使 lii 1423

shl d& dl 史达第 1423

shT guan 史官 1423

shl nfl / b i  nfl /  nfl 使 女 / 婢 女 / 女 f- 1424

zi

shl tu 使徙 1424

shl tu shi dai 使徙时代 1426

shl tii xing zhuan 使徙行传 1435

shi 1442

shi 示按 1443

shi ba 尔巴 1443

shi ba lin 术巴琳 1444

shi ba ni 尔巴尼 1444

shi bS nQ w^ng 水巴女玉 1444

shl ban 班 1444

shl ban y5 /  xi ban i : 班 稚 /  班外 1444

y5

shl bi^ 示别 1445

shi bo 承 敗
1445

shi bo li6 小播列 1445

shi c6ng 侍从 1445

shi dA 示达 1445

shl gu 丄 大 A 1445

shl dW H丨:代 1445

shi diu 6r 示 £ 珥 1446

shl ra 示法 1446

shl fS ti yS 示?上捉牠 1446

shi f5n 1447
shl fei

示 ff 1447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shl fCi xiln 示 7 汛 1447
shl h3 n 示哈利 1447
shl j l  wfi 1447
shl jia  ni 示迦纪 1447
shl jiS ni y& 示迦叱雅 1448
shl ji^n 示剑 1448
sh) ji2kn I6u / l i剑梭 1449
shl ji6 世界 1449
shl ji6 m6 ri III.界末 U 1450
shl jTng xu6 籽纤哭 1450
shl 13 /|<拉 1450
shl Igng 示冷 1451
shl n bT / j i利比 1451
shl 11 ml y& 示 利米雅 1451
sh] 11 ‘shl 示利施 1451
shl H si 示利断 1451
shl H xl 1451
shl ID mi^ 1451
shl Iu6 示罗 1451
shi lu6 ml 氺 罗米 1453
shl Iu6 ml 示罗密 1453
sh) lu6 m6 示罗冷 1453
shl lu6 ni 示罗尼 1453
shl m3 示妈 1453
shl mil 示马 1454
shl mS U y i 示玛利雅 1454
sh) m2 y& 承 玛 雅 1455
shl mdi 1456
shl m£i nd 1456
shl m£i zu A 柯族 1457
sh) m6n /j;•门 1457
shi ml 幺n 示米暗 1457
shl ml 示米大 1457
shl ml la m6 尔米拉未 1457
shl ml H 1457
shl ml yS 示米押 1457
shl mi yS r6n 示米押人 1457
shl ml y i 术米业 1457
shi md 11 示母利 1458
shl nd 示 9： 1458
shl sik : 令 萨 1458
shi nh 示纳 1458
shl ni 6r 尔 M 珥 1458
shl qiu b io  lu6 1:求保罗 1458
shl sa 尔撒 1458
shl sha & 沙 1459
sh lsh a  k6 W 沙克 1459
shl shai 乃;•筛 1459
shlshan /i;■珊 1459
shi shi 上帅 1460
shi shl jl 1:帅 id 1460
shl tS bo si n^i 氺他波斯乃 1466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shl ya
不押 1466

shl li y& 示亚利稚 1466
sh6u ge 收別 1466
sh6u ge /  sh6u g6 收 別 / 收別的人 1467

dc r6n
shdu 手 1467
shdu m6n de 守门的 1467
sh6u w^ng zh6 1467
sh6u zhu6 丁镯 1467
sh6u n 1468
sh6u de yin jl 打的印 id 1468
sh6u kCi de pii r6n 受 苫 的仆人 1469
shu ba 书巴业 1469
sha c^i 1470
shu dr 书珥 1470
shu f in 书反 1470
shu fu 麻弗 1470
shu ge 疏別 1470
shu ge bT 疏別比讷 1471
shu h3 书哈 1471
shu h^n 书含 1471
shu j! zhi zu6 书箱制作 1471
shQ judn 书卷 1471
shu IS ml 书拉密 1471
shu m3 r6n 舒玛人 1471
shQ nl 书尼 1471
shO ni厶n 书念 1471
shu pin 书品 1472
shu pin |〇聘 1472
shu shan 书珊 1472
shQ shan jia  r6n 书珊迦人 1472
shu ti la 书提拉 1473
shu y5 书雅 1473
shu 书业 1473
shu yh  r6n 书亚人 1473
shCi ji 备 狀价 1473
shCi qian ji 1475
shu qd guS sSo zhl 叔娶斿嫂制 1475
shu zui 狀 TH 1475
shfl zu) jl / w i n  hul 联 耶祭 / 挽丨"丨祭 1477

jl
shii zui rl 联 职 H 1478
shQ ling en cl 1479
shii w6i c5o /x ln g 1485

hu3

shii xiS(xud) q) de r6n 拍血气的人 1485
shO /  13o sh£i /  shi W /  老 W / W iW / 仓 W 1479

shO /c a n g  shD
shit 树 I486
shCi jia〇 /x iS n g  li^o 树 胶 / 丹料 1486
shCl lin 树林 I486
shO qln / q in  /s b 贤 ¥  /  ¥  / 瑟 I486



拼音

shO shi
shd zi h6 shil zl xu6

shuSi shi de

shuang

shuang zl

shul
shuT gou
shut gii /  shul /.hfing 
shuT jl /jiS o  chi 

shuT jlng 
shul men 
shui sh6u
shuii xiSn /m 6 i guT 

shul zW /  m3 huing 

shul

术 tr

数字和数卞卞  

甩石的

双 P 

水

水沟

水 哚 / 水肿 

水 坍 " u m  

水品 

水 n  

水卞

水 仙 / 玫瑰  

水 蚱 /蚪 蟥  

税

条 目 名 称
页码

I486
1486

1491

1491
1491

1491
1492 
1492 

1492
1492
1493 

1493 
1493 
1493 
1493

拼音

su

su jl r6n 
su ji3 r6n 
su li sha d^i 

sO li6  

su sa nA 

su xl

条 目 名 称

苏弗 

苏艰人  

苏屮人  

苏利沙代  

苏列

页码

shui li 税
1494

shut li^n 眸莲
1494

shDn 顺吸
1494
1495shuo f5ng yin 说 方 3

shuo fang yin /  g6 说方言/ 格路苏拉利
1497

IH su la n
shuo xi li hua de / 说沿丨丨fii?i的 / 沿利尼人

1497

xi 11 ni r6n
shu6 ba 朔巴 1498

shu6 朔 ‘JS 1498

shuo bSi m s 1498

shuo Wi m n 1498

shu6 bi 朔比 1498

shud fS 朔法 1498

shu6 han 别含 1498

&hu6 m6 典m 1498

si 1498

si duo ya pai 斯多业派 1498

sT pdi dr t会 xi3o m&i 斯斛坏特小友 / 机友 1499

/  cu mai
si ti f3n y 提反 1500

si xiin dc yud qi / 丝 弦 的 乐 器 / 记吧抓 1501

« m Jiun 
si xi4n yuc qi 妗弦乐器 1501
sih&i 死海 1501

si hii gu ju&n 死 海 a 迮 1502
s! r6n de zhu chu 死人的化处 1509
si r6n sh6u xi 死人受洗 1511
si wing 死亡 1511
si xing 死刑 1513
si zi mO ci 四 字 /私 》1 1513
song shCi /  huiing 松 树 / 炎杨树 1514

y^ng shd
sQ螽o 1514
su 6r 苏 珥 1515
su 6 r m6n 苏珥门 1515
su fa 苏 法 1515

su xi
1516

su ya 苏押 1516

su ĉ ii
1516

s iiji jK 祭 1516
1516suan

sui zl m  r - 1516

suo 1517

su5 di 梭底 1517

suo ge 1517

suo hei 1518

suo lie gii 梭烈谷 1518

suo Hn 校琳 1518

su5 an 锁安 1518

sud an 琐安 1518

su6 ba 琐巴 1518

su6 ba de ya ldn 琐巴的亚兰 1519

sud ba td 所巴特 1519

sud bi ba 琐比巴 1519

su6 duo m3 de pu t5o 所 多 巧 的仙汕树 1520

sh£>
su6 duo m3 / b  m6 la 所 多 玛 、蛾降拉 1519

su6 6r 琐珥 1520

su6fS 琐法 1521

sud fei 琐根 1521

su6 f6i 琐腓 1521

su6  fSi life 琐龙列 1521

su6 la 琐拉 1521

su6 li ren 琐利人 1521

sud lu6 ba b6 所罗巴伯 1521

su6 lu6 men 所罗门
1522

su6 lu6 m6n de Mng zl 所罗门的廊子
1524

su5 lu6 m6n de shul chi 所 罗 N 的水池
1524

sud shan ni^n yl du 所 珊 念 以 笃 / 调用为证的 1525

/di& o ydng w6i zh6ng "jTj•介花

de b^i h6 hua

sud t̂ ki 琐太 1525

su6 ti ni 所提尼
1525

sud xi ba d6 所叫巴徳
1525

su5 xi li^ p^n shi 琐 希 列 舛 “
1526

sud xi& 琐饳
1526

i T i

t5 ba 他巴
1527

ta bei la 他浴拉
1527

ta bi 他比勒
1527

16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ta  bid 他別

ta b6  d e  xi^ng shu 他泊的橡树

ta  b 6  li m6n 他扪利们

tS b6  shan 他泊山

(a fir ta 他珥他

ta dr tan 他珥探

ta  ra 他法

t5 g6  m6n r6n 他率:们人

ta ha 他哈

tii h<in 他 Y
ta  m 他拉

ta la la 他拉拉

ta 1̂  md 他 勒 1丨
tS U yh 他利亚

ta  li^n d£

ta 他抖

t5 n& 他纳

ta  n5 sh i lu6 他 纳 *罗

tu pi la r^n 他毗拉人

ta  pQ y姦

ta sh； 他施

ta  sh i si 他施斯

tS ting shl 他 吵合示

ta  xifi 他饳

t厶

m 5 t i i 挞 4 太

t备 mdi 挞买

t^i jian 太监

tiii li) p ing gQ 汆路平谷

t&i ydng 太阳

t^i ydng ch6ng 人PI1城
tSn hu&n m m
tan xln 贪心

t^n xiang  mCl 柳丹木

t<kn n5i y lng m 乃 英

tang 杨

t^o ch6ng 逃城

tdo p iin 陶片

t^o q) 陶器

bi 特庇

t6 W m6i sen

t6 ha jia 特哈加

ha 特哈穿

t爸h3  s备 特哈萨

td la k£ ni 特拉可尼

t6  la r6n 特拉人

td lu 6  fei m 6 特 罗 柳

t6 lu 6  yh 特罗业

m l la 特米拉

t6  wS

tl a  fei lu 6 捉 阿 1丨罗
ti ba 捉八

拼 音 条 目 名 称 页 码

ti ba 捉巴 1546
ti bdi si 提畨斯 1546
ti bl IT 提比呵亚 1546
ti bl IT yk  hdi 提比呷亚海 1547
ti bl ni 提比尼 1547
ti bi Mu 提 庇 W 1547
ti bi6 yu6 提別月 1547
ti d& 提达 1547
ti duo 提多 1547
ti duo shu 捉多书 1549
ti duo y6u shi du 提 多 犹 :丨:都 1550
ti f ti  sa 提逛萨 1550
ti w  sa 捉弗萨 1551
ti ge 捉 Hf # . 1551
ti g6 15 pi li6 捉单拉毗列色 1552
ti g€ la pi ni s6 捉革拉毗尼色 1553
ti jian /  zhan / 鹌 鹡 / 鸹 / 奶啤 1553

y^o ylng
ti kd Id 提奔勒 1553
tf la 提拉 1553
ti 13 sa 提拉撒 1553
ti la yin 提拉因 1554
ti Ik yh  bl 捉勒亚毕 1554
ti n 提利 1554
ti lidn 捉联 1554
ti li螽n 提炼 1554
ti lid 提列 1554
ti lun 捉伦 1554
tl mfi 提玛 1554
ti man 捉幔 1554
ti m6n 捉门 1555
ti ml ni 提米尼 1555
t! m 6  t^i 提净太 1555
ti m6 tiki h6u shu 捉咿太后书 1555
ti m6 tiii qidn shu 捉净太前书 1559
ts sa ta 提萨他 1562
ti sT bl / t i  si bl r6n 提斯比，捉斯比人 1562
tl si li yu6 提斯利月 1562
ti xl r6n 捉洗人 1562
tl xln nd 捉欣孕 1562
ti hu 1562
tian 6  /  ji5o chi 天奶 / 角鸱 1564
tian gu6 de y^o shi 天阒的切匙 1564
tian h6ng 天虹 1565
tian h6u 天 ;T? 1565
tian ming X 命 1565
tian ping 天平 1565
tian ping gan 天平杆 1566
tian qlng shi 天许石 1566
tian rfin 1J qlng / 天然沥汾 / 石漆 1566

shi ql
tian shSng 天上 1566

页 码

1527
1527
1527
1527
1528
1528
1528
1528
1528
1528
1528
1529
1529
1533
1533
1533
1533
1534
1534
1534
1534
1535
1535
1535
1535
1535
1535
1535
1535
1536
1537
1538
1538
1538
1538
1539
1539
1539
1539
1543
1543
1543
1543
1543
1543
1544
1544

1544
1545

1545
1545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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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码 拼 音

ti3n shl 
tian shl zhang 
tian w6n xu6 
ti5n /  tian ting 
tiSn shii /  13o shO 
tie sfi Iu6 nt jiS 
tig sa Iu6 ni jia h6u 

shu
lie s5 Iu6 ni jiS 

qi6n shu 

tie ta iu6 
U6
ti« bl /  w^n sh'i de 

dao
ti6 jiing 
ting ha b5 
ting n4 
ting n i tS 
ting nS xi 15 

ting n4 xi lift 

ting n i 
ting zhang 
t6ng xun 

l6ng 
t6ng hai
l6ngjl / jia n  qiang 
t6ng ji5ng 
t6ng kuii / n l  hu 

shi tin 
l6ng nfl 
t6ng sh6 
t6ng w5ng 
t6ng /fe i  Jr jin 

t6u qii 
t6u
l6u kui

人使

大 文 卞  

天 / 大兑 

III W / 怎 w

姑撤罗圮迦  

帖撤罗 W 迦访朽

帖撒罗h i迦 iW 1$

帖 h 罗 

铁

铁 节 / 文 丨 的 W

铁 UE 

今哈巴

令纳 

梃 U

UfiiH

铜

俐海

钢 拽 / 尖枪

w v f.
fH块 // t i护施州

^  k  
fH蛇 

iHM
柚 /赀 尔 金

头

1567

1569
1569
1563
1572

1572
1573

1577

1577
1577

1577
1578 
1578 

1578 
1578 
1578
1578
1579

1579
1580 

1580 
1580 
1580 

1580

1580
1581 

1581 

1581 
1581

1581

1582

tu diao

tu huAng /huSng 

ch6 ng

tu jid / h6ng t6u 

diao /  tu diao 

tu t6 u 

tfi bS

ta ba gai yTn 

tu di 

tfi fSi n& 

tu fi» s3 

tii hui xi5ng /
hui xiang /  qin c&i

tO ming 

tQ xl 15 

tul j i g〇

tui 15 nu xu6 ffing 

tui lu6 /tJli 6r 

tuT yS tui la 

tuo hd 

tuo jia

tu6 ba duo ni y5

tu6 bei de

tu6 b6

tu6  fSi

tu6 fii

tu6 jia m<i

tu6 jia m5 zu

tu6 ji^n

tu6 la

tu6 la

tu6 ni^o

tu6 wu

tu6 yh
tu6 yl

tu6  la /  10 Hi

娜

禿W /妁山

条 目 名 称

禿 怖 / 灯 汄 離 / 秃雕

充头  

I 巴

[.八该隐  

I.地

I . II 9
i .沽撒

上|::1许/ 大 茆 件 / 芹楽

t 明 

土沔拉  

推 堪 .V 

拊 喇 仿  

推 罗 / 舶尔  

相:雅推蜗 

托户 

脱加

驼巴多 W 邪

驼 f f 的

陀伯

陀 t 特

陀卯

陀迦抖

陀迦妁族

陀址

陀拉

陀趴

鸵％

陀 B  

陀收  

陀以

妥 拉 / 歸

1582
1582

1582

1582
1583 

1583 

1583 

1586 

1586 

1586

1586

1586
1586

1587
1587

1588
1589 

1589 

1589 

1589 
1589

1589

1590 I

1590 |
1590 '

1590 |

1590 |
1591 

1591 

1591 I 

1591 ! 

1591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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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卡里古拉
Caligula
kH  II gQ la

罗 马 皇 帝 ， 主 后 3 7 至 4 1年 在 位 „

参*•该撒/ 凯 撒 ” 4 4 1 。

卡纳他
Kanatha
k S  n h  ta

希 腊 原 本 的 十 个 城 之 一 ， 约 在 主 前  

6 3 年 ， 庞 培 攻 陷 巴 勒 斯 坦 和 叙 利 亚 后 ， 

由 罗 马 甫 违 。 这 一 带 的 城 市 名 为 低 加 波  

利 。 基 纳 位 於 加 利 利 海 东 面 约 6 〇哩 ， 是 

低 加 波 利 东 面 的 边 界 ， 有 人 认 为 这 城 就 是  

民 数 记 三 十 二 章 4 2 节 的 基 纳 ， 亦 即 后 来  

在 浩 兰 的 苏 威 杜 东 北 面 附 近 的 夸 奈 瓦 特 。 

参 “低 加 波 利 ” 302: •基纳” 6 5 4 。

錯 甲 / 盔甲
Amour, Coat o f Mail
k ^ i j i 5 / k u l

古 代 作 战 用 的 护 身 衣 ， 可 遮 蔽 从 颈 至  

胯 的 部 位 。 革 制 ， 上 缀 以 相 互 连 接 的 金 厲  

甲 片 。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龛 / 迦温
Kaiwan
k a n  /  j i a  w e n

米 所 波 大 米 人 的 星 神 （摩 五  

参 “撒 固 ” 1 2 2 2。

糠秕
Chaff
k a n g  b l

经 簸 扬 从 谷 粒 上 脱 下 的 皮 壳 。 圣 经 时  

代 扬 场 簸 谷 的 场 面 是 农 家 — 景 ， 往 往 用 以  

比 拟 恶 人 如 糠 秕 ， 在 审 判 中 被 扬 弃 ， 而留  

下 的 则 是 洁 净 坚 实 的 谷 米 ， 正 是 义 人 或 善  

国 的 象 征 。 圣 经 说 ： “恶 人 乃 像 钺 秕 被 风  

吹 散 （诗 一 妁

先 知 以 赛 亚 预 言 亚 述 人 的 下 场 说 ：

“你 们 要 怀 的 是 钺 秕 ， 要 生 的 是 碎 秸 ； 你 

们 的 气 就 是 吞 灭 自 己 的 火 ” （赛 三 十 三  

1 1 ) ;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梦 境 也 很 相 似 。 他 

梦 见 在 神 国 兴 起 之 时 ， 世 上 的 列 国 郎 要 分  

崩 离 析 ， 有 如 “夏 天 禾 场 上 的 糠 秕 ， 被风  

吹 散 。” （但 二

新 约 也 宣 告 那 将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 “手 

里 拿 着 簸 箕 ， 要 扬 净 他 的 场 ， 把 麦 子 收 在  

仓 里 ，把 糠 用 不 灭 的 火 烧 尽 了 太 三 1 2 K

烤饼之人
Baker
k ^ o  b i n g  z h 了 r 6 n

参 “职 业 （烤 饼 者 ）" 2 3 2 0 。

考古学
Archaeology
k 5 o  g u  x u 6

考 古 学 是 研 究 古 代 文 明 的 遗 迹 和 遗 物  

的 学 问 ， 主 要 是 通 过 有 系 统 的 发 掘 来 进 行  

考 察 和 研 究 。 相 对 来 说 ， 考 古 学 是 一 门 很  

年 轻 的 学 科 。 发 掘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工 作 仅 始  

於 1 8 4  2 年 ， 是 法 国 人 鲍 塔 率 先 在 尼 尼 微  

挖 掘 ； 最 早 考 察 爱 琴 地 区 的 是 德 国 考 古 学  

家 施 里 曼 ， 他 先 於 1 « 7 ( ) 年 幵 掘 特 洛 伊 ， 

继 而 於 18 7 6 年 发 掘 迈 锡 尼 。

1 7 9 8 年 ， 拿 破 仑 侵 入 北 非 ， 自 此 埃  

及 的 古 物 便 源 源 进 入 欧 洲 。 不 过 ， 在 整 个  

十 九 世 纪 ， 外 国 人 去 埃 及 主 要 是 措 宝 盗 :  

物 ， 不 能 算 是 考 古 发 掘 。 至 该 世 纪 末 ， 英 

国 人 彼 特 里 才 使 埃 及 的 考 古 发 掘 正 规 化 。 

他 也 是 到 巴 勒 斯 坦 作 考 古 发 掘 的 第 一 人 ， 

他 於 18 9 0 年 到 迦 萨 以 东 1(3哩 的 赫 西 废 丘  

发 掘 ， 自 此 ， 巴 勒 斯 坦 的 考 古 发 掘 工 作 ， 

便 旷 日 持 久 地 进 行 至 今 ， 除 偶 或 受 战 争 阻  

得 ， 几 无 时 或 停 。

整 个 十 九 世 纪 至 二 十 世 纪 初 ， 学 者 对  

圣 经 文 献 普 遍 存 有 怀 疑 的 态 度 ， 然 而 考 古  

学 源 源 不 断 的 发 现 ， 却 愈 益 证 明 圣 经 的 可  

靠 性 。 某 些 记 载 虽 一 时 尚 无 实 据 ， 但 相 信  

只 是 时 日 问 题 ， 将 来 的 发 掘 必 会 有 所 证  

明 。 直 至 目 前 已 出 土 的 文 物 古 迹 ， 尚 只 是



816 k5o go xu6

可 待 发 掘 研 究 的 古 迹 的 一 小 部 分

几 乎 全 是 出 於
地面考察

现 有 的 许 多 重 大 发 现  

偶 狄 。 叙 利 亚 的 拉 斯 珊 拉 一 农 民 耕 地 时 =  

及 一 座 古 墓 ， 从 而 导 至 乌 加 列 故 址 的 大 发  

现 ： 藏 匿 死 海 古 卷 的 昆 兰 岩 洞 ， 是 一 位 牧  

人 寻 找 亡 羊 时 发 现 的 ； 1 8 8  7 年 一 埃 及 农  

妇 为 了 收 a 风 蚀 的 古 砖 作 肥 料 ， 而 找 到 了  

著 名 的 亚 马 拿 泥 版 ； 1 9 4 5 年 以 科 普 替 文  

写 成 的 诺 斯 底 派 文 献 手 稿 ， 从 埃 及 拿 哈 马  

迪 附 近 的 岩 洞 重 见 天 日 ， 是 几 位 搜 寻 鸟 粪  

的 埃 及 乡 民 无 意 发 现 的 。

然 而 这 种 “偶 得 ” 尽 管 重 要 ， 却 总 不  

能 代 替 系 统 性 的 考 察 。 除 了 埃 及 ， 中 东 的  

乡 野 地 面 满 布 无 数 的 废 丘 ， 或 古 城 遗 址 的  

人 为 髙 冈 。因 风 化 作 用 ，在 这 一 带 的 地 面 ， 

尤 其 是 从 斜 坡 下 的 冲 积 沟 中 ， 可 以 找 到 大  

量 支 离 破 碎 的 陶 片 。 经 过 深 入 研 究 ， 从中  

可 知 该 废 丘 掩 盖 着 不 同 时 期 的 拓 居 情 况 。 

有 时 地 面 植 物 的 不 同 形 貌 ， 也 可 提 供 地 下  

结 构 的 线 索 。 考 古 家 乌 利 注 意 到 一 处 地 面  

的 野 草 ， 均 一 撮 一 撮 地 丛 聚 而 生 ， 每 丛 直  

径 决 不 超 过 6呎 ， 以 此 而 发 现 了 古 代 墓 葬  

群 。 原 来 墓 葬 之 处 土 质 松 软 ， 宜 於 深 根 草  

的 生 长 ，且 墓 穴 大 小 有 定 ，遂 有 上 述 现 象 。

现 代 地 面 勘 察 法 的 奠 基 人 是 美 国 人 鲁  

滨 逊 。 他 是 纽 约 联 合 神 学 院 的 圣 经 文 献 教  

授 。 他 在 他 的 学 生 —— 驻 黎 巴 嫩 传 教 士 史  

密 次 协 助 下 ， 於 1 8 3 8 年 对 巴 勒 斯 坦 全 境  

作 了 一 次 别 开 生 面 的 地 面 考 察 。 鉴 於 鲁 滨  

逊 教 授 的 考 察 远 在 分 层 开 掘 法 确 定 之 前 ， 

他 对 废 丘 的 真 正 意 义 自 不 免 忽 视 。

最 伟 大 的 地 面 考 古 学 家 ， 首 推 百 折 不  

挠 的 辛 辛 那 提 市 希 伯 来 联 合 学 院 的 校 长 格  

魯 克 。 格 咨 克 於 外 约 但 河 地 区 开 始 其 勘 察  

工 作 ， 从 1 9 3 3 至 4 7 年 ， 仅 1年 （1 9 4 0 - 4 1 )  

例 外 。 19 5  2 年 以 阿 战 争 甫 毕 ， 格 鲁 克 即  

开 始 对 以 色 列 南 地 的 系 统 发 掘 工 作 。 经 他  

标 定 的 遗 址 多 达 1 , 5 0 0处 ， 多 是 从 未 见 载  

的 。 他 的 考 察 完 全 以 圣 经 为 指 南 ， 且 大 力  

推 广 此 法 。 在 阿 拉 伯 干 河 有 古 代 铜 矿 开 采  

遗 址 的 大 发 现 ， 这 是 他 以 申 命 记 八 章 9 节  

为 线 索 而 取 得 的 重 大 成 就 。 格 魯 克 的 发 掘  

证 明 ， 南 部 沙 漠 在 主 前 二 十 至 十 九 世 纪  

( 中 青 锏 时 代 一 期  曾 有 很 多 生 产 陶 器

的 村 落 ， 而 在 当 时 的 〗，〇〇〇 年 前 后 ， 并无  

这 些 村 落 存 在 。 他 的 发 现 与 亚 伯 拉 罕 的 衩  

述 g 相 吻 合 。 他 还 发 现 ， 雅 博 河 以 南 地 区  

居 民 的 定 居 生 活 曾 一 度 中 断 ， 其 时 当 在 主  

前 1 9 〇〇至丨3 〇0 年 之 间 。 因 此 ， 不 少 学 者  

据 此 说 将 以 色 列 民 征 服 应 许 地 的 时 间 ， 考 

定 为 主 前 1 3 0 0 年 。 因 为 圣 经 既 指 出 以 色  

列 民 在 这 一 带 ， 遭 到 一 些 定 居 民 族 的 攻  

击 ， 那 么 最 可 能 的 日 期 不 会 早 於 主 前  

1 3 0 0 年 。

目 前 ， 在 外 约 但 地 区 又 有 大 ® 中 靑 钢  

时 期 （主前2〇〇〇-丨5 〇0 > 至 晚 靑 铜 时 期  

( 主 前 1 5 0 0 - 1 2 0 0 ) 的 文 物 出 土 ， 这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対 那 些 结 论 作 进 一 步 的 修 正 ； 还 

有 两 位 考 古 学 家 的 发 现 ， 也 极 有 价 值 。 一 

位 是 撒 理 撒 罗 ， 他 対 下 加 利 利 进 行 考 察 ， 

从 而 发 现 了 古 代 的 贸 易 路 线 。 另 — 位 是 亚  

哈 兰 尼 ， 他 在 上 加 利 利 进 行 考 察 ， 从 而 使  

以 色 列 的 生 活 方 式 大 白 於 世 。 鉴 於 这 些 考  

察 的 地 域 贾 盖 面 极 广 ， 使 我 们 在 主 要 的 挖

掘 目 标 ----人 口 聚 居 中 心 地 以 外 ， 得 到 额 |

外 的 资 料 。

於 19 6 5 至 6 8 年 之 间 ， 通 过 对 南 地 和  

西 奈 地 区 的 勘 察 而 发 现 了  5 〇 〇 个 以 上 的 重 |  

要 遗 址 。 於 以 色 列 在 1 9 6 7 至 6 8 年 对 哥 兰  

髙 地 、 撒 玛 利 亚 和 犹 大 地 也 作 了 认 真 考 |  

察 。 其 结 果 是 ： 详 勘 的 遗 址 约 达 2 , 〇 〇 〇 个 ， 

其 中 8 0 0 个 遗 址 是 前 所 未 知 的 新 发 现 。 对 |  

犹 大 地 的 勘 察 ， 其 中 一 个 重 大 发 现 ， 就 是  

确 认 了 圣 经 所 载 的 底 璧 城 （士 一 1 1 > 的 i 

地 理 位 置 ， 应 在 希 伯 仑 以 南 的 拉 布 德 废  

丘 ， 而 非 在 特 毕 美 森 。 后 者 是 奥 伯 莱 特 考 |  

定 之 地 。

遗 址 考 定

确 认 圣 经 地 名 遗 址 或 故 址 ， 可 根 据 如  

下 几 个 线 索 ： 经 文 提 供 的 地 形 地 貌 ； 地名  

渊 源 （一 些 城 镇 仍 会 保 持 圣 经 时 代 的 原 名  

或 相 关 的 线 索 考 古 材 料 与 该 地 历 史 相 |  

符 的 部 分 。 许 多 故 地 一 直 烟 火 不 断 ， 却 仍  

保 持 着 圣 经 时 代 的 原 名 。 例 如 他 纳 、 耶 路 |  

撒 冷 、 伯 特 利 （现 名 “拜 廷 ”）、 迦 萨 、 

亚 实 突 、 亚 实 基 伦 。 也 有 故 名 仍 存 而 现 址  

与 遗 址 的 位 S 相 距 不 远 的 ， 如 伯 珊 （胡 森  

废 丘 ） 即 在 今 城 贝 散 以 北 1，6 0 0 D尺 。 再 如  

故 城 别 是 巴 与 今 城 别 是 巴 相 距 3 哩 。 拜 占



庭 时 代 ， 圣 经 记 载 的 “伯 夙 ”， 被 用 作 另  

一 个 地 方 的 名 称 。 耶 巴 村 其 实 在 富 勒 废 丘  

( 即 经 载 的 基 比 亚 ） 以 东 2 哩 。 今 经 考 察  

证 明 ， 巴 勒 斯 坦 实 有 两 个 耶 利 哥 ； 旧 约 的  

耶 利 哥 的 故 址 即 今 苏 丹 废 丘 ； 新 约 的 耶 利  

哥 则 於 该 址 南 面 1哩 。 因 此 ， 马 可 福 音 十  

章 4 6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十 八 章 3 5 节 （记 耶 稣  

将 进 耶 利 哥 时 的 情 形 ） 与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章  

2 9 节 （记 耶 稣 甫 出 耶 利 哥 时 的 情 形 ）， 记 

叙 耶 穌 为 瞎 子 医 病 时 出 现 的 “矛 盾 ” 便 可  

迎 刃 而 解 了 。

如 遇 某 地 出 土 的 碑 铭 记 有 该 地 之 名  

者 ， 则 厲 难 得 之 便 。 如 叙 利 亚 的 迦 基 米 施  

和 埃 及 的 瑙 克 拉 提 斯 ， 都 是 根 据 这 难 得 之  

便 考 定 的 。 帕 洛 特 在 哈 里 里 废 丘 寻 到 一 尊  

雕 像 ， 上 镌 马 里 国 王 之 名 。 亚 拿 多 利 亚 的  

古 城 特 庇 和 路 司 得 之 故 址 ， 也 是 靠 从 表 面  

发 现 的 碑 铭 得 以 确 认 的 。 从 杜 韦 废 丘 出 土  

的 陶 片 刻 有 “拉 吉 ” 之 名 。 普 里 査 得 在 吉  

卜 寻 得 大 蛩 罐 柄 ， 俱 镌 有 “基 遍 ” 之 名 。 

亚 哈 兰 尼 从 亚 拉 得 获 大 碗 1 个 ， 7 处 均 刻  

有 “亚 拉 得 ” 字 样 。 有 些 故 址 则 只 能 作 不  

同 程 度 的 确 认 ， 如 以 拿 士 伯 废 丘 为 米 斯  

巴 ， 以 富 勒 废 丘 为 基 比 亚 者 即 厲 此 类 。 当 

然 ， 完 全 未 经 确 认 者 尚 不 在 少 数 。

挖掘

在 以 色 列 ， 挖 掘 工 作 只 可 在 圣 经 故 地  

展 开 ，并 限 於 废 丘 的 范 围 进 行 ，挖 掘 到 底 。 

考 古 的 兴 趣 自 然 是 多 集 中 於 早 期 ， 所 以 挖  

掘 者 通 常 避 开 那 些 洱 盖 多 层 近 代 、 穆 斯 林  

代 、 拜 占 庭 代 遗 物 的 废 丘 。 对 这 些 物 层 的  

处 理 ， 过 去 是 尽 数 掏 出 ， 弃 之 不 顾 ， 只 管  

向 目 标 掘 进 。 现 在 则 必 须 把 这 些 物 层 处 理  

完 毕 ， 才 可 进 入 更 低 层 的 早 期 文 物 。

挖 掘 点 一 经 选 定 ， 第 一 步 则 须 取 得 国  

家 文 物 保 护 部 门 的 许 可 。 文 物 保 护 部 门 要  

求 挖 掘 者 具 备 足 够 的 专 业 技 能 ， 包 括 必 要  

的 资 金 来 源 ， 并 能 保 证 在 合 理 期 限 内 发 表  

考 古 报 告 。 满 足 以 上 条 件 方 可 领 到 挖 掘 许  

可 证 。 按 文 物 法 规 定 ， 土 地 拥 有 者 无 权 占  

有 该 土 地 上 的 文 物 ， 文 物 一 律 为 以 色 列 国  

家 所 有 。

许 可 既 经 取 得 ， 如 何 取 得 在 待 挖 地 段  

上 的 作 业 权 也 颇 为 复 杂 。 一 种 情 形 是 将 有  

关 地 段 购 买 下 来 ， 如 米 吉 多 和 多 坍 ； 但 通

常 是 按 一 定 期 限 租 赁 土 地 ， 事 先 要 达 成 协  

议 ， 比 如 农 田 ， 则 须 保 证 亊 毕 之 后 恢 复 其  

可 耕 状 态 ， 对 原 有 的 农 作 物 也 要 作 出 合 理  

的 补 偿 。 幸 逄 有 关 土 地 厲 政 府 所 有 ， 则一  

切 都 会 简 便 得 多 ， 如 伯 珊 即 有 时 需 要 租 赁  

的 一 块 土 地 ， 是 分 厲 数 家 的 产 业 ， 问 题 就  

会 十 分 复 杂 。 如 富 勒 废 丘 所 在 的 一 方 不 足  

两 英 亩 的 土 地 ， 竟 分 厲 於 6 6 个 拥 有 者 。 

他 们 起 初 索 价 高 达 4 0 0 埃 及 镑 ， 经 奧 伯 莱  

特 教 授 力 争 才 以 7 埃 及 镑 为 合 。 有 时 也 会  

遇 到 开 明 之 士 自 愿 为 科 学 捐 献 土 地 者 。 如 

哥 登 记 载 伊 拉 克 有 此 一 例 ： “我 们 在 发 掘  

泰 佩 高 拉 时 ， 有 幸 遇 到 了 一 位 开 明 的 摩 苏  

尔 伊 斯 兰 信 徒 ， 他 自 愿 为 科 学 研 究 把 土 地  

捐 作 考 古 用 途 。”

这 种 考 古 挖 掘 的 花 费 ， 髙 低 之 间 相 差  

极 大 。 花 费 最 大 者 如 开 发 米 吉 多 的 芝 加 哥  

考 古 队 ， 其 支 出 高 达 1 6 , 0 0 0 , 0 0 0元 ； 另 也  

有 开 销 奇 省 的 一 例 ， 即 彼 特 里 领 导 的 考 古  

营 。彼 特 里 及 其 助 手 每 周 伙 食 费 才 1 % 元 ， 

每 周 劳 工 费 仅 1 4 0 元 （是 时 为 十 九 世 纪  

末 ）。 穆 莆 回 忆 起 那 番 情 景 时 说 ： 彼 特 里  

的 考 古 队 真 是 食 不 果 腹 。

通 货 膨 胀 的 影 响 无 所 不 至 ， 考 古 费 用  

也 自 不 可 免 。 十 九 世 纪 中 赖 尔 德 支 付 的 工  

人 工 价 ， 是 每 日 每 人 2 % 便 士 ， 到 十 九 世  

纪 末 ， 美 国 在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的 第 一 个 考 古  

队 为 发 掘 尼 普 尔 支 付 的 工 人 工 资 ， 已 是 每  

人 每 日 1 2 美 分 。 19 3 2 年 ， 麻 劳 万 在 亚 尔  

帕 齐 亚 每 日 给 每 个 工 人 支 付 1先 令 ； 及 至  

1 9 1 9 年 ， 他 在 开 掘 尼 姆 鲁 德 时 已 需 付 3 先  

令 了 。 尼 姆 鲁 德 挖 掘 结 朿 时 已 是 1 9 6 3 年 ， 

工 价 又 增 了  1倍 。 1 9 6 8 年 ， 约 旦 工 人 每 日  

工 价 相 当 於 1 % 美 元 ； 同 年 在 发 掘 耶 路 撒  

冷 时 ， 以 色 列 工 人 每 日 工 价 是 1 0 里 拉  

(相 当 於 2 % 美 元 ）。

另 有 设 奖 金 奖 励 工 人 之 额 外 发 现 ； 掘 

主 以 奖 金 激 励 工 人 用 心 寻 找 出 土 文 物 ， 同 

时 也 是 防 止 工 人 盗 卖 文 物 给 古 董 商 的 一 种  

手 段 。 此 种 特 设 的 奖 金 或 酬 金 ， 称 作 “巴 

克 殊 ”。 有 些 学 者 反 对 这 种 “买 来 的 忠 诚 ” 

( 惠 勒 语  > ， 他 们 宁 可 严 防 紧 戒 ， 以 绝 盗  

窃 。 甘 嘉 莲 女 士 即 是 持 此 见 的 学 者 之 一 。 

但 后 来 她 不 得 不 承 认 ， 尽 管 其 耶 路 撒 冷 的  

挖 掘 点 防 范 极 严 ， 当 地 古 董 店 的 货 架 上 ， 

仍 出 现 了 不 少 可 疑 的 铭 文 器 物 ， 极 似 她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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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坑 中 之 物 ..

甘 嵇 莲 记 录 了 丨 ^  5 ；2 至 5 8 年 开 掘 耶 利  

哥 城 的 花 费 ： “7 个 季 度 共 支 出 》4 , 6 1 ()美 

元 ， 以 3 个 月 一 季 度 i 丨算， 2 4 名 训 练 有 索  

的 工 人 平 均 每 季 度 耗 用 12,〇B 7 美 元 „ ” 甘 

热 莲 在 耶 路 撒 冷 每 季 度 的 开 掘 支 出 ， 更商  

达:川，0 0 ( > 美元； 出 土 的 文 物 被 全 世 界 4 3 

所 大 学 、 博 物 m 、 学 会 （包 括 英 国 皇 家 学  

会在内  > 争 相 订 昀 ..

从 前 ， 苹 金 多 宋 自 商 人 的 捐 赠 ， 如洛  

克 #:勒 和 马 尔 斯 顿 爵 士 都 有 此 义 举 „ 希 芟  

也 曾 以 (i ()，〇 0 0 美 元 支 持 哈 佛 大 学 的 撒 玛  

利 亚 考 察 计 划 。 十 九 世 纪 有 巴 勒 斯 坦 发 掘  

基 金 和 埃 及 发 掘 基 金 ； 这 两 笔 埜 金 都 是 由  

美 国 的 文 物 订 昀 者 集 资 凑 成 的 - 近 年 ， 美 

国 利 用 所 谓 “相 对 基 金 ”来 发 展 开 掘 琪 业 。 

这 是 美 国 政 府 把 倾 销 剩 余 物 资 的 款 项 ， 用 

於 昀 买 美 国 货 的 国 家 发 展 当 地 的 经 济 、 文 

化 事 业 。

除 筹 槊 必 要 的 基 金 外 ， 负 责 开 掘 菸 宜  

的 总 监 ，还 要 组 织 一 班 训 练 有 索 的 管 工 和  

工 人 。 埃 及 和 伊 拉 克 有 些 村 民 常 务 此 道 ， 

已 饶 有 挖 掘 经 验 。 不 过 ， 工 人 数 目 要 以 便  

於 监 锊 管 理 为 限 „ 早 期 的 开 掘 工 作 曾 有 工  

人 过 多 、 监 管 不 善 的 悄 况 。 如 ] 至 41 

年 ， 豪 尔 萨 巴 德 开 掘 点 雇 用 工 人 3 0 0 名 ； 

n ? 7 1年 开 掘 库 云 尼 克 （尼 尼 微 ） 雇 用 工  

人 G0 0 名 ： 1 8 9 9 至 1 9 1 7 年 开 掘 巴 比 伦 ， 每 

年平•均晓用工人‘2 U 0 至 ‘2 5 0 名 。 二 十 世 纪  

初 ， 巴 勒 斯 坦 的 一 个 开 掘 点 竟 以 一 名 管 理  

人员监督丨，3〇〇人的工作。 工 人 有 刨 、铲 、 

运 3项 工 作 的 分 工 „ 先 有 人 抡 镐 破 土 ， 再 

由 人 检 拾 碎 片 ， 并 铲 土 入 筐 ， 搬 运 者 抬 筐  

运 土 „ 甘 莴 莲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深 坑 挖 掘 ， 设 

破 土 工 人 名 ， 收 土 工 人 ‘2 至 4 名 ， 搬 运 工  

人 >10至 5 0 名 。 就 现 代 的 开 掘 点 而 言 ， 一 

名 有 专 门 训 练 的 监 工 可 负 资 丨 （i 平 方 呎 的  

地 段 • • 另 有 专 业 人 员 如 记 录 员 、 建 筑 师 、 

报 影 师 、 勘 察 员 、 制 图 员 、 器 物 修 复 师 等  

等 ..

挖 掘 莩 节 短 则 两 周 ， 长 则 6 个 月 。 冬 

曰 雨 季 使 挖 掘 工 作 大 受 限 制 。 挖 掘 工 作 多  

在 夏 季 进 行 ， 易 於 招 揽 更 多 教 授 和 学 生 参  

加 .， 有 些 地 方 如 耶 利 哥 和 书 珊 ， 因 H 季酷  

辑 难 耐 则 祺 例 外 .，甘 葸 莲 开 掘 耶 利 哥 ， 是 

在丨至1 月 之 间 。

工 作 日 是 长 而 紧 张 的 。 — 般 是 淸 屘  

早 点 （仅 一 杯 咖 啡 加 一 片 而 包 ） 之 后 ， 

这 到 午 饭 。 本 文 作 者 亲 历 那 法 废 丘 的 开  

掘 ， 清 早 (; 时 工 作 ， 直 至 午 饭 ； 中 间 於 》 

时 3 0 分 稍 歇 用 早 饭 。 午 饭 后 ， 我 们 淸 洗  

陶 片 至 3 时 。 开 发 耶 路 撒 冷 时 ， 早 上 7 时 

开 始 工 作 ， 丨（)时 至 丨 0 时:彳（)分 稍 事 休 息 ， 

随 一 口 气 干 到 下 午 3 时 《 总 监 和 监 工 们 尚  

须 於 工 人 退 场 后 ， 工 作 到 晚 上 开 发 夏  

琐 时 ， 管 工 的 工 作 自 凌 时 起 ， 直 至  

时 入 寝 方 止 ..

工具

铲 似 乎 已 是 考 古 挖 掘 的 象 征 ， 实 际 在  

挖 掘 中 并 不 常 用 。 鹤 嘴 镐 用 以 开 石 破 土 ， 

大 锄 用 以 收 土 入 桶 。 桶 是 用 废 车 胎 制 的 漏  

斗 状 容 器 。 精 细 处 须 使 用 小 尖 锤 、 小 铲 和  

小 刷 „ 此 外 ， 觅 度 尺 、 水 平 仪 、 绳 子 、 标  

签 等 也 都 是 必 谷 之 物 。

现 代 考 古 开 掘 已 使 用 一 种 “地 磁 仪 ”， 

专 用 以 测 窃 : 地 磁 强 度 的 差 异 „ 这 种 差 异 称  

作 “重 力 异 常 ”， 可 藉 以 发 现 埋 在 地 下 的  

墙 垣 和 其 他 建 筑 结 构 。 莱 里 锡 从 五 十 年 代  

末 起 把 地 磁 仪 、 逆 向 潜 望 镜 和 极 影 机 组 合  

起 来 使 用 ， 在 意 大 利 发 现 并 勘 测 了 数 百 座  

伊 特 利 亚 地 下 陵 蕺 。 他 利 用 地 磁 仪 先 找 到  

一 座 墓 ， 继 而 在 地 而 钻 深 洞 ， 将 附 有 极 影  

器 和 照 明 设 铬 的 潜 望 镜 探 入 洞 内 ， 便 可 以  

看 到 墓 壁 是 否 绘 有 彩 画 ， 从 而 确 定 是 否 有  

开 掘 价 值 。 其 中 一 座 墓 壁 上 涂 着 “雄 奥 万  

尼 ， 1〇4 7 ” 几 个 大 字 ， 显 然 该 藕 已 有 盗  

菇 荇 先 行 一 步 了 。

益 基 勒 雅 丁 在 开 掘 马 萨 他 以 北 的 巴 柯



巴 岩 洞 时 ， 曾 使 用 一 架 探 矿 器 ， 因 而 大 获  

成 功 ， 其 时 在 1 9 G 0 至 6 1 年 。 哈 蒙 德 在  

丨96 4 年 勘 察 希 伯 仑 时 ， 地 磁 仪 在 以 色 列  

已 广 泛 使 用 了 。 由 於 圣 地 山 区 的 地 质 结 构  

多 为 岩 质 ， 因 而 大 大 R 制 了 地 磁 仪 的 使  

用 ， 但 哈 蒙 德 用 以 确 定 岩 洞 的 方 位 ， 却 仍  

然 十 分 奏 效 。

在圣 殿西南 角的考 古发掘 情況

空 中 极 影 也 是 一 项 极 有 效 用 的 新 技  

术 。 以 色 列 人 在 勘 察 哥 兰 髙 地 时 ， 利 用 空  

中 极 影 发 现 了 一 片 极 大 的 古 墓 冢 ， 史 前 墓  

迹 多 达 数 千 ， 还 有 巨 型 的 玄 武 岩 石 柱 环 。 

空 中 极 影 可 进 一 步 使 用 紫 外 线 与 红 外 线 感  

光 照 片 。 美 国 空 军 在 锡 巴 里 斯 上 空 对 地 面  

古 迹 拍 摄 了 大 S 红 外 线 照 片 ， 发 现 以 低 於  

5 , 0 ( ) 0 呎 的 高 度 拍 摄 的 效 果 为 最 佳 。

考 古 地 层 学

除 少 数 曾 有 人 暂 居 的 古 址 如 亚 述 的 豪  

尔 萨 巴 德 和 巴 勒 斯 坦 的 昆 兰 之 外 ， 多 数 古  

城 都 有 分 层 堆 积 起 来 的 废 丘 。 古 代 可 供 选  

地 建 城 之 处 不 多 ， 尤 其 是 那 些 易 於 防 守 、 

地 近 水 源 、 商 道 或 拥 有 沃 土 良 田 之 处 ， 故

往 往 是 重 建 旧 城 或 重 兴 废 墟 。 加 之 多 数 地  

区 以 泥 砖 土 还 为 逮 筑 材 料 ， 其 寿 命 不 过 一  

代 之 久 ， 就 要 变 为 泥 土 。 另 一 因 索 也 很 重  

要 ： 主 妇 们 为 保 持 室 内 外 清 洁 ， 多 采 用 垫  

土 的 办 法 ， 在 秽 物 狼 藉 的 地 面 上 铺 垫 新  

土 。 上 述 种 种 都 导 致 城 廊 地 势 逐 渐 增 高 ， 

城 墙 附 近 则 更 压 积 了 很 坚 固 的 岩 屑 。

这 些 遗 物 或 废 物 堆 积 的 高 度 相 当 可  

观 。 分 布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废 丘 ， 低 者 5 6 呎 

如 基 士 ， 高 者 1 4 0呎 如 布 拉 克 废 丘 。 在巴  

勒 斯 坦 耶 利 哥 的 土 嫩 高 约 (5 on尺 ， 伯 珊 和  

米 吉 多 的 土 墩 高 约 7 0 呎 ， 外 约 但 的 伊 迭  

耶 废 丘 则 高 达 1 3 8 呎 ， 高 耸 於 平 原 之 上 。 

随 着 废 丘 的 增 髙 ， 坡 势 也 必 愈 来 愈 陡 峻 ， 

顶 部 的 居 住 面 积 也 必 愈 来 愈 小 。 如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泰 佩 髙 拉 ， 积 岩 层 叠 多 达 2 0 层 ， 

顶 层 面 积 收 缩 到 只 能 容 纳 一 座 了 望 塔 的 大  

小 ， 终 於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被 遗 弃 而 成 为 废  

城 。

由 於 开 掘 的 面 积 是 相 当 有 限 的 ， 所以  

总 监 必 须 精 心 选 择 几 个 重 点 ， 开 掘 埯 坑 。 

坑 也 许 挖 在 土 墩 的 侧 面 ， 以 便 对 土 墩 的 积  

层 作 一 般 的 观 察 。 首 先 必 须 确 定 城 墙 的 位  

罝 。 城 门 一 般 开 在 土 墩 坡 势 平 缓 之 处 。 由 

城 门 往 内 ， 其 主 要 通 道 是 引 向 重 要 建 筑 物  

的 线 索 ， 如 宫 殿 往 往 必 在 其 端 。 城 内 地 势  

崛 起 之 处 ， 则 是 庙 堂 或 城 堡 遗 址 所 在 。

土 墩 内 有 层 、 位 之 分 。 重 大 的 重 建 称  

为 “层 ； 一 层 之 内 的 较 小 的 变 动 称 为  

“位 ”。 层 次 由 上 而 下 ， 即 由 最 近 期 而 至  

最 早 期 ， 均 须 标 以 罗 马 数 字 。 考 古 层 的 底  

面 并 非 是 平 行 的 平 面 ， 所 以 在 制 图 时 有 必  

要 绘 出 绝 对 海 拔 ， 但 绝 对 高 度 并 不 具 有 年  

代 意 义 。 层 次 的 相 互 楔 入 增 加 了 分 层 发 掘  

的 复 杂 性 ， 因 为 建 筑 物 的 地 基 往 往 楔 入 到  

前 一 年 代 层 中 去 。 挖 掘 考 古 坑 最 理 想 的 作  

法 是 挖 至 基 岩 ， 即 “生 土 层 ” ； 不 过 一 旦  

遇 到 水 位 ， 则 全 坑 会 成 为 泥 潭 ， 这 时 需 要  

利 用 抽 水 泵 将 水 抽 出 再 继 续 深 挖 。 现 代 的  

作 法 是 把 挖 掘 区 分 成 若 千 小 区 ， 每 小 区 挖  

— 1 6 呎 见 方 的 坑 ， 使 每 小 区 的 坑 相 邻 而  

又 有 土 壁 相 隔 。 这 种 土 壁 称 为 “地 层 标 ”， 

其 侧 面 当 尽 a 与 地 平 线 垂 直 ， 以 供 探 测 各  

层 次 情 况 之 用 。 每 一 区 的 监 工 要 人 挖 一 小  

探 测 坑 ， 以 便 挖 掘 人 员 预 先 知 道 各 层 的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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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掘 作 业 要 求 极 度 怙 细 ， 每 有 器 物 发  

现 ， 必 须 准 确 记 录 发 现 的 位 S 、 层 次 、 位 

次 。 普 通 陶 片 则 要 放 入 有 洋 细 标 记 的 桶  

中 ， 以 备 淸 洗 之 后 研 究 。

有 时 预 计 土 中 会 藏 有 细 小 物 品 如 古 钱  

之 类 的 东 西 ， 每 一 方 土 便 都 要 精 细 过 筛 。 

土 呈 绿 斑 者 可 能 藏 有 铜 钱 。 我 们 在 耶 路 撒  

冷 古 物 开 发 区 的 迈 扎 尔 地 段 ， 有 一 天 筛 出  

了 1〇()枚 古 币 。 这 次 发 掘 的 首 3 年 （1 9 6 8 -  

7 〇 > 共 找 到 古 币 1 9 , 0 0 0枚 。 益 埜 勒 雅 丁  

在 发 掘 马 撒 他 时 ， 不 惜 动 用 人 工 将  

5 0 , 0 0 0 平 方 码 的 掘 出 土 都 细 细 过 筛 ， 结 

果 发 现 了 数 百 枚 古 币 、 大塑：陶 铭 和 若 干 小  

件 珠 宝 。

甘 嘉 莲 及 惠勒分析法

旧 分 析 法 如 “费 沙 尔 及 雷 士 纳 分 析  

法 ” 无 非 是 详 细 记 录 出 土 器 物 和 建 筑 物 的  

层 位 。 惠 勒 根 据 他 在 印 度 的 经 验 ， 对 旧 法  

加 以 改 进 和 发 展 ， 又 经 他 的 学 生 甘 嘉 莲 运  

用 於 撒 玛 利 亚 （1 9 3 1 -.3 5 > 和 耶 利 哥  

( 1 9 5 2 - 5 8 ) 的 发 掘 。 新 法 要 仔 细 切 下 岩  

层 标 本 块 ， 精 细 分 析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不 同 类  

型 的 土 质 。

岩 层 的 确 定 不 仅 在 於 同 一 水 平 的 地  

面 ， 也 要 看 各 夹 层 的 土 壤 。 由 此 便 定 出 一  

条 挖 掘 的 原 则 ， 即 不 是 根 据 预 划 的 层 次 ， 

而 是 按 着 同 样 的 土 质 进 行 挖 掘 ， 不 论 该 土  

壤 层 面 是 多 么 不 规 则 。 不 过 法 国 人 在 发 掘  

比 布 魯 斯 时 ， 却 大 反 其 道 而 行 ， 他 们 按 着  

硬 性 规 定 的 8 吋 厚 的 水 平 层 次 逐 层 挖 掘 ， 

而 不 理 同 土 层 不 规 则 的 等 髙 线 。 惠 勒 学 派  

还 有 一 条 规 则 ， 即 不 要 按 城 墙 挖 掘 ， 而 要  

沿 城 墙 的 直 角 方 向 幵 掘 ， 这 样 可 便 於 确 定  

城 墙 与 周 围 沉 积 土 层 的 关 系 。

甘 氏 和 惠 勒 的 方 法 虽 然 在 随 后 的 挖 掘  

中 被 广 泛 采 用 ， 但 该 法 最 理 想 是 应 用 於 小  

规 模 的 有 限 开 掘 ， 其 间 并 无 大 体 积 的 建 筑  

物 。 这 种 严 密 精 细 的 方 法 需 要 众 多 的 人  

手 ， 而 且 时 间 消 耗 也 太 可 观 。

陶 片 和 骨 片

考 古 发 掘 中 最 常 见 的 器 物 ， 是 陶 土 制  

品 的 残 片 ， 数 S 往 往 极 多 。 彼 特 里 估 计 他  

在 埃 及 工 作 期 间 审 察 的 陶 品 ， 不 下 3 0 0 万 

件 ； 普 里 査 得 计 算 他 从 基 遍 出 土 的 陶 片 ，

全 年 总 计 可 超 过 2 0 0 , 0  0 0 件 。 费 里 发 掘 多  

坍 时 ， 首 季 清 洗 出 1 4 5 , 0 0 0 件 陶 片 ， 已 记  

录 的 有 6 ，()()(）件 陶 片 。

考 古 发 掘 时 会 遇 到 大 攛 动 物 骸 骨 。 犹

太 人 早 有 禁 食 猪 肉 的 律 法 （利 H---- 7 、

» ; 参 赛 六 十 五 4 ， 六 十 六 3 、 1 7 ) ， 但 在  

开 掘 北 方 的 法 拉 废 丘 时 发 现 一 地 下 圣 所 ， 

为 主 前 十 八 至 十 六 世 纪 的 建 筑 ， 从 中 竟 然  

找 到 了 大 量 猪 骨 。 这 些 猪 骨 都 被 穿 洞 ， 故 

可 能 是 迦 南 人 用 作 占 卜 或 护 符 ， 正 如 从 米  

吉 多 和 他 纳 出 土 的 猪 骨 一 样 。

耶 穌 时 代 犹 太 人 所 用 的 陶 土 器 物

在 拉 吉 西 北 面 的 斜 坡 发 现 了 大 M 人 骨  

与 兽 骨 的 合 葬 ， 也 是 很 奇 特 的 现 象 。 相 信  

这 是 主 前 7 0 1 年 亚 述 人 兵 伐 以 色 列 时 ， 或 

稍 后 巴 比 伦 人 入 侵 时 大 墦 杀 的 遗 迹 。 约 有  

1，5 0 0 至 2 , 0 0 0具 尸 体 叠 积 在 一 座 巨 大 的 古  

墓 中 ， 是 从 墓 顶 盖 的 孔 洞 将 尸 体 投 进 去  

的 。 人 骨 上 面 压 着 一 层 兽 骨 ， 大 部 分 为 猪  

骨 。 看 来 是 食 猪 肉 的 异 教 入 侵 者 ， 故 意 把  

猪 骨 撒 在 犹 太 人 的 尸 身 上 ， 显 然 有 侮 辱 或  

亵 渎 ; ^ 意 。

人 的 骰 骨 有 时 还 可 透 露 出 某 些 医 药 资



料 。 例 如 发 现 有 3 颗 人 的 颅 骨 ， 是 作 了 环  

钻 手 术 的 （即 在 颅 骨 上 钻 洞 医 治 头 痛 > 。 

另 从 希 实 本 一 个 拜 占 庭 及 罗 马 时 期 的 坟 墓  

中 ， 找 到 一 副 女 人 骨 架 ， 发 现 该 女 人 死 於  

胸 腔 肿 瘤 ， 肿 块 已 钙 化 ， 大 小 如 鸵 鸟 蛋 。 

从 骨 架 也 可 推 测 某 时 代 人 的 平 均 身 商 。 约 

他 姆 斯 和 罗 茨 恰 德 从 希 律 年 间 的 墓 冢 中 出  

土 的 骸 骨 ， 断 定 当 时 犹 太 人 一 般 身 高 不 过  

5 呎 3 时 ， 是 相 当 矮 小 的 。

1 9 (i ft年 以 色 列 考 古 学 家 提 出 有 力 的  

证 物 ， 说 明 确 有 钉 十 字 架 的 酷 刑 存 在 。 建 

筑 工 人 在 耶 路 撒 冷 东 北 的 吉 瓦 特 哈 米 塔 尔  

区 ， 为 逑 造 楼 房 作 地 而 准 备 时 ， 发 现 了 若  

千 洞 墓 ， 内 壁 设 骨 穴 ， 存 有 重 葬 的 尸 骨 。 

有 一 穴 存 男 人 和 儿 童 尸 钟 各 一 副 ， 穴 上 镌  

有 亚 兰 文 “耶 和 哈 南 ” 字 样 ， 显 示 死 者 的  

姓 氏 。 该 男 子 的 跗 骨 被 一 长 铁 钉 穿 透 ， 胫 

骨 已 折 损 ； 双 锊 的 尺 骨 仍 被 一 只 大 钉 穿 在  

— 起 。 相 信 该 人 是 在 加 利 利 人 犹 大 的 领 导  

下 ， 因 人 口 普 査 引 起 的 暴 动 中 被 钉 十 字 架  

的 ， 时 当 在 主 后 6 至 7 年 ； 一 说 以 为 当 在  

其 后 ， 可 能 是 在 犹 太 人 暴 乱 （主 后 6 6  > 

爆 发 前 的 某 时 。 因 在 主 后 6 6 年 之 后 ， 犹 

太 人 已 不 可 能 经 营 骨 穴 ， 好 好 殓 葬 亲 友 的  

尸 骨 了 。

艺术品

各 种 艺 术 品 也 是 重 要 的 资 料 来 源 。 许  

多 方 面 的 情 况 ， 我 们 都 可 从 这 些 艺 术 品 中  

得 以 了 解 ， 否 则 ， 恐 怕 早 已 湮 没 无 闻 了 。 

例 如 ： 埃 及 的 壁 画 和 亚 述 的 浮 雕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古 代 战 争 武 器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艺 术 品  

有 时 也 记 录 着 历 史 亊 件 。 最 为 珍 贵 的 是 一  

幅 描 绘 主 前 7 0 1 年 西 拿 基 立 围 攻 拉 吉 城 的  

浮 雕 画 ， 现 藏 大 英 博 物 馆 。 因 西 拿 基 立 编  

年 史 也 没 有 记 录 这 次 战 役 ， 尤 可 见 此 画 的  

价 值 。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所 立 著 名 的 “黑 方 尖  

碑 ”， 描 绘 了 以 色 列 王 耶 户 （或 他 的 臣 仆 > 

在 亚 述 王 膝 前 匍 拜 的 情 景 。

凡 人 物 和 动 物 的 雕 像 恐 怕 多 是 作 崇 拜  

之 用 ， 与 亚 斯 他 录 裸 体 雕 像 的 功 用 ， 大 概  

是 一 致 的 。 伯 珊 出 土 了 大 批 动 物 雕 像 和 圣  

甲 虫 宝 石 像 ， 如 狮 、 狗 、 羚 、 河 马 、 驴 、 

猪 、 象 、 鳄 之 像 应 有 尽 有 ， 恐 怕 全 是 奈 甲  

麦 卡 谢 这 异 教 的 产 物 。

基 遍 居 民 有 把 野 鸟 、 雏 鸡 图 象 刻 於 煮

食 器 皿 上 的 习 俗 。 从 基 遍 出 土 的 3 件 陶 器  

残 片 上 ， 都 镌 有 六 角 星 的 图 形 ， 即 所 谓  

“大 卫 星 原 来 学 者 们 多 以 为 这 个 图 腾 ， 

是 中 世 纪 之 物 ， 至 米 吉 多 一 块 刻 有 六 角 星  

的 砖 石 出 土 ， 这 一 疑 念 方 消 。

主 前 15 0 0 年 亚 珠 尔 废 丘 有 一 位 迦 南  

画 师 ， 善 以 红 黑 两 色 在 陶 器 上 绘 画 飞 鸟 、 

游 鱼 、 走 兽 ； 他 有 巴 勒 斯 坦 第 一 位 大 画 师  

之 称 。 从 拉 玛 拉 赫 出 土 一 件 独 特 的 彩 绘 陶  

片 ， 上 绘 一 位 卷 发 虬 髯 的 男 子 ， 也 是 以 红  

黑 设 色 ， 疑 是 某 国 王 的 图 象 „ 器 物 的 风 格  

颇 似 主 前 七 、 八 世 纪 亚 述 人 的 制 品 ， 但画  

却 是 当 地 画 师 所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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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拿 基立 掠 夺 拉 吉的 情 形

在 撒 玛 利 亚 有 牙 雕 出 土 ， 可 与 圣 经 有  

关 亚 哈 王 “象 牙 宫 ” （王 上 二 十 二 3 9  > 的 

记 载 互 为 引 证 。 这 些 象 牙 器 物 使 人 想 起 圣  

经 指 摘 当 时 那 些 富 豪 贵 胄 虚 浮 、 奢 华 ， 睡 

象 牙 床 的 罪 恶 生 活 （摩 六 4 ) 。 麻 劳 万 在  

尼 姆 鲁 德 也 发 现 了 数 千 件 象 牙 制 品 ， 其中  

不 乏 技 艺 精 湛 的 雕 品 杰 作 ， 全 是 在 深 井 的  

泥 淖 中 保 存 下 来 的 。

巨 型 立 体 雕 塑 在 巴 勒 斯 坦 早 期 考 古 层  

中 十 分 罕 见 ， 惟 从 安 曼 城 堡 寻 获 的 两 座 雕  

像 和 另 两 座 立 雕 的 残 余 ， 恐 是 该 层 次 之 绝  

无 仅 有 的 ， 其 年 代 可 制 定 为 主 前 8 0 0 年 ， 

由 当 地 工 匠 所 造 。 从 异 邦 大 城 如 赛 巴 斯 特  

和 该 撒 利 亚 有 大 批 异 神 和 国 君 的 雕 像 出  

土 ， 这 已 经 是 希 利 尼 罗 马 时 代 的 产 物 。

许 多 小 型 印 章 不 仅 镌 有 重 要 的 铭 文 ， 

且 有 极 精 美 的 图 画 。 1 9 0  4 年 从 米 吉 多 出  

土 的 一 枚 示 玛 玺 ， 是 以 色 列 王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主 前 7 9 3 - 7 5 3 ) 年 间 之 物 ， 上 刻 一 只  

吼 叫 的 狮 子 ， 神 态 栩 栩 如 生 。 从 拿 士 伯 废



r 屮 土 的 - 枚 邮 ， 是 雅 撒 尼 亚 的 御 里 二  

二  1 年 之 物 ； 《 有 趣 之 处 ， 上 ： 

了 :， +  _ ， 因 旧 约 从 未 记 找 二  

学 者 - 賴 尼 时 代 之 前 ’ 巴 勒 斯 一

从 未 上 还 镌 有 某 些 诖 筑 物 的 图 样  

戍 某 # 城 邑 的 平 而 图 。 巴 比 伦 伊 施 他 尔 门  

楼 的 賴 抑 ， 雜 之 計 賴 饰 板 上  

城 學 图 。 在 该 撒 钊 亚 进 行 的 水 下 考 古 ， 发 

现 一 古 币 （或 W 章 > ， 其 上 镌 有 该 撒 利 亚  

码 头 图 形 ， 入 港 航 道 两 侧 各 有 岡 塔 拱 卫 ， 

塔 顶 饰 有 雕 俛 ， 塔 的 两 旁 违 有 拱 门 ， 沿着  

的 头 两 岸 而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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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时 代 犹 太 人 造 型 艺 术 的 发 展 ， 受 

到 许 多 因 素 的 束 缚 。 在 主 前 一 世 纪 ， 连 大  

希 律 王 也 要 规 避 扰 太 人 对 人 体 造 型 艺 术 的  

敏 感 反 应 。 从 马 萨 他 发 掘 的 铕 嵌 画 来 看 ， 

非 几 何 图 形 即 花 草 树 木 。

古币

金 顷 器 物 的 遗 存 率 相 差 悬 殊 „ 金 质 器  

物 M 为 持 久 。 银 质 器 物 常 为 黑 色 光 泽 所 甩  

盖 n 铜 质 器 则 多 甩 以 绿 色 铜 找 。 铁 器 最 易  

绣 损 ， 往 往 出 土 时 已 成 红 粉 一 堆 ,， 鉴 於 多  

种 原 因 ， 金 屈 器 物 以 古 钱 的 考 古 价 值 为 最  

高 ， 其 质 地 以 银 、 黄 铜 、 靑 铜 为 多 。

铸 钱 始 於 吕 底 亚 国 王 盖 古 兹 ， 时 在

主 前 七 世 纪 。约 於 主 前 6〇()年 而 传 至 希 胎 .、 

主 前 六 世 纪 中 ， 雅 典 暴 君 庇 吉 斯 彻 特 斯  

首 次 於 钱 币 的 一 面 铸 上 雅 典 娜 像 ， 另 一  

面 铸 上 枭 鹰 图 形 。 至 主 前 五 世 纪 已 广 为  

流 通 ， 同 时 则 有 大 量 仿 效 雅 典 钱 币 的 制  

品 。

从 巴 勒 斯 坦 最 先 出 土 的 ， 是 两 枚 主 前  

六 世 纪 的 古 钱 ， 一 枚 得 於 示 剑 ， 是 从 他 索  

斯 传 入 的 。 19 6 0 年 於 耶 路 撒 冷 近 郊 地 区 ’ 

又 获 一 枚 庇 吉 斯 彻 特 斯 年 间 的 雅 典 古 钱 。 

继 而 又 有 : 彳 枚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雅 提 迦 古 钱 仿  

制 品 出 土 於 撒 玛 利 亚 ， 其 后 另 有 一 枚 出 土  

於 伯 夙 。

我 们 还 有 幸 觅 得 一 套 “耶 乎 德 ”古 钱 ， 

是 主 前 四 世 纪 波 斯 入 主 犹 大 国 期 间 的 铸  

品 ， 从 中 可 见 犹 太 地 方 官 员 尚 具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自 治 权 u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是 一 套 精 美 银  

币 ， 铸 有 雅 典 枭 鹰 图 形 > 同 时 配 有 希 伯 来  

铭 文 „ 另 有 一 枚 “耶 乎 德 ” 古 钱 ， 铸 有 一  

名 男 性 神 衹 端 坐 在 一 只 有 與 的 轮 子 上 ， 此 

钱 今 藏 於 大 英 博 物 馆 。

旧 约 和 新 约 提 及 的 银 钱 ， 多 屈 外 国 钱  

币 „ 可 作 为 自 治 权 象 征 的 其 正 犹 太 钱 币 颇  

不多见•， 仅 有 如 下 数 种 ： 哈 斯 摩 宁 钱 市 、 

希 律 钱 币 、 两 次 犹 太 起 义 之 间 铸 造 的 #  

币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 9 节 记 法 利 赛 人  

拿 给 耶 稣 看 的 那 枚 “银 币 ”， 大 概 是 提 @  

留 或 亚 古 士 督 年 间 的 铸 品 。 这 是 一 种 重  

% 盎 司 的 银 币 ， 是 新 约 最 常 提 及 的 银 钱 。 

— 枚 罗 马 银 币 ， 即 是 当 时 佣 工 一 日 的 工 价  

或 罗 马 士 兵 一 日 的 饷 银 （太 二 十 ‘2 > 。 所



谓 “德 拉 克 玛 ” 是 希 腊 银 币 ， 重 最 与 罗 马  

银 币 相 若 。 马 太 福 音 十 七 章 2 4 节 所 谓  

“丁 税 ”， 相 当 於 两 枚 德 拉 克 玛 ， 或 ％ 舍 

客 勒 的 推 罗 银 币 。 当 时 税 法 规 定 ， 每 一 犹  

太 壮 丁 一 年 须 交 出 舍 客 勒 “丁 税 ”， 来  

维 持 圣 殿 开 销 。 马 太 福 音 十 七 章 2 7 节 记  

述 从 鱼 口 中 取 出 的 “一 块 钱 ”， 即 是 1 推 

罗 舍 客 勒 ， 相 当 於 4 枚 德 拉 克 玛 的 价 值 。 

至 於 苏 妇 投 入 银 库 中 的 两 枚 “小 钱 ” （可 

十 二 参 路 十 二 是 约 & 盎 司 重 的  

小 锏 钿 ，等 於 德 拉 克 玛 ，称 “勒 泊 屯 ”。

年 代 鉴 定

古 钱 的 重 大 价 值 之 一 ， 在 於 可 藉 以 断  

定 发 掘 层 的 年 代 ； 但 钱 币 ， 尤 以 金 、 银 铸  

造 者 ， 往 往 会 流 传 很 久 ， 这 个 因 索 是 不 可  

忽 略 的 。 传 代 遗 世 的 概 念 也 适 用 於 出 土 的  

印 玺 和 符 掸 。 伯 珊 的 发 掘 者 正 因 为 忽 略 了  

这 个 因 素 ， 以 致 造 成 了 错 断 年 代 的 后 果 。 

哥 登 在 泰 佩 高 拉 发 掘 出 一 件 古 玺 ， 经 鉴 定  

可 知 其 “入 土 ” 之 前 已 在 世 间 流 传 了  

1 , 5 0 0年 之 久 。

制 定 发 掘 层 年 代 的 方 法 有 多 种 ： 可 

依 据 已 出 土 的 铭 文 记 载 加 以 判 断 ， 也 可  

联 系 地 层 状 况 和 已 知 史 料 来 进 行 推 断 ； 

除 此 之 外 ， 尚 有 陶 器 比 较 类 型 学 ， 也 是  

用 於 推 年 断 代 的 有 效 学 问 。 某 种 陶 器 类  

型 的 年 代 一 经 确 定 （如 马 萨 他 被 营 建 居  

住 的 年 代 已 知 ， 那 里 出 产 的 陶 器 形 制 也  

已 确 定  > ， 便 可 用 来 作 断 定 年 代 的 标 尺 。 

在 马 萨 他 出 土 的 一 个 水 罐 上 ， 竞 刻 有 罗  

马 执 政 官 的 名 字 ， 从 而 可 知 该 水 罐 是 主  

前 1 9 年 之 物 ； 不 过 这 仅 是 一 个 极 为 罕 见  

的 例 子 。 再 有 所 谓 古 文 字 学 ， 或 称 为  

“字 迹 比 较 类 型 学 ”， 用 於 推 年 断 代 也 颇  

有 助 益 。

旧 约 经 载 事 件 的 年 代 ， 可 通 过 与 埃 及  

年 代 纪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年 代 纪 作 对 比 研 究 ， 

来 加 以 确 定 。 因 为 这 两 种 年 代 纪 关 於 君 王  

名 字 和 在 位 年 代 的 记 载 ， 都 是 很 准 确 的 。 

古 代 的 天 文 观 察 资 料 ， 也 可 用 来 确 定 某 些  

年 代 和 日 期 ， 结 果 也 大 多 准 确 .、

现 将 圣 经 考 古 学 所 依 据 的 年 代 表 开 列  

如 下 ：

新 石 器 i t 代 ： 主前7()〇.()-4(>()(>

铜 石 器 时 代 ： 主 前 WOO-SOOO

早 宵 铜 时 代 ： 主 前 3 0 0 0 - 2 0 0 0  

中 靑 铜 时 代 ： 主 前 2 0 0 0 - 1 5 0 0  

晚 靑 铜 时 代 ： 主 前 1 5 0 0 - 1‘2 0 0  

铁 器 时 代 ： 主 前 1 2 0 0 - 3 0 0  

希 利 尼 时 代 ： 主 前 3 0 0 - 6  3 

罗 马 时 代 ： 主 前 6 3 至 主 后 3 23 

近 年 经 李 毗 首 创 的 放 射 性 碳 索 ， 用於  

测 定 古 代 有 机 物 遗 存 的 年 代 ， 其 效 用 颇  

佳 。 放 射 性 碳 索 断 代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 生物  

体 按 一 定 比 例 ， 从 大 气 中 同 时 吸 收 两 种 放  

射 性 同 位 索 ： 碳 - 1 4 和碳 -丨2 ; 在 生 物 体 腐  

败 过 程 中 ， 碳 - 1 4 按 一 定 速 度 分 解 成 氮 - 

1 4 ; 根 据 碳 - 1 4 分 解 之 后 的 遗 存 和 根 本 不  

分 解 的 碳 - 1 2 的 比 率 ， 就 可 大 致 断 定 该 有  

机 体 死 亡 （即 泞 止 吸 收 碳 - 1 4 ) 的 绝 对 年  

代 。

以 放 射 性 碳 索 断 代 来 测 定 主 前 2 0 0  0 

年 埃 及 木 乃 伊 的 年 代 ， 似 都 相 当 准 确 ； 但 

用 於 早 於 主 前 2 0 0 0 年 以 前 之 物 ， 其 测 定  

结 果 却 多 有 偏 后 的 倾 向 。 其 原 因 之 一 是 地  

球 磁 场 的 变 化 ， 对 测 定 结 果 时 有 干 扰 。 因 

此 ， 在 报 告 放 射 性 碳 素 断 代 结 果 的 同 时 ， 

必 须 附 上 一 份 正 负 数 字 的 误 差 表 ， 此 表 称  

为 “标 准 偏 离 表 ”。

新 科 学 技 术

除 了 勘 测 和 推 断 年 代 ， 新 科 学 工 具 和  

方 法 也 用 於 考 古 学 的 其 他 方 面 ， 如 加 州 大  

学 的 物 理 学 家 奧 瓦 莱 兹 ， 将 一 发 光 器 放 入  

基 撒 的 库 夫 大 金 字 塔 ， 企 图 藉 以 追 踪 称 为  

介 子 的 宇 宙 光 轨 迹 ， 一 切 数 据 均 以 电 脑 自  

动 记 录 。 奥 瓦 莱 兹 的 目 标 是 测 定 金 字 塔  

中 ， 前 所 未 知 的 各 通 道 走 廊 的 准 确 位 置 。 

不 过 ， 迄 今 尚 无 所 成 。

宾 州 大 学 博 物 馆 的 史 密 兹 ， 利 用 电 脑  

使 法 老 亚 肯 亚 顿 的 一 座 神 庙 的 原 貌 还 原 。 

该 庙 早 被 亚 肯 亚 顿 的 继 任 者 拆 毀 ， 仅 收 集  

到 3 5 , 0 0 0 砂 石 遗 块 。 史 氏 先 将 每 一 遗 块  

的 特 点 ， 通 过 极 影 仪 器 记 入 I B M  ( 电 脑 > 

记 录 卡 ， 随 着 复 原 工 种 的 进 展 ， 把 记 录 卡  

渐 次 输 入 电 脑 ， 让 考 古 学 家 准 确 的 进 行 重  

组„

把 摄 影 测 觅 技 术 用 於 复 制 埃 及 浅 浮  

雕 ， 也 是 一 项 引 人 瞩 目 的 创 举 。 先 将 一 件  

浮 雕 拍 成 两 帧 立 体 照 片 ； 将 轮 廊 描 绘 仪 与  

放 缩 雕 刀 组 成 一 架 特 殊 的 联 合 仪 器 ， 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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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I地 跟 踪 立 体 照 片 上 的 每 一 细 节 ， 从而  

把 原 浮 雕 洱 现 於 一 块 塑 料 板 上 。 这 种 仪 器  

華 拟 的 怙 确 程 度 可 达 ! 吋 。

考古学的价值

自丨84 3 年 以 来 ， 我 们 通 过 考 古 ， 已 

经 获 得 大 觅 有 关 古 代 世 界 历 史 、 宗 教 、 文 

化 方 面 的 知 识 。 有 待 探 知 的 亊 情 尚 浩 如 烟  

海 ， 但 通 过 考 古 发 现 ， 我 们 已 经 掌 握 了 人  

物 和 亊 件 的 基 本 背 景 ， 以 此 为 据 ， 即 可 对  

圣 经 不 同 记 戟 有 更 真 实 的 了 解 。 厲 灵 的 事  

只 可 以 祺 灵 的 方 法 领 悟 ， 考 古 学 不 能 证 明  

圣 经 之 真 理 „ 然 而 ， 考 古 学 却 最 少 可 以 证  

明 ， 古 代 记 录 圣 经 亊 件 者 是 多 么 认 真 负  

责 ， 而 又 准 确 细 致 地 写 下 了 他 们 熟 悉 的 境  

域 和 枣 件 。 圣 经 述 及 的 地 名 ， 经 考 古 勘 察  

大 白 於 世 者 ， 是 使 我 们 能 以 正 确 的 历 史  

观 ， 来 看 待 圣 经 所 提 供 的 材 料 ； 而 古 人 日  

常 生 活 用 具 的 发 现 ， 也 使 我 们 认 识 他 们 的  

真 实 存 在 。 通 过 对 考 古 背 景 的 认 识 ， 我 们  

才 愈 益 淸 楚 地 看 到 古 代 世 界 的 生 活 环 境 ， 

从 而 也 能 更 欣 赏 神 是 如 何 通 过 历 史 的 进  

程 ， 来 逐 步 实 现 池 拯 救 世 人 的 伟 大 计 划 。

E d w i n  M .  Y a m a u c h i  

钐 • 考 古 学 和 圣 经 ” 8 2 4 :  ~ 陶 器 "

1 5 3 9 :  •铭刻 _ 1 0 5 6 : - 废 丘 • 4  1 4 。

参 考 书 目 ： M . B u r r o w s . IV/iaf /Wear) 

T h e s e  S t o n e s ? A . P a r r o t , D i s c o v e r i n g  

B u r i e d  W  o r l  d s ; J  . A . S a n d e r s , N e a r  

E a s t e r n  A r c h a e o l o g y  i n  t h e  T w e n t i e t h  

C e n tu r y ; J .N . W o o d a l l,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o 

M o d e r n  A r c h a e o l o g y ; L . W o o le y , D i g g i n g  

U p  t h e  P a s t ; G . E . W r i g h t , B i b l i c a l  

A r c h a e o l o  g y ; E . Y a m a u c h i , T h e  S t o n e s  

a n d  the  S c r i p t u r e s .

考古学和圣经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k a 〇 gQ x u 6  s h ^ n g  j i n g

所 谓 “考 古 学 ”， 可 简 单 定 义 为 ： 以 

发 现 和 研 究 人 类 古 代 遗 物 为 目 标 的 一 门 科  

学 。 圣 经 考 古 学 则 专 以 散 存 於 近 东 一 带 的  

人 类 遗 物 、 遗 迹 为 研 究 目 标 。 某 些 古 代 遗  

存 埋 藏 於 土 墩 之 不 同 的 层 次 内 ； 另 一 些 则  

散 见 於 地 面 的 废 墟 ， 或 是 已 经 风 化 的 纪 念  

遡 迹 。 镌 有 铭 文 的 器 物 也 时 有 发 现 ， 需 要

下 一 番 工 夫 ， 才 能 破 译 器 物 上 的 古 代 文  

字 。 古 代 日 常 应 用 的 器 物 ， 是 见 之 最 多 的  

遗 存 ， 如 破 碎 的 陶 碗 、 烧 焦 的 木 板 、 小 件  

饰 物 、 玩 具 、 摆 设 、 布 片 、 锈 损 的 兵 器 、 

织 物 的 残 片 等 等 。 器 物 各 有 所 出 的 时 代 ， 

考 古 学 家 就 要 尽 其 对 有 关 史 期 之 所 知 ， 对 

各 种 器 物 作 出 审 愤 而 精 确 的 描 述 和 解 释 。

现 代 考 古 学 是 从 很 久 以 前 的 “寻 珍 觅  

宝 ”， 发 展 而 成 为 一 门 严 密 精 确 的 科 学 。 

对 潜 藏 的 遗 址 要 经 过 周 密 的 测 探 ， 一 般 是  

通 过 空 中 摄 影 ， 或 使 用 复 杂 的 电 子 设 备 ， 

来 测 试 地 下 金 厲 或 其 他 异 常 反 应 。 出 土 器  

物 之 断 代 ， 要 根 据 其 出 土 的 地 层 ； 有 时 也  

运 用 其 他 方 法 ， 如 放 射 性 碳 索 断 代 法 ， 目 

的 是 判 定 器 物 和 埋 藏 器 物 的 遗 址 准 确 的 年  

代 。

考 古 学 家 和 中 东 学 者 面 对 这 些 古 代 生  

活 的 见 证 文 物 ， 从 而 肯 定 他 们 要 处 理 的 ， 

都 是 真 实 而 客 观 的 材 料 。 尽 管 研 究 的 文 物  

在 学 者 之 间 ， 往 往 不 无 争 论 之 处 或 相 悖 相

左 的 意 见 ， 但 文 物 本 身 虽 缄 默 无 言 ， 却 是

古 人 古 事 的 真 确 见 证 ，故 此 对 遗 物 、遗 迹 ， 

必 须 按 其 原 本 真 相 理 解 ， 决 不 可 为 附 会 某  

种 历 史 、 文 化 或 宗 教 方 面 的 意 见 ， 而 随 心  

所 欲 地 横 加 解 释 。 近 东 考 古 学 所 能 做 到  

的 ， 便 是 对 客 观 的 背 景 材 料 提 出 证 明 ， 这

便 大 有 助 於 我 们 对 圣 经 的 理 解 。 例 如 ， 一 

件 镌 有 象 形 或 其 他 形 式 文 字 的 器 物 ， 经 推

年 断 代 可 考 定 为 主 前 3 0  〇〇年 左 右 之 物 ， 

这 本 身 足 以 证 明 ， 最 少 於 彼 时 彼 地 人 们 之  

间 已 有 了 文 字 的 交 往 。 由 此 可 知 ， 旧 约 早  

期 的 作 者 把 所 经 所 见 的 事 实 ， 用 文 字 记 载

:来 ， 并 非 是 什 么 不 可 思 议 的 事 。 郎 么 ， 

( 摩 西 时 代 尚 无 文 字 为 想 当 然 的 理 由 二 而  

、为 摩 西 五 经 并 非 摩 西 所 写 的 假 设 ， 就 ^  

i 立 足 之 地 了 。 事 实 上 ， 考 古 发 现 已 经 伪  

丨， 摩 西 不 仅 能 够 而 且 确 已 使 用 埃 及  

^ 文 字 、 巴 比 伦 的 楔 形 文 字 和 迦 南 地  

: 方 言 （圣 经 希 伯 来 文 即 是 其 一 ） 2  = 二 

任 何 研 究 摩 西 五 经 的 理 论 ， 如 二
. . . 和 了 份 为 严 t e 的 f 曰

误 。

考 古 和 古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从 近 东 多 处 的 考 古 挖 掘 中 ， 可 窥 见



人 的 居 住 情 况 。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居 室 ， 主 要  

是 用 枝 条 构 架 的 “茅 屋 ”。 从 某 些 证 据 可  

知 ， 有 的 房 屋 内 室 也 饰 以 艺 术 品 。 亚 伯 兰  

年 间 ， 吾 珥 一 般 家 庭 的 房 屋 已 很 考 究 ， 按  

现 代 标 准 也 可 调 美 观 而 舒 适 。 至 於 克 诺 索  

斯 、 马 里 、 波 斯 波 立 、 肯 迪 尔 几 处 都 城 遗  

址 的 宫 殿 建 筑 ， 即 使 从 其 废 墟 ， 也 仍 可 窥  

见 昔 日 的 巍 峨 堂 皇 。 编 织 物 可 符 • 是 人 类 最  

古 老 的 工 艺 品 之 一 ， 原 来 今 日 东 方 地 毡 的  

两 种 编 式 ， 都 是 源 於 远 古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 

陶 器 工 艺 也 同 样 古 老 ， 无 论 是 上 釉 的 彩  

陶 ， 还 是 不 上 釉 的 白 陶 ， 是 平 淡 的 还 是 雕  

饰 的 ， 都 已 久 传 於 世 了 。

社 会 习 俗

圣 经 对 古 代 中 东 社 会 习 俗 ， 也 有 所 透  

露 ，加 上 考 古 发 现 的 佐 证 ，就 更 加 清 楚 了 。 

从 努 斯 出 土 的 陶 铭 可 知 ， 亚 伯 拉 罕 与 婢 女  

夏 甲 生 子 一 事 ， 是 完 全 符 合 当 时 当 地 的 习  

俗 ， 绝 非 悖 德 违 制 之 举 。 另 夫 妇 膝 下 无 子  

者 可 收 义 子 ， 正 如 亚 伯 兰 收 以 利 以 谢 为 子  

之 亊 （创 十 五 2 - 4 ^ 义 子 享 有 继 承 家 业  

之 权 ， 且 担 负 瞻 养 二 老 之 责 ， 这 一 切 都 与  

嫡 子 无 异 ； 但 如 果 后 有 嫡 子 出 生 或 其 他 原  

因 ， 是 否 仍 保 留 义 子 的 继 嗣 资 格 ， 则 权 在  

二 老 。 从 努 斯 、 乌 加 列 、 阿 拉 拉 赫 出 土 的  

文 献 表 明 ， 一 家 如 有 多 子 ， 家 长 可 任 意 立  

嗣 ， 无 须 循 长 幼 之 序 （参 创 四 十 八 1 3 - 2 0、 

2 2 ， 四 十 九 3 、 4 ) 。 努 斯 碑 文 还 表 明 ， 嗣 

子 资 格 并 非 固 定 不 变 ， 而 是 可 在 弟 兄 之 间  

转 换 ， 因 此 ， 以 扫 和 雅 各 之 间 的 身 分 可 互  

换 （创 二 十 五 3 1 - 3 4 ) ， 也 就 不 难 理 解 了 。 

职 业

圣 经 时 代 的 职 业 情 况 ， 也 有 许 多 实 证  

可 以 说 明 。 本 尼 哈 森 组 画 （主 前 1 9 0 0 之 

物 ） 描 绘 了 闪 族 商 旅 载 货 远 赴 埃 及 的 情  

最 。 从 一 幅 牲 口 背 上 所 驮 的 风 箱 判 断 ， 这  

队 商 旅 大 概 是 作 冶 炼 金 厲 的 匠 人 。 另 从 其  

他 碑 文 、 壁 画 也 可 见 到 其 他 许 多 行 业 ， 计 

有 狩 猎 、 捕 鱼 、 烧 砖 、 制 陶 、 各 种 农 活 、 

家 庭 手 工 艺 等 。 从 造 型 艺 术 中 ， 也 可 了 解  

当 时 人 们 的 衣 着 情 形 。 本 尼 哈 森 组 画 上 的  

男 子 多 留 长 须 ， 穿 着 短 裙 ， 脚踏草鞋•， 女 

人 穿 着 肩 部 系 扣 的 连 衣 长 裙 ， 色 彩 鲜 艳 ， 

穿 便 鞋 ， 长 发 系 带 。 另 有 一 帧 晚 5 0 0 年 才  

出 土 的 埃 及 画 ， 画 着 一 队 向 法 老 进 贡 的 闪  

族 旅 人 ， 其 服 饰 或 与 5 0 0 年 前 一 样 。 这 些

人 物 图 画 均 出 自 外 邦 人 之 手 ， 并 非 巴 勒 斯  

坦 本 地 人 所 画 。 原 来 以 色 列 律 法 有 规 定 ： 

画 人 物 或 神 的 图 象 是 犯 拜 偶 像 之 罪 ， 在当  

禁 之 列 。

记 录 的 物 料

最 能 向 我 们 透 露 古 人 日 常 生 活 状 况 的  

遗 物 ， 莫 过 於 出 土 的 陶 片 。 凡 昔 日 有 人 拓  

居 之 地 ， 必 有 大 m 陶 器 的 碎 片 散 埋 於 地  

下 ， 今 日 还 可 发 现 。 这 些 陶 片 常 被 用 作 书  

写 材 料 、 记 录 简 短 信 息 ， 如 先 知 耶 利 米 时  

代 的 一 组 陶 片 信 札 ， 即 主 前 5 8 7 年 的 拉 吉  

信 集 ； 拉 吉 信 集 实 际 是 一 叠 军 情 报 告 ， 是 

当 年 拉 吉 城 北 前 哨 发 给 该 城 守 将 的 “急 

件 ”。 至 数 世 纪 后 的 新 约 时 代 ， 陶 片 用 作  

书 写 材 料 仍 畅 行 不 衰 ， 一 则 因 为 它 比 埃 及  

的 蒲 草 纸 经 磨 耐 用 ， 二 则 又 较 那 种 涂 蜡 字  

版 方 便 得 多 。 在 埃 及 还 发 现 了 一 具 调 色  

板 ： 长 方 形 的 木 盘 上 ， 有 一 条 放 罝 灯 心 草  

笔 的 细 槽 ， 另 有 图 形 凹 槽 ， 可 罝 黑 、 红 两  

色 的 颜 料 片 ， 是 为 沏 墨 水 之 用 的 。 这 种 颜  

料 片 的 遗 存 在 昆 兰 故 地 也 有 发 现 ， 著 名 的  

死 海 古 卷 就 是 用 此 墨 水 书 写 的 。

游 戏

古 代 游 戏 的 种 类 很 多 ， 儿 童 的 、 成 人  

的 都 有 。 从 本 尼 哈 森 的 古 墓 （约 主 前  

2 0 0 0 ) 内 发 掘 出 一 帧 球 戏 图 ， 描 绘 一 群  

梳 小 辫 子 的 埃 及 小 姑 娘 掷 球 於 空 中 。 埃 及  

底 比 斯 神 庙 内 有 浮 雕 一 幅 ， 刻 画 兰 塞 三 世  

与 一 宫 妃 下 跳 棋 的 神 态 。 嗣 后 在 埃 及 儿 童  

间 又 时 兴 玩 一 种 卵 石 游 戏 ， 颇 似 今 之 “十 

五 子 戏 ”。 从 米 吉 多 发 现 一 象 牙 盘 ， 上 面  

有 排 列 有 序 的 孔 洞 ， 似 可 插 入 楔 形 棋 子 以  

供 双 方 对 弈 ， 已 考 定 为 主 前 1 2 0 0 年 之 物 。 

根 据 近 东 遗 址 发 掘 所 得 ， 可 知 儿 童 玩 具 尚  

有 哨 子 、 皮 球 、 兵 车 模 型 、 在 轮 子 上 的 动  

物 模 型 等 ， 数 世 纪 或 无 大 变 。 成 人 游 戏 则  

有 角 力 、 射 箭 、 赛 跑 。 这 在 埃 及 墓 画 中 都  

有 反 映 。

殡 莽

圣 经 记 载 雅 各 和 约 瑟 死 后 ， 均 经 香 料  

撖 尸 （创 五 十 2 、 3 、 2 6 > ， 这 反 映 了 久 行  

於 埃 及 的 一 种 社 会 习 俗 ， 且 与 这 段 记 载 的  

历 史 背 贵 完 全 吻 合 。 雅 各 归 葬 於 麦 比 拉 祖  

墓 ， 与 亚 伯 拉 罕 、 撒 拉 及 其 他 亲 人 合 葬 。 

目 前 ， 麦 比 拉 岩 洞 的 遗 址 已 确 认 无 误 ， 但 

阿 拉 伯 人 也 以 亚 伯 拉 罕 为 圣 祖 ， 视 麦 比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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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为 圣 地 ， 所 以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这 i l 作 考 古  

发 掘 。

1 ! > 3 丨 年 在 澉 榄 山 俄 国 博 物 馆 内 ， 发 

现 一 段 希 伯 来 文 的 锒 志 铭 ， 可 信 逛 取 之 於  

墓葬处的 . ， 铭 文 写 逍 .• “犹 大 王 乌 西 雅 御  

骨 在 此 ， 不 可 打 开 „ ” 钱 志 是 耶 穌 时 代 镌  

刻 的 ， 显 示 乌 西 雅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陵 薛 已 被  

挖 掘 ， 遗 伢 移 葬 另 址 ， 并 立 此 铭 《 另 经 考  

古 学 家 证 明 ， 暂 迓 耶 稣 遗 体 的 洞 口 以 巨 石  

作 门 ， 这 是 主 前 1 ()〇 至 主 后 1 0 0 年 间 所 盛  

行 的 社 会 习 俗 ， 福 音 书 所 载 与 当 时 现 实 生  

活 全 然 相 符 。

宗教

考 古 发 掘 从 许 多 方 面 揭 示 了 圣 经 宗 教  

和 崇 拜 的 实 质 。 早 在 亚 伯 兰 奉 神 召 出 吾 珥  

之 前 ， 米 所 波 大 米 人 已 敬 奉 多 位 神 明 ， 奉 

为 “天 神 ' 由 此 可 见 ， 希 伯 来 人 之 祖 有  

自 己 崇 敬 膜 拜 的 神 ， 并 非 不 可 能 之 事 。 从 

埃 及 法 老 兰 塞 二 世 的 一 件 浮 雕 ， 可 以 看 出  

敬 拜 那 些 罝 於 可 移 动 之 神 龛 的 神 的 习 俗 ， 

该 i? 雕 描 绘 埃 及 军 苕 中 有 神 龛 在 营 盘 中  

央 ，. 另 有 主 前 I：世 纪 的 腓 尼 基 文 献 ， 提 及  

以 牛 牵 引 神 龛 之 事 . . 由 此 观 之 ， 圣 经 记 载  

以 色 列 人 於 旷 野 设 会 裕 ， 与 此 背 眾 正 相 吻  

合 ， 所 谓 会 搭 是 晚 出 之 物 的 断 言 ， 可 就 不  

攻 自 破 了 。

圣 经 记 载 被 掳 以 前 的 祭 祀 典 礼 ， 必 有  

歌 者 供 职 其 中 ， 这 一 传 统 也 从 考 古 发 掘  

中 ， 得 到 了 证 实 . 原 来 古 代 巴 勒 斯 坦 人 礼  

乐 之 事 ，十 分 发 达 ，一 连 数 世 纪 久 享 盛 名 。 

另 有 从 拉 斯 珊 拉 《即 乌 加 列 ）出 土 的 泥 版 ， 

上 面 尽 刻 着 宗 教 诗 歌 ， 考 其 句 式 用 语 ， 有 

不 少 与 圣 经 诗 篇 相 契 相 合 之 处 。 所 罗 门 圣  

殿 是 由 腓 尼 基 工 匠 所 诖 （王 上 六 ）， 其 结  

构 格 式 与 从 叙 利 亚 的 泰 拿 废 丘 出 土 的 主 前  

八 世 纪 的 庙 堂 相 仿 • ■ 耶 路 撒 冷 “哭 墙 ” 的 

石 头 中 ， 相 信 有 些 是 尼 希 米 时 代 之 物 ， 惟  

所 罗 门 时 代 的 城 墙 基 址 至 今 尚 未 找 到 。 希  

律 圣 殿 於 主 后 7 0 年 被 毀 后 ， 发 现 了 一 些  

石 头 遗 迹 ， 为 当 年 的 某 些 筑 结 构 如 底  

座 、 立 柱 等 ， 提 供 了 实 物 见 证 。 从 圣 经 可  

知 ， 驻 伢 时 代 巴 勒 斯 坦 各 地 存 很 多 犹 太 会  

堂 ， 但 至 今 尚 无 重 要 的 遗 迹 出 土 。

战争
圣 经 记 载 战 事 的 篇 章 随 处 可 见 ， 现 今  

考 古 勘 察 的 诸 多 发 现 ， 大 大 帮 助 我 们 理 解  

这 些 记 载 。 近 东 古 人 视 战 争 好 象 敌 对 民 族  

所 奉 诸 神 之 间 的 冲 突 与 较 觅 ， 因 此 在 他 们  

看 来 ， 从 军 打 仗 是 神 圣 的 召 命 ， 入 营 当 兵  

也 是 荣 耀 的 职 业 。 希 伯 来 人 向 视 神 为 万 军  

之 主 ， 故 此 他 们 的 军 队 也 是 神 所 统 帅 的 军  

队 ； 神 可 以 下 令 毁 灭 全 城 （参 书 六 〗 7 、 

战 争 一 般 按 约 定 俗 成 的 规 矩 进 行 。 

军 队 压 境 时 ， 必 先 知 会 城 民 投 降 。 如 降 ， 

可 免 一 死 ， 但 财 产 是 要 被 洗 劫 一 空 的 ； 如 

不 降 ， 则 一 旦 城 破 必 有 屠 城 之 举 ， 阗 城 百  

姓 将 无 幸 免 者 。 战 略 战 术 是 古 已 有 之 的 ， 

如 正 面 攻 击 ， 用 计 设 伏 、 武 装 侦 察 等 早 就  

在 战 争 中 使 用 了 。 有 时 两 军 对 阵 ， 胜 败 以  

两 方 主 将 较 垴 的 结 果 来 决 定 （撒 上 十 七  

3 8 - 5 4  ) „

甲 胄 的 式 样 从 各 种 浮 雕 的 描 绘 中 已 广  

有 所 见 ， 可 补 充 出 土 的 碑 刻 的 记 述 。 吾 珥  

曾 有 一 华 丽 的 金 盔 出 土 > 是 苏 默 甲 兵 的 逍  

物 ， 与 卡 纳 克 墓 壁 所 绘 赫 人 小 盔 迥 然 异  

趣 ,， 在 以 色 列 军 中 ， 先 是 只 有 将 帅 才 戴 金  

厲 头 盔 的 （参 撒 十 七 3 8 > ; 到 了 西 流 基  

时 代 ， 则 全 军 将 士 一 律 发 给 铜 盔 （《马 加  

比 一 书  > 六 3 5 > 。 罗 马 军 团 一 般 是 鉞 铜 盔  

或 皮 盔 的 。 希 伯 来 军 队 所 用 的 盾 牌 有 两  

种 ： 一 是 长 宽 可 蔽 全 身 者 ， 为 步 卒 使 用 ； 

另 一 种 小 巧 轻 捷 ， 为 弓 箭 手 使 用 （参 代 下  

十 四 8 > 。 质 地 多 是 木 心 草 面 ， 偶 尔 也 见  

有 铜 质 者 。 至 晚 从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起 ， 近 东  

士 卒 已 穿 锁 子 甲 （参 耶 四 十 六 五 十 一  

3 > 。 波 格 凯 斯 、 乌 加 列 、 阿 拉 拉 赫 3 处 均  

有 锁 子 甲 出 土 ， 可 资 为 证 。 剑 与 矛 是 希 伯  

来 士 兵 的 主 要 武 器 ， 其 形 状 与 尺 寸 也 颇 不  

一 ， 各 种 碑 刻 和 浅 浮 雕 均 有 反 映 。 冶 炼 刀  

剑 的 烘 炉 ， 也 从 埜 拉 耳 出 土 了 ； 又 从 拉 吉  

和 米 吉 多 发 现 了 青 铜 时 代 的 匕 首 。 他 们 所  

用 的 弓 箭 ， 即 所 谓 “小 亚 细 亚 综 合 弓 ”： 

以 木 、 角 制 成 ， 筋 腱 为 弦 ， 两 端 固 定 在 弓  

弧 的 铁 的 边 缘 ， 大 概 是 承 袭 自 苏 默 的 武  

器 ， 可 见 於 本 尼 哈 森 组 画 u 古 箭 也 有 遗 存  

出 土 ， 箭 头 上 还 刻 着 名 字 ， 可 判 定 为 主 前  

H 0 0 至 9()0 年 间 之 物 ， 似 乎 显 示 当 年 有 弓  

箭 队 的 存 在 （参 赛 二 十 一 〗 7 > 。 新 约 则 极  

少 关 於 甲 兵 的 记 载 。



文献
许 多 圣 经 的 文 体 在 近 东 考 古 发 掘 中 ， 

都 已 找 到 了 渊 源 。 在 拉 斯 珊 拉 发 现 了 一 些  

泥 版 ， 上 面 的 铭 文 采 用 的 是 一 种 诗 与 散 文  

的 混 合 文 体 ， 恰 是 圣 经 诗 篇 所 使 用 的 那 种  

文 法 和 文 学 形 式 。 一 说 以 为 摩 西 五 经 中 详  

列 的 律 法 条 文 ， 只 能 出 自 摩 西 以 后 的 时  

代 ， 考 古 发 现 已 证 此 说 之 谬 。 今 有 写 於 主  

前 十 九 世 纪 左 右 的 苏 默 法 典 片 断 出 土 ， 显  

示 出 相 同 的 法 典 风 格 。 著 名 的 巴 比 伦 王 汉  

模 拉 比 的 法 典 （主 前 十 八 世 纪 ） 即 以 苏 默  

法 规 为 基 础 ， 将 其 法 规 条 文 扩 充 至 3 0 0 节 

左 右 。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是 企 图 把 当 时 的 社  

会 ， 稳 定 在 法 律 和 秩 序 的 基 础 上 的 首 次 尝  

试 。 其 文 体 开 始 是 一 段 诗 体 序 言 ， 继 而 是  

散 文 体 的 法 律 正 文 ， 结 尾 则 是 一 段 散 文 体  

的 跋 。 这 种 3 段 结 构 的 形 式 ， 也 见 诸 约 伯

记 （散 文 ---- 诗 ----- 散 文 ） 和 但 以 理 书

( 希 伯 来 文 ----亚 兰 文 —— 希 伯 来 文  更

晚 出 的 著 作 也 使 用 同 样 形 式 。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章 丨 至 1 7 节 所 载 之 立 约  

文 体 ， 及 申 命 记 中 更 完 备 的 形 式 ， 可 对 照  

波 格 凯 斯 出 土 的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的 文 体 . ， 宗 

藩 条 约 有 所 遵 的 定 式 ， 其 中 主 要 成 分 可 见  

於 旧 约 所 载 之 律 法 和 盟 约 文 体 中 （出 二 十

1-1 7 ; 利 十 八 丨 - 3 〇 ; 申 一 1至 三 ----30;

耶 三  H--- 3 1 - 3 7 )。

创 世 记 中 重 H 出 现 的 句 语 ： “他 的 后  

代 记 在 下 面 ” 或 “某 某 的 子 孙 记 在 下 面 ”， 

标 示 着 创 世 记 原 来 自 丨 1块 泥 版 ， 仿 如 米  

所 波 大 米 记 亊 泥 版 的 形 式 。 这 句 语 和 随 后  

的 记 述 都 与 米 所 波 大 米 完 整 出 土 的 泥 版 跋  

文 相 类 。 创 世 记 记 叙 家 世 的 文 体 ， 也 可 见  

於 努 斯 出 土 的 泥 版 铭 文 。 创 世 记 原 文 在 叙  

史 时 所 用 的 那 种 古 朴 简 素 的 文 字 ， 与 苏 默  

历 史 文 献 的 风 格 也 相 似 。

希 伯 来 智 恝 文 学 如 箴 言 之 类 ， 与 埃 及  

的 《阿 曼 尼 摩 比 的 训 言 》 也 相 仿 ， 允 其 是  

箴 言 二 十 二 章 1 7 节 至 二 十 四 章 2 2 节 ， 连 

内 容 也 与 那 篇 埃 及 古 训 颇 为 接 近 . .不 过 ， 

这 两 篇 巨 着 究 竟 是 一 篇 承 袭 另 一 篇 ， 抑 或  

是 有 共 同 承 袭 的 来 源 ， 则 有 待 进 一 步 考  

究 。

“书 信 ’’是 古 代 世 界 的 常 用 文 体 （撒  

下 十 一 ； 王 上 二 十 一 ； 王 下 五 1 0 、 2 (); 

拉 四 6 、 7 ; 尼 二 7 > 。 埃 及 蒲 草 纸 文 献 如 |

‘‘哲 农 文 献 ”， 多 由 书 信 组 成 。 希 腊 人 书  

信 体 的 起 源 可 上 溯 至 柏 拉 图 。 他 的 “第七  

封 信 ” （主 前 3 5 4  ? > 特 别 引 人 注 意 ， 因 

为 作 者 欲 藉 此 信 反 驳 曲 解 其 说 其 行 的 言  

论 。 使 徒 保 罗 的 书 信 （哥 林 多 前 后 书 、 加 

拉 太 书 、 腓 立 比 书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后 书 ）， 

也 是 承 继 了 这 一 传 统 的 。 保 罗 的 腓 利 门 书  

则 与 埃 及 窠 些 蒲 草 纸 书 信 ， 全 厲 私 人 性 质  

相 类 。

语言

近 东 地 区 许 多 古 代 语 言 的 发 现 与 研  

究 ， 大 有 助 於 我 们 对 旧 约 圣 经 的 理 解 。 现 

在 已 知 来 自 苏 默 语 和 亚 甲 语 的 表 达 方 式 ， 

不 仅 见 於 创 世 记 ， 也 见 於 圣 经 其 他 各 书 。 

如 创 世 记 一 章 丨 节 所 用 “天 地 ” 一 语 ， 即 

是 来 自 苏 默 语 的 一 个 词 组 a n -A:/， 这 对 反

义 词 （天 ---- 地 ） 组 合 在 一 起 ， 就 具 备 了

“全 体 ” 之 义 ， 可 译 作 “宇 宙 ”。 启 示 录  

二 十 二 章 1 3 节 也 同 样 利 用 这 文 学 手 法 ， 

以 3 种 不 同 的 方 式 表 达 出 同 一 概 念 。

乌 加 列 语 与 艾 伯 拉 语 是 西 部 闪 语 的 两  

个 方 言 ， 从 渊 源 上 来 看 ， 与 希 伯 来 语 非 常  

相 近 ， 且 所 使 用 的 文 体 也 有 惊 人 的 相 似 之  

处 。 有 了 古 乌 加 列 语 知 识 ， 许 多 意 义 隐 晦  

的 希 伯 来 诗 句 方 得 迎 刃 而 解 ， 这 些 诗 句 保  

存 了 真 正 古 迦 南 语 的 表 达 形 式 。

另 一 支 西 北 闪 语 方 言 ， 则 是 亚 兰 语 ， 

於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即 有 人 使 用 了 ； 这 语 言 可  

见 於 圣 经 以 斯 拉 记 和 但 以 理 书 ， 是 用 “皇 

室 亚 兰 语 ” 写 成 ； 正 如 主 前 五 世 纪 和 四 世  

纪 之 伊 里 芬 丁 蒲 草 纸 文 献 。 今 天 看 来 ， 把 

以 斯 拉 记 和 但 以 理 书 的 成 书 日 期 定 於 较 晚  

时 期 ，根 据 其 所 用 之 亚 兰 文 ，是 通 不 过 的 。

新 约 是 用 “普 通 希 腊 文 ” 写 成 的 ， 这 

是 当 时 近 东 和 罗 马 帝 国 通 用 的 语 言 。 有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马 太 福 音 和 启 示 录 若 非 全 书 ， 

则 最 少 某 些 章 节 原 是 以 亚 兰 文 成 书 的 ， 新 

约 的 普 通 希 腊 文 与 其 他 希 腊 方 言 不 同 之  

处 ， 在 於 含 有 很 多 亚 兰 文 的 表 达 方 式 ， 在 

翻 译 时 若 不 注 意 ， 则 往 往 会 造 成 误 译 。

结语

综 上 所 述 ， 考 古 发 现 明 显 可 扩 阔 我 们  

对 古 代 世 界 的 历 史 、 宗 教 、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认 识 。 迄 今 为 止 ， 我 们 所 牮 握 的 材 料 虽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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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栻 有 限 ， 但 已 足 使 我 们 朽 见 圣 经 中 记 述  

的 人 物 ，适 真 实 地 活 於 历 史 的 时 空 中 ， 经 

历 忧 虑 、 动 淨 ， 而 他 们 也 窣 梶 石 古 来 无 匹  

的 商 度 文 化 * 通 过 考 古 发 现 ， 我 们 看 见 这  

些 人 物 ， 并 非 神 话 ， 也 非 传 奇 ， 而 是 活 在  

真 实 的 历 史 时 空 ， 在 时 艰 中 苦 苦 抄 扎 ， 并 

间 中 得 见 全 能 全 圣 的 真 神 显 现 ， 引 领 个 人  

和 民 族 的 命 运 ， 并 把 池 的 旨 意 行 在 人 类 历  

史 之 中 。 考 古 学 表 明 ， 我 们 不 能 脱 离 近 东  

其 他 古 代 民 族 来 孤 立 地 研 究 希 伯 来 人 。 希 

伯 来 仅 是 一 个 包 韫 深 广 的 文 化 综 合 体 中 的  

一 部 分 ， 希 伯 来 人 在 构 成 该 文 化 的 诸 多 民  

族 如 苏 默 人 和 爱 琴 人 中 ， 仅 居 一 席 位 。

进 行 这 种 研 究 必 坚 持 一 贯 客 观 的 立  

场 、 要 从 相 关 的 实 证 出 发 ， 以 对 圣 经 人 物  

和 节 件 有 正 确 理 解 。 有 时 ， 公 认 的 考 古 结  

论 难 与 圣 经 的 见 证 相 契 合 ， 不 过 ， 这 种 矛  

盾 为 数 极 少 ， 且 会 随 着 新 资 料 的 逐 渐 发 现  

而 趋 於 化 解 。 一 般 来 说 ， 考 古 学 家 并 不 奢  

求 担 当 证 明 圣 经 真 理 之 大 任 ； 亊 实 上 那 一  

锹 、一 铲 之 物 又 何 足 肯 定 或 否 定 厲 灵 的 启  

示 和 圣 经 的 训 言 呢 ？ 然 而 必 须 承 认 的 是 ， 

考 古 学 确 使 希 伯 来 史 得 到 了 证 实 ， 确 使 新  

旧 两 约 许 多 隐 晦 疑 解 的 语 言 和 传 统 ， 得到  

了 済 澈 明 晰 的 解 释 。 故 此 ， 考 古 学 为 在 耶  

稣 笔 督 里 臻 於 完 备 的 全 部 预 言 ， 提 供 了 切  

实 可 信 的 背 景 。

R. K.  H a r r i s o n

参 • 考 占 学 • 81 5: •铭刻• 105 6: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  • 圣 经的 原 文 " 1 3 4 5 :

■•古代书信^ 5 0 5。

参 考 书 目  Y . A h a r o n i , T h e

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th e  L a n d  o f  I s r a e l  a n d  The  

L a n d  o f  t h e  B i b l e ; W .F . A l b r i g h t , T h e  

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P a l e s t i n e  a n d

A r c h a e o l o g y  a n d  th e  R e l i g i o n  o f  I s r a e l ; 
E .M . B l a i k l o c k  a n d  R .K . H a r r i s o n , T h e  

N e w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i c t i o n a r y  o f  B i b l i c a l  

A r c h a e o l o g y ; J . F in e g a n  , T h e

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th e  N T  a n d  L i g h t  f r o m  the  

A n c i e n t  P a s t ; K .M . K e n y o n , A r c h a e o l o g y  

in  t h e  H o l y  L a n d ; J .A . T h o m p s o n , T h e  

B i b l e  a n d  A r c h a e o l o g y ; G .E . W r i g h t , 

B i b l i c a l  A r c h a e o l o g y : E . Y a m a u c h i , T h e  

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N T  C i t i e s  in  W e s t e r n  A s i a  

M i n o r .

柯希勒
Qohel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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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谓 “传 道 者 ”， 是 传 道 书 的 希 伯 來  

文 书 名 ， 字 源 的 意 义 为 “召 开 集 会 ”， 后 

解 作 “在 集 会 中 演 说 ”。 作 者 在 许 多 篇 萆  

中 都 自 称 为 传 道 者 。

参 " 传 道 书 ” 2 3 7 。

O 以 扫 和 亚 拿 的 女 儿 阿 何 利 巴 玛 所 生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创 三 十 六 5 、 H 、 丨8 ; 代

© 以 扫 之 孙 ； 以 利 法 和 赫 人 以 伦 的 女  

儿 亚 大 所 生 的 第 五 个 儿 子 （创 三 十 六 1 6 > 。

© 以 斯 哈 的 长 子 ，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之 孙  

( 出 六 2 1 、 2 4  > ， 在 旷 f f 率 众 背 叛 摩 西 和  

亚 伦 ， 谴 责 他 俩 高 举 自 己 超 过 耶 和 华 的 会  

众 < 民 十 六 1 - 3 > 。 民 数 记 十 六 章 1节 同 时  

记 载 了 由 两 兄 弟 大 坍 和 亚 比 兰 ， 与 比 勒 的  

儿 子 安 ， 以 及 整 个 流 便 支 派 ， 起 而 向 摩 西  

的 权 威 挑 战 。 大 坍 和 亚 比 兰 责 备 摩 西 只 知  

道 自 立 为 王 ， 辖 管 百 姓 ， 却 没 有 领 他 们 到  

应 许 地  < 民 十 六 1 2 - 14 ) 。 这 两 次 叛 乱 互 |  

为 关 连 ， 也 许 同 时 发 生 。

摩 西 挑 战 可 拉 和 他 一 党 的 人 ， 愿 以 大 |  

考 验 为 凭 证 。 次 日 ， 他 们 连 同 亚 伦 要 各 拿 |  

香 炉 ， 盛 上 火 ， 点 香 站 在 会 称 门 前 ， 看 看  

耶 和 华 会 在 他 们 中 间 挑 选 谁 ， 谁 就 为 圣 洁  

的 （民 十 六 4 - 1 0 、 1 5 - 1 7 > „ 摩 西 指 摘 可 |  

拉 和 他 一 党 的 人 ， 攻 击 的 不 是 亚 伦 ， 而 是  

神 （民 十 六 1 1 > 。 於 是 众 人 遵 照 摩 西 的 吩 j 

咐 聚 集 ， 主 的 荣 光 向 所 有 的 人 显 现 。 耶 和 1 

华 晓 谕 摩 西 ， 要 他 告 诉 会 众 离 开 可 拉 、 大 

坍 及 亚 比 兰 帐 棚 的 四 围 （民 十 六 1 9 - 2 4 ) 。

摩 西 有 意 拿 出 证 据 以 显 示 他 的 权 力 时 ， 地 |  

就 裂 开 ， 将 所 有 叛 众 及 其 家 卷 和 财 物 全 都 j 

吞 下 去 ，又 有 火 烧 灭 了 那 献 香 的 2 5 0 个 人 。 

其 余 的 以 色 列 人 都 惊 慌 逃 跑 （民 十 六 31- 

3 5  >。 然 而 ， 民 数 记 二 十 六 窜 1 1 节 加 以 补  

充 ， 指 出 “可 拉 的 众 子 没 有 死 亡 ” （参 民 |  

二 十 六 5 8 > 。

事 后 ， 耶 和 华 透 过 摩 西 吩 咐 亚 伦 之 子  

以 利 亚 撒 ， 捡 起 死 者 的 香 炉 锤 成 片 子 ， 用

可拉
Korah
k 5  la

上 一 3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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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包 坛 ， 好 提 附 以 色 列 人 ， 从 今 以 后 ， 凡  

不 是 祭 司 和 亚 伦 后 商 的 ， 不 得 近 前 来 ，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烧 香 ， 以 免 遭 受 可 拉 及 其 同 党  

— 样 的 厄 运  < 民 十 六 3 6 - 4 0 ) 。

第 二 天 ， 以 色 列 会 众 不 但 不 相 信 神 给  

予 摩 西 和 亚 伦 的 证 明 ， 反 而 埋 怨 他 们 杀 了  

耶 和 华 的 子 民 。 因 若 他 们 的 顽 梗 反 叛 ， 神 

要 灭 绝 会 众 ， 并 降 瘟 疫 在 他 们 中 间 。 摩 西  

为 民 求 饶 ， 好 遏 止 这 次 灾 祸 。 可 惜 还 来 不  

及 赎 罪 ， 已 有 1 4 , 7 0 0 人 进 瘟 疫 而 死 （民 

十 六 4 1 - 5 0 K 圣 经 飛 后 一 次 提 到 可 拉 党  

叛 乱 ， 是 在 犹 大 书 1 1节 。

参 " 可 拉 族 ” 8 2 9 。

〇 希 伯 仑 的 长 子 ， 名 列 於 迦 勒 的 家 谱  

( 代 上 二 4 3 > 。 一 直 有 人 认 为 这 名 字 是 地  

理 名 词 ， 可 能 是 犹 大 一 个 城 镇 。

© 亚 米 承 达 之 子 ； 利 未 次 子 哥 辖 之 孙  

(代 上 六 2 2 > 。

可拉族
Korahite
k g  l a  z u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家 族 的 成 员 （出 六 〗8 、 

2 1 ; 民 十 六 1 ) 。 其 祖 先 以 斯 哈 是 摩 西 和  

亚 伦 之 父 ， 因 此 ， 他 们 的 家 族 地 位 跟 祭 司  

职 分 有 密 切 关 系 。 可 拉 、 大 坍 及 亚 比 兰 曾  

率 众 背 叛 摩 西 和 亚 伦 ， 结 果 ， 以 众 多 的 可  

拉 党 人 灭 亡 告 终 （民 十 六 3 1 - 3 5 ) ， 只 有  

那 些 没 有 参 加 叛 乱 的 人 才 得 以 存 留 （民 十  

六丨 1 > 。 以 后 ， 他 们 在 利 未 诸 城 的 希 伯 仑  

附 近 定 居 （民 二 十 六 5 8 ) 。 按 照 诗 篇 四 十  

二 、 四 十 四 至 四 十 九 、 八 十 四 、 八 十 五 、 

八 十 七 及 八 十 八 各 篇 的 标 题 ， 可 拉 族 以 圣  

殿 歌 者 闻 名 。 在 约 柜 运 至 耶 路 撒 冷 后 ， 大 

卫 分 派 他 们 在 耶 和 华 的 殿 中 负 责 歌 唱 （代  

上 六 3 1 - 3 3 ) 。 他 们 也 担 任 守 门 人 （代 上  

九 1 9 ， 二 十 六 1 9 > , 而 且 “管 理 盘 中 烤 的  

物 ” （代 上 九 3 1) „ 约 沙 法 战 胜 亚 扪 和 摩  

押 ， 并 为 此 庆 祝 时 ， 可 拉 族 在 其 中 负 责 歌  

唱 （代 下 二 十

参 • 可 拉 #  3 ” 8 2 8 。

可利
Kore
k 6 n

〇 可 拉 族 的 利 未 人 ， 在 大 卫 的 时 代 ，

他 的 儿 子 负 贵 狞 守 会 禅 的 入 口 （代 上 九  

1 9 ， 二 十 六  1 >。

© 希 西 家 时 代 看 守 东 门 的 利 未 人 音 拿  

之 子 ， 负 责 管 理 人 们 乐 意 献 给 神 的 礼 物  

( 代 下 三 十 一 丨4>。

可怡的
Abomination
k 6  z e n g  d e

圣 经 用 语 ，指 可 恶 的 人 、行 为 或 亊 物 ， 

其 渊 源 出 於 圣 洁 的 神 对 其 子 民 的 特 殊 要  

求 。 旧 约 常 用 以 表 达 此 意 的 形 容 词 有 “可 

憎 的 ”、 “污 秽 的 ”、 “不 洁 的 ” 等 。

“可 憎 的 ” 译 自 希 伯 来 文 ， 原 词 主 要  

有 4 个 ： 煨 常 用 的 一 个 指 违 犯 既 定 的 习 俗 、 

仪 礼 ， 因 而 必 受 神 惩 的 行 为 ， 如 用 有 瑕 疵  

的 祭 牲 献 祭 （申 十 七 1 ) 、 占 卜 、 问 兆 、 

行 巫 术 （申 十 八 丨 2 ) 、 崇 拜 偶 像 （王 下 十  

六 3 > 等 ； 另 一 个 希 伯 来 词 指 某 些 动 物 的  

肉 ， 人 若 接 触 或 食 用 均 要 受 玷 污 （利 十 一  

1 0 - 1 3 ) ; 第 三 个 词 指 已 过 3 日 的 祭 肉  

( 利 七 1 8 ) ; 第 四 个 指 异 教 的 偶 像 （耶四  

1 ， 七 3 0 > 。 旧 约 希 腊 文 本 多 将 “可 憎 的 ” 

译 为 “不 法 ”， 尤 以 以 西 结 书 为 著 ， 从而  

为 该 词 加 添 了 道 德 的 成 分 。 在 新 约 ， 除了  

“那 行 毀 坏 可 憎 的 ” 的 特 别 用 法 以 夕 卜 ， 

“可 憎 的 ” 一 词 则 在 新 约 只 出 现 数 次 （路 

十 六 1 5 ; 多 一  1 6 ; 启 十 七 4 、5 ，二 十 一 8 、 

2 7 ) 。 各 译 本 有 不 同 的 翮 译 ， 但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指 圣 洁 的 神 所 厌 弃 的 东 西 。

M o r r i s  A .  W e i g e l t  

参••那行毀坏可憎的 " 1 1〇〇: ••洁净和

不 洁 净 的 条 例 " 7 6 3。

客店
Inn

di^n

旅 客 留 宿 的 地 方 。 在 钦 定 本 的 旧 约 圣  

经 ， “客 店 ” 这 词 出 现 了  3 次 。 其 中 两 次  

是 有 关 约 瑟 的 兄 弟 ， 在 往 返 埃 及 和 迦 南 时  

住 宿 一 宵 的 地 方 （创 四 十 二 2 7 ， 四 十 三  

2 1 ) 。 另 一 次 类 同 的 情 况 ， 就 是 摩 西 由 米  

甸 回 去 埃 及 ， 要 把 以 色 列 人 领 出 来 之 时  

( 出 四 2 4 ) 。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把 这 些 都 翻 译 为 “住宿  

的 地 方 ”， 因 为 在 族 长 及 摩 西 的 时 代 ，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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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的 地 方 还 没 有 类 似 客 店 的 公 众 地 方 ， 可 

供 旅 客 租 住 。 在 一 个 拉 定 的 地 区 ， 旅 客 通  

常可 以得到 当 地居 民的 • 钦 待 。 在 幣 个 近 东  

的 地 区 ， 款 待 客 人 是 一 项 屯 要 的 社 会 责 任  

( 例 ： 创十九丨 - 3 ; 士十九丨 -5 •‘』丨）。 在 荒  

凉 的 地 方 ， 旅 客 则 要 自 寻 地 方 住 宿 （例 ： 

创 二 十 八 1丨）， 并 且 自 裕 贪 物 （例 ： 书 九  

I 1-13) „

在 巴 勒 斯 坦 ， 贞 正 客 店 的 起 源 难 以 査  

考 „ 有 说 他 们 是 源 於 外 地 ， 因 为 犹 太 语  

‘‘客 店 ” 一 字 ， 是 源 自 希 腊 文 和 拉 丁 文 。 

在 他 尔 根 及 约 瑟 夫 的 记 载 中 （< 犹 太 古 史 》 

5 . 1 . 1 2 )， 喇 合 是 管 理 客 店 的 人 ， 佰 这 些  

资 料 可 能 与 时 代 不 符 。 虽 然 那 时 期 在 近 东  

地 区 ， 已 有 妇 人 给 旅 客 提 供 住 宿 及 性 服  

务 ， 但 它 们 并 不 能 作 为 可 靠 的 证 据 ， 以 证  

明 客 店 存 在 於 约 书 亚 的 时 代 《 肯 定 地 ， 早 

於 主 前 五 世 纪 ， 已 经 有 希 腊 的 客 店 ， 而 且  

在 希 腊 化 的 地 中 海 沿 岸 十 分 普 遍 。 这 些 客  

店 一 般 来 说 都 不 舒 适 及 不 安 全 ， 是 盗 贼 、 

妓 女 及 歹 徒 时 常 聚 集 的 地 方 。

这 样 的 “客 店 ” 及 “店 主 ”， 照 顾 了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所 救 助 的 受 害 者 （路 十 3 4 、 

3 5 > 。 这 客 店 可 能 是 类 似 商 栈 的 旅 馆 ， 是 

叙 利 亚 自 古 以 来 经 商 路 线 常 见 的 住 宿 地  

方 。 它 是 正 方 形 的 让 筑 物 ， 中 间 是 菇 天 的  

庭 院 ， 供 应 水 及 住 宿 之 所 。 可 是 ， 旅 客 通  

常 自 备 食 物 ， 有 时 其 至 要 自 谷 被 盖 。 那 个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显 然 期 望 店 主 完 全 照 顾 伤 者  

的 需 要 ， 不 过 很 难 判 断 这 是 当 地 的 习 惯 ， 

抑 或 只 是 紧 急 时 的 怫 身 之 所 。 耶 稣 的 比 喻  

中 的 客 店 ， 通 常 被 认 为 就 是 哈 法 商 找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及 耶 利 哥 之 间 u 虽 然 现 今 所 见  

的 结 沟 ， 可 能 只 是 让 於 同 一 地 点 的 后 期 建  

筑 物 。

在 圣 经 里 ， 有 关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客  

店 ， 是 我 们 所 知 的 独 特 例 子 。 在 新 约 中 ， 

有 两 段 为 人 熟 悉 的 经 文 ， 间 接 提 及 旅 客 居  

住 的 地 方 ， 那 并 非 真 正 的 客 店 ， 而 是 其 他  

社 会 习 俗 或 安 排 。首 先 ，罗 马 教 会 的 弟 兄 ， 

到 三 馆 探 望 为 囚 的 保 罗 • ■ 那 是 一 个 停 留  

点 ， 距 罗 马 3 3 卩*1， 在 亚 比 乌 大 道 与 来 自  

安 丢 米 的 路 中 交 汇 点 上 （徒 二 十 八 1 5 )。 

其 次 ， 就 是 约 瑟 和 马 利 亚 找 不 到 空 房 的  

“客 店 ” （路 二 7 > 。 耶 路 撒 冷 的 犹 太 人 ， 

都 以 有 足 够 的 客 房 去 招 待 大 ® 潲 至 为 过 逾

越 节 的 旅 客 而 自 荥 （参 徒 二 提 及 五  

旬 节 时 的 群 众 ）。 显 然 ， 约 瑟 和 马 利 亚 亦  

期 望 报 名 上 册 时 ， 能 在 伯 利 恒 找 到 类 似 的  

住 所 ， 却 找 不 到 。

J o h n  W. S  icier
参 “旅 游 和 交 通 ” 9 2 8 。

克里安提
Cleanthes

IT a n  t i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 是 主 前 ‘2 6 9 至 2 3 2 年 

雅 典 斯 多 亚 派 的 领 袖 ， 著 有 长 诗 “献 给 丢  

斯 的 歌 ”。 另 冇 斯 多 亚 派 诗 人 亚 拉 突 作  

“现 象 ” 一 诗 ， 将 克 里 安 提 部 分 诗 句 化 入 |  

其 中 ， 遂 得 传 於 世 。 数 世 纪 后 ， 使 徒 保 罗 |  

在 雅 典 亚 略 巴 古 山 上 当 众 传 道 ， 拧 引 亚 拉  

突 的 诗 句 ： “我 们 也 是 他 所 生 的 （徙 十  

七 2 8 > ， 该 句 直 接 引 自 “现 象 ” 第 五 行 。

客西马尼
Gethsemane
k 6  xT m 5  n i

耶 稣 和 门 徒 吃 过 煨 后 晚 餐 后 ， 来 到 此 1 

处 。 耶 稣 在 客 西 马 尼 园 中 内 心 经 历 重 大 的 |  

交 战 ， 因 为 她 知 道 自 己 被 卖 的 时 候 快 到 了  

( 太 二 十 六 3 6 - 5 6 ; 可 十 四 3 2 - 5 0 ; 路 二 十 |  

Z 1 3 9 - 5 3  ) 0

“客 西 马 尼 ” 一 名 只 见 於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3 ( i 节 和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章 3 2 节 ， 意 

为 “榨 油 器 ”， 表 示 该 处 有 橄 榄 园 。 希 腊 ！ 

文 的 “地 方 ”一 词 ，指 到 该 园 乃 私 家 之 地 ， | 

耶 稣 和 门 徙 却 特 别 允 准 进 入 。

虽 然 路 加 和 约 翰 福 音 都 没 有 提 及 “客 |  

西 马 尼 ” 一 名 ， 但 两 书 均 记 载 耶 稣 被 卖 前  

饱 受 痛 苦 。 路 加 说 该 地 位 於 “橄 榄 山 ” 上 1 

(二 十 二 3 9 ) 。 约 翰 则 形 容 “过 了 汲 沦 溪 ”，

可 到 该 处 （十 八 ; 只 有 约 翰 福 音 称 那 |  

地 点 为 园 子 。 从 以 上 记 述 显 见 耶 稣 和 门 徒  

经 常 在 客 西 马 尼 聚 集 团 契 和 祷 告 （路 二 十  

二 3 9 ; 约 十 八 2 > 。

福 音 书 经 文 显 示 园 地 面 积 足 以 让 门 徒  

分 散 聚 集 。

虽 然 圣 方 济 各 、 俄 罗 斯 、 亚 美 尼 亚 和  

希 腊 正 统 教 公 均 众 说 纷 纭 ， 客 西 马 尼 园 的 I 

正 确 位 S , 仍 然 引 起 各 方 臆 测 。

J a m e s  D .  P r i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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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西马尼园

坑
Pit
k e n g

旧 约 常 用 这 字 来 指 坟 墓 、 死 人 的 住 处  

或 阴 间 ， 那 是 一 个 阴 暗 可 怕 的 地 方 ， 是 人  

人 皆 惧 怕 的 ， 因 为 在 那 里 不 再 有 光 、 喜 乐  

和 生 气 。 很 多 敬 虔 的 人 都 厌 恶 这 地 方 ， 因 

为 它 使 人 与 神 的 沟 通 和 团 契 断 绝 ， 可 见 的  

例 子 有 ： 希 西 家 （赛 三 十 八 〗 7 、 1 8 ) 、 约 

伯 （十 七 1 3 - 1  6 ， 三 十 三 2 2  > 及 众 诗 人  

( 诗 二 十 八 丨 ， 三 十 3 ， 五 十 五 2 3 ， 八 十 八  

4 、 旧 约 圣 贤 很 少 会 有 复 活 的 洞 见 ， 

因 为 复 活 的 观 念 来 自 福 音 信 息 。

参 “ 无 底 坑 " 1 6 1 4 :  • 死 人 的 住 处 ”

1 5 0 9 :  ~ 死 亡 ” 1 5 1 1 :  “苏奥  ” 1 5 1 4 。

孔雀
Peacock
k 6 n g  q u 6

参 "鸟 （孔 雀 ）" 1 1 2 3 。

口传
Tradition, Oral
kdu ch u厶n

口 述 传 统 与 笔 录 传 统 虽 然 有 明 确 的 分  

别 ， 却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由 於 许 多 以 文 字  

记 录 的 传 统 都 是 基 於 口 述 传 统 ， 故 此 ， 探 

索 一 个 传 统 如 何 转 变 成 另 一 个 传 统 是 必 须  

的 。

在 古 代 近 东 ， 所 有 重 要 的 事 件 都 由 文  

士 记 录 下 来 。 同 时 ， 这 些 事 件 通 过 口 头 的  

传 述 ， 就 让 资 讯 散 播 在 当 时 的 社 会 ， 或 许

还 — 代 — 代 地 流 传 下 去 。 我 们 必 须 知 道 ， 

相 同 的 材 料 会 以 文 字 和 口 述 两 种 形 式 并  

存 ， 这 样 我 们 才 能 正 确 地 了 解 这 些 资 料 传  

达 的 方 法 。

在 犹 太 教 中 ， 口 传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拉 

比 神 学 其 中 一 个 极 强 的 特 征 ， 是 必 须 在 笔  

录 的 律 法 上 ， 加 上 口 述 的 律 法 ， 可 见 后 者  

的 重 要 性 。 这 口 述 的 律 法 就 是 由 老 师 传 给  

学 生 的 传 统 解 释 。 在 传 递 这 传 统 期 间 ， 老 

师 又 在 基 本 的 原 则 上 ， 加 上 进 一 步 的 解  

释 。 拉 比 文 献 就 学 校 中 用 以 仔 细 研 读 摔 法  

的 方 法 ， 提 供 了 许 多 指 示 。 教 师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确 保 门 徙 能 准 确 地 记 卷 教 导 的 内  

容 。 无 疑 在 拉 比 的 犹 太 教 中 ， 口 传 已 发 展  

成 一 套 高 度 的 技 巧 。

他 们 既 然 看 口 述 的 律 法 与 笔 录 的 律  

法 ， 同 样 重 要 ， 他 们 对 於 口 传 如 此 看 重 ，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 重 要 的 是 这 传 统 的 传 递 ， 

绝 对 不 是 偶 然 的 。 权 威 的 口 传 是 犹 太 人 生  

活 中 的 主 要 特 色 。 虽 然 口 传 的 目 的 ， 是 解  

释 律 法 和 保 存 律 法 的 真 正 含 义 ， 但 口 传 律  

法 却 又 往 往 成 为 犹 太 人 的 担 子 ， 因 此 受 到  

耶 穌 的 诚 责 （太 十 五 3 、 6 ; 可 七 8 、 

9 >。 祂 批 评 那 些 看 重 祖 宗 的 传 统 过 於 神  

的 律 法 的 人 。

希 腊 的 世 界 里 拥 有 的 文 字 传 统 比 犹 太  

人 更 为 大 S ， 但 人 们 对 於 口 传 的 重 视 ， 就 

大 大 不 如 犹 太 人 了 。 然 而 ， 他 们 有 一 些 秘  

密 的 传 统 ， 最 初 是 藉 口 头 传 达 的 ， 如 见 於  

— 些 神 秘 的 宗 教 里 。 诺 斯 底 主 义 中 也 有 这  

类 秘 密 的 口 述 传 统 ， 但 其 中 多 半 在 不 久 之  

后 ， 便 见 於 文 献 ， 伪 托 为 使 徒 所 著 ， 使 人  

以 为 这 些 教 导 就 是 从 他 们 而 来 的 。

学 者 尝 试 解 释 如 何 保 存 有 关 耶 稣 的 资  

料 时 ， 对 口 传 传 统 有 两 个 主 要 的 看 法 。 十 

九 世 纪 期 间 ， 最 早 期 的 看 法 之 一 是 ， 每 一  

位 福 音 书 作 者 都 是 从 所 谓 “口 传 福 音 ” 中 

取 材 。 然 而 ， 主 张 这 理 论 的 人 也 有 不 同 的  

说 法 ， 其 中 以 马 太 和 路 加 均 使 用 马 可 福 音  

和 另 一 份 资 料 的 这 个 说 法 ， 似 最 可 信 。

在 较 近 期 的 研 究 中 ， 学 者 对 口 传 传 统  

的 兴 趣 复 萌 。 形 式 评 鉴 学 试 图 找 出 传 达 口  

头 传 统 的 不 同 形 式 。 资 料 的 传 递 大 概 受 到  

各 种 传 统 的 法 则 限 制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可 

能 是 相 异 的 法 则 ， 即 只 有 那 些 与 犹 太 文 献  

或 早 期 基 督 教 教 训 不 同 的 传 统 ， 才 被 视 为



纯 正 的 - 结 采 ， 形 成 了 对 音 书 历 史 的 准  

确 性 的 怀 钍 。 但 口 传 传 统 并 不 能 立 即 归 结  

为 印 法 ， 尤 其 足 主 ® 5内容是关乎■— 个彳虫特1 

人 物 之 教 训 。 虽 然 形 式 评 鉴 学 有 若 许 多 不  

能 令 人 满 怠 的 特 性 ， 但 它 却 再 一 次 唤 起 人  

对 於 口 传 传 统 的 艰 视 ， 减 低 了 人 对 宋 源 评  

鉴 学 的 倚 赖 。

老 无 疑 问 ， 耶 穌 的 言 行 在 M 早 期 ， 是 

菇 荇 言 语 传 扬 开 去 的 。 耶 穌 自 己 究 竞 有 否  

使 用 拉 比 式 的 教 导 方 法 ， 是 一 个 疑 问 ， 但 

人 们 保 存 耶 穌 之 教 导 时 ， 则 必 定 好 像 拉 比  

保 存 口 传 的 律 法 那 样 谨 愤 小 心 。

参 • 旧约 圣经 评鉴 学 • 7 9 9 : - 新约圣经  

i平鉴学 • 1 7 6  0 : • 传 统 _ 2 4 1 : • 犹 太 教 "

2 1 6 0 :  • 法利 赛 人 • 3 7 8 :  • 他 勒 目 ” 1 5 2 9 :

•传统评鉴字 - 2 4 1 :  • 形式 评鉴 学 " 1 7 8 1 。

枯千的手
Withered Hand
kfl g a n  d e  s h d u

参 疾 ’2 0 7 。

苫菜
Bitter Herbs
kQ c h i

指 某 种 苦 味 野 菜 ， 可 能 是 莴 城 植 物 ， 

如 苦 艾 、 茵 陈 等 。 当 年 神 降 大 灾 於 埃 及 ， 

使 其 头 生 的 人 畜 死 於 一 夕 之 间 ； 是 夜 ， 神 

喁 以 色 列 民 备 烤 羊 羔 肉 ， 与 无 酵 饼 和 苦 菜  

同 吃 （出十二8 -丨丨>。

该 处 经 文 对 苦 菜 的 意 义 未 作 解 释 。 据 

传 统 的 解 释 ， 那 是 用 以 象 征 以 色 列 民 在 埃  

及 为 姣 所 受 的 苦 楚 。 另 两 处 提 及 苦 菜 之 处  

《民 九 1 1 ; 哀 三 1 5 ) ， 也 没 有 讲 明 苦 菜 屈  

何 种 植 物 及 珣 义 为 何 。 民 数 记 记 载 不 能 按  

时 过 逾 越 节 的 人 ， 当 如 何 补 救 （民 九 6- 

1 2 )。 耶 利 米 哀 歌 的 经 文 描 述 先 知 耶 利 米  

的 苦 楚 ， 先 知 自 言 在 神 的 手 下 受 苦 ， 神 使  

他 “饱 用 茵 陈 ”。 如 果 先 知 的 感 受 可 用  

“苦 菜 ” 象 征 ， 那 么 以 色 列 民 在 埃 及 为 奴  

的 苦 况 ， 自 然 也 可 以 “苦 菜 ’’来 象 征 。 神 

降 大 灾 於 埃 及 的 那 夜 ， 也 正 是 以 色 列 民 摆  

脱 奴 役 枷 锁 ， 重 获 自 由 的 开 始 ； 自 此 ， 以 

色 列 人 便 年 年 吃 苦 菜 来 纪 念 逾 越 节 。

至 今 ， 撒 玛 利 亚 人 过 逾 越 节 时 ， 以 莴  

城 植 物 的 苦 叶 为 “苦 菜 ” ； 欧 洲 的 犹 太 人

g32 ku gan de shdu

则 用 辣 根 作 “苦 菜 ”。

J o h n  E .  Lo n g
参 " 植 物 （苦 菜 ）” 2 2 9 2 。

希 律 安 提 帕 的 家 宰 ， 主 疔 王 府 产 业 ， 

可 能 也 有 政 治 职 衔 ， 权 势 甚 重 ； 其 妻 约 亚 |  

拿 患 病 得 耶 稣 医 治 ， 后 跟 从 耶 稣 及 十 二 门 |  

徒 ， 在 食 用 上 多 有 所 供 应 （路 八 3 > 。

库尔
Kue
kCi 6 r

基 利 家 在 旧 约 时 期 的 名 字 。 所 罗 门 由  

此 地 运 进 马 匹 （王 上 十 2 8 ;  代 下 一 1 6 ;  

按 ： 和 合 本 漏 译 > 。 它 包 括 两 处 地 区 ： 东 

部 平 原 （基 利 家 佩 达 斯 ） 和 西 部 山 脉 （基 

利 家 特 吉 亚  >。 库 尔 南 滨 地 中 海 ， 西 和 西  

北 含 接 托 鲁 斯 山 脉 ， 东 北 临 安 提 托 & 斯 ，

东 接 阿 马 努 斯 。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 亚 甲 族 的 统 治 者 撒 珥 |  

根 大 帝 及 其 孙 那 兰 新 宣 称 曾 抵 达 “香柏  

林 ” 和 “银 山 ”， 所 指 的 显 然 就 是 阿 马 努  

斯 和 托 咎 斯 。 在 中 铜 器 时 代 ， 那 平 原 名 阿 |  

达 尼 雅 ； 到 晚 铜 器 时 代 ， 由 路 维 人 和 胡 利  

人 组 成 的 吉 琐 瓦 纳 王 国 问 世 ， 但 被 赫 人 帝  

国 征 服 。

至 铁 器 时 代 （主 前 一 千 年 代  库尔  

的 新 赫 人 王 国 兴 起 ； 库 尔 成 为 从 北 方 进 口  | 

马 匹 的 商 站 （参 结 二 十 七 1 4 > 。 主 前 九 世  

纪 ， 库 尔 加 入 由 多 国 组 成 的 同 盟 ， 抗 拒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的 伎 略 （主 前 8 5 8 > ， 但 终 於  

在 8 3 9 至 8 3 3 年 间 被 征 服 。 亚 述 人 撤 退 后 ， 

库 尔 的 地 位 仅 次 於 亚 兰 大 马 色 和 亚 珥 拔  

(按 照 哈 马 王 撒 吉 石 碑 所 载 ） 而 位 居 第 三 。 1 

主 前 八 世 纪 末 ， 库 尔 王 乌 里 基 向 提 革 拉 毗 i 
列 色 三 世 进 贡 （主 前 7  3 8 > , 但 不 久 即 被  

亚 述 吞 并 。 撒 珥 根 死 后 （主 前 7 0 5 > , 亚  

述 在 基 利 家 和 亚 聿 多 利 亚 的 各 省 一 起 叛  

变 ， 直 到 主 前 6 9 5 年 ， 西 拿 基 立 才 将 它 们  

重 新 征 服 。 尽 管 附 近 的 塔 巴 尔 和 基 拉 古 部  

族 （基 利 家 之 名 即 由 这 部 族 所 起 ） 频 施 压  

力 ， 以 撒 哈 顿 和 亚 述 巴 尼 帕 仍 努 力 稳 守 库 |  

尔 。 主 前 5 9 3 至 5 9 1 年 间 ， 迦 勒 底 王 尼 布 j

苦撒
Chuza
k a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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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尼 撒 在 此 奋 战 。 此 后 ， 迦 底 勒 诸 王 控 制  

此 地 ， 并 且 和 邻 近 的 吕 底 亚 作 战 。 巴 比 伦  

陷 於 波 斯 人 手 、中 后 ， 基 拉 古 人 趁 此 时 机 占  

据 平 原 。库 尔 於 是 褎 亡 ，甚 利 家 起 而 代 之 。 

参 - 基 利 家 ” 6 4 6 。

库房
Asuppim
k D  f f i n g

希 伯 来 原 词 即 “库 房 ” 之 意 ， 为 圣  

殿 的 一 部 分 ，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六 章 1 5 、 

1 7节 。

参 "会 慕 . 圣 殿 ” 5 9 6 。

夸口
Boast
k u 3  k d u

以 自 得 意 满 的 口 气 讲 说 自 己 或 别 人 的  

功 劳 、 本 领 、 长 处 。 该 字 在 圣 经 中 也 有 较  

正 面 的 意 义 ， 可 以 看 作 是 “赞 美 ” 的 同 义  

词 。

在 旧 约 ， 常 指 不 敬 虔 的 人 夸 口 ， 恃 靠  

自 己 的 力 M , 却 不 倚 靠 神 （诗 五 十 二 1, 

九 十 四 3 、4 > 。 以 色 列 人 的 仇 敌 夸 口 胜 利 ， 

自 我 炫 耀 （申 三 十 二 2 7 ; 诗 十 3 , 三 十 五  

2 6 , 七 十 三 9 ; 赛 三 9 > 。 他 们 炫 耀 财 富  

( 诗 四 十 九 6 > , 自 夸 智 恝 （赛 十 九 1 1 > 。 

神 曾 教 导 ， 财 主 和 智 恝 人 当 以 “认 识 我 是  

耶 和 华 ， 又 知 道 我 喜 悦 在 世 上 施 行 慈 爱 、 

公 平 和 公 义 ” 而 夸 口 （耶 九 2 4 ) 。 诗 篇 作  

者 强 调 信 徒 当 靠 何 枣 为 夸 耀 的 依 据 时 ， 

说 ： “有 人 餌 车 ， 有 人 靠 马 ， 但 我 们 要 提  

到 耶 和 华 —— 我 们 神 的 名 。 诗 二 十 7) 

约 伯 的 朋 友 责 他 在 神 面 前 ， 矜 夸 自 己 清 白  

公 义 （伯 十 一 3 ， 二 十 五 4 ) 。

耶 稣 曾 描 述 一 个 法 利 赛 人 ， 如 何 在  

祈 祷 中 向 神 自 夸 的 情 状 （路 十 八 1 〇 - 1 4 ) 。 

在 新 约 ， 这 字 多 见 用 於 保 罗 书 信 ， 例 如 ： 

夸 示 自 己 的 成 就 与 夸 耀 神 的 成 就 的 对 比  

( 罗 三 2 7 、 2 8 ; 林 后 十 1 7 ; 加 六 1 4 >  ; 自

以 为 义 、 自 满 自 夸 的 表 现 均 须 撇 弃 （罗 

— 3 0 ， 二  1 7 、 2 3 ; 弗 二  9 ; 提 后 三  2 > 。 保  

罗 视 那 些 自 恃 严 守 律 法 条 文 的 犹 太 人 之  

心 态 为 自 夸 。 在 保 罗 心 目 中 ， 唯 一 可 以  

夸 耀 的 就 是 神 （罗 五丨 U 。 从 罗 马 书 五 章  

3 节 可 以 看 出 ， 犹 太 拉 比 与 使 徒 保 罗 的 患

难 观 不 同 ： 前 者 以 受 苦 自 荣 自 炫 ， 后 者  

在 患 难 中 经 验 神 的 能 力 ， 及 促 使 保 罗 盼  

望 将 来 。

保 罗 也 有 所 夸 耀 ， 但 他 的 夸 耀 并 非 建  

立 在 与 人 比 较 的 基 础 之 上 。 他 的 夸 耀 是 由  

於 基 督 藉 他 工 作 （林 后 三 2 - 6 ) ， 以 及 神  

的 委 任 （林 后 十 丨 8 > ， 他 只 可 以 将 荣 耀 归  

神 。 对 於 自 己 ， 他 宁 愿 夸 耀 自 己 的 软 弱 ， 

也 同 时 夸 耀 神 的 伟 大 和 权 能 （林 后 十 二 5 、 

9>〇

保 罗 有 时 也 颇 夸 奖 一 些 基 督 徒 （林后  

七 4 、 1 4 ， 八 2 4 ， 九 2 、 3 > ， 但 这 只 表 示  

他 对 他 们 的 信 赖 ， 而 决 不 是 夸 示 自 己 的 成  

绩 。 保 罗 极 不 愿 谈 及 自 己 ， 只 是 为 了 反 驳  

哥 林 多 教 会 中 反 对 分 子 的 控 诉 ， 才 不 得 不  

陈 述 自 己 的 作 为 。 他 说 ， 本 应 出 自 他 们 之  

口 的 称 许 ， 却 只 好 由 他 自 述 了 ； 是 他 们 迫  

他 作 了 这 迹 近 自 夸 的 “愚 妄 人 ” （林 后 十  

二 1 1 )。

J a m e s  D. P r i c e

参 - 傲 气 " 5 3。

桧
Juniper
k u a i

参 - 植 物 （桧 广 2 2 9 2 。

宽墙
Broad Wall, The
k u a n  q i d n g

指 耶 路 撒 冷 外 廊 之 一 段 ， 是 主 前 五 世  

纪 尼 希 米 所 建 ， 大 概 是 在 西 北 方 （尼 三 8, 

十 二  3 8 > 。

参 - 耶 路 撒 冷 ” 1 9 4 5。

矿 物 、 金属和宝石
Minerals, Metals, and Precious Stones
k u ^ n g  wi i  /  j i n  shiS h 6  b 2 o  s h i

矿 物 是 一 些 天 然 物 品 ----通 常 以 矿 石

的 形 式 出 现 ， 经 过 开 采 和 处 理 之 后 就 可 成  

为 金 厲 。金 厲 是 一 些 化 学 原 素 ，如 铁 或 铜 ， 

纯 金 屈 是 不 会 混 入 其 他 物 质 的 ， 通 常 天 然  

存 在 的 都 不 是 纯 金 屈 ， 但 也 有 例 外 。 宝 石  

也 是 天 然 物 质 ， 由 於 宝 石 较 为 罕 有 ， 因 此  

可 用 来 制 造 珠 宝 饰 物 ， 有 其 特 殊 的 价 值 。 

采 矿 和 冶 炼 金 屈 在 巴 勒 斯 坦 是 一 种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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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的 艺 术 ， 远 在 以 色 列 人 还 未 到 达 巴 勒 斯  

坦 以 前 就 已 存 在 。 自 石 器 时 代 始 ， 人 已 开  

始 开 采 合 用 的 石 材 来 作 工 具 ， 比 如 燧 石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 开 采 岩 石 作 逑 筑 之 用 也 是 一  

种 古 老 的 工 艺 。 早 在 主 前 4 0 0 0 年 之 前 ， 

中 东 的 人 已 认 识 和 使 用 各 类 金 賊 ； 如 天 然  

的 金 、 铜 和 陨 铁 等 。 从主前 * 1〇()〇至3〇(>(> 

年 ， 人 类 开 始 认 识 天 然 的 银 旷 、 铜 矿 和 铅  

矿 。 提 炼 金 扣 的 艺 术 可 能 是 偶 然 发 现 的 ， 

产 品 包 括 一 些 合 金 ， 如 荇 锏 。 后 来 ， 还 发  

明 了 还 原 氣 化 铁 的 技 术 。 由 主 前 3 0 0 0 至 

2 ()0 0 年 ， 冶 炼 工 业 有 很 大 的 进 展 ， 硫 化  

铜 和 较 化 锡 也 可 还 原 为 金 M ， 锡 和 铜 两 种  

金 厲 也 成 为 了 重 要 的 贸 易 货 品 。

主 前 2 0  0 0 至丨0 0 0 年 ， 人 开 始 在 熔 矿  

炉 旁 装 设 风 筘 ， 把 铁 从 矿 石 中 还 原 再 提  

炼 。 从 铜 和 锌 制 造 出 黄 铜 的 技 术 大 概 是 主  

前 1 5 0 0 年 发 明 的 ， 但 这 技 术 后 来 才 得 到  

重 视 。 至 於 许 多 世 纪 以 来 已 发 现 的 青 铜 ， 

有 时 会 加 入 大 M 的 锡 ， 制 成 金 厲 镜 。 这 时  

以 色 列 人 已 在 巴 勒 斯 坦 定 居 ， 且 已 建 立 了  

王 国 。 自主前丨（)〇 〇 年 至 教 会 时 代 ， 金 頋  

的 制 造 ， 尤 其 是 铁 ， 有 很 大 的 进 展 。 有 一  

种 钢 铁 枝 提 炼 出 来 可 用 作 武 器 和 工 具 。

巴 勒 斯 坦 的 铁 器 时 代 约 始 於 主 前  

1 2 0 0 年 ， 不 过 亚 拿 多 利 亚 早 在 该 时 已 认  

识 铁 这 祌 金 至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时 代 ， 以 

色 列 人 已 学 到 许 多 冶 炼 和 制 造 金 厲 制 品 的  

技 术 。 在 大 卫 的 领 导 下 ，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了  

拥 有 丰 富 铜 矿 和 铁 矿 的 以 东 （撒 下 八 1 3 、 

丨 4 > , 而 且 在 约 但 河 谷 进 行 了 许 多 金 属 的  

铸 造 （王 上 七 1 3、 M 、 4 5 、 4 6 ) 。 在 这 工  

作 上 ， 所 罗 门 得 到 一 名 腓 尼 基 工 匠 希 兰  

( 即 户 兰 ） 的 帮 助 。 以 色 列 人 的 传 统 认 为  

冶 金 术 乃 源 自 土 八 该 隐 （创 四 2 2 ) ， 圣 经  

说 他 是 打 造 各 样 铜 铁 利 器 的 。 申 命 记 八 章  

9 节 提 到 以 色 列 人 要 前 往 的 地 方 有 许 多 铁  

和 铜 。

约 伯 记 二 十 八 章 丨 至 丨 1 节 有 一 段 很 特  

殊 的 记 载 ， 记 述 了 采 矿 的 活 动 ， 还 列 出 了  

一 些 从 石 中 采 得 的 金 属 和 宝 石 ： 金 、 银.  

铜 、 铁 和 蓝 宝 石 （或 天 青 石 k 人 在 地 下  

掘 出 了 许 多 矿 坑 和 隧 道 。

不 少 旧 约 经 文 都 提 及 金 賴 的 提 炼 和 铸  

造 。 以 赛 亚 以 金 祺 的 冶 炼 比 喻 神 要 炼 净 祂  

的 子 民 （赛 一  2 5 ) 。 耶 利 米 认 识 冶 金 匠 是

用 风 箱 和 火 来 烧 毀 矿 石 中 的 渣 滓 （耶 A  
2 9 ) 。 以 西 结 也 知 道 M 炼 银 、 铜 、 铁 、 铅 、 

锡 适 利 用 熊 熊 的 火 炉 （结 二 十 二 2 0 - 2 2  )。

虽 然 以 色 列 人 后 来 也 炼 制 金 屈 ， 但撒  

母 耳 记 上 十 三 苺 丨 9 至 2 2 节 显 示 ， 在 非 利  

士 人 跟 以 色 列 人 争 战 的 日 子 ， 金 屈 铸 造 业  

曾 一 度 被 非 利 士 人 所 操 纵 ， 他 们 必 须 请 歆  

人 替 他 们 制 造 农 具 。 同 样 ， 制 造 所 罗 门 圣  

殿 中 各 样 敬 拜 和 祭 祀 用 的 器 皿 ， 也 霈 要 由  

腓 尼 基 工 匠 来 监 督 （王 上 七 丨 3 - 5 0 >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也 是 贸 易 上 的 主 要  

货 品 。 以 色 列 并 没 有 大 S 出 产 这 些 商 品 ， 

故 需 要 从 别 国 输 入 各 式 各 样 的 货 品 。 示巴  

女 王 的 来 访 一 半 是 为 了 违 立 邦 交 ， 一 半 是  

为 了 促 进 贸 易 （王 上 十 2 、 丨0 、 1 U 。 其 

他 商 人 也 从 老 远 把 宝 石 带 来 （王 上 十 H 、 

1 5 、 2 2 ) 。 主 前 六 世 纪 ， 腓 尼 基 人 以 金 屈  

和 宝 石 与 各 地 进 行 广 泛 交 易 （结 二 十 七  

1 2 - 1 6 ) 。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 罗 马 从 各 类 的  

贸 易 中 获 利 ， 包 括 金 、 银 、 宝 石 、 象 牙 、 

青 铜 、 铁 和 汉 白 玉 （启 十 八 丨 1 - 丨 3 > 。 上 |  

述 经 文 只 是 让 我 们 对 圣 经 时 代 在 西 亚 所 进 |  

行 的 各 项 贵 重 金 厲 的 贸 易 稍 作 认 识 。

金 厲 和 宝 石 也 是 侵 略 者 —— 特 别 是 埃  

及 人 和 亚 述 人 —— 所 抢 掠 的 主 要 物 品 。 据 

记 载 ，埃 及 和 亚 述 的 战 利 品 包 括 ：金 、银 、 i 

铜 、 铁 、 锡 、 绿 松 石 、 宝 石 、 各 种 矿 物 ， I 

以 及 象 牙 。 这 些 物 品 经 常 都 有 需 求 ， 因为  

这 是 制 造 农 具 和 武 器 ， 以 及 珠 宝 和 饰 物 的  

材 料 。

矿物

矿 物 是 一 种 无 机 的 物 质 ， 有 固 定 的 化  

学 组 合 和 结 构 ， 有 时 是 单 独 存 在 ， 有 吋 又  

与 其 他 物 质 混 合 。 矿 石 指 矿 物 或 多 种 矿 物  

的 集 成 ， 其 中 所 含 有 的 金 屈 化 合 物 在 质 和  

俄 上 都 足 以 提 炼 成 有 价 值 的 金 厲 ， 或 有 用 |  

的 商 品 。 其 主 要 的 成 分 —— 金 厲 —— 是以  

天 然 化 合 物 的 形 式 存 在 ， 如 硫 化 物 、 氧化  

物 、 碳 酸 盐 ， 及 其 他 化 合 物 ； 其 中 硫 化 物  

和 氧 化 物 是 最 常 见 的 。 矿 物 质 具 备 各 种 不  

同 的 特 性 ， 如 颜 色 、 光 泽 、 晶 体 形 状 、 大 

小 裂 痕 、 硬 度 和 密 度 ， 这 些 均 有 助 於 鉴 辨 |  

不 同 的 矿 物 ， 和 控 制 其 商 业 及 工 业 上 的 用 |  

途 。

黑 矿 有 氧 化 的 赤 铁 矿 和 褐 铁 矿 ， 以 及 |



硫 化 锑 。 铜 矿 是 绿 色 或 蓝 色 的 ， 其 中 也 有  

碳 水 化 合 的 蓝 铜 矿 和 孔 雀 石 ， 两 种 皆 用 作  

制 造 饰 物 ， 也 是 炼 钢 的 原 料 。 锏 矿 是 氢 氧  

化 的 镁 铁 磷 酸 盐 ， 也 有 的 是 硫 化 物 ， 有 制  

成 饰 物 的 价 值 。 这 矿 物 中 有 一 种 闪 亮 呈 蓝  

色 光 泽 的 ， 可 作 宝 石 用 ， 名 天 青 石 。

银 矿 有 天 然 的 纯 银 ， 但 普 遍 出 现 的 形  

态 都 是 与 铅 混 合 ， 成 为 灰 色 、 闪 亮 、 呈 结  

晶 状 的 银 铅 矿 （方 铅 矿 ）。 锡 则 以 坚 硬 、 

呈 棕 思 色 的 氣 化 形 态 存 在 ， 名 为 锡 石 。 锡 

矿 在 古 代 中 东 较 少 出 现 ， 而 是 由 腓 尼 基 人  

从 士 班 雅 输 入 。 常 与 银 矿 一 起 出 现 的 是 菱  

锌 矿 ， 菱 锌 矿 是 从 白 色 结 晶 状 的 炭 化 锌 提  

炼 出 来 的 ， 在 希 腊 常 有 开 采 。

金属

纯 金 屈 是 一 种 化 学 上 单 纯 的 元 索 ， 拥 

有 其 固 定 的 物 理 特 性 ，如 密 度 、抗 张 强 度 、 

结 晶 组 织 、 熔 解 点 、 延 展 性 、 传 导 性 等 。 

金 厲 可 互 相 混 合 成 合 金 ， 但 这 过 程 会 破 坏  

其 纯 度 。 无 论 在 古 代 世 界 或 现 代 社 会 ， 合 

金 都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为 要 取 得 纯 金 厲 ， 含 有 该 种 金 厲 的 矿  

石 必 须 经 过 熔 解 的 过 程 ， 这 过 程 称 为 冶 金  

术 。 在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 纯 金 属 如 金 、 银 、 

铁 、 铅 常 被 人 使 用 ； 然 而 ， 合 金 如 靑 铜 和  

黄 铜 的 用 途 则 比 纯 金 厲 更 广 泛 。

冶金术和金 W捉炼

少 数 金 M 以 纯 金 厲 的 天 然 形 态 存 在 ， 

大 部 分 都 是 埋 藏 在 石 中 ， 需 要 提 炼 出 来 。 

当 金 属 以 化 合 物 的 形 态 存 在 ， 如 氧 化 物 、 

硫 化 物 、 碳 化 物 等 ， 便 要 经 过 一 种 复 杂 的  

冶 金 过 程 来 提 炼 。

也 许 早 至 主 前 8 0 0  0 年 ， 已 经 有 人 晓  

得 熔 解 天 然 的 铜 ， 然 后 注 入 各 类 铸 模 中 ， 

造 成 有 用 的 东 西 。 锏 通 常 以 氧 化 、 硫 化 或  

炭 化 的 形 态 存 在 ， 颜 色 有 好 几 种 ， 一 般 是  

蓝 色 和 绿 色 。 这 些 天 然 的 铜 矿 广 布 於 西 亚  

和 其 他 地 方 。 硫 化 铜 首 先 要 经 过 焙 烧 ， 把  

大 部 分 的 硫 破 除 去 。 其 后 把 经 过 焙 烧 的 硫  

磺 物 质 放 在 熔 矿 炉 中 ， 与 沙 和 焦 炭 一 起 形  

成 矿 渣 ， 把 铁 和 其 他 杂 质 除 去 。 矿 渣 和 铜  

会 注 入 不 同 的 器 皿 中 。 制 造 靑 铜 的 过 程 首  

先 是 用 风 箱 吹 风 ， 把 铜 矿 石 和 锡 矿 石 与 焦  

炭 一 起 熔 解 ， 然 后 把 已 还 原 的 铜 和 锡 — 起 

加 热 。 铜 和 锌 的 合 金 ----黄 铜 ----- 的 制 作

也 是 先 把 铜 、 锡 和 焦 炭 一 起 加 热 ， 然 后 把  

锏 和 已 还 原 的 锌 混 合 ， 制 成 合 金 。

黄 金 是 天 然 存 在 的 ， 通 常 在 河 沙 和 河  

水 的 砂 研 中 发 现 。 埃 及 人 在 主 前 4 〇〇 〇年 

已 开 始 开 采 冲 积 土 中 的 金 矿 。 要 取 出 岩 石  

中 的 黄 金 ， 便 先 要 把 岩 石 打 碎 成 砂 ， 然后  

才 把 黄 金 淘 出 。 埃 及 第 一 个 王 朝 （约 主 前  

2 9 0 0 ) 的 纪 念 碑 ， 有 浅 浮 雕 把 这 过 程 描  

述 出 来 。 有 时 黄 金 深 藏 於 岩 石 中 ， 打 碎 了  

的 岩 石 还 要 用 铅 、 盐 和 大 麦 鉄 一 起 加 热 ， 

形 成 带 有 杂 质 的 矿 渣 ， 再 经 长 时 间 加 热 ， 

就 剩 下 流 质 的 纯 金 ， 可 以 倒 出 来 。 到 了 罗  

马 时 代 ， 冶 金 学 者 发 现 可 用 水 银 来 提 炼 黄  

金 （和 银  > 。 方 法 便 是 先 把 岩 石 打 碎 ， 然 

后 与 水 银 混 合 ， 黄 金 就 会 附 在 水 银 上 ， 把 

碎 石 的 石 粒 冲 走 ， 再 加 热 ， 加 热 后 水 银 便  

会 蒸 发 、 凝 结 ， 留 作 下 次 再 用 ， 这 样 ， 剩 

下 的 液 体 就 是 纯 净 的 黄 金 了 。

陨 铁 很 早 已 被 发 现 ， 含 铁 的 矿 石 是 氧  

化 物 和 炭 化 物 。 这 些 矿 石 首 先 要 加 热 ， 把 

炭 酸 盐 分 解 ，把 硫 磺 氧 化 ，然 后 加 入 焦 炭 ， 

形 成 一 氧 化 炭 ， 用 作 还 原 剂 ， 再 加 入 石 灰  

石 ， 造 成 一 种 矿 渣 ， 把 碳 酸 盐 除 去 。 要 制  

造 铸 铁 、 锻 铁 和 钢 ， 则 还 需 要 经 过 其 他 过  

程 。 坚 硬 的 冶 铁 制 造 方 法 约 在 主 前 丨 3 0  0 

年 由 小 亚 细 亚 的 赫 人 发 明 ， 再 由 非 利 士 人  

承 继 （撒 上 十 三 1 9 、 2 0 > 。 起 初 从 简 陋 的  

熔 矿 炉 取 出 的 铁 ， 需 要 锤 打 以 除 去 矿 渣  

( 申 四 2 0 ; 王 上 八 5 1 ; 耶 十 一 4 ) ， 其 后 ， 

在 铁 中 加 入 了 碳 ， 就 制 成 了 雖 型 的 钢 铁 。

冶 炼 铅 的 过 程 是 先 把 硫 化 铅 的 矿 石 渗  

入 石 灰 ， 在 一 股 氧 流 中 加 热 ， 这 样 ， 含 有  

石 粒 的 矿 渣 就 形 成 了 ， 跟 着 把 氧 流 切 断 ， 

温 度 再 升 髙 ， 纯 净 的 铅 就 可 以 流 出 来 。

天 然 的 纯 银 是 有 的 ， 但 通 常 是 银 与 铅  

所 形 成 的 合 金 （即 方 铅 矿 ）， 把 这 合 金 矿  

石 放 在 陶 器 内 加 热 ， 并 孫 露 於 一 股 强 烈 的  

氧 流 之 下 ， 铅 和 其 他 杂 质 便 会 氧 化 ， 形 成  

矿 渣 ； 撇 取 去 上 层 的 矿 渣 （结 二 十 二 1 8 、

1 9 ) ， 剩 下 来 的 就 是 纯 净 、 熔 解 的 银 液 。 

旧 约 曾 提 及 开 采 银 矿 （伯 二 十 八 1 > ， 冶 

炼 金 屈 （亚 十 三 9 ; 玛 三 3 > ， 熔 解 金 厲 晬  

片 或 首 饰 匠 用 剩 的 材 料 （结 二 十 二 2 0 - 

2 2 > ， 在 坩 埚 （或 熔 炉 ） 中 多 次 冶 炼 （箴 

十 七 3 ， 二 十 七 21 > ， 制 造 “精 炼 的 银 子 ” 

或 “高 银 ” （代 上 二 十 九 4 ; 诗 十 二 6 ; 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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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必 须 从 其 軏 化 的 状 态 中 提 炼 出 来 。 

含 锡 旷 石 首 先 要 被 打 碎 ， 然 后 用 水 沾 洗 ， 

以 除 去 碎 石 ， 再 加 以 焙 烧 ， 使 硫 化 铁 和 硫  

化 铜 氧 化 ， M 后 与 煤 炭 烧 热 。 经 过 上 述 过  

程 ， 纯 净 的 锡 就 会 从 杂 质 中 分 解 而 流 出  

来 。

锌 通 常 以 硫 化 物 或 炭 化 物 的 形 态 出  

现 。 首 先 耍 打 晬 矿 石 、 磨 成 粉 状 ， 然 后 加  

少 许 的 油 来 把 它 浓 缩 • ， 油 便 会 附 在 旷 石  

上 ，跟 苕 把 这 混 合 物 加 热 ， 除 去 硫 磺 ， 留 

下 氧 化 锌 ： M 后 ， 再 用 煤 粉 加 热 ， 把 锌 还  

原 过 来 。

虽 然 旧 约 有 好 几 段 经 文 暗 示 冶 金 的 科  

学 在 圣 经 时 代 已 为 人 熟 知 ， 但 考 古 方 面 的  

证 据 却 很 少 。 那 时 的 冶 炼 厂 规 模 细 小 ， 一 

般 用 来 冶 炼 铜 和 铁 。 在 迦 萨 附 近 的 耶 玛 废  

丘 发 现 了  4 座 熔 炉 ， 大 槪 是 供 冶 铁 之 用 ： 

在 示 姆 斯 泉 （即 伯 示 麦 ） 发 现 两 座 熔 炉 ， 

在 特 拉 维 夫 附 近 的 加 西 利 废 丘 发 现 一 座 ， 

也 在 艾 城 发 现 一 座 炼 铜 用 的 熔 垆 ， 在 约 但  

河 谷 有 矿 渣 堆 的 痕 迹 ， 而 在 埃 拉 特 一 带 ， 

荇 有 一 个 时 期 有 炼 铜 的 工 业 。 这 些 考 古 的  

记 录 并 不 完 整 ， 但 给 人 一 个 印 象 就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金 梪 矿 并 不 多 ， 因 此 大 部 分 矿 物 必  

定 是 从 外 地 运 进 来 的 。 可 是 ， 很 多 制 造 农  

具 和 兵 器 的 铸 m 又 给 发 掘 出 来 。 显 然 ， 巴 

勒 斯 坦 也 出 产 一 些 精 炼 的 金 厲 ， 但 可 能 大  

部 分 是 进 口 的 ， 这 些 金 厲 原 料 要 再 加 热 熔  

龟？， 然 后 注 入 不 同 的 土 器 或 陶 器 铸 模 中 。

圣 经 常 提 到 一 些 金 屈 ，特 别 是 金 、银 、 

铁 和 铅 ； 铜 也 广 泛 地 使 用 ， 但 通 常 是 以 其  

合 金 ， 即 青 铜 和 黄 铜 的 形 式 出 现 。 圣 经 较  

少 提 及 锡 ， 虽 然 它 也 常 用 来 制 造 荇 铜 ； 同 

样 ， 锌 也 是 用 来 制 造 黄 铜 的 ， 却 没 有 在 圣  

经 中 出 现 。

金

旧 约 和 新 约 谈 到 黄 金 不 下 数 百 次 ， 比 

其 他 任 何 一 种 金 拽 为 多 。 金 与 银 常 是 相 提  

并 论 的 ， 但 通 常 先 说 银 ， 后 提 金 ， 反 映 当  

时 金 的 价 值 较 银 为 低 。

黄 金 常 用 作 制 造 个 人 饰 物 （创 二 十 四  

5 3 , 四 十 一 4 2 ; 出 三 2 2 , 十 一 2 , 十 二 3 5 ) 。 

在 以 色 列 人 和 非 以 色 列 人 的 宗 教 敬 拜 中 ， 

黄 金 都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有 好 几 段 经 文 提 及

用 金 银 制 作 的 外 邦 神 像 （出 二 十 2 3 ， 三

十 二 2 - 4 ; 诗 -----五 4 ; 赛 二 2 0 ， 三 十 2 2 ，

三 十 一  7 ， 四 十 1 9 ， 四 十 六 6 ; 何 八 4  >。 

# 来 人 通 常 把 金 熔 解 铸 造 ， 然 后 再 雕 刻 其  

神 态 ， 因 此 那 些 神 像 可 以 说 是 铸 出 来 的 偶  

像 （出 三 十 二 2  ̂  ) ， 和 雕 刻 出 来 的 偶 像  

( 出 三 十 二 4 ) 。 装 饰 会 幕 和 圣 殿 使 用 了 大  

S 的 精 金 。 木 制 的 约 柜 ， 电 外 皆 包 上 梢 金  

( 出 二 十 五 1 丨  >。 至 於 其 他 木 材 ， 部 分 也  

贴 上 金 子 （出 二 十 五 H ; 王 上 六 2〇- 2 2 、 

3 0 等 等 >。

会 裤 和 圣 殿 中 各 种 器 皿 和 用 具 都 是 用  

“纯 金 ” 制 造 的 ， 如 ： 基 路 伯 （出 二 十 五  

1 8 ， 三 十 七 7 > 、 施 恩 座 （出 二 十 五 1 7 ， 

三 十 七 6 ) 、 灯 台 （出 二 十 五 3 1 ; 亚 四 2 ) 、 

各 种 器 皿 （出 二 十 五 3 8 ; 王 下 二 十 四 1 3 ) 、 

系 在 以 弗 得 上 的 两 条 链 子 （出 二 十 八 14 >， 

以 及 系 在 大 祭 司 外 袍 上 的 铃 铛 （二 十 八  

3 4  >。 大 祭 司 的 冠 冕 、 以 弗 得 和 胸 牌 都 是  

用 纯 金 造 成 的 （三 十 九 2 - 3 0 ) 。 为 制 造 这  

些 用 品 而 在 旷 野 收 集 的 供 物 中 ， 包 括 12 

个 金 盂 ， 共 重 1 2 0 舍 客 勒 （民 七 8 G > 。 装 

饰 得 更 华 丽 的 圣 殿 所 用 的 金 子 显 然 比 会 鞒  

所 用 的 还 多 （王 上 六 2 0 - 2 8 ; 代 上 二 十 九  

2 - 7 ; 代 下 三 4 至 四 2 2 ) 。 建 造 会 幂 和 圣 殿  

时 ， 提 到 使 用 金 子 的 地 方 实 在 太 多 ， 不 能  

在 此 详 述 。 圣 殿 中 所 铺 设 使 用 的 大 S 金 

子 ， 对 侵 略 者 来 说 实 在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吸  

引 ， 他 们 剝 下 圣 殿 的 金 子 ， 作 为 战 利 品 带  

走 （王 上 十 四 2 6 ; 王 下 十 六 8 ， 十 八 14, 

二 十 四 1 3 ， 二 十 五 1 5 ; 代 下 十 二 9 > 。

金 有 商 业 上 的 价 值 。 在 所 罗 门 的 日  

子 ， 以 色 列 从 外 国 把 金 子 运 来 ， 每 年 进 口  

的 数 窃 : 高 达 6 他 连 得 （王 上 十 1 4 ) 。 推 

罗 的 希 兰 王 曾 给 所 罗 门 金 子 1 2 0 他 连 得  

( 王 上 九 1 4 > 这 可 能 是 一 项 借 贷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所 罗 门 在 圣 殿 中 花 费 了 许 多 货 金  

( 王 上 十 丨 6 、 1 7 > ， 列 王 纪 上 十 竜 ‘2 1 节 有  

— 个 罕 有 的 评 语 说 ， 在 所 罗 门 年 间 ， 金子  

“算 不 了 什 么 ”。 黄 金 可 以 贿 买 敌 人 （王 

下 十 六 8 ) , 也 可 以 作 贡 品 （王 下 十 八 1 4 > 。 

亚 述 的 年 鉴 记 载 从 不 同 地 方 送 来 的 贡 物 ， 

其 中 常 有 黄 金 在 内 。

拥 有 黄 金 并 不 是 一 件 恶 事 ， 但 过 分 注  

蜇 积 聚 金 银 却 班 非 难 《伯 二 十 八 〗 5 - 1 7 ; 

箴 三 1 4 ， 八丨〇、 1 9 ， 十 六 1 6 ) 。 得 着 从 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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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来 的 智 慧 和 知 识 比 得 普 许 多 金 子 有 更 大

的 价 值 （诗 十 九 】0 , -----九 7 2 、 1 2 7 ; 箴

二 十 约 伯 反 对 人 倚 茆 货 金 （伯 三 十  

一 24  >。 在 审 判 的 日 子 ， 金 子 并 不 能 拯 救  

人 （赉 一 1 8 > 。

在 新 约 中 ， 黄 金 被 视 为 一 种 会 朽 坏 的  

东 西 （雅 五 3 ; 彼 前 一 丨 8 ) ， 并 且 是 一 个  

无 谓 的 f f i担 （太 十 9 ; 徙 三 6 ) 。 手 上 的 金  

戒 指 并 不 足 以 衡 觅 一 个 人 的 价 值 （雅 二  

2 > ; 亊 实 上 ， 保 罗 和 彼 得 都 禁 止 以 这 些  

金 饰 夸 耀 （提 前 二 9 ; 彼 前 三 3 ) 。

一 个 人 的 敬 虔 不 能 单 凭 所 佩 带 的 金 子  

来 衡 启 示 录 四 章 4 节 的 长 老 头 戣 金 冠  

铤 ，但 大 淫 妇 也 用 金 子 来 装 饰 （启 十 七 4 ) ， 

淫 乱 的 城 市 巴 比 伦 也 一 样 （启 十 八 1 6 ) 。 

另 一 方 面 ， 新 约 又 曾 给 予 金 子 正 而 的 评 价  

( 启 三 1 « ) ; 博 士 把 货 金 献 给 圣 婴 耶 穌 ， 

象 征 祂 作 王 （太 二 1 1 >  ; 圣 城 新 耶 路 撒  

冷 也 是 精 金 的 城 ， 如 同 明 净 的 玻 璃 （启 二  

十 一 1 8 ) 。

银

在 旧 约 中 有 几 件 亊 情 与 银 子 有 连 带 关  

系 。 由 於 银 是 贵 重 的 金 厲 ， 甚 至 被 看 为 比  

金 更 贲 重 ， 所 以 常 在 商 业 上 用 来 交 付 偾  

项 c• 细 小 的 银 块 放 在 天 秤 上 ， 用 砝 码 来 称  

位 。 亚 伯 拉 罕 用 4 0 0 舍 客 勒 银 子 买 了 麦 比  

拉 洞 来 埋 葬 撒 拉 ， 他 根 据 商 人 通 用 的 币 值  

把 银 子 跫 给 对 方 （创 二 十 三 1 5 、 1 6 ) 。 约 

瑟 的 哥 哥 把 约 瑟 卖 了 ， 取 得 2 0 舍 客 勒 银  

子 （创 三 十 七 便 雅 悯 则 从 约 瑟 取 得  

银 子 作 礼 物 （创 四 十 五 2 2 > 。

此 外 ， 还 有 其 他 情 况 提 到 以 银 子 为 货  

币 ， 换 取 商 品 或 服 务 的 （创 二 十 1 6 ; 出 

二 -一3 2 ; 利 二 十 七 1 ( 5 ;书 二 十 四 3 2 ;  

士 十 七 1 0 ; 撒 下 二 十 四 2 4 ; 尼 七 7 2 ; 伯 

二 十 八 1 5 ;  赛 七 2 3 ， 四 十 六 6 ; 摩 二 6, 

八 6 ) 。 圣 经 也 有 提 及 以 银 子 来 衡 S  — 个  

人 的 财 富 （创 十 三 2 , 二 十 四 3 5 ; 出 二 十  

五 3 ; 民 二 十 二 1 8 ; 申 七 2 5 ; 番 一  1 8 ; 该 

二 8 ; 亚 六 1 1 ) 。 银 子 也 常 被 取 去 作 战 利  

品 《书 六 1 9 ， 七 ‘2 1 ; 王 上 十 五 1 8 > 。 有 时  

候 ， 显 要 的 人 物 所 饮 用 的 杯 也 是 用 银 子 造  

的 （创 四 十 四 2 ) , 王 冠 有 时 是 用 金 和 银  

制 成 的 （亚 六 1 1 >。 银 子 在 饰 物 的 制 作 上  

很 重 要 （创 二 十 四 5 3 ; 出 三 2 2 , 十 二  

3 5 >  ; 圣 经 曾 提 到 一 件 金 饰 锖 上 了 银 钉

( 歌 一 1 1 > 〇

外 邦 人 常 用 银 子 制 造 偶 像 （出 二 十

2 3 ; 申 二 十 九 17; 士 十 七 4 ; 诗 -----五 4,

一 三 五 1 5 ; 赛 二 2 0 ， 三 十 2 2 ， 三 十 一  7, 

四 十 1 9 ; 耶 十 4 ; 但 二 3 2 、3 5 ; 何 十 三 2 > 。 

在 会 蒂 中 ， 银 子 十 分 重 要 ， 号 筒 是 用 银 制  

成 的 （民 十 2 ) ; 支 持 褅 板 的 座 （出 二 十  

六 1 9 ) 、 柱 子 上 的 钩 子 和 杆 子 （二十七丨〇、 

1 7 ， 三 十 六 2 4 、 2 6 > ， 还 有 盘 和 碗 （民七  

1 3 > 都 是 银 制 的 。

同 样 ， 在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里 ， 银 子 也 很  

重 要 （王 上 七 5 1 ; 代 上 二 十 八 丨 5 、 16; 

代 下 二 7 )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所 建 的 第 二 圣  

殿 中 亦 然 （拉 八 2 6 、 2 8 ; 尼 七 7 1 ) 。

诗 人 用 炼 银 的 过 程 来 比 喻 人 心 之 熬 炼  

( 诗 六 十 六 1 0 ; 赛 四 十 八 1 0 ) , 而 失 去 光  

泽 和 变 坏 的 银 子 又 常 用 以 比 喻 人 品 性 的 敗  

坏 （赛 一 2 2 ; 耶 六 3 0 ) ; 神 的 话 像 炼 炉  

中 被 褚 炼 的 银 子 般 “纯 净 ” ； 然 而 ， 银子  

的 价 值 虽 高 ， 也 比 不 上 智 慧 （伯 二 十 八  

1 5 ; 箴 三 1 4 ， 八 1 9 ， 十 2 0 ， 十 六 1 6 ， 二 

十 二 1 , 二 十 五 1 1 ) 。

新 约 时 代 的 钱 币 是 银 造 的 ， 不 过 圣 经  

并 没 有 特 别 说 明 造 钱 币 的 金 厲 （太 二 十 二  

1 9 , 二 十 六 1 5 , 二 十 七 3-9 ; 路 十 五 8 - 10>, 

马 太 福 音 十 七 章 2 4 至 2 7 节 谈 到 人 需 向 政  

府 缴 纳 税 银 。 有 几 个 地 方 提 到 银 制 的 偶 像  

( 徒 十 七 2 9 ， 十 九 2 4 ; 启 九 2 0 > 。 於 是 ， 

银 子 也 自 然 成 为 财 富 的 象 征 （徒 二 十  

3 3 ; 林 前 三 1 2 ; 启 十 八 1 2 > 。

铜

申 命 记 八 章 9 节 提 及 天 然 的 铜 ， 但 也  

可 能 指 其 中 一 个 铜 矿 。 圣 经 有 些 译 本 常 提  

及 黄 铜 ， 即 锏 和 锌 合 成 的 金 厲 。 然 而 ， 根 

据 化 学 分 析 ， 中 青 铜 及 晚 青 铜 时 代 （约 主  

前 2 0 0 0 - 1 2 0 0  ) 的 铜 制 工 具 与 器 具 ， 所用  

的 原 料 是 青 锏 ， 故 此 圣 经 中 提 到 的 铜 器 很  

可 能 是 指 青 铜 。 这 种 合 金 在 会 箱 中 广 泛 地  

用 作 铜 钩 （出 二 十 六 1 1 , 三 十 六 1 8 > 、 铜  

座 （出 二 十 六 3 7 , 二 十 七 1 0 、 1 1 、 1 7 、 

1 8 ， 三 十 六 3 8 , 三 十 八 1 7 > 、 各 种 不 同 的  

器 皿 （出 二 十 七 3 ， 三 十 八 3 ; 王 上 七 1 4 、 

4 5  > 、 洗 濯 盆 （出 三 十 1 8 ， 三 十 八 8 ; 王 

上 七 3 8 ) 和 柱 子 （出 三 十 八 1 7 ; 王 上 七  

1 6 ; 王 下 二 十 五 1 3 、 1 7 > ， 青 铜 也 用 来 制  

造 军 审 配 签 如 头 盔 、 护 膝 、 铠 甲 和 盾 牌



(撒 上 十 t：5 、 （i、 3 8 ; 代 下 十 二 丨 0 ) ， 还 

有 乐 器 如 号 和 钹 也 是 铜 制 的 《代 上 十 五  

11M 。 咿 西 在 旷 野 举 起 的 锕 蛇 也 是 用 靑 铜  

制造的  < 民 二 十 — 9 >。 历 代 志 下 四 章 丨 节  

提 及 一 靑 铜 造 的 坛 。 囚 犯 要 用 靑 铜 链 锁 上  

< 士 十 六 ‘2 丨； 王 下 二 十 五 7 > ， 木 门 也 包 以  

靑 铜 （诗 一 〇 匕丨6 >。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铜 合 金 （靑 铜 和 黄 铜 > 

已 被 普 遍 使 用 。 青 铜 制 的 钱 币 也 很 普 遍 《 

马 太 福 音 十 章 9 节 所 指 的 可 能 就 是 这 种 钱  

币 ， 寡 妇 的 捐 献 就 是 一 个 小 铜 钱 ， 是 古 希  

腊 最 小 的 硬 币 。 此 外 ， 也 有 靑 铜 制 的 器 皿  

和 用 具 （启 九 2 〇 , 十 八 1 2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三 章 丨 节 提 到 的 乐 器 也 许 就 是 黄 铜 的 制  

品 ， 因 为 黄 铜 是 一 种 光 亮 的 合 金 ， 通 常 用  

以 制 作 乐 器 。 约 翰 住 异 象 中 （启 一 1 5 ， 

二 1 8 > ， 看 见 人 子 的 脚 好 像 光 明 的 铜 。

铁

巴 勒 斯 坦 的 铁 器 时 期 约 始 於 主 前  

1 2 0 0 年 ， 即 士 师 的 时 代 。 不 过 ， 埃 及 人  

在 埃 及 王 国 前 的 时 期 已 知 有 天 然 的 铁 。 考 

古 发 现 约 在 主 前 】4〇〇年， 赫 人 发 明 了 熔  

解 铁 矿 的 技 术 ； 非 利 士 人 约 在 主 前 1 3 0 0  

年 把 铁 引 介 给 巴 勒 斯 坦 的 居 民 。 在 摩 西 的  

时 代 ， 以 色 列 人 曾 打 畋 米 甸 人 ， 取 得 许 多  

贡 品 ， 其 中 包 括 了 铁 （民 三 十 一  2 2 ) 。 以 

色 列 人 夺 取 耶 利 哥 城 的 时 候 ， 在 掠 夺 物 中  

也 有 铁 （书 六 2 4 ) 。 玛 $ ：西 半 支 派 从 战 争  

取 得 的 战 利 品 中 包 括 了 铁 （书 二 十 二 8 > 。 

在 士 师 时 代 ， 迦 南 人 已 备 有 铁 造 的 战 车  

(书十七丨 6 、 丨8; 士 一 1 9 ， 四 3 >w

这 些 早 期 的 资 料 显 示 ， 在 铁 器 时 代 之  

始 ， 铁 已 被 传 入 ， 非 利 士 人 在 巴 勒 斯 坦 垄  

断 了 使 用 铁 器 的 专 利 （撒 上 十 三  

他 们 的 勇 士 歌 利 亚 也 配 备 了 铁 枪 （撒 上 十  

七 7 ) 。 不 过 ， 以 色 列 人 很 快 就 学 会 了 使  

用 铁 器 （撒 下 十 二 3 1 ， 二 十 三 7 > 。 到 了  

所 罗 门 时 代 ， 显 然 人 已 广 泛 使 用 铁 器 ， 从 

禁 止 建 造 圣 殿 的 人 使 用 铁 器 的 谕 令 中 可 见  

一 斑 （王 上 六 7 > 。 假 先 知 西 底 家 在 亚 哈  

的 日 子 谈 及 亚 兰 人 的 畋 亡 时 说 • . 铁 角 牴 触  

亚 兰 人 （王 上 二 十 二 丨 1 >。

主 前 八 世 纪 ， 先 知 以 赛 亚 曾 提 及 铁 器  

( 赛 十 3 4 >  ; 后 来 耶 利 米 也 在 多 处 地 方 谈  

到 金 属 的 物 品 （耶一丨 8 , 六 2 8 ， 十 一  4, 

十 五 1 2 , 十 七 1 , 二 十 八 1 3 、 丨4 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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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在 其 象 征 性 的 行 动 中 曾 使 用 — 个 铁 鍪  

( 结 四 3 > ， 他 描 述 金 厲 的 冶 炼 时 也 提 及 铁  

( 结 二 十 二 1 8 、 2 0 > ， 此 外 ， 又 把 铁 列 在  

贸 易 的 商 品 中 （结 二 十 七 1 2 、 1 9 ) ; 先 

知 阿 摩 司 提 过 打 粮 食 的 铁 器 （摩 一  3> ; 

弥 迦 则 用 铁 来 象 征 军 队 的 力 M  ( 弥 四  

1 3 > ; 但 以 理 书 中 也 有 几 段 经 文 谈 及 铗  

( 但 二  3 3 - 3 5 、 4 0 - 4 5 ， 四 1 5 、 2 3 ， 七  7 、

到 了 罗 马 时 代 ， 用 铁 来 铸 造 的 兵 器 已  

是 战 争 中 常 用 的 工 具 ， 监 牢 也 装 上 了 铁 门  

( 徒 十 二 1 0 >  ; 又 用 带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语 法  

描 述 大 能 的 君 王 是 用 铁 杖 来 管 饳 人 （启二  

2 7 ， 九 9 ， 十 二 5 , 十 九 1 5 ) 。 “铁 ” 这词  

也 用 在 一 些 比 喻 中 。 铁 在 熔 炉 中 象 征 试 炼  

和 受 苦 （申 四 2 ( ) ; 王 上 八 5 1 ; 耶 十 一 4;

结 二 十 二 1 8 >  ; 铁 柱 象 征 力 贷 （耶 一1 8 ) ,  

铁 杖 则 象 征 严 厉 的 统 治 （诗 二 ； 启 二 27, 

十 二 5 , 十 九 1 5 ) 。

铅

旧 约 很 少 提 及 铅 。 铅 是 一 种 重 金 屈  

( 出 十 五 1 〇 > ， 在 金 厲 的 名 单 中 ， 铅 列 在  

金 、 银 、 铜 、 铁 、 锡 之 后 （民 三 十 一 22  

•，结 二 十 二 1 8 、 2 0 ) 。 铅 用 作 铁 的 一 种 还  

原 剂 （耶 六 2 7 - 3 0 ) ， 石 刻 有 时 也 会 注 入  

铅 （伯 十 九 24  >。 铅 是 贸 易 商 品 之 一 ， 在 

小 亚 细 亚 收 集 ， 经 推 罗 转 运 各 地 （结 二 十  

七 1 2 > 。

从 寓 意 的 角 度 来 看 ， 铅 是 代 表 一 种 无  

用 的 渣 滓 —— 在 炼 银 的 过 程 中 铅 是 矿 渣 的  

— 部 分 （结 二 十 二 1 8 、 2 0 > 。 由 於 铅 的 重  

资 ， 所 以 可 用 作 容 器 的 盖 子 （亚 五 7 、 

8 > ; 也 可 能 用 作 准 绳 的 锤 子 （摩 七 7 、8 ) 。 

用 铅 铸 造 的 小 像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其 他 地 方 都  

有 被 发 掘 出 来 ， 方 铅 矿 的 碎 片 可 用 来 描 绘  

眼 睹 。

锡

虽 然 锡 是 制 造 靑 铜 的 重 要 原 料 ， 但旧  

约 甚 少 提 到 这 沖 金 屈 。 锡 是 由 腓 尼 基 人 输  

入 中 东 的 （结 二 十 七 12 > 。 从 以 務 亚 书 一  

荩 2 5 节 和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二 章 1 8 、 2 0 节 。 

推 断 锡 是 用 作 熔 解 剂 。 民 数 记 三 十 一 萆  

2 2 节 暗 示 米 甸 人 的 商 队 中 带 有 锡 及 其 他  

金 賊 。

锌

纵 然 锌 是 用 以 制 造 黄 锏 ， 并 可 从 天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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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铅 矿 中 提 炼 出 银 ， 但 旧 约 对 锌 这 种 金 屈  

却 只 字 未 提

宝石

在 古 代 世 界 里 ， 许 多 不 同 的 材 料 都 会  

用 来 制 造 饰 物 ， 这 些 材 料 中 极 大 部 分 是 宝  

石 。宝 石 是 无 机 的 物 质 ，带 有 异 常 的 特 质 ， 

如 罕 有 、 美 观 、 坚 硬 、 色 彩 繁 多 、 色 泽 光  

亮 和 历 久 不 变 。 一 些 有 机 物 质 如 玛 瑙 . 贝  

壳 ， 珊 瑚 和 珍 珠 也 因 它 的 美 艳 被 视 为 艺 术  

品 。 这 些 物 质 会 先 经 过 雕 刻 琢 磨 ， 然 后 铕  

嵌 在 货 金 或 白 银 上 ， 用 作 居 室 或 个 人 的 饰  

物 。

根 据 圣 经 的 记 载 ， 男 性 和 女 性 都 佩 戴  

珠 宝 （出 十 一 2 ; 赛 三丨 8 - 2 1 ) , 珠 宝 常 用  

作 礼 物 （创 二 十 四 2 2 、 5 3 ) 。 在 战 争 中 ， 

军 队 通 常 会 夺 取 珠 宝 作 战 利 品 （代 下 二 十  

2 5 > 。 在 货 币 通 行 之 前 ， 珠 宝 和 金 银 都 是  

用 以 衡 M 财 富 的 （代 下 二 十 一  3 ) ， 也 是  

定 价 值 的 标 准 （伯 二 十 八 1 6 ; 箴 三 1 5 )。

旧 约 里 提 到 各 式 各 样 的 珠 宝 饰 物 ----

手 镯 （创 二 十 四 2 2 、 3 0 、4 7 ; 结 十 六 1 1 ) 、 

足 链 （赛 三 1 8 、2 0 ) 、项 链 （创 四 十 一 4 2 ) 、 

头 冠 （亚 九 丨 6 > 、 耳 环 （创 二 十 四 2 2 > 、 

舁 环 （赛 三 2 1 ) 和 指 环 （创 四 十 一 4 2 ;  

斯 三 1 〇 > 。 每 件 饰 物 中 的 宝 石 都 镶 嵌 在 金  

银 之 上 ， 似 乎 当 时 并 没 有 使 用 现 代 的 琢 面  

技 术 ，但 宝 石 都 是 雕 琢 成 圆 形 ，磨 得 光 亮 ， 

有 时 还 刻 有 图 案 。 许 多 古 时 看 为 宝 石 的 ， 

今 天 已 不 再 珍 贵 ， 不 过 也 可 能 列 於 半 宝 石  

的 级 别 。

旧 约 时 代 的 宝 石 详 列 於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八 章 丨 7 至 2 0 节 和 三 十 九 章 1 0至 】3 节 ， 这 

些 宝 石 锒 嵌 在 大 祭 司 的 胸 牌 上 ，分 成 4 行 ， 

每 一 行 有 3 块 宝 石 ， 而 每 一 块 宝 石 均 刻 上  

以 色 列 一 个 支 派 的 名 字 。 其 他 宝 石 的 名 单  

可 见 於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八 章 1 3 节 和 启 示 录  

二 十 一 阜 1 9 至 2 1 节 。 其 实 要 确 定 这 些 宝  

石 的 名 字 并 不 容 易 ， 因 为 后 人 不 可 能 从 原  

文 作 出 准 确 的 翻 译 。 以 下 尝 试 对 这 些 宝 石  

稍 作 介 纟 S : ( 1 ) 玛 瑙 是 硅 的 氧 化 物 ， 一

种 半 透 明 的 石 英 ， 具 有 不 同 的 色 彩 层 次  

( “白 玛 瑙 ”： 出 二 十 八 1 9 ， 三 十 九 12; 

“红 宝 石 ”： 赛 五 十 四 丨 2 > 。 （2 ) 云 花 石 奔  

是 一 种 有 极 幼 细 粒 状 纹 理 的 石 灰 石 （石 脔  

) ， 通 常 呈 白 色 、 半 透 明 ； 存 圣 经 时 代 ，

被 广 泛 用 来 制 造 花 瓶 、 碗 盘 、 盛 载 化 妆 品  

的 瓶 子 、 香 水 瓶 、 石 像 等 （“白 玉 ”： 歌 

五 15; “玉 ”： 太 二 十 六 7 ; 可 十 四 3 ; 路 

七 3 7 ) 。 （3 > 紫 晶 是 硅 的 氧 化 物 ， 一 种 半  

透 明 的 石 英 晶 体 ， 呈 现 多 种 不 同 的 紫 色  

( 出 二 十 八 1 9 , 三 十 九 1 2 ; 启 二 十 一 2 0 ) 。 

( 4 > 绿 玉 是 铝 的 一 种 硅 酸 盐 （“水 苍 玉 ”： 

出 二 十 八 2 0 , 三 十 九 1 3 ; 歌 五 1 4 ; 但 十  

6 > 。 颜 色 一 般 是 绿 色 （启 二 十 一 2 0 ) , 但 

也 有 蓝 色 、 白 色 和 金 黄 色 ； 有 半 透 明 的 ， 

也 有 不 透 明 的 ， 半 透 明 的 包 括 有 绿 宝 石 和  

海 蓝 宝 石 。 （5 > 红 玉 是 铝 的 一 种 硅 酸 盐 ， 

也 可 能 是 一 种 绿 色 的 宝 石 （七 十 士 译 本 作  

“绿 宝 石 ”）， 尤 其 是 在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八 韋  

1 7 节 和 三 十 九 章 1 0 节 ； 在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四 章 1 2 节 则 可 能 是 指 一 种 红 色 的 宝 石  

( 参 结 二 十 八 丨 3: “绿 宝 石 ”）。 （6 ) 红 玉

髄 是 一 种 红 色 的 氧 化 硅 ， 常 被 译 作 “红 宝  

石 ” （结 二 十 八 〗 3> ; — 种 深 棕 色 或 红 色

的 石 英 （启 四 3 ， 二 H—— ：2 0 > 。 （7 ) 玉髄  

是 氧 化 的 硅 酸 盐 ， 是 一 种 微 型 结 晶 状 、 半 

透 明 的 石 英 ， 一 般 是 奶 白 色 或 灰 色 ， 间 或  

有 淡 淡 的 绿 色 在 其 上 （“绿 玛 瑙 ”> : (启 

二 十 一  1 9 > 。 （8 ) 贵 橄 榄 石 是 铝 的 一 种 氟  

化 硅 酸 盐 ， 呈 黄 色 （“黄 壁 玺 ”： 启 二 十  

— 2 0 > ， 大 概 等 同 於 黄 玉 （“红 璧 玺 ”： 

( 出 二 十 八 1 7 > 或 绿 玉 （“水 苍 玉 ”： 结 一  

1 6 , 十 9 ， 二 十 八 1 3 ) 。 （9 > 绿 玉 髄 是 一  

种 含 镍 的 苹 果 绿 色 玉 髄 ， 常 用 来 懷 嵌 在 饰  

物 之 上 （“翡 翠 ”： 启 二 十 一 2 0 ) 。 （1()> 

珊 瑚 是 各 种 海 洋 生 物 遗 下 的 坚 固 石 灰 质 骸  

骨 ，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颜 色 ， 如 红 色 、 白 色 和  

黑 色 。 严 格 来 说 ， 珊 瑚 并 不 是 一 种 石  

(“红 宝 石 ”： 伯 二 十 八 1 8 ; 结 二 十 七 1 6 > 。 

耶 利 米 哀 歌 四 章 7 节 应 指 一 种 红 色 的 宝  

石 ， 而 不 是 珊 瑚 （和 合 本 作 “红 宝 玉 ”>。 

(11 > 水 晶 是 一 种 清 澈 、 透 明 的 晶 状 石 英  

( 伯 二 十 八 1 8 )。 启 示 录 四 章 r)节 、 二 十 一  

章 1 1 节 和 二 十 二 章 1节 的 “水 晶 ”， 其 希  

腊 原 词 可 能 是 指 水 晶 石 或 冰 。 （12 > 钻 石  

是 一 种 不 能 确 定 其 物 质 的 宝 石 金 刚  

石 ”： 出 二 十 八 1 8 ， 二 十 九 1 1 ; 结 二 十 八  

1 3 > 。圣 经 所 指 的 钻 石 可 能 与 现 今 的 不 同 。 

耶 利 米 书 十 七 章 1 节 提 到 的 “金 刚 钻 ’’， 

可 能 是 刚 玉 ， 那 是 一 种 坚 硬 无 比 的 物 质 。 

( 1 3 > 绿 宝 石 是 一 种 绿 色 的 宝 石 ， 类 似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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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的 绿 宝 石 （出 二 十 八 丨 8 , 三 十 九 1 1 ; 

结二十七丨 6 ， 二十八丨 3 > 。 七 十 士 译 本 则  

以 为 是 一 种 紫 色 的 宝 石 ， 类 似 石 榴 石 。 在 

新 约 ， 启 示 录 四 章 3 节 和 二 十 一 章 丨 9 节都  

是 指 绿 宝 石 。 （1 4 ) 紫 玛 瑙 可 能 是 一 种 橙  

红 色 的 锆 石 或 一 种 蓝 色 宝 石 ， 如 绿 松 石 、 

紫 晶 或 蓝 宝 石 （“紫 玛 瑙 ”： 出 二 十 八 19, 

三 十 九 启 示 录 二 十 一 章 2 0 节 （紫玛  

瑙 ） 的 原 词 是 指 一 种 蓝 色 的 宝 石 ， 但 不 能  

确 定 是 哪 一 种 宝 石 （丨 5 > 碧 玉 是 一 种  

坚 实 、 不 透 明 、 色 泽 光 亮 的 晶 状 石 英 （出 

二 十 八 2 0 ， 三 十 九 1 3 > 。 在 新 约 （启 四 3, 

二 十 二 1 1、 1 «、 所 用 的 希 腊 词 是 指  

— 种 绿 色 的 石 英 （1 6 ) 天 青 石 是 一 种 深  

蓝 色 的 宝 石 ， 坫 讷 、 铝 、 钙 、 硫 和 银 的 化  

合 物 ， 混 合 了 几 种 矿 物 质 。 这 种 石 通 常 有  

— 些 金 黄 色 的 黄 铁 矿 斑 点 ， 古 时 常 用 来 制  

作 饰 物 ， 类 似 蓝 宝 石 。 （1 7 ) 大 理 石 是 一  

种 石 灰 石 ， 经 过 岩 石 变 化 作 用 后 呈 结 晶  

状 ； 加 以 精 工 磨 光 后 ， 坚 固 耐 用 ， 适 合 作  

建 筑 材 料 之 用  <“汉 白 玉 ”： 代 上 二 十 九  

2 ; 启十八丨 2; “白 玉 ”： 斯 一  6 > 。 （ 18) 

缟 玛 瑙 是 一 种 石 英 ， 上 有 不 同 颜 色 的 层 次  

或 条 纹 （“红 玛 瑙 ”：创 二 1 2 ; 出 二 十 五 7, 

二 十 八 9 、 2 0 ， 三 十 九 6 、 1 3 ; 代 上 二 十  

九 2 ; 伯 二 十 八 1 6 ; 结 二 十 八 1 3 )。 （ 1 9 ) 

珍 珠 是 一 种 坚 硬 而 圆 滑 的 物 质 ， 有 白 色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颜 色 ， 产 於 各 种 不 同 的 双 壳 软  

体 动 物 的 贝 壳 内 。 在 新 约 中 ， 珍 珠 是 妇 女  

的 饰 物 （提 前 二 9 ; 启 十 七 4 > ， 或 用 成 贸  

易 的 货 品 （启 十 八 1 2 、 丨6 ) 。 福 音 书 作 者  

把 天 国 比 作 一 颗 重 价 的 珠 子 ， 人 不 惜 变 卖  

— 切 去 买 这 珠 子 （太 十 三 4 5 、 4 6 > 。 在旧  

约 《伯 二 十 八 丨 8 ; 箴 三 1 5 ， 八 1 1 ， 二 十  

1 5 , 三 Ĥ  — 1 0 该 希 伯 来 原 词 应 译 作

“珍 珠 ” 或 “红 宝 石 ”， 其 确 实 意 思 仍 未  

能 肯 定 （按 ： 至 於 创 世 记 二 章 丨 2 节 和 民  

数 记 十 一 章 7 节 的 “珍 珠 ”， 可 能 是 指 — 

种 芳 香 树 脂 （2 〇 > 红 宝 石 是 一 种 深 红  

或 洋 红 色 的 宝 石 ， 可 能 在 古 代 甚 为 著 名 ， 

但 要 准 确 地 译 出 这 种 宝 石 却 并 不 容 易 。 

和 合 本 译 作 “红 宝 石 ” 之 处 ， 大 槪 是 一 种  

红 玉 髓 （出 二 十 八 1 7 ， 三 十 九 丨 结 三

十 八 1 3 ; 启 四 3 ， 二 H----‘2 0 > 。 至 於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四 章 丨 2 节 和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七  

章 1 6 节 译 作 “红 宝 石 ” 的 希 伯 来 原 词 ，

大 槪 是 指 一 种 玛 瑙 。 （2 1 ) 蓝 宝 石 是 一 种  

深 蓝 色 的 宝 石 （出 二 十 四 丨 0 ， 二 十 八 1 8 ， 

三 十 九 1 1 ; 伯 二 十 八 6 、 丨6 ; 歌 五 1 4 ; 赛  

五 十 四 1 1 ; 哀 四 7 ; 结 一  2 6 ， 十 1 ， 二十  

八 1 3 >。 在 约 伯 记 二 十 八 章 6 节 和 启 示 录

二 --- 章 1 9 节 中 之 蓝 宝 石 可 能 是 天 靑 石 。

( 2 * 2 ) 肉 红 玉 髄 是 一 种 红 色 或 深 棕 色 的 石  

英 ， 和 合 本 均 作 “红 宝 石 ” （出 二 十 八 1 7 ， 

三 十 九 1 〇 ; 结二十八丨:彳； 启 四 3 ， 二 十 ―  

2 0 ) 。 （2 3 ) 缠 丝 玛 瑙 是 玛 瑙 的 一 种 ， 有 

棕 色 和 白 色 的 层 次 （“红 玛 瑙 ”： 启 二 十  

一  2 0 ) 。 （2 4 ) 黄 玉 是 黄 色 的 宝 石 ， 是铝  

的 一 种 氟 化 硅 酸 盐 ，呈 结 晶 状 （“红 璧 玺 ”： 

出 二 十 八 1 7 ， 三 十 九 1 〇 ; 伯 二 十 八 1 9 ;

结 二 十 八 1 3 ) 。

J o h n  A .  T h o m p s o n  

参 “ 工 商 业 ” 4 9 7 :  “ 会 鞲 ， 圣 殿 ”

0 5 9 6 :  “ 职 业 （铜匠、 工 匠 、 金 匠 、铁 匠 、石

匠 、 银匠 、 匠人、 石 工 ） ” 2 3 2 0 。

参 考 书 目 ： r . j . F o r b e s , /n

A n t i q u i t y  a n d  S t u d i e s  i n  A n c i e n t  

T e  c h n  o l o  g y , 9  v o l  s ; H . H o  d g  e s . 

T e c h n o l o g y  i n  t h e  A n c i e n t  W o r l d ; T . A . 

R ic k a r d , M a n  a n d  M e t a l s , 2  v o l s .

旷 野 / 沙漠
Desert, Wilderness
kuJlng y€  /  s ha  m 6

基 本 上 是 指 野 地 ， 不 宜 耕 作 、 人 口 稀  

少 或 不 适 合 久 居 的 地 方 ， 可 能 是 沙 漠 、 荒 

山 野 林 或 沼 泽 地 带 。

近 东 的 旷 野 特 别 千 旱 、 荒 凉 ， 大 多 是  

岩 石 、黄 沙 ，地 面 粗 糙 ，且 地 势 髙 低 不 平 ， 

其 中 也 交 错 着 干 涸 的 河 床 。然 而 ，在 雨 季 ， 

那 些 旷 野 并 非 完 全 是 不 毛 之 地 ， 偶 而 也 有  

一 些 草 原 ， 可 供 畜 牧 。

最 为 普 遍 用 以 指 沙 漠 的 希 伯 来 词 语 解  

作 “旷 野 ”， 可 能 与 “驱 使 ” 这 动 词 有 关 ， 

就 如 牧 羊 人 把 羊 群 驱 赶 到 草 场 去 。 在 新 约  

圣 经 和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古 希 腊 文 翻 译 之 旧  

约 ）， 是 通 用 的 希 腊 文 词 语 ， 意 谓 一 种 没  

有 边 际 、 未 经 开 垦 之 地 ， 那 里 是 野 兽 徘 徊  

出 没 之 处 （申 三 十 1 0 •， 伯 二 十 四 5 > 。 旷 

野 有 时 亦 作 草 场 （出 三 1 ; 诗 六 十 五 12; 

耶 二 十 三 1 0 ; 珥 二 2 2 ) 。

约 珥 书 二 章 2 2 节 宣 告 “旷 野 的 草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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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 诗 篇 六 十 五 篇 1 2 节 说 脂 油 “滴 在  

旷 野 的 草 场 上 。” 另 一 方 面 ， 耶 利 米 说 ： 

“旷 野 的 草 场 都 枯 干 了 。” （耶 二 十 三 〗0; 

参 珥 一  2 0 >

约 伯 指 “无 人 居 住 的 旷 野 ” < 伯 三 十  

八 2  6 > , 是 各 种 野 兽 和 飞 鸟 如 野 驴 、 豺 、 

辩 、 鹊 枭 居 住 的 地 方 （诗 一 〇 二 6 ; 耶 二  

2 4 ; 诉 十 三 2 2 , 三十四丨 3 -丨 5 >。

“沙 漠 ” 的 另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 来 自 意  

谓 “成 为 荒 芜 干 旱 ” 的 字 根 ， 这 字 根 指 贫  

瘠 、 荒 凉 、 空 旷 大 地 （伯 二 十 四 5 ; 赛 三  

十 三 9 ; 耶 五 十 一 4 3 ) 。 这 字 的 复 数 却 描  

述 摩 押 旷 野 （民 二 十 二 1, 二 十 六 3 、 

6 3 ; 申 三 十 四 1 ) 及 耶 利 哥 旷 野 （书 四 13, 

五 1 0 ;  王 下 二 十 五 5 ) 的 地 形 ， 在 那 字  

( 亚 拉 巴 ） 加 上 一 个 特 定 冠 词 ， 表 示 这 是  

特 别 指 着 死 海 一 带 及 约 但 河 谷 间 的 平 原 。 

那 地 区 的 地 理 钚 境 ，对 比 强 烈 ：约 但 河 谷 、 

茂 密 丛 林 像 森 林 般 M 盖 聚 居 的 野 兽 群 （包 

括 圣 经 时 代 的 狮 子 ）， 就 与 死 海 一 带 千 旷  

的 大 平 原 ， 有 天 渊 之 别 。 修 订 本 有 数 段 经  

文 以 “亚 拉 巴 ” 指 沙 漠 地 区 （撒 下 二  

2 9 ; 结 四 十 七 8 > 。

此 外 ， 有 两 个 其 他 的 希 伯 来 文 用 词 ， 

解 作 “弃 S ” 及 “荒 废 ”， 意 指 那 些 从 前  

有 人 聚 居 的 地 区 或 新 徙 置 地 ， 后 来 遭 受 毀  

坏 变 作 废 墟 （赛 五 9 ， 六 1 1 ; 耶 四 十 二  

1 8 ; 结 三 十 五 7 ) 。 这 二 字 更 常 用 以 指 任  

何 荒 芜 或 弃 置 之 地 （利 二 十 六 3 1 、 3 3 ;  

伯 三 1 4 ; 诗 九 6, — 〇 九 1 0 ; 赛 五 1 7 ， 四

十 四 2 6 ， 五 ----3 ， 五 十 二 9 ; 耶 七 3 4 ;

结 五 I 4 ) 。 其 中 一 个 字 曾 有 1次 用 作 出 埃  

及 的 旷 野 （赛 四 十 八 2 1 ) < > 另 外 一 字 解 作  

“荒 废 ” （诗 七 十 八 4 0 ; 赛 四 十 三 1 9 、2 0 > ， 

当 前 置 一 个 特 定 的 冠 词 ， 便 合 成 一 个 专 有  

名 词 “耶 示 扪 ”， 指 死 海 以 西 的 一 片 土 地  

( 民 二 十 一 2 0 ; 撒 上 二 十 三 2 4 , 二 十 六 1 > 。

在 新 约 里 ， “旷 野 ” 的 名 词 及 “沙 漠 ” 

的 形 容 词 （太 三 1 ， 二 十 四 2 6 ; 路 五 16; 

约 六 3 1 ; 徒 八 2 6 > ， 均 来 自 相 同 的 希 腊 文  

字 根 。

整 个 圣 经 历 史 可 以 用 沙 漠 或 旷 野 这 个  

主 题 来 诠 释 。 首 先 可 见 於 人 类 离 开 伊 甸 园  

后 ， 陷 於 不 服 从 的 领 域 中 ； 以 色 列 在 出 埃  

及 后 飘 流 旷 野 ； 又 面 对 在 沙 漠 艰 苦 的 单 纯  

的 信 心 生 活 ， 与 在 城 市 里 舒 适 的 、 拜 偶 像

的 生 活 之 间 存 着 的 挣 扎 。 沙 漠 被 视 为 鬼 魔  

和 死 亡 的 领 域 （申 三 十 二 1 7 ; 赛 三 十 四  

丨3、 1 4 ) ; 这 鬼 魔 的 旷 野 酷 似 创 世 时 沿  

初 的 混 沌 状 态 （创 一  2 ; 伯 二 十 六 7 )。 但 

有 数 段 感 人 的 经 文 却 描 述 沙 漠 平 原 中 生 命  

的 复 苏 （结 二 十 七  >。 以 及 荒 琴 之 地 变 为  

出 产 丰 盛 的 田 园 （赛 四 十 一 1 8 - 2 0 ) 。

某 些 有 关 旷 野 的 记 述 提 及 旷 野 的 名 称  

和 有 关 的 城 市 、 人 物 或 事 物 。 例 如 ： 夏甲

在 别 是 巴 的 旷 野 飘 流 （创 二 i ----1 4 ) 。 出

埃 及 记 中 ，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出 来 ， 曾 经 过  

以 下 的 旷 野 ： 书 珥 （出 十 五 2 2 ) 、 伊 坦  

( 民 三 十 三 8 > 、 汛  < 出 十 六 1 ) 、 西 乃 （出 

十 九 1 、 2 ) 、 寻 （民 十 三 2 1 ， 二 十 1 ) 、 巴 

兰 （民 十 三 2 6 > 、 加 低 斯 （诗 二 十 九 8 > 、 

摩 押 （申 二 8 ) 和 蕋 底 莫 （申 二 2 6 > 。

当 大 卫 逃 避 扫 罗 ， 他 躲 藏 在 西 弗 旷 野  

( 撒 上 二 十 三 1 4 、 1 5 ) 、 玛 云 旷 野 （撒 上  

二 十 三 2 4 、 2 5 ) 和 隐 基 底 旷 野 的 山 间  

( 撒 上 二 十 四 1 )。

摩 西 的 岳 父 是 基 尼 人 ， 基 尼 人 就 居 住  

在 犹 大 的 旷 野 ， 位 於 “亚 拉 得 以 南 ” （士 

— 16) 0

押 尼 珥 和 约 押 在 基 遍 的 旷 野 发 生 争 战  

( 撒 下 二 2 4 > 。 当 神 梂 救 犹 大 脱 离 摩 押 和  

亚 扪 人 的 时 候 （代 下 二 十 ）， 就 在 耶 倍 伊  

勒 （第 1 6 节 ） 和 提 哥 亚 的 旷 野 （第 2 0 节 ） 

施 行 祂 的 作 为 。

纵 使 旷 野 比 较 荒 凉 ， 但 也 有 一 些 乡 村  

或 城 镇 。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6 1 、 （3 2 节 列 出  

了 “在 旷 野 的 ” 6 座 城 和 所 厲 乡 村 的 名 字 。 

先 知 以 赛 亚 宣 告 说 ， 将 来 在 旷 野 中 的 城 市  

也 有 欢 乐 （赛 四 十 二 1 1 ) 。

旷 野 又 使 人 联 想 到 简 朴 的 生 活 和 试  

探 。 以 利 亚 的 生 活 和 他 所 穿 的 衣 服 ， 时 常  

叫 人 想 起 旷 野 ； 他 的 继 承 人 以 利 沙 在 以 东  

的 旷 野 传 道 （王 下 三 4 - 2 7 ; 尤 见 於 第 8 

节 ）。

以 赛 亚 预 言 施 洗 约 翰 在 犹 大 旷 野 传 道  

的 信 息 （赛 四 十 3 ; 太 三 1 、 3 ; 可 一 2 -  

4 ; 路 三  1 - 6 ; 约 一  2 3 > 。

耶 稣 被 圣 灵 充 满 ， 又 领 池 去 旷 野 住 了  

4 0 日 ， 在 那 里 受 魔 鬼 的 试 探 （参 路 四 1% 

2 ) ; 但 也 有 天 使 来 侍 候 池 （可 一 1 3 > 。 

埃 及 和 昆 兰 的 一 些 隐 士 （修 道 士 ）， 住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旷 野 ， 逃 避 都 市 的 邪 恶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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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则 常 用 旷 野 作 祈 祷 的 地 方 ， 在 那 电 与  

父 神 相 交 （路 五 1(;>。

旷 針 亦 是 冲 与 他 的 子 民 亲 近 之 地 （申 

三十 二 丨 〇_丨2)。 神 不 但 # 守 他 们 ， 并 且  

试 验 他 们 的 顺 服 《耶 二 2 ; 何 二 M 、 丨5)„ 

最 后 ，旷 軒 是 一 处 荫 庇 、洁 净 和 祝 福 之 所 。 

早 期 教 会 的 沙 漠 教 父 并 中 世 纪 的 修 道 士 ， 

也 效 法 先 知 以 利 亚 和 施 洗 约 翰 《王 上 十 九  

4 - 8 ; 太 三 ！-<;)。 在 福 音 书 内 ， 出 埃 及 时  

在 沙 澳 飘 流 的 主 题 ， 再 以 主 耶 衧 四 十 昼 夜  

在 旷 野 接 受 试 探 的 形 式 ® 现 （可 — 13; 

参 诗 九 H— * > 〇

犹 太 的 r 野

旷 野 在 圣 经 中 有 关 警 告 和 应 许 的 预 言  

中 都 有 出 现 „ 拒 绝 救 恩 信 息 的 城 市 或 邦  

国 ， 将 变 为 旷 野 （参 诗 — 〇 七 3 3 、 

3 4 ) ; 但 忠 心 者 却 会 得 到 复 兴 ： “旷 野 和  

干 旱 之 地 必 然 欢 珲 ； 沙 漠 也 必 快 乐 ； 又 像  

玫 瑰 幵 花 。” （赛 三 十 五 丨 ）

参 • 旷 f 2料 流 " 8 4 2 。

旷野琪流
Wilderness Wanderings
c u ^ n g  y i  p i a o  l i u

当 以 色 列 人 出 了 埃 及 ， 他 们 在 西 乃 半  

岛 的 旷 野 和 南 地 飘 流 了  4 0 年 ， 然 后 前 去  

’2 服 那 应 许 之 地 。 在 这 段 时 期 中 ， 最 重 要  

杓 事 件 记 载 在 出 埃 及 记 、 利 未 记 和 民 数 记

按 圣 经 所 记 ， 他 们 在 旷 野 艰 苦 的 岁  

弓， 使 这 原 先 是 埃 及 奴 隶 的 不 同 支 派 演 变  

贫 为 一 个 邦 国 。 在 西 乃 ， 他 们 成 为 一 个 民  

矣、 一 个 邦 国 ， 有 一 位 神 、 一 个 共 同 目 标  

—— 征 服 迦 南 •*

飘 流 的 年 代
民 数 记 十 四 章 3 4 节 ， 三 十 三 章 3 8 节 

和 申 命 记 一 章 3 节 ， 记 述 他 们 在 旷 野 飘 流  

了 4 0 年 。 虽 然 在 圣 经 中 ， “4 0 ” 有 时 是 指  

— 个 完 全 的 数 字 ， 但 经 文 记 述 中 许 多 确 实  

的 年 日 资 料 ， 的 确 暗 示 这 是 实 际 的 年 日 。 

然 而 ， 很 难 知 道 这 段 时 期 在 何 时 开 始 和 终  

结 。

按 照 列 王 纪 上 六 章 丨 节 ， 所 罗 门 开 始  

建 造 圣 殿 ，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埃 及 以 后 的  

4 8 0 年 。 建 造 圣 殿 始 於 主 前 9 5 0 年 ， 这 显  

示 了 出 埃 及 必 是 发 生 於 主 前 M 3 0 年 ， 而 

征 服 迦 南 约 在 主 前 1 3 9 0 年 。 但 近 代 的 学  

者 一 般 认 为 ， 出 埃 及 和 征 服 迦 南 的 日 期 飛  

少 晚 於 一 世 纪 后 （主 前 1‘290-•「) 0 > ， 这 是  

基 於 考 古 学 家 的 发 现 。 但 两 者 都 缺 乏 可 信  

的 证 据 。 在 旷 野 飘 流 的 4 ( > 年 中 ， 头丨年半  

有 较 详 细 的 记 载 ， 从 出 埃 及 到 探 子 窥 探 迦  

南 回 来 （出 十 二 2 至 民 十 四 ）， 以 及 最 后 1 

年 ，有 关 征 服 外 约 但 （民 二 十 至 申 三 十 四 ） 

等 事 迹 ，都 淸 楚 记 述 了 。介 於 中 间 的 年 代 ， 

即 各 支 派 在 近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旷 野 安 营 的 经  

历 ， 记 载 很 少 。 在 民 数 记 十 五 至 十 七 章 所  

描 述 的 片 段 ， 估 计 是 有 关 这 个 鲜 为 人 知 的  

时 期 。

飘 流 的 路 线

飘 流 的 年 代 难 以 确 定 ， 以 色 列 人 经 过  

西 乃 半 岛 所 走 的 路 线 更 难 确 定 。 虽 然 圣 经  

记 述 许 多 旷 野 中 的 地 名 ， 各 支 派 在 哪 里 安  

营 ， 但 今 天 很 难 确 定 那 些 地 区 的 位 罝 。 因 

为 只 有 那 些 继 续 有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的 名 称 才  

会 存 留 至 今 ； 但 旷 野 的 部 族 来 去 不 定 ， 同 

时 ， 不 同 地 点 的 名 称 ， 不 但 容 易 遗 忘 ， 且 

名 称 也 容 易 更 改 „ 因 此 ， 虽 然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详 列 以 色 列 人 停 留 过 的 地 方 ， 但 学 者  

还 是 不 能 肯 定 大 部 分 地 方 的 位 置 。 然 而 ， 

加 低 斯 （民 三 十 三 3 6 、 3 7 > 很 可 能 是 西

乃 北 部 最 大 的 水 源 ---- 库 底 律 泉 ； 而 摩 押

地 的 几 处 地 方 （4 4 - 4 9 节 > ， 也 可 以 约 略  

估 计 它 们 的 位 罝 。 红 海 和 西 乃 山 是 发 生 最  

重 要 事 故 的 所 在 地 ， 却 未 有 一 致 的 意 见 ， 

这 是 令 人 惊 异 的 。

按 照 圣 经 记 载 ， 以 色 列 人 要 经 过 红 海  

逃 离 埃 及 当 风 向 转 变 ， 海 水 回 流 ， 埃 及  

追 兵 全 被 淹 没 。 於 是 以 色 列 人 向 西 乃 山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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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在 那 里 停 留 了 差 不 多 1 年  < 出 十 九 1 

至 民 十 1 1 > 。 后 来 ， 从 那 里 起 程 往 加 低 斯  

去 ， 在 那 里 安 营 ， 作 为 根 据 地 ， 直 至 约  

4 ( )年后， 他 们 进 军 征 服 那 应 许 之 地 。

传 统 认 为 ， 圣 经 中 提 及 的 红 海 ， 是 指  

红 海 西 面 的 支 流 ， 即 苏 彝 士 湾 。 西 乃 山 相  

信 是 西 乃 半 岛 南 部 的 高 山 之 一 ， 可 能 是 莫  

瑟 山 。 由 於 没 有 其 他 可 靠 的 证 据 ， 这 传 统  

可 被 接 受 ， 但 并 无 确 据 。

今 天 ， 一 般 学 者 也 同 意 ， 圣 经 时 代 的  

苏 彝 士 湾 伸 展 ， 北 达 苦 湖 ， 亦 是 横 过 红 海  

的 地 点 。 在 苏 鋅 士 运 河 还 未 建 成 前 ， 那里  

有 一 道 浅 水 的 地 段 ， 约 2 哩 宽 ， 贝 都 因 人  

( 居 住 沙 漠 的 亚 拉 伯 人 在 天 气 良 好 的 日 子  

可 涉 水 过 到 对 岸 。 这 正 符 合 出 埃 及 记 十 四  

章 2 1 节 的 所 指 ： “耶 和 华 便 用 大 东 风 ， 使 

海 水 一 夜 退 去 …… 海 就 成 了 干 地 。”

由 於 所 涉 及 的 地 方 距 离 ， 尤 其 在 莫 瑟  

山 和 苏 彝 士 湾 中 间 ， 水 源 极 少 ， 西 乃 山 可  

能 位 於 更 远 的 北 边 。 另 一 个 可 能 是 西 乃 山  

即 希 拉 勒 山 ， 颇 接 近 加 低 斯 。 不 过 ， 西乃  

山 接 近 加 低 斯 ， 且 它 与 埃 及 的 距 离 ， 似 乎  

推 翻 了 这 种 说 法 ； 因 为 从 埃 及 往 西 乃 山 ， 

经 文 记 述 约 有 3 日 的 旅 程 ， 从 埃 及 往 加 低  

斯 ， 需 时 1 1 日 （出 五 3 ; 申 一 2 ) 。 近 来 ，

各 支 派 安 营 的 阵 地

最 适 切 的 说 法 称 西 乃 山 就 是 辛 比 沙 山 位 於  

苏 德 平 原 上 的 一 个 孤 峰 。 亚 拉 伯 语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颁 赐 律 法 的 山 ” 或 “颁 赐 人 的 律  

法 ”。 它 的 位 置 距 离 埃 及 边 界 和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都 很 适 合 ， 周 围 有 充 足 的 水 源 ， 可 供  

应 大 群 人 如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享 用 。

假 设 所 谓 红 海 就 是 苦 湖 ， 西 乃 就 是 辛  

比 沙 山 ， 那 么 ， 在 出 埃 及 记 提 及 另 外 — 些  

地 方 的 位 罝 也 同 样 可 以 确 认 。 渡 过 红 海  

后 ， 再 走 3 日 的 路 程 ， 到 达 玛 拉 （出 十 _  

2 3 > ， 玛 拉 必 定 是 在 苦 湖 以 南 2 5 哩 ， 那里  

仍 有 一 口 盐 井 （在 希 伯 来 文 ，玛 拉 即 “苦 ’’ 

的 意 思  >。 以 色 列 人 从 那 里 来 到 以 琳 ， 那 

地 有 水 泉 和 7 0 棵 掠 树 （出 十 五 2 7 ) ， 这 必  

然 是 摩 西 井 。 至 今 ， 那 里 仍 然 有 1 2 口井  

和 一 个 棕 树 丛 。 以 琳 在 玛 拉 以 南 8 哩 。

以 色 列 人 从 以 琳 来 到 利 非 订 。 那 里 没  

有 足 够 的 水 ， 他 们 又 遇 上 了 亚 玛 力 人 （出 

十 七 K 缺 水 的 情 况 ， 正 暗 示 他 们 离 了 海  

岸 ， 来 到 提 赫 沙 漠 。 他 们 离 开 了 利 非 订 之  

后 立 刻 去 到 西 乃 （出 十 九 2 > 。 在 西 乃 坐  

落 的 谷 中 ， 有 青 茂 的 草 原 ， 早 已 吸 引 了 亚  

玛 力 人 ， 所 以 他 们 来 和 以 色 列 人 争 战 ， 为 

要 阻 止 以 色 列 人 得 着 那 地 。 以 色 列 人 打 败  

了 亚 玛 力 人 ， 就 在 西 乃 安 营 （出 十 七 8-

但 的 营

以 法 莲

的 营

便 雅 悯

以 法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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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则 常 用 旷 野 作 祈 祷 的 地 方 ， 在 那 电 与  

父 神 相 交 （路五

旷 野 亦 是 神 与 池 的 子 民 亲 近 之 地 （申 

三十二丨（>-1 2 )。 神 不 但 # 守 他 们 ， 并 且  

试 验 他 们 的 顺 服 （耶 二 何 二 H 、 15) „ 

最 后 ，旷 野 是 一 处 荫 庇 、洁 净 和 祝 福 之 所 。 

早 期 教 会 的 沙 漠 教 父 并 中 世 纪 的 修 道 士 ， 

也 效 法 先 知 以 利 亚 和 施 洗 约 翰 （王 上 十 九  

8 ; 太 三 1 -(;)。 在 福 音 书 内 ， 出 埃 及 时  

在 沙 漠 飘 流 的 主 题 ， 再 以 主 耶 穌 四 十 昼 夜  

在 旷 野 接 受 试 探 的 形 式 度 现 （可 一  13; 

参丨寺九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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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太 的 r  f f

旷 野 在 圣 经 中 有 关 警 告 和 应 许 的 预 言  

中 都 有 出 现 。 拒 绝 救 恩 信 息 的 城 市 或 邦  

囯 ， 将 变 为 旷 野 （参 诗 一 〇 七 3 3 、 

3 4 ) ; 但 忠 心 者 却 会 得 到 复 兴 ： “旷 野 和  

千 旱 之 地 必 然 欢 喜 ； 沙 漠 也 必 快 乐 ； 又像  

玫 瑰 幵 花 。” 《赛 三 十 五 n  

参•旷 f 2科流• 8 4 2。

旷野飙流
Wilderness Wanderings
k u a n g  y6  p i a o  Hu

当 以 色 列 人 出 了 埃 及 ， 他 们 在 西 乃 半  

岛 的 旷 野 和 南 地 飘 流 了  4 0 年 ， 然 后 前 去  

征 服 那 应 许 之 地 。 在 这 段 时 期 中 ， 最 重 要  

的 事 件 记 载 在 出 埃 及 记 、 利 未 记 和 民 数 记  

中 。

按 圣 经 所 记 ， 他 们 在 旷 野 艰 苦 的 岁  

月 ， 使 这 原 先 是 埃 及 奴 隶 的 不 同 支 派 演 变  

成 为 一 个 邦 国 。 在 西 乃 ， 他 们 成 为 一 个 民  

族 、 一 个 邦 国 ， 有 一 位 神 、一 个 共 同 目 标  

—— 征 服 迦 南 。

飘 流 的 年 代
民 数 记 十 四 章 3 4 节 ， 三 十 三 章 3 8 节 

和 申 命 记 一 章 3 节 ， 记 述 他 们 在 旷 野 飘 流  

了 4 ()年 。 虽 然 在 圣 经 中 ， “4 0 ” 有 时 是 指  

一 个 完 全 的 数 字 ， 但 经 文 记 述 中 许 多 确 实  

的 年 日 资 料 ， 的 确 暗 示 这 是 实 际 的 年 日 ^  

然 而 ， 很 难 知 道 这 段 时 期 在 何 时 开 始 和 终  

结 。

按 照 列 王 纪 上 六 章 1 节 ， 所 罗 门 开 始  

建 造 圣 殿 ，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埃 及 以 后 的  

4 8 0 年 。 建 造 圣 殿 始 於 主 前 9 5 0 年 ， 这显  

示 了 出 埃 及 必 是 发 生 於 主 前 H 3 0 年 ， 而 

征 服 迦 南 约 在 主 前 1 3 9 0 年 。 但 近 代 的 学  

者 一 般 认 为 ， 出 埃 及 和 征 服 迦 南 的 日 期 锻  

少 晚 於 一 世 纪 后 （主 前 1 2 9 0 - 5 0 ) ， 这是 

基 於 考 古 学 家 的 发 现 。 但 两 者 都 缺 乏 可 信  

的 证 据 。 在 旷 野 飘 流 的 4 0 年 中 ， 头 1年半 

有 较 详 细 的 记 载 ， 从 出 埃 及 到 探 子 窥 探 迦  

南 回 来 （出 十 二 2 至 民 十 四  > ， 以 及 最 后 1 

年 ，有 关 征 服 外 约 但 （民 二 十 至 申 三 十 四 > 

等 事 迹 ，都 清 楚 记 述 了 。介 於 中 间 的 年 代 ， 

即 各 支 派 在 近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旷 野 安 菅 的 经  

历 ， 记 载 很 少 。 在 民 数 记 十 五 至 十 七 章 所  

描 述 的 片 段 ， 估 计 是 有 关 这 个 鲜 为 人 知 的  

时 期 „

飘 流 的 路 线

飘 流 的 年 代 难 以 确 定 ， 以 色 列 人 经 过  

西 乃 半 岛 所 走 的 路 线 更 难 确 定 。 虽 然 圣 经  

记 述 许 多 旷 野 中 的 地 名 ， 各 支 派 在 哪 里 安  

营 ， 但 今 天 很 难 确 定 那 些 地 区 的 位 S o 因 

为 只 有 那 些 继 续 有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的 名 称 才  

会 存 留 至 今 ； 但 旷 野 的 部 族 来 去 不 定 ， 同 

时 ， 不 同 地 点 的 名 称 ， 不 但 容 易 遗 忘 》且 

名 称 也 容 易 更 改 * • 因 此 ， 虽 然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详 列 以 色 列 人 停 留 过 的 地 方 ， 但学者  

还 是 不 能 肯 定 大 部 分 地 方 的 位 置 。 然 而 ， 

加 低 斯 （民 三 十 三 3 6 、 3 7 > 很 可 能 是 西

乃 北 部 最 大 的 水 源 -----库 底 律 泉 ； 而摩押

地 的 几 处 地 方 （4 4 - 4 9 节  > ， 也 可 以 约 略  

估 计 它 们 的 位 置 。 红 海 和 西 乃 山 是 发 生 最  

重 要 事 故 的 所 在 地 ， 却 未 有 一 致 的 意 见 ， 

这 是 令 人 惊 异 的 。

按 照 圣 经 记 载 ， 以 色 列 人 要 经 过 红 海  

逃 离 埃 及 。 当 风 向 转 变 ， 海 水 回 流 ， 埃及 

追 兵 全 被 淹 没 。 於 是 以 色 列 人 向 西 乃 山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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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在 那 里 停 留 了 差 不 多 1 年 （出 十 九 1 

至 民 十 H ) 。 后 来 ， 从 那 里 起 程 往 加 低 斯  

去 ， 在 那 M 安 营 ， 作 为 根 据 地 ， 直 至 约  

4 0 年 后 ， 他 们 进 军 征 服 那 应 许 之 地 。

传 统 认 为 ， 圣 经 中 提 及 的 红 海 ， 是 指  

红 海 西 面 的 支 流 ， 即 苏 韩 士 湾 。 西 乃 山 相  

信 是 西 乃 半 岛 南 部 的 高 山 之 一 ， 可 能 是 莫  

瑟 山 。 由 於 没 有 其 他 可 靡 的 证 据 ， 这 传 统  

可 被 接 受 ， 但 并 无 确 据 。

今 天 ， 一 般 学 者 也 同 意 ， 圣 经 时 代 的  

苏 彝 士 湾 仲 展 ， 北 达 苦 湖 ， 亦 是 横 过 红 海  

的 地 点 。 在 苏 鲆 士 运 河 还 未 建 成 前 ， 那里  

有 一 道 浅 水 的 地 段 ， 约 2 哩 宽 ， 贝 都 因 人  

( 居 住 沙 漠 的 亚 拉 伯 人 在 天 气 良 好 的 日 子  

可 涉 水 过 到 对 岸 。 这 正 符 合 出 埃 及 记 十 四  

章 2 1 节 的 所 指 ： “耶 和 华 便 用 大 东 风 ， 使 

海 水 一 夜 退 去 …… 海 就 成 了 千 地 。”

由 於 所 涉 及 的 地 方 距 离 ， 尤 其 在 莫 瑟  

山 和 苏 彝 士 湾 中 间 ， 水 源 极 少 ， 西 乃 山 可  

能 位 於 更 远 的 北 边 。 另 一 个 可 能 是 西 乃 山  

即 希 拉 勒 山 ， 颇 接 近 加 低 斯 。 不 过 ， 西 乃  

山 接 近 加 低 斯 ， 且 它 与 埃 及 的 距 离 ， 似 乎  

推 翻 了 这 种 说 法 ； 因 为 从 埃 及 往 西 乃 山 ， 

经 文 记 述 约 有 3 日 的 旅 程 ， 从 埃 及 往 加 低  

斯 ， 需 时 1 1 日 （出 五 3 ; 申 一  2 > 。 近 来 ，

最 适 切 的 说 法 称 西 乃 山 就 是 辛 比 沙 山 位 於  

苏 德 平 原 上 的 一 个 孤 峰 。 亚 拉 伯 语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颁 賜 律 法 的 山 ” 或 “颁 賜 人 的 律  

法 ”。 它 的 位 S 距 离 埃 及 边 界 和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都 很 适 合 ， 周 围 有 充 足 的 水 源 ， 可供  

应 大 群 人 如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享 用 。

假 设 所 谓 红 海 就 是 苦 湖 ， 西 乃 就 是 辛  

比 沙 山 ， 那 么 > 在 出 埃 及 记 提 及 另 外 一 些  

地 方 的 位 S 也 同 样 可 以 确 认 。 渡 过 红 海

后 ， 再 走 3 日 的 路 程 ， 到 达 玛 拉 （出 ----

2 3 ) ， 玛 拉 必 定 是 在 苦 湖 以 南 2 5 哩 ， 那里  

仍 有 一  口 盐 井 （在 希 伯 来 文 ，玛 拉 即 “苦 ” 

的 意 思 h 以 色 列 人 从 那 里 来 到 以 琳 ， 那 

地 有 水 泉 和 7 0 棵 棕 树 （出 十 五 2 7 > ， 这 必  

然 是 摩 西 井 。 至 今 ， 那 里 仍 然 有 12  口井  

和 一 个 棕 树 丛 。 以 琳 在 玛 拉 以 南 8 哩 。

以 色 列 人 从 以 琳 来 到 利 非 订 。 那 里 没  

有 足 够 的 水 ， 他 们 又 遇 上 了 亚 玛 力 人 （出 

十 七 ）。 缺 水 的 情 况 ， 正 暗 示 他 们 离 了 海  

岸 ， 来 到 提 赫 沙 漠 。 他 们 离 开 了 利 非 订 之  

后 立 刻 去 到 西 乃 （出 十 九 2 > 。 在 西 乃 坐  

落 的 谷 中 ， 有 青 茂 的 草 原 ， 早 已 吸 引 了 亚  

玛 力 人 ， 所 以 他 们 来 和 以 色 列 人 争 战 ， 为 

要 阻 止 以 色 列 人 得 着 那 地 。 以 色 列 人 打 败  

了 亚 玛 力 人 ， 就 在 西 乃 安 营 （出 十 七 8-

各 支 派 安 营 的 阵 地

但 的 营

以法 莲

的营

便 雅 悯

以 法 莲

亚 设  徂  傘 弗 他 利

米 拉 利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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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神 好 几 次 怎 样 供 应 子 民 M需 要 - 在 

北 部 的 地 区 ， 一 年 中 有 一 段 时 间 仍 能  

^ 到 的 鸿 ， 而 有 一 种 味 甜 的 青 苔 类 植 物 ， 

3 被 认 为 是 吗 哪 ’ 也 可 以 在 那 s 找 到 。 这  Z丨申迹飛 令 人 感 到 奇 眇 的 ， 是 神 垂 听 摩 西  

g涛 吿 ， 丰 丰 富 亩 地 供 应 以 色 列 人 。
与 这 些 供 应 的 神 迹 强 烈 对 比 的 ， 是 多  

次 的 审 判 或 刑 罚 。 一 系 列 击 打 埃 及 人 的 灾
. . , i 、 i >.IU _i— ■=«= -»*»■ »=» 了》

这 些 事 迹 同 时 显 示 了  “人 活 着 不 是 单 靠 食  

物 ， 乃 是 靠 神 口 里 所 出 的 一 切 话 。” （申 

八 3 ; 太 四 4 ) 主 耶 稣 曾 引 述 这 经 文 ， 指 

明 他 自 己 与 古 时 的 以 色 列 人 一 样 。 祂 像 他  

们 那 样 进 入 旷 野 ， 以 预 备 祂 一 生 的 工 作 ； 

基 督 徒 也 该 如 此 。 蕋 督 徒 当 知 道 萦 召 跟 随  

主 的 脚 踪 ， 藉 着 相 信 神 的 应 许 ， 并 顺 服 他  

的 话 而 活 ， 尤 其 在 艰 难 和 受 试 探 的 时 候 ，



捆绑
Bond. Bondage
kOn b a n g

圣 经 希 伯 来 和 希 腊 原 词 的 基 本 慨 念 是  

“使 失 去 自 由 ”， 这 溉 念 也 意 味 笤 受 人 奴

旧 约 使 用 好 几 个 字 描 写 以 色 列 民 在 埃  

及 人 ， 以 及 巴 比 伦 人 、 波 斯 人 统 治 下 所 受  

的 奴 役 。 摩 西 律 法 所 载 以 色 列 人 作 奴 隶 的  

条 例 ， 有 译 本 也 译 作 他 们 受 “■ 绑 ’’ （利 

二 十 五 外 -m 。 “捆纟沐” 一 W 也 喻 指 神 对  

万 民 的 约 束 或 统 御 （诗 二 3 > 。

新 约 使 用 “捆纟体” 一 词 有 反 而 和 正 面  

两 忡 含 义 。 反 面 意 义 指 受 制 於 罪 恶 、 撒 但  

( 来 二 M 、 1 5 ; 彼 后 二 1 9 > 、 物 欲 （罗 八  

1 2 - 丨4 > 或 ^ 法 （加 二 4 , 五 U 。人 被 驱  

使 、 辖 制 ， 危 害 己 命 ； 又 指 受 造 之 物 受 败  

坏 辖 制 （罗 八 2 U ， 这 是 罪 的 结 果 。

“捆 绑 ” 正 而 的 意 义 则 指 服 侍 神 ， 以 

向 神 许 的 想 或 起 的 货 来 约 束 自 己 （民 三 十  

2 - 1 5 ; 结 二 十 3 7 > 。该 词 也 说 明 了 受 困 苦 、 

受 聆 练 的 必 要 性 和 前 大 意 义 （来 十 3 4 ， 

十三: M 。 使 徒 保 罗 冋 时 使 用 该 词 的 双 盥  

意 义 （保 罗 称 自 己 “作 了 蓰 耔 耶 稣 被 囚  

的 ” > ， 把 他 身 受 的 囚 禁 与 向 基 督 的 服 侍  

结 合 在 一 起 （腓 一 7 - 丨4 ; 弗 三 1 ; 提 后 一  

8 ， 二 9 ; 门 9 、 1 0 、 m 。

G r a n t  R.  O s b o r n e

#  •奴 隶 • 1 1 3 8。

闲苦/ 苦难
Affliction, Suffering
k u n  kQ /  kCi n a n

圣 经 用 语 ，指 一 切 痛 楚 、哀 伤 、危 难 、 

祸 患 之 总 合 。 据 圣 经 的 观 点 ， 罪 恶 入 世 之  

日 即 足 闲 苦 开 始 之 时 。 凡 人 类 并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 邰 要 因 “荆 棘 和 蒺 藜 ”、 罪 联 、 死  

亡 与 败 落 而 逍 受 困 苦 （参 创 三 】6 - 1 9 ; 罗 

八 人 生 短 而 多 艰 ， 忧 患 重 f f i ,  

其 原 因 皆 在 於 罪 （伯 十 四 丨 - « > 。 人 欲 逃  

避 天 灾 人 祸 和 伤 残 病 老 之 苦 ， 是 不 可 能 的  

( 代 下 二 十 9 > 。 然 而 ， 神 却 是 利 用 困 苦 管

846 kQn b5ng

教 祂 的 百 姓 。 以 色 列 民 在 埃 及 受 奴 役 的 经  

历 ， 向 我 们 淸 晰 生 动 地 展 示 了 困 苦 在 这 方  

面 的 目 的 （出 四 3 1 > 。 士 师 时 代 所 历 的 磨  

难 （尼 九 2 6 、 2 7 > ， 以 及 被 掳 巴 比 伦 所 遗  

的 苦 痛 （赛 二 十 六 1 6 都 是 实 例 。 以色 

列 人 在 困 苦 中 向 神 呼 求 ， 神 便 解 救 他 们 ， 

使 他 们 终 於 从 悖 逆 中 悔 改 ， 转 为 顺 服 （耶 

十丨H ; 何 五 1 5 至 六 3 K

圣 经 也 承 认 ， 欲 理 解 义 人 多 遭 患 难 并  

非 易 事 （诗 三 十 四 丨 9 ， 三 十 七 3 9 ， 一三  

八 7 ) 。 连 先 知 和 “神 的 仆 人 ” （弥 赛 亚 > 

也 难 免 於 困 苦 （赛 五 十 三 2 - 〗 2 ; 耶 十 五  

1 5 > 。 耶 稣 甚 督 背 负 人 类 的 苦 难 与 哀 戚 ， 

这 是 从 亚 当 之 罪 开 始 的 人 生 困 苦 的 极 致  

( 赛 五 十 三 4 、 5 ; 彼 前 二 2 4 )。 圣 经 视 此  

困 苦 为 应 验 “女 人 的 后 商 ”与 “蛇 的 后 裔 ” 

彼 此 为 仇 的 预 言 （创三丨*「> )。

耶 稣 向 祂 的 门 徒 指 出 ， 尚 有 许 多 苦 难  

等 待 他 们 （约 十 六 3 3 > 。 保 罗 也 教 导 说 ， 

欲 进 入 神 的 国 必 先 经 历 许 多 艰 难 （徒十四  

基 督 徒 且 不 可 被 诸 般 患 难 动 摇 了 信  

心 （帖 前 三 3 > , 应 视 之 为 补 满 基 督 为 教  

会 所 受 患 难 的 不 足 （林 后 四 1 〇、 H  ; 西 

— 川 。

圣 经 已 经 告 诫 我 们 ， 世 界 末 日 临 近 之  

际 ， 苦 难 会 益 显 深 笟 （太 二 十 四 9 - 1 4 ;  

提 后 三 1 3 > 。 撒 但 要 倾 全 力 来 迷 惑 和 畋 坏  

神 的 选 民 （太 二 十 四 ‘2 4; 帖 后 二 9 -12; 

启 二 十 7 - 9 ) 。 然 而 ， 耶 稣 基 督 从 天 上 再  

次 降 世 的 时 候 ， 神 便 要 把 这 困 苦 百 倍 地 加  

给 那 使 信 徒 蒙 受 苦 难 者 的 身 上 ， 向 那 不 信  

基 督 福 音 的 人 讨 索 他 们 所 欠 的 愤 （罗二  

9 ; 帖 后 一  5 - 1 0 , 二 7 、 8 > 。

由 此 可 见 ， 困 苦 一 方 面 是 罪 人 生 活 无  

可 袪 除 的 亊 ， 一 方 面 也 是 神 管 教 人 的 工  

具 ，藉 以 使 民 顺 服 於 神 „ 从 圣 经 还 可 看 到 ， 

困 苦 也 是 撒 但 与 基 督 耶 穌 相 争 的 部 分 体  

现 。 然 而 归 根 到 底 ， 毪 督 徒 蒙 受 的 苦 难 终  

要 “为 我 们 成 就 极 重 无 比 、 永 远 的 荣 耀 ” 

( 林 后 四 丨 7 ) 。

参 • 通 迫 • 1 1 8 :  “患 难 / 灾 难 ” 5 9 2 。



拉巴
Rabbah 
ia b5

位 於 高 原 的 — 座 城 ， 是 分 配 给 犹 大 支  

派 的 产 业 （书 十 五 6 0 > 。 其 位 置 不 详 。 有 

些 人 认 为 拉 巴 就 是 亚 马 拿 泥 版 中 所 提 及 的  

路 布 特 ， 或 极 近 在 耶 路 撒 冷 附 近 发 现 的 一  

座 城 希 捋 废 墟 。

拉班
Laban
U  ban

O 彼 土 利 的 儿 子 （创 二 十 四 ‘2 4 、2 9 > ， 

利 百 加 的 哥 哥 （二 十 四 】5 、 2 9 > , 也 是 利  

亚 和 拉 结 的 父 亲 （二 十 九 1 6 > ， 雅 各 的 舅  

贸 和 岳 父 。 拉 班 的 先 荤 住 在 吾 珥 ， 其 父 彼  

土 利 却 被 称 为 巴 旦 亚 兰 的 亚 兰 人 ， 拉 班 也  

被 视 为 亚 兰 人 （叙 利 亚 人 ； 二 十 五 2 0 ,  

参 二 十 八 5 > 。 他 们 的 故 乡 是 位 於 叙 利 亚  

的 哈 兰 ； 像 吾 珥 一 样 ， 哈 兰 是 敬 拜 月 神 辛  

或 那 拿 的 中 心 。

以 撒 年 长 时 ， 亚 伯 拉 罕 派 仆 人 以 利 以  

谢 回 到 哈 兰 ， 为 以 撒 找 一 个 妻 子 。 拉 班 热  

情 地 招 待 以 利 以 谢 ， 并 且 供 应 他 和 他 的 骆  

驼 所 需  < 二 十 四 2 9 - 3 3 、 5 4 > 。 拉 班 身 为  

一 家 之 主 ， 有 权 决 定 利 百 加 与 以 撒 的 婚 事  

(二 十 四 5 0 、 51 > ; 所 以 ， 以 利 以 谢 把 贵

$ 的 饰 物 送 给 拉 班 及 他 的 母 亲 （二 十 四  

5 3 > 。

;& 有 关 雅 各 求 亲 的 叙 述 中 ， 拉 班 担 当  

― 个 重 要 的 角 色 。 利 百 加 和 雅 各 欺 骗 了 以  

^ 后 ， 利 百 加 恐 怕 以 扫 会 杀 雅 各 ， 於 是 提  

& 他 逃 往 她 的 哥 哥 拉 班 那 里 去 （二 十 七  

4 3 > » 同 时 ， 她 说 服 以 撒 让 雅 各 往 哈 兰 ， 

族 中 寻 找 女 子 为 妻 。 当 雅 各 抵 达 哈  

遇 见 了 拉 班 的 幼 女 拉 结 ， 并 且 受 到 热  

$ 的 欢 迎 （二 十 九 1 3 > 。 拉 班 雇 用 雅 各 为  

他 牧 羊 ， 并 且 答 应 雅 各 ， 在 为 他 工 作 7 年 

^ 后 ’ 就 许 配 拉 结 给 他 作 为 工 价 。 满 了 7 

$ 后 ’ 拉 班 以 其 长 女 利 亚 代 替 拉 结 给 雅 各  

妻 。 雅 各 提 出 抗 议 ， 最 后 两 人 终 於 达 成  

雅 各 要 再 服 侍 拉 班 7 年 ， 才 可 得 拉

结 为 妻 。

雅 各 及 拉 班 都 是 诡 计 多 端 ， 在 工 价 上  

有 极 大 的 争 议 。 雅 各 提 议 用 — 些 羊 群 作 为  

他 的 工 价 。 当 拉 班 接 纳 他 的 要 求 ， 耶 和 华  

賜 福 雅 各 及 其 羊 群 ， 这 使 拉 班 愤 怒 极 了 • 

雅 各 声 称 拉 班 曾 经 1 〇次 更 改 他 的 工 价  

( 三 7 、 4 丨 > 。 后 来 ， 雅 各 逃 出 哈 兰 ； 

拉 班 追 踪 他 ， 因 为 他 家 中 的 守 护 神 像 不 见  

了 ， 而 拥 有 这 些 神 像 的 人 ， 就 可 承 受 他 的  

产 业 。 这 些 神 像 是 拉 结 偷 去 的 ， 她 机 警 地  

把 它 们 藏 起 ， 使 拉 班 搜 不 出 来 。

在 立 了 和 约 ， 并 且 竖 立 石 头 为 证 后 ， 

拉 班 便 与 雅 各 分 道 扬 镳 （三 十 一 4 6 - 5 0 〉。 

参 - 雅 各 # 1" 1 8 1 0。

©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安 营 之 地 （申一  

1 > 。 有 些 学 者 将 它 与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2 0  

及 2 1 节 中 所 记 载 的 立 拿 视 为 同 一 地 方 。 

它 的 位 置 众说 纷 纟 云 ， 范 围 包 括 拉 巴 亚 扪 以  

南 ， 以 至 以 拉 他 南 面 的 亚 拉 伯 海 岸 ； 直 至  

今 天 ， 它 的 位 S 仍 然 不 详 。

参 - 旷 野 枫 流 • 8 4 2  »

拉比
Rabbi
l a  b l

— 种 尊 称 ， 意 指 “我 伟 大 的 那 一 位 ” 

或 “我 高 超 的 那 一 位 在 耶 稣 的 日 子 用  

以 称 呼 犹 太 人 的 宗 教 老 师 。

根 据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7 节 ， “拉 比 ” 

明 显 是 给 犹 太 的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的 通 称 ； 

然 而 ， 在 新 约 中 ， 当 人 跟 耶 稣 谈 话 时 尊  

称 m 为 拉 比 ， 通 常 是 表 示 尊 敬 。 章 但 业  

( 约 一 4 9 ) 、 彼 得 和 安 得 烈 （一 3 8 ) 、 尼 哥  

底 母 （三 2 > 、 一 群 门 徒 （九 2 ， 十 一 8 )  

和 一 群 普 通 人 （六 2 5 ) 都 曾 称 呼 耶 稣 作  

拉 比 。 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二 十 1 6 > 和 瞎  

子 巴 底 买 （可 十 5 1 > 则 用 较 长 的 名 称  

“拉 波 尼 ” 来 直 接 称 呼 耶 稣 ， 这 比 单 使 用  

•‘拉 比 ” 显 得 更 为 尊 重 。 到 了 写 作 约 翰 福  

音 的 时 候 ， “拉 比 ” 的 意 思 是 “老 师 ”， 

约 翰 在 一 章 3 8 节 明 确 地 指 出 这 一 点 ， 在 

三 章 2 节 也 暗 示 了 这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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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料 责 备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 因 为 他 们  

苒 欢 别 人 在 街 市 上 向 他 们 问 安 ， 又 坚 持 别  

人 以 “拉 比 ，， 来 称 呼 他 们 （太 二 十 三 7 、 

8 > ， 这 一 切 行 动 都 显 明 他 们 的 骄 傲 。 耶  

稣 禁 止 祂 自 己 的 门 徒 使 用 这 称 调 ， 说 ： 

‘‘不 要 别 人 称 呼 你 们 拉 比 ”。 然 而 ， 耶 好  

这 禁 令 是 不 想 门 徒 期 望 及 坚 持 别 人 以 此 称  

呼 ， 不 是 说 在 合 理 的 情 况 下 也 不 可 拥 有 这  

称 谓 。 事 实 上 ， 好 些 人 曾 尊 称 耶 稣 为 拉 比  

而 没 有 遭 谴 责 。

拉比多
Lappidoth
l a  b i  d u d

女 先 知 底 波 拉 的 丈 夫 （士 四 4 > 。

拉璧
Rabbith
l a  b l

以 萨 迦 边 境 的 一 座 城 （书 十 九 2 0 > ， 

也 许 就 是 名 叫 大 比 拉 的 利 未 城 （书 十 九  

1 2 ， 二 十 一  2 8 ; 代 上 六 7 2 > 。 这 城 位 於 现  

今 的 德 布 伊 耶 ， 在 他 泊 山 附 近 。

参 _大 比 拉 ” 2 6 7 。

拉波尼
Rabboni
l a  b o  n i

“拉 比 ” 的 另 一 种 写 法 ， 可 见 於 马 可  

福 音 十 章 5 1节 和 约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 6 节 。

参 - 拉 比 • 8 4 7 。

拉伯撒利
Rabsaris
l a  b 6  s a  11

亚 述 和 巴 比 伦 朝 中 高 官 的 职 衔 ， 通 常  

是 太 监 ， 有 时 是 后 宫 的 管 理 人 。 拉 伯 撒 利  

是 亚 述 代 表 团 的 一 员 （王 下 十 八 丨 7 > ， 又 

称 为 “拉 撤 力 ”， 是 城 门 上 一 位 审 判 官  

( 耶 三 十 九 3 > , 是 把 耶 利 米 从 狱 中 释 放 出  

来 的 一 位 官 员 （三 十 九 1 3 > , 以 及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一 位 官 员 （但 一 3 、 7 ， 和 合 本 作  

“太 监 长 ”>。

拉伯沙基
Rabshakeh
l a  b 6  s ha  j l

亚 述 的 高 级 官 员 ， 原 是 酒 政 或 彳 寺 &  

但 后 来 成 了 有 势 力 的 王 宫 官 员 。 拉 伯 沙 _  

是 西 拿 基 立 的 使 节 ， 他 用 侮 辱 的 话 叫 希  

家 和 耶 路 撒 冷 不 要 倚 斿 埃 及 ， 不要彳奇 &  

神 ， 而 向 亚 述 投 降 。 希 西 家 拒 绝 了 ， 拉巾 

沙 基 便 回 去 ， 发 现 亚 述 王 正 在 与 立 拿 作 &  

( 王 下 十 八 1 7 - 3 7 ， 十 九 4 、 8 ; 赛 三 十 六  

2 - 2 2  , 三 十 七  4 、 8 > 。

拉大
Laadah
l a

厲 犹 大 支 派 ， 示 拉 的 儿 子 ， 玛 利 沙 之  

父 （代 上 四 21 )。

拉代
Raddai
l a  d ^ i

耶 西 的 第 五 子 ， 大 卫 的 兄 长 ， 厲犹大  

支 派  < 代 上 二

拉但
Ladan
l a  d ^ n

〇 厲 以 法 莲 支 派 ， 是 约 书 亚 的 祖 先  

(代 上 七 2 6 ) 。

©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的 子 孙 ， 是 数 个 宗 族  

的 首 领 （代 上 二 十 三 7 , 二 十 六 2 1 ) 。 他 

又 称 为 “立 尼 ”。

参 “ 立 尼 #  1 ” 8 8 5 。

拉丁文
Latin
IS d i n g  w d n

希 腊 罗 马 世 界 所 用 的 语 文 。 罗 马 的 於  

高 权 力 ， 以 及 其 分 布 於 各 处 的 统 治 区 ， 俠 

拉 丁 文 成 为 流 行 广 远 的 罗 马 本 土 语 言 * • 通  

用 的 希 腊 文 也 渗 入 了 不 少 拉 丁 文 。 由罗马  

人 统 治 希 腊 之 始 ， 在 罗 马 的 政 治 及 商 此 方  

面 ， 不 断 把 拉 丁 文 的 字 汇 加 入 希 腊 文 之  

中 。

因 此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有 拉 丁 文 字 是 不  

足 为 怪 的 。 然 而 ， 拉 丁 文 对 新 约 希 腊 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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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 主 要 是 在 用 语 、 音 译 字 及 直 译 的 片  

语 方 面 。 在 十 字 架 上 题 写 的 3 种 语 文 之 中 ， 

拉 丁 文 是 其 中 之 一 （路 二 十 三 3 8 ; 约 十  

九 2 0 >。 在 新 约 圣 经 之 中 ， 只 有 这 两 处 经  

文 出 规 “拉 丁 文 ” 这 个 名 词 。 拉 丁 文 是 罗  

马 法 律 及 法 庭 审 议 所 用 的 语 文 。 只 有 在 法  

庭 允 许 下 ， 才 可 以 用 希 腊 文 。 这 就 解 释 了  

为 何 十 字 架 上 写 了 拉 丁 文 、 希 腊 文 及 亚 兰  

文 。 每 一 个 受 过 教 育 的 罗 马 人 ， 都 会 认 识  

希 腊 文 ， 但 拉 丁 文 却 是 官 方 、 军 方 及 司 法  

上 所 用 的 语 文 。 新 约 圣 经 中 反 映 了 这 情  

况 ， 其 中 出 现 拉 丁 文 的 司 法 及 军 事 用 语 ， 

以 及 钱 币 、衣 物 、器 皿 等 名 称 。举 例 来 说 ， 

拉 丁 文 的 字 汇 有 用 於 一 分 银 子 、 — 钱 银  

子 、 百 夫 长 、 侨 民 、 守 卫 、 营 、 毛 巾 、 皮 

卷 、 宫 殿 、 刺 客 、 胬 巾 及 题 写 。 此 外 ， 在 

新 约 中 出 现 了  4 0 个 以 上 的 拉 丁 文 名 字 、 

称 号 及 地 方 。其 中 为 人 熟 悉 的 有 ：亚 基 帕 、 

革 老 丢 、 该 撒 、 腓 力 斯 及 哥 尼 流 。 罗 马 书  

第 十 六 章 显 示 ， 在 基 督 徒 当 中 采 用 拉 丁 文  

的 名 字 是 十 分 普 遍 的 。.

除 了 名 字 外 ， 马 可 福 音 所 用 的 拉 丁 文  

字 汇 ， 比 其 他 新 约 书 卷 多 。 有 人 认 为 ， 如 

果 马 可 福 音 是 写 於 罗 马 的 话 。 这 便 不 足 为  

怪 了 ； 但 此 说 不 能 成 立 。 马 可 福 音 是 四 福  

音 书 中 最 短 的 一 卷 ， 其 中 所 出 现 的 大 量 拉  

丁 文 字 汇 ， 不 一 定 证 明 它 是 源 於 罗 马 的 ， 

因 为 这 些 拉 丁 文 字 汇 都 是 罗 马 政 府 在 其 帝  

国 版 图 内 通 用 的 。 而 且 ， 其 他 3卷 福 音 书  

也 有 这 些 拉 丁 文 字 汇 。 例 如 ， 马 太 福 音 的  

拉 丁 文 用 语 就 有 ： 里 、 供 物 、 守 卫 及 寻 求  

谋 士 。 由 於 拉 丁 文 及 希 腊 文 的 文 法 结 构 十  

分 接 近 ， 前 者 对 后 者 在 文 法 上 的 影 响 ， 便 

难 以 追 溯 了 。

基 督 教 的 教 会 建 立 超 过 1 0 0 年 后 ， 在 

基 督 徒 的 圈 子 中 ， 希 腊 文 的 影 响 凌 驾 了 拉  

T 文 。 由 於 通 用 的 希 腊 文 流 传 得 愈 来 愈  

广 ， 教 会 可 以 通 用 一 本 圣 经 ， 就 是 希 腊 文  

1曰 约 圣 经 。 对 於 自 由 人 或 奴 隶 而 言 ， 拉 丁  

$ 是 一 种 陌 生 的 外 语 。 由 此 可 解 释 了 为 何  

圣 经 早 期 的 拉 丁 文 译 本 ， 那 么 迟 才 出 现 。

参 ■ 圣 经 的 原 文 ，. 1 3 4 5 :  •字母” 2 3 6 4 。

拉法
Rapha, Raphah 
la  fa

〇 便 雅 悯 的 第 五 个 儿 子 （代 上 八 2 > 。 

创 世 记 四 十 六 章 2 1节 这 较 早 期 的 名 单 中  

并 没 有 他 的 名 字 。

© 比 尼 亚 的 儿 子 利 法 雅 的 别 名 ， 见於  

历 代 志 上 八 章 3 7 节 。

参 • 利 法 雅 # 4  ” 8 8 1 。

拉芬拿
Raphanah
la  f en

庞 培 约 在 主 前 6 3 年 征 服 巴 勒 斯 坦 和  

叙 利 亚 后 ， 罗 马 重 建 的 十 座 希 腊 城 市 之  

一 。 拉 芬 拿 位 於 低 加 波 利 地 区 。

参 ’低加波利• 3 0 2 。

拉孚
Raphu 
la  f n

便 雅 悯 人 帕 提 的 父 亲 ， 帕 提 是 被 差 往  

迦 南 地 视 察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一 （民 十 三  

9>〇

拉共
Lakkum
la  g 6 n g

在 拿 弗 他 利 境 内 的 边 M 守 镇 （书 十 九  

3 3 ) 。 其 位 置 也 许 在 曼 苏 拉 废 墟 ， 在 卡 拉  

克 废 墟 西 南 面 约 3 哩 ， 就 在 费 亚 斯 河 的 源

头 。

拉哈
Lahad
13 hSi

犹 大 支 派 中 雅 哈 的 儿 子 （代 上 四 2 > 。

拉哈伯
Rahab
\& ha b6

神 话 中 的 海 怪 ， 在 诗 中 用 以 代 表 埃 及  

( 诗 八 十 七 4 K  “埃 及 的 稱 助 是 徒 然 无 益  

的 ； 所 以 我 称 她 为 • 坐 而 不 动 的 拉 哈 伯 ’” 

(赛 三 十 7 > 。 圣 经 作 者 基 於 以 色 列 人 过 红  

海 和 埃 及 军 队 被 淹 没 的 史 实 （参 赛 五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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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 描 绘 神 与 这 海 怪 争 战 ’ 并 狠 狠 地 击  

畋 它 ： “他 雜 知 识 打 伤 拉 哈 伯 ” （伯 二 十  

六丨2 > ; “你 打 碎 了 拉 哈 伯 ， 似 乎 是 已  

杀 的 人 ，，（诗 八 十 九 1 0 ) ; 先 知 以 赛 亚 又  

哀 叹 ： “从 前 砍 碎 拉 哈 伯 、 刺 透 大 鱼 的 ， 

不 是 你 吗 ？ （赛 五 H —  9 >

参 • 埃 及 _ 1 2。

拉哈勒
Racal
la  h2  \t

犹 大 南 部 一 座 城 ， 大 卫 曾 把 从 亚 玛 力  

人 中 夺 得 的 掠 物 分 给 这 城 的 人 （撒 上 三 十  

2 9 > 。 这 城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称 为 迦 密 。

拉哈米
Lahmi
la  h a  m l

迦 特 人 歌 利 亚 的 兄 弟 。 根 据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章 5 节 ， 他 是 被 伊 勒 哈 难 所 杀 。 可 是 ，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一 章 1 9 节 记 载 ， 伊 勒 哈  

难 杀 死 歌 利 亚 ， 而 非 其 兄 弟 拉 哈 米 。 大 多  

数 圣 经 学 者 接 纳 历 代 志 上 的 经 文 为 正 确 的  

记 载 ， 而 认 为 撒 母 耳 记 下 的 经 文 是 误 抄 。

拉含
Raham
la  h ^ n

示 玛 的 儿 子 ， 约 千 的 祖 先 ， 厲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二 4 4 > 。

销合
Rahab 
la  h 6

耶 利 哥 之 役 中 的 女 英 雄 （书 二 至 六  

摩 西 死 后 不 久 ， 神 吩 咐 约 书 亚 领 以 色 列 民  

过 约 但 何 ， 占 领 应 许 之 地 。 过 河 之 前 ， 约 

书 亚 差 派 两 名 探 子 进 入 迦 南 ， 侦 察 当 地 抵  

抗 的 势 力 ， 尤 其 要 勘 探 耶 利 哥 坚 固 的 城 。 

探 子 甫 进 该 城 ， 便 发 现 喇 合 的 房 子 ， 那 可  

能 是 旅 店 或 妓 院 。 喇 合 显 然 是 一 名 妓 女 。

探 子 进 城 的 消 息 很 快 择 传 到 耶 利 哥 王  

那 里 ， 他 当 然 要 求 喇 合 透 露 探 子 的 行 踪 。 

喇 合 机 繁 地 承 认 曾 看 见 探 子 ， 但 坚 称 他 们  

在 天 黑 之 前 已 经 出 了 城 。 事 实 上 ， 探 子 正  

藏 在 她 房 顶 的 麻 秸 中 。 王 的 搜 査 队 伍 离 开

耶 利 哥 去 追 赶 探 子 后 ， 喇 合 便 向 他 们 道 出  

帮 助 以 色 列 人 的 缘 由 。 她 敬 畏 犹 太 人 的  

神 ， 相 信 他 必 把 胜 利 赐 给 以 色 列 人 。 耶

和 华 ---- 你 们 的 神 本 是 上 天 下 地 的 神 ，，

(书 二 ⑴

基 於 喇 合 的 相 助 ， 探 子 答 允 拯 救 陣 丨合 

及 其 家 人 。 标 记 就 是 在 窗 户 上 系 一 条 朱 红  

线 绳 ， 这 也 就 楚 探 子 逃 走 的 通 道 。 啊 合及 

其 家 人 确 实 是 其 后 战 役 中 唯 一 的 生 还 者 。 

喇 合 所 拯 救 的 两 探 子 受 命 於 约 书 亚 ， 把呼j 
合 及 其 家 人 带 往 安 全 之 地 。

犹 太 传 统 在 圣 经 记 载 以 外 加 上 了 其 后  

的 事 件 ， 说 喇 合 归 信 神 之 后 便 嫁 给 约 书  

亚 ， 其 子 孙 中 更 包 括 《名 祭 司 和 先 知 ， 其 

中 有 耶 利 米 。 据 说 她 是 十 分 漂 亮 的 女 子 ， 

早 在 1 0 岁 时 便 当 了 娼 妓 ， 但 其 后 来 的 功  

绩 却 洗 清 了 她 早 年 的 罪 过 。 跟 传 统 有 异 的  

看 法 ， 则 认 为 喇 合 并 不 是 妓 女 ， 只 是 旅 馆  

主 人 ， 这 是 因 为 他 尔 根 把 妓 女 委 婉 地 解 作  

旅 馆 主 人 。 又 说 喇 合 作 了 撒 门 的 妻 子 ，和 

波 阿 斯 的 母 亲 ， 因 而 是 耶 稣 的 先 祖 （太一  

5 > 。

圣 经 把 喇 合 与 摩 西 、 大 卫 、 参 孙 和 撒  

母 耳 并 列 ， 作 为 信 心 的 榜 样 （来 十 — ）》 

她 所 作 的 是 行 为 称 义 的 榜 样 （雅 二 2 5 ) 。

参 • 征 服 迦 南 ， 2 2 8 3 : - 约 书 亚 记 " 

2 2 4 9 〇

拉吉
Lachish
ISi j l

历 史

圣 经 首 次 提 及 这 个 地 方 ， 是在叙述♦ 勺 

书 亚 和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巴 勒 斯 坦 的 记 载 ^  

中 。 那 时 候 ， 拉 吉 的 君 王 和 军 队 加 入 巴 @  

斯 坦 南 部 城 镇 的 联 盟 ， 他 们 在 基 遍 与 约 书  

亚 争 战 。 约 书 亚 战 胜 了 他 们 后 ， 就 杀 了 #  

吉 的 王 ， 其 后 更 夺 取 了 那 城 镇 （书 十 2 6 , 

3 2 > 。 虽 然 大 卫 也 许 曾 重 建 这 城 镇 ， 但要  

到 犹 大 王 罗 波 安 的 时 候 （约 主 前 9 2 G > ’ 

她 才 成 为 其 中 一 个 国 防 屏 障 ， 保 护 国  

受 埃 及 人 和 非 利 士 人 的 侵 略 ， 她 的 地 位 #  

再 度 显 为 重 要 （代 下 十 一 9 > 。 大 约 在 ^  

个 世 纪 之 后 ， 犹 大 王 亚 玛 谢 在 逃 往 拉 胃 #  

避 要 谋 害 他 的 人 时 ， 在 那 里 被 杀 （王 下 +  

四 19> 〇



主 前 7 0 丨年， 拉 吉 极 力 抵 抗 亚 述 的 西  

來 避 立 入 侵 ， 但 终 於 在 其 力 攻 之 下 失 陷 了  

<王 下 十 八 丨 3 _ 丨7 ; 赛 三 十 六  >。 其 后 ， 拉 

_ 再 为 犹 太 人 收 复 及 靈 逮 。 主 前 5 8 8 至 

r>8r,年 ， 当 尼 布 甲 尼 撒 入 侵 ， 使 南 国 甩 亡 ， 

拉 吉 是 耶 路 撒 冷 极 后 一 个 沦 入 巴 比 伦 人 之  

手 的 防 城 （耶 三 十 四 7 )。 除 了 圣 经 的 记  

载 外 ， 埃 及 的 亚 马 _ 信 札 及 亚 述 的 记 载 均  

间 接 提 及 拉 吉 。

遗址
拉 吉 的 位 迓 一 宜 备 受 争 议 。 最 初 说 是  

位 於 乌 姆 拉 甚 • 斯 。 在 1 8 9 1 年 ， 则 说 是 位  

於 赫 西 废 丘 。 到 了 丨 9 2 9 年 ， 却 说 她 位 於  

杜 韦 废 丘 ， 即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3 0 哩 及 希 伯  

仑 以 西 1 5 卩里之处。 现 今 ， 已 有 不 同 的 指  

标 证 实 杜 韦 废 丘 的 说 法 。 占 地 丨 8 亩 的 山  

峠 ，这 废 丘 比 米 吉 多 、大 卫 的 耶 路 撒 冷 城 、 

底 璧 或 耶 利 哥 还 要 大 。

史 德 基 在 这 位 S 进 行 发 掘 工 作 。 

1 9 3 3 至 3 8 年 ， 他 领 导 韦 金 马 斯 顿 探 险 队  

进 行 这 项 工 作 „ 在 史 德 基 死 后 ， 英 治 及 哈  

丁 於 1 9 3 8 至 4 0 年 继 续 这 项 发 掘 工 作 。 

1 9 6 6 至 6 8 年 间 ， 亚 哈 兰 尼 与 以 色 列 的 队  

友 一 起 进 行 发 掘 。 而 扱 后 数 年 的 发 掘 工  

作 ， 是 由 特 拉 维 夫 大 学 的 乌 西 基 所 领 导  

的 。

主 前 3 0 0 0 年 左 右 ， 拉 吉 已 有 人 定 居 。 

在 埃 及 王 国 中 期 ， 即 主 前 2 0 0 0 至 1 8 0 0 年 

间 ， 拉 吉 受 着 埃 及 的 影 响 。 於 许 克 所 斯 年  

代 ， 这 城 镇 显 然 是 以 城 墙 的 斜 坡 及 埯 沟 来  

抵 御 敌 人 。

主 前 1 6 0  0 年 以 后 ， 当 埃 及 人 重 建 其  

$ 国 ， 他 们 征 服 了 拉 吉 。 但 从 拉 吉 所 发 出  

的 两 封 亚 马 拿 信 件 看 来 ， 显 示 埃 及 人 在 这  

城 镇 内 的 势 力 日 渐 袞 落 （约 主 前 1 4 0 0  >。 

埃 及 人 曾 在 许 克 所 斯 时 代 的 埯 沟 地 带 ， 建 

造 — 座 庙 宇 ， 并 且 曾 经 两 次 扩 建 它 。 发 掘  

工 作 者 认 为 ， 那 导 致 埃 及 终 止 占 领 该 地 的  

〜 场 破 坏 ， 是 由 於 希 伯 来 人 的 入 侵 （可追  

溯 至 主 前 1 2 2 0 ) 。 有 关 埃 及 时 期 的 有 趣 发  

1 见中 ， 有 5 块 陶 片 上 面 刻 有 希 伯 来 语 系 的  

字 母 ， 可 追 溯 至 主 前 1 3 5 0 至 1 2 0 0 年 之 间 。 

这 发 现 帮 助 我 们 更 深 认 识 这 些 字 母 的 起 源  

及 发 展 。

在 士 师 时 期 ， 拉 吉 实 际 上 是 无 人 居 住

的 。 显 然 ， 大 卫 以 她 为 行 政 中 心 ， 并 且 在  

— 个 1 0 5方 呎 的 平 台 上 ， 建 造 了 — 座 2 3 呎 

高 的 政 府 大 楼 „

考 古 发 掘 肯 定 了 圣 经 中 的 记 栽 ， 那 就  

是 罗 波 安 使 拉 吉 成 为 一 个 防 卫 的 中 心 。 在 

土 嫩 顶 部 的 四 周 ， 他 达 造 了 一 幅 大 约  

2 0 D尺 厚 的 泥 砖 墙 ， 有 城 楼 守 护 。 在 斜 坡  

5 0 呎 之 下 ， 他 用 石 及 砖 建 造 了 第 二 堵 围  

墙 ， 大 约 1 3呎 厚 ， 也 有 城 楼 来 加 强 防 卫 。 

政 府 大 楼 的 平 台 则 扩 展 至 2 5 6 呎 长 。 主前  

7 0 1 年 ， 西 拿 基 立 夺 取 此 城 ， 并 且 在 尼 尼  

微 的 王 宫 墙 上 ， 用 图 画 及 铭 刻 来 记 录 此  

亊 ， 这 些 大 石 块 现 存 放 於 大 英 博 物 馆 。

在 这 土 墩 的 西 北 面 斜 坡 ， 发 现 埋 葬 了  

西 拿 基 立 入 侵 时 期 的 丨 ，5 0 0 具 尸 首 。 这 乱  

葬 冈 上 有 猪 的 骨 头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 在 亚  

述 人 取 得 胜 利 之 后 ， 便 屠 杀 那 些 桿 卫 者 ， 

然 后 将 他 们 埋 葬 ， 并 且 埋 以 猪 骨 来 玷 辱 他  

们 „ 其 他 学 者 却 认 为 是 西 拿 蕋 立 攻 城 及 离  

去 之 后 ， 清 理 城 中 尸 骸 的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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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

明 显 地 ，亚 述 人 曾 经 占 据 拉 吉 。其 后 ， 

拉 吉 成 为 犹 大 所 管 辖 的 城 镇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最 后 的 侵 略 期 间 ， 她 是 三 个 最 后 始 被 攻  

陷 的 城 镇 之 一 （另 两 个 是 亚 西 加 及 耶 路 撒  

冷 > 。 拉 吉 信 集 的 发 现 ， 才 戏 剧 化 地 揭 箝  

犹 大 末 年 的 日 子 。 那 些 信 集 就 是 在 城 门 的  

守 卫 室 里 发 现 的 2 1 块 陶 片 ， 写 上 了 边 防  

驻 军 向 拉 吉 司 令 的 汇 报 。 在 被 巴 比 伦 毀  

灭 ， 并 经 历 了 一 段 荒 凉 的 日 子 后 ， 拉 吉 於  

波 斯 及 西 流 基 时 期 ， 再 次 受 到 攻 占 ， 沿 终  

於 主 前 1 5 0 年 被 废 弃 。

H o w a r d  F. Vos

参• 拉吉 信東 ” 8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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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信集
Lachish Letters
la  j i  x in  j i

这 是 一 批 信 件 ， 有 时 被 描 述 为 “耶 利  

米 书 附 件 ”， 是 史 德 基 在 拉 吉 最 重 要 的 发  

现 。 1 9 3 5 年 ， 他 在 城 的 外 门 与 内 门 之 间  

的 卫 兵 室 中 ， 发 现 了  1 8 件 陶 片 ， 它 们 就  

堆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焚 城 时 留 下 的 灰 烬 中 。 迦 

勒 底 人 可 能 在 主 前 5 8 9 年 末 收 割 了 橄 揽  

后 ， 就 破 墙 进 城 ， 因 为 在 附 近 的 瓦 砾 中 ， 

发 现 了 无 数 个 曾 经 被 烧 的 撤 揽 核 。 主 前  

5 8 8 年 1 月 ， 当 尼 布 甲 尼 撒 取 得 拉 吉 及 其  

他 周 围 的 城 镇 后 ， 便 围 攻 耶 路 撒 冷 。 

1 9 3 8 年 ，再 在 拉 吉 发 现 3 封 残 缺 不 全 的 信 ， 

日 期 不 详 ， 内 容 简 短 。 这 2 1封 信 都 是 用  

木 笔 或 芦 苇 忏 蕺 墨 水 ， 写 在 陶 片 上 的 ， 用 

的 是 腓 尼 基 书 体 的 古 希 伯 来 文 。

这 ‘2 1块 陶 片 差 不 多 全 是 信 件 。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由 边 区 的 下 屈 ， 写 给 在 拉 吉 的 司  

令 官 。 但 只 有 7 封 信 的 内 容 依 稀 可 辨 ， 其 

他 只 是 零 碎 的 字 句 。 其 中 有 些 符 号 被 涂 去  

了 ， 而 且 用 上 我 们 并 不 熟 悉 的 一 些 缩 写 和  

符 号 。 学 者 对 此 有 不 同 的 解 释 。

其 中 最 有 趣 的 是 第 四 号 信 件 。 它 写  

着 ： " 我 们 正 在 根 据 我 主 的 一 切 信 号 ， 观 

望 拉 吉 的 烽 火 信 号 ， 因 为 我 们 看 不 见 亚 西  

加 的 信 号 。”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四 章 7 节 提 及  

拉 吉 和 亚 西 加 （在 拉 吉 东 北 1 2 哩 ）， 是 犹  

大 两 个 硕 果 仅 存 的 城 市 。 看 来 ， 亚 西 加 也  

随 即 沦 陷 了 ， 而 且 迦 勒 底 人 逐 渐 控 制 着 犹  

大 王 国 。可 是 ，暂 时 看 不 见 亚 西 加 的 信 号 ， 

可 能 是 由 於 天 气 或 其 他 原 因 。 在 这 里 ， 需 

留 意 一 项 重 要 的 外 证 ， 就 是 古 时 的 以 色 列  

已 应 用 烽 火 信 号 。 烽 火 信 号 的 希 伯 来 字 ， 

跟 耶 利 米 书 六 章 1节 所 用 的 一 样 。

第 六 号 信 件 间 接 提 及 一 项 事 实 ， 就 是  

有 些 领 袖 使 百 姓 的 手 发 软 。 这 显 然 是 指 一  

些 违 抗 命 令 或 主 张 投 降 的 人 。 信 的 内 容 是  

这 样 ： “并 且 看 哪 ， 这 些 领 袖 的 话 并 无 好  

处 ， 只 会 使 我 们 的 手 发 软 ， 也 使 听 见 的 人  

的 手 放 松 这 几 乎 与 一 些 领 袖 对 耶 利 米  

的 指 控 相 同 ： “因 他 向 城 [ 剩 下 的 兵 丁 和  

众 民 说 这 样 的 话 ， 使 他 们 的 手 发 软 ” （耶 

三 十 八 4 ) 。

第 三 号 信 件 记 载 了 一 位 犹 太 军 官 往 埃  

及 的 旅 程 。 究 竟 他 前 去 是 寻 求 军 力 援 助 还

是 谋 求 配 给 ， 难 以 判 定 。 这 些 资 料 间 梭 梭  

到 在 西 底 家 统 治 的 时 期 ， 亲 埃 及 的 党 派 ^  

阴 谋 „ 此 次 远 赴 埃 及 的 原 因 ， 必 与 耶 利 米  
书 二 十 六 章 至 2 3 节 所 记 载 的 不 同 。 第 

三 号 信 件 也 提 及 有 一 位 先 知 发 出 的 轚 告 。| 

至 今 仍 未 有 足 够 证 据 ， 证 明 这 先 知 就 是 ^  

利 亚 或 耶 利 米 。

第 二 号 至 第 六 号 信 件 ， 是 一 个 名 叫  

“何 沙 雅 ” 的 人 的 辩 护 书 （这 名 字 曾 经 在  

耶 四 十 二 丨 及 四 十 三 ‘2 出 现  > 。 他 是 拉 吉 信  

集 中 好 几 封 信 的 作 者 ， 收 信 人 是 他 的 上 胃  

耶 乌 斯 。 虽 然 信 内 没 有 清 楚 提 到 是 什 么 指  

控 ， 但 踉 涉 嫌 阅 读 和 泄 漏 某 些 机 密 文 彳 牛 #  

关 。 有 一 位 学 者 认 为 ， 这 些 在 卫 兵 室 内 $  

现 的 拉 吉 信 集 ， 是 用 来 军 事 审 讯 何 沙 雅 $  

“档 案 ”。 这 卫 兵 室 不 单 是 一 个 军 亊 据 点 ’ 

它 位 於 城 门 附 近 ， 是 圣 经 时 代 巴 勒 斯  

审 讯 案 件 的 地 方 。

对 於 研 究 圣 经 的 学 者 而 言 ， 拉 吉 信 #  

具 有 碑 铭 研 究 学 、 语 言 学 及 历 史 学 的 #  

值 。 这 些 信 集 显 示 了 耶 利 米 时 代 所 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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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来 语 文 及 字 体 ， 同 时 也 提 供 了 经 文 批 判  

方 面 的 资 料 。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毁 灭 耶 路 撒 冷  

之 前 的 日 子 ， 它 们 是 有 关 当 时 动 荡 不 安 的  

政 治 及 军 事 形 势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那 时 候 ， 

耶 利 米 是 犹 大 主 要 的 先 知 。 拉 吉 信 集 有 助  

於 研 究 王 国 时 期 末 年 的 希 伯 来 名 字 ， 并 且  

^ 供 无 数 的 历 史 参 考 资 料 （例 ： 第 二 十 号  

信 件 提 及 西 底 家 王 当 政 第 九 年 的 事 情 >〇

H o w a r d  F. Vos
#  ~ 古 代 书 信 • 5 0 5 。

拉加
Raca
l a j ia

一 句 诋 毁 人 的 话 ， 第 一 世 纪 时 犹 太 人  

用 以 公 开 地 侮 辱 别 人 。 拉 加 源 於 一 个 亚 兰  

和 希 伯 来 用 词 ， 意 指 空 洞 或 无 价 值 。 拉加  

字 面 上 的 意 义 是 “空 空 的 脑 袋 ”， 大 槪 暗  

指 鲁 钝 或 智 力 上 之 不 逮 ， 并 不 是 一 种 道 德  

上 的 缺 点 。 在 旧 约 中 ， 拉 加 曾 用 来 形 容 亚  

比 米 勒 雇 用 来 跟 随 他 的 那 些 无 用 的 家 伙  

( 士 九 4 ; 和 合 本 作 “匪 徒 ”） ； 还 有 围 绕  

在 耶 弗 他 身 边 游 手 好 闲 的 人 （士 十 一3 ;  

和 合 本 作 “匪 徒 ” > ， 和 聚 集 跟 从 耶 罗 波  

安 的 无 赖 匪 徒 （代 下 十 三 7 > 。 米 甲 曾 指  

大 卫 “无 耻 露 体 ”， 像 “一 个 轻 贱 人 （拉 

加 ） 一 样 （撒 下 六 2 0 > 。 拉 比 文 学 用 这  

词 来 形 容 一 个 不 道 德 、 没 有 教 养 的 人 。

耶 稣 蝥 告 门 徒 不 要 骂 弟 兄 为 “拉 加 ” 

( 太 五 2 2 ) 。 根 据 耶 稣 的 说 法 ， 羞 辱 别 人  

的 人 ， 要 受 当 地 最 髙 法 院 的 裁 决 ， 并 以 最  

严 厉 的 刑 罚 来 惩 治 。 不 可 杀 人 的 诫 命 （出 

二 十 丨 3 > 不 单 禁 止 杀 人 这 种 行 为 ， 还 禁  

止 任 何 愤 恨 的 思 想 和 毫 无 证 据 地 低 眨 弟 兄  

的 话 。 耶 稣 并 不 是 实 在 地 制 定 一 项 新 的 民  

事 法 律 ， 而 是 强 调 这 样 侮 辱 别 人 在 道 德 上  

是 得 罪 了 神 。

拉甲
Rakkath

j ia

分 配 给 拿 弗 他 利 作 产 业 的 十 九 座 城 之  

〜  <书 十 九 3 8 > 。 这 城 在 加 利 利 海 西 岸 ， 

用 作 军 事 入 侵 时 的 缓 冲 地 带 。 犹 太 传 统 认  

立 甲 就 是 ， 但 现 今 学 者 则 指 其 所 在 为 昆  

内 提 热 . 废 墟 或 克 利 提 雅 废 丘 。

拉结
Rachel
la  j ie

拉 班 那 位 漂 亮 的 小 女 儿 ； 她 是 先 祖 雅  

各 所 鍾 爱 的 妻 子 和 表 妹 。 雅 各 初 抵 哈 兰 的  

巴 旦 亚 兰 时 便 遇 见 拉 结 。 当 时 雅 各 曾 协 助  

拉 结 把 井 口 一 块 石 头 挪 开 ， 饮 她 父 亲 的 羊  

( 创 二 十 九 1 〇 > 。 雅 各 极 爱 拉 结 ， 并 愿 为  

娶 得 拉 结 为 妻 而 服 侍 拉 班 7 年 。 由 於 雅 各  

爱 拉 结 ， 所 以 7 年 的 工 作 好 像 几 天 便 过 去  

了 。 可 是 ， 拉 班 背 了 约 ， 并 要 求 雅 各 先 娶  

那 样 子 不 大 吸 引 的 大 女 儿 利 亚 ， 最 后 才 把  

拉 结 给 他 为 妻 （二 十 九 2 2 - 2 7  ) 。 拉 结 与  

雅 各 结 婚 后 几 年 都 没 有 孩 子 ， 便 嫉 泸 她 姊  

姊 （三 十 1 ) 。 其 后 她 把 婢 女 辟 拉 给 雅 各  

为 妾 ， 好 给 雅 各 生 儿 育 女 ， 他 们 循 着 这 古  

代 普 遍 被 接 受 的 习 俗 而 得 但 和 拿 弗 他 利 。 

后 来 拉 结 自 己 也 怀 孕 ， 生 了 约 瑟 （三 十  

2 2 - 2 5  )。 在 这 以 后 ， 雅 各 带 着 妻 子 、 儿  

女 ， 和 牛 羊 仆 婢 ， 离 开 哈 兰 。 拉 结 临 行 时  

偷 了 拉 班 家 里 的 神 像 ， 但 雅 各 并 不 知 悄 ； 

拉 班 追 上 雅 各 ， 要 搜 寻 神 像 时 ， 拉 结 聪 明  

地 把 那 些 神 像 藏 了 起 来 （三 十 一 4 - 3 4 ) 。 

拉 结 这 不 诚 实 的 行 动 ， 可 说 是 由 於 拉 班 曾  

无 理 地 对 待 雅 各 而 促 使 她 这 样 做 ； 这 些 神  

像 在 处 理 任 何 有 关 遗 产 的 事 情 上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在 伯 特 利 往 伯 利 恒 的 路 上 ， 拉 结 生 产  

便 雅 悯 ， 难 产 而 死 （创 三 十 五 1 6 、 1 9 > 。 

雅 各 在 拉 结 的 墓 上 立 了 一 根 柱 子 （三 十 五  

2 0 ) , 这 地 方 到 了 扫 罗 的 日 子 仍 为 人 所 熟  

知 （撒 上 十 ‘2 > 。 拉 结 和 利 亚 因 建 立 了 以  

色 列 家 而 被 尊 崇 《得 四 1 1 >。 在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一 章 1 5 节 ， 耶 利 米 说 拉 结 哭 她 的 儿  

女 ， 因 为 他 们 被 披 去 了 。 后 来 马 太 引 用 了  

耶 利 米 的 话 ， 以 描 述 希 律 屠 杀 伯 利 恒 及 四  

周 的 男 婴 （太 二 1 8 )。

参 • 雅 各 #  1” 1 8 1 0 。

拉结的坟墓
Rachel ’ s Tomb
13 j ie  de f 6 n mil

雅 各 在 拉 结 的 坟 上 所 设 立 的 标 记 （创 

三 十 五 1 9 、 2 0 ) ， 这 标 记 在 撒 母 耳 时 代 仍  

然 存 在 《撒 上 十 2 > 。 其 原 本 的 所 在 地 因  

着 两 个 不 同 的 传 统 ， 至 今 仍 然 成 疑 问 。 较

la j i i



古 老 的 传 统 指 这 堪 在 耶 路 撒 冷 以 南 ， 伯 利  

恒 附 近 （创 三 十 五 1 9 ，四 十 八 7 ; 太 二 1 8 >。 
这 # 法 取 得 历 史 上 的 支 持 ， 支 持 者 有 约 瑟  

夫 、 优 西 比 乌 、 耶 柔 米 、 丨我利根， 和 接 纳  

他 勒 目 的 人 。 在 中 世 纪 的 时 候 ， 十 字 军 於  

这 地 立 了 一 块 纪 念 碑 。 荣 特 非 奥 李 在  

1 8 4  1年 再 加 以 修 葺 和 兴 迮 。 他 在 十 八 世  

纪 末 年 迮 了 一 个 圆 顶 ， 以 4 根 柱 子 支 撑  

苕 。 在 约 旦 被 占 领 期 间 ， 这 苺 成 为 回 教 墓  

地 的 一 部 分 ， 但 1 9 6 7 年 六 日 战 争 之 后 ， 

以 色 列 政 府 便 把 这 坟 觅 新 粉 饰 ， 让 人 来 朝  

圣 。

胡 克 违 R 了 另 一 个 地 点 。 他 争 议 说 以  

法 他 （拉 结 葬 砑 之 地 ； 创 三 十 五 1 9 > 是 

在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北 界 ， 即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1 〇呷 （撒 上 十 2 ; 耶 三 十 一  1 5 > ， 古 代 伯  

特 利 附 近 。

拉 结 的 坟 甩 是 圣 经 所 记 载 的 第 一 个 墓  

碑 。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犹 太 人 家 里 都 常 见 有 这  

坟 苺 的 图 圃 挂 在 墙 上 作 装 饰 „

m
Rakkon
13 kun

分 配 给 但 的 一 座 城  < 书 十 九 4(5 >。 拉 

昆 就 是 今 日 的 拉 古 押 废 丘 ， 位 於 约 罕 河 河  

口 以 北 丨 卩 1 之 外 。

拉玛
Raama, Raamah, Ramah
la

〇 古 实 的 五 个 儿 子 之 一 ， 也 是 挪 亚 的  

儿 子 含 的 后 窃 。 拉 玛 是 示 巴 和 底 但 的 父 亲  

( 创 十 7 : 代 上 一 9 ) 。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七 章  

2 2 节 谈 及 示 巴 和 拉 玛 人 与 推 罗 的 商 人 进  

行 香 料 和 宝 石 的 贸 易 。 拉 玛 后 来 成 了 一 个  

城 的 名 字 ， 也 许 就 是 阿 拉 伯 西 南 部 的 马  

恩 。

© 分 配 给 便 雅 悯 支 派 作 产 业 的 一 座  

城 ， 在 圣 经 中 列 於 基 遍 和 比 录 之 间 （书 十  

八 2 5 > 。 雅 各 的 妾 子 拉 结 就 是 埋 葬 在 这 城  

附 近 （太 二 丨 参 创 三 十 五 丨 6 - 2 丨； 耶 三  

十 一  1 5 > 。 拉 玛 位 於 伯 特 利 附 近 ， 是 底 波  

拉 审 判 以 色 列 民 的 地 方 （士 四 5 > * — 名 

利 未 人 和 他 的 妾 从 伯 利 恒 南 下 时 ， 拉 玛 曾  

是 他 们 暂 作 痄 留 的 地 方 （士 十 九 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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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分 裂 王 国 期 间 （主 前 9 3 0 - 7 2 2 ) ,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主 前 9 0 8 - 8 8 6 ) 曾 修 筑 拉  

玛 。 巩 固 了 拉 玛 之 后 ， 巴 沙 便 可 防 止 亚 撒  

王 （主 前 9 1 0 - 8 6 9  ) 的 犹 大 军 队 入 侵 。 巴 

沙 后 来 弃 S 了 这 城 ， 命 军 队 匆 匆 北 上 击 退  

亚 述 王 便 哈 达 一 世 所 领 导 的 攻 击 （约主前  

8 8 5  ) , 亚 撒 便 拆 除 了 拉 玛 的 军 亊 设 备 ， 

并 用 其 材 料 去 修 筑 迦 巴 和 米 斯 巴 （王 上 十  

五 1 7 - 2 2 ; 代 下 十 六 1 - 6 > 。

西 傘 基 立 攻 击 希 西 家 王 和 耶 路 撒 冷 ， 

进 侵 犹 大 时 （约 主 前 7 0 U , 呰 经 过 迦 巴 、 

拉 玛 和 基 比 亚 ， 遂 形 成 亚 述 军 队 进 侵 的 路  

线 《赛 十 2 9 > 。 后 来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呰 把 一  

些 将 要 放 逐 至 巴 比 伦 的 犹 太 人 ， 哲 时 拘 留  

在 拉 玛 。 护 卫 长 尼 布 撒 拉 旦 就 在 拉 玛 把 耶  

利 米 从 被 掳 的 人 中 释 放 出 来 （耶 四 十

被 掳 巴 比 伦 的 日 子 结 束 后 ， 拉 玛 的 居  

民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 逭 迮 拉  

玛 （拉 二 2 6 ; 尼 七 3 0 > 。 有 些 人 认 为 被 掳  

期 的 拉 玛 是 另 一 座 便 雅 悯 人 的 城 ， 位 HfW 
西 ， 在 沿 岸 平 原 附 近 （尼 十 一 3 3 > 。 学者  

指 拉 玛 就 是 现 今 的 尔 兰 村 庄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5 哩 。

© 位 於 南 地 的 一 座 城 ， 是 西 缅 支 派 在  

犹 大 人 地 业 中 所 分 配 得 之 地 的 南 界 《书十  

九 8 > ， 这 城 也 称 为 南 地 的 拉 末 （撒 上 三  

十 2 7 > 和 巴 拉 比 珥 （书 十 九 8 ; 参 代 上 四

3 3 )  „

参••巴拉比珥" 6 5 。

© 作 为 亚 设 支 派 所 得 地 业 之 界 限 的 一  

座 城 ， 在 圣 经 中 拉 玛 列 於 亚 顿 和 推 罗 之 间  

(书 十 九 2 9 > 。 其 位 过 不 详 。

@ 分 配 给 傘 弗 他 利 支 派 作 地 业 的 十 九  

座 坚 固 城 之 一 ， 圣 经 把 她 列 於 亚 大 玛 和 岌  

琐 之 间 （书 十 九 3 6 > 。 其 位 迓 是 在 现 今 的  

拉 玛 城 ， 位 於 加 利 利 海 西 北 约 1 1 哩 。

〇 撒 母 耳 双 亲 以 利 加 拿 和 哈 拿 的 家  

乡 ， 也 是 撒 母 耳 出 生 的 地 方 （撒 上 一  9, 

二 1 1 ) ， 后 来 撒 母 耳 也 返 回 拉 玛 作 士 师  

(七丨7 ， 十 六 1 3 > 。 撒 母 耳 在 拉 玛 、 伯特  

利 、 吉 甲 和 米 斯 巴 审 判 以 色 列 人 （七丨7 >。 

扫 罗 首 次 遇 见 撒 母 耳 时 便 是 在 拉 玛 （九 6- 

1 〇 ) 。 以 色 列 的 长 老 曾 在 这 里 恳 求 撒 母 耳  

为 他 们 立 一 个 王 （八 4 ) ， 这 城 也 是 日 后  

大 卫 逃 避 扫 罗 王 的 一 个 地 方 （十九丨 8至  

二 十 丨 ）。 撒 母 耳 死 后 安 葬 在 拉 玛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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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丨， 二 十 八 3 > 。 拉 玛 在 撒 母 耳 记 上 — 章 

】爷 又 称 为 “拉 玛 琐 非 ”。 其 位 罝 不 详  

有 些 人 认 为 拉 玛 是 尔 兰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5 奈 比 桑 维 ，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7 哩 ； 

拉 姆 安 拉 ，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1 2 哩 ； 及 伯 拉  

码 ， 吕 大 东 北 】3 哩 。

拉码琐非
Ramathaim-zophim  
l a m 3  s u 6  f e i

撒 母 耳 家 乡 拉 玛 的 別 名 ， 见 於 撒 母 耳  

记 上 一 章 1节 。

参 • 拉 玛 #  6 ” 8 5 4 。

拉麦
Lamech
13 m^i

« 玛 土 撒 利 的 儿 子 ， 该 隐 的 后 商 ， 也 

是 亚 大 及 洗 拉 的 丈 夫 。 亚 大 所 生 的 儿 子 有  

雅 八 ， 雅 八 就 是 “住 帐 棚 、 牧 养 牲 畜 之 人  

的 祖 师 ” ； 他 的 兄 弟 犹 八 就 是 “一 切 弹 琴  

吹 箫 之 人 的 祖 师 ”。 洗 拉 所 生 的 儿 子 是 土  

八 该 隐 ， 他 是 “打 造 各 样 铜 铁 利 器 之 人 的  

祖 师 ”，他 的 妹 子 名 叫 拿 玛 （创 四 18- 2 2  >。 

在 创 世 记 记 栽 人 类 早 期 的 历 史 中 ， 拉 麦 的  

儿 子 是 牧 人 、 乐 师 及 铁 匠 的 祖 师 。 其 复 仇  

之 歌 （创 四 2 3 、 2 4 ) 是 早 期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例 子 。 在 这 首 诗 歌 中 ， 拉 麦 宣 称 他 杀 了  

一 个 欲 伤 害 他 的 人 ， 并 且 将 此 事 与 该 隐 杀  

亚 伯 的 情 况 相 比 （参 创 四 8 - 1 2 ) 。 他 宣 称  

“若 杀 该 隐 ， 遭 报 七 倍 ； 杀 拉 麦 ， 必 遭 报  

t 十 七 倍 ”。 拉 麦 的 诗 歌 显 示 ， 当 文 化 变  

得 较 复 杂 ， 骄 傲 及 暴 力 倾 向 便 愈 增 。 耶 稣  

有 关 宽 恕 的 教 导 要 饶 恕 “七 十 个 七 次 ” 

< 太 十 八 2 2 > , 与 拉 麦 的 例 子 成 为 强 烈 的  

对 比 。

@ 玛 土 撒 拉 的 儿 子 ， 挪 亚 的 父 亲 （创 

5 1 2 5 4 1 ; 代 上 — 3 ) 。 挪 亚 出 生 的 时 候 ， 

希 1 0这 孩 子 会 使 人 从 亚 当 的 咒 诅 中 释  

放 出 来 （创 五 2 9 ; 参 创 三 1 7 ) 。 在 洪 水 来  

5 lJ:̂ 前 ， 他 是 世 上 活 得 最 长 久 的 人 之 一 ， 

事 年 7 7 7 岁 。 在 死 海 古 卷 中 载 有 拉 麦 与  

$ 的 父 亲 玛 土 撒 拉 在 老 年 时 有 趣 的 谈 话 。

路 加 福 音 所 载 的 耶 稣 家 谱 之 中 ， 拉 麦 是  

其 中 〜 位 祖 先 《路 三 3 6 >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谱 _ 1 9 6 6。

拉幔
Lahmam
la  m ^n

在 拉 吉 境 内 高 原 之 犹 大 城 镇 （书 十 五  

4 〇>， 被 认 为 即 现 代 的 拉 姆 废 墟 。

拉米
Raamiah, Ramiah
la  m!

〇 被 掳 后 期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同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七 7 ) 。 拉 米 一 字 在  

以 斯 拉 记 二 章 2 节 又 作 利 来 雅 。

参 • 利来 雅 ” 8 8 5 »
© 巴 录 之 子 ， 曾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勉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把 其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拉 十  

2 5 ) 0

拉抹米斯巴
Ramath-mizpeh
la  m d  m l  s i ba

迦 得 境 内 米 斯 巴 城 的 别 名 ， 见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三 章 2 6 节 。

参 • 米 斯 巴 # 5 ” 1 037»

拉墨
Rab-mag
la  m 6

巴 比 伦 官 员 尼 甲 沙 利 薛 的 官 衔 ，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时 负 责 保 护 耶 利 米 （耶 三 十  

九 3 、 1 3 )。 这 官 衔 的 意 义 并 未 能 确 定 。

拉末
Ramoth
IS m6

O 基 列 的 拉 末 的 简 称 （王 下 八 2 9 ; 代  

下 二 十 二 6 ) 。

参 ••基列 的拉末 " 6 5 0 。

© 南 地 —— 城 巴 拉 比 珥 的 别 名 ， 见 於  

撒 母 耳 记 上 三 十 章 2 7 节 。

参 • 巴拉比珥 ” 6 5 。

€>利 未 城 耶 末 的 别 名 （或 是 抄 写 上 之  

错 误  > ，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7 3 节 。

参 - 耶 末 # 2 ” 1 9 1 6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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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末利希
Ramath-lehi
l a  m 6  li x l

参 孙 用 一 块 驴 腮 骨 击 败 非 利 士 人 的 地 方  

( 士 十五 1 7 )。

参 - 利 希 ” 8 9 5 .

拉撒力
Rabsaris
l a  s a  l i

参 • 拉 伯撖 利 _ 8 4 8 。

拉撒路
Lazarus
la  s a  lu

» 讨 饭 的 拉 撒 路 。 这 是 耶 稣 其 中 一 个  

为 人 所 熟 悉 的 比 喻 （路 十 六 丨 9 - 3 1  > 。 祂 

把 地 上 一 个 无 名 财 主 的 境 况 ， 跟 讨 饭 的 拉  

撒 路 相 比 。 有 英 文 圣 经 将 拉 丁 文 圣 经 中 用  

来 形 容 “富 有 ” 的 形 容 词 ， 翻 译 为 名 字 ： 

“戴 夫 士 ”。 那 个 财 主 享 受 着 他 的 财 富 所  

带 来 的 奢 华 生 活 ， 而 一 个 满 身 生 疮 的 盲 眼  

乞 丐 就 在 财 主 的 门 口 讨 饭 吃 。 耶 稣 说 拉 撒  

路 死 后 ， 躺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怀 里 ， 财 主 死 后  

则 受 着 永 远 的 痛 苦 。

有 时 ， 拉 撒 路 的 比 喻 会 被 误 解 为 责 备  

人 拥 有 财 富 ， 而 非 鱉 告 享 有 财 富 的 人 ， 不 

要 漠 视 穷 人 。 这 比 喻 教 训 人 ， 今 生 的 决 定  

确 定 了 永 生 的 命 运 。

耶 穌 只 在 这 个 比 喻 中 引 名 道 姓 地 描 述  

— 个 人 物 。 有 些 研 究 圣 经 的 人 便 由 此 而 断  

定 ， 耶 穌 是 讲 述 一 个 真 实 的 故 事 。 然 而 ， 

拉 撒 路 在 比 喻 中 的 角 色 是 “神 所 帮 助 的  

人 ”，这 似 乎 要 以 其 名 字 象 征 有 需 要 的 人 。 

在 中 世 纪 的 时 代 ， 讨 饭 的 拉 撒 路 被 尊 崇 为  

麻 风 病 人 的 守 护 神 。 麻 风 病 院 被 称 为 “拉  

撒 路 之 家 ”。

© 伯 大 尼 的 拉 撒 路 。 耶 稣 使 伯 大 尼 的  

拉 撒 路 在 死 后 4 天 复 活 ， 是 祂 所 行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神 迹 《除 了 地 自 己 的 复 活 之 外 ）。 

拉 撒 路 与 他 的 姊 妹 马 利 亚 及 马 大 同 住 。 他  

们 是 耶 穌 最 亲 密 的 朋 友 之 一 （约 十 3 、 5 、 

3 6  >。 耶 穌 曾 数 次 探 访 他 们 ， 耶 稣 在 世 最  

后 一 周 也 居 於 他 们 家 中 （太 二 十 一 1 7 ;  

路 十 3 8 - 4 2 ; 约 十 一 丨 至 十 二 丨 1 > 。 在 一 个  

筵 席 中 ， 拉 撒 路 与 耶 穌 一 同 坐 席 ， 那 时 ，

马 利 亚 用 极 珍 贵 的 香 宵 来 膏 抹 耶 稣 的 脚  

(约 十 二  1-3 > 。

拉 撒 路 复 活 ， 是 约 翰 福 音 中 所 载 神 迹  

奇 事 的 高 潮 ， 也 有 最 详 尽 的 记 载 。 它带来  

了 3 个 显 著 的 结 果 ： （1 ) 耶 路 撒 冷 附 近 有  

许 多 犹 太 人 相 信 了 耶 稣 （约 十 一  4 5 > ， 并 

且 在 几 个 星 期 之 后 ， 护 送 祂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城 （约 十 二 1 7 、 1 8 ) 。 （2 ) 犹 太 人 领 袖 坚  

决 拒 绝 接 纳 耶 稣 ， 决 定 要 杀 害 祂 （约 十 w  
5 3 > 。 （3 > 那 些 领 袖 也 要 计 划 谋 害 拉 撤 #  

( 约 十 二 1 0 、 11 > 。 这 个 奇 迹 不 单 只 显 示  

了 耶 稣 胜 过 死 亡 的 权 柄 ， 也 为 祂自 己白 勺 S  

活 作 了 准 备 。

拉沙
Lasha
l a  s h a

古 代 地 名 ， 指 迦 南 人 领 土 南 面 的  

《创 十 1 9 > 。 在 这 段 经 文 中 ， 拉 沙 与 其 他  

常 被 视 为 位 於 死 海 南 端 附 近 的 城 市 并 歹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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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沙仑
Lasharon
la s h a  l ^ n

约 书 亚 在 迦 南 地 征 服 的 市 镇 （书 十 二  

1 8 > 。 在 另 一 份 早 期 的 抄 本 中 ， 记 栽 着  

‘‘沙 仑 的 亚 弗 王 ”， 这 也 许 表 示 了 拉 沙 仑  

并 非 一 个 市 饿 的 名 称 ， 而 是 将 这 城 市 与 圣  

经 他 处 提 及 的 亚 弗 分 别 开 来 的 句 语 的 一 部  

分 。

拉斯珊拉
Ras Shamra
|g s i s h a n  la

现 代 一 个 山 丘 名 ， 古 城 乌 加 列 曾 迮 於

其 上 。

参 • 乌 加 列 ” 1 6 0 8 。

拉吴
Reu 
la wu

法 勒 的 儿 子 ， 西 鹿 的 父 亲 ， 是 闪 的 后  

裔 （创 十 一  1 8 - 2 1 ; 代 上 一 2 5 ) ， 他 的 名  

字 也 载 於 路 加 福 音 的 基 督 家 谱 之 中 （路三

35) 〇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谱 " 1 9 6 6 。

拉西亚
Lasea
la x! yh

革 哩 底 岛 上 的 海 港 城 市 ， 距 离 佳 澳 东  

面 大 概 5 哩 。 保 罗 乘 坐 的 船 ， 在 前 往 义 大  

利 的 途 中 ， 曾 经 过 拉 西 亚 （徒 二 十 七 8 ) 。 

有 关 拉 西 亚 的 资 料 很 少 ， 她 可 能 位 於 佳 澳  

附 近 的 废 墟 之 中 。 拉 西 亚 可 能 是 老 皮 里 纽  

在 他 的 《 自 然 历 史 》 中 提 及 的 拉 锁  

5 9 ) 。 他 说 那 是 古 代 著 名 的 地 方 ， 

因 为 区 内 有 1 0 0 个 城 市 ， 而 且 是 革 哩 底 最  

重 耍 的 港 口 之 一 。

拉伊勒
Lael

y l  16

利 未 人 ， 屈 革 顺 家 族 ， 是 以 利 雅 萨 的  

^  ( 民 三 2 4 > 。

I

拉亿
Laish
Ifi y l

« 帕 提 的 父 亲 。 扫 罗 把 女 儿 米 甲 许 配  

给 帕 提 ， 米 甲 本 来 是 大 卫 的 妻 子 （撒 上 二  

十 五 4 4 ; 撒下三丨 5 、 1 6 )。

@ 但 早 期 的 名 字 （士 十 八 7 、 1 4 、2 7 、

2 9 ) 0

参•但  # 2 _  2 8 1 。

嘲 叭 / 号 角 / 号简
Trumpet
IS b a  /  h i o  j i 5 o  /  h ^ o  t 6 n g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哈索 兹烙）” 2 1 2 5 。

莱煞
Laishah
l ^ i  s h a

莱 煞 是 便 雅 悯 地 的 一 个 城 镇 ， 在 迦 琳  

与 亚 拿 突 之 间 被 提 及 （赛 十 3 0 > 。 倘 若 这  

经 文 不 是 指 亚 述 军 队 行 军 所 经 之 地 的 先 后  

次 序 ， 其 位 S 可 能 是 在 伊 萨 维 耶 废 墟 。

来源评鉴学
Source Criticism
l d i  y u ^ n  p i n g  j i ^ n  x u 6

企 图 透 过 研 究 福 音 书 的 文 献 历 史 及 来  

源 ， 来 解 释 现 存 福 音 书 之 间 多 处 重 S 和 不  

协 调 之 原 因 。

疑问

这 难 题 主 要 在 马 太 福 音 、 马 可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出 现 。 因 为 它 们 有 太 多 共 同 之  

处 ， 所 以 称 为 “符 类 福 音 ” （“― 起 看 事  

物 ” 之 意  举 例 而 言 ， 马可 福音 9 3 ° / «的  

内 容 ， 都 可 以 在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类 似  

的 经 文 中 找 到 ； 相 比 之 下 ， 约 翰 福 音 的 内  

容 ， 只 有 8 至 9°/。是 可 以 在 其 余 3 本 福 音 书  

内 找 到 。 所 以 ， 有 关 符 类 福 音 及 在 研 究 它  

时 所 引 起 的 问 题 ， 便 称 为 符 类 福 音 问 题 。 

它 主 要 的 目 的 ， 就 是 解 开 符 类 福 音 如 此 多  

重 复 资 料 之 进 。 它 们 是 否 都 源 自 相 同 的 资  

料 ， 还 是 互 相 引 用 呢 ？ 它 们 是 否 各 自 独  

立 ， 还 是 借 用 其 他 资 料 透 过 小 心 研 究 经 文  

( 把 福 音 书 中 相 类 的 经 文 平 行 列 出 > ， 就 

能 把 问 题 淸 楚 地 显 示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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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教 会 并 非 没 有 注 意 这 问 题 •》 福 音  

的 和 谐 ，就 如 他 提 安 所 羚 的 《四 福 音 合 参 > 

( 主 后 丨 7 〇 > 提 供 的 综 合 表 一 样 。 由 奥 古  

斯 丁 提 出 的 观 点 为 较 多 人 接 受 ， 他 指 出 新  

约 的 铺 排 次 序 反 映 了 文 献 的 历 史 ： 马 太 福  

音 是 锻 早 的 福 音 书 ， 马 可 福 音 是 自 马 太 福  

音 酋 略 出 来 ； 而 路 加 描 萏 则 从 两 者 取 材 而  

写 成 。 （参 下 表 ）

马 可 福 音 ---------------- 路 加 福 音

直 至 十 八 及 十 九 世 纪 ， 才 有 学 者 对 此  

理 论 提 出 质 疑 „ 他 们 大 致 都 认 为 ， 3 本 符  

类 福 音 书 ， 同 样 都 是 顺 着 某 些 先 前 的 资 料

写 成 。 （参 下 表 ）。

资 料 来 源 _

马 太 福 音 马 可 福 音 路 加 福 音

有 部 分 学 者 （例 如 赫 尔 得 ，威 斯 科 特 ） 

认 为 是 抄 取 口 传 的 福 音 。 另 有 学 者 认 为 是  

抄 取 一 些 短 文 或 残 卷 。 也 有 些 如 勒 新 ， 认  

为 是 一 本 古 老 的 亚 兰 文 福 音 书 （《拿 撒 勒

人 的 福 音  > > -----本 篇 幅 短 小 的 “早 期

福 音 书 ”。 这 显 示 出 一 个 借 用 文 献 资 料 的  

解 释 方 法 已 成 立 ， 并 且 旋 即 得 到 认 同 。 但  

很 不 幸 地 ， 所 有 关 於 早 期 福 音 书 来 源 的 证  

据 都 已 散 失 了 。

解 释 的 方 法

福 音 书 内 有 很 多 吻 合 的 地 方 （特 别 是  

希 腊 文 的 经 文  遂 使 学 者 要 从 福 音 书 中

寻 找 答 案 。 或 许 符 类 福 音 书 并 非 个 别 见 证  

原 初 的 资 料 ， 而 是 互 相 参 照 的 。

马 太 先 存 说

最 早 企 图 解 决 这 问 题 的 学 者 是 格 利 兹  

巴 赫 （丨7 4 5 - 1 8  1 2 ) 。 他 并 非 协 调 福 音 书  

的 内 容 ， 而 是 把 福 音 书 编 成 平 行 的 段 落 ， 

以 便 作 科 学 化 的 比 较 。 对 他 来 说 ， 马 太 福  

音 肯 定 是 M 早 的 ， 马 可 福 音 则 似 乎 是 把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省 略 而 成 。 （参 下 表 ）

路 加 福 音 ---------------► 马 可 福 音

今 天 ， 很 少 人 认 同 这 观 点 ， 但 仍 有 人  

强 烈 支 持 （例 如 法 尔 曼 > 。

马 可 先 存 说

拉 赫 曼 （1 7 9 3 - 1 8 5 1  > 不 单 在 1 8 3 1 年 

编 辑 了 第 一 本 具 批 判 性 的 希 腊 文 新 约 圣 经  

版 本 ， 他 更 在 4 年 之 后 ， 分 析 每 卷 福 音 书  

内 所 记 戟 事 件 的 次 序 ， 为 符 类 福 音 问 题 取  

得 突 破 。 拉 赫 曼 得 出 以 下 的 结 论 ：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引 用 马 可 福 音 时 ， 这 些 亊 件  

在 他 们 福 音 书 内 的 次 序 均 是 一 致 的 。 当他 

们 引 用 新 资 料 来 解 释 马 可 福 音 的 大 纲 ， 所 

用 的 方 法 却 又 完 全 不 同 。 这 就 指 出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都 引 用 马 可 福 音 （或 早 期 马  

可 福 音 的 版 本 ）， 以 及 其 他 资 料 来 源 ， 而 

不 是 互 相 引 用 。

强 调 马 可 福 音 为 先 的 这 种 新 论 调 ， 得 

到 许 多 人 加 以 发 挥 和 补 充 （魏 瑟 ， 1801- 

6 6 ; 贺 芝 曼 ， 1 8 3 2 -  1 9 1 0 ; 卫 斯 ， 1 8 27- 

1 9 1 8 ) ， 并 且 在 史 垂 特 （ 18 74 -1 9 3 7 ) 的 

《四 福 音 ： 始 源 研 究 > ( 1 9 2 4  ) 中 成 为 了  

经 典 的 形 式 。 马 可 先 存 论 有 很 多 的 论 证 ：

( 1 ) 主 要 事 件 。 马 可 福 音 的 大 部 分 内 容  

都 可 以 在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中 找 到 。 马 

可 福 音 共 有 6 6  1节 ， 其 中 6 0  1 节 可 在 其 余  

两 本 符 类 福 音 中 找 到 。 而 且 、 我 们 有 很 好  

的 理 由 解 释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为 何 删 除  

了 马 可 福 音 其 余 的 部 分 （参 库 默 尔 ， 

1 9 7 5 ， 页 5 6 起 > 。 （2)次 序 。 拉 赫 曼 观 察 到  

当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引 用 马 可 福 音 ， 是 

完 全 依 从 马 可 福 音 的 次 序 （参 库 默 尔 的 图  

表 ， 页 5 8 起 > 。 （3)文 学 特 征 。 马 可 福 音 的  

一 些 风 格 特 征 ， 可 以 证 明 马 可 福 音 是 煨 早  

的 记 载 。 首 先 ， 马 可 福 音 的 叙 述 ， 经马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简 化 ， 使 章 节 更 浓 缩 （参 

可 一  3 2 ;  太 八 丨 6 ;  可 六 3 9 ;  太 十 四  

1 9 > ; 例 如 ， 单 看 马 太 福 音 九 章 2 节 

( " 耶 穌 见 他 们 的 信 心 ” > 似 乎 没 有 什 么 意  

义 ， 但 读 了 马 可 福 音 二 章 4 节 ， 即 马 太 福  

音 删 去 的 部 分 ， 便 能 够 明 白 过 来 。 其 次 ， 

马 可 福 音 粗 疏 的 风 格 ， 在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中 得 以 修 改 和 改 善 。 因 此 ， 马 太 福 音



十 四 章 1节 修 正 了 马 可 福 音 中 希 律 的 称 号  

( 参 可 六 丨 幻 。 此 外 ， 马 可 福 音 记 述 历 史  

达丨r> 1次 之 多 ，但 在 马 太 福 音 则 减 为 2 1 次 ， 

在 路 加 福 音 则 为 1 次 。 马 可 福 音 中 若 千 多  

余 的 否 定 句 及 结 构 突 兀 的 句 子 也 都 除 去  

了 。 马 可 福 音 所 用 过 的 8 个 亚 兰 词 语 中 ， 

马 太 福 音 只 保 留 了 一 个 ， 路 加 福 音 则 一 个  

也 没 有 保 留 。 第 三 ， 若 千 的 更 改 使 马 可 福  

音 的 内 容 得 以 改 善 。 有 关 当 时 的 困 境 （可 

六 及 门 徒 的 失 蚊 （可 四 1 3 ; 参 太 十 三  

1 8 ; 路 八 1 1 ; 可 四 4 0 ; 太 八 2 6 ; 路八 2 5 >  

郎 修 改 了 。 彼 得 在 该 撒 利 亚 腓 立 比 的 认 信  

你 是 莶 胬 ”， 可 八 2 9 ) ， 在 马 太 福 音 十  

六 章 1 6 节 及 路 加 福 音 九 章 2 0 节 中 得 到 解  

释 。 这 种 种 资 料 累 积 起 来 ， 使 很 多 学 者 都  

相 信 马 可 福 音 是 似 早 的 一 本 。

Q 典

对 於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中 那 些 共 通  

的 内 容 ， 并 不 见 於 马 可 福 音 ， 我 们 该 如 何  

解 释 呢 ？ 格 利 兹 巴 赫 的 解 释 是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互 相 引 用 。 但 现 时 ， 又 有 人 认 为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引 用 了 马 可 福 音 以 外  

的 另 一 个 资 料 来 源 。这 资 料 来 源 称 为 Q 典 ， 

是 源 自 德 文 “来 源 ” 一 词 。 以 下 的 因 素 证  

明了  Q 典 的 存 在 ： （1)配 合 。 许 多 相 关 的 经  

节 （约 2 5 0 节 ） 显 示 出 准 确 的 平 行 《参 太  

三 7 - 1 0 ; 路 三 7 - 9 ; 太 七 7 - 1 1 ; 路 十 一9 -  

1 3 > 及 非 常 相 似 之 处 （太 十 2 6 - 3 3 ; 路十  

二 2 - 9 > , 仿 如 出 自 一 样 的 文 献 来 源 。 （2) 

次 序 。 若 比 较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中 被 认  

为 是 源 自 Q 典 的 经 文 ， 便 会 发 现 它 们 在 排  

列 次 序 上 平 行 的 数 目 实 在 惊 人 （虽 然 当 中  

也 有 分 歧 这 并 不 是 指 各 自 的 引 用 ， 破 

坏 了 马 可 福 音 的 大 纲 （参 拉 赫 曼  > ， 而是  

指 他 们 引 用 Q 典 的 资 料 次 序 。 （3)同 源 句 。 

在 很 多 处 地 方 ， 这 类 同 源 句 均 具 决 定 性 。 

同 源 句 就 是 当 主 耶 穌 的 言 论 在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两 次 出 现 ---- 其 中 一 个 来 源 明 显

逛 出 自 马 可 福 音 而 另 一 个 则 不 是 。 这 些 包  

括 了 叙 述 （派 遣 门 徒 ， 路 九 十 1 、 2 

及 可 六 7 - 1 3 / 太 九 3 5 - 3 7  ) 及 言 论 （太 十  

三 1‘2 / 可 四 ‘2 5  / 路 八 1 8 及 太 二 十 五 29  /  

路 十 九 2 6 ) 。 因 此 ， Q 典 应 是 一 个 主 要 包  

括 耶 稣 的 言 论 而 较 少 叙 述 的 文 字 记 录 （另 

一 方 面 ， 若 如 法 雷 尔 所 言 ， 路 加 是 知 道 有  

马 太 福 音 的 ， 则 Q 典 的 假 设 便 要 推 翻 了  >。

FM个资料来源的假设

有 关 符 类 福 音 的 资 料 来 源 ， 现 已 在 某  

程 度 上 得 到 肯 定 了 。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是 依 据 马 可 福 音 及 Q 典 写 成 的 。 但 史 垂 特  

指 出 马 太 福 音 及 路 加 福 音 中 独 立 的 资 料 ， 

显 示 可 能 另 有 其 他 资 料 来 源 • （参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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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太 柚 扦  路 加 福 扦

如 此 ， 马 太 引 用 马 可 福 音 、 Q 典 及 他  

自 己 的 资 料 来 源 （M 典 = 约 3 0 0 节 或 马 太  

福 音 42°/。的 内 容 > ; 路 加 引 用 马 可 福 音 、 

Q 典 及 他 自 己 的 资 料 来 源 （L 典 = 约 5 2 0  

节 或 路 加 福 音 59°/。的 内 容 > 。 L 典 的 大 /J、， 

引 起 学 者 争 论 路 加 福 音 是 否 有 另 一 种 同 类  

的 资 料 来 源 ， 称 为 “恧 始 路 加 福 音 ”， 它 

可 能 是 一 个 古 老 的 经 文 版 本 （参 马 丁 ， 

1 9 7 5 ， 1 : 页 1 5 卜 1 5 6 > 。

评论
学 者 大 体 上 都 同 意 有 4 个 （或 两 个 ） 

资 料 来 源 的 假 设 ， 但 对 其 中 细 节 ， 仍 争 论  

纷 纭 。 有 些 甚 至 质 疑 其 基 本 的 假 定 。 举 例  

而 言 ， 为 何 路 加 福 音 要 删 除 马 可 福 音 六 章  

4 5 节 至 八 章 2 6 节 这 段 经 文 （研 究 路 加 福  

音 的 学 者 称 之 为 “大 删 减 ”） ？ 史 垂 特 的  

解 释 是 路 加 所 持 有 的 马 可 福 音 ， 是 一 本 残  

缺 的 抄 本 。 其 他 学 者 则 认 为 路 加 使 用 了 一  

本 早 期 及 篇 幅 较 短 的 马 可 版 本 ， 并 且 在 其  

后 的 编 辑 过 程 中 ， 才 把 这 具 争 议 的 部 分 加  

进 第 二 本 福 音 书 内 。 但 我 们 并 无 证 据 证 明  

以 上 的 论 见 。 此 外 ， 我 们 以 修 改 资 料 来 达  

至 理 论 ， 或 是 反 过 来 修 改 理 论 以 符 合 资  

料 ， 都 是 很 冒 险 的 。

当 马 可 福 音 先 存 的 理 论 看 来 确 立 ， 而 

在 资 料 上 出 现 不 符 ， 正 指 出 了 来 源 评 鉴 学  

已 达 到 它 的 极 限 。 符 类 福 音 的 文 献 历 史 可  

能 根 本 就 异 常 复 杂 ， 每 一 本 福 音 书 可 能 在  

很 早 时 期 ，已 经 过 多 番 修 订 。若 真 是 如 此 ， 

我 们 所 能 获 取 的 ， 只 是 一 个 很 阀 的 文 献 大  

纲 而 已 。

来 源 评 鉴 学 的 结 论 已 成 了 研 究 任 何 福



音 书 的 基 础 ， 但 是 它 须 应 用 於 更 广 的 神 学  

内 容 内 。 众 多 学 者 尽 力 看 透 福 咅 传 统 ， 如 

同 研 究 耶 鮮 的 历 史 那 般 深 入 剖 析 。 古 代 的  

传 统 肴 来 更 可 靠 ，因 此 ，资 料 来 源 （例 如 ： 

马 可 福 音 、Q典 ，甚 至 是 原 始 的 路 加 福 音 ） 

都 因 它 们 的 古 旧 而 有 价 值 了 。 这 样 ， 编 辑  

评 鉴 学 （研 究 福 音 书 作 者 如 何 以 编 者 身 分  

处 理 这 些 流 传 下 来 的 古 旧 资 料 ） 及 形 式 评  

鉴 学 （较 写 作 期 为 先 的 传 统 历 史  > , 便 是  

以 来 源 评 鉴 学 的 结 论 为 依 归 。

基 锊 教 信 仰 的 基 础 与 福 音 书 内 的 历 史  

传 统 ， 是 有 一 定 的 关 连 <• 来 源 评 鉴 学 帮 助  

我 们 了 解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如 何 使 用 原 始 资 料  

去 写 作 （参 路 一 1 - 4 ) 。 但 它 却 会 造 成 误  

导 ， 以 致 一 些 来 源 不 明 的 福 音 书 内 容 受 到  

轻 视 （韦 汉 ， 1 9 7 7 ， 页 1 4 5 起 > 。 来 源 评  

鉴 学 能 有 效 地 显 出 文 献 的 依 存 ， 但 确 定 历  

史 的 真 实 性 时 ， 便 往 往 出 现 种 种 限 制 。 举  

例 而 言 ， 在 马 太 福 音 出 现 的 一 段 完 全 独 立  

的 经 文 ， 理 论 上 可 能 较 马 可 福 音 及 Q典 更  

富 古 旧 色 彩 。 就 以 这 例 子 来 说 ， 来 源 评 鉴  

学 者 是 难 以 作 客 观 的 历 史 评 论 的 。

G a r y  M .  B r u c e

参 - 形 式 评 鉴 学 ” 1 7 8 1  : _ 马 可 先 存 说 ”

9 7 3 :  • 底 本 说 • 3 0 6 :  •■编 评 鉴 学 " 1 6 6 :

• 传 统 评 鉴 学 - 2 4 1 :  ••符 类 福 音 ” 4 2 1 : "马

太 福 音 " 9 9 2 :  ••马 可 福 音 ” 9 6 6 :  “路加福

音 • 9 3 7 :  • 新 约 圣 经 评 鉴 学 " 1 7 6 0 : "化除

神 话 - 5 8 7 »

参 考 书 目 ： W . R .  F a r m e r ,  T h e  Syr>o / 3f /c 

P ro b le m :  A  C r i t i c a l  A n a ly s i s ;  D.  G u t h r i e ,  

N T  In t ro  d u c t i  on:  W . G  . K u m m e l ,  N T

In troduct ion;  R . P .  M a r t i n ,  N T  Fo u n d a t io n s ,  

2  v o l s . ： S .  Ne i l l ,  The In te rp re ta t ion  o f  the 

N T  1 8 6 1 -1 9 6 1 ;  B . H .  S t r e e t e r ,  The  F o u r  

G o s p e l s :  A  S tud y  o f  O r ig in s:  D.  W e n h a m ,  

•Sou rce  C r i t i c i s m ,  in  I . H .  M a r s h a l l ,  e d . ,  

N T  In te rp re ta 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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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l^n

® 大 卫 王 的 先 祖 （得 四 1 9 ; 代 上 二 9 、 

1 〇 > ， 其 名 列 於 马 太 福 音 的 耶 稣 家 谱 中  

( 太 一 3 、4 及 路 三 3 3 在 和 合 本 作 “亚 兰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镨 _ 1 9 6 6 。

© 耶 拉 蔑 的 长 子 （代 上 二 2 5 、 27) 

也 许 是 上 述 # 丨 的 侄 儿 。

€>约 伯 其 中 一 友 ---- 以 利 户 -----所 @

之 族 的 族 长 （伯 三 十 二

蓝宝石
Sapphire
ld n  b 3 o  s h i

参••矿物、 金 属 和 宝 石 （蓝 宝 石 ）” 8 3 3。

栏杆
Parapet
l ^ n  g a n

房 顶 四 周 的 安 全 栏 杆 法 要 求 人 在  

房 顶 上 安 装 栏 杆 （申 二 十 二 8 >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的 房 子 一 般 是 平 顶 的 ， 有 多 种 用 途  

( 书 二 6; 士 十 六 2 7 ; 撒 上 九 2 5 ; 赛 二 十  

二 1 ) 。 若 筑 了 栏 杆 ， 纵 使 有 人 从 房 子 上  

掉 下 来 ， 房 子 的 主 人 也 无 须 负 责 。

参 -房 屋 - 3 8 9 : - 建 筑 " 745〇

兰塞
Rameses
lan s备i

〇 埃 及 第 十 九 和 二 十 王 朝 中 1 1 个王  

的 名 字 。 兰 塞 二 世 在 位 6 7 年 （日 期 大 概  

在 主 前 1 2 9 2 - 2 5或 主 前 1 2 7 9 - 1  2 ) 。 他 被 称  

为 “兰 塞 大 帝 ”， 主 要 是 由 於 他 曾 大 兴 土  

木 ， 如 在 底 比 斯 为 自 己 建 的 陵 墓 庙 宇 ， 

在 努 比 亚 建 了 一 座 从 岩 石 凿 出 的 阿 布 森  

伯 神 庙 ， 以 及 在 卡 纳 克 和 卢 克 索 加 建 的  

一 些 神 庙 。 在 其 庙 宇 中 ， 他 给 描 绘 为 一  

位 伟 大 的 军 事 领 袖 ， 在 奥 朗 底 河 上 的 加  

低 斯 与 赫 人 之 战 役 中 ， 由 於 战 术 上 一 次  

严 重 的 错 误 ， 他 几 乎 送 了 命 ， 这战役白勺 

结 果 充 其 I S 是 一 次 撤 退 ， 但 他 在 陵 基 和  

阿 布 森 伯 神 庙 中 ， 却 把 它 描 述 为 一 次 埃  

及 人 的 胜 利 。 他 与 赫 人 所 立 的 条 约 ， 是 

历 史 所 知 最 早 的 国 际 互 不 伎 犯 联 盟 。 #  

者 常 认 为 他 就 是 欺 压 以 色 列 人 的 法 #  

( 出 一 8 - 1 1 > ， 但 这 说 法 似 不 可 信 。

第 二 十 王 朝 的 兰 塞 三 世 （约 主 前  

1 1 9 5 -11*24 > 在 一 次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的 海 師  

战 争 里 ， 把 埃 及 从 海 上 之 民 的 授 略 中 揉 #  

出 来 。 他 在 米 迪 奈 哈 布 的 底 比 斯 一 带 ，筑 

了 一 座 大 陵 墓 庙 宇 和 宫 室 。 在 庙 宇 范 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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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而 外 墙 上 ， 刻 着 有 史 以 来 第 — 次 的 海 战  

记 录 。 在 俘 虏 中 有 比 利 塞 人 ， 相 信 就 是 非  

利 士 人 。 外 墙 上 还 有 关 乎 狩 措 狮 子 和 野 牛  

的 泮 雕 ,，兰 塞 三 世 在 位 的 末 期 ， 写 成 了 著  

名 的 哈 黎 斯 蒲 草 卷 ， 其 中 列 出 兰 塞 施 舍 给  

亚 们 的 物 品 。 由 於 工 资 被 剋 扣 ， 皇 室 陵 墓  

的 ？3!筑 工 人 呰 罢 工 。 在 兰 塞 九 世 和 十 世 的  

时 候 ， 也 呰 有 类 似 的 罢 工 事 件 。 在 兰 塞 三  

世 在 任 末 期 ， 有 宫 廷 纪 录 记 栽 一 次 揭 发 后  

宫 阴 谋 的 审 讯 ， 兰 塞 三 世 显 然 是 在 这 次 阴  

谋 中 被 杀 的 „

其 他 兰 塞 是 一 些 较 次 要 的 统 治 者 ， 他  

们 在 历 史 中 所 占 的 位 S 并 不 重 要 。 其 皇 室  

穴 亦 常 被 掠 夺 ， 可 见 当 时 国 家 并 不 稳  

定 。 兰 塞 九 世 时 呰 对 这 些 盗 窃 进 行 了 精 密  

的 调 查 。

参 “埃 及 " 1 2 。

© 这 地 在 出 埃 及 记 一 奇 1 丨 节 与 比东 并  

提 ， 是 希 伯 来 人 要 为 法 老 过 行 建 筑 工 程 的  

地 点 之 一 。 法 老 的 臣 宰 在 这 里 把 重 担 加 在

希 伯 来 人 身 上 。 不 久 ， 希 伯 来 人 逃 脱 了 他  

们 的 欺 压 ， 并 出 发 前 往 应 许 之 地  < 出 十 二  

3 7 ; 民 三 十 三 3 K 这 地 点 和 时 代 的 确 定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伟 大 的 兰 塞 二 世 （约主前丨 2 9 0 - 1 2 2 4 )  

曾 在 三 角 洲 东 部 大 兴 土 木 。 这 位 野 心 勃 勃  

的 法 老 欲 以 亚 华 里 斯 —— 其 家 族 的 旧 驻 点

( 他 父 亲 曾 在 那 里 建 了 一 所 夏 宫 ） ----作

核 心 ， 加 建 他 的 精 心 杰 作 。 在 亚 华 里 斯 北  

面 ， 他 建 了 一 所 宏 伟 的 宫 殿 ， 他 称 之 为 比  

兰 塞 。 比 兰 塞 的 位 置 备 受 争 议 ， 有 说 在 帕  

路 训 （在 地 中 海 之 上  > ， 有 说 在 泰 尼 斯  

( 或 琐 安  >。 泰 尼 斯 之 说 已 被 否 定 ， 因 为  

那 里 的 石 头 制 品 是 从 别 处 运 来 的 ， 是 使 用  

过 的 材 料 ， 不 是 当 地 原 有 的 材 料 。 然 而 ， 

泰 尼 斯 以 南 1 9 哩 ， 在 肯 迪 尔 附 近 ， 发 掘  

了 许 多 薛 提 一 世 以 来 的 王 宫 遗 迹 ， 隔 壁 有  

— 所 磨 光 工 场 ， 有 领 袖 和 髙 官 的 住 所 ， 有 

一 所 庙 宇 及 公 众 看 台 的 痕 迹 ， 此 处 现 在 已  

被 看 为 兰 塞 （比 兰 塞 ） 的 所 在 。 第 十 八 王  

朝 （约主前 丨 5 5 2 - 1 3 0 6 ) 早 期 ， 许 克 所 斯  

人 被 逐 出 时 ， 他 们 所 建 立 的 中 心 也 随 之 被  

毁 。 这 地 其 后 被 弃 S ， 但 后 来 在 第 十 九 王  

朝 期 间 ， 又 再 重 建 起 来 。 兰 塞 二 世 大 肆 粉  

饰 其 父 的 宫 室 ， 又 在 附 近 为 其 马 车 队 设 S  

了 排 列 调 配 的 地 方 ， 为 其 步 兵 队 设 S 了召  

集 的 地 方 ， 及 为 其 军 队 设 S  — 个 停 留 的 地  

方 。

参 ••埃及" 1 2 : -比东 - 1 3 9 p

蓝色
Blue
ldn s i

参 • 颜 色 （蓝 色）" 1 9 1 4。

廊
Porch
16n g

圣 殿 或 王 宮 中 的 庭 院 ； 圣 经 把 好 几 个  

希 伯 来 字 译 作 廊 。 列 王 纪 上 七 章 和 以 西 结  

书 四 十 章 经 常 提 到 廊 是 圣 殿 的 一 部 分 。 廊 

把 圣 所 和 外 间 世 界 划 分 出 来 。 步 上 几 级 台  

阶 便 可 进 廊 ， 因 为 廊 比 四 周 为 高 ^ 台 阶 和  

升 高 了 的 位 罝 皆 强 调 圣 殿 是 与 世 界 有 别

的 。 廊 入 口 的 两 旁 有 两 根 支 柱 ----雅 斤 和

波 阿 斯 。 在 新 约 中 ， “浦 欧 利 安 ” 和 " 士



多 阿 ，，都 译 作 “廊 ”。 士 多 阿 是 有 上 盖 的  

廊 ， 以 柱 子 支 搾 符 。 所 罗 门 的 廊 足 著 名 的  

柱 廊 ， 杯 绕 着 圣 殿 周 围 ， 并 朝 向 着 圣 殿  

(参 约 十 徒 三 1 丨， 五丨2 >。

参 _ 违 筑 • 7 4 5 ;  • 会 琳 . 圣 殿 ” 5 9 6 。

狼 / 豺狼
Wolf
l ^ n g  /  c h ^ i  l ^ n g

参 • 动 物 （狼 ） • 3 2 9 。

狼 牙 榨 / 杖
Mace
l i n g  y&  b 5 n g  /  z h a n g

作 武 器 使 用 ， 又 蜇 又 尖 的 悻 。

#  •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

疫病
Consumption
l ^ o  b i n g

是 结 技 病 的 俗 称 ， 尤 多 指 肺 结 核 。 圣  

经 有 两 处 提 及 “痨 病 ” （利 二 十 六 I6 ; 申  

二 十 八 2 2 > , 似 并 不 一 定 专 指 肺 结 核 ， 可 

能 泛 指 一 切 消 粍 性 的 慢 性 病 ，如 癌 、腹 泻 、 

营 养 不 良 、 疟 疾 、 肾 功 能 衰 竭 及 其 他 功 能  

失 调 等 症 。

圣 经 指 出 ， 不 守 诫 命 者 可 能 会 罹 病 招  

灾 ， 所 列 诸 症 中 即 有 痨 病 „

参 - 医 药 • 2 0 0 8 : - 疾 病 ” 6 6 1 。

老底嘉
Laodicea
l ^ o  d i  j i a

地 理 位 置

在 弗 吕 家 边 界 广 阔 的 山 谷 甩 ， 有 3 个  

城 市 ， 老 底 莴 是 其 中 较 大 的 城 市 。 老 底 嘉  

位 於 吕 吉 斯 谷 及 迈 安 德 河 的 交 接 处 。 这 城  

市 西 面 的 显 著 入 口 称 为 以 弗 所 门 。 旅 客 需  

要 从 城 市 东 面 的 叙 利 亚 门 出 城 ， 因 为 大 路  

是 直 通 安 提 阿 的 。 由 安 提 阿 ， 有 其 他 道 路  

可 到 达 幼 发 拉 底 河 山 谷 、 大 马 色 及 东 北 面  

的 地 方 。 而 沿 着 东 北 方 向 的 沙 漠 商 线 走 ， 

可 直 达 山 岭 、 戈 壁 沙 漠 及 东 方 遥 远 的 地  

方 。

老 底 崧 并 非 一 个 天 然 的 堡 垒 。 在 其 偏  

低 的 高 地 上 ， 有 一 些 西 流 基 时 代 的 防 卫 建

862 lang

设 ， 或 可 阻 吓 侵 略 者 。 可 是 ， 老 底 热 有 〜  

个 严 重 的 弱 点 。 她 的 食 水 供 应 主 要 是 从 希  • 

拉 波 立 的 方 向 ， 北 面 6 哩 外 的 泉 水 而 来 •/ 

这 些 泉 水 须 流 经 一 条 易 受 敌 人 攻 击 的 输 水  

道 ， 才 到 达 老 底 痛 。 现 今 还 可 以 看 见这条  

输 水 道 的 残 余 部 分 。 厚 厚 的 碳 化 钙 沉 @  

物 ， 已 使 水 管 的 管 口 变 得 很 窄 。 这 地方的  

供 水 系 统 如 此 外 露 ， 实 在 很 难 抵 御 城 的  

攻 击 。 成 双 排 列 的 水 管 虽 埋 在 地 下 ， 但也  

难 於 瞒 过 敌 人 的 耳 目 。

历 史 及 经 济

在 罗 马 统 治 下 的 太 平 盛 世 ， 老 底 嘉 失  

去 了 作 为 前 线 防 卫 的 作 用 ， 而 发 展 成 为 商  

业 的 蜇 要 中 心 。 主 前 5 1年 ， 西 塞 罗 曾 经  

过 此 地 ， 到 基 利 家 当 省 长 之 职 ， 并 在 老 底  

嘉 兑 现 银 由 此 可 知 ， 这 个 城 市 比 邻 近  

的 歌 罗 西 发 展 得 更 快 ， 而 且 已 成 为 财 经 重  

地 。 当 地 人 普 遍 饲 养 — 种 长 毛 黑 羊 ， 出产 

光 滑 的 黑 羊 毛 ， 直 到 十 九 世 纪 。 以 歌 罗 西  

及 老 底 嘉 为 中 心 的 纺 织 业 ， 都 以 这 些 羊 毛  

为 生 产 的 原 料 。 在 主 后 3 〇 〇 年 ， 敕 克 里 先  

确 定 价 格 的 谕 令 中 ， 列 有 老 底 嘉 不 同 的 成  

衣 产 品 。 近 年 在 邻 近 的 阿 弗 罗 狄 西 亚 发 现  

了 一 张 这 样 的 价 目 。

老 底 菘 有 一 所 医 学 院 。 早 在 亚 古 士 督  

执 政 的 时 期 ， 已 在 钱 币 铸 上 这 所 医 学 院 的  

医 生 名 字 。 一 种 在 古 代 甚 为 驰 名 的 弗 吕 家  

眼 药 粉 ， 很 可 能 是 老 底 嘉 这 所 医 学 院 发 0月 

的 。 我 们 可 推 断 这 些 眼 药 粉 是 希 拉 波 立 温  

泉 中 辆 千 的 泥 ， 把 它 们 与 水 混 和 后 ， 就成  

为 一 种 白 陶 土 奔 药 ， 是 颇 有 疗 效 的 消 炎 药  

方 。

这 城 市 的 特 色 ， 显 然 为 启 示 录 三 $  

1 7 至丨8 节 的 揶 揄 比 喻 套 用 ： “你 说 ： 我是 

富 足 ， 已 经 发 了 财 ， 一 样 都 不 缺 ； 却 不 ^  

道 你 是 那 困 苦 、 可 怜 、 贫 穷 、 眈 眼  

的 。 我 劝 你 向 我 买 火 炼 的 金 子 ， 叫彳尔胃 

足 ； 又 买 白 衣 穿 上 ， 叫 你 赤 身 的 羞 耻 不 f 
出 来 ； 又 买 眼 药 擦 你 眼 阽 ， 使 你 能 看  

老 底 席 出 口 的 热 衣 ， 行 销 整 个 地 中  

带 。 著 名 的 眼 药 及 这 城 市 的 财 富 ， 都 

启 示 录 作 者 藉 以 痛 责 老 底 菰 教 会 的 根 振 ^

启 示 录 这 封 信 可 能 引 用 了  一 份 民  

文 。 在 主 后 G O 年 ， 发 生 了 一 次 可 怕  

菸 ， “使 这 城 市 倒 塌 ”， 这 是 塔 西 图 $



班 发 生 5 〇 年 后 曾 用 的 句 子 。 当 时 的 罗 马  

元 老 院 ， 把 大 虽 金 钱 送 往 受 地 露 破 坏 的 亚  

& 亚 城 市 中 振 灾 。 然 而 ， 塔 西 图 甚 感 惊 奇  

地 记 述 老 底 窟 竞 拒 绝 此 项 援 助 。 塔 西 图 记  

述 ： “我 们 没 有 给 予 扱 手 。” 老 底 痛 自 己  

承 痤 起 来 。 这 令 人 自 豪 的 事 无 疑 被 铭 刻 下  

来 ， 并 且 成 为 演 说 者 的 主 题 。 也 许 ， 犹 太  

银 行 家 曾 经 作 出 资 助 。 如 此 看 来 ， 此 地 的  

犹 太 人 口 可 能 很 庞 大 。 自 安 提 阿 古 二 世  

( 主 前 ‘2‘2 3 - 1 8 7 ) ， 便 把 犹 太 人 迁 徙 至 吕 底  

亚 及 弗 吕 家 等 地 ◊ 在 地 锃 发 生 之 后 两 年 ， 

亚 西 亚 的 总 督 不 许 当 地 的 犹 太 人 每 年 为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捐 出 奉 献 。 这 笔 捐 献 大 概 成 了  

觅 逮 城 市 的 专 款 ， 而 这 款 项 只 是 城 中 — 

个 社 团 捐 出 的 ， 可 见 这 城 市 的 丰 足 。 主后  

7 9 年 ， 为 纪 念 提 多 登 基 ， 一 个 庞 大 的 运  

动 场 便 为 他 而 建 。 铭 文 中 提 到 一 个 名 叫  

“尼 哥 史 得 ” 的 人 独 资 付 出 全 部 费 用 。 这  

话 正 回 应 了 塔 西 图 及 约 翰 的 记 述 。

老 底 嘉 教 会

在 富 足 之 中 ， 人 很 容 易 堕 落 。 这 城 市  

中 的 基 督 徒 也 受 到 当 地 的 风 气 所 影 响 。 如 

果 肷 罗 西 的 亚 基 布 是 在 那 里 事 奉 ， 就 为 解  

释 保 罗 在 书 信 中 所 说 的 话 提 供 了 线 索 „ 保  

罗 写 道 ： “务 要 谨 愤 ， 尽 你 从 主 所 受 的 职  

分 ” （西 四 1 7 > 。 那 时 相 距 约 翰 痛 责 老 底  

蛊 教 会 （启 三 1 4 - 2  2 ) , 大 概 有 一 代 的 时  

间 ， 老 底 嘉 教 会 已 经 失 去 了 热 心 及 热 情 。 

这 个 位 於 大 道 上 的 城 市 可 能 从 历 史 的 教 育  

中 学 会 了 妥 协 ， 以 致 变 成 “不 冷 也 不 热 ” 

( 启 三 1 5 ) 。 故 此 ， 教 会 在 这 种 自 信 及 安  

逸 的 环 境 之 下 ， 也 是 不 冷 不 热 。 作 者 继 续  

# 告 她 ： “你 既 如 温 水 ， 也 不 冷 也 不 热 ， 

所 以 我 必 从 我 口 中 把 你 吐 出 去 。” （启 三  

1 6 ) 如 此 尖 锐 不 加 掩 饰 的 言 辞 ， 一 定  

f史 人 愕 然 ； 但 这 看 来 又 是 当 地 的 一 个 特  

色 ， 成 了 生 动 的 比 喻 。 在 温 泉 区 内 ， 清 凉  

的 ? 奚 流 会 与 温 泉 那 些 充 满 化 学 物 质 的 热 流  

汇 合 ， 结 果 产 生 不 冷 也 不 热 的 水 ， 令 喝 的  

人 有 时 会 呕 吐 起 来 。

<  作 者 在 启 示 录 中 写 给 老 底 嘉 教 会 的  

信 \ ~ ~ 开 始 便 提 及 一 个 权 威 的 形 象 。 他 就  

遥 “那 为 阿 们 的 ”， 带 来 了 威 吓 及 应 许 。

自 己 为 “诚 信 真 实 见 证 的 ，，（启三丨4 > ， 

这 些 话 是 指 向 见 证 的 事 奉 ， 这 正 是 那 些 自

我 满 足 的 人 所 忽 略 的 。 最 后 ， 他 是 “在神  

创 造 万 物 之 上 为 元 首 的 ” （三 丨 。 这 些  

话 提 醒 老 底 崧 教 会 中 较 年 长 的 信 徒 ， 他们  

在 2 0 多 年 前 曾 经 听 过 的 — 封 信 。 在 保 罗  

的 指 示 下 （西 四 ] 他 写 给 歌 罗 西 教 会  

的 信 ， 亦 在 老 底 嘉 教 会 中 读 出 来 ^ 保 罗 在  

歌 罗 西 书 第 一 章 高 举 基 督 的 砗 荣 。 老 底 嘉  

人 应 该 看 到 两 封 信 的 关 连 ， 并 且 明 白 神 正  

是 透 过 来 自 拔 摩 岛 的 信 息 ， 呼 召 他 们 回 复  

当 初 的 热 诚 及 委 身 。 他 们 是 商 人 ， 挤 长 经  

营 多 种 企 业 。 然 而 ， 他 们 需 要 与 强 大 的 、 

有 极 度 要 求 的 主 做 买 卖 ， 需 要 池 开 启 他 们  

的 眼 睛 ， 洞 悉 何 谓 真 正 的 富 有 ， 知 道 他 们  

所 夸 口 的 财 苗 只 是 一 堆 垃 圾 ， 并 且 明 白 向  

谁 买 到 真 正 的 金 子 ， 以 及 向 谁 买 衣 服 遮  

羞 。

E. M .  B l a i k l o c k
参 “启示 录 " 1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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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撒
Rissah
1色 s a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的 一 个 痄 留  

站 ， 位 於 立 拿 和 基 希 拉 他 之 间 （民 三 十 三

2 1 、 ‘2 2 > 。 其 位 S不 详 。

参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勒死
Strangle, Strangling
l e i  s i

早 期 的 外 邦 基 督 徒 ， 在 他 们 的 犹 太 弟  

兄 吩 咐 下 禁 戒 作 的 1 项 事 情 中 ，其 中 — 项 。 

犹 太 法 律 禁 止 吃 那 些 在 宰 杀 后 仍 染 有 血 的  

牲 畜 肉 。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要 求 早 期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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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恪 守 这 例 ， 避 免 使 犹 太 人 及 外 邦 信 徒 之  

间 引 起 纷 争 （徒 十 五 2 0 .  2 9 ，二 十 一 2 5 ) 。

勒 死 也 是 犹 太 法 庭 执 行 死 刑 的 四 种 方  

式 之 一 。 虽 然 圣 经 没 有 提 及 此 种 刑 罚 方  

式 ， m 勒 死 却 被 后 来 的 犹 太 教 拉 比 所 接  

纳 ， 作 为 在 五 经 中 ， 除 了 烧 死 、 以 石 头 掷  

死 及 斩 首 以 外 ， 另 一 种 处 死 罪 犯 的 方 式 。

参 • 刑 法 和 刑 罚 - 1 7 7 5。

m
Paradise

yu^n

“神 的 闭 子 ”。 希 伯 来 人 飛 初 所 用 的  

一 个 字 ， 不 单 指 一 般 的 园 子 ， 同 时 也 指 神  

的 伊 甸 园 （创 二 至 三 ； 赛 五 十 一  3 ; 结 二  

十八 丨 3 > 。 在 以 色 列 历 史 的 后 期 ， 他 们 才  

从 波 斯 的 文 字 中 借 用 了 一 个 字 ， 后 来 就 成  

为了  “乐 园 ” 一 字 。 这 字 在 旧 约 中 出 现 了  

3 次 （尼 二 8 ; 传 二 5 ; 歌 四 13 > ， 是 指 园  

林 或 采 树 园 „ 其 后 ， 旧 约 译 成 了 希 腊 文 ， 

这 字 也 有 了 希 腊 文 的 翻 译 ， 译 者 广 泛 地 用  

该 词 来 译 “园 子 ” 一 词 。 对 那 些 说 希 腊 话  

的 忧 太 人 来 说 ， 创 世 记 第 二 章 的 园 子 便 成  

为了  “乐 园 ”。

原 本 波 斯 文 的 意 思 是 有 篱 笆 围 绕 苕 的  

地 方 ， 或 筑 了 田 墙 的 园 子 。 这 字 特 别 指 波  

斯 王 的 御 花 园 ， 而 这 也 是 希 腊 人 所 认 识 的  

意 义 。 这 两 沖 怠 义 都 与 希 伯 来 人 心 目 中 的  

耶 和 华 的 园 子 （创 三 8 > 十 分 吻 合 ， 祂 可  

以 把 子 民 从 园 子 中 赶 逐 出 去 （创 三 2 4 > 。 

创 世 记 中 的 乐 园 还 有 别 的 特 色 ， 就 是 其 中  

的 果 树 和 河 流 „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乐 园 的 图 画 已 经 循 不  

同 的 方 向 发 展 ， 而 且 许 多 民 族 的 民 间 信 仰  

中 ， 都 有 类 似 的 传 说 ， 这 是 意 料 中 事 。 首 

先 乐 园 是 拔 於 远 古 时 代 的 东 西 ， 就 像 希 腊  

的 黄 金 时 代 和 罗 马 的 神 话 。 然 而 ， 犹 太 人  

相 信 乐 园 仍 然 存 在 ， 在 某 个 未 被 发 现 的 地  

方 里 ； 乐 园 乃 像 西 方 乐 土 一 样 ， 是 一 些 善  

人 死 后 所 去 的 地 方 • 此 外 ， 他 们 认 为 乐 园  

在 这 世 代 结 束 时 会 再 次 出 现 ； 他 们 在 苔 作  

中 很 细 致 地 描 述 其 中 的 荣 嵇 。

因 此 在 乐 园 这 一 个 观 念 里 ， 聚 合 了 所  

有 关 乎 另 一 个 世 界 的 神 话 ， 无 论 是 过 去 、 

现 在 ， 和 将 来 都 包 括 在 内 ， 在 那 甩 死 亡 和  

罪 恶 都 不 再 存 在 。 新 约 所 见 证 的 真 理 ， 就

是 融 汇 了 这 等 信 念 的 中 心 思 想 。 保 罗 仍 在  

世 时 ， 呰 一 度 离 奇 地 “被 提 ” 到 乐 园 m 
( 林 后 十 二 3 、 4 > ， 那 是 一 个 实 在 ， 但又  

是 屈 於 另 一 个 世 界 的 实 存 体 。 基 督 曾 应 许  

一 个 在 十 字 架 上 忏 悔 的 强 盗 ， 说 他 死 后 会  

立 即 与 签 督 一 同 在 乐 园 ( 路 二 十 三 43), 

其 中 所 指 的 乐 园 ， 也 就 是 上 述 同 一 个 地  

方 。新 约 第 三 次 ，也 是 煨 后 一 次 提 及 乐 园 ， 

也 是 在 一 个 类 似 的 应 许 中 （启 二 7 > ，这 

节 经 文 更 说 到 乐 园 中 有 一 棵 生 命 树 ，那 

么 ， 这 乐 园 跟 创 世 记 第 二 章 那 起 初 的 世  

界 ， 和 启 示 录 二 十 二 窣 那 未 来 的 世 界 一 一  

有 生 命 树 和 河 ， 四 围 有 城 墙 ， 也 有 王 在 其  

中 —— 就 是 同 一 个 地 方 了 。

参 - 天 / 天 堂 ” 1 5 6 3 : " 新 天 新 地 •

I 74 9〇

雷子
Sons o f Thunder
l^ i z l

‘‘半 尼 其 ” 一 名 的 意 思 ， 是 耶 稣 给 雅  

各 和 约 翰 所 起 的 名 字 （可三 丨 7 ) 。

参 • 半 尼 其 " 8 8 。

犁
Mattock
H

翻 土 或 碎 土 用 的 农 具 （撒 上 十 三 2 0、

2 1  ) 〇

参 • 衣 业 - 1 136: “工 具 ” 4 9 4 »

犁沟
Ma'aneh
l i  g o u

量 度 的 单 位 ， 大 约 等 於 2 0 至 3 0 码 。 

参 - 度 i 衡 （犁 沟 ）" 3 5 4 。

离娇
Divorce
II h u n

圣 经 对 离 婚 的 规 定 ， 与 神 在 历 史 不 同  

阶 段 的 渐 进 启 示 中 ， 对 婚 姻 关 系 所 下 的 不  

同 定 义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在 创 世 的 记 载 中 ， 将 婚 姻 定 义 为 在 $  

洁 无 罪 的 环 境 下 ， 神 使 男 女 “成 为 一 体  

的 连 合 （创 二 2 4 >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娘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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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解 体 当 然 是 不 可 思 议 的 。 耶 穌 在 世 的 事  

^ 中 强 调 了 神 对 婚 姻 的 原 初 设 计 。 在牠  

的 描 ^ 下 ， 这 “一 体 ” 的 关 系 即 意 味 着 夫  

赛 不 再 是 两 个 人 ， 而 是 神 所 配 合 、 不 可 分  

开 的 一 体 （太 十 九 6 ) 。

旧约的规定
人 类 因 堕 落 引 致 的 恶 果 ， 使 男 女 的 关  

系 也 受 到 影 响 。 人 因 自 己 的 罪 而 与 神 隔  

尚 ， 男 人 和 女 人 郎 受 制 於 他 们 源 出 之 物 ；

男 人 受 制 於 泥 土 （创 二 7 ， 三 1 9 ) ， 女 人  

受 制 於 男 人 （创 二 2 2 ，三 ^ ) 。 堕 落 以 前 ， 

男 女 平 等 ， 同 有 神 的 形 象 （创 — 2 7 > ， 也 

同 受 神 的 委 托 管 理 全 地 （创 — 2 8 ) 。 只是  

在 人 类 喳 落 之 后 ， 始 有 男 聛 女 卑 之 分 ， 女 

人 受 男 人 管 辖 （创 三 1 6 > 。

这 种 新 情 况 使 男 子 掌 握 了 支 配 女 子 的  

权 力 ， 这 是 在 堕 落 以 前 所 没 有 的 。 男 女  

“一 体 ’’的 关 系 被 破 坏 了 ， 男 人 为 主 的 结  

果 ， 男 人 就 为 自 己 增 加 婢 女 ， 於 是 便 出 现  

了 一 夫 多 妻 制 （创 四 1 9 , 十 六 3 ， 二 十 九

3〇>。 虽 或 保 持 一 夫 一 妻 制 ， 但 男 人 可 休  

妻 另 娶 ， 甚 至 多 次 的 休 妻 再 娶 （申 二 十 四  

在 男 尊 女 卑 的 情 况 出 现 后 ， 离 婚  

便 成 了 无 可 避 免 的 结 果 。 无 论 是 男 尊 女  

卑 ，还 是 休 妻 离 婚 ， 均 与 神 原 来 设 计 的 夫  

妻 关 系 背 道 而 驰 。 摩 西 律 法 的 休 妻 规 定 ， 

是 神 容 许 人 在 堕 落 状 况 中 的 一 个 迭 择 （太 

十 九 8 > 。 “离 婚 ” 只 是 男 人 的 权 利 ， 妻 子  

月R於•男人权下， 成 了 离 婚 的 受 害 者 。 律 法  

上 只 准 男 子 休 妻 ， 而 不 许 女 子 “休 夫 ”。

燦 西 律 法 关 於 休 妻 的 条 例 尽 管 不 公  

平 ， 但 申 命 记 的 条 例 实 在 也 是 为 了 保 护 女  

^ 的 权 益 。 首 先 ， 律 法 规 定 男 子 休 妻 需 有  

— 个 正 当 的 理 由 ， 指 出 妻 子 不 合 之 处 ； 其 

& ’ 必 须 给 女 子 “休 书 ”， 证 明 这 段 婚 姻  

^ 结 束 （申 二 十 四 1 >  ; 还 有 ， 男 子 不 得  

娶 被 他 休 弃 的 前 妻 ， 因 为 他 从 前 的 休 弃  

作 妻 子 的 站 污 （申 二 十 四 4 ) 。

神 虽 在 摩 西 律 法 上 ，因 人 类 的 “心 硬 ” 

3 某 种 让 步 ， 但 实 际 上 ， 休 妻 却 是 神 非  

对 ^ 恶 的 事 （玛 二 丨 6 ) 。 休 妻 的 规 定 只 是  

忍 運 落 之 后 出 现 的 男 权 至 上 所 作 的 权 宜 容  

G 1 实 ， 神 对 婚 姻 关 系 原 初 设 计 的 男 女  
准 〜 体 ”， 始 终 是 神 所 喜 悦 的 婚 姻 标

耶稣的教导

^  雄 每 的 救 赎 工 作 使 人 重 返 神 创 世 的 原  

曰 初 衷 ， 因 此 ， 旧 约 的 商 婚 法 在 基 督 教 会  

中 自 然 便 废 止 了 。 耶 穌 强 调 姬 约 的 不 可 违  

反 ， 教 导 门 徒 遵 循 神 於 创 世 之 初 所 立 的 婚  

姻 模 式 。 耶 稣 提 及 摩 西 容 许 人 休 妻 时 指  

出 ， “起 初 并 不 是 这 样 ” （太 十 九 8 ) 。 耶 

料 否 定 了 堕 落 后 的 律 法 ， 逭 新 确 立 神 於 创  

世 时 的 旨 意 。

马 太 福 音 五 章 3 1 、 3 2 节 记 软 耶 针 断  

然 废 止 了 允 许 男 子 休 妻 的 旧 法 。 耶 稣 认 为  

休 妻 是 污 辱 女 子 的 名 节 。 放 荡 的 男 子 休  

妻 ， 反 诬 告 妻 子 为 淫 妇 ， 利 用 她 们 作 离 婚  

的 藉 口 。 男 子 休 了 自 己 的 妻 ， 待 她 们 如 淫  

妇 。 若 一 个 男 子 与 被 休 的 妇 人 结 合 ， 也 被  

视 为 与 她 犯 奸 淫 。 耶 稣 坚 决 否 定 任 意 离 弃  

发 妻 的 男 权 观 念 ， 而 重 申 创 世 时 那 终 生 连  

合 的 “一 体 ” 婚 姻 观 。 耶 稣 的 门 徒 很 明 白  

耶 稣 的 想 法 ， 但 由 於 那 个 时 代 男 权 思 想 根  

深 蒂 固 ， 有 些 门 徒 竞 说 与 其 终 生 坚 守 一 夫  

一 妻 的 婚 姻 ， 倒 莫 如 不 娶 为 佳 （太 十 九  

10>〇

耶 稣 要 求 蒙 救 赎 的 人 遵 行 ‘‘男 女 一 

体 ” 的 婚 姻 制 度 。 新 约 也 强 调 男 女 婚 姻 的  

神 圣 ， 以 婚 姻 关 系 等 同 於 基 督 与 教 会 的 关  

系 （弗 五 2 5 > 。

新 约 虽 强 调 婚 姻 的 永 恒 ， 但 在 一 方 背  

信 弃 义 的 情 况 下 ， 为 了 保 护 淸 白 无 辜 一 方  

的 权 益 ， 新 约 也 不 反 对 离 婚 。 耶 穌 也 为 受  

委 屈 的 一 方 保 留 了 离 婚 的 权 利 （太 五 32, 

十 九 9 ) 。 受 委 屈 的 一 方 若 甘 ® 维 持 婚 约 ， 

当 然 也 无 不 可 ， 离 或 不 离 的 主 动 权 全 在 清  

白 无 辜 的 一 方 。

另 一 个 例 外 则 是 离 弃 。 哥 林 多 前 书 七  

章 1 5 节 虽 然 指 的 是 非 信 徒 离 弃 信 徒 ， 但 

别 处 也 提 到 如 果 一 个 信 徒 离 弃 自 己 的 配  

偶 ， 那 么 他 也 被 视 为 一 个 非 信 徒 （提 前 五  

8 >。 夫 妻 之 间 的 离 弃 行 为 ， 就 等 於 是 破  

环 了 婚 姻 之 约 ， 可 按 哥 林 多 前 书 七 章 15 

节 处 理 。

无 论 是 由 於 奸 淫 或 离 弃 ， 受 害 一 方 有  

权 提 出 离 婚 ， 且 离 婚 之 后 便 再 为 单 身 。 若  

悔 改 或 种 种 复 和 手 段 ， 都 不 能 挽 回 婚 姻 ’ 

受 害 的 一 方 不 再 受 婚 约 拘 束 。 根 据 圣 经 ’ 

无 婚 约 在 身 便 有 另 嫁 或 另 娶 的 自 由 ’ 但 一  

定 要 选 择 “在 主 里 的 人 ”， 即 基 脊 徒 为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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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怵 前 b V U 。 圣 经 中 所 谓 无 独 身 恩 RS 

的 人 ， 也 包 括 因 上 述 合 理 原 因 而 离 娇 的 人  

(林 前 匕 9 >。根 据 马 可 福 音 十 疗 1 1、〗 2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十 六 帝 1 8 节 的 教 导 ， 蓰 锊 徒  

若 将 离 婚 作 为 另 觅 新 欢 的 手 段 ， 这 样 的 离  

娇 是 不 合 法 的 ， 也 岳 犯 了 奸 淫 „

婚 娴 的 破 裂 常 是 有 多 种 因 家 的 ， 故 教  

会 在 处 J1 离 娇 与 再 娇 的 肀 ， 都 要 作 独 立 的  

案 例 处 押 ， 并 要 想 到 神 有 ■ 无 限 的 恩 阀 ， 赦  

免 罪 咿 ， 并 使 人 诳 整 生 命 „ 圣 经 关 於 离 婚  

的 限 制 并 不 适 用 於 归 主 之 前 已 离 婚 的 信  

徒 ， 因 为 神 的 敉 免 已 洗 洧 了 这 些 信 徒 以 往  

的 罪 ， 使 他 们 成 为 猫 锊 里 新 造 的 人 。

无丨相讳言， 离 婚 不 啻 是 重 创 一 场 ， 所  

招 下 的 疤 痕 是 难 以 愈 合 的 。 教 会 有 特 殊 的  

条 件 ， 以 爱 心 和 同 怡 向 离 婚 的 人 伸 出 援  

手 ， 安 慰 他 们 ， 支 持 他 们 ， 接 纳 他 们 成 为  

蒙 救 畎 群 体 中 的 一 分 子 ， 使 他 们 在 这 充 满  

恩 慈 的 新 环 境 中 ， 心 灵 获 得 医 治 ， 生 命 重  

新 违 立 。

G i l b e r t  B i l e z i k i a n  

参 - 民 法 和 公 正 " 1 0 4  4  : • 婚 姻 . 婚 姻

风 俗 ■ 6 1 3 :  • 性 • 1 7 8 4 :  • 奸 淫 • 7 4 0 。

#  考 书 目 ：D . A t k i n s o n ， To Have and 
to Hold; L . B o e t t n e r , Divorce; R . H . 

C h a r l e s . The Teaching of the NT on 
Divorce; S . A . EII i s e n ,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Church; K . E . K i r k , 

Marriage and Divorce; J . M u r r a y , Divorce.

离经背道
Apostasy
H j i n g  b d i  d^io

圣 经 用 语 。 指 弃 绝 信 仰 ， 诋 晋 宗 教 ， 

背 离 神 的 一 种 行 为 。 该 语 一 般 是 指 那 些 起  

初 适 诚 笃 的 信 徒 ， 后 来 却 主 动 宣 布 放 弃 原  

先 信 仰 的 人 ； 这 并 非 无 知 或 有 错 误 的 知  

识 。 离 经 f f i S 不 同 於 异 端 信 仰 （否 定 信 仰  

之 一 部 分 > ， 也 不 同 於 在 同 一 信 仰 之 下 改  

投 别 的 宗 派 。 离 经 背 道 之 后 又 突 然 悔 悟 的  

也 大 有 人 在 ， 如 彼 得 即 是 一 例 。

“离 经 背 道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原 指 反  

叛 或 叛 逆 。 如 犹 太 人 背 叛 亚 达 薛 西 王 即 被  

指 为 “叛 逆 ’’（《以 斯 拉 一 书 >> 二 ; 

反 叛 耶 孙 的 也 被 指 为 “悖 逆 律 法 ” < 《马 

加 比 二 书 > 五 6 - 8 ) 。 凡 违 背 律 法 、 不 到

圣 殿 崇 拜 、 故 意 千 犯 神 的 行 为 ， 都 賴 灵 性  

上 的 叛 逆 ， 旧 约 对 此 曾 以 许 多 类 似 的 语 汇  

加 以 指 斥 （书 二 十 二 2 2 “悖 逆 神 ”、 “干 

犯 神 ” ； 代 下 二 十 九 1 9  “犯 罪 ” ； 耶二  

2 9 “违 背 ” > 。 以 赛 亚 书 和 耶 利 米 书 记 以  

色 列 人 离 经 背 道 ， 曾 用 了 多 个 例 子 （赛一

2 -  4 ; 耶 二 1 9 ) ; 以 色 列 诸 王 犯 此 罪 者 也  

不 少 （例 ： 王 上 十 四 ‘2 2 -‘2 4 罗 波 安 ； 王上 

十 六 3 0 - 3 3 亚 哈 ； 王 上 二 十 二 5 1 - 5 3 亚哈  

谢 ； 代 下 二 十 一 6 、 1 0 约 兰 ； 代 下 二 十 八  

I - 4 亚 哈 斯 ； 代 下 三 十 三 〗- 1 9 玛 拿 西 ； 代 

下 三 十 三 2 1 - 2 3 亚 们 > 。

新 约 时 代 也 有 不 少 门 徒 背 叛 基 饼 （约 

六 6(i > , 其 恶 名 飛 显 著 的 就 是 加 略 人 犹 大 。 

“离 经 背 道 ” 的 希 腊 原 文 在 经 文 中 仅 出 现  

两 处 。 一 处 是 使 徒 保 罗 被 指 控 为 教 咬 在 外  

邦 的 犹 太 人 “离 弃 摩 西 ” 《徒 二 十 一  2 1 )。 

另 一 处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二 帝 3 节 ， “离 

经 背 道 ” 一 语 预 指 末 世 的 一 个 征 象 ， 在耶  

稣 第 二 次 临 世 以 前 的 日 子 必 有 离 经 背 道 之  

事 广 为 发 生 ， 并 告 诫 基 督 徒 面 对 这 种 现 象  

“不 要 动 心 ”、 “不 要 被 欺 ”。 这 “离 经 背  

道 ” 的 恶 潮 是 随 苕 一 个 “不 法 者 ” 的兴起  

而 来 的 ， 这 人 是 撒 但 手 中 的 工 具 （帖后二

3 -  1 2 ; 参 提 前 四 1 - 3 > 。

新 约 其 他 章 节 则 转 用 其 他 语 汇 来 表 达  

同 样 的 意 思 。 在 那 最 后 的 日 子 里 ， 将 有 许  

多 人 在 大 患 难 、 大 迫 害 的 面 前 “跌 倒 ” 

( 太 二 十 四 9 、 10> ; 又 将 有 假 先 知 起 来 ， 

“迷 惑 多 人 ” （太 二 十 四 丨 1 ) ; 经 不 住 试  

炼 （路 十 八 丨 3 > 和 不 信 （来 三 1 2 > 也 是  

使 人 离 经 背 道 的 顶 因 。 保 罗 曾 堆 许 米 乃 和  

亚 力 山 大 为 废 弃 信 仰 的 二 例  < 提 前 一 2 0 > 。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指 出 那 些 信 而 复 叛 的 人 自  

陷 绝 境 ， 再 也 得 不 到 悔 悟 的 机 会 （来 六 1- 

6 > 。 接 受 了 基 督 又 故 意 犯 罪 ， 其 后 采 是  

可 怖 的 （来 十 2 6 - 3 1 ) 。 使 徒 彼 得 谈 到 那  

些 信 而 复 离 的 人 时 说 ： “他 们 末 后 的 境 况  

既 比 先 前 更 不 好 了 ” （彼 后 二 2 0 ) 。 使徒  

约 翰 也 谈 到 了 同 样 的 问 题 （约 査 二 1 8 、 

1 9 > 。

基 督 教 会 成 立 后 的 前 4 0 0 年 期 间 ，连 

续 发 生 1 0 次 大 迫 害 ， 使 “离 经 背 道 ” 问 

题 更 尖 锐 化 。 为 此 ， 教 会 要 求 犯 有 此 罪 的  

必 须 真 正 忏 悔 并 当 众 认 罪 ， 方 可 考 虑 其 重  

入 教 会 的 问 题 。 罗 马 皇 帝 朱 立 安 < 3 6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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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 3 > 否 认 猫 督 教 信 仰 并 在 全 帝 国 境 内 大  

兴 异 神 崇 拜 ， 因 此 被 称 作 “叛 教 者 朱 立  

安 ' 时 至 今 日 ， “离 经 背 道 ” 仍 是 基 督  

教 会 而 临 的 一 大 危 险 ， 尤 其 是 在 教 会 遭 受  

迫 害 的 地 区 和 国 家 ， 更 是 对 基 锊 徒 的 觅 大  

考 验 n
J a m e s  D .  P r i c e  

L u d e r  G . W h i t l o c k ,  Jr.

率头，耕种的
Plow, Plowman, Plowshare
If t 6 u  /  g c n g  z h 6 n g  d c

参 • 衣 业 ” 1 1 3 6 :  “ 工 具 ” 4 9 4 : " 职 业  

( 衣 夫  T  2 3 2 0 。

里 / 迈尔
Mile
IT /  m&i  fir

罗 马 人 S 度 距 离 的 单 位 ， 比 英 里 略

短 。

参 “度 蚤 衡 （迈 尔 ）" 3 5 4 。

理番
Rephan
II f an

司 提 反 在 使 徒 行 传 七 車 4 3 节 ， 引 述  

阿 摩 司 书 五 章 2 6 节 来 描 写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中 拜 偶 像 时 ， 所 提 及 的 异 教 神 衹 。 司提  

反 所 引 述 的 是 七 十 士 译 本 ， 其 译 者 以  

“k a iw a i i” 来 称 呼 亚 述 的 农 神 撒 土 努 ， 或 

埃 及 的 农 神 理 帕 。 有 些 学 者 坚 持 阿 摩 司 书  

五 章 2 6 节 是 普 遍 地 提 及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拜 偶 像 的 境 况 ， 完 全 没 有 说 出 任 何 一 个 古  

代 神 衹 的 名 字 。

参 - 龛 / 迦 温 ” 8 1 5 。

里 拉 琴 / 琴 / 瑟
Lyre
II l a  q f n  /  q f n  /  s6

弦 乐 器 ， 包 括 琴 身 、 横 木 ， 有 时 也 有  

共 鸣 板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卡 拉 ® 斯 、 肯 娜 ） " 

2 1 2 5 。

里而的人
Inner Man
If mi^n de r6n

保 罗 的 用 语 ， 近 似 彼 得 前 书 三 章 4 节 

所 说 的 “里 面 ” （参 罗 二 2 9 ) ， 彼 得 以 外  

貌 对 比 内 在 的 实 况 。 它 采 用 当 时 犹 太 人 的  

人 观 ， 认 为 人 是 包 含 看 得 见 及 看 不 见 的 两  

方 面 为 一 个 整 体 ， 即 有 形 的 身 体 和 代 表 心  

思 情 绪 的 内 心 。 保 罗 说 他 的 肢 体 顺 服 於 罪  

的 律 ， 而 他 “里 面 的 意 思 ’’ < 修 定 标 准 译  

本 是 “里 面 的 人 是 軎 欢 神 的 律 （罗七  

2 2 > 。 在 罗 马 书 八 章 1 至 1 3 节 ， 他 论 及  

“体 贴 肉 体 的 事 …… 体 贴 圣 灵 的 枣 ”， 也 

是 描 述 里 面 的 人 与 外 面 的 人 之 间 的 冲 突 。

这 个 人 格 的 核 心 ， 已 经 是 圣 灵 力 S 之 

所 在 ， 也 是 蓰 督 在 信 徒 中 的 居 所 。 所 以 ， 

另 外 一 个 对 比 就 是 存 在 於 必 死 的 外 体 及 每  

日 更 新 的 内 心 之 间 。 外 面 的 人 是 会 朽 坏  

的 ， 随 着 年 岁 的 增 加 不 断 夜 老 ， 并 有 分 於  

甚 胬 的 死 ， 但 m 面 的 人 因 若 基 锊 a 活 生 命  

在 肉 身 上 的 彰 显 ， 却 一 天 新 似 一 天 （林后  

四 1 0 - 1 6 ) 。 再 与 罗 马 书 八 章 1 1 节 一 起 来  

看 ， 这 可 能 是 两 约 之 间 犹 太 教 一 个 思 想 的  

回 响 。 他 们 认 为 类 似 现 在 的 身 体 的 一 个 賴  

灵 身 体 已 被 预 谷 妥 当 ， 那 就 是 在 虔 敬 的  

“里 面 的 人 ” 之 屈 天 生 命 ， 已 被 恢 复 。

参 • 人 观 " 1 1 9 9。

理 学 / 哲学
Philosophy
IT xu6 /  zh6 \u6

对 生 命 中 的 基 本 问 题 作 逻 辑 性 和 自 我  

批 判 式 的 寻 问 探 究 。 “哲 学 ” 本 身 的 怠 义  

是 “喜 爱 智 恝 ”。 这 种 “莴 爱 ” 的 态 度 是  

乐 於 追 寻 、 发 现 ， 和 分 析 及 辩 护 智 恝 。 虽 

然 “哲 学 ” 一 词 在 圣 经 中 只 出 现 — 次 ， 但 

在 希 腊 的 世 界 中 ，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均 被 视  

为 哲 学 。 亊 实 上 ， 希 腊 哲 学 家 早 於 主 前 三  

世 纪 ， 在 亚 历 山 太 与 犹 太 学 者 接 触 时 ， 已 

称 犹 太 人 为 “哲 学 型 的 民 族 ” ； 圣 经 所 表  

达 的 宗 教 是 哲 学 性 的 ， 与 希 腊 的 宗 教 不  

同 ， 它 以 整 全 的 眼 光 来 看 实 存 的 本 质 ， 并 

定 出 具 体 的 价 值 观 ， 可 以 导 引 群 体 的 生 活  

和 个 人 的 决 定 。

在 圣 经 唯 一 明 显 使 用 “哲 学 ” 一 词 的  

经 文 中 （西 二 8 - 1 0 , 和 合 本 作 “理 学 ”> ，



作 者 把 异 教 与 基 督 教 哲 学 之 间 ， 作 了 一 个  

对 照 。 保 罗 希 望 歌 罗 西 人 照 右 堪 符 来 发 展  

他 们 的 哲 学 ， 而 不 是 照 符 骗 人 的 空 丨 炎 、 人 

的 遗 传 ， 或 “世 上 的 小 学 ”。 基 好 跟 那 基  

於 异 教 的 空 谈 和 人 的 遗 传 的 空 洞 哲 学 极 之  

不 同 ， 因 为 神 本 性 的 丰 盛 ， 都 有 形 有 体 地  

居 住 在 m 黾 面 —— 这 是 智 恝 和 哲 学 的 一 个  

坚 固 基 础 .> 她 又 跟 那 些 只 适 “甚 层 的 诸 灵 ’’ 

不 同 、 祂 本 身 是 “各 样 执 政 牮 权 者 的 元  

首 ，，， 是 真 理 和 正 义 的 最 大 来 源 。 圣 经 没  

有 指 摘 哲 学 的 训 练 方 法 ， 因 为 除 了 空 谈 和  

人 的 遗 传 ， 另 — 个 选 择 就 是 “照 苕 基 督 的  

…… 哲 学 '

哲 学 作 为 一 门 学 术 ， 是 产 生 於 希 腊 ， 

而 时 间 是 在 旧 约 写 成 之 后 ， 因 此 旧 约 不 会  

提 及 哲 学 。 然 而 ， 圣 经 中 智 恝 文 学 的 作 用  

跟 一 些 哲 学 性 的 著 作 颇 为 相 近 ， 这 些 著 作  

对 整 全 的 生 活 提 供 箴 言 式 的 指 引 （特 别 是  

箴 言 书 > ， 或 探 讨 人 类 存 在 的 难 题 （特 别  

是 约 伯 记 和 传 道 书 >。

圣 经 之 启 示 的 一 些 特 征 跟 当 时 的 异 教  

哲 学 一 样 。 例 如 ， “悔 改 归 正 ” 的 观 念 ， 

是 新 约 时 代 的 希 利 尼 世 界 一 种 假 定 已 有 的  

思 想 模 式 ， 因 为 一 个 人 改 变 了 哲 学 思 想 ， 

意 味 着 他 要 过 一 种 新 的 生 活 。 此 外 ， “书 

信 ” 的 文 学 形 式 是 由 新 约 时 代 以 前 的 哲 学  

家 所 发 明 的 ， 最 先 利 用 书 信 来 辩 护 教 义 或  

生 活 方 式 的 人 是 柏 拉 图 和 艾 索 克 拉 底 。

还 有 ， 在 新 约 时 代 ， 关 心 实 际 生 活 问  

题 ， 是 哲 学 的 中 心 ； 认 识 一 种 哲 学 是 指 学  

会 生 活 的 艺 术 。 再 者 ， 作 一 个 哲 学 家 ， 就  

是 作 一 个 对 “神 ” 这 问 题 有 兴 趣 的 人 ； 姑  

勿 论 他 怎 样 理 解 那 问 题 。 新 约 世 界 在 正 确  

生 活 和 认 识 神 两 方 面 的 指 引 已 到 达 成 熟 阶  

段 。

新 约 曾 提 及 两 种 哲 学 思 想 ： 以 彼 古 罗  

主 义 和 斯 多 亚 主 义 （徒 十 七 1 8 ) 。 以 彼 古  

罗 学 派 源 於 一 位 雅 典 哲 学 家 以 彼 古 罗 《主 

前 3 4 2 ?  -2 7 0 ) 的 学 说 ， 他 教 人 以 适 度 的  

言 行 和 稳 定 的 人 际 关 系 来 达 致 愉 快 的 生  

活 。 他 认 为 人 类 只 是 由 物 质 构 成 ， 是 原 子  

—— 细 小 而 不 能 毀 灭 的 物 质 分 子 —— 因 机  

会 组 合 而 产 生 的 。

斯 多 亚 学 派 也 强 调 合 宜 的 生 活 ， 但 他  

们 相 信 世 上 有 一 个 终 极 目 的 。 这 目 的 是 由  

理 性 ， 或 由 一 个 什 么 都 包 括 在 内 的 东 西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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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立 的 ， 这 东 西 称 为 “迫 ”。 然 而 ， 像 ^  

彼 古 罗 学 派 一 样 ， 斯 多 亚 学 派 也 是 物  

义 者 ， 相 信 所 有 东 西 都 要 由 物 质 造 成  

括 人 类 、 神 明 和 道 （他 们 有 时 看 这  

神

保 罗 可 能 曾 在 雅 典 接 触 过 一 些 “学 f  

界 的 怀 疑 论 者 ”。 这 些 哲 学 家 强 调 人 的 &  

错 和 有 限 ， 到 一 个 程 度 ， 他 们 认 为 人 报 #  

尽 可 能 不 要 作 任 何 判 断 ， 免 得 判 断 错 误 。 

然 而 ， 他 们 知 道 每 天 都 滿 耍 作 一 些 个 人 ^  

抉 择 ， 同 时 ， 他 们 对 其 他 人 的 思 想 仍 十 分  

好 奇 ， 亊 实 上 ， 在 保 罗 探 访 雅 典 的 时 候 ， 

“雅 典 人 和 住 在 那 里 的 客 人 ”， 对 新 思 潮  

似 乎 都 维 持 一 种 商 度 的 好 奇 心 （徒 十 七  

21 ) —— 造 成 一 种 活 泼 、爱 好 思 想 的 气 筑 。

保 罗 向 这 些 好 奇 的 心 灵 传 讲 福 音 是 煨  

适 切 不 过 的 ， 他 也 实 在 有 能 力 赢 取 一 些 人  

悔 改 归 主 。 他 同 意 两 位 希 腊 哲 学 家 的 某 些  

意 见 ： 一 是 古 时 的 伊 皮 麦 尼 德 （主 前 六 世  

纪 ） 所 说 “我 们 生 活 、 动 作 、 存 留 ， 都在  

乎 他 ” ； 另 一 是 斯 多 亚 派 的 克 里 安 提 （主 

前 三 世 纪 ） 所 说 “我 们 也 是 他 所 生 的 ” ； 

从 而 与 雅 典 人 建 立 共 通 的 立 场 。 可 是 ， 保 

罗 却 也 无 可 避 免 地 要 得 罪 大 部 分 的 听 众 ，

因 为 他 要 为 一 个 人 ---- 基 费 -----的 独 特 性

辩 解 ， 并 要 指 出 祂 已 从 死 里 复 活 ---- 这论

调 跟 雅 典 哲 学 家 的 唯 物 论 背 道 而 驰 ， 他们 

认 为 人 死 就 是 终 局 。 明 显 地 ， 基 督 教 有 着  

—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哲 学 ”。

那 种 分 别 在 许 多 经 文 中 都 很 明 显 ， 尤 

其 是 约 翰 福 音 第 一 章 。 约 翰 福 音 开 始 时 的  

用 语 会 吸 引 斯 多 亚 派 的 注 意 和 认 同 ： “道 ” 

是 外 在 的 、 神 性 的 ， 是 所 有 秩 序 的 究 因 ， 

是 人 类 知 识 的 来 源 （约一丨 - 4 )。 约 翰 又 在  

— 些 争 论 点 上 刻 意 地 写 得 暧 昧 ， 以 尽 进 3®  

免 得 罪 主 流 学 派 任 何 一 方 （经 验 主 义 或 0  

性 主 义 ） 的 见 解 。 一 方 而 ， 猾 经 验 是 主 要 : 

知 识 来 源 的 斯 多 亚 派 和 以 彼 古 罗 派 ， 对 U  

翰 福 音 会 作 如 下 解 释 ： “那 光 是 奧 光 ， 师 

亮 一 切 在 世 上 的 人 ” （约 一  9 ) 。 另 一 方 面 ， 

主 张 与 生 俱 来 的 智 恝 是 主 要 知 识 来 游  

拉 图 主 义 者 和 新 柏 拉 图 主 义 者 ， 対 同  

经 文 却 有 如 下 的 看 法 ： “这 光 是 那 照 夜 ^  

的 真 光 ， 当 他 来 到 世 上 的 时 候 ， 便 照 #  =  

— 个 人 ，，。 从 文 法 上 肴 来 ， 两 种 看 法  

合 理 的 ， 两 者 都 清 楚 看 见 了 基 督 教 主 变



张 ： 道 就 是 把 真 理 带 给 所 有 人 的 那 光  

^ 一 无 论 延 透 过 经 验 还 是 出 於 天 賦 的 智 恝 。

约 翰 并 没 有 在 这 认 识 论 的 争 论 点 上 偏  

辑 任 何 一 方 ， 他 再 写 了 5 节 经 文 之 后 ， 便 

说 出 逍 成 肉 身 这 甚 舒 教 的 中 心 教 义 ， 如 此  

1 也 开 頭 了 所 有 古 代 的 哲 学 学 派 ， 他 说 ：

‘‘迫 成 了 肉 身 ，住 在 我 们 中 间 ’’（约 — 1 4 >。 

得 典 和 真 理 在 蕋 督 这 独 特 的 启 示 ， 仍 是 基  

胬 教 哲 学 的 ® 石 。

P a u l  H .  D e  V r i e s

参 • 以 彼 古 罗 派 / 伊 壁 鸠 昝 派 ” 2 0  1 2 : 

•斯多亚派" 1 4 9 8。

参 考 书 目 ： G . C l a r k , /A C h r /s f /an Wew 
〇f M a n  a n d  T h i n g s : W . Co r d v a n  ,

H a n  d m  a i d  to T h e o l o  g y ; J . O r r . T h e  

C h r is t ia n V i e w  o f  G o d  a n d  t h e  W o r l d ; H .A . 

W o l f s o n , T h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t h e  C h u r c h  

F a t h e r s , v o l .4.

栎 / 橡树
Oak
II / x i ^ng  shCi

参 “植 物 （栋 / 橡 ）” 2 2 9 2 。

利巴
Reba
11 ba

耶 和 华 吩 咐 摩 西 所 杀 的 五 个 米 甸 王 之  

― ，他 们 被 杀 是 因 为 曾 引 诱 以 色 列 人 去 拜  

偶 像 （民 三 H--- 8; 书 十 三 2 丨> 。

利巴尔
Lebbaeus 
n  ba g r
、 十 二 门 徒 之 一 ， 达 太 的 另 一 个 名 字 ， 

记 载 於 马 太 福 音 十 章 3 节 （只 记 在 钦 定 本  

+  )。 大 多 数 的 圣 经 版 本 都 删 去 此 名 称 。

参 “达 太 ” 2 6 5 。

利巴拿
[ f bana, Lebanah
11 ba

被 城 后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族 长 之 — （拉 二 4 5 ; 尼 七 4 S )。

利 巴 嫩 / 黎巴嫩
Lebanon
n ba n6n / 1! ba n tn

虽 然 新 约 圣 经 提 及 这 个 地 区 的 城 镇 ， 

包 括 推 罗 及 西 顿 ， 但 只 有 旧 约 圣 经 提 到 利  

巴 嫩 这 个 地 区 。 一 般 而 言 ， 利 巴 嫩 是 指 其  

境 内 的 两 个 山 脉 伸 展 所 及 的 地 方 。 那 就 是  

沿 着 地 中 海 的 海 岸 线 ， 从 推 罗 附 近 开 始 ， 

— 直 向 东 北 伸 展 的 两 个 山 脉 。 这 两 个 山 脉  

平 排 ， 一 个 是 位 於 西 面 的 黎 巴 嫩 山 脉 ， 另 

外 一 个 则 是 在 东 面 的 逆 向 黎 巴 嫩 山 。 利巴  

嫩 这 名 称 源 自 希 伯 来 字 根 卜 b -n ， 意 思 是  

“白 色 ”。 这 可 能 是 反 映 山 上 白 色 的 石 灰  

石 ， 或 者 是 反 映 山 上 每 年 长 达 6 个 月 的 积  

雪 （耶 十 八 1 4 > 。

地理

黎 巴 嫩 山 脉 在 南 端 紧 接 加 利 利 北 部 的  

山 岭 。 於 逆 向 黎 巴 嫩 山 间 ， 有 髙 耸 的 黑 门  

山 （西 云 ， 西 连 ）， 髙 达 2 , 7 7 4 呎 。 这 两  

个 山 脉 被 一 个 大 山 谷 分 隔 ， 那 就 是 利 巴 嫩  

平 原 （书 十 一 丨 7 > , 又 称 为 “哈 马 口 ” 

( 民 三 十 四 8 ) ， 即 是 现 代 的 拜 格 亚 谷 。

在 南 面 ， 黎 巴 嫩 山 脉 与 加 利 利 山 岭 之  

间 ， 被 一 个 由 东 向 西 伸 展 的 峡 谷 隔 开 。 利 

达 尼 河 流 经 此 峡 谷 ， 到 达 推 罗 以 北 ， 流入  

地 中 海 。 利 达 尼 河 的 上 游 沿 着 拜 格 亚 谷 流  

往 东 北 面 ， 几 达 巴 勒 贝 克 。 黎 巴 嫩 山 脉 的  

山 脊 约 长 1〇 〇 哩， 向 北 伸 展 至 横 跨 东 西 面  

的 凯 比 尔 河 ， 其 中 并 且 有 连 串 的 山 峰 。 在 

南 面 位 於 西 顿 以 东 的 里 汉 山 、 土 默 山 及 尼  

哈 山 。 这 些 山 岭 由 5 , 3 5 0呎 高 至 6 , 2 3 0呎 左  

右 。 在 中 部 则 有 位 於 贝 捋 特 以 东 的 巴 色 克  

山 、 库 奈 以 洗 山 及 申 尼 山 。 它 们 的 高 度 分  

另1|是7 , 2 2 0 D尺 、 6 , 8 9 0 U尺 和 8,53〇 n尺 。 在: i匕 

面 ， 位 於 特 里 波 里 东 面 的 是 赛 达 山 ， 山高  

9,84〇n尺。 同 时 ， 亦 有 高 达 7 , 3 2 0 呎 左 右 的  

阿 铬 巴 山 。

这‘些 商 山 阻 挡 了 从 地 中 海 而 来 的 雨  

水 ， 使 到 山 区 及 沿 岸 平 原 有 充 沛 的 雨 翅 : 供  

应 。 这 些 高 山 外 的 地 区 ， 雨 ® 下 降 。 在山  

脉 及 地 中 海 之 间 沿 岸 地 带 ， 腓 尼 基 人 所 居  

之 地 是 十 分 繁 荣 的 。 他 们 建 立 的 城 镇 包 括  

推 罗 、 撒 勒 法 、 西 顿 、贝 雷 多 （贝 鲁 特 > 、 

比 布 罗 斯 （迦 巴 勒 ） 及 特 里 波 里 。 沿 岸 地  

区 的 一 些 陆 岬 ， 是 这 些 山 脉 伸 展 所 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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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沿 岸 的 道 路 则 必 须 沿 着 这 些 陆 岬 建  

造 ， 又 或 者 是 贯 穿 这 些 支 脉 。 卡 勒 河 就 是  

个 好 例 子 ， 大 槪 位 於 现 今 贝 魯 特 以 北 ^

在 黎 巴 嫩 山 脉 以 东 是 拜 格 亚 谷 。 在 此  

山 谷 的 北 面 是 奥 朗 底 河 的 源 头 ， 向 北 流 入  

古 代 乌 加 列 以 北 的 地 中 海 。 在 古 典 文 学  

里 ， 整 个 山 谷 地 带 被 称 为 “叙 利 亚 盆 地 ”， 

是 罗 马 人 的 “粮 库 ”。

在 拜 格 亚 山 谷 以 东 ， 是 逆 向 黎 巴 嫩  

山 „ 巴 拉 达 河 起 源 於 此 ， 并 且 向 东 流 往 大  

马 色 的 肥 沃 绿 洲 。 这 山 脉 南 部 的 黑 门 山 ， 

腓 尼 基 人 称 为 西 云 ， 而 亚 摩 利 人 则 称 为 西  

连 （申 三 9 ) 。 这 两 个 名 称 亦 记 载 於 圣 经  

以 外 的 文 献 中 ， 例 如 亚 述 、 赫 人 及 迦 南 人  

的 文 献 。 在 一 些 经 文 中 ， 应 许 地 的 地 界 被  

描 述 为 “从 旷 野 和 利 巴 嫩 ， 并 伯 拉 大 河 ， 

直 到 西 海 ” （申 十 一 2 4 ; 书 一  4 > 。 这 些 描  

述 槪 括 地 界 定 了 东 西 南 北 的 緦 土 范 围 。

资源

在 古 时 ， 利 巴 嫩 以 其 丰 盛 的 枞 木 及 香  

柏 木 而 驰 名 天 下 。 其 沿 岸 的 地 区 ， 包 括 拜  

格 亚 山 谷 及 利 巴 嫩 山 的 山 坡 ， 均 适 宜 栽 种  

橄 榄 树 、果 树 、葡 萄 园 和 某 些 谷 物 。此 外 ， 

也 有 一 种 重 要 的 海 产 ， 就 是 从 一 种 海 洋 生  

物 提 炼 得 来 的 红 色 或 紫 色 染 料 。 “腓 尼 基  

人 ” 的 名 称 是 从 希 腊 文 而 来 ， 意 思 就 是 紫  

红 色 。 约 主 前 1 5 0 0 年 ， 乌 加 列 已 经 有 染  

成 紫 色 的 羊 毛 了 。 对 於 此 项 工 业 ， 腓 尼 基  

人 垄 断 了 多 个 世 纪 。 以 色 列 人 要 用 许 多 紫  

色 的 染 料 来 粉 饰 会 范 （出 二 十 六 1 、 3 1 等 

等  > ， 以 及 作 祭 司 的 服 饰 （出 二 十 八 4 - (3， 

三 十 九 丨 、 2 8 、 2 9 > 。 这 些 染 料 可 能 都 是  

从 腓 尼 基 人 取 得 的 。

所 罗 门 王 与 腓 尼 基 有 重 要 的 贸 易 关  

系 。 为 了 在 耶 路 撒 冷 建 造 圣 殿 ， 所 罗 门 从  

推 罗 王 希 兰 一 世 那 里 得 到 松 木 及 香 柏 木  

(王 上 五 6 、 9 、 丨4， 七 2 ; 代 下 二 8 、 1 6 > 。 

所 罗 门 以 小 麦 及 橄 榄 油 作 为 这 些 木 材 的 代  

价  < 王上五丨 丨）。 这 些 木 材 从 海 路 漂 浮 到  

所 罗 门 管 治 的 地 区 （可 能 是 特 拉 维 夫 以 北  

的 耶 尔 康 河 ， 接 近 加 西 利 废 丘 > ， 从 那 里  

运 往 耶 路 撒 冷 。 从 黎 巴 嫩 山 脉 及 逆 向 黎 巴  

嫩 山 脉 而 来 的 香 柏 木 和 松 木 ， 为 推 罗 的 船  

只 （结 二 十 七 5 > 、 埃 及 皇 室 座 艇 和 家 具 ， 

以 及 重 建 圣 殿 提 供 了 木 材 （拉 三 7 > 。

870 11 ba n̂ n

藉 着 利 巴 嫩 的 港 口 ， 腓 尼 棊 人 与 各 地  

通 商 。 他 们 掌 握 造 船 的 技 术 ， 不 论 在 战 争  

或 和 平 时 候 ， 他 们 所 造 的 船 只 均 有 很 大 用  

处 。 在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七 章 里 ， 生 动 地 描 写  

了 商 人 在 推 罗 、 西 顿 、 迦 巴 勒 及 亚 发 的 贸  

易 活 动 。 在 这 章 经 文 内 ， 他 们 的 经 商 范 田  

及 性 质 ， 皆 有 颇 为 详 尽 的 记 载 。

历 史

在 埃 及 第 四 个 王 朝 的 时 代 （约 主 前  

2(i 0 0 > , 埃 及 人 对 此 地 开 始 产 生 兴 趣 n 当 

时 的 法 老 王 史 倍 夫 要 从 利 巴 嫩 运 回 载 满  

4 〇艘 船 的 香 柏 木 。 在 埃 及 第 十 二 王 朝 的  

时 代 （约 主 前 丨 9 8 0 - 〗 8 0 0 > , 迦 巴 勒 深 受  

埃 及 的 影 响 ， 而 埃 及 人 以 金 饰 来 换 取 香柏  

木 。 在 第 十 八 王 朝 的 时 代 （约 主 前 〗5 52- 

1 3 0 6 ) ， 埃 及 征 服 了 叙 利 亚 ， 而 当 年 的 文  

献 记 钱 了 香 柏 木 是 定 期 的 贡 品 之 一 。 后 

来 ，兰 塞 十 一 世 的 一 位 使 者 ，名 叫 维 那 门 ， 

为 香 柏 木 付 上 极 大 的 代 价  < 约 主 前 1 1 0 0  >。

当 埃 及 的 势 力 转 弱 ， 亚 述 人 取 得 该 地  

的 控 制 权 。 由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一 世 的 时 候 开  

始 （约主前丨丨 0 0 ) , 就 从 这 地 取 得 大 觅 的  

香 柏 木 ， 作 为 贡 品 。 同 样 地 ， 尼 布 甲 尼 撤  

及 巴 比 伦 王 国 控 制 利 巴 嫩 的 时 候 ， 亦大蜇  

把 香 柏 木 运 回 本 土 ， 用 来 建 造 庙 宇 及 宫  

殿 。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堉 8 节 及 哈 巴 谷 书 二 章  

1 7 节 均 有 提 及 利 巴 嫩 的 树 木 被 人 滥 伐 „ 

在 后 来 的 世 纪 ， 利 巴 嫩 经 历 了 波 斯 、 希腊 

及 罗 马 帝 国 等 统 治 。

在 新 约 时 代 ， 推 罗 及 西 顿 通 常 列 在 一  

起 （太 十 五 2 1 ; 可 三 8 ， 七 2 4 、 3 卜， 路六 

1 7 ， 十 1 3 、 1 4 ; 徒 十 二 2 0 > ， 但 有 时 也 会

单 独 被 提 及 （徒 二 ^ ----3 、 7 ) 。 在 马 可 福

音 七 章 2 6 节 中 ， 提 到 一 个 希 利 尼 妇 人 ， 

是 厲 於 叙 利 非 尼 基 族 的 „ 在 耶 穌 的 生 平  

中 ， 祂 曾 在 这 些 地 方 传 道 。 在 圣 经 所 载 的  

诗 歌 中 ，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象 征 舂 威 严 与 力  

蜇 （士 九 丨 5 ; 王 下 十 四 9 ; 诗 九 十 二 12, 

— 〇 四 1 6 ; 赛 三 十 五 2 , 六 十 丨 3 > 。 它们 

亦 代 表 了 屈 世 的 骄 傲 ， 终 有 一 天 ， 会被神  

的 愤 怒 所 击 碎 （诗 二 十 九 5 ; 赛 二 1 3 , 十 

3 4 ; 耶 二 十 二 6 ; 结 三 十 3 > 。

J o h n  A .  T h o m p s o n



剌巴嫩林宫
House o f the Forest o f Lebanon
n  b a  n 6 n  H n  g o n g

所 罗 门 王 宫 的 美 名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旁 边 。 此 名 的 来 由 ， 是 因 为 建 宫 时 用 了  

大 馕 的 利 巴 嫩 香 柏 树 。建 筑 物 约 长 丨 5〇D尺 ， 

宽 7 5 呎 ， 高 3 () 呎。 所 罗 门 造 了  3〇〇个 金 ^  

牌 ， 作 为 装 饰 之 用 ， 宫 内 所 有 的 器 皿 也  

都 是 金 造 的 。 宫 中 又 摆 放 了 象 牙 制 造 [ 包  

上 精 金 的 大 宝 座 （王 上 七 2 - 5 ; 代下 ;

除 了 作 为 所 罗 门 王 的 居 所 和 正 式 宫  

殿外•， 利 巴 嫩 林 宫 也 是 一 个 军 械 库 （赛 一  

十 二 8 > 。

利巴勿
Lebaoth
1) b a  wCi

在 犹 大 南 地 的 一 个 城 镇 （书 十 五 3 2 ) ， 

是 西 缅 支 派 中 伯 利 巴 勿 所 得 之 地 （书 十 九  

6 ) » 在 有 关 西 緬 支 派 所 得 之 城 镇 的 另 — 

记 载 中 ， 有 称 为 伯 比 利 者 （代 上 四 3 1 >。 

其 中 的 “伯 ” 字 ， 即 “家 ” 的 意 思 ， 代表  

着 敬 拜 狮 子 女 神 （利 巴 勿 ） 的 地 方 。 伯比  

利 可 能 是 另 外 一 个 地 方 ， 又 或 者 是 历 代 志

是 这 种 树 的 木 材 。

$ 的 记 载 中 ， 是 常 见 之 抄 本 异 文 的 典 型 例

利百地拿
Freedmen, Libertines
II b3 i di

犹 太 商 的 自 由 人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提 及  

利 百 地 拿 的 ， 只 有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9 节 。 大 

多 数 现 代 译 本 都 放 弃 使 用 这 个 拉 丁 文 用 语  

( 该 拉 丁 语 乃 指 得 苕 解 放 的 人 或 以 前 为 奴  

的 儿 子 ）， 而 假 设 这 是 个 法 政 用 语 ， 而非  

指 地 方 ， 故 意 译 作 “自 由 人 ”。

在 当 时 帝 国 的 不 同 地 区 中 ， 都 有 利 百  

地 拿 人 的 踪 迹 。 可 能 这 些 利 百 地 聿 人 是 来  

自 北 非 的 利 百 拉 图 ， 那 地 当 时 是 在 罗 马 的  

管 辖 下 。 然 而 ， 较 为 可 靠 的 理 解 ， 就 是 这  

些 在 耶 路 撒 冷 利 百 地 拿 会 堂 内 聚 集 的 人 ， 

是 来 自 古 利 奈 、 亚 历 山 太 、 基 利 家 及 亚 西  

亚 地 区 。 这 些 人 都 一 槪 称 为 “利 百 地 拿 ”， 

那 就 是  自 由 人 ’’的 意 思 。 亚 历 山 太 的 希  

腊 犹 太 裔 学 者 斐 罗 ， 记 载 有 关 庞 培 《主 前  

1 0 6 -4 8 > 征 伐 巴 勒 斯 坦 时 被 拽 往 罗 马 的  

犹 太 人 ◊ 其 后 ， 这 些 犹 太 人 获 释 ， 散 居 於  

罗 马 帝 国 的 各 城 各 乡 。 有 一 位 罗 马 历 史 学  

家 塔 西 图 提 及 这 些 得 自 由 的 犹 太 人 ， 为当  

时 的 政 府 制 造 了 许 多 严 重 的 问 题 。 在 作 家  

皮 里 纽 的 时 代 ， 他 们 被 形 容 为 “卑 贱 的 平  

民 ”。

根 据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9 节 的 记 载 ， 这 些  

说 希 腊 文 的 犹 太 人 ，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自 己 的  

会 堂 中 敬 拜 的 。 他 们 不 馑 得 巴 勒 斯 坦 犹 太  

人 所 说 的 亚 兰 文 。 1 9 1 3 年 ， 韦 尔 在 耶 路  

撒 冷 发 现 有 铭 刻 记 录 有 关 一 位 名 叫 狄 奥 多  

土 的 人 ， 是 卫 登 罗 的 儿 子 。 这 铭 刻 提 及 一  

所 会 堂 ， 正 如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9 节 所 述 的 情  

形 一 样 。 早 期 的 教 会 发 觉 需 要 跟 这 会 堂 的  

利 百 地 拿 人 辩 论 其 信 仰 。 司 提 反 早 期 奉 差  

派 ， 到 教 会 中 处 理 说 希 腊 文 的 信 徒 的 问 题  

( 徒 六 1 - 6 ) 。 他 看 来 有 能 力 应 付 利 百 地 拿  

会 堂 的 人 ， 跟 他 们 辩 明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的 信  

仰 。

利百加
Rebecca, Rebekah
l i bSi j ia

彼 土 利 的 女 儿 ， 以 色 列 先 祖 以 撒 的 妻

H ba n̂ n Hn gong 871



子 。 她 的 名 字 在 创 世 记 出 现 了  3 1次 （主 

要 在 创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七 > ， 在 罗 马 书 九 章  

1 〇节 出 现 了 一 次 。 相 同 写 法 的 希 伯 来 字  

有 “牛 棚 ” 的;6 义 ， 也 指 在 牛 棚 中 饲 养 的  

牛 ， 相 对 於 牧 放 的 牛 。 她 的 名 字 因 而 可 译  

为 “好 营 养 ” 或 “上 乘 的 ”。

利 百 加 的 父 亲 是 彼 土 利 ， 彼 土 利 则 是  

密 迦 和 亚 伯 拉 罕 的 兄 弟 拿 鹤 的 儿 子 （创 二  

十 二 2 0 - 2 3  K 亚 伯 拉 罕 是 她 的 伯 祖 父 ， 

后 来 则 成 为 她 的 家 翁 。 利 亚 和 拉 结 的 父 亲  

拉 班 是 她 的 兄 弟 。 因 此 ， 利 百 加 之 子 雅 各  

所 娶 的 ， 是 他 的 两 个 表 妹 ， 她 们 又 是 两 姊  

味 。

创 世 记 二 十 四 章 记 述 了 亚 伯 拉 罕 的 仆  

人 成 功 地 为 以 撒 找 到 了 妻 子 。 仆 人 听 从 亚  

伯 拉 罕 的 吩 咐 前 往 亚 兰 拿 哈 连 （米 所 波 大  

米 西 北 部  > ， 因 亚 伯 拉 罕 不 想 儿 子 娶 迦 南  

地 的 女 子 为 妻 。 仆 人 的 祷 告 得 着 了 应 允 ， 

利 百 加 不 单 给 他 水 喝 ， 也 饮 了 他 的 骆 驼 。 

仆 人 得 着 了 殷 勤 的 款 待 ， 又 送 出 了 礼 物 和  

礼 金 后 ， 利 百 加 也 恶 意 跟 他 往 迦 南 跟 夫 婿  

见 面 。

以 撒 像 他 父 亲 一 样 ， 曾 向 非 利 士 王 亚  

比 米 勒 隐 瞒 他 与 妻 子 的 关 系 （创 二 十 六 7- 

1 1 )〇

利 百 加 生 了 一 对 孪 生 子 以 扫 和 雅 各  

( 创 二 十 五 2 0 - 2 7 ) 。 她 爱 幼 子 雅 各 过 於 以  

扫 ， 并 联 同 雅 各 欺 骗 丈 夫 ， 使 雅 各 得 着 长  

子 的 权 利 。 雅 各 在 发 肤 、 外 形 和 气 味 上 ， 

都 扮 作 跟 常 在 野 外 的 以 扫 一 样 ， 这 是 利 百  

加 的 主 意 。 她 更 预 备 了 以 撒 爱 吃 的 食 物 ， 

使 事 件 进 行 得 更 顺 利 （二 十 七 5 - 1 7 > 。

除 了 上 述 亊 迹 外 ， 圣 经 对 她 生 平 的 记  

载 极 少 ， 但 也 记 述 她 与 丈 夫 同 葬 於 幔 利 附  

近 的 麦 比 拉 洞 （创 四 十 九 3 1 > 。

参 ‘以 撤 ’2 0 5 1 。

利拜
Ribai
11 b^i

基 比 亚 的 便 雅 悯 人 ， 是 大 卫 军 中 一 名  

勇 士 以 太 的 父 亲 （撒 下 二 十 三 2 9 ; 代 上  

十 一  31 ) 。

872 li bai

利比拉
Riblah
H b l  l a

® 在 奥 朗 底 河 上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巴 勒  

贝 克 东 北 3 5 卩甩左右， 即 现 今 叙 利 亚 的 利  

比 勒 。 利 比 拉 的 地 势 适 宜 军 亊 防 御 ， 尤其  

是 当 埃 及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两 大 势 力 横 过 肥 沃  

月 弯 北 部 的 时 候 。 圣 经 提 到 埃 及 人 是 扰 乱  

这 城 的 第 一 个 民 族 ； 约 西 亚 王 在 一 次 与 埃  

及 法 老 尼 哥 对 峙 的 战 役 中 逝 世 后 ， 约 哈斯  

作 了 犹 大 王 ，尼 哥 并 不 同 意 这 人 选 ，因 此 ， 

尼 哥 把 约 哈 斯 锁 禁 在 利 比 拉 ， 然 后 立 约 哈  

斯 的 兄 弟 以 利 亚 敬 （约 雅 敬 ） 作 犹 大 王  

( 王 下 二 十 三 3 3 > 。

主 前 6 0 5 年 ，尼 哥 在 迦 基 米 施 战 畋 后 ， 

巴 比 伦 的 尼 布 甲 尼 撒 控 制 了 这 一 区 ， 并以 

利 比 拉 作 为 他 在 南 叙 利 亚 和 巴 勒 斯 坦 之 领  

土 的 总 部 。 犹 大 王 西 底 家 与 尼 布 甲 尼 撒 对  

抗 的 时 候 ， 巴 比 伦 人 把 西 底 家 掳 走 了 ， 并 

把 他 囚 在 利 比 拉 ， 在 那 里 “审 判 他 ” （王 

下 三 十 五 6 ; 耶 三 十 九 5 、 6 , 五 十 二 9 、 

1〇>。 后 来 ， 西 底 家 的 众 子 都 在 利 比 拉 被  

杀 ， 亚 底 家 也 被 锁 着 带 往 巴 比 伦 （王下二  

十 五  7 、 2 0 - 2 1 ; 耶 五 十 二  2(5、 2 7 ) 。

利 比 拉 在 以 西 结 书 六 章 1 4 节 也 称 为  

“第 伯 拉 他 ”。

© 划 作 以 色 列 东 界 的 一 座 城 ， 位於亚  

延 以 东 （民 三 十 四 m 。 其 确 实 位 S 无可 

稽 考 。 但 不 可 能 是 本 条 目 # 1 的 利 比 拉 。

利波拿
Lebonah
1) b o  n&

在 示 罗 及 示 剑 之 间 的 城 镇 （士 二 十 一

I 9 > ， 常 被 视 为 示 罗 西 北 面 约 3 哩 外 ，现 

今 称 为 卢 宾 的 城 市 。

利布哈 马
Lebo-hamath
II b i l  h a  m S

奥 朗 底 河 畔 的 城 镇 ， 位 於 利 比 拉 之  

下 ； 或 许 就 是 旧 约 中 经 常 提 及 的 “哈马 

口 ” 的 正 确 写 法 （民 三 十 四 8 ; 王 上 八  

6 5 ; 王 下 十 四 2 5 ; 结 四 十 七 1 5 ) 。

参 " 哈 马 #  1 - 5 4 4 。



历 代 志 上 、下
Chronicles, Books o f First and Second
IJ d ^ i  z h l  S h i i n g  x i ^

旧 约 书 名 ， 分 上 下 两 书 ， 记 载 大 卫 及  

其 后 继 者 在 犹 大 地 为 王 的 历 史 。 历 代 志 是  

圣经中; m：被 忽 视 的 史 书 ， 因 为 它 大 部 分 的  

材 料 在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及 列 王 纪 上 、 下等  

早 出 的 经 书 中 ， 已 有 记 载 ； 此 外 ， 有 M  

章 经 文 只 开 列 名 表 （代 上 一 至 九 ，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七  > ， 其 余 各 章 虽 记 叙 历 史 ， 但其  

枯 燥 乏 味 也 无 异 於 那 些 名 表 。 其 实 ， 从严  

格 的 学 术 观 点 来 看 ， 历 代 志 上 、 下 不 可 裤  

是 历 史 著 述 ， 而 近 乎 古 代 近 东 王 朝 史 官 常  

用 的 一 种 排 年 纪 事 的 记 录 ， 只 记 每 年 重 要  

大 事 ， 其 宣 传 性 往 往 重 於 作 详 实 的 记 录 。 

历 代 志 的 记 载 是 有 选 择 性 的 ， 略 去 了 某 些  

史 实 ， 却 又 详 载 某 些 亊 迹 ， 书 中 所 记 只 是  

以 色 列 史 中 经 挑 选 的 一 部 分 。 很 多 人 批 评  

该 书 所 记 历 史 不 可 靠 ， 主 要 是 对 该 书 的 性  

质 缺 乏 了 解 所 致 。 历 代 志 上 、 下 是 从 神 与  

以 色 列 人 所 立 的 约 的 角 度 ， 来 对 以 色 列 民  

生 活 中 的 某 些 事 件 作 思 辩 性 的 解 释 ， 不可  

纯 以 历 史 视 之 。 显 然 ， 作 者 的 目 的 并 不 在  

於 单 纯 记 载 历 代 君 王 的 兴 衰 始 末 ， 而 是 要  

从 特 定 的 宗 教 立 场 来 对 这 些 历 史 事 件 作 出  

解 释 。

作者

在 希 伯 来 圣 经 中 ， 历 代 志 本 无 上 、 下 

书 之 分 ， 作 者 及 写 作 年 代 也 均 不 详 。 犹 太  

教 法 典 他 勒 目 记 述 ， 以 斯 拉 撰 写 “他 的 书  

和 历 代 志 ， 记 明 历 代 谱 系 ， 自 远 祖 至 他 自  

S 为 止 ”。 许 多 学 者 便 以 此 为 据 ， 断 定 历  

代 志 是 以 斯 拉 所 作 。 但 这 观 点 并 未 获 得 一 

致 的 认 同 ， 所 以 至 今 对 於 该 书 的 作 者 和 成  

书 的 年 代 ， 仍 有 争 论 。

历 ■ 代 志 作 者 向 有 “年 代 史 编 者 ”之 称 ， 

这 个 名 称 似 乎 在 肯 定 他 是 一 位 史 家 。 他可  

^ 是 一 位 文 士 、 祭 司 或 利 未 人 。 作 者 的 身  

# 必 使 他 有 机 会 接 触 到 王 宫 和 圣 殿 的 档 案  

& 要 ， 因 为 文 内 常 提 及 各 王 的 官 方 记 录  

(代 上 九 1 , 二 十 七 2 4 ; 代 下 十 六 1 1 ， 二 

= 3 4 ， 二 十 五 2 6 ， 二 十 七 7 ， 二 十 八 2 6 ， 

= 十 二 3 2 ， 三 十 三 1 8 ， 三 十 五 2 7 ， 三 十  

1 8 > ， 以 及 先 知 的 记 录 （代 上 二 十 九  

2 9 ; 代 下 九 2 9 ， 十 二 1 5 ， 十 三 2 2 ， 二 十

3 4 ’ 二 十 六 2 2 , 三 十 二 3 2 , 三 十 三 1 9 K  
至 於 历 代 志 、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3 

书 作 者 同 是 一 人 之 说 ， 虽 有 显 迹 可 引 ， 但 
均 非 确 证 ， 尚 不 能 以 为 定 论 。 例 如 ： 历 代  

志 最 后 两 节 与 以 斯 拉 记 最 先 3 节 雷 同 ； 而 

3 书 的 语 言 和 文 学 风 格 极 为 相 似 ； 并 且 3 

书 的 神 学 重 点 ， 都 在 恢 复 圣 殿 威 仪 和 崇 拜  

制 度 ， 且 关 注 族 谱 ； 这 些 都 是 有 力 的 线  

索 。 希 伯 来 圣 经 以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为  

一 书 ， 且 a 於 历 代 志 前 ， 而 历 代 志 则 位 居  

希 伯 来 圣 经 各 书 之 末 。

真确程度

历 代 志 （按 ： 本 文 在 叙 述 中 只 作 为 一  

书 ） 的 内 容 性 质 及 材 料 ， 与 撒 母 耳 记 和 列  

王 纪 的 记 载 似 有 歧 异 ， 故 受 到 相 当 多 的 学  

术 批 评 。 历 代 志 的 歧 异 可 分 3 方 面 ， 略 举  

如 下 。

策 一 是 数 字 上 的 歧 异

如 撒 母 耳 记 下 记 大 卫 三 十 勇 士 之 — 次 

杀 敌 8 0 0 人 （二 十 三 8 ) ， 而 历 代 志 上 却 记  

为 3 0 0 人 （十 一 1 1 ) ; 如 撒 母 耳 记 下 记 大  

卫 擒 琐 巴 王 哈 大 底 谢 马 兵 1 ，7 ( ) 0， 步 兵

2 0 . 0 0 0  (八 3 、 4>  ; 而 历 代 志 上 却 记 为  

马 兵 7 , 0 0 0 ， 步 兵 2 0 , 0 0 0 ， 外 加 战 车

1.000 (十 八 3 、 4> ; 如 列 王 纪 下 记 犹 大  

王 亚 哈 谢 登 基 时 年 22 (八 2 6 > ， 而 历 代 志  

下 却 记 其 登 基 之 年 为 4 2 岁 （二 十 二 2 ) ， 

竟 有 2 0 年 之 差 。

总 的 来 说 ， 历 代 志 的 数 字 多 偏 高 。 如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一 章 5 节 记 以 色 列 男 丁 总 数  

为 1 1 0 万 ， 犹 大 的 男 丁 为 4 7 万 （较 撒 下 二  

十 四 9 所 记 的 8 0 万 和 5 0 万 已 有 很 大 的 夸  

张 > ; 再 如 所 罗 门 圣 殿 前 殿 高 达 1 2 0 肘 ， 

即 相 当 於 丨 8 0 呎 （代 下 三 4 > ; 又 如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3 节 记 犹 大 士 兵 4 0 万 ， 以 色 列  

士 兵 8 0 万 ，一 战 之 下 以 色 列 兵 阵 亡 5 0 万 

( 代 下 十 三 1 7 ) ; 又 如 历 代 志 下 十 四 章 9 

节 记 古 实 王 率 大 军 〗〇〇万 ， 战车 3〇〇辆来  

攻 打 犹 大 。

考 究 这 些 数 字 夸 大 的 原 因 ， 可 能 是 传  

抄 之 讹 ； 也 可 能 是 作 者 用 庞 大 的 数 字 为  

喻 ， 以 极 言 兵 力 之 盛 ； 也 有 可 能 只 是 估  

计 。 学 者 们 力 图 找 出 合 理 可 信 的 解 释 ， 惟 

尚 未 能 回 答 所 有 难 题 。 福 音 派 学 者 暂 时 将  

这 些 谬 误 看 作 是 圣 经 作 者 人 性 — 面 的 证

li d ii zhi shang x ii 873



明 ， 却 不 会 对 其 质 天 来 源 有 所 亏 损 。

第 二 足 神 学 上 的 歧 好

不 妨 举 一 个 最 为 明 显 的 例 子 。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四 章 1节 记 述 神 因 向 以 色 列 人 发  

怒 ， 就 激 动 大 卫 派 人 去 作 全 民 的 核 点 ； 而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一 章 1节 却 说 “撒 但 起 来 攻  

击 以 色 列 人 ， 激 动 大 卫 数 点 他 们 ”。 大 卫  

之 发 起 核 点 民 数 ， 一 个 说 是 出 於 神 的 激  

动 ， 一 个 则 说 是 出 於 魔 鬼 的 激 动 。

第 三 垃 史 实 上 的 歧 异

撒 母 耳 记 下 八 章 丨 3 节 “大 卫 在 盐 谷  

击 杀 了 以 东 一 万 八 千 人 ” ； 而 历 代 志 上 十  

八 章 丨 2 节 则 记 以 东 人 是 大 卫 的 外 甥 亚 比  

筛 所 杀 。 据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H" ― 章 1 9 节 载 ， 

伊 勒 哈 难 杀 了 迦 特 人 歌 利 亚 ， 而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章 5 节 则 记 伊 勒 哈 难 所 斩 者 ， 是 歌 利  

亚 的 兄 弟 拉 哈 米 （在 这 — 点 上 ， 多 数 学 者  

以 为 历 代 志 保 持 了 经 文 原 貌  > 。 另 有 一 史  

实 上 的 歧 异 ， 则 更 为 明 显 。 试 比 较 以 下 两  

段 经 文 。 列 王 纪 上 二 十 二 章 4 8 、 4 9 节 载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造 船 ， 欲 派 人 往 俄 斐 运 取 黄  

金 ， 但 船 未 及 出 港 即 毀 於 以 旬 迦 别 ； 该 处  

又 记 以 色 列 王 亚 哈 谢 曾 拟 派 人 随 船 同 往 ， 

而 被 约 沙 法 拒 绝 了 。 但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章  

3 5 至 3 7 节 则 记 二 王 拟 往 他 施 贸 易 而 合 夥  

造 船 於 以 旬 迦 别 ， 一 先 知 预 言 神 必 因 亚 哈  

谢 与 恶 人 交 好 而 毁 其 船 ， 事 果 应 验 。 两 处  

记 载 都 一 致 地 说 约 沙 法 於 以 旬 迦 别 建 船 ， 

并 且 船 在 离 港 前 被 毀 ； 但 从 现 有 的 经 文 版  

本 来 看 ， 实 难 断 定 二 王 是 否 有 交 好 之 亊 。

再 比 较 历 代 志 下 十 六 章 1节 和 列 王 纪  

上 十 六 章 6 至 8 节 ， 在 南 北 两 王 在 位 的 年  

代 上 ， 更 可 见 出 歧 异 。 历 代 志 载 犹 大 王 亚  

撒 3 (;年 ，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欲 攻 犹 大 ， 欲 修  

坚 城 拉 玛 。 而 据 列 王 纪 载 ， 犹 大 王 亚 撒  

3 6 年 ， 巴 沙 早 已 不 在 世 了 ； 列 王 纪 上 十  

六 章 至 8 节 记 述 巴 沙 既 死 ， 其 子 以 拉 继  

位 ， 那 时 才 是 亚 撒 2 (; 年 。

过 去 学 者 对 历 代 志 的 真 确 可 信 ， 持 异  

议 的 居 多 ， 但 经 过 近 年 来 的 研 究 ， 不 少 人  

对 历 代 志 竟 刮 目 相 看 了 。 考 古 发 掘 的 物 证  

在 许 多 方 面 ， 说 明 历 代 志 的 记 载 是 信 实 可  

靠 的 ； 而 在 另 一 些 方 面 却 也 表 明 ， 历 代 志  

的 歧 异 多 只 屈 表 面 上 。 若 事 实 的 全 部 得 见  

天 日 ， 其 余 的 问 题 当 也 迎 刃 而 解 ， 满 足 持  

平 公 正 的 学 者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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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年 代
历 代 志 成 书 的 准 确 年 代 已 不 可 考 。 _  

於 该 书 结 尾 载 有 波 斯 王 古 列 的 诏 令  

巴 比 伦 的 犹 太 俘 虏 归 回 故 土 ， 重 建 家 园 ）' 

可 知 其 写 作 年 代 应 不 早 於 发 布 诏 书 6勺^  

代 ， 即 主 前 年 。 另 若 假 定 历 代 志 和 以  

斯 拉 记 及 尼 希 米 记 ， 确 是 出 於 一 人 笔 下  

那 么 其 成 书 年 代 当 不 会 早 於 尼 希 米 返 抵 ^  

路 撒 冷 的 那 年 ， 即 主 前 4 4 4 年 。

我 们 还 可 根 据 历 代 志 和 以 斯 拉 记 、 尼 

希 米 记 所 载 家 谱 作 进 一 步 推 箅 。 历 代 志 家  

谱 所 列 的 最 后 一 位 宗 裔 是 阿 拿 尼 （代 上 s  

1 0 - 2 4  ) ; 他 是 所 罗 巴 伯 率 众 返 乡 后 的 大  

卫 第 六 代 孙 ，箅 起 来 应 是 主 前 4 0 0 年 左 右 。

历 代 志 的 语 言 已 可 以 肯 定 是 被 掳 后 时  

期 的 希 伯 来 语 。 文 中 已 出 现 “达 利 克 ” ~  

词 （波 斯 金 币 名 ， 见 於 代 上 二 十 九 7 ) ， 

但 尚 不 见 希 腊 词 语 的 踪 迹 ， 这 说 明 其 成 书  

年 代 肯 定 是 在 波 斯 帝 国 的 中 后 时 期 （主前 

5 3  8- 3 3  1 > 。 另 於 旧 约 圣 经 以 后 时 期 的 希  

伯 来 语 中 ， 常 见 有 w W r a s / i  — 词 ， 是一种  

对 经 文 作 注 释 或 注 解 的 文 体 （和 合 本 作  

“传 ” 或 “史 ’’> ， 旧 约 中 则 仅 见 於 历 代 志  

( 代 下 十 三 ‘22 ,  二 十 四 2 7 ) ， 可 箅 是 该 词  

的 最 早 用 例 。 综 上 所 述 ， 我 们 可 以 将 历 代  

志 的 写 作 年 代 ， 大 致 限 定 在 主 前 4 〇 〇 年 左  

右 。

历 史 背 景

那 是 波 斯 统 治 时 期 的 犹 大 。 古 列 下 诏  

之 后 ， 许 多 犹 太 人 便 从 巴 比 伦 陆 续 返 归 耶  

路 撒 冷 。 他 们 重 修 圣 殿 ， 一 心 等 待 着 弥 赛  

亚 时 代 的 来 临 。 但 是 接 踵 而 至 的 大 旱 、饥 

荒 、贫 困 、道 德 沦 丧 、灵 性 颓 糜 种 种 5见象， 

使 人 们 企 盼 之 心 冷 漠 了 。 在 政 治 上 ， 狱：力 

是 波 斯 的 厲 国 ， 波 斯 的 统 治 犹 固 若 & 汤 ’ 

没 有 一 点 松 懈 的 迹 象 ； 所 以 光 复 大 卫 王 111 

的 可 能 性 尚 十 分 渺 茫 。

在 政 治 上 既 无 恢 复 大 卫 王 国 的 箱 " 资 ’ 

那 么 这 些 主 前 四 世 纪 的 犹 太 人 该 如 何  

历 史 ， 以 及 他 们 在 神 的 计 划 中 的 地 位  

生 当 其 时 的 历 代 志 作 者 从 神 与 大 卫  

约 中 ， 找 到 了 解 释 历 史 的 钥 匙 。 历■代 

前 十 章 渐 渐 引 进 大 卫 ； 十 一 至 十 九 章  

大 卫 的 统 治 。 全 书 提 及 摩 西 之 名 凡 3 1 $  

提 及 大 卫 之 名 则 超 过 2 5 0 次 。 大 卫 计 史



殿 ， 从 设 计 到 集 资 俱 亲 理 其 亊 ； 又 规 定 一  

切 典 章 制 度 、圣 职 分 派 ，从 利 未 人 、歌 手 、 

门 卫 的 人 选 ， 到 祭 司 等 级 的 划 定 ， 也 都 是  

大 卫 一 手 孽 划 。 大 卫 规 定 了 圣 殿 崇 拜 制  

度 ， 这 対 历 代 志 作 者 及 其 同 代 人 来 说 ， 是 

极 其 蜇 要 的 琪 。

总 的 来 说 ， 以 色 列 在 波 斯 统 治 下 的 一  

段 历 史 大 多 是 沉 默 的 ， 无 论 其 他 的 旧 约 材  

料 还 是 考 古 发 掘 中 ， 都 鲜 有 所 见 。 当 然 ， 

考 古 挖 掘 尚 在 进 行 中 ， 更 多 的 证 物 尚 可 得  

於 未 来 。

緣 起 和 目 的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必 是 身 居 耶 路 撒 冷 ， 为 

那 电 的 犹 太 人 而 写 下 本 书 的 。 书 中 提 及 耶  

路 撒 冷 之 处 凡 2 4 0 次 ， 提 及 犹 大 国 之 处 凡  

2 2 5 次 ； 惟 对 北 国 以 色 列 和 以 色 列 各 王 却  

绝 少 提 及 ， 作 者 的 爱 憎 好 恶 已 十 分 明 显 。 

另 有 两 段 文 字 也 分 明 表 达 了 作 者 对 北 国 以  

色 列 的 态 度 ， 其 一 为 ： “这 样 ，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大 卫 家 ， 直 到 今 日 ” （代 下 十 1 9 >  ; 

其 二 为 ： “耶 和 华 以 色 列 的 神 曾 立 盐 约 ， 

将 以 色 列 国 永 远 赐 给 大 卫 和 他 的 子 孙 ， 你 

们 不 知 道 吗 ？ ” （代 下 十 三 5 >

作 者 希 望 以 色 列 民 看 见 神 是 统 御 万 有  

的 至 高 的 君 王 ， 他 记 述 大 卫 的 宣 认 ： “耶 

和 华 啊 ， 尊 大 、 能 力 、 荣 耀 、 强 胜 、 威严  

都 是 你 的 ； 凡 天 上 的 地 下 的 都 是 你 的 ； 国 

度 也 是 你 的 ，并 且 你 为 至 高 ，为 万 有 之 首 。 

丰 富 尊 荣 都 从 你 而 来 ， 你 也 治 理 万 物 „ 在  

你 手 里 有 大 能 大 力 ， 使 人 尊 大 强 盛 都 出 於  

你 。” （代 上 二 十 九 1 1 、 1 2 >

历 代 志 成 书 於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目的是  

透 过 早 期 的 历 史 ， 强 调 神 权 政 治 的 重 大 意  

义 。 这 神 权 政 治 是 神 特 为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的  

狱 : 大 所 设 计 的 社 会 组 织 形 式 ， 使 他 们 成 为  

— 个 宗 教 性 而 非 世 俗 性 的 社 会 群 体 ， 以神  

所 迭 定 的 祭 司 来 代 替 君 主 （神 选 定 的 祭 司  

与 那 些 堕 落 的 祭 司 正 相 对 立 。 在 被 掳 前 时  

期 ， 以 色 列 民 道 德 和 灵 性 沦 丧 ， 那 些 败 坏  

的 祭 司 实 难 辞 其 咎 ）。

被 掳 归 回 的 犹 大 国 民 要 作 圣 洁 的 子  

民 ， 而 非 怀 有 政 治 和 民 族 野 心 的 国 民 。 因 

此 ’ 作 者 要 求 劫 后 复 归 的 犹 太 人 信 守 摩 西  

约 法 ， 惟 此 方 能 蒙 神 恩 惠 ， 昌 盛 不 衰 。 犹 

太 人 历 经 被 掳 之 劫 ， 除 去 了 他 们 的 污 秽 ，

仍 为 神 的 选 民 ， 正 面 临 着 — 个 履 行 西 乃 约  

法 的 新 机 会 。

作 者 反 复 强 调 天 i造 神 惩 是 绝 不 可 幸 免  

的 。 他 还 强 调 人 们 的 一 言 — 行 都 要 遵 规 守  

法 ， 使 神 的 品 格 清 楚 地 显 现 在 其 民 的 身  

上 。 作 者 从 每 一 历 史 事 件 上 ， 都 看 到 了 有  

神 大 能 的 手 在 擘 划 左 右 ， 叛 逆 者 无 不 受 惩  

罚 ， 悔 罪 者 无 不 蒙 恩 惠 。 他 也 看 到 经 数 十  

年 被 據 之 后 的 遗 民 ， 正 是 大 卫 家 的 厲 灵 宗  

裔 。 他 呼 吁 被 掳 后 的 民 众 谨 守 西 乃 的 义 ， 

絡 净 被 披 前 悼 逆 的 罪 孽 ， 一 心 领 受 神 的 祝  

福 。

作 者 也 告 诫 犹 太 人 要 认 识 神 的 权 能 ， 

告 诉 他 们 惟 有 信 神 方 能 “立 稳 ”， 惟 有 信  

神 的 先 知 ，方 能 万 事 亨 通 （代 下 二 十 2 0 ) 。 

他 一 再 强 调 耶 路 撒 冷 的 重 要 ， 说 那 是 神 选  

定 的 敬 拜 之 所 （代 下 五 ， 六 > 。 凡 圣 殿 、 

祭 司 、 利 未 人 、 歌 手 、 门 卫 ， 无 一 不 是 经  

神 选 定 的 （代 上 二 十 八 9 > 。 圣 殿 是 他 们  

祈 求 而 必 得 应 允 之 所 （代 下 六 1 9至 七 3 ) 。

内容和教导

历 代 志 的 内 容 大 体 可 划 分 如 下 ： 谱系  

( 代 上 一 至 九 > ; 大 卫 执 政 （代 上 十 至 二  

十 九 > ; 所 罗 门 执 政 （代 下 一 至 九 > ; 犹 

大 列 王 （代 下 十 至 三 十 六 ） ； 被 掳 与 归 回  

( 代 下 三 十 六 2 2 、 2 3 ) 。 在 行 文 上 ， 作者  

没 有 采 用 直 接 教 诲 的 方 式 ， 所 以 读 者 要 善  

於 从 叙 事 中 归 纳 出 教 训 。

统 贯 历 代 志 的 主 导 思 想 ， 就 是 高 举 神  

的 伟 大 、 权 能 和 独 一 无 二 。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九 章 1 1 、 1 2 两 节 很 明 确 地 表 达 了 这 个 思  

想 ， 宣 告 天 地 万 物 皆 厲 於 神 ， 祂 是 万 有 的  

主 。

其 他 章 节 也 表 达 同 样 的 思 想 。 例 如 ，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率 军 入 犹 大 境 ， 兵 围 耶 路  

撒 冷 ；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就 召 集 百 姓 ， 勉 励 他  

们 不 必 畏 惧 来 势 汹 汹 的 敌 人 ， 因 为 “与我  

们 同 在 的 ， 比 与 他 们 同 在 的 更 大 。 与 他 们  

同 在 的 是 肉 臂 ， 与 我 们 同 在 的 是 耶 和 华  

—— 我 们 的 神 ， 他 必 帮 助 我 们 ， 为 我 们 争  

战 。” （代 下 三 十 二 7 、

历 代 志 反 复 强 调 以 色 列 神 是 独 — 无二  

的 宇 宙 真 神 。 历 代 志 上 十 六 章 2 5 、 2 6 节 

引 用 诗 篇 九 十 六 篇 4 、 5 节 的 话 ： “因 耶 和  

华 为 大 ， 当 受 极 大 的 赞 美 ； 他 在 万 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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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当 受 敬 畏 。 外 邦 的 神 都 扼 虚 无 ， 惟 独  

耶 和 华 创 造 诸 天 。” 作 者 也 引 用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的 话 说 ， 除 耶 和 华 神 之 外 绝 无 他 神 存  

在 （代 上 十 七 2 〇 ; 代 下 六 丨 4 >。

历 代 志 指 出 ： “我 们 的 神 至 大 ， 超 乎  

诸 神 （代 下 二 5 > ; 历 代 志 下 三 十 二 章

是 表 明 耶 和 华 真 神 与 “列 国 诸 祌 ” 根 本 区  

别 的 圣 经 名 篇 。 西 铲 基 立 在 印 ] 困 耶 路 撒 冷  

时 ， 曾 对 以 色 列 民 说 ： “你 们 倚 靠 什 么 ， 

还 在 耶 路 撒 冷 受 困 呢 ？ ” <代 下 三 十 二 丨 0 > 

又 说 ： “所 以 你 们 不 要 叫 希 西 家 这 样 欺 哄  

诱 惑 你 们 ， 也 不 要 信 他 ， 因 为 没 有 一 国 一  

邦 的 神 能 救 自 己 的 民 脱 离 我 手 和 我 列 祖 的  

手 ， 何 况 你 们 的 神 更 不 能 救 你 们 脱 离 我 的  

手 。” （代 下 三 十 二 丨 5 > 在 亚 述 王 的 观 念  

里 ， “论 耶 路 撒 冷 的 神 ， 如 同 论 世 上 人 手  

所 造 的 神 一 样 。” （代 下 三 十 二 】9 ) 但 神  

终 於 拯 救 了 希 西 家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民 ， 而 

西 拿 基 立 却 遭 到 了 惩 罚 （代 下 三 十 二 2 1 、 

2 2 )  „

作 者 多 次 申 明 以 色 列 的 神 ， 也 是 列 邦  

的 主 宰 （代 上 十 七 ‘2 1; 代 下 二 十 6 > 。 他  

指 出 神 是 掌 管 历 史 发 展 的 。 神 引 以 色 列 民  

出 埃 及 ， 将 迦 南 人 逐 出 了 巴 勒 斯 坦 （代 上  

十 七 2 1 ; 代 下 六 5 ， 二 十 7 ) 。 历 史 上 那 些  

看 似 奇 怪 的 事 ， 无 一 不 是 出 於 神 的 安 排  

( 代 下 二 十 二 7 > 。 作 者 讲 述 犹 大 诸 王 与 外  

邦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战 争 中 ， 指 出 胜 败 得 失 无  

不 取 决 於 神 （代 上 十 1 3 、 1 4 , 十 八 6 ; 代  

下 十 二 2 , 十 三 1 5 , 二 十 1 5 , 二 十 一 11- 

1 4 ， 二 十 四  1 8 , 二 十 八  1 、 5 、 6 、 1 9 > 。

历 代 志 作 者 认 为 神 是 坚 守 信 约 的 神  

( 代 下 六 1 4 > ， 是 正 直 公 义 的 神 （代 下 十  

二 6 因 此 世 间 的 审 判 者 也 必 须 是 诚 实

公 正 的 （代 下 十 九 7 > 。 作 者 指 出 ， 一 国  

或 个 人 违 抗 神 意 而 能 顺 遂 者 是 绝 未 有 之  

( 代 下 二 十 四 2 0 >  ; 悖 逆 神 者 必 一 败 涂 地 ， 

脱 离 神 者 必 软 弱 无 力 （代 上 二 十 九 1 4 ;

代 下 二 十 1 2 ) 。

作 者 不 仅 指 出 神 是 独 一 、 公 义 和 权 能  

的 ， 他 还 要 使 人 看 到 神 的 伟 大 智 慧 。 神 是  

“察 验 人 心 ， 喜 悦 正 直 ” 的 （代 上 二 十 九  

1 7 ) 。 所 罗 门 王 悉 心 向 神 祈 祷 说 ： “求 你  

从 天 上 你 的 居 所 垂 听 赦 免 ， 你 是 知 道 人 心  

的 ， 要 照 各 人 所 行 的 待 他 们 （惟 有 你 知 道  

世 人 的 心 ）。” （代 下 六 3 0 ; 参 三 十 二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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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权 能 虽 然 统 管 天 地 ， 神 的 昝 恝 里  

然 察 验 人 心 ， 但 世 人 无 论 男 女 ， 都可自由  

选 择 是 否 聘 奉 神 〃 历 代 志 对 这 两 种 人 都 有  

所 记 述 。 遵 神 意 行 事 的 便 得 亨 通 ， 逆神意  

的 便 必 败 无 疑 ， 即 使 是 贵 为 君 王 也 不 例  

外 „ 作 者 详 载 了  3 个 犹 大 君 王 的 故 亊 ， 即 

约 沙 法 、 希 西 家 和 约 西 亚 《 3 位 都 是 伟 大  

的 改 革 家 ， 都 被 畨 为 遵 从 神 意 的 ， 但在晚  

期 也 都 因 违 逆 神 意 而 惹 神 发 怒 。 约沙法与  

北 国 的 恶 君 联 盟 （代 下 二 十 3 5 、 3 7 > ; 

希 西 家 款 待 巴 比 伦 的 来 使 ， 结 果 神 离 开 他  

( 代 下 三 十 二 3 1 >  ; 约 西 亚 则 拒 不 听 神 秸  

法 老 尼 哥 所 传 的 话 ， 而 招 杀 身 之 祸 （代下 

三 十 五 ‘2 1 - 2 4 > „  丨

作 者 相 信 人 皆 有 罪 （代 下 六 3 6 ) , 俱 

应 全 心 全 意 地 忏 悔 （代 下 六 3 8 > 。 历代志  

下 七 章 1 4 节 可 以 说 是 全 本 圣 经 中 ， 飛为 

突 出 的 劝 人 忏 悔 的 经 文 之 一 。

历 代 志 的 另 一 主 题 为 圣 殿 的 重 要 ； 圣 

殿 乃 是 人 神 相 晤 之 所 。 历 代 志 所 记 几 乎 都  

离 不 开 圣 殿 。 的 确 ， 对 於 活 在 主 前 四 世 纪  

波 斯 人 统 治 下 的 耶 路 撒 冷 人 来 说 ， 圣殿礼  

拜 实 在 有 极 重 大 的 意 义 。 作 者 强 调 一 个 真  

正 的 敬 拜 群 体 和 崇 拜 制 度 的 重 要 。

敬 拜 是 作 者 对 神 的 根 本 态 度 ， 耶和华  

是 唯 一 值 得 敬 拜 、 赞 美 的 神 。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九 章 2 0 至 3 0 节 描 述 了 一 次 崇 拜 的 经 过 。 

希 西 家 王 命 祭 司 代 全 体 以 色 列 民 献 燔 祭 和  

赎 罪 祭 。利 未 人 和 祭 司 分 班 站 立 ，手 持 钹 、 

瑟 、 琴 、 号 ， “燔 祭 一 献 ， 就 唱 赞 美 耶 和  

华 的 歌 ， 用 号 ， 并 用 以 色 列 王 大 卫 的 乐 器  

相 和 。 会 众 郎 敬 拜 ， 歌 唱 的 歌 唱 ， 吹号的  

吹 号 ， 如 此 直 到 燔 祭 献 完 了  ” （代 下 二十  

九 2 7 - 2 9  > 0

历 代 志 作 者 不 是 狭 隘 的 种 族 主 义 者 和  

律 法 主 义 者 。 他 总 是 呼 吁 北 国 的 人 民回到 

圣 殿 来 敬 拜 耶 和 华 神 （代 上 十 三 2 ; 代下 

十 一 1 6 , 三 十 】 > 。 神 甚 至 利 用 异 教 君 王  

尼 哥 向 犹 大 的 明 君 约 西 亚 代 传 神 的 旨 意  

( 代 下 三 十 五 2 ‘2 ) ; 又 如 波 斯 王 古 列 也 逋  

神 的 旨 意 释 放 了 俘 虏 （代 下 三 十 六 2 3 )。 

作 者 还 以 赞 赏 的 态 度 ， 记 载 了 希 西 家 王 如  

何 允 许 北 国 众 民 （有 些 是 未 经 自 洁 的 >， 

来 耶 路 撒 冷 遵 守 逾 越 节 。 他 记 述 希 西 家 的  

话 说 ： “凡 专 心 寻 求 神 ， 就 是 耶 和 华  

他 列 祖 之 神 的 ， 虽 不 照 着 圣 所 洁 净 之 礼 自



洁 ， 求 至 善 的 耶 和 华 也 饶 恕 他 。” （代 下  

三 十 1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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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但 3 个 儿 子 中 的 第 二 名 。 他 是 亚 伯  

拉 罕 及 基 土 拉 的 后 裔 ， 是 扼 於 约 珊 的 家 族  

( 创 二 十 五 3 > 。 利 都 是 及 利 乌 米 （希 伯 来  

名 字 的 复 数 ） 可 能 是 指 底 但 的 儿 子 所 建 立  

的 部 族 。 有 学 者 认 为 这 些 部 族 ， 最 后 是 在  

亚 拉 伯 北 部 定 居 。

利乏音
Rephaim
11 fd yin

亚 伯 拉 罕 时 代 ， 居 於 巴 勒 斯 坦 的 一 个  

身 材 髙 大 的 强 悍 民 族 。 利 乏 音 人 与 苏 西  

人 、 以 米 人 和 何 利 人 曾 遭 基 大 老 玛 及 其 盟  

军 击 败 （创 十 四 5 > 。 耶 和 华 应 许 将 巴 勒  

斯 坦 赐 给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时 ， 利 乏 音 人 是  

住 在 当 地 的 九 个 民 族 之 一 （创 十 五 2 0 > 。 

$ 押 人 称 古 时 的 利 乏 音 人 为 以 米 人 ， 亚扪  

人 则 称 他 为 散 送 冥 ， 他 们 的 身 适 和 人 数 可  

姬 美 高 大 的 亚 衲 人  < 申 二 1 1 、 2 0 > 。 巴珊  

是 最 后 一 个 利 乏 音 人 。 后 来 他 也 被  

^  » 他 的 国 则 由 以 色 列 人 在 摩 西 带 领 下 夺  

取 了 （申 三 1 1 ; 书 十 二 4 ， 十 三 1 2 ) 。 也 

i午 非 利 士 中 的 巨 人 就 是 利 乏 音 人 的 后 裔  

( 撒 下 二 十 一 ； 代 上 二 十 ）。

#  -伟 人 / 尼 斐 念 人 " 1 6 0 4。

Rephaim, Valley of
U f焱 y i n  gfi

犹 大 和 便 雅 悯 之 间 的 边 境 上 的 地 界  

<书 十 五 8 ， 十 八 1 6 > ， 是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边 的 广 阔 山 谷 ， 可 能 亚 衲 族 和 尼 弗 族

( 参 民 十 二 3 3 ) 等 巨 人 经 常 在 这 里 出 没 。 

大 卫 执 政 期 间 ， 非 利 士 人 听 闻 大 卫 被 資 为  

王 后 ’ 便 从 沿 岸 一 带 上 来 寻 索 他 ， 并 曾 两  

度 布 散 在 利 乏 音 谷 （撒 下 五 1 8 、 2 2 ; 代 

上 十 四 9 )。 这 山 谷 沿 着 西 拉 耳 河 进 入 非  

利 士 沿 岸 ， 是 一 片 肥 沃 的 土 地 ， 可 种 植 谷  

物 （赛 十 七 5 > 。

历法
Calendars, Ancient and Modem 
n fa

按 一 定 系 统 划 分 ， 排 列 年 月 日 的 长  

度 、 起 迄 和 顺 序 的 方 法 ， 称 作 历 法 。 今 人  

使 用 历 法 已 习 以 为 常 ， 鲜 觉 其 重 要 ； 试 想  

人 类 社 会 若 无 日 历 ， 便 无 法 排 年 纪 事 ， 也 

无 法 推 箅 四 时 节 候 ， 更 无 以 确 定 发 生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的 各 事 件 的 相 互 关 系 。

我 们 今 日 使 用 的 历 法 （即 公 历 ）， 是 

经 过 许 多 发 展 阶 段 而 渐 臻 於 完 善 的 ， 兹作  

— 粗 略 的 回 顾 如 下 。

曰及其划分

记 时 最 早 始 自 “日” 的 划 分 。 日 又 分  

2 4 等 分 ， 每 分 称 为 “时 ”。 已 知 苏 默 人 不  

但 能 记 “ 日 ”， 记 “时 ”， 且 可 记  

“分 ” ； 他 们 显 然 也 确 定 了  “日” 的 狭 义  

概 念 ， 即 1 2小 时 的 “日”。

圣 经 记 载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朝 ， 已 用 日 晷  

记 时 （王 下 二 十 9 ; 赛 三 十 八 8 > 。 不 过 可  

以 断 言 ， “小 时 ” 的 精 确 划 分 尚 是 较 晚 的  

事 ； 甚 至 但 以 理 书 中 所 用 的 “时 ” （但四  

3 3 ，五 5 ) 都 尚 非 是 一 个 确 切 的 时 间 单 位 。

古 代 对 1 日 的 起 迄 也 有 不 同 的 标 准 。 

古 欧 洲 人 跟 古 埃 及 人 一 样 ， 以 午 夜 为 1 日 

之 始 ，又 把 1 日 分 为 两 个 各 1 2 等 分 的 间 隔 。 

主 前 二 世 纪 ， 埃 及 天 文 学 家 多 利 买 及 其 弟

子 设 计 了 更 便 於 天 文 研 究 的 记 日 法 ---- 以

太 阳 连 续 两 过 中 天 （正 午 > 的 时 间 ， 间隔  

为 1 日 ； 罗 马 人 则 以 日 出 至 日 落 为 头 半 日  

的 起 迄 ， 复 以 日 落 至 日 出 为 后 半 日 的 起  

迄 。

天 文 和 历 法

古 人 根 据 对 日 、 月 运 转 的 观 察 而 定 历  

法 。 太 阳 年 便 是 地 球 沿 其 轨 道 绕 太 阳 1周 

所 需 的 时 间 *

11 da shi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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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之 中 ， 气 温 的 变 化 及 日 夜 的 长  

短 ， 对 古 人 的 牛 .活 均 发 生 很 大 的 影 响 。 地  

球 公 转 也 自 转 ， 而 地 轴 在 不 同 的 位 置 上 ， 

必 与 地 球 运 行 轨 迹 的 平 面 形 成 不 同 的 角  

度 ， 这 便 引 起 四 季 的 变 化 。 例 如 北 半 球 一  

年 之 内 中 午 太 阳 处 於 最 高 点 时 ， 白 昼 即 为  

全 年 最 长 ， 那 日 称 作 “S 至 ” （公 历 大 约  

是 (i 月 2 1 日 ） ； 而 中 午 太 阳 最 低 ， 白 昼 也  

员 短 之 时 ， 则 称 为 “冬 至 ” （公 历 大 约 是  

1 2 月 2 1 日 或 2 2 日 >。 南 半 球 则 由 於 地 轴 角  

度 的 影 响 ， 时 序 恰 恰 相 反 。 待 地 球 行 至 轨  

道 之 半 ， 则 时 值 3 月 2 1 日 （春 分  > 或 9 月 

2 3 日 （秋 分  > ， 阳 光 直 射 赤 道 ， 昼 夜 几 乎  

等 长 。 “春 分 ”、 “秋 分 ” 的 拉 丁 文 是  

e q u i n o x , 即 昼 夜 相 半 之 谓 。 不 妨 推 测 古  

人 就 是 根 据 两 次 夏 至 或 冬 至 ， 或 两 次 春 分  

或 秋 分 之 间 的 时 间 ， 而 确 定 一 太 阳 年 的 长  

度 。

太 阳 历 （阳 历 > 是 根 据 太 阳 连 续 两 次  

经 过 同 一 点 （如 日 出 点 、日 落 点 或 中 天 点 > 

所 需 的 时 间 间 隔 ， 来 确 定 1 日 的 长 度 。 也  

可 以 说 “〗 日 ” 即 表 示 地 球 完 成 了 自 转 的  

I 周 ， 现 分 为 2 4 小 时 。 但 是 ， 地 球 自 转 的  

时 间 跟 地 球 公 转 的 时 间 没 有 直 接 的 关 系 ， 

— 太 阳 年 并 非 恰 好 是 3 6 5 日 ， 而 是 3 6 5 日 

又 若 干 小 时 ， 这 便 给 历 法 的 制 定 带 来 了 不  

少 的 麻 烦 。

古 人 制 定 历 法 的 最 大 困 难 ， 是 不 仅 要  

考 虑 太 阳 运 行 的 速 度 ， 而 且 要 考 虑 月 亮 绕  

地 球 而 行 的 速 度 ， 还 要 设 法 将 1年 中 的 月  

份 与 不 规 则 的 月 相 变 化 对 应 ； 由 於 月 球 绕  

地 球 转 动 时 ， 地 球 也 同 时 在 绕 着 太 阳 转  

动 ， 并 且 自 转 ， 因 而 产 生 了 极 为 复 杂 的 问  

题 。

太 阴 历 （阴 历 > 是 以 月 相 更 替 周 期 来  

测 定 时 间 的 。 月 球 出 现 两 次 具 有 相 同 月 相  

所 经 历 的 时 间 ， 就 是 1个 月 相 周 期 ， 或 称  

1 朔 望 月 ， 或 称 1 太 阴 月 。 月 相 从 新 月 到  

新 月 的 周 期 ， 平 均 等 於 ‘2 9 % 日 ； 但 月 球 沿  

其 轨 道 绕 地 球 1 周 的 时 间 ， 算 起 来 仅 是  

2 7 % , 只 因 地 球 同 时 也 绕 日 而 行 ， 所 以 月  

球 需 多 用 两 日 的 时 间 ， 才 能 完 成 1 个 月 相  

周 期 。

太 阴 历 年 平 均 大 约 较 太 阳 年 少 丨 1 日 ， 

所 以 必 须 过 闰 以 弥 补 此 差 ； S 闰 是 古 今 若  

千 太 阴 历 的 通 法 。 古 代 中 国 阴 历 1 历 年 1 2

个 月 ， 大 月 3 0 日 ， 小 月 2 9 日 ， 每 3 0 年黹 

加 罝 1 闰 月 以 补 足 累 差 。 伊 斯 兰 教 历 也 超  

太 阴 历 ， 迄 今 仍 通 用 於 伊 斯 兰 国 家 。 该历 

也 以 1 2 个 月 为 1 年 ， 全 年 3 5 4 日 ， 但不逬  

闰 月 ， 而 以 3 0 年 为 一 周 期 ， 每 周 期 从 第  

二 年 起 ， 每 隔 3 年 於 1 2 月 末 置 1 闰 日 ，全 

年 为 3 5 5 日 。 古 代 希 伯 来 历 也 是 太 阴 历 ， 

因 此 也 有 这 类 迓 闰 补 差 的 问 题 。

几 部 重 要 的 古 历

以 下 几 部 非 犹 太 古 历 対 圣 经 研 究 ，都 

非 常 重 要 。

埃 及 历

古 埃 及 历 厲 太 阳 历 ，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前 也 用 此 历 。 历 年 1 2 个 月 ， 月 无 大 小 之  

分 ， 一 律 3 0 日 ， 且 不 S 闰 ， 只 是 每 年 在  

计 算 上 多 增 5 天 补 差 。 其 历 年 （3 6 5 曰） 

与 实 际 的 太 阳 年 （3 6 5 乂 日 ） 比 较 ， 年亏 

乂 日 。 初 无 足 道 ， 但 累 积 起 来 ， 4 年 即 亏 1 

日 ， 1 , 4 6  1年 则 亏 整 整 1年 ， 这 实 在 是 非  

同 小 可 的 误 差 。 历 法 虽 不 逮 ， 不 过 埃 及 人  

的 天 文 知 识 却 是 惊 人 地 丰 富 。 其 天 象 图 不  

仅 显 示 了 太 阳 的 运 转 ， 且 由 远 而 近 地 标 出  

了 5 大 行 星 并 日 、 月 的 相 对 位 置 （土 星 ， 

木 星 、 火 星 、 太 阳 、 金 星 、 水 星 、 月 球 ）。 

古 埃 及 天 文 学 家 尊 7 星 为 神 ， 定 为 7 曜， 

用 以 计 日 ， 顺 序 从 土 星 始 ， 每 7 日 为 一 周 ， 

乃 有 “星 期 ”。 星 期 周 而 复 始 ， 只是 与 历  

月 每 月 2 日 之 差 不 能 相 符 。 埃 及 人 倾 心 於  

“天 ”， 悉 可 见 诸 典 籍 ， 其 神 有 日 神 “锐 ”， 

有 天 神 “努 特 ” 和 努 特 的 丈 夫 “和 如 司 ”， 

有 空 气 之 神 “舒 ” 等 等 。

巴 比 伦 历 和 希 腊 历

据 希 腊 史 家 希 罗 多 德 记 载 ， 日晷是巴  

比 伦 人 发 明 的 。 巴 比 伦 和 希 腊 的 历 年 俱  

1 2 个 月 ， 但 计 月 有 误 差 ， 遂 迓 闰 月 。 巴 

比 伦 人 设 历 法 的 主 旨 在 於 祭 典 。 祭 司乘有 

观 天 象 、 定 历 法 的 神 圣 权 力 ， 设 法 给 历 年  

补 足 6 日 的 亏 欠 ， 当 然 也 是 祭 司 分 内 的 事 。

希 腊 历 S 闰 的 方 法 是 以 8 年 为 1 周期， 

每 3 、 5 、 8 年 加 S 闰 日 ， 但 该 法 仍 无 助 於  

改 善 其 历 法 的 准 确 性 。

罗 马 历

罗 马 古 历 的 粗 陋 ， 实 在 有 愧 於 罗 马 人  

治 事 的 才 干 。 此 历 据 传 是 罗 慕 洛 创 立 於 主  

前 八 世 纪 。 历 年 只 分 丨 0 个 月 ， 有 1个月是



2 9 日 ， 有 4 个 月 是 3 0 日 ， 有 5 个 月 是 3 1 日 ， 

总 计 3 〇 4 日 。 直 到 主 前 7 〇〇年， 始 又 增 补  

两 个 月 ， 自 此 罗 马 历 始 包 含 1 2个 太 阴 月 ， 

月 有 2 9 和 3 0 日 之 分 。 此 历 一 直 使 用 到 主  

前 一 世 纪 该 撒 犹 流 时 代 ， 始 作 根 本 的 修  

订 。

罗 马 历 的 历 月 不 以 序 数 词 标 日 （如 I 

日 ， ‘2 日 、 3 日 等  而 是 确 立 3 个 定 点 ， 

即 “月 初 ”、 “旬 中 ”、 “月 中 ”， 由 3 定点  

例 数 计 日 ^  “月 初 ” 为 一 月 之 首 ， “日 历 ” 

一 词 即 源 於 此 ； “旬 中 ” 为 第 五 日 （或第  

七日 > ; “月 中 ” 为 第 十 三 日 （或 第 十 五  

日 ）。 原 无 “星 期 ”， 至 狄 奥 多 西 朝 （主 

后 3 9 2  ) 方 通 行 。 我 们 今 日 所 用 的 公 历 尚  

有 若 千 罗 马 古 历 的 遗 迹 ， 如 以 1月 为 岁 首  

和 各 月 的 名 称 等 ， 即 是 显 征 。

犹 流 历 与 贵 格 利 历

主 前 4 4 年 ， 该 撒 犹 流 对 罗 马 古 历 进  

行 了 彻 底 的 改 革 ， 任 其 事 的 是 当 年 希 腊 天  

文 学 家 索 昔 金 ， 他 以 全 年 为 3 6 5 % 日 来 制  

定 他 的 太 阳 历 。 其 历 年 较 真 太 阳 年 仅 长  

1 1 分 ， 已 算 是 相 当 精 确 ； 但 犹 流 历 在 欧  

洲 通 用 达 1 5 个 世 纪 之 久 ， 分 老 之 差 终 酿  

成 了 千 里 之 谬 。 早 在 八 世 纪 之 英 国 修 士 兼  

史 学 家 比 德 ， 嗣 后 於 十 三 世 纪 英 国 方 济 各  

修 士 兼 科 学 家 罗 杰 贝 肯 ， 都 先 后 指 出 了 犹  

流 历 的 缺 点 。 及 至 1 5 8 0 年 ， 历 年 的 分 点  

竟 较 主 前 4 4 年 颁 行 之 初 ， 提 前 达 1 0 日之  

多 。

1 5 8 2 年 ， 教 王 贵 格 利 十 三 世 颁 布 了  

重 修 古 历 的 敕 令 ， 结 果 便 产 生 了 所 谓 贵 格  

利 历 —— 这 便 是 现 今 通 用 的 公 历 。 不 过 这  

部 新 历 的 确 立 ， 也 并 非 是 “令 出 即 行 ” 那 

么 简 便 的 事 。 教 王 势 力 所 不 及 的 一 些 国  

家 ， 便 抱 着 拒 不 承 认 的 态 度 ， 如 英 国 在

1 75 2 年 以 前 就 一 直 拒 不 采 用 ， 而 俄 国 则  

到 1 9 1 8 年 ， 土 耳 其 更 晚 至 1 9 2 8 年 才 陆 续  

采 用 了 这 部 新 历 。

贲 格 利 历 於 15 8 2 年 1 0 月 生 效 ， 按 犹  

流 历 ， 时 值 〗〇月 5 日 ， 但 新 历 改 为 1 5 日 ， 

这 样 便 一 笔 勾 销 了 犹 流 历 所 积 欠 的 1 〇 日  

差 数 。 贵 格 利 历 法 规 定 ， 罝 闰 改 以 公 元 纪  

年 为 标 准 ： 被 4 除 尽 的 年 为 闰 年 ， 但 逢 百  

之 年 （例 ： 1 7 0 0 ,  1 8 0 0 、 1 9 0 0 ) 贝 IJ 须 被

4 0 0 除 尽 者 方 为 闰 年 （例 ： 1 6 0 0 、

2 0 0 0 ) ; 闰 年 月 份 增 加 1 日 ， 为 2 9 日 。

犹 流 历 的 2 月 原 为 2 9 日 ， 但 被 亚 古 士 督 大  

帝 减 去 一 日 ， 加 在 8 月 份 上 ， 其 意 在 使 8 

月 （“A u g u s t ”， 其 本 名 月 ） 与 7 月 

( “J u l y ”， 犹 流 该 撒 的 本 名 月 ） 等 长 （同 

为 3 丨日）。 在 这 些 地 方 ， 贵 格 利 均 未 作 任  

何 改 动 而 一 仍 其 旧 。

基 督 纪 元 法 却 不 是 贵 格 利 的 贡 献 （显 

然 更 非 该 撒 犹 流 的 首 创 ）， 而 是 主 后 5 2 7  

年 出 於 罗 马 一 位 修 士 埃 西 古 的 创 议 。 他 将  

纪 元 的 起 箅 年 代 ， 推 至 据 说 是 耶 稣 诞 生 之  

年 ， 遂 称 该 年 为 A n n o  D o m i n i ， 意 为  

“主 的 生 年 ”， 且 以 A D 表 示 。

贵 格 利 历 的 历 月 有 2 8 日 、 2 9 日、 3 0  

日 、 3 1 日 之 分 ， 虽 有 繁 杂 难 记 之 弊 ， 但  

其 历 年 的 平 均 长 度 ， 却 与 其 太 阳 年 的 长 度  

切 合 极 准 ， 年 差 不 到 2 7 秒 ， 这 已 相 当 难  

能 可 贵 。 世 界 上 务 求 改 进 现 行 历 法 的 团 体  

和 个 人 虽 然 为 数 不 少 ， 但 可 取 贵 格 利 历 而  

代 之 的 新 历 法 方 案 ， 至 今 尚 未 看 见 。

犹太历

犹 太 人 的 生 活 与 其 历 书 的 关 系 最 密  

切 ， 行 事 起 居 谨 遵 历 书 所 示 ， 如 此 重 历 法  

的 民 族 在 世 界 上 真 可 谓 是 独 一 无 二 。 其 历  

书 起 算 年 代 较 公 元 提 前 3 , 7 6 0 年 零 3 个 月 ， 

据 传 这 是 神 创 世 的 日 子 。 那 么 ， 从 公 元 推  

算 犹 太 历 年 只 需 在 贵 格 利 历 的 年 代 上 加  

3 , 7 5 9 即 可 ； 但 两 历 的 月 份 却 绝 难 相 符 ， 

因 为 犹 太 年 始 於 秋 天 而 非 冬 天 。

月份

犹 太 历 的 月 份 在 被 掳 前 后 有 不 同 的 名  

称 ， 这 是 因 为 被 掳 期 间 ， 他 们 放 弃 了 原 来  

迦 南 的 旧 名 而 采 用 了 巴 比 伦 名 称 之 故 。 犹 

太 历 的 月 份 总 数 与 各 月 的 日 数 ， 虽 与 罗 马  

历 相 差 不 远 ，但 一 年 月 份 的 起 迄 却 大 有 悬  

殊 ， 所 以 两 历 的 月 份 也 不 相 符 。

犹 太 历 有 1 2 个 月 ， 旧 约 涉 其 名 者 过  

半 ， 有 基 斯 流 月 （尼一丨 ； 亚 七 U 、 提别  

月 （斯 二 1 6 ) 、 细 罢 特 月 （亚 一 7 ) 、 亚达  

月 （斯 三 7 , 八丨 2 > 、 尼 散 月 （尼 二 1 ; 斯 

三 7 ) 、 西 弯 月 （斯 八 9 ) 和 以 禄 月 （尼六  

1 5 )。

犹 太 历 各 月 必 以 月 相 为 起 迄 （始 於 新  

月 迄 於 新 月 ）。 所 以 每 月 的 间 隔 近 29沁 日 ， 

全 年 共 3 5 4 日。 迄 今 尚 无 实 证 说 明 古 犹 太  

人 如 何 调 整 其 阴 历 纪 日 的 缺 欠 ， 以 保 证 与

11 fi J 879 ：



实 际 的 太 阳 年 同 步 ； 但 从 以 色 列 晚 期 历 史  

口丁知， 后 来 他 们 在 亚 达 月 和 尼 散 月 之 间 复  

力〇1月 ， 称 为 “次 亚 达 月 ”， 1 9 年 加 S 7 次 

< 逢 此 则 亚 达 月 多 出 半 日 ， 即 有 3 0 日 > ， 

这 当 然 也 是 采 用 了 罝 闰 调 整 法 。

现 知 的 犹 太 历 月 份 名 称 ， 是 自 犹 太 人  

从 巴 比 伦 归 回 巴 勒 斯 坦 之 后 ， 才 流 行 起 来  

的 。 被 掳 以 前 至 少 可 知 有 4 个 月 份 的 本 名 ， 

即 ： 亚 宅 月 （出 十 三 4 > 、 西 弗 月 （王 上  

六 1 、 3 7 > 、 以 他 念 月 （王 上 八 2 ) 和 布 勒  

月 （王 上 六 3 8  >。 在 被 掳 巴 比 伦 期 间 ， 这  

些 月 份 便 逐 渐 换 了 新 名 ， 而 成 为 尼 散 月 、 

伊 亚 月 、 提 斯 利 月 、 黑 什 温 月 （先 称 “玛  

黑 什 温 月 ”> 。 被 掳 前 的 月 份 本 名 都 与 农  

时 相 关 ， 如 “亚 笔 月 ” 意 谓 “谷 穂 成 熟 之  

月 ”， “西 弗 月 ” 意 谓 “沙 漠 花 开 之 月 ” 

等 。 犹 太 古 历 纯 厲 农 历 ， 除 旧 月 份 名 字 的  

农 亊 含 义 之 外 ， 尚 有 实 物 为 证 ， 那 便 是  

1 9 0 8 年 从 基 色 （特 拉 维 夫 东 南 ） 出 土 的  

一 部 主 前 十 世 纪 的 犹 太 古 历 。 该 历 将 1年 

按 农 时 分 为 4 季 ： 下 种 季 、 收 割 季 、 剪 枝  

季 和 入 仓 季 。 这 部 历 法 大 概 是 出 於 一 犹 太  

学 童 之 手 。

犹 太 历 的 宗 教 性 也 很 强 ， 可 供 国 民 纪  

念 历 史 上 的 重 大 亊 件 。 月 初 均 定 为 圣 日 。 

以 色 列 民 视 月 亮 为 他 们 自 己 的 象 征 ， 视 太  

阳 为 弥 赛 亚 的 象 征 （玛 四 2 ) 。 月 亮 本 身  

虽 不 发 光 ， 却 把 弥 赛 亚 的 光 反 射 给 世 界 。

从 旧 约 时 代 到 新 约 时 代 将 近 4 0 0 年 之  

久 ， 犹 太 人 纪 年 行 事 一 直 恪 守 着 传 统 的 犹  

太 历 ， 期 间 希 腊 的 统 治 者 虽 曾 屡 欲 推 行 一  

种 修 订 的 阴 历 法 （大 概 是 传 自 马 其 顿  

但 终 於 不 果 。 新 历 法 全 年 1 2 个 月 ， 每 月  

3 0 曰 ， 年 末 月 份 加 5 日 以 补 差 。 但 该 历 与  

实 际 的 太 阳 年 ， 也 不 能 完 全 相 同 。

犹 太 人 的 纪 年 法

从 典 褚 来 看 ， 古 希 伯 来 人 记 事 鲜 有 标  

明 年 月 者 ， 而 多 援 引 某 大 亊 件 为 参 数 （如 

某 王 登 基 ）。 至 新 约 时 代 ， 这 一 纪 年 法 仍  

不 稍 变 ， 记 事 盖 沿 用 援 事 参 年 的 旧 约 纪 年  

法 。 新 约 作 者 当 然 也 不 例 外 （路 一  5 ; 约 

十 二 1 ; 徒 十 八 〗 2 > , 直 到 犹 流 历 在 犹 太  

文 化 中 扎 了 根 ， 犹 太 人 记 事 始 采 用 标 准 化  

的 纪 年 法 。

“ 七 ” 的 总 义

在 圣 经 中 ， “七 ’’ 的 意 义 非 冋 小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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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以 6 日 创 世 ， 賜 第 七 日 为 安 息 日 ， 以为 

圣 日 ， 希 伯 来 语 ， “安 息 ” 一 词 就 是 “休 

息 ” 之 意 。 犹 太 教 历 7 月 份 盛 典 煨 多 ： 首 

日 为 吹 角 节 （犹 历 新 年  > ， 第 十 日 为 赎 罪  

日 ， 第 十 五 日 （连 续 7 日 ） 为 住 棚 节 。 据 

利 未 记 二 十 五 章 3 、 4 节 记 载 ， 每 逢 7年便 

是 圣 年 ， 即 所 谓 “安 息 年 ”， 该 年 土 地 要  

休 闲 1 年 。 迨 届 满 7 个 安 息 年 ， 第 5 0 年即  

为 禧 年 ， 该 年 凡 典 押 的 田 地 、 房 产 均 要 物  

归 原 主 ， 奴 隶 要 释 放 ， 债 务 也 俱 豁 免 。

犹 太 节 期

犹 太 人 除 守 安 息 日 之 外 ， 每 年 还 有 7 

大 节 期 。

1 .  逾 越 节 （尼 散 月 第 1 4 日 ） 纪 念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 犹 太 人 从 尼 散 月 首 日 起 计

算 ， 第 十 四 日 为 正 日 ， 第 十 五 日 为 除 酵 节  

( 纪 念 出 埃 及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节 期 共 7 日，

至 2 1 日 止 （参 出 十 二 1 5 ) 。

2 .  五 旬 节 的 计 算 ， 是 逾 越 节 之 后 5 0 日. 

故 名 。 该 节 正 值 小 麦 收 获 ， 所 以 是 一 个  

尽 兴 尽 欢 的 节 日 （出 三 十 四 2 2 ; 利二十  

三 1 5 - 1 7 ) 。

3  •犹 太 新 年 在 提 斯 利 月 1 日 。 据 拉 比 之  

说 ，这 是 神 创 世 的 首 日 ，称 为 “ 一 年 之 始 ”。 

4 . 赎 罪 日 在 提 斯 利 月 第 十 日 。 这 是 犹 太  

人 最 严 肃 的 一 日 ， 这 最 神 圣 的 一 天 称 为  

“最 大 的 安 息 日 ” ； 该 日 须 遵 行 的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祭 典 ， 均 详 於 经 载 （利 十 六 ）。

5 • 提 斯 利 月 1 5 日 至 2 2 日 是 住 棚 节 。 时 

值 收 获 完 毕 ， 为 农 家 的 庆 典 ， 约 翰 称 为  

“节 期 ” 者 （约 七 3 7 > 即 此 ； 同 时 纪 念 以  

色 列 民 在 旷 野 4 0 年 中 ，‘神 的 诸 般 看 顾  

( 利 二 十 三 3 9 - 4 3  ) 。

6 • 基 斯 流 月 2 5 日 为 修 殿 节 。 犹 太 历 标

明 节 期 为 8 日 ， 是 纪 念 犹 大 马 加 比 大 败 叙  

利 亚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的 事 。 考 其 琪 ， 远在主  

前 1 5 0 年 ， 又 在 旧 约 最 后 一 位 先 知 玛 拉 基  

辞 世 以 后 很 久 ， 故 与 圣 寧 无 涉 ， 而 纯 屈 民  

俗 的 俜 统 节 日 。

7 • 历 年 之 内 最 后 一 个 节 日 是 普 珥 日 。 在

亚 达 月 I 4 、 丨 5 两 日 。 该 节 源 於 古 波 斯 ， 

纪 念 当 年 末 底 改 和 以 斯 帖 智 挫 哈 曼 屠 杀 犹  

太 民 的 阴 谋 ， 救 阖 城 犹 太 百 姓 於 不 死 之 事  

迹 （斯 九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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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太阴历

月

份

被 掳 前

的 名 称

被 掳 後

的 名 称

巴 比 伦 之  

相 对 月 份

贵 格 利 历  

之 相 对 月 份

节曰 气 候 衣 时

1 # 笮人J 
(出 十 三 4, 

二十三丨5, 

三十叫丨8; 

屮卜六1 >

圮敗月

(尼二丨；斯 

三 17)

尼敗努月 3 月/4月 14日为逾越节

15日又7 天为 

除醉节

多雨 

(存雨 >

收职麻

2 两卯月  

《王 上 六 1 » 

37 )

价 # :月 亚傳月
4 月/5月 干罕 收大农

3 W 内f 月 

(斯八

西玛努月
5 月/6月 6 日为五句节  

( 又 称 收 削 诈 、 

初 熟 V? . 七 七 节 >

» 热 、干早 收小衣

4 搭校斯月 邡 t 月
6 月/7月 干 早 、 » 热

5 埃波月 亚布月
7 月/8月 署 热 、干早

6 以垛月  

(尼六1 5 >

宇 啓 m 月
8 月/9月 耨 热 、干早 收 大 中 、 

汕构、 无 

花采

7 以他念月  

(王 上 八 2 >

提 m 利月 他什里阉月 9 月/ 1〇月 1日为吹/f l节 

10日为 K T f f日 

15曰又7 天为 

往 棚 W (又称收  

铱 VH , 2 2 日又 

1天为诵经节

千早 收 橄 榄 .

8 布勒月  

(王 上 六 38 >

黑什温月  

< W(称玛黑什  

温 月 ）

亚拉山努月 1 0月/ 丨丨月 多兩  

(秋雨 )

收 橄 m , 

印地

9 基斯流月  

( 尼 一 丨；亚 

七 i >

基 斯 JU姆月 11月✓ 丨2 月 2 5日义7 天为修  

殿 传 （又称哈努  

卡 ，烛 光 节 >

傲 寒 、多雨 收 冬 乎 ；t  

花 果 ， 播 

种

10 提別月  

< 斯二  16>

提 別 w 月 12月 / I月
(时有雪)

傲 寒 、多雨 播种

11 畑 ：£ 特月 

( 业 一7)

沙'•£ W月 ， 1月/2月 微 寒 、多闹 杏树开花  

播种

12 亚达月  

( 拉 六 15; 

斯 三 7 、 1 3， 

八 1 2， 九 1 ， 

15, 17, 19, 

2 "

亚达偽月 2 月/3月 1 3日为 M 迦 挪 W ， 

I4 H又丨天 

为 珥 口  

( 又 称 梦 签 日 >

術 寒 、多雨 收 柑 W. 

播种

注 ： 赉 以 色 列 史 於 後 明 出 观 「次 亚 达 月 J ，甸 3 年 加 在 『亚 达 月 J 後的第丨 3乃 ， 盘 在 与 太 阳 年 取 齐 *



结语  ，
人 类 早 就 知 道 根 据 天 象 计 算 时 日 。 古  

人 以 日 稃 测 定 时 刻 （小 时 、 分 ）， 今 人 则  

代 之 以 钟 表 ； 历 法 之 继 起 则 已 可 以 标 示  

日 、 周 、 月 、 年 ， 以 至 世 纪 这 些 较 大 的 时  

间 跨 度 ^ 历 法 的 日 臻 完 善 统 一 ， 不 仅 促 进  

了 农 、 商 、 政 的 发 展 ， 且 使 史 家 的 纪 事 更  

加 准 确 ， 也 使 宗 教 仪 典 的 举 行 一 致 。 贵 格  

利 历 的 制 定 和 发 展 ， 可 以 说 是 天 文 科 学 和  

历 史 、 宗 教 的 多 种 因 索 相 互 影 响 ， 兼 容 并  

包 的 结 果 。 对 於 基 督 徒 来 说 ， 古 今 历 法 显  

示 了 超 越 时 空 的 永 恒 的 神 与 分 秒 必 较 的 易  

逝 的 人 生 之 根 本 区 别 （诗 九 十  > ， 这 可 谓  

历 法 的 宗 教 意 义 。 诗 篇 作 者 将 基 督 徒 的 时  

间 观 ， 在 一 句 祷 词 中 反 映 得 极 为 简 彻 ， 他  

向 神 说 ： “求 你 指 教 我 们 怎 样 数 算 自 己 的  

日 子 ， 好 叫 我 们 得 着 智 恝 的 心 。’’ （诗 九  

十1 2 >

S t u a r t  D .  S a c k s  

参 • 以 色 列 的 节 期 ” 2 0 6 2 :  •曰 "

1 2 0 6 :  _ 禧 年 " 1 7 1 3 :  • 夜 间 / 黑 夜 ”

1 9 9 8 ： ••天文学” 1 5 6 9 ： ••占星学"2 2 6 8 ：

- 太 阳 - 1 5 3 6 : - 月 亮 - 2 2 6 1 〇

参 考 书 目 ： J . F i n e g a n . H a n e y o f  

B i b l i c a l  C h r o n o l o g y ; R .A . P a r k e r , T h e  

C a l e n d a r s  o f  A n c i e n t  E g y p t ; J . V a n  

G o u  d o  e v e r , B i b l i c a l  C a l e n d a r s .

利法
Rephah, Riphath
n  f i

® 利 悉 的 父 亲 （按 ： 在 和 合 本 ， 比 利  

阿 的 儿 子 是 利 法 和 利 悉  > ， 厲 以 法 莲 支 派  

(代 上 七 2 5 > 。

© 歌 蔑 的 儿 子 ， 亚 实 基 拿 和 陀 迦 玛 的  

兄 弟 ， 是 从 挪 亚 儿 子 雅 弗 衍 生 出 来 的 非 闪  

族 后 裔 （创 十 3 ) 。 历 代 志 上 一 章 6 节 一 段  

平 行 经 文 作 低 法 ， 无 疑 是 后 期 一 位 抄 写 员  

的 手 民 之 误 。

利 法 雅
Rephaiah
l i  f k  y&

〇 所 罗 门 的 后 裔 （代 上 三 2 1 > 。

© 以 示 的 儿 子 ， 是 西 缅 支 派 的 首 领 ， 

曾 带 领 5 0 0 个 以 色 列 人 上 西 珥 山 歼 灭 亚 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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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人 （代 上 四 4 2 、 4 3 > 。

© 陀 拉 的 儿 子 ， 在 大 卫 时 代 是 以-炉 

支 派 的 勇 士 （代 上 七 1、 2 > 。

© 比 尼 亚 的 儿 子 ， 以 列 亚 萨 的  

是 扫 罗 的 后 裔 （代 上 九 ; 在 历 代 ^  

上 八 章 3 7 节 也 称 拉 法 。

© 户 珥 的 儿 子 ， 在 尼 希 米 的 日 子 曾 _  

助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尼 三 9 ) 。

利法益
Rephael
l i  f a  y i

示 玛 雅 的 儿 子 ， 於 大 卫 时 代 在 圣殿当  

守 门 的 人 （代 上 二 十 六 7 > 。

利非订
Rephidim
11 f e i  d i n g

以 色 列 人 逃 出 埃 及 后 ， 在 巴 兰 旷 野 安  

营 的 地 方 。 出 埃 及 记 十 七 章 1节 称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汛 的 旷 野 后 ， 便 在 利 非 订 安 营 ； 然 

而 ，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1 2 至 1 5 节 则 详 述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汛 的 旷 野 后 ， 先 在 脱 加 和 亚 录  

安 营 ， 然 后 才 来 利 非 订 ， 跟 着 再 前 行 往 西  

乃 的 旷 野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 曾於利非  

订 发 生 了 一 些 事 故 。 他 们 来 到 利 非 订 ，才 

知 道 没 有 水 喝 。 因 口 渴 而 不 满 的 群 众 遂 向  

摩 西 发 怨 言 。 摩 西 面 对 此 情 景 ， 便按着耳15 

和 华 的 指 示 ， 以 他 的 杖 击 打 何 烈 的 磐 石 ， 

水 便 流 出 来 ， 满 足 了 众 民 的 需 要 然 而 ， 

摩 西 却 给 利 非 订 起 名 为 玛 撒 （试 探 之 意 ） 

和 米 利 巴 （争 闹 之 意  >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杯  

疑 耶 和 华 的 同 在 和 供 应 （出 十 七 1 - 7 ̂  

约 书 亚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与 亚 玛 力 人 争 战 时 ’ 

战 场 就 在 利 非 订 附 近 。 耶 和 华 应 许 靡 西 151 

时 举 手 ， 祂 就 何 时 赐 以 色 列 人 得 胜 。 摩西 

在 户 珥 和 亚 伦 的 协 助 下 ， 整 天 举 着  

结 果 以 色 列 人 胜 过 了 亚 玛 力 人 （十 七 |  

1 6 > 。 利 非 订 也 许 就 是 摩 西 的 岳 父  

探 望 他 的 旷 野 地 （第 十 八 章 > 。

利 非 订 的 所 在 无 从 稽 考 。 有 些 人  

是 西 乃 西 南 部 的 雷 法 依 河 。 其 他 则 认 力  

现 今 的 莫 瑟 山 附 近 的 费 伦 河 或 斯 益  

参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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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哈比
Lehabim 
n ha bi

与 埃 及 有 联 系 的 一 个 民 族 （创 十  

1 3 ; 代上一丨丨）。 利 哈 比 可 能 是 居 於 埃 及  

附 近 的 一 个 民 族 ， 但 资 料 不 详 ； 又 有 可 能  

俅 许 多 学 者 的 看 法 ， 以 利 哈 比 即 路 比 人  

( 吕 彼 亚 后 者 在 圣 经 的 记 载 中 ， 经 常  

与 埃 及 联 盟 作 战 （耶 四 十 六 9 的 路 德 族 ； 

但 十 一  4 3 ; 鸿 三 9 ) 。 他 们 有 时 会 跟 以 色  

列 人 争 战 ， 例 如 在 罗 波 安 （代 下 十 二 3 > 

及 亚 撒 （代 下 十 六 8 ) 作 王 的 时 候 。

利哈比雅
Rehabiah
11 h a  b l  y S

利 未 人 ， 是 祭 司 以 利 以 谢 的 儿 子 ， 即 

摩 亚 的 孙 儿 （代 上 二 十 三 1 7 , 二 十 四 21, 

二 十 六 2 5 > 。

利合
Rehob
11 h6

O 琐 巴 的 王 。 他 的 儿 子 哈 大 底 谢 曾 在  

伯 拉 河 遭 大 卫 击 败 （撒 下 八 3 、 1 2 ) 。

©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的 利 未 人 之 一 

(尼十丨 1 > 。

© 以 色 列 人 进 占 迦 南 之 前 ， 探 子 侦 察  

之 地 的 最 北 部 （民 十 三 21 >。 其 位 置 与 伯  

利 合 相 同 （士 十 八 2 8 ) 。 在 亚 扪 之 战 中 ， 

伯 利 合 的 亚 兰 人 与 琐 巴 的 亚 兰 人 ， 并 有 玛  

迦 人 和 陀 伯 人 曾 一 起 与 大 卫 对 抗 （撒 下 十  

6 - 8 >。

参 - 亚 兰 " 1 8 6 2 。

〇 緝 亚 设 支 派 的 两 座 城 （书 十 九 2 8 、

3 0 ) 。 其 中 一 座 给 了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的 子 孙  

(书 二 十 一 ，并 作 了 逃 城 （代 上 六 7 5 > 。 

另 一 座 仍 在 迦 南 人 掌 握 之 中 （士 一  3 1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两 座 城 所 指 乃 同 一 地 方 。 其  

位 迓 却 无 可 稽 考 。

参 “ 逃 城 _ 1 5 3 9 :  _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8  9 3 〇

利河伯
Rehoboth, Rehoboth-ir
11 h e b 6

® 以 撒 挖 掘 的 第 三 口 井 之 所 在 地 （创 

二 十 六 2 2 ) 。 这 次 亚 比 米 勒 和 基 拉 耳 的 牧  

人 并 没 有 跟 以 撒 为 井 相 争 ， 以 撒 便 称 这 井  

为 “宽 阔 之 地 ”。 这 口 井 位 於 别 是 巴 西 南  

约 2 0 哩 。

© — 位 以 东 王 扫 罗 的 家 乡 （创 三 十 六  

3 7 ; 代 上 一 4 8 ) 。 圣 经 指 出 这 地 位 於 “大 

河 边 ”， 大 河 经 常 是 指 幼 发 拉 底 河 。 但以  

东 与 幼 发 拉 底 河 之 间 的 距 离 叫 人 怀 疑 这 两  

节 经 文 所 指 的 是 否 幼 发 拉 底 河 。

@ 地 名 ， 名 意 为 “城 之 宽 _ 处 ”。 这  

是 措 户 宁 录 在 亚 述 所 建 的 第 二 座 城 （创十  

1 1 > 。 学 者 对 利 河 伯 一 地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有 说 是 一 独 立 的 自 治 城 （在 尼 尼 微 的 市  

郊  又 有 人 因 为 这 城 没 有 在 亚 述 的 文 献  

中 出 现 ， 故 认 为 她 是 尼 尼 微 内 的 露 天 广 场  

或 宽 阔 的 街 道 。

利宏
Rehum
11 h 6 n g

O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的  

十 二 名 犹 太 领 袖 之 一 （拉 二 2 ; 尼 七 7之 

“尼 宏 ’’显 然 是 抄 写 上 的 错 误 > 。

参 - 尼 宏 ” 1 1 0 8。

© 与 书 记 伸 帅 联 署 上 奏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的 波 斯 省 长 ， 他 们 批 评 犹 太 人 重 建 圣 殿 的  

计 划 ， 并 声 言 计 划 一 旦 完 成 ， 后 果 堪 虡 。 

王 的 回 应 使 重 建 工 程 被 迫 停 工 ， 直 至 大 利  

乌 在 任 第 二 年 才 恢 复 （拉 四 8 - 2 3 )。

© 利 未 人 巴 尼 的 儿 子 ， 曾 在 尼 希 米 指  

示 下 协 助 修 筑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尼三丨 7 >。

O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的 一 名 首 领  

( 尼 十 2 5 > 。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国 的 祭 司 （尼十  

二 3 ) , 又 称 为 哈 琳 （十 二 1 5 > 。

参 - 哈 琳 #  5- 543〇

利基翁
Rhegium
11 j i  w e n g

保 罗 往 罗 马 的 旅 程 中 曾 经 过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义 大 利 港 湾 （徒 二 十 八 丨 3 ) 。 保 罗 的



884 l i j i

船 离 开 米 利 大 之 后 ， 便 向 北 行 驶 ， 来 到 西  

西 里 岛 的 首 府 叙 拉 古 ； 其 后 由 於 没 有 南  

风 ， 他 们 可 能 绕 进 了 墨 西 拿 海 峽 ， 在 利 基  

翁 找 到 一 个 优 良 的 港 湾 。 另 一 阵 南 风 把 他

们 从 利 基 翁 带 往 那 不 勒 斯 港 的 部 丢 利 ----

船 只 的 目 的 地 ， 因 为 部 丢 利 是 义 大 利 南 部  

主 要 的 港 口 ， 供 大 型 的 亚 历 山 太 运 输 谷 物  

的 船 只 停 泊 。

墨 西 拿 海 峽 是 每 一 个 罗 马 海 员 都 熟 悉  

的 地 方 。 船 只 必 须 经 这 海 峡 往 义 大 利 的 西  

岸 ， 但 其 中 有 许 多 拦 阻 。 障 得 物 、 浅 滩 和  

狭 窄 的 距 离 （从 利 基 翁 至 墨 西 拿 约 为 7 

哩 ）， 迫 使 船 只 停 泊 在 利 基 翁 ， 直 至 适 度  

的 南 风 再 起 。

“利 基 翁 ” 一 名 可 能 源 自 一 个 希 腊 动  

词 ， 意 指 “撕 开 ” 或 “割 裂 ”。 西 西 里 岛  

看 像 是 “从 大 陆 分 裂 出 来 的 ”， 利 基 翁 则  

是 最 接 近 该 岛 的 义 大 利 港 口 。

痏疾
Blood, Flow of; Dysentery
l i j i

由 食 物 和 饮 水 中 的 痢 疾 杆 菌 和 痢 疾 变  

形 虫 所 引 起 的 肠 道 传 染 病 。 痢 疾 的 症 状 常  

常 是 腹 痛 （肠 痉 挛 和 溃 疡  > ， 大 便 有 血 和  

脓 。 据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八 章 8 节 记 载 ， 使 徒  

保 罗 在 米 利 大 岛 曾 治 愈 了 患 痢 疾 几 至 不 起  

的 岛 长 。 从 该 节 的 描 写 可 知 ， 患 者 会 发 髙  

热 （“热 病 ”> ， 而 且 传 染 性 极 大 。 旧 约 记  

载 一 种 患 后 “日 加 沉 重 ”， 以 至 “肠 子 坠  

落 下 来 ”的 可 怕 疾 病 （代 下 二 十 一  1 4 - 1 9 ) ， 

这 显 然 是 痢 疾 变 形 虫 （阿 米 巴 ） 引 起 的 溃  

疡 性 痢 疾 。 偶 发 性 痢 疾 多 由 肠 内 容 纳 了 大  

量 病 原 体 所 致 。 慢 性 痢 疾 往 往 会 成 为 积 累  

多 年 的 顽 疾 。

参 • 医 药 • 2 0 0 8 :  “经 期 / 血 漏 / 出 血 ”

7 7 1  〇

利迦
Lecah, Recah
l i  j i a

® 可 能 是 人 名 ---- 犹 大 支 派 珥 的 后

人 ； 也 可 能 是 犹 大 一 个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地 方

-----珥 所 定 居 之 处 。 需 视 乎 对 “父 亲 ” 一

词 的 理 解 而 定 （代 上 四 2 1 h

@ 犹 大 地 的 一 座 城 ，伊 施 屯 、伯 拉 巴 、

巴 西 亚 、 提 欣 拿 、 珥 傘 辖 ， 及 他 们 的 #

居 於 其 中 （代 上 四 其 位 置 不 详 。 战

利甲
Rechab
l i  j i 5

〇 临 门 的 儿 子 ， 他 与 兄 长 巴 拿 在 扫 $  

的 儿 子 伊 施 波 设 之 下 作 军 长 。 他 们 杀 了 #  

施 波 设 ， 希 望 藉 此 取 悦 大 卫 。 可 是 ， 大 $  

却 因 他 们 杀 害 伊 施 波 设 而 恼 怒 ， 把 二 人 &  

死 （撒 下 四 〗- 3 、 。

© 约 拿 达 的 父 亲 。 约 拿 达极 其 • 孫 帛  

是 在 撒 玛 利 亚 灭 尽 亚 哈 家 之 耶 户 的 支 持 ^  

( 王 下 十 1 5 - 2 7 ) 。 耶 利 米 称 利 甲 的 踉 随 者  

和 后 裔 为 利 甲 族 人 。 他 们 是 游 牧 民 族 ，〜 

生 谨 守 约 拿 达 的 吩 咐 ， 不 喝 酒 ， 不 盖 房 ， 

不 撒 种 ， 也 不 栽 种 葡 萄 园 。 耶 利 米 赞 许 @  

甲 族 人 对 先 祖 的 忠 诚 ， 并 将 之 与 犹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对 神 之 不 忠 作 一 对 比 。 耶 利 米 预 言  

犹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必 有 灾 难 ， 但 应 许 利 甲 族  

人 的 性 命 必 得 保 存 （耶 三 十 五 1 - 1 9 )。

利坚
Rekem
l i  j i a n

分 配 给 便 雅 悯 支 派 作 产 业 的 二 十 六 座  

城 之 一 （书 十 八 2 7 ) 。 其 位 置 不 详 。

利 坚米勒
Regem-melech
l i  j i a n  m l  16

前 往 求 问 耶 和 华 ， 以 色 列 人 应 否 继 ^  

为 记 念 圣 殿 被 毁 而 禁 食 的 代 表 之 一  

2 ) 。 这 名 词 可 能 是 一 个 人 名 ， 也 可 能 $  

— 个 名 衔 ， 意 思 是 “王 的 朋 友 ”。

利健
Regem
l i  j i ^ i n

雅 代 的 儿 子 ， 迦 勒 的 后 裔 （代

4 7 ) 。

利金
Rakem, Rekem
11 j i n

O 玛 拿 西 的 子 孙 （代 上 七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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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甸 的 一 名 首 领 或 君 王 ， 他 与 4 名 

同 谋 者 於 摩 西 按 照 耶 和 华 命 令 所 发 动 的 一  

次 战 役 中 被 杀 （民 三 十 一  8 ; 书 十 三 2 丨 > 。 

住 在 利 金 管 辖 范 围 内 的 以 色 列 人 曾 被 引 诱  

去 敬 拜 巴 力 毗 珥 。

利克希
Likhi
n  x l

玛 拿 西 支 派 中 ， 示 米 大 的 儿 子 （代上

七 1 9 )。

利 #
Rekem
1) k £ n

迦 勒 的 后 窃 希 伯 仑 的 儿 子 ， 即 沙 买 的  

父 亲  < 代 上 二 4 3 、 4 4 ) 。

利来雅
Reelaiah
11 1焱i y 姦

被 掳 后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个 家 族 的 族 长 （拉 二 2 ) ; 又 名 拉 米  

( 尼 七 7 ) 。

参 “拉 米 " 8 5 5 。

利玛利
Remaliah 
n n

以 色 列 王 比 加 （主 前 7 3 7 - 7 3 2  ) 的父  

亲 。 比 加 背 叛 了 比 加 辖 而 登 上 以 色 列 的 王  

位 （王 下 十 五 2 5 - 3 7  ) ， 后 来 他 又 攻 打 和  

恐 吓 耶 路 撒 冷 （赛七 1 - 9 > »

利门
Remmom
11 m^n

西 缅 境 内 的 一 座 城 ， 见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九 章 7 节 。

参 “音 临 门 ” 2 1 2 5 。

利篾
Remeth
11 mid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边 境 城 镇 （书 十 九 2 1 ) ， 

可 能 就 是 拉 末 （代 上 六 也 称 为 耶 末 。

参 “耶 末 #  2 ” 1 9 6 1 。

利兹伊勒
Lemuel
11 m d  y i  lfe

— 位 王 ， 据 称 是 箴 言 三 H" — 章丨至 9 

节 的 作 者 。 在 这 段 经 文 中 ， 他 叙 述 他 的 母  

亲 对 他 的 教 导 。 这 些 教 训 有 关 公 正 的 治  

理 、 性 道 德 及 酒 等 。 虽 然 有 人 把 他 视 为 所  

罗 门 王 ， 但 大 多 数 现 代 释 经 家 都 否 定 这 个  

说 法 。

立拿
Libnah
li n&

O 在 旷 野 飘 流 的 时 候 ， 立 拿 是 以 色 列  

人 一 个 安 营 的 地 点 。 该 地 位 於 临 门 帕 烈 与  

勒 撒 之 间 （民 三 十 三 2 0 、 2 U 。 其 位 S 不 

详 。

参 " 旷 野 枫 流 " 8 4 2 。

© 迦 南 人 在 巴 勒 斯 坦 南 部 的 一 个 城  

邦 。 在 约 书 亚 领 导 之 下 ， 被 以 色 列 人 所 征  

服 及 消 灭 了 （书 十 2 9 - 3  1 ， 十二丨 5 ) 。 她 

位 於 犹 大 的 境 内 （书 十 五 4 2 > ， 其 后 给 了  

利 未 人 居 住 （书 二 十 一 1 3 ; 代 上 六 5 7 ) 。 

她 确 实 的 位 置 不 详 。

圣 经 详 细 记 载 了 这 城 后 来 3 件 历 史 事  

迹 ： （1 ) 在 约 兰 作 犹 大 王 的 年 间 ， 以 东  

人 兴 起 ， 立 拿 参 与 叛 变 ， 却 受 到 压 制 （王 

下 八 2 2 ; 代 下 二 十 一 1 0 ) 。 （2 ) 亚 迷 王 西  

拿 基 立 夺 取 了 拉 吉 城 之 后 ， 便 进 攻 立 拿  

( 王 下 十 九 8 ; 赛 三 十 七 8 > 。 正 当 西 拿 基  

立 王 围 攻 立 拿 ， 以 赛 亚 告 知 希 西 家 王 ， 肯 

定 会 有 一 个 谣 传 出 现 ， 使 侵 略 的 王 不 能 攻  

击 犹 大 ，并 且 归 回 自 己 的 国 （王 下 十 九 7 >。 

( 3 > 犹 大 末 后 两 个 王 （即 约 哈 斯 及 西 底  

家 ） 的 母 亲  > 是 立 拿 人 （王 下 二 十 三 31, 

二 十 四 1 8 ; 耶 五 十 二 1 )。

立尼
Libni
11 n l

〇 革 顺 的 儿 子 ， 利 未 的 孙 子 ， 示 每 的  

兄 弟 （出 六 1 7 ; 民 三 1 8 ; 代 上 六 1 7 、2 0 > 。 

立 尼 有 3 个 儿 子 ， 而 且 是 立 尼 族 的 始 祖  

( 民 三 2 1 ) 。 立 尼 又 名 “拉 但 ”， 记 载 於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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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志 上 二 十 二 章 7 至 9 节 ， 以 及 二 十 六 章  

2 1节 。

© 抹 利 的 儿 子 ， 示 每 的 父 亲 ， 利 未 的  

后 裔 ， 屈 於 米 拉 利 的 家 系 （代 上 六 2 9 > »

利奴
Linus
U nil

在 罗 马 的 一 位 基 督 徒 ， 与 保 罗 一 起 向  

提 摩 太 问 安 《提 后 四 2 1 > 。 根 据 爱 任 纽 及  

优 西 比 乌 所 说 ， 彼 得 和 保 罗 曾 经 立 — 位 名  

叫 利 奴 的 人 作 罗 马 主 教 。 优 西 比 乌 认 为 这  

人 就 是 保 罗 在 提 摩 太 后 书 所 提 及 的 利 奴 ， 

并 说 他 事 奉 了  1 2 年 之 久 。 在 《使 徒 宪 典 》 

及 早 期 的 教 会 文 献 中 ， 也 认 为 罗 马 的 那 位  

主 教 ， 便 是 提 摩 太 后 书 中 的 利 奴 。

利撒
Rhesa
l i  sa

所 罗 巴 伯 的 后 人 ， 也 是 耶 稣 基 督 的 先  

祖 （路 三 2 7 > 。

参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谱 ” 1 9 6 6 。

利色
Rezeph
l i  s 爸

遭 亚 述 人 摧 毁 的 一 座 城 。 这 城 的 名 字  

可 见 於 亚 述 王 嘲 弄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的 信 中 。 

利 色 给 列 在 被 征 服 的 城 歌 散 、 哈 兰 ， 和 厲  

提 拉 撒 的 伊 甸 人 之 中 。 亚 述 王 提 醒 希 西 家  

说 ， 这 些 城 的 神 衹 并 不 能 保 护 他 们 免 遭 亚  

述 的 入 侵 ， 希 西 家 的 神 当 然 也 不 能 保 存 耶  

路 撒 冷 （王 下 十 九 1 2 ; 赛 三 十 七 1 2 > 。 利 

色 是 一 个 著 名 的 亚 述 城 市 ， 以 其 为 商 业 及  

政 府 所 在 地 而 知 名 。 这 城 是 希 西 家 与 西 拿  

基 立 对 垒 前 一 个 世 纪 归 入 亚 述 版 图 。 利 色  

也 许 就 是 现 今 的 叙 利 亚 城 市 利 沙 法 。

利善
Leshem
I! s h ^ n

拉 亿 的 另 一 个 名 字 ， 也 是 但 的 早 期 名  

称 。 记 载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九 章 4 7 节 。

参 ** 但 # 2 ” 2 8 1  〇

利斯巴
Rizpah
l i  s i  b a

爱 亚 （爱 雅 ） 的 女 儿 ， 是 扫 罗 的 ％  

妃 嫔 。 她 为 扫 罗 生 了 两 个 儿 子 ： 亚难 ;

米 非 波 设 。 在 伊 施 波 设 和 押 尼 珥 一 次 口  

中 ， 伊 施 波 设 指 押 尼 珥 与 利 斯 巴 有 染 ， #  

图 夺 取 扫 罗 的 王 位 。 押 尼 再 被 这 显 然 是 礎  

假 的 指 控 激 怒 了 ， 便 誓 言 要 协 助 大 卫 击 败 '  

扫 罗 ， 并 使 大 卫 成 为 以 色 列 的 王 （撒 下 =  

7 - 1 0 > 。 在 大 卫 执 政 期 间 ， 利 斯 巴 的 两 个  

儿 子 ， 连 同 扫 罗 另 外 5 个 儿 子 ， 被 蓮 遍 人  

所 杀 ， 为 报 复 扫 罗 昔 日 无 理 屠 杀 莖 遍 人 。 

利 斯 巴 勇 敢 地 保 护 其 子 那 被 悬 挂 的 尸 身 ]  

不 许 雀 鸟 走 兽 伤 害 他 们 ， 直 至 大 卫 把 他 们  

埋 葬 （撒 下 二 十 一 8 - 1 4 ) 。

利提玛
Rithmah
11 t i  m S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的 一 个 停 留  

站 ， 位 於 哈 洗 录 与 临 门 帕 烈 之 间 （民三十  

三 1 8 、 丨9>。 其 位 置 不 详 。

参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利未
Levi
l i  w 6 i

O 利 亚 为 雅 各 所 生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创 

二 十 九 3 4 ) 。 在 语 源 学 上 ， 这 个 名 字 的 始  

源 不 详 。 利 未 的 名 字 跟 示 剑 的 悲 剧 有 关 。 

由 於 希 未 人 示 剑 玷 辱 了 他 们 的 妹 子 底 拿 ， 

利 未 和 西 緬 因 而 报 复 ， 把住在示剑城中白勺  

男 丁 都 杀 掉 。 雅 各 谴 责 这 种 行 为 ， 并 

他 死 前 宣 告 利 未 因 这 恶 行 而 得 到 的 审 判 ： 

“西 缅 和 利 未 是 弟 兄 ， 他 们 的 刀 剑 是 残 $  

的 器 具 …… 我 要 使 他 们 分 居 在 雅 各 家 里 ， 

散 住 在 以 色 列 地 中 ’’ （四 十 九 5 _ 7 )。 $  

据 这 些 说 话 ， 利 未 的 后 裔 要 散 居 在 各  

+ 丨司。 #

利 未 支 派 是 由 利 未 3 个 儿 子 的 后 $  

成 。他 们 就 是 革 顺 、哥 辖 及 米 拉 利 。

亚 伦 和 米 利 喑 的 族 谱 追 溯 至 哥 辖 （ 

1 6 ) 。 在 何 烈 山 附 近 拜 金 牛 犊 的 事 彳 牛 j 

利 未 人 保 持 对 耶 和 华 的 忠 心 。 因 此 ，

获 得 奖 赏 ， 可 以 在 会 幕 有 特 别 的 事 (



< 十 二 ） ； 而 且 后 来 也 可 以 在 圣 殿 中 事  

奉 。
参 “利 未 支 派 ” 8 9 3 。

© 在 迦 百 农 的 税 吏 （可 二 1 4 > 。 耶穌  

享 用 利 未 家 中 摆 设 的 筵 席 ， 那 里 还 有 其 他  

税 吏 一 起 坐 席 。 法 利 资 人 看 见 就 很 不 高 兴  

( 路 五 2 7 - 3 2 ) 。 若 接 受 “亚 勒 腓 的 儿 子 利  

未 ，’（可 二 1 4 ) 这 抄 本 ， 他 就 是 十 二 门 徒  

中 的 马 太 了 。 但 有 数 个 希 腊 文 抄 本 则 作  

“雅 各 ”。

参 " 马 太 ” 9 9 1 。

© 麦 莪 的 儿 子 ， 也 是 耶 稣 的 先 祖 （路 

三 2 4 ) 。

© 西 緬 的 儿 子 ， 也 是 耶 穌 的 先 祖 （路 

三 2 9 )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谱 ” 1 9 6 6。

利未记
Leviticus, Book o f  
n  w ^i j i

旧 约 圣 经 中 排 列 第 三 的 书 卷 ， 主 要 是  

关 於 利 未 人 的 祭 司 职 责 。

作者

利 未 记 另 一 个 传 统 的 名 称 ， 就 是 “摩 

西 的 第 三 卷 书 ”。 这 名 称 十 分 恰 当 ， 因为  

从 人 的 层 面 来 说 ， 他 最 配 称 为 此 书 的 作  

者 。 虽 然 此 书 卷 从 来 没 有 说 摩 西 写 下 任 何  

东 西 ， 但 它 重 复 说 明 ， 神 向 摩 西 启 示 利 未  

记 的 内 容 。 利 未 记 可 能 并 非 在 神 启 示 的 时  

候 立 即 写 成 ， 但 对 於 一 般 经 评 家 的 观 点 ， 

认 为 这 书 卷 在 摩 西 之 后 大 概 1,0 0 0 年 编  

成 ， 笔 者 却 不 敢 苟 同 。 正 如 其 他 旧 约 书 卷  

― 样 ， 利 未 记 中 的 拼 字 及 文 法 都 随 着 时 间  

而 修 订 ， 以 致 后 世 的 希 伯 来 读 者 能 够 明  

白 。 但 是 ， 这 并 非 意 味 书 中 的 基 本 内 容 被  

修 改 了 。

写 作 年 代

在 利 未 记 中 的 一 些 律 例 ， 是 神 从 会 褡  

中 向 摩 西 口 传 的 （一 n 。 有 些 律 例 则 在  

， 乃 山 上 向 摩 西 启 示 （二 十 六 4 6 ) 。 这 表  

示 摩 西 是 在 建 造 会 幕 之 后 ， 但 在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西 乃 山 之 前 ， 他 才 获 得 利 未 记 的 内  

容 。 这 样 便 切 合 出 埃 及 记 四 十 章 1 7 节 的  

记 载 ， 会 裔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埃 及 刚 好 1

年 才 建 造 的 。 之 后 ，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逗 留 了 丨 个 月 。 在 这 段 期 间 ， 神 把 利 未  
记 中 的 捧 例 晓 谕 摩 西 。 接 着 ， 1个 月 之 后  

( 民 一 1 ) ， 神 吩 咐 摩 西 去 带 领 百 姓 准 备 离  

开 西 乃 ， 上 去 征 服 迦 南 的 应 许 之 地 。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的 正 确 日 期 ， 难 以 肯  

定 。 不 同 的 学 者 提 出 不 同 的 日 期 ， 有 说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末 ， 也 有 说 是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初 。 无 论 是 采 取 哪 一 种 说 法 ， 利 未 记 的 始  

源 一 定 是 在 出 埃 及 之 后 一 年 。 可 是 ， 只要  

明 白 本 书 卷 的 宗 教 背 景 ， 利 未 记 成 书 的 准  

确 日 期 相 比 之 下 就 不 重 要 了 。

背景

在 出 埃 及 之 前 4 0 0 年 ， 神 应 许 亚 伯 拉  

罕 ， 他 的 后 商 多 如 海 沙 ， 并 且 要 住 在 迦 南  

地 《大 概 是 现 代 的 以 色 列  > 。 亚 伯 拉 罕 的  

家 逐 渐 繁 衍 ，但 因 为 饥 荒 ，他 们 去 了 埃 及 ， 

并 且 住 在 那 里 。 由 於 埃 及 的 统 治 者 惧 怕 以  

色 列 人 ， 便 使 他 们 沦 为 奴 隶 。

出 埃 及 记 述 说 神 怎 样 藉 着 摩 西 ， 奇沙  

地 把 以 色 列 人 引 领 出 埃 及 地 。 摩 西 带 领 他  

们 来 到 西 乃 山 ， 在 山 上 ， 神 在 烟 和 火 中 向  

他 们 显 现 。 摩 西 上 到 西 乃 山 ， 神 在 那 黾 賜  

给 他 十 诫 ， 并 且 向 他 解 释 不 同 的 律 例 ,，神 

藉 着 这 些 行 动 ， 显 示 祂 已 经 拣 选 以 色 列 人  

成 为 他 圣 洁 的 选 民 ， 使 之 有 别 於 其 他 国  

家 ， 并 且 透 过 他 们 的 行 为 来 彰 显 神 的 位 格  

( 参 出 十 九 5 、 6 ) 。

神 在 西 乃 山 的 启 示 是 独 特 的 ， 不 再 重  

复 。 但 是 ， 神 告 诉 摩 西 池 要 永 远 住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间 ， 因 此 吩 咐 他 们 建 造 一 个 可 以 搬  

动 的 王 宫 ， 作 神 圣 的 万 王 之 王 的 居 所 。 建 

造 这 座 可 以 搬 动 的 王 宫 ， 亦 即 传 统 称 为 会  

箝 的 ， 整 个 过 程 记 载 於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五 至  

四 十 章 。• 当 会 搏 建 造 完 成 ， 在 西 乃 山 上 所  

见 的 云 彩 及 火 ， 就 在 会 搏 顶 上 出 现 ， 象征  

了 神 现 在 居 住 其 中 （出 四 十 3 4 - 3 8 )。

出 埃 及 记 也 记 载 了 摩 西 如 何 听 从 神 的  

吩 咐 ， 委 派 他 的 哥 哥 亚 伦 及 亚 伦 的 儿 子 作  

祭 司 ，在 会 搭 中 亊 奉 （出 二 十 八 ，二 十 九 > 。 

不 幸 地 ， 以 色 列 人 还 未 开 始 建 造 会 苒 ， 便 

在 亚 伦 的 领 导 下 ， 造 了 一 只 金 牛 犊 来 敬  

拜 。 结 果 ， 藉 着 摩 西 的 祷 告 ， 神 才 赦 免 他  

们 „ 因 此 ， 出 埃 及 记 使 读 者 摸 不 着 头 脑 。 

以 色 列 人 建 造 了 会 褡 ， 但 无 人 知 道 怎 样 在

li w^i ji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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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敬 拜 神 。 虽 然 亚 伦 及 他 的 家 人 还 活  

着 ， 但 我 们 不 禁 问 ： 他 们 拜 了 金 牛 賴 偶 像  

之 后 ， 是 否 仍 然 蒙 神 使 用 ， 领 导 百 姓 敬 拜  

神 ？ 神 恩 待 以 色 列 人 ， 要 居 住 在 他 们 中  

间 ， 但 他 们 如 何 回 应 神 呢 ？ 利 未 记 就 是 要  

解 答 这 些 问 题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十 诫 简 略 地 解 释 了 神 对 祂 的 百 姓 的 行  

为 ， 有 什 么 期 望 。 最 初 的 4 条 诫 命 ， 解 释  

了 我 们 对 神 的 责 任 ， 后 面 的 6 条 诫 命 ， 是 

我 们 对 邻 舍 的 责 任 。 利 未 记 仿 照 类 似 的 划  

分 。 第 一 至 十 七 章 表 明 了 神 想 以 色 列 人 如  

何 敬 拜 祂 ， 而 第 十 八 至 二 十 七 章 主 要 关 乎  

百 姓 应 该 怎 样 彼 此 相 待 。 十 诫 是 厲 於 一 般  

性 的 原 则 ， 可 容 易 地 应 用 於 每 — 个 社 会  

中 。 利 未 记 则 较 为 详 尽 ， 并 且 特 别 针 对 古  

以 色 列 的 特 殊 环 境 。 倘 若 现 代 的 读 者 想 从  

利 未 记 中 得 益 的 话 ， 他 们 一 定 要 明 白 在 那  

些 特 别 的 规 例 背 后 不 变 的 属 灵 原 则 。 换 句  

话 说 ， 就 是 要 明 白 利 未 记 的 神 学 了 。

在 利 未 记 的 神 学 中 ， 有 4 个 十 分 重 要  

的 主 题 ： 第 一 个 是 神 的 同 在 ； 第 二 个 是 圣  

洁 ； 第 三 个 是 献 祭 ； 第 四 个 是 西 乃 之 约 。 

神 的 同 在

神 经 常 以 实 在 的 方 式 ， 表 明 与 以 色 列  

人 同 在 。 有 时 ， 祂 的 同 在 是 在 火 和 烟 中 显  

现 。 可 是 ， 即 使 没 有 奇 妙 的 神 迹 ， 神 的 同  

在 也 是 真 实 的 。 当 人 敬 拜 神 及 献 祭 给 神  

时 ， 祂 特 别 与 人 接 近 。 利 未 记 提 及 的 许 多  

动 物 祭 牲 ， 都 是 献 予 耶 和 华 的 。 用 火 烧 祭  

物 时 ， 神 喜 悦 其 中 的 香 气 （一  9 ) 。 负 责  

献 祭 的 祭 司 一 定 要 特 别 小 心 ， 因 为 他 们 比  

其 他 人 更 接 近 神 。 如 果 他 们 执 行 职 务 的 时  

候 不 小 心 ， 违 反 神 的 命 令 ， 他 们 可 能 被 处  

死 （十 1、 2 ) 。

神 不 单 只 在 敬 拜 中 与 人 同 在 ， 也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与 人 同 在 。 在 最 后 几 章 经 文  

中 ，■ 祂 不 断 重 复 说 ： “我 是 耶 和 华 你 们 的  

神 ” （十 八 2 ， 十 九 3 ) ， 是 要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在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都 紧 记 着 神 的 吩 咐 。 其

中 包 括 宗 教 （二 i ----至 二 十 四 章 ）、 性 道

德 （十 八 ， 二 十 章  > ， 以 及 与 邻 舍 的 关 系  

( 十 九 ， 二 十 五 章 ） 等 。 每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的 行 为 ， 都 要 把 神 反 映 出 来 （二 十 7 ) 。 

对 神 的 敬 畏 ， 应 能 推 动 人 去 帮 助 瞎 子 、 聋

子 、 老 人 及 穷 人 。 虽 然 这 些 人 不 公 平 的  

待 得 不 着 昭 雪 ， 神 却 关 心 他 们 （十九丨 _  

3 2 ， 二 十 五  1 7 、 3 6 、 .4 3 )。 、

圣 洁

“你 们 要 圣 洁 ， 因 为 我 是 圣 怡 的 ，， 

( 十 一  4 4 、 4 5 ， 十 九 2 ， 二 十 2 6 > 。 这可以  

说 是 利 未 记 的 钥 节 。在 这 卷 书 中 ，“圣 、洁 ，，

“洁 净 ” 及 “不 洁 ” 都 是 常 见 的 用 语 。̂在  

圣 经 中 ， 神 是 极 为 圣 洁 的 ， 而 圣 洁 就 是 他  

本 性 的 特 征 。 可 是 ， 地 上 的 受 造 物 也  

成 为 圣 洁 。 要 成 为 圣 洁 的 人 ， 一 定 要 蒙 #  

拣 选 ， 并 进 行 正 确 的 仪 式 。 因 此 ， 全以色  

列 在 西 乃 成 为 一 个 圣 洁 的 民 族 （出十九

6 ) 。 利 未 记 第 八 及 第 九 章 ， 解 释 了 亚 彳仑 

和 他 的 儿 子 怎 样 被 按 立 为 祭 司 。 这 使 他 们  

比 一 般 的 以 色 列 人 圣 洁 ， 因 此 可 以 接近神  

及 献 上 祭 物 。

任 何 人 要 成 为 圣 洁 之 前 ， 都 一 定 先  

“洁 净 ” 自 己 。 在 利 未 记 中 ， 洁 净 的 意 思  

不 单 只 包 括 了 清 除 污 垢 ， 还 包 含 除 去 一 切  

不 正 常 的 事 物 。 当 人 看 来 未 达 到 完 美 ，他 

就 会 被 形 容 为 “不 洁 ”。 故 此 ， 最 不 洁 的  

就 是 死 亡 ， 因 为 死 亡 与 完 美 的 生 命 恰 恰 相  

反 。 但 流 血 、 其 他 排 泄 物 及 出 现 斑 点 的 皮  

肤 病 ， 都 会 使 人 不 洁 。 行 动 怪 异 的 动 物 ， 

或 者 有 古 怪 习 惯 的 动 物 ， 也 称 为 不 洁 （十 

一 至 十 五 章 > 。

圣 洁 及 不 洁 ， 都 可 以 用 来 形 容 行 为 和  

外 貌 。 成 为 圣 洁 的 意 思 ， 是 要 顺 服 神 ，并 

且 行 为 要 像 神 一 样 。 第 十 八 至 二 十 五 章 解  

释 了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何 谓 圣 洁 。 那 就 是 远  

离 不 正 当 的 性 关 系 、 看 顾 贫 乏 人 、 诚 实 、 

公 平 ， 并 且 爱 人 如 己 。 这 些 行 为 使 以 色 歹 lJ 

人 有 别 於 其 他 民 族 。 藉 着 他 们 的 圣 洁 ， $  

个 民 族 • 便 显 明 神 是 一 位 怎 样 的 神 。

献 祭

不 幸 地 ， 整 个 民 族 或 个 人 实 际 上 很 >  

能 活 出 理 想 的 圣 洁 生 活 。 即 使 有 人  

身 没 有 犯 重 罪 ， 但 时 常 透 过 与 别 人 的 ^  

触 、 触 摸 已 死 的 动 物 ， 或 者 透 过 其 他 途 $ 

而 成 为 不 洁 。 为 了 保 持 与 圣 洁 的  

系 ， 以 色 列 人 一 定 要 除 去 罪 及 不 洁 。 这 ^  

是 献 祭 的 目 的 了 。 献 祭 带 来 罪 的 赦 兔  

且 使 不 洁 的 成 为 洁 净 。 由 於 罪 会 藉 不 _ 了 

法 影 响 神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利 未 记 提  

4 种 不 同 的 献 祭 ， 这 些 祭 适 用 於 不 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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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一 至 六 章 ），并 且 解 释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 

要 献 上 什 么 祭 物 （七 至 十 七 章 ）。 这 一 切  

仪 式 是 要 强 调 罪 的 严 重 性 ， 而 且 有 助 保 持  

彳申 每 人 之 间 的 和 好 及 相 交 。

柯 乃 之 约

在 利 未 记 中 ， 所 有 律 例 都 是 西 乃 之 约  

的 一 部 分 。 这 些 律 例 说 明 及 应 用 了 十 诚 的  

原 则 ， 以 切 合 古 时 以 色 列 的 特 殊 环 境 。 但 

它 们 并 非 只 是 — 套 详 细 的 规 则 ， 因 为 它 们  

是 约 的 部 分 。 关 於 这 约 ， 一 定 要 紧 记 3 件 

事 。 首 先 ， 此 约 带 来 了 个 人 的 关 系 。 耶和  

华 成 为 以 色 列 的 王 ， 而 以 色 列 则 成 为 池 特  

别 的 珍 宝 ， 分 别 为 圣 。 其 次 ， 此 约 是 建 基  

於 神 的 恩 典 。 神 曾 经 应 许 亚 伯 拉 罕 ， 后 

来 祂 将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地 的 奴 役 中 释 放 出  

来 ， 显 明 了 祂 的 应 许 是 信 实 的 ， 以 及 祂 对  

以 色 列 人 的 爱 。 以 色 列 人 对 神 的 回 报 ， 就 

是 遵 守 律 法 ， 来 感 谢 神 的 拯 救 。 遵 守 律 法  

并 不 能 使 他 们 得 救 。 律 法 是 赐 予 已 蒙 救 赎  

的 子 民 。 最 后 ， 在 约 中 有 应 许 及 咒 诅 （第 

二 十 六 章 ）。 当 以 色 列 民 遵 守 律 法 ， 神 应  

许 他 们 享 受 丰 收 ， 能 战 胜 仇 敌 ， 并 且 像 在  

伊 甸 园 中 一 样 ， 有 神 与 他 们 同 行 。 可 是 ， 

假 如 他 们 抗 拒 神 的 律 法 ， 灾 祸 就 会 临 到 他  

们 。 他 们 会 遇 见 旱 灾 、 饥 荒 、 失 败 ， 甚 至  

被 驱 逐 出 应 许 之 地 。 这 些 约 中 的 咒 诅 ， 成 

为 曰 后 先 知 警 告 以 色 列 民 的 引 据 。

内容提要

祭 祀 的 种 类 （一 至 七 章 ）

这 些 经 文 解 释 了 应 该 如 何 献 上 不 同 的  

祭 物 。 大 部 分 的 献 祭 都 是 会 筋 及 后 来 的 圣  

殿 中 一 般 敬 拜 的 程 序 之 一 。 但 这 些 经 文 是  

关 乎 个 人 的 献 祭 ， 那 就 是 当 有 人 犯 了 罪 ， 

或 : 者 要 许 愿 ， 或 病 得 医 治 后 要 献 上 感 恩 的  

这 些 经 文 解 释 了 献 祭 者 及 祭 司 必 须 做  

的 事 情 ， 例 如 在 献 祭 的 时 候 ， 所 献 上 的 动  

物 ， 哪 一 部 分 必 须 焚 烧 ， 哪 一 部 分 是 祭 司  

可 以 吃 的 ， 并 且 怎 样 处 理 动 物 的 血 。

首 先 ， 献 祭 者 把 动 物 带 到 会 幕 的 外  

在 祭 司 面 前 ， 他 要 把 手 按 在 动 物 的 头  

上 ， 并 且 解 释 他 为 何 要 献 祭 。 然 后 ， 他 要  

宰 杀 那 祭 牲 ， 把 它 斩 开 。 之 后 ， 祭 司 就 接  

手 • 办 理 其 余 的 程 序 。 他 会 把 祭 牲 的 血 洒 在  

祭 培 的 四 周 ， 并 且 会 把 一 部 分 的 祭 牲 ， 烧 

在 会 蒂 院 内 的 祭 坛 上 。 所 有 祭 牲 都 是 如

此 。

潘 祭 的 特 点 （第一章 >  就 是 要 把 整 只  

没 有 残 疾 的 祭 牲 ， 全 部 烧 在 祭 坛 上 。 祭牲  

的 皮 就 归 与 祭 司 。 这 是 最 普 遍 的 祭 ， 会在  

许 多 不 同 场 合 中 进 行 。 在 献 祭 时 献 祭 者  

把 全 只 祭 牲 献 给 神 ， 表 示 将 自 己 全 然 献 上  

事 奉 神 。 当 有 人 犯 了 罪 ， “他 要 按 手 在 燔  

祭 牲 的 头 上 ， 燔 祭 便 蒙 悦 纳 ， 为 他 赎 罪 ” 

( ― 4 ) 。

第 二 章 论 到 素 祭 ， 它 常 与 燔 祭 一 起 献  

上 。 但 它 也 可 以 单 独 献 上 。 只 有 一 部 分 的  

祭 物 会 被 燃 烧 ， 其 余 就 归 给 祭 司 吃 。 素祭  

成 为 祭 司 收 入 的 重 要 来 源 。

平 安 祭 的 特 点 就 是 献 祭 者 可 以 吃 其 中  

部 分 祭 肉 ， 它 是 献 祭 者 唯 一 可 以 吃 祭 肉 的  

祭 （第 三 章 ）。 由 最 早 期 开 始 ， 除 了 献 祭  

之 外 ， 以 色 列 人 是 不 准 宰 杀 牲 畜 的 （第十  

七 章 ）， 凡 有 肉 类 的 饭 餐 ， 都 是 在 献 平 安  

祭 以 后 。 利 未 记 七 章 1 1至 1 8节 提 及 在 3 个 

场 合 之 下 ， 可 以 进 行 “感 恩 ” 的 平 安 祭 。 

那 就 是 当 人 要 为 某 事 而 赞 美 神 ， 或 者 要 认  

罪 的 时 候 。 其 次 ， 就 是 许 了 愿 ， 倘 若 神 帮  

助 他 脱 离 困 境 ，他 就 献 祭 表 示 谢 意 。最 后 ， 

就 是 当 人 甘 愿 给 神 献 祭 。

赎 罪 祭 （第 四 章 ） 并 非 唯 一 可 赎 罪 的  

祭 。 其 他 祭 也 可 以 使 罪 得 到 赦 免 。 这 个 祭  

的 不 寻 常 仪 式 ， 强 调 了 它 特 别 的 重 要 性 。 

在 其 他 祭 中 ， 祭 牲 的 血 是 洒 在 祭 坛 四 周 ， 

但 赎 罪 祭 却 不 是 这 样 。 祭 司 会 把 祭 牲 的 血  

小 心 地 抹 在 院 内 祭 坛 的 角 上 （四 3 0 > ， 或 

是 抹 在 圣 所 内 香 坛 的 角 上 （四 1 8 ) 。 每一  

年 ， 赎 罪 祭 的 祭 牲 流 出 的 血 ， 都 会 洒 在 至  

圣 所 的 约 柜 上 （十 六 1 4 ) 。 罪 使 到 会 薛 中  

不 同 的 地 方 成 为 不 洁 ， 因 而 不 适 合 神 的 同  

在 。 倘 若 神 不 在 会 幕 中 与 以 色 列 人 同 在 ， 

他 们 对 神 的 敬 拜 就 没 有 意 义 了 。 那 些 血 就  

像 厲 灵 的 消 毒 剂 ， 使 会 蒂 再 次 成 为 洁 净 及  

圣 洁 的 地 方 。 每 当 一 个 人 疏 忽 地 犯 了 诫 .  

命 ， 或 者 患 有 漏 症 ， 或 患 了  7 日 以 上 的 皮  

肤 病 ， 就 需 要 献 上 赎 罪 祭 （十 二 至 十 五  

章 >〇

赎 想 祭 （五 1 4 至 六 7 > 是 为 比 较 严 重  

的 过 犯 而 设 的 ， 例 如 偷 取 圣 物 ， 或 故 意 妄  

用 神 的 名 来 发 假 誓 。 这 等 过 犯 被 视 为 盗 取  

神 的 东 西 。 因 此 ， 一 定 要 献 上 一 只 公 羊 作  

为 赔 偿 。 在 别 的 祭 上 ， 穷 人 可 准 以 献 雀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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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祭 ， 但 赎 愆 祭 常 需 要 献 上 一 只 公 羊 为  

祭 。

作 祭 牲 的 羊 。 除 了 脂 油 和 血 以 外 . 作祭 牲  

的 羊 羔 是 可 吃 的 . 但 当 人 不 洁 的 时 候 ，就不可  

吃 献 祭 的 肉 。

六 章 8 节 至 七 章 3 8 节 记 载 了 关 乎 献 祭  

的 其 他 规 例 。 主 要 指 明 每 一 项 祭 祀 中 ， 祭 

司 可 以 吃 多 少 分 蛩 ， 以 及 哪 些 部 分 一 定 要  

烧 掉 。 一 般 平 民 百 姓 有 一 项 重 要 的 规 例 ， 

那 就 是 不 可 以 吃 任 何 血 或 脂 油 ， 又 或 者 当  

人 不 洁 的 时 候 ， 就 不 可 以 吃 献 祭 的 肉 。 若  

有 人 如 此 ， 他 就 “必 从 民 中 剪 除 ” （七 

2 1 - 2 7 ) 0

祭 司 之 始 （八 至 十 章 ）

虽 然 利 未 记 记 载 了 许 多 规 例 ， 看 似 是  

一 卷 律 法 书 ， 但 它 实 在 是 一 卷 历 史 书 ， 描 

述 了 在 离 幵 埃 及 大 约 丨 年 后 所 发 生 的 事 。 

这 些 经 文 提 醒 我 们 这 卷 书 的 真 正 特 性 ， 因 

为 其 中 的 经 文 记 述 摩 西 怎 样 按 立 亚 伦 ， 并 

亚 伦 的 儿 子 为 祭 司 ， 而 且 叙 述 了 他 们 首 次  

献 祭 的 情 形 。

现 代 的 读 者 被 这 书 卷 H 杂 的 按 立 仪 式  

D T倒 之 余 ， 可 能 错 过 了 一 件 奇 沙 的 事 ， 那  

就 是 亚 伦 竟 然 被 委 派 为 大 祭 司 。 亚 伦 曾 带  

领 制 造 金 牛 犊 ， 并 且 鼓 励 百 姓 拜 它 （出 三  

十 二 ）。 倘 若 摩 西 没 有 为 以 色 列 人 代 求 ， 

整 个 民 族 都 在 旷 野 中 被 消 灭 了 。 这 里 最 清  

楚 的 表 明 神 那 恩 慈 的 赦 免 。 罪 魁 祸 首 的 亚  

伦 ， 竟 被 委 派 为 神 与 百 姓 之 间 主 要 的 中  

保 „ 在 新 约 中 ， 彼 得 一 生 的 经 历 ， 与 亚 伦  

的 一 生 有 些 相 似 。

亚 伦 所 穿 的 长 袍 有 各 种 的 装 饰 ， 这 些  

装 饰 象 征 着 大 祭 司 的 高 贵 身 分 。 亚 伦 及 其  

儿 子 受 到 裔 立 ， 之 后 ， 摩 西 就 为 他 们 献 上  

3 个 最 普 遍 的 祭 。 他 们 要 在 会 禅 的 院 子 内

逗 留 7 天 ， 而 且 似 乎 每 天 都 重 复 〜 些 仪  

藉 此 方 法 ， 他 们 就 从 其 他 百 姓 中  

来 ， 将 自 己 完 全 奉 献 给 圣 职 。 $

在 第 八 天 ，整 个 过 程 便 完 成 了 。现 

亚 伦 和 他 的 儿 子 可 以 献 祭 。 这 一 次 ， 

只 告 诉 他 们 要 做 什 么 ， 他 没 有 亲 ‘献 ^  

第 九 章 的 结 尾 记 载 了 他 们 为 自 己 及 百 姓 ^  

上 祭 物 后 ， 有 火 从 会 菘 中 出 来 ， 烧 尽 了 _  

物 ， 表 明 神 悦 纳 他 们 所 作 的 。

此 事 以 后 ， 十 草 1 至 2 节 的 记 戟 也 便

人 惊 讶 。 “亚 伦 的 儿 子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献 上 凡 火 ， 是 耶 和 华 没 有 吩 咐 他 们 的 ，&  

有 火 从 耶 和 华 面 前 出 来 ， 把 他 们 烧 灭 ，彳也 

们 就 死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 我 们 并 不 确 实 知  

道 凡 火 的 意 思 是 什 么 。 重 要 的 是 这 些 祭 肖  

作 了 神 并 没 有 吩 咐 他 们 去 做 的 一 些 事 清 。 

祭 司 应 该 树 立 完 全 顺 服 神 话 语 之 榜 样 一 -  

这 就 是 圣 洁 的 精 髄 。 可 是 ， 他 们 决 意 跟 随  

自 己 的 心 意 ， 招 致 可 怕 的 结 局 。

“亚 伦 就 默 默 不 言 ” （十 3 > 。‘亚 伦 受  

到 警 告 ， 不 能 为 他 儿 子 的 死 而 哀 号 ， 以免 

他 被 怀 疑 是 宽 恕 了 他 们 的 罪 （6 - 7 节 ）。 

然 而 ， 不 管 他 儿 子 的 行 为 怎 样 ， 神 仍 确 立  

亚 伦 及 他 其 余 儿 子 的 祭 司 职 分 。 神 提 醒 亚  

伦 及 他 的 儿 子 ，他 们 的 职 分 是 要 将 “圣 的 、 

俗 的 ， 洁 净 的 、 不 洁 净 的 ， 分 别 出 来 ；又 

使 你 们 可 以 将 耶 和 华 藉 摩 西 晓 谕 以 色 列 人  

的 一 切 律 例 教 训 他 们 ” （1 0 - 1  1 节 > 。 这一 

章 经 文 以 另 一 次 施 恩 作 结 。 虽 然 这 些 祭 司  

在 其 中 一 个 赎 愆 祭 中 犯 了 错 误 ， 神 仍 赦 免  

他 们 。

洁 浄 的 与 不 洁 诤 的 （十 一 至 十 六 章 ）

分 别 洁 净 与 不 洁 净 之 物 ， 是 第 H ^  

十 五 章 的 主 题 u 这 是 为 了 在 第 十 六 #  

记 载 的 赎 罪 日 礼 仪 而 准 备 的 。 这 些 守 贝 |J#  

是 为 了 洁 净 那 不 洁 之 民 ， 从 而 也 使 会 搏 f  

净 ， 以 此 确 定 神 继 续 住 在 他 们 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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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讨 论 不 洁 的 动 物 ， 即是不可  

以 吃 的 动 物 。 首 先 论 到 地 上 的 动 物 ， 其 ^  

就 是 鱼 类 及 鸟 类 ， 最 后 就 是 不 同 类 塑  

造 物 ， 例 如 蝗 虫 及 爬 行 类 动 物 。 地 上 #  

的 动 物 必 是 蹄 分 两 瓣 而 倒 嚼 的 ， 包 括 #

牛 ， 但 不 包 括 骆 驼 和 猪 。 有 鳞 有 翅 的  

才 可 以 吃 ， 否 则 都 是 不 洁 净 的 。 除 了  

鸟 或 者 吃 腐 肉 的 鸟 类 外 ， 其 他 鸟 类 都



净 的 。 有 翅 膀 及 有 两 腿 可 跳 跃 的 昆 虫 是 洁  

净 的 ， 例 如 螳 虫 。 其 他 会 飞 的 昆 虫 都 是 不  

洁 的 。 所 有 蠕 动 及 四 处 窜 动 的 生 物 都 是 不  

洁 的 ， 例 如 蜥 蜴 。

为 何 宣 告 某 些 动 物 是 洁 净 或 不 洁 的 ，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一 个 诞 。 有 人 认 为 不 洁 的 动  

物 是 异 教 徒 用 来 拜 祭 之 物 ， 又 或 者 代 表 着  

异 教 的 神 灵 。 某 些 不 洁 的 动 物 ， 肯 定 是 用  

於 异 教 徒 的 敬 拜 中 ， 但 有 些 洁 净 的 动 物 也  

同 样 用 於 他 们 的 敬 拜 中 。 此 事 实 使 到 这 种  

解 释 未 能 令 人 满 意 。 第 二 个 可 能 性 就 是 基  

於 卫 生 理 由 而 设 立 这 些 规 则 ， 吃 洁 净 的 动  

物 是 安 全 的 ， 吃 不 洁 的 动 物 则 不 安 全 。 这 

一 种 解 释 有 其 道 理 ， 但 并 不 足 够 ， 因 为 有  

些 洁 净 的 动 物 是 有 害 的 ， 而 有 些 不 洁 的 动  

物 是 可 以 食 用 的 ， 这 种 解 释 亦 不 能 说 明 耶  

穌 为 何 废 除 了 洁 净 与 不 洁 之 物 的 分 别 。

不 洁 的 动 物 是 不 可 以 吃 的 ， 但 触 換 它  

们 并 没 有 害 。例 如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骑 骆 驼 。 

除 了 宰 杀 的 祭 牲 外 ， 所 有 死 去 的 动 物 都 是  

不 洁 的 。 任 何 人 触 摸 动 物 尸 体 ， 就 会 使 自  

己 成 为 不 洁 ， 因 此 ， 当 日 不 准 入 会 褡 中  

( 十 一 3 9 、 4 0 ) 。

接 着 的 经 文 论 到 其 他 使 人 不 洁 的 情  

况 。 第 十 二 章 说 明 生 产 子 女 ， 或 者 更 明 确  

地 说 ， 生 产 中 出 血 ， 会 使 妇 人 不 洁 。 在旧  

约 神 学 中 ， 死 亡 是 最 终 的 不 洁 ， 而 不 正 常  

的 或 者 可 引 致 死 亡 的 情 况 ， 也 是 不 洁 的 。 

当 产 血 停 止 了 ， 在 一 段 特 定 的 时 间 之 后 ， 

那 位 母 亲 一 定 要 献 上 燔 祭 及 赎 罪 祭 ， 为她  

可 能 犯 了 的 罪 而 赎 罪 ， 而 且 洁 净 会 搏 ， 因 

为 会 苒 可 能 因 为 她 的 不 洁 而 受 到 玷 污 。

第 十 三 及 十 四 章 论 到 由 皮 肤 病 而 引 致  

的 不 洁 。 这 里 有 详 细 的 规 例 去 分 辨 不 同 的  

疾 病 ， 以 致 祭 司 可 以 决 定 一 个 人 是 否 不  

洁 。 如 果 他 是 不 洁 的 话 ， 他 一 定 要 住 在 营  

外 ， 直 到 病 痊 愈 了 。 那 不 洁 的 皮 肤 病 传 统  

译 为 麻 风 ， 但 看 来 这 并 非 正 确 的 翻 译 ， 因 

为 在 旧 约 时 代 ， 中 东 并 没 有 麻 风 。 反 之 ， 

它 可 能 是 任 何 引 致 皮 肤 出 现 斑 块 剥 落 的 疾  

病 ， 例 如 牛 皮 癬 。 这 便 解 释 了 这 种 疾 病 为  

何 有 可 能 自 然 转 好 。

如 果 这 疾 病 真 的 减 退 了 ， 病 者 就 要 到  

祭 司 那 里 。 祭 司 若 认 为 他 已 经 好 了 ， 病 者  

就 需 要 遵 行 第 十 四 章 所 记 载 的 仪 式 ， 才可  

以 返 回 营 中 。 这 — 章 经 文 也 解 释 了 ， 假 如

在 布 上 或 房 子 的 墙 上 发 现 有 祗 的 话 ， 应当  

怎 样 做 。

第 十 五 章 解 释 了 男 人 如 何 因 患 漏 症 而  

成 为 不 洁 ， 那 是 由 淋 病 或 男 女 交 合 而 引 起  

的 。 女 人 若 是 行 经 或 患 多 日 的 血 漏 ， 也成  

为 不 洁 。 这 些 规 例 的 部 分 目 的 ， 是 要 预 防  

古 时 所 流 行 的 宗 教 卖 淫 业 。 由 於 男 女 交 合  

使 人 不 洁 ， 男 人 在 交 合 之 后 不 可 以 立 即 去  

敬 拜 。 行 经 的 不 洁 应 该 使 男 人 不 会 亲 近 未  

婚 的 女 子 。

这 些 不 洁 规 例 的 广 阔 范 围 ， 意 味 着 几  

乎 每 — 个 以 色 列 人 ， 在 其 一 生 中 ， 都 会 有  

不 洁 的 时 候 。 这 些 不 洁 会 玷 污 神 的 居 所

----会 蒗 ， 使 到 神 无 法 继 续 居 住 在 其 中 。

为 了 避 免 此 大 灾 难 ， 每 年 都 要 守 一 次 赎 罪  

曰。 在 犹 太 人 的 日 历 中 ， 这 是 最 庄 严 的 日  

子 。 其 中 有 关 的 礼 仪 详 细 地 记 载 於 利 未 记  

十 六 章 里 。

在 这 一 章 中 ， 记 载 了 赎 罪 日 所 行 的 3 

件 事 。 首 先 是 由 大 祭 司 献 上 特 别 的 赎 罪  

祭 。 在 进 行 期 间 ， 把 祭 牲 的 血 洒 在 外 面 的  

祭 坛 上 ， 又 要 洒 在 圣 所 内 的 香 坛 上 ， 以及  

至 圣 所 内 的 约 柜 上 ， 藉 以 洁 净 会 搏 的 每 一 

部 分 。 这 是 一 年 之 中 ， 大 祭 司 进 入 至 圣 所  

内 面 见 神 的 时 刻 ， 经 文 中 记 载 了 详 尽 的 预  

防 措 施 ， 以 保 护 大 祭 司 ， 免 得 他 因 为 看 见  

神 的 圣 洁 而 死 亡 （十 六 2 - 4 、 1 1 - 1 7 ) 。 这 

里 记 述 另 一 种 公 开 的 行 动 ， 象 征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被 除 去 了 。 神 吩 咐 以 拈 阄 来 迭 一 只 公  

山 羊 。 然 后 ， 大 祭 司 把 两 手 按 在 羊 头 上 ， 

并 且 承 认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过 。 之 后 ， 这 只 山  

羊 会 被 送 到 旷 野 去 ，带 到 无 人 之 地 。后 期 ， 

这 山 羊 被 推 下 悬 崖 。 这 些 行 动 描 绘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被 带 走 了 ， 因 此 他 们 的 罪 不 能 妨  

得 他 们 与 神 和 好 的 关 系 。 赎 罪 日 的 第 三 项  

重 要 特 色 ， 就 是 众 人 一 起 禁 食 祈 祷 。 这 表  

示 涂 抹 过 犯 是 要 藉 笤 以 色 列 全 民 心 意 的 改  

变 。

日 常 生 活 的 规 条 （十 七 至 二 十 五 章 ）

利 未 记 一 开 始 全 是 关 乎 神 方 面 的 宗 教  

指 示 ， 后 半 部 比 较 关 注 向 他 人 的 宗 教 义  

务 。 只 是 第 十 七 韋 蜇 复 — 些 献 祭 的 规 例 ， 

并 且 加 上 新 的 守 则 ： 一 切 祭 物 ， 必 须 在 会  

稱 的 院 内 献 给 耶 和 华 。 这 是 为 了 防 止 百 姓  

秘 密 地 敬 拜 外 邦 神 。

第 十 八 及 二 十 章 说 明 以 色 列 中 有 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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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的 守 则 。 第 十 九 章 阐 明 了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圣 洁 。 从 积 极 方 丽 来 看 ， 那 就 是 在 收 割  

的 时 候 照 顾 穷 人 ， 不 可 割 尽 田 中 的 庄 稼 及  

果 子 （十 九 9 、 1 0 ) ; 不 可 把 雇 工 的 工 价  

留 到 早 晨 （十 九 1 3 >  ; 避 免 搬 弄 是 非

( 十 九 1 6 ) ; 也 要 尊 重 长 者 ， 帮 助 外 来 的  

人 ， 并 且 公 平 交 易 （十 九 3 2 _ 3 6 > 。 可 是 ， 

圣 洁 是 超 越 言 行 的 。 它 应 当 带 来 思 想 的 更

新 ： “不 可 心 里 恨 你 的 弟 兄 .....却 要 爱 人

如 己 。” （十 九 1 7 、

第 二 十 一 及 二 十 二 章 中 ， 记 载 了 祭 司  

应 该 如 何 在 他 们 的 生 活 中 显 明 圣 洁 。 首 

先 ， 他 们 一 定 要 避 免 接 触 死 人 ， 除 非 这 些  

死 人 是 其 近 亲 。 其 次 ， 他 们 要 娶 道 德 正 直  

的 妇 女 为 妻 。 第 三 个 规 例 就 是 有 残 疾 者 不  

能 献 祭 ， 例 如 祭 司 盲 眼 或 瘸 腿 的 后 裔 。 这  

里 的 原 则 显 然 易 见 ， 那 就 是 代 表 神 的 人 ， 

— 定 要 以 正 常 、 健 康 的 身 体 来 反 映 神 的 完  

全 。 但 那 些 暂 时 患 上 皮 肤 病 或 漏 症 的 人 ， 

在 他 们 痊 愈 之 后 ， 便 可 以 继 续 其 职 务 了 。

第 二 十 三 章 列 出 主 要 的 圣 日 ， 以 及 每  

个 圣 日 所 当 献 的 祭 。 第 二 十 四 章 论 到 灯 及  

摆 放 在 会 孫 中 的 陈 设 饼 。 其 中 亦 记 载 了 发  

生 在 旷 野 的 一 件 事 例 ， 与 亵 渎 神 的 名 有  

关 。 因 为 那 人 实 在 用 了 神 的 名 （耶 和 华 ） 

去 咒 诅 ， 於 是 被 判 死 刑 。

第 二 十 五 章 论 到 禧 年 。 在 每 一 个 社 会  

中 ， 都 会 有 人 欠 偾 。 在 今 天 的 社 会 ， 国 家  

的 福 利 援 助 及 银 行 透 支 ， 在 某 程 度 上 可 以  

帮 助 解 决 债 务 。 但 在 古 时 的 社 会 ， 并 没 有  

这 些 帮 助 。 欠 债 的 人 一 定 要 卖 了 他 们 赖 以  

维 生 的 地 业 。 或 许 更 严 重 的 ， 就 要 卖 身 为  

奴 了 。 若 沦 落 至 如 此 穷 困 ， 要 赎 回 地 业 或  

自 由 就 十 分 困 难 了 。 可 是 ， 利 未 记 中 的 这  

— 条 律 例 ， 就 提 供 了 一 条 出 路 。 每 5 0 年  

就 是 一 个 禧 年 。 在 这 一 年 中 ， 每 一 个 奴 隶  

都 可 以 重 获 自 由 ， 而 且 每 一 个 卖 了 地 的  

人 ， 都 可 以 免 费 得 回 地 业 。 因 此 ， 每 一 个  

欠 债 的 人 ， 都 有 机 会 重 新 开 始 。 虽 然 这 条  

律 例 本 意 是 要 帮 助 穷 困 的 人 ， 但 同 时 也 是  

防 止 财 富 堆 积 於 少 数 人 的 手 中 。

祝 福 、 咒 诅 及 许 妞 （二 十 六 至 二 十 七 章 ） 

第 二 十 六 章 记 载 了 祝 福 及 咒 诅 ， 传 统  

上 是 约 的 总 结 。 倘 若 以 色 列 人 遵 守 律 法 ， 

神 应 许 他 们 在 物 质 及 厲 灵 上 都 得 以 兴 旺 。 

怛 又 警 告 他 们 ， 倘 若 他 们 不 顺 服 ， 就 会 陷

入 悲 惨 的 境 况 中 。

第 二 十 七 草 是 一 项 附 录 ， 论到向彳中 

愿 及 奉 献 。 当 人 答 允 把 某 些 东 西 归 纟 合 ^  

这 些 东 西 就 成 为 圣 洁 。 除 非 以 合 理 的  

代 替 ， 否 则 不 能 够 取 回 已 归 给 神  

这 一 章 就 是 列 出 这 类 奉 献 的 规 例 。

利 未 记 及 基 督 徒

. 利 未 记 中 的 律 例 是 在 基 督 降 生 之 前 #  

多 年 所 颁 布 的 ， 对 於 二 十 世 纪 末 的 基 侮 _  

生 活 似 乎 有 很 遥 远 的 距 离 。 可 是 ， 虽 

们 的 环 境 截 然 不 同 ， 利 未 记 中 基 本 的 宗 教  

信 息 ， 在 今 天 仍 然 重 要 和 有 效 。 利 未 记 所  

提 及 的 献 祭 规 例 ， 帮 助 我 们 明 白 新 约 中 基  

督 的 死 。 耶 稣 是 真 正 的 燔 祭 ， “神 的 黑 羊 ， 

除 去 世 人 罪 联 的 ” （约 一 2 9 > 。 耶 穌 是 完  

全 的 赎 罪 祭 ， 祂 的 “血 也 洗 净 我 们 一 切 的  

罪 ” （约 $ — 7 ) 。 池 的 死 当 然 废 除 了 献 动  

物 作 祭 牲 的 规 例 ， 但 利 未 记 中 这 些 古 老 的  

献 祭 ， 展 示 了 耶 稣 为 我 们 所 成 就 的 事 。

换 句 话 说 ， 利 未 记 的 神 学 仍 然 适 用 於  

今 天 的 基 督 徒 身 上 。 基 督 徒 仍 然 蒙 召 “要 

圣 洁 ， 因 为 我 是 圣 洁 的 ” （彼 前 一 1 6 > 。 

正 如 在 利 未 记 中 ， 警 告 人 若 不 洁 而 吃 祭  

肉 ， 就 会 从 民 中 剪 除 ； 所 以 保 罗 鱉 告 哥 林  

多 人 ， 若 不 按 理 遵 守 圣 餐 ， 就 会 面 对 审 判  

( 林 前 十 一 2 7 - 3 2  ) 。 利 未 记 坚 持 祭 司 一 定  

要 在 他 们 的 行 为 上 ， 作 完 全 圣 洁 的 榜 样 。 

因 此 ， 基 督 徒 牧 者 亦 要 成 为 基 督 徒 德 行 的  

模 范 （提 前 三 1- 1 3  > 。

某 些 实 际 的 劝 诫 ， 例 如 教 导 人 要 照 顾  

穷 人 、 瞎 子 及 聋 人 ， 并 要 公 平 和 诚 实 ， 以 

及 忠 於 婚 姻 ， 都 适 用 於 今 天 ， 跟 3 , 0 0 0 年 

前 无 异 。 我 们 的 主 引 用 申 命 记 六 章 5 节 ： 

“你 要 尽 心 爱 你 的 神 ”， 以 及 利 未 记 十 九  

章 1 8 节 ： “你 要 爱 人 如 己 ”， 以 总 结 一 切  

律 法 和 先 知 的 教 导 。 研 读 及 默 想 利 # 记 ’ 

有 助 现 代 的 甚 督 徒 学 习 更 多 有 关 神  

性 ， 以 及 祂 对 圣 洁 生 活 的 旨 意 。

G o r d o 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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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和 利 未 人 ” 6 6 9 :  “亚 伦 ” 1 8 6 9 。

参 考 书 目 ： R . K .  H a r r i s o n ,

S .H . K e l lo g g , T h e  B o o k  of Lev it icu s .
■ Qpu

N o th , L e v i t i c u s ; N . H  . S n a \t \ i . L e v i t i c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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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m b e r s ;  G . J  . W e n  h a m .  T h e  B o o  k  o f  

L e v i t i c u s .

利未人的城邑
Levitical Cities
)1 w 6 i  r 6 n  d e  c h 6 n g  y l

特 别 划 分 给 利 未 支 派 的 地 方 ， 以 代 替  

一 舣 支 派 所 承 受 的 产 业 《民 十 八 2 0 _2 4 , 

二 十 六 r» 2 ; 申 十 9 ，十八丨、2 ; 书 十 八 7 >。

利 未 人 分 配 了  4 8 个 城 邑 ， 包 括 6 座 逃 賊  

( 民 三 十 五 6 、 7 ) 。 每 一 个 城 邑 及 其 邻 近  

地 方 ， 都 是 给 利 未 人 的 《民 三 十 五 3 - 5 )。 

在 赎 回 产 业 的 律 法 中 ， 他 们 的 财 产 享 有 特  

殊 的 地 位 （利 二 十 五 3 2 - 3 4 )。

关 於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有 两 个 表 列 《书 

二 十 一 ； 代 上 二 十 六 ）。 其 中 有 个 城 邑  

是 给 祭 司 的 （书 二 十 一 4 ) ， 包 括 了  6 座逃  

城 。 虽 然 这 两 个 表 列 有 些 差 异 ， 但 看 来 都



是 源 出 於 一 。 耍 仔 细 研 究 这 表 列 ， 便 黹 要  

小 心 运 用 疳 胎 文 的 翻 译 ， 将 之 与 希 伯 来 原  

文 比 较 。 表 列 中 的 城 邑 ， 几 乎 都 是 苒 他 经  

文 中 的 著 名 城 邑 。 亊 实 上 ， 只 冇 大 槪 「)个 

城 邑 足 找 不 到 其 古 代 的 位 Ct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的 分 布 位 S ， 说 明 了 它  

们 的 目 的 。 它 们 分 布 於 十 二 支 派 之 中 ， 却 

并 非 常 在 支 派 的 中 心 。 在 犹 大 及 西 缅 支 派  

中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是 位 於 南 部 的 山 区 之  

中 。 那 里 是 迦 勒 族 及 基 纳 斯 族 定 居 之 所 。 

在 使 雅 价 1支 派 的 产 业 中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是  

在 南 半 部 的 土 地 上 。 其 后 ， 这 部 分 土 地 与  

犹 大 连 合 ， 扫 罗 的 家 族 就 居 於 这 里 。 在 需  

要 驻 军 的 边 境 地 区 ， 亦 设 H 了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例 如 在 流 便 东 部 的 沙 漠 边 缘 ， 以 及 在  

但 面 对 非 利 士 的 地 区 。 其 他 重 要 的 地 区 是  

在 平 原 地 带 ， 是 亚 设 、 玛 拿 西 及 其 他 在 加  

利 利 的 支 派 未 能 征 服 的 迦 南 人 之 城 邑 （士 

— 2 7 、 因 此 ， 在 需 要 控 制 的 战 略 性  

据 点 ， 就 有 利 未 人 住 在 其 中 。 在 早 期 的 征  

战 中 ， 许 多 城 镇 仍 然 未 被 攻 下 ， 只 有 在 大  

卫 作 王 的 时 候 ， 那 些 城 镇 才 服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控 制 下 。

虽 然 利 未 人 并 非 某 一 城 邑 的 唯 一 居 民  

( 他 们 与 其 他 以 色 列 人 同 住 ）， 但 他 们 被  

安 S 在 那 里 ， 是 有 特 别 的 职 责 。 利 未 人 是  

要 节 奉 耶 和 华 ， 并 且 为 君 王 效 力 （代 上 二  

十 六 3 0 - 3 2 ) 。 他 们 收 集 什 一 奉 献 （民 十  

八 2 1 ; 申 十 四 处 理 法 律 及 司 法 上 的  

事 悄 （代 上 二 十 六 2 9 ; 代 下 十 七 8 , 十 九

8- 1 0 > 。 同 时 ， 利 未 人 也 在 军 中 担 任 职 务  

( 代 上 二 十 六 1 -丨9 > ， 并 且 管 理 仓 库 （代  

上 二 十 六 2 2 ) 。这 一 切 都 是 利 未 人 的 责 任 。 

虽 然 他 们 在 首 都 轮 班 亊 奉 （二 十 七 1 > , 

但 在 各 自 的 地 区 里 ， 他 们 整 年 都 负 贵 类 似  

的 职 务 （二 十 六 2 9 - 3 2 ) 。

利 未 人 忠 於 大 卫 家 ， 使 他 们 在 北 国 中  

失 去 地 位 。 故 此 ， 当 王 国 分 裂 ， 大 部 分 利  

未 人 都 加 入 犹 大 国 （代 下 十 一 丨 3 、 丨4 >。

老 无 疑 问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表 列 ， 代 表  

了 地 理 上 及 社 会 上 的 一 个 实 况 。 当 中 不 需  

要 假 定 一 个 乌 托 邦 式 的 设 计 。 事 实 上 ， 这  

些 城 邑 在 地 理 上 的 分 布 ， 显 示 了 安 排 的 原  

则 并 非 为 了 对 称 ， 虽 然 有 证 据 显 示 在 十 二  

支 派 中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是 平 均 分 配 的  

#  “ 迅 城 ” 1 5 3 9 。

894 11 w î zhi pai

利未支派
Levi, Tribe of
H w ^ i  z h i  p ^ i

以 色 列 人 的 支 派 。 以 利 亚 及 雅 各 第 ^  

个 儿 子 的 名 字 命 名 。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联 

合 ”> ， 是 双 关 语 ， 藉 以 形 容 利 亚 是 失 宠  

的 妾 子 。 现 在 她 为 雅 各 生 了  3 个 儿 子 ，他 

一 定 会 与 她 “联 合 ”。 在 另 外 一 处 ， 也用 

类 似 的 双 关 语 ， 形 容 利 未 支 派 是 与 亚 伦  

“联 合 ” （民 十 八 2 > 。 有 人 认 为 这 意 味 石  

外 人 可 藉 奉 献 与 利 未 “联 合 ”， 就像傘细  

耳 人 一 样 。 M 以 法 莲 支 派 的 撒 母 耳 （撒上 

—  1 ) ， 常 被 举 作 例 子 ， 可 是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2 8 节 却 指 出 他 是 利 未 的 后 商 。 圣经没  

有 证 据 淸 楚 显 示 有 这 样 的 习 俗 。

利 未 和 西 缅 以 奸 诈 的 手 段 ， 屠杀了迦  

南 示 剑 城 中 的 居 民 （三 十 四 2 5 - 2 9 ) 。 当 

时 ， 雅 各 因 此 亊 而 责 备 他 们 （三 十 四 3 0 )， 

并 且 在 临 终 前 咒 诅 他 们 （四 十 九 5-7). 

雅 各 预 言 利 未 及 西 缅 的 后 裔 会 散 居 於 以 色  

列 全 地 。 这 看 来 并 非 神 的 祭 司 支 派 应 有 的  

背 玢 ，然 而 亊 实 却 是 如 此 。作 为 祭 司 支 派 ， 

利 未 人 需 要 散 居 於 以 色 列 ， 而 西 缅 支 派 则  

只 居 於 犹 大 南 面 的 沙 漠 。

起 初 ， 利 未 支 派 明 显 地 与 其 他 支 派 -  

样 “的 凡 俗 ”。 不 错 ， 摩 西 及 亚 伦 都 屈 於  

利 未 支 派 （出 二 1 ) ， 但 圣 经 并 没 有 强 调  

此 点 。 利 未 其 后 的 位 分 是 神 所 赏 賜 的 ，因 

为 当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神 ， 利 未 人 却 忠 於 耶 和  

华 （出 三 十 二 2 5 - 2 9 ) 。 这 就 使 到 神 与 利  

未 人 立 约 （民 十 八 1 9 ) 。 因 此 ， 神接纳利  

未 支 派 ， 以 代 替 以 色 列 人 头 生 的 儿 子 ，因 

为 根 据 “初 熟 之 物 ” 的 条 例 ， 头 生 的 都 归  

耶 和 华 （民 三 1 1 - 1 3 > 。 所 以 ， 利 未 支 派  

不 能 拥 有 自 己 的 产 业 ， 因 为 神 就 是 他 们 的  

产 业 （民 十 八 2 0 ) 。 可 是 ， 他 们 却 分 配 了  

4 B 个 城 邑 及 属 城 的 郊 野 ， 住 在 其 中 （书 

二 十 一 丨 这 些 城 邑 包 括 那 G座逃城  

(书 二 十  1 - 9 ) 。

由 於 利 未 人 不 能 积 储 财 富 ， 他们是倚  

靠 供 物 及 什 一 奉 献 来 维 持 生 活 的 （民十八 

2 U 。 正 如 寡 妇 、 孤 儿 及 寄 居 的 人 一 样 ， 

利 未 人 也 是 由 神 的 百 姓 所 照 顾 的 （申十四 

* 2 9 )。 由 於 他 们 厲 於 神 的 支 派 ， 约押就不  

恧 意 在 大 卫 的 人 口 核 算 中 ， 把 利 未 人 也 教  

穷：在 内 （代 上 二 H----6 ; 参 民 一 4 9 >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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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地 ， 利 未 人 不 会 出 战 ， 除 非 是 关 乎 宗 教  

方 面 的 事 （代 下 二 十 2 丨 > 。 他 们 要 管 理 会  

解 的 书 务 （民 一  5 0 - 5 3 ) ， 后 来 在 圣 殿 书  

奉 （代 上 二 十 三 2 5 - 3 2 )  » 在 利 未 人 中 间 ， 

圣 经 淸 楚 地 划 分 了 从 亚 伦 家 而 出 的 大 祭 司  

( 有 吋 只 称 为 “祭 司 ”， 撒 上 一  ; 其余  

从 某 些 家 族 而 出 的 祭 司 ； 以 及 一 班 附 賴 的  

利 未 人 ， 他 们 的 工 作 较 不 显 著 。 在 早 期 的  

时 候 ， 他 们 负 责 收 拾 及 搬 运 那 可 以 拆 卸 搬  

动 的 会 嵇 （民一 5 〇 、 5 1 > ， 并 且 负 责 其 他  

节 务 „ 在 后 期 ， 他 们 明 显 地 担 当 挑 夫 及 唱  

咏 团 （代 上 十 六 4 2 ) 。 申 命 记 三 十 三 阜 8 

至丨1节 总 结 了 利 未 人 的 职 责 《• 这 段 经 文  

表 明 了 神 的 指 引 及 神 学 上 的 教 训 ， 跟 他 们  

的 祭 司 职 分 同 样 重 要 。 因 此 ， 约 沙 法 后 来  

要 他 们 去 教 导 律 法 书 ， 就 不 足 为 怪 了 （代 

下 十 七 7 - 9 ) 。 但 是 ， 一 般 以 色 列 人 只 认  

为 他 们 是 祭 司 （士 十 七 〗 3 > 。

后 期 有 关 神 与 利 未 人 所 立 的 永 久 之  

约 ， 可 见 於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三 章 ‘2〇至2 6 节 

及 玛 拉 莊 书 三 章 3 、 4 节 。 利 未 支 派 从 被  

掳 归 回 的 人 中 （拉 二 3 6 - 4 2 ) , 显 然 以 有  

祭 司 职 分 的 利 未 人 居 多 。 新 约 时 代 的 巴 拿  

巴 ， 是 屈 於 利 未 支 派 的 （徒 四 3 6 )  • 亊 实  

上 ， 现 代 的 犹 太 人 之 中 ， 其 姓 若 是  

“L e v y ” 的 ， 可 能 就 是 利 未 支 派 的 后 人 。 

可 是 ， 对 於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而 言 ， 由 於 埜  

督 的 祭 司 身 分 ， 利 未 人 的 特 殊 职 分 已 经 失  

去 其 意 义 了 （来 七 H  - 1 4 >。

R .  A l a n  C o l e

参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 6 6 9 。

利乌米
Leummim
n  wfl  m l

底 但 3 个 儿 子 中 的 第 三 名 ， 与 利 都 是  

一 样 ， 也 是 亚 伯 拉 罕 及 基 土 拉 的 后 裔 ， 瓸 

於 约 珊 的 一 族 （创 二 十 五  

参 - 利 都 是 " 8 77»

利希
Lehi
n  x i

非 利 士 人 在 犹 大 安 苕 ， 捉 聿 参 孙 的 地  

方 （士 十 五 9 > 。 明 显 地 ， 这 个 地 方 是 在  

山 岭 之 间 。 参 孙 用 驴 腮 骨 作 武 器 打 败 了 非

利 士 人 之 后 ， 这 个 地 方 就 称 为 “驴 腮 骨 高  

地 ”， 那 就 是 拉 末 利 希 （士 十 五 丨 7 > 。 这 

个 地 方 显 然 在 一 个 低 洼 的 泉 水 附 近 （士十  

五 19 >。 邻 近 有 一 个 山 崖 ， 称 为 以 坦 （士 

十五丨1 >。 除 了 是 伯 示 麦 背 后 的 山 岭 中 的  

地 方 外 ，并 没 有 其 他 提 示 可 以 知 道 （拉 末 > 

利 希 的 位

利悉
Resheph
n  x i

利 法 的 儿 子 （按 ： 在 和 合 木 ， 比 利 阿  

的 儿 子 是 利 法 和 利 悉 ），是 以 法 莲 的 后 裔 ， 

嫩 的 儿 子 约 书 亚 之 先 祖 （代 上 七 2 5 > .

利息
Interest
n  xi

参•货币和银行业 " 621 »

利鲜
Resen
1) x i a n

宁 录 违 於 尼 尼 微 与 迦 拉 中 间 的 城  

( 创 十 1 2 > 。 利 鲜 是 “大 城 ” 的 一 部 分 ， 

并 可 能 是 尼 尼 微 的 郊 区 。 有 些 解 经 家 认  

为 利 鲜 是 尼 尼 微 与 迦 拉 之 间 的 一 个 供 水  

系 统 。

利写
Rizia
11 xig

大 能 的 勇 士 及 梢 明 的 首 领 ， 是 亚 设 支  

派 乌 拉 的 儿 子 《代 上 七 3 9 ) 。

利汛
Rezin
11 xDn

〇 — 名 叙 利 亚 王 ， 在 以 赛 亚 任 先 知 早  

年 ， 及 北 方 十 支 派 仍 厲 以 色 列 国 的 末 年 ， 

统 治 大 马 色 。 神 使 用 了 利 汛 来 挫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的 傲 气 ， 因 为 他 们 离 弃 神 ， 违 背 了 她  

的 约 （代 下 二 十 八 5 、 6 > 。

利 汛 生 於 毕 哈 达 拉 城 ， 位 於 叙 利 亚 大  

马 色 附 近 （也 称 亚 兰 他 即 位 时 ， 叙利  

亚 人 （也 称 亚 兰 人 > 再 次 脱 离 了 以 色 列 的



统 治 而 独 立 。 在 这 段 期 间 ， 亚 述 正 在 巩 固  

自 己 ， 并 於 近 东 一 带 扩 展 其 势 力 ， 利 汛 与  

以 色 列 王 米 拿 现 在 主 前 7 年 邡 被 迫 要 向  

亚 述 王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纳 贡 。 作 亚 述 人 之 城  

国 的 笊 担 ， 使 权 利 亚 及 邻 近 的 民 族 产 生 了  

反 亚 述 的 情 纟 § 。 这 时 利 汛 似 曾 协 助 比 加 成  

功 地 箅 夺 了 以 色 列 的 王 位 。 比 加 登 位 后 ， 

便 立 即 与 利 汛 组 成 一 个 反 亚 述 的 联 盟 。 他  

们 不 久 便 发 现 ， 要 成 功 地 抵 抗 亚 述 ， 就 必  

须 有 更 强 大 的 盟 国 ； 於 是 邀 请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加 入 ， 但 亚 哈 斯 却 断 然 拒 绝 了 。 利 汛 和  

比 加 意 图 安 排 一 个 大 卫 血 统 的 亚 兰 人 坐 犹  

大 的 国 位 ， 以 达 致 一 个 更 强 大 的 叙 利 亚

----以 色 列 联 盟 。於 是 他 们 联 合 攻 击 犹 大 ，

这 一 役 使 犹 大 国 伤 亡 惨 重 。 利 汛 乘 着 在 巴  

勒 斯 坦 南 部 作 战 之 优 势 ， 继 续 向 南 推 进 ， 

并 夺 取 了 以 拉 他 港 口 ， 让 以 东 人 住 在 那 里  

( 王 下 十 六 6 > 。 利 汛 和 比 加 虽 然 赢 取 了 多  

半 的 战 役 ， 但 却 未 能 取 得 耶 路 撒 冷 和 取 代  

亚 哈 斯 （代 下 二 十 八 5 - 1 5 ;  赛 七 1 - 9 > 。 

在 犹 大 这 段 黑 暗 的 日 子 里 ， 以 赛 亚 向 众 民  

发 出 勉 励 的 话 ， 他 预 言 以 色 列 （以 法 莲 ） 

和 大 马 色 快 将 遭 受 亚 述 的 毁 灭 （赛 七 1-9, 

八 1-8 > 。 他 确 信 这 两 个 国 家 会 被 毁 ， 因 

而 称 他 们 的 两 个 王 为 “冒 烟 的 火 把 头 ”， 

快 将 要 熄 灭 （赛 七 4 >。 亚 哈 斯 不 理 会 以  

赛 亚 的 预 言 ， 仍 把 大 f f l金 钱 送 予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 希 望 诱 他 来 帮 助 犹 大 。

利 汛 和 比 加 把 军 力 北 移 ， 准 备 抵 抗 亚  

述 的 入 伎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在 主 前 7 3 3 年 发  

出 攻 击 ， 并 夺 取 了 加 利 利 大 半 的 领 土 。 其  

后 他 又 转 往 大 马 色 ， 而 利 汛 已 逃 至 那 里 。 

亚 述 的 记 载 中 称 利 汛 为 被 围 困 之 大 马 色 的  

“笼 中 鸟 ”。 大 马 色 在 主 前 7 3 2 年 陷 落 的 时  

候 ，利 汛 被 杀 ，大 马 色 许 多 居 民 都 被 掳 去 。 

以 色 列 国 的 首 都 撒 玛 利 亚 在 主 前 7 2 2 年 落  

在 亚 述 人 手 中 。 大 马 色 及 叙 利 亚 国 成 为 了  

一 个 亚 述 的 省 份 。 因 此 利 汛 是 在 大 马 色 执  

政 的 最 后 一 位 叙 利 亚 君 王 。

参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以赛亚”

2 0 5 4 :  “叙 利亚  _ 1 7 9 0 。

@ 被 掳 归 回 时 在 圣 殿 供 职 的 一 些 殿 役  

之 祖 先 （拉 二 尼 七 5 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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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逊
Rezon
n  xiin

以 利 亚 大 的 儿 子 ， 他 在 大 卫 击 杀 琐 巴  

王 哈 大 底 谢 之 后 ， 自 立 为 大 马 色 和 叙 利 亚  

的 王 。 利 逊 是 神 所 任 命 、 恨 恶 以 色 列人的  

敌 人 ， 他 在 所 罗 门 在 位 期 间 经 常 为 忠 （王 

上 十 一 2 3 - 2 5  ) 。

利亚
Leah
1)

拉 班 的 女 儿 ， 拉 结 的 姊 姊 ， 雅各的娈

子 。

雅 各 骗 取 了 父 亲 以 撒 给 以 扫 的 祝 福 之  

后 （二 十 七 5 - 4 0 > ， 便 离 家 前 往 贸 父 拉 班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家 （二 十 七 4 3 , 二 十 八 2 >, 

希 望 在 那 里 娶 得 一 位 妻 子 （二 十 七 4 6 至 

二 十 八 2 ) ， 并 且 逃 避 以 扫 的 报 复 ， 因为 

以 扫 决 意 要 杀 他 （二 十 七 4 1 、 4 2 K 他在 

那 里 爱 上 了 表 妹 拉 结 ， 并 且 恧 意 为 了 娶 她  

而 替 拉 班 工 作 7 年 （二 十 九 1 7 、 1 8 ) 。 当 

到 了 筹 办 婚 宴 的 时 候 ， 拉 班 用 计 欺 骗 雅  

各 ， 要 雅 各 多 服 侍 他 7 年 。 拉 班 以 利 亚 代  

替 拉 结 ， 在 婚 宴 当 晚 把 利 亚 给 雅 各 为 荽  

(二 十 九 2 1-25 > 。他 藉 词 大 女 儿 要 先 出 嫁 ， 

然 后 小 女 儿 才 可 以 出 嫁 （二 十 九 2 6 > 。这 

藉 口 在 当 时 实 在 难 以 成 立 ， 而 且 他 应 该 事  

先 向 雅 各 说 明 这 习 俗 。 利 亚 被 形 容 为 “眼 

睛 没 有 神 气 ”， 与 被 形 容 为 “美 貌 俊 秀 ” 

的 拉 结 成 为 对 比 （二 十 九 1 7 > 。

雅 各 爱 拉 结 （二 十 九 2 0 > ， 以 致 他 ®  

意 再 为 拉 班 多 工 作 7 年 ， 以 换 取 拉 结 为 妻 。 

由 於 两 姊 妹 之 间 有 竞 争 ， 而 雅 各 宠 爱 拉  

结 ； 耶 和 华 就 使 利 亚 生 育 了  G 个儿子及丨  

个 女 儿 （流 便 、 西 缅 、 利 未 、 犹 大 、 以萨 

迦 、 西 布 伦 、 底 拿 ）， 拉 结 则 还 没 有 生 育  

( 二 十 九 3 1 - 3 5 ， 三 十 1 - 2 2 ) 。 拉 结 没 有 生  

育 ， 成 为 了 她 多 年 的 重 担 。 她 甚 至 让 雅 各  

与 利 亚 同 寝 ， 以 换 取 利 亚 的 风 茄 。 风茄是  

被 认 为 可 以 帮 助 怀 孕 的 植 物 。 结 果 ， 这反 

而 令 她 的 姊 姊 获 益 ， 因 为 利 亚 怀 孕 生 了 第  

五 个 儿 子 ， 取 名 以 萨 迦 （三 十 1 4 - 1 7  h  

利 亚 有 幸 成 为 两 个 重 要 支 派 的 母 亲 。 

在 以 色 列 国 的 历 史 中 ， 这 两 个 支 派 担 当 了  

最 1E 要 的 角 色 „ 利 未 支 派 成 为 有 祭 司 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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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支 派 。 犹 大 支 派 成 为 君 王 的 支 派 。 神所  

应 许 的 后 商 是 :从 犹 大 支 派 而 出 的 （创 三  

】5， 十 二 2 、 3 ; 撒 下 七 1 6 ; 太 一 1 ) ， 那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降 生 。

J .  R o b e r t  V a n n o y

#  雅 各 #  1 ” 1 8 1 0 。

利亚雅
Reaiah 
n yh

o 朔 巴 的 儿 子 ， 雅 哈 的 父 亲 ， 厲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四 2 > ， 也 许 就 是 哈 罗 以 （二 

5 2) „

© 流 便 人 ， 是 米 迦 的 儿 子 和 巴 力 的 父  

亲 （代 上 五 5 > 。

© 殿 役 其 中 一 族 的 领 袖 或 先 祖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同 从 巴 比 伦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拉二  

4 7 ; 尼 七  5 0 > 。

利以
Rei
l i y l

大 卫 在 任 末 年 ，亚 多 尼 雅 欲 篡 夺 王 位  

时 ， 一 位 支 持 所 罗 门 的 官 员 （王 上 一 8 h

立 约 / 约
Covenant
11 y u g  / y u 6

约 是 缔 约 双 方 为 规 定 相 互 承 诺 的 义 务  

而 达 成 的 协 议 ， 圣 经 中 之 约 则 指 神 与 其 选  

民 在 此 协 议 下 所 违 立 的 特 殊 关 系 ： 神 先 施  

恩 • 与 以 色 列 民 立 约 ， 后 又 施 恩 与 教 会 立  

约 。 神 通 过 约 的 形 式 将 人 生 的 意 义 与 拯 民  

& 也 : 之 道 告 之 於 民 。 约 是 圣 经 重 要 主 题 之  

― ， 既 包 括 人 们 彼 此 所 立 的 约 ， 也 包 括 神  

与 人 所 立 的 约 。

旧 约 中 “约 ’，的 主 题 发 端 於 伊 甸 园 ， 

然 后 经 挪 亚 和 亚 伯 拉 罕 ， 至 西 乃 山 神 与 以  

色 * 列 民 正 式 订 约 而 达 於 髙 峰 ； 在 大 卫 王 朝  

后 ， 约 的 发 展 就 不 那 么 显 著 了 。

_  至 耶 利 米 时 代 ， 约 的 发 展 陷 於 低 点 之  

咏 ， 这 位 先 知 却 预 言 “新 约 ” 将 出 现 於 以  

色•歹U民 的 未 来 。 后 来 基 督 徒 都 深 信 ， 耶利  

米 的 预 言 在 耶 稣 的 身 上 已 得 应 验 。 由 此 可  

见 ’ 基 督 教 之 称 圣 经 前 卷 为 旧 约 ， 称 后 卷  

为 斯 约 ， 是 有 充 分 依 据 的 。

约的意义

约 的 实 质 可 见 於 人 与 人 的 特 殊 关 系 之  

中 。 彼 此 承 担 一 定 的 义 务 是 这 个 关 系 的 基  

本 特 征 。 故 人 们 一 经 有 了 契 约 关 系 ， 彼此  

之 间 就 有 了 遵 守 承 诺 的 责 任 。 这 种 委 身 ， 

圣 经 称 之 为 “信 ，，， 在 双 方 的 友 好 关 系 中  

信 守 诺 言 。

旧 约 用 “约 ” 一 词 ， 既 表 示 一 般 的 意  

义 ， 也 表 示 特 殊 的 神 学 意 义 。 欲 理 解 后 者  

( 神 与 人 所 缔 的 约 ） 需 自 前 者 （人 与 人 所  

缔 的 约  > 开 始 。

各 种 多 样 的 人 际 关 系 ， 大 至 政 治 集 团  

之 间 ， 小 至 个 人 之 间 ， 均 可 用 契 约 的 形 式  

反 映 出 来 。 如 大 卫 与 约 拿 单 情 同 手 足 以 致  

定 交 立 约 （撒 上 十 八 3 ) ， 他 们 的 约 不 止  

是 相 敬 相 爱 的 标 志 ， 也 是 约 束 他 们 互 守 承  

诺 ， 笃 志 不 渝 的 保 证 。 后 来 大 卫 在 扫 罗 王  

前 见 忌 失 势 ， 约 傘 单 守 约 为 大 卫 犯 颜 直  

谏 ，后 又 劝 告 大 卫 远 逝 （撒 上 十 九 ，二 十 > 。

另 外 ， 要 明 了 旧 约 对 婚 姻 的 规 例 ， 需 

知 道 婚 姻 也 是 男 女 之 间 的 一 种 盟 约 关 系  

( 玛 二 1 4 >。 男 女 之 间 的 庄 重 承 诺 ， 就 是  

他 们 之 间 的 誓 约 。 因 此 ， 信 守 者 必 蒙 福  

( 参 诗 一 二 八 ； 箴 十 八 7 2 ) ， 违 背 者 必 致  

祸 。

一 个 人 也 可 以 自 立 盟 誓 （至 少 是 一 种  

象 征 性 的 约  > ， 例 如 一 年 之 始 的 立 约 。 约 

伯 在 神 面 前 自 诩 行 为 正 直 ， 说 曾 与 自 己 的  

眼 睹 立 约 ： 决 不 以 淫 邪 目 光 看 女 人 （伯 三

H 1 )。

约 也 有 全 民 性 的 ， 如 大 卫 在 希 伯 仑 与  

代 表 全 以 色 列 民 的 众 长 老 立 约 （撒 下 五  

3 > : 王 先 表 示 要 逋 守 神 的 律 法 ， 以 公 义  

治 国 （申 十 七 1 5 - 2 0 ) ， 诸 长 老 则 表 示 拥  

戴 大 卫 为 王 。 这 盟 约 代 表 了 君 王 与 臣 屈 的  

关 系 。 约 也 有 国 际 性 的 ， 旧 约 的 条 约 也 如  

今 日 之 条 约 、 协 议 。 所 罗 门 王 曾 与 推 罗 王  

希 兰 订 约 ， 实 际 上 是 两 国 的 贸 易 协 定 （王 

上 五 1 2 > 。

由 此 可 见 ， 约 是 人 们 在 互 利 互 惠 的 基  

础 上 彼 此 信 托 ， 相 互 承 诺 的 — 种 关 系 上 的  

约 束 。 总 之 ， 从 个 人 之 间 的 婚 约 、 友 谊 ， 

到 国 际 间 的 商 业 协 定 或 战 争 联 盟 ， 都 是 约  

的 不 同 形 式 。 至 於 圣 经 的 约 则 是 更 博 大 的  

概 念 ， 全 面 涵 盖 神 与 人 的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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祌 与 人 的 约

圣 经 表 述 神 与 人 所 立 之 约 ， 也 有 人 际  

盟 约 的 埜 本 特 点 ： （1 ) 有 立 约 双 方 （神 

与 个 人 或 民 族 > ; ( 2 > 立 约 双 方 必 互 有  

承 诺 。 对 旧 约 信 徒 来 说 ， 他 们 的 宗 教 就 是  

约 。 旧 约 的 宗 教 ， 就 是 守 约 ， 即 遵 守 神 与  

其 选 民 所 立 的 约 。 以 色 列 民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实 践 就 是 信 守 约 的 承 诺 。

旧 约 中 神 人 之 约 的 概 念 并 不 是 静 止 不  

变 的 。 就 整 部 圣 经 来 看 ， 虽 然 约 的 基 本 性  

质 始 终 如 一 ， 但 约 的 某 些 特 点 和 形 式 却 在  

以 色 列 史 的 进 程 中 有 所 改 变 ， 有 所 发 展 。 

我 们 若 对 立 约 史 作 一 简 略 的 回 顾 ， 可 更 明  

白 约 的 道 要 意 义 。

立 约 的 开 始

亚当

神 造 了 亚 当 与 夏 娃 ， 使 他 们 安 居 伊 甸  

园 。神 是 他 们 的 造 物 主 ，他 们 是 祂 所 造 的 。 

他 们 生 活 的 全 部 意 义 全 然 系 於 与 神 的 关 系  

和 他 们 彼 此 之 间 的 关 系 。 后 来 ， 他 们 因 犯  

罪 而 堕 落 ， 从 而 破 坏 了 与 神 的 关 系 ， 并 且  

被 逐 出 了 伊 甸 园 。

人 的 堕 落 对 以 后 神 人 之 约 的 性 质 产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响 。 人 与 神 的 分 离 便 是 人 生 苦  

难 的 开 始 。 人 既 受 造 於 神 ， 与 神 有 密 切 关  

系 ， 然 而 犯 罪 堕 落 的 人 却 破 坏 、 脱 离 了 这  

种 关 系 ， 这 是 他 们 靠 一 己 之 力 无 论 如 何 不  

能 再 加 以 恢 复 的 。 由 此 便 产 生 了 神 人 之 约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 ： 缔 约 关 系 必 须 由 神 倡  

立 。

挪 亚

圣 经 首 次 清 楚 提 到 神 人 立 约 ， 神 不 顾  

人 的 不 信 ， 主 动 地 与 人 缔 约 。 在 洪 水 即 来  

之 际 ， 神 吩 咐 挪 亚 制 造 方 舟 ， 并 允 诺 与 他  

立 约 （创 六 丨 8 ) 。 人 类 的 堕 落 与 残 暴 曾 使  

神 愤 怒 ， 但 神 恩 不 泯 ， 仍 为 人 类 留 下 了 再  

生 的 机 会 。 神 应 许 仍 与 一 个 家 庭 立 约 ， 尽 

管 神 人 之 约 早 为 人 所 毁 弃 。 不 过 ， 神 立 约  

的 应 许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先 决 条 件 ， 即 挪 亚 须  

按 神 的 命 令 造 方 舟 （创 六 M ) 。 挪 亚 遵 从  

了 神 的 旨 意 ， 这 便 是 他 接 受 神 约 的 表 示 ， 

因 此 挪 亚 蒙 福 了 。

洪 水 退 后 ， 在 挪 亚 向 神 献 祭 谢 恩 的 时  

候 ，神 人 的 约 更 详 尽 阐 述 了 （创 八 ‘2 0 -‘2 2 ) 。 

这 实 际 上 也 是 与 全 人 类 和 一 切 生 物 立 的 约

( 创 九 1 〇 )  „ 神 在 约 中 应 许 不 再 以  

来 惩 罚 世 界 ， 并 以 七 彩 长 虹 作 这 纟 m  =

神 与 挪 亚 立 约 一 事 ， 使 我 们 更 认 炉 、 

约 的 神 。 尽 管 人 类 本 应 因 犯 罪 而 被  

但 神 收 回 了 使 其 灭 绝 的 成 命 。 其 次 ， 

挪 亚 所 立 之 约 并 没 有 建 立 神 与 每 个  

密 切 关 系 ， 但 它 为 一 个 反 映 神 人 更 密  

系 的 约 铺 了 路 《 这 就 是 说 ， 人 类 虽 耶 恶 ^  

累 ， 但 仍 可 活 在 世 上 ， 在 他 们 活 在 世  

时 间 ， 他 们 可 寻 求 与 世 界 的 创 造 主 速  

密 切 的 关 系 。

在 犹 太 传 统 中 ， 拉 比 自 古 以 来 即 视  

“挪 亚 约 法 ” 为 神 与 全 人 类 的 约 法 。 在色丨 

世 记 九 章 5 、 6 节 ， 神 要 求 人 尊 重 生 命 ； 

拉 比 又 补 充 了  3 条 禁 令 ， 即 禁 拜 偶 像 、禁 

亵 渎 神 、 禁 偷 盗 。 他 们 强 调 这 3 条 禁 令同  

样 有 广 泛 的 约 束 力 ， 因 为 所 反 映 的 正 是 挪  

亚 约 法 中 惩 恶 罚 罪 的 主 题 。 神 与 挪 亚 立 约  

之 前 ， 先 以 洪 水 灭 世 ， 这 正 是 神 惩 恶 罚 罪  

的 行 动 ， 神 对 这 罪 恶 世 界 施 行 审 判 。 然而 

神 一 方 面 惩 恶 罚 罪 ， 另 一 方 面 仍 有 恩 典 ， 

因 此 神 才 与 挪 亚 立 约 而 将 恩 惠 施 於 全 人  

类 。 神 要 惩 恶 罚 罪 ， 特 别 强 调 对 生 命 的 尊  

重 ， 这 点 在 约 上 很 清 楚 地 说 明 ： “流你们  

血 、 害 你 们 命 的 ， 无 论 是 兽 是 人 ， 我必讨  

他 的 罪 。” （创 九 5 ) 道 德 律 法 规 范 了 人 与  

神 并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一 方 面 是 惩 恶 罚  

罪 ， 这 是 纠 正 性 的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公 义 ， 

这 是 创 造 性 的 。 神 与 亚 伯 拉 罕 所 立 之 约  

首 次 表 达 了 公 义 这 索 质 。

亚 伯 拉 罕

创 世 记 十 五 章 是 最 早 淸 楚 提 及 神 与 $  

伯 拉 罕 立 约 之 处 。 当 亚 伯 兰 （亚 伯 拉 罕 的  

原 名 > 7 5 岁 奉 神 之 召 离 乡 （哈 兰  > 他 往 ’ 

神 与 亚 伯 兰 之 间 已 有 立 约 的 关 系 。 港於这  

个 关 系 ， 神 可 要 求 亚 伯 兰 听 命 ， 神 也 向 3E 

伯 兰 作 了 承 诺 ： “我 必 叫 你 成 为 大 国 。 1  

必 赐 福 给 你 ， 叫 你 的 名 为 大 ， 你 也 要

人 得 福 。” （创 十 二 2)

创 世 记 十 五 章 记 载 了 这 约 的  

立 ，. 这 对 亚 伯 兰 来 说 是 一 次 意 味 深 长 的 ^  

仰 体 验 。 立 约 的 主 动 权 全 操 於 祌 的 f ， 出 

向 亚 伯 兰 显 现 ， 并 向 他 说 话 。 亚 伯 兰 $ 如 

了 一 个 根 本 的 难 题 ： 他 既 膝 下 无 子 ： ^ 爹  

何 能 够 通 过 子 孙 后 代 蒙 神 的 福 ？ 何 況



撒 莱 已 过 了 生 育 的 年 龄 ； 他 自 己 的 身 体 也  

^ 年 边 而 “如 同 已 死 ’’（罗 四 丨 9 ) 。 但 神  

向他 保 证 ， 他 非 但 能 得 — 子 ， 且 子 孙 后 裔  

将 多 如 繁 星 。 亚 伯 兰 对 神 的 话 遂 深 信 不  

疑 ， 并 於 此 引 入 了 “义 ” 的 槪 念 ， 也 成 了  

约 的 中 心 概 念 ， 圣 经 说 ： “亚 伯 兰 信 耶 和  

华 ，耶 和 华 就 以 此 为 他 的 义 。” （创 十 五 6) 

从 那 日 起 ， 亚 伯 兰 深 知 他 并 其 子 孙 万 代 的  

未 来 均 牢 牢 掌 握 在 这 位 立 约 之 神 的 手 中 ， 

因 为 “当 那 日 ，耶 和 华 与 亚 伯 兰 立 约 ，说 ：

‘我 已 賜 给 你 的 后 商 .... 之 地 ’ ’’（创 十 五

18) 〇

创 世 记 十 七 帝 更 详 尽 地 记 述 这 约 ， 那 

是 神 向 亚 伯 兰 重 订 前 约 。 这 次 仍 是 神 采 取  

主 动 （十 七 1 > 。 神 对 9 9 岁 的 亚 伯 兰 说 明  

立 约 双 方 不 是 平 等 的 ， 因 为 神 是 全 能 的  

主 ， 而 亚 伯 兰 只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人 ， 他 的 一 

切 特 权 都 是 神 通 过 立 约 的 形 式 恩 赐 他 的 。

创 世 记 十 七 章 记 述 的 约 的 内 容 指 出 双  

方 都 有 义 务 。 神 自 愿 眷 顾 、 庇 佑 亚 伯 兰 及  

其 子 孙 后 代 ； 而 亚 伯 兰 也 要 向 神 尽 忠 尽  

信 。 亚 伯 兰 作 为 立 约 的 一 方 ， 从 另 一 方 所  

得 的 恩 惠 ， 很 清 楚 地 反 映 在 神 给 他 所 取 的  

名 字 上 ， 神 说 ： “从 此 以 后 ， 你 的 名 不 再  

叫 亚 伯 兰 ， 要 叫 亚 伯 拉 罕 ， 因 为 我 已 立 你  

作 多 国 的 父 。” （十 七 5 ) 神 将 要 賜 迦 南 的  

土 地 予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 并 且 要 作 亚 伯 拉  

罕 及 其 家 族 永 恒 的 主 （十 七 1 7 、 8 ) 。

神 的 恩 赐 有 相 对 的 要 求 ， 亚 伯 拉 罕 要  

在 神 面 前 作 完 全 人 （创 十 七 1 ) 。 这 话 道  

出 了 立 约 关 系 的 本 质 ： 与 神 連 立 约 的 关  

系 ， 即 是 在 池 面 前 生 活 ； 因 神 是 圣 洁 的 ， 

在 池 面 前 的 人 也 要 有 圣 洁 无 瑕 的 生 活 ^

这 里 也 记 述 了 一 个 正 式 的 立 约 仪 式 ： 

3E 伯 彳 立 罕 家 族 的 全 体 男 丁 都 要 以 割 礼 为 守  

乡 勺 的 标 志 （创 十 七 2 4 ) 。 亚 伯 拉 罕 行 割 礼  

时 已 年 老 ， 但 家 中 男 婴 於 出 生 8 天 时 就 要  

泰 行 割 礼 （十 七 丨 2 > 。 其 实 ， 在 古 代 近 东  

行 割 礼 几 乎 是 各 民 族 （非 利 士 人 例 外 ） 的 

普 遍 习 俗 ， 但 希 伯 来 人 的 割 礼 的 区 别 ， 在 

於 它 象 征 他 们 严 守 与 永 生 之 神 所 立 之 约 。

神 与 亚 伯 拉 罕 所 立 之 约 关 系 着 目 前 与  

未 来 ^ 这 约 在 亚 伯 拉 罕 和 创 造 主 之 间 建 立  

了 〜 层 永 恒 的 关 系 ， 这 关 系 更 影 响 他 的 后  

代 子 孙 。 他 的 后 代 ， 即 神 的 “选 民 ”， 要 

受 迦 南 地 为 业 ， 蒙 神 赐 福 。 而 这 约 还 有

更深; c s 的 影 响 ， 那 就 是 “地 上 的 万 族 都 要  

因 你 （亚 伯 拉 罕 ） 得 福 ’’（创 十 二 3 > 。

， 於 旧 约 初 期 ， 已 见 “拣 选 ，，这 概 念  

( 这 栋 选 ” 之 举 纯 粹 出 自 神 的 意 恩 ， 无 

条 件 可 言 ， 参 帖 后 二 丨 3 >。 神 迭 择 与 某 人  

$ 其 后 裔 立 约 。 神 常 是 拣 选 个 别 的 人 来 奉  

行 他 的 旨 意 ， 如 选 亚 当 管 理 园 子 ， 选 挪 亚  

造 方 舟 ， 迭 亚 伯 拉 罕 离 乡 他 往 并 在 神 面 前  

作 完 全 的 人 等 （参 弗 二 8 - 1 0 )。 然 而 ， 亚 

伯 拉 罕 的 个 别 蒙 拣 选 却 隐 含 了 普 世 性 的 影  

响 ， 神 要 将 祂 的 恩 惠 通 过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而 延 及 万 民 。

由 此 可 见 ， 亚 伯 拉 罕 的 约 对 未 来 的 影  

响 可 分 两 个 层 次 ： 一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将  

得 神 賜 的 土 地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惠 及 万 邦 万  

民 的 福 扯 ， 那 将 是 神 救 世 之 功 的 成 全 。 我 

们 知 道 ， 这 应 许 将 应 验 於 新 约 之 中 ， 而 其  

较 近 的 实 现 ， 则 在 於 摩 西 时 代 的 西 乃 之  

约 。

西 乃 之 约

神 与 以 色 列 民 的 西 乃 之 约 是 旧 约 缔 约  

史 的 中 心 。 西 乃 之 约 是 亚 伯 拉 罕 之 约 的 延  

续 ， 是 大 卫 之 约 的 基 础 ， 是 众 先 知 作 预 言  

之 所 本 。 西 乃 之 约 又 是 旧 约 信 仰 的 核 心 ， 

是 延 续 至 今 的 犹 太 教 的 奠 基 石 。 西 乃 之 约

反 映 了 神 与 其 迭 民 ----以 色 列 民 —— 所 建

立 的 正 式 关 系 。 希 伯 来 史 对 西 乃 立 约 的 年  

代 虽 然 未 能 确 定 ， 但 大 抵 来 说 ， 可 定 於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的 前 半 期 。

为 正 确 评 价 西 乃 之 约 的 巨 大 影 响 ， 首 

先 应 对 其 历 史 背 贵 有 所 认 识 。 当 时 ， 希伯  

来 人 在 摩 西 的 领 导 下 已 经 出 埃 及 了 。 神为  

了 从 埃 及 的 奴 役 之 下 拯 救 其 民 而 介 入 了 正  

常 的 历 史 进 程 。 按 旧 约 本 身 的 评 价 ， 出埃  

及 意 义 之 大 是 足 可 与 神 的 创 世 之 举 相 比 拟  

的 ， 因 为 神 藉 此 而 建 立 了 以 色 列 国 。 如果  

将 两 处 记 录 十 诫 的 第 四 诫 之 处 细 加 参 比  

( 出 二 十 1 1 ; 申五丨2 - 1 5  > ， 即 可 知 守 安 息  

日 不 仅 为 纪 念 创 世 ， 且 也 为 纪 念 出 埃 及 ， 

二 者 之 相 提 并 论 也 就 昭 然 有 据 了 。

虽 说 以 色 列 国 的 形 成 是 以 出 埃 及 为 契  

机 的 ， 但 作 为 — 个 国 家 来 说 ， 却 既 无 必 要  

的 约 法 ， 也 无 固 国 安 邦 之 土 。 而 西 乃 之 约  

给 这 个 民 族 提 供 了 一 部 根 本 约 法 ， 从 而 违  

立 了 一 个 神 权 政 治 的 国 家 。

出 埃 及 记 十 九 、 二 十 两 章 记 载 了 西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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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约 的 基 本 部 分 。 这 灰 立 约 也 是 神 所 首  

侣 。 神 通 过 摩 西 晓 谕 ， 神 所 说 的 话 即 包 含  

了 约 的 内 容 。 西 乃 之 约 以 神 为 盟 主 ， 当 然  

是 毋 谢 S 疑 的 亊 。 神 在 出 埃 及 的 过 程 中 ， 

以 行 动 钐 显 自 己 ， 现 今 是 以 说 话 作 出 启  

示 。 神 的 行 动 与 说 话 ， 是 旧 约 神 学 的 核 心  

所 在 。 西 乃 之 约 虽 包 含 律 法 ， 但 它 的 前 提

却 是 神 的 恩 典 ----即 神 引 领 以 色 列 民 出 埃

及 。

神 在 约 中 有 重 大 的 应 许 ， 即 “你 们  

要 归 我 作 祭 司 的 国 度 ， 为 圣 洁 的 国 民 ” 

( 出 十 九 这 应 许 是 要 以 色 列 民 在 万 有  

之 主 面 前 作 全 人 类 的 代 表 ， 实 在 是 极 大  

的 特 权 和 荣 宠 。 但 祭 司 的 职 位 虽 有 特 权 ， 

却 也 有 要 求 。 祭 司 须 自 洁 自 律 ， 须 深 知  

他 所 事 奉 的 是 神 。 因 此 ， 作 为 “祭 司 国  

度 ，， 的 以 色 列 民 要 按 照 神 所 賜 的 律 法 生  

活 ， 按 照 律 法 的 要 求 来 爱 神 ， 并 服 侍 众  

民 。 律 法 是 约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表 达 了  

神 对 约 民 的 要 求 。

约 的 律 法

约 的 律 法 可 简 称 “约 法 ”， 其 内 容 是  

由 两 个 主 要 部 分 组 成 的 。 第 — 部 分 是 “十 

诫 ”， 是 神 对 以 色 列 民 的 基 本 要 求 （出 二  

十 2 - 1 7 > 。 十 诫 简 略 地 规 定 了 约 民 在 对 神  

和 对 人 的 关 系 上 当 守 的 法 则 。 二 十 世 纪 以  

来 ， 虽 有 学 者 倾 向 於 视 十 诫 为 一 种 伦 理 道  

德 的 系 统 ， 但 对 古 代 以 色 列 民 来 说 ， 其 作  

用 却 远 不 止 此 。 这 部 约 法 是 一 个 新 生 的 祭  

司 国 家 的 根 本 宪 法 ； 该 国 家 的 元 首 是 神 。 

故 十 诫 在 古 以 色 列 的 地 位 即 相 等 於 现 今 国

家 的 法 律 。 违 背 戒 律 的 就 是 违 背 神 。 靜 

也 有 它 正 面 的 作 用 ， 它 指 示 了 一 个 生 、庙 ^  

式 ， 使 依 循 的 人 可 与 神 及 其 他 人 有 〜 个 晚  

满 、 丰 盛 的 关 系 。

第 二 部 分 是 一 部 生 活 法 典 ， 是指  

色 列 民 日 常 行 为 的 准 则 （出 二 十 〜 至  

三 ）。 这 部 分 的 法 则 记 於 “约 书 ” g 中 

( 出 二 十 四 7 ) 。 尽 管 “约 书 ” 包 罗 的 范 =  

极 广 ， 但 也 不 能 涵 盖 人 类 行 为 的 每 〜 方  

面 。 约 书 条 例 涵 M 之 广 显 示 凡 约 民 生 活 范  

围 之 所 及 ， 部 要 受 约 的 制 衡 与 影 响 。 无论 

是 谁 ， 只 要 与 神 缔 结 了 关 系 ， 这 关 系 将 &  

响 他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

重 订 前 约

西 乃 之 约 的 立 约 人 虽 只 是 以 摩 西 为 冑  

的 一 代 人 ， 但 约 的 效 力 却 延 及 子 孙 万 代 。 

为 了 使 后 代 对 约 的 内 容 记 忆 不 衰 ， 便时常  

有 笛 订 前 约 之 举 。 据 圣 经 记 载 ， 约书亚时  

代 曾 有 重 订 前 约 之 举 （书 八 3 0 - 3 4 ， 二十 

四 1 - 2 8  > ; 数 百 年 之 后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在  

位 时 ， 也 有 过 重 订 前 约 之 举 （王下二 十三  

1-3 >。

欲 理 解 约 的 性 质 和 重 订 前 约 的 意 义 ， 

不 可 不 读 申 命 记 。 申 命 记 全 书 所 描 写 的 ， 

都 是 以 色 列 民 在 一 个 历 史 的 关 键 时 刻 所 举  

行 的 重 订 前 约 仪 式 。 西 乃 之 约 在 摩 西 死 前  

将 领 导 权 移 交 给 约 书 亚 之 际 ， 也是攻取迦  

南 的 重 大 战 略 行 动 开 始 的 前 夕 ， 重新订  

立 。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约 中 ， 即 包 含 神 賜 其 后  

商 以 土 地 的 应 许 。 现 今 在 以 色 列 人 即 将 进

____________________ 赫 人 条 约 与 申 命 记 结 构 对 比 表 _ _ _ _ _ _ _ _ _ _ _
赫 人 条 约 的 结 构 （主 前 十 四 世 纪 ) ________________ 申 命 记 的 结 构 ： 希 伯 来 人 的 约  一^ ;

1•前言：「以 下 所 记 的 是 王 ……所 说 的 话 。」 1 .前 言 （一1-6) : 「以 下 所 记 的 是 摩 西 … …所说•的

2 . 历史序言 :简述导致汀约的事件。 2 .历 史 序 言 （一 7 至四4 9 >  :简 述 导 致 立 约 和

约 的 事 件 。

3 .  约法综论 : 忠於王。

4 .  约法分论 :诸侯遵奉的各项条款。

5 .  神的见证 :签约盟誓，指 天 为 证 。

6 .  咒诅和祝福 :守约者昌， 背约者亡

3 . 约 法 综 论 （五 至 i ^一章  > :忠於神  各

4• 约 法 分 论 （十 二 至 十 六 章 ） ：以色列民当谨守  

项 法 则 。

5• 神 的 见 证 （三 十 二 章 ） ：呼 天 唤 地 为 证 （二 

三十二丨>  ^

6 . 咒 诅 和 祝 福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章 ）••违约者  

惩 ，守 约 者 必 蒙 福 扯 。



入 这 块 土 地 以 前 （约 主 前 ^ 5 0 年 ）， 新 — 

代 的 以 色 列 民 蜇 新 订 约 ， 他 们 绝 大 部 分 於  

4 0 年 前 在 西 乃 立 约 之 时 尚 未 出 世 。 申 命  

记 的 主 题 固 然 是 重 新 订 约 ， 但 作 者 更 着 意  

记 述 了 摩 西 的 讲 章 ， 而 对 重 新 订 约 的 仪 式  

却 无 详 细 描 述 。

贲 新 订 约 也 只 是 复 述 最 初 订 约 的 内  

容 ， 如 十 诫 的 哀 述 （申 五 6 - 2 丨）， 并 对  

‘‘约 书 ” 律 例 的 详 细 讲 解 （申 十 二 至 二 十  

六 ）。 申 命 记 显 示 了 两 个 重 要 的 思 想 ， 有 

助 於 了 解 约 的 含 义 ： 一 是 强 调 约 中 隐 含 的  

爱 ； 二 是 强 调 守 约 蒙 福 ， 违 约 致 祸 。 现 阐  

释 如 下 ：

1.立 约 的 基 础 就 是 爱 。 西 乃 立 约 之 前  

是 出 埃 及 事 件 ； 这 是 神 恩 待 其 民 ， 爱 护 其  

民 的 飛 明 确 的 显 示 。 申 命 记 更 清 晰 地 表  

明 ， 神 之 所 以 与 其 选 民 立 约 ， 即 因 神 爱 他  

们 （申 七 8 > » 我 们 同 时 也 会 发 现 ， 神 要  

求 以 色 列 民 遵 守 的 一 切 戒 律 的 中 心 就 是 爱  

的 命 令 ： “你 要 尽 心 、 尽 性 、 尽 力 爱 耶 和

华 ----你 的 神 。” （申 六 5 ) 耶 稣 后 来 称 这

条 诫 命 为 “诫 命 中 的 第 一 ， 且 是 最 大 的 ” 

( 太 二 十 二 3 8 ) , 与 神 立 约 的 子 民 都 当 视  

此 为 最 重 要 的 诫 命 。 与 神 立 约 即 是 与 爱 他  

的 神 建 立 关 系 ， 并 要 以 同 样 的 爱 来 回 报  

神 • • 然 而 神 是 先 向 人 施 爱 的 。

2 .重 新 订 约 的 仪 式 表 明 ， 约 中 既 有 神  

的 祝 福 ， 也 有 神 的 咒 诅 （申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 。 以 色 列 民 如 果 爱 神 守 约 ， 就 必 蒙 神  

的 祝 福 （二 十 八 1 - 4 ) ; 相 反 ， 如 果 以 色  

列 民 速 约 悖 神 ， 神 的 咒 诅 也 必 临 到 他 们 的  

头 上 （二 十 八 1 5 - 6 8 ) 。 最 可 怕 的 结 果 是  

绝 交 断 约 ， 对 以 色 列 民 来 说 ， 意 味 着 土 地  

和 自 由 的 丧 失 ， 重 新 陷 入 出 埃 及 之 前 的 奴  

$ 地 位 （二 十 八 6 8 > 。 申 命 记 所 载 的 重 新  

1 了约， 显 示 神 的 恩 典 和 人 的 顺 服 将 产 生 张  

力 ’ 直 到 先 知 耶 利 米 在 世 的 黑 暗 年 代 终 见  

彻 底 的 解 决 （耶 三 ， 三 十 三 ）。

约 的 形 式

今 由 圣 经 学 者 考 定 ， 西 乃 约 法 并 其 重  

约 在 1 文 、 格 式 上 均 有 所 遵 循 ， 其 样  

古 托 社 会 所 盛 行 的 — 种 所 谓 “宗蒲  
约 ’’ （宗 主 与 诸 侯 所 订 的 协 议 ）。 二 十  

纪 以 来 ， 考 古 学 家 将 — 大 批 这 类 古 代 国  

冶 文 献 公 诸 於 众 ， 其 最 引 人 瞩 目 者 是  

前 十 四 世 纪 赫 人 帝 国 与 他 国 签 定 的 条

约 。 经 比 较 发 现 ， 赫 人 条 约 与 西 乃 之 约 在  

形 式 结 构 上 如 出 一 辙 。 现 将 宗 藩 条 约 与 申  

命 记 的 结 构 列 表 略 作 对 比 （为 省 篇 幅 许  

多 细 节 上 的 相 似 已 从 略 ）：

申 命 记 显 然 是 借 用 了 宗 藩 盟 约 的 形 式  

来 表 达 以 色 列 民 与 神 的 立 约 。 至 於 以 色 列  

人 何 以 选 用 这 种 盟 约 形 式 呢 ？ 可 以 推 断 ， 

以 色 列 民 在 埃 及 为 奴 时 ， 即 曾 在 埃 及 宗 主  

之 权 下 受 制 於 这 类 条 约 ， 现 今 他 们 与 神 在  

西 乃 另 立 新 约 ， 表 明 他 们 已 脱 离 埃 及 约  

束 ， 重 获 自 由 。 再 者 ， 西 乃 之 约 也 成 了 这  

新 迮 的 中 东 小 国 的 宪 法 。 四 顾 其 他 小 国 ， 

无 一 不 是 某 宗 主 大 国 （如 埃 及 等 ）的 附 庸 ， 

惟 以 色 列 小 国 却 以 耶 和 华 神 为 宗 主 而 超 然  

独 立 於 任 何 大 国 的 控 制 之 外 。 以 色 列 民 与  

神 立 约 ， 即 意 味 着 她 不 承 认 任 何 其 他 的 宗  

主 ， 其 民 族 的 自 由 和 力 里 均 来 自 於 对 神 的  

诚 信 不 亦 ^

大 卫 之 约

至 大 卫 王 时 代 （约 主 前 1 0 0  0 ) , 立 约  

的 传 统 有 了 若 干 改 变 。 西 乃 之 约 是 神 与 以  

摩 西 为 中 保 的 以 色 列 民 所 立 之 约 ； 至 大 卫  

时 代 ， 这 约 增 加 了 一 个 新 的 因 索 ： 与 大 卫  

立 约 ， 而 大 卫 是 以 王 的 身 分 与 神 立 约 。 这 

个 约 是 透 过 拿 单 先 知 向 大 卫 宣 告 的 （撒下  

七 8 - 1 6 > , 表 明 这 次 立 约 仍 以 神 为 倡 导 。 

这 是 神 与 大 卫 皇 室 后 裔 所 立 的 永 约 （撒下  

二 十 三 5 >。

基 督 徒 均 将 神 与 大 卫 所 立 之 约 视 为 弥  

赛 亚 之 约 。 大 卫 王 朝 先 统 治 统 一 的 以 色 列  

国 ； 南 北 分 裂 之 后 ， 则 统 治 南 国 犹 大 。 至 

主 前 5 8 6 年 ， 犹 大 国 为 巴 比 伦 所 灭 ， 大 卫  

的 王 统 也 告 中 断 。 自 此 以 后 ， 大 卫 之 约 的  

永 恒 性 不 再 见 於 史 籍 ， 却 依 然 活 跃 在 选 民  

的 心 中 ， 大 家 都 切 盼 着 一 位 弥 赛 亚 ， 从大  

卫 后 裔 中 卓 然 而 出 。 马 太 和 路 加 均 指 出 耶  

稣 是 大 卫 的 后 裔 （太 一 1 ; 路 三 3 1 > , 故  

新 约 把 神 的 约 引 进 一 个 新 时 代 ， 应 验 在 耶  

稣 身 上 。

旧 约 中 的 新 约

大 卫 之 约 是 永 恒 的 ， 而 西 乃 之 约 在 某  

个 意 义 上 说 是 暂 时 的 。 西 乃 之 约 中 有 所 谓  

条 件 性 条 款 ， 可 见 於 申 命 记 所 述 的 福 祉 与  

咒 诅 。 以 色 列 民 若 毀 约 悖 神 ， 最 坏 的 悄 况  

会 导 致 从 应 许 地 被 驱 逐 出 去 ； 这 是 自 亚 伯  

拉 罕 至 靡 西 时 代 ， 神 与 希 伯 来 人 立 约 的 一

li yue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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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中 心 主 题 。

希 伯 来 的 先 知 却 背 告 以 色 列 人 的 邪 将  

引 致 约 的 中 断 。 有 些 先 知 ， 特 别 是 何 西 阿  

和 耶 利 米 ， 却 看 见 一 个 更 深 的 真 理 ， 就 是  

这 约 既 基 於 神 的 爱 而 立 ， 故 神 的 咒 诅 不 会  

是 最 后 的 结 局 。

何 西 阿 用 他 坎 坷 的 娇 姻 经 历 作 比 喻 ， 

将 这 一 真 理 表 达 得 十 分 透 彻 （何 一 至 三 > 。 

他 先 是 按 神 的 吩 咐 娶 歌 篾 为 妻 ， 但 因 妻 子  

不 贞 又 只 好 休 弃 了 她 „ 不 过 ， 何 西 阿 爱 她  

的 心 却 并 未 因 婚 变 而 终 止 。 后 来 神 又 命 何  

西 阿 觅 娶 肷 蔑 （三 1 何 西 阿 便 不 计 她  

原 先 的 种 种 劣 迹 ， 和 她 恢 了 婚 约 。 显 而  

易 见 ， 这 个 故 亊 的 立 意 ， 是 在 描 述 神 和 以  

色 列 民 的 关 系 。 以 色 列 民 的 罪 孽 必 导 致 与  

神 离 异 ， 但 何 西 阿 坚 信 神 必 发 怜 悯 ， 与 以  

色 列 民 重 修 旧 好 ， 再 立 新 约 的 一 日 必 会 到  

来 。 神 将 猪 这 新 立 之 约 宽 恕 以 色 列 民 的 种  

种 罪 愆 ， 洱 次 接 受 他 们 为 自 己 的 子 民 （二  

14-18) „

另 一 位 生 活 在 主 前 七 世 纪 与 六 世 纪 之  

间 的 先 知 耶 利 米 ， 也 对 这 新 约 作 了 极 有 力  

的 表 述 。 耶 利 米 一 生 目 睹 了 犹 大 王 国 的 传  

畋 、 民 族 独 立 的 丧 失 、 沦 为 巴 比 伦 帝 国 的  

藩 祺 与 附 谢 。 从 表 面 看 ， 主 前 5 8 6 年 犹 大  

亡 国 即 已 是 西 乃 之 约 终 止 的 标 志 了 ， 因 为  

从 这 时 起 ， 以 色 列 人 便 失 掉 了 神 賜 他 们 的  

应 许 地 。 然 而 ， 耶 利 米 透 过 最 黑 暗 的 政 治  

现 实 ， 看 到 了 真 理 的 光 芒 —— 神 在 这 世 界  

的 工 作 ， 他 对 这 世 界 的 爱 ， 仍 未 终 止 。

耶 利 米 遂 预 告 了 神 即 将 实 施 的 一 个 新  

约 ： " 耶 和 华 说 ： ‘日 子 将 到 ， 我 要 与 以  

色 列 家 和 犹 大 家 另 立 新 约 。 （耶 三 十 一

3 1 ) 神 要 将 这 新 立 之 约 写 在 以 色 列 民 的  

心 上 （三 十 一 3 3 ) , 意 味 若 一 个 极 端 的 屈  

灵 转 变 。 耶 穌 基 督 在 飛 后 晚 餐 上 向 门 徒 宣  

告 ： “这 杯 是 用 我 血 所 立 的 新 约 ， 是 为 你  

们 流 出 来 的 。” （路 二 十 二 ‘2 〇 >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指 出 这 新 约 是 理 解 耶 稣 基 督 在 世 事  

奉 的 关 键 （来 八 8 - 1 2 > 。

结论

约 是 旧 约 信 息 和 历 史 的 中 心 槪 念 。 新  

约 也 继 承 了 约 的 主 题 ， 且 以 它 来 解 释 基 督  

的 福 音 。 只 有 从 神 与 人 的 缔 约 关 系 中 才 能  

找 到 人 生 的 意 义 。 然 而 ， 冇 罪 的 人 类 没 有

能 力 去 建 立 这 种 关 系 ， 缔 约 的 主 动 权 全 操  

於 神 。 新 约 告 诉 我 们 ， 神 献 出 了 祂 的 爱 子  

耶 穌 ， 以 m 的 死 向 全 人 类 打 开 了 这 缔 约 的  

通 路 。 耶 穌 以 池 “立 新 约 的 血 ” 赎 済 了 人  

类 的 罪 ， 使 每 个 人 都 有 可 能 与 神 立 约 。 与 

神 建 立 这 种 关 系 的 秘 诀 ， 现 今 仍 如 亚 伯 拉  

罕 之 时 一 样 ， 只 旗 信 心 （加 三 6 - M )。

P e t e r  C.  C ra ig ie  

参 • 新 约 ” 1 7 5 2 : - 圣 经 中 的 律 法 观 ’ 

1 3 7 3 :  * n  " 1 4 4 2 ： - 愿 - 2 1 9 3 : -联盟 *

9 0 2 〇

参 考 书 目 ： G .  W .  B u c h a n a n ,  7"/)e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th e  C o v e n a n t ;  D .  R. 

H i l l e r s .  C o v e n  an t :  Th e H i s t o r y  o f  a

B i b l i c a l  I d ea ;  J .  J o c z ,  T h e  C ovenan t :  A 

T h e o lo g y  o f  H u m a n  D e s t i n y ： M . G .  Kline,  

T rea ty  o f  the  G re a t  K in g ;  D .  J .  McCarthy,  

T rea ty  a n d  C o v e n a n t ;  T .  M.  M c C o m i s k e y ,  

T h e  C o v e  n a n  ts o f  P r o m i s e ;  G .  E. 

M e n d e n h a l l , L a w  a n d  C o v e n a n t  in  Israel 

a n d  the A n c i e n t  N e a r  East.

镰刀
Sickle
l i ^ n  d a o

参 - 工 具 - 4 9 4 。

联盟
Alliance
l i i n  m 6 n g

地 方 有 力 人 士 或 家 族 、 部 族 之 间 为 了  

共 同 利 益 和 目 的 而 结 成 的 盟 约 。 古代订盟  

或 以 馈 赠 、•盟誓、 聘 礼 、 联 细 、 立约等为  

信 物 或 盟 证 。

族 长 时 代 以 色 列 人 与 外 族 订 盟 尚 无 顾  

忌 ， 如 亚 伯 拉 罕 拧 与 幔 利 、 以 实 各 、 亚乃 

结 盟 （创 十 四 1 3 、 2 4 ) ， 这 3 个 盟 友 都 足  

亚 摩 利 人 ； 后 又 与 非 利 士 人 的 基 拉 耳 王 亚  

比 米 勒 为 盟 （二 H—— 2 2 - 3 4 >  ; 以撒也曾  

与 亚 比 米 勒 订 盟 （二 十 六 2 6 - 3 1 ) 。 至摩 

西 时 代 ， 已 有 明 令 禁 止 与 迦 南 人 结 盟 （出 

二 十 三 3 1 - 3 3 , 三 十 四 1 2 ; 申 七 1 - 4 > 。这 

主 要 是 出 於 宗 教 上 的 考 虑 。 士 师 时 代 又 重  

申 此 禁 令 （士 二 1 - 3  > 。 但 约 书 亚 记 九 韋  

记 载 了 以 色 列 人 受 骗 与 基 遍 人 立 约 。

列 王 时 代 ， 诸 王 与 外 族 联 盟 及 联 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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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 赓 有 发 生 。 大 卫 称 王 以 前 呰 与 迦 特 王 亚  

吉 联 盟 。 大 卫 是 求 一 立 身 之 地 ， 亚 吉 则 期  

望 大 卫 协 助 非 利 士 人 战 胜 扫 罗 （撒 上 二 十  

七 1 , 二 十 八 2 ) 。 所 罗 门 曾 分 别 与 推 罗 王  

希 兰 和 埃 及 王 结 盟 （王 上 五 1 - 1 8 , 九 1 6 、 

2 6 - 2 » > ， 目 的 是 通 商 互 市 。 国 分 南 北 之  

后 ， 南 国 犹 大 王 亚 撒 曾 与 叙 利 亚 王 便 哈 达  

结 盟 （王 上 十 五 1 8 - 2 0 ) 。 北 国 以 色 列 王  

亚 哈 也 曾 与 南 国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结 盟 以 共 同  

抵 御 叙 利 亚 （王 上 二 十 二 丨- 4  ; 代 下 十 八  

1 - 3  ) « » 约 百 年 之 后 ， 以 色 列 王 比 加 联 合  

叙 利 亚 王 利 汛 攻 打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赛 七 】 - 

9> ; 亚 哈 斯 则 与 亚 述 王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订  

盟 抗 衡 以 叙 两 国 （王 下 十 六 7 - 9 ) 。 犹 大  

末 代 王 西 底 家 与 埃 及 结 盟 对 抗 巴 比 伦 人  

( 王 下 二 十 四 2 〇 ; 结 十 七 1 - 2 1 > 。 总 之 ， 

这 些 联 盟 的 结 果 无 不 导 致 异 邦 偶 像 的 流 入  

( 王 下 十 六 丨〇- 1 8 > ， 所 以 ， 众 先 知 无 不 大  

声 疾 呼 加 以 反 对 （何 八 8 - 丨0 ; 赛 三 十 丨- 3 、 

1 5 、 1 6 ; 耶 二  1 8 >〇

被 摅 归 回 后 ， 犹 太 人 严 禁 与 异 族 人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结 盟 ， 甚 至 与 异 族 通 婚 都 在 严  

禁 之 列 （拉 九 〗-3 >。

马 加 比 时 代 ， 犹 太 民 族 领 油 时 与 罗 马  

当 局 谈 制 立 约 以 保 证 犹 太 人 的 安 全 （《马 

加 比 一 书 >  八 1 7 ， 九 7 0 , 十 五 1 6 > 。 此 后 ， 

历 代 犹 太 王 与 罗 马 皇 帝 盟 约 不 断 ， 直 至 犹  

太 国 灭 亡 。

参 “立 约 / 约 ” 8 9 7 。

怜悯
Compassion, Mercy
li^n  m in

神 最 根 本 的 性 格 之 一 （出 三 十 四 6 、 

7 ; 申 四 3 1 ; 弥 七 1 8 - 2 0 ) 。 特 别 指 神 对 他  

的 应 许 守 信 ， 以 及 对 圣 约 的 诚 信 ， 无 论 约  

民 如 何 不 配 和 不 忠 ， 神 仍 与 他 们 保 持 圣 约  

的 关 系 （申 三 十 1 - 6 ; 赛 十 四 1 ; 结 三 十  

九 2 5 - 2 9 ; 罗 九  1 5 、 1 6 、 2 3 , 十 一  3 2 ; 弗 

二 4 > 。

“怜 悯 ” 在 圣 经 中 的 含 义 颇 丰 富 和 复  

杂 ， 在 希 伯 来 文 和 希 腊 文 中 要 用 好 几 个 字  

才 能 表 达 其 中 多 方 面 的 意 思 。 因 此 ， 有 许  

多 同 义 词 表 达 其 意 义 ， 如 仁 慈 、 恩 典 、 慈 

爱 、 良 善 、 恩 惠 、 同 情 、 怜 恤 和 坚 定 的 爱  

等 。 怜 悯 的 观 念 最 显 著 的 意 义 是 ： 以 悲 悯

的 心 去 赦 免 一 个 犯 罪 或 敌 对 的 人 ， 在 他 可  

怜 的 境 况 中 帮 助 他 ， 不 计 较 他 的 过 犯 。

神学意义

从 上 述 的 定 义 中 可 见 ， 怜 悯 在 神 学 上  

的 意 义 十 分 重 要 。 怜 悯 这 观 念 的 中 心 点 就  

是 神 的 爱 ， 祂 的 爱 显 明 在 祂 的 救 恩 之 中 ， 

神 曾 起 誓 与 人 立 约 ， 凡 与 池 立 约 的 ， 他 都  

拯 救 。 在 旧 约 中 ， m 拣 迭 了 以 色 列 人 作 他  

的 子 民 ， 向 他 们 施 怜 悯 （出 三 十 三 19; 

赛 五十 四 丨 〇 ， 六 十 三 9 >。 神 恒 久 忍 耐 那  

悖 逆 和 迷 失 的 子 民 ， 不 断 寻 找 他 们 ， 把 他  

们 带 回 来 。 诗 篇 作 者 形 容 神 是 父 亲 ， 池 怜  

恤 那 些 尊 敬 地 和 信 靠 ？1 5 的 儿 女 （诗 一 〇 三  

1 3 > 。 何 西 阿 描 述 神 是 一 位 慈 爱 的 父  

亲 ， 他 从 天 上 察 看 ， 大 大 发 动 祂 的 怜 爱 ， 

招 呼 那 些 离 开 m 的 人 归 回 （何 十 一 ； 参 耶  

三 十 一  2 0 ) 。 他 又 看 以 色 列 好 像 一 个 不 忠  

和 淫 乱 的 娈 子 ， 纵 使 她 悖 逆 和 犯 罪 ， 神 仍  

像 一 个 忠 心 不 渝 的 丈 夫 ， 一 样 爱 她 （何 一  

至 三 ； 参 赛 五 十 四 4 - 8 ) 。 以 赛 亚 描 述 神  

好 像 一 位 母 亲 伶 恤 她 腹 中 的 儿 子 （赛 四 十  

九 这 些 图 画 从 多 方 面 很 丰 富 地 反 映  

神 的 恩 慈 ，也 包 括 其 他 方 面 如 赦 免 、重 建 、 

再 次 施 恩 （王 下 十 三 2 3 ; 赛 五 十 四 8 ; 珥 

二 1 8 - 3 2 ; 弥 七 1 8 - 2 0 ) ， 还 有 从 困 苦 和 危  

难 中 拯 救 出 来 （尼 九 1 9 - 2  1 ; 诗 四 十 11- 

1 7 ， 六 十 九 1 6 - 3 6 ， 七 十 九 8 、 9 ; 赛 四 十  

九  1〇> 〇

作 为 神 的 约 民 ， 以 色 列 早 已 认 识 神 那  

恒 久 不 变 和 忠 实 的 爱 ， 因 此 敬 虔 的 犹 太 人  

在 面 对 需 要 的 时 侯 ， 自 然 会 扬 声 呼 求 神 的  

怜 悯 和 宽 恕 ， 在 忏 悔 诗 （诗 六 ， 三 十 二 ， 

三 十 八 ， 五 H — , — 〇 二 ， 一 三 〇 ， 一 四  

三 ） 以 及 其 他 旧 约 经 文 中 （出 三 十 四 6; 

尼 九 1 7 ; 诗 五 十 七 ， 七 十 九 ， 八 十 六 ， 

一 二 三 ； 赛 三 十 三 1 - 6 ; 但 九 3 - 1 9 ; 珥 二  

1 3 ) ， 都 流 露 着 这 种 渴 望 。 因 为 他 们 记 得  

神 的 怜 悯 ， 所 以 忏 悔 的 人 有 盼 望 和 确 据 ， 

知 道 神 必 会 恩 待 他 们 ， 与 他 们 和 好 。

新 约 用 了 一 个 含 义 丰 亩 的 希 腊 字 眼 来  

形 容 耶 稣 对 困 苦 流 离 者 的 怜 悯 （太 九 36, 

十 四 I 4 ， 二 十 3 4 > 。 那 表 达 m 的 怜 悯 心 肠  

的 动 词 直 译 是 “心 肠 肺 腑 受 到 感 动 ”。 希 

伯 来 人 认 为 心 肠 肺 腑 适 情 感 的 中 心 ， 特 别  

是 那 种 最 温 柔 的 悲 悯 之 情 。 圣 经 形 容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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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对 家 人 那 种 内 心 悲 悯 的 悄 怀 强 烈 地 被  

触 动 ， 便 以 行 动 来 解 决 他 们 的 困 苦 — m  

医 治 病 人 （太 二 十 3 1 ; 可 一4 1  > ， 叫 死 人  

复 活 （路 七 1 3 > , 使 饥 饿 的 得 饱 足 （太十  

五

旧 约 中 ， 神 对 约 民 因 信 实 而 生 的 那 种  

怜 悯 心 肠 ， 也 可 见 於 新 约 （路 一  5 0 、 5 4 、 

7 2 、 7 8 ; 弗 二  4 ; 提 前 一 ‘2 ; 彼 前 一 3 ， 二  

1〇>。 新 约 形 容 沖 的 怜 悯 最 独 特 的 ， 就 是  

神 秸 着 耶 穌 基 耔 为 人 类 预 备 了 救 恩 （罗 十  

— 3 0 - 3 2 ; 弗 二 ; 神 是 “发 慈 悲 的 父 ” 

( 林 后 一 3 ) ， 池 向 那 些 相 信 池 儿 子 的 人 施  

怜 t f L 由 於 m 有 “丰 富 的 怜 悯 ”， 所 以 m  

拯 救 那 些 灵 里 因 罪 而 注 定 死 亡 的 人 ——  

“你 们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因 为 基 督 已 为 我  

们 成 就 了 一 叻 （弗 二 4 - 6 ) 。 一 个 人 罪 得  

赦 免 ， 获 賜 永 生 ， 全 是 出 於 神 的 怜 悯 《提 

前 一 1 3 - 1 6 >。

人 有 责 任 以 怜 悯 待 人

神 既 然 不 管 人 是 否 配 得 或 是 否 忠 心 ， 

也 向 人 施 怜 悯 ， 人 就 应 同 样 向 别 人 施 怜  

悯 ，纵 使 别 人 没 有 如 此 要 求 ， 也 不 配 得 怜  

悯 。 神 也 命 令 人 类 以 怜 悯 待 人 ， 尤 其 是 那  

些 穷 苦 的 、 贫 困 的 ， 以 及 孤 儿 和 寡 妇 （箴 

十 四 2 1 、 3 1， 十 九 1 7 ; 弥 六 8 ; 亚 七 9 、 

1 ( > ; 西 三 丨 2 > ， 神 莒 爱 怜 恤 ， 不 喜 爱 祭 祀  

(太九丨 3  > ， 基 捋 的 舍 身 以 及 圣 灵 的 启 示  

已 淸 楚 而 鲜 明 地 告 诉 我 们 ， 人 有 责 任 怜 恤  

他 的 邻 舍 ， 神 在 基 督 里 所 施 予 的 怜 悯 与 恩  

慈 ， 使 人 也 必 须 以 神 待 人 的 方 法 来 对 待 别  

人 。 主 以 怜 悯 作 为 池 教 导 人 的 基 础 《太 五  

7 , 九 1 3 , 十 二 7 ， 二 十 三 2 3 ; 路 六 3 6, 

十 3 7 ; 雅三丨7 >  ; 在 充 满 竹 • 悯 的 气 氛 下 ， 

人 类 期 待 和 宣 告 耶 穌 的 降 临 ， 他 的 职 事 也  

是 以 怜 悯 为 特 色 （路 一 5 〇 、 5 4 、 7 2 、7 8 > 。

基 督 教 会 中 的 成 员 作 为 立 约 的 群 体 ， 

也 应 彼 此 以 恩 慈 和 关 怀 相 待 。 他 们 要 彼 此  

帮 助 和 安 慰 ， 彼 此 相 爱 和 慰 藉 ， 正 如 基 督  

在 他 们 需 要 时 如 何 对 待 他 们 。 使 徒 雅 各 教  

导 信 徒 说 ， 这 等 善 行 的 本 质 就 是 真 信 心 的  

基 本 要 索 （雅 二 丨 4- 2 。 主 特 别 表 扬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对 那 被 劫 和 受 伤 的 人 所 施 的 怜  

柄 《路 十 3 6 、 3 7 ) „ 充 满 竹 恤 是 天 国 子 民  

独 特 的 操 守 （太 五 7 > 。

R a l p h  E .  P o w e l l

参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  ■

2 8 : - 恩 典 " 3 7 1  •

参 考 书 目 ： W .  E i c h r o d t ,  T h e o l o g y  〇f 

t h e  O T ,  v o l .  1 ;  N .  G l u e c k ,  H e s e d  i n  the 

B i b l e ;  N . H .  S n a i t h ,  T h e  D i s t i n c t i v e  I d e a l  o f  

t h e  O T .

Beam
l i ^ n g  mCl

用 作 柁 梁 的 大 木 。 耶 稣 指 那 些 只 见 人  

之 短 ， 不 知 己 之 过 的 人 ， 犹 如 ‘‘看见你弟  

兄 眼 中 有 剌 ， 却 不 想 自 己 眼 中 有 梁 木 ” 

( 太 七 3 - 5 ; 路 六 4 1 、 4 2 > 。

良心
Conscience
l i ^ n g  x l n

指 内 心 对 是 非 、 善 恶 的 自 觉 认 识 ，可 

以 判 别 己 之 所 行 或 所 欲 行 是 否 符 合 道 德 标  

准 。

在 希 腊 文 和 英 文 中 ， “良 心 ” 一词均  

有 “共 知 ” 之 意 。 旧 约 记 载 亚 当 和 芨 娃 之  

所 以 不 敢 见 神 的 面 ， 是 因 他 们 的 悖 逆 受 到  

了 良 心 的 谴 责 （创 三 8 - 1  0 > 。 一 般 来 说 ， 

凡 人 都 有 道 德 的 判 断 力 ， 如 圣 经 说 ：“人 

的 灵 是 耶 和 华 的 灯 ， 鉴 察 人 的 心 腹 。” 

( 箴 二 十 2 7 > 所 以 我 们 说 ， 良 心 是 神 賦 予  

人 鉴 别 善 恶 是 非 的 本 能 。

新 约 的 教 导

新 约 各 书 用 “良 心 ” 一 词 凡 2 8 次 ， 

尤 以 使 徒 保 罗 使 用 最 多 。 保 罗 认 为 良 心 是  

人 对 己 之 所 行 或 将 欲 行 的 内 心 判 断 。 人的 

行 为 往 往 表 明 ， 他 们 虽 然 无 律 法 条 文 ，却 

有 “律 法 的 功 用 刻 在 他 们 心 里 ” （罗 二 14. 

15 > 。 例 如 保 罗 指 出 ， 每 人 都 应 顺 服 “在 

上 有 权 柄 的 人 ”， 这 不 仅 是 为 了 避 免 神 的  

惩 罚 ， 也 是 为 了 “良 心 ” 的 缘 故 。 可见良 

心 先 已 设 立 顺 服 为 一 道 德 标 准 （罗十三 

5 ) 。

自 ^ 清 白 无 辜 如 同 自 谴 自 责 一 样 ，都 

是 良 心 要 功 用 。 保 罗 就 曾 坦 然 地 说 他  

“不 觉 得 自 己 有 错 ” （林 前 四 4 ， 按原文  

“觉 得 ” 一 词 与 “良 心 ” 一 词 同 字 根 ）• 

然 而 ， 良 心 决 非 “终 审 ”， 也 非 无 误 的 向



li^ng xin 905

导 ， 所 以 保 罗 紧 接 着 说 ： “但 不 能 因 此 证  

明 我 没 有 耶 • 惟 有 主 才 是 审 断 我 的 - ” 

(林 前 四 4 ， 参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 保 罗 於 别  

处 提 及 自 己 的 真 诚 时 ， 曾 指 良 心 为 证 。 他 

把 “无 亏 的 良 心 ” 与 受 感 於 圣 灵 并 列 （罗 

九丨； 参 林 后 一 丨 2 > ， 只 可 惜 他 对 二 者 的  

关 系 未 作 进 一 步 的 阐 述 。

保 罗 向 哥 林 多 教 会 为 自 己 的 亊 奉 辩 白  

时 ， 要 求 他 们 以 自 己 的 良 心 来 评 断 他 的 行  

为 （林 后 四 2 >。 保 罗 指 出 ， 他 行 为 的 本  

意 必 明 察 於 神 （即 他 知 道 “主 是 可 畏 的 , 

他 因 此 也 希 望 舟 林 多 信 徒 的 良 心 能 够 认 同  

他 的 用 心 （林 后 五 1 1 K 保 罗 致 书 提 摩 太 ， 

又 将 淸 白 的 良 心 归 因 於 无 伪 的 信 心 （提 前  

一 5 > 。 他 指 出 ， 离 弃 真 道 就 必 因 听 从 邪  

灵 和 魔 鬼 的 伪 道 ， 使 人 天 良 泯 灭 ， 变 得 麻  

木 不 仁 ， 其 良 心 就 会 “如 同 被 热 铁 烙 惯 了  

一 般 ” （提 前 四 2 > 。

保 罗 在 回 答 是 否 可 吃 作 为 祭 品 的 食 物  

时 指 出 ， 良 心 对 所 行 和 所 欲 行 之 亊 可 作 出  

评 断 （林 前 八 至 十  > 。 有 人 因 愚 昧 无 知 而  

“良 心 软 弱 ” （林 前 八 7 ) , 他 们 不 明 白  

“凡 物 固 然 洁 净 ” 的 道 理 （罗 十 四 2 0 > 。 

但 保 罗 又 指 出 ， 对 “软 弱 的 良 心 ’’不 可 恣  

意 伤 害 （林 前 八 1 〇 - 1 3 > 。 保 罗 强 调 “良 

心 强 健 ” 者 既 然 知 道 “地 和 其 中 所 充 满 的  

都 屈 乎 主 ” 这 真 理 （林 前 十 2 6 > ， 就 决 不  

当 鼓 励 他 人 伤 害 软 弱 者 的 良 心 （林 前 八 9- 

1 3 >。

有限的功用

良 心 固 可 视 作 行 为 的 指 南 ， 但 在 保 罗  

看 来 ， 却 决 非 独 立 无 误 的 指 南 ， 而 需 要 时  

时 领 受 神 的 旨 意 的 指 示 。 某 些 哲 学 突 出 良  

心 的 公 正 ， 喻 之 为 人 类 道 徳 生 活 的 暗 雨  

计 ； 保 罗 的 良 心 观 却 大 不 同 於 此 。 保 罗 认  

为 人 性 是 舐 落 的 、 有 罪 的 《 良 心 的 功 能 固  

在 判 断 是 非 善 恶 ， 但 它 所 据 以 判 断 的 标 准  

却 是 得 之 於 外 的 。 对 基 督 徒 来 说 ， 良心当  

受 命 於 启 示 ， 在 圣 经 的 指 令 下 有 效 地 活  

动 。 人 类 虽 然 是 按 照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 具 谷  

理 性 、 德 性 、 灵 性 ， 然 而 其 内 在 的 道 德 感  

却 彼 罪 性 损 害 了 ， 人 类 世 界 便 成 了 一 个 被  

歪 曲 、 损 莕 的 道 德 感 的 投 影 。 这 便 是 保 罗  

何 以 告 诫 越 督 徒 “不 要 效 法 这 个 世 界 ” 的 

原 因 。 基 督 徒 非 但 不 可 去 追 随 世 俗 ， 更 要 |

致 力 於 使 “心 意 更 新 而 变 化 ”， 惟 此 才 能  

“察 验 何 为 神 的 善 良 、 纯 全 、 可 客 悦 的 旨  
意 ” （罗 十 二 2 > ， 从 而 逑 立 起 雄 督 徒 “无 

亏 的 良 心 '

耶 稣 说 ： “你 们 虽 然 不 好 ， 尚 且 知 道  

拿 好 东 西 给 儿 女 ” （太 七 1 U , 意 讷 凡 人  

总 有 良 知 ， 不 管 是 多 么 浅 薄 或 歪 曲 。 耶 稣  

又 说 ： “你 们 又 为 何 不 自 己 审 m 什 么 是 合  

理 的 呢 ？ ” （路 十 二 5 7  > 该 句 的 希 腊 原 文  

语 调 表 达 耶 穌 期 待 切 望 听 到 肯 定 的 回 答 ： 

“是 的 ， 主 ， 我 们 确 当 审 f a 。” 保 罗 也 相  

信 良 心 的 普 遍 存 在 ， 连 信 奉 异 教 的 t i t人 也  

不 例 外 ， 这 在 前 文 已 有 所 述 （罗 二 1 5 > 。

既 然 良 知 已 被 罪 恶 歪 曲 ， 那 么 还 能 否  

作 道 德 的 指 南 呢 ？ 一 些 极 端 主 义 的 伦 理 学  

家 根 本 否 认 良 心 的 存 在 ， 而 认 为 道 徳 直 觉  

全 然 听 命 於 社 会 训 练 。 当 然 ， 儿 萤 的 意 识  

( 良 心 > 在 家 庭 或 学 校 不 能 不 受 奖 善 惩 恶  

的 诱 导 教 育 影 响 。 基 督 教 的 看 法 是 ： 良心  

是 屈 灵 和 迫 德 真 理 的 内 在 见 证 ， 但 不 能 视  

同 神 的 声 音 。 耶 穌 就 曾 说 ： “眼 睹 就 是 身  

上 的 灯 。 你 的 眼 睹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

你 的 眼 阽 若 昏 花 ， 全 身 就 黑 暗 。 你 里 头 的  

光 若 黑 暗 了 ， 那 黑 暗 是 何 等 大 ■! ” <太

六 2 2 、 2 3 ; 参 路 i ----3 1 - 3 6 ) 恐 怕 无 人 敢

说 自 己 已 完 全 牮 握 了 寘 理 ， 他 的 良 心 没 有  

被 罪 恶 遮 蔽 ， 失 去 效 用 。

良 心 的 存 在 有 力 地 证 明 了 神 的 存 在 和  

神 的 本 性 ， 诸 如 神 的 公 义 、 神 惩 罚 违 反 祂  

旨 意 的 人 。 那 些 不 信 神 的 人 也 因 承 认 自 己  

道 德 本 性 ， 而 对 神 有 终 极 的 贵 任 （罗 一  

1 9 、 2 0 、 3 2 > 。 十 八 世 纪 的 哲 学 家 康 徳 把  

关 於 神 、 自 由 、 不 死 的 信 念 都 归 结 为 良 心  

的 功 效 。 埜 督 徒 认 为 ， 在 良 心 的 背 后 便 是  

神 ， 祂 是 有 位 格 、 道 德 和 自 显 的 神 ， 也是  

宇 宙 万 物 的 创 造 者 、 维 护 者 、 道 德 与 良 知  

的 主 宰 。

基 本 上 ， 各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文 化 都 有 大  

抵 相 同 的 是 非 善 恶 观 ， 这 就 证 明 良 心 的 存  

在 不 能 仅 仅 以 社 会 风 俗 或 个 人 好 恶 来 加 以  

解 释 。单 就 基 督 教 世 界 来 看 ，其 社 会 习 俗 、 

意 识 形 态 也 是 五 花 八 门 „ 然 而 道 德 标 准 却  

并 非 取 决 某 一 狭 小 的 社 会 结 构 ， 而 是 普 遍  

地 对 圣 经 從 理 的 遵 从 。 当 基 锊 徒 愈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自 己 是 大 体 上 的 小 体 ， 且 统 归 於 耶  

穌 蓰 督 之 主 权 ， 个 人 的 良 心 便 会 愈 益 趋 向



成 熟 ； 而 个 体 之 间 “又 要 彼 此 相 顾 ， 激 发  

心 ， 勉 励 行 善 ，，， 且 不 可 “停 止 聚 会 ” 

( 来 十 2 4 、 2 5 > 。 基 督 徒 只 有 ‘‘在 光 明 中  

行 ”， 才 能 保 持 彼 此 美 好 的 相 交 和 无 愧 的  

良 ^  ( 约 登 一  7 ) 。 惟 有 虚 心 认 罪 ， 并 祈  

求 神 的 宽 恕 ， 良 心 上 的 阴 影 和 污 秽 才 能 淸  

洗 一 净 （约 査 一  9 >。
P a u l  K a u f m a n

参 - 人 观 _ 1 1 9 9 。

参 考 书 目 ： M .S.  E ns l in .  T h e  E7AWCS 〇’

Paul;  C . A .  P i e r c e ,  C o n s c i e n c e  in the NT;  

A . M .  R e h w i n k e l .  The V o i c e  o f  C o n s c ie n c e .  

N . D .  S t a c e y .  The  P a u l i n e  V ie w  o f  M a n ;

G.B .  S t e v e n s .  7"加 Pa t // /ne  T h e o / o g y .

906 l i ing yue zhl jian shi ql

两约之间时期
Intertestamental Period， The
l i ^ n g  y u e  z h l  j i a n  s h i  q l

在 旧 约 历 史 结 束 ， 直 到 新 约 历 史 开 始  

之 间 的 时 代 ， 也 称 为 “減 默 年 代 。

# • 犹 大 教 _ 2 1 6 0 。

了望楼
Watchtower
l i ^ o  w i n g  16 u

守 望 者 站 立 的 高 台 。 农 夫 守 夜 ， 为保 

护 他 们 的 农 作 物 和 牲 畜 ； 士 兵 看 守 ， 为柄 

卫 城 市 。 巴 勒 斯 坦 的 饰 菊 园 里 ， 筑有了 叟  

楼 ， 从 事 守 望 的 人 ， 负 责 看 守 园 内 的 袖 句  

不 被 昕 魯 和 盗 贼 偷 吃 （资 五 5 ; 太 二 十 〜  

3 3 ; 可 十 二 1 ) 。 今 天 ， 巴 勒 斯 坦 的 这 类  

逑 筑 物 ， 仍 有 同 样 的 目 的 ， 并 为 荊 萄 园 工  

人 日 常 起 居 的 地 方 。 有 些 了 望 楼 则 像 以 得  

台 （创 三 十 五 2 1 ) ， 建 在 旷 野 。 这些了 望  

楼 不 但 为 牧 人 提 供 住 所 ， 可 看 守 羊 群 ，而 

且 ， 也 为 哨 兵 预 备 了 一 个 前 哨 基 地 ，好保 

卫 城 市 ， 并 往 来 的 商 旅 ， 免 受 劫 匪 的 骚 扰  

( 王 下 十 八 8 ; 代 下 二 十 2 4 ; 赛 三 十 二  

1 4 ) 0

参 “ 保 降 / 坚 城 " 1 0 4 。

接 狗 / 豺狼
Hyena
life g 6 u  /  c h d i  l ^ n g

参 • 动 物 （鬣 狗 ） ” 3 2 9 。

列 王 纪 上 、 下
Kings, Books o f First and Second
l i 6  w i n g  j i  s h ^ n g  x i ^

接 续 约 书 亚 记 、 士 师 记 ， 以及撒母耳  

记 ， 记 载 与 神 立 约 之 民 历 史 的 书 卷 。 列王 

纪 以 大 卫 当 朝 的 结 束 ， 作 为 记 述 列 王事迹 

之 始 （王 上 一 1 、 2 > 。 内 容 论 及 所 罗 门 的  

王 朝 （王 上 二 至 十 一  > 、 联 合 王 国 的瓦解 

( 王 上 十 一 ， 十 二  > 、 分 裂 王 国 史 （王上 

十 二 至 王 下 十 七  并 载 有 幸 存 的 南 国 ^  

史 及 其 於 主 前 5 8 6 年 的 灭 亡 ， 以 及 约 f 
前 5 6 1 年 ， 巴 比 伦 王 以 未 米 罗 达 善 待 乡 勺  

斤 之 事 。

作 者 和 写 作 年 代

在 希 伯 来 的 正 典 里 ， 列 王 纪 上  

被 视 为 一 卷 ； 全 书 分 为 上 下 参 半 的  

首 先 见 於 七 十 士 译 本 ， 最 后 於 主 后

纪 才 被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采 纳 。 本的考

本 书 的 作 者 不 具 名 ， 有 关 对 作 者 说  

证 则 只 能 从 作 品 的 重 点 和 观 点 推  

巴 比 伦 他 勒 目

a 口、J m  .... ^ ^

(《巴 巴 伯 德 拉 》 1



歹Ij王 纪 是 耶 利 米 的 著 述 。 这 种 见 解 虽 然  

=  由 於 较 晚 期 的 犹 太 传 统 所 致 ， 该 传 统  

^ 向 把 圣 经 各 卷 列 入 先 知 的 著 作 。 然 而 ， 

在 A 知 阅 中 的 起 源 论 ， 却 又 颇 能 得 到 证 据  

。 本 书 有 相 当 多 篇 幅 记 载 先 知 的 生  

乎 ， 例 如 ： 在 4 7 章 中 ， 就 有 1 6 章 描 述 以  

利 k 和 以 利 沙 的 著 迹 （王 上 十 七 至 王 下  

十 ）， 对 於 其 他 先 知 ， 如 亚 希 雅 （王 上 十  

— 2 9 - 3 9 , 十 四 1 - 1 6 ) 、 不 知 名 的 神 人  

( 王 上 十 三 1 - 1 〇 ) 、 米 该 雅 （王 上 二 十 二  

丨3 - 2 8 ) 等 ， 也 花 了 不 少 笔 墨 。 曾 参 照 以  

赛 亚 （王 下 十 八 至 二 十 ； 赛 三 十 六 至 三 十  

九 ）和 耶 利 米 （王 下 二 十 四 ， 二 十 五 ； 耶 

五 十 二 > 著 作 的 可 能 性 ， 也 显 示 本 书 是 出  

自 先 知 的 手 笔 。 作 者 或 编 者 对 於 先 知 话 语  

的 功 效 ， 表 现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之 余 ， 还 经 常  

提 醒 人 们 要 留 意 先 知 以 前 所 说 的 ， 已 经 应  

验 了 。

有 人 最 初 认 为 这 样 的 史 书 ， 不 可 能 出  

自 先 知 之 手 ， 但 证 据 所 显 示 的 刚 好 相 反 。 

先 知 作 为 立 约 关 系 的 护 卫 者 ， 他 们 笔 下 的  

记 载 ， 可 成 为 其 他 圣 经 史 家 的 资 料 来 源 。 

下 列 即 为 这 一 类 的 取 材 ： 先 见 撒 母 耳 的  

书 、 先 见 拿 单 的 书 、 先 见 迦 得 的 书 （代 上  

二 十 九 2 9 >  ; 先 知 拿 单 的 书 、 示 罗 人 亚

希 雅 的 预 言 书 、 先 见 易 多 的 默 示 书 （代下  

九 2 9 ) ; 先 知 示 玛 雅 和 先 见 易 多 的 史 记  

( 代 下 十 二 1 5 >  ; 先 知 易 多 的 传 （代 下 十

三 2 2 ) ; 先 知 以 赛 亚 所 写 的 乌 西 雅 传 等  

( 代 下 二 十 六 2 2 > 。 加 上 列 王 纪 被 列 入 希  

伯 来 正 典 的 前 先 知 书 ， 上 述 的 一 切 都 一 致  

地 指 向 列 王 纪 为 先 知 的 著 述 。

本 书 最 后 一 部 分 的 年 代 ， 必 须 定 在 最  

后 被 记 录 的 几 件 大 事 以 后 。 以 未 米 罗 达 对  

约 雅 斤 的 宽 大 为 怀 （约 主 前 5 6 1 ) ， 是 本  

书 的 甩 声 ， 从 而 定 下 最 早 的 写 作 年 代 。 由 

於 它 没 有 谈 到 重 建 时 期 的 情 况 ， 它 可 能 是  

f 於 5 3 9 年 写 成 的 。 作 者 选 择 其 资 料 ， 似 

为 了 回 应 被 掳 的 人 民 神 学 上 的 困 扰 ， 故 在  

在 都 暗 示 它 的 写 作 日 期 是 在 主 前 5 6 1 至 

5 3 9 年 之 间 。

结 构 和 内 容

列 王 纪 的 编 者 特 别 列 出 他 在 作 品 中 使  

$ 的 3 种 资 料 来 源 圣 经 学 者 相 信 编 者 可  

能 还 抜 用 了 其 他 许 多 材 料 。 当 然 ， 编 者 未

曾 明 确 列 出 的 资 料 来 源 ， 只 能 算 为 研 究 其  

作 品 的 学 者 的 腺 测 ， 也 只 能 具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可 能 性 而 已 。 作 品 中 明 列 和 可 能 采 用 的  

材 料 ， 列 举 如 下 ：

所 萝 门 记 （王 上 十 一4 1  >

此 材 料 包 括 “所 罗 门 其 余 的 事 ， 凡 他  

所 行 的 ， 和 他 的 智 慧 ” 的 补 充 资 料 。 这 些  

补 充 材 料 或 许 包 含 传 记 性 质 ， 诸 如 类 似 二  

母 争 子 的 官 司 （王 上 三 1 ( 5 - 2 8 )、 示 巴 女  

王 来 访 （王 上 十 1 - 1 0 > 等 记 载 。 但 这 些  

材 料 究 竟 是 正 式 的 宫 廷 记 录 或 是 非 正 式 的  

文 书 ， 则 一 直 备 受 争 议 。 有 些 学 者 尝 试 抽  

出 部 分 的 材 料 ， 例 如 ： 视 建 筑 物 的 描 述 得  

自 圣 殿 档 案 （王 上 六 ， 七 ）、 诸 臣 的 名 单  

取 自 政 事 档 案 （王 上 四 ， 五 ）， 但 这 些 仍  

然 只 厲 臆 测 。

以 色 列 请 王 纪

在 列 王 纪 有 关 北 国 君 王 亊 迹 的 末 段 记  

载 中 ， 曾 1 7 次 提 及 这 项 资 料 。 至 於 这 些  

年 代 史 的 性 质 ， 就 从 编 者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所  

屈 类 型 ， 即 可 略 知 一 二 。 例 如 ： “耶 罗 波  

安 其 余 的 事 ， 他 怎 样 争 战 ， 怎 样 作 王 ” 

( 王 上 十 四 1 9 >  ; “暗 利 其 余 的 事 和 他 所

显 出 的 勇 力 ” （王 上 十 六 2 7 ) ; “亚 哈 其

余 的 亊 ， 凡 他 所 行 的 和 他 所 修 造 的 象 牙  

宫 ， 并 所 建 筑 的 一 切 城 邑 ” （王 上 二 十 二

3 9 ) ; “约 阿 施 其 余 的 事 .....和 他 与 犹

大 王 亚 玛 谢 争 战 的 勇 力 ” （王 下 十 三  

1 2 ) ; “耶 罗 波 安 其 余 的 亊 …… 他 怎 样  

争 战 ， 怎 样 收 回 大 马 色 和 先 前 厲 犹 大 的 哈  

马 归 以 色 列 ” （王 下 十 四 2 8 ) 等 记 述 ， 让 

读 者 可 以 从 中 获 得 更 多 资 料 。 从 这 些 经 文  

可 以 看 出 ， 其 资 料 取 自 载 有 诸 王 在 位 记 录  

的 官 方 年 鉴 。

犹 大 列 王 纪

和 以 色 列 诸 王 一 样 ， 这 项 资 料 来 源 曾  

在 有 关 犹 大 君 王 的 末 段 记 载 中 ， 出 现 过  

1 5 次 。 这 些 资 料 补 充 了 个 别 君 王 的 记 载 ， 

例 如 ： “亚 撒 其 余 的 事 ， 凡 他 所 行 的 ， 并 

他 的 勇 力 与 他 所 建 筑 的 城 邑 ” （王 上 十 五  

2 3 ) ; “约 沙 法 其 余 的 事 和 他 所 显 出 的  

勇 力 ， 并 他 怎 样 争 战 ” （二 十 二 4 5 ) ; 

‘‘希 西 家 其 余 的 事 …… 他 怎 样 挖 池 、挖 沟 、 

引 水 入 城 ” （王 下 二 十 2 0 > ; “玛 拿 西 其  

余 的 事 ， 凡 他 所 行 的 和 他 所 犯 的 罪 ’’（王 

下 二 十 一  1 7 ) 等 。

lie wing ji sĥ ng xi  ̂ 907



南 北 二 国 的 史 料 ， 可 能 和 周 围 各 国 的  

年 鉴 相 似 ， 尤 其 玷 亚 述 王 的 纪 年 表 ； 而 

且 可 能 就 是 保 存 於 撒 玛 利 亚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正 式 宫 廷 历 史 。

学 者 认 为 ， 除 了 这 些 明 确 提 及 的 来 源  

以 外 ， 编 者 或 许 还 使 用 了 没 冇 在 书 中 列 举  

的 材 料 。

大 卫 r r 廷史

撒 母 耳 记 下 九 至 二 十 帘 ， 常 被 视 为 撒  

母 耳 记 的 其 中 一 个 材 料 单 元 ， 称 为 “宫 廷  

史 ” 或 “继 位 事 迹 '  由 於 采 用 的 语 汇 和  

观 点 相 似 ， 列 王 纪 上 一 、 二 章 就 常 与 撒 母  

耳 记 的 材 料 连 在 一 起 。 列 王 纪 上 二 章 4 6 

节 的 宜 告 ： “这 样 ， 便 坚 定 了 所 罗 门 的 国  

位 ”， 用 以 结 束 这 段 记 钱 。

亚 咍 兑 审 史料

个 别 的 王 一 般 只 作 简 略 的 记 述 ， 例 

如 ， 亚 哈 的 父 亲 咭 利 ， 按 其 政 治 和 经 济 的  

成 就 而 言 ， 是 北 国 飛 伟 大 的 君 王 之 一 ， 却 

只 占 了 寥 牢 8 节 经 文 （王 上 十 六 21-! 2 i U 。 

不 过 ， 从 亚 哈 在 位 开 始 ， 记 载 的 篇 幅 多  

了 ； 有 关 亚 哈 王 籾 的 延 续 ， 直 到 耶 户 发 动  

政 变 ， 占 了 极 多 篇 幅 （王 上 十 六 至 王 下 十  

二  >。 在 这 史 料 中 ， 衬 泞 使 用 老 套 的 方 程  

式 ， 编 # 可 能 是 使 用 了 其 他 文 献 。 这 材 料  

通 常 可 再 分 为 以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的 生 平 以 及  

亚 哈 王 朝 的 节 迹 。

以 利 亚 的 生 平 ， 见 於 以 下 的 窃 节 ： 列 

王 纪 上 十 七 至 十 九 饫 ， 包 括 乌 鸦 喂 食 、 撒  

勒 法 的 寡 妇 、 旱 灾 、 迦 密 山 上 之 火 ， 以 及

耶 和 华 在 西 乃 的 启 示 ； 列 王 纪 上 二 H----

章 ， 取 伯 的 匍 萄 园 亊 件 ； 列 王 纪 下 一 韋 ， 

亚 哈 谢 请 使 者 之 死 。 亚 哈 当 朝 ， 在 列 王 纪  

中 讫 受 到 如 此 市 视 ， 主 要 原 因 还 是 为 以 利  

亚 的 传 记 提 供 背 识 资 料 。

列 王 纪 下 二 至 十 三 章 中 有 关 以 利 沙 的  

资 料 ， 或 许 是 有 别 於 以 利 亚 事 迹 的 另 一 个  

文 献 来 源 。 其 内 容 包 括 ： 列 王 纪 下 二 章 ， 

以 利 沙 继 承 先 知 的 位 分 ， 洁 汴 水 源 、 众 童  

子 之 死 ； 列 王 纪 下 三 章 ， 与 摩 押 之 战 ； 列 

王 纪 下 四 窃 ， 寒 妇 之 油 、 书 念 妇 人 ； 列 王  

纪 下 五 坊 ， 乃 缚 的 大 麻 风 ； 列 王 纪 下 六  

車 ， 亚 兰 人 企 图 捉 铲 以 利 沙 ； 列 王 纪 下 七  

章 ， 撒 玛 利 亚 闹 饥 荒 ； 列 王 纪 下 八 章 ， 书  

念 妇 人 的 产 业 、 哈 薛 篡 位 ； 列 王 纪 下 九  

章 ， 耶 户 受 裔 ； 列 王 纪 下 十 三 堉 ， 以 利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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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天 。 在 旧 约 H , 两 没 有 其 他 部 分 像 以 利  

沙 般 令 人 惊 叹 的 故 市 ， 读 来 大 快 人 心 。

在 列 王 纪 上 十 六 奇 至 列 王 纪 下 十 三 帝  

之 间 ， 有 一 些 补 充 村 料 和 以 利 亚 及 以 利 沙  

的 传 记 ， 并 没 有 直 接 关 系 • • 如 列 王 纪 上 二  

十 敢 1 至 3 4 节 的 战 争 ， 以 及 耶 户 簏 位 更 多  

的 细 节 （王 下 九 丨 丨 至 十 3 6  常 被 归 类 於  

第 三 种 资 料 ， 包 括 亚 哈 王 朝 及 其 继 位 荇 的  

记 述 。 这 3 种 可 能 的 资 料 ， 全 是 有 关 北 国  

的 亊 务 。

以 赛 亚 史 料

有 关 希 西 家 当 政 时 期 的 记 戗 （王下十  

八丨 3 至 二 十 跟 以 赛 亚 书 的 叙 述 （赛 

三 十 六 1 至 三 十 九 8 > 几 乎 一 字 不 差 n 内 

容 记 载 西 傘 袪 立 的 入 伎 、 拉 伯 沙 葫 的 使  

命 、 希 西 家 的 祈 祷 、 以 赛 亚 的 预 言 、 希西 

家 生 病 、 太 阳 倒 退 ， 以 及 比 罗 达 巴 拉 怛 差  

逍 特 使 。 此 史 料 应 视 为 根 据 以 赛 亚 书 ，或 

其 他 某 些 同 时 在 列 王 纪 和 以 赛 亚 书 采 用 的  

材 料 。

先 知 史 料

由 於 列 王 纪 对 於 先 知 和 先 知 的 工 作 ， 

极 感 兴 趣 ， 不 少 学 者 都 认 为 编 者 还 使 用 了  

其 他 材 料 ， 因 此 ， 包 含 先 知 事 迹 的 记 载 ， 

可 列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文 献 单 元 。 内容包 括亚  

希 雅 （王 上 十 一  2 9 - 3 9 ,  十 四 1 - 1 6 > 、无 

名 先 知 （王 上 十 二 ， 二 十 3 5 - 4 3  ) 、 米该 

雅 《王 上 二 十 二 1 3 - 2 8 ) 的 记 载 ， 以 及其 

他 有 关 材 料 。

除 了 明 _ 提 及 的 材 料 和 其 性 质 的 推 论  

以 外 ， 其 余 史 料 各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可 能 性 . 

学 界 为 了 辨 别 这 些 史 料 ， 并 且 区 别 其 性  

质 ， 虽 然 花 了 不 少 研 究 工 夫 ， 但 仍 停 留 於  

臆 测 的 阶 段 „ 当 思 考 编 者 可 能 呰 经 使 用 的  

材 料 ， 有 一 件 茁 要 的 亊 悄 是 徭 要 留 心 的 。 

那 就 足 即 使 这 些 史 料 曾 经 存 在 ， 也不可因  

此 认 为 可 以 把 历 史 有 组 织 地 M 建 起 来 。究 

竟 哪 些 材 料 在 列 王 纪 编 荇 使 用 以 前 ， 就已 

经 结 合 成 一 个 较 大 的 体 系 呢 ？ 我 们到底无  

法 确 定 这 些 额 外 的 材 料 衍 生 自 怎 样 的 钚  

境 ， 又 或 者 其 至 是 编 者 本 身 对 於 所 采 用 的  

材 料 在 过 往 的 历 史 是 否 浒 楚 ， 我们都无法  

确 定 。 圣 经 学 者 虽 然 在 尝 试 描 述 列 王 纪 的  

历 史 方 面 ， 耗 费 了 许 多 楮 力 ， 但往往忽视  

了 在 观 点 上 的 统 一 ， 这 观 点 就 正 是 从 莳 后  

的 编 铒 所 得 出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正 典 中 的 书



卷 要 了 解 此 书 ， 蜇 要 的 不 是 从 各 种 材 料  

的 ^ 点 苻 手 （対 於 这 方 面 ’ 編 者 自 己 也 许  

并 未 留 意 > ， 而 是 研 究 本 书 作 为 王 国 历 史  

的 挤 体 观 点 。 编 者 使 用 的 材 料 ， 是 要 萸 定  

这 书 卷 的 教 训 ； 而 所 选 用 的 ， 正 耍 符 合 编  

济 的 目 的 。 因 此 ， 他 所 预 备 的 材 料 ， 和 现  

今 版 本 的 教 训 ， 大 部 分 并 不 相 关 。 发 掘 其  

他 可 能 的 史 料 ， 当 然 斑 要 ， 但 全 书 整 体 的  

倍 总 ， 也 不 可 抹 煞 。 这 不 逛 说 列 王 纪 只 是  

— 部 以 未 经 改 动 的 材 料 所 合 成 的 作 品 。 作 

者 在 粮 珂 史 料 的 过 程 里 ， 无 疑 呰 经 按 着 一  

些 取 舍 的 标 准 和 文 学 技 巧 〃

在 分 裂 王 国 史 上 ， 编 者 的 结 构 技 巧 非  

常 突 出 。 例 如 ： 对 於 每 一 个 王 朝 ， 他 运 用  

了 公 式 的 引 论 和 结 论 。 除 了 微 小 的 细 节 以  

外 ， 南 北 两 国 记 述 模 式 大 致 相 同 。 对 於 犹  

大 谙 王 ， 完 整 的 引 论 校 式 如 下 ：

1. 登 基 年 份 与 北 国 君 王 的 在 位 年 份 ， 

并 列 对 照 ；

2 .  王 的 即 位 年 龄 ；

3. 国 祚 的 长 短 ；

4 .  母 亲 的 名 字 ；

5. 对 其 政 绩 的 评 语 。

每 个 犹 大 王 在 位 时 期 的 枣 迹 ， 则 以 如  

下 作 结 ：

1. 引 述 犹 大 王 的 年 代 ， 以 便 进 一 步 査

考 ；

2 . 记 述 王 的 逝 世 及 其 埋 葬 的 地 点 ；

3. 继 承 人 ： “他 的 儿 子 接 续 他 作 王 。”

从 罗 波 安 登 基 时 的 记 载 ， 可 见 记 述 犹

大 王 事 迹 的 完 整 模 式 （王 上 十 四 2 丨 、 2 2 、 

29-3 U 。

i 己 述 以 色 列 王 时 所 用 的 模 式 则 稍 有 不

同 ：

1 • 登 驻 年 份 与 南 国 君 王 的 在 位 年 份 ， 

并 列 对 照 ；

2 • 国 祚 的 长 短 ；

3 .王 宫 的 所 在 地 ；

4 .因 拜 偶 像 而 遭 谴 责 ；

5 • 父 亲 的 名 字 。

每 个 以 色 列 王 在 位 期 间 的 记 载 ， 则以  
如 下 作 结 ：

1.引 述 以 色 列 王 的 年 代 ， 以 便 进 一 步

杏考。

2 • 记 述 王 的 逝 世 ；

3 • 除 非 有 人 蒽 位 ， 否 则 便 是 记 述 其 子

即 位 。

记 述 以 色 列 王 亊 迹 的 完 粮 模 式 ， 可见  

於 巴 沙 的 登 基 （王 上 十 五 3 3 、 3 4 ， 十 六 5 

6)〇

这 些 模 式 在 使 用 时 略 有 不 同 ， 但 整 体  

而 言 ， 它 们 的 结 构 前 后 一 致 ， 并 为 分 裂 王  

国 史 提 供 甚 本 的 架 构 。 南 北 两 国 的 对 照 年  

表 ， 为 违 立 那 时 期 的 年 代 ， 提 供 资 料 。 记 

述 模 式 的 变 化 可 以 反 映 编 者 所 使 用 的 材 料  

的 性 质 ， 又 或 反 映 他 个 人 的 客 好 。 犹 大 王  

母 后 的 名 字 见 於 记 我 之 中 ， 但 以 色 列 王 的  

母 后 则 没 有 提 及 ， 这 可 能 表 示 编 者 对 於 大  

卫 一 系 较 为 关 切 ， 因 此 所 记 载 的 也 更 为 确  

切 和 完 谷 。 耶 路 撒 冷 被 假 设 是 南 国 王 宫 的  

所 在 地 （虽 然 没 有 提 及  > , 而 北 国 君 王 的  

王 宫 却 需 记 明 ， 大 概 因 为 北 国 曾 从 示 剑 迁  

往 毗 努 伊 勒 ， 后 又 迁 往 得 撒 ， 接 着 迁 往 撒  

玛 利 亚 。 提 到 北 国 君 王 之 父 ，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改 朝 换 代 的 频 繁 ， 然 而 ， 犹 大 国 的 朝 政  

稳 定 ， 特 别 当 提 到 几 乎 所 有 南 国 的 王 都 埋  

葬 於 大 卫 的 城 ， 两 者 的 对 比 就 更 形 明 显 。

列 王 纪 与 高 等 评 鉴 学

高 等 评 鉴 学 对 列 王 纪 的 评 鉴 ， 主 要 在  

於 申 命 记 的 年 代 ，以 及 申 命 记 与 “申 命 史 ” 

( 从 约 书 亚 记 到 列 王 纪 ）其 余 部 分 的 关 系 。 

髙 等 评 鉴 学 否 定 申 命 记 可 能 著 於 摩 西 时  

代 。 由 於 列 王 纪 和 申 命 记 的 神 学 观 点 相  

似 ， 髙 等 评 鉴 学 的 学 者 通 常 将 申 命 记 的 年  

代 ， 大 概 定 於 约 西 亚 在 殿 中 发 现 律 法 书 之  

时 （主 前 6 2 1 ; 王 下 二 十 二  於 是 ， 申 

命 记 被 视 为 一 部 伪 托 的 作 品 ， 目 的 是 将 约  

西 亚 的 改 革 合 法 化 ， 列 王 纪 则 成 为 姐 妹 篇  

的 作 品 （跟 约 书 亚 记 至 撒 母 耳 记 等 著 述 并  

列 > , 以 约 西 亚 时 代 著 作 申 命 记 的 作 者 们  

的 眼 光 ，观 察 历 史 。在 这 基 础 上 的 列 国 史 ， 

并 非 按 照 从 摩 西 时 代 以 来 传 流 神 律 法 的 标  

准 来 衡 蛩 ， 而 是 按 照 已 成 历 史 的 亊 件 结 果  

来 判 决 。

高 等 评 鉴 学 同 时 极 关 注 书 卷 的 编 辑  

史 ， 那 就 是 在 极 终 的 正 典 版 本 出 现 以 前 ， 

曾 经 为 了 适 合 较 早 期 的 神 学 模 式 而 编 茛 了  

多 少 次 。 大 多 数 商 等 评 鉴 学 的 学 者 认 为 至  

少 曾 作 过 2 次 的 编 修 ， 一 次 是 在 约 西 亚 死  

后 不 久 ， 约 在 主 前 6 〇 〇 年 ； 另 一 次 则 是 适  

值 被 掳 时 期 。 据 说 ， 第 一 次 谝 修 主 要 关 注

Ii6 w^ng jl sh^ng xi^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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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的 亊 宜 ， 特 别 遥 将 约 西 亚 时 期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集 中 敬 拜 予 以 合 法 地 位 。 第 —■位 

编 辑 则 被 视 为 在 前 人 的 工 作 上 加 添 材 料 ， 

为 被 掳 事 件 提 出 辩 解 。 但 又 有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 尚 有 第 三 个 版 本 ， 即 由 较 晚 期 的 编 辑  

们 使 用 了 约 西 亚 以 前 的 “前 申 命 记 ”版 本 。 

这 种 治 学 法 的 确 实 性 ， 引 起 或 许 是 最 激 烈  

的 争 议 ， 就 是 学 者 们 将 不 同 的 章 节 归 入 这  

个 或 那 个 编 者 的 名 下 所 得 的 矛 盾 结 果 ； 明 

显 的 主 观 成 分 和 无 法 掌 握 证 据 是 最 大 缺  

点 。

高 等 评 鉴 学 所 采 取 的 另 外 一 个 特 点 ， 

是 环 绕 考 究 作 者 所 持 的 神 学 原 则 ， 对 於 他  

处 理 证 据 时 有 多 大 的 影 响 。 许 多 学 者 断  

言 ， 作 者 为 了 表 达 他 的 神 学 重 点 ， 不 惜 窜  

改 资 料 。 这 种 手 法 从 耶 罗 波 安 的 金 牛 犊 可  

见 一 斑 。 许 多 学 者 认 为 ， 这 些 并 非 真 是 耶  

和 华 的 形 象 ， 金 牛 犊 不 过 是 垫 座 ， 居 於 其  

上 的 被 认 为 是 不 可 见 的 耶 和 华 ； 因 此 ， 最 

初 被 认 为 是 正 当 的 ， 不 久 便 给 列 王 纪 的 编  

者 误 解 或 误 传 成 为 偶 像 。

高 等 评 鉴 学 同 时 也 眨 抑 列 王 纪 所 记 载  

资 料 的 历 史 可 靠 性 。 例 如 ， 西 拿 基 立 与 犹  

大 之 战 的 记 载 （王 下 十 八 ， 十 九  > ， 常 被  

视 作 两 件 独 立 事 件 的 合 并 。 但 在 更 近 期 的  

学 术 研 究 中 ， 却 又 朝 相 反 的 方 向 ， 大 部 分  

的 原 因 是 巴 勒 斯 坦 、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埃 及 的  

考 古 资 料 不 断 增 加 ， 学 者 对 於 史 料 的 可 靠  

性 ， 愈 来 愈 有 信 心 。

本 书 的 年 代 结 构 ， 得 着 的 评 价 尤 其  

低 。 列 王 纪 不 但 似 乎 跟 其 他 圣 经 章 节 有 牴  

触 （参 王 下 二 十 五 8 与 耶 五 十 二 1 2 ; 王 下  

二 十 五 2 7 与 耶 五 十 二 ：3 1 > ， 有 些 地 方 甚 至  

明 显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参 王 下 八 2 5 与 九  

2 9 ; 王 下 一 1 7 与 三 丨 ， 八 1 6 > 。 在 此 ， 那 

趋 向 也 逆 转 了 。 人 们 不 但 不 认 为 经 文 因 世  

纪 以 来 的 易 手 而 出 现 讹 传 的 情 况 ， 反 而 因  

着 对 古 代 编 年 程 序 愈 益 了 解 ， 人 们 对 於 这  

些 数 据 的 准 确 程 度 ， 愈 来 愈 有 信 心 ， 且 认  

为 其 准 确 程 度 达 至 令 人 诧 异 的 地 步 。 以 前  

— 度 认 为 互 相 矛 盾 的 经 文 ， 如 今 则 被 评 为  

对 比 计 算 在 位 年 份 和 新 元 两 种 系 统 而 构 成  

的 准 确 宣 告 。

当 列 王 纪 在 大 多 数 的 文 献 中 ， 被 称 为  

申 命 史 的 时 候 ， 是 以 本 书 卷 著 於 较 晚 年  

代 ， 作 为 根 据 。 尽 管 这 说 法 存 有 偏 见 ， 但

也 指 出 了 编 第 者 的 目 的 。 其 实 ， 我 们 无  

接 受 中 命 记 为 晚 期 作 品 ， 才 可 领 略 申 命 $  

对 列 王 纪 的 影 响 。

神 学 教 导 和 写 作 目 的

列 王 纪 所 记 载 立 约 之 民 的 历 史 ， 从大 

卫 驾 崩 （主 前 9 6 1 > 起 ， 到 南 国 灭 亡 止  

( 主 前 5 8 6 > 。 不 过 ， 此 历 史 并 不 是 按 照 f见 
代 人 对 於 历 史 教 科 书 的 期 望 而 写 成 。 歹 

纪 的 编 者 在 剪 辑 时 ， 没 有 集 中 在 经 济 、#  

治 和 军 亊 的 主 题 上 ； 然 而 ， 对 於 神 学 的 _  

注 ， 才 是 编 者 写 作 的 动 力 。

由 於 列 王 纪 的 历 史 ， 在 历 代 志 里大多 

可 以 找 到 平 行 的 记 载 ， 评 估 本 书 的 神 学 &  

目 的 ， 便 容 易 一 些 。 把 两 种 记 载 比 较 ，尤 

其 是 研 究 较 晚 期 的 历 代 志 编 者 ， 如何将列  

王 纪 里 所 找 到 的 材 料 ， 予 以 增 添 或 删 节  

时 ， 两 部 史 书 的 旨 趣 便 愈 发 清 楚 地 呈 现 出  

来 。

列 王 纪 编 於 被 掳 时 期 ， 可 能 在 主 前  

5 6 0 和 5 3 9 年 之 间 。 耶 路 撒 冷 已 经 变 为 瓦  

砾 ， 大 卫 的 宝 座 荡 然 无 存 。 作 为 以 色 列 民  

神 学 的 两 大 支 柱 ： 神 圣 不 可 侵 犯 的 圣 殿 和  

大 卫 的 宝 座 《耶 七 4 ， 十 三 1 3 、 1 4 ， 二十 

二 1 - 9 ; 参 王 上 八 1 6 、 2 9 ) 已 经 倒 塌 了 。 

以 色 列 的 信 仰 如 果 仍 然 幸 存 ， 就必 要 回 答  

这 些 紧 急 的 问 题 ： “这 一 切 是 如 何 发 生  

的 ？ 神 为 什 么 不 能 向 大 卫 和 锡 安 遵 守 ?也的 

应 许 呢 ？ 应 许 给 废 掉 了 吗 ？ ” 列王 纪 的 作  

者 在 回 应 主 前 7 ‘2 2 年 （撒 玛 利 亚 沦 陷 ）和 

5 8 G 年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 的 灾 难 时 ， 目的 

在 针 对 选 民 的 疑 惑 。 列 王 纪 和 约 伯 记 — 

样 ， 主 张 神 义 说 ， 为 神 对 待 人 的 方 法  

辩 解 。 w

为 了 回 答 “这 一 切 是 如 何 发 生 的 ？ 

这 个 问 题 ， 纟 扁 者 以 律 法 所 提 出 的 标 准 ’ 

述 立 约 之 民 的 历 史 。 基 於 这 个 理 由 ，

纪 可 以 称 为 “摩 西 五 经 史 ”， 或 甚 至  

接 地 称 为 “申 命 史 ”，. 因 为 编 者 用 来 衡 申  

两 国 的 标 准 ， 只 见 於 五 经 中 的 申 命 记 ^ 越  

命 记 中 被 选 用 来 评 断 两 国 的 较 届  

有 ： 集 中 敬 拜 、 君 主 政 体 制 定 、 先知  

的 功 效 ， 以 及 对 不 守 约 者 的 咒

作 者 最 关 切 的 是 纯 正 的 敬 拜 。 $ 在部 

的 纯 正 ， 主 要 的 标 准 是 诸 王 对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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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撒 冷 殿 中 敬 拜 所 持 的 态 度 ， 它 们 跟 在 其  

他 地 方 敬 拜 神 、 以 及 用 邱 坛 敬 拜 耶 和 华 的  

宗 教 混 杂 的 迦 南 仪 式 ， 互 相 对 立 。 申 命 记  

十 二 章 1至 3 2 节 要 求 集 中 的 敬 拜 是 在 中 央  

的 圣 坛 举 行 。 “集 中 敬 拜 ” 一 词 也 许 是 误  

用 了 ， 因 为 在 建 殿 以 前 ， 一 直 以 会 搏 为 敬  

拜 的 中 心 ， 申 命 记 所 载 的 改 变 ， 并 不 是 将  

敬 拜 中 央 化 ， 而 是 某 於 圣 坛 不 再 随 时 迁 移  

而 要 闶 定 下 来 。 对 於 北 国 诸 王 而 言 ， 此 标  

准 实 际 上 已 成 为 不 变 的 叙 述 模 式 ， 如 ： 

“他 行 耶 和 华 眼 中 看 为 恶 的 巿 ， 行 尼 八 的  

儿 子 耶 罗 波 安 所 行 的 道 ， 犯 他 使 以 色 列 人  

陷 在 罪 里 的 那 罪 。” （王 上 十 五 3 4 ， 十 六  

3 1 ; 王 下 三 3 , 十 3 1 , 十 三 2 、 1 丨， 十四  

2 4 ， 十 五 9 、 1 8 、 2 4 、 2 8 ， 十 七 2 2 ) 列王  

纪 的 编 荇 认 为 以 色 列 在 但 和 伯 特 利 所 立 的  

金 牛 犊 坛 ， 是 为 大 罪 ； 然 而 ， 北 国 诸 王 始  

终 执 迷 不 悟 （王 上 十 二 2 5 至 十 三 3 4 ) 。 北 

国 请 王 排 斥 耶 路 撒 冷 的 蜇 要 地 位 ， 这 些 邱  

坛 便 成 为 货 度 北 国 诸 王 的 标 竿 。 所 有 以 色  

列 王 全 都 按 照 这 标 准 被 定 罪 （除 了 只 作 王  

1个 月 的 沙 龙 ， 以 及 北 国 末 代 的 君 王 何 细  

亚 例 外 ）， 甚 至 杀 害 以 拉 的 心 利 ， 虽 然 在  

宫 殿 内 自 焚 前 ， 仅 作 王 1星 期 ， 也 没 有 例  

外 （王 上 十 六 9 - 2 0 ) 。 至 於 加 诸 犹 大 诸 王  

的 ， 则 是 另 一 套 标 准 ： 他 们 对 於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郊 盛 行 的 异 端 敬 拜 ， 所 持 的 态 度 ， 只 

有 希 西 家 和 约 西 亚 得 到 编 者 无 条 件 的 认  

可 ， 许 为 效 法 大 卫 的 方 式 （王 下 十 八 3, 

二 十 二 ‘2 > 。 其 他 有 G位 王 虽 然 还 没 除 去 邱  

坛 ， 却 由 於 热 切 地 遏 止 偶 像 崇 拜 而 受 到 称  

赞 （亚 撒 ， 王 上 十 五 9-1 5 ; 约 沙 法 ， 王 

上 二 十 二 4 3; 约 阿 施 ， 王 下 十 二 2 、 3; 

亚 玛 谢 ， 十 四 3 、 4 ; 亚 撒 利 雅 ， 十 五 3 、 

4 ; 约 坦 ， 十 五 3 4 、 3 5  h 其 余 的 犹 大 诸  

王 ， 则 由 於 参 与 邱 坛 和 亵 渎 圣 殿 而 逍 受 谴  

责 。 此 乃 本 书 突 出 的 主 题 。

耵 t 政 休 史

编 荇 其 次 所 关 心 的 ， 是 追 溯 君 主 政 体  

的 历 史 。 申 命 记 十 七 章 1 4 至 2 0 节 ， 预 言  

有 一 天 以 色 列 人 将 要 求 立 王 ， 并 指 令 作 王  

的 要 为 人 民 担 当 基 本 的 宗 教 责 任 。 提 到 立  

王 之 事 ， 也 仅 见 於 申 命 记 ， 这 成 了 编 者 所  

关 注 的 君 主 政 体 史 的 蕋 础 ， 他 特 别 关 注 君  

王 在 宗 教 上 的 忠 贞 。 大 卫 成 为 理 想 君 王 的  

模 范 ， 大 卫 不 但 是 M 度 的 标 准 ， 他 和 他 的

子 孙 也 因 此 “可 在 以 色 列 中 ， 在 国 位 上 年  

长 日 久 ” （申 十 七 ‘2 0 ; 参 王 上 十 五 丨 1 ; 王 

下 十 八 3 ， 二 十 二 2 所 鈸 效 法 大 卫 所 行 的 ， 

以 及 王 上 十 四 8 , 十 五 3 - 5 ; 王 下 十 四 3, 

十 六 2 所 载 的 反 面 例 子 ）。 编 者 希 望 让 人  

知 道 ， 即 使 大 卫 的 子 孙 不 忠 ， 神 对 於 大 卫  

却 始 终 信 实 。 南 北 两 国 的 君 王 数 目 相 同 ， 

但 北 国 在 2 0 0 年 中 不 断 改 朝 换 代 ， 发 生 弑  

君 夺 位 之 事 ， 然 而 ， 历 时 3 5 0 年 的 大 卫 王  

朝 ， 则 始 终 相 传 不 息  < 王 上 十 一 1 3 、 3 2 、 

3 6 , 十 五 4 、 5 ; 王 下 八 1 9 , 十 九 3 4 ， 二  

十 6 > 。 大 卫 皇 室 逍 遇 的 祸 患 、 和 因 此 对  

神 的 应 许 产 生 的 疑 惑 ， 促 使 编 者 振 笔 疾  

书 。

先 知 话 访 的 功 效

列 王 纪 能 够 称 为 申 命 史 的 另 外 一 个 原  

因 ， 是 因 为 它 关 注 先 知 话 语 的 功 效 。 在五  

经 中 有 3处 经 文 论 及 先 知 的 设 立 ， 即 ： 民 

数 记 十 二 章 1至 8 节 ； 申 命 记 十 三 章 1 至 5 

节 ； 以 及 申 命 记 十 八 章 1 4 至 2 2 节 。 只 有  

申 命 记 十 八 章 记 载 试 验 真 先 知 的 方 法 ， 乃 

按 照 其 预 言 是 否 效 验 来 判 断 。 作 者 为 了 提  

高 人 们 留 心 先 知 话 语 的 应 验 ， 列 引 许 多 例  

证 ： 列 王 纪 上 八 章 2 0 节 （撒 下 七 1 3 ) ; 

列 王 纪 上 十 二 章 1 5节 （十 一 2 9 - 3 6 ) ;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三 章 1 6 至 1 8 节 （王 上 十 三 1- 

3> ; 列 王 纪 上 十 四 章 1 7 、 1 8 节 和 十 五 章

2 9 节 （十 四 (5至丨2> ; 列 王 纪 上 十 六 章 7 、 

I I 、 1 2节 （1 - 4节 > ; 列 王 纪 上 十 六 章 3 4  

节 （书 六 2 G ) ; 列 王 纪 上 二 十 二 章 3 5 至 

3 8 节 （二 十 二 1 7 >  ; 列 王 纪 下 九 章 7 至 10 

节 、 3 0 至 3 7 节 和 十 章 1 0 、 1 1 、 3 0 节 （王 

上 二 十 一  2 1 - 2  9 ) ; 列 王 纪 下 一 章 1 7 节 

(一 6> ;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四 章 ‘2 节 （二 十 一  

1〇> ;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三 章 3 0 节 （二 十 二  

1 5 - 2 0 ) 。 作 者 着 逭 显 示 先 知 的 话 语 ， 是 

有 功 效 和 力 研 的 。 他 对 先 知 的 关 切 ， 也可  

从 他 记 述 以 利 亚 、 以 利 沙 ， 以 及 其 他 先 知  

人 物 的 材 料 猾 出 来 。

咒 诅 的 应 验

编 者 对 申 命 记 的 另 一 个 关 注 ， 见 於 他  

追 溯 因 不 守 约 而 应 验 了 的 咒 诅 。 神 和 以 色  

列 立 约 ， 结 果 带 来 咒 诅 还 是 祝 福 ， 倒 要 看  

人 民 的 顺 服 与 否 ； 列 王 纪 的 编 者 认 为 南 北  

两 国 荣 受 咒 诅 ， 皆 因 两 国 未 能 达 到 约 的 要  

求 。 编 者 审 惝 指 出 ， 大 部 分 见 於 申 命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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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或 多 或 少 已 成 为 历 史 亊 实 。 摩 西 杵 臀  

锊 百 姓 ， 背 逆 的 后 果 迸 沖 将 “从 远 方 、 地  

极 带 一 围 的 民 ， 如 啤 飞 来 攻 击 ’’（申 二 十  

八 49  > ， 而 亚 述 人 果 然 来 到 撒 玛 利 亚 ， 巴 

比 伦 人 也 攻 入 耶 路 撒 冷 。 列 国 必 “将 你 困  

在 你 各 城 里 ， 直 到 你 所 倚 想 、 商 大 坚 固 的  

城 墙 都 被 攻 塌 ” （申 二 十 八 5 ‘2> ; 就 这 样 ， 

撒 玛 利 亚 从 主 前 7 2 4 至 7 2 2 年 被 围 困 ， 耶 

路 撒 冷 则 从 主 前 5 8 8 至 5 8 6 年 被 围 困 。 在 

拔 绝 粮 尽 的 困 境 中 ， 人 们 被 迫 吞 食 自 己 的  

伢 肉 ， 妇 女 则 以 刚 产 下 的 婴 儿 果 朐 （申 二  

十 八 5 3 -5 7 > 。 以 色 列 被 便 哈 达 围 困 时 ， 

就 发 生 了 这 样 的 亊 情 （王 下 六 2 4 - 3 0 ) 。 

耶 和 华 既 然 拧 经 喜 悦 她 的 子 民 昌 盛 ， 使 他  

们 众 多 ， 照 样 也 会 毀 灭 他 们 ， 将 他 们 分 散  

在 万 民 中 （申 二 十 八 6 3 - 6 7 ) 。

列 王 纪 的 作 者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 写 作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的 历 史 ， 以 解 决 神 学 上 的 难  

题 . 人 们 如 何 能 够 把 被 掳 ， 与 神 给 予 以 色  

列 民 和 大 卫 的 应 许 ， 互 相 调 和 呢 ？ 他 的 答  

案 具 有 双 重 意 义 ： （丨） 问 题 并 不 在 於 神 ， 

而 是 背 逆 的 人 ； 神 一 直 是 公 义 的 ； （2) 

国 家 的 终 结 ， 并 不 等 於 人 民 或 大 卫 之 家 的  

终 结 。 本 书 的 尾 声 颇 具 启 发 性 ： 以 未 米 罗  

达 从 狱 中 释 放 约 雅 斤 ， 使 他 的 地 位 商 过 众  

王 ，并 叫 他 不 缺 衣 食 《王 下 二 十 五 ‘2 7 - 3 0 ) 。 

被 掳 期 间 ， 几 乎 一 无 所 有 时 ， 大 卫 之 家 依  

然 享 有 神 的 恩 宠 和 福 祉 。 神 没 有 弃 绝 池 的  

应 许 ， 人 们 应 当 持 守 盼 望 。

列 王 纪 的 其 他 主 题 也 显 示 ， 编 者 在 选  

择 和 编 排 资 料 时 ， 特 别 使 用 申 命 记 作 为 审  

视 人 民 历 史 的 架 构 ， 流 露 他 的 神 学 动 机  

这 样 的 比 较 ，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十 二 章 1至 2 0  

节 和 申 命 记 十 六 章 1 至 《节 有 关 遵 守 逾 越  

节 之 礼 ， 可 见 在 出 埃 及 记 中 ， 逾 越 节 是 以  

家 庭 为 中 心 ； 在 申 命 记 中 ， 则 是 在 圣 所 内  

庆 祝 。 列 王 纪 的 作 者 谛 愤 地 表 示 ， 在 约 西  

亚 作 王 期 间 ， 逾 越 节 乃 遵 照 申 命 记 的 规 定  

来 庆 祝 （王 下 二 十 三 2 1 - ‘2 3 > 。 在 记 述 亚  

玛 谢 按 照 律 法 治 国 时 ， 明 确 地 列 出 申 命 记  

的 一 段 经 文 （王 下 十 四 6 引 述 申 二 十 四  

1 6 ) 。

与 仿 代 志 对 照

列 王 纪 一 旦 与 历 代 志 的 平 行 记 载 互 相  

对 照 ， 其 特 点 便 愈 发 明 显 。 列 王 纪 的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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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针 对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后 的 怡 况 ， 并必须回  

答 “如 何 及 为 何 ” 等 问 题 ，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则 是 10：建 的 社 会 中 的 一 分 子 ， 当时引起激  

烈 争 议 的 神 学 问 题 ， 不 是 如 何 及 为 何 ，而 

是 ： ‘‘我 们 还 能 和 大 卫 有 分 吗 ？ 神仍然关  

心 我 们 吗 ？ ” 所 骷 要 的 ， 并 不 足 解 释 为 何  

被 掳 ， 而 是 要 把 被 掳 后 时 期 和 被 掳 前 时 期  

连 系 起 来 。 第 二 座 圣 殿 的 兴 违 和 敬 拜 的 规  

范 ， 在 历 代 志 所 显 示 的 细 节 ， 远 胜於 任何  

有 关 先 前 的 圣 殿 的 记 软 。 历 代 志 只 记 述 犹  

大 的 历 史 和 大 卫 家 系 的 历 史 ， 反映在被掳  

后 ， 独 有 她 幸 存 下 来 。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所 省  

略 的 亊 件 ， 也 颇 为 值 得 注 意 。 他不俛撒母  

耳 记 和 列 王 纪 的 作 者 ， 无 意 立 下 起 诉 的 案  

例 ， 因 此 ， 他 可 以 自 由 地 肖 略 有 关 大 卫 与  

拔 示 巴 犯 罪 的 记 载 《撒 下 十 — 也不曾 

提 及 所 罗 门 即 位 时 遇 到 的 困 难 （王 上 一 ， 

二 K 在 他 那 个 时 代 ， 北 国 已 亡 ， 因此 ， 

历 代 志 作 者 未 曾 细 述 耶 罗 波 安 的 罪 行 《王 

上 十 三 ， 十 四  >。 历 代 志 对 於 圣 殿 的 事 情 ， 

更 感 兴 趣 ； 列 王 纪 明 显 记 述 先 知 的 亊 迹 ， 

但 相 同 的 情 况 却 未 见 於 历 代 志 ， 这 样 ，以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的 生 平 ， 也 均 省 略 了 （王上 

十 六 至 王 下 十  > 。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亦 未 曾 罗  

列 导 致 北 国 沦 陷 的 诸 般 罪 行 （王 下 十 七 1 

至 十 八 1 2 > 。 从 所 有 这 些 例 子 中 ， 我们可 

以 看 见 史 实 跟 人 民 、 编 者 在 神 学 的 关 注  

上 ， 起 着 交 互 的 作 用 。 每 位 编 者 既 为 社 会  

的 一 分 子 ， 在 选 材 和 编 排 上 ， 就力求符合  

社 会 所 关 切 和 需 要 的 ； 比 较 两 种 记 载 ，即 

可 清 楚 看 见 每 位 编 者 的 蜇 点 。 这些编荇的  

工 作 跟 基 督 教 会 的 使 命 ， 有 笤 连 贯 的 关  

系 。 教 会 也 迭 择 救 赎 史 的 资 料 ， 并加以谝  

排 ， 好 应 付 每 个 世 代 的 需 要 和 所 面 对 的 问  

题 。 教 会 整 理 出 来 的 资 料 ， 虽不像列王纪  

及 历 代 志 的 编 者 所 作 的 一 样 ， 是权威的圣  

经 ， 两 者 的 工 作 却 逛 相 类 的 。

内 容 提 要

列 王 纪 可 分 为 3 部 分 ： （丨> 所罗门王 

朝 （王 上 一 至 十 一  > ; ( 2 > 分 裂 王 国 史  

( 王 上 十 二 至 王 下 十 七 ） ； （3 > 在 犹 大  

的 幸 存 王 国 史 （王 下 十 八 至 二 十 五 ）。 

所 罗 门 王 初 （王 上 一 至 十 一 ）

以 亚 多 尼 雅 的 流 产 政 变 为 记 载 的 $ 

始 ， 叙 述 所 罗 门 登 基 时 所 引 发 的 宫 廷 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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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上 一 ）<• 大 卫 临 死 之 前 ， 叮 嘱 所 罗 门  

顺 服 忡 的 诫 命 （王 上 二 丨 , 并 向 敌 人  

施 行 报 兑 （王 上 二 5 - 9 ) 。 大 卫 死 后 ， 所  

罗 门 下 令 将 亚 多 尼 雅 、 约 押 和 示 每 处 死 ， 

支 持 亚 多 尼 雅 夺 位 的 祭 司 亚 比 亚 他 ， 则 被  

革 职 （王 上 二 1 3 - 4 6 K 敌 人 得 以 淸 除 后 ， 

便 M坚 定 了 所 罗 门 的 国 位 ” （王 上 二 4 6 ) 。

所 罗 门 当 政 其 余 的 日 子 ， 可 分 为 两 部  

分 ： 行 其 父 大 卫 之 迫 的 所 罗 门 （王 上 三 至  

十 > ; 偏 离 正 逍 的 所 罗 门 （王 上 十 一  > «> 

所 罗 门 在 基 遍 献 祭 时 ， 祈 求 神 賜 他 智 恝 ， 

好 治 理 国 家 ， 后 来 ， 在 两 名 妓 女 争 夺 孩 子  

一 案 中 ， 他 的 智 恝 使 很 快 地 表 现 出 来 （王 

上 三 ）。 关 於 王 国 的 行 政 组 织 和 所 罗 门 的  

无 比 才 智 ， 本 书 均 有 记 述 （第 四 章 k 对  

於 圣 殿 的 筹 备 （第 五 帝 ）、 兴 建 （六 ， 七 

章 ） 和 奉 献 （第 八 章 ）， 编 者 也 有 大 贷 记  

找。 神 在 第 二 次 向 所 罗 门 显 现 时 ， 提 醒 他  

要 效 法 其 父 大 卫 ， 遵 守 祂 的 律 例 典 章 （王 

上 九 1 - 9 ) ; 所 罗 门 的 建 筑 和 商 业 活 动 ， 

也 有 细 述 （王 上 九 丨 〇 - 2 7 > 。 示 巴 女 王 访  

问 后 ， 接 若 展 示 所 罗 门 宫 室 的 富 丽 堂 皇  

(第 十 章  > 。 可 惜 ， 所 罗 门 没 有 遵 守 神 的  

诫 命 ， 受 到 外 邦 妃 嫔 的 引 诱 去 随 从 别 神 ， 

未 能 像 大 卫 一 样 全 心 全 意 敬 拜 耶 和 华 （王 

上 H — 4 > , 神 决 定 从 他 儿 子 的 手 中 夺 回  

北 方 各 支 派 《王 上 十 一 1 1 - 1 3 ) 。 由 於 神  

的 惩 罚 ， 被 征 服 的 人 民 起 来 反 叛 所 罗 门  

( 王 上 十 一 1 4 - 2 5 ) ， 而 在 以 色 列 国 内 ， 则 

有 耶 罗 波 安 的 叛 乱 （王 上 十 一 2 6 - 4 0 ) 。 

分 裂 王 N 史 （王 上 十 二 至 王 下 十 七 ）

所 罗 门 死 后 ， 联 合 王 国 解 体 。 北 国  

( 以 色 列 ） 存 在 约 两 个 世 纪 ， 由 9 个 朝 代  

的 ‘2 0 个 王 统 治 ， 其 间 国 力 衰 微 ， 并 有 弑  

君 篡 位 的 悄 况 。 相 反 ， 南 国 则 延 续 3 个 半  

址 纪 ， 由 大 卫 一 系 的 1 9 个 王 治 理 ， 但 有  

一 段 短 时 期 ， 由 亚 他 利 雅 夺 位

在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以 前 ， 南 北 众 支 派 之  

间 长 久 以 来 各 自 为 政 ， 甚 至 互 有 战 争 ， 因 

此 ， 一 分 为 二 并 不 足 为 奇 。 但 其 近 因 则 是  

北 方 支 派 差 逍 代 表 ， 商 谈 有 关 王 权 的 问 题  

时 ， 罗 波 安 不 智 地 以 恶 言 相 向 。 於 是 ， 较 

早 前 起 义 、 反 抗 所 罗 门 的 人 民 英 雄 耶 罗 波  

安 ， 成 为 北 国 的 王 。 他 立 刻 在 但 和 伯 特 利  

逑 立 与 耶 路 撒 冷 相 对 的 圣 所 （王 上 十  

二 这 些 圣 所 ， 终 於 成 为 谴 责 以 色 列 诸

王 效 法 耶 罗 波 安 之 罪 的 准 绳 。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双 方 争 夺 便 雅 悯 边 境 地  

区 ， 作 战 达 两 个 世 代 之 久 。 在 两 国 边 界 的  

零 星 战 争 ， 加 上 ， 来 自 北 方 的 亚 兰 人 或 南  

方 的 埃 及 人 的 入 侵 ， 最 终 消 耗 以 色 列 的 耶  

罗 波 安 、 拿 答 、 巴 沙 、 以 拉 和 心 利 ， 犹大  

的 罗 波 安 、 亚 比 央 和 亚 撒 王 朝 （王 上 十 三  

至 十 六 2 0 ) 。

利 在 以 色 列 登 基 后 ， 产 生 了  4 代相  

传 的 家 天 下 ， 亦 结 束 了 变 迁 无 常 的 北 国 。 

列 王 纪 虽 然 只 给 予 暗 利 寥 寥 8 节 的 篇 幅  

( 王 上 十 六 2 1 - 2 8 ) ， B音 利 却 是 北 国 M 伟 大  

的 君 王 之 一 。 在 暗 利 的 统 治 下 ， 以 色 列 不  

但 和 腓 尼 基 及 犹 大 缔 结 盟 谊 ， 而 且 ， 亚 述  

人 也 有 百 余 年 之 久 ， 称 以 色 列 为 “暗 利 之  

家 ，’。

Bg利 的 继 任 人 亚 哈 、 亚 哈 谢 和 约 兰 ， 

却 占 了 不 合 比 例 的 篇 幅 。 在 全 书 〇 章 中 ， 

分 得 1 6章 （王 上 十 七 至 王 下 十  > ， 约 达 全  

书 的 ％。 这 是 由 於 编 者 编 入 了 大 a 有 关 以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的 亊 迹 ， 好 与 暗 利 的 王 朝 在  

善 恶 上 ， 作 一 番 对 照 。 在 有 关 以 利 亚 的 记  

我 上 ， 亚 哈 和 耶 洗 别 被 用 来 衬 托 他 ， 以致  

亚 哈 成 为 了 恶 王 的 典 型 （例 ： 王 下 二 十 一  

3 > 。

由 於 暗 利 王 朝 、 以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的 牢  

迹 占 了 这 样 的 篇 幅 ， 对 於 犹 大 在 同 时 期 发  

生 的 事 情 ，则 未 作 详 尽 报 导 。在 这 段 时 期 ， 

北 国 似 乎 呰 以 霸 主 的 姿 态 欺 凌 犹 大 ， 例如  

犹 大 王 约 兰 娶 暗 利 的 孙 女 为 妻 （亚 他 利  

雅 ， 王 下 八 丨 8 、 2 6 ) ; 并 在 基 列 的 拉 末  

一 役 ， 约 沙 法 以 附 贿 的 地 位 屈 从 亚 哈 ， 均 

可 证 明 （王 上 二 十 二  >。 当 以 东 背 叛 约 兰 ， 

犹 大 的 国 运 日 渐 袞 微 （王 下 八 2 0 -2 2 ) ,  

失 去 了 以 旬 迦 别 港 的 控 制 ， 以 及 要 承 受 随  

之 而 来 的 经 济 打 击 ； 等 到 立 拿 也 突 然 脱 离  

以 后 ， 沿 海 平 原 边 界 附 近 的 各 个 城 镇 便 挣  

脱 犹 大 的 管 治 （参 代 下 二 H 1 6 ) 0

主 前 8 4 ‘2 年 ， 耶 户 由 先 知 裔 立 为 王  

( 王 下 九 1 - 1 3 > ， 之 后 ， 他 发 动 政 变 ， 结 

束 了 咭 利 王 室 的 统 治 ， 同 时 击 杀 犹 大 王 亚  

哈 谢 （九 1 4 - 2 9 ) 。 耶 户 接 着 进 行 整 肃 ， 

把 耶 洗 别 、 亚 哈 和 亚 哈 谢 的 家 族 ， 并 敬 奉  

巴 力 的 所 有 人 杀 掉 （王 下 九 3 0 至 十 3 6  )。 

杀 戮 腓 尼 基 的 公 主 耶 洗 别 和 犹 大 王 ， 使以  

色 列 失 去 南 北 两 方 的 盟 友 ， 在 政 治 上 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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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重 代 价 。

耶 户 的 王 朝 在 以 色 列 国 中 A4 为 长 久 ， 

历 时 共 9 0 年 ； 而 历 任 的 王 则 包 括 约 哈 斯 、 

约 阿 施 、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和 撒 迦 利 雅 • 耶 户  

刺 杀 犹 大 王 亚 哈 谢 后 所 开 创 的 局 而 ， 威 胁  

到 大 卫 王 室 的 延 续 „ 亚 他 利 雅 皇 后 ， 既 然  

身 为 暗 利 的 后 裔 ， 夺 得 王 位 后 ， 便 企 图 整  

肃 大 卫 一 系 觊 觎 王 位 的 人 《 她 执 政 6 年 以  

后 ， 忠 心 的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发 动 反 政 变 ， 把  

年 幼 的 约 阿 施 拥 上 王 位 《王 下 十 一  > 。

由 於 耶 户 的 政 变 ， 以 色 列 积 弱 半 个 世  

纪 ， 亚 兰 人 乘 机 将 耶 户 之 子 约 哈 斯 的 势 力  

削 弱 ， 只 剩 下 一 支 小 型 的 军 队 （王 下 十 三  

1-7).

九 世 纪 初 ， 亚 述 东 山 再 起 ， 舒纟爱了以 

色 列 和 犹 大 的 困 境 。 亚 述 大 军 击 畋 亚 兰 ， 

大 患 一 除 ，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於 是 获 得 戏 剧 性  

的 振 兴 。 耶 户 的 子 孙 ， 亦 即 以 色 列 王 约 阿  

施 ， 重 新 收 复 从 前 给 亚 兰 人 夺 去 的 各 城  

( 王 下 十 三 2 5 ) 。 以 利 沙 死 於 约 阿 施 在 位  

期 间 （王 下 十 三 在 南 方 ， 亚 玛 谢 再  

度 击 畋 以 东 （王 下 十 四 7 > 。 但 亚 玛 谢 和  

约 阿 施 又 重 点 两 国 的 战 火 ， 北 国 再 度 战 胜  

( 王 下 十 四 8- 1 4 )。

以 色 列 在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的 领 导 下 一 度  

享 有 繁 盛 ， 王 国 的 版 图 达 到 所 罗 门 时 代 的  

幅 员 （王 下 十 四 2 3 - 2 8 ) 。 同 时 代 的 犹 大  

王 亚 撒 利 雅 （又 名 乌 西 雅  也 在 耶 路 撒  

冷 加 强 军 御 ， 同 时 采 取 攻 势 ， 向 南 扩 展 国  

土 （王 下 十 四 2 丨 、 2 2 , 十 五 1 - 7 > 。

然 而 ， 在 两 国 的 历 史 上 ， 这 样 的 复 兴  

只 不 过 是 辉 煌 的 夕 阳 而 已 。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死 后 ， 展 开 一 连 串 的 灾 难 ， 在 以 色 列 的 灭  

亡 和 犹 大 向 亚 述 的 霸 抆 臣 服 时 ， 而 达 到 巅  

峠 • 以 后 的 3 0 年 ， 北 国 出 现 了 4 个 朝 代 ， 

但 其 中 3 个 朝 代 由 一 个 王 作 为 代 表 ； 弑 君  

的 悲 剧 ， 则 标 志 荇 北 国 正 加 速 灭 亡 。 仅 在  

1 0 年 多 的 日 子 ， 内 战 和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交  

替 中 ， 先 后 出 现 了 5 个 王 （王 下 十 五 >» 

南 北 两 国 都 曾 向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缴 交 M  

税 （王 下 十 五 丨 2 0 , 十 六 7 - 丨 0 ) 。 以 色  

列 和 亚 兰 人 结 盟 以 逐 退 亚 述 ， 并 试 图 强 迫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参 战 ； 亚 哈 斯 於 是 向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求 救 。 联 盟 被 破 坏 ，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沦 为 附 榭 。 何 细 亚 一 旦 感 到 安 全 无 虡 ， 就  

变 节 投 靠 埃 及 。然 而 ，此 举 对 於 北 国 来 说 ，

俨 如 自 取 灭 亡 。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随 即 报 贫 ， 

以 色 列 国 的 政 治 史 就 此 佐 终 （王下十七丨、 

2 3 > 。 这 片 土 地 由 其 他 异 族 迁 入 （王下十  

七 2 4 - 4 1  > 。

以 色 列 和 亚 兰 对 抗 ， 仍 能 幸 存 ， 却只 

败 给 亚 述 ， 同 样 ， 亚 述 壮 大 ， 且 成 为 犹 大  

的 劲 敌 ， 但 犹 大 的 年 日 依 然 比 亚 述 长 久 ， 

然 而 ， 犹 大 却 畋 在 巴 比 伦 的 手 下 。

犹 大 的 幸 存 王 W 史 （王 下 十 八 至 二 十 五 ）

亚 哈 斯 向 亚 述 求 援 ， 付 出 自 由 的 代  

价 ， 犹 大 也 成 为 亚 述 帝 国 的 附 f麻。 在他的  

统 治 之 下 ， 异 教 的 祭 祀 盛 行 一 时 （王下十 

六 1-19 ) 。

亚 哈 斯 之 后 ， 由 希 西 家 继 位 ， 他是犹  

大 第 一 位 杰 出 的 改 革 领 袖 。 在 有 关 他 的 记  

述 中 ， 大 多 是 反 抗 亚 述 王 西 争 基 立 的 事  

迹 ： 反 抗 、 亚 述 逍 使 前 来 威 胁 、 以赛亚保  

证 神 将 拯 救 ， 以 及 亚 述 大 军 被 歼 灭 等 （王 

下 十 八 9 至 十 九 3 7 > 。 希 西 家 患 病 ， 透过 

以 赛 亚 而 得 到 神 谕 和 征 兆 后 复 元 （王下二  

十 1 - 2 0 > 。 希 西 家 款 待 巴 比 伦 来 使 ， 似乎 

是 商 谈 缔 结 反 亚 述 联 盟 一 事 ， 然 而 ， 先知 

警 告 此 项 决 定 的 代 价 可 能 十 分 沉 ®  (王下 

二 十  1 2 - 2 " 。

接 续 希 西 家 作 王 的 玛 拿 西 ， 在位的时  

间 超 过 诸 王 （共 5 5 年  > 。 在 他 的 统 治 下 ， 

背 教 的 情 况 允 其 严 重 ； 列 王 纪 的 编 者 指  

出 ， 他 的 统 治 足 以 令 人 民 无 可 避 免 地 流 离  

失 所 （王 下 二 十 一  1 - 1 8 ; 参 王 下 二 十 三  

2 6 ， 二 十 四 3 、 4 ; 耶 十 五 丨- 4 ) 。 玛拿西  

死 后 ， 其 子 亚 们 继 位 。 亚 们 与 其 父 极 为 相  

像 ， 作 王 仅 2 年 即 被 臣 民 所 废 （王下二十  

—  1 9 - 2 6 ) 。

接 着 登 基 的 ， 是 犹 大 笫 二 位 伟 大 的 改  

革 领 袖 约 西 亚 。 在 他 的 统 治 下 ， 律法书得  

以 在 修 葺 圣 殿 时 寻 回 。 他 领 导 人 民 重 新 立  

约 ， 并 且 压 制 异 教 的 崇 拜 活 动 （王下二十  

二 丨 至 二 十 三 丨 4 > 。 此 时 ， 亚 述 帝 国 迅 速  

式 微 ， 约 西 亚 因 此 趁 机 向 北 方 扩 张 驰 土 ， 

除 掉 伯 特 利 的 坛 和 撒 玛 利 亚 各 处 的 邱 坛  

( 王 下 二 十 三 1 5 - 2 0 ) 。 耶 路 撒 冷 随 即 举 行  

庆 祝 逾 越 节 的 大 型 聚 会 ， 同 时 采 取 进 一 步  

的 措 施 更 正 宗 教 （二 十 三 2 1 - 2 5 ) 。 约西 

亚 企 图 藉 着 抵 挡 法 老 尼 舟 的 攻 势 ， 支援亚 

述 ，却 在 米 吉 多 阵 亡 （王 下 二 十 三 2 6 - 3 0 ) .

在 犹 大 诸 王 中 ， 只 有 约 西 亚 有 3 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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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继 位 。 他 死 后 ， 人 民 拥 立 约 哈 斯 登 上 王  

位 但 仅 在 3 个 月 以 / 5  » 尼 哥 就 把 他 废 掉 ， 

柳 禁 ^ 埃 及 （王 下 二 十 三 U - 3 3 ) 。 然 后 ， 

约 西 亚 的 另 外 一 个 儿 子 以 利 亚 敬 继 位 ， 他 

尚 时 改 名 为 约 雅 敬 （王 下 二 十 三 3 4 _ 3 7 >。 

约 雅 敬 在 位 期 间 ， 尼 布 甲 尼 撒 征 服 犹 大 ， 

於 是 ， 约 雅 敬 被 贬 为 附 席 。 几 年 之 后 ， 约 

雅 敬 起 而 反 抗 ； 他 死 后 ， 留 下 儿 子 约 雅 斤  

面 対 巴 比 伦 的 报 复 （王 下 二 十 四 丨 - 丨 0 ) 。 

尼 布 甲 尼 撒 田 攻 耶 路 撒 冷 ， 城 被 攻 陷 以  

后 ， 约 雅 斤 、 母 后 、 士 兵 和 文 武 百 官 ， 全 

被 掳 走 。 尼 布 甲 尼 撒 让 约 雅 斤 的 叔 父 玛 探  

雅 继 位 ， 玛 探 雅 正 是 约 西 亚 的 第 三 子 ， 后 

改 名 西 底 家 （王 下 二 十 四 1 1 - 1 7 ) 。 9 年以  

后 ， 西 底 家 同 样 起 来 反 抗 巴 比 伦 。 尼 布 甲  

尼 撒 围 城 2 年 ， 城 被 攻 陷 后 ， 即 被 彻 底 摧  

毁 。 西 底 家 的 众 子 被 拉 到 他 面 前 处 决 。 而 

且 ， 西 底 家 的 眼 睛 披 剜 出 以 后 ， 便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去 （王 下 二 十 四 1 8 至 二 十 五 21 >。 

尼 布 甲 尼 撒 任 命 在 米 斯 巴 的 基 大 利 担 任 省  

长 ，— 辟 剌 客 将 他 击 杀 后 逃 往 埃 及 （王下  

二 十 五 2 2 - 2 6 )  »

本 书 的 结 尾 提 及 被 掳 的 约 雅 斤 ，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继 承 人 以 未 米 罗 达 的 手 下 得 到  

礼 遇 ， 表 示 神 并 没 有 忘 记 她 向 大 卫 所 立 下  

的 应 许 （王 下 二 十 五 2 7 - 3 0 )。

R a y m o n d  B .  D i l l a r d  
参 ■•历 代 志 上 * 下 _ 8 7 3 :  •旧约年代学•

7 8 9 : - 以色歹 IJ史 - 2 0 7 7  ； - 王 ， 王 权 _ 
1 5 9 7 。

参考 书 目 ：F . W .  Farrar ,  T h e  F i r s t  B o o k  

o f  K i n g s  a n d  T h e  S e c o n d  B o o k  o f  K i n g s ; 

J .  G r a y ,  / a n d  II K i n g s ; C . F .  Ke i l ,  T h e  

B o o  ks o f  K i n g s ; J .A . M o n t g o m e r y  a n d  

H . S .  G e h m a n ,  A  C r i t i c a l  a n d  E x e g e t i c a l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t h e  B o o k s  o f K i n g s : .

Slotki ,  K i n g s  I a n d  II.

列祖时代
Patriachs, Period o f the
lid zQ s h i  d ^ i

圣 经 所 记 ， 以 色 列 先 祖 在 世 的 一 段 时  

期 。 圣 经 记 述 了 洪 水 之 前 一 些 长 寿 的 祖 先  

( 创 一 至 五  又 记 述 了 挪 亚 （六 至 九 章 >, 

以 及 洪 水 后 各 代 祖 先 的 事 迹 （十 ， 十 一  

章 ）。 然 而 ， 从 狹 义 来 看 ， 列 祖 通 常 是 指

| 一 芏 二 十 六  

十 七 至 五 十 章 > 。

韋 > ， 再 加 上 约 瑟

年代

耍 准 确 地 鉴 定 列 祖 的 年 代 并 不 容 s  
因 为 除 了 创 世 记 十 四 坊 丨 、 2 节 %

王 之 外 ， 我 们 没 有 其 他 可 与 圣 经 以 外 的 资  

料 参 照 计 苒 的 记 软 。 虽 然 第 十 四 章 所 =

和 地 方 ， 但 我 们 = =  定 任 何 一 个 王 的 身 分 。 发 掘

( 即 古 代 的 次 伯 拉 > 的 考 古 学 家 发 现  

世 记 十 四 章 2 节 所 栽 平 原 各 城 的 名 字 （其 

灭 亡 记 紐 料 幻 ， 并 在 发 《5 出 来 的 泥  
版 亡 f 现 其 中 - 个 王 的 名 字 。 这 些 泥 版 的  

日 期 似 乎 是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以 前 的 时 期 ， 

比 亚 伯 拉 罕 的 日 子 要 早 ； 他 们 只 能 证 明 ^  

些 城 在 亚 伯 拉 罕 之 前 早 已 存 在 • 我 们 可 以  
说 ， j 祖 是 屈 於 中 靑 铜 时 期 的 人 ， 大 概 是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的 早 期 ， 那 时 正 是 亚 摩 利 人  

从 北 面 和 西 面 移 居 至 巴 勒 斯 坦 的 时 期 • 近  

代 最 普 ® 的 看 法 认 为 亚 庳 利 人 有 两 次 ^ 民  

潮 ， 第 一 次 是 半 游 牧 的 民 族 （像 亚 伯 拉 罕  

的 朋 友 ： 亚 乃 . 以 实 各 和 幔 利 ， 创 十 四  

I 3 > ; 第 — 次 大 概 是 从 北 面 的 叙 利 亚 移  

居 进 来 ， 他 们 是 都 市 人 和 生 活 於 固 定 届 所  

的 人 （列 於 迦 南 各 族 、被 称 为 “亚 摩 利 人 ，， 

的 群 体 ， 例 ： 出 三 8> • 列 祖 时 代 的 社  

形 式 是 双 重 的 ， 一 方 面 有 居 於 城 市 的 社  

群 ， 另 一 方 面 又 有 住 在 乡 村 的 群 体 和 半 游  

牧 式 的 民 族 • 这 些 半 游 牧 民 族 有 时 会 散 居  

於 城 镇 附 近 ， 有 时 却 迁 往 远 商 城 镇 的 ^  

方 。 我 们 可 想 象 列 祖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背  

生 活 。 约 瑟 则 当 然 是 住 在 安 定 的 埃 及 城 市  

内 ， 但 圣 经 并 没 有 提 及 当 时 法 老 的 名 J 市

与 圣 经 平 行 的 资 料

虽 然 我 们 在 圣 经 以 外 ， 并 没 有 关 乎 列  

祖 的 直 接 历 史 记 软 ， 却 有 许 多 说 明 当 时 女  

化 和 风 俗 的 资 料 „ 有 关 亚 摩 利 人 文  

里 一 ： 前 十 九 世 纪 - 个 米 所 波 大 米 ： 镇 

文 献 ， 以 及 在 何 利 人 的 城 努 斯 （也在  

米 所 波 大 米  > ， 和 在 迦 南 北 部 城 市 乌 加 列  

( 主 前 十 五 至 十 三 世 纪 ） 发 现 的 文 献 搭  

3 份 最 著 名 的 文 件 。 考 古 发 现 显 示 亚 伯 ^  

罕 家 族 里 起 码 有 一 些 名 字 也 成 了 哈 兰 地 汉  

某 些 “部 落 村 庄 ” 的 名 字 • 与 列 祖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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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似 的 人 名 也 广 见 於 主 前 二 千 和 一 千 年 代  

的 闪 族 语 系 群 体 中 。 闪 此 ， 我 们 可 见 列 祖  

的 故 节 确 实 有 一 个 很 强 的 历 史 背 讶 ， 纵 使  

我 们 不 能 指 出 某 些 人 出 现 在 历 史 中 某 一 个  

时 刻 之 内 。

生 活 圈 子

列 祖 的 历 史 年 代 这 么 古 远 ， 又 只 是  

一 个 家 族 的 年 代 志 ， 所 涉 及 的 地 理 和 气 候  

范 围 却 殊 不 简 单 ， 其 中 包 括 了 数 百 呷 范 围  

内 不 同 的 地 域 。 这 段 历 史 从 一 个 苏 默 古 城  

吾 珥 开 始 。 吾 珥 位 於 波 斯 洧 ， 是 “肥 沃 月  

弯 ” 的 其 中 一 端 。 其 后 ， 故 节 中 心 地 点 移  

至 遥 远 的 西 北 方 ， 即 底 格 里 斯 和 幼 发 拉 底  

两 河 上 游 之 间 的 巴 利 克 河 上 的 哈 兰 ； 后 又  

向 西 南 面 转 移 ， 至 远 方 的 巴 勒 斯 坦 ， 但 期  

间 有 两 次 故 事 重 点 转 回 哈 兰 ， 另 有 两 次 进  

入 埃 及 的 三 角 洲 。 这 段 历 史 的 背 录 范 围 辽  

阔 。 即 使 在 巴 勒 斯 坦 期 间 ， 列 祖 也 并 非 定  

居 在 某 一 个 地 点 ， 而 是 不 停 地 迁 移 ， 来 来  

回 回 地 迁 徙 於 南 北 走 的 一 带 山 脊 ， 但 有 时  

也 贴 近 沿 岸 的 平 原 ， 甚 或 远 赴 外 约 但 的 区  

域 。 他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也 没 有 稳 定 的 进 展 ， 

有 些 人 脱 离 了 半 游 牧 式 的 生 活 ， 进 入 了 城  

市 的 生 活 文 化 （像 罗 得 ， 参 创 十 三 1 2 > ， 

有 些 则 回 流 至 沙 漠 或 半 沙 漠 地 带 （像 创 二  

十 五 1 « 的 以 实 玛 利 ， 和 创 三 十 六 6 - 8 的 以  

扫 >。 然 而 ， 列 祖 的 生 活 始 终 是 这 段 历 史  

记 载 的 中 心 ， 到 底 列 祖 度 过 的 生 活 是 怎 样  

的 ？ 对 我 们 今 日 有 什 么 神 学 意 义 ？

重 要 性

列 祖 在 神 那 渐 渐 显 明 的 救 恩 计 划 中 是  

那 么 茧 要 ， 无 须 我 们 夸 张 。 救 恩 的 过 程 ， 

始 白 亚 伯 拉 罕 （约 八 5 G > , 而 藉 着 蓰 督 的  

降 临 进 入 高 潮 。 当 然 ， 这 并 非 否 定 了 神 的  

救 恩 计 划 在 创 世 记 开 首 已 开 始 彰 显 的 说  

法 ， 但 这 说 法 毕 菀 是 槪 括 性 的 ， 神 特 别 直  

接 的 启 示 是 始 於 亚 伯 拉 罕 的 呼 召 （创 十 二  

1 - 3 > , 并 透 过 其 他 先 贤 的 生 平 ， 渐 渐 彰  

显 出 来 ； 神 在 进 一 步 启 示 摩 西 时 ， 指 出 他  

是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的 神 （出 三  

这 话 并 不 是 随 便 说 的 ， 神 向 列 祖 启 示 的 信  

总 ， 是 以 后 启 示 的 基 础 ； 我 们 在 新 约 中 ， 

确 实 仍 以 亚 伯 拉 罕 为 我 们 信 心 之 “父 ” 

( 罗 四丨 6 >。

R .  A l a n  C o l e 

参 “ 旧 约 年 代 学 - 7  8  9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亚 彳 白 拉 罕 - 1 8 3 2 : - 以 撒 ” 2 0 5 1 :  

- 雅 各  # * T  1 8 1 0 : - 约 瑟  # 1 - 2 2 4 3 。

临门
Rimmon
l i n  m 6 n

〇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比 录 人 ， 他 的 两 名 儿  

子 巴 拿 和 利 甲 杀 害 了 伊 施 波 设 （撒 下 四 2、 

5 、 9>〇

© 大 马 色 的 叙 利 亚 人 所 敬 拜 的 神 衹 ， 

叙 利 亚 军 队 的 元 帅 乃 缦 及 其 主 人 常 访 临 门  

庙 （王 下 五 1 8 > 。

参 ~ 叙 利 亚 ” 1 7 9 0 。

© 音 临 门 的 别 名 ， 是 犹 大 南 部 的 一 座  

城 ， 见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3 2 节 ， 历代志  

上 四 章 3 2 节 。

参 " 音 临 门 " 2 1 2 5 。

CM立 於 分 配 给 西 布 伦 支 派 作 产 业 之 土  

地 中 的 一 座 城 （书 十 九 1 3 ) ; 此 城 在 约  

书 亚 记 二 十 一 章 3 5 节 又 称 为 “丁 拿 ”。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约 1 2 % 哩 和 圣经  

中 的 以 法 莲 （现 今 的 泰 伊 拜 ） 以 南 2 % 哩 

的 大 山 洞 ， 也 称 为 临 门 料 。 驻 比 亚 城 有  

( 3 0 0 名 逃 难 的 人 曾 躲 在 洞 中 4 个 月 之 久  

( 士 二 十  4 5 、 4 7 ， 二 十 一  1 3 > 。

临门帕烈
Rimmon-perez
l i n  m 6 n  p k  l i 6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一 个 暂 时 安  

营 的 地 方 ， 位 於 利 提 玛 和 立 傘 之 间 （民三 

十 三 1 9 、 2 0 > 。 其 位 过 已 无 可 格 考 。

参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临门教
Rimmon, Rock o f
l i n  m 6 n  p ^ n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的 一 个 大 洞 穴 （士二十

4 5 、 4 7 ， 二  H------ 1 3  ) 〇

参 • 临 门 #  5 "  9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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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大 支 派 示 门 的 儿 子 （代 上 四 2 0 ) 。

邻舍
Neighbour
H n  s h d

在 旧 约 和 后 期 犹 太 教 ， 这 概 念 显 然 只  

限 於 指 以 色 列 人 ， 或 是 立 约 的 成 员 ， 但 耶  

穌 把 这 槪 念 延 伸 至 我 们 在 生 活 上 接 触 的 每  

一 个 人 。

旧约时代

虽 然 从 没 有 淸 楚 的 界 分 ， 但 “邻 舍 ” 

在 旧 约 的 含 义 主 要 是 指 立 约 群 体 中 的 成  

员， 即 另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参 利 六 丨 - 7 ， 十 

九 ； 申 十 五 ‘2 、 3 > 。 新 约 常 引 述 的 一 节 经  

文 ， 是 利 未 记 十 九 章 1 8 节 ， 记 述 神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要 “爱 人 （邻 舍  > 如 己 ”。 后 来 ， 

又 清 楚 说 明 对 路 经 以 色 列 的 外 来 人 （或 寄  

居 者 ）， 也 要 有 同 样 的 爱 心 （利 十 九 3 4 > 。 

若 “邻 舍 ” （第 1 8 节 ）蕴 含 更 广 泛 的 意 思 ， 

如 “人 类 ” 或 “其 他 人 ”， 则 无 须 在 第 34 

节 有 进 一 步 的 吩 咐 。 因 此 ， “邻 舍 ” 应 是  

指 一 个 人 的 近 邻 ， 即 以 色 列 同 胞 。

在 立 约 群 体 中 ， 律 法 已 淸 楚 列 明 邻  

舍 之 爱 包 含 的 责 任 ： 对 待 邻 居 要 公 平  

( 出 二 十 二 5 - 1 5 ; 利 六 2 - 7 , 十 九 9 - 1 8 > 、 

要 諄 重 （出 二 十 1 6 > ， 对 他 所 拥 有 的 一 切  

也 是 如 此 （出 二 十 1 7 ) 。 要 在 立 约 群 体 里  

培 养 这 种 公 义 和 怜 悯 的 关 系 ， 就 要 把 邻  

舍 看 作 “弟 兄 ” （利 二 十 五 2 5 ; 申 二 十 二  

1-4 > 。 人 如 何 对 待 邻 舍 ， 本 身 也 要 受 同  

样 的 对 待 （利 二 十 四 1 9 - 2 3 ; 申 十 九 11- 

1 9 )。

人 对 待 邻 舍 的 态 度 被 视 为 与 神 的 关 系  

的 一 部 分 ， 并 对 神 人 关 系 影 响 极 大 ， 因此  

它 的 重 耍 性 就 不 言 而 喻 了 （利 六 1 - 7 , 十 

九 ， 二 十 五 1 7 ; 申 二 十 四 1 0 - 1 3 ; 诗 十  

二 ）。 以 色 列 人 对 待 邻 舍 ， 要 像 神 以 慈 爱  

对 待 他 们 一 样 （出 二 十 二 2 1 ; 利 二 十 五  

3 5 - 3 8 ) 。

立 约 群 体 中 的 邻 舍 关 系 的 重 要 性 ， 也 

可 以 从 下 列 之 亊 表 明 ， 那 就 是 以 色 列 人 若  

忽 视 这 些 责 任 ， 整 个 社 会 就 会 崩 溃 ， 国 家

也 陷 於 混 乱 中 （申 二 十 八 1 5 - 6 8  ; 何 四 1- 

3 ; 躍 二 6 .  7 >。 以 色 列 人 常 忽 视 爱 邻 舍  

之 道 ， 尤 其 是 对 待 有 缺 欠 的 邻 舍 ， 这 就 是  

神 要 惩 罚 他 们 ， 使 他 们 被 掳 的 原 因 之 一  

( 耶 五 7 - 9 , 七丨- 1 5 , 九 2 - 9 ; 何 四 卜 3 ; 鹰 

二 6 、 7 , 五丨0 - 1 3 , 八 4 - 6 )。 爱 邻 舍 也 包  

含 在 以 色 列 人 对 弥 赛 亚 时 代 来 临 的 盼 望 中  

( 耶 三 十 一  3 4 ; 亚 三 1 0 > , 这 也 显 示 旧 约  

的 立 约 群 体 普 遍 忽 视 这 教 训 。

后 期 犹 太 教

透 过 被 掳 的 经 验 ， 以 色 列 人 知 道 神 賜  

福 是 有 条 件 的 ， 就 是 要 他 们 以 公 义 和 慈 爱  

彼 此 相 待 （亚 八 1 4 - 1 7 > 。 然 而 ， 对 於  

“邻 舍 ” 的 身 分 却 有 争 议 。 有 一 些 理 由 认  

为 “邻 舍 ” 在 这 个 时 期 ， 仍 只 限 於 指 以 色  

列 人 和 归 信 者 （归 信 犹 太 教 的 外 邦 人 > 。 

拉 比 的 著 作 表 明 他 们 不 把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和 外 邦 人 视 为 “邻 舍 ”， 因 此 这  

些 人 不 值 得 去 爱 。 在 昆 兰 的 犹 太 爱 色 尼 派  

中 ， 他 们 认 为 值 得 尊 重 和 公 平 对 待 的 “邻  

舍 ” 只 限 於 教 派 中 的 成 员 。 当 耶 穌 说 ： 

" 你 们 听 见 有 话 说 ： ‘当 爱 你 的 邻 舍 ， 恨  

你 的 仇 敌 ’” （太 五 4 3 ) ， 池 只 是 引 述 旧 约  

原 来 经 文 的 一 部 分 （利 十 九 18: “要 爱 人

( 邻 舍  > 如 己 …… ”）。 下 半 句 （“......恨

你 的 仇 敌 反 映 当 时 的 犹 太 人 对 外 来 人  

的 态 度 ； 那 就 是 ， 神 没 有 要 求 他 们 爱 那 些  

被 视 为 “仇 敌 ” 的 人 ， 他 们 只 要 爱 他 们 的  

同 胞 。

新约时 代

耶 稣 与 当 代 犹 太 人 的 看 法 极 之 不  

同 ， m 除 去 了 邻 舍 的 界 限 。 相 对 於 那 些 只  

爱 同 胞 的 人 ， 耶 穌 倡 议 要 爱 邻 舍 ， 也 要 爱  

仇 敌 《太 五 4 3 - 4 8 ) ， 这 样 ， 就 把 邻 舍 与  

仇 敌 的 界 限 完 全 打 破 了 《»

有 一 次 ， 一 个 文 士 问 耶 稣 最 大 的 诫 命  

是 什 么 《可 十 二 2 B -3 1 ) 。 耶 稣 回 答 时 ， 

引 用 了 申 命 记 六 章 5 节 ， 那 里 提 到 神 的 本  

性 ， 以 及 人 应 尽 心 、尽 性 、尽 意 ，去 爱 神 ， 

重 要 的 是 ， 耶 穌 没 有 抒 在 那 里 ， 却 把 另 一  

条 诫 命 ： “要 爱 人 如 己 ’’ （利 十 九 1 8 > 连 

在 后 面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爱 神 和 爱 邻 舍 两 者  

紧 密 的 联 系 ， 是 由 耶 稣 所 定 立 的 。 若说耳(5 

穌 是 第 一 个 把 这 两 条 诫 命 连 在 一 起 的 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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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太 二 十 二 3 7 ; 可 十 二 2 9 - 3 丨> , 那 只 显  

示 主 把 这 两 项 责 任 的 关 系 理 解 为 ： 爱 邻 舍  

楚 从 爱 神 而 来 ， 换 句 话 说 ， 爱 神 与 爱 顾 邻  

舍 是 分 不 开 的 ■>

在 耶 穌 时 代 ， 人 所 争 议 的 并 不 是 如  

何 对 待 邻 舍 ， 而 逛 谁 是 邻 舍 。 一 个 律 法  

师 拧 就 此 询 问 耶 穌 《路 十 2 9 ) 。 耶 稣 称 赞  

他 对 承 受 永 生 的 要 求 —— 爱 神 和 爱 邻 舍

----有 淸 楚 的 认 识 。 路 加 记 述 （十 2 9 ) 律

法 师 提 出 进 一 步 的 问 题 ， 为 的 是 要 “显  

明 自 己 有 理 ”， 那 就 是 说 他 只 爱 以 色 列 人  

的 行 为 是 合 理 的 。 耶 稣 没 有 直 接 回 答 他  

的 问 题 ， 却 说 了 一 个 比 喻 ， 我 们 所 熟 悉  

的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比 喻 （路 十 3 0 -3 5 > 。 

为 了 要 使 律 法 师 # 见 他 的 问 题 的 短 视 ， 

耶 穌 讲 了 一 个 日 常 发 生 的 故 事 ， 说 一 个  

人 从 耶 路 撒 冷 下 耶 利 哥 去 ， 这 条 路 常 有  

盗 贼 为 患 。 强 盗 把 这 旅 客 的 财 物 劫 去 ， 

又 剥 去 他 的 衣 裳 ， 把 他 打 个 半 死 （第 3 0 

节 ）• 说 到 这 里 ， 律 法 师 可 能 以 为 耶 稣 以

这 例 子 指 出 谁 是 “邻 舍 ” ------- 个 需 要 帮

助 的 犹 太 人 。 然 而 ， 耶 稣 继 续 介 绍 了 两  

个 人 物 ， 一 个 是 祭 司 ， 一 个 是 利 未 人  

( 十 3 1 、 3 2 > 。 他 们 在 学 术 讨 论 上 ， 可 能  

都 很 慌 得 论 证 神 吩 咐 我 们 去 爱 的 邻 舍 是  

谁 。 老 无 疑 问 ， 律 法 师 会 预 期 这 些 律 法  

专 家 会 以 正 确 的 态 度 对 待 这 受 害 者 。 但  

相 反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看 见 这 人 需 要 帮 助 ， 

却 从 另 一 边 过 去 了 。 因 为 不 能 确 定 那 受  

害 人 是 死 了 还 是 半 死 （第 3 0 节 下  他 们  

大 槪 是 不 想 受 到 玷 污 ， 这 些 律 法 专 家 匆  

匆 经 过 ， 就 离 开 了 。 他 们 违 背 了 律 法 师  

刚 指 出 的 煨 大 诫 命 《路 十 2 5 - 2 8  )。 接 着  

一 个 撒 玛 利 亚 人 出 场 ， 这 是 犹 太 人 鄱 视  

的 人 。 撒 玛 利 亚 人 被 犹 太 宗 教 领 袖 视 为  

异 端 ， 拉 比 认 为 他 们 不 是 “邻 舍 ”， 不 值  

得 去 爱 。 亊 实 上 ， 过 去 的 许 多 世 纪 ， 犹  

太 统 治 荇 曾 残 杀 撒 玛 利 亚 人 ， 两 族 人 都  

明 显 地 互 相 仇 视 （参 约 四 9 ) 。 律 法 师 听  

这 比 喻 的 时 候 ， 必 定 预 期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对 那 受 害 人 会 有 合 宜 的 援 助 ； 他 听 见 一  

个 被 仇 视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大 发 份 悯 ， 实 践  

了 最 大 的 诫 命 ， 他 必 定 觉 得 很 惊 奇 。 耶  

穌 有 意 仔 细 描 述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怜 悯 行 动  

( 即 时 锌 他 包 扎 伤 口 ， 送 他 到 旅 店 去 ， 照  

顾 他 ， 并 在 离 开 之 前 先 付 店 钱 ， 请 人 继

续 照 顾 伤 者 ， 十 3 4 、 3 5 > , 使 律 法 师 无 法  

怀 疑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真 诚 。 这 故 亊 的 最 大  

讽 刺 ， 就 是 一 个 被 犹 太 人 认 为 不 配 作  

“邻 舍 ” 的 人 ， 竞 成 了 那 受 害 者 的 “邻 舍 ” 

( 路 十  3 6 、 3 7 > 。

这 比 喻 就 像 马 太 福 音 五 窜 4 3 至 4 8 节 

的 宣 告 一 样 ， 显 明 耶 稣 所 指 “邻 舍 ”和 

“邻 舍 之 爱 ” 的 要 求 。 祂 没 有 为 神 吩 咐 我  

们 去 爱 的 邻 舍 定 界 限 。

耶 稣 对 爱 邻 舍 与 爱 神 两 者 关 系 的 教  

导 ， 强 而 有 力 。 初 期 教 会 对 此 也 有 类 似 的  

呼 应 ： 保 罗 曾 两 次 称 爱 邻 舍 为 “完全了律  

法 ” （罗 十 三 8 - 1 0 ; 加 五 1 4 > ; 雅 各 则 称  

这 命 令 为 “至 尊 的 律 法 ” （雅 二 8 > 。

D a v i d  C.  C arlson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 新 命 令 " 1 7 4 5 : " 寄 居 的 / 外 地 人 ” 6 6 7 。

灵
Spirit
l i n g

指 人 或 其 他 存 有 之 不 腐 朽 和 非 物 质 的  

存 在 部 分 。 拉 丁 文 的 翻 译 （圣 经 中 的 希 伯  

来 文 及 希 腊 文 原 词 也 相 同 ） 是 指 风 吹 及 呼  

吸 （伯 四 十 一 1 6 作 " 空 气 ”； 赛 二 十 五 4). 

士 师 记 八 章 3 节 以 “灵 ” 的 浓 重 呼 气 来 指  

发 怒 及 怨 恨 。因 此 ，此 字 的 名 词 表 示 呼 吸 、 

活 力 、 勇 气 及 （较 形 而 上 的 用 法 ） 生命或 

灵 魂 。 灵 主 要 表 明 生 命 的 本 质 ， 特别是指  

在 人 里 面 ， 神 注 入 的 灵 （亚 十 二 U , 并 

且 经 常 用 作 “灵 魂 ” 的 同 义 词 。 灵与身体  

有 别 ， 它 是 内 在 的 意 识 、 思 想 、 计 划 ，能 

诱 发 智 恝 。因 此 它 经 常 指 一 个 人 的 “心境”

---- 倾 向 热 心 或 低 沉 、 倾 向 奧 气 或 愤 怕 ，

诸 如 此 类 。

要 证 明 灵 比 外 体 超 越 ， 煨 佳 的 证 据 就  

是 神 。 “神 是 个 灵 ” （约 四 2 4 》。 灵除了可  

用 来 形 容 人 ， 也 可 形 容 其 他 受 造 之 物 一 ■ 

善 良 或 邪 恶 的 天 使 （撒 上 十 六 丨 或 说  

谎 的 灵 （王 上 二 十 二 2 丨 - 2 3 > 。 据路加在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三 章 8 节 的 记 载 ， 撒都该人  

否 认 有 复 活 、 天 使 和 灵 的 存 在 。 圣经描述  

灵 可 与 肉 身 分 离 ， 但 不 可 和 二 元 论 相 混  

合 ， 就 如 东 方 的 宗 教 或 昆 兰 的 犹 太 教 派 ： 

他 们 认 为 光 明 的 灵 与 思 暗 的 灵 互 相 对 立 • 

信 徒 与 神 的 相 交 也 是 透 过 灵 与 圣 灵 相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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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八 1 6 ; 林 前 二 1 0 - 1 6 〉。

“灵 ” 一 词 在 旧 约 出 现 许 多 次 ， 35 %  

都 与 神 有 关 ； “灵 魂 ” 一 词 ， 在 旧 约 的 使  

用 只 有 3 % 是 指 神 。 卒 实 上 ， 在 旧 约 出 现  

抑 9 次 的 “灵 ”， 有 〗 1 3 次 是 指 风 ， 1 3 6 次 

指 神 ， 较 指 人 、 堕 落 的 天 使 或 邪 灵 为 多 。 

在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一 帝 3 节 ， 有 关 灵 与 肉 体  

的 对 立 （例 ： 加 六 丨 • 8 > 并 不 是 形 而 上 的  

用 法 ， 而 是 对 比 神 城 灵 的 刚 强 ， 与 人 屈 肉  

体 的 软 弱 （参 蓰 僭 在 客 西 马 尼 园 的 说 话 ， 

太 二 十 六 41 >。

从 神 学 的 角 度 而 言 ， 圣 经 很 少 把 灵 从  

人 的 整 体 分 割 出 来 讨 论 。 在 创 世 记 中 ， 灵 

一 词 ， 只 有 两 次 逛 和 人 有 关 ： 法 老 在 他 作  

梦 后 心 灵 不 安 （创 四 十 一 8 ) ; 及 雅 各 在  

肴 到 约 瑟 从 埃 及 派 来 接 他 的 车 辆 后 ， 灵 就  

苏 醒 （创 四 十 五 2 7 > 。 出 埃 及 记 的 资 料 也  

不 多 ， 只 提 及 ： 以 色 列 百 姓 愤 怒 的 灵 （出 

六 ; 神 賜 下 智 忿 的 灵 ， 以 设 计 祭 司 的  

圣 衣 （出 二 十 八 3 >  ; 及 百 姓 有 甘 心 乐 意

的 灵 ， ® 为 圣 所 献 上 黄 金 （出 三 十 五 2 1 > »  

" 交 鬼 的 灵 ” 是 与 占 卜 （利 二 十 2 7 ; 撒上  

二 十 八 > 有 关 ， 撒 母 耳 记 上 的 经 文 还 提 到  

扫 罗 往 隐 多 珥 找 寻 灵 媒 。 在 这 事 例 中 ， 撒 

母 耳 的 灵 （或 众 灵 ） 被 描 绘 成 从 地 升 上  

来 。 希 伯 来 文 原 词 意 指 “神 ” 或 “众 神 ” 

( 正 如 一 般 的 翮 译 ）。 但 在 诗 歌 、 智 恝 书  

中 ， 如 约 伯 记 、 诗 篇 、 箴 言 及 传 道 书 ， 我 

们 幵 始 发 现 灵 一 词 在 形 而 上 及 心 理 学 上 的  

用 法 。 在 此 ， 重 点 是 指 生 命 、 人 格 及 不 朽  

方 面 „

把 灵 与 灵 魂 作 平 行 （同 义  > 的 用 法  

( 例 ： 伯 七 1 1 ; 赛 二 十 六 9 等 > ， 煨 明 显 是  

马 利 亚 的 尊 主 颂 。 她 说 ： “我 心 尊 主 为  

大 ； 我 灵 以 神 我 的 救 主 为 乐 ” （路 一  4 6 、 

〇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不 应 把 人 分 作 两 “部 

分 ” ； 人 有 一 个 灵 ， 他 就 是 一 个 灵 魂 （约 

迓四丨 除 非 指 外 来 的 影 响 ， 否 则 这 儿  

似 乎 把 灵 用 作 人 的 同 义 词 。 通 常 灵 是 指 賦  

予 生 命 、 力 逛 、 能 力 的 作 用 。 在 约 翰 福 音  

三 聿 5 至 8 节 、 罗 马 书 八 章 3 至 1 6 节 、 加 拉  

太 书 四 章 2 1至 五 章 2 6 节 等 ， 肉 体 与 灵 的  

对 立 ， 是 指 人 以 自 己 的 意 志 及 能 力 ， 选 择  

与 神 违 背 的 行 为 。 抗 拒 由 神 的 灵 而 来 的 生  

命 、 意 志 及 能 力 ， 这 些 可 使 我 们 实 行 神 的  

旨 意 u 同 样 地 ， 差 经 形 容 以 利 亚 的 灵 临 到

以 利 沙 身 上 。

身 体 失 去 灵 ， 就 意 味 答 死 亡  <路 二 十  

三 4 6 ; 雅 二 2 6 > 。 但 永 恒 的 扣 灵 生 命 却 是

透 过 蓰 督 的 灵 ----话 （约 六 6 3 > 得 以 活 舂 。

哥 林 多 前 书 五 章 5 节 值 得 我 们 注 意 ， 它提  

及 畋 坏 肉 体 使 灵 得 救 。 只 有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五 章 2 3 节 中 ， 似 睹 示 人 是 三 合 为 一  

的 ， 其 实 这 只 是 保 罗 溉 括 的 讲 法 。 其 他 的  

经 文 ， 如 希 伯 来 书 四 章 丨 2 节 ， 是 一 种 看

来 夸 张 的 手 法 ----表 现 出 神 的 话 语 无 所 不

能 。

圣 经 常 用 灵 来 指 一 些 特 质 或 性 悄 ， 如 

前 所 述 ， 即 不 同 的 才 能 、 能 力 、 态 度 及 影  

响 。 申 命 记 三 十 四 章 9 节 便 提 到 “智 总 的

灵 ”。

M i l t o n  C .  F i s h e r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厲 性 " 1 2 7 7 :  ••人 观 ”

1 1 9 9 :  • 灵 魂  _ 9 2 0 »

参 考 书 目 ： G . C .  B e r k o u w e r .  M a n ,  T h e  

I m a g e  o f  G o d ;  E .  d e W .  B u r t o n ,  S p i r i t .  

S o u l ,  a n d  F l e s h ;  W . P .  D i c k s o n ,  St .  P a u l '  s  

U s e  o f  t h e  T e r m s  F l e s h  a n d  S p i r i t ;  P . K .  

J e w e t t ,  M a n  a s  M a l e  a n d  F e m a l e ;  R .  

J e w e t t ,  P a u l '  s  A n t h r o p o l o g i c a l  T e r m s :  

W . G .  K u m m e l ,  M a n  in  t h e  N T .

铃铛
Bell
l i n g  d a n g

叮 当 作 响 的 东 西 。 大 祭 司 外 袍 周 围 边  

上 钉 有 铃 铛 和 石 榴 （出 二 十 八 3 3 、 3 4 ,  

三 十 九 2 5 、 2 6 >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盘 垛 宁 T  2 1 2 5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 6 6 9 。

铃 鼓 / 小 手 鼓 / 锣
Tambourine
l i n g  gf l / x i S o  s h 6 u gf l / l u 6

— 种 只 有 一 面 的 浅 鼓 敲 击 乐 器 ， 周边  

系 着 细 小 的 金 厲 圆 片 ， 敲 击 或 摇 动 时 会  

当 当 作 响 （撒 上 十 5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锌 夫 广 2 1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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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
Soul
l i n g  h u n

这 词 是 译 自 希 伯 来 文 的 和 希  

月g 文 的 p s y c /U 希 腊 哲 学 家 柏 拉 图 （主 前  

四 世 纪 > 认 为 ， 灵 魂 是 在 人 里 面 永 存 的 元  

素 ： 人 的 身 体 随 死 亡 而 腐 化 ， 但 灵 魂 永 不  

毁 灭 „ 在 死 亡 后 ， 灵 魂 会 进 入 另 一 个 身  

体 ； 假 若 它 在 今 世 是 罪 恶 的 ， 它 便 进 入 较  

卑 下 的 人 里 面 ， 甚 至 是 动 物 或 蜜 鸟 中 。 透 

过 从 一 个 驱 体 投 到 另 一 个 躯 体 ， 灵 魂 最 终  

得 以 从 罪 恶 中 净 化 。 在 早 期 的 基 锊 教 时  

代 ， 诺 斯 底 主 义 教 导 身 体 是 监 禁 灵 魂 的 房  

屋 ， 只 有 那 些 进 入 智 恝 的 奥 秘 的 人 ， 才 能  

获 得 救 赎 ， 使 灵 魂 从 身 体 中 得 到 释 放 。

旧约

圣 经 有 关 灵 魂 的 槪 念 却 很 不 同 。 在 旧  

约 ， 灵 魂 代 表 人 重 要 的 部 分 ， 这 是 很 广 泛  

的 用 法 。 希 伯 来 文 及 希 腊 文 中 的 “灵 魂 ” 

— 词 ， 经 常 可 以 翮 译 作 “生 命 ”， 有 时 ， 

它 可 以 指 有 生 命 的 受 造 物 （创 一  2 0 ; 利 

十 一 丨〇 > 。 “以 灵 魂 还 灵 魂 ” 意 即 “以 命

偿 命 （出 二 H----‘2 3 > 。 血 被 形 容 为 生 命

的 所 在 ， 因 为 当 血 流 尽 ， 生 命 就 结 束 （创 

九 4 - 6 ; 利 十 七 丨 1 、 丨 4 ; 申 十 二 2 3 > 。 在 

律 法 上 ， 也 用 灵 魂 一 词 指 一 个 受 律 法 约 束  

的 人 （例 ： 利 四 2 , 五 1 、 2 、 4 、 1 5 ) 。 当 

数 点 百 姓 ， 他 们 也 用 灵 魂 ， 即 人 ， 作 计 箅  

单 位 （出 一 5 ; 申 十 2 2 > 。

从 狭 义 方 面 说 ， 灵 魂 是 指 人 内 部 不 同  

的 感 悄 及 力 炕 。 律 法 说 人 应 尽 心 及 尽 灵 魂  

( 和 合 本 作 “尽 性 去 爱 神 （申 十 三 3 > 。 

在 灵 魂  < 和 合 本 作 “心 中 ， 人 有 对 食  

物 的 欲 望 （申 十 二 2 0 、 2 U , 有 色 的 欲 望  

( 耶 二 2 幻 ， 有 杀 人 及 报 复 的 渴 望 （诗 二  

十 t 丨2 )。 灵 魂 （和 合 本 作 “心 ”） 被 形  

容 为 会 流 泪 （和 合 本 作 “悲 伤 ”， 伯 三 十

1 6 ; 诗 -----九 別  及 会 忍 耐 （伯六丨丨>。

知 识 与 理 解 （诗 一 三 九 丨 4 ) 、 思 想 （和 合  

本 作 “知 ”， 撒 上 二 十 3 ) 、 爱 （撒 上 十 八  

1 ) 及 想 念 （哀 三 2 0 > 等 ， 被 都 认 为 是 源  

自 灵 魂 。 在 此 ， 灵 魂 就 好 比 今 天 我 们 所 说  

的 己 、 本 我 、 性 格 或 自 我 。

旧 约 中 并 无 任 何 观 念 认 为 灵 魂 会 转 世  

为 非 物 质 及 不 朽 的 实 体 。 人 是 由 身 体 及 灵

魂 所 组 成 的 ； 但 这 并 不 是 形 容 人 两 个 分 开  

的 实 体 。 此 外 ，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形 容 人 的  

受 造 时 ， 用 了 “活 的 灵 魂 ” （和 合 本 作  

“有 灵 的 活 人 但 译 作 “活 的 人 ” 则更 

佳 。 这 观 念 并 非 表 示 人 成 为 了  一 个 “灵 

魂 ”， 因 他 显 然 是 有 一 个 身 体 。 原 文 使 用  

这 词 ， 是 要 人 们 注 意 这 人 有 生 命 ， 是一个  

“活 的 人 ”。 希 伯 来 人 肴 人 为 整 体 的 看 法 ， 

使 我 们 更 能 明 白 ， 为 何 旧 约 对 人 死 后 的 生  

命 讲 论 得 那 么 校 糊 ； 因 为 要 指 出 人 没 有 身  

体 而 能 存 活 ， 是 很 难 说 淸 楚 的 （诗十六  

1 0 ， 四 十 九 1 5 ， 八 十 八 3 - 1 2 > 。 至 於 对 死  

后 生 命 存 在 的 盼 望 ， 并 非 由 於 灵 魂 本 身 的  

特 质 （正 如 柏 拉 图 所 言  > ， 而 是 蕋 於 对 神  

的 信 心 ， 相 信 神 有 能 力 胜 过 死 亡 ， 并且相  

信 与 神 的 相 交 是 不 能 被 死 亡 所 隔 绝 的 （出 

三 6 ; 撒 上 二 6 ; 伯 十 九 2 5 、 2 6 ; 诗 十 六  

1〇、 丨丨， 七 十 三 2 4 、 2 5 ; 赛 二 十 五 8 ，二 

十 六丨 9 ; 但 十 二 2 ; 何 六 1 - 3 , 十 三 1 4 }。

新约

在 新 约 中 ， “灵 魂 ” 一 词 所 包 含 的 一  

系 列 意 思 ， 是 和 旧 约 相 似 的 ， 通 常 它 是 生  

命 的 同 义 词 。 耶 稣 吩 咐 祂 的 门 徒 要 为 祂 的  

缘 故 舍 弃 生 命 （徒 十 五 2 6 ; 参 约 十 三  

3 7 ; 罗 十 六 4 ; 腓 二 3 0 > 。 作 为 人 子 ，耶 

稣 来 世 的 目 的 不 是 要 受 人 的 服 侍 ， 乃是要  

服 侍 人 ， 并 且 要 舍 命 作 多 人 的 赎 价 （太二 

十 2 8 ; 可 十 4 5 > 。 作 为 好 牧 人 ， 祂 要 为 羊  

舍 命 （约 十 1 4 、 1 7 、 1 8 > 。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四 帘 ‘2 6 节 中 ， 作 门 徒 的 条 件 是 恨 自 己 的  

灵 魂 ， 即 是 说 要 为 基 瞀 的 缘 故 ， 愿意 放 下  

自 己 ， 以 致 舍 弃 自 己 的 生 命 （参 路 九  

2 3 ; 启 十 二 1 1 > 。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二 章 1 9节 

中 ， 那 辦 主 对 自 己 的 灵 魂 说 话 ， 意即对自  

己 说 话 。 因 此 ， 灵 魂 可 指 人 内 在 的 我 ，及 

其 对 生 命 和 幸 福 的 渴 求 。

“灵 魂 ” 经 常 是 指 “人 ” （徒 二 43, 

三 2 3 ， 七 1 4 ， 二 十 七 2 2 ; 罗 二 9 , 十三 

1 ; 彼 前 三 2 0 > 。 “有 生 命 的 灵 魂 ” 一词 

( 启 十 六 3 ; 参 启 八 9 > 反 映 受 造 物 的 生 命  

( 参 创 二 7 ) 。 在 保 罗 教 导 有 关 复 活 的 经 文  

中 ， 他 把 人 的 肉 体 和 复 活 的 身 体 作 了 对  

比 。 “经 上 也 是 这 样 记 着 说 ： ‘首 先 的 人  

亚 当 成 了 有 灵 的 活 人 ’ ； 末 后 的 亚 当 （赛 

督 ） 成 了 叫 人 活 的 灵 。” （林 前 十 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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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苕 ， 保 罗 把 复 活 的 身 体 和 与 生 俱 来 的 身  

体 作 比 较 。 保 罗 清 楚 指 出 ， 他 并 非 讨 论 灵  

瑰 的 不 朽 ， 也 非 讨 论 尸 体 复 活 。 复 活 的 身  

体 将 会 逛 一 种 新 的 身 体 。 “我 们 既 冇 屈 土  

的 形 状 ， 将 来 也 必 有 厲 天 的 形 状 。” （林 

前十五

正 如 旧 约 一 样 ， 灵 魂 不 单 指 人 肉 体 的  

生 命 ， 更 可 指 到 人 感 情 的 力 f f i。 它 是 指 人  

本 身 . 人 的 感 情 的 本 位 、 人 的 肉 心 。 耶 穌  

提 及 m 的 灵 魂 （和 合 本 作 “心 ”） 甚 是 忧  

伤 （太 二 十 六 3 8 ;  可 十 四 3 4 ;  参 诗 四 十  

二 6 > 。 在 马 太 福 音 十 一 竞 2 9 节 中 ， 耶 穌  

应 许 那 些 来 到 他 那 儿 的 灵 魂 （和 合 本 作  

“人 ”> 可 得 安 息 。 在 那 经 文 里 ， “灵 魂 ” 

是 指 人 （参 路 二 3 5 ; 帖 后 二 8 ; 约 三 2 ) 。

有 部 分 经 文 把 灵 魂 与 灵 相 提 并 论 。 路 

加 福 音 一 章 4 6 节 相 信 是 希 伯 来 诗 体 中 平  

行 句 的 例 子 ， 它 用 两 个 不 同 的 句 子 来 表 达  

同 一 观 念 。 两 个 词 都 是 指 马 利 亚 内 心 深 处  

的 感 受 。 希 伯 来 书 四 章 1 2 节 亦 出 现 相 似  

的 情 况 ， 把 灵 魂 与 灵 分 开 ， 以 一 种 生 动 描  

述 的 方 式 ， 来 说 明 神 的 道 怎 样 探 进 人 的 深  

处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五 章 2 3 节 的 祷 告 ： 

“想 你 们 的 灵 与 魂 与 身 子 得 蒙 保 守 ”， 是 

指 人 的 思 想 、 意 志 、 感 情 及 物 质 需 要 的 层  

面。 在 此 ， 灵 魂 大 约 指 形 体 的 存 在 ， 正如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及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1 4 节 ； 

灵 则 指 人 生 命 中 更 高 或 “厲 灵 ” 方 面 。

在 其 他 经 文 中 ， 其 重 点 或 指 感 悄 、 意 

志 、 思 想 ， 但 都 有 着 同 一 个 观 念 ， 就 是 指  

内 M 的 人 。 人 应 尽 灵 魂 （和 合 本 作 “心 ”〉 

去 爱 神 （太 二 十 二 3 7; 可 十 二 3 0 ; 路 二  

2 7 ; 参 申 六 5 > 。 “尽 灵 魂 ” （弗 六 6 ; 西 三  

2 3 > 即 “尽 心 ”， 即 是 整 个 人 投 入 。 腓 立  

比 书 一 章 2 7 节 表 示 ， 信 徒 要 有 同 一 的 心 志  

(参 徒 四 3 2 , 十 四 2 > 。 提 及 灵 魂 和 救 恩 的  

经 文 有 ： 马 太 福 音 十 章 2 8 节 ； 路 加 福 音 十  

二 章 5 节 ； 希 伯 来 书 六 章 1 9 节 ， 十 章 3 9 节 ， 

十 二 章 3节 ，十 三 章 7 节 ； 雅 各 书 一 章 2 1节 ， 

五 章 2 0 节 ； 彼 得 前 书 一 章 9 、 2 2 节 ， 二 章  

2 5 节 ， 四 章 1 9节 ； 启 示 录 六 章 9 节 和 二 十  

章4 节 。 这 些 经 文 提 到 灵 魂 时 ， 有 时 强 调  

人 的 本 质 ， 有 别 於 身 体 外 在 的 部 分 ； 有时  

强 调 人 於 复 活 之 先 ，在 神 面 前 的 存 活 形 态 。 

耶 稣 应 许 那 受 罚 的 罪 犯 （路 二 十 三 4 3 ; 参 

林 后 五 B ; 腓 一  2 1 、 2 3 ; 帖 前 四 要

和 他 同 在 ，但 祂 没 有 使 用 “灵 魂 ” 一词 „

引 用 旧 约 的 时 候 ， “我 的 灵 魂 ” 是表  

达 “我 ” 的 另 一 种 方 式 。 因 此 ， 当 神 提  

到 他 的 灵 魂 《和 合 本 作 “心 是 总 括 地  

包 含 了 神 的 爱 、 圣 洁 、 愤 怒 及 信 实 （太十  

二 〗8 ; 参 赛 四 十 二 丨 ； 来 十 3 8 ; 参 哈 二 4 > 。

C o l i n  B r o w n

#  “人 观 " 1 1 9 9 : "灵 " 9 1 8 。

灵性
Spirituality
l i n g  x i n g

参 " 成 圣 " 2 1 5。

羚 羊 / 黄羊
Antelope
l i n g  y d n g  /  h u ^ n g  y i n g

— 种 行 动 敏 捷 、 外 形 似 鹿 的 动 物 ， 在 

申 命 记 十 四 車 5 节 和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一 章 2 0  

节 均 译 作 “黄 羊 '

参 " 动 物 （羚 羊 ）" 3 2 9 。

伶长
Choirmaster
l i n g  z h ^ n g

即 音 乐 总 监 ， 见 於 5 5 篇 诗 篇 的 序 。

参••音乐和乐器” 2 1 2 5。

流便
Reuben
liCi b i ^ n

〇 雅 各 和 利 亚 的 长 子 （创 二 十 九 32, 

四 十 六 后 来 成 为 了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其 中 一 位 先 祖 。 流 便 呰 牵 涉 入 风 茄 的 亊 件  

中 （三 十 1 4 ) ， 并 曾 与 他 父 亲 的 妾 辟 拉 发  

生 关 系 （三 十 五 2 2 ) 。 但 他 成 年 后 ， 却是  

雅 各 众 子 中 较 受 尊 敬 的 一 位 。 流 便 反 对 杀  

约 瑟 的 阴 谋 ， 并 企 图 把 他 从 坑 中 救 出 来  

(三 十 七 2 2 - 3 5 ) 。 他 曾 用 道 德 意 义 来 解 释  

众 兄 弟 在 埃 及 被 囚 的 原 因 （四 十 二 2 2 > ,  

并 以 他 亲 生 儿 子 的 性 命 来 保 证 便 雅 悯 的 安  

全 （创 四 十 二 37 >。 然 而 ， 雅 各 给 众 子 祝  

福 时 ， 称 流 便 为 放 纵 和 易 变 的 ， 因 而 被 夺  

了 他 长 子 的 名 分 《四 十 九 3 、 4 > 。 流 便 生  

了 4 个 儿 子 （代 上 五 3 ) 。

参 • 流 便 # 2 "  921: •流便支派” 9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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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於 约 但 河 以 东 ， 是 分 配 给 流 便 支  

派 的 地 区 ， 但 条 件 是 流 便 人 必 须 协 助 其 余  

支 派 取 得 约 但 河 以 西 的 迦 南 地 （民 三 十  

二 ）。 摩 西 按 着 流 便 支 派 的 要 求 将 这 片 适  

宜 牧 放 牲 畜 之 地 分 配 给 他 们 。 这 地 区 南 面  

以 亚 嫩 河 为 界 ， 北 面 和 东 面 分 别 是 希 实 本  

的 河 谷 和 亚 扪 国 ，西 面 则 是 约 但 河 与 死 海 。 

流 便 人 一 直 住 在 那 里 ， 直 至 主 前 7 3  2 年 左  

右 才 被 亚 述 的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掳 去 。

参 • 流 便 # 1 ” 9 2 1 :  ••流 便 支 派 ” 9 2 2 。

流便支派
Reuben, Tribe of
liu  bi^n zh l p^i

雅 各 长 子 流 便 之 后 裔 所 建 立 的 支 派  

( 创 二 十 九 3 2 >。 在 众 支 派 中 ， 流 便 支 派  

常 列 於 首 位 ， 并 且 备 受 尊 崇 （民 十 三 4 > 。 

同 样 地 ， 在 定 居 於 约 但 河 东 的 两 个 半 支 派  

中 ， 流 便 也 常 列 於 首 位 （书 一 〗 2 > ， 纵 然  

迦 得 似 乎 分 得 较 大 的 地 区 。

由 於 流 便 的 罪 （创 三 十 五 2 2 > ， 其 父  

预 言 他 会 丧 失 在 众 兄 弟 中 的 显 要 地 位 （创 

四 十 九 4 > 。 虽 然 摩 西 曾 在 申 命 记 三 十 三  

章 6 节 为 流 便 祝 祷 ， 但 后 来 灾 难 仍 临 到 这  

支 派 。 在 旷 野 的 日 子 ， 流 便 支 派 的 族 长 与  

其 他 各 支 派 的 族 长 都 出 来 协 助 摩 西 （民 一  

5 > ， 流 便 支 派 也 派 出 一 名 探 子 ， 像 其 他  

支 派 一 样 （十 三 4 > 。 以 色 列 人 安 营 和 起  

行 的 时 候 ， 流 便 也 有 其 特 定 的 位 罝 （二  

1〇>。 在 窥 探 迦 南 地 的 时 候 ， 只 有 以 法 莲  

( 约 书 亚 ） 和 犹 大 （迦 勒  > 两 支 派 的 探 子  

显 得 有 信 心 （十 四 6 > ， 流 便 支 派 则 与 其  

他 各 支 派 一 样 没 有 信 心 。

流 便 支 派 的 大 坍 和 亚 比 兰 反 抗 摩 西 的  

治 权 （民 十 六 丨  > ， 并 可 能 反 对 利 未 人 的  

特 殊 地 位 。 这 些 事 是 意 味 深 长 的 ； 流 便 可  

能 欲 取 回 他 们 因 罪 而 被 褫 夺 的 首 位 （创 四  

十 九 3 、 4 > 。 他 们 的 计 划 失 畋 了 ， 神 的 审  

判 则 带 出 一 个 警 诫 的 教 训 （民 十 六 3 3 > 。

流 便 支 派 拥 有 许 多 牛 群 （民 三 十 二

1 ) , 大 概 是 一 个 势 力 庞 大 的 支 派 。 流 便 、 

迦 得 和 玛 聿 西 半 支 派 要 求 留 在 约 但 河 东 ， 

那 片 刚 从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和 巴 珊 王 噩 所 夺  

来 ， 树 木 茂 盛 和 水 源 充 足 的 地 方 （三 十 二

3 3 ) , 摩 西 严 正 地 谴 责 这 自 私 的 要 求 （因 

为 这 样 ， 他 们 便 不 用 参 与 过 约 但 河 后 艰 苦

的 战 争 ； 三 十 二 6 、 7 > ， 这 可 能 是 背  

便 放 纵 和 易 变 之 性 情 的 另 一 个 例 子 （ 流 

十 九 3 、 4 > 。 ^

然 而 ， 这 两 个 半 支 派 既 答 允 在 约 彳 日 、- 

西 之 战 争 中 首 当 其 冲 ， 摩 西 便 准 许 他 ^ =  

要 求 （民 三 十 二 2 0 > 。 他 们 显 然 是 枯 壮  

士 兵 ； 在 战 役 结 束 后 ， 约 书 亚 便 差 他 们 返  

回 所 得 之 地 （书 二 十 二 1-5 > 。 虽 然 他 $  

住 在 约 但 河 东 ， 因 天 然 障 { 寻 而 与 兄 帛 #  

隔 ， 但 他 们 绝 对 没 有 建 立 一 个 独 立 国  

意 思 。 因 此 他 们 在 回 家 途 中 ， 渡 过 约 但 、河 

之 前 ， 就 在 河 边 筑 了 一 座 令 人 注 目 的 纟 I 念 

祭 坛 ， 以 示 他 们 的 心 意 （二 十 二 1 〇 >。肖 

余 众 支 派 恐 怕 这 是 以 色 列 中 第 二 次 的 叛  

变 ， 便 立 即 集 合 ， 要 上 去 攻 击 他 们 （二十 

二 1 2 ) 。 他 们 看 宗 教 上 的 合 一 极 其 里 要 ， 

所 以 准 备 鼓 励 这 两 个 半 支 派 迁 移 至 河 西  

来 ， 因 为 在 河 西 他 们 没 有 理 由 也 没 有 引 i秀 

导 致 支 派 分 离 （二 十 二 1 9 ) 。 幸 而 ， 两个 

半 支 派 详 细 和 耐 心 地 解 释 他 们 筑 坛 的 原 因  

( 二 十 二 2 2 - 2 9 ) ， 避 免 了 支 派 间 发 生 流 血  

事 件 。 他 们 这 行 动 实 在 也 被 看 为 美 事 ，是 

不 该 受 责 备 的 （二 十 二 3 0 、 3 1 ) 。

直 至 女 先 知 底 波 拉 的 时 候 ， 流便支派  

才 再 出 现 於 圣 经 的 记 载 中 。 神 藉 着 巴 拉 呼  

召 以 色 列 人 与 迦 南 人 西 西 拉 争 战 ， 各族皆  

响 应 ， 再 次 集 合 ， 但 流 便 则 充 耳 不 闻 。圣 

经 暗 示 流 便 又 再 一 次 受 物 质 的 影 响 ， 像他 

们 在 征 服 迦 南 的 时 候 一 样 ； 当 时 ， 由於他  

们 拥 有 众 多 牛 群 ， 便 选 择 了 约 但 河 东 绿 草  

如 茵 之 地 ， 放 弃 迦 南 崎 岖 不 平 的 山 地 （民 

三 十 二 5 > 。 他 们 喜 爱 安 定 的 放 牧 生 活 ’ 

过 於 他 泊 山 上 的 争 战 生 涯 （士 五 1 6 )。经 

文 也 暗 示 长 时 间 的 讨 论 不 得 要 领  甚 $

提 出 为 神 勇 敢 和 忠 诚 的 大 言 ， 最 后 还 是 10 

於 无 有 （五 丨 5 > 。 流 便 始 终 是 这 样 ： 这支 

派 像 其 先 祖 一 样 ， 仍 是 不 定 性 、 “滚沸如  

水 ” （创 四 十 九 4 ) 。

位 於 迦 得 支 派 东 南 面 ， 賴 於 流 便 支 ^  

的 领 土 ， 可 能 后 来 给 摩 押 人 入 侵 和 占 ^  

了 。 约 但 河 东 的 整 个 地 区 ， 后 来 成 为 ^ 的  

列 人 和 亚 兰 人 相 争 之 地 ， 这 是 可 以 肯 ，列 

( 王 上 二 十 二 3 ) 。 最 后 约 但 河 东 及 以  

北 部 ， 是 首 先 被 亚 述 人 侵 略 和 1̂ 柔 满 ^  

( 王 下 十 五 2 9 ) 。 虽 然 以 西 结 在 异 象 聲  

也 看 见 犹 大 以 北 有 一 片 象 征 性 的 土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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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给 流 便 的 （结 四 十 八 6 > , 流 便 人 也 从  

北 国 被 掳 之 地 返 回 ， 但 也 只 是 数 目 极 少 的  

余 民 。 启 示 录 蒙 救 赎 之 人 的 名 单 中 ， 也 有  

流 便 支 派 （启 七 5 > ， 但 这 支 派 却 没 有 一  

人 在 新 约 中 能 占 一 席 位 。

R. A l a n  C o l e

流珥
Reuel
l id t v

〇 以 扫 从 妻 子 巴 实 抹 所 生 的 儿 子 （创 

三 十 六 4 、 1 0 > ， 他 又 生 了  4 个 儿 子 ： 拿 哈 、 

谢 拉 、 沙 玛 和 米 撒 （创 三 十 六 1 3 、 1 7 k  

© 米 甸 人 的 祭 司 ， 曾 把 女 儿 许 配 给 摩  

西 为 妻 。 他 可 能 也 是 上 述 # 1 的 流 琪 ， 又 

名 叶 忒 罗 （出 二 1 8 ; 参 出 三 1 ) 。

参 “叶 忒 罗 " 1 9 9 9 。

© 便 雅 悯 支 派 之 米 书 兰 的 祖 先 （代 上  

九8 )。

硫磺
Brimstone, Sulfur
l id h u 焱n g

直 译 即 “燃 烧 的 石 头 ”， 非 金 厲 物 质 ， 

常 在 较 低 的 温 度 燃 点 ， 燃 烧 时 放 出 有 恶 奥  

的 二 氧 化 硫 。 火 山 地 区 如 死 海 峡 谷 一 带 即  

产 硫 矿 。 圣 经 提 及 神 的 审 判 常 将 火 与 硫 磺  

并 提 （创 十 九 2 4 ; 申 二 十 九 2 3 ; 伯 十 八  

1 5 ; 诗 H- — 6 ; 结 三 十 八 2 2 ; 路 十 七 29; 

启九丨7、 1 8 ， 十 四 1 0 ， 十 九 2 0 ， 二 十 10, 

二 十 一 8 ) 。 据 放 射 碳 测 定 ， 巴 勒 斯 坦 煨  

后 一 次 火 山 煺 发 大 槪 是 在 4 , 0 0  0 年 以 前 ， 

那 一 次 的 可 怖 录 象 大 概 在 当 地 居 民 心 中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故 代 代 相 传 。

参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 8 3 3 。

流汨谷
Baca, Valley of 
ii<s m  ga

见 於 诗 篇 八 十 四 篇 6 节 ， 希 伯 来 原 文  

是 “巴 卡 谷 ”、 “巴 卡 ”， 是 一 种 树 ， 这 可  

显 见 於 别 处 经 文 （撒 下 五 2 3 、 2 4 ; 代 上  

十四丨4 、 1 5 ) ， 中 文 圣 经 译 作 “桑 树 ”。 

至 於 诗 篇 所 指 是 真 有 其 地 抑 或 仅 是 比 喻 艰  

难 愁 苦 ， 今 难 予 考 定 ； 但 诗 人 之 意 甚 明 ， 

是 说 凡 追 随 神 的 人 必 蒙 福 祉 ， 流 泪 谷 也 变

成 祝 福 和 更 新 的 泉 源 。

今 也 有 学 者 以 为 流 泪 谷 实 有 其 地 ， 指 

耶 路 撒 冷 和 利 乏 音 谷 附 近 之 地 ， 其 根 据 有  

三 ： （U 谷 内 有 胶 枞 或 其 他 多 树 脂 的 树 ， 

脂 滴 如 泪 ； （2 > 谷 中 小 路 崎 岖 难 行 ；

( 3 > 谷 有 细 涓 从 石 罅 中 溢 出 ， 涔 涔 如  

泪 ； 这 3 种 情 况 都 可 能 是 谷 名 的 来 源 。

流 离 歌 / 示迦安
Shiggaion, Shigionoth
l i i l  l i  g e  /  s h )  j i a  a n

诗 篇 第 七 篇 及 哈 巴 谷 书 第 三 章 分 别 以  

希 伯 来 文 命 名 的 诗 题 。可 能 代 表 一 首 诗 歌 、 

悲 郁 的 乐 章 ，或 是 一 首 以 乐 器 伴 奏 的 乐 章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示 迦 安 ）” 2 1 2 5 。

流玛
Reumah
l i d  m S

拿 鹤 的 妾 （创 二 十 二 2 4 > 。 她 的 4 个 

儿 子 成 为 了 居 於 大 马 色 以 北 的 亚 兰 诸 族 的  

祖 先 。

流人血的罪
Bloodguilt
l i i^ r 6 n  x i f i ( x u d )  d e  z u l

希 伯 来 原 词 为 “血 ” 字 的 单 数 或 复  

数 ； 单 数 “血 ” 字 可 表 示 “血 ” 的 本 义 或  

“流 血 的 罪 ” （即 揸 杀 之 罪 ）， 复 数 则 盖 指  

“血 罪 ” （参 出 二 十 二 2 、 3 ; 利 十 七 ； 撒  

上 二 十 五 2 6 、 3 3 ; 诗 五 十 一  1 4 ; 何 十 二  

1 4 > 。 杀 人 者 死 的 思 想 在 圣 经 中 很 普 遍 ； 

杀 人 通 常 就 是 流 人 的 血 。

据 圣 经 所 载 ， “流 人 血 的 罪 ” 可 分 两  

类 ： 第 一 类 为 故 杀 ， 即 今 所 谓 谋 杀 ； 旧约  

所 谓 “流 无 辜 人 的 血 ’’（拿 一 1 4 )。 旧 约  

多 处 对 “流 无 辜 血 的 罪 ” 作 了 明 确 定 义 ， 

并 指 出 杀 人 者 的 刑 罚 （创 九 6 ; 申 十 九  

1 1 - 1 3 ; 王 下 二 十 四 结 三 十 三 6 > ， 杀 

人 者 的 罪 不 得 买 赎 （民 三 十 五 3 丨 > 。

第 二 类 为 “误 杀 ” （民 三 十 五 9 -28; 

申 十 九 4 - 1 0 > 。 误 杀 者 若 进 入 “逃 城 ” 可 

得 免 於 死 ； 但 於 逃 城 外 ， 若 为 报 血 仇 的 人  

执 而 杀 之 ， 则 无 可 怨 。 如 郊 野 有 人 被 杀 而  

凶 手 不 详 ， 则 离 现 场 最 近 的 城 镇 应 负 其  

咎 ， 但 可 按 一 定 的 仪 式 除 罪 （申 二 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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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古 代 以 色 列 m 杀 牲 畜 ， 也 町 能 被 判 为  

‘‘流 血 的 罪 ” （利 十 七 3 、 4 、 1 0 、 丨1 > ;

牲 畜 致 人 死 命 者 也 耍 判 罪 ， 需 以 石 头 击 毙  

(出 二 十 一 2 8 、

流 人 血 而 无 罪 者 有 ： 自 卫 （出 二 十 二  

2> ; 行 刑  < 利 二 十 9 - 1 6 ) ; 战 争 （王 上  

二 5 、 6 > 0

先 知 时 常 指 斥 以 色 列 民 “流 血 的 罪 ” 

或 “杀 人 的 血 赛 一 1 5 ， 四 4 ; 结 七 2 3 ,  

九 9 ; 何 一 4 ， 四 2 ; 弥 三 1 0 ; 哈 二 8 、 1 2 、

1 7 等  > ， 所 用 的 希 伯 来 原 文 ， 便 是 “血 ” 

的 S 数 或 单 数 字 。

除 “流 人 血 的 罪 ” 之 外 ， 尚 有 若 千 大  

罪 也 会 被 判 死 刑 ， 如 ： 奉 异 神 、 拜 偶 像 、 

奸 淫 、 强 抢 、 欺 压 贫 困 、 毀 约 、 放 商 利 贷  

(利 二 十 9 - 1 6 ; 结 十 八 1 0 - 1 3 〉。

圣 经 从 创 世 开 始 （创 四 1 ( ) - 1 2 > ， 直  

至 先 知 时 代 （赛 二 十 六 2 1; 结 二 十 四 （i - 

到 新 约 结 束 （启 六 1 〇 > ， 始 终 强 调 一  

个 重 要 的 观 念 ， 即 神 必 为 无 辜 者 伸 冤 ， 追 

讨 那 “流 人 血 的 罪 ”。

R o b e r t  L .  A l d e n  

#  _逃 城 " 1539:  •刑法和刑罪” 1 7 7 5 。

柳树
Willow
l i u  s h D

参 直 物 （山 杨 ）• 2 2 9 2 。

柳树河
Willows, Brook o f  the
l i d  s h u

河 水 所 经 之 处 ， 把 摩 押 的 财 富 都 带 走  

( 赛 十 五 7 > 。 从 以 赛 亚 的 话 ， 令 人 想 到 这  

河 标 示 苕 摩 押 南 部 的 边 界 ， 可 能 是 阿 摩 司  

书 六 帘 丨4 节 所 指 的 亚 拉 巴 河 （在 希 伯 来  

文 稍 有 不 同  > 。 对 於 这 道 河 ， 有 不 同 的 说  

法 ， 但 都 未 被 普 遍 接 受 。

六 百 六 十 六
Six Hundred Sixty-six
l i d  b ^ i  l i d  s h i  l i u

启 示 录 预 言 从 地 里 上 来 之 兽 的 数 目  

(启 十 三 1 8 ) 。

参 **舌夂基S  - 3 0 4 :  *■ 咎 的 印 记 - 1 468〇

六经
Hexateuch
l i d  j l n g

“六 经 ” 所 指 的 ， 是 圣 经 的 首 6 卷书。 

圣 经 评 鉴 学 者 ， 认 为 约 书 亚 记 的 内 容 、风 

格 ， 和 五 经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故 他 们 把 约 书  

亚 记 和 摩 西 五 经 （创 世 记 至 申 命 记 ） 合在 

— 起 ， 并 创 造 了  “六 经 ” 这 个 名 词 。

文 学 批 评 的 理 论 ， 把 六 经 分 为 J 、^  

D 、 P 4 个 底 本 。 其 中 J 底 本 称 神 为 耶 和 华  

( J e h o v a h ) , E 底 本 称 神 为 伊 罗 兴  

( I-； 1 o h i m ) , D 底 本 是 申 命 记  

( l ) t、u t c r o n o m y > 白勺核心， P 底 本 则 代 表  

祭 司 的 观 点 （ P r i e s t l y  v i e w p o i n t )。然而， 

以 神 的 名 字 作 为 分 析 底 本 的 出 发 点 ， 并以 

措 辞 和 文 学 风 格 来 辨 别 底 本 ， 都是过分主  

观 的 方 法 ， 不 可 能 以 科 学 化 的 方 法 来 研  

究 。

很 多 圣 经 的 评 鉴 学 者 ， 把 4 个底本鉴  

定 为 主 前 九 至 四 世 纪 的 作 品 。 然 而 ，这个 

结 论 的 根 据 ， 是 大 有 问 题 的 进 化 主 义 。它 

假 定 以 色 列 人 与 邻 邦 的 文 化 完 全 隔 绝 ，又 

以 为 以 色 列 的 信 仰 ， 是 从 “原 始 ” 的宗教 

进 化 到 一 个 更 “髙 等 ”、 更 “复 杂 ” 的形 

式 。 相 反 ， 考 古 学 的 证 据 证 明 以 色 列 的 文  

化 具 有 模 仿 和 衍 生 的 特 性 ； 以色 列人 的 信  

仰 ， 更 是 绝 对 独 特 。

今 天 的 形 式 评 鉴 学 把 六 经 视 为 可 靠 之  

口 述 传 统 的 组 合 。然 而 ，这 个 理 论 的 结 论 ， 

只 不 过 是 底 本 说 的 变 体 而 已 。 评鉴学的根  

据 ， 基 於 片 面 史 观 的 理 论 ， 早 已 为 学 者 所  

摒 弃 。 但 今 天 仍 有 不 少 学 者 ， 假定底本说  

是 可 靠 的 ， 他 们 依 然 相 信 有 一 套 独 一 的 文  

学 来 源 ， 又 假 设 这 些 底 本 ， 寘的 依 照 这 个  

次 序 排 列 。

J . G . S . S . Thomson  

参 “底 本 说 ” 3 0 6 :  *•形式评鉴学 "1781*

龙
Dragon
16n g

圣 经 称 某 些 陆 上 或 海 中 的 大 兽 为  

“龙 ”。

参 • 动 物 （龙 ）” 3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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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子Deaf, Deafness
|6ng z*

兹 即 失 去 听 觉 ； 圣 经 用 此 词 表 示 生 理  

上 的 缺 陷 或 损 伤 ； 也 用 此 词 象 征 灵 性 上 的  

昏昧。 灵 性 的 聋 指 拒 不 领 受 神 的 真 道 ， 或 

因 没 有 灵 命 而 昕 不 见 神 的 启 $ ( 诗 三 十 八  

1 3 > 。 先 知 以 赛 亚 对 两 类 鋒 子 均 有 讲 论  

( 赛 四 十 二 丨 8 ， 四 十 三 8 为 转 义 ； 務 二 十  

九丨8 , 三 十 五 5 为 直 义 ）。 在 旧 约 ， 有 提  

及 “聋 ”是 神 的 惩 罚 （出 四 1 1 ; 弥 七 1 6 ) ， 

但 又 强 调 咒 骂 聋 者 便 是 干 罪 （利 十 九 1幻 。

新 约 记 述 耶 稣 曾 使 聋 子 恢 复 听 觉 （太 

十一  5 ; 可 七 3 2 - 3 7 ; 路 七 2 2 >  ; 又 记 耶  

穌 从 一 男 童 身 上 赶 出 了 “聋 哑 鬼 ”， 治愈  

他 患 了 多 年 的 癫 痫 病 （可 九 2 5 ) 。 耶 稣 的  

大 能 证 明 池 是 弥 赛 亚 。

参 “医 药 ” 2 0 0 8 。

龙子
Sand Lizard
16ng zi

参••动物（石 龙 子 ）" 3 2 9 。

楼
Tower
16u

参 “保 降 / 坚 城 ” 1〇4; ~ 了望 楼 ” 9 0 6。

楼上
Upper Room
I6u sh姦ng

希 伯 来 或 希 腊 人 屋 宇 的 第 二 层 房 间 ， 

往 往 像 一 座 塔 楼 ， 建 在 房 子 的 平 顶 上 。 希 

伯 来 家 庭 把 它 用 作 私 人 房 间 ， 或 暑 天 休 憩  

处 ’ 也 用 作 款 待 客 人 的 地 方 。 有 时 更 可 容  

纳 大 群 人 。 掖 少 有 一 个 例 子 ， 记 载 这 种 楼  

$ 是 在 第 三 层 楼 的 （徒 二 十 8 _9 > 。 当 时  

= 年 犹 推 古 坐 近 窗 旁 睡 熟 了 ， 就 从 三 楼 堕  

^ 街 上 （第 9 节 ）。 可 能 ， 同 样 的 意 外 发  

亚 哈 谢 王 身 上 ， 他 也 是 从 自 己 的 楼 房

= 杆 处 掉 下 来 （王 下 一  2 ) 因 而 受 了 重  

伤 。

以 利 亚 有 一 次 把 撒 勒 法 寡 妇 已 死 去 的  

抱 上 楼 房 ， 就 是 在 他 暂 住 的 地 方 ， 为 
斤 求 ， 使 他 从 死 甩 复 活 过 来 （王 下 十 七

1 9 、 2 3 > 。 大 卫 王 进 入 私 人 的 楼 房 为 了  

押 沙 龙 之 死 而 哀 哭 （撒 下 十 八 3 3 > 。 犹大  

诸 王 在 亚 哈 斯 王 之 楼 房 筑 起 怪 异 的 邱 坛 ， 

都 因 约 西 亚 王 的 改 革 而 被 拆 除 （王 下 二 十  

H 1 2 ) 0

耶 師 也 是 在 楼 房 里 跟 门 徒 同 吃 逾 越 节  

晚 较 （可 十 四 1 5 ; 路 二 十 二 丨 2 > 。 这 类 房  

间 的 面 积 从 以 下 例 证 可 见 — 二 ， 当 耶 稣 离  

世 升 天 以 后 ， 门 徒 又 重 回 以 前 聚 集 的 楼  

房 。 从 参 与 特 罗 亚 聚 集 的 会 众 看 来 ， 人 数  

也 不 少 （徒 二 十 8 ) 。 当 日 彼 得 可 能 就 在  

类 似 的 楼 房 内 祈 祷 ， 并 看 见 降 下 不 洁 之 物  

及 大 布 的 异 象 ， 教 导 他 不 可 妄 称 任 何 东 西  

为 不 洁 之 物 。 当 然 ， 这 段 经 文 只 提 到 彼 得  

上 了 房 顶 （徒 十 9 - 1 6 )。

女 f目 徒 多 加 死 去 后 ， 也 放 在 楼 房 上 ， 

其 后 ， 彼 得 给 领 到 这 房 间 内 为 她 祈 祷 ， 使 

她 再 活 过 来 （徒 九 3 6 - 4 1 )。

参 “ 建 筑 ” 7 4 5 :  “ 房 屋 ” 3 8 9 。

露水
Dew

s h u t

热 空 气 中 的 水 气 入 夜 遇 冷 而 凝 结 成 的  

小 水 珠 ， 多 见 於 清 晨 地 面 或 物 件 的 表 面 。 

露 水 在 炎 热 干 旱 的 近 东 十 分 可 贵 ， 可 补 热  

天 失 去 的 水 分 。 露 水 有 利 於 植 物 的 生 长 ， 

“天 降 甘 露 ” 是 五 谷 丰 收 的 重 要 条 件 （该

— 1 0 ) 。 圣 经 常 将 “雨 ”、 “露 ” 并 提 ， 视 

若 民 生 攸 关 的 大 事 （王 上 十 七 1 > 。 以 色  

列 民 在 旷 野 飘 流 之 际 ， 常 以 晨 露 为 饮 （出 

十六丨 3 -2 1 ; 民 十 一  9 ) 。 “露 水 ” 在 圣 经  

中 可 比 喻 恩 泽 ， 如 以 撒 祈 求 神 賜 雅 各 “天 

上 的 甘 露 ” （创 二 十 七 2 8 ; 参 申 三 十 三  

1 3 ; 弥 五 7 > 。 露 水 也 可 比 喻 得 力 、 更 新  

或 丰 富 （伯 二 十 九 1 9 ; 何 十 四 5 ) 。 此 外 ， 

君 王 的 宠 幸 也 称 为 “草 上 的 甘 露 ’’ （箴 十  

九丨2 > 。 露 水 也 比 喻 行 动 诡 秘 神 速 而 不 为  

人 所 觉 ， 尤 多 指 夜 袭 （撒 下 十 七 1 2 > 。 露 

水 又 可 比 喻 存 在 之 短 促 ， 有 转 瞬 即 逝 之 意  

( 何 六 4 > 。 最 后 ， 大 卫 歌 颂 弥 赛 亚 之 诗 中  

曾 说 ： “你 的 民 多 如 清 晨 的 甘 菇 。” （诗 一

— 0 3 )



驴
Ass, Donkey
10

圣 经 时 代 甫 要 的 家 备 。

参 • 动 物 （驴 ）- 3 2 9 。

S彼 亚 / 利比亚
Libya
10 b l /  11 b l

在 埃 及 以 西 的 一 个 国 家 。 有 3 个 不 同  

的 希 伯 来 词 语 也 翮 译 为 这 名 称 ， 但 在 意 思  

上 却 有 点 混 乱 。 其 中 部 分 原 因 是 原 文 含 糊  

不 清 ， 也 因 为 古 时 的 作 者 常 用 “吕 彼 亚 ” 

来 形 容 埃 及 以 外 的 非 洲 緦 土 。

自 主 前 十 二 世 纪 开 始 ， 吕 彼 亚 人 在 埃  

及 和 古 实 地 服 役 （代 下 十 二 3 , 十 六 8; 

鸿 三 9 , 或 译 为 “路 比 人 ”）。 强 大 的 侵 略  

者 示 撒 本 是 吕 彼 亚 地 方 的 人 。 以 西 结 预 言  

在 “列 国 受 罚 之 期 ”， 吕 彼 亚 也 在 其 中  

< 结 三 十 3 、 5 ) 。 在 但 以 理 书 十 一 章 4 3 节 

中 ， 吕 彼 亚 亦 是 属 於 被 征 服 的 民 族 之 一 。 

在 以 赛 亚 书 六 十 六 章 1 9 节 ， 亦 有 提 及 吕  

彼 亚 。

在 吕 彼 亚 东 部 的 古 利 奈 人 西 门 ， 就 被  

迫 替 耶 穌 背 着 十 字 架 （太 二 十 七 3 2 ; 可 

十 五 2 1 ; 路 二 十 三 2 6 > 。 吕 彼 亚 人 亦 是 在  

五 旬 节 的 时 候 ， 挤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人 之 一  

( 徒 二  1 0> 〇

这 个 名 称 亦 可 能 与 圣 经 提 过 两 次 的  

“利 哈 比 ” 有 关 （创 十 1 3 ; 代 上 一 1 1 ) 。

吕大
Lydda
i a  d备

这 是 罗 德 在 新 约 中 的 名 称 。 这 城 镇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的 高 原 之 中 。

参 • 罗 德 • 9 4 7 e •

吕底亚
Lydia 
ia  d l

〇 保 罗 在 腓 立 比 传 道 时 带 领 归 主 的 一  

个 希 利 尼 妇 人 （徒 十 六 丨 4 、 4 0 ) 。 吕 底 亚  

是 卖 紫 色 布 疋 的 商 人 ， 从 吕 底 亚 地 区 的 推  

雅 推 喇 城 而 来 。 那 城 位 於 小 亚 细 亚 的 西  

部 。 圣 经 形 容 她 是 个 “敬 拜 神 的 人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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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她 是 个 深 被 犹 太 教 吸 引 的 希 利 尼 人 。 她 

归 佶 基 督 教 及 受 洗 后 ， 在 保 罗 和 西 拉 逗 留  

腓 立 比 期 间 ， 接 待 他 们 。

@ 一 个 地 区 的 名 称 。 这 个 地 名 只 在  

《马 加 比 一 书 > 八 章 8 节 出 现 ， 是指 位於  

小 亚 细 亚 西 面 的 一 个 省 份 （现 代 的 土 耳  

其  >。 吕 底 亚 的 北 面 是 每 西 亚 ， 东面是弗  

吕 家 ， 南 面 是 卡 里 亚 ， 西 面 是 伊 奥 尼 亚 的  

希 腊 城 市 。在 〗 9 0 年 马 格 尼 西 亚 战 役 之 后 ， 

罗 马 人 征 服 了 叙 利 亚 王 安 提 阿 古 大 帝 ， 占 

领 了 厲 於 安 提 阿 古 的 省 份 ， 并 且 将 这 些 省  

份 给 予 别 迦 摩 王 欧 尼 斯 二 世 。 吕底亚便是  

其 中 一 个 归 於 欧 尼 斯 二 世 的 雀 份 。 《马加 

比 一 书 》 把 印 度 、 玛 代 及 吕 底 亚 列 为 安 提  

阿 古 的 省 份 。 印 度 及 玛 代 从 来 没 有 归 入 叙  

利 亚 的 版 图 ， 而 文 中 所 记 载 的 印 度 应 该 是  

伊 奥 尼 亚 ， 玛 代 则 应 该 是 每 西 亚 ； 这样就 

配 合 地 理 事 实 ， 以 及 黎 维 著 作 的 记 载 ；黎 

维 在 书 中 重 述 此 事 （《黎 维 书 > 37.56 )。

吕 底 亚 的 首 都 是 撒 狄 ， 由於 她 位於 内  

陆 ， 故 吕 底 亚 从 没 有 显 著 的 航 海 发 展 。 自 

从 本 世 纪 以 来 ， 已 开 始 发 掘 撒 狄 ， 而所发 

掘 到 的 地 方 有 亚 底 米 西 比 利 神 庙 ， 以 及 -  

座 犹 太 会 堂 和 一 个 健 身 室 。 虽 然 吕 底 亚 在  

撒 狄 王 克 利 萨 斯 於 主 前 54(5年 被 波 斯 王 古  

列 打 收 之 后 ， 就 失 去 其 重 要 地 位 ， 成为波 

斯 帝 国 的 省 份 ， 直 至 主 前 3 3 4 年亚历山大  

把 她 占 领 ； 但 撒 狄 在 考 古 学 上 的 遗 迹 ，证 

明 她 一 直 存 在 ， 直 至 七 世 纪 。

希 罗 多 德 形 容 吕 底 亚 是 一 片 肥 沃 的 土  

地 ， 并 且 盛 产 银 （《波 斯 战 争 录  

塔 西 图 则 指 那 片 土 地 就 是 撒 狄 四 周 的 富 庶  

国 家 （《史 书 > 4 . 5 5 ) 。 根 据 希 罗 多 德 所  

言 ， 吕 底 亚 人 是 “首 先 使 用 金 币 及 银 币 的  

民 族 ， 并 且 最 早 采 用 零 售 方 式 做 买 卖 ” 

<1.94 > 。

在 旧 约 中 的 路 德 人 ， 是 否 就 是 新 约 中  

的 吕 底 亚 人 ， 则 难 以 确 定 。 以 赛 亚 书 六 十  

六 章 丨 9 节 似 乎 把 路 德 与 “辽 远 的 海 岛 ” 

连 在 一 起 。 因 此 ， 从 巴 勒 斯 坦 人 的 角 度 而  

言 ， 这 描 述 适 用 於 吕 底 亚 。 耶 利 米 把 路 谗  

与 北 非 的 国 家 弗 （利 比 亚 ） 及 古 实 等 并 列  

( 耶 四 十 六 9 > 。 以 西 结 也 一 起 论 到 路 德 、 

弗 、 波 斯 （结 二 十 七 丨 〇 >， 以 及 路 德 人 和  

杂 族 的 人 《结 三 十 5 > 。 约 瑟 夫 认 为 吕 底  

亚 人 的 始 祖 是 路 德 （《犹 太 古 史 > 1.6.



Ifl gao ni 927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 吕 底 亚 已 经 归 入 罗 马  

帝 国 於 亚 洲 建 立 的 版 图 内 。 主 前 丨 3 3 年 ， 

别 迦 厣 王 亚 他 乐 三 世 把 吕 底 亚 给 予 罗 马 。 

启 示 录 提 及 的 其 中 5 间 教 会 ’ 都 是 位 於 吕  

^ 茈 （以 弗 所 、 士 每 拿 、 撒 狄 、 非 拉 铁 非  

及 老 底 痛 》。

g高尼
Lycaonia
Ifl g 5 〇 n!

小 亚 细 亚 南 部 的 内 陆 地 区 ， 位 於 托 御  

斯 山 脉 的 北 面 。 在 罗 马 人 占 领 这 地 区 之  

前 ，北 面 的 边 区 是 加 拉 太 ，南 面 是 基 利 家 ， 

东 面 是 加 帕 多 家 ， 西 面 则 有 弗 吕 家 和 彼 西  

底。 正 如 邻 近 的 多 个 国 家 一 样 ， 吕 高 尼 自  

从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的 时 代 ， 就 由 西 流 基 人 所  

管 治 。 当 罗 马 人 在 小 亚 细 亚 西 部 打 畋 了 西  

流 基 人 （主 前 1 9 〇 > , 吕 高 尼 便 归 入 别 迦  

摩 的 亚 他 里 。 他 们 统 治 该 地 区 直 到 主 前  

1 3 0年 ， 那 时 别 迦 摩 王 逝 世 ， 其 王 国 亦 瓦  

解 了 。 随 后 ， 这 地 区 由 罗 马 人 管 理 。 罗马  

人 把 吕 高 尼 的 北 部 驰 土 与 加 拉 太 合 并 ， 而 

东 部 地 区 便 归 入 加 帕 多 家 ， 南 部 土 地 则 划  

入 基 利 家 的 范 围 内 。 在 主 后 3 7 年 ， 吕 高  

尼 东 部 脱 离 加 帕 多 家 而 独 立 ， 并 且 名 为 吕  

高 尼 安 提 阿 支 那 。 到 了 基 督 的 时 代 ， 吕高  

尼 基 本 上 已 缩 为 加 拉 太 南 部 的 一 个 种 族 区  

域 。 在 新 约 圣 经 有 关 吕 髙 尼 的 记 载 ， 也应  

以 此 为 准 。

这 个 地 区 位 於 髙 而 瘦 瘠 的 高 原 上 。 虽 

然 在 南 部 的 路 司 得 及 特 庇 的 要 城 周 围 ， 有 

肥 沃 的 地 方 ， 但 — 般 而 言 ， 其 土 壤 贫 瘠 ， 

© 此 ， 南 部 主 要 是 以 牧 羊 及 拼 种 为 业 。 吕 

高 尼 的 中 心 地 区 拥 有 — 条 主 要 通 商 之 路 ， 

连货■叙利亚、 以 弗 所 和 罗 马 。

以 哥 念 是 否 厲 於 吕 髙 尼 的 城 邑 之 一 ， 

仍 具 争 i义。 有 学 者 相 信 以 哥 念 是 吕 高 尼 的  

^ 城 及 首 都 。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她 是 弗 吕

城 & 之 ― 。 后 者 的 看 法 似 乎 得 到 使 徒  

$ 传 的 支 持 „ 使 徒 行 传 记 载 了 保 罗 从 以 哥  

@ 彳 主 吕 商 尼 的 两 个 城 ： 路 司 得 和 特 庇  

^ @  6 >。 那 儿 的 人 是 说 吕 高 尼 话 的 （十 

种 在 加 拉 太 的 政 区 内 ， 可 能 有 几 个  

纟 族 ， 区 ， 而 保 罗 则 越 过 其 中 的 种 族 分 界  
的 ^ 企 图 躲 避 以 哥 念 那 些 恼 恨 他 的 犹 太 人

使 徒 保 罗 曾 经 3 次 到 访 吕 高 尼 。 在 保  

罗 首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 他 在 当 地 传 讲 福 音 ， 

得 到 很 大 的 果 效 ， 有 许 多 人 信 主 （徒 十 四  

2 1 、 2 2 > 。 事 实 上 ， 保 罗 在 路 司 得 医 好 了  

— 个 跛 子 时 ， 异 教 的 领 袖 想 奉 他 为 神 （徒 

十 四 1 1 、 1 8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 

再 次 探 访 此 地 。在 这 电 ，他 遇 见 了 提 摩 太 ， 

并 且 遨 请 提 摩 太 与 他 同 行 （徒 十 六 1 - 5 > 。 

在 使 徒 行 传 十 八 章 2 3 节 ， 记 载 了 保 罗 於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 最 后 一 次 探 访 i 亥地 

(他 “挨 次 经 过 加 拉 太 和 弗 吕 家 地 方 ， 坚 

固 门 徒 ”>。

后 来 的 基 督 教 铭 刻 ， 显 示 第 三 世 纪 末  

的 时 候 ， 吕 高 尼 拥 有 小 亚 细 亚 境 内 其 中 一  

个 最 成 熟 的 布 道 系 统 。

吕家
Lycia 
ifl jia

位 於 小 亚 细 亚 西 南 部 的 国 家 。 她 的 西  

北 面 是 卡 里 亚 ， 北 面 有 弗 吕 家 及 彼 西 底 ，



东 北 面 则 是 旁 非 利 亚 。 她 的 东 部 、 南 部 和  

西 部 是 地 中 海 的 沿 岸 。 这 个 地 区 的 地 理 形  

势 包 括 肥 沃 的 山 谷 和 崎 妪 的 山 脉 。 山 谷 的  

沃 土 是 由 数 条 从 山 上 流 入 海 中 的 河 流 所 形  

成 • 这 个 多 山 的 地 区 出 产 橄 榄 、 葡 萄 和 木  

材 ， 而 肥 沃 的 山 谷 地 带 则 出 产 当 地 种 植 的  

谷 物 。 河 口 设 有 国 家 的 重 要 海 港 。 研 读 新  

约 的 学 者 对 其 中 两 个 海 港 甚 有 兴 趣 ， 它 们  

就 是 帕 大 喇 和 每 拉 。

帕 大 喇 位 於 吕 家 西 南 面 的 珊 弗 斯 河 山  

谷 内 。 她 是 亚 波 罗 神 晓 谕 信 众 之 所 在 地 。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一 章 1节 提 及 这 个 港 口 。 在 

保 罗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结 束 时 ， 他 就 在 吕 家  

乘 船 往 腓 尼 基 （有 些 抄 本 还 记 载 他 於 每 拉  

泊岸  >。 每 拉 位 於 吕 家 的 东 南 面 ，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七 章 5 至 7 节 提 及 这 海 港 。 保 罗 及  

罗 马 百 夫 长 犹 流 在 每 拉 登 上 一 只 亚 历 山 太  

的 船 ， 要 前 往 罗 马 。 在 吹 西 风 的 时 候 ， 亚  

历 山 太 的 运 粮 船 行 走 往 义 大 利 的 航 线 ， 向 

北 沿 途 经 过 巴 勒 斯 坦 及 叙 利 亚 的 海 岸 ， 再 

向 西 经 过 小 亚 细 亚 南 部 的 沿 岸 地 区 。 由 於  

地 理 位 罝 ， 吕 家 的 港 口 成 为 船 只 泊 岸 的 地  

方 ， 为 往 义 大 利 去 的 末 段 航 程 作 好 准 备 。

这 个 地 区 的 历 史 ， 跟 小 亚 细 亚 的 历 史  

有 密 切 关 连 。 在 小 亚 细 亚 西 面 的 民 族 中 ， 

唯 一 有 能 力 抵 挡 吕 底 亚 诸 王 猛 烈 攻 击 的 ， 

只 有 吕 家 。 可 是 ， 在 主 前 5 4 G年 ， 吕 家 被  

迫 臣 服 於 波 斯 的 统 治 下 。 主 前 3 3 3 年 ， 由 

於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的 侵 略 ， 吕 家 便 由 多 利 买  

所 控 制 （主 前 3 0 8 -  1 9 7 ) 。 然 后 受 制 於 西  

流 基 人 《主 前 1 9 7 - 1 8 9 ) 。 当 罗 马 人 在 马  

格 尼 西 亚 打 畋 安 提 阿 古 三 世 （主 前 1 8 9 ) ， 

吕 家 便 归 入 罗 底 。 罗 底 是 位 於 吕 家 西 岸 对  

开 的 岛 屿 ^  2 0 年 后 ， 罗 马 准 许 吕 家 成 为  

独 立 国 。 此 后 ， 吕 家 保 持 独 立 ， 直 到 主 后  

4 7 年 。 那 时 ， 革 老 丢 宣 告 吕 家 成 为 罗 马  

的 省 份 。 主 后 7 4 年 ， 在 维 斯 帕 先 重 组 省  

份 的 政 策 下 ， 吕 家 便 与 旁 非 利 亚 合 并 。

《马 加 比 一 书 〉 十 五 章 2 3 节 证 明 在 主  

前 1 3 9 年 左 右 ， 吕 家 有 一 个 颇 大 的 犹 太 人  

社 区 。 新 约 圣 经 没 有 证 据 证 明 曾 有 基 督 徒  

居 住 在 那 处 。 但 在 3 1 2 年 ， 由 吕 家 写 给 马  

克 西 米 努 的 信 件 中 ， 出 现 反 对 基 督 教 的 词  

句 ， 显 示 在 教 会 的 早 期 ， 这 地 区 实 在 有 基  

督 徒 。

928 Ifl sS n ii

吕撒聂
Lysanias
10 sa n i爸

在 主 后 2 7 至 2 8 年 间 ， 亚 比 利 尼  

大 马 色 以 西 ） 分 封 的 王 。 路 加 福 音 梅 $  

洗 约 翰 开 始 传 道 时 ， 吕 撒 聂 是 当 时 ％ $

者 之 一 （路 三 1 > 。 在 新 约 圣 经 里 ， 这 ^  

经 文 是 有 关 他 的 唯 一 参 考 资 料 。

约 瑟 夫 提 及 一 个 名 叫 吕 撒 聂 的 人 他  

继 承 父 亲 多 利 买 的 王 位 ， 成 为 迦 勒 自 ％  

王 。 可 是 ， 在 主 前 3 6 年 ， 他 被 安 东 尼 所  

杀 。 由 於 古 时 的 文 献 并 没 有 出 现 路 加 福 胃  

所 提 及 的 吕 撒 最 ， 而 且 约 瑟 夫 提 到 的 第 =  

位 吕 撒 聂 ， 没 有 可 能 生 於 施 洗 约 翰 的 ^  

代 ， 故 此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路 加 的 编 年 史 是 不  

准 确 的 。 为 路 加 辩 护 的 学 者 则 指 出 ， 约瑟 

夫 提 及 的 “吕 撒 尼 的 亚 比 拉 ”， 是在主后  

5 3 年 时 ， 由 革 老 丢 给 予 亚 基 帕 二 世 的 。 

可 是 ， 这 可 能 是 指 9 0 年 前 统 治 迦 勒 西 的  

那 一 位 吕 撒 聂 。

支 持 路 加 的 最 关 键 证 据 ， 是在一块铭  

刻 上 找 到 的 ， 它 记 录 了 亚 比 拉 一 间 庙 宇 的  

题 献 。 这 铭 刻 说 ： “愿 帝 主 及 其 全 家 得 救 。 

分 封 王 吕 撒 聂 的 释 奴 尼 非 撒 致 意 。” “帝 

主 ” 这 个 名 衔 只 用 在 提 庇 留 王 及 他 的 母 亲  

里 维 亚 ， 她 是 亚 古 士 督 的 寡 妇 。 这 样 ，吕 

撒 聂 的 时 代 可 以 界 定 为 主 后 1 4 年 （提庇 

留 为 帝 之 年 ） 和 2 9 年 （里 维 亚 逝 世 之 年 ） 

之 间 。 基 於 此 ， 路 加 福 音 的 编 年 史 可 以 证  

明 为 准 确 的 。

吕西亚
Lysias
Ifl xT

参 “革 老 丟 吕 西 亚 ” 4 8 6 。

旅 游 和 交 通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IQ y 6 u  h 6  j i a o  t 6 n g

旅 游  处件说
在 圣 经 时 代 ， 客 旅 所 走 的 路 途 往 上 的  

岖 难 行 ， 一 些 路 程 甚 至 不 可 通 行 。 海以聋 

交 通 以 较 细 小 的 船 只 往 返 ， 航 海 通  

为 了 军 事 或 商 业 目 的 ， 纯 粹 以 旅 游  

的 ， 则 少 之 又 少 。 一 般 人 很 少 出 外 隼  

他 们 大 多 倾 向 停 留 在 颇 为 局 限 的 地 °



冰 迁 徙 则 时 有 出 现 ， 人 们 有 时 也 会 为 宗 教  
L 期 、逃 避 战 争 或 饥 荒 而 远 赴 他 方 。

丨 ^ 代 的 旅 游
圣 经 中 有 好 几 处 记 载 以 色 列 人 为 了 牧  

放 羊 辟 ， 迁 离 了 所 限 定 的 地 区 。 约 瑟 的 众  

兄 长 曾 把 羊 群 从 南 地 带 往 示 剑 ， 后 又 再 往

多 坍 （创三十七丨 2 -丨 7 >  ---- 但 不 过 是 6 0

哩 而 巳 。 大 卫 曾 走 遍 巴 勒 斯 坦 ， 并 曾 前 往  

摩 押 （撒 上 二 十 二 3 > 。 但 支 派 的 人 从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部 的 家 乡 ， 迁 往 北 部 ， 即 利 巴  

嫩 山 以 南 （士 十 八 ）。 人 为 了 牧 羊 、 迁 徙  

及 安 全 （一 般 不 会 为 游 乐 ） 而 迁 移 的 例 子  

还 有 很 多 。 这 些 客 旅 通 常 会 徒 步 而 行 ， 但 

也 会 骑 驴 或 以 驴 驮 物 。 牛 则 用 以 运 送 重  

物 ， 有 时 也 会 用 来 载 人 （创 四 十 六 5 ) 。 

后 来 骆 驼 也 成 为 常 用 的 牲 畜 （王 上 十 2; 

王 下 八 »

现 今 游 客 於 旅 途 中 ， 会 在 酒 店 或 旅 店  

休 息 ， 但 旧 约 时 代 客 旅 在 什 么 地 方 休 息 ， 

则 不 得 而 知 。 从 极 远 之 地 来 见 约 书 亚 的 基  

遍 人 ， 要 带 同 他 们 自 己 的 食 物 而 来 （书 九

9 - 1 3 >。 新 约 曾 提 及 “客 店 ” （路 二 7 , 十 

3 4 > , 旧 约 也 有 几 次 提 及 “住 宿 的 地 方 ” 

( 创 四 十 二 2 7 , 四 十 三 2 1 ; 出 四 2 4 > 。 然 

而 ， 当 时 的 道 路 往 往 十 分 难 走 ， 住 宿 的 地  

方 大 概 也 很 缺 乏 。

一 般 人 纵 使 要 走 遥 远 的 路 程 ， 主 要 也  

是 徒 步 。 然 而 ， 旧 约 也 多 次 提 到 人 以 驴 子  

代 步 。 从 伯 拉 河 地 区 来 的 先 知 巴 兰 ， 就 是  

骑 驴 而 来 的 （民 二 十 二 2 1 - 3 3 ) 。 底 波 拉  

曾 向 那 些 骑 驴 的 人 说 话 （士 五 1 0 ) 。 书 念  

妇 人 也 是 骑 妒 去 见 以 利 沙 （王 下 四 2 2 - 

2 5 > 。 拿 八 的 妻 子 亚 比 该 也 骑 驴 迎 见 大 卫  

( 撒 上 二 十 五 2 0 、 2 3 、 4 2 > 。 示 每 曾 骑 驴  

去 寻 ■ 找 仆 人 （王 上 二 4 0 > ， 伯 特 利 的 老 先

骑 驴 去 请 神 人 往 他 的 家 （王 上 十 三  

1 3 -3 ‘2 > 。 这 些 和 其 他 许 多 的 旅 程 ， 都 是  

非 常 短 的 。

新约时代的旅游

$ 马 帝 国 的 太 平 盛 世 、 政 治 稳 定 ， 加

造 了 好 些 优 良 的 石 路 ，•旅 游 於 是 变 得  

= 为 安 全 和 快 捷 。 旅 游 形 式 较 旧 约 时 代 的  

& 进 。 在 罗 马 帝 国 境 内 ， 长 途 的 旅 行 大  

^ 依 赖 优 良 的 道 路 ，这 样 也 较 安 全 。当 然 ， 

^ 险 也 是 有 的 ， 尤 其 是 海 路 ， 强 风 、 暴风  

海 盜 均 造 成 威 胁 （徒 十 五 3 9 , 十 八 18-

2 2 ; 林 后 十 一 2 5 、 2 6 > 。 保 罗 前 往 罗 马 的  

旅 程 ，实 在 危 险 （徒 二 十 七 1至 二 十 八 丨 4 > 。 

新 约 也 提 及 不 少 徒 步 的 行 程 ， 如 马 利 亚 从  

加 利 利 往 犹 大 ， 探 望 以 利 沙 伯 （路 — 3 9 、 

4 0 、 5 6 >  ; 傻 孩 耶 奸 在 人 口 普 査 期 间 ，

生 於 伯 利 恒 （路 二 1 - 7 ) ; 耶 稣 给 带 往 耶  

路 撒 冷 ， 雁 行 犹 太 人 洁 净 的 律 例 （路 二  

2 2 > 。 上 述 3 次 行 程 都 是 从 拿 撒 勒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 距 离 约 为 7 0 哩 ， 时 间 则 从 马 利  

亚 怀 孕 起 ， 至 她 洁 净 为 止 。 约 瑟 和 马 利 亚  

在 每 年 逾 越 节 ， 都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路 二  

4 1 - 5 1 ) 。 圣 经 还 记 载 了 其 他 旅 程 （约 二  

1 3 , 五 1 ， 七 1 - 1 4， 十 二 1 > 。 耶 穌 自 己 也  

是 徒 步 从 加 利 利 走 到 耶 利 哥 （可 一 1 - 1 U  , 

并 到 达 推 罗 和 西 顿 一 带 （可 七 2 4 K 祂 不  

只 一 次 前 往 撒 玛 利 亚  < 路 十 七 1 1 ; 约四  

4 > 。 耶 稣 最 后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旅 程 ， 是 

经 过 耶 利 哥 ， 再 走 过 一 些 山 冈 ， 才 到 达 耶  

路 撒 冷 （可 十 1、 4 6  , 十一  1 > 。 祂 复 活

以 后 最 后 一 次 的 旅 程 ， 是 前 往 以 马 忤 斯  

( 路二十四 1 3 - 3 5 > »

保 罗 多 次 徒 步 走 过 巴 勒 斯 坦 、 小 亚 细  

亚 ， 以 及 希 腊 半 岛 。 他 每 一 次 的 宣 教 旅 程  

也 经 由 海 路 （徒 十 三 1至 十 四 2 8 ， 十 五 41 

至 十 八 2 2 ， 十 八 2 3 至 二 十 一  1 7 > ， 且 通 常  

结 伴 同 行 。 然 而 ， 在 新 约 时 代 ，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只 靠 双 足 来 旅 行 。 用 来 驮 货 物 的 驴  

子 ， 也 时 常 载 人 往 返 不 同 的 地 方 。 耶 穌 曾  

有 一 次 从 伯 法 其 骑 驴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 那 虽  

然 是 一 个 短 途 旅 程 ， 但 极 具 象 征 意 义 （太 

二 十 一  2 、 5 、 7 ; 可 H-—  1 - 1 1 ; 约 十 二  

1 2 - 1 5 ) 。 约 瑟 带 同 怀 孕 的 妻 子 马 利 亚 ， 

往 if白 利 恒 进 行 人 口 普 査 ， 那 时 约 在 耶 稣 出  

生 的 时 候 ， 马 利 亚 大 槪 也 是 骑 着 驴 子 。

埃 提 阿 伯 的 太 监 在 耶 路 撒 冷 敬 拜 以  

后 ， 便 乘 马 车 回 去 ， 遇 着 正 在 步 行 上 路 的  

腓 利 （徒 八 2 6 - 3 8 )。

罗 马 军 人 既 徒 步 行 走 ， 也 普 遍 使 用 马  

匹 。 保 罗 从 耶 路 撒 冷 被 带 往 该 撒 利 亚 时 ， 

也 有 牲 口 预 备 给 他 骑 上 （徒 二 十 三 2 3 、 

24) „

在 罗 马 时 代 ， 人 经 常 旅 行 往 来 ， 目的  

包 括 ： 在 节 期 时 屜 行 各 种 宗 教 责 任 ； 进 行  

贸 易 ； 执 行 政 府 行 政 及 各 种 军 事 计 划 。 在 

第 一 世 纪 徒 步 的 客 旅 中 ， 不 少 是 基 督 教 的  

传 道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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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路 与 海 路
圣 经 时 代 的 道 路 在 地 理 学 、 地 形 学 及

巴 勒 斯 坦 的 历 史 上 ， 也 颇 为 著 名 ---- 巴 勒

斯 坦 是 埃 及 与 中 东 文 明 及 贸 易 中 心 之 间 的  

桥 梁 。 许 多 道 路 在 商 业 和 军 事 上 ， 都 有 策  

略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 有 些 道 路 显 然 重 要 ， 因 

为 是 一 些 朝 圣 的 路 线 ， 让 旅 客 通 往 耶 路 撒  

冷 等 宗 教 中 心 。 圣 经 时 代 的 道 路 ， 主 要 有  

3 种 ： 远 程 的 跨 国 道 路 ， 地 区 之 间 中 程 的  

道 路 ， 以 及 每 区 内 或 州 内 各 种 不 同 的 道  

路 。

跨 国 大 进

这 些 大 道 把 地 中 海 沿 岸 跟 希 底 结 河 谷  

北 部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南 部 连 贯 起 来 。 有 些 道  

路 则 把 米 所 波 大 米 连 系 至 小 亚 细 亚 ， 有 些  

则 南 下 至 埃 及 ， 或 沿 着 地 中 海 岸 ， 或 沿 着  

约 但 河 东 及 死 海 ， 再 横 过 西 乃 半 岛 。 早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 亚 拿 多 利 亚 和 亚 述 之 间 已  

有 贸 易 路 线 。 明 显 地 ，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所 提  

及 的 军 事 战 役 ， 是 为 了 取 得 那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通 往 埃 及 的 贸 易 大 道 ---- 王 道 。 从

巴 比 伦 尼 亚 、 亚 述 和 波 斯 来 的 侵 略 者 和 旅  

客 ， 可 横 过 叙 利 亚 的 腹 地 ， 向 海 岸 前 进 ， 

然 后 南 行 进 入 巴 勒 斯 坦 与 埃 及 。 欧 洲 希 腊  

和 罗 马 的 势 力 进 入 中 东 以 后 ， 便 为 东 方 人  

开 展 了 另 一 个 跨 国 道 路 的 庞 大 网 络 。 在 罗  

马 时 代 之 前 ， 这 些 道 路 仍 未 铺 上 石 块 ， 只 

是 一 些 开 辟 了 的 小 径 。 这 些 小 径 十 分 粗  

糙 ， 凹 凸 不 平 ， 遇 着 下 雨 天 ， 许 多 地 方 更  

不 能 通 行 。 然 而 ， 其 上 显 然 有 不 少 “指 路

碑 ” 和 “引 路 柱 ” （耶 三 ^ ----2 1 > 。 罗 马

人 到 来 后 ， 建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道 路 。 他 们 把  

平 滑 的 大 石 块 藏 进 深 陷 的 地 基 里 ； 这 些 道  

路 的 遗 迹 ， 仍 见 於 中 东 和 欧 洲 许 多 地 方 ； 

沿 路 又 规 律 地 放 置 了 一 些 里 程 石 或 里 程  

碑 。

泾 巴 勒 斯 坦 的 南 北 跨 路

— 些 连 系 着 北 方 各 国 与 埃 及 的 道 路 ， 

都 经 过 巴 勒 斯 坦 这 天 然 的 桥 梁 。 这 等 道 路  

主 要 有 3 种 „ 沿 海 的 道 路 始 於 大 马 色 ， 经  

茇 琐 ， 横 过 以 斯 德 伦 平 原 ， 穿 越 米 吉 多 山  

峡 ， 沿 海 经 迦 萨 ， 下 达 埃 及 。 这 大 槪 就 是  

“沿 海 的 路 赛 九 1 ) 。 西 乃 的 道 路 由 埃  

及 开 始 ， 然 后 进 入 南 地 南 部 ， 再 经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别 是 巴 、 希 伯 仑 、 耶 路 撒 冷 、 示  

剑 ， 进 入 亚 柯 、 推 罗 和 西 顿 。 红 海 路 从 阿

卡 巴 湾 进 入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 阿 卡 £

古 代 港 口 以 禄 和 所 罗 门 的 以 旬 迦 别 难 $ 堤 

在 地 （民 三 十 三 3 5 ; 代 下 八 ！7 ) 。 从 g 所 

斯 坦 经 过 崎 岖 的 约 但 河 东 一 带 ， j黄 过 勒  

的 河 道 ，再 向 北 穿 越 浩 兰 地 区 ，至 大马"

这 是 商 队 从 亚 拉 伯 南 部 前 往 大 马 色 所 _ 彳 ^ °  

的 路 线 ， 即 古 时 的 王 道 （民 二 十 丨 7 7 $  

十 一 2 2 > 。

此 外 ， 还 有 一 些 重 要 性 较 低 的 南 北 路  

线 。 有 一 沿 海 道 路 从 约 帕 开 始 ， 经过该撒  

利 亚 和 多 琪 ， 到 达 亚 柯 ， 再 从 那 里 连 接 西  

乃 路 。 这 路 显 然 并 不 怎 么 重 要 ， 直至罗马  

时 代 该 撒 利 亚 港 建 成 后 ， 才 有 所 改 变 。^  

仑 平 原 内 的 沼 泽 ， 造 成 了 许 多 问 题 。 以斯 

德 伦 平 原 也 有 很 多 沼 泽 ， 在 气 候 差 的 季  

节 ， 大 大 影 响 了 北 面 的 道 路 。 后 来 ，横肖 

沼 泽 地 带 的 一 条 升 高 了 的 路 建 成 了 。 另有 

— 条 路 从 夏 琐 向 北 行 ， 又 从 主 道 分 开 ，往 

大 马 色 去 。 约 但 河 谷 路 则 绕 过 加 利 利 海 的  

西 南 部 ，然 后 进 入 约 但 河 谷 ，到 达 耶 利 哥 。 

东 西 逬 路

有 几 条 重 要 的 道 路 横 贯 东 西 ， 截断那 

些 北 行 较 大 的 道 路 。 其 中 一 条 从 迦 萨 往 别  

是 巴 ，然 后 循 支 路 下 亚 拉 巴 ，到 达 彼 特 拉 。 

另 一 条 从 亚 实 基 伦 开 始 ， 经 迦 特 至 希 伯  

仑 ， 再 前 往 死 海 旁 的 隐 基 底 。 另一 条 路从  

约 帕 开 始 ， 往 东 行 经 亚 雅 仑 谷 （“伯和仑  

的 上 坡 路 ”， 书 十 6 - 1 4 > 至 伯 特 利 ， 再到 

达 耶 利 哥 。 一 条 颇 为 方 便 的 路 是 从 约 帕 开  

始 直 往 示 剑 ， 然 后 在 亚 当 城 （书 三 16) 

横 过 约 但 河 ， 进 入 河 东 的 基 列 。 还有其他  

道 路 从 亚 柯 东 行 至 加 利 利 ， 并 沿 岸 直 上 5  

推 罗 和 西 顿 。 其 实 ， 还 有 很 多 道 路 连 赏 东  

西 ， 方 便 巴 勒 斯 坦 各 地 之 间 的 往 来 。 在罗 

马 时 代 ， 由 於 军 队 的 行 动 必 须 快 速 ， 一 f  

旧 有 的 道 路 因 而 得 以 大 大 改 良 ， 同 时 ’一 

些 新 路 也 建 成 了 。

海路
以 色 列 人 跟 腓 尼 基 人 不 同 ， 很少便斐  

海 路 。 所 罗 门 打 算 派 遣 船 队 下 红 海 至 1 尼 

时 （王 上 九 2  6 - 2 8 > ， 所 聘 用 的 都 是 月 、一 

基 的 水 手 。 约 沙 法 也 计 划 了 一  

征 ， 但 他 的 船 却 遭 毁 坏 （王 上 二 十  

4 9 ) 。 旧 约 时 代 沿 海 的 交 通 ， 都 落 在 $ 疫 

士 人 和 腓 尼 基 人 手 中 。 沿 着 地 中 海 有 都 ^  

港 口 ， 如 迦 萨 、 约 帕 、 多 琪 和 亚 柯 ’



I 很 好 的 港 口 。 约 拿 的 故 事 曾 提 到 一 艘  

是 从 约 帕 启 航 （拿 一 3 > 。 但 显 然 有 —

名 的 海 路 ， 把 地 中 海 沿 岸 与 埃 及 和 远

f 的 他 施 ---- 可 能 就 是 今 天 的 西 班 牙 -----

连 系 起 来 。
另 一 个 沿 岸 的 海 域 是 阿 卡 巴 湾 ， 其上

^ •两个 港 口   ----约 但 河 东 的 以 旬 迦 别 和 约

P  . 河 以 西 远 处 的 以 拉 他 。 所 罗 门 的 船 队 便  

以 以 旬 迦 别 为 基 地 。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 有 了 很 大 的 改 变 。 中 

东 制 造 的 一 些 商 品 受 西 力 ' 的 人 士 ， 特1别是  

罗 马 人 欢 迎 。 埃 及 的 亚 历 山 太 与 叙 利 亚 的  

安 提 阿 既 处 理 货 物 ， 也 接 待 来 往 的 客 旅 。 

一 些 较 小 的 港 口 ， 如 巴 勒 斯 坦 和 许 多 小 亚  

细 亚 沿 岸 的 港 口 ， 则 为 船 只 提 供 避 风 之  

所 。避 免 绕 着 希 腊 半 岛 航 行 2 0 0 哩 的 抄 计 ， 

就 是 拖 一 些 小 船 横 过 哥 林 多 城 — 个 只 有 5 

哩 宽 的 地 峡 。 在 新 约 时 代 ， 即 使 最 大 的 船  

只 ， 在 风 浪 中 行 驶 也 是 危 险 的 （徒 二 十  

七 因 此 ， 人 们 会 选 择 在 风 季 以 外 ——

约 1 1 月 至 3 月 ---- 航 海 。 在 气 候 合 宜 的 季

节 里 ， 许 多 船 只 在 地 中 海 航 行 ， 其 目 的 主  

要 是 贸 易 。 载 着 谷 物 的 船 只 会 定 期 从 罗 马  

开 往 埃 及 ， 和 东 面 一 些 地 方 。

全 工 海 的 阿 卡 巴 湾 . 远 处 是 旧 约 的 以 旬 迦  

别。

船 只 雒 帆 航 行 ，有 需 要 时 ，会 辅 以 桨 ， 

由 奴 隶 操 作 。 船 只 的 大 小 可 从 古 代 沉 船 的  

见， 以 及 拉 丁 文 、 希 腊 文 的 文 字 中 ， 窥 

见 〜 二 。 一 个 在 雅 典 附 近 发 现 的 千 船 坞 长  
曾 经 供 希 腊 战 船 使 用 ， 要 比 货 船  

小 〜 点 。 罗 马 作 家 路 其 安 提 到 一 艘 亚 历 山  

太 的 谷 船 ， 长 1 8 0 D尺 ， 喑 示 容 f i 约 有  

1’2〇〇吨。 保 罗 乘 搭 的 船 只 就 能 载 客 2 7 6

人 （徒 二 十 七 3 7 > 。 现 代 水 底 考 古 学 家 为  

这 些 古 代 的 船 只 ，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资 料 。

旅 游 的 股 因

在 新 约 时 代 ， 旅 行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为  

了 商 业 和 贸 易 ， 其 中 所 牵 涉 的 远 超 过 纯 梓  

运 送 货 物 。 在 商 业 和 贸 易 中 有 代 理 人 、 管 

理 人 、 货 物 承 保 人 、 银 行 从 业 员 ， 以 及 一  

整 队 与 取 货 和 安 全 运 输 有 关 的 人 员 。

军 旅 也 有 不 少 。 军 队 在 侦 察 搜 索 、 采 

昀 补 给 品 、 为 军 队 野 营 之 用 而 运 送 配 备 ， 

以 及 运 送 军 队 和 装 备 外 ， 还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任 务 。

有 些 客 旅 是 为 了 转 换 工 作 地 点 而 远 行  

的 工 匠 ， 如 亚 居 拉 和 百 基 拉 （徒 十 八 2 > 。 

亚 居 拉 曾 自 黑 海 的 本 都 前 往 罗 马 ， 其 后 在  

逼 迫 期 间 ， 再 与 妻 子 逃 往 哥 林 多 。 他 是 一 

个 织 造 帐 棚 的 工 匠 ， 同 业 的 保 罗 曾 住 在 他  

的 家 中 （徒 十 八 2 > 。 还 有 许 多 人 为 着 相  

类 的 目 的 而 旅 行 。

朝 圣 者 会 循 陆 路 或 海 路 ， 前 往 圣 地 。 

住 在 各 地 的 犹 太 人 在 每 年 的 逾 越 节 ， 都 会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徒 二 5 - 1 1 > 。 非 犹 太 人 则  

前 往 一 些 位 於 以 弗 所 、 雅 典 和 依 流 西 斯 的  

宗 教 中 心 ， 那 里 有 主 要 的 神 庙 。 许 多 较 小  

的 神 庙 也 吸 引 了 一 部 分 朝 圣 者 。 新 的 神 庙  

和 各 种 政 府 行 政 大 楼 的 建 筑 ， 引 进 远 道 而  

来 的 工 匠 。 用 以 建 筑 的 材 料 ， 往 往 也 需 要  

运 送 至 施 工 的 工 地 去 。 有 些 人 为 了 健 康 的  

理 由 ， 前 往 一 些 以 治 病 神 迹 而 闻 名 的 庙  

宇 ， 或 一 些 如 迦 百 农 或 提 比 哩 亚 等 地 享 受  

温 泉 。 运 动 员 也 会 前 往 举 行 重 要 比 赛 的 会  

场 ， 如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 人 群 也 会 涌 到 那  

里 观 看 赛 亊 。 有 些 客 旅 以 学 生 或 老 师 的 身  

分 ，前 往 一 些 学 术 的 中 心 ，即 当 时 的 大 学 。 

有 些 人 则 是 官 方 的 密 使 ， 负 责 携 带 重 要 的  

政 府 或 商 业 文 件 。 虽 然 有 不 少 人 常 进 行 上  

述 种 种 活 动 ， 但 普 罗 大 众 大 多 不 会 走 到 家  

门 数 里 以 外 的 地 方 。

交通

古 代

在 古 代 近 东 一 带 ， 牲 畜 和 交 通 工 具 都  

会 用 来 运 载 货 物 。 这 地 区 在 很 早 期 的 历 史  

中 ， 已 有 使 用 驴 子 来 往 的 商 队 出 现 。 自主  

前 2 0  0 0 至 1 7 5 0 年 ， 亚 西 亚 的 西 面 亚 拿 多  

利 亚 和 亚 述 之 间 ， 伯 拉 河 上 的 马 里 与 该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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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东 及 以 西 的 各 国 之 间 ， 以 及 亚 西 亚 西 部  

与 埃 及 之 间 ， 也 有 许 多 商 业 上 的 往 来 。 一 

些 使 用 驴 子 的 商 队 阵 容 也 颇 为 鼎 盛 ， 驴 子  

的 数 目 多 达 5 0 0 ， 驴 子 分 成 好 些 小 组 ， 由 

个 别 的 随 行 者 负 责 看 管 。 主 前 十 九 世 纪 以  

后 ， 腺 子 代 替 了 妒 子 的 工 作 ， 而 驟 子 远 比

驴 子 强 壮 ； 至 主 前 H----世 纪 ， 胳 轮 又 取 代

了 观 子 。 有 文 件 证 实 这 些 埃 及 和 亚 述 商 队  

的 存 在 。 在 贝 尼 哈 桑 的 赫 农 霉 塔 墓 穴 里 ， 

描 绘 了 约 在 主 前 1 9 0 0 年 前 往 埃 及 的 亚 西  

亚 人 ， 他 们 一 行 3 7 人 。 创 世 记 三 十 七 章  

提 到 ， 一 些 以 实 玛 利 商 队 的 商 人 正 带 着 香  

料 、 乳 香 和 没 药 前 往 埃 及 。 他 们 把 约 瑟 当  

作 奴 隶 带 往 埃 及 去 ， 然 后 把 他 卖 去 （创 三  

十 七 2 5 - 2 8 ) 。 士 师 记 五 章 6 节 和 1 0 节 ， 也  

曾 提 及 一 些 使 用 驴 子 的 商 队 。 示 巴 女 王 探  

访 所 罗 门 时 曾 带 同 一 大 群 随 员 ， 和 驮 着 香  

料 、 黄 金 和 宝 石 的 骆 驼 。 这 样 的 商 队 带 着  

中 东 的 货 品 ， 在 圣 经 的 世 界 到 处 往 还 。

各 种 不 同 的 手 推 车 和 马 车 ， 都 在 交 通  

运 输 上 派 上 用 场 。 雅 各 一 家 乘 着 约 瑟 派 来  

的 马 车 ， 前 往 埃 及 i 创 四 十 五 1 9 -2 7 ) 。 

会 幕 所 用 的 重 物 ， 也 以 马 车 运 载 （民 七 3- 

8 > 。 非 利 士 人 把 约 柜 送 返 以 色 列 时 ， 约 

柜 是 放 在 一 辆 由 乳 牛 拉 动 的 车 上 （撒 上 六  

7 -丨 8 >。 大 卫 后 来 则 使 用 公 牛 拉 动 的 车 ， 

把 约 柜 运 返 耶 路 撒 冷 （代 上 十 三  

主 前 八 世 纪 ， 牛 车 用 以 运 载 一 束 束 的 禾 捆  

( 摩 二 1 3 ) 。 埃 及 的 绘 画 与 亚 述 的 浮 雕 ， 

皆 有 刻 画 各 种 手 推 车 和 马 车 ^  — 幅 著 名 的  

浮 雕 ， 显 示 亚 述 人 围 攻 和 夺 取 拉 吉 之 后 ， 

妇 孺 就 靠 手 推 车 被 带 往 别 的 地 方 。

新 约 时 代

在 新 约 时 代 ， 希 腊 人 和 罗 马 人 以 舢 舨  

和 马 车 ， 并 驴 子 、 马 匹 和 骆 驼 运 送 重 物 。 

在 以 色 列 以 外 ， 水 上 交 通 仍 然 重 要 。 在 亚  

述 和 埃 及 ， 人 们 借 助 宽 阔 的 河 道 把 货 物 送  

到 较 远 的 地 方 。 舢 舨 和 船 只 完 成 了 运 送 石  

头 、 木 材 ， 以 及 其 他 货 品 之 后 ， 便 系 在 码  

头 上 。 船 只 也 运 送 物 料 横 渡 河 流 ， 作 为 陆  

路 交 通 的 连 接 。 希 腊 人 、 罗 马 人 、 腓 尼 基  

人 、 埃 及 与 其 他 人 ， 利 用 船 只 经 过 海 路 运  

送 谷 物 、 木 材 及 其 他 多 种 货 品 。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七 章 暗 示 腓 尼 基 人 循 陆 路 和 水 路 ， 运  

送 货 物 。 其 他 记 载 货 物 由 一 处 运 至 另 一 处  

的 经 文 ， 包 括 列 王 纪 上 五 章 1 〇、 1 1节 ，

以 及 十 章 2 、 1 0 至 1 2 、 丨4 、 丨5 节 。 腓 

水 手 曾 经 停 泊 之 港 口 的 名 单 ， 可 从 圣 g 寒 

其 他 古 代 的 著 述 中 找 到 。

新 约 可 让 我 们 瞥 见 一 些 国 际 性 _  +  

通 。 商 人 因 有 货 物 从 各 地 运 来 而 生 意  

( 启 十 八 1 1 - 1 3 ) ， 他 们 也 遍 游 各 处 ' ， 寻 ， 

上 等 的 珍 珠 （太 十 三 4 5 > 。 有 些 地 ^ 出 ^  

人 所 渴 求 的 货 品 ， 如 推 雅 推 喇 ， 是 $  p  
“紫 色 布 ” 的 中 心 （徒 十 六 1 幻 。

典 著 作 指 出 ， 许 多 受 罗 马 富 人 欢 迎  

西 ， 都 是 商 队 从 远 方 带 到 他 们 那 里  

货 物 来 自 如 印 度 、 亚 拉 伯 ， 甚 至 中 国 。^  

各 国 间 运 输 的 交 易 中 ， 包 括 人 口 的 买 卖 ， 

有 男 性 和 女 性 的 奴 隶 ， 在 希 腊 和 罗 马 的 ^  

城 市 ， 供 人 买 卖 。

J o h n  A .  Tho m p so n  
参 “职 业 " 2 3 2 0 :  “工 商 业 ” 4 9 7 。

参 考 书 目 ： L .  C a s s o n , S h i  p s  a n d  

S e a m a n s h i p  i n  t h e  A n c i e n t  W o r l d  a n d  

T r a v e l  i n  t h e  A n c i e n t  W o r l d ;  M. P .  

C h a  r l s w o r  t h  , T r a d e  R o u  t e  s  a n d

C o m m e r c e  o f  t h e  R o m a n  E m p i r e ;  A. 

E d e r s h e i m ,  S k e t c h e s  o f  J e w i s h  S o c i a l  

L i f e .  p p .  4 2 - 5 8 ;  O .  T .  M a s o n ,  P r i m i t i v e  

T r a v e l  a n d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  J .  R o u g e .  

S h i  p s  a n d  F I  e e  t s  o f  t h e  A n c i e n t  

M e d i t e r r a n e a n ;  C .  T o r r ,  A n c i e n t  S h i p s .

绿宝石
Emerald
IQ b^o shi

翠 绿 的 宝 石 ， 是 一 种 玉 石 。

参 “矿 物 、 金 属 和 宝 石 （绿 宝 石 833。

律 法 师 / 律师
Lawyer
ID sh i / ID s h i

在 路 加 福 音 中 ， 路 加 所 用 的 名 1司’ 

指 那 些 学 习 摩 西 律 法 的 人 。

参 “ 文 士 ” 1 6 0 6 。

绿 玉 / 水苍玉
Beryl
10 yu / s h u t c a n g  yCi 仏

种 质 硬 、有 光 泽 的 矿 物 ，颜色多胃彡 

圣 经 中 称 之 为 宝 石 （出 二 十 八 2(); P



10 yu sul 933

l. ^ 2 〇 )  〇

参 “矿 物 、金 属 和 宝 石 （绿 玉 ）” 8 3 3 。

渌玉sa/ 翡翠
Chrysoprase
l〇 yD s u l  / c u i

据 启 示 录 二 十 一 章 l 〇节 ， 是 作 为 新  

耶 路 撒 冷 基 石 的 第 十 颗 宝 石 。 正 确 的 译 名  

当 为 “绿 玉 髄 ”， 是 玉 髄 之 呈 绿 色 者 。

参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绿 玉 髓 ）” 8 3 3 。

炉
Kiln, Oven

用 作 烧 制 瓷 瓦 器 皿 的 巨 型 熔 炉 （出九  

8 、 1 〇 > , 或 指 煮 食 用 的 炉 。

参 **陶 器 ” 1 5  39: ••食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 4 1 4。

鸬鹚
Cormorant
111 c !

大 型 水 禽 ， 体 羽 黑 色 ， 有 蹼 ， 在 犹 太

律 法 中 厲 不 洁 类 （利 H--- 1 7 ; 申 十 四 1 7 ) 。

参 “鸟 （鸬 鹚 ）" 1 1 2 3 。

芦 荟 / 沉香
Aloe
• h u l  / c h 6 n x i a n g

芦 荟 有 两 种 ， 一 种 为 木 质 芳 香 的 乔  

木 ； 另 一 种 则 是 常 绿 草 本 植 物 ， 百 合 科 ， 

其 汁 可 作 防 腐 剂 。

参 “植 物 （芦 荟 ）• 2 2 9 2 。

炉楼
Ovens, Tower o f the
>>5 I6 u

^ 路 撒 冷 城 墙 上 一 座 建 筑 物 ， 被 掳 归  

^ 的 时 候 ， 由 尼 希 米 和 他 的 工 人 修 建 （尼 

十 二 3 8 ) 。 哈 琳 的 儿 子 玛 基 雅 和 巴  

押 的 儿 子 哈 述 是 负 责 修 建 的 人 。 这 城  

= 位 於 城 墙 的 西 北 部 ， 似 是 防 御 之 用 。 它 

因 靠 近 烘 炉 而 得 名 。

参 “耶 路 撒 冷 194 5 。

芦 苇 / 芦 荻 / 竿
Reed
l u  W6 i  /  l a  d i  /  g a n

生 长 於 潮 湿 地 带 和 水 边 的 长 草 。

参 “植 物 （芦苇 ）• 2292: •度M衡 （竿 ）•

3 5 4。

芦苇海
Sea of Reeds
l u  w 6 i  h 5 i

出 埃 及 期 间 ， 以 色 列 人 横 渡 的 海 的 希  

伯 来 名 称 。

参• 出埃及 ” 226: ■红海” 576»

魯孚
Rufus
i a  f u

新 约 中 两 个 人 的 拉 丁 名 字 。

〇 古 利 奈 人 西 门 的 一 名 儿 子 （可 十 五

21 >。

© 保 罗 向 他 问 安 的 一 名 基 督 徒 ， 保罗  

还 特 别 亲 昵 地 注 明 鲁 孚 的 母 亲 就 是 他 的 母  

亲 （罗 十 六 1 3 ) 。 这 人 也 许 跟 # 1 是 同 一  

人 。

旮玛
Rumah
I Q m 姦

毗 大 雅 的 家 乡 ， 毗 大 雅 是 约 雅 敬 之 母  

西 布 大 的 父 亲 （王 下 二 十 三 3 6 > 。 有 些 人  

认 为 鲁 玛 就 是 示 剑 附 近 的 亚 鲁 玛  <参 士 九  

4 1 ) ， 或 加 利 利 的 鲁 玛 废 墟 。

鲁 特 琴 / 诗 琴 / 瑟
Lute
IQ tfe q i n  /  s h i  q i n  /

类 似 吉 他 的 乐 器 ， 共 鸣 板 上 的 弦 线 从  

乐 器 的 颈 部 伸 至 尾 端 ， 通 亨 是 — 手 弹 奏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阿 索 ）- 2 1 2 5 。

& 希
Luhith
Ifl XI

记 述 摩 押 人 逃 到 琐 珥 时 ， 提 及 的 — 个 

摩 押 城 镇 （赛 十 五 5 > 。 由 於 她 与 何 罗 念  

列 在 一 起 ， 故 此 她 可 能 位 於 琐 琪 及 何 罗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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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 在 死 海 东 南 面 附 近 。 但 其 正 确 位 置  

不 详 。

鹿
Deer, Stag
10

蹄 行 、 反 刍 之 哺 乳 动 物 ， 按 律 法 属 洁  

净 类 。

参 • 动 物 （鹿 ）" 3 2 9 。

鸯 / 鹭鸾
Heron
1CJ /  s i

— 种 长 颈 涉 禽 ， 犹 太 律 法 视 之 为 不 洁  

( 利 十 一 I 9 ; 申 十 四 1 8 >。

参 • 鸟 （鹭 ） ” 1 1 2 3 。

路比人
Lubim
I d  b l  r 6 n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3 节 、 十 六 章 8 节 及  

那 鸿 书 三 章 9 节 对 吕 彼 亚 人 的 别 称 。

参 • 吕 彼 亚 / 利 比 亚 ” 9 2 6 。

路得
Ruth
lu d €

摩 押 女 子 ， 是 拿 俄 米 和 以 利 米 勒 之 子  

玛 伦 的 妻 子 。 由 於 犹 大 地 发 生 了 严 重 的 饥  

荒 ， 拿 俄 米 和 以 利 米 勒 便 从 伯 利 恒 来 到 摩  

押 定 居 ， 他 们 本 是 以 法 他 人 。 在 以 利 米 勒  

和 两 个 儿 子 逝 世 后 ， 拿 俄 米 与 媳 妇 路 得 在  

收 割 大 麦 的 时 候 ， 返 回 伯 利 恒 去 （得 一  

2 2 > 。 路 得 在 波 阿 斯 的 麦 田 拾 取 麦 穗 时 ， 

蒙 波 阿 斯 眷 顾 （得 二 2 - 2 2 ) 。 路 得 后 来 嫁  

给 波 阿 斯 ， 因 为 波 阿 斯 是 无 子 的 拿 俄 米 的  

至 近 亲 属 ， 他 尽 了 义 务 昀 买 拿 俄 米 的 产  

业 ， 使 产 业 可 保 留 在 以 利 米 勒 家 的 名 下  

( 得 四 5 - 丨3 > 。 马 太 福 音 里 基 督 的 家 谱 提  

到 路 得 是 俄 备 得 的 母 亲 ， 是 大 卫 的 曾 祖 母  

( 太 一  5 K

参 • 路 得 记 • 9 3 4 :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i 普 ” 

1 9 6 6 〇

路得记
Ruth, Book of
Id d 6  j l
作 者 和 写 作 年 代

本 书 作 者 不 详 。 作 者 问 题 与 写 作 _

尤 其 有 关 ， 书 中 一 些 线 索 最 少 提 供 了 _ 个  

“有 根 据 的 猜 测 ”。 本 书 必 定 是 写 於 大 ^  

即 位 后 不 久 。 四 章 丨 8 至 2 2 节 这 段 关 乎 路  

得 是 大 卫 的 曾 祖 母 的 经 文 支 持 了 这 〜 点  

由 於 路 得 记 并 不 认 同 以 色 列 人 与 外 邦 人 ^  

婚 ， 所 以 本 书 大 概 不 会 写 於 所 罗 门 已 开 始  

与 外 族 通 婚 之 政 策 期 间 。 此 外 ， 大 卫 与 ^  

押 之 深 厚 交 情 可 能 鼓 励 了 他 的 国 民 写 作 此  

书 ， 好 给 大 卫 的 行 动 提 供 客 观 的 理 由 （参 

撒 上 二 十 二 3 - 5 ) 。 这 样 ， 本 书 作 者 可 能  

是 一 个 与 大 卫 关 系 密 切 的 人 ， 有可能是撒  

母 耳 、 拿 单 ， 或 亚 比 亚 他 。

然 而 ， 这 观 点 也 遭 受 批 评 。 有些学者  

根 据 书 中 开 首 的 “当 士 师 秉 政 的 时 候 ”这 

句 话 ， 指 出 本 书 是 较 后 期 写 成 的 。 然而， 

这 样 一 句 话 不 一 定 是 指 一 段 很 长 的 时 间 。 

正 如 今 天 ， 也 可 能 用 一 句 类 似 的 话 来 提 到  

二 十 世 纪 初 期 的 状 况 。 士 师 执 政 的 时 期 大  

槪 有 3 0 0 年 ， 以 俄 陀 轰 为 开 始 ， 参孙为结  

束 ； 虽 然 撒 母 耳 也 担 任 士 师 。 若四章丨8 

至 2 2 节 的 家 谱 资 料 是 完 整 的 话 ， 书中描 

述 的 事 件 应 在 大 卫 的 曾 祖 父 在 世 时 发 生 ， 

并 记 录 了 其 祖 父 的 出 生 。 若 以 3 5 年为一 

代 ， 则 这 些 事 件 发 生 的 时 间 约 为 主 前 ^  一 

世 纪 的 转 接 期 ， 或 大 卫 出 生 前 约 1 0 0年。

本 书 的 写 作 目 的 跟 其 写 作 年 代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若 假 设 本 书 写 於 早 期 ， 即 接 近 ^  

卫 在 世 的 日 子 ， 则 其 要 旨 必 定 是 证 明  

的 家 系 。 本 书 可 被 看 为 一 种 认 可 ’ 肯 #  

敬 虔 的 摩 押 女 子 归 入 以 色 列 国 民 中  

法 。

勺容提要

由 於 本 地 发 生 饥 荒 ’ 以 利 米 $ 带 ^  

二 拿 俄 米 ， 及 两 个 儿 子 玛 伦 和 基 连 ^ 为 #  

勺 但 河 ， 在 摩 押 逗 留 了 一 段 时 间 二 早 结 婧  

!i 的 粮 食 充 足 。 两 个 儿 子 跟 摩 押 = 半 。參 

t 便 死 去 了 。 他 们 的 父 亲 其 后 也 死 。



每 两 个 外 邦 媳 妇 顿 成 了 寡 妇 。

2 回 伯 利 恒 （- 6 -2 2 >  M
拿 俄 米 昕 闻 伯 利 恒 的 饥 荒 已 过 ， 便 打

返 回 故 乡 。 她 的 两 个 媳 妇 俄 珥 巴 和 路  

，导 嵌 少 陪 伴 她 走 了  — 段 路 程 。 拿 俄 米 大  

到 她 的 媳 妇 在 犹 大 地 作 为 外 邦 人 可 能  

g i S 到 的 问 题 ， 於 是 力 劝 她 们 留 在 本 地 。 

两 位 年 轻 的 寡 妇 都 拒 绝 留 下 。 拿 俄 米 便 把  

实 情 向 她 们 陈 明 。 第 一 ， 拿 俄 米 本 身 并 没  

有 杯 卒 ， 因 此 ， 不 可 能 生 一 个 小 儿 子 来 替  

她 们 完 成 叔 嫂 之 婚 的 责 任 。 第 二 ， 她 已 不  

指 望 再 嫁 ， 因 而 也 不 会 再 有 孩 子 。 跟 着 ， 

^ 也 指 出 ， 纵 使 首 两 个 条 件 都 即 时 满 足  

了 ， 她 们 也 不 可 能 等 丈 夫 长 大 。 俄 珥 巴 被  

拿 俄 米 说 服 了 ， 便 与 婆 婆 亲 嘴 而 别 。

然 而 ， 路 得 “舍 不 得 ” 拿 俄 米 。 原文  

这 词 有 “黏 附 在 一 些 东 西 上 ” 的 含 义 ， 用 

在 婚 姻 上 的 也 是 同 一 个 字 （创 二 2 4 ) 。 路 

得 作 了  5 项 承 诺 ， 以 显 出 她 认 真 的 态 度 。 

其 中 的 重 点 是 ： 路 得 愿 意 放 弃 她 以 前 的 生  

活 ， 为 要 得 着 一 种 她 认 为 有 重 大 价 值 的 生  

活。 在 这 一 点 上 ， 她 与 拿 俄 米 有 强 烈 的 对

比 ， 因 为 拿 俄 米 鼓 励 她 们 两 人 都 返 回 摩 押  

地 和 摩 押 的 神 那 里 去 （一 1 5 ) 。 路 得 却 决  

定 跟 从 以 色 列 的 神 及 其 律 法 。 路 得 恳 求 让  

她 跟 从 以 色 列 的 神 之 态 度 ， 比 拿 俄 米 的 辩  

解 更 强 ， 於 是 两 人 便 一 同 返 回 伯 利 恒 。

她 们 回 到 伯 利 恒 的 时 候 ， 拿 俄 米 感 到  

极 大 的 创 伤 ； 她 离 开 伯 利 恒 时 ， 有 丈 夫 和  

两 个 儿 子 同 行 ， 但 回 来 时 却 一 无 所 有 。 她 

请 其 友 人 称 她 为 “玛 拉 ” （“苦 ” 的 意 思 > 。 

但 其 实 她 正 来 得 合 时 ， 那 时 正 是 收 割 季 节  

的 幵 始 。

在 波 阿 斯 田 中 拾 麦 穗 （二 1-2 3)

二 章 1 节 给 其 后 的 故 事 提 供 了 背 景 ， 

介 绍 波 阿 斯 是 以 利 米 勒 一 名 富 有 的 亲 厲 。

路 得 自 恶 到 田 间 拾 落 穗 。 跟 在 那 些 收  

害1]的 人 后 面 ， 拾 取 那 收 割 者 遗 下 来 的 ， 拾 

機者1也 可 以 收 割 剩 下 在 田 角 的 麦 子 ， 那 是  

华 律 法 中 照 顾 贫 苦 人 的 条 例  < 利 十 九  

9 、 1 〇) 〇
路 得 碰 巧 来 到 波 阿 斯 的 田 里 。 波 阿 斯  

= 田 间 视 察 时 ， 留 意 到 路 得 ， 并 询 问 有 关  

= 事 ， 了 解 她 的 身 分 。 在 波 阿 斯 田 里 作  

^ 的 向 他 报 告 说 ， 路 得 从 早 晨 开 始 ， 一  

勒 恳 地 在 田 里 工 作 。 波 阿 斯 被 路 得 対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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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米 的 忠 心 与 照 顾 所 吸 引 ， 便 特 意 给 她 留  

下 额 外 的 分 M 。 波 阿 斯 给 她 有 利 的 位 置 ， 

吩 咐 她 跟 着 收 割 的 人 到 他 们 收 割 的 田 里 ； 

此 外 ， 还 可 从 年 轻 打 水 仆 人 那 里 得 水 喝

----这 是 一 个 不 寻 常 的 安 排 。

路 得 谦 卑 和 尊 敬 地 俯 伏 在 波 阿 斯 面 前  

叩 拜 ， 问 波 阿 斯 她 自 己 身 为 一 个 外 邦 人 ， 

为 何 能 够 蒙 这 样 的 恩 。 波 阿 斯 提 出 了 两 个  

理 由 ， 一 是 由 於 她 对 婆 婆 的 敬 爱 之 心 ， 二 

是 由 於 她 有 厲 灵 的 眼 光 ， 来 寻 求 以 色 列 的  

神 ， “投 靠 在 他 的 翅 膀 下 ”。

波 阿 斯 也 让 她 与 收 割 的 人 一 起 吃 饭 ， 

其 后 路 得 回 到 田 里 —— 这 次 她 可 以 收 取 未  

割 下 的 麦 子 。 到 了 晚 上 ， 路 得 回 到 拿 俄 米  

那 里 ， 陈 明 当 天 的 亊 情 。 拿 俄 米 告 诉 路 得  

说 ， 波 阿 斯 是 有 赎 回 其 夫 家 产 业 之 权 利  

的 。 路 得 一 直 在 波 阿 斯 的 田 里 拾 穗 ， 直 至  

收 割 的 日 子 结 束 了 。

倚 靠 亲 属 （三1 - 1 8 >

拿 俄 米 指 示 路 得 如 何 投 靠 波 阿 斯 ， 以 

他 为 代 赎 的 近 亲 。

拿 俄 米 的 计 划 似 乎 很 奇 怪 ， 但 下 面 的  

看 法 或 许 能 勾 划 出 一 个 轮 廊 来 ： （1 ) 拿 

俄 米 似 乎 认 为 波 阿 斯 是 至 近 的 亲 厲 ， 忽 略  

了 更 亲 的 一 位 （三 1 2 > 。 故 根 据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申 二 十 五 5 及 其 后 ）， 波 阿 斯 要 负  

责 娶 路 得 为 妻 ， 为 死 人 存 留 后 代 。 （2) 

本 书 清 楚 描 写 拿 俄 米 为 一 个 敬 畏 神 的 妇  

人 ， 因 此 她 的 计 划 无 论 在 外 表 形 式 上 是 多  

奇 怪 ， 其 中 也 不 会 有 任 何 违 反 神 的 律 法 的  

地 方 ， 也 不 会 有 使 一 个 正 直 如 波 阿 斯 的 人  

震 惊 之 处 ， 否 则 拿 俄 米 便 违 反 了 自 己 原 本  

的 目 的 了 。 她 长 期 与 路 得 相 处 而 得  

的 认 识 ， 及 从 报 告 中 得 到 对 波 阿 斯 的 认  

识 ， 叫 她 肯 定 这 计 划 不 会 产 生 任 何 不 良 的  

后 果 （录 自 ： 施 卡 ： 《艾 理 葛 圣 经 注 释 ： 

路 得 记 》， 页 2 8 3 > 。

波 阿 斯 对 路 得 所 作 出 之 行 动 的 反 应 ， 

充 分 表 明 他 是 一 名 君 子 。 他 向 路 得 解 释 他  

并 非 她 们 的 至 近 亲 属 ， 但 答 应 会 在 翌 曰 进  

行 一 切 必 须 的 手 续 。 波 阿 斯 为 顾 全 路 得 的  

声 誉 ， 吩 咐 她 在 天 亮 之 前 返 回 家 中 。 拿俄  

米 在 这 事 上 显 得 十 分 精 明 ， 她 简 洁 地 预 言  

说 ： “他 今 日 不 办 成 这 事 必 不 休 息 ”。

买 贼 产 业 （四 卜 22 >

波 阿 斯 来 到 办 理 此 事 的 地 方 ---- 城



门 。 城 门 也 是 该 城 的 广 场 ， 城 里 的 公 共 事  

务 均 在 这 里 商 讨 。 波 阿 斯 表 示 他 欲 与 比 他  

更 亲 的 亲 厲 商 讨 这 亊 。 他 请 了 城 中 1 0 位  

长 老 来 作 见 证 。 波 阿 斯 从 买 赎 产 业 方 面 开  

始 讨 论 ， 问 那 至 近 的 亲 厲 是 否 ® 意 赎 回 拿  

俄 米 的 地 ， 包 括 传 统 定 下 的 条 件 ： “你 从  

拿 俄 米 手 中 买 这 地 的 时 候 ， 也 当 娶 死 人 的  

妻 摩 押 女 子 路 得 ’’（第 5 节 > 。 那 至 近 的 亲  

属 不 愿 作 此 买 赎 ， 因 为 娶 路 得 为 妻 会 构 成  

他 财 政 上 的 损 失 ， 原 因 是 他 必 须 把 产 业 分  

给 路 得 为 他 所 生 的 儿 子 。 因 此 ， 他 以 脱 鞋  

的 风 俗 表 示 放 弃 这 权 利 。 在 意 义 上 ， 那 鞋  

是 象 征 厲 於 遗 产 一 部 分 的 土 地 权 。 因 此 ， 

波 阿 斯 便 屜 行 了 近 亲 买 赎 的 责 任 。

波 阿 斯 娶 路 得 后 生 了 一 个 儿 子 ， 这 儿  

子 在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下 ， 被 视 为 拿 俄 米 的 儿  

子 和 继 承 人 。

教导

路 得 记 追 溯 了 大 卫 至 弥 赛 亚 的 血 统 。 

这 完 整 的 家 系 可 见 於 马 太 福 音 第 一 章 ， 并  

以 耶 稣 为 焦 点 。

第 二 个 教 训 是 关 乎 神 恩 的 美 。 一 个 外  

邦 人 ， 甚 至 是 一 个 摩 押 女 子 ， 也 可 得 到 厲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祝 福 。

在 神 学 方 面 ， 买 赎 的 近 亲 预 表 了 弥 赛  

亚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他 必 须 是 有 血 统 关 系 的  

亲 属 ， 有 昀 买 的 能 力 ， 要 愿 意 买 赎 产 业 ， 

并 愿 意 娶 已 逝 世 之 亲 属 的 遗 孀 。

最 后 一 点 ， 是 路 得 所 显 出 的 爱 ， 成 为  

了 一 个 虔 敬 委 身 的 榜 样 。 有 人 对 拿 俄 米  

说.•“有 这 儿 妇 比 有 七 个 儿 子 还 好 ！ ”

R i c h a r d  I .  M c N e e l y  

参 考 书 目 ： A .E . C u n d a l l and  L . M o r r i s , 

J u d g e s  a n d  R u t h ; G . G e r l e m a n , R u t h ; 

R .M . H a l o . T h e  T h e o l o g y  o f  t h e  B o o k  o f  

R u t h ; A . R . S . K e n n e d y , T h e  B o o k  o f  R u t h ; 

C . L a t t e y , T h e  B o o k  o f R u t h .

路德 人
Lud
10 d6 r€n

在 创 世 记 第 十 章 记 载 的 列 国 名 单 中 ， 

路 德 及 路 低 人 都 榜 上 有 名 。 在 名 单 中 ， 路 

低 人 是 麦 西 的 长 子 所 出 的 宗 族 ， 而 路 德 则  

是 闪 的 第 四 个 儿 子 。 基 於 此 点 ， 较 宜 把 二

936 ID d6 r^n

者 看 为 不 同 的 宗 族 。 可 是 ， 有学者_  

两 个 名 称 都 是 指 小 亚 细 亚 的 一 个 民 族 为 这  

就 是 吕 底 亚 人 。 他 们 是 亚 述 巴 尼 帕 那  

上 提 及 的 民 族 ， 称 为 “路 笃 ”。

路 德 人 与 吕 底 亚 人 极 有 关 连 ， 可 

於 同 一 位 远 祖 ； 约 瑟 夫 指 出 丄 者 g 海、 

( 《犹 太 古 史 》 1.G .D 。 而 且 ， 在以丨句  

书 六 十 六 章 1 9 节 中 ， 她 与 其 他 小 亚 细 $  

的 邦 国 并 列 。

当 圣 经 提 及 路 德 人 ， 通 常 把 他 们 描 迷  

为 善 战 的 勇 士 。 根 据 耶 利 米 书 四 十 $

节 的 记 载 ， 他 们 与 埃 及 人 一 同 在 主 前 6〇5 

年 的 迦 基 米 施 之 战 中 对 抗 巴 比 伦 人 。 在 &  

西 结 书 二 十 七 章 1 0 节 对 推 罗 的 哀 悼 中  

他 们 亦 是 推 罗 军 队 内 的 雇 佣 兵 。 也许以目  

结 书 三 十 章 5 节 所 记 载 的 ， 是 吕 底 亚 人 作  

雇 佣 兵 的 另 一 个 例 子 ， 这 次 他 们 是 在 埃 及  

的 军 中 服 役 。 这 类 对 埃 及 的 军 事 援 助 ，可 

追 溯 至 亚 述 时 代 ， 那 时 盖 古 兹 派 遣 军 兵 协  

助 埃 及 的 森 美 忒 库 对 付 亚 述 人 。

参 - 吕 底 亚 # 2 ” 9 2 6 。

路低人
Ludim
111 d l r 6 n

麦 西 的 长 子 所 出 的 宗 族 （创 十 1 3 )。 

参 • 路 德 人 " 9 3 6 。

路哈玛
Ruhamah
1£» ha mS

何 西 阿 书 中 两 个 象 征 性 的 名 字 之 一 ， 

这 些 名 字 表 示 神 对 以 色 列 的 态 度 从 恨 f 转 

为 怜 悯 。 神 不 悦 的 态 度 以 “罗 路 哈 玛  

名 （意 即 “不 蒙 怜 悯 ”） 来 象 征 ， 那 是 7  

西 阿 给 其 女 儿 所 起 的 名 字 。 •由於以色列何 

犯 了 严 重 的 罪 ， 所 以 神 不 再 怜 侦 他 1  (二 

— 6 、 8 > 。 神 再 次 怜 悻 的 态 度 可 从 “路^  

玛 ，，一 名 （意 即 “蒙 伶 悯 窥 见 ， $ 长 

启 示 了 神 将 要 在 以 色 列 身 上 ， 倾 注 袖 那  

悯 之 灵 （何 二 1 、 2 3 ) 。

路加
Luke
ICi j i a  行传

使 徒 保 罗 的 忠 实 伙 伴 。 在 使



‘‘我 们 ” 的 应 用 ， 更 加 强 这 — 点 （徒 

= ^ 丨 0 -丨 7 ， 二 十 5 至 二 十 — 丨8 ， 二 十 七 1

十 八 〗6 > 。 第 一 段 经 文 是 由 保 罗 听 到

顿 的 呼 声 开 始 ， 并 且 以 保 罗 和 西 拉 被  

5 禁 在 腓 立 比 的 监 牢 中 作 结 。 第 二 段 经 文  

是 关 於 其 后 在 腓 立 比 的 日 子 ， 并 且 直 到 耶  

路 撒 ^ 的 时 候 。 第 三 段 经 文 记 载 了 由 该 撒  

利 亚 到 罗 马 。 这 样 看 来 ， 路 加 至 少 陪 伴 保  

罗 走 了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的 一 部 分 ， 也 陪 伴  

他 走 第 三 次 的 宣 ：教 旅 程 ， 蹈1后 跟 保 罗 踏 上  

往 罗 马 的 旅 程 。

対 於 路 加 的 出 生 地 点 或 如 何 离 世 ， 我 

们 并 不 知 道 。 保 罗 没 有 把 路 加 包 括 在 犹 太  

同 工 的 名 单 内 （西 四 〗 4 > 。 他 似 乎 为 那 些  

接 受 福 音 及 坚 守 信 仰 的 外 邦 人 ， 立 下 榜  

样 。与 路 加 同 列 的 底 马 ，最 后 离 弃 了 保 罗 ， 

因 为 底 马 “贪 爱 现 今 的 世 界 提 后 四 1 0 )。 

保 罗 接 着 说 ： “独 有 路 加 在 我 这 里 。” （第 

11节 ）

保 罗 指 路 加 是 “所 亲 爱 的 医 生 ” （西 

四 1 4 ) , 显 然 ， 他 在 外 邦 人 的 事 工 中 ， 是 

为 人 所 认 识 及 爱 戴 的 。 他 无 私 地 运 用 他 的  

恩 賜 ， 并 与 同 工 建 立 友 谊 。 保 罗 形 容 他 是  

“我 们 的 朋 友 ”。

不 同 的 作 者 尝 试 证 明 路 加 福 音 及 使 徒  

行 传 ， 实 在 是 由 一 位 医 生 所 写 的 。 其 中 有  

许 多 证 据 是 基 於 路 加 福 音 的 内 容 与 古 代 的  

医 生 著 作 近 似 。 其 他 证 据 包 括 基 於 符 类 福  

音 而 作 的 诠 释 „ 举 例 说 ，马 可 福 音 记 载 了  

— 个 因 患 血 漏 而 受 许 多 苦 的 女 人 ， 医 生 也  

不 能 帮 助 她 （可 五 2 6 ) 。 路 加 福 音 则 反 过  

来 提 出 这 女 人 患 的 是 绝 症 ， 看 来 似 乎 是 要  

为 医 学 界 辩 护 （路 八 4 3 ) 。 我 们 至 少 可 以  

断 定 ， 路 加 福 音 及 使 徒 行 传 的 叙 述 颇 为 一 

致 ， 似 是 一 个 医 生 所 写 ， 但 不 能 肯 定 这 证  

据 究 竟 有 多 真 实 。

有 证 据 显 示 ， 路 加 曾 料 理 使 徒 保 罗 虚  

% 的 身 体 。 我 们 可 以 猜 测 路 加 的 事 工 结 合  

了 医 疗 技 术 及 代 祷 。 这 与 他 记 载 耶 稣 的 全  

人 事 奉 是 一 致 的 （路 四丨 8 、 19 > ， 并 且 可  

能 是 耶 奸 的 门 徒 当 效 法 的 。

有 人 赞 赏 路 加 是 第 一 位 基 督 徒 历 史 学

。 他 写 道 ： “这 些 事 我 既 从 起 头 都 详 细

$  7 ■， 就 定 意 要 按 着 次 序 写 给 你 。” 

(路

路 加 把 自 己 揉 合 在 其 著 述 中 。 他 带 领

我 们 认 识 他 背 后 的 基 贷 ， 以 及 一 些 主 要 的  

人 物 ， 例 如 彼 得 和 保 罗 。 路 加 的 文 字 工 作  

虽 然 在 其 他 方 面 并 不 闻 名 ， 但 使 人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他 是 保 罗 的 同 工 中 极 为 可 贵 的  

成 员 。

M o r r i s  A .  I n c h  
参 “路 加 福 音 ” 9 3 7 :  “ 使 徒 行 传 ” 1 4 3 5 。

路加福音
Luke, Gospel of
lii j i a  f u  y i n

新 约 第 三 卷 书 ， 也 是 第 三 卷 符 类 福 音  

( 太 ； 可 ； 路 ）《>

作者

传 统 认 为 这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是 保 罗 敬 重  

的 同 工 路 加 医 生 （西 四 1 4 > 。 福 音 书 本 身  

没 有 明 确 指 出 作 者 是 谁 ， 但 他 显 然 是 早 期  

信 徒 所 熟 悉 的 。 路 加 多 年 来 为 他 的 写 作 计  

划 搜 集 资 料 。 路 加 福 音 和 使 徒 行 传 的 收 信  

人 ， 都 是 提 阿 非 罗 。

我 们 亦 须 衡 量 使 徒 行 传 以 路 加 为 作 者  

的 内 证 ， 因 为 这 两 卷 书 关 系 密 切 。 在 3 段 

使 用 “我 们 ” 的 段 落 ， 作 者 都 在 场 （徒十  

六 1 0 - 1 7， 二 十 5 至 二 H- — 1 8 ， 二 十 七 1至 

二 十 八 1 6 )。这 些 看 来 是 旅 行 日 志 的 插 段 ， 

而 在 最 后 一 段 ， 作 者 跟 使 徒 保 罗 同 在 罗  

马 。 此 外 ， 路 加 对 字 汇 的 选 用 及 透 视 ， 可 

媲 美 一 个 从 事 医 疗 工 作 的 人 。

写 作 年 代 、缘 起 和 收 信 人

路 加 福 音 的 写 作 年 代 惹 人 争 议 。 有人  

认 为 是 主 后 7 0 年 间 ， 因 为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一 章 2 0 节 暗 示 这 著 作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后 完 成 的 。 其 他 人 却 提 出 是 在 保 罗 去 世  

( 主 后 6 4 ) 之 前 写 成 ， 如 此 才 可 让 使 徒 行  

传 以 保 罗 在 罗 马 监 狱 来 总 结 他 的 事 工 。 第 

三 个 看 法 是 路 加 福 音 在 主 后 7 〇 年 代 之 后  

写 成 ， 但 这 可 能 性 最 低 。

这 福 音 书 多 数 在 罗 马 写 成 ， 但 仍 不  

太 肯 定 ； 小 亚 细 亚 和 希 腊 也 有 可 能 。 在 

《路 加 福 音 王 者 序 言 》 一 书 中 ，主 张 后 者 ， 

不 过 它 的 可 靠 性 却 甚 为 令 人 质 疑 。 路 加  

只 有 在 罗 马 才 有 时 间 去 完 成 第 三 卷 福 音  

书 。
路 加 写 给 提 阿 非 罗 。 提 阿 非 罗 （意即

lu jia fu yin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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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所 爱 的 ，，） 可 能 如 一 些 人 所 说 ， 是 给  

所 有 信 徒 的 通 用 名 词 。 他 似 乎 毫 不 熟 悉 巴  

勒 斯 坦 地 ， 为 此 路 加 不 时 详 加 介 绍 那 里 的  

地 理 环 境 。整 体 上 ，他 较 为 掌 握 希 罗 世 界 ， 

故 此 路 加 推 断 他 的 读 者 也 是 一 样 。 路 加 同  

样 避 免 引 用 外 邦 读 者 不 熟 悉 的 词 句 ， 例 如  

与 耶 稣 荣 耀 地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有 关 的 “和 散  

那 ” （太 二 十 一 4 ; 路 十 九 3 8 ) 。

根 据 各 种 可 能 性 ， 第 三 卷 福 音 书 是 在  

罗 马 写 成 的 ， 就 是 正 当 保 罗 等 待 审 判 ， 曰 

期 在 主 后 6 4 年 或 之 前 。 这 是 献 给 那 位 至  

尊 贵 的 “提 阿 非 罗 大 人 ’’ （一 1 ) ， 此 乃 当  

时 习 用 的 称 谓 。 他 是 一 位 显 赫 的 外 邦 信  

徒 ； 路 加 期 望 教 导 他 及 其 他 人 更 谨 慎 地 持  

守 信 仰 。

背景

主 耶 稣 在 世 的 活 动 范 围 约 5 0 哩 阔 ，

1 r) () p里 长 ， 从 北 部 的 但 到 南 部 的 别 是  

巴 。 祂 曾 离 开 耶 路 撒 冷 ， 到 访 别 处 ， 但 对  

於 该 地 的 历 史 ， 这 并 不 重 要 。 祂 忽 略 了 塞  

法 里 斯 （加 利 利 最 著 名 的 城 市  > 、 提 比 哩  

亚 （加 利 利 海 重 要 的 港 口 ）、 该 撒 利 亚  

(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罗 马 首 府 ） 及 撒 玛 利 亚 塞  

巴 斯 特 （长 期 省 市 中 心 ）， 可 能 这 些 并 非  

犹 太 人 聚 居 之 处 。 他 却 生 在 拿 撒 勒 一 个 地  

位 低 微 的 村 庄 ， 并 在 那 里 住 了  3 0 年 。 迦  

百 农 成 了 祂 在 加 利 利 的 事 奉 中 心 。 池 间 中  

越 过 撒 玛 利 亚 ， 并 在 比 利 亚 工 作 。 祂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卖 及 钉 十 字 架 ， 却 在 3 天 后 从 死  

里 复 活 。

路 加 以 回 顾 方 式 叙 述 。 他 的 视 野 不 断  

转 移 ： 在 地 理 上 ， 从 巴 勒 斯 坦 到 罗 马 帝  

国 ； 在 政 治 上 ， 从 以 色 列 到 罗 马 ； 在 社 会  

方 面 ， 从 犹 太 社 群 到 异 教 徒 ； 而 在 宗 教  

上 ， 由 圣 殿 到 基 督 徒 的 使 命 。 这 就 好 像 把  

各 个 时 期 重 重 叠 起 ， 好 让 初 期 教 会 容 易 了  

解 重 要 的 耶 穌 生 平 及 亊 工 。

后 来 成 为 初 期 教 会 外 展 中 心 的 ， 是 耶  

路 撒 冷 而 非 加 利 利 。 不 过 ， 当 信 徒 群 体 因  

感 情 因 素 而 迭 取 耶 路 撒 冷 ， 其 他 城 市 也 开  

始 兴 盛 ，并 超 越 她 ，成 为 信 徒 活 动 的 中 心 。 

叙 利 亚 的 安 提 阿 更 提 供 了 保 罗 全 面 宣 教 的  

基 地 u 以 弗 所 成 了 他 成 就 最 骄 人 之 处 。 亚  

历 山 太 和 罗 马 容 纳 了 大 量 基 督 徒 。 基 督 教  

由 最 初 只 是 一 小 个 真 诚 无 伪 的 犹 太 宗 派 ，

如 今 已 变 成 一 个 世 界 性 的 信 仰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当 西 面 双 手 抱 着 耶 稣 ， 他优美你  

了 路 加 福 音 的 救 赎 主 题 ： 主 啊 ^ 地 哉 场  

以 照 你 的 话 ， 释 放 仆 人 安 然 去 世 | 如 今  

的 眼 睛 已 经 看 见 你 的 救 恩 ， 就 是 你 ^ 为 哉  

面 前 所 预 备 的 ： 是 照 亮 外 邦 人 的 ^ 住 万 民  

你 民 以 色 列 的 荣 耀 。，， （二 2 9 、 3 2 j 又4 

出 耶 稣 就 是 他 等 待 的 救 主 ， 要 为 外 邦 f 15 

犹 太 人 带 来 希 望 。

路 加 把 圣 灵 的 工 作 交 织 在 耶 稣的生 

及 事 工 中 ， 耶 穌 受 圣 灵 感 孕 而 生 （〜 

3 5 ) ; 圣 灵 於 祂 受 洗 时 降 临 在 他 身 上  

( 三 2 2 ) ; 池 被 圣 灵 催 促 进 入 旷 野 受 试 探  

( 四 ; 并 且 池 的 事 工 受 到 圣 灵 的資抹 

( 四 1 8 > 。 圣 灵 要 在 背 后 继 承 耶 稣的工 

作 ； 这 种 关 系 虽 没 有 重 复 明 言 ， 却是清楚 

易 明 的 。

路 加 强 调 弥 赛 亚 来 临 的 喜 乐 。 天使天 

军 齐 宣 布 耶 稣 的 诞 生 ： “在 至 髙 之 处 荣 耀  

归 与 神 ！ 在 地 上 平 安 归 与 他 所 喜 悦 的  

人 。” （二 1 4 ) 其 后 ， 当 祂 接 近 耶 路 撒 冷 ， 

群 众 夹 道 欢 迎 ， 并 向 神 歌 颂 ： “奉主名来 

的 王 是 应 当 称 颂 的 ！ 在 天 上 有 和 平 ；在至 

髙 之 处 有 荣 光 。” （十 九 3 8 >

从 上 述 可 见 路 加 福 音 的 救 赎 主 旨 是 复  

杂 的 。 它 指 明 耶 稣 便 是 基 督 。 它 邀 请 外 #  

人 作 出 美 好 的 回 应 ， 不 下 於 犹 太 人 。它将 

圣 灵 的 能 力 ， 融 於 耶 稣 的 事 工 及 祂 的 门 ^  

身 上 。 它 强 调 随 着 福 音 广 传 而 带 来  

乐 。 这 些 都 是 路 加 从 一 个 救 赎 计 划 衍  

来 的 。

路 加 福 音 注 重 历 史 的 准 确 性 。 路_力0 

护 教 的 负 担 是 其 次 ， 而 祷 告 则 排 第 5  =  

这 个 次 序 还 可 以 列 下 去 。 这 些 丰 富 了  

书 ， 并 且 邀 请 读 者 探 讨 主 要 神 学 思 、想、 W 

的 题 目 。

内 容 提 要

序 言 （一  1-4.) 仏 路 加 试

福 音 书 以 一 个 公 式 序 言 开 始 。 $ 他 

图 按 次 序 来 记 录 流 传 下 来 的 信 仰 产 谈  

这 样 做 是 要 建 立 信 仰 的 历 史 根 据 ’

者 保 证 其 内 容 的 真 实 性 。

耶 稣 的 降 生 和 童 年 （一 5 至 二 5 2 >



^ 格 来 说 ， 没 有 一 卷 福 音 书 是 耶 稣 的  

但 路 加 福 音 特 别 对 历 史 亊 件 有 兴  

传 是 有 关 耶 稣 的 诞 生 及 童 年 事 迹 。

趣 述 了  1 0 件 亊 情 ： 宣 布 基 督 的 先 锋 施  

3 约 翰 的 出 生 ； 向 马 利 亚 宣 告 耶 稣 的 降  

= 〔马 利 亚 探 访 以 利 沙 伯 ； 施 洗 约 翰 出  

， .’施 洗 约 翰 在 旷 野 ； 耶 稣 的 降 生 ； 牧羊

访 ； 耶 稣 的 取 名 及 受 割 礼 ； 在 圣 殿 中  

$ 耶 穌 献 予 神 ； 耶 穌 在 少 年 时 代 到 访 圣

殿。
起 初 ， 施 洗 约 翰 受 人 注 视 。 路 加 福 音  

记 载 当 时 正 值 希 律 的 统 治 （希 律 大 帝 ， 主 

0 3 7 - 3 4 ) , 祭 司 撒 迦 利 亚 在 殿 中 供 职  

(有2 4 班 祭 司 每 年 轮 流 在 圣 殿 事 奉 两 周 ； 

烧 香 的 特 权 是 按 抽 签 决 定 的 ， 祭 司 烧 过 一  

次 香 后 ， 便 再 没 有 资 格 这 样 做  >。 神 的 使  

者 就 在 撒 迦 利 亚 预 备 烧 香 之 际 ， 向 他 显  

现 ， 并 对 他 宣 布 他 要 和 妻 子 以 利 沙 伯 生 一  

个 儿 子 ， 称 为 约 翰 。 他 要 — 生 作 拿 细 耳 人  

(参 民 六 1 、 4 > ， 并 为 弥 赛 亚 预 备 道 路 。 

当 撒 迦 利 亚 表 示 难 以 置 信 （他 跟 以 利 沙 伯  

当 时 已 年 纪 老 迈  > ， 天 使 击 打 他 ， 令 他 不  

能 说 话 ， 直 到 那 应 许 实 现 了 。

在 马 利 亚 探 望 以 利 沙 伯 后 ， 路 加 福 音  

便 提 及 约 翰 的 事 情 。 以 利 沙 伯 腹 内 的 婴 孩  

听 见 马 利 亚 的 问 安 ，便 雀 跃 起 来 （一 4 4 ) 。 

路 加 随 即 记 载 施 洗 约 翰 的 出 生 。 撒 迦 利 亚  

于 是 照 着 先 前 的 指 示 ， 为 孩 子 取 名 ， 立 时  

能 够 说 话 ， 并 预 言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及 他 的 儿  

子 将 要 担 当 的 工 作 , 。 这 孩 子 日 渐 长 大 ， 

“心 灵 强 健 ”， 住 在 旷 野 ， 直 到 开 始 公 开  

事 奉 。

路 加 福 音 从 马 利 亚 的 角 度 描 述 耶 稣 的  

i 延生。 天 使 加 百 列 到 她 那 里 宣 告 ， 她 将 要  

生 子 ， 就 是 弥 费 亚 （一 2 6 - 3 8 ) 。 这 是 由  

圣 灵 感 孕 而 生 的 。 马 利 亚 全 然 奉 献 ， 顺 服  

神 的 旨 意 。

耶 稣 的 诞 生 是 发 生 於 居 里 扭 作 叙 利 亚  

巡 抚 的 时 期 ， 百 姓 按 照 规 定 必 须 回 到 他 们  

% 家 乡 ， 以 便 报 名 上 册 。 马 利 亚 在 伯 利 恒  

的 马 檜 产 子 。 天 使 向 牧 羊 人 宣 布 耶 稣 的 诞  

生 ’ 他 们 便 放 下 羊 群 ， 来 朝 见 婴 孩 。 马利  

， 看 重 这 些 事 ， 并 且 反 复 思 童 它 们 的 意

马 利 亚 满 了  4  0 天 的 洁 净 礼 后 ， 与 约  

' 、来 到 圣 殿 ， 把 耶 稣 献 予 主 （二 2 1 - 4 0 ) 。

在 那 里 ， 西 面 和 亚 拿 这 两 位 年 长 而 敬 虔 的  

信 徒 ， 认 出 这 婴 孩 便 是 应 许 的 弥 赛 亚 。 西 

面 推 断 说 耶 稣 要 引 起 许 多 以 色 列 人 跌 倒 或  

兴 起 ， 并 且 叫 马 利 亚 被 忧 伤 刺 透 。

耶 稣 的 诞 生 及 童 年 事 迹 ， 以 耶 穌 I 2 
岁 上 圣 殿 庆 祝 逾 越 节 作 结 。 约 瑟 和 马 利 亚  

留 下 耶 稣 在 圣 殿 内 ， 以 为 池 会 跟 亲 友 一  

起 。 后 来 ， 他 们 折 回 ， 发 觉 祂 在 殿 中 跟 拉  

比 对 话 ，一 面 听 ，一 面 叫 人 惊 叹 祂 的 聪 恝 。 

路 加 总 结 说 ： “耶 稣 的 智 慧 和 身 蛩 ， 并神  

和 人 喜 爱 他 的 心 ， 都 一 齐 增 长 。” （二 5 2 > 

开 始 公 幵 事 奉 （三 1至 四 30)

路 加 跟 着 描 述 与 耶 稣 展 开 的 工 作 有 关  

的 事 件 ， 包 括 ： 施 洗 约 翰 的 事 奉 ； 耶 稣 受  

洗 ； 耶 稣 的 家 谱 ； 耶 稣 受 试 探 及 在 拿 撒 勒  

公 开 的 宣 告 。 路 加 从 至 少 6 个 层 面 ， 厘 定  

施 洗 约 翰 的 事 奉 日 期 ： 该 撒 提 庇 留 、 本 丢  

彼 拉 多 、 希 律 安 提 帕 、 腓 力 、 吕 撒 聂 、 亚 

那 和 该 亚 法 的 任 期 。 约 翰 传 讲 悔 改 的 洗  

礼 ， 好 预 备 人 迎 接 弥 赛 亚 的 来 临 。 结 果 许  

多 人 从 旷 野 四 周 要 来 听 他 ， 并 接 受 他 的 洗  

礼 。

耶 稣 也 来 接 受 洗 礼 （路 加 福 音 没 有 记  

载 约 翰 反 要 耶 稣 为 他 施 洗 ； 或 是 耶 稣 为 与  

群 众 认 同 ， 并 预 告 祂 将 要 为 他 们 代 死 ， 而 

坚 持 受 洗 ）。 这 洗 礼 标 志 着 耶 稣 进 入 公 开  

事 奉 的 阶 段 。 此 外 ， 路 加 福 音 加 插 了 可 能  

是 马 利 亚 的 家 谱 ， 与 较 早 尝 试 从 她 的 角 度  

叙 事 吻 合 。

耶 稣 受 试 探 ， 是 祂 弥 赛 亚 职 事 的 考  

验 。 首 两 个 试 探 以 “你 若 是 神 的 儿 子 ” 开 

始 ， 令 祂 盘 算 及 怀 疑 祂 受 洗 时 听 见 的 话 ： 

“你 是 我 的 爱 子 ” （三 2 2 ， 四 3 、 9 ) 。 撒 但  

希 望 说 服 耶 稣 寻 求 既 可 完 成 祂 的 召 命 ， 又 

不 用 上 十 字 架 的 方 法 。 但耶稣每次均弓丨用  

圣 经 抵 挡 试 探 。

耶 稣 返 回 加 利 利 ， 并 进 入 拿 撒 勒 的 会  

堂 。 在 那 里 ， 祂 宣 读 了 祂 的 公 开 职 事 ， 讲  

辞 引 用 了 禧 年 的 盛 事 ， 并 连 於 弥 赛 亚 时 代

的 来 临 （四 1 8 、 1 9 ; 赛 六 H---丨、 2 > 。 它

们 反 映 了 耶 稣 要 履 行 的 职 事 在 宗 教 上 的 焦  

点 及 其 广 泛 的 社 会 意 义 。 这 宣 告 特 别 为 社  

会 中 被 践 踏 和 排 挤 的 人 带 来 希 望 。 当 在 场  

的 人 挑 战 祂 话 语 的 可 信 性 ， 他 便 回 答 说 ： 

“没 有 先 知 在 自 己 家 乡 被 人 悦 纳 的 。” 又 

当 他 们 试 图 把 耶 稣 推 下 山 崖 ’ 他 却 从 他 们

ICi jia  fu yin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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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间 走 过 ， 继 续 上 路 。

加 利 利 的 事 奉 （四 3 丨至九5〇>

耶 料 把 他 的 活 动 中 心 转 移 至 迦 百  

农 。 m 随 后 在 加 利 利 的 事 奉 ， 路 加 福 音 有  

连 串 的 记 载 ， 大 约 提 及 3 0 件 亊 迹 ， 当 中  

有 ％ 厲 於 超 自 然 事 件 ， 例 如 医 病 、 赶 鬼 、 

叫 死 人 复 活 及 喂 饱 一 大 群 人 。 这 些 都 是 与  

弥 赛 亚 时 代 有 关 的 事 件 。

不 过 ， 最 先 引 起 群 众 注 意 的 ， 乃 是 池  

的 教 训 （太 七 2 9 > 。 祂 的 教 训 不 像 拉 比 ， 

把 祖 宗 的 遗 训 髙 举 ， 却 显 示 了 弥 赛 亚 的 权  

柄 。 路 加 把 耶 稣 相 当 多 的 教 导 ， 交 织 在 他  

的 叙 事 中 。 他 用 恰 当 的 篇 幅 记 述 守 安 息 日  

的 事 件 （六 而 记 述 耶 稣 的 讲 道 则  

较 为 详 细 ， 仔 细 解 释 了 祝 福 与 咒 诅 、 爱 仇  

敌 . 论 断 别 人 、 从 果 子 认 出 人 的 生 命 ， 以 

及 聪 明 和 愚 拙 的 建 筑 工 人 等 主 题 （六 12- 

4 9 ) 。 此 外 ， 耶 稣 用 比 喻 来 教 导 ， 於 是 路  

加 福 音 便 记 载 了 撒 种 和 点 灯 的 故 事 （八 1- 

1 8 > 。 在 第 一 个 例 子 里 ， 种 子 代 表 神 的 道 ， 

而 泥 土 象 征 了 人 对 接 受 这 道 所 作 不 同 的 准  

备 。 因 此 ， 门 徒 可 以 更 清 楚 明 白 耶 稣 和 他  

们 的 工 作 所 带 来 的 结 果 。 群 众 对 这 些 比 喻  

感 到 困 惑 ， 正 如 马 可 福 音 四 章 1 2 节 所 说 ， 

他 们 “听 是 听 见 ， 却 不 明 白 ”。

加 利 利 的 小 海 湾 . 耶 穌 曾 在 船 上 向 岸 上 的  

群 众 讲 道 。

路 加 又 叙 述 耶 穌 选 召 门 徒 。 他 提 到 彼  

得 、 雅 各 和 约 翰 ， 并 后 来 的 利 未 （五 1 - 

1 1 、 2 7 - 3 2 ) „ 前 者 在 渔 船 上 蒙 召 ， 而 后  

者 则 在 缴 税 的 地 方 。 但 全 部 均 在 加 利 利 乡  

间 蒙 召 跟 从 基 督 ， 参 与 弥 赛 亚 的 事 工 。 稍 

后 ， 共 选 召 了 十 二 门 徒 ， 耶 穌 便 差 派 他 们  

出 外 传 讲 天 国 信 息 ， 并 医 治 病 人 （九 1-

1 1 > 。 无 疑 有 许 多 人 对 这 外 展 工 #

多 ， 但 路 加 只 记 载 了 几 个 踉 从 他 ^ 献 良  

女 ， 说 她 们 “都 是 用 自 己 的 财 物  2 的妇 

和 门 徒 ” （八 3 > 。 衿

我 们 不 难 察 觉 一 股 热 潮 正 因 加  

事 工 而 兴 起 。 从 主 耶 稣 独 个 儿 工 作  

结 果 凝 聚 一 队 忠 心 的 跟 从 者 ， 他们  & ， 

的 教 训 ， 祂 的 名 声 传 遍 整 个 地 区 。 ，他 

落 的 高 峰 是 彼 得 对 耶 稣 的 认 信 ， ^ 及 ^ 段  

登 山 变 象 （九 1 〇 - 3 6 > 。 摩 西 和 以 利  

现 ， 更 象 征 了 律 法 与 先 知 皆 服 膺 弥

整 个 情 景 迅 速 转 到 山 下 ， 那 里 门 徒 ° 

法 解 救 一 个 被 鬼 附 的 小 孩 。 耶 料 在 此 指 $ 

要 达 成 天 国 的 要 求 ， 便 需 要 属 灵 的 资 ^ 源  

於 是 （回 应 门 徒 争 论 谁 为 最 大  > ， 便教^  

了 门 徒 要 谦 卑 。

往 耶 路 撒 冷 （九 5 1 至 十 九 2 7 >

跟 着 ， 路 加 记 述 耶 稣 在 往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的 工 作 ， 有 时 这 也 称 为 比 利 亚 的 事 工  

( 假 设 大 部 分 事 件 都 是 在 过 约 但 河 的 比 利  

亚 地 区 内 发 生 的  > 。 按 地 理 而 言 ， 这是 

“上 十 架 之 路 ”。 这 段 落 记 载 的 事 件 ，数 

目 跟 上 一 段 大 约 相 同 ， 只 是 篇 幅 多 了  ％。

开 始 时 ， 已 渐 有 反 对 之 声 。 耶稣先派 

使 者 往 祂 要 抵 达 的 撒 玛 利 亚 村 落 作 好 准  

备 。 可 是 ， 居 民 却 不 欢 迎 祂 ， 因为祂向耶  

路 撒 冷 进 发 。 犹 太 人 与 撒 玛 利 亚 人 有 血 缘  

之 别 。 后 者 曾 在 亚 述 的 占 领 区 居 住 ， 因此 

感 染 了 外 族 的 宗 教 和 社 会 风 俗 ， 形成  

混 杂 ， 遭 犹 太 人 厌 恶 。 数 个 门 徒 也 为 此 请  

求 耶 稣 从 天 降 下 火 来 ， 焚 烧 这 条 村 庄 ，但 

耶 稣 斥 责 他 们 。 祂 印 证 了 和 好 的 精 神 。

路 加 复 述 耶 稣 的 一 个 故 事 时 ， 又提$  

撒 玛 利 亚 人 （十 2 5 - 3 7  ) 。 看 来 ， 有一个 

人 遭 强 盗 袭 击 ， 弃 在 路 旁 ， 性 命 垂 危 。*  

先 有 一 个 祭 司 来 到 ， 及 后 又 有 一 个 利 未 $  

经 过 ， 但 他 们 只 从 路 的 另 一 边 走 过 。 随二 

有 另 一 个 人 经 过 ， 便 立 刻 怜 悯 这 个 负 伤  

陌 生 人 ， 替 他 包 扎 伤 口 ， 并 带 他 到 客  

为 他 支 付 房 钱 ， 而 且 嘱 咐 客 店 的 人 好  

顾 他 。 耶 稣 补 充 说 ， 这 个 停 下 来 辦 助 部  

是 个 撒 玛 利 亚 人 。 惟 独 他 认 识 到 真 $ 善待 

舍 ， 就 是 我 们 要 善 待 • 的 人 ， 而 非 那 事  

我 们 的 人 。 （在 医 治 个 麻 风 病 人 的 @ 郝  

中 ， 又 提 到 惟 独 一 个 撒 玛 利 亚 人 回 #  

穌 感 恩 ------ h 七 1丨-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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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故 牵 1 示 耶 林 正 面 对  

冷 为 中 心 的 宗 教 反 对 势 力 。 即使  

她 的 群 众 增 加 ， 耶 穌 仍 留 意 到 ： “这  

Z 代 是 一 个 邪 恶 的 世 代 … … 南 方 的 女 王 要  

^ 来 定 这 世 代 的 罪 ； 因 为 她 从 地 极 而 来 ， 

要 昕 所 罗 门 的 智 : 普 话 。 看 哪 ’ 在 这 里 有 — 

人 比 所 罗 门 更 大 。” （十 一  2 9 、 3 1 > 因 此 ， 

微 的 人 要 站 起 来 审 判 这 个 世 代 ， 因为  

他 们 昕 了 约 拿 所 传 的 道 而 悔 改 ， 现 今 有 — 

位 比 约 拿 更 大 的 来 到 ’ 却 很 少 人 想 意 悔

改。

耶 穌 严 厉 地 斥 责 他 们 ， 尤其那些舌夂  

挡 m 的 法 利 赛 人 。 耶 鮮 跟 法 利 赛 人 常 在 许  

多 场 合 中 碰 面 。 有 些 法 利 赛 人 认 同 祂 的 言  

论 ， 但 看 来 只 厲 少 数 。 耶 稣 所 描 绘 的 法 利  

赛 人 ， 是 一 群 拘 泥 、 迂 腐 的 律 法 主 义 者  

(十」 3 7 _ 4 4 ) 。 有 些 文 士 抗 议 连 律 法 专 家  

也 被 耶 鮮 列 入 审 判 中 ， 耶 穌 却 直 截 了 当 的  

说 ： “你 们 律 法 师 有 祸 了 ！ 因 为 你 们 把 知  

识 的 钥 駐 夺 了 去 ， 自 己 不 进 去 ， 正 要 进 去  

的 人 ， 你 们 也 阻 挡 他 们 。” （第 5 2 节 ）

事 件 渐 入 高 潮 。 耶 稣 预 言 祂 将 要 受  

死 ， 并 从 死 里 复 活 。 祂 正 朝 向 耶 路 撒 冷 。 

当 一 些 法 利 赛 人 警 告 袖 ， 希 律 安 提 帕 计 划  

杀 害 祂 时 ， 祂 不 受 他 们 的 威 吓 ： “你 们 去  

告 诉 那 个 狐 狸 说 ： ‘今 天 、 明 天 我 赶 鬼 治

病 ， 第 三 天 我 的 事 就 成 全 了 。’ .... 因为

先 知 在 耶 路 撒 冷 之 外 丧 命 是 不 能 的 。” 

(十三  3 2 、 33>

耶 稣 努 力 在 所 余 无 几 的 时 间 内 装 备 门

徒 。 在 这 段 落 ， 祂 一 开 始 便 提 醒 他 们 作 门  

徒 的 代 价 （九 5 7 - 6 2  ) 。 对 於 那 个 因 为 要  

埋 葬 父 母 而 拒 绝 作 门 徒 的 人 ， 耶 稣 回 答  

说 ： “任 凭 死 人 埋 葬 他 们 的 死 人 ， 你 只 管  

去 传 扬 神 国 的 道 。 第 GO节 ）

门 徒 可 预 料 神 的 恩 典 足 够 他 们 一 生 使  

用 。 当 那 7 0 人 事 奉 归 来 ， 为 着 连 魔 鬼 也  

服 了 他 们 而 髙 兴 万 分 ， 耶 稣 教 导 他 们 更 要  

为 着 他 们 的 名 字 记 在 天 上 而 欢 喜 （十 1- 

1 8 ) 。 m 说 他 们 现 在 所 见 和 所 听 的 ， 正 是  

许 多 先 知 和 君 王 所 渴 慕 看 见 及 听 见 的 》

耶 穌 强 调 祈 祷 对 门 徒 训 练 的 重 要 性  

( 十 一  1 - 13 >。 m 鼓 励 门 徒 以 预 期 获 得 的  

心 去 祈 求 ， 以 期 望 寻 见 的 心 去 寻 找 ， 又以  

等 候 门 为 他 们 而 开 的 心 去 叩 门 。 这 些 都 是  

天 父 乐 意 賜 给 祂 儿 女 的 好 礼 物 。

耶 穌 挑 选 的 论 题 切 中 时 弊 。 他 论 及 贪  

心 、 忧 虑 、 信 托 和 儆 醒 （十 二 丨 3 ―5 9 ) 。 

n 徒 要 作 神 百 般 恩 典 的 好 管 家 ， 宽 容 人 的  

过 错 ， 不 以 个 人 的 需 要 为 念 ， 诚 实 可 靠 ， 

并 且 等 候 神 的 儿 子 在 荣 耀 中 再 来 。 他 们 是  

客 旅 ， 而 客 旅 所 需 的 就 是 轻 省 ^ 行 装 。

路 加 福 音 这 一 段 充 满 了 比 喻 ， 包 括 ：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 芥 菜 种 、 面 酵 、 窄 门 、 遨 

赴 婚 荽 、大 筵 席 、盖 楼 、 出 征 的 王 、失 羊 、 

失 钱 、浪 子 、不 义 的 管 家 、财 主 与 拉 撒 路 、 

法 利 赛 人 与 税 吏 、 十 键 银 等 。 虽 然 未 必 能  

完 全 地 概 括 ， 但 按 其 特 点 ， 这 些 比 喻 可 分  

为 3 类 ： 首 先 是 接 纳 罪 人 （圣 经 启 示 我 们  

人 人 都 是 罪 人 ； 罪 人 在 符 类 福 音 中 是 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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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没 有 遵 行 律 法 的 犹 太 人 ）。 浪 子 的 故 事  

便 是 一 个 典 型 例 子 （十 五 H - 3 2 ) 。

第 二 类 是 天 国 的 比 喻 。 它 们 显 示 天 国  

开 始 时 ， 毫 不 受 人 注 意 ， 但 它 扩 展 得 令 人  

难 以 a 信 。 不 过 ， 并 非 所 有 生 长 的 部 分 ， 

都 是 天 国 的 扩 展 。 这 里 所 强 调 的 ， 可 见 於  

芥 菜 种 、 面 酵 和 窄 门 3 个 比 喻 中 （十 三  

1 8 - 3 0 )。

第 三 类 比 喻 是 与 管 家 有 关 的 。 耶 稣 在  

接 近 耶 路 撒 冷 时 ， 讲 述 了 这 个 比 喻 （十 九  

1 1 - 2 7 ) 。 故 事 涉 及 一 个 往 远 方 去 的 贵 胃 ， 

临 行 前 交 给 他 的 仆 人 每 人 十 徒 银 子 （— 接  

银 子 约 等 於 一 个 工 人 3 个 月 的 薪 酬 ）。 他  

们 要 好 好 利 用 这 些 银 子 ， 让 主 人 回 来 时 有  

好 的 回 报 。 主 人 回 来 后 ， 便 吩 咐 仆 人 前 来  

交 账 。 那 些 在 小 事 上 忠 心 的 ， 获 主 人 给 予  

他 们 更 多 机 会 ； 但 那 个 不 忠 心 的 ， 连 他 所  

有 的 也 要 夺 去 。

路 加 福 音 里 还 有 一 些 感 人 的 情 景 。 其  

中 一 段 是 耶 稣 欢 迎 小 孩 子 （十 八 1 5 • 

1 7 另 一 段 描 述 了 财 主 询 问 耶 稣 如 何

可 以 承 受 永 生 （十 八 〗8 - 3 0 ) ; 尚 有 一 段  

是 与 税 吏 撒 该 有 关 的 （十 九 1 - 1 〇 ) 。 这 些  

帮 助 我 们 更 认 识 耶 稣 多 元 化 的 事 奉 。

耶 穌 慢 慢 而 坚 定 地 向 着 耶 路 撒 冷 进  

发 。 祂 受 到 愈 来 愈 激 烈 的 反 对 。 十 字 架 就  

在 眼 前 ， 时 间 来 到 ， 祂 便 毅 然 踏 上 。

受 死 和 复 活 （十 九 2 8 至 二 十 四 5 3 )

最 后 ， 路 加 记 述 耶 稣 受 难 周 。 首 先 是  

基 督 荣 耀 地 进 入 圣 城 （十 九 2 8 - 4 4  ) 。 当 

那 些 跟 随 耶 稣 的 人 越 过 橄 榄 山 而 来 ， 他 们  

为 到 所 见 的 神 迹 称 颂 神 ： “奉 主 名 来 的 王  

是 应 当 称 颂 的 ！ 在 天 上 有 和 平 ； 在 至 髙 之  

处 有 荣 光 。” （第 3 8 节 ） 这 些 群 众 欢 欣 庆  

祝 ， 跟 耶 穌 为 一 个 不 肯 悔 改 的 城 将 受 毀 灭  

而 哀 哭 ， 成 了 强 烈 的 对 比 。

进 入 圣 殿 范 围 后 ， 耶 稣 驱 赶 在 那 里 买  

卖 的 人 。 神 的 殿 应 是 祷 告 的 殿 ， 但 他 们 竟  

把 它 变 成 贼 窝 。 祂 每 天 仍 不 断 地 在 圣 殿 内  

教 训 众 人 ， 但 与 此 同 时 ， 那 些 宗 教 领 袖 正  

密 谋 在 不 惊 动 百 姓 之 下 ， 将 池 置 诸 死 地 。

路 加 福 音 交 替 地 记 载 领 袖 与 百 姓 （二  

十 丨 至 二 十 一  3 8 > 。 这 些 包 括 他 们 向 耶 穌  

的 权 柄 挑 战 、 恶 园 户 的 比 喻 、 纳 税 给 该 撒  

的 问 题 、 对 复 活 的 争 论 ， 以 及 耶 穌 询 问 他  

们 对 弥 赛 亚 的 大 卫 家 系 与 主 权 的 认 识 、 对

文 士 的 警 告 、 对 穷 寡 妇 捐 献 的 丨 平 $

末 日 的 讲 论 。 这 些 广 泛 的 题 目 都 对  

对 弥 赛 亚 国 度 的 争 议 。 ’

路 加 所 展 示 的 问 题 ， 看 来 是 道 @  

於 知 识 性 的 。 那 些 既 定 的 宗 教 体 系  

何 代 价 ， 也 要 保 留 其 特 权 地 位 。 “ ; ，任 

利 的 拉 比 是 一 个 严 重 威 胁 ， 必 须 除 灭 Ml1 

在 只 不 过 是 等 待 时 机 而 已 。 当 加  

出 卖 耶 稣 ，这 时 机 终 於 来 到 （二十二丨 . 6 ^  

最 后 晚 胬 与 客 西 马 尼 园 彻 夜 祷 吿 j  

织 着 领 袖 们 的 阴 谋 及 耶 稣 的 被 捕 （二 ^ 、 

7 - 4 6 > 。 逾 越 节 本 是 庆 祝 以 色 列 从 埃 及 ^  

奴 之 地 被 拯 救 出 来 ； 现 今 ， 耶 穌 用 这 节  

预 表 m 透 过 十 字 架 救 赎 人 的 罪 。 门徒日后 

不 断 以 圣 餐 记 念 这 行 动 。

离 开 楼 房 后 ， 耶 稣 与 门 徒 横 过 • 汲 &  

谷 ， 朝 着 橄 榄 山 走 去 。 在 那 里 ， 耶穌为预 

备 迎 接 要 来 的 十 架 苦 难 祷 告 。 门徒经过多  

日 来 的 沉 重 负 担 ， 都 疲 倦不 堪 而 卩 垂 着 了 * 

过 了 不 久 ， 犹 大 出 来 指 明 谁 是 耶 钟 ，士兵 

便 蜂 拥 上 前 ， 把 祂 带 到 大 祭 司 面 前 。彼〇 

惧 怕 丧 命 ， 拒 绝 承 认 耶 稣 为 主 。 结 果 ’竞 

稣 在 公 议 会 中 被 定 罪 （解 经 家 争 论 这 究 送  

是 否 犹 太 长 老 院 的 正 式 审 讯 ）。 袖 

罗 马 巡 抚 本 丢 彼 拉 多 那 里 ， 其 后 耗 往 ^ 找  

安 提 帕 ， 又 再 转 回 彼 拉 多 手 中 。 彼 g 來劲 

不 着 判 耶 稣 死 罪 的 理 由 ， 可 是 ’ 群 

起 来 ， 要 求 把 祂 钉 十 字 架 。 彼 拉 多 f 终於 

其 他 人 代 替 ， 但 在 群 众 的 压 力 下 ， < 0  

屈 服 了 。 ^谣笤

耶 稣 被 带 去 钉 十 字 架 ； 只 卜  

记 载 那 些 为 祂 痛 哭 的 妇 女 （二 十 i 女哀 

耶 穌 却 劝 告 她 们 倒 不 如 为 自 己 和



在 此 及 其 后 经 文 ， 可 见 耶 鮮 在 受 苦 中  

哭 ^ 杯 别 人 ， 例 如 那 些 钉 祂 的 人 、 悔 改 的  

^  并 袖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  ^ 加 记 载 了 耶 稣 被 钉 十 架 时 ， 人 们 各

不 同 的 反 应 。 站 着 观 看 的 人 似 乎 被 连 串  

$ 件 冲 击 得 不 知 所 措 ， 他 们 可 能 曾 打 辟 营  

& 但 无 能 为 力 。有 些 宗 教 领 袖 讥 笑 耶 稣 ： 

救^了别人； 他 若 是 基 督 ， 神 所 拣 选 的 ， 

可 以 救 自 己 吧 ！ ’’（二 十 三 3 5 > 其 中 一 个  

罪 犯 加 入 他 们 的 行 列 ； 但 另 一 个 却 祈 求 耶  

稣 怜 悯 他 。

黑 暗 顿 时 笼 罩 整 个 情 景 。 殿 中 的 幔 子  

裂 幵 ， 仿 如 藉 着 基 督 的 血 打 开 了 通 道 。 耶 

奸 将 自 己 的 灵 魂 交 托 父 神 后 ， 便 断 气  

了。祂 的 身 体 安 放 在 亚 利 马 太 的 约 瑟 的 坟  

墓电。 妇 女 们 也 预 备 了 香 料 去 青 祂 ， 但 必  

须 守 安 息 日 的 诫 命 。

一 星 期 第 一 天 的 清 晨 ， 妇 女 们 往 坟 墓  

去 ，但 只 见 墓 前 封 着 入 口 的 大 石 滚 开 ， 耶 

稣 的 身 体 却 不 见 了 。 忽 然 两 个 全 身 发 光 的  

使 者 站 在 她 们 面 前 ， 对 受 惊 的 她 们 宣 布 ： 

“他 不 在 这 里 ， 已 经 复 活 了 。” （二 十 四 6 ) 

这 些 妇 女 连 忙 回 去 告 诉 使 徒 。 於 是 ， 彼 得  

跑 去 看 个 究 竟 。 他 发 觉 缠 裹 的 布 条 原 封 不  

动 放 在 一 旁 ， 但 身 体 不 见 了 ， 令 他 对 所 发  

生 的 事 惊 讶 不 已 。

在 同 一 天 ， 有 两 个 门 徒 前 往 一 条 名 为  

以 马 忤 斯 的 村 庄 。 当 耶 稣 与 他 们 同 行 ， 他 

们 正 谈 论 耶 路 撒 冷 所 发 生 的 事 。 但 他 们 认  

不 出 耶 稣 来 ， 直 至 他 后 来 在 他 们 面 前 擘  

饼 ，他 们 才 认 出 祂 。 他 们 急 忙 赶 回 耶 路 撒  

冷 * 再 次 向 门 徒 确 证 主 已 从 死 里 复 活 。

正 当 他 们 谈 论 之 际 ， 耶 稣 在 他 们 中 间  

通 视 。 “你 们 看 我 的 手 、 我 的 脚 ， 就 知 道  

实 在 是 我 了 。 摸 我 看 看 ！ 魂 无 骨 无 肉 ， 你  

们 看 ， 我 是 有 的 。” （二 十 四 3 9 > 他 随 郎  

认 他 们 明 白 所 发 生 之 事 的 含 义 ： “照 经 上  

所 有 的 ，基 督 必 受 害 ，第 三 日 从 死 里 复 活 ， 

# 且 入 要 奉 他 的 名 传 悔 改 、 赦 罪 的 道 ， 从 

撒 冷 起 直 传 到 万 邦 。 你 们 就 是 这 些 事  

证 。 我 要 将 我 父 所 应 许 的 降 在 你 们 身  

^ ^ 你 们 要 在 城 m 等 候 ， 直 到 你 们 领 受 从  

上 头 来 的 能 力 。，， （4 6 - 4(J 节 〉

略 加 以 耶 穌 升 天 来 总 结 他 的 福 音 书  

# 十 四 5 0 - 5 3 ) 。 当 耶 稣 賜 福 他 们 ， 他 就  

住 他 们 眼 前 被 提 上 天 去 ◎ 他 们 以 祂 为 升 天

的 主 来 敬 拜 他 ， 并 且 兴 商 采 烈 地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 在 那 里 ， 他 们 仍 留 在 圣 殿 附 近 赞  

美 神 ， 并 等 待 圣 灵 的 降 临 ， 使 他 们 得 卷 能  

力 ， 往 普 天 下 去 在 万 民 中 作 见 证 。

M o r r i s  A .  I n c h
参 " 路 加 " 9 3 6 :  *■马 太 福 音 ■ 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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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求
Lucius
Id q i i l

〇 古 利 奈 人 ， 居 於 安 提 阿 的 一 位 先 知  

和 教 师 （徒 十 三 U 。 在 面 对 迫 害 的 时 候 ， 

有 些 犹 太 基 督 徒 由 居 比 路 和 古 利 奈 到 了 安  

提 阿 ， 并 且 向 当 地 的 希 利 尼 人 传 福 音 。 路 

求 可 能 是 其 中 一 分 子 （徒 十 一 1 9 -  2 1 > 。 

有 人 尝 试 证 明 他 与 使 徒 行 传 的 作 者 路 加 是  

同 一 人 ， 又 或 是 罗 马 书 十 六 章 2 1 节 提 及  

的 路 求 ； 但 都 无 法 证 明 。

© 犹 太 信 徒 （参 罗 九 3 > ， 是 保 罗 其 中  

一 位 向 罗 马 信 徒 问 安 的 伙 伴 （罗 十 六 2丨 ）。 

俄 利 根 认 为 这 位 路 求 便 是 路 加 福 音 及 使 徒  

行 传 的 作 者 路 加 ， 但 这 令 人 怀 疑 ， 因 为 路  

加 看 来 是 一 个 外 邦 人 （西四丨2-丨4 > 。

路斯
Luz
I d  s i

® 伯 特 利 原 来 的 迦 南 名 字 （创 二 十 八  

1 9 ， 三 十 五 6 ) 。 雅 各 在 这 里 ■ 看 见 神 的 异  

象 。 由 於 他 察 觉 神 的 同 在 ， 便 把 这 个 地 方  

称 为 “神 的 家 ”。 雅 各 可 能 没 有 到 过 该 城 ， 

这 一 点 可 能 是 造 成 与 约 书 亚 记 十 六 章 节

lu qiu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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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异 的 原 因 。 在 叙 述 给 约 瑟 （以 法 莲 和 玛  

拿 西 ） 所 枯 分 的 土 地 边 界 时 ， “从 伯 特 利  

到 路 斯 ” 的 记 载 ， 似 乎 是 把 伯 特 利 和 路 斯  

分 辨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城 。 也 许 其 中 的 答 案 就  

是 路 斯 原 来 的 名 称 继 续 沿 用 ， 同 时 以 色 列  

人 从 传 统 知 道 路 斯 城 外 的 地 方 ， 就 是 雅 各  

所 称 的 “伯 特 利 ”。 根 据 约 书 亚 记 十 六 章  

2 节 的 记 载 ， 伯 特 利 可 能 位 於 路 斯 城 东 。 

在 征 服 迦 南 地 的 时 候 （士  — 2 2 - 2 5 > ， 或  

其 后 的 时 间 ， 以 色 列 人 改 称 路 斯 为 “伯 特  

利 ”。

#  白年寺和J #  1 " 1 9 6 。

© 巴 勒 斯 坦 赫 人 的 城 ， 当 以 色 列 人 占  

领 了 原 称 伯 特 利 的 路 斯 后 ， 城 内 其 中 一 个  

赫 人 迁 到 赫 人 的 地 区 居 住 ， 在 那 里 筑 了 一  

座 城 ， 也 称 为 路 斯 （士 一  2 6 > 。 其 位 罝 不  

详 。

路司得
Lyslra
I d sT d e

在 吕 高 尼 境 内 的 城 市 ； 吕 高 尼 属 於 罗  

马 的 加 拉 太 省 。 在 新 约 中 ， 有 关 此 城 的 资  

料 只 限 於 使 徒 行 传 的 记 载 。 在 保 罗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 保 罗 与 巴 拿 巴 在 以 哥 念 遭 受  

逼 迫 ， 於 是 逃 往 路 司 得 和 特 庇 ， 以 及 其 邻  

近 地 区 （徒 十 四 r) > 。 在 路 司 得 的 时 候 ， 

保 罗 医 治 了 一 个 瘸 腿 的 人  < 徒 十 四 t n 。 

这 个 神 迹 使 当 地 的 群 众 甚 为 兴 奋 ， 并 且 髙  

声 说 巴 拿 巴 是 丢 斯 ， 保 罗 则 是 希 耳 米 （后 

来 在 一 些 英 文 译 本 中 ， 拉 丁 文 的 名 称 是  

“朱 庇 特 ” 和 “麦 邱 立 ”）。 他 们 称 保 罗 是  

希 耳 米 ， 因 为 他 是 主 要 的 讲 员 （徒 十 四 9- 

21 >0
路 司 得 城 的 大 部 分 居 民 是 亚 拿 多 利 亚  

部 族 的 余 民 ， 他 们 有 自 己 的 土 语 。 今 天 在  

该 地 区 发 现 的 一 些 铭 刻 ， 证 明 他 们 确 实 有  

自 己 的 地 方 语 言 ， 并 且 一 直 流 行 至 六 世  

纪 。 这 个 古 老 的 亚 拿 多 利 亚 村 落 制 度 ， 显  

然 盛 行 於 这 个 城 镇 。 从 这 地 区 所 发 现 的 拉  

丁 文 铭 刻 来 判 断 ， 虽 然 这 里 建 立 了 罗 马 的  

法 规 ， 但 当 地 的 农 业 社 会 仍 然 保 留 着 许 多  

本 土 习 俗 。

在 这 地 区 的 人 都 供 奉 希 腊 神 丢 斯 和 希  

耳 米 ， 而 考 古 学 上 的 证 据 则 证 实 了 路 加 在  

使 徒 行 传 的 描 述 。 在 一 座 希 耳 米 的 神 像

上 ， 有 一 项 铭 刻 提 及 是 献 纟 合 丢 斯 的  

项 铭 刻 则 是 给 “城 前 的 丢 斯 ，，的 赶 。驾、 

有 助 明 白 使 徒 行 传 十 四 章 丨 3 节 的 ^  ’这 

那 节 经 文 提 及 “城 外 丢 斯 庙 的 ，，祭 ^ 钱 ， 

在 地 理 上 ， 特 庇 和 路 司 得 賴 於  

政 治 区 域 ， 而 以 哥 念 则 位 於 另 — 个 

即 使 政 治 上 有 分 隔 ， 路 司 得 在 地 理  

及 社 会 上 ， 均 接 近 以 哥 念 多 於 特 庇 ’兩此 

据 显 示 ， 路 司 得 与 以 哥 念 之 间 ， 有 

通 网 络 。 在 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丨 及 2 节 ^  

路 司 得 和 以 哥 念 是 并 列 的 。 在 那 里 ’ 

太 享 负 盛 名 ， 受 到 人 们 尊 敬 。

古 时 的 路 司 得 （现 代 的 拉 蒂 克 >  是在 

— 个 小 山 丘 上 ， 这 山 丘 名 叫 “苏特拉许玉 

克 ”。 而 在 保 罗 的 时 代 ， 路 司 得 也 位於 这  

山 丘 上 。 这 个 地 点 仍 未 开 始 发 掘 ， 但其中 

的 陶 器 及 其 他 手 工 制 品 则 显 示 了 这 个 地 方  

的 年 代 ， 可 追 溯 至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的 时 期 3

乱伦
Incest
lukn lun

近 亲 之 间 发 生 的 性 关 系 。

在 利 未 记 十 八 章 的 记 载 ， 很明显禁止 

乱 伦 。 利 未 记 二 十 章 也 论 及 此 事 ， 并且对 

犯 乱 伦 的 判 以 死 刑 。 把 乱 伦 判 以 严 刑 ，同 

时 视 之 为 耻 辱 及 歪 曲 逆 性 的 行 为 ， 清楚地 

表 明 这 是 一 项 严 重 的 罪 行 。

圣 经 所 记 载 的 实 例 ， 显示乱伦是品格  

败 坏 的 结 果 。 罗 得 的 两 个 女 儿 与 喝 醉 了  W 

父 亲 同 寝 ， 因 此 怀 孕 （创 十 九 3CN38h 

还 有 ，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十 三 章 1至 2 2 节 ， 

诈 的 暗 嫩 以 暴 力 玷 辱 他 的 妹 子 他 玛 ，并5 

不 觉 得 羞 耻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五 # 1 $  

5 节 中 强 烈 的 责 备 ， 表明这不是限於丨日 ^

时 代 的 恶 行 。 ^笔

血 缘 是 判 别 这 种 关 系 是 非 法 的 - 

础 。 这 可 以 应 用 於 兄 弟 姊 妹 、 父 母 子 彡  

祖 父 母 及 孙 儿 女 ， 以 及 一 些 姨 姉 ，

子 侄 之 间 。

在 利 未 记 十 八 章 所 指 摘 的 关 系 系  

是 基 於 血 缘 关 系 ， 其 中 有 些 是 姻 ^ 一  

的 。 在 这 关 系 中 ， 与 姻 亲 及 某 些 缺  

发 生 性 关 系 ，都 被 视 为 乱 伦 。要 注  

在 早 期 的 以 色 列 ， 对 於 守 寡 而 没 有 |  

嫂 子 或 弟 妇 ， 有 关 姻 亲 的 规 则 会 宽 ^



十 五 5 -丨〇>。

遗 传 固 然 是 要 避 开 乱 伦 的 好 理 由 ， 但 

它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破 坏 健 全 的 家 庭 。 由於  

^ 庭 是 神 在 地 上 的 工 作 及 目 的 之 重 心 ， 祂 

对 这 行 为 的 审 判 是 严 厉 的 。 家 庭 里 不 容 许  

成 员 之 间 有 越 轨 私 通 的 行 为 。

M a r k  T.  C o p p e n g e r

轮
Wheel
liin

源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一 带 ， 约 於 主 前  

3 5 0 0 年 发 明 。 莳 早 的 式 样 见 於 苏 默 一 种  

双 轮 的 手 推 车 ， 或 由 牲 畜 所 拉 的 轻 型 二 轮  

车。 最 早 的 轮 ， 可 能 只 是 从 树 千 砍 下 的 圆  

形 木 块 ； 但 后 来 用 3 块 制 成 特 定 形 状 的 夹  

板 ，用 铜 片 钳 紧 。 到 了 主 前 2 0 0 0 年 之 后 ， 

轮 子 内 才 有 了 辐 条 ， 见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地 区 。

圣 经 中 有 4 个 希 伯 来 字 ， 用 来 解 释 好  

几 种 轮 子 及 其 用 法 ， 包 括 窑 匠 的 轮 子 （耶 

十 八 3 > 、 车 轮 （出 十 四 2 5 ) 和 磨 谷 的 轮  

子 （赛 二 十 八 2 8 > 。 在 圣 经 中 ， 最 重 要 和  

最 常 用 的 轮 子 ， 是 以 西 结 异 象 中 所 见 神 的  

车 轮 （结 一 ， 十 ； 参 但 七 9 ^ 在 狂 风 中 ， 

跟 云 一 同 出 现 （结 一 4 ) 的 有 火 、 活 物 和  

轮。 以 西 结 吸 引 读 者 注 意 每 一 个 现 象 ， 那 

些 轮 子 随 着 活 物 所 往 的 方 向 转 动 。 在 以 西  

结 书 中 ， 重 要 的 是 轮 的 形 状 ； 轮 是 复 合  

的’轮 中 套 轮 。 这 不 是 说 ， 两 轮 同 在 一 个  

轴 上 ， 而 是 指 明 一 轮 在 另 一 轮 中 ， 二 轮 的  

边 缘 互 成 9 0 度 „ 轮 的 转 动 灵 活 ， 可 从 东  

到 西 ， 和 从 北 到 南 ， 活 物 往 哪 里 去 ， 轮 就  

@ 同 前 往 。 这 是 说 明 神 的 审 判 遍 及 全 宇  

没 有 人 能 逃 脱 。 犹 大 人 也 不 能 免 除 将  

$  @ 灾 难 ， 因 为 神 的 审 判 正 指 向 他 们 。

參 " 工 具 " 4 9 4 :  “ 以 西 结 书 ” 2 1 0 3 。

%
M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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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的 驴 跟 雌 性 的 马 配 种 所 生 的 动 物  

<撒 下 十 三 2 9 > 。

参 " 动 物 （骚 ）_ 3 2 9 。

罗阿米
Lo-ammi
lu 6 a ml

一 个 具 象 征 性 的 名 字 ， 意 思 就 是 “非 

我 民 ’’（何 一  9 > ， 是 先 知 何 西 阿 为 其 子 所  

取 之 名 。

参 •阿 米 " 3。

罗波安
Rehoboam
lu6 bo an

造 成 希 伯 来 王 国 分 裂 ， 并 且 是 分 裂 后  

的 首 位 犹 大 王 ， 罗 波 安 因 这 两 件 事 而 知 名  

( 主前  9 3 0 - 9 1 3 ; 太一  7 > 。

王 国 的分裂

所 罗 门 死 后 （主 前 9 3 0 ) , 其 子 罗 波  

安 继 位 。 当 时 以 法 莲 人 似 乎 不 满 於 自 己 所  

处 之 次 等 地 位 ， 罗 波 安 也 许 出 於 忍 让 ， 答 

应 在 他 们 的 城 示 剑 登 基 ， 而 不 在 耶 路 撒  

冷 ； 耶 路 撒 冷 是 传 统 上 以 色 列 民 聚 集 的 地  

方 ， 在 那 里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 都 会 同 意  

( 王 上 十 二 1 )。

在 一 个 秘 密 会 议 上 ， 北 方 众 支 派 与 耶  

罗 波 安 一 起 朝 见 新 任 君 王 ， 求 他 宽 待 百  

姓 。 耶 罗 波 安 本 是 所 罗 门 之 行 政 架 构 下 的  

一 名 官 员 ， 因 所 罗 门 怀 疑 他 图 谋 叛 国 ， 所 

以 他 曾 逃 往 埃 及 ， 现 在 已 返 回 以 色 列 ， 重 

新 担 当 领 导 的 职 位 。 先 知 曾 预 言 耶 罗 波 安  

要 成 为 以 色 列 的 王 ， 因 为 所 罗 门 离 弃 神  

( 王 上 十 一  > 。 所 罗 门 无 数 的 兴 建 工 程 和  

他 虚 荣 的 行 为 似 乎 已 使 以 色 列 国 陷 於 破  

产 ， 他 却 为 此 向 众 民 抽 取 苛 税 。 众 民 尤 其  

反 对 他 强 迫 壮 丁 为 这 些 工 程 作 苦 工 （参王  

上 十 二 4 ; 代 下 十 4 ) 。 人 民 於 是 期 望 新 王  

撤 销 苛 税 。

罗 波 安 以 3 天 的 时 间 来 考 虑 这 请 求 。 

所 罗 门 朝 中 的 老 臣 劝 罗 波 安 宽 待 众 民 ； 侍 

立 在 罗 波 安 面 前 的 少 年 人 ， 却 怂 恿 他 不 要  

减 轻 众 民 的 担 子 ， 反 而 要 加 更 重 的 税 。 罗 

波 安 听 从 了 同 荤 的 意 见 ， 傲 慢 地 以 更 重 的  

税 胁 迫 众 民 。 蠢 蠢 欲 动 的 北 方 各 支 派 在 耶  

罗 波 安 的 带 领 下 ， 脱 离 了 罗 波 安 的 统 治 ， 

建 立 另 一 个 独 立 的 王 国 。 犹 大 和 便 雅 倘 是  

唯 一 忠 於 罗 波 安 的 两 个 支 派 。

北 方 王 国 的 独 立 自 存 并 不 是 一 件 新

lun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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亊 ,，早 在 扫 罗 死 后 ， 大 卫 在 希 伯 仑 统 治 期  

间 ， 北 方 已 是 我 行 我 素 . . 3 0 年 后 ， 北 方  

曾 一 度 支 持 示 巴 反 抗 大 卫 。 现 在 於 耶 罗 波  

安 的 领 导 下 ， 这 分 裂 遂 变 成 亊 实 。

罗 波 安 并 不 接 受 分 裂 这 个 亊 实 ， 他 差  

逍 库 官 亚 多 兰 前 往 修 好 。 结 果 北 方 党 派 用  

石 头 把 亚 多 兰 打 死 ， 罗 波 安 等 人 则 逃 回 耶  

路 撒 冷 去 。 罗 波 安 马 上 准 备 镇 压 众 背 叛 的  

支 派 。 他 从 犹 大 和 便 雅 悯 支 派 中 征 召 了  

1 8 万 人 ， 准 备 北 上 ， 但 先 知 示 玛 雅 却 及  

时 把 神 的 话 带 来 ， 劝 他 取 消 这 计 划 ， 因 为  

以 色 列 国 的 分 裂 ， 是 神 看 见 以 色 列 民 在 所  

罗 门 在 位 期 间 所 犯 的 罪 而 降 予 他 们 的 惩 罚  

之 一  <• 罗 波 安 立 即 取 消 了 他 的 军 事 计 划 ， 

但 在 罗 波 安 与 耶 罗 波 安 在 位 期 间 ， 常 有 间  

馱 性 的 军 事 冲 突 ， 影 响 着 两 者 的 关 系 （王 

上 十 四

罗 波 安 的 统 治

罗 波 安 不 断 要 面 对 北 国 进 攻 的 威 胁 ， 

於 是 着 手 巩 固 他 的 国 土 。 他 既 有 充 足 的 武  

器 和 食 物 ，便 在 多 处 筑 垒 ，计 有 ：伯 利 恒 、 

以 坦 、 提 哥 亚 、 伯 夙 、 梭 哥 、 亚 杜 兰 、 迦  

特 、 玛 利 沙 、 西 弗 、 亚 多 莱 音 、 拉 吉 、 亚  

西 加 、 琐 拉 、 亚 雅 仑 、 希 伯 仑 。

军 事 上 的 装 备 同 时 也 加 上 了 厲 灵 上 的  

支 持 。 由 於 北 国 设 立 了 远 离 真 道 的 新 宗  

教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都 纷 纷 迁 移 至 南 国 ， 这  

使 南 国 的 屈 灵 素 质 大 大 提 高 了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显 然 帮 助 犹 大 保 持 了 的 稳 定 局 势 “三  

年 ” （代 下 十 一 丨 7 > 。

可 是 ， 众 民 却 到 处 筑 邱 坛 和 外 邦 的 圣  

所 。 他 们 渐 渐 跟 从 了 邻 近 外 邦 国 家 败 坏 的  

宗 教 行 径 ，包 括 同 性 恋 （王 上 十 四 2 2 - 2 4 ) 。

不 久 ， 罗 波 安 “离 弃 耶 和 华 的 律 法 ， 

以 色 列 人 也 都 随 从 他 ” （代 下 十 二 1 > 。 罗 

波 安 是 所 罗 门 的 儿 子 ， 所 罗 门 是 一 个 被 庶  

务 塊 身 的 父 亲 ， 他 自 己 在 屈 灵 的 事 上 也 愈  

来 愈 松 散 ,， 罗 波 安 的 母 亲 拿 玛 是 缺 乏 厲 灵  

知 觉 的 亚 扪 公 主 （王 上 十 四 2 1 > 。 罗 波 安  

父 亲 的 萏 妾 和 生 养 众 多 儿 女 的 做 法 ， 对 他  

同 样 有 影 响 。 罗 波 安 有 1 8 个 妻 子 、 （5 0 个  

妾 侍 、 2 8 个 儿 子 和 6 0 个 女 儿 。 他 在 坚 固  

的 犹 大 诸 城 里 为 他 们 安 排 生 活 起 居 ， 已 花  

去 不 少 时 间 （代 下 十 二 2 N 2 3 ) 。

犹 大 离 弃 神 的 行 为 愈 来 愈 严 重 ， 终 於

招 致 神 的 惩 罚 ， 神 命 外 邦 来 入 侵 犹 大 闻 .  

在 罗 波 安 第 五 年 （约 主 前 9 2 ( 5 ) , 埃及的 

示 撒 一 世 （即 示 爽 一 世  > 以 1 , 2 0 0部马车 

和 （5 0 , 0 0 0 人 进 侵 巴 勒 斯 坦 （王上十四  

2 5 ; 代 下 十 二 2 、 3 > 。

示 撒 首 次 进 侵 成 功 后 ， 先知示玛雅滴  

楚 向 王 和 贵 胄 指 出 ， 埃 及 的 入 伎 是 神 对 他  

们 犯 罪 的 直 接 惩 罚 。 当 他 们 为 自 己 的 剛 愎  

任 性 而 悔 改 ， 神 便 应 许 减 轻 加 诸 他 们 的 惩  

罚 。 犹 大 要 向 埃 及 大 虽 进 贡 ， 诸城更馋灃  

抢 掠 。 为 了 满 足 埃 及 人 的 要 求 ， 国库和圣 

殿 的 财 宝 几 乎 都 掏 尽 了 。

示 撒 可 能 继 续 入 侵 至 北 国 ， 他在卢克 

索 卡 纳 克 的 庙 里 刻 着 他 的 战 绩 ， 说他在两 

国 中 征 服 了  1 5 6 个 城 。 其 中 所 列 的 城 名 只  

有 一 部 分 可 以 辨 别 出 是 什 么 地 方 。

罗 波 安 的 悔 改 只 是 暂 时 的 。 圣经暗示 

他 在 末 后 数 年 仍 然 行 恶 （代 下 十 二 H ), 

他 的 儿 子 和 继 任 人 亚 比 央 “行他父亲在他  

以 前 所 行 的 一 切 恶 （王 上 十 五 3 > 。若罗 

波 安 末 后 的 1 2 年 能 给 他 的 儿 子 建 立 好 镑  

样 ， 圣 经 大 槪 不 会 指 摘 这 位 父 亲 的 罪 行 .



罗 波 安 登 基 时 4 1 岁 ， 作 王 共 】7 年 。 

也 指 定 由 其 宠 爱 的 妻 子 玛 迦 之 子 亚 比 央 继

位 作 王 。 〃
H o w a r d  F. Vos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〇 7 7  : • 旧 约 年 代 学 •

78 9； - 耶 穌基 督的 家 镨 ” 1 9 6 6。

穸大
Rhoda
| u 6

约 翰 马 可 之 母 亲 马 利 亚 家 中 的 女 仆 ； 

马 利 亚 的 家 在 耶 路 彳 敗 冷 。 罗 大 曾 向 屋 里 的  

人 回 报 彼 得 正 站 在 门 外 。 由 於 他 们 不 知 道  

彼 得 已 从 狱 中 释 放 出 来 ， 所 以 起 初 并 不 相  

信 罗 大 的 1舌 （徒 十 二 丨 3 - 〗5 )»

罗单

Rodanim
l u6  d a n

雅 完 的 第 四 子 ， 是 雅 弗 家 系 的 挪 亚 后  

人 （代 上 一 7 > 。创 世 记 十 章 4 节 作 “多 单 ”， 

大 槪 是 抄 写 之 误 。 两 字 均 指 罗 底 岛 及 其 邻  

近 的 爱 琴 海 群 岛 之 希 腊 人 。

罗德
Lod
I u6  d 6

巴 勒 斯 坦 沿 岸 平 原 上 的 一 个 城 市 ， 位 

於 特 拉 维 夫 东 南 1 0 哩 。 此 城 的 名 字 最 早  

出 现 於 主 前 1 4 6 5 年 一 份 迦 南 地 的 城 邑 名  

单 中 。 当 时 执 政 的 埃 及 法 老 王 杜 得 模 西 士  

H t t 提 供 了 这 份 名 单 。 有 学 者 认 为 这 城 是  

由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沙 麦 （代 上 八 丨 2 > 建 立  

的。 以 色 列 人 从 巴 比 伦 被 掳 归 回 时 ， 重新  

$ 居 的 地 方 中 ， 便 包 括 了 罗 德 （拉 二  

3 3 ; 尼 七 3 7 > 。 罗 德 亦 是 便 雅 悯 支 派 定 居  

的 地 方 之 一 《尼 十 一  3 5 > 。 这 个 城 的 历 史  

始 自 马 加 比 时 代 ， 经 历 罗 马 时 期 ， 其 中 包  

括 第 — 及 第 二 次 犹 太 人 对 抗 罗 马 人 的 战  

接 看 是 拜 占 庭 时 代 、十 字 军 征 战 时 期 ， 

直 茔 今 天 。

〜 在 新 约 年 代 ， 犹 太 人 的 资 料 强 调 了 这  

1 城 的 重 要 性 ， 那 时 她 称 为 “吕 大 ”。 罗 

$ 当 时 拥 有 一 个 庞 大 的 市 场 ， 而 且 以 牧 牛  

、 纺 织 业 及 漂 染 业 著 名 ， 当 地 的 陶 瓷 业  

' 、十 分 蓬 勃 。 在 犹 太 人 的 公 议 会 中 ， 罗 德

是 其 中 一 个 取 得 议 席 的 地 方 。 犹 太 人 中 著  

名 的 律 法 学 者 ， 亦 於 此 讲 授 犹 太 人 的 法  

典 • • 当 彼 得 探 访 这 个 城 市 ， 并 且 服 侍 当 地  

的 基 每 徒 （徒 九 3 2 - 3 5  ) ， 他 就 是 S 身於  

当 时 的 繁 华 闹 市 中 。

罗得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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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中 与 所 多 玛 和 平 原 上 其 他 城 市 被  

毁 有 关 的 重 要 人 物 ， 并 且 是 摩 押 人 和 亚 扪  

人 的 祖 先 。 正 如 亚 伯 拉 罕 一 样 ， 罗 得 在 吾  

珥 长 大 。 他 的 父 亲 死 了 以 后 ， 他 便 由 祖 父  

他 拉 照 顾 。 他 拉 带 着 罗 得 和 罗 得 的 叔 叔 亚  

伯 兰 往 哈 兰 去 （创 十 一2  7 - 3 2  ) 。 他 拉 死  

后 ， 罗 得 与 亚 伯 兰 一 起 前 往 迦 南 ， 后 来 去  

埃 及 ， 再 返 回 迦 南 地 。

当 罗 得 和 亚 伯 兰 重 返 迦 南 ， 他 们 的 羊  

群 和 牛 甚 多 ， 以 致 他 们 不 能 同 住 在 一 个 地  

方 。 亚 伯 兰 慷 慨 地 让 罗 得 先 选 择 他 喜 欢 定  

居 之 处 ， 罗 得 便 选 择 了 约 但 河 以 东 的 平  

原 。 那 是 肥 沃 的 土 地 ， 在 神 的 审 判 及 大 灾  

难 降 临 之 前 ， 那 地 就 像 “耶 和 华 的 园 子 ’’ 

(创 十 三 1 〇 > 。 因 此 ， 罗 得 愈 来 愈 投 入 当  

地 的 生 活 ， 受 到 败 环 的 风 气 所 污 染 ， 而 且  

迭 择 所 多 玛 作 为 定 居 之 所 。

luo dk 947

所 多 玛 山 内 的 盐 洞

罗 得 在 所 多 玛 居 住 的 时 候 ， 有 4 个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王 （可 能 是 屈 於 小 城 邦 的 王 > 

打 敗 了 那 地 的 5 个 王 。 於 是 ， 四 王 便 把 那  

地 方 掠 夺 一 空 ， 还 掳 去 罗 得 一 家 及 他 的 财  

产 ， 当 亚 伯 兰 获 悉 罗 得 被 掳 ， 便 追 击 那 些  

侵 略 者 ， 并 且 在 大 马 色 以 北 的 何 把 ， 将 所  

有 被 掳 的 人 和 财 物 夺 回 来 （创 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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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后 ， 有 两 位 从 天 上 来 的 使 者 到 了 所  

多 玛 探 访 罗 得 ， 催 促 他 离 开 这 个 快 被 毀 灭  

的 城 。 城 中 的 人 强 要 与 天 上 的 使 者 作 同 性  

恋 的 恶 行 ， 正 表 明 这 个 城 的 畋 坏 ， 而 且 罗  

得 愿 意 牺 牲 他 的 女 儿 ， 更 显 出 当 地 的 畋 坏  

风 气 如 何 影 响 罗 得 。 而 罗 得 不 愿 意 离 开 所  

多 玛 、 他 的 未 来 女 婿 拒 绝 与 他 同 行 ， 还 有  

他 的 妻 子 回 望 所 多 玛 ， 以 致 变 成 了 盐 柱 ， 

更 进 一 步 证 明 这 些 邪 恶 的 影 响 何 等 深 远  

<创 十 九 >。

这 故 事 的 结 局 亦 像 在 罗 得 家 门 前 的 情  

景 一 样 污 秽 。 罗 得 的 女 儿 们 因 为 没 有 丈 夫  

而 失 望 。於 是 使 罗 得 喝 醉 了 ，就 与 他 同 寝 。 

结 果 ， 她 们 怀 孕 生 了 两 个 儿 子 ， 一 个 名 叫  

摩 押 ， 另 一 个 名 为 便 亚 米 。 他 们 是 摩 押 人  

及 亚 扪 人 的 始 祖 ，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世 仇 （创 

十 九 3 0 - 3 8  >。

虽 然 罗 得 任 意 妄 为 ， 新 约 圣 经 仍 宣 称  

罗 得 是 一 个 “义 人 ” （彼 后 二 7 - 9 > 。 这 明  

显 地 意 味 苕 他 对 神 的 信 心 ， 足 以 确 保 他 的  

得 救 。 凡 质 疑 罗 得 的 历 史 性 及 所 多 玛 被 毀  

的 人 ， 必 须 留 意 耶 穌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七 章  

2 8 及 2 9 节 中 ， 曾 确 定 二 者 的 真 实 性 。

参 - 所 多 玛 、 哦 厣 拉 ” 1 5 1 9 。

罗底
Rhodes
l u 6  d l

保 罗 在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后 ，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所 曾 停 泊 的 港 口  （徒 二 十 一  1 > 。 

罗 底 岛 面 积 有 5 0 0 多 平 方 哩 ， 位 於 现 今 土  

耳 其 东 南 岸 附 近 。

在 保 罗 的 时 代 ， 罗 底 岛 早 已 是 多 里 亚  

希 腊 文 化 的 重 要 建 设 。 岛 上 有 好 几 座 城 ， 

首 府 罗 底 位 於 义 大 利 诸 港 口 ， 及 西 面 的 亚  

西 亚 省 和 东 面 的 叙 利 亚 与 埃 及 港 口 之 间 ， 

古 代 繁 忙 的 商 贸 海 路 之 罗 底 岛 以 其 天  

然 海 港 和 公 共 迮 设 而 著 她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商 业 中 心 ， 并 为 罗 马 之 海 上 法 律 提 供 大  

部 分 的 先 例 u 主 前 二 世 纪 是 其 政 治 势 力 的  

高 峰 ， 在 小 亚 细 亚 的 大 陆 上 控 制 了 大 部 分  

的 卡 里 亚 和 吕 家 。 罗 马 首 先 夺 去 了 罗 底 在  

商 业 上 的 权 势 ， 并 在 主 前 一 世 纪 的 罗 马 内  

战 期 间 ， 使 罗 底 在 政 治 上 缩 为 罗 马 帝 国 的  

— 个 宵 城 。

罗 底 城 力 了 庆 祝 主 前 2 8 〇年 一 次 军 亊

上 的 胜 利 ， 在 港 口 附 近 立 了 一 座 巨 型 的 希  

腊 太 阳 神 铜 像 ， 髙 度 为 1 2 丨呎—— 约相等 

於 美 国 自 由 神 像 的 髙 度 。 其 制 造 霈 时 丨 2 

年 ， 但 完 工 后 不 久 ， 一 次 地 踩 却 把 这 像 双  

膝 以 上 的 部 分 籐 掉 了 （主 前 2 2 4 0 ， 然而， 

遗 下 的 痕 迹 仍 引 起 人 的 好 奇 ， 直至七世纪  

这 被 阿 拉 伯 人 占 领 为 止 。 这 ‘‘罗底岛的巨  

像 ” 被 列 为 古 代 世 界 奇 贵 之 一 。 自中世纪 

开 始 ， 有 人 错 误 地 形 容 这 像 为 跨 立 在 海 港  

的 入 口 上 ， 但 实 际 上 这 并 没 有 可 能 „

罗底巴
Lo-debar
l u 6  dT b a

底 璧 的 别 称 ， 是 迦 得 人 的 城 ； 记载於 

撒 母 耳 记 下 九 章 4 节 及 十 七 章 2 7 节 。

参 " 底 璧 #  3 ” 3 0 9 。

罗革
Log
l u 6  g 6

只 在 利 未 记 第 十 四 章 出 现 的 容 单  

位 。 罗 革 等 於 A 罢 特 ， 或 ％ 品 脱 。

参 “度 S 衡 （罗 革 ）” 3 5 4 。

罗基琳
Rogelim
l u 6  j l  l i n

基 列 人 巴 西 莱 的 家 乡 。 大卫 在 玛 哈念  

逃 避 押 沙 龙 时 ， 巴 西 莱 曾 在 那 里 服 侍 他  

( 撒 下 十 七 2 7 , 十 九 3 1 K 罗 基 琳 位 於 约  

但 河 以 东 的 高 地 上 。 其 位 S 已 无 可 稽 考 。

罗迦
Rohgah
l u 6  j i a

亚 设 支 派 朔 默 的 儿 子 （代 上 七 3 4 )。

罗 路哈玛
Lo-ruhamah
l u 6  l u  h a m d

这 是 一 个 具 象 征 意 义 的 名 字 ， 意思软 

是 “不 蒙 怜 悯 ” <何 一 (5、 8 > 。 这是先知  

何 西 阿 为 他 的 女 儿 起 的 名 字 ， 以表示神荽  

离 弃 以 色 列 人 。

参 - 路 哈 玛 • 9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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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马
Rome, City of
| u 6  mf i

义 大 利 的 一 个 城 市 " 根 据 传 统 说 法 ， 

是 在 主 前 75 3 年 建 於 台 伯 河 口 约 丨 5 哩 外 的  

7 座 山 丘 上 的 。 那 7 座 山 是 菥 出 拉 丁 平 原  

的 岩 石 ， 在 拉 丁 平 原 消 失 於 台 伯 河 床 之 处  

形 成 。 直 至 新 约 时 代 圣 经 才 提 及 这 城 。 新 

约 有 7 个 地 方 引 述 罗 马 （徒 二 1 0 ， 十 八 2, 

十 九 ‘2 1， 二 十 三 1 1 ， 二 十 八 丨 4 、 1G ; 罗 

一 7 、 i s ; 提 后 一  m ， 但 保 罗 在 那 里 寄

居 的 生 活 ， 及 写 给 罗 马 甚 符 徒 的 信 ---- 大

槪 在 主 后 5 7 至 5 9 年 间 写 於 哥 林 多 ， 使 圣  

经 读 者 对 这 京 都 产 生 了 兴 趣 。

历史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 印 欧 移 民 进 入 欧  

洲 ， 并 定 居 於 义 大 利 半 岛 。 有 — 群 人 定 居  

在 台 伯 河 口 四 周 ， 从 小 亚 细 亚 来 的 、 强 ftt 
而 文 化 水 平 较 高 的 伊 特 利 亚 人 占 据 了 义 大  

利 中 部 .，主 前 八 世 纪 罗 马 兴 起 的 时 候 ， 义 

大 利 半 岛 的 人 口 是 混 杂 的 。 定 居 在 台 伯 河  

口 附 近 、 说 拉 丁 语 的 人 是 农 业 家 。 分 散 各  

处 的 人 则 组 成 不 同 的 联 盟 和 团 体 ， 以 抵 御  

入 侵 的 人 。 他 们 在 山 上 筑 起 木 栅 ， 保 护 家  

人 和 羊 群 ， 并 驱 走 侵 袭 者 。 从 这 样 开 始 ， 

罗 马 城 冒 升 为 一 个 支 配 中 心 * 心 脏 地 带 则  

在 7 座 山 上 （帕 拉 蒂 丘 、 加 比 多 连 丘 、 亚 

文 亭 丘 、 凯 利 安 丘 、 奥 彼 安 丘 、 埃 斯 奎 里  

丘 、 维 米 奴 丘 ， 及 奎 里 纳 莱 丘  >。 传 统 认  

为 山 丘 的 数 目 是 7 ; 事 实 上 ， 数 目 是 多 於  

7 , 不 过 有 些 只 是 平 顶 的 山 脊 。 台 伯 河 在  

山 丘 间 绕 成 一 个 大 “S ” 字 形 。 台 伯 河 的  

河 水 在 某 一 地 点 上 分 叉 ， 形 成 一 个 小 岛 ， 

但 河 水 则 浅 得 可 以 涉 过 。 在 这 里 建 立 的 城  

有 道 路 连 系 起 来 ， 范 围 是 北 至 伊 特 利 亚 人  

的 区 域 ， 南 至 希 腊 的 贸 易 城 市 ， 西 至 海  

岸 ； 内 陆 方 面 则 伸 展 至 髙 地 的 部 落 地 区 。 

对 早 期 罗 马 的 认 识 主 要 是 基 於 区 内 一 些 简  

单 的 堡 垒 和 无 数 的 坟 地 等 考 古 发 现 。

罗 马 在 其 后 1 , 0 0 0 年 ， 在 政 治 上 有 显  

著 的 发 展 。 组 成 最 早 期 的 “元 老 院 ” 那 些  

组 织 松 散 的 首 领 ， 为 伊 特 利 亚 的 王 所 取 代  

了。 这 些 王 似 乎 严 训 其 百 姓 守 纪 律 和 服 从  

命 令 u 他 们 建 设 了 许 多 工 程 ， 筑 渠 排 出 公  

会 广 场 一 带 的 水 ， 使 那 地 成 为 一 个 社 交 、

商 业 、 工 业 ， 及 政 治 中 心 ， 并 在 加 比 老  

丘 上 ， 为 朱 庇 特 、优 娜 ， 和 米 内 瓦 诂 神 ^  

— 神 庙 ， 作 为 公 用 的 庙 宇 。 当请王突彳辱令  

制 独 裁 ， 拉 丁 人 便 造 反 ， 驱 走 异 族 的 $  

又 因 惧 怕 皇 室 统 治 ， 在 主 前 5 丨0 年 缕 女 j  

— 个 共 和 政 体 。 在 诸 王 统 治 期 间 ， 穸 S 祕 

四 周 以 坚 固 的 塞 维 墙 坏 绕 卷 ， 域 上 有 件 老  

城 门 ， 这 城 墙 的 遗 迹 今 天 仍 可 看 见 。 我 和  

政 体 的 设 立 是 罗 马 开 始 发 展 为 世 界 绳 陶 的  

标 志 。 分 散 於 山 丘 和 河 谷 的 人 口 ， 已 术 分  

种 族 地 联 合 起 来 ， 并 且 不 用 流 血 便 觭 决 了  

政 治 上 的 问 题 。

严 格 来 说 ， 我 们 不 可 用 任 何 现 代 的 令  

义 来 理 解 “共 和 国 ” 一 词 ， 以 为 它 代 赛 :  

种 民 主 政 体 。 当 时 的 情 况 是 由 — 些與■战 

配 着 元 老 院 ，并 构 成 一 种 根 据 血 统 、财 食  

和 经 验 形 成 的 寡 头 政 体 。 这 种 安 排  

对 罗 马 来 说 是 有 用 的 ， 这 细 小 城 邦 不 久 你  

突 破 其 有 限 的 领 域 ， 征 服 了 伊 特 利 迎 人  

并 控 制 了 南 部 的 希 腊 城 市 。 罗 马 人 其 后 ^  

向 更 远 的 地 方 • 在 主 前 2 7 3 年 ， 他 们 智  

及 的 多 利 买 王 朝 订 立 盟 约 。 不 久 、 叉 伸 _  

至 北 非 洲 ， 征 服 了 迦 太 基 人 ， 再向前丨隹&  

至 士 班 雅 ， 并 有 占 领 中 东 一 带 的 野 心 。 0  

马 多 次 的 征 服 行 动 为 她 带 来 了 巨 额 的 贝  才 

富 。

继 地 理 上 之 扩 展 ， 义 大 利 出 现 了 ；

性 的 转 变 。 在 主 前 二 世 纪 ，’富 有 的 地 主 ％  

构 了 小 农 民 的 土 地 ， 这 些 小 农 民 后 来 形 _  

了 一 群 没 有 土 地 、 没 有 职 业 的 人 ， 他 们 便  

尝 试 到 充 满 财 富 、 娱 乐 、 恶 行 和 机 会 的 罗  

马 发 展 。 庞 大 而 拥 挤 的 出 租 房 子 便 出 j见 

了 ， 形 成 遍 地 蔓 延 的 贫 民 窟 。 与 这 肮 脏 的  

贫 民 区 并 存 的 ， 有 罗 马 从 远 处 征 服 得 来 的  

大 S 财 富 的 痕 迹 。 在 首 都 ， 许 多 精 致 的 建  

筑 物 相 继 落 成 ， 征 服 和 组 织 起 东 方 地 区 的  

庞 培 ， 在 装 饰 其 伟 大 的 首 都 上 建 设 良 多 。

当 兀 老 院 这 共 和 政 体 的 管 治 组 织 不 能  

控 制 其 更 极 端 和 激 烈 的 成 员 ， 罗 马 便 进 入  

了 政 治 发 展 的 另 一 个 阶 段 • 野 心 勃 勃 的 领  

袖 不 理 会 元 老 院 的 意 见 ， 给 予 人 民 一 些 特  

权 ， 以 取 得 民 众 的 支 持 。 罗 马 对 外 的 军 事  

胜 利 增 强 了 一 些 将 军 的 势 力 。 在 随 后 的 多  

次 内 战 中 ， 立 宪 的 问 题 皆 以 刀 剑 的 势 力 来  

解 决 。 真 正 握 有 政 治 力 量 的 人 是 马 里 乌  

斯 、 苏 拉 、 庞 培 、 克 拉 索 斯 、 该 撒 犹 流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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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东 尼 ， 以 及 奥 克 他 温 。

到 了 主 前 2 7 年 ， 奥 克 他 温 冒 升 至 最  

高 的 位 S ， 并 获 得 “亚 古 士 督 ” 一 衔 。 理  

论 上 ， 当 时 存 在 着 一 个 两 头 政 府 ， 就 是 元  

老 院 和 皇 帝 亚 古 士 督 ， 但 当 时 疲 弱 的 元 老  

院 只 好 容 许 皇 帝 作 实 际 的 统 治 者 ， 这 样 ， 

在 罗 马 内 外 都 得 享 和 平 ， 直 至 主 后 二 世  

纪 。 一 世 纪 的 皇 帝 统 治 期 包 括 耶 稣 在 世 的  

日 子 和 初 期 教 会 的 日 子 ， 其 中 几 位 皇 帝 都

在 新 约 中 提 及 ---- 亚 古 士 督 （路 二 1 ) 、 提

庇 留 （路 三 U 、 革 老 丢 （徒 H----‘2 8 , 十

八 2 > , 及 该 撒 （徒二十五丨〇-丨‘2 , 二 十 七  

‘川 。

罗 马 城 是 罗 马 帝 国 的 首 都 ， 也 是 君  

王 、 元 老 院 议 员 、 行 政 官 、 军 事 官 员 及 祭

司 的 住 处 。 第 一 位 皇 帝 ---- 亚 古 士 督 -----

的 领 导 和 外 交 努 力 ， 使 罗 马 在 两 次 内 战 和  

— 个 世 纪 的 战 争 后 ， 享 受 到 一 段 和 平 的 曰  

子 ， 於 是 亚 古 士 督 开 始 留 意 罗 马 城 的 重 建  

和 修 饰 ， 他 夸 口 地 说 ， 他 发 现 罗 马 时 ， 这  

城 是 用 砖 来 建 成 的 ， 但 离 开 时 ， 却 满 了 大  

理 石 的 建 筑 物 。 他 致 力 复 兴 古 罗 马 的 宗  

\  教 ， 也 导 致 许 多 庙 宇 的 兴 建 。 亚 古 士 督 在  

帕 拉 蒂 丘 上 ， 把 那 里 几 所 房 子 接 连 起 来 ， 

形 成 他 自 己 居 住 的 王 宫 ； 在 王 宫 附 近 ， 又 

建 了 一 所 华 丽 的 阿 波 罗 神 庙 ， 四 周 有 柱  

廊 ， 神 庙 中 设 有 一 个 大 型 的 图 书 馆 。 王 宫  

本 身 眺 望 着 山 谷 下 一 群 堂 皇 的 大 理 石 新 建  

筑 物 ， 一 座 美 好 的 公 所 型 商 务 会 堂 ， 一 座  

元 老 院 会 议 厅 ， 一 座 犹 流 的 神 庙 ， 一 个 大  

理 石 的 讲 台 ， 两 个 叫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新 广 场  

—— 即 该 撒 的 广 场 和 亚 古 士 督 的 广 场 。 后 

来 的 皇 帝 也 不 断 兴 建 ， 图 令 这 城 更 华 丽 。 

在 第 一 世 纪 中 ， 除 了 中 央 广 场 以 外 ， 还 兴  

建 了 提 庇 留 和 卡 里 古 拉 的 宫 室 、 多 所 浴  

场 、 拱 门 ， 剧 院 、 罗 马 大 竞 技 场 ， 和 尼 禄  

竞 技 场 。 这 些 建 筑 物 都 以 一 堵 城 墙 围 绕 起  

来 ， 这 城 墙 是 建 筑 在 旧 塞 维 墙 之 外 。 一 些  

引 水 道 把 水 引 入 城 中 ； 从 东 南 西 北 四 方 而  

来 的 主 要 道 路 也 集 中 在 罗 马 城 的 中 心 地  

带 。

罗 马 城 中 的 基 督 徒

保 罗 在 主 后 5 9 年 3 月 给 护 送 到 这 宏 伟  

的 城 市 。 他 发 现 那 里 已 设 立 了 一 所 基 督 教  

会 。 事 实 上 ， 他 早 於 5 5 年 ， 在 罗 马 书 中

已 曾 跟 这 些 基 督 徒 交 流 。 主后〜世纟  

马 城 中 有 一 个 颇 大 的 犹 太 人 殖 民 区 七 ’岁 

的 居 民 是 主 前 6 3 年 庞 培 征 服 耶 中  

从 耶 路 撒 冷 带 来 的 一 大 群 犹 太 奴  

裔 。 革 老 丢 皇 帝 在 主 后 4 9 年 把 狄  

出 罗 马 ， 可 能 其 时 会 堂 正 在 传 讲 耶  

赛 亚 的 信 息 。传 道 者 是 谁 ，我 们 不 柯 而 ％ 

但 他 们 大 槪 是 一 些 基 锊 徒 旅 客 和 商 人 11 ’

罗 写 给 罗 马 人 的 信 就 是 他 向 外 邦 教 会 的 &  

说 ， 这 教 会 的 创 立 与 他 无 关 。 他首次 与  

马 人 接 触 ， 大 概 就 是 在 哥 林 多 遇 见 亚 居 &  

和 百 基 拉 的 时 候 （徒 十 八 2 > ， 这 对 $ 妇 $  

在 革 老 丢 在 位 时 被 逐 出 罗 马 的 。 后来  

也 曾 打 算 在 前 往 士 班 雅 途 中 （罗 十 五 24) 

探 访 罗 马 （徒 十 九 2 1 > 。 保 罗 在 问 安 语 中  

提 及 罗 马 城 中 一 个 颇 大 的 埜 齋 徒 圈 子 （罗 

十 六  > ， 信 中 也 提 及 一 些 家 庭 （罗十六 5 

1 0 、 1 1 、 1 4 、 1 5 > ， 可 能 显 示 那 些 家 庭 是  

罗 马 基 督 教 会 的 基 地 。 在 其 被 拘 留 期 间  

保 罗 是 罗 马 政 府 的 囚 犯 ， 但 他 却 可 以 跟 当  

地 的 犹 太 领 袖 见 面 ， 向 他 们 解 释 他 的 经  

历 ， 并 亲 自 向 他 们 解 说 福 音 （徒二十八  

KS-31 ) 0

在 启 示 录 中 ， 罗 马 含 有 一 个 邪 恶 的 意  

义 • • 在 一 世 纪 末 ， 罗 马 已 喝 醉 了 “圣徒的 

血 和 为 耶 稣 作 见 证 之 人 的 血 ”（启 十 七 6 )， 

那 是 指 早 期 的 殉 道 者 。

J o h n  A .  Thompson

参 • 该 撒 / 凯 撒 ” 4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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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书 是 以 第 一 身 来 写 ^ 的 的 袭  

1 0 等 等  > ， 并 且 明 显 是 出 自 使 徒 保 （十f  

作 。 然 而 ， 真 正 执 笔 抄 写 的 是 德  

2 2 ) ， 他 是 保 罗 的 书 记 。 知 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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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圆 形 大 剧 场 的

内部

无 论 是 自 由 派 或 保 守 派 ---- 都 不 曾 就 本 书

的 作 者 问 题 作 争 论 ， 而 实 际 上 ， 在 古 代 每  

一 种 保 罗 书 信 名 单 中 ， 罗 马 书 都 列 首 位 。

写 作 年 代 、地 点 和 收 信 人

本 书 表 明 收 信 人 是 罗 马 教 会 （一  7 > 。 

罗 马 教 会 的 成 员 组 合 并 不 清 楚 。 保 罗 有 时  

直 接 向 犹 太 人 说 话 ： “我 现 在 对 明 白 律 法  

的 人 说 ” （七 1 > ,  “你 称 为 犹 太 人 ， 又 倚

靠 律 法 ” （二 1 7 > ， “我 们 …… 犹 太 人 ’’ 

(三：9 > 。他 有 时 却 又 直 接 向 外 邦 读 者 说 话 ： 

“我 对 你 们 外 邦 人 说 这 话 ” （十 一  1 3 ) ， 

“其 余 的 外 邦 人 ” （一 1 3 ) 。 第 一 至 三 章 和  

^ 至 十 一 章 的 论 证 清 楚 预 设 读 者 是 犹 太 人  

# 夕卜邦人。 因 此 ， 大 概 最 宜 看 保 罗 这 代 表  

作 的 收 信 人 是 罗 马 帝 国 首 都 那 混 杂 了 犹 太  

A 和 外 邦 人 的 教 会 这 信 是 说 明 神 透 过 犹  

太 人 的 努 力 ， 把 救 恩 带 给 外 邦 人 。

^  踉 这 看 法 有 关 的 问 题 是 ： 保 罗 写 作 此  

胃 时 ， 罗 马 教 会 会 否 有 犹 太 人 存 在 ？ 因为  

革 老 丢 在 主 后 4 9 年 已 把 犹 太 人 逐 出 罗 马  

八 2 >。 近 期 古 币 学 已 为 非 斯 都 就 任  

犹 大 巡 抚 设 定 了 一 个 新 日 期 —— 主 后 5 6

由 於 保 罗 在 该 撒 利 亚 两 年 监 禁 后 ， 曾 

在 非 斯 都 面 前 申 辩 （徒 二 十 四 2 7 ) , 所以  

3 罗 必 定 是 在 主 后 5 4 年 的 初 夏 结 束 其 第  

厂 次 宣 教 旅 程 （时 为 五 旬 节 ； 徒 二 _一  

( 6 > _ 2 在 这 之 前 的 数 月 ， 保 罗 正 在 希 腊  

% 二 十 他 大 槪 是 在 那 里 写 成 罗 马 书 ，

表 达 他 打 箅 把 捐 款 送 往 耶 路 撒 冷 后 ， 便往  

罗 马 一 行 （罗 十 五 2 8 ) 。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探 访 哥 林 多  

时 并 没 有 这 计 划 ， 因 此 罗 马 书 必 定 是 在 较  

后 期 的 探 访 旅 途 中 写 成 的 。

保 罗 写 这 信 时 显 然 正 身 处 哥 林 多 ， 因 

为 他 在 十 六 章 2 3 节 提 及 以 拉 都 ， 是 城 内  

管 银 库 的 。 而 哥 林 多 一 座 大 剧 院 旁 的 石 路  

上 ， 有 一 石 板 ， 上 面 的 铭 刻 说 明 那 是 城 内  

管 银 库 的 以 拉 都 所 铺 上 的 ， 目 的 是 为 他 的  

获 迭 而 致 谢 。 这 不 会 是 一 种 偶 合 。 以 拉 都  

显 然 一 直 都 住 在 哥 林 多 ， 因 为 圣 经 提 及 那  

是 他 的 家 （提 后 四 2 0  > 。 此 外 ， 保 罗 提 到  

他 写 罗 马 书 时 ， 该 犹 接 待 他 （十 六 2 3 > ,  

而 这 人 大 概 就 是 住 在 哥 林 多 的 该 犹 （林 前  

— 14 ) 〇

我 们 知 道 在 主 后 4 9 年 把 犹 太 人 逐 出  

罗 马 的 革 老 丢 ， 是 由 主 后 4 1 年 至 他 逝 世  

的 5 4 年 期 间 执 政 。 若 罗 马 书 在 5 4 年 写 於  

哥 林 多 ， 犹 太 人 可 能 亦 已 获 准 返 回 罗 马 。 

另 一 方 面 ， 信 主 的 犹 太 人 可 能 并 未 被 逐 出  

罗 马 ， 而 百 基 拉 和 亚 居 拉 是 抵 达 哥 林 多 后  

才 悔 改 归 主 的 （徒 十 八 2 >。 无 论 是 哪 — 

个 情 况 ， 早 在 主 后 5 4 年 ， 罗 马 的 教 会 中  

可 能 已 有 犹 太 人 。

背景
保 罗 较 早 前 ， 在 其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探 访 哥 林 多 时 ， 在 那 里 设 立 了 教 会 ，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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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中 逗 留 了 1H 个 月 （徒 十 八 1 、 i n 。 他  

与 刚 从 罗 马 来 的 百 基 拉 和 亚 居 拉 同 时 到  

达 。 保 罗 住 了  1 8 个 月 之 后 ， 便 被 带 往 新  

上 任 的 方 伯 迦 流 面 前 （第 1 2 节  > ; 迦 流  

到 达 的 日 期 ， 可 从 德 尔 斐 的 迦 流 铭 刻 中 得  

悉 是 5 1年 的 春 天 。 这 样 ， 保 罗 便 是 在 4 9  

年 的 冬 天 抵 达 哥 林 多 的 。

保 罗 离 开 哥 林 多 后 ， 便 返 回 安 提 阿 述  

职 ， 并 安 排 其 最 后 的 旅 程 ， 为 耶 路 撒 冷 向  

外 邦 教 会 收 集 捐 款 （罗 十 五 2 5 - 2 9  ) , 这  

是 保 罗 早 已 教 导 他 们 要 如 此 作 的 （林 前 十  

六 1 ; 林 后 九 5 >。 哥 林 多 不 断 产 生 的 问 题  

< 林 前 一  1 1 ， 七 1 > 迫 使 保 罗 返 回 该 城  

< 徒 二 十 3 ) ， 在 这 时 期 他 写 成 了 罗 马 书 ， 

从 书 中 最 后 两 章 淸 楚 可 知 他 计 划 立 即 把 捐  

軟 送 往 耶 路 撒 冷 ， 然 后 从 耶 路 撒 冷 前 赴 罗  

马 （罗 十 五 ‘2 3 、 2 4 > 。 因 此 ， 当 时 写 书 的  

处 境 是 告 诉 罗 马 人 他 即 将 来 到 ， 好 叫 他 们  

预 备 协 助 他 前 往 士 班 雅 <‘2 4 、 2 8 节 ）。 除 

了 歌 罗 西 外 ， 罗 马 是 唯 一 非 由 保 罗 建 立 的  

教 会 。 罗 马 书 并 没 有 反 映 罗 马 信 徒 有 任 何  

特 别 的 困 难 ， 所 处 理 的 题 目 都 是 广 泛 的 ， 

对 任 何 教 会 皆 有 帮 助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除 了 上 述 目 的 外 ， 保 罗 欲 向 罗 马 教 会  

解 说 神 的 公 义 透 过 犹 太 人 向 外 邦 人 显 明 的  

途 径 ， 犹 太 人 藉 着 亚 伯 拉 罕 而 生 就 是 为 了  

这 目 的 ， 保 罗 自 己 已 受 差 逍 作 使 徒 ， 其 特  

别 的 使 命 是 把 外 邦 人 带 进 天 国 中 ， 他 看 这  

使 命 为 他 的 祭 司 职 任 ， 他 为 此 成 为 了 一 名  

“祭 司 仆 役 ”， 正 如 耶 穌 是 犹 太 人 的 仆 人  

( 十 五 8 、 1 5 、 1 6 ) 。 外 邦 人 悔 改 归 主 ， 便  

是 他 献 给 神 的 “祭 物 ” （十 五 保 罗 从  

那 比 受 捐 者 更 穷 困 的 外 邦 人 （“在 极 穷 之  

间 ” 林 后 八 2 > 中 收 取 捐 献 给 耶 路 撒 冷 众  

圣 徒 （即 犹 太 人 基 督 徒  > , 这 事 实 可 以 在  

神 学 上 有 力 地 肯 定 保 罗 使 徒 职 事 之 有 效  

性 。 这 捐 献 并 不 是 财 主 捐 助 穷 人 的 慈 善 活  

动 ， 因 为 那 些 捐 款 者 的 经 济 情 况 比 受 款 者  

更 坏 。 其 实 这 显 示 了 保 罗 在 外 邦 人 中 间 的  

工 作 已 被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接 受 ， 因 而 容 许 保  

罗 离 开 地 中 海 东 部 ， 继 续 向 叫 方 前 进 （罗 

十 五 2 3 ) 。 外 邦 人 需 要 作 这 扪 献 ， 并 非 因  

为 他 们 负 担 起 ， 而 是 为 了 感 谢 优 太 人 作 了  

粞 牲 带 给 他 们 福 音 。 若 犹 太 秘 仔 徒 接 受 这

捐 献 ， 便 强 烈 地 表 明 亚 伯 拉 罕 的 应 许 已 舟  

苕 应 验 ， 犹 太 人 真 的 已 成 为 了 外 邦 人 的 祝  

福 。 外 邦 人 现 已 成 为 了 与 圣 徒 同 国 、 同分 

享 应 许 的 人 了 （弗 二 1 9 ， 三 6 > 。

保 罗 写 本 书 ， 是 为 了 向 罗 马 信 徒 洧 楚  

解 明 这 教 训 。 贯 串 全 书 的 主 题 是 ， 犹太人 

和 外 邦 人 皆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耀 ， 因而需要教  

赎 （三 2 1 - 3 1 ) 。 神 的 公 义 不 单 向 犹 太 人  

显 明 ， 神 不 但 是 犹 太 人 的 神 ， 同时也是外  

邦 人 的 神 ， 因 为 神 只 有 一 位 （第 29 

节  > 。 祂 要 基 於 基 督 在 加 略 山 上 的 拯 救 工  

作 称 犹 太 人 为 义 ， 也 要 基 於 对 亚 伯 拉 罕 之  

应 许 的 信 实 称 外 邦 人 为 义 （第 3 0 节 ）。他 

们 共 有 的 信 心 使 他 们 可 得 到 这 恩 典 （五 

2 > 。 因 而 福 音 先 是 给 犹 太 人 ， 然后也给  

希 腊 人 （一 〗 (i > »

内 容 提 要

罗 马 书 首 8 章 的 主 题 可 见 於 一 章 17 

节 ： “义 人 必 因 信 得 生 ”。 这 个 引 自 哈 巴  

谷 书 二 章 4 节 的 引 句 把 保 罗 的 教 训 立 於 信  

心 之 上 ， 与 旧 约 针 对 行 为 的 教 训 对 比 。这 

样 ， 保 罗 确 定 他 关 乎 信 心 的 教 导 并 不 是 标  

奇 立 异 的 新 事 物 ， 而 是 稳 固 地 扎 根 於 旧 约  

的 先 知 书 中 。 保 罗 之 强 调 犹 太 人 将 会 是  

“外 邦 人 的 光 ” 不 是 新 的 论 点 ， 因为以 

赛 亚 已 颇 淸 楚 地 预 言 了 这 一 点 （赛四十二  

6 , 四 十 九 6 ) ; 他 的 新 论 点 是 外 邦 人 与  

犹 太 人 同 为 后 嗣 （弗 三 5 、 6 > 。 他们不襦  

要 像 一 些 犹 太 基 督 徒 所 要 求 的 （徒十五  

1 ) , 先 归 入 犹 太 教 ， 才 会 被 神 接 纳 。这 

就 是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书 三 章 fi.节 所 谈 及 的 奥  

秘 。

首 8 章 圣 经 的 内 容 就 是 环 绕 这 主 题 来  

发 展 。 第 一 至 四 章 处 理 “因 着 信 成 为 义  

的 ”， 显 示 哈 巴 谷 的 话 可 应 用 於 外 邦 人 和  

犹 太 人 。 首 3 章 表 明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都 在  

罪 中 ， 基 督 的 救 赎 对 两 者 都 是 适 用 的 （三 

2 1 、 2 2 ) 。 第 四 章 指 出 亚 伯 拉 罕 是 外 邦 人  

和 犹 太 人 的 先 祖 ， 因 为 他 是 相 信 主 的 以 色  

列 人 厲 灵 之 父 ， 正 如 他 是 相 信 主 的 外 邦 人  

賴 灵 之 父 。 跟 着 在 五 至 八 章 中 ， 保罗处理  

主 题 的 下 半 部 ： 义 人 必 因 信 得 生 。 无论是 

犹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 只 要 肯 接 受 神 在 加 略 山  

上 藉 着 基 督 完 成 的 义 行 ， 便 可 以 脱 离 神 的  

踩 怒 （第 五 章  > 、 罪 的 势 力 （即 撒 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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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 、 律 法 辖 制 人 的 力 M  (第 七 章 > ， 

及 死 的 权 势 （笫 八 聿 ） 而 得 生 。

保 罗 在 九 至 十 一 章 讨 论 肉 身 的 以 色 列  

人 或 犹 太 人 ， 与 神 未 来 的 计 划 的 关 系 ， 结

论 是 神 不 会 弃 绝 池 的 百 姓 ----那 些 作 亚 伯

拉 罕 后 商 的 以 色 列 人 （十 一 〗 、 2 > 。 若他  

们 接 受 基 督 为 弥 赛 亚 ， 神 可 以 把 他 们 接 在  

从 前 被 砍 下 来 的 树 上 （十 一  2 3 > 。

飛 后 在 结 束 的 部 分 ， 正 如 保 罗 一 向 的  

特 色 ， 他 在 神 学 性 分 析 之 后 加 上 生 活 上 的  

实 际 应 用 ， 他 讨 论 首 1 1 章 对 基 督 徒 的 日  

常 生 活 有 何 含 义 （十 二 至 十 六 章  并在  

结 束 全 书 时 提 醒 读 者 ， 透 过 他 的 传 道 工 作  

而 有 的 “外 邦 人 的 捐 献 ”， 很 是 重 要 （第 

十 五 章 ）。

W佔称义
第 一 章 辩 证 不 信 的 外 邦 世 界 是 背 叛  

神 ， 而 神 的 愤 怒 亦 已 显 明 在 他 们 这 些 不 虔  

不 义 的 人 身 上 （一 1 8 ) 。 虽 然 神 在 大 自 然  

中 已 经 给 予 他 们 足 够 的 启 示 ， 显 出 祂 是 独  

一 的 神 ， 但 他 们 却 信 奉 多 神 和 拜 偶 像 ， 并 

随 之 造 成 道 德 败 落 （2 0 - 2  4 节  > 。 因 此 ， 

保 罗 三 次 强 调 神 要 放 弃 他 们 ， 任 由 他 们 放  

纵 情 欲 （第 ‘2 4 节 > ， 行 出 可 耻 的 亊 （第 2 6  

节 及 任 凭 他 们 存 邪 僻 的 心 ， 行 不 合 理  

的 事 （第 ‘2 8 节  >。 意 思 是 祂 宽 容 他 们 的 罪  

( 三 2 5 > , 不 鉴 察 他 们 对 祂 真 实 之 存 在 的  

无 知 《徒 十 七 3 0 ) , 及 任 凭 他 们 拜 偶 像  

( 徒 七 4 2 > 。

犹 太 人 也 不 比 外 邦 人 好 ， 因 为 他 们 虽  

然 接 受 了 摩 西 的 律 法 ， 这 律 法 启 示 了 神 在  

以 色 列 中 之 旨 意 ， 但 他 们 却 没 有 守 律 法  

( 二 1 7 -‘2 9 > 。 即 使 在 外 邦 人 中 ， 也 有 一 些  

人 “顺 着 本 性 行 律 法 上 的 亊 ’’而 被 接 纳 ， 

因 为 他 们 的 是 非 之 心 是 单 纯 的 （1 4 、 1 

节 ）。 对 犹 太 人 来 说 ， 守 律 法 是 不 足 够 的 ， 

除 非 他 们 守 律 法 是 出 於 灵 里 的 信 念 ， 而不  

单 是 勘 守 成 规 （第 2 9 节 > » 敬 畏 神 的 外 邦  

人 能 守 律 法 的 真 义 ， 他 们 成 为 那 些 不 守 律  

法 真 义 之 犹 太 人 的 审 判 （1 4 、 2 7 节 ）。 然 

而 ， 选 民 的 不 信 却 没 有 废 掉 神 的 信 实 ， 他 

要 应 验 亚 伯 拉 罕 的 应 许 （三 3 > 。 虽 然 犹  

太 人 的 条 件 在 各 方 面 都 比 外 邦 人 优 胜 ， 但 

表 现 却 不 比 外 邦 人 好 ， 因 为 两 者 都 活 在 罪  

中 （三 1 、 。 现 在 的 处 境 是 ： “世 人  

( 包 括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都 犯 了 罪 ，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栩 》” （三2 3 >

因 此 ， 神 差 道 了 基 督 来 ， 为 世 人 的 罪  

代 赎 （三 2 丨- 3 1 ) 。 神 的 义 （以 拯 救 的 方  

法 向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公 平 地 启 示 祂 自 己 ） 

在 律 法 以 外 钐 显 ， 是 透 过 “相 信 基 督 ” 

( 三 2 2 > , 并 使 外 邦 人 和 犹 太 人 都 可 基 於  

个 人 的 信 心 而 得 着 。 另 — 方 面 ， 虽 然 律 法  

是 圣 洁 、 良 善 的 （七丨2 ) ， 但 这 义 若 只 能  

因 行 律 法 而 得 着 ， 神 便 只 是 犹 太 人 的 神 ， 

而 不 是 外 邦 人 的 神 了 ， 因 为 律 法 是 颁 给 犹  

太 人 的 （三 2 9 ) 。 但 神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神 ， 祂 按 着 基 督 的 信 实 来 使 犹 太 人 称 义 ， 

也 按 着 相 同 的 信 实 行 为 使 外 邦 人 称 义 。 基 

督 为 所 有 相 信 祂 的 人 死 了 （三 3〇K 因此  

神 的 义 透 过 基 督 的 信 实 彰 显 出 来 （三 3 、 

2 2 > , 并 为 每 一 个 相 信 的 人 提 供 救 恩 的 基  

础 （五

暗示的多神主义。

保 罗 在 第 四 章 好 几 次 坚 持 亚 伯 拉 罕 是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父 （1 1 、丨2、1G- 1 8节 ）。

由 於 基 督 对 亚 伯 拉 罕 之 应 许 ----列 国 （外

邦 人 ） 都 藉 着 他 的 子 孙 （以 撒 的 后 裔 ） 得

着 祝 福 ----守 信 ， 使 亚 伯 拉 罕 成 为 列 国 之

父 ， 即 所 有 相 信 的 人 之 父 （第 1 1节 > 。

保 罗 立 下 这 广 阔 的 神 学 基 础 后 ， 便 辨  

证 说 这 称 义 的 冲 击 所 产 生 的 后 果 是 所 有 相  

信 的 人 都 尝 到 从 神 的 愤 怒 中 被 拯 救 出 来 的  

滋 味 ， 并 因 而 经 历 平 安 （五 1、 罪藉  

着 飛 初 犯 罪 的 亚 当 和 夏 娃 进 入 了 世 界 ， 并 

传 给 所 有 人 （第丨‘2 节 K 义 则 由 第 二 位 亚  

当 —— 基 饪 —— 而 来 ， 他 在 加 略 山 和 藉 空  

坟 墓 向 世 人 宣 布 神 的 义 ， 为 那 些 相 信 和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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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丰 富 恩 典 之 人 所 得 的 救 恩 提 供 了 甚 础  

( 1 G- 1 »节  > „

律 法 的 功 用 并 不 是 拯 救 犹 太 人 。 律 法  

是 因 过 犯 而 加 添 的 《加 三 1 9 > ， 并 用 以 使  

人 更 留 意 所 有 人 都 有 罪 ； 徘 法 叫 过 犯 显 多  

( 罗 五 2 0 > 。 罪 利 用 了 律 法 去 欺 骗 和 毁 灭  

那 些 欲 守 律 法 的 人 （七 1 1 >。 保 罗 在 律 法  

进 入 他 的 生 命 之 前 ， 已 知 道 贪 婪 是 什 么 ， 

但 当 他 在 十 二 、 三 岁 成 为 了 律 法 之 指 令 和  

刑 罚 的 从 厲 后 ， 不 可 贪 心 的 诫 命 便 对 他 要  

求 更 高 而 毁 灭 了 他 （第 H 节 > 。 罪 因 诫 命  

便 变 得 “恶 极 了  ” （第丨 3节  > 。 律 法 进 入  

一 个 人 的 生 命 之 后 ， 违 背 律 法 的 刑 罚 便 完  

全 有 效 了 。 现 在 保 罗 若 犯 了 奸 淫 ， 他 便 要  

被 人 用 石 头 打 死 。 罪 因 律 法 上 的 过 犯 更 加  

重 了 ， 这 事 实 要 求 更 大 的 恩 典 ， 因 为 罪 在  

哪 里 显 多 ， 恩 典 就 更 显 多 （五 2 0 > 。 但 我  

们 若 以 为 一 个 人 应 继 续 在 罪 中 ， 好 叫 恩 典  

显 多 （六 U , 便 完 全 误 解 了 脱 离 愤 怒 、 

律 法 、 罪 和 死 亡 而 活 的 意 义 了 。 保 罗 议 论  

说 ， 那 些 已 称 义 和 蒙 基 督 拯 救 的 人 ， 已 经  

在 罪 的 权 势 上 死 了 ， 罪 再 没 有 使 他 们 作 奴  

仆 的 能 力 （2 、 6 节 >。 这 里 思 想 的 重 点 是 ， 

罪 （即 撒 但 —— 人 格 化 了 的 罪 ） 不 能 辖 制  

信 徒 （9 、 1 4 节 > ; 罪 不 能 在 信 徒 身 上 作  

王 （第 1 2 节 ）， 使 他 们 作 其 奴 仆 （1 7 、 2 0  

节 保 罗 写 道 ： “现 今 你 们 既 从 罪 里 得  

了 释 放 ， 作 了 神 的 奴 仆 （第 2 2 节 > ， 守 

律 法 的 形 式 主 义 便 不 能 俘 掳 我 们 （七 6 > 。 

保 罗 在 这 里 是 向 那 些 活 在 律 法 以 下 ， 但 却  

按 形 式 守 律 法 的 犹 太 人 说 话 。 在 这 等 情 况  

下 ， 罪 便 在 诫 命 中 找 到 了 机 会 ， 然 后 杀 了  

他 们 （七 1 丨 >。律 法 并 没 有 不 是 （第 1 2节 ）， 

但 撒 但 却 使 用 其 叫 人 分 裂 的 倾 向 和 分 割 的  

效 果 ， 鼓 励 犹 太 人 藏 在 其 法 律 要 求 背 后 ， 

并 把 神 的 关 怀 局 限 於 犹 太 人 中 ， 而 在 这 过  

程 中 把 神 民 族 主 义 化 。 保 罗 提 醒 读 者 ， 神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神 （三 21M , 因 此 称 义 不 能  

基 於 任 何 国 家 性 的 原 则 ， 并 非 只 对 以 色 列  

有 效 。 称 义 的 原 则 十 分 广 阔 ， 足 以 叫 所 有  

人 去 接 受 ， 这 原 则 就 是 信 。 保 罗 感 到 基 督  

教 是 把 犹 太 教 变 成 国 际 化 。 以 色 列 人 因 为  

守 律 法 而 成 为 了 他 们 民 族 主 义 意 识 的 奴  

隶 ， 并 使 神 成 为 了 只 屈 於 犹 太 人 的 神 （三

那 些 因 信 （基 锊 的 信 和 他 们 自 己 的

信 ） 而 称 义 的 人 ， 除 了 脱 离 神 的 愤 怒 、律 

法 和 罪 之 外 ， 也 脱 离 了 死 ， 神会 藉 着他 的  

灵 ， 给 他 们 必 死 的 身 体 賜 下 生 命 《八 2、 

11 K 他 们 若 按 肉 体 来 活 便 会 死 ， 但若按 

圣 灵 来 活 ， 便 要 活 若 （第 1 3 节 >。 纵使死 

也 不 能 使 他 们 与 基 督 的 爱 分 离 （第 3 8节 

圣 灵 引 导 他 们 ， 并 在 他 们 人 性 的 软 弱 上 帮  

助 他 们 ， 为 他 们 祷 告 和 代 求 ， 正如甚督所  

作 的 一 样 （1 4 、 2(5、 3 4 节  > 。

以 也 列 人 的 救 思

直 至 第 十 二 章 ， 保 罗 才 讨 论 这 些 神 学  

原 则 的 实 际 应 用 。 原 因 是 保 罗 正 面 临 一 个  

有 关 神 义 说 （即 表 彰 神 的 公 正 之 学 ）的严 

重 问 题 ， 他 必 须 在 他 思 路 上 处 理 这 问 题 。 

保 罗 整 个 论 证 系 於 一 个 事 实 ， 就是发生在  

神 的 救 赎 历 史 中 的 每 一 件 事 ， 都是因为神  

对 祂 给 予 亚 伯 拉 罕 及 其 后 裔 的 应 许 守 信 。 

保 罗 的 福 音 并 不 是 一 项 新 发 明 ， 正如耶稣  

曾 说 ： “救 恩 是 从 犹 太 人 出 来 的 。” （约四 

2 2 > 整 本 旧 约 是 这 个 事 实 的 见 证 。 以色 

列 人 从 世 上 众 民 中 被 拣 选 出 来 ， 有神亲自 

参 与 他 们 的 历 史 ， 他 们 怎 会 有 可 能 拒 绝 神  

所 应 仵 的 那 一 位 呢 ？ 第 九 至 十 一 章 就 是 要  

详 细 地 分 析 和 解 释 这 个 重 要 的 问 题 。

保 罗 的 答 案 有 4 方 面 。 首 先 ， 拣迭是 

神 的 计 划 。 祂 拣 选 以 色 列 时 ， 知道将来要  

发 生 什 么 事 。 肉 身 的 犹 太 人 —— 以色列人

---- 享 有 与 神 特 殊 的 关 系 ， 是 所 有 迭 民 都

可 得 笤 的 ，就 是 儿 ¥ 的 名 分 、荣 耀 、诸约、 

律 法 . 礼 仪 、应 许 、 列 祖 和 基 督 （九 1-5), 

神 拣 选 以 色 列 人 ， 正 如 祂 在 以 扫 、 雅各出 

生 前 已 拣 选 了 雅 各 ； 祂 使 法 老 的 心 刚 硬 ； 

也 如 陶 匠 按 着 自 己 的 心 意 把 泥 土 制 成 器 皿  

节  > 。 这 跟 他 们 的 性 格 和 天 生 的 才  

华 无 关 ， 而 完 全 是 神 在 他 们 身 上 的 计 划  

( 第 1 1 节 ）。 神 所 作 的 选 择 并 没 有 不 公 平  

之 处 ， 因 为 这 些 选 择 是 必 须 的 ， 为要藉着 

他 们 显 出 神 的 权 能 ， 以 致 他 的 名 能 传 遍 天  

下 （1 4 、 1 7 节 ）。 祂 拣 选 了 以 色 列 人 来 完  

成 祂 的 计 划  > 正 如 祂 拣 迭 了 法 老 、 雅各和 

摩 西 ； 他 们 得 救 与 否 只 在 乎 信 （来 十 一 ）。 

毕 竟 以 色 列 人 中 真 正 相 信 的 ， 不过是剩下  

的 余 数 （九 2 7 - 2 9  > 。

第 二 ， 保 罗 议 论 说 ， 以 色 列 人 拒 绝 弥  

赛 亚 和 池 的 福 音 ， 其 实 是 跟 从 了 一 个 在 历  

史 中 不 断 出 现 的 前 例 （九 3 0 至 十 2 l h 犹



没有凭信心 求 义 ， 因 而 永 远 也 找 不 到  

太 他 们 把 义 基 於 律 法 之 上 ， 因 而 在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上 绅 跌 了 （九 3 0 -3 3 > 。

目 第 三 ， 他 议 论 说 ， 以 色 列 的 “余 民 ” 

才目信福 音 ， 这 清 楚 显 示 以 色 列 全 体 都 要  

样 做 （十 一 卜 1 6 、 2(5)。 因 此 虽 然 他 说  

# 已 弃 绝 以 色 列 人 ， 但 他 却 认 为 神 没 有 最  

终 断 然 弃 绝 他 们 （丨、 1 5 节 ）。 神 把 他 们  

& 亚 伯 拉 罕 之 应 许 的 树 上 折 下 来 ， 但 没 有  

弃 绝 这 群 子 民 （2 、 1 7 节 > 。 那 些 被 拣 迭  
的 ‘‘余 民 ” 得 着 他 们 所 寻 找 的 ， 但 其 余 的  

以 色 列 人 却 有 一 段 时 间 是 心 硬 的 （7 、 25 

节 > ， 直 至 他 们 因 嫉 泸 外 邦 人 被 纳 入 神 国  

中 而 发 愤 （1 卜 H 节 > 。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的  

被 弃 未 必 是 最 终 而 不 能 改 变 的 事 情 。

第 四 ， 保 罗 议 论 说 ， 以 色 列 的 被 弃 对  

外 邦 人 之 被 收 纳 是 一 个 祝 福 ， 他 们 多 人 悔

改 的 情 贵 岂 不 像 从 死 里 复 生 （丨2、 15 

节 ） ？ 这 论 点 在 本 章 余 下 的 篇 幅 （十 一  

1 7 - 3G ) 继 续 发 展 。 外 邦 人 不 应 骄 傲 ， 因

为 是 以 色 列 人 绊 跌 了 ， 才 叫 外 邦 人 可 以 被  

收 纳 （1 7 - 1 9 节  > 。 以 色 列 人 失 脚 并 非 是  

要 他 们 跌 倒 （十 一 1 1 ) ， 他 们 的 . 失 落 是 外  

邦 人 的 祝 福 ， 并 且 是 神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 神 

因 他 们 不 信 而 把 他 们 折 下 来 ， 神 也 可 以 把  

他 们 重 新 接 在 原 来 的 树 上 ， 只 要 他 们 不 是  

长 久 不 信 （第 2 3 节 > 。

因 以 色 列 人 暂 时 的 心 硬 （第 ‘2 5 节 > , 

外 邦 人 得 救 的 数 目 添 满 ； 同 样 犹 太 人 也 会  

因 外 邦 人 被 收 纳 而 发 愤 ， 把 得 救 的 数 目 添  

满 （1 1 - 1 4 节 ）。 犹 太 人 与 外 邦 人 一 起 会  

成 为 “以 色 列 全 家 ’， （第 2 6 节 > 。 保 罗 渴  

望 这 亊 的 实 现 ， 因 而 看 他 自 己 在 外 邦 人 中  

的 工 作 ， 是 藉 着 叫 外 邦 人 悔 改 归 向 基 督 来  

激 发 犹 太 人 追 求 义 ， 并 因 外 邦 人 的 得 救 而  

保 护 自 己 权 利 ， 以 致 能 拯 救 他 的 “一 些 犹  

太 同 胞 ” （第 1 4节 〉。

搞 _ 徙的德行

第 十 二 至 十 六 章 是 把 保 罗 那 使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论 证 付 诸 实 际 的 应 用 。 因 此 ， 十二  

^ 开 始 便 说 ： ‘‘所 以 弟 兄 们 ， 我 以 神 的 慈

悲 劝 你 们 .....’， （十 二 1 > 其 后 列 出 的 是

^ 连 串 甚 督 徒 的 德 行 和 责 任 。 保 罗 经 常 在  

$ 的 书 信 中 写 下 — 些 劝 勉 ， 好 帮 助 那 些 刚  

^ 主 的 人 从 异 教 过 渡 至 犹 太 基 督 教 的 伦 理  

和 道 德 价 值 系 统 。 他 甚 至 常 修 正 一 些 犹 太

归 f s 者 的 行 为 模 式 。 第 十 三 章 讨 论 到 那 住  

在 罗 马 帝 国 首 都 的 基 督 徒 与 政 府 官 员 间 应  

有 的 重 要 关 系 。 他 们 应 把 当 时 俗 世 的 政  

府 ， 看 为 神 所 设 立 的 ， 纵 使 那 些 官 员 是 畋  

环 的 ， 但 也 有 权 继 续 存 在 。 他 们 是 神 的 用  

人 ， 要 惩 罚 那 些 作 恶 的 人 （十 三 4 > 。 第 

十 四 章 鼓 励 基 督 徒 不 要 促 使 别 人 违 背 自 己  

的 良 心 去 模 仿 其 他 基 督 徒 ， 他 们 在 是 与 非  

之 间 有 更 深 的 认 识 ， 使 他 们 在 屈 灵 的 事 上  

有 更 大 的 自 由 。 那 些 信 心 软 弱 的 也 不 应 限  

制 其 他 已 得 到 这 宝 贵 自 由 的 人 。 彼 此 相 爱  

和 尊 重 是 基 督 之 真 门 徒 的 标 记 。 第 十 五 章  

包 括 保 罗 的 行 程 计 划 ， 以 及 他 了 解 到 他 的  

职 责 是 作 外 邦 人 的 福 音 祭 司 ； 他 以 外 邦 教  

会 捐 献 的 金 钱 ， 献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祭 坛 上 ， 

象 征 把 外 邦 人 的 归 信 献 给 神 。 第 十 六 章 照  

常 地 向 不 同 的 人 问 安 、 赞 赏 及 委 托 ， 以此  

结 束 全 书 。 保 罗 以 自 己 的 名 义 向 罗 马 教 会  

中 2 7 人 问 安 。

J o h n  R .  M c R a y

参 - 保 罗 ” 9 0。

参考书目： K . Barth, 7"/7e fo

R o m a n s ; F . G o d e t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S t  

P a u l ’ s E  p i s t l e to t h e  R o m a n s ; W . 

H e n d r i k s e n , R o m a n s , 2 v o l s ; C . H o d g e , 

C o m  m e n  ta r y  o n t h e  E p i  s  t i e  to t h e  

R o m a n s ; E . K o s e m a n n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R o m a n s ; H .C .G . M o u le , The E p i s t l e  to the  

R o m a n s ; W .R . N e w e l l, R o m a n s  V e r s e  b y  

V e r s e ; W .G .T . S h e d d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R o m a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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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幔提以谢
Romamti-ezer
lu<3 m i n  t i  y i  x i 6

希 幔 的 儿 子 ， 大 卫 王 曾 委 任 他 在 圣 所  

中 供 乐 师 之 职 （代 上 二 十 五 4 、 3 1 ) 。

罗施
Rosh
l u 6  s h i

一 个 北 方 国 家 ， 出 自 玛 各 的 民 族 （结 

三 十 八 3 ， 三 十 九 U ， 学 者 常 把 罗 施 等 同  

於 俄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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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实
Rosh
l u 6  s h i

便 雅 悯 十 个 儿 子 之 一 ， 排 行 第 七 （创 

四 十 六 21 >。

罗坍
Lotan
l u 6  t a n

西 珥 的 长 子 （创 三 十 六 2 ( ) > , 是 居 住  

於 以 东 地 何 利 人 的 族 长 。 罗 坍 有 两 个 儿  

子 ， 名 为 何 利 及 荷 幔 （代 上 一 3 8 、 3 9 > 。

罗以
Lois
l u 6  y l

提 摩 太 的 外 祖 母 （提 后 一  5 > ， 他 的  

一 家 ， 包 括 他 的 母 亲 友 尼 基 ， 都 是 住 在 路  

司 得 （徒 十 六 1 ) 。 罗 以 是 一 位 十 分 虔 诚  

的 犹 太 人 ， 她 可 能 在 保 罗 第 一 次 的 宣 教 旅  

程 中 归 入 基 督 教 （徒 十 四  > 。 保 罗 称 赞 提  

摩 太 的 信 心 像 他 的 外 祖 母 及 母 亲 一 样 。

洛 格 斯 / 道
Logos
l u 6  g 6 s i  / d k o

在 希 腊 文 解 作 “话 语 ”。 这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名 词 ， 因 为 在 约 翰 的 著 作 中 ， 它 指 向  

耶 稣 。在 约 翰 福 音 的 序 言 里 （约 一 1 、1 4 > ， 

以 及 约 翰 一 书 的 起 首 （一 1 > ， 都 是 以 道  

来 表 明 耶 穌 如 何 是 神 ， 并 且 表 达 祂 是 在 世  

界 里 的 神 。 这 神 圣 的 道 成 为 了 肉 身 ， 而 且  

成 为 历 史 名 人 。 在 基 督 荣 耀 的 异 象 中 （启 

十 九 1 3 ) ， 道 也 是 基 督 的 称 谓 。 新 约 圣 经  

以 外 的 作 者 ， 例 如 亚 历 山 太 的 斐 罗 也 用 此  

名 词 ， 但 却 指 向 另 一 种 意 思 。

参 - 约 翰 福 音 _ 222 4 :  ••话语/道” 5 8 9 。

落 胎 / 流产
Miscarriage
l u 5  t a i  /  l i u  c h ^ n

指 把 不 能 再 发 展 的 胎 儿 自 然 流 产 。人 

类 《伯 三 1 6 ; 何 九 1 4 > 和 牲 畜 （创三十

— 3 8 ; 伯 二 H----1 0 ) 都 有 这 情 况 出 现 ，

主 要 的 问 题 并 非 不 能 受 孕 ， 而是胎儿在母  

腹 中 不 能 孕 育 至 足 月 。 若 受 神 咒 诅 而 胎  

坠 ， 就 没 有 孩 子 （何 九 丨 4 >  ; 若蒙神祝 

福 ， 便 可 以 成 功 地 生 产 ， 且 得 长 寿 （出二 

十 三 。

早 产 或 “不 到 期 而 落 的 胎 ” （诗五十 

八 8 ; 伯 三 1 6 > 指 出 时 间 是 这 反 常 现 象 的  

主 要 因 素 。 导 致 流 产 的 原 因 有 许 多 ，但圣 

经 只 提 出 两 项 ： （在 牲 畜 方 面 ） 没有悉心 

照 顾 （创 三 H 3 8 > , 或 孕 妇 受 到 剧 烈 的  

打 击 （出 二 十 一  2 2 > 。

民 数 记 五 章 列 出 了 试 验 不 贞 妇 人 的 方  

法 。 若 她 确 曾 行 淫 ，“她 的 肚 腹 就 要 发 胀 ， 

大 腿 就 要 消 瘦 ” （民 五 2 7 > 。 这是对流产  

的 一 种 委 婉 的 说 法 。

保 罗 曾 以 未 到 产 期 而 生 的 婴 孩 来 比 喻  

自 己 ， 强 调 他 本 是 不 配 作 使 徒 的 （林前十 

五 8 > 。

参 - 不 育 • 2 0 0 。

骆驼
Camel
l u 6  t u 6

近 东 供 骑 乘 或 运 货 的 主 要 力 畜 。

参 - 动 物 （骆 驼 ）” 3 2 9 。

骆 驼 剌 草
Cam el’ s Thom
l u 6  t u 6  c )  c ^ o

低 矮 带 刺 的 灌 木 ， 根 有 异 香 ， 可制油

音。

参 " 植 物 （骆 驼 刺 草 ）" 2 2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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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
Sackcloth 
m焱

劣 质 的 料 子 或 山 羊 毛 造 的 衣 料 ， 经 常  

作 为 哀 悼 的 象 征 ， 披 於 身 上 ， 但 — 些 先 知  

和 俘 虎 也 有 穿 用 。

麻 布 质 料 粗 储 ， 可 能 是 黑 色 的 （赛 五  

+  3 ; 启 六 1 2 > 。 衣 服 的 式 样 备 受 争 议 ， 

当 中 两 个 看 法 较 为 突 出 。 其 — 是 认 为 衣 服  

是 长 方 形 的 ， 两 边 及 — 端 缝 合 ， 只 为 头 部  

和 手 臂 留 出 空 位 。 这 式 样 与 约 瑟 的 兄 弟 在  

埃 及 所 用 的 粮 袋 （创 四 十 二 2 5 、2 7 、 3 5 > ， 

和 基 遍 人 所 用 的 旧 口 袋 （书 九 4 ; 参 利 十  

一 3 2 > 类 似 。 第 二 个 见 解 认 为 麻 布 是 一  

件 细 小 的 衣 服 ， 跟 缠 腰 布 相 似 。 亚 洲 的 俘  

虏 总 被 描 绘 成 这 样 的 装 束 。 虽 然 麻 布 可 制  

造 超 过 一 类 的 衣 服 ， 但 观 乎 希 伯 来 人 腰 束  

麻 布 （撒 下 三 3 1 ; 赛 十 五 3 ， 二 十 二 12; 

耶 四 8 > 和 在 腰 间 围 上 麻 布 （创 三 十 七  

3 4 ; 王 上 二 十 3 1 ; 耶 四 十 八 3 7 > 的 习 惯 ， 

正 支 持 这 一 种 说 法 。

麻 布 主 要 与 悲 哀 有 关 （创 三 十 七

王 上 二 十 一 2 7 ; 哀 二 1 0 ) 。 国 家 （尼 

九 1 ; 王 下 六 3 0 ; 拿 三 8 ; 赛 三 十 七 1 > 和  

个 人 的 危 难 来 临 都 引 发 人 穿 着 麻 布 。 君王  

(王 上 二 H — 2 7 ; 王 下 六 3 0 ) 、 祭 司 （珥 

— B ) 、 长 老 （哀 二 1 0 > 、 先 知 （赛 二 十  

2 ; 亚 十 三 和 牲 畜 （拿 三 8 > 全 都 披  

上 麻 布 。 以 色 列 人 认 罪 时 会 穿 上 麻 布 （尼

九 1 ; 耶 六 ‘2 6 ; 参 太 ----2 1 ) ， 但 这 样 的

做 法 并 不 仅 限 於 以 色 列 （赛 十 五 3 ; 耶 四  

十 九 3 ; 结 二 十 七 3 1 ; 拿 三 5 > 。 这 衣 料 的  

特 质 适 合 在 险 境 、 忧 伤 、 个 人 及 国 家 遭 受  

危 难 和 痛 苦 的 时 候 穿 用 。 有 人 提 出 ， 粗 糙  

的， 料 穿 起 来 并 不 舒 服 ， 是 穿 着 的 人 刻 意

地 惩 罚 自 己 。 然 而 并 没 有 证 据 支 持 这 个 说  

法 。

参 **哀 哭 ” 24: “殡 葬 风 俗 _ 1 7 5 。

麻风
Leprosy, Leper
m &  f eng-

由 分 支 杆 菌 所 引 发 的 一 种 慢 性 传 染 疾  

病 ， 此 种 细 菌 类 似 肺 病 的 扦 菌 。 这 种 疾 病  

的 病 症 是 皮 肤 、 黏 膜 及 表 面 的 神 经 发 生 变  

化 。 在 皮 肤 上 出 现 失 去 皮 肤 色 索 的 斑 块 ， 

但 极 少 会 完 全 失 去 皮 肤 色 索 。 因 此 ， 皮 肤  

上 出 现 白 色 的 斑 块 ， 肯 定 不 是 麻 风 的 特  

征 。 那 些 失 去 色 素 的 皮 肤 斑 块 ， 通 常 会 同  

时 失 去 对 触 摸 及 温 度 的 感 觉 。 皮 肤 变 厚 又  

形 成 小 瘤 ， 使 面 貌 变 得 像 狮 子 面 一 样 ， 都 

是 麻 风 常 见 的 现 象 。 表 面 的 神 经 受 损 ， 可 

能 会 引 致 手 、 脚 或 面 部 麻 痹 ， 也 可 能 引 致  

失 去 一 切 触 觉 ， 以 致 病 者 并 不 知 道 已 经 有  

严 重 的 损 伤 或 溃 疡 。 许 多 时 候 ， 眼 睛 、 耳 

朵 及 舁 都 会 受 到 影 响 。 已 经 发 现 一 种 有 效  

的 治 疗 方 法 ， 虽 然 疗 程 颇 长 ， 有 时 病 情 却  

会 自 动 抑 止 。 这 种 疾 病 的 传 染 ， 是 透 过 长  

期 与 一 个 麻 风 病 患 者 接 触 而 产 生 的 。 儿童  

比 较 成 年 人 更 容 易 受 到 感 染 ， 但 是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 它 的 传 染 性 颇 低 。

麻 风 的 早 期 历 史 不 详 。 有 关 麻 风 的 可  

能 记 述 ， 可 从 古 埃 及 、 巴 比 伦 及 印 度 的 著  

作 中 看 到 。 但 这 些 记 载 所 指 的 ， 是 否 现 代  

的 麻 风 ， 学 者 则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这 些 记 载  

的 含 糊 之 处 ， 影 响 重 大 ， 因 为 它 们 只 能 有  

限 地 帮 助 我 们 对 旧 约 圣 经 中 有 关 “麻 风 ” 

的 了 解 。

旧约

利 未 记 十 三 章 及 十 四 章 有 关 “麻 风 ” 

的 资 料 最 为 详 细 。 倘 若 仔 细 研 究 这 些 经 文  

对 这 种 疾 病 的 描 述 ， 就 会 发 现 这 些 经 文 的  

内 容 ， 并 非 我 们 现 在 对 麻 风 的 诊 断 。 假如  

一 个 祭 司 今 天 仍 沿 用 这 些 经 文 所 载 的 衡 量  

标 准 ， 他 可 能 会 宣 告 许 多 麻 风 病 人 为 不  

洁 ； 但 是 ， 他 亦 会 宣 称 许 多 患 不 同 皮 肤 病  

的 病 人 为 不 洁 。 我 们 所 称 的 麻 风 病 ， 跟利  

未 记 所 记 载 的 内 容 并 不 吻 合 。 这 些 经 文 时  

常 提 及 的 毛 发 变 白 ， 并 非 麻 风 的 典 型 病  

症 。 同 时 ， 许 多 皮 肤 病 都 会 出 现 毛 发 变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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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 况 。 皮 肤 上 有 白 色 的 斑 块 并 非 麻 风 的  

特 征 ， 而 且 头 发 及 头 皮 通 常 是 不 受 影 响  

的 。 一 般 而 言 ， 7 至 1 4 日 的 时 间 并 不 足 以  

观 察 病 情 的 变 化 。 倘 若 这 些 经 文 是 描 写 现  

代 的 麻 风 ， 而 当 中 并 没 有 提 及 此 种 疾 病 更  

明 显 之 病 症 ， 看 来 有 点 奇 怪 。 细 菌 学 家 未  

能 成 功 繁 殖 这 种 麻 风 病 抒 菌 ， 因 此 衣 服 或  

房 子 不 可 能 引 发 麻 风 。 故 此 ， 圣 经 所 提 及  

的 麻 风 与 现 代 的 麻 风 ， 并 非 同 义 词 。 这 个  

翻 译 为 “麻 风 ” 的 希 伯 来 词 语 ， 源 自 一 个  

阿 拉 伯 词 语 ，意 思 是 击 倒 或 是 鞭 笞 。因 此 ， 

这 个 可 能 是 一 般 的 术 语 ， 用 以 形 容 严 重 的  

皮 肤 病 ， 或 是 物 体 上 不 洁 的 痕 迹 。

祭 司 根 据 利 未 记 十 三 章 2 至 8 节 的 衡  

量 标 准 ， 决 定 皮 肤 是 否 患 上 麻 风 。 在 利 未  

记 十 三 章 9 至 5 9 节 ， 描 述 了 不 同 种 类 的 麻  

风 。 出 现 溃 疡 及 白 色 的 皮 肤 和 毛 发 ， 就 是  

患 上 慢 性 麻 风 病 。 患 此 症 的 人 会 被 宣 告 为  

不 洁 ， 但 不 需 要 隔 离 一 段 时 期 。 另 一 种 麻  

风 是 涉 及 全 身 皮 肤 ， 但 不 会 使 患 者 不 洁 。

王 耶 汉 泪 伊 。 往 :a  这 象 征 性 的  k 有

这 人 也 需 要 洁 净 自 己 的 身 体 。 虽 ^ 淨 每 :  

可 以 进 入 营 内 ， 但 他 仍 要 在 自 己 呑  

居 住 7 天 。 吡珣夕I

这 项 洁 净 礼 仪 的 第 二 部 分 ， 是 

人 与 神 和 好 。 就 在 第 8 天 ， 他 再 次 便 那  

体 。 然 后 献 上 一 只 公 羊 羔 作 为 赎 您 祭 净 身  

且 以 一 罗 革 油 一 起 作 摇 祭 ， 再 次 把 这 ^ 并  

别 为 圣 ， 好 事 奉 耶 和 华 。 接 着 ， 在 圣 分  

上 一 只 公 羊 羔 ， 作 为 赎 罪 祭 。 将 — 些联$  

祭 的 血 ， 抹 在 求 洁 净 的 人 的 右 耳 垂 工 ，': 

及 右 手 的 大 拇 指 上 ， 并 且 抹 在 右 脚 的 大 拘  

指 上 。 如 此 ， 他 的 听 觉 、 行 动 及 行 走的器 

官 ， 都 洁 净 了 ， 可 以 服 侍 神 ， 就像任命祭  

司 作 圣 职 的 仪 式 一 样 （利 八 2 4 >。 在耶和 

华 面 前 把 油 洒 了 7 次 之 后 ， 祭司就把油抹  

在 先 前 抹 血 的 地 方 ， 并 且 把 剩 余 的 油 倒 在  

那 人 的 头 上 。 这 样 ， 就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为 他  

赎 罪 。

在 1 8 至 2 3 节 ， 描 述 了 脓 疮 治 好 后 所 带 来

的 麻 风 ， 2 4 至 2 8 节 则 描 述 治 好 了 火 毒 之  

后 所 引 发 的 麻 风 。 在 2 9 至 3 9 节 ， 其 中 所

礼 仪 上 的 洁 净

在 利 未 记 十 四 章 1至 3 2 节 ， 记 载 了 有  

关 医 好 麻 风 病 之 后 的 洁 净 礼 仪 。 第 一 个 步  

骤 是 在 营 外 进 行 ， 祭 司 会 在 营 外 察 验 ， 以 

确 定 患 者 已 经 痊 愈 。 然 后 就 拿 两 只 活 鸟 ， 

连 同 香 柏 木 、 朱 红 色 线 及 牛 膝 草 ， 将 其 中  

一 只 鸟 在 盛 有 活 水 的 瓦 器 上 宰 杀 了 ， 并 且  

把 另 一 只 活 的 鸟 蘸 在 有 血 的 活 水 中 ， 然 后  

将 鸟 放 走 。 此 外 ， 用 同 样 的 血 水 ， 在 痊 愈  

者 身 上 洒 7 次 。 这 项 礼 仪 象 征 患 者 的 痊 愈 。 

放 走 的 活 鸟 象 征 重 获 自 由 及 释 放 ， 以 代 替  

先 前 像 是 活 死 人 的 境 况 。 被 宰 的 鸟 代 表 患  

者 先 前 不 洁 的 境 况 所 引 致 的 死 亡 结 局 。 那  

些 血 和 水 代 表 着 生 命 及 洁 净 ， 是 要 洒 在 痊  

愈 的 人 身 上 ， 使 他 好 比 那 只 自 由 的 活 乌 。

旧 约 的 学 者 一 般 都 同 意 衣 物 （利十三 

4 7 - 5 9 ) 及 房 子 的 麻 风 （利 十 四 33-5 3)， 

可 能 都 是 因 为 霉 或 真 菌 的 生 长 。 如果一件 

衣 服 是 有 麻 风 菌 的 话 ， 就 要 把 它 烧 掉 。倘 

若 是 一 间 房 子 有 麻 风 菌 ， 就需要尽力根除  

麻 风 。如 果 成 功 的 话 ，就 进 行 洁 净 的 礼 仪 • 

这 个 仪 式 类 似 麻 风 痊 愈 者 第 一 阶 段 的 诘 净  

礼 仪 。 假 如 不 能 消 灭 那 麻 风 的 话 ， 就要把 

房 子 拆 毀 ， 并 且 将 瓦 砾 弃 於 城 外 。

新约

在 新 约 之 中 ， 没 有 描 述 关 於 麻 风 这 种  

疾 病 。 因 此 ， 我 们 也 不 能 肯 定 它 是 否 指 现  

代 的 麻 风 病 。 当 时 的 人 亦 知 道 有 关 现 代 ^  

麻 风 病 症 ， 但 我 们 不 能 肯 定 他 们 是 否 ^  

能 够 正 确 地 分 辨 麻 风 与 其 他 皮 肤 病 。$ 文 

约 中 ， 被 翻 译 成 为 “麻 风 ，，的 这 个 希 %  

词 语 ， 基 本 意 思 是 鱗 状 。 希 腊 人 用 这  

去 指 明 一 种 牛 皮 癣 的 皮 肤 病 ， 而旦  

以 指 麻 风 的 希 腊 文 词 语 ， 我 们 翻 ^  

皮 病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是 没 有 这 个 中  

“麻 风 ” 一 词 的 混 淆 用 法 ， 甚 至 延 博 定  

世 纪 时 代 。 它 使 历 史 学 家 有 时 也 不 我 们 在  

这 种 疾 病 在 历 史 中 的 蔓 延 情 况 。 当 的 封  

新 约 中 读 到 有 关 基 督 洁 净 麻 风 $ 性皮择 

候 ， 我 们 只 知 道 祂 医 治 了 一 种 十 曼

形 容 有 关 头 上 或 胡 须 的 麻 风 ， 可 能 是 厲 於  

真 菌 感 染 。 在 4 7 至 5 9 节 中 ， 提 及 麻 风 与  

秃 头 的 关 连 。 正 如 一 位 著 名 的 麻 风 病 医 师  

所 说 ， 倘 若 在 翻 译 这 些 经 文 的 时 候 ， 是 翻  

译 为 “不 洁 的 疾 病 ”， 而 非 “麻 风 ” 的 话 ， 

就 会 除 去 许 多 混 乱 的 情 况 ， 而 且 可 能 更 准  

确 地 带 出 原 文 的 真 正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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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皮 肤 病 被 认 为 是 不 洁 的 病 症 。 

基 督 对 待 受 麻 风 折 磨 的 人 的 态 度 ， 跟

日 才 的 拉 比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倘 若 街 上 有 麻  

人 ， 拉 比 就 不 吃 在 那 条 街 买 回 来 的 鸡  

亦 有 拉 比 会 向 麻 风 病 人 掷 石 ， 以 防 止  

他 J n 接 近 。 而 基 督 在 医 治 麻 风 者 的 时 候 ， 

用 手 触 换 病 人 。 这 样 ， 就 显 明 了 他 胜 过 麻  

风 所 代 表 的 不 洁 （太 八 3 ; 可 — 4 丨、 42;

路五丨2 、 丨3 > 。
参 ••医 药 " 2 0 0 8

麻哈拉
Mahalath 
m i h5 la

音 乐 调 名 ， 意 思 是 “悲 哀 ”， 写 在 诗  

篇 五 十 三 篇 的 标 题 上 ， 表 明 这 首 诗 的 表 达  

方 法 及 / 或 这 诗 的 对 象 。

参••音乐和乐器（麻 哈 拉 ）" 2 1 2 5 。

麻雀
Sparrow
m 焱 q u 爸

参 -鸟 （麻 雀 ）” 1 1 2 3 。

马
Horse
mi

参 -动 物 （马 ）” 329 »

马檐
Manger
ma cSo

饲 家 畜 用 的 水 槽 。 这 希 腊 词 在 新 约  

中 只 出 现 4 次 ， 其 中 3 次 在 路 加 福 音 耶 穌  

降 生 的 叙 述 中 （路 二 7 、 1‘2 、 1 6 ) 。 第四  

次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三 章 丨 5 节 。

旧 约 中 与 此 同 义 的 希 伯 来 词 语 出 现 在  

约 伯 记 三 十 九 章 9 节 、 箴 言 十 四 章 4 节 ， 

和 以 赛 亚 书 一 章 3 节 ， 中 译 作 “槽 ”。 在 

$ 些 经 文 中 ， 它 的 用 法 与 希 腊 文 “马 槽 ” 

十 分 相 似 。 然 而 ， 在 七 十 士 希 腊 文 旧 约 译  

$ 中 * 另 有 3 个 其 他 希 伯 来 名 词 也 用 这 个  

= 胳 名 词 来 翻 译 ： 中 文 译 作 “棚 ”， 即圈  

， 畜 的 地 方 （代 下 三 十 二 2 8 > ; “饲

( 伯六 5 >  ; 以 及 “棚 ” （哈 三 1 7 > 。

根 据 现 代 中 东 的 风 俗 和 圣 经 考 古 学 的

研 究 ， 马 棚 和 马 悄 的 位 置 有 两 个 可 能 性 ； 

在 穷 苦 人 家 里 ， 马 棚 通 常 是 贴 近 房 子 的 — 

个 小 室 ， 比 人 所 住 的 房 间 稍 低 。 石 槽 则 放  

在 木 棚 的 墙 边 ， 或 在 石 上 挖 凿 而 成 。 另 — 

个 可 能 的 位 置 是 在 屋 子 附 近 的 山 洞 内 ， 或 

房 子 底 下 的 石 灰 地 基 内 。 第 — 种 马 棚 在 米  

吉 多 的 遗 迹 中 发 现 。 在 拉 吉 — 座 逮 筑 物 的  

遗 迹 底 下 ，发 现 一 个 洞 穴 （约主前丨2〇〇)， 

这 洞 穴 似 乎 是 作 马 棚 之 用 。

传 统 认 为 耶 稣 出 生 时 所 用 的 马 槽 是 在  

洞 穴 里 。 现 今 纪 念 基 督 降 生 的 教 堂 也 是 建  

在 这 样 的 一 个 洞 穴 之 上 。 不 过 ，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记 戟 ， 那 马 棚 也 很 有 可 能 是 贴 近 房  

子 的 一 个 地 方 。

参••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 1 9 7 0。

玛达他
Mattatha, Mattattah
m d  d & tS

〇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谱 《路 三 3 1 ) ， 

玛 达 他 是 耶 稣 的 先 祖 。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谱 " 1 9 6 6。

© 哈 顺 的 子 孙 。 被 掳 归 回 之 后 ， 他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谕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 拉 十 3 3 > 。

马大
Martha

马 利 亚 和 拉 撒 路 的 姊 姊 ， 耶 稣 的 明  

友 。 马 大 住 在 伯 大 尼 ， 一 个 位 於 橄 榄 山 东  

舱 的 小 城 。 马 大 可 能 是 长 大 麻 风 的 西 门 的  

妻 子 。

路 加 记 述 了 一 件 有 关 马 大 的 事 ， 她正  

忙 碌 地 预 谷 食 物 时 ， 她 妹 妹 马 利 亚 只 顾 坐  

着 昕 耶 穌 讲 道 。 马 大 向 耶 稣 抱 怨 说 妹 妹 不  

帮 忙 ， 耶 奸 则 温 柔 地 更 正 她 的 想 法 ， 说 ： 

••马大！ 马 大 ！ 你 为 许 多 的 事 思 虑 烦 扰 ， 

但 不 可 少 的 只 有 一 件 ； 马 利 亚 已 经 迭 择 那  

上 好 的 福 分 ， 是 不 能 夺 去 的 （路 十 4 1 、 

4 2 > 耶 好 这 话 ， 是 要 提 醒 马 大 不 要 忧 虑 ， 

并 指 出 生 命 中 最 首 要 的 事 悄 ， 也 是 得 到 最  

大 回 报 的 事 情 ， 就 是 与 主 相 交 。

在 约 翰 记 载 拉 撒 路 死 而 复 活 的 事 件

( 约 --- 1 7 - 4 4  > 里 ， 马 大 是 上 前 迎 接 耶

穌 的 人 ， 而 马 利 亚 则 留 在 屋 子 里 （第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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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马 大 又 再 一 次 向 耶 穌 抱 怨 ， 这 次 她  

说 耶 穌 若 能 早 一 点 来 ， 拉 撒 路 便 不 会 死  

( 第 2 1节 >。 耶 料 回 答 说 ： “你 兄 弟 必 然 复  

活 。” 马 大 很 自 然 就 假 设 耶 穌 是 指 将 来 的  

复 活 ◊ 耶 穌 向 马 大 保 证 复 活 与 生 命 都  

在 祂 里 面 ， 劝 马 大 要 信 祂 （2 3 - 2 6 节 ）。 

於 是 马 大 便 承 认 她 相 信 耶 穌 是 基 督 （第 

2 7 节 ）。 耶 稣 吩 咐 人 把 坟 墓 打 开 时 ， 马 大  

提 出 抗 议 说 ， 尸 体 必 已 发 臭 了 。 耶 稣 坚 决  

地 回 应 她 的 疑 惑 ， 说 ： “我 不 是 对 你 说 过 ， 

你 若 信 ， 就 必 看 见 神 的 荣 耀 吗 ？ ” （第 4 〇 

节 ） 耶 穌 跟 着 便 叫 拉 撒 路 从 死 里 复 活 过  

来 。

约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1至 H 节 记 载 马 大 再  

— 次 侍 候 耶 稣 和 拉 撒 路 用 膳 ； 不 过 ， 这 — 

次 她 没 有 反 对 马 利 亚 对 耶 稣 所 表 达 的 一 片  

苦 心 和 敬 爱 。

玛玳
Ma-adai
mS d^i

巴 尼 的 儿 子 。 被 掳 之 后 ，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告 ， 休 弃 了 他 的 异 教 徒 妻 子 （拉 十

3 4 )  〇

玛代
Madai
m 姦d 姦i

雅 弗 7 个 儿 子 中 排 行 第 三 的 儿 子 （创 

十 2 ; 代 上 一 5 ) 。

玛代人
Medes, Media, Median

d^i r^n

印 欧 语 系 的 民 族 ， 出 现 於 伊 朗 西 北 面  

的 高 原 地 带 。 他 们 跟 波 斯 人 有 很 密 切 的 关  

系 ， 希 腊 人 、 埃 及 人 和 亚 述 人 常 以 为 他 们  

就 是 波 斯 人 ， 或 把 他 们 与 波 斯 人 混 淆 了 。 

有 些 学 者 则 把 那 一 带 的 人 都 统 称 为 “玛 代  

人 ”。 事 实 上 ， 玛 代 人 只 住 在 扎 格 罗 斯 山  

脉 中 ， 那 是 海 拔 3 , 0 0 0 至 5 , 0 0 0呎 、 被 山 谷  

分 隔 开 的 山 区 。 首 都 厄 巴 他 拿 今 名 哈 马  

丹 ， 位 於 一 条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来 的 主 要 商 贸  

路 线 上 ， 由 於 位 S 高 耸 ， 夏 天 气 候 温 和 ， 

是 众 波 斯 王 的 避 暑 胜 地 。

由 於 没 有 任 何 以 玛 代 语 言 记 栽 的 玛 代

历 史 和 文 化 存 留 ， 我 们 只 能 从 当  

腊 、 新 巴 比 伦 和 亚 述 文 献 中 取 得 = 的希- 

於 玛 代 和 迦 勒 底 是 把 亚 述 帝 国 打  由

民 族 ， 因 此 他 们 在 新 巴 比 伦 的 文 所 个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此 外 ， 希 罗 多 德 $ 必％ 

了 一 些 宝 贵 的 资 料 ， 大 槪 是 从 楔 形 供  

文 献 得 来 的 。

亚 述 王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记 述 了 玛 代 人 於  

主 前 九 世 纪 在 厄 巴 他 拿 一 带 的 活 动 ，但历 

史 学 家 仍 不 能 确 定 玛 代 人 是 在 何 时 迁 入 那  

地 区 的 。

撒 缦 以 色 为 盗 取 玛 代 人 精 心 配 种 的 骇  

马 ， 便 突 袭 他 们 所 占 领 的 平 原 ； 玛代人所 

饲 养 的 骏 马 是 广 为 人 所 赞 誉 的 。 历代以 

来 ， 亚 述 王 都 没 有 间 断 这 种 突 袭 ， 不单为 

着 马 匹 的 供 应 ， 也 为 着 保 障 在 这 主 要 通 3 

上 的 贸 易 自 由 。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 亚述王如 

亚 大 得 尼 拉 力 （主 前 8 1 0 - 7 8 1 ) 、 提^拉  

毗 列 色 三 世 （主 前 7 4 3 ) 和 撒 琪 根  

( 主 前 7 1 6 ) 都 自 称 征 服 了 玛 代 ， 而旧 ^  

也 记 载 以 色 列 道 撒 珥 根 攻 取 后 ， 其 民 ^  

置 在 玛 代 人 的 城 邑 （王 下 十 七 6 ，十八

以 撒 哈 顿 作 亚 述 王 时 （主 前 6 根 

6 6 9  ) ， 要 求 玛 代 人 承 认 他 的 治 权 ’ $

据 条 约 向 亚 述 进 贡 ， 但 玛 代 人 却 乘 ^ 古 择  

渐 渐 衰 弱 的 局 势 ， 在 主 前 6 3 1 年 f 率的 

人 和 森 美 里 人 联 盟 。 在 弗 老 窝 底 一 一 少 襄  

攻 击 之 后 ， 亚 述 正 在 衰 退 的 势 力 进 ^ 咕 多  

弱 ， 尼 尼 微 终 於 在 主 前 6 1 2 年 论 於 ！ 

也 在 主 前 6 1 0 年 被 攻 破 。 玛 代 王 基 索 於 ， 

组 织 了  一 队 强 悍 和 经 过 严 格 切 丨 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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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带 领 下 ， 玛 代 军 队 及 其 盟 军 控 制 了  

在 主 要 的 城 市 ， 势 力 扩 展 至 亚 述 北 部 ， 

並 在 主 前 5 8 5 年 与 吕 底 亚 签 署 和 平 条 约 。 

并 主 前 5 5 0 年 ， 当 古 列 胜 了 亚 士 他 基 ， 

搜 入 这 区 的 权 力 斗 争 浪 潮 的 以 拦 人 ， 开 

占 优 势 。 古 列 的 家 族 一 半 是 波 斯 人 ， 一 

^ 是 玛 代 人 。 当 时 玛 代 首 都 厄 巴 他 拿 被 夺  

取 幣 片 土 地 在 以 拦 的 控 制 之 下 ， 而 古 列  

到 “玛 代 王 ” 的 名 号 ； 玛 代 的 法 律  

和 其 他 传 统 与 波 斯 合 并 （但 六 8 、 丨5 > ; 

玛 代 人 在 波 斯 的 管 治 中 被 委 任 高 职 。 玛 代  

和 波 斯 几 乎 变 成 同 义 词 （斯 — 1 9 ; 但 八  

2 0 > , 玛 代 也 在 攻 取 巴 比 伦 的 行 动 中 有 分  

(赛 十 三 1 7 ; 耶 五 十 一 丨 1 、 2 8 ; 但 五 2 8 > 。 

亚 哈 随 鲁 之 子 大 利 乌 是 玛 代 人 （但 九 〗 >, 

他 夺 取 巴 比 伦 王 权 时 ，就 披 称 为 ‘‘玛 代 王 ” 

(十一 1 >。 不 过 ， 在 他 的 管 辖 下 ， 国 土 并  

不 太 平 ， 在 他 和 大 利 乌 二 世 的 统 治 期 间  

(主前4 0 9  > , 这 动 乱 的 局 势 甚 至 造 成 公 开

玛得铜
Madmen
m 5  d 6  m i 3 n

耶 利 米 的 预 言 中 （耶 四 十 八 2 > 提到  

的 一 个 城 市 ， 位 於 摩 押 。 这 名 字 可 能 是  

“底 们 ” 的 误 抄 ， 底 们 是 在 以 赛 亚 对 摩 押  

的 预 言 中 ， 所 提 到 的 城 市 （赛 十 五 9 > 。 

如 果 这 个 说 法 厲 实 ， 玛 得 缅 就 是 位 於 本 尼  

哈 马 河 的 源 头 ， 卡 拉 克 西 北 部 7 % 哩 的 迪  

姆 奈 废 墟 。 耶 利 米 的 信 息 中 ， 是 运 用 了 以  

解 作 “安 静 ” 的 希 伯 来 词 语 和 这 地 名 相 对  

的 双 关 语 法 。

玛底雅
Maadiah
m S  d l  yS

一 祭 司 家 族 的 领 袖 。 这 家 族 在 被 掳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尼 十 二 5 > 。 到 了 下 一 代 ， 

当 约 雅 金 作 大 祭 司 ， 这 家 族 的 领 袖 是 毗 勒

的 叛 变 。 太 （在 第 丨 7 节 称 为 摩 亚 底  >。 他 也 许 就 是

以 斯 帖 记 描 述 了 王 宫 中 穷 奢 极 侈 的 筵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祭 司 玛 西 亚 （尼十

宴 和 极 尽 豪 华 的 设 备 （斯 一 3 - 7 ) 。 玛 代  

人 . 后 来 落 在 叙 利 亚 人 （西 流 基 人 ） 和帕  

提 亚 人 的 管 治 之 下 。 在 新 约 ， 有 一 次 同 时  

提 到 帕 提 亚 人 、玛 代 人 和 以 拦 人 《徒 二 9 > ， 

但 其 后 玛 代 似 乎 只 是 一 个 地 理 上 的 名 词 ， 

在 历 史 上 再 没 有 一 个 拥 有 自 己 权 力 的 玛 代  

民 族 了 。

H a z e l  W. P e r k i n

马但
Matthan
m3 d^n

耶 稣 的 祖 先 （太 一  1 5 ) ; 也 许 就 是  

路 加 福 音 三 章 ‘2 4 节 的 玛 塔 。

参 “耶 餘 基 督 的 家 谓 ” 1 9 6 6 。

'玛得米那
Madmenah 

mI na

v _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城 市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 北 。 地 点 就 在 西 拿 基 立 进 军 犹 大 （约主  

攻 打 希 西 家 王 （主 前 7 1  5 - 6 8 6 >  

^ 械 （赛 十 3 1 > 时 ， 亚 述 军 所 行 经 的  

& 线 上 。 有 人 认 为 这 地 方 就 是 现 今 的 舒

8>〇

玛顿
Madon

df in

迦 南 地 的 一 个 城 市 ， 曾 与 其 他 城 邦 结  

盟 对 抗 由 约 书 亚 所 领 导 ， 入 侵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以 色 列 人 ， 但 无 功 而 废 。 自 从 在 米 伦 发  

生 了 一 场 损 伤 惨 重 的 战 事 ，这 些 城 市 就 归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控 制 之 下 （书 十 一  1 ， 十二  

1 9 ) 。 玛 顿 可 能 就 是 现 在 的 盖 伦 海 廷 ， 离 

加 利 利 海 约 5 哩 。

玛俄
Maoch
m S  6

非 利 士 地 迦 特 王 亚 吉 的 父 亲 。 大 卫 逃  

避 扫 罗 的 追 杀 时 ， 曾 投 奔 这 位 亚 吉 王 （撒 

上 二 十 七 2 > 。

#  " J马迦 #  3 ” 965〇

玛尔杜克
Marduk
m 5 € r  d d  kfc

巴 比 伦 一 位 大 神 ， 被 奉 为 创 造 和 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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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神 。 玛 尔 杜 克 （也 称 为 “彼 勒 ”） 原 是  

巴 比 伦 城 的 守 护 神 ， 随 着 巴 比 伦 的 强 盛 ， 

玛 尔 杜 克 也 成 为 了 米 所 波 大 米 众 神 之 冠 。 

他 的 兴 起 在 巴 比 伦 的 创 造 史 诗 “伊 吕 马 以  

利 殊 ” 中 有 所 记 载 ； 据 说 他 击 畋 了 太 初 浑  

纯 之 神 査 马 特 ， 之 后 他 就 创 造 了 天 和 地 。 

莎 班 尼 是 玛 尔 杜 克 的 伴 侣 ， 而 巴 比 伦 的 依  

撒 基 拉 神 庙 就 是 为 他 们 而 建 的 。 耶 利 米 预  

言 玛 尔 杜 克 因 不 能 挽 救 巴 比 伦 的 劣 势 而 蒙  

羞 惊 惶 （耶 五 十 2 ， “米 罗 达 ” 是 玛 尔 杜  

克 的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词 ）。

参 - 巴 比 伦 / 巴 比 伦 帝 国 ” 5 5 。

玛歌珥米撒毕
Magor-missabib
m 3  g e  6 r  m l  s a  b i

耶 利 米 给 巴 施 户 珥 的 新 名 字 ， 巴 施 户  

珥 是 耶 和 华 圣 殿 的 总 管 。 他 听 见 耶 利 米 预  

言 犹 大 的 审 判 ， 就 把 耶 利 米 枷 锁 起 来 （耶  

十 九 1 4 至 二 十 2 ) 。 “巴 施 户 珥 ”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本 是 “四 周 繁 盛 ”， 却 变 成 “玛 歌 珥  

米 撒 毕 ”， 就 是 “四 面 惊 吓 ” 的 意 思 （耶  

二 十 3 > ， 因 为 他 将 会 看 见 巴 比 伦 入 侵 的  

恐 怖 境 况 （二 十 4 > 。

玛革提施
Maktesh; Mortar, The
m 2  g 6  t !  s h l

在 耶 路 撒 冷 附 近 的 一 个 地 方 （番 一  

1 1 > 。 由 於 这 词 的 意 思 是 “研 钵 ”， 所 以  

这 地 应 该 是 一 个 低 陷 的 盆 地 。 玛 革 提 施 可  

能 是 圣 殿 山 对 面 的 泰 路 平 谷 ， 但 旧 约 亚 兰  

文 注 译 （他 尔 根 》 则 指 它 为 汲 沦 谷 。

玛各
Magog
m 3 gd

玛 各 一 词 在 圣 经 中 虽 然 只 出 现 过 5

次 ， 却 出 现 在 两 段 著 名 的 预 言 中 ----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八 、 三 十 九 章 和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 

所 以 显 得 份 外 重 要 。 在 创 世 记 十 章 2 节  

( 代 上 一 5 ) 列 邦 的 名 单 中 ， 玛 各 列 在 雅  

弗 的 众 子 中 ； 用 作 人 名 ， 也 指 从 玛 各 而 出  

的 国 家 。 在 以 西 结 书 和 启 示 录 中 ， 玛 各 有  

时 是 指 一 个 地 方 或 是 一 个 民 族 ， 有 时 则 兼  

指 一 个 地 方 和 一 个 民 族 。

与 圣 经 同 时 代 的 文 献 中 并 沒  

各 ， 因 此 ， 这 词 的 定 义 主 要 出 自 ^及珥 

过 ， 在 后 期 的 文 献 中 也 出 现 — 些 ^ 不  

供 佐 证 。 玛 各 第 一 次 在 圣 经 出 现 时 ％ *岢 

雅 弗 的 一 个 儿 子 （创 十 2 ; 代 上 __̂ 每 指  

土 巴 和 米 设 并 列 （参 结 三 十 八  

结 书 三 十 八 章 节 把 玛 各 和 歌 革 这 ° = 西 

列 ， 指 明 玛 各 是 一 个 地 方 ， 与 土 巴 和名并 

— 同 受 歌 革 管 治 。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九 ^ 设  

称 住 在 玛 各 的 人 为 玛 各 。 以 西 结 书  

和 三 十 九 章 描 述 在 末 后 的 日 子 （参 ^ 八  

8 、 1 2 、 1 6 ) ， 歌 革 和 玛 各 地 厲 他 ^  

联 同 世 上 各 地 来 的 人 ， 要 攻 击 以 色 列 （金 

三 十 八 5 、 6 > 。

有 些 人 认 为 歌 革 是 玛 各 的 别 名 。有％ 

则 以 玛 各 为 吕 底 亚 ， 因 为 他 们 认 为歌革^  

是 兹 吉 斯 （或 作 “古 古 ”>。 然 而 ， 这说 

法 的 论 据 不 强 。

启 录 __•十章 8 节 描 述 歌 革 和 玛 各 ， 

联 同 地 上 四 方 的 列 国 侵 占 以 色 列 地 。以西 

结 书 与 启 示 录 显 然 是 指 着 末 日 要 发 生 的 同  

— 件 事 。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8 节 的 歌 革 可解 释

为 撒 但 ， 玛 各 就 是 与 撒 但 同 来 入 侵 的 民  

族 。 有 些 人 看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8 节 的 “歌革 

和 玛 各 ” 为 一 个 象 征 ， 代 表 千禧 年 完 结 时  

的 一 场 大 战 争 ， 与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八 、三十 

九 章 所 描 述 的 入 侵 相 似 ， 但词汇本身却非  

一 致 。 另 外 有 些 人 又 认 为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的  

玛 各 是 与 歌 革 一 起 的 另 一 个 人 。

圣 经 以 外 的 文 献 也 提 供 了 一 些 资 料 * 

约 瑟 夫 （《犹 太 古 史 》 丨. 6 . 1 ) 把玛各等同 

於 北 方 的 西 古 提 人 ， 他 们 住 在 现 今 的 土 ^  

其 和 俄 罗 斯 中 南 部 。 伪 经 《禧 年 书 》七， 

1 9 节 和 九 章 8 节 指 玛 各 为 “北方的蛮族在  

在 旧 约 中 ， 玛 各 常 与 土 巴 和 米 设 并 列 银 满  

地 理 上 ， 一 般 都 是 指 里 海 和 黑 海 之 间

部 的 山 区 。 韦系

根 据 现 有 的 资 料 ， 以 西 结 书 和 启 ^ 午

所 载 的 玛 各 均 指 向 北 方 的 游 牧 民 族 （浙的 

是 西 古 提 人  从 现 今 土 耳 其 和 俄 罗  

中 南 部 而 来 ， 他 们 要 在 末 后 的 日 子 论 爹  

革 的 带 领 之 下 入 侵 以 色 列 。 然 而 撗 本  

经 或 其 他 文 献 ， 都 没 有 足 够 的 证 妈 各  

或 认 明 ， 这 些 现 代 国 家 就 是 圣 经 +

和 歌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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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哈
Mahath

利 未 人 亚 玛 赛 的 儿 子 ， 是 大 卫 时 代  

圣 殿 歌 唱 者 希 授 的 祖 先  < 代 上 六 3 5 ) 。

0 希 西 家 在 位 时 ， 一 个 协 助 洁 净 圣 殿  

的 利 未 人 （代 下 二 十 九 12><> 他 被 委 任 为  

胳 贷 ， 负 责 看 管 圣 殿 仓 房 里 的 “供 物 和 十  

分 取 一 之 物 ， 并 分 别 为 圣 之 物 ’’（代 下 三  

十一* 1 2 ) 〇

玛哈拉
Mahalath 
mS ha  la

〇 以 实 玛 利 的 女 儿 ， 尼 拜 约 的 妹 子 。 

她 也 是 以 扫 的 第 三 个 妻 子 ， 即 流 珥 的 母  

亲 ； 创 世 记 三 十 六 章 称 她 为 “巴 实 抹 ” 

( 创 二 十 八 9 , 三 十 六 3, — 1 7 > 。

© 耶 利 摩 的 女 儿 ， 是 罗 波 安 的 第 一 个  

妻 子 （代 下 十 一 1 8 ) 。

玛哈莱
Maharai
m i ha l^ i

大 卫 的 勇 士 之 一 ， 他 是 来 自 犹 大 山 地  

尼 陀 法 的 谢 拉 族 人 。 大 卫 派 他 作 每 年 第 十  

个 月 的 班 长 ， 带 领 一 班 ， 即 2 4 , 0 0 0  士 兵  

( 撒 下 二 十 三 2 8 ; 代 上 十 一 3 0 ， 二 十 七  

1 3 ) 0

玛哈尼但
Mahaneh-dan

ha  n i d ^ n

位 於 基 列 耶 琳 以 西 ， 在 琐 拉 和 以 实 陶  

中 间 的 地 方 ， 神 的 灵 在 那 里 感 动 参 孙 （士 

+  但 支 派 在 往 以 法 莲 山 地 途 中 ，

也 • 曾 在 这 里 安 营 （士 十 八 1 2 > 。

玛哈念
Mahanaim

ha  n u n

位 於 约 但 河 东 ， 基 列 的 一 个 聚 居 处 。 

， 各 在 那 里 遇 见 神 的 使 者 ， 给 那 地 起 名 为  

神 的 营 ”。 他 往 见 以 扫 之 前 ， 把 家 人 和  

^ 物 分 成 两 队 （玛 哈 念 在 希 伯 来 文 的 意 思  

枕 是 “两 队 以 免 失 去 所 有 家 人 和 财

物 （创 三 十 二 1 - 8、 1 1 )。

这 城 位 於 玛 拿 西 和 迦 得 两 支 派 之 间 的  

边 界 上 （书 十 三 2 6 、 3 0 ) ， 是 分 给 利 未 人  

的 产 业 （书 二 十 一 3 8 ; 代 上 六 8 0 > 。 扫罗  

在 基 利 波 山 被 杀 后 ， 他 的 儿 子 伊 施 波 设 就  

逃 到 玛 哈 念 ， 在 那 里 建 立 一 个 流 亡 政 府 的  

首 都 ， 管 治 大 部 分 的 以 色 列 人 （撒 下 二 8 、 

1 2 、 2 9 > ， 直 至 被 利 甲 和 巴 拿 所 杀 为 止  

( 四 5 - 7 > 。 押 沙 龙 谋 反 时 ， 大 卫 曾 逃 至 这  

城 ， 并 受 巴 西 莱 和 一 些 基 列 人 的 接 济 （撒  

下 十 七 2 4 、 2 7 ) 。 大 卫 在 玛 哈 念 的 城 门 接  

到 押 沙 龙 的 死 讯 ， 就 上 城 门 楼 哀 哭 。 所罗  

门 以 玛 哈 念 为 第 七 个 管 辖 区 的 首 府 ， 并立  

亚 希 拿 达 为 该 地 首 长 （王 上 四 1 4 > 。

根 据 圣 经 的 引 证 ， 玛 哈 念 位 於 基 列 中  

部 ， 雅 博 河 沿 岸 。 在 圣 经 以 外 ， 却 有 许 多  

不 同 说 法 。 早 期 学 者 认 为 玛 哈 念 就 是 亚 雅  

仑 以 北 2 % 哩 外 的 玛 克 拿 废 墟 。 近 期 的 说  

法 却 集 中 在 雅 博 的 吐 鲁 阿 达 哈 的 两 座 山  

上 。 亚 哈 兰 尼 认 为 吐 鲁 阿 达 哈 西 面 的 山 丘  

就 是 玛 哈 念 ， 东 面 则 是 毗 努 伊 勒 。 其 正 确  

的 位 置 仍 不 得 而 知 。

玛哈未人
Mahavite
m 3 h a wfei r6n

这 词 在 历 代 志 上 十 一 章 4 6 节 出 现 ， 

用 以 辨 明 大 卫 一 名 勇 士 以 利 业 的 身 分 ， 大 

概 是 指 他 的 家 乡 ， 好 把 他 跟 第 4 7 节 的 以  

利 业 分 别 出 来 。 玛 哈 未 人 究 竟 是 何 许 人 ， 

仍 是 一 个 疑 问 。

玛哈秀
Mahazioth
m 5 ha xiiJ

哥 辖 人 希 幔 的 十 四 个 儿 子 之 ― ， 也是  

负 责 在 圣 殿 中 唱 歌 、 敲 钹 、 弹 琴 、 鼓 瑟 的  

第 二 十 三 班 乐 师 的 首 领 （代 上 二 十 五 4 、 

30) 〇

玛曷
Mahol
mS h 6

他 是 所 罗 门 时 代 3 个 知 名 的 智 慧 人  

( 希 楼 甲 各 和 达 大 ） 的 父 亲 （主 前 9 7 0 -  

9 3 0  ; 王 上 四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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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Maher-shalal-hashbaz
m 2  h e i  6 r  s h a  l a  16 h 5  s h i  s i

以 赛 亚 之 子 的 名 字 ， 意 思 是 “掳 掠 速  

临 、 抢 夺 快 到 ”。 这 名 字 是 用 以 预 言 大 马  

色 和 撒 玛 利 亚 即 将 要 敗 在 亚 述 王 手 下 （赛 

八  1 、 3 >。

玛基
Machi 
ma j l

屈 迦 得 支 派 ， 臼 利 的 父 亲 。 臼 利 是 被  

差 往 窥 探 迦 南 地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 （民 十  

三 ⑴ 。

玛基大
Makkedah
m i  j l

约 书 亚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攻 取 南 部 城 邑 时  

所 占 领 的 一 个 髙 原 城 镇 （书 十 1 0 - 2 9 ， 十 

二 1 6 > 。 玛 基 大 与 拉 吉 同 厲 一 个 区 域 （书 

十 五 4 1 ) 。 优 西 比 乌 认 为 她 位 於 依 流 泰 罗  

坡 里 ， 即 伯 古 富 林 以 东 8 哩 （罗 马 的 计 箅  

法 ）。 从 那 里 可 通 往 一 个 罗 马 拜 占 廷 时 期  

的 废 墟 ， 拜 特 玛 克 敦 ； 这 废 墟 就 在 一 条 从  

依 流 泰 罗 坡 里 往 希 伯 仑 的 罗 马 大 路 旁 。 圣  

经 所 显 示 的 位 置 可 能 在 上 述 位 置 西 南 面  

1 / 2 哩 外 的 可 莫 废 墟 。

玛基叠
Magdiel
m 3  j l  di6

以 东 的 一 个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4 3 ; 代  

上 一 5 4 ) 。

玛基兰
Malchiram
m 2  jT l a n

耶 哥 尼 雅 （约 雅 斤 ） 的 儿 子 ， 大 卫 的  

后 裔 （代 上 三 丨 8 ) 。

马基努
Machaerus

j l  n 0

施 洗 约 翰 被 囚 禁 的 城 堡 ， 后 来 他 更 被  

希 律 安 提 帕 处 斩 （约 瑟 夫 ： 《犹 太 古 史 >

1 8 . 5 . 2 ) 。 这 名 字 没 有 在 圣 经 正  

中 出 现 过 ， 但 这 个 城 堡 是 亚 历 山 大 g 坎驽

建 ， 是 巴 勒 斯 场 最 坚 固 的 城 堡 g 二物纽所 

夫 ： 《犹 太 战 争 录 》 7 . 6 . 1 约窆

在 与 M  
-毁沪

但 大 希 律 后 来 資  

大 希 律 也 在 这 城 堡 的 g 匕

的 战 争 中 ， 这 城 堡 被 迦 比 纽 所 ％

太 战 争 录 > 1 . 8 . 5 ) : 伯 + 恭 认 」 （<贫

修 葺 和 扩 建

内 ， 建 了 一 座 宏 伟 的 宫 殿 。 它 位 於 死  

面 ， 在 比 利 亚 的 最 南 端 ， 临 望 死 海  ^东 

认 为 这 地 点 就 是 今 天 的 姆 豪 瓦 。 ° A

马 太 福 音 （十 四 3 - 1 2 ) 和 马可福  

( 十 六 1 7 - 2 9 ) 曾 记 载 希 律 听 闻 耶 稣 的 |  

声 后 ， 就 以 为 这 位 能 行 神 迹 的 耶 奸 ，是$  

活 了 的 施 洗 约 翰 。 约 翰 被 囚 时 ， 所 ^ 的@  

遇 并 不 十 分 苛 刻 ， 因 为 还 有 朋 友 可 以 探 g 

他 （太 十 一 2 、 3 ; 路 七 1 8 - 2 0 ) 。 希律那 

位 亚 拉 伯 血 统 的 妻 子 ， 因 希 罗 底 的 缘 故 而  

被 希 律 休 弃 后 ， 就 是 从 这 座 城 堡 逃 往 她 M 

父 亲 -----亚 拉 伯 王 亚 哩 达 —— 那 里 去 。这

事 件 引 发 希 律 和 亚 哩 达 的 战 争 （《犹太古

史 》 18.5. U  ; 而 希 律 终 於 战 败 。

玛基雅
Hashabiah, Malchiah, Malchijah
m i j l  ySi

〇 革 顺 的 后 裔 ， 大 卫 分 派 他 与 其 他 族  

人 作 圣 殿 中 的 乐 师 （代 上 六 4 〇>。

© 在 大 卫 时 代 供 职 的 一 位 祭 司 （代上 

九 1 2 > 。 他 的 后 裔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拉 二 3 8 ; 尼 十 一  1 2 > 。

© 大 卫 在 位 时 的 一 位 祭 司 （代上二十 

四 9 ) ; 也 许 与 本 条 目 # 2 为 同 一 人 。

© 巴 录 两 个 同 名 的 儿 子 ， 在 被 披 归 @ 

后 ，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勉 ， 把 外 邦 的 妻子 休

弃 了 （拉 十 2 5 ) 。

@ 哈 琳 的 儿 子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 ^拉 

以 斯 拉 的 劝 勉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 耶  

十 3 1 ) 。 他 在 尼 希 米 的 领 导 下 ’ 修筑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一 部 分  

© 利 甲 的 儿 子 ， 

他 在 尼 希 米 的 指 导 下

(尼 三 】1 > 。 .

负 责 管 理 伯 哈  

， 修 筑 了 耶 路 擗 冷

墙 的 粪 厂 门 （尼 三

© 在 尼 希 米 的 指 导 下 ， 修造耳  

城 垴 的 一 个 银 匠 （尼 三 3 1 ) 。

© 以 斯 拉 宣 读 律 法 书 时 ， 站在

左 边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八 4 > 。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 与 尼 希 米 和 其 他 人  

一 同 签 署 以 斯 拉 之 约 ， 表 示 对 神 忠 心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3 > 。

© 重 违 的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落 成 时 ， 参 与  

奉 献 典 礼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十 二 4 2 > 。

© 王 的 儿 子 ， 他 的 监 牢 曾 囚 禁 先 知 耶  

利 米 （耶 三 十 八 6 >。 耶 利 米 发 出 严 厉 的  

预 言 后 ， 玛 基 雅 的 儿 子 巴 施 户 珥 （耶 三 十  

八 1 ) 便 是 走 到 西 底 家 王 面 前 的 其 中 一 人 ， 

要 治 死 耶 利 米 。 众 王 之 子 一 心 要 治 死 耶 利  

米，於 是 把 他 下 到 玛 基 雅 的 监 牢 里 。

玛吉
Machir
m 3  j i

〇 约 瑟 的 孙 儿 ， 也 是 玛 拿 西 从 亚 兰 族  

的 妾 所 生 的 第 一 个 儿 子 （创 五 十 2 3 ; 代 

± 七 1 4 > 。 玛 吉 是 基 列 的 父 亲 ， 也 是 玛 吉  

族 的 始 祖 （民 二 十 六 2 9 ) 。 当 摩 西 在 世 的  

曰 子 ， 玛 吉 的 后 人 在 约 但 河 东 的 基 列 地 ， 

赶 出 了 住 在 那 地 的 亚 摩 利 人 （民 三 十 二  

; 后 来 ， 他 们 获 得 分 派 这 地 和 巴 珊  

地 为 业 （申 三 1 5 ; 书 十 七 1、 3 ) 。 在 士 师  

记 五 章 1 4 节 ， 整 个 玛 傘 西 支 派 都 称 为 玛  

吉 。

© 住 在 约 但 河 以 东 罗 底 巴 的 亚 米 利 的  

儿 子 。 玛 吉 曾 向 米 非 波 设 提 供 住 处 （撒下  

九 4 、 5 ) ; 后 来 ， 当 大 卫 逃 避 押 沙 龙 的  

追 杀 ， 玛 吉 、 朔 比 及 巴 西 莱 也 曾 照 顾 大 卫  

的 曰 常 霈 要 （十 七 2 7 ) 。

玛吉希录
Makheloth
m a  j i  xT m

以 色 列 人 前 往 迦 南 时 ， 中 途 停 留 的 地  

方 之 一 ， 位 於 哈 拉 大 和 他 哈 之 间 （民 三 十  

三 2 5 、 其 准 确 位 S 不 详 。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玛迦
Maacah
m 8  j i a

常 用 的 希 伯 来 名 字 。

〇 亚 伯 拉 罕 的 兄 弟 拿 鹤 从 妾 流 玛 所 生  

4 个 孩 子 中 ， 最 小 的 一 个 （创 二 十 二 2 4 > 。 

© 大 卫 其 中 一 个 妻 子 ， 是 基 述 王 达 买

的 女 儿 ， 也 是 押 沙 龙 的 母 亲 （撒 下 三 3; 

代 上 三 2 > 。

© 亚 吉 的 父 亲 。 亚 吉 是 迦 特 王 ， 他在  

所 罗 门 统 治 时 期 ， 曾 收 容 了 示 每 的 两 个 仆  

人 （王 上 二 3 9 > 。 他 也 就 是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十 七 章 2 节 的 玛 俄 。

参 - 玛 俄 ~  9 6 1。

© 押 沙 龙 的 女 儿 （王 上 十 五 2 、 1 0 > ， 

是 犹 大 王 耶 罗 波 安 《主 前 9 3 0 - 9 1  3 ) 的妻  

子 ， 也 是 犹 大 王 亚 比 央 （主 前 9 1 3 - 9 1 0 )  

的 母 亲 和 亚 撒 （主 前 9 1 0 - 8 6 9 ) 的 祖 母  

( 王 上 十 五 〗〇 ; 代 下 十 一 2 0 - 2 2 ) 。 及 后 ， 

亚 撒 废 除 她 皇 太 后 的 位 分 ， 原 因 是 她 为 亚  

斯 他 录 造 了 一 个 偶 像 （王 上 十 五 10-1 3 ;

代 下 十 五 1 6 > 。 玛 迦 在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2 

节 也 作 “米 该 亚 ”。

© 迦 勒 的 妾 ， 生了  4 个 儿 子 （代 上 二

4 8 ) 0

© 户 品 和 书 品 的 姊 妹 ， 是 玛 拿 西 人 玛  

吉 的 妻 子 ， 也 是 毗 利 施 和 示 利 施 的 母 亲  

(代 上 七 1 5 、 1 6 > 。

〇 便 雅 悯 人 ， 耶 利 的 妻 子 ， 也 是 扫 罗  

王 的 祖 先 （代 上 八 2 9 , 九 3 5 ) 。

© 哈 难 的 父 亲 。 哈 难 是 大 卫 的 勇 士 之  

— (代 上 十 一  4 3 > 。

© 示 法 提 雅 的 父 亲 。 示 法 提 雅 是 在 大  

卫 统 治 时 代 ， 西 _ 支 派 的 一 个 统 领 （代上  

二 十 七 1 6 )。

© 外 约 但 北 面 的 一 个 小 国 。 根 据 约 书  

亚 记 十 三 章 1 1 节 ， 基 述 和 玛 迦 的 国 土 ， 

是 位 於 基 列 地 与 黑 门 山 之 间 ， 与 巴 珊 王 M  

的 国 土 接 壤 （书 十 二 4 、 5 > 。 当 地 人 称 为  

拿 鹤 的 后 裔 （创 二 十 二 2 4 > ， 地 处 拿 鹤 族  

人 居 地 的 最 南 端 . . 主 前 二 十 世 纪 的 埃 及 咒  

诅 祷 文 ， 可 能 也 曾 提 及 他 们 的 名 字 ， 但 这  

点 不 能 确 定 。

圣 经 记 载 大 卫 在 外 约 但 北 部 哈 嫩 抵 抗  

亚 兰 联 军 时 ， 也 曾 提 及 受 雇 的 军 兵 中 ， 有 

伯 利 合 的 叙 利 亚 人 、 琐 巴 的 叙 利 亚 人 和  

“玛 迦 王 的 人 一 千 ” （撒 下 十 6 ) 。 但 平 行  

的 经 文 却 记 载 了 亚 兰 玛 迦 和 琐 巴 （代 上 十  

九 6 > , 然 而 撒 母 耳 记 的 经 文 较 为 古 旧 。

参 •亚 兰 " 1 8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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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
Maccabees, The
m i j iS  bl

於 主 前 7 年 发 动 犹 太 人 革 命 的 家  

族 。 这 名 字 是 由 这 家 族 最 德 髙 望 重 的 犹 大  

马 加 比 而 来 。

参 • 犹 太 教 • 2 1 6 0 。

马加丹
Magadan

j i 2 dSn

耶 穌 渡 过 加 利 利 海 后 曾 到 访 的 地 方  

( 太 十 五 3 9 ) 。 这 名 称 正 确 的 写 法 应 是 抹  

大 拉 。 在 马 可 福 音 的 平 行 经 文 （可 八 1 〇 ) ， 

写 为 大 玛 努 他 ， 可 能 是 抹 大 拉 的 复 数 词  

( M a s (丨a l o t h ) 的 误 抄 。 新 约 唯 一 提 到 这  

城 市 之 处 ， 是 与 其 中 一 位 马 利 亚 的 名 字 相  

连 的 ， 她 就 是 “抹 大 拉 ” 的 马 利 亚 。 马 加  

丹 有 几 个 别 名 ： 不 少 希 腊 文 献 称 之 为 “大 

利 刺 ”， 意 思 是 “腌 鱼 工 厂 ” （斯 特 拉 波  

1 6 . 2 . 4 5 ; 皮 里 纽 5 . 7 U 。 拉 比 作 品 中 则 称  

之 为 “米 多 伦 那 耶 ” 或 ‘‘米 多 沙 拜 耶 ”， 

意 思 是 " 鱼 或 染 匠 的 塔 ”。 地 点 就 在 提 比  

哩 亚 西 北 偏 北 约 3 哩 的 梅 代 ， 位 於 革 尼 撒  

勒 大 平 原 的 南 端 ， 以 土 地 富 庶 和 全 年 热 带  

气 候 而 驰 名 。

参 - 大 玛 努 他 " 2 7 0 。

玛迦人
Maachathite, Ma-acathite
m 2 j ia  r6 n

玛 迦 的 居 民 ， 他 们 的 土 地 邻 近 基 述 人  

和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的 I S 界 （申 三 1 4 ; 书 十  

二 5 ， 十三丨丨>。 这 地 由 睚 珥 接 管 ， 但 他  

与 他 的 同 伴 都 无 法 赶 逐 住 在 他 们 中 间 的 玛  

迦 人 和 基 述 人 （书 十 三 1 3 ) 。

玛 迦 人 以 利 法 列 加 入 了 大 卫 的 军 队 ， 

成 为 “勇 士 ” 之 一 （撒 下 二 十 三 3 4 ) 。 在  

历 代 志 上 十 一 章 3 6 节 的 平 行 经 文 ， 以 利  

法 列 又 称 为 米 基 拉 人 。

在 以 色 列 历 史 上 ， 米 基 拉 人 一 向 都 不  

友 善 。 当 耶 路 撒 冷 落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手 上 的  

时 候 ， 一 个 玛 迦 人 的 儿 子 雅 撒 尼 亚 ， 和 亚  

扪 人 以 实 玛 利 联 合 ， 对 抗 由 尼 布 甲 尼 撒 委  

任 管 治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基 大 利 （王 下 二 十 五  

2 3 ; 耶 四 十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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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玛 迦 林 U T  9 6 5 〇

玛迦斯
Makaz
mS j i 3 s i

所 罗 门 选 了  1 2 座 城 ， 在 — 年 

为 皇 室 供 应 食 物 ， 玛 迦 斯 是 其 中 〜 2 淹 

( 王 上 四 9 > 。 玛 迦 斯 位 於 犹 大 的西 北  

可 能 就 是 以 革 伦 南 面 的 木 黑 鲜 度 墟  ’

玛结
Malchiel

j ie

亚 设 的 孙 儿 ， 比 利 亚 的 儿 子 （创四十 

六 1 7 ; 代 上 七 3 U  ; 他 也 是 玛 结 族 的 先  

祖 （民 二 十 六 4 5 > 。

马可福音
Mark, Gospel of
m i k i fu  y in

新 约 圣 经 第 二 卷 书 ， 大 概 由 耶 路 撒 冷  

的 约 翰 马 可 写 於 主 后 6 0 至 6 8 年 间 。

特 点
马 可 福 音 有 许 多 与 其 他 福 音 书 不 同 的  

地 方 。 例 如 ，通 常 译 作 “随 即 ”的一个词， 

在 马 可 福 音 出 现 了 超 过 4 0 次 之 多 ， 而在 

新 约 其 他 书 卷 则 只 出 现 了 丨 〇 多 次 。 虽然 

这 可 能 只 是 作 者 的 一 种 写 作 风 格 ， 与马可 

那 毫 不 矫 饰 和 通 俗 的 作 风 符 合 ， 但这特色 

也 实 在 给 整 卷 书 的 叙 述 加 快 了 速 度 。马可 

关 注 耶 穌 的 行 动 过 於 祂 的 教 训 （与马太和 

路 加 显 著 地 不 同  > ， 他 的 叙 述 从 一 个 场 京  

很 快 转 到 另 一 个 场 录 ， 没 有 任 何 停 顿 的 ^  

间 。 由 於 这 卷 书 篇 幅 很 短 （只 有 路 加 福 ^  

的 一 半  作 者 的 原 意 可 能 是 希 望 让 f  

— P 气 读 壳 ； 即 使 用 来 朗 读 ， 全 书 也 二 ^  

要 1个 半 小 时 左 右 。 无 论 如 何 ， 这 书 ’ P 

— 种 催 迫 感 ， 这 是 无 可 置 疑 的 。 若不 

本 书 还 有 其 他 更 重 要 的 特 色 。 j 定会 

熟 悉 耶 稣 生 平 ， 首 次 读 马 可 福  

觉 得 此 书 的 开 始 很 突 兀 。 幵 头 一 句 用 简  

的 简 短 句 子 之 后 （一 丨 > ， 作 者 马 赖 的 职  

单 、 令 人 费 解 的 说 话 来 形 容 施 洗 ^ 从 瘳 律  

事 ； 接 着 就 把 耶 稣 介 绍 出 来 ， 说 事 边 ； 

勒 来 的 ， 却 没 有 交 代 祂 早 期 的 生



不 但 如 此 ， 本 书 超 过 ％的 篇 幅 是 描 述 耶 穌  

在 世 最 后 丨 个 星 期 （所 谓 受 难 周  > 的 事 悄 。 

这 些 特 色 加 上 其 他 因 索 ， 为 全 书 加 添 了 一  

份 神 秘 感 ； 马 可 苕 重 指 出 那 些 与 耶 穌 接 触  

的 人 ， 常 会 感 到 惊 惶 和 希 奇 （二 1 2 ， 四 

4 1 , 五丨5 、 3 3 、 4 2 , 六 5 1 ， 九 6 , 及 其 他  

几 段 经 文 ，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十 3 2 那 奇  

怪 的 措 词  >。 假 设 马 可 福 音 果 真 是 在 十 六  

章8 节 收 笔 ， 那 么 作 者 显 然 是 希 望 给 读 者  

留 下 一 种 敬 畏 的 印 象 ， 正 如 门 徒 亲 眼 看 见  

耶 穌 复 活 时 的 感 受 一 样 。

人 为 何 会 这 样 恐 惧 和 希 奇 呢 ？ 马 可 的  

答 案 很 淸 楚 ； 耶 穌 虽 然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人 ， 

但 同 时 也 是 神 „ 马 可 比 其 他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更 强 调 耶 穌 的 人 性 ， 从 他 对 耶 稣 情 绪 的 描  

写 上 可 见 （一  4 1 , 三 5 , 八 1 2 , 十丨4 >。 

然 而 ， 他 主 要 的 重 点 还 是 在 主 的 神 性 。 马 

可 在 书 中 称 耶 稣 是 “神 的 儿 子 ” （有 些 抄  

本 缺 此 用 词  > , 这 是 魔 鬼 （三 1 1 , 五 7 >  

和 神 自 己 （九7 >  都 承 认 的 . .本 书 真 正 的  

高 潮 也 许 就 是 十 五 章 节 ， 马 可 叙 述 一

个 外 邦 人 ----罗 马 百 夫 长 —— 看 见 耶 穌 喊

叫 断 气 ， 就 惊 叹 道 ： “这 人 真 是 神 的 儿  

子 ！ ”

结构

马 可 福 音 的 结 构 很 简 单 。 首 8 章 概 述  

耶 穌 公 开 传 道 的 性 质 ， 以 梅 花 间 竹 的 方 式  

穿 插 着 两 类 不 同 的 故 亊 ， 一 类 故 亊 是 显  

示 祂 声 名 日 哚 ， 另 一 类 故 事 则 强 调 犹 太 领  

袖 对 他 的 反 对 。 虽 然 这 8 章 指 出 耶 稣 到 来  

造 成 了 一 些 张 力 ， 但 普 遍 来 说 ， 这 8 章经  

文 给 人 一 种 成 功 和 乐 观 的 印 象 。 到 了 第 八  

章 末 ， 特 别 从 3 1 节 开 始 ， 情 况 急 速 下  

转 ； 在 该 撒 利 亚 腓 立 比 ， 彼 得 刚 认 耶 稣 为  

弥 赛 亚 ， 耶 穌 立 即 表 明 弥 赛 亚 必 须 死 ， 这  

是 池 首 次 透 玆 这 信 息 ， 门 徒 都 很 失 望 。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接 着 ， 这 信 息 接 二 连 三 地 重  

复 （九 9 、 3 1 , 十 3 2 - 3 4 ， 十 四  1 7 - 2 5 ) ， 

消 极 的 思 想 笼 罩 苕 门 徒 ， 最 后 ， 他 们 都 离  

弃 了 主 （十 四 5 0 > 。

有 趣 的 是 ， 这 消 极 的 信 息 在 本 书 上 半  

部 3 个 不 同 的 地 方 已 埋 下 了 伏 线 ： 三 章 6 

节 （耶 稣 的 敌 人 设 计 除 灭 祂  > , 六 章 6 节 

上 （拿 撒 勒 人 不 信 祂  > , 八 章 2 1 节 （门徒  

误 解 他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马 可 用 这 3 节 圣

经 来 作 本 书 头 3 部 分 的 分 界 。 此 外 有 些 学  

者 留 意 到 两 次 医 治 瞎 子 的 丰 件 （八 22 -26, 

十 4 6 - 5 2 ) , 似 乎 是 一 个 段 落 的 开 始 和 结  

尾 ， 这 段 落 强 调 门 徒 在 灵 里 的 眼 瞎 。 另一  

个 分 段 的 线 索 在 十 四 章 1节 ， 这 节 经 文 明  

显 划 分 了 本 书 最 后 的 部 分 -

内容提要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 我 们 可 以 为 马 可 叙 事  

的 发 展 写 出 一 个 大 纲 ， 这 大 纲 在 二 分 的 结  

构 中 有 6 个 主 要 的 分 段 。

引 言 （一  1-13>

第 一 部 分 ： 爱 戴 和 反 对

(1) 耶 稣 的 权 柄 与 法 利 赛 人 的 敌 意  

(―丨4至三

(2) 群 众 的 反 应 （三 7至 六 6 上 ）

(3) 门 徒 的 误 解 （六 6 下 至 八 2 1 >

第 二 部 分 ： 黑 暗 和 死 亡

(4) 弥 赛 亚 的 使 命 与 门 徒 的 眼 瞎 （八  

2 2 至 十 5 2  >

(5) 最 后 的 工 作 （十 一 丨 至 十 三 37)

(6) 受 难 的 叙 述 （十 四 1至 十 五 4 7 >

结 语 （十六1 - 8 >

虽 然 不 能 说 这 大 纲 就 是 作 者 原 本 的 写  

作 构 思 （也 许 马 可 并 没 有 刻 意 定 出 一 个 详  

细 的 写 作 大 纲  但 这 (5个 分 段 提 供 了  一

个 有 用 的 起 点 ， 让 我 们 对 本 书 的 内 容 有 一  

个 总 括 性 的 了 解 。

耶 稣 的 权 柄 与 法 利 赛 人 的 敌 怠 （一 1 4 至

三 6)

本 书 引 言 部 分 （一  1 - 1 3 > 介 绍 了 施  

洗 约 翰 的 亊 工 ， 以 及 耶 穌 的 受 洗 与 受 试  

探 。 紧 接 着 引 言 ， 马 可 以 一 句 槪 括 的 话 展  

开 了 这 卷 书 的 主 要 内 容 （一  1 4 、 1 5 > ， 这 

两 节 经 文 似 乎 暗 示 耶 稣 公 开 传 道 ， 是 由 约  

翰 下 监 所 引 起 ， 而 他 传 道 的 重 点 在 宣 讲 神  

国 马 上 要 降 临 。 跟 着 就 是 呼 召 第 一 批 门 徒  

(一 1 6 - 2 0 ) , 以 及 一 连 串 的 事 迹 。 这 些 事  

件 都 在 迦 百 农 发 生 ， 而 且 显 然 是 在 2 4 小 

时 之 内 发 生 的 ： 首 先 在 会 堂 教 训 人 ； 之后  

就 医 治 一 个 被 污 鬼 附 着 的 人 ； 然 后 治 好 彼  

得 的 岳 母 ； 晚 上 又 医 治 许 多 病 人 ； 最 后 独  

自 祷 告 。 在 耶 稣 宜 告 说 要 把 祂 的 事 工 扩 展  

至 加 利 利 全 地 之 后 （一  3 9 > ， 马 上 就 是 洁  

净 大 麻 风 患 者 的 故 事 （4 0 - 4 5节 ）。 其 后 是  

一 组 很 宽 要 的 事 件 （二 1 至 三 6 > , 重 点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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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耶 稣 与 犹 太 领 袖 的 冲 突 ： 包 括 治 好 和  

赦 免 一 个 瘫 痪 病 人 • ， 呼 召 利 未 并 在 他 家 里  

坐 席 （同 坐 席 者 ， 除 了 耶 穌 之 外 ， 还 有 众  

人 皆 憎 恶 的 税 吏  > ， 席 间 特 别 在 禁 食 的 问  

题 上 ， 引 起 了 一 些 争 执 ； 以 及 两 个 有 关 如  

何 守 安 息 日 的 故 事 。

群 众 的 反 应 （三 7 至 六 6 上 ）

第 二 段 的 开 始 与 第 一 段 相 同 ： 一 句 概  

括 性 的 句 子 （耶 穌 在 湖 边 治 病 ， 三 7 - 1 2 ) ,  

跟 着 是 正 式 设 立 十 二 门 徒 （1 3 - 1 9 节 > 。 

其 后 3 节 重 点 集 中 在 耶 穌 亲 厲 与 文 士 对 牠  

的 指 摘 （2 0 - 2  2 节  引 出 了 有 关 撒 但 ， 

亵 渎 圣 灵 ， 以 及 谁 是 真 正 的 亲 厲 等 问 题  

( 2 3 - 3 5 节 ）。 第 四 章 大 部 分 是 耶 稣 讲 论 有  

关 天 国 的 比 喻 —— 撒 种 的 比 喻 、 种 子 长 大  

的 比 喻 、 芥 菜 种 的 比 喻 —— 其 中 加 插 了 阐  

明 耶 穌 教 训 的 性 质 与 目 的 的 说 话 （1 0 - 1 2 、 

2 1 - 2 5 、 3 3 、 3 4 节 ）。 到 了 晚 上 ， 耶 稣 和  

门 徒 就 横 渡 加 利 利 湖 ， 带 出 平 静 风 浪 的 故  

事 （四 3 5  _4 丨 > , 以 及 在 湖 另 一 边 治 好 格 拉  

森 被 鬼 附 的 人 （五 1 - 2 0  > 这 件 事 。 他 们  

回 程 往 迦 百 农 的 时 候 ， 又 医 治 患 血 漏 的 妇  

人 ， 并 叫 睚 鲁 的 女 儿 复 活 < 2  1 - 4 3 节 } 。 

这 段 落 以 耶 稣 回 家 乡 拿 撒 勒 传 道 ， 并 在 那  

里 被 厌 弃 （六 1 - 6上 ） 为 结 束 。

门 徒 的 误 解 （六 6 下 至 八 21 )

第 三 段 有 两 个 引 子 ： 差 遣 十 二 门 徒  

( 六 6 下 - 1 3 ) 及 施 洗 约 翰 之 死 （丨4 - 2 9节 ）。 

门 徒 传 道 回 来 之 后 ， 耶 稣 打 算 休 息 一 下 ， 

但 群 众 仍 跟 随 不 舍 ； 耶 穌 於 是 教 训 他 们 并  

给 五 千 人 吃 饱 （3 0 - 4 4 节 ）。 渡 过 了 湖  

( 4 5 - 5 2 节 ， 其 中 有 耶 稣 行 於 水 面 上 的 神  

迹  耶 稣 在 革 尼 撒 勒 及 附 近 的 地 方 治 好  

了 许 多 病 人 （5 3 - 5 6 节 ）。 其 后 是 与 法 利  

赛 人 展 开 一 场 有 关 洗 手 之 礼 的 争 论 （七 1- 

在 这 争 论 中 ， 基 督 确 定 了 神 的 话 比  

人 的 传 统 更 有 权 威 （9 - 1 3 节 ）， 并 向 众 人  

说 明 何 谓 真 正 的 洁 净 （1 4 - 2 3 节 ）。 其 后  

几 件 事 迹 ， 发 生 在 耶 稣 离 开 加 利 利 期  

间 ， 祂 先 来 到 推 罗 ， 在 那 里 治 好 一 个 外 邦  

妇 人 的 女 儿 （2 4 - 3 0 节 > 。 跟 着 离 开 推 罗 ， 

来 到 低 加 波 利 ， 治 好 一 个 耳 聋 舌 结 的 人  

( 3 1 - 3 7 节 ），并 给 四 千 人 吃 饱 了 （八 1 - 1 0 > 。 

法 利 赛 人 要 求 耶 穌 行 神 迹 （丨丨、 1 2 节 >, 

耶 穌 就 趁 机 提 醒 门 徒 防 谷 法 利 赛 人 的 酵 ， 

但 门 徒 误 解 了 池 的 意 思 （丨3 -2 〖节 ）。

弥 赛 亚 的 使 命 与 门 徙 的 眈 眼 （八 2 2 至十

5 2  )

耶 稣 仍 在 加 利 利 省 外 ， 但已 来 到附  

近 的 伯 赛 大 城 ， 在 那 里 治 好 一 个 瞎 子  

( 八 2 2 - ‘2(3>。 其 后 带 领 门 徒 北 上 该 撒 利 亚  

腓 立 比 ， 彼 得 就 在 那 里 承 认 耶 稣 是 基 督  

. ( 2 7 - 3 0 节  > 。 门 徒 的 认 信 （彼得只是他们  

的 代 表 ） 引 致 耶 稣 预 言 自 己 将 要 受 死 。 

彼 得 拒 绝 接 受 这 预 言 ， 主 责 备 他 ， 并告 

诉 他 们 作 主 门 徒 的 代 价 （3 1 - 3 8 节 ）。门 

徒 不 能 明 白 基 督 为 何 要 受 死 ， 这正是耶  

稣 登 山 变 象 的 背 景 （九 1 • 8 ) ， 祂 向 彼得 、 

约 翰 和 雅 各 保 证 神 国 必 定 会 来  < 留意第1 

节  > ; 在 山 上 ， 父 神 亲 自 吩 咐 他 们 要 昕  

从 耶 稣 的 预 言 （第 7 节 ）。 并 且 稍 为 谈 论  

到 复 活 和 以 利 亚 的 到 临 等 事 （9 - 1 3节）， 

其 后 ， 马 可 又 描 述 耶 稣 治 好 一 个 被 污 鬼  

附 身 的 男 孩 （1 4 - 2 9 节  > 。 回 到 加 利 利 ， 

耶 稣 再 次 预 言 祂 的 死 （3 0 - 3 2 节 >， 可惜 

门 徒 的 回 应 竟 是 讨 论 在 天 国 里 谁 为 大 这  

种 琐 事 （ 3 3 - 3 7 节 ）。 在 这 情 形 之 下 ，作 

者 只 好 再 进 一 步 引 述 作 主 门 徒 的 真 义  

( 3 8 - 5 0 节  > 。 随 后 马 可 描 述 耶 稣 最 后 一 次  

离 开 加 利 利 ， 开 始 其 南 下 的 旅 程 。 在这 

旅 途 上 ， 耶 稣 讲 论 有 关 离 婚 的 教 训 ，并 

且 谈 论 到 小 孩 与 厲 灵 权 利 的 问 题 （十1- 

16 >。 这 时 候 ， 耶 稣 遇 到 一 名 年 轻 的 财 主  

( 1 7 - 2 2 节  > , 再 一 次 带 出 有 关 门 徒 代 价 的  

教 训 （2 3 - 3 1 节  > 。 当 耶 稣 第 三 次 预 言 受  

死 时 （3 2 - 3 4 节  > ， 门 徒 的 回 应 又 是 自 私  

的 行 径 ； 这 次 雅 各 和 约 翰 发 出 了 极 具 祈  

心 的 要 求 （3 5 - 4 0 节  其 他 门 徒 対 此 f  

甚 为 恼 怒 。 主 再 次 责 备 他 们 ， 祂自己来  

到 世 间 ， 也 不 是 要 受 人 服 侍 ， 乃 是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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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人 ， 并 且 舍 命 ， 作 多 人 的 赎 价 （4 1 - 4 5  

节 > 。 这 段 的 结 束 回 应 它 的 开 始 ； 另 外 一  

个 住 在 耶 利 哥 城 ， 名 叫 巴 底 买 的 瞎 子 得  

医 治 （4(i - 5 2节 > 。

敁 耵 的 工 作 （十 一 1至 十 三 3 7 >

这 段 很 自 然 地 又 分 成 3 个 平 衡 的 小  

段 ，. 第 一 小 段 （十 一  1-‘2 6 > 包 括 3 件 事 件 ： 

荣 镏 进 城 ， 咒 诅 无 花 果 树 和 洁 净 圣 殿 。 第 

二 小 段 （十 一 2 7 至 十 二 4 4 > 允 其 重 要 ， 

因 为 耶 稣 在 这 里 与 犹 太 领 袖 有 一 连 串 的 争  

论 。 所 争 论 的 题 目 包 括 ： 耶 稣 权 柄 的 来 源  

(十一 2 7 - 3 3 ) , 凶 恶 园 户 的 比 喻 （十 二 1- 

1 2 > , 纳 税 给 该 撒 的 合 法 性 （十 二 1 3 - 1 7 ) ,  

撒 都 该 人 不 信 复 活 （十 二 1 8 - 2 7 ) , 最 大  

的 诫 命 （十 二 2 8 - 3 4  ), 以 及 大 卫 子 孙 的  

问 题 （十 二 3 5 - 3 7 ) 。 这 小 段 以 防 备 文 士  

的 警 告 和 寡 妇 奉 献 的 故 事 来 结 束 （十 二  

3 8 - 4 4 )。 第 三 小 段 （第 十 三 章 ） 全 是 在  

橄 榄 山 上 的 训 言 ， 包 括 预 言 圣 殿 被 毁 < 1 、 

2节 >， 预 言 灾 难 （3 - 8 节 > 、 逼 迫 （9 - 2 0  

节 ）、 假 先 知 （2 1 - 2 3 节 ） 和 最 后 的 结 局  

( 2 4 - 2 7节 >。 这 训 词 以 劝 勉 门 徒 多 方 儆 醒  

作 结 朿 （2 8 - 3 7节 ）。

受 难 的 叙 述 （十 四 1至 十 五 4 7 >

这 最 后 的 段 落 以 祭 司 和 文 士 设 计 谋 害  

耶 稣 为 开 始 （十 四 1、 2 ) 。 这 段 可 以 分 作  

两 小 段 。 第 一 小 段 所 叙 述 的 事 件 是 耶 稣 受  

审 的 序 曲 （3 - 5 2 节 > ， 包 括 耶 穌 受 資 （3- 

9 节 > , 犹 大 出 卖 主 < 1 0 、 1 1 节 > ， 最 后 晚  

餐 及 相 关 事 件 （1 2 - 3 1 节  > ， 在 客 西 马 尼  

园 的 祷 告  （3 2 - 4 2 节  > ， 以 及 耶 穌 被 捕  

( 4 3 - 5 2节 >。 第 二 小 段 叙 述 耶 穌 在 犹 太 人  

面 前 受 审 （5 3 - 6 5 节 > ， 彼 得 不 认 主 （66- 

7 2 节 > ， 耶 稣 在 彼 拉 多 面 前 受 审 （十 五 1- 

1 5 )， 钉 十 字 架 （1 6 - 4 1节  以 及 埋 葬 等  

⑷ - 4 7 节 >  0

这 福 音 书 的 结 束 ， 既 神 秘 又 荣 耀 ， 它 

宣 告 耶 稣 从 死 里 复 活 的 消 息 （十 六 1 - 8 > 。 

最 早 期 的 希 腊 文 抄 本 （也 公 认 为 最 可 靠 的  

抄 本 ） 在 第 8 节 便 完 结 了 ， 但 大 部 分 抄 本  

却 把 描 述 耶 稣 向 门 徒 显 现 那 1 2 节 经 文 包  

括 在 内 。

历 来 的 诠 释 方 法

敁¥-期的传统

最 早 期 的 见 证 来 自 帕 皮 亚 （约 主 后

6 0 - 1 3 0 )， 他 写 了 好 几 部 有 关 耶 穌 教 训 的  

注 释 书 ， 在 书 中 引 述 了 好 几 种 从 “长 老 约  

翰 ” （可 能 就 是 使 徒 约 翰 ， 但 不 能 确 定 ）

而 来 的 传 统 说 法 。 帕 皮 亚 指 出 ： “长 老 也  

这 样 说 ： ‘马 可 作 了 彼 得 的 译 员 ， 又 把 彼  

得 记 忆 所 及 ， 一 切 有 关 主 所 说 所 行 的 都 记  

录 下 来 ， 虽 然 他 的 记 录 并 非 按 着 次 序 ， 却 

十 分 准 确 。 （引 述 自 第 四 世 纪 该 撒 利 亚  

优 西 比 乌 的 著 作 《教 会 史 > 3 . 3 9 . 1 5 )。 我 

们 无 须 怀 疑 这 句 话 的 可 信 性 ； 马 可 几 乎 可  

以 肯 定 就 是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1 2节 提 及 的  

约 翰 马 可 （参 彼 前 五 1 3 > 。 他 是 彼 得 的 门  

徒 ， 而 马 可 福 音 的 写 成 ， 起 码 有 些 部 分 是  

靠 赖 使 徒 彼 得 的 忆 述 而 写 成 的 。 然 而 ， 这 

一 点 并 不 足 以 说 明 马 可 福 音 的 特 色 。 例 

如 ， 帕 皮 亚 的 评 论 提 到 这 福 音 书 “并 非 按  

着 次 序 " ， 指 出 马 可 并 不 是 要 写 一 本 按 年  

代 记 述 的 传 记 。 此 外 ， 帕 皮 亚 又 补 充 说  

( 帕 皮 亚 的 话 含 糊 ， 这 是 后 人 对 他 话 语 的  

— 种 解 释 ）， 马 可 （或 彼 得 ？ ） 修 正 这 些  

资 料 以 适 应 他 当 时 教 导 上 的 需 要 ， 因 此 ， 

任 何 不 准 确 的 地 方 都 归 罪 马 可 身 上 。 最早  

期 的 基 督 徒 遇 到 几 卷 福 音 书 有 不 协 调 的 记  

载 时 ， 似 乎 都 以 马 可 的 写 作 目 的 和 背 录 来  

解 释 。

第 二 、 三 、 四 世 纪 基 督 徒 作 者 的 论 调  

似 乎 都 以 帕 皮 亚 的 见 证 为 依 归 ， 但 他 们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资 料 也 有 个 别 的 价 值 。 例 如 ， 

有 一 份 较 早 期 的 文 献 （日 期 不 能 确 定 >, 

通 称 为 “反 马 吉 安 绪 论 ”， 其 中 确 定 此 书  

是 马 可 於 彼 得 死 后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 在 

义 大 利 完 成 的 。 许 多 学 者 都 认 为 这 见 证 是  

可 靠 的 „ 但 马 可 在 彼 得 殉 道 前 写 马 可 福 音  

的 说 法 ， 仍 不 可 就 此 完 全 抹 煞 。

一 般 来 说 ， 早 期 的 作 者 倾 向 强 调 彼 得  

的 贡 献 ， 而 漠 视 马 可 采 用 其 他 资 料 的 可 能  

性 。

1 6 个 肽 纪 以 来 不 明 确 的 立 场

马 可 既 然 是 记 录 了 最 杰 出 的 使 徒 的 见  

证 ， 他 的 福 音 书 应 该 在 教 会 中 极 受 欢 迎 才  

是 。 但 事 实 上 ， 早 期 基 督 徒 似 乎 很 少 留 意  

这 本 书 。 根 据 遂 特 的 说 法 ， 早 期 教 父 对 马  

可 福 音 的 独 特 价 值 ， 并 未 能 下 一 个 清 楚 的  

评 核 。 此 外 ， 在 首 5 个 世 纪 中 ， 许 多 人 为  

其 他 福 音 书 作 注 释 ， 却 没 有 一 人 为 马 可 福  

音 作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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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 这 情 况 是 不 难 理 解 的 。 除 非 要  

为 符 类 福 音 （马 太 、 马 可 、 路 加 ） 作 仔 细  

的 对 照 ， 否 则 马 可 福 音 的 资 料 全 都 可 以 在  

其 他 两 卷 书 中 找 到 。 马 太 和 路 加 不 单 有 马  

可 所 记 载 的 事 迹 ， 而 且 还 有 许 多 耶 料 的 教  

训 ， 既 然 这 样 ， 何 不 选 用 这 两 卷 福 音 书  

呢 ？ 《尤 其 是 马 太 ， 因 它 详 尽 地 记 录 了 登  

山 宝 训 。） 极 具 影 响 力 的 神 学 家 奧 古 斯 丁  

( 3 5 4 - 4 3 0 ) 没 有 留 意 到 当 马 太 和 马 可 记  

载 相 同 的 事 迹 时 ， 马 可 往 往 有 较 “详 细 ” 

的 叙 述 ， 所 以 他 主 张 ， 马 可 只 是 马 太 福 音  

的 简 本 而 已 ！ （马 太 是 使 徒 ， 较 被 重 视 。〉 

其 实 ， 奥 古 斯 丁 忽 略 了 马 可 的 资 料 也 是 来  

自 一 个 使 徒 （彼 得 > ; 显 然 奥 古 斯 丁 的 见  

解 并 不 符 合 事 实 ， 但 也 被 默 默 地 接 受 了 。 

因 此 ， 整 个 中 世 纪 ， 甚 至 步 入 近 代 ， 马 可  

福 音 在 基 督 教 会 中 ， 都 只 占 有 次 要 的 地  

位 。 这 态 度 与 现 代 学 者 极 其 重 视 马 可 福 音  

的 事 实 ， 成 了 强 烈 的 对 比 。

马 可 福 音 能 列 入 基 督 教 正 典 中 是 蒙 神  

的 保 守 ， 这 是 一 件 值 得 留 意 的 事 情 。 早 期  

\  基 督 注 重 教 义 上 的 训 练 ， 登 山 宝 训 是 他 们  

训 练 的 一 个 重 点 。 基 於 这 需 要 ， 他 们 便 不  

会 认 为 马 可 福 音 有 什 么 吸 引 之 处 。 我 们 可  

以 想 象 ， 他 们 当 时 一 定 考 虑 到 是 否 需 要 把  

马 可 福 音 列 入 正 典 中 ， 因 为 马 可 福 音 的 资  

料 皆 可 在 其 他 福 音 书 中 找 到 （况 且 ， 那 些  

对 数 字 象 征 学 有 兴 趣 的 人 也 许 感 到 “三 福  

音 ” 更 吸 引  >。 然 而 ， 事 实 上 从 未 有 正 统  

的 基 督 徒 反 对 把 马 可 福 音 列 入 新 约 中 ， 它 

与 彼 得 的 密 切 关 系 无 疑 是 一 个 因 素 „ 奇 怪  

的 是 ， 现 今 的 基 督 徒 （与 圣 经 事 件 已 有 许  

多 世 纪 的 距 离 > 在 考 究 历 史 和 释 经 时 ， 把  

马 可 福 音 放 在 一 个 无 可 罝 疑 的 重 要 地 位  

上 。 这 卷 似 乎 对 早 期 教 会 无 用 的 （至 少 是  

在 实 际 用 途 上 ） 福 音 书 ， 对 我 们 来 说 却 又  

极 其 重 要 。 这 转 变 该 如 何 解 释 呢 ？

十 九 世 纪 . 马 可 先 存 论

拉 赫 曼 （丨7 9 3 - 1 8 5 1  ) 在 1 8 3 5 年 所 发  

表 的 一 篇 文 章 里 ， 提 出 一 个 理 论 说 ， 符 类  

福 音 虽 然 看 似 不 同 ， 但 若 将 马 可 与 其 余 两  

卷 书 相 比 ， 就 显 出 它 们 其 实 十 分 相 似 ； 他  

的 结 论 是 ， 马 太 和 路 加 其 实 是 跟 从 马 可 的  

叙 述 次 序 。 从 这 论 点 ， 不 难 作 再 进 一 步 推  

论 ， 而 归 纳 出 马 可 是 最 早 完 成 的 符 类 福  

音 ； 更 重 要 的 结 论 是 ， 马 太 和 路 加 原 是 取

材 於 马 可 的 。 有 些 当 代 的 学 者 认  

资 料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释 ， 但 马 可 先 拉民％ 

调 仍 然 是 普 遍 被 接 纳 的 。 再 者  存这伧 

学 者 已 尝 试 研 究 在 马 可 以 前 ， ^ 否 研 究的 

福 音 书 这 类 形 式 的 文 献 ， 但 宥 来 马 $ 线有 

是 一 部 创 新 的 作 品 —— 他 创 立 了 二 = 福奇 

文 学 体 裁 ， 是 这 位 平 实 不 浮 夸 的 作 _ 的  

极 髙 的 写 作 造 诣 。

我 们 需 要 知 道 ， 这 理 论 是 在 福 音  

的 可 信 性 受 到 严 考 验 时 产 生 的 。 当 $ 统 

进 的 学 者 怀 疑 我 们 到 底 认 识 “历 ^ 上 的  

神 ” 有 多 少 。 然 而 ， 现 在 马 可 作 为 马  

路 加 的 写 作 基 础 已 被 看 为 极 有 可 能 实 

际 上 ， 在 十 九 世 纪 末 ， 这 已 被 视 为 可 以 肯  

定 的 事 实 —— 这 可 能 性 把 马 可 福 音 提 升 到  

学 术 研 究 的 领 域 ， 成 为 基 督 教 最 基 本 的 历  

史 文 献 。 不 过 ， 有 趣 的 是 ， 对马可福音的  

历 史 价 值 感 到 兴 奋 的 不 是 保 守 派 的 学 者  

( 许 多 仍 继 续 支 持 马 太 先 存 的 观 点  而 

是 早 期 的 自 由 派 学 者 ， 马 可 被 视 为 以 非 超  

自 然 和 心 理 的 立 场 来 描 述 耶 稣 。 然 而 ，明 

显 可 见 ， 后 来 自 由 派 给 马 可 福 音 的 诠 释 ,  

却 歪 曲 了 这 福 音 书 的 原 意 。

二 十 世 纪 ： 怀 疑 论 的 复 苏

十 九 世 纪 非 福 音 派 学 者 在 证 明 历 史 中  

的 耶 稣 一 事 上 失 畋 后 ， 带 来 了 一 个 不 幸 的  

后 果 。 二 十 世 纪 的 学 者 并 没 有 否 定 马 可 先  

存 论 ， 却 试 图 证 明 ， 即 使 是 马 可 福 音 ，也 

不 能 严 格 地 被 视 为 一 本 历 史 文 献 。 学者中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首 推 威 列 得 （ 1 8 5 9 - 19Q6h 

他 在 1 9 0 1 年 出 版 了 一 本 书 ， 强调所  

“弥 赛 亚 秘 密 ” 在 马 可 福 音 的 构 思 中 之 童  

要 性 ◊ 威 氏 指 出 ， 耶 穌 在 公 开 传 道 时 ' 没 =  

被 公 认 为 弥 赛 亚 ， 早 期 基 督 徒 为 此 事 感 有  

不 愜 意 ； 在 威 氏 心 目 中 ， 耶 林 本 身 并  

弥 赛 亚 的 意 识 ， 所 以 他 认 为 马 可 虚 构 耶  

下 的 解 释 ： 群 众 在 耶 穌 复 活 前 没 有 认 不  

稣 是 弥 赛 亚 ， 是 因 为 耶 稣 自 己 吩 咐 ^ 没 有  

要 将 此 事 张 扬 出 去 。 虽 然 威 氏 这 解 是 濟  

得 到 普 遍 的 接 受 ， 但 不 少 学 者 ’ 尤 视 角  

国 学 者 ， 都 被 他 说 服 ， 认 为 再 不 可  

可 福 音 为 一 本 纯 历 史 性 的 书 。 种

在 这 情 况 下 ， 德 国 学 术 界 创 立 ^  

新 的 研 究 方 法 ， 称 为 形 式 评 鉴 学 。1 小辟

疗 法 ， 学 者 着 眼 於 福 音 书 叙 述 中 氺 中yj  fin > 子■扫电  p k  //、 口 祕 音 二

个 别 的 单 元 。 形 式 评 鉴 学 者 假 设 w



故 事 和 教 训 在 传 统 中 采 取 了 — 定 的 “形 

的，， 在 第 一 世 纪 时 ， 流 传 的 媒 介 多 是 靠  

式传’ 而 且 当 时 信 徒 必 定 是 按 他 们 环 境 的  

= 要 ifff ‘‘编 写 ” 这 些 故 事 。 因 此 ， 形 式 评  

鉴 学 的 任 务 ， 就 是 找 出 每 — 个 经 文 单 元 究  

怎 样 发 展 成 形 ， 才 记 录 在 福 音 书 上 。 

这方 法 对 那 些 承 i人 马 可 福 音 的 历 ■ 史 性 的 学  

^ 也 非 常 有 用 。 可 惜 的 是 ， 形 式 评 鉴 学 发  

展至丨9 2 0 年 代 ， 学 者 强 调 各 经 文 单 元 是  

任 意 改 编 组 合 ， 然 后 放 罝 在 福 音 书 中 的 。 

换 句 话 说 ， 马 可 福 音 的 历 史 性 被 认 为 是 不  

可 旗 的 。 一 些 急 进 的 形 式 评 鉴 学 者 ， 特别  

是 布 特 曼 （ 1 8 8 4 - 1 9 7 6 ) ， 指 出 不 单 是 福  

音 书 的 年 代 ， 就 是 个 别 事 迹 的 记 载 ， 也是  

不 可 靠 的 。 布 特 曼 认 为 福 音 书 代 表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观 点 ， 多 於 耶 稣 本 身 的 所 言 所 行 。 

当 代 学 术 观 成 ： 马 可 的 祌 学

在 某 方 面 ， 形 式 评 鉴 学 （以 及 探 讨 马  

可 的 资 料 来 源 所 用 更 广 的 方 法 ） 仍 然 为 大  

部 分 新 约 学 者 所 用 。 然 而 ， 从 1 9 5 0 年 代  

初 期 开 始 ， 形 式 评 鉴 学 单 独 使 用 时 之 不  

足 ， 已 愈 益 明 显 。 过 分 关 注 各 个 独 立 的 故  

事 ，把 这 些 故 事 抽 离 上 下 文 ， 就 把 福 音 书  

作 者 看 成 了 平 凡 的 传 统 收 集 者 。 因 此 ， 新 

约 学 术 界 把 注 意 力 转 向 ， 视 福 音 书 为 一 些  

文 学 作 品 ， 尝 试 找 出 作 者 写 作 的 神 学 目  

的。 这 个 早 已 在 威 列 得 和 其 他 学 者 心 里 萌  

芽 的 新 方 法 ， 称 为 编 辑 评 鉴 学 。

应 用 编 辑 评 鉴 学 来 研 究 马 可 福 音 的 先  

锋 人 物 是 马 克 逊 。 他 在 1 9 5 6 年 出 版 的  

道 家 马 可  > — 书 中 ， 指 出 马 可 必 定 是  

& 某 种 原 动 力 或 神 学 因 素 所 推 使 ， 而 把 那  

些 为 形 式 评 鉴 学 所 分 割 了 的 独 立 传 统 故 事  

组 合 协 调 成 书 （明 显 地 ， 编 辑 评 鉴 学 家 并  

不 排 斥 形 式 评 鉴 学 —— 他 们 是 在 形 式 评 鉴  

$ 的 基 础 上 建 造 上 去 的 >。 马 克 逊 分 析 所  

得 的 马 可 神 学 并 未 得 到 广 泛 认 同 ， 但 他 确  

为 后 来 的 研 究 定 立 了 方 向 。 可 惜 马 克 逊 和  

& 要 的 编 辑 评 鉴 学 家 — 般 都 认 为 福 音 书 作  

者 既 就 其 神 学 目 的 而 写 作 ， 其 作 品 的 历 史  

2 值 就 被 降 低 了 。 这 假 设 是 不 对 的 。

年 ， 福 音 派 学 者 史 顿 侯 斯 指 出 ， 根 

f 现 今 的 历 史 定 义 来 看 ， 马 可 福 音 不 箅 是  

2 卷 单 纯 记 录 历 史 的 传 记 ， 因 为 作 者 基 本  

是 〜 位 布 道 家 ， 负 责 传 扬 和 解 释 福 音 信  

‘ 。 虽 然 如 此 ， 史 顿 侯 斯 却 坚 持 马 可 的 神

学 也  包 括 ，，了 它 在 历 史 上 的 真 实 性 ， 因 

此 ’“人 不 能 单 看 马 可 在 信 仰 上 的 大 前 提 ， 

而 指 摘 他 的 记 载 不 符 合 历 史 亊 实 ”。

现 今 学 者 仍 在 讨 论 马 可 信 息 中 的 各 个  

层 面 。 为 什 么 马 可 好 像 特 别 强 调 神 迹 性 的  

故 事 ？ 这 些 事 迹 是 否 反 映 了 马 可 本 身 的 基  

督 观 ； 还 是 马 可 藉 着 这 些 故 事 ， 否 定 那 些  

过 分 强 调 神 迹 的 异 端 ？ 马 可 的 信 息 与 保 罗  

那 独 特 的 神 学 观 点 有 何 关 系 ？ 我 们 又 能 否  

从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去 分 析 那 个 促 成 这 卷 福 音  

书 形 成 的 社 群 ？ 虽 然 这 些 讨 论 都 还 没 有 确  

实 的 答 案 ， 但 学 者 的 辩 论 确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洞 见 ， 使 我 们 对 马 可 福 音 有 更 进 一 步 的 了  

解 。

作 者 、写 作 年 代 、地点

圣 经 虽 没 有 告 诉 我 们 马 可 福 音 的 作 者  

是 谁 ， 也 没 有 提 供 写 作 年 份 和 地 点 的 资  

料 。但 如 何 解 释 这 卷 （或 任 何 一 卷 ）圣 经 ， 

在 很 多 情 形 下 是 视 乎 我 们 能 否 把 它 放 在 适  

切 的 历 史 背 景 中 。

那 么 ， 我 们 怎 能 确 定 这 些 资 料 呢 ？ 我 

们 可 以 有 两 种 证 据 ， 就 是 外 证 与 内 证 。 外 

证 包 含 古 代 文 献 中 所 有 关 於 马 可 福 音 的 明  

确 资 料 ； 内 证 指 一 些 可 从 福 音 书 本 身 的 特  

征 推 寻 而 得 的 历 史 资 料 。 明 显 地 ， 一 般 人  

皆 认 为 外 证 比 内 证 客 观 ； 特 别 是 后 者 需 要  

对 经 文 先 有 相 当 的 阐 释 。 然 而 ， 我 们 不 应  

强 调 这 个 差 异 。 一 方 面 ， 当 我 们 评 定 一 些  

外 证 ， 如 帕 皮 亚 的 见 证 ， 必 也 掺 入 — 些 

“主 观 ” 成 分 。 另 一 方 面 ， 基 於 内 证 而 产  

生 的 理 论 有 时 ， 它 的 说 服 能 力 之 大 远 超 过  

外 证 的 价 值 。 到 底 两 种 资 料 的 比 重 如 何 分  

配 ， 学 者 仍 未 有 一 致 的 意 见 。

从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 我 们 可 以 更 淸 楚 地  

看 到 这 方 法 论 上 的 困 难 。 一 位 近 代 出 色 的  

解 经 家 祈 侯 活 主 张 马 可 福 音 是 南 叙 利 亚 一  

个 “启 示 文 学 群 体 ” 於 主 后 年 ，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前 不 久 写 成 的 。 无 可 否 认 ， 这 理  

论 并 没 有 外 证 支 持 ， 但 祈 氏 认 为 在 他 分 析  

马 可 福 音 的 内 容 和 特 色 之 后 ， 就 不 得 不 弃  

掉 帕 皮 亚 的 见 证 。

虽 然 祈 氏 的 见 解 在 时 间 的 考 验 之 下 ， 

仍 有 可 能 贏 取 普 世 学 术 界 的 支 持 ； 然 而 ， 

纯 粹 基 於 内 证 的 理 论 往 往 不 能 成 立 。 亊实  

上 ， 既 然 有 那 么 多 有 关 马 可 的 不 同 见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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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单 从 福 音 书 本 身 得 来 的 资 料 并 不 够 明  

_ ， 不 足 以 确 定 亊 实 。 因 此 ， 认 真 地 考 虑  

外 证 才 合 理 。 若 内 证 与 这 外 证 相 冲 突 ， 我  

们 只 好 承 认 无 知 。 但 内 证 若 支 持 这 外 证 ， 

最 低 限 度 并 没 有 与 之 相 冲 突 ， 则 帕 皮 亚 的  

见 证 已 可 被 肯 定 ； 况 且 它 也 不 像 是 捏 造 的  

( 假 的 传 统 大 可 推 举 一 个 更 知 名 的 人 物 为  

这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 »

首 先 ， 帕 皮 亚 并 没 有 明 确 指 出 马 可 福  

音 的 写 作 时 间 。 有 少 数 学 者 认 为 马 可 福 音  

的 写 作 年 份 是 靠 近 主 后 7 0 年 之 后 。 另 一  

群 少 数 的 学 者 则 基 於 一 份 最 近 在 昆 兰 发 现  

的 蒲 草 残 篇 ， 主 张 写 作 年 份 为 第 一 世 纪 四  

十 年 代 。 （据 何 西 奥 可 勒 根 的 见 解 ， 这 份  

主 后 5 0 年 的 残 篇 就 是 马 可 福 音 六 章 5 2 至 

5 3 节 。 可 惜 的 是 ， 这 残 篇 只 有 ‘2 〇 个 字 母 ， 

而 且 有 一 半 是 看 不 清 楚 的 ， 因 此 大 部 分 学  

者 并 未 敢 接 受 他 的 看 法 。） 有 很 大 部 分 的  

学 者 把 马 可 的 写 作 年 份 定 於 第 一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 而 保 守 派 则 通 常 喜 欢 定 在 六 十 年 代  

早 期 。 他 们 为 何 作 此 选 择 呢 ？ 若 马 可 先 存  

论 是 可 信 的 ， 则 明 显 地 ， 马 可 应 写 於 路 加  

之 前 ； 保 守 派 学 者 一 般 认 为 路 加 的 写 作 年  

份 约 为 主 后 G 2 年 ， 所 以 马 可 必 须 写 於 主  

后 年 或 年 。 这 个 推 论 虽 然 很 强 ， 但  

却 不 是 决 定 性 的 。 第 一 ， 路 加 的 写 作 日 期  

还 不 能 完 全 确 定 。 第 二 ， 马 太 和 路 加 以 马  

可 为 参 考 资 料 的 假 设 ， 虽 然 为 大 部 分 学 者  

所 采 用 ， 但 毕 竞 仍 是 一 项 假 设 ， 况 且 有 一  

部 分 学 者 强 烈 反 对 这 说 法 。 第 三 ， 有 一 个  

第 二 世 纪 的 传 统 （参 看 上 文 ） 主 张 马 可 福  

音 是 写 於 彼 得 殉 道 之 后 ， 那 就 是 说 不 会 在  

主 后 6 4 年 之 前 。 第 四 ， 根 据 一 个 有 力 的  

见 证 （见 下 文  > ， 马 可 福 音 写 作 的 时 候 ， 

尼 禄 王 的 迫 害 （主 后 6 4 ) 已 经 开 始 了 。

( 根 据 另 一 个 有 关 背 景 的 见 解 ， 马 可 是 写  

於 主 后 年 ， 犹 太 人 的 革 命 开 始 之 后 。） 

因 此 ， 第 一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早 期 的 说 法 虽 然  

仍 有 可 能 ， 却 不 必 一 定 接 受 。

至 於 马 可 福 音 的 作 者 问 题 ， 学 者 似 乎  

没 有 否 定 帕 皮 亚 的 理 由 ， 即 马 可 （毫 无 疑  

问 是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1 2 节 的 约 翰 马 可 ） 

写 下 彼 得 忆 述 的 事 情 ， 然 后 以 此 为 写 作 马  

可 福 音 的 根 据 • • 有 些 学 者 指 出 马 可 福 音 中  

的 地 理 位 置 有 不 准 确 之 处 （譬 如 我 们 不 能  

确 定 大 玛 努 他 的 位 置 ， 可 八 1 〇 > ， 一 个 像

马 可 这 样 的 耶 路 撒 冷 本 地 人 ，

可 靠 的 资 料 。 不 过 ， 马 可 福  

志 上 的 问 题 ， 但 也 不 应 被 评 为 不 ^ 确 有 ％  

世 不 认 识 大 玛 努 他 这 地 方 不 能 就 4  

并 不 存 在  > 。 况 且 ， 书 中 其 他 地  

十 四 54.、 6 6 、 6 8 ) 留 给 人 的 印 象 （例： 

可 对 当 地 的 地 理 环 境 细 节 十 分 熟 乘 ’ 4 舄 

学 者 都 可 提 供 片 断 的 资 料 ， 支 持 得 = 圭 

书 的 资 料 来 源 ； 彼 得 的 岳 母 得 医 治 就  

个 例 子 （一 3 0 、 3丨>。 总 而 言 之 马 =  

内 虽 然 没 有 证 明 帕 皮 亚 的 传 统 见 证  A
没 有 与 它 相 违 。 上 一 代 几 乎 人 人 都 接 受 2  

皮 亚 的 见 证 ， 现 代 这 情 况 已 有 了 〜 些  

但 那 些 对 这 传 统 抱 怀 疑 态 度 的 学 " 者变

也 承 认 它 有 可 能 是 真 确 的 。

谈 到 本 书 的 写 作 地 点 ， 就更 困 难 了 . 

自 从 第 二 世 纪 以 来 ， 传 统 的 见 解 接 受 了 帕  

皮 亚 所 引 伸 的 说 法 ， 认 为 马 可 福 音 是 写 於  

罗 马 。 虽 然 也 有 些 学 者 提 出 其 他 可 能 的 地  

点 ， 例 如 加 利 利 和 安 提 阿 ， 却不能提供可  

靠 的 证 据 来 支 持 。 马 可 确 实 在 罗 马 住 了 -  

段 时 间 ； 而 书 中 的 特 色 （例 ： 希腊文的拉

丁 化 ， 和 刻 意 解 释 犹 太 传 统 ， 在 七 3 、4

可 见 ） 虽 然 不 能 证 明 什 么 ， 但却十分符合  

本 书 写 於 罗 马 的 说 法 。 此 外 ， 还有一个颇 

具 说 服 力 的 观 点 ， 就 是 本 书 写 成 的 背 景 可  

能 正 值 罗 马 基 督 徒 受 迫 害 的 时 候 。

背 景 、 写 作 目 的 、 神 学

从 释 经 法 的 观 点 看 ， 没有什么比勾画  

马 可 福 音 全 景 的 任 务 更 重 要 。 然而在勾面

全 图 之 前 ， 似 乎 应 先 解 决 一 些 细 节 的 释 沒  

问 题 （在 某 程 度 上 这 是 需 要 的 ）， 不过f  

何 一 卷 书 中 细 节 的 意 义 ， 都 在 乎 它 与 ^ 方  

的 关 系 。 意 思 就 是 ， 我 们 必 须 常 在 这 $ 釋 

面 保 持 平 衡 ： 我 们 要 在 全 文 的 亮 光 $ 的 

细 节 ， 又 因 应 细 节 的 解 释 去 更 正 对 劫 机  

菪 ■ 法 - 妖 而 . 有 i隹 能 确 定 本 书 的 写

和 目 的 呢 ？ 种

或 许 在 此 需 要 先 指 出 ， 没 有 任  

解 释 可 以 满 意 地 包 罗 所 有 的 例 证 ^ 能 探 併  

面 ， 纵 使 最 乏 说 服 力 的 解 释 ’ 也 略 择  

— 些 有 价 值 的 见 解 。 例 如 ， 上 述  

到 一 个 观 点 ， 说 马 可 当 时 可 能 并  
个 异 端 学 派 ； 那 学 派 强 调 耶 鮮 的 贵 然 这  

且 视 他 纯 粹 为 一 个 行 异 能 的 神 人 。



电 发 表 时 并 未 获 得 普 遍 认 同 ， 但 有 好 些  

确 视 马 可 福 音 为 一 本 更 正 某 些 神 学 思  

f 的 书 „ 认 为 马 可 与 保 罗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学  

者 马 笛 夫 指 出 ’ 马 可 这 位 布 道 家 要 反 对 某  

端 教 派 ， 因 为 他 们 歪 曲 了 保 罗 的 信  

2  单 单 强 调 基 督 厲 天 的 形 象 （可 与 保 罗  

在 歌 罗 西 书 中 针 对 异 端 的 观 念 作 一 比  

较 > 。 正 如 马 氏 所 说 ， 为 了 回 应 这 些 背 离  

正 道 的 异 端 ， 马 可 强 调 “耶 穌 在 世 似 乎 矛  

盾 的 生 活 ； 时 而 受 苦 ， 时 而 获 向 举 ”。 纵 

然 有 人 认 为 这 构 思 只 是 空 想 而 已 ， 但 可 能  

仍 有 它 可 取 之 处 "

正 如 上 文 曾 说 ， 祈 侯 活 把 重 点 放 在 马  

可 的 启 示 文 学 背 景 上 。 祈 氏 与 其 他 学 者 把  

主 后 6 6 年 犹 太 人 的 革 命 与 这 观 点 连 系 在  

一 起 ， 但 我 们 不 — 定 要 把 经 文 与 这 历 史 事  

件 作 任 何 联 系 ， 才 可 细 味 马 可 福 音 十 三 章  

( 主 耶 穌 对 将 来 启 示 的 训 言  > 对 通 迫 中 的  

初 期 读 者 的 重 要 性 。

要 把 马 可 福 音 的 背 景 重 建 ， 最 满 意 的  

做 法 可 能 是 看 这 福 音 书 与 第 一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尼 禄 王 的 迫 害 有 关 ； 举 个 例 来 说 ， 

马 可 是 在 众 福 音 书 中 唯 一 详 细 记 载 耶 稣 被  

催 促 至 旷 野 后 ， 与 猛 兽 同 处 的 （一丨 3 >。 

据 凌 威 廉 的 意 见 ， 这 细 节 “对 那 些 在 斗 兽  

场 中 ， 无 助 地 面 对 着 猛 兽 的 信 徒 来 说 ， 有 

着 特 殊 的 意 义 ”。 这 说 法 虽 然 不 无 困 难 ， 

〇 也 为 许 多 资 料 提 供 合 理 的 解 释 。 首 先 ， 

这 说 法 与 有 力 的 传 统 —— 指 马 可 福 音 写 於

罗马 ----相 符 合 。 第 二 ， 马 可 针 对 那 些 正

受 逼 迫 的 信 徒 而 说 ， 所 以 他 在 书 中 很 快 就  

^ 到 约 翰 的 下 监 和 一 些 其 他 的 细 节 。 第 

三 ， 马 可 强 调 作 门 徒 的 代 价 „ 基 督 徒 面 对  

遏 迫 时 ， 总 想 把 作 门 徒 的 要 求 放 松 一 点  

(四丨7 、 第 四 ， 或 许 在 这 里 也 该 重  

^ 马 @ 夫 的 观 点 。 他 认 为 迫 害 会 使 基 督 徒  

$ 易 接 受 幻 影 说 （这 说 法 强 调 基 督 只 有 神  

既 然 这 样 ， 门 徒 就 无 需 受 苦 了 > 。 正 

® 为 这 原 因 ， 马 可 的 回 应 就 是 强 调 耶 稣 的  

而 他 的 人 性 特 别 在 受 苦 的 事 件 中 表  

出 来 . . 第 五 ， 明 白 了 这 背 景 ， 我 们 就 了  

主 在 第 十 三 章 的 启 示 信 息 的 重 要 性 ， 是 

鼓 励 门 徒 ； 在 他 们 受 逼 迫 试 炼 时 ， 提 醒  

门 将 来 必 要 得 着 荣 權 。 最 后 ， 马 可 特 别  

向 外 邦 人 传 福 音 的 问 题 ， 这 正 符 合 罗  

〜 异 教 充 斥 的 环 境 ， 受 苦 的 基 督 徒 决 不 会

忘 f 他 们 身 处 的 不 信 群 体 。 既 有 这 特 殊 的

传 福 音 任 务 ， 马 可 就 向 他 的 读 者 保 证 ----
耶 奸 真 是 神 的 儿 子 ； 就 是 罗 马 的 百 夫 长 也  

开 始 认 识 这 真 理 （十 五 3 9 > 。

M o i s e s  S i l v a  

参 - 马 可 约 翰 ” 9 7 4 :  • 马 可 先 存 说 •

9 7 3 ： - 编 辑 评 鉴 学 ” 1 6  6 :  • 来 源 评 鲎 学 •

8 5 7 :  • 符 类 福 音 ” 4 2 1 :  ••马 太 福 音 ” 9 9 2 :

■■路 加 福 音 _ 9 3 7 :  * 耶 穌 基 筲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〇

参考书目：J .A . A le xan d e r, Trte G o sp e / 

A c c o r d i n g  to M a r k ; W .C . A l l e n , T h e  

G o s p e l  A c c o r d i n g  to S a i n t  M a  r k ; H  .< 

A n d e r s o n , T h e  G o s p e l  o f  M a r k ; D .E . 

H i e b e r t , M a r k : A  P o r t r a i t o f  the S e r v a n t: E . 

Loh se , /Wa/'/c, s W it n e s s  to J e s u s  C h r i s t ; V . 

Tay lo r, The G o s p e l A c c o r d i n g  to S t. M a r k  .

马可先存说
Markan Hypothesis
m S  k 6  x i a n  c l j n  s h u o

— 个 理 论 ， 称 马 可 福 音 是 第 一 卷 写 成  

的 福 音 书 ， 而 且 此 书 （连 同 一 些 现 已 失 传  

的 耶 稣 教 训 ） 是 马 太 和 路 加 两 卷 福 音 书 的  

资 料 来 源 。

在 1 8 3 5 年 之 前 ， 马 可 福 音 在 教 会 历  

史 上 的 角 色 ， 相 对 来 说 并 不 重 要 „ 到 了  

1 8 3 5年 ， 拉 赫 曼 （ 1 7 9 3 - 1 8 5 1  ) 指 出 ， 马 

太 和 路 加 的 记 载 与 马 可 有 平 行 经 文 时 ， 两 

卷 书 记 载 的 次 序 才 一 致 ； 换 句 话 说 ， 马太  

和 路 加 记 载 一 些 马 可 所 没 有 的 资 料 时 ， 两 

书 的 记 载 次 序 就 不 一 致 。 3 年 后 ， 魏 瑟  

( 1 8 0 1 - 6  6 ) 作 结 论 说 ， 马 可 福 音 一 定 是  

替 其 余 两 卷 符 类 福 音 提 供 了 年 代 次 序 的 架  

构 ， 而 两 卷 共 有 （马 可 则 缺 ） 的 “教 训 和  

言 论 ”， 则 引 自 一 份 已 失 传 的 文 献 ， 通常  

称 为 “Q 典 ”。

然 而 ， 这 假 设 并 没 有 一 个 巩 固 的 立 足  

点 ， 直 至 贺 芝 曼 （丨8 3 2 -丨9 丨0 > 发 表 他 的  

意 见 ， 情 况 才 有 所 改 变 。 在 〗 8 6 3 年 ， 贺 

芝 曼 出 版 了 一 本 具 说 服 力 的 著 作 ， 此 书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证 实 马 可 确 是 最 先 存 在 的 福 音  

书 。 结 果 ， 这 卷 福 音 书 由 一 个 相 对 低 微 的  

位 置 晋 升 至 首 要 的 位 S 。 马 可 先 存 说 又 称  

为 “两 源 说 ”， 在 过 去 一 个 世 纪 雄 斯 了 福  

音 书 研 究 的 世 界 ,，然 而 ， 一 些 当 代 的 学 者

k5 xian cun shuo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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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这 理 论 是 基 於 错 谬 的 论 证 ， 他 们 提 出  

马 太 先 存 或 其 他 的 理 论 。 多 半 新 约 学 者 基  

本 上 都 没 有 否 定 马 可 先 存 说 ， 但 现 今 学 术  

界 在 这 方 面 的 见 解 仍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差 别 。 

参 • 来 源 评 鉴 学 ” 8 5 7 。

马可约翰
Mark, John
m 2  k 6  y u 5  h ^ n

— 个 名 叫 马 利 亚 的 妇 人 的 儿 子 。 这 马  

利 亚 明 显 是 一 名 富 有 的 基 督 徒 ， 可 能 是 寡  

妇 ；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以 她 的 家 作 为 聚 集 的 地  

方 （徒 十 二 马 可 在 其 犹 太 名 字 “约 

翰 ，，以 外 加 上 “马 可 ” 这 罗 马 名 字 ， 也 许  

这 指 明 他 的 希 利 尼 背 景 。 马 可 的 表 兄 巴 拿  

巴 是 一 个 居 比 路 人 ， 与 保 罗 （扫 罗  > — 起  

在 权 利 亚 的 安 提 阿 负 责 向 希 利 尼 人 传 福 音  

的 事 工 ； 这 事 实 或 许 也 暗 示 了 马 可 的 希 利  

尼 背 景 （参 西 四 丨 （)； 徒 十 — 〗9 -2 5 > 。

约 於 主 后 4 6 年 ， 巴 拿 巴 和 保 罗 把 捐  

献 送 往 耶 路 撒 冷 给 有 需 要 的 基 督 徒 ， 返 回  

安 提 阿 时 ， 就 带 了 马 可 同 去 （徒 十 一  2 9 、 

3 0 , 十 二 2 「0 。 后 来 ， 安 提 阿 教 会 差 逍 巴  

拿 巴 和 保 罗 出 外 宜 教 ， 马 可 也 就 成 为 了 他  

们 的 助 手 ； 马 可 或 许 也 要 分 担 教 导 的 责 任  

( 十 三 2 - 5 > 。 路 加 说 马 可 不 久 就 离 开 了 这  

宣 教 队 ， 回 耶 路 撒 冷 去 （十 三 1 3 > 。 后 人  

推 测 他 离 队 的 原 因 是 年 轻 和 没 有 经 验 ， 无 

法 抵 受 艰 苦 的 旅 程 。 然 而 ，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旅 程 中 坚 决 拒 绝 带 着 马 可 同 $

4 ( ) > ， 似 乎 又 暗 示 有 一 个 更 严 里 + <  

在 。 另 一 个 可 能 性 是 马 可 认 为 向 外 2 麵存 

福 音 （例 ： 居 比 路 的 方 伯 ， 徒 十 ^ 人 传  

而 不 要 求 他 们 对 犹 太 教 有 任 何 表 现 ^  1 2 >， 

这 种 做 法 ， 他 有 所 保 留 。 亊 实 上  於

期 犹 太 教 会 常 感 到 烦 恼 的 问 题 ，卑

- 1- 3 ， 十 五 r>; 加 二 1 丨-丨句。 耶 K u t i  
的 大 公 会 议 （约 主 后 下 令 外  

徒 无 须 受 割 礼 （徒 十 五 《2 2 - 2 9 >

许 马 可 重 新 考 虑 他 先 前 的 行 动 ， 并 

保 罗 共 同 进 退 。 但 这 时 保 罗 可 能 却 又 怀 ^  

这 位 青 年 人 的 决 志 是 否 淸 楚 和 坚 定 。

巴 拿 巴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看 这 事 ，他与保 

罗 分 手 ， 带 同 马 可 返 回 居 比 路 。 我们对 0  

马 可 在 居 比 路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一 无 所 知 ，9 

在 丨 〇 年 后 ， 他 在 罗 马 与 保 罗 和 好 了 （西 

四丨 0 ; 门 2 4 ; 假 定 这 些 书 信 都 是 写 於 罗  

马  >。 圣 经 显 示 最 后 他 在 小 亚 细 亚 与 提 摩  

太 同 工 （提 后 四 1 1 > 。

马 可 与 使 徒 彼 得 的 关 系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 因 为 一 个 很 早 期 的 传 统 已 确 定 马 可 是  

彼 得 的 ‘‘传 译 员 ” （也 许 是 书 记 或 助 教 ），

并 且 他 把 彼 得 所 忆 述 有 关 基 督 的 事 迹 写 下  

来 。 虽 然 有 些 近 代 的 学 者 质 疑 这 传 统 说 法  

的 准 确 性 ， 但 事 实 上 这 见 解 也 没 有 什 么 不  

可 信 的 地 方 。 马 可 无 疑 在 耶 路 撒 冷 与 彼 得  

已 有 相 当 认 识 （参 徒 十 二 丨 2 -丨7 ) ，此外， 

彼 得 从 “巴 比 伦 ’’ （即 罗 马  > 写第一封书



— 卷 书 的 作 者  <玛 -

. 称 当 时 与 他 在 — 起 的 马 可 为 他 的  

f  i ,， （彼 前 五 丨 3 )。 所 以 ， 约 翰 马 可 为  

‘ - 卷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的 可 能 性 很 高 ， 同时  

$ 也 是 一 份 彼 得 个 人 见 证 的 文 献 。 （许 

S 学 者 认 为 可 十 四 5 丨、 5 2 所 提 到 的 少 年  

人 就 是 作 者 自 己 ， 是 他 的 “署 名 ”。>

后 来 ， 一 些 可 信 性 较 低 的 传 统 称 马 可  

的 掉 号 是 “断 指 头 ”， 是 亚 历 山 太 市 基 督  

教 的 创 始 人 ， 他 在 那 里 讳 1道 而 死 ， 而 遗 体  

则 运 往 威 尼 斯 ， 安 葬 在 现 今 著 名 的 圣 马 可  

教 堂 内 。

M o i s e s  S i l v a  

参 “马 可 福 音 ” 966: _马可 先 存 说 ” 973»

玛拉
Mahlah, Mara, Marah
m3 la

O 玛 拿 西 人 西 罗 非 哈 五 个 女 儿 之 一 。 

她 与 其 余 4 位 姊 妹 曾 请 求 摩 西 作 出 适 当 的  

安 排 ， 使 她 们 虽 没 有 兄 弟 ， 仍 可 继 承 和 保  

存 父 亲 的 产 业 （民 二 十 六 3 3 ， 二 十 七 1， 

三 十 六 1 1 ; 书 十 七 3 > 。

© 玛 傘 西 人 哈 摩 列 吉 的 儿 子 （代 上 七

18>。

© 这 名 字 是 “苦 ” 的 意 思 。 拿 俄 米 作  

了 寡 妇 ， 从 摩 押 返 回 犹 太 时 ， 称 自 己 为 玛  

拉 （得 一 ‘2 0  >。

参 “拿 俄 米 _ 1〇9〇。

〇 以 倘 旷 野 的 水 泉 。 以 色 列 人 过 了 芦  

華 海 之 后 ， 以 倘 就 是 第 一 个 安 营 的 地 方  

(出 十 五 2 3 ; 民 三 十 三 8 、 9 ) 。 公 认 的 地  

点 是 苏 彝 士 湾 东 面 沿 岸 平 原 的 — 潭 苦 水 哈  

华 拉 泉 ， 约 在 苏 彝 士 东 南 面 4 4 哩 以 外 ， 

加 兰 度 泉 西 北 面 5 哩 以 外 ， 及 亚 玛 拉 河 以  

&  (亚 玛 拉 可 能 出 自 玛 拉 这 古 老 的 名 字 ）。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玛拉千
Malcam

>2 g an

便 稚 悯 支 派 沙 哈 连 的 儿 子 （代上八 9 > 。

先 知 玛 拉 基 生 於 主 前 5〇〇年 卒 於 主 前  

4 「》〇 年 „ 玛 拉 基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我 的 使 者 ” 

或 “我 的 传 讯 者 ”，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丨 节 及  

其 他 地 方 就 是 这 样 的 翮 译 。 除 了 玛 拉 基 书  

外 ， 圣 经 其 他 书 卷 没 有 再 提 及 这 位 先 知 。 

伪 经 《以 斯 拉 二 书 > — 章 4〇节 说 ： “玛 拉  

基 是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拉 比 传 统 认 为 玛 拉  

基 是 文 士 以 斯 拉 的 别 名 ， 但 没 有 资 料 支 持  

这 说 法 。

G. L l o y d  C a r r  
参 - 玛 拉 基 书 ，9 7 5 :  •先知•女先知 "

1723〇

玛拉基书
Malachi, Book of
m3 la j l shQ

作者

玛 拉 基 的 意 思 是 “我 的 使 者 ’’或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由 於 这 词 在 三 章 1节 出 现 时 ， 

并 不 是 人 名 ， 因 此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玛 拉 基 ” 

并 非 专 有 名 词 ， 也 不 是 本 书 作 者 的 姓 名 。 

根 据 一 个 古 老 的 传 统 ， 这 “使 者 ” 是 以 斯  

拉 ， 是 写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的 祭 司 。 可 

是 ， 犹 太 人 通 常 不 会 保 存 一 卷 没 有 淸 楚 注  

明 作 者 姓 名 的 先 知 书 。 所 有 其 他 大 小 先 知

书 ----包 括 最 短 的 俄 巴 底 亚 书 —— 都 是 以

先 知 的 名 字 作 书 卷 名 称 的 „ 再 者 ， 以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作 为 一 个 先 知 的 名 字 也 是 最  

适 切 不 过 （参 代 下 三 十 六 丨 5 、1 6 ; 该 一 1 3 >。

背景

主 前 五 世 纪 时 ， 犹 大 地 的 犹 太 人 正 在  

挣 扎 求 存 ，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的 回 归 给 予 他  

们 极 大 的 帮 助 。 主 前 年 ，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鼓 励 以 斯 拉 带 领 被 掳 的 犹 太 人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 进 行 宗 教 改 革 。 约 I 3 年 之 后 ， 

在 主 前 4 4 5 年 ， 一 位 政 府 高 官 尼 希 米 也 获  

准 回 耶 路 撒 冷 重 建 城 墙 。 他 在 5 2 天 之 内  

就 完 成 了 这 工 程 （尼 六 丨 尼 希 米 既 为  

省 长 ， 就 带 领 人 民 进 行 经 济 改 革 ， 让 穷 人  

有 足 够 的 供 应 ， 又 鼓 励 人 民 作 什 — 奉 献 ， 

以 供 应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的 生 活 贽 （尼 五 2 - 

1 3 , 十 3 5 - 3 9 ) 。 像 以 斯 拉 一 样 ， 尼 希 米  

力 劝 人 民 守 安 息 日 和 避 免 与 异 族 通 婚 。 回 

国 1 2 年 期 满 后 ， 尼 希 米 返 回 波 斯 ， 期 间  

犹 大 的 厲 灵 境 况 一 落 千 丈 ； 可 能 由 於 缺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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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 政 治 权 力 的 执 行 人 ， 所 以 什 一 奉 献 变  

得 稀 疏 ， 安 息 日 无 人 遵 守 ， 与 异 族 通 婚 更  

是 很 平 常 的 事 ， 连 祭 司 也 变 得 难 以 信 任 。 

尼 希 米 稍 后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 不 得 不 采 取 强  

硬 的 手 段 ， 去 整 顿 犹 太 人 （尼 十 三 > 。

写 作 年 代

由 於 玛 拉 基 所 面 对 的 问 题 正 好 是 尼 希  

米 记 十 三 章 所 提 及 的 罪 行 《参 玛 一  6 - 1 4 ,  

二 丨 4 - H i , 三 8-1 U , 他 工 作 的 时 间 很 可  

能 是 尼 希 米 第 二 次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作 省 长 的  

时 候 ， 或 刚 好 在 这 段 时 间 之 前 。 然 而 ， 玛  

拉 基 书 一 章 》节 所 提 到 的 省 长 不 像 是 指 尼  

希 米 ， 所 以 M 合 理 的 推 论 应 在 主 前 4 3 3 年  

后 ， 即 尼 希 米 返 回 波 斯 之 后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玛 拉 基 书 的 写 作 目 的 是 要 使 灵 里 昏 睡  

的 犹 太 人 苏 醒 过 来 ， 并 警 告 他 们 若 不 悔  

改 ， 审 判 就 要 来 临 。 犹 太 人 怀 疑 神 的 爱  

< — ‘门 和 公 义 （二 1 7 ) ， 又 没 有 认 真 地 遵  

守 他 的 命 令 （一 6 ， 三 1 4 - 1 8 ) 。 然 而 ， 耶  

和 华 是 “大 君 王 ’’（一 〗 ， 祂 的 名 在 以  

色 列 国 境 之 外 也 必 被 聘 为 大 （一 5 、 1 〗 > ， 

玛 拉 基 再 三 地 劝 告 祭 司 和 以 色 列 民 敬 畏  

神 ， 把 池 该 受 的 尊 荣 归 给 祂 。 神 本 是 以 色  

列 的 父 和 创 造 主 （二 1 ()>， 但 以 色 列 却 藐  

视 牠 的 名 《一 6 , 三 5 > ， 所 以 神 就 派 逍 祂  

的 使 者 来 ，宣 告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快 来 （三 1 > 。 

施 洗 约 翰 确 实 已 呼 召 人 悔 改 ， 基 督 已 洁 净  

了 圣 殿 （约 二 丨 4 、 】5 > ， 并 确 立 了 约 （玛  

三 丨 、 然 而 ， 大 部 分 熬 炼 和 洁 净 的 工  

作 ， 还 有 待 基 督 第 二 次 降 临 时 才 成 就 ； 祂 

要 回 来 洁 净 祂 的 子 民 （参 三 2 - 4 ) , 并 审  

判 作 恶 的 人 （四 U 。

内 容 提 要
祌 对 以 色 列 的 大 爱  < —

玛 拉 基 以 神 爱 以 色 列 ， 恶 以 东 的 对 比  

来 作 全 书 的 引 言 。 以 色 列 却 以 一 个 奇 怪 的  

问 题 来 回 应 神 的 爱 ， 他 们 说 ： “祢 怎 样 爱  

我 们 呢 ？ ” 神 爱 以 色 列 ， 把 他 们 从 埃 及 为  

奴 之 地 领 出 来 ， 与 他 们 立 约 ； 神 拣 选 以 色  

列 作 她 的 子 民 （参 创 十 二 1 - 3 ; 出 十 九 5 、 

却 没 有 拣 迭 以 扫 的 后 窃 （参 罗 九 丨 〇- 

1 3 >  ; 以 色 列 和 以 东 都 曾 受 外 族 入 授 和 摧

残 ， 但 只 有 以 色 列 得 以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肖  

国 ， 重 逮 家 园 ， 以 东 人 自 从 主 前 sr>()茔4丨丨丨丨 

年 间 ， 被 拿 巴 提 人 逐 出 家 园 后 ， 就不曾 J3 

回 了 。 透 过 对 以 东 的 审 判 ， 神 表 明 他 培 q 

国 的 大 君 王 （一  ; 祂 不 会 忘 记 以 色 列 6 

众 祭 司 不 被 悦 纳 的 祭 （一

虽 然 神 极 配 受 以 色 列 人 的 牌 崇 和 敬  

奉 ， 但 以 色 列 民 和 祭 司 竞 公 开 地 侮 慢 他 的  

律 例 和 典 章 u 奇 怪 的 是 ， 祭司居然为首误  

导 众 民 作 出 不 虔 不 敬 的 事 。 祭物本是为移  

罪 而 献 的 ， 但 这 些 祭 司 所 献 上 的 祭 牲 却 玷  

污 了 耶 和 华 的 坛 （一 7 、 丨 ; 根据利未 

记 的 规 定 ，凡 有 残 疾 的 牲 畜 不 可 献 上 为 祭 ， 

但 这 些 祭 司 竟 以 受 伤 的 、 瘸腿的和有病的  

牲 畜 献 给 耶 和 华 （一 丨 3 ; 参 一 • 这 样  

的 礼 物 若 献 给 省 长 （一  8 > , 也 会 被 视 为 侮  

辱 ， 不 蒙 悦 纳 ， 相 形 之 下 他 们 对 神 的 态 度  

是 何 等 不 虔 不 敬 。 与 其 把 这 样 不 恰 当 的 祭  

物 献 在 坛 上 ， 倒 不 如 千 脆 把 殿 门 关 上 （- 

1()> ! 例 行 公 事 式 的 献 祭 ， 从 来 都 不 能 il 

神 喜 悦 （参 赛 一  1 2 、 神称他们的坛  

和 祭 物 为 “污 秽 ” （一 7 、 丨‘门 ， 意思就是 

说 这 些 祭 司 并 不 比 以 利 的 两 个 儿 子 强 一  

以 利 的 两 个 儿 子 就 是 不 理 会 献 祭 的 条 例 ， 

被 神 击 杀 而 早 死 的 （参 撒 上 二 1 5 - 1 7 L  

第 1 1 与 1 4 节 看 到 神 的 伟 大 ，与祭司 

的 态 度 成 为 强 烈 的 对 比 ； 耶和华比列国的  

神 更 有 能 力 ， 纵 使 以 色 列 的 祭 司 和 人 民 不  

尊 敬 祂 ， 归 信 神 的 外 邦 人 终 会 把 洁 净 的 祭  

物 奉 献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 这些祭物也许是指  

祷 告 和 赞 美 （参 诗 十 九 1 4 ; 来十三丨 5; 

启 五 ⑴ ， 有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应 从 字 面 上 去  

理 解 （参 赛 五 十 六 7 , 六 十 7 > , 彼 得 在 *5 

尼 流 归 信 基 督 的 事 件 上 所 引 述 的 ，可能铁 

是 这 节 经 文 （徒 十 3 5 ) 。

铪 祭 司 的 刑 罚 （二丨- 9 >

祭 司 职 责 之 一 是 奉 神 的 名 给 众 民 祝  

福 ， 但 由 於 他 们 行 为 不 检 ， 使祝福 变  

诅 （二 ‘2 K 祭 司 犯 了 罪 ， 牲 畜 又 满 有 H 

疾 ， 他 们 的 奉 献 也 就 没 有 价 值 了  ••神要1 

辱 他 们 ， 把 牲 畜 的 粪 涂 在 他 们 脸 上 ，

所 受 的 耻 辱 ， 与 亚 伦 及 其 后 裔 本 该 李  

荣 誉 职 亊 真 是 有 天 渊 之 别 。 玛 拉 基 提  

与 利 未 所 立 的 “生 命 和 平 安 的 约 ”（二51’ 

这 约 原 来 是 特 别 与 亚 伦 的 孙 儿 非 尼 哈 #  

的 ， 因 为 他 曾 勇 敢 地 对 付 拜 偶 像 和 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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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犹 太 人 （民 二 十 五 1 0 - 〗 3 > „ 在 那 些 日  

子 ， 祭 司 都 尊 敬 神 ， “使 多 人 回 头 离 开 罪  

明，，（玛 二

祭 司 另 一 个 职 责 是 把 摩 西 所 传 递 下 来  

的 律 法 教 导 国 民  <参 利 十 11 K 祭 司 像 先  

知 一 样 ， 也 是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玛 二 7 > ,  

本 应 与 神 同 行 ， 现 在 他 们 却 不 守 神 的 道 ， 

在 施 行 饼 法 上 瞻 徇 情 面 （二 9 ; 参 利 十 九  

15 K

众 K 的 不 忠 （二 1 0 - 1 6 )

既 然 祭 司 的 行 为 、 态 度 也 不 检 ， 无怪  

乎 大 部 分 民 众 也 对 神 不 忠 ，. 神 拣 迭 以 色 列 ， 

本 来 是 要 使 他 们 成 为 特 别 的 迭 民 ， 但 他 们  

却 不 忠 於 召 他 们 的 主 ； 与 外 邦 人 通 婚 就 是  

其 中 主 要 的 过 犯 ， 这 罪 在 以 斯 拉 记 九 章 1 

至2节 和 尼 希 米 记 十 三 章 2 3 至 2 9 节 也 曾 提  

及 • • 以 色 列 的 男 子 既 娶 了 外 邦 女 子 ， 就 必  

远 离 耶 和 华 而 敬 拜 外 邦 的 神 ； 有 时 这 样 的  

通 婚 ，更 导 致 丈 夫 离 弃 他 们 以 色 列 的 原 配 „ 

神 是 十 分 重 视 男 女 二 人 在 祂 面 前 所 订 立 的  

婚 约 的 ， 人 若 破 坏 了 婚 约 ， 神 已 经 极 度 不  

满 （二 ， 人 若 以 休 妻 为 藉 口 去 另 娶 貌  

美 可 人 的 外 邦 女 子 ， 情 况 就 更 加 可 悲 了 。’

立 约 使 者 的 来 临 （二 1 7 至 三

纵 然 以 色 列 人 以 为 神 不 会 采 取 任 何 行  

动 ， 但 神 并 非 不 理 会 祭 司 和 众 民 所 犯 的 罪  

( 二 1 7 ) 。 第 三 章 一 开 始 就 宣 告 立 约 的 使  

者 必 会 进 入 池 的 殿 ； 另 一 个 使 者 会 在 m 面 

前 预 备 道 路 ， 施 洗 约 翰 已 应 验 了 这 预 言 ， 

他 要 在 基 督 工 作 之 前 ， 修 直 池 的 路 （参太  

十一  10; 可 一 2 、 3 > 。 基 督 在 洁 净 圣 殿  

(参 约 二 1 3 - 1 7 ) 和 抨 击 文 士 与 法 利 赛 人  

<参 约 九 3 9 ) 的 事 情 上 ， 的 确 已 显 出 他 的  

义 怒 ， 但 主 要 的 洁 净 和 熬 炼 工 作 ， 还 有 待  

於 第 二 次 来 临 时 才 实 现 。 有 一 天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终 会 把 可 悦 纳 的 祭 物 带 来 ， 正 如 他  

们 在 摩 西 和 非 尼 哈 的 时 代 所 作 的 一 样 （参 

三 3 、 4 ， 二 4 、 第 5 节 更 把 审 判 的 范  

围 扩 展 至 全 国 ， 行 邪 术 的 、 犯 奸 淫 的 ， 和 

欺 压 穷 人 的 ， 也 都 要 受 谴 责 。

忠 心 地 作 什 一 奉 献 的 好 处 （三 丨 2 >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犹 太 人 另 一 个 弱 点 是 忽  

略 什 一 奉 献 „ 本 来 在 尼 希 米 的 鼓 励 之 下 ， 

众 民 都 已 答 应 忠 心 地 作 什 — 奉 献  <参 尼 十  

3 , 可 惜 他 们 的 热 诚 只 有 3 分 钟 热 度

( 参 尼 十 三 i 〇、 i n 。 根 据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8

至 9 节 ， 犹 大 奉 献 的 情 况 甚 差 ， 简 直 可 以  

说 是 夺 取 神 的 物 ； 因 此 ， 咒 诅 要 临 到 他 们  

身 上 。 玛 拉 基 在 丨 〇至丨2 节 里 激 励 他 们 把  

当 纳 的 十 分 之 一 献 上 ，试 试 神 是 否 倾 塥 与  

他 们 。 “敞 开 天 上 的 窗 户 ” 是 根 据 列 王 纪  

下 七 章 2 节 和 19节 记 栽 ， 在 饥 荒 过 后 ， 神 

应 许 给 他 们 丰 富 的 收 成 ， 甚 至 没 有 足 够 的  

仓 库 去 储 存 。 同 样 ， 保 罗 也 劝 信 徒 乐 意 地  

慷 慨 为 神 的 工 作 而 捐 献 ， 就 会 发 现 神 在 他  

们 生 命 里 所 賜 的 福 是 多 而 又 多 的  < 林 后 九  

6 - 1 2 > 。 对 以 色 列 来 说 ， 再 次 富 强 起 来 ， 

可 以 让 列 邦 知 道 ， 神 已 按 苕 祂 给 予 亚 伯 拉  

罕 的 应 许 ， 賜 福 了 他 的 后 裔 （创 十 二 2 、 

3 ; 玛 三 1 2 > 。 第 1 0和 1 2节 中 得 福 的 盼 望 ， 

舒 解 了 一 章 丨 4 节 、 二 章 2 节 、 三 章 9 节 和  

四 章 (;节 中 咒 诅 的 压 力 。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三 1 3至 四 (i >

面 对 苕 三 章 丨 〇至 1‘2 节 的 挑 战 ， 以 色  

列 民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回 应 。 一 些 人 认 为 事 奉  

神 没 有 什 么 益 处 （1 3 - 1 5节 > ; 另 一 些 人  

则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谦 恭 敬 畏 节 > 。 

不 信 的 人 说 顺 服 神 是 徒 然 的 ， 狂 傲 和 行 恶  

的 人 才 得 亨 通 。 玛 拉 基 回 应 他 们 这 话 说 ， 

神 在 审 判 之 日 必 记 念 义 人 。 虽 然 所 有 的 以  

色 列 人 都 包 括 在 亚 伯 拉 罕 之 约 中 ， 但 只 是  

那 些 真 正 相 信 的 人 ， 将 来 才 可 以 成 为 賴 神  

的 子 民 （三 1 7 ; 参 出 十 九 5 他 们 的 名

字 将 会 记 在 生 命 册 上 （参 三 1 6 > 。 至 於 狂  

傲 和 行 恶 的 人 ， 在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里 都 被 烧  

尽 ， 无 一 幸 免 （四 U  • 那 些 敬 畏 耶 和 华  

的 人 ， 必 在 “公 义 的 日 头 ” —— 就 是 神  

—— 的 祝 福 和 保 护 之 下 ， 身 心 灵 皆 得 健 壮  

( 四 2 > , 像 刚 从 圈 里 出 来 的 牛 犊 ， 公 义 的  

人 必 “践 踏 恶 人 ”， 并 胜 过 他 们 （四 3 > 。

鉴 於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必 有 大 审 判 ， 玛 

拉 基 结 束 本 书 时 ， 催 促 人 赶 紧 悔 改 。 他 

们 要 记 念 摩 西 的 律 法 ， 谨 守 在 西 乃 山 所  

颁 布 的 律 例 和 典 章 （四 4 ; 参 三 7 >。 正如  

以 利 亚 曾 呼 吁 以 色 列 人 回 转 归 向 神 ， 一  

个 新 的 M 以 利 亚 ” 必 来 到 这 背 叛 的 国 民  

中 ， 传 侮 改 的 道 。 当 施 洗 约 翰 为 基 督 预  

备 道 路 的 时 候 （参 三 1 ) ， 就 是 带 着 以 利  

亚 的 心 志 能 力 来 工 作 ， 恳 求 犹 太 人 从 罪  

恶 中 回 转 ，在 神 面 前 谦 卑 下 来 （路 一 1 7 ) 。 

若 他 们 不 听 ， 就 必 遭 灭 绝 ， 正 如 对 迦 南  

众 民 （参 书 六 1 7 - 丨9>， 以 及 对 以 东 的 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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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且 一 样 ； 以 东 的 被 毀 在 玛 拉 基 书 一 章 2 至 

5 节 已 描 述 了 。

H e r b e r t  M . W o l f  

参 • 以 色 列 史 _ 2 0 7 7 :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1 1 2 :  • 预 言 ” 2 1 7 9 :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2 3〇

参 考 书 目 ： J .G . B a l d w in , H a g g a i , 

Z e c h a r i a h , M a l a c h i ; C .F . K e i l, T h e  T w e l v e  

M i n o r  P r o p h e t s , v o l .2; G .A . S m it h , T h e  

B o o k  o f  t h e  T w e l v e  P r o p h e t s ; C . v o n  

O re ll i. T h e  tw e l v e  M i n o r  P r o p h e t s .

玛拉拉
Mareal
m S  l a  l a

西 布 伦 所 得 地 业 西 陲 边 境 上 的 一 座  

城 ， 在 撒 立 与 大 巴 设 中 间 （书 十 九 1 1 ) 。 

其 确 实 位 迓 不 详 „

玛腊
Maarath

Ik

位 於 山 区 的 一 个 犹 大 城 邑 （书 十 五  

5 9 > 。 此 城 可 能 就 是 今 天 的 拜 特 乌 姆 尔 ， 

在 希 伯 仑 以 北 7 哩 。 这 城 也 可 能 就 是 弥 迦  

书 一 章 1 2节 提 及 的 玛 律 。

马勒古
Malchus
m S  1^ g u

大 祭 司 的 一 名 仆 人 ， 记 载 在 约 翰 福 音  

十 八 章 1 0 节 。 耶 稣 被 捕 时 ， 彼 得 向 马 勒  

古 砍 了 一 刀 ， 削 掉 了 他 的 右 耳 。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5 1 节 、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章 4 7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5 0 、 5 1 节 的 记 载 中 ， 

都 没 有 记 载 这 人 的 名 字 。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 

耶 穌 即 时 医 好 了 他 的 耳 朵 。

玛勒列
Mahalalel
m 2 l id

〇 该 南 的 儿 子 ， 雅 列 的 父 亲 ， 属 於 塞  

特 的 家 系 （创 五丨 2 ,  — 1 7 ; 代 上 一  2 ) ;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谱 中 也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路 三  

3 7 )  0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谱 ” 1 9 6 6 。

© 法 勒 斯 的 子 孙 ， 是 被 缺 归  

一 位 犹 大 人 （尼 十 一 4 > 。 回 时 _ 的

马里
Mari
m i II

一 个 具 影 响 力 的 城 邦 ， 位 於 衩 利 ’ 

部 。 早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初 ， 已 成 为 觅  

地 区 。 该 区 似 乎 曾 有 闪 族 游 牧 民 族 ^  

这 些 游 牧 民 族 接 受 了 城 市 人 的 价 值 观 ^  

甚 至 用 搜 形 文 字 去 书 写 他 们 自 己 的 亚 甲 ^

马 里 是 苏 默 文 化 的 前 哨 。 这大都市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她 是 一 个 大 帝 国 的 首 都 ，这帝 

国 包 括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大 部 分 地 区 ，、沿卷 

幼 发 拉 底 河 ， 伸 展 有 2 2 哩 之 遥 。

在 马 里 进 行 的 考 古 发 掘 ， 有巨大的发 

现 ， 其 中 包 括 一 间 存 有 超 过 2 0,0 〇〇份公 

文 的 保 管 处 ， 这 些 记 录 基 本 上 重 写 了 西 亚  

的 历 史 。 除 了 泥 版 之 外 ， 一座很完整的王  

宫 也 被 发 掘 出 来 ， 墙 上 的 壁 画 ， 还有厨房 

和 浴 室 的 设 备 仍 然 完 整 无 缺 。 这些史前古 

器 物 和 泥 版 ， 为 主 前 1 8 1 0 至 17 6 0 年这段 

时 间 的 生 活 模 式 提 供 了 极 其 宝 贵 的 资 料 。

从 远 处 眺 望 马 里 ， 可 以 看 见 — 堵巨大 

的 城 墙 ， 环 绕 着 整 座 城 ， 保护她免受外敌  

入 侵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从 城 中 冒 升 上 来 的  

— 座 建 筑 物 ， 高 约 丨 *r)()呎 ， 这就是古巴比  

伦 金 字 塔 型 的 庙 塔 ； 庙 分 好 几 层 ，庙外有 

阶 级 直 通 顶 上 的 神 龛 ， 而底层则有较细小

的 神 庙 《

离 庙 塔 不 远 ， 是 占 地 6 亩 的 王 宫 。^ 

宫 是 用 黏 土 包 砖 筑 成 的 ， 墙 壁 特 别 库 计  

达 1 6 U尺 。 还 在 地 底 以 下 3 0 卩尺有一 

精 密 的 排 水 系 统 ， 由一些铺以浙宵的•泥#  

构 成 ， 有 效 地 把 雨 水 排 出 城 外  

有 3 0 0 个 房 间 。 这 里 不 单 是 皇 室 起 心 • 

在 ， 同 时 也 是 商 业 、 外 交 及 军 事 的 ^ 和  

有 些 房 间 甚 至 是 用 来 存 放 商 人 的  

军 事 装 备 如 攻 城 锤 和 攻 城 塔 等 。 -黄瓜. 

用 的 食 物 包 括 鱼 、 肉 、 四 式 面 包 ; 银 饮  

豌 豆 、 蚕 豆 、 蒜 、 枣 、 葡 萄 和 无 花 ’

全座王胃 

2居的所

品 则 有 啤 酒 和 葡 萄 酒 。 痛妓在古代

宗 教 仪 式 有 献 祭 和 庙 妓 ， 庙 有 占 卜  

近 东 一 带 是 十 分 普 遍 的 。 在 马 里 ^ 举 的 ^  

者 为 帝 王 说 预 兆 ， 他 们 察 看 献 祭 ’



来 预 测 未 来 ； 有 一 份 信 件 这 样 记 载 ： 

& 僻 笫 拉 田 的 城 里 ， 在 月 祭 和 向 我 主 献  

^ 时 候 ， 我 察 看 预 兆 ； 肝 脏 左 面 的 ‘指 

，分 裂 了 ，中 央 的 ‘指 头 ’伸 延 至 左 面 。 

这 是 有 声 望 的 兆 头 ， 愿 我 主 欢 乐 。” 这 些  

兆 头 对 王 来 说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因 为 国 家 大  

事 全 仰 賴 众 神 的 指 引 。

公 文 保 管 处 的 泥 版 提 供 了 有 关 人 民 日  

常 生 活 的 珍 贵 资 料 。 有 些 记 录 是 双 语 的 ， 

有 些 是 文 学 作 品 ， 而 大 部 分 的 记 载 都 是 集  

中 在 一 段 时 期 之 内 ， 就 是 从 马 里 的 创 始 人  

哈 拿 的 雅 顿 琳 至 他 儿 子 心 利 琳 没 落 的 一 段  

时 间 。 雅 顿 琳 刚 逝 世 ， 闪 施 亚 达 便 接 管 了  

这 城 。 闪 施 亚 达 是 一 名 亚 摩 利 人 首 领 ， 他 

举 家 被 逐 出 与 马 里 接 壤 的 细 小 王 国 ， 便 决  

意 报 复 ， 后 凭 着 决 心 登 上 了 亚 述 王 的 宝  

座 ，这 是 主 前 1 8 1 4 年 的 事 。 可 能 是 由 於  

闪 施 亚 达 的 煽 动 ， 也 可 能 由 於 暴 乱 ， 雅 顿  

琳 给 自 己 的 臣 仆 杀 了 ； 闪 施 亚 达 随 即 便 采  

取 行 动 ， 安 排 儿 子 雅 示 麻 亚 达 作 马 里 总  

督 ， 为 从 前 不 公 平 的 待 遇 雪 恨 。 雅 示 麻 亚  

达 并 非 如 其 父 所 想 象 的 那 么 能 干 ； 他 缺 乏  

那 使 其 父 崛 起 的 决 心 与 毅 力 。 在 城 里 所 发  

现 的 一 份 信 件 中 ， 雅 示 麻 亚 达 被 斥 责 ： 

“你 的 兄 弟 在 这 里 打 了 胜 仗 ， 你 却 仍 在 那  

里 ， 钻 在 女 人 丛 中 。” 另 一 信 件 对 他 有 更  

贴 切 的 形 容 ： “你 仍 像 小 孩 一 样 ， 面 无 胡  

须 ， 已 是 成 年 了 ， 却 从 未 建 立 家 室 。” 就 

是 这 样 ， 闪 施 亚 达 紧 紧 支 配 着 他 的 儿 子 ， 

自 己 在 宏 大 的 亚 述 帝 国 里 ， 统 治 差 不 多 整  

+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 把 持 着 底 格 里 斯 和 幼  

发 拉 底 两 河 。 施 亚 达 较 强 的 儿 子 伊 施 密 达  

$ 继 承 了 父 亲 的 权 位 。 伊 施 密 达 根 向 他 在  

马 里 的 兄 弟 保 证 ， 国 土 在 他 手 下 必 定 稳  

固。 可 是 ， 雅 顿 琳 唯 一 剩 下 来 的 儿 子 心 利  

琳 终 於 把 雅 示 麻 亚 达 逐 出 ， 开 始 了 一 段 长  

W 期 的 统 治 。 直 至 汉 模 拉 比 掠 夺 这 城 ， 他 

的 统 治 才 告 结 朿 。

在 马 里 发 掘 的 资 料 显 示 王 每 天 都 上 朝  

而 朝 臣 和 使 节 会 向 他 报 告 国 事 国  

情 ； 他 也 需 要 处 理 一 些 较 严 重 的 法 律 诉 讼

分； 国 教 礼 仪 要 求 王 每 天 都 参 与 ， 王 

5 上 庙 ，主 持 礼 仪 ，献 祭 牲 ，向 诸 神 禀 告 ， 

参 力卩 宗 教 节 期 。 有 时 他 更 被 视 为 神 明 。 

， 又 要 负 责 调 整 历 法 ， 每 3 年 就 要 额 外 增  

加 1个 月 份 。

商 业 与 经 贸 文 件 指 出 国 内 有 铸 铁 匠 、 

纺 织 工 人 、漂 布 工 人 玉 石 工 人 、宝 石 匠 、 

画 师 、 制 香 水 工 人 、 船 夫 、 木 匠 、 皮 革 工  

人 、 渔 夫 、 陶 匠 和 石 匠 。 服 务 的 报 酬 通 常  

以 货 物 来 缴 付 ， 但 有 时 也 用 金 或 银 。 缴 付  

的 货 品 有 玉 米 、 羊 毛 、 衣 服 、 酒 或 油 。

参 " 铭 刻 ” 1 0 5 6。

玛利沙
Mareshah
m 3  II s h a

〇 根 据 七 十 士 译 本 ， 玛 利 沙 是 迦 勒 的  

长 子 ， 是 希 伯 仑 之 祖 《代 上 二 4 2 ) 。 在希  

伯 来 文 版 本 中 ， 他 名 为 米 沙 。

参*•米沙 # 2 ” 1 0 3 4。

@ 可 能 是 犹 大 人 拉 大 的 后 裔  <代 上 四

‘川 。

© 位 於 犹 大 沿 岸 平 原 ， 往 希 伯 仑 和 耶  

路 撒 冷 路 上 的 一 座 城 。 从 出 土 的 犹 太 陶 器  

古 物 中 发 现 早 在 主 前 8 0 0 年 ， 这 地 已 有 人  

居 住 。 这 地 方 现 称 为 山 达 哈 拿 废 丘 。

当 以 色 列 人 占 领 迦 南 时 ， 约 书 亚 把 玛  

利 沙 分 给 犹 大 支 派 （书 十 五 4 4 > 。 以 色 列  

分 为 南 北 国 后 ， 罗 波 安 曾 修 筑 此 城 为 坚 固  

城 ， 作 为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的 保 陣 （代 下 十  

— 8 ) ， 犹 大 人 在 此 对 付 入 侵 者 。 古 实 王  

谢 拉 曾 率 领 “军 兵 一 百 万 ， 战 车 三 百 辆 ” 

深 入 犹 大 ， 直 至 玛 利 沙 ， 但 在 那 里 给 亚 撒  

击 敗 了 （代 下 十 四 9 > 。 到 了 约 沙 法 在 位  

时 ， 有 一 位 在 玛 利 沙 出 生 的 先 知 以 利 以  

谢 ， 他 预 言 王 所 引 以 为 荣 的 船 队 必 遭 破 坏  

( 代 下 二 十 3 7 > 。

先 知 弥 迦 生 於 摩 利 设 迦 特 （并 非 玛 利  

沙 ， 现 今 新 版 的 圣 经 地 图 显 示 此 地 在 玛 利  

沙 以 北 仅 4 % 哩 > ， 在 亚 述 军 队 迫 近 时 （在 

西 拿 基 立 ， 主 前 7 0 1 ; 或 撒 珥 根 ， 主 前  

7 1 1 的 带 领 之 下  他 作 哀 歌 向 童 年 所 熟  

悉 的 城 邑 追 悼 。 弥 迦 借 用 玛 利 沙 这 名 字 ， 

作 为 一 个 双 关 语 ， 蝥 告 说 ， 夺 取 她 的 人 快  

要 来 到 （弥一  1 5 >。

考 古 发 掘 发 现 在 希 腊 统 治 期 间 ， 这里  

有 一 座 城 ， 从 附 近 墓 穴 发 掘 出 来 的 壁 画 和  

碑 文 中 ， 可 见 这 城 在 主 前 二 世 纪 ， 已 受 了  

希 腊 和 西 顿 文 化 的 影 响 。

马 加 比 反 抗 希 腊 化 运 动 时 （主 前  

16 7 - 1 6 4 > ， 玛 利 沙 显 然 是 一 个 以 东 的 要

m3 II sha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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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 （《马 加 比 一 书 》 五 w 、 （;(n ， 在 这 里  

马 加 比 获 得 很 大 的 胜 利 （《马 加 比 二 书 》 

十 二 大 希 律 统 治 初 期 （主 前 1 〇 > ， 

波 斯 一 个 强 大 的 党 派 帕 提 亚 人 侵 略 叙 利 亚  

和 巴 靳 斯 坦 ， 玛 利 沙 就 在 此 时 被 毁 （参 看  

约 瑟 夫 之 《 犹 太 古 史 > 1 2 • B • (i ;

1 4 .1 2 • 9 ; 1 3 .9 > 。

马利亚
Mary
mS l i yk

这 是 第 一 世 纪 的 犹 太 人 中 十 分 普 遍 的  

女 性 名 字 ， 新 约 有  位 （或 7 位 ） 妇 女 都  

以 此 为 名 。

© 耶 穌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根 据 马 太 和 路  

加 对 耶 穌 出 生 的 记 述 ， 马 利 亚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犹 太 童 女 ， 可 能 是 利 未 支 派 的 人 （她 的  

亲 戚 以 利 沙 伯 是 一 个 利 未 人 ，路 一 5 、3 6 ) ， 

已 许 配 了  一 个 名 叫 约 瑟 的 男 子 （大 卫 的 后  

裔 ， 犹 大 支 派 的 人  > 。 她 从 圣 灵 怀 了 孕  

《太 一 丨8-‘2 5 ; 路 一 ‘2 ( ; - 3 8 >。 结 婚 后 ， 两 

人 先 住 在 加 利 利 的 拿 撒 勒 ， 后 来 为 了 报 名  

上 册 而 返 回 伯 利 恒 （约 瑟 的 家 乡 ）。 耶 稣  

就 在 伯 利 恒 出 生 （太 二 1; 路 一 5 ， 二 4 、 

5 >。 马 太 福 音 告 诉 我 们 ， 婴 孩 出 生 后 不  

久 ， 他 们 就 举 家 往 埃 及 去 逃 避 愤 怒 的 希 律  

( 太 二 1 3 、 14 >。 后 来 他 们 一 家 人 又 返 回  

拿 撒 勒 居 住 《太 二 2 3 ; 路 二 3 9 > 。

拿 撒 勒 的 报 苒 教 堂 . 传 统 认 为 这 是 天 使 告  

诉 马 利 亚 要 怀 孕 生 子 之 地 。

其 他 有 关 马 利 亚 的 资 料 并 不 多 。 她 必  

然 是 一 位 关 心 孩 子 的 母 亲 （她 在 路 二 4 8 

中 责 备 耶 穌 一 事 显 示 了 这 一 点  而 她 后  

来 对 耶 穌 的 能 力 有 很 商 的 佔 计 （从 迦 聿 的

婚 宴 中 可 见 ， 约 二 1 - 4 ， 虽 然 约 翰 没 有 $  

代 马 利 亚 期 望 耶 稣 做 些 什 么 ）。 她还有其 

他 儿 女 ， 并 可 能 是 独 力 抚 养 （太 十 三 55 

没 有 提 到 约 瑟 的 名 字 ， 可 能 显 示 他 已 $  

世 ）。 马 利 亚 也 出 现 在 十 字 架 下 ，耶稣吩 

咐 “他 所 爱 的 门 徒 ” 照 顾 她 、 安 慰 她 （约 

十 九 2 5 - 2 7 ) ， 可 见 她 的 儿 女 都 必 然不在 

身 边 。 耶 稣 复 活 后 ， 她 与 耶 稣 的 兄 弟 都 在  

门 徒 中 ， 等 待 五 旬 节 的 到 临 （徒 一11), 

其 后 圣 经 就 没 有 再 提 及 她 了 。

路 加 记 载 了  一 首 十 分 著 名 的 颂 歌 “尊 

主 颂 ”， 是 马 利 亚 对 神 的 歌 颂 （路 一 46. 

5 5 ) 。 因 着 顺 服 神 的 旨 意 ， 她也成了谦卑  

和 信 靠 的 典 范 。 她 确 实 “在妇女中是有福  

的 ” （路 一

参 • 耶 穌 的 弟 兄 们 ” 1 9 6 5。

© 雅 各 和 约 瑟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这妇人 

在 圣 经 中 有 好 几 种 称 呼 ， 不过每一次的记  

载 ， 她 都 出 现 在 耶 稣 忠 心 的 女 信 徒 中 ，臀 

如 站 在 十 字 架 下 ， 和 见 证 空 坟 墓 ， 就是其 

中 的 例 子 。 马 太 称 她 为 “雅各和约西的母  

亲 马 利 亚 ” 和 “那 个 马 利 亚 ’’（太二十七 

5(5、 （5 1 ， 二 十 八 1 ) ; 马 可 称 她 为 “小雅 

各 和 约 西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约西的母亲  

马 利 亚 ” 和 “雅 各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可十 

五 4 0 、 4 7 ， 十 六 1 ; 路 二 十 四 10 — 雅各 

可 能 是 使 徒 ， 约 瑟 或 约 西 则 不 是 ） ；在约 

翰 福 音 ， 她 是 “革 罗 罢 的 妻 子 马 利 亚 ” 

( 约 十 九 2 5 > ， 不 过 这 可 能 是 另 一 个 马 利  

亚 。 传 统 认 为 这 马 利 亚 是 耶 穌 的 婶 母 ，因 

为 革 罗 罢 是 约 瑟 的 兄 弟 （优 西 比 乌 ，（教 

会 史 > 3. 1 1  > ; 然 而 ， 这 传 统 并 不 可 靠 ， 

因 为 它 的 目 的 是 要 证 明 耶 穌 没 有 兄 弟 ，童 

贞 女 马 利 亚 终 身 是 一 个 童 女 。

@ 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 除了 从她的名字  

知 道 她 是 从 加 利 利 的 抹 大 拉 来 之 外 ，有关 

这 妇 人 的 资 料 甚 少 。 在 加 利 利 某 一 个 地  

方 ， 她 遇 见 了 耶 穌 ， 耶 穌 从 她 身 上 赶 出 了  

7 个 鬼 。 此 后 她 加 入 了 门 徒 的 行 列 ，无论 

耶 稣 往 哪 里 去 ， 她 都 跟 随 着 （路 八 2). 

最 后 到 了 耶 路 撒 冷 ， 耶 稣 受 难 时 ， 所有男 

性 门 徒 都 逃 跑 了 ， 她 仍 守 在 十 字 架 之 下  

( 可 十 五 4 0 ; 约 十 九 2 5  > ， 并且观看耶鲜  

的 安 葬 （可 十 五 4 7  > ， 见 证 了 复 活 前 后 的  

亊 件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八 章 1节 、 马可福眘 

十 六 章 丨 节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丨 〇节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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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列 入 往 坟 慕 看 耶 稣 的 妇 女 中 ， 而 约 翰 则  

说 她 是 第 一 个 发 现 耶 穌 复 活 的 ， 第 一 个 把  

这 事 告 诉 门 徒 ， 以 及 第 — 个 看 见 复 活 的 基  

讶 的 人 ； 当 时 所 有 人 都 离 开 了 ， 她 却 独 自  

在 坟 墓 外 面 哭 （约 二 十 丨 、 2 、 丨丨-丨8>。 

马 利 亚 是 一 位 忠 心 的 女 门 徒 ， 但 她 也 不 能  

摸 复 活 的 主 （约 二 十 1 7 ) 。

© 伯 大 尼 的 马 利 亚 。 这 犹 大 人 马 利 亚  

是 马 大 和 拉 撒 路 的 姊 妹 • ■ 有 关 她 的 事 情 ， 

可知的有:彳件： 第 一 ， 她 是 一 个 很 忠 心 的  

信 徒 ， 为 了 听 耶 稣 讲 道 ， 竟 连 家 务 也 不 顾  

了 （路 十 3 8 - 4 2 ; 耶 穌 赞 赏 这 亊 ）。 第 二 ， 

当 耶 穌 没 有 在 拉 撒 路 死 前 来 医 治 他 ， 马利  

亚 显 然 对 耶 稣 生 气 （约 十 一 2 0 、2 8 - 3 3 )。 

最 后 ， 耶 稣 受 难 前 ， 在 她 伯 大 尼 的 家 里 吃  

饭 时 ， 她 用 了  一 瓶 极 贵 的 香 奔 膏 抹 耶 穌  

( 太 二 十 六 6 - 1 3 ; 可 十 四 3 - 9 ; 约 十 二 1-8 

—— 路 七 3 7 -5 0 所 记 载 的 肯 定 是 另 一 个 没  

有 记 名 的 妇 人 ， 她 是 在 加 利 利 ， 而 不 是 在  

犹 大 > 。

@ 约 翰 马 可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这 妇 人 在  

圣 经 中 只 出 现 了 一 次 （徒 十 二 1 ‘2 > , 她 的  

家 是 受 迫 害 的 教 会 的 聚 会 处 。 看 来 她 的 房  

子 很 大 ， 也 有 仆 人 服 侍 ， 她 必 定 是 一 个 富  

裕 的 人 ； 可 能 是 寡 妇 （因 为 没 有 提 及 她 的  

丈夫 >。 信 徒 在 她 家 里 为 彼 得 祷 告 ， 而彼  

得 从 监 M 出 来 后 也 到 她 家 去 。 她 的 儿 子 约  

翰 马 可 曾 跟 从 保 罗 ， 可 能 也 曾 跟 从 彼 得 。

© 罗 马 的 马 利 亚 。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十 六  

章6 节 向 一 位 住 在 罗 马 ， 名 叫 马 利 亚 的 妇  

人 问 安 ， 他 只 简 单 地 说 ： “问 马 利 亚 安 ； 

她 为 你 们 多 受 劳 苦 她 曾 经 一 度 在 希 腊  

或 小 亚 细 亚 ， 可 能 是 与 亚 居 拉 和 百 基 拉 一  

同 披 逐 出 罗 马 的 （徒 十 八 2 ; 约 主 后 4 9 > ， 

她 在 那 电 遇 见 保 罗 ， 也 许 保 罗 领 她 悔 改 归  

主 ， 她 在 福 音 的 事 上 与 保 罗 一 同 劳 苦 ， 照 

顾 教 会 的 需 要 。 到 了 主 后 5 (3年 （罗 马 书  

可 能 在 这 时 写 成  她 返 回 罗 马 。 她 在 罗  

马 书 中 与 其 他 住 在 罗 马 的 同 工 同 受 到 保 罗  

的 表 扬 u

P e t e r  H . D a v i d s

参 考 书 目 ： R . E .  B r o w n  e t  a l .  ( e d s . ) ,  

M a r y  i n  t h e  N T ; A . G r e e l e y ,  T h e  M a r y  

M y th ; J . M c H u g h , T h e M o t h e r  o f  J e s u s  in  

the N T ; H .A . O b e r m a n ,  T h e V i r g in  M a r y  in  

E v a n g e l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

玛利族
Mahlite
m 3  H zi5

即 抹 利 族  

参 " 抹 利 ” 1 0 7 9。

玛律
Maroth
m2 10

巴 勒 斯 坦 的 一 座 城 ， 只 有 弥 迦 曾 提 及  

这 城 （弥一丨2  >。 玛 律 可 能 就 是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5 9 节 中 的 玛 腊 ， 若 是 这 样 ， 玛 律  

则 是 一 个 迦 南 古 城 ， 是 犹 大 支 派 所 得 的 地  

业 。

玛鹿
Malluch
mS 111

O 利 未 人 米 拉 利 的 后 裔 ， 又 是 在 所 罗  

门 殿 负 责 唱 歌 的 以 探 的 祖 先  < 代 上 六

© 巴 尼 的 儿 子 。 以 斯 拉 要 求 他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拉 十 2 9 > 。

© 哈 琳 的 儿 子 《> 以 斯 拉 要 求 他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拉十

O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的 一 名 祭 司  

( 尼 十 4 > 。

©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的 另 一 名 祭 司  

( 尼 十 2 7 ) 。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二 2 > 。

玛伦
Mahlon

l i in

以 利 米 勒 和 拿 俄 米 的 儿 子 ， 是 基 连 的  

哥 哥 。 他 与 家 人 曾 寄 居 摩 押 地 ， 娶 了 摩 押  

女 子 路 得 为 妻 ， 死 於 摩 押 ， 其 妻 路 得 后 来  

嫁 给 波 阿 斯 （得 — 2 、 5 ， 四 9 、 1 0 > 。

玛罗提
Mallothi
m S  l u 6  t l

希 幔 1 7 个 儿 子 中 的 其 中 一 位 （代 上  

二 十 五 彳 、 5 > 。 大 卫 作 王 时 ， 编 定 在 圣 所  

歌 唱 的 有 2 4 班 人 ， 玛 罗 提 是 第 十 九 班 的  

领 导 人 （代 上 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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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门
Horse Gate
m3 m6 n

耶 路 撒 冷 王 宫 附 近 的 城 门 （耶 三 十 一  

4 0 > ， 在 城 墙 的 东 南 部 。 女 王 亚 他 利 雅 在  

此 被 杀 （王 下 十 一 丨（;； 代 下 二 十 三 B > 。 

尼 希 米 重 修 了 这 个 城 门 （尼 三 別 > 。

参 " 耶 路 撒 冷 " 194 5 。

玛门
Mammon
mS m6n

耶 穌 和 初 期 教 会 时 代 的 一 个 亚 兰 文 借  

用 词 ； 住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犹 太 社 团 也 有 用 这  

字 眼 。 “玛 门 ” 是 指 财 利 或 财 产 。 福 音 书  

把 这 亚 兰 文 用 希 腊 字 母 拼 出 来 ， 一 些 中 文  

本 从 希 腊 文 译 音 作 “玛 门 ” （例 ：和 合 本 > ， 

也 有 译 作 “金 钱 ” 的 （例 ： 新 译 本 > 。 马 

太 福 音 六 章 ‘2 4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十 六 章 1 3 节  

把 “玛 门 ” 拟 人 化 ： “你 们 不 能 又 事 奉 神 ， 

又 事 奉 玛 门 。” 玛 门 是 神 的 劲 敌 ， 措 取 门  

徒 向 他 效 忠 。 “玛 门 ” 本 身 并 不 一 定 是 恶  

的 ， 从 路 加 福 音 十 六 章 1 1节 的 偶 句 中 可  

淸 楚 看 见 ： “倘 若 你 们 在 不 义 的 钱 财 上 不  

忠 心 ， 谁 还 把 那 真 实 的 钱 财 托 付 你 们  

呢 ？ ”

玛拿底拜
Machnadebai
m 2  n i  dT b a i

巴 尼 的 儿 子 ， 遵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告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 与 他 异 族 的 妻 子 离 异 （拉 十  

4 0 )  „

玛拿哈人
Manahathite
m 3  n 彡 hS  r 6 n

玛 拿 哈 人 （代 上 二 5 4 , 二 5 ‘2的米努 

哈 也 就 是 玛 拿 哈 ） 是 玛 拿 辖 地 方 的 人 ，他 

们 与 犹 太 北 部 的 犹 大 和 迦 勒 族 人 有 联 系 a 

其 位 置 应 该 是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3 哩以外， 

利 乏 音 谷 北 面 的 山 坡 ， 现 今 玛 勒 哈 的 地  

方 。

参 -米 努 哈 - 1 0 3  3〇

玛拿西
Manasseh
m 2  xT

O 约 瑟 与 埃 及 妻 子 亚 西 纳 所 生 的 长 子  

( 创 四 十 一  5 0 、 5 1 > 。 玛 拿 西 与 兄 弟以法 

莲 曾 探 望 临 终 的 祖 父 雅 各 。 雅各对约瑟  

说 ， 玛 拿 西 和 以 法 莲 箅 是 他 自 己 的 儿 子 ， 

不 是 约 瑟 的 儿 子 （创 四 十 八 5 、 （5 > ,而长 

子 玛 拿 西 的 后 裔 将 会 不 及 以 法 莲 的 后 裔 众  

多 （四 十 八 1 3 - 2 0 ) 。 所 以 大 部 分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单 中 ， 只 有 以 法 莲 和 玛 拿 西 （按这 

次 序 ）， 而 没 有 约 瑟 （参 启 七 6 > 。 玛拿西 

即 玛 拿 西 人 的 始 祖 （申 四 4 3 ; 王 下 十 33)。 

参••玛拿西支派 " 9 8 4 。

©  士 师 记 十 八 章 节 的 “摩 西 ”，有 

旧 约 抄 本 作 “玛 拿 西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两 个 名 字 只 是 一 个 字 母 之 差 。 显然一位早 

期 的 文 士 对 於 这 节 经 文 说 摩 西 的 孙 子 拜 偶  

像 ， 感 到 不 高 兴 ， 因 此 把 摩 西 改 成 “玛拿 

西 ”， 以 保 存 庠 西 的 声 誉 。

参 - 摩 西 ” 1 0 6 6 。

© 犹 大 国 的 第 十 三 任 君 王 （主前仍… 

(W 2 ) ， 也 是 耶 稣 的 祖 先 （太 一 1 0 K 玛聿 

西 声 名 狼 藉 ， 以 凶 恶 和 残 孫 统 治 了 一 段 很  

长 的 时 间 ， 有 关 他 的 事 迹 记 载 於 列王纪T 
二 十 一 章 1 至 2 ( ; 节 和 历 代 志 下 三 十 三 章 1 

至 2 0 节 。 他 父 亲 是 敬 虔 的 希 西 家 王 ，@ 

亲 是 协 西 巴 （王 下 二 十 一 丨 > 。

玛 拿 西 丨 ‘2 岁 便 与 父 亲 一 同 执 政 • $ 

前 6 8 6 年 希 西 家 去 世 ， 玛 拿 西 年 仅 2 3便# 

掌 政 扠 。 他 5 5 年 的 任 期 （王 下 二 十 一 U 

是 从 父 王 协 政 时 开 始 算 起 ， 因 此 他 有 11 

年 是 与 父 王 共 同 执 政 ， 有 4 4 年 是 独 自 #

政 ---- 比 犹 大 和 以 色 列 任 何 一 位 君 王 的 任

期 都 长 „ 口 1 惜 的 是 ， 他 是 犹 大 诸 王 中 麻 #



个 。 可 能 是 为 了 保 持 自 己 的 势 力 ， 他 

$ 惜 杀 害 许 多 无 辜 的 人 （二 H 1 6 ， 二 

十四 W »

除 了 谋 杀 之 外 ，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一 章 2 

至9 节 列 出 了 玛 拿 西 其 他 的 罪 行 ， 其 中 包  

括 ：贲 建 拜 异 神 的 邱 坛 ； 鼓 励 国 民 拜 巴 力  

和 日 ， 月 、 星 辰 ； 并 使 儿 子 经 火 ， 把 他 献  

作 活 乂 之 祭 （第 （i 节 ； 参 王 下 二 十 三 10; 

耶 七 31 >。

历 代 志 下 三 十 三 章 1 1至 1 6 节 指 出 他  

被 掳 至 巴 比 伦 作 阶 下 囚 。 那 时 ， 他 真 诚 地  

悔 改 ， 神 就 恢 复 他 的 王 位 ， 他 又 弃 绝 以 前  

异 教 的 风 习 ， 重 新 修 筑 耶 和 华 的 祭 坛 ， 专 

心 敬 拜 神 。 虽 然 这 段 事 迹 列 王 纪 下 没 有 平  

行 的 记 载 ， 但 也 没 有 根 据 去 怀 疑 它 。 现 存  

的 亚 述 文 献 曾 两 度 提 及 玛 拿 西 ， 记 载 他 忠  

心 地 供 应 人 力 ， 替 亚 述 王 以 撒 哈 顿 （主前  

6 8 1至 6 6 9 > 把 木 材 从 利 巴 嫩 运 往 尼 尼 微 。 

主 前 6 6 7 年 ， 亚 述 进 攻 埃 及 之 后 ， 玛 拿 西  

又 进 贡 给 亚 述 巴 尼 帕 王 （主 前 6 6 9 至 6 2 7 > 。 

文 献 中 提 到 法 老 尼 哥 被 掳 及 释 放 ， 情 况 似  

乎 与 玛 拿 西 相 似 ， 但 文 献 中 却 没 有 提 及 玛  

拿 西 的 情 况 。

玛 拿 丙 死 於 主 前 6 4 2 年 ， 终 年 6 7 岁„  

他 被 葬 在 自 己 的 园 了 .4〖 （上 卜 二 十 一1 8 ) ,  

而 不 是 葬 在 列 王 的 坟 墓 里 ， 好 像 其 他 被 尊  

崇 的 人 如 耶 何 耶 大 和 希 西 家 等 （代 下 二 十  

四丨6 ， 三 十 二 3 3 > 。 玛 拿 西 的 儿 子 亚 们 重  

蹈 父 亲 的 恶 行 。 但 在 位 只 有 两 年 （主 前  

6 4 2 - 6 4 0 ) , 便 被 臣 仆 杀 了 。 带 领 众 民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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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拿西在俄勒山上修筑的城堪

转 敬 拜 耶 和 华 的 ， 是 玛 拿 西 那 位 敬 虔 的 孙  

儿 约 西 亚 （主 前 ( 5 4 0 - 6 0 9 ; 王 下 二 十 三 4- 

1 4 ) 。 然 而 ， 约 西 亚 的 改 革 仍 未 能 扭 转 玛  

拿 西 犯 罪 所 带 来 的 审 判 （王 下 二 十 三 2 6 、

J a m e s  F . B a b c o c k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7: •旧约年代学•

789〇

© 巴 哈 摩 押 的 儿 子 ，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勉 ， 在 被 掳 归 回 的 时 候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拉 十 3 0 > 。

© 哈 顺 的 儿 子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勉 ， 

在 被 掳 归 回 的 时 候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 拉 十 3 3 > 。

业 斯 列 （？ >

I I
" 比 巧 施 尔 利 施  

利金

比似

玛拿西的后裔

玛 拿 西

码 迦  哈 净 、利 吉

忻 施 荷  亚 比 以 谢  码 拉

I 耶 色 / 亦勒  业斯列 尕 剑 夼 北  示产大

m ^  亚比以谢  |---------- _ _ 」--------- ------- ,
I I I I I

叫災丨|:•哈 Mk观 示剑  利 兑 4SV 阿尼安

I---------- 1— ------h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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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拿西支派
Manasseh, Tribe of

x i  zh l piti

从 地 理 方 面 来 看 ， 玛 拿 西 是 十 二 支 派  

中 煨 大 的 一 支 ， 它 也 是 唯 一 占 有 两 片 领 土  

的 支 派 ； 每 半 个 支 派 各 占 一 片 。 然 而 ， 由 

於 支 派 的 两 半 被 约 但 河 分 隔 ， 所 以 两 地 独  

立 发 展 。 约 但 河 西 的 半 个 支 派 ， 无 论 在 旧  

约 或 新 约 时 代 ， 都 占 比 较 重 要 的 位 S ; 它  

是 北 国 以 色 列 《主 前 9 3 卜 7 2 2 ) 的 主 要 成  

员 ， 也 是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祖 先 之 一 。

早 期 历 史

根 源

玛 拿 西 的 家 系 起 源 可 追 溯 至 约 瑟 的 长  

子 玛 拿 西 ， 玛 拿 西 的 儿 子 玛 吉 或 孙 儿 基  

列 ， 又 或 较 后 期 的 子 孙 如 西 罗 非 哈 和 睚  

珥 „ 上 表 是 根 据 圣 经 各 家 谱 的 资 料 （创 四  

十 八 5 、 （；； 民 二 十 六 2 8 - 3 4 ;  书 十 七 1- 

3 ; 代 上 二 七 1 4 - 1 9 ; 最 后 一 段 经  

文 有 好 几 处 是 手 抄 之 误 ） 协 调 编 成 的 。 历  

代 志 上 七 章 1 4 节 亚 斯 列 这 名 字 的 出 现 ， 

可 能 是 抄 写 上 的 错 误 ， 除 了 这 错 误 之 夕 卜 ， 

其 他 名 单 纵 使 各 有 分 别 ， 也 不 齐 全 ， 但 仍  

是 互 相 协 调 的 - 

人 数

出 埃 及 后 头 〗年 ， 玛 拿 西 军 队 的 人 数  

是 最 少 的 《根 据 摩 西 第 一 次 统 计 ， 民 一  

3 4 、 3 5 > 。 到 了 要 征 服 迦 南 地 的 前 夕 ， 即 

在 西 乃 旷 野 飘 流 了  3 8 年 和 征 服 了 外 约 但  

之 后 ， 玛 拿 西 支 派 的 军 力 排 第 六 位 （第 二

次 统 计 ， 民 二 十 六 2 8 - 3 4 )  ---- 5 2 , 7 0 0 人 。

分 地

玛 拿 西 东 面 半 支 派 安 顿 在 基 列 ； 那 是  

他 们 在 摩 西 的 领 导 下 ， 从 亚 摩 利 王 噩 手 中  

夺 来 的 （民 二 十 一  3 2 - 3 5 ， 三 十 二 3 9 -  

4 2 ; 申 三 卜 丨 0 、 1 3 - 丨5 这 半 支 派 的 兵  

士 在 约 书 亚 的 带 领 下 ， 渡 过 约 但 河 ， 帮 助  

其 他 支 派 征 服 迦 南 （民 三 十 二 丨 - 3 2 ; 书 

一  1 2 - 丨8 >。 其 后 ， 西 面 半 个 支 派 得 到 分  

地 ， 安 顿 在 中 部 的 山 区 （书 十 六 丨 - 4 、 9, 

十七丨 - 丨8 > 。 等 到 其 余 各 支 派 都 分 地 妥 当  

后 （丨8 、 1 9 节 ）， 东 面 半 支 派 的 军 队 就 返  

回 家 园 （民 二 十 二 卜 9 归 回 基 列 家 途  

中 ， 他 们 在 约 但 河 边 协 助 筑 了 — 座 坛 ， 这  

行 动 原 意 是 保 持 民 族 的 统 ― ， 却 几 乎 引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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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场 内 战 （民 二 十 二 1 ( ) - 3 4 > 。

东 面 半 个 支 派

领 土

摩 西 分 配 给 东 面 半 个 支 派 的 领士近 

3 , 0 0 0 平 方 哩 ， 共 有 3 个 地 区 （基列北部  

巴 珊 和 黑 门 山 > „ 虽 然 早 期 的 征 服 很 成 功  

( 民 三 十 二 3 9 - 4 2 ; 申 三 1 2 - 1 5 ; 书十三8.

1 3 ) ， 但 其 后 所 能 控 制 的 只 有 B O O 平方 pj

---- 雅 博 河 以 北 （雅 搜 河 以 南  > 基列地的

一 半 ， 直 到 颇 后 的 时 期 才 渐 渐 又 向 北 扩 展  

(代 上 五

他 们 所 占 领 的 土 地 主 要 是 一 个 高原， 

中 央 是 山 地 „ 那 里 冬 天 有 充 沛 的 雨 水 ，g  

天 有 丰 足 的 露 水 。 橄 榄 树 、 葡 萄 和 小麦生 

长 得 非 常 茂 盛 ， 山 羊 和 绵 羊 在 向 东 的 山 坡  

找 到 足 够 的 草 原 ， 这 山 坡 再 向 东 伸 展 就 渐  

渐 与 沙 漠 区 连 贯 一 起 。

人 物 和 地 方

东 面 半 支 派 的 著 名 人 物 有 “士 师 ”睚 

珥 和 耶 弗 他 （士 十 3 - 5 ,  H 6 - 1 ‘2 >，以 

及 大 卫 的 恩 人 巴 西 莱 （撒 下 十 九 31-39). 

主 要 的 城 市 是 基 列 雅 比 和 基 列 拉 末 ，前者 

是 逃 城 ， 后 者 是 利 未 人 的 城 （原本厲於迦 

得 ， 书 二 十 8 , 二 十 一 3 8 ) 。

这 东 面 的 地 区 一 般 只 称 为 “玛拿西半 

支 派 ”，直 至 大 卫 时 代 （约 主 前 1000-961)， 

才 把 它 定 为 一 个 行 政 区 （代 上 二 十 七 21). 

所 罗 门 （主 前 9 7 0 - 9 3 0 ) 则 把 它 划 分 了 ， 

再 编 入 两 个 新 的 行 政 区 内 （王 上 四 13、 

1 4 > 。 主 前 M ()年 ， 在 耶 罗 波 安 一 世 （主 

前 9 3 0 - 9 0 9 ) 的 统 治 下 ， 它 又 与 其 余 8个 

支 派 和 西 面 半 支 派 共 同 平 等 地 组 成 一 个 有  

1 〇 支 派 的 联 邦 — 就 是 北 国 以 色 列 。在主 

前 九 和 八 世 纪 ， 叙 利 亚 和 亚 述 都 曾 控 制 东  

玛 拿 西 一 段 短 时 间 （参 王 下 八 1 2 , 十32, 

3 3 ,  十 三 7 , 十 四 2 5 ; 摩 一  3 ; 参 王下十 

五 2 9 ; 代 下 三 十 四 6 、 7 > 。 主 前 7 2 2 年， 

北 国 全 然 败 在 亚 述 手 中 的 前 1 〇 年 左 右 ， 

亚 述 王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 主 前 743 5  

7 2 7 > 进 侵 和 征 服 了 这 地 ， 放逐其中的居  

民 ， 把 他 们 分 散 在 亚 述 帝 国 境 内 （代上 5

参 王 下 十 五 2 9 ) 。 多 半 的 西 玛 拿 西 人  

留 在 本 区 ， 与 外 族 人 通 婚 ， 开 始 敬 拜 外 #  

诸 神 ， 并 成 为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祖 先 （王下+ 

七 2 4 - 4 1 〉。 后 来 ， 这 地 区 称 为 基 列 和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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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阿 底 提 • • 到 了 新 约 时 代 ， 部 分 归 入 低 加  

波 利 ， 部 分 归 入 比 利 亚 。

J a m e s  F. B a b c o c k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撒 玛 利 亚 •

1 2 3 2 :  • 撒 玛 利 亚 人 " 1 2 3 3 。

玛拿辖Manahath
m2  nd  x i 厶

〇 朔 巴 五 个 儿 子 中 的 一 位 （创 三 十 六  

•23;代 上 一  1()>„

© 优 大 山 区 便 雅 悯 边 境 附 近 一 个 地 方  

(代 上 八 M 。

吗哪
Manna

耶 和 华 在 旷 野 供 应 给 以 色 列 人 的 一 种  

神 奇 的 食 物 。 吗 哪 原 来 的 形 状 是 一 些 薄  

片 ， 好 悚 地 上 的 霜 ， 降 在 以 色 列 营 的 四 周  

(出 十 六 U 、 i r o 。 人 把 它 与 芫 荽 子 、 珍 

珠 或 树 脂 作 比 较 （民 十 一  7 > 。 有 说 其 滋  

味 像 蜜 ， 有 说 像 新 油 （出 十 六 3 丨； 民十  

— 8 > 。 但 味 道 与 颜 色 是 很 主 观 的 ， 所 以  

这 些 描 述 也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这 词 在 希 伯  

来 原 文 的 意 思 是 “什 么 ？ ”， 以 色 列 人 看  

见 吗 哪 时 就 问 ： ‘‘这 是 什 么 ？ ” < 出 十 六  

15)

许 多 人 尝 试 把 现 今 旅 客 在 西 奈 和 阿 拉  

伯 所 发 现 的 东 西 与 吗 哪 作 比 较 。 初 叟 （6 、 

7月 ） 时 ， 这 些 地 区 的 垂 丝 柳 树 会 渗 出 一  

种 甜 的 液 体 ， 那 是 由 於 一 些 小 昆 虫 在 树 上  

活 动 而 产 生 的 》 这 些 液 体 落 在 地 上 就 会 形  

成 小 颗 粒 ， 在 猛 烈 的 日 头 下 ， 又 会 渐 渐 消  

失 . . 也 有 人 将 吗 哪 比 作 西 南 亚 部 分 地 区 一  

种 可 以 吃 的 靑 苔 ， 在 饥 荒 时 这 靑 苔 可 以 代  

替 谷 类 食 用 „ 吗 哪 可 能 来 自 某 一 种 自 然 现  

象 ，相 信 神 可 以 行 神 迹 供 应 祂 子 民 的 人  

( 参 出 十 四 1 6 、 31 >。 我 们 无 须 排 斥  

这 可 能 性 。 但 圣 经 强 调 吗 哪 的 出 现 ， 是 没  

有 任 何 一 种 自 然 现 象 可 以 圆 满 解 释 的 ； 若 

不 是 从 一 个 神 迹 的 角 度 去 看 ， 人 不 能 解 释  

吗 哪 怎 能 定 时 、 定 期 和 大 贵 地 供 应 。 以色  

列 人 要 每 天 收 取 丨 次 ， 若 所 收 取 的 超 了  ® ， 

就 会 变 坏 （出 十 六 2 ()> ， 安 息 日 却 是 一 个  

例 外 „ 以 色 列 人 进 入 迦 南 地 后 ， 吗 哪 的 供

应 就 停 止 了 （书五丨2 > 。 以 色 列 人 不 满 足  

於 吗 哪 而 乞 求 其 他 食 物 时 ， 神 就 惩 罚 他  

们 ， 但 也 賜 给 他 们 大 纸 的 鹌 鹑 《民 十 一4 -

6 、 1 8 - 2 0 )。 在 诗 歌 电 ， 吗 哪 被 称 为 “天 

上 的 粮 食 ” （诗 七 十 八 2 4 ; 参 诗 一  〇 五 

4 (U , 以 及 “大 能 者 的 食 物 ” （诗 七 十 八

25) „

神 供 应 吗 哪 的 目 的 是 要 以 色 列 人 学 习  

完 全 倚 旗 立 约 的 耶 和 华 （申 八 3 ) 。 耶 和  

华 利 用 这 天 上 的 供 应 去 试 验 池 的 子 民 ， 使 

他 们 谦 卑 下 来 ， 教 导 他 们 认 识 从 圣 经 的 角  

度 来 看 ， 生 命 是 靠 着 神 口 里 所 出 的 一 切  

( 包 括 一 切 话 语 ； 申 八 l (i ; 参 创 二 7 > 。 

耶 穌 拒 绝 魔 鬼 的 引 诱 时 ， 就 使 用 了 这 句  

话 ， 表 达 了 这 经 文 的 最 深 含 义 （太 四 吣  

路 四 4 > 。 耶 稣 也 称 自 己 为 真 正 的 吗 哪 ， 

是 天 上 的 粮 食 ， 人 吃 了 ， 就 得 着 饱 足 ， 直 

至 永 远 （参 约 六 2 5 - 5 9 ; 特 别 是 3 0 - 3 5节 > 。

圣 所 里 存 有 一 金 罐 子 的 吗 哪 （出 十 六  

3 2- 3 4  以 记 念 神 在 旷 野 旅 程 中 所 賜 的  

食 物 。 好 几 篇 拉 比 的 文 章 都 谈 到 弥 赛 亚 再  

来 时 ， 会 重 新 放 置 那 罐 吗 哪 。 在 新 约 里 ， 

主 应 许 别 迦 摩 教 会 说 ， 那 些 得 胜 的 人 必 获  

賜 “隐 藏 的 吗 哪 ”。 这 段 经 文 所 指 的 吗 哪  

应 该 与 耶 穌 在 约 翰 福 音 第 六 章 中 所 引 用 的  

吗 哪 有 同 一 个 意 义 （参 诗 一  O 五 4 ( ) > 。 

“隐 藏 的 吗 哪 ” 大 槪 是 代 表 那 賜 给 得 胜 教  

会 的 屈 灵 恩 賜 ， 因 为 他 们 可 以 享 有 与 基 督  

亲 密 的 灵 交 。

参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 植 物 （栲 树 ） " 

2 2 9 2 〇

玛 瑙 / 白玛瑙/ 红宝石
Agate

n i o  /  b ^ i  n S o  /  h 6 n g  b d o  s h f  

宝 石 ， 玉 髓 之 一 种 （屈 石 英 类  > ， 质 

坚 而 润 ， 具 有 不 同 纹 理 色 泽 如 带 纹 、 云状  

不 等 。

参 ••矿 物 . 金 J S和 宝 石 （玛 瑙 ）" 8 3 3 。

马念
Manaen
mS ni^n

安 提 阿 教 会 其 中 一 名 先 知 和 教 师 （徒 

十 三 1 > ， 与 分 封 王 希 律 为 密 友 。 马 念 是  

希 伯 来 名 字 米 拿 现 的 希 腊 文 写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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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挪亚
Manoah
mS nu6 yh

但 支 派 琐 拉 的 后 裔 ， 妻 子 不 育 。 他 们  

夫 妇 俩 遇 见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得 悉 神 要 賜 他  

们 一 个 儿 子 ， 将 来 会 审 判 非 利 士 人 ，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脱 离 他 们 的 辖 制 。 后 来 玛 挪 亚 生  

了 参 孙 ， 参 孙 确 实 实 现 了 这 些 应 许 （士 十  

三 ， 十 六 3

马其顿
Macedonia

q i d^n

新 约 时 代 的 罗 马 省 份 ， 由 主 前 七 世 纪  

开 始 ， 这 地 方 已 自 成 一 个 王 国 。 有 关 这 个  

地 方 最 初 几 个 世 纪 的 历 史 ， 我 们 所 知 甚  

少 ， 但 自 从 希 腊 王 腓 力 二 世 （主 前 3 5 9 -  

得 位 ， 尤 其 在 他 的 儿 子 亚 历 山 大 三  

世 （即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 主 前 336-:V2 3 > 兴  

起 之 后 ， 马 其 顿 才 成 为 一 个 大 国 。 亚 历 山  

大 死 后 、 他 的 继 承 者 将 国 土 分 为 几 个 区  

\  域 ，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原 本 的 马 其 顿 国 。 在 以  

后 的 1 5 0 年 内 ， 马 其 顿 国 势 不 稳 ； 至 主 前  

H i7 年 ， 马 其 顿 已 落 在 罗 马 的 统 治 下 。 罗 

马 人 最 先 将 马 其 顿 分 为 4 个 地 区 （徒 十 六  

1 2 所 指 的 可 能 就 是 这 种 分 区  > ; 这 个 地  

区 在 主 前 1 4 年 ， 被 划 分 为 罗 马 省 份 ， 以 

帖 撒 罗 尼 迦 为 首 都 „ 约 自 主 后 1 5 至 4 4 年  

间 ， 马 其 顿 与 亚 该 亚 和 摩 西 亚 （希 腊 的 其  

他 地 区  结 合 成 为 一 个 大 省 份 „ 可 是 在  

主 后 4 4 年 ， 这 3 个 地 区 又 再 分 开 。 在 整 个  

罗 马 时 代 ， 马 其 顿 的 地 位 十 分 重 要 ， 直 到  

现 代 仍 保 留 是 一 个 独 立 地 区 当 然 ， 今 天  

马 其 顿 这 个 国 家 已 不 复 存 在 了 。

作 为 罗 马 省 份 的 马 其 顿 ， 范 围 包 括 希  

腊 北 部 ， 和 今 天 南 斯 拉 夫 及 保 加 利 亚 的 南  

部 „ 这 地 区 以 出 产 金 、 银 、 木 材 和 农 作 物  

而 著 名 ， 是 亚 洲 和 西 方 陆 路 贸 易 的 通 道 。 

当 罗 马 人 将 马 其 顿 合 并 成 为 一 个 省 份 后 ， 

他 们 就 修 筑 了  一 条 长 「)()(）哩 的 埃 纳 提 亚 大  

道 ， 连 贯 亚 得 里 亚 海 岸 和 爱 琴 海 ； 保 罗 在  

马 其 顿 的 尼 亚 波 利 、 腓 立 比 、 妃 波 里 、 

亚 波 罗 尼 亚 和 帖 撒 罗 尼 迦 各 城 往 来 时 ， 必  

定 也 使 用 过 这 条 公 路  < 徒 十 六 1 丨、 12,  

十七丨

福 音 是 经 过 马 其 顿 而 传 到 欧 洲 的 ， 当

时 正 值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途 中 ，因回 

应 异 象 而 到 马 其 顿 （徒 十 六 9 - 丨 2 >。传增 

工 作 的 重 点 ， 是 在 腓 立 比 和 帖 撒 罗 尼 迦 ； 

请 参 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1 1节 至 十 七 章 丨 1  

的 详 细 记 载 。 保 罗 的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虽 然  

延 迟 展 开 ， 但 他 也 曾 回 到 马 其 顿 去 （徒十 

九 2 1 、 2 2 > 。 其 后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稍 作 阵  

留 后 ， 又 回 到 马 其 顿 去 （徒二十丨 - 3 ; 参 

林 前 十 六 5 ; 林 后 一  1 6 , 二丨3 有关保罗马 

其 顿 之 行 的 记 载 〉。

马 其 顿 的 信 徒 支 持 保 罗 ， 为耶路撒冷 

贫 穷 的 信 徒 芬 捐 （罗 十 五 ‘2 6 ; 林后九 ^  

4 > » 保 罗 曾 提 及 他 们 是 乐 捐 和 慷 慨 的  

( 林 后 八 1 、 2 > , 也 称 赞 他 们 在 困 难 的 时  

刻 ， 为 别 人 树 立 信 心 的 榜 样 （林 后 七 5; 

帖 前 一 7 > ， 以 及 显 出 了 对 人 的 爱 心  <帖 

前 四 1(U 。 有 一 些 马 其 顿 人 ， 在福音工作 

上 与 保 罗 同 工 《徒 十 九 2 9 ， 二 十 二 十  

七 2 > 。 保 罗 曾 写 信 给 马 其 顿 两 个 城 市 的  

教 会 ， 就 是 腓 立 比 和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教 会 ， 

参 - 希腊 - 1 6 7 0 〇

玛 I
Massa
m S  s S

以 实 玛 利 第 七 个 儿 子 ， 亚伯拉罕的孙  

儿 （创 二 十 五 M ; 代 上 一  3 0 > 。 他的后裔 

居 住 在 亚 拉 伯 的 西 北 部 。 提革拉毗列色三  

世 曾 提 及 这 些 人 ， 和 提 玛 的 居 民 （参创二 

十 五 1 5 > 并 其 他 人 ， 说 他 们 都 在 他 管 治  

之 下 ， 并 向 他 进 贡 u 提 玛 人 可 能 就 是 玛 撖  

兄 弟 提 玛 的 后 商 。

玛 撒 一 词 呰 在 箴 言 三 十 章 丨 节 和 三 十  

一 章 1节 的 标 题 中 出 现 （和 合 本 译 作 “真 

言 ” ； 新 译 本 译 作 “上 帝 的 默 示 ”）•在 

三 十 章 1 节 ， 这 字 带 着 冠 词 ， 可 译 作 “担 

子 ” 或 “默 示 ”。 在 先 知 书 中 ， 这词常有 

不 吉 利 的 含 义 ， 就 是 神 的 审 判 已 迫 近 （赛 

十 三 1 ; 鸿 一 1 ; 哈 一 丨 > » 明 白 了 这 些 含  

义 之 后 ， 可 见 上 述 两 标 题 很 可 能 指 亚 拉 ® 

西 北 部 的 人 ， 例 如 创 世 记 二 十 五 章 H  f  

所 提 的 玛 撒 的 后 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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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撒和米利巴
Massah and Meribah
mS sa h6 ml 11 b 3

两 个 希 伯 来 名 字 ， 玛 撒 指 “试 探 ”， 

米 利 巴 指 “争 闹 ”。 根 据 出 埃 及 记 十 七 章  

7节 ， 摩 西 在 利 非 订 击 石 出 水 后 ， 就 给 那  

地 起 了 这 两 个 名 字 ， 记 念 以 色 列 人 对 神 信  

实 的 供 应 作 出 了  “试 探 ”。

圣 经 4 次 提 及 玛 撒 （申 六 1 6 , 九 22 ,  

三 十 三 八 ； 诗 九 十 五 8 > 视 为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神 的 地 方 。 相 对 来 说 ， 民 数 记 二 十 章  

1 3、2 4 节 、 二 十 七 章 H 节 ， 和 申 命 记 三  

十 二 章 5 1节 指 出 米 利 巴 是 在 寻 的 旷 野 ， 

位 於 加 低 斯 附 近 ， 摩 西 在 那 里 两 次 击 打 磐  

石 ， 使 磐 石 出 水 。 诗 篇 八 十 一 篇 7 节 和 申  

命 记 三 十 三 章 《节 认 为 神 在 这 些 亊 件 上 是  

要 试 验 以 色 列 人 。

参 - 米 利 巴 ” 1 0 2 9 。

马萨他
Masada
m i s姦 ta

死 海 西 岸 一 个 石 山 上 的 城 堡 与 利 珊 相  

对 ， 约 在 隐 基 底 以 南 丨 9 哩 ， 所 多 玛 以 北  

1 0哩 半 。 主 后 7 3 年 ， 犹 太 奋 锐 党 人 在 这  

里 对 罗 马 作 最 后 顽 强 的 抵 抗 „ 今 天 这 地 的  

阿 拉 伯 名 字 叫 萨 伯 ， 而 希 伯 来 名 字 则 是 麦  

萨 他 。

这 石 山 比 死 海 高 出 1 , 1 0 0呎 ， 从 北 至  

南 延 展约 2 ,〇 ()()呎 ， 从 东 至 西 约 有 9 » 0 呎 ， 

四 面 都 是 悬 崖 。 山 顶 只 是 稍 为 向 西 面 和 南  

面 倾 斜 ， 而 几 乎 是 平 顶 的 ， 面 积 约 有 2 0  

亩 ， 大 槪 等 於 大 城 市 中 的 两 个 方 域 。 这山  

离 幵 死 海 西 岸 大 约 有 2 哩 。

根 据 约 瑟 夫  <《犹 太 战 争 录 > 7.8-9) 

的 记 载 ， 大 祭 司 约 拿 单 是 第 一 个 修 筑 这 几  

乎 无 法 攻 取 的 山 岩 的 人 ， 他 给 这 山 命 名 为  

马 萨 他 《即 “山 赛 ’’ 的 意 思 ， 参 士 六 2; 

撒 上 二 十 三 丨 4 ; 这 些 经 文 仅 泛 指 山 寨 而  

已 ， 并 非 指 某 一 个 城 寨 或 城 堡 约 瑟 夫  

所 提 及 的 “约 拿 单 ”， 颇 为 费 解 ， 是 历 来  

学 者 们 辩 论 的 课 题 ， 基 於 在 马 萨 他 所 发 现  

的 一 批 钱 币 ， 他 可 能 是 指 亚 历 山 大 杨 纽  

( 主 前 1 0 3 - 4 0 ) 。 正 式 在 山 上 致 力 建 城 和  

筑 垒 的 是 大 希 律 。 他 这 样 做 ， 一 来 是 怕 犹  

太 人 推 翮 他 ， 把 前 任 君 主 复 辟 ； 二 来 是 怕

克 丽 佩 脱 拉 说 服 安 东 尼 把 他 撤 职 ， 而 将 犹  

大 王 国 奉 送 给 她 。

现 今 有 关 希 律 的 马 萨 他 的 资 料 不 单 来  

自 约 瑟 夫 ， 同 时 也 来 自 益 基 勒 雅 丁 ， 在 

1 9 6 3 至 G5 年 间 ， 他 在 这 里 考 古 ， 所 发 掘  

的 证 实 了 约 瑟 夫 书 中 很 多 的 记 栽 ..

希 律 从 赫 力 斯 取 得 这 山 寨 ， 当 他 在 罗  

马 为 自 己 建 立 王 国 （主 前 4 0 - 3 9 ) , 就 把  

家 人 安 顿 在 这 里 。后 来 ，他 在 山 上 违 王 宫 ， 

又 建 了 一 座 罗 马 式 浴 场 、 许 多 储 物 室 、一  

个 祜 心 设 计 的 供 水 系 统 ， 以 及 一 堵 城 墙 。 

城 墙 把 山 顶 完 全 包 围 着 ， 共 长 4 ,‘2 5 0 呎 ， 

上 有 3 0 座 了 望 楼 和 B 个 城 门 。 城 墙 是 双 层  

的 ， 有 外 墙 和 内 墙 ， 两 者 之 间 有 1丨 〇 个小  

室 ， 外 墙 与 内 墙 之 间 的 宽 度 是 1 3 呎 半 。 

供 水 系 统 有 排 水 渠 接 通 西 面 的 河 道 ， 在雨  

季 可 把 雨 水 收 集 排 出 、 在 城 堡 的 西 北 面 有  

两 行 贮 水 池 ， 共丨2 个 ， 容 ® 共 有 丨 ，5(川万 

加仑••楼高 3层 的 王 宫 别 墅 建 於 山 岩 北 端  

一 个 十 分 优 越 的 位 ® ， 其 他 宫 室 、 行 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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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和 储 物 室 分 布 於 山 顶 北 端 、 西 面 和 中 央  

f W 南 的 地 区 。 约 瑟 夫 说 山 上 有 种 植 区 ， 这  

资 料 可 能 是 对 的 ， 因 为 南 端 确 实 有 — 层 泥  

土 。 皇 室 迖 筑 物 内 有 梢 致 的 铕 嵌 地 板 ， 域  

上 有 壁 画 。 浴 场 是 典 型 的 罗 马 浴 场 ， 有 一  

个 高 温 浴 室 （或 蒸 气 浴 室  > 、 一 个 微 温 浴  

室 和 一 个 低 温 浴 室 „ 整 座 浴 场 面 积 为  

3 3 呎 乘 ％ D尺 ， 外 墙 厚 (i呎 。

主 后 年 第 一 次 犹 太 革 命 时 ， 米 拿  

现 率 领 一 群 奋 锐 党 人 ， 从 一 队 为 数 甚 少 的  

罗 马 驻 军 手 中 夺 得 马 萨 他 。 奋 锐 党 作 了 — 

些 改 建 工 作 ： 筑 了 一 所 会 堂 和 两 个 作 宗 教  

礼 仪 用 的 浴 池 ， 又 把 王 宫 和 行 政 大 楼 改 为  

寓 所 。 犹 太 单 命 的 第 一 至 第 五 年 （即 主 后  

G 6 - 7 () > 时 所 铸 造 的 钱 币 都 出 了 土 ， 证 实  

了 各 项 考 古 发 现 的 日 期 。 在 考 古 发 现 中 有  

一 些 古 卷 的 残 篇 ， 包 括 利 未 记 、 申 命 记 、 

诗 篇 、 《西 拉 子 耶 数 的 智 恝 书  > <  即 《传 

道 经  > ) 、 《鸪 年 书 〉 各 卷 的 部 分 ； 并 有 一  

残 篇 写 着 ： “第 二 个 月 第 九 日 第 六 次 安 息

日 献 祭 的 歌 ”， 这 句 子 和 其 上 所 用 的 历 法  

显 出 这 残 卷 与 昆 兰 第 四 洞 穴 所 发 观 的 残 卷  

有 关 。 这 证 据 引 致 雅 丁 推 论 说 ， 奋锐党反 

叛 罗 马 时 ，一 些 昆 兰 的 爱 色 尼 人 也 参 与 其  

中 ； 他 们 带 同 了 一 些 卷 轴 从 昆 兰 来 到 马 孕  

他 。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主 后 7 ( ) > 后 ， 罗马 

人 把 所 有 犹 太 人 抵 御 区 都 铲 除 了 ， 只剩下 

马 萨 他 的 营 垒 。 席 尔 瓦 作 了 罗 马 巡 抚 后 ， 

决 定 平 服 所 有 叛 乱 。 根 据 约 瑟 夫 的 记 较 ， 

当 时 马 萨 他 的 奋 锐 党 有 9 6 0 人 ， 由以利亚 

撒 率 领 。 席 尔 瓦 以 H 个 军 营 围 绕 山 赛 ，并 

筑 了  一 堵 厚 （i呎 ， 长 1 1 , 4 0 0 呎 的 墙 ，每隔 

! 2 4 0至 3 0 0 呎 便 有 1 个 了 望 楼 ， 共丨2个了望 

楼 。 这 些 军 营 可 容 纳 9 ，()〇〇个队伍，但据 

估 计 ， 席 尔 瓦 派 了  1 5 ，( ) 0 0 人 围 攻 ，其中 

包 括 一 大 批 犹 太 囚 犯 。 很 明 显 ， 他不愿放 

过 一 个 奋 锐 党 人 ， 免 得 奋 锐 党 再 发 起 叛  

乱 。

有 两 条 路 可 通 往 马 萨 他 ， 即东面的 

“蛇 径 ’’ 和 西 面 的 一 条 小 径 。 蛇径狭窄而  

弯 曲 ， 从 那 里 登 山 ， 需 时 5 0 分 钟 ，而且 

路 程 危 险 。 奋 锐 党 在 山 顶 附 近 堆 积 了 大 量  

的 石 头 ， 明 显 是 为 预 防 敌 人 在 这 里 进 攻 用  

的 。 席 尔 瓦 迭 择 了 西 面 的 小 径 ， 命令士兵 

在 那 里 筑 一 个 斜 坡 ， 高 约 1 8 0 呎 ，长约 

(M 5 呎 ， 而 底 部 的 宽 度 也 差 不 多 是 645択. 

这 斜 坡 没 有 延 伸 至 山 寨 顶 ， 只达到城垴以  

下 约 ( 5 0 呎 〇

马 萨 他 的 蒸 气 浴 室

席 尔 瓦 用 攻 城 锤 和 投 射 石 弹 把 城 埔 破  

坏 ， 但 奋 锐 党 一 夜 之 间 就 用 木 材 和 泥 土 释  

补 好 了 。 席 尔 瓦 於 是 把 木 材 部 分 烧 毀 ， 

“卡 利 尔 之 子 ’’ 以 利 亚 撒 见 罗 马 人 快 将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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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萨 他 ， 於 是 向 群 众 说 了  — 番 话 ’ 约瑟  

S 把 这 篇 感 人 的 演 讲 辞 详 尽 地 记 录 了 下 来  

_ 可 能 加 上 好 些 想 象 力  > ; 摘 录 如 下 ： 

1二们1" 仍 然 有 权 勇 敢 地 、 自 由 地 选 择 死 亡  

...让 我 们 的 妻 子 在 遭 人 污 辱 前 死 去 ， 让 

我 们 的 孩 子 在 未 被 奴 役 之 前 死 去 ； 杀 了 他  

〇 之 后 ， 我 们 可 以 互 相 赠 予 那 荣 誉 的 美  

名 ， 保 存 我 们 自 由 的 身 分 ， 作 为 最 好 的 墓  

志 但 先 将 我 们 的 金 钱 和 堡 全 烧 毁 ……  

「余 了 粮 食 之 外 ， 我 们 不 要 留 下 什 么 ， 因为  

这 些 粮 食 可 以 在 我 们 死 后 作 一 个 明 证 ， 证 

明 我 们 并 非 为 缺 乏 任 何 必 需 品 而 死 ， 而是  

根 据 我 们 起 初 的 意 想 、， 宁死也•不要作别人  

的 奴 隶 。”

众 人 不 大 ® 意 进 行 这 集 体 自 杀 ， 於 是  

以 利 亚 撒 再 次 说 话 ， 他 羞 辱 他 们 ， 也 鼓 励  

他 们 。 他 还 在 说 话 时 ， 众 人 就 打 断 了 他 ， 

开 始 进 行 这 流 血 事 件 ； “作 丈 夫 的 都 温 柔  

地 拥 着 妻 子 ， 把 孩 子 抱 在 怀 里 ， 眼 中 带 着  

泪 ， 给 他 们 最 长 的 吻 别 ”。 跟 着 ， 男 的 就  

把 他 们 的 妻 儿 杀 了 ， 把 所 有 财 物 堆 起 来 ， 

用 火 烧 毁 。 其 后 ， 他 们 就 抽 签 迭 1 0 个 人  

来 杀 掉 其 他 的 人 ， “每 个 人 都 卧 在 地 上 ， 

紧 贴 妻 子 和 儿 女 的 尸 体 ， 搂 着 他 们 ， 然后  

把 脖 子 伸 出 来 让 那 些 被 选 中 的 人 把 他  

们 杀 掉 。 最 后 ， 那 余 下 的 1 0 人 再 抽 签 ， 

“中 签 的 人 要 先 把 其 余 9 人 杀 掉 ， 最 后 他  

就 可 以 自 尽 ”。 雅 丁 在 遗 物 中 找 到 1 1 块陶  

片 ，每 一 块 都 刻 有 一 个 名 字 ， 他 估 计 这 就  

是 他 们 用 以 遴 选 的 签 ， 其 中 一 块 陶 片 刻 有  

“卡 利 尔 之 子 ” 一 名 ， 似 乎 就 是 卡 利 尔 之  

子 以 利 亚 撒 。

这 计 划 几 乎 是 按 着 每 一 个 细 节 来 进  

行 。 然 而 ， 两 个 妇 人 把 自 己 和 5 个 小 孩 藏  

匿 在 一 个 洞 穴 里 。翌 日 ，罗 马 军 闯 进 城 堡 ， 

预 料 还 有 — 些 顽 强 的 抵 抗 ， 谁 知 只 有 一 片  

死 寂 ， 和 大 火 余 下 的 灰 烬 —— 还 有 仓 库 内  

储 藏 替 大 燈 的 食 物 。 藏 匿 在 洞 穴 里 的 两 个  

后 来 就 把 这 事 告 诉 了 罗 马 人 。

W i l l i a m  S a n f o r d  L a S o r  
参 " 希 律 . 希 律 家 " 1 683: ••第一次犹

太 革 命 " 3 1 4 :  •奋锐党• 418.; •犹太教"
2 1 6 0〇

玛赛
Maasai
m 3 s ^ i

被 掳 后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祭 司 （代上九丨2 >。

玛沙
Mashal
m3 sha

亚 设 境 内 的 一 座 利 未 城 ， 又 名 “米沙  

勒 ” （书 十 九 2 6 ， 二 十 一  30> ;•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7 4节 称 之 为 “玛 沙 ”。

参 “米沙 勒 ” 1034。

玛施
Mash
mS shl

亚 兰 的 第 四 个 儿 子 （创 十 2 3 > ， 是闪  

的 后 商 。 在 历 代 志 上 一 章 1 7 节 ， 他 的 名  

字 是 米 设 。

参 - 米 设 # 2 ” 1 0 3 5 。

玛士利加
Masrekah
md shl 11 jiS

以 东 王 桑 拉 的 家 乡 （创 三 十 六 3 6 ; 

代 上 一  4 7 ) ， 其 位 置 不 详 。

玛斯
Maaz
mi si

犹 大 支 派 ， 兰 的 儿 子 《代 上 二 2 7 > 。

马所拉，马所拉学者
Masora, Masoretes
mS su6 la / m3 su6 la xu6 zh6

马 所 拉 是 有 关 旧 约 希 伯 来 文 版 本 中 的  

读 音 和 准 确 性 的 口 传 传 统 。 马 所 拉 学 者 是  

指 那 些 负 责 把 这 些 传 统 写 成 文 字 的 学 者 。

在 马 所 拉 的 学 者 之 前 ， 大 约 在 主 前  

4〇〇年 至 主 后 20 0 年 间 ， 文 士 已 致 力 建 立  

和 保 存 旧 约 的 真 版 本 ； 他 们 数 算 了 每 卷 圣  

经 书 卷 的 节 数 、 字 数 和 字 母 的 数 目 ， 编 成  

一 份 资 料 ， 让 未 来 抄 写 圣 经 的 人 ， 可 以 有  

一 些 标 准 去 检 定 新 抄 本 的 准 确 性 。 传 统 上  

沿 用 的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称 为 马 所 拉 抄 本 ，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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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主 后 二 世 纪 时 已 有 雖 形 ， 马 所 拉 抄 本 是  

基 於 一 些 更 早 期 的 抄 本 ， 而 且 与 这 些 传 统  

抄 本 大 致 相 同 ， 这 是 从 死 海 古 卷 中 可 以 看  

到 的 。 当 时 文 士 或 保 管 圣 经 者 手 上 的 抄 本  

仍 是 只 有 子 音 ， 并 没 有 母 音 和 重 音 的 符  

号 。

马 所 拉 学 者 继 承 了 文 士 所 未 完 成 的 工  

作 。 他 们 被 称 为 马 所 拉 学 者 ， 是 因 为 他 们  

把 口 传 的 传 统 （马 所 拉 ）以 文 字 保 存 下 来 。 

这 些 犹 太 学 者 生 於 主 后 5〇〇至9 5 0 年 间 ， 

主 要 住 在 加 利 利 海 西 岸 的 提 比 哩 亚 。 其 中  

最 知 名 的 是 学 识 渊 博 的 亚 设 之 子 摩 西 ， 及  

其 子 亚 伦 ； 现 今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的 版 本 是 基  

於 亚 设 之 子 的 抄 本 。

马 所 拉 学 者 不 单 要 准 确 地 鉴 定 传 给 他  

们 的 经 文 ， 还 要 准 确 无 误 地 把 这 经 文 传 给  

以 后 的 世 代 ， 绝 不 能 有 什 么 更 改 。 为 防 止  

抄 写 员 有 任 何 错 漏 或 改 动 ， 他 们 在 旁 注 加  

了 各 类 资 料 ， 如 某 节 经 文 的 字 汇 或 片 语 曾  

在 其 他 什 么 地 方 出 现 ， 共 出 现 了 多 少 次  

等 。

马 所 拉 学 者 最 大 的 贡 献 是 为 经 文 加 上  

母 音 和 重 音 符 号 ， 他 们 用 了 一 套 点 与 画 的  

符 号 。 马 所 拉 学 者 的 任 务 不 是 自 创 一 套 发  

音 法 ， 而 是 设 法 把 一 些 承 袭 下 来 或 已 被 接  

纳 的 发 音 传 下 去 ， 并 且 在 一 些 具 争 议 性 的  

发 音 上 作 一 个 抉 择 。 当 然 ， 这 里 所 牵 涉 的  

不 是 纯 梓 发 音 的 问 题 ， 因 为 母 音 一 点 一 画  

的 差 异 ， 或 读 法 稍 有 转 变 ， 一 个 名 词 就 可  

能 会 变 成 一 个 分 词 了 。

当 马 所 拉 学 者 把 经 文 的 读 音 写 下 ， 鉴  

定 和 维 护 真 版 本 时 ， 他 们 需 要 作 一 些 经 文  

评 鉴 的 工 夫 。 但 他 们 对 圣 经 的 尊 重 ， 不 容  

许 他 们 在 经 文 上 作 任 何 改 动 ， 因 此 马 所 拉  

学 者 们 便 独 创 了 一 套 编 辑 附 注 系 统 ， 当 他  

们 发 现 前 人 一 些 抄 写 上 的 错 误 时 ， 马 所 拉  

学 者 会 让 错 误 留 在 经 文 中 （称 为 h f /i /办字

词 -----原 本 写 下 来 的 字 词 ）， 却 把 他 们 认

为 正 确 的 字 词 之 母 音 加 在 该 字 之 上 （称 为

分^ 字 词 -----读 出 来 的 字 词  > ， 并 在 旁 注

写 上 该 读 音 的 子 音 字 母 ， 他 们 也 指 出 其 中  

少 数 的 字 词 可 能 应 取 消 。

其 中 有 一 个 的 读 法 与 经 文 之 正 误  

完 全 无 关 ， 却 十 分 有 趣 。 早 在 主 前 五 世 纪  

时 ， 犹 太 人 开 始 感 到 直 呼 神 的 名 “雅 巍 ” 

( “Y a h v v c h ”） 似 乎 有 点 不 敬 ， 因 此 他 们

把 “阿 道 乃 ’’ （“A c l 〇n a i ，， 即 “

母 音 加 在 “雅 巍 ” 的 子 音 上 ’ 意 主 ’’）的 

“雅 巍 ” 时 ， 应 读 作 “阿 道 ，乃.，，、思每樾到 

龙 转 凤 之 后 ， “雅 巍 ，，便 变 成 了  •。 这样％ 

( 即 “雅 巍 ” 的 子 音 加 上 “阿 道 耶 和 心  

音 > , 也 就 是 今 天 我 们 所 采 用 的  的 

而 ， 一 些 敬 虔 的 信 徒 却 以 为 “雅 後 ，；* ; 然 

由 派 学 者 所 捏 造 出 来 的 。

马 所 拉 学 者 和 在 他 们 之 前 的 文  

的 苦 工 带 来 了 极 重 要 的 效 果 |Q ^  

成 功 地 得 以 保 存 。 马 所 拉 学 者 所 传 : ^  $

抄 本 ， 以 后 几 个 世 纪 的 人 都 小 心 爽 鸾 地 t  

写 传 流 ， 直 到 印 刷 术 的 发 明 ， 才被替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有 信 心 去 保 证 ， 在古代近东 

的 文 献 中 ， 旧 约 圣 经 在 流 传 上 保 持 其 准 确  

性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H o w a r d  F. V〇s 
参 - 经 文 评 鉴 学 " 7 7 1 :  • 旧 约圣经 i平劣

学 • 7 9 9 。

马 所 拉 抄 本
Masoretic Text
m 2  s u 5  l a  c h a o  b ^ n

参 ••马 所 拉 . 马 所 拉 学 者 ” 9 8 9 。

玛他拿
Mattanah
m S  t a  n&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后 — 个 安 营 的 地 方 ， 

那 时 他 们 在 死 海 东 面 ， 从 亚 嫩 河 北 上 $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境 内 （民 二 十 一 丨 8 ， 丨9>’ 

玛 他 拿 正 确 的 位 置 不 详 ， 一 般 认 为 最 #  = 

能 的 地 点 是 提 密 河 左 边 河 岸 的 米 底 恩 尼  

墟 。

吗他尼
Vlattaniah
T i a t 5 n i

® 亚 撒 的 后 裔 ， 被 掳 归 回 后 住

敞 冷 的 利 未 人 （尼 H ---- 1 7 、 2 2 ’

2 5 、 3 5 ; 代 上 九 1 5 作 “玛 探 雅

参 - 玛 探 雅 # 2 ” 9 9 8 。 以斯抆

© ，€)，© ，© 被 擴 归 回 后 ’ 接 $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了 的 4 名口

耶 路 擗 冷 壤

力告

拉 十  2 6 、 2 7 、 3 0 、 3 7 > .  

© 在 尼 希 米 的 日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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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墙 完 成 时 ， 他 是 守 城 门 的 人 之 一 （尼十

二

〇 哈 难 的 祖 父 。 哈 难 在 尼 希 米 的 日 子  

是 在 圣 殿 库 房 作 管 理 库 房 的 （尼 十 三 1 3 > 。

玛他捉雅
Maltithiah
mS tfi t l  y&

〇 利 未 人 ， 是 沙 龙 的 长 子 。 他 在 圣 殿  

中 负 责 管 理 烤 饼 的 工 作 ， 就 是 与 其 他 祭 物  

同 献 的 饼 （代 上 九 31 >。

© 在 大 卫 时 代 ， 约 柜 要 搬 入 耶 路 撒 冷  

时 ，一 位 被 利 未 人 分 派 弹 琴 的 乐 师 ， 与 他  

一 起 的 还 有 5 位 乐 师 （代 上 十 五 丨 8 、 21 ,  

六 5 > 0

© 耶 杜 顿 的 六 个 儿 子 之 一 ， 他 是 大 卫  

时 代 一 位 乐 师 （代 上 二 十 五 3 、 2 1 >  ; 也 

许 就 是 本 条 目 # 2 节 那 一 位 。

〇 尼 波 的 子 孙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命 令 ，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了 （拉 十 4 3 > 。

© 被 掳 归 回 的 时 候 ， 以 斯 拉 向 民 众 宣  

读 律 法 书 时 ， 站 在 以 斯 拉 右 边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八 。

玛他提亚
Mattathias

l l  yk
〇 约 雅 立 祭 司 家 族 的 一 名 成 员 （他的  

家 谱 可 见 於 《马 加 比 一 书 > 二丨， 以 及 约  

瑟 夫 《犹 太 古 史 > 1 2 . 6 . 3 )。 他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本 地 人 ， 定 居 在 莫 顶 的 地 方 ， 后 来 成  

为 了 爱 国 的 领 袖 马 加 比 家 族 的 族 长 。 马加  

比 家 族 在 主 前 l (i 7 年 带 领 犹 太 人 背 叛 了 叙  

利 亚 人 。 叙 利 亚 王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欲 消 灭 犹  

太 教 ， 建 立 希 利 尼 文 化 ， 所 以 禁 止 犹 太 人  

献 祭 ， 建 外 邦 神 的 祭 坛 （包 括 在 圣 殿 中 为  

丢 斯 筑 一 座 坛 ）， 并 杀 害 那 些 持 守 律 法 的  

人 （《马 加 比 一 书 》 二丨 -4 9 ) 。 当 希 腊 官  

员 在 莫 顶 筑 了 一 座 外 邦 神 的 坛 ， 并 命 令 人  

把 祭 物 献 给 外 邦 诸 神 的 时 候 ， 玛 他 提 亚 就  

发 动 了 革 命 。 玛 他 提 亚 拒 绝 献 祭 ， 把 自 愿  

献 祭 的 犹 太 人 杀 了 ， 又 把 希 腊 官 员 杀 了 ， 

拆 毁 了 祭 坛 ， 然 后 带 着 一 群 跟 随 者 ， 逃亡  

至 山 中 。 他 以 游 击 战 术 抵 抗 叙 利 亚 人 ， 继 

续 为 小 孩 行 割 礼 ， 并 全 力 以 赴 去 保 存 律  

法 。 他 的 名 言 是 ： “让 热 衷 於 律 法 的 人 来

跟 从 我 。”

他 领 导 犹 太 人 革 命 大 约 有 丨 年 之 久 便  

死 了 ， 当 时 大 概 是 主 前 丨 6 7 年 。 他 最 后 留  

给 众 子 的 遗 言 是 ： “务 要 遵 守 诫 命 和 律  

例 。” 他 的 儿 子 犹 大 接 续 他 作 军 事 上 的 领  

袖 ， 而 哈 斯 摩 宁 祭 司 王 朝 的 执 政 者 都 是 他  

的 后 人 。 因 着 他 为 宗 教 自 由 而 战 的 热 诚 ， 

修 殿 节 中 特 别 以 祷 告 记 念 他 的 功 绩 。

参 - 犹 太 教 " 2 1 6 0 ,

@ 亚 摩 斯 的 儿 子 ，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谱 ， 他 是 耶 穌 的 祖 先 《路 三 2 5 > 。

耶 穌 基 《 的 家 镨 • 1 9 6 6 。

€)西 美 的 儿 子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请 ， 

他 是 耶 稣 的 祖 先 《路 三 2(i >。

参 - 耶 穌 基 的 家 谓 ” 1 9 6 6 。

玛塔
Matthat
m S  tS

〇 耶 稣 的 祖 先 （路三 2 4 >  ; 也 许 与 马  

但 （太 一 1 5 > 是 同 一 人 。

© 耶 穌 的 祖 先 （路 三 2 9 > 。

参 - 耶 稣 基 筲 的 家 诮 ” 1 9 6 6 。

马太
Matthew, The Apostle

t 釭i

犹 太 人 （他 这 希 伯 来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耶 和 华 的 礼 物 ”> ， 一 名 迦 百 农 的 税 吏  

( 向 一 些 好 像 彼 得 这 样 的 渔 夫 征 收 税 款 > 。 

耶 稣 呼 召 他 作 门 徒 （太 九 后 来 又 委  

任 他 为 十 二 使 徒 之 一 （十 3 > 。 早 期 教 会  

称 新 约 第 一 卷 书 为 “马 太 福 音 ”。

3 位 符 类 福 音 的 作 者 都 把 马 太 的 呼 召  

放 在 耶 稣 医 治 瘫 子 和 宣 布 祂 有 赦 罪 权 柄  

( 太 九 1-8 > 之 后 ； 在 与 税 吏 和 罪 人 坐 席  

( 九 1 0 - 1 3 ) 之 前 ， 这 安 排 指 出 了 马 太 是  

耶 稣 所 赦 免 的 罪 人 之 一 （第 1 3节 〉。

马 太 回 应 呼 召 的 态 度 是 服 从 、 决 断 和  

不 惜 牺 牲 一 切 （路 五 2 8 > 。马 可 （可二 1 4 >  

和 路 加 （路 五 都 称 这 名 税 吏 为 “利 

未 ”， 而 不 称 他 为 “马 太 < 参 太 九 9 > 。 

但 用 以 自 称 ， 个 人 的 名 字 （马 太 > 似 较 一  

个 支 派 的 名 字 （利未  > 来 得 自 然 。 至 於 摆  

设 筵 席 的 地 方 ， 马 可 和 路 加 说 是 在 “利未  

家 （可 二 1 5 ; 路 五 2 9 > , 马 太 则 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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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 S ” （太 九 l 〇> ----这 说 法 通 常 是 指

自 己 的 家 。

在 3 份 十 二 使 徒 的 名 单 中 （太 十 ‘2- 

4 ; 可 三 丨 6 - 丨 9 ; 路 六 1 4 - 1 6 ) , 都 有 马 太  

的 名 字 ； 惟 独 马 太 福 音 指 明 是 “税 吏 马  

太 ”。 这 称 呼 把 马 太 从 其 他 人 中 识 别 出 来 ， 

同 时 也 指 出 耶 穌 把 他 从 “税 吏 这 是 马  

太 的 自 称 ） 的 生 涯 中 呼 召 出 来 。

马 太 的 十 二 使 徒 名 单 列 在 耶 穌 差 逍 使  

徒 出 去 传 天 国 信 息 的 记 载 中 （太 十 1 - 8 > 。 

耶 穌 是 否 把 马 太 这 名 字 賜 给 利 未 ， 以 象 征  

授 予 使 徒 的 权 柄 呢 （参 太 十 2 “西 门 ， 又 

称 彼 得 ” 与 九 9 “一 个 人 名 叫 马 太 ， 坐在  

税 关 上 ’’> ? 若 马 太 是 一 个 基 伢 徒 名 字 ， 

则 可 解 释 为 何 只 有 在 呼 召 时 称 他 为 利 未  

< 可二丨4 ; 路 五 2 7 、 2 9 ) , 而 在 其 他 地 方  

— 律 称 马 太 。

3 位 符 类 福 音 的 作 者 在 十 二 使 徒 名 单  

中 ， 都 列 出 了 “亚 勒 腓 的 儿 子 雅 各 ”。 马 

可 在 二 章 丨 4 节 也 称 马 太 为 “亚 勒 腓 的 儿  

子 利 未 ”， 因 此 ， 雅 各 和 利 未 有 可 能 是 两  

兄 弟 。 然 而 ， 这 可 能 性 不 高 ， 因 为 作 者 并  

没 有 清 楚 说 明 这 关 系 ， 像 说 明 彼 得 和 安 得  

烈 ， 以 及 西 庇 太 两 个 儿 子 的 兄 弟 关 系 一  

样 。

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5 2 节 的 “文 士 ”， 无 

疑 就 是 马 太 本 人 ， 他 作 税 吏 的 时 候 ， 也 是  

— 个 文 士 。 耶 稣 把 他 比 作 “从 他 库 里 隶 出

新 旧 的 东 西 来 ” 的 人 ----“旧 的 ” 指 作 税

吏 时 所 学 到 的 东 西 （如 在 工 作 上 的 准 确 性  

和 组 织 能 力  “新 的 ” 指 耶 穌 所 教 导 ， 

“有 关 天 囯 的 教 训 ”。 既 在 两 方 面 都 得 到  

装 备 ， 马 太 现 在 可 做 更 进 一 步 的 文 士 工 作  

—— 写 作 马 太 福

马 太 是 其 中 一 位 一 起 等 候 圣 灵 降 临 的  

人 （徒一丨: n 。 这 事 以 后 ， 新 约 圣 经 再 没  

有 记 载 任 何 有 关 马 太 的 事 迹 了 。

J. K n o x  C h a m b l i n  

参 • 马 太 福 音 • 992: •使徒• 1 4 2 4 。

马太福音
Matthew, Gospel of
m 3  t ^ i  fi3 y i n

新 约 圣 经 的 第 一 卷 书 • 马 太 福 音 本 身

并 没 有 滴 楚 指 明 i隹 是 作 然 而 ， 早 期 教

会 一 向 视 使 徒 马 太 为 本 书 的 作 者 ， 我 们 也

同 样 可 以 接 受 这 看 法 ■>

马 太 的 写 作 对 象 是 一 群 操 希 昭 彳舌的犹 

太 基 督 徒 ， 他 们 居 於 一 些 犹 太 殖民中心， 

如 叙 利 亚 的 安 提 阿 。 这 些 埜 督 徒 被一些 _ 

恨 耶 稣 和 基 督 徒 的 犹 太 人 包 围 和 攻 击„这 

书 的 写 作 年 代 大 槪 是 第 一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

写 作 目 的  

护 教

马 太 以 犹 太 人 的 身 分 写 给 犹 太 人 ；他 

指 出 旧 约 的 期 望 ， 在 拿 撒 勒 人 耶 稣 身 上 得  

以 成 全 ， 耶 穌 是 以 色 列 所 期 望 的 弥 赛 I  

在 马 太 福 音 第 一 章 ， 马 太 便 指 出 他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 大 卫 的 子 孙 ” （一 1)，而 

且 实 在 是 “与 我 们 同 在 ” 的 神 （一 23)， 

后 来 ， 马 太 又 说 明 祂 是 但 以 理 书 第 七 章 的  

“人 子 ”， 和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三 章 的 “受苦 

的 仆 人 ' 全 书 （一  2 2 至 二 十 七 1 0 ) 以旧 

约 预 言 “应 验 ” 的 观 点 来 看 耶 穌 的 生  

平 ； 祂 来 是 为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罪 中 拯 救 出 来  

( 一  2 1  > 。 可 是 ， 犹 太 人 拒 绝 祂 ， 不接 

受 祂 是 弥 赛 亚 ， 因 此 ， 他们就把自己放在  

— 个 极 危 险 的 位 S  ( 十 一  2 0 - 2 4 ，二十-  

3 3 -4 (i > 。 至 於 以 色 列 人 为 何 拒 绝 耶 針 ， 

其 中 一 个 原 因 是 犹 太 宗 教 领 袖 没 有 预 备 人  

心 去 迎 接 祂 的 来 临 ， 马太用很 严厉的话责  

备 律 法 师 和 法 利 赛 人 ， 他们为了自己的传  

统 而 背 弃 了 神 的 话 （第 十 五 章 K 他们没 

有 作 好 榜 样 给 以 色 列 人 去 跟 从 （第二十三 

章 ）。

教 汙

马 太 也 以 基 督 徒 的 身 分 写 给 基 督 徒 。 

在 他 笔 下 ， 耶 穌 是 新 的 摩 西 ， 是道成肉身 

的 耶 和 华 ， 祂 亲 自 解 释 自 己 的 律 法 （第五 

章 设 立 厲 於 自 己 的 子 民 ， 并迭立使徒 

作 带 领 （十 2 - 4 ， 十 六 1 8 、 1 9 , 二 十 三 8- 

1〇>。 信 徒 必 须 用 焫 严 肃 的 态 度 去 学 习 弥  

赛 亚 的 教 训 ， 才 可 以 建 立 正 常 的 教 会 ，这 

些 教 训 包 含 许 多 道 德 和 賴 灵 的 道 理 （五至 

七 ， 十 八 各 章  >。 为 了 达 成 这 宗 旨 ，马太 

采 用 了 类 似 神 学 教 科 书 和 教 会 手 册 的 形 $  

来 写 此 书 ， 把 耶 稣 的 位 格 和 工 作 给 神 的 ^  

民 讲 解 清 楚 。 为 使 读 者 即 时 和 紧 紧 地 事 _ 

这 些 教 训 ， 马 太 以 组 织 完 善 和 易 於 记 忆 $ 

方 法 去 表 达 。 为 帮 助 读 者 吸 收 这 些 教 学 $ 

材 料 ， 他 把 耶 穌 的 教 训 分 成 5 篇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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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穿 插 着 叙 述 的 部 分  > ， 把 相 类 的 教 训 粜  

合在 一 起《例 ：第 十 章 是 有 关 差 传 的 托 付 ， 

而 十 三 章 则 有 7 个 “天 国 的 比 喻 ”> 。 马 太  

福 音 的 主 要 神 学 课 题 大 致 如 下 ： 神 的 儿 子  

( 耶 穌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耶 和 华 ， 是 与 我 们 同  

在的冲 > ; 神 的 国 度 （藉着耶參豕， 神 介 入  

历史中，拉 开 了 祂 掖 后 统 治 的 序 禅 > ; 神 

的 救 赎 （耶 穌 是 一 位 作 仆 人 的 王 ， 祂 来 是  

要 “将 百 姓 从 罪 恶 里 救 出 来 ”， 一  2 1 >  ;

神 的 子 民 《耶 稣 来 ， 是 要 建 立 祂 自 己 的 教  

会，一 个 包 含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群 体 > 。

内容提要
救 主 的 到 临 （一  1至 二 2 3 >

m 的 名 字 已 显 明 了 祂 的 使 命 ：“耶 料 ” 

(一丨 > 的 意 思 是 “耶 和 华 施 行 拯  

救 ” ； m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一  

1 )，他 来 是 要 成 就 神 在 远 古 的 时 候 给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所 作 的 应 许 （创 十 二 1 • 

3 > ; 他 是 “大 卫 的 子 孙 ”， 是 “基 督 ” 

( 即弥赛亚， 太 一 U , 到 世 上 来 展 开 神 的  

国 度 （四1 7 >  ; 此 外 ， 正 如 预 言 （一 2 2 、 

2 3 > 和 池 母 亲 受 孕 的 性 质 所 证 明 ， 祂 是  

“与 我 们 同 在 的 神 ”， 现 在 来 “将 自 己 的  

百 姓 从 罪 恶 里 救 出 来 ’’ （一 2  1) » 作 为 大  

卫的子孙， 他 应 验 了 旧 约 的 预 言 ， 出 生 在  

伯 利 恒 （二 1-6 > , 在 以 色 列 弥 赛 亚 之 星  

的 带 领 下 （参 民 二 十 四 1 7 > ， 外 邦 人 到 来  

敬 拜 池 《三丨- 1 2 ) , 希 律 意 图 消 灭 祂 ， 祂 

却 在 外 邦 之 地 受 到 庇 护 ； 神 呼 召 自 己 的 儿  

子 从 埃及 出 来 ， 象 征 一 个 伟 大 的 救 赎 工 作  

的开始， 俨 如 另 一 次 出 埃 及 ， 却 是 在 新 摩  

西—— 耶 穌 —— 的 带 领 之 下 （太 二 1 3 - 2 0 )。 

耶 穌 （大 卫 的 菡 裔  > 在 最 卑 微 的 环 境 下 出  

生了，来 到 小 城 拿 撒 勒 居 住 （2 1 - 2 3 节 > 。 

传 m i :作 的 开 始 （三 1 至 四 2 5 >

面 对 耶 穌 即 将 要 施 行 的 审 判 （审 判  

是 神 国 到 临 的 印 证  > ， 施 洗 约 翰 出 来 呼 召  

以 色 列 人 悔 改 （三 卜 1 2 ) 。 耶 稣 受 约 翰 之  

洗 的 行 动 ， 加 上 从 天 上 而 来 的 声 音 ， 显 

示 他 是 王 ， 却 服 侍 祂 的 子 民 ， 承 担 他 们  

的 罪 过 < 1 3 - 1 7 节 > 。 像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的 时 候 一 样 ， 耶 穌 也 被 引 领 至 旷 野 ， 受 

甩 鬼 的 试 探 （四丨>。 魔 鬼 试 图 引 诱 祂 离  

弃 神 和 池 的 使 命 ， 耶 稣 却 倚 靠 神 和 神 的  

话 而 得 胜 （四 1 - 1 1 >。 回 到 加 利 利 ， 耶 穌

故 意 住 在 央 杂 巷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地 区  

( 1 2 - 1 6节 > ， 并 开 始 出 来 传 道 （像 约 翰 一  

样 ， 面 临 新 国 度 的 来 临 ，他 呼 召 人 悔 改 } ， 

教 导 人 （祂 呼 召 了 第 一 批 门 徒 ） 和 医 病  

( 1 7 - 2 5节 >。

山 上 宝 训 《五 1至 七 29)

正 如 摩 西 登 上 西 乃 山 接 受 神 给 以 色 列

人 的 律 法 ， 耶 稣 ----作 为 新 的 摩 西 和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也 上 了 山 ， 颁 发 神 国 子 民 的

要 旨 （五 1 、 2 > • 祂 以 福 音 （不 是 律 法 ） 

开 始 ， 宣 布 神 必 定 拯 救 那 些 沉 溺 於 罪 恶 中  

的 人 ， 只 要 他 们 投 靠 神 ， 昕 从 他 的 命 令 ， 

和 渴 望 他 在 世 上 建 立 公 义 的 统 治 （3 - 1 2  

节 ）。 朝 着 这 目 标 而 行 ， 门 徒 必 须 在 罪 恶  

的 社 会 上 ， 发 挥 防 腐 （盐 ） 和 见 证 （光 ） 

的 作 用 （丨3 - 1 6节 >。 祂 来 既 不 是 要 废 掉  

律 法 和 先 知 书 ， 而 是 要 成 全 （也 就 是 说 池  

展 开 了 旧 约 所 指 向 的 新 时 代 ， 第 1 7 节 >, 

所 以 祂 呼 吁 门 徒 坚 定 地 遵 从 神 的 律 法 ， 现 

在 賜 律 法 者 已 来 ， 就 该 按 着 祂 的 本 意 诠 解  

律 法 （1 8 - 2 0 节 > 。 神 的 诫 命 包 括 内 在 的  

意 念 和 外 在 的 行 动 ， 不 可 偷 工 减 料 ， 也不  

可 单 凭 理 性 去 理 解 ， 反 而 要 比 以 前 更 彻 底  

地 遵 行 ， 因 为 末 时 已 来 到 （2 1 - 4 8 节 ）。 

门 徒 在 施 舍 、 祷 告 和 禁 食 的 时 候 ， 切 忌 假  

冒 为 善 ， 反 而 要 用 以 神 为 中 心 和 忘 我 的 态  

度 来 抗 拒 伪 善 （六 1 - 1 8 > 。 主 祷 文 < 9 - 1 3  

节 ） 呼 求 神 在 地 上 建 立 他 的 国 度 ， 使 人 都  

尊 池 的 名 为 圣 ； 并 求 神 宽 恕 、 保 护 和 供  

应 池 儿 女 所 需 。 基 於 这 祷 告 ， 加 上 凡 亊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态 度 （1 9 - 2 4 节 >， 门 徒 不 应  

再 有 任 何 忧 虑 （ 2 5 - 3 4 节 ）。 门 徒 要 有 洞  

察 力 ， 却 不 要 论 断 （七 1 - 6 > , 要 靠 着 神  

所 賜 的 能 力 去 爱 人 （7 - 1 2节 >。 耶 穌 解 释  

律 法 完 毕 （五 2 1 至 七 1 2 > , 就 呼 召 这 些 有  

可 能 成 为 门 徒 的 人 以 这 严 格 却 自 由 的 方 法  

来 守 律 法 《七 1 3、 1 4 >， 警 告 那 些 引 诱 人  

不 守 律 法 的 假 教 师 （1 % 2 0 节 ）， 并 强 调  

真 信 徒 必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2 1 - 2 3 节 ）。 违 

基 於 耶 稣 的 教 导 的 生 命 ， 才 是 真 正 稳 妥 的  

生 命 < 2 4 - 2 7节 > 。

耶 稣 的 权 柄 （八 1至九 3 8 >

耶 稣 在 教 导 中 用 言 语 表 达 了 祂 的 权 柄  

之 后 （七 2 8 、 2 9 ) , 就 付 诸 实 行 ， 以一 连  

串 的 医 治 神 迹 ， 使 人 亲 眼 看 见 祂 的 权 能 ， 

同 时 在 这 一 切 事 情 上 他 也 再 显 明 自 己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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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赛 亚 所 说 的 神 仆 《八 1 7 h 池 用 口 里 所  

出 的 话 语 ， 就 洁 净 了 一 个 长 大 麻 风 的 人 ， 

治 好 百 夫 长 的 仆 人 和 一 个 患 血 漏 的 妇 人  

( 八 1-1 3 ， 九2〇- 2 2  祂 抚 摸 病 人 ， 热  

病 就 退 了 ， 死 人 也 复 活 过 来 （八丨4 、 15, 

九 2  3-!25>。 他 用 言 语 ， 也 用 动 作 医 治 瞎  

子 （九2 7 - 3丨>  ; 作 为 一 个 与 人 同 在 的  

神 ， 祂 要 求 门 徒 无 条 件 地 尽 忠 （八 1 8 -

2 12 虽 然 m 连 动 物 所 享 有 的 天 然 保 障  

也 缺 乏 （第 2 0 节 但 却 藉 着 平 静 风 浪  

( 2  3 - 2 7 节 ） 显 示 池 在 自 然 界 内 的 主 权 ， 

也 显 出 她 的 神 性 ； 与 魔 鬼 正 面 冲 突 时 ， 耶 

穌 显 然 比 他 们 高 超 （‘2 8 - 3 4 ， 九 3 2 、

3 3> ; ?lli行 使 神 本 身 的 主 权 ， 宣 布 罪 得  

赦 免 （九 1-8 > , 并 呼 召 罪 人 悔 改 ， 作祂  

的 门 徒 （9 “ 3节  > ; 国 度 来 临 所 带 来 的  

喜 悦 少 不 了 对 国 度 完 成 的 期 盼 （1 4 - 1 7  

节 >  ; 九 章 3 5 至 3 8 节 的 总 结 是 四 章 ‘2 3 至 

2 5 节 的 回 响 ， 叫 人 回 想 五 至 七 章 的 教 导 ， 

也 为 下 一 篇 讲 论 作 一 个 前 奏 。

差 传 的 托 付 （十 1-42 >

基 督 吩 咐 门 徒 为 收 取 庄 稼 的 工 作 祷 告  

后 ， 便 亲 自 设 立 十 二 门 徒 ， 赐 给 他 们 使 徒  

的 权 柄 ， 并 派 他 们 出 去 收 割 祂 的 庄 稼 （九  

3 7 至 十 4 > 。 这 段 教 训 一 方 面 针 对 使 徒 当  

时 的 使 命 < 5 - 1 5节 另 一 方 面 也 针 对 教  

会 更 广 的 责 任 < 1 6 - 4 2节 > ; 目 前 使 徒 要  

集 中 向 犹 太 人 传 福 音 （第 6 节 > ， 并 为 外  

邦 人 的 福 音 工 作 做 好 准 备 （二 十 八 丨 9 > 。 

愿 意 接 受 使 徒 及 其 信 息 的 人 ， 是 “配 得 平  

安 ” 的 ， 拒 绝 使 徒 的 ， 就 是 “不 配 得 ” 的 

( M - 1 5节 > ; 在 更 广 的 宣 教 工 场 中 ， 门 

徒 必 会 遭 受 退 迫 （丨6、 1 9 、 2 4 、 ‘2 5 节 > ， 

但 亊 实 上 ， 这 些 逼 迫 会 帮 助 他 们 见 证 神  

( 1 7 -2 3 节 > 。 神 会 救 助 池 忠 心 的 传 道 者  

< 1 9 - 2 3 节 审 判 那 些 压 迫 他 们 和 不 认 基  

督 的 人 节 ）》 那 些 传 报 福 音 和 接  

受 福 音 的 人 ， 有 神 的 赏 賜 等 待 着 他 们  

( 3 7 - 4 2 节 > 。

主 祜 忏 （十 一 1至 十 二 3 0 >

施 洗 约 翰 所 预 言 的 审 判 已 经 开 始 ； 一  

个 人 在 於 后 审 判 时 所 得 到 的 评 分 会 根 据 他  

现 在 对 耶 穌 的 话 和 工 作 的 反 应 来 决 定 （十 

— 2 - 6  >。 像 传 报 他 的 信 息 的 人 一 样 ， 耶  

穌 也 遇 到 许 多 歆 对 地 和 对 他 极 其 冷 漠 的 人  

< 7 -丨9节 >。 虽 然 耶 穌 的 职 节 有 恩 典 相 随 ，

但 那 些 拒 绝 祂 的 人 ， 就 要 接 受 M 严厉的审 

判 （2 0 - 2 4 节 h 然 而 另 有 一 呰 人 一 那§  

卑 微 的 、 劳 苦 担 重 担 的 ， 和 受 教 的 ，知道 

( 透 过 圣 父 和 圣 子 的 启 示 ） “天地的主” 

也 是 “柔 和 谦 卑 的 ” 神 ； 祂 来 了 ，叫那些 

信 从 祂 的 人 得 享 安 息 （2 5 - 3 0 节 >。 作为 

领 进 新 时 代 的 那 一 位 （十 二 (；），耶稣夜 

除 旧 约 礼 仪 方 面 的 律 例 ； 但作为安息日的  

主 （第 8 节 ），她 支 持 第 四 条 诫 命 （1-8节）， 

真 正 的 安 息 （十 一  2 9 ) 归 与那些以善行  

和 怜 恤 （十 二 7 - 1 4 ) 遵 守 律 法 的 人 （参 

五 〗 7 - 2 0 >  ; 他 们 是 以 神 仆 人 的 态 度 来 行  

事 的 1 节 ）。 法 利 赛 人 视 耶 稣 为 破  

坏 安 息 日 的 人 ， 因 此 他 们 说 祂 行 神 迹 的 能  

力 是 从 撒 但 而 来 的 （2 2 - 2 4 节 耶 稣 的  

回 答 是 ： 事 实 刚 好 相 反 ， 池所引进的洽抆  

正 是 要 粉 碎 撒 但 的 国 度 （2 5 - 2 9 节 ），有 

意 地 拒 绝 这 真 理 ， 就 是 亵 渎 圣 灵 ，犯了不 

可 赦 免 的 罪 （3 0 - 3 2 节 > ; 指控耶穌之人  

的 话 （第 2 4 节 ） 已 显 明 他 们 将 来 必 被 定  

罪 （ 3 3 - 3 7 节 ）。 祂 又 说 ： 求神迹的也必  

蒙 允 ， 耶 稣 复 活 的 神 迹 就 是 这 个 要 求 的 实  

现>  但 纵 使 这 一 个 神 迹 ， 也需要有人去传  

和 有 人 相 信 （3 8 - 4 2 节  >。 尽管经历了耶  

稣 赶 鬼 的 神 迹 （甚 至 领 受 了 这 经 历 的 正 确  

诠 释  > , 也 比 不 上 接 受 他 的 教 训 ，和委身 

於 他 （4 3 - 5 0 节 ） 那 么 重 要 。

天 W 的 比 喻 （十三丨 - 5 8 >

在 马 太 福 音 5 段 主 要 的 教 训 中 ，这第 

三 段 包 含 了  7 个 比 喻 。 撒 种 比 喻 中 的 4种

土 壤 ----硬 土 、 浅 土 、 荆 棘 和 好 土 ----说

明 对 耶 穌 教 导 的 4 种 不 同 反 应 （十三 3-9, 

1 8 -‘2 3 > 。 耶 稣 把 天 国 的 奥 秘 和 亮 光 告 诉  

门 徒 ， 因 为 他 们 已 接 受 了 耶 穌 所 宣 传 的 国  

度 （四 丨 7 > , 而 群 众 必 要 先 接 受 这 信 息 ， 

才 得 着 亮 光 ， 明 白 这 比 喻 的 解 释 （10-17. 

3 4 、 3 5 > 。 在 稗 子 和 撒 网 的 比 喻 中 （‘A  

3 0 、 3(3 —  4 3 、 4 7 - 5 0 节 > ， 珲(^争禾向门徒保 

证 ， 到 了 最 后 审 判 ， 祂 必 要 把 真 信 徒 与 @  

信 徒 分 开 ， 并 聱 告 他 们 不 要 急 於 下 判 #  

( 参 七 1 - 5 > 。 芥 菜 种 和 面 酵 的 比 喻 （化  

3 3 节 ） 则 把 天 国 展 开 时 的 微 小 与 天 国 完  

成 时 的 伟 大 作 一 强 烈 的 对 比 。 藏宝和寻#  

的 比 喻 （4 4 - 4 6 节 ） 解明 天 国 的 价值 远 超  

过 世 上 所 有 的 东 西 （参 六 3 3 ) 。 经过耶- 

把 比 喻 这 样 解 明 之 后 ， 门徒就有新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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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在 旧 的 宝 藏 上 了 （5 1 、 5 2 节  >。 相 反 地 ， 

拿 撤 勒 人 却 与 群 众 一 样 不 明 白 ， 与 法 利 赛  

人 一 样 敌 挡 基 督 < 5 3 - 5 8节 > 。

属 灵 的 冲 突 （十 四 1至 十 六 12 >

在十四银丨至丨‘2 节 ， 约 翰 所 传 的 道 暴  

祺 了 希 律 的 软 弱 ， 而 约 翰 被 斩 首 则 成 了 耶  

好 将 会 被 钉 十 字 架 的 前 奏 （参 十 七 12  >。 

真 正 的 王 不 是 希 律 ， 而 是 耶 稣 ； 祂 是 自 然  

界 的 主 宰 （十 四 1 3 - 3 6  > ,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 

“与 人 同 在 ” 的 神 ， 池 是 在 旷 野 让 饥 饿 人  

群 吃 饱 的 神 （正 如 神 从 前 供 应 吗 哪 一 样 >, 

也 是 在 海 上 行 走 和 平 静 风 浪 的 神 （除 了  

神，没 有 人 能 抑 制 这 狂 涛 怒 海 ， 诗 八 十 九  

9>。 彼 得 的 信 心 、 恐 俱 和 对 耶 稣 的 倚 赖 ， 

正 是 基 锊 徒 的 典 型 （十 四 2 8 - 3 1 ) 。 法 利  

赛 人 和 律 法 教 师 表 面 上 是 敬 拜 神 ， 亊 实 上  

是 热 衷 於 自 己 的 传 统 ， 而 他 们 的 传 统 并 不  

是 补 充 神 的 话 ， 而 是 对 抗 神 的 话 （十 五 1- 

9 >。在 1 0 至 2 0 节 里 ， 耶 稣 教 训 人 说 ， 礼 

仪 的 律 法 若 与 道 德 的 律 法 分 割 了 ， 就 成 了  

空 泛 的 礼 仪 ； 而 以 往 对 洁 净 与 不 洁 净 之 物  

的 界 分 （利 十 一 ）， 现 在 已 好 像 犹 太 人 与  

外 邦 人 的 界 分 一 样 ， 已 成 过 去 。 为 强 调 这  

一点，耶 穌 进 入 了 异 教 徒 的 区 域 ， 医 治 了  

一 个 迦 南 人 （2 1 - 2 8 节  > ， 并 让 一 群 外 邦  

人 吃 饱 （29-3« J 节 > 。 法 利 赛 人 和 撒 都 该  

人 本 来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意 见 ， 却 联 合 起 来 反  

对 耶 穌 和 祂 的 教 训 ， 并 且 共 同 高 举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教 训 （十六丨 -丨2 )。 在 法 利 赛 人 方  

面来说， 这 “教 训 ” （第 1 2 节 ） 就 是 标 榜  

古 人 的 传 统 （十 五 鼓 励 假 冒 为 善  

的 骄 傲 态 度 （六丨- 1 8 ) ， 以 及 爱 支 配 别 人  

<二十三4 >  ; 在 撒 都 该 人 方 面 ， 这 人 本

的教训，就 是 他 们 如 何 使 用 （或 致 力 确 保 > 

自己 的 地位 、 财 富 和 权 力 。

将 要 米 的 救 思 （十 六 丨 3 至 十 七 2 7 >

群 众 对 耶 穌 虽 存 敬 意 ， 但 对 她 的 评 价  

却 估 计 不 足 ， 彼 得 超 越 了 他 们 ， 承 认 耶 穌

是 “基 督 ， 是 永 生 神 的 儿 子 ” ---- 这 是 从

天 上 来 的 启 示 ， 使 他 认 出 了 耶 穌 的 神 性

(十六13-1 7 ; 参 -I--- 2 5 、 2(i > 。 教 会 是 賊

於 神 的 儿 子 的 ， 也 是 她 所 建 立 的 ， 所 以 撒  

但 和 死 亡 的 权 势 都 要 被 捆 綁 ， 不 能 胜 过 这  

教会。 更 重 要 的 是 ， 耶 穌 说 祂 要 把 教 会 违  

立 在 彼 得 上 （十 六 1 8 、 ， 因 彼 得 代 表  

了 众 使 徒 ， 承 认 基 督 ； 而 使 徒 禁 止 或 准 许

别 人 加 入 教 会 的 权 柄 （即 “捆纟邦” 与 “释 

放 ”）， 有 赖 於 天 上 的 指 示 （即 神 在 使 徒  

教 训 中 的 启 示  >。 面 对 彼 得 的 认 信 ， 和他  

对 弥 赛 亚 观 念 三 番 四 次 的 误 解 （十 六 20. 

2 3 > ， 耶 稣 就 （首次  > 宜 告 池 要 受 苦 和 将  

来 要 得 荣 耀 （2 1 - 2 8节 ）。 耶 穌 在 几 个 门  

徒 面 前 改 变 形 象 ， 显 示 将 来 的 荣 耀 ； 摩西  

和 以 利 亚 （这 里 回 顾 他 们 以 前 在 山 上 的 经  

验 ）与 父 神 一 起 为 神 子 独 特 的 荣 光 作 见 证  

( 十 七 1-8)。 末 后 的 以 利 亚 ， 并 非 抢 先 超  

越 弥 赛 亚 的 死 ， 审 实 上 是 预 示 她 的 死 （9- 

1 3 节 ； 参 十 四 丨 - 1 2 ) ; 耶 稣 必 须 受 苦 和  

抵 挡 撒 但 的 权 势 才 进 入 荣 耀 （十 七 1 4 - 1 8 、

2 2 、 23> 。 再 者 ， 赶 鬼 的 权 柄 （参 十 U

并 不 能 代 替 对 神 的 信 靠 （十 七 1 4 - 2 1 〉。 

作 为 圣 殿 的 主 和 天 君 之 子 ， 耶 穌 本 来 无 须  

缴 纳 殿 税 ， 然 而 ， 祂 照 样 锨 纳 了 ， 并 在 过  

程 中 显 示 祂 是 大 自 然 的 主 宰 （2 4 - 2 7 节 > 。

天 国 里 谁 为 大 （十八卜 3 5 >

在 马 太 福 音 的 第 四 段 训 言 中 ， 耶 稣 集  

中 教 导 有 关 信 徒 的 修 养 和 态 度 。 祂 呼 吁 那  

些 跟 从 祂 的 人 要 作 那 最 卑 微 的 人 ， 也 要 接  

待 卑 微 的 人 （十 八 1-5 > 。 主 特 别 吩 咐 作  

领 袖 的 要 待 己 严 ， 待 人 宽 （6 - 9 节 ）。 基 

於 天 父 对 罪 人 的 爱 ， 基 督 徒 必 须 尽 全 力  

( 靠 着 祷 告 也 靠 个 人 的 主 动  > 去 挽 回 犯 过  

错 的 弟 兄 ， 真 的 再 没 有 其 他 方 法 ， 才 把 他  

逐 出 教 会 （1 0 - 2 0 节 ）。 真 正 明 白 父 神 奇  

沙 恩 典 的 信 徒 会 不 断 饶 恕 和 怜 悯 那 些 得 罪  

他 们 的 人 （2 1 - 3 5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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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往 耶 路 描 : 冷 路 上 的 教 训 （十九丨至二

十 3 4 >

耶 穌 说 ， 根 据 创 造 谕 令 ， 神 从 没 有 命  

令 人 离 婚 ， 只 是 在 犯 了 罪 的 悄 况 下 ， 准 许  

人 这 样 做 ， 犯 罪 是 指 不 忠 於 配 偶 而 瓦 解 了  

婚 姻 之 约 （十 九 1-9 >。 正 如 在 五 章 1 7 至 

节 一 样 ， 耶 穌 要 求 池 的 跟 随 者 要 有 彻  

底 的 顺 服 （十 九 1 0 - 1 2 ) 。 耶 穌 不 但 教 导  

门 徒 要 回 复 小 孩 子 的 样 式 （十 八 1 • 4 > , 

还 以 圣 约 之 爱 怀 抱 小 孩 子 （十 九 1 3 - 1 5 〉。 

耶 穌 把 相 同 的 道 理 告 诉 一 个 年 轻 的 财 主  

( 1 6 - 2 2 节 > ; 可 惜 ， 那 人 虽 然 忠 心 地 遵  

守 了 爱 邻 舍 的 命 令 ， 却 不 愿 放 弃 财 亩 、 老 

无 保 留 地 跟 从 神 。 那 些 愿 意 放 弃 一 切 去 跟  

从 耶 穌 的 人 ， 要 在 未 来 的 国 度 里 承 受 数 不  

尽 的 财 富 （ 2 7 - 3 0 节 > 。 这 些 福 分 并 不 是  

基 於 人 的 功 勋 ， 而 是 来 自 那 慷 慨 得 令 人 难  

以 a 信 的 神 ， 是 ？ I k 所 賜 的 恩 典 （二 十 1 • 

l (i >。 神 的 恩 典 遍 及 所 有 的 人 —— 也 包 括  

有 钱 的 人 在 内 （十 九 2 3 - 2 6  >。 神 自 己 付  

上 重 大 的 代 价 （二 十 1 7 - 1 9  使 人 可 以  

白 白 得 苕 救 恩 。 面 对 着 门 徒 的 争 竞 和 野  

心 ， 耶 衧 教 训 他 们 ， 并 （藉 # 医 治 瞎 子 ） 

指 示 他 们 處 正 的 伟 大 并 不 是 作 别 人 的 主 ， 

而 是 眼 侍 他 人 （2 0 - 3 4 节 > ; 耶 稣 舍 命 ， 

“作 多 人 的 赎 价 ” （第 2 8 节 就 是 掖 好 的  

明 证 了 。

在 耶 路 描 : 冷 的 对 立 （二 十 一 1 至 二 十 二

4 6 )

耶 穌 既 是 作 仆 人 的 王 （参 三 1 7 > , 也  

是 受 苦 的 弥 赛 亚 （参 十 六 16-2 1 , 二 十 2 8 ) , 

所 以 他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时 ， 并 非 乘 着 战 马 ， 

而 是 乘 着 一 匹 驴 驹 子 ； 因 为 祂 并 非 来 向 敌  

人 宜 战 ， 而 是 把 自 己 交 在 敌 人 手 中 —— 却 

反 肷 为 胜 （二 十 一 1 - 1 1 ) 。 身 为 圣 殿 的 主  

人 ， 他 命 令 圣 殿 中 的 买 卖 要 立 即 序 止 ， 回 

复 它 原 有 的 功 用 《正 如 神 所 制 定 的  > ， 成

为 每 一 个 人 敬 拜 神 的 地 方 ----包 括 病 人 、

年 轻 人 和 外 邦 人 （丨 2 - 1 7 节 ； 参 可 十 一  

1 7 有 些 人 不 承 认 耶 穌 和 约 翰 的 权 柄 是  

从 天 上 来 的 ， 耶 穌 以 更 高 的 智 葱 胜 过 他 们  

( 二 2 3 - 1 2 7 )。 他 用 戏 剧 性 的 方 式 和 毁  

灭 性 的 行 动 向 那 些 不 肯 承 认 祂 是 弥 赛 亚 和  

神 子 的 人 宣 市 审 判 ； 先 是 用 行 动 （咒 诅 无  

花 果 树 ， 丨 U 节  > , 然 后 用 言 语 《讲 了 3 

个 比 喻 ， 二 i —— 2 8 至 二 十 二 丨 4 >• 从 此 ，

真 正 城 神 的 子 民 ， 就 是 那 些 相 信 耶 穌 的 人

( 十 八 ----不 管 是 犹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 他

呼 n子 祂 的 子 民 向 神 尽 忠 ， 但也 不要 忽 略 政  

治 上 的 责 任 （二 十 二 1 5 - 2 2 ) 。 在复活的  

时 候 ， 飛 重 要 的 事 情 就 是 人 与 神 的 关 系  

( 2 3 - 3 3 节  >。 那 全 心 全 意 爱 神 和 爱 人 如 己  

的 人 ， 的 确 已 守 了 旧 约 诫 命 中 煨 银 本 的 两  

条 （3 4 - 4 0 节 >。 那 么 ， 顺 服 神 就 是 认 淸  

楚 耶 穌 确 实 是 大 卫 的 子 孙 （太 一  但地

更 是 大 卫 的 主 ---- 那 至 高 的 神 子 （41.4 fi

节 ； 参 十 六 丨 6 > 。

文 士 与 法 利 赛 人 的 灾 祸  < 二十三1 - 3 9 >  

书 中 指 出 耶 稣 斥 责 犹 太 宗 教 领 袖 有 5 

个 原 因 。 第 一 ， 他 们 假 冒 为 善 ： 他们的行 

为 与 他 们 的 教 导 相 违 背 （二 十 三 1 - 4 ), 

他 们 洁 净 的 外 表 隐 藏 着 污 秽 的 内 心 （25. 

2 8 节 他 们 看 似 维 护 神 ， 但实际上是神  

仆 的 敌 人 （2 9 - 3 6 节 > 。 第 二 ， 他们骄傲  

的 态 度 促 使 他 们 假 冒 为 善 （5- 1 2 节 ）。第 

三 ， 他 们 亏 欠 那 些 跟 随 他 们 的 人 ，把他们 

引 进 一 个 悲 慘 的 结 局 （1 3 - 1 5节 >。 第四， 

他 们 专 注 於 律 法 的 细 节 ， 却忽略其中更重  

要 的 事 情 （1 6 - 2 4 节 ）。 第 五 ， 他们要对  

那 将 要 临 到 全 国 可 畏 的 审 判 负 责 任 U 3- 

3 9 节 > 。

末 口 的 来 临 （二 十 四 1至 二 十 五 4 6 >

这 是 马 太 福 音 第 五 篇 ， 也是最后一篇  

教 训 。 在 引 言 里 淸 楚 指 出 （对耶稣和门徒  

来 说  > , 耶 路 撒 冷 的 被 毁 与 世 界 的 末 了 有  

极 其 密 切 的 关 连 （二 十 四 1-3 > 。 耶穌首 

先 说 明 祂 第 一 次 降 临 和 第 二 次 再 来 之 间 -  

段 时 间 会 发 生 的 事 情 ： 多 处 有 天 灾 ，国际 

间 互 相 攻 战 ， 假 弥 赛 亚 的 出 现 ， 神的子民 

被 通 迫 ， 以 及 天 国 的 福 音 传 遍 天 下 <4- 

1 4 节 >。 然 后 ， 耶 稣 就 谈 到 将 要 发 生 在 犹  

太 人 中 间 的 灾 难 （正 如 二 十 二 7 和二十三 

3 8 所 预 言 的  终 招 致 耶 路 撒 冷 和 圣 殿 被  

毁 （主 后 7 0 > 。 在 此 之 后 ， 人子要在大荣  

耀 中 再 来 （但 那 时 间 只 有 父 神 知 道 ，第 

3 6 节 ）， 在 末 世 的 征 兆 中 ， 招聚祂的子民  

( 2 6 - 3 丨节 >。 审 判 临 到 以 色 列 之 前 ，这世 

代 也 不 会 过 去 （1 5 - 2 5 节 ） ； 所 以 ，昕者 

要 留 心 （3 2 - 3 5 节  >。 虽 然 人 子 再 来 的 曰  

子 是 更 遥 远 的 事 ， 耶 稣 也 提 出 同 样 的 警 吿  

(3(5-5 1节 ）： 这 事 件 是 必 定 会 发 生 ，但发 

生 的 时 间 却 不 能 确 定 ， 人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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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解和忠心， 因 为 这 事 件 是 关 乎 救 恩 和 审  

判的„ 为 使 这 教 训 更 淸 晰 ， 耶 稣 讲 了 十 童  

女 的 比 喻 （二 十 五 丨 - 1 3 > 和 按 才 干 接 受  

托 付 的 比 喻 （1 4 - 3 0 节 > 。 这 段 结 朿 的 时  

候，又 讲 了 绵 羊 和 山 羊 的 比 喻 （3 1 - 4 6节 > , 

提 糂 信 徒 要 赶 紧 善 待 “弟 兄 ”， 弟 兄 就 是  

指基 » 的 使 徒 ； 人 若 照 顾 基 锊 的 使 者 ， 为 

他 们 供 应 食 物 和 衣 服 ， 就 证 明 他 们 是 接 受  

了 使 徒 的 信 息 和 他 们 的 救 主 了 （参 十 4 0 -  

42 )„

往 各 各 他 的 路 （二 十 六 1至 二 十 七 2 6 >

像 是 回 应 耶 穌 自 己 的 预 言 一 样 ， 大 祭  

司 和 长 老 策 划 谋 杀 耶 穌 （二 十 六 1 • 5 > ， 

再 过 些 时 候 犹 大 就 会 帮 助 他 们 成 全 这 计 谋  

(14-丨6节>。耶 稣 在 伯 大 尼 受 裔 < 6 - 丨 3 节 > ,  

证 实 了 死 之 将 至 ， 也 彰 显 了 至 深 的 爱 。 逾 

越 节 的 晚 胬 （1 7 - 3 0 节 ） 说 明 要 成 全 这 个  

新的出埃及， 所 要 献 上 的 究 竟 是 怎 样 的 一 

个 祭 （参 二 1 5 ) ; 耶 稣 在 晚 胬 中 解 释 说 ， 

那 将 要 来 的 死 亡 是 为 赦 罪 而 献 的 赎 罪 祭  

(二十六 2 6 -；2 » ; 参 一  2 1 > , 这 晚 餐 也 是 预  

示 末 日 在 完 全 的 国 度 里 得 胜 罪 和 死 的 胜 利  

(二 十 六 2 9 > 。 耶 稣 在 客 西 马 尼 园 的 痛 苦  

节 > ， 表 示 要 承 担 其 子 民 之 罪 是 何  

等 可 惧 的 一 回 事 ； 最 后 ， 池 作 出 了 蜇 大 的  

抉择；放 弃 了 自 己 的 意 愿 ， 以 儿 子 的 身 分  

顺 从 了 父 神 的 旨 意 ， 以 致 圣 经 的 预 言 得 以  

应 验 （第 5 4 节 ； 参 赛 五 十 三  >。 既 是 为 受  

苦 而 来 的 神 仆 ， 耶 稣 就 拒 绝 一 切 足 以 阻  

挠 池 被 捕 的 试 探 （二 十 六 4 7 - 5 6 ) 。 犹 太  

人 的 敢 高 法 院 （犹 太 公 议 会  以 及 他 们  

最 高 级 的 宗 教 官 员 （大 祭 司 ） 控 告 耶 穌 亵  

渎神，因 为 祂 胆 敢 称 自 己 为 “基 督 ， 神的  

儿子” < 5 7 - 6 8节 ； 参 十 六 1 6 > 。 彼 得 好 像  

加 入 了 法 庭 内 拒 绝 耶 稣 的 人 群 一 样 ， 他 也  

否 认 与 耶 稣 相 识 （6 9 - 7 5 节 > ， 应 验 了 耶  

稣 的 预 言 （二 十 六 3 卜 3 5 > 。 犹 大 在 醒 觉  

中 自 寻 轻 生 （二 十 七 3 - 1 ( ) > 。 犹 太 人 把 耶  

穌 交 给 罗 马 巡 抚 彼 拉 多 （二 十 七 1 、 2 > ,  

因 为 只 有 他 有 权 宣 判 死 刑 ， 犹 太 人 知 道 彼  

拉 多 不 会 看 重 亵 渎 神 的 罪 名 ， 於 是 控 告 耶  

稣 在 政 治 上 对 该 撒 造 成 威 胁 （参 第 1 〗节 

最后， 彼 拉 多 的 宣 判 并 非 基 於 什 么 罪 名 或  

见证， 而 是 由 於 他 害 怕 群 众 的 压 力 和 暴 乱  

(11 . 2 5节 所 以 他 决 定 释 放 了 巴 拉 巴 ， 

却 把 耶 穌 交 给 人 钉 十 字 架 （第 ％ 节

耶 絲 的 死 （二 十 七 27- 6 6  >

经 过 罗 马 兵 丁 一 番 侮 辱 之 后 ， 耶 穌 被  

带 往 刑 场 ； 由 於 受 了 毐 打 ， 无 力 扛 抬 十 字  

架 ， 池 需 要 别 人 协 助 《二 十 七 2 7 - 3‘2 > 。 

为 了 保 持 脑 筋 淸 醒 ， 祂 拒 绝 了 兵 丁 所 供 应  

的 麻 醉 剂 （第 3 4 节 >。 祂 与 罪 犯 同 钉 （第 

3 8 节 证 实 了 祂 受 死 的 目 的 （参 一 ‘2丨>。

不 断 有 人 咒 骂 祂 、 讥 诮 祂 ， 完 全 漠 视 牌 子  

上 所 写 苕 的 事 实 ：“这 是 犹 太 人 的 王 耶 穌 ” 

( 3 7 - 4 4节 >。 飛 后 ， 耶 稣 在 黑 暗 中 呼 喊 出  

被 离 弃 的 痛 苦 ； 这 就 是 最 可 怕 的 事 情 （也 

是 耶 穌 在 客 西 马 尼 园 时 内 心 极 其 伤 痛 的 原

因 > , 是 承 担 罪 债 者 至 大 的 痛 苦 ----爱子

逍 父 神 离 弃 了 （4 5 - 4 9 节 > 。 大 声 喊 叫 之  

后 （参 约 十 九 3 0 > ， 耶 稣 就 死 了 （二 十 七  

5 0 > 。 当 下 池 受 死 的 救 赎 功 能 立 即 就 生 效  

了 （5 1 - 5 3节 ）： 犹 太 和 外 邦 的 罪 人 ， 现 

在 罪 已 被 赦 免 ， 得 以 来 到 圣 洁 的 神 面 前  

( 圣 殿 里 的 幔 子 已 裂 为 两 半  > ; 那 些 死 了  

的 人 ， 也 有 复 活 的 盼 望 。 这 时 候 承 认 耶 穌  

的 ， 是 外 邦 人 ， 而 不 是 犹 太 人 （二 十 七  

5 4 ; 与 二 十 六 6 3 - 6 5 成 强 烈 对 比  >， 正如  

在 起 初 一 样 （二丨- 1 2 )。 约 瑟 仔 细 地 安 排  

耶 穌 的 安 葬 ， 而 祭 司 长 和 法 利 赛 人 则 设 法  

拦 阻 耶 穌 的 能 力 ， 两 者 的 行 动 ， 正 好 成 了  

强 烈 的 对 比 《二 十七 5 7 - 6 6 > 。

救 主 之 得 胜 （二 十 八 丨-20)

在 大 荣 耀 、 能 力 和 喜 乐 中 ， 天 使 宣 告  

并 证 实 了 救 主 已 得 胜 死 亡 （二 十 八 1 - 7 > 。 

复 活 了 的 耶 稣 首 先 向 那 些 在 十 字 架 下 陪 伴  

着 祂 的 妇 女 显 现 （8 - 1 0节 ； 参 二 十 七 61, 

二 十 八 1 > 。 看 守 坟 墓 的 兵 丁 把 这 亊 向 犹  

太 人 报 告 时 ， 犹 太 人 的 反 应 ， 显 出 他 们 因  

这 难 以 否 认 的 事 实 ， 已 渐 渐 感 到 绝 望

< 1 1 - 1 5 节 > 。 耶 稣 —— 新 的 庫 西 ----在加

利 利 的 山 上 与 十 一 位 门 徒 会 面 （1 6 - 2 0  

节 继 续 向 他 们 发 出 训 令 。 现 在 祂 淸 楚  

地 把 传 福 音 的 使 命 说 出 来 ， 马 太 在 这 福 音  

书 的 开 始 就 早 已 为 此 事 下 了 布 局 ， 使 徒 要  

去 使 万 民 作 主 的 门 徒 ， 奉 三 一 神 的 名 为 他  

们 施 洗 ， 并 将 耶 稣 所 有 的 命 令 教 导 他 们 遵  

守 。众 使 徒 既 得 着 保 证 ：耶 穌 是 他 们 的 主 ， 

会 看 守 他 们 ； 祂 也 是 以 马 内 利 的 神 ， 与他  

们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他 们 就 奉 差 逍  

出 发 了 。

J .  K n o x  C h a m b l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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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符 突 福 音 " 4 2 1 :  • •马 可 福 咅 "

9 6 6 :  • 路 加 福 音 ， 9 3 7 :  •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 马 太 ， 9 9 1 :  “ 来 源 评 鉴 学 "

8 5 7 :  • 编 《 评 鉴 学 ” 1 6 6 。

参 考 书 目 ： j .  A .  A l e x a n d e r ,  T h e  

G o s p e l  A c c o r d i n g  to M a t t h e w ;  M .  S .  

A u g s b u r g e r ,  Matthew;  D.  Hill,  The G o s p e l  

o f  M a tthew ;  A .  H.  M c N e l l e ,  The  G o s p e l  

A c c o r d in g  to Matthew;  E.  S c h w e i z e r ,  The  

G o o d  N e w s  A c c o r d in g  to M a t th e w ;  S .  D.  

T o n s s a i n t ,  B eho ld  the K ing;  R . E . O .  W h i t e ,  

The M in d  o f  Matthew.

玛坦
Matian

t d n

O — 名 巴 力 祭 司 • •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杀 皇  

后 亚 他 利 雅 ， 拥 立 约 阿 施 为 犹 大 王 时 ， 这 

巴 力 祭 司 也 被 杀 死 （王 下 十 一  1 8 ; 代下  

二十 三 丨 7 ) 。

© 示 法 提 雅 的 父 亲 。 示 法 提 雅 是 西 底  

家 王 在 位 时 的 一 名 首 领 ， 也 是 迫 害 耶 利 米  

的 其 中 一 人 （耶 三 十 八 1 - 6 > 。

玛探雅
Maltaniah
m 3  t ^ n  yS

〇 犹 大 国 最 后 一 个 王 。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立 他 代 替 侄 儿 约 雅 斤 为 犹 大 王 ， 并 

将 他 的 名 字 改 为 西 底 家 （王 下 二 十 四 1 7 > 。 

列 王 纪 下 、 历 代 志 下 和 耶 利 米 书 都 称 他 为  

西 底 家 。

参■■西底家#  1 ” 1 65 7。

© 亚 萨 的 后 商 ， 被 掳 归 回 后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利 未 人 之 一 （代 上 九 1 5 ; 和 合 本  

的 尼 希 米 记 作 “玛 他 尼 ”， 尼 十 一 1 7 、22, 

十 二  8 、 2 5 、

参 ■•王马他尼#  1 * 990〇 

€>希 幔 的 儿 子 ， 大 卫 在 任 时 在 圣 所 中  

作 乐 师 的 （代 上 二 十 五 4 、 1 6 )。

© 利 未 人 亚 萨 的 后 裔 。 他 是 雅 哈 悉 的  

祖 先 ， 雅 哈 悉 是 约 沙 法 王 时 代 的 一 个 神 的  

使 者 （代 下 二 十 1 ̂  >。

@ 利 未 人 亚 萨 另 一 个 后 人 。 希 西 家 王  

在 位 时 ， 他 曾 协 助 洁 净 圣 殿 （代 下 二 十 九  

I 3 ) 〇

玛特利族
Matrites
m S  11 z U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一 个 家 族 。 以色 

位 君 王 扫 罗 就 是 来 自 这 家 族 （撒上十二厂

玛特列
Matred
m S  tb li^

以 东 王 哈 达 的 妻 子 米 希 他 别 的  

( 创 三 十 六 代 上 一  5 0 > 。

玛特乃
Mattenai
m i  n d i

〇 哈 顺 的 子 孙 。 在 被 掳 归 回 之 后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谕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 拉 十 3 3 > 。

© 巴 尼 的 子 孙 。 在 被 掳 归 回 之 后 ，他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谕 ， 把 外 邦 的 妻 子 休 弃 了  

( 拉 十 3 3 >。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 约 雅敬任大祭司的

日 子 ， 他 是 耶 路 撒 冷 约 雅 立 祭 司 家 族 的 领

袖 （尼 十 二 1 9 > 。

马提亚
Matthias
m d  tf

耶 稣 的 门 徒 ， 他 的 名 字 只 在 使 徒 行 传  

— 章 2 3 、 .2 (3节 提 及 ， 当 时 他 被 选 为 十 二  

使 徒 之 一 ， 代 替 加 略 人 犹 大 。

耶 稣 升 天 后 不 久 ， 彼 得 提 出 他 们 滞 $  

迭 出 另 一 位 使 徒 。 候 选 人 必 须 是 跟 随 耶 ^  

的 人 ， 从 祂 受 洗 开 始 ， 一 直 到 池 升 天 ^  

候 ， 都 跟 从 着 m , 并 且 必 须 是 主 叫  

个 见 证 人 。 符 合 这 些 条 件 的 有 两 众  

巴 撒 巴 ， 姓 犹 士 都 的 约 瑟 ， 和马提亚 ^采  

人 就 为 他 们 摇 签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彳  

用 投 票 的 形 式 > 。 无 论 所 用 的 方 法 阔  

马 提 亚 给 选 中 了 。 后 来 ， 使 徒 的 f 梦 安  

了 ， 包 括 十 二 使 徒 以 外 的 人 ， 如 马 捽  

多 尼 古 和 犹 尼 亚 。 圣 经 并 没 有 再 = 后是被 

亚 ， 不 过 传 统 说 他 在 犹 大 传 道 ’ 13 

犹 太 人 用 石 头 打 死 的 。

参 “ 使 徒 _ 1 4 2 4 。



m i  tu sa la 999

码土撒拉

Methuselah

,〇& to sa la
以 诺 的 儿 子 ， 拉 麦 的 父 亲 ， 挪 亚 的 祖  

父， 椟 於 塞 特 的 家 系 （创 五 2 1 - 2 7 ; 代 上  

一 3 ) » 玛 土 撒 拉 活 了  9 6 9 年 ， 在 圣 经 的 记  

# 中 是 最 长 寿 的 人 。 他 的 世 系 也 列 在 路 加  

的 耶 穌 家 谱 中 （路 三 3 7 > 。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镨 • 1 9 6 6 。

玛土撒利

Methushael 
mi s a  n

在 创 世 记 四 章 i b 节 的 记 戟 中 ， 他 是  

米 户 雅 利 的 儿 子 *

玛西拿

Marsena
mfi xl

亚 哈 随 鲁 王 的 7 个 波 斯 和 玛 代 大 臣 中  

的一位， 他 在 国 中 的 位 罝 只 是 次 於 亚 哈 随  

捂 而 已 （斯 一  1 U 。

玛西雅

Maaseiah, Mahseiah
m S  x l y S

O 当 大 卫 将 约 柜 从 俄 别 以 东 的 家 ， 搬 

到 耶 路 撒 冷 时 ， 由 利 未 人 委 派 与 大 卫 同 行  

的 一 个 歌 唱 者 （代 上 十 五 1 8 、 2 0 > 。

© — 位 将 领 ， 和 其 他 人 一 起 ， 帮 助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拥 立 约 阿 施 王 （代 下 二 十 三  

1)〇

© — 位 将 领 ， 帮 助 乌 西 雅 王 重 整 王 的  

军 队 （代 下 二 十 六 1 1 > 。

O 以 色 列 王 比 加 进 攻 犹 大 时 ， 被 杀 的  

一 个 皇 家 子 弟 （代 下 二 十 八 7 > »

€)约 西 亚 王 所 指 派 ， 帮 助 修 葺 圣 殿 的  

一 个 耶 路 撒 冷 官 长 （代 下 三 十 四 《>。

® ，0 ，© 3 位 祭 司 ， 在 被 摘 归 回 后 ， 昕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告 ， 休 弃 异 族 的 妻 子 （拉 十  

1»、 2 1 、 2 2 ) „

© 巴 哈 摩 押 的 儿 子 （拉十 3〇 > »

© 亚 撒 利 雅 的 父 亲 《 亚 撒 利 雅 是 耶 路  

撤 冷 城 墙 的 修 葺 者 之 一 （尼 三 2 3 > 。

® 以 斯 拉 向 百 姓 宣 读 律 法 时 的 一 个 侍  

从 （尼 八 4 > 。

® — 个 利 未 人 ，在 以 斯 拉 直 读 律 法 时 ， 

与 其 他 人 一 起 帮 助 百 姓 明 白 律 法 （尼 八  

7)„

① 在 尼 希 米 领 导 下 ，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统 领 （尼 十 2 5 > 。

< * >犹大统领， 巴 录 的 儿 子 。 他 和 那 些  

犁 签 得 以 住 在 重 逑 元 圣 城 的 人 ，一 起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尼 十 一  5 > 。 他 有 时 也 被 人 认  

为 就 是 历 代 志 上 九 章 5 节 所 提 到 的 亚 帅  

雅 。

© 便 雅 悯 支 派 以 铁 的 儿 子 ， 曾 被 迭 中  

得 以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 尼 十 一  7 > 。

©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奉 献 礼 中 吹 号 的 祭  

司 （尼 十 二 4 1 ) 。

®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墻 奉 献 礼 中 歌 唱 的 祭  

司 （尼 十 二 4 2 > 。

© 祭 司 西 番 雅 的 父 亲 。 西 底 家 王 曾 差  

逍 西 番 雅 和 巴 施 户 珥 去 见 耶 利 米 ， 寻 问 有  

关 尼 布 甲 尼 撒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事 （耶二  

十一丨、 2 , 二 十 九 2 5 > , 请 求 耶 利 米 为 耶  

路 撒 冷 祷 告 （耶 三 十 七 3 > 。

© 假 先 知 西 底 家 的 父 亲 。 这 位 西 底 家  

是 耶 利 米 的 对 头 ， 反 对 耶 利 米 所 说 耶 路 撒  

冷 城 会 被 尼 布 甲 尼 撒 攻 陷 的 预 言 （耶 二 十  

九 2 1

© 约 雅 敬 统 治 时 期 的 一 个 守 门 人 （耶 

三 十 五 4 > 。

® 巴 录 和 西 莱 雅 的 先 祖 ， 见 於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二 章 1 2节 及 五 十 一 章 5 9 节 。

玛西亚
Ma-aziah
m 3 x l  yh

〇 大 卫 统 治 时 期 ， 在 圣 殿 亊 奉 的 一 个  

利 未 人 （代 上 二 十 四 〗

©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一 个 利 未 人  

( 尼 十 8 > 。 有 时 候 被 认 为 是 被 掳 后 的 祭 司  

玛 底 雅 （尼 十 二 5 > 。

参 • 玛 底 雅 - 9 6 U

玛押
Maath
m<i y 3

在 路 加 福 音 记 录 的 家 谱 中 ， 耶 穌 的 祖  

先 （路 三 2 6 > 。

参 • 耶 穌 基 》 的 家 诮 • 1 9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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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
Maai
m 2  y 2

有 分 参 加 庆 祝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典  

礼 ， 负 责 吹 奏 乐 器 的 祭 司 （尼 十 二 3 6 > 。

蚂蚁
Ant
m 2  yT

— 种 昆 虫 ， 圣 经 用 作 夏 季 勤 劳 储 食 的  

榜 样 （箴 六 6 ， 三 十 2 5 > 。

参 • 动 物 （蚂蚁 ）" 3 2 9 。

玛云
Maon
m S  y u n

® 犹 大 山 地 一 个 主 要 的 城 邑 （书 十 五  

5 5 约 在 希 伯 仑 以 南 9 哩 。 大 卫 和 他 的  

跟 随 者 逃 避 扫 罗 时 ， 曾 躲 藏 在 这 里 （撒 上  

二 十 三 2 4 、 2 5 > 。 大 卫 的 妻 子 亚 比 该 是 来  

自 玛 云 的 （撒 上 二 十 五 ‘2 、 3 ) 。 学 者 认 为  

玛 云 就 是 现 今 的 迈 因 废 丘 ， 那 里 出 土 的 陶  

器 远 溯 自 大 卫 的 时 代 。

参 ‘米乌尼人 " 1 0 4 0。

© 沙 买 的 儿 子 ， 伯 夙 的 父 亲 （代 上 二  

4 5 > 。 他 可 能 是 伯 夙 居 民 的 元 祖 ， 也 可 能  

是 建 立 该 城 的 人 。 他 的 后 裔 也 许 就 是 士 师  

记 十 章 1 2节 的 马 云 人 。

买南
Menna
m d i  n ^ n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谱 ， 他 是 耶 稣 的 先  

祖 （路 三 31 >。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谱 _ 1 9 6 6。

麦比拉
Machpelah
m ^ i  b l  13

希 伯 仑 境 内 幔 利 附 近 的 一 块 田 ； 有 树  

木 和 一 个 山 洞 ， 洞 内 分 为 两 室 。 亚 伯 拉 罕  

曾 买 了 这 地 来 埋 葬 他 的 妻 子 撒 拉 。 卖 地 者  

是 赫 人 以 弗 仑 ， 成 交 价 是 4 0 0 舍 客 勒 银 子  

( 创 二 十 三 8 - 丨 9 > 。 后 来 ， 亚 伯 拉 罕 （二  

十 五 9 ) 、 以 撒 和 利 百 加 （四 十 九 3 0 、3丨>， 

以 及 雅 各 （五 十 丨 3 > , 都 是 葬 在 这 里 。 在

这 墓 地 的 上 面 ， 今 天 盖 了 — 座回  

地 从 前 无 疑 是 由 大 希 律 所 建 的 〜 寺 ，这 

物 ， 建 造 的 形 式 和 耶 路 撒 冷 哭 描 的 座 壤 攻  

似 。 第 四 世 纪 一 位 著 名 的 朝 圣 者 坡 相  

形 容 这 坟 墓 四 周 的 石 雕 美 丽 极 了  

雕 琢 的 石 刻 长 达 2 7 呎 。 亚 伯 拉 ^  1午多趣 

撒 拉 和 利 百 加 的 坟 墓 ， 都 是 用 裝 饰  

布 料 遮 盖 。 墓 穴 可 能 就 在 涧 里 的 J ^  

面 。 如 果 将 创 世 记 二 十 三 章 有 关 亚 伯 拉 $  

买 麦 比 拉 的 细 节 ， 和 赫 人 的 法 律 互 作 ^  

较 ， 我 们 就 更 能 看 见 这 段 事 迹 的 可 信 性  

经 文 着 重 的 提 及 树 木 的 数 目 、 做买卖  

银 钱 重 M ， 和 在 城 门 见 证 这 交 易 的 人 &  

些 琐 细 事 项 都 与 赫 人 的 法 律 吻 合 ； 若^族  

长 时 期 以 后 ， 这 些 法 律 可 能 早 已 被 人 遗 忘  

了 。 在 主 前 7 0 0 年 以 前 通 行 的 货 币 不 是 ^  

币 。 这 里 显 示 在 亚 伯 拉 罕 时 代 ， 舍客勒是 

用 作 重 f it 的 逛 度 ， 而 不 是 作 钱 币 用 的 ；因 

此 也 知 道 这 宗 买 卖 发 生 在 远 古 的 时 代 。

在 十 字 军 的 年 代 ， 不 少 基督 徒 和 犹 太  

教 的 朝 圣 者 ， 都 获 准 参 观 这 个 神 圣 的 墓  

穴 。 图 德 拉 的 便 雅 悯 拉 比 在 1 1 6 3 年写过 

这 样 的 话 ： “只 要 犹 太 人 向 守 墓 者 缴 付 -  

些 额 外 的 费 用 ， 守 墓 者 就 会 为 他 打 开 铁  

门 ， 这 道 铁 门 可 以 追 溯 至 我 们 已 安 息 的 祖  

先 的 年 代 。 进 墓 的 人 手 拿 蜡 烛 ， 就可以进 

到 第 一 个 墓 穴 ， 墓 是 空 的 。 他也可以进到  

第 二 个 墓 穴 。 最 后 ， 他 可 以 进 到 第 三 个  

穴 ； 里 面 有 （5个 坟 墓 —— 是 亚 伯 拉 罕 、以 

撒 、 雅 各 、 撒 拉 、 利 百 加 和 利 亚 的 坟 墓 ；t， 

它 们 相 对 排 列 。 洞 内 有 灯 ， 日 夜 都 点 着 。” 

自 十 字 军 时 代 以 后 ， 山 洞 的 进 口 都 封 闭  

了 。 在 圣 墓 的 围 墙 以 外 ， 雒 近 南 面 进 13^1 

石 阶 ， 围 墙 底 部 有 一 个 小 洞 ， 也 许 可 以 f  
到 圣 墓 里 。 在 希 伯 仑 的 犹 太 人 ， 都习惯 

这 个 小 洞 ， 将 写 了 字 的 纸 条 ， 抛 进 基 ’ 

给 他 们 的 祖 先 。

麦大迦得
Migdal-gad

d6 行於拉杳
厲 於 犹 大 支 派 的 一 个 村 庄 ， 仪 ^熊 软

的 高 原 地 带 （书 十 五 3 7 > 。 这 村 庄  

是 美 得 拉 废 墟 ， 在 努 威 尔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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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
Melchi
m i i  j i

〇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耶 稣 家 谱 ， 他 是 雅  

拿 的 儿 子 （路 三 2 4 > 。

©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耶 稣 家 谱 ， 他 是 亚  

底 的 儿 子 （路 三 2 8 > 。

# * •耶穌基督的家谓 " 1 9 6 6。

麦基舒亚
Malchishua
m l i  j l  s h u

扫 罗 王 的 第 三 子 （撒 上 十 四 4 9 ; 代  

上八3 3 ， 九 3 9 ) 。 他 在 基 利 波 一 役 中 ， 被 

非 利 士 人 所 杀 （撒 上 三 十 一  2 ; 代 上 十 2 > 。

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m^i j ； x l  d 6

圣 经 中 一 个 神 秘 人 物 ， 其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仁 义 王 ”。 有 关 这 位 既 是 祭 司 ， 又是  

王 的 麦 基 洗 德 ， 他 的 历 史 事 迹 记 载 在 创 世

记十四章丨《至 ‘2 ( )节、 诗 篇 -----〇 篇 4 节 ，

以 及 希 伯 来 书 五 章 1 0 节 、 六 章 ‘2 0 节 、 七 

章1至 17节 。

在 创 世 记 （创 十 四 1 8 - 2 0 〉

以 拦 王 基 大 老 玛 跟 另 外 3 位 米 所 波 大  

米的王联盟， 在 死 海 海 岸 附 近 ， 袭 击 由 五  

王 组 成 的 賊 国 联 盟 。 在 继 后 的 屠 杀 和 抢 掠  

中，米 所 波 大 米 的 联 盟 把 亚 伯 拉 罕 的 侄 儿  

罗 得 和 罗 得 的 家 人 财 物 掳 去 了 （创 十 四 1- 

亚 伯 拉 罕 带 着 壮 丁 追 击 那 些 掳 掠 罗  

得的人，取 得 胜 利 ， 把 被 掳 掠 的 一 切 财 物  

夺回，连 罗 得 及 其 家 人 也 一 同 救 出 来 （十 

四 1:3-1(5 > 〇

亚 伯 拉 罕 战 罢 归 来 时 ， 不 单 受 到 死 海  

同 盟 国 诸 王 的 欢 迎 和 感 谢 ， 也 受 撒 冷 王 麦  

基 洗 德 的 迎 接 ， 麦 基 洗 德 给 亚 伯 拉 罕 带 来  

饼和酒， 并 以 “至 高 神 的 祭 司 ” 的 身 分 为  

他 祝 福 （十 四 1 B  > 。 撒 冷 就 是 耶 路 撒 冷  

( 参 诗 七 十 六 2 ) 。 至 髙 神 并 不 是 迦 南 异 教  

的神衹，而 是 创 造 天 地 的 真 神 ， 这 观 念 在  

迦 南 宗 教 中 是 没 有 的 （参 创 十 四 ‘2 2 ; 诗 

七1 7 , 四 十 七 ‘2 , 五 十 七 2 ， 七 十 八 5 6 > 。 

麦 基 洗 德 眘 得 很 准 确 ， 知 道 亚 伯 拉 罕 所 敬

拜 的 神 与 他 的 神 相 同 （十 四 2 2 > , 并 为 了  

神 賜 给 亚 伯 拉 罕 的 胜 利 而 赞 美 祂 （第 2 0  

节 > 。 亚 伯 拉 罕 与 麦 基 洗 德 敬 拜 同 一 位 独  

— 真 神 ， 接 受 了 他 的 礼 物 和 祝 福 ， 并 “把 

所 得 的 拿 出 十 分 之 一 来 ， 给 麦 基 洗 德 ” 

( 第 2 0 节 >， 藉 此 承 认 麦 基 洗 德 作 族 长 的  

祭 司 ， 有 更 高 的 厲 灵 位 分 。 相 反 ， 亚 伯 拉  

罕 拒 绝 所 多 玛 王 的 财 物 ， 免 得 与 迦 南 的 多  

神 宗 教 扯 上 关 系 （2 1 - 2 4节 ）。

到 底 麦 基 洗 德 对 真 神 的 认 识 是 从 接 近  

洪 水 的 那 几 个 世 代 的 传 统 而 来 ， 还 是 像 亚  

伯 拉 罕 一 样 ， 直 接 蒙 神 启 示 ， 从 异 教 信 仰  

中 出 来 ， 归 信 一 神 信 仰 ？ 这 是 个 值 得 思 考  

的 问 题 。至 少 希 伯 来 书 七 章 3节 告 诉 我 们 ， 

麦 基 洗 德 的 祭 司 位 分 是 独 特 的 ， 并 非 从 祭  

司 家 系 而 来 。

在 诗 篇  ( 诗 ---- 〇4)

在 这 弥 赛 亚 诗 篇 中 ， 大 卫 看 见 一 位 比  

他 更 大 的 ， 他 称 这 一 位 为 “主 ” （第 1 

节 ； 参 可 十 二 3 5 - 3 7  ) 。 那 么 ， 弥 赛 亚 王  

就 不 会 是 现 世 一 位 君 王 的 理 想 化 身 ， 而是  

一 位 将 要 来 的 王 。 他 也 不 会 纯 粹 是 人 ， 而 

是 比 人 更 高 一 等 的 „ 弥 赛 亚 是 神 的 儿 子 ， 

也 是 大 卫 的 子 孙 。 第 4 节 的 话 是 神 对 弥 赛  

亚 说 的 ： “你 是 照 着 麦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永 远  

为 祭 司 ”。 这 句 话 的 意 义 就 留 待 受 神 默 示  

的 希 伯 来 书 作 者 去 阐 释 了 。

在希伯来书  ( 来 五 6-1 1 ， 六 2 0 至七

亚 伦 的 祭 司 职 分 已 被 基 督 更 高 的 祭 司  

职 分 超 越 了 。 麦 基 洗 德 的 祭 司 等 次 说 明 了  

基 督 祭 司 职 分 的 超 越 性 。 首 先 ， 基 督 与 麦  

基 洗 德 都 是 仁 义 王 和 平 安 王 （来 七 1 、2 > 。 

第 二 ， 两 者 的 祭 司 体 系 都 不 是 从 家 族 的 系  

统 承 袭 而 来 的 （第 3 节 ）。 第 三 ， 两 者 都  

是 “永 远 作 祭 司 ” （第 3 节 ，新 译 本 ； 按 ： 

和 合 本 将 这 句 子 放 在 第 1 节 > 。 可 见 麦 基  

洗 德 的 祭 司 职 分 超 越 了 亚 伦 和 利 未 支 派 的  

祭 司 职 分 。 麦 基 洗 德 也 超 越 利 未 的 先 祖 亚  

伯 拉 罕 ， 因 为 麦 基 洗 德 賜 礼 物 予 亚 伯 拉  

罕 ， 又 替 他 祝 福 ， 并 且 从 他 手 中 接 受 十 分  

一 的 供 献 （4 - 1 0 节 > ; 大 卫 预 言 麦 基 洗

德 的 祭 司 系 统 超 越 利 未 支 派 的 祭 司 系 统 ， 

显 出 后 者 的 不 完 美 （1 1•丨9 节 > ; 弥 赛 亚  

的 麦 基 洗 德 祭 司 等 次 有 神 的 誓 言 作 实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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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支 派 的 祭 司 等 次 则 没 有 （2 0 - 2 2 节 ） ； 

还 有 麦 基 洗 德 祭 司 等 次 的 特 色 是 长 远 而 永  

久 的 （2 3 -‘2 5 节 〉。

根 据 希 伯 来 书 七 章 3 节 ， 有 人 甚 至 说  

麦 基 洗 德 是 神 亲 自 的 显 现 ， 或 旧 约 时 代 基  

督 在 道 成 肉 身 前 的 显 现 ： “他 无 父 ， 无 母 ， 

无 族 谓 ， 无 生 之 始 ， 无 命 之 终 ”。 然 而 ， 

这 节 经 文 只 是 告 诉 我 们 他 的 祭 司 职 任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不 是 从 祭 司 家 族 体 系 承 袭 而 来  

的 。 麦 基 洗 德 的 祭 司 职 责 是 神 特 别 的 委  

任 ， 因 此 是 基 督 耶 穌 祭 司 职 分 的 预 表 。 麦 

基 洗 德 “与 神 的 儿 子 相 似 ” < 第 3 节 > ， B音 

示 他 本 身 并 不 是 神 的 儿 子 。 有 人 认 为 麦 基  

洗 德 就 是 以 色 列 的 先 祖 闪 ， 但 这 论 点 是 没  

有 任 何 证 据 作 支 持 的 。

F . D u a n e  L i n d s e y  

参 • 希 伯 来 书 • 1646: •祭司和利未人 "

669〇

麦玛拿
Madmannah
m 5 i n 厶

〇 迦 勒 的 后 商 ， 沙 亚 弗 的 儿 子 （代上

二 。

© 扰 大 地 南 部 的 城 市 ， 名 字 载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3 丨节， 又 名 伯 玛 加 博 。

参 - 伯 玛 加 博 _ 1 9 U

麦邱立神
Mercurius, Mercury
m 5 i  q i Q 11 s h 6 n

罗 马 商 业 之 神 ， 相 当 於 希 腊 之 希 耳

米 。

参 • 希 耳 米 • 1 6 6 1 。

麦西
Mizraim
m ^ i  x l

指 埃 及 地 或 埃 及 人 的 希 伯 来 字 ， 但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麦 西 应 是 位 於 以 东 边 境 或  

叙 利 亚 北 部 的 一 个 地 方 。 创 世 记 十 章 (;节 

称 麦 西 为 含 的 次 子 ， 在 迦 南 的 南 部 定 居 .. 

创 世 记 十 章 丨 3 、 丨4 节 和 以 赛 亚 书 章  

M 节 把 麦 西 （埃 及 ） 和 帕 斯 鲁 细 （巴 忒  

罗 ） 分 别 出 来 ； 帕 斯 得 细 就 是 上 埃 及  

( 埃 及 联 合 王 国 的 南 半 部 ） ---- 但 是 在 有

关 麦 西 的 7 0 0 份 左 右 的 资 料 中 ， 多半沒有 

把 埃 及 王 国 分 成 两 部 分 ， 而麦西是指增  

及 全 境 。

参 " 埃 及 " 1 2。

曼 德 拉 草 / 风茄
Mandrake
m ^ n d 6 la c ^ o  / f e n g  q i £

地 中 海 草 本 植 物 ， 人相信它有催悄的  

作 用 （创 三 十  > ; 它 又 以 其 香 味 著 名 （歌 

七

参 • 植 物 （曼 徳 拉 草 ）" 2 2 9 2 。

幔利
Mamre
m ^ n  1!

〇 “幔 利 平 原 ” 这 块 地 的 主 人 。他是 

— 个 亚 摩 利 人 ， 有 两 个 兄 弟 ： 以实各和亚 

乃 （创 十 四 1 3 > 。 他 们 兄 弟 三 人 都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盟 友 ， 曾 帮 助 亚 伯 拉 罕 击 畋 敌 人 ， 

救 回 侄 儿 罗 得 。

© 亚 伯 拉 罕 住 处 附 近 的 一 个 橡 园 ，该 

名 字 来 自 一 位 亚 摩 利 人 ， 他曾协助亚伯拉  

罕 击 畋 基 大 老 玛 ， 拯 救 罗 得 （创十四丨3、 

亚 伯 拉 罕 曾 在 幔 利 的 橡 树 下 筑 了 -  

座 坛 （十 三 1 8 >  ; 当 日 他 迎 接 3个神秘的 

访 客 时 ， 也 就 正 坐 在 这 树 底 下 （第十八 

章 > ; 神 与 亚 伯 拉 罕 立 约 的 仪 式 ，也很可 

能 在 幔 利 进 行 （第 十 五 章  > ; 以撒和雅各 

亦 曾 住 在 这 里 （三 十 五 2 7 > 。

创 世 记 以 外 ， 圣 经 再 没 有 提 及 幔 利 ， 

但 这 地 方 一 直 都 是 一 个 敬 拜 神 的 重 要 地  

方 ， 有 许 多 传 说 都 是 环 绕 幔 利 圣 树 的 。在 

第 一 世 纪 ， 朝 圣 者 都 往 幔 利 去 敬 仰 那 树 „  

根 据 所 左 门 努 （《教 会 史 > 2 . 4 ) 的记软， 

犹 太 教 徒 、 基 督 徒 和 异 教 徒 都 各 自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在 那 地 敬 拜 。

很 可 能 因 为 幔 利 的 敬 拜 并 非 正 统 ， 

耶 路 撒 冷 无 意 过 问 ， 故 此 ， 创世记以外  

的 经 文 就 没 有 再 提 及 幔 利 。 甚至她的位  

S 也 很 含 糊 ， 有 人 说 幔 利 的 橡 树  < —捭 

或 多 棵  > 就 在 希 伯 仑 （创 十 三 1 8 > 和 麦  

比 拉 附 近 ； 麦 比 拉 是 安 葬 族 长 和 他 们 袠  

子 的 地 方 （二 十 三 1 7 、 1 9 , 二 十 五 四  

十 九 3 〇 , 五 十 丨 3 > 。 后 来 ， 希伯仑这新城  

市 兴 起 ， 她 的 知 名 度 就 盖 过 了 幔 利 的 旧



爹地了 ̂ • 学 家 在 希 伯 仑 以 北 丨 ％ 哩 以 外 拉  

的 山 冈 ， 把 w 利 发 掘 出 来 。 美达  

铒埃卞3 律 时 期 的 一 堵 城 墙 ， 以 及 朝 圣 者  

物 和 金 钱 的 并 。 在 这 地 的 东 面 ’ 君 
了 一 座 有 两 条 前 廊 的 罗 马 型 礼 拜  

士坦I 示 这 仍 是 一 个 祷 告 的 地 方 。 这 地 点  

心 能 是 名 声 不 好 的 “他 利 宾 陀 市 集 ” 的 

也 哈 德 良 曾 在 那 里 把 巴 柯 巴 之 战  

的 俘 虏 卖 作 奴 隶 。 主 前 九 至  

的 陶 器 显 示 以 色 列 人 早 期 在 那 地 的

居住状况。
参 • 亚 伯 拉 罕 • 1 8 3 2 。

r W ..' l

幔列的废墟

枝利的橡树
OaksofMamre
m i n  li d e  x i ^ n g  s h C i

亚 伯 拉 罕 和 以 撒 故 事 中 常 出 现 的 一 个  

地 方 （创 十三丨 8 > 。

参 “慢 利 # 2 "  1 0 0 2。

校子
Curtains
m ^ n zi

至 参 -家 具 - 695: “房 厘 • 3 8 9 :  *会幕.

^  5 9 6： “殿 甩 的 幔 子 ” 3 2 0 。

Anchor

叫〇

逢。挣2 挣 船 设 备 。 用 锚 链 或 锚 索 与 船 相  

咳，船 3 抛 下 ， 借 助 其 重 班 及 铁 爪 抓 住 水  

人 们 不 会 飘 ■ 走 " 基 督 诞 生 数 世 纪 之 前 ， 

石失，产 使 用 铺 ， 起 初 只 是 用 一 块 很 觅 的  
Q 来 演 进 为 用 铅 砣 或 用 石 头 加 蜇 的

fn^n 11 de x ian g  shu l 〇〇3

木 钩 。 基 督 时 期 以 后 不 久 便 有 类 似 今 日 的  

铁 锚 。 路 加 在 描 述 使 徒 保 罗 往 罗 马 的 航 程  

时 ， 几 次 提 到 锚 （徒 二 十 七 〗3 、 2 9 、 3〇、 

4 0  >。 希 伯 来 书 六 章 1 9 节 则 用 “锚 ”， 比 

喻 神 对 拯 救 一 切 信 祂 的 人 的 应 许 是 永 不 动  

摇 的 。

毛 虫 / 蚂蚱
Caterpillar
m 5 o  c h 6 n g  / m i  z h a

蛾 类 昆 虫 如 蝴 蝶 、 蛾 子 等 的 幼 虫 。 

参 - 动 物 （毛虫）" 3 2 9。

昴星
Pleiades
m 5 o  x l n g

位 於 天 空 东 面 的 一 个 星 座 之 名 字 ， 这 

星 座 由 6 颗 明 亮 的 星 和 许 多 较 暗 的 群 星 组  

成 。 用 望 远 镜 拍 摄 时 ， 这 星 群 好 像 被 一 些  

气 流 系 在 一 起 似 的 。 约 伯 所 发 出 的 一 个 问  

题 反 映 了 这 现 象 ， 他 说 ： “你 能 系 住 昴 星  

的 结 吗 ？ ” 《伯 三 十 八 31)

栉
Hat
m i o

参 ••服 饰 ” 4 2 3 。

贸易路线
Trade Routes
m ^ o  y l  lii x i ^ n

参 • 工 商 业 . 4 9 7 : - 旅 游 和 交 通 ” 9 2 8 »

梅 翠 提 斯 / 桶
Metretes
m 6 i  c u l  t i  s i  /  t 6 n g

希 腊 文 一 种 液 蛩 单 位 ， 约 相 等 於 10 

加 仑 。

参 “ 度 畺 衡 （梅 翠 提 斯 广 3 5 4 。

每拉
Myra
m 5 i 13

位 於 小 亚 细 亚 南 岸 吕 家 省 的  

城 市 ， 即 现 今 土 耳 其 的 丹 每 利 u 

行 传 二 十 七 章 r)至 (; 节 的 记 载 ，

一 个 港 口  

根 据 使 徒  

保 罗 与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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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他 的 百 夫 长 曾 在 这 里 稍 为 停 留 ， 然 后 转  

船 往 罗 马 去 接 受 审 讯 。

美丽
Beauty
m £ i 1)

丰 物 之 各 项 品 质 协 调 — 致 ， 令 人 赏 心  

悦 目 。 从 出 土 器 物 可 以 发 现 ， 古 希 伯 来 人  

似 有 重 实 用 而 轻 文 饰 的 倾 向 。 例 如 ： 希 伯  

来 的 陶 器 比 迦 南 的 陶 器 较 为 笨 重 。 不 过 仅  

根 据 器 物 的 制 作 ， 不 能 断 言 希 伯 来 人 缺 乏  

审 美 观 。

旧 约 称 神 的 创 造 为 美 （创 二 9 ; 伯 二  

十 六 1 3 ; 诗 十 九 1 - 6 ; 歌 六 1 0 > , 称 迦 南  

地 为 “美 地 ” （耶 三 1 9 ) , 称 耶 路 撒 冷 为  

“华 美 ” 或 “全 美 ” 之 城 （赛 五 十 二 1; 

哀 二 1 5 > ， 称 圣 殿 之 一 门 为 “美 门 ” （徒 

三 2 、 1〇>。 利 巴 嫩 山 脉 自 然 眾 观 之 壮 美 ， 

向 为 希 伯 来 人 赞 叹 不 已 《诗 一 〇 四 16; 

赛 六 十 1 3 > 。 北 国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定 都 得 撒  

( 王 上 十 五 3 3 ) ; “得 撒 ’’即 “美 妍 ” 之 

意 ， 因 其 承 色 秀 美 怡 人 。

虽 然 希 伯 来 人 并 不 像 希 腊 人 那 样 髙 度  

赞 美 人 类 的 形 体 美 ， 但 从 旧 约 来 看 ， 他 们  

也 自 有 心 目 中 理 想 的 仪 容 。 雅 歌 的 几 首 抒  

情 诗 ， 把 新 郎 眼 中 的 新 娘 的 美 艳 描 写 得 淋  

漓 尽 致 《肷 四 1 - 1 「) ， 六 4 ̂ 这 样 对 新 娘  

貌 美 的 称 颂 ， 大 槪 是 以 色 列 人 婚 礼 的 传 统  

特 色 。 旧 约 中 也 提 及 几 位 容 貌 绝 美 的 妇 人  

( 创 二 十 九 1 7 ; 撒 下 十 一 2 ; 斯 二 7 > 。 然 

而 ， 以 圣 经 的 标 准 来 看 ， 仪 表 美 是 远 在 心  

灵 美 之 下 的 ， 勤 奋 、 能 干 、 虔 敬 更 为 重 要  

(箴 三 十 一 1 0 - 3 1 ) 。 圣 经 中 也 提 到 有 名 的  

美 男 子 ， 如 大 卫 （撒 上 十 六 丨 2 > 和 押 沙  

龙 （撒 下 十 四 2 5 > 。 此 外 ， 旧 约 时 代 也 早  

已 有 了 化 妆 品 、 珠 宝 及 其 他 种 种 饰 物 ， 作 

为 妇 女 美 容 装 扮 的 必 需 品 。 先 知 以 赛 亚 曾  

列 举 当 时 的 装 饰 用 品 （赛 三 1 8 - 2 4  > , 以 

西 结 也 曾 提 及 当 日 流 行 的 美 容 （结 十 六  

1<)-丨3 ) 。 再 如 以 色 列 人 的 崇 拜 典 礼 也 极  

强 调 美 的 一 面 ， 如 大 祭 司 的 圣 服 都 有 精 心  

的 设 计 ， “为 荣 耀 ， 为 华 美 （出 二 十 八 2 、 

4 ( ) >。
旧 约 也 提 到 神 的 美 ， 如 称 神 恩 为 “神  

的 荣 美 ” < 诗 九 十 丨 7 ) 。 先 知 以 赛 亚 记 录  

神 应 许 给 扯 的 百 姓 以 “美 ” （华 冠 > ， 代

替 “灰 尘 ” （赛 六 H ----3 > 。 诗篇的作者表

示 渴 望 一 生 一 世 住 在 神 的 圣 殿 中 ，“瞻仰 

他 的 荣 美 ” （诗 二 十 七 4 ) 。 以赛亚描写神  

之 於 池 那 些 虔 诚 的 遗 民 ， 就 如 同 “荣冠$  

冕 ’’（赛 二 十 八 5 > ， 又 称 弥 赛 亚 为 “荣美 

之 王 ’’ （赛 三 十 三 1 7 > 。 由以上种种可见  

旧 约 “美 ” 的 观 念 较 之 仪 容 形 体 之 美 ，具 

有 更 深 刻 的 含 义 ， 旧 约 的美 是 用 以 表 征 神  

本 体 荣 耀 的 神 学 概 念 。

新 约 敦 促 信 徒 在 生 活 上 “尊 荣 ”救主 

的 道 ， 使 未 信 的 众 人 受 主 的 道 吸 引 （多二 

1〇>。 那 些 传 蓰 揩 福 音 的 人 ， 也被称为有 

“佳 美 的 脚 踪 （罗 十 保 罗 和 彼 得 俱  

谇 告 信 主 的 妇 女 ， 万 勿 满 足 於 仪 容 服 饰 之  

美 （提 前 二 9 、 1(>> ; 美好 的品性才是真

正 敬 虔 的 装 饰  < 彼 前 三 圣 经 并 将  

信 徒 的 天 家 ， 比 作 华 美 如 新 娘 的 “新耶路 

撒 冷 ” （启 二 十 一  2 > ， 又 比 作光 彩 夺 目的  

精 美 宝 石 （启 四 3 >。

美门
Beautiful Gate
m i i  m 6n

希 律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庭 院 中 之 一  

门 ； 彼 得 与 约 翰 两 位 使 徒 曾 於 该 处 ，行神 

迹 医 好 一 个 先 天 性 的 瘸 者 （徒 三 2、 丨〇). 

此 门 的 确 实 位 迓 已 难 査 究 ， 可 能 是 从 “外 

邦 人 院 ” 进 到 “女 院 ” 所 经 过 的 门 ，犹太 

史 家 约 瑟 夫 称 之 为 “哥 林 多 门 ”， 因为该 

门 用 哥 林 多 所 产 之 铜 建 造 。 据约瑟夫记  

载 ， 此 门 高 7 5 呎 ， 宽 6 0 呎 。 另有橄榄山  

出 土 的 碑 铭 ， 记 载 建 造 此 门 的 工 匠 是 一 位  

亚 历 山 太 的 犹 太 人 ， 名 “尼 迦 挪 ”。

参 " 会 幕 . 圣 殿 ” 5 9 6 。

每西亚
Mysia
m di x l

小 亚 细 亚 西 北 面 的 地 区 （现今的土耳 

其 h 每 西 亚 历 史 久 远 ， 於 主 前 丨 3 3年渐 

渐 合 并 入 罗 马 帝 国 ， 成 为 亚 西 亚 省 的 一 部  

分 。 在 合 并 前 约 1 5 0 年 ， 每西亚颀於别迦  

摩 王 国 。 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7 至 8 节记载使 

徒 保 罗 的 行 程 时 ， 说 他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曾 经 过 这 地 区 ， 却 没 有 在 那 里 传 道 。

参 ••另IJ迦 摩 ” 1 7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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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耶昆
Me-jarkon
m6i y5 kun

描 写 但 支 派 所 分 得 的 地 业 所 用 的 一 个  

地 理 名 词 （书 十 九 4 6 ) 。 美 耶 昆 大 槪 不 是  

一个城镇， 而 似 乎 是 一 条 河 流 （奧 耶 河 〉 

的名字，这 河 从 亚 非 克 的 泉 水 流 向 大 海 ， 

横 跨 沿 岸 的 平 原 ， 在 约 帕 以 北 4 哩 流 入 大  

海。这 河 是 南 北 交 通 一 个 很 大 的 障 碍 ， 但 

沿 笤 河 岸 有 许 多 古 代 的 遗 迹 证 明 其 重 要  

性；它 是 从 海 岸 进 入 内 陆 的 一 条 通 道 。

G a te
m6n

参 “建 筑 " 745: •城市- 2 1 9 »

门i
Lintel
m6n m6i

设 置 於 门 上 的 横 梁 ， 用 木 或 石 头 造  

成。竖 立 在 门 的 两 边 ， 用 以 承 托 门 楣 的 柱  

子，称 为 “侧 柱 ”， 或 简 称 “门 框 ”。

在 出 埃 及 记 十 二 章 1 1 至 1 3 节 ， 神 指  

示 以 色 列 人 要 为 第 十 灾 （即 死 亡 之 灾 > 作 

好准备， 也 预 备 过 第 一 个 逾 越 节 。 在 宰 杀  

了 一 只 羊 羔 后 （第 6 节 > ， 以 色 列 人 要 把  

羊 羔 的 血 “涂 在 吃 羊 羔 的 房 屋 左 右 的 门 框  

上和门楣上” （第 7 节 > 。

列 王 纪 上 六 章 3 丨 节 如 此 描 述 所 罗 门  

建造 的 圣 殿 ： “又 用 橄 榄 木 制 造 内 殿 的 门  

扇、门 楣 、门 框 ； 门 口 有 域 的 五 分 之 一 。” 

从 希 伯 来 文 看 来 ， 其 中 的 意 思 有 点 难 以 确  

定。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译 为 ： “门 楣 及 五 面  

的 门 框 新 英 语 译 本 贝 I J用 “壁 柱 ” 来 代  

替 “门 框 ”。 可 能 因 为 门 口 的 顶 部 是 两 边  

倾 斜 的 ， 用 两 条 梁 木 彼 此 支 撑 （拱 形 ）， 

而 非 用 一 条 撗 梁 来 支 採 。

在 阿 摩 司 书 九 章 1 节 及 西 番 雅 书 二 章  

M 节 ，钦 定 本 译 作 “门 楣 ” 的 希 伯 来 字 ， 

应 指 “柱 顶 ” （参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和 合 本 ）。

参 - 建 筑 ” 7 4 5 。

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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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随 、 效 法 某 人 的 行 事 为 人 ， 并 愿 终  

生 遵 奉 其 所 教 者 ， 就 是 该 人 的 门 徒 。 圣经  

用 “门 徒 ” 一 词 者 ， 大 多 见 於 四 福 音 书 和  

使 徒 行 传 。 以 赛 亚 书 原 文 所 用 的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也 有 相 类 的 意 思 。 该 字 於 以 赛 亚 书 八  

章 1 6 节 和 合 本 译 作 “门 徒 ”， 於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章 4 节 和 五 十 四 章 丨 3 节 两 处 ， 则分 别  

译 作 " 受 教 者 ” 和 “受 …… 的 教 训 ”。 既 

提 到 施 教 的 和 受 教 的 ， 门 徒 的 含 义 也 就 显  

然 若 现 了 。

耶稣的门徒

从 四 福 音 来 看 ，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环 境  

下 ， 因 受 耶 稣 权 能 感 召 而 跟 从 耶 稣 的 人 ， 

不 止 那 1 2 位 ； 所 有 凡 听 从 他 的 教 导 、 立 

志 跟 随 祂 的 人 ， 都 是 池 的 门 徒 。 当 时 传 经  

授 道 之 风 正 盛 ， 拥 有 门 徒 的 人 实 不 在 少  

数 。著 名 的 如 法 利 赛 人 （可 二 8 ; 路 五 3 3 > ， 

如 施 洗 约 翰 （太 九 1 4 > ， 也 都 是 徒 众 盈 门  

的 。 各 家 有 各 家 之 规 ， 各 门 有 各 门 之 道 。 

例 如 施 洗 约 翰 之 所 传 就 较 耶 稣 之 所 传 ， 略 

具 苦 行 主 义 倾 向 （太 九 1 4 > , 而 且 所 教 者  

不 仅 为 人 行 亊 之 道 ， 更 有 祈 祷 的 方 法 （路

H —  1 ) 〇

与 其 他 人 的 门 徒 相 比 ， 耶 稣 的 门 徒 可  

以 说 是 “得 天 独 厚 ” 的 。 他 们 不 仅 从 耶 稣  

直 接 的 教 训 、 说 理 论 道 、 言 谈 举 止 、 行事  

为 人 中 获 得 教 益 （可 十 2 1 > ， 而 且 有 幸 见  

证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的 一 出 救 世 伟 剧 之 逐 渐 展  

开 。 他 们 跟 从 的 老 师 本 身 就 是 道 的 实 体 ， 

第 一 批 门 徒 从 耶 稣 受 教 ， 是 点 滴 积 累 的 ， 

— 方 面 是 要 逐 步 消 除 他 们 错 误 的 观 念 （太 

十 六 2 1 > ， 更 主 要 的 是 因 为 耶 稣 所 言 所 行  

的 意 义 ， 只 有 在 祂 死 而 复 活 之 后 ， 才 能 全  

部 显 现 出 来 （太 二 十 八 9 ) 。 因 此 “门 徒  

训 练 ” 的 全 部 过 程 包 括 3 个 阶 段 ： 耶 稣 在  

世 传 道 时 期 ； 他 死 而 复 活 之 后 ； 五 旬 节 圣  

灵 显 现 之 后 。 圣 灵 使 门 徒 彻 底 明 白 了 耶 穌  

在 世 时 ， 他 们 尚 “担 当 不 了 ” 的 伟 大 真 理  

( 约 十 六 1 2 > ， 从 而 完 成 了 耶 穌 对 首 批 门  

徒 授 业 的 煨 后 阶 段 。

耶 稣 的 首 批 门 徒 （包 括 最 初 的 1 2 人 

和 稍 后 的 7 0 人 ， 太 二 十 六 ‘2 0 ; 路十丨>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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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池 亲 自 授 业 ， 再 转 而 授 业 於 他 人 （路 十  

1-1 1> ; 他 们 也 从 主 得 到 了 治 病 救 人 的  

权 能 （太 十 1 >。 他 们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将 基  

督 救 世 之 道 传 播 开 去 。 丨2 个 门 徒 （加 略  

人 犹 大 后 为 马 提 亚 所 代 替 ， 徒 一  2 6 > 更 

负 有 特 殊 使 命 ， 他 们 都 成 了 当 时 崛 起 的 基  

督 教 会 的 主 要 领 袖 他 们 在 教 会 中 的 权 柄  

是 基 督 亲 授 的 （太 十 六 1 9 , 二 十 八 1 6 - ‘2 0 > ， 

是 要 舍 己 为 人 的 服 侍 （路 二 十 二 2 4 - 3 0 ) 。 

惟 有 这 1 2 个 门 徒 ， 再 加 上 后 来 的 大 数 人  

扫 罗 ， 才 享 有 “使 徒 ” 的 称 号 （不 过 ， 这  

个 称 号 后 来 也 偶 有 较 广 泛 的 用 法  > 。 扫 罗  

在 往 大 马 色 的 路 上 得 见 复 活 主 的 显 现 ， 因 

而 归 主 ， 并 受 命 （加 一 丨 2 、 1 6 ) 为 外 邦  

的 使 徒 （徒 九 15 >„

基 督 在 升 天 之 际 ， 曾 命 第 一 批 门 徒  

“使 万 民 作 我 的 门 徒 ” （太 二 十 八 1 9 ) ， 因 

此 使 徒 行 传 以 “门 徒 ” 一 词 泛 指 一 切 承 认  

基 督 为 主 的 信 徒 （徒 六 〗 、 ‘2 、 7 , 九 3 6 ,  

十一  2 6 > 。 这 些 信 徒 虽 非 基 督 所 亲 授 ， 但 

他 们 是 从 首 批 门 徒 所 传 信 息 中 ， 受 圣 灵 感  

召 而 成 为 门 徒 的 ； 后 来 蒙 召 的 门 徒 并 不 比  

首 批 门 徒 次 等 ， 尽 管 他 们 不 如 首 批 门 徒 得  

\  亲 聆 目 睹 耶 稣 的 教 导 。

作 基 督 门 徒 的 要 义 便 是 如 何 跟 从 基 督  

( 太 十 六 2 4 、 2 5 > 。 对 第 一 批 门 徒 而 言 ， 

他 们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跟 从 ， 基 督 走 到 哪 里 ， 

他 们 就 跟 到 哪 里 ， 与 老 师 同 甘 共 苦 ， 共 患  

难 、 共 磨 练 （路 二 十 二 ‘2 8>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全 心 全 意 效 法 主 的 教 导 （腓 二 5 > 。 

作 这 样 的 门 徒 ， 其 意 义 并 不 在 谨 守 老 师 的  

一 套 道 德 训 条 ， 也 不 是 靠 循 规 蹈 矩 去 蠃 得  

老 师 的 好 感 和 奖 励 ； 他 们 作 主 的 门 徒 ， 乃 

出 於 爱 心 的 顺 服 ， 是 基 於 对 基 督 之 救 赎 大  

功 的 感 恩 。 他 们 能 如 此 行 ， 是 因 信 以 及 圣  

灵 在 内 心 的 感 动 ， 在 死 和 复 活 上 与 主 联 合  

而 产 生 的 能 力 。

门 徒 的 概 念

新 约 的 门 徒 观 念 植 根 於 旧 约 ， 可 追 溯  

於 神 迭 立 以 色 列 民 这 思 想 ， 神 使 他 们 独 作  

神 所 珍 爱 的 子 民 （出 十 九 好 在 万 民  

中 传 扬 神 的 名 （申 四 6 _ 8 > 。 他 们 这 召 命 ， 

— 直 埋 藏 在 犹 太 人 的 排 外 主 义 中 ， 直 到  

‘‘万 国 所 羡 慕 的 来 到 ” < 该 二 7 > ， 向 普 世  

传 福 音 的 命 令 颁 市 之 时 （太 二 十 八 〗 9 >。

新 约 也 强 调 ， 从 救 赎 史 的 角 度 来 卷 ，旧约 

时 代 的 以 色 列 民 作 为 “门 徒 ” 尚不成熟， 

他 们 只 是 在 准 备 的 阶 段 （加 三 19至四7)。

“门 徒 ” 一 词 虽 大 多 见 於 四 福 音 书 和  

使 徒 行 传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其 他 各 书 没 有 门  

徒 的 思 想 ， 或 说 这 思 想 在 其 他 各 书 并 不 突  

出 。 从 其 他 各 书 来 看 这 思 想 更 充 实 和 丰  

富 ， 它 们 较 强 调 “与 甚 锊 联 合 ”，但也有 

提 及 跟 随 耶 科 （彼 前 二 2 卜 2 3 > 。一 如耶 

穌 教 训 门 徒 要 舍 己 （可 八 M ) , 跟从他的 

榜 样 （约 十 二 2 6 >  ; 保 罗 也 谆 告 基 锊 徒

必 须 舍 去 旧 我 ， 彻 底 改 变 旧 的 性 情 ，将自 

己 毫 无 保 留 地 奉 献 给 神 （罗 八 13 >。基铎 

教 训 门 徒 要 从 世 俗 的 羁 绊 下 解 脱 出 来 ，作 

世 上 的 盐 和 光 （太 五 1 3 、 1 4 保罗也 

谆 告 基 督 徒 要 作 暗 昧 世 界 之 光 （弗五8丨， 

要 清 醒 ， 要 警 觉 （帖 前 五 ( 3 > 。 基督教讷 

门 徒 如 何 祷 告 （路 十 一 2 ) ; 保罗和其他 

门 徒 也 强 调 基 督 徒 必 须 时 时 祷 告 （帖前五 

1 7 > 。 基 督 教 训 门 徒 ， 真正的 义必 须 由理  

解 律 法 的 真 谛 ， 方 可 获 取 （太 五 ） ；保罗 

也 从 律 法 的 要 求 ， 点 出 基 督 徒 行 为 的 基 本  

准 则 （罗 十 三 9 >。 福 音 书 和 使 徒 行 传 所  

谓 之 “门 徒 ”， 在 新 约 其 他 各 书 中 则 称 为  

“圣 徒 ”（林 前 一 2 > 、“蒙 召 的 人 ”（弗四4>、 

“在 基 督 里 的 ” （林 后 五 1 7 > 、 “客旅”、 

“寄 居 的 ” （彼 前 二 1 1 ) 、 “神 的 仆 人 ”（彼 

前 二 l (i > 等 等 。 上 述 种 种 名 称 均 可 显 示  

“门 徒 ” 的 槪 念 ， 在 新 约 各 书 的 丰 富 和 发  

展 。

基 督 门 徒 的 纪 律 训 练 ， 会牵涉其他  

人 ， 特 别 是 厲 基 督 的 人 ， 尤其是各地方教  

会 的 成 员 。 各 地 方 教 会 均 自 承 顺 服 於 使 徒  

的 权 柄 和 神 的 话 的 纪 律 约 束 。 教会若有成 

员 严 重 破 坏 了 纪 律 ， 且 又 不 知 悔 悟 者 ，就 

有 可 能 受 纪 律 处 分 —— 被 当 众 谴 责 ，甚至 

被 革 除 教 会 会 籍 。 这 种 纪 律 的 执 行 是 基 於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 并 “彼 此 顺 服 ” 的态 

度 （弗 五 2 1 > ， 且 要 十 分 审 慎 和 有节制 

( 加 六 1 ) 。 执 行 纪 律 的 是 教 会 中 承 担 职 f  

的 人 ， 他 们 要 本 着 真 理 的 讲 解 ， 不能滥用 

职 权 （林 后 四 1 、 2 ) ; 而 且 是 存 着 使 受  

裁 治 者 早 日 改 过 、 坚 振 图 新 的 善 良 动 机  

( 林 前 五 5 > 。 与 此 同 时 ， 新约也强调耍承  

认 和 重 视 教 会 成 员 各 自 不 同 的 恩 賜 、气赓 

和 个 性 ； 要 在 不 涉 及 神 的 诫 命 和 禁 令 的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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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 重 彼 此 的 自 由 。

发 展 史 来 看 ’ 教 会 对 门 徒 的 要  

炼 的 实 施 往 往 在 两 个 极 端 之 间  

求和丨1 ! ! 种 极 端 对 门 徒 的 要 求 与 一 般 世 俗  

撺 挖 " = 养 节 制 无 异 。 另 — 种 极 端 则 要  

苦 行 的 操 练 ， 这 是 中 世 纟 己 的 天 主  

求丨1 ! ^ 此 重 洗 派 团 体 的 特 点 ， 近 年 来 又 在  

之 敬 虔 主 义 和 基 要 主 义 的 派 系 中  

规 今 也 有 人 主 张 要 从 任 何 “宗 教 ” 

解 脱 出 来 ， 与 世 俗 无 分 彼 此 。 这 些 极  

= 倾 向 俱 足 以 说 明 一 个 事 实 ： 作 一 个 既 要  

"*世 < 约 十 七 1 5 ; 林 前 五 丨0 > 而 不 厲 世  

丨约 十 七 丨 6 > 的 基 督 门 徒 ， 实 非 易 事 。

P a u l  H e l m

参 考 书 目 ： E.  S c h w e i z e r ， L o r  d s  h i p

and D isc i p ie  s h ip .

蒙拣选的太太
Elect,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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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翰 二 书 一 章 1节 之 问 候 语 所 见 的 称  

谓。这 名 称 可 从 两 方 面 来 解 释 。

有 些 解 经 家 认 为 约 翰 二 书 是 写 给 某 一  

位妇女。 古 希 腊 抄 本 显 示 这 词 （可 译 为 女  

士或夫人） 是 写 信 人 对 家 人 ， 或 是 对 男 性  

或 女 性 密 友 所 用 的 称 呼 。 因 此 ， 这 句 话 可  

译 为 “给 我 亲 爱 的 朋 友 艾 克 勒 蒂 ”。 有 些  

学 者 将 这 位 萦 拣 选 的 太 太 跟 伯 大 尼 的 马 大  

相提并 论 （其 亚 兰 文 名 字 也 意 为 “夫 人 ”>。 

别 的 解 经 家 则 认 为 这 句 话 是 指 一 个 地  

会。 约 翰 或 许 将 这 个 基 督 徒 社 群 描 绘  

@ 母 亲 ，会 友 是 她 的 儿 女 ， 其 他 所 厲 的 教  

= 则 看 为 姊 妹 （约 贰 1 3 ; 参 彼 前 五 丨 3 > 。 

此’这 句 话 可 以 译 为 “蒙 拣 选 的 太 太 ”。 

参 “约 翰 书 信 ” 2 2 3 0。

传 统 的 看 法 认 为 ， 女 人 蒙 头 既 是 为 了  

男 人 （或 丈 夫 ） 的 荣 耀 ，那 么 在 教 会 祷 告  

或 讲 道 时 若 不 蒙 头 就 等 於 羞 辱 自 己 ， 因为  

不 蒙 头 “就 如 同 剃 了 头 发 — 样 ” （林 前 十  

— 5 ) ， 剃 头 即 羞 辱 的 记 号 。

保 罗 在 回 应 这 问 题 时 ， 先 援 引 创 世 时  

男 女 的 次 序 （林 前 十 一 8 > , 然 后 指 出 男  

女 相 互 依 恃 的 道 理 （十一丨1、丨2 >。其 间 ， 

保 罗 说 ： “女 人 为 天 使 的 缘 故 ， 应 当 在 头  

上 有 服 权 柄 的 记 号 ” （十 一 1 0 ) ，这 句 话  

后 人 多 不 解 其 意 。 有 人 认 为 第 1 0 节 所 说  

的 “权 柄 ” （有 译 本 翻 作 “帕 子 ”） 是 指  

— 个 新 的 权 柄 ， 因 为 妇 女 在 犹 太 会 堂 被 禁  

止 参 加 敬 拜 ， 而 早 期 基 督 教 妇 女 只 要 蒙 头  

就 可 参 加 崇 拜 。

保 罗 随 即 谈 到 “本 性 ”， 以 此 来 教 训  

男 女 应 各 守 本 分 。 有 人 认 为 保 罗 之 意 是  

说 ， 妇 女 既 以 长 发 为 荣 （十 一 1 5 ) , 也就  

应 当 蒙 头 ； 另 有 人 以 为 “她 的 荣 耀 ” 是指  

发 式 ； 还 有 人 以 为 ， 保 罗 既 已 指 出 女 人 的  

长 发 “是 给 她 作 盖 头 的 ” （十 一 1 5 ) ， 那 

么 ， 女 人 於 长 发 之 外 另 加 蒙 头 已 大 可 不  

必 。

保 罗 既 提 倡 自 由 ， 又 主 张 维 护 教 会 的  

规 律 。 他 教 训 信 徒 要 遵 守 — 些 既 定 的 习  

俗 ， 以 免 遭 社 会 的 批 评 《林 前 九 1 9 - 2 3 > ， 

但 他 又 大 声 疾 呼 废 除 某 些 陈 规 旧 俗 ， 以维  

护 福 音 的 纯 正 （参加六丨2 >。

多 数 教 会 认 为 ， 在 有 妇 女 蒙 头 习 俗 的  

社 会 中 ， 妇 女 可 入 乡 随 俗 。 也 有 一 些 教 会  

认 为 ， 无 论 何 处 ， 妇 女 礼 拜 时 头 上 总 要 有  

所 獲 盖 ， 如 帽 子 、头 巾 、 头 帕 均 可 。 某些  

教 会 的 妇 女 经 常 在 头 上 戴 上 小 巾 ， 以 致 她  

们 可 随 时 蒙 头 祷 告 。

参 “哥林多前书” 4 7 0。

of the Head
m6n8 16U

货中g是 保 罗 於 哥 林 多 前 书 H"― 章 ‘2 至 16 

习 及 的 — 个 问 题 。 古 代 中 东 和 希 腊 的  

〜 方 而 妇 女 在 公 共 场 合 下 以 巾 蒙 头 ， 
妇 女 的 ^ 布 顺 服 权 威 ， 另 一 方 面 也 在 维 护  

老 妓 会 为 彳 呆 罗 时 代 此 风 尚 盛 ’ 但 哥 林  
女 儈 详 ^ 出 现 了 争 议 。 问 题 的 焦 点 是 ： 

场 合 祈 祷 时 要 不 要 蒙 头 ？

梦
Dreams
m ^ n g

人 们 对 梦 一 向 有 浓 厚 的 兴 趣 ： 梦 中 所  

经 历 的 ， 常 是 那 么 生 动 、 逼 真 ， 叫 人 难 以

忘 怀 。

科学的解释
迷 信 的 人 以 为 梦 是 预 告 福 祸 的 先 兆 ， 

神 秘 莫 侧 ； 糾 理 学 认 力 梦 不 过 是 一 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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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和 心 理 现 象 ， 且 经 多 年 研 究 之 后 ， 已对  

梦 的 本 质 和 原 因 得 到 了 新 的 解 释 。 科 学 家  

使 用 一 种 大 脑 监 测 器 来 记 录 人 在 睡 眠 中 的  

思 想 活 动 ， 从 而 可 以 确 定 成 梦 的 若 千 因 素  

和 发 梦 的 频 率 。

对 儿 童 来 说 ， 睡 眠 中 所 见 就 是 梦 ； 但  

梦 亦 包 含 了 思 想 和 情 感 的 因 素 。 事 情 的 经  

过 曲 折 ， 心 中 的 悲 、 欢 、 惊 、 惧 ， 梦 中 均  

如 亲 历 ， 使 作 梦 的 人 感 觉 真 实 。

梦 中 之 事 往 往 有 来 龙 去 脉 ， 有 前 后 始  

末 ， 也 就 是 有 逻 辑 的 连 贯 性 。 梦 中 一 段 长  

长 的 经 历 ， 实 际 为 时 甚 短 。 梦 常 把 老 无 关  

系 的 人 和 事 ， 编 织 在 一 个 故 事 之 中 ； 童 年  

的 故 交 有 时 会 和 在 成 年 才 认 识 的 新 知 连 在  

一 起 。 恶 梦 骤 醒 ， 余 悸 犹 在 ， 却 叫 人 大 大  

松 了 一 口 气 ； 美 梦 遽 断 ， 不 能 再 续 ， 还 真  

有 些 恋 恋 不 舍 。

梦 是 记 忆 和 刺 激 的 联 合 产 物 。 梦 可 将  

貯 存 在 记 忆 深 处 的 儿 时 信 息 提 取 出 来 ， 也 

可 打 开 潜 意 识 的 窗 户 ， 使 人 窥 见 潜 藏 的 自  

我 。 触 发 作 梦 的 缘 由 是 很 多 的 ， 凡 影 响 到  

睡 眠 的 外 在 刺 激 如 声 响 、 气 味 、 触 碰 等 ； 

另 如 消 化 不 良 、 情 感 波 动 等 ， 均 能 与 潜 意  

识 联 合 而 形 成 梦 境 。 惊 恐 和 不 安 的 情 绪 常  

常 酿 成 噩 梦 。

古 人 的 解 释

初 民 已 视 梦 神 秘 如 谜 ， 以 为 人 的 现 实  

生 活 必 有 两 界 ， 梦 就 是 另 一 界 ， 只 有 在 睡  

眠 时 才 得 进 入 此 界 。 梦 中 之 景 一 向 被 视 为  

神 的 启 示 ， 历 代 君 王 尤 信 此 说 。

古 人 将 梦 郑 重 其 事 地 记 录 下 来 ， 主要  

包 括 宗 教 、 政 治 、 个 人 生 活 3 方 面 。 宗 教  

的 梦 令 人 谦 卑 自 省 、 敬 虔 拜 神 ； 政 治 的 梦  

可 影 响 战 守 进 退 的 决 策 ， 可 预 告 国 家 的 安  

危 祸 福 ； 个 人 的 梦 可 指 示 一 家 的 出 路 去 向  

和 今 后 的 命 运 ， 也 可 预 报 危 机 和 灾 难 。

神 也 往 往 利 用 梦 向 人 晓 谕 其 旨 意 或 轚  

告 不 测 之 事 。 有 时 君 王 或 将 军 面 临 大 事 委  

决 不 下 ，便 亲 往 异 神 庙 求 梦 ，或 睡 在 那 里 ， 

期 望 得 神 梦 示 。 梦 的 意 义 淸 晰 明 确 的 固 然  

也 有 ， 但 梦 往 往 是 怪 异 莫 测 的 ， 这 时 便 需  

由 能 人 奇 士 来 圆 梦 。 古 文 书 中 也 有 不 少 梦  

的 记 录 ， 记 载 着 梦 的 内 容 和 应 验 的 情 形 。

旧 约 的 梦
梦 在 以 色 列 民 的 生 活 中 约 起  

作 用 。 据 《杨 氏 圣 经 语 词 索 引 >

“梦 ” 字 凡 丨 1「> 处 ， 反 映 早 期 列 袓 ^ 约 m  

刨 世 记 用 了  S 2 次 ， 但 以 理 书 用 了  = 活的 

实 际 上 ， 旧 约 只 记 录 了  H 个梦的 内  

绝 大 多 数 是 在 创 世 记 ， 记 戟 神 利 用  

色 列 列 祖 所 作 的 直 接 启 示 • 但 以 理 対 以  

梦 ， 两 梦 是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巨 型 塑 像 少 ^ 3 

大 树 被 伐 之 梦 ； 另 一 个 是 但 以 理 的 四 巨 $  

之 梦 。

神 的 百 姓 虽 也 和 古 代 世 界 的 其 他 民  

— 样 ， 相 信 神 时 常 藉 梦 向 人 宣 示 自 己 的 旨  

意 ， 但 旧 约 对 梦 却 有 特 别 的 理 解 ，显示 f  

许 多 与 异 教 文 献 大 不 相 同 的 特 点 。 旧约记 

述 之 梦 绝 无 异 教 之 梦 所 常 见 的 那 种 邪 恶  

淫 秽 的 情 景 。 神 藉 梦 宣 旨 ， 是池主动的启 

示 ；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 针 对 何 人 ， 均依照神

的 意 旨 ---- 这 是 扫 罗 经 过 一 段痛苦的教训

之 后 ， 方 能 明 白 的 真 理 （撒 上 二 十 八 6、 

15 >。 尤 为 重 要 的 ， 即 释 梦的 权 柄操 於神  

手 或 为 神 所 授 ， 任 何 求 梦 问 卜 的 异 教 方 术  

都 在 严 禁 之 列 。 要 明 白 梦 的 真 义 ， 只 f 人 

的 能 力 ， 或 靠 卜 筮 说 梦 之 书 去 研 究 ，是绝 

对 无 济 於 事 的 。 约 瑟 在 埃 及 曾 先 后 为 两 位  

同 囚 的 人 和 法 老 说 梦 ， 但他均郑重强调解  

梦 的 能 力 是 神 所 授 的 （创 四 十 8 ，四十-

7 、 2 5 、 2 8 、 3 9 > 。

同 样 ， 但 以 理 在 给 尼 布 甲 尼 撒 解 梦 之  

先 ， 即 郑 重 申 明 那 将 奥 秘 之 亊 显 示 於 人 65 

是 神 ， 而 不 是 他 自 己 ； 至 於 那 些 专 务  

的 卜 师 术 士 ， 却 无 法 解 明 （但 二 2 7、28>°

旧 约 的 圣 徒 均 强 调 梦 只 是 “夜间的^  

象 ” （伯 三 十 三 丨 5 ) ， 并 非 真 实 的情， 

( 伯 二 十 8 ; 诗 七 十 三 2 0 ， 一 二 六 ^ 赛 一  

十 九 7 、 8 ) ， 这 与 异 教 徒 的 观 念 不 同 。 庇

旧 约 的 梦 是 神 的 工 具 。 神以梦自驻  

护 祂 的 仆 人 （创 二 十 以 梦 来 创 多  

( 创 二 十 八 1 2 > ， 以 梦 来 引 导 选 民 」 ^

~\----1 0 - 1 3 > , 以 梦 来 预 警 未 来 之 历 史

三 十 七 7 - 1 9 ) ， 以 梦 来 预 示 万 民 ^ 界帝 

( 创 四 十 ， 四 十 一 ） 和 4 个 相 继 ^ 丨 9. 

国 终 必 为 永 恒 的 神 国 所 代 替 （<一

2 7 ) 。 〇0 多淨’

在 约 瑟 和 但 以 理 之 间 的 1 ，〇 听到他 

圣 经 只 记 述 了 两 个 梦 。 一 个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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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讲 梦 而 从 中 得 到 启 示 ： 神 必 击 畋 来 势 汹  

汹 的 米 甸 人 （士 七 1 3 - 1 5 )  •， 另 一 个 是 所

罗门的梦， 使 我 们 知 道 他 的 聪 明 智 恝 来 自  

他的谦卑， 和 向 神 祈 求 “辨 别 是 非 之 心 ” 

的虔诚，这 都 深 萦 神 的 苒 悦 （王 上 三 9 ) 。

神 通 过 梦 境 和 但 以 理 的 解 说 ， 向 尼 布  

甲 尼 撒 显 示 了 世 界 的 前 录 （但 二 3 1 - 4 5 )  

和 这 位 巴 比 伦 王 必 有 短 暂 的 风 癫 《但 四  

丨9-127 K 稍 后 ， 神 又 賜 但 以 理 四 巨 兽 的  

异梦，与 尼 布 甲 尼 撒 之 梦 相 似 ， 但 对 未 来  

的 国 际 关 系 作 了 更 明 确 的 指 示 （但 七 1 3 、

神 时 常 稍 梦 来 向 先 知 说 话 （民 十 二

6)， 因 此 而 有 伪 先 知 编 造 梦 境 来 假 传 神  

旨之事。 那 么 ， 神 的 百 姓 当 如 何 辨 别 真 假  

先知呢？神 已 经 给 了 我 们 两 个 判 别 真 伪 的  

标准。一 是 看 托 神 之 名 所 说 的 话 能 否 在 最  

近 的 事 实 上 得 到 应 验 （申 十 八 2 2 > 。 二 是  

要 看 托 神 之 名 所 说 的 话 与 神 原 先 的 教 训 、 

原 先 的 诫 命 是 否 一 致 （申 十 三 1 - 4 ) 。 假 

先 知 是 罪 在 必 诛 的 （申 十 三 5 > 。 发 假 预  

言以惑众， 在 先 知 耶 利 米 时 代 （耶 二 十 三  

25 -3 2 > 和 先 知 撒 迦 利 亚 时 代 （亚 十 2 > ， 

均 是 一 个 严 里 的 问 题 。 然 而 那 时 的 百 姓 却  

不 顾 先 知 的 一 再 轚 告 （耶 二 十 三 3 2 ， 二 

十七9 、 1 0 ， 二 十 九 8 、 9 ) , 而 甘 愿 去 接  

受 假 先 知 借 神 之 名 所 许 的 虚 假 诺 言 。

据 先 知 预 言 ， 神 的 子 民 将 於 末 日 作 异  

梦，这 将 是 末 日 的 标 志 之 一 （琪 二 2 8 > 。

新约的梦
新 约 记 述 之 梦 仅 6 处 ， 且 均 出 自 马 太  

福音： 5处 集 中 在 首 两 章 ， 1 处 在 二 十 七  

章。 前 5 梦 均 显 示 了 神 对 耶 稣 降 生 和 出 生  

之 后 的 安 排 和 保 护 。 第 一 梦 是 神 宣 谕 耶 稣  

基 督 要 在 父 母 之 家 长 大 成 人 ， 任 何 人 不 得  

以 童 女 所 生 而 使 他 蒙 受 虐 待 和 羞 辱 （太 一  

1 9 - 2 3 ) ; 第 二 梦 是 神 指 示 几 个 博 士 不 得  

将 婴 孩 的 住 处 向 希 律 王 泄 脐 （太 二

; 第 三 梦 是 神 指 示 约 瑟 携 同 马 利 亚  

和 婴 孩 出 奔 埃 及 ， 以 躲 避 希 律 即 将 发 动 的  

大 迫 害 （太 二 1 3 >  ; 第 四 梦 是 神 告 诉 约  

瑟 可 以 全 家 回 乡 ， 因 为 希 律 已 死 （太 二  

2〇 ) ; 第 五 梦 是 神 聱 告 约 瑟 要 防 范 登 基  

作 王 的 希 律 之 子 亚 基 老 ， 并 命 令 他 不 要 在  

犹 大淨 留 ， 而 要 到 加 利 利 的 拿 撒 勒 安 家 落

户 （太 二 2 3 >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七 章 的 一 梦 ， 是 彼 拉 多  

的 妻 子 在 耶 穌 受 审 时 所 得 ， 遂 急 忙 派 人 轚  

告 正 坐 堂 的 彼 拉 多 说 ： “这 义 人 的 亊 ， 你 

— 点 不 可 管 。” （太二十七丨9 >

K e r m i t  A.  E c k l e b a r g e r  

参 • 预 言 " 2 1 7 9 : - 异 象 _ 2 1 2 2 *

弥伯哈
Mibhar
m i  b 6  h a

哈 基 利 的 儿 子 ， 是 大 卫 军 中 三 十 名 勇  

士 之 一 （代 上 十 一  3 8 )。

弥迦
Micah m! jia

先 知 和 旧 约 弥 迦 书 的 作 者 （弥 一 n 。 

他 是 摩 利 沙 人 ， 摩 利 沙 是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约 2 1 哩 外 的 一 座 城 。 弥 迦 在 犹 大 王 约 坦 、 

亚 哈 斯 和 希 西 家 在 位 的 时 候 （主 前 7 5 0 -  

6 8 6 ) , 向 南 国 和 北 国 说 预 言 。 根 据 弥 迦  

书 一 章 9 节 ， 主 前 7 0 1 年 西 拿 基 立 带 领 军  

队 《参 赛 三 十 六 ，三 十 七 ） 围 攻 耶 路 撒 冷  

时 ， 他 仍 在 说 预 言 。 大约 1〇〇年后， 人皆  

引 述 弥 迦 的 话 ， 以 他 为 预 言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的 一 位 早 期 先 知 （参 耶 二 十 六 1 6 - 1 9 )。

参 “ 弥 迦 书 ” 1 0  0 9 :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 2 3 〇

弥迦书
Micah, Book of
m i  j i S  shQ

圣 经 1 2卷 小 先 知 书 中 的 第 六 卷 。

弥 迦 书 一 章 1 节 已 提 供 了 先 知 的 名  

字 、 家 乡 、 传 道 的 日 期 、 信 息 的 来 源 ， 以 

及 传 讲 的 对 象 等 资 料 。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 弥 迦 （米 迦 > 是 一 个  

很 普 通 的 名 字 。 旧 约 中 最 少 有 7个 人 名 弥  

迦 、 米 迦 或 米 该 亚 。 在 旧 约 中 ， 先 知 弥 迦  

的 名 字 只 在 弥 迦 书 一 章 丨 节 和 耶 利 米 书 二  

十 六 章 1 8节 被 提 及 。

弥 迦 书 的 卷 首 （一 1 ) 指 出 他 的 家 乡  

在 摩 利 沙 ， 这 城 也 许 就 是 今 日 的 犹 底 达 废  

丘 ， 位 於 亚 西 加 通 往 拉 吉 的 路 上 ， 约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2 5 哩 之 外 。 在 弥 迦 的 时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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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利 沙 是 一 个 边 城 ， 位 於 非 利 士 的 边 城 迦  

特 附 近 。 由 於 摩 利 沙 处 於 边 境 上 ， 因 此 每  

当 犹 大 西 面 和 南 面 受 伎 时 ， 她 就 首 当 其 冲  

(一  1 5 ) 。 第 1 0至 1 6节 很 可 能 是 反 映 了 这  

样 的 一 次 袭 击 ， 先 知 提 及 犹 大 西 南 面 〗 2 

座 城 的 名 字 ， 似 乎 那 就 是 敌 人 进 侵 的 路  

线 ， 摩 利 设 迦 特 （即 摩 利 沙 迦 特 ） 在 名 单  

上 是 第 九 个 城 。 由 於 弥 迦 居 住 在 边 境 ， 他 

关 心 的 对 象 似 乎 是 国 际 性 的 ， 他 常 以 “万 

民 ” 为 念 （一 2 , 四 1 •••■>、 丨丨， 五 7 - 1 5 ,  

七 1 6 、 1 7 >。 同 时 ， 弥 迦 是 一 个 小 镇 上 的  

居 民 ， 因 此 他 能 够 与 农 民 和 小 地 主 认 同 ， 

了 解 他 们 经 常 受 到 外 来 人 的 侵 扰 ， 又 受 耶  

路 撒 冷 的 政 治 家 以 及 强 抢 别 人 土 地 的 人 所  

欺 负 （二 1 - 4 > 。 虽 然 弥 迦 可 能 已 离 开 了  

摩 利 沙 ，定 居 在 耶 路 撒 冷 ，并 在 那 里 传 道 ， 

但 他 对 各 城 市 所 发 出 的 谴 责 仍 然 是 很 严 厉  

的 < 一 5 、 G , 三 1 2 ， 四丨 0 ， 五 1 1 、 1 4 ， 

六 9 > 。

弥 迦 作 先 知 传 道 的 时 间 是 3 位 犹 大  

王 ： 约 坦 （约 主 前 7 5 0 — 7 3 2 > 、 亚 哈 斯  

( 约 主 前 7 3 5 - 7 丨5 > 和 希 西 家 （约 主 前  

7 1 5 - 6 8 6 ) 在 位 的 时 候 。 这 3 个 王 的 任 期  

\  合 起 来 长 达 G O 多 年 （主 前 7 5 0 - 6 8 ( ; > , 但  

弥 迦 不 大 可 能 在 这 整 段 时 间 内 都 活 跃 工  

作 ， 耶 利 米 把 弥 迦 的 工 作 时 期 定 在 希 西 家  

在 位 年 间 （耶 二 十 六 丨 弥 迦 的 预 言 中  

有 些 似 乎 是 在 撒 玛 利 亚 沦 陷 之 前 宣 告 的  

( 弥 一  2 - 7 ， 六 丨 6 > ， 这 事 件 发 生 在 主 前  

7 2 2 年 。 在 弥 迦 的 时 代 ， 亚 述 人 似 乎 是 以  

色 列 的 主 要 敌 人 （五 5 、 （；> , 这 情 况 在 上  

述 3 个 王 在 位 时 都 持 续 着 。 弥 迦 书 与 以 赛  

亚 书 之 间 有 些 颇 显 著 的 平 行 经 文 （弥 四 1- 

4 ; 赛 二 2 - 4 ) , 弥 迦 书 与 阿 摩 司 书 之 间 亦  

然 （弥 六 1 0 、 丨丨； 摩 八 5 、 6 ) , 这 些 经 文  

似 乎 反 映 出 弥 迦 传 道 的 时 间 是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的 末 期 。

弥 迦 书 一 章 1 节 说 . • 庠 利 沙 人 弥 迦  

“得 耶 和 华 的 默 示 ” （直 译 •.耶 和 华 的 话  

语 临 到 弥 迦 ）， 弥 迦 在 当 时 是 在 众 民 中 作  

神 的 代 言 人 。 弥 迦 书 中 他 没 有 自 称 为 先  

知 ， 也 没 有 记 载 神 呼 召 他 作 先 知 ， 但 他 确  

实 自 称 是 神 的 见 证 人 （一  2 ) 。 书 中 曾 5 次 

使 用 先 知 的 特 别 格 式 ：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 二 3 , 三 5 , 四 (；， 六丨、 9 ) , 声 明 信 息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 弥 迦 正 如 一 位 真 先 知 — 样 ，

可 自 称 “藉 耶 和 华 的 灵 ， 满 有 力 M … BI 

以 向 雅 各 说 明 他 的 过 犯 ， 向以色列指出他  

的 罪 恶 ” < 三 8 > 。

弥 迦 的 信 息 是 酋 世 性 的 。 他首先向 

“万 民 ” 和 “地 和 其 上 所 有 的 ” 说 话 （〜

2 ) , 但 随 即 转 向 ， 针 对 耶 路 撒 冷 和 撒 玛  

利 亚 两 个 首 都 （一 5 、 6 > 。 犹大其他城市  

是 预 言 的 对 象 之 一  （一 1 ()- 1 G  > 。其他信 

息 的 对 象 包 括 ：贪 图 别 人 田 地 的 人 （二2)、 

假 先 知 （二 6 - 1 1 , 三 5 - 7 ) 、 官 长 、先知 

祭 司 和 不 诚 实 的 商 人 （三丨、 1 1 ， 六10. 

1 2 >„

背景

若 要 正 确 地 了 解 弥 迦 书 ， 我们必须先 

知 道 以 色 列 古 史 上 的 亚 述 危 机 。 主前八世 

纪 早 期 ， 北 国 以 色 列 和 南 国 犹 大 曾 在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主 前 7 9 3 - 7 5 3 ) 和 乌 西 雅 （主 

前 7 9 2 - 7 4 0 ) 的 长 期 统 治 下 ， 享有一段太 

平 和 富 庶 的 日 子 。 在 这 段 时 间 内 ，以色列 

和 犹 大 在 经 济 架 构 上 有 了 彻 底 的 改 变 ；有 

许 多 新 的 城 市 和 富 有 的 阶 层 出 现 ，商业发 

展 十 分 迅 速 ， 富 有 的 人 愈 来 愈 富 有 ，并开 

始 滥 用 权 力 欺 压 穷 人 ， 辖 制 祭 司 和 长 官 。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社 会 阶 级 制 度 ， 对旧约时代 

以 盟 约 为 中 心 的 宗 教 信 仰 造 成 致 命 的 打

l Lj 〇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和 乌 西 雅 在 位 时 ，以色 

列 和 犹 大 都 颇 为 太 平 ， 免 受 外 族 的 伎 扰 B 

在 主 前 7 4 5 年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作 亚 述  

王 ， 致 力 建 立 亚 述 帝 国 ， 他 在 主 前 732年 

占 领 了 大 马 色 ， 使 巴 勒 斯 坦 的 以 色 列 、犹 

大 和 非 利 士 成 为 他 的 附 谢 国 。 提革拉毗列 

色 三 世 於 主 前 7 2 7 年 逝 世 ， 由撒缦以色五  

世 继 位 。 主 前 7 2 4 年 ， 以 色 列 艰 后 一 个 王  

何 细 亚 停 止 向 亚 述 进 贡 ， 激 怒 了 亚 述 ，撤 

缦 以 色 五 世 在 主 前 7 2 4 年 开 始 进 攻 撒 玛 利  

亚 ， 直 到 主 前 7 2 2 年 才 征 服 其 居 民 。那时 

亚 述 王 撒 珥 根 二 世 在 任 ， 撒玛利亚城中许  

多 富 人 和 有 影 响 力 的 人 都 被 掳 至 亚 述 （王 

下 十 五 2 9 、 3 0 ， 十 七 卜 4 丨 > 。 犹大也不能  

逃 脱 这 厄 运 。 虽 然 亚 述 人 容 让 部 分 犹 大 皇  

室 留 在 耶 路 撒 冷 ， 但 实 际 上 他 们 已 失 去 了  

自 主 权 （王 下 十 六 丨 0 , 十 七 丨 9 > 。 犹大 ill 

受 了 亚 述 的 打 击 之 后 ， 无 论 在政 治上 和宗  

教 上 都 一 蹶 不 振 ， 不 能 再 恢 复 国 力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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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目的和信息
弥 迦 书 大 槪 有 2 0 个 不 同 的 段 落 ， 由 

2〇个沖谕组成。 书 中 谈 及 许 多 不 同 的 题  

付和主题， 可 能 是 来 自 不 同 的 时 期 。 由於  

本 书 涉 及 的 范 围 太 广 泛 ， 因 此 不 易 归 纳 成  

一 个 统 一 的 主 题 ， 不 过 全 书 有 好 几 个 明 显  

的题目，其 中 最 突 出 的 就 是 关 於 审 判 的 题  

目 „ 审 判 将 临 到 撒 玛 利 亚 <— 2 _ 6 > 和 耶  

路 撤 冷 （三 9 - 丨2 ) ， 要 临 到 抢 夺 别 人 田 地  

的 人 （二 3 -r> > 、 假 先 知 、 屈 枉 正 直 的 官  

长 ，和 为 鹿 价 施 训 诲 的 祭 司 （三 5 -丨2 >» 

审 判 要 临 到 欺 骟 人 的 、 行 强 搽 的 、 说 谎 话  

的 和 诡 诈 的 人 （六丨•丨2 > ; 审 判 也 要 临  

到 列 国 （四  1 1 - 1 3 ， 五 5 、 6 、 8 、 9 、 1 5 ,  

七 1 6、 丨7>。 在 弥 迦 书 中 ， 审 判 的 原 因 是  

人 的 罪 过 《一 弥 迦 指 出 犯 罪 的 形 式  

很多， 如 ： 拜 偶 像 （— 7 ， 五 行 邪  

术 （五 1 2 >、抢 掠 （六 1 1 > 、 说 谎 （六丨2 >、 

蒗 视 父 母 （七 (H 、 杀 人 （七 2 > 。

弥 迦 所 提 供 的 补 救 方 法 是 什 么 ？ 对 列  

国来说，是 认 识 和 遵 从 “神 的 道 （四 2 > 。 

对 以色 列 来说 ， 是 “行 公 义 ， 好 怜 悯 ， 存 

谦 卑 的 心 与 神 同 行 ” （六 8 ) 。 上 述 的 方 法  

都是可行的， 因 为 神 饶 恕 人 的 过 犯 ， 不 永  

远怀怒； 祂 是 怜 悯 人 的 神 ， 祂 把 人 的 罪 孽  

踏在脚下， 将 一 切 的 罪 投 入 深 海 ， 并 且 诚  

实 持 守 古 时 跟 亚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约 （七 18- 

2〇)。弥 迦 看 到 未 来 的 以 色 列 君 王 要 生 於  

伯利恒， 从 这 角 度 他 可 以 瞥 见 将 要 降 临 的  

天国，这 君 王 必 起 来 ， 倚 靠 耶 和 华 的 大 能  

牧 养 祂 的 羊 群 ， 使 他 们 安 然 居 住 ， 因 

为 池 必 日 见 尊 大 ， 直 到 地 极 （五 2 - 4 > 。

内容提要

有 些 学 者 把 全 书 分 为 两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一 至 五 章  > 主 要 的 对 象 是 列 国 ， 第 二  

部 分 （六 至 七 章 ） 是 以 色 列 。 头 一 部 分 以  

列 国 的 帘 判 作 结 束 （五丨 5 > ， 第 二 部 分 则  

以 一 首 耿 颂 神 慈 爱 的 诗 歌 作 结 。 然 而 ， 这  

大 纲 似 乎 太 简 单 ， 未 能 包 罗 两 部 分 丰 富 的  

内容。 另 外 一 些 学 者 把 全 书 分 成 3 部 分 ： 

—至 三 章 （审 判  > ; 四 至 五 章 （盼 望 ； 六 

至 七 章 （审 判 与 盼 望  > 。 这 大 纲 也 过 简 ， 

其实这 3个 部 分 都 包 含 审 判 与 盼 望 。 也 许  

较 为 适 切 的 做 法 是 把 全 书 分 成 3 部 分 ， 分 

别 以 第 一 聿 ， 第 三 章 和 第 六 章 开 始 。 这 3

章 圣 经 都 以 “你 们 要 听 ” 开 始 。 每 一 部 分  

的 开 头 都 有 审 判 的 话 （一 2 至 二 1 1 , 三 1- 

1 2 ， 六 1至 七 6 > , 每 一 段 的 结 尾 都 留 下 盼  

望 的 言 词 （二 1 2、 1 3 , 四丨至五 1 5 , 七 7- 

2〇>。 若 要 纵 观 全 书 ， 这 大 纲 有 一 定 的 价  

值 ， 但 若 要 正 确 地 理 解 这 本 书 ， 则 需 要 仔  

细 研 究 每 一 个 神 谕 。 下 文 列 出 了  2 0 个 单  

元 的 章 节 ， 分 辨 其 文 学 体 裁 ， 并 确 定 其 主  

旨 或 主 题 。

第 一 个 单 元 是 “耶 和 华 快 要 来 临 ”， 

包 括 一 章 2 至 7 节 ， 以 耶 和 华 亲 自 显 现 ， 

提 出 诉 讼 的 形 式 写 成 。 先 知 呼 吁 万 民 聆 听  

耶 和 华 如 何 见 证 他 们 的 不 是 ， 又 形 容 池 离  

开 了 天 上 的 圣 所 ， 行 走 在 众 山 上 ， 众 山  

在 池 脚 下 都 熔 化 了 （2 - 4 节 > 。 神 要 降 临  

( 神 的 显 现  > , 因 为 人 犯 了 罪 ， 北 国 以 色  

列 的 首 都 撒 玛 利 亚 将 要 毁 灭 ， 主 要 因 为 他  

们 拜 偶 像 （5 - 7节 〉。

第 二 段 是 “先 知 的 哀 歌 ” （一 8 - 1 6 ) 。 

先 知 看 见 一 队 敌 军 由 西 南 面 而 来 ， 他 们 途  

经 1 2 个 城 市 ，带 来 了 荒 凉 、 流 亡 和 掳 掠 ， 

除 了 迦 特 以 外 ， 每 一 个 城 的 名 字 都 语 带 双  

关 ， 目 的 是 暗 示 他 们 的 胍 运 。 1 2 个 城 市  

中 有 些 是 知 名 的 ， 如 拉 吉 、 耶 路 撒 冷 、 摩 

利 设 迦 特 和 亚 杜 兰 ， 至 於 其 他 ， 则 难 以 确  

定 。 虽 然 第 一 个 预 言 是 针 对 列 国 ， 并 特 别  

宣 告 撒 玛 利 亚 的 厄 运 ， 但 第 二 段 经 文 告 诉  

我 们 弥 迦 真 正 关 心 的 仍 是 犹 大 。

第 三 段 是 “对 凶 恶 富 户 的 咒 诅 ” （二 

1 - 5 > 。 这 是 一 段 咒 语 ， 也 就 是 一 个 审 判  

的 信 息 。 这 审 判 要 落 在 一 群 富 户 身 上 ， 因 

为 他 们 晚 间 在 床 上 就 定 下 阴 谋 ， 抢 夺 农 民  

的 房 屋 和 田 地 。 弥 迦 说 他 们 害 人 终 害 己 ， 

他 们 的 田 地 都 要 被 别 人 夺 去 。

“弥 迦 与 凶 恶 富 户 ” 是 第 四 段 的 主 题  

( 二 6 - 1 1 > 。 这 段 经 文 描 述 弥 迦 与 那 些 抢  

夺 别 人 田 地 房 屋 者 的 人 发 生 争 执 。 那 些 凶  

恶 的 富 户 不 能 接 受 弥 迦 审 判 的 信 息 ， 厌弃  

他 的 话 语 ， 禁 止 先 知 继 续 传 讲 这 信 息 。 他 

们 不 相 信 灾 祸 会 临 到 他 们 ， 因 为 他 们 认 为  

神 不 会 这 样 做 （6 节 、 7 节 上 } 。 但 弥 迦 却  

数 算 这 些 恶 人 一 连 串 的 罪 行 ， 如 剥 去 过 境  

者 身 上 的 外 衣 ， 把 妇 人 和 孩 童 从 家 中 赶 出  

( 7 节 下 至 9 节 这 样 凶 恶 的 人 只 ® 听 从  

假 先 知 的 话 （第 11节 > 。

第 五 段 是 “余 民 得 以 存 留 ’’ （二 1 2 、



1 3 > 。 耶 和 华 要 聚 集 一 群 余 民 ， 像 羊 在 羊  

栏 中 （第 1 2 节 > , 然 后 耶 和 华 要 作 他 们 的  

王 ， 带 领 他 们 由 城 门 出 去 （第 1 3 节 ）。 这  

段 经 文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释 ， 经 文 没 有 指 出  

耶 和 华 聚 集 余 民 的 地 方 ， 有 些 人 假 设 那 地  

是 巴 比 伦 ， 认 为 这 段 经 文 是 指 被 掳 而 言 。 

有 些 人 则 认 为 那 地 是 耶 路 撒 冷 ， 先 知 所 指  

的 事 件 是 主 前 7 0 1 年 西 拿 基 立 进 侵 之 前 ， 

以 色 列 人 逃 难 至 耶 路 撒 冷 。

第 六 段 是 有 关 “行 恶 的 首 领 ” （三 1- 

4 )。 弥 迦 指 控 那 些 以 色 列 民 的 首 领 和 官  

长 ， 他 们 的 行 为 有 如 吃 人 者 ， 他 们 本 应 认  

识 公 义 ， 却 厌 恶 良 善 ， 喜 爱 奸 恶 。 来 日 他  

们 将 会 向 耶 和 华 哀 求 ， 但 耶 和 华 却 不 垂  

听 。

“平 安 先 知 与 弥 迦 ” 是 另 一 段 有 关 争  

执 的 经 文 （三 5 - 8 ) 。 弥 迦 指 摘 假 先 知 为  

金 钱 而 训 诲 ， 并 断 言 他 们 必 不 再 有 异 象 ， 

没 有 从 神 而 来 的 信 息 。 另 一 方 面 ， 弥 迦 声  

称 自 己 是 靠 着 神 的 灵 和 能 力 来 传 讲 信 息  

的 。

“贪 污 的 首 领 和 锡 安 的 败 亡 ” 是 第 八  

段 的 主 题 （三 9 - 1 2 ) 。 这 预 言 似 乎 是 弥 迦  

先 前 向 耶 路 撒 冷 众 首 领 所 说 的 一 番 话 的 概  

要 。 因 着 他 们 的 罪 恶 和 罪 行 ， 耶 路 撒 冷 和  

圣 殿 将 要 被 毀 灭 。

锡 安 的 畋 亡 与 圣 殿 的 被 毁 这 惊 人 的 宣  

告 之 后 ， 随 之 而 来 的 信 息 是 “锡 安 将 来 要  

被 高 举 ” （四丨- 5 ) 。 这 救 恩 的 预 言 大 槪 是  

刻 意 放 在 审 判 的 预 言 之 后 ， 指 出 纵 使 圣 殿  

要 被 毀 坏 ， 但 它 将 要 重 建 得 更 宏 伟 ， 作为  

列 国 敬 拜 的 中 心 。 这 信 息 的 平 行 经 文 可 见  

於 以 赛 亚 书 二 章 1至 4 节 。

第 十 段 的 主 题 是 “余 民 与 锡 安 之 重  

建 ” （四 6 - 8 > 。 本 段 开 首 的 “到 那 日 ”， 

显 示 这 是 一 个 末 世 的 预 言 ， 那 时 耶 和 华 要  

在 锡 安 ， 在 祂 重 建 的 羊 群 中 作 王 。

跟 着 3 段 神 谕 （四 9 、 丨0 ， 四 1 1 - 1 3 ,  

五丨 - 4 ) 均 以 “现 在 ” 一 词 开 始 ， 结 束 时  

均 保 证 现 今 罪 恶 的 境 况 必 会 好 转 。 第 一 段  

是 “从 忧 患 至 释 放 ” （四 9 、 丨0 ) ; 第 二  

段 是 “从 四 面 受 敌 至 得 胜 ” （四 丨 1 - 

1 3 ) ; 第 三 段 是 “从 无 助 的 审 判 者 至 理  

想 的 君 王 ” （五丨- 4 ) 。 三 段 神 谕 中 ， 最 后  

— 段 是 弥 迦 书 中 甚 为 人 所 熟 知 的 经 文 ， 这  

段 经 文 应 许 一 个 王 要 在 伯 利 恒 出 生 ， 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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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见 尊 大 ， 直 到 地 极 „

第 十 四 段 是 “平 安 与 亚 迷  

( 五 5 、 6 ) ， 紧 接 着 的 是 “万 民 中 ^ 收 卜  

( 五 7 - 9 > 。这 里 形 容 余 民 好 像 草 上 $ 余民，， 

又 好 像 羊 群 中 的 狮 子 。 草 上 的 甘 時 ， 

表 祝 福 ， 但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十 七 章 f 常代 

却 喻 作 审 判 ， 如 同 狮 子 在 羊 群 之 中 12'  

第 十 六 段 是 “除 灭 军 事 装 备 与 ^  

宗 教 ” （五 1 0 - 1 5 > 。 “剪 除 ，
? 虛悔的 

毁 坏 H
‘‘除 灭 ”、 “拆 毁 ”、 “拔 出 ” 等用词显  

是 一 个 彻 底 的 行 动 。 这 神 谕 是 针 对 那  

人 心 中 代 替 了 神 的 东 西 。

“神 的 诉 讼 ’’ （六 1-8 > 也许是弥迦书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段 经 文 ， 这 是 一 段重要的经 

文 ， 是 真 信 仰 的 一 个 总 纲 。 下一段是 "更  

多 的 控 告 与 宣 判 （六 9 - 1 6 > ， 进 -  

控 告 是 针 对 不 诚 实 的 买 卖 、 说谎话和行强 

暴 等 罪 行 。 判 刑 则 是 荒 凉 、 挫 败 、被人嗤 

笑 和 灭 亡 。

第 十 九 段 是 弥 迦 书 中 “给腐败之社群 

的 挽 歌 < 七 1 - 6 > 。 先 知 一 开 始 便 说 “哀 

哉 ！ ”， 因 为 他 好 像 是 地 上 唯 —— 个虔诚 

和 正 直 的 人 （七 1 、 2 ) 。 他不能信任任何  

人 。 每 个 人 都 在 设 计 谋 害 别 人 。 所有人都 

双 手 行 恶 ， 就 是 家 人 也 互 相 攻 击 。七章6 

节 的 话 曾 被 耶 稣 引 用 ， 来形容池所处的世

代 （太 十  2 1 、 3 5 、 3 6 > 。

弥 迦 书 最 后 一 个 段 落 （七 7 _2 0 > 是 

一 段 先 知 祷 文 。 这 祷 文 包 括 一 篇 信 心 的 诗  

篇 （7 - 1 0 节 ）， 一 个 预 言 重 建 的 应 许  

( 1 1 - 1 3 节 ）， 一 篇 祈 求 神 保 守 以 色 列 和 审  

判 其 仇 敌 的 祷 词 （1 4 - 1 7 节  > ， 还有一 g  

颂 歌 ， 宣 告 神 那 无 可 比 拟 的 恩 慈  

实 ， 祂 向 雅 各 发 诚 实 ， 向 亚 伯 拉 罕

( 第 ‘2 0 节 ）。

参 “先知 . 女 先 知

R a l p h  l -  Srn，，h 

1 7 2 3 ：

〇f2 1 7 9 ： -以色歹 ij 史 " 2077〇

参 考 书 目 •• L . C . A l l e n , 7770 曰 八

J o e l , O b a d i a h , J o n a h  a n d  M i〇a
prOp^

S m i t h , The B o o k  o f  the T w e lv e
r pr〇P^e

C . v o n  O r e l l i , T h e  T w e lv e  M i n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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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克尼雅
0 ^ ,  y S

在 任 时 的 一 名 乐 师 （代 上 十 五

18. 2 1 , 0

Ibex
山 羊 的 一 种 ， 律 法 列 为 结 净 的 动 物  

旧 ; 此 动 物 现 今 学 名 为 “北 山

羊 ，，〇
参 ••动 物 （山 羊 ）" 3 2 9 。

糜鹿/ 底鹿
Roe, Roebuck 
ml lu / y6u Id

此 动 物 现 今 学 名 为 “狍 '

参 - 动 物 （鹿 、 瞪 羚 ） ” 3 2 9 。

弥那
M in a
mi na

用 以 枰 世 珍 贵 金 厲 和 其 他 物 件 的 小 砝  

码。

参 " 度 S 衡 （弥 那 ）” 3 5 4 。

弥尼，弥尼，提 客 勒 ， 乌法珥新
Mene,Mene,Tekel,Parsin
m> ni  /  m l  n i  /  t i  k b  /  w u  f a  6 r  x l n

在 但 以 理 书 五 章 2 5 节 出 现 的 神 秘 预  

W 字 句 ， 指 出 神 对 巴 比 伦 及 其 君 主 的 审  

判。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死 后 （主 前 5 6 2 )  

@ 1 0 年 ， — 个 道 德 沦 落 的 王 伯 沙 撒 作 了  

^ 比 伦 帝 国 的 君 主 。 但 以 理 书 第 五 章 描 述  

伯 沙 撒 所 摆 设 的 大 筵 席 。 他 邀 请 1 ，〇〇〇 

沙2 臣带同 妻 子 赴 宴 。 借 着 几 分 酒 意 ， 伯 
败 $ 命 人 把 尼 布 甲 尼 撒 从 前 在 耶 路 撒 冷 圣  

耻 〜 来 的 金 银 器 皿 拿 出 来 。 这 些 圣 洁 的 器  

铪 席 仓 库 里 ’ 现 在 他 拿 出 来 分 派  

^ i 的 宾 客 ， 并 亵 渎 神 ， 使 用 这 些 器 皿  
巴 比 伦 的 诸 神 ， 就 是 “金 、 银 、铜 、 

、 、石 所 造 的 神 ，， （但 五 4 > 。

$ 出 i n 他 们 饮 酒 狂 欢 之 际 ， 忽 然 有 人 的 指  

给 这 在 宴 客 厅 的 粉 墙 上 写 字 。 伯 沙 撒  

京吓 得 魂 不 附 体 ， 大 声 呼 唤 术 士 、

哲 士 来 解 释 这 些 文 宇 ； 可 是 ， 他 国 中 的 哲  

士 全 都 不 能 分 辨 这 些 文 字 的 意 思 。 最 后 ， 

皇 后 向 王 献 策 ： 召 那 善 於 解 释 神 秘 事 物 的  

人 先 知 但 以 理  来 解 释 这 些 文 字 。

但 以 理 被 领 到 王 前 ， 就 立 即 责 备 王 的  

愚 昧 ， 目 中 无 神 和 妄 自 尊 大 。 他 在 伯 沙 撒  

面 前 所 说 的 一 番 道 理 （但 五 1 7 - 2 3 ) ， 有 

力 地 宣 告 了 神 对 各 种 傲 慢 罪 行 的 审 判 ， 这 

信 息 就 是 墙 上 文 字 的 中 心 意 义 ； 然 后 ， 但 

以 理 把 这 文 字 逐 一 解 释 。

这 些 文 字 在 圣 经 原 文 是 以 亚 兰 文 写 出  

的 ， 中 文 音 译 是 “弥 尼 ，弥 尼 ， 提 客 勒 ， 

乌 法 珥 新 ”。 这 句 子 的 神 秘 并 不 在 乎 语 言  

上 的 解 释 ， 而 在 於 每 个 字 所 代 表 的 含 义 。 

表 面 上 ， 这 些 字 只 是 一 些 重 堡 和 货 币 单 位  

的 名 称 ， 实 际 上 ， 是 要 预 言 巴 比 伦 及 其 国

君 即 将 遭 受 神 的 审 判 。

但 以 理 解 释 这 些 文 字 的 内 容 记 载 於 但

以 理 书 五 章 2 6 、 2 7 节 。 弥 尼 的 意 思 是

“数 算 ”， 而 重 复 出 现 则 指 出 神 已 数 算 了

伯 沙 撒 的 国 度 之 年 日 ， 并 且 断 定 这 国 要 到  

此完结•， 提 客 勒 的 意 思 是 “称 量 ”， 对伯

沙 撒 而 言 ， 这 字 指 出 他 在 道 德 和 灵 性 上 的  

亏 欠 ， 在 神 公 义 的 天 秤 上 ， 他 根 本 轻 得 不  

能 称 量 。 最 后 — 个 分 词 是 乌 法 琪 新 ， 意思  

是 “破 裂 ” 或 “分 开 ' 但 以 理 解 释 时 用  

了 这 词 的 单 数 词 （毗 勒 斯 ）。 所 要 指 出 的  

事 实 是 伯 沙 撒 的 国 将 要 分 裂 ， 归 与 玛 代 人  

和 波 斯 人 。 这 用 词 是 语 带 双 关 的 ， 因 为 波  

斯 人 一 词 的 字 根 与 这 里 所 用 的 字 根 基 本 上  

是 一 样 的 。

但 以 理 书 五 章 3 〇、 3 1 节 指 出 这 预 言  

在 当 夜 就 应 验 了 。

参 ••但 以 理 书 " 2 8 4 。

弥尼神
Meni
m i  n i  s h 6 n

参•天命” 1 5 6 5。

弥赛亚
Messiah

i  sW y 為 . _  „  vv.
从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过 来 的 一 个 称 号 。 这

: 号是由动 词 转 变 过 来 的 形 容

. 裔者 ， 新 约 希 腊 文 的 同 义 词 是 基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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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称 号 是 指 一 个 人 被 油 青 （抹 或 洒 ） 在 头  

上 ， 分 别 为 圣 亊 奉 神 的 行 动 。 动 词 的 字 根  

也 是 这 个 意 思 。

以 色 列 人 以 油 青 抹 的 礼 仪 曾 在 好 几 种  

场 合 中 出 现 ； 祭 司 在 祭 坛 上 供 圣 职 献 祭 之  

前 ， 必 须 先 按 例 受 音 立 （利 四 3 >  ; 列 王

纪 上 十 九 章 1 6 节 也 有 資 立 先 知 的 记 载 和  

证 据 ， 但 資 立 先 知 并 不 像 是 一 般 惯 常 的 做  

法 。 撒 母 耳 裔 立 扫 罗 和 大 卫 ， 奠 定 了 希 伯  

来 君 王 就 职 登 基 前 一 个 重 要 的 步 骤 。 君 王  

既 为 耶 和 华 所 特 别 裔 立 的 人 ， 他 在 人 （撒  

上 十 二 1 4 ; 撒 下 十 九 2 1 > 和 神 （诗 二 2 ， 

二 十 面 前 就 有 稳 固 的 地 位 。 这 些 先 例  

连 同 无 数 的 弥 赛 亚 预 言 ， 告 诉 犹 太 人 那 煨  

超 越 的 “受 資 者 ” 至 终 要 来 把 救 恩 带 给 以  

色 列 人 。

迈 摩 尼 得 斯 （十 三 世 纪 的 犹 太 人 > 所 

写 的 丨 3 篇 关 乎 希 伯 来 信 仰 的 文 章 中 ， 用 

以 下 的 句 子 来 结 束 ， 这 句 子 现 今 仍 可 见 於  

希 伯 来 人 的 公 祷 书 中 ： “我 深 信 弥 赛 亚 必  

会 来 ， 虽 然 祂 延 迟 了 ， 但 我 仍 耐 心 地 等  

候 池 快 快 出 现 。”

弥 赛 亚 与 旧 约

弥 赛 亚 的 观 念

犹 太 人 共 同 盼 望 弥 赛 亚 降 临 的 信 念 ， 

始 自 大 卫 作 王 时 ， 当 时 先 知 预 言 大 卫 的 国  

要 坚 立 到 永 远 （撒 下 七 1 6 > ， 他 的 后 裔 必  

承 继 他 的 王 位 ， 并 且 要 永 远 管 治 万 邦 《撒  

下 二 十 二 4 8 -5 1 ; 耶 三 十 三  > 。 传 统 上 ， 

犹 太 人 心 目 中 的 弥 赛 亚 救 恩 就 是 集 中 在 这  

方 面 （参 徒 一  (5)。 所 罗 门 死 后 约 两 世 纪 ， 

北 国 以 色 列 被 亚 述 同 化 了 ， 大 卫 家 也 几 乎  

完 全 灭 绝 ， 纵 然 如 此 ， 犹 太 人 仍 怀 着 弥 赛  

亚 的 盼 望 。 以 色 列 往 后 的 历 史 每 况 愈 下 ， 

背 道 的 诸 王 终 招 致 巴 比 伦 王 的 辖 制 ， 那  

时 ， 这 个 盼 望 只 能 倚 靠 一 种 超 然 的 信 心 来  

撑 持 了 。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的 最 后 二 三 个 世  

纪 ， 昆 兰 一 个 颇 为 兴 盛 的 宗 教 团 体 终 日 期  

待 “那 将 要 来 者 ” 的 降 临 。 他 们 的 两 个 拽  

灵 领 袖 ： “公 义 的 教 师 ” 和 “律 法 的 诠 释  

者 ”， 成 为 众 人 期 望 在 大 卫 的 后 裔 弥 赛 亚  

荣 锱 显 现 之 前 ， 神 煨 后 的 两 个 见 证 人 。 可 

惜 他 们 的 盼 望 也 粉 晬 了 。 主 后 M 年 ， 罗 

马 皇 帝 维 斯 帕 先 的 军 队 占 据 了 他 们 的 大 本  

营 ， 并 把 他 们 驱 散 • 以 色 列 人 虽 盼 望 “以

色 列 的 安 慰 者 ’’降 临 （参 路 二 却 不  

能 肯 定 这 拯 救 计 划 中 的 主 角 究 竞 是 怎 样 的  

人 „ 然 而 ， 绝 少 犹 太 人 会 想 到 外 邦 人 在 这  

伟 大 的 救 赎 计 划 上 竟 会 占 重 要 的 地 位 ，犹 

太 人 不 过 是 担 任 仆 人 的 角 色 （参赛四十九  

而 已 。

在 正 统 犹 太 教 拉 比 中 ， 常有推测弥赛  

亚 工 作 细 节 的 人 《 有 一 个 时 候 ， 拉比曾经 

引 用 不 下 於 段 经 文 指 陈 弥 赛 亚 其 人 及  

其 救 恩 . ， 巴 比 伦 他 勒 目 中 有 关 公 议 会 的 -  

段 ， 明 显 是 以 弥 赛 亚 为 中 心 ， 其中有不少  

篇 幅 指 出 世 界 是 为 他 而 造 的 ， 所有先知的  

预 言 都 指 向 祂 的 日 子 （公议会9 8丨），99a), 

大 体 上 来 说 ， 正 统 犹 太 教 仍 保 持 原 有 陈 旧  

的 信 念 ， 认 为 弥 赛 亚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王 ， 

重 建 圣 殿 ， 再 设 立 祭 司 和 祭 祀 的 制 度 。然 

而 ， 这 些 传 统 受 当 时 错 误 观 念 的 左 右 ，其 

中 包 括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的 文 献 如 《所罗门 

诗 篇 》 和 《以 诺 一 书  > 中 所 主 张 的 多 个 弥  

赛 亚 的 说 法 ..

迦 百 衣 会 堂 门 楣上 的 所 罗 门之 星

虽 然 后 期 犹 太 教 认 为 弥 赛 亚 是 一 个 末  

世 人 物 ， 会 在 末 世 时 作 王 ， 但现代犹太教  

思 想 大 都 抛 弃 了 传 统 以 弥 赛 亚 为 一 个 个 人  

的 观 念 ， 而 只 相 信 有 一 个 弥 赛 亚 时 代 。近 

代 盛 行 的 自 由 派 犹 太 教 认 为 透 过 犹 太 教 两

大 理 想 ----公 义 与 怜 悯 ， 世界可以达到完

美 的 地 步 ， 这 信 念 漠 视 了 人 类 堕 落 的 悲 #  

和 圣 经 的 教 导 ， 以 人 的 看 法 取 代 神 超 凡 的  

干 预 。

虽 然 从 人 的 角 度 看 ， 弥 赛 亚 的根 濟 ， 

大 卫 家 有 很 紧 密 的 连 系 （撒 下 七 何  

三 5 > ， 但 我 们 不 要 误 会 弥 赛 亚 的 盼  

始 於 伟 大 的 以 色 列 王 朝 时 代 。 事 实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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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亚 的 盼 望 在 神 国 建 立 的 第 一 个 应 许 中 已  

有 睹 示 。 在 创 世 记 三 章 1 5 节 ， 神 向 撒 但  

宣告说：祂 要 使 蛇 与 女 人 为 敌 ， 直 至 时 候  

满足，女 人 的 “后 商 ” 要 伤 蛇 的 头 。 对 於  

邡 些 低 估 罪 之 破 坏 能 力 的 人 来 说 ， 这 样 一 

个 应 许 似 爭 很 不 自 然 ， 也 不 必 要 。 许 多 人  

与 传 统 的 犹 太 教 看 法 一 样 ， 没 有 严 肃 地 面  

对人类的 堕 落 ， 并 以 寓 意 解 释 创 世 记 这 段  

釕述.，因 此 ，他 们 否 定 人 需 要 有 一 位 中 保 ， 

强 调 个 人 的 努 力 才 是 得 救 的 门 路 ， 不 知 人  

已 被 罪 恶 畋 坏 了 （创 六 5 ; 耶 十 七 9 ) ;

亚 当 的 悖 逆 为 人 类 带 来 了 咒 诅 （罗 五 12- 

21 )。

有关弥赛亚的颅言

弥 赛 亚 预 言 是 渐 进 式 的 ； 每 一 个 预 言  

郎 为 这 主 题 增 添 一 点 亮 光 。 有 关 “后 裔 ’’ 

的 观 念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 弥 赛 亚 是 女 人 的 后  

裔 （创 三 〗 5 > ， 属 於 闪 的 家 系 （九 2 6 > ,  

并 且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人 （二 十 二 丨 8 ) 。 然 

而，直 至 创 世 记 二 十 二 章 1 8 节 ， 圣 经 仍  

未 清 楚 指 出 “后 裔 ” 是 一 个 人 ， 因 为 “后 

裔”（原 文 直 译 为 “种 子 ”> 可 以 作 单 数  

或 复 数 解 释 。 在 弥 赛 亚 预 言 的 早 期 发 展  

中，“伤 ” 的 性 质 更 不 清 晰 ， 不 过 ， 创 世  

记 的 宣 告 已 暗 示 弥 赛 亚 为 罪 受 伤 ， 是 与 择  

力 有 关 的 观 念 。 在 犹 太 教 拉 比 的 注 释 中 ， 

“击伤 ”这 动 词 是 用 来 形 容 摩 西 “磨 碎 ” 

金牛犊， 直 至 磨 成 了 粉 末 的 行 动 （出 三 十  

二2(M 。 直 至 以 赛 亚 先 知 更 进 一 步 以 戏 剧  

性 的 手 法 来 描 绘 这 亊 实 ， 才 给 我 们 一 幅 更  

淸 晰 的 图 画 （赛 五 十 三 5 > 。

在 预 言 弥 赛 亚 的 先 知 中 ， 首 推 以 赛  

亚，他 强 调 受 裔 者 必 须 忍 受 极 大 的 痛 苦 。 

他 以 “耶 和 华 的 仆 人 ” 这 形 象 ， 写 了  4 首 

“仆 人 之 歌 ”， 描 写 这 位 未 来 救 主 的 使 命  

( 赛 四 十 二 1 - 7 , 四 十 九 1 - 9 , 五 十 4 - 1 1 ， 

五十二丨3 至 五 十 三 1 2 > 。 虽 然 以 赛 亚 没 有  

明显地把“弥 赛 亚 ”视 为 “耶 和 华 的 仆 人 ’’， 

但 要 证 明 这 两 位 是 同 一 个 人 并 不 困 难 。 这 

两 位 郎 是 独 特 的 受 青 者 （赛 六 十 一  1> ;

两 者 都 向 外 邦 人 作 见 证 （五 十 五 4 ; 参 赛  

四十九 ㈧ ； 他 们 第 一 次 出 现 时 ， 都 没 有

虚 饰 （七丨4 、 1 5 ， ~\--- 1 ; 参 赛 五 十 三 1 ,

四 十 二 ; 而 且 两 者 都 称 为 大 卫 的 “枝 

子” < 赛 十 一 丨 - 叼 。 同 样 觅 要 的 是 两 者 皆  

甘 愿 谦 卑 以 致 终 被 高 举 （赛 四 十 九 7 , 五

十二丨 3 -丨 5 >。 基 督 教 早 期 时 代 ， 犹 太 学  

者 在 亚 兰 文 的 他 尔 根 中 ， 这 样 意 译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二 章 丨 节 ： “看 哪 ， 我 的 仆 人 弥 赛  

亚 ”， 又 在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三 章 开 头 就 说 ： 

“看 哪 ， 我 的 仆 人 弥 赛 亚 要 昌 盛 ”。 虽 然  

古 列 也 被 称 为 “受 裔 的 ”， 但 并 没 有 提 及  

他 会 作 任 何 拯 救 工 作 （四 十 五 1、 4 、 5 > 。 

以 色 列 虽 然 是 神 所 拣 迭 和 疼 爱 的 （四 十 一  

8 > , 但 没 有 装 备 好 作 神 的 仆 人 ， 把 救 恩  

带 给 人 类 （四 十 二 1 8 > 。 大 卫 王 朝 的 衰 亡  

强 烈 地 指 出 以 色 列 需 要 一 位 受 裔 的 君 王 来  

医 治 他 们 长 久 悖 逆 神 和 不 顺 从 的 顽 疾 。 其 

实 一 直 以 来 ， 以 色 列 与 神 的 关 系 都 是 这 样  

( 出 三 十 三 5 ; 何 四 U 。 旧 约 历 史 三 番 四  

次 展 示 以 色 列 人 道 德 上 的 沦 亡 。 以 色 列 的  

问 题 ， 也 是 全 人 类 的 问 题 ， 只 能 藉 普 另 立  

新 约 来 解 决 ， 而 这 约 的 保 证 和 ® 心 就 集 中  

在 一 位 救 主 ， 也 是 全 能 的 神 身 上 （耶 二 十  

三 7 , 三 十 一  3 1 - 3 4 )。 这 样 一 个 人 迭 的 来  

临 包 含 在 以 下 的 应 许 中 ， 就 是 神 应 许 从 耶  

西 的 本 ， 要 生 出 一 根 枝 子 ， 为 那 些 在 黑 暗  

中 行 走 的 百 姓 带 来 生 命 之 光 （赛 H 1, 

九 2 > 0

我 们 不 能 不 注 意 这 卑 微 的 仆 人 竞 是 出  

自 皇 室 （亚 九 9 > 。 因 为 弥 赛 亚 兼 任 祭 司  

和 君 王 的 职 责 ， 是 无 可 置 疑 的 （诗 —— O  

1-幻 。 但 是 一 位 受 苦 的 祭 司 君 王 这 观 念  

却 不 容 易 明 白 ， 在 他 勒 目 中 ， 有 些 作 者 显  

然 也 认 为 弥 赛 亚 必 须 受 苦 。 在 巴 比 伦 他 勒  

目 有 关 公 议 会 的 一 段 作 者 说 弥  

赛 亚 要 忍 受 疾 病 和 痛 苦 。 赎 罪 日 的 祷 文  

中 ， 卡 利 尔 之 子 以 利 亚 撒 （也 许 晚 至 主 后  

1 0 0 0 ) 有 话 如 下 ： ‘‘公 义 的 弥 赛 亚 离 开 了  

我 们 ； 恐 惧 折 磨 着 我 们 ， 再 没 有 人 能 使 我  

们 称 义 。 他 担 当 了 我 们 的 罪 孽 和 过 犯 ， 背 

负 了 我 们 的 轭 ， 并 为 我 们 的 过 犯 受 伤 。 他 

肩 负 了 我 们 的 罪 ， 为 我 们 的 罪 孽 求 饶 恕 。 

愿 我 们 因 祂 所 受 的 鞭 伤 得 医 治 。” 同 样 ， 

维 达 斯 的 以 利 雅 拉 比 也 这 样 写 道 ： “ ‘祂 

为 我 们 的 过 犯 受 害 ， 为 我 们 的 罪 孽 压 伤 ’ 

的 意 思 ， 是 弥 赛 亚 担 当 了 我 们 的 罪 孽 ， 以 

致 被 压 伤 ， 若 有 任 何 人 不 承 认 弥 赛 亚 是 这  

样 为 我 们 的 过 犯 受 苦 ， 那 人 就 必 须 自 己 承  

担 罪 孽 和 忍 受 痛 苦 。” 然 而 ， 相 信 没 有 人  

敢 想 象 弥 赛 亚 是 透 过 死 来 成 就 救 恩 工 作 的  

( 参 赛 五 十三 丨 2 >  • 当 拉 比 的 理 论 也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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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意 地 协 调 弥 赛 亚 既 卑 微 ， 又 鞟 贵 的 矛 盾  

时 ， 有 些 人 就 设 想 神 会 差 遣 一 个 弥 赛 亚 来  

受 苦 ， 同 时 也 差 遣 另 一 个 弥 赛 亚 来 作 王 。 

根 据 圣 经 ， 那 受 資 者 所 经 历 的 痛 苦 ， 只是  

得 着 永 恒 之 荣 耀 的 一 个 必 有 的 前 奏 ， 圣 经  

不 单 描 绘 池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君 王 （五 十 二  

1 3 , 五 十 三 1 ‘2 > , 同 时 也 指 出 池 是 卑 微 的  

( 五 十 三 2 > , 被 嘲 笑 的 （五 十 二 丨 4 > , 逍  

人 厌 弃 的 仆 人 （五 十 三 3 > ， 并 且 承 担 了  

人 类 悖 逆 的 后 果 （五 十 三 5 、 6 > „ 然  

而 ， 他 终 必 被 高 举 ， 为 祂 的 子 民 代 求 ， 并 

厚 厚 地 拐 福 给 他 们  < 五 十 三 1 2 ) 。 亚 当 和  

以 色 列 人 的 失 畋 在 於 不 能 完 全 顺 服 ， 弥 赛  

亚 却 做 到 了 ， 因 而 祂 能 带 领 以 色 列 和 列 邦  

回 到 神 面 前 （四 十二 丨 8 、 1 9 , 四 十 九 3 、 

6 > 。

但 以 理 书 中 有 一 些 关 乎 弥 赛 亚 的 重 要  

资 料 。 但 以 理 独 特 之 处 是 他 大 胆 地 谈 到  

“受 膏 君 ” 《但 九 2 5 > ， 指 出 祂 是 “人 子 ” 

(七丨3 并 说 他 要 受 苦 （九 2 6  > ; 并 且  

提 到 弥 赛 亚 被 剪 除 ” < 即 死 亡  > , 正 是 他  

完 成 救 赎 工 作 的 途 径 （但 九 24 > 。 这 代 赎  

的 教 义 是 圣 经 中 唯 一 的 救 赎 教 义 （参 利 十  

匕1 H 。 以 色 列 人 明 白 承 担 罪 孽 是 指 忍 受  

P 所 带 来 的 后 果 或 刑 罚 （参 民 十 四 3 3 k  

弥 赛 亚 作 赎 罪 祭 的 原 则 也 一 样 。 祂 是 犯 罪  

者 的 替 身 ， 罪 人 应 受 的 苦 全 部 转 移 在 祂 身  

上 。 罪 的 刑 罚 既 然 已 有 替 身 承 担 了 ， 那 求  

赦 的 人 便 得 以 完 全 被 赦 免 。

诗 篇 二 十 二 篇 1 节 描 述 那 承 担 着 世 人  

罪 孽 的 弥 赛 亚 发 出 了 受 苦 时 的 哀 求 （参 太  

二 十 七 4 6 ) , 因 为 祂 代 替 子 民 成 为 了 罪  

(林 后 五 2 丨 ^ 然 而 祂 呼 喊 “我 的 神 ”， 显 

出 祂 与 神 有 极 亲 密 的 关 系 ， 是 不 能 割 断  

的 。 这 弥 赛 亚 降 卑 然 后 被 高 举 的 意 象 又 再  

一 次 活 现 眼 前 （诗 二 十 二 *2 7 > 。 在 所 谓

“君 王 诗 篇 ” （例 ： 诗 二 ， 七 十 二 ， -----

〇>  中 ， 为 人 代 求 的 祭 司 也 担 当 君 王 和 审  

判 官 的 功 能 。

耶 利 米 又 进 一 步 描 绘 弥 赛 亚 的 画 像 。 

在 他 笔 下 那 位 领 人 进 入 救 恩 之 约 的 ， 也 是  

传 递 神 的 公 义 者 ， 池 使 自 己 的 义 归 与 罪  

人 ， 祂 是 弥 赛 亚 ， 神 公 义 的 枝 子 ， 成 为 了  

“我 们 的 义 ”。 矛 盾 的 是 ， 根 据 律 法 ， 人 

若 没 有 犯 该 死 的 罪 ， 是 不 能 被 挂 在 木 头 上  

的 （申 二 H ----2 2 ) 。 但 在 加 略 山 上 ， 义 者

基 督 却 被 打 十 字 架 死 了 ， 从此推翻了一切  

由 法 律 而 生 的 信 心 （申 二 十 一2  3 ; 加三 

1 3 > 。 罪 人 在 基 揩 里 不 单 得 到 了 赦 免 ，而 

且 得 称 为 义 （耶 二 十 三 7 、 8 > 。

弥 赛 亚 的 出 生 地 是 无 可 S 疑 的 了 （弥 

五 2 > , 但 池 的 神 性 却 仍 是 一 个 具 争 议 性  

的 课 题 。 虽 然 古 代 以 色 列 甚 少 有 人 质 疑 弥  

赛 亚 的 超 然 地 位 ， 但 也 很 少 人 会 想 象 池 是  

— 位 实 实 在 在 “与 人 同 在 的 神 ” （参来 -  

3 K 弥 赛 亚 的 神 性 虽 然 没 有 在 旧 约 中 被  

肯 定 ， 却 有 多 处 的 暗 示 ， 其 中 包 括 ：代表 

神 的 S 数 代 名 词 （创 一 2 6 ， i - 一 7 ) ; 铕 

着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神 显 现 的 记 述 （创十六 

7 - 1 3 ， 十 八 1 - ‘2丨， 十九丨 - 2 8 ; 玛 三 U ; 

诗 篇 中 出 现 多 个 的 位 格 （诗 三 十 三 6 , 四

十 五 6 、 7 ， -----〇丨> ; 神的 话 被 人 格 化

( 诗 三 十 三 4 、 6 ; 箴 八 丨 2 - 3 U  ; 以赛亚 

书 中 ， 神 位 格 相 互 关 系 的 呈 现 等 （赛四十 

八 1 2 、 1(5， 六 十 一 1 , 六 十 三 8-1(3 >。

弥 赛 亚 与 新 约

新 约 作 者 透 过 信 心 的 眼 睛 看 出 那 圣 灵  

感 孕 而 生 的 孩 子 （赛 七 1 4 ; 弥 五 2 > 带 着  

完 全 的 神 性 （赛 九 （5 ; 腓 二 G ; 亚 -  

1 9 ^ 祂 确 实 是 神 的 儿 子 ， 配受全人类的  

尊 崇 敬 拜 （诗 四 十 五 6 、 7 ; 参 来 一 8 、9).

第 一 世 纪 巴 勒 斯 坦 的 犹 太 人 知 道 “弥 

赛 亚 预 言 ” 要 应 验 在 一 位 像 摩 西 一 样 的 人  

物 身 上 （申 十 八 1 8 > 。 他 们 将 耶 穌 跟 摩 西  

作 了 许 多 比 较 ： 两 者 都 是 中 保 、 改革者， 

同 是 厲 灵 新 生 活 的 倡 导 者 ， 并且没有人能  

比 得 上 他 们 ； 更 特 别 的 是 两 人 皆 曾 在 孩 提  

时 代 出 现 脱 险 经 历  < 出 二 ； 太 二 1 3- 

2 3 >  ; 而 且 两 人 都 为 了 服 侍 神 的 子 民 而  

放 弃 皇 室 的 荣 华 《腓 二 5 - 8 ; 来 十 一 24-

2 8 ) , 他 们 对 别 人 都 有 格 外 慈 怜 的 心 肠  

( 民 二 十 七 I 7 ; 太 九 都 曾 “面对面” 

与 神 谈 话 （出 三 十 四 ‘2 9 、 3 0 ; 林后三 

7 >  ; 最 后 两 者 皆 传 达 救 赎 之 约 （申二十 

九 1 ; 来 八 6 、 7 > 。 可 是 ， 正如 马丁 路 德  

所 说 ： “甚 督 绝 对 不 是 摩 西 ”。 庳西只是 

— 个 管 家 和 仆 人 ； 弥 赛 亚 却 是 万 物 的 创 造  

者 与 主 宰 （来 三 3 - ( 5 ; 参 约 一 丨 、 2 、 18).

家 谱 在 圣 经 中 极 其 重 要 。 拉比们皆认  

为 基 於 何 西 阿 书 三 章 5 节 和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章 9 节 ， 弥 赛 亚 必 须 是 出 於 大 卫 的 诺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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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信 的 天 使 明 确 地 宣 布 了 耶 穌 的 正 确 谱 系  

{路一3«2、 3 3 ; 参 二 4 ) ， 马 太 仔 细 地 列 出  

了 这 家 谱 （太 一 卜 】7 ) 。 路 加 的 家 谱 ， 像 

马 太 的 家 谱 一 样 ， 列 出 了 这 君 王 的 家 屈 ， 

证 明 耶 穌 就 是 弥 赛 亚 （路 三 2 3 - 3 8 ) 。 虽 

然 两 份 家 谱 有 不 尽 相 同 之 处 ， 但 强 调 弥 赛  

亚 独 特 的 家 系 却 是 一 致 的 。 在 圣 经 所 列 的  

家 系 中 缺 了 一 代 或 数 代 并 不 是 罕 见 的 。 旧 

约 和 新 约 都 有 这 悄 况 出 现 。 举 例 说 ， 以斯  

拉记七章1至 •「>节 中 ，亚 伦 的 后 代 缺 了 6 人 ， 

却 可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六 聿 3 至 1 4节 。

耶 穌 深 知 圣 经 的 焦 点 集 中 在 弥 赛 亚 身  

上 （约 五 八 5 (i > ， 祂 曾 多 次 承 认 自 己  

就是基督； 池 接 受 瞎 子 巴 底 买 对 池 的 称 呼  

( 可 十 4 6 - 4 旧 ；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时 ， 也 接  

受 群 众 对 池 的 尊 称 （太 二 十 一 9 ) ; 在 殿  

里 孩 童 也 称 她 为 大 卫 的 子 孙 （太 二 十 一  

丨5> ; 还 有 在 别 的 情 况 下 ， m 都 没 有 拒  

绝 （太 十 六 丨 6 - 丨 8 ; 可 十 四 6 1 、 6 2 ; 路四  

2 1 ; 约 四 2 5 、 《2 6 > 。 虽 然 如 此 ， 耶 穌 却 鳘  

告 门 徒 在 祂 复 活 之 前 ， 不 要 宜 扬 祂 弥 赛 亚  

的 大 能 作 为 （太 十 七 9 ; 参 路 九 2 0 、 2 1 > 。 

由 於 当 时 一 般 人 宵 误 认 弥 赛 亚 为 一 个 政 治  

上的解放者， 所 以 实 际 上 耶 穌 是 尽 S 避 免  

使 用 这 名 称 ， 宁 可 自 称 为 “人 子 ”。 在 基  

督 还 未 把 这 称 谓 的 意 义 启 示 出 来 之 前 ， 没 

有 人 能 想 象 两 者 是 指 笤 同 一 个 人 《参 可 十  

四6 1、（5 2 )。 在 但 以 理 所 见 的 异 象 中 ， 有 

一 位 屈 天 的 征 服 者 （但 七 丨 3 、 14 >  ; 耶

穌 就 从 中 借 来 了 这 较 少 为 人 知 的 称 谓 ， 然 

后 陚 予 弥 赛 亚 救 恩 的 特 色 与 内 涵 。 耶 穌 利  

用 这 称 谓 纠 正 门 徒 对 弥 赛 亚 使 命 的 错 误 观  

念 < 太十 六 2丨 - ‘2 3 > 。 时 候 到 了 ， 他 们 会  

看 见 耶 穌 不 单 是 弥 赛 亚 ， 而 且 也 是 整 本 旧  

约 的 主 题 （太 五 1 7 ; 路 二 十 四 2 7 、 4 4 ;  

约五 3 9 ; 参 来 十 7 > 。 当 耶 稣 从 五 经 开 始  

斛 释 旧 约 时 （路 二 十 四 2 7 > ， 他 自 己 就 好  

佾 一 个 活 的 注 释 ， 祂 是 道 成 了 肉 身 （约一

丨8 > 。 被 认 为 是 指 弥 赛 亚 的 经 文 见 於  

多 处 （例 ： 诗 二 ， 十 六 ， 二 十 二 ， 四 十 ， 

- 一 O ; 赛 七 H , 九 十 一 1 ， 四十1 〇、 

11，五 十 （i , 五 十 二 1 3 至 五 十 三 1 2 , 六 十  

— 1 , 六 十 三 1 - 6 ; 耶 二 十 三 5 、 6 ， 三 十  

三1 4 - 1 6 ; 结 三 十 四 2 3 , 三 十 七 2 5 ; 但 九  

2 1 - 2 7 ; 何 十 一 丨； 弥 五 2 ; 亚 九 9 ， 十一  

13，十 二 1 0 ， 十 三 7 ; 玛 三 1 , 四 2 > 。

4 位 福 音 书 作 者 部 坚 定 地 宜 布 耶 穌 的  

弥 赛 亚 身 分 （太一丨； 可一  1 ; 路 二 十 四  

2 6 ; 约 二 十 3 1 > 。 彼 得 在 五 旬 节 ， 腓 利 在  

埃 提 亚 伯 太 监 面 前 ， 亚 波 罗 在 公 开 辩 论  

时 ， 皆 有 力 地 论 述 耶 穌 就 是 弥 赛 亚 （徒二  

3 6 ， 八 3 5 , 二 十 八 2 8 > 。 彼 得 指 出 祂 的 复  

活 证 实 了 祂 被 “立 ” 为 主 和 基 督 （徒 二  

3 6 >  ; 同 样 ，使 徒 保 罗 说 耶 穌 的 复 活 明  

明 宣 告 了 池 就 是 弥 赛 亚 ， 只 有 m 拥 有 这 称  

号 的 专 利 《罗 一4  >。 对 保 罗 这 个 过 去 的  

法 利 赛 人 ， 并 且 曾 逼 迫 教 会 的 人 来 说 ，

“耶 穌 基 铙 ” 是 祂 传 道 的 报 中 心 信 息 ， 与 

弥 赛 亚 的 荣 锱 相 比 ， 万 亊 都 黯 然 失 色 （腓 

三 5 -丨 0 )。 使 徒 保 罗 唯 一 热 衷 的 就 是 透 过  

神 的 儿 子 使 人 知 道 神 的 丰 盛 （弗 三 1 [  

1 9 > 。 祂 是 " 末 后 的 亚 当 ”， 为 人 类 取 得  

救 恩 ， 献 上 自 己 来 代 赎 子 民 的 罪 （罗五  

1 2 - 1 9 )。

圣 灵 以 许 多 不 同 的 名 称 称 呼 耶 穌 如 ： 

圣 者 、 审 判 官 、 义 者 、 君 王 、 神 子 、 主 

…… 等 等 。 所 有 弥 赛 亚 的 预 言 都 集 中 在 池  

身 上 ，祂 是 预 言 的 试 金 石 。 主 耶 穌 基 督 本  

身 就 是 盟 约 的 中 心 和 内 容 ， 罪 人 透 过 这 约  

得 以 与 圣 洁 的 神 和 好 （赛 四 十 二 6 ; 约 十  

四 • 祂 带 来 的 信 息 并 非 一 种 更 崇 高 的  

道 德 理 想 ， 也 不 是 改 良 德 性 的 教 养 ， 弥赛  

亚 所 启 示 的 信 息 是 耶 穌 代 替 罪 人 承 受 了 父  

神 可 怕 的 审 判 。 耶 稣 是 以 色 列 的 弥 赛 亚 ，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 完 全 应 验 了 预 言 、 预 表

和 象 征 ----这 些 都 是 祂 来 临 的 影 子 。因 此 ，

所 有 人 都 当 信 靠 祂 ， 他 是 一 切 恩 典 的 源  

头 ， 是 唯 一 永 存 的 宝 藏 （太 十 二 2 1 ; 约 

一 1 6 、 1 7 ; 西 二 3 > 。 他 受 資 成 为 先 知 ， 

带 领 我 们 进 入 真 理 （约六丨4， 七丨 6 >， 作 

为 祭 司 ， 祂 为 我 们 代 求 （来 七 2 1 ) ; 作 

为 君 王 ， 他 统 治 我 们 （腓 二 9 、

若 一 个 犹 太 人 心 目 中 没 有 弥 赛 亚 ， 他 

读 旧 约 时 也 许 得 着 一 些 可 作 教 导 的 纲 领 ， 

但 是 整 本 旧 约 处 处 流 玆 一 种 望 眼 欲 穿 的 期  

盼 ， 却 不 是 旧 约 本 身 所 能 满 足 的 ，这 犹 太  

人 若 要 了 解 那 位 成 就 永 远 盟 约 《耶 三 十 一  

3 1 - 3 4 ; 结 三 十 四 ‘2 5 - 3 1 , 三 十 七 2 6 ; 启 

十 九 丨 〇下 > ， 并 将 祂 的 灵 浇 灌 凡 有 血 气  

( 珥 二 2 8 - 3 2 ) 的 大 能 君 王 时 ， 就 难 免 受  

困 扰 了 ！ 没 有 希 伯 来 书 ， 利 未 记 中 那 为 人  

代 求 的 祭 司 就 只 好 藏 在 古 典 的 隐 秘 中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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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7 ; 参 来 五 丨 -(i ) 。 没 有 约 翰 的 启 示 录 ， 

以 赛 亚 的 新 天 新 地 就 缺 乏 了 实 质 和 释 义  

( 赛 六 十 五 1 7 ; 参 启 二 十 一 ， 二 十 二 > «* 

然 而 要 亲 自 认 知 弥 赛 亚 的 身 分 ， 却 不 是 凭  

S 个 人 的 研 究 或 反 思 就 可 以 达 成 的 ， 惟 有  

慈 爱 的 神 预 备 了 人 的 心 去 接 受 祂 的 儿 子 ， 

神 的 羔 羊 ， 也 是 犹 大 支 派 的 狮 子 ， 弥 赛 亚  

才 在 人 心 里 显 明 祂 自 己 。

S t u a r t  D .  S a c k s  

参 • 枝 子 • 2 2 8 8 : - 基 督 论 ” 6 3 6 :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 人 子 ”

1 2 0 2 : " 赎 罪 - 1 4 7 5 : " 救 赎 ， 救 赎 主 " 

7 8 7 ;  ••神 的 儿 子 - 1 2 8 2 〇

参 考 书 目 ： H .  L.  E l l i s o n ,  T h e  

C e n t r a l i t y  o f  t h e  M e s s i a n i c  I d e a  f o r  t h e  

O T ;  T . W .  M a n s o n ,  J e s u s  t h e  M e s s i a h  a n d  

T h e  S e r v a n t - M e s s i a h ;  S .  M o w i n c k e l ,  H e  

T h a t  C o m e t h ;  H.  R i n g g r e n ,  T h e  M e s s i a h  in 

t h e  O T ;  H . H .  R o w l e y ,  T h e  S e r v a n t  o f  t h e  

L o r d .

弥施玛拿
v Mishmannah

• m !  s h i  m 3

迦 得 支 派 的 一 名 大 能 勇 士 ， 大 卫 在 洗  

革 拉 与 扫 罗 王 对 抗 时 ， 他 往 山 寨 投 奔 大 卫  

( 代上十二丨〇 >。

弥特尼人
Mithnite
m i  n i  r 6 n

大 卫 军 中 的 勇 士 约 沙 法 是 弥 特 尼 人  

(代 上 十 一 4 3 ) 。

谜语
Riddle
m i  y Q

在 古 代 社 会 中 广 泛 被 使 用 和 受 尊 崇 的  

字 谜 ， 既 作 为 日 常 的 娱 乐 ， 也 在 较 严 肃 的  

层 次 上 ， 用 来 测 验 人 的 智 恝 。 谜 语 的 目 标  

是 要 发 掘 一 个 隐 藏 的 意 义 。 因 此 ， 谜 语 可  

以 済 楚 地 从 寓 言 中 分 辨 出 来 ， 因 为 寓 言

---- 像 约 坦 那 著 名 的 树 木 寓 言 （士 九 7-

包 含 一 个 很 容 易 看 出 的 意 义 。 明 显  

地 ， 两 者 之 间 也 有 一 些 中 间 地 带 ， 是 不 能  

作 清 楚 分 野 的 。 例 如 ， 以 西 结 的 谜 语 （结

十 七 ） 有 时 给 分 类 为 树 木 珣 言 。 以赛亚的 

“葡 萄 园 之 歌 ’’虽 不 称 为 谜 语 ， 但也大致 

厲 於 相 同 的 类 别 ， 其 中 五 章 1 至 6 节先是 

谜 语 ， 然 后 解 释 则 紧 跟 在 其 后 （赛五7 ; 

参 结 十 五  >。 以 西 结 在 说 谜 语 方 面 颇 有 声  

望 （结 二 十

参 孙 在 婚 宴 上 所 发 出 的 谜 语 ，是飛著 

名 的 圣 经 谜 语 （士 十 四  > , 他所用的谜语  

可 能 是 一 种 筵 宴 上 的 游 戏 （1 2 、 1 3节）， 

该 谜 语 （第 H 节 ） 以 对 句 的 形 式 出 现 ：

吃 的 从 吃 者 出 来 ， 甜 的 从 强 者 出 来 。 

“三 十 个 少 年 人 ” 威 胁 参 孙 的 未 婚 妻 ， 

她 便 哄 参 孙 把 意 思 说 出 来 （第 18节 >: 

有 什 么 比 蜜 还 甜 呢 ？

有 什 么 比 狮 子 还 强 呢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 在 这 之 前 ， 谜语和答 

案 都 可 能 是 谚 语 式 的 。

所 罗 门 的 智 恝 表 现 於 他 能 回 答 示 巴 女  

王 那 些 “难 解 的 话 ”《字 面 意 义 是 “谜语”） 

( 王 上 十 1 - 4 > 。 他 在 这 方 面 的 声 誉 在 便 西  

拉 之 话 中 进 一 步 可 见 ：“你 的 灵 遍 盖 全 地 ， 

你 以 比 喻 和 谜 语 充 满 它 。” （《传道经 >四  

十七 1 5 >

约 瑟 夫 留 意 到 所 罗 门 和 希 兰 曾 作 才 智  

上 的 竞 赛 ， 他 们 互 出 谜 语 考 验 对 方 。所罗 

门 初 时 节 节 获 胜 ， 但 后 来 希 兰 求 取 外 援 ， 

终 於 胜 过 所 罗 门 （《犹 太 古 史 > 8.5.5>. 

以 色 列 的 智 恝 人 都 自 认 有 这 种 解 释 谜 语 的  

智 恝 （例 ： 诗 四 十 九 < 1 ; 箴 一  6 > 。 但以理 

书 八 章 2 3 、 2 4 节 记 述 一 个 关 乎 末 世 的 异  

象 ， 但 以 理 看 见 一 个 “面 貌 凶 恶 ” 的王， 

“能 用 双 关 的 诈 语 ”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能 

了 解 谜 语 ”> 。 但 以 理 本 身 也 有 这 种 “能 

圆 梦 、 释 谜 语 、 解 疑 惑 ” 的 能 力 （但五 

12 h 作 为 一 种 启 示 的 方 法 ， 以色列的传  

统 最 少 有 部 分 是 蕴 藏 在 “古 时 的 谜 语 ”之 

中 （诗 七 十 八 2 >。

谜 语 甚 少 出 现 在 新 约 中 ， 但耶穌各种  

“甚 难 的 话 ” （例 ： 约 六 6 0 > 不 易 接 受 ， 

也 同 样 难 以 理 解 。 可 能 唯 一 真 正 的 谜 语 是  

兽 的 数 目 “六 百 六 十 六 ” （启 十 三 丨8 ) .  

近 代 许 多 著 作 尝 试 循 着 一 些 数 字 的 含 义 ， 

证 明 那 是 一 个 人 物 。 在 这 类 意 见 中 ，尼择 

王 是 最 有 可 能 的 一 个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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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本乃
Mebunnai
n，i b 6n  n 5 i

西 比 该 的 别 名  < 可 能 是 抄 本 的 彳 化 误 ）， 

是 大 卫 “勇士  ” 名 单 中 的 一 位 战 士 ， 记 载  

於 撤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三 帝 2 7 节 。

参 - 西 比 该 • 1 6 4 5 。

米比萨
M ib z a r
m l b l  s 备

以 东 一 名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4 2 ; 代 上  

一53>。“米 比 萨 ” 一 名 意 为 “堡 垒 ”• 优  

西 比 乌 认 为 米 比 萨 与 以 东 一 座 大 城 马 比 萨  

拉有关连。

米比衫
M ib s a m
ml bi s h 3 n

O 以 实 玛 利 的 儿 子 ， 米 比 衫 族 的 先 祖  

{创二十五1 3 ; 代 上 一 2 9 ) 。

© 沙 龙 的 儿 子 ， 米 施 玛 的 父 亲 （代上  

四

米达
M e d a d
m l

一 名 以 色 列 长 老 ， 他 与 伊 利 达 一 同 在  

旷野说预言。 这 事 使 约 书 亚 感 到 惊 愕 ， 欲 

加以禁止， 但 摩 西 却 维 护 了 他 们 奉 神 的 名  

说 话 的 权 利 （民 十 一 2 G 、 ‘2 7 > 。

米大示/ 传
M id r a s h
m l d i  s h W  z h u h n

这 是 一 个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词 （和 合 本 译  

作 “传 这 词 在 历 代 志 下 出 现 了 两 次 。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2 2 节 提 到 ， 犹 大 王 亚 比  

稚 （主 前 9 丨 3 - 9 丨 0 > 的 事 迹 是 引 自 先 知 易  

多 的 “传 ” „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四 章 ‘2 7 节 把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主 前 B 3 5 - 7 9 6 ) 的 事 迹 与 列  

i 的 “传 ” 相 提 并 论 。 有 些 解 经 家 认 为 这  

些 参 考 文 献 是 历 代 志 作 者 捏 造 出 来 的 ， 为 

的 是 证 明 其 资 料 的 真 实 性 。 然 而 ， 大 部 分  

# 经 家 均 接 受 这 些 文 献 是 确 实 存 在 。

虽 然 圣 经 只 在 历 代 志 提 及 米 大 示 两

次 ， 但 这 作 法 与 书 中 引 用 资 料 的 方 式 一  

贯 „ 例 如 ， 历 代 志 常 提 及 “犹 大 和 以 色 列  

诸 王 记 ” 或 类 似 的 文 献 （例 ： 代 下 十 六  

1 1 ， 二 十 3 4 ， 二 十 七 7 ， 三 十 三 1 8 ) 。 可 

能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四 章 ‘2 7 节 所 提 到 的 “米 

大 示 ” 只 是 主 要 资 料 来 源 的 另 一 个 名 称 。 

历 代 志 又 经 常 间 接 提 及 不 同 的 先 知 文 献 ， 

有 关 先 知 易 多 的 事 迹 ， 除 了 他 的 作 品 之  

外 ， 我 们 所 知 不 多 。 另 一 份 名 “先 知 易 多  

之 异 象 书 ” 中 ， 他 占 了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这 

文 献 与 以 色 列 王 耶 罗 波 安 一 世 在 位 期 间  

( 主 前 9 3 0 - 9 0 9 ; 代 下 九 ‘2 9 > 的 事 迹 有 关 。 

此 外 ， “先 知 示 玛 雅 和 先 见 易 多 的 史 记 ” 

也 提 到 他 ， 这 文 献 则 与 犹 大 王 罗 波 安 （主 

前 9 3 0 - 9 1 3 ; 代 下 十 二 1 5 ) 的 事 迹 有 关 。 

同 一 份 先 知 文 献 很 可 能 拥 有 不 同 的 名 称 。

历 代 志 作 者 所 说 的 “传 ” 到 底 是 指 什  

么 ？ 古 希 腊 版 本 只 是 简 单 地 译 作 “书 或 作  

品 ”， 似 乎 在 这 阶 段 ， 它 也 就 只 是 那 个 意  

思 。 “米 大 示 ” 希 伯 来 动 词 的 字 根 是 寻 问  

或 探 究 ， 作 为 名 词 也 就 可 能 指 “研 究 的 结  

果 ”。 另 外 一 个 意 思 就 是 “注 释 ”， 是 从  

某 个 思 想 角 度 去 描 述 当 时 的 历 史 。

除 了 历 代 志 两 次 提 及 的 “传 ” 或 “米 

大 示 ” 外 ， “米 大 示 ” 对 旧 约 圣 经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用 法 ， 米 大 示 是 指 解 释 圣 经 经 文  

的 释 义 或 过 程 ， 这 些 释 义 后 来 就 归 入 了 犹  

太 人 注 释 “米 大 示 ”中 。在 昆 兰 的 文 献 中 ， 

米 大 示 一 词 一 般 指 “律 法 的 注 释 ”， 但在  

后 期 的 拉 比 文 献 中 ， 米 大 示 成 了 一 个 专 有  

名 词 ， 指 一 份 按 圣 经 章 节 编 排 的 传 统 拉 比  

教 训 。 这 些 教 训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把 古 旧 的 经  

文 以 不 同 方 法 应 用 於 当 代 的 处 境 中 。

参 - 他 勒 目 _ 1 5 2 9 。

米但
Medan
m l  d ^ n

亚 伯 拉 罕 之 继 室 基 土 拉 给 亚 伯 拉 罕 生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创 二 十 五 2 ; 代 上 一 3 2 ) 。

米底巴
Medeba
m l  d t  b a

死 海 东 北 面 之 肥 沃 平 原 上 的 一 座 摩 押  

城 ， 约 在 非 拉 铁 非 （现 今 的 安 曼  > 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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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哩 。 这 城 位 於 希 实 本 以 南 (i 哩 ， 在 通 往  

卡 拉 克 的 罗 马 大 路 上 。

亚 摩 利 人 在 这 里 击 畋 了 摩 押 人 （民二  

十 一 3 0 ) 。 后 来 ， 以 色 列 人 又 在 米 底 巴 战  

胜 了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 并 把 这 地 分 给 流 便 支  

派 （书 十 三 9 、 1 〇 。 大 卫 在 这 地 大 败 了  

— 队 亚 摩 利 人 雇 来 攻 击 他 的 亚 兰 军 （代 上  

十 九

根 据 摩 押 石 碑 上 的 记 戟 ， 这 城 呰 一 度  

被 以 色 列 王 暗 利 和 亚 哈 统 治 ； 然 而 ， 摩 押  

王 米 沙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重 操 治 权 ， 他 m 建了  

米 底 巴 和 其 他 摩 押 城 市 》 以 赛 亚 在 书 中 提  

及 米 底 巴 之 名 ， 预 言 摩 押 的 毁 灭  <赛 十 五  

。 在 较 后 的 日 子 ， 约 兰 和 约 沙 法 呰 意  

图 征 服 这 城 ， 却 没 有 成 功 。

在 马 加 比 时 代 ， 米 底 巴 是 盗 贼 任 布 利  

及 其 众 子 的 城 垒 。 约 翰 马 加 比 在 这 城 里 进  

任 布 利 这 强 悍 的 家 族 捉 拿 和 杀 害 （《马 加  

比 一 书  > 九 3 6 - 4 ‘2 ; 约 瑟 夫 ， 《犹 太 古 史 >

1 3 . 1 . 4 )  。 许 尔 堪 围 城 (i 个 月 ， 终 於 取 得 此  

城 （《犹 太 古 史 > 1 3 . 9 . 虽 然 后 来 许 尔  

堪 二 世 答 应 把 城 归 还 亚 拉 伯 王 亚 哩 达 ， 却 

被 雅 尼 斯 取 去 了 （《犹 太 古 史 > 13.15.4;

1 4 . 1 . 4 )  ,

在 拜 占 庭 时 期 ， 这 城 颇 为 富 裕 。 今日  

发 现 的 遗 迹 ，如 城 墙 、教 堂 和 其 他 建 筑 物 ， 

就 是 从 拜 占 庭 时 期 存 留 下 来 的 。 在 城 内 其  

中 一 座 长 方 形 廊 柱 大 厅 式 礼 拜 堂 的 地 上 ， 

存 留 着 一 幅 著 名 的 古 巴 勒 斯 坦 铕 嵌 地 图  

( 约 主 后 5 6 0 > 。 这 地 图 原 本 长 7 8 呎 ， 阔 

2 0 呎 ， 但 现 在 有 一 部 分 已 被 一 所 新 建 的  

教 堂 遮 盖 和 损 毀 了 。

米底亚人
Medes, Media, Median
m l  d i  y h  r 6 n

参 - 玛 代 人 ■ 9 6 0 〇

米甸
Midi an
m l  d i a n

米 甸 是 人 名 ， 也 是 地 名 。 米 甸 人 是 — 

个 民 族 ， 住 在 基 列 、 摩 押 和 以 东 的 东 边 。 

^ 甸 以 南 就 是 亚 拉 伯 沙 漠 的 西 北 面 ， 他 们  

很 少 有 长 久 固 定 的 居 所 。

在 以 色 列 早 期 的 历 史 中 ， 米 甸 及 其 后

商 占 较 重 要 的 地 位 ； 亚 伯 拉 罕 （创二十五 

1 - 6 > 、 约 瑟 （创 三 十 七 2 5 - 3  6 ) 、 摩西 

( 出 二 1 5 至 三 丨 > 、 巴 兰 《民二十 二丨 -(5, 

二 十 五 ， 三 H - — 1 -2 0 ) , 及 基 甸 （士六 1 

至 八 2 8 > 都 呰 经 与 他 们 有 接 触 。

米 甸 是 以 撒 同 父 异 母 的 弟 弟 ， 是亚伯 

拉 罕 年 老 时 娶 的 基 土 拉 所 生 的 第 四 个 儿 子  

( 创 二 十 五 1 、 2 ; 参 创 二 十 三 丨 、 2 ，二十 

四 6 7 ; 代 上 一  3 2 > 。 圣 经 称 米 甸 及 其 亲 生  

兄 弟 为 “基 土 拉 的 子 孙 创 二 十 五 4; 

代 上 一  3 2 、 3 3 ) , 特 别 把 他 们 与 以 撒 分 别  

出 来 ； 以 撒 是 撒 拉 的 儿 子 ， 神给亚伯拉罕  

的 应 许 是 藉 冇 撒 拉 來 成 就 的 （创 十 二 1-3, 

十 七 1 5 - 2 1 ) 。 事 实 上 ， 亚 伯 拉 罕 和以 色  

列 人 视 这 些 庶 出 之 子 如 同 妾 侍 之 子 ，只能 

承 继 有 限 的 产 业 （创 二 十 五 5 、 6 ; 代上

— 3 n 。

为 了 以 撒 的 缘 故 ， 他们给逐出亚伯拉  

罕 的 家 ， 成 为 了 巴 勒 斯 坦 东 面 和 南 面 沙 漠  

地 区 的 半 游 牧 民 族 （创 二 十 五 5 、 6 >。

米 甸地

米 甸 地 的 位 S 不 能 确 定 ， 一般认为它 

是 位 於 以 东 极 南 面 ， 在 今 天的 阿卡 巴 湾 东  

面 。 亚 历 山 太 的 地 理 学 家 多 利 买 （主后二 

世 纪 ） 曾 提 及 这 地 区 一 座 位 於 岸 边 的 城 1  

迪 安 那 ， 以 及 一 座 相 距 2 6 哩 ， 位於内陆 

的 城 麦 迪 安 那 ； 犹 太 历 史 学 家 约 瑟 夫 （主 

后 一 世 纪 ） 和 基 锊 教 教 会 历 史 学 家 优 西  

比 乌 （四 世 纪 早 期  > 也支持 这资 料的 真确  

性 。

在 旧 约 早 期 ， 米 甸 似 乎 是 位 於 沙 漠 边  

缘 的 一 片 土 地 ， 邻 接 埜 列 、 摩押和以东， 

甚 至 南 及 西 乃 东 部 ‘

在 约 瑟 的 时 代 ， 一 些 米 甸族 人 必 定 是  

住 在 约 但 河 东 北 部 的 沙 漠 ， 与基列或巴珊  

接 壤 ， 因 为 他 们 是 以 实 玛 利 商 队 的 一 部 分  

( 参 士 八 ‘2 4 ) ， 从 大 马 色 通 过 基 列 ，经过 

多 坍 进 入 埃 及 （创 三 十 七 丨 7 、‘2 5 - 2 8、36).

摩 西 从 法 老 那 里 逃 出 来 ， 就住在米 

甸 ， 并 娶 了 米 甸 祭 司 的 女 儿 西 坡 拉 （出二 

1 5 - 2 2 ) 。 摩 西 请 他 的 内 兄 米 甸 人 何 巴 引  

路 ， 从 何 烈 山 起 行 （至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申 

— 1 9 >  ; 虽 然 何 巴 的 家 乡 和 亲 賴 不 在 巴

兰 的 旷 野 （民 十 3 〇 > , 但 他 对 该 地 十 分 熟  

悉 （民十丨丨、 丨2 、 2 9 - 3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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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巴 兰 的 插 曲 及 所 引 起 的 流 血 事 件 看  

来 （民 二 十 二 3 1 ， 参 民 三 十 》、 1 6 > ， 似 

乎 有 不 少 米 甸 人 是 住 在 摩 押 东 面 的 边 界 。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附 咐 摩 押 王 巴 勒 （民 二 十  

— 耶 四 十 八 与 米 甸 人 的 长  

老 商 议 如 何 应 付 以 色 列 人 的 威 胁 （民 二 十  

二 并 派 了 双 方 的 代 表 去 召 巴 兰 来  

(二十二 5 - 7 > 。 在 摩 押 的 平 原 上 （二 十 二  

1 , 二 十 五 U , — 个 以 色 列 人 遇 上 了 米 甸  

首 领 的 女 儿 ， 并 娶 了 她 为 妻 （二 十 五 6 - 

1 B , 三 十 一  8 >。 米 甸 王 是 西 宏 王 的 傀 儡  

(书十三 2 丨 上 述 的 情 况 均 显 示 米 甸 人  

是 住 在 摩 押 边 界 附 近 。 由 於 摩 押 是 在 以 东  

北面， 以 东 胜 了 米 甸 （创 三 十 六 3 5 > , 可  

能 指 米 甸 人 在 北 方 向 以 东 地 进 侵 。

从 基 甸 击 退 米 甸 的 事 件 看 来 ， 米 甸 是  

从东 面入 伎的 ,，那 么 ， 虽 然 “米 甸 地 ” 是 

指 以 东 南 面 的 地 区 ， 但 米 甸 人 居 住 的 范 围  

显 然 颇 为 广 阔 —— 散 布 边 境 地 带 ： 在 摩 押  

和以东东面， 及 以 东 南 面 ， 直 至 西 乃 东 部  

和亚拉伯西北部 „

米甸社会

米 甸 族 人 分 散 而 居 ， 并 名 义 上 是 从 屈  

之民，没 有 一 个 独 立 的 国 家 。 比 如 说 ， 一 

名 首 领 苏 珥 ， 被 称 为 “一 个 宗 族 的 首 领 ’’ 

(民二十五丨 5 > 、 “族 长 ” （书 十 三 2 丨 >  及 

“王”，但 在 摩 西 时 代 ， 同 时 作 “王 ” 的

最少有 5 个 （民 三 H ----8 > ， 而 且 全 都 是 属

西宏的 族长 ， 或 归 M 於 他 的 诸 侯 （书 十 三  

21 )〇

虽 然 米 甸 人 多 以 游 牧 为 生 （如 摩 西 曾  

牧 养 叶 忒 罗 的 羊 ， 出 二 丨 「)， 三 1 > ， 但 他  

们 同 时 也 是 投 机 的 商 人 （创 三 十 七 2 5 - 

% ) 。 他 们 带 若 大 世 的 牲 畜 ， 骑 着 骆 驼 四  

出 掠 夺 （士 六 3 - 5 ， 八 又 是 把 黄 金  

和 乳 香 从 北 面 的 示 巴 运 往 亚 拉 伯 南 部 的 经  

纪 人 （赛 六 十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他 们 也  

是矿工、 锏 匠 和 修 理 各 种 金 厲 的 工 匠 。

米 甸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颇 为 多 元 化 。 叶 忒

罗 （流珥  > —— 鹰 西 的 岳 父 ---- 是 一 名

“米 甸 祭 司 ” （出二丨 6 , 三丨）， 但 后 来 他  

又 认 同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耶 和 华 神 的 信 仰 （出 

十八丨- 5 ; 留 意 他 的 认 信 和 祭 司 职 任 ， 出 

十八9•丨2  虽 然 叶 忒 罗 回 到 自 己 的 本 族

去 了 （出 十 八 2 7 > , 但 他 的 儿 子 何 巴 却 逗

留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超 过 一 年 ， 并 作 了 他 们 的  

向 导 （民 十 2 9 - 3 2 ) 。 另 一 方 面 ， 米 甸 人  

热 衷 敬 拜 巴 力 毗 珥 ， 同 时 ， 米 甸 人 （不是  

摩 押 人 > 在 巴 兰 的 授 意 下 引 诱 以 色 列 人 行  

淫 和 拜 偶 像 （民 二 十 五 卜 1 8 ， 三 十 一  1 - 

2〇， 特 别 留 意 第 1 6 节 ； 参 彼 后 二 1 3 - 16; 

启二丨4 > 。 在 随 后 的 战 争 中 ， 米 甸 人 中 的  

男 丁 邡 被 杀  < 民 三 十 一 7 - 1 2 )。 在 士 师 时  

代 ， 米 甸 人 不 时 侵 略 以 色 列 《士 六 至 八  

为 基 甸 击 畋 之 后 就 不 再 成 为 以 色 列 人 的 威  

胁 了 （八 1 1、 1 2、 28) 0

米甸后期的历史

在 大 卫 的 日 子 （约 主 前 1 0 0 0 ), — 名 

以 东 首 领 为 了 躲 避 约 押 的 势 力 逃 亡 至 米 甸  

( 王上十一丨 5 - 丨8 > , 后 来 成 为 了 所 罗 门 主  

要 的 敌 人 之 一 ， 他 就 是 以 东 王 哈 达 《第 

M 节 >。 大 约 在 主 前 7 3 2 年 及 7 1 5 年 的 亚 述  

记 录 中 ， 记 述 一 支 名 海 雅 普 的 从 祺 部 族 - 

这 名 字 可 能 与 米 甸 的 长 子 以 法 是 同 一 个 名  

字 ， 而 以 法 的 后 人 也 被 称 为 以 法 族 人 （创 

二 十 五 以 赛 亚 确 定 那 时 有 一 米 甸 部  

族 名 以 法 ， 并 说 这 部 族 有 一 天 要 带 肴 丰 富  

的 祭 物 从 亚 拉 伯 往 锡 安 敬 拜 耶 和 华 （责六  

十 6 、 7 > 。

到 了 希 腊 时 代 （约 主 前 3 0 0 > , 拿 巴  

提 人 控 制 了 摩 押 、 以 东 和 米 甸 。 当 时 尚 存  

活 的 米 甸 人 大 概 已 被 赶 至 南 部 ， 进 入 他 们  

原 来 的 故 乡 —— 与 阿 卡 巴 湾 平 行 的 一 片 狭  

长 的 土 地 。 他 们 渐 渐 失 去 了 国 箱 ， 只剩下  

某 些 城 市 名 字 像 慕 迪 安 那 （或 麦 迪 安 那 >， 

作 为 记 念 ， 提 醒 他 们 米 甸 曾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民 族 。

新 约 一 度 提 及 米 甸 （徒 七 2 9 > 。

J a m e s  F. B a b c o c k

米恶尽尼橡树
Diviner' s Oak, Oak of Meonenim
m l  6  n l  n f  x i i i n g  shCl

“米 恶 尼 尼 ” 是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词 ， 英 

文 圣 经 有 译 作 “占 卜 者 ” 或 “巫 师 ”， 显 

然 是 因 巫 师 在 该 处 设 坛 问 卜 而 得 名 。 米恶  

尼 尼 橡 树 在 示 剑 附 近 （士 九 3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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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干
Melkon
m l  t r  g a n

献 礼 物 给 耶 穌 的 博 士 之 一 ， 传 统 称 他  

名 为 米 尔 千 （太 二 1 、 2  > »

参 • 博 士  _ 1 9 4。

米法押
Mephaath
m l  f a  y a

M 於 流 便 支 派 的 — 座 城 ， 位 於 希 实 本  

附 近 的 平 原 上 。 这 地 是 分 给 利 未 支 派 的 米  

拉 利 家 族 （书 十 三 丨 8 ， 二 十 ― 3 7 ; 代 上  

六 7 9  k 后 来 ， 耶 利 米 出 来 传 道 时 ， 这 城  

列 在 摩 押 人 的 城 中 （耶 四 十 八 2 丨>。 学 者  

认 为 米 法 押 就 是 现 今 的 耶 瓦 ， 位 於 亚 扪 以  

南 6 哩 。

参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8 9 3 。

米非波设
Mephibosheth
m i  f e i  b o  s h d

O 约 拿 单 之 子 ， 大 卫 的 朋 友 。 老 无 疑  

问 ， 这 名 字 原 应 为 “米 力 巴 力 ” （代 上 八  

3 4 ， 九 4 0 > , 但 当 巴 力 这 词 普 遍 用 以 指 迦  

南 生 殖 崇 拜 中 的 男 性 主 神 时 ， 巴 力 这 名 字  

就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以 希 伯 来 字 “波 设 ’’ 

< 意 思 是 “羞 耻 ” > 所 取 代 。 米 非 波 设 既  

是 扫 罗 的 孙 儿 ， 生 下 来 就 是 特 权 阶 级 ； 可 

是 遭 非 利 士 人 攻 击 后 ， 他 的 境 况 就 戏 剧 性  

地 转 变 了 。 扫 罗 、 约 拿 单 和 约 拿 单 两 位 兄  

弟 在 基 利 波 一 役 中 被 杀 了 （撒 上 三 十 一 1 - 

6  >。 当 这 噩 耗 传 到 耶 斯 列 的 以 色 列 王 宫  

时 ， 米 非 波 设 的 乳 母 抱 着 他 慌 忙 逃 跑 ， 因 

为 跑 得 太 急 ， 她 跌 倒 了 ， 把 米 非 波 设 掉 在  

地 上 ， 米 非 波 设 的 脚 或 踝 骨 断 裂 ， 由 於 缺  

乏 适 当 的 医 疗 ， 后 来 他 就 完 全 残 废 了 （撒  

下 四 4 > 。 最 后 ， 他 在 约 但 河 东 罗 底 巴 的  

玛 吉 家 里 避 难 ； 玛 吉 后 来 又 曾 照 顾 大 卫  

<撒 下 九 4 , 十 七 2 7 > 。 米 非 波 设 的 叔 父 伊  

施 波 设 （扫 罗 唯 一 仍 生 还 的 儿 子 ） 曾 作 以  

色 列 的 傀 儡 王  < 撒 下 二 后 来 被 杀  

< 撒 下 四  按 理 米 非 波 设 应 是 皇 室 的 继  

承 人 ， 但 似 乎 并 没 有 人 考 虑 立 他 为 王 。 大 

卫 稳 坐 了 统 一 王 国 的 王 位 后 ， 就 意 图 安 抚  

约 拿 单 那 些 仍 生 存 的 家 人 。 一 度 在 扫 罗 宫

中 有 影 响 力 的 仆 人 洗 巴 告 诉 大 =

仍 在 世  < 撒 下 九 1 - 1 3 > 。 当 米 非 被 ％政决 

召 至 耶 路 撒 冷 的 时 候 ， 他 自 然 、 較特 

虑 ， 恐 怕 大 卫 要 除 灭 所 有 可 能 ^ 二 分  

( 参 撒 下 十 九 2 8 > 。 但 大 卫 十 分 伸 g 的人 

把 扫 罗 原 有 的 产 业 归 还 米 非 波 设 又 ’他 

巴 一 家 继 续 管 理 那 地 ， 更 槐 米 砟 ^ 设 = 决 

同 席 吃 饭 的 权 利 。

押 沙 龙 叛 变 的 时 候 ， 大卫在逃亡途  

遇 见 洗 巴 ， 蒙 洗 巴 极 厚 的 礼 遇 与 欢 迎 ' + 

实 洗 巴 只 是 趁 机 用 主 人 的 财 物 来 讨 好 $  

卫 ， 他 甚 至 暗 示 米 非 波 设 欲 取 回 王 位 大  

卫 在 面 对 着 危 机 的 压 力 之 下 ， 给这虚假的 

故 事 欺 骗 ， 应 许 把 米 非 波 设 所 有 的 产 业 0  

给 洗 巴 （撒 下 十 六 1 - 4 ) 。 内 哄 结束后  

米 非 波 设 亲 自 来 到 大 卫 面 前 ， 表示他实在 

为 大 卫 遗 难 而 哀 痛 ， 并 且 揭 发 洗 巴 的 博  

言 ， 不 过 ， 大 卫 不 欲 疏 远 洗 巴 ， 并可能因 

为 感 激 洗 巴 的 款 待 ， 而 想 出 了 折 衷 办 法 g 

他 使 米 非 波 设 与 洗 巴 均 分 地 土 ， 米非波设 

最 高 兴 的 是 大 卫 能 平 安 回 宫 ， 因此失去了 

土 地 也 感 到 不 足 挂 齿 了 （撒 下 十 九 24-  

3 0 > 。 后 来 ， 大 卫 为 平 息 基 遍 人 的 怨 愤 ， 

要 将 扫 罗 7 个 后 人 交 出 来 时 ，仍记念与约 

拿 单 的 交 情 ， 保 存 了 米 非 波 设 的 性 命  <撤 

下 二 H—— 7 > 。 米 非 波 设 的 儿 子 米 迦 （九 

1 2 > 其 后 生 儿 育 女 ， 也 成 为 一 个 颇 重 要  

的 家 主 （代 上 八 3 5 , 九 4 1 L

基 利 波 山 • 是 米 非 波 设 的 祖 父 钧 f 变了 
约 拿 单 战 败 而 死 之 地 . 这寧件戏剧性

米 非 波 设 的 一 生 。

© 扫 罗 妃 嫔 利 斯 巴 的 儿 子 : 明 约 ，痒 

违 反 了 古 时 以 色 列 人 与 基 迪 人 1 赛遍 A 的 

此 以 色 列 连 续 3 年 饥 荒 。 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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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气，扫 罗 7 个 后 人 被 交 在 基 遍 人 手 里 。 

1 这 米 非 波 设 是 七 人 之 一 ， 他 不 像 同 名 的 扫  

1 罗后人一样， 得 以 保 存 性 命 （撒 下 二 十 一  

参 书 九 3-2 7 > 。 这 事 之 后 （撒 下 二 十  

利 斯 巴 彻 夜 不 眠 地 看 守 着 尸  

体，大 卫 受 这 情 景 所 感 动 ， 把 尸 体 妥 为 葬  

命 人 把 扫 罗 和 约 拿 单 的 尸 首 一 同 运  

葬 住 家 族 的 墓 园 中 。

A r t h u r  E .  C u n d a l l

消 雅
icaiah
l gSi yS

1> 一 名 先 知 ， 是 音 拉 的 儿 子 。 亚 哈 王  

：[ 打 亚 兰 人 之 前 ， 曾 召 他 来 预 测 战 局 。 米 

今 雅 起 初 以 亚 哈 爱 听 的 好 消 息 来 嘲 弄 他 ， 

3 来 才 讲 出 可 怕 的 事 实 。 亚 哈 把 米 该 雅 下  

1£ , 要 他 赎 罪 ， 但 这 残 猥 的 君 王 终 於 如 米  

5 雅 所 预 言 的 ， 在 战 役 中 死 去 了 （王 上 二  

阡二8 ; 代 下 十 八 7 - 2 5 > 。

© 在 献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时 负 责 吹 号 的 一  

J g 祭 司 （尼 十 二 41 )。

米该亚
uMicaiah 
ml gai

〇亚 革 波 的 父 亲 。 亚 革 波 是 一 名 朝 廷  

的官员， 约 西 亚 王 曾 差 遗 他 去 求 问 女 先 知  

户勒大， 请 教 她 有 关 大 祭 司 希 勒 家 在 圣 殿  

中 发 现 的 律 法 书 （王 下 二 十 二 1 2 ; 代下  

三十四 2 〇>。

© 犹 大 王 亚 比 雅 母 亲 玛 迦 的 别 名 ， 见 

於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2 节 。

衫 • 玛 迦 # 4 ” 9 6 5 。

© — 名 教 师 ， 约 沙 法 王 曾 差 他 往 犹 大  

芩 城 去 把 耶 和 华 的 律 法 教 导 百 姓 （代 下 十

O 即 米 迦 ， 是 细 基 利 （或 作 撒 刻 ） 的 

I f , 见 於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章 3 5 节 。

参•米迦 - 1 0 2 6。

© 基 玛 利 雅 的 儿 子 ， 他 在 约 雅 敬 王 的  

|候， 曾 向 犹 大 众 首 领 述 说 耶 和 华 的 话

P 三十六丨 1 、 丨3>。

米哥拿
Meconah
m l gg nA

犹 太 人 居 住 的 城 镇 ， 在 洗 革 拉 附 近  

( 尼 十 一 2 8 > , 大 槪 位 於 南 地 的 西 部 。 大 

部 分 旧 约 希 腊 文 版 本 都 没 有 记 载 这 地 名 。

米何拉人
Meholathite
m l h6  la r6n

这 词 用 以 形 容 巴 西 莱 的 儿 子 亚 得 列 ； 

亚 得 列 是 扫 罗 大 女 儿 米 拉 的 丈 夫 （撒 上 十  

八 1 9 ; 撒 下 二 十 一 8 ) 。 他 可 能 是 来 自 基  

列 一 个 重 要 的 城 市 亚 伯 米 何 拉 。 米 拉 与 亚  

得 列 的 一 段 婚 姻 很 可 能 是 扫 罗 的 一 种 政 治  

手 腕 ， 米 拉 原 本 许 配 给 大 卫 ， 却 在 最 后 出  

嫁 予 亚 得 列 （撒 上 十 八 1 7 - 1 9 )。

米黑
Mehir
m l h5i

犹 大 支 派 基 绿 的 儿 子 （代 上 四 1 1 >。

米户幔
Mehuman
m l m h n

在 亚 哈 随 侉 王 面 前 侍 立 的 七 个 太 监 之  

一 ， 王 曾 派 他 和 其 余 6 人 锖 皇 后 瓦 实 提 赴  

王 的 筵 宴 （斯一  1 〇>。

米户雅利
Me-huja-el
m l  hi i  yS  11

该 隐 的 后 代 ， 以 拿 的 儿 子 ， 玛 土 撒 利  

的 父 亲 （创 四 1 8  >。

米基拉人
Mecherathite
m l  j l  IS r 6 n

历 代 志 上 H 章 3 6 节 对 希 弗 的 介 绍 。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三 章 3 4 节 与 这 段 对 应 的  

经 文 称 他 为 “玛 迦 人 的 儿 子

参 - 5马迦• 9 6 5 : -玛迦人• 9 6 6。



米尔干
Melkon
mT i r  g a n

献 礼 物 给 耶 穌 的 博 士 之 一 ， 传 统 称 他  

名 为 米 尔 千 （太二丨、 2 > 。

参 • 博 士 ” 1 9 4 »

米法押
Mephaath
m l  f a  y5

M 於 流 便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希 实 本  

附 近 的 平 原 上 。 这 地 是 分 给 利 未 支 派 的 米  

拉 利 家 族 （书 十 三 1 8 ， 二 十 一  3 7 ; 代 上  

六 7 9 > 。 后 来 ， 耶 利 米 出 来 传 道 时 ， 这 城  

列 在 摩 押 人 的 城 中 （耶 四 十 八 2 丨K 学 者  

认 为 米 法 押 就 是 现 今 的 耶 瓦 ， 位 於 亚 扪 以  

南 6 哩 。

参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8 9 3 。

米非波设
Mephibosheth
m i  f e i  b 6  s h i

O 约 拿 单 之 子 ， 大 卫 的 朋 友 》 老 无 疑  

问 ， 这 名 字 原 应 为 “米 力 巴 力 ” （代 上 八  

3 4 ， 九 4 0 > , 但 当 巴 力 这 词 普 遍 用 以 指 迦  

南 生 殖 崇 拜 中 的 男 性 主 神 时 ， 巴 力 这 名 字  

就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以 希 伯 来 字 “波 设 ” 

< 意 思 是 “羞 耻 所 取 代 。 米 非 波 设 既  

是 扫 罗 的 孙 儿 ， 生 下 来 就 是 特 权 阶 级 ； 可 

是 遭 非 利 士 人 攻 击 后 ， 他 的 境 况 就 戏 剧 性  

地 转 变 了 。 扫 罗 、 约 拿 单 和 约 拿 单 两 位 兄  

弟 在 基 利 波 一 役 中 被 杀 了 （撒 上 三 十 一1 -  

6 >。 当 这 M 耗 传 到 耶 斯 列 的 以 色 列 王 宫  

时 ， 米 非 波 设 的 乳 母 抱 着 他 慌 忙 逃 跑 ， 因 

为 跑 得 太 急 ， 她 趺 倒 了 ， 把 米 非 波 设 掉 在  

地 上 ， 米 非 波 设 的 脚 或 踝 骨 断 裂 ， 由 於 缺  

乏 适 当 的 医 疗 ， 后 来 他 就 完 全 残 废 了 （撒  

下 四 4 > 。 最 后 ， 他 在 约 但 河 东 罗 底 巴 的  

玛 吉 家 里 避 难 ； 玛 吉 后 来 又 曾 照 顾 大 卫  

(撒 下 九 4 , 十 七 2 7 > 。 米 非 波 设 的 叔 父 伊  

施 波 设 （扫 罗 唯 一 仍 生 还 的 儿 子 ） 曾 作 以  

色 列 的 愧 儡 王 （撒 下 二 8 - 丨 0 > , 后 来 被 杀  

( 撒 下 四  > ， 按 理 米 非 波 设 应 是 皇 室 的 继  

承 人 ， 但 似 乎 并 没 有 人 考 虑 立 他 为 王 。 大 

卫 稳 坐 了 统 一 王 国 的 王 位 后 ， 就 意 图 安 抚  

约 拿 单 那 些 仍 生 存 的 家 人 。 一 度 在 扫 罗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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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 影 响 力 的 仆 人 洗 巴 告 诉 大  

仍 在 世 （撒 下 九 1 - 丨 3 > 。 当 米 非 $ 相 玫 设  

召 至 耶 路 撒 冷 的 时 候 ， 他 自 然 显 得 设 玲 传  

虑 ， 恐 怕 大 卫 要 除 灭 所 有 可 能 十 分坎 

( 参 撒 下 十 九 但 大 卫 十 的 人  

把 扫 罗 原 有 的 产 业 归 还 米 非 波 设 ’ 他 

巴 一 家 继 续 管 理 那 地 ， 更 眼 米 非 波 ^洗 

同 席 吃 饭 的 权 利 。

押 沙 龙 叛 变 的 时 候 ， 大卫在逃亡  

遇 见 洗 巴 ， 蒙 洗 巴 极 厚 的 礼 遇 与 欢 迎 + 

实 洗 巴 只 是 趁 机 用 主 人 的 财 物 来 讨  

卫 ， 他 甚 至 暗 示 米 非 波 设 欲 取 回 王 位 X  

卫 在 面 对 着 危 机 的 压 力 之 下 ， 给这虚假$  

故 事 欺 骗 ， 应 许 把 米 非 波 设 所 有 的 产 业 日  

给 洗 巴 （撒 下 十 六 1 - 4  > 。 内哄结束后  

米 非 波 设 亲 自 来 到 大 卫 面 前 ， 表示他实在 

为 大 卫 遭 难 而 哀 痛 ， 并 且 揭 发 洗 巴 的 $  

言 ， 不 过 ， 大 卫 不 欲 疏 远 洗 巴 ， 并可能因 

为 感 激 洗 巴 的 款 待 ， 而 想 出 了 折 衷 办 法 。 

他 使 米 非 波 设 与 洗 巴 均 分 地 土 ， 米非波设 

最 高 兴 的 是 大 卫 能 平 安 回 宫 ， 因此失去了 

土 地 也 感 到 不 足 挂 齿 了 （撒 下 十 九 24- 

3 0 ) 。 后 来 ， 大 卫 为 平 息 基 遍 人 的 怨 愤 ， 

要 将 扫 罗 7 个 后 人 交 出 来 时 ， 仍记念与约 

拿 单 的 交 情 ， 保 存 了 米 非 波 设 的 性 命 1撤

下 二 H ----7 > 。 米 非 波 设 的 儿 子 米 迦 （九

1 2 > 其 后 生 儿 育 女 ， 也成为一个颇重要  

的 家 主 （代 上 八 3 5 , 九 4 1 ) 。

7 由於扫
« 扫 罗 妃 嫔 利 斯 巴 的 儿 子 二 盟 约 ，與 

违 反 了 古 时 以 色 列 人 与 基 遍 ^  & 基_人的 

此 以 色 列 连 续 3 年 饥 荒 。 为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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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萝 7 个 后 人 被 交 在 基 遍 人 手 里 。 

楚汽，^ 设 是 七 人 之 ― ， 他 不 像 同 名 的 扫  

这 样 得 以 保 存 性 命 （撒 下 二 十 一  

梦后7 九 3’-2 7 )。 这 事 之 后 （撒 下 二 十  

8： 利 斯 巴 彻 夜 不 眠 地 看 守 着 尸

一 “ 这 情 S 所 感 动 ， 把 尸 体 妥 为 葬

评 人 r巴 拍 罗 和 约 拿 单 的 尸 首 一 同 运  

葬 在 家 族 的 箠 园 中 。
来’ A r t h u r  E .  C u n d a l l

米该雅
Micaiah
ml g3' y&

〇— 名 先 知 ， 是 音 拉 的 儿 子 。 亚 哈 王  

攻打亚兰人 之 前 ， 曾 召 他 来 预 测 战 局 。 米 

该 稚 起 初 以 亚 哈 爱 昕 的 好 消 息 来 嘲 弄 他 ， 

后 来 才 讲 出 可 怕 的 事 实 。 亚 哈 把 米 该 雅 下  

监，要 他 赎 罪 ， 但 这 残 暴 的 君 王 终 於 如 米  

该 雅 所 预 言 的 ， 在 战 役 中 死 去 了 （王 上 二  

十二8 ; 代 下 十 八 7 - 2 5 ) 。

© 在 献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时 负 责 吹 号 的 — 

名 祭 司 （尼 十 二 4 1 >。

米该亚
M ic a ia h
ml gai yk

〇亚 革 波 的 父 亲 。 亚 革 波 是 一 名 朝 廷  

的官员， 约 西 亚 王 曾 差 遗 他 去 求 问 女 先 知  

户勒大， 请 教 她 有 关 大 祭 司 希 勒 家 在 圣 殿  

= 发 现 的 律 法 书 （王 下 二 十 二 1 2 ; 代下  

S 十四‘2 0 >。

0 犹 大 王 亚 比 雅 母 亲 玛 迦 的 别 名 ， 见 

於 历 代 志 下 十 三 章 ‘2 节 。

衫■玛迦# 4 ” 9 6 5 。

®  — 名 教 师 ， 约 沙 法 王 曾 差 他 往 犹 大  

去 把 耶 和 华 的 律 法 教 导 百 姓 （代 下 十

儿子0 即 米 迦 ， 是 细 基 利 （或 作 撒 刻 ） 的 

’ 见 於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章 3 5 节 。

备 米 迦 • 1026〇

时 候 • 基 玛 利 雅 的 儿 子 ， 他 在 约 雅 敬 王 的  

曾 向 犹 大 众 首 领 述 说 耶 和 华 的 话

米哥拿
Meconah
m l  g e  n &

犹 太 人 居 住 的 城 镇 ， 在 洗 革 拉 附 近  

( 尼 十 一 2 8 ) ， 大 槪 位 於 南 地 的 西 部 。 大 

部 分 旧 约 希 腊 文 版 本 都 没 有 记 载 这 地 名 。

米何拉人
Meholathite
m l  h 6 la r 6 n

这 词 用 以 形 容 巴 西 莱 的 儿 子 亚 得 列 ； 

亚 得 列 是 扫 罗 大 女 儿 米 拉 的 丈 夫 （撒 上 十  

八 1 9 ; 撒 下 二 十 一 8 ) 。 他 可 能 是 来 自 基  

列 一 个 重 要 的 城 市 亚 伯 米 何 拉 。 米 拉 与 亚  

得 列 的 一 段 婚 姻 很 可 能 是 扫 罗 的 一 种 政 治  

手 腕 ， 米 拉 原 本 许 配 给 大 卫 ， 却 在 最 后 出  

嫁 予 亚 得 列 （撒 上 十 八 1 7 - 1 9 )。

米黑
Mehir
m l  h e i

犹 大 支 派 基 绿 的 儿 子 （代上四 丨 1 >»

米户授
Mehuman
m l  hCi m ^ n

在 亚 哈 随 鲁 王 面 前 侍 立 的 七 个 太 监 之  

一 ， 王 曾 派 他 和 其 余 6 人 请 皇 后 瓦 实 提 赴  

王 的 筵 宴 （斯一

米户雅利
Me-huja-el
m l  hii yfi H

该 隐 的 后 代 ， 以 拿 的 儿 子 ， 玛 土 撒 利  

的 父 亲 （创 四 1 8  >。

米基拉人
M e c h e r a t h i t e

m l  j l  15 r 6 n

历 代 志 上 H — 章 3 6节 対 希 弗 的 介 绍 。 

撤 母 耳 记 $ 二 十 三 章 3 4 节 与 这 段 对 应 的  

经 文 称 他 为 “玛 迦 人 的 儿 子

参•玛迦 " 9 6 5 :  ■玛迦人• 9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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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基立
Michri
m l  ji 11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从 巴 比 伦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个 家 族 的 祖 先 （代 上 九 8 >。

米矶仑
Migron
m l  j i  I 0 n

扫 罗 曾 在 这 地 的 石 榴 树 下 休 息 ， 这 是  

基 比 亚 附 近 的 一 个 地 方 （撒 上 十 四 2 >, 

也 是 亚 述 军 队 行 经 的 地 点 之 一 （赛 十 2 8 K  

上 述 第 一 段 经 文 所 指 的 是 密 抹 以 南 的 地  

方 ， 第 二 段 则 可 能 指 密 抹 以 北 的 地 方 。 有 

些 学 者 尝 试 把 两 段 经 文 皆 解 释 为 密 抹 以 南  

之 地 ， 不 过 这 说 法 不 能 作 实 。

米基罗
Mikloth
m l  ji l u 6

一 名 基 遍 居 民 ， 是 便 雅 悯 人 耶 利 的 儿  

子 ， 示 米 暗 的 父 亲 （代 上 八 3 2 ， 九 3 7 、 

3 8  ) „

米吉多
Megiddo
m l  j i  d u 6

在 以 斯 德 伦 平 原 西 南 面 边 陲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埃 及 之 间 的 主 要 交  

通 予 线 上 • 米 吉 多 俯 视 一 条 历 史 性 的 通  

道 ， 就 是 由 沙 仑 平 原 通 往 耶 斯 列 平 原 ， 横 

跨 迦 密 山 的 一 条 通 道 。 由 於 米 吉 多 具 有 战  

略 上 的 优 势 ， 所 以 在 主 前 2  0  0  0 至 主 前  

1 ()〇 〇 年 早 期 ， 她 是 巴 勒 斯 坦 一 个 主 要 的  

商 业 和 军 事 中 心 。 很 早 以 前 ， 米 吉 多 周 围  

已 是 许 多 重 要 战 役 的 战 场 ， 好 些 军 亊 强  

人 ， 如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埃 及 的 杜 得 模 西 士 三  

世 、 丨7 9  9 年 的 铲 破 仑 ， 以 及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艾 伦 比 将 军 都 拧 在 这 里 争 战 。

圣 经 上 的 记 载

在 征 服 迦 南 的 时 期 ， 约 书 亚 击 畋 了 米  

吉 多 王 ， 怛 没 有 夺 取 该 城 （书 十 二 2  U 。 

到 了 分 地 的 时 候 ， 米 吉 多 在 玛 拿 西 地 业 范  

围 内 ， 但 他 们 却 未 能 从 迦 南 人 手 中 夺 取 这  

城 （书 十七 丨 丨、 丨 士 一  2 7 ) 。 在 士 师 执

政 的 日 子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在米吉多水旁” 

击 畋 了 西 西 拉 所 带 领 的 夏 琐 军 （士四丨 

五 丨 但 也 没 有 占 领 这 城 „ 也 许 大卫在 

违 立 其 王 国 的 战 役 中 ， 曾 征 服 了 米 吉 多  

无 论 如 何 ， 到 了 所 罗 门 时 代 ， 米吉多是 

1 2 个 行 政 区 的 其 中 一 个 总 部 《王上四丨 

所 罗 门 觅 建 了 米 吉 多 ， 作为他的一个5 1 ^方 

城 （王 上 九 1 5 - 1 9  > »

犹 大 王 亚 哈 谢 在 往 北 国 途 中 ， 为耶户 

所 伤 ，死 在 米 吉 多 （主 前 8 4 1 ，王 下 九 27).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在 米 吉 多 抵 挡 埃 及 法 老 尼 哥  

( 主 前 企 图 防 止 他 继 续 北 上 ，却徒 

劳 无 功 ； 约 西 亚 在 这 战 役 中 严 重 受 伤 ，性 

命 不 保 （王 下 二 十 三 2 9 、 3 0 ) 。 撒迦利亚 

预 言 复 兴 以 色 列 和 耶 路 撒 冷 时 ， 曾提到米 

吉 多 平 原 （亚 十 二 l l h 启示录预言未来  

将 有 一 场 大 战 在 哈 米 吉 多 顿 （即 “哈尔米 

吉 多 ”， 意 思 是 “米 吉 多 山 ”， 启十六 1 G ) 

进 行 。

米 吉 多 的 历 史

考 古 发 现 显 示 米 吉 多 在 主 前 4 0 0 0年 

已 有 人 居 住 ， 但 直 至 主 前 3 0 0 0 年才开始 

兴 建 一 些 公 共 逮 筑 物 、 庙 宇 和 城 墙 。虽然 

这 城 在 后 来 许 多 世 纪 都 占 有 重 要 的 位 S , 

但 在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之 前 ， 她都没有在历史  

中 出 现 过 。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 埃及的杜得模  

西 士 三 世 在 米 吉 多 围 攻 7 个 月 ， 取得了 -  

次 大 胜 利 ， 其 后 就 用 这 地 方 作 为 埃 及 在 耶  

斯 列 平 原 一 个 主 要 的 基 地 。 杜得拟西士的  

继 承 人 亚 门 诺 斐 斯 二 世 大 约 在 主 前 1430 

年 ， 被 迫 在 这 里 作 战 ； 在 亚 马 拿 年 代 ，主 

前 14 0 0 年 稍 后 ， 米 吉 多 王 无 力 为 法 老 守  

护 这 地 区 ， 已 撤 退 的 埃 及 驻 军 再 回 来 驻  

扎 。

如 前 文 所 说 ， 希 伯 来 人 在 征 服 迦 南 期  

间 并 未 能 取 得 这 城 ， 至所 罗 门 时 才 开 始 管  

辖 这 地 ， 那 时 她 是 希 伯 来 人 主 要 的 驻 防  

城 „ 希 伯 来 王 国 分 裂 后 ， 埃及王示撒在犹  

大 王 罗 波 安 第 五 年 （主 前 9 2 6 ) 夺取了米 

吉 多 。 后 来 她 又 成 了 北 国 的 重 要 驻 防 城 |  

尤 其 是 亚 哈 在 位 期 间 „ 主 前 7 3 2 年 ，亚述 

的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征 服 了 以 色 列 的 北  

部 ， 立 米 吉 多 为 他 所 建 立 的 亚 述 省 份 的 省  

会 。

在 亚 述 衰 : 落 之 后 ， 也 许犹 大的约西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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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吉多

在 主 前 七 世 纪 后 期 曾 一 度 统 治 米 吉 多 。 在 

这期间， 有 一 个 全 无 城 墙 的 小 城 被 毁 （从 

考 古 发 掘 中 发 现 > ， 这 亊 件 与 法 老 尼 哥 於  

主前6 0 9 年 打 敗 约 西 亚 一 役 有 关 。 后 来 波  

斯 人 在 这 里 筑 了 一 个 小 城 ， 约 在 主 前 3 5 0  

年已被弃罝。

考古学的发现
米 吉 多 已 被 确 定 为 今 日 的 抹 撒 林 废  

丘，这 是 一 个 比 四 周 平 原 高 出 2 0 0 呎 的 山  

丘。山 顶 面 积 约 有 1 5 亩 ， 山 坡 比 山 顶 多  

3 5 亩 。多 年 来 ， 优 良 的 耕 地 ， 充 足 的 水  

源 和 具 战 略 性 的 位 置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来 这 里  

定居， 直 至 后 来 他 们 在 此 堆 积 了 一 层 厚  

7 2 呎 的 废 物 。

发 掘 米 吉 多 的 工 作 由 德 国 东 方 研 究 所  

舒 马 赫 幵 始 （丨9 0 3 •丨9 〇5 >。 他 把 整 座  

遗Z 从 南 至 北 掘 出 了  — 道 沟 渠 。 在 沟 渠 的  
是 中 ， 他 发 现 了 两 个 独 特 的 坟 墓 ， 相信  

期 ^ 於 ， 南 王 朝 的 ； 又 发 现 — 所 以 色 列 时  
' ^ 宫 ’此 外 ，他 又 沿 着 城 墙 进 行 挖 掘 。 

研 究 在 丨 9 2 5 年 ， 芝 加 哥 大 学 的 东 方  

根底部Z七、勃 勃 地 计 划 把 整 个 山 丘 削 平 至  

吨別 S 的 床 岩 ， 使 之 成 为 现 代 考 古 技 术 的  

脊，从 。 他 们 在 山 丘 东 部 把 山 削 平 至 床  

又 把 某 ^ 人 出 了  2〇个 占 住 这 城 的 时 期 ， 

岩 填 电 ^ 时 期 分 为 两 段 。 他 们 在 十 三 世 纪  

并 在 主 於 细 了 约 3 0 0 件 象 牙 雕 刻 的 碎 片 ，
1 3  〇〇 0 年 的 岩 层 发 现 一 所 迦 南 神

庙 ，庙 内 有 一 座 直 径 超 过 2 5呎 的 圆 形 祭 坛 。

这 支 芝 加 哥 的 考 古 队 伍 只 能 挖 掘 研 究  

4层 岩 层 。 在 1 9 3 9 年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爆  

发 ， 阻 挠 了 他 们 的 研 究 工 作 ， 考 古 队 伍 的  

导 师 先 后 有 费 沙 尔 、 基 依 和 劳 哥 顿 。 第四  

岩 层 被 鉴 定 为 所 罗 门 年 代 。 在 这 一 层 M , 

他 们 掘 出 了 城 门 、 城 墙 、一 座 王 宫 或 行 政  

大 楼 ， 还 有 两 座 马 厩 ，大 慨 可 容 纳 4 5 0匹 

马 。

米吉多的遗迹

丨9 6〇至 6 7 年 ， 耶 路 撒 冷 希 伯 来 大 学  

占 学 家 益 基 勒 雅 丁 在 米 吉 多 进 行 发 掘  

， 修 正 了 芝 加 舟 考 古 队 伍 所 作 的 结  

(’也 认 为 城 墙 、 坚 固 的 城 门 ， 以 及 城的  

和 南 部 的 王 宫 均 應 所 罗 门 时 代 . 马 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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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为 亚 哈 所 建 ； 而 先 前 认 为 是 十 二 世 纪 的  

大 型 供 水 系 统 则 归 功 於 所 罗 门 及 在 他 以 后  

的 君 王  < 极 可 能 是 亚 哈 > 。

然 而 ， 圣 经 清 楚 指 出 ， 所 罗 门 设 计 这  

城 是 为 储 备 马 匹 和 战 车 。 也 许 马 厩 是 所 罗  

门 设 计 的 ， 到 了 亚 哈 时 代 再 重 建 。 普 里 査  

得 又 进 一 步 修 正 这 理 论 ， 原 来 认 为 是 马 厩  

的 建 筑 物 ， 其 实 并 不 是 马 厩 ， 而 马 匹 实 际  

上 是 养 在 菇 天 而 有 围 木 栏 的 场 地 内 。

H o w a r d  F. Vos

米吉多水
Megiddo, Waters of
m l  j j  d u d  s h u l

西 西 拉 与 巴 拉 争 战 的 战 场 ， 底 波 拉 在  

她 作 的 凯 歌 中 曾 提 及 这 名 称 （士 五 1 9 > 。 

米 吉 多 水 是 指 在 米 吉 多 附 近 的 一 条 经 年 流  

通 的 溪 水 ， 很 可 能 就 是 在 米 吉 多 后 面 的 利  

翁 盆 地 。

参 ‘米 吉 多 " 1 0 2 4 。

米迦
Mica, Micah
m !  j i a

— 个 十 分 普 通 的 名 字 ， 也 许 是 米 该 亚

的 缩 写 。

〇 米 非 波 设 （米 力 巴 力 ） 的 儿 子 。 大 

卫 厚 待 他 父 亲 时 ， 他 也 一 同 受 惠 ； 洗 巴 背  

叛 时 ， 他 也 受 到 牵 连 。 米 迦 生 了  4 个 儿 子  

( 撒 下 九 丨 2 ; 代 上 八 3 4 、 3 5 ， 九 4 0 、4 1 > 。

€>利 未 人 ， 亚 萨 族 细 基 利 的 儿 子 ， 在 

圣 殿 中 任 乐 师 。 他 似 乎 是 被 掳 的 祭 司 之  

一 。 他 的 儿 子 玛 探 雅 是 第 一 批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人 之 一 （代 上 九 1 5 ; 尼 十 一 1 7 、 

2 2 ; 尼 十 二 3 5 作 “米 该 亚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曾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名 的 一 人 （尼 十 1 1 >。

像 ， 并 聘 了 一 个 利 未 人 作 家 中 的 祭 司 （士 

十 七 ， 十 八 ）。

® 流 便 支 派 示 每 的 后 裔 （代 上 五 5 > 。 

© 利 未 人 ， 哥 辖 族 乌 薛 的 儿 子 ， 他 在  

圣 殿 中 负 责 管 理 家 具 和 用 品 （代 上 二 十 三  

2 0 ， 二 十 四  2 4 、 2 5 ) 。

O 亚 比 顿 的 父 亲 （代 下 三 十 四 2 0 >«»

米迦勒
Michael
m l  j i a  16

人 名 ， 意 思 是 “i隹 能 像 神 ？ ”圣经中 

有 〗〇位 米 迦 勒 ， 也 有 一 名 是 天 使 长 。

O 摩 西 派 往 迦 南 地 窥 探 的 一 名 探 子 的  

父 亲 （民 十 三 1 3 > 。

© ，© 两 名 迦 得 人 ， 列 在 那 些 安 顿 在  

巴 珊 地 之 人 的 名 单 中 （代 上 五 1 3、 1幻.

© 亚 萨 的 祖 先 。 亚 萨 是大 卫时 代在圣  

殿 中 供 职 的 歌 者 （代 上 六

© 列 在 圣 殿 族 谱 中 的 一 名 以 萨 迦 族 长  

(代 上 七

© 列 在 圣 殿 族 谱 中 的 一 名 便 雅 悯 人  

(代 上 八 1 6 > 。

© 大 卫 逃 避 扫 罗 时 ， 在洗革拉投奔大  

卫 的 一 个 玛 拿 西 人 （代 上 十 二 2 0 >。

© 大 卫 时 代 一 名 政 治 首 长 暗 利 的 父 亲  

( 代 上 二 十 七 。

© 犹 大 约 沙 法 王 的 儿 子 《代下二十 -

2>〇

© 西 巴 第 雅 的 父 亲 ； 西巴第雅是与以  

斯 拉 一 起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其 中 一 人 （拉八 

8 >  〇

® 曾 在 新 旧 约 和 两 约 之 间 文 献 中 出 现  

过 的 一 位 天 使 。 但 以 理 书 十 章 丨 3 节说 

“波 斯 国 的 魔 君 ” 要 拦 阻 神 的 计 划 ，但-  

位 天 使 长 （或 作 “大 君 ”） 米迦勒站在耶  

和 华 那 一 边 ， 抵 挡 这 魔 君 （但 十 2 1 )。但 

以 理 书 十 二 章 1 节 再 引 述 他 保 佑 以 色 列  

民 。

在 以 诺 书 中 ， 米 迦 勒 是 4 名 （九 1 ， 

四 十 9 > 或 7 名 （二 十 1 - 7 ) 特别的天使或  

“天 使 长 ” 中 的 一 位 。 在 以 诺 书 、 战卷 

( 死 海 古 卷 之 一  > ， 以 及 其 他 两 约 之 间 文  

献 中 ， 米 迦 勒 都 以 正 义 战 士 或 以 色 列 守 护  

者 的 身 分 出 现 。

新 约 犹 大 书 第 9 节说••“天 使 长 米 ®  

勒 为 摩 西 的 尸 首 与 遛 鬼 争 辩 的 时 候 ，尚且 

不 敢 用 毀 谤 的 话 罪 责 他 ， 只 说 ： •主责备 

你 吧 ！ < 参 彼 后 二 1 〇、 1 1 ; 帖前四 16

的 “天 使 长 ”）。 犹 大 书 似 乎 是 引 用 了  

《摩 西 升 天 记 》， 这 书 只 是 一 份 不 完 整 的  

残 卷 。

此 外 ， 新 约 再 提 及 米 迦 勒 的 地 方 只 有  

在 启 示 录 十 二 章 7 至 8 节 ， 经 文 说 ：“在天

© 以 法 莲 的 一 个 士 师 ， 曾 私 自 铸 造 偶



战 。 米 迦 勒 同 他 的 使 者 与 龙 争  

讲 将 & 使 者 去 争 战 ，并 没 有 得 胜 ，

’工 有 它 们 的 地 方 。”
天 使 - 1 5 6 7 。

钧 罗 的 小 女 儿  < 撒 上 十 四 4 9 > 。 她在  

4 - "P 打 畋 歌 利 亚 之 后 爱 上 了 大 卫 （撒 上 十  

由 於 扫 罗 护 忌 大 卫 的 才 华 ’ 於 是  

提 出 把 大 女 儿 米 拉 给 大 卫 作 妻 子 ， 但 大 卫  

婉拒了。 扫 罗 知 道 米 甲 喜 欢 大 卫 之 后 ， 再 

一次向 °大卫提亲， 但 要 求 大 卫 杀 死 丨 0 0 名 

非利士人， 并 拿 出 证 据 来 ； 扫 罗 以 为 这 条  

件 必 能 取 去 大 卫 的 性 命 （撒 上 十 八 2  1 -

29> 〇

大 卫 不 但 满 足 了 扫 罗 的 要 求 ， 而 且 还  

双倍奉上，於 是 大 卫 娶 了 米 甲 为 妻 。 这 事  

更 煽 动 扫 罗 嫉 垆 之 情 ， 便 设 计 谋 害 大 卫 ； 

米 甲 听 闻 此 计 ， 便 协 助 丈 夫 逃 难 （撒 上 十  

九8-1 7 > 。 大 卫 正 在 逃 命 的 时 候 ， 扫 罗 就  

把 米 甲 转 嫁 给 帕 提 为 妻 （撒 上 二 十 五 4 4 > 。 

扫 罗 死 后 ， 押 尼 珥 欲 投 效 大 卫 ， 大 卫

其 中 一 个 条 件 是 把 米 甲 接 回 来 。 虽 然 帕 提

(或作帕铁） 苦 苦 哀 求 让 米 甲 留 下 ， 但 米

甲 还 是 给 接 回 大 卫 家 中 （撒 下 三 1 2 - 1 6 〉。 

然 而 年 轻 时 的 感 情 显 然 已 受 创 伤 ， 大 卫 把  

约 柜 运 返 耶 路 撒 冷 ， 在 约 柜 前 跳 舞 ， 米甲  

& 苛 刻 地 批 评 他 ， 大 卫 的 回 应 也 同 样 严  

厉，因 为 米 甲 的 直 言 与 无 礼 ， 结 果 她 受 到  

终 生 不 育 的 惩 罚 。

大 卫 虽 极 受 欢 迎 ， 但 米 甲 的 勇 气 和  

M & 不 容 忽 视 。 她 在 女 性 甚 少 主 动 提 出  

$ 的 时 代 表 达 了 她 的 意 愿 。 她 又 曾 冒 着  

$ 危 险 極 救 了 大 卫 。 她 在 被 迫 与 帕 提  

^ 大 又 被 迫 与 他 分 离 的 亊 情 上 ， 感 情 受  
的色j伤 。 此 外 ， 她 也 曾 不 顾 众 议 ， 

出 自 己 的 看 法 和 批 评 。

曾 罗 的 大 女 儿 、 

4 = 她 嫁 给 大 卫  
没 有 解 W 的 情 况

( 撒 上 十 四 4 9 > 。 扫罗  

( 撒 上 十 八 1 7 、1 8  > ， 

下 食 言 （第 1 9 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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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次 女 米 甲 给 大 卫 为 荽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 章 8 节 提 到 米 甲 ， 从 原 文 与 上 下 文 明 显  

可 见 “米 甲 ” 应 改 为 “米 拉 ” （和 合 本 则  

加 上 “的 姐 姐 ”）。

米拉大翁
Merathaim
m l la w en g

耶 利 米 宣 告 神 审 判 巴 比 伦 时 所 提 及 的  

名 字 （耶 五 十 2 丨）。 虽 然 这 词 的 意 思 是  

“双 重 的 叛 逆 ” 或 “双 重 的 造 反 者 ”，但 

这 里 是 用 作 双 关 语 ； “米 拉 大 翁 ” 原文与  

巴 比 伦 南 部 的 “米 拉 图 ”形 音 相 近 ，因 此 ， 

神 是 说 ： “上 去 攻 击 那 地 ， ‘那 双 重 的 造  

反 者 ’ …… 要 追 杀 灭 尽 ！ ”

米拉莱
Milalai
m l la l^i

一 位 参 与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重 建 奉 献 礼 的  

人 （尼 十 二 3 6 )。

米拉利
Merari
m l la U

希 伯 来 原 词 解 作 “苦 ”、“苦 水 ”。 亚 

拉 伯 文 和 亚 甲 文 也 是 相 同 的 意 思 ， 但 乌 加  

列 文 则 指 “加 强 、 祝 福 ”。 传 统 认 为 这 词

源 自 希 伯 来 文 ， 意 指 “苦 胆 ” 或 “苦 ’’。 

但 哥 顿 指 出 ， “加 强 、 祝 福 ” 的 乌 加 列 文  

字 根 ， 希 伯 来 人 也 很 熟 识 ， 用 作 人 名 的 时  

候 ， 其 意 思 大 概 就 是 “力 ®  ” 或 ‘•福 

气 ” ； 在 好 几 处 经 文 中 ， 用 这 个 意 思 来 解  

释 米 拉 利 或 许 更 贴 切 。

至 於 利 未 第 三 个 儿 子 米 拉 利 ， 按 他 本  

人 和 他 家 族 的 重 要 性 来 看 ， 其 名 字 解 作 力  

量 或 福 气 比 较 合 宜 。 若 这 小 儿 子 的 名 意 是  

“苦 胆 ，，或 “苦 ，，， 而 他 却 又 负 起 重 大 的  

责 任 ， 在 事 奉 中 得 到 极 大 的 回 报 ， 那 么 他  

与 他 的 名 意 就 似 乎 有 点 不 相 符 了 。

圣 经 经 常 提 及 利 未 的 儿 子 米 拉 利 。 他 

是 利 未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 也 是 幼 子  <创 四 十  

六 11; 出 六 1 6、 1 9 ; 民 三 1 7 、 2 0 、女 3宝分  

代 上 六 丨 ）》 米 拉 利 有 两 个 儿 子 ， t

^ 抬 会 _ 板 、 円 、 柱 子 、 带 卯 的 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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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帐 褓 一 切 使 用 的 器 具 （民 三 3  (; 、 3 7 ，

四 3 1 -3 3 , 七 8 , 十 1 7 ; 书 二  H --- 7 、 3 4 、

圣 经 称 他 的 后 裔 为 米 拉 利 人 。 历 代  

志 屡 次 提 及 米 拉 利 族 ， 可 见 他 们 的 蜇 要 性  

< 代 上 六 ， 九 ， 十 五 ， 二 十 三 ， 二 十 六 ； 

代 下 二 十 九 ， 三 十 四 ）。

参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 6 6 9  : “ 利 未 支 派 ”

8 9 3 〇

米拉提
Melatiah
m l  l a ti

基 遍 的 后 商 ， 曾 在 尼 希 米 的 时 代 负 责  

修 筑 古 门 旁 边 的 城 墙 （尼 三 7 > 。

米拉雅
Meraiah
m l  I S y S

被 掳 归 回 后 ， 约 雅 金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祭  

司 的 时 候 ， 米 拉 雅 是 西 莱 雅 祭 司 家 族 的 族  

长 （尼 十 二 1 2  >。

米拉约
Meraioth
m l  13 y u €

〇 利 未 人 ， 亚 伦 第 六 至 第 七 代 的 后 人  

<代 上 六 6 、 7 ; 拉 七 3 > 。

© 亚 希 突 的 儿 子 ， 撒 督 的 父 亲 （代 上  

九丨丨； 尼 十 一  1 丨 > , 虽 然 与 上 述 的 米 拉 约  

有 不 同 之 家 谱 ， 但 也 可 能 是 同 一 个 人 。

© 被 掳 归 回 后 ， 约 雅 金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祭 司 的 日 子 ， 一 个 以 希 勒 恺 为 族 长 的 祭 司  

家 族 （尼 十 二 这 家 族 的 祖 先 是 米 利  

末 （尼 十 二 3 > 。 有 认 为 第 1 5 节 是 文 士 抄  

写 之 误 ， 第 3 节 与 1 5节 应 指 同 一 个 人 。

米勒
Melech
m l  16

便 雅 悯 支 派 ， 米 迦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3 5 ， 九 川 。

米勒公
Milcom
m l 丨爸g 5 n g

亚 扪 人 的 神 ， 通 常 称 为 摩 洛 。 所 罗 门

为 米 勒 公 设 邱 坛 （王 上 十 一 5 、 3 3 \  

来 约 西 亚 把 它 拆 毀 了 （王 下 二 十 3 丨\^ 

米 勒 公 一 词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十 二 章 3 〇 方 ^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章 ‘2 节 译 作 “王 ” （参耶@ 

十 九 1、 3 ; 番 一  5 > 。

参 " 亚 扪 ” 1 8 7 8 :  • 迦 南 神 衹 和 京 教 ，

7 1 9 〇

米力
Meres
m l  l i

作 亚 哈 随 锊 王 私 人 顾 问 的 七 名 波 斯 和  

玛 代 大 臣 之 一 （斯 一 1 4 ^

米利暗
Miriam
m l  l i

〇 暗 兰 和 约 基 别 的 女 儿 ， 亚伦和摩西 

的 姊 姊 （出 十 五 2 0 ;  民 二 十 六 5 9 ; 代上 

六 3 >。 米 利 暗 最 初 出 现 在 圣 经 时 是 一 个  

小 女 孩 ， 负 责 看 守 那 藏 在 尼 罗 河 的 芦 苇  

中 、 睡 在 蒲 草 箱 里 的 小 弟 弟 （出 二 4), 

由 於 当 时 埃 及 法 老 下 了 命 令 ， 要把所有初 

生 的 希 伯 来 男 婴 丢 在 河 里 （一 2 2 ) , 所以 

米 利 暗 的 父 母 就 把 小 摩 西 載 在 蒲 草 箱 ！， 

盼 能 逃 过 这 厄 运 （来 十 一  2 3 > 。 在这事件 

中 ， 米 利 暗 不 但 显 出 了 她 的 勇 敢 和 关 怀 ， 

并 且 显 示 了 她 的 智 想 ； 小弟弟给埃及公主  

发 现 了  （出 二 5 、 她 主 动提 出 为 孩子  

找 奶 妈 ； 公 主 接 纳 了 她 的 建 议 ， 她就马上 

把 母 亲 带 来 （出 二 7 、 8 >。
以 色 列 人 过 了 红 海 之 后 ， 圣经才以米 

利 暗 的 名 字 称 呼 她 （出 十 五 2 0  >。 她拥有 

‘‘女 先 知 ” 的 名 衔 ， 与 两 位 弟 弟 一 同 作 以  

色 列 人 的 领 袖 （弥 六 4 > 。 在埃及军队和  

马 兵 被 淹 没 於 红 海 之 后 ， 她带领以色列的  

妇 女 击 鼓 、 跳 舞 、 赞 美 神 （出 十 五 ‘2 1 >。

米 利 暗 嫉 泸 并 背 叛 摩 西 后 ， 在圣经 ®  

留 下 了 坏 名 声 。 她 与 亚 伦 因 摩 西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有 极 大 的 影 响 力 ， 又因他娶了古实女  

子 为 妻 ， 就 毁 谤 他 （民 十 二 丨 、 2 >。她这 

样 攻 击 神 所 拣 选 的 代 言 人 （十 二 8 > ,终 

於 受 到 惩 罚 ， 长 了 大 麻 风 （民十二  

申 二 十 四 9 >。 摩 西 为 她 代 求 （民 十 二 1 1 >， 

使 她 得 以 复 原 ， 但 她 先 要 在 营 外 被 关 锁 7 

天 ， 以 色 列 人 也 要 等 她 回 营 后 再 起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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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 ， 丨5>。 这 可 悲 的 亊 件 是 圣 经 记 栽 米  

的 掖 后 一 次 公 开 的 生 活 。 米 利 暗 在 旷  

jFf釈 流 的 末 期 ， 死 在 加 低 斯 ， 并 且 葬 在 那  

里 < 二十丨> »

© 木 列 的 儿 子 ， 是 犹 大 支 派 以 斯 拉 的  

后 裔 （代上四丨7 >  »

米利巴
M e r ib a h  
mi n  ba

〇— 个 名 词 ， 意 思 是 “争 闹 ”， 是利  

審 订 （费 伦 河 ）附 近 ，何 烈 的 一 个 地 方 名 。 

以 色 列 人 刚 开 始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在 那 里 为  

了 水 而 与 摩 西 争 吵 （出 十 七 7 > 。 米 利 巴  

可 能 就 是 申 命 记 三 十 三 章 B 节 和 诗 篇 九 十  

五篇8 节 所 指 的 地 方 ， 这 地 又 名 玛 撒 。

® 另 一 个 地 方 ， 在 寻 的 旷 野 ， 加 低 斯  

巴尼亚附近， 以 色 列 人 在 那 里 为 了 水 与 摩  

西争吵， 神 又 再 次 从 磐 石 中 给 他 们 提 供 水  

源 （民 二 十 1 3 、 2 4 ， 二 十 七 1 4 > , 这 地 在  

申 命 记 三 十 二 章 5 1节 被 称 为 加 低 斯 的 米  

利 巴 • • 这 亊 件 出 现 於 旷 野 飘 流 的 后 期 ， 米 

利 巴 水 就 是 争 闹 的 水 ， 神 在 这 里 向 摩 西 和  

亚伦发怒， 因 为 他 们 没 有 听 从 祂 ， 没 有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尊 池 为 圣 。 摩 西 没 有 按 神 的  

吩 咐 命 令 磐 石 出 水 ， 因 以 色 列 人 的 硬 心 而  

发怒，用 杖 两 次 击 打 磐 石 。 诗 人 说 神 在 这  

I 试 炼 以 色 列 人 （诗 八 H —— 7 > ， 以 色 列  

人 的 背 叛 陷 摩 西 於 罪 中 （诗 一 〇 六 3 2 K  

圣 经 又 提 及 米 利 巴 加 低 斯 是 以 色 列 南 面 边  

界 的 一 个 地 方 （结 四 十 七 1 9 ，四 十 八 2 8 ) 。 

参•玛撒和米利巴• 9 8 7  »

米力巴力
Merib-baal
ml II bS 11

约 拿 单 的 儿 子 米 非 波 设 的 原 名 ， 他 是  

一 个 癎 腿 的 人 （代 上 八 3 4 ， 九 4 0 > 。 这名  

字 的 意 思 是 “巴 力 争 竞 ”，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 四 夂 九 (；， 十 七 2 1  > ， 这 名 字 被 米 非 波  

设 所 替 代 （米 非 波 设 的 意 思 是 “打 破 偶 像  

者” 当 “巴 力 ” 这 词 变 成 带 有 迦 南 偶  

像 的 意 味 时 ， 许 多 人 都 把 名 字 由 “巴 力 ” 

(主） 改 为 “波 设 ’’ < 羞 耻  > (参 撒 下 十 一

# - 米 非 波 设 # 1 " 1 0 2 2 。

米 利 大 / 马耳他
Malta
m l  M / m 3 5 r ta

地 中 海 的 一 个 岛 屿 ， 位 於 西 西 里 岛 以  

南 。 米 利 大 这 名 字 在 圣 经 中 只 出 现 了  1 次 

( 徒 二 十 八 1 >。 保 罗 乘 船 往 罗 马 时 （徒二  

十 五 1 1 、 1 2  船 就 在 米 利 大 岛 的 海 湾 搁  

浅 了 。 当 时 是 冬 天 ， 正 是 地 中 海 的 风 季 ， 

船 是 逆 风 小 心 地 前 行 （二 十 七 4 > ， 几经  

艰 难 ， 他 们 到 达 了 革 哩 底 的 佳 澳 《二十七

7 、 8 >。 众 人 不 理 会 保 罗 的 劝 告 ， 决 意 航  

行 至 革 哩 底 的 一 个 港 口 非 尼 基 ， 因 那 儿 比  

较 适 合 过 冬 （二十 七 9 - 1 2 > 。

船 被 困 在 狂 风 中 ， 任 风 刮 去 ， 1 4 天 

之 后 ，终 於 在 夜 间 靠 近 了 旱 地 。到 了 天 亮 ， 

众 人 就 尝 试 把 船 拢 进 海 湾 ， 却 搁 浅 了 ，且 

被 海 浪 的 猛 力 冲 坏 ， 船 上 所 有 人 却 安 全 登  

了 岸 。 保 罗 把 柴 放 在 火 堆 上 的 时 候 ， 被毒  

蛇 咬 了 一 口 。 岛 上 的 土 人 认 为 他 必 是 个 凶  

手 ， 连 蛇 也 不 放 过 他 。 可 是 ， 保 罗 并 没 有  

倒 地 死 去 。 於 是 他 们 就 完 全 改 变 了 起 初 的  

看 法 ， 认 为 他 是 一 个 神 （徒 二 十 八 6 >。

米 利 大 岛 距 离 西 西 里 岛 约 有 6  0 哩 ， 

面 积 9 5 平 方 哩 。 据 传 说 圣 保 罗 湾 就 是 保  

罗 搁 浅 的 所 在 地 。 该 岛 的 居 民 以 农 耕 为  

主 ， 由 於 土 壤 含 石 灰 所 ， 农 产 并 不 理 想 。 

当 地 人 用 梯 田 种 植 法 ， 以 地 尽 其 用 。 岛上  

没 有 河 流 ， 农 拼 就 只 能 仰 赖 雨 水 和 泉 水 。 

虽 然 一 般 气 候 还 箅 温 和 ， 但 夏 天 则 受 到 从  

吕 彼 亚 沙 漠 吹 来 酷 热 而 多 尘 的 热 风 侵 袭 。

米利都
Miletus
m i n da

位 於 米 安 达 河 口 岸 的 一 个 重 要 城 市 。 

早 於 主 前 1 3 3 9 至 1 2 8 8 年 ， 已 有 革 哩 底 人  

在 那 里 定 居 。 米 利 都 与 赫 人 帝 国 有 密 切 关  

系 。 亊 实 上 ， 赫 人 的 君 主 称 米 利 都 王 为 他  

的 封 臣 。 韦 克 特 的 考 古 队 （自 1 9 5 6 年 开  

始 ） 发 现 米 利 都 曾 遭 大 火 毀 灭 ， 其 后 有 人  

建 一 堵 护 城 墙 把 它 围 起 来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 这 城 墙 与 赫 人 的 波 格 斯 凯 新 帝 国 之  

军 事 建 筑 极 其 相 似 。

主 前 约 6 5 0 年 ， 米 利 都 曾 遭 吕 底 亚 攻  

击 ， 被 盖 古 兹 斯 为 首 的 军 人 王 朝 所 统 治 。 

然 而 ， 他 们 仍 能 在 达 达 尼 尔 山 峡 的 亚 比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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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拓 殖 民 地 ， 并 在 思 海 沿 岸 ， 设 立 7 0 多 

个 城 市 ， 其 中 M 並 要 的 一 个 是 西 奴 泊 ； 所  

以 米 利 都 在 古 代 世 界 里 是 一 个 重 要 城 邑 。 

米 利 都 的 商 人 还 带 荇 城 中 著 名 的 家 具 和 羊  

毛 制 品 来 往 许 多 外 地 的 港 口 。

米 利 都 像 许 多 其 他 希 腊 的 城 市 中 心 一  

样 ， 有 自 己 的 诗 人 —— 弗 赛 莱 特 ； 这 诗 人  

在 他 的 时 代 极 为 知 名 ， 但 今 人 只 能 凭 几 句  

诗 词 来 认 识 他 。 弗 赛 莱 特 曾 写 道 ： “磐 石  

上 井 然 有 序 的 小 城 ， 远 胜 於 狂 野 无 道 的 尼  

尼 微 大 城 《•” 又 说 ： “正 义 是 所 有 美 德 的  

总纲

米 利 都 也 是 哲 学 与 科 学 理 论 的 出 生  

地 。 泰 勒 斯 在 主 前 「> 8 5 年 预 言 日 蚀 ， 他 的  

门 生 阿 那 克 西 曼 徳 提 出 了 人 从 海 洋 生 物 进  

化 的 言 论 。 可 是 ， 这 城 多 半 的 力 M 耗 费 在  

痛 苦 的 内 战 中 ， 亩 人 和 工 人 两 个 党 派 长 期  

相 争 ， 使 这 城 变 得 四 分 五 裂 。 约 在 主 前  

m 年 ， 波 斯 人 在 米 利 郎 肆 意 掠 夺 破 环 ， 

米 利 都 从 此 不 能 再 恢 复 其 世 界 性 的 地 位 ， 

即 使 后 来 亚 历 山 大 夺 回 这 城 市 ， 也 无 补 於

虽 然 米 利 都 不 是 早 期 教 会 的 活 动 中  

心、， 但 无 疑 她 在 新 约 时 代 是 极 负 盛 名 的 。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章 1 至 1 7 节 记 载 使 徒 保 罗  

在 最 后 一 次 宣 教 行 程 中 呰 在 米 利 都 停 留 ,, 

他 召 以 弗 所 众 长 老 到 米 利 都 来 ， 劝 勉 他 们  

要 尽 心 牧 养 自 己 的 羊 群 （徒 二 十 ‘2 8 - 3 5 > 。 

随 后 保 罗 就 从 米 利 都 航 行 至 推 罗 。 提 摩 太  

后 书 四 章 ‘2  0 节 说 保 罗 把 特 罗 非 摩 留 在 米  

利 郞 ， 因 为 他 病 了 。

米 安 达 河 口 经 年 的 冲 积 大 大 改 变 了 米  

利 都 的 地 势 ， 河 口 的 海 湾 几 乎 全 被 淤 泥 填  

满 ， 雷 特 岛 现 今 只 是 沼 泽 地 上 的 一 座 山  

丘 。 昔 日 保 罗 的 使 者 由 米 利 郎 至 以 弗 所 所  

行 的 水 道 线 ， 今 日 已 成 为 陆 路 了 。

米利古
Maliuchi
ml  li g Q

米 利 古 族 的 祖 先 。 在 被 掳 后 ， 大 祭 司  

约 雅 金 在 位 的 日 子 ， 米 利 古 族 的 族 长 是 约  

拿 单 （尼 十 二 丨 4 > 。

米利末
Meremoth
m l  11 m 6

O — 名 祭 司 ， 是 乌 利 亚 的 儿 子 ，哈Bf 

斯 的 孙 子 （拉 八 3 3 ; 尼 三 4 、 哈哥 

斯 的 家 族 不 能 证 明 自 己 的 谱 系 ， 因而给除 

去 祭 司 的 职 任 （拉 二 6 2  >。 米利末似是例  

外 的 一 位 ； 他 负 责 秤 殿 中 的 金 银 器 皿 ，这 

是 祭 司 的 职 责 之 一 （拉 八 2  4 - 3 0 ) ,他也  

修 筑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墙 （尼 三 4 、2 1 ) , 和 

在 公 约 上 签 名 （尼 十 5 > 。

©  — 名 祭 司 ， 巴 尼 的 后 商 ， 在以斯拉 

的 呼 吁 下 ， 他 愿 意 与 外 邦 的 荽 子 儿 女 断 绝  

关 系 （拉 十 3(i >。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由 巴 比 伦 归 回 的 祭  

司 （尼 十 二 3 > ， 他 建 立 了 祭 司 家 族 ，在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章 1 5 节 称 为 米 拉 约 族 （不 

过 有 些 人 认 为 两 者 是 同 一 人 > 。

米利亚
Melea
m l  l i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耶 穌 家 谱 ， 他是耶稣 

的 先 祖 （路 三 3 1 ) 。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镨 ” 1 9 6 6 。

米列
Mered
m l  l i 6

犹 大 支 派 以 斯 拉 的 儿 子 ， 娶了两个 |  

子 ， 一 个 是 法 老 的 女 儿 比 提 雅 ， 另一个是 

一 名 犹 大 女 子 （代 上 四 1 7 、 1 8 >。

米 仑 人 / 米伦人
Meronothite
m l  ICin r ^ n  /  m l  l u n  r 6 n

米 仑 的 居 民 ， 米 仑 是 雅 顿 （尼三7丨 

和 耶 希 底 亚 的 家 乡 （代 上 二 十 七 3〇h 其 

确 实 地 点 不 详 。

米伦水边
Merom, Waters of
m l  l u n  s h u l  b i a n

地 名 。 约 书 亚 曾 在 此 击 畋 夏 琐 王 耶 资  

和 他 的 联 军 ， 圣 经 只 提 及 这 地 名 两 次 （韦 

H 5 、 7 >。 耶 宾 的 联 军 包 括 “玛顿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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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押 煞 王 ” ， 与 “北 方 山 地 ’’ 

巴，！ 海 南 面 “高 原 ” 的 王 。 这 战 场 的  

和 沏 确 定 ， 但 “米 伦 水 边 ” 大 槪 是 哈  
迆 席 不 脚 附 近 （现 今 以 色 列 地 图 上 显 示 ），

米 伦 ^ 古 老 的 地 图 上 的 玛 伦 山 ---- 以 色 列
r 约 尺  > 。 在 山 脚 附 近 有  

於 城 几 条 通 往 北 加 利 利 的 路 在 那 里 会  

这 城 垦 在 褎 琐 和 岸 边 的 亚 柯 之 间 的 路  

合 ’ 因 此 是 一 个 方 便 约 书 亚 敌 军 集 合 的 地  

米 伦 在 芨 琐 西 南 直 线 距 离 约 有 8 哩 。

伦 水 ，’可 能 是 从 山 上 流 出 来 的 泉 水 ， 

经 窗 门 河 流 向 加 利 利 海 。 主 前 2 0 0 0 年 的  

埃 及 文 献 中 曾 提 及 米 伦 ， 是 与 杜 得 模 西 士  

三 世 的 战 役 有 关 。 亚 述 王 提 革 拉 _ 列 色 三

世 也 曾 提 及 他 在 主 前 7  3  3 至 7  3  2 年 之 间 征  

服大马色时， 曾 讨 伐 这 地 。 逍 约 书 亚 击 败  

的 联 军 向 西 北 面 西 顿 的 方 向 逃 亡 ， 可 想 而  

知 约 书 亚 是 从 东 南 面 ， 加 利 利 海 以 西 进  

攻，这 是 从 南 向 北 进 攻 的 — 个 自 然 方 法 。

米罗/ 伯米罗
Beth-millo, Millo
ml lu6  /  b 6  m l  l u 6

®  士 师 记 九 章 6 节 及 2 0 节 中 记 述 基 甸  

之 子 亚 比 米 勒 为 王 时 ， 与 示 剑 城 并 提 的 一  

个 要 塞 堡 垒 。 “米 罗 ” 原 意 为 “土 墩 ’’、 

“土 垒 ”故 学 者 多 以 米 罗 为 士 师 记 九 章 46 

至 仍 节 中 说 的 “示 剑 楼 ”。

@ 建 筑 大 卫 城 时 其 中 一 个 堤 垒 （撒下  

5 9 ; 代 上 十 一 8 >。 所 罗 门 显 然 曾 重 建 或  

^ 陶 这 堤 垒 （王 上 九 丨 5 ， 十 — 2 7 > 。

犹 大 有 两 位 君 王 与 这 建 筑 物 有 关 ： 约 

/ 施 在 “米 罗 宫 ，， 被 杀 （王 下 十 二 2 6

如 希 西 家 为 防 西 拿 基 立 入 侵 ， 曾 巩 固 了  

米罗 <代 下 三 十 二 5 > 。

米3?达
S ， 6 ， a c h

5 比 伦 主 神 玛 尔 杜 克 的 希 伯 来 音 译 名 字 。 

参 - 玛 尔 钍 克 _ 9 6 1 。

比罗达巴拉但
^  b a  I a d ^ n  / b T  l u 6  d d  b 5 l a d ^ n

( 王 下 二 十 1 2 作 “比 罗 达 巴 拉

但 ’’>，，， 意 思 是 “玛 尔 杜 克 賜 下 一 个 儿  

子 ！—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章 丨 2 至丨9 节 和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九 章 的 平 行 经 文 均 记 述 巴 比 伦 王  

巴 拉 但 的 儿 子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派 逍 使 者 往 见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

亚 述 王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在 主 前 7 ‘2 2 年征  

服 了 撒 玛 利 亚 ， 威 胁 着 耶 路 撒 冷 的 希 西 家  

王 ， 但 不 到 一 年 他 就 死 了 。 撒 珥 根 二 世 於  

主 前 7 2 2 年 继 位 。 那 时 住 在 巴 比 伦 以 南 比  

亚 坚 之 地 的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与 以 拦 人 联 盟 ， 

夺 取 了 巴 比 伦 的 王 位 ， 就 是 当 时 被 看 为 亚  

述 皇 冠 的 第 二 颗 宝 石 的 。 撒 珥 根 二 世 随 即  

致 力 夺 回 巴 比 伦 ， 使 她 成 为 亚 述 帝 国 的 一  

个 省 份 。 他 起 初 似 乎 不 太 成 功 ， 因 为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在 巴 比 伦 作 王 1 0 年 之 久 。 主前  

7 1 〇年， 撒 珥 根 成 功 地 将 他 击 畋 ， 并夺 取  

了 巴 比 伦 的 城 堡 。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则 逃 走  

了 。 主 前 7 0 5 年 ， 撒 珥 根 死 后 ，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於 主 前 7 0 3 年 再 次 征 服 巴 比 伦 ， 并在  

那 电 统 治 了 一 段 时 间 。 他 极 可 能 是 在 这 段  

短 短 的 统 治 期 间 差 逍 使 者 往 见 耶 路 撒 冷 的  

希 西 家 ， 他 也 差 逍 使 者 往 以 东 、 摩 押 、 亚 

扪 和 其 他 地 方 ， 寻 求 建 立 盟 国 ， 与 亚 述 对  

抗 。 巴 比 伦 与 巴 勒 斯 坦 之 间 广 阔 的 亚 拉 伯  

沙 漠 使 这 联 盟 不 太 可 行 ， 亚 述 的 新 王 西 象  

基 立 把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彻 底 击 畋 了 ， 然后又  

转 向 攻 击 巴 勒 斯 坦 的 国 家 。

以 赛 亚 责 签 希 西 家 接 待 巴 比 伦 的 使  

者 。 巴 比 伦 是 脱 离 了 亚 述 帝 国 的 省 份 ， 又 

在 短 时 间 之 内 被 迫 再 次 并 入 亚 述 帝 国 。 以 

赛 亚 在 他 的 通 责 中 ， 预 言 巴 比 伦 将 来 会 侵  

略 和 抢 劫 犹 大 国 ， 希 西 家 知 道 当 时 亚 述 的  

势 力 之 强 ， 是 巴 比 伦 不 可 能 推 翻 的 ， 於是  

他 感 到 十 分 安 全 ， 他说••“若 在 我 的 年 日  

中 有 太 平 和 稳 固 的 境 况 ， 当 不 是 好 吗 ？ ” 

( 王下二十 1 9 >

米罗斯
Meroz
m l  l u 6  s i

巴 勒 斯 坦 北 部 的 城 镇 ， 在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与 西 西 拉 和 迦 南 人 争 战 时 ， 米 罗 斯 的 居  

民 因 不 肯 帮 助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而 受 咒 诅 （士 

五 ‘2 3 > 。 其 确 实 地 点 不 详 。



米玛
Mirmah
m l  m 5

便 雅 偶 支 派 的 沙 哈 连 和 贺 得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8 -丨〇>。

米母干
Memucan
m l  mQ g 3 n

亚 哈 随 筲 王 七 个 波 斯 和 玛 代 大 臣 之 一  

( 斯 一 丨 4 > 。 波 斯 皇 后 瓦 实 提 违 抗 王 命 ， 

拒 绝 出 席 王 的 筵 宴 ， 米 母 千 就 指 出 她 的 罪  

( 斯 一  米 母 干 提 议 把 她 废 除 ， 把 皇

后 的 位 分 賜 给 别 人 ； 王 接 受 了 他 的 意 见 ， 

便 发 诏 书 把 瓦 实 提 废 除 （一 2 1 ) 。 后 来 ， 

以 斯 帖 就 被 迭 立 为 玛 代 和 波 斯 的 皇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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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拿民
Miniamin
m l  m i n

O 披 掳 归 回 时 期 一 个 祭 司 家 族 的 族 长  

( 尼 十 二 1 7 > 。

© 参 与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奉 献 礼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二 4 1 >。

米拿现
Menahem
m l  n d x i ^ n

从 主 前 7 5 2 至 74  2 年 统 治 以 色 列 的 王 。 

他 是 迦 底 的 儿 子 ； 迦 底 这 名 只 在 列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1 4和 1 7节 提 及 。

在位年 日

我 们 不 能 确 实 指 出 米 拿 现 的 在 位 期 。 

根 据 列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1 7 节 ， 他 在 犹 大 王  

亚 撒 利 雅 3 9 年 登 基 作 以 色 列 王 。 然 而 ， 

由 於 亚 撒 利 雅 曾 与 父 亲 亚 玛 谢 共 同 执 政 一  

段 时 候 ， 故 此 亚 撒 利 雅 在 位 的 准 确 日 期 也  

难 确 定 ， 究 竟 亚 撒 利 雅 第 三 十 九 年 是 主 前  

7 5 2 年 （泽 勒 的 见 解  还 是 主 前 7 4 5 年 

( 奥 伯 莱 的 见 解 ）， 仍 是 一 个 为 人 所 争 论  

的 题 目 。 列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1 7 节 也 说 明 米  

_ 现 在 位 的 时 间 是 1 0 年 。 因 为 以 色 列 在  

米 拿 现 的 时 候 显 然 是 采 用 登 基 之 年 的 计 算  

法 来 计 算 王 在 任 的 年 期 ， 所 以 丨 〇年 这 数  

字 应 看 为 确 实 的 年 数 。 所 以 ， 米 拿 现 任 以

色 列 王 应 有 1 0 年 ， 登 基 日 期 可  

前 7 5 2 年 ， 或 迟 至 主 前 7 4 5 年 = 卑 

计 已 经 是 极 尽 准 确 的 能 事 了 。 样的估 

题 ， 本 文 采 用 非 利 的 苒 法 / 以 这 叫  

为 其 登 基 日 期 ， 即 米 聿 现 ▲ 在 主 ^ 752年 

7 4 2 这 1 0 年 内 任 以 色 列 王 的 。 明752窆

政 治 气 候

无 论 米 拿 现 登 基 是 哪 一 个日子  

要 了 解 他 在 位 时 的 事 件 ， 必 先 要 明 ’白^们 

前 八 世 纪 中 叶 以 色 列 所 处 的 国 际 局 势 =  

罗 波 安 二 世 （主 前 7 9 3 - 7 5 3 > 为 以 色 °列$ 

来 了 稳 定 的 局 面 ， 且 国 势 日 张 ，社会繁荣 

而 昌 盛 ^ 由 於 当 时 埃 及 和 亚 述 的 国 势  

弱 ， 所 以 耶 罗 波 安 可 以 夺 回 那 些 落 在 叙 利  

亚 手 中 的 城 邑 ， 扩 展 国 界 ， 有些国际贸 g  

线 也 因 此 厲 於 以 色 列 国 土 的 一 部 分 ，受他 

控 制 。 然 而 ， 耶 罗 波 安 政 策 下 所 容 许 和 助  

长 的 国 内 收 坏 情 况 在 先 知 阿 摩 司 和 何 西 阿  

眼 中 ，却 是 必 然 会 招 致 审 判 的 。尽管如此，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死 后 ， 多个党派仍希望争取  

机 会 让 自 己 的 党 人 继 承 王 位 ， 米拿现杀了 

沙 龙 才 夺 得 王 位 ， 而沙龙 又是 杀 了耶 罗 波  

安 的 儿 子 撒 迦 利 雅 而 篡 位 的 （王下十五8- 

10) 〇

米 拿 现 解 决 了 党 派 互 相 争 权 的 内 部 间  

题 后 ， 又 立 即 面 对 严 重 的 外 来 压 力 ，因为 

米 拿 现 即 位 不 久 ， 就 有 一 个 新 王 操 纵 了 5  

述 的 治 权 ， 他 的 名 字 是 提 革 拉 B比列 

世 ， 他 的 帝 国 主 义 野 心 彻 底 改 变 了 整 个 地  

中 海 世 界 的 政 治 局 势 。 他 从 亚 述 M 西 5  

战 ， 进 入 了 叙 利 亚 和 巴 勒 斯 坦 的 地 界 y  

米 拿 现 被 迫 要 正 面 与 他 交 战 （大概  

7 4 3  > 。 这 是 以 色 列 第 一 次 与 亚 述  

再 过 不 久 她 就 被 完 全 毀 灭 了 （主前

外 遭 复 兴 后 国 力 倍 增 的 亚 述 威 在 

部 又 面 临 耶 罗 波 安 死 后 所 造 成 的 如宋 

这 内 忧 外 患 的 情 形 下 ， 以 色 列 很 皮安 

知 所 预 言 的 一 样 被 彻 底 毁 灭 了 。 的赛 ; f

死 后 的 丨 2 年 间 ， 登 位 作 以 色 列 卩 長 赛  

下 5 人 ， 其 中 3 人 （包 括 米 拿  

夺 王 位 的 人 。

经的见证  的艰迹，
实 际 上 ， 旧 约 记  

W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那 几 节 简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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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可 从 这 几 节 经 文 看 出 以 下 三 个 迸 点 。

第 一 ， 列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1 4 节 记 栽 米  

拿J见 剌 杀 了 沙 龙 ， 夺 得 王 位 。 跟 着 第 1 6  

节i羊 述 了 他 攻 击 “提 斐 萨 ” 的 行 动 。 整 节  

经 文 很 难 处 理 ， 但 可 翮 译 如 下 ： “那 时 米  

家 现 从 得 撒 起 攻 打 提 斐 萨 及 其 四 境 ， 击 杀  

城 中 所 有 的 人 。 由 於 城 中 的 人 不 给 他 开  

城，他 就 攻 进 去 ， 然 后 剖 开 城 中 所 有 的 孕  

妇„”有 两 件 事 是 不 寻 常 的 。 首 先 ， 米拿  

现 的 行 动 在 以 色 列 中 是 史 无 前 例 的 。 其 

次，米 拿 现 听 攻 打 的 城 是 什 么 ， 位 罝 在 哪  

里 郎 是 不 能 确 定 的 。希 伯 来 原 文 “提 斐 萨 ” 

这 名 字的 拼法 ， 跟 通 常 被 认 定 在 伯 拉 河 上  

的 一 座 城 “塔 撒 古 ” 相 同 。 米 拿 现 何 以 攻  

打 一 座 那 么 遥 远 的 城 ？ 他 的 目 的 实 在 很 难  

确定，许 多 学 者 根 据 卢 西 安 的 希 腊 文 旧 约  

版本，把 这 些 希 伯 来 文 字 母 拼 写 如 “他普  

亚”， 即 米 靼 现 之 家 乡 得 撒 亚 南 面 丨 4 哩 外  

的一座城。 若 这 样 理 解 是 正 确 的 ， 而 经 文  

证 据 又 只 限 於 这 唯 一 的 版 本 ， 则 列 王 纪 下  

十五章丨 6 节 的 意 思 是 ， 米 拿 现 从 自 己 的  

家 乡 （得撒  > 以 外 的 地 方 开 始 攻 取 更 多 领  

土；他 把 邻 城 所 有 的 居 民 杀 光 了 （包 括 住  

在 城 郊 的 人 ）， 因 为 他 们 不 支 持 他 作 以 色  

列王。 第 二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正 在 攻 进  

叙 利 亚 与 巴 勒 斯 坦 境 界  < 约 主 前 7 4 4 > ,  

列 王 纪 下 十 五 章 1 9 至 ‘2  0 节 显 示 了 圣 经 如  

何 # 米 牟 现 处 理 亚 述 危 机 的 方 法 。 显 然 米  

拿 现 欲 游 说 亚 述 支 持 他 在 以 色 列 中 的 王  

权。他 向 国 内 所 有 大 富 户 征 收 重 税 ， 用以  

进 贡 给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第丨9 节 用 了 他 的  

巴 比 伦 名 字 “普 勒 米 拿 现 明 显 希 望  

这 些 贡 银 能 使 亚 述 王 “帮 助 他 坚 定 国 位 ” 

(第丨9 节 >。 看 来 米 傘 现 的 估 计 就 政 治 而  

论 似 乎 颇 准 确 ， 因 为 亚 述 王 退 兵 “回 去 ” 

了 （第 ‘2 0 节 ）， 米 拿 现 得 以 继 续 在 以 色 列  

掌权。

第 三 ， 经 文 以 标 准 的 列 王 纪 文 学 形 式  

来 开 始 （王 下 十 五 丨 7 > 和 结 束 <‘2 1 、 2 2  

节）米 象 现 作 王 的 一 段 记 载 。 虽 然 经 文 指  

出 米 拿 现 行 耶 和 华 眼 中 看 为 恶 的 事 ， 像最  

初 的 叛 教 者 （耶 罗 波 安 一 世 ） 一 样 ， 但第  

2 2 节 记 戟 他 的 死 ， 却 说 明 一 项 不 平 常 的  

亊 实 ， 在 以 色 列 最 后 （;个 王 中 ， 只 有 他 是  

安 然 去 世 ， 只 有 他 给 描 述 为 “与 列 祖 同

参■■以色列史" 2 0 7 7 :  ••旧约年代学"

7 8 9 ,

米尼
Minni
m l ni

耶 利 米 书 五 十 一 章 2 7 节 提 及 的 一 个  

民 族 ， 与 亚 拉 腊 和 亚 实 基 拿 一 样 ， 要上来  

攻 击 巴 比 伦 。 米 尼 这 名 字 最 先 出 现 在 亚 述  

王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主 前 在 位 期  

间 的 铭 刻 中 。 据 记 载 ，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曾 掠  

夺 并 征 服 了 这 民 族 。 米 尼 人 住 在 巴 比 伦 以  

北 的 乌 米 亚 湖 和 泛 湖 之 间 ， 一 般 认 为 他 们  

就 是 曼 尼 族 人 ； 在 亚 述 的 文 献 中 ， 常把米  

尼 人 与 乌 拉 提 人 （即 亚 拉 腊 ） 连 在 — 起 。 

米 尼 人 并 不 甘 於 作 别 人 的 附 睹 ， 他 们 在 主  

前 71 6 和 7 1 5 年 反 抗 亚 述 人 ， 另 一 次 动 乱  

则 发 生 在 亚 述 巴 尼 帕 在 位 期 间 （主前  

6 ( 5 9 - 6 2 7 )。 主前 6丨‘2 年 ， 尼 尼 微 畋 亡 於 巴  

比 伦 人 手 中 ， 米 尼 人 的 事 迹 也 消 失 於 圣 经  

以 外 文 献 记 录 中 。

米匿
Minnith
m l nl

耶 弗 他 打 畋 了 亚 扪 人 ， 攻 取 了  2 0 座 

城 ， 米 匿 是 其 中 之 一 （士 十 一  3 3 > 。 米匿  

是 买 卖 麦 子 的 市 集 （结 二 十 七 1 7 ; 参代  

下 二 十 七 5 > , 位 於 希 伯 仑 附 近 ， 但 确 实  

位 罝 不 详 。

米努哈
Menuhoih
m l nd ha

犹 大 支 派 朔 巴 的 后 人 ， 只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章 5 2 节 提 及 。 米 努 哈 与 “一 半 玛 拿 哈  

人 ” （代 上 二 5 4 > 同 出 一 字 根 。 这 些 人 居  

住 的 地 可 能 是 努 哈 （士 二 十 4 3 , 和 合 本  

译 作 “歇 脚 之 处 因 为 这 地 名 跟 族 名  

都 有 “歇 息 之 处 ” 的 意 思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米 努 哈 应 理 解 为 地 方 名 ， 与 第 节 的 地  

方 相 同 。 有 人 认 为 其 地 点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的 马 勒 哈 ， 但 这 说 法 不 能 确 定 。

参 “ 玛 拿 辖 "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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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撒
Mizzah
m l s a

流 珥 的 儿 子 ， 是 一 名 以 东 的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1 3 、 1 7 ; 代 上 一  3 7 ) 。

米萨
Mizar
m l

巴 勒 斯 坦 北 部 的 一 个 小 山 丘 ， 位 於 外  

约 但 的 高 原 ， 靠 近 黑 门 山 附 近 （诗 四 十 二

。

米萨合
Mezahab
m l sh

玛 特 列 的 父 亲 ， 米 希 他 别 的 祖 父 ； 米 

希 他 别 是 以 东 王 哈 达 的 妻 子 （创 三 十 六  

3 9 ; 代 上 一 5 0 〉。

米沙
Mesha
m l  s h S

〇 主 前 九 世 纪 的 摩 押 王 ， 这 名 字 是 从  

“拯 救 或 释 放 ” 这 字 根 演 变 而 来 。 根 据 列  

王 纪 下 三 章 4 、 5 节 ， 米 沙 是 一 个 牧 羊 人 ， 

在 亚 哈 时 代 曾 向 以 色 列 大 堡 进 贡 ， 但 亚 哈  

死 后 就 背 叛 以 色 列 （王 下 一 1 >。 后 来 亚  

哈 的 儿 子 约 兰 与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和 以 东 王 联  

盟 ， 意 图 重 建 在 摩 押 的 莉 权 。 战 况 对 摩 押  

人 不 利 时 ， 米 沙 把 长 子 献 在 城 墙 上 给 摩 押  

神 基 抹 ， 作 为 燔 祭 （王 下 三 2 7 > 。

米 沙 其 他 的 事 迹 铭 刻 於 摩 押 石 碑 上 ， 

这 是 米 沙 立 於 底 本 的 碑 石 ， 内 容 是 记 述 他  

的 政 绩 和 纪 念 他 在 战 场 上 的 胜 利 。 这 石 碑  

在 1 8 6  8 年 ， 由 德 国 宣 教 士 克 拉 恩 於 死 海  

以 东 约 丨 3 哩 和 亚 嫩 以 北 数 哩 的 底 本 发 现 。 

这 石 碑 曾 一 度 遭 贝 都 因 人 破 环 ， 重 建 的 纪  

念 碑 自 丨 8 7 3 年 一 直 存 放 在 巴 黎 罗 浮 宫 。 

在 这 石 刻 中 ， 米 沙 记 述 以 色 列 王 暗 利 “长

期 压 迫 摩 押 ---- 他 的 儿 子 效 法 他 ， 又 说 ：

‘我 要 使 摩 押 屈 服 。’” 跟 着 米 沙 说 他 战 胜  

了 暗 利 之 子 （亚 哈  并 列 出 他 所 征 服 的  

城 镇 ， 向 北 远 达 约 但 河 东 ， 由 底 本 至 米 底  

巴 ， 一 路 击 杀 以 色 列 的 居 民 。 米 沙 在 摩 押  

石 碑 上 的 记 述 与 列 王 纪 下 一 章 1 节 和 三 章

5 节 谈 及 摩 押 叛 变 （在 亚 哈 之 前  

的 记 载 有 出 入 。 很 可 能 米 沙 曾 后 ？） 

— 次 是 亚 哈 在 位 时 ， 如 摩 押 石 变 ， 

述 ， 一 次 是 在 亚 哈 逝 世 后 ， 如列王^的记  

章 丨 节 和 三 章 5 节 所 记 载 。 亚 哈 察  

和 米 沙 对 他 有 潜 在 的 威 胁 ， 可 能 因 神  

於 耶 利 哥 设 防 ， 从 米 底 巴 过 了 约 但 ，河 

是 耶 列 哥 ， 这 城 在 亚 哈 以 前 是 不 #  

因 为 约 书 亚 攻 陷 这 城 后 ， 曾 咒 诅 任 何 ^  

重 修 这 城 的 人 （书 六 2 6 ; 王 上 十 六  

参 “庳 押 石 碑 " 1 0 7 7 。

€>迦 勒 的 儿 子 ， 西 弗 的 父 亲 （代上、 

4 2 > 。 这 节 经 文 的 下 半 部 似 乎 是 说 ，米^ 

是 希 伯 仑 之 祖 ， 不 过 希 伯 来 经 文 在 ^ 里 以  

玛 利 沙 代 替 米 沙 。 吕 振 中 中 文 译 本 （按吸 

七 十 士 译 本 ） 在 两 处 均 为 “玛 利 沙 ”。 ” 

#  * 5马和J沙 #  1 - 9 7 9 。

€>便 雅 倘 人 ， 是 沙 哈 连 在 摩 押 地 从 贺  

得 所 生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9 > 。

〇 亚 拉 伯 南 部 一 个 地 方 ， 是约坍子孙 

居 住 之 地 的 西 界 （创 十 3 0 ) 。 其确实地点 

不 详 。 有 些 人 认 为 米 沙 是 位 於 红 海 东 岸 的  

— 个 海 口 城 市 ， 在 现 今 也 门 附 近 ， 另一些 

人 则 认 为 米 沙 是 位 於 波 斯 湾 西 北 面 的 沿  

岸 ， 在 米 鲜 区 附 近 。

米煞
Meshach
m l  s h a

但 以 理 三 位 朋 友 之 一 ， 他曾被扔进烈 

火 窑 中 （但 一  7 , 二 的 ， 三 1 2 - 3 0 )。

参 • 沙 得 拉 、米 煞 和 亚 伯 尼 歌 _ 1252*

米沙勒
Mishal
m i  s h a  \ t 26>

亚 设 境 内 的 一 座 利 未 城 （书十 

二 十 一  3 0 ; 代 上 六 7 4 作 “玛 沙 ” K  

参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8 9 3 。

米沙利
Mishael
m i  s h a  n  弟:答和龙

〇 乌 薛 的 儿 子 （出 六 2 2 > 。 命

比 户 污 秽 耶 和 华 的 坛 而 被 杀 之 尸 谇 掉  

米 沙 利 与 弟 弟 以 利 撒 反 一 起 把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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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利十丨

© 以 斯 拉 宣 读 律 法 书 时 ， 站 在 他 旁 边

的 一 个 人 （尼 八 I )。

© 但 以 理 在 巴 比 伦 的 一 位 同 伴 之 希 伯  

来 名 字 （但 一  6  > ， 他 与 但 以 理 和 另 外 两  

个 同 伴 （但 一 1 丨、 1 9 > 对 神 保 持 忠 心 ， 拒 

绝 遵 行 王 的 渝 令 ， 以 致 被 扔 在 火 窑 中 ， 却 

被 拯 救 （但 三 他 的 巴 比 伦 名 字 是 米 煞  

<但 一 7 >〇

# _ 沙 得 拉 、 米 煞 和 亚 伯 尼 敗 " 1 2 5 2 。

米珊
M is h a m
m ls h 5 n

便 雅 悯 支 派 以 利 巴 力 的 儿 子 ， 曾 协 助  

瓊 立 阿 挪 和 罗 德 二 城 （代 上 八 1 2 >。

米设
Meshech
ml s h i

〇稚 弗 之 子 ， 挪 亚 的 孙 儿 （创 十 2 >。 

他 的 后 裔 常 与 土 巴 、 歌 革 或 玛 各 相 提 并 论  

(诗一二〇 5 ;  结 二 十 七 1 3 ,  三 十 二 2 6 ,  

三十八2 、 3 ， 三 十 九 1 ) 。 在 亚 述 人 的 记  

载中，他 们 被 称 为 “拽 斯 基 ”。 当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一 世 （主 前 〗 丨1 5 - 0 2 ) 、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主 前 8 5  9 - 8 ‘2 4 > 和 撒 珥 根 （主 前  

722-705 ) 在 任 时 ， 他 们 住 在 亚 述 以 北 的  

群山中。米 设 人 爱 好 争 斗 。他 们 信 奉 异 教 ， 

与 推 罗 人 进 行 铜 器 和 奴 隶 的 贸 易 。

® 根 据 历 代 志 上 一 章 1 7 节 ， 他 是 闪 的  

后商， 但 这 名 字 在 创 世 记 十 章 2 3 节 的 平  

行 经 文 中 作 “玛 施 ”。 一 般 皆 接 受 玛 施 为  

正确的 称谓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是 指 一 支 不  

知 名 的 亚 兰 人 支 派 ， 群 居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的 玛 斯 乌 斯 山 。

米施利米雅
M e s h e l e m i a h
ml sh i 11 m l

厲 可 拉 族 的 利 未 人 ， 是 亚 萨 子 孙 可 利  

的儿子。 在 大 卫 时 代 ， 彳也与众子一 同 看 守  

会 幕 的 门 （代 上 九 2 1 , 二 十 六 丨 、 2 、 9 > 。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六 章 丨 4 节 称 他 为 “示 利 米

稚”。

米施玛
Mishma
m l  s h i  m 3

〇 以 实 玛 利 的 儿 子 ，亚 伯 拉 罕 的 孙 儿 ， 

是 一 个 亚 拉 伯 民 族 的 先 祖 （创 二 十 五  

M ; 代 上 一  3 0 > 。

© 西 缅 支 派 米 比 衫 的 儿 子 （代 上 四  

2 5 > 。 他 的 名 字 不 见 於 创 世 记 二 十 五 章 的  

家 谱 ， 却 出 现 在 历 代 志 上 的 家 谱 ， 这情况  

显 示 他 要 不 是 在 雅 各 举 家 迁 往 埃 及 后 才 出  

生 ， 就 是 原 屈 於 亚 拉 伯 族 ， 却 在 西 缅 支 派  

向 南 扩 展 时 与 西 缅 拉 上 关 系 （代 上 四 38- 

4 3 ) 。

米实利密
Meshillemith
m l  s h i 11 m l

— 名 祭 司 ， 是 音 麦 的 后 裔 （代 上 九  

1 2 ) ， 在 尼 希 米 记 十 一 章 1 3节 作 “米实利

末 ，、

参•米实利末 # 2  • 1 0 3 5。

米实利末
Meshillemoth
m l  s h i  II m 6

O 以 法 莲 族 长 比 利 家 的 父 亲 （代 下 二  

十 八 1 2 >。

©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祭 司 亚 玛 帅 的 祖 先  

( 尼 十 一 〗3> ; 在 历 代 志 上 九 章 1 2节又作

“米 实 利 密 '

米示拿
Mishna
m l  s h i  n焱

解 释 律 法 含 义 的 一 系 列 文 献 。 根 据 拉  

比 传 统 ，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领 受 律 法 时 ， 也 

从 神 那 里 领 受 这 些 解 释 ， 并 以 口 传 的 形 式  

传 递 下 来 。 耶 稣 所 指 的 “律 法 ” 就 是 这 些  

“古 人 的 遗 传 ”， 正 如 马 太 福 音 十 五 章 1 至 

9 节 所 指 。 大 约 在 主 后 2 0 0 年 ， 在 拉 比 犹  

大 的 领 导 下 ， 这 些 由 亚 基 巴 拉 比 於 主 后  

1 2 0 年 幵 始 的 写 作 终 告 完 成 ， 口 头 的 传 统  

才 被 记 录 下 来 ， 这 笔 录 的 资 料 称 为 米 示  

拿 。 米 示 拿 一 词 是 从 动 词 演 变 过 来 的 ， 意 

思 是 “一 遍 一 遍 地 重 S ”， 这 词 反 映 了 历  

代 以 来 ， 这 些 注 解 都 是 由 老 师 口 头 传 授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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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徒 的 。

米 示 拿 分 为 种 “法 规 ”， 每 一 种 法  

规 分 成 许 多 部 ， 称 为 “论 文 ”， 而 每 一 部  

又 再 分 作 许 多 章 „ 每 一 种 法 规 都 关 乎 不 同  

的 法 律 范 畴 ， 简 列 如 下 ：

1 . 种 子 ---关 乎 农 拼 上 的 律 法 ， 以一

篇 论 及 每 日 祷 文 的 论 文 来 开 始 。

2 . 节 期 —— 论 及 节 日 、 禁 食 日 和 安 息  

曰 的 规 条 „

3 •妇女 ---记 录 了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律

法 。

4 . 受 伤 — 论 及 民 事 和 刑 事 律 例 及 道  

德 标 准 n

5 .  圣 物 — 关 於 敬 拜 礼 仪 上 的 律 法 和  

祭 司 的 工 作 „

G •洁净— 详 列 敬 拜 礼 仪 上 洁 净 的 律

法 。

米 示 拿 主 要 是 旧 约 律 法 的 注 释 ， 它 是  

革 马 拉 和 他 勒 目 的 基 础 。

参 _他 勒 目 " 1 5 2 9 :  • 革 马 拉 • 4 8 7 。

参 考 书 目 ： A .  C o h e n ， E V e r y m a n ’ s  

T a l m u d ;  H.  D a n b y ,  T h e  M i s h n a ;  D .  D a u b e .  

T h e  N T  a n d  R a b b i n i c  J u d a i  s m  ： W . D .  

D a v i e s , P a  u l  a n d  R a  b b i n i c  J u d a i s m : H . L  • 

S t r a c k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o  t h e  T a l m u d  a n d  

M i d r a s h .

米示萨别
Meshezabel
m l  s h i  s 备 b i 6

〇 协 助 修 造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米 书 兰 的  

祖 先 （尼 三

© 被 掳 归 回 期 间 ， 在 以 斯 拉 所 订 之 公  

约 上 签 名 ， 表 明 尽 忠 於 神 的 — 名 政 治 领 袖  

( 尼 十 2 1  >。

© 毗 他 希 雅 的 父 亲 ， 毗 他 希 雅 是 辅 助

亚 达 薛 西 王 办 理 犹 大 民 的 事 务 （尼 H ---

2 4  ) „

米书兰
Meshullam
m l  s h G  l ^ n

〇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的 皇 室 书 记 沙 番 的 祖  

先 （王 下 二 十 二

0 所 罗 巴 伯 的 儿 子 ， 大 卫 的 后 裔 （代 

上 三 丨 9 > 。

© 在 犹 大 王 约 坦 （主 前 950-932) |p 

以 色 列 王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主前  

年 间 ， 记 载 於 家 谱 中 的 一 名 迦 得 支 派 族 长  

( 代 上 五 1 3 > 。

〇 便 雅 悯 人 ， 以 利 巴 力 的 后 裔 （代上 

八  1 7 >。

@ 便 雅 悯 人 ， 他的儿子 是被 掳归 回 时  

期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撒 路 （代 上 九 7 ; 尼十 

— 7 > 〇

© 便 雅 悯 人 ， 示 法 提 雅 的 儿 子 ，示法 

提 雅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代上九 

8 )。
〇 — 名 祭 司 ， 是 撒 督 的 儿 子 ，希勒家 

的 父 亲 。 他 的 后 裔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所 供 职 （代 上 九 1 1 ; 尼十一丨）， 

他 可 能 就 是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 2 、 1 3节的沙 

龙 。

©  — 名 祭 司 ， 米 实 利 密 的 儿 子 ，亚大 

雅 的 祖 先 。 亚 大 雅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所 供 职 （代 上 九 丨 2 >。

© 賴 哥 辖 家 族 的 利 未 人 ， 约西亚在位 

时 曾 派 他 监 督 重 修 圣 殿 的 工 作 （代下三十 

四  1 2  > 。

© — 名 犹 大 首 领 ， 以斯拉曾派他往迦  

西 斐 雅 见 易 多 ， 召 集 利 未 人 和 殿 役 ，加入 

从 巴 比 伦 归 回 巴 勒 斯 坦 的 犹 太 人 队 伍 中  

( 拉 八 1 (;>〇

® 以 斯 拉 命 以 色 列 众 人 於被掳归回后 

在 巴 勒 斯 坦 休 弃 所 娶 的 外 邦 女 子 时 ，他是 

反 对 这 做 法 的 其 中 一 人 （拉 十 1 5 > 。

® 巴 尼 的 子 孙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以 

斯 拉 鼓 励 他 休 弃 外 邦 的 妻 子 （拉十29 >。

© 比 利 迦 的 儿 子 ， 在 尼 希 米 时 代 ，他 

重 修 了 一 段 对 着 自 己 屋 子 的 耶 路 撤 冷 城 墙  

( 尼 三 4 、 3( ) >。 他 的 女 儿 嫁 给 了 亚 扪 人 多  

比 雅 的 儿 子 约 哈 难 （尼 六 1 8 > 。

© 比 所 玳 的 儿 子 ， 与耶何耶大一同修  

造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古 门 （尼 三 6 )。

© 以 斯 拉 向 众 民 宜 读 律 法 时 站 在 以 斯  

拉 左 边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八 4 > 。

©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名 的 其 中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名 的 其 中 一 名 ^  

色 列 人 首 领 《尼 十 2 0 >。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约雅金作大祭司的  

时 候 ，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以 斯 拉 祭 司 家 族 的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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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尼 十 二 1 3 )。

® 约 雅 金 作 大 祭 司 的 时 候 ， 近 顿 祭 司  

家 族 的 族 长 （尼 十 二

© 大 祭 司 约 雅 金 的 时 候 ， 在 库 房 邢 里  

守 门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十 二 2 5 ) ; 也 许 就  

是 历 代 志 上 九 章 1 7 节 的 沙 龙 。

«〇彼掳归回，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落 成 时 ， 

矜 # 与 奉 献 礼 的 一 名 犹 大 首 领 （尼 十 二  

33>。

米舒利密
Meshullemeth
ml shQ H m l

犹 大 王 亚 们 （主 前 6 4 1 2 - 6 4 0 ) 的 母 亲 ， 

是 约 提 巴 人 哈 钭 斯 的 女 儿 《王 下 二 十 一

m 〇

米斯巴
M iz p a h, M i z p e h
ml si ba

一 个 希 伯 来 名 字 ， 意 思 是 “守 望 塔 ”。 

旧 约 圣 经 和 次 经 中 有 好 几 个 地 方 都 称 为 米  

斯巴。

〇位 於 基 列 的 一 个 地 方 ， 雅 各 曾 在 这

地 与 拉 班 立 约 （创 三 H ----4 9 ) , 并 立 了 一

个石堆，作 为 两 人 领 土 之 间 的 颯 界 。

© — 个 称 为 “米 斯 巴 地 ” （书 十 一  3> 

或 “米 斯 巴 平 原 ” （书 H - — 8  > 的 地 方 ， 

在黑门山 附近 ， 是 希 未 人 的 聚 居 处 。

©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3 8 节 所 提 及 的 一 个  

犹大城填，在 拉 吉 附 近 ， 其 确 实 位 S 则不  

详。

〇 便 雅 悯 支 派 所 分 得 的 一 座 城 （书十  

八2 (i )。 以 色 列 人 在 这 1 1 呰 聚 集 攻 打 便 雅  

悯 人 （士 二 十 1 ， 二 十 一  1 > ， 因 为 住 在 基  

比 亚 的 便 雅 悯 人 污 辱 和 杀 害 了 路 过 的 利 未  

人 之 妾 • • 撒 母 耳 也 曾 召 集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到  

这 里 来 祷 告 ， 求 神 让 他 们 战 胜 非 利 士 人  

(撒上七 5 、 8 >。 后 来 撒 母 耳 又 召 集 众 人  

到 米 斯 巴 来 ， 公 开 封 立 扫 罗 作 王 ， 并 将  

“国法”对 王 和 百 姓 说 明 （撒 上 十 1 7 - 2 5 )。 

在 亚 撒 的 日 子 ， 米 斯 巴 是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之  

间 的 一 座 坚 固 城 （王 上 十 五 2  2  > 。 主 前  

5 B G 年 ， 耶 路 撒 冷 落 在 巴 比 伦 人 手 中 后 ， 

米 斯 巴 成 为 省 长 基 大 利 的 住 所 （王 下 二 十  

五2 3、2 4 ; 耶 四 十 10) • 基 大 利 在 那 里 遭

“皇 室 后 窃 ”以 实 玛 利 暗 杀 （耶 四 十 一  

两 日 后 ， 以 实 玛 利 又 杀 了 一 队 往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圣 殿 献 祭 的 朝 圣 队 伍 ， 并 将 他 们 的 尸  

首 抛 在 水 坑 中 ； 这 水 坑 是 几 个 世 纪 之 前 亚  

撒 为 巩 固 米 斯 巴 而 挖 造 的 （耶 四 十 一  5- 

9 > 。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 米 斯 巴 仍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宗 教 中 心 ， 犹 大 马 加 比 在 米 斯 巴 召  

集 众 民 ，“因 为 从 前 以 色 列 人 以 米 斯 巴 为  

祷 告 之 所 ” （《马 加 比 一 书 > 三彳(;>。

从 圣 经 所 提 供 的 资 料 符 来 ， 米 斯 巴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 离 拉 玛 不 远 。 今 日 多半  

学 者 认 为 米 斯 巴 就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7 哩 

半 的 拿 士 伯 废 丘 „ 早 至 1 8 9 7 年 已 有 学 #  

提 出 这 说 法 ， 后 来 在 192(5至 3 5 年 间 ， 贝 

德 以 考 古 学 的 发 掘 加 以 证 实 。 贝 德 的 发 现  

中 有 一 个 印 章 ， 写 答 “王 的 仆 人 雅 撒 尼  

亚 '  贝 德 认 为 这 人 与 列 王 纪 下 二 十 五 章  

2 3 节 和 耶 利 米 书 四 十 章 8 节 的 省 长 基 大 利  

是 同 一 人 ， 因 而 证 明 拿 沙 伯 废 丘 就 是 米 斯  

巴 。 另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米 斯 巴 乃 位 於 耶 路 撒

用 以 坚 固 米 斯 巴 城 埔 的 巨 型 护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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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西 北 面 约 5 P i 的 奈 比 桑 维 ， 主 要 因 为 这  

地 在 军 亊 上 占 有 更 具 战 略 性 的 位 S 。

© 耶 弗 他 的 家 乡 。 他 从 米 斯 巴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攻 打 亚 扪 人 ， 其 后 又 回 到 米 斯 巴 还  

他 所 许 的 想 （士 十 至 H  1 > 。 这 米 斯 巴 可  

能 就 是 约 书 亚 记 十 三 章 2  (i节 的 拉 抹 米 斯  

巴 ， 许 多 人 认 为 这 地 就 是 雅 博 南 面 的 耶 勒  

废 墟 。

© — 座 摩 押 城 ， 大 卫 为 躲 避 扫 罗 曾 逃  

往 这 地 （撒 上 二 十 二 3 > 。

米斯拔
Mispar
m l  s i  b i

伦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的 其 中 一 人 （拉 二 ; 

在 尼 希 米 记 七 章 7 节 作 “米 斯 毗 列 ”。

米斯迦
Misgab
m l s i  j i a

摩 押 一 座 城 的 名 字 （耶 四 十 八 U 。

米斯利弗玛音
Misrephoth-Maim
m f s i  U fu  m 5 y in

以 色 列 人 在 米 伦 水 边 击 畋 迦 南 军 队  

后 ， 一 路 随 后 追 赶 他 们 ， 北 至 米 斯 利 弗 玛  

音 （书 十 一  8  >。 米 斯 利 弗 玛 音 的 意 思 是  

“烧 着 的 水 ”， 这 地 在 约 书 亚 时 代 是 未 得  

之 地 的 分 界 线  < 书 十 三 6 >。 米 斯 利 弗 玛  

音 大 槪 就 是 在 地 中 海 附 近 ， 穆 施 利 特 废 墟  

附 近 的 一 群 水 泉 ， 位 於 西 顿 以 南 2 0 哩 ， 

推 罗 以 北 G 哩 ， 在 拉 斯 拿 库 拉 的 山 麓 „

米斯毗列
Misperelh
m l  s i  p i  l i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从 巴 比  

伦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七 7 >  ; 

在 以 斯 拉 记 二 章 2 节 作 “米 斯 拔 ”。

米所巴
Meshobab
n i l  s u d

希 西 家 时 代 一 名 西 缅 支 派 族 长 ， 他 与

另 外 丨 名 族 长 迁 往 基 多 ， 逐 

的 民 族 （米 乌 尼 人 > ， 把 族 人 并 势  

(代 上 四 _ 在郫史

米琐八人
Mezobaite
m l  s u 5  b a  r d n

圣 经 称 大 卫 一 位 與 士 雅 亚 业 为 米 a  

人 （代 上 十 一  〇 > 。 米 坝 八 究 竞 是  

不 得 而 知 ， 不 过 有 人 提 出 可 能 是 指  

巴 而 来 的 ”。 ^

米 所 波 大 米 / 美索不达米亚
Aram-naharaim, Mesopotamia
m l  s u 6  b 6  m l  / m 6 i s u 6  bO d 5 mdi

希 腊 人 用 以 称 底 格 里 斯 河 及 幼 发 拉 底  

河 之 间 的 一 片 土 地 的 名 字 ； 今天阿拉伯人 

称 这 地 方 为 雅 赛 拉 ， 意 思 是 “岛 ”。米所 

波 大 米 直 译 的 意 思 是 “众 河 流 之 间 ”，是 

指 流 入 波 斯 湾 的 河 流 之 间 和 附 近 的 土 地 .  

这 地 大 部 分 在 伊 拉 克 境 内 ， 有些部分在叙 

利 亚 ， 小 部 分 在 土 耳 其 。

米 所 波 大 米 这 片 土 地 在 旧 约 历 史 中 占  

十 分 重 要 的 位 罝 。 创世记一至十一章那段  

浓 缩 的 历 史 大 部 分 以 此 地 为 中 心 。伊甸园 

的 位 罝 就 在 这 里 ， 因 为 创 世 记 二 章 1G$ 

H 节 所 记 载 的 两 条 河 就 是 幼 发 拉 底 河 和  

底 格 里 斯 河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史 前 文 化 以 地 点 命 名 ’ 

如 乌 比 达 、 哈 辛 那 和 哈 拉 夫 。 历史时期1̂ 

是 以 当 权 的 城 市 命 名 ， 如 吾 辑 和 1 

撒 ， 或 是 以 建 立 在 那 里 的 朝 代 来 命 名 ， W  

吾 珥 第 三 代 。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最 南 端 称 为 苏 默 ’ 

称 为 苏 默 人 。 苏 默 人 有 独 特 的 文 化  

系 的 语 言 ， 她 的 文 字 也 像 大 部 分 其  ^  
波 大 米 语 文 一 样 ， 以 楔 形 文 字 刻 ^ ^ 加 

继 续 北 上 的 地 区 是 亚 甲 ， 这 地 底 格 |  

得 ， 是 闪 族 人 所 聚 居 的 地 方 。 沿述帝窗的 

斯 河 再 向 北 行 就 是 后 来 成 为 了  ̂  ^间铁

土 地 ， 极 西 面 是 叙 利 亚 ， 或 亚 所 谀 犬  

是 米 坦 尼 （约 主 前 丨 4 0 0 > 。 由 成 方 了  

米 各 区 域 不 断 易 手 ， 不 同 的 用 $ 人，並忒 

各 个 不 同 帝 国 的 部 分 领 土 ， = 棘和梦功人 

人 、 巴 比 伦 人 、 波 斯 人 、 希 胳 人  

的 帝 国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从 巴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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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河 均 发 源 自 土 耳 其 的 山 间 ， 相 距 并  

不远，怛 河 逍 相 异 。 幼 发 拉 底 河 先 流 向 西  

由曲，话 像 要 进 入 地 中 海 ， 但 随 即 南 转 ， 

向 下 经 过 迦 基 米 施 ， 再 转 了 一 个 “大 弯 ”， 

向东南而流去， 支 流 则 从 北 面 倾 入 ， 有重  

S 城 市 分 市 其 间 ； 巴 利 克 支 流 的 上 游 有 哈  

兰，卡 布 尔 支 流 焐 哈 拉 夫 废 丘 的 所 在 地 。 

卡 布 尔 和 幼 发 拉 底 河 的 汇 合 处 以 下 ， 就是  

马甩城.，这 城 以 发 掘 出 来 的 換 形 文 字 泥 版  

而知名，这 些 泥 版 包 括 一 些 政 治 和 外 交 文  

件。从 这 电 往 下 流 ， 沿 岸 城 市 十 分 疏 落 ， 

直 至 伯 拉 斿 近 庇 格 里 斯 时 ， 才 再 有 城 市 出  

现。

底 格 驵 斯 的 河 道 较 为 笔 直 ， 可 能 是 这  

缘故，它 的 名 字 是 “箭 ” 白勺意思。 北 面 最  

大 的 城 市 短 脒 苏 尔 ， 从 尼 尼 微 的 遗 址 m 过 

底格也斯， 就 是 库 云 尼 克 和 拿 比 约 拿 （即 

“先 知 约 铲 ”> 两 座 土 丘 „ 这 区 域 有 许 多  

歌 要 的 考 古 场 地 ， 如 史 前 的 泰 佩 高 拉 和 阿  

帕鞋稚 庞 丘 ， 以 及 不 同 的 亚 述 首 都 ， 如亚  

述 （参 创 十 1 u 、 尼 姆 德 （和 合 本 作  

“迦拉”， 创 十 i u ， 以 及 袞 尔 萨 巴 德 （即 

“撒 珂 根 堡 ” 亚 述 王 撒 纟 曼 以 色 五 世 和 撒

珥 根 二 世 攻 取 了 撒 玛 利 业 （主 前 7 2 2 > , 

就 把 以 色 列 人 放 逐 至 亚 述 帝 国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区 。

有 几 条 支 流 从 东 北 面 流 进 底 格 里 斯 ： 

大 撒 伯 河 ， 从 珥 比 勒 （或 称 阿 尔 比 拉 ）方 

向 流 入 ； 小 撒 伯 河 （靠 近 古 代 的 努 斯 和 现  

代 的 基 尔 古 克 > ; 底 雅 拉 河 连 同 一 些 土 丘  

如 亚 斯 马 废 丘 。 昔 日 人 类 就 在 这 电 开 始 建  

造 巴 别 塔 （创 十 一 丨 - 9 > 。 尼 布 甲 尼 撒 於  

主 前 58(i 年 攻 陷 了 耶 路 撒 冷 ， 就 把 犹 太 人  

带 到 巴 比 伦 来 。 但 以 理 在 这 里 过 了 他 的 大  

半 生 ， 而 后 来 犹 太 人 也 是 从 巴 比 伦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 向 南 面 前 进 ， 位 於 两 河 之 间 ， 就 

是 著 名 的 城 市 以 新 、舒 锊 帕 克 、 乌 玛 、 拉 

加 斯 、 拉 撒 、 乌 f t 克 （和 合 本 称 “以 力 '  

创 十 1 〇>、 吾 珥 、和 埃 利 都 。 两 河 在 库 尔  

聿 城 汇 合 ， 形 成 撒 埃 阿 拉 伯 河 ， 再 流 入 波  

斯 湾 „

在 希 伯 来 文 旧 约 中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名  

字 是 亚 兰 拿 哈 连 ， 意 即 “两 河 之 间 的 亚  

兰 ”。 亚 伯 拉 罕 曾 差 遣 仆 人 以 利 以 谢 往 亚  

兰 拿 哈 连 为 以 撒 娶 妻 （创 二 十 四 。 这 

里 的 两 河 明 显 是 幼 发 拉 底 和 卡 布 尔 . 圣 经  

记 载 雅 各 在 这 地 方 的 经 历 时 ， 不 用 亚 兰 拿  

哈 连 ， 而 用 巴 旦 亚 兰 ， 意 思 是 “亚 兰 的田  

园 或 园 子 ” （创 二 十 八 2 >。

比 珥 的 儿 子 巴 兰 就 是 来 自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毗 夺 （申 二 十 三 4 > 。 在 士 师 时 代 ， 米 

所 波 大 米 王 古 珊 利 萨 田 欺 压 以 色 列 人 达 8  

年 之 久 ， 帘 :后 耶 和 华 藉 苕 俄 陀 聂 拯 救 了 以  

色 列 人 （士 三 8 - 1 C M 。

亚 扪 人 羞 辱 了 大 卫 的 使 者 ， 预 料 他 必  

攻 击 他 们 的 领 土 以 复 仇 ， 於 是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其 他 地 区 雇 了 战 车 和 马 兵 ， 以 增 强 他  

们 的 军 力 （代 上 十 九 6 )。

新 约 只 有 两 次 提 到 米 所 波 大 米 。 五旬  

节 圣 灵 降 临 那 天 ， 群 众 中 有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来 的 人 （徒 二 司 提 反 在 公 议 会 前 为  

自 己 辩 护 时 ， 曾 提 及 亚 伯 拉 罕 还 未 迁 往 哈  

兰 的 时 候 ， 是 住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徒七  

2 ; 参创  H - — 31).

C a r l  E . D e V r i e s

参 “叙利亚” 1 7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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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利达
Mithredath
m l  l i d &

驻 守 在 撒 玛 利 亚 的 一 名 波 斯 官 员 ， 他  

曾 联 同 其 他 官 员 上 本 奏 告 亚 达 薛 西 王 ， 抗  

议 犹 太 人 蜇 建 耶 路 撒 冷 城 和 城 墙 （拉 四

7).

米提利达
Mithredath
m l  t i 11

波 斯 王 古 列 的 库 官 。 被 捕 的 犹 太 人 准  

备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时 ， 王 派 他 将 圣 殿 的 器 皿  

按 数 交 给 犹 大 首 领 设 巴 萨 （拉 一  8 )。

米推利尼
Mitylene
m l  tuT U n i

爱 琴 海 利 斯 博 斯 岛 上 的 一 个 主 要 城  

市 ， 在 小 亚 细 亚 西 北 海 岸 附 近 。 米 推 利 尼  

是 一 个 拥 有 两 个 港 口 的 海 港 ， 原 来 是 建 筑  

在 利 斯 博 斯 岛 之 外 的 小 岛 上 的 。 在 新 约 时  

代 ， 藉 着 一 条 跨 海 车 道 与 主 岛 连 接 起 来 。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章 1 4 节 指 出 保 罗 与 同 伴 乘  

船 往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 曾 在 米 推 利 尼 留 宿 一 

宵 。

敌 人 ， 何 以 会 成 为 犹 太 人 的 败  

些 人 认 为 这 些 米 乌 宁 的 后 商 是 指 此 有  

迦 勒 族 的 后 裔 ； 昔 日 迦 勒 分 况 大 支 裝  

西 . 希 伯 仑 以 南 的 另 一 个 名 • • 玛 梅 以  

( 书 十 五 2 〇、 5 5 ; 参 撒 上 三 十 ^ ^ ”的贫 

志 上 二 章 4  5 节 显 示 这 城 的 名 字 成 ^ 历 代  

名 。 玛 云 可 能 就 是 今 日 的 迈 因 废 雄 为 了 人  

曾 经 是 大 卫 避 难 的 所 在 地 ， 他 在 那 ° 冯运

一 位 妻 子 （撒 上 二 十 三 24 - 2 8  努了’ 〜十5)
上 述 的 见 解 牵 涉 到 两 群 人 （米 乌 ^  

米 乌 宁  > ， 两 个 地 方 （玛 云 / 马 云 > 7

殿 役 拥 有 外 族 名 字 的 可 能 性 ， 但 这  

不 能 明 确 地 肯 定 。 另 一 种 见 解 是 ，这些外 

邦 敌 人 曾 被 掳 成 为 殿 役 （参 书 九 7 ; 

十 四 （3 - 8  > ， 后 来 在 以 色 列 被 掳 期 间 得 替  

了 自 由 ， 归 回 时 他 们 在 圣 殿 事 务 上 与 其丨也 

人 拥 有 相 同 的 地 位 。

参 马云” 1 0 0 0 。

米乌宁人
Meunim
m l  w u  n i n g  r 6 n

被 掳 归 回 后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个 殿 役  

家 族 的 先 祖 （拉 二 5 0 ; 尼 七 5 2 > 。这词原 

文 与 米 乌 尼 人 相 同 。

参 • 米 乌 尼 人 ” 1 0 4 0。

米乌尼人
Meunim, Meunite
m i w u  n ! r 6 n

住 在 以 东 地 的 人 （西 珥 山 ， 代 上 四  

4 1 、 4 ‘2 > 。 西 缅 人 曾 夺 去 他 们 那 肥 沃 的 牧  

场 （第 4 1 节 ）。 后 来 ， 从 以 东 来 的 米 乌 尼  

人 攻 击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代 下 二 十 丨 >  ; 其 

后 犹 大 王 乌 西 雅 又 反 击 打 败 他 们 （代 下 二  

十 六 7 ) 。 从 米 乌 尼 人 原 本 所 拥 有 的 土 地 ， 

以 及 他 们 与 亚 拉 伯 人 和 亚 扪 人 的 关 系 ， 加 

上 长 时 期 的 敌 对 态 度 ， 叫 我 们 想 起 士 师 记  

十 章 1 1 、 1 2 节 ， 那 里 称 欺 压 以 色 列 人 的  

民 族 为 “马 云 人 ”。 根 据 希 伯 来 文 的 拼 音  

法 ， “米 乌 尼 ” 与 “马 云 ” 字 音 相 近 ， B音 

示 在 以 东 地 、 位 於 死 海 以 南 的 马 云 ， 就 是  

他 们 的 家 乡 。

在 被 掳 后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殿 役 家 族 中  

出 现 米 乌 尼 人 （和 合 本 译 作 “米 乌 宁 ” ； 

拉 二 5 0 ; 尼 七 5 2 ) 。 然 而 他 们 既 是 古 时 的

米希大
Mehida
m l  x l  d£ t

以 斯 拉 时 代 一 个 殿 役 家 族 的 家 主 （拉 

二 5 2  ; 尼 七 5 幻 。

米希大別
Mehetabel
m l  x l  b i 6

示 玛 雅 的 祖 父 。 示 玛 雅 为 多 他 进 入  

巴 拉 贿 买 了 ， 出 言 恐 吓 尼 希 米 ， 1 滂尼# 

圣 殿 中 ， 好 让 多 比 雅 和 参 巴 拉 有  

米 的 话 柄 （尼 六 1 〇> 。

米希他別
Mehetabel f
n i  x l  t a  b i 6  j -. ^  ̂

玛 特 列 的 女 儿 ， 以 色 列 '  划彡十^ 

前 ， 在 以 东 作 王 的 哈 达 之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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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代上一 5 0 > »

米雅K
Mijamin
m l y 4 m t n

O 在 大 卫 时 代 供 职 的 一 位 祭 司 （代上  

二十四9>。

® 巴 录 的 后 商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以 

斯拉W 劝 渝 他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拉 十 2 5 > 。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於 以 斯 拉 公 约 上 签  

茗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7 〉。

〇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同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二 5 >。

米亚拉
Mearah 
m l yk la

以 色 列 人 没 有 占 领 的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书十三4 >。 其 位 迓 不 详 ， 有 可 能 是 西 顿  

邻 近 的 麦 夏 耶 鲜 洞 穴 地 区 （米 亚 拉 是 “洞 

穴”之意 >， 也 可 能 是 亚 拉 废 墟 和 英 希 利  

耶 两 城 之 地 。

Honey
ml

蜜 蜂 所 酿 造 味 甜 的 汁 浆 （士 十 四 8 >。 

野 蜂 （撒 上 十 四 2 5 、 2 ( 3 > 和 家 蜂 （代 下  

三十一 5 所 指 的 蜜 可 能 是 由 家 蜂 来 的  > 都 

有酚蜜。但 “蜜 ” 有 时 也 有 可 能 是 指 浓 的  

匍 萄 汁 浆 （如 阿 拉 伯 语 ）， 或 蜜 枣 的 糖 浆  

( 如 约 瑟 夫 所 指 的  >。 蜜 被 视 为 民 生 的 必  

滞 品 （《传 道 经 》 三 十 九 2 6 ) 。 只 是 吃 得  

过 多 是 无 益 的 （箴 二 十 五 丨 6 、 2 7 ) 。 蜜是  

拖 洗 约 翰 （可 一 和 以 马 内 利 （赛 七 1 5 >  

的食稂之一。 索 祭 除 了 不 可 有 酵 以 外 ， 也 

不 可 有 蜜 （利 二 1 1 ) ， 无 疑 是 因 为 蜜 有 发  

醉的 可能 。 蜜 甘 甜 的 味 道 （士 十 四 1 8 > ， 

使 它 成 为 比 喻 的 好 材 料 （诗 十 九 1 0 ; 启 

十(J 、 l 〇K

参••食物和调制方法~  1 4 1 4。

密大伊勒
Migdal-el
^  da y j  \ t

相 象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 座 坚 固 城 （书 十

九 3 0 > 。 其 确 实 位 置 不 详 。

密丁
Middin
m l  d i n g

死 海 以 西 之 旷 野 上 的 六 座 城 之 一 ， 是 

分 派 给 犹 大 作 产 业 之 地 ， 圣 经 把 她 列 於 伯  

亚 拉 巴 与 西 迦 迦 之 间 （书 十 五 6 丨>。 其确 

实 位 S 不 详 。

密夺
Migdol
m l  d u 6

位 於 下 埃 及 三 角 洲 东 面 的 一 座 城 。 在 

出 埃 及 的 叙 述 中 ， 其 出 现 次 序 是 在 比 哈 希  

录 和 巴 力 洗 分 之 间 （出 十 四 2 ; 民 三 十 三  

7 >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的 路  

线 是 南 行 至 西 乃 山 ， 这 些 学 者 在 苏 锌 士 附  

近 搜 寻 这 3 个 地 方 的 位 置 。 其 他 人 认 为 沼  

泽 湖 就 是 芦 苇 海 ， 他 们 接 受 这 密 夺 就 是 主  

前 六 世 纪 流 亡 的 犹 太 人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 正 

如 耶 利 米 所 说 （耶 四 十 四 1 , 四十六丨 4 > 。 

那 地 位 於 埃 及 的 极 北 端 （东 与 南 端 的  

色 弗 尼 相 对 （结 二 十 九 1 〇， 三 十 6 ) 。 圣 

经 以 外 的 文 献 也 提 及 这 密 夺 ： 例 如 在 亚 拿  

斯 大 西 蒲 草 卷 5 . 1 9中 ， 密 夺 与 疏 割 一 同 在  

一 段 有 关 逃 走 的 仆 人 之 信 息 中 出 现 。 密夺  

也 出 现 在 薛 提 一 世 的 壁 画 中 ， 它 是 赛 罗  

( 或 作 塞 勒 ） 及 其 他 西 乃 北 部 堡 垒 之 间 的  

城 堡 。 安 东 尼 游 记 说 密 夺 罗 是 在 帕 路 训 和  

塞 勒 中 间 ，这 样 说 来 就 很 接 近 北 面 1 2 乂哩 

外 的 海 珥 废 丘 了 。

蜜 蜂 / 蜂子
Bee
m l  f 5 n g  /  f e n g  zl

参 - 动 物 （蜜蜂）" 3 2 9。

密基罗
Mikloth
m l  jl l u 6

根 据 某 些 抄 本 ， 密 基 罗 是 大 卫 军 中 的  

官 员 ， 是 朵 代 的 屈 下 （代 上 二 十 七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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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迦
Milcah
m i  j i a

〇 哈 兰 的 女 儿 ， 拿 約 的 ^ 女 ， 后 来 成  

了 聿 鹋 的 妻 子 《创 十 一 她 为 聿 妈 生  

了 》个 儿 子 （创 二 十 二 2 0 - 2 3  >。 她 就 是 彼  

土 利 的 母 亲 ， 利 百 加 的 祖 母 （二 十 四 1 厂> • 

*17)0

© 西 罗 非 哈 五 名 女 儿 之 一 。 由 於 西 罗  

非 哈 没 有 儿 子 ， 这 5 个 女 儿 就 求 摩 西 容 许  

她 们 在 父 亲 死 后 ， 承 受 他 在 玛 铲 西 西 部 的  

产 业 （民 二 十 六 3 3 , 二 十 七 1 - 丨 1 ， 三 十  

六 5 -丨3 ; 书 十 七 3 、 4 >。

密加
Mithkah
m i  j i 3

以 色 列 人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的 一 个 暂 时 安  

营 之 处 。 据 圣 经 记 载 ， 密 加 在 他 拉 和 哈 摩  

象 之 间 { 民 三 十 三 2 H 、 2 9 > 。 其 确 实 位 ©  

不 详 。

参 - 旷 野 馱 流 - 8 4 2 。

密米人
Mishraite
m l  l ^ i r 6 n

迦 勒 的 后 商 ， 是 犹 大 支 派 基 列 耶 琳 家  

系 的 其 中 一 族 （代 上 二 5 3 k

密米他
Michmethath
m ) m l  t a

以 法 莲 与 玛 傘 西 边 界 上 的 一 个 地 方  

< 书 十 六 <i ， 十 七 7 > ， 位 於 约 但 河 西 面 的  

山 区 ， 在 死 海 与 加 利 利 海 中 间 。 现 今 学 者 ’ 

— 般 认 为 现 今 的 犹 来 雅 废 墟 就 是 昔 日 密 米  

他 的 所 在 地 。

密抹
Michmash. Michmas
m i  m d

以 法 莲 山 南 面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旷 野 的  

边 缘 ； 这 旷 野 一 直 向 东 倾 斜 至 约 但 河 谷 《 

M 然 密 抹 必 然 是 便 雅 悯 境 内 以 色 列 人 定 居  

的 城 m ， m 在 便 雅 悯 城 邑 的 名 单 中 却 并 没  

有 密 抹 （书 十 八 2  1 - 2 8 ) 。 亚 拉 伯 的 村 庄

榨 玛 保 存 苕 这 市 钺 的 旧 名 。 该 村 位於 苏$ 

耐 特 河 东 （即 洗 波 音 谷 ） 一 个 狭 长的山_ 

上 ， 俯 瞰 肴 河 水 流 经 的 峽 谷 。 这村约 

巴 东 北 面 1 % 哩 以 外 ， 迦巴足在同一个山  

谷 的 西 而 。 有 一 条 路 m 跨密抹引向耶私 I 

舟 ， 另 一 条 路 则 沿 笤 密 抹 旁 边 的 流 域 南 . 北  

纵 向 而 行 《̂第 二 条 路 只 屈 次 要 地 位 ，伯肩 

可 作 伯 特 利 西 而 主 干 路 线 的 代 替

密 抹 与迦 巴 之 间 的 峽 谷

这 城 在 考 据 扫 罗 在 位 期 间 的 圣 经 历 史  

上 占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扫罗拣迭了军队  

后 ， 一 部 分 跟 随 他 往 密 抹 ， 其余的就跟 k  

约 拿 单 往 便 雅 悯 的 基 比 亚 （撒上十三 2 ), 

约 拿 单 攻 破 了 非 利 士 人 在 迦 巴 的 防 哲 后 ,  

非 利 士 人 便 出 来 聚 集 ， 在 密 抹 安 营 （撒上 

十 三 3 - 5  > , 因 为 当 时 扫 罗 已 退 到 吉 甲 去  

召 集 其 余 的 军 队 。 扫 罗 遂 返 回 迦 巴 ，与山 

谷 对 面 的 敌 人 对 全 。 非 利 士 人 以 密 抹 作 S  

地 （撒 上 十 三 1 丨、 丨< ; > , 并 派 出 掠 兵 ，一 

队 北 行 至 俄 弗 拉 ， 一 队 西 行 往 伯 和 又  

有 一 队 向 东 南 面 ， 沿着洗波音谷的边界而  

行 （撒 上 十 三 丨 7 、 丨8 >。 上述掠兵的行样 

说 明 了 密 抹 是 一 个 作 战 的 岔 道 。

非 利 士 人 派 防 兵 驻 守 密 抹 以 南 的 一 个  

前 哨 地 点 ， 与 对 面 山 岭 的 以 色 列 人 遥 遥 $ 

对 （撒 上 十 三 2 3 ) 。 约 傘 单 出 到 隘 口 ，袋 

口 两 边 各 有 一 个 山 峠 ： 一 名 播 薛 （在密择 

那 边  — 名 西 尼 （在 迦 巴 那 边  

单 与 拿 兵 器 的 少 年 人 向 密 抹 的 哨 站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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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 乱 中 退 回 密 抹 ，
非 利 士 军 兵 一

抑 _ 兵 在 : 《 与 军 队 乘 这 优 势 连 连 进 攻  

片湛乩 °

二 上 十 四 /
人 步 步 进 迫

_ 2  3 > 。 非 利 士 人 受 到 希 伯 来  

就 从 大 路 经 亚 雅 仑 谷 逃 去

f•十四 3  n 。

1 ^ 休 在 纵 行 的 次 要 干 线 上 的 ® 要 性 ，

於 以 费 亚 书 十 章 2 7 至 3 2 节 ’ 那 里 描  

人 从 北 面 而 來 ， 进 侵 耶 路 撒 冷 ， ‘‘在 

^ 抹 安 放 （第 2 8 节 似 乎 这 支 入  

^ 的 军 队 在 横 过 洗 波 音 峡 谷 继 续 南 行 之  

Z 必 须 在 密 抹 把 根 _ 和 非 战 斗 用 的 配 备  

留 下 。 从 这 段 经 文 我 们 可 以 归 纳 出 密 抹 和  

^ 雅 悯 北 部 的 大 半 ， 当 时  < 主 前 八 世 纪 ） 

是在 犹大手中 " 前 一 个 世 纪 情 况 却 并 不 — 

样，在犹大王亚彳敢时， 北 面 边 界 的 堡 全 设  

於 迦 巴 （王 上 十 五 2 2 > ， 密 抹 则 归 於 北 国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管 治 。

被 掳 归 回 的 时 候 ， 默 玛 （即 密 抹 ） 是 

以 色 列 人 再 定 居 的 其 中 一 座 城 （拉 二

2 7 ; 尼 七 3 1， 十 一 31 >。

犹 太 人 在 主 前 二 世 纪 中 叶 与 西 流 基 人  

冲突时，默 玛 是 约 拿 单 马 加 比 的 居 所 ， 他 

似 乎 以 此 地 为 总 部 治 理 犹 太 人 （《玛 加 比  

一 书 》 九 7 3 ;  约 瑟 夫 ； 《犹 太 古 史 》 

13」*6[34丨>。 直 至 主 前 15 2 年 ， 他 都 留 在  

那里。

犹 太 人 社 群 在 默 玛 的 情 况 记 载 於 米 示  

贫。米 示 拿 特 别 赞 赏 默 玛 所 出 的 小 麦 。 优 

西 比 乌 （《专 有 名 称 词 典 > 1 3 2 . 3 ) 指 出  
那 里 有 一 个 大 村 庄 。

回 教 徒 在 七 世 纪 占 领 这 地 后 不 久 ， 就 

$ 那 m 设 立 了 他 们 的 总 部 。 其 亚 拉 伯 名 字  

■ 然 是 回 教 徒 听 见 其 犹 太 名 字 而 借 用  

交= 的： 若 这 地 — 直 保 持 孤 立 ， 不 与 外 界  
^ 的 话 ， 其 亚 拉 伯 名 字 应 是 穆 抹 ， 而非

v~〇it〇 n
h u a

白 色 ! 科 植 物 ， 种 类 很 多 。 种 子 密 生 ，
布 九 栗 软 的 长 纤 维 ， 其 纤 维 可 纺 纱 织  

(赛 十 九 9 > 。

2 2 9 2 。 布 料 和 纺 织 ” 2 0 2 : - 植 物 （棉 花 ）"

绵 羊 / 羊
Sheep
m U n  y d n g  / y 5 n g

参 • 动 物 （绵 羊 ）• 3 2 9 。

面 / 细面
Flour
m i ^ n  / x l m i ^ n

研 晬 小 麦 子 粒 而 得 的 幼 细 粉 状 物 。 细 

面 被 称 为 " 上 好 的 麦 子 ” （申三十二丨 4 > ， 

用 作 锔 制 食 物 和 素 祭 （利二

参 •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_ 1 4 1 4 。

庙塔
Ziggurat
m i 盔0 t 姦

原 文 意 指 “庙 塔 ”， 是 作 崇 拜 用 的 违  

筑 。 庙 塔 从 侧 面 看 ，和 埃 及 的 梯 级 形 金 字  

塔 相 仿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大 城 市 中 ， 庙 塔十  

分 常 见 。 巴 别 塔 （创 十 一 1 - 9 ) 相 信 就 是  

这 类 的 建 筑 物 。 神 衹 住 在 高 处 ， 是 古 时 很  

普 遍 的 观 念 ， 故 此 祭 神 当 在 山 上 或 冈 顶 。 

米 所 波 大 米 完 全 没 有 丘 陵 ， 也 没 有 可 作 建  

筑 的 石 头 。 当 地 人 的 建 筑 材 料 是 泥 砖 。 用 

泥 砖 造 成 的 庙 塔 ， 是 山 丘 的 代 替 品 。 祭司 

或 拜 神 的 人 ， 可 以 藉 此 更 加 接 近 神 衹 。 庙 

塔 和 埃 及 的 金 字 塔 一 样 ， 底 部 成 正 方 形 。 

但 侧 面 却 不 是 斜 坡 ， 而 是 由 大 至 小 ， 一层  

一 层 重 叠 的 平 台 ， 以 石 阶 或 坡 道 相 连 。 神 

龛 或 祭 坛 位 於 塔 顶 ，祭 司 在 此 献 祭 、念 咒 、 

祷 求 。 巴 比 伦 城 巨 大 的 7 层 庙 塔 ， 底 部 几  

乎 有 3 0 0平 方 呎 ， 高 度 大 致 相 同 。 巴比 伦  

的 高 塔 已 不 复 存 在 ，但 附 近 的 基 士 仍 有 一  

座 宏 伟 的 庙 塔 。

石 碑 上 的 浮 雕 显 示 吾 珥 南 模 得 到 建 立 庙 塔  

的 指 令 ： 下 面 几 幅 雕 刻 则 描 绘 庙 塔 的 违 筑 过 程 *



灭命的
Destroyer, The
m i 6  m i n g  d e

O 坫 神 派 来 施 行 刑 罚 或 毁 灭 的 天 使 ； 

如 一 夜 之 间 击 杀 了 埃 及 所 有 “头 生 的 ’’， 

造 成 十 灾 之 M ， 从 而 将 以 色 列 民 从 埃 及 的  

奴 役 下 解 救 出 来 者 （出 十 二 2  3 ; 参 来 十

一  2 8 > 。 使 徒 保 罗 称 悖 逆 神 的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受 惩 为 “被 灭 命 的 所 灭 ” （林 前 十  

1 〇 ; 参 民 十 六 4 4 - 5 0 )。

©  “灭 命 的 ” 之 复 数 字 可 指 一 群 天 使  

或 人 施 行 的 毁 灭 （伯 三 十 三 ‘2  2 ; 耶 二 十

二  7 K

© 泛 指 一 切 施 灾 布 祸 者 （伯 十 五 2 2 ; 

耶 四 7 >。

O 非 利 士 称 参 孙 为 “毀 坏 者 ” （士 十  

六 2 4 ) 。

灭亡城
City of Destruction
mifc w ^ n g  c h 6 n g

见 於 以 赛 亚 书 十 九 章 】8 节 ， 一 般 认  

为 是 指 埃 及 的 希 流 坡 立 城 。

参 • 希流 坡 立 _ 1 6 8 3。

民法和公正
Civil Law and Justice
m i n  h 6  g o n g  z h d n g

民 亊 法 是 处 理 私 人 纠 纷 ， 如 ： 债 务 、 

产 业 继 承 、 婚 姻 等 方 面 的 法 律 ； 刑 事 法 则  

是 规 定 和 处 罚 国 家 禁 止 之 罪 行 的 法 律 ， 如 

杀 人 、 叛 国 、 偷 窃 等 。 民 事 案 件 中 理 亏 的  

— 方 要 向 受 害 者 按 规 定 作 出 赔 偿 。

圣 经 时 代 尚 无 民 事 法 和 刑 亊 法 的 区  

分 。 那 时 几 乎 一 切 罪 行 都 由 私 人 来 解 决 。 

如 某 人 被 杀 ， 他 的 亲 屈 就 担 负 着 杀 凶 手 、 

报 血 仇 的 责 任 ； 若 凶 手 潜 入 逃 城 ， 则 在 那  

里 堆 行 审 判 。 此 外 ， 一 切 罪 行 都 有 宗 教 层 • 

面 的 含 义 ， 例 如 盗 窃 或 奸 淫 ， 不 仅 损 及 邻  

舍 的 利 益 ， 且 也 是 对 神 犯 了 罪 ； 因 此 从 理  

论 上 讲 ， 全 体 以 色 列 人 都 当 为 此 而 愤 慨 ， 

都 愿 千 罪 者 受 到 惩 罚 ； 如 采 这 罪 恶 被 姑  

息 ， 那 么 神 就 要 亲 自 惩 罚 犯 罪 者 其 人 、 其  

家 ， 以 至 幣 个 民 族 或 国 家 。 这 宗 教 层 次 的  

含 义 使 一 切 罪 行 成 了 刑 琪 化 ， 尽 管 多 数 案  

件 仍 由 私 人 判 决 。 一 些 千 犯 宗 教 律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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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 如 违 犯 安 总 条 例 （民 十 五 3 2 ^ 6 )、 

拜 偶 像 （申 十 三 ） 等 ， 均被视为可憎的大  

罪 ， 全 民 都 要 指 摘 及 惩 罚 犯 罪 者 。姑然， 

这 正 如 今 日 的 刑 事 罪 行 一 样 。 当 然 ，因上 

述 罪 名 而 受 到 起 诉 的 情 形 ， 在今天足绝无 

仅 有 的 了 。

产权

旧 约 对 产 业 的 基 本 观 念 是 ： 以色列人 

的 全 部 地 业 都 是 神 的 恩 賜 ， 是神向亚伯拉 

罕 并 其 他 先 祖 许 诺 的 应 验 （创 十 五 18, 

二 十 八 1 3 ; 出 三 1 7 > 。 再 者 ， 每一支派的 

地 业 是 拈 阄 而 得 的 ， 这象征各支派分得土  

地 的 大 小 和 位 迓 全 出 自 神 意 。 支派之内， 

每 一 家 族 也 以 同 样 方 式 分 得 一 方 土 地 作 为  

他 们 赖 以 生 息 的 基 业 ， 家族中任何成员均  

不 得 出 笆 或 转 让 给 外 姓 人 ， 而只可在本家 

族 之 内 世 代 相 传 。

地 业 不 能 转 售 的 规 定 在 旧 约 好 几 处 的  

律 法 记 述 中 均 有 明 文 记 载 。 如申命记十九 

章 1 4 节 说 ： “在 耶 和 华 —— 你神所賜你承  

受 为 业 之 地 ， 不 可 挪 移 你 邻 舍 的 地 界 ，那 

是 先 人 所 定 的 。” （参 箴 二 十 二 2 8 ，二十 

三 1 〇 > 也 有 为 抵 偾 而 卖 地 者 ， 但一律到 

禧 年 （即 最 长 的 年 限 不 过 5 0 年 >，便前依 

尽 清 ，卖 出 的 土 地 也 物 归 原 主 。故亊实上， 

业 主 只 能 徂 出 土 地 不 超 过 5 0 年 （利二十 

五 8 - 3 1 ) 。 身 为 以 色 列 国 王 的 亚 哈 要 买 拿  

伯 的 地 ， 拿 伯 不 愿 卖 ， 其 理 由 便 是 ：“我 

敬 畏 耶 和 华 ， 万 不 敢 将 我 先 人 留 下 的 产 业  

给 你 。” （王 上 二 十 一 3 >

十 诫 的 第 八 条 是 “不 可 偷 盗 ”，也是 

本 於 同 一 观 念 ， 即 个 人 的 财 物 均 是 神 所  

賜 >  他 人 不 可 染 指 （出 二 十 1 5 > 。如有占 

取 他 人 财 物 者 （包 括 强 抢 、 偷 窃 、诈編. 

隐 匿 拾 金 等 ） 而 被 抓 住 ， 不但要将原物悉  

数 归 还 ， 而 且 要 向 物 主 偿 付 赔 金 。赔金的 

数 目 要 据 r• 罪 者 的 罪 行 和 悔 罪 的 态 度 而  

定 。 如 采 盗 后 即 行 悔 悟 并 能 主 动 认 罪 者 ， 

只 要 物 还 原 主 ， 并 另 交 相 当 於 窃 物 价 值  

2 0 % 的 赔 金 和 一 头 赎 愆 祭 牲 ， 即可得赦免 

( 利 六 1 - 7 )。 受 邻 人 财 物 之 托 而 欲 据 为 己  

有 者 ， 则 须 以 原 财 物 的 倍 数 赔 偿 ；盗窃济 

家 牲 畜 而 宰 杀 或 转 卖 者 ， 则 要 以 4倍或5 

倍 之 数 赔 偿 （出 二 十 二 1-9 > 。 以色列淨 

法 对 伎 犯 他 人 财 产 的 罪 行 的 惩 罚 似 相 当 产



其 他 古 代 社 会 相 比 ， 却 是 最 轻 不  

庹，但 5 如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所 规 定 的 赔 金 数  

过的rt 原 物 的 3 0 倍 ， 对 盗 窃 国 家 或 寺  

者 则 要 处 以 死 刑 。

成时= 色 列 律 法 关 於 赔 金 的 律 例 基 本 可 见  

利 未 记 二 十 四 章 丨 9 ,  2 〇 节 。 从 这 些  

2 可 以 # 出 ， 立 法 的 基 本 意 向 是 在 保 护  

递 防 《 过 其 罪 ； 再 者 禁 止 向 贫 者  

Z利 的 规 定 （利 二 十 五 3 6 , 3 7 ) ’ 就 更 可  

了 以 色 列 律 法 的 人 道 主 义 性 质 了 。 相反  

^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容 许 的 放 债 利 率 可 髙 达  

2〇 %。 以 色 列 对 干 犯 宗 教 或 家 庭 的 罪 行  

所 施 & 惩 罚 ， 则 较 其 他 国 家 严 厉 。

继承 权

以 色 列 律 法 关 於 遗 产 的 分 配 也 有 明 文  

规定。据 我 们 所 知 ， 当 时 尚 无 立 遗 嘱 的 习  

俗，如 果 家 长 有 意 遗 宠 儿 以 额 外 之 分 ， 那 

就 必 须 行 之 於 生 前 ， 死 后 其 遗 想 就 无 法 实  

现了 ◊ 家 长 一 死 ， 遗 下 的 产 业 照 例 要 在 众  

子 中 分 配 ； 女 儿 无 分 ， 因 为 女 儿 终 要 出  

嫁，分 得 的 产 业 便 会 归 於 外 姓 ， 这 有 违 於  

家 业 不 准 转 售 的 原 则 。 不 过 ， 如 果 家 中 无  

子，那 么 按 律 法 规 定 ， 其 产 业 便 要 归 於 女  

儿 名 下 了 （民 二 十 七 8 - 1 1 > 。 当 时 还 有 所  

谓 “兄 终 弟 及 法 ”， 显 然 是 为 保 护 膝 下 无  

子 的 寡 妇 而 设 的 （申 二 十 五 5 - 1 〇 > 。

A 子 分 产 业 时 ， 长 子 应 得 双 份 ， 这 是  

因 为 长 子 有 瞻 养 真 母 的 责 任 ， 算 是 给 他 的  

补 偿 （申 二 十 一 1 7 > ,

得 双 份 遗 产 的 条 例 。

M经 律 法 对 遗 蟎 应 得 遗 产 的 分 额 言 之  

= 详 ’考 请 巴 比 伦 法 典 ， 可 知 遗 孀 继 承 遗  

$ 权 利 ， 视 乎 膝 下 有 子 与 无 子 而 定 。 圣 

无 的 线 索 似 暗 示 以 色 列 也 有 类 似 做 法 ， 

归 $ 妇 女 在 丈 夫 死 后 回 归 娘 家 ， 遗 产 则  

有名f 本 家 的 近 亲 （利 二 十 二 丨 3 > 。 膝下  

子 哺 妇 则 有 分 享 遗 产 之 权 ， 分 额 与 众  

当 在 当 然 ， 其 夫 若 有 额 外 的 遗 赠 ， 也 

f我 米 本 前 办 妥 。 圣 经 有 一 例 子 记 述 寡 妇 拿  

利米勒$ 两 子 ， 俱 殁 ； 她 名 下 有 他 丈 夫 以  

块由地2 下 的 — 份 田 产 ， 因 此 她 有 权 将 一  
如 予 丈 夫 的 族 人 （得 四 3 > 。

的 兄 弟 . 人 无 子 而 终 ， 他 的 田 产 需 要 归 他  

他 矣 近 的 如 无 兄 弟 ’ 则 要 归 其 叔 伯 ’ 或其  
的 糸 輯 （民 二 十 七 8•丨丨>。

亚 述 法 典 也 有 长 子

婚姻和财产
古 代 妇 女 的 产 权 大 多 与 婚 姻 有 关 。 这 

4 律 法 条 款 的 用 意 是 在 巩 固 婚 姻 关 系 ， 防 

止 男 方 随 意 休 妻 。 圣 经 所 栽 这 方 面 的 律 例  

也 欠 详 ， 但 以 仅 有 的 数 例 参 诸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以 色 列 邻 邦 法 典 ， 可 知 基 本 上 都 是 大 同  

小 异 的 。

男 子 欲 娶 某 女 子 为 妻 ， 可 亲 自 或 偕 父  

母 登 门 向 女 方 父 母 提 婚 ， 获 准 后 须 交 聘 礼  

( 出 二 十 二 1 6 、 1 7 > 。 从 申 命 记 二 十 二 章  

2  9 节 可 知 ，一 份 聘 礼 的 价 值 约 相 当 於 5  〇 

舍 客 勒 银 子 （主 前 2 0 0 0 年佣工丨年的工价  

约丨〇舍客勒银子  >。 付 不 出 此 价 者 可 服 役  

作 价 ， 如 雅 各 为 娶 利 亚 之 妹 拉 结 ，服侍了  

拉 班 7 年 ， 但 所 娶 的 却 是 利 亚 ； 后 来 他 又  

在 岳 家 服 侍 了  7 年 ， 才 娶 得 拉 结 （创 二 十  

九 2 0 - 3 0 ) 。 这 份 聘 礼 当 然 是 归 女 方 的 父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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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阁 的 姑 娘 还 可 从 娘 家 得 到 一 份 嫁  

妆 ， 这 是 女 子 独 有 的 财 产 。 其 价 值 要 较 聘  

礼 为 厚 ， 一 般 如 小 份 田 产 、 金 钱 、 珠 宝 、 

家 具 等 都 可 为 嫁 妆 ； 厚 礼 的 则 有 若 千 陪 嫁  

的 婢 女 （创 二 十 九 2 4 、 2 9 ) 、 大 片 田 产  

(书 十 五 1 7 - 1 9 )、 整 座 城 邑 （王 上 九 1 6 > 。 

若 丈 夫 在 世 ， 夫 妻 自 然 可 以 共 享 这 份 嫁  

妆 ； 但 丈 夫 殁 ， 则 孀 妇 有 权 宣 布 这 份 嫁 妆  

是 她 所 独 有 ， 不 可 与 夫 家 的 产 业 混 淆 。 妇 

死 ， 这 份 嫁 妆 可 由 众 子 继 承 。 如 果 夫 妻 离  

异 ， 则 女 方 可 将 嫁 妆 带 回 娘 家 。 近 东 古 法  

似 都 有 这 类 规 定 。

巴 比 伦 法 典 除 上 述 两 项 外 ，还 有 丈 夫  

预 先 赠 与 妻 子 的 一 份 “棚 居 金 ”， 这 是 为  

防 丈 夫 先 亡 而 妻 子 生 活 无 着 的 一 笔 “保险  

金 ，，。 如 无 “孀 居 金 ”， 妻 子 有 权 从 丈 夫  

的 遗 产 中 享 得 一 份 。 由 此 推 及 以 色 列 律  

法 ， 可 能 也 有 类 似 的 条 例 ， 但 却 没 有 详 细

记 载 。

以 上 几 项 与 婚 姻 有 关 礼 物 的 丰 厚 具 有  

极 深 远 的 社 会 意 义 。 旧 约 时 代 虽 然 存 在 一

吃 多 妻 制 和 丈 夫 休 妻 制 ，但 实 际 上 除 富 比  

E 侯 的 族 长 和 一 国 之 君 以 外 ， 平 民 百 姓 少  

^ 能 力 聘 娶 第 二 位 妻 子 ， 因 聘 礼 花 费 极  

匕。 像 以 利 加 拿 有 两 位 妻 子 的 普 通 百 姓 实  

爲 ° 少 见 （撒 上 一  2 >， 且 他 也 是 因 为 发 妻  

r；育 才 续 娶 的 。 律 法 尽 管 给 男 子 有 休 妻 之  

又， 但 在 旧 约 中 ， 这 些 例 子 也 极 为 少 见



( 为 宗 教 理 由 则 賴 例 外 ） ； 其 理 由 之 一 可  

能 是 作 丈 夫 的 舍 不 得 那 份 嫁 妆 。

择偶

从 创 世 记 可 知 ， 以 色 列 人 向 以 姑 表 结  

亲 或 姨 表 结 亲 为 上 婚 -

以 色 列 人 严 禁 与 外 邦 人 结 亲 ， 主 要 是  

怕 受 外 邦 宗 教 的 影 响 。 只 要 不 枋 乱 伦 之  

例 ， 古 以 色 列 的 婚 制 是 不 禁 近 族 通 婚 的 。 

古 埃 及 甚 至 主 张 血 亲 通 婚 ， 但 利 未 记 十 八  

和 二 十 章 定 出 了 乱 伦 之 例 而 严 予 取 缔 • • 申  

命 记 二 十 五 章 5 至 1 0 节 有 一 项 特 殊 的 规  

定 ： 兄 无 子 而 亡 则 弟 有 责 任 娶 寡 嫂 为 妻 ， 

所 生 长 子 当 归 其 兄 名 下 ， 以 免 “他 的 名 在  

以 色 列 中 涂 抹 了  ”。 这 当 然 不 在 乱 伦 之 列 》

离婚

旧 约 涉 及 离 婚 的 律 例 只 有 一 处 ， 即申  

命 记 二 十 四 章 1 至 4 节 ， 但 该 律 例 主 旨 不  

在 离 婚 本 身 而 在 娇 变 后 女 方 的 再 嫁 。 该 条  

规 定 ， 女 子 被 休 可 以 再 嫁 ， 如 再 被 休 或 居  

孀 ， 却 不 可 重 嫁 前 夫 。

中 命 记 二 十 四 章 1 节 指 出 女 子 可 因 不  

贞 而 枝 休 ， 但 休 妻 并 非 一 定 的 途 径 ； 丈夫  

可 以 任 何 理 由 休 麥 ， 但 他 所 承 担 的 经 济 损  

失 （如 聘 礼 不 可 退 ， 女 方 的 嫁 妆 则 要 如 数  

退 回 ） 也 非 同 小 可 ， 所 以 非 万 不 得 已 者 也  

多 不 出 此 下 策 ■ • 巴 比 伦 法 典 还 规 定 如 女 子  

无 咎 被 休 ， 则 丈 夫 在 退 还 嫁 妆 之 外 还 要 付  

一 笔 可 观 的 赔 偿 金 。 圣 经 律 法 则 提 及 休 妻  

者 须 开 出 一 份 “休 书 ” 交 给 女 方 《申 二 十  

四 1 > , 这 等 於 允 许 她 再 嫁 的 证 书 ； 无 此  

书 在 手 而 再 嫁 者 即 可 被 视 若 通 奸 ， 通 奸 是  

死 罪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还 给  

妇 女 要 求 离 婚 的 平 等 权 利 。 不 过 这 个 平 等  

的 抆 利 在 希 伯 来 律 法 中 却 未 见 提 及 （参申  

二 十 四 卜 4 > »

性 罪 行

律 法 将 通 奸 和 乱 伦 定 为 死 罪  < 利 二 十

1 0 - 2 1  > 。 古 代 民 族 对 此 二 罪 多 不 能 容 ， 

均 以 死 罪 禁 之 。 当 时 赫 人 和 一 些 迦 南 人 都  

有 同 性 苛 合 的 恶 俗 ， 希 伯 来 人 则 严 法 禁 止  

<利 二 十 I 3 >。

按 希 伯 来 律 法 ， 已 你 男 女 之 间 的 私 通  

行 为 谓 之 通 奸 ， 而 已 婚 男 子 和 未 婚 女 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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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 性 行 为 却 不 在 通 奸 之 列 ” 这个立法規 

念 显 然 是 导 源 於 一 夫 多 妻 制 的 合 法 性 ，.这 

并 非 意 味 旧 约 准 许 丈 夫 有 婚 外 的 性 行 为 ， 

节 实 上 ， 犯 罪 的 丈 夫 要 受 其 他 的 觅 罚 ，只 

是 不 会 被 控 通 奸 而 判 以 死 刑 。

只 有 当 场 被 捉 ， 通奸 者才 会被双双处  

死 ， 如 圣 经 所 记 ： 若 遇 见 人 与 有 丈 夫 的  

妇 人 行 淫 ， 就 要 将 奸 夫 淫 妇 — 并治死 

( 申 二 十 二 2  2  > 如 果 妇 女 被 人 强 奸 ，则只 

需 把 男 子 处 死 （申 二 十 二 和 已  

订 婚 的 女 子 苟 合 也 屈 通 奸 ， 在 希 伯 来 （申 

二 十 二 2 3 、 2 4  > 及 其 邻 邦 诸 民 的 涑 法 中  

均 有 此 规 定 。 从 古 代 中 东 各 民 族 的 古 法 来  

看 ， 惩 处 通 奸 并 非 必 须 施 以 死 刑 ；如果 f  

辱 的 丈 夫 欲 宽 恕 其 妻 ， 则也须连奸夫一并  

饶 恕 。 从 箴 言 六 章 3 5 节 的 赘 告 中 看 出 ， 

奸 夫 似 有 用 财 物 赎 死 ， 可知实际上通奸茬  

并 不 一 定 被 处 死 。 .

圣 经 有 两 处 记 述 了 男 方 怀 疑 其 荽 或 未  

婚 妻 不 贞 ， 却 又 无 法 证 明 时 的 处 理 办 法 ：

( 1 )令 女 子 在 祭 司 主 持 的 仪 式 上 对 神 明 誓 ， 

祭 司 将 誓 言 化 入 水 中 令 女 子 喝 下 ：说谎者 

必 全 身 浮 肿 ， 下 体 溃 烂 而 亡 ； 淸白者则安 

然 无 恙 （民五丨 1 - 3 1  >。 （2 )由女子的父母  

出 面 把 女 儿 贞 洁 的 凭 据 拿 出 ， 请本城长老 

公 断 （申 二 十 二 1 3 - 2  1 > 。 所 谓 “凭据” 

者 大 槪 是 指 女 子 经 初 夜 后 染 血 的 亵 衣 或 睡  

衣 。

男 子 （不 论 已 婚 或 未 婚 ） 若与未婚女 

子 发 生 性 关 系 ， 要 受 重 罚 ， 但 无 死 罪 。一 

般 的 处 理 是 使 二 人 成 婚 （出 二 十 二 161， 

男 子 照 惯 例 向 岳 家 交 付 5 0 舍 客 勒 白 银 M  

聘 礼 （申 二 十 二 2 8 、 2 9 >  ; 但女家也有

权 拒 嫁 女 ， 这 时 男 方 也 照 样 要 付 出 5 〇 舍  

客 勒 白 银 的 赔 偿 金 （出 二 十 二 口 > 。

先 知 和 律 法

先 知 们 郞 宜 讲 一 个 艇 撼 人 心 的 信 息 ： 

神 与 以 色 列 民 所 归 的 古 旧 盟 约 已 被 破 坏 #  

尽 ， 这 约 不 仅 未 能 保 陣 以 色 列 的 安 全 ， 

要 成 为 它 毁 灭 的 原 因 。千 旱 、歉 收 、贫闲’ 

以 至 被 掳 外 邦 等 恶 果 将 临 到 他 们 身 上 。#  

而 阿 摩 司 、 何 西 阿 作 此 预 言 的 时 代 《主115 

八 世 纪  > 却 正 当 所 调 “太 平 盛 世 ”，南$  

两 国 都 在 欢 享 所 罗 门 王 朝 （主 前 十 世 ^  

以 来 少 有 的 繁 荣 ， 故 先 知 的 发 告 似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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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世 人 均 S 若 罔 闻 。 可 是 未 过 5 0 年 ， 

棟言便应验了  ： 在 亚 述 的 攻 击 之 下 ， 北国  

灭亡，南国降服办

先 知 於 宜 告 神 的 审 判 的 同 时 ， 每 必 说  

明 沖 惩 罚 的 原 因 ： 神 的 保 佑 是 以 民 的 谨 守  

汴 法 为 前 提 的 ； 律 法 既 毀 ， 失 信 毁 约 者 也  

必受惩罚， 先 知 以 赛 亚 咒 诅 那 些 富 栾 大 施  

盘剝，使 贫 者 上 无 片 瓦 ， 下 无 立 锥 之 地 ， 

自 己 却 玉 食 锦 衣 ， 商 屋 广 甩 ， 他 说 ： “祸 

哉！那 些 以 房 接 房 ， 以 地 连 地 ， 以 致 不 留  

余 地 的 ， 只 顾 自 己 独 居 境 内 ’’ （赛 五 8  >。 

先 知 耶 利 米 指 摘 以 色 列 人 “俛 喂 饱 的 马 到  

处 乱 跑 ， 各 向 他 邻 舍 的 妻 发 嘶 声 ” （耶五  

8 )。 先 知 何 西 阿 斥 责 百 姓 “起 假 筲 ， 不 

跋前言， 杀 害 ， 偷 盗 ， 奸 淫 ， 行 强 菘 ， 杀 

人流血， 接 连 不 断 ” （何 四 2 > ， 神 的 诫 命  

已 被 他 们 破 坏 殆 尽 。

更 不 堪 的 是 ， 他 们 一 面 恣 意 亵 渎 神 的  

律法， 一 面 却 入 圣 殿 作 出 虔 诚 崇 拜 的 样  

子。每 逢 圣 节 ， 殿 M 挤 满 了 崇 拜 者 ， 他们  

行礼如仪， 献 祭 如 典 ； 然 而 他 们 在 宗 教 仪  

礼上的 严 i绝 般 勋 ， 相 对 於 他 们 在 操 守 行 为  

上 的 低 劣 放 荡 ， 这 是 对 神 的 莫 大 污 辱 。 律 

法 上 明 明 说 “你 要 尽 心 、 尽 性 、 尽 力 爱 耶

和华 ----你 的 神 ” （申 六 5 > ， 并 ‘‘爱 人 如

己”《利十九丨 8  > ; 而 他 们 却 以 崇 拜 如 仪  

自欺欺 人 ， 以 此 为 爱 神 ， 但 他 们 所 行 的 ， 

却 是 对 神 的 教 训 S 若 罔 闻 ， 对 邻 人 的 疾 苦  

熟视 无睹。

先 知 对 这 种 假 冒 伪 善 洞 若 观 火 ， 并予  

以 无 情 的 指 斥 ： “你 们 不 要 再 献 虚 浮 的 供  

物。 香 品 是 我 所 憎 恶 的 • ， 月 朔 和 安 息 曰 ， 

并 宣 召 的 大 会 ， 也 是 我 所 憎 恶 的 ； 作罪  

窄， 又 守 严 肃 会 ， 我 也 不 能 容 忍 。 你 们 的  

月 朔 和 节 期 ， 我 心 m 恨 恶 ， 我 都 以 为 麻  

烦； 我 担 当 ， 便 不 耐 烦 。 你 们 举 手 祷 告 ， 

我 必 遮 眼 不 看 ； 就 是 你 们 多 多 地 祈 祷 ， 我 

也不听  你 们 的 手 都 满 了 杀 人 的 血 。” 

<赛一丨 3 - 1 5 ) 先 知 弥 迦 也 指 摘 没 有 善 行  

的 宗 教 仪 式 都 是 空 洞 的 ， 神 所 要 的 是 “行  

公义，好 怜 悯 ， 存 谦 卑 的 心 ， 与 你 的 神 同  

行” （弥 六 8  >。

耶稣和律法

耶 稣 与 众 先 知 一 样 ， 以 律 法 为 神 对 其  

民 管 治 的 心 意 ， 他 说 ： “莫 想 我 来 要 废 掉

律 法 和 先 知 。 我 来 不 是 要 废 掉 ， 乃是要成  

全 。” （太 五 1 7 > 耶 穌 在 登 山 宝 训 中 又 进  

一 步 指 出 ， 神 所 要 求 的 还 不 仅 是 外 表 的 行  

为 ， 而 且 内 心 的 思 想 和 情 感 都 要 谨 守 他 的  

旨 意 。由 此 肴 来 ，愤 怒 、怨 恨 和 淫 思 邪 念 ， 

与 那 杀 人 害 命 和 通 奸 苟 合 并 无 两 样 《太五

2 1 - 3 0 ) 。 耶 穌 要 求 m 的 门 徒 在 义 上 必 须  

胜 过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太 五 2 〇>。

耶 稣 向 人 们 宣 讲 福 音 说 ：“日 期 满 了 ， 

神 的 国 近 了 。 你 们 当 悔 改 ， 信 福 音 ！ ” 

( 可 一 丨 5 > 神 的 国 随 着 耶 穌 基 督 一 同 莅 临  

了 。 耶 稣 便 是 世 人 期 待 已 久 的 神 国 的 王 。 

耶 稣 呼 吁 人 们 要 承 认 他 的 王 权 ， 因 而 要 悔  

罪 （即 抛 弃 罪 恶 ）， 要 接 受 神 的 赦 免 （即 

相 信 福 音  > 。 在 这 一 点 上 ， 耶 穌 与 众 先 知  

是 一 致 的 ： 祂 非 但 不 要 废 除 旧 约 的 律 法 ， 

而 且 要 求 人 们 全 心 遵 行 律 法 的 要 求 。

然 而 ， 在 民 亊 法 的 范 围 ， 耶 穌 的 教 训  

却 有 异 於 旧 约 的 律 法 。 古 时 一 族 一 姓 之 地  

业 不 能 外 传 （包 括 出 售 、 怵 赠  > ， 因 为 土  

地 被视 作神 的 恩 賜 • • 耶 穌 却 召 唤 门 徒 舍 弃  

所 有 ， 卖 掉 家 产 来 跟 随 池 （可 一 17 - 2 0 ,  

十 2 U 。 因 为 财 宮 易 被 人 们 当 作 偶 像 来 膜  

拜 ， 以 至 於 爱 钱 胜 过 爱 神 （太 六 2 4 > , 而  

欲 作 耶 穌 的 门 徒 者 必 须 全 心 靠 神 ， 不靠自  

己 的 财 富 （太 六 2 5 - 3 4 ) 。 他 要 积 财 在 天  

上 ， 不 是 在 地 上 （太 六 1 9、 2 0 > 。 但 是 我  

们 看 到 ， 一 些 门 徒 仍 有 私 产 ， 如 彼 得 至 少  

有 一 座 房 子 （可 一 2 9 ) ， 一 些 富 有 的 女 信  

徒 还 用 财 物 来 资 助 耶 穌 （路八 3 >  ; 撒 该

也 只 将 所 有 的 一 半 分 给 穷 人  < 路 十 九 8 >. 

我 们 不 可 以 为 这 些 人 保 留 部 分 财 产 是 犯 了  

错 误 ， 他 们 的 行 为 说 明 了 耶 稣 对 财 畜 的 教  

导 。 最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运 用 你 手 中 的 财 富 。 

如 果 用 於 神 的 国 ， 就 是 用 得 其 所 ； 如果 财  

富 成 了 偶 像 ， 那 么 钱 财 便 成 为 进 天 国 的 主  

要 陣 得 。

另 一 不 同 之 处 则 涉 及 民 事 法 的 婚 姻  

条 例 。 旧 约 允 许 一 夫 多 妻 、 休 妻 、 再 

婚 ； 男 子 重 婚 也 不 被 视 为 对 原 荽 之 不  

忠 。 尽 管 这 些 事 在 旧 约 时 代 并 不 多 见 ， 

但 在 观 念 上 终 归 是 合 法 的 。 但 耶 穌 在 回  

答 犹 太 人 的 质 问 时 ，指 出 这 些 恶 俗 的 存  

在 是 由 於 神 # 出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性 《 神 原  

先 造 一 劳 一 女 ， 使 她 们 结 成 一 体 ， 二 人  

不 可 分 开 （可 十 2 - 9 > 。 耶 稣 说 ， 如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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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休 娈 另 娶 ， “就 是 犯 奸 淫 、 辜 负 他 的 荽  

子 ； 赛 子 若 离 弃 丈 夫 另 嫁 ， 也 是 犯 奸 淫  

了 ” （可 十 1 U 。在 这 一 点 上 ， 新 约 要 比  

旧 约 严 格 ， 在 新 约 # 来 ， 任 何 洱 婚 也 厲  

不 可 。 因 此 ， 耶 穌 取 缔 了  一 夫 多 妻 制 ， 

也 取 缔 了 离 婚 与 再 婚 的 合 法 性 ； 强 调 了  

男 女 在 婚 姻 上 的 平 等 权 ， 不 忠 的 丈 夫 与  

不 忠 的 妻 子 同 被 视 为 犯 奸 淫 。 耶 穌 这 一  

革 命 性 的 教 导 使 祂 身 边 的 门 徒 也 觉 不 安  

( 太 十 九 1 ( ) ) ; 但 这 也 向 他 们 显 示 何 谓  

“你 们 的 义 若 不 胜 於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的  

义 ， 断 不 能 进 天 国 ’’（太 五 2 0 >。

有 些 学 者 依 据 马 太 福 音 十 九 章 9 节 而  

认 为 耶 穌 对 婚 姻 的 教 训 并 不 像 上 述 那 么 严  

格 ， 因 为 人 总 可 以 妻 子 不 贞 为 理 由 而 休 妻  

另 娶 。 然 而 从 第 9 节 的 完 整 意 思 来 看 ， 耶  

稣 的 教 导 是 十 分 明 确 的 ： 丈 夫 可 以 休 掉 不  

贞 之 妻 ， 但 不 可 另 娶 。 只 有 这 样 才 可 以 说  

明 门 徒 听 了 之 后 何 以 大 为 踩 惊 ， 也 只 有 这  

样 才 又 引 出 耶 稣 所 谓 “有 些 人 是 为 了 天 国  

\ 的 缘 故 而 不 结 婚 ” （太 十 九 1 2 ， 参 现 代 中  

' 文 译 本 ） 的 教 训 。 主 后 五 世 纪 以 前 的 教 会  

就 曾 如 此 解 释 并 实 行 耶 穌 的 教 训 ： 他 们 允  

许 基 督 徒 离 婚 ， 但 不 准 再 婚 （参 林 前 七  

1 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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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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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n  jl

根 据 新 约 的 用 法 ， “民 褚 ” 一 指 因 生

於 和 长 於 某 城 或 某 城 邦 而 具 有 该 城 该 扣 的  

市 民 身 分 ； 二 指 享 有 罗 马 帝 国 特 权 并 承  

一 定 义 务 的 公 民 身 分 。 因 此 ， 使徒保罗％

是 大 数 的 市 民 （徒 二 H----又是罗马

公 民 （徒 二 十 二 2 8 > 。

罗 马 民 絡 大 多 数 是 生 而 获 得 ，保罗的 

罗 马 民 辂 即 屈 此 类 （徒 二 十 二 2 H )•父 

母 婚 后 所 生 子 女 的 身 分 按 其 生 父 的 身 分 而  

决 定 ； 私 生 子 女 的 身 分 则 按 其 生 母 的 身 分  

而 定 。 奴 隶 获 释 后 即 有 了 民 籍 ； 不过这仲 

人 虽 名 为 “自 由 民 ”， 实际上仍不能皁有  

许 多 公 民 的 权 利 。 贪 赃 枉法 的长 官往往 以  

商 价 出 售 民 锫 。 革 老 丢 吕 西 亚 的 罗 马 民 铕  

就 是 买 来 的 （徒 二 十 二 2 8 > 。 罗马民箱也 

可 通 过 条 约 或 皇 帝 的 特 许 而 取 得 。 自 “公 

民 权 战 争 ” （约 主 前 9 0 - 8 5 ) 后 ， 义大利 

的 居 民 便 都 有 了 罗 马 民 锗 • ， 该撒犹流又把 

罗 马 民 籍 的 范 围 扩 大 到 商 卢 殖 民 区 （法 

国 ） 和 小 亚 细 亚 各 省 。 据亚古士督的统计  

( 路 二 n , 耶 稣 降 生 时 罗 $ 公民总数约为  

4 , 2  3 3  , 0 0 0  , 至 保 罗 传 道 时 ， 已增至

6 , 0 0 0 , 0 0 0  A T 〇

罗 马 公 民 往 往 须 提 交 证 明 ， 通常可翮 

査 人 口 普 査 的 档 案 ， 上有每一位公民的记  

录 ； 此 外 ， 生 为 公 民 者 随 身 带 有 一 块 小 木  

牌 ， 刻 上 持 有 者 的 身 分 材 料 。 另有军箱文 

书 和 报 税 表 ， 也 录 有 登 记 者 的 身 分 材 料 • 

再 者 ， 罗 马 公 民 有 3 个 名 字 ； 非罗马公民 

则 只 有 一 名 。

罗 马 公 民 所 享 有 的 权 利 是 相 当 广 泛  

的 ： 有 投 票 权 . 任 公 职 权 、 任 军 职 权 ，有 

买 卖 和 拥 有 产 业 权 、 立 契 约 权 、 财产遗 

及 继 承 权 、 受 公 平 审 理 权 、 向皇帝上诉权 

等 等 。 保 罗 一 说 出 自 己 的 罗 马 民 褚 ，Blf立 

比 的 长 官 立 即 为 未 经 审 讯 而 囚 禁 保 罗 作 出  

道 歉  < 徒 十 六 3 9 >  ; 保 罗 也 因 这 民 箱 在

耶 路 撒 冷 免 除 了 笞 刑 《徒 二 十 二 24-29K 

且 被 允 准 向 罗 马 皇 帝 上 诉 （徒二十五  

1 2 ; 参 二 十 六 3 2 ) 。

罗 马 公 民 的 各 项 权 利 和 义 务 均 颁 自 ^  

马 城 ， 因 此 这 罗 马 帝 都 就 成 了 全 帝 国 国 民  

心 目 中 权 威 、 成 就 、 民 族 尊 严 的 象 征 《保 

罗 按 此 想 法 ， 便 在 给 腓 立 比 信 徒 的 信 中 * 

提 醒 他 们 既 有 天 国 子 民 的 身 分 ， 就耍活出 

天 国 子 民 的 生 活 （腓 三 2 0 > 。 显而易见’ 

保 罗 是 要 腓 立 比 信 徒 认 识 到 ， 他们与种 51



立 了 新 的 关 系 ， 也 同 时 承 受 了 一 定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 就 如 他 们 之 作 为 罗 马 公 民 — 样 。

民数记
Numbers, Book of
min shCi j l

旧 约 圣 经 的 第 四 卷 书 ^ “民 数 记 ” 一 

名 是 从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的 书 名 翮 译 过 来  

的。本 书 之 名 字 是 由 於 书 中 记 软 了 好 几 次  

数 点 民 数 的 记 录 ； 特 别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第 一 

章 和 二 十 六 章 的 军 队 数 点 、 第 二 章 的 支 派  

安营位 S 和 前 行 次 序 安 排 ， 以 及 第 三 至 四  

章 利 未 人 的 核 点 民 数 。

作者

民 数 记 的 作 者 问 题 是 五 经 的 作 者 问 题  

的一部分。 在 艾 思 汉 （1 8 2 3 > 、 胡 普 斐 得  

( 1 8 5 3 )、 革 拉 弗 （1 8 6 5 ) 和 威 尔 浩 生  

(1878 ) 的 高 等 评 鉴 底 本 说 出 现 之 前 ， 摩 

西 为 五 经 作 者 是 犹 太 人 和 基 督 徒 所 普 遍 接  

受的。这 由 来 已 久 的 传 统 看 法 有 圣 经 内 证  

的支持，包 括 五 经 本 身 （例 ： 出 十 七 14, 

二十四 4 ， 三 十 四 2 7 ;  民 三 十 三 2; 申三  

十一9 、 2 4 > 、 旧 约 其 他 经 卷 《例 ： 书 二  

十三 6  ; 士 三 4 ; 玛 四 4 > 、 耶 穌 的 教 导  

(例：约 五 4 6 ， 4 7 > ， 以 及 新 约 其 他 书 卷  

(例 ：徒 二 十 八 2 3 ; 罗 十 1 9 ; 林 前 九 9 > 。 

虽 然 五 经 中 的 歧 异 已 广 被 承 认 ， 但 摩 西 这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的 律 法 颁 布 者 ， 仍 被 肯 定 为  

五 经 的 基 本 作 者 。 培 恩 认 为 从 五 经 中 可 见  

摩西有 3方 面 的 贡 献 ： （1 )他 亲 自 写 下 部 分  

经 文 （例 ： 民 三 十 三 3 - 4 9 ; 参 第 2 节 > ;

(2 )某 些 部 分 虽 不 是 他 的 著 作 ， 却 是 他 所  

编 辑 的 （例 ： 申 三 十 三 2 -2 9 ;  也 许 是 由  

民十一 1 6所 说 的 “官 长 ” —— 七 十 士 译 本

作 “文 士 ” ----所 写 > ; (3)某 些 部 分 是 摩

西 时 代 的 真 实 历 史 事 件 ， 在 摩 西 的 指 导 下  

记 下 来 （例 ： 民 十 二 ‘3 ; 申 三 十 四  > 。 若 

这3点 均 被 承 认 ， 我 们 就 可 以 确 定 五 经 整  

体 是 在 摩 西 的 监 督 下 写 成 的 ， 同 时 也 解 释  

了 为 何 某 些 关 於 摩 西 的 地 方 采 用 第 三 身 的  

描述•

历 史 和 考 古 资 料

两 乃 申 岛 （民 一 丨 至 二 十 一

民 数 记 的 历 史 与 考 古 背 汧 主 要 是 始 於

主 前 ‘2 0 0 0 年 中 期 的 西 乃 半 岛 。

西 乃 半 岛 的 形 状 像 一 个 倒 S 的三角  

形 ， 底 部 在 北 面 。 这 三 角 形 从 南 至 北 约 有  

2 4 0 哩 长 ， 而 北 面 的 底 部 有 1 7 5哩 阔 ，总 

面 积 约 为 2 2 ,0 0 0 平 方 哩 „ 北 面 是 地 中 海  

和 迦 南 的 南 貤 ， 西 面 是 苦 湖 和 苏 彝 士 湾 ， 

而 东 面 是 亚 拉 巴 和 阿 卡 巴 湾 •>从 北 面 的 地  

中 海 岸 向 南 行 ， 约 有 1 5 哩 长 沙 土  * 这沿  

岸 平 原 以 南 是 砂 砾 和 石 灰 石 的 高 原 （艾特  

蒂 ， 海 拔 2 , 0 0 0至 2 , 5 0 0呎高  >， 这 高 原 向  

南伸延 约 丨 5 0 哩 ， 然 后 出 现 一 个 花 岗 岩 高  

山 ， 高 约 海 拔 8 ,0 0 0 呎 。 在 这 三 角 形 尖 端  

的 山 峦 地 带 ， 有 莫 瑟 山 <7 ,3 6 3 呎 高 > ， 

传 统 认 为 这 就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前 安 营  

和 摩 西 上 山 接 受 律 法 的 地 方 。

这 半 岛 有 5 个 旷 野 。 位 於 北 部 西 接 歌  

珊 地 的 是 书 珥 旷 野 ， 约 4 0 哩 阔 。 这 旷 野  

跨 越 埃 及 河 （阿 里 殊 河 ）， 直 至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东 北 面 伸 展 至 別 是 巴 。 这 地 以 东 是  

寻 的 旷 野 ， 由 书 珥 旷 野 一 直 向 东 延 展 至 死  

海 南 瑞 》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位 於 寻 的 南 边 （民 

二 十 1 , 三 十 三 3 6 > 。 书 珥 旷 野 以 南 是 伊  

坦 的 旷 野 ， 而 在 这 旷 野 以 东 ， 是 西 乃 东 面

min shu ji ]〇49

一 以 色 列 人 在 其 中 飘 流 4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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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 的 巴 兰 的 旷 野 ， 摩 西 称 之 为 “大 而 可  

怕 的 旷 野 ” （申 一  1 9 ) 。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是  

在 这 区 域 的 北 边 （民 十 三 2 6 、 以 色 列 人  

的 4 0 年 “旷 野 飘 流 ”， 有 3 8 年 就 在 这 迅 度  

过 》 巴 兰 的 旷 野 的 西 南 面 ， 在 西 乃 半 岛 的  

西 肫 ， 离 南 端 的 花 岗 岩 山 峦 不 远 的 ， 是 汛  

的 旷 野 。

虽 然 这 地 区 是 一 片 的 荒 凉 广 漠 ， 却 非  

不 能 通 行 或 是 旅 客 绝 迹 的 。 在 西 边 和 东  

边 ， 相 隔 不 远 ， 即 有 一 些 水 并 或 泉 源 》 地  

下 水 的 水 面 离 地 面 不 远 ， 挖 并 并 不 难 （民 

二 十 1 7 , 二十一丨 ( 3 - 1 8 >。 那 里 的 石 灰 石  

也 可 储 存 大 f f i的 水 （民 二 十 1 U 。 只 有 在  

长 流 的 溪 流 附 近 ， 才 有 茂 盛 的 草 木 和 枣 椰  

子 《参 费 伦 河 > 。 冬 天 的 雨 季 约 有 2 0 曰。 

鹌 鹤  < 民 十 一 3 1、 3 2 > 在 春 天 飞 越 这 半  

岛 迁 往 欧 洲 去 。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所 列 的 以 色 列 人 安 营  

之 地 ， 其 中 可 稱 考 的 地 方 很 少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按 着 他 们 在 旅 途 上 的 遗 遇 给 地 方 起 名  

《民 十 一 丨-3、 3 丨 - 3 4 , 二 十 1 3 ，二 十 一  3), 

色 少 有 人 留 下 定 居 ， 并 继 续 沿 用 那 些 名  

字 • 然 而 ，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民 十 三 2 6 > 

几 乎 可 确 定 是 库 底 律 泉 或 库 底 斯 泉 ； 以旬  

迦 别 （民 三 十 三 3 5 ) 肯 定 是 位 於 阿 卡 巴  

湾 的 北 端 ； 而 何 珥 山 （民 三 十 三 3 2 > 可  

能 是 哈 伦 尼 亚 河 附 近 的 圣 山 。 约 巴 他 （民 

三 十 三 3 3 > 可 能 是 他 伯 ， 位 於 阿 卡 巴 湾  

之 西 岸 ， 约 在 以 拉 他 南 面 7 哩 。 “往 红 海  

的 路 ” （民 十 四 2 5 , 二 十 一 4 ; 申 一 4 0 ,  

二 U 无 疑 是 一 条 在 亚 拉 巴 境 内 往 阿 卡 巴  

湾 的 古 道 》

亚 巧 力 人 和 迦 痏 人 （民 十 四 2 5 、 4 3 - 4 5 ,  

二 十 四 2 0 )

亚 玛 力 人 是 以 扫 的 孙 儿 、 以 利 法 之  

子 、 亚 玛 力 的 后 商 （创 三 十 六 1 2 、 

1 6 ) ; 他 们 是 游 牧 民 族 。 在 西 乃 半 岛 上 ， 

他 们 是 首 先 与 以 色 列 人 於 利 非 订 争 战 的 民  

族 （参 民 二 十 四 2 0 ) ， 那 地 也 许 是 以 色 列  

人 抵 达 何 烈 山 前 ， 西 乃 西 南 部 的 雷 法 依 河  

( 出 十 七 8 - 1 6 ) 。 一 年 后 ， 亚 玛 力 人 定 居  

於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北 面 的 山 岭 和 山 谷 中 。 他  

们 又 与 巴 勒 斯 坦 的 居 民 迦 南 人 联 手 攻 击 以  

色 列 人 ， “直 到 何 珥 玛 ’’（民 十 四 ， 使 

以 色 列 人 从 南 面 进 伎 应 许 地 的 努 力 一 无 所  

得 。 在 随 后 的 年 日 ， 以 色 列 人 争 战 的 意 志

也 宂 全 粉 晬 了 。

以 东 （民 二 十 1 4 - 2 1， 二 十 一 4 、 丨〇、⑴

以 东 或 西 珥 （民 二 十 四 丨 8 ) 是死海 

以 南 ， 以 扫 后 裔 占 领 的 地 区 《•由北而那流 

进 死 海 南 端 的 撒 烈 谷 （民二十一丨 2 ) 起， 

向 南 伸 展 1 〇 〇 哩 至 阿 卡 巴 洧 ， 包括亚拉巴 

的 东 西 两 面 ， 其 西 而 是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民 

二 十 1 6 > ， 占 地 约 4 , 0 0 0 平 方 哩 。这是险 

峻 的 山 区 ， 山 峰 高 雔 至 3 , 5 0 ()呎。一条由 

大 马 色 经 外 约 但 至 阿 卡 巴 湾 的 古 代 商 路

---- 大 道 （或 作 “王 道 ”，民二十丨7、丨9|，

穿 过 这 地 区 和 两 个 重 要 城 市 波 斯 拉 和 利  

经 。 虽 然 以 东 土 地 并 不 肥 沃 ， 但仍有一些 

拼 地 （民 二 十 丨 7 、 1 。

以 色 列 人 来 到 外 约 但 时 ， 以东人不让 

他 们 从 加 低 斯 经 过 他 们 的 地 直 接 向 东 行 ， 

迫 使 他 们 绕 过 以 东 地 ， 向 东 南 面 行 ，进到 

亚 拉 巴 （民 二 十 一 4 、 1 1 > 。 虽然以东人 

敌 视 神 的 子 民 ， 神 却 不 许 以 色 列 人 攻 打 以  

东 （申 二 2 - 8 > 或 憎 恨 以 东 人  <申二十三 

7 > ， 因 此 在 以 色 列 征 服 那 地 时 ，以东可 

幸 免 於 被 毁 的 厄 运 。 大 卫 后 来 征 服 这 地  

( 撒 下 八 1 3 、 1 4 > , 应 验 了 巴 兰 的 预 言  

( 民 二 十 四 1 8 > 。

以 东 地 . 民 数 记 记 敦 以 东 人 不 让 以 色 列 人  

经 过 以 东 地 。

亚 拉 tt f ( 民 二 十 一  1-3>

亚 拉 得 位 於 南 地 ， 即 迦 南 地 南 部 g  

域 。 亚 拉 得 王 攻 打 以 色 列 人 ， 并掳走 -些  

以 色 列 人 ， 但 不 久 即 在 何 珥 玛 被 击 畋 。 

撺 押 （民 二 十 一  1 1 - 1 5 , 二 十 二 1至二十 

四 2 5 )

罗 得 后 商 占 据 的 摩 押 地 （创 十 九 37丨， 

在 死 海 以 东 ， 亚 嫩 谷 和 撒 烈 谷 之 间 的 成  

区 ， 约 有 丨 ，4 ( ) 〇 平 方 哩 （民 二 十 一 1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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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押 铜 时 代 中 后 期 ， 維 押 人 遍 布 主 要  

的高原地区， 包 括 亚 嫩 河 北 部 ， 直 至 死 海  

北 端 （民 二 十 一 2 ()>。 民 数 记 所 载 亊 件 发  

生 的 时 候 ， 亚 摩 利 人 夺 取 了 摩 押 人 之 地  

: 十 一 川 - 3 0 > ， 由 亚 嫩 河 向 北 延 伸 至 雅  

傅河 （民 二 十一丨 3 、 2 1 - 2 4 > 。 摩 押 王 国  

有严密的纟i l织 ， 有 农 业 与 畜 牧 ， 有 宏 伟 的  

迮 筑 物 . 风 格 独 特 的 陶 瓷 ， 四 周 边 境 更 有  

坚W 的 堡 垒 。 摩 押 的 神 逛 越 抹 （民 二 十 — 

2?»)〇

以 色 列 征 服 迦 南 时 期 ， 摩 押 王 巴 勒 曾  

与米甸联盟， 聘 谘 巴 兰 去 咒 诅 以 色 列 （民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事 败 后 ， 这 两 股 外 邦

势 力 就 意 图 引 诱 神 的 子 民 敬 拜 基 抹 及 行  

淫，同 化 以 色 列 人 （民 二 十 五 1、 2 )。 在 

随 后 的 战 役里 ， 以 色 列 人 击 畋 米 甸 人 （民 

三十一1 - 1 8 ) ， 但 在 神 的 明 确 命 令 下 （申 

二9• 丨 : 放 过 了 摩 押 人 。 但 正 如 巴 兰 较  

早 时 所 发 的 预 言 （民 二 十 四 丄 7J , 大 卫 在  

主 前 十 一 世 纪 攻 克 了 摩 押  < 撒 下 八 ‘2 、 1 3 、 

⑴ 。

亚 痄 利 人 （民 二 十 一  2丨-35>

占 领 摩 押 北 部 地 区 的 亚 摩 利 人 （民二  

十一2 5 - 3 0 )是 迦 南 的 后 商 （创 十 1 5 、16), 

他 们 散 居 在 约 但 河 两 岸 的 山 区 。 希 实 本 是  

他们的大城。 希 实 本 王 西 宏 和 巴 珊 王 噩 都  

是 亚 摩 利 人 的 王 （申 三 8 ， 四 4 7 > 。

巴 珊 （民 二 H ----3 3 - 3 5 ;  参 申 一4 ,

三 1 - m 是 位 於 基 尼 烈 海 （加 利 利 湖 ） 

东 面 的 肥 沃 牧 场 （民 三 十 二 1 - 5 > ， 其 北  

面 边 境 延 伸 至 黑 门 山 ， 而 南 面 边 境 ， 虽 

然 通 常 说 是 雅 穆 克 河 ， 但 在 摩 西 时 代 为  

稚 博 河 （书 十 二 4 、 5 ; 注 意 “基 列 一 半 ， 

直 到 希 实 本 王 西 宏 的 境 界 ”， 意 思 是 向 南

仲 展 至 雅 博 ， 民 二 H ----2 4 > 。 巴 珊 全 境 约

有5,〇()(> 平 方 哩 ， 主 要 城 市 是 亚 斯 他 录 、 

以 得 来 和 哥 兰 。 以 色 列 人 分 地 后 ， 这 地  

区 归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所 有 ， 而 迦 得 占 据 基  

列 南 部 ， 流 便 则 占 据 亚 嫩 河 以 南 一 带 地  

方。

米 甸 （民二 十 五 丨 （i- 1 8 , 三 H --- 1-54)

亚 伯 拉 罕 从 其 妾 基 土 拉 所 生 的 后 商 米  

甸 人 （创 二 十 五 2 分 布 在 外 约 但 ， 由

净 押 至 以 东 南 部 的 沙 漠 地 带 。 摩 押 的 长 老  

与 米 甸 人 合 谋 聘 请 巴 兰 咒 诅 以 色 列 （民二  

十二4 - 7 K 可 是 ， 他 们 徒 劳 无 功 ， 后 来

米 甸 人 又 洱 与 搿 押 一 起 诱 惑 以 色 列 人 拜 偶  

像 及 行 奸 淫 （民 二 十 五 1 - 6、 1 4 、 1 5 K  

因 行 诡 诈 被 杀 的 米 甸 妇 人 哥 斯 比  <民二十  

五 8 - 1 8 > , 是 苏 珥 的 女 儿 ； 苏 珥 是 与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联 盟 的 五 个 米 甸 王 之 一 （书十三  

2 1 > , 他 后 来 在 以 色 列 人 攻 击 米 甸 人 的 圣  

战 中 被 杀 （民 三 十 一  8 > 。 在 这 场 战 争 ， 

以 色 列 人 显 然 一 举 打 破 了 亚 摩 利 人 残 余 的  

势 力 ， 因 为 约 书 亚 记 淸 楚 说 明 战 争 的 结  

采 ， 是 流 便 支 派 占 据 了 该 地 （书十三丨 5- 

23) 0

写作目的

民 数 记 写 作 目 的 有 二 。 第 一 ， 它是 一  

本 史 记 ， 记 软 了 以 色 列 人 从 西 乃 山 至 征 战  

迦 南 前 夕 在 摩 押 平 原 的 一 段 时 期 ， 他们在  

西 乃 的 旷 野 和 外 约 但 差 不 多 4 0 年 （主前  

1 4 4 7 / 4 6 - 1 4 0 7 / 6 ) 的 逍 遇 。 本 书 记 述 以  

色 列 人 多 次 失 敗 和 神 多 番 信 实 的 表 现 ， 同 

时 亦 勾 画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领 袖 摩 西 的 伟 大 和  

软 弱 。两 次 的 军 队 点 阅 （第 一 和 二 十 六 章 ） 

成 了 两 次 重 要 历 史 亊 件 的 引 子 ： 第 一 次 是  

准 备 进 入 应 许 地 ， 却 因 以 色 列 人 的 不 信 而  

失 敗 了 。 第 二 次 ， 从 埃 及 出 来 的 那 一 代 以  

色 列 人 全 部 离 世 后 ， 准 备 在 约 书 亚 的 带 领  

下 成 功 地 进 侵 迦 南 ，

第 二 个 目 的 ， 可 用 保 罗 的 话 来 表 达 ： 

“从 前 所 写 的 圣 经 都 是 为 教 训 我 们 写 的 ， 

叫 我 们 因 圣 经 所 生 的 忍 耐 和 安 慰 可 以 得 着  

盼 望 ” （罗 十 五 4 ) ; 此 外 ， 他 又 说 ： “他 

们 遭 遇 这 些 事 都 要 作 为 鉴 戒 ， 并 且 写 在 经  

上 ， 正 是 警 戒 我 们 这 末 世 的 人 。” （林 前  

十 丨 1 > 民 数 记 包 括 有 教 义 、 预 表 和 劝 勉  

几 方 面 （参 林前十 丨 2 > 。 历 史 事 件 中 菹 含  

神 给 人 的 頋 灵 教 训 ， 因 此 ， 这 些 事 件 可 成  

为 基 督 徒 的 范 例 教 材 。

内容提要

笫 一 草

耶 和 华 吩 咐 摩 西 登 记 《一 1 8 > 那 些  

能 打 仗 的 男 丁 （2 、 3 节 ）• 以 色 列 军 队 的  

总数是( 5 ( ) 3 , 5 5 ( )人（第 扣 节 ）• 利 未 人 的  

数 目 没 有 记 在 上 面 （4 7 - 5 4 节 ）， 因 为 他  

们 要 分 别 为 圣 ， 在 会 幕 辛 奉 。

第 二 京

耶 和 华 指 示 摩 西 安 排 各 支 派 安 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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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S 和 前 行 的 次 序 。 会 苽 立 於 荇 盘 中 心 ， 

犹 大 、 以 撒 迦 和 西 布 伦 3 支 派 ， 共 

1 H 6,4(H )人 （第 9 节 > 、 要 在 东 面 安 昔 ； 流 

便 、 西 缅 和 迦 得 3 支 派 ， 共 1 5 1 ，4 5 0 人 

( 第 1 6 节 ）， 要 在 南 面 安 艿 ； 以 法 莲 、 玛  

歌 西 和 便 雅 悯 3 支 派 ， 共 1 0 8 , 1 0 0 人 （第 

2 4 节 要 在 西 面 安 茳 ； 但 、 亚 设 和 聿 弗  

他 利 3 支 派 ， 共 1 5 7，(i O O 人 （第 3 1节 > , 要 

在 北 面 安 营 。

前 行 时 ， 犹 大 等 东 面 3 个 支 派 （第 9 

节 ） 首 先 起 行 ， 然 后 是 流 便 等 南 面 3 个 支  

派 （第 1 6 节 >。 利 未 人 与 会 搏 随 后 起 行  

( 第 1 7 节 > 。 以 法 莲 等 西 面 3 个 支 派 （第 2 4 

节 ） 跟 着 利 未 支 派 ， 但 等 北 面 3 个 支 派  

( 第 3 1 节 ） 则 殿 后 。 这 样 ， 利 未 支 派 前 后  

都 有 两 批 人 夹 护 苕 。

笫 三 牵

利 未 的 曾 孙 、 哥 辖 的 孙 儿 亚 伦 （出 六  

1 6 - 2 0 ) 及 其 后 裔 被 授 任 为 祭 司 ， 於 会 幕  

事 奉 （民 三 2 、 3 > 。 至 於 利 未 其 余 的 后 裔 ， 

即 革 顺 、 哥 辖 和 米 拉 利 家 的 人 ， 要 在 会 幕  

\  服 侍 亚 伦 及 以 后 继 任 的 祭 司 < 5 •丨0节>。 

革 顺 的 子 孙 负 责 看 守 帐 褡 、 眾 棚 和 门 帘 等  

( 2 5 - 2 6 节 > ; 哥 辖 的 子 孙 负 责 看 守 会 菥  

里 的 “家 具 ” （第 3 1节 > ; 而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则 负 责 看 守 帐 蒗 的 板 、 闩 、 柱 子 及 其 他  

搭 建 会 幕 的 用 品 （3 6 、 3 7 节 > 。

神 指 示 摩 西 数 算 利 未 3 个 家 族 的 人  

数 。 革 顺 的 后 裔 ， 共 7 , 5 0 0人 （第 ‘2 2 节 > ， 

要 在 西 面 安 营 ， 即 在 西 面 各 支 派 和 会 菘 中  

间 。 哥 辖 的 后 裔 共 8, 6  0 0 人 （第 2 8 节 〉， 

要 在 南 面 安 营 ， 即 在 南 面 各 支 派 和 会 嵇 中  

间 。 米 拉 利 的 后 裔 共 6 , 2 0 0人 （第 3 4 节 >, 

要 在 北 面 安 营 ， 即 在 北 面 各 支 派 和 会 菘 中  

间 。 庳 西 和 亚 伦 家 族 要 在 东 面 安 营 ， 即 在  

东 面 各 支 派 和 会 苽 中 间 （第 《节 > 。 这 样 ， 

无 论 安 营 的 时 候 或 前 行 的 时 候 ， 会 蒗 都 在  

以 色 列 人 正 中 „

统 计 了 以 色 列 人 中 头 生 的 男 子 之 后 ， 

发 现 人 数 比 利 未 支 派 的 人 数 多 出 2 7 3 人  

( 4  0 - 4  G 节 ）， 而 由 於 利 未 人 是 一 个 赎 一  

个 的 赎 出 以 色 列 的 男 子 ， 那 2 7 3 个 多 出 来  

的 男 孩 ， 便 需 要 用 赎 银 来 赎 出 < 4 6 • 5 1 

节 > 〇

神 指 示 摩 西 说 ， 利 未 人 中 3 0 至 5 0 岁

的 男 丁 才 需 要 在 会 裕 事 奉 〃 统 计 显 示 有  

辖 子 孙 2 , 7 5 (> 人 （第 3 6 节 > 、 革顺子孙 

2 , 6 3 0  A  ( 第 4 0 节  > 、 米拉利子孙 3 , 2 0 0人  

( 第 4 4 节 > ， 共 8 , 5 8 0 人 （第4 8节 >  可以卞 

奉 亚 伦 家 的 祭 司 《•

神 再 吩 咐 祭 司 说 ， 在起行前拆除会幕  

的 时 候 ， 要 把 会 褓 的 “家 具 ” 全部盖好， 

不 要 给 负 责 扛 抬 的 砑 辖 族 人 看 见 （第20 

节  > ， 否 则 他 们 无 论 是 看 见 或 触 m 圣物， 

都 要 死 亡 （丨5、 2 0 节 

第 五 京

为 了 礼 仪 上 的 圣 洁 ， 神要求长大麻风  

的 、 患 漏 症 的 和 因 触 拟 死 尸 而 不 洁 净 的 ， 

都 出 到 营 外 去 ， 直 至 他 们 洁 净 为 止 （1-4 

节 >〇

踉 着 神 又 指 示 那 些 亏 负 人 的 ，要如数 

奉 还 ； 若 被 亏 负 的 人 已 死 ， 则赔款要交给 

祭 司 （5 - 1 0 节 K

最 后 ， 若 一 个 妇 人 被 丈 夫 怀 疑 不 忠 ， 

却 没 有 凭 证 ， 那 妇 人 就 要 喝 苦 水 ，接受考 

验 ， 以 释 她 丈 夫 的 疑 恨 。 祭司要把圣水盛  

在 瓦 器 里 ， 从 帐 m 的 地 上 取 点 尘 土 ，放在 

水 中 ，然 后 给 妇 人 喝 下 去 。若她真的有罪， 

这 水 会 使 她 疼 痛 ， 肚 腹 发 胀 ， 大腿消瘦 

⑴ - 3 1 节 ）。

有 关 拿 细 耳 人 的 条 例 。 拿细耳人是一 

个 向 耶 和 华 许 想 ， 把 自 己分 别为 圣完全 归  

给 神 的 人 。 为 了 明 显 的 表 明 分 别 为 圣 的 地  

位 ， 令 : 细 耳 人 不 可 喝 酒 ， 不 可 剪 发 ，不可 

触 摸 死 尸 （3 - 6 节 ）。 若 他 玷 污 了 自 己 ， 

就 要 按 荇 条 例 ， 行 洁 净 的 礼 仪 （9-12节)• 

当 他 离 俗 的 日 子 满 了 ， 他也要按若条例结  

束 他 的 踅 愿 < 1 3 - 2 1 节 ）。

最 后 ， 神 指 示 亚 伦 和 他 的 儿 子 如 何 为  

以 色 列 会 众 祝 福 （2 2 - 2 7 节 > 。

以 色 列 的 众 首 领 带 了  G 辆 篷 车 和 12P  

公 牛 来 ， 作 搬 运 会 裕 之 用 （第 3 节 ）•_ 

西 给 革 顺 子 孙 2 辆 车 和 4 只 牛 《第 7 节）， 

给 米 拉 利 子 孙 4 辆 车 和 8 只 牛 （第 8 节）• 

哥 辖 子 孙 则 要 用 肩 头 扛 抬 会 嵇 的 “家具’’ 

( 第 9 节  > 。 祭 坛 被 資 抹 后 ， 要 行 奉 献 & 

( 1 0 、 8 8 节 ）， 各 支 派 领 袖 连 续 12 0 * $  

前 行 的 次 序 （参 第 二 章  > ， 把同样 的礼 #  

奉 献 。 神 在 施 恩 座 上 与 摩 西 说 话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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苒 悦 这 些 奉 献 （第 8 9 节 > 。

第八章
神 把 燃 点 会 嵇 7 盏 灯 台 的 权 利 ， 賜 给  

亚 伦 祭 司 节  >。 摩 西 和 亚 伦 按 着 神  

的指示， 鉼 笏 洁 净 之 礼 ， 把 利 未 人 分 别 为  

圣，在 会 济 节 奉 （5 - 2 2节 > 。

讲九荩丨至1 4 节

为 邡 些 不 洁 ， 或 因 在 逾 越 节 出 门 在 外  

的以色列人， 神 荇 许 他 们 迟 1个 月 守 逾 越  

节 （第8 节 ； 参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九窣1 5 作 至 十 窃 1 0 饮

神 在 百 姓 离 开 西 乃 之 前 ， 给 予 诳 后 的  

指示。 当 他 们 # 见 云 彩 从 会 薛 升 起 ， 就要  

准谷起行， 而 当 云 彩 停 住 ， 也 们 就 要 在 那  

1 安 营 （九 1 5 - 2 3 ) 。 若 两 枝 银 号 同 时 吹  

响，以 色 列 人 就 要 聚 集 在 会 菥 门 口 ； 若 单  

吹一枝， 就 只 召 槊 首 领 ； 若 大 声 吹 号 ， 四 

面 的 支 派 就 要 立 即 起 行 （十1-丨〇>。

第十草1 1 作 至 十 叫 存 4 5 节

第 二 大 段 记 载 以 色 列 人 从 西 乃 前 行 至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约 经 过 丨 个 半 月 至 两 个 月  

(参十1 1 , 十 三 2 0 > 。 以 色 列 人 走 过 “大 

而可怕” 的 巴 兰 旷 野 时 （申 一 丨 9 > , 立 即  

就 发 出 怨 言 ， 他 们 在 他 备 拉 （十 一 1-3 >

和 基 博 罗 哈 他 瓦 （ H ----4 - 3 5 ; 诗 七 十 八

26-31, — 〇 六丨3 - 1 5  > 向 神 发 怒 。 米利  

暗 和 亚 伦 质 询 摩 西 为 何 只 有 他 可 以 代 表 神  

向百姓说话， 结 果 神 惩 罚 带 头 毀 谤 的 米 利  

暗，使 她 长 大 麻 风 。 因 笤 摩 西 的 代 求 ， 两 

人 才 得 赦 免 （第 十 二 章  > 。 这 件 亊 引 发 神  

描述 m 与 摩 西 的 关 系 一 段 引 人 注 目 的 话 ， 

神 以 特 殊 的 方 式 向 摩 西 启 示 （十 二

摩 西 从 巴 兰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派 逍 探  

子 窥 探 迦 南 地 （第 十 三 章 申 命 记 一 章  

2 2节 指 出 窥 探 迦 南 地 是 百 姓 的 要 求 ， 摩 

西 是 在 神 的 命 令 下 同 意 了 。 4 〇 日 后 ， 探 

子回来了。 只 有 迦 勒 和 约 书 亚 力 劝 百 姓 进  

伎 迦 南 ， 其 余 丨 〇个 探 子 则 形 容 当 地 人 又  

布又大， 是 他 们 难 以 敌 对 的 。 以 色 列 人 在  

极 苒 沮 丧 之 下 ， 欲 乘 石 头 打 死 迦 勒 和 约 书  

亚 （十四丨0 但 神 忽 然 以 荣 光 在 会 苽 中  

向 众 人 显 现 ， 制 止 了 这 恶 行 。 神 在 踩 怒 中  

起 皙 （十 四 ‘2 1 ; 参 来 三 7 至 四 1 〇 ) 说 ， 除 

了 迦 勒 和 约 书 亚 以 外 ， 那 一 代 没 有 人 能 进  

入 应 许 之 地 （十 四 2 丨• 3 5  >。 祂 又 击 杀 了  

那丨0个 不 信 的 探 子 （十 四 3 7 > • 以 色 列 人

旮 失 地 不 顾 忡 的 命 令 （申一  4 2 ) ， 留下摩  

西 和 约 柜 在 茜 中 ， 捫 自 进 伎 迦 南 。 住在山  

地 的 亚 玛 力 人 和 迦 南 人 就 出 来 攻 击 他 们 ， 

“追 赶 你 们 ， 如 蜂 拥 一 般 ， 在 西 珥 杀 退 你  

们 ， 直 到 何 珥 玛 。” （申一*14)

以 色 列 人 就 留 在 那 地 ， 各 支 派 敝 居 於  

周 围 的 水 泉 和 绿 洲 附 近 （申 一 4(5) •十五  

章 1 节 至 二 十 一 章 2 0 节 记 载 以 色 列 人 3 8年 

在 旷 野 的 飘 流 。 大 部 分 时 间 可 能 都 是 在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附 近 活 动 （申 一 4 6 > 。

第 十 五 京

这 里 有 更 多 的 献 祭 条 例 （卜2 1 节 ）， 

也 指 出 百 姓 犯 罪 应 得 的 惩 罚 < 2 2 - 2 9节 > 。 

若 有 人 故 意 违 抗 神 的 命 令 ， 他 就 必 从 民 中  

剪 除 ： 这 亵 渎 的 态 度 没 有 赎 罪 的 机 会  

( 3 0 - 3 1节 h 违 反 安 息 日 的 人 也 要 被 打 死  

(32-3(3节 ），也 许 这 是 先 前 的 律 法 的 一 个  

案 例 。飛 后 ，为 了 帮 助 以 色 列 人 遵 守 律 法 ， 

神 指 示 他 们 在 衣 服 边 上 钉 上 蓝 色 带 子 ， 作 

为提租：< 3 7 - 4 1节 > 。

笫 十 六 草

可 拉 不 服 亚 伦 的 大 祭 司 职 任 ， 而 大  

坍 、 亚 比 兰 和 安 则 不 服 摩 西 的 领 导 地 位  

( 1 - 1 4节 ）。 神 照 着 摩 西 所 求 ， 使 地 开 口 ， 

把 这 些 叛 变 的 人 吞 灭 了 （第 3 2 节 ； 参申  

九 6 ; 诗 一 〇 六 1 6 - 1 8 )。 新 约 （犹丨丨）把 

可 拉 视 为 不 服 权 柄 的 叛 徒 的 典 型 例 子 。

民 数 记 二 十 六 章 丨 丨 节 说 可 拉 的 众 子  

没 有 与 他 一 同 灭 亡 。 后 来 圣 殿 的 乐 师 中 有  

可 拉 的 后 裔 ， 作了丨2 首 可 拉 的 诗 （诗四  

十 二 至 四 十 九 ，八 十 四 ，八 十 五 ，八 十 七 ， 

八 十 八  >。 这 些 可 拉 后 裔 的 祖 先 可 能 就 是  

可 拉 的 儿 子 -  

笫 十 七 窃

神 又 吩 咐 各 支 派 的 领 袖 ， 毎 人 取 一 根  

杖 来 ， 合 共 1 2 根 ，在 上 而 写 上 支 派 的 名  

字 （亚 伦 的 名 字 在 利 未 支 派 的 杖 上  > , 然 

后 把 杖 存 在 会 搏 中 。 第 二 天 ， 亚 伦 的 杖 发  

芽 开 花 ， 并 结 出 熟 杏 ， 证 明 亚 伦 有 特 殊 的  

大 祭 司 位 分 。

節 十 八 、十九車

这 里 又 再 列 出 祭 司 的 律 例 u 在 十 八 章  

1 至 7 节 ， 神 指 出 亚 伦 和 他 的 儿 子 耍 全 权  

负 责 祭 司 的 职 务 ； 这 是 前 一 章 的 自 然 结  

论 。 利 未 人 要 协 助 亚 伦 及 亚 伦 家 的 祭 司  

( 第 节 K 由 於 利 未 支 派 没 有 产 业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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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 活 就 得 筇 百 姓 的 奉 献 来 纟 隹 持 （8 - 2 0  

节 >〇

十 九 章 丨 至 2 2 节 是 有 关 “除 污 秽 的 水 ” 

的 指 示 ， 这 水 是 要 除 去 礼 仪 上 的 不 洁 。 若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触 撗 了 死 尸 ， 成 为 不 洁

除 污 秽 的 水 洒 在 他 身 上 ， 使 他 的 “罪 ” 得 

以 洁 除 < 9 、 丨7节>。

笫 二 十 京

再 次 来 到 寻 的 旷 野 南 边 的 加 低 斯 ； 米 利 暗  

在 那 里 死 了 ， 并 埋 葬 了 （第 1 节 ）。 根 据  

第 三 十 三 章 的 安 苕 记 录 ， 以 色 列 人 自 离 开  

这 地 至 今 ， 曾 在 1 8 个 地 方 安 营 （参 三 十  

三 m u

水 （8 - i i 节 > ; 但 由 於 摩 西 和 亚 伦 违 背  

了 神 的 命 令 ， 神 宣 告 不 许 他 们 两 人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进 入 应 许 地 （丨2 、 ‘2 3 、 2 4 节 > 。

本 章 结 束 前 ， 记 述 以 东 人 拒 绝 以 色 列  

人 穿 过 他 们 的 领 土 （丨4 - 2丨节）， 以 及 亚  

伦 死 在 以 东 边 境 的 何 两 山 （2 ‘2 至 2 9 节 > ， 

那 时 是 第 四 十 年 的 第 五 个 月 （三 十 三 3 8 > 。 

亚 伦 的 儿 子 以 利 亚 撒 接 续 他 作 大 祭 司 。 

第 二 十 一 窣

以 色 列 人 迅 速 地 战 胜 了 亚 拉 得 人 之 后  

( 1 - 3 冇 ）， 就 向 南 行 绕 过 以 东 ,， 以 色 列 人  

厌 烦 神 和 摩 西 ， 并 表 示 对 神 所 供 应 的 吗 哪  

感 到 厌 恶 。 耶 和 华 使 毐 蛇 进 入 营 中 ， 咬 死  

许 多 人 。 但 神 又 命 令 摩 西 制 造 一 条 铜 蛇 ， 

挂 在 杆 子 上 。 凡 仰 望 铜 蛇 的 ， 就 得 着 医 治  

( 4 - 1 0 节  > 。 以 色 列 人 保 存 了 这 铜 蛇 ， 后 

来 希 西 家 把 它 打 晬 了 ， 因 为 那 时 以 色 列 人  

视 之 为 偶 像 （王 下 十 八 4 )。 到 新 约 时 期 ， 

耶 稣 以 昔 日 这 些 可 恶 的 罪 人 仰 望 祂 ， 就 得  

了 医 治 ， 类 比 人 若 凭 信 心 仰 望 池 ， 也 可 以  

得 救 （约 三 丨 4 、 丨5 >。

离 开 后 ， 以 色 列 人 就 上 亚 拉 巴 ， 横 过  

撒 烈 谷 ，向 东 绕 过 摩 押 ，府 后 渡 过 亚 嫩 河 ， 

进 入 亚 麽 利 人 的 境 界 。 他 们 续 向 北 行 ， 安 

营 在 毗 斯 迦 （丨()-川节

当 时 ， 以 色 列 人 开 始 传 占 外 约 但 。 他  

们 击 收 了 希 实 本 王 西 宏 < 2 丨-3 丨节）， 跟  

荇 很 快 又 击 畋 了 巴 珊 王 胍 （3 3 5 节 ），

并 在 雎 押 平 原 安 哲 （二 十 二 丨 K 这 地 是

民 数 记 的 记 述 ， 以 及 申命 记 和 约书 亚 记 〜  

至 三 章 记 述 的 背 班 。 我们可以说旷野的規  

流 到 此 已 结 束 了 。

那 时 也 综 述 了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迦 南 之 前  

的 賊 灵 境 况 。 民 数 记 淸 楚 指 出 ， 离开埃及 

那 一 代 的 人 ， 除 了 约 书 亚 和 迦 勒 之 外 ，铈 

因 背 叛 、 不 信 和 不 守 神 的 约 而 死 在 旷 野 里  

< 参 摩 五 2 5 > 。 在 旷 野 出 生 的 男 孩 ，没有 

— 个 受 过 割 礼 （书 五 2 - 9 ) 。 诗篇第九十 

篇 强 调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里 ， 是在神的 *怒  

之 下 ， 以 色 列 人 就 在 这 可 怜 的 賊 灵 境 况 之  

下 ， 来 到 了 摩 押 平 原 。

第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叫 饫

摩 押 王 巴 勒 惧 怕 以 色 列 人 ， 就联同米 

甸 人 聘 请 假 先 知 巴 兰 来 咒 诅 以 色 列 。巴兰 

因 为 贪 财 就 答 应 了 （彼 后 二 丨 5 ; 犹 11), 

但 神 制 止 了 他 ， 使 他 在 4 次预言中祝福以  

色 列 （二 十 三 7 - 1 0 、 1 8 - 2 4， 二十四 3-9, 

1 5 - 1 9 ) ， 并 预 言 摩 押 、 以 东 、 亚玛力 

< 二 十 四 2 0 > 、 基 尼 人 （二 十 四 2 1 ) 和亚 

述 （二 十 四 2 4 > 的 灭 亡 。 这 样 ，巴勒和 

巴 兰 就 分 开 了 。 巴 兰 和 米 甸 人 同 谋 ，弓丨诱 

以 色 列 人 拜 偶 像 和 行 淫 （三十一丨 6)。这 

样 ， 巴 勒 虽 然 未 能 使 耶 和 华 向 以 色 列 发  

怒 ， 巴 兰 却 成 功 了 （第 二 十 五 章 > 。

第 二 十 五 京

以 色 列 人 与 摩 押 人 一 同 拜 偶 像 、行連 

乱 ， 得 罪 神 （1 - 3 节 > 。 非尼哈为执行神  

的 命 令 ， 杀 灭 犯 罪 的 以 色 列 人 ，杀了正在 

行 淫 的 心 利 和 哥 斯 比 ； 哥斯比是米甸王的  

女 儿 （4 - H 节 } 。 神藉 此 亊 向 米 甸 人 发动  

— 场 圣 战 （1 6 - 1 8 节 ； 参 第 三 十 一 聿 K  

第 二 十 六 窃

耶 和 华 吩 咐 靡 西 数 点 能 与 敌 人 争 战 的  

第 二 代 以 色 列 人 ， 总 数 是 6 0 1  ,730人 （第 

5 1 节  > , 比 第 一 次 数 点 的 数 目 少 了 M ‘20 

人 。 人 数 虽 比 第 一 代 的 以 色 列 人 少 ，他们 

终 於 也 征 服 了 迦 南 ， 可 见 以 色 列 人 若 於 $ 

年 在 加 低 斯 的 时 候 就 顺 服 神 ， 便不会浪 

了 3 8 年 的 光 阴 。

至 於 利 未 人 ， 丨 个 月 以 上 的 男 子 ，# 

2 3 , 0 0 0  名 < 5 7 - 6 2 节 ）。

第 二 十 七 京

基 於 西 罗 非 哈 众 女 儿 的 要 求 ，神准# 

她 们 承 受 父 亲 的 产 业 ， 因 为 她 们 的 父  

有 儿 子 。 耶 和 华 又 指 示 以 色 列 人 ，可以15

U l - H i 节 > ， 神 就 吩 咐 祭 司 把 特 别 调 配 的

旷 野 飘 流 第 四 十 年 的 首 月 ， 以 色 列 人

这 次 会 众 又 因 水 源 不 足 ， 再 次 发 怨 言  

< 第 2 节  >。 摩 西 在 神 的 指 示 下 ， 命 磐 石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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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况 来 决 定 产 业 的 继 承 权 （】- H 节 ）》

沖 告 诉 摩 西 说 他 将 要 死 在 亚 巴 琳 山  

上，睁 西 就 要 求 神 立 一 个 领 袖 继 承 他 。 神 

拣选 了 约书 亚 ， 摩 西 就 立 他 为 领 袖 （12- 

23节）•

餌 二 十 八 至 二 十 九 尕

摩 西 颁 市 不 同 节 期 应 献 的 祭 等 律 例 。 

筘三十尕

神 指 示 摩 西 颁 布 许 愿 的 条 例 。 男 人 许  

了想，就 不 能 食 言 （第 2 节 > ; 但 女 子 许  

了想，若 负 责 照 顾 她 的 男 人 （父 亲 或 丈 夫 > 

认为她伢莽，就 可 以 取 消 这 ®  ( 3 -丨6 节 ）。 

笫三十一取

这 一 章 叙 述 了 二 十 五 章 1 6 至 1 8 节 向  

米 甸 人 发 动 的 圣 战 。 非 尼 哈 领 着 1 2 , 0 0 0  

名战士，打 畋 了 米 甸 人 ， 杀 了 巴 兰 及 米 甸  

的 五 王 和 许 多 男 丁 （三 十 一  1 - 8 > 。 以 色  

列 人 把 米 甸 妇 女 和 孩 童 俘 掳 了 ， 但 摩 西 命  

令 他 们 将 所 有 男 孩 和 已 出 嫁 的 女 子 杀 死  

(9•丨8节 > 。 然 而 ， 我 们 不 要 以 为 米 甸 已  

完全遭毁灭， 因 为 在 士 师 时 期 ， 米 甸 人 仍  

| 是 以 色 列 的 一 个 强 敌 （士 六

战 争 结 束 后 ， 神 吩 咐 士 兵 要 诘 净 自  

己，所 有 衣 物 和 战 利 品 都 要 洁 净 ， 才 好 进  

营 （丨9 - 2 4节 > 。 跟 着 ， 又 命 他 们 把 战 利  

! 品分成两半， 并 将 士 兵 所 得 一 半 的 ％ 交 给  

| 大 祭 司 ，作 为 奉 献 给 耶 和 华 的 供 物 。 另一  

半的％交 给 利 未 人 ， 其 余 就 由 留 在 营 中 的  

以 色 列 人 平 分 （2 5 - 3 丨节>。

3 2至 4 7 节 记 下 了 分 成 两 半 的 战 利 品  

的数® ， 以 及 交 给 以 利 亚 撒 和 利 未 人 的 数  

9L 有 人 认 为 所 载 的 数 目 太 大 ， 不 像 是 实  

数，但 没 有 证 据 可 否 定 这 些 数 字 。

由 於 战 争 中 没 有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被 杀  

(第 "节  并 为 了 赎 罪 （第 5 0 节 > ， 各军  

长 就 把 金 器 交 给 摩 西 和 以 利 亚 撒 作 供 物 。 

摩 西 和 以 利 亚 撒 把 金 子 带 进 会 蓓 ，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作 为 以 色 列 人 的 纪 念 （4 8 - 5 4节 > 。 

笫三十二窃

由 於 流 便 、 迦 得 、 和 玛 拿 西 半 个 支 派  

的要求， 摩 西 把 外 约 但 的 地 区 分 给 他 们 ， 

但 要 求 他 们 仍 协 助 其 他 支 派 侵 占 迦 南 》

H T 西 迫 切 地 恳 求 耶 和 华 改 变 心 意 ，准 

许 他 进 入 应 许 地 （申 三 2 3 - 2 7 ) , 可 是 神  

只 简 单 的 回 答 ： “罢 了 ， 你 不 要 向 我 再 提  

这 亊 （申三 2 6 >

笫 三 十 三 帘

摩 西 按 照 神 的 命 令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至 摩 押 平 原 的 旅 程 记 录 下 来 • 这 是 摩 西  

为 民 数 记 作 者 的 一 个 内 证 。

第 三 十 叫 饫

神 指 示 了 应 许 地 的 地 界 。 南 界 由 死 海  

南 端 ，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南 面 ， 转 上 埃 及 河  

( 阿 里 殊 河 ），直 通 至 地 中 海 为 止 （三十  

四 3 - 5 > 。 西 界 为 地 中 海 海 岸 （第 6 节 > 。 

北 界 是 从 地 中 海 向 东 延 伸 至 哈 马 ， 在奥朗  

底 河 的 源 头 （7 - 9节 > ; 北 界 要 到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时 期 方 可 达 至  < 撒 下 八 3 - 1 2 ; 王 

上 八 6 5 > 。 东 界 是 一 条 垂 直 线 ， 沿 着 约 但  

河 谷 北 上 至 北 界 为 止 （1 0 - 1 2 节 > , 九个  

半 支 派 就 要 在 这 范 围 内 分 取 地 业 （13-15 

节 >〇

跟 © 耶 和 华 又 拣 选 了 在 征 服 迦 南 后 ， 

负 责 分 地 给 约 但 河 西 各 支 派 的 人 （16-29 

节 >»

第 三 十 五 仿

神 又 指 示 以 色 列 人 把 约 但 河 东 西 两 岸  

共 4 8 座 城 ， 给 予 利 未 人 作 永 远 的 产 业  

( 1 - 8节 因 为 利 未 支 派 没 有 分 取 地 业 。

各 支 派 分 出 来 的 城 的 数 目 ， 则 视 他 们 地 业  

范 围 的 大 小 而 定 （第 8 节 ）。 利 未 人 又 要  

分 出 6 座 城 ， 约 但 河 东 西 每 边 各 3 座 城 ， 

划 为 “逃 城 ”， 使 误 杀 人 的 可 以 逃 到 那 里  

( 第《节 ； 参 书 二 十 〉。

跟 笤 是 有 关 杀 人 犯 的 律 法 （9 - 3 4节 K  

若 有 人 故 意 谋 杀 ， 报 血 仇 者 就 有 权 向 他 执  

行 死 刑 （1 6 - 2 1节 >。 然 而 ， 若 杀 人 者 是  

无 意 的 ， 他 就 要 逃 到 附 近 的 逃 城 接 受 审  

讯 。 若 被 判 为 无 罪 ，就 要 留 在 逃 城 里 ， 直 

至 大 祭 司 离 世 。 他 若 在 大 祭 司 离 世 前 走 出  

逃 城 、 报 血 仇 者 随 时 可 以 把 他 杀 死 （22 - 

3 4 节 ）。 明 显 地 ， 受 圣 裔 的 大 祭 司 之 死  

( 2 5节 成 了 杀 人 者 的 代 赎 罪 价 0 

第 三 十 六 草

玛 拿 西 的 领 袖 基 於 第 二 十 七 章 订 立 的  

产 业 继 承 法 ， 询 问 女 继 承 者 能 否 嫁 给 别 支  

派 的 人 ， 这 样 会 把 承 继 的 产 业 归 给 了 丈 夫  

的 支 派 。 於 是 ， 神 指 示 女 继 承 者 必 须 嫁 给  

同 支 派 的 人 （1 -1 2 节 > 0

本 书 M 后 1节 指 出 ， 上 述 是 神 在 摩 押  

平 原 颁 布 的 律 例 典 章 （二 十 六 1至 三 十 六  

1 2 ; 参 利 二 十 七 3 4 > 。



教 导

民 数 记 显 出 神 是 信 实 不 变 的 守 约 之 神  

( 二 十 三 1 9 > 。 池 佶 守 圣 约 的 表 现 ， 一 方  

面 在 於 引 领 和 关 顾 池 的 子 民 ， 另 一 方 面 也  

在 於 惩 罚 他 们 背 叛 的 罪 。 然 而 ，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 可 以 阻 得 他 带 领 子 民 进 入 应 许 地  

( 民 十 一 2 3 > 。

神 透 过 严 厉 地 惩 罚 以 色 列 的 罪 和 锘 着  

众 多 的 律 例 典 章 ， 彰 显 了 他 可 畏 的 圣 洁 。 

律 法 淸 楚 指 示 ， 人 要 到 神 面 前 来 ， 必 先 洁  

净 自 己 。 即 使 以 不 诘 的 眼 目 观 望 神 的 圣  

洁 ， 也 会 遭 杀 灭 （民 四 ‘2 0 > 。

他 对 生 活 上 最 微 小 的 地 方 也 关 注 ， 显 

示 祂 是 人 生 命 的 主 宰 “耶 和 华 晓 谕 摩 西  

说 ” 一 语 ， 出 现 了 超 过 5 0 次 ， 而 晓 渝 的  

内 容 是 关 乎 各 方 面 的 事 情 。

神 是 立 约 的 主 ， 这 方 面 显 示 了 新 约 基  

锊 的 特 性 。 神 的 恩 福 和 信 实 ， 反 映 了 新 约  

基 锊 的 特 色 还 有 ， 摩 西 先 知 性 的 领 导  

( 徒 七 3 7 、 38 > 和 代 求 的 工 作 （例 ： 民十  

一  2 ， 十 二 1 3 ， 十 四 1 9 > ， 亚 伦 的 祭 司 职  

任 （例 ： 民 十 六 > 、 祭 牲 的 奉 献 （参 民 十  

九 9 ; 来 九 丨 3 > 和 各 种 象 征 （叫 哪 、 水 、 

铜 蛇 ） 等 ， 都 预 示 了 将 来 的 基 督 。

至 於 以 色 列 人 对 神 的 回 应 ， 展 示 了 人  

的 罪 性 和 不 信 。 以 色 列 人 的 飘 流 就 是 不 信  

的 后 果 。 以 色 列 人 所 受 的 惩 罚 ， 印 证 了 民  

数 记 三 十 二 章 2 3 节 的 箴 言 ： “要 知 道 你 们  

的 罪 必 追 上 你 们 。” 民 数 记 有 力 地 指 出 ， 

人 只 有 相 信 和 倚 旗 神 ， 才 能 得 着 平 安 与 祝  

福 ； 只 有 祂 可 以 把 人 带 进 安 息 之 所 （来 四  

9 > 。

R o b e r t  L.  R e y m o n d  

#  ••仓| j世 i 己 - 2 4 8 ;  ■ 出 埃 及 i 己 - 2 3 0 :  

- 單 己 - 8 8 7 : - 串 命  i 己 - 1 2 6 8 :  " / «  ®  ~

1 0 6 6 :  • 底 本 说 • 3 0 6 :  ••旷 野 积 流 • 8 4 2 。

参 考 书 目 ： P .  J .  B u d d .  A / t y m t o e r s ;  M.  

N o t h .  N u m b e r s ;  N .  H .  S n a i t h .  L e v i t i c u s  

a n d  N u m b e r s ;  R . A . W a t  s o n .  The  B o o k  o f  

N u m b e r s :  G . W e n h a m ,  N um be 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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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利 未 人 ， 协 助 音 拿 的 儿 子 可 利 ， 

把 “献 与 耶 和 华 的 供 物 ” 分 发 给 犹 大 各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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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祭 司 （代 下 三 十 一 丨 4 、 丨5>。

悯挪太
Meonothai
m T n n u 6  t ^i

犹 大 支 派 俄 陀 莜 的 儿 子 （代上四丨3(

M  〇

铭刻
Inscriptions
m i n g  k 6

这 名 词 用 以 形 容 古 代 的 书 写 方 式 ， ft 

是 写 在 耐 久 的 材 料 上 ， 例如是石板或庞  

版 ， 并 非 写 在 一 般 容 易 腐 蚀 、损毀的物® 

上 ， 例 如 是 蒲 草 纸 或 羊 皮 纸 。 圣经中间有 

提 及 铭 刻 „ 举 例 来 说 ， 十诫是刻在石版上

< 出 三 ^ ----1 8 > 给 予 雎 西 的 ， 其后约书I
将 之 刻 在 石 头 上 ， 立 在 示 剑 （书八 32) .  

在 示 剑 的 发 掘 区 ， 韦 特 发 现 了一 块大石 ， 

是 准 备 用 作 铭 刻 的 。 基於该石块所在的石  

层 ， 他 推 断 是 厲 於 约 书 亚 时 代 之 物 。这块 

石 也 许 仍 存 留 在 该 处 。 神用指头写给巴比 

伦 王 伯 沙 撒 的 信 息 ， 就铭刻在他王宫的墙  

上 （但 五 24  >。 在 雅 典 的 市 集 里 ，保罗看 

到 有 一 座 坛 ， 上 面 刻 荇 给 “未识之神”的 

字 句 （徒 十 七 2 3 > 。 启示录提及以色列十  

二 个 支 派 的 名 字 ， 均 刻 在 天 城 的 门 上 （启 

二 十 一 12> 〇

古 时 的 铭 刻 ， 都可以在不同的历史年  

代 中 发 现 ， 并 使 用 不 同 的 语 文 。其中包括 

有 埃 及 、 巴 比 伦 、 波 斯 、 希 腊 、拉丁、希 

伯 来 、 亚 兰 、 拿 巴 提 、 摩押及其他语文.  

呰 经 有 一 段 时 期 ， 对五经是否出於摩西之  

手 ， 出 现 激 烈 的 争 辩 ， 因为当时的人还未 

懂 得 书 写 。 在 赛 拉 比 卡 旦的 绿 松 石 矿 所 发  

现 的 铭 刻 ，可 追 溯 至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故此， 

这 些 铭 刻 便 推 翻 了 上 述 未 有 实 据 的 宜 称  

除 此 以 外 ， 舍 费 尔 在 拉 斯 珊 拉 所 现 的 《 

版 ， 约 是 主 前 1 4 ( ) 〇 年 的 文 物 ， 证明？M  

一 段 时 期 的 文 学 活 动 。 而 且 ， 在艾伯抑  

近 发 现 的 泥 版 所 述 的 亦 然 ， 这些泥版还表 

早 约 1 , 0 0 0年 。

在 任 何 地 方 或 位 哲 差 不 多 都 可 以 发  

现 铭 刻 ， 但 是 ， 飛 常 见 的 是 在 会 堂 、 fi 

会 违 筑 物 和 回 教 寺 的 地 面 。 还有集会 r  

场 的 行 人 道 、 公 共 违 筑 物 的 墒 ，标明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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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 石 块和 H 像 、 石 碑 及 纪 念 饰 板 、 趙 

穴和石棺， 以 及 罗 马 里 程 碑 。 要 列 出 一  

张i羊 尽 的 项 目 表 ， 实 在 没 有 可 能 ， 但 是  

- 些 有 代 表 性 的 样 本 则 可 见 现 存 不 同 的  

铭刻资料-

v, \ i i l l H〇! n ( ：̂PiV；d r A D \ U T i . \ K \ ；V'.V , 

i'狄側祕•!*8狀_朋秘娜"、•' ( 
说JJ MWMmMWtfMCCUlil雜 ;
'：；?：-：« y.'.s；'««!'!,\m̂ ownA ̂ inAirî ''̂  j
'V叫 ‘1姊吸胞服肥

V : \ \ \淑胳歸1舰 Ai;(吵
_ 継 __嫌 :<(
• ▲ 丨丨_■*_ r_ ri __■ __丨 _丨 , 一 ‘一  一.

在 加 利 利 海 东 北 面 的 一 个 罗 马 浴 场 加 得 发

现的碑文

碑铭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 埃 及 的 法 老 王 每 纳 他  

为 了 纪 念 他 战 胜 了 海 上 民 族 ， 就 在 一 块 黑  

色 的 花 岗 岩 石 碑 上 铭 刻 其 战 胜 的 事 迹 。 其 

中 有 “以 色 列 地 荒 凉 ” 这 句 话 ， 这 话 是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以 外 提 及 以 色 列 的 最 早 证 明 。

在 一 块 刻 有 摩 押 文 的 石 上 ， 有 提 及 以  

色 列 王 暗 利 （王 上 十 六 丨 6 - 3 0 > 。 这 块 石  

可 追 溯 至 摩 押 王 米 沙 的 统 治 末 期 ， 大 槪 是  

主前8 3 0 年 。 它 在 18(38年 的 底 本 发 现 ， 内 

文 记 录 了 摩 押 王 叛 变 成 功 ， 抵 抗 了 以 色 列  

人的压迫。

在 波 斯 又 发 现 另 一 块 碑 铭 ， 是 在 贝 希  

斯 敦 山 的 斜 坡 上 。 碑 铭 上 刻 有 3 种 文 字  

( 古 波 斯 文 、 以 拦 文 、 亚 甲 文  > , 记 录 了  

大 利 乌 一 世 的 辉 煌 亊 迹 ， 也 成 为 解 开 这 些  

古 代 禊 形 文 字 的 钥 匙 。

亚 述 王 撒 纟 曼 以 色 三 世 ， 将 其 极 初 6 次 

出 征 的 悄 况 刻 在 一 块 竖 立 的 石 碑 上 。 这 铭  

碑在丨H 6 丨年， 於 底 格 里 斯 河 的 库 哈 发 现 „ 

这 石 碑 的 前 后 均 刻 有 楔 形 文 字 ， 这 些 文 字  

是 写 在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的 浅 浮 雕 上 。 这 位 亚  

迷 王 亦 设 立 了 一 座 黑 色 的 方 尖 形 石 碑 ， 高 

6 % 呎 ， 上 面 描 绘 了 他 战 胜 其 他 君 王 的 亊  

迹。其 中 有 以 色 列 王 耶 户 ， 在 从 上 而 下 的  

第 二 个 嵌 格 内 刻 有 图 像 ， 耶 户 俯 伏 在 亚 述  

王 面 前。 这 是 飛 早 期 的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图

像 ， 也 是 唯 一 已 知 由 同 代 人 所 刻 的 以 色 列  

王 图 像 。 在 图 像 上 刻 卷 ： “B g 利 的 儿 子 ，

耶 户 致 敬 ....。” 这 铭 刻 可 追 溯 至 主 前 九

世 纪 中 期 -

历史记录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区 ， 古 时 的 帝 王 经 常  

把 重 要 的 审 件 或 宣 告 ， 记 录 在 石 块 或 泥 版  

上 。 一 个 显 著 的 例 子 就 是 一 座 棱 形 的 泥  

模 ， 其 中 栽 有 西 拿 基 立 年 鉴 的 最 后 版 ， 日 

期 追 溯 至 主 前 6 9 丨年。 它 呈 六 边 形 ， 商 

1 5 吋 ， 阔 6 吋 ， 每 边 都 刻 有 楔 形 文 字 。 这 

些 铭 刻 述 说 ：“犹 太 人 希 西 家 （犹 大 的 王 >， 

不 顺 服 於 我 …… 他 本 身 就 像 笼 中 鸟 ， 我把  

他 关 在 耶 路 撒 冷 、 他 的 王 城 中 …… （参 

王 下 十 八 ； 赛 三 十 六 至 三 十 九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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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在 巴 比 伦 人 之 中 ， 没 有 像 亚 述 王  

所 写 的 年 鉴 ， 但 我 们 也 发 掘 了 一 些 写 在 泥  

版 上 的 编 年 史 ： 所 记 我 的 日 期 ， 是 由 主 前

年 至 主 前 3 3 9 年 ， 即 巴 比 伦 畋 亡 於 古  

列 之 时 。 其 中 一 项 巴 比 伦 的 编 年 史 ， 记 载  

了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攻 陷 耶 路 撒 冷 的 正  

确 日 期 ， 那 就 是 主 前 5 9  7 年 3 月 1 6 日 （参 

王 下 二 十 四 丨 0 - 1 7 > 。

主 前 ：5:59年 ， 巴 比 伦 被 波 斯 王 玛 代 人  

古 列 所 吞 并 。 这 件 事 不 仅 在 圣 经 中 提 及  

( 拉 一  1 - 3 > , 同 时 也 记 录 在 一 个 桶 形 的 泥  

往 上 。 这 泥 拄 有 9 吋 长 ， 刻 有 楔 形 文 字 ， 

珐 拽 於 古 列 统 治 的 时 期 。 上 面 提 及 他 的 政  

策 ， 就 是 准 许 被 俘 掳 的 人 ， 重 建 他 们 的 城  

市 及 庙 宇 。 这 样 便 解 释 了 他 为 何 鼓 励 ， 并 

资 助 犹 太 人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 使 他 们 可 以 重  

迮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所 毀 坏 所 罗 门 时 代 的 圣 殿  

( 拉 一 2 - 4 )。

埃 及 的 法 老 很 喜 欢 把 他 们 的 辉 煌 亊  

迹 ， 用 象 形 文 字 写 在 庙 宇 及 墓 穴 的 垴 上 。 

他 们 一 般 是 把 文 字 刻 在 石 上 ， 然 后 涂 上 油  

彩 。 其 中 最 有 趣 的 是 示 撒 把 他 入 侵 以 色 列  

地 的 情 况 ， 雕 刻 在 卡 勒 的 亚 扪 庙 宇 中 一 个  

庭 院 南 面 的 墙 上 。

墙 上 至 今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超 过 7 5 个 城  

市 的 名 字 ，其 中 包 括 了 米 吉 多 。这 个 发 现 ， 

使 圣 经 有 关 示 撒 的 侵 略 及 征 服 米 吉 多 的 记  

录 ， 加 添 了 历 史 趣 味 （王 上 十 四 2 5 、 

2 6 ; 代 下 十 二 2 - 1 0 > 。 并 且 在 考 古 学 上 ， 

成 为 肯 定 此 城 市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受 到 破 坏 及  

火 烧 的 证 据 。

神 话 、史诗和传说
现 存 有 许 多 的 文 稿 记 录 ， 包 括 了 埃 及  

人 、 苏 默 人 、 亚 甲 人 、 赫 人 和 迦 南 人 的 传  

说 资 料 。 这 些 文 稿 均 收 集 在 普 里 査 得 《古 

代 近 东 文 献 》 中 。 其 中 最 有 趣 及 跟 圣 经 有  

关 连 的 ， 就 是 吉 加 墨 斯 史 诗 ； 那 是 亚 述 人  

所 记 载 有 关 洪 水 的 故 事 ， 与 创 世 记 六 至 九  

章 类 同 。 在丨2 块 亚 甲 文 泥 版 中 ， 第 十 一  

块 记 栽 了 洪 水 的 故 事 ， 并 且 讲 述 乌 纳 比 士  

廷 （与 圣 经 中 的 挪 亚 相 似 ） 在 洪 水 期 间 的  

经 历 。 除 了 一 些 显 著 的 分 别 之 外 ， 它 的 记  

载 与 创 世 记 的 记 载 有 许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 吉 

加 墨 斯 史 诗 也 有 其 他 版 本 ， 都 是 主 前  

1 0 0 0 年 以 前 的 。 其 中 有 巴 比 伦 、 苏 默 、

赫 及 胡 利 等 版 本 。 亚 甲 釵 述 的 原 文 ， q  

详 尽 和 著 名 的 。 普 里 査 得 认 为 它 是 主  

2 〇 〇 〇 年 左 右 的 文 献 。 我们所拥有的頃文  

是 在 尼 尼 微 的 亚 述 巴 尼 帕 图 书 馆 内 找 _  

的 。

官式文告
当 古 代 的 君 王 或 官 员 耍 发 表 愔 久 的 x  

告 ， 就 会 把 文 告 雕 刻 在 石 头 上 或 嵌 铕 出  

来 。 在 1 8 7 8 年 ， 发 现 了 一块 铭 刻 的 云石  

版 ， 那 是 来 自 聿 撒 勒 城 ， 其时可追溯至事 

老 丢 统 治 期 （主后4 1 - 5 4 >•。 它记软了对 

盗 墓 及 亵 渎 蓰 地 的 轚 告 。 这项罪行的刑  

是 死 刑 。 这 块 云 石 版 可 能 亦 反 映 了 革 老 J  

在 罗 马 作 王 时 ， 面对有关基督所引发的问  

题 （绥 屯 纽 著 ： 《革 老 丢 > 2 5 >  ; 此亊引 

致 犹 太 人 被 逐 出 首 都 （徒 十 八  >。问g 的 

关 键 在 於 罗 马 的 基 督 徒 宣 扬 基 督 的 复 活 .

甚 至 在 圣 殿 也 有 发 放 文 告 。 约瑟夫提 

及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犹 太 圣 殿 ， 那围络殿的矮 

墙 ， 是 有 固 定 距 离 的 石 版 ， 上面刻有希明 

文 及 拉 丁 文 ， 以 轚 告 进 入 殿 中 的 外 邦 人  

< <  犹 太 战 争 录  > 5.1 9 3 - 3 4 ;  6.1 25-26; 

《犹 太 古 史 > 1 5 . 4 1 7 〉。 其后发现了两块  

有 关 这 些 警 吿 的 碎 片 。 其中一块是克孟甘  

诺 在 1 8 7 1 年 发 现 的 ， 上 面 写 着 ：“外人不 

得 进 入 环 绕 圣 所 的 栏 杆 及 路 基 之 内 。违5 

者 若 被 捕 获 ， 要 自 负 死 罪 之 责 。”罗马政 

府 准 许 犹 太 人 将 越 过 围 栏 的 人 处 死 ，连罗 

马 人 也 包 括 在 内 （《犹 太 战 争 录 >(;. 126).

本 世 纪 初 ， 在希腊的德尔斐发现了一  

块 重 要 的 铭 刻 ， 那是统治者革老丢任命逸  

成 的 。 这 铭 刻 是 用 希 腊 文 ， 上面提及迦遣 

作 地 方 总 督 ， 其 任 期 约 是 主 后 5 1至5'2年. 

哥 林 多 的 犹 太 人 控 告 保 罗 时 ， 他们所见的 

就 是 这 个 迦 流 总 督 （徙 十 八 1 2 - I 7 K 因 

此 ， 这 铭 刻 对 断 定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丨 8个月 

的 曰 期 ， 十 分 f f i要 ， 并且对估计保罗生平  

的 年 表 也 很 蜇 要 。 那 铭 刻 是 官 方 对 德 尔 ？ 

城 居 民 的 宜 告 ， 是 关 乎 增 加 该 市 卓 越 人 :t 

的 数 目 。

在 一 块 刻 了 拉 丁 文 的 石 头 上 ，出现挟 

拉 多 的 名 字 。 这 块 石 头 是 在 以 色 列 沿  

撒 利 亚 马 利 添 的 罗 马 剧 场 内 发 现 的 。在35 

分 文 字 残 缺 的 石 块 上 ， 提及他是行政长  

官 ， 并 且 刻 有 “提 庇 暗 ” 之 名 字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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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碑石

当 要 奉 献 一 座 新 落 成 的 大 楼 ， 通 常 会  

有 铭 文 刻 在 逑 筑 物 的 瑞 上 、 地 面 或 相 连 的  

结构之中。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在 耶 路 撒 冷 建 造  

陆道，工 程 完 成 后 ， 就 在 隧 道 的 墙 上 留 下  

铭 刻 （王 下 二 十 。 那 是 希 伯 来 文 的 铭  

刻，现 存 放 於 伊 斯 坦 堡 的 博 物 馆 。 这 是 希  

伯来文中， 最 古 老 的 铭 刻 之 一 ， 它 描 述 了  

开 凿 西 罗 亚 水 道 的 情 形 。

在 希 腊 的 哥 林 多 ， 大 剧 场 北 面 的 广 场  

行人道上， 刻 有 奉 献 的 铭 刻 。 那 拉 丁 文 缩  

写 的 铭 刻 是 ： 以 拉 都 为 回 报 获 任 财 政 部  

长一职， 自 资 铺 逑 这 行 人 道 。” 那 行 人 道  

上 的 靑 铜 铭 刻 已 被 挖 走 ， 但 在 哥 林 多 地 盛  

产 的 石 灰 石 上 刻 着 的 文 字 仍 在 。 这 可 能 跟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十 六 章 ‘2 4 节 所 提 的 “城 内  

管 银 库 的 以 拉 都 ” 是 同 一 人 。 在 保 罗 的 时  

代，哥 林 多 的 市 集 也 有 另 一 类 似 的 铭 刻 ， 

内容是： “腓 利 尼 斯 ， 市 政 官 和 大 祭 司 ， 

自 资 立 此 纪 念 碑 ， 并 且 在 其 官 职 能 力 范 围  

之 内 核 准 担 任 两 职 ”。

1 9 1 3 至 1 4 年 ， 在 耶 路 撒 冷 发 掘 了 一  

块 希 腊 文 的 纪 念 奉 献 铭 刻 。 它 来 自 一 世 纪  

俄 斐 勒 山 上 一 家 会 堂 的 墙 上 。 其 中 提 及 狄  

奥 多 土 是 会 堂 的 负 责 人 卫 登 罗 的 儿 子 ， 卫 

登 罗 是 建 筑 这 会 堂 的 人 。 由 於 卫 登 罗 是 罗  

马 人 的 名 字 ， 这 可 能 是 一 个 犹 太 奴 隶 ， 被 

为 他 命 名 的 罗 马 主 人 所 释 放 。 若 是 如 此 ， 

这 石 刻 可 能 是 挂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利 百 地 拿  

会堂”之 内 （徒 六

大 英 博 物 馆 存 有 一 部 分 拱 门 的 遗 迹 ^  

这 拱 门 自 一 世 纪 至 18(5 7 年 ， 竖 立 於 希 腊  

城 市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入 口 ， 於 1 8 6 7 年 拆 卸 ， 

以 供 应 石 块 作 修 朴 巨 型 城 墙 之 用 。 上 面 的  

铭 刻 写 着 ： “在 政 治 首 长 的 时 代 …… 。” 

这 是 一 个 指 罗 马 官 员 的 罕 用 字 眼 。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6 节 用 同 一 个 字 来 形 容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地 方 官 。 范 理 瑾 呰 说 ： ‘‘在 现 存 的 希  

腊 作 品 中 ， 是 没 有 这 字 的 。” 另 外 ， 在一  

条 石 柱 上 的 铭 刻 ， 又 发 现 这 个 字 ， 那 石 柱  

是 放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一 间 博 物 馆 那 挤 迫 的 后  

院内。

通 信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 用 小 泥 版 通 信 是 十  

分 普 遍 的 。 在 马 里 . 努 斯 、 尼 尼 微 、 艾伯  

拉 及 其 他 地 方 ， 发 现 了  5 0 多 万 块 这 样 的  

小 泥 版 。 在 埃 及 南 部 的 亚 马 拿 废 丘 发 现 了  

大 祖 这 类 的 通 信 泥 版 它 们 是 用 巴 比 伦 文  

写 的 楔 形 文 字 ， 时 值 亚 肯 亚 顿 在 其 新 首 都  

亚 马 拿 废 丘 （亦 即 亚 克 塔 坦 ）致 力 改 革 埃  

及 之 艺 术 和 宗 教 。 根 据 记 软 ， 在 当 时 的 巴  

勒 斯 坦 和 叙 利 亚 ， 有 一 班 名 为 哈 皮 捋 人 的  

抢 掠 者 任 意 横 行 。 有 许 多 泥 版 是 由 迦 南 地  

受 侵 略 的 城 市 记 下 来 的 ， 郎 是 向 法 老 王 求  

助 的 ， 因 为 当 时 这 些 城 市 是 法 老 王 的 藩 戚  

国 （主 前 十 四 世 纪 末 ）。 有 些 人 认 为 这 些  

泥 版 中 所 提 及 的 哈 皮 抖 人 ， 是 与 古 希 伯 来  

人 有 关 ， 他 们 在 约 书 亚 的 领 导 之 下 传 略 迦  

南 地 。

有 时 ， 通 信 是 用 ® 水 写 在 陶 片 上 。

1 9 3 5 年 ， 在 以 色 列 南 部 的 拉 吉 发 掘 区 ， 

发 现 了  1 8 块 这 样 的 陶 器 碎 片 . ，上 面 写 的  

是 希 伯 来 文 ， 为 耶 利 米 时 代 的 犹 太 人 所 写  

的 字 体 提 供 了 例 证 。 那 些 文 字 基 本 上 与 旧  

约 时 代 的 希 伯 来 文 相 同 。 这 些 信 件 是 在 巴  

比 伦 人 伎 略 犹 大 的 时 候 ， 由 附 近 城 镇 的 首  

长 何 书 亚 耶 户 送 到 拉 吉 的 军 长 耶 乌 斯 那  

里 。 最 后 ， 在 主 前 5 8 6 年 ，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被 毁 。

在 马 萨 他 发 现 了  1 1块 这 样 的 陶 器 碎  

片 。 那 是 在 1 9 6 3 至 6 5 年 ， 由 益 基 勒 雅 丁  

於 死 海 西 岸 发 现 的 。 主 后 7 3 年 ， 罗 马 军  

队 在 席 尔 瓦 的 指 挥 下 ， 消 灭 了 马 萨 他 . 当  

时 ， 9 6 0 名 男 女 及 儿 宽 ， 都 宁 可 自 杀 而 不  

向 罗 马 人 投 降 。 有 1 〇 个 男 人 被 拣 迭 去 把  

余 下 的 人 割 喉 杀 死 。 根 据 约 瑟 夫 的 记 载  

K 犹 太 战 争 录 > 7 .3 9 5 ) , 他 们 是 以 抽  

签 的 方 式 来 决 定 执 行 这 项 工 作 的 人 选 。 益 

基 勒 雅 丁 教 授 认 为 ， 他 所 发 现 的 陶 片 就 是  

用 来 抽 签 的 。 其 中 一 片 写 若 便 耶 亚 这 名  

字 ， 可 能 是 堡 垒 的 指 挥 官 耶 亚 之 子 以 利 亚  

撒 。

里 程 碑

在 整 个 帝 国 的 重 要 道 路 上 ， 罗 马 人 都  

会 在 相 隔 某 段 距 离 竖 立 里 程 碑 。 在 中 东 就  

发 现 了 一 些 这 样 的 里 程 碑 。 它 们 通 常 是 圆  

柱 形 的 石 块 ， 约 6 呎 高 ， 上 面 写 有 拉 丁 文

ming kd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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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时 逛 希 U K 文 ） 的 资 料 。 这 些 资 料 关 乎  

3 方 面 。 第 一 是 距 离 。 那 可 能 是 由 各 省 的  

觅 要 城 市 开 始 计 箅 ， 或 者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是 由 承 要 的 军 节 驻 点 开 始 。 第 二 就 是 路 经  

之 地 的 名 称 。 第 三 就 是 筑 路 者 的 名 字 及 所  

纪 念 的 君 主 的 名 字 。 尽 管 有 证 据 显 示 ， 有 

些 里 程 碑 早 已 存 在 ， 但 是 该 撒 亚 古 士 督 可  

能 是 首 位 竖 立 众 多 里 f g 碑 的 人 。 虽 然 维 斯  

帕 先 拧 经 在 征 服 这 个 国 家 之 时 ， 在 他 行 军  

的 路 上 ， 竖 立 临 时 的 里 程 碑 ， 但 在 哈 德 良  

之 前 的 以 色 列 ， 这 些 里 程 碑 显 然 并 非 必 要  

竖 立 。

以 拉 谷 附 近 的 一 块 罗 马 里 程 碑 。 以拉谷是  

大 卫 对 付 巨 人 歌 利 亚 的 地 方 。

墓穴和石棺

正 如 我 们 可 以 预 期 的 ， 其 中 一 个 最 有  

可 能 找 到 铭 刻 的 地 方 ， 就 是 埋 葬 死 人 有 关  

的 物 体 及 迂 筑 物 。 古 埃 及 人 墓 穴 的 墙 上 布  

满 铭 刻 ， 包 括 埋 錐 地 点 的 墙 、 天 花 板 和 石  

棺 。 这 些 铭 刻 都 是 象 形 文 字 ， 是 埃 及 人 的  

神 圣 语 文 ， 而 且 通 常 含 有 对 神 灵 的 祈 求 ， 

或 是 死 者 欲 带 同 全 部 财 物 之 记 录 前 往 下 一  

个 世 界 。 这 是 那 些 能 够 负 担 得 起 的 人 的 特  

权 ， 若 没 有 这 些 铭 刻 ， 就 可 能 不 会 长 生 不

朽 。

在 斯 科 匹 山 发 现 了 一 个 骨 龛 ，上面科 

着 ： “哈 拿 尼 ， 拿 细 耳 人 约 取 单 的 儿 子 ”, 

另 一 个 装 苕 他 妻 子 骸 骨 的 骨 兔 ， 就刻矣 

“撒 罗 米 ， 拿 细 耳 人 的 儿 子 哈 拿 尼 的 赛  

子 ”。 在 耶 路 撒 冷 东 北 部 的 吉 瓦 特 哈 米 搭  

尔 ， 发 现 了  4 个 葆 穴 ， M 面 藏 有 许 多 fl•食. 

大 约 半 数 是 有 铭 刻 在 上 面 的 ••其中一个句 

昔 ： “西 门 ， 违 造 圣 殿 的 人 ^ ’那铭刻是 

亚 兰 文 ， 使 我 们 想 到 他 是 有 分 参 与 逑 造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

另 一 个 与 圣 殿 有 关 的 骨 龛 存 放 在 英 国  

博 物 馆 。 上 面 有 希 腊 文 的 铭 刻 ， 内容是： 

“建 造 殿 门 的 亚 历 山 太 人 尼 迦 挪 家 族 之 骸  

骨 ”。 这 是 指 亚 历 山 太 城 内 一 个 富 有 的 犹  

太 人 家 族 ， 他 们 艏 送 了 两 座 巨 型 的 铜 门 给  

希 律 所 建 的 圣 殿 ， 名 为 尼 迦 挪 门 。

1 9 5 0 年 代 早 期 ， 在橄榄山上接近主  

哭 堂 的 地 方 ， 发 现 了 一 个 大 墓 地 。这是在 

耶 路 撒 冷 所 发 现 同 类 的 墓 地 中 谓 大 的 _  

个 ， 它 包 括 了  2 0 个 凹 悄 类 型 的 墓 穴 及 38 

个 坑 型 的 坟 墓 。 他们是主 后三 世 纪 至四 世  

纪 的 苺 。 这 些 坟 墓 包 括 了  1 2 2 个骨食，其 

中 有 4 3 项 铭 刻 是 亚 兰 文 、 希伯来文及希  

月普文。 在 这 些 铭 刻 中 常 见 的 名 字 有 耶 书 亚  

( 耶 穌  > 、 马 利 亚 、 马 大 、 撒罗米及西缅.

自 19 ( 5 7至 7 4 年 ， 有更多的坟墓被发  

现 。 其 中 包 括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 在吉瓦特哈 

米 塔 尔 发 现 了 那 建 造 圣 殿 之 人 西 门 的 坟  

墓 。 其 中 一 个 # 龛 上 面 刻 着 使 人 者 迷 的 铭  

刻 ， 是 用 古 希 伯 来 文 书 写 ， 至今仍未有发 

现 相 似 的 铭 文 。 上 面 写 “我 ，阿爸. 

祭 司 以 利 亚 撒 的 儿 子 ， 大祭司亚伦的后  

嗣 。 我 ， 阿 爸 ， 那 被 压 迫 及 控 诉 的 人 ，揸 

生 於 耶 路 撒 冷 ， 其 后 被 放 逐 到 巴 比 伦 及 归  

回 至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 玛 他 提 雅 。”

在 1 9 7 0 年 代 中 期 ， 一 个 长 越 7嗖的优 

太 墓 场 被 发 现 ， 是 跨 越 在 耶 利 哥 西 面 的 7 

个 山 丘 上 。 大 约 有 1 2 0 个 墓 穴 被 发 掘 及 《 

f f l。 他 们 前 后 为 时 约 1 5 0 年 ， 直到罗马人 

在 主 后 6 8 年 毁 灭 耶 利 汧 的 时 候 为 止 。有 

— 个 墓 穴 存 留 了  3 2 种 不 同 的 铭 刻 骨 龛 .

丨7 个 是 希 腊 文 ， 1 5 个 是 亚 兰 文 。其中-  

个 颇 有 趣 ， 其 上 写 苕 “狄 奥 多 土 ，亚 I  

皮 娜 皇 后 所 释 放 的 人 的 骨 龛 。” 这有可能 

跟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内 发 现 的 铭 刻 中 ，所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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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狄 奥 多 土 同 賴 一 人 。 如 是 ， 其 希 伯 来 家  

味 名 称 该 是 肷 利 亚 ， 也 就 是 整 块 埋 葬 地 的  

主人。

地面的嵌镶
在 罗 马 及 拜 占 庭 时 代 ， 长 方 形 会 堂 、 

浴室、会 堂 和 教 会 的 地 面 都 盛 行 装 饰 ， 并 

且 在 其 他 公 共 迮 筑 物 也 有 用 彩 色 小 石 块 所  

嵌 镶 的 铭 刻 和 工 艺 。 1 9 7  2 年 在 该 撒 利 亚  

马 利 添 的 发 掘 工 作 中 ， 发 现 了  — 座 建 筑  

物。在 幣 座 建 筑 物 中 ， 有 6 个 地 面 是 有 嵌  

镶的铭刻。 其 中 两 面 适 希 腊 文 的 罗 马 书 十  

三章3节 ， 铕 成 圆 边 的 形 状 。 另 一 面 是 祝  

塥 出 入 房 间 的 人 ， 上 瓸 写 着 ： “你 出 、 你 

入， 想 耶 和 华 賜 福 你 。” 有 两 面 是 祈 求 基  

铎 帮 助 那 些 兴 1 6和 使 用 这 座 违 筑 物 的 人 。 

这 些 都 是 一 座 建 筑 物 的 残 址 ， 该 建 筑 物 在  

主 后 七 世 纪 时 被 毀 灭 。

在 提 比 哩 亚 哈 马 、 伯 珊 、 伯 亚 法 、 以 

实提莫、穌 西 亚 、 哈 马 加 达 、 隐 基 底 和 以  

色 列 的 其 他 地 方 ， 会 堂 里 的 地 面 都 有 希 腊  

文 及 亚 兰 文 的 铭 刻 。 这 些 铭 刻 通 常 提 及 会  

堂的捐助人 „ 在 突 尼 斯 的 拿 努 发 现 了 一 间  

会 堂 的 地 面 上 ， 有 拉 丁 文 的 铭 刻 。 在 提 比  

哩亚的会堂， 希 伯 来 文 只 是 用 来 说 明 十 二  

宫 图 上 的 天 文 学 符 号 。 基 本 上 ， 亚 兰 文 是  

用 於 宗 教 规 例 或 法 律 ， 希 腊 文 则 主 要 是 用  

於 向 捐 献 者 致 敬 的 话 。

其 中 一 项 掖 著 名 的 地 面 嵌 锿 ， 是来自  

约 旦 的 麦 迪 巴 的 多 个 教 堂 。 地 上 嵌 镶 了 烺  

古 老 的 以 色 列 及 约 旦 地 图 ， 是 主 后 六 世 纪  

时 铕 於 地 上 的 .，城 市 的 名 称 、 地 理 特 征 及  

经 文 都 是 希 腊 文 。 教 堂 的 地 面 都 例 必 注 明  

有 日 期 的 或 没 有 日 期 的 奉 献 、 祝 福 及 引 用  

的经文。 这 些 内 文 包 括 了 亚 兰 文 、 埃 及 基  

飪 徒 所 用 的 文 字 、 叙 利 亚 文 、 拉 丁 文 及 希  

腊文。这 些 铭 刻 通 常 附 带 图 形 象 征 ， 但是  

在4 2 7年 ， 发 出 告 示 禁 止 在 行 人 道 上 用 十  

字 架 及 其 他 宗 教 象 征 ， 以 免 被 行 人 践 踏 。 

但是，这 项 禁 令 的 推 行 范 围 有 多 广 却 不 清

J o h n  R.  M c R a y
参 • 考 古 学 ” 

马 拿 泥 版 - 1 8 7 4 :  

9 7 8 ： “努 斯  ” 1 

岁 亚 池 • 1 6 9 5 :

8 1 5 : - 艾 伯 拉 - 3 2 :  *■亚

• 洪 水 神 话 • 5 7 9 :  • 马 里 _

1 3 9 ： • 陶 器 " 1 5 3 9  : •西

• 鈣 加 列 ■ 1 6 0 8 :  • 考 古 学

和 圣 经 " 8 2 4 ;  ••印• 2 1 4 1 :  * 字母 "

2364: _创世的神话 " 2 4 4。

参 考 书 目 ： M . A v i -Y o n a h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o f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E x c a v a t i o n s  in th e H o l y  L a n d  ( s e e  e s p . 

v o l . 2  o n t o m b s  in J e r u s a l e m ); R .D . 

B a r n e t t , I l l u s t r a t i o n s  o f  O T  H i s t o r y ; A . 

D e i s s m a n n , L i g h t  f rom the A n c i e n t  E a s t  

( 4 t h  e d ); H .P .V . N u n n , C h r i s t i a n  

I n s c r i p t i o n s ; J .B . P r i t c h a r d , T h e A n c i e n t  

N e a r  E a s t in P i c t u r e s  R e l a t i n g  to the O T  

a n d  A n c i e n t  N e a r  E a s t e r n  Tex ts R e l a t i n g  

to the O T ; D .W . T h o m a s , D o c u m e n t s  f rom  

O T  T im e s.

明亮之星
Lucifer
m l n g  l i ^ng  z h l  x ； ng

这 是 一 个 拉 丁 文 的 名 称 ， 意 思 是 “持 

光 者 ”。 这 个 拉 丁 文 词 汇 是 指 早 晚 皆 # 得  

见 的 金 星 ； 除 了 太 阳 和 月 亮 之 外 ， 金星是  

天 空 中 最 光 亮 的 星 体 。 有 人 视 之 为 弯 月 ， 

也 有 人 认 为 这 是 指 木 星 。 从 拉 丁 文 “明亮  

之 星 ” 演 变 出 来 的 希 伯 来 文 用 语 ， 可以在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章 丨 2 节 看 到 ： “明 亮 之 星 ， 

早 晨 之 子 啊 ， 你 何 竟 从 天 坠 落 ？ 你 这 攻 畋  

列 国 的 ， 何 竞 被 砍 倒 在 地 上 ？ ” 这 词 的 意  

思 是 “闪 亮 者 ' 它 与 亚 甲 文 、 乌 加 列 文  

及 阿 拉 伯 文 是 同 源 的 语 系 。 七 十 士 译 本 、 

亚 兰 文 译 本 和 拉 丁 文 译 本 把 这 个 词 翻 译 为  

“晨 星 ”， 颇 切 合 同 格 的 “早 展 之 子 ’’的 

称 号 。

在 希 伯 来 文 ， 它 可 能 从 未 以 名 字 的 方  

式 来 表 达 ， 但 有 此 用 意 ， 因 为 在 它 所 出 现  

的 经 文 中 ， 是 用 来 描 写 撒 怛 的 。 这 用 法 看  

来 源 自 早 期 的 两 位 教 父 ， 即 特 土 良 和 俄 利  

根 。 可 是 ， 普 遍 地 以 明 亮 之 星 称 呼 撒 但 ， 

可 归 功 於 弥 尔 顿 的 《失 乐 园 > 。

有 人 明 白 到 这 个 词 在 希 伯 来 原 文 是 一  

个 动 词 ， 而 非 名 词 ， 其 中 的 例 子 可 以 在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一 章 1 2节 找 到 。 在 这 节 经 文  

中 ， 这 个 词 与 “哭 泣 ” 是 同 义 词 ， 并且翮  

译 为 “呼 喊 ”。 事 实 上 ，叙 利 亚 文 译 本 把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章 12节 翻 译 为 ： “你 何 竞 从  

天 上 坠 落 ？ 在 早 摂 哀 号 。” 从 上 下 文 看 ， 

不 像 是 这 个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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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载 於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車 〗2 节 的 事 件 ， 

可 能 是 以 赛 亚 时 代 人 所 共 知 的 事 迹 。 这 个  

古 老 的 迦 南 故 事 与 明 亮 之 星 有 关 ， 他 企 图  

升 到 天 之 上 ， 在 众 神 聚 集 的 山 上 自 立 为  

王 。 那 座 山 位 於 北 方 的 极 处 。 他 渴 望 取 代  

至 高 神 的 位 3 ， 成 为 世 界 的 统 治 者 。 但 他  

这 尝 试 失 畋 了 ， 被 丢 进 地 下 的 世 界 里 。 这  

个 故 亊 是 关 乎 一 位 微 小 的 天 星 之 神 ， 野 心  

勃 勃 地 想 攀 上 至 高 神 的 宝 座 。 以 赛 亚 想 藉  

荇 这 个 故 亊 ， 比 喻 巴 比 伦 王 的 骄 傲 和 野  

心 ； 那 就 是 以 赛 亚 书 第 十 三 和 十 四 章 所 i炎 

论 的 人 物 • • 以 赛 亚 说 明 耶 和 华 以 色 列 的  

神 ， 会 把 百 姓 从 压 迫 他 们 的 孫 君 手 中 释 放  

出 来 ， 并 且 他 们 会 作 歌 辱 骂 巴 比 伦 王 （十 

四 3 、 4 > 。 虽 然 巴 比 伦 王 谋 求 升 上 髙 位 ， 

却 被 降 为 卑 。 他 意 欲 成 为 神 ， 但 他 及 他 的  

后 裔 均 会 在 世 上 绝 迹 。 虽 然 希 伯 来 人 是 一  

个 没 有 神 话 传 说 的 民 族 ， 却 经 常 引 用 熟 悉  

的 外 邦 神 话 作 为 例 证 ， 表 达 质 灵 的 真 理 。

许 多 人 相 信 以 上 所 述 （以 及 上 下 文 > 

是 指 撒 但 而 言 。 他 们 相 信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章  

1 2 节 、 路 加 福 音 十 章 丨 8 节 及 启 示 录 十 二  

章 7 至 1 0节 之 间 的 共 通 点 ， 可 以 证 明 这 个  

结 论 。 可 是 ， 新 约 经 文 虽 然 论 及 撒 但 的 坠  

落 ， 但 以 赛 亚 书 所 记 载 的 ， 是 描 述 巴 比 伦  

王 的 畋 落 。 巴 比 伦 王 渴 望 位 高 於 神 ， 因而  

从 天 上 坠 落 。 他 的 厄 运 已 注 定 了 。 虽 然 撒  

但 必 定 失 肷 ， 他 仍 要 攻 击 神 的 子 民 。 到 了  

最 后 审 判 （启 十 二 至 二 十  > ， 他 的 命 运 才  

注 定 了 ， 而 且 停 止 活 动 。 因 此 ， 以 赛 亚 在  

第 十 四 章 1 2 节 所 讲 述 的 人 物 并 非 撒 但 ， 

乃 是 骄 傲 的 、 并 快 要 陨 落 的 巴 比 伦 王 。

参 • 撒 但 • 1 2 1 5。

名字的意义
Names, Significance of
m i n g  z i  d e  y l  y l

取名

在 圣 经 时 代 ， 某 人 的 名 字 是 要 表 达 他  

的 一 些 特 质 ， 或 透 过 他 要 表 达 的 事 情 ， 而 

不 仅 作 为 识 别 的 名 称 。 名 字 的 选 取 最 少 可  

有 (5个 动 机 ：

I .记 念 某 人 出 生 时 的 特 点 。 摩 西 的 养  

母 为 他 取 这 个 名 字 ， 因 他 是 从 水 里 拿 上 来  

的 ， 摩 西 的 字 音 使 人 想 到 一 个 希 伯 来 动 词  

“拉 出 来 ’’（出 二 丨 雅 各 （创 二 十 五

和 撒 母 耳 （撒 上 一 2 〇 > 的名 字 都 跟 他 们  

的 诞 生 有 关 。 撒 母 耳 这 名 字 很 有 趣 味 ，意 

谓 “神 听 见 ”， 记 念 神 垂 听 和 应 允 抟 吿 ， 

而 不 是 记 念 他 母 亲 求 子 之 事 。 从雅各和 ft 

母 耳 的 例 子 里 ， 我们可见 取名 有更深 远 的  

意 义 。 虽 然 他 们 的 得 名 与 他 们 出 生 的 事 有  

关 ， 但 他 们 的 名 字 也 预 示 了 那 孩 子 将 来 的  

发 展 ： 雅 各 是 鬼 祟 的 机 会 主 义 者 （参创二 

十 七 3 6 ) , 撒 母 耳 是 祷 告 的 人 （撒上七5. 

9 ， 八 6 、 2 1 ， 十 二  1 9 - 2” 。

2 • 表 达 父 母 亲 对 孩 子 诞 生 的 反 应 。以 

撒 的 意 思 是 “喜 笑 参 创 十 七 丨 7 , 十八 

1 2 ， 二 H — 3 - 6 ) 。 拿 八 （撒上 二 十 五 251 

是 “愚 蠢 ” 之 意 ， 他 母 亲 必 定 祈 求 “他不 

要 愚 蠢 ”， 可 惜 他 真 的 成 了 蠢 人 。亚比米 

勒 （士 八 31 > 意 即 “我 父 亲 是 王 ”，可能 

表 达 基 甸 私 下 的 野 心 ， 跟他公开所作的见  

证 并 不 一 致 （士 八 2 2 、 2 3 > 。

3 .  维 持 家 族 的 独 一 性 。 这可能是路加 

福 音 一 章 5 9 节 记 载 众 人 建 议 给 婴 孩 取 名  

撒 迦 利 亚 的 原 因 。

4 .  表 明 某 人 的 本 性 、 作 用 ，或某些与 

他 有 关 的 重 要 事 情 。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耶  

H  ( 太 一 2 1  >。 祂 的 名 字 表 明 祂 拯 救 世 人  

的 使 命 。 以 赛 亚 似 乎 也 看 见 自 己 的 名 字 的  

意 义 ，跟 他 要 传 达 的 信 息 “耶和华必拯救” 

互 相 呼 应 （赛 八 1 8 > 。

5 .  传 达 神 的 信 息 。 以赛亚给他的长子  

起 名 施 亚 雅 述 （“余 民 将 要 归 回 包 括  

了 他 信 息 的 双 重 要 义 .•由於以色列人的悖  

逆 ， 他 们 将 只 剩 下 少 数 余 民 （“只有余民 

可 以 归 回 ”） ； 但 由 於 神 的 信 实 ，以色列 

民 得 以 存 留 （“余 民 确 实 可 以 归 回 ”），他 

给 次 子 起 名 叫 玛 黑 珥 沙 拉 勒 哈 施 罢 斯  

( “掳 掠 速 临 ， 抢 夺 快 到 ”）， 指敌人的攻 

击 必 定 来 到 ， 并 且 必 胜 过 他 们 。 这两个男 

孩 可 说 是 “道 成 肉 身 ”， 把神有关其子民  

的 真 理 ， 明 明 的 活 在 他 们 （神 的 子民 ）职 

前 。

6 .  表 明 一 种 宗 教 含 义 。圣经中的名字， 

若 最 后 一 字 是 亚 、 雅 或 业 （例 ： 以利亚. 

拿 但 业 > ， 其 实 就 是 以 “主 / 耶和华 ”或 

神 作 为 主 词 的 一 个 声 明 。 例 如 ， 亚多尼稚 

( 撒 下 三 幻 意 谓 “耶 和 华 是 主 ” ； 拿但 

业 （约 一 4 7  ) 意 谓 “神 的 礼 物 ”。通常在 

宗 教 衰 落 时 ， 父 母 会 为 孩 子 迭 取 这 实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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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 表 明 父 母 真 诚 的 信 心 。

新名
圣 经 记 载 某 人 改 称 新 名 ， 如 撒 莱 成 了  

撤 拉 （创十七丨 5 更 清 楚 的 说 明 名 字 是  

f 表 明 一 个 人 的 本 质 或 身 分 。 改 称 新 名 可  

能 有 3种 动 机 ：

1. 表 明 要 賜 予 某 人 他 过 去 从 未 拥 有 的  

一些能力。 在 这 悄 况 下 ， 新 名 就 等 於 一 种  

再生的经验。 无 子 的 亚 伯 兰 变 成 了  “万国  

之父”亚 伯 拉 罕 （创 十 七 5 > 。

2. 表 明 一 种 新 的 性 情 或 与 神 关 系 上 的  

转变。正 如 骗 子 雅 各 成 为 向 神 、 向 人 大 有  

能 力 的 以 色 列 （创 三 十 二 2 7 ; 何 十 二 3 、 

4> ; 同 样 ， 西 门 也 变 成 彼 得 （约 一 4 2 > 。

3. 表 明 一 种 新 的 关 系 。 但 以 理 被 掳 后  

被 改 称 为 伯 提 沙 撒 ， 跟 巴 比 伦 一 个 神 明 彼  

勒 的 名 字 拉 上 关 系 ， 大 槪 是 希 望 他 把 对 祖  

先 的 神 的 忠 诚 转 向 征 服 者 的 神 （但 一  7 ) 。

神的名称

在 创 世 记 里 ， 神 有 不 同 的 称 谓 ， 显 

明 m 子 民 对 池 的 认 识 ， 如 “永 生 神 ’’ （创 

二十一 3 3 ; 参 创 十 四 1 8 ，十 六 1 3 ，十 七 I ， 

三十一 1 3 ， 三 十 三 2 0 > 。 创 世 记 也 称 神 为  

“耶 和 华 ” 《例 ： 创 十 七 1 ) 。 直 至 摩 西 的  

时代， 人 才 知 道 “耶 和 华 ” 这 称 谓 ， 就是  

神 的 名 字 （出 三 1 3 - 1 5 ) 。 从 创 世 记 到 出  

埃 及 记 的 启 示 进 程 ， 出 埃 及 记 六 章 2 至 3 

节 交 代 得 很 淸 楚 ： “我 是 耶 和 华 。 我 从 前  

向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显 现 为 全 能 的  

神；至 於 我 名 耶 和 华 ， 他 们 未 曾 知 道 。” 

“耶 和 华”这 名 字 源 於 一 个 希 伯 来 文 动 词 ， 

意 谓 “存 活 ”， 故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就 是 “池 

是 活 的 ' 若 把 这 名 字 联 系 到 出 埃 及 的 事  

件，就 可 见 耶 和 华 显 明 自 己 是 活 的 神 ， 要 

救 赎 他 的 子 民 ， 使 他 的 仇 敌 倾 洱 。 这 是 旧  

约 对 神 主 要 的 启 示 ， 这 信 息 则 蕴 載 在 一 个  

名字 m 面 。

至 於 新 约 ， 在 耶 稣 接 受 赦 罪 悔 改 的 洗  

礼 ，把 自 己 无 罪 之 身 与 罪 人 认 同 的 那 一 

刻，父 神 从 天 上 发 出 声 音 ， 宣 告 耶 穌 是 神  

子，同 时 圣 灵 像 鸽 子 降 下 来 （太 三 13-17 

再 次 ， 神 降 临 要 救 赎 祂 的 民 （参 出 三 8, 

六 并 显 明 自 己 的 名 字 —— 在 这 最 后 阶  

段 的 启 示 ， 显 明 了 三 一 神 的 名 字 • • 耶 和 华

的 名 字 菹 含 的 意 义 ， M 后 完 全 揭 示 了 ， 但 

并 非 （如 常 被 误 解 的 ） 显 示 他 只 是 父 神 ， 

而 是 三 位 一 体 的 神 —— 父 、 子 、 圣 灵 。 基 

督 教 的 洗 礼 就 是 奉 这 三 一 神 的 名 字 施 行 • 

神 把 祂 的 名 字 賜 给 人 。 首 先 是 要 申 明 他 的  

主 权 （参 撒 下 十 二 2 6 - 2 8  ) ; 其 次 ， 是表  

征 我 们 拥 有 祂 的 本 性 ， 至 於 神 的 本 性 在 我  

们 身 上 的 完 全 彰 显 ， 要 等 到 神 的 圣 城 降  

临 ， 耶 稣 賜 人 新 名 的 时 候 （启 三 1 2 > 。

A l e c  M o t y e r  

参•神的名称• 1287; •基®徒的名种,

640.

摩底俄斯/ 斗
Modius
m 6  d i  6  s i  /  d 6 u

a 干 粮 的 容 m 单 位 ，约 相 等 於 i 配 克 。 

参 “度 i 衡 （摩底俄斯 r  3 5 4。

摩弗/ 孟斐斯
Memphis
m 6  f u  /  m d n g  ff ii  s i

位 於 开 罗 西 南 面 约 1 5 哩 的 城 市 ， 曾 

一 度 是 埃 及 的 古 都 ， 现 今 已 名 存 实 亡 。

这 城 建 於 主 前 3 0 0  0 年 的 时 候 ， 被 称  

为 “白 墙 ” ； 其 后 ， 埃 及 名 字 又 称 为 曼 那  

弗 & 迈 尼 或 曼 斐 ； 希 腊 名 摩 弗 是 从 第 二 个  

名 字 曼 斐 演 变 而 来 的 。 虽 然 希 伯 来 经 文 有  

一 处 用 了 其 希 腊 名 字 （何 九 6 ) , 但 在 旧  

约 里 一 般 称 为 挪 弗 （赛 十 九 1 3 ; 耶二丨 6, 

四 十 四 1 , 四 十 六 1 4 、 1 9 ; 结 三 十 I 3 、

1 6 > ; 估 计 这 是 埃 及 名 字 的 中 间 部 分 的  

讹 传 所 致 。

摩弗的历史

根 据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希 腊 历 史 家 希 罗 多  

德 的 记 载 ， 曼 尼 斯 王 统 一 了 埃 及 不 久 ， 便 

建 立 摩 弗 城 和 蒲 他 神 庙 。 无 论 曼 尼 斯 是 否  

一 位 历 史 人 物 ， 今 天 一 般 历 史 家 均 同 意 埃  

及 统 一  < 约 主 前 3 1 0 0 ) 后 不 久 ， 新 的 首  

都 违 於 上 埃 及 与 下 埃 及 的 交 界 处 。 虽 然统  

一 后 首 两 个 朝 代 的 君 王 都 来 自 底 比 斯 以 北  

的 天 尼 斯 ， 但 他 们 皆 葬 於 摩 弗 西 面 的 撒 卡  

莱 ，这 似 乎 显 示 他 们 是 以 摩 弗 为 首 都 。

旧 王 国 时 期 （约 主 前 2 7 0 0 - 2 2 0 0 )  — 

直 以 摩 弗 为 首 都 。 中 期 王 国 （约 主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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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5 0 - 1  7 7 5  ) 也 多 半 以 摩 弗 或 邻 近 的 伊 特  

图 伟 为 首 都 。

到 了 新 王 国 或 帝 国 时 代 （约 主 前  

1 5 8 0 -丨1 0 (> >， 首 都 虽 迁 往 底 比 斯 ， 不 过  

大 部 分 时 间 ， 庠 弗 仍 是 第 二 首 都 ， 有 些 君  

王 更 因 她 处 於 中 心 的 地 理 位 置 而 住 在 那  

里 。 兰 塞 二 世 在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把 住 所 迁 往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的 粲 尼 斯 ， 却 在 摩 弗 兴 建 了  

许 多 逑 筑 物 ， 又 把 这 城 进 行 大 规 模 的 翮 新  

和 重 迮 。 早 於 前 十 六 或 十 五 世 纪 ， 挪 弗 已  

有 大 都 会 的 特 色 ， 叙 利 亚 人 、 腓 尼 基 人 、 

希 腊 人 和 犹 太 人 都 先 后 在 这 里 建 立 各 自 的  

住 宅 区 。

在 主 前 丨 （)〇()年 ， 埃 及 逍 入 侵 和 政 治  

不 稳 定 ， 摩 弗 曾 一 度 没 落 ， 但 整 个 城 市 大  

体 上 仍 是 完 整 的 。 纵 使 在 主 前 四 世 纪 ， 亚 

历 山 太 城 兴 建 之 后 ， 摩 弗 的 重 要 性 仍 未  

滅 ； 多 利 买 王 朝 有 些 王 在 这 里 登 位 ， 而 不  

在 主 要 的 首 都 亚 历 山 太 登 位 。

自 基 胬 徒 国 君 狄 奧 多 亚 在 主 后 四 世 纪  

把 异 教 神 庙 关 闭 并 拆 毀 后 ， 摩 弗 便 失 却 了  

她 作 为 宗 教 中 心 的 地 位 。

关 乎 摩 弗 的 预 言

正 如 上 述 所 说 ， 旧 约 中 只 有 先 知 书 曾  

提 及 摩 弗 • 先 知 宣 告 埃 及 的 罪 时 ， 摩 弗 当  

然 也 包 括 在 内 ， 但 摩 弗 的 罪 孽 却 被 先 知 特  

别 提 名 数 点 出 来 ； 以 西 结 宣 告 说 神 要 毁 坏  

城 里 的 偶 像 （结 三 十 13 并 使 她 i S 遇 危  

难 （三 十 丨 6 > 。 耶 利 米 更 进 一 步 ， 预 言 摩  

弗 要 彻 底 被 毀 灭 ， 不 再 有 人 居 住 （耶 四 十  

六  1 9 > 。

显 然 ，导 致 这 审 判 的 原 因 包 括 ：第 一 ， 

各 国 都 要 为 其 罪 恶 和 拜 偶 像 而 受 罚 。 第 

二 ， 先 知 滴 责 以 色 列 周 围 的 国 家 对 犹 太 人  

的 仇 恨 和 残 择 ， 出 埃 及 之 前 的 几 个 世 代 ， 

埃 及 人 使 希 伯 来 人 听 到 他 们 的 名 字 便 生 恨  

意 。 所 罗 门 逝 世 ， 希 伯 来 王 国 分 裂 后 ， 埃  

及 王 示 撒 在 罗 波 安 王 第 五 年 入 侵 巴 勒 斯  

坦 ， 并 造 成 相 当 程 度 的 破 坏 （主 前 9 2 6 ;

王 上 十 四 2 5 > 。 后 来 在 主 前 6 0 9 至 G 0 8 年 ， 

法 老 尼 哥 又 使 以 色 列 向 他 进 贡 。

这 些 关 乎 摩 弗 受 攻 击 的 预 言 特 别 与 两  

件 虚 要 的 申 :件 有 关 。 基 督 徒 罗 马 王 狄 奥 多  

亚 （主 后 在 除 灭 异 教 的 行 动 中 ， 

下 令 把 摩 弗 的 庙 宇 拆 毁 ， 并 把 所 有 偶 像 除

位 於 縻 弗 的 狮 身 人 酋 石 像 . 是 埃 及 新 王 囯  

时 期 的 遗 迹 。

灭 。 后 来 在 七 世 纪 ， 一神信仰的回教徒征  

服 了 埃 及 ， 同 样 要 把 古 代 多 神 宗 教 的 痕 3 

消 灭 。 亚 拉 伯 人 在 主 后 6 4 2 年开始兴建开 

罗 ， 摩 弗 就 成 了 新 城 的 石 料 来 源 。古城的 

遗 迹 全 被 运 走 ， 直 至 几 乎 全 部 消 失 ，在棕 

树 和 麦 田 之 间 只 剩 下 兰 塞 二 世 一 个 倒 下 了  

的 4 0 呎 石 像 、 他 的 一 个 狮 身 人 首 像 、几 

根 柱 的 基 石 ， 和 其 他 不 大 重 要 的 遗 物 ，舟 

大 的 遗 迹 留 在 一 个 湖 泊 内 ， 因为古代防堤 

的 崩 裂 使 这 地 方 被 水 淹 没 成 为 湖 泊 。

H o w a rd  F. Vos
参 - 埃 及 " 1 2。

廣鬼
Devil, The
m 6  g u T

参 “撒 但 " 1 2 1 5 。

摩拉大
Moladah
m 6  l a

厲 於 犹 大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书十五‘26), 

后 来 分 配 给 西 缅 《书 十 九 2 ; 代 上 四 2B ). 

被 掳 归 回 后 ， 犹 大 人 再 次 在 这 地 定 居 （E  

十 一 2 6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摩 拉 大 就 是 玛 拉 他 ；玛 

拉 他 是 以 土 买 的 要 塞 ， 为 以东人所占有  

( 约 瑟 夫 ： 《犹 太 古 史 > l 8 .(J . 2 >。 有 些 刻  

认 为 摩 拉 大 在 雅 提 珥 附 近 ， 在今日的库莱 

拔 威 顿 ， 耶 柔 米 和 优 西 比 乌便是抱这浼



点„ 然 而 ，现 有 的 证 据 不 足 ， 不 能 下 确 定  

的断语。

摩利
Molid

m 6 H

犹 大 支 派 亚 比 述 和 亚 比 该 的 儿 子 （代

上二 2 9 K

m m
Moreh, H ill o f
m 6 II g a n g

一 个 命 近 耶 斯 列 谷 的 山 冈 ， 米 甸 人 遭  

基甸 攻 击 时 ， 曾 在 这 山 冈 附 近 安 苕 （士七  

丨 > , 这 山 冈 名 摩 利 冈 ， 可 能 因 为 这 里 曾  

是 一 个 圣 所 之 所 在 地 ， 曾 有 人 在 这 m 占 

卜。摩 利 这 名 字 意 思 是 指 示 或 占 卜 。 一 般  

认 为 摩 利 冈 就 是 从 基 利 波 山 描 过 耶 斯 列 谷  

的 拿 比 达 希 山 。

摩利沙
Moresheth
m 6 11 s h a

先 知 弥 迦 的 家 乡 （耶 二 十 六 1 8 ; 弥 

参 " 弥 迦 ” 1 0 0 9 。

摩利设迦特
M oresheth-gath
m 6  II s h ^  j i 3  t d

位 於 犹 大 平 原 的 一 座 城 ， 弥 迦 曾 在 其  

哀 歌 中 提 及 这 城 （弥 一 1 4 ) ; 这 城 也 许  

就 是 弥 迦 的 家 乡 庳 利 沙 （弥 一 丨 > 。 摩 利  

设 迦 特 中 的 “迦 特 ” 显 示 这 城 在 非 利 士 的  

大 城 迦 特 附 近 •>这 城 的 准 确 位 a 不 能 确  

定；耶 柔 米 （四 世 纪 的 教 父 ） 认 为 摩 利 设  

迦 特 位 於 依 流 泰 罗 坡 里 以 东 不 远 的 地 方 ， 

即 今 日 的 巴 赛 尔 废 墟 ； 另 一 个 可 能 的 地 点  

是 迦 特 东 南 面 G 哩 的 犹 底 达 废 丘 。

摩利橡树
Moreh, O a k  o f
m 6 II x i ^ n g  s h D

亚 伯 拉 罕 离 开 米 所 波 大 米 ， 首 次 踏 足  

巴 勒 斯 坦 时 的 休 歇 地 点 。 他 在 邪 里 为 神 筑  

了 一 座 坛 （创 十 二 后 来 縻 西 在 指 出

基 利 心 山 和 以 巴 路 山 的 所 在 地 时 ， 曾提及  

摩 利 橡 树 ， 以 此 地 为 一 个 界 标 （申 十 一 

3〇>。 摩 利 橡 树 是 在 示 剑 附 近 。

摩利亚
M o ria h
m 6 11 yk

这 名 字 曾 在 旧 约 出 现 了 两 次 。 神曾差  

遣 亚 伯 拉 罕 往 “摩 利 亚 地 ” 把 他 儿 子 以 撒  

献 为 祭 （创 二 十 二 2 > 。 由 於 圣 经 的 叙 述  

指 出 ， 神 向 亚 伯 拉 罕 “显 现 ” 时 ， 为他  

“预 备 ” 了 一 头 公 羊 代 转 以 撒 献 作 燔 祭  

( 创 二 十 二 8 、 丨4 > , 因 此 ， 有 学 者 认 为  

“摩 利 亚 ” 一 名 可 能 与 这 事 件 有 关 。 （希 

伯 来 文 动 词 r a ’a 有 “看 见 ”、“预 备 ”、“出 

现 ” 的 意 思 ， 而 字 尾 i a h 是 耶 和 华 之 名 的  

缩 写 ， 可 见 於 许 多 希 伯 来 的 名 字 中 。>

历 代 志 下 三 章 1 节 淸 楚 说 明 摩 利 亚 山  

是 所 罗 门 圣 殿 的 所 在 ， 也 就 是 耶 布 斯 人  

阿 珥 楠 的 禾 场 （参 撒 下 二 十 四 ； 代 上 二  

十一  >， 却 没 有 直 接 指 出 这 是 亚 伯 拉 罕 献  

祭 之 地 。 然 而 ， 有 些 人 认 为 经 文 提 到 耶  

和 华 在 那 里 向 大 卫 显 现 ， 就 是 提 醒 我  

们 祂 也 曾 在 那 M 向 亚 伯 拉 罕 显 现 。 犹 太  

历 史 家 约 瑟 夫 （《犹 太 古 史 > 1 . 1 3 . 2 ,  

7 . 1 3 . 4 ) 清 楚 指 出 圣 殿 的 所 在 就 是 以 撒 被  

献 的 地 方 ，主 前 二 世 纪 的 《植 年 书 > U 8:

1 3 > 也 持 相 同 的 看 法 。 撒 玛 利 亚 传 统 把  

摩 利 亚 与 基 利 心 山 牵 连 在 一 起 。 回 教 传  

统 认 为 今 日 建 於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原 址 上 的  

石 顶 淸 真 寺 之 地 下 ， 就 是 音 日 亚 伯 拉 罕  

献 以 撒 的 巨 石 。

参 “ 耶 路 橄 冷 " 1 9 4 5 。

摩洛
Molech, Moloch
m 6  l u 6

亚 扪 神 ， 敬 拜 者 向 他 献 人 为 祭 （利十  

八 2 1 ; 耶 三 十 二 3 5 > 。

参 - 亚 扪 • 1 8  7 8 :  • 迦 南 神 衹 和 宗 教 •

719〇

m
M o z a , M o zah
m 6 s S

〇迦 勒 从 妾 侍 以 法 所 生 的 儿 子 （代上

m6 li 1065



1066 m6 xl

类 历 史 的 进 程 。

© 心 利 的 儿 子 ， 比 尼 亚 的 父 亲 ， 是 扫  

罗 和 约 聿 单 的 后 窃 （代 上 八 3 6 、 3 7 , 九

© 分 配 给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城 邑 （书 十 八  

2 6 > ; 大 槪 就 是 卡 伦 雅 村 庄 。 有 学 者 认  

为 今 日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北 4 哩 以 外 的 拜 特 米  

撒 废 墟 ， 保 留 了 摩 撒 这 古 代 的 名 字 。

摩西
Moses
m 6  x l

希 伯 来 人 的 伟 大 领 袖 ， 曾 带 领 他 们 脱  

离 埃 及 的 捆 绑 ， 进 入 迦 南 应 许 之 地 ； 也曾  

在 西 乃 山 上 给 他 们 宣 读 律 法 ， 这 律 法 就 成  

为 了 他 们 历 世 以 来 宗 教 信 仰 的 基 础 。 摩 西  

可 以 说 是 集 多 种 身 分 於 一 身 ， 其 中 包 括 ： 

先 知 、 祭 司 、 颁 布 律 法 者 、 审 判 者 、 代 求  

者 、 牧 人 、 行 神 迹 者 ， 以 及 民 族 的 创 立 者  

等 。

摩 西 这 名 字 的 意 义 不 能 确 定 。 圣 经 把  

它 当 作 希 伯 来 文 来 解 释 ， 意 思 就 是 “拉出  

来 ” （出 二 1 0 ; 参 撒 下 二 十 二 1 7 ; 诗 十 八  

】6 > 。 然 而 ， 这 若 是 一 个 埃 及 名 字 ， 由发  

现 他 的 法 老 女 儿 所 起 的 ， 那 么 “摩 西 ” 这  

名 字 就 极 可 能 是 从 埃 及 文 “儿 子 ” 这 字 演  

变 而 来 《许 多 著 名 的 埃 及 名 字 也 包 括 这 部  

分 ， 例 . • 亚 模 西 士 、杜 得 模 西 士 和 兰 塞 > 。 

旧 约 再 没 有 其 他 人 用 这 名 字 。

摩 西 老 无 疑 问 是 旧 约 里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 其 名 被 提 及 7 6 7 次 之 多  > ， 他 的 影 响 力 也  

延 展 至 新 约 （在 新 约 中 出 现 7 9 次 >。 摩 西  

— 生 前 4 0 年 生 活 在 法 老 的 王 宫 中 （徒 七

2 3 ) , 在 那 里 “学 了 埃 及 人 一 切 的 学 问 ” 

( 徒 七 2 2 ) 。 第 二 个 4()年 住 在 米 甸 ； 因 为  

他 杀 了 一 个 欺 压 希 伯 来 人 的 埃 及 人 ， 於 是  

逃 亡 至 米 甸 躲 避 法 老 的 愤 怒 （徒 七 2 3 - 

3 (” 。 射 后 的 4 0 年 他 全 心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 

离 开 埃 及 的 奴 役 ， 往 神 应 许 賜 给 亚 伯 拉 罕  

及 其 后 窃 （创 十 二 丨 的 地 方 去 。 摩 西  

死 时 ， 年 1 2 0 岁 ， 成 功 地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经  

过 4 0 年 旷 野 的 飘 流 ， 来 到 约 但 河 的 东 面 ， 

面 对 应 许 地 的 边 缘 （申 三 十 四 7 ) 。 他 是  

历 史 上 一 个 伟 大 的 人 物 ， 带 领 一 群 奴 隶 ， 

在 一 个 难 以 想 象 的 困 境 之 下 ， 把 他 们 模 塑  

成 一 个 民 族 ， 这 民 族 影 响 和 改 变 了 整 个 人

背景

圣 经 是 研 究 摩 西 生 平 的 唯 一 资 料 来  

源 ， 考 古 学 证 实 与 摩 西 有 关 之 事 件 的 可 信  

性 ， 但 却 从 未 提 供 任 何 证 据 证 明 他 的 存 在  

或 他 的 工 作 。 廨 西 的 故 事 始 於 雅 各 ，他因 

迦 南 地 有 饥 荒 ， 便 带 着 众 子 及 其 家 人 - 起  

来 到 埃 及 。 这 家 族 在 约 瑟 的 邀 i持和法老的 

欢 迎 下 ， 在 埃 及 东 北 面 一 个 名 歌 珊 的 地 方  

住 了 下 来 ， 他 们 在 那 里 住 了  4 3 0 年 （出十 

二 4 0 ) 。 在 这 段 期 间 ， 他们的人数迅速增  

长 ， 遍 满 歌 珊 地 （出 一  7 > 。 后来埃及有 

不 认 识 约 瑟 的 新 王 兴 起 >  圣经并没有说明 

这 法 老 的 名 字 ， 学 者 对 於 这 法 老 是 谁 也 没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 最 常 见的 意 见 认 为 这 法 老  

要 不 是 杜 得 模 西 士 三 世 （主 前 149 0， ）， 

就 是 薛 提 一 世 （主 前 1 3 0 9 - 1 2 9 0 ) 或兰塞 

二 世 （主 前 12 9 0 - 2  4 ) 。 法老恐怕他们的  

人 数 继 续 增 长 下 去 ， 会 成 为 国 家 的 威 胁 ， 

於 是 便 设 法 压 抑 他 们 的 增 长 。 法老派他们 

建 造 两 座 积 货 城 —— 比 东 和 兰 塞 ，但这些 

苦 工 却 没 有 令 他 们 的 人 数 减 少 。 下一步， | 

他 要 求 收 生 婆 合 作 ， 把生出来的希伯来男  

婴 杀 了 ， 但 收 生 婆 并 没 有 昕 从 这 命 令 。其 

后 ， 法 老 便 命 令 希 伯 来 人 自 己 把 男 婴 淹 死  

在 尼 罗 河 。 就 是 在 这 第 一 次 迫 害 犹 太 人 的  

背 泉 中 ， 婴 孩 摩 西 出 生 了 。

第 一 个 4 0 年 ---- 在埃 及

出 生 和 早 期 生 活

— 个 名 暗 兰 的 利 未 人 娶 了 他 父 亲 的 妹  

妹 约 基 别 为 妻 （出 六 2 0 ; 参 出 二 1 ) . 他 

们 第 一 个 儿 子 亚 伦 ， 比 摩 西 年 长 三 岁 ，生 

於 要 淹 死 希 伯 来 婴 孩 的 命 令 之 前 ， 因为圣 

经 没 有 指 出 他 的 生 命 曾 逍 任 何 危 险 。然 

而 ，摩 西 出 生 时 ，这 可 怕 的 命 令 已 实 施 了 • 

摩 西 的 母 亲 把 他 藏 了  3 个 月 、 直到不能再 

藏 ，便 取 了 一 个 蒲 草 箱 ，抹 上 石 漆 和 石 油 ， 

把 孩 子 放 在 箱 她 把 箱 子 彳 间 在 河 边 的 芦  

获 中 ， 摩 西 的 姊 姊 米 利 暗 远 远 站 着 ， f t  

会 发 生 什 么 亊 。 不 久 ， 法 老 的 女 儿 （约瑟 

夫 认 为 她 是 帖 模 提 斯 ， 其他人则认为她是  

赫 斯 苏 特 ， 但 其 确 实 的 身 分 仍 未 能 肯 定 >  

如 常 带 着 宫 女 来 到 河 边 沐 浴 。 她发现了资 

孩 ， 认 出 他 是 希 伯 来 人 的 孩 子 ， 并决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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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 孩 子 。 米 利 暗 从 藏 匿 的  

_ 他’如 4  主 动 提 出 为 婴 孩 找 — 个 希 伯  

地 方 走 妈 ， 公 主 也 同 意 她 的 安 排 。 米 

来 妇 人 孩 带 回 家 ， 摩 西 留 在 母 亲 身 边  
利 (参 撤 上 一  1 9 - 2 4 ) 。 圣 经 没  

晡 西 的 成 长 时 期 ’ 究 竞 他 母 亲 有 没  

有 记 年 的 后 期 和 靑 少 年 阶 段 继 续 去 看  

有 在 他 有 役 有 把 他 真 正 的 身 分 告 诉 他 ？ 有 

史 ! ! ^ ■ 希 伯 来 人 的 信 仰 教 导 他 ？ 这 一 切 都  

象 去 推 测 - 摩 西 像 皇 室 中 其 他  
并且

学 了 埃 及 人 一 切 的 学 问  

行 事 都 有 才 能 ” （徒 七 2 2 >。

跟 本 族 人 认 同

摩 西 何 时 知 道 自 己 是 希 伯 来 人 ， 而不  

是 埃 及 人 ， 我 们 不 得 而 知 ’ 但 明 显 他 在  

4 0岁 时 已 知 道 这 事 。 一 日 他 往 看 自 己 的  

族人，并 观 察 他 们 受 奴 役 的 情 况 ， 因 为 法  

老 在 摩 西 出 生 时 所 施 行 恶 待 希 伯 来 人 的 法  

令仍未收回。 摩 西 看 见 一 个 埃 及 人 欺 负 — 

个 希 伯 来 人 ， 怒 从 心 生 ， 便 杀 了 埃 及 人 ， 

把他埋葬了。 他 以 为 没 有 人 知 道 这 事 ， 但 

翌日，当 他 尝 试 调 解 两 个 希 伯 来 人 之 间 的  

纠纷时， 才 知 道 事 情 已 败 露 。 那 两 个 希 伯  

来 人 皆 与 他 敌 对 ， 指 他 是 杀 人 凶 手 ， 说 ：

“谁 立 你 作 我 们 的 首 领 和 审 判 官 呢 ？ 难 道  

你要杀我，像 杀 那 埃 及 人 吗 ？ ” （出 二 1 4 > 

使 徒 行 传 七 章 ‘2 5 节 又 加 上 ： “他 以 为 弟 兄  

必 明 白 神 是 藉 他 的 手 搭 救 他 们 。” 摩 西 知  

道 事 实 已 经 败 露 ， 自 己 虽 是 皇 室 中 人 ， 但 

仍 不 能 免 却 杀 人 应 有 的 惩 罚 ， 於 是 逃 亡 至  

米甸地。

第二个 4 0 年 —— 在 米 甸

和叶忒罗家 站 亲

摩 西 来 到 米 甸 后 不 久 ， 坐 在 井 旁 歇 息  

的时候， 看 见 米 甸 祭 司 的 7 个 女 儿 出 来 打  

f 饮 羊 ； 其 他 牧 羊 人 走 过 来 ， 欲 赶 走 她  

』二 摩 西 路 见 不 平 ， 便 插 手 千 预 ， 并 帮 助  

^ 的 女 儿 饮 羊 。 叶 戎 罗 （出 三 1 ; 又 名  

& 缉 出 二 1 8 ; 或 “何 巴 ”， 民十 2 9 >  

破f 这 事 ， 便 请 摩 西 与 他 们 同 住 ， 并 把 西  

西# ( 名 意 是 “小 鸟 ” > 给 他 作 妻 子 。 摩 

2 米 甸 时 ， 与 西 坡 拉 生 了 革 舜 （出 二  

T  和 以 利 以 谢 （出 十 八 4 ) 。 4 0 年 过 去  

活’摩 西 大 概 已 淡 忘 了 早 年 在 埃 及 的 生  

° 他 意 想 不 到 ， 在 已 届 8 0 之 年 ， 神 不

久 还 要 催 促 他 返 回 埃 及 宫 中 ， 面 对 他 曾 逃  

避 的 法 老 的 儿 子 ， 要 求 他 释 放 以 色 列 人 ， 

脱 离 已 忍 受 多 年 的 奴 役 。 神 并 没 有 忘 记 祂  

的 子 民 ，现 在 便 准 备 要 拯 救 他 们 。

在 烧 农 的 烟 棘 中 和 祌 相 遇

— 曰， 当 摩 西 牧 养 他 岳 丈 的 羊 群 至 何  

烈 山 （又 名 “西 乃 山 神 从 荆 棘 里 的  

火 焰 中 向 摩 西 显 现 ； 荆 棘 虽 被 火 燃 烧 ，却 

没 有 被 烧 毁 ， 摩 西 移 步 看 个 究 竟 ，便昕见  

神 从 荆 棘 中 呼 唤 他 ，说 ： “摩 西 ，摩 西 ！” 

摩 西 回 答 说 ： “我 在 这 里 。” 摩 西 欲 再 走  

近 ， 神 却 说 ： “不 要 近 前 来 。 把 你 脚 上 的  

鞋 脱 下 来 ， 因 为 你 所 站 之 地 是 圣 地 。”

( 三 5 > 神 又 进 一 步 说 明 池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神 ， 以 撒 的 神 ， 雅 各 的 神 ； 神 向 摩 西 保  

证 ，祂 已 看 见 了 他 百 姓 所 受 的 苦 ， 听见了  

他 们 所 发 的 哀 声 。 然 后 祂 告 诉 摩 西 ， 她已  

计 划 差 遣 摩 西 往 埃 及 ，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奴 隶  

的 辖 制 中 拯 救 出 来 （三丨〇>。

面 对 这 个 似 乎 是 他 能 力 范 围 以 外 的 挑  

战 ， 年 老 的 摩 西 用 了 许 多 藉 口 来 推 却 这 任  

务 。 摩 西 说 ：“我 是 什 么 人 ，•竟能去见法  

老 ，将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领 出 来 呢 ？ ” 神却

保 证 他 必 与 摩 西 同 在 （三 1丨、 1 2 )。 摩西  

找 来 另 一 个 藉 口 说 ，若 以 色 列 人 问 他 打 发  

他 来 的 神 叫 什 么 名 字 时 ， 他 并 不 能 回 答 ； 

神 就 以 含 有 隐 意 的 句 子 启 示 他 的 名 字 ，他

说 ： “ ‘我 是 自 有 永 有 的 ， .... 你 要 对 以

色 列 人 这 样 说 ： ‘那 自 有 永 有 的 打 发 我 到

「、们 这 里 来 ，。” （三丨3 、丨4 > 对 於 这 名 字 ， 

f 许 多 不 同 的 解 释 ， 在 各 种 分 歧 的 解 释 之  

=»， 不 容 置 疑 的 是 ，这 名 字 暗 示 了 神 的 自  

尹 自 足 。 摩 西 跟 着 反 驳 说 ， 他 若 ^ 诉 以  

& 列 人 是 神 差 遣 他 把 他 们 从 埃 及 拯 救 出  

^ 他 们 必 不 相 信 。 神 给 他 3个 神 迹 作 为  

3 应 ： 他 把 牧 杖 丢 在 地 上 ， 牧 杖 立 即 变 作  

它 . 他 把 手 放 在 怀 里 ， 手 就 长 了 大 麻 风 ； 

申 又 告 诉 他 ， 他 把 尼 罗 河 的 水 倒 在 地 上 ， 

^ 必 变 作 血 （四丨-9 > 。 即 使 有 了 这 些 ^  

_ 怔 据 ， ® 明 神 与 他 同 在 ，
受 这 重 任 ，他 说 ： “主 啊 ，我 累 曰 不 是  

......我 本 是 拙 口 笨 舌 的 ” （四

会 指 示 他 当 说 的 话 。

1旦 不 管 神 如 何 = 发 ! 西 二  

“ 神 二 二 西 的 ； 哥 亚 伦 作 他 的 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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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不 过 ， 神 说 他 的 指 示 仍 会 直 接 传 达 给  

摩 西 。

其 后 ， 摩 西 返 回 叶 忒 罗 那 里 ， 但 没 有  

告 诉 叶 忒 罗 有 关 与 神 相 遇 和 受 神 差 遣 的  

事 。

返 H 诶 及

摩 西 带 着 妻 子 和 两 个 儿 子 返 回 埃 及 ， 

但 只 是 告 诉 岳 丈 他 回 埃 及 的 目 的 是 探 望 族  

人 （四丨8 >。 圣 经 记 载 说 ， 摩 西 叫 妻 子 和  

两 个 儿 子 骑 在 同 一 匹 驴 子 上 （四 2 0 > ， 3 

人 同 坐 一 匹 驴 子 显 示 两 个 孩 子 仍 然 年 幼 ， 

并 不 是 摩 西 结 婚 初 期 所 生 的 在 路 上 一 个  

住 宿 的 地 方 ， 一 件 奇 怪 的 事 发 生 了 ； 耶 和  

华 遇 见 摩 西 ， 想 要 杀 他 （四 2 幻 ， 这 明 显  

因 为 摩 西 在 离 开 米 甸 之 前 ， 仍 未 替 孩 子 行  

割 礼 。 西 坡 拉 知 道 摩 西 的 生 命 有 危 险 ， 便  

亲 自 执 行 这 仪 式 ， 并 对 丈 夫 说 ： “你 真 是  

我 的 血 郎 了 。” （四 2 5 ) 姑 勿 论 这 次 与 神  

不 寻 常 的 相 遇 含 有 些 什 么 其 他 意 义 ， 这 遭  

遇 确 实 是 一 个 严 肃 的 提 醒 ， 提 醒 那 作 约 民  

领 袖 的 人 ， 自 己 先 不 可 忽 略 约 中 任 何 一 部  

分 （创 十 七 1 0 - 1 4 )。

神 命 亚 伦 （他 仍 在 埃 及  > 上 山 ， 到 祂  

在 荆 棘 火 焰 中 向 摩 西 显 现 的 那 山 上 去 ， 在 

那 里 与 他 的 弟 弟 相 见 。 摩 西 把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事 情 告 诉 了 亚 伦 ， 并 一 起 返 回 埃 及 ， 聚 

集 了 众 长 老 ， 告 诉 他 们 一 切 。 摩 西 和 亚 伦  

在 众 民 面 前 施 行 神 迹 时 ， 他 们 就 相 信 这 两  

位 领 袖 是 奉 神 差 逍 来 扬 救 他 们 脱 离 困 苦 的  

( 出 四  3 0 、 ：31 >。

第 三 个 4 0 年一 - 由 埃 及 至 迦 南  

和法老会战

摩 西 返 回 埃 及 不 久 ， 在 亚 伦 的 陪 同  

下 ， 来 到 法 老 那 里 重 复 耶 和 华 的 要 求 ：

“容 我 的 百 姓 去 ， 在 旷 野 向 我 守 节 。，， （出 

五 丨 ） 法 老 拒 绝 这 要 求 ， 声 言 他 从 未 听 闻  

摩 西 的 神 。 当 时 的 埃 及 王 看 他 们 自 己 是  

神 ， 所 以 我 们 可 以 想 象 法 老 认 为 这 是 何 等  

的 侮 辱 。 他 不 单 拒 绝 摩 西 的 要 求 ， 而 且 还  

加 重 希 伯 来 人 的 重 担 。 这 事 以 前 ， 希 伯 来  

人 做 砖 所 用 的 草 是 由 埃 及 人 供 应 的 ， 现 在  

他 们 要 自 己 去 捡 草 ， 但 做 砖 的 数 目 不 可 减  

少 。 希 伯 来 人 痛 苦 和 愤 怒 地 转 向 摩 西 说 ： 

“你 们 使 我 们 在 法 老 和 他 臣 仆 面 前 有 了 臭  

名 。” （五 2 I ) 即 使 摩 西 也 不 明 所 以 ， 遂

向 神 抱 怨 说 :  

( 五  2 2 > 待 这 百 *神 重 新 向 摩 西 保 证 社 心  

来 人 脱 离 困 栋 ， 并 且 会 带 教 ，  

许 给 亚 伯 拉 罕 .•• •

神 吩 咐 摩 西 再 次 来 到 法 老 面 ^ 地  

放 希 伯 来 人 的 要 求 ， 并 声

允 ， 必 遭 惩 戒 。 月法老卷不笔

摩 西 再 次 进 入 法 老 的 宫 中  

以 色 列 人 的 要 求 。 雎 西 把 杖 变 作 = 中科放 

此 吓 倒 法 老 ， 可 是 ， 埃 及 的 术 士  

能 行 这 神 迹 ， 因 此 法 老 心 里 剛 哽 也  

从 摩 西 。 随 着 摩 西 在 埃 及 地 _ _件接」

施 行 九 灾 ， 显 出 神 的 全 能 ， 使 法 老 ^  

这 九 灾 包 括 将 尼 罗 河 的 水 变 作 血 （七扣 

2 幻 、 歧 灾 （八丨- 1；5 > 、 虱 灾 （八 1 6 叫'  

蝇 灾 （八 2 0 - 3  2 ) 、 畜 疫 之 灾 （九丨七’ 

疮 灾 （九 8 - 1 2 > 、 苞 灾 （九 灾  

(十丨 2 - 2 0 > ， 以 及 黑 暗 之 灾 （十 2 丨\91。 

摩 西 施 行 蛙 灾 、 蝇 灾 、 椬 灾 、蝗灾和黑暗 

之 灾 时 ，法 老 感 到 狼 狈 ，曾暂时温和下来,  

答 应 摩 西 的 要 求 ， 但 天 灾 过 后 ，他的心又 

再 刚 硬 ， 收 回 他 的 承 诺 。 头 9灾严重地破 

环 了 埃 及 地 ， 但 以 色 列 人 仍 未 得 释 放 ，不 

过 ， 还 有 一 灾 为 埃 及 人 预 备 ，这也是最可 

怕 的 一 个 灾 害 。

第 一 个 逾 越 节

神 告 诉 摩 西 ， 还 有 一 灾 要 临 到 埃 及  

凡 在 埃 及 地 ， 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人

-切头生磨 子 后 的 婢 女 所 有 的 长 子 ， 以 及 - 

的 牲 畜 ， 都 必 死 。” （十 一 5 > 此 外 ，扯向 

摩 西 保 证 ， 这 灾 不 会 伤 及 希 伯 来 人 任 何 ^  

家 ， “好 叫 你 们 知 道 耶 和 华 是 将 埃 及 人  

以 色 列 人 分 别 出 来 。’’ （十一  7 ) ^

神 透 过 摩 西 和 亚 伦 ， 指 导 以 色 列 器  

备 尽 快 离 开 埃 及 。 他 们 要 向 埃 及 人 ^ 也 根  

和 银 器 （十 一  2 、 3 > ， 埃 及 人 也 =  =  

怕 希 伯 来 人 ， 都 答 应 了 这 要 求 ， P  $ 又吩 

了 礼 物 ， 埃 及 地 的 灾 祸 便 ^ 止 息 。若人少， 

咐 希 伯 来 人 每 户 预 备 一 只 羊 黑 二 场 活 ^  

可 与 邻 舍 共 取 一 只 。 这 是 为 埃 列 人 历 代  

顿 晚 餐 所 预 备 的 （后 来 成 了 以 血 麥 涂 在  

以 来 为 逾 越 节 的 定 例 ）。 羊 蒸 吏 吃 迨 接  

门 框 和 门 楣 上 ， 以 色 列 人 要 在 是 n 上淨 

节 的 晚 餐 。 神 应 许 希 伯 来 人 ’_ 家 〃此 外 • 

了 血 的 ， 伤 害 必 不 会 临 到 那 二  

又 吩 咐 他 们 预 备 无 醉 饼 （
到

了 半 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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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使 者 起 来 击 杀 埃 及 地 所 有 头 生  

飧 部 邦 亡 老 的 长 子 直 至 被 囚 在 监 里 的 都 不  

的’由 法 埃 及 人 中 ， 没 有 一 家 人 可 以 逃 过  

能 率 & ’法 老 肴 见 了 所 发 : 生 的 事 ’ 便 命 令  

这灭准‘以 色 列 人 立 即 离 开 埃 及 地 （十 二  

摩 和 ） 圣 经 说 离 幵 埃 及 的 男 丁 约 有 6 0  

31、：V 2连 妇 女 和 孩 责 在 内 ， 总 人 数 可 能 超  

万 ，这 对 埃 及 的 经 济 来 说 ’ 是 一 个

十 分 严 银的打 击 。

^ 出 埃 及 的 亊 件 被 称 为 旧 约 的 焦 点 ； 诚 

这 是 旧 约 的 中 心 事 件 ， 也 是 以 色 列 进 展  

成 一 个 民 族 的 时 刻 。 犹 太 人 今 日 仍 回 顾 这  

事件，看 为 神 在 历 史 中 極 救 以 色 列 人 的 伟  

大救赎行动， 正 如 甚 督 徒 以 信 心 看 十 字 架  

为 伟 大 的 救 赎 行 动 一 样 。

现 今 我 们 不 能 准 确 地 肯 定 希 伯 来 人 出  

埃及的路线， 不 过 ， 学 者 们 却 提 供 了 许 多  

不同的意见。 以 色 列 人 没 有 采 取 最 短 、 最 

直 接 的 路 线 （那 是 沿 着 地 中 海 的 海 岸 ， 约 

需1 0日 的 路 程  却 向 着 西 乃 山 进 发 。 摩 

西早年 曾在 那 M 的 荆 棘 火 焰 中 遇 见 神 ， 神 

指 示 摩 西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返 回 相 同 的 地 点 ， 

作 为 神 差 逍 他 拯 救 其 子 民 的 标 记 ， 以 色 列  

人 并 要 在 那 里 敬 拜 神 （出三丨 ‘2 > 。 希 伯 来  

人 没 有 忘 记 约 瑟 曾 要 求 他 们 返 回 故 乡 时 ， 

把 他 的 骸 骨 也 一 起 带 回 去 （创 五 十 ‘25; 

出十三丨9>。

在 路 上 ， 日 间 有 云 柱 在 以 色 列 人 前  

面’夜 间 也 有 火 柱 。 云 柱 代 表 神 与 他 们 同  

在，并 且 引 领 他 们 踏 上 前 路 。

在 埃 及 那 边 ， 法 老 又 反 悔 让 希 伯 来 人  

埃 及 ， 於 是 差 逍 军 队 追 上 去 ， 要 把 他  

回 来 。 希 伯 来 人 看 见 — 片 愈 来 愈 接 近  
尘土 ， 知 道 埃 及 的 军 队 正 追 赶 上 来 ，感 

十 分 惊 值 。 他 们 面 对 着 汪 洋 大 海 ， 前无  

色 后 有 追 兵 ，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於 是 以  

&  lj人 转 向 摩 西 ， 埋 怨 他 好 把 他 们 领 出 埃  

再 次 向 他 们 保 证 ，叫 他 们 不 用 害 怕 ， 

场 ^ 滿 作 任 何 防 卫 ， 神 应 许 要 为 他 们 打 这  

|4> ’ 并 且 要 把 胜 利 賜 给 他 们 （出 十 四

埃作， 和 华 用 强 烈 的 东 风 把 芦 苇 海 （传 统  

逛 过 ^ 海 ） 的 水 分 开 ， 让 以 色 列 人 从 千 地  

到 海 的 彼 岸 。

及 人 从 后 赶 上 ， 跟 着 以 色 列 人 走 在

干 涸 的 海 床 上 ， 但 在 他 们 还 未 到 达 彼 岸 之  

时 ， 海 水 已 复 合 了 ， 埃 及 兵 马 都 被 淹 毙 在  

大 海 之 中 ， 以 色 列 人 则 平 安 到 达 彼 岸 。 以 

色 列 人 用 诗 歌 庆 祝 神 的 拯 救 （出 十 五 ）， 

然 后 继 续 他 们 的 旅 程 。 其 后 的 叙 述 描 写 以  

色 列 人 在 沙 漠 中 挣 扎 求 存 —— 缺 粮 和 缺  

水 、 内 部 不 和 、埋 怨 摩 西 与 敌 人 争 战 等  

等 问 题 。 在 这 些 经 历 中 ， 摩 西 成 为 他 们 团  

结 起 来 的 力 觅 和 伟 大 的 屈 灵 领 袖 ,，

虽 然 以 色 列 人 不 久 以 前 才 看 见 神 拯 救  

的 大 能 ， 但 他 们 的 信 心 并 不 坚 强 。 3 日 后 ， 

他 们 来 到 一 个 地 方 ， 水 不 能 饮 用 ， 他们便  

开 始 向 摩 西 发 怨 言 。 耶 和 华 指 示 縻 西 洁 净  

水 泉 ， 众 民 的 需 要 遂 得 着 满 足 《十 五 22- 

2 5 > 。他 们 到 达 汛 的 旷 野 时 ，又 再 发 怨 言 ， 

这 次 是 由 於 食 物 的 短 缺 ， 神 供 应 吗 哪 以 满  

足 他 们 的 需 要 ； 吗 哪 是 一 种 像 饼 的 东 西 ， 

可 作 他 们 的 食 物 ， 直 至 进 入 了 迦 南  < 十六

1 - 2 1 ) 。 后 来 ， 众 民 在 利 非 订 安 营 之 后 ， 

又 再 次 发 怨 言 ，这 次 是 由 於 缺 乏 食 水 >  神 

再 一 次 满 足 他 们 的 骼 要 ， 叫 水 从 何 烈 的 磐  

石 流 出 来 （十七丨 _ 7 >。 当 他 们 仍 在 利 非  

订 安 营 时 ， 亚 玛 力 人 来 攻 击 他 们 ， 但 神 賜  

给 以 色 列 人 — 次 大 胜 利 （十 七 8 -1 3 >。

摩 西 和 以 色 列 人 到 了 西 乃 ， 在 那 里 安  

营 。 叶 忒 罗 来 探 望 摩 西 ， 把 摩 西 的 妻 子 和  

儿 子 也 一 同 带 来 ， 显 然 西 坡 拉 先 前 是 决 定  

了 与 孩 子 返 回 父 家 ， 没 有 跟 摩 西 — 起 往 埃  

及 去 。 这 是 一 个 快 乐 的 重 聚 ， 叶 式 罗 向 神  

献 上 燔 祭 和 平 安 祭 《这 行 动 使 一 些 解 经 家  

认 为 叶 成 罗 是 一 个 真 心 敬 拜 神 的 人 ’ 甚至  

好 像 摩 西 一 样 ；然 而 ， 他 如 何 与 希 伯 来 信  

仰 扯 上 关 系 却 不 得 而 知 ）。 叶 忒 罗 看 见 摩  

西 要 亲 自 解 决 众 民 所 有 的 纠 纷 和 困 难 ， 而 

没 有 人 协 助 时 ， 便 建 议 摩 西 在 民 中 选 出 一  

些 有 能 之 士 ，让 他 们 分 担 一 些 较 轻 的 责  

任 ， 摩 西 接 受 了 这 建 议 。 不 久 ， 叶 忒 罗 便  

返 回 自 己 的 家 乡 ， 没 有 留 在 西 乃 ，参与 以  

色 列 人 与 神 的 立 约 （十 八 B  — 2 7 )。

祌 在 西 乃 颁 赐 沭 法

神 信 守 向 摩 西 的 承 诺 ， 他 把 希 伯 来 人  

从 埃 及 为 奴 之 地 领 出 来 ， 并 带 领 他 们 到  

达 袖 差 逍 摩 西 作 众 民 领 袖 的 地 方 。 神 现 在  

已 准 备 好 与 以 色 列 人 进 入 约 的 关 系 。 在闪  

^ 雷 轰 密 云 ， 火 焰 、 浓 烟 和 地 屣这 惊  

人 i 壮 观 ， 好 比 火 山 爆 发 的 情 居 之 下 > 神



1070 m d x i

降 临 在 西 乃 山 上 ， 吩 咐 厣 西 上 山 - 摩 西 在  

山 上 逗 留 了  W 昼 夜 ， 接 受 了 律 法 ， 这 俾  

法 将 要 成 为 盟 约 之 雄 础 。

在 西 乃 山 上 ， 神 启 示 自 己 是 一 位 要 求  

人 在 生 活 各 方 面 对 她 完 全 忠 心 与 专 一 的  

神 ， 同 时 池 定 意 与 子 民 建 立 个 别 相 交 的 关  

系 *

西乃的旷野

以 色 列 K 的 饽 逆

摩 西 痄 留 在 西 乃 山 上 的 时 候 ， 山 下 的  

众 民 开 始 显 得 不 耐 烦 ， 并 且 怀 疑 摩 西 会 否  

回 来 ， 於 是 便 来 到 亚 伦 面 前 ， 要 求 他 为 他  

们 涛 造 偶 像 ， 作 敬 拜 之 用 。 众 民 献 出 身 上  

的 耳 环 ， 亚 伦 便 将 之 铸 成 牛 犊 的 形 状 。 他  

把 金 牛 犊 交 给 众 民 时 说 ： “以 色 列 啊 ， 这 

是 领 你 出 埃 及 地 的 神 。’’（三 十 二 4 > 翌 日 ， 

他 们 齐 集 敬 拜 这 偶 像 ， 献 过 祭 ， 就 吃 喝 喧  

闹 。 神 把 山 下 正 在 发 生 的 亊 情 告 诉 摩 西 ， 

并 愤 怒 地 宣 告 池 要 毁 灭 这 民 ， 要 从 摩 西 和  

他 的 后 裔 另 立 一 个 大 国 ， 摩 西 立 即 为 百 姓  

求 情 ， 神 的 琛 怒 才 稍 歇 。 摩 西 带 着 两 块 写  

上 律 法 的 石 版 下 山 ， 但 当 他 眘 见 以 色 列 民  

所 作 的 事 ， 便 不 能 抑 制 怒 气 ， 他 把 法 版 摔  

碎 在 地 上 ， 然 后 把 金 牛 犊 捣 晬 成 为 粉 末 ， 

用 水 混 和 ， 命 以 色 列 民 喝 。 摩 西 愤 怒 地 转  

向 亚 伦 ， 耍 求 他 为 所 犯 的 大 罪 加 以 解 释 。 

亚 伦 推 卸 责 任 说 ： “我 把 金 环 扔 在 火 中 ， 

这 牛 找 便 出 来 了  „ （三 十 二 2 4 ) 因 为 众

民 所 犯 的 大 罪 ， 摩 西 征 求 民 众 自 动 出 来 执  

行 神 在 他 们 身 上 的 讲 判 ， 利 未 支 派 的 人 作  

出 了 冋 应 ， 那 天 被 杀 的 百 姓 约 有 3 ，00 ()人 ， 

自 想 的 利 未 人 后 来 得 到 摩 西 的 赞 赏 和 崧 许  

( 申 三 十 三 9 、 丨 麽 西 又 再 为 众 民 代 求 ， 

表 明 神 若 不 饶 恕 他 们 ， 他 宁 愿 与 他 们 一 同

灭 亡 。 神 就 动 了 怜 悯 之 心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仍 会 与 他 们 同 々件 取 ^  

賴 作 了 — 个 特 ： :了 

他 看 见 他 的 荣 光 。 神 指 示 埯 西 世 ‘求神让 

版 ，像 他 摔 晬 的 一 样 ，然 后 坎 5

耶 和 华 在 那 m 

告 祂 的 名  

怜 悯 有 恩 典 的 神 ， 

的 慈 爱 和 诚 实 。”

在 摩 西 面 前 经 ^ 叫 上 、 

说 ： “耶 和 华 ， 耶 和 华 并 攻

不 轻 易 发 怒 ， 

( 出 ： , ^  并有本$
十 四 6 ) 麽 砟 铃  

留 在 山 上 4 〇 昼 夜 ， 重 新 再 领 受 鈐 链 j 净 

的 ？？告 ， 并 从 耶 和 华 得 笤 进 — 步  

接 受 另 外 两 块 写 上 十 诚 的 法 版 。 陬 西 ^  

上 下 来 的 时 候 ， 并 不 知 道 自 己 因 曾与神j  
i炎，所 以 脸 上 发 光 。众 民 起初 不 敢 走 近  

但 他 呼 召 他 们 ， 聚 集 在 他 面 前 并 重 迷 耶  

和 华 在 山 上 向 他 说 的 话 。 其 后 ，他用相子 

蒙 在 脸 上 ， 只 是 来 到 耶 和 华 面 前 才 把 帕 子  

除 下 来 。 保 罗 说 这 帕 子 的 目 的 ，是避免众  

民 # 见 摩 西 脸 上 的 光 渐 渐 褪 去 （林后三 

1 3 ) „

会 嵇 和 祭 句 制 度 之 设 立

摩 西 第 一 次 上 山 接 受 律 法 时 ，神指示 

他 收 集 一 些 用 以 建 造 会 符 或 帐 菥 的 M料, 

就 是 金 、 银 、 铜 ，蓝 色 、 紫 色 、朱红色线. 

细 麻 、 山 羊 毛 、 染 红 的 公 羊 皮 、 海拘皮. 

皂 荚 木 、 点 灯 的 油 、做 裔 油和香的香料• 

红 玛 瑙 和 其 他 宝 石 （出 二 十 五 3 .7 >。同 

时 ， 神 也 给 了 他 建 筑 的 蓝 图 ， 以及祭司分 

别 为 圣 的 礼 仪 。 一 个 名 比 撒 列 的 人 全 权 ^  

责 会 菥 的 建 造 ， 并 由 亚 何 利 亚 伯 协 助 （二

H ----丨•(； >。 会 箝 像 一 般 帐 棚 一 样 ，是方

便 携 带 的 ， 这 样 ， 希 伯 来 人 在 前 往  

路 上 可 随 时 把 会 褡 拆 下 来 ， 在 另 —站

除 了 会 褡 方 面 的 指 示 外 ， 神也 

立 献 的 祭 指 示 摩 西 ， 包 括 ： 播 t 、-至 

P• 安 祭 、 赎 罪 祭 和 赎 思 祭 （利 并  

择 西 也 负 责 青 立 亚 伦 和 他 儿 ^ 为 ^

# 立 敬 拜 制 度 的 仪 式 （利 八 至 j 段时间之 

这 严 肃 的 宗 教 礼 仪 逮 立 户 ， 

亚 伦 其 中 两 个 儿 子 ， 傘 ^ 而 前‘，结举 

巴 不 合 规 格 的 凡 火 献 在 耶 和 们 消 灾 丫 ， 

火 从 耶 和 华 那 里 出 来 ’ 把上.•心I亦瘅攻I y c  / A  ^  ̂  ̂  ------

f 西 禁 止 亚 伦 和 其 余 两 个 儿 … 户系犯、  

I 他 玛 举 哀 ， 因 为 拿 答 和 亚  

[ 惩 罪 （利 十 1 _7 ) 。 他们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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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究龟是什么， 很 难 下 定 论 ， 但 肯 定 是 与  

千 犯 冲 的 圣 洁 有 关 。 所 以 ， 利 未 记 余 下 的  

部 分 均 强 调 一 些 条 例 ， 说 明 神 期 望 m 的子  

民 过 圣洁的生活。 这 些 条 例 可 用 一 句 话 槪  

括言之： “你 们 要 圣 洁 ， 因 为 我 耶 和 华  

- 一 你 们 的 神 是 圣 洁 的 《»” （利 十 九 2 >

众 民 仍 在 西 乃 的 旷 野 安 营 时 ， 神 吩 咐  

摩 西 数 点 他 们 的 人 数 ： “所 有 的 男 丁 ……  

从二十岁以外， 能 出 去 打 仗 的 。” （民 一 2 、

3 ) 人 口 普 査 完 毕 后 ， 得 出 的 结 果 是 ， 男 

丁数目有 6 0 3 , 5 5 0 人 。 利 未 人 是 分 别 数 箅  

的，共有2 2 , 0 0 0人 。

由两乃至加低斯

以 色 利 人 从 离 开 埃 及 至 核 点 民 数 时 已  

有 一 年 的 时 间 （民 九 1 > » 神 提 醒 众 民 要  

守逾越节。 他 们 守 了 节 ， 1 个 月 后 ， 便离  

开西乃，来 到 巴 兰 的 旷 野 „ 一 路 上 ， 他们  

埋 怨 说 只 有 吗 哪 一 种 食 物 太 单 调 ， 渴 望 可  

以吃到鱼、 黄 瓜 、 西 瓜 、 韭 菜 、 葱 、 蒜 ， 

像 在 埃 及 时 一 样 《民 十 一 4 - 6 ) 。 神 十 分  

愤怒，便 给 他 们 大 f i t的 鹌 鹑 ， 但 当 肉 仍 在  

他们牙齿之间， 神 便 用 飛 的 灾 殃 击 杀 他  

们。米 利 暗 和 亚 伦 也 像 众 民 一 样 ， 存 若 抱  

怨的态度， 他 们 批 评 摩 西 娶 古 实 女 子 为 妻  

(民十二】、 ‘2 ) 。 我 们 不 能 确 定 这 古 实 女  

子 是 埃 提 阿 伯 人 ， 还 是 指 西 坡 拉 的 另 一 种  

说法••若摩西确实再婚， 旧 约 中 却 没 有 任  

何 地 方 提 及 这 段 婚 亊 。 摩 西 对 兄 姊 的 指 控  

没 有 作 出 任 何 答 辩 ， 因 为 他 不 需 要 答 辩 ， 

神 已 干 预这 事 ， 亲 自 为 她 的 仆 人 辩 护 „ 由 

於 米 利 暗 出 言 毁 谤 摩 西 ， 所 以 神 责 打 她 ， 

使 她 长 大 麻 风 。 当 亚 伦 看 见 米 利 暗 的 情  

况，就 承 认 跟 米 利 暗 一 样 犯 了 罪 （民 十 二  

在 摩 西 切 切 代 求 之 下 ， 米 利 暗  

的 大 麻 风 始 得 痊 愈 。

众 民 在 巴 兰 旷 野 的 加 低 斯 （又 称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民 三 十 二 B 等 ） 安 营 时 ， 

摩 西 派 十 二 探 子 往 迦 南 „ 每 支 派 要 打 发 1 

个人，窥 探 那 地 的 情 况 ， 好 准 备 以 色 列 人  

进入。 日 后 ， 探 子 回 来 了 。 虽 然 他 们  

均 回 报 那 地 是 肥 沃 美 好 的 ， 但 其 中 1 〇 人  

却 悄 怕 迦 南 人 ， 不 主 张 进 入 迦 南 地 ， 只有  

约 书 亚 和 迦 勒 恶 意 前 往 占 领 那 地 „ 全 会 众  

郞 附 和 不 愿 进 入 迦 南 ， 并 决 意 迭 出 一 位 新  

领油，带 领 他 们 返 回 埃 及 》 免 得 死 在 迦 南  

人 的 刀 下 < • 他 们 势 将 用 石 头 打 死 摩 西 和 亚

伦 。 在 那 一 刻 ， 神 亲 自 千 预 这 亊 。 若不昆  

庳 西 求 情 ， 神 便 已 把 全 会 众 都 消 灭 了  （民 

十 三 1至 十 四 丨 9 > 。 摩 西 指 出 神 若 不 带 领  

众 民 进 入 迦 南 ， 周 _ 的 列 邦 必 认 为 以 色 列  

人 的 神 没 有 能 力 带 领 他 们 进 入 应 许 之 地 ， 

神 再 一 次 勉 强 答 允 摩 西 的 要 求 ， 饶 恕 了以  

色 列 人 ， 但 补 充 说 ， 众 民 中 2 0 岁 以 外 ， 

曾 埋 怨 神 的 ， 不 得 进 入 应 许 之 地 ， 他们要  

在 旷 野 飘 流 4 0 年 ， 直 至 那 一 代 的 人 全 部  

死 去 ， 他 们 的 儿 女 才 可 进 入 迦 南 （民十四  

2 9 - 33 K 众 民 听 见 神 的 宣 判 ， 便 想 马 上  

进 入 迦 南 地 去 ， 使 这 刑 罚 无 效 。 但 由 於 冲  

没 有 与 他 们 同 在 ， 所 以 他 们 惨 畋 於 亚 玛 力  

人 和 迦 南 人 手 下 。

在 旷 野 的 4 0 年

在 旷 野 飘 流 的 4 0 年 间 所 发 生 的 事 件 ， 

可 知 的 并 不 多 。 纵 然 神 已 严 严 地 审 判 众  

民 ， 但 他 们 的 态 度 仍 然 不 变 。 一 个 名 可 拉  

的 人 带 领 另 一 次 叛 变 ， 向 摩 西 和 亚 伦 的 权  

威 挑 战 ； 摩 西 和 亚 伦 为 这 些 悖 逆 者 恳 求  

神 ， 神 却 不 听 （民 十 六 2 2 - 2 4  ) ， 但 神 吩  

咐 全 会 众 远 离 可 拉 及 其 同 党 的 帐 糊 。 众民  

正 观 看 的 时 候 ， 地 就 裂 开 了 ，把 叛 党 连 同  

他 们 的 家 眷 、 财 物 ， 全 吞 下 去 ； 虽 然 以 色  

列 人 亲 眼 看 见 背 叛 者 的 结 局 ， 仍 转 向 摩 西  

和 亚 伦 ，指 控 他 们 杀 害 自 己 的 族 人 。这 时 ， 

神 吩 咐 摩 西 离 开 满 口 怨 言 的 群 众 ， 好 让 神  

亲 自 报 复 。 虽 然 摩 西 赶 紧 为 众 民 赎 罪 ， 但 

在 刑 罚 停 止 之 前 ， 已 有 M ，7 0 0 人 死 於 瘟  

疫 。 耶 和 华 为 了 向 以 色 列 人 证 明 摩 西 是 池  

拣 迭 的 领 袖 ， 便 吩 咐 摩 西 从 每 支 派 取 一 根  

杖 ， 放 在 会 柢 中 。 神 要 使 他 所 拣 迭 之 人 的  

杖 发 芽 ， 以 止 息 众 民 的 怨 言 。 亚 伦 的 杖 果  

然 发 芽 、生 了 花 苞 ，并 且 开 花 。 可 是 ， 群 

民 只 是 更 加 埋 怨 ， 同 声 怨 道 ： “我 们 死  

喇 ！ 我 们 灭 亡 甽 ！ 都 灭 亡 喇 ！ ” （民十 七  

1 2 )

到 了 旷 野 飘 流 的 末 期 ， 米 利 暗 在 加 低  

斯 死 了 ， 并 且 葬 在 那 M  ( 二十丨）。 众 民  

再 一 次 为 缺 乏 食 水 而 发 怨 言 ， 神 命 摩 西 吩  

咐 磐 石 出 水 ， 以 满 足 众 民 的 简 要 。 摩 西 没  

有 吩 咐 磐 石 ， 却 用 他 的 杖 敲 打 了 两 下 ； 鈐 

石 流 出 水 来 ， 神 却 责 备 摩 西 和 亚 伦 ： “因 

为 你 们 不 信 我 ， 不 在 以 色 列 人 眼 前 尊 我 为  

圣 ， 所 以 你 们 必 不 得 领 这 会 众 进 我 所 枵 给  

他 们 的 地 去 ” 《二 十 1 2 K 这 罪 的 性 质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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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消 楚 ， 担 摩 西 和 亚 伦 明 显 是 取 了 那 只 屈  

於 神 的 荣 拼 《 由 於 犯 了 罪 ， 他 们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进 入 应 许 地 的 权 利 给 搋 夺 了 ， 那 罪 的  

刑 罚 似 乎 太 重 ， 却 显 出 摩 西 和 亚 伦 作 领 袖  

的 权 利 ， 是 带 着 不 寻 常 的 责 任 的 。

众 民 从 加 低 斯 前 行 至 位 於 以 东 边 境 的  

何 珥 山 ， 亚 伦 死 在 那 里 。 摩 西 取 了 亚 伦 的  

祭 司 袍 ， 交 给 他 儿 子 以 利 亚 撒 ， 这 样 就 把  

大 祭 司 的 职 任 移 交 了 （二 十 ‘28  >。

以 色 列 民 接 近 目 的 地 时 ， 迦 南 本 土 的  

人 便 开 始 加 强 抵 御 。 以 色 列 人 在 何 珥 玛 与  

亚 拉 得 王 发 生 了 一 场 小 战 斗 。 终 於 获 胜  

( 二 十 一  1 - 3 > 。 百 姓 绕 过 以 东 地 的 时 候 ， 

一 些 人 又 向 神 和 摩 西 发 怨 言 ， 因 为 没 有  

粮 ， 没 有 水 ， 他 们 又 厌 恶 吗 哪 ； 这 次 耶 和  

华 使 毐 蛇 进 入 百 姓 中 间 ， 许 多 人 因 被 蛇 咬  

而 死 ， 那 些 未 被 蛇 咬 的 来 到 摩 西 面 前 ， 承 

认 他 们 的 罪 ， 并 请 摩 西 求 神 叫 那 蛇 离 开 。 

神 指 示 摩 西 造 一 条 铜 蛇 ， 悬 在 杆 上 ， 那 被  

蛇 咬 的 人 仰 望 这 铜 蛇 ， 便 得 存 活 （二 十 一

8、9>。

以 色 列 人 来 到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境 界  

时 ， 派 遺 使 者 求 王 容 许 他 们 和 平 地 走 过 。 

西 宏 不 单 不 答 应 ， 而 且 还 派 军 队 来 攻 击 以  

色 列 人 。 在 战 争 中 ， 西 宏 被 杀 ， 希 伯 来 人

便 取 了 他 的 土 地 和 城 邑 （二 --- ：2 1 - 2 5 > 。

到达约何河

以 色 列 人 战 胜 了 西 宏 之 后 ， 又 再 出  

发 ， 来 到 摩 押 平 原 安 营 。 他 们 已 到 达 约 但  

河 的 东 岸 ， 面 对 耶 利 哥 ， 看 见 了 应 许 地 的  

全 境 。 摩 押 人 惧 怕 以 色 列 人 ， 因 为 他 们 听  

闻 以 色 列 人 与 亚 摩 利 人 争 战 的 事 。 摩 押 王  

巴 勒 聘 淸 了 术 士 巴 兰 来 ， 咒 诅 以 色 列 人 ； 

巴 兰 曾 三 度 要 咒 诅 以 色 列 人 ， 但 每 一 次 神  

都 把 咒 沮 的 话 变 成 祝 福 的 话 （民 二 十 二 至  

— 十 四  > 。 虽 然 巴 兰 不 能 咒 沮 以 色 列 人 ， 

却 给 他 们 带 来 更 大 的 灾 难 ， 他 叫 摩 押 女 子  

引 i秀 以 色 列 人 给 她 们 的 神 献 祭 ， 和 跪 拜 她  

们 的 神 （民 二 十 五 丨 - 3 ， 三 十 一 I 6 ; 彼 后  

二丨5 ; 启 二 百 姓 正 在 敬 拜 摩 押 的 神  

巴 力 毗 两 的 时 候 ， 神 的 怒 气 就 发 作 了 ； 他 

用 瘟 疫 杀 了  2 4 , 0 0 0 人 （民 二 十 五 9 ) 。 这 

是 以 色 列 人 第 一 次 受 到 淫 荡 的 拜 偶 像 宗 教  

所 迷 惑 ， 而 这 更 预 示 了 他 们 进 入 迦 南 后 会  

出 现 的 境 况 ， 他 们 不 断 地 受 偶 像 崇 拜 的 诱  

惑 ， 最 终 导 致 灭 亡 。

神 命 难 西
和以

瘟 疫 结 束 后 ，

另 一 次 核 点 民 数

上 - 个 世 代 的 以 色 列 人 ‘ : 坎 、7  

但 新 一 代 的 人 数 几 乎 踉 上 〜 ^ 抑 托 去广

像 4 0 年前  

人者丨丨在妒 

踉 上 一 、 〜 

乂 打 仗 的 人 共 有 r>0丨，

-次核

岁 以 上 ， 能 出 去

之 多 （民 二 十 六 5 丨 匕 这 数 目 除 ； :73()人 
约 书 亚 之 外 ， 没 有 一 个 是 第  了迦秈 

剩 下 的 人  < 二 十 六 6 4 、 G 5>

西 罗 非 哈 的 几 个 女 儿 把 继  

题 带 到 咿 西 面 前 ， 请 他 代 为 决 定 4 的叫 

I - 丨| >。 w 西 把 案 件 虽 到 耶 和 ‘=+七 

和 华 的 答 a 是 ： 一 个 人 若 没 有 儿  

产 业 就 归 女 儿 所 有 ， 若 无 儿 无 女 你  

弟 所 有 （二 十 七 3 、 9 > 。

摩 西 作 以 色 列 人 领 袖 的 日 子 快 要 技  

了 ， 耶 和 华 吩 咐 他 在 大 祭 司 以 利 亚 撤  

会 众 面 前 ， 按 手 在 约 书 亚 身 上 ，差遘他作 

新 的 领 ^  (二 十 七 1 2 - 2 3 ) 。 此 外 ，耶和

华 又 指 示 摩 西 有 关 节 期 和 献 祭 ， 以及许？ 

的 条 例 （二 十 八 至 三 十 章 >。

神 吩 咐 摩 西 腫 行 作 领 袖 的 最 后 一 项 任  

务 ， 替 以 色 列 人 向 米 甸 人 报 仇 。 在那—次 

战 役 中 ，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大 大 战 胜 了 米 甸  

人 ， 杀 了 他 们 的 王 和 人 民 ， 也杀了巴兰4 

他 们 把 妇 女 、 孩 童 、 羊 群 、 牛群和财物带 

回 给 摩 西 作 战 利 品 ， 摩西见他们没有把部  

些 在 毗 珥 引 诱 他 们 犯 罪 的 米 甸 妇 女 杀 择 ， 

感 到 十 分 愤 怒 ， 於 是 吩 咐 他 们 洁 净 自 己  

( 三 十 一 1 3 - 2 0 ) 。 以利亚撒又対打仗回来  

的 兵 丁 详 细 讲 解 战 后 回 营 的 条 例 （三十一 

2 1-24 ) 。

流 便 、 迦 得 和 玛 傘 西 半 支 派 看 见 雅 谢  

和 基 列 两 地 可 牧 畜 ， 於 是 决 定 留 在 那 ^  

而 不 进 入 约 但 河 另 一 边 的 迦 南 ，他们 

先 全 力 协 助 各 支 派 征 服 迦 南 地 后 ，才%  

定 居 ， 於 是 摩 西 应 许 将 那 地 踢 纟 合 他  

三 十 二 ）。 #

耶 和 华 晓 谕 摩 西 应 许 之 地 的 地 ^ ’丨民 

是 出 负 责 在 支 派 中 间 分 地 之 人 分  

三 十 四 ）

司 支 派 ---- 利 禾 人 一 1r  糸人者w

8 座 城 中 ， 6 座 要 用 作 逃 城 ’ 在会众 

t 其 中 避 难 ， 免 得 他 们 还 未 有 ^  <民彡十升  丫 拟  ••-

前 申 诉 ， 便 已 给 报 仇 的 人 杀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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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没 有 人 知 道 他 的 坟 墓 。 （三 十 四 6> 

庳 西 死 时 年 1 2 0岁 ，但 他 “眼 目 没 有 昏 花 ， 

精 神 没 有 衰 畋 ” （三 十 四 7 >， 以 色 列 人 为  

他 举 哀 3 0 日。 申 命 记 结 束 前 ， 给 了 摩 西  

一 句 最 美 好 的 评 语 ： “以 后 以 色 列 中 再 没  

有 兴 起 先 知 像 摩 西 的 。 他 是 耶 和 华 面 对 面  

所 认 识 的 。” < 三十四丨〇>

新约中的摩西

使 徒 时 代 所 有 犹 太 人 和 基 督 徒 皆 以 摩  

西 为 五 经 的 作 者 。“摩 西 律 法 ”《路 二 2 2 > 、 

“摩 西 吩 咐 ” （太 十 九 7 > 、 “摩 西 说 ” （可 

七1〇 >、 “摩 西 写 着 说 ” （可 十 二 1 9 > 等 说  

法 ， 显 出 他 的 名 字 就 等 同 於 他 所 写 的 律 法  

书 。 新 约 提 及 摩 西 的 名 字 比 任 何 旧 约 人 物  

都 多 ， 共 有 7 9 次 。 新 约 圣 经 强 调 其 律 法  

颁 布 者 的 角 色 ，过 於 他 生 活 中 的 其 他 部 分  

( 太 八 4 ; 可 七 1 0 ; 约 一 1 7 ; 徒 十 五 U 。 

耶 稣 登 山 变 象 时 ， 摩 西 代 表 旧 约 律 法 而 显  

现 ， 正 如 以 利 亚 代 表 了 旧 约 先 知 （太十七  

1 - 3 >。

新 约 也 提 及 摩 西 作 为 先 知 的 角 色 。 摩 

西 作 为 先 知 ， 曾 谈 及 弥 赛 亚 的 到 临 和 受 苦  

( 路 二 十 四 2 5 - 2 7 ; 徒 三 2 2 > 。 新 约 也 从 摩  

西 的 生 命 和 经 历 里 ， 显 出 在 新 约 之 下 应 有  

的 生 活 模 式 D 耶 穌 降 生 的 故 事 与 摩 西 孩 提  

时 代 的 故 事 是 平 行 的 。 他 们 部 从 地 上 暴 君  

的 恶 计 中 被 拯 救 出 来 （太 二 丨3 - 1 8 ) ; 耶 

料 在 山 上 宝 训 中 宣 布 新 律 法 ， 就 如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颁 布 律 法 （太 五 至 七  显 出 耶  

好 是 解 释 冲 旨 意 的 权 威 。 加 拉 太 书 特 别 把  

旧 的 律 法 与 神 人 之 间 新 的 关 系 作 强 烈 的 对  

比 。 希 伯 来 书 又 持 别 把 摩 西 和 基 胬 作 比 较  

( 来 三 5 、 九 1 丨- 2 2 > • 约 翰 把 耶 稣 所 賜

伯 珊 附 近 的 约 但 河  

谷. 块景是犹大的山岭。

保 子 向 》 西 回 报 的 就 是 这  

片 丰 饶 的 土 地 。

摩西之死

申 命 记 常 被 称 为 摩 西 给 以 色 列 民 的 告  

别辞，因 为 在 申 命 记 中 ，他 不 只 是 主 讲 者 ， 

还是唯一 的 讲 者。 摩 西 召 集 众 民 来 到 他 面  

前，重 述 他 们 离 开 西 乃 之 后 ， 神 为 他 们 所  

作的一切 事 情 ， 并 提 醒 他 们 为 何 三 十 八 年  

前 不 能 进 入 应 许 之 地 （申 二 他 回 想  

昔 日 曾 恳 求 神 让 他 渡 过 约 但 河 ， 看 看 那 将  

要 成 为 以 色 列 民 家 园 的 土 地 ， 但 神 只 容 许  

摩 西 从 毗 斯 迦 山 顶 远 眺 迦 南 全 彔 。 其 后 ， 

摩 西 劝 勉 众 民 要 遵 守 那 已 向 他 们 颁 布 的 律  

洌典章， 才 能 享 受 神 在 迦 南 地 要 给 予 他 们  

的祝福。他 特 别 强 调 家 庭 宗 教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 申 六 4 - 9 > , 并 重 述 一 些 众 民 应 留 意  

遵 守 的 律 例 和 规 条 （十 二 至 二 十 六 章 ）。 

摩 西 提 醒 他 们 要 留 意 假 先 知 （第 十 三 章 ）， 

教 导 他 们 在 战 争 中 应 有 的 操 守 （第 二 十  

章）， 并 定 下 离 婚 的 法 例 （二 十 四 1-4 >。 

结束时，他 以 冗 长 的 言 i司 劝 勉 众 民 按 若 盟  

约 的 规 例 来 生 活 。他 告 诉 他 们 ，若 听 从 神 ， 

便得着祝福； 若 不 听 从 ， 便 只 有 咒 诅 （二 

十七至三十>。

摩 西 离 世 的 日 子 将 近 时 ， 耶 和 华 吩 咐  

摩 西 和 约 书 亚 来 到 会 胙 中 ， 在 众 民 面 前 差

遘 约 书 亚 作 新 任 的 领 袖 （申 三 i ----14-

摩 西 离 世 之 前 ， 对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逐  

一 加 以 祝 福 （申 三 十 三  > 。 完 成 了 上 述 的  

任务后， 他 便 从 摩 押 平 原 上 尼 波 山 去 ， 到 

达 毗 斯 迦 山 顶 ， 神 在 那 里 向 他 展 示 那 曾 应  

许 给 予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和 雅 各 之 地 —— 这 

地 将 要 成 为 飘 流 了 多 年 之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的  

家园。 神 又 再 次 告 诉 庳 西 ， 他 不 能 渡 过 约  

但河， 摩 西 在 那 里 逝 世 ， “耶 和 华 将 他 埋  

莽 在 摩 押 地 ， 伯 毗 珥 对 面 的 谷 中 ， 只 是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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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恩 典 和 真 理 对 比 雎 西 所 颁 布 的 律 法 （爹勺 

— 17 > ， 他 也 把 耶 穌 这 ‘‘生 命 的 粮 ” 与 旷  

野 的 吗 哪 作 比 较 （约 六 3 0 - 3 5  >。

其 他 经 文 提 及 摩 西 或 与 他 有 关 事 件  

的 ， 包 括 他 的 出 生 《徒 七 2 〇 ; 来 十 一  2 3 > 、 

烧 荇 的 荆 棘 （路 二 十 3 7 > 、 埃 及 的 术 士

( 提 后 三 、 逾 越 节 （来 H ----2 8 > 、 出埃

及 （来三丨 6 > 、从 海 中 经 过 （林 前 十 1 、2 > 、 

吗 哪 （林 前 十 3 > 、 摩 西 脸 上 的 荣 光 《林 

后 三 7 - 1 8 > 、从 磐 石 出 来 的 水 （林 前 十 4 > 、 

铜 蛇 （约 三 1 4 > ， 以 及 摩 西 之 歌 （启 十 五  

3 > 。

F. B.  H u e y ， Jr.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旷 野 科 流 •

8 4 2 : - 出 埃 及 - 2 2 6 :  ■ 十 灾 - 1 4 2 0 :  •■埃

及 • 1 2 : - 十 诫 _ 1 4 1 0 . " 会 幕 . 圣 殿 ” 

5 9 6 :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_ 6 6 9 。

#  考 书 目 ： O .T . A l l i s . G o d  S p a  Zee 

M o s e s ; D .M . B e e g l e , M o s e s  t h e  S e r v a n t  

o f  Y a h w e h ; J . B r i g h t , A  H i s t o r y  o f  I s r a e l. 

p p . 105-26; M . B u b e r , M o s e s ; O . E i s s f e l d t . 

" T h e  E x o d u s  a n d  W a n d e r i n g s ,” T h e  

C a m b r i d g e  A n c i e n t  H i s t o r y , v o l . 2, p t  2 

(1975), p p . 3 0 7 - 3 0 ;  J . F i n e g a n , L e t  M y  

P e o  p i e  G  o ; F . B . M e y e r , M o s e s  t h e  

S e r v a n t  o f  G o d .

摩西的位
Moses’ Seat
m 6  x f  d e  w d i

圣 经 中 只 有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2 节 提  

及 这 词 ， 那 里 耶 穌 谈 到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坐  

在 摩 西 的 位 上 。 在 圣 经 时 代 ， 人 所 坐 的 位  

a 通 常 显 示 他 自 己 所 争 取 或 别 人 给 予 他 的  

地 位 或 尊 荣 （太 二 十 三 6 >。 坐 在 “摩 西  

的 位 ” 上 是 指 具 备 某 种 尊 严 并 有 解 释 摩 西  

律 法 的 权 威 。 文 士 是 摩 西 权 威 的 继 承 者 ， 

因 此 有 关 对 摩 西 教 训 的 见 解 ， 他 们 是 众 望  

所 归 的 。

从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2 节 的 上 下 文 来  

肴 ， 耶 穌 似 乎 并 非 向 他 们 这 种 权 威 挑 战 ， 

因 为 她 说 “凡 他 们 所 吩 咐 你 们 的 ， 你 们 都  

要 谨 守 遵 行 ” ； 所 谓 “他 们 所 吩 咐 的 ”， 

就 适 指 他 们 按 若 律 法 所 施 的 教 导 ， 但 耶 稣  

於 告 众 人 不 要 效 法 他 们 的 行 为 ， 因 为 他 们  

能 说 不 能 行 。 在 另 一 个 情 况 下 ， 耶 稣 对 比

陣 西 的 律 法 ， 指 徜 他 们 那 些 不 合 圣 经 @  

统 （太 十 五 3 - 6 , 二 十 三 4 、 丨

摩西拉
Moserah
m 6  xT 13

即 席 西 录 。 摩 西 拉 （申十 6 >是单丨  

词 ， 摩 西 录 《民 三 十 三 3 0 、 3 1 ) 是茇教 

词 。

#  "丨S 西 录 " 1 0 7 5。

摩西律法
Moses, Law of
m 6  x i  I d  fS

参 - 立 约 / 约 ” 8 9 7 : - 申命记"1268: 

•出埃及记• 2 3 0 :  ~ 以 色列的宗教• 2068:

• 圣 经 中 的 律 法 观 • 1 3 7 3 :  ••利未记• 887:

•摩西" 1 0 6 6。

摩西录
Moserolh
m 6  xT ID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一 个 暂 时 安 营  

的 地 方 。 其 位 置 在 哈 摩 拿 和 比 尼 亚 千 之 间  

( 民 三 十 三 3 0 、 3 1 > 。 后 来 ， 亚伦死了， 

也 葬 在 那 里 （申 十 6 , 中 译 本 作 “摩西拉”)• 

麽 西 录 （民 三 十 三 3 0 、 3 1 ) 是摩西拉 

( 申 十 6 > 的 复 数 词 。 其 确 实 位 罝 不 详 ， 

但 明 显 是 位 於 以 东 的 边 境 ， 在何珥山附近 

( 参 民 二 十 2 3 - 2 9  ) 。

摩 西 五 经
Moses, Books of
m 6  x i  w u  j i n g

参 • 申 命 记 _ 1 2 6 8 : "出埃及记 _ 230: 

••仓|J 世 i己 - 2 4 8  ： ••和J 未 i己• 0 8 8  7: •»西’

1 0 6 6 :  •民数记 " 1 0 4 9 : - 五 经 • 1615.

摩 西 之 歌
Moses, Song of
m 6  x i  z h l  g 5

旧 约 两 首 古 体 诗 ： 摩 西 的 祝 福 （申: 

十 三 ） 和 摩 西 之 歌 （申 三 十 二 ）其 中 ^  

首 。 另 外 一 首 诗 歌 ‘‘海 之 歌 ，，（出十^  

是 以 摩 西 早 期 事 迹 为 背 软 ， 而上述这 $

则 真 正 是 他 “最 后 的 心 愿 和 遗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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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背 叛 神 ， 庵 西 写 下 了 律 法 书 ， 

见 证 他 们 的 不 是 》 但 根 据 律 法 本 身 的 规  

$ ，必 须 有 两 个 见 证 人 才 可 作 出 任 何 指 控  

(十七r〇 , 神 於 是 吩 咐 摩 西 写 歌 ， 作 为 以  

色 列 人 犯 罪 另 一 个 见 证 （三 十 一 1 9 ) 。 值 

得阐意的是， 摩 西 俛 保 罗 — 样 ， 对 人 性 的  

佔 计 没 有 错 误 （三 十 — 2 9 ; 徒 二 十 3 0 > 。

这 歌 适 神 的 伟 大 和 美 善 的 见 证 ， 尤其  

有 关 他 对 以 色 列 的 恩 慈 （申 三 十 二 丨 〇 - 

丨4 > , 在 这 恩 典 的 衬 托 之 下 ， 格 外 显 出 以  

色 列 人 向 神 所 作 的 恶 （三 十 二 6 > , 以 致  

引 起 神 的 怒 气 和 飛 终 的 惩 罚  < 三 十 二  

神 将 会 用天 灾、 猛 兽 和 战 争 来 刑 罚 他 们 ； 

可是，这 并 非 终 局 ， 因 着 神 的 恩 典 ， 他 将  

会 攻 击 以 色 列 的 仇 敌 ， 拯 救 他 自 己 的 子 民  

(三十二 3 6 > 。

这 歌 的 信 息 与 旧 约 其 他 伟 大 的 先 知 之  

信 息 一 样 （诗 七 十 就 是 以 以 色 列 历  

史 为 背 景 来 表 达 这 信 息 。 摩 西 之 歌 勾 画 了  

神的本性， 难 怪 天 堂 所 唱 的 肷 是 “神 仆 人  

摩 西 的 歌 和 羔 羊 的 歌 ” 了 <启 十 五 3 > 。

参 •/« 西 ” 1 0 6 6。

摩押
M o a b
m6 y5

摩 押 是 外 约 佰 中 央 的 一 个 细 小 的 王  

国，摩 押 人 是 这 王 国 的 居 民 • ， 雎 押 地 就 在  

死 海 东 面 的 高 原 上 。 约 但 峡 谷 的 悬 崖 形 成  

了 摩 押 和 犹 大 之 间 天 然 的 雠 界 ； 北 面 的 脚  

界 不 定 ， 根 据 当 时 军 亊 力 ® 的 大 小 而 转  

变，强 盛 时 可 伸 展 至 希 实 本 ， 弱 小 时 则 只  

能 达 亚 嫩 河 （现 今 的 褓 捷 河 > ; 叙 利 亚 的  

沙 漠 形 成 其 东 面 的 边 界 ， 千 旱 的 沙 漠 限 制  

其 农 桃 区 域 继 续 东 移 ； 至 於 南 面 的 边 界 ， 

有 撒 烈 溪 （现 今 的 希 撒 河 ） 把 麽 押 和 以 东  

分隔，. 这 样 看 来 ， 即 使 在 古 代 摩 押 的 颠 峠  

时期， 其 版 图 也 只 是 十 分 细 小 ， 由 南 至 北  

约有 <;()哩 ， 东 至 西 约 ‘2 0 P里。

雎 押 大 部 分 是 坡 度 徐 煖 的 高 地 ， 其中  

有 无 数 的 峽 谷 。 横 跨 摩 押 心 脏 地 带 的 是 王  

道，这 路 线 在 摩 押 的 历 史 中 必 然 有 军 事 和

商 业 上 的 诳 要 性 （民 二 H ----2 1 、 ‘22 ;  士

十一丨7>。 摩 押 高 原 一 向 以 牧 场 多 而 见 称  

(王 下 三 4 而 摩 押 地 的 土 壤 和 气 候 则 适  

宜 仲 植 大 麦 和 小 麦 。

摩押人的起源和历史
根 据 创 世 记 十 九 章 3 7 节 ， 庳 押 人 的  

始 祖 是 摩 押 ， 即 罗 将 由 大 女 儿 所 生 的 儿  

子 。 申 命 记 二 章 8 至 1 1 节 谈 及 希 伯 来 人 进  

迦 南 的 时 候 ， 来 到 摩 押 地 ； 经 文 指 出 在 摩  

押 人 之 前 ， 住 在 那 地 的 是 以 米 人 ， 但经文  

却 没 有 交 代 罗 得 的 后 裔 . 以 米 人 和 当 时 的  

摩 押 居 民 之 间 的 关 系 „ 至於主前丨3〇〇至 

6(H ) 年 间 已 存 在 的 摩 押 王 国 本 身 究 竞 是 如  

何 迮 立 起 来 ， 却 鲜 有 提 及 。 关 於 这 时 期 的  

摩 押 历 史 和 文 化 ， 只 可 从 考 古 学 和 有 关 连  

的 文 字 资 料 推 测 ，这 些 资 料 包 括 埃 及 、亚 

述 的 文 献 和 旧 约 经 文 。

在 以 色 列 人 横 过 外 约 但 之 前 ， 摩押人  

早 已 失 去 亚 嫩 河 以 北 之 地 ， 该 地 的 管 治 权  

落 在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手 中 ， 西 宏 当 时 在 希 实  

本 作 王 （民二十一  1 3 、 2 6 > 。 希 伯 来 人 欲  

从 君 王 大 道 磺 过 以 东 和 摩 押 进 迦 南 ， 却 jfl! 

西 宏 拒 绝 ， 希 伯 来 人 遂 与 西 宏 争 战 ， 并在  

这 战 役 中 大 大 战 胜 了 西 宏 （民 二 十 一

摩 押 王 巴 勒 恐 防 以 色 列 人 会 夺 取 其  

土 地 ， 便 向 他 们 宣 战 （民 二 十 二 6 ; 书 二  

十 四 9 并 请 了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先 知 巴 兰  

来 咒 诅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民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 。 后 来 流 便 和 迦 得 两 支 派 定 居 在 西 宏  

的 境 内 ， 亚 嫩 河 则 成 了 以 色 列 人 和 摩 押 人  

之 间 的 边 界 （民 三 十 二  >。 以 色 列 人 在 什  

亭 背 叛 神 后 （民 二 十 五  >， 亚 嫩 河 以 北 的  

摩 押 平 原 就 成 了 摩 押 人 和 以 色 列 人 相 争 的  

缘 由 。

摩 押 王 伊 矶 伦 一 直 在 约 但 河 两 岸 欺 压  

希 伯 来 人 ，直 至 以 笏 把 他 杀 了 （士 三 12- 

30 >。 到 了 耶 弗 他 的 日 子 ， 摩 押 北 部 再 一  

次 受 制 於 以 色 列 （士 i - 一 2 6 ) ， 从 路 得 记  

的 记 软 中 可 以 # 见 ， 雎 押 和 以 色 列 有 一 段  

时 期 显 然 是 和 平 共 处 的 。

扫 罗 和 大 卫 在 位 期 间 ， 从 主 前 H•• — 世 

纪 末 期 至 十 世 纪 中 期 ， 睁 押 与 以 色 列 经 常  

争 战 ， 通 常 都 是 以 色 列 处 优 势 （撒 上 十 四  

4 7 ; 撒 下 八 2 K 所 罗 门 的 妃 嫔 中 有 摩 押  

女 子 ， 他 更 为 雎 押 的 主 神 基 抹 筑 了 一 座 邱  

坛 （王上十 一丨 、 7 > 。 以 色 列 王 国 在 主 前  

9 3 0 年 分 裂 后 ， 摩 押 曾 经 历 短 暂 的 自 由 ， 

但 不 久 暗 利 和 亚 哈 在 主 前 九 世 纪 ， 又再控  

制 摩 押 和 摩 押 王 米 沙 。 （描 述 米 沙 与 暗 利  

王 朝 之 冲 突 的 著 名 摩 押 石 碑 ， 以 及 • 他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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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的 文 献 显 示 庠 押 语 言 跟 旧 约 的 希 伯 米 文  

有 很 密 切 的 关 系 摩 押 与 邻 近 国 家 （例 ： 

以 色 列 、 犹 大 、 以 东 ， 尤 其 是 亚 述 > 一 直  

都 有 冲 突 ， 直 至 主 前 六 世 纪 早 期 ，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把 摩 押 王 国 粉 碎 为 止 （结 二  

十 五 8 - 丨丨>。 这 些 冲 突 记 载 於 旧 约 （王 下  

三 ， 十 3 2 、 3 3 ， 十 三 2 0 , 二 十 四 2 > , 以 

及 亚 述 的 文 献 中 ， 后 者 更 指 出 摩 押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后 期 已 成 为 一 个 亚 述 的 附 谢 国 。 摩 

押 跟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之 间 的 不 和 ， 可 见 於 先  

知 书 针 对 摩 押 的 预 言 中 （赛 十 五 ， 十 六 ； 

耶 九 ‘2 3 、 2 6 ， 四 十 八 丨 - 4 7 ; 庳 二 1 - 3 ; 番 

二 这 些 经 文 也 提 及 摩 押 一 些 古 代  

的 主 要 城 镇 （尼 波 、 米 底 巴 、 希 实 本 、 底 

本 、 亚 珥 、 基 珥 和 何 罗 念 ）。

继 巴 比 伦 的 统 治 之 后 ， 摩 押 又 落 在 波  

斯 的 簞 扼 中 ， 并 由 不 同 的 亚 拉 伯 民 族 占  

领 ， 其 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拿 巴 提 人 。 在旧  

约 后 期 ， 被 掳 归 回 的 犹 太 人 特 别 留 意 遵 守  

那 记 在 申 命 记 二 十 三 章 3 至 6 节 的 律 例 ， 

i 所 以 当 时 的 摩 押 虽 没 有 重 违 成 一 个 国 家 ， 

但 以 色 列 人 仍 把 摩 押 人 的 后 裔 分 别 出 来  

( 拉 九 1 ; 尼 十 三 丨 、 2 3 > 。 在 主 后 1 0 6 年 ， 

摩 押 地 成 为 了 罗 马 的 亚 拉 伯 省 之 一 部 分 。 

考 古 学 的 研 究 给 史 前 至 土 耳 其 时 期 的 摩 押  

历 史 和 文 化 加 添 了 许 多 资 料 。

摩 押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主 前 三 千 至 二 千 年 代 ， 摩 押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大 槪 与 迦 南 人 相 似 ， 后 来 发 展 为 一 个  

比 较 独 特 的 系 统 。 虽 然 摩 押 人 也 敬 拜 别 的  

神 衹 ， 但 基 抹 才 是 他 们 的 国 神 。 旧 约 称 摩  

押 人 为 “基 抹 的 民 ” （民 二 十 一 2 9 ; 耶 四  

十 八 而 摩 押 人 的 名 字 中 ， 也 常 有  

" 基 抹 ” 两 字 ， 可 见 这 神 的 地 位 在 摩 押 人  

心 中 是 极 高 的 。 摩 押 石 碑 常 提 及 基 抹 ， 把  

他 描 绘 为 争 战 之 神 ， 带 领 舂 子 民 对 抗 仇  

敌 。

摩 押 人 常 寻 求 神 衹 的 指 引 和 喜 悦 ， 并 

且 十 分 尊 重 占 卜 说 兆 的 人 和 他 们 所 说 的 预  

言 （民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 祭司  < 耶 四 十  

八 7 > 和 献 祭 制 度 （民 二 十 二 1 〇 至 二 十 三  

训 ，二 十 五 卜 5 ; 王 下 三 2 7 ; 耶 四 十 八 3 5 >  

是 庠 押 人 宗 教 的 觅 要 部 分 。 考 古 发 掘 中 虽  

没 有 发 观 庠 押 的 神 殿 ， 怛 庳 押 石 碑 和 旧 约 j 

f 王 上 7 、 8 ; 王 下 二 十 三 丨 3 ) 均 有 提

及 。 颅 押 人 的 坟 蓀 如 在 底 本 所 发 现 的 ，你 

粉 饰 得 很 梢 细 ， 显 示 摩 押 人 相 信 死 后 仍 有  

生 命 。

迦 南 神 衹 和 宗 教 ” 719: •厣柙石

1 07 7〇

G e r a l d  L. Mattingly

摩押京城
City of Moab
m 6  y a  j i n g  c h 6 n g

见 於 民 数 记 二 十 二 章 3 (5节 ， 指摩押 

的 亚 两 „ 摩 押 王 巴 勒 往 迎 巴 兰 於 此 „

#  _ 亚 珥 " 1 8 4 5 。

摩押石碑
Moabite Stone
m 6  y S  s h i  b S i

这 是 在 旧 约 圣 经 以 外 ， 最详尽地记述 

铁 器 时 代 （主 前 13 0 0 - 5  0 0 ) 巴勒斯坦和 

外 约 但 一 带 的 历 史 文 献 。 这文献是研究居  

住 在 死 海 以 东 的 摩 押 人 的 一 份 重 要 的 历 史  

资 料 〃 摩 押 石 碑 於 1 8 6 0 年 代 出 土 ，其中 

记 述 主 前 九 世 纪 中 期 一 位 摩 押 王 米 沙 在 位  

期 间 的 事 迹 ， 可 说 是 颇 为 完 整 。这石碑被 

发 现 的 时 候 ， 是 一 块 圆 顶 坚 硬 的 石 版 ，上 

有 3 9 行 看 似 希 伯 来 文 的 文 字 （高 3呎 i〇D;t , 

阔 2 呎 ， 厚 2 % 吋 > 。

1 8仙 年 8 月 1 9 日 ， 差会將请的一位德  

国 人 克 拉 恩 看 见 这 石 碑 ， 便回报所屈机  

构 „ 当 德 国 和 法 国 领 事 同 吋 对 这 石 碑 表 示  

有 兴 趣 时 ， 那 些 发 现 石 碑 的 阿 拉 伯 人 便 希  

望 从 两 国 政 府 索 取 莳 高 的 价 钱 ， 他们彼此 

之 间 为 金 钱 而 争 论 ， 这纠纷后来变得十分  

严 重 ， 其 中 一 群 人 竞 把 石 碑 用 火 烧 热 ，然 

后 浇 上 冷 水 ， 令 石 碑 裂 成 许 多 小 块 , ，阿拉 

伯 人 把 这 些 石 碑 碎 片 分 别 放 在 郊 外 的 谷  

仓 ， 盼 望 碎 片 能 成 为 祝 福 或 祭 品 ，给他们 

带 来 好 收 成 „ 幸 而 法 国 领 事 馆 一 位 信 差 .  

已 把 石 碑 上 的 文 字 拓 印 出 来 。 可 惜 ，这信 

差 骑 马 返 回 领 事 馆 途 中 ， 拓本却破裂了.  

后 来 较 大 片 的 石 碑 碎 片 已 被 搜 集 ，同时也 

给 拓 印 出 来 ； 最 后 ， 许多小碎片也先后袄  

发 现 ， 整 块 石 碑 大 致 上 已 回 复 原 状 。虽然 

仍 有 一 部 分 遗 失 ， 但现 有的 石碑 对 摩押 人  

的 历 史 已 有 淸 楚 的 描 述 。

碑 文 开 始 是 给 摩 押 之 神 基 抹 的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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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

目河东的丨* ?押 山 地

® 押 石 碑

在位 3 0 年 的 摩 押 王 米 沙 存 感 恩 的 心 说 ， 

神 把 他 “从 请 王 手 中 ” 救 拔 出 来 ， 并 让 他  

“在 仇 敌 身 上 得 尝 所 欲 ”， 因 此 他 为 他 的  

神 筑 一 座 邱 坛 。 发 现 石 碑 的 地 方 也 许 就 是  

邱 坛 的 所 在 。

往 下 的 碑 文 是 摩 押 人 一 般 粗 略 的 历  

史， 似 乎 与 旧 约 的 叙 述 有 关 联 。 “以 色 列  

王 利 欺 压 療 押 多 年 ， 因 为 甚 抹 恼 恨 他 的  

地 （摩 押  >.,，， 暗 利 的 儿 子 “继 承 了 他 ，

并 且 也 说 ： ‘我 要 压 迫 雎 押 。’他 是 在 找  

( 米 沙 ） 的 日 子 说 （这 些 话  > , 但 我 胜 过  

了 他 ，也 胜 过 了 以 色 列 家 ，以 色 列 要 灭 亡 ， 

直 至 永 远 。” 以 色 列 统 治 摩 押 的 4 0 年 中 ， 

必 定 包 括 flg• 利 （主 前 fl8 5 - 8 7  4 ， 王 上 十  

六 >、 暗 利 之 子 亚 哈 《主 前 8 7 4 - 8 5 3 )、 亚 

哈 谢 （主 前 8 5 3 - 8 5 2 ) ， 以 及 约 兰 在 位 的  

上 半 段 时 期 （主 前 8 5 2 - 8 4 U , 那 么 ， 碑 

文 中 所 提 及 的 儿 子 可 能 指 暗 利 的 孙 儿 。 这 

推 论 与 旧 约 经 文 较 为 吻 合 ， 因 为 经 文 说 约  

兰 曾 制 伏 摩 押 的 背 叛 者 （王 下 三 4-27; 

若 说 石 砷 是 立 於 亚 哈 在 位 时 ，便 与 王 下 一  

1不 吻 合 >«•

碑 文 其 余 部 分 描 述 米 沙 如 何 得 胜 以 色  

歹IJ, 并 米 沙 的 各 项 迮 设 ，还 呼 求 基 抹 帮 助  

米 沙 去 攻 打 浩 兰 人 。

参 • 铭 刻 ” 1 0 5 6 :  • 摩 押 • 1 0 7 6 *

摩亚底
Moadiah
m 6  d i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一 祭 司 家 族 的 祖 先 。 大 

祭 司 约 雅 金 的 时 候 ，这 族 的 族 长 是 毗 勒 太  

( 尼 十 二 1 7 >  ; 在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章 5 节称  

为 “玛底雅

参 - 玛 底 雅 ” 9 6 1 。

抹比拿
Machbenah
m 6  b l  nfi

很 明 显 是 一 个 地 名 ， 曾 在 迦 勒 和 犹 大  

的 族 i S 中 出 现 （代 上 二 4 9 > 。 排 在 这 名 字  

后 面 的 是 基 比 亚 ； 基 比 亚 可 能 就 是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5 7节 所 提 到 的 城 。 这 样 看 来 ， 

抹 比 拿 可 能 位 於 希 伯 仑 南 部 山 区 的 东 面 ；

而 希 伯 仑 是 迦 勒 族 人 要 得 的 地 。 虽 然 有 人  

提 出 这 名 字 应 为 迦 本 （书 十 五 4 0 > ， 但此  

说 不 确 ， 因 为 迦 本 是 位 於 高 原 的 。

抹比押
Magpiash
m 6  bT y3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与 尼 希 米 一 同 签 署 以  

斯 拉 之 约 的 一 位 政 治 领 油 （尼十2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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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大拉
Magdala
m 6 d 5 13

参 • 大 玛 努 他 " 2 7 0 :  “ 马 加 丹 ” 9 6 6 。

g f

Mill, Millstone
m6

用 以 研 磨 谷 物 的 器 具 。 中 东 考 古 学 发

个 磨 由 两 部 分 组 成 。

莳 早 期 的 石 磨 是 鞍 状 手 磨 器 ， 它 由 一  

块 粗 糙 而 微 微 凹 陷 的 底 石 ， 和 一 块 凸 面 的  

磨 石 构 成 。 底 石 由 1 8 吋 至 3 0 时 不 等 ， 而 

其 中 一 端 比 另 一 端 稍 为 厚 一 点 。 这 部 分 在  

希 伯 来 文 称 为 “下 磨 石 ” （伯 四 十 一 ‘2 4 > 。 

在 上 面 的 称 为 “上 磨 石 ” （士 九 5 3 ; 撒 下  

十 一  2 丨 > , 长 度 由 6 吋 至 丨 5 吋 不 等 ， 一 端  

是 平 面 的 ， 另 一 端 是 凸 面 的 。 这 上 磨 石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握 在 手 中 。 研 磨 的 时 候 就 把 上  

磨 石 在 下 磨 石 的 谷 物 上 前 后 推 动 。 显 然 ， 

一 次 可 以 研 磨 的 分 量 是 有 限 的 （创 十 八  

6>。

第 二 类 手 磨 包 括 两 块 圆 形 的 石 头 。 

底 石 的 石 面 可 以 是 凹 陷 的 ， 也 可 以 是 凸  

岡 的 ， 而 上 半 部 的 磨 石 则 刚 好 相 反 ， 为 

的 是 与 底 石 配 合 。 这 类 石 磨 有 些 在 顶 部  

中 央 有 一 漏 斗 形 小 孔 ， 可 以 让 谷 粒 在 小  

孔 流 进 去 。 上 磨 石 装 有 一 支 木 栓 ， 用 以  

推 动 上 磨 石 ， 使 其 在 下 磨 石 上 面 磨 动 。 

谷 粒 受 到 挤 压 就 会 从 上 磨 石 的 边 缘 跑 出  

来 。 一 般 用 的 石 头 是 黑 色 的 玄 武 岩 ， 因 

为 其 粗 槠 和 多 孔 的 表 面 能 有 效 地 碾 磨 谷  

粒 。

通 常 手 府 都 可 以 由 一 人 操 作 ， 但 有 些  

类 型 似 乎 需 要 两 人 合 作 （太 二 十 四 4 丨 > 。

磨 石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极 其 重 要 ， 因 而 怍  

法 也 禁 止 人 取 去 别 人 的 磨 石 作 当 头 ， 因为

这 样 做 ， 那 人 就 不 能 做 而 粉 来 制 面 包 ，全 

家 人 就 要 挨 饿 （申 二 十 四 若 把 这 些  

石 头 抛 在 人 的 头 上 ， 可 以 致 命 ，这悄况在 

亚 比 米 勒 的 亊 件 中 可 见 （士 九 参 撖  

下 十 一 ‘2 1 > 。

— 般 来 说 ， 府 面 粉 逛 仆 人 《出十一5丨 

或 妇 女 （赛 四 十 t 2 > 的 职 责 。 在巴勒斯 

坦 的 村 庄 中 每 天 都 可 昕 见 推 府 的 声 音 。若 

这 声 音 停 止 ， 村 M 的 生 气 也 就 断 绝 了 （耶 

二 十 五 1 () >。

圣 经 似 乎 也 提 及 一 种 供 社 区 用 的 大 型  

石 磨 ， 这 种 石 磨 滞 要 牲 畜 来 推 动 。一块重 

重 的 圆 石 ， 直 径 也 许 有 彳 至 5 英 尺 ，这大 

石 要 靠 一 根 穿 过 中 央 的 木 杆 来 转 动 。这木 

竿 是 沿 着 一 根 垂 直 的 柱 子 来 转 动 的 ，今天 

我 们 仍 可 在 一 些 东 方 国 家 找 到 这 样 的 石  

磨 。 非 利 士 人 要 参 孙 在 监 里 操 作 的 大 溉 就  

是 这 类 大 型 的 石 炳 （士 十 六 2 1 > 。

参 -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_ 1 4 1 4 :

1 7 9 ： ** 衣 业 - 1 1 3 6 。

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Magdalene, Mary
m 6  l a  d e  m 3  11

几 个 跟 随 耶 穌 的 数 位 马 利 亚 中 的 = 

位 。 她 是 第 一 个 看 见 复 活 的 基 督 的 （约5 

十 1 1-1 8 ) 。

参 “马 利 亚 # 3 ” 9 6 1 。

现 研 磨 谷 物 是 一 项 古 代 的 艺 术 。 他 们 发 掘  

了 一 些 石 器 ， 起 码 屈 於 新 石 器 时 代 （主 前  

约 8 3 0 0 - 4 5 0 0 ) 。 这 些 石 器 包 括 不 同 形 状 、 

凹 陷 的 石 块 和 扁 平 的 磨 石 ， 基 本 上 这 就 是  

手 动 的 石 磨 。 许 多 世 纪 以 来 ， 研 磨 技 术 不  

断 改 进 ， 但 石 磨 的 两 个 基 本 部 分 仍 然 不  

变 ； 下 层 的 凹 石 让 谷 物 撒 开 ， 上 层 的 磨 石  

在 凹 石 上 转 动 ， 以 压 力 把 谷 粒 磨 成 粉 末 。 

在 希 伯 来 之 中 ， “磨 ” 是 双 数 词 ， 表 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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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利
Mahli
m d  n

利 未 的 孙 儿 ， 米 拉 利 的 儿 子 （出 六  

1 9 ; 民 三 * 2 ( ) ; 代 上 六 丨 2 9 ， 二 十 三 21, 

二十四‘2(i 、 2 8 ; 拉 八 18 是 抹 利 族 的 祖  

先 （民 三 3 3 ， 二 十 六 5 按 ： 民 二 十 六

5 H 和 合 本 译 作 “玛 利 ”）。 抹 利 族 的 人 ， 

与 其 他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一 起 ， 负 责 扛 抬 会 蒱  

的 舟 架 和 院 子 四 围 的 柱 子 （民 四 29 - 3 3  >。

I瓶
Ink, Inkhom
md /  m d  p i n g

参 • 著 作 和 书 籍 ” 2 3 6 0 。

末巴奈
Machbannai
m6  b a  n ^ i

大 卫 和 扫 罗 对 抗 时 ， 在 洗 革 拉 投 奔 大  

卫 的 战 士 （代上 十 二丨 3 > »

末必
Magbish
m6  b l

被 掳 归 回 后 ， 有 原 居 民 的 后 裔 1 5 6 人 

返 回 居 住 的 一 个 城 市 （拉 二 3 0  这 城 市  

可 能 就 是 亚 杜 兰 附 近 的 麦 比 亚 废 墟 。

末底改
M o r d e c a i

d l g S i

O 彼 掳 时 期 的 犹 太 领 袖 。 有 关 末 底 改  

的事迹 ， 我 们 只 能 从 以 斯 帖 记 得 知 ； 有些  

拉 比 传 统 更 认 为 以 斯 帖 记 是 出 自 末 底 改 的  

手宅。 末 底 改 的 事 迹 发 生 於 薛 西 （即 亚 哈  

随俜）任 波 斯 王 的 时 候 ； 古 代 波 斯 是 一 个  

跨越 1 2 7 个 省 份 的 大 帝 国 。 末 底 改 是 便 雅  

悯 人 ，扫 罗 王 之 父 基 士 的 后 人 。 尼 布 甲 尼  

撒 从 巴 勒 斯 坦 掳 去 大 批 犹 太 人 时 ， 末 底 改  

的 一 家 也 在 其 中 ， 虽 然 他 的 名 字 来 自 巴 比  

伦 的 字 源 ， 但 他 的 心 却 热 爱 犹 太 同 胞 。 虽 

然 古 列 的 渝 令 容 许 犹 太 人 返 回 圣 地 （主前  

5 3 8 > , 但 犹 太 人 宁 愿 散 居 各 地 当 殖 民 ， 

也 不 愿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 面 对 重 建 的 种 种 困  

难。

末 底 改 戏 剧 性 的 生 命 与 其 堂 妹 哈 大 沙  

( 即 以 斯 帖 ）连 在 一 起 。以 斯 帖 父 母 死 后 ， 

末 底 改 就 收 她 为 自 己 的 女 儿 。 随 舂 瓦 实 提  

被 废 ， 以 斯 帖 突 然 意 想 不 到 地 被 提 升 为 皇  

后 。 这 是 其 同 胞 得 宥 拯 救 的 关 键 。 此 外 ， 

另 一 个 原 因 是 末 底 改 对 这 位 漂 亮 的 犹 太 女  

子 具 有 深 远 的 影 响 力 . 然 而 ， 在 这 两 个 原  

因 背 后 ， 是 权 能 的 神 在 工 作 ；祂 爱 以 色 列  

人 ， 保 守 他 们 ， 免 受 薛 西 的 首 相 哈 曼 之 恶  

计 所 害 „ 哈 曼 可 说 是 魔 鬼 的 化 身 ， 由於末  

底 改 不 肯 向 他 下 拜 ， 他 便 怀 恨 在 心 ， 决意  

把 波 斯 国 中 所 有 犹 太 人 消 灭 。 末 底 改 获 悉  

这 阴 谋 ， 便 透 过 王 的 太 监 哈 他 革 把 这 事 告  

诉 以 斯 帖 。 以 斯 帖 起 初 十 分 犹 豫 ， 不愿干  

预 这 事 ， 后 来 末 底 改 洧 楚 而 严 肃 地 告 诉  

她 ：

“你 莫 想 在 王 宫 M 强 过 一 切 犹 太 人 ， 

得 免 这 祸 ,，此 时 你 若 闭 口 不 言 ， 犹 太 人 必  

从 别 处 得 解 脱 ， 萦 拯 救 ； 你 和 你 父 家 必 致  

灭 亡 。 焉 知 你 得 了 王 后 的 位 分 不 是 为 现 今  

的 机 会 吗 ？ ” （斯四丨3 、 1 4 > 数 天 过 去 了 ， 

期 间 哈 曼 造 了 一 座 巨 型 的 绞 首 台 ， 预备 将  

末 底 改 处 死 。 完 成 绞 首 台 的 当 晚 ， 薛西王  

不 能 入 睡 ， 便 命 人 把 他 任 内 的 纪 录 取 来 ， 

念 给 他 听 。 他 闻 得 末 底 改 呰 在 一 次 刺 杀 行  

动 中 救 了 他 ，便 问 臣 仆 ， 末 底 改 立 功 后 ， 

可 有 賜 他 什 么 尊 荣 爵 位 没 有 。 既 发 现 没 有  

对 末 底 改 作 任 何 酬 谢 ， 薛 西 王 便 召 哈 曼  

来 ， 问 他 王 所 喜 悦 諄 荣 的 人 ， 应 当 如 何 对  

待 。 哈 曼 以 为 王 所 客 悦 尊 荣 的 人 是 他 自  

己 ，便 向 王 上 提 供 了 三 大 献 议 （斯 六 7-9 >。 

可 笑 的 是 ， 王 迭 了 哈 曼 去 把 他 的 献 议 执 行  

在 末 底 改 身 上 ， 烺 后 还 有 另 一 个 讽 刺 ， 就 

是 哈 曼 被 挂 在 他 为 末 底 改 而 设 的 绞 首 台  

上 。

哈 曼 死 后 ， 末 底 改 和 以 斯 帖 必 须 迅 速  

行 动 ， 回 应 那 不 能 更 改 的 王 谕 。 这 谕 令 是  

在 哈 曼 的 煽 动 下 ， 针 对 犹 太 人 而 发 的 。 薛 

西 热 切 期 望 犹 太 人 可 逃 过 灾 难 ， 便 立 了另  

一 个 谕 令 ， 容 许 犹 太 人 自 卫 并 向 攻 击 他 们  

的 人 还 报 。 末 底 改 向 波 斯 官 员 递 交 这 指 示  

时 ， 他 们 十 分 合 作 ， 尽 f t 保 护 犹 太 人 免 受  

仇 敌 侵 害 ； 相 反 、他 们 的 仇 敌 中 有 几 千 人  

被 杀 。

其 后 ， 末 底 改 吩 咐 犹 太 人 在 每 年 的 亚  

达 月 （大 槪 是 三 月 > 1 4 和 1 5 日 庆 祝 这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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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拯 救 ， 这 节 期 称 为 普 珥 日 ， “普 珥 ” 

p u r i m 这 字 是 源 自 p u r  — 词 （意 即 “签 ’’）， 

因 为 哈 曼 拧 掣 签 得 出 消 灭 犹 太 人 的 日 子 。 

参 • 以 斯 坫 记 • 2 0 9 7 。

© 被 掳 归 回 时 ，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同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十 名 领 袖 之 — （拉 二 ‘2 ; 尼 七  

7 )〇

S t u a r t  D . S a c k s

墨角兰
Maijo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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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型 薄 荷 ， 可 达 3呎 高 ； 或 者 就 是 旧  

约 里 的 “牛 膝 草 ”。

参 - 植 物 （海 索 草 ）" 2 2 9 2 。

末力
Mah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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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示 的 儿 子 ， 是 利 未 人 抹 利 的 侄 儿  

( 代 上 六 4 7 ， 二 十 三 2 3 , 二 十 四 3 0 > »

Michmas
m 6  m 3

参 - 密 抹 _ 1 0 4 2。

末 世 / 末后的日子
Last Days

机 会 悔 改 归 向 神 。 同 时 ， 信徒也 有 责 任 (Sj 

全 世 界 传 扬 福 音 。

可 是 ， 与 此 同 时 ， 末世亦是神的子民  

遭 试 炼 的 日 子 。 他 们 要 面 对 这 些 不 信 神 的  

人 予 以 蔑 视 及 敌 意 ， 保 持 对 神 的 忠  

此 ， 保 罗 黹 告 提 糜 太 说 ： "末世必有危险  

的 日 子 来 到 。 （提 后 三 丨 >  彼 得 也 写 ifl: 

“在 末 世 必 有 好 讥 诮 的 人 。” （彼后三 3) 

犹 大 书 也 有 类 似 的 聆 告 ： “末世必有好讥  

诮 的 人 随 从 自 己 不 敬 虔 的 私 欲 而 行 。” 

( 犹 1 8 > 对 於 那 些 不 敬 虔 的 人 来 说 ，这可 

以 说 是 他 们 的 末 日 了 。 无 论 他 们 现 在 来  

何 等 兴 旺 ， 他 们 的 将 来 却 是 慘 淡 的 <•雅各 

带 苕 讽 刺 的 语 气 劝 告 那 些 企 图 在 地 上 积 聚  

财 宝 的 人 ： “你 们 在 这 末 世 ， 只知积攒钱 

财 。 （雅 五 3 > 因 此 我 们 的 主 也 严 重 地 努  

告 我 们 ： M 人 的 生 命 ， 不 在 乎 家 道 丰 富 ” 

( 路 十 二 丨 5 ) ， 并 且 称 那 些 “为自己积财， 

在 神 面 前 却 不 富 足 ” （十 二 2 丨）的人是儍 

子 。

犹 大 书 1 8 节 使 用 另 一 个 同 义 词 来 表  

达 ， 那 就 是 “末 期 ” （和 合 本 作 “末世”)， 

彼 得 前 书 一 章 2 0 节 也 使 用 同 样 的 字 词 ， 

他 说 ： “基 督 在 创 世 以 前 是 预 先 被 神 知 道  

的 ， 却 在 这 末 世 （末 期 ）才 为 你 们显 现 ”， 

那 就 是 说 基 督 在 历 史 的 最 后 阶 段 才 显 现 。 

“末 世 ” 的 原 文 是 复 数 名 词 ， 使人想到是 

指 一 段 时 期 。 这 个 最 后 的 阶 段 ， 已经持续 

了 多 个 世 纪 ， 证 明 这 看 法 是 正 确 的 。但从 

永 恒 的 角 度 而 言 ， 这 只 是 一 个 短 暂 的 时  

间 。 而 且 在 每 一 个 世 代 里 ， 这最后的阶段 

常 是 近 在 眉 陡 。 约 翰 以 “末 时 ” 来形容这 

种 情 况 。 甚 至 使 徒 时 代 的 教 会 所 出 现 的 敌  

基 督 ， 也 证 明 了 这 道 理 。 约 翰 说 道 ：“如 

今 是 末 时 了 。 你 们 曾 听 见 说 ， 那敌基督的 

要 来 ； 现 在 已 经 有 好 些 敌 基 督 的 出 来 了  • 

从 此 我 们 就 知 道 如 今 是 末 时 了 ” （约者 

二 1 8 > 末 世 就 逼 在 眼 前 ， 它终有一天会  

临 到 。 故 此 ， 基 督 强 调 我 们 要 时 常 儆 解 • 

因 为 我 们 不 知 道 祂 何 时 何 日 会 回 来 《那时 

候 ， 就 是 末 世 的 终 结 （太 二 十 四 4 4 , 二 

十 五 1 3 等 >。

这 自 然 引 伸 到 进 一 步 有 关 末 世 的 轉  

导 ： “那 日 子 ” （最 后 的 一 天 ） 是末世的 

终 结 ， 末 世 将 随 之 结 束 。 在 新 约 中 ，“曰 

子 ” 原 文 是 一 个 单 数 名 词 ， 与旧约中熟悉

m 6  s h l  /  m 6  h d u  d e  r l  z i

圣 经 的 用 语 ， 代 表 这 世 界 末 后 的 时  

期 。 在 旧 约 圣 经 的 记 载 中 ， 末 世 就 是 犹 太  

人 所 期 待 ， 弥 赛 亚 应 许 得 到 应 验 的 时 代  

(参 赛 二 2 ; 弥 四 U  ; 新 约 圣 经 的 作 者 则  

认 为 他 们 正 处 於 末 世 ， 就 是 福 音 的 年 代 。 

举 例 来 说 ， 彼 得 把 五 旬 节 的 事 件 解 释 为 约  

珥 书 二 章 2 8 节 应 验 的 时 刻 。 彼 得 说 ： “这  

正 是 先 知 约 珥 所 说 的 ： ‘神 说 ： 在 末 后 的  

日 子 ， 我 要 将 我 的 灵 浇 灌 凡 有 血 气 的 ’。” 

( 徒 二 1 6 、 丨 7 )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宣 称 ： 

“神 既 在 古 时 藉 舂 众 先 知 ， 多 次 多 方 的 晓  

渝 列 祖 ， 就 在 这 末 世 籍 苕 他 儿 子 晓 谕 我  

们 。” （来 一 丨 、 2 ) 如 此 ， 末 世 就 是 福 音  

沛 降 的 日 子 ； 藉 苕 耶 穌 基 督 完 美 的 一 生 、 

受 死 、 复 活 及 荣 煺 ， 全 世 界 可 以 白 白 得 笤  

救 恩 的 好 处 。 在 这 段 日 子 里 ， 不 信 的 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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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和 华 的 口 子 ” 的 观 念 呼 应 。 它 通 常  

指 不 悔 改 的 人 接 受 最 后 审 判 时 的 可 怕 曰  

子，但 同 时 U i 是 神 的 百 姓 蒙 拯 救 及 伸 冤 的  

日 子 （参 赛 二 1 2 - 2 2 ; 结 十 三 5 ; 珥 一  15, 

二|、 丨丨； 摩五丨 8 - 2 4 ; 番 一  7 、 1 4 > 。 因 

此，在 历 史 中 ， 这 末 世 的 髙 潮 就 是 “耶和  

华的日子”，它 突 然 临 到 世 上 （帖 前 五 2 > 。 

末 世 的 舟 后 日 子 ， 将 会 是 拒 绝 福 音 的 人 接  

受 飛 后 审 判 之 日 ， 同 时 ， 也 是 现 今 堕 落 了  

的 世 界 得 苕 洁 净 ， 以 及 被 造 的 万 物 S 兴的  

日子，以 致 在 新 天 新 地 中 ，神 创 造 的 目 的 ， 

完全 可 以成 就。 然 后 ， 我 们 完 全 得 赎 ， M  

终 与 我 们 的 救 主 完 全 相 像 ， 我 们 就 能 够 进  

入 池 永 远 的 荣 耀 之 中 （约 査 三 2 ; 罗 八  

1 9 - 2 5 ;启 二 十 一  1 - 8 )。

此 外 ， 使 徒 保 罗 提 醒 基 督 徒 ， 在 这 掖  

后的日子， 就 是 他 所 称 的 “那 日 子 ”， 他 

们 達 在 耶 穌 基 督 之 根 基 上 的 工 作 ， 会 显 露  

出 真 正 的 价 值 来 。 他 们 在 生 命 中 所 作 的 一  

切，将 会 完 全 揭 示 。 这 并 不 是 说 他 们 在 基  

督 £ 的 救 恩 确 据 岌 岌 可 危 ， 反 之 ， 这 是 M  

度 他 们 在 主 再 来 时 ， 是 满 有 信 心 见 主 面 ， 

抑 或 满 有 羞 耻 （参 约 査 二 2 8 > 。保 罗 写 道 ：

“各 人 的 工 程 必 然 显 菇 ， 因 为 那 日 子 要 将  

它表 明 出 来 …… 人 在 那 根 基 上 所 建 造 的 工  

程若存得住， 他 就 要 得 赏 賜 。 人 的 工 程 若  

被烧了， 他 就 要 受 亏 损 ， 自 己 却 要 得 救 。” 

(林前三丨3-丨5>

接 续 这 末 世 的 最 后 日 子 ， 就 是 基 督 永  

恒的国度。 那 时 候 ， 万 物 都 要 服 在 神 之 下  

(徘三‘2 0 、 2 1 ; 林 前 十 五 2 8 > 。 根 据 圣 经  

所言，那 日 子 也 是 胜 利 及 复 活 的 日 子 。 基 

督 应 许 凡 信 池 的 人 ， 都 会 在 那 日 子 S 活 

(约六3 9 、 4 0 、 4 4 、 5 4 > 。 与 基 瞀 再 来 所  

彰 显 的 荣 耀 相 比 ， 末 世 就 像 黑 夜 一 般 。 因 

此，末 世 结 束 时 ， 也 就 是 神 永 恒 之 日 的 开  

始。所 以 ， 保 罗 劝 诫 在 罗 马 的 基 督 徒 说 ： 

“你 们 晓 得 现 今 就 是 该 趁 早 睡 醒 的 时 候 ； 

因 为 我 们 得 救 ， 现 今 比 初 信 的 时 候 更 近  

了。黑 夜 已 深 ， 白 昼 将 近 ； 我 们 就 当 脱 去  

暗 昧 的 行 为 ， 带 上 光 明 的 兵 器 。” （罗十  

三丨丨、 丨 2 > 当 我 们 醒 觉 到 我 们 正 处 於 末  

世，并 且 那 末 日 快 要 来 到 ， 我 们 的 生 活 的  

品 质 和 节 奏 都 会 受 到 影 响 。 正 如 彼 得 所  

言：“你 们 为 人 该 当 怎 样 圣 洁 ，怎 样 敬 虔 ， 

切 切 仰 望 神 的 日 子 来 到 。” 彼 得 认 为 从 末

世 的 飛 后 日 子 # , 我 们 应 该 “殷 勛 、使自 

己 没 有 玷 污 ， 无 可 指 摘 ， 安 然 见 主 ” 《彼 

后 三 1 丨-1 4 )。

故 此 ，末 世 就 是 我 们 的 主 耶 稣 基 耔 的  

福音时期 .，福 音 时 期 是 在 末 世 俄 后 审 判 不  

信 者 之 前 奏 ， 也 是 信 徒 进 入 永 恒 的 荣 耀 之  

黎 明 „ 对 於 基 督 忠 心 的 跟 随 者 来 说 ， 那是  

軎 乐 及 蒙 福 的 日 子 ， 但 也 是 等 待 全 然 救 赎  

的 时 刻 。 同 时 ， 在 那 段 日 子 里 ， 基飪 的教  

会 遭 受 试 炼 及 苦 难 。 可 是 ， 神 賜 圣 灵 在 我  

们 心 中 保 证 ，让 我 们 先 尝 日 后 在 天 的 丰 萏  

筵 席 ，并 为 所 应 许 的 付 上 订 金 ， 作为应 验  

的 凭 据 （林后一  2 2 , 五 5 ; 弗一 1 4 ; 罗八  

2 3 > 。 与 此 同 时 ，我 们 应 该 和 使 徒 保 罗 一  

同 肯 定 ， 在 这 末 世 所 受 的 苦 楚 ，“若 比 起  

将 来 要 显 於 我 们 的 荣 耀 就 不 足 介 意 了 ” 

( 罗 八 1 8 )。 而 且 ，这 些 日 子 是 为 了 让 我  

们 履 行 责 任 ， 把 握 良 机 。 贵 任 方 面 ， 基锊  

徒 受 命 把 福 音 传 遍 天 下 《太 二 十 八 1 9 、 

2 0 ; 徒一  并 且 神 命 令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都 要 悔 改 （徒 十 七 3 0 > 。 在 良 机 方 面 ， 如 

果 末 世 似 乎 迟 迟 未 到 ， 又 或 许 有 人 讥 诮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永 远 不 会 来 的 话 ， 末 日 之 所 以  

延 迟 了 ， 是 由 於 神 长 久 忍 耐 ， “不 愿 有 一  

人 沉 沦 ， 乃 ® 人 人 都 悔 改 ”。 故 此 ， 我们  

应 该 “以 我 主 长 久 忍 耐 为 得 救 的 因 由 ” 

<彼 后 三 9 、 丨5>。

P h i l i p  E d g c u m b e  H u g h e s  

参 - 主 的 曰 子 ” 2 3 5 0 : -主 再 来 - 2 3 5 4 。

末世论
E sc h a to lo g y
m 5 sh i liln

系 统 神 学 的 一 部 分 ， 探 讨 有 关 个 人 和  

世 界 的 最 终 亊 件 。

末世论中的题目
死亡

圣 经 教 导 说 ， 人 皆 有 死 （来 九 2 7 > , 

唯 一 例 外 的 是 当 基 督 再 来 时 ， 仍 然 生 存 於  

世 的 人 （帖前四丨7 >。 肉 体 的 死 ， 或 第 一  

次 的 死 ， 是灵魂离开身体••由於罪进入了  

世 界 ， 人 人 皆 不 免 有 死 （罗 五 1 2 > 。

K M境界

指 人 在 死 亡 和 炅 活 之 间 的 状 态 „ 按 传  

统 的 正 统 观 念 ，信 徒 可 以 在 主 面 前 孪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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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识 的 福 乐 ， 不 信 者 则 因 与 神 分 离 而 受 痛  

苦 煎 熬 》 不 过 ， 如 果 将 两 者 的 最 终 命 运 作  

比 较 ， 这 仍 然 是 相 当 不 完 全 的 状 态 。 有 些  

团 体 ， 如 基 督 复 临 安 息 日 会 ， 认 为 在 死 亡  

和 复 活 之 间 ，死 人 是 处 於 一 种 “灵 魂 睡 眠 ” 

或 无 意 识 状 态 。 另 外 一 些 团 体 ， 特 别 是 天  

主 教 ， 认 为 有 一 处 洗 罪 的 地 方 存 在 ， 为 未  

来 的 生 命 预 作 准 备 。

捋 米

圣 经 教 导 说 ， 到 时 间 的 末 了 ， 基 督 将  

亲 身 以 肉 身 再 临 （徒 一 1 丨）《•但 没 有 人 能  

知 道 其 确 实 时 间 ， 其 情 形 有 如 夜 晚 之 贼 — 

般 ， 在 人 们 意 想 不 到 的 时 候 就 发 生 了  （路 

十 二 3 9 、 4 0 > 。 时 间 虽 然 不 知 道 ， 事 情 却  

必 然 会 发 生 。 耶 稣 设 了 许 多 比 喻 （特 别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四 和 二 十 五 章  > 说 明 这 件  

事 ， 要 求 人 们 存 着 警 觉 、 忠 心 和 勤 恳 的 态  

度 来 期 待 。

鉍活

所 有 已 经 死 了 的 人 将 重 得 生 命 。 这 将  

是 肉 体 的 复 活 ， 每 个 人 重 新 恢 复 肉 身 的 存  

在 。 对 於 信 徒 而 言 ， 这 件 事 和 基 督 再 来 连  

在 一 起 ， 那 时 候 ， 如 今 的 血 肉 之 躯 将 改 变  

成 一 个 崭 新 的 完 美 身 体 （林 前 十 五 3 5 -  

圣 经 也 指 出 ， 不 信 者 将 复 活 而 进 入  

永 死 《约 五 2 8 、 2 9 > 。

审 判

到 必 有 的 审 判 时 刻 ， 主 将 根 据 已 故 者  

和 自 己 的 关 系 ， 来 断 定 他 们 的 灵 命 境 况 。 

再 以 这 些 为 依 据 ， 有 些 人 得 到 永 远 的 赏  

踢 ， 有 些 人 则 永 远 受 刑 。 有 些 神 学 家 尝 试  

把 信 者 和 不 信 者 被 审 判 的 时 间 区 分 ， 某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有 多 达 7 次 的 不 同 审 判 。

敁 后 的 光 讶

圣 经 教 导 有 天 堂 的 存 在 ， 是 一 处 永 远  

福 乐 的 所 在 ， 信 徒 和 神 同 在 ； 也 有 地 狱 ， 

在 那 里 不 信 者 与 神 远 离 ， 沦 入 痛 苦 中 。 这  

些 状 态 是 固 定 不 能 改 变 的 ， 结 局 皆 由 今 生  

的 抉 择 来 定 命 ^

千 桥 年

许 多 基 督 徒 相 信 ， 就 在 最 后 的 审 判 来  

临 前 ， 神 在 世 上 有 一 段 治 理 的 时 候 ， 称 为  

千 擠 年 》 其 根 据 是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4 至 7 节 。 

那 些 主 张 基 督 将 亲 自 来 创 设 此 时 期 的 人 ， 

称 为 前 千 禧 年 学 派 。 那 些 坚 持 国 度 的 建  

立 ， 是 要 藉 着 福 音 日 益 成 功 传 播 的 人 ， 则

”每临世

号 称 后 千 禧 年 学 派 。 还 有 些  

搞 年 学 派 ， 认 为 并 没 有 基 : g ；在 S ’ 为无千 

回 事 ，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所 说 的 丨  

该 作 象 征 性 的 解 释 。 ’ 0年

大 灾 难

圣 经 说 到 有 一 段 大 灾 难 时 期 将 降  

上 ， 其 猛 烈 可 谓 空 前 绝 后 。 有 些  

和 但 以 理 书 九 章 2 4 至 2 7 节 所  

十 个 七 ’’ 相 符 ， 其 持 续 时 间 为 7 年 5N  

人 相 信 教 会 将 经 历 此 难 ， 主在这时  

前 不 会 回 来 ， 这 些 人 称 为 灾 后 论 $  =  $ 

些 人 称 为 灾 前 论 ， 认 为 主 的 再 来 将  

阶 段 或 两 期 ， 就 是 说 ， 除了 他 的公 开  

以 外 ， 基 督 还 要 特 地 为 教 会 回 来 — 次，$ 

大 灾 难 来 临 以 前 ， 将 他 们 带 出 世 界 ，或队 

他 们 “被 提 ”。 尚 有 一 些 学 者 称 为 中 苦 难  

论 者 ， 认 为 教 会 在 7 年 的 前 半 期 在 场 但  

在 苦 难 开 始 严 酷 的 后 半 期 来 临 前 被 提 。

最 近 的 历 史

近 年 来 ， 人 们 对 末 世 论 的 兴 趣 大 增 t 

有 些 人 解 释 说 ， 它 不 仅 是 神 学 的 一 部 分 ,  

而 且 是 无 所 不 包 的 。 由於甚督亊件引入了  

新 纪 元 ， 大 部 分 新 约 都 必 须 计 入 末 世 论 。

有 些 学 者 甚 至 声 称 ， 所 假 想 的 未 来 事  

件 已 经 完 成 。 因 此 基 督 的 第 二 次 降 临 发 生  

於 五 旬 节 。 没 有 什 么 未 来 亊 件 可 以 期 盼 。 

此 观 念 称 为 “已 实 现 末 世 论

希 望 神 学 将 如 此 的 末 世 论 延 伸 至 神 学

各 领 域 ， 甚 至 进 入 有 关 神 的 教 义 。於是， 

原 来 认 为 神 的 超 越 是 处 於 我 们 之 上 或 超 出  

我 们 之 外 ， 这 些 人 则 认 为 他 就 在 我 彳  

前 。 祂 是 现 在 的 神 ， 未 来 亦 然 ， m

存 在 只 是 和 时 间 有 关 ， 而 与 空 间 无  

保 守 派 对 末 世 论 持 比 较 传 纟 充 的 看  

像 《曲 终 人 散 > ( 1 9 7 3 >  一 类 著 许

经 的 预 兆 性 预 言 经 节 表 现 出 极 大 1 押书九 

多 人 认 为 今 天 的 中 东 亊 件 ’ 和 但 1；帖你罗 

章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四 、 二 十 五  

尼 迦 前 书 ， 及 启 示 录 等 的 记 载 有

替傾  # 内的分^
末 世 论 有 时 候 成 为 甚 督 教 有 冰 窠 外  

力 世 ，信 徒 常 为 细 节 争 吵 不 休 ; 梦 ， 

各 宗 派 对 於 末 世 论 的 主 要 教 这 些 小 娘 方  

但 对 於 诸 如 灾 前 、 灾 后 、 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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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因 见 解 纷 纭 而 分 裂 。 另 一 个 要 避 免 的 危  

险 是 时 间 的 测 定 ， 我 们 对 於 “预 兆 ” 必 须  

保持繁觉， 但 关 於 主 的 再 来 ， 神 并 没 有 将  

_ 实 的 时 间 向 任 何 人 或 甚 至 天 使 揭 示 过  

( 太 二 十 四 3 6 > 。 有 些 人 认 为 自 己 能 测 定  

主 再 来 的 确 实 时 间 ， 一 旦 证 明 不 实 ， 信徒  

的 信 心 便 立 刻 动 摇 。

实用价值

藉 笤 适 当 的 了 解 和 应 用 ， 末 世 论 可 以  

为 基 督 徒 带 来 强 而 有 力 的 积 极 意 义 。 它可  

以 成 为 安 慰 的 泉 源 （帖 前 四 丨 8 > , 给 人 勉  

励 （林 前 十 五 5 8 > ， 促 使 人 提 高 警 惕 ， 忠 

心眼侍，相 信 必 有 赏 踢 （太 二 十 五 1 4 - 3 0 )。 

由於 时 间有 限 ， 基 锊 徒 应 该 忠 心 运 用 自 己  

的 机 会 • • 我 们 的 主 必 然 要 再 来 ， 我 们 理 当  

充 满 盼 望 和 勇 气 。

M i l l a r d  J. E r i c k s o n  

参 • 死 亡 _ 1 5 1 1 ; - 主 再 来 • 2 3 5 4 :  

•»难 / 灾 难 - 5 9 2 : - 千 禧 年 • 1 1 8 1 :  

•天/ 天 堂 " 1 5 6 3 : " 地 狱 —3 1 5 : -茇活 "  

4 3 7 : "居 间 境 界 • 8 0 6 :  •审判• 1 3 1 9 :

•永生” 2146: “最 后 审 判 • 2 3 7 5 :  “主的日

子，23 50: “末 世 / 末 后 的 日 子 ” 10 80:

的愤怒” 1285: ••启示文学” 1 1 7 9 :  ■•七

十个七- 1 165。

参 考 书 目 ： G . R . B e a s l e y -M u r r a y , 

Jesus a n d  th e F u t u r e ; J .A . B e e t . T he L a s t  

T h in g s; O . C u l l m a n n , C h r i s t  a n d  T i m e ; 

T .F . G l a s s o n , T h e  S e c o n d  A d v e n t ; A .A . 

H o l k e m a . The B i b l e  a n d  t h e  F u t u r e ; G .E . 

L a d d , T h e  P r e s e n c e  o f  t h e  F u t u r e ; A .T . 

L i n c o l n , N o w  a n d  N o t Y e t ; J .D . P e n t e c o s t , 

T h in g s to C o m e ; H . R i d d e r b o s , T h e  

C o m in g  o f  t h e  K i n g d o m ; G . V o s , T h e  

Pau l in e E s c h a t o l o g y : L .J . W o o d , T h e  

Bible a n d  F u t u r e  E v e n t s .

末世启示
Apocalypse
m6 s h ) q i s h )

该 词 有 “启 示 ”、 “显 示 ” 之 意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是 圣 经 里 的 两 部 有 关 末 世  

的启不。

参 • 启 示 文 学 ” 1 1 7 9 : " 但 以 理 书 "

没 药 / 沉香
Myrrh
m d  y 焱〇 /  c h d n  x i a n g

从 不 同 的 灌 木 得 来 的 一 种 芳 香 的 乳 液  

树 脂 。 约 翰 福 音 十 九 章 3 9节 作 “沉香  

参 " 植 物 （没药）_ 2 2 9 2。

谋士 / 策士
Counsel, Counselor
m 6 u  s h l  /  sh!

圣 经 时 代 在 王 左 右 出 谋 划 策 的 人 ， 谋 

士 特 别 就 有 关 法 律 之 事 提 供 意 见 （如现今  

之 律 师  其 地 位 略 似 今 之 美 国 阁 员 。 得 

宠 的 谋 士 往 往 参 与 废 立 大 事 ，俨 如 王 者 之  

师 。如 亚 希 多 弗 曾 先 事 大 卫 ，后 亊 押 沙 龙 ， 

他 的 主 意 “好 像 人 问 神 的 话 一 样 ” （撤下  

十 六 2 3 > 。 罗 波 安 即 位 时 左 右 谋 臣 如 云 ， 

既 有 先 王 的 老 臣 （王 上 十 二 6 ) , 也 有 跟  

他 一 起 长 大 的 新 进 之 士 （王 上 十 二 8 

然 而 罗 波 安 偏 昕 后 者 之 言 ， 终 造 成 国 家 分  

裂 的 悲 慘 结 局 。 圣 经 也 记 载 法 老 和 巴 比 伦  

王 的 御 前 谋 士 （赛十九丨丨； 但 三 2 、

圣 经 说 ： “不 先 商 议 ， 所 谋 无 效 ； 谋 

士 众 多 ， 所 谋 乃 成 。” （箴 十 五 2 ‘2 > 所 以  

智 恝 人 於 计 划 之 前 必 先 听 取 别 人 意 见 „ 给  

我 们 提 供 意 见 的 “谋 士 ”， 可 以 是 父 母  

( 箴 一 8 ) 、 长 者 （结 七 ‘26 > 、 先 知 （代下  

二 十 五 1 6 > 、 智 者 （耶 十 八 1 8 > 、 朋友  

( 箴 二 十 七 9 > 等 。 不 过 ， 有 些 谋 士 心 术  

不 正 ， 他 们 的 意 见 充 满 欺 诈 （竑十 二

圣 经 指 出 ， 神 也 为 人 筹 箅 计 钊 ， 扯的  

筹 苒 永 远 立 定 （诗 三 十 三 1 丨 > ; 祂 又 使  

列 国 的 筹 算 归 於 无 有 （诗 三 十 三 l 〇h 任 

何 人 都 没 有 资 格 作 神 的 谋 士 （赛 四 十 1 3 > ， 

只 有 神 所 委 派 的 弥 赛 亚 被 称 为 “奇 抄 的策  

士 ” （赛 九 6 ) 。

新 约 告 诉 我 们 ， 圣 灵 是 信 徒 的 训 慰 师  

( 约 十 四 1 6 、 1 7 > 。 圣 灵 住 在 信 徒 心 中 ， 

是 基 饪 所 派 遺 的 （约 十 六 7 圣 灵 也 称

作 “真 理 的 圣 灵 ”， 是 见 证 基 督 的 《约十  

五 2 6 ) 。 升 天 的 耶 稣 基 饪 在 天 上 作 万 民 的  

中 保 （约 査 二 1 )。

参•圣灵” 1 3 8 * U

284： -启 示 录 " 1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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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Acre
m Q

以 色 列 人 的 土 地 面 积 单 位 。 该 词 希 伯  

来 语 的 原 义 是 “轭 ”， 大 槪 是 指 一 匹拼牛 

— 曰 可 犁 之 地 。

#  “度壓1朽 " 3 5 4 。

亩 / 色麦
Tsemed
mD /  sd  miii

用 以 M 地 的 单 位 ， 相 等 於 沁 亩 。

参 -度 fi i f j ( 色 麦 ）_ 3 5 4 。

母鸡
Hen
m£k j  了

参 - 乌 （鸡 ）• 1*123。

母鹿
Hind

雌 性 的 成 年 红 鹿 u 

参 " 动 物 （鹿 ）" 3 2 9 。

母牛
Cow
mQ n i u

#  -动 物 （牛）_ 3 2 9 。

母平
Muppim
mQ p i n g

便 雅 愤 十 个 儿 子 之 一 （创 四 十 六 21 >。 

母 平 也 许 就 是 书 反 《民 二 十 六 3 9 > 和 书  

品 < 代 上 七 1 2 >。

参 - 书 反 • 1 4 7 0 。

Mushi
m u shl

米 拉 利 的 儿 子 ， 利 未 的 孙 儿 ， 抹 利 的  

弟 弟 （出 六 丨 9 ; 民 三 2 0 ; 代 上 六 n >、4 7 > 。 

他 是 末 力 、 以 得 和 耶 利 摩 的 父 亲 （代 上 二  

十 三 2 1. 2 3 ， 二 十 四 2 0 、 3 f) > , 是 母 示 族  

的 祖 先 （民 三 3 3 , 二 十 六

母羊
Ewe
m 0  y ^ n g

雌 绵 羊 。

钐 * 动 物 （绵 羊 ）” 3 2 9 。

木 狗
Stocks
m D g f t u

圣 经 时 代 一 种 普 遍 的 刑 罚 及 监 禁 方 式  

( 代 下 十 六 1 (); 徒 十 六 2 4  )。

参 • 刑 法 和 刑 罚 ” 1 7 7 5。

木 E
Carpenter
mCl j i i k n g

参 “职 业 （木 匠 ）" 2 3 2 0 。

木 偶
Grove
m u  d u

某 些 被 以 为 神 圣 的 树 木 往 往 用 來 象 征  

该 专 司 繁 殖 的 女 神 ， 有时又会竖立一些木  

柱 当 神 敬 拜 .， 神 命 令以 色 列 人 要毁 灭 这 些  

象 征 物 （称 为 柱 俛 木 偶 ）， 要打碎和砍下 

来 （出 三 十 四 1 3 > , 且 要 用 火 焚 烧 （申十 

二 3 >。 由 於 那 些 柱 俛 是 木 制 的 ，考古学 

家 不 能 找 到 任 何 留 下 的 痕 迹 。 在艾的一个 

早 期 圣 所 发 现 一 大 块 烧 焦 了 的 木 头 搀 在 香  

炉 之 中 ， 那 可 能 是 一 根 削 去 了 枝 子 的 W  

干 。 有 些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 那是亚舍拉的木

神 严 格 禁 止 以 色 列 人 拜 偶 俛 亚 舍 技 . 

或 任 何 为 记 念 她 而 竖 立 的 像 • • 以 色 列 一 直  

以 来 ， 都 染 有 拜 偶 像 的 恶 习 ， 违背神的试 

命.， 北 国 以 色 列 畋 亡 的 厣 因 之 一 就 是 拜 偁  

像 „ 在 那 H i 设 立 木 偶 ， 敬拜异邦女神和$ 

的 配 偶 巴 力 （王 下 十 匕 7 - 1 » > „ 耶 洗 別 ® 

力 鼓 吹 敬 拜 推 罗 人 的 巴 力 假 沖 。

参 “邱 坛 / 高 处 ” 1 1 9 3 :  ••迦南神衹

宗 教 ” 71 9 :  “神 ， 女 神 ” 1 2 7 6 : -偶悚兵

偶 像 ” 1 1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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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
Shepherd
一  r6n

参 “职 业 （牧 羊 人 〉" 2 3 2 0 »

牧养的/ 牧师
P a s to r
mO ySng d e  /  shT

这 名 词 字 面 的 意 义 是 “牧 羊 人 ”， 旧 

约 和 新 约 郎 用 以 象 征 管 治 者 和 领 袖 。 新约  

曾有丨2 次 用 这 字 来 比 喻 “领 袖 ”， 其 中 只  

有一次，译 作 “牧 师 ” （弗四丨丨

新 约 这 比 喻 性 的 用 法 源 自 旧 约 和 巴 勒  

斯坦的背景。 在 犹 太 人 的 经 济 制 度 里 ， 照 

料 羊 群 的 牧 人 需 为 羊 群 负 责 任 ， 大 群 的 羊  

需 要 从 一 个 地 方 赶 放 至 另 一 个 地 方 ， 其间  

必 须 有 人 照 料 羊 群 ， 免 受 野 咎 伎 袭 和 防 备  

盗賊偷去。 由 於 在 古 代 社 会 里 ， 牧 羊 人 肩  

负 了 这 么 重 大 的 责 任 ， 所 以 “牧 人 ” 也常  

用以指君王。 亚 述 、 巴 比 伦 和 埃 及 的 王 常  

被称为牧人， 因 为 他 们 要 保 护 国 民 。 这 形  

象 构 成 了 旧 约 的 背 景 ； 圣 经 中 ， 牧 人 的 用  

法 也 跟 上 述 一 样 。 旧 约 描 述 神 是 以 色 列 的  

牧人，祂 关 心 其 子 民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 旧约  

中，君 王 和 领 袖 也 常 被 称 为 牧 人 （参 民 二  

十七丨7 ; 王 上 二 十 二 1 7 ; 耶 十 2 1 ,  十二  

10，二 十 二 2 2 ， 二 十 三  1 、 2 > 。

到 了 耶 利 米 的 时 代 ， “牧 人 ” 开 始 用  

来 尊 称 那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 神 自 己 承 担 牧 养  

羊 群 的 责 任 （耶 二 十 三 3 ， 三 十 一  1 0 ; 结 

三十四1丨-‘2 2 > ， 并 应 许 把 忠 心 照 管 其 子

民 的 牧 者 賜 给 他 们 （耶 三 丨 5 ， 二 十 三  

4 K 他 明 明 地 应 许 要 作 他 们 的 神 ， 并立  

大 卫 的 后 窃 弥 赛 亚 作 牧 者 照 管 他 们 （结三  

十四  2 3 、 2 4 > 。

旧 约 的 形 象 延 续 至 新 约 ， 新 约 把 神 描  

绘 为 一 个 关 心 羊 群 的 牧 人 （路 十 五 4 - 7 )， 

耶 穌 则 自 称 为 那 应 许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牧 人  

( 太 十 1 6 , 二 十 五 3 2 ; 可 十 四 2 7 ; 约 十 1- 

3 0 ; 参 来 十 三 2 0 ; 彼 前 二 2 5 > 。 以弗所书  

四 章 1 1 节 称 教 会 中 的 领 油 为 牧 师 ， 这用  

法 从 早 期 教 会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日 。 保 罗 说 他  

们 是 神 賜 给 教 会 的 一 群 特 别 的 人 ， 为要照  

料 神 的 子 民 ，正 如 牧 人 照 料 羊 群 一 样 ， 他 

们 要 引 导 和 教 导 神 的 子 民 走 在 神 的 路 上 .

牧 师 加 上 教 师 ， 成 为 一 群 人 ， 专门补  

足 信 徒 、 先 知 和 传 福 音 者 的 工 作 。“监 督 ” 

和 “长 老 ” 在 新 约 中 是 指 相 同 的 职 位 （参 

徒 二 十 1 7 、 2 8 ; 多 一 5 ， 7>, “牧 师 ” 似 

乎 是 另 一 个 同 义 词 ， 因 为 圣 经 称 耶 穌 为  

“你 们 灵 魂 的 牧 人 监 督 彼 前 二 2 5 > . 

“牧 养 ”一 词 通 常 用 以 形 容 地 方 教 会 领 袖  

的 工 作 （约 二 十 一 丨 6 ; 徒 二 十 ‘2 8 ; 彼前  

五 2 > , 会 众 则 常 被 称 为 羊 群 。 牧 师 的 职  

责 是 看 守 教 会 （徒 二 十 2 8 ; 来 十 三 7 ) 和 

抵 挡 假 教 训 （徒 二 十 2 9 、 3 0 > , 以 迮 立 基  

督 的 身 体 。 关 於 牧 师 的 职 责 和 任 务 ， 保罗  

写 给 提 摩 太 和 提 多 的 书 信 中 有 更 详 细 的 资  

料 ， 这 几 卷 书 也 被 称 为 “教 牧 书 信 ”，

参 ••监 7 3 8 :  • 长 老 • 2 2 7 0 :  • 执 寧 .

女 执 寧 _ 2 2 9 0 :  • 诹 灵 恩 賜 ” 1 4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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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勒 的 后 裔 ， 屈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四

15),

拿八
Nabal

b a

玛 云 一 个 成 功 的 富 户 ； 玛 云 位 於 犹 大  

南 面 的 旷 野 （撒 上 二 十 五  > 。 拿 八 不 像 他  

敬 虔 的 先 祖 迦 勒 ， 他 为 人 刚 愎 凶 恶 （撒 上  

二 十 五 3 >。

他 和 大 卫 的 接 触 ， 是 在 剪 羊 毛 的 季  

节 ， 那 是 庆 祝 丰 收 的 时 候 ， 对 客 旅 也 应 热  

悄 款 待 。 当 时 大 卫 正 四 处 逃 避 扫 罗 的 追  

杀 ， 他 想 跟 拿 八 讨 一 些 馈 啲 ， 这 样 做 不 仅  

合 时 ， 也 因 大 卫 等 人 曾 在 田 野 保 护 了 拿 八  

的 羊 群 （撒 上 二 十 五 1 5 、 1 6 > 。 可 是 ， 拿 

八 却 以 极 端 轻 慢 的 态 度 予 以 拒 绝 ， 指 大 卫  

不 过 是 一 个 悖 逆 主 人 逃 跑 的 奴 仆 （1〇、 

1 1 节 >〇

大 卫 决 定 报 复 。 幸 好 拿 八 贤 恝 的 妻 子  

亚 比 该 赶 快 预 备 好 礼 物 ， 并 求 大 卫 不 要 因  

怒 气 使 他 的 纪 录 被 玷 污 （撒 上 二 十 五 18- 

3 U 。 大 卫 答 应 了 。 然 而 当 拿 八 听 闻 此 亊 ， 

他 好 像 突 然 中 风 ， 1 0 天 后 就 死 去 了 （3 7 、 

3 8 节 >。

拿 八 这 名 字 是 愚 顽 的 意 思 ， 其 人 其 事  

提 醒 后 世 ， 悖 逆 神 是 极 其 愚 昧 的 行 径 。 神 

自 己 ， 不 是 大 卫 ， 要 施 行 报 复 （撒 上 二 十  

五 3 9 ; 参 罗 十 二 1 7 - 2 1 )。

拿巴提人
Nabataeans

b a  t i  r 6 n

与 犹 大 接 壤 的 一 个 独 立 王 国 的 人 民 ， 

於 主 前 丨 6 9 年 至 主 后 丨 (H ;年 出 现 於 历 史 舞  

台 。 研 读 圣 经 和 正 史 的 人 往 往 会 忽 略 他  

们 ， 原 因 有 二 ： 第 一 ， 他 们 的 成 就 至 近 年  

才 被 发 现 ； 第 二 ， 他 们 兴 盛 的 时 候 ， 有 其  

他 重 大 的 牢 件 ， 包 括 基 督 在 世 及 教 会 的 始

创 等 ， 遮 盗 了 别 人 对 他 们 的 注

犹 太 人 和 拿 巴 提 人 在 希 罗 时 期  

邻 ， 也 有 政 治 上 的 来 往 。 以 土  

特 之 子 大 * 汴 的 母 亲 就 珐 — 个歎^安极相 

主 前 年 ， 帕 提 亚 人 攻 打 耶 U 人. 

希 律 逃 到 拿 巴 提 的 首 都 彼 特 拉 。= 冷时， 

律 之 子 安 提 帕 娶 了 聿 巴 提 极 具 权  

哩 达 四 世 （主 前 9 至 主 后 的 ^ 儿 ^  

国 的 关 系 就 巩 固 下 来 。 然 而 ，其后由两  

妻 另 至 女 兼 嫂 子 希 罗 底 ，两国因】

新 约 也 提 及 汆 巴 提 人 在 那 地 区 的 势  

力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后 书 讲 述 他 从 亚 拉 伯 r  

野 回 来 后 ， 险 被 速 捕 的 经 历 ：“在大马色 

亚 哩 达 王 手 下 的 提 督 把 守 大 马 色 城 ，要捉 

拿 我 ， 我 就 …… 在 筐 子 里 ， … …被人键下 

去 ， 脱 离 了 他 的 手 。” （林 后 十 一  3 2、33) 

拿 巴 提 人 的 始 源 已 无 法 确 定 。他们_ 

起 为 一 地 方 势 力 并 且 日 渐 富 庶 ，跟他们起 

初 的 传 统 生 活 截 然 不 同 。 从前他们是-支 

亚 拉 伯 游 牧 民 族 ， 没 有 房 屋 ，没有农田， 

后 来 他 们 却 在 农 业 和 水 利 发 展 方 面 有 极 大  

的 成 就 。 他 们 控 制 了 往 来 印 度 和 南 亚 拉 伯  

与 地 中 海 国 家 的 商 队 路 线 ， 获取了大利： 

故 亚 拉 伯 南 部 极 可 能 是 他 们 的 家 乡 或 大 本  

营 。 然 而 ， 由 於 “拿 巴 提 ” 跟以实玛利^  

子 ， 也 是 以 扫 的 妻 贸 “尼 拜 约 ’’的名字^ 

近 ， 有 人 便 提 出 拿 巴 提 一 名 是 源 於 尼 拜  

( 创 二 十 五 1 3 ， 二 十 八 9 ， 三 十 六 …

雅 德 诚 _
.隹巴提人在南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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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巴 提 最 著 名 的 文 化 遗 迹 就 是 位 於 彼  

恃 拉 的 丧 葬 碑 文 。 碑 铭 尽 多 亚 兰 文 ， 在蒲  

草 纸 和 陶 片 上 的 铭 文 是 草 体 的 ， 在 钱 币 和  

供 献 之 物 上 则 是 标 准 的 写 法 ； 这 些 草 体 的  

写 法 似 是 阿 拉 伯 文 字 的 前 身 。 他 们 采 用 亚  

兰文，又 敬 拜 叙 利 亚 诸 神 ， 显 示 了 他 们 是  

采 取 实 用 主 义 ， 适 应 四 周 充 满 敌 意 的 环  

塊。他 们 创 作 的 天 分 ， 即 把 珍 贵 的 水 源 引  

至 千 旱 之 地 以 维 持 生 命 ， 只 有 他 们 拜 占 庭  

时 期 的 子 孙 方 可 比 拟 。 商 队 增 加 了 ， 若要  

取 得 商 旅 路 线 长 期 的 控 制 权 ， 就 必 须 有 技  

巧地处理。

格 & 克 在 《约 但 的 那 边 > ( 1 9 4 0 ) 及 

<<南 地 ）沙 渙 的 河 流 > ( 1 9 5 6 ) 二 书 中 有  

数 以 百 计 关 於 拿 巴 提 人 拓 荒 的 精 彩 故 亊 。 

拿 巴 提 人 不 单 在 美 术 （陶 瓷 和 雕 塑 K 迮 

筑 和 商 业 经 营 上 成 绩 斐 然 ， 他 们 的 水 利 工  

程 和 旱 地 拼 植 法 更 是 无 与 伦 比 的 。

关 於 拿 巴 提 人 飛 早 的 历 史 记 软 ， 是与  

亚 历 山 大 在 叙 利 亚 的 继 承 人 安 提 柯 （主前  

3 1 2 ) 有 关 。 历 史 可 知 的 王 位 承 袭 始 自 亚  

哩达一 世 ， 约 在 主 前 1 7 0 年 （《马 加 比 二  

书〉 五8 > 。 约 於 主 前 1 0 0 年 ， 迦 萨 的 居 民  

指 望 “亚 拉 伯 王 亚 哩 达 （二 世 帮 助 他  

们 抵 抗 亚 历 山 大 杨 纽 。 亚 哩 达 三 世 曾 管 治  

大 马 色 （主 前 8 0 - 7 0 ) 。

彼 特 拉 的 黄 金 时 期 是 自 主 前 5 0 年 至  

主后7 0年 ， 期 间 在 位 的 包 括 马 立 古 一 世 、 

奥 博 达 二 世 （与 大 希 律 同 时  > 、 亚 哩 达 四  

世 和 马 立 古 二 世 ； 笛 巴 尔 二 世 的 统 治 则 是  

拿 巴 提 王 国 的 末 代 王 朝 。 他 前 一 任 的 王 马  

立 古 三 世 已 把 首 郞 迁 至 加 利 利 以 东 7 0 哩 

的 波斯 特 拉 。 主 后 1 0 G 年 ， 罗 马 皇 帝 他 雅  

努 征 服 他 们 后 ， 波 斯 特 拉 成 了 罗 马 帝 国 亚  

拉 伯 省 的 首 府 。 拿 巴 提 人 被 同 化 了 ， 但 他  

们 独 特 的 草 书 体 则 沿 用 至 四 世 纪 。

参•彼特拉• 1 5 1。

拿比
Nahbi
n4 bl

缚 西 的 儿 子 ；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首 领 ， 

也 是 派 往 窥 探 迦 南 地 的 十 二 探 子 之 一 （民 

十三丨幻。

拿兵器的人
Armour Bearer
nfi b l n g  q l  d e  r 6 n

为 战 士 提 着 铠 甲 和 兵 器 的 人  <撒上十  

四 6 、 1 2 > 0

参•武器和战争 " 1616: •职业（士兵 ）-

2320.

拿伯
N a b o th
n厶b 6

一 名 葡 萄 园 主 。 以 色 列 王 亚 哈 贪 爱 其  

葡 萄 园 （王 上 二 十 一 h 亚 哈 的 要 求 可 能  

并 不 合 理 （第 2 节 但 拿 伯 的 拒 绝 也 许  

有 点 不 客 气 （第 3节 > 。

亚 哈 正 在 生 气 的 时 候 ， 耶 洗 別 就 安 排  

了 两 个 无 赖 出 来 ， 诬 告 拿 伯 亵 渎 神 和 王 ， 

这 是 大 罪 ， 可 判 死 刑 （利二十四 1〇 - 2 3 > 。 

按 着 摩 西 的 律 法 ， 有 两 个 见 证 人 就 可 定 案  

( 申 十 七 6 、 7 ) 。 这 表 而 # 来 合 法 和 正 义  

的 裁 决 ， 简 直 是 谋 杀 。 首 先 是 遵 照 皇 室 的  

指 示 宣 告 和 进 行 禁 食 u 对 拿 伯 的 指 控 和 审  

讯 是 由 城 中 的 长 老 执 行 ， 掖 后 按 律 法 用 石  

头 把 拿 伯 打 死 （王 上 二 十 一 1 3 ) 。

然 而 ， 先 知 以 利 亚 知 进 亊 件 的 真 相 ， 

也 知 道 准 是 真 正 的 罪 人 u 他 就 当 答 亚 哈 面  

前 ， 预 言 他 和 耶 洗 别 ， 连 同 全 家 的 人 ， 都 

要 因 这 事 被 剪 除 （王上二十一丨 9 - 2 4 > 。

预 言 果 然 应 验 了  ••由於亚哈柠悔改、 

所 以 暂 时 幸 免 於 难 （王 上 二 十 一 M )， 但 

后 来 也 在 战 争 中 被 杀 《王 上 二 十 二 3 4 -  

耶 洗 别 的 血 真 的 被 拘 舔 （王下九3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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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 儿 子 约 兰 则 被 射 杀 ， 尸 体 被 抛 在 拿 伯  

的 葡 萄 园 里 （王 下 九 2 5 > 。

拿答
Nadab
r\& d a

〇 亚 伦 和 亚 米 拿 达 的 女 儿 以 利 沙 巴 的  

大 儿 子 （出 六 2 3 ; 民 三 2 ; 代 上 二 十 四 1 > 。 

亚 伦 和 他 的 儿 子 是 以 色 列 最 早 的 祭 司 。 神 

在 西 乃 山 与 以 色 列 人 立 约 时 ， 拿 答 也 在 场  

( 出 二 十 四 丨 、 其 后 被 按 立 为 祭 司  

( 出 二 十 八 1 > »

拿 答 跟 其 弟 亚 比 户 因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献  

“凡 火 ” 而 被 烧 死 （利 十 1 、 2 ; 民 三 4; 

代 上 二 十 四 ‘2 >。 早 上 所 献 的 香 火 通 常 在  

宰 杀 祭 牲 之 前 。 在 这 事 件 中 ， “火 从 耶 和  

华 面 前 出 来 ， 烧 灭 他 们 ”。 献 “凡 火 ” 的 

亊 在 圣 经 别 处 并 无 提 及 。

对 拿 答 和 亚 比 户 所 千 犯 的 罪 ， 拉 比 提  

出 了 许 多 不 同 的 解 释 。 因 经 文 记 栽 这 悲 剧  

之 后 ， 提 到 进 会 幕 的 时 候 不 可 喝 酒 《利 十  

, 早 期 的 传 统 便 说 这 两 兄 弟 是 喝 醉 了 。 

若 祭 司 在 进 入 会 幕 时 喝 酒 ， 将 被 判 死 罪 。

摩 西 劝 慰 拿 答 和 亚 比 户 悲 痛 的 父 亲  

时 ，有 特 别 的 指 示 ，摩 西 劝 亚 伦 不 要 举 哀 ， 

以 免 妨 碍 他 的 祭 司 职 务 。 由 於 亚 伦 已 被 膏  

立 ，分 别 为 圣 ，他 必 须 继 续 在 神 面 前 服 侍 。 

神 不 许 他 踏 出 会 幕 的 门 ， “否 则 他 便 会 死  

亡 ”。 而 以 色 列 人 却 为 拿 答 和 亚 比 户 哀 哭  

( 利 十 3 - 7 ) 。

© 耶 罗 波 安 之 子 ， 接 续 耶 罗 波 安 作 以  

色 列 王 （主 前 9 0 9 - 9 0 8 ) 。 拿 答 统 治 以 色  

列 两 年 （王 上 十 四 2 0 , 十 五 2 5  他 在 犹

大 王 亚 撒 2 年 登 基 ， 却 在 亚 撒 3 年 被 篡 夺  

王 位 （王 上 十 五 2 8 ) 。 拿 答 的 继 位 可 能 在  

耶 罗 波 安 去 世 前 已 安 排 好 ， 因 他 肯 定 知 道  

北 方 众 支 派 需 要 有 魄 力 的 领 袖 „ 然 而 ， 拿 

答 并 未 能 成 功 地 稳 定 国 家 。 为 贏 取 军 队 的  

拥 載 ， 他 领 军 到 基 比 顿 跟 非 利 士 人 争 战 ， 

那 是 在 基 色 西 南 约 2 % 哩 之 处 。 以 萨 迦 的  

巴 沙 ， 大 槪 是 一 名 军 官 ， 刺 杀 了 拿 答 及 其  

众 子 ， 篡 夺 了 他 的 王 位 。 这 正 应 验 了 示 罗  

人 亚 希 雅 （王 上 十 五 2 9 ) 针 对 耶 罗 波 安  

家 所 说 的 预 言 。

© 耶 拉 蔑 人 ， 沙 买 的 儿 子 ， 阿 南 的 孙  

子 ，耶 拉 蔑 的 曾 孙 。拿 答 自 己 有 两 个 儿 子 ，

即 西 列 和 亚 遍 （代 上 二 2 6 - 3 0 )。

〇 基 遍 人 ， 耶 利 和 玛 迦 的 儿 子 { 代 t  

八 3 0 , 九 3 6 > 。

拿单
Nathan
n d  d a n

〇 大 卫 从 拔 书 亚 《拔 示 巴 ）所生的儿 

子 ， 是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生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 撒 下 五 14 ; 代 上 三 5 ， 十 四 4 拿甲是 

所 罗 门 的 兄 长 ， 在撒迦利亚的末世预言中  

( 亚 十 二 〗 2 ) 曾 被 提 及 ； 在基符的家谓中 

( 路 三 3 丨 > , 也 被 列 为 约 瑟 的 先 祖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谱 ” 3 7 2 2。

位 早 期 先 知 和 大 卫 的 涑 臣 ，大卫 

的 连 年 争 战 将 结 束 的 时 候 ， 他告诉聿单很 

想 为 耶 和 华 建 造 居 所 。 拿单即时的回应是 

极 表 同 意 ， 但 直 接 从 神 领 受 了 指 示 之 后 ， 

就 改 变 了 原 先 的 看 法 。 不 过 ， 拿单预言大 

卫 的 一 个 儿 子 将 要 为 神 建 立 居 所 ，神也要 

透 过 大 卫 的 儿 子 所 罗 门 为 他 建 立 一 个 王  

朝 。 该 预 言 不 单 关 乎 大 卫 的 家 系 ，也预言 

一 位 弥 赛 亚 王 的 来 临 。 拿单的神谕是极其 

重 要 的 ， 因 为 涉 及 两 件 大 事 ， 就是圣殿和 

大 卫 王 朝 的 建 立 （撒 下 七 1 - 7 ; 代上十七 

1-1 5 )  〇

在 与 亚 扪 人 争 战 期 间 ， 大卫与一妇人 

拔 示 巴 苟 合 ， 有 了 孩 子 ， 他曾尝试召回 G 

人 在 军 中 的 丈 夫 乌 利 亚 ， 以掩盖他的罪行 

< 撒 下 十 一 1 - 1 3 , 二 十 三 3 9 > 。 他的尝试 

失 敗 后 ， 又 咬 使 他 军 队 的 元 帅 约 押 谋 畜 了  

乌 利 亚 。 后 来 ， 大卫就公开迎娶拔示巴作

他 的 妻 子 （撒 下 H ---- H - 2 7 ) 。 拿单面斥

大 卫 ， 勇 敢 地 藉 一 个 比 喻 暗 指 他 的 罪 恶 滔  

天 ， 王 也 因 那 比 喻 发 怒 ， 却不知是指自己 

的 罪 恶 （撒 下 十 二 1 - 9 ) 。 拿单预言大卫 

的 家 要 因 这 罪 承 受 可 怕 的 后 果 《撒下十二 

1 〇 - 1 2 > 。 后 来 他 家 中 发 生 了 强 奸 乱 伦 之  

事 ， 他 3 个 儿 子 也 相 继 死 去 ， 并有内战. 

应 验 了 这 预 言 （撒 下 十 三 至 十 八 ；王上 

一  拔 示 巴 与 大 卫 苟 合 所 怀 的 孩 子 也 不  

能 存 活 （撒 下 十 二 丨 4 > 。

大 卫 快 要 离 世 时 ， 他的儿子亚多尼 _  

欲 篡 夺 王 位 （王 上 一  1、 5 > 。 取单促拔示 

巴 提 醒 大 卫 先 前 曾 应 许 给 所 罗 门 继 位 之  

事 ， 并 及 时 的 支 持 她 （王 上 一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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纟 卫 就 授 权 拿 单 等 人 ， 为 所 罗 门 加 冕 （王

上一28-53} •

取 单 也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史 家 （代 上 二 十  

九2 9 ; 代 下 九 他 与 大 卫 一 起 发 展 圣  

殿 岽 拜 的 音 乐 亊 工 ，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贡 献  

(代下二十九2 5  >。
© 琐 巴 人 ， 以 甲 的 父 亲 ； 以 甲 是 大 卫  

三 十 位 勇 士 中 的 一 位 （撒 下 二 十 三 3 6 ) 。 

他 大 既 就 是 约 珥 的 兄 弟 （代 上 十 一 3 8 ) 。

© 所 罗 门 两 位 重 要 臣 仆 的 父 亲 （王上  

四5> ; 可 能 是 先 知 聿 单 或 大 卫 的 儿 子 。

© 犹 大 的 后 商 ， 賊 耶 拉 篾 的 家 族 ， 是 

亚太的儿子、 撒 拔 的 父 亲 （代 上 二 3 6  >。

© 以 斯 拉 派 往 征 召 利 未 人 的 代 表 团 中  

的一位成员， 前 者 这 样 作 是 因 为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以 色 列 人 中 没 有 利 未 人 （拉 八 1 6 > 。 

拿 单 可 能 也 有 分 起 誓 离 弃 外 邦 妻 子 （拉十  

39> ; 不 过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普 遍 的 名 字 ， 

意 谓 “礼 物 ”。

拿单米勒
N a t h a n - m e l e c h

dSn mT Id

约 西 亚 王 在 位 时 的 一 位 太 监 。 他 在 房  

子附近放 a 献 给 日 头 的 马 ， 后 被 约 西 亚 废  

除 了 （王 下 二 十 三 1 U 。

拿但业
N a t h a n a e l
ni d^n y 6

犹 太 人 ， 来 自 加 利 利 的 迦 拿 ， 耶 稣 呼  

召 他 作 门 徒 （约 一 4 5 - 5 0 , 二 十 一 2 ) 。 起 

初 腓 力 告 诉 他 耶 稣 是 应 验 旧 约 预 言 的 人 ， 

他 显 得 有 点 怀 疑  < 约 一 4 5 、 4 6 ) 。 后 经 与  

主个 别 接 触 ， 使 他 大 感 惊 讶 ， 拿 但 业 就 宣  

称 耶 稣 为 神 的 儿 子 和 以 色 列 的 王 （约 一  

49).
由 於 拿 但 业 这 名 字 只 在 约 翰 福 音 出  

现， 一 些 学 者 便 把 他 与 符 类 福 音 中 某 些 人  

物相比。 因 他 跟 安 得 烈 、 彼 得 和 腓 力 同 时  

萦 召 ， 有 些 人 就 认 为 他 必 是 十 二 使 徒 之  

一 ，可 能 即 巴 多 罗 买 • ， 此 说 有 3 点 为 证 ：

(1) 巴 多 罗 买 一 名 是 跟 从 父 亲 的 名 字  <即 

“多 罗 买 之 子 故 可 能 另 有 一 个 名 字 ；

(2) 符 类 福 音 所 列 的 十 二 使 徒 名 单 中 ， 巴 

多 罗 买 都 被 置 於 腓 力 之 后 （太 十 2 - 4 ; 可

三丨 6 -丨9 ;路六丨4•丨6 这 跟 约 餘 福 音 的  

记 栽 相 呼 应 ， 拿 但 业 的 蒙 召 是 在 腓 力 之  

后 ； （3 )巴 多 罗 买 的 名 字 在 约 翰 福 音 中 没  

有 出 现 。

第 二 个 见 解 是 认 为 拿 但 业 即 亚 勒 腓 的  

儿 子 雅 各 。 根 据 这 观 点 ， 耶 穌 在 约 翰 福 音  

一 章 4 7节 的 评 语 应 该 是 ： “看 哪 ！ 这是个  

真 以 色 列 （非 “以 色 列 人 他 心 里 是  

没 有 诡 诈 的 ！ ” 因 以 色 列 是 神 给 予 雅 各 的  

名 字 。 约 翰 称 亚 勒 腓 的 儿 子 雅 各 为 拿 但  

业 ， 是 为 了 把 他 与 后 来 在 早 期 教 会 另 一 位  

著 名 的 雅 各 区 分 。

还 有 两 个 可 能 性 较 低 的 说 法 是 以 拿 但  

业 即 马 太 或 迦 拿 人 西 门 。 前 者 是 基 於 马 太  

与 拿 但 业 的 字 义 相 近 ， 马 太 为 “耶 和 华的  

礼 物 ”， 拿 但 业 则 是 “耶 和 华 賜 予 ”。 后 

者 是 基 於 拿 但 业 与 西 门 的 家 乡 都 是 迦 拿 。 

韋 但 业 最 可 能 的 身 分 是 十 二 使 徒 以 外 的 一  

个 门 徒 ， 只 有 约 翰 认 识 他 。 这 看 法 符 合 早  

期 教 父 的 见 证 。

在 第 四 福 音 书 中 ， 拿 但 业 代 表 胜 过 起  

初 的 疑 惑 去 相 信 基 督 的 真 犹 太 人 。 这 可 从  

3 方 面 的 观 察 中 得 到 证 实 ：（1)他 起 初 对 耶  

稣 的 反 应 跟 其 他 相 信 律 法 和 先 知 的 人 一 样  

( 约 七 丨5 、 2 7 、 4 〗 ， 九 41 > ;  ( 2 ) 耶 稣 看  

见 拿 但 业 在 无 花 果 树 下 （约 一 4 8 ) , 指出  

他 是 忠 於 律 法 （在 拉 比 的 文 献 中 ， 指 出 研  

读 律 法 书 的 适 当 地 点 是 在 无 花 果 树 下 > ;

(3)耶 稣 指 拿 但 业 为 “以 色 列 人 ， 心 里 没

有 诡 诈 ”， 可 能 是 把 拿 但 业 对 比 雅 各 ----

以 色 列 国 的 父 。 在 创 世 记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二  

章 ， 雅 各 与 以 扫 和 拉 班 交 往 时 ， 显 然 是 阴  

险 狡 猾 的 。 约 翰 福 音 一 章 5 丨节记述天使  

上 去 下 来 的 事 ， 酷 似 雅 各 的 梦 境 ；这 事 件  

在 加 利 利 发 生 ， 很 接 近 伯 特 利 和 雅 博 ——  

昔 曰 雅 各 经 历 神 的 地 方 ， 更 加 强 了 两 者 的  

关 系 。 因 此 ， 拿 但 业 是 一 个 虔 诚 的 以 色 列  

人 的 象 征 ， 基 督 就 是 为 以 色 列 人 而 来 （约

一 3 U 。 他 的 回 应 一 从 怀 疑 到 相 信 ----

代 表 了 约 翰 认 为 真 以 色 列 人 对 耶 穌 适 切 的  

回 应 （参 罗 九 6 ) 。

参 - 使 徒 • 1 4 2 4。



拿俄米
Naomi

6 m l

以 利 米 勒 的 妻 子 ， 玛 伦 和 锥 连 的 母  

亲 ； W 犹 大 支 派 ， 在 士 师 时 代 ， 居 於 伯 利  

恒 。 由 於 迦 南 发 生 严 重 的 饥 荒 ， 拿 俄 米 就  

与 家 人 W 时 柊 居 死 海 以 东 的 摩 押 地 （得 —

1 、 ：n 。 她 丈 夫 和 两 个 儿 子 死 於 麻 押 后  

( 得 一 3 、 5 > ， 拿 俄 米 偕 同 摩 押 媳 妇 路 得  

返 回 伯 利 恒 《得 一 8 - 2 2 )。 在 旧 地 遇 见 故  

友 时 ， 贫 俄 米 要 求 她 们 不 再 叫 她 拿 俄 米  

( “甜 ” 的 意 思  > , 要 叫 她 玛 拉 （“苦 ” 的 

意 思  > ， 因 她 说 ： “我 满 满 地 出 去 ， 耶 和  

华 使 我 空 空 地 回 来 。” （得 一 2 0 、 ‘21 > M  

后 ， 因 路 得 改 嫁 以 利 米 勒 的 近 亲 波 阿 斯 ， 

拿 俄 米 的 生 计 得 到 解 决 《得 二 至 四 > 。

拿非施
Naphish
n S  f e i s h l

在 以 实 玛 利 的 1 2 个 儿 子 中 ， 排 行 第  

十 一 （创 二 十 五 丨 5; 代 上 一 3 U  ; 从 他  

开 创 了 一 个 部 族 ， 日 后 跟 住 在 约 但 河 东 的  

以 色 列 支 派 争 战 （代 上 五 丨 9 > 。

拿弗他利
Naphtali

f u  t a  li

雅 各 十 二 子 之 一 （创 三 十 五 ‘2 5 ; 代 

上 二 2 >。 他 是 拉 结 的 使 女 辟 拉 所 生 的 第  

二 个 儿 子 。 拉 结 因 为 给 雅 各 生 了 另 一 个 儿  

子 ， 感 到 非 常 兴 奋 ， 於 是 给 孩 子 起 名 拿 弗  

他 利 ， 是 “相 争 ” 的 意 思 ， 因 为 她 正 与 利  

亚 相 争 ； “我 与 我 姊 姊 大 大 相 争 ， 并 且 得  

胜 ” （创 三 十 8 ) 。 拿 弗 他 利 后 来 跟 着 雅 各 ， 

举 家 移 居 埃 及 （创 四 十 六 2 4 ; 出 一  4 > 。 

他 有 4 个 儿 子 （民 二 十 六 5 0 ; 代 上 七 1 3 > ， 

并 且 开 创 了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中 的 一 支 （民 

— 。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 1 0 9 0  〇

拿弗他利山
Naphtali, Mount of
n & fd t a  li s h a n

占 拿 弗 他 利 全 境 大 部 分 的 山 地 ， 境 内  

基 低 斯 镇 披 划 为 逃 城 （书 二 十 7

1090 n i t  mi

参 • 逃 城 ， 1 5 3 9 : - 牮弗他利支悉. 

1 09 0〇

拿弗他利 支 派
Naphtali, Tribe of
n<i f u  t a  1) z h l  p ^ i

从 埃 及 迁 入 迦 南 的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之

一 。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最 后 定 居 於 迦 南 北 面 ,  

加 利 利 的 高 地 上 。

在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的 时 期 ， 拿弗他利 

支 派 只 是 偶 尔 被 提 及 。 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是 该 支 派 的 首 领 （民 二 2 9 > ， 在以色列备 

战 时 ， 负 责 监 察 拿 弗 他 利 的 核 点 民 数 （民 

— i r〇 。 第 一 次 统 计 有 5 3 , 4 0 0个能打仗的 

男 人 （民 一  4 2 、 4 3 > ， 后来在旷野飘流末  

期 所 作 的 统 计 ， 则 有 4 5 , 4 0 0 个男人可以 

出 去 打 仗 （民 二 十 六 4 8 > 。 摩西派 遣 12个 

探 子 窥 探 迦 南 地 时 ， 缚亚的儿子拿比就代  

表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出 去 （民 十 三 1幻.在旷 

野 飘 流 期 间 ， 拿弗他利支派曾参与的其他  

较 f f l要 的 活 动 有 ： 停 留 在 旷 野 时 ， 按指定 

位 迓 在 会 嵇 附 近 安 营 （民 二 2 9 ) ; 分地 

的 时 候 ， 亚 米 忽 的 儿 子 比 大 黑 在 抽 签 分 地  

的 仪 式 中 代 表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民三十四 

2 8 >  ; 在 示 剑 领 受 律 法 （申二十七丨3>, 

最 后 ， 像 其 他 支 派 一 样 ， 拿弗他利也接受 

摩 西 的 祝 福 （申 三 十 三 2 3 > 。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地 业 位 於 上 加 利 利 的  

东 面 ， 南 倚 西 布 伦 ， 西 接 亚 设 （书十九 

34 > 。 在 其 境 内 有 好 几 个 利 未 人 的 城 （书 

二 十 一 6 ; 代 上 六 6 2 > ， 以及一个逃城基 

低 斯 （书 二 十 7 ; 代 上 六 7 6 ) 。 虽然他们 

成 功 地 占 领 了 该 地 区 ， 却没有把迦南人全 

部 赶 走 （士 一 3 3 ) 。 他们制服迦南城市伯  

示 麦 和 伯 亚 纳 的 居 民 为 他 们 作 苦 工 。因他 

们 所 处 的 位 罝 ， 他们曾卷入与本土人和外  

来 侵 略 者 的 冲 突 ，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夏成  

王 耶 宾 的 战 争 。 来自基低斯的亚比挪备的  

儿 子 巴 拉 ， 联 同 女 先 知 底 波 拉 ，带领西^ 

伦 和 贫 弗 他 利 两 支 派 的 人 与 迦 南 人 对 抗  

( 士 四 至 五 ）。 他 们 也 曾 与 亚 设 、西布伦 

和 玛 傘 西 众 支 派 一 起 被 基 甸 召 集 ，出去与 

米 甸 人 作 战 （士 六 3 5 > 。

在 联 合 王 国 时 期 ， 拿弗他利支派汰 1 

军 队 往 希 伯 仑 ， 表 示 支 持 大 卫 作 以 色 利 $  

地 的 王 （代 上 十 二 3 4 ) 。 拿 弗 他 利 对 ：̂

7



王 糾 继 续 的 效 忠 ， 可 见 於 他 们 对 所 罗 门 政  

府的 支持 。 聿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亚 希 玛 斯 是  

丨 _ 2 个 为 王 管 理 不 同 地 区 的 官 员 之 一 ； 这  

亚 希 玛 斯 也 娶 了 所 罗 门 的 女 儿 巴 实 抹 为 妻  

(王上四丨5>。

.m '一

’’s . . .

拿 弗 他 利 东 边 的 约 但 河

在 分 裂 王 国 期 间 ， 这 支 派 片 面 的 历  

史，只 可 见 於 一 些 军 亊 冲 突 的 记 软 中 。 犹 

大 王 亚 撒 在 位 时 ，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在 便 雅 悯  

高 原 中 部 的 拉 玛 让 造 了 一 个 堡 垒 。 亚 撒 感  

到受威胁， 便 促 叙 利 亚 王 便 哈 达 去 攻 击  

北国 u 叙 利 亚 王 同 意 出 兵 ， 聿 弗 他 利 支 派  

在 这 次 攻 击 中 就 首 当 其 冲 （王 上 十 五 1(5- 

。 巴 沙 从 便 雅 悯 高 原 撤 军 ， 以 抵 御 叙  

利 亚 军 队 的 猛 攻 。 另 一 个 影 响 拿 弗 他 利 地  

的 主 要 外 来 势 力 是 亚 述 ， 特 别 是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在 位 时 。 当 以 色 列 的 比 加 和 叙 利  

亚 的 利 逊 执 政 时 ， 这 亚 述 君 王 进 犯 ， 并在  

主前7 U 年 征 服 了 基 列 、 加 利 利 和 拿 弗 他

弗他利支派的得地 . 位 於 上 加 利 利 。

利 （王 下 十 五 29

据 先 知 以 赛 亚 所 说 （赛 九 U , 虽然  

耶 和 华 使 拿 弗 他 利 成 为 羞 辱 之 地 ， m 必使  

她 再 次 得 着 荣 權 》 马 太 在 基 督 身 上 # 见 了  

这 应 许 的 应 验 ， 因 为 基 督 把 神 国 的 信 息 带  

给 那 些 住 在 拿 弗 他 利 地 的 犹 太 人 （太四  

1 3 、 1 5 ; 参 赛 九 1、 2 > 。 在 启 示 录 的 记 载  

中 （启 七 6 有 1 2 , 0 0 0个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人 列 在 受 印 记 的 以 色 列 民 中 -

G r e g o r y  D .  J o r d a n

n i  fu tO xi 1091；

拿弗土希
Naphtuhim
nd  f u  tQ xi

挪 亚 在 埃 及 的 后 窃 ， 屈 於 含 的 家 族  

( 创十丨 3 ; 代上一丨丨）， 在 族 谱 中 列 於 利  

哈 比 人 和 帕 斯 鲁 细 人 中 间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拿 弗 土 希 人 是 中 埃 及 的 原 住 民 ， 在 下 埃 及  

的 利 比 亚 人 和 上 埃 及 的 帕 斯 捋 细 人 中 间 。 

然 而 ， 他 们 古 时 的 居 留 地 已 无 法 确 定 。

拿该
Naggai
n & g S i

根据路加福音的家丨 I? ， 家 该 是 耶 穌 的  

一 位 先 祖 （路 三 2 5 > 。

# - 耶 穌 基 督 的 家 请 " 1 9 6 6 。

拿艮
Nacon

g £ n

大 卫 把 约 柜 从 巴 拉 犹 大 （基 列 耶 琳 ） 

运 往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所 经 过 的 地 方 。

在 拿 艮 的 禾 场 ， 乌 撒 因 用 手 触 換 约 柜  

而 被 击 杀 （撒下六 6 >  。 因 此 ， 这 地 被 称  

为 毗 列 斯 乌 撒 ， 意 指 耶 和 华 “击 杀 乌 撒 ” 

(撒 下 六 8 > 。 章 艮 在 历 代 志 上 十 三 章 9 节 

又 被 称 为 “基 顿 ”。

拿哈
Nahath
n d  h a

〇 以 东 一 部 族 的 首 领 ， 流 珥 的 长 子  

(创三十六丨 3 、 1 7 ; 代上一  37>

© 利 未 人 ， W 哥 辖 家 族 ， 以 利 加 拿 的  

孙 儿 （代 上 六 2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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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未 人 ， 希 西 家 王 在 位 时 ， 协 助 管  

理 圣 殿 的 事 务 （代 下 三 H 13)〇

拿哈拉
Nahalal

hS  l a

位 於 西 布 伦 境 内 的 城 市 （书 十 九 1 5 > ， 

利 未 人 的 地 业 （书 二 十 一 3 5 ) 。 西 布 伦 支  

派 不 能 把 城 中 的 迦 南 人 驱 逐 ， 便 迫 令 他 们  

作 苦 工 （士一  这 城 的 位 S 不 能 确 定 。

一 些 可 能 的 地 点 包 括 现 今 拿 哈 拉 以 南 的 北  

达 废 丘 ， 或 基 顺 河 以 北 的 聿 尔 废 丘 ， 或 基  

顺 河 以 北 的 拿 尔 废 丘 ， 或 亚 柯 平 原 南 端 ， 

现 今 的 拿 哈 拉 附 近 。

参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8 9 3 。

拿哈莱
Naharai
n 焱 h a 丨di

大 卫 众 勇 士 中 的 一 位 ， 他 也 是 为 约 押  

\  拿 兵 器 的 。 他 来 自 比 录 城 （撒 下 二 十 三  

3 7 ; 代 上 十 一 3 9 > 。

拿哈列
Nahaliel
n d  h a  l i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曾 安 营 於 此 ， 

位 於 死 海 以 东 ， 在 玛 他 拿 和 巴 末 中 间 的 摩

押 附 近 （民 二 H ----丨9>。 拿 哈 列 确 实 的 位

S 已 不 可 考 。

#  -旷野飒流 _  8 4 2 。

拿哈玛尼
Nahamani
n i  h a  n i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於 被 掳 后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的 官 长 之 一 （尼 七 7 > 。 在 以 斯 拉 记 二 章 2 

节 的 回 国 官 长 名 单 中 ， 拿 哈 玛 尼 的 名 字 没  

有 列 出 》

拿含
Naham
n & h ^ n

犹 大 支 派 的 首 领 ， 荷 第 雅 的 妻 贸 （代  

上四 丨 9 ) 。

m
Nahor
n 焱h 爸

® 亚 伯 拉 罕 的 祖 父 （创 十 一22-25; 

代 上 一 2 (5 > ; 根 据 路 加 所 记 的 家 访 ，他 

也 是 耶 稣 的 先 祖 （路 三 3 4 ) 。 创世记和历 

代 志 上 的 记 载 显 示 贪 鹤 逛 闪 的 后 人 ，耶 

么 ， 亚 伯 拉 罕 及 其 后 裔 便 是 闪 系 民 族 之

#  " 邦 国 ” 8 8 。

© 他 拉 的 儿 子 ， 亚 伯 拉 罕 的 弟 弟 （包 

十 一 2 6 - 2 9 ; 书 二 十 四 2 ) 。 傘釣娶哈兰的 

女 儿 密 迦 为 妻 ， 创 世 记 二 十 二 章 2 0至23 

节 记 录 了 他 家 中 各 人 的 名 字 。 亚伯拉罕曾 

差 仆 人 往 米 所 波 大 米 拿 鹤 的 城 （参创二十 

四 1 0 ， 经 文 显 示 那 城 就 称 为 “拿鹤”丨， 

为 以 撒 物 色 一 个 妻 子 。 仆人在那里找到了 

拿 鹤 的 孙 女 利 百 加 （创二十四卜 5 1 > ,隶  

鹤 也 是 拉 班 的 父 亲 （或 祖 父 ） 的名字；雅 

各 逃 避 以 扫 时 就 是 逃 到 拉 班 那 里 （创二十 

九 5 > 。 这 些 经 文 显 示 亚 伯 拉 罕 的 家 族 与  

闪 系 民 族 的 关 系 。 在 创 世 记 三 十 一 章 53 

节 ， 神 被 称 为 “亚 伯 拉 罕 的 神 和 拿 鹤 的  

神 ”。

€>米 所 波 大 米 西 北 部 的 城 市 ，是以撤 

妻 子 利 百 加 和 亚 伯 拉 罕 弟 弟 拿 鹤 的 家 乡  

( 创 二 十 四 1 0 ) 。 拿 鹤 城 在 马 里 文 献 （主 

前 十 八 世 纪 ） 常 被 称 为 拿 库 尔 城 ，位於巴 

利 克 河 谷 哈 兰 附 近 。 该城可能是古时一些  

哈 皮 昝 人 的 家 乡 。 其 确 址 不 详 。

拿鸿
Nahum
n & h 6 n g

根 据 路 加 福 音 的 家 i f f , 拿鸿是耶 # w  

一 位 祖 先 （路 三 2 5 > 。

参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谓 ” 1 9 6 6。

拿拉
Naarah

l a

O 亚 施 户 两 位 娶 子 中 的 一 位 ，

施 户 生 了  4 个 儿 子 （代 上 四 5 、

@ 以 法 莲 支 派 东 面 边 境 的 一  

位 於 耶 利 哥 以 北 （书 十 六 7) ；

七 章 2 8 节 作 “敢 兰 ”。 约 瑟 夫 记 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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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呀附近， 并 指 出 这 i l k在 亚 基 老 的 时 代  

供 应 大 愀 水 源 （ < 犹 太 古 史 > 1 7 .1 3 .丨> 〇 

有些人 认 为 拿 拉 是 位 於 现 今 的 基 色 耳 废  

丘，即 耶 利 酐 西 北 群 山 山 脚 下 之 杜 克 泉 附  

近 • 曾 有 一 个 第 四 或 第 五 世 纪 的 会 堂 在 这  

S 出土， 邡 会 堂 的 地 面 铕 有 美 丽 的 图 案 ， 

有12宫 图 、 法 柜 和 其 他 图 俛 。 另 有 一 些  

人 认 为 亚 雅 殊 废 墟 是 傘 拉 陈 迹 所 在 ， 但这  

可能性较低

拿莱
N a a ra i
nS I在i

大 卫 军 中 一 名 勇 士  <代 上 十 一 3 7 ) 。

N a a ra n
n逢 l in

又 名 拿 拉 ， 以 法 莲 边 境 一 城 镇 （代上  

七 2 8 >。

拿玛
N a a m a h
n i m i

〇洗 拉 与 拉 麦 的 女 儿 ， 列 於 该 隐 后 代  

的 名 单 中 （创 四 2 2 > 。

© 所 罗 门 众 荽 妾 中 的 一 位 ， 亚 扪 人  

(王 上 十 四 ‘2 丨、 3 1 ; 代 下 十 二 1 3 ) 。 所罗  

门 后 期 拜 偶 像 ， 她 肯 定 难 辞 其 咎 * 她 的 儿  

子 罗 波 安 在 所 罗 门 死 后 继 任 统 治 犹 大 国

( 王 上 十 四 21-24

© 分 派 给 犹 大 支 派 为 业 ， 位 於 高 原 的  

十 六 座 城 镇 之 一 ，列 於 伯 大 衮 与 玛 基 大 中  

间 （书 十 五 4 1 )。其 正 确 位 迓 己 无 法 掊 考 。

拿玛人
Naamathite
n 5 m 5 r6n

位 於 亚 拉 伯 西 北 之 聿 玛 居 民 „ 约伯的  

一 位 朋 友 琐 法 ， 就 是 贫 玛 人 （伯 二 1 1， 

十一丨，二十丨， 四十二

拿其数
Narcissus

q i  shO

— 名 基 督 徒 ， 全 家 都 认 识 主 ； 保罗 在  

罗 马 书 中 也 有 问 候 他 们 （罗 十 六 1丨> •

拿撒勒
Nazareth

s a  1^

罗 马 帝 国 加 利 利 省 中 — 个 村 庄 ， 是约  

瑟 、马 利 亚 和 耶 穌 的 家 乡 。 拿 撒 勒 是 一 个  

细 小 、 偏 僻 的 地 方 。 无论在旧纟勺、 次 经 、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的 犹 太 文 献 ， 或 约 瑟 夫 的 史  

记 中 ， 都 没 有 提 及 。 这 小 镇 位 於 以 斯 德 伦  

平 原 北 面 ， 坐 落 在 利 巴 嫩 山 脉 南 部 的 石 灰  

山 中 。 她 逮 於 山 上 ， 占 了 山 的 三 面 。 这位  

罝 形 成 了 一 个 窝 谷 ， 气 候 温 和 ， 适 合 水 果  

和 野 花 的 生 长 。 拿 撒 勒 附 近 有 商 旅 和 驿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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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 但 小 镇 本 身 并 不 在 主 要 P 线 之 上 ■» 

拿 撒 勒 位 於 加 利 利 海 以 西 约 丨 5 哩 ， 东 距  

地 中 海 2 0 哩 ， 耶 路 撒 冷 在 其 南 面 7 0 哩 外 。 

考 古 遗 迹 M 示 古 城 是 在 现 址 西 面 的 山 上 ， 

位 S 较 高 （参 路 四 2 9 ) 。 在 基 督 的 时 代 ， 

拿 撒 勒 及 整 个 加 利 利 省 南 部 ， 都 不 是 犹 太  

人 生 活 的 主 要 范 围 。 因 此 ， 拿 但 业 向 腓 力  

轻 蔑 地 说 ：“拿 撒 勒 还 能 出 什 么 好 的 吗 ？ ” 

(李勺—— 4 6 >

新 约 第 一 次 提 到 拿 撒 勒 时 ， 说 是 马 利  

亚 和 约 瑟 的 家 乡 《路 一  2 6 、 2 7 > 。 耶 稣 在

双 亲 的 祖 居 伯 利 恒 ----约 在 拿 撒 勒 以 南 8 0

P里—— 出 生 后 不 久 ， 马 利 亚 和 约 瑟 就 回 拿  

撒 勒 去 （太 二 2 3 ; 路 二 3 9 > 。 耶 穌 就 在 那  

里 成 长 （路 二 3 9 、4 0 、5 1 > , 后 离 开 那 里 ， 

到 约 但 河 受 约 翰 的 洗 （可 一 9 ) 。 约 翰 被  

捕 之 后 ， 耶 稣 就 迁 往 迦 百 农 （太 四 1 3 >。 

虽 然 人 常 称 祂 为 “拿 撒 勒 人 耶 稣 ” （参 可  

十 4 7 ; 约 十 八 5 、 7 ; 徒 二 2 2 > , 但 新 约 只  

记 载 耶 穌 后 期 曾 一 度 探 访 这 城 。 那 一 次 ， 

耶 穌 在 会 堂 讲 道 ， 却 被 同 乡 的 人 拒 绝 （路 

四丨 6 - 3 0 ;  参 太 十 三 5 4 - 5 8 ;  可 六 丨 - 6 ) 。 

耶 穌 的 跟 随 者 也 被 嘲 为 “拿 撒 勒 教 党 ” 

( 徒 二 十 四 。

拿 撒 勒 一 直 是 一 个 犹 太 城 镇 ， 但 到 了  

君 士 坦 丁 （主 后 3 2 7 卒 ） 时 代 ， 却 成 了 基  

督 徒 朝 圣 者 的 圣 地 。 约 於 主 后 6 0 0 年 ， 一  

所 宏 伟 的 礼 拜 堂 建 於 拿 撒 勒 。 亚 拉 伯 人 和  

十 字 军 交 替 地 控 制 这 村 落 ， 直 至 1 5 1 7 年 ， 

拿 撒 勒 落 在 土 耳 其 人 手 中 ， 他 们 就 迫 令 所  

有 基 督 徒 离 开 〃 基 督 徒 於 1 6 2 0 年 返 回 拿  

撒 勒 。 在 今 天 的 以 色 列 ， 拿 撒 勒 成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基 督 教 中 心 。

参 - 拿 撒 勒 人 - 1 0 9 4。

拿撤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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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 或 居 於 拿 撒 勒 的 人 。 拿 撒 勒 是 新  

约 时 代 位 於 下 加 利 利 的 一 个 城 镇 。

聿 撒 勒 是 耶 穌 的 故 乡 ， 祂 在 那 里 度 过  

了 :3〇年。 由 於 “耶 穌 ” 是 一 个 十 分 普 通  

的 犹 太 名 字 ，而 犹 太 人 又 不 用 姓 氏 ，所 以 ， 

在 耶 穌 的 名 字 前 面 冠 以 “章 撒 勒 人 ”， 是  

把 f O i与 其 他 同 名 的 人 分 别 出 来 （参 徒 七  

4 5 ; 西四丨丨； 来 四 8 ) , 却 不 是 像 拿 但 业

的 眨 语 ： “拿 撒 勒 还 能 出 什 么 好 的 ％ ， 

( 约 一 4 6 >

有 不 同 的 人 曾 用 “拿撒勒人耶料  

称 谓 来 称 呼 耶 时 ， EP : 丨 狂 鬼 （可一2 ̂  

路 四 3 4 > 、 耶 利 哥 城 外 的 人 群 （可十17; 

路 十 八 3 7 ) 、 一 名 使 女 （可 十 四 6 7 )，^ 

丁 （约 十 八 5 、 7 > 、 彼 拉 多 （约十九丨⑴ 

在 以 马 忤 斯 路 上 的 两 个 门 徒 （路二十四 

1 9 > ， 以 及 耶 穌 墓 旁 的 天 使  < 可十六

在 使 徒 行 传 中 ， 使徒也用这称调指明  

耶 稣 。 彼 得 在 五 旬 节 的 讲 道 提 到 拿 撒 勒 人  

耶 稣 （徒 二 22  > ， 在殿门医治跛子时也提  

及 这 称 谓 （徒 三 6 ， 四 1 0 > 。 保罗在使徒 

行 传 二 十 六 章 9 节 中 也 同 样 提 到 耶 穌 。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1 4 节 则 有 一 次 用 法 |  

含 敌 意 的 。 人 们 作 假 见 证 攻 击 司 提 反 ，在 

公 会 前 指 控 他 ， 说 ： “这拿撒勒耶穌要毀  

坏 此 地 （圣 殿  > ， 也要改变縻西所交给我  

们 的 规 条 。” 另 一 次 含 敌 意 的 用 法 是 在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四 章 5 节 ， 那 是 唯 —— 次指耶 

稣 的 跟 随 者 为 拿 撒 勒 人 。 帖土罗控告保罗 

说 ： “我 们 看 这 个 人 ， 如 同 瘟 疫 一 般 ，是 

鼓 动 普 天 下 众 犹 太 人 生 乱 的 ， 又是拿撤勒 

教 党 里 的 一 个 头 目

论 到 “拿 撒 勒 人 ” 这 名 称 ，马太福音 

二 章 2 3 节 引 起 了 一 个 困 难 ：“到了一座城， 

名 叫 章 撒 勒 ， 就 住 在 那 里 。 这是要应验先 

知 所 说 ， 他 将 称 为 拿 撒 勒 人 的 话 了 但  

旧 约 预 言 从 未 有 说 弥 赛 亚 会 称 为 拿 撤 W  

人 。 有 些 学 者 把 马 太 的 话 连 於 以 赛 亚 书 十  

一 章 1节 ， 那 里 说 弥 赛 亚 是 一 根 树 枝 ，这 

希 伯 来 词 语 与 “傘 撒 勒 ” 是同一字根。另 

— 些 学 者 认 为 旧 约 预 言 弥 赛 亚 被 藐 视 和 受  

辱 ， 就 是 马 太 福 音 二 章 2 3 节隐含的意思 . 

那 段 经 文 应 译 作 ： “他 （约 瑟 ）到了-座 

城 ， 名 叫 拿 撒 勒 ， 就 住 在 那 甩 》这是要疫 

验 先 知 们 所 说 ， 他 将 称 为 傘 撒 勒 人 的 话  

了 。” 耶 稣 被 祂 当 代 的 人 称 为 傘 撤 勒 人  

( 来 自 一 个 被 藐 视 的 傘 撒 勒 城 ）的时 

候 ， 祂 被 蔑 视 和 嘲 笑 的 预 言 就 应 验 了  ^  

一  4 6 ; 参 太 十 三 5 4 ; 可 六 2 、3 ; 路 四 22)*

参 “拿 撒 勒 ” 1 0 9 3 。

y



na shun 1095

拿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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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米 拿 达 的 儿 子 ； 以 利 沙 巴 的 兄 长 ， 

撤门的 父 亲 （出 六 2 3 ; 代 上 二 1 〇 、 1 1 )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的 初 期 ， 拿 顺 是 犹 大  

支 派 的 统 领 （民一  7 ， 二 3 ， 十丨4 ) ， 他 代  

表 族 人 献 供 物 （民 七 丨 路 得 记 四 章 20 

节 把 他 列 为 大 卫 的 先 祖 ， 犹 大 支 派 法 勒 斯  

的后裔； 在 马 太 福 音 和 路 加 福 音 里 ， 他 也  

被 列 为 耶 穌 基 督 的 先 祖 （太 一  4 ; 路 三  

32>。

拿孙
M n a s o n
n§ sun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名 基 督 徒 （徒 二 十 一

16)。圣 经 称 他 为 居 比 路 人 ， 且 已 久 为 门  

徒 . 保 罗 和 同 行 的 人 抵 达 耶 路 撒 冷 后 ， 拿 

孙 接 待 他 们 到 自 己 家 里 。

拿坦业
N e th a n e l
n d t i n

一 个 十 分 普 通 的 旧 约 名 字 。

〇苏 押 的 儿 子 。 以 色 列 人 开 始 在 旷 野  

飘流时， 他 是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领 袖 （民一  8, 

二5 , 十 并 代 表 族 人 在 坛 前 献 祭  

(七 1 8、 2 3 > 。

© 犹 大 人 ， 耶 西 的 第 四 个 儿 子 ， 大 卫  

的 哥 哥 （代 上 二 丨 4 > 。

© 大 卫 把 约 柜 运 进 耶 路 撒 冷 的 时 候 ， 

拿 坦 业 是 奉 派 在 约 柜 前 吹 号 的 祭 司 之 一  

( 代上十五‘2 4 > 。

〇利 未 人 ， 示 玛 雅 的 父 亲 。 大 卫 在 位  

时，把 祭 司 分 二 十 四 班 供 职 ； 拿 坦 业 就 是  

负 责 记 录 这 二 十 四 班 的 文 士 （代 上 二 十 四  

6).

© 大 卫 在 位 时 ， 俄 别 以 东 的 第 五 子 ， 

相 利 未 支 派 可 拉 家 族 （代 上 二 十 六 4 > 。

© 约 沙 法 王 派 往 犹 大 各 城 教 导 律 法 的  

〜 位 领 袖 （代 下 十 七 7 > 。

© 约 西 亚 王 在 位 时 ，一 位 利 未 人 首 领 ， 

他 曾 慷 慨 地 把 牛 羊 送 给 利 未 人 ， 庆 祝 逾 越  

节 （代 下 三 十 五 9 > 。

©  — 位 祭 司 ，巴 施 户 珥 六 个 儿 子 之 一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以 斯 拉 劝 导 他 休 弃 外 邦  

妻 子 （拉十 2 2 > 。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约 雅 金 作 大 祭 司  

的 日 子 ， 拿 坦 业 在 耶 路 撒 冷 ， 是耶 大 雅 祭  

司 家 族 的 族 长 （尼 十 二 2 1 )。

© 尼 希 米 时 期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奉  

献 典 礼 中 ，负 责 奏 乐 的 一 位 祭 司 《尼十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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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选 中 或 自 ® 奉 献 一 生 或 一 特 定 时  

间 ， 向 神 还 ® 的 人 。 拿 细 耳 人 奉 献 自 己 ， 

严 守 纪 律 ， 以 奉 行 一 些 特 定 的 任 务 -

以 色 列 传 统 视 拿 细 耳 人 为 奉 献 一 生 的  

人 。 参 孙 就 是 拿 细 耳 人 的 表 表 者 。 他因母  

亲 所 立 的 皙 而 “归 给 神 士 十 三 5 ， 十 

六丨7 >， 他 “一 直 到 死 ”， 都 在 那 脊 约 之  

下 （士 十 三 7 > 。 只 要 他 不 剪 发 ， 他 就 可  

以 得 着 “耶 和 华 的 灵 ”，显 出 神 奇 的 勇 力 。

早 期 立 拿 细 耳 人 的 愿 可 能 与 圣 战 的 仪  

式 有 关 ， 众 战 士 分 别 为 圣 归 给 神 ， 也许 都  

留 着 长 发 （士 五 2 > 。 先 知 撒 母 耳 不 曾 剪  

发 ， 因 为 他 母 亲 曾 起 皙 ， 不 可 用 剃 刀 剃 他  

的 头 （撒 上 一 丨 1 ; 七 十 士 译 本 加 上 “他 

不 喝 酒 ”>。 拿 细 耳 人 不 剪 发 的 誓 约 跟 分  

别 为 圣 事 奉 神 有 关 ， 这 在 以 色 列 早 期 领 袖  

的 日 子 十 分 普 遍 。

拿 细 耳 人 的 制 度 后 来 发 展 成 一 种 礼  

仪 ， 人 可 藉 此 短 期 的 分 别 为 圣 归 给 神 。 在 

分 别 为 圣 的 日 子 里 ， 奉 献 者 不 可 以 喝 酒 ， 

并 要 让 头 发 留 长 和 避 免 接 解 尸 体 。

蓄 发 象 征 能 力 和 生 命 ， 也 许 这 就 是 雅  

各 的 祝 福 （创 四 十 九 2 幻 和 摩 西 的 祝 福  

( 申 三 十 三 1 6 > 中 ， 形 容 约 瑟 为 “与 弟 兄  

迥 别 之 人 ” 《原 文 即 拿 细 耳 人 ） 的 含 义 . 

在 安 息 年 或 禧 年 不 作 修 剪 的 葡 萄 园 也 可 说  

是 “分 别 出 来 ” （即 拿 细 耳 〉。

后 来 ，触 換 或 接 近 尸 体 披 视 为 违 反 W  

约 的 最 严 重 的 行 动 。 若 有 人 死 在 一 个 傘 细  

耳 人 面 前 ， 拿 细 耳 人 就 成 为 不 洁 。 这 被 玷  

污 的 聿 细 耳 人 必 须 在 洁 净 的 日 子 糾 他 “玷 

污 了 的 头 ”。 接 舂 要 带 两 R 雏 鸽 到 祭 司 面  

前 ，祭 司 要 把 其 中 一 只 献 为 赎 罪 祭 . 最 后 ， 

他 要 带 一 头 公 羊 羔 献 作 赎 愆 祭 《民 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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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由 於 受 到 玷 污 ， 这 拿 细 耳 人 要 重 新  

开 始 他 分 别 为 圣 的 日 子 。

拿 细 耳 人 满 了 离 俗 的 日 子 ， 就 要 透 过  

一 个 仪 式 “还 俗 ”。 他 要 献 赎 罪 祭 与 平 安  

祭 ， 又 要 剃 头 和 把 头 发 烧 掉 。 从 此 以 后 ， 

他 就 回 复 正 常 的 生 活 ， 并 可 以 喝 洒 （民 六  

1 3 - 2 1 ) 0

在 新 约 时 代 ， 保 罗 也 曾 在 坚 革 哩 行 类  

似 的 事 （徒 十 八 1 8 后 来 在 耶 路 撒 冷 ， 

他 又 再 与 另 外 4 位 拿 细 耳 人 一 起 行 还 俗 之  

礼 （徒 二 十 一 2 3 、 24  >。 根 据 他 勒 目 的 记  

载 ， 通 常 离 俗 归 圣 的 期 限 是 3 0 日 。 富 裕  

的 人 替 贫 穷 的 拿 细 耳 人 昀 买 祭 品 也 是 常 有  

的 习 俗 。 在 马 加 比 时 代 ， 拿 细 耳 人 不 能 奉  

行 他 们 的 礼 仪 ， 因 为 圣 殿 被 污 秽 了  （《马 

加 比 一 书 》 三 4 9 - 5 1 )。

拿辖
Nahash
n 焱 x i 焱

〇 亚 扪 王 。 扫 罗 在 位 时 ， 他 曾 围 攻 基  

列 雅 比 。 雅 比 人 向 拿 辖 投 降 ， 求 他 与 他 们  

立 约 ； 拿 辖 的 条 件 却 是 要 剜 出 他 们 各 人 的  

右 眼 ， 以 羞 辱 以 色 列 人 。 幸 好 有 一 星 期 的  

宽 限 ， 雅 比 人 就 与 扫 罗 和 以 色 列 人 策 划 一  

次 秘 密 的 军 事 行 动 ， 结 果 把 拿 辖 的 亚 扪 全  

军 覆 灭 （撒 上 十 一  1 、 2 , 十 二 1 2 > 。 拿 辖  

后 来 跟 大 卫 和 解 ， 但 拿 辖 的 儿 子 哈 嫩 受 亚  

扪 首 领 的 教 咬 ， 不 理 双 方 的 和 约 （撒 下 十  

2 ; 代 上 十 九 1、 2 > 。

© 亚 比 该 和 洗 鲁 雅 的 父 亲 （撒 下 十 七  

2 5 > 。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章 1 G 节 ， 亚 比 该 和 洗  

科 雅 被 列 为 耶 西 的 女 儿 ， 即 大 卫 及 其 兄 弟  

的 姊 妹 。 为 了 解 决 这 记 载 上 的 歧 异 ， 学 者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理 论 。 其 中 可 能 性 最 高 的 解  

释 是 聿 辖 的 妻 子 生 了 亚 比 该 和 洗 兽 雅 ， 在 

拿 辖 死 后 ， 她 改 嫁 耶 西 ， 后 来 生 了 大 卫 。 

另 有 人 认 为 拿 辖 可 能 是 大 卫 母 亲 的 名 字 ， 

或 是 耶 西 的 别 名 。

© 拉 巴 人 朔 比 的 父 亲 ； 拉 巴 是 约 但 东  

岸 一 个 主 要 的 亚 扪 城 市 。 朔 比 、 玛 吉 和 巴  

西 莱 ， 在 大 卫 逃 避 押 沙 龙 时 ， 为 大 卫 处 理  

— 般 日 常 生 活 的 亊 务 （撒 下 十 七 2 7 ) 。 这  

拿 辖 可 能 跟 上 述 # 丨 是 同 — 个 人 。

拿因
Nain
n & y i n

加 利 利 南 部 的 一 个 村 庄 ， 靠近撤玛约 

亚 。 耶 穌 曾 在 该 地 行 神 迹 ， 使一个死人$  

活 （路 七 11 >。 那 人 是 这 村 庄 甩 一 名 寒 jg 

的 儿 子 。

拿约
Naioth
x\& y u e

大 卫 曾 在 此 地 躲 避 扫 罗 （撒上十九 

1 8 至 二 十 ; 撒 母 耳 也 曾 在 这 1 监管- 

群 先 知 。 根 据 十 九 章 1 9 至 2 3 节 ，拿约是 

位 於 撒 母 耳 的 家 乡 拉 玛 境 内 。

拿 约 的 字 源 已 不 可 测 。 这字未见於圣 

经 其 他 地 方 ， 希 伯 来 经文 似乎 也故 意 显 得  

含 糊 。 这 字 可 能 来 自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根 ，《 

谓 “牧 人 住 所 ’’或 “住 处 ”。 在撒母耳记 

下 十 五 章 ‘2 5 节 有 从 同 一 个 字 根 衍 生 的 字 ， 

指 主 的 居 所 ， 因 此 有 些 人 认 为 拿 约 是 - 个  

专 有 名 词 ， 指 拉 玛 的 一 个 圣 所 （参撒上十 

5 , 那 里 提 到 先 知 从 邱 坛 下 来 > 。 另有人 

认 为 拿 约 是 指 撒 母 耳 主 持 的 学 校 、修道 

院 ， 或 先 知 的 居 所 。 拿约确实的所在已不  

可 考 。

哪达
Spikenard
nS d 焱

多 年 生 的 香 草 ， 其根有浓烈的芬芳气

味 。

参 “植 物 （甘 松 ）” 2 2 9 2。

那 埃 及 人
Egyptian, The
n h  S i  j i  r 6 n

不 知 名 的 反 罗 马 分 子 ； 曾率领一群 

徒 （匕 首 党  > , 在 旷 野 作 乱 。 耶路撤冷爹 

殿 出 现 乱 亊 后 ， 千夫长革 老 丢吕 西亚 査问  

保 罗 ， 问 他 是 不 是 从 前 那 个 埃 及 叛 乱 头 ^  

( 徙 二 十 一  3 8 K 根 据 约 瑟 夫 记 载 ，该$ 

及 人 领 导 犹 太 人 揭 竿 起 义 ， 其后给罗马$  

抚 腓 力 斯 平 息 。 至 於 凶 徒 的 数 目 ，则记$ 

不 一 ， 但 由 那 名 已 逃 脱 的 埃 及 人 率 领 ，# 

是 不 争 的 亊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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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 人 （创 二 十 三 7 > 、 埃 及 人  

以 色 列 人 （出 五 5 > 、 迦南

^ f i and
n i d l 个 旧 约 的 用 词 。 在 — 般 性 的 意 义  

指 一 个 政 治 或 民 族 的 群 体 ， 如赫

的 后 窃 二  

/你丨四十一 6 > 、

1 的 人 （民 十 三 2 8 ; 尼 九 2 4 ) ， 和 亚 难  
各 软 （民 二 十 一  3 4 > 。 以 色 列 扩 展 成 一

家 后 r 这 词 用 以 分 别 一 些 不 ® 於 上 层  

^ 非 宗 教 或 政 治 人 物 ， 而 指 — 般 平 民  
^ 姓 ’（王 下 十 一 丨 4 -‘2 0  ‘‘国 中 的 众 民 ”， 

一十五3 ‘‘百 姓 ” ； 代 下 三 十 三 2 5 ; 耶五  

^ 二 2 5 “国 民 ”>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那 

# 与 外 邦 人 通 婚 的 混 种 犹 大 人 被 称 为 那 地  

^ 民 ， 以 斯 拉 及 其 跟 随 者 都 躲 避 这 些 人 ， 

不 与 他 们 往 来 （拉 四 4 ， 十 2 、 1 〗 ； 尼十  

28-3丨>。 后 来 该 词 成 为 拉 比 犹 太 教 对 那

= 近 _ _ 色 ， 在 西 晴 内 ，迪伊和
= 撒冷巾丨、目。 证 料 支 持 此 眷  

法 （鸿 一 1 5 )。

那 鸿 极 有 可 能 是 北 方 支 派 的 人 ， 在主  

前 7打 年 北 国 沦 陷 后 移 居 犹 大 ，

事 奉 。

O o n a l d  H. L a u n s t e in  
参 ■'那 鸿 书 ” 1 〇9 7 :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 2 3。 .

那鸿书
Nahum, Book of
n 厶 h 6 n g  shQ

正 典 十 二 小 先 知 书 中 的 第 匕 卷 。 该书 

的 意 义 和 重 要 性 在 於 宣 示 神 对 犹 大 和 世 上  

列 国 的 计 划 。

作者

些 不 愿 意 或 不 能 遵 守 全 律 法 的 犹 太 人 的 称  

呼。

参 " 犹 太 教 " 2 1 6 0 。

那鸿
N a h u m
n盔 h6ng

犹 大 先 知 ， 名 字 的 含 义 为 “安 慰 ” 或 

“安 慰 者 ”。 他 的 名 字 含 义 与 他 所 传 的 信  

息相配， 因 为 他 慰 勉 受 亚 述 压 制 的 犹 大 人  

(@ ~ n。 除 了 知 道 他 是 写 那 鸿 书 的 先 知  

外，我 们 对 他 别 无 其 他 资 料 ， 只 知 他 是 来  

胃 # 勒 歌 斯 。 伊 勒 歌 斯 的 位 迓 不 能 确 定 ， 

但 学 者 提 出 了 4 个 建 议 。 第 一 ， 阿 尔 库 斯  

个 城 镇 ， 位 於 尼 尼 微 城 以 北 ， 底 格 里  

^ 河 的 麻 苏 尔 附 近 。 传 统 认 为 那 是 那 鸿 先  

J里葬之地 ， 但 这 是 十 六 世 纪 玛 西 斯 提 出  

香 法 。 坟 墓 及 其 所 在 地 并 无 考 古 实 证 ， 

犹$ 可 疑 性 甚 大 。 第 二 ， 耶 柔 米 记 述 一 个  
= 传 统 ， 说 她 是 “加 利 利 的 一 个 村 落 ，

«  BU * MA. y
>  哈 小 萨 西 或 伊 勒 迦 斯 ，”， 他 说 ： 

& 是 ― 个 十 分 细 小 的 村 落 ， 甚 少 古  

悉g说 物 的 遗 迹 ， 但 那 村 落 是 犹 太 人 所 熟  

在 力 我 的 导 游 也 曾 指 给 我 看 。” 这 村 落  

刊 利 ^ 利 海 西 北 约 丨 5 哩 之 处 。 第 三 ， 加 
•*那 ; 的 北 岸 ， 迦 百 农 的 废 墟 ， 其 名 意 是  

知 ^y 乡 村 ’’》 但 不 能 证 明 这 名 字 与 先  

。 飛 后 ， 有 些 人 认 为 她 就 是 伯 特 加

本 书 卷 首 语 指 出 那 鸿 是 “伊 勒 歌 斯  

人 ” （鸿一丨）。伊 勒 歌 斯 的 字 义 不 能 确 定 ， 

大 槪 是 指 一 个 已 湮 没 无 闻 的 城 市 。 假如它  

真 的 指 一 个 地 方 ， 则 可 能 是 犹 大 的 伊 勒 克  

色 。

写作年代

书 中 提 到 两 个 大 城 —— 尼 尼 微 和 底 比  

斯 的 M没 。 底 比 斯 的 博 没 銳 於 那 鸿 书 三 章  

8 至 1 0节 ； 而 全 书 提 到 亚 述 首 都 尼 尼 微 的  

倾 ？I， 则 是 将 要 发 生 的 亊 。 底 比 斯 约 在 主  

前 6 6 3 年 被 亚 述 人 摧 毁 ， 尼 尼 微 则 於 主 前  

6 1 2 年 M没 。 在 这 段 历 史 范 围 内 ， 学者提  

出 了 本 书 多 个 可 能 的 写 作 年 代 。 有 些 学 者  

提 出 的 年 代 很 接 近 尼 尼 微 的 倾 獲 ， 大既在  

亚 述 被 进 侵 的 时 期 。 可 是 ，在 本 书 写 作 的  

时 候 ， 亚 述 仍 威 胁 着 犹 大 （一丨 3 、 I5 , 

二 ：2 这 就 很 难 跟 该 国 快 将 陷 落 的 情 势

协 调 。 亚 述 对 西 面 各 雀 的 威 胁 ， 在 主 前 七  

世 纪 后 期 开 始 减 弱 ， 所 以 本 书 的 写 作 年  

代 ， 最 合 理 的 推 测 是 在 主 前 七 世 纪 中 叶 ， 

即 在 底 比 斯 被 攻 陷 之 后 ， 亚 述 势 力 在 叙 利  

亚 和 巴 勒 斯 坦 开 始 削 弱 之 前 。

不 相 信 圣 经 预 言 的 学 者 一 般 把 写 作 年  

代 ， 定 於 尼 尼 微 倾 两 之 后 **

背景
主 前 七 世 纪 中 叶 ， 亚 述 的 势 力 沿 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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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是 空 前 的 „ 这 是 亚 述 最 崩 盛 的 时 期 。 她 

最 大 的 敌 人 埃 及 也 在 底 比 斯 被 攻 陷 后 ， 不 

再 对 她 造 成 任 何 威 胁 。

底 比 斯 被 攻 陷 的 时 间 ， 正 值 玛 拿 西 任  

犹 大 王 （主 前 6 9 6 -6 4 2  ) ; 玛 乘 西 全 心 全  

意 臣 服 於 亚 述 。 亚 述 对 犹 大 的 影 响 也 包 括  

引 进 偶 像 的 敬 拜 ， 如 各 种 生 殖 崇 拜 的 复 苏  

和 敬 拜 亚 述 的 天 上 万 象 诸 神  < 王 下 二  

1-9) 0

在 亚 述 庞 大 的 势 力 架 构 匪 ， 其 实 存 在  

许 多 弱 点 ， 导 致 她 的 袞 落 和 最 后 的 灭 亡 。 

其 中 一 点 是 她 过 度 扩 展 。 那 些 被 她 征 服 的  

国 家 ， 距 离 首 都 既 远 ， 敌 意 犹 在 ， 要 使 她  

们 保 持 安 分 和 臣 服 ， 是 十 分 困 难 的 事 。

亚 述 国 内 开 始 产 生 一 些 麻 烦 ， 尤 其 是  

迦 勒 底 人 。 那 是 一 群 组 织 松 散 的 部 族 ， 被 

归 并 入 亚 述 帝 国 „ 埃 及 停 止 进 贡 ； 还 有 多  

处 边 境 被 蛮 族 侵 扰 ， 使 这 帝 国 渐 渐 资 弱 。

当 内 部 的 冲 突 演 变 为 主 要 的 危 机 ， 情 

况 就 更 加 恶 化 。 最 后 ， 巴 比 伦 人 、 玛 代 人  

和 西 古 提 人 联 合 起 来 ， 围 攻 尼 尼 微 3 个月  

之 后 ， 首 都 终 於 主 前 6 1 2 年 陷 落 ， 亚 述 也  

自 此 倾 覆 。

1 8 4 () 年 ， 赖 尔 德 挖 掘 尼 尼 微 的 遗 址 „ 

考 古 发 现 显 示 该 城 的 防 御 事 工 极 其 严 密 ， 

昔 日 的 护 城 河 和 坚 垒 仍 有 遗 迹 可 寻 。 赖 尔  

德 也 挖 出 了 西 拿 基 立 的 王 宫 ， 有 7 1 个 房  

间 ， 摆 满 艺 术 品 的 装 饰 。 虽 然 王 宫 被 埋 在  

土 里 已 数 千 年 ， 但 强 盛 的 尼 尼 微 时 代 的 光  

辉 仍 可 从 遗 迹 中 窥 见 。

先 知 那 鸿 预 言 这 城 将 被 焚 烧 （鸿 二  

1 3 ) ， 赖 尔 德 描 述 尼 尼 微 的 遗 迹 时 ， 指出  

当 日 曾 有 一 场 大 火 把 尼 尼 微 烧 毁 。 在 遗 址  

土 纸 上 只 挖 掘 了 两 小 处 地 方 ， 已 明 显 可 见  

焚 烧 的 痕 迹 。 那 鸿 书 预 言 将 会 向 仇 敌 敞 开  

的 城 门 （鸿 三 丨 3 > ， 也 被 烧 毁 了 。 原 本 立  

在 城 门 旁 的 巨 大 雕 像 ， 被 埋 在 泥 砖 、 碎 石  

和 炭 屑 之 中 。

一 项 重 要 的 考 古 发 现 是 ， 巴 比 伦 的 编  

年 史 记 载 了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普 拉 撒 （主 前  

6 2 5 - 6 0 5 ) 在 位 时 的 事 件 。 这 历 史 记 载 确  

定 了 尼 尼 微 陷 落 的 日 期 ， 就 是 尼 布 普 拉 撒  

M 年 ， 即 主 前 ( ；1 2 年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那 鴻 书 的 写 作 目 的 是 预 言 亚 述 帝 国 的

覆 亡 ； 尼 尼 微 的 陷 落 是 作  

在 历 史 舞 台 上 所 显 明 的 大 能 线 证 ，坏攻地 

骤 眼 看 来 ， 本 书 并 无 货  

导 。 它 似 乎 只 是 ~ 首 庆 祝 的神亨》 
落 的 诗 歌 „ 不 过 ， * 从  卜 >

在 第 一 章 ， 先 知 己 把 〜

主 题 編 织 在 尼 尼 微 城 掩 亡 的 的 神 令  

告 神 真 爱 和 关 顾 席 池 的 人  I 他9

些 投 靠 池 的 人 （一 ^ — 神 更 ^ ^ 邪

迫 犹 大 的 日 子 必 要 过 去 （_ ] 3 >

先 知 也 宣 告 神 的 主 抆 。 那 

国 家 都 在 他 的 主 权 之 下 ♦ 的  

治 大 自 然 ， 因 为 云 彩 是 他 脚 下 的 ^ 土 也 首  

3 ) 。 人 不 能 与 祂 对 抗 （― 池 是 ^  
民 的 君 王 （一 1 3 > 。

本 书 的 基 本 神 学 意 念 是 肯 定 神 是 历 史  

的 主 宰 ， 历 史 是 他 的 舞 台 。 先知的神并不 

是 一 个 抽 象 的 概 念 ， 也 不 是 — 个对人澳不 

关 心 的 神 明 。 祂 使 列 国 兴 起 ，也叫她们表 

亡 。 历 史 并 非 在 无 神 的 国 家 的 操 纵 之 下 ,  

或 只 是 一 些 偶 发 事 件 ； 历史是操纵在创造 

者 的 手 里 。

那 鸿 指 出 神 并 非 只 会 向 人 发 怒 . 祂 的  

怒 气 是 向 那 些 敌 对 祂 的 人 而 发 的 。那些投 

靠 祂 的 人 ， 祂 以 温 柔 和 慈 爱 待 他 们 》

内 容 提 要

卷 首 语 < — 1>

跟 其 他 先 知 书 一 样 ， 那鸿书先有一 1 

卷 首 语 ， 指 出 作 者 是 先 知 那 鸿 ；同时开宗 

明 义 的 说 明 是 ‘‘论 尼 尼 微 的 默 示

贫 书 的 内 容 。

田 描 述 神 的 怒 气 和 能 力 （一 2 _ 6 > 此篇 

先 知 信 息 的 起 首 是 描 述 神 的 二 '  

尤 其 着 墨 於 他 的 怒 ^ 和 主 宰  

: 节 说 池 是 忌 邪 施 报 的 神 ，

力 机 是 自 私 的 ， 而 是 表 达 神 对 戚

6 爱 与 诚 信 。 a  :充明神麥

这 部 分 经 文 的 基 本 概 念 是 - 以的 基 本 概 念 、抵 一  

的 仇 敌 施 报 。 这 神 学 原 逆 过 适  

微 菏 亡 的 基 础 。 历 史 滴 楚 」你 对 ’

敌 人
亚 述 人 不 单 是 祌 U 和0  

^ ， 更 是 争 取 任 何 机 和 ; ^ :  

15人 的 外 邦 人 • 他 们 软 的 枳 该 # 

勺 行 动 ， 正 是 他 们 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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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知 心 中 所 想 的 ， 正 是 希 伯 来 历  

戌* $  =  怕 的 时 期 。

史中这2 神 必 向 仇 歆 施 报 ’ 但 牠 “不 轻 易  

* 方 不 以 有 罪 的 为 无 罪 ，，（鸿 — 3 > » 

咏 愁 ’• • 人 神 仍 以 恩 慈 对 待 ； 她 不 会 无  

地 发 怒 ， 在 发 怒 之 中 仍 有 容 忍 ’ 给 

(̂ 5 间 去 改 正 恶 行 。 他 “万 不 以 有 罪 的  

他 3 句 话 是 借 用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四 章  

为 ^ 的 笛 要 宣 告 。 这 ^ ^ 舌 € @ 七 刀  

2 不 会 完 全 的 以 有 罪 的 为 无 罪 ”， 表 明  
会赦 頭 ， 但 容 许 罪 的 恶 果 存 留 。 大 卫 的  

: 件 正 好 i兑 明 这 一 点 。 大 卫 与 拔 示 巴 犯 奸  

淫 的 罪 荥 神 赦 免 了 ， 但 他 俩 所 生 的 孩 子 却  

要死去。 根 据 那 鸿 书 申 明 的 神 学 原 则 ： 神 

话 柯 敌 挡 池 的 人 ， 故 尼 尼 微 的 被 毁 必 不 可

免。

神 対 自 然 界 的 主 权 在 — 章 3 节 下 至 6 

节也有说明。 自 然 界 也 是 祂 可 畏 的 权 能 表  

现的所在。

尼 尼 微 的 陷 落 和 以 色 列 的 解 救 （一  7-15) 

先 知 现 今 直 接 向 尼 尼 微 城 说 话 。 在第  

1 1节 他 提 到 一 个 从 亚 述 来 的 人 设 恶 计 攻

m m 尼 尼 微 一 个 重 要 的 防 御 事 工 是 环 绕 城  
域 的 护 城 河 • 先 知 在 二 章 6 、 8 节 提 到 水  
源 来 自 附 近 两 条 河 • 这 些 河 的 河 闸 被 打 跛  

了 （第 6 节 > ; 虽 然 尼 尼 微 自 古 以 来 都 好  

像 聚 水 的 池 子 （第 8 节 > ， 但 居 民 在 琚 城  

的 危 险 中 ， 已 无 法 抵 御 ，被 迫 逃 走 。

先 知 的 用 语 再 次 变 得 生 动 ，并加上一  

些 紧 急 的 命 令 ：“站 住 ！站 住 ！ ” （第8节>  

又 仿 佛 听 见 侵 略 者 说 ： “抢 掠 金 ，抢 掠 银  

吧 丨 ”最 后 ， 围 攻 结 束 了 ， 只 留 下 一 片

空 虚 荒 凉 ” （第 1 0节 > 。

这 段 落 以 狮 子 的 比 拟 作 结 束 （二丨1- 

1 3 )。 狮 子 在 旧 约 常 代 表 恶 人 ， 尤 其 是 指  

恶 人 吞 噬 义 人 。 亚 述 人 对 待 犹 太 人 就 好 像  

狮 子 。 然 而 ，神 声 明 他 与 亚 述 人 为 敌 （二 

1 3 ) ，并 且 要 把 他 们 全 然 剪 除 。

这 段 生 动 而 充 满 色 彩 的 文 字 含 有 一 个

意 义 深 刻 的 神 学 信 息 ， 是 我 们 不 能 忽 略

的 。 那 就 是 肯 定 神 在 历 史 的 作 为 ，并向信

徒 保 证 ， 神 的 子 民 嵌 终 不 会 被 神 的 敌 人 征  

服 。 因 为 神 是 全 能 的 ， 也 是 忌 邪 施 报 的 ， 

必 会 看 顾 祂 自 己 的 子 民 。

击耶和华， 暗 示 拉 伯 沙 基 的 亊 ， 即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六 章 1 4 至 2 0 节 记 述 那 个 劝 谕 犹 大  

人 归 降 的 亚 述 使 者 。

宣 判 尼 尼 微 遭 祸 的 话 成 了 犹 大 的 安  

慰，因 那 鸿 书 说 亚 述 不 再 使 他 们 受 苦 （一

第丨3 至 1 5 节 陈 述 了 尼 尼 微 城 的 完 全  

坡毁，亚 述 不 会 再 兴 起 去 苦 待 犹 大 人 。 第 

15节 是 庆 祝 这 重 大 的 亊 ， 先 知 鼓 励 人 民

® 转 、敬 拜 神 ， 因 为 亚 述 不 能 再 与 他 们 为

敌。

尼 尼 微 的 倾 覆 （二丨-13)

那 鸿 在 这 段 经 文 所 运 用 的 文 字 技 巧 极  

。 他 使 用 精 简 、 浓 缩 的 句 子 去 表 达  

快 速 的 动 作 ， 营 造 了 一 种 紧 张 、 急 

气 筑 ， 去 形 容 尼 尼 微 的 陷 落 。 人 好 像  
#  了 当 时 守 城 的 人 混 乱 的 命 令 ： “你要  

保 啼 ， 谨 防 道 路 .....大 大 勉 力 。”

笔 p人!T 鴻 形 容 的 情 辱 ：好 像 是 城 墙 被 攻 破 ， 

墙 牌 蜂 哺 入 城 之 际 ， 人 似 乎 看 见 士 兵 挥 动  
行的 3 闪 闪 的 红 光 （二 3 ) ， 并 可 昕 见 急  

为 时 句 车 剌 耳 的 响 声 （二 4 > ， 防 御 敌 人  
、6■ 晚 （二 5 > 。

尼 尼 微 的 挽 歌 （三丨-19)

在 庆 祝 尼 尼 微 陷 落 的 长 歌 里 ， 先知向  

这 城 宣 告 “灾 祸 将 临 ”。 先 知 似 乎 対 尼 尼  

微 的 灭 亡 显 得 心 满 意 足 ， 并 不 表 示 他 的 本  

性 凶 残 。 旧 约 作 者 的 思 想 似 与 神 义 论 的 槪  

念 有 冲 突 ；他 们 不 用 哲 学 或 抽 象 的 术 语 去  

解 释 罪 恶 的 问 题 ， 而 是 用 十 分 具 体 的 措  

辞 。 世 上 不 敬 虔 的 国 家 就 是 罪 恶 的 化 身 。 

当 尼 尼 微 陷 落 ，历 史 就 见 证 神 在 那 里 征 服  

了 罪 恶 。 先 知 的 欢 欣 ， 是 为 了 神 在 历 史 中  

彰 显 祂 的 作 为 ，胜 过 了 他 的 仇 敌 *>

在 三 章 】至 7节 ， 先 知 提 到 尼 尼 微 因  

倾 洱 而 遭 受 羞 辱 。 他 指 出 亚 述 獲 亡 的 其 中  

一 个 原 因 ， 是 她 惯 行 邪 术 和 淫 行 （三 4 > 。 

这 明 显 是 指 亚 述 淫 秽 的 宗 教 。 亚 述 祭 司 素  

以 占 卜 和 观 兆 闻 名 。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 ， 是 

他 们 常 观 察 天 上 万 象 ， 以 预 侧 未 来 。

先 知 提 到 其 他 被 仇 敌 蹂 躏 的 国 家 （三 

8 - 1 U , 并 说 亚 述 的 遭 遇 不 会 比 她 们 好 。 

先 知 结 ’束 本 书 时 ，描 述 了 尼 尼 微 的 威 荣 雄  

武 但 也 生 动 地 描 述 这 一 切 如 何 消 失 殆  

尽 [ 无 论 是 防 御 事 工 （三丨2 > ， 或 发 达 的  

贸 易 （三丨6 ) ， 或 军 队 （三 ， 这 一 切  

都 要 瓦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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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锊 徒 在 跸 解 那 鸿 书 时 也 许 有 些 困  

难 。 我 们 会 希 奇 - 一 位 先 知 怎 可 能 对 战 争 的  

埚 杀 感 到 欢 欣 ， 或 他 怎 么 可 以 乐 意 地 描 绘  

亚 述 帝 国 倾 甩 时 if! 遇 的 伤 亡 和 毁 坏 。 但 这  

样 的 观 点 只 是 一 个 讽 _ « » 先 知 并 没 有 因 他  

所 描 述 的 审 件 感 到 莒 悦 • • 他 只 是 按 着 神 的  

启 示 ， 肯 定 的 预 言 尼 尼 微 城 将 来 的 陷 落 。 

他 怀 笞 极 其 敬 疫 的 心 态 ， 申 明 一 个 事 实 ： 

神 确 实 在 历 史 中 行 枣 。 这 安 慰 的 信 息 对 今  

曰 的 信 徒 仍 然 适 切 。

参  1 0 9 7 : - 以 色 歹 ij 史 - 2 0 7 7 :

• 预 言 " 2 1 7 9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 2 3 。

参 考 书 目 ：R .  J .  C o g g i n s  a n d  S .  P-  R e *  

e m i .  N a h u m . O b a d i a h , E s t h e r ; A .  H a i d e r ,  

S t u d i e s  in t h e  B o o k  o f  N a h u m ; W .  A .  

M a i e r .  T h e  S o o 允 o ,  A/ aA>um;  G . A .  S m i t h ,  

T h e  B o o k  o f  the T w e l v e  P r o p h e t s ; R .  L . 

S m i t h ,  M i c  a h - M a i a c h i ; C .  v o n  O r e l l i ,  The  

T w e lv e  M in o r  P r o p h e t s .

"那行毁坏可怡的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nik x i n g  h u !  h u ^ i  kS  z e n g  d e

这 用 语 见 於 但 以 理 书 、 马 太 福 音 、 马 

可 福 音 和 《马 加 比 一 书  > ， 指 的 是 神 所 深  

恶 痛 绝 的 异 教 偶 像 ， 这 偶 像 崇 拜 使 神 的 子  

民 感 到 孤 寂 及 沮 丧 。

但 以 理 从 异 象 中 见 到 ， 在 恶 人 和 罪 孽  

得 势 之 时 ， “那 行 毀 坏 可 憎 的 如 飞 而 来 ”， 

继 之 便 是 一 片 荒 凉 毁 坏 （但 九 2 7 > 。 但 以  

理 的 另 一 个 异 象 显 示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中 必 有 那 可 憎 之 物 设 立 其 间 （十 一 3  1 > ， 

这 亵 渎 神 圣 的 灾 难 要 延 续 1,2 9 0 日 之 久  

( 十 二 1 1 ) 。 此 期 间 ， 圣 殿 的 圣 洁 被 污 渎 ， 

按 宗 教 及 道 徳 的 标 准 ， 都 成 为 不 洁 。

据 《马 加 比 一 书  > 载 ， 叙 利 亚 王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一 入 巴 勒 斯 坦 （主 前 1 7 ) , 即 

於 圣 殿 之 祭 坛 上 立 异 教 神 像 （大 概 是 丢 斯  

的 偶 像 ）， 破 坏 圣 殿 的 圣 洁 （一 5 4 ) ; 他  

又 以 牝 猪 为 祭 ， 并 把 行 割 礼 和 读 “约 书 ” 

的 人 处 死 ， 对 犹 太 人 的 污 辱 和 迫 害 达 至 巅

后 来 ， 门 徒 向 耶 料 问 及 圣 殿 被 毀 的 情  

形 和 地 再 次 降 临 之 前 所 要 发 生 的 亊 时 ， 耶 

穌 於 回 答 中 使 用 了  “那 行 毀 坏 可 憎 的 ” 一

语 （太 二 十 四 丨 - 3 卜， 可十三丨 . 2 7 ; 

十 一  5 - ‘2 8 > 。 祂 引 用 但 以 理 的 话 来 预 ^  

提 阿 古 的 暴 行 必 要 f f i演 ， 而罗马人於主后 

7 0 年 毁 坏 耶 路 撒 冷 之 维 ， 可 谓 这 预 ^  

部 分 应 验 。 至 於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一 审 2(1 

所 说 ‘‘被 兵 [Til困 ” 一 语 ， 也许是引用主前 

5 8 6 年 尼 布 甲 尼 撒 攻 陷 、 洗劫耶路撒冷〜 

事 。 耶 稣 之 窓 很 明 显 ： 以色列人背弃他 

便 逛 自 走 毁 灭 之 路 ； 拒 绝 池 的 恩 賜 ，就| 

自 取 毁 灭 。

耶 穌 指 出 ， 那 行 毁 坏 可 憎 的 立 於 圣  

地 ， 就 是 告 诫 人 们 当 逃 苘 耶 路 撒 冷 的 預 并  

( 太 二 十 四 1 5 ; 可 十 三 1 4 >  ; 至 於 说 “读 

这 经 的 人 须 耍 会 意 ” 一 语 ， Bg•示届时圣g  

圣 所 必 遭 完 全 的 破 坏 。

以 西 结 书 希 腊 文 本 以 “不法”译 “可 

憎 恶 的 ” 一 词 ， 把 “不 法 的 人 ”（即 “可 

憎 恶 的 人 ”） 与 敌 基督 的 渎 圣 罪 行 联 手 起  

来 （帖 后 二 3 > 。 启 示 录 也 反 映 了 同 _ 主  

题 ： 那 啓 或 龙 象 征 着 恶 势 力 的 权 柄 ，要求 

人 们 向 它 顶 礼 脱 拜 ， 俯 首 听 命 （启十三I. 

1 0 ) 〇
由 此 可 见 ， “那 行 毀 环 可 憎 的 ”就是 

象 征 邪 恶 势 力 所 行 最 敗 坏 的 亊 ，包括马加 

比 时 代 犹 太 人 遗 受 的 迫 害 ； 主后一世纪, 

耶 路 撒 冷 的 毁 灭 ， 以及於末时对神的子民  

作 最 后 的 攻 击 。

M o r r i s  A . Weigeli 

参•舌欠基铋 " 3 0 4 :  ••但以理书_ 284:

•七十个七• 1165: •可憎的_ 8 2 9。

奶
M ilk
n i i

衫••食物和调制方法” 1414«»

奶饼
Cheese
n d i  b l n g

即 千 酪 ， 是 奶 制 品 之 一 种 # 将牛奶 

固 ， 去 乳 淸 ， 压 挤 成 饼 ， 凉 干 即 成 。系？ 

提 及 “奶 饼 ” 的 经 文 是 约 伯 记 十 $ 1 0节: 

“你 不 是 …… 使 我 凝 结 如 同 奶 饼 吗 ？” 

参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414,

T h o m a s  E . M c C o m i s k e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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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N a a m an

王 便 哈 达 军 队 的 元 帅 （王 下 五

为 人 及 他 在 战 事 上 的 成 就 ， 备受
_____. «  - V  - t -  rfiF r a  M ^«h i a  - ± r
‘只 是 长 了 大 麻 风 ”。 他 没 有  

如 以 色 列 的 惯 例 （参利  

- 个 以 色 列 的 女 俘 建 议 了  

乃 縵 就 在 便 哈 达 的

i 的 路 也 ，
■此筠社会 w 铒 ’

+ ：=茔 十 四 >。 一 

一 个 可 行 的 医 治 途 径 ，
y  带 卷 王 所 賜 的 礼 物 ， 去 到 那 充 满

的 邻 国 君 王 （极 可 能 是 约 兰 ） 的 宫 廷  

$ 先 知 以 利 沙 抽 手 其 事 ， 并 指 示 乃 缕 — 

a J« 乎 不 大 可 能 的 治 疗 方 法 。 乃 缦 由 於 仆  
^ 好 言 相 劝 先 知 若 吩 咐 你 作 — 件 大 車 ， 

你 a 不 作 吗 ？ ’’> ， 终 於 勉 强 地 照 ® 指 示  

去5 。帘 后 ， 乃 嫂 承 认 以 色 列 的 神 是 唯 — 

的挥冲， 并 带 © 两 骡 子 耿 的 土 回 去 ， 可能  

他 认 为 这 位 神 只 能 在 其 本 国 的 泥 土 上 受 敬

拜 （参 出 二 十 2 在 乃 绝 回 国 的 途 中 ， 

以 利 沙 的 恶 仆 、 贪 婪 的 甚 哈 西 追 上 了 他 ， 

撤谎》取 了 银 子 和 衣 裳 ， 那 是 先 知 先 前 拒

绝 接受的礼物。 因 着 基 哈 西 这 恶 行 ， 乃缦  

的 大 麻 风 传 到 埜 哈 西 及 其 后 裔 身 上 。 一个  

未 经 证 实 的 犹 大 传 说 谓 那 “随 便 开 弓 ”， 

令 亚 哈 王 伤 重 身 亡 的 人 ， 就 是 乃 缦 （王上  

二十二 3 4 >。

在 路 加 福 音 四 章 ‘2 7 节 ， 耶 穌 向 那 些  

在 会 堂 听 他 讲 道 的 人 指 出 ， 乃 缦 并 非 以 色  

列人，却 是 当 时 唯 一 从 大 麻 风 得 医 治 的

乃校
N a a m a n
n *̂ m & n

@ 雅 悯 的 孙 子 ， 比 拉 的 儿 子 ， 其 后 裔  

为 乃 柯 族 （创 四 十 六 2 1 ; 民 二 十 六 3 8 、 

4U; 代 上 八 4 、 7 > 。

Nurse 

nii m o

& 职 、业 （奶 母 / 保 母 ）” 2 3 2 0 。

南 地 / 尼革
N e g e b
n a n  d i  /  n i  g6

巴 勒 斯 坦 最 南 部 的 地 区 。虽 然 “南 地 ” 

— 词 的 基 本 意 义 是 “南 地 、 南 方 ”， 但其  

字 根 本 义 是 “干 的 、 焦 的 ”。 南 地 是 指 一  

个 没 有 明 确 界 限 的 范 围 。 南 地 由 北 至 南 ， 

包 括 别 是 巴 至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带 地 方 ； 由 

西 至 东 则 从 地 中 海 附 近 描 跨 至 亚 拉 巴 ， 约 

有 7 0 哩 的 范 围 。

这 是 一 片 干 早 的 地 带 ， 雨 摄 稀 少• 由  

於 水 源 有 限 ， 可 以 拼 种 的 机 会 也 不 多 ； 只 

在 北 部 有 小 规 棋 的 谷 物 种 植 ， 但 每 3 年会  

失 收 一 次 。 那 地 有 饲 养 绵 羊 、 山 羊 和 骆 驼  

的 畜 牧 业 。 分 地 时 ， 西 缅 分 得 此 地 ， 包括  

其 中 的 城 市 ， 如 亚 拉 得 和 利 河 伯 。 后 来犹  

大 吸 纳 了 这 支 派 。 在 王 国 时 期 ， 以 色 列人  

渐 渐 扩 张 至 南 地 。 在 所 罗 门 至 约 沙 法 在 位  

期 间 ， 这 地 发 展 了 商 贸 运 输 ，进 出 阿 卡 巴  

湾 的 以 旬 迦 别 港 。 在 希 罗 时 期 ， 拿 巴 提 人  

占 据 了 南 地 。 经 过 细 心 的 储 备 和 运 用 雨  

水 ， 他 们 发 展 了 有 限 的 农 拼 ，养 活 了 好 几  

个 城 镇 。 在 新 约 时 代 ， 以 土 买 人 控 制 了 南  

地 一 带 。

亚 伯 拉 罕 常 与 南 地 连 在 — 起 （创 十 二  

9 ， 十 三 1 、 2 ， 二 十 1 > 。 大 卫 曾 告 诉 迦 特  

王 亚 吉 ， 说 他 侵 夺 了  “犹 大 的 南 方 ”、 

‘‘耶 拉 蔑 的 南 方 ， 基 尼 的 南 方 ” （撒上  

二 十 七 1 0 > 。 一 个 被 大 卫 擒 获 的 埃 及 人 ， 

则 说 亚 玛 力 人 侵 略 了 “基 利 提 的 南 方 ”、 

“厲 犹 大 的 地 ” 和 “迦 勒 地 的 南 方 ” （撒 

上三十

参 • 巴 勒 斯 坦 . 6 8 : - 旷 野 / 沙 漠 ” 8 4 0 。

南地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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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的拉玛
Ramah of the Negeb
ni in  d i  d e  13

西 缅 境 内 巴 拉 比 珥 的 别 名 ， 见 於 约 书  

亚 记 十 九 京 H 节 。

参••巴拉比珥" 6 5。

南地拉末
Ramoth of the Negeb
n i in  d i  12 m 6

西 缅 境 内 之 巴 拉 比 珥 的 别 名 ， 其 位 a  

不 详 ； 见 於 撒 母 耳 记 上 三 十 章 2 7 节 „

参 _ 巴 拉 比 珥 " 6 5。

南方的密宫
Chambers of the South
n d n  f a n g  d e  m i  g o n g

— 说 以 为 指 某 一 南 天 星 座 ； 一 说 以 为  

指 广 袤 的 南 天 ， 是 南 天 星 座 的 居 所 （伯 九

参 " 天 文 学 " 1 5 6 9 。

蝻子
Hopping Locust
n ^ n  z i

约 珥 书 一 章 1 节 所 列 4 种 蝗 虫 中 的 一

种.■

参 • 动 物 （蝗 虫 ）• 3 2 9 。

内侍臣
Chamberlain
n d i  s h i  c h 6 n

官 职 名 ， 官 位 颇 商 ， 所 掌 为 宫 廷 内 部  

书 务 ， 供 侍 王 侧 ， 多 用 宦 官 充 任 „

参 “轵 业 （内 侍 臣 ）_ 2 3 2 0 。

嫩
Nun
n ^ n

以 法 莲 人 以 利 沙 玛 的 儿 子 ， 也 是 以 色  

列 伟 大 的 领 油 约 书 亚 的 父 亲 （出 三 十 三  

I I ; 民 十 一 2 8  ; 申 一 3 8 ; 书 一 丨 ； 士 二

8 ) 。

能力
Power
n 6 n g Ii

一 种 作 事 的 能 力 ，是 藉 右 体 力 、技巧 

资 源 或 权 势 来 成 就 的 。 在旧约的希伯来文 

和 新 约 的 希 腊 文 中 ， 用作表达能力的有  

几 个 不 同 的 字 。 圣经谈及能力可包含以下  

4 个 题 目 ： （丨）神 无 限 的 能 力 ；（2 )神赐给f  

造 物 有 限 的 能 力 ； （3 )神透过耶奸箪每折 

显 出 的 能 力 ； （4 ) 神 （透 过 圣 灵 ）彰S 在 

人 生 命 里 的 能 力 。

神 无 限 的 能 力

神 是 全 能 的 ， 所有其他能力都是从 ft 

而 来 ， 并 且 受 m 支 配 。 圣经谈及许多有关 

能 力 的 论 点 ， 都归纳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  

i i 至 丨 2 节 的 赞 美 之 中 ：“耶 和 华 啊 ，尊大， 

能 力 、 荣 耀 、 强 胜 、 威 严 都 是 你 的 ，凡天 

上 地 下 的 都 是 你 的 ； 国 度 也 是 你 的 ，并旦 

你 为 至 高 ， 为 万 有 之 首 。 丰富尊荣都从你 

而 来 ， 你 也 治 理 万 物 。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 

力 ， 使 人 尊 大 强 盛 都 出 於 你 。” 旧约常使 

用 似 人 法 讲 及 神 “大 能 的 手 ”和 “伸出的 

膀 臂 ”， 两 者 都 指 神 正 在 施 展 他 的 能 力  

( 出 六 6 , 七 4 ; 诗 四 十 四 ‘2 、 3 K 池的I  

力 可 见 於 创 造 之 中 （诗六十五心赛四十  

2 G ; 耶 十 1 2 , 二 十 七 5 > ， 在他给予世界 

的 管 治 之 中 （代 下 二 十 6 > ， 在池的扬教 

和 审 判 的 行 动 之 中 （出 十 五 G ; 申二十六 

8 > , 以 及 祂 为 其 子 民 所 作 的 一 切 之 中

( 诗 -------- 6 > 。 新约与旧约均谈论神的大

能 。 以 弗 所 书 谈 及 神 那 无 法 测 M 的大能：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节 ， 当耶穌说 

“你 们 要 # 见 人 子 坐 在 那 权 能 者 的 右 边  

( 原 文 作 ‘那 权 能 ’ 的 右 边 广 ， 神的权能 

可 以 代 替 神 的 名 字 。

神 賜 给 受 造 物 有 限 的 能 力

动 物 拥 有 能 力 ， 在 野 牛 、马和擀子4 

上 尤 为 明 显 （伯 三 十 九 丨 丨 、 丨9;

3()> ; 风 雨 雷 电 之 中 也 有 能 力 。 神W 夂

能 力 ： 身 体 的 力 M  < 士 十 六 5 、6 ) 、 P  

的 力 诳 （士六 丨 2  以及行善和行恶的^  

燈 （创 三 十 一  2 9 ; 箴 三 ‘2 7 ; 弥二丨）•技 

治 者 有 神 所 賜 的 权 能 （罗十三丨）。^  

也 i炎 及 天 使 的 能 力 （彼后二丨丨 > ，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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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 权 的 和 有 能 的 ” 之 灵 体 的 能 力 ， 撒 

但 也 有 某 些 力 ffi ( 参 伯 — 6 - 1 2 ， 二 1 - 6 > 。 

部恶、邪 灵 和 死 亡 有 一 些 控 制 人 的 力 ®

<何十三1 4 ; 路 二 十 二 5 3 ; 罗 三 然 而 ， 

上 述 各 种 能 力 都 是 有 限 的 ， 神 可 以 賜 池 子  

民力 J R 去 征 服 这 一 切 。 神 可 以 从 动 物 （但 

六2 7 ; 路 十 1 9 > 和 统 治 者 的 能 力 中 ， 把 

人拯救出来。 耶 穌 呰 对 彼 拉 多 说 ： “若不  

是 从 上 头 眹 给 你 的 ， 你 就 毫 无 权 柄 办 我 。” 

(约十九丨丨> 神 可 以 从 罪 和 死 亡 的 权 势 中 ， 

从 撤 但 和 各 种 邪 恶 的 力 ® 中 ， 把 人 拯 救 出  

来 （林 后 十 4 ; 弗 六 1 0 - 1 8 ) 。 “ 这 世 上 的  

王”至 终 并 没 有 能 力 胜 过 基 督 《约 十 四  

3 0 ) ,因 此 并 不 能 控 制 那 些 倚 靠 基 督 的 人 。

神透过耶稣基督所显出的能力

福 音 书 常 见 证 耶 穌 的 能 力 ， 在 使 徒 行  

传的讲道中， 也 有 类 似 的 记 述 。 耶 穌 的 能  

力 彰 显 在 祂 的 神 迹 （太 十 一 2 0 ; 徒 二 2 2 > 、 

医 病 和 赶 鬼 （路 四 3 6 ， 五 1 7 ， 六 1 9 ; 徒 

十 3 8 > 的 事 件 中 。 耶 稣 复 活 的 时 候 ， 其 

能 力 彰 显 至 最 商 境 界 。 耶 穌 说 祂 有 能 力 舍  

弃他的生命，也 有 能 力 取 回 来 （约 十 1 H ), 

佰 新 约 则 常 说 是 父 神 叫 祂 的 儿 子 从 死 里 a  

活，彰 显 了 他 的 能 力 （罗 一 4 ; 弗 一 1 9 、 

2〇>。到 末 时 ，我 们 要 卷 见 耶 稣 “有 能 力 ， 

有大荣镏， 驾 着 天 上 的 云 降 临 ” （太 二 十  

四3 0 >。 至 於 耶 穌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 我 们 可  

留 意 池 是 带 着 圣 灵 的 能 力 来 生 活 和 行 奇 节  

( 路 四丨 4 ; 徒十 3 8 > 。

神彰显在人生命里的能力

旧 约 常 说 ， 靠 着 神 的 能 力 ， 软 弱 者 可  

变成刚强。 “疲 乏 的 ，化1賜 能 力 ； 软 弱 的 ， 

他加 力 M  ” （赛 四 十 2 9 > , 因 此 “他 们 行  

走，力 上 加 力 ” （诗 八 十 四 7 ; 参 诗 六 十  

八 35, — 三 八 3 ) 。 圣 经 也 特 别 提 到 神 貺  

能 力 给 先 知 （弥 三 和 君 王 （撒 上 二  

丨〇 ; 诗 二 十 一  1 ) ， 并 指 出 神 会 用 独 特 的  

方 法 賜 能 力 给 弥 赛 亚 （赛 九 6 , 十 一  2; 

弥五4 ) , 不 过 神 所 有 的 子 民 都 会 得 着 能  

力 为 他 而 活 和 事 奉 祂 （赛 四 十 九 5 > 。 翻 

幵新约， 我 们 则 # 见 福 音 本 身 是 “神 的 大  

能，要 救 一 切 相 信 的 （人 ）” （罗一丨 6 >, 

“凡 接 待 他 （耶 穌 ） 的 ， 就 是 信 他 名 的 人 ， 

他 就 賜 他 们 权 柄 作 神 的 儿 女 ” 《约 一

作 为 神 的 儿 女 ， 人 可 以 从 圣 灵 中 得 若 能 力  

( 徒 六 8 ) ， 得 笞 心 里 的 力 盪 来 寧 奉 他 （弗 

三 ir〇 ， 得 着 能 力 作 池 的 见 证 （路 二 十 四  

4 9 ; 徒一  8 ) , 得 着 能 力 忍 受 苦 难 （提后  

一 8 > , 得 着 能 力 作 福 音 的 执 亊 （弗三7 > ,  

得 着 能 力 面 对 软 弱 （林 后 十 二 9 透过

祈 祷 得 着 能 力 （雅 五 1 6 ) ， 以 及 得 着 能 力  

远 离 罪 恶 （彼 前 一 5 ) 。 那 些 为 基 督 作 大  

事 的 人 ，并 不 是 萌 自 己 的 力 置 来 作 的 《徒 

三 1 2 >  ; 祂 差 遣 门 徒 ， 保 证 天 上 地 下 所  

有 的 权 柄 都 在 祂 身 上 ，并 且 祂 会 常 与 他 们  

同 在 ， 使 他 们 可 以 得 着 能 力 （太 二 十 八  

1 8-2 C M 。

F r a n c i s  F o u lke s  

参 • 掌 权 和 有 能 的 _ 2 2 7 3 :  • 神 的 本 体

和 ；* 性 " 1 2 7 7 。

尼八
Nebat
n i  bS

约 但 河 谷 洗 利 达 的 以 法 莲 人 ， 是所罗  

门 的 臣 仆 ， 耶 罗 波 安 的 父 亲 （王 上 十 一

26)„

尼八拉
Neballat
n i  bS IS

俯 瞰 沙 仑 平 原 东 南 部 之 山 岭 上 的 一 个  

小 镇 ， 被 掳 归 回 后 ，便 雅 悯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 尼 i - 一 3 4 > 。 学 者 认 为 尼 八 拉 就 是 现 代  

的 尼 巴 拉 之 家 ，在 罗 徳 以 东 4 哩 ， 哈 S 以 

北 2 P1 之 处 。

尼拜
Nebai
n i  b^ i

被 掳 后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位 领 袖 ， 与 

尼 希 米 等 人 一 起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 向 

神 誓 忠 （尼 十 1 9 > 。

尼拜约
Nebaioth
n i  b ^ i  y u e

以 实 玛 利 丨 2个 儿 子 中 的 长 子 （创 二  

十 五 丨 3 ; 代 上 一  2 9 >  • 他 的 妹 味 玛 哈 拉  

( 又 名 巴 实 抹 ， 参 创 三 十 六 3 > 后 来 蝾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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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扫 （创 二 十 八 尼 拜 约 的 后 人 是 谁 ， 

不 能 确 定 ， 有 可 能 是 拿 巴 提 亚 拉 伯 部 族 的  

祖 先 ； 他 们 占 领 以 东 地 和 外 约 但 地 区 ， 北 

至 巴 尔 米 拉 （即 古 时 的 达 莫 ）。 尼 拜 约 和  

基 达 的 后 裔 都 因 他 们 拥 有 上 好 的 羊 群 而 知  

名 （赛 六 十 7 > ， 亚 述 王 亚 述 巴 尼 帕 （主 

前 七 世 纪 ） 的 铭 文 上 也 提 及 他 们 。

泥版
Clay Tablet, Tablet
ni  bdn

参 - 著 作 和 书 籍 " 2 3 6 0 。

尼波
Nebo
ni  b6

〇 玛 尔 杜 克 之 子 ， 是 巴 比 伦 众 神 中 — 

个 主 要 的 神 明 。 尼 波 （亚 甲 文 称 为 拿 布 ） 

是 智 恝 、 教 育 和 文 学 的 守 护 神 。 尼 波 本 是  

波 尔 薛 帕 城 的 神 ， 后 来 因 巴 比 伦 帝 国 兴  

起 ， 地 位 愈 发 昭 著 。 无 数 的 铭 文 证 明 他 在  

巴 比 伦 和 亚 述 诸 王 中 极 受 欢 迎 。 在 亚 述 的  

古 都 卡 尔 基 《即 现 代 的 尼 姆 鲁 德  > ， 有 一  

座 为 尼 波 和 他 的 妻 子 他 示 密 兴 建 的 神 庙 。 

以 赛 亚 曾 嘲 笑 尼 波 在 被 掳 时 不 能 自 救 《赛 

四 十 六 n 。

参 " 巴 比 伦 / 巴 比 伦 帝 国 " 5 5。

© 被 掳 后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犹 大 的  

— 位 族 长 ， 他 有 子 孙 5 2 人 （拉 二 2 9 ; 尼 

七 3 3 ) ; 以 斯 拉 曾 劝 其 中 6 人 休 弃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4 3 > 。 有 些 人 认 为 尼 波 是 指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一 个 城 镇 ， 其 中 一 些 居 民 被 掳 至  

巴 比 伦 。

€>位 於 约 但 河 东 宜 於 畜 牧 的 高 原 上 的  

一 座 城 ， 迦 得 和 流 便 的 子 孙 都 想 获 得 这 地  

( 民 三 十 二 3 > 。 后 来 流 便 支 派 分 得 这 城  

( 民 三 十 二 3 8 ; 代 上 五 8 ) ， 却 於 主 前 8 5  0 

年 左 右 为 摩 押 王 米 沙 夺 去 。 其 后 ， 以 赛 亚  

( 赛 十 五 2 ) 和 耶 利 米 （耶 四 十 八 1 、 2 2 > 

宣 告 神 对 摩 押 的 审 判 时 ， 也 预 言 尼 波 的 毁  

灭 。 这 城 的 位 置 未 能 确 定 ， 有 些 人 认 为 她  

位 於 艾 因 薄 沙 废 墟 。

〇 亚 巴 琳 山 脉 在 B H ;斯 迦 一 个 山 峰 ， 距  

约 但 河 以 东 8 P里， 在 死 海 的 东 北 角 。 摩 西  

在 临 终 时 曾 在 这 山 上 远 眺 迦 南 的 应 许 地  

( 申 三 十 二 4 9 , 三 十 四 丨  >。 对 於 她 的 确 实

位 置 有 不 同 的 说 法 ， — 说 

说 是 麦 海 叶 废 墟 „

参 **尼 波 山 ” 11〇4。

尼波山
Nebo, Mount
n{ b o  s h S n

........... . ^  M 厗的〜
以 色 列 人 在 进 入 应 许 地 以 前 的 = 伟山. 

曾 在 这 山 附 近 安 营 （申 三 十 二 ^ 子 ， 

被 认 为 是 昔 日 的 尼 波 山 的 地 ^

峰 ； 在 旧 约 a ， 尼 波 山 的 山 峠 称 为  

( 申 三 十 四 i > 。 摩 西 曾 经 在 这 范  =  

应 许 地 （申 三 十 四 1 - 5 > 。

犹 太 人 传 说 耶 利 米 把 约 柜 埤 截 在 尼 濟  

山 上 （《马 加 比 二 书 >  二 ）， 但这完全是 

无 椹 之 i炎。 在 拜 占 庭 时 期 ， 有一所基 6 教 

教 堂 和 修 道 院 建 於 尼 波 山 上 ， 纪念# 西9 

葬 之 地 。

从 尼 波 山 远 望 迦 南

尼 布 ¥ 尼撒
Nebuchadnezzar, Nebuchadrezzar
n!  bh  j i S  n!  s a  主 供

巴 比 伦 王 （主 前 6〇5-5(>‘2 > ’是/g # 

5 8 6 年 攻 陷 和 摧 毁 了 耶 路 撒 冷 ° ^  (主麻 

普 拉 撒 的 儿 子 ， 又 是 新 巴 比 伦 帝  

6 I 2 -5 3 9 〉 的 开 国 之 君 -  丫 “私择全

尼 布 甲 尼 撒 声 称 他 征 服 村 剎 茈 全 成 ， 

地 ，，， 这 名 称 是 指 巴 勒 斯 坦 和 ^ 々 约 雅 孩 作  

包 括 犹 大 地 在 内 ； 法 老 尼 哥 A 推敬起一  

犹 大 王  <王 下 二 十 三 ， 二 ， # 

服 於 尼 布 甲 尼 掀 ^ 王 下 • ; 敬邦痕>  

1 、 2 > ， 但 3 年 后 背 叛 。 刀 （$ 卞二十 

的 儿 子 约 雅 斤 接 续 王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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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但 他 只 作 王 3 个 月 。 主 前 5 9 8 年 ， 尼 

布甲尼撤攻打耶路彳敗冷， 把 约 雅 斤 掳 至 巴  

比 伦 《王 下 二 十 四 丨 〇-丨7 > 。 他 另 立 约 雅  

斤 的 叔 叔 玛 探 稚 作 王 ， 又 给 他 改 名 叫 西 底  

家 < 王下二 十四 丨 7 ; 代 下 三 十 六 1 〇 > »

其 后 ， 西 底 家 背 叛 巴 比 伦 王 （王 下 二  

十五丨）， 尼 布 甲 尼 撒 遂 领 兵 围 攻 耶 路 撒  

冷城，并 作 掳 了 西 底 家 „ 西 底 家 被 带 到 利  

比 拉 去 见 尼 布 甲 尼 撒 ， 他 的 众 子 在 他 眼 前  

被杀，他 的 眼 睛 也 被 剜 出 来 ， 然 后 被 捆 锁  

起来， 掳 至 巴 比 伦 （王 下 二 十 五 6 、 7 K  

圣 殿 被 抢 掠 和 焚 烧 ， 城 墙 被 拆 毁 ， 全 城 邡  

被 抢 掠 和 破 坏 了 （王 下 二 十 五 9 - 丨7>。 犹 

大 的 领 油 或 遭 杀 戮 ， 或 被 掳 去 。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军 事 成 就 往 往 被 他 在 巴  

比 伦 的 迮 设 所 掩 盖 。 他 曾 骄 傲 地 说 ： “这 

大 巴 比 伦 不 是 我 用 大 能 大 力 违 为 京 郎 ， 要 

显 我 威 严 的 荣 糂 吗 ？ ” （但 四 3 0 > 空 中 花  

园 被 辨 为 古 代 世 界 的 七 大 奇 观 之 一 。 这花  

园 兴 建 於 高 台 上 ， 为 的 是 要 医 治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玛 代 皇 后 想 念 家 乡 山 岭 的 思 乡 病 。

但 以 理 书 叙 述 的 亊 件 是 以 巴 比 伦 和 尼  

布 甲 尼 撒 为 中 心 的 。 但 以 理 是 主 前 6 0 5 年 

被 带 至 巴 比 伦 的 一 个 犹 太 俘 虏 。 尼 布 甲 尼  

撤 开 始 注 意 但 以 理 ， 是 由 於 他 的 所 有 术 士  

都 不 能 为 他 解 梦 （但 二  > 。 耶 和 华 把 梦 的  

解 释 告 诉 但 以 理 ； 王 在 梦 中 所 见 的 大 像 代  

表 新 巴 比 伦 帝 国 至 弥 赛 亚 作 王 期 间 的 不 同  

王国。

尼 布 甲 尼 撒 立 了 一 个 高 9 0 呎 、 阔 9 呎 

的巨 大金 像。 凡 不 向 这 巨 俅 下 拜 的 人 要 被  

火烧死。 但 以 理 的 3 位 同 胞 拒 绝 拜 这 像 而  

被 扔 进 火 窑 中 ， 但 耶 和 华 把 他 们 从 火 中 救  

出来， 一 点 也 没 有 受 伤 （但 三 h

王 又 梦 见 一 棵 大 树 被 砍 伐 ， 只 留 下  

树不子 ， 后 来 又 再 发 芽 《但 四 4 - 2 7 ) 。 这 

次“巴 比 伦 国 中 的 哲 士  ”也 不 能 给 王 解 梦 ， 

但 以 理 则 告 诉 王 ， 这 梦 是 预 言 王 因 骄 傲 而  

要经历 7 年 卑 下 的 生 活 （但 四 2 8 - 3 3 )。

犹 大 的 余 民 本 在 巴 比 伦 委 任 的 省 长 基  

大 利 的 符 观 之 下 。 基 大 利 被 杀 之 后 ， 犹大  

人 就 逃 到 埃 及 去 《 耶 利 米 （耶 四 十 三 》- 

四 十 六 1 3 - 2 4 ) 和 以 西 结 （结 二 十 九  

至 三 十 二 ） 都 曾 预 言 尼 布 甲 尼 撒 会 进 侵 埃  

及。 约 瑟 夫 指 称 那 是 发 生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23 年 《主 前 5 8 2 - 5 B 1 ) ; 但 一 些 历 史 铭 刻

则 显 示 尼 布 甲 尼 撒 3 7年 （主 前 5 0 8 - 5 6 7 )， 

埃 及 在 法 老 亚 马 西 士 在 位 时 受 到 攻 打 。

C a r l  E . D e V r i e s  

参 " 巴 比 伦 / 巴比伦帝 E T  55: •但以

理 书 • 2 8 4。

尼布撒拉旦
Nebuzaradan
nf  bQ s i  l a  d ^ n

尼 布 甲 尼 撒 在 位 时 （主 前 6 0 5 - 5 6 2 ) ,  

巴 比 伦 的 一 位 高 级 长 官 和 护 卫 长 。 尼布撒  

拉 旦 是 尼 布 甲 尼 撒 授 命 监 管 耶 路 撒 冷 和 犹  

大 ， 并 安 排 运 送 犹 太 俘 虏 往 巴 比 伦 的 官 员  

之 一 （王 下 二 十 五 8 - 2 0 ; 耶 三 十 九 9 、 10, 

五 十 二 1 2 - 3 0 )。 他 又 奉 王 命 委 任 基 大 利  

作 犹 大 的 省 长 和 耶 利 米 的 监 护 人 （耶三十  

九 1 1 - 1 3 , 四 十 一 1 0， 四十三

尼布沙斯班
Nebushazban
ni  bO s h a  s i  b a n

巴 比 伦 的 一 位 官 长 ，在 巴 比 伦 征 服 耶  

路 撒 冷 后 ， 受 命 保 护 耶 利 米 的 官 员 之 一  

( 耶 三 十 九 1 3 > 。

尼大比雅
Nedabiah
n i  b l  y i

犹 大 王 耶 哥 尼 雅 的 儿 子 （代 上 三 1 7 、

1 8 >。

尼珥
Ner
n i  d r

便 雅 悯 人 ，押 尼 珥 的 父 亲 ， 基 士 的 兄  

弟 ， 扫 罗 的 叔 父 （撒 上 十 四 5 0 ， 二 十 六  

5 ; 撒 下 二 8 ; 王 上 二 3 2 ; 代 上 二 十 六  

2 8  虽 然 经 文 记 栽 尼 珥 的 父 亲 是 亚 别  

( 撒 上 十 四 51 但 另 有 经 文 以 尼 珥 为 耶  

利 的 众 子 之 一  < 代 上 八 2 9 、 3 0 , 九 3 5 、 

又 有 经 文 说 他 是 基 士 的 父 亲 、 扫罗  

的 祖 父 （代 上 八 3 3 ， 九 因 此 ， 尼珥  

可 能 是 扫 罗 的 祖 父 或 叔 父 ， 后 者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有 人 认 为 可 能 有 两 位 基 士 ， 一 位 是  

尼 珥 的 兄 弟 ， 另 一 位 是 尼 珥 的 儿 子 。 另一  

个 说 法 是 有 两 位 尼 珥 。 这 些 推 湘 显 示 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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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家 谱 ， 有 时 并 不 完 整 或 不 够 清 楚 。

尼斐
Nepheg
n i f « i

〇 闻 利 未 支 派 的 哥 辖 家 族 ， 以 斯 哈 的  

第 二 个 儿 子 （出 六 2 1 > 。

© 大 卫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王 时 所 生 的 — 个 

儿 子 （撒 下 五 1 5 ; 代 上 三 7 ， 十四( 5 >。

尼弗多亚的水
Nephtoah, Waters of
n i fiS d u d  d e  s h u t

在 以 弗 仑 山 东 面 ， 欣 嫩 子 谷 西 面 ， 是 

分 隔 犹 大 支 派 和 便 雅 悯 支 派 部 分 碑 界 的 一  

个 标 志 （书 十 五 9 ， 十 八 1 5 > 。 一 般 都 认  

为 这 就 是 耶 路 撒 冷 西 北 面 3 哩 外 的 利 夫 他  

泉.

尼哥
Neco, Necho, Nechoh
n i g e

西 迪 诸 王 第 二 十 六 代 王 朝 的 法 老 ， 他 

在 主 前 6 1 0年 接 续 父 亲 森 美 忒 库 作 王 。 森 

美 忒 库 统 治 埃 及 5 4 年 ， 期 间 掀 起 了 复 古  

的 艺 术 形 式 和 复 兴 了 对 宗 教 的 热 忱 。 此 

夕卜， 他 又 加 强 边 防 驻 军 ， 并 把 亚 述 人 赶 离  

东 北 边 境 ， 退 到 迦 南 。 巴 比 伦 和 玛 代 联 盟  

之 后 ， 森 美 忒 库 感 到 埃 及 的 独 立 受 到 威  

胁 ， 就 与 旧 敌 亚 述 结 盟 。

尼 哥 二 世 承 继 了 其 父 的 功 业 ， 同 时 也  

卷 入 一 个 不 容 易 脱 离 的 国 际 政 治 纠 纷 中 。 

他 的 盟 友 已 经 失 势 ， 因 亚 述 的 首 都 尼 尼 微  

在 主 前 6 1 2 年 被 攻 陷 了 。 亚 述 王 撤 军 至 哈  

兰 ， 逃 避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军 队 ， 并 

求 尼 哥 予 以 援 手 。 尼 哥 派 军 经 犹 大 前 往 迦  

基 米 施 ， 与 巴 比 伦 军 交 战 。 埃 及 军 经 过 米  

吉 多 的 时 候 ， 受 到 约 西 亚 王 率 领 的 犹 大 军  

队 截 击 ^ 尼 哥 要 求 约 西 亚 让 道 ， 约 西 亚 却  

愚 顽 地 拒 绝 了 ； 结 果 约 西 亚 在 战 场 上 被 杀  

( 王 下 二 十 三 2 9 、 3 0 ; 参 代 下 三 十 五 2〇- 

2 5 ) 。 尼 哥 继 续 挥 军 前 往 迦 基 米 施 。 这 场  

战 争 （主 前 G 0 5 ) 的 结 果 是 年 轻 的 尼 布 甲  

尼 撒 获 得 大 胜 。 尼 布 甲 尼 撒 以 胜 利 者 的 口  

吻 记 录 这 次 战 争 如 下 ： “至 於 埃 及 军 队 中  

逃 脱 的 人 一 巴 比 伦 军 队 很 快 就 赶 上 ， 并

把 他 们 击 杀  

国
以 致 沒 有 .

旧 约 只 是 简 单 地 评 过 人 巧 . 以 ％  

再 从 他 国 中 出 来 ，， 《王 下 二 •

尼 哥 以 隔 离 政 策 增 强

并 於 边 埯 增 。

y|灿 3个片

然 后 再 往 埃 及 （王 下

用 犹 大 作 为 绂 冲 地 带 ，

止 巴 比 伦 渗 入 埃 及 。 他 废 了 ^ ^ 丨 ： 

的 约 哈 斯 王 ， 把 他 带 往 叙 並  

然 后 再 往 埃 及 f T T C — • _  刊比&

雅 敬 在 耶 路 撒 冷 接 续 大 卫  

则 被 罚 缴 纳 ，W .*.— —  王位，抚̂大

子 的 贡 银 （王 下 二 十 三 3 3 _ 36>
0 0 他 连 得 银 子 和 丨 他 ％

_ 巴 比 伦 手 中 ， 犹 大 人 察 觉 n 大 

持 自 己 的 独 立 ， 会 乐 於 帮 助 犹 大  

是 求 埃 及 帮 助 他 们 抵 抗 巴 比 伦 •先 

米 极 力 反 对 投 靠 埃 及 （耶四十六丨7 2 ^  

到 底 尼 哥 曾 否 冒 险 派 军 潜 入 已 成 为巴比^ 

— 个 省 份 的 犹 大 ， 却 不 能 肯 定 ，尼布甲尼 

撒 迅 速 地 移 师 至 犹 大 ， 俘掳约雅斤至巴比 

伦 ， 然 后 立 西 底 家 作 王 （主 前 5 97) •这 

事 以 后 不 久 ， 尼 哥 就 去 世 了 （主前 595丨, 

他 的 儿 子 森 美 忒 库 二 世 接 续 他 作 王 。

参 • 埃 及 " 1 2 :  •以色列史，2077.

“约 西 亚 #  1 ” 2 2 5 7 。

尼 哥 波 立
Nicopolis
n l  g e  b o  l i

名 意 是 “胜 利 之 城 ” ； 罗马帝国新3 

城 市 常 用 的 名 字 ， 特别是为了记念战争的  

胜 利 。

保 罗 写 给 提 多 的 信 中 ， 指示他尚开$ 

哩 底 ， 他 一 直 事 奉 的 地 方 （多一 

往 尼 哥 波 立 ； 保 罗 正 在 那 里 工 作 ，并 ^  

在 那 里 过 冬 （多 三 丨 。 幣 个 罗 马 ，^  

9 个 名 为 尼 哥 波 立 的 城 ， 保罗 所指  

位 於 哥 林 多 湾 西 北 面 和 伊 庇 卢 海 &甲 、

成 0 分 b i f 以
克 他 温 在 主 :

生 附 近 的 艾 克 田 大 故 役 = 希賠化 

g 哥 波 立 的 名 字 和 组 织 匕、城 .  

好 波 立 成 了 附 近 城 镇 的 ^ 当 的 以  

g 的 雅 典 城 一 样 ， 享 宥 劢 扬 ^  

成 中 建 有 庙 宇 、 剧 院 、^ 办运动 
; 4 年 一 次 的 庆 典 中 斯 多 昶 本 哲  

波 立 城 最 有 名 的 届 於 该 诚 ，



尽 管 奥 克 他 温 “胜 利 之 城 ” 的 居 民 热  

农於崇拜 皇帝 ， 与 蕋 捋 教 背 道 而 驰 ， 伹保  

罗 却 立 意 以 这 繁 华 的 大 郎 市 及 其 卫 星 市 镇  

作 为 他 宜 教 的 工 场 。

足哥大
N e k o d a
ni gS dh

〇 被 摅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 作 圣 殿 殿 役  

的 一 个 家 族 的 祖 先 （拉 二 4 8 ; 尼 七 5 0 ) 。

© 被 掳 后 归 回 的 一 个 家 族 的 祖 先 ， 这 

家 族 不 能 证 明 他 们 的 以 色 列 血 源 （拉 二  

6 0 ; 尼 七 6 2  > »

尼哥底母
N i c o d e m u s
ni ge dl  mO

法 利 赛 人 ， 犹 太 公 议 会 的 成 员 ， 只在  

约 翰 福 音 被 提 及 （约 三 1 - 2 U 。 尼 哥 底 母  

在 晚 上 来 见 耶 稣 ， 并 承 认 池 是 从 神 那 里 来  

作 师 傅 的 （三 ‘2 > 。 他 相 信 若 神 不 是 与 耶  

穌同在， 耶 料 就 不 能 行 那 些 神 迹 。 耶 好 与  

尼 哥 底 母 交 谈 有 关 重 生 之 亊 以 后 （第 3 

节 >， 耶 穌 责 问 他 身 为 犹 太 宗 教 的 领 袖 ， 

为 何 还 不 明 白 这 亊 （第 1 0 节 > 。 当 时 ， 他 

显 然 没 有 表 示 相 信 耶 稣 ， 但 后 来 在 公 议 会  

却 曾 替 祂 辩 护 （约 七 5 0 - 5 2 ) 。 耶 穌 死 后 ， 

尼 哥 底 母 公 然 协 助 亚 利 马 太 的 约 瑟 ， 安葬  

耶稣的遗体  < 约 十 九 3 9 - 4 2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尼 哥 底 母 是 一 名 相 信 耶  

穌 的 犹 太 人 领 油 ， 但 因 怕 被 革 除 教 褚 而 没  

有 公 开 认 信 （约 十 二 4 2 K 传 统 也 认 为 他  

是信主的， 被 耶 穌 的 言 语 和 工 作 折 服 而 相  

信，却 害 怕 犹 太 教 的 权 威 。

参 “约翰福音 ” 2 2 2 4 。

尼哥拉
Nicolaus
ni ge la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5 节 列 举 的 七 位 执 亊 之  

一，在 早 期 的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 被 推 选 服 侍  

教会。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1至 4 节 指 出 他 的 任  

务，是 管 理 和 分 配 M 食 。 由 於 使 徙 行 传 六  

电丨至2 节 的 用 词 （“天 天 的 供 给 ” 中 “供 

给”一 词 或 作 “服 侍 ’’； “管 理 饭 食 ” 中 

“管 理 ” 一 词 也 可 作 “服 侍 这 7 人 在

传 统 上 就 被 祢 为 “执 审 ”（即“服 侍 人 的 ” > _ 

尼 哥 拉 是 7 人 中 极 后 的 一 位 ， 被称为  

“进 犹 太 教 的 ”。 因 此 ， 他 成 为 基 督 徒 之  

前 ， 是一个转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的名  

字 是 希 腊 名 字 ， 而 他 的 家 乡 是 安 提 阿 。新 

约 书 卷 并 没 有 进 一 步 提 供 有 关 尼 哥 拉 的 资  

料 。

# _ 执 箏 . 女 执 事 • 2 2 9 0 ,

尼哥拉党
N i c o l a i t a n s
ni  g e  13 d d n g

早 期 教 会 的 一 个 异 端 党 派 ，启示 录 曾  

两 度 提 及 这 名 字 。 以 弗 所 教 会 因 恨 恶 尼  

哥 拉 党 的 行 为 被 称 赞 （启 二 而 别 迦  

摩 教 会 中 因 有 人 信 服 尼 哥 拉 党 的 教 训 而 受  

到 责 备 （启二丨 5 >。

由 於 圣 经 责 备 别 迦 摩 教 会 的 罪 ----吃

祭 偶 像 之 物 ，行 奸 淫 的 事 ----也 出 现 在 推

雅 推 喇 教 会 （启 二 ‘2〇>， 所 以 一 般 认 为 妇  

人 耶 洗 别 是 该 教 会 中 尼 哥 拉 党 的 首 领 • 在  

给 别 迦 摩 教 会 的 信 中 ， 他 们 的 罪 与 巴 兰 的  

教 训 相 比 （启 二 H ; 参 民 二 十 五 丨 、 2, 

三 十 一  1 6 ; 彼 后 二 1 5 ; 犹丨丨 >。 这 巴 兰拧  

向 摩 押 王 巴 勒 献 计 ， 引 诱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摩  

押 诸 神 ，与 摩 押 人 通 婚 ， 并 参 与 摩 押 人 淫  

乱 的 宗 教 习 俗 ， 使 以 色 列 人 堕 落 。 这 样 ， 

犹 太 人 就 离 开 了 神 和 池 的 保 护 。 在 犹 太 人  

的 心 目 中 ， 巴 兰 象 征 所 有 引 诱 人 犯 奸 淫 和  

离 弃 神 的 东西 •• 推 雅推 喇 教 会的 恶 行 ， 被 

称 为 “撒 但 深 奥 之 理 ” （启 二 2 4 > 。

早 期 教 会 也 受 到 当 时 社 会 普 遍 流 行 的  

拜 偶 像 和 邪 淫 的 风 气 所 威 胁 。 新 约 经 常 提  

出 这 方 面 的 繁 告 ，可 见 问 题 的 严 重 性 。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徒 十 五 2 ( ) > 呼 吁 外 邦  

信 徒 不 要 吃 祭 过 偶 像 的 食 物 ， 不 要 犯 奸  

淫 《• 保 罗 呼 吁 信 徒 为 那 些 佶 心 软 弱 或 未 成  

熟 的 人 右 想 ， 主 动 地 逃 避 这 些 食 物 （林舫  

八 ）。 他 严 厉 地 资 备 在 偶 像 庙 内 坐 席 （林 

前 十 14-22 > 和 奸 淫 之 事 ， 尤 其 是 与 庙 妓  

行 淫 （林前六1 2 - 1 2 0 )。

尼 哥 拉 党 是 指 什 么 人 ， 比 较 难 确 定 。 

教 父 多 认 为 他 们 是 安 提 阿 人 尼 哥 拉 的 门  

徒 ， 这 尼 哥 拉 足 归 佶 犹 太 教 的 外 邦 人 ， 后 

来 成 为 了 基 督 徒 ， 并 彼 选 为 起 初 的 七 位 执  

事 之 一 （徒 六 。 爱 任 纽 和 希 坡 渖 陀 郎

ni gc d k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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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他 已 背 弃 了 信 仰 ， 怛 革 利 免 认 为 这 信  

奉 异 端 、 行 为 荒 淫 的 尼 可 1拉 党 人 ， 并 非 尼  

哥 拉 的 跟 随 者 ， 他 们 只 是 假 称 他 为 师 傅 而  

已 • 不 管 怎 样 ， 我 们 都 无 法 得 到 直 接 的 证  

据 。

自 十 九 世 纪 以 来 ， 一 般 都 把 尼 哥 拉 看  

为 希 伯 来 名 字 巴 兰 的 希 腊 文 译 法 。 这 解 释  

与 启 示 录 本 身 充 满 辄 意 和 象 征 的 性 质 一  

致 ； 而 在 给 別 迦 摩 教 会 的 书 信 中 ， 这 两 个  

名 字 也 明 显 的 连 在 一 起 （启 二 1 4 、 1 5 > 。

尼宏
Nehum
n!  h 6 n g

斯 坦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七 7 > 。 在 以 斯 拉 记  

二 章 2 节 ， 他 的 名 字 作 “利 宏 ”。

参 •利 宏 #  1 _ 8 8 3。

尼护施他
Nehushta
n i hi i s h ； l a

犹 大 王 约 雅 斤 的 母 亲 ， 她 与 儿 子 一 起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去 （王 下 二 十 四 8 - 1 5  >。

尼甲沙利薛
Nergal-sharezer
n { j i 3 s h a  11 x u e

官 衔 称 为 拉 墨 的 一 位 巴 比 伦 王 子 。 尼 

布 甲 尼 撒 率 迦 勒 底 军 队 围 攻 耶 路 撒 冷 时 ， 

尼 甲 沙 利 薛 也 在 军 中 ； 从 主 前 5 8 8 至 5 8 6  

年 ， 经 过 3 年 的 围 攻 之 后 ， 终 於 攻 陷 了 耶  

路 撒 冷 （耶 三 十 九 3 > 。 后 来 ， 他 把 耶 利  

米 交 托 基 大 利 （耶 三 十 九 丨 3 、 1 4 > 。

尼结
Niger
n i ji€

安 提 阿 教 会 一 位 领 袖 西 面 的 姓 氏 （徒 

十 三 丨 > 。

参 • 西 面 # 2 "  1 6 9 8 。

尼 利

Neri
n i n

耶 穌 的 一 位 祖 先 ， 记 载 於 路 加 福 咅 的

家 谱 中 （路 三 2 7 ) 。

参 “耶 穌 的 家 谓 - 1966,

尼利雅
Neariah
ni  li y3i

〇 示 码 雅 六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大卫的@ 

商 < 代 上 三 2 2 、 2 3 ) 。

© 西 觸 支 派 的 一 个 统 领 ， 在希西細  

代 ， 钓 率 领 5 (>(> 人 上 西 珥 山 ， 杀死剩 F j j  

脱 的 亚 玛 力 人 ， 并 住 在 那 甩 《代上四12),

尼利亚
Nereus, Neriah
ni  H y^t

O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的 问 安 语 中 ，曾提名 

问 候 的 一 位 罗 马 基 锊 徒 （罗 十 六 15).

© 文 士 巴 录 （耶 三 十 二 1 2 、丨6 , 三 

十 六 4 、 8 > 和 王 宫 大 臣 西 莱 雅 （耶五十 

一  5 9 > 的 父 亲 。 巴录 和西 莱 雅都曾 为 耶  

利 米 工 作 。

罗 马 的 提 多 拱 门 ：尼利亚居於罗？

尼禄
Nero
ni

主 后 5 4 至 6 8 年 在 位 的 罗 马 垒 帝 •

参 - 该 撒 / 凯 撒 ” 4 4 1 。

尼 罗 河
Nile River
n i  l u 6  h6 ^

埃 及 生 命 之 河 ， 位 於 非 洲 东 北  

历 史 中 ， 一 条 河 对 一 个 国 家 的 祺 要 性 ’长 

许 再 没 有 比 这 河 更 大 的 了 。 尼 ^ ^

被 掳 巴 比 伦 后 ， 随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巴 勒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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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世 界 上 最 长 的 河 流 ， 但 其 流  

丨6(>P ’广 只 占 第 三 位 （另 有 资 料 来 源 谓  

羌 '不多 有 1 3 0 万 平 方 哩 。

弟 六 位 ） ，

尼 罗 河 名 字 的 来 源 和 意 义 不 详 。 古埃  

罗 河 为 “那 河 ”。 他 们 认 为 不 会  

他 与 尼 罗 河 不 同 的 河 流 ’ 所 以 他 们 来  

有g 发 拉 底 河 的 时 候 ， 就 以 为 它 是 倒 流 ， 

^ 为 幼 发 拉 底 河 是 向 南 流 ， 而 不 是 向 北 流

的.

不平凡的特征
尼 罗 河 其 中 一 个 特 征 是 它 拥 有 6 个大  

丨布。潘 布 形 成 的 原 因 是 坚 硬 的 岩 层 不 能  

被冲蚀，造 成 畅 通 的 水 道 。 这 些 大 瀑 布 是  

根 据 近 代 探 险 家 发 现 它 们 的 先 后 次 序 ， 从 

北 至 南 以 数 字 编 排 的 。 第 一 个 大 瀑 布 是 在  

埃 及 的 阿 斯 旺 ， 附 近 是 著 名 的 岛 屿 伊 里 芬  

丁和斐雷。 另 外 5 个 大 瀑 布 位 於 苏 丹 境 内 ，

约 河 带 动 3 个 季 节 ， 每 个 季 节 为 期  
一’ 1 月 ： （丨）泛 滥 季 < 7 月 中 至 1 !月 

; (2)冬 季 （丨丨月中至3 月 中 > ; (3)夏 

季 （3 月 中 至 7 月中

泛滥在丨 0 月 底 达 到 伋 商 峠 泛 滥 使  

耕 地 的 泥 土 松 软 ，宜 於 栽 植 。

河道和支流

尼 罗 河 有 两 条 主 干 ， 分 别 以 其 颜 色 命  

名 ， 就 是 白 尼 罗 河 及 蓝 尼 罗 河 。 这 两 条河  

流 都 靠 赖 非 洲 赤 道 每 年 的 雨 水 供 应 。

白 尼 罗 河 的 源 头 是 在 一 个 湖 国 ； 人通  

常 以 维 多 利 亚 湖 为 它 的 源 头 ， 怛 有 些 地 理  

学 家 则 正 确 地 指 出 源 头 是 流 入 湖 内 的 一 条  

小 河 。 维 多 利 亚 湖 的 唯 一 出 口 是 维 多 利 亚  

尼 罗 河 ，位 於 莱 澎 大 瀑 布 一 湖 的 东 北 面 。

白 尼 罗 河 流 经 吉 奥 加 湖 ， 湖 水 很 浅 ； 

然 后 在 莫 契 生 大 瀑 布 （高 1 2 0呎 ） 向下俯  

冲 ， 再 流 经 阿 尔 拔 湖 • 从 这 里 开 始 ， 它被  

称 为 “山 之 河 ”。 河 水 到 达 努 湖 之 前 ， 流

而 第 二 个 刚 好 在 哈 拉 夫 河 的 城 市 上 面 。 经 一 个 布 满 一 堆 一 堆 源 游 植 物 的 地 带 ，这

尼 罗 河 另 一 个 与 别 不 同 的 特 征 是 它 由  些 植 物 常 阻 塞 河 流 ， 使 船 只 不 能 通 过 ，这

南 面 流 向 北 面 。 这 对 埃 及 的 河 运 非 常 重  是 早 期 探 险 家 找 寻 尼 罗 河 源 头 的 一 个 主 要

要，因 为 帆 船 可 以 利 用 常 有 的 北 风 驶 向 上  障 得 。

游，水 流 则 使 船 只 顺 流 而 下 。 格 札 勒 河 （即 “羚 羊 之 河 也 流 进

尼 罗 河 还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地 方 ， 它 

1，5 0 0 哩 长 的 下 游 范 围 是 没 有 支 流 的 。 在 

阿 特 巴 拉 支 流 以 北 ， 沙 漠 的 河 道 只 有 在 偶  

•然的沙漠暴风雨来临时， 才 有 雨 水 在 干 涸  

的 河 床 上 诵 流 。

尼 罗 河 每 年 的 泛 滥 是 埃 及 农 业 富 庶 的  

$  ， 因 为 河 水 淹 盖 的 泥 土 可 以 得 着 滋

变 得 肥 沃 。 沿 河 许 多 地 点 都 有 水 位 量  

精 确 地 坻 度 水 位 的 高 度 。 河 水 涨 溢  

度 是 — 个 关 键 性 的 因 素 ； 水 M 太 少 便  
产 生 单 灾 ， 相 反 地 不 正 常 而 过 高 的 水  

位 又 会 带 来 水 灾 。

日 在 維 弗 地 区 内 ， 河 水 每 年 约 在 7 月 19 

在 月 这 也 成 了 他 们 计 箅 历 年 的 开 始 。 
〜 个 日 出 时 便 可 看 见 天 狼 星 ， 这 成 了  

期 （丨，4 6 〇日 > ， 称 为 天 狼 星 周 期 。 

年 却 老 及 ; ^ 的 历 法 1年 有 3 6 5 日 ， 但 阳 历  

之间 ^ ^ 曰 。 意 思 是 历 法 和 实 际 的 年 份  

在1>4’6 每 4 年 便 有 丨 日 的 差 距 。 因 此 ， 要 

吻‘ 日 （3 6 5 日 X 4 > 之 后 ， 才 会 再 次

努 湖 ， 与 主 流 汇 合 • 在 努 湖 以 下 ， 这 河被  

称 为 白 尼 罗 河 。 在 马 拉 卡 附 近 ， 苏 拔 河从  

东 面 流 进 了 白 尼 罗 河 。

白 尼 罗 河 最 重 要 的 交 汇 点 是 在 喀 土  

穆 ，蓝 尼 罗 河 与 白 尼 罗 河 在 那 里 汇 合 了 。 

在 这 里 ， 我 们 可 以 淸 楚 看 见 两 条 河 的 不 同  

颜 色 。 两 河 形 成 的 一 个 三 角 地 带 名 基 士  

拉 ， 或 称 “岛 ”， 是 一 个 出 产 棉 花 的 主 要

地 点 。

蓝 尼 罗 河 只 有 8 5 0 哩 长 ， 源 於 埃 提 阿  

伯 高 原 上 的 塔 邢 湖 。 蓝 尼 罗 河 比 白 尼 罗 河  

险 峻 得 多 ，靠 赖 高 原 上 的 雨 量 供 应 * * 每 年 ， 

白 尼 罗 河 会 首 先 涨 溢 ，但 当 蓝 尼 罗 河 的 洪  

流 开 始 泛 滥 ， 则 会 盖 过 白 尼 罗 河 的 水 • 在  

河 水 泛 滥 的 季 节 ，蓝 尼 罗 河 的 水 * 是 白 尼  

罗 河 的 两 倍 ， 提 供 大 部 分 的 冲 积 土 ， 滋润

及 的 土 壤 。

在 喀 土 榨 北 面 是 第 六 个 大 瀑 布 ， 是两  

流 后 第 一 个 天 然 障 得 。 尼 罗 河 最 后 一  

流 阿 特 巴 拉 河 也 在 这 电 从 东 面 流 入 主  

这 地 称 为 梅 罗 伊 岛 ， 是 努 比 亚 地 ， 梅



罗 伊 王 朝 的 首 邰 ， 其 女 王 称 为 干 大 基 （徒 

八 ）》

在 铲 帕 他 附 近 ， 第 四 个 大 瀑 布 — 带 ， 

是 埃 及 埃 提 阿 伯 或 古 实 （第 二 十 五 代 > 王 

朝 的 坟 地 和 废 墟 。 第 十 八 代 王 朝 的 诸 王 曾  

伎 入 苏 丹 ， 直 至 拿 帕 他 地 区 ， 并 在 那 里 建  

庙 ， 但 后 来 努 比 亚 王 授 略 埃 及 ， 并 取 得 该  

地 的 统 治 权 。

再 往 下 游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考 古 地 点 克 尔  

马 ， 埃 及 中 古 王 朝 时 代 曾 在 那 里 设 立 一 个

交 易 站 。

从 第 二 个 大 瀑 布 再 往 下 游 ， 是 兰 塞 二  

世 所 逑 的 阿 布 森 伯 神 庙 ， 并 有 敬 奉 他 娶 子  

尼 法 她 利 的 较 小 神 庙 。 这 些 庙 宇 在 拿 撒 湖  

淹 盖 这 地 方 之 前 ， 已 迁 往 原 来 位 S 上 面 的  

悬 崖 上 -

在 阿 斯 旺 和 第 一 个 大 瀑 布 之 上 ， 是 新  

的 商 坝 和 旧 的 阿 斯 旺 水 坝 。 在 两 个 水 坝 之  

间 是 斐 蜇 岛 ， 岛 上 有 著 名 的 庙 宇 。 位 於 阿  

斯 旺 附 近 的 伊 里 芬 丁 岛 ， 有 丰 富 的 考 古 资  

料 ， 其 中 有 证 据 显 示 耶 路 撒 冷 被 巴 比 伦 人  

摧 毁 后 ， 有 犹 太 人 移 居 至 此 。

距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不 远 ， 是 开 罗 和 基 撒  

金 字 塔 ， 再 往 南 是 埃 及 第 一 个 首 都 摩 弗 古  

城 的 废 墟 。

1 1 1 0  ni lu6 h6

三 角 洲 面 积 大 约 有 丨 2 5 哩 乘 丨 1 5 哩 。 

尼 罗 河 古 代 在 此 分 作 7 条 小 河 流 入 大 海 ， 

现 今 只 剩 两 条 ： 西 面 的 罗 塞 达 河 ， 罗 塞 达  

石 碑 因 此 得 名 ； 及 东 面 的 大 美 达 河 。

对 埃 及 的 重 要 性

若 不 是 尼 罗 河 供 应 水 源 ， 非 洲 的 东 北  

面 将 会 荒 芜 一 片 ， 埃 及 的 文 明 古 国 也 不 会

叶 江 》 m m 带 胎 字 者 先 是  

希 罗 多 徳 ， 都 认 为 埃 及 培 ‘ 二 ^

的 .， 多 个 世 纪 以 来 ， 这 河 在  

积 土 ， 给 予 埃 及 肥 沃 的 土 增 净 沉 啶 的 冲  

产 丰 南 的 农 作 物 ； 尼 罗 河 不 单  

源 ， 它 每 年 的 泛 滥 更 带 来 斯 的 的 来  

机 物 ， 使 土 地 变 得 肥 沃 ◎ 问 时  

滥 浸 润 的 土 壤 ， 得 到 府 不 费 功 ’ 切  

可 以 出 产 优 质 的 农 作 物 。 、的赛奥，

牧 养 牛 群 也 要 旗 赖 尼 罗 河 ，

盛 的 植 物 成 了 很 好 的 牧 场 。 日常 

个 情 展 是 牧 人 带 领 牛 群 渡 河 ，小心 

贪 食 的 鳄 鱼 。

尼 罗 河 也 供 应 了 人 的 需 要 ，除了 

可 作 食 用 ， 河 也 是 沐 浴 洗 衣 的 地 方 a 

时 ， 即 使 是 皇 室 成 员 也 来 到 这 河 ^ 沐 浴  

(参 出 二 5 ; 出 八 2 0 也 可 能 指 这 河 ）。

王 的 儿 女 也 在 较 平 舴 的 河 道 里 学 习 游  

泳 。 尼 罗 河 盛 产 鱼 类 和 水 鸟  > 捕 鱼 （通常 

是 用 鱼 叉 ） 和捕捉水 鸟适 上流社 会 传 统的  

娱 乐 。 鱼 类 和 水 鸟 也 是 埃 及 人 日 常 的 食  

物 ， 特 别 是 富 有 人 家 。 贵族阶级流行 -种  

较 危 险 的 活 动 ， 是在芦苇船上用鱼叉捕措  

河 马 。

尼 罗 河 是 主 要 的 交 通 运 输 航 道 ，船P、 

在 河 道 上 来 回 往 返 。 较大型的船只把货物 

从 河 的 一 端 运 往 另 — 端 。 建 筑 庙 宇 、王宫 

和 陵 墓 ， 都 需 要 把 花 岗 石 从 数 百 11 里外沿^ 

道 运 来 。 现 代 人 也 赞 叹 古 代 河 民 从 南 方 $  

石 场 送 来 巨 大 的 方 尖 形 碑 柱 和 巨 型 石 像 的

技巧。
尼 罗 河 也 是 埃 及 宗 教 生 活 的 一  $ 

征 。 河 流 被 神 化 为 哈 皮 神 ， 在 1午多不^1； 

艺 术 作 品 中 ， 他 都 以 人 的 形 象 出 现 太 ^  

累 下 垂 的 乳 房 和 颇 为 肥 胖 的 身 躯  

要 代 表 那 地 繁 茂 、 丰 富 有 余 的 境  

有 尼 罗 河 所 供 应 的 龟 和 抗 物 。

]圣经  狄是与•成贫
堤 到 尼 罗 河 的 地 方 自 半 择

系的部分，..匕 在 二 及 记 ;:
的 进 遇 ， 以 及 在 和 后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被 奴

记 载 。 ■十昏法老

个 提 及 尼 罗 河 的 地 ^ 法 老 ; 

— • 一 、 亦 钞 境 中 ’

/



河边， # 见 7 只 肥 壮 的 牛 ， 后 来 又 见 7 只 

癯 弱 的 牛 ， 从 河 里 上 米 吞 吃 了 肥 壮 的 牛  

( 参 四 十 一 卜 4 、 1 7 - 2 U 。 这 与 古 埃 及 畜  

牧 的 生 活 习 惯 符 合 ， 也 与 丧 葬 碑 文 中 有 牛  

的描述一致。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寄 居 期 间 ， 生 养 众  

多，威 胁 宥 埃 及 人 的 安 全 ， 法 老 就 下 令 以  

色 列 人 把 生 下 来 的 男 婴 抛 进 河 里 （出 一  

22)。这 引 出 了 庳 西 早 期 生 活 一 连 串 的 亊  

件 „ 他 母 亲 为 了 保 存 他 的 性 命 ， 把 他 匿 截  

在家里 3 个 月 ， 后 来 造 了 一 个 蒲 草 篮 子 ， 

抹 上 防 水 的 石 漆 和 石 油 ， 将 他 放 在 篮 里 ， 

搁 在 河 边 的 芦 获 中 ； 造 篮 子 的 材 料 是 埃 及  

的特产， 很 容 易 获 得 （出 二 3 >。

在 神 的 眷 顾 下 ， 法 老 的 女 儿 带 笤 使 女  

来 河 边 洗 澡 时 ， 就 发 现 了 庠 西 《出 二 5 、 

6 ^ 后 来 ， 摩 西 在 法 老 的 宫 中 长 大 （出 

二1 0 )， 并 学 习 了 埃 及 人 一 切 的 学 问 （徒 

七2 2 )，这 成 了 他 的 部 分 装 谷 ， 好 接 受 后  

来的呼召。

摩 西 逃 亡 旷 野 多 年 之 后 ， 又 回 到 埃  

及。耶 和 华 賜 给 摩 西 能 力 ， 把 水 变 血 ， 作 

为 他 受 冲 差 遣 的 明 证 ； 同 时 证 明 了 神 有 超  

越 大 自 然 和 超 越 埃 及 假 神 的 能 力 （出四

9>。

雎 西 在 河 边 宣 布 了 耶 和 华 的 审 判 （出 

七 1 5 ，八 2 0 > 。 第 一 灾 将 水 变 血 （出七  

15-24， 十 七 5 ; 诗 七 十 八 4 4 ) ， 是 直 接 针  

对 尼 罗 河 和 尼 罗 河 神 哈 皮 的 。 第 二 灾 （蛙 

灾> 也 与 尼 罗 河 有 关 （出 八 3 、5 、9 、1 丨>， 

因 为 蛙 群 是 从 河 里 出 来 ， 覆 盖 全 地 （参 诗  

七十八4 5 >，这 是 要 羞 辱 蛙 头 女 神 赫 可 特 。

历 史 书 里 甚 少 提 及 尼 罗 河 ， 因 为 这 些  

书 卷 涉 及 埃 及 的 记 软 不 多 。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曾 轻 蔑 埃 及 ， 自 夸 说 ： “我 必 用 脚 掌 踏  

干 埃 及 的 一 切 河 。” （王 下 十 九 2 4 >

先 知 书 有 许 多 地 方 提 到 尼 罗 河 。 以赛  

亚 常 提 及 尼 罗 河 ， 在 以 赛 亚 书 七 章 1 8节 ， 

以 赛 亚 说 ： “耶 和 华 要 发 嘶 声 ， 使 埃 及 江  

河 源 头 的 苍 蝇 …… 飞 来 ”， 这 句 子 的 意 思  

是 从 尼 罗 河 上 来 的 军 队 ， 要 授 略 和 屈 辱 以  

色 列 在 论 埃 及 的 审 判 中 （赛 十 九 先  

知 预 见 尼 罗 河 一 带 的 灾 祸 与 福 祉 。 埃 及 会  

有旱灾， 因 为 “海 中 的 水 必 绝 尽 * 河 也 消  

没 千 涸 ” （第 5 节  > ; “埃 及 的 河 水 都 必

滅 少 枯 干 ” （第 6 节 ）• 沿 河 的 天 然 植 物 与

ni Iu6 U l l

尼罗河河神哈皮

所 种 的 谷 物 都 必 枯 萎 （<3、 7 节 >， 打鱼的  

也 必 哀 哭 （第 8 节 ） 。 这 些 悲 你 的 境 况 会  

因 埃 及 最 后 蒙 受 的 祝 福 而 得 以 弥 扑 。

在 预 言 推 罗 的 灾 难 中 （赛 二 十 三 >， 

西 顿 商 人 所 纳 的 贡 品 是 “尼 罗 河 的 庄 稼 ” 

( 第 3 节 ）， 显 示 了 尼 罗 河 谷 所 出 产 的 农 作  

物 的 觅 要 性 。 在 第 1 0节 ， 推 罗 不 再 被 拘  

禁 ，神 吩 咐 她 “流 行 你 的 地 ，好 像 尼 罗 河 ”， 

因 为 耶 和 华 要 除 去 推 罗 的 骄 傲 。

耶 利 米 也 预 言 埃 及 遭 受 的 馋 畋 ， 并形  

容 她 “像 尼 罗 河 涨 发 …… 侉 江 河 的 水 翮  

腾 ” （耶 四 十 六 7、 8 > 。

在 以 西 结 书 汫 及 埃 及 的 预 言 中 （结二  

十九  独 提 到 埃 及 法 老 ， 并 以 尼 罗 河 有

关 的 象 征 来 形 容 他 。 他 被 形 容 为 “在自己  

河 中 的 大 鱼 ’’（第_3节 这 适 指 巨 大 的 枵



1112 n\ mQ It

鱼 。 法 老 自 夸 说 ： “这 河 是 我 的 ’’ （第 3 

节 ； 参 第 9 节 ）， 但 耶 和 华 说 他 会 用 钩 子  

钩 住 王 的 腮 颊 ， 又 使 江 河 中 的 鱼 贴 住 他 的  

鱗 甲 ， 把 他 从 江 河 拉 上 来 （第 4 节 ）。 王 

和 鱼 都 要 在 旷 野 死 亡 （第 节 h 由 於 法  

老 商 傲 自 大 ， 耶 和 华 就 宜 告 要 与 他 和 他 的  

河 流 为 敌 ， 使 埃 及 变 为 荒 废 漬 凉 （第 1 0  

节 K

去 ， 然 后 沉 落 ， “像 埃 及 的 尼 罗 河 摩  

九 5 > 。

最 后 ， 撒 迦 利 亚 提 到 耶 和 华 要 召 聚 以  

色 列 ， 并 说 在 这 过 程 中 ， “尼 罗 河 的 深 处  

都 祜 千 ” （亚 十 1 丨>。

虽 然 提 到 尼 罗 河 的 预 言 主 要 是 审 判 ， 

但 先 知 也 盼 望 审 判 过 后 ， 这 尼 罗 河 之 地 最  

后 可 以 接 受 神 的 賜 福 。

#  -埃 及 - 1 2 。

尼母利
Nemuel
n i m i) 11

〇 屈 流 便 支 派 ， 以 利 押 的 儿 子 （民 二  

十 六 。

© 西 缅 的 一 个 儿 子 （民 二 十 六 1 2 ; 代 

上 四 2 4 > ， 又 称 为 “耶 母 利 （创 四 十 六  

1 0 )。

参 • 耶 母 利 _ 1 9 6 1 。

尼尼微
Nineveh
ni  n i  w e i

亚 述 帝 国 其 中 一 个 首 都 ， 在 亚 述 帝 国  

全 盛 时 期 ， 是 世 上 的 大 城 市 之 一 。 尼 尼 微  

的 位 H 是 现 今 的 伊 拉 克 北 部 ， 即 底 格 里 斯  

河 东 面 ， 与 摩 苏 尔 城 相 对 的 库 壅 积 克 和 拿  

比 约 拿 两 土 墩 。

西 北 面 较 大 的 库 哨 积 克 土 m  ( 约 1 哩 

乘 6 5 0 码 的 范 围 ， 高 ！丨〇呎） 与 拿 比 约 拿 土  

墩 被 商 撒 河 隔 开 。 拿 比 约 拿 土 墩 上 有 一 个  

村 庄 ， 一 座 堪 园 、 一 座 济 真 寺 ， 据 称 内 有  

约 拿 的 坟 基 ， 因 此 不 能 进 行 广 泛 的 考 古 挖  

掘 工 作 。

闹 绕 尼 尼 微 的 砖 墙 有 7 呷 辛 长 ， 包 括  

1 5 座 城 门 （其 中 5 座 已 挖 掘 出 来  并 有 *

巨 大 的 公 牛 石 像 守 卫 荇 ， 反 映 了 这 个 ^  

亚 述 城 市 的 违 筑 特 色 》

历 史

尼 尼 微 在 史 前 时 期 （约 主 1)1丨4 5 ^  

已 有 人 居 住 ， 这 与 创 仳 记 十 审 有 关 这  

违 造 的 记 录 相 符 。 在 尼 尼 微 也 找 到 ~ § 丨  

同 的 早 期 文 化 资 料 （哈 辛 那 . 撒 马 拉 、哈 

拉 夫 、 乌 比 达 K

亚 甲 的 撒 珥 根 （主 前 二 十 四 世纪巾 

期 ） 对 当 时 极 其 繁 盛 的 尼 尼 微 十 分 熟 悉、 

较 后 期 的 王 闪 施 亚 达 一 世  < 约 主 前 1800丨 

在 位 时 的 记 录 ， 述 说 撒 珥 根 的 儿 子 孟 尼 j| 

土 苏 甫 迮 了 尼 尼 微 的 伊 施 他 尔 神 庙 。代表 

爱 与 战 争 的 女 神 伊 施 他 尔 （依妮娜）很适 

合作贪婪和好战的亚 述人 的神• •尼 尼微也  

敬 拜 很 多 别 的 神 ， 而城门也用这些神的名  

字 为 名 。 亚 述 人 敬 奉 那 代 表 著 作 、艺术和 

科 学 的 拿 布 神 ， 反映了亚述人喜爱记事 .  

文 学 、 浮 雕 和 M 雕 。

闪 施 亚 达 一 世 与 汉 模 拉 比 也 先 后 0  

了 尼 尼 微 的 伊 施 他 尔 神 庙 。 撒缦以色一 

与 杜 库 提 宁 努 他 一 世 则 扩 边 和 稳 固 了 3 

城 ， 也 有 其 他 君 王 在 此 兴 宫 殿 ，例M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一 世 、 亚 述 那 斯 保 二 世 ^  

前 》8 3 - 8 5 9 > ， 及 撒 珥 根 二 世 （主前7斤 

7 0 5 > 。 惟 西 拿 基 立 （主 前 7 0 5 - 6 8 1 )以  

尼 微 为 首 都 ， 并 致 力 美 化 这 城 •除了

阿 摩 司 形 容 北 国 以 色 列 要 被 抛 来 抛

C a r l  E .  D e V r i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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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的 窑 殿 之 外 ， 他 又 进 行 了 许 多 工 程 ， 包 

括 t 边 城 墙 、 兴 建 公 园 、 搜 堪 不 同 种 突 的  

憤 物 和 动 物 ， 并 筑 渠 从 3 0 哩 外 把 水 引 进  

城内n 亚 述 从 被 征 服 的 列 国 强 取 的 贡 物 也  

运到 尼尼 微 ；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也 在 亚 述 可 怕  

的 军 队 手 下 屈 服 。

西 拿 痤 立 被 刺 杀 后 ， 他 的 儿 子 和 继 位  

# 以 撒 哈 顿 《主 前 从 叛 徒 手  

中 夺 回 了 尼 尼 微 。 他 在 尼 尼 微 和 迦 拉 分 别  

i t造 荇 殿 ， 怛 他 多 半 时 间 都 在 迦 拉 。

以 撒 哈 顿 之 子 亚 述 巴 尼 帕 （主 前  

却 居 於 尼 尼 微 ， 他 在 那 甩 受 教  

育，并 接 受 体 能 和 军 事 的 训 练 。 他 可 箅 是  

古物 研究 家 ， 熟 悉 亚 甲 文 和 苏 默 文 。 他的  

王 宫 甩 设 立 了 一 个 著 名 的 图 书 馆 ， 这 对 亚  

述 学 的 研 究 非 常 重 要 。 取 布 神 庙 内 也 有 一  

个 早 於 撒 珥 根 二 世 时 期 设 立 的 图 书 馆 ， 但 

无 论 面 积 或 重 要 性 ， 都 远 不 及 亚 述 巴 尼 帕  

的 皇 室 图 书 馆 u 撒 珥 根 及 其 继 位 人 收 集 了  

许多泥版， 亚 述 巴 尼 帕 更 差 逍 文 士 到 亚 述  

和 巴 比 伦 各 地 去 拽 集 和 抄 录 ， 以 致 他 收 藏  

了 数 以 万 计 的 泥 版 • 悚 尼 普 尔 图 书 馆 的 收  

藏一样， 尼 尼 微 的 收 藏 包 含 类 别 很 广 泛 的  

资料： 商 业 文 件 、 信 件 、 皇 室 记 录 、 历史  

文件、辞 I 编 瑤 及 双 语 文 字 、传 说 、神 话 ， 

以 及 许 多 各 种 宗 教 典 锫 ， 如 诗 歌 ， 祷 文 和  

请 神 与 庙 宇 的 名 单 。 泥 版 中 有 7块 保 存 了  

巴 比 伦 的 创 造 故 事 ， 有丨2 块 记 录 了 吉 加  

® 斯 史 诗 ， 其 中 有 洪 水 的 故 事 ； 还 有 其 他  

作品， 常 被 用 以 比 较 圣 经 的 记 钱 ， 包 括 亚  

达 巴 的 故 亊 ， 他 失 去 了 获 得 永 生 的 机 会 ； 

以 及 伊 坦 那 的 传 奇 ， 他 是 一 个 牧 羊 人 ， 后 

飞升上天。

亚 述 巴 尼 帕 也 因 他 的 战 争 和 残 酷 而 知  

名 • 王 宫 内 一 幅 描 绘 和 平 宴 会 景 象 的 浮 雕  

上，也 绘 示 了 一 个 以 拦 人 酋 领 的 头 被 挂 在  

树上 -

在 亚 述 巴 尼 帕 的 晚 年 及 死 后 ， 附 膺 国  

扮 纷 反 叛 。 巴 比 伦 成 为 一 个 独 立 国 ， 并在  

主前(i M 年 与 玛 代 联 盟 ，攻 取 亚 述 和 迦 拉 。 

玛 代 人 西 阿 萨 里 、 巴 比 伦 的 尼 布 普 拉 撒 和  

一 队 西 古 提 军 在 主 前 6 1 2 年 围 攻 尼 尼 微 ；

尼 尼 微 终 被 攻 陷 ， 亚 述 王 辛 沙 里 士 坤 （撒 

单 那 帕 卢 ） 与 城 皆 亡 。

虽 然 亚 述 乌 巴 列 带 若 一 群 尼 尼 微 余  

民， 逃 到 哈 兰 顽 抗 至 主 前 年 ， 但尼尼丨

微 已 完 全 被 毁 ： 希 伯 来 先 知 的 预 言 完 全 应  

验 了 。

尼尼微和圣经

旧 约 有 书 提 到 尼 尼 微 城 。 在 创 世  

记 ， 只 在 列 邦 的 名 单 中 提 到 尼 尼 微 （创 

十 ）， 记 述 宁 录 从 示 聿 地 往 亚 述 去 ， 在那  

S i t 造 尼 尼 微 、利 河 伯 、迦 拉 ， 以及尼尼  

微 与 迦 拉 中 间 的 利 鲜 （丨丨、 丨2 节 >。

以 色 列 王 米 拿 现 的 贡 银 （王 下 十 五  

1 9 、 2 0  > 和 撒 玛 利 亚 的 掳 物 （赛 八 4 

都 被 送 到 尼 尼 微 。 西 拿 基 立 向 希 西 家 索 取  

的 贡 银 ， 也 被 带 回 尼 尼 微 《王 下 十 八 14- 

1 6 > 0

西 单 基 立 在 尼 尼 微 宫 中 的 浮 雕 ， 描绘  

了 围 攻 和 征 服 拉 吉 的 事 （参 王 下 十 九 8 > 。 

西 拿 基 立 坐 在 宝 座 上 ， 面 前 有 许 多 俘 虏 在

苦 苦 哀 求 。 至 於 攻 城 的 过 程 ，也 ----刻在

浮 雕 上 ： 亚 述 军 用 弓 箭 和 破 城 锤 攻 城 ，城 

垴 上 的 守 军 则 用 弓 箭 和 火 把 意 图 把 他 们 击  

退 。 城 m 的 人 背 着 包 袱 从 一 个 城 门 口 逃  

出 ， 好 像 投 降 或 逃 亡 。 在 右 下 方 有 3 个光  

巷 身 子 的 人 ， 被 钉 在 木 柱 上 。

在 芝 加 哥 大 学 东 方 研 究 院 的 角 柱 和 大  

英 傅 物 馆 的 希 勒 纪 事 校 柱 上 ， 记 述 了 西 拿  

基 立 枝 略 优 大 的 亊 件 。 虽 然 亚 述 人 没 有 攻  

取 耶 路 撒 冷 ， 西 拿 基 立 也 可 自 傲 的 夸 耀  

说.•“犹 大 人 希 西 家 不 服 从 我 。 我 围 攻 他  

的 4 6 座 坚 固 城 、堡 垒 ， 以 及 无 数 的 小 村  

庄 ， 征 服 他 们 …… 我 把 希 西 家 困 在 他 的 王  

城 耶 路 撤 冷 中 ， 好 像 笼 中 的 鸟 。”

亚 述 诸 王 与 尼 尼 微 在 以 色 列 历 史 中 ， 

占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部 分 ，但 尼 尼 微 的 名 字 在  

历 史 书 中 只 出 现 丨 次 。 列 王 纪 下 十 九 章 36 

节 说 西 拿 基 立 在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手 下 ， 失去  

1 8 5 , 0 0 0人 之 后 ， 就 “拔 营 回 去 ， 住在尼  

尼 微 ”。 主 前 (; 8 1 年 ， 他 就 在 城 中 的 尼 斯  

洛 （宁 努 他 ， 参 王 下 十 九 3 7 ; 代 下 三 十  

二2丨； 赛 三 十 七 3 8 ) 神 庙 里 ， 被 两 个 儿  

子 杀 了 。

约 拿 书 有 较 多 地 方 提 到 尼 尼 微 ， 因为  

神 特 意 差 逍 先 知 约 聿 往 尼 尼 微 ， 向城中 的  

人 宣 告 审 判 。 尼 尼 微 被 称 为 " 那 大 城 ” 

一  2 , 三 2 > , 并 且 被 形 容 为 一 座 “极 

大 的 城 ， 有 三 日 的 路 程 ” （象 三 尼 尼  

微 所 包 括 的 范 闱 必 定 超 过 库 审 积 克 和 • 比



约 拿 两 个 土 傲 。 一 些 解 经 家 认 为 尼 尼 微 的  

范 围 包 括 一 些 与 她 有 联 系 的 城 市 ， 包 枯  

“亚 述 三 角 洲 ”， 即 底 格 里 斯 河 与 大 撒 伯  

谙 河 之 间 的 三 角 地 带 ， 从 北 面 的 袞 尔 萨 巴  

德 伸 展 至 南 而 的 尼 姆 得 德 。

耶 和 华 说 ： “这 尼 尼 微 大 城 ， 其 中 不  

能 分 辨 左 手 右 手 的 有 十 二 万 多 人 。” （拿 

四 1 1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数 字 是 指 城 中 无  

知 的 儿 谊 ， 因 此 推 断 尼 尼 微 的 人 口 约 为  

6 0 万 人 。 然 而 ， 较 合 理 的 解 释 是 这 1 2 万 

多 人 代 表 了 全 城 的 人 口 ， 而 不 能 分 辨 左 右  

手 只 是 形 容 尼 尼 微 人 灵 里 的 昏 暗 。

约 家 宣 告 了 一 个 审 判 和 灭 城 的 信 息 ， 

怛 尼 尼 微 城 的 悔 改 使 他 们 得 着 解 救 （拿 三  

6 - 1 0 > 。 那 鸿 也 用 生 动 的 语 句 宣 布 这 城 最  

终 的 洱 没 。 西 番 雅 也 宣 告 尼 尼 微 的 毀 灭 ， 

并 预 言 这 城 必 荒 凉 ， 成 为 群 畜 躺 卧 之 处 ， 

就 是 连 经 过 的 人 也 摇 头 嗤 笑 她 （番 二 13- 

1 5 > 。

尼 尼 微 是 被 巴 比 伦 、 玛 代 和 西 古 提 的  

联 军 所 摧 毀 的 。 这 城 的 毁 坏 是 彻 底 而 惊 人  

的 ， 不 到 几 个 世 纪 ， 这 城 的 位 置 已 被 人 遗  

忘 了  ◊ 主 前 4 0 1 年 ， 赞 诺 芬 （按 ： 希 腊 哲  

学 家 与 历 史 家 > 与 希 腊 军 队 撤 退 经 过 尼 尼  

微 遗 址 时 ， 竞 全 不 察 觉 。 主 后 第 二 世 纪 ， 

希 腊 讽 刺 诗 人 路 其 安 说 ： “尼 尼 微 的 毀 坏  

如 此 彻 底 ， 人 再 不 能 指 出 她 的 位 置 。 这 城  

没 有 留 下 一 点 痕 迹 。”

新 约 唯 一 提 及 尼 尼 微 的 福 音 书 ， 也 是  

关 乎 审 判 的 信 息 。 耶 稣 回 应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的 要 求 时 ， 说 邪 恶 的 世 代 常 寻 找 神 迹 ； 

正 如 约 章 是 给 尼 尼 微 的 一 个 记 号 ， 耶 穌 也  

是 给 牠 那 世 代 的 一 个 记 号 （太 十 二 3 8 -  

4 0 ; 路 十 一  2 9 - 3  1 ) „ 池 又 宣 告 说 ， 到 审  

判 的 时 候 ， 尼 尼 微 人 要 起 来 定 耶 穌 那 世 代  

的 罪 ， 因 为 他 们 听 了 约 拿 所 说 的 都 悔 改  

了 ； 现 在 却 有 一 位 比 约 拿 更 大 的 来 了 （太 

十 二 4 1 ; 路 十 一 3 2 ) 。

C a r l  E .  D e V r i e s

参 " ■亚述 / 亚 述 帝 国 " 1 8 9 8 :  _汉模拉

比 法 典 _ 5 5 6 。

尼普 尔
Nippur
nt  pd dr

古 代 米 所 波 大 米 （现 今 的 伊 拉 克 ） 的

1114 ni pO i r

一 座 城 ，是 宗 教 、商 业 和 文 举 .

里 然 圣 经 没 有 提 过 这 城 ， 伯 ^ 场 的 中 ( 、 

古 发 现 对 旧 约 学 者 来 说 却 很 = 每也的、 

发 现 许 多 的 換 形 文 宇 泥 版 拽 f t、  

十 分 相 近 ， 有 助 於 解 明 旧 约 电 】约的if.笔 
— 些 旧 约 经 文 和 背 最 。 边 ，玫—

宗 教

尼 普 尔 敬 奉 多 神 ， 但主要的  

之 神 恩 里 勒 ， 闪 族 人 称 之 为  = « 风 》 

恩 里 勒 也 被 称 为 “天地的王•，勒•或巴力.

王 '  H  •■众神之王' 他 的 =  

库 尔 （意 即 “山 之 屋 ”
教 圣 地 。 昔 日 许 多 人 往 尼 普 尔 朝 圣  ^ 

今 日 的 回 教 徒 往 麦 加 朝 圣 。

地 理 位 置

尼 普 尔 的 废 墟 ， 今 日 称 为 努 法 尔 大  

约 在 巴 格 达 以 南 1 0 0 哩 ， 巴比伦东南面 6〇 

哩 ， 在 舒 鲁 帕 克 和 基 士 两 古 城 的 遗 址 中  

间 ； 这 些 古 城 列 於 苏 默 王 的 名 单 上 ，并且 

与 洪 水 有 关 。 努 法 尔 有 许 多 土 墩 ，这些土 

墩 平 均 高 5 0 至 6 0 呎 。 最高的一个位於东  

北 角 ， 高 约 9 5 呎 ， 称 为 宾 特 阿 美 ，意〇 

是 “公 主 ” （直 译 则 是 “君王的女儿”)• 

这 是 庙 塔 的 所 在 地 ； 这种庙宇是米所波大  

米 城 市 的 特 色 。 恩 里 勒 神 庙 就 在 附 近 。有 

一 座 三 角 形 的 土 墩 称 为 “泥 版 丘 ”，因在 

其 上 发 现 许 多 楔 形 文 字 泥 版 ，那就是祭3 

居 住 的 地 方 ， 也是神庙图书馆和学校的所  

在 地 。

t 土 文 明

这 地 方 显 示 曾 有 不 同 时 期 的 人  

f 提 供 许 多 有 关 建 筑 和 艺 术 方 面 f 知一真 

^ 些 知 识 来 自 远 古 不 同 时 期 的 文 ^ 知 袖 小  

巨亚 拉 伯 的 时 代 。 大 S 出 土 的 资 的 

C物 帮 助 我 们 了 解 不 同 时 代 、 不 p 

、的 日 常 生 活 和 志 趣 。 女尤其接

M 重 要 的 要 辟 是 大 贵 的 2 3 为 我 们 择  

之 以 千 计 的 泥 版 。 这 些 资 料 特 文 字 的  

矣 主 前 三 千 和 二 千 年 代 浩 瀚 2 禮 g 的 .这 

a 识 。 所 发 现 的 泥 版 有 许 多 学 者 也 对 从  

^ 即 使 泥 版 有 残 缺 的 部 $ 二 

H 也 相 同 的 版 本 拼 凑 出 完 整 一 个 艄 有  

亦 普 尔 的 文 学 遗 产 S  ’



这 便 是 早 期 苏 默 版 本 的 洪 水 故  

味的记 I k 大 米 的 洪 水 故 事 常 被 称 为 吉 加  
事。# ^  因 为 这 是 传 说 中 的 乌 得 克 王 吉  

枣斯史1 的’冒 险 故 事 的 一 部 分 。 吉 加 墨 斯 史  

洲 療 闪 系 语 文 亚 甲 文 写 成 ， 日 期 约 为  

i寺用二千年代初。 亚 甲 文 文 献 多 半 在 尼 尼  

主 前 ^ 迷 巴 尼 帕 图 书 馆 中 发 现 ， 有 些 则 在

人 的 波 格 斯 凯 和 埃 及 的 亚 马 拿 发 现 。 
# 提这些 早 期 的 洪 水 故 事 有 许 多 地 方 与 圣  

好 的 记 软 相 类 似 ， 但 其 丨 闻 的 分 别 也 很 明  

^ 米 所 波 大 米 浓 阳 的 泛 神 主 义 ， 跟 圣 经  

请 楚 的 一 神 主 义 有 显 著 的 不 同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神 话 和 虽 经 的 记 载 ， 都 是 追 溯 原 来 的  

事件，但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版 本 却 被 那 些 负 责  

抄 彔 祭 司 和 历 史 家 窜 改 或 增 删 。

在 尼 普 尔 的 苏 默 文 献 中 ， 也 有 由 神 明  

创 造 天 地 的 故 事 ， 这 故 韦 1与 其 他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区 的 创 造 故 事 和 圣 经 的 记 载 相 类 似 。

除 了 神 话 、 传 说 和 史 诗 （有 时 是 反 映  

实 际 的 事 件 ， 如 创 造 与 洪 水 ） 之 外 ， 还有  

法典，诗 肷 和 其 他 宗 教 文 献 、箴 言 、书 信 、 

皇室铭文、 商 业 记 录 ， 以 及 字 音 表 。

苏 默 诗 像 许 多 古 代 近 东 的 诗 一 样 ， 具 

对称 的特色 。 这 些 对 称 或 同 义 或 反 义 ， 尤 

其是箴言， 常 以 对 句 来 表 达 同 一 个 意 思 或  

相反 的 意思 。

由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城 市 的 神 庙 均 接 受 多  

种 奉 献 和 税 款 ， 因 此 ， 泥 版 中 发 现 有 许 多  

有 关 经 济 方 面 的 记 录 。 这 些 泥 版 的 内 容 都  

是 沉 闷 和 重 复 的 ， 但 对 於 研 究 某 一 地 区 的  

经 济 历 史 却 很 有 价 值 。 一 些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记 录 包 括 一 组 共 超 过 7 0 0 块 的 泥 版 ， 上面  

刻 有 一 个 由 多 位 巴 比 伦 银 行 家 和 商 人 开 设  

的 商 号 的 来 往 账 目 。 由 於 这 商 号 要 负 责 在  

0 地 区 为 波 斯 政 府 征 收 税 款 ， 所 以 在 他 们  

的1己 录 中 有 纳 税 者 的 名 字 。 在 邪 些 名 单 中  

t 希 伯 来 的 名 字 ， 显 示 许 多 被 掳 的 犹 太 人  

在 这 里 居 住 下 来 ， 并 听 取 耶 利 米 的 劝  

绝’为 被 城 之 城 求 平 安 ， 为 她 祈 祷 ， 并继

h 主 在 那 里 直 至 7 0 年 满 了 （耶 二 十 九 卜  

,1)„

伦 连 尼 普 尔 械 靠 — 条 可 通 船 的 运 河 与 巴 比  
與 传 起 來 ， 巴 比 伦 人 称 这 运 河 为 卡 巴  *

* 在 圣 经 中 则 称 为 迦 巴 铬 。 主 前 5 9 7 年

f 约 雅 斤 王 一 起 被 掳 至 巴 比 伦 的 先 知 以 西  
-X ， 提 到 他 与 被 掳 者 在 迦 巴 伤 河 边 ” 

看 见 神 的 异 结 一 丨 、 3 > , 这 暗 示 被 掳  

的 犹 太 人 是 在 尼 普 尔 或 附 近 地 方 。

7 〇年 期 满 以 后 ， 以 色 列 人 从 巴 比 伦  

回 到 犹 大 ，但 许 多 人 仍 留 在 被 掳 之 地 。 在 

尼 普 尔 发 掘 出 来 的 一 些 器 皿 上 ， 有希伯来  

文 的 铭 刻 ， 显 示 犹 太 人 有 好 几 个 世 纪 仍 居  

於 尼 普 尔 。

C a r l  E. D e V r ie s
参•米所波大米/ 美索不达米亚 _ 1 0 3 8。

尼普心
Nephisim
ni pQ xTn

被 掳 后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同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群 人 ， 他 们 被 列 於 殿 役 之 中 （拉 二  

5 0 ; 尼七  5 2 >。

尼散月
Nisan
nl  s ^ n  y u 6

希 伯 来 丨 月 份 的 巴 比 伦 名 称 （尼二  

1， 斯 三 7 > 。

参••历法- 8 7 7。

尼斯洛
Nisroch
n i s i l u 6

西 拿 基 立 王 敬 奉 的 神 。 西 拿 基 立 就 在  

尼 尼 微 的 尼 斯 洛 神 庙 里 被 儿 子 亚 得 米 勒 和  

沙 利 色 所 弑 （王 下 十 九 3 7 ; 赛 三 十 七 3 8 > ° 

尼 斯 洛 是 亚 述 帝 囯 首 都 尼 尼 微 城 的 守 护  

神 ；他 与 另 一 个 亚 述 神 抵 努 斯 古 ， 可能是  

同 一 个 神 。

参 . 亚 述 / 亚述帝国• 1 8 9 8。

尼他应
Netaim
ni t 3 yTn g

王 聘 用 的 窑 匠 的 原 居 地  <代 上 四 2 3 > -

尼探雅
Nethaniah

n1 利 沙 玛 的 儿 子 ，以 实 玛 利 的 父 亲 ，

Q1 pu xin 1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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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大 皇 室 的 — 员 （王 下 二 十 五 2 3 、 2 5 ;

耶 四 十 8 - 1 5 ， 四  ^ ----- * * - 1 ^  ) 〇

© 亚 萨 四 子 之 一 ； 大 卫 在 位 时 ， 受 训  

在 圣 所 供 职 的 二 十 四 班 乐 师 中 第 五 班 的 领  

导 人 （代上 二十五 2 - 丨‘2 > 。

€)约 沙 法 王 派 往 犹 大 各 城 教 导 律 法 的  

利 未 人 之 一 （代 下 十 七 》>。

〇 示 利 米 雅 的 儿 子 ， 犹 底 的 父 亲 。 犹 

底 在 犹 大 王 约 雅 敬 朝 中 供 职 （耶 三 十 六  

14 >。

尼 提 宁 / 殿役
Nethinim, Temple Servants
n i  t i  n i n g  /  d i 幺n  y l

“尼 提 宁 ” 只 在 以 色 列 人 从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著 作 中 出 现 （代 上 ； 拉 ； 尼 > “尼

提 宁 ” 一 词 源 於 一 希 伯 来 动 词 “聿 单 ”， 

意 思 是 “给 予 ”、 “分 别 出 来 ”、 “呈 献 ”， 

而 “尼 提 宁 ” 的 意 思 就 是 “交 出 来 的 人 ” 

或 “分 别 出 来 或 献 身 的 人 ”。 七 十 士 译 本  

把 这 词 译 为 “献 身 的 人 ”。 近 代 一 些 译 者  

参 照 约 瑟 夫 （《犹 太 古 史 > 1 1 . 5 . 1 )， 指 他  

们 为 “殿 役 ”。

在 被 掳 之 前 ， 尼 提 宁 在 圣 殿 的 事 奉 显  

得 十 分 活 跃 。 历 代 志 上 九 章 2 节 把 他 们 与  

祭 司 ， 利 未 人 并 列 ， 他 们 都 分 得 自 己 的 城  

邑 。 他 们 的 次 序 是 ： 祭 司 、 利 未 人 、 尼 提  

宁 ， 显 示 尼 提 宁 是 在 利 未 人 的 管 辖 之 下  

( 参 尼 1 ：7 3 ， 十 一 3 、 2 0 、 2丨>。 被 掳 归 回  

后 ， 他 们 仍 是 圣 殿 的 工 作 人 员 （拉 二 U 、 

5 « , 七 7 、 1M , 八  1 7 、 2 0 ; 尼 七  4 6 、 6 0  ) 0 

他 们 居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拉 七 7 ; 尼 三 3 1 ,  

十 一  2 丨 > , 并 参 与 修 筑 城 墙 的 工 作 （尼 三  

2 ( i ) w

尼 提 宁 究 竞 指 什 么 人 ， 未 能 完 全 确  

定 。 民 数 记 三 十 一 章 4 7 节 记 载 利 未 人 收  

纳 了 一 些 俘 虏 ， 叫 他 们 做 粗 重 和 皁 下 的 工  

作 • • 基 遍 人 被 吸 纳 在 以 色 列 中 作 奴 仆 的 时  

候 ， 他 们 也 被 分 派 为 以 色 列 全 会 众 和 耶 和  

华 的 圣 坛 作 劈 柴 挑 水 的 工 作 （书 九 9 - 2 7 ) 。 

大 卫 也 曾 命 战 俘 做 这 等 工 作 ， 增 加 了 会 嵇  

中 作 仆 役 的 人 数 （拉 八 2 0 > 。 圣 殿 违 成 后 ， 

圣 殿 需 要 增 加 工 作 人 员 ， 所 罗 门 便 增 加 了  

圣 殿 仆 役 的 人 数 。 这 群 新 增 的 仆 役 被 称 为  

“所 罗 门 仆 人 ”。以 斯 拉 记 录 了 有 3 9 2 个 尼  

提 宁 归 回 耶 路 撤 冷 （拉 二 5 8 ) ， 并 在 重 逮

的 圣 殿 中 ， 迸 操 他 们 祖 先 在 被 掳 前 所  

工 作 。

尼 提 宁 被 列 为 重 新 与 神 立 约 的 会 众 、 

员 ， 他 们 与 神 立 约 ， 把 自 己 完 全 献 身 &  

( 尼 十  2 8 、 2 9  > 。

参 “会 楙 . 圣 殿 " 596: •祭司和利未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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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陀法
Netophah
n i  t u 6 fft

大 卫 3 0 名 勇 士 中 ， 其中两位的家乡 

和 称 号 （撒 下 二 十 三 2 8 、 2 9 ; 代上十、 

3 0 ， 二 十 七 1 3 、 1 5 > 。 耶路撤冷在主篇 

5 B6 年 被 巴 比 伦 攻 陷 后 ， 基大利作省长， 

— 些 军 长 来 见 他 ， 其中一名军长西茉雅就  

是 一 个 尼 陀 法 人 （王 下 二 十 五 2 3 ; 耶四 

十 8 > 。 与 所 罗 巴 伯 和 耶 书 亚 一 起 从巴比 

伦 返 国 的 人 中 ， 有 5 6 名 是 尼 陀 法 人 （拉 

二 2 2 >。

历 代 志 上 九 章 1 6 节提到利未人住在  

“尼 陀 法 人 的 村 庄 ”， 而尼希米记十二章  

2 8 节 又 说 ， 在 圣 殿 歌 唱 的 人 从 耶 路 撤 冷  

的 周 围 和 “尼 陀 法 的 村 庄 ” 聚 集 „ 这两处 

经 文 都 显 示 尼 陀 法 是 一 个区域的名称，而 

不 只 是 一 个 城 镇 。

尼 陀 法 与 伯 利 恒 相 连 （参代上二 

5 4 ; 尼 七 2 (; > ， 显示尼陀法与伯利恒是在  

附 近 。 但 尼 陀 法 确 实 的 位 S 不 详 ，锒有N  

能 的 地 点 是 伯 利 恒 东 南 面 哩 外 的 伯 法  

卢 废 墟 。 那 地 附 近 有 一 水 泉 名 “尼陀夫 

泉 ”， 大 概 是 保 留 了 古 代 尼 陀 法 的 名 字 .

尼悉
Nezib
n f  x l

犹 大 支 派 分 得 的 地 业 ， 在商原上的> 

座 城  < 书 十 五 4 3 > 。 尼 悉 的 所 在 地 软 fi拉 

吉 以 东 ， 现 今 的 拜 特 尼 悉 废 墟 。

尼 希 兰
Nehelamite
n i  x l 丨焱n

假 先 知 示 玛 雅 的 祖 先 或 出 生 地 （邱二 

十 九 2 4 、 3丨、 3 2  >。 这 名 字 的 来 源 不 ^  

知 - 然 而 ， 根 据 语 源 学 的 分 析 它 与 希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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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的 “梦 ” 字 相 似 ， 可 能 是 耶 利 米 为 了 嘲  

笑 示 玛 雅 自 创 的 称 号 ， 他 讥 笑 这 假 先 知 是  

一个做梦者。 一 个 可 能 性 不 大 的 说 法 认 为  

尼 希 兰 是 指 约 但 河 东 的 — 个 城 镇 希 兰 （参 

撒下十1 6、 1 7 > 。

尼希米
N e h e m ia h
nl xi m i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旧 约 提 及 的 3 个 人 物 。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耶 和 华 必 安 慰 ”， 正适  

合 这 充 满 盼 望 和 应 许 实 现 的 时 期 。

® 於 主 前 5 3 8 年 稍 后 的 时 间 ， 与 所 罗  

巴伯— 起 ， 从 巴 比 伦 回 国 的 被 掳 者 名 单 中  

的 一 位 首 领 （拉 二 2 ; 尼 七 7 >。

©  “管 理 伯 夙 的 — 半 ”， 於 主 前 4 4 4  

年 协 助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人 （尼三丨 6 >。

国 时 期 的 犹 大 省 长 。 他 原 是 波 斯  

达 薛 西 — 世 《主 前 4 6 4 - 4 2 4 ) 的 酒 政 ， 

要 求 : 王 派 他 到 犹 大 ， 援 助 族 人 的 困  

允 其 是 协 助 诳 违 耶 路 撒 冷 （尼一  ！至 

s 8 > ° 他 被 委 任 为 犹 大 的 省 长 达 1 2年 。

知 道 ^ 〜 到 耶 路 撒 冷 ， 立 即 视 察 城 瑞 ， 他 

域内 g 筑 城 墙 是 当 务 之 急 ， 因 城 墙 可 保 障  

的 中 的 安 全 * 并 可 作 敗 居 犹 大 地 的 犹 太 人  

计戈l/ L、。 他 能 够 汇 集 力 ® 去 支 持 和 完 成 这  
祷吿’鼓 明 了 他 的 管 理 和 行 政 才 能 。 他的  

和 秘 4 -丨丨， 二 及 坚 信 神 的 引 导  

个 人 竖 （尼 二 8 、 丨》、 < 2 0 >， 也 显 明 了 他  

強 的 佶 心 。 他 要 面 对 邻 近 的 撒 玛 利

亚 、 亚 扪 和 亚 拉 伯 等 强 大 势 力 的 敌 视 和 威  

吓 （尼四丨 - 9， 六丨-丨4>。 他 也 要 求 经 济  

方 面 的 公 平 分 配 （尼 五 ）， 因 有 些 富 裕 的  

犹 太 人 利 用 粮 食 不 足 的 境 况 ， 向 穷 乏 的 弟  

兄 谋 取 高 利 。

尼 希 米 对 耶 路 撒 冷 的 关 注 ， 也 包 括 复  

兴 圣 殿 敬 拜 的 强 烈 意 想 。 他 参 与 制 定 一 份  

约 书 ，供 犹 太 人 签 名 起 誓 ， 支 持 圣 殿 供 职  

的 人 员 和 供 应 祭 品 （尼 十 1、 3 2 - 3 9 >。 他 

洧 楚 # 见 犹 大 当 时 极 需 要 的 不 仅 是 稳 定 的  

政 治 局 势 ，也 需 要 宗 教 的 & 兴 。 这 些 宗 教  

改 革 是 在 他 作 省 长 的 第 二 段 时 期 进 行 的  

( 尼 十 三  >。 那 段 时 期 内 所 作 的 其 他 改 革  

包 括 守 安 息 日 （尼十三丨 5 -2 2 > ， 以 及 解  

决 与 外 邦 人 通 婚 的 问 题  < 尼 十 三 2 3 - 2 7 >。 

尼 希 米 是 一 位 很 有 魄 力 的 领 油 （第 ” 节匕  

在 这 个 政 治 和 经 济 疲 弱 的 时 期 ， 他使用 了  

帝 国 賦 予 的 权 力 ，使 犹 大 地 的 居 民 ® 新违  

立 国 家 和 宗 教 的 身 分 。

L e s i l e  C . A l l e n  

参 " 尼 希 米 记 • 1 1 1 7 : - 以 斯 拉 # 1  _ 

2093: • 以 斯 拉 记 " 2093: _被 捕 归 回 时 期 —

1 12〇

尼希米记
N e h e m ia h , B ook  o f
ni xf ml jl

背景
主 前 59 7年 ，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从  

耶 路 撒 冷 擴 去 第 一 批 犹 太 人 。主 前 5 8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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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比 伦 人 再 来 ， 掠 夺 、 焚 毁 耶 路 撒 冷 与 圣  

殿 ， 并 掳 去 6 至 8 万 犹 太 人 。 被 掳 的 人 在  

不 同 地 区 安 顿 下 来 ， 并 享 有 一 定 的 自 由 。 

他 们 从 亊 农 业 和 商 业 ， 有 些 人 的 生 活 也 相  

当 富 裕 。 犹 太 人 的 长 老 仍 发 挥 他 们 的 作  

用 ， 也 有 先 知 像 以 西 结 一 样 ， 在 被 掳 的  

人 中 亊 奉 ， 民 众 也 知 道 要 抗 拒 异 教 的 迷

随 有 波 斯 王 古 列 的 兴 起 （主 前 5 5 9 -  

5 3 0  ) , 被 掳 的 犹 太 人 的 命 运 戏 剧 性 地 改  

变 了 . 古 列 是 一 个 有 文 化 和 开 明 的 政 治  

家 ， 他 征 服 了 巴 比 伦 不 久 ， 就 下 了 一 道 谕  

令 ， 容 许 被 掳 的 人 返 回 故 乡 （拉 一  H )。 

於 是 ， 有 两 批 被 掳 的 人 分 别 返 回 犹 大 ，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遗 址 重 建 一 所 圣  

殿 ， 时 为 主 前 5 1 6 年 。 后 来 ， 在 亚 达 薛 西  

— 世 在 位 期 间 ， 又 有 两 批 犹 太 人 ， 分 别 在  

以 斯 拉 （主 前 和 尼 希 米 （主 前 4 4 5 >  

的 带 领 下 ， 从 巴 比 伦 回 国 。 从 这 些 回 国 的

犹 太 人 中 ， 一 个 以 神 权 统 治 的 犹 大 ----

“犹 太 人 ”， 逐 渐 萌 生 。 他 们 忠 於 神 的 律

法 ， 抗 拒 外 邦 人 的 影 响 ， 并以耶路撤 0  

中 心 。

内 容 提 要

在 主 前 年 的 冬 天 ， 波斯的宫以  

在 以 拦 的 故 郎 书 珊 城 （尼一丨）。尼希| 

在 宫 中 担 任 一 个 饵 贵 而 具 影 响 力 的 离 (j 

( 二 U 。 当 时 ， 有几个犹大人从耶路撤 ^  

来 到 ， 其 中 有 尼 希 米 的 兄 弟 。他们描过® 

路 撒 冷 的 情 况 ， 使尼希米极其忧俱和伤 f  

( —  2 - 4 ) • 经 过 迫 切 的 祷 告 ， 4个月之后， 

尼 希 米 在 军 兵 的 护 卫 下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卜  

5 至 二 1 丨 > 。 他 巡 视 了  3 日 之 后 ，知道里 

城 墙 将 是 他 首 要 的 任 务 （二丨2至三32),

由 於 一 种 新 的 民 族 主 义 爆 发 ，使潘伏 

着 的 反 对 势 力 暴 铒 出 来 。 在敌对他们的人 

中 ，有 参 巴 拉 、多比雅和基善几个有势力、 

有 办 法 ，又 狡 滑 的 领 袖 。他们讥笑犹太人， 

又 制 造 谣 言 ， 指他 们 重 建 城 墙是 密 谋 背 § 

王 （二 1 9 , 四 1 - 3、 7 - 1 4， 六 但| 

希 米 倚 茚 祷 告 ， 对应每一个谣言和恶计， 

坚 决 地 抗 拒 任 何 使 他 煸 离 目 标 的 事 情 .ft 
太 人 中 也 有 叛 徒 与 他 作 对 （六丨0.丨4, 

1 7 - 1 9 ) 。 尽 管 有 各 种 敌 对 势 力 ，但耶路 

撒 冷 城 垴 终 於 重 建 成 功 （六 1 5 )，并且在 

热 烈 的 庆 祝 声 中 再 次 奉 献 给 神 （十二27. 

4 3 )  0

祭 司 和 文 士 以 斯 拉 宣 读 摩 西 的 津 法 ， 

再 由 利 未 人 解 释 之 后 ， 民众的反应是：为 

罪 痛 悔 ， 又 因 神 欢 欣 （八9-丨8>。尼希米 

记 他 们 禁 食 祷 告 （九丨 - 3 7 ) ， 重新立约 

《九 3 8 至 十 2 9 ) , 并起誓要遵守神的诚命 .  

典 章 和 律 例 （十 3 0 - 3 9 ) 。 第十一至十二 

章 谈 到 不 同 的 任 命 和 职 务 ， 包括俗务和圣 

职 ， 并 列 出 被 任 命 者 的 名 字 ；跟甚犹太人 

决 意 与 犹 太 教 以 外 的 外 邦 人 、闲杂人绝交 

( 十 三 1 - 3 > 。

在 这 重 要 时 刻 ， 尼希米回到书珊去達 

职 ，他 获 准 再 回 犹 大 。他回到耶路撤冷时 

发 现 严 重 的 纪 律 问 题 又 再 出 现 ，他的软夂 

多 比 雅 与 祭 司 以 利 亚 实 结 亲 （十三4•…， 

利 未 人 得 不 到 足 够 的 供 应 （十三丨0‘ 

1 4 >  ; 众 民 违 反 安 息 日 的 条 例 （十三丨 

2 2 ) ; 犹 太 人 与 非 犹 太 人 通 婚 （十三2 

3 1 > 。 由 於 与 外 族 人 通 婚 的 情 况 愈 来 ^  

遍 ， 他 们 的 儿 女 都 不 会 说 希 伯 来 话尼 希 米 速 适 城 玷 的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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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停 止 同 化 的 危 险 ， 尼 希 米 严  

: 项 诽 外 的 政 策 。

庹 执 书 的 结 尾 显 得 颇 为 突 然 ， 描 述 尼 希  

^ lAt1 麾 不 留 情 的 处 理 这 些 编 离 新 订

: 以 法 则 的 情 况 。

¥  据 约 瑟 夫 和 其 他 早 期 作 者 的 记 载 ，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在 早 期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 合 成 一 卷 的 ， 并 称 以 斯 拉 记 。 最 早 把 两  

卷 ^ 分 开 是 1 4 4  8 年 611希 ^ 白 抄 ' 本 ， 1见 

代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则 分 别 称 它 们 为 以 斯 拉 记  

及尼希米记。 在 丨 日 会 勺 ^ 希 ■ 月 (七十  

士译本 > 中 ， 这 两 卷 书 也 是 合 成 — 卷 。 在 

三世纪初， 俄 利 根 是 第 — 个 人 见 证 这 两 卷  

书是分开的。 尼 希 米 记 中 ， 大 部 分 是 尼 希  

米 的 个 人 回 忆 录 ， 学 者 们 多 认 为 是 真 实 可  

靠的。

本 书 的 历 史 背 景 可 从 18 9 8 至 19 0 8 年 

在 伊 里 芬 丁 发 现 的 蒲 草 卷 中 获 得 肯 定 ； 伊 

里 芬 丁 是 上 尼 罗 河 的 一 个 岛 屿 。 森 美 忒 库  

二 世 （主 前 5 9 3 - 5 8 8 ) 曾 在 此 建 立 一 个 犹

伯 西 北 部 的 官 员 。

写作年代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两 人 ，到 底 谁 先 到 达  

耶 路 馓 冷 ，曾 引 起 激 烈 的 争 辩 老 无 疑 问 ， 

尼 希 米 是 於 主 前 4 4 5 年 抵 达 耶 路 撒 冷 的 。 

有 人 反 对 以 斯 拉 早 於 丨 3 年 前 即 主 前 458 

年 ， 到 达 耶 路 撒 冷 ，这 意 见 引 起 许 多 有 关  

历 史 和 经 文 资 料 考 据 的 问 题 ； 这 些 问 题 非  

常 复 杂 ，因 此 不 能 在 这 里 加 以 讨 论 。然 而 ，

要 了 解 本 书 的 厲 灵 价 值 ， 并 不 需 要 确 实 地  

理 解 其 年 代 的 细 节 。 否 定 传 统 的 年 代 # 法

的 争 辩 并 非 全 无 漏 洞 ， 也 不 能 解 决 原 有 的  

复 杂 问 题 。

尼希米其人

占 去 尼 希 米 记 大 部 分 篇 幅 的 尼 希 米 个  

人 回 忆 录 ，显 示 了 一 个 尊 贵 而 敬 虔 的 人 0 

他 满 有 感 悄 ，梢 明 而 爱 国 ：他 宽 大 、忠 诚 ， 

有 政 治 上 的 敏 锐 感 ， 又 有 宗 教 的 热 诚 ； 他 

完 全 委 身 於 神 ， 有 出 色 的 组 织 能 力 和 满 有  

魄 力 的 领 导 才 能 。 同 时 ， 当 尼 希 米 面 对 同

太殖民地。 伊 里 芬 丁 蒲 草 卷 保 存 良 好 ， 以 

亚 兰 文 书 写 ， 是 主 前 五 世 纪 这 波 斯 时 代 犹  

太 殖 民 地 遗 留 的 文 献 。

这 批 蒲 草 卷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项 ， 是 主 前  

4 0 7年 一 封 呈 交 犹 大 的 波 斯 总 督 的 信 件 替  

本 • 在 信 件 写 成 的 3 年 前 ， 伊 里 芬 丁 的 一  

所 犹 太 人 殿 堂 被 破 坏 了 ， 这 件 亊 促 使 写 信  

人 给 耶 路 撒 冷 大 祭 司 约 哈 难 （参 尼 十 二  
12、 1 3 > 写 了 这 封 信 。 在 那 封 给 犹 大 总  

信 中 ， 他 们 要 求 准 许 重 建 殿 堂 ， 信中  

$ 提 及 他 们 已 向 参 巴 拉 的 儿 子 底 莱 雅 和 示  

^ 米 雅 发 出 同 样 的 请 求 （参 巴 拉 是 尼 希 米  

对 头 ， 参 尼 二 1 〇 、 1 9 ， 四 1 > 。 伊 里 芬  

满 草 卷 显 示 参 巴 拉 是 撒 玛 利 亚 省 的 省  

(二 多 比 雅 是 约 但 河 外 的 亚 扪 省 的 省 长  

1 9 > 。 这 又 证 实 了 犹 大 有 两 个 不  

1()a | 力 中 心 ： 社 会 的 和 宗 教 的 ， 主 前  
考 $ 4()7 年 的 大 祭 司 是 约 哈 难 （十 二 1 3 )。 

份文$ 家 又 发 现 支 持 尼 希 米 记 史 实 的 另 一  

件， 那 是 — 封 在 埃 及 基 拉 萨 发 现 的 信  

处坪 5 件由•‘亚 扪 省 长 多 比 雅 ，，发 出 ， 为 
希 米 1 的 事 务 。 这 多 比 雅 大 概 是 敌 挡 尼  

人 赛 善 “並 扪 人 多 比 雅 ” 的 后 窃 。 亚 拉 伯  
是 被 波 斯 国 委 任 管 理 亚 拉

胞 犯 罪 、 任 意 妄 为 （五 1 - 丨3 > ， 以 及 有 势  

力 的 仇 敌 的 谋 害 （十 三 8 、 2 8 > ， 他 却 又  

可 以 毫 不 留 情 地 予 以 对 付 。 因 此 ， 无怪乎  

一 群 丧 气 和 失 意 的 人 也 可 以 从 暮 气 沉 沉 、 

漠 不 关 心 的 境 况 中 醒 觉 过 来 ， 回 应 尼 希 米  

紧 迫 的 政 策 （二 4 ， 十 三 丨4 、 2 2 、 3 丨>。

重要性

被 掳 的 犹 太 人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时 候 ， 

犹 大 并 无 国 家 或 任 何 政 治 地 位 ， 他 们 只 拥  

有 一 样 东 西 ： 宗 教 信 仰 ； 他 们 是 耶 和 华 的  

选 民 的 “余 民 ”， 一 个 更 新 而 荣 耀 的 以 色  

列 将 要 从 他 们 当 中 建 立 起 来 。 为 了 这 个 异  

象 ， 尼 希 米 坚 决 要 求 犹 太 人 保 持 他 们 宗 教  

信 仰 和 习 俗 的 独 特 性 及 纯 净 ， 以 恢 复 他 们  

国 家 的 生 气 和 重 建 城 墙 （六丨5 ) ， 因为这  

象 征 了 人 民 在 种 族 和 宗 教 上 的 纯 净 。 他也  

坚 持 犹 太 人 要 与 外 邦 宗 教 隔 离 ， 不可与 非  

犹 太 人 通 婚 （十 三 2 3 -2 8 > ， 并 耍 留 意 谨

守 安 息 日 的 律 例 （十三丨5 - 2 2 > °

因 此 ， 尼 希 米 记 的 逛 要 性 是 母 曠 夸 饰  

的 。 本 书 和 以 斯 拉 记 为 犹 太 人 与 外 族 分  

离 ， 以 及 热 烈 地 尊 崇 摩 西 律 法 ， 奠 下 了 犹  

太 教 的 基 础 的 这 段 历 史 ， 提 供 唯 一 的 、 连



1120 ni xi yA

续 的 希 伯 来 历 史 的 记 述 。 当 然 ， 哈 该 书 、 

撒 迦 利 亚 书 和 玛 拉 基 书 也 提 供 1 这 段 时 期  

的 — 些 资 料 ， 但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记 述  

了 这 个 时 期 的 发 展 过 程 。 被 拽 的 人 从 巴 比  

伦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枣 件 ， 显 明 神 恢 复 对 他  

子 民 的 救 赎 ， 也 指 向 耶 穌 基 督 的 救 赎 大  

功

尼 希 米 从 巴 比 伦 回 国 的 记 载 ， 强 调 回  

国 荇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宗 教 信 仰 。 但 我 们 也 不  

可 忽 略 其 他 较 次 要 的 事 ： 尼 希 米 承 视 犹 大  

在 政 治 上 的 保 啼 和 法 律 地 位 ， 以 确 保 脱  

离 撒 玛 利 亚 而 自 治 ； 因 此 ， 尼 希 米 重 建 城  

域 ， 把 人 口 重 新 分 布 （七 4 ， H —  1 、 2 > ， 

以 及 他 被 委 任 为 这 新 省 的 省 长 。 然 而 ， 尼 

希 米 记 并 没 有 （以 斯 拉 记 也 没 有 ） 提 到 犹  

太 人 恢 复 国 家 地 位 ， 有 大 卫 家 的 子 孙 治 理  

他 们 ， 也 没 有 提 到 弥 赛 亚 ， 没 有 提 到 神 普  

世 的 国 度 。 尼 希 米 表 现 完 全 效 忠 於 波 斯 国  

的 君 主 ， 这 君 主 虽 然 对 尼 希 米 的 要 求 存 开  

明 的 态 度 （二 4 - 9 ) ， 但 仍 继 续 向 犹 太 人  

征 税 （五 4 、 1 5 ) 。

归 国 的 犹 太 人 在 新 城 墙 的 荫 庇 之 下 ， 

聚 染 在 主 前 5 1 6 年 重 建 的 圣 殿 里 面 。 波 斯  

王 视 为 犹 大 地 律 法 的 “摩 西 律 法 书 ”， 成  

为 犹 太 人 献 身 和 敬 拜 的 主 要 依 据 。 犹 太 教  

是 这 次 复 兴 的 产 品 ， 它 成 了 一 道 保 护 的 屏  

障 ， 也 是 隔 离 的 墙 ， 把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隔  

开 。 在 被 掳 巴 比 伦 时 期 萌 芽 的 宗 教 制 度 ， 

再 移 植 到 耶 路 撒 冷 ， 变 得 根 深 蒂 固 ： 会 堂  

的 广 立 ， 作 为 宣 读 律 法 书 和 先 知 书 ， 以 及  

献 上 祷 告 的 地 方 ； 文 士 的 兴 起 ， 专 一 的 献  

身 於 研 究 圣 经 ； 犹 太 公 会 的 成 立 ， 继 续 执  

行 神 权 的 统 治 。

主 前 三 世 纪 的 犹 太 会 众 可 与 现 今 的 基  

锊 教 会 相 比 ， 两 者 都 承 担 着 神 所 重 视 的 _  

灵 虚 和 更 新 的 挑 战 。 在 这 方 面 ， 可 见 尼  

希 米 的 改 革 的 适 切 性 ， 悔 改 和 服 从 是 道 德  

及 灵 性 更 新 的 基 础 （八 1至 十 3 9 ) 。

J .G .S .S . T h o m s o n

参 • 尼 希 米 #  3 • 1 1 1 7 : ■ 以 斯 拉 #  1 "

2 0 9 3 : - 以 斯 拉 记 " 2 0 9 3 : ••旧约年代学_

7 8 9 ： •以色 歹 I J史 - 2 0 7 7 : “犹 太 教 ”

2 1 6  0: 

2169〇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1 1 2 ： - 犹 太 人 "

参 考 书 目 • L .W . B a t t e n , A  C r /f/c a /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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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细亚
Neziah
nl  xl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殿 役 中 ， 一 个 免 = 之軸  

《拉 二 5 4 ; 尼 七 5 6 > 。 豕 ― S U

尼亚
Neah
n i yh

西 布 伦 边 境 一 个 城 镇 （书十九丨3) 

确 实 的 位 置 不 详 。

尼亚波 利
Neapolis
n i  y k  b d  1!

腓 立 比 的 港 口 城 市 ， 即现代的卡瓦 

拉 。 尼 亚 波 利 在 希 腊 文 是 指 “新城市"， 

早 於 主 前 五 世 纪 已 经 存 在 。 在罗马时代， 

尼 亚 波 利 明 显 是 依 附 於 腓 立 比 城 。

保 罗 梦 见 了 马 其 顿 人 之 后 ，便离开特 

罗 亚 和 亚 西 亚 ， 前 往 欧 洲 。 保罗与同伴经 

过 撒 摩 特 喇 岛 后 ，就 来 到 尼 亚 波 利 ° @llt’ 

尼 亚 波 利 是 保 罗 到 欧 洲 的 第 一 个 城 市 （徒 

十六丨丨）。

尼业
Neiel
ni M +

亚 设 支 派 边 境 的 城 镇 （平 位0

她 的 位 置 大 概 是 现 今 的 雅 年 废 城 ’

柯 平 原 的 东 端 。

拟 人法Anthropomorphism
n i  r 6 n  f5

在 演 说 或 着 述 中 ’ 

神 的 方 法 。 “拟 人 法  

直 译 是 “人 形 化 的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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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法 ，

W 找 即 ®  

曲的用法-

表 述 神 的 作 为 和 心 意 ， 

; 但 也 可 作 不 正 确 的 ，

如 圣 经

甚 至 歪

TF确的拟人法
&  # 数 付 学 家 和 神 学 家 认 为 ， 对 神 的 认

是 “类 推 性 的 ”， 也 就 是 说 ， 凡 对 神  

述 只 有 述 诸 於 人 类 本 身 的 经 验 才 能 为  

f 所 理 糾。 例 如 ， 圣 经 记 述 ：“凡 作 带 的 ， 

$ 是 你 所 恨 恶 的 ” （诗 五 5 > ; 又 说 ： “明 

兹 主 是 满 心 怜 攸 ， 大 有 慈 悲 ” （雅五丨丨）。 

这 两 处 所 谓 “恨 恶 ” 和 “怜 悯 ” 本 是 人 在  

自己的经验中熟悉的•淸感， 理 解 起 来 当 然  

老无困难。 因 此 每 谈 及 这 类 感 受 ， 人 总 会  

凭 自 己 的 经 验 来 理 解 。

广 而 言 之 ， 对 人 内 心 活 动 的 认 识 可 以  

说 都 是 类 推 性 的 。 人 不 可 能 直 接 的 感 受 别  

人的情感 ， 只 能 凭 自 己 的 经 验 去 了 解 。 例 

如 某 人 大 笑 ， 我 们 虽 不 能 直 接 的 感 受 他 的  

快乐，但 可 根 据 我 们 自 己 在 同 样 情 况 下 的  

经 验 而 推 知 他 的 感 受 ， 这 便 是 靠 类 推 法 所  

获 得 的 认 识 或 理 解 。

拟行

“苎 词 ， 自两个希丨仍词， 意 谓 “人 类 ” 

2 行 为 ”， 即 将 人 的 行 状 来 推 及 神 „ 如 
创 世 记 一 章 3节 记 软 ：“神 说 ， 要 有 光 ”， 

其 实 ， 神 并 无 声 带 发 音 ； 又 如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记 软 神 将 生 气 “吹 ” 入 亚 当 的 身 体 。 

神 固 然 是 把 生 命 给 了 人 ， 且 这 生 命 与 神 的  

生 命 也 确 有 某 些 相 似 之 处 但 是 神 并 无 肺  

部 或 其 他 呼 吸 器 官 来 “吹 ”这 生 气 。 圣经  

中 这 个 似 行 法 的 例 子 与 神 学 家 所 谓 “神的 

显 现 ”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所 谓 “神 的 显 现 ” 

是 在 基 督 道 成 肉 身 之 前 ， 可 临 时 比 作 人 的  

形 象 与 人 往 返 ，例 如 幔 利 平 原 那 3 个 向 亚  

伯 拉 罕 显 现 的 人 （创 十 八  或 向 参 孙 父  

母 显 现 的 那 个 “神 人 ” （士 十 三 2 - 25 > , 

都 是 神 的 显 现 。 许 多 福 音 派 神 学 家 认 为 神  

的 显 现 乃 是 三 位 一 体 之 第 二 位 格 的 实 际 显  

现 ， 而 不 是 拟 人 法 的 表 达 。

拟悄

该 词 来 自 两 个 希 腊 语 ， 意 谓 “人 类 ” 

及 “苦 难 ”。圣 经 用 以 描 述 神 的 所 谓 情 感 ， 

如 ：爱 、恨 、乐 、悲 、 悔 等 ， 也 是 以 人 情

当 然 ， 这 种 藉 类 推 法 获 得 的 认 识 不 尽  拟 神 悄 的 类 推 法 。 一 些 神 学 家 认 为 神 是

可靠， 有 时 会 因 为 我 们 自 己 不 正 确 的 体 验  

或 知 识 而 歪 曲 了 他 人 。 诚 如 圣 经 所 言 ： 

“谁 能 知 道 自 己 的 错 失 呢 ？ 愿 你 赦 免 我 隐  

而 未 现 的 过 错 。” （诗 十 九 丨 2 > 所 以 ， 根 

据 人 家 的 行 为 而 错 误 判 断 别 人 的 动 机 、 人 

格、品 性 的 事 也 是 常 有 的 。 我 们 甚 至 对 自  

己 做 亊 的 动 机 也 会 不 明 所 以 。

由 於 人 是 按 神 的 “形 象 ” 和 “样 式 ，’ 

造 的 （创 一 2 6 、 2 7 ) ， 这 便 使 我 们 可 以 以  

自2• 在 某 程 度 上 的 经 验 感 受 来 类 比 神 的 作  

$  (即 似 人 法  >。 然 而 在 我 们 尚 未 通 过 灵  

的 ® 生 而 达 到 厲 灵 上 与 神 相 似 之 前 ， 我 

^ 的 类 比 往 往 难 免 产 生 大 错 。 最 明 显 的 一  

’便 是 人 根 扼 • 自 己 有 限 且 错 误 的 想 象 ， 

出 神 的 形 象 （偶 像 > 来 加 以 膜 拜 。 据 

言 ， 我 们 对 神 的 理 解 难 免 有 所 歪  

全 ’ 直 到 我 们 的 成 圣 与 得 荣 耀 的 境 况 成  

那 时 ， 我 们 才 能 对 神 有 直 接 的 认 识  

m m  - 全 己 神 秘 主 义 所 诮 “福 眼 骤 开 ’，> 而 
择见#•他的其体” （约 査 三 2 > 。

食 你vf 1， 在 未 达 此 境 之 前 ， 凡 对 神 的 断  

町H 、须 借 助 似 人 法 。 拟 人 法 在 圣 经 中 又  
-田 分 为 3 种 。

“无 感 情 ” 的 ， 也 就 是 说 ， 神 不 会 为 客 、 

怒 、哀 、 乐 的 情 绪 所 左 右 ； 神 内 在 、 觉知  

的 本 质 不 会 因 与 受 造 之 物 的 悄 感 关 联 而 受  

千 扰 ，这 大 槪 不 会 有 什 么 异 议 • 十 九 世 纪  

的 神 学 家 贺 智 认 为 圣 经 谓 神 之 懊 悔 、 悲 

伤 、嫉 沪 等 等 ，“无 非 是 说 神 对 待 我 们 好  

比 一 个 感 情 丰 富 的 人 对 祂 所 关 怀 的 人 那  

样 。 这 种 比 喻 主 要 用 於 旧 约 ， 而 以 先 知 书  

和 诗 肷 书 这 类 讲 求 修 辞 的 著 述 使 用 尤

多 ” 〇

待 道 成 肉 身 ，成 了 拿 撒 勒 人 耶 针 ， 神 

性 与 人 性 结 成 不 可 分 割 的 联 合 * 於 是 ， 关 

於 神 的 痛 苦 、喜 乐 、悲 伤 、 愤 懑 的 描 述 就  

减 退 了 比 拟 的 色 彩 。 这 也 正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意 义 所 在 《来二9-丨8 , 四 丨 4•丨6 > 。

即 以 人 的 形 貌 器 官 来 喻 指 神 的 某 些 位  

圣 经 中 有 很 多 以 人 体 器 官 比 拟 神 的 例  

诗 歌 和 预 言 用 这 方 法 较 多 。如 以 手  

申 的 权 能 ， 以 “目 ，，喻 神 的 智 葸 ， 以 

孔 ，，喻 神 的 苒 悦 。 其 实 ， 拟 形 法 也 是  

白 来 人 的 传 统 。 如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章 24  

5 约 瑟 “他 的 手 健 壮 敏 捷 ’’， 那 是 比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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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瑟 的 兵 力 ； 如 创 世 记 六 章 H 节 惟 有  

挪 亚 在 耶 和 华 眼 前 蒙 恩 ’， 这 是 代 表 神 的  

悦 纳 ； 从 其 他 几 处 也 可 得 知 ， 神 的 眼 睛 还

可 代 表 神 的 眷 顾 （申^ ---■ 1 2 ) ， 代 表 神 的

道 德 判 断 （申 十 三 丨 8 ) ， 代 表 神 的 看 顾  

( 申 三 十 二 丨 0 > ， 代 表 神 的 明 察 （代 下 十  

六 9 K 再 如 诗 篇 有 十 多 处 以 神 侧 耳 比 喻  

神 对 祈 祷 的 垂 昕 （例 ： 诗 十 1 7 ， 十 七 6 , 

十 八 (i 等 > 。 先 知 以 赛 亚 呼 吁 以 色 列 的 一  

段 说 话 用 了 一 连 串 的 拟 形 法 ： “耶 和 华 的  

膀 臂 并 非 缩 短 ，不 能 拯 救 ，耳 朵 并 非 发 沉 ， 

不 能 昕 见 ， 但 你 们 的 罪 孽 使 你 们 与 神 隔  

绝 ； 你 们 的 罪 恶 使 他 掩 面 不 听 你 们 。” 

( 赛 五 十 九 1、 2>

有 时 ， 拟 形 法 中 所 拟 举 的 器 官 也 可 使  

用 动 物 器 官 。 如 波 阿 斯 说 路 得 的 信 靠 有 如  

“投 靠 耶 和 华 以 色 列 神 的 翅 膀 下 ” （得 二  

12> ; 又 如 诗 篇 作 者 赞 美 耶 和 华 说 ： “他 

必 用 自 己 的 翎 毛 遮 蔽 你 ； 你 要 投 靠 在 他 的  

翅 膀 底 下 。” （诗 九 十 一 4 ) 拟 形 法 也 有 明 、 

隐 两 法 。 明 拟 使 用 “如 ”、 “像 ”、 “若 ” 

一 类 的 比 拟 词 ， 其 拟 指 强 度 不 如 隐 拟 。 其 

分 别 可 对 照 圣 经 不 同 译 本 ， 对 出 埃 及 记 十  

九 章 4 节 的 拟 形 法 作 不 同 的 处 理 。 钦 定 本  

以 隐 拟 译 之 ： “我 把 你 们 背 在 鹰 翼 上 带 来  

归 我 ” ； 和 合 本 则 以 明 拟 译 之 ： “我 如 鹰  

将 你 们 背 在 翅 膀 上 ， 带 来 归 我 ”。 有 时 隐  

拟 、 明 拟 可 以 并 用 ， 如 ： “又 如 鹰 搅 动 巢  

窝 ， 在 雏 雎 以 上 两 翅 擷 展 ， 接 取 雏 鹰 ， 背 

在 两 翼 之 上 ， 这 样 ， 耶 和 华 独 自 引 导 他 ， 

并 无 外 邦 神 与 他 同 在 ”（申 三 十 二 1 丨 、1 2 ) 。

不 正 确 的 拟 人 法

当 代 哲 学 家 中 有 人 认 为 ， 将 神 表 述 为  

有 人 格 、 有 灵 性 的 “人 ” 或 “灵 ”， 即 使  

从 类 推 法 的 角 度 来 看 ， 也 是 一 种 歪 曲 ， 因 

为 这 类 表 述 与 客 观 事 实 全 然 不 符 ， 对 这 类  

哲 学 家 来 说 ， 拟 人 法 理 应 彻 底 否 定 并 予 以  

扬 弃 。 我 们 知 道 ， 把 人 造 的 神 像 当 作 真 神  

来 加 以 膜 拜 ， 是 本 末 倒 置 的 行 为 ， 是 人 按  

自 己 的 形 象 和 想 象 来 造 神 。 保 罗 早 就 向 雅  

典 异 教 哲 学 家 指 出 ， 这 样 作 不 仅 是 错 误  

的 ， 而 且 是 荒 谬 的 （徒 十 七 丨 8 - 3 1 > 。 同 

样 ， 旧 约 的 众 先 知 也 无 不 大 声 疾 呼 ， 谴 责  

拜 偶 像 的 愚 昧 和 堕 落 （参 王 上 十 八 2 0 - 4 0  

以 利 亚 的 话 ）„ 然 而 保 罗 和 众 先 知 却 从 未

早 期 基 督 徒 中 有 — 派 人 对 x 峭 

说 法 作 直 义 解 释 。 这 派 n 择的抱 

被 教 会 史 家 讥 之 为 “人 化 泥 极 ， 为努(  

在 释 经 上 也 仍 有 这 种 天 真 无 ‘ 二宝 今 E) 

圣 徒 派 （即 摩 门 教 派  > 就 是 人 ，^  

凡 对 神 的 拟 人 比 喻 均 为 』奸 

过 ， 如 果 正 确 理 解 和 使 用 拟 人 性 死  

丰 富 我 们 对 圣 经 真 理 的 认 识 和 ^ 解 * ^  

R o b e r t  〇 -
C m /心

匿哈
Nibhaz
ni  h a

主 前 7 2 2 年 ， 被 亚 辻 人 强 迫 殖民於播 

玛 利 亚 的 亚 瓦 人 所 拜 的 神 。 当时他们把  

匿 哈 和 他 珥 他 二 神 的 敬 拜 ， 一同带到撤玛 

利 亚 （王 下 十 七 3 1 > 。 虽然有人说匿哈是 

源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神 ， 但这说法有商格的 

余 地 ， 因 为 这 是 叙 利 亚 人 所 拜 的 神 。 “g  

哈 ” 可 能 是 希 伯 来 文 “祭 坛 ” 的讹误，0 

此 是 指 一 个 被 神 化 的 祭 坛 ， 成了人敬拜的 

对 象 。

匿甲
Nergal
ni  j i d

以 色 列 在 主 前 72  2年 陷 落 之 后 ，古® 

人 所 拜 的 异 教 神 祇 （王 下 十 七 3〇>。£ 甲 

是 巴 比 伦 北 部 古 他 城 的 守 护 神 ，他是阴I  

的 主 宰 ， 也 与 太 阳 神 有 关 系 （参王下十

2 4 ) 。

参 " 亚 述 / 亚 述 帝 国 ” 1 8 9 8。

匿珊
Nibshan
nl  s h a n

犹 大 支 派 分 得 的 地 业 ， ®

座 城 之 一 （书 十 五 ⑵ ； 其 确 址 抑

拈阄
Lots, Casting of
n i a n  j i u

在 旧 约 中 ， 

了 新 约 的 时 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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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而 在 五 旬 节 之 后 ， 圣 经 没 有 记 载 这  

个习惯了。

在 圣 经 的 记 栽 中 ， 这 个 行 为 是 在 几 种  

坏 境 之 下 才 会 进 行 的 。 其 中 包 括 ： < 1 )  

选 择 代 邪 的 羊 （利 十 六 8 - 1 0 >  ; ( 2 > 把

应 许 地 分 配 给 各 支 派 为 业 （民 二 十 六 5 5 、 

5G ; 书 十 四 2; 士 一 3 等 > ; < 3 > 决 定 蜇  

新安》那 些 家 族 ， 以 致 民 众 之 间 有 分 布 合  

宜 的 地 方居 住 ， 或 是 在 众 人 中 选 出 黹 要 参  

战 的 人 （士 二 十 9 ; 尼 十 一 丨> ; ( 幻 祭  

切 的 班 次 和 职 贵 （代 上 二 十 四 5 - 1 9 ; 尼 

十34> ; ( 5 > 找 出 犯 了 罪 的 人 （书 七

M - 1 8 ; 参 箴 十 八 1 8 > 。

根 据 圣 经 ， 似 乎 只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才 用  

拈 阄 的 方 法 去 决 定 事 情 。 那 就 是 要 作 出 重  

大的决定， 又 或 是 经 上 的 法 则 不 能 够 给 予  

足够的引导。 拈 阄 的 其 中 一 个 好 处 ， 就是  

除 去 偏 私 之 弊 ， 由 耶 和 华 指 引 作 决 定 （箴 

十六 3 3 >。 拈 阄 没 有 特 定 的 方 式 ， 似 乎 是  

按 照 当 时 的 情 况 而 各 有 不 同 的 方 法 《参利  

十六8 ; 民 二 十 六 5 5 、 5 6 ;  士 二 十 9 > 。

神 从 没 有 责 备 拈 阄 之 举 ， 事 实 上 ， 在 

某些情况下， 这 是 神 认 可 的 处 亊 方 法 （利 

十六8 ; 箴 十 八 1 8 ; 赛 三 十 四 1 7 > 。•箴言  

十六章 3 3 节 已 说 明 这 个 做 法 背 后 的 原 则 ， 

肯 定 拈 阄 的 结 果 是 由 神 所 决 定 的 ； 因 此 ， 

拈 阄 是 表 明 神 的 旨 意 。

在 新 约 的 记 软 中 ， 兵 丁 用 拈 阄 的 方 法  

来 分 占 耶 穌 的 衣 服 （太 二 十 七 3 5  >。 当门  

徒 挑 选 马 提 亚 来 代 替 犹 大 的 门 徒 地 位 ， 也 

是 用 拈 阄 的 方 法 来 决 定 （徒 一  2 6 > 。 圣灵  

倾 倒 在 教 会 身 上 后 ， 拈 阄 的 习 惯 便 停 止  

了。有 人 认 为 ，当 圣 灵 引 领 教 会 作 出 决 定 ， 

便 无 须 继 续 以 拈 阄 来 决 定 事 情 。

参•乌陵和土明 " 1 6 1 0。

Y e a r
n i ^ n

参•历法 " 881 »

I 土
C la y
n >^ n td

挺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_ 8 3 3 :  •陶器

1539„

鸟
Birds
n i d o

有 羽 毛 的 脊 惟 动 物 〇 全 世 界 已 知 的 鸟  

种 有 8 , 0 0 0以 上 ， 圣 地 有 近 4 0 0 种 ， 圣经 

提 及 有 4 0种 左 右 。

今 日 科 学 家 把 动 物 分 类 ， 是以 其机 体  

的 内 外 结 构 为 依 据 ，但 古 时 圣 经 作 者 却 多  

按 动 物 习 性 划 分 种 类 ， 所 以 圣 经 以 蝙 蝠 与  

雀 鸟 同 类 （利十一丨9 ; 申十四丨8 >。

要 对 圣 经 所 钱 的 鸟 类 作 出 准 确 的 辨 认  

是 很 困 难 的 ， 因 为 圣 经 用 语 并 非 高 度 楮 确  

的 科 学 术 语 。 圣 经 时 代 的 古 人 尚 不 知 动 物  

有 “种 ” 的 区 分 ，仅 略 知 同 类 之 间 有 某 些  

差 异 。 在 描 写 鸟 类 时 ，则 常 用 诗 或 图 形 化  

的 语 言 。 圣 经 学 者 为 克 服 辨 认 的 困 难 ，所 

用 的 方 法 大 体 是 ： 将 希 伯 来 人 描 述  

某 种 鸟 所 用 的 词 语 与 相 关 语 言 的 同 义 词 互  

相 参 照 ； （2 > 细 心 研 究 圣 经 提 供 关 於 柄  

息 地 、 习 性 及 其 他 特 征 的 材 料 。 不 过 尽 管  

如 此 ， 学 者 们 对 一 个 种 賴 的 辨 认 ， 仍 难 免  

有 人 言 人 殊 的 情 况 。

圣经中有关鸟的记述

圣 经 对 鸟 的 记 述 有 字 面 和 象 征 性 的 用  

法 。 圣 经 作 # 敏 於 观 察 自 然 ， 他 们 对 鸟 类  

和 它 们 生 活 习 性 的 了 解 ， 於 经 文 中 也 多 有  

所 见 。 他 们 相 信 神 认 识 一 切 飞 鸟 （诗五十  

1 1 > ， 也 看 顾 它 们 （太 十 2 9 ) ; 他 们 记 述  

神 於 洪 水 之 后 与 挪 亚 立 约 ， 应 许 凡 有 血 肉  

的 不 再 被 洪 水 灭 绝 ，这 应 许 也 包 括 飞 鸟 和  

走 兽 （创九1〇>。

摩 西 律 法 把 许 多 鸟 类 ， 如 食 肉 的 、 食 

腐 的 、居 於 山 泽 旷 野 的 ， 都 定 为 “不洁净  

的 ” ； 但 数 百 年 之 后 ， 早 期 基 督 徒 遵 神 的  

指 示 ， 把 所 谓 “不 洁 的 俗 物 ” 也 当 作 洁 净  

的 了 ， 那 是 使 徒 彼 得 在 异 象 中 所 得 的 启 示  

( 徒 十 其 他 有 提 及 的 飞 鸟 ， 如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获 得 供 应 的 鹌 鹑 （出 十 六  

1 3 ) ; 按 律 法 规 定 ， 为 头 生 子 献 祭 需 用  

斑 鸠 和 雏 鸽 （路 二 2 4>  ; 拿 细 耳 人 也 献  

斑 鸠 和 雏 鸽 为 祭 （民 六 丨0> ; 大 麻 风 病  

人 和 产 后 妇 女 需 以 活 鸟 为 洁 净 祭 （利十 二  

8 ， 十 四 2 2 ) 等 。

鸟 类 脆 弱 ， 很 易 遗 人 杀 客 。 神 命 以 色  

列 民 须 保 护 雈 鸟 ， 以 防 鸟 类 在 圣 地 灭 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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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固 然 是 惜 鸟 ， 也 是 悯 人 ， 因 为 飞 鸟 也 可  

作 人 类 的 食 物 。 律 法 只 允 许 觅 食 的 人 从 鸟  

窝 中 取 卵 或 幼 雏 ， 却 绝 不 允 许 伤 害 母 鸟  

( 申 二 十 二 。

教 训 或 人 的 性 情 。 古 人 多 以 为 鸟 有 神 圣 的  

一 面 。 异 教 的 工 匠 常 制 作 鸟 形 的 偶 像 （罗 

— 2 3 ) ;

如 但 以 理 即 描 述 了  一 个 有 4 个 头 和 1 个 鸟  

翼 的 怪 兽 ， 这 是 王 的 象 征 （但 七 6 > 。

劣 ， 如 描 写 尼 布 甲 尼 撒 发 疯 时 的 形 象 是  

“头 发 长 长 ， 好 像 鹰 毛 ； 指 甲 长 长 ， 如同  

鸟 爪 ” （但 四 3 3 >  ; 约 伯 也 特 别 指 出 飞 鸟  

不 知 智 怠 之 所 在 （伯 二 十 八 2 U  ; 耶 穌  

讲 撒 种 的 比 喻 ， 落 在 路 旁 的 种 子 被 飞 鸟 吃  

尽 ， 比 喻 那 些 漠 不 关 心 ， 对 厲 灵 的 事 老 不  

领 悟 的 人 （太 十 三 4 >。

圣 经 对 雀 鸟 的 脆 弱 无 助 ， 常 流 露 出 惻  

隐 怜 恤 之 情 ， 如 将 在 孤 独 中 恳 切 祈 祷 的  

人 ， 比 作 屋 顶 上 一 只 孤 单 的 麻 雀 （诗 一 〇  

二 个 被 强 敌 追 逐 压 迫 的 弱 者 ， 如 

同 一 H 被 追 捕 的 小 鸟 （哀 三 5 2> ; 作 恶

之 人 所 受 的 咒 诅 ， 也 影 响 飞 乌 ， 囚 它 们 将  

从 耶 路 撒 冷 ， 以 至 犹 太 全 地 绝 迹 （耶 九  

1 0 ; 番 一 3 ) 。

鸟 类 的 遭 遇 尽 管 可 怜 ， 但 圣 经 肯 定 它  

们 与 其 他 生 物 一 样 ， 都 蒙 神 的 喜 悦 和 照 顾  

(诗 五十 丨 丨 ； 太 六 2 6 ， 十 29  > 。 神 晓 谕 约  

伯 ， 一 切 生 物 ， 无 论 大 小 ， 从 列 维 坦  

(“大 鱼 以 至 雀 鸟 ， 无 不 俯 伏 在 神 的 股  

常 之 上 ， 使 约 伯 领 悟 神 的 伟 大 （伯 四 十 一  

5 > 。 法 老 和 尼 布 甲 尼 撒 都 曾 在 圣 经 比 作  

根 深 叶 茂 的 大 树 ， 使 崔 鸟 得 蒙 荫 庇 （结 三  

十 一 6 ; 但 四 1 2 ; 参 但 二 3 8 ) ; 只 是 人 的  

权 势 终 难 长 久 ， 待 那 象 征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大  

树 一 倒 ， 靠 其 荫 庇 的 畨 鸟 便 要 飞 走 （怛四

1 4 ) 。 相 对 的 ， 惟 有 神 的 荫 庇 是 永 远 长 存  

的 。 耶 穌 将 神 的 国 比 作 一 粒 芥 菜 种 ， 长 成  

大 树 ， 可 供 百 鸟 荫 庇 於 树 下 （太 十 三 3 2 > 。 

神 为 百 鸟 预 谷 柄 息 之 地 （诗 一 〇 四丨2> ,  

人 子 耶 穌 在 这 世 上 却 没 有 枕 头 之 处 （太 八  

20)。

飞 鸟 也 用 来 证 明 神 的 创 造 （伯 十 二  

7 ) 。 拔 鸟 之 自 投 罗 网  < 钗 一 丨 7 , 六 5 > , 

提 醒 人 应 从 错 误 中 学 习 ， 并 要 逃 避 罪 恶 的

陷 阱 （箴 七 2 3 > 。 雀 鸟 走 饵 都 可 驯 取 $ 

独 邪 恶 的 舌 头 难 以 制 伏 （雅 三 7), 3 ^  

认 耶 稣 的 彼 得 ， 因 鸡 鸣 而 生 悔 悟 之 心 >  

二 十 六 7 幻 。 法 鸟 翻 飞 不 停 ， 也 用 来 ^  

凡 咒 诅 必 有 因 由 （箴 二 十 六 2 ) , 那 

神 信 仰 不 坚 的 人 ， 终被邪恶引诱而去  

如 崔 乌 之 归 山 （诗 十 一  1 > 。 f t 鸟的M  

会 带 来 欢 乐 （肷 二 1 2 K 神的迭民归回比 

作 鸟 之 归 林 （何 十 一 I l k 耶穌对耶路n  

冷 有 深 切 的 爱 ， 亟 愿 聚 使 那 甩 的 百 姓 ，# 

像 母 鸡 把 小 鸡 聚 集 在 翅 膀 底 下 （太二十三 

3 7 > 。

最 后 ， m 鸟 有 时 也 被 视 作 恶 兆 ，例如, 

法 老 的 膳 长 梦 见 飞 鸟 来 吃 他 头 上 g 子里的 

食 物 ， 这 象 征 他 将 要 被 杀  < 创四十 17), 

所 罗 门 也 轚 告 人 不 可 咒 诅 王 ，“因为空中 

的 鸟 必 传 扬 这 声 音 ” （传 十 2 0 ) , 圣经形 

容 作 恶 的 人 ， 死 后 将 曝 尸 於 野 ，被那些食 

腐 噬 尸 的 凶 禽 恶 鸟 啄 食 。 对以色列人来 

说 ， 这 简 直 是 再 可 怕 不 过 的 天 惩 （申二十 

八 2 6 ; 撒 上 十 七 4 4 ; 拥 四 十 六 1 1 ;耶七 

3 3 ， 十 二 9 ; 结 二 十 九 5 ， 三 十 九 4 ; 启十 

九 1 7 、 2 1 >。

圣 经 鸟 志

开9

也 名 “麻 鸦 ”， 长 腿 涉 禽 类 ，形似鸯， 

但 腿 略 短 ， 体 型 较 小 而 坚 实 。鸦筑巢於租 

泽 之 间 ， 其黑褐相间的羽毛与沼泽植物同  

色 ， 是 一 种 极 佳 的 保 护 色 。 其颈上盖满柔 

软 、 长 长 的 羽 毛 ， 看似不成比例的笨重  

鸦 性 情 谨 愤 ， 軎 欢 独 处 。 在交配季节，《 

的 喉 头 变 更 ， 发 出 一 种 怪 异 的 声 音 ，身体 

也 合 笤 节 拍 摆 动 。 鹋总是在沼泽的草丛中  

筑 巢 独 居 ， 所以常被人们用作孤独凌寂的  

象 征 。

有 人 怀 疑 圣 经 究 竞 有 否 提 过 鸦 。钦S  

本 有 3 处 译 作 鸦 （赛 十 四 2 3 , 三十四丨I; 

番 二 丨 幻 ， 但 不 少 圣 经 学 者 认 为 该 希 P  

词 应 指 “刺 猬 ” 或 “箭 猪 ” < 标准修 Y  

本 ）， 该 希 伯 来 词 与 阿 拉 伯 文 的 ‘‘箭^  

颇 相 似 。 另 有 学 者 指 出 ， 该 3处经文 M  

进 鸟 ， 尤 其 是 西 番 雅 书 二 章 H 节 记 #  

物 与 鹈 鹕 “要 宿 在 柱 顶 上 ” （即尼尼 M  

门 柱 上  > ， 箭 猪 是 绝 无 此 攀 高 本 领 的 I  

底 格 里 斯 河 距 尼 尼 微 不 远 之 处 的 水 ^

圣 经 作 者 时 常 以 自 然 界 現 • 物 比 拟 神 的

先 知 所 见 的 异 象 也 常 有 鸟 形 ，

圣 经 以 鸟 比 拟 人 ， 往 往 表 示 人 的 卑

J



极 多 的 鸦 鸟 。 所 以 ， 该 3 处 经 文  

济 ’ 史 5 以 “开 ^ ， 较 “刺 谓 ，， 更 适 切 。 

所 指 ; • 动 物 （刺 奶 r  3 2 9 。

的 的 的 一 种 ， 常 盎 旋 空 中 遥 觅 地 上 猎 物 ， 

$  但 m 直 而 无 剪 叉 ， 被 圣 经 列 为  

净’的 二 鸟 类 （申 十 四 丨 3 > 。 和 合 本 译  

= ‘奶 麻 ，，< 利 十 一 丨 4 > 和 “的 ” （申十四  

^  英 译 本 则 分 别 译 作 “湾 ”、 “隼 ”、

•1，，’等 : 因 此 ，尽 赞 赖 购 是 巴 勒 斯 坦 常 见  

‘鸟，许!多人仍 怀 疑 圣 经 所 指 是 否 鹌 鹛 。 

z  橡 其 他 於 高 空 糊 翔 的 猛 禽 ， 视力

极强，约 伯 记 二 十 八 章 7 节 提 到 “鹰 眼 ”， 

SI能 ^ 是 指 此 鸟 。 鹌 鹛 於 高 空 追 踪 措 物 ， L旋 不 怠 ， 其 飞 降 抓 捕 措 物 的 能 力 极 强 。 

在 巴 勒 斯 坦 、 西 亚 、 叙 利 亚 等 处 ， 也常见  

一 种 长 胫 鹌 鹛 ， 比 一 般 品 种 体 型 较 大 。

参 • 鸟 （隼 . 鸢 . 铉 ） • 1 1 2 3 。

体 型 大 ， 黑 羽 ， 像 鹅 的 鸟 类 。 在 埃 及  

和 圣 地 的 艺 术 品 中 时 可 见 其 形 象 。 鸬 鹚 长  

约1 9至 4 0吋 不 等 ； 4 趾 有 践 相 连 ， 潜 泳 时  

两 腿 后伸 ， 翻 动 如 桨 ， 可 潜 入 水 底 捕 食 鱼  

类、贝 壳 类 和 两 柄 类 。 鸟 嘴 尖 端 勾 曲 ， 颔 

下有囊， 可 贮 食 物 。

鸬 鹚 群 柄 於 湖 、 海 岸 边 ， 筑 巢 於 树 巅  

或 突 崖 之 下 。 鸬 鹚 只 孵 4 卵 ， 幼 鸟 为 父 母  

共同哺育 。

加 利 利 海 、 胡 列 湖 （米 伦 水 边 ） 和地  

中海 沿岸 ， 常 有 鸬 鹚 群 集 。 希 伯 来 文 “鸬 

码”原 指 飞 鸟 搜 食 之 迅 捷 ， 鸬 鹚 潜 入 深 水  

时，有 如 飞 矢 。 鸬 鹚 饕 链 成 性 ， 常 比 喻 贪  

梦 之 徒 。 以 色 列 人 向 以 鸬 鹚 为 不 洁 之 鸟  

(利十一 1 7 ; 申 十 四 1 7 > 。

#  “鸟 （捫 鹕r 1 1 2 3。

向 大 涉 海 类 ， 形 似 鹳 与 珣 ， 惟 足 趾 略  

。羽 毛 锒 白 色 ， 尾 部 羽 毛 呈 波 浪 形 • 春  

两 季 常 有 大 批 鹤 群 排 成 楔 形 长 队 ， 於昼  

冬 飞 过 圣 地 上 空 ， 秋 季 由 欧 洲 南 迁 非 洲 过  

# 季 则 北 返 欧 洲 产 卵 。 码 翔 於 天 ， 十 
观 ， 〜 队 可 多 达 两 千 头 。 耶 利 米 书 八  

货 有 “白 鹤 也 守 候 当 来 的 时 令 ，，之 语 ， 

堪 指 鹤 的 候 鸟 习 性 。

外 热 的 鸣 声 商 亢 嘹 亮 ， 可 远 达 数 哩 之  

’梅 恰 当 的 形 容 为 “鸫 唳 ，，。 不 过 ， 热

n i5o  | i  25

歹 ; ] 队 迁 _ 时 候 ，却 啊 料 通 常 有 领  

队 的 头 « 呼 鸣 。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八章丨斗节 

大 概 即 指 这 种 悄 联 •

鹋 身 高 4 〇至6 0吋 之 间 ， 在 圣 地 的 鸟  

类 中 ， 除 鸵 鸟 之 外 ， 以 鹤 极 高 。 鹤 的双 興  

展 开 可 达 9 0 时 宽 ； 身 体 为 银 灰 色 ， 颈和  

头 黑 色 ，杂 以 白 色 的 竖 纹 • 鹤 觅 食 于 陆 上 ， 

主 食 竚 草 和 谷 物 ，也 常 佐 以 昆 虫 、蛇 小  

的•、蛛 、晰 之 类 ， 其 坚 硬 的 长 喙 是 制 敌 的  

绝 好 武 器 。

鹤 铤 常 筑 於 偏 远 的 浅 水 之 地 。 鹤粜以  

杂 草 筑 成 ， 可 贮 2 、 3 卵 ， 卵 色 淡 而 有 深  

斑 。

杜 f W  / 布 祚 乌

这 浅 褐 色 羽 毛 的 小 鸟 ， 以 寄 生 的 习 惯  

知 名 。 和 合 本 译 为 “鱼 麻 ” （利十一  16; 

申 十 四 1 5 )。 钦 定 本 的 翮 译 ， 可 能 是 指 普  

通 的 杜 鹃 ，也 可 能 是 指 有 斑 点 的 大 杜 鹃 。 

杜 鹃 不 自 营 巢 ， 而 产 卵 於 其 他 鸟 类 巢 中 ； 

产 卵 之 后 将 巢 主 之 一 卵 推 出 ， 自己的卵与  

巢 主 的 卵 混 杂 。 杜 鹃 的 幼 鸟 较 早 孵 出 ， 出 

壳 后 推 出 巢 主 雏 鸟 ， 但 巢 主 仍 给 予 哺 育 ， 

视 同 己 出 。

杜 鹃 主 食 昆 虫 ， 圣 经 将 杜 鹃 归 入 不 洁  

净 鸟 类 ， 大 槪 以 为 该 鸟 賴 食 腐 类 ， 因 此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圣 经 所 指 的 并 不 是 杜 鹃 ， 而 

是 海 鸥 之 类 。 确 实 ， 圣 地 的 湖 边 海 岸 柄 息  

着 大 ® 鸥 鸟 、燕 鸥 和 海 燕 。

也 有 学 者 以 为 希 伯 来 原 词 指 的 是 一 种  

长 耳 鹗 枭 。

参 • 鸟 （鹗 枭 / 猫头 臢 . 海 鸥 ）• 1 1 2 3。

賺

鹰 科 雕 厲 的 大 型 食 肉 鸟 。 圣 经 翻 译 往  

往 雕 、鹫 不 分 ， 给 鸟 种 的 确 认 造 成 不 少 麻  

烦 。雕 的 头 、颈 均 有 羽 毛 ，并 非 秀 顶 如 梵 ， 

但 远 看 很 难 区 分 。 和 合 本 译 为 “腌 ” 的希  

伯 来 词 （直 义 可 作 “以 喙 裂 物 ” 解 ）， 可 

能 是 泛 指 一 切 大 型 食 肉 鸟 。 不 过 ， 从鸟类  

学 角 度 来 看 ，圣 经 多 处 所 指 者 大 槪 是 — 种 

鹫 （例••何八1•’太 二 十 四 2 8 > ; 他 处 也

區 指雕 的 。

两 息 於 圣 地 的 雕 时 猛 铒 是 很 多 的 ， 其 

毎 雕 及 较 罕 见 的 金 雕 。 这 类 鸟 诞 长 而  

动 作 迅 猛 ； 哚 强 大 ， 上 哚 勾 曲 ， 使  

来 有 商 贫 和 凶 残 之 感 ， 也 是 撕 裂 和 捕  

防 的 有 效 工 具 ； 脚 短 而 强 劲 ， 具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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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钩 爪 ， 被 抓 措 物 几 无 法 挣 脱 。 雕 只 在 昼  

间 觅 食 。

金 雕 於 1 0 分 钟 之 内 便 可 飞 达 3 、 4 哩 

之 遥 ， 因 此 耶 利 米 等 先 知 喜 用 雕 （和 合 本  

作 “鹰 为 迅 猛 的 象 征 《参 撒 下 一 2 3 ;  

耶 四 丨 3; 哀 四 十 九 2 2 ， 四丨9; 哈 一 8 ) 。 

摩 西 也 用 雕 的 疾 攻 辽 掠 来 擗 告 以 色 列 民 ， 

远 方 强 敌 的 攻 击 将 突 如 其 来 （申 二 十 八  

U U 。 箴 言 的 作 者 观 察 到 鹰 飞 长 空 ， 其 高  

莫 辨 ， 便 以 此 为 喻 ， 说 明 钱 财 的 转 瞬 失 去  

( 箴 二 十 三 4 、 5 ; 参 启 十 二 1 4 > 。

先 知 也 於 多 处 以 雕 的 凶 悍 和 所 向 无  

敌 ， 来 比 喻 攻 掠 以 色 列 民 的 众 强 国 。 以 西  

结 即 普 用 雕 比 喻 尼 布 甲 尼 撒 （结 十 七 3 >。 

巴 比 伦 人 和 亚 述 人 的 工 艺 品 中 常 有 雕 的 形  

象 ， 更 有 雕 首 人 身 的 神 俛 。 尼 布 甲 尼 撒 曾  

患 短 哲 的 情 神 错 乱 ， “头 发 长 长 ， 好 像 鹰  

毛 ； 指 甲 长 长 ， 如 同 鸟 爪 （但 四 3 3 ) 。

雕 筑 巢 於 绝 壁 之 巅 或 最 高 的 树 上 ， 先 

知 耶 利 米 也 曾 提 及 这 事 （耶 四 十 九 1 6 ; 

参 伯 三 十 九 《2 7 、 2 8 ; 俄 4 > 。 雕 一 窝 仅 孵  

两 雏 ， 3雏 则 偶 或 有 之 ； 雌 雕 守 巢 ， 雌 雄  

共 负 哺 幼 之 责 „ 雕 对 幼 雏 极 其 爱 护 ， 又 很  

尽 心 训 练 它 们 飞 行 。 有 释 经 家 认 为 出 埃 及  

记 十 九 章 4 节 和 申 命 记 三 十 二 章 丨 丨 节 ， 是 

描 述 雕 以 墀 接 载 学 飞 的 幼 雏 。 不 过 ， 这 种  

情 形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并 无 观 察 记 录 ； 故 有 些  

译 本 的 翮 译 都 不 直 接 说 出 雕 张 翼 接 载 幼  

雏 。

雕 也 是 长 寿 之 鸟 ， 樊 笼 中 的 雕 可 达 百  

岁 以 上 。 诗 篇 作 者 也 因 雕 的 长 寿 而 说 ： 

“如 雕 返 老 还 童 ” （诗 一 〇 三 5 , 和 合 本 作  

“鹰 ”）。 由 於 雕 具 有 上 述 种 种 品 质 ， 圣 经  

作 者 对 雕 怀 有 一 种 可 畏 、 神 秘 之 感 （伯 三  

十 九 ‘2 7 - 3 0 ; 箴 三 十 丨 8 、 丨9 >。 这 些 可 畏  

的 特 点 也 见 於 先 知 的 异 象 中 ， 如 以 西 结 所  

见 的 雕 面 活 物 （结 一 丨 0 > 和 使 徒 约 翰 所  

见 的 形 如 雕 的 活 物 （启 四 7 > 。

参 - 乌 （轻 ）" 1 1 2 3 。

家 禽 ， 祖 先 大 槪 是 一 种 原 产 於 印 度 的  

野 禽 。 旧 约 时 代 似 已 有 鸡 （箴 三 十 3 1 ;  

和 合 本 作 “措 狗 ”， 现 代 译 本 多 作 “雄 

鸡 ” 今 尚 存 雅 撤 尼 亚 印 章 一 枚 （参 王  

下 二 十 五 上 雕 斗 鸡 图 ， 据 考 是 主 前  

6 〇 ()年 之 物 ； 尼 希 米 廷 宴 食 谱 所 列 “飞

禽 ”， 大 概 是 指 野 禽 ， 而 并 非 家 鸡 （/g s  

1 8 > 。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以 鸡 为 “多子多孙， 

象 征 ， 婚 礼 时 有 人 搾 雌 雄 鸡 一 对 走 在 麵 A  

前 面 。 耶 穌 荇 以 母 鸡 摁 护 雏 鸡 为 喻 ，来丨 

明 神 对 其 子 民 的 眢 顾 （太 二 十 三 3 7 ; 肖 

十 三 3 4 > 。

公 鸡 惯 於 拂 晓 前 1 至 2 小 时 ，即三| 

( 午 夜 至 凌 晨 3 时 ） 啼 叫 ， 故谓公鸡报味， 

根 据 他 勒 目 （犹 太 律 法 注 释 ），在新约时 

代 ， 犹 太 人 禁 止 在 圣 城 内 养 鸡 ，以免料  

生 蛆 玷 污 祭 肉 。 由 此 可 知 ， 彼得所听到的 

鸡 啼 3 遍 （太 二 十 六 3 4 、7 4 ; 路二十二3<、 

6 0 、 6 U , 大 槪 是 出 於 罗 马 移 民 或 其 他 不  

遵 犹 太 教 例 的 人 饲 养 的 公 鸡 。

又 称 “吮 羊 鸟 ”。 候 鸟 的 一 种 ，羽色 

灰 暗 ， 腿 短 ， 形 近 美 洲 夜 腌 。 额扁平 、 S  

大 、 羽 毛 松 软 、 飞 行 无 声 等 特 点 则 类 似 S 

头 鹰 。夜 腌 昼 伏 夜 出 ，在飞行中掠捕昆虫， 

古 人 见 夜 鹰 常 在 羊 群 上 空 飞 掠 ，误以为该 

鸟 有 偷 吮 羊 奶 之 好 ， “吮 羊 鸟 ”之名即出 

自 此 。 犹 太 律 法 将 该 鸟 归 为 “不洁之物’

( 利 H ----1(5 ; 申 十 四 15 > 。 有些学者认为

该 律 法 所 指 是 猫 头 廁 ， 但 译 作 “夜鹰”的 

理 由 较 充 分 。

鹅

颈 长 ， 脚 大 有 践 ， 羽 毛 可 防 水 。从 

《奥 德 赛 》 可 知 ， 希腊人於荷马时代即己  

饲 养 家 鹅 ； 埃 及 大 约 早 在 古 王 国 时 代 （约 

主 前 2 5 0 0 ) ,  或 新 王 国 时 代  < 约主前 

1 5 0 0 - 1 1 0 0  ) 便 有 人 养 鹅 其 肉 可 食 或 甩  

为 祭 品 。 圣 经 时 代 的 迦 南 地 已 普 遍 饲 养 家  

鹅 。 从 巴 勒 斯 坦 的 米 吉 多 有 鹅 形 牙 《出 

土 ， 经 考 定 是 主 前 十 三 或 十 二 世 纪 之 物 .

鹅 虽 为 水 柘 ， 但 多 於 陆 地 生 活 ，有S  

种 类 更 筑 粜 於 林 间 ； 野鹅多柄息於平川或  

草 原 ， 绝 少 有 居 於 山 地 者 。

所 罗 门 的 宫 筵 大 槪 也 有 鲜 肥 的 鹅 咚  

列 王 纪 上 四 章 2 3 节 的 所 谓 “肥 禽 ”不^ 

指 家 鹅 ， 也 包 括 鸭 、天 鹅 、珍 珠 鸦 、餌等’

— 种 昼 措 性 小 型 猛 禽 ， 见於巴勒 

坦 ； 而 经 文 可 能 大 多 指 “雀 鹰 ”。 比以  

稍 大 ， 背 部 灰 褐 色 ， 胸 肚 白 色 杂 有 黑 51 

纹 ； 羽 毛 短 ， 爪 长 而 弯 曲 ； 猓 长 大 ， M



呈圆形，适 於 展 翅 盘 桓 於 高 空 。 尾 长 ， 运 

作如舵，可 使 鹰 於 空 中 随 意 疾 转 ， 轻 易 的  

追 捕 雀 鸟 ^ 红 隼 多 捕 捉 於 地 面 ， 而 臃 则 掠  

措於空中； 科 於 夜 间 觅 食 ， 而 腾 则 於 昼 间  

捕诏„ 鹰 目 生 於 头 部 两 侧 ， 目 光 锐 利 ； 多 

营 粜 於 参 天 大 树 之 擗 ， 雌 雄 共 巢 ， 终 久 不  

勒•

埃 及 古 人 对 膺 十 分 聘 敬 ， 有 保 存 鹰 尸  

之俗••和如司神《太 阳 神 ） 即 是 鹰 首 或 隼  

首人身的形象。

以 色 列 律 法 以 鹰 为 不 洁 之 物 （利 十 一  

丨(i ; 申 十 四 1 5 > 。 鹰 自 北 南 迁 时 ， 途 经 巴  

勒 斯 坦 而 作 短 暂 的 居 留 。 约 伯 记 三 十 九 章  

26节 铃 提 及 鹰 齑 的 南 飞 ；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四章丨I 节 的 “鹈 鹕 ” 或 当 为 腾 ， 但 尚 无  

确证。

参 - 乌 （隼 ，鸢 ）_ 1 1 2 3。

鹭

是 一 种 大 型 涉 禽 ，喙 直 而 尖 ，颈 幼 长 ， 

足亦长。 第 三 趾 内 侧 有 半 践 ， 状 如 梳 .

燹 羽 色 有 白 、 靑 、 绿 、 灰 不 等 ， 巢於  

群W 之 地 ， 雌 雄 共 哺 幼 雏 • ， 主 食 鱼 、 蛙 、 

贝 类 及 水 生 昆 虫 ， 往 往 一 吞 而 尽 。 晚 秋 季  

节 成 鷲 偕 幼 飧 南 徙 ， 初 H 则 返 。 白 鹭 体 长  

可达3呎 ， 而 矮 啤 却 短 不 足 2 2 吋 ， 大 小 极  

为悬殊。

圣 地 常 见 之 贤 至 少 有 7 种 、 而 以 白 锊  

或 牛 背 鹫 为 掖 多 。 紫 鹭 也 可 见 於 巴 勒 斯 坦  

各 处 江 渚 水 泊 ， 其 幼 鸟 孵 生 於 夏 季 。

苍 鸳 在 南 欧 和 北 非 过 冬 ， 初 春 便 迁 往  

北欧。 巴 勒 斯 坦 的 浅 泽 河 边 ， 也 是 其 营 巢  

越冬之地。 苍 犄 主 要 以 鱼 、 蛙 为 食 ， 常立  

於 水 中 良 久 ， 舴 候 错 物 ， 突 然 长 喙 猛 斲 ， 

疾 如 闪 电 的 捕 捉 食 物 。 苍 婢 有 时 也 择 高 树  

营粜，每 冬 必 归 。

利 未 记 十 一 章 1 ^ 节 及 申 命 记 十 四 章  

1H 节 ，均 将 飧 （和 合 本 作 “婢 鸷 ”> 列为  

不 洁 之 物 „ 有 学 者 以 为 此 处 的 “俜 ” 当为  

“鸬鹚”， 但 多 数 学 者 仍 以 “贤 ” 为 正 确 。

#  ~ 鸟 （鸬 鹚 ）" 1 123*

贼胜

圣 地 煨 美 丽 的 雀 鸟 之 一 ， 羽 色 缤 纷 ， 

全 身 呈 红 棕 色 ， 约 有 丨 丨 吋 长 ， 背 、 翼 ， 

尾3处 则 杂 有 黑 白 斑 纹 ； 有 羽 冠 ， 色 更 铯 ， 

遇》则 羽 冠 竖 起 ； 喙 细 长 ， 略 弯 曲 ， 多 营  

巢 於 沙 漠 地 带 。

鈹 胜 鸣 叫 时 发 出 “呼 哼 ” 之 声 ， 故亦  

有 以 其 声 名 之 。 鸣 叫 时 颈 羽 蓬 起 ，头急速  

颇 动 ； 降 落 时 ，哚 不 抒 啄 地 。

敝 胜 每 於 早 春 2 月 飞 抵 圣 地 ， 孵於夏  

季 ， 9 月 则 偕 幼 鸟 南 归 ，埃 及 人 諄 之 为 圣 。 

圣 经 却 以 贼 胜 为 不 诘 之 物 （利 十 一  19; 

申 十 四 1 8 , 和 合 本 作 “鉞 鸢 ”> ， 大 槪 是  

因 常 见 其 在 牲 畜 的 粦 堆 中 觅 食 虮 虫 之 故 《

涉 禽 ，今 圣 地 已 绝 迹 ，但 圣 经 时 代 或  

曾 有 过 。 古 埃 及 人 曾 辟 鹮 为 圣 ， 是妥特神  

的 象 征 。 现 今 由 於 尼 罗 河 夹 岸 的 水 渚 沼 泽  

渐 次 辟 为 拼 田 ，鹛 已 完 全 绝 迹 。

有 人 所 疑 利 未 记 十 一 章 1 7 节 所 列 的  

不 洁 之 鸟 ， 究 竞 是 否 有 “鹊 ”在 内 ？ 査同  

一 个 希 伯 来 词 在 申 命 记 十 四 章 丨 6 节 和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四 韋 丨 1节 均 译 为 “猫 头 鹰 ”， 

今 之 学 者 也 多 赞 成 此 译 。

参 • 鸟 （长耳职）- 1123

是 一 种 小 型 的 鹰 ，体 长 仅 尺 许 ， 胸羽  

黑 、 棕 、 黄 3 色 斑 驳 ， 常 见 於 圣 地 村 落 ， 

柄 息 於 岩 石 或 村 庄 屋 顶 。 飞 行 极 速 ， 可盘  

桓 空 中 如 鹰 。於 半 空 遽 降 捋 捕 地 上 措 物 ， 

迅 快 异 常 》 爪 弯 曲 尖 利 ， 嗜 食 鼠 类 、蛄 、 

蜥 、 昆 虫 等 。

从 古 埃 及 墓 葬 中 发 现 有 经 防 腐 处 理 的  

红 隼 尸 ，埃 及 人 也 保 存 措 鹰 尸 体 。 古代 驯  

鹰 隼 助 措 之 事 是 很 普 遍 的 ， 至 今 依 然 。 亚 

述 巴 尼 帕 碑 铭 的 记 载 可 见 鹰 措 盛 行 於 亚  

述 。 红 华 拽 肉 食 猛 禽 ， 故 被 列 为 不 洁 之 物  

( 和 合 本 作 “小 鹰 ’’， 钦 定 本 则 作  

“鸢 ” ； 利 十 一 1 4 ; 申 十 四 1 3 ) ， 由此 可  

见 ， 考 究 圣 经 鸟 名 也 殊 不 容 易 。

参 • 鸟 （鸢 ）_ 1123。

大 型 食 肉 鸟 ， 体 长 约 1 9 吋 ， 上 体 羽  

多 暗 褐 色 ，腹 羽 白 色 ，惯 以 杂 草 树 枝 苕 巢  

於 高 树 之 巅 • 一 窝 雏 鸢 仅 两 三 只 ， 以蛇及  

昆 虫 哺 育 ； 以 其 善 捕 蛇 ， 故 也 名 " 蛇 雕 ” 

或 “白 腹 蛇 雕 ”。

鸢 是 候 鸟 ， 只 5 季 见 於 巴 勒 斯 坦 ， 多 

分 布 於 犹 大 南 部 山 间 、死 海 西 部 的 荒 原 和  

别 是 巴 旷 野 一 带 。

巴 勒 斯 坦 所 见 之 鸢 有 多 仲 ， 如 红 脚  

鸢 、 黑 芮 、 黑 * 鸢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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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脚 鸢 屈 中 型 食 肉 鸟 ， 鸟 緣 上 吟 包 下  

睛 弯 曲 尖 锐 如 利 剪 ， 尾 叉 状 ， 形 若 鱼  

尾 ； 鸣 声 髙 亢 如 哨 。

摩 西 律 法 将 鸢 列 为 不 洁 之 物 （利 十 一  

1 4 ; 申 十 四 1 3 ; 和 合 本 俱 作 “小 鹰 ” » 

至 今 对 此 鸟 的 译 法 犹 有 争 议 。

参 • 鸟 （鹌 鹛 、 隼）” 1 1 2 3 。

胡兀锜

鹰 科 之 最 大 食 肉 鸟 ， 在 同 科 中 较 为 罕  

见 。羽 色 灰 褐 间 有 白 纹 ，面 部 有 刚 羽 一 撮 ， 

坚 挺 如 髭 ， 故 名 ； 俗 名 “搜 羊 雕 '

胡 兀 鹫 杀 死 措 物 的 方 法 很 特 别 ， 由於  

它 的 喙 欠 尖 利 ， 但 体 大 力 足 ， 常 将 措 物 衔  

至 半 空 ， 掼 死 於 岩 崖 上 。

胡 兀 鹫 嗜 食 龟 类 及 动 物 骨 髓 ， 其 他 猛  

禽 猛 兽 不 能 尽 食 的 残 骨 剩 骸 ， 却 是 胡 兀 梵  

的 美 食 ， 或 碎 骨 啄 髄 ， 或 囫 囵 吞 咽 ， 因 此  

又 俗 称 为 “裂 骨 鹫 ” ； 和 合 本 译 作 “狗 头  

雕 ” （利 十 一  1 3 ; 申 十 四 1 2 ) ， 在 摩 西 律  

法 中 被 列 为 不 洁 之 物 。

参 _ 鸟 （炫）— 1 1 2 3。

足 生 两 趾 ， 善 跑 而 不 能 飞 的 大 鸟 ， 柄 

息 於 沙 漠 或 灌 木 林 地 带 。

圣 经 时 代 ， 南 地 沙 漠 和 北 部 叙 利 亚 都  

是 鸵 鸟 出 没 之 地 ， 但 今 日 已 经 绝 种 。 希伯  

来 文 称 鸵 鸟 为 “沙 漠 之 女 ”， 是 现 存 最 大  

的 鸟 类 ， 平 均 身 高 1 0呎 ， 重 达 1 7 5 磅 ， 某 

些 雄 鸟 可 达 3 0 0 磅 ， 雌 鸟 略 小 。 其 腿 长 而  

有 力 ， 奔 驰 如 飞 ， 每 小 时 可 达 4 0 哩 之 速 。

鸵 鸟 无 所 不 吃 ， 靑 草 、野 果 、 鼠 、雀 、 

蛇 、 蚌 、 蜥 等 都 是 它 的 食 物 ， 更 常 吞 卵 石  

助 其 嗦 囊 磨 砺 食 物 。 驼 鸟 也 有 人 捕 措 ， 但  

蛇 卵 的 需 求 更 大 。 鸵 卵 壳 稍 经 加 工 可 作 器  

皿 ， 研 晬 又 可 作 项 珠 原 料 ， 所 以 是 地 中 海  

一 带 的 通 行 商 品 。 蛇 鸟 在 沙 漠 地 挖 浅 坑 产  

卵 ， 夜 间 孵 卵 丨 次 ， 可 孵 2 5 枚 ， 日 间 则 仅  

以 沙 轻 獲 之 ， 所 以 时 有 暴 搽 在 外 的 鸵 卵 。 

孵 卵 主 要 由 雄 性 鸵 鸟 负 责 ， 雌 性 鸵 鸟 只 偶  

於 寒 夜 协 助 孵 卵 。 卵 壳 极 厚 且 坚 ， 胚 胎 可  

免 受 热 沙 之 灼 。

鸵 鸟 有 时 也 用 作 驮 物 或 拉 车 。 古 代 对  

鸵 羽 的 需 求 其 巨 ， 多 用 来 作 宫 廷 的 仪 扇 。 

开 罗 国 家 博 物 馆 藏 有 埃 及 法 老 图 坦 卡 门  

( 主 前 十 四 世 纪 埃 及 第 十 八 代 法 老 > 一 把  

牙 柄 鸟 羽 云 扇 ， 该 扇 於 丨 9 7 7 至 7 8 年 曾 在

美 国 数 大 城 市 巡 回 展 出  

为 白 色 ’ 雌 乌 则 棕 灰 色 相  

走 投 无 路 时 ， 会 埋 首 沙 中 ‘ 5曰 的 ％ ^  

. 關 著 称 。 不 过 ， 在 开 _ = ， ^  
很 灵 敏 ， 遇 险 则 疾 馳 而 去  F« % %  

鸵 鸟 常 常 只 为 自 己 躲 逃 而 g及

卵 於 不 顾 ， 这 同 鹧 鸪 之 以 雜 为 拜 幼  

照 。 疋心

圣 经 提 及 鸵 鸟 之 处 多 含 眨  

犹 太 律 法 以 鸵 鸟 为 不 洁 之 物 \

1 6 ; 申 十 四 1 5 ) ; 以 鸵 鸟 象  

(伯 三 十 ‘2 9 ; 赛 十 三 2 1 

三 2 0 ; 耶 五 十 3 9 )

利十、 

征荒僻之埃 

十四丨3,四十 

弥 迦 书 一 章 ” 以
鸟 的 鸣 叫 与 “野 狗 ’’的呼号相提并论 4  

经 作 者 也 讥 诮 鸵 鸟 对 幼 雏 洩 不 经 心 （伯̂  

十 九 1 3 - 1 8 ; 哀 四 3 > 。

蛇 鸟 的 习 性 是 一 雄 多 雌 的 ，今南非设  

有 鸵 鸟 饲 养 场 作 驯 化 之 实 验 ，但迄无折 

成 。

鸮 枭 / 猫头鹰

夜 行 食 肉 鸟 。头 大 ，双目生於正前方， 

极 大 ， 作 直 视 状 ； 翼 羽 及尾 羽 浓 密 细 ft, 

飞 行 时 悄 然 无 声 。 鸮 枭 大 小 与 鸽 同 ，但it 

体 羽 毛 浓 密 蓬 松 ， 故体型 看似 较 大• 如  

至 今 於 中 东 、 埃 及 、 以色列仍见不少，多 

柄 息 於 废 墟 、 古 庙 、 金 字 塔 、 约但河夹 

岸 岩 洞 等 人 迹 罕 至 之 处 ， 人们多以其为不 

祥 之 鸟 。

鸮 枭 目 能 夜 视 ， 於晚上可轻易的搜搏 

鼠 类 及 其 他 小 动 物 为 食 ， 但 昼间其烟 ^  

目 在 阳 光 下 却 盲 无 所 见 。 §

鸮 枭 的 食 管 颇 有 伸 缩 性 ， 因此 

不 多 时 又 能 将 毛 骨 等 不 二 V
猎 物

“反 刍 ” 出 来 吐 掉  

极 锐 利 。

其 喙 短 ，

鸮 枭 可 生 丨 〇卵 ， 雌 = ^ ^ ^ ^ 讲 长

鸮 枭 於 某 处 苕 集 繁 殖 后 ，

留 不 去 。 据 考 巴 勒 斯 坦 书 ‘‘明采
[有髀枭凡8种：

种 为 常 见 ， 3 种 罕 M L 。 钦 定 本  

来 翮 译 4 个 不 同 的 希 伯 来 ^  ’

钦 定 本 另 有 译 作 “碑 楽
的.

-调，

尽 管 圣 经 中 提 及作 “鸵 鸟 ”。 尽 管 虫 狡 故 全 以  

分 其 种 厲 ， 但 都 为 食 肉 猛 . 禽 L  一丨7 ; *
:利十一

来 律 法 列 为 不 洁 之 物  

四 1 6 > 。 / 七 白 明 #
参 - 乌 （鸵 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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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长 耳 鹗 、 红 角 鹗 ） ” 1 1 2 3 。

仑鹊 / 大 白 明

大 塑 鸿 类 ， 面 部 扁 圆 若 心 形 ， 居 巢 内  

呼 吸 声 有 如 打 鼾 ， 其 希 伯 来 名 称 似 即 源 於  

此。飞 行 时 发 生 阵 阵 尖 锐 叫 声 ，闻 之 森 然 ， 

因 此 又 名 “叫 枭 ”。 大 白 鸮 的 形 象 常 使 人  

视之若鬼怪， 故 又 名 “鬼 （或 猿  > 脸 鸿 ”。 

仓 沔 是 田 间 啮 啮 动 物 的 天 敌 ， 为 农 家 除  

客，是 大 益 鸟 <■它 珏 伏 夜 动 ， 听 觉 、 视力  

极敏说； 体 羽 淡 货 褐 色 ， 面 呈 白 色 ， 腿及  

爪 俱 被 密 羽 洱 為 ， 可 防 被 爪 下 措 物 啮 伤 。

一 些 现 代 英 译 本 已 改 译 该 希 伯 来 词 为  

“角鸱” （利 十 一  1 8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申十四1 6，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

参 - 乌 （鸮 枭 / 猫 头 朦 、 红 角 鹗 ）_ 1 1 2 3 。 

纵纹股小鹗

夜 行 猛 禽 中 最 小 的 一 种 ， 主 食 昆 虫 ， 

间 也 捕 食 小 鸟 ， 是 圣 地 最 多 见 的 一 种 鸮  

枭，居 於 废 墟 、 甚 地 、 山 岩 、 矮 林 ； 鸣声  

若 将 死 之 人 的 呻 吟 ， 诗 篇 一  〇 二 篇 6 节提  

及 的 “鸦 鸟 ” 或 即 此 种 。 有 时 会 偶 见 其 柄  

息在山岩上， 双 目 炯 炯 直 视 远 方 ， 状 若 沉  

思冥想，古 人 以 为 是 智 恝 的 象 征 ， 希 腊 人  

甚 至 以 其 为 雅 典 娜 （智 恝 女 神 ） 的 化 身 。 

现 代 圣 经 英 译 本 已 多 有 译 出 其 种 名 者 （利 

十一 1 7 ， 钦 定 本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申 

十四丨6 ， 钦 定 本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修 

订标 准 译 本 > 。

参 " 鸟 （鸮 枭 / 猫 头 鹰 ）- 1 1 2 3。

长耳鸦

大 型 鸨 枭 ， 直 立 时 有 2 呎 髙 ； 体 羽 鼠  

灰色，杂 以 灰 褐 色 斑 点 及 黑 色 斑 纹 ； 耳羽  

很长，竖 立 若 角 状 ， 因 此 又 名 “大 雕 鸿 ”。 

主食鼠类， 在 以 色 列 古 墟 、 墓 冢 间 过 冬 。

圣 经 所 记 在 荒 废 的 以 东 柄 息 的 众 鸟  

中， 可 能 也 包 括 长 耳 鸮 （赛 三 十 四 1 1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边 注 ； 和 合 本 作 “猫头  

鹰”）• 犹 太 律 法 以 其 为 不 洁 之 物 。 今 若  

干 英 译 本 已 译 其 种 名 （利 十 一  1 7 , 钦 定  

本、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申 十 四 1 6 , 钦 定  

本、 当 代 圣 经 英 译 本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修 订标 准 译 本

#  "鸟 （鸮 枭 / 猫 头 [«)• 1 1 2 3。

小 型 鸦 枭 ， 其 特 征 是 耳 羽 延 柃 突 出 如  

角，坐 姿 前 倾 ， 蹦 跳 如 羊 。 繁 殖 期 ， 雄鸟

彻 夜 鸣 叫 不 休 ， 卢 若 号 泣 。 主 食 昆 虫 、 鼠 

类 、小 鸟 。 鼠 患 蝗 灾 期 间 ，红 角 鸮 常 结 群  

而 至 ，捕 杀 甚 力 。 人 若 忮 犯 其 粜 ， 必受其  

攻 击 。 欧 亚 大 陆 和 非 洲 都 是 它 们 常 居 之  

地„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红 角 鸽 ， 才 是 宾 正 的  

“叫 枭 ”， 因 它 们 彻 夜 鸣 叫 。 钬 定 本 仅 於 1 

处 译 作 “叫 枭 ” （赛 三 十 四 1 4 ) , 但此 译  

却 大 有 争 议 。 査 该 处 经 文 的 希 伯 来 职 词 ， 

根 据 希 伯 来 神 话 是 指 一 女 鬼 ，在 S C 娃被造  

之 前 本 是 亚 当 前 妻 ，为 世 上 众 鬼 之 母 ， 常 

夜 出 播 食 儿 m , 现 代 某 些 译 本 采 纳 这 传  

统 ， 译 该 词 为 “夜 间 的 怪 物 ” 或 “夜 鬼 ” 

( 参 和 合 本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很 多 学 者 赞 成 这  

个 解 释 ， 但 指 出 先 知 以 赛 亚 并 不 相 信 这  

“夜 间 的 怪 物 ”之 存 在 ， 只 是 利 用 这 古 老  

的 传 说 ，来 形 容 那 满 目 荒 凉 的 情 状 。 由此  

可 见 ，“叫 枭 ” 之 译 （钦 定 本 ） 已 为 多 数  

学 者 否 定 。

参 • 乌 （鸮 枭 / 猫 头 臢 、仓 鸮 / 大 白 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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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

圣 地 极 为 常 见 的 一 种 野 鸟 。 其 基 本骨  

架 与 鸡 近 类 ，只 是 体 略 小 而 甩 略 长 ◊ 巴 勒  

斯 坦 有 两 种 鹧 鸪 ， 一 名 “沙 鹑 ”，分布 於  

死 海 附 近 、 约 但 河 谷 及 西 乃 沙 漠 一 带 ； 一 

名 “石 鸡 ”。 沙 鹑 体 型 中 等 ， 足 呈 黄 色 。 

雄 鸟 体 羽 棕 黄 ， 上 尾 羽 级 有 斑 驳 的 褐 纹 ， 

胸 腹 栗 白 两 色 相 杂 ； 雌 鸟 通 体 棕 灰 色 ， 石 

鸡 形 近 欧 洲 常 见 的 一 种 法 国 斑 鸡 ， 体长 约  

16吋 ， 通 体 羽 毛 斑 驳 陆 离 ，绚 烂 多 彩 。

从 圣 经 记 载 可 以 # 到 ， 措 取 鹧 鸪 的 通  

常 办 法 是 穷 追 不 舍 （撒 上 二 十 六 2 0 ; 就 

经 文 记 栽 的 地 理 背 识 判 断 ， 所 指 当 为 沙  

鹑 ）， 也 可 用 张 网 或 伏 击 之 法 （参 诗九 ; ^  

一 3 >。 措 人 将 鹧 鸪 追 至 筋 疲 力 尽 而 捕 ^  

之 ； 若 一 旦 纵 入 山 地 ， 则 鹧 鸪 在 悬 崖 峭 壁  

间 奔 跑 如 飞 ， 很难追捕•， 或 一 经 躲 入 树  

丛 ， 其 棕 绿 的 羽 毛 与 树 叶 树 枝 混 然 一 色 ， 

便 无 从 寻 找 了 。 鹧 鸪 肉 嫩 而 鲜 ， 措 者 趋 之  

若 骛 ， 若 非 其 极 强 的 繁 殖 力 、恐 怕 爭 已 绝  

种 了 。

鹧 鸪 另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习 性 . • 雌 鸟 每 生  

卵 两 窝 、 一 窝 自 孵 ，一 窝 则 由 雄 鸟 来 孵 ， 

圣 经 曾 说 鹤 綃 “孢 不 是 自 己 下 的 蛋 ” （耶



十七丨1 > , 大 慨 即 本 於 此 。

孔 布

雉 科 ， 与 麫 鸿 、 鹧 鸪 、 雉 鸡 同 科 。 雄 

鸟 羽 色 绚 丽 ， 外 烷 聛 贵 ， 胸 羽 宝 蓝 ， 带 有  

金 城 光 淨 ， 尾 羽 上 具 五 色 金 翠 钱 纹 及 目 形  

图 案 ， 收 屏 时 长 尾 拽 地 ，使 鸟 身 长 达 6 呎 ， 

开 屏 时 宛 若 巨 扇 锦 幛 ， 上 满 布 彩 色 斑 烂 的  

目 形 图 案 。 雄 鸟 求 爱 时 羽 毛 竖 起 振 动 ， 

葸 窣 有 声 ； 雌 鸟 并 无 长 尾 ， 羽 色 灰 暗 u

圣 地 不 产 孔 雈 ， 因 此 ， 某 些 学 者 认 为  

列 王 纪 上 十 章 2 2 节 及 历 代 志 下 九 章 ‘2 1节 

所 指 ， 是 源 自 东 非 的 旧 大 陆 猿 猴 ， 或 来 自  

尼 罗 河 上 游 的 珍 珠 鸡 。 然 而 ， 有 证 据 显 示  

早 在 所 罗 门 王 时 代 ， 腓 尼 基 人 就 曾 以 孔 雀  

向 埃 及 法 老 进 贡 ， 想 必 所 罗 门 王 的 远 行 商  

队 东 及 印 度 而 获 此 罕 物 ， 因 为 那 是 孔 雀 的  

产 地 。 据 载 古 希 腊 人 和 古 罗 马 人 也 颇 知 此  

鸟 ，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极 爱 孔 迮 之 美 ， 曾 明 令  

禁 止 士 卒 捕 杀 。

早 期 基 督 教 曾 以 孔 雀 象 征 基 督 复 活 所  

应 许 的 永 生 ； 其 尾 羽 上 的 目 形 图 案 ， 则 代  

表 神 无 所 不 见 的 眼 睛 。

鹈

是 水 W 禽 鸟 中 最 大 型 的 鸟 类 ， 较 之 天  

鹅 犹 大 ， 体 长 达 5 〇n ]■， 喙 长 1 6时 ， 上 喙  

尖 端 向 下 弯 曲 ， 呈 钩 状 ， 利 於 捕 鱼 ； 颔 下  

生 有 黄 色 皮 I I  , 称 “喉 囊 ’’， 用 以 贮 水 兜  

鱼 ， 可 达 3 加 仑 ； 4 趾 间 均 有 践 相 连 。 鹈 

鹕 善 泳 也 善 飞 ， 不 过 由 於 其 体 大 、 头 小 、 

颈 长 ， 从 水 面 起 飞 颇 不 易 ， 每 需 展 翅 扑 腾  

有 顷 ， 并 以 双 足 助 登 多 次 才 得 渐 起 》

鹈 蝌 性 喜 群 居 ，结 队 而 飞 ，结 夥 而 俩 。 

幼 雏 每 窝 丨 至 4 只 ， 初 出 全 裸 ， 由 雌 雄 亲  

乌 共 哺 。 鹈 鹕 哺 幼 之 法 很 特 殊 ； 一 般 成 鸟  

多 以 喙 送 食 於 幼 雏 口 中 ， 而 鹈 鹕 则 大 嘴 微  

张 ， 任 幼 雏 将 身 探 入 ， 从 喉 食 中 啄 食 那 半  

消 化 的 食 物 . ， 古 人 见 状 ， 以 为 亲 鸟 以 胸 血  

哺 幼 ， 殊 为 所 感 ， 所 以 鹈 鹕 在 早 期 基 督 徒  

眼 中 是 以 血 赎 罪 的 象 征 ， 也 是 舍 己 济 人 的  

范 例 。

斑 嘴 鹈 鹕 的 体 羽 以 白 为 主 ， 有 时 略 呈  

淡 紫 ， 翼 羽 边 缘 杂 有 黑 色 ； 腿 、 喉 食 及 眼  

睑 均 为 货 色 ， 而 哚 端 则 为 嫣 红 。 该 种 体 长  

可 达 6 呎 ， 興 展 宽 达 8 呎 。 繁 殖 期 其 面 、 

腿 等 裸 菥 部 分 ， 由 微 灰 转 成 橘 货 或 粉 红 ； 

而 其 白 色 羽 乇 则 因 皮 下 脂 腺 分 泌 物 的 润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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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略 显 粉 红 ， 色 彩 非 常 美 丽 - 聃 網 ;  

理 羽 毛 ， 使 通 体 羽 毛 油 光 可 鉴 ，

一 些 学 者 质 疑 圣 经 若 干 审 节 ‘、 

之 译 不 足 信 ， 以 为 当 是 鹊 枭 、鹰，策h  

型 飞 禽 之 误 。 多 个 译 本 将 鹈 鹕 列 为 不 ^  

物 （利 十 一  1 8 ; 申十四丨7>•以下苔干处 

的 译 法 更 是 歧 异 ， 如 诗 篇 一  O 二箱 ^  

和 合 本 作 “鹈 鹕 ”， 而当代圣经英译本  

订 标 准 译 本 则 作 “鹜 ” ； 以赛亚书三十S  

章 1 〗 节 ， 和 合 本 作 " 糾 鹕 ”， 而钦定本财 

作 “鸬 鹚 ”， 当 代 圣 经 英 译 本 和 修 订 标 H  

译 本 作 “腌 ” ； 西 番 雅 书 二 章 H 竹，ft 

定 本 作 “鸬 鹚 ”， 而 当 代 圣 经 英 译 本 ，錄 

订 标 准 译 本 则 作 “梵 ”。 很多学者以为上 

述 各 处 均 与 沙 漠 有 关 ， 不可能指鹈明这水 

鸟 。 但 也 有 人 认 为 圣 地 沿 海 、湖沼、河11丨 

之 地 ， 不 乏 斑 嘴 鹈 鹕 生 息 其 间 ，此鸟往往 

在 水 边 捕 鱼 后 ， 即 飞 翔 ‘2〇哩返内地沙摟 

来 慢 慢 消 化 ， 所 以 经文 所 说 的荒漠 孤鸟 ， 

也 可 能 是 鹈 鹕 。

鸽 分 布 极 广 ， 世 界 几 无 处 不 有 ， -fi 

的 家 鸽 俱 为 原 鸽 的 后 裔 。 希伯来文另有- 

词 译 作 “斑 鸠 ”， 也 为 鸽 屈 ，这证明6 ft 

太 人 已 知 道 鸽 种 的 差 异 。

迄 今 巴 勒 斯 坦 的 鸠 鸽 科 禽 鸟 ，至少森 

有 6 种 ： 原 鸽 、 斑 尾 林 鸽 、欧 鸽 、斑命 

灰 斑 鸠 、 棕 林 鸽 。 这 6 种 之 中 ，原鸽和3 

鸠 大 槪 是 圣 经 最 多 提 及 的 两 种 鸪 子 ，

鸽 的 大 小 从 6 吋 长 至 1 2吋长不等.巴 

勒 斯 坦 的 鸽 子 中 ， 羽 色 烺 绚 丽 的 要 8? 

鸽 。 其 体 羽 银 灰 ， 興羽则呈灰绿相间的彩  

虹 色 （大 卫 於 诗 六 十 八 1 3 有所描述丨.面 

灰 斑 鸠 和 棕 林 的 等 小 型 鸽 种 则 羽 色 较 累  

多 为 灰 色 或 棕 色 ， 颈后有微黑或格状的半 

领 条 纹 。 妈 头 小 而 颈 短 ，体 圆 ，肌肉十分 

强 劲 ， 煽 动 短 墀 ， 飞 程 葚 远 。 小鸽种多具 

长 尾 。

现 今 主 要 在 加 利 利 海 周 围 ，并沿舺 

南 下 而 至 死 海 这 一 带 地 方 ， 犹尚可见衫  

原 鸽 的 踪 迹 。 野 生 原 鸽 营 巢 於 崦 岩 绝 衫  

上 ， 圣 经 也 曾 描 述 （耿 二 丨 4 ; 耶四十A  

2 8 ; 参 何 十 一  1 1 ) 。 鸽 一 般 以 茅 莩 千 M  

巢 ， 颇 不 坚 固 ； 年 孵 两 窝 ， 每窝幼雏0  

於 两 只 ， 雌 雄 亲 鸟 共 哺 之 。 成鸟盘旋5^ 

间 牧 场 ， 觅 食 杂 草 、 谷类及 其他 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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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在嗦 1 1 内 消 化 成 粥 状 物 （称 鸽 乳 > ， 

即 反 刍 哺 疗 幼 鸟 。

常 见 2 、 3 只 雄 將 为 向 同 1 雌 鸽 求 爱 ， 

而 彼 此 有 一 番 角 逐 ； 尤 可 观 者 是 雄 斑 鸠 结  

鮮 於 空 中 上 下 飞 舞 求 爱 。 古 人 早 注 意 到 鸽  

子 的 热 切 求 爱 、 双 亲 对 幼 雏 的 精 心 照 料 ， 

以 及 雌 雄 之 间 的 切 切 关 怀 ， 所 以 一 向 把 鸽  

子 作 为 爱 与 和 平 的 象 征 （歌 一  1 5 ， 二 〗4, 

四1 , 五 2 > 等 B

古 代 作 家 似 也 注 意 到 鸽 （主 要 是 斑 尾  

林鸽）与 斑 鸠 之 间 的 主 要 区 别 。 鸽 柄 处 常  

年不易， 驯 养 容 易 ； 而 斑 鸠 则 是 春 来 冬 去  

的候鸟。 斑 鸠 需 以 笼 饲 养 ， 或 作 观 赏 ， 或 

留作祭祀。 驯 鸽 之 事 大 槪 在 挪 亚 时 代 ， 即 

已 有 之 （创 八 8 - 1 2 〉， 故 可 说 鸽 是 首 批 驯  

化的飞禽,，埃 及 锻 古 的 铭 文 对 鸽 即 有 所 记  

载，埃 及 古 箱 也 提 及 鸽 肉 鲜 嫩 可 口 。后 来 ， 

家 鸽 成 群 便 被 视 为 家 业 兴 旺 的 证 明 。 古 时  

兴 旺 之 家 都 备 有 陶 制 的 鸽 房 ， 鸽 房 排 列 有  

序 如 窗 格 （即 赛 六 十 8 所 说 的 “窗 户 ”>。

到 新 约 时 代 ， 耶 路 撒 冷 大 希 律 宫 周 围  

的花园， 也 迮 设 了 很 多 鸽 房 。 养 鸽 成 风 的  

原因，鸽 之 易 驯 当 然 是 其 一 ， 也 在 於 鸽 肉  

之 可 食 及 可 作 较 廉 宜 的 祭 品 。 斑 鸠 被 视 为  

较 珍 贵 的 祭 品 ， 因 是 野 鸟 ， 捕 获 不 易 。 圣 

经 另 有 两 处 提 及 斑 鸠 而 与 祭 祀 无 关 ， 说斑  

鸠 是 常 来 常 去 的 候 鸟 ， 每 年 存 季 便 飞 回 以  

色 列 《歌 二 1 2 ; 耶 八 7 ; 参 何 H--- 1 1 ) 0

圣 经 提 及 鸽 子 般 多 之 处 是 有 关 祭 祀 的  

叙 述 （创 十 五 7 - 1 0 ; 利 一 1 4 ， 五 7 ， 十二  

6 ; 民六丨0 ; 路 二 2 4 ) , 其 次 则 是 以 鸽 为  

喻 . . 这 颇 反 映 古 人 所 观 察 到 的 鸽 之 特 点 与  

习性， 如 妈 子 的 哀 鸣 （赛 三 十 八 1 4 ， 五 

十九丨1 ; 结 七 1 6 ; 鸿 二 7 >  ; 鸽 子 远 翔 之  

力 （诗 五 十 五 (i > ; 鸽 子 之 美 （歌 一1 5 ,  

四丨，五丨2 > ; 鸽 子 的 温 柔 、 忠 诚 （歌二  

M ， 五 2 , 六 ; 鸽 子 的 相 亲 相 爱 和 驯  

良 （诗匕十四 丨 9 ; 太 十 丨 全 本 圣 经 唯  

一 以 眨 义 提 及 鸽 子 之 处 ， 即 何 西 阿 书 七 章  

U 节 ， 指 斥 鸽 子 “愚 蠢 无 知 ”， 大 慨 是 指  

鸽 子 易 於 轻 信 的 性 格 。

新 约 以 鸽 子 为 喻 最 逭 要 的 一 处 ， 便是  

马 太 福 音 三 章 1 0 节 ， 谓 圣 灵 仿 佛 鸽 子 降  

在 受 洗 之 后 的 耶 稣 身 上 。 鸽 子 慈 爱 、平和  

的天性 ， 使 早 期 基 督 徒 很 自 然 的 把 “保忠  

师”与 鸽 子 连 起 来 。 自 此 以 后 ， 鹊 子 便 成

了 喻 指 圣 灵 的 一 个 最 为 常 见 的 荤 征 了  0

#  _鸽子粪 _ 4 8 5。

体 肥 短 ， 哚 、足 亦 短 ， 形 酤 似 鸡 雏 ， 

食 谷 物 及 昆 虫 ， 与 雉 鸡 、 鹧 鸪 同 科 ， 是鸡 

形 目 中 最 小 的 种 类 ， 鹌 鹑 体 长 不 过 1 0 DJ", 

埏 短 而 圆 ， 常 柄 息 於 灌 丛 与 杂 草 之 中 ， 发 

出 嗡 嗡 的 响 声 。 上 体 淡 红 ， 腹 羽 白 ， 一窝  

孵 卵 多 达 丨 8只 ，雌 鸟 若 亡 ， 维 鸟 必 独 负  

哺 雏 之 责 《

地 中 海 地 区 的 鹌 鸫 南 迁 苏 丹 过 冬 ， 春 

至 ， 即 结 大 群 北 返 。 鹌 鹑 飞 行 不 能 持 久 ， 

常 需靠 气 流 之 力 助 翔 ^

以 色 列 民 飘 泊 西 乃 旷 野 之 时 ， 曾两次  

得 食 鹑 肉 充 饥 ，这 两 次 都 是 神 用 风 将 大 批  

鹌 鹑 刮 至 沙 漠 ， 落 在 以 色 列 民 营 盘 周 围  

( 出十 六丨 3 ; 民十一  3丨、 3 2 ; 诗一  〇 五 

4 0 > 。 其 中 第 二 次 ， 据 测 大 批 鹌 鹑 正 结 群  

沿 阿 卡 巴 湾 北 飞 之 际 ， 突 遇 东 向 气 流 将 鹑  

转 向 ， 使 以 色 列 民 第 二 次 荒 野 得 食 （民十 

— 3 丨； 诗 七 十 八 2 6 - 2 8 )。 鹌 鸿 不 能 长 远  

飞 行 ， 可 能 由 於 飞 行 商 度 过 矮 ， 离 地 面 仅  

•2肘 <约 4 0吋  >， 气 力 耗 尽 的 鹌 鹑 很 容 易  

被 人 用 手 捕 捉 （民 十 一 31. 3：2 )。 犹 太律  

法 以 鹌 鹑 为 洁 净 可 食 之 物 。 野 杯 之 中 据 说  

以 鹌 鹑 肉 味 最 美 ， 可 吶 成 肉 千 保 存 （民十 

一 3'2)。 估 计 当 时 以 色 列 民 捕 获 的 鹌 鹑 ， 

可 能 多 达 9 0 0万 只 。

波鸦

鸦 科 中 最 大 的 一 种 <•希 伯 来 语 称 “渡 

鸦 ” 之 词 原 义 为 “黑 者 ”，因 其 通 体 黑 色 》 

渡 鸦 重 约 3磅 ， 体 长 2 2 至 2 G 吋 不 等 。 尾部  

M 羽 中 间 阔 ，两 侧 窄 。 巴 勒 斯 坦 所 见 的 鸦  

科 飞 禽 有 H 种 ： 渡 鸦 厢 3 种 ， 寒 鸦 相 '2种 ， 

乌 鸦 ®  1仲 ，秃鼻乌鸦拽  < 也 称 “白 嘴 鸦 ” > 
1 种 ， 红嘴山 鸦 相丨 种。 乌 鸦 体 长 约 』〇吋 ， 

较 渡 鸦 小 ， 且 尾 部 羽 端 齐 整 ， 无 参 差 状 。 

如 前 所 述 ， 渡 鸦 的 显 著 特 点 是 通 体 晶 黑 》

渡 鸦 和 乌 鸦 虽 受 人 厌 恶 ， 但 仍 繁 殖 不  

袞 。 渡 鸦 飞 行 能 力 极 强 ， 常 结 大 群 而 飞 ， 

多达 数 丨 〇 万只 ， 可 谓 遮 天 蔽 日 。 繁 飱 时  

衔 千 枝 芭 蜓 ， 生 2 至 7 卵 即 孵 。 渡 鸦 雌 雄  

双 柄 ， 终 生 不 易 。 鸱 之 典 、昤 、腿 俱 健 而  

有 力 ， 极 杂 食 ， 故 於 荒 凉 不 毛 之 地 仍 能 生  

存 。

渡 鸦 是 一 种 玟 诈 善 动 的 鸟 类 ， 偶有能

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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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人 语 者 。 据 传 有 渡 鸦 释 破 迷 团 ， 建 立 奇  

功 的 故 节 。 但 渡 鸦 以 K 大 胆 好 奇 的 天 性 ， 

也 有 作 性 偷 窃 的 勾 当 。

圣 经 提 及 鸟 类 的 名 称 ， 首 先 便 是 渡 鸦  

( 创 八 7 ， 和 合 本 作 “乌 鸦 ”）。 人 类 似 早  

已 知 渡 鸦 有 坚 轫 强 健 之 体 力 ， 常 远 飞 异 地  

寻 觅 食 物 ， 所 以 挪 亚 以 鸦 探 路 ， 将 渡 鸦 从  

舟 中 放 出 ， 见 它 一 去 不 归 ， 就 知 它 必 寻 获  

食 物 ， 并 有 千 地 可 柄 。

律 法 书 大 槪 以 渡 鸦 食 腐 而 列 入 不 洁 之  

物 （利 十 一 1 5 ; 申 十 四 14 >。 不 过 ， 圣 经  

也 杓 记 乌 鸦 奉 神 命 供 养 先 知 以 利 亚 （王 上  

十 t  4 - 6 ) ; 约 伯 记 也 描 述 神 为 乌 鸦 预 备  

食 物 （伯 三 十 八 4  M  ; 诗 篇 作 者 和 耶 穌  

基 胬 也 都 有 类 似 的 议 论 （诗 一 四 七 9 ; 路 

十 二 2 4  > ; 雅 歌 五 章 1 丨 节 描 写 新 娘 秀 发  

乌 黑 光 润 ， 也 以 鸦 羽 为 喻 ；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四 皁 1 1节 则 隐 指 渡 鸦 有 择 荒 而 柄 的 习 性 。

十 分 强 健 的 海 鸟 ， 均 食 腐 。 圣 地 沿 海  

俩 息 的 种 类 很 多 。 头 羽 白 色 ， 上 体 羽 多 呈  

苍 灰 色 ， 腹 白 色 ， 墀 端 黑 色 ，， 哚 小 巧 ， 端

呈 钩 状 。

海 鸥 体 长 在 8 至 3()n、t 之 间 不 等 ， 多 为  

候 鸟 ， 飞 行 力 强 ， 可 远 行 。 趾 间 有 蹼 ， 也  

善 泅 水 。 鸣 声 尖 厉 刺 耳 ， 营 巢 期 常 结 群 而  

居 。 悬 趨 、 呤 荇 、 高 树 都 是 其 柄 息 之 所 。 

雌 雄 亲 鸟 共 哺 幼 雏 。

海 鸥 几 无 所 不 食 ， 圣 经 以 其 为 不 洁 之

物 （利 H ----1 6 ; 申 十 四 1 5 , 和 合 本 作

“负 鹰 ”>。 有 些 释 经 家 认 为 这 两 节 所 指 者  

并 非 海 鸥 ， 而 是 鸮 枭 或 杜 鹃 之 城 。

参 • 鸟 （杜 鹃 / 布 谷 鸟 ）" 1 1 2 3。

麻 祚

產 科 鸣 鸟 中 的 一 种 被 认 为 极 无 价 值 的  

小 鸟 ； 希 伯 来 原 词 是 一 个 广 义 的 名 称 ， 可 

通 指 一 切 小 型 洪 鸟 ， 可 包 括 织 布 鸟 科 的 各  

个 种 类 ， 所 以 麻 雀 、 燕 產 、 鸭 、 椋 鸟 都 在  

其 W 义 涵 盖 之 内 。 圣 经 各 译 本 通 译 作 “麻 

雀 ” （诗 八 十 四 3 ; 箴 二 十 六 幻 ， 显 然 是  

以 其 M 荇 M M 常 见 之 故 。

麻 逛 通 体 咭 偈 ， 惟 颏 下 羽 为 黑 色 ， 终  

日 嘈 吵 ， 尤 其 是 雄 鸟 ； 鸟 巢 筑 於 屋 壁 、 檐 

边 、 树 洞 ， 有 时 也 衔 野 草 干 枝 及 其 他 任 何  

材 料 ， 於 开 阔 之 处 筑 粜 ， 巢 口 开 於 旁 边 ； 

每 窝 孵 4 至 7 卵 „

古 代 希 腊 人 和 古 埃 及 人 早 已 知 麻  

特 性 ， 常 成 群 结 队 飞 入 农 田 啄 食 谷 种 ^  

地 也 是 麻 雀 终 年 柄 居 之 地 。

麻 雀 近 人 而 居 ， 且 极 多 产 。 犹太  

以 其 为 洁 净 可 食 之 物 。 有 些 地 方 常 捕 ^  

售 ， 售 价 极 廉 （太 十 2  9 ; 路 十 二 (}) 今 

在 中 东 诸 国 的 集 市 上 ， 仍 可 见 有 几 ^  

雀 ， 他 们 以 绳 之 一 端 系 淮 腿 ， /|只至6只 

— 串 ， 任 众 雀 在 头 上 噢 哗 飞 动 。这悄 

新 约 时 代 十 分 普 遍 -

m

大 型 涉 禽 ， 腿 长 ， 興 大 而 有 力 ，_  

黑 色 ， 有 光 泽 ， 煽动双興即产生很大的項  

噗 声 ； 趾 间 有 蹼 ， 可 在 软 泥 上 行 走 ，具红 

色 长 嗓 ， 既 锐 且 直 ， 是从水中捕食龟类的 

利 器 。 鹳 喉 退 化 ， 不 能 鸣 叫 。

鹳 是 候 鸟 ， 舂 秋 旅 次 均 经 圣 地 ，昼间 

每 可 见 大 队 熟 鸟 凌 空 而 过 ， 十分壮观，9 

月 鹳 队 南 翔 ， 往 中 非 和 南 非 过 冬 ，开春I[彳 

飞 归 以 色 列 北 驰 、 叙 利 亚 和 欧 洲 。

鹳 每 年 必 归 本 粜 ； 其对幼雏的亲亲之 

情 向 为 人 所 称 道 ， 记 为 谚 语 。 鹳每归必加 

筑 其 巣 ， 有 人 曾 发 现 百 年 老 巣 ，高遍州.

巴 勒 斯 坦 常 见 的 鹳 种 有 二 ，-为白 

鹋 ， 体 高 达 4 0 吋 ， 與 展 6呎 ，使它能 g 定 

的 慢 飞 ， 且 能 翗 翔 自 如 。 俗传釣能算命， 

即 是 指 这 种 白 鹬 。

另 一 为 黑 鹋 ， 常见於死海周围的谷  

地 ， 营 m 於 商 树 之 纈 ， 想来诗篇一  〇四s  

1 7 节 所 称 的 柄 树 鸟 类 ， 或 即 黑 鹬 （和合 

本 作 “鹤 ”> 。

在 希 伯 来 文 ， 鸛 含 “慈 ”、“忠”之 

义 ， 显 然 是 指 鹋 关 爱 幼 雏 。 釣食性颇糸. 

各 种 水 中 物 无 所 不 食 ， 也兼食小鸟.小动 

物 及 种 种 废 物 渣 滓 ， 因 此 ， 犹太律法便定 

其 为 不 洁 之 鸟 （利 十 一 1 9 ; 申十四18)， 

如 婢 一 样 。 先 知 耶 利 米 调 捫 “知道来去定 

期 ” （耶 八 7 > ; 先知 撒迦 利亚的异象中， 

也 提 及 鹳 的 庞 然 大 躲 （亚 五 9 > 。

家 燕

体 型 小 巧 ， 尾 羽 黑 色 ， 呈叉状，P  

长 ， 翔 姿 优 美 ； 足 短 而 弱 ， 不宜行走 . f  

燕 体 态 与 习 性 皆 近 似 揭 雨 燕 ， 惟体0  

小 。

家 燕 口 裂 极 深 ， 便 於 飞 翔 中 捕 〇  

虫 ； 羽 毛 基 本 是 蓝 、 棕 、 白三色搭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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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 艿 粜 於 擗 下 ， 诗 人 也 曾 提 及 说 圣 殿  

有 家 燕 “孢 雏 之 窝 ” （诗 八 十 四 3 , 和 合  

本 作 “燕 子 ” >•

家 燕 棰 本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留 鸟 ， 而 褐 雨  

弗 则 足 按 节 候 来 去 的 候 鸟 。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八伊 M 节 和 耶 利 米 书 八 章 7 节 中 的 “燕 子 ’’ 

大溉 足揭 雨燕 ， 因 为 先 知 之 意 ， 以 褐 雨 燕  

之 丨 # 守 时 令 与 耶 路 撒 冷 之 民 的 玩 忽 神 的 法  

則，相 互 对 照 。 至 於 箴 言 二 十 六 章 2 节则  

可 指 " 家 燕 ” 或 “褐 雨 燕 '

参 - 鸟 （褐 雨 燕 ）" 1 1 2 3 。

大 型 水 禽 ， 体 态 优 美 。 天 鹅 是 中 东 的  

旅鸟，常 见 者 有 两 种 ： 一 是 疣 鼻 天 鹅 ， 一 

是 美 洲 天 鹅 • • 万 鸟 之 中 以 天 鹅 鸣 啭 为 飛 动  

昕，不 啻 长 笛 、 竖 琴 之 悠 婉 怡 情 ， 古 希 腊  

人 视 之 为 神圣 ， 为 亚 波 罗 神 的 象 征 。

天 m 主 食 水 生 植 物 ， 利 未 记 十 一 章  

竹 和 申 命 记 十 四 章 1 6 节 以 其 为 不 洁 之  

鸟，似 埋 由 不 足 ， 疑 所 指 者 并 非 天 鹅 ， 而 

是水鸡、仓 鹊 或 大 白 鸮 之 厲 。

参 • 乌 （仓 鸮 / 大 白 码 . 水 鸡 ）_ 1123,

体 小 而 着 飞 ， 猓 尖 长 ， 剪 状 尾 ， 无论  

是 掠 地 而 飞 还 是 凌 空 疾 翔 ， 都 能 达 到 极 高  

的速度 u 褐 雨 燕 在 往 来 疾 飞 中 捕 食 昆 虫 、 

能消灭大 S 农 畜 之 害 。 许 多 褐 雨 燕 苦 巢 於  

屋顶、城 墙 角 落 或 隙 罅 ， 筑 巢 以 唾 液 胶 固  

羽毛和 枯 草 ， 轻 而 坚 固 ； 也 有 筑 巢 於 岩 洞  

或峭壁隙纟i l 的 。

巴 勒 斯 坦 颇 多 偈 雨 燕 ， 尤 其 是 约 但 河  

谷，常 有 褐 雨 燕 结 群 飞 翔 。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八聿 M 节 形 容 “我 像 燕 子 呢 喃 ”， 这 里 的  

“燕子”必 是 偈 雨 燕 ， 因 其 鸣 声 悠 长 悲 怆 ， 

而 家 燕 的 鸣 叫 却 嘁 喳 尖 锐 ， 故 以 褐 雨 燕 的  

叫 声 比 喻 王 的 悲 恸 ， 较 为 相 宜 。

毎 至 冬 末 # 初 ， 褐 雨 燕 必 从 南 方 准 时  

飞抵圣地， 大 小 城 镇 的 上 空 便 回 荡 若 褐 雨  

痒 的 鸣 叫 „ 因 此 ， 耶 利 米 书 八 章 7 节 所 指  

也 必 是 褐 附 燕 ， 因 为 家 燕 大 多 是 圣 地 的 留  

鸟。

参 • 乌 （家 燕 ）” 1 1 2 3。

n

鹰 科 。 旧 大 陆 的 4 种 鹫 在 巴 勒 斯 坦 邰  

有所见， 即 ： 埃 及 小 鹫 、 兀 筠 、 秃 鸷 和 配  

兀 珣 （而 髭 兀 梵 亦 称 为 “胡 兀 鹫 • 这 4

种 鲛 ， 以 埃 及 小 较 为 伋 小 ， 仅 ；M n i , 而 

以 髭 兀 鹫 为 报 大 ， 为 圣 地 i a 大 型 之 飞 禽 。

鹫 的 体 羽 多 为 棕 色 或 黑 色 ，颈与喙俱  

短 ， 喙 端 弯 曲 有 利 钩 ，便 於 撕 裂 大 动 物 的  

尸 体 。 除 髭 兀 鹫 之 外 ， 其 他 的 琦 在 头 、颈 

均 秃 或 仅 有 稀 薄 的 绒 羽 ，这 侦 於 它 们 埋 首  

尸 内 掏 食 内 脏 ， 不 会 损 及 羽 毛 „ 梵 目 力 奇  

锐 ， 翱 翔 於 高 空 即 可 符 见 地 面 尸 体 之 所  

在 ，幸 而 其 咬 觉 欠 灵 ， 不 觉 食 物 的 腐 良 „ 
鹫 随 遇 营 粜 ， 但 必 在 人 迹 罕 见 之 处 . _ 雉  

亲 鸟 均 负 哺 幼 之 责 。

旧 约 译 作 “雕 ’’的 希 伯 来 原 词 ， 大槪  

是 一 个 泛 指 一 切 6 •肉鸟的通词，可 指 “雕 ” 

或 “焚 ” 参 （利 十 一 1 3 ; 申 十 四 1 2 K 经 

文 内 容 提 到 哲 粜 习 惯 《伯 三 十 九 2 7 、 

2 ft ; 耶 四 十 九 丨 6 ; 俄 4 > 、 育 雏 的 天 性  

( 申三十二丨 1 > 、飞翔能力  < 出 十 九 4 ; 申 

二 十 八 4 9 ; 伯 九 2 6 ; 哀 四 1 9 )、 翱翔的高  

度 （箴 二 十 三 5 , 三 十 丨 9 ; 赛 四 十 3 1 ) „  

然 而 不 论 译 名 如 何 歧 异 ，较 以 其 食 腐 的 特  

性 在 律 法 中 均 被 列 为 不 洁 （利 十 一 1 3 、 

1 8 ; 申 十 四 1 2、 丨

钦 定 本 多 处 译 作 “雕 ”之 处 ， 现代各  

译 本 已 多 改 译 作 “鹫 ”， 这 改 译 似 更 为 合  

适 ，因 为 厄 运 立 至 之 兆 （哀 四 丨 何 八 1， 

和 合 本 作 “鹰 ”> 与 啄 食 眼 睹 之 食 肉 鸟  

( 箴 三 十 1 7 > ，恐 怕 非 鹫 荧 賴 ； 再 如 弥 迦  

书 一 章 1 6节 有 “大 大 的 光 秃 ， 如 同 秃 鹰  

( 本 为 ‘‘雕 之 句 ， 显 然 是 指 “秃 鹫 ”， 

因 为 巴 勒 斯 坦 并 无 秃 鹰 ， 而 大 部 分 的 鹫 都  

是 秃 头 的 „ 腾 和 擗 在 古 代 近 东 ， 都被视为  

权 力 与 统 治 之 象 征 ， 甚 至 某 些 神 衹 也 以 梵  

为 象 征 。 以 西 结 将 巴 比 伦 与 埃 及 诸 王 比 喻  

作 “雕 < 结 十 七 3 、 7 ，和 合 本 作 “鹰 

也 可 比 作 “鹫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2 8节 

记 耶 稣 描 述 世 界 末 日 ， 将 有 雕 （和 合 本作  

“鹰 ， 环 聚 於 尸 旁 ，这 “雕 ” 也 当 改 为  

“鸷 ”， 因 为 雕 索 独 食 ， 而 鹫 才 有 群 聚 尸  

旁 的 习 性 。

钦 定 本 有 译 作 “焚 ”之 处 ，现 代 译 本  

多 改 作 “鸢 ” 或 “隼 ’’ < # 利 十 一  M ; 申 

十 四 1 3 ; 伯 二 十 八 7 ; 贫 三 十 四 1 5各译本  

的 不 同 译 法 K

参 "鸟 （雕 . 隼 ，茚， 胡兀长 . 禿钕、埃 

及小钕、兀钕）"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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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食 鸟 ， 体 长 越 3 呎 ， 埏 展 达 3 码 ， 

通 体 黑 羽 ， 头 及 颈 上 部 秃 裸 ， 和 其 他 食 尸  

猛 禽 无 异 。 柄 息 於 约 但 河 谷 ， 圣 经 时 代 似  

为 数 极 多 ， 今 日 则 已 罕 见 ， 利 未 记 十 一 章  

1 3 节 和 申 命 记 十 四 韋 1 2 节 提 到 的 “红 头  

雕 ”， 当 为 秃 鹫 。

参 “乌 （钕）” 1 1 2 3。

埃 及 小 鹫

也 称 “秃 雕 ” 或 “王 鸡  ' 体 羽 白 ， 

颈 羽 黄 ， 头 秃 裸 。 常 啄 食 其 他 大 梵 遗 留 的  

残 尸 伢 头 。 飞 翔 绒 慢 、 平 稳 ， 鸣 声 低 沉 嘶  

哑 。 体 长 仅 2 4 D 、J■， 是 圣 地 所 见 食 尸 猛 禽  

中 最 小 的 一 种 。 旧 约 列 为 不 洁 的 “秃 雕 ” 

( 利 十 一  1 8 ; 申 十四 丨 7 > 必 即 此 鸟 。

#  -乌 （炫）_ 1 1 2 3。

兀鹫

是 圣 地 所 见 最 大 型 飞 鸟 之 一 ， 直 至 数  

十 年 前 ， 巴 勒 斯 坦 的 兀 梵 仍 为 常 见 之 鸟 ， 

如 今 已 濒 灭 绝 „ 究 其 原 因 ， 误 食 诱 杀 呱 、 

豺 毒 饵 而 亡 的 兀 埯 为 数 不 少 ， 加 之 其 繁 殖  

力 弱 ， 雌 鸟 年 生 卵 仅 1至 2 枚 。

兀 梵 长 约 4 呎 ， 與 宽 达 1 0呎 ， 喙 极 坚  

硬 有 力 ，趾 短 ，爪 较 钝 。通 休 羽 毛 浅 褐 色 ， 

头 、 颈 秃 裸 ， 仅 洱 有 稀 疏 的 绒 羽 ， 略 呈 淡  

黄 色 。

兀 鹫 主 食 尸 肉 尸 骨 ， 也 兼 食 焯 虫 和 小  

型 蝇 类 ； 抗 饥 能 力 极 强 ， 可 一 连 数 日 不 食  

而 粞 力 不 稍 减 ， 一 旦 得 食 则 鲸 吞 虎 噬 ， 食 

M 惊 人 。 兀 鹫 於 圣 地 多 柄 息 於 加 利 利 海 一  

带 。 圣 经 提 及 “筠 ” 者 ， 大 多 便 是 指 这 种  

兀 鹫 。

参 - 乌 （雕、 钕 ）• 1 1 2 3。

水 对

小 型 涉 禽 。 圣 经 译 本 中 ， 只 见 於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所 列 不 洁 之 鸟 名 单 中 （利 十 一  

1 8 ; 申 十 四 丨 6 ， 和 合 本 作 “角 鸱 ”> ， 故 

是 圣 经 所 列 各 鸟 类 中 M 难 考 定 的 一 种 ； 歧  

异 的 译 法 有 “天 鹅 ” （钦 定 本 ）、 鸮 枭  

( 或 猫 头 鹰 ） 之 — 种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 

新 英 语 译 本 ）， “大 鹞 ” （当 代 圣 经 ）。 多 

数 学 者 部 否 定 此 为 “天 鹅 ”， 因 该 鸟 茹 累 ， 

似 不 当 列 为 不 洁 之 鸟 ； 至 於 奶 枭 ， 则 有 可  

能 。

大 齡 ， 是 秩 对 之 一 类 ， 有 数 种 柄 息 於  

巴 勒 斯 坦 ； 紫 水 鸡 即 为 其 中 — 类 。 秧 鸡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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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瘦 削 ， 体 长 在 6 至 2 0 吋之间不等  

於 湖 沼 ； 杂 食 性 ， 各 种 小 动 物 、水來^  

虫 均 可 为 食 ， 大 槪 因 此 被 列 在 庳 西 作 1  

洁 之 物 的 名 单 中 。

参 “动 物 ” 

参 考 书 目 ： 

o f  t h e  B i b l e .

John

3 2 9 〇

A . P a r m e l e e , A l l

w \  

,he \

宁法
Nympha
n i n g  f S

住 在 老 底 热 （也 许 是 歌 罗 西 ）的 

女 埜 督 徒 ， 信 徒 在 她 家 里 聚 集 敬 拜 ，^  

曾 在 信 中 向 她 和 她 家 里 的 教 会 间 安  

15> 0

宁拉
Nimrah
n i n g  1§

摩 押 城 市 伯 宁 拉 的 另 一 个 翻 译 ， M  

民 数 记 三 十 二 章 3 节 。

参••伯宁拉” 1 9 1 。

宁林的 水
Nimrim, Waters of
n i n g  l i n  d e  s h u l

摩 押 南 端 的 一 处 地 方 ， 以 赛 亚 （赛十 

五 6 > 与 耶 利 米 （耶 四 十 八 3 4 ) 在宜告对 

国 的 审 判 时 ， 也 预 言 该 处 必 遭 灾 „ 宁林的 

水 来 自 地 下 泉 ， 其源头在外约但的山上,  

从 西 北 面 流 进 亚 拉 巴 河 谷 ， 最后灌入死海 

的 东 南 角 。 这 些 河 流 周 围 的 地 区 ，以其有 

绿 的 植 物 知 名 （参 赛 十 五 幻 。宁林的水 

大 槪 就 是 现 今 的 奴 美 拉 河 ， 在撤烈以; 

哩 。

宁录
Nimrod
n i n g  ICt

古 实 的 儿 子 ， 含 的 孙 子 ，挪亚的0  

( 创 十 8 ; 代 上 一 1 0 ) 。 圣 经 形 容 他 是 1  

上 英 雄 之 首 ” 和 “英 勇 的 措 户 ”（细+8‘ 

9 ) 。 宁 录 是 首 位 违 立 一 个 大 帝 国 的 人 ’ 

而 且 是 有 名 的 措 人 。 传统认为他纟充治^  

波 大 米 南 部 的 巴 比 伦 和 亚 甲 ，以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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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 m • " 宁 录 地 ” 大 槪 就 是 亚 述 （弥五

旧 约 对 宁 录 的 描 述 显 示 ， 在 古 代 传 统  

里 他 是 一 个 刚 毅 ， 以 及 拥 有 非 凡 才 能 和 勇  

力的人。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他 是 — 位 米 所 波 大  

米王，呰 在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把 亚 述 和 巴 比 伦  

统一起来。 这 说 法 与 圣 经 的 记 载 不 吻 合 ， 

圣 经 说 他 是 古 实 的 儿 子 ， 含 的 孙 子 ， 而古  

实 的 后 代 应 分 布 在 埃 及 南 部 （创 十 8 > 。

犹 太 教 的 他 勒 目 和 伊 斯 兰 传 统 对 宁 录  

其人其亊，郎 有 明 确 的 记 述 。在 他 勒 目 中 ， 

他 代 表 了 世 上 背 叛 神 的 人 和 军 事 势 力 。 在 

拉比 传 统 中 ， 巴 別 塔 （创 十 一  1 - 9 > 就 是  

“宁 录 的 居 所 ”， 那 里 有 偶 俅 崇 拜 ， 并 奉  

宁录为神。 在 伊 斯 兰 经 典 中 ， 指 宁 录 迫 害  

亚伯拉罕， 并 把 他 扔 进 猛 烈 的 火 炉 中 。

宁示
N im s h i
ning sh!

约 沙 法 的 父 亲 ， 即 以 色 列 王 耶 户 的 祖  

父 （王 上 十 九 l <i ; 王 下 九 2 - 2 0 ; 代 下 二  

十二 7 )。

牛/ 公牛
O x
niu /  g d n g  n i 6

参 • 动 物 （牛）" 3 2 9 。

牛/ 牲畜
C a tt le
niii / s h e n g  chi»

圣 经 中 的 “牲 畨 ’’ 要 是 指 饲 养 的 牛 、 

羊而言。

参•衣业 _ 1136: • 动物 （牛）- 3 2 9。

牛接
C a lf ,  H e i f e r ,  S t e e r
nia da

参 _动 物 （牛）" 3 2 9 。

牛f t
G a d f ly
n '^  m 6 n g

大 苍 蝇 的 总 称 ， 包 括 虻 、 马 蝇 等 、 专 

喂牲畜、 现 今 又 作 “牛 虻 ” • 圣 经 称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为 牛 虻 （耶 四 十 六 2 0 ) , 这是圣  

经 中 唯 一 有 关 牛 虻 的 记 软 。

参 “动 物 （苍蝇）" 329,

牛皮癣
S c u r v y
n il j p i x i d n

圣 经 使 用 这 词 共 有 3 次 《利 二 i " 一 20, 

二 十 二 • ， 申 二 十 八 2 7 )。 大 槪 郎 不 是 指  

现 代 一 种 同 名 的 疾 病 ，这 病 是 因 严 重 缺 乏  

维 他 命 C 而 引 起 的 。

在 利 未 记 的 经 文 中 ，" 牛 皮 癬 ” 这名 

称 是 在 “… …长 癣 的 、长 疥 的 …… ” 一 系 

列 疾 病 中 出 现 。 牛 皮 癣 是 指 一 种 湿 的 或 渗  

出 液 体 的 损 伤 ； 而 疥 则 是 指 一 种 千 的 或 结  

痂 的 皮 肤 溃 伤 。

这 些 用 语 可 用 来 描 述 很 多 不 同 种 类 的  

皮 肤 疾 病 ，但 现 今 已 不 可 能 作 出 确 实 的 判  

断 。 这 些 经 文 的 重 要 槪 念 ， 就 是 无 论 祭 司  

( 利 二 十 一  2 0 > 和 用 作 火 祭 的 牲 畜 （利二  

十 二 都 必 须 全 无 残 疾 。 他 们 这 些  

特 点 ， 也 正 是 基 督 在 旧 约 中 的 预 表 。

牛 皮 癬 也 是 耶 和 华 因 氓 色 列 人 不 顺 服  

而 葙 以 击 打 他 们 的 一 种 皮 肤 病 。

参 •疾病• 661: •医药" 2 0 0 8。

农夫，耕种
F a r m e r ,  F a r m i n g
n 6 n g  f fl / g e n g  z h d n g

参 •衣业” 1 1 3 6 : • 轵 业 （衣 夫 ）•

2320〇

浓讷
S t r o n g  D r i n k
n 6 n g  jiiS

任 何 使 人 醉 倒 的 烈 酒 . .凡 进 入 会 格 亊  

奉 神 的 利 未 人 （利 十 许 了 拿 细 耳 人  

之 恧 的 人 （民 六 3; 士 十 三 4 - H ) 、 君王  

和 统 治 者 （箴 三 十 一 钧 ， 以 及 施 洗 约 翰  

(路一丨 5 >， 一 槪 不 可 喝 浓 酒 。 箴 言 二 十  

章 1节 指 山 智 恝 的 人 不 应 醉 酒 . ， 以 赛 亚 也  

宣 告 好 饮 酒 的 人 有 祸 了 （赛 五 1 1 、 2 2 ) 。 

在 利 未 人 的 献 祭 中 ，浓 酒 是 作 献 奠 祭 之 用  

( 民 二 十 八 并 且 在 什 一 奉 献 时 ， 可为  

节 曰 的 饮 品  < 申 十 四 。

参 •酒• 7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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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Agriculture
n 6 n g  y d

在 圣 经 时 代 ，农 业 索 有 3 种 主 要 形 式 ， 

至 今 犹 可 见 於 巴 勒 斯 坦 ； 而 社 会 和 技 术 状  

况 使 这 3 种 形 式 的 轻 重 比 例 ， 在 不 同 时 代  

有 一 定 的 改 变 。

牧养业

养 羊 是 圣 经 提 及 的 第 一 种 行 业 。 亚 伯  

( 创 四 2 > 和 雅 八 （创 四 ‘2 0 ) 都 是 牧 养 羊  

群 或 其 他 牲 畜 的 。 这 种 行 业 适 合 半 游 牧 的  

生 活 ， 只 要 求 有 限 的 技 术 和 设 备 ， 便 可 供

应 衣 食 。

族 长 主 要 都 是 牧 人 。 他 们 在 无 主 的 牧  

场 上 放 牧 牛 羊 ， 一 般 都 不 问 稼 穑 。 雅 各 及  

其 众 子 下 埃 及 时 ， 都 是 作 牧 人 的 （创 四 十  

七:n 。 后 来 定 居 约 但 河 东 的 流 便 支 派 、 

迦 得 支 派 、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民 三 十 二 1 >, 

以 及 定 居 巴 勒 斯 坦 西 部 山 区 的 一 些 支 派  

( 撒 上 二 十 五 2 > ， 也 无 不 以 放 牧 为 生 。 甚 

至 到 了 游 牧 时 代 以 后 ， 牧 养 业 也 仍 是 希 伯  

来 农 业 的 重 要 部 分 。 一 方 面 因 为 放 牧 可 利  

用 较 贫 瘠 的 土 地 ，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由 於 传 统  

所 致 ， 尤 其 因 宗 教 祭 祀 需 要 大 m 牲 畜 。

谷 物 种 植

大 多 数 学 者 都 同 意 ， 以 色 列 的 拼 种  

农 业 是 师 法 迦 南 人 的 ， 因 为 定 居 於 应 许  

地 的 同 时 ， 他 们 与 迦 南 人 有 了 交 往 其  

实 ， 种 植 五 谷 可 远 溯 至 更 早 的 时 期 。 该 

隐 也 是 种 地 的 （创 四 2 > ， 但 他 种 的 是 什

羊 群 . 牧 羊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重 要 行 业 。

么 ， 却 不 得 而 知 。 考 古 学 家 把 近 东 M  

种 植 史 的 上 限 ， 定在主前 6 8 ( 丨 ()年左右 

以 撒 曾 於 基 拉 耳 耕 种 （创二十六丨‘2丨，0 

及 约 瑟 曾 梦 见 禾 捆 《创 三 十 七 6 、 

都 可 以 作 为 早 期 农 业 的 佐 证 。 约 .S 农| 

的 知 识 大 概 是 从 埃 及 人 那 甩 学 来 的  

及 人 藉 尼 罗 河 肥 沃 的 冲 积 平 原 之 利 ，$ 

就 开 始 了 农 耕 。

以 色 列 人 的 农 耕 则 确 是 始 自 与 南 人  

的 接 触 。 以 色 列 人 还 在 加 低 斯 巴 尼 $ 时 ，| 

约 书 亚 和 迦 勒 便 报 告 了 迦 南 地 的 丰 产 情 |

( 民 十 三 2 ( 5 > 。 沦为屈民的迦南人无疑会  

受 命 教 授 征 服 者 农 拼 技 术 》 这种关系也许 

是 促 使 以 色 列 人 倾 向 拜 异 神 的 一 个 原 因  

( 士 九 2 7 > 。 不 过 ， 从纯游牧而转为半 ？f 

拼 历 时 多 久 ， 却 无 从 知 道 。 有些支派始终 

也 没 放 弃 游 牧 的 生 活 方 式 。但是到了列I 

时 代 ， 拼 田 种 谷 就 已 经 很 普 遍 了 （撤下十 

四 3(” 。

种 植 的 谷 物 中 ， 当 以 小 麦 为 f t f 要 

所 罗 门 送 给 希 兰 的 建 殿 酬 金 中 ，以小麦最 

大 宗 ， 其 次 则 为 大 麦 和 食 油 等 （代下二 

小 麦 还 素 为 出 口 的 主 项 （结二十七 

大 麦 居 第 二 位 。 原 先 ，做面饼是以 

大 麦 为 主 要 原 料 的 （士 七 1 3 ) ; 后来穷 

人 仍 以 食 大 麦 为 主 （约 六 9 、 13>。大1 

也 用 作 饲 料 。

其 他 的 农 作 物 尚 有 豆 和 红 豆 （依下十| 

七 2 t t > , 均 可 碾 碎 蒸 食 或 磨 粉 做 饼 丨 结 d  

9 >。 韭 菜 、 洋 葱 、 大 蒜 等 种 以 佐 味 ：音 

香 、 香 菜 、 土 茴 、 溥 荷 、 芸 香 、芥末等可 

作 香 料 。 亚 麻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农 作 物 （书二 

6 > 。 棉 花 也 有 种 植 （赛 十 九 棉 麻 与  

羊 毛 都 有 同 等 的 用 M 。 到了罗马时代，# 

的 重 要 性 已 远 超 过 麻 。

种 果

以 色 列 人 定 居 之 后 ， 也 有 里 怡 邮 $ 

葡 萄 园 ， 这 也 成 了 繁 荣 的 标 志 。葡 闢 _ 

酿 酒 原 料 ； 橄 榄 园 所 出 的 橄 揽 可 制 食 1  

化 妆 品 和 药 物 . . 无 花 果 和 石 榴 也 有 0  

这 些 农 作 物 对 技 术 和 设 备 ， 显然也存1  

高 的 要 求 。

耕 作

圣 经 时 代 ， 田 间 工 作 全 由 农 人 ”

J



成 土 地 ， 如 清 林 、 去 石 、 劈 「余荆棘  

祀 垦 开拓丨8 • 费 五 2 >。 山 地 土 层 薄 者 尚 需  

(不十 U 造 水 渠 „ 劳 动 之 繁 遺 使 — 个 农 民  

筑 # 太 受 限 制 ； 只 有 像 约 伯 、 波阿  

: : 口 二 才 能 拥 有 大 片 土 地 。

拼 地 则 使 用 十 分 简 陋 的 木 犁 ， 以耕 牛  

或 母 牛 牵 引 （士 十 四 1 8 ; 摩 六 1 2 > , 偶 尔  

也 有 用 驴 骡 （申 二 十 二 1 〇 > 。 土 块 以 锄 锄  

碎，或 由 扶 犁 者 用 牛 杖 打 碎 。 耕 后 以 耙 平  

整土地。 耙 也 极 简 陋 ： 一 木 负 石 板 或 荆 枝  

以 增 其 重 即 为 粑 ， 拽 之 将 土 拉 平 。 农夫 用  

手撒种， 精 细 者 或 将 种 子 点 种 於 垄 沟 ， 然 

后 用 把 或 石 板 洱 土 ； 除 草 则 用 犁 、 耙 或  

锄。

这 些 农 业 工 具 在 圣 经 时 代 ， 并 无 多 大  

改进。所 谓 犁 ， 只 是 一 弓 形 弯 木 ， 平 端 结  

掩 套 在 牛 身 拉 拽 ， 翘 起 的 — 端 由 扶 犁 者 手  

持 • 梨 笨 铧 纯 ， 破 土 深 不 过 4 至 5 吋 。 出 

埃 及 后 铁 器 始 有 使 用 （撒 上 十 三 2 0 > ， 但 

4 少 价 昂 ， 仅 以 包 铧 尖 ， 减 轻 磨 损 而 已 。

是 时 巴 勒 斯 坦 的 农 业 尚 很 少 使 用 肥  

休 - 体 法 上 规 定 了 土 地 休 闲 制 ： 7 年 为 一  

免 ^ 有 利 积 蓠 水 分 、 恢 复 地 力 ， 或 至 少 避  

每 ^ 托 土 壤 粪 肥 之 不 能 普 遍 是 因 为 大 景  

把的彡页用作燃料之故。 圣 经 仅 一 处 叙 及 施  
灰 ( 路 十 三 8 > 。 米 示 拿 还 提 到 以 木  

' 树 叶 、 牲 血 、 油 渣 作 肥 料 的 事 。

收别$ 神 始 於 雨 季 之 初 ， 收 割 则 在 季 末 。

少 要 进 行 7 周 。 成 熟 的 作 物 （如豆

= 或 连 根 拔 起 ， 或 以 觸 断 ，或以谏刀  

剳 下 。 考 古 发 掘 曾 有 铁 制 镰 刀 出 土 有 些  

嵌 上 燧 石 薄 片 。 成 谷 结 捆 堆 起 （诗 — 

二 六 6 ) ， 待 运 打 谷 场 。 收 剳 从 大 麦 始 ， 

以 小 麦 终 。

少 ® ; 作 物 如 大 小 茴 香 和 矮 茎 谷 物 ，就 

地 以 紐 枷 击 打 脱 粒 （士六丨丨； 得二丨7 > ， 

其 他 大 部 分 要 运 往 打 谷 场 去 。 打谷 场 多设  

於开丨滴的高地， 可 借 风 力 扬 除 槺 壳 。 打谷  

的 方 法 大 同 小 异 ： 解 开 谷 捆 ，平 摊 於 谷 场  

上 ，驱 牛 践 踏 以 脱 粒 ， 或 用 碌 碡 碾 过 （赛 

二 十 八 2 7 ，四十一丨 5 >。碌 碡 压 石 以 加 重 ， 

以 牛 畜 拉 曳 ， 周 行 场 上 。 继 则 用 木 叉 将 秸  

挑 开 ， 扬 起 ， 借 风 力 去 净 槠 、壳 （赛三十  

2 4 ; 耶 十 五 7 > 。 槠 、 壳 被 吹 到 外 围 ， 谷 

粒 则 聚 落 於 农 夫 脚 下 周 围 。 楝 秕 或 用 火 焚  

烧 ， 或 用 作 饲 养 牲 畜 ； 谷 粒 则 再 过 筛 （摩 

九 9 >， 铲 成 一 堆 ， 锻 后 则 於 田 间 造 坑 储  

藏 （耶 四 十 一 8 ) , 或 藏 於 粮 仓 谷 廩 （申 

二 十 八 8 > 。

结 论

在 漫 长 的 圣 经 时 代 ， 农 业 发 展 十 分 绂  

慢 ，耶 鮮 时 代 和 大 卫 时 代 的 农 业 状 况 基 本  

上 是 一 样 的 。 自 出 埃 及 后 ， 铁 已 传 入 巴 勒  

斯 坦 ，农 业 工 具 稍 有 改 进 。直 至 罗 马 时 代 ， 

灌 溉 系 统 的 改 进 対 农 业 发 展 ， 才 是 一 个 重  

大 的 刺 激 因 索 。 罗 马 人 建 造 了 横 贯 巴 勒 斯  

坦 的 大 小 引 水 道 ， 使 农 业 生 产 达 到 高 峰 。 

但 罗 马 帝 国 瓦 解 后 ， 巴 勒 斯 坦 的 农 业 又 经  

历 了 大 倒 退 ， 以 致 时 至 今 日 ，我 们 从 阿 拉  

伯 巴 勒 斯 坦 的 原 始 拼 作 方 法 ， 仍 可 见 其 落  

后 情 况 。
A l b e r t  J . S m it h  

参•植物 _ 2292: •收剳• 1466: •职

业 （衣夫）_ 2 3 2 0 : .巴勒斯坦■ 6 8 : 葡萄• 

葡萄园 " 1162: ••食物和调制方法• 1414:

-工具 " 4 9 4。

女儿
Daughter
nfl 6 r

参 - 家 0 生活和伦常关系• 7 2 9。

n“ r 1137



1138 nfl wing

女 王 ，太后
Queen, Queen Mother
nfl  w ^ n g  / l«ii h 6 u

这 词 可 指 在 任 的 君 主 、 王 妃 或 太 后 。 

示 巴 女 王 造 访 所 罗 门 王 华 丽 的 宫 殿 时 （ 

王 上 十 1 ; 太 十 二 4 2 ; 路 十 一 3 1 > ， 带 同  

了 一 大 群 随 从 ， 还 有 骆 驼 驮 着 金 子 、 宝 石  

和 香 料 ， 其 财 产 之 丰 富 可 见 — 斑 。 圣 经 记  

载 腓 利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路 上 ， 带 领 那 个 握 大  

权 的 埃 提 阿 伯 太 监 信 主 时 ， 曾 提 及 埃 提 阿  

伯 女 王 千 大 基 （徙 八 2 7 > 。

据 犹 太 历 史 所 载 ， 亚 他 利 雅 剿 灭 了 皇  

室 中 所 有 可 能 与 她 争 夺 王 位 的 人 ， 於 是 作

王 6 年 （王 下 H --- 3 ) 。 莎 乐 美 则 於 主 前 7 6

至 (37年 继 承 丈 夫 亚 历 山 大 杨 纽 的 王 位 。 

王 妃 一 般 的 地 位 较 次 ， 但 也 有 例 外 ： 如 定  

意 巩 固 儿 子 继 位 权 的 拔 示 巴 （王 上 一  15- 

3 1 > ， 以 及 设 计 杀 害 拿 伯 的 耶 洗 别 皇 后  

( 王 上 二 十 一  >。 太 后 则 操 掌 大 权 ， 她 不  

单 管 治 皇 室 亊 务 ， 更 备 受 宫 内 上 下 和 君 主  

的 尊 重 （参 出 二 十 1 2 > , 而 且 没 有 人 会 抗  

拒 她 的 要 求 （王 上 二 2 0  > 。 作 为 国 王 的 母  

亲 ， 她 的 身 分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而 王 妃 却 要  

与 多 人 共 享 她 们 的 地 位 。 亚 比 央 的 母 亲 玛  

迦 ， 甚 至 她 的 王 孙 在 位 时 ， 大 部 分 时 间 她  

都 仍 掌 握 权 力 （王 上 十 五 ‘2 、 】〇、 丨 3 ; 代  

. 下 十 五 丨 太 后 也 戴 上 华 冠 （耶 十 三 1 8 > ,  

而 权 力 强 大 如 王 后 拔 示 巴 ， 当 上 太 后 期  

间 ， 曾 坐 在 所 罗 门 王 的 右 边 （王 上 二 丨 9 > 。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女 音 / 阿拉莫
Alamolh
nf l  y i n  /  a  l a  m d

诗 篇 第 四 十 六 篇 的 诗 题 中 的 希 伯 来  

词 ， 也 许 是 一 个 音 乐 信 号 ， 意 即 “笛 子 ”， 

表 示 以 笛 子 伴 奏 此 诗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阿 拉 莫 ）" 2 1 2 5 。

奴求
Slave, Slavery
n u  II

给 他 人 占 为 己 有 ， 当 作 私 产 的 人 ， 也  

指 主 人 跟 其 奴 隶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古 代 近 东  

地 区 ， 虽 然 经 济 并 非 仗 赖 奴 隶 制 度 ， 奴 隶  

却 很 普 遍 。到 了 罗 马 时 代 ，奴 隶 十 分 盛 行 ，

以 致 在 基 督 教 早 期 ， 平 均 两 个 人 中 ^

个 是 奴 隶 。 早 在 主 前 3 〇〇〇年起，从坎' 

中 俘 掳 得 来 的 人 已 成 了 奴 衆 的 ;fe 

( 创 十 四 2 1 ; 民 三 十 一 9 ; 申二十 

五 3 0 ; 撒 上 四 9 ; 王 下 五 ‘2 ; 代下二 ^

。
要 得 到 奴 隶 ， 可 向 本 地 的 奴 决 主 ^  

或 从 贩 卖 衣 物 、 铜 器 和 芄 他 货 物 的 外 &  

旅 买 回 来 （珥 三 约 瑟 就 这 样 冷  

米 甸 人 和 以 实 玛 利 人 卖 给 一 个 埃 及 人 ^  

三 十 七 3 6 , 三 十 九 U 。 许 多 家 庭 沦 ^  

隶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欠 愤 ， 有时整个家庭心  

被 卖 为 奴 （王 下 四 1 ; 尼 五 5 - 8 ) , 汉镆 

比 法 典 规 定 ， 家庭作奴隶的扱商时限是： 

年 （1 1 7 段  > , 跟 希 伯 来 律 法 所 定 的 ii#  

限 有 别 （申 十 五 〗8 > 。 为了避免赤贫与 ft 

饿 而 自 愿 为 奴 ， 是 很 常 见 的 亊 （利二十五 

4 7 - 4 8 ) 。 约 瑟 的 舟 哥 们 所 犯 的 罪 一 讲 |

— 个 人 ， 把 他 卖 作 奴 隶 ----在汉換拉比法

典  （1 4 段 ） 和 摩 西 的 律 法 （出二十- 

1 1 ; 申 二 十 四 7 >  , 均 定 为 死 罪 •

在 苏 默 人 的 社 会 中 ， 奴隶拥有法律R  

利 ， 既 可 借 贷 ， 亦 可 经 商 。 由於奴隶 

的 价 值 也 许 较 一 头 强 壮 的 驴 还 要 便 宜 ，S 

隶 常 希 望 可 以 储 秸 足 够 的 金 钱 ，为自己I 

回 自 由 。 奴隶 们通常在农 庄和 家中 负贵 -  

些 沉 闷 乏 味 的 工 作 ， 但亦有些会因个人的 I 

天 賦 ， 得 以 在 主 人 家 中 执 掌 决 策 性 的 K  

务 。 尽 管 古 代 律 例 已 有 规 定 ，但往往没有 

按 卷 时 限 释 放 奴 隶 。 自愿为奴的希伯来 

人 ， 一 般 该 在 下 一 个 禧 年 时 重 获 自 由  

这 理 论 ， 在以色列国中没有一个希伯来人  

会 终 生 为 奴 （出 二 十 一 2 ; 利二十五1〇. 

1 3 ; 申 十 五 1 2 - 丨 4 > 。

以色 列人 存心 要 保护 奴 隶 不 受主 人 或  

看 守 者 虐 待 。 律 法 规 定 一 个 负 了 伤 的 《 

隶 ， 必 须 得 到 释 放 （出 二 十 26.27)， 

个 家 庭 中 ， 只 有 很 少 数 的 希 伯 来 奴 隶 ，《 

经 常 跟 他 们 的 主 人 一 同 在 田 间 操 劳 ，# 

且 ， 他 们 跟 家 中 其 他 奴 隶 的 生 活 ，较 ^  

个 赤 贫 的 自 由 人 所 面 对 的 饥 饿 与 贫 乏 ，81 

算 是 稳 定 和 合 理 。

在 希 罗 时 代 （特 别 是罗马帝国时  

当 奴 隶 的 数 目 骤 然 增 加 ， 家中的奴隶 ^  

获 得 厚 待 。 许 多 进 而 成 为 仆 人 ，及主^  

密 友 ， 有 些 甚 至 建 立 良 好 的 业 务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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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人获利 -

根 据 从 吾 珥 、 努 斯 及 创 世 记 的 记 述 显  

示，若 主 母 不 能 生 宵 ， 婢 女 可 为 主 人 怀 胎  

(创 十 六 在 律 法 上 ， 一 个 希 伯 来 主  

人 可 以 娶 年 轻 的 婢 女 为 妻 、 给 他 儿 子 作 为  

f 子，或 把 她 立 为 妾 。倘 若 她 其 后 遭 遗 弃 ， 

或 是 没 有 得 到 应 得 的 待 遇 ， 她 便 应 得 自 由  

( 出二十一  7 - 1 1 ) 。 被 征 服 的 人 民 要 为 国  

家服役（撒 下 十 二 3 丨 ； 王 上 九 丨 5 、22 - 2 3 > ,  

连 在 利 巴 嫩 的 以 色 列 人 也 不 能 幸 免 （王上  

五丨3•丨㈦ 。 从 这 途 径 而 得 的 殿 役 包 括 米  

甸 人 （民 三 十 一  3 0 、 4 7 ) 和 基 遍 人

(书九：2 3 - 2 5 >， 而 这 个 挑 迭 战 败 之 民 作 工  

的习例， 直 至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作 王 的 时 代 仍  

然 持 续 （拉 二 5 B , 八 2 0 ) 。 尼 希 米 也 有 记  

载 那 些 外 邦 奴 隶 协 助 修 筑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亊 迹 （尼 三 2 6 、 31 >。
新 约 对 奴 隶 的 态 度 ， 显 示 了 奴 隶 的 地  

位 跟 仆 人 较 相 近 ， 而 整 个 奴 隶 制 度 亦 日 趋  

式微。耶 稣 或 众 使 徒 都 没 有 强 烈 反 对 奴 隶  

的存在， 只 是 劝 诫 奴 隶 和 仆 人 要 忠 心 服 侍  

主人，而 主 人 亦 须 以 仁 慈 、 公 正 对 待 奴 仆  

(弗六9 ; 西四丨； 提 前 六 2 ; 门丨 6 >。 当一  

家信主， 通 常 郞 包 括 主 人 和 奴 仆 在 内 （徒 

十 六 3 丨 - 3 2 > , 并 且 成 为 同 工 ， 一 同 荣 耀  

神 （弗六 5 - 8 ; 西 三 2 2 > 。

参 • 捆 绑 ” 8 4 6 ; - 自 由 " 2 3 6 8 :  •基 當

徒 的 名 称 - 6 4 0 。

参 考 书 目 ： A .G . B a r r i o s , z A r j c / _ e n f  

I s r a e l: I t s L i f e  a n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R . H . 

B a r r o w , S l a v e r y  i n  t h e  R o m a n  E m p i r e : 

W . W  . B  u c k l  a n d . T h e  R o  m a n L a w  o f  

S lave ry; R . d e  V a u x , A n c i e n t  I s r a e l, p p . 

80-90; M .l . F i n l e y  ( e  d .) , S l a  ve r y in 

C l a s s i c a l  A n t i  q u  i t y ; I . M e n d e l s o h n . 

S lave ry i n  t h e  A n c i e n t  N e a r  E a s t ; W .L . 

W e s t e  r m a a  n n , T h e  S l a  v e  S y s t e m s  o f  

G re e k  a n d  R o m a n  A n t i q u i t y : 

T .W i e d e m a n n , G r e e k  a n d  R o m a n  S l a v e r y .

奴仆
Bondmaid, Bondman, Bondservant
nfi p Q

参 • 职 业 （仆 人 ）" 2 3 2 0 。

努斯
Nuzi
nfi si

米 所 波 大 米 东 北 面 一 个 城 慎 ，位於今  

日 的 基 尔 古 克 西 南 面 约 9 P l „ 古 时 这 地 名  

加 苏 ， 但 现 今 则 称 为 约 根 提 帕 • 丨 9 2 5 至 

3 7 年 间 ，一 队 考 古 学 家 合 作 ， 在 约 根 提  

帕 进 行 挖 掘 工 作 ， 得 到 了 很 多 有 价 值 的 发  

现 。不 过 ，约 根 提 帕 最 著 名 的 发 现 是 泥 版 ， 

主 要 是 商 业 交 易 的 记 录 。

在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加 苏 的 人 口 主 要 是  

闪 族 人 ， 但 到 了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中 期 ， 该地  

的 居 民 却 多 半 是 胡 利 人 ， 城 名 也 由 加 苏 改  

为 努 斯 。 胡 利 人 就 是 圣 经 所 说 的 何 利 人  

( 参 创 十 四 6 , 三 十 六 ‘2 0 、2 丨； 申二丨2 、 

2 2 ) 0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的 许 多 泥 版 被 挖 掘 出  

土 ， 其 中 一 块 刻 有 地 图 ，这 地 图 被 认 为 是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地 图 。 记 录 他 显 示 当 时 已  

有 构 物 分 期 付 款 的 方 法 。

由 主 前 十 五 至 十 四 世 纪 ， 胡 利 人 的 文  

士 写 了 数 以 千 计 的 泥 版 ， 主 要 用 巴 比 伦 文  

字 写 成 。 这 些 记 录 提 供 许 多 有 关 近 东 习 俗  

和 法 律 措 施 的 资 料 ，可 对 照 圣 经 列 祖 时 期  

的 记 述 。

以 下 的 例 子 可 说 明 努 斯 泥 版 与 圣 经 的  

可 能 关 系 。 在 努 斯 ， 一 个 不 育 的 # 子 可 以  

使 婢 女 与 丈 夫 同 房 ， 婢 女 可 替 主 母 怀 孕 生  

子 。 这 习 俗 见 於 圣 经 ： 撒 萊 把 婢 女 与 S 甲 

给 丈 夫 亚 伯 兰 为 妾 （创 十 六 卜 4 ) ; 拉 结  

使 辟 拉 与 雅 各 同 房 （创 三 十 1 - 8 ) ; 利亚  

也 使 悉 帕 与 雅 各 同 房 （创 三 十 9 - 1 3 ^ 在 

这 情 况 下 ， 丈 夫 有 责 任 把 孩 子 看 作 合 法 妻  

子 的 后 裔 来 抚 养 ， 妻 子 也 不 能 把 孩 子 赶  

走 。 根 据 这 规 例 ，撒 莱 是 无 权 把 夏 甲 的 儿  

子 以 实 玛 利 赶 走 的 （参 创 十 六 4 - 6 > 。

在 努 斯 ，法 例 是 禁 止 人 把 产 业 转 让 给  

家 族 以 外 的 人 。 然 而 ， 人 用 许 多 方 法 尝 试  

越 过 这 种 禁 制 ，包 括 过 继 及 财 物 交 换 „ — 

个 笛 有 的 地 主 只 要 答 应 负 上 生 养 死 葬 的 责  

任 ， 就 可 以 “过 继 ” 给 拥 有 土 地 的 农 民 ， 

以 承 受 他 们 的 产 业 。 记 录 显 示 同 一 个人 可  

以 过 继 给 3 0 0 或 4 0 0 个 农 民 。 一 对 没 有 孩  

子 的 夫 妇 可 以 合 法 地 领 养 一 个 人 ， 以奉养  

他 们 终 老 。 这 养 子 就 成 为 养 父 母 的 产 业 继  

承 人 ； 这 可 能 就 是 亚 伯 兰 与 仆 人 以 利 以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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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 系 （创 十 五 « > 人 也 可 以 用 价 值 低  

丨 廉 的 产 业 换 取 商 价 的 产 业 。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价 值 的 差 异 可 用 金 钱 作 补 偿 。在 努 斯 ， 

有 一 个 名 提 协 提 拉 的 人 ， 把 承 受 一 个 小 树  

林 的 权 利 ， 跟 兄 弟 库 尔 帕 齐 交 换 3 只 羊 ， 

这 就 好 像 以 扫 用 长 子 的 名 分 换 取 了 雅 各 一  

碗 红 豆 汤 一 样 （创 二 十 五 2 7 - 3 幻 。

祝 榀 ， 在 法 律 上 是 有 约 束 力 ， 并 且 是 不 能  

违 反 的 。 一 个 名 胡 雅 的 人 在 病 槻 临 终 时 ， 

执 符 儿 子 他 米 雅 的 手 ， 把 一 个 女 子 伊 施 她  

给 他 作 茇 子 。 他 米 雅 的 两 个 兄 弟 要 在 法 庭  

上 推 翻 父 亲 的 遗 言 ， 但 法 庭 判 他 米 雅 得  

伉 。 正 如 雅 各 用 欺 诈 的 手 段 ， 骗 取 了 年 老  

眈 眼 的 父 亲 的 祝 福 ， 但 以 撒 仍 要 遵 守 他 的  

应 许 （创 二 十 七 3 3 >。

努 斯 泥 版 也 指 出 获 得 家 里 供 奉 的 神 像  

的 人 ， 就 是 产 业 继 承 人 。 为 这 原 因 ， 拉 结  

偷 取 了 父 亲 拉 班 的 神 像 （创 三 —— 1 9 ) ,  

拉 班 也 因 失 去 了 神 像 ， 十 分 不 安 （创 三 十  

— 3 0 - 3 5 ) „

另 一 个 过 继 的 情 况 ， 就 好 像 雅 各 与 拉  

班 的 关 系 。 拿 施 威 收 养 了 乌 锊 ， 并 把 女 儿  

努 胡 稚 给 他 作 妻 子 。 若 乌 枵 再 娶 另 一 个 妻  

子 ， 他 就 要 放 弃 从 拿 施 威 继 承 的 财 产 。 拉  

班 也 呰 与 雅 各 立 约 ， 不 许 他 在 拉 结 和 利 亚  

以 外 另 娶 妻 子 （创 三 十 一 5 0 > 。

#  -铭 刻 _ 1 0 5 6。

怒气
Anger
n u  q i

在 圣 经 里 通 常 指 一 种 被 视 为 有 罪 的 情  

焴 。 例 如 ， 诗 篇 三 十 七 篇 8 节 吩 咐 说 ： 

“当 止 住 怒 气 ， 离 弃 忿 怒 „ ” 耶 稣 也 视 发  

怒 与 杀 人 一 般 ， 池 说 ：“凡 向 弟 兄 动 怒 的 ， 

难 免 受 审 断 ” （太 五 ‘2 ‘2 ) ， 人 心 中 恨 不 得  

人 死 就 和 真 的 杀 了 人 一 样 „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3 1节 和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H , 把 愤 怒 与 恼 恨 、 

苦 漭 、 恶 痗 、 毁 谤 并 列 为 基 锊 徒 当 永 远 弃  

绝 之 唞 。 保 罗 在 列 举 一 个 教 会 的 监 督 或 牧  

师 应 该 具 冇 的 品 质 时 说 ， 基 饵 教 的 领 袖 不  

应 动 辄 发 怒 ， 轻 易 镔 躁 （多 一 7 > 。

系 经 电 也 谈 到 了 # 意 的 怒 气 。 “义 怒 ” 

是 指 一 颗 圣 洁 的 心 灵 难 以 荇 忍 罪 恶 时 所 产

生 极 端 的 气 愤 《 神 的 愤 怒 就 是 如 此 ：人 

为 善 ， 却 故 意 犯 罪 ， 於 是 祌 发 怒  

地 的 人 离 弃 了 耶 和 华 他 们 列 祖 的 神 ，^  

们 出 埃 及 地 的 时 候 与 他 们 所 立 的 约 ，^  

奉 敬 拜 索 不 认 识 的 别 神 ， 足耶和帑所4  

给 他 们 安 排 的 ’’ （申 二 十 九 M 1，有 

样 ， 庳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大 发 烈 怒 ，把 两 ^  

版 摔 在 地 上 ， 因他苻见以色列人钓了金丨  

犊 又 拜 偶 俛 （出三十二丨

新 约 3 1 ， 马 可 说 耶 穌 怒 目 肴 法 利 H  

人 ， 因 为 他 们 想 抓 住 她 违 背 律 法 的 行 为  

( 可 三 r> >。 耶 料 在 洁 净 圣 殿 时 也 衣 坝 f 携 

的 愤 怒 （约 二 1 3 - 2 2 ) ， 因为那本该 _  

告 的 地 方 ， 却 被 人 用 来 作 买 卖 ；耶稣 "J{ 

出 殿 甩 一 切 做 买 卖 的 人 ， 推倒兑换银钱之 

人 的 桌 子 ， 和 卖 鸽 子 之 人 的 兌 子 ”1太二 

十 一  1‘2 > 。 耶穌的 这种义愤既不是地的與  

点 ， 又 不 是 罪 ， 而 是 对 不 义 和 不 公 正 ，特 

别 是 未 经 惩 罚 的 不 义 和 不 公 正 的 合 宜 5 

应 《

使 徒 保 罗 要 求 大 家 “生气却不要犯 

罪 ” （弗 四 2 6 > , 似 乎 是 鼓 励 这 种 正 义 6) 

气 愤 „ 显 然 他 意 识 到 ， 正义的气愤可以9 

容 易 地 转 化 为 邪 恶 的 、 有罪 的 怒气 ，所以 

他 紧 接 着 又 作 劝 解 ：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 不 可 给 魔 鬼 留 地 步 。” （弗 四 ‘2 G , 27丨 

人 的 义 怒 若 持 续 不 息 ， 发 展 成 为 f 的危K  

性 就 愈 大 ， 这 就 给 撒 但 留 了 地 步 。故此ft 

各 提 醒 我 们 “要 快 快 地 听 ， 慢慢地说，博 

恂 地 动 怒 ” （雅 一  1 9 > 。

圣 经 也 提 及 “神 的 烈 怒 ”，是针対世 

人 而 发 的 怒 气 。 在 旧 约 里 ， 神的怒气住往 

向 罪 恶 和 罪 人 而 发 。 例 如 ： 因为 # 西提出 

种 种 藉 口 ， “耶 和 华 便 向 糜 西 发 怒 ” M  

四 M > ; 又 如 ：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科  

人 发 作 ” （士 二 H > ， 因为他们拜偶像  

神 不 能 犯 罪 ， 甚 至 不 能 被 任 何 罪 试 探 1- 

— 丨3 ) , 因 此 他 也 不 能 容 忍 祂 的 子 民 犯 ^  

神 的 愤 怒 不 是 不 合 理 的 ， 不是无故的，6  

不 是 一 种 任 性 发 泄 的 感 悄 ， 而是他的_  

与 罪 之 间 不 可 调 和 所 产 生 的 结 采 《

信 徒 应 i亥 知 道 ， 怒气有合宜的和不 & 

宜 的 两 种 ， 因 此 要 力 求 他 的 怒 气 ，橡 #  

怒 气 一 样 ， 完 全 合 乎 他 所 处 的 悄 况 ..

W es ley

在 努 斯 ， 一 个 人 临 终 时 口 头 的 遗 想 或

C a r l  E.  D e V r i e 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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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阿
N o a h
n u 6  8

玛 举 西 支 派 西 罗 非 哈 的 女 儿 （民二十  

六 她 父 亲 死 时 没 有 儿 子 ， 她 与 4 位 

姊 味 成 功 争 取 修 改 作 法 ， 保 Pft 了 她 们 继 承  

产 业 的 权 利 （民 二 十 七 丨 _ 1 1 ; 参 书 十 七 3- 

. 然 而 ， 她 们 只 可 以 嫁 给 同 支 派 的 人  

(民三十六卜丨

挪巴
N o b a h
nu6 ba

〇玛 夺 沔 人 ， 他 攻 占 了 约 但 河 东 的 基  

纳镇，住 在 那 甩 ， 并 按 自 己 的 名 改 称 基 纳  

为 挪 巴 （民 三 十 二

© 约 但 河 东 的 一 个 小 镇 ， 原 名 基 纳 ,， 

这 是 分 给 玛 靼 西 人 挪 巴 作 产 业 之 地 ， 以后  

他 按 自 己 的 名 改 称 它 为 挪 巴 （民 三 十 二  

4 2 >。挪 巴 也 许 就 是 罗 马 时 代 低 加 波 利 沿  

东 面 的 城 卡 纳 他 。

参 “低 加 波 利 ” 302: “卡 纳 他 ” 815»

© 约 但 河 东 约 比 哈 城 附 近 一 个 迦 得 城  

镇 ， • 基 甸 曾 在 附 近 埋 伏 ， 杀 畋 了 米 甸 人  

(士八11 h 它 的 位 s 已 不 能 确 定 。

據伯
Nob
nu6 b6

司 可 普 斯 山 东 面 山 坡 上 的 一 座 城 ， 与 

撖 榄 山 相 对 ， 在 耶 路 撒 冷 东 北 面 。 挪 伯 是  

—个 重 要 的 宗 教 中 心 ， 有 8 6 位 祭 司 住 在  

那 甩 ， 以 弗 得 也 存 在 那 里 （撒 上 二 十 二  

1 3 - 2 0 )。 自 从 非 利 士 人 毁 坏 示 罗 的 圣 所  

后，众 祭 司 逃 往 挪 伯 ， 那 里 成 了 敬 拜 的 中  

心„

大 卫 与 挪 伯 祭 司 的 小 故 亊 （撒 上 二 十  

一 印 证 了 陈 设 饼 桌 和 陈 设 饼 等 古 代

制 度 （出 三 十 七 丨 0 - 1 6  >。 耶 稣 曾 引 述 大  

卫 这 例 子 ， 作 为 不 笳 ® 守 安 息 日 规 例 的 根  

据 （可 二 H ‘2 8 > 。 当 时 ， 大 卫 逃 避 扫 罗 ， 

食 物 短 缺 ， 便 走 进 挪 伯 的 圣 所 中 ， 取 了 安  

息 曰 献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的 陈 设 饼 》

以 利 的 后 商 ， 挪 伯 的 祭 司 领 袖 亚 希 米  

勒 把 陈 设 饼 和 杀 歌 利 亚 的 刀 给 了 大 卫 • 这  

节 激 怒 了 扫 罗 ， 扫 罗 就 吩 咐 人 杀 死 亚 希 米

勒 ， 并 屠 杀 挪 伯 城 内 的 祭 司 和 所 有 居 民  

( 撒 上 二 十 二 6 - 2 3 ) ; 这 审 件 更 W |定了扫  

罗 王 的 命 运 。於 墦 城 中 幸 免 於 难 的 祭 司 亚  

比 亚 他 ， 在 大 卫 任 内 扮 演 一 个 极 其 重 要 的  

角 色 ， 直 至 所 罗 门 时 ，他 才 被 撤 去 职 位  

( 王 上 二 2 6 、2 7 > 。 撒 母 耳 记 下 十 五 章 32 

节 所 说 “敬 拜 神 的 地 方 ”， 可 能 就 是 指 挪  

伯的圣所 -

N odab
n u 6  d a

一 个 亚 拉 伯 部 族 的 祖 先 ，这 部 族 曾 与  

复 甲 人 联 手 攻 击 住 在 约 伹 河 东 的 以 色 列 各  

支 派 （代 上 五 〗9 > 。 虽 然 在 以 实 玛 利 众 子  

的 名 单 中 没 有 挪 答 的 名 字 （参 创 二 十 五  

1 3 - 丨 5 > , 他 可 能 与 以 实 玛 利 的 后 人 有 远  

亲 的 关 系 。

m
Nod
n u 6  d6

伊 甸 园 东 边 之 地 ，该 隐 杀 了 亚 伯 之 后  

就 逃 往 挪 得 （创四丨 6 >。 它 的 位 ® 不 能 确  

定 。

挪法
N ophah
n u 6

以 色 列 人 、摩 押 人 与 亚 摩 利 人 的 姍 土  

分 界 处 （民 二 十 一 3 0 ) 。 有 人 认 为 挪 法 就  

是 士 师 记 八 章 1 1节 的 挪 巴 „

挪哈
N ohah
n u 6  h a

便 雅 悯 的 第 四 个 儿 子 （代 上 八 2 > 。

挪迦
N ogah
n u 6  j i 3

大 卫 建 立 他 的 王 国 后 ，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生 的 十 三 个 儿 子 之 一 （代 上 三 7 , 十 四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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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
Noah
n u 6  y k

拉 麦 的 儿 子 ， 玛 土 撒 拉 的 孙 儿 ， 是 亚  

当 第 三 个 儿 子 塞 特 的 后 裔 （创 五 3 -2 9 > 。 

拉 麦 说 ： “这 个 儿 子 必 为 我 们 的 操 作 和 手  

中 的 劳 苦 安 慰 我 们 。” 挪 亚 这 名 字 显 然 是  

来 自 “安 慰 ” 这 希 伯 来 文 动 词 ， “这 操 作  

劳 苦 是 因 为 耶 和 华 咒 诅 地 》

由 於 人 类 罪 大 恶 极 ， 神 定 意 要 毀 灭 全  

地 （参 太 二 十 四 3 7 - 3 9 ; 路 十 七 2 6 、

但 池 存 留 了 挪 亚 的 性 命 ， 因 为 挪 亚 在 神 眼  

中 是 义 人 ， 在 人 面 前 也 无 可 指 摘 （创 六 3- 

9 挪 亚 照 着 神 精 确 的 指 示 ， 造 了  一 只

方 舟 ， 共 有 8 个 人 —— 挪 亚 及 妻 子 ， 3 个 儿  

子 和 媳 妇 ， 以 及 各 类 的 活 物 （每 类 两 个 > 

可 以 进 入 方 舟 。 洪 水 把 地 上 所 有 活 物 都 毁  

灭 了 ， 他 们 在 方 舟 内 却 得 以 活 命 （创 六  

1 4 至 八 挪 亚 避 过 了 洪 水 之 灾 ， 成 为  

人 类 第 二 个 始 祖 。

他 们 从 方 舟 出 来 的 时 候 ， 挪 亚 筑 了 一  

座 坛 ， 并 献 上 燔 祭 。 神 甚 为 莒 悦 ， 就 应 许  

即 使 人 类 犯 罪 ， m 也 不 再 降 下 洪 水 ， 四 季  

的 运 转 也 不 会 停 息 （创 八 2 0 至 1 7 > 。

挪 亚 曾 胜 过 极 大 的 诱 惑 ， 但 可 能 是 由  

於 不 慎 ， 或 年 老 昏 蒙 ， 他 竟 喝 醉 了 。 他 的  

儿 子 有 不 同 的 行 动 ， 也 各 按 不 同 的 行 动 受  

神 戗 决 。 闪 和 雅 弗 蒙 神 賜 福 ， 含 却 不 得 賜  

福 ， 而 且 他 的 儿 子 迦 南 被 咒 诅 （创 九 2 0 -  

2 7  挪 亚 逝 世 的 时 候 9 5 0 岁 ， 即 洪 水 之  

后 3 5 0 年 „

圣 经 预 言 神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施 行 更 可 怕  

的 审 判 时 ， 提 及 挪 亚 、 但 以 理 和 约 伯 因 着  

“他 们 的 义 ”， 都 只 能 救 自 己 逃 过 神 的 惩  

罚 （结 十 四 丨 2 - 丨4 、 1 9 、 2()>。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赞 赏 挪 亚 因 着 信 心 和  

敬 畏 ， 不 理 世 人 的 反 对 ， 挪 亚 承 受 了 义  

(来 十 一  7> ; 彼 得 后 书 二 章 5 节 则 称 他 为  

“传 义 迫 的  ' 此 外 ， 彼 得 前 书 三 章 丨 9 、 

2 ( ) 节 提 到 “监 狱 电 的 灵 ”， “就 是 那 从 前  

在 挪 亚 预 备 方 舟 、 神 容 忍 等 待 的 时 候 ， 不  

信 从 的 人 '

J . D . D o u g l a s

参 - 洪 水 - 5 7 7 :  ••洪水神话’ 5 7 9 »

挪亚底
Noadiah
n u 6 y k  d l

〇 宾 内 的 儿 子 。 以斯拉把圣殿的  

器 皿 带 回 耶 路 撒 冷 时 ， 协助记  

目 的 两 个 利 未 人 其 中 一 位 （拉八 3 3 ) 资

构 想 中 的 挪 亚 方 舟

© — 位 女 先 知 。 尼希 米在被掳后 60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时 ， 她连同多比雅、参 

巴 拉 和 一 些 假 先 知 ， 企 图 威 吓 尼 希 米 （？ 

六  1 4 > «•

挪亚方 歩
Ark,Noah* s
n u 6  f a n g  z h d u

参 “挪 亚 • 1 1 4 2。

挪亚们
No-Amon
n u 6  y k  m £ n

上 埃 及 的 首 都 底 比 斯 的 希 伯 来 名 # 

( 鸿 三 又 作 “挪 ’’ （耶 四 十 六 乃 ；结 

三 十 丨 4 - 1 6 > 。

参 • 底 比 斯 " 3 0 8 。

诺 斯 底 主 义
Gnosticism
n u 6  s i  d l  z h Q  y l

强 调 隐 晦 和 神 秘 知 识 ， 并 且 注 逭 #  

过 於 信 心 的 一 种 宗 教 思 想 。 直至二十⑶  

中 叶 ， 交 织 基 督 教 经 验 与 希 腊 哲 学 思 _  

发 展 形 成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 才被视为  

的 异 端 。 近 期 ， 不少 学者 把 诺 斯底 主 义



I, 定 义 为 信 仰 的 狂 热 分 子 ， 他 们 的  

吏广网= 自 多 种 宗 教 传 统 的 概 念 。 这 些 借  

信念= 二 和 行 径 的 意 义 ， 却 转 化 为 神 话 式

: 工 可 经 验 的 救 赎 '，

床 为 舁 端 的诺斯底主义
作 - 十 世 纪 以 前 ， 大 部 分 有 关 诺 斯 底 信  

料 均 来 自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抗 异 端  

徒） 当 他 们 描 述 信 仰 及 教 规 ， 同 时 构 写  

^ 论 反 对 异 端 ，这 些 抗 男 ^ 者 ’ 任会丑、

3 土 良 和 希 坡 律 陀 ， 视 诺 斯 底 信 徒 为 基 好  

3 的 歪 曲 苕《 诺 斯 底 信 徒 对 圣 经 有 不 少 的  

曲解，尤 其 关 於 创 世 事 迹 和 约 翰 福 音 • 事  

实 上 ， 诺 斯 底 派 作 家 克 亚 里 奥 及 多 利 买 阿  

斯， ^ 是 馈 早 著 名 的 四 福 音 注 释 家 。 基符  

教 护 教 者 的 气 愤 ， 在 爱 任 纽 可 见 — 斑 ； 他 

将 诺 斯 底 派 解 经 家 比 喻 为 把 皇 帝 美 丽 的 画  

橡撕碎， 然 后 再 组 成 — 幅 狐 裡 的 图 画 》

为 数 不 少 的 诺 斯 底 信 徒 显 然 继 续 成 为  

地 方 教 会 的 成 员 ，有些 更 居高 位 • • 事 实 上 ，’ 

有 推 断 说 华 伦 提 斯 曾 被 人 考 虑 提 名 为 罗 马  

主 教 的 候 选 人 。 此 外 ， 传 说 为 基 督 教 异 端  

者 的 马 吉 安 ， 另 解 保 罗 的 话 ， 把 旧 约 的 神  

变 成 了 邪 恶 的 神 ， 而 基 督 却 成 为 良 善 的 神  

的使者。 许 多 诺 斯 底 派 的 异 端 ， 皆 可 扣 上  

马 吉 安 的 思 想 ， 他 建 立 了 自 己 一 套 的 新 约  

正 典 ， 以 此 强 迫 基 督 徒 匣 定 他 们 的 正 典 。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历 史 家 优 西 比 乌 （死 於 主 后  

摘 录 了 早 期 — 些 抗 异 端 者 已 遗 失  

的著作 ， 例 如 赫 格 西 仆 的 作 品 ， 并 且 提 供  

了线索， 窥 见 捶 督 徙 如 何 反 对 和 敌 视 诺 斯  

底 派 人 士 ，如 马 吉 安 巴 西 里 得 、他 提 安 、 

撒 托 尼、 杜 薛 弗 斯 ， 以 及 称 为 异 端 之 父 的  

木士西门等^

抗 异 端 者 曾 提 及 众 多 不 同 的 党 派 ， 例 

如 撒 玛 利 亚 党 、 爱 色 尼 派 ， 或 许 还 包 括 犹  

^ 特 提 斯 派 、 拿 撒 勒 派 以 便 尼 派 及 欧 色  

派。# 由 此 引 起 一 个 问 题 ，谁 是 诺 斯 底 派 ， 

$ 如 何 ， 虽 然 一 些 学 者 把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 思 及 普 及 化 ， 直 到 十 九 世 纪 末 ， 抗 

斯 端 者 的 观 念 广 受 接 纳 ， 惟 独 哈 纳 仍 称 诺  

义 是 “严 重 世 俗 化 或 希 罗 化 了 的 基

与 在 二 十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 学 者 展 开 翻 译  
些$ 斯 底 主 义 有 关 的 曼 得 里 文 献 。 虽 然 这  

〜 献 拽 於 后 期 作 品 ， 有 些 后 至 十 九 世

纪 ，但 当 中 不 少 推 论 是 由 早 期 产 生 这 工  

作 主 要 由 布 特 曼 等 学 者 进 行 •

在 这 个 “曼 得 里 热 潮 ” 中 ， 布特曼的  

学 生 约 拿 斯 鼓 吹 向 抗 异 端 者 对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观 念 提 出 挑 战 。 对 约 聿 斯 来 说 ， 诺斯底  

主 义 的 出 现 ， 是 因 畚 东 方 宗 教 （不单基锊  

教 ）与 希 腊 文 化 混 合 之 故 。 正 当 希 腊 文 化  

超 越 东 方 文 化 之 际 ，希 罗 世 界 却 经 历 了 一  

次 信 心 的 挫 畋 „ 由 於 希 腊 文 化 在 宗 教 和 哲  

学 上 的 剧 变 ，烟:少有3 个 宗 教 传 统 彩 响 希  

罗 世 界 ： < 1 > 犹 太 的 一 神 论 ； （2 > 巴 比  

伦 的 占 星 术 对 命 运 的 观 念 ， 及 < 3 > 伊 朗  

的 二 元 论 对 邪 恶 的 理 解 。 希 腊 人 的 思 维 能  

把 这 些 观 念 溶 为 神 话 式 的 表 达 方 式 ，来解  

答 人 类 深 层 的 难 题 ，提 供 了 约 拿 斯 对 认 织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背 景 。 虽 然 这 种 广 义 上 的 理  

解 仍 受 争 议 ， 约 拿 斯 却 提 供 了 一 个 基 础 来  

K 分 两 种 诺 斯 底 思 想 体 系 的 基 本 形 态 ， 并 

J L 为 近 期 在 埃 及 拿 哈 马 迪 发 现 之 图 书 馆 内  

的 文 献 分 类 ，提 供 不 少 方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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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斯 底 类 型

伊 朗 式 的 m 斯 底 祌 话

是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祆 教 演 变 而 来 。 这 

些 神 话 以 平 衡 的 二 元 论 米 建 构 ，善 （光 明 > 

的 权 势 与 恶 （黑 暗 > 相 反 ，却 又 力 a 相 等 。 

在 神 话 的 第 一 部 分 。 当 光 明 舣 播 到 黑 暗 所  

掌 管 的 领 域 ，部 分 的 光 明 被 护 忌 的 黑 暗 夺  

去 了 。 在 一 些 学 者 看 来 ， 光 明 受 拘 禁 便 是  

伊 朗 式 的 宇 宙 “堕 落 ”。 诺 斯 底 派 信 徒 — 

般 自 认 是 被 掳 掠 了 的 光 明 粒 子 ， 他 们 的神  

话 主 要 是 描 述 这 些 光 明 的 粒 子 （藏 於 诺 斯  

底 派 信 徒 体 内 ）被 释 放 的 过 程 。 至 於 身体  

或 希 腊 人 眼 中 的 肉 体 ，仅 是 一 个 毫 无 价 值  

的 躯 壳 或 坟 墓 ，但 那 连 於 神 明 的 灵 ， 就是  

那 寻 求 释 放 并 且 重 回 m 天 福 乐 的 部 分 * 在 

伊 朗 体 系 中 ，光 明 的 力 茁 聚 集 起 来 ， 成功  

地 制 造 反 击 黑 暗 的 部 分 能 力 。 然 后 主 要 藉  

若 一 位 曾 踏 足 这 世 界 的 大 能 使 者 的 工 作 ， 

良 盡 的 力 贵 能 够 向 邪 恶 掳 掠 者 的 工 作 发 出  

挑 战 ，并 且 提 供 劝 告 （知 识 ）予 信 奉 这 至  

义 的 户 徒 。 这 种 知 识 可 以 引 向 救 恩 或 释 放

把 式 的 m 斯 成 神 沾

三 要 源 自 叙 利 亚 、 巴 勒 斯 旦 及 ， 

中 较 为 复 杂 并 涉 及 垂 直 式 的 二 兀 论 。



在 这 些 体 系 中 ， 只 有 一 位 唯 一 终 极 的 存 有  

者 或 一 群 神 灵 （并 非 平 衡 体 系 内 的 两 位  

他 们 的 二 元 论 通 常 解 释 为 善 良 中 的 瑕 疵 或  

过 失 的 结 果 。 例 如 ， 善 中 之 错 谬 ， 经 常 归  

因 於 莳 小 的 “爱 安 ’’ （一 元 ） 或 善 良 的 众  

神 中 的 一 位 。 这 位 有 罪 的 神 灵 常 称 为 “索 

菲 雅 ” （希 腊 词 ， 解 作 智 恝 ， 暗 示 诺 斯 底  

派 对 希 腊 哲 学 家 追 寻 智 恝 的 眨 抑 ）。 这 个  

诺 斯 底 神 话 详 细 描 述 智 慧 之 神 如 何 不 甘 於  

现 状 ， 渴 求 终 极 的 深 处 ^ • 但 因 着 这 位 终 极  

之 神 不 能 容 忍 智 恝 之 神 的 曲 解 和 软 弱 ， 他 

必 须 从 厲 天 的 领 域 中 除 了 智 慧 之 神 的  

欲 念 。 这 欲 念 被 逐 到 一 个 较 低 等 的 天 ， 化 

成 较 低 等 的 智 葸 之 神 （有 时 称 为 得 缪 哥 ）， 

并 且 成 为 世 界 的 创 造 主 。 作 为 较 次 等 的 神  

灵 ， 这 位 创 造 主 与 他 属 下 的 其 他 神 明 （经 

常 称 为 命 运 之 神 ）， 不 能 洞 悉 上 界 天 域 ， 

而 且 错 误 地 以 为 他 们 便 是 终 极 之 神 。 上 界  

的 神 灵 设 法 令 到 较 次 的 智 慧 之 神 创 造 人  

类 ， 并 透 过 一 连 串 的 过 程 ， 将 生 命 传 递 给

_____—  他 们 。 不 知 如 何 ， 较 次 的 智 慧 之 神 在 创 造

中 ， 不 单 将 生 命 賜 给 人 类 ， 还 把 神 圣 光 明  

$ 的 粒 子 传 递 下 来 。因 此 ，藉 着 救 主 的 救 助 ， 

就 是 那 位 从 高 等 神 明 差 遣 而 来 的 知 识 的 使  

者 ， 人 们 通 常 称 之 耶 稣 ， 人 便 能 够 比 创 造  

者 洞 悉 的 更 深 ， 而 且 可 以 胜 过 创 造 者 ， 使 

人 的 灵 困 於 肉 体 中 而 产 生 的 厲 灵 困 惑 。

由 於 在 这 体 系 中 神 灵 的 分 裂 ， 圣 经 的  

伊 甸 园 故 事 便 大 大 改 写 了 。 创 造 主 设 置 的  

生 命 树 ， 是 名 不 副 实 的 ， 它 真 正 提 供 的 却  

是 人 性 的 捆 绑 „ 同 样 ， 低 等 的 神 也 禁 止 接  

近 分 别 善 恶 树 ■(知 识 ）， 他 所 创 造 的 却 无  

权 统 管 ， 乃 是 高 等 的 神 明 为 了 唤 醒 诺 斯 底  

派 信 徒 回 到 原 先 的 境 界 而 设 罝 的 。

由 於 只 有 那 些 拥 有 光 明 粒 子 的 信 徒 才  

能 够 得 救 ， 诺 斯 底 神 话 的 救 赎 过 程 大 多 是  

十 分 自 决 的 。 而 且 ， 只 在 诺 斯 底 派 信 徒 的  

生 命 即 将 完 结 时 ， 就 是 当 他 寻 找 脱 离 创 造  

的 世 界 ， 救 赎 才 真 正 发 生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 

诺 斯 底 派 信 徒 从 灵 里 剥 去 肉 体 的 受 造 物  

质 ， 并 且 攀 过 命 运 ， 到 达 厲 天 的 领 域 。

有 关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各 个 体 系 ， 近 期 的  

发 明 澄 清 了 我 们 对 神 话 的 理 解 。 伊 朗 式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最 新 的 资 料 在 这 世 纪 前 半 期 已  

俯 拾 皆 是 ， 这 包 括 了 曼 尼 志 诗 集 （丨9 3 8 >  

和 曼 尼 志 讲 道 集 （丨9 3 4 ) 。 至 於 叙 利 亚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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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诺 斯 底 主 义 ， 也 有 l g 5 5  

手 作 为 资 料 ， 但 令 我  的

最 ® 要 资 料 ， 乃 是 通 称 命 加 深 认 ；̂ 

发 现 的 古 抄 卷 。 地阌肀

新 图 书 馆

仕 丨 午 ， 他 耳 夫 山 地  

S 洛 波 斯 签 和 拿 哈 马 迪 提 近 垮及的 

是 扱 初 报 告 的 丨 3 本 ） a 大 的 本 4  

普 锌 抄 本 ， 当 中 收 集 了 5 2 篇 箱 ^ ’ M  

其 中 6 份 是 f f i抄 的 。 有 — 部曾偷  
但 最 后 在 丨 9 5  2 年 由 苏 黎 世 的 容 格  

得 （诺 斯 底 主 义 对 心 理 学 上 宗 教  

究 十 分 重 要  >。 自 出 版 以 来 ， 物主  

私 藏 手 稿 交 囬 埃 及 ， 并 且 连 同 聿 哈 马 ^  

余 的 文 献 ’ 现 賊 在 开 罗 一 间细 小但 非常麵 

要 的 开 普 替 博 物 馆 里 。 拿哈马迪图书馆纪 

文 献 可 分 为 以 下 的 类 别 ：

具 冇 基 f f 教 也 彩 的 访 斯 底 文 搞

在 这 类 别 中 ， 要 特 别 关 注 ： < 多马椹 

音  > ， 一 系 列 的 言 谈 录 ， 有些学者认为它 

是 马 太 及 路 加 神 音 正 典 飛 早 的 口 传 资 料 来

源 ， 《真 理 福 音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它 是 著  

名 的 异 端 者 《华 伦 提 斯 》 的 手 笔 ； 〈抑利

福 音 》， 包 含 有 关 诺 斯 底 圣 礼 独 一 无 二 的  

箴 言 集 ； 还 有 《约 翰 伪 经 〉，跟抗异端者 

所 描 述 奥 弗 提 和 西 希 仑 的 理 论 有 相 当 密 切  

的 关 系 ， 并 提 供了 前 面 曾 勾 画 的 叙 利 亚 式  

诺 斯 底 主 义 重 解 伊 甸 园 故 事 的 第 一 手 完 S  

资 料 来 源 。 此 外 ， 其 他 文 献 皆 展 示 了  ̂  

教 对 诺 斯 底 主 义 无 可 过 疑 的 影 响 ’ 1  

《复 活 论 文 集 〉、 《彼 得 》、 与 

本 末 世 论 说 、 《斗 士 多 马 书 >  ^

德 传 》。

较 少 基 教 也 彩 的 坩 斯 成 文 W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些 文 稿 对 在  

前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 提 供 了 资 料 ^  

论 未 能 完 全 证 实 。 《尤 诺 斯 都 〉 赛0  

常 被 引 述 ， 并 且 常 视 为 賴 於 $ 更尚未龙  

形 式 的 文 稿 《耶 苏 基 贷 的 智 怒 ’於基0  

展 的 阶 段 。 虽 然 《尤 诺 斯 都 》 ^太学沐的 

前 ， 不 过 看 来 毫 无 疑 问 与 亚 历 存 费 弓 丨 兩  

基 督 教 著 作 有 关 ， 并 且 发 现 当 $ 划入此类 

新 约 圣 经 。 《闪 之 注 解 》 是经成救#方夢  

别 的 另 一 卷 书 。 这 书 以 洗 礼 = 伊教弟0  

考 资 料 ； 不 过 可 能 这 只 是 从 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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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斛 的 结 采 ， 并 且 也 许 反 映 着 - 基 督 教 教 会  

与 诺 斯 底 派 的 冲 突 ， 多 於 源 自 完 全 非 基 督  

教 内 文的 论 点。 图 书 馆 内 其 他 文 献 ， 也经  

常 拨 入 此 类 别 ， 并 且 同 样 受 到 那 些 力 图 维  

持 基 伢 教 之 前 已 出 现 诺 斯 底 主 义 者 的 胡 乱  

诠释 ； 这 些 文 献 包 括 ： 《亚 当 的 启 示 》、 

( 寒 特 的 三 个 史 特 利  > 及 《打 雷 > 。

斯底派的鴆忏教文搞

r a 书 馆 内 也 有 非 诺 斯 底 派 的 基 督 教 文  

献 ，包 括 《彼 得 与 十 二 使 徒 》、《色 士 都  

的格言> 及 < 西 华 魯 斯 之 教 训 》。

杂芡文献

还 有 一 些 文 献 既 非 蓰 伢 教 ， 也 非 诺 斯  

底派，诺 斯 底 派 的 文 士 可 能 大 感 兴 趣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埃 及 色 彩 的 密 封 式 论 文 ， 但它  

含 有 比 典 型 诺 斯 底 文 学 较 温 和 的 二 元 论 思  

想》这 些 密 封 式 文 学 作 品 早 已 透 过 出 版 而  

被 学 者 所 认 识 ， 称 为 《三 次 伟 大 的 密 封 启  

示> „ 第 一 篇 论 文 “普 曼 帝 斯 ”， 可 能 引  

起 圣 经 研 究 学 者 极 大 兴 趣 ， 因 为 它 从 较 为  

正 面 的 角 度 看 创 世 记 ， 并 且 它 的 一 些 神 学  

概念， 如 “光 ” 和 “生 命 ”• 均 与 第 四 卷  

福音 书 平行 。

了解诺斯底派的目的
对 於 没 有 秘 传 的 读 者 来 说 ， 其 中 最 大  

的 难 题 或 许 便 是 理 解 诺 斯 底 派 的 神 话 。 这 

些 神 话 异 常 陌 生 、诡 异 ，令 读 者 极 为 困 惑 ， 

并 惊 讶 有 智 恝 的 人 ， 如 何 能 相 信 这 样 的 神  

怪故事。 但 必 须 肯 定 一 事 ， 神 话 的 作 者 试  

® 传 达 在 神 人 关 系 中 那 些 没 法 解 释 的 原  

素„

邪 恶 对 世 界 的 束 缚 ， 并 与 善 良 之 神 的  

关系，把 历 史 上 伟 大 的 神 学 家 和 哲 学 家 的  

心、思、都 扩 阔 了 。 诺 斯 底 派 的 信 徒 构 思 了 面  

对 邪 恶 问 题 的 答 案 ， 他 们 把 对 这 世 界 的 责  

难 转 移 到 神 或 神 的 领 域 中 的 各 个 界 别 „ 藉 

有把 善 与 恶 区 分 ， 人 的 命 运 可 透 过 他 个 人  

不 间 的 连 合 而 决 定 了 。

但 邪 恶 在 这 世 界 看 来 极 为 强 大 ， 以致  

佑 斯 底 派 像 他 们 之 前 的 希 腊 哲 学 家 一 样 ， 

& 结 美 善 是 没 有 希 望 在 这 个 世 界 得 胜 的 。 

据 此 看 来 ， 他 们 把 世 界 放 弃 ， 交 给 邪 恶 的  

神，并 且 发 展 一 套 神 学 ， 把 焦 点 放 在 救 赎  

t ，作 为 脱 离 世 界 的 过 程 。 他 们 的 理 论 同  

样 提 供 了 在 世 上 的 一 种 救 赎 方 法 ： 由於 诺

斯 底 派 的 信 徒 拥 有 神 的 光 明 粒 子 ， 他们是  

永 不 灭 的 ， 而 他 们 的 灵 虽 然 处 於 邪 恶 的 环  

境 内 ，但 至 终 不 会 受 到 污 染 。 当信徒的灵  

在 死 后 从 低 等 神 明 的 领 域 提 升 ， 与神性的  

賊 灵 领 域 结 合 ， 肉 体 和 一 切 悄 欲 ， 并低等  

动 物 的 欲 念 ，将 从 灵 里 脱 去 。 有些 诺 斯底  

派 的 信 徒 把 不 受 污 染 这 观 念 ， 发 展 为 可  

笑 、荒 谬 的 行 径 ，认 为 跟 不 同 人 有 性 关 系 ， 

便 代 表 了 神 人 的 相 遇 • • 另 一 些 却 倾 向 禁  

欲 ， 认 为 惟 有 如 此 ， 他 们 才 能 叫 那 可 怜 的  

肉 体 顺 应 不 朽 的 灵 的 生 活 方 式 。

诺 斯 底 派 解 经 家 要 面 对 的 一 个 实 况 ， 

便 是 并 非 每 个 人 都 接 受 他 们 的 理 论 。 也因 

为 这 样 ， 他 们 发 明 了 一 些 神 秘 的 方 法 ， 以 

分 别 不 同 类 型 的 人 。 他 们 借 用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及 罗 马 书 八 章 的 话 ， 发展了一  

套 精 深 的 人 种 分 类 法 。 屈 灵 的 人 （就是诺  

斯 底 派 的 信 徒 > 在 本 质 上 是 神 性 的 ， 从光  

明的粒子生成的■•屈肉体的人是完全用创  

造 主 发 明 的 物 质 造 成 的 ， 因 此 他 们 永 远 不  

能 承 嗣 那 神 性 的 领 域 。 至 於 基 督 徒 ， 他们 

认 为 只 是 一 批 挣 扎 要 服 从 圣 经 教 训 的 某 类  

混 合 物 。 他 们 需 要 自 我 达 成 救 赎 ， 若果他  

们 像 那 些 屈 灵 的 人 般 顺 服 ，他 们 可 受 到 若  

千 程 度 的 接 纳 。这 种 诺 斯 底 精 英 主 义 ， 以 

及 他 们 对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歪 曲 ， 淸 楚 表 明 了  

基 锊 徒 对 诺 斯 底 派 的 抗 拒 。

诺 斯 底 派 采 用 神 话 故 事 作 为 方 法 论 上  

的 公 式 ，去 表 明 他 们 的 神 学 建 构 ,，要了解  

它 们 ，读 者 需 要 智 恝 或 知 识 的 钥 匙 。 事实  

上 ， 解 释 神 话 乃 早 期 一 种 化 除 神 话 《或非  

神 话 化 > 的 方 法 ， 并 不 像 布 特 曼 采 用 的 释  

经 过 程 。 诺 斯 底 派 的 作 者 在 当 代 郎 是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 他 们 的 创 意 值 得 痛 许 ， 不 过 ， 

他 们 的 神 学 却 因 为 扭 曲 了 圣 经 信 息 而 应 受  

拒 绝 。

G e r a l d  L . B o r c h e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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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 ) .  The Nag  Ham m ad i  L ib rary:  R.M.  

W i l s o n ,  Th e G n o s t i c  P ro  b lem :  E .

Y a m a u c h i ,  Pre-Christian Gnost icism.



偶像 ，拜偶像
Idols, Idolatry
6 u x i ^ n g  / b ^ i  6 u x i ^ n g

人 手 造 的 形 像 或 神 像 ， 亦 包 括 任 何 被  

奉 为 神 明 的 自 然 界 或 人 造 物 件 ， 以 及 敬 拜  

独 一 真 神 以 外 的 东 西 。 拜 偶 像 是 指 敬 拜 供  

奉 一 个 偶 像 。 许 多 拜 偶 像 的 人 实 在 是 服 侍  

那 些 偶 像 。 在 古 埃 及 ， 拜 偶 像 者 会 定 期 按  

礼 仪 供 奉 神 像 ， 替 其 整 理 衣 食 。 在 迦 密 山  

的 比 试 中 ， 可 以 知 道 一 些 有 关 拜 假 神 巴 力  

的 情 况 。 巴 力 的 先 知 大 声 呼 喊 ， 围 着 祭 坛  

走 跳 ， 并 且 用 刀 枪 自 割 身 体 （王 上 十 八  

2( i- 2 9 > 。 在 列 王 时 代 ， 以 色 列 人 曾 经 有  

一 段 时 间 普 遍 敬 拜 巴 力

亚 伯 拉 罕 的 祖 先 ， 是 敬 拜 米 所 波 大 米  

偶 像 的 （书 二 十 四 2 > 。 在 这 个 地 区 ， 掘 

出 了 极 多 神 像 u 而 且 ，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宗 教  

文 献 也 透 菇 了 亚 伯 拉 罕 所 来 自 的 地 方 ， 是 

信 奉 多 神 的 。

共 同 渴 望 看 见 一 位 可 以 藉 着 感 官 而 认 识 的  

神 。 神 差 遣 池 的 儿 子 道 成 肉 身 《参 约 一 

1 8 ; 林 后 四 6 ) ， 部 分 原 因 也 是 为 了 满 足  

这 个 渴 望 。 背 叛 神 也 会 导 致 拜 偶 像 （罗 一  

1 8 - 2 3 )。

以 色 列 人 所 拜 的 偶 像 ， 多 数 是 从 邻 国  

传 来 的 约 瑟 的 后 商 在 埃 及 住 了 超 过 4 0 0  

年 ， 他 们 面 对 敬 拜 多 神 的 环 境 ， 以 致 影 响  

他 们 的 宗 教 观 念 。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接 受 神  

的 十 诫 时 ， 以 色 列 人 要 求 亚 伦 为 他 们 造 神  

像 （出 三 十 二 丨 •(；> „ 亚 伦 就 按 照 埃 及 的  

形 式 ， 制 造 了 一 只 金 牛 犊 。 因 为 埃 及 敬 拜  

牛 ， 包 括 亚 皮 斯 公 牛 、 希 底 母 牛 及 尼 域 牛

耶 罗 波 安 在 埃 及 逗 留 了 一 段 日 子 ， 后 

来 才 成 为 以 色 列 人 的 王 （王 上 十 一 4 0 ) 。 

他 造 了 两 只 金 牛 犊 ， 一 只 放 在 伯 特 利 ， 一  

只 放 在 但 （王 上 十 二 2 (i - 3 3 ) 。 这 个 行 动  

使 他 得 到 如 此 评 语 . • “尼 八 的 儿 子 耶 罗 波  

安 ， 使 以 色 列 人 陷 在 罪 里

族 长 时 代 已 经 有 家 神 像 资 料 的 记 载 u 

在 迦 勒 底 的 吾 珥 、 努 斯 及 其 他 地 方 ， 皆发

现 这 些 神 像 ， 楔 形 文 字 泥 版 也 提 及 它 0 

拉 结 偷 了 拉 班 的 家 神 像 ， 是可以藏在 

的 驮 蒌 里 （创 三 十 一  3 4 > 。 可 适 ，在大卫 

的 时 代 ， 这 些 神 像 的 体 积 似 乎 较 大 6 

当 扫 罗 派 人 去 杀 大 卫 ， 大卫的袭子米甲 

( 也 就 是 扫 罗 的 女 儿  > 帮助他逃走以后， 

就 把 神 像 放 在 床 上 ， 假 装 大 卫 病 了 （撤上 

十 九

十 诫 中 的 第 二 诫 ， 淸楚说明禁止拜 ai 

像 ： “不 可 为 自 己 雕 刻 偶 像 ，也不可作甚 

么 形 象 ， 彷 彿 上 天 、 下 地 ， 和地底下、水 

中 的 百 物 。 不 可 跪 拜 那 些 像 ，也不可亊$ 

它 出 二 十 4 、 5 ; 申 五 8 、 9 ; 参出三十 

四 1 7 ; 利 十 九 4 ， 二 十 六 1 ; 申四丨5-ID, 

二 十 七 丨 - 5 > 。 这 是 第 一 诫 的 延 伸或 补 充  

诫 命 ， 因 为 要 保 持 神 的 独 一 性 和 保 障 ■  

荣 耀 。

在 撒 母 耳 的 时 代 ， 拜偶像的定义扩 S  

了 。 撒 母 耳 责 备 扫 罗 王 说 ： “顽梗的罪与 

拜 虚 神 和 偶 像 （直 译 是 “家 神 像 ” >的1 

相 同 。” （撒 上 十 五 2 3 > 。 在 新 约 中 ，拜《 

像 的 定 义 更 广 ， 贪 婪 与 拜 偶 像 等 同 （加五 

2 0 ; 西 三 5 > 。

在 征 服 迦 南 地 之 前 ， 神 不 断 S 告以色 

列 人 不 要 与 当 地 的 民 族 通 婚 ，并且吩咐以 

色 列 人 要 灭 绝 他 们 。 此举是要防止以色列 

人 道 德 沦 亡 （出 三 十 四 1 6 ; 申七 3、4丨. 

在 新 约 中 ， 这 个 原 则 再 次 被 扩 展 （参林前 

十 五 3 3 ; 林 后 六 14 >。 以 色 列 人的历史表 

明 了 禁 止 这 样 通 婚 是 需 要 的 ，因为与外族 

通 婚 会 使 他 们 背 弃 神 。 也 许 ，最令人难过 

的 例 子 是 所 罗 门 （王 上 十 一 丨 -8)。“所罗 

门 年 老 的 时 候 ， 他的 妃 嫔诱 惑他的心去  

从 别 神 ， 不 效 法 他 父 亲 大 卫 诚 诚 实 实 地  

顺 服 耶 和 华 —— 他 的 神 。” （第4节}

在 士 师 时 代 ， 曾 出 现 一 拜 偶 像 的 f # 

情 况 （士 十 七 1 至 十 八 3 U 。 以法莲人米 

迦 的 母 亲 ， 拿 了 2 0 0 舍 客 勒 银 子 给 银 ^  

为 她 儿 子 铸 成 一 个 神 像 。 米迦又设有 _ 

堂 、 以 弗 得 和 家 神 像 。 他 请 了 一 个 流 辦  

利 未 人 作 他 的 祭 司 。 可 是 ， 但 支 派 的 ^  

带 走 了 这 个 利 未 人 ， 还取去神像和各样#

以 色 列 人 拜 偶 像 的 倾 向 ， 表 达 了 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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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S 。他 们 将 偶 像 设 置 在 但 的 境 内 ， 成 为 j 

敬 拜 的 对 象 （士 十 八 3 0 、 31 >。

在 圣 经 的 记 载 中 ， 要 评 估 以 色 列 人 的  

王，可 按 他 们 怎 样 处 理 邱 坛 和 偶 像 作 为 准  

則。亚 撒 除 掉 他 列 祖 所 造 的 一 切 偶 像 （王 

上 十 五 丨 2 > , 并 且 眨 了 太 后 的 位 分 ， 因为  

她 拥 有 “可 憎 的 偶 像 亚 舍 拉 ”。 亚 撒 砍 下  

及 烧 掉 那 个 偶 像 《王 上 十 五 1 3 > 。 但 是 ， 

以 色 列 王 亚 哈 却 信 从 偶 像 （王 上 二 十 一  

2 6 ; 参 王 上 十 六 3 0 - 3 3 ) 。

希 西 家 除 去 邱 坛 ， 毀 坏 柱 像 ， 砍 下 亚  

舍 拉 神 像 （王 下 十 八 4 ; 代 下 三 十 一  1 > 。 

他又结束了  一 个 有 拜 偶 像 性 质 的 宗 教 行  

动。直 到 希 西 家 的 时 候 ， 那 记 念 摩 西 在 旷  

野 拯 救 被 蛇 咬 的 以 色 列 人 而 造 的 铜 蛇 ， 仍 

然 存 在 《民 二 H 9 ; 参 约 三 1 4 > 。 铜 蛇  

被称为 铜像 ， 以 色 列 人 尊 崇 它 ， 又 向 铜 蛇  

烧香。 因 此 ， 希 西 家 便 打 碎 铜 蛇  <王下 十  

八4 >。这 本 来 是 好 的 东 西 ， 已 经 变 了 质 ， 

成 为 邪 恶 的 东 西 。

先 知 以 赛 亚 曾 经 描 述 怎 样 制 造 偶 像  

(赛 四 十 1 9 、 2 0 , 四 十 四 9 - 1 7  偶 像 是  

用 金 視 铸 造 （四 十 丨 9 , 四 十 四 1 0 > , 或 是  

由 铁 匠 打 锤 而 成  < 四 十 四 1 2 > ， 或 由 木 匠  

雌 刻 （丨3 - 1 7节 ）， 并 用 金 包 裹 （四十丨9 >。 

也 有 用 窑 烧 成 泥 像 和 泥 牌 ， 以 及 用 石 雕 刻  

而 成 的 神 像 。

诗 人 在 诗 篇 中 直 言 反 对 拜 偶 像 （诗 九  

十六 5 , 九 十 七 7, — 〇 六 3 4 - 3 9 ) 。 诗篇  

—一 五 篇 4 至 8 节 和 一 三 五 篇 1 5 至 1 7 节也  

说 出 偶 像 是 无 能 无 用 的 东 西 。

以 色 列 北 国 和 南 国 被 掳 ， 是 因 为 他 们  

离 弃 神 去 事 奉 偶 像 。 犹 太 人 深 知 他 们 被 掳  

是 因 为 拜 偶 像 的 缘 故 。 在 他 们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的 时 候 ， 他 们 逐 渐 厌 恶 偶 像 。 至 今 ， 厌 

恶 偶 像 已 成 为 犹 太 教 的 特 色 。

资 木 偶 ■ 1〇8 4 ;

1 1 9 3 : ■神 .女冲 - 127(

7 1 9： 'S' 2371

C arl  E. D e V r ies  
- 邱 坛 / 高 处 _ 

•迦南神衹和宗

古罗马庞贝一家庭曾安设家神的神龛（家 

神像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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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虫
R e p ti le
p 厶 c h 6 n g

参 “动 物 （蝰 蛇 、 眼 镜 蛇 、 壁 虎 、 蜥 蜴 、 

蛇、石 龙 子 ）” 3 2 9 。

爬虫类
Crawling Things, Creeping Things

c h 6 n g  l e i

— 泛 指 性 名 称 ， 其 希 伯 来 原 词 多 指 爬  

行 纲 各 类 动 物 。

参 • 动 物 （蝰 蛇 、 眼 锐 蛇 . 壁 虎 、 蜥 蜴 、 

蛇 、石 龙 子 ）” 3 2 9 。

帕大销
Patara
p a  d 厶 l a

古 代 吕 家 区 的 一 个 海 港 ， 位 於 今 日 的  

土 耳 其 „ 这 古 城 是 区 内 最 大 和 最 繁 盛 的 城  

市 之 一 ， 是 贸 易 和 商 业 的 中 心 ， 帕 大 喇 有  

一 座 亚 波 罗 的 神 庙 ， 今 日 在 那 里 仍 可 看 见  

— 些 剧 院 和 浴 场 遗 迹 。 帕 大 喇 经 常 刮 风 ， 

使 她 成 为 一 个 适 宜 船 R 开 航 至 地 中 海 东 部  

的 港 口 ， 使 徒 保 罗 在 锻 后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旅 程 中 ， 就 曾 在 帕 大 喇 转 船 （徒 二 H --- 1 、

2 ) „

帕弗
Paphos

ft i

位 於 居 比 路 的 西 南 面 ， 本 来 是 腓 尼 基  

人 聚 居 的 一 个 地 方 。 当 居 比 路 在 主 前 2 2 

年 成 为 了 罗 马 元 老 院 的 省 份 后 ，“旧 帕 弗 ” 

加 上 了 丨 0 哩 以 外 一 个 希 腊 的 徙 罝 区 “新 

帕 弗 ” 便 成 为 其 行 政 中 心 。 这 合 并 而 成 的  

城 市 以 其 庙 宇 着 称 ， 这 庙 宇 原 本 是 奉 献 给  

叙 利 亚 的 女 神 亚 斯 他 特 （即 亚 斯 他 录  > 的 ， 

根 据 塔 西 图 的 记 载 ， 这 里 是 以 古 代 腓 尼 基  

的 礼 仪 来 敬 拜 的 ， 其 中 包 括 浇 油 在 一 块 圆  

锥 形 的 石 （或 许 是 陨 石 ？ ） 之 上 。 希 腊 人  

认 为 她 就 是 亚 富 罗 底 特 ， 说 她 是 从 海 里 跳  

跃 而 出 的 。

令 人 奇 怪 的 是 ，

6 - (健十'
路加的 记 物

2 > 没 有 提 及 这 外 邦 神  

述 保 罗 与 方 伯 及 — 个 犹 太 的 ’ 兄 

以 吕 马 相 遇 的 亊 ； 以吕马大概^•知和 ^  

卜 和 观 星 象 的 人 。 基 督 教 在 巴 伯4 

的 差 传 工 作 由 这 f f l开 始 ， 保梦也  

始 使 用 其 外 邦 名 字 “保罗

第 一 次 向 一 名 罗 马 官 员 - 另 〜 和舞 

“保 罗 ” 的 人 — 传 讲 福 音 ，并 i  =  
一 个 “通 达 人 ’’， 十 分 渴 求 “听 神 的 ^  

而 且 “很 希 奇 主 的 道 ”， “就 信 了 '  _  

影 响 保 罗 日 后 与 其 他 罗 马 官 员 相 交 的  

先 例 。

在 帕 弗 ， 保罗第一次遇到强烈反对格  

音 的 人 以 吕 马 ； 可能以吕马是恐怕保罗会  

夺 走 他 在 方 伯 面 前 的 地 位 。保罗在这里行 

了 第 一 个 神 迹 ， 这是一个离奇而不讨人客

欢 的 神 迹 ， 且 具 有 惩 罚 性 ，还加上多少严 

厉 的 定 罪 意 味 ； 其后保罗显然没有再行这  

种 神 迹 ， 这 惩 罚 也 带 有 仁 慈 ，以吕马只是 

“暂 时 ” 看 不 见 《> 贝 德 认 为 ，保罗仍记得

眼 瞎 的 经 历 如 何 帮 助 他 悔 改 。

马 可 则 在 这 里 完 成 了 他 的 宣 教 使 命 . 

居 比 路 有 庞 大 的 犹 太 人 口 （徒四:;6,十 

三 5 > ， 是 一 个 很 自 然 的 宣 教 工 场 " 离 开  

帕 弗 ， 往 外 邦 人 聚 居 的 旁 非 利 亚 ，对1  

而 言 ， 无 论 在 地 理 上 或 心 理 上 ’都 是 ^  

不 到 的 要 求 ， 经 过 一 些 争 论 后 ’马

达 别 加 便 离 开 了 （徒 十 三 丨 十
R. E. 〇 ■ W，，t

帕结
Pagiel
p 焱 j i e -庠西曾赛

俄 兰 的 儿 子 ， 厲 亚 设 支 派 1 居.龙设支

他 数 点 旷 野 中 的 人 数  

派 的 领 袖 （民 一  1 3 ，

那吋他也是  

二 ‘2 7 ， 七72 ,

V 、

十 2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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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Ifii

大 卫 军 中 一 名 與 士 ， 圣 经 说 他 是 犹 大  

的 亚 巴 人 （撒 下 二 十 三 3 5 >  ; 也 许 他 就

是 伊 斯 拜 的 儿 子 傘 莱 （代 上 十 一 3 7 ) 。

Kl勒提人
P a l t i t e j h e
p备 14 t i r 6 n

给 大 卫 的 勇 士 之 一 希 利 斯 的 称 呼 （撒 

下二十三2 G >。 希 利 斯 住 在 伯 帕 列 。 在历  

代志上十一章‘2 7 节 ， 他 被 称 为 “比 伦 人 ”。 

参 - 伯 帕 列 ” 1 9 2 。

« 路斯亚/ 基督复临
P a r o u s i a
p i  Id s i  y h  /  j i  d Q  f i l  l t n

希 腊 原 文 的 意 思 是 “在 ’’、“到 临 ”、 
“显现”，或 “来 临 ”• 在 原 文 中 ， 这 字 虽  

然 也 常 用 於 普 通 人 身 上 （林 前 十 六 丨 7; 

林后七《， 十 1 0 ; 腓 一 2(5， 二 1 2 > ， 又曾  

- 次 用 於 敌 基 督 身 上 （帖 后 二 9 > , 但 最  

常 见 是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太 二 十 四 2 7 、 

37、3 9 ; 林 前 十 五 2 3 ; 帖 前 二 丨 9 , 三 13, 

四1 5，五 2 3 ; 帖 后 二 1、 因 此 后 来 这  

一 字 就 专 用 以 指 来 世 时 基 督 的 第 二 次 降  

临-

在 信 息 中 强 调 基 督 再 来 的 细 节 者 ， 首 

推保罗 • •虽 然 他 警 告 人 不 要 计 算 基 督 再 来  

的 时 间 （帖 前 五 1、 2; 帖 后 二 2 、 3 ; 参 

太二十四4 - 3 ( 5 >，但 他 在 书 信 中 为 基 笹 再  

来 绘 画 了 一 幅 生 动 的 图 画 （帖 前 四 13- 

1 8 ; 帖 后 一  7 至 二 8 ; 参 林 前 十 五 2 0 - 2 8 、 

5()- 5 5 >。 根 据 保 罗 的 教 导 ， 基 督 会 突 然  

亲自到临， 那 是 众 目 可 见 的 荣 耀 时 刻 （林 

前十五2 3 ; 帖 前 二 1 9 ， 三 1 3 , 四丨5 - 1 7 )。 

显 然 保 罗 起 先 以 为 他 自 己 和 他 同 时 的 读 者  

郎 有 机 会 亲 自 经 历 基 督 的 玛 来 （帖 前 四  

1 5 ; 参 罗 八 ‘2 3 ， 十 三 1 丨 > ， 但 在 他 面 临 殉  

道的 时 刻 ，便 缓 和 了 这 种 看 法 （腓 一 2 3 > 。 

稚 各 也 感 到 基 督 再 来 的 日 子 会 延 迟 ， 因而  

劝 勉 信 徒 忍 耐 等 候 （雅 五 7、8 >。彼 得 同  

样 警 告 信 徒 不 要 因 为 基 伢 迟 来 而 产 生 怀 疑  

<彼 后 三 《-丨0 >。 这 信 息 并 不 是 虚 言 （彼 

后一 到 了 时 侯 ， 好 讥 诮 的 人 便 会 无

话 可 说 （彼 后 三 3 、 4 ) 。 约 翰 鼓 励 信 徒 要  

有 持 久 的 信 心 ， 免 得 主 再 来 时 蒙 羞 （约 2  
二 2 8 >  „

参 • 主 再 来 _  2 3 5 4 :  •末世论• 1 0 8 1  ,

帕路亚
Paruah
p i  10 y i

以 萨 迦 支 派 约 沙 法 的 父 亲 。 约 沙 法 负  

责 每 年 为 所 罗 门 王 和 王 家 供 应 1 个 月 的 食  

物 （王 上 四 7 、 1 7 > 。

帕玛斯他
Parmashta
p«k m d  s i  ta

哈 曼 的 十 个 儿 子 之 一 ， 被 犹 太 人 所 杀  

( 斯 九 9 > »

帕纳
Pamach
p 盔 n 备

西 布 伦 支 派 以 利 撒 畨 的 父 亲 （民 三 十  

四  2 5 > 。

帕斯鲁细人
Pathrusim

s i  lCi x i  r ^ n

南 埃 及 地 区 巴 忒 罗 的 居 民 （创 十  

1 4 ; 代 上 一 丨2 > 。

参 - 巴 忒 罗 " 8 2 ,

帕提
Palti

ti
〇 在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迦 南 之 前 ， 摩 西 差  

往 该 地 窥 探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一 。 帕 提 是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代 表 （民 十 三 9 > 。

@ 拉 亿 的 儿 子 。 扫 罗 和 大 卫 的 关 系 跛  

裂 后 ，扫 罗 便 把 女 儿 > 即 大 卫 的 妻 子 米 甲 ， 

改 嫁 给 帕 提 （撒 上 二 十 五 1 4 )  „ 米 甲 后 来  

又 被 迫 离 开 帕 提 ， 返 回 大 卫 身 边 （撒 下 三  

1 5 ) 。 在 第 二 段 经 文 中 他 被 称 为 “ 帕 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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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捉亚
Parthia
p 5  t i  y 盔

位 於 罗 马 帝 国 东 面 躺 界 以 外 的 一 块 土  

地 （约 等 於 今 日 的 伊 朗  > ， 这 土 地 几 乎 是  

在 新 约 世 界 的 范 围 之 外 。

然 而 ， 帕 提 亚 也 列 於 旧 约 地 图 之 上 ， 

因 为 旧 约 地 图 一 般 会 包 括 东 部 的 土 地 。 许  

多 犹 太 人 在 亚 述 和 巴 比 伦 入 侵 时 ， 被 逐 出  

巴 勒 斯 坦 ， 便 居 住 在 这 区 域 内 。 在 主 前 六  

世 纪 ， 这 区 域 成 为 了 古 列 治 下 的 波 斯 帝 国  

领 土 之 一 部 分 ， 虽 然 后 来 古 列 鼓 励 犹 太 人  

回 国 ， 但 仍 有 数 以 千 计 的 犹 太 人 留 在 帕 提  

亚 。 两 个 世 纪 之 后 ， 波 斯 帝 国 给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征 服 了 ， 在 其 后 1 0 0 年 ， 波 斯 帝 国 一  

些 领 土 ，包 括 帕 提 亚 ，脱 离 了 希 腊 的 统 治 ， 

成 为 独 立 的 国 家 。

帕 提 亚 后 来 成 为 了 一 个 大 帝 国 ， 从 幼  

发 拉 底 河 伸 展 至 印 度 河 。 在 新 约 时 代 ， 就  

是 罗 马 也 惧 怕 帕 提 亚 会 成 为 一 个 威 胁 的 势  

力 。 两 个 帝 国 第 一 次 交 兵 时 ， 罗 马 果 然 被  

击 畋 （於 卡 哈 ， 即 圣 经 中 的 哈 兰 ， 时 为 主  

前 5 3 ) 。 到 了 主 前 二 世 纪 ， 罗 马 才 转 占 优  

势 。 帕 提 亚 虽 然 曾 两 度 被 列 为 附 臢 国 ， 却 

能 两 度 挣 脱 而 独 立 。 最 后 在 主 后 2 2 6 年 ， 

帕 提 亚 终 於 被 灭 ， 却 并 非 亡 於 罗 马 手 下 ， 

而 是 落 在 帕 提 亚 境 内 的 一 个 新 波 斯 突 袭 团  

手 上 。

帕 提 亚 十 分 富 裕 ， 因 为 其 位 S 横 跨 亚  

洲 贸 易 路 线 ， 她 的 军 事 势 力 也 极 其 强 大 ， 

以 其 持 弓 的 骑 兵 而 驰 名 ， 这 些 骑 兵 以 “退 

马 射 （或 作 “回 马 射 ”> 的 战 术 麻 取 了  

许 多 战 役 • • 他 们 装 作 畋 退 ， 然 后 突 然 回 头  

还 击 。 帕 提 亚 人 似 乎 也 是 一 个 很 能 容 纳 异  

己 的 民 族 ， 故 能 容 纳 一 个 庞 大 的 犹 太 群 体  

T - 直 住 在 他 们 中 间 。 而 奇 怪 地 ， 在 五 旬 节  

的 时 候 （徒 二  > ， 他 们 的 巴 比 伦 尼 亚 省 居  

然 出 现 一 位 犹 太 人 的 省 长 。 更 重 要 的 是 ， 

在 五 旬 节 那 划 时 代 的 日 子 （徒 二 9 帕 

提 亚 的 犹 太 人 ， 甚 至 有 进 犹 太 教 的 帕 提 亚  

人 ， 都 一 同 来 到 耶 路 撒 冷 ， 很 可 能 就 是 这  

些 人 在 耶 穌 复 活 后 数 周 之 内 ， 把 福 音 一 直  

传 到 印 度 。

帕铁
Paltiel
p 焱 t i S

O 阿 散 的 儿 子 ，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  

( 民 三 十 四 2( i > 。 以 利 亚 撒 和 约 书  

他 协 助 将 约 但 河 西 之 地 分 给 以 色 列 I  

个 支 派 。

© 拉 亿 的 儿 子 帕 提 ， 在撒母耳 

章 1 5 节 称 “帕 铁 ”。

参 - 帕 提 # 2 "  1149〇

帕子
Veil
p 螽 z l

参 - 服 饰 ” 4 2 3 。

盘子
Dish
p ^ n  z i

陶 制 或 金 厲 制 的 浅 器 皿 ，既是日s 

品 ， 也 是 祭 祀 用 具 。 盘 可 盛 食 、储食（土 

五 2 5 ; 太 二 十 六 2 3 ; 可 十 四 2 0 )，用毕洗 

净 揩 干 （王下二十一丨 3 > , 但法利赛人又  

加 上 洁 净 仪 式 （太 二 十 三 2 5 - 2 G ; 路十- 

3 9 > 。 旧 约 时 代 会 搏 或 圣 殿 的 陈 设 饼桌上 

以 及 素 祭 ， 均 少 不 了 盘 子 （出二十五29, 

三十 七丨 6 ;  民 四 7 ， 七 1 3 > 。

盼望
Hope
p ^ n  w ^ n g

对 所 渴 想 的 麥 情 抱 着 得 以 实 现 的 衫  

或 信 念 。 现 今 的 痛 苦 和 将 来 的 无 常 ，令人 

经 常 需 要 盼 望 。 世 界 性 的 贫 穷 、饥後J  

病 ， 以 及 人 类 制 造 恐 怖 和 破 坏 的 力 ft. € 

使 人 渴 望 更 美 好 的 事 物 。 从古到今，人笑 

面 对 将 来 ， 总 有 渴 望 与 恐 俱 。有人认为’ 

盼 望 并 没 有 理 性 的 基 础 ， 所 以 盼 S 软衫 

在 幻 想 之 中 但 圣 经 说 ，活在世上设邾  

便 等 於 没 有 盼 望 ： “那 时 ， 你们与 

关 ， 在 以 色 列 国 民 以 外 ， 在所应许的#  

上 是 局 外 人 ， 并 活 在 世 上 没 有 指 望 ，0  

神 ” （弗 二 1 2 ) 。

现 代 世 界 冀 望 靠 人 力 寻 求 盼 望 ，_  

进 步 的 必 然 性 ， 以 为 一 切 事 物 ，必定0  

来 愈 美 好 • 二 十 世 纪 战 争 的 威 胁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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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摧 毀 了 这 种 乐 观 主 义 ， 只 剩 下 绝 望 。 

里 然 很 多 人 都 找 不 到 盼 望 的 缘 由 ， 但 有 部  

分 人 却 以 人 文 主 义 ， 作 为 盼 望 的 基 础 。 他 

ff)相 信 既 然 人 是 世 界 上 种 种 问 题 的 起 因 ， 

人 躭 能 够 成 为 解 决 问 题 的 答 案 • • 只 是 现 今  

的 情 况 和 历 史 ， 郎 证 明 了 这 个 信 念 是 无 檎  

的。

盼望神学

对 於 盼 望 的 讨 论 ， 往 往 涉 及 基 好 教 。 

可 惜 在 这 方 面 ， 菡 督 教 不 是 时 常 都 获 得  

“好评”。 初 期 教 会 强 调 今 生 和 来 世 的 分  

别，似 乎 制 造 了 逃 避 现 实 和 人 生 徙 劳 的 想  

法，对 人 生 的 问 题 和 疾 苦 ， 漠 不 关 心 。 十 

九 世 纪 锌 佴 士 哲 学 家 尼 采 < 1 8 4 4 •丨900> 

宜 称 基 锊 教 令 人 成 为 懦 夫 ， 因 为 它 教 训  

人，一 切 事 郎 是 神 的 旨 意 ， 抵 销 改 进 世 界  

的 努 力 。 马 克 思 < 1 8 1 8 - 8 3 》 说 基 督 教  

<或宗教 是 “人 民 的 鸦 片 ”， 因 为 马 克  

思 相 信 宗 教 令 人 失 去 抵 抗 压 迫 者 的 力 量 。

“盼 望 神 学 ” 的 创 始 人 莫 特 曼 反 对 把  

基 督 教 看 为 与 世 隔 绝 。 盼 望 神 学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 消 极 绝 望 之 欧 洲 的 产 品 。 

莫 持 曼 认 为 将 来 是 改 变 现 状 的 基 础 „ 基督  

徒 亊 奉 的 目 的 ， 应 该 是 令 来 生 的 盼 望 ， 变 

为 眼 前 的 事 实 。 他 认 为 复 活 是 令 人 力 胜 过  

疾 苦 的 催 化 剂 ， 能 在 现 今 的 痛 苦 当 中 带 来  

盼望。

部 分 支 待 这 种 神 学 的 人 ， 提 出 改 变 现  

有政治、社 会 、 经 济 问 题 的 办 法 ， 受 到 其  

他 学 者 所 质 疑 。 他 们 认 为 这 些 办 法 暗 示 要  

透 过 费 力 和 革 命 达 到 目 的 ， 与 平 安 的 福 音  

互相祗触。 这 种 神 学 还 有 其 他 问 题 ， 其一  

是，对 於 神 将 来 介 入 世 界 事 件 的 盼 望 ， 它 

有 完 全 否 定 的 倾 向 。 信 筇 人 力 能 改 进 将  

来，会 导 致 人 文 主 义 的 观 念 ， 认 为 复 活 不  

过 是 一 个 盼 望 的 象 征 ， 只 有 导 人 发 愤 的 作  

用，而 不 是 神 透 过 耶 穌 基 督 在 这 个 世 界 施  

行 作 为 的 历 史 亊 实 。 这 种 神 学 的 另 一 个 问  

® ，是 把 世 界 的 盼 望 集 中 在 政 治 和 社 会 改  

革上，忽 视 了 信 主 和 悔 改 为 人 生 所 带 来 的  

改 变 .，盼 望 神 学 虽 然 引 起 了 好 些 笟 要 问  

勉，但 从 正 面 的 角 度 看 ， 盼 望 神 学 却 也 驱  

使 学 者 再 度 探 索 圣 经 中 盼 望 教 义 的 涵 意 《,

复活的盼望
亚 伯 拉 罕 是 信 心 、盼 塱 之 父 ， 眼前的  

事 实 ， 并 没 有 使 他 “因 不 信 心 里 起 疑 惑 ， 

反 倒 因 信 心 电 得 坚 固 、 将 荣 猫 归 给 神 ” 

(罗四2〇)。 一 如 亚 伯 拉 罕 ， 基 e 徒的信  

心 和 盼 望 也 是 基 於 神 的 信 实 。 使徒保罗道  

出 他 的 挣 扎 ：“自 己 心 m 也 断 定 是 必 死 的 ， 

叫 我 们 不 筇 自 己 ， 只 靠 叫 死 人 复 活 的 神 。 

他 曾 救 我 们 脱 离 那 极 大 的 死 亡 ，现在仍要  

救 我 们 ， 并 且 我 们 指 望 他 将 来 还 要 救 我  

们 ” （林 后 一 9 、 10 >。 盼 望 并 非 不 合 理  

性 ， 而 是 基 於 已 经 自 证 为 信 实 的 神 d

圣 经 所 说 的 盼 望 ， 是 对 神 在 将 来 要 成  

就 之 亊 的 盼 望 。 基 督 徒 盼 望 的 中 心 ， 是耶  

穌 的 复 活 。 保 罗 讨 论 到 S 活 的 本 质 、 确实  

性 和 重 要 性 （林前十 五丨 2 - 2 8 ) ， 他确信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指 向 将 来 ：“我 们 若 铕 基 》 ， 

只 在 今 生 有 指 望 ， 就 苒 比 众 人 更 可 怜 ” 

( 第 1 9节 K 基 督 复 活 如 此 重 要 ， 不 独 因  

为 基 督 胜 过 了 死 亡 ， 更 因 为 残 池 的 人 也 得  

到 了 这 胜 利 ：“但 各 人 是 按 苕 自 己 的 次 序  

复 活 ；初 熟 的 果 子 是 基 督 ； 以 后 ， 在他来  

的 时 候 ， 是 那 些 厲 基 督 的 ” （第 2 3 节 

使 徒 彼 得 说 ： “愿 颂 赞 归 与 我 们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神 ！他 曾 照 自 己 的 大 怜 悯 ， 藉耶 穌  

基 督 从 死 里 复 活 ， 逭 生 了 我 们 ， 叫我 们 有  

活 泼 的 盼 望 ， 可 以 得 着 不 能 朽 坏 、 不能玷  

污 、不 能 袞 残 、为 你 们 存 留 在 天 上 的 基 业 ” 

( 彼 前 一 3 、4 > 。 在 这 个 段 落 ， 彼 得 指 出  

活 泼 的 盼 望 在 乎 基 督 的 复 活 ， 又 说 到 神 在  

将 来 要 赐 福 给 屈 乎 基 督 的 人 。 这 种 盼 望 给  

予 信 徒 生 活 的 力 遣 ， 使 他 能 够 在 今 世 的 挣  

扎 和 苦 难 当 中 ， 不 至 於 绝 望 （参 罗 八  

1 8 ; 林后四丨 G - 1 8 K

但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 叫 他 只 会 等 待 将  

来 ，还 是 会 激 发 他 助 人 减 轻 现 今 人 间 的 疾  

苦 呢 ？好 几 个 新 约 的 段 落 提 及 服 侍 他 人 之  

时> 郞 提 到 盼 望 。 盼 望 与 信 、 爱 并 列 ， 故 

否 定 了 盼 望 是 自 私 的 行 为 。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绝 对 不 会 使 人 失 去 对 社 会 的 关 心 ， 反而会  

建 立 更 有 意 义 的 亊 工 。 人 文 主 义 很 多 改 革  

社 会 的 尝 试 都 失 畋 了 ， 因 为 他 们 不 能 改 变  

人 的 价 值 观 ， 使 他 们 能 够 与 他 人 和 平 共  

存 、互 相 分 享 。 论 到 信 徒 生 活 和 社 会 的 关  

系 时 ，保 罗 把 几 个 重 要 的 槪 念 放 在 一 起 ：

“在 指 望 （盼 望 > 中 要 苒 乐 ， 在 患 难 中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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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耐 ， 祷 告 要 恒 切 ” （罗 十 二 1 2 > ， 足 证  

盼 望 对 亊 奉 的 里 要 。 保 罗 认 为 将 来 的 救  

恩 ， 应 当 改 变 甚 督 徒 的 生 命 ， 使 他 们 的 行  

事 为 人 ，符 合 所 知 道 未 来 的 事 。所 以 他 说 ： 

“行 事 为 人 要 端 正 ， 好 像 行 在 白 昼 ’’ （罗 

十 三 本 节 的 上 下 文 同 时 提 到 将 来 的  

盼 望 和 今 日 的 事 奉 ， 只 有 心 意 经 过 更 新 变  

化 的 人 ， 才 能 把 这 两 件 事 情 连 在 一 起 （罗 

十 二  1 、 2 > 。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是 这 种 更 新 变 化 的 一 个  

原 因 。 在 能 够 和 别 人 分 享 ， 以 减 轻 痛 苦 之  

前 ， 人 首 先 要 胜 过 自 私 自 义 的 本 性 。 人的  

盼 望 倘 若 只 是 基 於 自 己 的 金 钱 和 力 f f l， 他 

实 际 上 仍 是 不 能 自 由 地 和 别 人 分 享 所 有 。 

信 徒 靠 着 神 的 恩 典 得 以 称 义 ， 又 得 着 确 实  

的 盼 望 ， 才 有 自 由 和 他 人 分 享 。 耶 稣 一 再  

0音 示 这 一 点 ： “你 们 这 小 群 ， 不 要 惧 怕 ， 

因 为 你 们 的 父 乐 意 把 国 賜 给 你 们 。 你 们 要  

变 卖 所 有 的 周 济 人 ” （路 十 二 3 2 - 3  3 上 > 。 

“所 以 我 告 诉 你 们 ， 不 要 为 生 命 忧 虑 吃 什  

么 、 喝 什 么 ； 为 身 体 忧 虑 穿 什 么 ” （太 六  

2 5 > » 保 罗 又 说 ： “你 要 嘱 咐 那 些 今 世 富  

足 的 人 ， 不 要 自 髙 ， 也 不 要 倚 靠 无 定 的 钱  

财 ； 只 要 倚 靠 那 厚 賜 百 物 给 我 们 亨 受 的  

神 ， 又 要 嘱 咐 他 们 行 善 ， 在 好 亊 上 富 足 ， 

甘 心 施 舍 ， 乐 意 供 给 人 。” （提 前 六 1 7 、

1 8 > 所 以 ， 盼 望 不 但 给 予 基 督 徒 将 来 的  

确 据 ， 更 给 予 他 们 可 以 悚 慨 供 给 他 人 需 要  

的 确 据 。 自 义 的 人 和 一 心 要 在 将 来 得 到 保  

陣 的 人 ， 企 图 自 私 地 积 聚 财 富 。 但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 能 够 给 予 他 们 满 足 ， 那 是 靠 着 自  

己 永 远 不 能 得 到 的 。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牢 牢 地 奠 基 於 神 的 话 语  

和 行 动 之 上 。 神 的 应 许 已 经 证 实 为 可 靠 ， 

耶 穌 的 复 活 成 了 盼 望 至 终 的 基 础 。 神 既 已  

藉 着 基 督 胜 过 死 亡 ， 信 徒 便 能 在 今 日 充 满  

信 心 地 生 活 。 不 论 现 在 是 何 等 黑 暗 ， 信 徒  

都 已 经 看 见 将 来 的 光 明 。 人 需 要 盼 望 ， 而 

建 基 於 神 的 应 许 上 的 盼 望 是 可 靠 的 。 这 可  

靠 的 盼 望 也 满 有 社 会 意 义 ， 因 为 它 能 解 除  

物 质 主 义 和 自 私 天 性 的 束 缚 。 基 锊 徒 的 盼  

望 能 够 给 人 将 来 的 确 据 ， 又 能 给 人 爱 心 ， 

在 今 日 和 别 人 分 享 。

P a u l  K.  M c A l i s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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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非利亚
Pamphylia
p i n g  f e i  11 yk

小 亚 细 亚 （土 耳 其 >  南庠的沿  

由 西 面 的 吕 家 伸 展 至 东 面 的 基  

8 0 哩 ， 从 海 岸 至 托 斯 山 脉  ^ 衫
A . - —  ivr. t 'j  |J  ̂ 2 〇 ia
旁 非 利 亚 是 颇 为 狭 窄 的 沿 岸 平 原

湿 而 炎 热 ， 因 而 从 未 出 现 任 何 重 要 ~ =  

市 。 除 此 之 外 ， 旁非利亚的交通也很不 7 

便 ， 她 位 於 亚 大 利 雅 湾 北 面 的 尽 头 往 $ 

西 亚 内 陆 的 去 路 ， 又 被 崎 岖 的 山 脉  

着 ， 因 而 成 为 了 海 盜 藏 身 之 处 。主前丨02 

年 ， 罗 马 兀 老 院 在旁 非 利 亚 沿岸 和 基 利 家  

西 部 设 立 了 巡 逻 站 ， 以维持该区治安，却 

徒 劳 无 功 。 直 至 主 前 6 7 年 ， 庞培以无限 

的 资 源 去 淸 理 地 中 海 ， 才有效地控制这些 

海 盗 。

有 人 怀 疑 路 加 把 旁 非 利 亚 从 吕 家 划 分  

出 来 ， 看 作 一 个 独 立 的 省 份 （徒二十七51 

是 否 准 确 ， 因为这说法跟早期罗马历史家  

卡 素 士 （《罗 马 史 〉 六 十 】7 >的记软有明 

显 的 差 异 。 卡 素 士 指 出 革 老 丢 於 主 后 43 

年 已 把 旁 非 利 亚 和 吕 家 合 并 为 一 个 大 ^  

然 而 ， 旁 非 利 亚 的 一 块 铭 文 证 实 她 的 =  

时 期 较 长 ， 后 来 才 与 北 面 的 加 拉 太 连 ^  

来 。 约 在 主 后 7 4 年 ， 由 罗 马皇 帝  

先 把 她 与 吕 家 合 并 起 来 。 因此 

— 次 宣 教 旅 程 途 中 经 这 区 时 （徒^^利衣 
路 加 称 之 为 旁 ^十 四 2 4 , 十 五 3 8 >

是 正 确 的 。 人來心西
旁 非 卿 显 然 有 一 ，二 太 _ 的 巧

付 路 加 叙 述 有 犹 太 人 从 1 

叫 耶 路 撒 冷 来 守 五 旬 节 ， M 
户 之 一 （徒 二 1 〇 > » 有 学 者 认 ^ 前肀 J 1 

F 会 有 很 多 基 督 徒 ， 因为  

作 概 括 小 亚 细 亚 各 区 时 ， 郡 片 似乎并^  

H J亚 和 弗 吕 家 。 可 是 ， 这 请 楚 ，傅 

奪。 彼 得 前 书 写 成 的 年 代 并 、 当时赛 

ft若 於 主 后 4 3 至 7 1 年 间 写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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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亚 应 是 加 拉 太 的 — 部 分 ， 则 旁 非 利 亚 便  

巳 包 括 在 加 拉 太 一 称 谓 之 中 了 。 彼 得 可 能  

也 将 吕 家 算 为 加 拉 太 的 一 部 分 ， 因 为 他 所  

提及的， 只 是 小 亚 细 亚 较 大 的 政 治 分 区 • 

然而，我 们 必 须 注 意 ， 保 罗 在 旁 非 利 亚 的  

城 市 別 加 传 道 时 ， 显 然 没 有 什 么 成 果 ， 因 

为 圣 经 没 有 提 到 当 地 有 任 何 反 对 之 声 ， 也 

没 有 人 归 信 基 督 ，.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计 划 要 “回 到 从 前 宜 传 主 进 的 各 城 ， 

看 望 弟 兄 们 ” （徒 十 五 3 6 > , 却 没 有 探 望  

旁非利亚， 原 因 可 能 是 保 罗 与 巴 聿 巴 在 此  

分手， 巴 爭 巴 和 约 翰 马 可 离 开 居 比 路 后 ， 

便 前 往 探 访 旁 非 利 亚  < 徒 十 五 3 7 - 4 U .

至 於 保 罗 “肉 体 上 那 根 刺 ” （林 后 十  

二 7 > , 引 致 他 在 旁 非 利 亚 的 别 加 作 短 暂  

的 停 留 （徒 十 三 1 4 ) , 纯 粹 是 一 种 胧 测 而  

已；约 翰 马 可 意 想 不 到 地 离 开 （徒 十 三  

丨 3 > , 也 可 能 成 为 他 身 上 那 一 根 剌 。 姑勿  

论 原 因 是 什 么 ， 保 罗 确 实 是 没 有 传 道 便 离  

开了别加， 只 在 他 从 彼 西 底 回 程 ， 经 过 该  

区， 才 在 那 里 讲 道 （徒 十 四 2 5  > , 也没 有  

任 何 记 录 显 示 他 曾 再 探 访 旁 非 利 亚 。

参 • 亚 拿 多 利 亚 • 1 8 8 7 :  * 亚 西 亚 •

191 U

袍
R o b e
p&o

#  • 月 4 23*

电哮的兽
D o l e f u l  C r e a t u r e
p i o  x i a o  d e  s h d u

语 出 以 赛 亚 书 十 三 章 2 1 节 ， 指 在 倾  

籩 之 后 的 巴 比 伦 恣 意 游 行 的 _ 群 动 物 。 从 

上 下 文 可 知 ， 这 些 动 物 俱 屈 不 洁 之 物 ， 大 

槪 垦 指 和 合 本 作 “鸵 鸟 ”、 “豺 狼 ”、 *‘野 

拘”、“豹 子 ” 之 类 。

参 * 动物” 329; ■■鸟- 1 123〇

狍子
F a l lo w  D e e r
P4〇 zi

— 种 鹿 的 名 称 ， 屈 反 刍 的 动 物 ； 曾在  

_ 命 记 十 四 章 5 节 提 及 。

参 - 动 物 （鹿、 瞪 羚 ）• 3 2 9 。

佩经仓
P h y l a c t e r y
p d i  j l n g  h 6

敬 虔 的 犹 太 人 祷 吿 时 配 敝 的 经 文 小  

盒 。正 统 男 性 犹 太 人 祷 告 时 ，会佩 黻 两 个  

皮 制 的 小 黑 盒 ， 内 效 答 圣 经 》

佩 经 盒 原 本 可 能 并 不 是 一 个 截 苕 圣  

经 的 盒 子 ， 而 是 一 块 羊 皮 条 子 ， 用希伯  

来 文 写 上 4段 旧 约 经 文 。 那 4 段 经 文 是 出  

埃 及 记 十 三 韋 丨 至 ！〇节 、 出 埃 及 记 十 一 至  

十 六 章 、 申 命 记 六 章 4至 9 节 ， 及 申 命 记  

十一章丨 3 至 2 丨节。 申 命 记 六 章 4 至 9 节中 

有 “示 玛 ”—— 承 认 神 是 独 一 的 主 的 认 信 。 

4 段 经 文 都 包 含 了 一 个 意 思 ：神 命 令 其 子  

民 把 祂 的 典 章 和 诫 命 系 在 手 上 为 记 号 ， 

戴 在 额 上 为 经 文 。 有 些 犹 太 人 从 字 面 去  

理 解 这 命 令 ， 於 是 把 一 些 经 文 載 在 颔 上  

和 手 上 ； 有 些 则 从 象 征 和 灵 意 的 角 度 去  

看 这 命 令 ， 所 以 没 有 实 际 把 经 文 戴 上 • 

他 们 确 实 於 何 时 开 始 佩 載 经 文 ， 众 学 者  

也 没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 早在主前1〇〇年，一 

份 圣 经 以 外 的 犹 太 人 文 件 明 确 地 提 及 这  

做 法 ， 有 些 人 认 为 早 至 主 前 四 世 纪 ， 犹 

太 人 已 这 样 做 ， 有 些 更 认 为 应 在 好 几 个  

世 纪 之 前 。

耶 稣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5 节 指 摘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将 （W 載 的 经 文 做 宽 了 ”， 

这 段 经 文 的 背 珙 是 耶 穌 对 犹 太 人 在 宗 教 上  

的 虚 饰 加 以 指 摘 ， 明 显 地 ， 做 宽 了 的 经 文  

是 要 叫 人 留 意 那 佩 戧 的 人 是 多 么 敬 虔 ， 这 

是 犹 太 人 在 宗 教 上 的 骄 傲 . 假 装 和 虚 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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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证 》

#  _额 上 经 文 • 369: “符 典 ” 4 2 3 。

U
Booth
p 6 n g

是 用 秸 杆 . 枝 条 、 蓬 草 等 材 料 搭 成 的  

临 时 小 屋 ， 昼 可 聊 遮 日 曝 ， 夜 可 略 避 风 菥  

( 创 三 十 三 丨 7 ; 拿 四 5 > 。 棚 也 用 作 喻 指 一  

切 脆 弱 易 毀 的 遮 蔽 物 （伯 二 十 七 1 8 ; 赛 

— 8) „

参 •以 色列 的 节 期 " 2 0 6 2 。

毗大雅
Pedaiah
p i  y 5

® 犹 大 王 约 雅 敬 的 外 祖 父 。 毗 大 雅 是  

魯 玛 人 （王 下 二 十 三 3 6  >„

© 耶 哥 尼 雅 的 第 三 个 儿 子 （代 上 三  

18, I 9 ) „

© 管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的 约 珥 之 父 （代 上  

二 十 七 ‘2 0 > 。

〇 巴 录 的 儿 子 ， 与 殿 役 们 一 起 修 造 水  

门 对 面 的 一 段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 他 们 是 住 在  

俄 斐 勒 的 （尼三

© 宣 读 律 法 时 站 在 以 斯 拉 旁 其 中 一 人  

( 尼 八 。

© 哥 赖 雅 的 儿 子 ， 约 叶 的 父 亲 （尼十  

— 7 ) 。 他 是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人 ， 被 掳 归 回  

后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

© 利 未 人 ， 尼 希 米 派 他 任 库 官 ， 管 理  

库 房 ， 负 责 将 五 谷 、 酒 和 油 分 给 圣 殿 中 供  

职 的 祭 司 （尼 十 三 1 3 > „

毗敦
Pithon
p i  d u n

便 雅 悯 人 ， 是 约 拿 单 的 后 窃 ， 米 迦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3 5 ， 九 4 U 。

毗夺
Pethor
p i  d u 6

巴 兰 的 家 乡 （民 二 十 二 5 > 。 毗 夺 位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 在 撒 于 尔 河 和 幼 发 拉  

底 河 的 文 汇 处 。 申 命 记 指 明 _ 夺 的 位 S  :

“又 因 他 们 （摩 押 人 ） 庖了米所波大％  

毗 夺 人 比 珥 的 儿 子 巴 兰 来 咒 诅 你 们 , 

二 十 三 4 > 。 毗 夺 就 是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前 8 5 9 - 8 2 4 ) 铭 文 上 的 所 敕 、一个 位 ^  

于 尔 河 上 的 地 方 。 ffl丨I：夺 一 名 ！来自心 

( 即 叙 利 亚 或 亚 兰 人  > 的 铭 文 ，其 

字 是 ‘‘我 再 次 为 亚 述 平 衲 此 地 ”的老思 

用 以 纪 念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一 世 （主前||K . 

1()7 7 ) 的 胜 利 。 这 城 曾 由 亚 述 的 控  

移 至 亚 兰 的 管 辖 ， 后 来 再由 撒 缦 以色 4 

回 ， 亚 述 人 再 次 定 居 在 那 里 ，

毗珥
Peor
p ! f ir

〇 约 但 河 以 东 、 死 海 以 北 的 一座山， 

巴 勒 曾 带 领 巴 兰 来 到 这 地 ， 作出最后努力 

去 咒 诅 以 色 列 （民 二 十 三 2 8 ) ; 从断辑 

山 可 看 见 以 色 列 人 在 什 亭 的 营 地 （民二十 

四 2 ) 。 以 色 列 人 在 那 里 与 摩 押 女 子 行  

并 敬 拜 巴 力 （民 二 十 五 卜 1 3 > 。这山的篇 

实 位 S 不 详 ， 但优西比乌和耶柔米指其位  

S 在 耶 利 哥 对 面 ， 在通往希实本的路上.  

因 此 学 者 认 为 这 山 在 尼 波 山 附 近 ，在$巴 

琳 之 山 岭 中 。

© 七 十 士 译 本 在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聿 5 唧  

列 出 这 地 方 ， 却 不 见 於 希伯 来 文 抄 本中 . 

这 地 相 等 於 现 今 伯 利 恒 西 南 面 的 法 古 进 变  

墟 „

皮革
Leather
p i  g 6

衣 饰

用 动 物 皮 制 成 的 材 料 。 在圣经的 

代 ， 皮 是 被 广 泛 使 用 的 材 料 。在M早期. 

它 用 来 制 造 衣 服 （创 三 2 U , 先知时代的 

初 期 ， 他 们 所 穿 的 衣 服 是 用 动 物 皮 造 的  

他 们 的 皮 衣 ， 成 为 识 别 其 身 分 的 标 志 （王 

下 一  8 ; 亚 十 三 4 以 利 亚 的 外 衣 （王上 

十 九 丨 3 、 1 9 ; 王 下 二 8 、 1 3、 1 4 ) 在#着 

文 旧 约 圣 经 中 ， 被 形 容 为 羊 皮 。动物的1̂ 

亦 用 来 造 鞋 （结 十 六 丨 0 > 、腰 带 （太三4>， 

以 及 其 他 的 衣 物 （利 十 三 48 )。



麥 庭 用 超 用 品 是 用 皮 来 制 造 的 • 最 普  

有 点 缺 液 体 的 容 器 ， 例 如 盛 载 牛 奶  
湞 的 林 酒 （可 二 2 2 > 及 水 （创 二 十  

(士 @ 19的 容 雅 。 压 榨 出 来 的 橄 榄 油 ， 在 

一 14^ 之 产 也 是 储 存 在 皮 袋 中 。 直 到 需  

抓 妆 、 医 疗 ， 或 是 点 灯 才 倒  
要 用 ^ 也 用 来 制 造 床 铺 、 椅 子 及 其 他 家  

出 来 " 没 有 资 料 显 示 用 皮 来 制 造 帐 嵇 ， 

会 济 的 时 候 ， 就 有 使 用 动 物 的 皮  
- 十 五 5 ; 民 四 这 些 资 料 明 显 地  

皮 革 ， 用 以 确 保 会 稱 顶 部 是 防 水 的 。

武器
圣 经 没 有 提 及 用 皮 来 制 造 盗 甲 或 武  

器 可 是 ， 当 时 自 然 会 选 用 皮 来 制 造 头 盔  

及盾牌， 以 作 防 卫 。 同 时 也 会 用 来 制 造 攻  

击 敌 人 的 投 石 器 ， 以 及 用 皮 袋 来 栽 箭 ° 在 

盾 牌 的 表 面 擦 油 ， 使 它 不 会 变 硬 易 碎 而 失  

去效用。 撒 母 耳 记 下 一 章 2 丨 节 及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一 章 5 节 有 这 样 的 记 述 ， 据 此 可 以  

看 到 他 们 的 盾 牌 是 用 皮 来 制 造 的 。 在 大 约  

主 前 19 0 0 年 的 一 个 埃 及 贵 族 的 基 穴 中 ， 

发现了一 幅 图 画 ， 正 好 补 充 了 圣 经 对 旧 约  

时 代 有 关 皮 的 应 用 不 多 的 记 述 。 在 那 幅 图  

画中，那 些 男 人 穿 着 凉 鞋 ， 女 人 则 穿 着 靴  

子。有 一 个 男 人 背 着 一 个 皮 造 的 水 袋 。 另 

一 个 弓 箭 手 则 带 着 箭 袋 。 那 些 驴 子 就 背 笤  

两 对 羊 皮 造 的 风 箱 。

书写材料

皮 亦 被 广 泛 地 用 作 书 写 的 材 料 ， 但差  

不 多 全 在 埃 及 。 在 那 里 ， 羊 皮 纸 有 悠 久 的  

历史。 在 亚 述 及 巴 比 伦 并 没 有 发 现 皮 制 的  

文献，可 能 是 因 为 这 两 个 地 方 比 其 他 近 东  

的 国 家 较 少 用 皮 作 为 书 写 材 料 。 在 中 东 其  

=  方 ， 有 著 作 间 接 提 及 后 期 有 用 皮 来 书  

& 乂 在 波 斯 时 代 之 前 ， 并 没 有 “羊 皮 纸 ，’ 

个 名 词 。同 时 ，在 西 流 基 时 代 早 期 以 前 ， 

纸 ^ 有 “写 在 羊 皮 纸 ” 的 说 法 出 现 。 蒲草  

I ) { 每 主 要 的 书 写 材 料 ， 但 也 有 皮 制 的 文  

i司 ^• 根 据 皮 里 纽 所 说 ， “羊 皮 纸 ，，这 个 名  
^ 约 於 主 前 1 6 0 年 开 始 使 用 。 可 是 ， 早 

^ 前 2 〇〇〇年， 埃 及 已 用 经 过 处 理 的 动  

戌 来 做 书 写 材 料 。

皮 单 与 羊 皮 纸 之 间 的 分 别 ， 就 是 前 者

经 过 制 炼 ， 而 后 者 是 用 石 灰 溶 液 、 盐水或  

染 料 所 处 理 过 的 动 物 皮 。 除 了 经 过 溶 液 处  

理 ，还 要 除 去 皮 上 的 毛 及 肉 ，然后 把 皮 张  

放 在 架 内 响 干 。 接 苕 ， 用 浮 石 把 皮 的 两 面  

都 磨 滑 。 梢 制 皮 纸 是 精 细 的 羊 皮 纸 ， 是用 

牛 牧 或 玲 羊 的 皮 制 造 。 在 主 前 一 世 纪 及 主  

后 一 、二 世 纪 期 间 ， 罗 马 是 限 制 使 用 怙 制  

皮 纸 的 。 直 到 主 后 三 及 四 世 纪 ， 枯制皮纸  

才 盛 行 。 那 时 候 ， 有 梵 谛 冈 抄 本 及 西 乃 抄  

本 出 现 。 整 本 圣 经 可 以 纳 入 一 个 抄 本 之  

内 ，形 式 就 像 现 代 一 本 摺 页 的 书 。 这种圣  

经 共 需 要 大 槪 3 0 至 4 0 卷 蒲 荜 纸 。 另 有 一 

种 皮 纸 ， 原 来 的 字 句 已 撩 去 ， 以供 再次 书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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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旧 约 圣 经 中 ， 并 没 有 提 及 书 写 与 动  

物 皮 之 间 的 关 连 。 在 诗 篇 四 十 篇 7节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六 聿 及 以 西 结 书 二 章 9 节 至 三

章 3节 ， 都 有 提 及 经 卷 ， 但 这 些 经 卷 可 能

是 用 蒲 草 纸 写 的 。 在 发 现 死 海 古 卷 之 前 ， 

犹 太 人 用 羊 皮 纸 或 皮 来 作 书 写 材 料 ， 扱早  

可 追 溯 至 主 后 一 世 纪 末 ，是 约 瑟 夫 所 写 的  

作 品 。但 是 ， 我 们 现 在 知 道 ，犹 太 人 大 概  

於主前1〇〇年左右， 已经用羊皮纟氏来做书  

写 材 料 了 。 他 勒 目 要 求 把 律 法 写 在 洁 净 的  

动 物 皮 上 ， 至 今 这 仍 然 是 抄 写 在 会 堂 使 用  

之 书 卷 的 规 则 ，但 不 能 肯 定 这 是 古 代 传  

统 。

有 些 死 海 古 卷 是 写 在 皮 上 的 。 例如以  

赛 亚 古 卷 大 约 写 於 主 前 1 〇0年 ， 包括丨7 张 

缝 在 一 起 的 皮 ， 共 长 约 2 3 D尺。 在 提 摩 太  

后书四章丨 3 节 所 提 及 的 “那 些 书 ”， 可能  

是 指 蒲 荜 纸 卷 ， 而其中所提及的••皮卷”， 

可 能 是 一 部 分 的 旧 约 皮 纸 卷 。 新 约 的 书 卷  

可 能 写 在 蒲 草 纸 上 。 约 翰 肯 定 在 主 后 第 一  

世 纪 末 ， 把 他 的 第 二 封 信 写 在 蒲 荜 纸 上

约 贰 1 2 >。

旧 约 圣 经 没 有 提 及 制 炼 皮 革 ， 但是 在  

^ 埃 及 记 二 十 五 章 5 节 及 利 未 记 十 三 章 48 

¥ ，暗 示 了 这 方 面 的 技 术 。 由 於 可 能 会 使  

3不 洁 的 动 物 的 皮 ， 以 及 经 常 接 触 尸 体 ， 

3此 皮 革 业 被 视 为 不 洁 的 行 业 ， 禁 止 在 城  

行 。 可 是 ， 准 备 动 物 皮 作 为 羊 皮 纸 ，

J1被 认 为 是 光 荣 的 召 命 。
G .

» 古 代 书 信 ” 5 0 5  =

s .  S .  T h o m s o n  
•著作和书錄"

2 3 6 0 〇



皮卷
Parchment
p i j u ^ n

参 • 著 作 和 书 赭 " 2 3 6 0 。

毗拉利
Pelaliah
p i l a  1)

亚 大 雅 的 祖 先 ； 亚 大 雅 是 在 以 斯 拉 的  

日 子 ，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名 祭 司 （尼 十 —

m 〇

毗拉提
Pelatiah
p i 13 t l

O 哈 拿 尼 雅 的 儿 子 ， 被 列 在 所 罗 门 王  

后 裔 的 名 单 中 （代 上 三 21 >。

© 西 缅 人 的 军 队 领 袖 之 一 ， 曾 於 希 西  

家 年 间 在 西 珥 山 协 助 王 击 杀 亚 玛 力 人 中 逃  

脱 剩 下 的 人 （代 上 四 4 2 ) 。

€)— 名 政 治 领 油 ， 曾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与  

\  尼 希 米 和 其 他 人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 向 

\ 神 效 忠 （尼 十 22  >。

© 比 拿 雅 的 儿 子 ， 以 西 结 在 审 判 的 异  

象 中 所 看 见 的 两 位 民 间 首 领 之 一 ， 耶 和 华  

的 灵 指 他 为 图 谋 罪 孽 和 在 城 中 给 人 设 恶 谋  

的 人 （结 十 一  1 、 ‘2 、 1 3 > »

毗拉心山
Perazim, Mount
p i  l a  x l n  s h a n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八 帘 2 1 节 所 提 及 的 一  

座 山 ， 显 然 是 在 巴 力 毗 拉 心 （即 “裂 口 之  

巴 力 ”） 附 近 ， 大 卫 曾 在 那 里 击 畋 非 利 士  

人 。 从 撒 母 耳 记 下 五 章 2 ()节 的 上 下 文 ， 

可 推 断 这 战 场 是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面 之 利  

非 仃 谷 。

毗莱雅
Pelaiah
p i  I d i y ii

O 以 利 约 乃 的 儿 子 ， 是 大 卫 的 后 人  

( 代 上 三 : M )。

© — 名 利 未 人 ， 拧 在 以 斯 拉 宜 读 律 法  

后 ， 协 助 他 向 众 民 解 释 作 法 （尼 八 7 ， 十

毗兰
Piram
p i  16n

耶 末 王 。 耶 末 是 一 个 迦 南 城 市  

耶 路 撒 冷 的 西 南 而 „ 毗 兰 曾 与 1名 

王 联 盟 对 抗 约 书 亚 ， 但全部大畋而被彳 

( 书 十 3 > 。

毗勒斯
Peres
p1 Id s i

“乌 法 珥 新 ’’的 单 数 词 ，意思是、 

裂 ” （但 五

参 • • 弥 尼 . 弥 尼 ， 提 客 勒 . 乌法珥 r  

1 01 3〇

毗勒太
Piltai
p i  1厶 t 盔i

在 被 掳 归 回 期 ， 约 雅 金 作大祭司时的 

— 名 祭 司 ， 也 是 摩 亚 底 族 的 族 长 （尼十二 

1 7 > 。

毗力
Pelet
p !  11

〇 犹 大 支 派 雅 代 的 儿 子 （代上二47丨. 

©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一 名 勇 士 ，曾在洗革 

拉 帮 助 大 卫 抵 抗 扫 罗 王 。 毗力是大卫军中 

其 中 一 名 两 手 俱 利 的 弓 箭 手 和 甩 石 手 （代 

上 十 二 2 、 3 > 。

毗利哈
Pilha
p i  1) h 3

被 掳 归 回 后 在 以 斯 拉 之 约 上 签 署 M  

治 领 袖 （尼 十 2 4 ) 。

毗利施
Peresh
p i  11 s h l

玛 拿 西 支 派 玛 迦 和 玛 吉 的 儿 子 ，^  

拿 西 王 的 孙 儿 （代 上 七 1 G >。

1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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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劃 撒
perez-uzza, P erez -u zzah  
pi l i i  si w Q s 5

炉 艮 禾 场 的 另 一 个 名 字 ， 见 於 撒 母 耳  

记下六章 H 节 和 历 代 志 上 十 三 章 丨 丨 节 。

#  艮• 1 0 9 1。

虜
Peninnah 
pi n1 r\&

以 利 加 拿 的 两 位 赛 子 之 一 ， 另 一 位 较  

得 宠 的 名 哈 拿 （撒 上 一  2 -6 > 。 毗 尼 拿 有  

生 养 儿 女 的 福 气 ， 这 是 她 与 不 育 的 哈 拿 产  

生 磨 擦 的 主 要 原 因 ， 在 每 年 上 示 罗 献 祭 的  

时候，这 磨 擦 更 尖 锐 化 。 拉 比 传 统 把 毗 尼  

隹 对 哈 拿 的 嘲 弄 美 化 ， 说 她 是 为 刺 激 哈  

拿，使 她 赶 快 怀 孕 ， 然 而 ， 圣 经 却 形 容 两  

个 妇 人 是 彼 此 敌 对 的 。

峨努伊勒
Peniel, Penuel
pi nD y l  16

O 户 珥 的 后 商  <可 能 是 其 儿 子 > ， 基 

多的祖先， 厲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四 4 > „

© 便 稚 悯 支 派 沙 煞 的 儿 子  < 代 上 八

25 >。

© 稚 各 给 雅 博 河 附 近 一 地 方 所 起 的 名  

宇，他 曾 在 那 里 彻 夜 与 神 摔 跤 （创 三 十 二  

31 >。 在 士 师 时 代 ， 基 甸 拆 毀 了 毗 努 伊 勒  

的城楼， 并 杀 了 城 中 的 人 ， 因 为 他 们 拒 绝  

与 他 一 同 跟 米 甸 人 争 战 （士 八 8 、 f)、 1 7 >。

后 来 ，耶 罗 波 安 王 进 迮 了 这 城 （王上十二  

2 3 ) 。 圣 经 指 出 其 位 进 在 约 但 河 以 东 的 疏  

割 附 近 ，但 n 确 实 位 S 仍 然 不 能 谗 定 。

毗斯巴
Pispa
p ! s i  ba

益 帖 的 儿 子 ， M 亚 设 支 派 （代 上 七

0

毗斯迦山
Pisgah, M ount
p i sT j i d  sh d n

位 於 死 海 东 北 端 的 一 座 山 ， 靠近古城  

耶 利 哥 。 巴 勒 呰 带 巴 兰 往 毗 斯 迦 山 顶 （民 

二 十 三 M  > ; 神 又 曾 吩 咐 摩 西 到 那 里 了  

望 应 许 之 地 （申三 2 7 ) 。 后 来 ， 摩 西 也 死  

在 那 里 （申三十四丨 K 毗 斯 迦 山 舱 是 死  

海 或 亚 拉 巴 海 的 边 缘 （申三丨7， 四 49; 

书 十 二 3 ， 十 三 2 0 > 。 许 多 学 者 认 为 毗 斯  

选 山 就 是 今 天 的 拉 斯 锡 亚 哈 ， 即尼 波 山 以  

北 。

参■■尼波山” 1 104。

毗他希雅
Pethahiah
pf ta x ； y i

© 利 未 人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其 中 一 个 祭  

司 家 族 的 先 祖 （代 上 二 十 四 1 G J。

© 利 未 人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曾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谕 ， 把 外 邦 的 荽 子 休 弃 了 （拉 十

从 尼 波 山 望 去 的 应  

许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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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〇

© 曾 於 住 棚 节 协 助 以 斯 拉 的 一 名 利 未  

人 （尼 九 5 > 。

© 犹 大 支 派 米 示 萨 别 的 儿 子 ， 是 波 斯  

王 的 一 名 顾 问 （尼 H  2 4 ) 。

毗土珥
Pethuel
p i  t u  € r

先 知 约 珥 的 父 亲 （珥 一  1 ) 。

毗乌利太
Peullethai
p i  w u  li  t ^ i

俄 别 以 东 的 儿 子 ， 在 大 卫 统 治 年 间 ， 

他 是 在 圣 所 负 责 守 门 的 利 未 人 （代 上 二 十  

六 5 > 。

偏待人
Respect of Persons
p i a n  d ^ i  r 6 n

圣 经 一 般 用 以 指 出 对 一 些 人 偏 心 或 徇  

私 的 眨 义 措 辞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这 说 法 的  

字 面 意 义 是 “抬 高 另 一 个 人 的 面 孔 ” （代  

下 十 九 ; 在 希 腊 文 中 ， 则 指 “接 受 某  

人 的 面 孔 ”， 或 认 为 某 人 的 外 表 就 是 真 正  

的 他 ， 故 以 此 评 估 那 人 。

由 於 偏 待 人 在 圣 经 中 有 上 述 含 义 ， 因 

此 圣 经 曾 数 次 宣 称 神 从 没 有 偏 待 人 。 保罗  

在 论 及 一 般 人 的 经 文 中 ， 清 楚 指 出 神 在 按  

个 人 的 行 为 审 判 时 ， 并 不 会 偏 心 或 偏 待 人  

( 罗 二 1 - 1 6 > 。 神 不 偏 私 的 态 度 成 为 保 罗  

的 理 论 基 础 。 他 吩 咐 基 督 徒 主 人 要 公 平 地

对 待 众 仆 人 ， 因 为 神 ----他 们 在 天 上 的 大

主 人 —— 并 不 徇 私 （弗 六 9 > 。 保 罗 也 使 用  

神 这 厲 性 来 鼓 励 基 督 徒 奴 仆 全 心 地 服 侍 他  

们 的 主 人 ， 因 为 天 上 公 平 无 私 的 神 定 会 报  

答 他 （西 三 2 5 ; 参 彼 前 一 1 7 ) 。

既 已 指 出 神 是 公 平 的 ， 绝 不 会 偏 待  

人 ， 神 的 子 民 也 不 可 违 反 公 义 ， 去 薄 待 穷  

人 ， 厚 待 富 人 ， 而 是 在 需 要 作 出 审 断 时 ， 

公 正 地 评 估 各 项 事 件 （利 十 九 1 5 ) 。 他 们  

不 可 歪 曲 正 义 、 因 为 惧 怕 （申 一 1 7 > 或  

受 了 贿 （申 十 六 丨 8 - 2 0 ; 参 代 下 十 九 7; 

蔵 二 十 四 2 3 , 二 十 八 2 1 ) 而 徇 私 。

按 者 外 貌 优 待 富 人 ， 轻 视 甚 至 侮 辱 穷

人 ’ 在 新 约 中 是 明 明 镑 止 的

漂布地
Fuller' s Field
p i S o  bil d l

叫时慨呀一个地方，有堪 

池 子 相 连 （王 下 十 八 1 ? ; 赛 = 与 水 ^  

2 > 。 一 般 认 为 是 指 靠 近 隐罗纟± ，£十々 

之 泉 ） 的 地 区 。 这 泉 位 於 耶 路 布 人  

汲 论 谷 中 ； 本 f f i犹 大 与 便 雅 恂  ^ 的

刷 界 （书 十 五 7 , 十 八 丨 《>•当押 
变 ， 大 卫 逃 离 耶 路 撒 冷 ， 大 卫手下  

人 就 是 在 隐 罗 结 等 候 ， 要收集有关  

消 息 （撒 下 十 七 1 7 > 。

隐 罗 结 就 是 今 天 的 艾 犹 井 或 “ 

井 ”， 位 干 拿 尔 干 河 的 左 岸 。这井深入石 

层 ， 一 直 通 往 地 下 的 水 泉 ， 雨季时，^  

更 是 涌 溢 而 出 。

参 - 耶 路 撒 冷 ” 1 9 4 5 。

漂 布 工 人
Fuller
p i d o  bil g o n g  r 6n

负 责 把 布 匹 或 新 剪 的 羊 毛 清 洁 、染 

色 、 收 缩 及 加 厚 的 工 人 。

参 “职 业 （漂 布 工 人 ）” 2 3 2 0。

yeing, Dyer
Sn

生 古 代 中 东 很 早 便 应 用 漂 染 技 术 ^  

M 祖 时 代 以 前 ， 人 们 就 知 道 用 天 ^  

各 种 纤 维 着 色 。 圣 经 记 载 了 4种 郝

!£、 红 、 朱 扛 。 紫 和 蓝 工 体 动 (《 

& 海 一 带 盛 产 的 骨 螺 。 这 种 冑 在  

中 特 殊 的 腺 体 分 泌 物 ， 色 一  

尹 稍 加 处 理 就 会 得 到 ^  #  $ 的捕⑶ 

L 以 古 代 的 技 术 ， 从 ^ 描 的 扦  

* 为 染 料 ， 是 一 ： 相 二 一 :
为 染 料 ， 是 一 个 相  

斗 显 然 十 分 昂 黄 ， 所 紫 色 染  

非 帝 王 将 相 即 富 豪 = 贫“的以枝 

“推 罗 紫 ”， 因 当 时 （结二十 

惟 罗 、 西 顿 2 城 为 锻

到 朱 红 的 各 种 色 此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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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南 欧 和 小 亚 细 亚 。 现 今 ， 合 成 染 料 虽 已  

盛行，但 叙 利 亚 人 仍 喜 用 这 种 叫 作 “虫胭  

脂”的 红 色 自 然 染 料 。 圣 经 所 谓 “染红 的  

公羊皮” （出 二 十 五 ㈧ ， 在 今 日 的 叙 利 亚  

仍时有所见： 将 羊 皮 浸 入 煮 沸 的 虫 胭 脂 水  

中搅动，即 成 咕 丽 的 红 色 ，经 陈 千 、上 油 、 

打酹之后， 可 制 鞋 靴 和 各 种 用 具 。

使 徒 行 传 记 吕 底 亚 贩 卖 的 “紫 色 布  

疋”（徒 十 六 1 4 > , 实 际 当 为 暗 红 色 ， 此  

色 今 日 多 称 之 为 ‘‘土 耳 其 红 ”， 是 出 自 茜  

草 （亦 称 “血 茜 草 ” 或 “血 见 愁 的 根 ， 

是 小 亚 细 亚 的 特 产 ， 制 成 的 染 料 多 向 欧 洲  

出口，可 用 以 染 棉 和 羊 毛 ， 来 织 造 衣 料 或  

地毡。古 代 居 比 路 或 叙 利 亚 人 多 以 种 植 茜  

草为业。 该 地 有 一 俗 例 ： 为 父 的 於 儿 子 初  

生时，为 他 种 植 一 茜 草 田 ， 嗣 后 成 了 儿 子  

的产业。 保 罗 时 代 的 推 雅 推 喇 城 显 然 已 有  

了染业公会。

“靛 蓝 ” 在 古 代 多 取 自 石 榴 树 根 ， 圣 

经 虽 未 见 载 ， 但 以 色 列 人 想 必 相 当 熟 悉 。 

埃 及 古 墓 中 的 葬 物 即 有 染 成 靛 蓝 的 织 品 ， 

另也 有 着黄 、 褐 二 色 的 纺 织 品 ， 其 染 法 已  

不 可 知。 犹 太 人 的 染 业 是 师 法 腓 尼 基 人  

的，显 然 只 有 红 、 紫 两 种 染 色 。 犹 太 人 的  

染 业 在 小 亚 细 亚 ， 至 少 曾 有 一 段 鼎 盛 时 期  

( 约 主 后 十 二 世 纪 ）。

黄 色 取 自 红 花 的 花 瓣 或 花 朵 ； 金黄 则  

取 自 截 红 花 的 柱 头 。 这 两 种 植 物 在 叙 利 亚  

和 埃 及 均 有 广 泛 种 植 .，绿 色 则 往 往 是 由 数  

种 原 色 染 料 合 成 的 。

从 特 毕 美 森 （底 璧 遗 址 ） 的 考 古 发 掘  

中，已 找 到 大 M 漂 染 用 具 ，如 染 缸 、染 槽 、 

排 水 道 等 ， 已 考 定 为 铁 器 时 代 之 物 。 从这  

些 器 具 的 大 小 可 以 断 定 古 代 人 所 染 的 不 是  

布匹， 而 是 纱 线 ； 另 从 一 些 坛 中 还 发 现 了  

大 盪 捻 色 剂 。 其 具 体 的 溧 染 过 程 虽 仍 难 断  

言，但 以 上 证 物 均 足 以 说 明 圣 经 时 代 的 染  

色 业 已 相 当 发 达 。

参 • 布 料 和 纺 织 •• 2 0 2 :  •■工商业 " 4  9 7 。

瓶，罐
Jar, P itcher, P o t
p i n g  /  g u ^ n

#  " 陶 器 ” 1 5 3 9 。

平安
Peace

p i n g  an

神 临 在 其 子 民 中 所 带 来 的 安 好 、昌 

盛 ，与 稳 妥 。平 安 在 旧 约 中 与 盟 约 相 关 ， 

是神所賜的礼物•，以 色 列 得 平 安 的 条 件 是  

顺 服 。 在 先 知 书 中 ，先 知 盼 望 末 日 神 会 带  

来 救 恩 ，真 平 安 就 是 这 盼 望 的 一 部 分 。 在 

新 约 中 ， 人 所 渴 望 的 平 安 已 在 基 督 里 实  

现 ， 人 凭 着 信 心 便 可 以 经 历 得 到 。

在旧约

旧 约 中 关 乎 “平 安 ” 的 用 词 ， 最主要  

的 算 是 S /i a / d m 。 这 词 有 很 广 泛 的 含 义  

( 完 全 、 健 康 、 稳 妥 、安 好 和 救 恩 ）， 在 

不 同 的 处 境 也 同 样 广 泛 地 应 用 ： 可应用於  

个 人 的 状 况 （诗 三 十 七 3 7 ; 箴 三 2 ; 赛三  

十 二 1 7 > ，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创 三 十 四  

2 1 ; 书 九 1 5 ) , 或 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如 

没 有 冲 突 —— 申 二 2 6 ; 书 十 2 1 ; 王 上 五  

2 1 ; 诗 一 二 二 6 、 7 >， 以 及 神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诗 八 十 五 8 ; 耶 十 六 5 > 。

上 述 任 何 情 况 下 出 现 的 平 安 ， 最终并  

非 归 因 於 人 的 努 力 ， 而 是 神 的 礼 物 或 祝 福  

( 利 二 十 六 6 ; 王 上 二 3 3 •，伯 二 十 五 2 ; 诗 

二 十 九 1 1 ; 八 十 五 赛 四 十 五 7 ) 。 故 

“平 安 ”这 意 念 与 旧 约 里 盟 约 的 观 念 紧 扣 ， 

实 是 意 料 中 事 。 平 安 是 订 立 盟 约 之 双 方  

( 神 与 人 —— 民六 2(i ; 参 赛 五 十 四 1 0 ) 达 

致 和 谐 亲 密 相 交 的 理 想 状 况 ；若 有 平 安 ， 

则 显 示 神 賜 福 这 立 约 的 关 系 （玛 二 5 ; 参 

民 二 十 五 1 2 ) ; 若 没 有 ， 则 显 示 立 约 的  

关 系 因 以 色 列 的 不 顺 服 和 不 义 而 破 裂 《耶 

十 六 5 、 1 0 - 1 3 ; 参 诗 八 十 五 9 - M ; 赛三  

十 二 m 〇

平 安 成 为 了 先 知 书 中 极 重 要 的 用 词 。 

假 先 知 忘 记 了 若 要 国 泰 民 安 * 就 必 须 谨 守  

盟 约 中 的 条 件 ， 他 们 以 为 神 必 会 忠 於 以 色  

列 （诗 八 十 九  >， 保 证 以 色 列 在 政 治 上 永  

得 平 安 （耶六丨 4 , 八 1 5 ; 结 十 三 1 0 、 

1 ( 5 ; 弥 三 5 > 。 被 掳 前 的 先 知 与 这 些 受 欢  

迎 但 却 不 真 实 的 言 论 抗 衡 ， 他 们 宣 告 说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长 期 不 顺 服 和 不 公 义 ， 审判  

将 要 来 到 ， 这 审 判 正 是 表 示 平 安 已 失 去  

( 赛 四 十 八 丨 8 ; 耶十四丨 3 -丨（；， 十 六 5 、 

10-丨3，二 十 一 ； 弥 三 4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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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先 知 也 预 言 在 被 掳 和 各 种 挫 折  

之 后 ， 平 安 的 时 刻 终 会 来 临 ， 那 时 万 事 皆  

兴 ， 人 享 安 宁 （赛 四 十 五 7 ; 结 三 十 四 2 5 、 

2 6  > ， 不 再 有 冲 突 （赛 二 2- 4 ， 三 十 二 丨 D - 

2 0 ; 结 三 十 四 2 R -3 1 ; 参 何 二 1 8 > , 关 系

和 好 （赛 i ----丨- 5 ; 弥 四 1 - 4 ;  亚 八 9-

1 3 > ; 大 自 然 也 回 复 起 初 和 揩 的 状 况  

( 赛 十 — 卜 9 ; 参 结 四 十 七 1 - 1 2 >  ; 救 恩

将 要 降 临 （赛 五 十 二 7 ， 六 十 I 7 ; 结 三 十  

四 3 〇、 3丨， 三 十 七 《2 6 -‘2 8 ) 。 旧 约 中 这 种  

对 末 世 平 安 的 期 盼 往 往 维 系 在 一 个 弥 赛 亚  

人 物 身 上 ； 如 在 以 赛 亚 书 九 章 6 节 那 未 来  

的 弥 赛 亚 被 称 为 “和 平 之 君 ”。 此 外 ， 祂 

所 管 治 的 是 一 个 “平 安 ” 的 国 度 ， 不 单 为  

以 色 列 而 设 ， 而 且 还 扩 展 至 全 地 （亚 九 9 、 

1〇>。 旧 约 结 束 时 留 下 这 平 安 的 盼 望 ， 仍  

未 完 全 实 现 。

在新约

“平 安 ” 在 新 约 中 最 常 用 的 希 腊 词 是  

新 约 把 古 典 希 腊 文 中 “休 息 ” 的 

意 义 加 以 扩 展 ， 以 包 罗 上 述 M a /d m 的 各  

种 含 义 。 像 — 样 ， 可 用 作 问  

安 或 告 别 （如 “愿 你 们 平 安 ” —— 路 十  

5 ; 加 六 1 6 ; 雅 二 1 (5 ; 参 约 二 十 1 9 > ， 又 

可 指 示 冲 突 的 结 束 （用 於 国 际 上 —— 路 十

四 3 2 ; 徒 十 二 2 0 ; 或 人 际 上 ---- 罗 十 四

1 9 ; 弗 四 3 > ， 或 指 家 庭 的 和 睦 （参 林 前  

七  1 5 >。

新 约 中 最 关 注 的 问 题 是 耶 稣 如 何 把 旧  

约 中 对 末 世 平 安 的 盼 望 在 祂 的 传 道 事 工 里  

带 出 来 。 在 撒 迦 利 亚 的 “以 色 列 颂 ” （路 

一  (i 7 - 7 9 ) 之 中 ， 他 预 言 那 将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耶 穌 ，要 “把 我 们 的 脚 引 到 平 安 的 路 上 ” 

( 路 一  7 9 ) • • 天 使 也 向 牧 羊 人 见 证 ， 宣 告  

耶 穌 是 把 神 的 平 安 带 给 人 的 那 一 位 （路 二

。 换 言 之 ， 耶 时 就 是 弥 赛 亚 ， 祂 会 引  

进 神 平 安 的 统 治 ， 这 拯 救 的 时 刻 正 是 先 知  

时 代 所 盼 望 的 。 约 翰 福 音 中 耶 稣 对 自 己 的  

了 解 ， 正 与 上 述 的 见 解 相 符 合 。 这 期 待 已  

久 的 平 安 ，是 耶 穌 送 给 门 徒 的 “告 别 礼 物 ”

( 约 十 四 2 7 ) ， 在 临 别 的 时 候 ， 祂 把 住 在  

人 心 钽 的 圣 灵 賜 给 门 徒 （约 二 十 19 - 2 2 ;  

参 可 四 31M ， 耶 穌 自 己 则 已 在 十 字 架 上 得  

胜 了 罪 恶 ， 在 天 上 牮 权 作 王 。

这 份 由 耶 穌 带 给 门 徙 的 礼 物 ---- 平

安 ， 究 竟 有 什 么 性 质 ？ 要回答这问麵 

负 面 来 解 释 ， 似 乎 更 容 易 明 白 。这平 

不 等 於 不 再 有 张 力 ， 不 再 有 战 争 ，不 ^  

庭 必 定 和 睦 ， 也 不 是如 世 人 所 预 期 的  

状 况 （路 十 二 5 1 - 5 3 ; 约 十 四 2 7 , 十六32 

3 3 > 。 相 反 地 ， 这平安实际上可能会扰故  

现 存 的 关 系 ， 是 分 割 家 庭 关 系 的 “刀^ 

( 太 十 3 4 _ 3 7 > 。 实 际 上 ， 这平安的持拉  

是 耶 料 藉 宝 血 立 新 约 的 特 色 与 气 筑 . .在纟 

约 里 ， 神 人 得 以 和 好 （罗五丨；亚-20丨， 

基 於 这 关 系 ， 在 基 督 之 下 ， 人与人也得U  

和 好 （弗 二 1 4 - 2 2 ) 。

早 期 教 会 所 理 解 的 “平 安 ”跟耶料 

督 所 讲 述 的 一 样 ， 是神在末世賜下的者  

恩 ， 这 救 恩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已 经 实 现  

四 7 、 9 > 。 彼 得 讲 道 时 说 ： “神藉 f 耶努 

基 督 传 和 平 的 福 音 ” （徒 十 3 6 )，保罗的 

信 息 与 彼 得 也 相 类 似 ， 他 说 耶 稣 是 “我们 

的 平 安 ”， 祂 透 过 自 己 ， 使那些从前远离 

神 的 人 ， 得 以 亲 近 神 （弗 二 1 3、丨4,六 

1 5 ; 参 来 七 2 > 。

由 於 基 督 徒 对 “平 安 ” 有了独特的认 

识 （他 们 相 信 犹 太 人 所 等 候 的 平 安 ，透过 

耶 穌 基 督 ， 现 在 已 经 成 为 事 实  平安 

地 去 吧 ” 这 类 惯 常 问 安 语 } 被基督徒群体 

沿 用 ， 并 且 包 含 了 不 同 的 意 义 。保罗常用 

的 问 候 语 ： 平 安 归 与 你 们 ”（林前- 

3 ; 林 后 一  2 ; 加 一  3 ; 弗 一 2 等 ；参彼箱 

— 2 ; 约 贰 3 , 犹 2 ; 启 一 4 、 5>也不再是 

保 罗 致 书 信 读 者 的 一 个 单 纯 祝 祷 ，而是- 

个 提 醒 ： 提醒人那是一份今世可得的弥赛  

亚 礼 物 ， 已 透 过 基 督 賜 给 那 些 有 信 心 的  

人 。 还 有 一 个 观 念 是 与 此 同 出 一 撤 的 ，使 

徒 说 耶 稣 本 身 就 是 “我 们 的 和 睦 ”（弗二 

14 ) , 而 神 自 己 也 因 着 透 过 基 督 完 成 的 和  

好 工 作 ，被 称 为 “赐 平 安 的 神 ”（雜@ 

9 ; 西 三 1 5 > 。

这 份 藉 着 基 督 而 得 的 平 安 的 礼 物 j  

与 神 的 和 好 ， 把 一 个 道 德 要 求 加 在 基 0  

身 上 ，就 是 要 求 信 徒 在 教 会 内 彼 此 “和^  

( 如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和 好 > 。 和平既是 0  

所 结 的 果 子 （加 五 2 2 > , 便 是 基 督 徒 #  

相 处 时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罗十二丨8, 1  

1 9 ; 来 十 二 1 4 等 等 ）， 藉 此 ，“神的儿^  

( 太 五 ㈦ 得 以 辨 认 出 来 。

D a v i d  C . Car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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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灵的果子” 1
3 8 6 〇

: f e r i n g  

<n 〇 a n  j 1 pln%  • 祭？6" 6 8 0。

率采，苹采树

p i n g s近 东 并 没 有 出 产 苹 果 。 某 些 译 本 却 用  

以 拥 _ 约 提 到 的 - 些 渠 子 。

参 • 植 物 （杏）" 2 29 2 。

乎因
Pim

衡 撤 重 贵 的 眩 码 ，约 相 等 於 乂 舍 客 勒 。 

参 “度 M 衡 （平 因 ）" 3 5 4 。

平原的城邑
Cities of the Valley, Cities of the Plain
ping y u 6 n  d e  c h 6 n g  y l

指 约 但 河 平 原 上 的 5 座 城 邑 。 当 年 5 

城 所 在 之 地 十 分 肥 沃 ， 故 亚 伯 拉 罕 与 其 佳  

罗 得 两 家 的 牲 畜 日 多 ， 需 分 地 而 居 时 ， 罗 

得 即 选 择 迁 往 这 5 城 之 地 （创十三1〇-丨2 >。 

这 5城 分 别 为 ： 所 多 玛 、 蛾 摩 拉 、 押 玛 、

也 为 之 一 变 。

圣 经 其 他 各 书 多 有 引 述 这 事 ，作 

为 神 惩 恶 罚 逆 的 显 例 来 臀 告 当 世 （赛三  

9 ; 耶 五 十 4 0 ; 结 十 六 46-5 6 ; 太 十 15; 

罗 九 2 9 > 。

平 原 5城 的 遗 址 向 是 圣 经 研 究 的 课 题  

之 — ••其大致的地理位 S 在 死 海 南 端 ，这 

是 今 日 多 数 学 者 较 为 一 致 的 意 见 。 从经较  

可 知 ，5 城 之 址 必 与 西 订 谷 相 关 ： 或座落  

於 谷 中 ， 或 分 布 在 相 邻 的 平 原 上 。 在亚伯  

拉 罕 和 摩 西 之 时 ，死 海 显 然 至 少 淹 盖 西 订  

谷 之 一 部 分 。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3 节 说 ： “西 

订 谷 就 是 盐 海 ”， 这 显 然 是 摩 西 时 代 的 现  

状 。 据 现 在 测 贵 ， 死 海 南 部 的 水 位 仅 有  

1 2 至 1 5呎 的 深 度 ，而 北 部 却 深 达 1 ，3〇〇呎„ 

— 世 纪 之 犹 太 史 家 约 瑟 夫 记 述 站 在 死 海 南  

端 犹 可 见 5 城 的 废 墟 。 不 过 考 古 勘 察 至 今  

尚 未 找 到 5城 的 遗 址 。

现 今 ，死 海 之 南 只 是 — 片荒 凉不 毛 之  

地 ，惟 东 南 部 尚 肥 沃 ，有 3 条 发 源 於 摩 押  

山 岭 的 河 流 灌 溉 着 这 一 地 域 。 二十 世 纪 的  

考 古 学 家 奥 伯 莱 特 发 现 原 有 5 河 从 南 入  

海 。 根 据 古 代 建 城 惯 例 可 以 推 想 ，•古时必  

有 城 邑 傍 河 而 建 。
H o w a r d  F. Vos

坡路克
Pollux

洗扁、琐 珥 （亦 名 比 拉 > 。 这 5 城 是 5 个独  

立 的 城邦 ， 各 有 君 主 。

圣 经 中 关 於 这 5 城 的 记 载 有 如 下 4 事 ：

L 罗 得 选 择 迁 往 "i亥 地 定 居 ， 终 以 所  

多 玛为 家。

‘2 . 平 原 五 王 与 来 自 东 方 的 四 王 交 战 ， 

结 果 畋 北 ， 5 城 残 遭 洗 劫 ， 妇 女 、 儿 宽 、 

财 物 悉 被 掠 东 去 （创 十 四 ）。 罗 得 也 被 俘  

城，故 亚 伯 拉 罕 闻 讯 急 发 动 援 救 ， 大胜舌夂 

军，将 罗 得 并 大 批 妇 孺 和 财 物 悉 数 夺 回 。

_ 3 . 平 原 5 城 因 邪 恶 败 环 而 终 导 致 神 的  

严惩》连 亚 伯 拉 罕 代 他 们 祈 祷 也 不 能 挽 回  

(创 十 八 2 ‘2 - 3 3 > 。 创 世 纪 十 九 章 记 述 所 多  

$ 〜 辟 性 变 态 暴 徒 在 罗 得 家 门 前 扰 捎 ， 足 

L 通 出 他 们 畋 坏 之 风 已 达 於 极 点 。 大 难临  

，惟 罗 得 一 家 被 救 出 了 将 毀 的 城 邑 ， 但 

鸯 子 因 不 听 忠 告 而 回 首 顾 望 ， 遂 变 成 一  

赴 柱 。 硫 火 吞 没 了 平 原 5 城 ， 全 区 地 貌

kb
有 腊 神 话 中 丢 斯 的 儿 子 ， 即迦 斯 托 的  

兄弟；这 对 孪 生 兄 弟 又 称 为 “丢斯双  

: 徒 二十八 1 1 >。

参 - 丟斯双子 / 迦斯托 . 坡路克” 3 2 7。

於 约 但 河 以 东 、低 加 波 利 地 区 的 一  

^ 经 并 没 有 提 及 这 座 城 ，但 其 他 记  
珀 拉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迦 南 城 市 ， 先后 

及 希 腊 和 罗 马 的 影 响 。 在 犹 太 人  

> 马 的 时 期 （主 后 6 6 - 7〇)， 珀 拉 f  

: 多 基 督 _ 避 賴 ， 并 且 是 早 期 教

•个中心点。

:•低加波利• 3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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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
Servant
pO r 6 n

参 " 基 督 徒 的 名 称 ” 6 4 0 : "职业（仆人)_ 

2320〇

蒲 式 耳 / 斗
Bushel
p i i s h i  6 t / d 6 u

— 种 量 苒 粮 食 的 器 具 ， 可用来遮光 

( 太 五 丨 5 ; 可 四 2 1 ; 路 十 一 3 3 >a 

参 “度 S 衡 （122底 俄 斯 ）• 354。

葡萄
Grape
p i l t ^ o

外 皮 光 滑 ， 多 汁 的 果 实 ，连串蟇生於 

葡 萄 树 上 。 葡 萄 可 作 水 果 或 哂 干 待 食 ，也 

可 酿 酒 。

参 “衣 业 " 1 1 3 6 :  “植 物 （《 ? r

2 2 9 2 :  “葡 萄 . 葡 萄 园 ” 1 162: ••酒_785.

前 萄 ， 葡萄园
Vine, Vineyard
p d  t ^ o  / p i i t d o  y u ^ n

葡 萄 园 就 是 种 植 葡 萄 的 地 方 ，葡紳 

可 出 产 葡 萄 ， 再 制 成 葡 萄 千 和 葡 萄 酒 1 

经 常 提 及 葡 萄 树 ， 并 应 用 它 的 字 面  

象 征 意 义 。 葡 萄 树 的 原 产 地 大 概 是 亚 0  

一 带 （创 九 2 〇 > ; 但 在 埃 及 也 有 人 种 4 

葡 萄 ， 埃 及 墓 穴 的 壁 画 便 描 绘 了 酡 濟 抑  

程 。 迦 南 人 曾 以 酒 来 迎 接 亚 伯 拉 罕  

四 1 8 > , 摩 西 也 曾 形 容 应 许 地 里 的 葡 ^  

( 申 六 1 丨 >。 山 谷 和 平 原 所 出 产 的 上 好 f

破拉他
Poratha
p 6  IS td

哈 曼 十 个 儿 子 之 一 ， 被 犹 太 人 杀 害  

( 斯 九 8 > 。

铺华石处
Pavement
p u  h u d  s h i  chCt

这 词 在 圣 经 原 文 里 出 现 了  1 ()次 ， 通 

常 指 圣 殿 里 的 铺 石 地 台 。 圣 经 中 特 别 引 人  

注 意 的 地 方 在 约 翰 福 音 十 九 章 1 3 节 ， 那  

里 指 耶 穌 站 在 彼 拉 多 前 受 审 讯 的 石 路 。 

“彼 拉 多 …… 就 带 耶 穌 出 来 ， 到 了 一 个 地  

方 ， 名 叫 ‘铺 华 石 处 ’， 希 伯 来 话 叫 厄 巴  

大 ” （约 十 九 1 3 > 。 这 节 经 文 有 它 的 重 要  

性 ， 可 帮 助 我 们 推 测 耶 稣 受 审 的 地 点 ； 多 

半 学 者 认 为 这 “铺 华 石 处 ”， 就 是 彼 拉 多  

坐 堂 的 地 方 ， 坐 落 在 现 今 耶 路 撒 冷 街 道 的  

底 层 ， 在 希 律 的 安 东 尼 亚 堡 垒 的 位 罝 。 这  

宽 大 的 石 街 用 巨 型 的 石 灰 石 铺 砌 而 成 ， 在 

1 9 3 0 年 代 由 文 生 特 发 掘 出 来 。 这 石 街 现  

位 於 锡 安 妇 女 修 道 院 之 下 ， 修 道 院 则 在 东  

耶 路 撒 冷 的 苦 路 上 。

耶 路 撒 冷 的 道 明 会 学 者 和 别 的 学 者 则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他 们 认 为 这 石 街 位 於 希 律  

的 王 宫 侧 ， 希 律 王 宫 则 位 於 上 城 ， 在 雅 法  

门 以 南 。 各 项 资 料 显 示 ， 这 是 一 个 较 有 可  

能 的 位 S , 虽 然 现 今 仍 未 能 在 那 里 发 现 这  

样 的 石 街 ， 但 它 可 能 仍 埋 在 地 下 ， 有 待 发  

掘 <，

蒲草
Flag
pa c &〇

此 英 文 名 称 见 於 钦 定 本 约 伯 记 八 章  

1 1 节 ， 和 合 本 作 “蒲 草 ”， 大 概 是 一 种 沼  

译 植 物 ， 确 实 的 品 种 则 无 法 肯 定 。

参 • 植 物 （蒲 草 、戸 苇 . 灯 心 草 ）~ 2 2 9 2 。

蒲 萆 纸 ，蒲 草 / 芦获
P a p y r u s

p i i  d o  z h l  /  p u  c 3 o  /  IQ d i

古 代 埃 及 的 书 写 用 具 ， 用 蒲 草 制 成 。

参 • 植 物 （蒲 草 ）" 2 2 9  2: “著 作 和 书 籍 ”

2  3 6  0  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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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 （民 十 三 2 0 、 2 4; 士 十 四 5 , 十 五 5, 

十 六 提 供 果 子 和 酒 ， 为 希 伯 来 人 单 调  

的 饮 食 增 加 一 些 姿 采 。 在 王 国 后 期 ， 酒是  

贸 易 中 常 有 的 商 品 （参 结 二 十 七 1 8 >  ;

后 来 在 希 腊 和 罗 马 时 期 也 一 样 。 对 希 伯 来  

人来说，理 想 的 生 活 ，就 是 有 固 定 的 居 所 ， 

人 可 以 安 居 乐 业 ， 桥 种 自 己 的 地 ， 并 悠 闲  

地 坐 在 葡 萄 树 下 （王 上 四 2 5 > 。

基 伢 常 以 葡 萄 园 作 为 比 喻 的 背 景 （太

二十 l -(i , 二 H ----2 8 - 4 3 ; 可 十 二 卜  1 1 ;

路十 三 6 - 9 ， 二 十 9 - 1 8 > 。 一 般 人 都 认 识  

和 明 白 酿 酒 的 各 种 方 法 ， 所 以 把 新 酒 装 在  

旧 皮 袋 里 的 铒 葸 （太 九 丨 7 > ， 他 们 即 时 便  

明白了。 基 督 用 象 征 的 手 法 形 容 自 己 是 真  

葡 萄 树 （约 十 五 丨 - 丨丨 > , 祂 的 血 则 成 为 圣  

餐用的酒。

典 型 的 葡 萄 园 四 周 有 篱 笆 或 栏 杆 围  

绕，到 了 收 割 的 季 节 ， 更 有 人 在 了 望 台 站  

岗 ， 以 防 盗 贼 来 偷 摘 葡 萄 （伯 二 十 四  

1 8 ; 赛 一 8 ; 可 十 二 。 农 夫 会 在 一 片 围  

着的园地， 一 行 一 行 地 种 植 葡 萄 ； 葡 萄 树  

渐渐 生 长 ， 它 们 的 卷 须 便 会 绕 着 棚 架 ， 使 

结 果 子 的 枝 子 离 开 地 面 （结 十 七 6 > 。 修 

理 葡 萄 树 的 人 会 把 它 们 修 剪 和 整 理 （利二  

十五 3 ; 赛 六 十 一 5 ; 约 十 五 2 > 。 到 了 收  

割 的 时 候 ， 农 夫 便 会 摘 下 熟 透 的 果 子 ， 倒 

进 酒 酣 里 （何 九 2 > 。 踹 葡 萄 的 时 候 ， 充 

满 欢 乐 的 气 氛 （赛 十 六 1 0 ; 耶 二 十 五 3 0 > ,  

发 酵 的 葡 萄 汁 会 收 集 在 新 羊 皮 袋 （太 九  

1 7 > 或 大 酒 瓶 中 。

人 若 要 收 割 葡 萄 ， 便 可 以 免 服 兵 役 ， 

可 见 这 项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税 款 和 债 项 常 以  

酒 来 支 付。 律 法 也 规 定 穷 人 可 拾 取 葡 萄 园  

中 掉 下 来 的 果 子 ， 像 在 麦 田 里 一 样 （利十

拉吉的词萄园

九 9 、 丨 不 结 果 子 的 葡 萄 树 会 被 砍 下 ，

用 作 柴 烧 （结 十 五 4 ; 约 十 五 6 )。

参 • 衣 业 _ 1 1 3 6 :  • 植 物 （葡 萄 ）•

2292.

葡萄饼
Raisin-cake
p u  t ^ o  b i n g

古 时 人 用 以 烹 调 的 枯 致 食 品 （赛十六  

7 > 。 葡 萄 饼 不 会 变 坏 ， 因 而 适 合 行 军 者  

与 旅 行 者 食 用 （撒 下 六 1 9 ^ 葡萄 饼 可 用  

作 祭 品 （何 三 1 > , 有 时 也 充 当 催 情 剂  

(歌二  5 )。

参•食物和调制方法 _ 1 4 1 4。

逝萄干
Raisin
p u  t d o  g a n

圣 地 的 主 要 食 物 ，制 作 方 法 是 把 葡 萄  

放 在 房 顶 上 晒 干 。 葡 萄 千 可 用 作 礼 物 （撒 

上 二 十 五 1 8 ; 撒 下 十 六 1 - 3 > , 并 被 视 为  

— 种 使 精 神 复 原 的 食 物 （代上 十二  

参•食物和调制方法• 1 4 1 4。

葡萄园工人
Vinedresser
pu  t d o  y u d n  g d n g  r6 n

参 - 衣 业 • 1 1 3 6 :  • 植 物 （葡 萄 ）•

2292: •职业（衣夫 r  2320: “葡萄 . 葡萄

园 " 1 1 6 2。

普阿
Puah
pQ 3

一 名 希 伯 来 的 收 生 婆 。法 老 曾 命 她 把  

所 接 生 的 希 伯 来 男 婴 杀 死 、但 她 敬 畏 神 ， 

并 没 有 照 这 吩 咐 去 做 （出一  1 5 >。

苦珥
Pur
pfl  fir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字 ， 意 即 “签 ”， 犹太  

人 的 普 珥 日 就 是 从 这 字 而 得 名 ； 此 节 期乃  

为 庆 祝 犹 太 人 从 哈 曼 手 中 蒙 拯 救 而 设 （斯 

三 7 ， 九 2 4 、 2 6 )。

参•以色列的节期 " 2 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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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珥口
Purim
pfl  6 r  r i

希 伯 宋 名 字 ， 意 指 “签 （众 数 > ”， 

为 犹 太 人 庆 祝 他 们 脱 离 哈 曼 得 平 安 的 节 日  

( 斯 九 。

参 _以 色 列 的 节 期 • 2 0 6 2 。

荇拉
Purah
pD l a

基 匈 的 仆 人 ， 曾 陪 伴 基 甸 在 夜 里 暗 访  

米 甸 艿 ， 并 在 那 里 得 荇 耶 和 华 的 鼓 励 （士 

七 1 ()、 1 "  0

n 勒
Pul
p u  Id

O 亚 述 王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主 前 7 4 5- 

7 2 7 > 成 了 巴 比 伦 王 （主 前 7 ‘2 9 - 7 2 7 ; 王  

下 十 五 1 9 ; 代 上 五 2 (i > 后 所 得 的 名 字 。 

这 名 字 的 意 义 不 详 ， 而 亚 述 抄 本 中 并 没 有  

提 及 此 名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普 勒 是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的 原 名

#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 1 5 5 2 。

非 洲 民 族 。 普 勒 跟 他 施 和 路 德 的 连 系 强 烈  

地 暗 示 “普 勒 ” （P u 丨）是 “弗 ” （P u l )的 误  

写 ； 弗 是 与 埃 及 人 有 关 的 民 族 ， 并 可 能 是  

利 比 亚 人 的 一 个 次 文 化 。

参 - 弗 • 4 2 0 。

荇嫩
Punon
p D  n d n

城 名 ， 即 现 今 的 费 伦 ， 位 於 以 东 山 国  

之 亚 拉 巴 的 东 边 〃 普 嫩 就 在 以 东 经 南 地 往  

埃 及 的 路 上 ， 拥 有 大 贵 水 源 和 铜 矿 。 普 嫩  

是 古 代 的 铸 铜 中 心 （约 主 前 2 0 0 0  > ， 而 所  

用 的 铜 是 在 附 近 开 采 或 从 外 地 入 口 的 。 以

色 列 人 经 普 嫩 前 往 约 旦 河 东 时  

4 2 、 4: 3 )，呰 嫩 正 处 於 其 工 业 历 史 的 低 ^  

四 周 有 许 多 矿 渣 废 堆 。 考 古 证 据 显 孑 ^  

在 列 祖 时 代 （锏 器 中 期 ） 住了很多人， 

5 0 0 年 没 有 固 定 的 居 民 后 ， 约在主前丨^ 

年 又 再 次 有 人 定 居 下 来 。 采矿和彷诉 0  

持 续 至 主 前 7 0 0 年 就 终 止 了 ，直至丨、  

人 的 时 代 才 再 恢 复 。 优西比乌记载说，# 

赀 徒 殉 迫 者 曾 与 罪 犯 一 同 於 竹 嫩 的 r j ^ t 

作 。 在 拜 占 庭 时 期 ， 驻锊徙边了一座礼#  

堂 和 一 所 修 道 院 。 在修道院中发现了  1  

石 刻 ， 上 有 主 教 狄 奥 多 若 （约5 8 7”心 

的 名 字 。

荇铁
Putiel
p 0 t i S

以 利 亚 撒 妻 子 的 父 亲 ， 即非尼哈的外 

祖 父 （出 六 2 5 > 。

普 通 书 信
Catholic Letters
pCS l o n g  s h f l x l n

新 约 中 雅 各 书 ， 彼 得 前 、后书，约Jj

一 、 二 、 三 书 和 犹 大 书 之 传 统 名 称 ，主要 

在 於 这 些 书 信 （仅 约 翰 二 、三书例外丨所 

致 的 对 象 并 非 某 个 或 某 些 教 会 ，而是教会 

的 总 体 ， 故 名 。

参 ~ 雅 各 书 " 1 8 1 5 :  •约翰书倍’

2 2 3 0 :  • 犹 大 书 " 2 1 5 4 :  •彼得『名.

1 3 2 :  ••彼得后书• 1 3 0 。

It瓦
Puah, Puvah
p C S w 3

〇 以 色 列 士 师 陀 拉 的 父 亲 （士十丨丨， 

© 以 萨 迦 的 儿 子 ， 曾因逃避巴勒斯坦 

严 重 的 饥 荒 而 与 雅 各 举 家 迁 往 埃 及 （细3 

十 六 〗 :” 。 普 瓦 创 立 了 普 瓦 族 （民二十A  

2 3 > 。 其 名 字 也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七 审 I节..

© 只 在 以 赛 亚 书 六 十 六 章 节 提 及 的



七
Seven
q 1

参 - 銥 字 和 銥 字 学 ” I 4 8 6 。

七七节
Weeks, Feast of
qi qi j i 6

庆 祝 收 割 小 安 的 日 子 （出 二 十 三 丨 4- 

1 7 ; 申十六丨 6  在 西 两 月 （6 月 ） 第六  

日的逾 越竹后 7 个 星 期 ，也 即 是 “五 旬 节 ”。 

参 - 以 色 列 的 节 期 ” 2 0 6 2 。

七日/ 星期
Week
ql rl /  x l n g  qT

参 - 历 法 " 8 7 7 。

七H的头一日
F i r s t  D a y  o f  t h e  W e e k
qi rl d e t6 u y l  rl  

星 期 曰 。

参 “主 曰 / 星 期 曰 ” 2 3 5 1 。

七十个七
Seventy Weeks, Daniel1 s
ql shi  gd  q l

这 语 句 出 现 在 但 以 理 书 九 章 2 4 节 ， 

是 一 段 简 短 经 文 的 要 点 （但 九 2 4 - 2 7  } ; 

一 位 现 代 释 经 学 者 描 述 为 “整 本 旧 约 最 难  

解 的 经 文 之 一 ”。 这 词 句 的 困 难 部 分 在 於  

它 与 整 段 经 文 该 如 何 解 释 ； 另 一 个 难 处 则  

是 与 英 文 把 这 希 伯 来 文 翻 译 为 “星 期 ” 有 

关》

这 个 字 的 甚 本 意 思 是 ‘‘七 的 周 期 ”， 

故 一 般 是 指 “星 期 ” 或 “七 日 '  该 字 普  

遍 的 用 法 可 在 但 以 理 书 十 章 2 、 3 节 中 #  

到。 该 字 也 可 以 指 为 “七 年 的 周 期 ”， 假 

若 采 取 这 个 想 思 ， 则 应 当 翻 译 作 “七 ”， 

而7 0个 “七 ” 就 是 4 9 0 年 。 然 而 该 字 意 义  

明 显 是 含 糊 不 淸 ， 故 此 ， 还 未 断 定 一 个 解  

释 之 前 ， 理 应 意 识 到 它 的 意 义 含 糊 .> 在希

伯 来 人 的 观 念 中 ， 数 字 “七 ” 和 “七 十 ” 

是 象 征 圆 满 或 完 全 • “七 ” 不 单 是 在 一 星  

期 中 日 子 的 数 目 ， 也 是 一 个 安 息 年 循 环 的  

年 数 。 而 且 ，“七 十 ” 在 旧 约 和 新 约 都 作  

为 人 所 组 成 的 数 目 ； 例 如 ，耶 穌 在地 上 亊  

奉 时 所 差 逍 出 去 的 门 徒 也 是 七 十 （路十  

1 > 。 以 上 所 述 ， 加 上 其 他 因 素 ， 暗示  

“七 ” 和 “七 十 ” 的 数 字 可 能 带 有 象 征 意  

义 。

经 文 ： 但 以 理 书 九 章 2 4 至 2 7 节

在 第 九 章 的 开 首 ，但 以 理 向 神 祈 祷 。 

他 祷 告 时 ，得 到 一 个 异 象 ， 就 是 天 使 加 百  

列 向 他 显 现 和 说 话 u 经 文 m 讨 论 的 说 话 显  

然 是 加 百 列 向 但 以 理 所 说 的 ； 在 这 意 义  

上 ，那 些 说 话 是 神 透 过 天 使 对 但 以 理 的 直  

接 启 示 。 对 於 天 使 所 讲 的 话 和 对 异 象 的 领  

受 ， 都 需 要 细 意 诠 释 ； 至 於 但 以 理 看 到 的  

其 他 异 象 ，带 有 很 强 的 象 征 意 义 。

该 异 象 启 示 的 核 心 是 一 段 时 间 的 周  

期 ， 整 个 称 为 “七 十 个 七 ”。 整 段 周 期 由  

3 个 部 分 组 成 ： 第 一 ， “七 个 七 ” （第 2 5  

节 > ; 第 二 ， “六 十 二 个 七 ” 《第 2 5  

节 ） ； 及 第 三 ，“一 七 ”， 一 七 分 作 一 半  

( 第 2 7节 >。 整 段 时 期 连 同 其 分 期 的 内 容 ， 

已 依 据 经 文 的 基 础 总 结 在 “七 十 个 七 ” 一 

表 中 。

七十个七

七 十 个 七 《但 九 整 段 时 期

(a ) 消 极 目 的 ： （i )止 住 罪 恶 ， （ii)除净  

罪 恶 ，（iii)赎 尽 罪 噼 ..

(b ) 积 极 目 的 ：（i)引 进 永 义 ， （ii)封住  

异 象 和 预 言 ，（i i i)青 至 圣 者 。

七 个 七 （第 2 3 节 ）指 明 时 间 ••（a )从 

“出 令 歃 新 逑 造 耶 路 撒 冷 ’’（b )直 到 “有受  

裔 君 的 时 候 ”。

2. 六 十 二 个 七 （第 2 5节）(a )重 新 逑 造 耶  

路 撤 冷 (b )艰 难 的 时 候 #

3. — 个 七 （第 2 6 、2 7节 ）(a )那 受 青 者 必  

被 剪 除 （b )邪 恶 的 王 的 民 来 毁 灭 这 城 和 圣  

所 。（O 许 多 人 “坚 定 盟 约 ” （d )战 争 、 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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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七 之 半 ： 祭 祀 与 供 献 止 息  

要 理 解 经 文 的 一 切 细 节 ， 基 本 的 困 难  

是 要 把 整 体 经 文 在 解 释 上 的 困 难 串 连 起  

来 。 释 经 上 有 3 大 难 题 。 首 先 ， “七 ” 一  

字 究 菝 应 该 作 象 征 性 解 释 ， 还 是 按 字 面 表  

示 “七 十 个 七 ” （7 年 的 组 合 > ? 第 二 ， 

究 竞 解 释 “七 十 个 七 ” 在 历 史 上 而 言 ， 该  

从 何 起 首 ？ 第 2 5 节 指 明 它 是 “出 令 贵 新  

建 造 耶 路 撒 冷 …… 的 时 候 ” ； 开 始 重 建 的  

时 间 是 可 以 从 历 史 上 指 明 出 来 ， 但 却 不 能  

确 知 立 令 的 准 确 时 间 。 第 三 ， 该 异 象 或 预  

言 是 与 弥 赛 亚 有 关 连 的 吗 ？ 还 是 它 有 更 多  

有 限 的 历 史 观 点 ？ 经 文 所 提 及 的 “受 奔  

君 ” （第 2 5 节 ， 直 译 是 弥 赛 亚 ） 无 疑 可 解  

释 为 弥 赛 亚 ， 然 而 不 可 忘 记 的 是 ， 旧 约 中  

的 古 列 也 曾 被 视 为 弥 赛 亚 或 “受 資 者 ” 

( 赛 四 十 五 1 >。

“七 十 个 七 ” 的解释

上 述 的 困 难 使 “七 十 个 七 ” 出 现 繁 多  

的 解 释 ， 以 下 可 以 总 括 3 个 最 普 遍 的 说 法 。

第 一 个 解 释 认 为 整 段 经 文 就 历 史 而  

言 ， 足 指 从 被 桢 至 主 前 二 世 纪 中 叶 发 生 的  

枣 件 。 这 解 释 是 不 带 有 弥 赛 亚 意 义 的 ， 按  

照 年 代 的 先 后 ， 可 这 样 表 示 ：

】• 7 个 七 /  4 9 年 = 主 前 5 8 7 至 5 3 8 年  

{ 被 掳 >

2. 6 2 个 七 / 4 3 4 年 = 约 主 前 5 8 8 至 171 

年 （波 斯 / 希 腊 时 期 ）

3. 1 个 七 /  7 年 = 主 前 丨 7 丨 至 1 6 5 年 

(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

这 个 解 释 有 时 是 从 一 个 预 言 的 观 点 提  

倡 而 来 的 ； 那 就 是 主 前 六 世 纪 但 以 理 所 见  

未 来 历 史 的 启 示 。 然 而 更 普 遍 的 是 ， 这 是  

那 些 相 信 但 以 理 书 是 写 於 主 前 丨 7 丨至1 6 5  

年 之 间 的 人 所 指 出 的 解 释 。 因 此 从 神 学 角  

度 来 # , 尽 管 明 显 有 灾 难 和 变 乱 出 现 ， 该 

异 象 表 明 了 对 过 往 历 史 的 理 解 ， 并 确 信 神  

笮 管 历 史 。

第 二 个 解 释 的 进 路 ， 是 认 为 经 文 带 有  

弥 赛 亚 的 意 思 ， 并 尝 试 按 字 面 的 意 思 来 计  

饵 有 关 弥 赛 亚 节 件 的 “七 十 个 七 ”。 这 种  

解 释 是 把 第 一 个 “七 个 七 ” 砰 解 为 与 重 违  

和 修 复 耶 路 撒 冷 有 关 （约 主 前 4 4 5 - 3 9 ^ ) 。 

“六 十 二 个 七 ” < 4 3 4 年 ， 约 土 前 3 9 ( i k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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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 8 ) 是 以 弥 赛 亚 来 到 耶 路 撒 冷 ， 

在 丨 M 期 后 离 世 为 终 结 。 根据这个衫^  

在 第 “七 十 个 七 ” 开 始 前 ， 有 〜 个 ^  

( 也 就 是 现 今 世 代 ） ； 从我们现今的 g  

看 ， 第 “七 十 个 七 ” 依然是未来之窄  

第 三 个 解 释 也 含 有 弥 赛 亚 的 意 义 自  

它 与 第 二 个 解 释 不 同 ， 认 为 “七”象0  

千 时 期 ，而 非 每 个 时 期 均 足 以 “七”作;I 

虽 然 这 解 释 所 预 表 的 细 节 与 苒 他 的 说 料  

很 大 分 歧 ， 其典别的方式可能包括以下的  

纲 要 ^  “七 个 七 ” 的第一个时期指明由 s 

列 至 弥 赛 亚 （基 锊  > 来 临 的 时 期 。第二个 

时 期 的 “六 十 二 个 七 ”， 是指从弥赛亚8 

临 时 许 起 的 时 间 （现 今 时 代 > 。 M 后-个 

七 ， 是 指 未 来 的 亊 。

总 括 来 说 ，有 关 “七 十 个 七 ”的意义， 

会 持 续 出 现 纷 纭 的 意 见 。 在计并上作无休 

止 的 争 论 ， 实 在 没 有 多 大 意 义 。该段经文 

最 大 的 意 义 ， 是 作 者 绝 对 确 信 ，人类历史 

的 过 去 、 现 在 和 将 来 ， 始终是操聿在那(5 

创 始 成 终 的 神 手 中 。

P e t e r  C . Craigie

七 十 士  il本
Septuagint
qT s h i sh l yl b 6 n

参 • 次 经 " 2 5  7 :  • 圣 经 正 典 • 1360:

- 圣 经 的 原 文 " 1 3 4 5 。

妻 子
Wife
q i zl

参 “ 家 庭 生 活 和 伦 常 关 系 ” 7 2 9 ,

骑 兵
Cavalry
qi b ln g

参 ••武 器 和 战 争 （骑 兵 ） _ 1 6 1 6 。

奇 事
Wonders
qi s h i .*

参 - 神 迹 " 1 3 1 2 :  “记 号 / 神边 / 班

66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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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巧
Beggar
a] gdi

乞 求 睸 济 的 ， 特 别 是 埽 乞 讨 过 活 的  

人*

旧 约 圣 经 里 并 无 乞 讨 这 槪 念 ， 圣经里  

的 所 谓 乞 求 ， 也 只 用 於 表 达 希 伯 来 〖吾的 

•寻求’’成 “请 求 ” 等 动 词 的 意 思 ； 若用  

於名词，则 指 “穷 苦 人 ” 而 言 。 新 约 中 的  

希腊词，也 是 用 来 指 “穷 人 ” 或 “可 怜 人 ” 

和 “想 多 要 一 些 的 人 ' 摩 西 时 代 根 本 没  

有 餌 行 乞 过 活 的 人 ， 因 为 根 据 当 时 的 律  

法，对 穷 人 之 所 需 有 足 够 的 保 陣 。

掖 早 的 法 规 设 想 穷 人 总 是 存 在 的 （申 

十五丨丨； 参太二十六丨丨  > , 因 此 制 定 防 止  

贫 困 产 生 的 一 些 津 例 ， 如 安 息 年 、 豁 免 年  

等 （利 二 十 五 > 。 那 一 年 ， 大 地 之 生 产 要  

留 给 贫 穷 缺 欠 的 人 （出 二 十 三 1 〗 > , 所 有  

的 谪 项 全 要 豁 免 （申 十 五 1 > 。 人 人 有 义  

务 悚 慨 地 照 穷 人 之 所 m 借 给 他 （申 十 五 7- 

丨 1 > , 雇 工 也 都 应 受 到 保 护 （申 二 十 四 1 4、 

15>。这 样 做 的 目 的 ， 是 为 了 “在 你 们 中  

间 没 有 穷 人 < 申 十 五 亊 实 正 是 如 此 ， 

以 色 列 人 的 早 期 ， 人 们 的 生 活 水 准 基 本 相  

差不大。 约 伯 和 大 卫 的 妻 子 亚 比 该 的 故  

亊，只 是 极 为 鲜 见 的 富 足 人 的 例 子 。

在 纳 布 卢 斯 附 近 的 得 撒 挖 掘 的 结 果 证  

明，主 前 十 世 纪 时 ， 那 里 房 厘 的 规 模 和 市  

局 均 大 体 相 同 。 可 是 ， 到 了 主 前 八 世 纪 ， 

产 生 了 惊 人 的 变 化 ， 同 一 城 镇 明 显 的 分 为  

富 户 区 和 贫 民 区 。 该 两 个 世 纪 间 兴 起 的 社  

会改革， 与 以 色 列 君 主 制 度 的 兴 起 和 损 公  

肥 私 的 官 员 阶 层 的 增 长 ， 是 密 切 相 关 的 。 

众 先 知 都 起 来 谴 责 行 不 义 敛 财 的 现 象  

(例： 赛 五 8 ; 何 十 二 8 ; 摩 八 4 - 7 ; 弥 二 2 

等）。 先 知 阿 雎 司 痛 斥 那 些 老 不 怜 悯 穷 人  

的 侦 主 （摩 二 (5-8， 八 6 > 。 尽 管 如 此 ， 旧 

约 圣 经 里 基 本 上 没 有 提 到 乞 丐 ， 不 过 ，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 施 舍 财 物 却 是 一 项 重 要 的 宗  

教行动。

新 约 圣 经 中 ， 乞 讨 似 乎 成 了 普 遍 现  

象 • 耶 稣 传 道 期 间 ， 有 讨 饭 瞎 子 得 医 治 的  

_ 《约 九 8 、 9 > ， 也 有 瞎 子 巴 底 买 得 医 治  

的 节 《可 十 4 6 - 5 ‘2>  ; 还 有 虔 诚 的 乞 丐 拉  

撒 路 和 财 主 的 故 亊 （路 十 六 丨 9 - 3 1 > 。 使 

徒 彼 得 和 约 翰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美 门 （又 称

“尼 迦 挪 ”）， 曾 医 治 一 癎 腿 乞 丐  < 徒三卜  

1 1 ) 。 耶 稣 告 诫 人 不 可 炫 繙 自 己 的 善 行  

<太 六 卜 4 > ， 又 教 导 人 以 正 确 的 动 机 来 周  

济 穷 人 ， 是 多 么 重 要 （五4‘2 - 4 8 >。 所 以 ， 

在 耶 穌 的 时 代 ，耶 路 馓 冷 城 成 了 乞 丐 聚 奥  

的 地 方 ，可 能 正 是 因 为 在 圣 城 里 ， 施舍被  

视 为 特 别 值 得 鹿 奖 的 行 为 吧 • 尽 管 旧 约 七  

十 士 译 本 说 ：“瞎 子 和 跛 子 不 能 进 主 的 房  

子 ” （撒 下 五 8 ，“主 的 ” 为 原 文 所 无 ）， 

可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乞 丐 仍 聚 集 在 圣 殿 周 围 。 

毕 士 大 有 个 池 子 ， 是 个 治 病 的 地 方 ， 有病 

的 、瞎 眼 的 ，癇 腿 的 、瘫 痪 的 ， 都躺在那  

里 乞 讨 ，并 等 候 机 会 下 水 治 疗 （约 五 2 _9 匕

在 基 督 教 会 成 立 的 初 期 、 最 先 设 立 的  

组 织 就 是 为 了 要 公 平 的 周 济 穷 人 （徒四  

3 2 - 3 5 , 六丨 - 6 ) 。 每 逢 7 日 的 第 一 日 ， 基 

督 徒 要 从 自 己 的 收 入 中 取 出 1份 ， 分 给 需  

要 的 人 （徒 十 一 ‘厂 - 川 ； 罗 十 五 2 5 - 2 7 ;  

林 前 十 六丨 - 幻 《•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的 贫 困 可  

能 由 於 罗 马 统 治 下 的 重 税 而 加 剧 ， 在福音  

书 的 权 述 中 ，税 吏 和 乞 丐 都 占 有 突 出 的 位  

迓 。 还 有 人 认 为 奋 锐 党 的 兴 起 ， 与 贫 穷 的  

社 会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 根 据 犹 太 史 家 约 瑟 夫  

的 香 法 ，革 命 的 奋 锐 党 的 大 部 分 成 员 ， 都 

是 社 会 上 的 “渣 滓 ' 主 后 年 ， 奋锐 党  

销 毁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档 案 ， 老 无 疑 问 是 为 了  

毀 掉 有 关 他 们 简 务 的 记 录 。 约 瑟 夫 的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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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 ， 在 罗 马 人 毀 灭 耶 路 撒 冷 之 前 ， 乞 丐  

集 团 已 成 了 全 城 的 一 大 威 胁 了 。

J a m e s  M . H o u s t o n  

参 • 施 舍 ” 1 4 0 4 :  • 穷 人 • 1 1 9 1 。

启示
Revelation

q l  s h l

源 於 拉 丁 文 r e v W w / o  — 字 ， 意 指 启 示  

或 揭 谣 的 行 动 ， 让 人 知 道 一 些 事 情 的 行  

动 ， 或 指 揭 示 的 事 物 。 在 神 学 里 ， 这 词 是  

指 神 的 自 我 揭 示 ， 或 表 明 祂 自 己 或 一 些 关  

乎 祂 自 己 和 这 世 界 的 东 西 ； 同 时 也 可 指 包  

含 这 些 启 示 的 口 述 或 笔 录 的 话 。 新 约 中 相  

等 的 词 语 是 希 腊 文 意 指 揭  

露 或 显 明 某 些 人 或 某 些 事 ； 同 时 也 可 指 启  

示 的 话 本 身 。 另 一 个 希 月 h 文 p / i a w e r o W s  

实 际 上 是

p / i a / i e r o s b  — 般 包 含 清 晰 石 J  # 辨 白 勺 意 胃 。

理 性 主 义 的 哲 学 家 （笛 卡 儿 、 康 德 、 

斐 希 特 、 谢 林 、 黑 格 尔 ） 认 为 无 论 何 沖 形  

式 的 启 示 ， 其 唯 一 根 源 是 人 类 的 理 性 ， 这  

种 哲 学 只 承 认 自 然 的 宗 教 ， 否 定 所 有 超 自  

然 的 賴 天 启 示 之 存 在 。 一 个 理 性 主 义 者 有  

时 也 可 能 会 承 认 超 自 然 之 宗 教 的 可 能 性 ， 

但 却 坚 持 神 的 干 预 在 宗 教 里 是 不 重 要 的 。

另 一 方 面 ， 基 督 教 神 学 坚 信 知 识 的 准  

则 是 神 的 话 ， 即 圣 经 ， 尽 管 高 等 批 判 学 严  

厉 地 批 评 任 何 宣 称 圣 经 为 神 学 真 理 提 供 稳  

固 、 可 靠 和 独 立 基 础 的 说 法 。 现 代 的 批 判  

神 学 已 表 明 支 持 所 谓 “科 学 神 学 ”， 认 为  

自 然 科 学 可 提 供 确 实 判 断 ， 以 及 所 有 超 自

然 事 件 之 不 可 能 性 。 於 是 圣 经 ---- 神 所 默

示 的 话 ---- 已 失 却 其 权 威 的 标 准 地 位 。

圣 经 中 包 含 的 并 不 是 实 际 发 生 了 的 事 件 ， 

或 神 实 际 所 说 或 所 行 的 ， 而 只 是 早 期 教 会  

对 第 一 世 纪 跟 随 基 督 者 所 假 设 发 生 或 希 望  

发 生 之 亊 的 认 信 。 因 此 ， 圣 经 并 非 因 其 源  

於 神 而 独 特 ； 它 只 是 早 期 宗 教 寻 索 的 独 特  

产 物 而 已 。

另 一 方 面 ， 基 督 教 神 学 基 於 圣 经 经 文  

内 容 和 神 确 定 性 的 大 能 作 为 ， 坚 称 神 的 启  

示 是 作 神 学 工 作 最 先 、 最 后 和 唯 一 的 资 料  

来 源 ； 若 没 有 这 样 坚 固 的 基 础 ， 所 有 神 学  

讨 论 都 是 无 目 的 和 徒 然 的 。 单 是 初 期 教 会  

的 认 可 ， 不 可 能 构 成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基 础 或

来 源 。 人 认 识 神 是 由 於  

作 。 神 是 启 示 的 创 始 ‘ 和 = 动、  

受 者 。 神 把 一 些 没 有 其 ： J 考 ，人〇  

事 显 露 出 来 ， 贿 喊  

十 九 2 9 ; 加 — , 2 ; C 出來

普 通 启 示

神 以 两 种 方 法 向 人 揭 示  

普 通 启 示 。 神 在 大 自 然 和 历 中 首 ， 

形 象 而 造 的 人 之 中 启 示 她 自 己 ，并在按n 

然 中 启 示 ， 以 致 人 可 直 觉 地 大  

在 ， 长 久 以 来 已 为 人 承 认 ^  

- 1 1 ， 十 四 I , 十 九 h  & …且 4 丨叶

, 十九丨1 和 新 约 （8+.
-七 2 2 - 2 9 ; 罗 一

世 上 有 一 位 神 ； 郫

( 诗 十  

四 1 7 ，

的 真 理 。 r a:上 有 一 位 神 ； 池 是 满 有 ^  

创 造 主 ： 他 是 公 正 的 最 商 审 判 官 1  

“完 全 超 然 者 ’’， 牠 管 理 — 切受造物二1 

些 事 情 是 所 有 人 都 知 道 和 承 认 的 那 么 关  

乎 神 的 # 事 实 —— 神 所 是 一 是 无 可 否 认  

的 。人 右 否 认 这 事 实 ，如无神论者的态度 

那 就 是 刻 意 t几拒人本性所賦予的内在设  

信 。 当 保 罗 宣 称 所 有 人 的 生 活 、动作存 

留 ， 都 在 乎 那 唯 一 真 神 时 ，他预期会得3 

雅 典 人 的 赞 同 （徒 十 七 2 8 > 。 这种对神自 

然 的 认 知 （基 於 这 原 因 ， 经院哲学家邮 

奎 那 称 之 为 自 然 神 学 ， 以区别於神直接自 

示 的 神 学  > , 可从各种受造物和自然界中  

受 造 的 规 律 中 看 见 ， 因此保罗说雅典人 S  

“很 敬 畏 鬼 神 ” 的 （徒 十 七 2 2 )。保罗1 

没 有 说 神 就 是 大 自 然 ， 而是承认这种^  

的 自 然 认 知 在 人 的 本 性 和 自 然 界 中 心 *  

隐 伏 的 。 $

然 而 ， 对 神 的 自 然 认 识 是 有 限

的 。 面 对 着 有 神 存 在 的 事 实 ，
人便会弓丨*

宗 教 活 动 ， 并 求 问 一 些 关 乎 他 ^ 日 对 ^  

在 的 起 源 、 理 由 和 终 局 „ 16, >  

是 ， 正 如 保 罗 说 （罗 一  1 8至 一 毛 自 ，设 

人 类 堕 落 后 ， 人 便 把 对 神 的 认 ^ 成 人 自  

有 敬 拜 神 ， 却 敬 拜 偶 俾 * 被 远 銬  

己 制 造 出 来 的 东 西 。 罪 人 的 答 索 求 表  

对 於 存 在 的 根 本 问 题 ， 以 愚 这 自 鲜 <  

足 自 己 。 由 於 人 倾 向 於 歪 付 # 莩 # ，̂ 

识 ， 瑞 士 的 神 学 家 巴 尔 特 及 户 示 . 裉 f 
认 为 这 种 知 识 完 全 不 能 称 5 二心弟弓丨^ 

尔 特 的 看 法 ， 启 示 应 在 7"*丄一到广这  

种 与 神 相 会 的 效 采 。 但 这

她自s 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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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  卜 仁 纳 在 这 一 点 上 尖 锐 地 反  

押评押= j也 坚 持 说 ， 若 我 们 否 定 普 通 启  

时13: : “ 面 前 便 无 须 负 上 任 何 责 任 。

承，人丁路 德 承 认 对 神 之 自 然 知 识 的 有 效  

2 路 德 来 说 ， 人 不 可 从 受 造 物 中 寻 见  

性• 2 m ® 从 创 造 中 抽 象 地 推 断 神 ； 自然 

冲 二 迹 却 是 神 的 " 面 纱 ”， 池 也 藉 此  

他 自 B 。 自 然 界 不 单 是 构 成 一 些 关 乎  

启 念 的 起 点 ， 而 是 描 画 在 舞 台 上 的  

那 ® 正 担 当 一 个 主 要 的 角 色 。 路 

持 说 ， 这 些 自 然 证 据 之 歪 曲 并 不 否 定  

神之启示 的 有 效 性 。 虽 然 普 通 启 示 或 自 然  

启示 垦 零 碎的 、不 完 整 的 ’并 且 常 被 扭 曲 ’ 

却 是 神 在 被 造 之 世 界 中 ， 其 威 荣 和 能 力 之  

真 实 钐 显 （罗一丨8 - 3 2  > »

特 殊 启 示

从 自 然 界 的 启 示 中 认 识 神 ， 完 全 无 法  

知道m 和 祂 满 有 恩 典 的 计 划 。 神 满 有 恩 慈  

和 仁 爱 的 心 定 意 要 拯 救 所 有 的 人 ， 神 计 划  

要 藉 着 特 殊 启 示 ， 用 不 同 方 法 与 人 类 分 享  

这大计。 若 神 没 有 在 圣 经 中 启 示 祂 的 心 意  

和计划，人 便 完 全 不 会 认 识 神 在 基 詧 身 上  

所 定 下 的 弥 赛 亚 计 划 。 在 人 类 堕 落 之 前 ， 

创 造 主 与 人 的 相 交 是 直 接 而 不 受 千 扰 的 。 

在 最 早 期 的 列 祖 如 亚 当 、 挪 亚 的 时 代 ， 神 

的 启 示 是 透 过 超 自 然 的 方 法 清 晰 地 直 接 说  

出 来 的 （创 三 1 4 - 1 9 ， 六 13- 2  1 ， 七 1-4, 

十二丨- 3 ) 。 在 其 他 时 候 ， 祂 用 不 同 的 方  

法向 人 启示 ， 如 藉 着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在 亚 伯  

兰 的 帐 梆 中 显 现 （十 八 丨 - 1 5 > ， 在 烧 着 的  

荆 辣 丛 中 （出 三 1 - 2 2 ) 、 在 磐 石 的 裂 缝 中  

(三 十 四 G 、 7 > ， 及 在 西 乃 山 上 的 云 与 火  

中 向 难 西 和 以 色 列 人 显 现 （十 九 K 神在  

圣 山 上 透 过 祂 特 别 拣 迭 的 仆 人 摩 西 说 话 和  

^ 明 池 的 心 意 。 神 在 他 拣 选 的 先 知 身 上 ， 

时 会 楮 异 梦 和 异 象 —— 醒 着 或 睡 着 （如 

过 母 耳 少 年 时 的 经 历 ， 撒 上 三 1 - 1 4 ) 。 透 

使2 在 的 催 促 ， 神 感 动 祂 的 先 知 及 后 来 的  

卞徒’ 把 他 的 思 想 和 言 语 向 人 讲 出 或 写  

及° ^ 为 池 子 民 所 行 的 大 能 作 为 ， 如 出 埃  

色 ^ 过 红 海 、 4 〇 年 在 旷 野 奇 沙 地 养 活 以  

加 等 ’ 都 藉 着 他 的 先 知 小 心 而 正 确 地  

心 ; 释 。 众 先 知 和 使 徒 因 着 神 在 他 们 内  

們 说 ，妾照 亮 他 们 的 心 思 意 念 ， 便 在 神 向 他  
1舌 后 ， 把 祂 的 话 转 告 於 人 （耶 一 4-

林 前 ^ 丨 3 ; 帖 前 二 1 3 ; 彼 后 — 

2 1 >。 神 启 示 的 商 峰 是 祂 的 爱 子 耶 稣 基 饪  

， 成 肉 身 来 到 世 间 （约— 丨4 _ l s ; 加四吣  

^ 来 ~ 、二 ）。 耶 稣 的 启 示 是 关 乎 父 及  

= 为 所 有 人 定 下 满 有 恩 典 的 旨 意 祂 的 启  

不 是 直 接 、准 确 和 舟 卓 越 的 （约 十 四 > 。

神 不 单 照 亮 m 的 先 知 和 使 徒 的 心 思 意  

念 以 说 出 他 的 话 ，在 某 些 特 殊 悄 况 下 ，祂 

也 感 动 他 们 用 文 字 记 下 一 些 思 想 、言语和  

应 许 ， 因 为 池 希 望 这 些 启 示 能 常 常 向 人 显  

明 和 得 以 保 存 。 这 些 神 圣 的 作 品 集 成 了 一  

份 甚 为 协 调 和 一 致 的 整 体 启 示 ， 神焐此向  

人 类 显 明 池 的 心 意 和 计 划 。 在 这 些 作 品  

中 ， 先 知 和 使 徒 不 单 被 感 动 去 记 述 某 些 历  

史 事 件 ， 也 记 下 神 特 别 要 表 达 的 启 示 。 神 

要 显 明 m 自 己 和 祂 的 旨 意 ，启 示 和 灵 感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而 在 某 些 地 方 ， 两者 同 时 见  

於 神 表 达 祂 恩 慈 的 话 的 行 动 中 。 两 者 的分  

别 可 能 是 ，启 示 关 乎 神 的 光 照 （神藉不同  

方 法 賜 予 ）， 先 知 和 使 徒 从 而 认 识 神 和 神  

的 事 ； 灵 感 则 是 神 所 使 用 的 一 种 拽 天 媒  

介 ，藉 以 记 录 池 的 话 。 这 样 ， 灵 感 的 焦 点  

首 要 的 是 写 下 来 的 经 文 ； 启 示 的 焦 点 则 是  

神 透 菇 关 乎 自 己 和 祂 的 计 划 的 资 料 。 因苕 

神 的 灵 感 ，圣 经 可 正 确 地 为 人 所 知 ， 并被  

尊 为 神 的 启 示 ，这 启 示 宣 告 了 律 法 （神的 

旨 意 ）和 福 音 （神 在 基 督 里 扬 救 的 应 许 > 

这 两 个 重 大 的 教 义 （约 二 十 2 1 )。

近代神学
今 天 新 正 统 派 怀 疑 圣 经 并 非 神 给 予 人  

的 启 示 。 而 另 一 方 面 ， 新 正 统 派 又 拒 绝 自  

由 神 学 强 调 神 之 内 组 性 的 观 念 ， 以 为可靠 

着 人 类 思 想 的 洞 见 和 理 解 而 认 识 神 。 根据

自 由 神 学 的 看 法 ， 特 殊 启 示 是 不 必 要 的 ， 

因 为 人 可 透 过 内 在 的 光 照 而 理 解 神 。 対於  

曾 一 度 是 自 由 派 的 巴 尔 特 来 说 ，那 是 对 人  

类 基 本 本 性 错 误 的 乐 观 主 义 。 他 说 ， 人是  

一 个 罪 人 ，亟 简 神 的 帮 助 来 消 除 他 这 有 罪  

的 受 造 物 与 超 越 的 创 造 主 之 间 的 鸿 沟 。 神 

在 基 督 里 便 完 成 了 这 工 作 。 巴 尔 ^ 认 为 ， 

严 格 来 说 ，耶 穌 是 唯 一 有 效 的 启 示  

特 在 这 方 面 的 观 点 十 分 狭 窄  

他 在 拯 救 人 类 工 作 中 的 大 能 作 为  一 ％  

难 學 甚 至 基 贷 的 复 活 ， 都 解 释 为 启 不 的  

号 ， 目 本 身 却 不 是 启 示 。 同 样 ，

巴尔  

以 致 他 对 其  

如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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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也 是 如 此 ！ 圣 经 只 是 一 份 关 乎 启 示 的  

笔 录 文 件 或 见 证 ， 因 此 ， 并 不 能 等 同 於 启  

示 。 巴 尔 特 认 为 圣 经 只 是 一 份 记 录 ， 我 们  

在 其 中 可 看 见 人 类 努 力 地 根 据 人 类 各 种 处  

境 ， 以 人 类 的 文 字 和 思 想 来 详 述 神 的 大 能  

作 为 ， 藉 以 把 这 些 作 为 复 述 和 转 载 。 称 圣  

经 为 启 示 是 不 确 的 聘 崇 。 卜 仁 纳 同 意 这 i兑 

法 ， 他 说 启 示 不 可 能 是 一 本 书 或 一 套 教  

义 ， 只 可 以 是 神 自 己 。 因 此 ， 启 示 是 一 些  

确 实 在 人 类 中 继 续 进 行 的 东 西 ， 是 在 寻 问  

的 人 心 灵 里 的 一 种 光 照 ，启 示 是 “神 的 i舌” 

—— 特 指 基 督 —— 直 接 进 入 人 的 心 里 （巴 

尔 特 的 看 法  是 “个 人 与 神 的 相 遇 ”

( 卜 仁 纳 的 看 法 ） ； 是 一 种 “我 祢 的 关 系 ” 

1 8 8 7 - 1 9 6 7  ) 的 看 法  > ; 是 带 来 自 我 实 现  

和 实 存 的 “ 福 音 宣 讲 ” （布 特 曼 （1 8 8 4 -  

1 9 7 6 ) 的 看 法  > ; 是 “道 之 亊 件 ”， 或 耶  

穌 的 信 心 ， 而 不 是 在 耶 稣 里 的 信 心 （伊 伯  

灵 和 富 克 司 的 看 法  > 。 在 上 述 各 观 点 中 ， 

学 者 均 拒 绝 承 认 圣 经 或 其 真 理 或 其 教 义 为  

启 示 ， 而 相 应 地 提 升 信 徒 个 人 与 神 的 接 触  

为 唯 一 真 正 的 启 示 ， 或 神 所 促 使 的 启 示 性  

事 件 。 这 又 暗 示 若 没 有 人 接 受 启 示 ， 或 人  

没 有 与 神 相 遇 ， 便 不 会 有 启 示 。

显 然 地 ， 这 理 论 与 神 满 有 恩 典 的 启 示

---- 受 感 的 先 知 的 记 载 和 使 徒 的 话 ， 有 一

个 怪 异 的 分 歧 。 神 是 主 动 启 示 自 己 让 人 认  

识 ， 认 识 祂 对 罪 和 不 义 的 审 判 ， 以 及 m 在 

基 督 甩 的 怜 悯 和 恩 慈 。 无 论 人 接 受 与 否 ，

这 话 ---- 圣 经 ----- 仍 是 他 神 圣 的 启 示 。 但

神 慈 爱 的 心 意 是 ， 当 池 藉 着 这 “话 ” 启 示  

自 己 的 时 候 ， 所 有 人 都 来 听 他 ， 信 餌 接  

受 ？也， 最 后 在 救 主 里 因 信 得 救 。

现 代 神 学 家 提 出 这 样 狭 窄 固 执 的 观  

念 ， 认 为 启 示 只 在 於 个 人 与 神 的 相 遇 ， 他  

们 这 样 降 低 启 示 的 真 理 和 圣 经 本 身 ， 原 因  

是 他 们 首 先 假 定 圣 经 并 不 是 真 正 受 神 默 示  

的 话 。 圣 经 本 身 说 明 它 是 人 类 作 者 在 神 的  

默 示 下 写 出 来 的 产 物 。 然 而 ， 近 代 神 学 家  

只 承 认 那 全 然 是 人 类 记 录 关 乎 神 之 大 能 作  

为 的 作 品 。 自 由 派 神 学 家 一 方 面 谈 及 神 的  

大 能 作 为 ， 另 一 方 面 又 否 定 神 把 她 的 话  

—— 圣 经 —— 委 托 给 人 的 大 能 作 为 ， 实 在  

是 极 不 一 致 的 思 想 。 除 了 圣 经 中 的 基 督  

外 ， 再 没 有 别 的 基 督 ； 除 了 主 耶 稣 基 督 所  

賜 予 和 证 实 的 圣 经 外 ， 也 没 有 别 的 圣 经 。

整 本 圣 经 都 见 证 着 莪 恃 （约十 

3 9 ; 徒 十 4 3 ， 十 八 2 B ; 林前十五3丨，’ 
E u g e n e  F. A. ^

参 - 圣 经 的 默 示 • 1332: *圣经

1 34 1 〇

参 考 书 目 ：G  • C  • B e r  k o  u w e r ,

Rev e l a t i o n -, E . B r u n n e r , Revelation ar)(. 
R e a s o n ; B .、A . D e m a r e s t , Genera

R e v e l a t i o n ; C .F .H . H e n r y , 〇〇〇 

Revelation, a n d  Authority, 6 v o l s ; J . 〇fr 

Revelation a n d  Inspiration; E .F . S c o t t, 

N T  I d e a  o f  R e v e l a t i o n ; B .B . W a r f i ei〇 

Revelation a n d  Inspiration.

启示录
Revelation, Book of
ql sh l 1C1

作 者

最 早 期 的 见 证 人 认 为 西 庇 太 的 儿 子， 
使 徒 约 翰 是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亚历山太著名 

的 主 教 ，俄 利 根 的 学 生 狄 尼 修 （死於2M  

年 左 右  > ， 是教会中第一个怀疑启示录是  

否 出 於 使 徒 手 笔 的 人 。 自狄尼修之后，东 

方 教 会 一 直 争 论 有 关 本 书 是 否 出 於 使 徒 手  

笔 的 问 题 ， 直 至 亚 历 山 太 的 亚 他 那 修 （死 

於 3 7 3 年  > ， 才 把 这 浪 潮 转 向 ，重新接受 

使 徒 为 作 者 的 看 法 。 在 西 方 教 会 ，至少自 

第 二 世 纪 中 叶 开 始 ， 启示录已广泛料  

受 ， 并 列 入 主 要 的 正 典 书 目 之 中 。

在 内 证 方 面 ， 以下各点可以肯定地指 

出 约 翰 是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

他 称 自 己 为 约 翰 （一 4 、9 , 二十二8h  

这 极 不 可 能 是 笔 名 ， 而是一个亚西亚众教 

会 所 熟 悉 的 名 字 。

这 约 翰 称 自 己 为 先 知 （一 3 , 二十二 

(; - 1 0 、 1 B 、 1 9 ) ， 他因笤为主作见证而《 

放 逐 （1 - 9 ) 。 以 这 样 的 资 格 ，他带P  

柄 向 众 教 会 说 话 。

他 在 书 中 使 用 旧 约 和 他 尔 根 ，这使 

们 可 以 肯 定 他 是 一 名 巴 勒 斯 坦 的 忧 太 人 ， 

熟 悉 圣 殿 和 会 堂 的 礼 仪 。 他更可能适1  

祭 司 。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究 竟 是 谁 ，诚然 S 一t 

难 题 。 然 而 ， 早 期 及 广 泛 的 见 证 皆 以 以  

约 翰 为 本 书 作 者 ， 而至今也没有人能以  

具 说 服 力 的 论 点 去 否 定 这 说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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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年代、地 点 、对象

只 有 两 个 写 作 曰 期 得 到 支 持 。 较 早的  

日 期 是 在 尼 禄 在 任 （主 后 5 4 - 6 8 ) 后 不 久 ， 

这 说 法 在 启 示 录 本 身 的 内 容 中 有 所 支 持 ， 

其 中 包 括 书 中 谈 及 基 督 徒 受 逼 迫 ， 提 及 尼  

禄再现的神1舌 （再 现 的 尼 禄 将 会 是 全 罗 马  

帝 国 之 恶 撖 的 化 身  > ， 提 及 君 王 崇 拜 （十 

三龟）， 及 圣 殿 （十 一 章 ； 圣 殿 是 於 主 后  

70年 被 毁 的 >«*

另 一 个 更 广 被 接 受 的 日 期 主 要 根 据 爱  

任 纽 的 早 期 见 证 ， 他 声 称 使 徒 约 翰 “ 在 

多 米 田 在 位 （主 后 的 末 年 看 见 启

示，、

本 书 的 写 作 地 点 淸 楚 说 明 是 在 拔 摩  

岛，耶 是 斯 波 拉 提 群 岛 中 的 一 个 海 岛 ， 位 

於 米 利 都 西 南 3 7 哩 ， 在 伊 卡 里 安 海 之 上  

(一9 > 。 约 翰 显 然 是 由 於 见 证 耶 穌 （一 

引 来 宗 教 性 及 / 或 政 府 的 迫 害 ， 被 放 逐 至  

拔窣岛上。

本 书 对 象 也 明 显 是 位 於 罗 马 亚 西 亚 宵  

( 现 今 土 耳 其 西 部 ） 内 的 7个 历 史 上 的 教  

会 ：以 弗 所 、士 每 章 、别 迦 摩 、推 雅 推 叫 、 

撒 狄 、 非 拉 铁 非 及 老 底 瘩 （一 4 、 1丨，二

背景

启 示 录 有 别 於 其 他 新 约 书 卷 的 地 方 ， 

不 在 於 教 义 ， 而 在 於 文 学 体 钺 和 主 题 内  

容 。 启 示 录 是 一 部 预 言 （一 3 ， 二 十 二 7 、 

1 8 、 1 9 > , 其 中 有 警 告 ， 也 有 安 慰 一 宣 

告 未 来 的 审 判 与 祝 福 ， 并 以 象 征 和 异 象 来  

传 达 。

对 於 第 一 世 纪 的 读 者 来 说 ， 其中的语  

言 和 意 象 并 不 如 对 今 天 的 读 者 那 样 希 奇 。 

因 此 ，熟 悉 旧 约 的 预 言 （允 其 是 但 以 理 书  

和 以 西 结 书 ），对 读 者 掌 握 启 示 录 的 信 息  

极 有 帮 助 。

虽 然 其 中 使 用 的 象 征 和 异 象 令 许 多 人  

感 到 迷 糊 和 难 解 ，但 实 际 上 这 些 表 达 方 式  

能 强 烈 而 淸 晰 地 描 述 — 些 未 可 见 的 弔 实 ， 

那 是 其 他 任 何 方 法 都 不 能 做 到 的 。 这样的  

语 言 可 引 发 许 多 不 同 的 槪 念 、联 想 、真实  

的 感 受 ，和 神 抄 的 回 应 ，那 种 效 果 是 多 半  

新 约 书 卷 所 采 用 的 直 接 散 文 形 式 所 不 能 达  

到 的 。

写 给 众 教 会 的 信 指 出 7 间 教 会 中 有 5 

间 已 陷 入 严 茧 的 困 境 中 。 主 要 的 问 题 似 乎  

是 对 基 督 不 忠 诚 ； 这 显 出 了 启 示 录 的 主 题  

不 是 社 会 政 治 性 的 ， 而 是 神 学 性 的 。 约翰  

关 心 那 第 一 世 纪 末 滲 入 教 会 的 异 端 ，过於  

回 应 当 时 的 政 治 处 境 。 这 异 端 似 乎 是 一 种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学 说 。

启 示 录 也 常 被 香 为 屈 於 一 种 圣 经 以 外  

的 犹 太 著 作 ，这 些 著 作 称 为 启 示 文 学 ， 其 

名 称 正 是 由 希 腊 文 “启 示 ”

一 词 而 来 。 这 些 圣 经 以 外 的 启 示 文 学 ， 是 

在 主 前 ‘2 0 0 至 主 后 2 0 0 年 期 间 写 成 的 。 虽 

然 启 示 录 跟 启 示 文 学 有 不 少 相 似 之 处 ， 但 

两 者 也 有 一 些 明 显 的 不 同 之 处 。

约 翰 拥 有 比 犹 太 启 示 文 学 更 簠 要 的 资  

料 来 源 ， 就 是 耶 穌 有 关 末 批 的 教 训 ， 如橄  

榄 山 上 的 言 论 （太 二 十 四 二 十 五 ； 可十  

三 ；路 二 H  — ) „

在 教 会 历 史 上 ， 产 生 了 4 种 解 释 启 示

录 四 至 二 十 二 章 的 传 统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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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派

这 一 派 认 为 除 了 第 一 至 三 章 外 ， 启 示  

录 中 所 有 异 象 都 是 关 乎 末 日 基 督 第 二 次 降  

临 之 前 及 之 后 的 一 段 时 间 。 兽 （十 三 、 十  

七 章 ） 就 是 未 来 的 敌 基 伢 ， 它 会 在 世 界 历  

史 最 后 一 刻 出 现 ， 并 在 蕋 饶 再 来 审 判 世 界  

和 連 立 世 上 千 禧 年 的 国 度 时 逭 击 畋 。

飛 早 期 的 解 经 家 如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死  

於 1 6 4 年 ）、 爱 任 纽 （约 死 於 1 9 5 年 ）、 希 

坡 律 陀 （死 於 2 3 6 年 > 、 维 多 连 奴 （约 死  

於 3 0 3 年 都 厲 於 这 一 派 ， 但 各 有 不 同

的 观 点 。 这 未 来 派 的 论 说 自 十 九 世 纪 起 再  

一 次 卷 土 重 来 ， 并 在 今 天 福 音 派 中 广 受 支  

持 。

历 史 派

顾 名 思 义 ， 这 一 派 认 为 启 示 录 是 一 段  

历 史 的 预 言 。 这 一 派 的 论 说 始 於 义 大 利 夫  

罗 立 斯 的 约 雅 斤 （死 於 1 2 0 2 年  他 是 一  

名 修 道 士 ， 自 称 在 复 活 节 晚 上 得 到 异 象 ， 

看 见 神 在 历 代 中 的 计 划 。 他 看 启 示 录 中 的  

1，2 6 0 日 每 日 为 一 年 时 间 。 在 他 的 构 图 里 ， 

t 启 示 录 是 关 乎 西 方 历 史 事 件 的 预 言 ， 时 间  

由 使 徒 时 代 直 至 约 雅 斤 自 己 的 年 代 。 将 这  

方 法 应 用 於 历 史 而 发 展 出 来 的 各 个 构 图  

中 ， 有 一 个 成 分 是 共 有 的 ： 敌 基 督 和 巴 比  

伦 跟 罗 马 和 教 皇 制 度 有 关 。 后 来 ， 路 德 、 

加 尔 文 及 其 他 改 教 家 也 采 取 这 观 点 。 

过 去 派

这 一 派 认 为 启 示 录 所 提 及 的 是 作 者 的  

时 代 ， 因 此 ， 过 去 派 看 第 四 至 二 十 二 章 这  

主 要 的 内 容 为 描 述 一 些 约 翰 当 代 的 事 件 。 

他 们 认 为 兽 （十 三 章 ） 是 罗 马 帝 国 及 帝 国  

的 祭 司 。 这 是 许 多 现 代 学 者 所 持 有 的 观  

点 。

邱 想 派

这 种 解 释 启 示 录 的 方 法 认 为 本 书 的 基  

本 性 质 是 诗 肷 、 象 征 ， 和 灵 意 的 表 达 。 因 

此 ， 启 示 录 完 全 不 是 要 预 言 任 何 特 别 的 历  

史 亊 件 ； 相 反 地 ， 本 书 是 列 出 一 些 没 有 时  

间 限 制 的 真 理 ， 这 些 真 理 乃 关 乎 那 一 直 在  

教 会 时 代 持 续 着 的 善 与 恶 的 战 争 。 这 解 经  

系 统 比 其 他 三 个 学 派 出 现 的 时 期 较 为 新  

近 。

启 示 录 使 用 旧 约 的 方 法 是 独 特 的 。 在 

书 中 4 0 4 节 经 文 中 ， 有 2 7 8 节 提 及 或 引 述  

犹 太 人 的 圣 经 。 约 翰 经 常 引 述 以 赛 亚 书 •

耶 利 米 书 、 以 西 结 书 和 但 以 埋 书 ，丨 

他 也 多 次 提 及 出 埃 及 记 、 申命记和丨

写 作 目 的 和 教 导
英 国 神 学 家 遂 特 说 • • “ 在 形 式 上 $ 

书 是 一 封 书 信 ， 包 含 启 示 性 的 预 言 ，^  

意 和 内 截 的 目 的 占 ， 本书是一卷教牧的令 

简 。” 作 为 一 个 先 知 ， 约翰是蒙召去 把我

假 信 仰 分 辨 出 来 ----祸餺亚西亚众教会的

失 畋 。 约 翰 希 望 以 耶 穌 因 死 和 S 活捋 

鬼 的 卒 实 来 解 释 基 督 徒 的 受 苦 和 殉 I 彳 

而 鼓 励 基 督 徒 作 真 正 的 门 徙 。约餘以  

明 ， 主 会 为 祂 的 殉 道 者 （如安提帕，二 

1 3 >  B3 雪 。 他揭 示魔 鬼和 那 些跟 从 鲁 之  

人 的 结 局 （十 九 2 0 、 2 1 ， 二十丨〇,丨5丨， 

并 描 述 羔 羊 和 那 些 跟 随 祂 之 人 最 终 的 技  

利 。

内 容 提 要

启 示 录 的 主 要 内 容 以 一 系 列 的 “七’ 

来 安 排 ，有 些 是 明 言 的 ，有些则是暗示的： 

七 教 会 （二 、 三 章 ）、 七 印 （六 、七章丨. 

七 号 （八 至 十 一 章  > 、 七 碗 《十六至十八 

章 > 、七 件 末 后 的 亊 件 （十九至二十二紅  

我 们 也 可 以 环 绕 4 个主要异象去划分本令  

的 内 容 ： （1> 人 子 在 七 教 会 中 的 异 象  

( ― 至 三 章 > ; (2 > 七 个 封 名 的 书 g .

七 号 和 七 碗 的 异 象 （四 1 至十九1〇); 

( 3 > 基 督 再 来 及 这 世 代 之 结 束 的 异 ？ 

( 十 九 1 1 至 二 十 1 、 5 ) ; 及 （4 ) 新天新 

地 的 异 象 （二 H - — 至 二 十 二 阜 > 。

约 翰 的 引 存 （一丨-8)

启 示 录 首 3 章 形 成 一 个 单 元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部 分 。 这 3 章是最为人熟悉的， 

当 中 包 括 全 书 的 引 言 （一 卜 8) •，第一  

异 象 ； 人 子 在 七 灯 台 中 间 （一 

及 致 亚 西 亚 七 教 会 的 信 函 或 信 息 d  

三 2 2 > 。

首 8 节 介 绍 了 全 书 的 内 容 ，其中以 

着 神 学 性 的 内 容 和 细 节 。 在一个简短 M  

言 （丨- 3 节 ） 之 后 ， 约 翰 便 以 古 代 书 _  

冗 长 的 形 式 向 七 教 会 说 话 （4 - 8节 h  

人 子 在 七 个 灯 台 中 N  (— 9至 三 22丨 

简 略 地 指 出 本 书 写 成 的 背 语  

1 1 > 后 ， 约 翰 形 容 他 看 见 “一位好^  

子 ” 的 ， 在 7 个 金 灯 台 中 间 行 走 I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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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h 这 人 表 示 自 己 是 那 荣 糙 的 主 ----耶

林 基 恃 （丨7 、 节 ）， 然 后 解 释 异 象 中 所  

笨 征 的 意 义 （丨9 、 2 0 节 最 后 ， 主 向 亚  

西亚7 个 教 会 分 别 发 出 详 尽 而 独 特 的 信 息

<二1 至 三

迦 百 衣 会 堂 中 描 绘 灯 台 的 雕 刻

致 七 教 会 的 位 （二 1 至 三 2 2 )

这 7 个 教 会 包 含 顺 从 与 不 顺 从 的 典 型  

或 代 表 性 的 特 质 ， 那 是 给 予 各 个 世 代 所 有  

教会的一 个 永 恒 的 提 腿 （参 二 7 、 丨丨、 1 7 、

三 6 、 丨3 、 2 2 ; 特 别 是 二 2 3 > 。 七教  

会 的 次 序 （一 1 1 ， 二 1至 三 2 2 > 反 映 了 古  

时 巡 冋 旅 行 的 路 线 乃 由 以 弗 所 起 行 ， A I 后 

抵 达 老 底 窈 《

每 一 段 信 息 大 致 上 依 M 巷 一 个 一 致 的  

结构，包 括 7个 部 分 ：

1. 首 先 指 出 对 象 是 谁 ， 7 封 信 所 用 的  

部 是 一 个 共 同 的 模 式 ， 如 “你 要 写 信 给 以  

弗 所 教 会 的 使 者 ， 说 …… ”

2. 然 后 提 及 说 话 的 人 是 谁 。 在 每 一 封  

信电， 说 话 者 证 明 自 己 时 、 都 会 重 复 约 翰  

所 见 关 乎 港 锊 的 异 象 及 池 自 我 介 绍 < 一 

U d O ) 的 一 部 分 ， 如 “那 右 手 拿 着 七 星 、 

在 七 个 金 灯 台 中 间 行 走 的 ， 说 …… ” （二 

1，参阅一丨 3 、 1 (5 )。

3 .接 着 约 翰 指 出 说 话 者 所 知 道 的

池 深 知 众 教 会 的 工 作 ，在外表的行为  

以 外 ， 他 们 是 否 真 正 对 池 忠 心 ， 在两个个  

案 31 (撒 狄及 老 底 痛  那 评 核 完 全 是 反  

面 的 。 基 督 教 会 的 敌 人 是 那 欺 骗 人 的 撒  

但 ， 他 要 彻 底 破 坏 众 教 会 对 基 督 的 忠 诚  

(二 1 0、2 钧 。

4. 说 话 者 审 核 了 众 教 会 的 工 作 后 ， 便 

按 他 们 的 情 况 来 宣 判 ， 他 所 用 的 字 眼 如  

“你 把 起 初 的 爱 心 离 弃 了  ” （二 4 > 或 “你 

…… 其 实 是 死 的 ” （三丨 >。 其 中 两 封 信 没  

有 苒 奖 的 话 （撒 狄 、老底 痛  在 各 封信  

中 ，所 有 怠 慢 的 态 度 均 被 视 为 背 弃 昔 曰 与  

基 督 之 关 系 的 行 为 。

5. 耶 穌 为 了 改 正 和 提 醒 各 教 会 ，便颁  

下 一 个 透 彻 的 命 令 。 这 些 命 令 进 一 步 疼 露  

教 会 那 自 欺 的 实 际 本 质 。

6 .  每 一 封 信 都 包 含 一 句 溉 括 性 的 劝  

勉 ：“圣 灵 向 众 教 会 所 说 的 话 ，凡 有 耳 的 ， 

就 应 当 昕 。”圣 灵 的 话 就 是 基 督 的 话 （参 

十九1〇>。

7. 最 后 ，每 封 信 皆 包 含 一 个 奖 励 得 胜  

者 的 应 许 。 每 一 个 应 许 都 是 末 世 性 的 ， 

并 与 本 书 最 后 两 章 相 关 。 此 外 ， 这 些 应  

许 是 创 世 记 二 章 和 三 章 的 回 响 ： 亚 当 在  

伊 甸 园 所 失 落 的 ， 基 督 已 重 新 得 若 有 余 。 

我 们 也 许 可 以 理 解 那 7个 应 许 是 不 同 的 小  

切 面 ， 要 合 起 来 形 成 基 伢 对 信 徒 的 一 个  

大 应 许 ： 哪 里 有 基 督 ， 那 里 就 有 “得胜  

者 ”。

7 个 封 了 印 的 朽 卷 （四 1至八1 >

从 四 章 1节 至 启 示 录 之 末 ， 作 者 广 泛  

地 使 用 意 象 和 异 象 ， 加 上 这 些 材 料 如 何 跟  

一 至 三 章 连 系 起 来 也 是 一 个 问 题 ， 有鉴及  

此 ，所 以 解 经 家 在 处 理 这 些 聿 节 时 有 极 不  

相 同 的 意 见 ，这 是 不 足 为 奇 的 。

一  • 宝 座 、 书 卷 和 羔 羊 （四 1至 五 M > 。 

第 四 至 五 章 合 成 一 个 异 象 ， 包 括 两 部 分 ： 

宝座  < 第 四 章 ），及 羔 羊 与 书 # ( 第 五 章 K  

实 际 上 ，宝 座 的 异 象 《四 至 五 章 ） 及揭开  

七 印 （六至八丨） 是 一 个 单 一 而 连 续 的 异  

象 ， 是 不 应 加 以 划 分 的 ， 我 们 实 在 应 看 宝  

座 的 异 象 为 控 制 右 粮 个 七 印 异 象 ， 并因这  

缘 故 ， 是 控 制 甚 整 徬 书 的  < 参 十 四 1 , 二 

十 二 3 K

神 向 约 翰 揭 示 了 关 乎 神 的 威 严 与 能  

力 （宝座  > 的 崭 新 观 点 ， 使 他 可 以 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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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 与 七 印 有 关 的 事 件 （四 1 - H ; 参 王  

上 二 十 二 1 9 >。 启 示 录 在 这 里 首 次 向 读 者  

介 绍 天 上 与 地 上 交 替 出 现 的 情 景 、 这 情  

莰 在 以 后 各 章 也 经 常 出 现 。 在 地 上 发 生  

的 事 悄 ， 在 天 上 也 有 其 不 可 分 割 的 另 一  

面 。

第 五 章 是 第 四 章 已 开 始 之 异 象 的 一 部  

分 ， 这 异 象 延 续 下 去 就 是 七 印 的 揭 开 （六  

1至 八 丨 ， 参 第 四 章 的 引 言  > 。 整 个 画 面 的  

活 动 集 中 於 被 杀 的 羔 羊 ， 祂 从 坐 在 宝 座 上  

的 那 位 手 上 取 了 书 卷 。 高 潮 的 重 点 是 被 杀  

的 羔 羊 配 受 敬 拜 。

二 揭 幵 首 六 印 （六 卜 1 7 > 。 揭 开 七 印  

的 亊 件 延 续 第 四 至 五 章 已 开 始 的 异 象 。 现  

在 背 景 移 至 地 上 。 封 着 印 的 书 卷 本 身 涉 及  

启 示 录 其 余 部 分 是 关 乎 一 切 奥 秘 的 大 结  

局 ， 即 得 胜 者 和 拜 兽 者 的 历 史 目 标 与 终  

局 。 作 者 大 致 上 暗 示 那 些 印 是 代 表 为 最 后  

要 成 就 的 事 所 作 的 准 备 。 这 些 准 备 亊 件 究  

竞 是 要 等 到 末 日 快 来 临 之 前 才 发 生 ， 还 是  

末 日 之 前 整 段 时 期 都 陆 续 发 生 呢 ？ 这 是 一  

个 较 难 解 决 的 问 题 。

七 印 跟 耶 稣 在 橄 榄 山 上 谈 及 末 日 将 至  

的 兆 头 是 十 分 接 近 的 （太 二 十 四 1 - 3 5 ; 

可 十 三 丨 - 3 7 ; 路 二 十 一 5 - 3 3 ) 。 这 言 论 跟  

启 示 录 主 要 部 分 的 平 行 实 在 太 显 著 ， 叫 我  

们 不 能 忽 视 。 如 此 看 来 ， 七 印 就 相 等 於 撤  

榄 山 言 论 中 之 “产 难 疼 痛 已 开 始 ”。 所 发  

生 的 事 件 跟 七 号 《八 2 至 十 一  1 9 > 和 七 碗  

( 十 五 丨 至 十 六 2 1 > 里 的 事 件 相 似 ， 但 我  

们 不 应 把 这 些 事 件 跟 那 些 较 后 期 和 严 厉 的  

审 判 混 淆 起 来 。

三 . 第 一 个 插 曲 ： 十 四 万 四 千 名 以 色 列  

人 及 穿 白 衣 的 群 众 （七 1- 1 7> 这 一 段

的 语 气 与 第 六 印 之 主 题 事 件 的 语 气 有 所  

不 同 ，• 而 且 第 七 印 延 至 八 章 丨 节 才 揭 开 ， 

显 示 第 七 章 确 是 一 段 插 曲 。 约 翰 首 先 看  

见 一 些 天 使 ， 他 们 等 到 从 以 色 列 各 支 派  

出 來 的 十 四 万 四 千 人 受 了 印 ， 便 把 灾 害  

倾 倒 於 地 上 （丨- 8 节 ）。 其 后 ， 他 看 见 无  

数 的 人 穿 着 白 衣 ， 站 在 神 的 宝 座 前 ； 圣  

经 说 他 们 是 那 些 从 “大 患 难 ” 中 出 来 的  

( 9 - 1 7 节 > 0

有 些 人 把 这 两 群 人 分 为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有 些 人 则 认 为 他 们 是 同 一 群 人 ， 只 是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去 # 而 已 。

四 • 揭 幵 第 七 印 （八丨 > 。 在 描 段 （笔 

章 ） 之 后 ， 最 后 一 印 揭 开 了 ，天上有汽t 

钟 的 寂 舴 ， 目 的 可 能 是 认 真 地 为 临 到 ^  

的 审 判 作 准 备 ， 或 为 脸 听 地 上 殉 者  

喊 （参 六 丨 0 > 。

竹 六 枝 分 筒 （八 ‘2 至 十 一丨4>

在 天 上 的 序 嵇 （八 2 - r〇 之后，^  

便 连 续 地 吹 奏 6 枝 号 简 （八 6 至九 叫  

后 又 再 有 一 个 插 段 （十丨至十一 H )。

首 六 枝 号 筒 （八 6 至九: M ) , 学J 

各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但似乎沿佳的解释是 § 

5 印 在 年 代 上 是 在 七 号 和 七 碗 的 亊 f u  

前 ， 但 第 六 印 已 进 入 了 一 个 愤 怒 的 审 种 时  

期 ， 神 要 在 号 和 碗 的 审 判 中 把 愤 怒 倾 识出 
来 （六 1 2 - 1 7 ) 。 那 么 ， 号的审判是在第 

七 印 中 发 生 ， 而 碗 的 审 判 （十六1.2丨） 

则 在 第 七 枝 号 吹 响 时 发 生 。 所以 ，七印 

七 号 和 七 碗 之 间 有 一 些 重 费 的 地 方 ，但也 

有 先 后 次 序 和 发 展 。

正 如 在 七 印 之 中 一 样 ， 各号筒吹㈣  

均 有 一 个 可 辨 别 的 著 述 模 式 。首丨枝号崎 

跟 后 3 枝 有 别 ， 后 3 枝 被 形 容 为 “祸哉• 

( 八 1 3 ， 九丨2 , 十 一 1 4 ) , 并大致上使人 

联 想 起 出 埃 及 记 中 的 十 灾 。

末 后 的 三 枝 号 的 审 判 十 分 严 厉 ，所以 

特 别 强 调 ， 也 被 形 容 为 “灾 祸 ” < 九丨2丨. 

这 3 枝 号 的 第 一 枝 是 不 寻 常 的 蝗 虫之灾 

( 九 1 -1 1 > , 而第二枝则是一种 像竭 子的  

生 物 之 灾 （九 1 3 - 1 9 ) 。 这两灾可被視为 

成 群 的 鬼 魔 （参 九 1、 〗 1 )。

二 • 第 二 个 插 曲 ： 小书卷和两个见证人  

( 十 〗至 十 一  14 > 。 第十 章 报 重 要 的 f 义 

似 乎 是 确 定 约 翰 的 呼 召 ， 正 如 第 I I节$ 

显 示 ： “你 必 指 着 多 民 、 多 国 、多方，多 

王 再 说 预 言 。” 说 得 更 淸 楚 一 点 ，小书S 

的 内 容 可 能 包 括 启 示 录 第 i * 一 、十二豺 

三 章 。

众 所 周 知 ， 第 十 一 章 是 难 解 的 。"  

提 及 了  M 度 圣 殿 、 祭 坛 及 在 殿 中 礼 M  

人 ， 又 提 到 践 踏 圣 城 4 2 个 月 （丨、21^’ 

还 有 两 位 先 知 见 证 人 被 杀 和 5 活 

节 >〇

关 於 这 一 章 ， 学 者 的 意 见 有 联 大 ^  

歧 ， 有 人 认 为 那 是 指 复 兴 的 犹 太 民  

活 的 先 知 摩 西 、 以 利 亚 ， 也 有 人 # 圣 ^  

真 教 会 ， 在 大 灾 难 时 期 受 到 神 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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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中 。

在世  

破 坏 （十 九 U -2

个 见 证 人 代 表 在 逼 迫 之 下 忠 心 的 教 会 。 

七 枝 々 饨 （十 一 1 5至 十 四 2 0 >

第 七 枝 号 筒 吹 响 ， 在 天 上 有 大 响 声 宣  

4 神 和 垫 谘 胜 过 世 界 。 主 题 是 神 和 基 督 的  

^  双 里 的 国 度 ， 是 永 恒 的 。 这 意象

;曾 一 度 被 篡 夺 和 受 控 制 的 世 上 的  

i 在 你 於 交 还 真 正 的 主 人 和 君 王 手  

f 立 布 真 E 的 君 王 掌 权 了 ，但 敌 人  

到 抑 再 来 才 完 全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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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妇 人 和 龙 （十 二 丨 - 1 7 ) 。 这 一 章 里  

有 3 个 人 物 ： 妇 人 、 孩 子 和 龙 。 同 时 也 有  

3 薛 布 贵 • • 孩 子 出 生 （丨 节  > ， 龙 被 逐 出  

( 7 - 丨2 节 ）， 龙 攻 击 妇 人 及 其 儿 女 （丨3_17 

节 ）。

由 於 经 文 显 示 那 被 攻 击 的 妇 人 ，&  

基 督 出 生 至 约 翰 或 再 后 的 日 子 一 直 存 ^  

实 体 ， 所 以 在 作 者 的 心 目 中 ， 她必定软1 

信 主 的 、 与 神 立 约 的 弥 赛 亚 群 体 。

妇 人 是 在 生 产 的 阵 痛 之 中 （第 2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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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强 调 她 在 肉 体 与 心 灵 上 的 痛 楚 与 苦  

难《其 痛 苦 的 意 义 是 ， 忠 心 的 弥 赛 亚 群 体  

—直 在 受 苦 ， 其 苦 难 是 弥 赛 亚 自 己 和 新 时  

代 到 临 的 前 奏 （赛 二 十 六 丨 7 ， 六 十 六 7 、 

8 ; 弥四丨〇， 五 3 > 。

二 .  两 个 啓 （十 三 丨 - 8 ) 。 第 十 三 章 从  

内 在 的 挣 扎 （十 二 章 ）， 转 移 至 在 地 上 实  

际 攻 击 神 子 民 的 力 M —— 就 是 两 个 得 到 从  

龙 而 来 之 精 力 的 箱 ^ 两 个 兽 所 作 的 ， 就是  

龙 煅 后 向 妇 人 的 后 裔 宣 战 （十 二 1 7 ) 的 

途径。

龙 和 第 一 个 兽 同 谋 引 诱 世 人 敬 拜 兽 。 

两 个 同 谋 者 又 召 来 第 三 个 人 物 —— 从地 中  

上来 的魯 ， 这 兽 必 定 是 与 羔 羊 相 似 ， 以致  

能 i秀 惑 耶 穌 的 跟 随 者 。 在 争 战 进 行 中 ， 龙 

那 欺 骗 人 的 方 法 愈 来 愈 狡 猾 ， 因 此 ， 作者  

呼 吁 读 者 留 意 一 些 标 志 ， 叫 他 们 能 分 辨 像  

羔 羊 的 兽 和 真 正 的 羔 羊 （参 十 三 1 1 与十  

四 U 。

三 .  地 上 的 收 割 （十 四 丨 - 2 0 > 。 前 两 章  

已 向 基 督 徒 指 出 实 际 的 情 况 ， 就 是 末 日 临  

近时，他 们 会 不 断 受 攻 击 ， 并 要 牺 牲 ， 像 

羊一样。 这 部 分 显 示 他 们 的 牺 牲 并 不 是 没  

有意义的。 在 第 七 章 ， 十 四 万 四 千 人 只 是  

受 了 印 记 ，但 他 们 在 这 里 显 然 已 得 着 释 放 。 

狂 涛 过 后 ， 锡 安 山 蛇 立 在 众 水 之 上 ， 羔羊  

坐 在 荣 耀 的 宝 座 上 ， 厲 於 祂 自 己 的 人 围 绕  

着，唱 得 胜 之 肷 ， 神 的 同 在 充 满 了 宇 宙 。

第 十 四 章 简 单 地 回 答 了 两 个 迫 切 的 问  

题：那 些 拒 绝 接 受 兽 之 印 记 和 被 杀 的 人 将  

会 怎 样 （1 - 5节 > ? 兽 和 它 的 众 仆 人 将 会  

如 何 （6 - 2 0节 > ?

七 碗 （十 五 1至十九1〇 >

七 碗 的 审 判 构 成 了  “第 三 样 灾 祸 ”， 

十 一 章 14节 曾 宣 布 这 灾 祸 “快 到 了 ” （参 

肴 有 关 十 一  H 的 注 解  >。 这 最 后 的 灾 难 发  

生 的 时 间 ， 就 是 耶 穌 在 橄 榄 山 上 的 言 论 所  

说 的 “那 些 日 子 的 灾 难 一 过 去 ”， 并 可 能  

是 应 验 了 池 那 关 乎 末 世 的 话 ： “日 头 就 变  

黑了 ，月 亮 也 不 放 光 ，众 星 要 从 天 上 坠 落 ， 

天 势 都 要 踩 动 。” （太 二 十 四 2 9 >

一 准 备 ： 7 位 天 使 掌 管 末 了 的 七 灾 （十 

五 1 -8 >。 第 十 五 章 跟 旧 约 出 埃 及 的 记  

述 有 关 ， 并 强 烈 地 反 映 出 古 代 会 堂 中 的 礼  

仪 传 统 。 这 章 有 两 个 主 要 的 异 象 ： 第一个  

异 象 描 绘 得 胜 者 以 胜 利 的 姿 态 从 严 格 的 考

验 中 出 来 < 2 -4 节 > ; 第 二 个 异 象 是 7个 

穿 着 白 衣 和 金 带 、傘 管 七 灾 （七 碗 > 的天 

使 ， 从 天 上 的 圣 殿 出 来 （5-8节 ）。

二 .  倾 倒 出 碗 之 审 判 （十六丨-21 > 。 这 

些 审 判 迅 速 地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发 生 ， 只在第  

三 位 天 使 和 祭 坛 对 话 时 稍 作 停 顿 ，对话所  

强 调 的 是 神 判 断 之 公 义 （5 - 7节 > 。 这迅  

速 的 节 奏 可 能 由 於 约 翰 欲 表 达 首 G 碗的 远  

景 ，然 后 立 即 来 到 第 七 碗 ； 这 一 碗 对 巴 比  

伦 的 审 判 比 前 6 碗 更 能 引 起 人 的 兴 趣 ，并 

且 作 者 要 详 尽 地 记 述 这 审 判 。 煨 后 3灾的  

效 果 是 社 会 性 和 心 灵 上 的 ， 并从 大自 然 转  

移 至 人 类 。

三 .  大 淫 妇 和 兽 （十七丨-丨8>。 现 代 多  

半 释 经 学 者 皆 认 为 巴 比 伦 代 表 罗 马 城 。 兽 

代 表 整 个 罗 马 帝 国 ， 包 括 其 辖 下 各 省 和 人  

民。

然 而 ， 把 巴 比 伦 简 化 为 罗 马 的 解 释  

并 不 足 够 。 因 这 缘 故 ， 我 们 不 能 将 巴 比  

伦 限 制 於 过 去 或 将 来 一 个 历 史 上 的 实  

体 ； 巴 比 伦 可 有 多 重 意 义 （参 十 一 叫 。 

哪 里 有 撒 但 的 谎 言 ， 那 里 便 有 巴 比 伦 。 

巴 比 伦 在 这 里 最 好 理 解 为 所 有 世 上 坚 持  

与 神 敌 对 者 的 象 征 。 巴 比 伦 是 超 历 史 的  

实 体 ，包 括 一 些 拜 偶 像 国 度 ， 如 所 多 玛 、 

埃 及 、 巴 比 伦 、 推 罗 、 尼 尼 微 和 罗 马 。 

巴 比 伦 是 一 个 末 世 的 象 征 ，代 表 了 撒 但  

的 谎 言 和 势 力 ， 这 是 一 个 賴 天 的 奥 秘 ， 

不 能 完 全 局 限 於 地 上 团 体 。 巴 比 伦 代 表  

世 上 整 个 背 弃 神 的 文 化 ， 而 扼 天 的 系 统  

则 以 新 耶 路 撒 冷 来 描 述 。 罗 马 只 是 整 个  

叛 逆 体 系 其 中 一 个 彰 显 而 已 。

四 .  大 巴 比 伦 的 陷 落 （十 八 1 - 2 4 > 。 第 

十 八 章 描 述 了 先 前 宣 告 过 有 关 大 淫 妇 的  

“审 判 ” （十 七 U 。 约 翰 硌 笤 一 个 商 业 大  

城 之 倾 倒 的 意 象 ，描 绘 大 淫 妇 —— 巴比伦  

----最 后 被 击 倒 „

五 .  因 巴 比 伦 被 毀 而 感 恩 （十 九 卜 5 > 。 

天 上 的 诗 班 忽 然 商 声 歌 唱 ， 进 入 赞 美 神 的  

大 典 中 ，跟 巴 比 伦 大 淫 妇 的 哀 歌 简 直 是 一  

个 强 烈 的 对 比 。

六 .  羔 羊 的 婚 筵 （十 九 6-1 0 >。 最 后 ， 

另 一 批 群 众 （第 (i 节 ）—— 那 荣 救 赎 的 人  

群 （参 七 9 其 歌 声 响 彻 四 周 ， 完成了  

赞 美 的 循 环 。 他 们 说 出 M 后 的 赞 美 —— 哈 

利 路 亚 ， 叫 人 想 起 伟 大 的 王 诗 （九 十 三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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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七 丨 ， 九 十 九 1 K

站 忏 押 米 和 丨 丨 期 N 满 的 计 籴 （十 九 1 丨至

二 十 m

一 .  第 一 和 第 二 件 末 后 的 事 • • 骑 白 马 者 和  

兽 之 被 毀 （十 九 丨 卜 2 1  )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 这 描 述 基 督 再 来 和 兽 最 后 被 击 敗 的 异  

象 ， 可 被 # 为 前 一 部 分 （丨- 1 0 节 ） 的 高  

潮 ， 或 7 件 末 后 的 事 之 第 一 件 ； 7 件 末 后  

的 亊 就 是 ： 基 督 再 来 ； 兽 被 击 畋 ； 撒 但 被  

捆 绑 ； 千 擠 年 ； 撒 但 被 释 放 及 其 最 后 的 结  

局 ； 飛 后 的 审 判 ； 新 天 新 地 与 新 耶 路 撒  

冷-

虽 然 撒 但 在 十 字 架 上 已 遭 受 到 致 命  

的 一 击 （参 约 十 二 3 1 , 十 六 1 1 ) ， 但 他 在  

现 世 仍 继 续 散 布 罪 恶 和 欺 诈 （参 弗 二 2; 

帖 前 三 5 ， 彼 前 五 8 、 9 ; 启 二 1 0 > 。 然 而 ， 

他 是 一 个 被 废 立 的 君 王 ， 现 在 已 在 基 督  

的 主 权 下 ， 只 是 被 容 许 去 继 续 他 的 罪 行  

— 段 短 时 间 ， 直 至 神 的 计 划 完 成 了 。 在 

这 幅 待 及 其 诸 王 和 军 队 被 击 倒 的 图 画 中 ， 

约 翰 让 我 们 看 见 这 些 邪 恶 的 势 力 最 后 要  

迅 速 地 被 万 王 之 王 、 万 主 之 主 完 全 毁 灭  

( 1 7 - 2 1 节 > 。

二 .  第 三 和 第 四 件 末 后 的 事 . • 撒 但 被 捆

绑 和 千 禧 年 （二 十 丨- 6 ) 。 千 檫 年 给 看  

为 末 世 论 中 勒 具 争 议 性 和 最 有 趣 的 问 题  

之 一 。 主 要 的 困 难 是 ： 千 禧 年 是 指 在 地  

上 一 段 和 平 的 统 治 ， 而 这 段 统 治 会 在 这  

世 代 结 束 之 前 出 现 ， 还 是 整 段 经 文 只 是  

象 征 性 的 ， 代 表 基 督 徒 一 些 现 今 的 经 历 ， 

或 一 些 未 来 会 发 生 而 非 历 史 性 的 事 实 。 

前 一 种 观 点 称 为 前 千 稱 年 派 ， 后 一 种 则  

称 为 无 千 m 年 派 。

在 殉 道 的 先 贤 复 活 与 基 督 一 同 掌 权 时  

< 4 - 6 节 ）， 神 命 天 使 捆 绑 撒 但 ， 把 他 迷 惑  

人 的 活 动 从 地 上 除 去 （1 - 3节 ）。

的 结 局 （二 十 7 - 丨0>。 在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八 至 三 十 九 章 中 ， 歌 革 是 指 一 群 北 方 的 外  

邦 入 授 者 之 王 ， 这 些 入 侵 者 特 别 包 括 来 自  

远 方 之 玛 各 地 的 西 古 提 游 牧 民 族 。 然 而 ， 

在 启 示 录 中 ， 这 些 名 字 是 象 征 那 些 被 撒 但  

欺 骗 ， 要 攻 击 圣 徒 的 最 后 敌 人 。 这 意 义 上  

的 改 变 ， 是 因 为 在 拉 比 阁 子 里 ， 常 用 “肷 

革 和 玛 各 ” 来 象 征 诗 篇 第 二 篇 中 那 些 背 叛  

神 和 弥 赛 亚 的 “列 邦 ”。

四 . 第 六 件 末 后 的 事 ： 白色大宝痤的¥ 

( 二 十 1 1 - 1 5 > 。 诗 体 怠 象 的 语 言 抽 ^  

世 上 所 有 亊 物 郎 会 渐 渐 消 逝 的 特 性  

二 1 7 ) 。 现 在 唯 一 实 在 的 ， 是神坐在审_ 

的 宝 座 上 ， 所 有 人 都 必 须 站 在 他 而  

九 2 7 > 。 只 有 祂 的 判 决 是 圣 洁 和 公 义 的  

( 以 “白 色 ” 的 宝 座 作 象 征 这 异  

明 ， 纵 使 世 上 历 史 的 进 程 似 乎 m 神的& t  

背 道 而 驰 ， 但 世 事 没 有 一 天 或 一 刻 携  

神 绝 对 的 主 权 。

五 • 第 七 件 末 后 的 事 ： 新天新地和新 I?路

撒 冷 （二 H  〗至 二 十 二 5 > „ 约翰以•金

石 和 祜 金 ， 纯 如 玻 璃 及 各 样 的 色 彩 ，来辑 

示 一 套 神 学 。 其 中 充 满 许 多 原 始 的 意 1

教 会 被 称 为 新 妇 （二 --- ; 神要将

“生 命 泉 的 水 白 白 賜 给 那 口 渴 的 人  

( 二 十 一 G > ; 十 二 及 其 倍 数 （二十一 12. 

H ' 1 6 、 1 7 、 2 U 代 表 完 全 ； 而四方的

城 表 示 圆 满 （二 十 一 1 6 ) ; 其中充满了 

色 彩 斑 斓 的 宝 石 ， 也 有 光 和 神 的 荣 璀 （二 

十 一 1 1 、 1 8 - 2 1 、 2 3 、 2 5 ，二十二 51 , 

那 里 有 一 道 “生 命 水 的 河 ” （二十二丨） 

和 “生 命 树 （二 十 二 2 ) ; “海”却投 

有 了 （二 H ----1 ) „

这 里 充 满 了 旧 约 的 典 故 。 约翰在本章 

的 意 象 反 映 了 以 赛 亚 书 六 十 、六十五章和 

以 西 结 书 四 十 五 至 四 十 八 章 。 约翰把以赛 

亚 书 中 新 耶 路 撒 冷 的 异 象 ， 跟以西结书中 

新 圣 殿 的 异 象 编 织 起 来 。 旧约各种应许iC 

聚 在 约 翰 的 思 想 中 ， 这似乎显示他认为  

耶 路 撒 冷 是 所 有 这 些 预 言 的 应 验 ，那$也 

有 创 世 记 一 至 三 章 的 典 故 ： 没有死亡和痛 

苦 ， 神 好 比 在 伊 甸 园 中 与 人 同 住 ，有生命 

树 ， 咒 诅 已 除 去 。 天 地 万 物 已 回 S 其原来 

的 特 质 。

我 们 可 留 意 这 异 象 跟 那 致 七 教 会 的 由  

件 中 ， 给 予 得 胜 者 的 应 许 （二至三章 

是 有 关 连 的 。 例 如 ， 神 应 许 收 生 命 树 紗  

弗 所 的 得 胜 者 （二 7 ; 参 二 十 二 ： 给 

推 雅 推 啤 彳 的 得 胜 者 賜 制 伏 列 国 的 权 枘 ^  

2 6 ; 参 二 十 二 5 > ; 给非拉铁非的捋胜者

写 上 神 之 城 的 名 -----新 耶 路 撒 冷 （三|2;

参 二 — 2 、 9 - 2 7 )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全事 

启 示 录 中 各 主 要 部 分 都 有 出 现 在 二 十 1  

二 十 二 章 之 中 。

三 . 第 五 件 末 后 的 事 ： 释 放 撒 但 及 其 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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妁 翰 的 结 m  (二 十 二 6 - 2 i >

先 前 的 赞 美 歌 （一 卜 8 ) 以 完 美 的 技  

巧 又 再 一 次 在 结 语 中 响 起 ： 本 书 以 众 天  

使、耶 穌 、 圣 灵 . 新 妇 ， 及 最 后 以 约 翰 的  

说 话 （第 2 0 节 ） 来 结 束 。

A l a n  F. J o h n so n  

参 • • 启 示 文 学 • 1 1 7 9 :  • • 但 以 理 书 •

284： •末世论" 1 0 8 1 :  •约翰的生平和著作 -

2212。

参 考 书 目 ： I.  T .  B e c k w i t h .  The  

Apoca ly p s e  o f  John ' ,  G . B.  C a i r d ,  The 

Re vela ti on o f  S t  J o h n  th e D i  vi ne\  H . 

Hailey.  R e v e la t io n ： W .  H e n d r i k  s e n .  More  

Than Con  qu  ©r〇 r s ;  M . K i d d l e  , The  

Re vela ti on o f  St J o h n  ; G  .E . L a d d , A 

Commemtary on the R e v e la t io n  o f  John;  

H. Lilje,  The L a s t  B o o k  o f  the B i b l e ： W.  

Mi l l igan, The B o o k  o f  R e v e la t io n ;  R.  H. 

Mo u n c e .  The  B o o k  o f  R e v e la t io n ;  C.  A.  

Scott ,  The Book  o f  th e  Reve la t ion ;  H. B . 

Swete,  The A p o c a l y p s e  o f  St. J o h n ： M. C.  

T e n n e y ,  I n t e r p r e t i n g  R e  ve la  tiorr, J . 

F . Wa l vo o  r d , T h e  R e v e l a t i o n  o f  J e s u s  

Christ.

启示文学
Apocalyptic
ql s h l w 6 n x u 6

该 词 源 出 希 腊 文 ， 意 谓 来 自 神 的 预  

示；被 引 用 为 指 关 乎 未 来 审 判 的 一 套 思 想  

或 一 种 文 学 形 式 。 圣 经 中 存 在 两 种 主 要 的  

末世论， 两 者 都 相 信 神 将 於 不 久 采 取 行 动  

来 拯 救 其 子 民 ， 并 惩 罚 那 些 压 迫 者 。 第一  

种 称 为 “先 知 末 世 论 在 旧 约 中 占 主 要  

地 位 ）， 预 期 神 会 在 历 史 中 施 展 作 为 ， 将 

人 和 大 自 然 恢 复 到 堕 落 前 的 完 美 状 态 ； 第 

二 种 称 为 “启 示 末 世 论 ”， 期 待 神 先 要 毀  

灭 那 丑 恶 黑 暗 的 旧 秩 序 ， 然 后 才 会 使 世 界  

电 新 恢 复 为 光 明 的 乐 园 。

启示论的缘起

启 示 末 世 论 显 然 是 在 强 敌 入 侵 的 形 势  

下，在 犹 太 人 中 发 展 起 来 的 神 学 思 想 。

自 主 前 六 世 纪 初 ， 先 知 末 世 论 开 始 消  

沉，代 之 而 起 的 是 启 示 末 世 论 ， 且 逐 渐 为  

史 多 人 所 接 受 。 但 以 理 书 成 书 於 主 前 六 世

纪 ，可 谓 是 最 早 的 一 部 启 示 文 学 。 主前五  

世 纪 玛 拉 基 书 问 世 ， 竞 成 为 M 后一部先知  

书 ，从 此 而 至 基 保 教 成 立 以 前 的 i曼长岁月 

中 ，再 未 听 到 先 知 的 预 言 。至 於 启 示 文 学 ， 

虽 以 先 知 但 以 理 为 发 端 ，但后 继 者 却 出 现  

甚 晚 ，这 些 犹 太 启 示 文 学 均 成 书 於 主 前 三  

世 纪 至 主 后 二 世 纪 初 这 段 期 间 。 及至主后  

1 3 5年 ， 巴 柯 巴 领 导 的 第 二 次 犹 太 起 义 遭  

罗 马 人 镇 压 之 后 ， 启 示 文 学 便 5 然 而 止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犹 太 教 主 义 。

有 些 学 者 独 持 异 见 ，认 为 启 示 论 本 出  

自 祅 教 或 其 他 宗 教 ，是 主 前 六 世 纪 之 后 随  

入 侵 者 进 入 以 色 列 的 ， 其 实 ， 早在主 前六  

世 纪 以 色 列 人 臣 服 於 外 邦 帝 国 之 前 ， 以色 

列 的 先 知 文 学 便 已 经 有 了 启 示 论 的 特 点 。

启示论的特点
二 元 论

启 示 论 必 强 调 神 与 撒 但 势 如 水 火 的 对  

立 斗 争 。 凡 人 类 、 民 族 ， 以 至 超 自 然的 力  

S  ( 天 使 、魔 鬼 > 都 壁 垒 分 明 ， 非厲神即  

屈 撒 但 。撒 但 虽 然 被 认 为 是 神 和 人 的 仇 敌  

(创三丨- 丨9 ; 伯 一6 - 丨2 , 二丨 - 8 ) ，但只要  

以 色 列 人 能 谨 守 与 神 所 立 的 约 ， 撒 但 的 恶  

力 就 无 从 施 展 。外 敌 的 统 治 使 以 色 列 人 如  

历 腿 梦 ， 当 时 可 深 切 感 受 撒 但 猖 撅 於 世 的  

巨 大 压 力 。 虽 然 启 示 文 学 的 作 者 是 针 对 不  

同 时 代 欺 凌 以 色 列 的 不 同 民 族 ， 但 那 些欺  

压 以 色 列 人 的 民 族 都 被 视 为 撒 但 的 奴 仆 ， 

他 们 对 神 及 其 子 民 倒 行 逆 施 之 罪 必 然 会 导  

致 其 彻 底 毁 灭 。

决 定 论

启 示 论 以 一 个 确 定 不 移 的 信 念 为 基  

础 ， 即 尽 管 暂 时 的 处 境 或 苦 不 堪 言 ， 怛神  

及 其 子 民 终 会 战 胜 仇 敌 。 启 示 决 定 论 与 宿  

命 沦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宿 命 论 相 信 万 事 皆 听  

命 於 一 种 无 意 念 的 必 然 命 运 ； 启 示 论 则 寄  

望 於 一 位 全 能 的 神 ，祂 将 使 池 的 子 民 战 胜  

一 切 在 世 和 炅 界 的 仇 敌 。 许 多 启 示 论 均 有  

对 以 色 列 或 基 督 教 会 未 来 历 史 的 预 言 ， 并 

指 出 结 局 必 然 是 神 及 其 子 民 大 获 全 胜 。 但 

以 理 为 尼 布 甲 尼 撒 解 梦 即 是 一 例 ：他以巨  

人 像 不 同 质 料 的 各 个 部 分 象 征 争 雄 称 霸 的  

列 国 ； 以 非 人 工 所 凿 的 石 头 象 征 神 的 国 ； 

巨 像 将 被 石 头 砸 得 粉 碎 ， 石 头 却 要 变 成 大  

山 ， 布 满 天 下 （但 二 3 丨-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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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观 论

启 示 末 t!i 论 认 为 在 神 大 获 全 胜 之 前 必  

有 一 个 全 球 性 的 大 灾 难 降 临 於 世 。 这 是 该  

论 不 同 於 先 知 末 世 论 的 主 要 地 方 。 某 些 启  

示 论 （如 但 以 理 书 > 认 为 神 必 然 要 积 极 千  

预 历 史 的 进 程 ， 削 弱 恶 势 力 而 将 神 的 国 逐  

步 引 入 。 另 有 一 些 启 示 论 （如 约 翰 所 写 的  

启 示 录  > 则 强 调 神 在 重 建 崭 新 的 世 界 之  

前 ， 必 先 毁 灭 那 个 旧 有 的 世 界 （启 二 十 一  

1 ; 参 彼 后 三 丨 〇 > 。 这 种 启 示 论 的 总 观 念  

珐 ： 世 亊 需 坏 透 才 能 转 好 • • 这 种 理 论 在 以  

色 列 欢 度 黄 金 时 代 （主 前 十 世 纪 至 七 世  

纪 ） 之 际 自 然 是 无 人 问 津 ； 然 而 自 主 前  

5 8 6 年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之 后 ， 启 示 论 者 就 以  

为 犹 太 人 的 问 题 只 有 在 神 对 众 人 和 列 国 之  

亊 作 出 M 后 干 预 的 悄 况 下 ， 才 能 有 转 机 „ 

以 二 元 论 和 悲 观 论 为 基 础 的 一 个 启 示 论 点  

就 是 有 “两 个 世 代 ” 的 观 念 ， 指 现 在 的 世  

代 和 即 来 的 世 代 。 现 世 代 是 邪 恶 的 世 代 ， 

为 撒 但 及 其 仆 役 所 统 治 ； 即 来 的 世 代 却 充  

满 神 国 的 福 祉 。 一 连 串 的 末 世 事 件 将 使 现  

世 终 结 ， 而 展 开 新 的 世 代 。 保 罗 所 谓 “这  

世 界 的 神 ” < 林 后 四 ， 就 是 指 统 治 “现  

世 代 ” 的 撒 但 。

对 末 批 的 渴 m

启 示 论 的 另 一 特 点 是 急 切 盼 望 神 缩 短  

这 恶 世 的 岁 月 而 早 日 使 神 国 降 临 ， 恰 如 但  

以 理 书 内 有 人 问 道 ： “这 奇 异 的 事 到 几 时  

才 应 验 呢 ？ ” （但 十 二 6 > 又 如 约 翰 的 呼  

求 ： “主 耶 稣 啊 ， 我 ® 你 来 ！ ” （启 二 十  

二 2 0 ) 切 切 仰 望 神 从 速 干 预 和 取 胜 ， 这  

就 使 神 的 民 在 万 难 忍 受 的 逆 境 中 能 满 怀 盼  

望 ， 深 受 鼓 舞 ， 活 出 与 未 来 天 国 相 配 的 生  

命 （彼后三丨丨 - 1 3 ; 启 二 十 一 5 - 8 ) 。

启 示 文 学 的 特 点

圣 经 正 典 的 启 示 文 学 只 有 两 部 ： 旧 约  

的 但 以 理 书 和 新 约 的 启 示 录 。 然 而 ， 非 正

典 的 启 示 文 学 ---- 包 括 犹 太 教 的 作 品 和 基

籽 教 的 作 品 -----流 传 下 来 的 却 相 当 不 少 。

就 成 书 的 时 间 来 看 ， 犹 太 教 作 品 均 写 成 於  

主 前 三 世 纪 至 主 后 二 世 纪 之 间 ； 基 督 教 作  

品 则 写 成 於 主 后 二 世 纪 至 四 世 纪 之 间 。 此  

外 ， 未 衹 辑 成 书 的 零 篇 散 窣 尚 有 不 少 ， 如 

关 於 耶 好 登 橄 榄 山 训 道 的 记 载 （参 可 十  

三 ； 太 二 十 四 ； 路 二 十 一 ） 即 厲 其 ― ， 圣

经 学 者 曾 称 之 为 “小 启 示 录 ”。总的来$ 

可 视 为 启 示 文 学 的 作 品 均 具 济 一 定 的 _ 

征 ， 略 可 分 述 如 下 ：

伪 托 性

除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之 外 ，启示文彳 

多 为 伪 托 之 作 ， 即作者隐限其名而托  

人 的 作 品 „ 这 一 特 点 已 成 定 则 ，所以以 

文 学 的 作 品 又 名 “伪 经 ” （即伪托他人纟 

名 的 经 典 例 如 ， 一部策汛而成的以  

作 品 《以 诺 一 书  > , 大约适若千作者％  

於 主 前 二 世 纪 至 主 后 一 世 纪 之 间 ，却“ 

亚 当 后 商 以 诺 （创 五 2 1 - 2 4 ) 之秀作. X  

他 启 示 作 品 也 都 托 名 旧 约 的 诳 要 人 物 ，j| 

如 亚 当 和 夏 娃 、 雎 西 、 以 赛 亚 、巴录，s 

罗 门 、 以 斯 拉 等 „ 由於这些启示作品均 It 

现 在 旧 约 正 典 成 书 之 后 ， 故而伪托正典先 

贤 之 名 以 达 广 传 的 目 的 。 早期基督教的启 

示 作 品 也 有 伪 冒 彼 得 、 保 罗 、多马等圣後 

之 名 者 ， 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增加书的权  

威 性 。

多 布 异 象

启 示 文 学 所 记 都 是 作 者 自 称 得 到 天 g 

神 渝 ，多 以 异 象 形 式 显 示 。作者详加描ii. 

往 往 加 上 洽 释 。 如但以理书的后半部丨 g 

七 至 十 三 ） 即 充 满 这 类 异 象 ；启示录全书 

更 是 如 此 。 旧约先知文学固也不乏这种自  

示 性 的 异 象 （参 赛 六 ； 摩七至九•，亚-至 

六 > ， 但 启 示 文 学 却 以 这 类 异 象 的 记 0  

主 体 ， 是 全 书 的 主 要 文 学 形 式 和 结 构 . 作  

者 有 时 从 梦 境 领 受 启 示 的 内 容 （如但以3 

书 ） ； 也 有 时 领 受 启 示 者 亲 历 其 境 ，时  

其 所 见 所 闻 （例 ： 启示录•，参林后十二| 

^ 保 罗 自 述 其 经 历 〉。 作者往往不明异 t 

之 意 ， 遂 有 “讲 解 异 象 的 天 使 ”出来租清 

异 象 的 深 义 （例 ： 但八丨 5 - 2 6，九‘20•仏 

十丨8 至 十 二 4 ; 启 七 1 3 -丨7 , 十七7.m .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记 述 的 异 $ 当黟 

者 的 实 际 经 历 ； 其 他 的 启 示 文 学 作 者 ^  

只 是 把 异 象 形 式 作 为 一 种 文 学 手 段 ^  

用 ， 而 非 亲 身 经 历 。

多 泔 象 征

旧 约 先 知 虽 也 常 用 象 征 来 传 述 丨 W  

但 先 知 异 象 中 的 象 征 比 较 来 说 仍 不  

即 使 有 ， 也 较 为 简 单 （赛 六 6 、7; l̂ 1 

至 八 3 > 。 随 着 预 言 的 减 少 ， 先知异一 

的 象 征 便 日 见 深 奥 • ， 直至撒迦利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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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几 近 於 后 来 的 启 示 文 学 • • 启 示 异 象 的  

象 征 较 先 知 异 象 的 深 奥 而 古 怪 。 但 以 理 在  

异粜中见有4 巨 将 （但 七 ）， — 个 像 狮 子 ， 

有 * 的 翅 膀 ， 且 两 腿 直 立 如 人 （但 七 4 > 。 

约 翰 则 记 ^ 个 活 物 各 有 6 个 翅 膀 ， 遍 体 内  

外都 长 满 了 眼 阽 （启 四 6 - « ) 。 这 等 怪 物  

在 启 示 异 象 中 壊 见 不 鲜 。 这 种 象 征 的 怪 异  

在 於 强 调 隐 匿 中 的 真 体 ， 是 何 等 重 要 且 又  

如 何 超 然 於 理 智 之 上 ； 其 深 奥 性 更 使 人 急  

切 解 破 这 些 象 征 的 意 义 》 但 以 理 和 约 翰 笔  

下 那 富 有 荤 征 性 的 异 象 ， 俱 说 明 未 来 和 超  

自 然 的 现 实 是 远 远 超 越 人 类 经 验 和 理 性 范  

畴》

费澉性

启 示 文 学 的 基 本 主 题 是 宇 宙 由 创 造 到  

完结的历史， 以 及 神 和 池 的 子 民 在 历 史 中  

的主要角色。 圣 经 思 想 的 基 本 架 构 是 一 部  

救恩史。 启 示 观 则 从 世 界 历 史 的 演 进 中 看  

到 了 这 部 救 恩 史 的 轮 廊 。 救 恩 史 是 新 旧 两  

约 的 作 者 共 有 的 独 特 观 念 《• 在 人 类 历 史 ， 

尤 其 是 选 民 历 史 的 进 程 中 ， 神 藉 他 的 救 赎  

行 动 和 多 方 启 示 已 淸 晰 地 显 现 了 自 己 。

诚 然 ， 但 以 理 的 中 心 议 题 是 以 色 列 ， 

他 的 许 多 异 象 描 述 的 世 界 各 国 仿 如 神 施 展  

作为的舞台， 以 色 列 在 这 舞 台 上 当 然 是 担  

当主角 „ 同 样 ，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虽 然 是 在 安  

慰 和 激 励 当 年 的 基 督 徙 ， 但 也 涉 及 在 罗 马  

权 下 的 基 督 教 会 的 经 历 u 

弥 赛 亚主义

尽 管 犹 太 教 的 启 示 文 学 不 一 定 提 及 弥  

赛亚，然 而 基 督 教 的 启 示 文 学 ， 尤 其 是 启  

示录， 都 以 耶 穌 作 为 弥 赛 亚 的 身 分 ， 并占  

笤 主 要 的 地 位 * *在 但 以 理 书 中 ， 犹 太 人 期  

待 的 弥 赛 亚 ， 虽 然 尚 非 中 心 ， 但 已 十 分 重  

要 （但 七 1 3 、 丨 4 , 九 2 5 ) 。 某 些 犹 太 教 的  

启 示 作 品 则 全 无 提 及 弥 赛 亚 ， 如 《擠 年  

书 >、《以 诺 二 书 > 、 < 摩 西 升 天 记 > 、 《巴 

录—书 》、 《以 诺 一 书 > (— 3 6 , 九 I~ 一至  

— O 四 章 ） 等 „ 另 有 一 些 启 示 文 学 则 描 述  

一 位 作 祭 司 的 弥 赛 亚 ， 或 是 像 大 卫 的 弥 赛  

亚。这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弥 赛 亚 形 象 可 以 说  

明，基 督 教 诞 生 以 前 的 犹 太 教 对 此 尚 缺 乏  

完 整 统 一 的 观 念 。

D a v i d  E. A u n e

参 • 末 世 论 ” 1 0 8 1 :  • 世 代 - 1 4 4 5 :

1 太 教 " 2 1 6 0 :  • • 圣 经 的 诠 f ?_  1 3 3 5 :  •主

再 来 - 2 3 5 4 。

参 考 书 目 ： J .  B l o c k ,  O n  叻 e  

A p o c a l y p t i c  in  J u d a i s m ： F . C .  B u r k i t t ,  

Jew 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ses-,  H . M . 

H u g h e s , The Ethics of  Jewish Apocryphal  

Literature： P . S .  M i n c a r ,  NT Apoca lyp t ic  ： 

H . H . R o w l e y ,  The R e le v a n c e  o f  

Apoca lypt ic ' ,  D . S .  R u s s e l l ,  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 ic .

铅
Lead
qian

蓝 灰 色 、质 重 的 软 金 W 。

#  ' 矿 物 、 金 和 宝 石 " 8 3 3 。

千夫长
Tribune
qian fu z h ^ng

罗 马 军 官 ， 为 步 兵 队 （丨， 0 0 0 人 ）的 

司 令 。 在 新 约 里 ， 千 夫 长 是 耶 路 撒 冷 城 中  

罗 马 驻 军 的 司 令 （例 ： 徒 二 十 一 3 1 ， 二 

十 二 2 4 , 二 十 三 丨0 , 二 十 四 2 2 ) 。 保罗在  

耶 路 敝 冷 被 囚 时 ， 便 受 到 一 名 千 夫 长 的 保  

护 （徙二十一  3 3 ) 。

千禧年
Millennium
qian xT ni^n

圣 经 用 词 ， 意 指 基 飪 作 王 丨 ，0 0 0 年 

(“千 禧 年 ” 一 字 是 从 拉 丁 文 “一 千 ” 借 

用 过 来 > 。 关 於 千 擒 年 的 教 义 ， 主 要 经 文  

在 启 示 录 二十 章丨 至 6 节 （在 这 段 经 文 中 ， 

希 腊 文 “一 千 ” 这 词 共 出 现 了  3 次 ）。 基 

督 作 王 1, 0 0 0年 的 观 念 ， 圣 经 也 有 其 他 经  

文 的 支 持 ， 如 使 徙 行 传 三 章 丨 9 至 2 1 节 和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2 3 至 2 6 节 ， 这 些 经 文  

都 是 谈 及 未 来 万 物 要 复 兴 ， 基 督 将 会 作  

王 。 有 关 千 谘 年 这 教 义 的 明 显 教 导 只 有 在  

启 示 录 中 可 见 ， 因 而 各 派 学 者 也 有 不 同 的  

诠 释 ， 对 其 觅 耍 性 的 衡 饭 亦 各 异 。

无千禧年

无 千 擠 年 派 （没 有 可 见 的 、地 上 的千  

禧 年 国 度 ）强 调 启 示 录 的 象 征 性 ， 认为目  

前 ， 就 是 在 现 今 的 世 代 ， 撒 但 已 被 捆 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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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会 正 经 历 千 禧 年 的 国 度 。 也 许 无 千 禧 年  

观 点 的 於 大 问 题 在 於 它 对 启 示 录 二 十 草 的  

两 次 复 活 没 有 完 满 的 解 释 。 虽 然 两 处 的 希  

腊 文 用 珊 郞 相 同 ， 但 第 一 处 （启 二 十 4 > 

被 解 释 为 灵 性 的 复 活 ， 第 二 处 （二 十 r> > 

则 解 释 为 肉 体 的 复 活 。 可 是 ， 经 文 本 身 并  

没 有 显 示 作 者 在 两 处 有 不 同 的 用 意 。 因 

此 ， 无 千 擠 年 派 通 常 被 指 为 不 正 确 地 把 圣  

经 灵 意 化 。

后 千 禧 年
后 千 禧 年 派 （基 忮 在 千 禧 年 过 后 才 再  

来 ） 认 为 福 音 工 作 的 进 展 造 成 了 千 禧 年 的  

国 度 。 这 解 释 的 重 点 在 於 进 展 。 这 平 安 的  

年 代 可 看 作 是 将 来 的 ， 也 可 看 作 是 基 督 第  

— 次 降 临 时 已 开 始 ， 并 且 一 直 持 续 ， 直 至  

福 音 得 胜 了 世 界 ， 全 球 大 部 分 人 口 已 归 信  

基 督 。 后 千 f l l年 派 虽 有 种 种 形 式 上 的 分  

歧 ， 却 一 致 强 调 基 督 要 在 千 禧 年 后 才 再 回  

来 。 千 禧 年 的 国 度 并 非 由 基 督 第 二 次 的 来  

临 和 m 肉 身 的 显 现 所 带 来 的 。

前 千 禧 年

跟 上 述 两 种 观 点 不 同 的 是 前 千 檫 年 观  

( 基 督 在 千 檢 年 国 度 之 前 再 来 > 。 这 派 的  

解 释 坚 持 基 督 会 再 次 降 临 地 上 ， 以 可 见 和  

大 能 的 方 法 建 立 一 个 和 平 的 国 度 。 前 千 禧  

年 派 学 者 强 调 我 们 必 须 以 严 谨 和 一 致 的 态  

度 来 解 释 启 示 录 中 的 异 象 ， 并 考 虑 书 中 原  

有 的 思 路 。 书 中 的 景 象 是 极 富 象 征 性 的 ， 

但 也 有 真 实 性 的 意 义 。 书 中 事 件 发 生 的 次  

序 对 经 文 的 解 释 尤 其 重 要 。 首 先 是 第 十 九  

章 的 基 督 再 来 ， 跟 苕 有 撒 但 被 捆 绑 1 , 0 0 0  

年 以 及 圣 徒 第 一 次 复 活 ， 与 基 督 一 同 作 王  

1 , 0 0 0 年 （启 二 十 1 - 6 > 。 其 后 是 撒 但 得 释  

放 ， 那 些 被 迷 惑 的 ， 就 是 “歌 革 和 玛 各 ”， 

要 与 基 督 及 其 子 民 战 争 ， 腐 鬼 最 后 被 毁 灭  

( 二 十 7 - 1 0  > 。 然 后 是 煨 后 的 审 判 和 第 二  

次 复 活 的 描 述 （二 十 1 1 - 1 5 ) , 随 之 而 来  

就 是 新 天 新 地 （启 二 十 一 ）。

前 千 擠 年 派 学 者 坚 持 这 一 连 串 事 件 要  

求 我 们 # 千 擠 年 、 基 督 作 王 为 基 督 再 来 之  

后 一 件 将 来 要 发 生 的 真 实 事 件 。 无 千 禧 年  

派 和 后 千 擠 年 派 视 千 擠 年 为 基 籽 再 来 前 ， 

现 今 的 教 会 时 代 ， 甚 或 是 将 来 甚 锊 再 来 前  

要 发 生 的 节 件 ， 这 等 舒 法 均 不 足 以 解 释 启

示 录 中 各 事 件 的 出 现 次 序 。

除 了 这 文 字 上 的 论 点 外 ，还有〜个# 

学 观 点 上 的 问 题 ： 前千擯年派把笔货我纟 

的 得 胜 放 在 人 类 历 史 的 进 程 中 n 耶ft | 

说 ， 教 会 一 直 相 信 基 锊 在 十 字 架 上 所 則  

的 胜 利 ， 在 基 督 再 来 、 在世上作王时，8[ 

以 被 世 人 和 魔 鬼 的 全 军 搢 见 ^ • 这 H 我们ft 

相 信 的 就 不 只 是 一 种 灵 界 或 W 天的胜札 

而 是 相 信 神 真 的 要 介 入 世 界的历程中，给 

世 人 带 来 公 义 与 和 平

然 而 ， 这 观 点 也 隐 藏 右 前 千 W 年深、 

个 最 大 的 弱 点 。 圣 经 并 没 有 详 细 汫 5 $ &  

和 复 活 的 圣 徒 如 何 可 以 在 一 个 未 更 新 的 世  

界 作 王 ， 管治一些仍按其本性生活的万并  

万 族 。 这 仍 未 得 解 决 的 问 题 使 许 多 解 经 I  

却 步 ， 转而选择其他方法去解释启示录二  

十 章 。

H o b e r t K. Farrdl

参 • 末 世 论 • 1 0 8 1 : -审判 - 1319: 

• 复 活 " 4 3 7 .  _启 示 录 _ 1170. •主再?、’

2354〇

参 考 书 目 ： L  B o e t t n e r . Thf 

M i l l e n n i u m : R . G . C l o u s e , e d .,

M e a n i n g  of the Mi lie nnium： A.A 

H o e k e m a , The Bible a n d  the Future, 

K i k , A n  E s c h a t o l o g y  of Victory, If 

W a l  v o o r d . The Millennial Kingdom.

钱币
Coins
q i ^ n  b i

钱 币 是 商 品 交 换 的 媒 介 ，金 K 制 

— 定 的 形 状 、 重 還 和 成 色 ，并镌有易^  

认 的 权 威 标 记 ^ 英 文 的 “钱 币 ”- 词 M  

指 制 造 金 械 货 币 使 用 的 一 种 楔 形 w 橡1  

考 ，早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末 就 有 锝 币 之 举 （按 

英 文 指 “铸 币 所 ” 的 和 指 <  

的 “M o n e y ”， 均 源 自 拉 丁 词 M o m W  

代 表 罗 马 女 神 优 娜 ， 因掖初曾在优  

内 铸 币  > 。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希 腊 史 f 希梦11 

德 记 述 ， 吕 底 亚 国 王 克 利 萨 斯 （ 

5 6 0 - 5 4 6 ) 首 铸 金 银 合 金 的 古 币 ；铸W  

似 也 是 该 王 的 创 举 。 金 、 银 、钢通的^  

抗 蚀 性 极 高 ， 可 经 久 存 ， 加之币面  

年 代 和 其 他 方 面 的 铭 文 ， 故 有 很 A 的0  

价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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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币 虽 广 被 接 纳 为 交 易 媒 介 ， 但 不 免  

有 弄 虚 作 假 之 举 • 流 通 的 钱 币 常 有 牌 品  

(如 在 次 金 賴 表 面 镀 银 > ， 所 以 很 多 古 钱  

上 郎 带 有 检 验 币 质 的 深 槽 《 这 种 做 法 直 至  

十 八 世 纪 才 消 失 ， 因 为 是 时 已 发 明 了 在 钱  

ifi的 边 缘 压 印 花 边 之 法 来 防 止 伪 造 。

巴 勒 斯 坦 最 古 的 钱 币

波 斯 大 利 乌 大 帝 在 位 期 间 （主 前  

5 2卜4 8 6 ) , 始 有 官 府 发 行 的 钱 币 流 通 於  

巴勒斯坦。 是 时 有 金 币 “达 利 克 ” 和 其 他  

银币，币 形 椭 阳 面 均 铸 有 波 斯 王 受 袍  

加莬图， 王 面 右 半 跪 ， 右 膝 着 地 ，左 手 拿  

弓，右 手 拿 箭 （或 矛  >。 金 银 币 大 小 相 同 ， 

一 金 币 价 值 相 等 于 1 5 枚 银 币 。 阴 面 均 空  

白，这 是 波 斯 古 币 的 共 同 特 征 ^

以 斯 拉 记 二 章 6 8 、 （3 9 节 记 所 罗 巴 伯  

领 导 回 国 的 犹 太 人 捐 金 6 1 , 0 0 0 达 利 克 ， 

来 重 修 毀 於 尼 布 甲 尼 撒 之 手 的 圣 殿 ， 这是  

圣 经 首 次 提 及 正 式 货 币 单 位 之 处 ， 自此记  

值 均 用 “达 利 克 而 古 老 的 “他 连 得 ” 

和 “舍 客 勒 ” 便 专 作 重 ® 单 位 使 用 了 。 这 

是 一 个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转 变 。 尼 希 米 记 载 各  

宗族捐金 4 丨，〇〇〇达 利 克 ， 捐 银 数 千 弥 拿  

<尼七7 0 - 7 2 )。 这 “弥 拿 ”并 非 货 币 单 位 ， 

而 是 巴 比 伦 重 S t 单 位 。 丨 弥 拿 银 子 相 当 於  

7 〇 米 所 波 大 米 “德 拉 克 玛 ”。

波 斯 银 币 在 巴 勒 斯 坦 通 行 之 日 ， 在西  

方 普 遍 流 行 的 雅 典 钱 币 ‘‘四 德 拉 克 玛 ” 

( 价 值相 当 於 4 个 德 拉 克 玛  > ， 开 始 流 通 至  

腓尼基、 以 色 列 和 非 利 士 的 沿 海 一 带 。 考 

古 学 家 从 地 中 海 东 岸 挖 出 了 大 蛩 雅 典 钱  

币 < • 这 些 钱 币 在 波 斯 帝 国 期 间 ， 以 至 波 斯  

帝 国 被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征 服 之 后 （主 前  

334-33 0 ) ,  — 直 流 通 使 用 „ 四 德 拉 克 玛  

钱 币 的 重 擻 和 设 计 一 直 保 持 不 变 ， 其 阳 面  

铸 雅 典 娜 头 像 ， 面 右 ， 賊 花 环 头 盔 ； 阴面  

铸 枭 鸟 正 面 图 ， 身 略 右 倾 ， 其 右 端 有 “雅 

典”字 样 ， 其 左 上 端 铸 橄 榄 一 枝 ， 象 征 女  

忡 賜 给 雅 典 城 之 恩 忠 。 钱 体 厚 逭 ， 银质 极  

纯，在 国 际 贸 易 中 大 受 靑 睐 ， 希 腊 商 人 使  

用 这 种 货 币 ， 大 受 欢 迎 ， 从 小 亚 细 亚 输 入  

各 仲 货 物。

由 於 这 种 钱 币 极 受 欢 迎 ， 巴 勒 斯 坦 的  

犹 大 省 曾 仿 铸 钱 币 自 用 ， 其 币 面 有  

“Y H I )” （犹 大  > 字 样 可 资 识 别 。 舔 近 非

利 士 边 界 某 城 所 铋 之 银 币 ， 阳 面 铸 一 人  

( 或 神 > 之 头 像 、 虬 耵 ， 面 右 ，戴东 方式  

帽 子 ； 阴 面 为 雅 典 枭 并 橄 榄 枝 ，铸工极祖  

劣 。 这 种 钱 币 今 出 土 者 极 少 ， 可知当年流  

通 不 多 。 还 有 一 种 价 值 二 德 拉 克 玛 的 银  

币 ， 为 希 腊 帝 国 钓 於 主 前 四 世 纪 ， 而於整  

个 罗 马 时 期 犹 通 行 不 废 „ 希 腊 钱 币 於 亚 历  

山 大 帝 国 时 代 ， 曾 在 西 起 今 之 南 斯 拉 夫 、 

东 达 巴 基 斯 坦 这 样 辽 阀 的 领 域 内 流 通 ，在 

犹 大 的 商 业 上 自 然 也 是 重 要 的 货 币 之 一 。

波 斯 时 代 腓 尼 基 两 大 商 埤 推 罗 和 西 顿  

所 发 行 的 舍 客 勒 银 币 ，在亚 历 山 大 东征 后  

仍 流 通 於 犹 大 地 。 西 顿 舍 客 勒 银 币 铸 有 城  

墙 难 堞 ，一 泊 於 港 内 的 商 船 并 两 头 立 狮 拱  

卫 左 右 ； 另 有 一 种 价 值 两 舍 客 勒 的 银 元 ， 

阳 面 铸 有 波 斯 王 携 两 名 随 从 驾 车 趋 左 ， 阴 

面 铸 战 船 破 浪 而 行 。

至 於 推 罗 的 舍 客 勒 饯 币 ， 阳面 铸 锦 袍  

珠 冠 的 巴 力 骑 鸟 興 鱼 尾 神 驹 ， 立 在 浮 於 海  

的 大 鱼 背 上 ； 阴 面 有 埃 及 枭 ， 面 右 ， 并有  

作 为 法 老 王 徽 的 牧 杖 和 撻 枷 。 在希 腊 时 期  

和 西 流 基 时 期 ，推 罗 还 发 行 了 一 种 四 德 拉  

克 玛 （或 舍 客 勒 ）的 希 腊 式 银 币 ， 阳面有  

巴 力 赫 拉 克 里 头 浼 ，戴 胜 利 花 环 ； 阴面有  

左 趋 大 鹰 一 只 ， 并 有 铭 文 为 “庇 护 圣 城 推  

罗 ”。 这 些 银 币 均 钸 有 发 行 日 期 ， 最 晚 的  

铸 於 主 前 1 2 6年 ，其 时 西 流 基 王 朝 允 准 推  

罗 有 自 治 权 。 主 前 3 1年 ，死 海 附 近 的 修  

道 中 心 昆 兰 毀 於 地 丧 ，直 至 二 十 世 纪 经 考  

古 发 掘 ， 从 修 道 院 储 截 室 的 地 下 掘 出 大 ®  

古 币 、 为四德拉克 : 玛和二德拉克玛的推罗  

银 币 。 根 据 耶 穌 时 代 的 出 土 古 币 ， 可知推  

罗 舍 客 勒 於 巴 勒 斯 坦 通 行 多 年 。

圣 经 记 栽 使 徒 彼 得 从 鱼 口 中 取 出 “一 

块 钱 ’’， 恰 够 他 和 耶 穌 当 缴 的 税 银 （即 

“圣 殿 税 ”， 参 太 十 七 2 7 ;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作 “舍 客 勒 ”>， 这 “一 块 钱 ” 大 槪 就 是  

推 罗 的 四 德 拉 克 玛 银 币 。 加 略 人 犹 大 卖 主  

所 得 的 “三 十 块 钱 ” 大 槪 也 是 这 种 推 罗 银  

币 ， 但 也 许 是 西 流 基 王 朝 末 年 ， 腓力普 斯  

非 拉 铁 弗 在 位 时 《主 前 9 ‘2 - 8 3 > 发 行 的 一  

种 银 币 。 该 币 阳 面 为 王 的 头 像 ， 曲 发 ； 阴 

面 是 坐 姿 的 丢 斯 ， 手 捤 尼 克 （胜 利 女  

神 > ; 币 上 有 大 字 铭 文 ：“国 王 腓 力 以 比  

反 尼 非 拉 铁 弗 ”。 “以 比 反 尼 ” 意 即 神 的  

显 现 ，“非 拉 铁 弗 ” 即 “弟 兄 相 爱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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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力 王 在 位 正 当 西 流 基 王 朝 袞 畋 之 时 ， 战  

亊 频 仍 ， 他 大 m 铸 造 和 发 行 货 币 ， 以 致 今  

日 所 见 之 腓 力 古 币 较 西 流 基 其 他 诸 王 遗 世  

的 古 币 均 多 。

西 流 基 • 王 朝 的 四 德 拉 克 玛 银 币 通 行 於  

巴 勒 斯 坦 之 前 ， 埃 及 银 币 呰 充 斥 那 里 的 市  

场 。 亚 历 山 大 帝 国 甫 崩 ， 多 利 买 便 控 制 了  

巴 勒 斯 坦 ， 直 至 主 前 2 0 0 年 ， 多 利 买 五 世  

被 权 利 亚 安 提 阿 古 三 世 击 溃 之 后 ， 政 权 始  

行 易 手 。 起 初 ， 西 流 基 诸 王 也 像 多 利 买 诸  

王 一 样 ， 对 其 治 下 的 犹 太 宗 教 很 是 宽 容 ， 

但 是 后 来 却 采 取 了 严 酷 的 镇 压 政 策 。 结 果  

便 发 生 了 主 前 1 7 5 年 1 2 月 犹 大 马 加 比 所 领  

导 的 犹 太 人 起 义 ， 将 圣 殿 中 的 异 教 污 染 淸  

除 一 尽 ， 贲 新 向 神 奉 献 圣 殿 。 这 个 胜 利 的  

日 子 被 定 为 “修 殿 节 ”， 年 年 加 以 隆 重 纪  

念 -

“他 连 得 ” 是 重 觅 单 位 ， 也 用 作 代 表  

一 定 数 S 的 金 或 银 ， 在 钱 币 出 现 之 前 曾 作  

交 换 媒 介 。 主 前 1 3 3 年 ， 马 加 比 王 朝 的 许  

尔 堪 为 保 存 耶 路 撒 冷 起 见 ， 曾 动 用 大 卫 墓  

穴 中 储 藏 9 0  ()年 之 久 的 储 备 ， 以 3 ，0  0 0 他  

连 得 白 银 为 赎 金 ， 换 得 西 流 基 王 安 提 阿 古  

七 世 从 耶 路 撒 冷 撤 兵 。 主 后 6 (S 年 罗 马 人  

从 圣 殿 中 掠 去 黄 金 1 7 他 连 得 ， 相 当 於 现  

今 西 欧 大 都 会 中 丨 7 幢 高 级 住 宅 的 价 值 。

马 加 比 至 希 律 亚 基 帕 一 世 期 间

这 个 时 期 ， 犹 太 人 虽 在 本 族 王 朝 统 治  

之 下 ， 却 仍 沿 用 推 罗 、 埃 及 和 西 流 基 王 朝  

的 钱 币 ， 直 至 多 年 之 后 ， 始 有 本 国 的 新 币  

发 行 。 新 铸 的 犹 太 钱 币 银 舍 客 勒 ， 币 面 图  

案 是 一 n 圣 杯 和 一 束 石 榴 ， 原 以 为 是 西 门  

马 加 比 在 位 期 间 （主 前 1 4 2 - 1 3 4 ) 铸 造 的 ， 

近 年 经 考 古 发 掘 证 明 ， 当 为 第 一 次 犹 太 革  

命 期 间 （主 后 6 G - 7 0 ) 所 发 行 。

犹 太 人 铸 币 之 初 颇 有 一 些 困 难 。 首 先  

是 新 5 1 铸 所 ， 其 次 是 缺 乏 造 模 铸 型 的 工  

匠 ； 再 者 ， 当 时 犹 大 通 行 的 钱 币 全 是 异 邦  

所 铸 ， 工 艺 之 枋 湛 固 然 是 犹 太 人 所 望 尘 莫  

及 ， 且 币 面 非 王 者 像 即 神 衹 像 ， 这 是 犹 太  

人 所 绝 不 能 仿 制 的 ， 因 为 十 诫 明 令 . • “不  

可 为 自 己 雕 刻 偶 像 ” （出 二 十 4 > 。 直 至 罗  

马 统 治 时 期 ， 才 有 铸 罗 马 皇 帝 头 像 的 钱 币  

出 现 於 巴 勒 斯 坦 。

哈 斯 摩 宁 （也 称 马 加 比 ） 王 朝 的 许 尔

堪 一 世 （西 门 马 加 比 之 子 ， 主前  

在 位 ） 始 发 行 本 朝 钱 币 ， 铸造了一种称作  

“雷 普 顿 ” 的 铜 钱 ， 价 值 ^丨 仙 德 拉 克 肖  

( % « 〇 舍 客 勒  > ; 阳 面 有 一 对 羊 角 和 石 彻

图 案 ， 象 征 神 賜 的 丰 足 ； 阴面以花环为  

缘 ， 铭 文 是 ： “大 祭 司 约 翰 并 犹 太 国  

今 从 出 土 的 古 币 中 常 见 有 该 种 钱 币 ，且以 

亚 历 山 大 杨 纽 （许 尔 堪 一 世 之 子 ）年间发 

行 者 为 M 多 见 《 是 时 各 地 往 耶 路 撒 冷 圣 較  

礼 拜 者 甚 多 ， 如 欲 奉 献 金 找 ， 则先黹将各 

种 钱 币 兑 换 成 犹 太 m 普 顿 ， 为此於圣殿外  

邦 人 院 内 专 设 有 兑 换 处 。 耶 稣 “推倒兑换 

银 钱 之 人 的 桌 子 ” （太 二 十 一  1 2 ) ，“倒出 

兑 换 银 钱 之 人 的 银 钱 约 二 1 5 当中 

提 及 的 那 些 “银 钱 ”， 恐 怕 大 多 是 哈 斯 摩  

宁 王 朝 所 铸 的 雷 普 顿 小 钱 。 耶 稣 曾 称 赞 -  

个 穷 寡 妇 所 奉 上 的 “两 个 小 钱 ”， 无疑即 

这 雷 普 顿 ， 耶 稣 说 ： “他 们 （财 主 ）都是 

自 己 有 余 ， 傘 出 来 投 在 里 头 ； 但这寡妇是 

自 己 不 足 ， 把 她 一 切 养 生 的 都 投 上 了  

( 可 十 二 4 4  >

主 前 6 3 年 ， 许 尔 堪 二 世 （哈斯摩宁 

王 朝 开 创 者 约 翰 马 加 比 之 孙  > 与其弟亚利 

多 布 二 世 有 王 位 之 争 ， 忮请罗 马大 将庞 培  

调 解 。 庞 培 大 军 一 来 ， 整 个 圣地 遂落 入了  

罗 马 的 掌 握 之 中 。 后 来 许 尔 堪 二 世 虽 仍 有  

称 王 ， 但 只 是 虚 有 其 表 ， 实权已落入安提  

帕 特 之 手 ， 其 子 便 是 最 得 罗 马 宗 主 欢 心 的  

大 希 律 。 大 希 律 先 是 在 安 东 尼 的 支 持 下 取  

得 了 犹 大 实 权 ， 后 又 於 主 前 3 8 年娶许尔 

堪 二 世 的 孙 女 为 妻 ， 疏 得 了 拥 护 哈 斯 摩 宁  

王 朝 的 犹 太 人 的 欢 心 。 主 前 3 1 年 ， 安东 

尼 於 艾 克 田 之 役 被 奥 克 他 温 （该撒亚古士  

督 ） 击 溃 ， 大 希 律 又 与 胜 利 者 议 和 ，且取 

得 了 统 治 巴 勒 斯 坦 全 境 的 “藩 王 ”地位。

大 希 律 既 获 权 铸 币 ， 在 币面设计上可  

随 意 而 为 ， 但 是 他 仍 照 旧 样 铸 造 。 他发行 

了 雷 普 顿 小 铜 币 ： 阴 面 仍 是 羊 角 加 石 榴 東  

的 老 图 案 ， 只 在 阳 面 铸 上 了  “希 律 王 ”的 

名 号 。 后 又 发 行 一 种 大 铜 币 ， 阳面是一个  

马 其 顿 战 盔 ， 阴 面 是 一 尊 很 精 致 的 三 足 祭  

坛 ， 并 饼 有 希 律 名 号 。 希 律 在 位 晚 年 又 有  

铸 麦 穗 、 鹰 、 花 环 图 案 的 铜 币 问 世 。除锕 

币 外 ， 希 律 始 终 未 发 行 银 币 ， 只使用外邦  

的 银 币 ， 如 推 罗 、 叙 利 亚 、 小 亚 细 亚 、罗 

马 、 希 腊 等 银 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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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前 4 年 大 希 律 崩 ， 其 子 希 律 亚 越 老  

即f i U 他 发 行 的 铜 币 P日 面 是 — 束 怖 萄 ， 并  

有希賠铭文； 阴 面 有 马 其 顿 双 翔 战 盗 。 币 

d 濟 潲 简 图 案 始 於 许 尔 堪 二 世 ， 今 又 为 现  

代 以 色 列 闽 所 采 用 （见 1 9 4  B 年 发 行 的 第  

-批硬币  这 显 然 是 出 自 圣 经 将 以 色 列  

人 喻 为 冲 所 栽 种 的 葡 翎 树 之 典 故 （赛 五 h

主 后 4 年 ， 希 律 安 提 帕 登 基 ， 他 已 失  

去 对 犹 大 和 撒 玛 利 亚 的 治 权 ； 原 犹 太 王 国  

的 本 土 已 为 罗 马 总 督 所 控 制 ， 他 们 则 直 接  

听 命 於 罗 马皇 帝。 犹 大 省 首 任 巡 抚 是 舟 波  

扭，他 疫 於 叙 利 亚 总 督 居 里 纽 辖 下 的 （参  

路二2 ) 。 是 时 有 一 系 列 新 铜 币 发 行 於 世 ， 

图 案 多 是 农 林 作 物 ， 如 棕 榈 枝 、 海 枣 树 的  

羽状叶冠等， 另 也 有 花 环 和 羊 角 。 以 后 数  

十 年 虽 时 有 新 币 发 行 ， 但 图 案 多 不 离 此  

洛。

罗 马 署 犹 大 巡 抚 以 本 丢 彼 拉 多 （主 后  

26-36在 任 ） 最 为 人 知 。 <也 监 制 的 铜 钱 在  

图 案 上 颇 能 标 奇 立 异 ： 如 一 种 铜 币 其 阳 面  

有 占 卜 官 的 权 杖 图 （状 似 牧 羊 杖  > ; 有 长  

柄 勺 图 （是 祭 礼 上 舀 汤 献 祭 的 器 具 > ; 阴 

面 镌 罗 马 皇 帝 年 号 （主 后 3 0 - 3 1 ) 。 圣 经  

记 载 穷 寡 妇 投 作 捐 项 的 两 枚 铜 钱 有 可 能 是  

彼 拉 多 在 任 时 所 铸 ， 但 更 可 能 是 哈 斯 摩 宁  

王 朝 许 尔 堪 或 杨 纽 所 发 行 的 旧 铜 币 ， 因 这  

沖 铜 币 的 设 计 绝 无 异 教 影 响 ， 故 最 宜 用 於  

圣殿捐项。

希 律 亚 雄 帕 一 世 （大 希 律 的 嗣 孙 ， 主 

后3 7 - 4 4在 位 ） 发 行 的 钱 币 甚 多 ， 在 遗 世  

的 古 币 中 常 有 所 见 。 他 继 承 了 希 律 家 族 的  

亲罗马政策， 这 在 他 的 钱 币 图 案 上 也 有 所  

反映。有 一 种 铜 币 ， 阳 面 图 案 是 一 把 锥 形  

伞 （大 槪 是 象 征 希 律 王 朝 对 犹 太 百 姓 的 保  

护），伞 下 镌 希 腊 文 标 明 是 亚 基 帕 一 世 在  

位；阴 面 是 麦 秘 图 案 ， 共 3 德 ， 也 有 年 号  

镌文。希 律 亚 基 帕 还 为 该 撒 利 亚 港 特 铸 一  

忡大 锏 币 ， 今 已 罕 见 其 阳 面 为 亚 基 帕 头  

像并 有 铭 文 ： “该 撒 之 友 亚 基 帕 王 ” ； 其  

阴 面 为 一 手 掌 船 蛇 ， 一 手 持 丰 饶 角 的 人  

I 有 铭 文 ： “该 撒 在 奧 古 斯 都 港 ”。

另 有 一 种 直 径 一 吋 的 大 铜 币 ， 其 阳 面  

涛 皇 帝头 像 ， 有 铭 文 是 “提 庇 留 该 撒 亚 古  

t 锊” ； 阴 面 铸 庙 廊 ， 有 年 号 并 铭 文 如 阳  

面 者 铸 於 庙 廊 墙 上 ， 另 有 二 人 在 庙 廊 门 前  

相向而立。 据 考 ， 该 庙 是 i 亥 撒 利 亚 的 亚

古 士 督 庙 ，二 人 则 一 为 提 庇 留 ，一 为 希 律 。 

从 年 号 可 知 ， “提 庇 留 ” 其 实 是 革 老 丢  

( 主 后 4 1 - 4 5 在 位 ）， 因 为 革 老 丢 即 位 后 的  

帝 号 曾 用 “提 庇 留 革 老 丢 土 俜 斯 ”。 希律  

亚 甚 帕 一 世 既 死 （徒 十 二 2 0 - 2 3  ) ， 则 犹  

太 人 的 附 谢 王 朝 也 随 之 结 束 了 。

新 约 时 代 的 罗 马 钱 币

早 在 主 前 3 1 8 年 ， 罗 马 人 即 铸 铜 币 流  

通 於 世 ， 名 为 “阿 斯 ”。 罗 马 一 磅 的 f f i M  

称 “阿 斯 ”， 相 当 於 今 制 之 1 2盎 司 。 起初  

铜 币 之 重 实 足 1 2 盎 司 ， 商 旅 携 带 不 便 。 

后 来 则 渐 减 ， 形 也 趋 圆 ， 至 主 前 2 4 1 年 ，

每 枚 阿 斯 已 减 至 2 盎 司 ； 又 5 0 年 ， 则 减 至  

% 盎 司 。 於 耶 稣 降 生 前 后 ， 罗 马 官 府 曾 为  

亚 西 亚 诸 进 特 铸 铜 币 以 资 流 通 。 此 种 铜 币  

阳 面 是 亚 古 士 督 头 像 ， 阴 面 为 月 桂 花 环 。 

其 时 尚 通 行 一 种 小 钱 ， 仅 及 ％ 阿 斯 。

在 希 腊 古 币 中 也 有 一 种 小 铜 钱 称 “阿 

沙 利 安 ”， 首 铸 於 主 前 一 世 纪 ， 至 基 督 教  

时 代 仍 通 行 。 其 中 一 款 设 计 ， 於 阳 面 铸 斯  

芬 克 斯 （翼 狮 怪 兽 ） 像 ， 阴 面 为 一 双 耳 酒  

坛 图 案 。 新 约 所 谓 “一 分 银 子 ”， 不 知 是  

阿 沙 利 安 ， 还 是 阿 斯 ， 抑 或 是 值 ％ 阿 斯 的  

小 钱 ？ 圣 经 说 “两 个 麻 崔 不 是 卖 一 分 银 子  

吗 ？ 太 十 ‘2 9 ; 参 太 五 2 6 ; 可 十 二 42; 

路 十 二 6 > 显 然 ， 经 文 之 意 是 极 言 其 值 之  

微 ， 故 圣 经 译 本 也 以 本 国 最 低 币 值 的 钱 币  

来 翮 译 ， 如 钦 定 本 之 “法 寻 ” （按 ： “法 

寻 ” 为 英 囯 旧 时 值 ％ 便 士 之 硬 币 ） 及 和 合  

本 之 “一 分 银 子 ”。

希 腊 文 的 迪 纳 里 斯 （钦 定 本 译 作 “便 

士 ”， 和 合 本 译 作 “一 钱 银 子 是 新 约  

时 代 一 个 普 通 劳 动 者 一 天 的 工 价 。 如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章 2 节 记 述 一 位 家 主 雇 工 在 他 的  

葡 萄 园 工 作 ， 讲 定 的 工 价 是 " 一 天 一 钱 银  

子 ” ； 而 当 时 的 旅 馆 贽 用 ， 一 宿 是 “二 钱  

银 子 ” （路 十 3 5 > 。 由 於 罗 马 的 迪 纳 里 斯  

对 英 国 货 币 的 影 响 ， 后 来 英 国 的 “便 士 ” 

都 以 “d ” 为 代 号 。

既 然 佣 工 一 日 的 工 价 才 是 “ 一 钱 银  

子 ”， 所 以 耶 稣 的 门 徒 听 见 要 为 五 千 人 预  

备 膳 食 ， 就 十 分 疫 惊 地 说 ： “就 是 二 十 两  

银 子 的 饼 ， 叫 他 们 （五 千 人 ） 各 入 吃 一 点  

也 是 不 够 的 ’’ （约 六 7 >  ; 那 是 相 当 於 一  

个 劳 动 者 工 作 2 0 0 天 的 工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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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用 的 “亚 基 利 安 ” 是 银 子 之 通  

新 0 所义即《 财 （路 九 3 ; 徒 八 2 0 ) ， 

的 货 申 而 论 ， 既 可 能 指 每 枚 为  

沐 当 时 的 银 市 ， 也 可 能 指 罗 马 的 迪 纳

在 世 期 间 并 一 世 纪 之 后 半 期 ， 巴 

所 流 通 的 金 币 银 币 主 耍 来 自 罗 马 。

德 拉 克 玛 的 大 银 币 ， 却 是 来 自  

另 尼 难 和 安 提 阿 。 新 约 常 提 及 的 银  

成s  w 罗 马 的 迪 纳 里 斯 和 希 腊 的 德 拉 克  

卩 迄 今 出 土 白 勺 古 币 中 ， 却 极 少  

妈 ^ 一 世 纪 锊 的 德 拉 克 玛 ， 可 见 该 词 在 当  

j 多 是 指 罗 马 的 迪 纳 里 斯 〃 迪 纳 里 斯 与 德  

拉 克 玛 在 大 小 与 价 值 上 差 不 多 。 据 考 罗 马  

当 局 准 许 賊 邦 自 铸 钱 币 的 情 况 只 是 少 数 ， 

这 恐 怕 是 德 拉 克 玛 渐 次 绝 迹 的 主 要 原 因 。

~ 疑 耶 穌 童 年 时 代 犹 有 犹 流 该 撒 铸 的 迪  

纳 里 斯 流 通 於 近 东 一 带 。 犹 流 该 撒 晚 年 始  

祷 有 其 头 像 的 银 币 。 其 早 年 的 银 币 则 有 两  

式：一 为 铸 维 纳 斯 头 像 （他 们 相 信 该 女 神  

是 犹 流 家 族 之 本 源  为 铸 大 象 图 或 其

他 象 征 武 功 的 图 案 （纪 念 犹 流 征 服 高 卢 > 。 

另 有 一 种 迪 纳 里 斯 ， 阳 面 铸 犹 流 立 像 ， 戴 

大 祭 司 面 翠 ， 币 上 有 铭 文 为 ： “永 远 的 独  

裁者该撒” （这 是 主 前 4 5 年 元 老 院 授 予 犹  

流的称号 > ; 阴 面 铸 维 纳 斯 立 像 ， 左 手 执  

铜杖，右 手 握 胜 利 女 神 尼 克 小 像 ， 下 铸 一  

行小字， 是 铸 币 者 的 名 字 。

i亥 撒 亚 古 士 督 诏 令 天 下 作 人 口 普 査  

二 k  2 > ， 时 值 耶 稣 降 生 （主 前 6 或 5 

亚 古 士 督 在 位 很 久 （主 前 2 7 至 主 后  

^ ) ， 发 行 的 迪 纳 里 斯 有 数 种 之 多 。 其 阳  

全 为 ^ 古 士 督 像 ， 且 有 铭 文 为 “神 子 亚  

士 倍 ’’（即 犹 流 该 撒 之 子 ， 犹 流 已 被 元  

其 ^ 溢 加 神 的 称 号 > ; 阴 面 则 各 有 不 同 ：

京 ; ^ 亚 古 士 督 之 孙 该 犹 策 马 趋 右 图 ， 背  

时 值 ^ 面 军 旗 。 该 币 铸 於 主 前 《年 左 右 ， 

孙 你 针 1延 生 前 不 久 。 其 — 铸 亚 古 士 督 两  

币 上 ^ 均 穿 战 ；袍 ， 持 矛 拥 盾 ， 相 向 而 立 ， 

电 窃 以 祭 具 为 饰 ， 铭 为 ： “亚 古 士 督 之  

绘， 罗 马 执 政 官 ， 靑 年 领 袖 该 犹 和 卢  

古 士 督 确 曾 寄 厚 望 於 两 孙 ， 希 望  

於病， 己 位 ， 不 料 二 人 俱 早 殇 ： 后 者 亡  

亡。’ *]者 在 亚 美 尼 亚 阵 前 负 伤 ， 不 治 而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 9 节 记 耶 稣 向 那

法 利 赛 人 ®  了 - 个 银 币 ， 上 

• 在 二 提 庇 留 : 二 : 币 二 面 以

7 神 亚 古 士 督 之 子 提 庇 留 该 撒 亚 古 士  

督 ； 阴 面 有 大 祭 司 像 ， 端 坐 於 宝 座 ， 面 

右 ， 手 持 火 炬 ， 有 铭 文 为 “大 祭 司 ”， 指 

提 庇 留 。 另 尚 有 一 种 金 币 “奥 里 斯 ，，流通  

於 当 世 ， 阳 面 铸 提 庇 留 像 及 铭 文 跟 迪 纳  

里 斯 一 样 ； 阴 面 有 四 马 战 车 一 乘 ， 铭 文 称  

提 庇 留 “第 十 七 任 保 民 官 ，，之 衔 并 记 他  

7 次 凯 旋 进 入 罗 马 之 事 。 以 上 种 种 可 说 明  

该 币 铸 於 主 后 1 5年 或 1 6年 。

提 庇 留 约 死 於 耶 稣 殉 难 后 7 年 ， 其侄  

孙 该 犹 该 撒 即 位 ， 史 称 卡 里 古 拉 。 卡 里 古  

拉 甫 即 位 ， 便 革 去 彼 拉 多 总 督 职 ， 将 治 理  

犹 大 的 权 力 交 付 希 律 亚 基 帕 。 卡 里 古 拉 自  

封 为 神 ， 荒 淫 无 度 ， 无 法 无 天 。 他 所 发 行  

的 迪 纳 里 斯 阳 面 有 他 的 头 像 和 名 号 ； 阴面  

有 众 星 环 卫 之 中 的 亚 古 士 督 头 像 ， 显 然 立  

意 神 化 他 。

主 后 4 1 年 ， 卡 里 古 拉 被 杀 ， 革 老 丢  

在 御 林 军 拥 立 之 下 即 帝 位 。 他 在 位 期 间 有  

大 饥 荒 袭 临 近 东 ， 遂 有 保 罗 从 马 其 顿 和 希  

腊 众 教 会 箅 集 捐 项 ， 援 救 耶 路 撒 冷 之 举 。 

革 老 丢 发 行 的 迪 纳 里 斯 均 铸 年 号 ， 阳 面 有  

和 平 女 神 像 ， 手 持 祥 槔 ， 有 蟒 缠 绕 其 上 ， 

右 手 有 蛇 一 条 ， 铭 为 “亚 古 士 督 平 安 吉  

祥 ”。 然 而 他 的 统 治 却 绝 无 安 宁 可 言 。 他 

於 主 后 5 4 年 被 杀 ， 其 养 子 尼 禄 即 位 。

据 早 期 教 会 传 统 ， 彼 得 和 保 罗 二 使 徒  

於 尼 禄 在 位 期 间 殉 道 ， 时 在 主 后 6 4 年 ’ 

值 罗 马 大 火 ， 基 督 徒 被 诬 为 纵 火 犯 而 作 了  

替 罪 羊 。 推 想 彼 得 和 保 罗 必 熟 知 尼 禄 所 发  

行 的 银 币 。 这 种 迪 纳 里 斯 均 铸 尼 禄 年 号 并  

其 “国 父 ” 头 衔 ； 阴 面 铸 坐 姿 女 神 像 ， 面 

左 ， 铭 为 “撒 菇 丝 ”， 意 若 “拯 救 ”、 " 康 

宁 ，’，或 ‘•福祉” ； 另 有 奥 里 斯 金 币 ， 阴 面  

有 士 兵 像 ， 持 矛 左 向 H ‘第 十 任 罗 马  

保 民 官 ，，字 样 ， 指 尼 禄 所 兼 之 职 ， 由 此 可  

知 挤 币 的 时 间 是 主 后 6 3 年 。

知 1 鄉 流 通 的 货 币 除 =  之斯银外币

3 二 纳 里 斯 者 ， 故 可 知 大 银 币 可 能  

S 二 东 的 通 货 ， 铭 文 是 希 腊 文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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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拉 丁 文 。

希 律 亚 基 帕 一 世 之 后 的 巴 勒 斯 坦 银  

币

希 律 亚 基 帕 死 后 ， 革 老 丢 即 复 派 巡 抚  

署 理 犹 大 行 政 ， 其 事 多 不 详 ， 铸 币 之 事 尤  

无 佐 证 。 惟 巡 抚 腓 力 斯 在 任 6 年 间 ， 有 颇  

大 批 铜 钱 问 世 ， 首 为 革 老 丢 在 位 期 间 所  

铸 ， 直 至 主 后 5 4 年 仍 有 发 行 ； 后 於 尼 禄  

在 位 期 间 再 铸 。 主 后 5 9 年 ， 非 斯 都 上 任 ， 

代 腓 力 斯 为 犹 大 巡 抚 （徒 二 十 四 2 7 > 。 他  

是 革 老 丢 的 家 宰 ， 是 释 奴 出 身 。 他 在 任 期  

间 仍 流 通 革 老 丢 铜 钱 。 该 币 阳 面 为 皇 帝 年  

号 ， 阴 面 铸 皇 后 名 ， 左 右 有 花 环 相 拱 。 尼  

禄 铜 币 阳 面 图 案 为 两 面 并 立 的 盾 牌 ， 中 间  

有 交 叉 的 标 枪 ， 并 有 铭 文 注 明 年 号 ； 阴 面  

为 一 株 果 实 累 累 的 海 枣 树 ， 并 镌 尼 禄 别  

号 。 铜 币 铭 文 全 标 有 在 位 皇 帝 或 皇 后 之  

名 ， 巡 抚 无 敢 铸 上 己 名 者 。

非 斯 都 在 任 期 间 所 发 行 的 铜 币 较 其 前  

任 为 少 ， 其 币 阳 面 为 竖 立 的 棕 榈 枝 ， 并 镌  

上 “尼 禄 该 撒 ” 铭 文 ； 阴 面 仅 尼 禄 之 名 并  

花 环 。 当 时 的 铜 币 今 所 能 见 者 仅 此 一 种 。

希 律 亚 基 帕 二 世 （参 徒 二 十 五 ， 二 十

六 ） 所 出 铜 币 为 数 不 少 ， 其 形 制 全 非 犹 太  

式 的 。 他 历 经 尼 禄 、 维 斯 帕 先 、 多 米 田 三  

朝 ， 曾 在 该 撒 利 亚 腓 立 比 设 铸 币 所 ， 发 行  

了 大 批 铜 钱 ： 阳 面 俱 为 在 位 皇 帝 肖 像 和 名  

号 ， 阴 面 为 尼 克 、 提 赫 两 女 神 像 ， 间 或 为  

战 船 ，或 为 棕 榈 树 ，铭 文 必 是 皇 帝 的 年 号 。

犹 太 起 义 时 期 的 钱 币

犹 太 人 两 次 革 命 期 间 都 有 货 币 发 行 。 

第 一 次 革 命 期 间 （主 后 6 6 - 7 0 ) , 犹 太 人  

的 爱 国 主 义 髙 昂 ， 相 信 弥 赛 亚 来 临 击 溃 罗  

马 的 宗 教 热 情 也 飞 涨 。 是 时 ， 革 命 军 在 耶  

路 撒 冷 建 有 铸 币 所 ， 发 行 了 大 蛩 的 雷 普 顿  

( 小 铜 币 ）、 大 铜 币 、 银 舍 客 勒 和 银 半 舍  

客 勒 。 此 期 间 币 面 铭 文 一 律 为 希 伯 来 文 ， 

设 计 也 是 犹 太 化 。 当 时 ， 满 怀 希 望 的 自 由  

斗 士 以 主 后 6 6 年 为 弥 赛 亚 时 代 的 发 端 ， 

遂 定 为 纪 元 ， 所 以 钱 币 的 阳 面 常 见 有 “二  

年 ” 或 “三 年 ” 字 样 ， 即 新 纪 元 之 年 号 ；

一 款 雷 普 顿 并 有 双 耳 瓶 或 圣 杯 。 阴 面 铸 葡  

萄 叶 （按 ： 圣 经 以 葡 萄 园 喻 以 色 列 ）， 有  

铭 为 “锡 安 蒙 获 自 由

有 一 款 大 铜 币 阳 面 铸 两  

枝 ， 并 有 “四 年 半 ，，宇 样 ； 和埃抖 
一 棵 ， 树 下 鲜 果 两 篮 ， 铭 为 f 的悻制树 

作 为 开 国 纪 念 的 银 舍 客 勒 阳 面 得 教 \  

盏 、 珍 珠 锿 边 ， 铭 为 “以 色 ^ 耳 杯 、 

杯 子 上 面 且 有 “二 年 ，，字 样 . 勒 "， 

3 棵 石 榴 的 茁 枝 （或 是 发芽的铸〜结 
铭 为 “圣 耶 路 撒 冷 ”， 字 式 仿 古  

=  门 时 代 的 古 风 i

(主前丨 1至〜世心
写 法 却 是 两 约 间 时 代  

所 通 用 的 .

半 舍 客 勒 银 币 的 阳 面 也 铸 无 耳 杯 弁 浓  

写 的 年 号 ’ 另 有 “半 舍 客 勒 ，，宇 样 ；
与 舍 客 勒 银 币 同 。 现 代 以 色 列 国 的 币 面 $  

计 即 采 用 了 第 一 次 犹 太 革 命 时 的 币 面 =  

案 ， 足 见 那 时 设 计 艺 术 之 高 明 • 以 色列国  

於 丨 9 6 1 年 发 行 的 半 里 拉 ， 阳面即铸无耳  

杯 一 盖 ， 形 制 悉 如 上 述 ， 铭文也用古希伯  

来 碑 铭 体 。

主 后 7 0 年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 第一次革 

命 宣 告 失 败 ， 象 征 犹 太 民 族 精 神 的 钱 币 也  

就 停 止 发 行 了 ； 但 许 多 其 他 犹 太 城 邑 却 仍  

发 行 自 己 的 铜 币 ， 且 延 续 了 数 年 之 久 。罗

马 政 府 为 庆 祝 平 乱 成 功 曾 大 S 发行胜利纪 

念 币 ， 有 所 谓 “塞 斯 特 斯 系 列 ” （是以 

“塞 斯 特 斯 ” 为 主 币 的 — 系 列 不 同 面 值 的  

钱 币 ） 即 铸 於 此 时 。 其 阳 面 均 铸 维 斯 帕 先  

头 像 和 年 号 ， 阴 面 铸 海 枣 树 一 棵 （用犹太 

币 传 统 图 案  > ， 左 首 或 有 一 罗 马 军 官 ’或 

— 长 髯 犹 太 人 在 悲 哭 右 首 坐 一 哀 痛 欲 绝 的  

犹 太 妇 人 ， 铭 为 “沦 陷 的 犹 大 ”。

中 的 迪 纳 里 斯 也 有 此 图 案 ， 惟 “论 陷 一

1 3：
麥 已 去 掉 。 ^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期 间 （主 后 掠  

丨3 5 ) , 也 铸 发 了 银 币 和 铜 币 ， 图 案 均  

_ 树 、 棕 榈 花 环 、 葡 萄 叶 、 翎 萄 颜新 

篆 袭 了 前 犹 太 币 的 形 制 。 有 一 帳 约  

顷 ： 一 座 四 柱 门 廊 顶 着 一 顿 虽 ， ^ 奇缺， 

拒 。 其 时 圣 殿 财 宝 尽 被 ^ 掠 : ^ ^ 路 ®  

奸 以 很 多 当 时 的 钱 币 只 铸  1脐铸的钱 

令 ，，字 样 。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期 |0T  

节 可 谓 是 最 后 一 批 犹 太 钱 l 再有犹太 

9  4 8 年 现 代 以 色 列 国 建 立 ’

I 币 流 通 於 世 。 一 」 w.Perkirl
Ha z e l

参 **货 币 和 银 行 业 ” 6 21 •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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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0 ： •矿物， 金 厲 和 宝 石 " 8 3 3 。
A

参考书 目 ： F . A .  B a n k s ,  C o / n s  o , a / t > / e  

pays: K. A . J a c o b , Coins  a n d  Christianity: 

p W. M a d d e n ,  History of J e w i s h  C o i n a g e  

8nd of M o n e y  in the O l d  a n  d  N e  w  

jestaments; H.  M a t t i n g l y ,  R o m a n  C o i n s ;

h . V . S u t h e r l a n d , C o i n a g e  in R o m a n  

Imperial Policy 3 1  B C -A D 6 Q \ R .S . 

y e o m a n , M o n e y s  of the Bible .

枪，持枪的人
Spear, Spearm an
qiang / c h i  q i S n g  d e  r 6 n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铜 戟 和 枪 ）” 1 6 1 6 ;  

•职业（士 兵 ）• 2 3 2 0 。

Wall
qiSng

参 - 建 筑 " 7 4 5 :  •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

强盜
Robber, R o b b e ry
qi&ng d 备〇

参 • 刑 法和 刑 罚 ” 1 7 7 5 。

亲嘴问安
Kiss, Kiss of Peace
qin z u l  w 6 n  a n

象 征 爱 和 情 谊 的 动 作 。 在 圣 经 里 ， 亲  

嘴 的 含 义 颇 广 。 除 了 在 亲 人 之 间 的 情 意 表  

达 外 （创 二 十 九 1 1 ， 三 十 三 4 > ， 有 时 也  

流 銪 邪 恶 之 意 （箴 七 6 - 1 3 > 。 亲 嘴 也 常 表  

示 效 忠 和 尊 崇 （撒 上 十 1 ; 伯 三 十 一  

27> ; 但 在 神 的 眼 中 ， 这 种 表 达 方 式 可  

能 是 罪 恶 的 （王 上 十 九 1 8 ; 何 十 三 2 > 。

随 苕 亲 嘴 而 来 的 ， 或 许 就 是 伪 善 》 甚 至 背  

叛 （太 二 十 六 4 8 、 4 9 ) 。

新 约 有 5 节 经 文 提 到 “圣 洁 的 亲 嘴 ”， 

后 来 在 教 会 的 礼 仪 中 称 为 “亲 嘴 问 安 ”

(罗 十 六 1 6 •， 林 前 十 六 2 0 ; 林 后 十 三 12; 

帖前五2 6 ; 彼 前 五 1 4  > 。 彼 得 说 到 “爱 心  

的 亲 嘴”， 是 与 问 安 相 提 并 论 的 。 在 圣 经  

1 ，对 亲 嘴 一 事 ， 虽 然 没 有 加 以 描 述 和 限  

制，但 它 显 然 是 基 督 徙 之 间 藉 以 互 相 表 示  

弟 兄 之 悄 （帖 前 五 2 5 - ‘2 7 > 。

在 使 徒 时 期 以 后 的 几 个 世 代 ， 亲 嘴 间  

安 在 崇 拜 仪 式 中 占 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二 世 纪  

中 叶 后 ，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说 到 在 祷 告 结 束  

后 ， 全 体 会 众 互 相 亲 吻 。 结 果 ， 亲 吻 之 礼  

就 编 排 在 圣 餐 前 举 行 。 以 后 ， 亲 吻 礼 由 简  

单 的 鞠 躬 礼 代 替 。 具 天 主 教 传 统 的 教 会 ，

可 能 仍 以 其 他 方 式 遵 守 亲 吻 礼 ， 诸 如 亲 吻  

敬 拜 者 所 视 为 神 圣 的 圣 坛 和 其 他 圣 物 等 。

握 手 似 乎 实 际 地 取 代 了 亲 吻 ， 作 为 基  

督 徒 合 乎 规 范 的 致 意 礼 仪 。 但 无 论 以 什 么  

形 式 表 示 互 相 尊 敬 ， 真 正 爱 的 表 达 ， 是以  

对 神 的 儿 子 的 尊 崇 为 始 ， 就 是 凭 信 心 “亲 

吻 ” 祂 （诗 二 1 2 )。 弟 兄 之 爱 的 一 切 敬 虔  

流 露 ， 都 必 须 出 自 爱 祂 的 心 。

秦国
Sinim, Land of
q i n  g u 6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九 章 1 2 节 曾 提 及 的 一  

个 埃 及 城 镇 。

参 “色弗尼 " 1 2 5 2。

青钢
Bronze
q l n g  t 6 n g

铜 锡 合 金 ， 硬 度 大 ， 耐 磨 ， 古 代 多 用  

以 作 装 饰 ， 制 武 器 、 钱 币 等 。

参 _矿物、金闻和宝石” 8 3 3。

穷人
Poor, The
q i 6 n g  r d n

贫 穷 是 一 件 坏 事

圣 经 有 时 会 很 简 单 地 解 释 一 个 人 为 什  

么 会 富 裕 或 贫 穷 。 一 个 人 若 喜 爱 耶 和 华 的  

律 法 ， “他 家 中 有 货 物 ， 有 钱 财 ” （诗 一  

— 二 3 ) ; “凡 他 所 做 的 尽 都 顺 利 ” （诗

— 3 ) 。 对 於 旧 约 的 以 色 列 ， 这 些 观 念 并  

不 像 表 面 看 来 那 么 简 单 。 罪 恶 和 贫 穷 确 实  

是 有 关 连 的 ， 以 色 列 人 的 社 会 是 根 据 神 所  

定 下 的 规 条 而 建 立 的 ， 若 当 中 有 贫 穷 ， 则 

表 示 神 的 律 例 在 某 些 地 方 给 破 坏 了 。 先知  

常 抨 击 一 些 罪 ， 这 些 罪 使 人 的 邻 舍 变 得 贫  

穷 （赛 十 丨 、 2 ; 耶 二 十 二 1 3 ; 结 二 十 二  

2 9 ; 摩 二 6 ， 五 1 1 、 1 2 ， 八 [ 6 ; 弥 二 2 > 。 

无 论 一 个 人 是 因 本 身 的 罪 或 别 人 的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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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变 得 贫 穷 ， 旧 约 均 视 之 为 一 件 要 对 付 的  

罪 恶 ，而 律 法 也 提 供 许 多 解 救 的 方 法 （例 ： 

出 二 十 二 2 1 - 2  7 ; 利 十 九 9 、 1 0 ; 申 十 五  

1 - 1 3 ， 二 十 四 1 0 - 2 2  > 。 神 关 怀 有 需 要 的  

人 ， 而 祂 也 期 望 其 子 民 能 这 样 做 。

在 两 约 之 间 的 时 期 ， 这 种 关 怀 的 行 动  

在 散 居 於 地 中 海 的 犹 太 群 体 中 仍 继 续 进  

行 ， 而 后 来 埜 锊 教 会 又 负 起 了 这 个 责 任  

( 徒 十 一 以 > , 二 十 四 1 7 ; 罗 十 五 2 6 ; 林 前  

十 六 1 ; 加 二 1 ( ) ; 雅 二 1 5 、 1 6 ;  约 查 三  

1 7 ) ; 对 基 督 徒 来 说 ， 施 舍 是 主 明 明 要  

求 他 们 尽 的 义 务 （太 六 2 - 4 ; 路 十 二 3 3 ) 。 

这 并 不 是 初 期 教 会 实 行 的 原 始 共 产 主 义 ， 

因 为 他 们 若 都 放 弃 了 个 人 的 财 产 ， 便 不 可

能 做 到 圣 经 所 记 载 的 -----就 是 “照 各 人 所

需 用 的 ”， 分 别 给 予 金 钱 或 财 物 （徒 二 4 5 ,  

四 〇

虽 然 贫 穷 的 存 在 ， 为 富 人 提 供 了 表 现  

其 悚 慨 的 机 会 ， 但 贫 穷 本 身 （在 新 约 也 像  

在 旧 约 一 样 ） 是 一 件 环 事 。 因 此 ， 圣 经 常

用 贫 穷 的 反 义 -----丰 富 ， 来 作 一 些 好 事 的

隐 喻 ； 事 实 上 ， 对 至 美 的 事 也 是 如 此 描  

写 ： “基 督 那 测 不 透 的 丰 富 ” （弗 三 8 ; 参  

林 后 六 1 ( ) ， 八 9 > 。

贫 穷 是 一 件 好 事

我 们 可 以 看 见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 行 义  

会 令 一 个 人 昌 盛 ， 行 恶 则 令 他 / 她 贫 穷 。 

但 日 常 生 活 比 这 情 况 复 杂 得 多 。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诗 篇 第 一 和 -----二 篇 只 反 映 了 事 情 的

一 面 。 恶 人 的 昌 盛 （诗 七 十 三 3 ) 及 其 必  

然 结 果 又 怎 样 解 释 ？ 义 人 为 何 又 会 贫 穷 ？ 

圣 经 的 答 案 （例 ： 诗 三 十 七 ， 四 十 九 ， 七  

十 三 各 篇 ； 参 伯 二 十 一 ） 当 然 是 ： 恶 人 的  

钱 财 只 是 短 哲 的 东 西 ， 而 义 人 虽 然 在 物 质  

上 贫 穷 ， 但 在 灵 ® 却 是 丰 裕 的 。

好 人 可 能 常 是 贫 穷 的 ， 绝 不 是 富 裕 的  

—— 这 观 念 有 时 会 奇 怪 地 颠 倒 过 来 。 义 人  

可 能 是 贫 穷 的 ， 怛 圣 经 有 时 似 乎 断 定 贫 穷  

就 是 义 ^ 当 然 并 不 必 然 是 这 样 （箴 三 十 8 、

9 > , 但 这 种 说 法 却 经 常 出 现 ， 尤 其 是 在  

诗 篇 之 中 （例 ： 九 十 丨 4 ， 十 二 5 ， 三  

十 四 6 , 三 十 五 丨 （）， 七 十 四 丨 9  > 。 我 们 必  

须 仔 纟 IH研 究 这 一 点 ； 在 细 想 之 下 ， 这 论 点  

又 不 那 么 奇 怪 ， 由 於 神 特 别 关 怀 贫 穷 的  

人 ， 所 以 穷 人 可 能 也 特 别 专 注 神 ， 原 因 有

二 ： （1 > 若 以 色 列 中 有 贫 穷 的 现 象 ，那 

是 因 为 当 权 者 误 用 了 权 力 ； 穷人会寻求珅  

的 帮 助 ， 因 为 神 的 治 权 被 藐 视 ， 神必须证 

明 自 己 的 真 实 性 。 （2 ) 因 为 在 那 境 况 中 ， 

已 无 别 的 求 助 之 门 。 这 样 ， " 贫 穷 ”几乎 

成 为 了 一 个 术 语 ， “穷 人 ” 就是谦卑的  

人 ； 谦 卑 的 人 就 是 敬 虔 的 人 （诗十丨7, 

十 四 5 、 6 , 三 十 七 1 丨； 挢三丨 2、 13)。正 

如 富 有 会 助 长 放 纵 、 自 满 、 骄 傲 ， 以及铕 

视 和 欺 压 同 胞 ， 贫 穷 则 应 鼓 励 人 培 养 相 反  

的 德 性 。

这 样 ， 贫 穷 就 不 是 一 件 需 要 逃 避 的 恶  

車 ， 而 是 要 追 求 的 理 想 。 “贫 穷 ”与 “敬 

虔 ” 在 旧 约 既 是 几 乎 可 以 互 用 的 术 语 ，在 

两 约 之 间 的 时 期 ， 许 多 犹 太 人 便 批 评 - 些  

拥 有 私 人 财 产 的 人 。 这 类 犹 太 人 包 括 爱 色  

尼 派 ， 以 及 在 死 海 附 近 与 爱 色 尼 派 相 关 的  

昆 兰 社 团 。 亊 实 上 ， 昆 兰 社 团 更 自 称 为  

“贫 穷 者 ”。 这 传 统 在 新 约 时 代 仍 延 续 #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穷 人 ” 有 可 能是 指 教 会 中  

某 一 群 人 （甚 或 指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整 体 而  

言 ； 参 罗 十 五 2 6 ; 加 二 1 0 ) 。 后来确实有  

— 个 犹 太 基 督 徒 宗 派 在 耶 路 撒 冷 冒 起 ，称 

为 “伊 便 尼 派 ” （源 自 希 伯 来 文 “贫穷” 

— 词 > 〇

当 然 ， 新 约 淸 楚 教 导 我 们 ， 内心的态 

度 才 是 煨 要 紧 的 。 贫 穷 却 贪 婪 ， 笛裕却愫 

慨 ， 也 是 十 分 有 可 能 的 亊 。 即 使 如 此 ，因 

着 以 上 简 述 的 旧 约 背 贵 ， 各卷福音书给这  

两 词 的 涵 盖 意 义 焙 ： “富 裕 ” 等 同 “坏”， 

“贫 穷 ’’ 等 同 “好 ”。 另 一 方 面 ， 撒都该 

人 在 世 界 的 物 质 上 是 酋 裕 的 ， 而法利赛人  

在 厲 灵 的 骄 倣 上 也 是 丰 富 的 ， 有财离的人  

是 自 利 的 、 愚 蠢 的 ， 并 有 严 茧 的 M 灵危机 

( 可 十 2 3 ;  路 十 二 1 3 - 2  1 ， 十 六 19 - 3U 。 

另 一 方 面 ， 像 耶 穌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那 样 虔 诚  

和 单 纯 的 人 ， 则 代 表 了 普 遍 的 穷 人 。

因 此 ， 福 音 书 的 两 个 版 本 实 际 上 都 是  

指 同 一 件 事 。 马 太 福 音 指 出 其 深 层 意 义 ： 

“虚 心 的 人 有 福 了 ” （太 五 ; 路加则指  

出 其 广 泛 的 意 义 。 当 他 说 ： “你们贫穷的  

人 有 福 了  ” （路 六 2 〇 >， 他 是 指 那 些 有 需

要 -----任 何 方 面 的 需 要 —— 而 转 向主 的 人

( 路 六 1 7 - 2 0 ) 。 基 舒 到 世 上 来 ， 就是要把  

福 音 带 给 这 样 的 人 （太 十 一  5 ; 路 四 18),

基 督 自 己 亲 身 体 验 了 这 理 想 ， 祂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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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生活中， 显 示 “除 了 父 神 的 关 爱 ， 就  

$ 有 别 的 东 西 可 以 投 舔 ” （太 八 2 0 ) 的 意  

纟，而 掖 后 他 更 让 自 己 的 生 命 也 被 夺 去  

(排 二 5 ^ > 。 这 样 ， 两 方 面 的 教 导 便 汇 聚  

在 - 段 经 文 中 ： “他 本 来 富 足 ， 却 为 你 们  

成了贫穷， 叫 你 们 因 他 白 勺 贫 穷 ， 可 以 成 为  

商足。” （林 后 八 我 们 无 助 的 贫 困 是 一  

件灾准，他 却 把 我 们 从 其 中 拯 救 出 来 ； 祂  

刻 意 选择 的 贫穷 ， 就 是 拯 救 我 们 的 途 径 。

M i c h a e l  J .  W i l c o c k

参•财茁” 2 0 6 :  **公 义 " 5 0 2 :  “工 价 ”

493: •施舍” 1 4 0 4 。

碎坛/ 高处
High Place
qi〇 t^n / gSo c h d

由 希 伯 来 文 “巴 麻 ” 翮 译 出 来 的 一 个  

常用词语。 “巴 麻 ” 是 从 “动 物 的 背 脊 ” 

这 个 词 衍 生 出 来 ， 引 伸 为 高 地 、 山 丘 ， 或  

指 作 为 坟 苺 的 石 堆 „ “巴 麻 ” 通 常 用 来 形  

容祭神 的高处 ， 所 以 和 合 本 把 它 译 作 “邱  

坛”。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5 2 节 、 撒 母 耳 记 上  

九章丨3 、 1 4节 、 列 王 纪 下 十 二 章 3 节 、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一 章 丨 丨 节 、 以 西 结 书 三 十 六  

章I 、2 节 所 提 的 ， 都 是 这 些 地 方 。 但 这  

些 祭 神 的 地 方 ， 有 时 也 不 在 商 处 ， 而 是 在  

城 门 旁 边 （例 ： 王 下 二 十 三 8 >  ; 但 和 别  

是 巴 的 城 门 旁 ， 都 有 邱 坛 。 此 外 ， 甚 至 在  

山谷里， 也 可 以 建 筑 邱 坛 （耶 七 3 1 > 。

以 西 结 书 四 十 三 京 7 节 ， 和 合 本 把  

"巴麻” 译 作 “高 处 ”。 这 类 的 经 文 ， 证  

明了 “巴 麻 ” 可 以 是 指 有 I I 碑 或 纪 念 石 堆  

的 坟基 。 所 谓 “雄 色 邱 坛 ”， 就 是 这 类  

‘‘巴麻” 白勺例子。 考 古 学 家 在 基 - 色 白 勺 遗 址 ， 

发 现 了 一 个 铜 器 时 代 的 敬 拜 中 心 ， 有 1 〇 

根 巨 大 的 石 柱 „ 今 天 的 学 者 ， 大 都 相 信 这  

是 个 记 念 死 人 ， 而 非 真 正 用 作 祭 神 的 地  

方。

希 伯 来 文 的 “拉 麻 ”， 是 与 “巴 麻 ” 

相 关 的 字 眼 „ 这 个 词 从 “高 ”字 衍 生 出 来 ’ 

意 思 就 是 “高 处 ” ； 和 合 本 把 它 译 作 “商 

台”。 先 知 以 西 结 用 这 个 词 形 容 不 法 的 崇  

拜中心 < 结 十 六 2 4 、 2 5 、 3 1 、 3 9 > 。 这 个  

词 跟 地 理 上 的 高 低 ， 显 然 没 有 直 接 关 系 。

考 古 发 掘
巴 勒 斯 坦 一 带 飛 著 名 、 保 存 得 最 好 的  

邱 坛 ， 是 罗 便 臣 於 1 9 〇 〇 年 在 彼 特 拉 所 发  

现 的 大 邱 坛 。这 邱 坛 位 於 哈 斯 纳 （即库房>  

西 面 的 山 脊 之 上 。 它 有 一 个 长 方 形 的 院  

子 ， 旁 边 有 一 个 祭 坛 。 院 子 长 4 7 呎 ， 阔 

2 1 呎 ， 在 岩 床 之 上 凿 出 ， 深 达 1 « 时 „ 院  

子 西 面 有 一 个 方 形 祭 坛 ， 和 一 个 圆 形 祭  

坛 ， 都 是 由 坚 石 凿 成 的 。 院 子 南 面 是 一 个  

8 呎 半 乘 9 呎 半 的 水 池 ， 池 深 4呎 ， 也 是 直  

接 在 岩 床 上 凿 出 来 的 。 池 南 有 两 根 石 柱 ， 

同 样 是 由 坚 石 凿 成 。 从 下 面 的 平 台 ， 到这  

个 邱 坛 ， 需 要 经 过 两 段 的 石 阶 。 古 时 住 在  

彼 特 拉 的 拿 巴 提 人 ， 显 然 是 在 这 个 地 方 过  

节 ， 献 祭 敬 拜 他 们 的 神 衹 - 虽 然 现 存 的 邱  

坛 ， 实 际 上 是 来 自 主 前 一 世 纪 ， 它 所 保 存  

的 ， 却 是 约 但 河 东 极 古 的 传 统 。 旧 约 时 代  

以 色 列 和 外 邦 邱 坛 的 样 式 ， 在 此 可 见 一  

斑 。

考 古 学 家 於 1 9 6  6 年 开 始 在 但 进 行 发  

掘 的 工 作 。 他 们 发 现 了 一 个 “巴 麻 ”， 相 

信 是 耶 罗 波 安 一 世 在 王 国 分 裂 以 后 ， 鼓 励  

国 民 拜 祭 牛 犊 时 所 违 的 邱 坛 （王 上 十 二  

2 8 - 2 3 ) 。 在 王 国 分 裂 时 期 ， 这 个 玆 天 平  

台 经 过 了 两 次 的 违 造 。 下 面 一 层 阔 2 0呎 、 

长 6 1 呎 ， 相 信 是 主 前 十 世 纪 耶 罗 波 安 一  

世 所 建 。 上 面 一 层 是 主 前 九 世 纪 亚 哈 在 位  

时 的 建 筑 ， 阔 ⑶ 呎 、 长 6 2 呎 ， 有 5 至 7呎 

厚 、 用 石 灰 石 所 造 的 石 墙 ； 从 一 段 阔  

2 7 呎 的 石 阶 直 达 邱 坛 。 此 外 ， 在 但 的 城  

门 又 有 另 一 个 建 筑 ， 相 信 就 是 圣 经 所 说  

“城 门 旁 的 邱 坛 ” 《王 下 二 十 三 8 ) 。 在 别  

是 巴 的 发 掘 中 （ 1 9 6 9 - 1 9 7 5 ) ， 也 在 城 门  

旁 发 现 了 有 一 座 圆 形 香 坛 的 “巴 麻 '

米吉多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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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教 邱 坛
异 教 的 邱 坛 ， 通 常 邡 建 在 高 处 ， 令 人  

觉 得 比 较 接 近 祌 。 邱 坛 的 重 要 部 分 ， 首 先  

是 祭 坛 。 这 些 祭 坛 ， 可 能 是 一 堆 泥 土 ， 或  

一 堆 未 经 加 工 的 石 头 ， 也 可 以 是 由 一 块 石  

头 凿 成 的 。 第 二 是 一 根 石 柱 （申 十 二  

3 >  ; 这 石 柱 代 表 男 性 神 衹 ， 有 阳 物 崇 拜  

的 含 义 。 第 三 是 一 棵 树 或 一 根 称 为 亚 舍 拉  

的 木 柱 ， 这 木 柱 代 表 女 性 （生 殖 崇 拜 ） 的 

神 衹 。 第 四 是 在 洗 濯 仪 式 中 使 用 的 水 盆 。 

有 偶 像 的 邱 坛 ， 也 需 要 建 筑 庙 宇 来 保 护 偶  

像 （王 下 十 七 2 9 > 。

在 这 些 异 教 邱 坛 的 崇 拜 中 ， 有 以 动  

物 ， 亦 有 以 人 为 祭 牲 ； 庙 妓 和 同 性 交 合 的  

行 为 ， 也 十 分 普 遍 。 这 些 行 为 是 从 巫 术 的  

信 念 演 变 而 来 的 。 当 时 的 人 相 信 ， 人 类 的  

杂 交 和 繁 殖 ， 能 影 响 家 畜 和 农 作 物 ， 使 之  

丰 饶 多 产 。

在 示 罗 的 会 蒗 被 毀 之 后 ， 尚 未 建 造 圣  

殿 之 时 ， 希 伯 来 人 也 有 合 法 的 邱 坛 。 然 而  

除 了 祭 坛 和 献 祭 之 外 ， 希 伯 来 人 的 邱 坛 和  

异 教 邱 坛 ， 不 论 是 设 备 或 风 俗 ， 都 有 很 大  

的 分 别 。 在 撒 母 耳 資 立 扫 罗 为 王 之 前 ， 人  

民 曾 在 邱 坛 同 吃 祭 物 （撒 上 九 1 2 至 十 1 > 。 

大 卫 作 王 时 ， 会 范 位 於 基 遍 的 邱 坛 （代 上  

十 六 3 9 、 4 0 ， 二 十 一  2 9 > 。 所 罗 门 王 曾 在  

几 个 邱 坛 献 祭 （王 上 三 2 、 3 > , 神 也 是 在  

基 遍 的 邱 坛 向 他 显 现 ， 并 賜 他 智 总 治 理 人  

民 （王 上 三 4 - 1 5 > 。 但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建 成  

以 后 ， 邱 坛 便 全 部 取 消 ， 希 伯 来 人 不 得 再  

到 邱 坛 。

希 伯 来 人 进 入 迦 南 时 所 遇 见 的 ， 是 久  

在 邱 坛 祭 神 的 异 教 民 族 。 神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毀 灭 这 些 邱 坛 ， 免 得 被 玷 污 （民 三 十 三  

5 2 ) 。 但 以 色 列 人 没 有 理 会 这 个 瞥 告 。 所  

罗 门 建 成 圣 殿 后 ， 是 以 色 列 国 的 全 盛 时  

期 。 那 时 ， 他 为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建 筑 摩 押 神  

基 抹 、 亚 扪 神 摩 洛 ， 和 其 他 神 衹 的 邱 坛 。 

因 他 这 罪 ， 神 决 定 把 国 家 一 分 为 二 （王 上  

十 一 7 - 1  1 ) 。

王 国 分 裂 以 后 ， 耶 罗 波 安 在 但 和 伯 特  

利 建 筑 邱 坛 。 亚 哈 等 王 更 在 各 地 大 加 建  

造 。 神 於 是 藉 先 知 预 言 审 判 （王 上 十 三 2 、 

3 ; 王 下 十 七 7 • 1 » ) , 以 色 列 国 民 终 因 拜  

偶 傢 而 被 掳 到 亚 述 。

南 国 第 一 任 国 王 罗 波 安 ， 也 在 全 国 普

建 邱 坛 （王 上 十 四 2 3 、 2 钧 。 亚 撒 王 里 然 |  

推 行 复 兴 ， 归 回 纯 正 的 信 仰 ， 却没有废去 

邱 坛 （王 上 十 五 1 2 - 丨4 ) 。 约 沙 法 王 也 领 I 

导 了 复 兴 ， 但 邱 坛 依 然 没 有 被 毀 （王上：： 

十 二 4 3 > 。 另 一 方 面 ， 他 的 儿 子 约 兰 和 ！[g ! 

妇 亚 他 利 雅 ， 却 鼓 励 人 民 违 造 邱 坛 （代下 

二 十 一 1 1 ) 。 此 后 ， 约 阿 施 王 （王 下 十 二 |

3 ) 和 乌 西 雅 王 （王 下 十 五 3 、 4 ) 所领导 

的 复 兴 ， 同 样 不 能 把 邱 坛 除 去 。 亚哈斯王 

公 然 拒 绝 向 神 效 忠 ， 积 极 鼓 吹 拜 祭 外 邦 的  

偶 像 （王 下 十 六 3 、 4 ) 。 扱 后 ， 希西家王 

发 起 了 毀 灭 邱 坛 的 运 动 （代下三十―丨）， 

但 他 邪 恶 的 儿 子 玛 拿 西 王 ， 却摧 毁 了 他 -  

切 的 心 血 （王 下 二 十 一  2 - 9  > 。 犹大国甩 

后 一 次 的 宗 教 复 兴 ， 由 约 西 亚 王 领 导 ，邱 

坛 再 次 被 拆 毀 （王 下 二 十 三 5 、 8 >。

这 些 拜 偶 像 的 中 心 ， 遗受先知以赛亚  

( 赛 十 五 ‘2 ; 十 六 1 2 > 、 耶 利 米 （耶四十八

3 5 ) 、 以 西 结 （结 六 3 ) 、 何 西 阿 （何十㈦  

和 阿 摩 司 （摩 七 的 公 然 谴 责 。

H o w a r d  F. V o s  

参 • 迦 南 神 抵 和 宗 教 ” 7 1 9 ; "木偶• 

1 0 8 4 ： - 偶 像 . 拜 偶 像 " 1 146: •神.女神•

1 276〇

秋雨
Former Rain
q i u y(S

每 年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 开 始农耕季 节的  

重 要 雨 水 ， 通 常 在 】0 月 降 下 （申十一 

1 4 ; 耶 五 2 4 ; 雅 五 7 > 。

参••巴勒斯坦” 6 8 。

姐 虫 / 虫
Maggot
q u c h 6 n g / c h 6 ng

苍 蝇 的 幼 虫 （伯 二 十 五 6 ; 赛十四

1 1)〇

参 “动 物 （苍 蝇 . 虫 ）” 3 2 9 »

全 能 者
Almighty
q u d n  n 6 n g  zhfi

圣 经 对 神 的 称 谓 之 — 。 圣 经 有 1 1卷 

书 以 “全 能 者 ” 称 谓 神 ， 其 中 以 约 伯 记  

(3 1 次 ） 和 启 示 录 （9 次 ） 使 用 最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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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神的名称• 1 2 8 7 。 I

劝勉
Exhortation

miSn

译 自 希 腊 文 ， 直 译 意 思 为 “将 某 人 叫  

到 - 边 好 帮 助 他 ”。 在 新 约 中 的 基 本 意 义  

s 鼓 励 某 人 作 某 件 亊 ， 更 明 确 地 说 是 采 取  

某忡道德行动。 放 在 某 些 上 下 文 中 ， 同 样  

的 希 腊 词 可 能 还 含 有 安 慰 的 理 念 ， 要 看 上  

下 文 内 容 来 断 定 其 意 义 。

掖 能 将 “劝 勉 ” 一 词 说 成 激 励 人 采 取  

行 动 的 例 证 记 载 在 路 力 n 福 音 三 章 7 至 1 8 

节。施 洗 约 翰 劝 （第 1 8 节 ） 他 的 犹 太 听  

众 结 出 果 子 来 ， 好 和 悔 改 的 心 相 称 （第 8 

节），不 要 拿 亚 伯 拉 罕 的 子 孙 作 为 盾 牌 来  

逃 避 刑 罚 （第 》节 > ， 并 且 要 和 人 分 享 衣  

食 （第 1 1节 > 。 他 又 劝 税 吏 照 例 定 的 数 目  

收税， 不 可 多 取 （第 1 3 节 〉， 兵 丁 不 可 凭  

武 力 强 取 他 人 财 物 ， 不 可 诬 告 人 ， 要 以 自  

己 的 薪 饷 为 满 足 （第 H 节 〉。

劝 化 的 才 能 是 神 给 教 会 里 某 些 人 的 恩  

踢，为 叫 全 体 获 益 （罗 十 二 8 > 。 从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四章 3 、 ：5 1 节 还 可 以 看 出 ， 适 当  

地 运 用 先 知 的 恩 賜 可 生 劝 勉 的 果 效 。 它 也  

是 保 罗 嘱 咐 提 摩 太 当 负 的 责 任 之 一.• “你  

要以宣读、劝 勉 、教 导 为 念 ’’（提 前 四 丨 3 > 。 

希 伯 来 书 作 者 也 劝 勉 读 者 “不 可 轻 看 主 的  

管教，被 他 责 签 的 时 候 也 不 可 灰 心 ” （来  

十二5) 0

在 哥 林 多 后 书 一 章 3 至 7 节 ， 此 希 腊  

词 也 用 来 表 示 安 慰 或 勉 励 。 从 上 下 文 可 知  

基 督 徒 显 然 蒙 受 重 大 的 苦 难 。 保 罗 说 ， 神 

在 我 们 的 试 炼 时 刻 勉 励 我 们 ， 好 叫 我 们 也  

能 够 对 那 些 承 受 同 样 试 炼 的 人 给 予 勉 励 。 

使 徒 行 传 十 五 章 3 1节 提 到 安 提 阿 教 会 在  

听 到 耶 路 撒 冷 大 会 的 信 息 时 ， 得 到 激 励 和  

安慰u 他 们 一 直 惧 怕 犹 太 派 基 督 徒 固 执 己  

见，非 要 人 先 受 割 礼 才 能 得 救 。 这 个 词 含  

有 “安 慰 ” 意 义 的 另 一 清 楚 例 证 ， 是 在 帖  

撤 罗 尼 迦 前 书 四 章 1 8 节 ， 保 罗 在 此 教 导  

说，那 些 在 基 督 里 死 了 的 人 ， 当 基 督 再 临  

柺 塥 之 日 不 会 错 失 良 机 ， 因 此 ， 他 们 “当 

用 这 些 话 彼 此 劝 慰 ”。

参 *•圣灵恩賜” 1 3 8 1 。

确据
Assurance
qufc jii

指 对 自 己 的 信 仰 或 行 动 有 把 握 、 有确  

据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指 出 “有 满 足 的 指 望 ” 

( 来 六 1 1 > ， 和 “充 足 的 信 心 ”， 或 窣 握  

“所 望 之 事 的 实 底 ” 和 “未 见 之 事 的 确 据 ” 

( 来 十 2 2 ， 十 一 1 ) , 就 是 引 导 信 徒 持 身 行  

道 的 根 本 。 保 罗 指 出 ， 信 徒 若 能 “真 知 ” 

基 督 的 福 音 ， 必 会 “因 爱 心 互 相 联 络 ” 

( 西 二 2 ) ， 并 享 有 “基 督 丰 盛 的 恩 典 ”

(罗 十 五 2 9 ) 。

认 识 神 的 权 能 ， 必 使 忏 悔 的 罪 人 和 软  

弱 的 信 徒 全 心 祈 求 神 的 拯 救 ， 并 稳 行 在 m  

的 爱 中 。 耶 稣 说 ： “凡 父 所 睬 给 我 的 人 ， 

必 到 我 这 里 来 ； 到 我 这 里 来 的 ， 我 总 不 丢  

弃 他 。” （约六 3 7 >

神 已 为 拯 救 我 们 作 了 万 全 的 计 划 和 安  

排 ， 凡 信 祂 的 人 必 蒙 祂 悦 纳 与 赦 免 （约三  

16 >。 基 督 的 羊 里 闻 其 声 而 随 其 行 的 ， 必 

永 不 灭 亡 或 从 m 手 中 被 夺 去 ， 因 为 耶 穌  

说 ： “我 父 把 羊 賜 给 我 ， 他 比 万 有 都 大 ， 

谁 也 不 能 从 我 父 手 里 把 他 们 夺 去 。” （约 

十2 9 >

全 心 全 意 信 托 於 神 者 必 消 除 骄 傲 ， 不 

再 餌 自 己 的 善 行 得 救 （太 七 2 1 - 2 3 ; 林 前  

十 丨 2 ; 来 三 1 2 ) ， 又 不 会 因 罪 孽 深 重 而 痛  

苦 疑 虑 。 因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弗 二 8 > ,  

所 以 疑 虑 蜇 重 的 信 徒 尽 可 倚 赖 锥 督 已 完 成  

的 救 赎 大 工 > 享 受 安 息 ， 只 因 “那 在 你 们  

心 里 动 了 善 工 的 ， 必 成 全 这 工 ， 直 到 耶 穌  

基 督 的 日 子 n ” （腓一 6 >

耶 稣 升 天 作 我 们 的 保 惠 师 ， 为 我 们 的  

坚 信 增 添 了 充 分 的 保 陣 ， 因 为 “耶 稣 基 督  

已 经 死 了 ， 而 且 从 死 M S 活 ， 现 今 在 神 的  

右 边 ， 也 替 我 们 祈 求 ” （罗 八 3 4 ; 约 査 二  

2 > ， 所 以 ， “凡 靠 笤 他 进 到 神 面 前 的 人 ， 

他 都 能 拯 救 到 底 。” （来七 2 5 >

确 据 的 另 一 个 支 柱 ， 是 圣 灵 常 与 信 徒  

同 在 。 圣 灵 为 “初 结 果 子 ” 《罗 八 2 。

应 许 及 保 证 更 大 的 收 获 行 将 必 至 。 圣 灵 所  

结 的 果 子 ，便 是 仁 爱 、喜 乐 、和 平 、忍 耐 、 

恩 慈 、 良 善 、 信 实 、 温 柔 和 节 制 （加 五

2 2 ) 。须 知 这 些 是 特 加 於 信 徒 生 命 的 品 质 ， 

而 绝 非 与 生 俱 来 的 人 性 ； 所 以 ， “神 将 他  

的 灵 賜 给 我 们 ， 从 此 就 知 道 我 们 是 住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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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面 ， 他 也 住 在 我 们 甩 面 。” （约査 •四丨3> 

确 据 不 独 为 求 神 拯 救 者 所 徭 ， 心 中 疑  

惑 的 基 督 徒 也 可 以 有 坚 信 。 彼 得 前 书 一 章  

3 至 5 节 提 及 ， 基 督 徒 靠 着 基 督 的 救 赎 而  

蒙 受 “重 生 ”， 并 有 了  “活 泼 的 盼 望 ”， 

他 们 因 相 信 得 救 而 蒙 神 大 能 的 保 护 。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第 八 章 中 ， 列 举 了 大 位 确 据 来 坚  

定 信 徒 的 信 念 ， 他 说 ： “神 既 不 爱 惜 自 己  

的 儿 子 ， 为 我 们 众 人 舍 了 ， 岂 不 也 把 万 物  

和 他 一 同 白 白 地 賜 给 我 们 吗 ？ ” 既 然 有 神  

称 他 们 （基 督 徒 ） 为 义 ， 有 谁 能 控 告 神 的  

人 呢 ？ 保 罗 的 结 论 是 ： 尽 管 有 患 难 ， 有 困

苦 ， 有 逼 迫 ， 有 饥 饿 ， 有 赤 身 诹 体 ，有危 

险 ，有 刀 剑 ，然 而 我 们 “眾 着 爱 我 们 的主， 

在 这 一 切 的 事 上 已 经 得 胜 有 余 了 ”，所以 

无 论 何 亊 ， “都 不 能 叫 我 们 与 神 的 受 @  

绝 ； 这 爱 是 在 我 们 的 主 葙 督 耶 稣 1 的 /  

( 罗 八 3 1 - 3 9  >

参 - 坚 忍 - 7 3 9 。

裙
Skirt
q u n

参 - 服 饰 ” 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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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1

是 以 色 列 扰 乱 和 战 争 的  

7) 〇

热病
Ague 

ti  b'mg
病 状 是 突 发 寒 颤 ，种 凶 险 的 疾 病 《=

= f t 眼 目 千 疱 、 枯 神 消 耗 ’

丨6. 参 申 二 十 八 2 ‘门 。 圣 经 这 两 处 所 描 写  

的 是以 色 列 人 因 悖 逆 神 的 律 法 而 将 受 的  

惩和• 七 十 士 译 本 以 • ‘黄 疽 病 ” 译 希 伯 来  

文 病 ” ― 词 ， 因 其 症 状 与 疟 疾 相 同 。

参■医药” 2 0 0 8 。

且 多 次 发 作 如 疟 疾 。 这 种 热 病  

( 利 二 十 六

人的堕落
Fall of Man
r in  d e d u 6  l u 6

亚 当 吃 了 禁 果 ， 使 人 类 的 历 史 产 生 一  

个转变，人 从 一 个 纯 洁 无 罪 、 与 神 和 睦 的  

状态，沦 落 至 一 个 受 咒 诅 及 死 亡 的 境 况 。

圣经的证据

创 世 记 一 、 二 章 有 关 创 造 的 描 述 ， 肯 

定 了 人 在 本 质 和 使 命 上 的 独 特 之 处 。 人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象 受 造 ， 为 要 能 与 神 相 交 和 契  

合 • ■ 人 作 为 神 所 立 的 管 治 者 ， 被 賦 予 在 地  

上 生 养 治 理 和 运 用 资 源 的 权 利 ， 为 要 荣 耀  

人 在 受 造 时 原 是 义 的 ， 并 且 拥 有 一 种  

§ & 性 消 和 勉 励 行 善 的 倾 向 。

了 这 文 化 使 命 外 ， 人 又 领 受 了 一 个  

采 ^ 的 命 令 。 他 获 准 取 用 伊 甸 园 中 各 样 的  

别 作 食 物 ， 但 神 明 令 禁 止 他 不 可 以 吃 分  

入 类 ^ 树 上 的 果 子 。 这 禁 令 的 目 的 是 要 向  

比天3 良 知 ， 淄 输 善 与 恶 之 间 强 烈 的 对  
• 且 坚 立 人 在 事 奉 造 物 主 的 地 位 。 人

作为

生命的

个 i成 实 和 忠 心 的 仆 人 ， 会 享 受 到 天  

的 各 种 福 气 ， 最 终 更 会 被 引 进 永 恒  

丰 盛 里 ， 永 远 与 神 一 起 。

人 和 动 物 郞 是 被 造 为 有 生 命 的 活 物 ， 

但 人 生 命 的 核 心 ， 却 是 要 与 神 联 合 和 相  

交 。 与 神 契 合 是 在 亚 当 的 知 觉 之 中 ， 反观  

其 他 的 动 物 ， 则 既 不 知 罪 ， 也 没 有 与 神 相  

交 的 知 觉 。

当 人 完 全 醒 觉 到 弃 善 从 恶 的 后 果 ， 便 

会 甘 心 乐 意 地 亊 奉 神 。 他 在 神 面 前 的 生  

活 ， 将 因 此 成 为 一 种 有 宗 教 倾 向 ， 而 非 按  

本 性 的 生 活 。

神 把 禁 令 賜 给 人 ， 目 的 是 为 了 在 公 义  

和 信 心 上 建 立 他 ； 但 撒 但 藉 卷 这 项 禁 令 ， 

诱 使 人 背 叛 神 。人 受 引 诱 ，并 不 箅 为 邪 恶 ， 

邪 恶 的 是 撒 但 诱 人 犯 罪 的 行 为 。 这 就 是 说  

在 人 堕 落 以 先 ， 罪 恶 已 存 於 宇 宙 之 中 。 撒  

但 的 作 为 明 显 是 为 了 使 人 臣 服 於 他 ， 并 把  

他 黑 暗 的 国 度 透 过 人 类 伸 展 到 全 地 的 背 聚  

下 来 了 解 。 我 们 要 明 白 人 的 堕 落 和 继 之 而  

来 的 救 赎 计 划 ， 就 必 须 从 神 与 撒 但 之 间 于  

宙 性 的 争 战 的 背 毋 下 来 了 解 ， 而 在 这 场 争  

战 中 ， 肯 定 的 是 神 要 获 得 最 后 胜 利 。

撒 但 以 蛇 为 工 具 ， 透 过 夏 娃 来 接 近 亚  

当 ， 诱 使 他 们 去 吃 那 分 别 善 恶 树 上 的 果

虽 然 人 在 堕 落 以 先 所 经 历 的 一 切 ， 都 

: 善 的 ， 但 他 们 对 善 恶 的 分 别 却 绝 非 一  

f知 。 亚 当 单 从 神 的 教 导 中 ， 得 知 善 恶  

:质 °上的不同， 以 及 吃 或 不 吃 那 果 子 的  

U 他 起 初 既 从 造 他 的 神 那 里 领 受 了 生  

要 靠 着 实 行 神 口 中 所 出 的 每 一 句 话  

“ 这 种 顺 服 是 信 赖 神 的 表 现 。 亚 当 是  

、°义人， 目 标 是 要 凭 信 而 活 。

试 探 的 目 的 是 要 使 人 离 开 神 而 自 立 。

3 质 疑 神 的 真 理 ， 并 挑 战 他 = 可 ： 

_ 人 产 生 一 种 错 觉 ， 使 人 以 为 自 己 万 =  

标 准 ， 并 按 着 自 己 的 利  

这 就 是 - 项 诱 使 人 自 以 为 神

亚 当 顺 从 撒 但 的 诱 惑 ’

= 林 坻 他 便 堕 落 了 。 由 於 无 法

但 其 历 史 性 却 意



义 重 大 。 人 的 罪 并 不 是 永 恒 的 ， 人 的 堕 落  

也 并 非 在 人 受 造 或 最 早 存 在 时 就 已 命 定  

的 。 人 堕 落 是 一 件 历 史 事 实 ， 发 生 於 创 造  

之 后 的 某 个 时 刻 ， 是 受 造 之 物 向 造 物 主 悖  

逆 的 行 动 。

悖 逆 是 不 顺 服 、 不 忠 心 、 不 守 约 和 不  

信 任 的 行 径 • • 那 项 禁 令 既 总 结 了 神 对 义 的  

要 求 ， 所 以 人 的 叛 逆 也 成 了 对 神 强 烈 悖 逆  

的 缩 影 。 撒 但 迭 中 了 人 忠 贞 守 约 的 要 害 ， 

来 攻 击 亚 当 。 人 向 神 专 一 的 顺 服 ， 已 被 一  

种 全 心 全 意 的 叛 逆 和 彻 底 的 反 抗 取 代 了 ： 

神 的 权 威 逍 受 否 认 ； 神 的 善 良 遭 受 质 疑 ； 

神 的 智 总 被 反 驳 ； 神 的 真 理 亦 被 违 背 了 。 

一 种 S 杂 的 新 莒 好 和 新 感 受 ， 已 占 据 了 人  

的 心 思 意 念 。

人 堕 落 的 原 因 不 是 在 乎 神 ， 因 为 神 并  

非 邪 恶 的 创 造 者 ； 人 堕 落 的 原 因 也 不 在 乎  

撒 但 ， 因 为 试 探 只 是 人 堕 落 的 场 合 ， 而 不  

是 因 由 。 人 主 动 默 许 试 探 ， 并 容 让 随 后 各  

种 公 然 的 行 动 发 生 ， 基 本 上 均 是 没 有 理 由  

的 。

堕 落 的 影 响

人 堕 落 后 即 时 可 见 的 影 响 ， 就 是 失 去  

了 与 神 共 处 的 喜 乐 和 勇 气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畏 惧 及 羞 耻 。 明 显 的 影 响 可 见 於 亚 当 和 夏  

娃 跟 神 疏 远 了 ， 神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因 而 起  

了 巨 变 。 人 所 受 的 咒 诅 可 以 证 明 这 一 点 ， 

更 明 显 的 是 亚 当 和 复 娃 被 逐 离 园 子 。 那 园  

子 是 公 义 的 居 所 ，是 神 人 联 合 、相 交 之 处 。 

人 的 不 义 破 环 了 这 个 联 合 ， 人 被 驱 逐 便 成  

为 无 法 幸 免 的 结 局 。

神 曾 提 出 僻 告 ， 罪 的 后 果 就 是 死 亡 。 

公 义 是 萦 福 并 得 与 神 相 交 的 途 径 ； 罪 带 来  

的 刑 罚 是 人 要 与 神 分 隔 ， 没 有 祂 的 同 在 ， 

在 地 狱 中 受 苦 。 死 亡 既 渗 入 了 生 命 的 每 一  

处 ； 连 在 坟 苺 里 的 肉 体 ， 也 会 腐 化 。

堕 落 的 影 响 不 但 临 到 亚 当 和 夏 娃 。 神  

创 造 亚 当 与 全 人 类 忧 戚 相 关 ， 而 这 一 种 独  

特 的 关 系 就 引 致 每 一 个 从 亚 当 、 夏 娃 而 出  

的 后 代 ， 都 要 被 牵 连 。 有 些 神 学 家 强 调 亚  

当 跟 其 后 窃 之 间 血 缘 的 关 系 ， 其 他 的 神 学  

家 则 把 焦 点 放 在 立 约 的 关 系 上 ， 亚 当 作 为  

后 世 人 类 的 头 和 代 表 ， 与 神 立 约 。 亚 当 犯  

罪 ， 给 全 人 类 带 来 的 恶 果 就 是 他 的 罪 要  

归 到 他 每 一 个 后 商 身 上 ， 他 们 因 此 要 付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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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的 代 价  

性 。
他们所继 承 的 趄

收坏的,

咒 诅 ， 大 地 不 再 为 人 效 力  扣因有神的 

初 的 文 化 使 命 ， 也 耍 受 到 拦 充 战 起  

疼 痛 和 危 险 ， 人 口 才 会 加 ^  1 只有技坊

换 取 推 持 生 命 所 節 ⑶辛劳，

人 贿 之 后 ， 死 亡 并 未 、

艰 苦  

萌 庇 。

不 过

到 人 身 上 ， 作 为 飛 后 的 审 判 ; 示 神 权  

人 的 心 意 。 亚 当 在 听 到 咒 诅 的 宣  

先 是 听 到 神 应 许 賜 下 救 主 （创 三 = 』前， 

的 a 落 间 接 带 来 一 个 既 不 匹 配 ^ 又  

释 的 后 果 ， 就 是 神 透 过 基 锊 的 救 赎 工  

昭 彰 的 莫 大 恩 典 „  ' ^

在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之 后 ， 圣经只会偶然  

提 人 的 堕 落 ， 但 这 项 历 史 事 件 却 是 后 来  

— 切 亊 情 必 不 可 缺 的 因 由 。 圣经的记迷是

指 向 将 来 的 -----罪 扩 散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并

神 救 赎 计 划 的 开 展 。

近 代 的 理 解

在 近 代 各 宗 派 的 神 学 思 想 中 ，其中很 

多 否 定 了 圣 经 记 述 人 喷 落 的 历 史 我 们 承  

认 创 世 记 的 记 载 被 视 为 历 史 ， 与随后的历 

史 彼 此 相 连 ； 圣 经 作 者 的 世 界 观 亦 暗 示 这  

记 载 是 史 实 。 有 人 却 争 辩 说 ， 现代人只能  

视 这 堕 落 的 故 事 为 一 种 神 话 。 这观点源於  

人 们 相 信 进 化 论 ， 加 上 对 於 创 世 记 的 记 录  

文 献 有 反 面 的 评 价 。

虽 然 亚 当 的 历 史 性 或 许 不 被 承 ^ ；，但 

人 们 还 是 尝 试 在 神 话 中 找 出 “真 理 $  

如 ， 他 们 会 说 人 人 都 是 亚 当 ， 每个人从  

记 忆 所 及 的 日 子 开 始 ， 一 直 都 是 罪 t 。％

其 他 的 人 则 指 这 神 话 不 是 关 於 ！ 

而 是 一 种 提 升 ， 使 人 自 知 并 独 立  

任 。 罪 被 认 为 是 寻 求 宗 教 上 的 成 挥  

的 ， 就 好 像 运 动 员 遇 到 对 手 时 ，

更 大 的 潜 能 。 对比

由 於 圣 经 把 亚 当 和 甚 贷 亚 当 挟  

( 罗 五 丨 2 -丨9 ; 林 前 十 五 2 2 > ， 間的會 

为 神 话 人 物 ， 也 引 致 对 基 H 托亡的记 

法 。 亚 当 既 论 为 普 世 人 类 犯 义 和 人 类  

号 ， 基 督 也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天 賦 A  

得 救 赎 的 记 号 而 已 • 的 信 息 和 # 英

这 种 把 创 世 记 - -至三j



硤 坏 了 全 段 记 栽 的 完 整  

普 世 人 鮮 罪 和 死 亡 的 实  

按 純 韻 教 义 ，
皮’少 也 合 理p .._白 亦 冰 入 份 界 . 因 若
e . .「 工 活 的 屋 面 进 入 世 界 ， 因 着  

历 史 ， 以 死 亡 与 复 活 把 罪

*二
N o r m a n  S h e p h e r d

1511：

- 2 3 7 1 s 

-並 当 - 1 8 3 9 «

■人观 " 1 1 9 9 :  “死 亡 ”

Doctrine of

f6ngU^ n是 有 关 人 的 起 源 、 本 性 和 终 局 的 研

穷 * 圣 经 中 有 关 人 的 教 义 以 正 确 的 神 观 为  

e 占 圣 经 人 类 学 （即 有 关 人 类 的 研 究 ）

= 崇 高 的 神 观 （即 有 关 神 的 研 究 ） 之 中 占  

中央的地位。 若 看 神 为 崇 商 和 可 辟 崇 的 ， 

便 会 看 人 为 商 负 而 有 聛 严 的 。 对 神 的 观 念  

若模湖不洧， 対 人 就 会 有 一 种 歪 曲 的 看  

法；要 不 是 把 人 看 得 比 他 应 有 的 地 位 更 重  

要，就 是 把 他 眨 低 於 圣 经 所 賦 予 的 价 值 。 

这 两 沖 观 点 都 是 次 於 圣 经 的 。 因 此 要 研 究  

人类学， 首 先 要 对 人 类 的 创 造 主 有 一 个 崇  

高的观念。

起源

圣 经 跟 自 然 主 义 和 物 质 主 义 的 理 论 相  

反，它 肯 定 人 类 的 起 源 是 由 永 生 的 神 所 创  

造的，人 是 池 创 造 工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项 。 

我 们 无 须 硬 性 跟 从 某 一 个 创 造 的 年 代 论 ； 

有 些 基 督 徒 相 信 创 世 记 第 一 章 所 描 述 的 是  

6个2 4 小 时 的 创 造 “ 日 ，， （参 创 一 5 、 8 、 

13等 > ，

出现的 

代志>，

而 人 类 是 在 大 约 6 , 0 0 0 年 前 忽 然  

参 大 主 教 乌 社 尔 等 人 编 写 的 《年

的人

1 6 5 0 -  1 6 5H) 。 有 些 大 致 上 赞 同 这

与 “有 神 进 化 论 ” 

认 为 神 开 始 了 一 个

八 （这 观 点 有 时 称 为 “创 造 科 学 ’ > ，

$於 创 世 记 第 五 和 十 — 章 内 年 代 记 载 的 弹  

把 人 类 的 创 造 推 前 至 大 约 1 〇,〇〇〇年

拆塊3 外 有 一 些 信 徒 认 为 创 世 记 一 至 二 章  

考的2的 ， 可 以 从 更 广 的 角 度 来 解 释 ； 人  
以的）造 是 在 远 古 时 代 （可 能 是 千 百 万 年  

細奥x ’ 进 程 （在 神 的 控 制 和 指 挥 下 ） 在  

上 可 能 有 它 的 道 要 性 ； 这 观 点 应

称 为 “进 程 创 造 论

^ 同 。 有 神 进 化 论 a 刀 忡 升 始 厂 — 个 

进 化 过 程 ， 但 在 过 程 进 行 中 他 很 少 千 预 。

在 前 一 个 见 解 中 ， 创 世 记 第 — 章 的 希 伯 来  

文 日 ’字 是 指 一 段 很 长 的 时 间 （例 

年 代 日 说 ; “有 晚 上 、 有 早 晨 、 是 

第 几 日 ” 这 句 子 可 能 是 一 种 文 学 手 法 ， 

来 表 达 在 一 个 时 间 进 程 内 ，

个 地 进 行 创 造 的 工 作 _

许 多 基 督 徒 对 人 类 起 源 年 代 的 看 法 是  

界 乎 保 守 与 广 义 之 间 。 姑 勿 论 倾 向 哪 一 种  

看 法 ， 我 们 都 应 认 同 人 类 是 神 的 创 造 ， 才 

能 从 圣 经 的 角 度 去 # 人 。 这 信 念 的 枯 髄  

是 ： “我 信 上 帝 ， 全 能 的 父 ， 创 造 天 地 的  

主 《

人 不 单 是 神 的 创 造 ， 而 且 是 神 创 造 工  

作 的 高 峰 。 远 在 梢 密 科 学 理 论 发 达 之 前 ，

古 人 早 已 发 觉 人 体 的 构 造 与 动 物 相 似 。 纵 

使 是 这 样 ， 圣 经 不 会 把 人 和 动 物 混 为 一 谈  

人 是 独 特 的 ， 是 神 创 造 工 作 的 重 点 ，

是 m 创 作 技 艺 最 精 湛 的 顶 点 。 创 世 记 第 一  

章 的 创 造 过 程 是 朝 荇 商 潮 渐 进 的 ’ 造 人  

是 他 一 切 创 作 工 程 的 梢 髄 。

从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看 ， 人 类 独 有 的 行 为  

特 征 包 括 ： 语 言 运 用 、 工 具 制 作 和 文 化 的  

建 立 。 独 有 的 经 验 特 征 包 括 ： 馑 得 反 省 、 

关 注 伦 理 、 追 求 美 感 、 具 备 历 史 观 念 ， 并 

且 关 注 形 而 上 或 哲 学 上 的 事 悄 。 上 述 因 累  

无 论 单 独 或 整 体 来 « ， 都 可 把 人 和 其 他 形  

态 的 生 物 分 别 出 来 . 人 类 并 非 好 像 现 ^ 进  

化 理 论 所 说 ， 只 是 一 个 锒 人 而 已 。 不过  

社 i 学 并 不 足 以 完 全 解 释 人 类 所 有 的 本  

性 只 有 靠 神 的 启 示 才 可 以 理 解 。 w  , u  

虽 然 人 与 其 他 创 造 物 有 其 相 连 性 （从

仓 可 : 人 类 : : : 二 造 很  

: 相 同 。 神 把 生 气 吹 进 - : 人 然按后

: : 2 3 本 > 。 这 段 经 文 所 H  
参 阅 匕 減 进 而 来 _ 论 ， 是 一 记  
些 认 为 人 类 一 个 发 展 中 的 生 物 ， 

头 疝 击 ； 神 并 不 ^  砹 一 种 独 特 的 性

.某 种 额 r二 2 好 ， 而 未 有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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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给 他  

情 ， 而 是 向
^ 呔 & 生 命 的 气 息 ， 人 的 生 命  

气 的 创 造 ： 直 接 ： 神 而 来 的 礼 物 。

气 息 ; 工 造 男 造 女 ( 创 一 2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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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人 ” 这 通 称 是 指 男 人 ， 也 是 指 女 人 ， 

而 男 人 和 女 人 在 一 起 才 构 成 人 类 整 全 的 图  

画 。 生 养 众 多 和 治 理 全 地 的 命 令 是 给 予 两  

性 的 ，也 是 两 性 共 同 承 担 的 责 任 。同 样 地 ， 

人 类 的 堕 落 也 是 男 人 和 女 人 一 同 背 叛 神 ， 

在 堕 落 的 世 界 里 ， 男 、 女 要 一 同 承 担 那 原  

罪 的 后 果 ； 而 基 释 的 救 赎 ， 也 同 样 临 到 男  

人 和 女 人 身 上 （参 加 三 2 8 ) 。 另 一 方 面 ， 

男 性 和 女 性 两 词 也 的 确 指 出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 两 性 的 分 别 ， 固 然 有 不 少 是 受 文 化 的  

影 响 ， 但 基 本 上 ， 男 性 （希 伯 来 文 原 意 是  

“进 入 者 ”） 与 女 性 （希 伯 来 文 原 意 “被  

进 者 ” > 在 性 别 上 的 区 分 是 神 所 定 规 的 。 

巴 尔 特 认 为 神 的 形 象 就 是 男 女 之 间 的 关  

系 ， 这 说 法 可 能 过 分 一 点 ， 然 而 ， 男 女 关  

系 起 码 是 神 的 形 象 之 部 分 含 义 （参 创 一

2 7 )  „

圣 经 中 谈 到 人 最 独 特 的 地 方 ， 是 指 出  

人 是 神 “照 着 自 己 的 形 象 ” 造 的 。 对 於 其  

他 任 何 被 造 之 物 ， 包 括 天 使 ， 圣 经 都 没 有  

这 样 说 。 创 世 记 一 章 2 6 至 2 8 节 “照 着 神  

的 形 象 ” 是 诗 人 写 诗 篇 第 八 篇 5 节 的 基 础 ， 

诗 人 说 ： “你 叫 他 比 天 使 （直 译 作 神 ） 微  

小 一 点 „ ” “神 的 形 象 ” 究 竞 是 什 么 窓 思  

呢 ？ 这 词 句 一 直 是 颇 具 争 议 性 的 题 目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是 指 人 有 神 的 外 形 ， 但 这 说  

法 难 以 令 人 接 受 ， 因 为 神 是 个 灵 （参 约 四  

有 些 人 则 认 为 这 是 指 人 的 人 格 与 神  

的 神 格 符 合 （有 智 蒽 、 有 感 觉 和 意 志 > ， 

人 类 这 些 特 性 可 在 神 的 形 象 里 找 到 ， 然  

而 ， 这 些 特 性 在 其 他 动 物 中 也 可 找 到 ， 并  

非 人 类 所 独 有 。

形 象 在 原 文 的 基 本 竞 义 是 “影 像 ”、 

“影 子 ”、 “代 表 ” 或 “样 式 ”。 在 人 身 上  

这 市 实 ， 让 我 们 知 道 神 如 何 看 人 的 价 值 和  

砟 严 ； 在 被 造 的 世 界 中 ， 人 成 为 神 的 代 表  

或 影 子 。 古 时 亚 述 的 皇 帝 爱 在 偏 远 的 地 方  

放 迓 他 们 的 肖 像 ， 免 得 有 人 忘 记 那 是 亚 述  

帝 闻 领 土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 神 把 自 己 的 影  

子 放 在 人 里 面 ， 代 表 祂 正 存 在 於 自 己 亲 手  

创 造 的 世 界 之 中 。

上 述 有 关 神 的 形 象 在 人 身 上 的 观 点 ， 

在 创 世 记 第 一 章 的 经 文 中 似 乎 已 得 到 了 肯  

定 。 按 芥 神 的 形 象 来 造 的 人 要 管 理 所 有 其  

他 被 造 物 （第 2  节 ； 参 诗 八 r) > « . 再 者 ， 

人 作 为 创 造 主 的 代 表 ， 必 须 与 池 保 持 联

系 。 同 理 耶 稣 说 明 神 是 个 灵 之 后 ，就契# 

人 用 心 灵 和 诚 实 去 敬 拜 池 （约 四 2丨-2.丨>

本 性

我 们 常 把 人 分 成 不 同 的 部 分 ，但 

强 调 人 楚 整 全 的 。 有 人 认 为 人 适 由 : 】部丨分 

构 成 的 （参 帖 前 五 ‘2 3 > ， 就 退 ： 灵、次 

体 ； 另 外 一 些 人 认 为 人 只 分 为 两 部 ：物所 

与 非 物 质 。 圣 经 似 乎 两 方 而 邡 支 持 ，但有 

关 人 的 本 性 ， 圣 经 所 强 调 的 是 他 的 - 致  

性 ，而 不 是 他 的 分 割 性 。圣经对人的符法， 

首 先 是 肯 定 一 个 人 逛 从 物 质 和 非 物 质 两 方  

而 构 成 的 。 巴 尔 特 的 说 法 是 ， 人类是 -个 

“有 身 体 的 灵 魂 ， 也 是 有 灵 魂 的 身 体 ”。 

没 有 人 只 得 躯 壳 （那 就 是 死 人 ），而没有 

躯 壳 的 灵 魂 ， 除 非 在 短 暂 或 过 渡 的 阶 段 ， 

否 则 也 不 能 箅 是 一 个 人 。 一 个 常 译 作 “灵 

魂 ” 的 希 伯 来 用 词 在 大 部 分 经  

文 中 应 理 解 为 “人 ” （例 ： 创 四 十 六 26. 

2 7 > 。 希 伯 来 文 r u a h  ( 气 息 、 风 、灵）和 

希月h 文尸 w e w m o  ( 灵 } 与 p u c /i e 《魂）常 

指 人 那 非 物 质 的 部 分 。 这部分与物质部分  

— 样 真 实 。看 人 为 纯 物 质 ，是非常片面的。 

相 反 地 ， 过 分 若 重 灵 而 不 右 f f i物质部分， 

同 样 是 不 苒 实 及 不 平 衡 的 。 人 可 以 说 ： 

“我 现 今 的 存 在 有 赖 这 物 质 的 身 体 ，但我 

不 单 是 一 个 血 肉 之 躯 。 在 这 肉身 死亡 之  

后 ， 我 仍 然 活 着 ； 肉 身 朽 坏 之 后 ，我还存 

在 。 然 而 有 一 天 ， 我 会 再 次 活 在 ‘身体’ 

之 内 ， 因 为 一 个 脱 离 了 身 体 的 灵 魂 并 不 是  

人 的 全 部 。神 的 理 想 是 要 我 活 在 我 （新的I 

身 体 之 内 。 因 此 ， 我 对 进 入 永 恒 境 界 的 盼  

望 是 . • ‘我 信 身 体 复 活 ， 我 信 永 生 。’”

若 从 圣 经 的 立 场 来 费 人 的 本 质 ，我们 

不 可 不 去 面 对 人 类 堕 落 的 问 题 。 创世记第 

三 章 暗 示 未 塑 落 的 人 是 不 死 的 ， 人类生宵 

的 能 力 原 本 并 不 受 制 於 生 产 的 痛 苦 ，而且 

他 的 工 作 也 不 需 要 因 大 自 然 的 抗 衡 而 产 生  

困 难 。 可 是 ， 人 类 堕 落 之 后 ， 一切都改变 

了 ， 改 变 的 东 西 包 括 ： 人 与 自 己 的 关 系 ； 

男 性 与 女 性 的 关 系 ； 人 与 大 自 然 的 相 互 关  

系 ； 以 及 人 与 创 造 主 的 关 系 。

人 的 堕 落 是 全 而 性 的 ， 他每一个部分  

都 受 到 堕 落 的 影 响 。 “全 部 败 坏 ” 一词并 

不 足 指 一 个 人 无 恶 不 作 ， 而是指犯罪的后  

果 令 他 的 全 人 均 受 影 响 。 另 一 方 而 ，人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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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 神 的 形 象 在 他 里 面 ， 基  

多 少 成 ― 执 》 的 计 划 （参 罗 五 > 。

牠 才 设 立 救

6.' p 尤 其 还 是 性 本 恶 这 古 老 的 争

， 入 ^ 己 第 2 章 的 记 载 中 找 到 解  

卜 对 在 ! ! ^ 要 他 反 映 创 造 主 的 聘 严 与 辟  
f : 冲 造 苻 背 叛 神 。 若 不 是 神 施 恩 ， 

»' 命 孓 只 有 继 续 过 那 罪 恶 的 生

^ 下 ! 使 人 在 本 质 上 变 成 了 — 个

罪 后 ， 御 勺 形 象 已 损  

私 的 雜 ^ 人 ^ 能 进 入 基 督 里 的 新 生 命 ， 圣  

s  了劝5 工 作 可 以 把 它 再 一 次 更 新 。 这 是  

^ 典 给 人 带 来 个 人 的 更 新 、 人 与 人 的  

扣好，并 且 与 神 重 新 建 立 关 系 。

邡么 ， 总 括 来 说 ， 起 初 神 造 人 ， 人 本  

# 良的， 但 人 自 己 沉 沦 ， 便 变 成 了 恶 。 

不过，藉 着 神 的 大 能 ， 人 可 以 再 次 寻 回 那  

善良的生命。 在 耶 稣 的 身 上 ， 人 可 以 看 见  

神的影子， 并 重 新 发 现 “完 全 的 人 ” 是 什  

么意思。耶 穌 道 成 肉 身 的 生 命 给 人 类 一 个  

新的开始。 耶 料 就 是 新 的 亚 当 ， 在 池 身 上  

可 以 找 到 新 的 模 范 ， 取 代 了 人 以 前 的 旧 模

终局

—个 平 衡 的 圣 经 人 观 ， 必 须 包 括 人 从  

神坡造的起源； 他 对 神 的 悼 逆 ； 他 所 受 的  

审判；他 在 救 主 耶 稣 里 所 得 的 救 赎 ； 以 及  

永生的应许。 人 类 有 一 个 开 始 ， 而 且 会 存  

活到永远。 这 立 论 与 自 然 主 义 论 及 人 类 起  

® 和 终 局 的 理 论 完 全 相 反 。 现 代 思 想 中 掖  

染 人 的 观 念 就 是 劝 人 “与 死 亡 妥 协 ”。 他  

= 心 中 没 有 神 、 没 有 永 恒 盼 望 ， 就 互 相 鼓  

2 对 方 去 接 受 死 亡 ， 认 为 人 类 生 命 的 自 然  

就 是 无 可 避 的 身 体 衰 残 与 败 坏 。 然 

’从 圣 经 的 观 点 来 看 ， 人 类 的 死 亡 绝 対  

、每 自 然 的 终 局 。

的故3 亡 是 人 类 后 天 造 成 的 ， 而 不 是 自 然  

能 & 死 亡 只 可 以 指 着 身 体 而 言 ， 却 不  
丫 灵 魂 来 说 。 圣 经 的 教 训 是 • 虽 然 肉  

腐 畋 了 ， 但 人 的 灵 却 继 续 存 活 ， 

内乌t 个 新 的 身 体 。 那 些 认 识 蕋 督 的 人 ， 

枣乌体= 会 与 基 督 同 在 （腓 一 2 3 > ， 并 盼  
活 ， 进 入 永 恒 的 生 命 里 （林 前 十

五 。 那 些 与 基 笹 无 分 的 人 死 后 也  

会 消 失 ， 他 们 仍 永 远 存 在 ， 并 且 知 道 永  

远 与 神 分 隔 ， 永 远 不 能 享 有 与 祂 同 在 的 福  

分 。 圣 经 里 有 关 失 丧 者 之 终 局 的 教 训 ， 是 

不 受 现 代 人 欢 迎 的 ， 就 是 相 信 圣 经 的 基 籽  

徒 ， 也 发 现 自 己 不 容 易 接 受 恶 人 受 永 刑 这  

观 念 。 然 而 ， 圣 经 有 关 恶 人 伋 后 受 审 判 的  

教 义 ， 像 其 他 教 训 一 样 ， 是 不 能 摇 动 的 。

圣 经 谈 到 人 的 本 性 ， 有 一 很 奇 妙 的 真  

理 ， 就 是 神 为 了 人 主 动 设 立 救 赎 工 作 ， 使 

永 恒 的 神 子 道 成 肉 身 。 然 后 藉 着 复 活 与 升  

天 ， 我 们 的 救 主 耶 稣 基 督 返 回 天 上 ， 回 

复 她 荣 縱 和 尊 严 的 永 远 地 位 ， 祂 在 那 M 永 

远 保 有 神 而 人 的 特 性 。 作 为 神 ， 祂 分 享 所  

有 圣 父 和 圣 灵 的 屈 性 ； 作 为 人 ， 祂 与 人 认  

同 ， 祂 以 复 活 的 身 体 显 现 ， 成 为 一 切 屈  

於 祂 的 人 复 活 的 初 熟 之 果 。 道 成 肉 身 带 来  

了 神 这 样 永 远 的 改 变 。 只 因 为 神 重 视 人 的  

价 值 ， 才 能 使 祂 这 样 基 本 地 改 变 自 己 。 正 

如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所 说 ： “儿 女 既 同 有 血  

肉 之 体 ， 他 也 照 样 亲 自 成 了 血 肉 之 体 。”

:来二  1 4 }

对 人 性 ® 后 一 个 评 价 是 ： 人 被 造 ， 是 

要 敬 拜 神 ’ 永 远 享 受 池 的 同 在 • • 没 有 任 何  

披 造 物 享 有 同 样 的 特 权 ， 即 使 天 使 也 没 有  

蒙 恩 的 人 与 神 之 间 的 那 种 关 系 ， 虽 然 天 使  

一 直 保 持 完 善 的 状 态 ， 也 经 常 感 受 到 敬 拜  

天 父 的 福 扯 ， 但 是 “他 并 不 救 拔 天 使 ， 乃 

■ & 救 拔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 （来 — 1 6 ) 。 人 

在 基 督 里 ， 人 就 好 像 神 原 先 计 划  

右 胡 和 葱 严 ， 永 远 在池 '宝座 面

前 ， 充 满 菩 乐 。 R o n a l d  B. A l l e n

t - 神 的 形 象 ■ 1 3 0 0 :  I 血 气 的 厂

• 新 人 和 旧 人 "■ 1 7 4 7 。 f
R .B . A lle n , The Males,y of

T h e D>〇n n y  〇 f  H um an ;  S .B .

a g e  M a n  in N.ture a n d  G r s c e . G .

〇 r . W . K m m e , .  M a n  in the N T . J .G . 

'The C h ris tian  W ew  o f  Man; H .D .

::七 :：::二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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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学
Anthropology
r 6 n 1 6 i x u 6

从 神 学 的 意 义 上 说 ， 是 研 究 圣 经 对  

人 ， 以 及 人 与 神 之 关 系 的 学 说 。

参 " 人 观 " 1 1 9 9 。

人民
Peoples
r 6 n m i n

参 - 邦 囯 ” 8 8 。

人子
Son of Man
r 6 n z l

耶 稣 表 明 他 厲 天 的 根 源 、 地 上 的 使 命  

和 将 来 再 临 的 荣 耀 时 ， 所 用 的 一 个 弥 赛 亚  

称 号 。 这 称 号 不 单 如 一 些 教 父 或 近 代 学 者  

所 指 出 ， 是 要 说 明 祂 具 有 人 类 的 本 质 和 人  

性 ， 更 反 映 出 耶 稣 那 厲 天 的 根 源 和 神 圣 的  

威 严 ， 并 池 在 人 类 肉 身 活 着 ， 完 成 在 世 上  

那 受 苦 以 至 死 亡 的 使 命 ， 藉 此 确 立 厲 天 的  

荣 耀 及 随 之 而 来 末 世 的 明 证 。

“人 子 ” — 词 的 背 最 ， 可 以 在 旧 约 找  

到 。 以 西 结 书 是 一 般 的 来 源 ， 因 为 “人 子 ” 

— 词 在 其 中 共 出 现 约 9 0 次 ， 是 一 种 隐 晦 、 

间 接 的 自 称 。 例 如 ， 神 对 他 说 ： “人 子 啊 ， 

你 站 起 来 ， 我 要 和 你 说 话 ” （二 1 > 。 耶 奸  

采 用 了 “人 子 ” 一 词 和 以 西 结 书 多 个 主 题 ， 

说 明 他 跟 这 一 位 论 到 末 世 的 先 知 认 同 。 她  

跟 以 西 结 一 样 （四 ， 七 ， 十 ， 十 二 ， 四 十  

至 四 十 八 章  > ， 断 言 耶 路 撒 冷 将 要 被 毁 ， 

而 神 的 国 却 要 重 归 以 色 列 （太 二 十 三 ， 二  

十 四 ； 徒 一 6 - 8 ) 。

这 名 词 独 特 的 来 源 是 但 以 理 书 七 章  

1 3 、 丨4 节 ， 提 到 有 一 位 “像 人 子 的 ， 驾  

着 天 云 而 来 ， 被 领 到 亘 古 常 在 者 面 前 ，’， 

得 着 神 普 世 、 永 恒 国 度 的 异 象 。 耶 鮮 在 关  

乎 她 再 临 的 教 导 上 ， 一 再 引 用 这 段 经 文 的  

各 部 分 （太 十 六 2 7 ， 十 九 2 8 , 二 十 四 3 0 ， 

二 十 五 3 丨， 二 十 六 (;4 ) 。 明 显 地 ， 耶 穌 了  

解 这 段 经 文 是 先 知 对 祂 个 人 所 作 的 描 绘 ， 

说 明 池 成 为 肉 身 、升 天 ，并 承 受 神 的 国 度 。

在 福 音 书 中 ， 耶 稣 有 接 近 8 0 次 使 用  

“人 子 ” 一 词 ， 神 秘 、 间 接 地 谈 及 他 自 己  

( 太 3 2 次 ； 可 M 次 ； 路 2 6 次 ； 约 1 〇次 ）。

在 所 有 这 些 经 文 中 ，

来 没 有 人 直 接 称 他 为 „ 人 子 ^

文 里 ， 所 指 的 对 象 频 为 隐 二 ' ， 部

明 确 的 情 况 … 二 1 其 他 人 物 •这 芯明 确 的 情 况 只 在 约 翰 描 音

这 人 子 “ =十 一  3 4 ) 在 大 多 数 经 文 中  丨约

都 非 常 明 显 ， 有 些 更 甚 为 済 的 身 分  

一 人 子 是 i隹 ？ … 你 们 说 # & 人说找 

< 太 十 六 丨 3 、 丨5 > 普 遍 的 结 ^

词 作 为 池 弥 赛 亚 的 专 用 称 奸 以 这  

到 池 的 位 格 和 使 命 时 ， 显 出 论  

崇 池 的 ， 正 是 池 $ 位 格 和 使 命 。 & 名  

有 受 到 人 对 弥 赛 亚 身 分 所 存 的 错 误  

响 ， 所 以 祂 可 以 自 由 地 运 用 它 。 、 " " I  

新 约 圣 经 中 ， 这 名 词 在 福 音 书 以  

出 现 过 4 次 。 在 使 徒 行 传 七 章 5 6 节 司 ^  

反 说 ，： “我 看 见 天 开 了 ， 人 子 站 在 神的右 

边 。”希 伯 来 书 二 章 G 节 引 用 诗 篇 八 篇 4节 

来 应 用 在 耶 稣 身 上 。 最 后 ， 启 示 录一章 

1 3 节 和 十 四 章 1 4 节 记 载 在 异 象 中 有—位 

“好 像 人 子 ” 的 出 现 ， 明显是指向那得着  

荣 耀 的 耶 稣 。

在 符 类 福 音 中 ， 耶 穌 用 “人 子 ”的称 

号 来 启 示 自 己 时 ， 第 一 个 主 题 是 关 乎 池 来  

到 地 上 ， 乃 是 为 了 完 成 弥 赛 亚 的 使 命 -  

耶 稣 曾 说 ： “狐 狸 有 洞 ， 天空的飞鸟 

有 窝 ， 人 子 却 没 有 枕 头 的 地 方 ” （太八 

2 0 ; 路 九 5 8 ) ， 将 他 当 时 在 地 上 的 生 活 ， 

跟 以 往 天 上 的 荣 耀 作 概 括 的 比 较 。有些学 

者 相 信 这 段 经 文 只 是 描 写 池 在 地 上 穷 乏 的  

生 活 。 但 若 说 耶 稣 所 指 的 ， 是 她 接 纳 —神 

飘 泊 无 定 的 生 活 方 式 ， 而 并 不 渴 求 像  

和 狐 狸 一 样 有 安 居 之 所 ， 实 在 是 太 过 $ 存 

了 。 这 经 文 其 正 要 指 出 的 ， 是 人 子 所  

了 她 天 上 的 居 所 ， 忍 受 她 在 地 上 的 事

招 致 的 凌 辱 和 痛 苦 （腓 二 5-1 ^ '  和路 

有 些 人 把 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 

加 福 音 七 章 3 4 节 解 释 为 苦 修 ，，的 之 间  

跟 耶 稣 这 位 来 了 “也 吃 也 喝 闲  

的 比 较 。 这 个 观 点 过 於 着 斑 屈 世 路 ^2; 

为 约 翰 亦 是 从 神 所 差 来 的 使 者 + 息 咕 系 A  

约 - 6 > 。 故 此 ， “到 来 ” ； = ; 的 M  

子 厲 天 的 根 源 ， 和 池 在 这 充 ^

中 的 使 命 。 也 脊 吿 袖 神 要 的 待
耶 稣 以 这 个 称 号 来 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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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出 “人 子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 （太 十 二  

| g•可二2 8 ; 路 六 5 ) 。安 息 日 是 神 所 设 立 ， 

i # 通 人 是 不 能 窜 改 的 。 但 耶 穌 乃 是 从 天 而  

| 丨 的 人 子 ， 是 设 立 安 息 日 的 神 的 儿 子 ， 可 

以如神一样， 管 治 世 界 ， 包 括 掌 管 安 息 曰  

| ^ 二 2 ; 出 二 十 8 - 1 1 > 。 事 实 上 ， 安 息 日

| 的 主 也 就 是 创 造 万 有 的 主 宰 （约 一 3 、1 0 ) 。

, 在 治 愈 迦 百 农 的 瘫 子 之 后 ， 耶 稣 宣 告  

j “人 子 在 地 上 有 赦 罪 的 权 柄 太 九 6 ; 可  

丨 二 1 0 ; 路 五 2 4 ) 。 过 去 只 有 天 上 的 神 才 能  

较免人的罪； 但 现 在 赦 免 却 出 自 迦 百 农 ， 

由耶穌施行。

这 一 组 经 文 明 显 地 揭 示 耶 稣 在 地 上 的  

使命是源於天， 并 且 带 着 神 圣 的 权 柄 。

耶 稣 采 用 “人 子 ”之 名 的 另 一 个 层 面 ， 

是 跟 池 的 受 苦 、 死 亡 和 荣 耀 的 复 活 有 关 ， 

也 是 一 个 奥 秘 的 方 法 。 让 祂 以 人 子 的 身 分  

来 完 成 地 上 的 使 命 。

在 彼 得 承 认 耶 穌 是 弥 赛 亚 和 神 的 儿 子  

后 （太十六 1 ( 3 > ， 耶 稣 便 开 始 详 细 说 明 池  

必须 受 苦 。 在 马 可 福 音 八 章 3 1 、 3 2 节 ， 

耶 穌 开 始 预 言 人 子 要 受 苦 ， 后 来 又 在 其 他  

经 文 重 复 提 到 。 福 音 书 把 这 个 主 题 扩 大 至  

包 栝 池 要 忍 受 戏 弄 和 鞭 打 （太 十 七 1 2 ， 

二十丨8 ; 可 八 3 1 ; 路 九 2 2 > 、 被 犹 大 出 卖  

(太十七2 2 ， 二 十 六 ‘2 4 ; 可 十 四 2 1 、 4 1 > 、

为 犹 太 人 的 领 袖 所 摒 弃 （太 二 十 1 8 ) 、 被 

外 邦 人 钉 死 在 十 架 上 （太 二 十 1 9 ; 可 九  

U 、3 1 , 十 3 3 ) 、 在 坟 墓 里 被 埋 3 天 （太 

十二4 0 ; 路 十 一  3 0 > , 然 后 复 活 （太 十 七  

2<2、2 3 ; 可 八 31 ) 〇

在 “人 子 来 ， 不 是 要 受 人 的 服 侍 ， 

乃 是 要 服 侍 人 ， 并 且 要 舍 命 ， 作 多 人 的  

续价” （太 二 十 2 8 ; 可 十 4 5 > 这 段 有 关 代  

« 的 著 名 经 文 中 ， 耶 稣 说 明 他 的 死 乃 是  

栖 牲 自 己 以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 这 个 代 赎 的  

意 念 出 自 耶 稣 了 解 自 己 是 神 受 苦 的 仆 人  

(赛 五 十 三  > , 而 在 人 子 的 身 分 中 提 出 这  

新观念。

耶 穌 论 到 他 再 临 时 ， 亦 采 用 “人 子 ” 

的称号。 作 为 末 世 的 人 子 ， 耶 稣 将 会 在 父  

神 的 荣 馏 中 与 众 天 使 一 同 由 高 天 重 返 地 上  

<太 十 六 2 7 ;  可 八 3 8 ;  路 九 2 6 > 。 首 

先，祂 将 会 坐 在 神 的 右 边 ， 然 后 m 会 驾 云  

再 临 地 上 （太 二 十 四 3 0 ， 二•十六 6 4 ; 可 

十三2 6 ， 十 四 6 2 ; 路 二 i ---- 2 7 ， 二 十 二

6 9 > 。 她 这 次 的 降 临 像 是 闪 电 或 挪 亚 的 洪  

水 （太 二 十 四 3 7 ; 路 十 七 2 4 ) ， 出 乎 人 的  

意 料 之 外 （太 二 十 四 2 7 ; 路 十 二 4 0 K 池 

会 招 聚 迭 民 ， 审 判 地 上 万 国 （太 十 九 28, 

二 十 五 3 2 ) ， 并 且 至 终 在 世 上 重 建 公 义  

(太 十 九 2 8 ， 二 十 五 4 6 > 。

在 这 些 段 落 中 ， 耶 稣 由 祂 因 着 受 苦 与  

S 活 而 暂 时 得 胜 ， 把 焦 点 转 向 人 子 从 天 上  

再 临 时 的 最 后 胜 利 。 那 戏 剧 性 的 重 点 再 一  

次 放 在 人 子 那 屈 天 的 始 源 和 神 圣 的 特 权  

上 。 这 位 人 子 耶 稣 是 至 高 的 审 判 者 《参徒  

十 七 31 >。

约 翰 福 音 论 到 人 子 时 ， 提 出 了 一 些 独  

特 的 资 料 。 天 使 在 人 子 身 上 上 去 下 来 （一 

5 1 ) , 大 抵 意 味 着 祂 是 先 存 於 万 物 而 来 自  

天 上 的 （三丨3 ， 六 6 2 ) 。 祂 被 举 起 （透过  

钉 身 在 十 架 上 ） 的 时 候 ， 会 为 所 有 相 信 池  

的 人 带 来 永 生 （三 1 4 ) 。 人 子 （三 1 4 ) 又 

是 神 子 （三 丨 是 神 独 一 无 二 的 儿 子  

( 三 1 7 、 1 8 > 。 圣 父 把 叫 死 人 复 活 和 审 判  

世 界 的 权 柄 賜 给 祂 的 儿 子 —— 人 子 （五 2 5 、 

2 7 ) 。 人 子 把 存 到 永 生 的 食 物 ， 就 是 池 的  

身 体 和 宝 血 賜 给 人 （六 5 3  >。 耶 穌 的 受 苦  

正 是 人 子 被 高 举 、 得 荣 耀 的 时 刻 （八 2 8 ， 

九 3 5 ， 十 二 2 3 、 3 4 , 十 三 3 1 > 。 在 约 翰 的  

笔 下 ， “人 子 ” 跟 “神 子 ” 这 两 个 称 号 是  

互 通 的 。 这 说 明 了 他 的 神 性 、 先 存 性 、 頋 

天 的 根 源 和 神 圣 的 特 权 ， 证 实 了 池 当 时 在  

地 上 启 示 和 受 苦 的 境 况 ， 并 祂 在 末 世 要 得  

的 荣 權 。

J a m e s  C . D e Y o u n g

参••基督论" 6 3 6 : "耶稣基督的生平和  

教 训 ” 197 0 :  •弥赛亚” 1013: ■•神的儿子"

1282〇

参 考 书 目 ： C .K . B a r r e t t , J e s u s  a n d  

Gospel Tradition; F .H . B o r s c h , The Son of 

M a n  in Myth  a n d  History; O . C u l l m a n n , 

The Christology of the N T ; F . H a h n , The 

Titles of J e s u s  in C h  ristol o g y ; A.J .B . 

H i g g i n s . Jesus a n d  the Son of M a n ; T .W . 

M a n  s o n , The Teaching of Jesus; H . T o d t , 

The Son  of M a n  in the Synopt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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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
Patience
r S n  n ^ i

— 种 耐 力 ， 可 以 忍 受 恶 人 或 恶 劣 环 境

重 大 的 鞭 挞 而 不 会 发 脾 气 ， 不 会 变 得 暴 躁  

而 动 怒 ， 也 不 会 报 复 。 这 种 耐 力 可 以 使 人  

忍 受 痛 苦 或 试 炼 而 不 埋 怨 ， 被 猛 烈 挑 拨 而  

不 激 动 ， 纵 使 遭 反 对 或 遇 到 逆 境 ， 仍 有 自  

制 力 ， 不 会 作 出 轻 率 # 莽 的 行 动 。

一 般 用 以 表 达 忍 耐 的 希 伯 来 字 眼 都 与  

“长 《时 间  > ” 有 关 ， 表 示 慢 慢 动 怒 的 意  

思 。 译 作 “忍 耐 ” 的 希 腊 文 有 两 个 ； 其 中  

— 个 的 意 思 是 在 试 炼 和 磨 难 之 中 ， 能 “保  

持 坚 稳 ”， 可 译 作 “持 久 力 ”或 “坚 定 力 ”。 

另 一 个 希 腊 文 跟 上 述 的 希 伯 来 文 相 类 似 ， 

意 思 是 即 使 被 猛 烈 挑 拨 、 激 怒 ， 仍 然 有  

“平 静 安 稳 的 灵 ”。

在 圣 经 中 ， 一 个 恒 久 忍 耐 的 好 例 子 是  

神 自 己 。 好 几 段 经 文 都 提 到 神 除 了 有 其 他  

仁 慈 的 属 性 外 ， 还 有 “不 轻 易 发 怒 ’’的 厲  

性 。 在 一 段 对 比 以 色 列 人 悖 逆 的 经 文 中 ， 

作 者 指 出 神 是 乐 意 饶 恕 人 ， 有 恩 典 ， 有 怜  

悯 ， 不 轻 易 发 怒 ， 有 丰 盛 的 慈 爱 （尼 九  

1 7 > 。 诗 人 宣 告 说 ： “主 啊 ， 你 是 有 怜 悯  

有 恩 典 的 神 ， 不 轻 易 发 怒 ， 并 有 丰 盛 的 慈  

爱 和 诚 实 ” （诗 八 十 六 1 5 ; 参 出 三 十 四  

6 ; 民 十 四 1 8 ; 诗 一 〇 三 8 ; 琪 二 1 3 ; 拿  

四 2 ) 。 此 外 ， 旧 约 也 称 赞 人 类 忍 耐 的 美  

德 ， 尤 其 见 於 箴 言 （箴 十 四 2 9 ， 十 五 18, 

十 六 3 2 ， 二 十 五 1 5 ; 参 传 七 8 > 。

新 约 也 强 调 神 的 忍 耐 。 使 人 悔 改 的 是  

神 的 恩 慈 、 宽 容 和 忍 耐 （罗 二 4 > 。 法 老  

的 行 为 虽 然 该 受 毁 灭 ， 神 也 忍 耐 宽 容 （罗 

九 其 忍 耐 的 厲 性 从 此 清 楚 可 见 。 在  

挪 亚 的 时 代 ， 神 於 挪 亚 预 备 方 舟 时 ， 暂 不  

P華 雨 水 ， 以 致 罪 人 有 更 多 时 间 悔 改 （彼 前  

三 2 0 ) 。 新 约 提 及 神 的 忍 耐 最 深 刻 之 处 要  

箅 是 彼 得 后 书 三 章 9 节 。 彼 得 说 ， 基 督 还  

未 再 来 ， 并 非 显 示 神 的 耽 延 ， 而 是 宽 容 忍  

耐 ， 不 愿 有 一 人 沉 沦 。 保 罗 提 到 耶 稣 基 督  

一 次 特 别 的 忍 耐 ， 他 说 基 督 在 他 身 上 所 作  

的 ， 是 为 了 显 明 她 一 切 的 忍 耐 （提 前 一  

1 6 ) 。

忍 耐 是 我 们 的 神 和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厲

性 ， 同 时 也 是 每 一 个 基 督 徒 应 有 的 特 质 。

保 罗 为 歌 罗 西 教 会 祈 祷 ， 盼 望 他 们 能 彰 显

这 素 质 （西 一  1 1 ) 。 忍 耐 是 賴 灵 果 子 的 〜  

部 分 （加 五 2 2 > ， 是 爱 的 一 种 特 质 （林前 

十 三 4 ) ， 也 是 一 种 美 德 （西 三 1 2 ; 参提 

后 三 1 〇 > 。 此 外 ， 保 罗 也 劝 勉 埜 督 徙 要 忍  

耐 （帖 前 五 1 4 > 。 我 们 若 不 宽 容 别 人 ^  

受 到 的 待 遇 就 好 像 耶 穌 比 喻 里 的 仆 人 〜  

样 ； 这 仆 人 欠 了 主 人 巨 额 的 愤 项 ， 他求主 

人 宽 容 ， 并 答 应 清 还 这 笔 款 项 ， 主人容忍 

了 他 ， 并 且 免 了 他 的 债 ， 但后来却发现他  

不 肯 用 同 样 的 容 忍 去 对 待 一 个 欠 他 些 微 金  

钱 的 同 伴 ， 主 人 只 好 收 回 先 前 的 容 忍 了  

( 太 十 八 2 6 - 2 9  > 。

在 一 些 经 文 里 I “忍 耐 ” 一 词泛指为 

一 些 东 西 而 长 久 、 热 切 期 待 。 农夫忍耐等 

候 地 里 宝 贵 的 出 产 （雅 五 7 下 ）。 神应许 

把 迦 南 地 赐 给 亚 伯 拉 罕 ， 亚伯拉罕忍耐等  

候 ， 但 到 了 离 世 时 仍 未 看 见 应 许 得 着 应  

验 ， 不 过 他 仍 然 相 信 （来 六 丨 5 , 十 一 39). 

还 有 ， 主 命 令 所 有 信 徒 都 要 忍 耐 ，直到主 

来 （雅 五 7 上 > 。

参 **圣 灵 的 果 子 ” 1 3 8 6 。

认 罪 / 认信
Confession
r ^ n  z u l  / r ^ n  x i n

是 同 意 、 肯 定 、 承 认 之 意 ， 特别是指 

承 认 罪 恶 和 宣 认 信 仰 。

圣 经 的 教 导

圣 经 记 载 有 两 类 认 信 。 一 是 认 罪 ，即 

承 认 自 己 犯 罪 的 亊 实 ， 承 认 在神 面 前 是 罪  

人 ， 更 常 是 承 认 某 项 特 别 罪 行 （利五 5; 

约 书 一 9 ) 。 人 若 认 罪 ， 就 是 承 认 自 己 背

弃 了 神 的 律 法 （诗 -----九 丨 2 6 > , 承 认 罪

有 应 得 （罗 六 2 3 > , 且 承 认 自 己 达 不 到 神  

所 立 的 圣 洁 标 准 （利 十 九 2 ; 太五彳8 )。

旧 约 时 代 ， 大 祭 司 代 全 民 认 罪 （利十 

六 2 1 > ; 神 也 期 待 背 神 违 约 的 以 色 列 民

虚 心 认 罪 （利 二 十 六 4 0 ; 代下七丨 4 ) , 敬  

虔 的 犹 太 人 敏 於 悔 罪 ，如 但 以 理 、以斯拉. 

尼 希 米 均 承 认 全 民 的 罪 孽 ， 肯定神的惩罚  

( 包 括 对 他 们 自 己 ） 的 公 正 ， 并祈求神的  

宽 赦 和 拯 救 （但 九 2 0 ; 拉 十 1 ; 尼一  6 )。

二 是 宣 认 神 是 主 宰 宇 宙 万 物 的 唯 一 真  

神 （代 上 二 十 九 1 〇-丨3 > ， 宣 认 m 始终如 

一 的 仁 爱 和 怜 恤 （诗 -----八 2 - 4 > 及 祂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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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民 的 救 助 （诗 一 0 五 1 - 6  ) 。 这 便 是 在  

公 开 的 崇 拜 或 颂 扬 中 宣 认 信 仰 （诗 一 〇 〇  

4丨，即 旧 约 所 谓 “称 颂 神 的 名 ”。

旧 约 常 将 两 类 认 信 合 而 为 一 ， 并 据 此  

产 生 不 少 感 恩 的 诗 歌 。 一 般 来 说 ， 这 些 感  

恩 诗 歌 必 包 含 下 列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思 想 ： 

⑴我 有 耶 ； （2 )我 罹 患 蜇 病 而 几 近 於 死 ；

(3)我 求 告 於 神 ， 他 即 解 救 了 我 ； （4 )我 现  

在 要 将 我 所 许 诺 的 认 萌 、 感 恩 献 给 神 （诗  

二十二，三 十 ， 三 十 二 ， 三 十 四 ， 四 十 ， 

五十一， —— 六 > 。 希 伯 来 词 “认 信 ”， 

即含有“认 罪 ” 和 “称 颂 ” 两 种 意 义 。 诗  

人 首 先 认 罪 和 肯 定 神 的 公 义 ， 最 后 则 称 颂  

神 的 宽 恕 和 解 救 的 大 能 。

新 约 也 表 述 了 认 信 的 两 种 意 义 。 作 为  

基督徒， 首 先 必 宣 认 耶 稣 为 基 督 ， 是 他 们  

的主。 耶 稣 曾 说 ： “凡 在 人 面 前 认 我 的 ， 

我 在 我 天 上 的 父 面 前 也 必 认 他 。” （太 十

3 2 ) 不 承 认 -甚督 就 是 对 神 的 否 定 （太 十  

3 3 ;路 十 二 8 ; 参 提 后 二 1 1 - 1 3 ; 启 三 5 > 。 

因此，基 督 徒 的 信 仰 生 命 必 以 在 众 人 面 前  

公 开 宣 信 为 始 （罗 十 9 、 1 0 ; 提 前 六 1 2 ) 。 

约 翰 一 书 四 阜 2 节 又 为 基 督 徒 的 认 信 增 加  

了内容，那 就 是 ： “耶 稣 基 督 是 成 了 肉 身  

来的”， 即 承 认 耶 稣 的 神 性 和 先 存 性 （他  

是 从 世 界 以 外 “来 的 ”， 参 约 査 四 1 5 ) ， 

也 要 承 认 她 的 人 性 和 道 成 肉 身 （即 祂 是  

“成 了 肉 身 ” 降 世 的 > ^ 希 腊 文 “认 信 ” 

- 词 的 本 义 就 是 “说 出 同 样 的 事 情 ”。 基 

督 徒 “美 好 的 见 证 ” 是 仿 效 莛 督 “美 好 的  

见证” < 提 前 六 1 2 、 1 3 ) 。

新 约 讨 论 认 罪 的 篇 章 虽 不 算 多 ， 但 十  

分重要《 接 受 施 洗 约 翰 洗 礼 的 人 均 认 罪 悔  

改 （可一  4 、 5 > 。 亊 实 上 ， 凡 基 督 徒 必 认  

同 冲 以 他 们 郎 是 罪 人 的 宣 判 ， 否 则 ， “便  

是自欺， 真 理 不 在 我 们 心 里 了 ” （约 壹 一

8)。 雅 各 又 记 叙 每 有 甚 昝 徒 生 病 ， 长 老  

登门造访， 给 他 认 罪 的 机 会 。 这 正 如 诗 篇  

的记载： 欲 求 道 德 上 的 赦 免 和 肉 体 上 的 痊  

愈， 就 必 先 认 罪 。 雅 各 逭 述 了 这 个 原 则 ， 

教 促 基 督 徒 “彼 此 认 罪 ” （雅 五 丨 3 - 1 6 ) 。

教会的历史

教 会 继 续 奉 行 两 种 认 信 。 在 教 会 史 的  

头3 0 0年 间 ， 在 大 庭 广 众 之 前 ， 尤 其 是 在  

法 庭 上 公 开 宣 认 基 督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亊 。

凡 能 勇 敢 宣 认 者 ， 不 管 他 们 掖 终 有 没 有 被  

处 死 ， 郎 被 冠 以 “殉 道 者 ” 的 光 荣 称 号  

( 在 希 腊 文 中 ， “殉 道 者 ” 的 本 义 就 是  

“见 证 者 ” 或 “宣 认 者 ” 的 意 思  > 。 这 个  

时 期 的 教 会 不 但 有 集 体 的 认 罪 仪 式 （至今  

仍 为 各 教 会 所 遵 行 ）， 而 且 要 求 犯 严 重 罪  

行 者 在 全 会 众 面 前 公 开 认 罪 。

直 至 君 士 坦 丁 大 帝 承 认 了 教 会 ， 并陚  

予 教 会 特 权 地 位 之 后 ， 法 庭 上 的 宣 认 已 无  

必 要 ； 不 过 ， 仍 沿 用 个 人 公 开 认 罪 的 制  

度 ， 直 到 教 皇 利 奥 一 世 （主 后 4 4 0 - 4 6 1 }  

才 有 所 改 革 ： 在 全 体 会 众 前 的 认 罪 改 成 了  

在 少 数 神 职 人 员 前 的 认 罪 。 六 世 纪 时 ， 爱 

尔 兰 的 赛 尔 特 僧 侣 首 创 由 一 屈 灵 导 师 听 取  

会 众 的 认 罪 。 九 世 纪 初 ， 该 法 经 英 国 学 者  

传 至 欧 洲 大 陆 而 有 广 泛 的 发 展 。 在 第 四 次  

拉 特 兰 宗 教 会 议 （主 后 更 下 令 会  

众 每 年 必 须 向 神 父 认 罪 ， 违 者 被 革 离 教  

会 。

自 此 ， 正 式 的 秘 密 认 罪 便 成 为 罗 马 天  

主 教 会 的 蜇 要 定 制 。 至 中 世 纪 末 ， 它 更 成  

了 悔 罪 圣 礼 的 主 要 部 分 。 悔 罪 圣 礼 包 括 忏  

悔 （悔 悟 己 非  > 、 认 罪 （向 神 父 认 罪 > 、 

补 过 （按 神 父 指 示 受 罚 或 补 偿 ）。 悔 罪 的  

最 后 阶 段 就 是 宣 告 赦 免 ， 根 据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教 义 ， 只 有 神 父 才 有 宣 布 罪 人 得 赦 的 权  

力 。

罗 马 天 主 教 还 将 罪 分 成 可 赦 之 罪 （或 

因 疏 忽 引 致 的 过 犯 ） 和 不 赦 之 罪 （不 可 救  

药 的 大 罪 ） 两 种 。 按 罗 马 天 主 教 信 条 ， 人 

若 犯 不 赦 之 罪 ， 且 在 死 前 没 有 腫 行 悔 罪 仪  

式 者 ， 就 有 沉 沦 的 危 险 。 宗 教 改 革 却 多 否  

定 此 说 ， 而 认 为 一 个 人 只 要 接 受 基 督 为 自  

己 的 救 主 ， 他 的 罪 便 会 得 蒙 神 一 次 而 永 远  

的 赦 免 ^

马 丁 路 德 根 据 圣 经 因 信 称 义 的 教 导 ， 

指 斥 天 主 教 的 悔 罪 礼 为 “压 迫 和 勒 索 的 手  

段 ”。 他 起 初 尚 力 求 修 正 此 礼 ， 后 来 则 把  

它 从 圣 礼 中 彻 底 剔 除 了 。 1 5 2 0 年 以 后 ， 

路 德 指 出 认 罪 一 枣 仍 当 为 信 徒 必 修 之  

课 ， 尽 管 圣 经 没 有 要 求 信 徒 向 另 一 个 信 徒  

“秘 密 认 罪 ”， 但 此 举 仍 是 “有 益 而 且 必  

要 的 ”。

加 尔 文 也 力 主 “秘 密 认 罪 ” 的 做 法 。 

他 认 为 “一 个 因 罪 恶 困 扰 、 受 苦 的 信 徒 ， 

若 无 外 拔 便 难 以 自 解 ”。 加 尔 文 认 为 应 向



1206 ri

牧 者 求 得 慰 勉 ， 以 重 获 内 心 平 安 ， 但 他 也  

认 为 可 向 教 会 任 何 成 员 认 罪 。

英 国 国 教 会 的 祈 祷 书 ， 提 及 患 病 信 徒  

可 向 探 病 及 施 圣 餐 的 牧 师 认 罪 。 这 做 法 始  

於 十 六 世 纪 ， 十 九 世 纪 英 国 国 教 会 则 利 用  

它 来 恢 复 并 捍 卫 了 “秘 密 认 罪 ” 的 做 法 ， 

要 求 信 徒 在 领 受 圣 胬 以 前 必 先 认 罪 。 某 些  

圣 公 会 在 圣 餐 中 仍 行 此 制 ， 与 罗 马 天 主 教  

相 同 。

复 原 教 的 各 教 派 也 时 有 强 调 信 徒 互 相  

认 眾 或 向 教 会 认 罪 者 。 有 的 是 以 圣 经 为 依  

据 ， 有 的 则 根 据 现 代 心 理 学 。 然 而 ， 总 的  

来 说 ， 复 原 教 只 主 张 在 个 人 的 私 祷 中 向 神  

认 罪 。 在 教 会 中 的 集 体 认 罪 只 是 一 般 性 的  

认 罪 ， 所 以 尚 需 个 人 向 神 私 自 的 认 罪 。

P e t e r  H .  D a v i d s

参 “赦 免 ” 1 2 6 6 : ..悔 改 - 5 9 5 :  ••回

转 / 归 正 ” 5 9 4 。

Day
r l

“日 ” 的 基 本 意 义 是 指 太 阳 自 转 一 周  

的 时 间 ， 或 从 一 次 日 出 到 下 一 次 日 出 的 时  

间 。 再 者 ， 这 段 时 间 中 见 太 阳 的 那 部 分 称  

“曰 < 即 白 昼 ）， 不 见 太 阳 的 那 部 分 称  

“夜 ’、 旧 约 希 伯 来 文 “ 日 ” 字 共 出 现

2 ,  〇()〇 次 ， 新 约 希 腊 文 的 “日 ” 字 则 出 现

3 ,  〇〇〇次。 希 伯 来 文 的 “ 日 ” 字 ， 除 这 基  

本 意 义 之 外 ， 尚 有 不 同 的 引 伸 意 义 。 希 伯  

来 人 的 一 日 ， 是 从 黄 昏 开 始 ， 至 第 二 个 黄  

昏 为 止 ， 这 大 槪 是 以 妥 拉 为 依 据 的 （参 创  

—  1 4 - 1 9 ) 。 此 2 4 小 时 的 太 阳 日 也 称 “民 

用 日 ”。 古 代 近 东 不 同 的 民 族 的 民 用 日 开  

始 的 时 间 各 有 不 同 。 希 腊 人 与 希 伯 来 人 是  

— 致 的 ， 均 以 黄 昏 为 一 日 的 开 始 ； 巴 比 伦  

人 以 日 出 为 幵 始 ； 埃 及 人 和 罗 马 人 则 以 午  

夜 为 开 始 。

圣 经 的 日 与 周

通 常 ， 昼 （丨2 小 时 ） 可 分 早 、 午 、 

黄 昏 3 段 时 间 （诗 五 十 五 1 7 > 。 这 3 段 时 间  

有 时 也 称 作 “黎 明 ” （伯 三 9 > 、 “近 午 ”

( 撒 上 十 一 丨 丨 ）、 “晌 午 ” （创 四 十 三 丨 6 > 、 

“午 后 ” （或 译 “天 起 了 浪 风 ”， 创 三 8 > 、

‘‘傍 晚 ，’ （得 二 丨 7 ，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 希 伯

来 文 “晚 间 ’’ （直 译 为 “两 个 黄 昏 之 间 ”， 

出 十 六 1 2 > ， 大 概 是 指 黄 昏 日 落 之 后 ，二 

曰 分 2 4 小 时 的 计 时 法 ， 在 耶 穌 时 代之 前  

是 未 曾 有 的 。 旧 约 时 代 只 有 把 昼 分 为 培  

的 做 法 （尼 九 3 > ， 与 被 掳 前 把 夜 分 为  

“更 次 ” 的 方 法 相 对 。

古 希 伯 来 人 的 “周 ” 除 安 息 日 以 外 ， 

其 余 各 日 均 无 专 名 ， 只 以 数 字 表 示 ，-直 

到 新 约 时 代 仍 是 如 此 （路二十四丨  >。犹 

太 人 极 重 安 息 日 ， 故 必 须 知 道 此 日 开 始 的  

准 确 时 间 ； 法 利 赛 人 主 张 每 於 日 落 后 希 见  

3 颗 星 ， 便 是 安 息 日 的 开 始 。

创造日

很 多 人 以 为 创 世 记 述 中 的 每 一  “日” 

是 2 4 小 时 的 太 阳 日 。 支 持 这 观 点 的 论 据  

之 一 是 圣 经 的 记 述 中 出 现 “有 晚 上 ，有早 

晨 ”这 句 话 。 但 是 ，这 句 子 是 源 自 苏 默 语 ， 

把 相 反 的 概 念 配 对 来 表 达 整 全 之 意 。因 

此 ， “有 晚 上 ， 有 早 晨 ” 是指整个创世过  

程 中 某 一 段 完 整 的 时 间 ， 强调的是过程的  

完 整 ，而 不 是 完 成 过 程 所 用 的 时 间 。所以， 

这 句 子 是 表 达 创 世 每 一 过 程 的 完 整 ，而不 

是 表 示 其 时 间 间 隔 。

另 由 於 苏 默 人 的 民 用 日 习 惯 上 仅 指 白  

昼 （1 2 小 时  > ， 那 么 其 他 民 族 的 一 日 在 苏  

默 人 看 来 就 当 是 两 曰 （2 4 小 时 ）。 如果承 

认 创 世 记 的 原 始 材 料 有 苏 默 文 化 的 影 子 ， 

那 么 “有 晚 上 ， 有 早 员 ’’的句语与一民用  

日 也 并 不 相 符 ， 而 大 概 是 指 一 个 特 定 的 阶  

段 或 时 期 。

旧约

在 旧 约 ， “ 日 ” 常 用 作 喻 义 ， 如：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珥 一 1 5 ; 扉五丨8 > ;  

“迥 难 的 日 子 ” （诗 二 十 丨 ） ； “神发怒的 

日 子 ” < 伯 二 十 2 8  > 。 其 复 数 形 式 则 可 表  

示 一 个 王 在 位 的 时 间 （王 上 十 2 1 ) 或人 

有 生 之 年 （创 五 4; 王 上 三 1 4 ; 诗九十 

1 2 > 。 怛 以 理 书 称 神 为 “亘 古 常 在 者 ” 

< 直 译 为 • • “日 子 古 远 ”， 但 七 9 、 1 3 >。

此 外 ， 除 了 留 作 休 息 和 敬 拜 的 安 息 曰  

以 夕 卜 （创 二 3 ; 出 二 十 8 - 1 1 > ， “日”也用 

来 指 每 年 春 季 庆 祝 的 逾 越 节 （出十二 

H ; 利 二 十 三 5 ) ， 以 及 每 年 秋 季 的 大 节  

赎 罪 日 （利 十 六 2 9 - 3 1 ) 。 正 如 安 息 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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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这 些 节 期 中 ， 一 切 俗 务 劳 作 均 当 停  

止，要 按 律 法 规 定 举 行 祭 典 。

新约

新 约 使 用 “日 ” 字 ， 主 要 是 沿 用 闪 族  

传统；一 夜 分 4 个 更 次 ， 则 显 然 是 受 希 腊  

和 罗 马 的 影 响 。 新 约 时 代 已 有 白 日 1 2 小  

时之说， 这 无 疑 是 巴 比 伦 天 文 学 的 遗 产  

(参约十一 9 > 。

新 约 也 有 使 用 “日 ” 的 喻 义 ， 如 “拯  

救的日子” （林 后 六 ‘2 > ， 或 “耶 穌 基 督 的  

日子” （腓 一 6 ) ; 或 以 “ 日 ” 代 表 一 段  

时期， 如 ： “供 职 的 日 子 （路 一 2 3 >  ;

另 也 提 及 特 别 的 日 子 如 逾 越 节 （约 十 二  

丨>、除 酵 节 （徒 十 二 3 > 、 五 旬 节 （徒 二 1 >  

等。

如 同 旧 约 ， “日 ” （众 数 ） 也 代 表 人  

有 生 之 年 （约 九 ; 或 指 世 代 或 时 代  

(林后六2 ; 弗 五 丨 6 ， 六 1 3 ; 来 五 7 > 。 基  

督 徒 被 称 为 “光 明 之 子 ”、 “白 昼 之 子 ”

(帖前五 5 >。 旧 约 先 知 预 言 审 判 的 日 子 ， 

新 约 也 提 及 煨 后 审 判 的 日 子 ， 人 子 将 彰 显  

为 万 主 之 主 （路 十 七 3 0 ; 约 六 3 9 - 4 4 ; 林  

前五5 ; 帖 前 五 2 ; 彼 后 二 9 , 三 7 、 12; 

约 査 四 丨 7 ; 启 十 六 1 4  > 。 “永 恒 的 日 子 ”

(和 合 本 作 “直 到 永 远 ”> 标 示 从 那 日 起 ， 

时 间 将 成 为 永 恒 （彼 后 三 1 8 ) 。 新 耶 路 撒  

冷 将 是 神 的 子 民 安 居 之 所 ， 那 地 方 将 享 有  

永 恒 的 白 日 （启 二 十 一 2 5 > 。

R .  K .  H a r r i s o n  

参 “历 法 ” 8 7 7 :  ••主的曰子” 2 3 5 0 : ，

'末世论” 1 0 8 1 。

H I

Sun Dial
rl g u l

用 以 报 时 的 工 具 ，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主  

前737-7 1 5 ) 把 日 晷 设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王  

宫中。 有 人 认 为 这 个 计 时 器 不 是 日 晷 ， 而 

是 一 道 阶 梯 <• 当 一 些 物 体 的 影 子 投 在 阶 梯  

上 不 同 的 位 S ， 就 能 显 示 不 同 的 时 间 。 先  

知 以 赛 亚 宣 告 ， 神 施 行 神 迹 ， 使 日 柽 的 影  

子往后退丨（> 度 ， 好 证 明 祂 要 叫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主 前 7 1 5 - 6 8 6 ) 从 病 中 得 到 痊 愈 ， 

又 使 他 多 活 1 5 年 ， 并 蒙 神 拯 救 ， 脱 离 亚  

迷 人 的 手 （王 下 二 十 1 1 ; 赛 三 十 八 8 > 。

n蚀
E c l ip s e
rl s h i

由 於 月 球 在 地 球 和 太 阳 之 间 经 过 ， 造 

成 部 分 或 整 个 太 阳 被 遮 掩 ； 也 可 用 来 解 释  

圣 经 中 某 些 特 殊 天 象 。

参 “天 文 学 ” 1 5 6 9。

荣耀
G lo ry
r 6 n g  y ^ o

神 独 特 的 牌 荣 及 与 人 类 的 关 系 。

神 的 荣 耀 可 指 两 方 面 ： （1)指 神 的 瓸  

性 ； （2 )指 神 在 独 特 的 历 史 亊 件 中 的 显 现 。 

祌 的 M 性

神 的 荣 耀 基 本 上 指 祂 的 荣 美 和 牌 贵 ， 

这 是 人 类 可 以 认 知 的 ； 不 过 ， 这 同 样 是 个  

道 德 的 观 念 ， 包 含 神 的 圣 洁 ， 所 以 犯 罪 的  

便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耀 （罗 三 2 3 > 。 圣 经 记  

述 她 荣 耀 的 圣 名 应 受 称 颂 （尼 九 5 ) ， 描 

述 祂 是 荣 耀 之 父 （弗 一  1 7 ) 和 荣 耀 之 王  

( 诗 二 十 四 > ; 祂 在 诸 天 之 上 ， 祂 的 荣 耀  

商 过 全 地 （诗 五 十 七 5 、 丨丨， 一 〇 八 5 >

-----三 4 ) 。 池 是 向 列 祖 显 现 的 荣 耀 的 神

( 徒 七 2 > 。 神 是 忌 邪 的 ， 为 着 保 持 池 的 荣  

耀 ， 不 许 将 荣 耀 归 给 别 神 （赛 四 十 二  

; 凡 池 所 行 的 ， 都 荣 耀 自 己 （诗 七 十  

九 9 ; 赛 四 十 八 1 1 )。

神 所 创 造 的 都 述 说 祂 的 荣 耀 （诗 十 九  

1 ， 九 十 七 6 ; 罗一  2 0 > ， 也 透 过 祂 拯 救 的  

大 能 ， 彰 显 出 来 （代 上 十 六 2 4 ; 诗 七 十  

二 1 8 、 1 9 ， 九 十 六 3 ， 一 四 五 1 0 - 丨 ‘2 ; 约 

十 一 4 、 4 0 ) 。 神 的 荣 耀 是 人 类 颂 赞 的 主  

题 （代 上 十 六 诗 二 十 九 1 、 2 、 9, 

六 十 六 1 、 1‘2 , 九 十 六 7 、 8 , —— 五 1;

赛 四 十 二 1 2 ; 罗 四 2 0 ; 腓二  

神 的 显 现

提 及 神 的 荣 耀 时 ， 常 指 祂 在 一 些 特 别  

的 历 史 事 件 中 显 现 ， 在 这 些 事 件 中 也 有 火  

和 光 的 出 现 。 煨 主 要 的 例 子 是 拉 比 文 学 所  

提 及 的 “舍 建 拿 荣 熘 ”， 意 思 是 “神 同 在  

的 荣 耀 ”， 主 要 指 旧 约 中 ， 神 在 火 柱 及 云  

柱 中 显 现 。

出 埃 及 记 十 三 章 2 1 、 2 2 节 第 一 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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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提 及 那 荣 耀 的 云 柱 ， 然 而 ， 在 这 处 经 文  

之 前 ， 已 有 一 些 关 於 神 的 临 在 可 见 的 例  

子 。神 的 灵 临 格 并 运 行 在 水 面 上 （创 一  2 > ， 

便 像 那 荣 耀 的 云 柱 ， 在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 

入 旷 野 时 引 领 他 们 （申 三 十 二 丨 〇、

亚 伯 拉 罕 所 见 冒 烟 的 炉 及 烧 着 的 火 把 （创  

十 五 17 > ， 也 该 理 解 为 神 荣 耀 的 临 在 。 荆  

棘 甩 的 火 焰 （出 三 ‘2 > ， 正 预 期 着 日 后 神  

的 荣 耀 临 在 西 乃 山 上 （出 二 十 四 1 (;_丨8 >〇 

在 出 埃 及 的 日 子 ， 神 的 荣 耀 在 云 柱 和  

火 柱 中 出 现 ， 带 领 池 的 子 民 过 红 海 和 旷 野  

( 出 十 三 2 1 、 ‘2 2 ; 尼 九 1 1 、 1 2 、 1 9 ) 。 当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下 安 营 ， 神 的 荣 耀 在 云  

和 火 里 显 现 ， 并 在 百 姓 眼 前 ， 向 摩 西 说 话  

( 出 十 九 9 、 1 6 - 1 8 ，二 十 四 丨 5 - 1 8 ; 申 五 5 、 

2 2 - 2 4  > 。 当 摩 西 获 准 一 瞥 那 在 云 和 火 中  

显 现 的 荣 耀 ， 他 的 脸 也 发 光 ， 并 因 子 民 的  

惊 惧 而 要 用 帕 子 遮 掩 （出 二 十 三 丨  

三 十 四 2 9 - 3 5 ; 林 后 三 7 - 丨 8 > 。

西 乃 山 顶 . 神 的 荣 罐 曾 在 此 显 现 。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下 围 绕 神 的 荣 耀 安  

营 ， 正 描 绘 了 神 在 我 们 中 间 的 以 马 内 利 观  

念 ， 神 在 她 的 子 民 中 。 当 会 幕 建 成 ， 子 民  

展 开 他 们 的 旅 程 ， 神 以 荣 耀 的 云 彩 临 格 ， 

在 整 个 旅 途 中 与 他 们 一 起 （出 四 十 3 [  

3 8 ; 民 十 1 1 、 丨2 >。 当 以 色 列 人 安 营 ， 众  

支 派 绕 苔 会 嵇 （民 一 5 0 至 二 2 ) ， 云 彩 提  

fi? 他 们 ： 神 在 他 们 当 中 。 这 云 彩 （象 征 神  

的 荣 耀  > 临 在 ， 为 他 们 平 息 叛 乱 （利 十 1- 

3 ; 民 十 二 5 , 十 四 丨 （）、 2丨、 2 2 , 十 六 1 9 、 

•12 )， 从 天 上 降 下 吗 哪  < 出 十 六 丨 〇 > ， 并  

使 磐 石 出 水 ， 供 应 他 们 （民 二 十 6 ) 。

当 以 色 列 人 与 非 利 士 人 打 仗 ， 约 柜 被  

夺 去 ， 一 个 男 孩 被 称 为 以 迦 博 ， 意 指 “荣

耀 已 离 开 以 色 列 了  ” （撒 上 四 2 丨 、22)# 

这 云 彩 不 再 显 现 在 以 色 列 中 间 ， 莨至约拒 

再 度 赎 回 ， 荣 耀 的 云 彩 才 充 满 所 罗 门 新 $  

的 圣 殿 ， 并 有 火 烧 尽 了 燔 祭 和 别 的 祭 （代 

下 五 丨 3 至 六 1 ， 七 1 - 3 > 。 诗 人 赞 美 耶路撤 

冷 及 圣 殿 是 神 荣 耀 的 居 所 （诗 二 十 六 H， 

六 十 三 2 ， 八 十 五 9 > ， 神 就 在 他 们 当 中 。

以 色 列 却 没 有 顺 服 神 。 他们拒绝神荣  

耀 的 临 在 （赛 三 8 > ， 把 人 手 所 造 的 偶 橡  

取 代 神 的 荣 耀 （诗 一 〇 六 ‘2 0 ; 耶二丨〇、 

11 ; 参 罗 一 2 3  > 。 因 笤 他 们 的 悖 逆 ，审

判 临 到 耶 路 撒 冷 ， 背 约 的 惩 罚 也 着 实 执 行  

了 。 神 不 再 作 悖 逆 子 民 的 神 《何 一9), 

神 荣 耀 的 云 彩 也 离 开 圣 殿 （结 十 4 、18、 

1 9 ， 十 一 1 2 〉， 结 果 以 色 列 人 被 掳 （结十 

二  1 _ 1 5  > 0

然 而 ， 在 审 判 之 外 ， 神决定让那些余  

民 重 建 圣 城 和 圣 殿 。 以 西 结 在 他 的 异 象  

里 ， 看 见 神 的 荣 耀 再 次 回 来 住 在 殿 中 （结 

四 十 三 2 - 9 >  ; 在 那 些 日 子 ， 神的荣權复  

临 一 群 洁 净 的 子 民 ， 并 永 远 地 与 他 们 同  

住 。 当 以 色 列 人 被 掳 归 回 ， 以及第二圣殿  

重 建 ， 哈 该 和 撒 迦 利 亚 向 百 姓 力 言 神 的 荣  

耀 复 临 的 应 许 ， 是 要 “使 这 殿 满 了 荣 糂 ”， 

正 如 池 昔 日 为 第 一 圣 殿 所 作 的 ， 祂 “要作 

其 中 的 荣 耀 ”（该 二 3 - 9  ; 亚 二 5 、1 0 、 l l h

不 过 ， 那 舍 建 拿 却 永 不 回 到 第 二 圣  

殿 ， 直 至 主 耶 稣 “道 成 了 肉 身 ， 住在我们 

中 间 ”， 并 且 我 们 “见 过 他 的 荣 光 ，正是 

父 独 生 子 的 荣 光 ” （约 一 1 4 ) 。 以赛亚曾 

预 言 那 位 弥 赛 亚 —— “耶 和 华 发 生 的 苗 ”

-----必 然 华 美 尊 荣 （赛 四 2 - 6 ， H■*一1 0 )〇

约 翰 出 来 传 道 ， 是 为 那 将 要 来 之 荣 耀 的 主  

预 备 道 路 （赛 四 十 2 - 5 ; 太 三 3 ; 可一3>, 

当 这 位 使 者 预 裕 好 主 的 道 ， 主就忽然进  

入 祂 的 殿 （玛 三 1 > 。 以 西 结 曾 # 见 神 的  

荣 耀 以 人 的 形 状 出 现 （结 一 2 8 > 。 当主耶 

稣 来 到 这 第 二 圣 殿 中  > 正 表 明 了 “他是神 

荣 權 所 发 的 光 辉 ， 是 神 本 体 的 典 象 ”（来 

一  3 > 。 神 再 次 住 在 祂 的 子 民 中 ， 以马内 

利 临 到 了 。 基 督 是 神 的 真 象 ； 看到葙督脸  

上 的 光 辉 ， 我 们 便 得 知 神 的 荣 耀 （林后四 

4  - 6 > 。 那 些 目 睹 耶 稣 登 山 变 象 的 门 徒  

( 太 十 七 1 - 8 ) , 猾 过 祂 的 荣 耀 （彼后一丨6、 

1 7 > 。 看 见 耶 稣 就 是 看 见 外 邦 人 的 光 ，并 

以 色 列 的 荣 耀 （路 二 3 0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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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所 有 的 荣 耀 ， 在 未 有 世 界 以 先  

(约十七 5 ; 腓 二 4 - 7 ) ， 并 在 池 道 成 肉 身  

时已有， 而 藉 着 祂 的 复 活 和 升 天 ， 更 加 绚  

商讪烂； 因 为 她 甘 愿 卑 微 ， 并 顺 服 以 至 於  

死 ，神 他 • 把 池 升 为 至 商 （腓 二 8 、 9 > 。 在  

世 荣 耀 天 父 的 越 舒 （约 七 1 6 ， 八 5 0 - 5 4 ， 

十二2 H ， 十 三 3 、 3 2 ， 十 七 4 ) ， 也 祈 求 天  

父叫 ?也得荣（约 十 七 丨 - 丨（> > 。 池 承 受 十 架  

的死亡， 并 得 以 进 入 池 的 荣 耀 里  < 路 二 十  

四2 6 )。 m 已 证 实 被 接 到 荣 耀 ®  ( 提 前 三  

1 6 ;彼前一  池 的 复 活 带 来 新 的 和 荣

浓 的 身 体 （林 前 十 五 3 9 - 4 3 ; 腓 三  

就 像 旧 约 荣 耀 的 云 彩 ， 他 也 升 到 云 彩 中 接  

受权柄、 荣 耀 和 国 度 （但 七 】4 ) ; 祂 得  

了 荣 權 和 饵 崇 为 冠 冕 （来 二 池 是  

配 得 这 一 切 的 （启 五 丨 2 > 。

荣 耀 的 埜 籽 同 样 也 向 祂 的 仆 人 显 现 。 

司 提 反 看 见 神 的 荣 耀 （徒 七 3 5 ) ; 扫 罗  

被 他 的 荣 光 弄 瞎 （徒 九 3 ) 。

基 督 将 要 在 荣 耀 中 再 来 。 祂 要 坐 在 池  

的 宝 座 上 审 判 万 民 （太 二 十 五 3 U  •，邪 

恶 必 然 受 罚 （太 十 六 2 7 ， 二 十 四 3 0 ; 可 

十三2 6 ; 路 二 十 一  2 7 ; 帖 后 二 9 、 1 0 ) 。 

那 些 在 人 前 承 认 他 的 ， 用 不 着 惧 怕 祂 荣 耀  

的 再 临 （可 八 3 8 ) 。

神 的 计 划 完 成 时 ， “他 的 荣 耀 充 满 全  

地” （诗 七 十 二 1 9 ; 焚 六 3 ; 来 二 从  

此 圣 殿 上 不 再 有 云 彩 来 显 示 这 是 神 圣 的 地  

方，因 为 那 里 会 有 新 天 新 地 （启 二 H - — 1 > 。

整 个 圣 城 邡 充 满 神 荣 耀 的 光 辉 （1〇、 H  

节），并 且 列 国 的 荣 耀 砗 贵 也 要 带 到 这 城  

中 （22-12G 节  > 。

荣耀和神的子民

神 的 子 民 经 历 过 神 临 在 的 荣 耀 。 旧 约  

中 那 荣 榧 的 云 彩 ， 就 是 他 们 的 荣 耀 （诗 一  

。六 2 〇 ; 耶 二 l U 〇 基 督 把 神 的 荣 耀 具 体  

化， 神 便 在 池 的 子 民 中 间 。 基 督 升 天  

后 ，祂 差 逍 圣 灵 到 来 （约 十 六 7 - 1 4 )  •，

神 仍 然 在 池 的 子 民 当 中 。 但 祂 并 不 以 火 柱  

光照， 而 是 在 五 旬 节 以 像 舌 头 的 火 焰 显 现  

出来， 表 明 圣 灵 充 满 祂 要 内 住 的 那 些 人  

衆 银 的 圣 灵 要 住 在 为 基 督 之 名 受 苦 的 人 里  

U 皮 前 四 丨 4 ) ; 这 圣 灵 更 是 圣 徒 荣 耀 产 业  

的 保 证 （罗 八 1 6 、 1 7 ) 。

神 已 给 予 祂 的 子 民 荣 耀 的 盼 望 （罗 五

| 2 ; 腓 三 2 丨； 西 一2  7 ; 犹 2 4 、 2 5 那些  

蒙 祂 拣 迭 的 ， 祂 要 使 他 们 得 荥 耀 （罗八  

3 〇 , 九 2 3 ) ; 他 们 将 要 分 亨 基 锊 的 荣 耀  

( 西 三 i ; 帖后二丨 4 ; 提 后 二 丨 0 ) 。 现 在 所  

受 的 苦 ， 无 法 与 将 来 显 出 的 荣 耀 相 比 （罗 

八丨8 ; 林 后 四 丨 7 ) 。 所 有 受 造 之 物 仍 然 盼  

望 卷 见 神 的 儿 女 得 享 自 由 的 荣 耀  < 罗八  

21 >。 这 个 荣 嵇 的 盼 望 十 分 确 定 ， 彼 得 展  

望 那 永 远 的 荣 耀 时 （彼前五丨 0 ) , 敢 说 现  

在 便 可 分 享 这 荣 栩 （彼前五丨

教 会 既 有 分 於 莊 耔 的 荣 耀 ， 就 奉 召 荣  

耀 神 。 因 舂 这 个 盼 望 ， 信 徒 须 洁 净 自 己  

(约査三: 5 >。

他 们 奉 召 去 成 就 一 切 荣 耀 神 的 亊 悄  

( 罗 十 五 6 ; 林 前 十 3 】> ， 用 他 们 的 身 体 去  

荣 耀 池 （林 前 六 2 0 >  ; 并 且 过 荣 耀 神 的  

生 活 ， 这 种 生 活 叫 那 些 看 见 他 们 行 为 的  

人 ， 会 将 荣 耀 归 予 神 （太五丨 6 、 4 8 ) 。 他 

们 随 时 忍 受 苦 难 和 迫 害 ， 以 此 荣 耀 神 （罗 

五 丨 - 3 ; 林 后 十 二 9 > 。 他 们 的 生 命 是 为 了  

“颂 赞 池 的 荣 耀 ” （弗 一 1 2 、 1幻 ， 并 照  

着 祂 荣 耀 的 权 能 而 活 （西一  1 1 ) 。 他 们 承  

当 荣 糙 福 音 的 职 亊 （林 后 三 7 - 1 8 > 。 他们  

就 是 一 所 荣 耀 的 教 会 （弗 五 ：2 7 > 。

荣 耀 和 人 类

圣 经 从 正 面 和 反 面 论 述 人 类 的 荣 耀 和  

个 人 的 荣 耀 。

在 旧 约 中 常 被 译 成 “荣 耀 ” 之 词 ， 也 

可 以 因 应 上 下 文 的 需 要 而 翻 作 “财 富 ”、 

“尊 荣 ’’（创 三 十 一 丨 ， 四十五丨 3 ; 民 二 十  

四 1 1 ; 撒 上 二 8 > 。 壯 人 （无 论 男 女 ） 努 

力 追 求 世 上 的 财 富 和 辟 荣 ， 以 此 为 世 间 的  

荣 耀 。 神 賜 给 人 财 富 和 尊 荣 （王 上 三  

1 3 ; 代 上 二 十 九 1 2 ; 诗 二 十 一 5 ， 八 十 四  

1 1 ; 箴 三 l (i ， 八 1 8 ) , 但 池 也 可 以 取 去 这  

些 东 西 （代 下 二 十 六 1 8 ; 伯 十 九

总 括 而 言 》 圣 经 视 人 类 努 力 获 得 的 荣  

耀 为 负 面 的 ，是 短 暂 的 ，并 且 他 死 的 时 候 ， 

“什 么 也 不 能 带 去 ” （诗 四 十 九 1(5、

凡 有 血 气 的 ， 尽 都 如 草 （赛 四 十 6 ) ， 如 

云 雾 消 失 （雅 四 1 3 - 1 6 ) 。 夸 辎 外 表 的 ， 

源 自 邪 恶 的 动 机 ； 信 靠 荣 辎 之 主 的 ， 不看  

f f i 人 的 荣 耀 《雅 二 1 - 幻 ； 不 该 凭 外 貌 夸  

口 > 却 应 以 内 心 的 纯 洁 为 可 夸 （林 后 五  

所 罗 门 的 荣 耀 还 不 如 一 朵 花 （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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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 列 国 的 荣 耀 可 在 顷 刻 间 消 灭 （赛 十  

H i ， 十 六 1 4 , 十 七 4 ， 二 十 一 1 6 ; 耶 四 十  

八丨8 ; 结 三 H —— 1 8 ; 何 四 7 >  ; 地 上 万 国

的 荣 耀 却 不 能 打 动 基 督 的 心 ， 叫 池 放 弃 神  

的 律 法 《太 四 8 、 9 ) 。 人 应 该 赞 美 神 （林  

前 一 2 9 - 3 1 ; 弗 二 9 > ， 而 不 应 该 追 求 自 我  

的 荣 耀 （路 十 四 丨 〇 、 1 1 ; 约 十 二 4 3 ; 罗 

二 7 、 8 > 。 厝 夺 神 的 荣 耀 的 ， 只 会 带 来 死  

亡 （徒 十 二 2 3 > 。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  •*火 柱 和

云 柱 " 6 1 9 :  • 舍 建 拿 ” 1 2 6 5 :  ••神 的 显 现 ”

1 2 9 8 :  ••夸 8 3 3 : - 财 茁 ” 2  0 6 〇

G o d ; F .D . C o g g a n , T h e  G l o r y  o f  G o d ; 

A .M . R a m s e y , T h e  Glory of G o d  a n d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肉
Meat
r 6 u

参 "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 4 1 4 : ••饭餐的

意 义 ” 3 8 5 。

肉 红 玉 髓 / 红 宝 石
Sardius
r o u  h 6 n g  y u  s u l  / h o n g  b S o  s h i

参 • 矿 物 、 金 属 和 宝 石 （肉 红 玉 髓 ）-

833〇

肉 桂 树  '
Cassia
r 6 u g u i  shCi

此 树 出 产 一 种 类 似 肉 桂 的 香 料 （出 三  

十 2 4 ; 结 二 十 七 19 )

参 “植 物 （肉 桂 树 ）” 2 2 9 2 。

肉体
Flesh
r o u  t l

在 旧 约

通 常 用 来 指 人 （创 四 十 1 9 > 或 动 物  

( 利 六 2  7 ) 身 体 厲 物 质 的 部 分 。 不 过 ， 

“肉 体 ” 在 旧 约 中 亦 包 括 其 他 含 义 。 有 时  

候 ， 该 词 等 同 整 个 身 体  < 箴 十 四 3 〇 ; 希  

伯 来 文 中 ， 并 没 有 一 个 独 立 的 词 语 ， 是 指

身 体 的  > ， 所 以 这 又 可 延 伸 指 整 个 人  

( “我 的 肉 身 也 要 安 然 居 住 ”， 诗十六9 ) # 

这 个 意 思 引 伸 至 夫 妻 联 合 ， 二人成 为 "〜  

体 ” （创 二 2 4 ) ; — 个 人 可 向 亲 屈 自 称 为 ： 

“我 是 你 们 的 骨 肉 ” （士 九 2 ) 。 以肉体相 

等 於 整 个 人 的 看 法 ， 亦 可 说 是 “凡有血气 

的 人 ”， 即 全 人 类 ， 有 时 候 ， 甚至包括动 

物 。

在 旧 约 中 ， 那 些 说 明 人 在 神 面 前 的 软  

弱 和 缺 点 的 篇 章 ，把 “肉 体 ” 一词的含义， 

最 淸 楚 地 表 达 出 来 人 既 屈 乎 血 气 ，我 

的 灵 就 不 永 远 住 在 他 里 面 ” （创 六 3)。在 

诗 篇 七 十 八 篇 3 9 节 ， 神 把 人 犯 罪 的 原 因 ， 

归 咎 於 人 不 过 是 血 气 。 在 历 代志 下三 十二  

章 8 节 ， 亚 述 君 王 的 “肉 臂 ” （即他的软 

弱  > ， 用 来 对 比 神 的 全 能 。 那信靠神的人  

不 必 害 怕 “血 气 之 荤 ” （诗 五 十 六 4 ) 能 

做 甚 么 ， 而 那 些 以 人 的 肉 体 代 替 神 的 人 ， 

就 是 在 咒 诅 之 下 （耶 十 七 5 > 。 在以赛亚 

书 三 十 一 章 3 节 ， 肉 体 与 灵 就 如 同 软 弱 与  

力 a 的 对 比 。

不 过 ， 旧 约 从 来 没 有 视 肉 体 为 罪 恶 4 

肉 体 是 神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成 的 （创二7), 

并 且 一 如 神 其 他 的 创 造 ， 是 美 好 的 。

在 新 约

保 罗 在 新 约 中 对 “肉 体 ” 一词的用法， 

是 最 清 楚 而 别 具 一 格 的 。 其中较常用的包  

括 ：

肉体即构成身体的物成

“肉 体 ” 经 常 用 来 形 容 组 成 身 体 的 肌  

肉 组 织 ，这 样 ，就 跟 身 体 上 其 他 部 分 有 别 。 

肉 体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种 类 ：“人 的 ”、“兽的”、 

“鸟 的 ”、 “鱼 的 ’’ （林 前 十 五 3 9 ) 。 肉体会 

感 到 疼 痛 和 苦 楚 （林 后 十 二 7 > 。 割礼是 

施 诸 肉 身 之 上 （罗 二 2 8 ) 。 虽然以上提及  

肉 体 的 经 文 ， 跟 罪 无 关 ， 但 这 肉 体 却会 朽  

坏 ， 且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林 前 十 五 5 0 )。 

耶 穌 的 身 体 也 不 过 是 血 肉 之 躯 （西 一 22)。 

肉体即整个身体

以 部 分 引 伸 至 整 体 ， 是 一 种 自 然 的 推  

演 。 在 许 多 地 方 ， “肉 体 ” 就是整 个身 体  

的 同 义 词 ， 并 非 单 指 身 体 肌 肉 的 部 分 。故 

此 ， 保 罗 可 以 说 身 子 （肉 体  > 不在某处  

( 林 骱 五 3 ) 或 与 人 相 离 （西 二 5 ) 。 保罗 

也 可 以 说 ， 主 耶 稣 的 “生 ”， 显明在我们

R a y m o n d  B .  D i l l a r d

参 考 书 目 ： 丨. A b r  a  ha  m s  , e  G /〇 r y  〇尸



的身上，是 那 必 死 的 身 子 上  < 林 后 四 1 0 、 

丨|丨。“与 娼 妓 联 合 的 ， 便 是 与 她 成 为 一  

体，因 为 主 说 ： ‘二 人 要 成 为 一 体 。’” 

(林前六丨6>

内体即人血源之 N 的 关 系

按 照 旧 约 的 一 种 用 法 ， “肉 体 ” 除 了  

可 指 肌 肉 组 织 或 身 子 外 ， 也 可 指 拥 有 血 肉  

之躯的那个人。 这 种 用 法 是 指 向 那 人 的 人  

际关系、他 生 理 的 本 源 ， 并 他 跟 其 他 人 之  

间 天 然 的 连 系 。 保 罗 曾 以 “骨 肉 之 亲 ” 

(罗九3 ， 十 一 1 4 ) , 来 称 呼 他 同 族 的 犹 太  

人。所 谓 “肉 身 所 生 的 儿 女 罗 九 8 ) ,  

就 是 指 那 些 出 於 自 然 ， 传 宗 接 代 的 后 裔 ， 

以 示 跟 因 神 介 入 而 得 的 儿 女 ， 有 所 不 同 。 

基督按肉体说， 是 大 卫 的 后 裔 （罗 一  3 > 。 

这 话 不 但 指 明 祂 肉 体 生 命 的 来 源 ， 还 包 括  

了 他 作 为 人 整 个 的 生 命 ， 即 祂 的 身 子 和 人  

的灵魂。

肉体即人的存活

这 是 “肉 体 ” 另 一 个 直 接 的 用 法 。 人  

若 活 在 身 子 之 内 ， 便 是 活 在 肉 体 之 中 。 所  

以，保 罗 可 以 说 他 在 肉 身 活 着 ， 是 因 信 神  

的儿子而活 < 加 二 2 0 ) 。 论 到 主 耶 穌 在 世  

上的工作， 保 罗 说 池 是 以 自 己 的 身 体 ， 废  

掉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之 间 的 仇 怨 （弗 二 1 5 > 。 

这跟彼得说， 按 肉 体 而 言 ， 耶 稣 是 被 治 死  

的 意 思 相 同 （彼 前 三 1 8 > 。 约 翰 也 说 ： 

" 耶 稣 基 督 是 成 了 肉 身 来 的 。” （约 壹 四 2 >  

这 个 词 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用 法 ， 见 於 约 翰 的  

话：“道 成 了 肉 身 ， 住 在 我 们 中 间 ” （约 

一 1” 。

肉 体 即 人 存 活 外 在 的 明 证 和 条 件

“肉 体 ” 同 时 亦 引 伸 至 人 躯 体 的 活 动  

之外， 以 涵 盖 人 类 生 存 的 其 他 重 要 因 素 。 

所以，“旗 肉 体 ” （腓 三 3 - 6 > 并 不 等 如 倚  

仗 躯 体 的 力 埴 ， 而 是 倚 旗 人 类 存 活 的 外 在  

条件。 其 中 包 括 保 罗 的 犹 太 血 统 、 他 严 格  

的 宗 教 训 练 、 他 的 热 心 和 他 在 犹 太 人 宗 教  

阁 子 中 突 出 的 地 位 。 “凭 着 血 气 自 夸 ” 

(林后十一  18 > — 语 ， 可 解 作 倚 雒 世 上 的  

事 物 来 夸 口 。 实 际 上 ， “靠 肉 体 ” 就 是 等  

於 恃 痛 外 貌 的 体 面 （加 六 1 1 - 1 4 ) 。 那 些  

& 太 派 信 徒 坚 持 人 要 受 割 礼 ， 以 增 强 他 们  

教 上 的 优 越 感 ， 好 使 他 们 有 夸 口 的 理  

^ 但 这 些 外 表 的 优 越 和 夸 口 的 理 由 ， 已 

$ 能 便 保 罗 动 心 ， 因 为 世 界 对 他 而 论 ， 是

已 经 钉 在 十 架 上 ； 他 对 世 界 ， 也 是 如 此 。

“肉 体 ’’也 可 用 於 外 在 的 关 系 上 ， 就 

如 主 人 和 奴 隶 之 间 的 连 系 （弗 六 5 ; 西 三  

2 2 ; 门 丨 6 > 。 肉 体 也 可 指 婚 姻 的 关 系 ， 这 

关 系 使 人 面 对 一 定 的 苦 难 （林 前 七 2 8 )。

这 种 用 法 使 我 们 能 解 开 下 列 经 文 中 难  

明 之 处 ： “我 们 从 今 以 后 ， 不 凭 着 外 貌  

( 肉 体  > 认 人 了 。 虽 然 凭 着 外 貌 认 过 基 舒 ， 

如 今 却 不 再 这 样 认 他 了 。” （林 后 五 丨 6 >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把 这 句 子 正 确 地 翻 成 “从人  

的 角 度 看 ”。 这 经 节 不 畏 说 保 罗 以 前 曾 在  

耶 路 撒 冷 见 过 或 昕 过 耶 穌 * 并 在 肉 身 上 与  

基 督 交 过 朋 友 。 “凭 外 貌 ” 是 形 容 “认 识 ” 

这 个 动 词 ’ 不 是 “基 督 ” 那 个 名 词 。 在信  

主 之 前 ， 保 罗 对 所 有 人 的 认 识 ， 都 是 “凭 

外 貌 ’，的 ， 意 思 是 他 以 世 界 的 、 人 性 的 标  

准 来 衡 S 他 们 。 “凭 外 貌 ” 来 认 基 督 ， 就 

是 仅 以 人 的 眼 光 来 看 祂 。 保 罗 作 为 一 个 犹  

太 人 ， 曾 以 为 耶 穌 是 一 个 虚 假 的 、 冒充弥  

赛 亚 的 骗 子 。 按 犹 太 人 的 理 解 ， 弥 赛 亚 是  

要 坐 在 大 卫 的 宝 座 上 ， 统 管 全 地 ， 并 扬  

救 牠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和 惩 治 那 些 可 僧 的 外 邦  

人 。 但 现 在 保 罗 放 下 了 人 的 误 解 ， 认 识 到  

基 督 的 真 貌 。

神 的 儿 子 降 生 为 人 ， 作 一 切 相 信 者 的  

救 主 。 保 罗 现 在 身 为 基 督 徒 ， 不 再 以 外 表  

来 判 断 别 人 。 他 不 再 像 一 般 的 犹 太 人 ， 视 

外 邦 人 为 狗 。 他 看 犹 太 人 和 希 利 尼 人 都 是  

神 所 爱 的 ， 是 基 督 为 他 们 舍 命 的 人 。

血气即人类兜落后的本性

所 谓 “厲 血 气 的 ”， 是 指 人 堕 落 后 在  

神 面 前 的 境 况 。 保 罗 归 主 以 后 ， 说 他 没 有  

踉 厲 血 气 的 人 商 S  (加 一  1 6 ) , 往 亚 拉 伯  

去 ， 住 了  3 年 。 他 的 意 思 是 他 没 有 向 任 何  

人 求 问 他 在 大 马 色 路 上 所 见 异 象 的 含 义 ， 

而 是 离 开 一 段 颇 长 的 时 间 ， 独 自 向 神 求  

问 。

当 保 罗 说 ： “血 肉 之 体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 （林 前 十 五 5 0 > ， 意 思 不 是 指 人 性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 而 是 说 堕 落 了 的 人 性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 正 如 他 接 着 指 出 ： “必 朽 环  

的 不 能 承 受 不 朽 坏 的 ”。 人 那 软 弱 、堕 落 、 

朽 坏 的 身 体 ，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国 ； 人 必 须 经  

历 改 变 ； 那 “必 朽 坏 的 总 要 变 成 不 朽 环  

的 ， 这 必 死 的 总 要 变 成 不 死 的 ” （林 前 十  

五 5 3 ) 。 这 并 不 是 指 灵 魂 的 救 赎 ， 而 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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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体 上 的 变 化 适 合 神 永 恒 而 荣 耀 的 国 度 。

彼 得 宣 认 耶 穌 的 弥 赛 亚 身 分 时 ， 耶 稣  

回 答 说 ： “这 不 是 屈 血 肉 的 指 示 你 的 ， 乃  

是 我 在 天 上 的 父 指 示 的 。” （太 十 六 〗 7 ) 

这 段 经 文 的 意 思 十 分 明 显 。 认 识 耶 穌 弥 赛  

亚 的 身 分 ， 并 不 靠 人 的 推 理 ， 只 有 透 过 神  

的 启 示 ， 才 能 知 悉 。

肉体即人 m 饬 后 的 性

保 罗 还 有 一 套 独 有 的 伦 理 指 标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就 是 人 在 神 的 眼 中 ， 不 单 是 堕  

落 和 软 弱 的 ， 更 是 堕 落 和 有 罪 的 。 肉 体 跟  

灵 （圣 灵 ， 不 是 人 的 灵 > 对 立 ， 人 若 没 有  

圣 灵 的 帮 助 ， 便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悦 。 罗 马 书  

八 章 第 一 个 部 分 ， 描 述 得 最 为 生 动 。 保 罗  

在 此 处 指 出 “屈 肉 体 ” 和 “厲 圣 灵 ” 的 强  

烈 对 比 。 “厲 灵 ” 并 不 是 指 人 要 活 在 一 种  

心 醉 神 迷 的 状 态 ， 而 是 说 要 活 在 圣 灵 的 管  

治 底 下 。 那 些 “屈 肉 体 ” 的 人 是 未 经 重 生  

的 ， 也 就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悦 ： “原 来 体 贴 肉  

体 的 ， 就 是 与 神 为 仇 ； 因 为 不 服 神 的 律  

法 ， 也 是 不 能 服 ， 而 且 属 肉 体 的 人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欢 。” （罗 八 7 、 8 > 原 文 被 译 为  

“肉 体 ” 是 不 恰 当 的 ， 因 这 样 是 强 调 了 身  

体 的 欲 望 ， 特 别 是 在 性 欲 方 面 。 希 腊 文 的  

原 意 是 “肉 体 的 意 念 ”。 保 罗 接 着 说 ： 

“如 果 神 的 灵 住 在 你 们 心 里 ， 你 们 就 不 屈  

肉 体 ， 乃 厲 圣 灵 了 。” （第 9 节 ） “厲 肉 体 ” 

和 “属 灵 ”是 两 个 对 立 而 互 不 相 通 的 层 面 。 

“厲 灵 ” 的 人 就 是 有 神 的 圣 灵 住 在 心 中 ， 

也 就 是 已 经 重 生 的 人 。

那 些 未 经 重 生 的 人 无 法 满 足 神 律 法 的  

要 求 ， 他 们 也 就 不 能 讨 神 的 喜 悦 。 因 为 律  

法 煨 高 的 要 求 是 “要 尽 心 、 尽 性 、 尽 意 爱

主 -----你 的 神 ”， 然 后 是 “爱 人 如 己 ” （太

二 十 二 3 7 - 3 9 ) 。 保 罗 宣 称 自 己 身 为 犹 太  

人 ， 曾 在 遵 守 律 法 的 条 文 方 面 ， 无 可 指 摘  

( 腓 三 所 以 ， 在 律 法 的 公 义 上 ， 是 老  

无 瑕 疵 的 。 但 律 法 的 条 文 有 一 个 限 制 ， 就  

是 不 能 给 他 一 颗 爱 神 的 新 心 。 琪 实 上 ， 人  

们 以 肉 体 遵 行 律 法 而 自 夸 ， 只 徒 然 增 加 人  

的 骄 傲 „ 罗 马 书 八 章 《节 的 意 思 是 ， 未 重  

生 的 人 无 法 按 神 的 要 求 来 爱 祂 和 事 奉 祂 ， 

所 以 就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悦 。 可 见 ， 律 法 是 不  

能 使 人 盘 正 成 义 的 ， 因 为 肉 体 是 软 弱 的  

( 罗 八 : 幻 。 体 贴 肉 体 的 生 活 ， 就 是 死 亡 ； 

只 有 体 贴 圣 灵 ， 才 能 得 生 （第 （; 节 ）。 保

罗 在 其 他 地 方 又 说 过 ： “我也知道在我史  

头 ， 就 是 我 肉 体 之 中 ， 没 有 良 善 ”（罗-1 

1 8 ) 。 这 里 所 指 的 肉 体 ， 并非人物质上的  

躯 体 ， 因 为 人 的 身 体 是 圣 灵 的 殿 （林前A  

〗9 ) ， 是 蕋 符 的 肢 体 （六 1 5 ) ， 也是衆％ 

神 的 工 具 （六 2 0 ) 。 保 罗 指 的 ，逛在他未 

重 生 的 本 性 里 ， 没 有 神 所 要 求 的 良 善 住 在  

其 中 。

保 罗 在 “屈 肉 体 ” （未 重 生 > 跟 “棟 

灵 ’’ （m 生 ） 之 间 ， 作 出 了 强 烈 而 绝 对 的  

对 比 ； 人 重 生 后 ， 就 是 在 灵 里 ； 甩然肉体 

仍 然 在 ，但 这 人 也 不 再 屈 於 肉 体 了 。不过， 

在 信 徒 里 面 仍 然 会 有 肉 体 和 圣 灵 之 间 的 斗  

争 。 保 罗 写 信 给 那 些 “厲 灵 ” 的 人 吋 ，说： 

“因 为 情 欲 和 圣 灵 相 争 ， 圣 灵 和 情 欲 相 争 ， 

这 两 个 是 彼 此 相 敌 ， 使 你 们 不 能 做 所 ® 意  

做 的 。” （加 五 1 7 > 因 为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正  

是 这 两 个 敌 对 原 则 的 战 场 ， 所以我们想作 

— 个 完 全 的 人 ， 是 不 可 能 的 。

同 样 的 情 况 亦 见 於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H 节 至 三 竞 3 节 。 在 那 里 ， 保罗形容了  3 

种 人 ： “M 血 气 的 ” （二 H ) 、 “屈肉体的” 

( 三 1 、 3 > 和 “厲 灵 的 ” （三 1 )。“屈血气” 

的 人 是 未 迸 生 的 。 这 些 “屈 血 气 ”的人 

( 罗 八 9 > 把 整 个 生 命 集 中 在 人 的 层 次 上 ， 

所 以 无 法 认 识 神 的 事 情 。 “厲 灵 的 人 ”是 

指 那 些 生 命 被 圣 灵 所 管 治 的 人 ， 他们的生 

命 中 明 显 有 圣 灵 的 果 子 （加 五 2 2 、2 3 L  

在 这 两 类 人 中 间 是 第 三 种 人 • • 那 些 “屈肉 

体 ”， 却 又 在 基 督 里 作 婴 孩 的 人 。 因为他 

们 是 “屈 灵 的 ”， 但 不 “随 从 圣 灵 ”而生 

活 。 因 为 他 们 是 甚 督 里 的 婴 孩 ， 神的灵住 

在 他 们 里 面 ， 然 而 他 们 却 不 许 圣 灵 管 治 他  

们 ， 而 且 ， 他 们 的 生 活 仍 跟 世 人 无 异 （加 

三 3 > ， 以 致 在 嫉 妒 和 纷 争 中 ， 显出肉体 

的 工 作 来 。 灵 ” 而 不 再 “屈 血 气 ”的 

人 ，仍 要 学 习 随 从 圣 灵 ，而 不 是 随 从 肉 体 。 

肉 休 的 恶 行 与 圣 M 的 來 子 对 垒

保 罗 在 加 拉 太 书 五 車 1 9 至 2 3节 ，把 

肉 体 的 生 活 跟 在 圣 灵 里 的 生 活 ， 作了一个 

比 较 。 “情 欲 的 琪 都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就如 

奸 淫 、 污 秽 、 邪 荡 、 拜 偶 像 邪 术 、仇根， 

争 竞 、 忌 恨 、 恼 怒 、 结 党 、 纷 争 、异端， 

嫉 妒 、 醉 酒 、 荒 宴 等 类 （19 -2 1节 > $  

张 清 单 列 出 了 许 多 肉 体 情 欲 上 的 罪 恶 ，同 

时 也 有 宗 教 上 的 恶 行 -----拜 偶 像 和 行 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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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一 些 是 “灵 性 ” 的 罪 ， 也 就 是 性 | 

捎上仇恨、争 竞 、 忌 恨 、 恼 怒 和 结 党 等 毛

纷 争 ” 和 “异 端 ” 并 不 是 指 神 学 上  

(^弗正道， 而 是 针 对 那 些 结 党 营 私 和 捏 造  

f 湍的态度。 我 们 亦 可 因 此 总 结 保 罗 笔 下

肉体”， 并 不 是 身 躯 的 同 义 词 ， 而 是  

$ 凉了 粮 个 人 ， 包 括 心 态 和 性 怡 在 内 。

另 一 方 面 ，圣 灵 的 果 子 是 仁 爱 、菩 乐 、 

和乎、忍 耐 、 恩 慈 、 良 善 、 信 实 、 温 柔 和  

节 制 （2 2 、‘2 3 节 〉。 这 些 大 都 是 内 在 的 性  

情， “是 没 有 律 法 禁 止 的 ” （第 2 3 节 ） ； 

也 莸 是 说 当 人 拥 有 这 些 特 性 ， 便 不 需 要 外  

在 的 律 法 来 指 明 对 错 的 标 准 。

得胜肉体

虽 然 基 督 徒 的 心 内 继 续 存 有 圣 灵 和 肉  

体的斗争， 但 保 罗 知 道 一 个 让 圣 灵 得 胜 的  

方法。人 要 臻 至 成 圣 的 地 步 （帖 前 五 2 3 ) ， 

但肉体—— 那 未 得 着 重 生 的 本 质 却 要 被 治  

死。

因 着 在 基 督 m 所 发 生 的 一 些 事 ， 就自  

然 带 来 一 些 不 能 避 免 的 结 果 。 在 保 罗 的 观  

点中，肉 体 是 已 经 因 着 基 督 的 死 亡 而 被 治  

死了n 凡 屈 於 基 督 的 人 ， 是 已 经 把 肉 体 和  

邪 情 私 欲 钉 在 十 架 上 （加 五 2 4 > 。 保 罗 曾  

说：“我 已 经 与 基 督 同 钉 十 字 架 ” （加 二  

2〇>，又 说 ： “我 们 的 旧 人 和 他 同 钉 十 字  

架。”（罗 六 6 > 这 些 说 法 淸 楚 指 出 “肉 体 ” 

和 “自我”， 在 某 些 方 面 是 相 同 的 。 这 种  

连 系 进 一 步 在 钉 十 架 的 教 导 中 ， 得 到 支  

持。因 为 保 罗 在 提 出 要 把 肉 体 钉 於 十 架 的  

时候，他 说 ： “我 们 在 罪 上 死 了 的 人 岂 可  

仍 在 罪 中 活 着 呢 ？ …… 我 们 藉 着 洗 礼 归 入  

死，和 他 一 同 埋 葬 ” （罗 六 1 - 3 > 。 与 基 督  

同死的， 是 我 们 自 己 。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9 节 则 以 不 同 的 说 法 ， 

来 表 达 同 样 的 意 念 ： “不 要 彼 此 说 谎 • ， 因 

你 们 已 经 脱 去 旧 人 （肉 体 那 旧 有 的 本 质 > 

和 旧 人 的 行 为 ， 穿 上 了 新 人 （重 生 了 的 本  

质）u ” “旧 人 ” 就 是 指 人 那 有 罪 、 未 归 正  

的本性。 这 是 旧 人 和 基 督 同 钉 十 架 （罗 六  

6 ) 的 另 一 种 说 法 。 保 罗 认 为 这 是 在 人 信  

主的时候， 已 经 发 生 的 事 情 。

然 而 ， 钉 十 架 与 肉 体 死 亡 ， 是 不 会 自  

动 产 生 的，一 定 要 以 信 心 来 发 动 。 其 中 包  

括 了 两 方 面 ， 首 先 ， 信 徒 要 承 认 肉 体 已 经  

与 基 督 同 钉 在 十 架 上 。 “你 们 向 罪 也 当 看 |

自 己 是 死 的 ； 向 神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却 当 看  

自 己 是 活 的 。” （罗 六 1 1 ) 人 若 未 能 真 的  

与 S 督 一 同 钉 死 了 ， 便 不 能 向 罪 看 自 己 是  

死 的 ； 但 因 为 这 事 已 在 人 因 信 得 救 的 一 刻  

发 生 了 ， 便 可 以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 实 践 出  

来 „ 那 些 与 基 督 同 死 的 人 ， 应 要 “治死身  

体 的 恶 行 ” （罗 八 1 3 > 。 “身 体 ” 在 这 里 成  

为 了  “肉 体 ” （未 重 生 的 本 质 ） 作 恶 的 工  

具 。 凡 已 经 出 死 入 生 的 人 ， 应 把 自 己 的 肢  

体 献 给 神 作 义 的 器 具 （罗 六 1 3 > 。 已经与  

基 督 同 死 的 人 ， 是 要 “克 制 ”， 即 要 治 死  

厲 世 的 情 欲 ， 如 淫 乱 、 污 秽 和 贪 婪 （西三  

5 ) 。 脱 下 旧 人 和 穿 上 新 人 之 后 ， 信 徒 更  

要 穿 上 怜 悯 、 恩 慈 、 谦 虚 和 类 似 的 美 德  

( 西 三 1 2 >。

得 胜 肉 体 有 时 候 又 称 为 行 在 圣 灵 中 。 

“当 顺 着 圣 灵 而 行 ， 就 不 放 纵 肉 体 的 情  

欲 了 。” （加五丨 6 ; 参 罗 八 4 ) 行 在 圣 灵 中  

的 意 思 ， 就 是 时 刻 活 在 圣 灵 的 管 治 之 下 。

G e o r g e  E. L a d d  

参 "身体• 1 2 7 4 : -人观 - 1 1 9 9 : - 罪 " 

2 3 7 1  〇

参 考 书 目 ： W . B a r c l a y . Flesh a n d  

Spirit; E .D . B u r t o n , Spirit, Soul and  Flesh; 

W .P . D i c k s o n , Paul' s Use of the Terms 

Flesh a n d  Spirit; R . J e w e t t , P a u l ' s 

Anthropological T e r m s ; VJ.G . K u m m e l , 

M a n  in the N T ; W .D . S t a c e y , The Pauline 

View  of M a n .

乳香
Frankincense, Mastic
rCi x i a n g

一 种 有 香 味 的 树 胶 ， 干 后 可 以 磨 成 粉  

状 ， 燃 烧 时 发 出 类 似 凤 仙 花 的 香 味 u 通 常  

会 跟 没 药 一 并 被 提 及 （歌 三 6 , 四 6 ; 太  

二 H )。 乳 香 是 从 頋 波 士 维 利 亚 类 的 香 油  

树 提 炼 出 来 的 ， 特 别 是 卡 特 利 、 柏 比 利 弗  

拉 和 富 利 弗 拉 几 个 品 种 。 这 些 树 是 出 产 松  

节 油 的 树 之 近 亲 ， 所 开 的 花 呈 星 形 ， 有 纯  

白 或 绿 色 ， 瓣 尖 呈 玫 瑰 红 色 。 提 取 树 胶 时  

要 在 树 干 上 切 割 一 道 深 缝 ， 流 出 琥 珀 色 的  

树 胶 。 由 於 这 些 树 只 生 长 於 南 亚 拉 伯 的 撒  

巴 （示 巴 ， 赛 六 十 6 ; 耶 六 2 0 > 和 索 马 利  

兰 ， 树 胶 还 需 靠 商 旅 运 到 巴 勒 斯 坦 地 ， 所 

以 价 值 甚 高 。 生 於 巴 勒 斯 坦 所 谓 的 乳 香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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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道 经 》 五 十 8 > , 大 抵 是 卡 米 弗 拉 欧  

坡 沙 满 树 ， 其 树 胶 可 用 来 制 造 香 水 。

乳 香 可 以 混 合 其 他 材 料 或 单 独 用 来 制  

造 敬 拜 用 的 香 。 会 幕 中 所 用 的 香 ， 便 含 有  

乳 香 （出 三 十 3 4 ) 。 在 陈 设 饼 上 （利 二 十  

四 7 > 和 调 素 祭 的 油 中 （利 二 1 、 ‘2 、 1 4- 

1 G ， 六 1 5 > , 都 放 有 乳 香 ， 但 在 赎 愆 祭 中  

却 不 可 放 （利五丨丨 >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中 ， 常 存 有 乳 香 （尼 十 三 5 、 9 > 。 后 来 的  

人 也 把 乳 香 用 来 制 造 化 妆 品 和 香 水 （歌 三

6 > 。 因 笤 乳 香 的 名 贵 价 值 和 敬 拜 用 途 ， 

用 来 赠 予 圣 婴 耶 料 ， 是 合 适 不 过 的 礼 构  

( 太 二 1 1 > 。

F .  D u a n e  L i n d s e y  

参 - 植 物 （乳 香 ）” 2 2 9 2 。

软弱
Infirmity
r u d n  r u 6

参 • 疾 病 ” 6 6 1 : " 医 药 _ 2 0 0 8。



s
« 巴 1

Zabdi 
sl bd dl

大 卫 的 臣 下 ， 掌 管 葡 萄 园 酒 窖 （代 上  

：：十七2 7 K 他 称 为 实 弗 米 人 ， 大 概 意 指  

他 是示 番的 本土 人 。

8 巴第业
Zabdicl
si b 8 dl yb

0 雅 朔 班 之 父 ， 雅 朔 班 是 大 卫 军 中 第  

- 班 的 班 长 （代 上 二 十 七 2 ) 。

0 大 能 與 士 之 祭 司 及 监 督 （尼 十 一  

M )，这 里 所 引 的 “哈 基 多 琳 的 儿 子 ”， 

可 能 指 出 他 也 是 “大 能 勇 士 之 子 ”。

記各大尼
S a b a c h th a n i
$2 b S gb <lk n f

耶 稣 在 十 架 上 飛 后 所 说 的 其 中 一 句  

话，是 “离 弃 中 的 呼 喊 ” （太 二 十 七 4 6 ;  

可十五 3幻。

#  - 以 利 . 以 利 . 拉 马 撒 巴 各 大 尼 ~  

2033.

% 拔
Z ab ad
ii b&

〇 取 单 之 子 ， 示 珊 之 女 儿 亚 来 的 后 裔  

(代上二 3 6 、 3 7 ; 代 上 二 3 1 称 亚 来 为 示 珊  

的儿子， 但 代 上 二 3 4 称 “示 珊 没 有 儿 子 ， 

只有女儿”， 故 亚 来 应 为 示 珊 之 女 ）。

© 他 哈 之 子 ， 书 提 拉 之 父 ， 頋 以 法 莲  

支 派 （代上七 2丨 > »

© 大 卫 勇 士 之 一 ， 列 为 亚 莱 之 子 （代  

上十一 4 丨）。 他 可 能 与 本 条 目 # 1 为 同 一

人。

〇 约 阿 施 王 叛 军 之 一 ， 列 为 亚 扪 妇 人  

示 米 押 之 子 （代 下 二 十 四 2 0 。 他 就 是 列  

王纪 T 十 二 章 2 1节 的 约 撒 甲 。 撒 拔 是 皇  

室的侍从， 看 来 曾 参 与 背 叛 约 阿 施 王 。

参 ■约 撤 甲 • 2 2 4 2 。

@ ，© ，© 3 个 同 名 的 祭 司 ， 分 别 梱 於 萨  

土 、 哈 顺 和 尼 波 的 子 孙 ， 他 们 遵 照 以 斯 拉  

的 吩 咐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把 外 邦 荽 子 休  

弃 （拉 十 2 7 、 3 3 、 4 3 ) 。

撒布
Zaccur
s a  bO

比 革 瓦 伊 的 一 个 后 裔 ， 跟 随 以 斯 拉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拉 八 1 4 > 。

撒布得
Zabud
s a  b公 d6

所 罗 门 王 院 内 的 祭 司 ，并 “王 的 朋 友 ” 

( 王 上 四 5 > 。 “王 的 朋 友 ” 可 能 是 指 君 王  

的 顾 问 。 亚 基 人 户 筛 在 大 卫 的 朝 中 也 有 一  

个 相 似 的 官 衔 （撒 下 十 五 3 7 , 十六丨 6 >。

撒但
Satan
s a  d ^ n

旧约

敌 挡 神 、 企 图 破 坏 神 的 计 划 ， 并 引  

导 祂 的 子 民 叛 逆 神 的 灵 体 。

在 旧 约 很 少 提 及 撒 但 。 后 来 有 关 撒 但  

的 槪 念 ， 本 质 上 是 透 过 神 所 克 制 的 巨 兽 形  

象 表 达 出 来 （可 能 就 像 巴 比 伦 创 造 故 亊 的  

创 造 世 界 中 ， 称 为 拉 哈 伯 或 鳄 鱼 ， 参 赛 二  

十 七 丨 ； 伯 九 丨 3 > 。 他 在 试 探 夏 娃 的 故 亊  

中 ， 则 化 为 “古 蛇 ” 的 形 象 （创 三 丨 ）》 

在 使 者 的 图 画 上 ， 撒 但 扮 演 一 个 天 上 的 指  

控 者 （伯 一  6 - 1 2 ， 二丨- 7 ; 亚 三 丨、 2 > 。 

只 有 这 末 次 的 出 现 ， 他 才 被 称 为 “撒 但 ” 

或 " 指 控 者 ”， 在 经 文 中 并 没 有 暗 示 这 位  

天 使 是 邪 恶 的 （虽 然 在 撒 迦 利 亚 书 中 ， 神 

的 恩 典 推 翻 了 那 有 力 的 控 诉  直 到 旧 约

后 期 ， 撒 但 才 以 试 探 者 的 身 分 出 现 ：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一 审 丨 节 中 ， 将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四 章 1节 的 故 事 重 述 ， 但 把 撒 但 《首次  

以 专 有 名 词 来 形 容 他 > 代 替 了 神 ， 并 把 他  

描 绘 成 邪 恶 的 形 象 。 因 此 ， 旧 约 并 没 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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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撒 但 的 整 全 的 信 条 ， 但 却 成 为 后 来 所 出  

现 之 信 条 的 材 料 《有 些 人 认 为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章 1 2 节 的 “明 亮 之 星 ” 是 指 撒 但 ， 但  

该 段 上 下 文 却 是 淸 楚 指 到 巴 比 伦 王 ； 因 此  

似 乎 并 非 有 意 指 到 撒 但 > 。

两 约 之 间

犹 太 人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进 一 步 发 展 撒  

但 的 观 念 ， 并 称 他 为 彼 列 、 玛 斯 塔 玛 和 撒  

玛 亚 ， 3 个 不 同 的 槪 念 都 拧 出 现 „ 第 一 ， 

旧 约 中 的 撒 但 多 次 出 现 ， 他 引 诱 人 犯 罪 ， 

又 在 天 上 的 神 面 前 控 诉 他 们 ， 以 及 妨 捋 神  

的 拯 救 计 划 （ < 禧 年 书  > 十 一  5 ， 十 七  

H i ； 《摩 西 升 天 记  > 十 七 ； 《以 诺 一 书 》 

四 十 7 > 。 第 二 ， 死 海 古 卷 把 撒 但 《彼 列 > 

形 容 为 邪 恶 力 S 的 魁 首 和 公 义 的 攻 击 者 。 

这 样 的 发 展 或 许 受 到 祆 教 的 邪 恶 神 祇 所 影  

响 ， 却 又 与 祆 教 的 思 想 不 同 ， 而 古 卷 从 未  

显 示 有 两 个 神 ， 惟 独 一 个 神 ， 祂 创 造 了 彼  

列 和 光 明 之 子 两 者 （后 者 因 神 与 他 同 在 ， 

份 后 必 定 获 胜  >。 第 三 ， 撒 但 常 常 透 过 旧  

约 故 事 显 现 出 来 ， 其 中 却 没 有 提 及 他 的 名  

字 . • 他 贪 恋 芨 娃 ， 因 此 招 致 堕 落 （《所 罗  

门 智 恝 书 > 二 2 4 >  ; 他 控 制 在 创 世 记 六

章 】至 4 节 中 堕 落 了 的 天 使 （《禧 年 书 》 十

5 - 8 , 十 九 2 8 > , 又 或 他 本 身 就 是 一 位 堕  

落 的 天 使 《《以 诺 二 书 》 二 十 九 幻 。 因 此 ， 

在 撒 但 的 标 题 下 把 分 散 了 的 旧 约 观 念 和 主  

题 结 合 起 来 。

新 约

新 约 拥 有 一 个 已 发 展 的 撒 但 信 条 ， 他  

还 有 一 系 列 的 名 字 ： 撒 但 （希 伯 来 文 ， 意  

谓 “指 控 者 ”> 、 魔 鬼 （撒 但 的 希 腊 文 译  

名 ）、 彼 列 、 别 西 卜 、 仇 敌 、 龙 、 敌 人 、 

古 蛇 、 试 探 者 和 恶 者 。 撒 但 被 描 绘 为 一 群  

使 者 的 元 首 （太 二 十 五 4 1 > 和 世 界 的 管  

辖 者 （路 四 6 ; 徒 二 十 六 1 8 ; 林 后 四 4 ) ,  

尤 其 统 治 所 有 不 信 基 督 的 人 （可 四 1 5 ;  

约 八 4 4 ; 徒 十 三 丨 0 ; 西 一 丨 3 ) 。他 敌 挡 神 ， 

并 且 企 图 使 所 有 人 离 弃 神 ； 故 此 他 是 信 徒  

非 常 险 恶 的 仇 敌 （路 八 3 3 ; 林 前 七 5 ; 彼  

前 五 8 ) ,  0 徙 必 须 坚 定 不 移 地 抵 挡 他 ，

# 穿 他 的 诡 计 （林 后 二 丨 丨 ； 弗 六 丨 丨 ； 雅  

四 7 ) 。 撤 但 锫 石 试 深 人  < 约 十 三 2 ; 徒 五  

3 > 、 阻 挡 神 的 工 人 （帖 前 二 1 、 在 神 面

前 控 告 信 徒 （启 十 二 及 控 制  

音 的 作 恶 之 人 （启 二 9 、 丨3 ; 允技是 &  = 

锊 ， 帖 后 二 9 ; 启 十 三 2 > , 使 他 的 奸 ^  

逞 。

然 而 极 笟 要 的 是 ， 新 约 教 导 我 们 ，这 

个 从 起 初 就 犯 罪 的 邪 灵 （约 立 三 n ) , 因 

着 耶 穌 的 节 奉 ， 现 已 被 捆 绑 ， 并从天上伟 

倒 下 来 （路 十 启 十 二 虽 然 撒 _  

是 一 个 危 险 的 敌 人 ， 耶 稣 却 为 我 们 祷  

又 賜 给 我 们 祈 祷 、 信 心 和 池 的 宝 血 这 些 有  

力 的 武 器 。 若 神 容 许 ， 撒怛可以使人身体  

患 病 （林 后 十 二 7 > ， 神 又 会 把 这 人 交 给  

撒 但 作 惩 诫 （林 前 五 5 ; 提 前 一  2 0 ) , 然 

而 那 却 是 叫 我 们 在 神 的 保 守 下 得 g 好处 

撒 但 的 结 局 是 永 不 改 变 的 （罗十六2〇; 

启 二 十 1 () > 。

参 • 明 亮 之 星 • 1 0 6 1 : -天使• 1567: 

••鬼.鬼附” 5 2 5 。

参 考 书 目 ： E . L a n g t o n , S a / a n  

Portrait; E . L e w i s , T h e  Creator and the 

A d v e r s a r y ; D . W . P e n t e c o s t . Your 

A M e  D e w "  W . R o b i n s o n , 

Devil a n d  G o d ; J . B . R u s s e l l . The Devil; l 

B . R u s s e l l . S a t a n : T h e  Early Christian 

7> a  F . A . T a t f o  r d . The Prince of

D a  rkne s s .

撒狄
Sardis
s a  d i

罗 马 亚 西 亚 省 的 蜇 要 城 市 ， 符是古代 

吕 底 亚 王 国 的 首 都 。 她 m 跨 多 条 大 道 ，连 

接 沿 海 地 区 往 西 和 至 小 亚 细 亚 东 部 。她是 

文 化 、 宗 教 和 商 业 的 中 心 。 在克利萨斯王  

( 约 主 前 5 6  0 - 5 4  7 / 6  > 统 治 下 ， 以商庶著 

称 。在 他 的 时 代 ，金 币 和 银 币 已 开 始 通 行 .  

撒 狄 的 地 理 位 S 和 地 势 环 境 均 十 分 有 利 》 

帕 克 托 勒 斯 河 位 处 东 面 ， 飛 终 流 入 希 尔 》 

河 。 中 央 商 地 耸 立 於 提 摩 留 斯 山 的 广 阏 山  

脉 ， 向 北 俯 临 希 尔 莫 谷 地 ， 又有连绵陡的  

的 山 岭 向 平 原 伸 展 ， 提 供 了 一 个 牢 不 可 破  

的 要 塞 ； 撒 狄 便 是 位 处 其 中 • 撒 狄 的 位 S  

就 在 平 原 之 上 丨 ，5 0 0 呎 的 地 方 ， 虽然她在 

早 期 曾 被 占 领 ， 但 自 吕 底 亚 王 国  < 主前十 

三 U I•纪） 早 年 ， 便 已 被 视 作 一 个 十 分 承 麥  

的 根 据 地 ； 地 势 较 低 的 城 市 一 直 向 谷 成 丨 申



肖，君:E 住 在 觅 要 的 卫 城 —— 就 是 战 争 时  

期的避准之地《

在 克 利 萨 斯 统 治 下 ， 吕 底 亚 达 至 她 的  

全盛期，他 把 希 月 线 以 西 的 以 弗 所 和 士 每 $: 

等 硪 民 地 纳 入 其 管 辖 之 下 《• 然 而 ， 波 斯 统  

治 者 古 列 围 困 该 城 ， 在 思 喑 遮 蔽 下 登 上 城  

堡 的 峭 畎 而 将 她 攻 夺 。 在 主 前 3 3 4 年 ， 该  

卫 城 向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投 降 ， 亚 历 山 大 遂 派  

- 队 驻 军 留 守 该 地 。 亚 历 山 大 离 世 后 ， 撒  

狄 多 次 易 手 • • 她 先 是 由 安 提 柯 所 控 制 ， 跟  

g 是 西 流 基 统 治 者 ， 其 后 是 脱 离 西 流 基 而  

» 立 的 别 迦 麽 。 安 提 阿 古 三 世 （主 前  

23M B 7 > 试 图 恢 复 对 该 城 的 统 治 ， 於 是  

焚 烧 了 地 势 较 低 的 城 市 （主 前 2 1 6 > , 并  

进 入 城 堡 去 （主 前 2 1 4 > „ 安 提 阿 古 三 世  

« 别 迦 摩 和 罗 马 击 畋 后 ， 撒 狄 就 在 别 迦 摩  

的管辖下， 直 至 主 前 1 3 3 年 。 虽 然 撒 狄 在  

主 后 三 世 纪 之 初 颇 为 繁 盛 ， 但 在 此 之 前 并  

不突出， 后 来 却 成 为 罗 马 的 行 政 中 心 。 主 

后2 6年 ， 小 亚 细 亚 的 城 市 互 相 竞 逐 ， 要 

取 得 敬 奉 该 撒 而 兴 I I 第 二 间 庙 宇 的 殊 荣 ， 

狄 得 不 到 注 意 。 主 后 丨 7 年 ， 一 场 极 大

热 狄 迎 底 米 神 庙 的 罗 马 石 柱

的 地 茲 摧 毁 了 该 城 ， 皇 帝 提 庇 留 扱 助 撤 狄  

重 违 谷 底 ^ » 早 在 一 世 纪 末 ， 基 督 教 已 在 这  

里 植 根 ， 后 来 还 包 括 了 一 个 主 教 辖 区 。 新 

约 中 写 给 “撒 狄 教 会 的 使 者 ” （启 一 丨 1, 

三 卜 的 书 信 ， 让 人 对 那 时 期 的 教 会 境  

况 有 深 入 的 了 解 。 主 后 7 1 6 年 ， 亚 拉 伯 人  

入 侵 撒 狄 ， 遂 使 该 城 袞 落 下 来 。 今 天 撤 尔  

的 细 小 村 落 仍 保 留 若 她 的 名 字 。

近 年 所 发 掘 大 的 遗 迹 证 实 了 很 多 是  

罗 马 公 共 建 筑 物 ： 一 座 剧 场 、 一 座 亚 底 米  

神 庙 、 一 座 运 动 场 ， 以 及 一 座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后 期 犹 太 会 堂 ， 意 味 苕 她 是 舣 居 各 地  

的 犹 太 人 的 蜇 要 中 心 。

撒底
Zabdi
s a  d l

〇 犹 大 支 派 谢 拉 的 曾 孙 （书七丨>。 亚 

千 便 是 撒 底 家 谢 拉 族 人 （书 七 1 7 、 1 8 > 。 

他 亦 称 为 “心 利 （代 上 二 ㈧ 。

© 示 每 之 子 ， 便 雅 悯 支 派 中 以 笏 的 后  

裔 （代 上 八 1 9 > 。

© 亚 萨 的 儿 子 ， 是 圣 殿 乐 师 之 一 （尼 

十一丨7 >  ; 他 又 称 为 “细 基 利 ” （代 上 九  

1 5 > 。

M
Zadok
s a d u

旧 约 常 见 的 人 名 ， 意 思 是 “公 义 ”。

〇 大 卫 的 祭 司 。 除 了 亚 伦 以 外 ， 以色  

列 史 上 最 有 名 、 影 响 力 最 大 的 祭 司 ， 恐怕  

就 是 他 了 。 他 在 押 沙 龙 的 叛 变 时 首 次 出  

现 。 那 时 撒 督 与 同 为 祭 司 的 亚 比 亚 他 ， 带 

着 约 柜 跟 从 大 卫 ， 甘 想 与 他 一 起 逃 亡 ， 显 

示 出 他 们 的 忠 心 （撒 下 十 五 ‘2 4 - «29>。 大 

卫 婉 拒 了 他 们 ， 把 他 们 差 回 耶 路 撒 冷 作 为  

内 应 。

撒 母 耳 记 下 八 韋 1 7节 称 撒 督 为 亚 希  

突 的 儿 子 ； 圣 经 另 一 处 地 方 ， 则 提 到 亚 希  

突 是 以 利 的 孙 儿 （撒 上 十 四 3 ) 。 历 代 志  

的 族 谱 里 ， 把 撒 督 的 谓 系 ， 从 亚 希 突 追 溯  

到 亚 伦 的 第 三 子 以 利 亚 撒 （代 上 六 卜  

5 0 - 5 3 ; 拉 七 2 - 5 ; 《以 斯 拉 一 书 》 八 2 > ， 

却 没 有 提 及 以 利 。 这 看 法 造 成 了 一 个 困  

难 。 撒 锊 取 代 了 被 免 职 的 亚 比 亚 他 —— 以

sa dl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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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的 子 孙 。 圣 经 提 出 这 件 事 应 验 了 一 个 预  

言 ： 大 祭 司 的 职 分 将 要 从 以 利 家 族 夺 回 ， 

交 给 亚 伦 另 一 支 子 孙 （撒 上 二 3 0 - 3 6 ; 王  

上 二 2 6 、 2 7 > 。 问 题 的 中 心 在 於 以 利 的 谱  

系 ， 这 谱 系 在 旧 约 里 并 没 有 提 及 。 次 经 把  

他 列 入 以 利 亚 撒 一 系 （《以 斯 拉 二 书 > —

1 、 但 约 瑟 夫 则 记 载 他 是 亚 伦 幼 子 以  

他 玛 的 子 孙  <《犹 太 古 史 》 5 . 1 1 . 5 〉。

鉴 於 这 个 困 难 ， 部 分 学 者 提 出 撒 锊 可  

能 根 本 不 是 亚 伦 的 子 孙 ， 圣 经 中 的 族 谱 是  

虚 构 出 来 支 持 他 的 大 祭 司 身 分 。 他 们 相 信  

撒 督 是 军 中 的 靑 年 勇 士 （代 上 十 二 2 8 > ， 

祭 司 职 位 是 他 为 大 卫 立 功 的 赏 賜 。 这 看 法  

和 下 面 几 个 看 法 一 样 ， 都 有 一 个 明 显 的 弱  

点 。 大 卫 似 乎 无 意 和 支 派 联 盟 的 宗 教 传 统  

疏 远 ， 但 这 任 命 却 肯 定 会 触 犯 原 有 的 祭  

司 。 另 一 个 看 法 是 大 卫 把 撒 督 差 到 基 遍 ， 

在 次 要 的 圣 所 作 祭 司 长 （代 上 十 六 3 9 -  

4 2 > 。 所 罗 门 在 位 时 ， 这 圣 所 称 为 “极 大  

的 邱 坛 ” （王 上 三 幻 。 撒 督 可 能 是 基 遍 的  

祭 司 ， 大 卫 在 耶 路 撒 冷 把 他 擢 升 为 大 祭  

司 ， 目 的 可 能 是 推 行 把 崇 拜 集 中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措 施 。 他 抬 举 基 遍 邱 坛 的 地 位 ， 是 维  

持 国 家 团 结 的 手 段 。

上 面 的 推 论 全 是 臆 测 ， 以 下 的 也 不 例  

夕卜。 有 人 相 信 大 卫 攻 占 耶 布 斯 人 的 耶 路 撒  

冷 时 ， 撒 耔 是 当 地 为 首 的 祭 司 。 他 们 甚 至  

提 出 ， 撒 督 可 能 向 大 卫 透 露 了 从 水 道 攻  

城 ， 使 敌 方 不 能 抵 抗 （撒 下 五 8 > 。 撒 督  

的 名 字 ， 近 似 昔 日 的 耶 路 撒 冷 王 麦 基 洗 德  

及 亚 多 尼 洗 德 之 名 （书 十 U , 以 致 又 有  

人 相 信 ， 这 是 耶 布 斯 的 祭 司 长 或 祭 司 君 王  

的 传 统 名 字 。 大 卫 容 许 撒 督 留 任 ， 可 能 是  

为 了 疏 通 耶 路 撒 冷 并 入 王 国 的 过 程 。 这 看  

法 有 无 数 弱 点 。 耶 布 斯 人 的 揶 揄 令 大 卫 憎  

恶 他 们 ， 是 很 明 显 的 事 （撒 下 五 6 - 8 > 。 

采 纳 耶 布 斯 人 的 宗 教 ， 又 把 他 们 的 祭 司 立  

在 以 色 列 人 祭 司 之 上 ， 对 於 以 高 明 的 外 交  

手 腕 来 联 合 国 家 南 北 两 部 分 的 大 卫 来 说 ， 

当 然 是 极 不 明 智 的 做 法 。 约 柜 抬 入 耶 路 撒  

冷 之 后 ， 并 非 运 入 耶 布 斯 人 的 庙 宇 ， 而 是  

安 放 在 帐 嵇 之 中 （六 丨 7 > 。 同 样 ， 在 大 卫  

兴 迖 圣 殿 的 大 计 里 ， 丝 老 没 有 受 耶 布 斯 人  

的 宗 教 影 响 。 圣 殿 建 在 古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墙  

之 外 ， 在 所 罗 门 王 扩 i t 的 部 分 中 。

我 们 实 在 完 全 没 有 理 由 ， 怀 疑 撒 督 不

是 亚 伦 的 后 商 。 他 一 出 现 便 是 亚 比 亚 他 的  

上 级 ， 大 卫 也 主 要 和 他 说 话 。 他显然已很 

有 名 。 他 可 能 也 是 历 代 志 上 十 二 章 28节 

提 到 的 勇 士 ， 上 一 节 可 以 指 他 是 亚 伦 的 后  

人 。 从 这 时 到 押 沙 龙 叛 变 ， 是一段很长的 

时 期 ； 他 大 有 时 间 退 伍 从 事 宗 教 工 作 。此 

时 撒 符 已 有 一 子 ， 名 亚 希 玛 斯 。 户筛菝亚 

希 玛 斯 和 亚 比 亚 他 的 儿 子 约 傘 单 传 讯 给 大  

卫 ， 通 知 他 从 速 渡 过 约 但 河 （撒下十五 

3 6 ,  十 七 1 5 - 2 2 ) 。 押 沙 龙 的 叛 变 随 他 身  

死 而 烟 消 云 散 ， 犹 大 支 派 却 迟 迟 没 有 欢 迎  

大 卫 凯 旋 归 来 ， 再 度 作 王 。 大卫便向撒督 

和 亚 比 亚 他 表 示 不 满 （十 九 H  -1 5 )。

圣 经 两 次 记 述 大 卫 手 下 的 官 员 时 ，都 

把 撒 督 列 为 大 卫 两 个 祭 司 长 之 一 （撒下八 

1 7 ， 二 十 2 3 > 。 大 卫 当 政 的 后 期 ，撒督-  

直 担 任 这 职 位 。 大 卫 临 终 之 时 ，亚多尼雅 

发 动 篡 位 ； 他 是 大 卫 当 时 仍 然 生 存 的 儿 子  

之 中 ， 年 纪 最 长 的 一 个 。 元帅约押和大卫  

的 朋 友 祭 司 亚 比 亚 他 帮 助 亚 多 尼 雅 ，他就 

自 立 为 王 （王 上 一 5 - 1 0 ) 。 先知拿单立刻  

插 手 千 预 ， 由 拔 示 巴 作 所 罗 门 的 代 表 。撤 

督 、 比 拿 雅 、 大 卫 的 勇 士 ， 都支持所罗门 

( 1 1 - 2  7 节  > 。 大 卫 接 纳 了 拿 单 的 逑 议 ，亚 

多 尼 雅 便 已 无 望 （ 2 8 - 5 3 节  >。 名誉扫地 

的 亚 比 亚 他 终 於 被 撤 职 （二 2 6 、 2 7节）， 

留 下 忠 心 的 撒 督 作 所 罗 门 的 祭 司 长 （二 

3 5 ， 四 4 ) 。 接 下 来 的 世 纪 里 ， 撒督的后 

裔 一 直 保 持 这 个 地 位 。 耶 路 撒 冷 的 $ 要性 

日 增 ， 他 们 的 地 位 也 日 益 髙 升 。 希西家在 

位 时 的 大 祭 司 亚 撒 利 雅 ， 是撒督家的一员  

( 代 下 三 十 一  1〇 >。 以 西 结 把 祭 司 的 职 任 ， 

规 限 在 撒 督 的 子 孙 之 内 。 一 般 的 利 未人因 

为 在 王 国 时 期 远 离 了 神 ， 所 以 降 为 # 守 圣  

殿 、 办 事 作 工 的 人 （结 四 十 四 10-1 

主 前 二 世 纪 初 期 ， 犹 太 人 受 西 流 蓰 王 朝 统  

治 。 大 祭 司 的 职 位 成 了 政 治 任 命 的 空 缺 ， 

撒 督 家 族 便 失 去 了 这 位 分 。 然而保守分子  

如 昆 兰 的 隐 居 者 ， 则 继 续 谋 求 复 位 。

参 • 大 卫 - 2 7 4 :  “以 色 列 史 ” 2077。

@ 犹 大 王 乌 西 雅 的 岳 父 ， 约坦王的外  

公 （王 下 十 五 3 2 、 3 3 ; 代 下 二 十七丨h

@ 大 卫 王 祭 司 长 撒 督 的 一 个 后 代 （代 

上 六 1 2 ， 九 1 1 ; 尼 十 一  1丨）。 家谱早期的  

名 字 十 分 近 似 （代 上 六 8 ) 。

€>杰 出 的 少 年 勇 士 ， 率 领 一 队 数 目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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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希 伯 仑 帮 助 大 卫 对 抗 扫 罗  

㈣和 本 条 目 # 丨 可 能 是 冋

I代 上 十 二 1第 五 段 ）。

子 ， 在 尼 希 米 时 代 帮 助 修
0  ^  ' 成 :H  ( 尼 三 4  ) 。

扑抓路擗冷= 儿 子 ， 也 有 参 加 尼 希 米 重 建

® r 1  .(尼 三 2 9 ) 。

«t 成的工 f 在 尼 希 米 的 约 上 签 署 的 人 （尼 

条 目 # 5 或 # 6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
y l \ )   ̂ . 一 “ 你  fe*l? TIR 路 拙 T 冷 时 ， \

本 条 目 # 5 现 并 匕 a n  ,、〇

米 第 二 次 管 辖 耶 路 撒 冷 时 ， 任  

二 的 其 中 - 人 。 他 是 - 个 文 士  (尼

督 的 祖 先 之 一 （太 一  1 4 >
A r t h u r  E .  C u n d a l l

参 .耶 穌 基 t ? 的 家 谱 ” 1 9 6 6 。

都该人
ducees
du g 3 i r 6 n

犹 太 人 的 党 派 ， 新 约 中 引 述 过 丨 4 次 ， 

约 则 没 有 提 及 。 在 福 音 书 的 记 载 中 ， 他  

最 先 是 在 约 翰 施 洗 时 与 法 利 赛 人 一 起 出  

，约 翰 称 呼 他 们 是 “毒 蛇 的 种 类 ， 也  

问 他 们 ： “谁 指 示 你 们 逃 避 将 来 的 忿 怒  

, ?，’他 要 求 他 们 在 生 活 上 显 出 悔 改 ， 而 

是 空 夸 自 己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子 孙 （太 三 ：
\ \ ia*i 1 ^ l l  人―

、的 酵 ’

太 十 六 6 、

该 人 的 信 念

去 利 赛 人 和 撒 都 该 人 之 间 的 重 要 分

不 明 白 圣 经 ， 也 不 晓 得 神 的 大 能

在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早 期 ， “祭 司 们 和  

守 殿 官 ， 并 撒 都 该 人 ”， “因 1 

姓 ’本 着 耶 稣 ，传 说 死 人 复 活 ，就 很 烦 恼  

( 徒 四 1、 2 > 。 他 们 似 乎 因 此 Z 
对 使 徒 和 他 们 的 教 训 。 后 来 “穴祭  

的 一 切 同 人 ， 就 是 撒 都 该 教 门 的 人 ， 都起  

来 ， 满 心 忌 恨 ， 就 下 手 拿 住 使 徒 ， 收 在 外  

监 ’’（徙 五 1 7 、 1 8 ) 。 新 约 中 还 提 及 他 们  

的 ， 就 只 有 在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三 竞 6 至 8 节 

i 载 保 罗 在 犹 太 公

时 候 ，

^ 马 太 福 音 .

为 难 耶 奸 ， 而 所 带 出 的 一 条 难 题  

丨 门 对 死 人 复 活 的 怀 疑 。 这 段 经 文 把  

入 形 容 为 那 些 “常 说 没 有 复 活 的  

人 。 他 们 引 述 了 一 个 先 后 是 七 兄 弟  

妇 人 为 例 ： “这 样 ， 当 复 活 的 时 候 ， 

个 人 中 哪 一 个 的 妻 子 呢 ？ ” 撒 都 该  

题 ， 暗 示 复 活 不 可 能 是 真 实 的 。 耶  

们 的 想 法 “错 了  ”， “因 为 （他 们 ）

满 心 忌 恨 ，

( 徒五  1 7 、 1 8 ) ....

的 ， 就 只 有 在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三 章 6 至 W  

那 里 记 载 保 罗 在 犹 太 公 议 会 面 前 受 审 。 那 

时 候 ， 保 罗 的 说 话 有 其 用 意 ， “法 利 赛 人  

和 撒 都 该 人 就 争 论 起 来 ， 会 众 分 为 两 党 。

因 为 撒 都 该 人 说 ，没 有 复 活 ， 也 没 有 天 使  

和 鬼 魂 ； 法 利 赛 人 却 说 ， 两 样 都 有 。”

从 这 些 新 约 经 文 中 ， 可 以 知 道 有 关 撒  

都 该 人 的 基 本 信 条 ， 他 们 在 大 祭 司 家 族 中  

的 重 要 性 ， 以 及 法 利 赛 人 与 撒 都 该 人 之 间  

的 鸿 沟 。

犹 太 历 史 学 家 约 瑟 夫 在 主 后 一 世 纪 末  

的 著 作 中 ， 为 新 约 增 加 了 有 关 这 党 派 的 资  

料 。 他 指 出 撒 都 该 人 ， 相 对 於 法 利 赛 人 和  

爱 色 尼 派 ， 并 没 有 否 定 神 的 眷 顾 ， 但 却 强  

调 所 有 发 生 在 我 们 身 上 的 亊 情 ， 都 是 我 们  

行 善 或 行 恶 的 结 采 所 致 （《犹 太 古 史 〉 

1 3 . 5 . 9 ; 《犹 太 战 争 录 》 2 .8 .1 4 > 。 约瑟  

夫 透 过 与 新 约 对 照 ， 提 及 撒 都 该 人 否 定  

“灵 魂 的 永 存 不 朽 ， 及 在 阴 间 的 惩 f =  

， ，， （《犹 太 战 争 录 > 2 .8 .1 4 > 。 他 们 H  

灵 魂 随 着 身 躯 逝 去 ，’ （< 犹 ： ： 二

: 二 工 二 巧

f- 五 ; 并 并 二 其 定 他 其 二 卷 虽  

二  f二 但 以 二 =  

2 叙 述 死 人 S 活 的 经 卷 但 ； 来 ；̂  

反 対 的 是 二 ; 二 二 。 在 此 ， 从 

惟 有 旧 约 死 后 得 生 的 立 场 宥 来 ， 他 
他 们 不 信 天 ^ 改 轉 ， 而 他 们 自 己 则 是  

们 视 法 利 赛 人 为 改 革 设

保 守 ； l 个 有 关 撒 都 该 人 的 主 要

是 米 示 拿 „ 米 ^  撤 都 该 人 反 対

比 的 教 ii丨 丨 结 集 而 成 ^ 身 上 的 繁 多 规 条  

法 _ 人 企 _ ; ; 请 : 二 也 们 比 其 他  

( 巴 拉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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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太 人 的 党 派 较 倾 向 与 外 邦 人 的 作 风 妥 协  

(“尼 达 ” 4 . 2 > 。

名 称 的 来 源

对 於 他 们 的 名 称 来 源 ， 有 不 少 建 议 。 

第 一 ， 它 与 希 伯 来 字 “公 义 的 ” （s a d d i k ) 

有 关 。 从 语 源 学 的 观 点 来 看 ， 困 难 是 在 於  

该 字 的 “I ” 转 变 为 “U ”。 这 也 不 是 他 们  

得 以 称 为 “义 人 ” 的 理 由

第 二 ， 这 名 称 与 撒 督 （Z a d o k ， 希 腊  

文 中 有 时 写 作 ^ 有 关 连 。 撒 督 是  

大 卫 时 代 的 祭 司 （撒 下 八 丨 7 , 十 五 2 4 - ‘2 9 > ， 

他 膏 立 所 罗 门 为 王 （王 上 一 3 2 - 3 9  ) 及 在  

其 统 治 下 为 祭 司 （王 上 二 3 5 ) 。 据 说 他 是  

亚 伦 的 儿 子 以 利 亚 撒 的 后 裔 （代 上 六 3 • 

8 ) 。 撒 督 家 族 的 祭 司 似 乎 在 圣 殿 中 承 担  

起 祭 司 职 责 ， 直 至 被 掳 。 在 重 建 圣 殿 的 筹  

划 中 （结 四 十 至 四 十 八  > ， 撒 督 家 族 的 祭  

司 再 次 被 立 为 “利 未 人 祭 司 ”， 负 责 看 守  

圣 殿 （结 四 十 四 1 5 、 1 6 ， 四 十 八 1 1 、 1 2 > 。 

在 被 掳 后 ， 约 撒 答 的 儿 子 约 书 亚 作 大 祭 司  

( 该 一  1 > , 其 家 系 可 追 溯 至 撒 督 （代 上 六

1 5 ) 。 主 前 二 世 纪 初 期 的 著 作 ， 一 直 强 调  

撒 锊 家 族 为 祭 司 的 意 义 ， 但 这 并 非 済 楚 表  

示 撒 郎 该 人 代 表 着 撒 督 家 族 的 祭 司 。 而  

且 ， 希 腊 文 “撒 督 ” 一 字 虽 有 两 个 “d ” 

字 母 ， 但 也 不 足 以 理 解 为 与 撒 都 该 人 有 渊  

源 。

第 三 ， 后 期 的 拉 比 传 统 认 为 撒 都 该 人  

的 名 字 取 自 另 一 个 生 於 主 前 二 世 纪 的 撒  

督 ； 但 就 此 评 论 的 不 多 。

最 后 ， 英 国 新 约 学 者 曼 逊 认 为 ， 撒 都  

i 亥 人 之 名 是 与 希 腊 字 « 心 〇々 £•(意 思 是  

“议 会 的 成 员 有 关 ， 显 出 撒 都 该 人 作  

为 哈 斯 摩 宁 统 治 者 之 下 的 议 会 议 员 ， 基 本  

上 是 普 通 百 姓 多 於 祭 司 。

第 一 处 有 关 撒 都 该 人 的 历 史 资 料 是 在  

约 拿 单 马 加 比 的 时 代 ， 他 在 主 前 丨 6  〇至  

1 4 3 年 领 导 犹 太 人 反 抗 西 流 基 王 国 ， 约 瑟  

夫  < < 犹 太 古 史 > 1 3 . 5 . 9 ) 指 出 他 们 是 这  

时 期 的 党 派 ； 他 还 表 示 在 许 尔 堪 作 犹 太 地  

的 领 袖 时 （主 前 1 3 5 - 1 0 4 ) , 法 利 赛 人 和  

撒 都 该 人 之 间 呰 出 现 冲 突 （《犹 太 古 史 》 

1 3 . 1 0 . 6 ) 。 撒 都 该 人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可 能 是  

站 在 撤 耔 祭 司 家 系 一 方 ， 又 或 宣 称 当 日 的  

耶 路 撒 冷 祭 司 家 系 是 源 於 撒 怿 家 ， 但 这 还

未 明 确 。 约 瑟 夫 指 出 苗 裕 人 家 支 持 撒 都 该  

人 ， 普 通 百 姓 则 追 随 法 利 赛 人 n 在莎乐美 

( 主 前 7 6 - 6  7 ) 时 代 ， 法 利 赛 人 得 势 ，但 

当 犹 大 后 来 成 为 罗 马 的 雀 份 ， 罗马政府开 

始 对 大 祭 司 抑 此 升 彼 时 ， 大部分的大祭司  

显 然 均 系 出 名 门 的 撒 都 该 家 族 。 当他们能 

对 罗 马 因 循 姑 息 ， 这 些 撒 都 该 家 族 在 该 地  

就 变 得 有 财 有 势 。 随 若 犹 太 人 和 他 们 的 罗  

马 大 地 主 之 间 的 敌 意 日 浓 ， 撒都该人的影 

响 力 就 逐 渐 衰 : 微 ； 自 从 耶 路 撒 冷 於 主 后  

7 〇 年 陷 於 罗 马 人 手 上 ， 撒 都该人 便 退 出  

了 历 史 舞 台 。

F r a n c i s  Foulkes 

参 “法 利 赛 人 " 3 7 8 : - 犹太教 " 2160: 

••爱色尼派” 3 4 。

参 考 书 目 ： J .W . L i g h t l e y , J e w /s /7 S e c f s  

a n  d  P a r ties  in the T i m e  of Christ; M . 

S i m o n , J e w i s h  Sects  at the Time of Jesus; 

M . S t o n e , Scriptures, Sects, a n d  Visions;

S . Z e i  t l i n  , T h e  S a  d d u  c e e  s and the 

Pharisees •

撒珥根
Sargon
s 3 6 r g e n

主 前 7 2 2 至 7 0 5 年 任 亚 述 王 ，其军亊 

行 动 在 历 史 上 有 清 楚 的 记 载 。 从发掘显 

示 ， 他 的 宫 殿 可 能 是 在 尼 尼 微 ； 此 外 ，在 

豪 尔 萨 巴 德 也 找 到 一 座 不 完 整 的 宫 殿 遗  

迹 。 撒 珥 根 二 世 的 名 字 是 来 自 一 位 著 名 的  

勇 士 ， 大 约 生 於 1 , 5 0 0 年 前 ， 并曾出征作 

战 （亚 加 得 的 撒 珥 根 一 世  >。 他的真正身  

分 并 不 容 易 识 别 。 以 前 的 人 以 为 撒 珥 根 是  

他 的 “别 名 ”， 误 把 他 当 成 是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主 前 7 2  7 - 7  2 2 > 、 西 单 : 越 立 （主前 

7 0 5 - 6 8  1 > ， 或 以 撒 哈 顿 （主 前 (399-681), 

圣 经 中 只 有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章 1节提到 

撒 珥 根 。 虽 然 先 知 以 赛 亚 拧 酱 告 犹 大 不 要  

信 任 埃 及 （赛 十 9 > , 犹 大 却 与 本 身 利 益  

背 道 而 行 ， 视 埃 及 为 盟 友 。 主 前 7 1 j 年， 

非 利 士 的 亚 实 突 城 背 叛 亚 述 ， 撒珥根的军  

队 藉 此 引 发 一 场 军 事 行 动 ， 攻击这个军亊  

重 地 。 一 个 名 叫 耶 玛 拉 的 人 寻 求 埃 及 古  

实 ， 甚 至 犹 大 的 防 卫 支 扱 ， 以一个有效的  

联 盟 抗 衡 撒 再 根 的 军 力 。 然 而 ， 在主前 

7 1 1 年 ， 撒 珥 根 的 军 队 在 派 逍 的 将 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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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之 下 ， 征 服 了 亚 实 突 （赛 二 十 U 。 

当 亚 述 人 围 攻 亚 实 突 ， 埃 及 人 未 能 为 亚 实  

突纠合军力， 古 实 人 更 把 耶 玛 拉 交 给 亚 述  

军队n 撒 珥 根 成 功 地 镇 压 在 亚 实 突 的 叛  

变，打 破 了 犹 大 人 一 直 要 建 立 联 盟 来 击 畋  

花 述 的 秄 犹 大 丝 老 未 受 亚 述 人 所 伤 ， 

却 能 在 较 佳 的位 S 下 ， 按 实 际 情 况 评 估 自  

己 - 撒 珥 根 所 行 的 亊 加 强 了 以 赛 亚 所 瞀 告  

的可信性， 那 就 是 信 笳 血 肉 之 躯 的 力 位 ， 

最终一无所有， 希 望 尽 灭 。

撒 珥 根 先 帝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对 撒 玛 利 亚  

展开征讨， 撒 珥 根 完 成 了 这 项 任 务 。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显 然 已 围 攻 了 以 色 列 北 国 达 3 年  

之 久 《王 下 十 匕 5 、 6 > , 而 在 他 逝 世 时 ， 

实 际 上 已 打 完 了 那 场 战 役 。 虽 然 其 他 的 军  

事 胜 利 标 记 笤 撤 珥 根 为 人 所 知 的 生 平 ， 但  

其 中 很 多 都 不 是 决 定 性 的 战 役 。 他 在 任 期  

间，大 部 分 时 间 都 耗 在 镇 压 反 叛 和 处 理 国  

内 的 重 要 问 题 上 。 撒 珥 根 最 后 在 塔 巴 尔 这  

个遥远之地， 战 死 沙 场 。 他 逝 世 的 时 间 不  

能确定， 但 在 此 之 前 ， 撒 珥 根 在 国 内 的 声  

望已 逐 渐 减 弱 ，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他 曾 对 巴 比  

伦表示复和。 主 前 7 0 5 年 ， 撒 珥 根 的 儿 子  

西 象 基 立 继 承 其 位 。

参 ••亚 述 / 亚 述 帝 囯 ― 1 8 9 8 。

撤发那忒巴内亚
Z a p h e n a t h - p a n e a h
si fa b a  n ^ i  y k

约 瑟 在 埃 及 上 任 官 职 时 ， 法 老 给 他 起

的 名 字 《创 四 ---- 4 5 > 。 对 於 这 个 名 字 的

意思，有 很 多 不 同 的 说 法 。 然 而 可 能 性 最  

大的， 则 是 一 埃 及 名 字 之 闪 族 语 音 译 ， 意 

为 “神 说 ： 他 要 存 活 ”。

衫 - 约 瑟 #  1 ” 2 2 4 3 。

I I

Z a a v a n
s8 fa n

以 察 的 次 子 ， 何 利 族 的 一 个 首 领 （创 

S 十六2 7 ; 代 上 一 4 2 ) 。

撒f 哨
S a p p h i r a
*2 f c i  13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成 员 ， 是 亚 拿 尼 亚 的

妻 子 （徒 五 1 >„

参 **亚 拿 尼 亚 # 1 ” 1 8 8 8。

微分
Z a p h o n
s a f en

约 但 河 东 一 城 镇 （书 十 三 27 > ， 分配  

给 迦 得 支 派 （第 2 4 节 ）。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的  

埃 及 文 献 ， 提 及 一 个 名 叫 大 佩 那 的 城 邑 ， 

亚 马 籴 文 献 则 称 这 城 为 沙 佩 那 。

撒 分 的 地 点 ， 可 能 是 今 天 的 科 斯 废 丘  

或 沙 伊 迪 耶 废 丘 。 但 两 个 地 点 都 不 能 确  

定 。

根 据 士 师 记 十 二 章 1节 的 记 载 ， 以法  

莲 人 在 撒 分 （和 合 本 译 作 “北 方 屯 兵 ， 

谴 责 耶 弗 他 不 邀 诮 他 们 参 加 对 抗 亚 扪 人 的  

战 争 （参 士 十 一  > 。 耶 弗 他 回 答 说 他 曾 要  

求 以 法 莲 人 合 作 ， 却 j?!受 拒 绝 。 双 方 继 而  

开 战 ， 结 果 以 法 莲 人 大 畋 ， 死 了  4 2 , 0 0 0  

人 。

创 世 记 四 十 六 章 1 6 节 记 载 迦 得 有 一  

| 个 “儿 子 ”， 名 叫 洗 非 芸 。 民 数 记 二 十 六  

章 1 5 节 提 到 “洗 分 ” 是 洗 分 族 的 祖 先 。 

很 多 人 都 以 撒 分 和 迦 南 神 祇 巴 力 洗 分 有  

关 ， 但 多 为 脑 测 ， 全 都 没 有 实 据 。

t 弗
S ap h
s 5 f d

伟 人 的 子 孙 。 以 色 列 人 与 非 利 士 作  

战 ， 在 迦 得 被 户 沙 人 西 比 该 （大 卫 的 一 个  

勇 士 ） 所 杀 （撒 下 二 十 一 丨 8 ) , 又 名 细 派  

( 代 上 二 十 4 > 。

撒弗他
S ab ta , S ab tah
s 3 fit ta

古 实 的 五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 挪 亚 的 后  

商 ， 屈 含 的 族 系 （创 十 7 >。 撒 弗 他 大 抵  

沿 笤 亚 拉 伯 海 岸 南 部 定 居 ， 那 里 有 几 个 城  

市 都 以 他 命 名 。

撒弗提迦
S ab te ca
s S  fiJ t! j i a

古 实 的 五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 挪 亚 的 后



1 2 2 2  sa gai

裔 ， 厲 含 的 族 系 （创 十 7 ; 代 上 — 9 > 。 撒  

弗 提 迦 无 疑 定 居 於 亚 拉 伯 ， 但 还 未 确 定 他  

准 确 的 居 住 位 罝 。

1 该
Zacchaeus
sa gai

犹 太 收 税 官 ， 聘 请 多 名 助 手 在 耶 利 哥  

征 收 税 项 。 他 能 够 保 存 这 个 职 衔 ， 可 能 因  

为 他 收 买 了 在 这 地 区 收 税 的 特 权 ， 又 或 替  

另 一 个 富 裕 的 官 员 收 税 。 无 论 如 何 ， 撒 该  

多 以 非 法 途 径 ， 从 耶 利 哥 积 取 了 大 置 财  

富 。 这 城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商 业 中 心 ， 位 於 主  

要 的 贸 易 路 线 上 ， 把 耶 路 撒 冷 及 约 但 河 东  

— 带 的 地 区 连 接 起 来 。

路 加 福 音 记 载 撒 该 与 耶 稣 相 遇 （路 十  

九 ‘2 - 8 > 。 撒 该 想 寻 找 耶 稣 ， 但 得 於 身 材  

矮 小 ， 无 法 在 人 丛 中 看 见 耶 稣 ， 他 於 是 攀  

上 一 株 无 花 果 树 ， 以 便 耶 稣 走 近 时 ， 能 清  

楚 看 见 祂 。 最 叫 他 惊 讶 的 ， 是 耶 稣 在 这 树  

前 停 下 ， 吩 咐 他 下 来 ， 当 晚 更 留 宿 在 他 的  

家 里 。 结 果 ， 撒 该 悔 改 ， 并 跟 从 耶 稣 ， 答  

应 以 4 倍 偿 还 他 曾 欺 诈 过 的 人 ， 而 且 周 济  

穷 人 。 根 据 亚 历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所 言 ， 撒 该  

后 来 成 为 该 撒 利 亚 的 主 教 （《讲 道 学 》 

3 . 6 3  ) 0

撒 该 之 子 约 翰
Johanan Ben Zakkai
s a g a i  z h i  z l  y u e  h ^ n

第 二 圣 殿 末 期 犹 太 人 之 圣 者 。 其 出 生  

年 日 及 地 点 不 详 ， 只 知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学 习  

约 有 丨 H 年 之 久 ， 其 后 往 加 利 利 ， 后 来 又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 在 “圣 殿 之 荫 下 讲 学 ”。

他 的 教 义 近 於 法 利 锌 派  

时 ， 他 幸 而 逃 出 ， 有 人 说 他 冷 坡  

偷 出 城 去 。 大 概 在 主 后 6 8 ^ 身 於 棺 ^  

维 斯 帕 先 的 俘 虏 ，

他 ， 此 魏 S t 賴 雅 了

的 信 仰 基 础 ,

参 “犹 太 教 ” 2 1 6 0 :

他、  

狁太人

撒固
Sakkuth
s a gCi

巴 比 伦 农 神 的 名 称 ， 是 米 所 波  

« 白勺神 S  ( 摩 5 1 2 6 ) 。 有 些 人 认 为 撒  

s u k k a h  — 字 的 误 用 ， 意 为 “神 龛 场  

“圣 蒂 ”， 内 中 会 放 置 一 座 偶 像 。

参 " 龛 / 迦 温 ” 8 1 5 。

或

撒罕
Zaham
s a hSn

罗 波 安 的 妻 子 玛 哈 拉 为 他 所 生 的 儿 子  

之 一 （代 下 十 一 1 9 ) 。

撒迦
Salecah, Zecher
sa j i a

〇 位 於 约 但 河 东 ， 巴珊地噩 国 亚 摩 利  

人 王 国 的 东 北 边 境 ， 接 近 以 得 来 城 （书+  

二 5 ) 。 以 色 列 人 击 败 逦 后 ， 就夺得这城  

( 申 三 1 0 ) 。 后 来 ， 撒 迦 更 包 括 在 迦 得 支  

派 所 得 为 业 之 地 中 （书 十 三 丨 丨 ； 代上五 

1 1 ) 。 该 城 被 指 是 今 日 的 撒 卡 。

© 基 遍 之 子 （代 上 八 3 1 ) 。

参 “撒 迦 利 雅 # 4 -  1 2 2 2 。

i 迦 利 雅
Zechariah

j U  n  y 5  巾 良 “邯和犖记

圣 经 常 见 的 名 字 ， 意 思 是

着 ”。 和 合 本 有 时 译 作 撒 迦 利 色 列 第  

O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之 子 ， 北 主 。谉迦 

十 五 位 君 王 ， 耶 户 王 朝 的 末 代 而 雅 ，支前 

利 雅 在 犹 大 王 亚 撒 利 雅 （乌 ^ 任即位，在 

7 9 2 - 7  4 0  ) 3 8 年 ， 即 主 前 75 3 ^ 本 作 ％  

位 只 6 个 月 ， 便 在 以 伯 莲 沙 龙 赛 了  

百 姓 面 前 ，，> 被 拭 身 亡 ； 主



下 十 四 2 9 ， 十 五 8 - 1 1 ) 。 耶  

一 位 子 孙 必 坐 以 色 列 的 国  

I # 成 许 邡 果 然 在 撒 迦 利 雅 身 上 应 验 了  
樣到 4代 ，

口 雅 的 父 亲 ( 代 下 二 十 九 D 。 亚
希 西 家 作 犹 大 王

二 ； 西 家 的 母 亲  

比 雅 '  下 十 八 2 > 。

29年 《俅 支 派 的 一 位 族 长 （代 上 五 7 > °

支 派 耶 利 的 子 孙 （代 上 九  
0 江 代 志 上 八 章 3 1 节 又 称 他 为 撒 迦 。 

是 撤 迦 利 雅 的 简 称 。

18 领 导 游 行 ， 把 约 柜 从 俄 别 以 东

路 撒 冷 时 ， 在 神 的 约 柜 面 前 负 贵  

工 个 利 未 人 之 - （代 上 十 五 1 8 、

o n 十六 5 >。

® 大 卫 领 导 游 行 ， 把 约 柜 运 上 耶 路 撒  

冷时， 负 责 在 约 柜 前 吹 号 的 利 未 人 之 一  

(代上十五2 4 ) 。

© 利 未 支 派 伊 示 雅 的 子 孙 ， 大 卫 在 位

时 在 圣 殿 事 奉 （代 上 二 十 四 2 5 ) 。

© 约 沙 法 王 （主 前 8 7  2 _8 4 8 ) 差 逍 到  

犹 大 各 城 教 导 律 法 的 臣 子 之 一 （代 下 十 七

7)〇

©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族 雅 哈 悉 的 父 亲 。 雅 

哈 悉 应 许 约 沙 法 王 和 犹 大 人 ， 神 必 然 在 摩  

押 和 亚 扪 人 手 中 拯 救 他 们 （代 下 二 十 14) 

© 约 沙 法 七 子 之 一 ， 约 兰 的 弟 弟 。 约 

兰 在 父 亲 死 后 成 为 犹 大 王 （主 前 8 4 8  

8 4 1 ; 代 下 二 十 一 2 ) 。

®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族 亚 萨 的 子 孙 ， 和 兄  

弟 玛 探 雅 一 同 被 希 西 家 拣 选 ， 参 与 诘 净 耶  

和 华 殿 的 工 作 （代 下 二 十 九 1 3 ) 。

^ 犹 大 支 派 法 勒 斯 的 子 孙 ， 他 后 裔 中  

有—位 亚 他 雅 ， 是 被 掳 后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一  

个 家 庭 的 家 长 （尼 —— 4 > 。

你 犹 大 支 派 示 罗 尼 的 子 孙 ， 他 后 裔 中  

2 〜 位 玛 西 雅 ， 是 被 掳 后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一  

1 家 庭 的 家 长 （尼 i ----5 ) 。

H .  D o u g l a s  B u c k w a l t e t

撒 _ 亚
Pariah

得，，圣 经 常 见 的 名 字 ， 意 思 是 “耶 和 华 记  

。和 合 本 於 若 干 经 文 译 作 “撒 迦 利 雅 ，’。 

〇 利 未 支 派 可 拉 族 ， 米 施 利 米 雅 7 子

中 的 ， 子 。 他 是 个 精 明 的 谋 士 ， 大 卫 作 王  

时 掣 签 被 选 ， 负 责 管 理 圣 殿 北 门 的 守 门 人  

( 代 上 二 十 六 2 、 1 4 )。

@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族 何 萨 的 儿 子 。 大 

卫 在 位 时 在 圣 殿 西 面 的 入 口 ， 即 哈 利 赫  

门 ， 作 守 门 人 （代上二十六丨丨）。

© 易 多 的 父 亲 。 大 卫 作 王 时 ， 易多 在  

基 列 地 管 理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代 上 二 十 七  

2 1)〇

©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的 儿 子 。 犹 大 的 首 领  

离 弃 耶 和 华 ， 敬 拜 偶 像 ， 受 到 他 的 斥 责 。 

他 们 因 此 心 中 怀 恨 ， 在 约 阿 施 王 的 命 令  

下 ， 在 圣 殿 的 院 内 ， 用 石 头 打 死 了 他 （代 

下 二 十 四 2 0 - 2 1 ) 。 然 而 耶 和 华 却 为 他 报  

仇 ， 容 让 亚 兰 人 击 畋 犹 大 ， 杀 死 众 首 领 。 

约 阿 施 也 受 了 重 伤 ， 后 来 更 被 两 个 臣 仆 刺  

杀 （2 3 - 2 6 节 > 。

耶 稣 责 备 当 时 的 犹 太 人 领 袖 时 ， 也提  

到 了 撒 迦 利 亚 在 殿 中 圣 地 ， 白 白 遭 杀 这  

事 。 祂 警 告 他 们 会 受 到 报 应 ： “从 亚 伯 的  

血 起 ， 直 到 被 杀 在 坛 和 殿 中 间 撒 迦 利 亚 的  

血 为 止 …… 这 都 要 问 在 这 世 代 的 人 身 上 ’’

( 路 H--- 5 1 ; 太 二 十 三 3 5 > 。 依 照 旧 约 ，

神 的 先 知 中 被 人 无 辜 杀 害 的 ， 第 一 位 是 亚  

伯 ， 最 后 一 位 是 撒 迦 利 亚 。

在 马 太 福 音 里 ， 撒 迦 利 亚 的 父 亲 是 巴  

拉 加 而 非 耶 何 耶 大 。 这 可 能 是 后 来 抄 写 时  

的 误 录 ， 文 士 把 他 和 著 名 的 先 知 撒 迦 利 亚

互 相 混 淆 了 （亚 一 U 。 +

© 教 导 犹 大 王 乌 西 雅 敬 畏 神 、 打 在 祂

消 由 的 人 （代 上 二 十 六 5 )。 入

© 哥 辖 族 的 利 未 人 ， 约 ^ 亚 王 时 受 命

监 督 圣 殿 修 _ 工 程 （代 下 = = 畜 

〇 神 殿 中 的 首 领 之 一 ， 慷 眯 地 把 牲 f

供 给 祭 司 ’ 来 庆 _ 师 在 位 时 的 逾

( 代 下 1 二 : 。子 ， 比 利 家 的 儿 子 ’ 是 一  
易 = ?5 2 0 年 ， 年 纪 尚 轻 时 开 始 ;

当 时 在 位 的 ， 是 波 斯 王 大  

亚一  1 ; 参 二 4 ) » 先 知 的 身 世 二  

所 罗 巴 伯 作 省 长 、 约 书 亚  

( 拉 五 1 ) ， 他 和 同  

( 耶 卡 I , , 二 : 对 被 掳 归 回 耶 路 撤

r 犹  r 人

工 作 二 多 族 祭 司 的 族 长 ( 尼 十

sajially^  1223

〇

位 先 知

起 先 知 的 职 任  

利 乌 一 世 （

我 们 所 知 不 多  

( 耶 书 亚 ） 作 大 祭 旬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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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丨 撒 迦 利 亚 和 耶 利 米 、 以 西 结 一 样 ， 

兼 任 祭 司 、 先 知 之 职 （亚 一  1 、 7 ， 七 1 、

。
撒 迦 利 亚 的 谱 系 ， 有 些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以 斯 拉 记 和 尼 希 米 记 ， 都 说 他 是 易 多  

之 子 ， 怛 撒 迦 利 亚 书 却 说 比 利 家 是 他 的 父  

亲 。 有 些 人 认 为 比 利 家 和 易 多 是 同 一 个  

人 ； 又 有 人 相 佶 比 利 家 之 名 是 文 士 在 抄 写  

时 ， 混 淆 了 耶 比 利 家 之 子 （本 条 目 #  1 7 ， 

参 赛 八 ‘2 ) 和 易 多 之 子 的 结 果 。 然 而 ， 比 

较 合 理 的 解 释 ， 逛 把 易 多 看 为 撒 迦 利 亚 的  

祖 父 。 族 长 易 多 是 个 名 人 ， 主 前 5 3 8 年 被  

掳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 可 能 因 为 比 利 家 早  

死 ， 又 可 能 因 为 祖 父 名 头 较 大 ， 撒 迦 利 亚  

於 是 便 被 视 为 易 多 的 继 承 人 （和 合 本 把 拉  

五 1译 作 “易 多 的 孙 子 撒 迦 利 亚 ”> 。

参 “撒 迦 利 亚 书 " 1 2 2 4  ;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 2 3。

一 世 时 ， 他 和 以 斯 拉 一 同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犹 大 （拉 八 3 >。

© 比 拜 的 儿 子 ， 是 家 族 的 领 袖 。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时 ， 他 和 以 斯 拉 一 同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犹 大 （拉 八 1 1 > 。

® 被 以 斯 拉 差 逍 到 迦 西 斐 雅 的 犹 太 人  

领 袖 之 一 。 他 们 在 当 地 会 见 首 领 易 多 ， 召 

集 利 未 人 和 尼 提 宁 （殿 役  > ， 与 其 他 犹 太  

人 一 起 从 巴 比 伦 归 回 巴 勒 斯 坦 （拉 八 1(3)。

© 以 拦 G 个 子 孙 中 的 一 人 被 掳 归 回 后 ， 

接 受 了 以 斯 拉 劝 告 ， 休 弃 了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

© 以 斯 拉 向 人 民 宣 读 律 法 时 ， 站 在 他  

左 边 的 其 中 一 人 （尼 八 4 > 。

© 玛 基 雅 的 子 孙 ， 是 个 祭 司 。 他 后 裔  

中 有 一 位 亚 大 雅 ， 是 被 掳 后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一 个 利 未 人 家 族 的 族 长 （尼 十 一  1 2 > 。

® 亚 萨 的 子 孙 约 拿 黾 的 儿 子 ， 是 个 负  

责 音 乐 的 祭 司 。 尼 希 米 时 代 在 耶 路 撒 冷 行  

城 墙 告 成 礼 时 ， 他 担 任 吹 号 的 工 作 （尼 十  

二  3 5  > 。

必 住 耶 路 撒 冷 城 垴 告 成 之 时 ， 另 一 位  

负 责 吹 号 的 祭 司 （尼 十 二 *1丨h 跟 本 条 目  

#  1 4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

© 耶 比 利 家 之 子 ， 显 然 很 有 名 声 。 以 

赛 亚 书 写 “玛 黑 砰 沙 拉 勒 哈 施 罢 斯 ” 这 句  

耐 人 寻 味 的 话 时 ， 有 他 和 祭 司 乌 利 亚 公 开

作 见 证 。 先 知 后 来 解 释 这 话 的 意 思 _ 

要 审 判 大 马 色 和 撒 玛 利 亚 （赛八丨）。

© 施 洗 约 翰 的 父 亲 ，亚比雅 班的 祭可 ， 

祭 司 后 商 以 利 沙 伯 的 丈 夫 。 大 希 rit在位时 

( 主 前 3 7 - 4  > ，他 们 住 在 犹 大 山 地 （路一5丨4 

撒 迦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伯 一 生 公 义 虔 诚 ，但却 

老 而 无 子 （6 、 7 节 > 。

祭 司 撒 迦 利 亚 被 迭 为 本 班 代 表 之 -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担 任 一 年 一 度 的 $ 杈 

以 色 列 的 祭 司 共 分 2 4 班 ， 每班一年有两  

个 礼 拜 在 圣 殿 负 责 取 奉 。 撒迦利亚在耶路  

撒 冷 事 奉 时 ， 一 日 掣 签 被 选 ， 得以进入圣 

所 烧 香 。 祭 司 一 生 只 有 一 次 机 会 ，得到这 

个 特 权 。 在 殿 中 执 行 任 务 时 ， 天使加百列 

向 他 显 现 ， 告 诉 他 说 ， 他妻子以利沙伯虽  

然 素 来 不 育 ， 却 要 为 他 生 一 个 儿 子 。这儿 

子 名 字 要 叫 约 翰 （1 2 、 1 3 节 ）， 他要为弥 

赛 亚 预 备 道 路 。 撒 迦 利 亚 因 为 不 信 以 利 沙  

伯 会 在 老 年 生 子 ， 被 变 为 哑 吧 ， 成了证明 

天 使 报 讯 的 记 号 （1 8 - 2 0 节 ）。 撒迦利亚 

回 到 殿 院 ， 群 众 看 见 这 祭 司 只 打 手 式 ，便 

知 道 他 见 了 异 象 （第 2 2 节 ）。

以 利 沙 伯 依 照 应 许 得 以 怀 孕 。 怀胎6 

个 月 时 ， 有 孕 在 身 的 亲 戚 马 利 亚 来 探 望 她  

( 第 4 0 节  > 。 婴 儿 出 生 不 久 ， 撒迦利亚确  

定 儿 子 要 起 名 约 翰 。 他 说 话 的 能 力 立 时 恢  

复 ， 又 被 圣 灵 充 满 ， 为 神 将 要 在 以 色 列 成  

就 的 事 ， 说 出 预 言 ， 并 赞 美 池  

(37-79 节  > 0

© 施 洗 约 翰 的 邻 里 亲 族 原 要 照 他 父 亲  

的 名 字 ， 给 他 起 名 叫 撒 迦 利 亚 （路一 59), 

H .  D o u g l a s  Buckwalter

参 - 施 洗 约 翰 ” 1 4 0 5 。

撒 迦 利 亚 书
Zechariah, Book of
s a j i S  l i yk shQ

小 先 知 书 中 篇 幅 锻 长 ， 也是飛难明白  

的 一 卷 书 。 困 难 之 一 ， 是书中有 很多 难 斛  

的 异 象 。 有 时 会 有 天 使 在 场 ， 解释异挚的 

意 义 （一  9 、 1 0 、 1 9 、 2 0 ， 四 1 - 4 , 五5.

6 ) ; 但 很 多 笳 要 解 释 的 部 分 ， 却没有夭 

使 的 帮 助 。 这 些 难 以 明 白 的 段 落 ， 引起了 

无 数 关 乎 日 期 、作 者 、统 一 、解释的理论• 

对 基 锊 徒 来 说 ，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新 约 的 征 引 。 本 书 下 半 部 （九 至 十 一 …

© 巴 录 后 商 的 领 袖 。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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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把 塥音 书 有 关 耶 M 受 难 的 记 叙 ， 引用彳导 

H 多的先知书。 除 了 以 西 结 书 外 ， 旧 约 书  

按 对 启 示 录 影 晌 得 极 深 的  > 也 是 撒 迦 利 亚

作者
撒 迦 利 亚 一 名 的 意 思 ， 大 槪 是 “耶 和  

华记t ” 或 ‘‘耶 和 华 是 有 名 的 '  这 名 字  

在 新 旧 两 约 都 很 常 见 ， 旧 约 圣 经 约 有 2 〇人 

名叫撒迦利亚。 至 於 谁 是 先 知 的 父 亲 ， 引 

起了 疑 问 n 撒 迦 利 亚 书 一 章 1 节 说 他 是  

“易 多 的 孙 子 比 利 家 的 儿 子 ”， 但 以 斯 拉 记  

五章I 节 和 六 章 H 节 ， 却 称 他 为 “易 多 的  

儿子” （和 合 本 作 “易 多 白 勺 孙 子 ”）。 以 赛  

亚 时 代 有 另 一 位 撒 迦 利 亚 ， 父 亲 名 叫 耶 比  

利 家 （赛 八 ‘2 > 。 早 在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在 位 时  

(主前8 3 5 - 7 9 G ) ， 又 有 另 一 位 名 叫 撒 迦 利  

亚的先知， 是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的 儿 子 这 位  

先 知 被 人 用 石 头 打 死 ， 因 为 他 宣 告 耶 和 华  

要离弃 他 那 些 犯 罪 的 子 民 （代 下 二 十 四  

‘20-22>。 耶 穌 提 到 撒 迦 利 亚 ， 似 乎 是 指 这  

件事， 或 圣 经 没 有 记 载 的 类 似 事 件 。 然 

而 他 却 称 这 位 先 知 中 极 后 的 殉 道 者 ， 为 巴  

拉 加 （比 利 家 ） 的 儿 子 （太 二 十 三 3 5 ) 。 

可是，路 加 的 记 载 却 没 有 “巴 拉 加 的 儿 子 ” 

这 句 话 （路 十 一  5 1 ) 。 耶 稣 引 用 的 历 代 志  

下，是 希 伯 来 文 旧 约 圣 经 最 后 一 卷 书 。 他 

可 能 只 是 指 旧 约 中 扱 早 （亚 伯  > 和 摄 后  

I耶 何 耶 大 的 儿 子 撒 迦 利 亚 ） 被 谋 杀 的 人  

而已。 没 有 证 据 证 明 撒 迦 利 亚 书 中 的 先 知  

珣道而死， 故 此 掖 合 理 的 解 释 ， 是 把 这 先  

知 看 为 易 多 的 孙 子 、 比 利 家 的 儿 子 。

写作年代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上 半 部 （一 至 八 章 > ， 

曰 期 记 载 得 很 淸 楚 。 第 一 个 日 期 出 现 在 全  

书 的 第 1节 ： “大 利 乌 王 第 二 年 八 月  ' 大  

利 乌 是 波 斯 国 王 （主 前 他 在  

位第二 年 H 月 ， 就 是 主 前 3 2 ( ) 年 1 0 月 。 “耶  

和华 的 话 ” 第 一 次 临 到 撒 迦 利 亚 ， 似 乎 就  

在 这 时 。 第 二 个 日 期 记 载 在 一 章 7 节 ： 

“大 利 乌 第 二 年 十 一 月 ， 就 是 细 罢 特 月 二  

十四日”， 即 主 前 5 1 9 年 2 月 1 5 日 。 这 日 临  

到 撒 迦 利 亚 的 铦 ， 似 乎 包 括 了  8 个 夜 间 的  

异象， 以 及 和 他 谈 i舌 的 天 使 所 说 附 带 的 默  

示。撒 迦 利 亚 书 的 第 三 个 日 期 记 载 在 七 章

! 节 ： “大 利 乌 王 第 四 年 九 月 ， 就 是 基 斯  

流 月 初 四 日 ”， 即 主 前 年 丨 ‘2 月 7 日•这  

节 引 进 了 一 组 关 乎 禁 食 体 义 的 伦 理 性 和 末  

世 性 默 示 （七 、 八 章 >。

M l | ；

j }.A s r 克  m

波斯波立约主前六世纪的大利乌波斯浮雕

撒 迦 利 並 兹

撒 迦 利 亚 书 九 至 十 四 电 完 全 没 有 曰 期 ， 

也 没 4 • 提 过 撒 迦 利 亚 、 大 利 乌 ， 或 任 何 君  

王 的 名 字 。 经 文 指 出 战 争 在 一 段 和 平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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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后 来 临 ， 并 提 到 圣 殿 （十 一 1 3 ， 十 四 20>  

和 希 腊 士 兵 （九 怛 撒 迦 利 亚 书 九 至 十  

四 章 的 确 实 日 期 ， 全 部 邡 只 是 臆 测 „

背景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於 主 前 r) h 6 年 ， 被 巴  

比 伦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毁 灭 《 尼 布 甲 尼 撒 在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前 后 ， 曾 多 次 攻 击 耶 路 撒 冷 ， 

把 很 多 人 掳 到 巴 比 伦 （参 但 一 丨 ； 王 下 二  

十 四 1 • 2 6  > 。 耶 利 米 曾 两 度 预 言 ， 被 掳 的  

日 子 是 7 0 年 （耶 二 十 五 丨 丨 ， 二 十 九 1 (); 

参 但 九 2 ) 。 到 了 撒 迦 利 亚 时 ，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的 7 0 年 快 满 了 （一 1 2 ， 七 5 > 。 大 利 乌  

二 年 （主 前 5 2 0 > ,  “耶 和 华 的 话 ” 首 次 临  

到 撒 迦 利 亚 时 ， 耶 路 撒 冷 已 经 陷 落 了 （； 6 

年 。 巴 比 伦 帝 国 於 主 前 5 3 8 年 被 波 斯 所 灭 ， 

波 斯 王 古 列 颁 下 诏 令 ， 容 许 所 有 被 掳 的 人  

回 归 原 居 之 地 （代 下 三 十 六 ‘2 3 ; 拉 一 1 - 

D 。 犹 大 俘 虏 中 第 一 批 回 归 的 人 ， 约 在 主  

前 5 3 (; 年 ， 与 所 罗 巴 伯 及 祭 司 约 书 亚 一 同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 回 归 者 首 要 目 标 之 一 ， 是 ， 

进 迮 圣 殿 （拉 一  3 > 。 然 而 内 部 的 争 斗 ， 以 

及 外 在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迫 害 ， 令 重 违 工 作 不  

能 即 时 进 行 。 主 前 5 2 1 年 ， 大 利 乌 一 世 即  

位 ， 耶 路 撒 冷 和 巴 比 伦 的 犹 大 人 ， 洋 溢 一  

片 充 满 期 望 和 热 切 的 态 度 。 可 能 也 曾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的 先 知 哈 该 和 撒 迦 利 亚 ， 开 始 有  

力 地 传 讲 神 的 话 ， 以 致 第 二 圣 殿 茁 建 工 程  

於 主 前 5 2 ()年 恢 复 ，5 丨 6 年 竣 工 （拉 五 1 、

M 、 1 5 ; 该 一 、 二 ； 亚 一 至 八 > 。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记 叙 ， 在 大 利 乌 王 第 二  

年 （主 前 5 2 0 > 开 始 。 被 掳 归 回 的 人 中 ，

有 些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已 经 1 (5年 了 ， 但 蜇 建  

圣 殿 的 工 作 ， 依 然 一 点 儿 进 展 也 没 有 。 撒  

迦 利 亚 第 一 篇 信 息 呼 吁 人 民 悔 改 ， 不 要 重  

犯 列 祖 的 过 错 ， 他 们 列 祖 的 罪 和 不 肯 悔 改  

的 态 度 ， 就 是 人 民 被 掳 、 圣 殿 被 毁 的 原 因  

( 亚 一 丨 - 。接 下 来 个 夜 间 的 异 象 < — 7

至 六 8 ) , 向 人 民 保 证 圣 殿 必 然 会 在 所 罗  

巴 伯 手 下 觅 让 （一  1 <3 , 四 !>， 六 丨 。 撒  

迦 利 亚 书 用 两 节 的 经 文 ， 言 简 意 赅 地 描 述  

了 圣 殿 值 迮 之 前 ， 耶 路 撒 冷 艰 难 困 苦 的 光  

嵌 * •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当 建 造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的 殿 ， 立 根 基 之 日 的 先 知 所 说  

的 话 ， 观 在 你 们 听 见 ， 应 当 手 里 强 壮 • • 那  

曰 以 先 ， 人 得 不 着 雇 价 ， 牲 畜 也 是 如 此 ；

且 因 敌 人 的 缘 故 ， 出 入 之 人 不 得 平 安 ，乃 

因 我 使 众 人 互 相 攻 击 。 （八 9 、 l q

撒 迦 利 亚 书 开 首 的 8 牵 ， 就是以主的 

5 2 0 至 5 1  8 年 耶 路 撒 冷 的 社 会 、 政 治 宗  

教 悄 况 为 背 语 ^ 但 从 第 九 帝 以 后 ，这些历 

史 关 系 便 消 失 了 。 第 九 章 的 幵 始 ，足 i| 充 

亚 兰 ， 包 括 了 大 马 色 、 推 罗 、 西 顿 ，以及 

非 利 士 的 默 示 。 这 些 地 方 都 会 被 攻 占 、结 

净 ， 变 成 好 像 犹 大 的 一 族 （1 - 8节 ），愤 

言 中 也 应 许 将 有 新 王 凯 旋 进 入 耶 路 撤  

冷 ； 祂 会 谦 谦 和 和 地 骑 驴 而 来 ， 他的统治 

将 会 是 和 平 而 遍 及 普 世 的 （9 、 1 0节）. 

下 一 个 默 示 说 到 被 掳 的 会 得 苕 释 放 （第 

1 1 节  然 而 所 指 的 可 能 不 楚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 因 为 这 里 提 到 了 希 腊 人 （第 1 3节）， 

撒 迦 利 亚 书 九 至 十 二 章 的 体 哉 逛 诗 歌 而 非  

散 文 ， 内 容 是 末 世 性 的 ， 主耍关乎将来的  

亊 ； 部 分 学 者 称 之 为 启 示 文 学 。 万国攻打 

耶 路 撒 冷 ， 却 被 击 畋 （十 二 、 十四章丨. 

圣 殿 依 然 存 在 （十 一 1 3 ) , 但在新耶路撤  

冷 和 神 的 国 中 ， 似 乎 不 是 占 右 府 逭 要 的 地  

位 （十 四 6 - 9  > 。

写 作 目 的

本 书 的 目 的 是 确 证 和 鼓 励 „ 主前 520 

年 ， 犹 太 人 需 要 重 建 圣 殿 的 确 证 ，以后神 

的 子 民 也 需 要 知 道 神 的 国 度 必 会 丰 满 地 来  

临 „ 撒 迦 利 亚 书 有 3 个 信 息 ： 必须悔改  

( 一  1 - 6 >  ; « 个 象 征 圣 殿 重 逮 、 神的荣搔 

重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夜 间 异 象 （一 7 至六 

»> ; 以 及 神 国 的 来 临 （九 至 十 四 章

内 容 提 要

撒 迦 利 亚 书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主 要 部 分 •• 

第 一 至 八 章 和 第 九 至 十 四 章 。 第一部分的 

日 期 ， 是 在 主 前 3 2 0 年 与 5 1 8 年 之 间 。这 

部 分 包 括 了 比 利 家 的 儿 子 撒 迦 利 亚 的 默 示  

和 异 象 。 它 的 体 戗 是 舣 文 ， 其耍点是向归  

回 的 犹 太 人 保 证 圣 殿 将 会 道 建 。 第二部分 

( 九 至 十 四 章  > 没 有 说 明 日 期 ， 也没有提 

到 撒 迦 利 亚 。 圣 殿 已 经 存 在 ， 而大部分的  

语 言 郎 是 末 世 性 、 启 示 性 的 。 第二部分可  

以 洱 分 为 两 部 分 . • 第 九 至 H - — 章和第十二  

至 十 四 章 。 第 九 章 和 第 十 二 章 都 以 同 一 句  

话 开 始 ： “耶 和 华 的 默 示 ”。

撒 迦 利 亚 书 第 一 部 分 （一 至 八 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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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为4 个 段 落 ： 前 言 和 第 一 个 默 示 （一 1 -  

6); 8 个 夜 间 异 象 和 附 带 的 默 示 （一 7 至  

六 ; 约 书 亚 的 象 征 性 加 冕 （六9 - 1 5 >  ;

有 关 禁 食 和 道 德 的 问 题 （七 1 至 八 2 3 > 。

这 段 落 淸 楚 说 明 ， 亊 件 是 发 生 在 巴 比  

伦 历 法 的 “八 月 ”， BP阳 历 1 0 月 中 旬 至 11 
月中旬n 波 斯 王 大 利 乌 2 年 ，是 主 前 5 2 0 年 。 

? 明 白 撒 迦 利 亚 的 亊 工 与 哈 该 的 信 息 （参  

该- 1 ， 1 5 , 二 1 、 1 0 、 1 8 、 2 0 >  , 并 所 罗  

巴 泊 敢 违 圣 殿 工 程 之 间 的 关 系 ， 这 个 日 期  

十分电要》 第 一 个 默 示 的 宽 点 是 悔 改 的 需  

5 - 发 出 这 信 息 的 时 间 ， 正 在 哈 该 第 二 篇  

和 第 三篇 信息 之 间 „ 撒 迦 利 亚 和 哈 该 一 样 ， 

把 失 收 和 其 他 的 艰 难 ， 归 咎 於 未 能 重 建 圣  

殿 （参 该 一6 -  1 1 > 。 撒 迦 利 亚 呼 吁 人 民 悔  

改，好 使 他 们 能 在 圣 殿 的 工 程 上 坚 忍 到 底 。

夜 间 计 象 和 附 带 的 戤 示 < — 7 至 六 8 >

撒 迦 利 亚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见 的 这 些 异  

象，似 乎 都 是 在 大 利 乌 2 年 （主 前 5 1 9 > 

丨丨月（细 罢 特 月 ， 阳 历 1 月 中 至 2 月 中 ） 

24曰 柺 下 的 。 其 中 7 个 异 象 基 本 上 都 有 同  

样的形式。 4 个 异 象 以 “我 夜 间 观 看 ” 开  

始 < - 1 8 , 二 1 ， 五 1 ， 六 1> ; — 个 以

“我 举 目 观 看 ” 开 始 （一 8 ) ; 另 一 个 以  

“那 与 我 说 话 的 天 使 又 来 叫 醒 我 …… 问 我  

说：‘你 看 见 了 什 么 ？ ’ 我 说 ： ‘我 看 见  

了…… ’” < 四丨 、 2 > 作 为 开 始 ； 又 一 个  

(第七个） 的 第 一 句 ， 则 是 ： “与 我 说 话  

的 天 使 出 来 ， 对 我 说 ” （五 5 > 。 然 而 ， 剩 

下 来 的 一 个 异 象 和 其 他 7 个 却 不 相 同 ， 它 

的开首是： “天 使 又 指 给 我 钌 （三 1 ; 参 

摩匕丨、4 、 7 > 。 这 是 以 第 三 身 姿 态 讲 述  

的信息。 对 於 这 位 天 使 ， 我 们 所 知 不 多 ； 

他 也 没 有 直 接 给 撒 迦 利 亚 的 信 息 ， 他 好 像  

不 过 是 个 旁 观 者 • • 这 异 象 和 其 他 7 个 分 别  

之大， 使 它 # 来 不 像 是 原 来 八 异 象 之 一 。

这 》个 异 象 粮 体 上 的 关 系 并 不 明 显 。

开 头 的 异 象 发 生 在 黄 昏 或 晚 上 ， 掖 后 — 个  

则 住 日 出 之 时 ；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这 发 展 有 特  

别 的 含 义。 其 他 学 者 则 看 出 这 些 异 象 ， 有 

- 对 一 对 的 关 连 。 第 一 个 和 最 后 一 个 异  

象，主 题 都 是 马 、 骑 马 者 或 马 车 。 第 二 和  

第 三 个 异 象 描 述 犹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复 兴 ！ 

(―丨《-2丨， 二 卜 5 > 。 第 四 和 第 五 个 异 象  

則 讨 论 在 复 兴 的 社 群 中 ， 两 个 领 袖 的 地

位 。 约 书 亚 会 被 洁 净 ， 恢 复 大 祭 司 之 职  

(三丨 - 5 ) , 宵 长 所 罗 巴 伯 会 完 成 圣 殿 的 ] 1  

迖 （四 1 - H  >。 第 六 和 第 七 个 异 象 则 以 地  

得 洁 净 为 主 题 飞 行 的 书 卷 会 进 入 一 切 贼  

人 和 作 假 见 证 的 人 家 中 ， 带 来 毁 灭 （五 1-

4 ) 。 代 表 罪 恶 的 妇 人 被 装 在 M 器 里 ， 带 

到 示 拿 地 （五 5-1 1 >。

此 外 ， 又 有 4 个 默 示 舣 见 於 异 象 的 记  

述 之 间 （一丨4-丨7， 二 6 •丨2 , 三 6 -丨 0， 四 

B - 1 4 ) 。 每 个 默 示 都 是 以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你 要 宣 告 说 ” 开 始 的 （一丨4 、 

1 7 > 。 第 一 个 默 示 向 人 民 保 证 圣 殿 、城邑  

和 耶 路 撒 冷 蒙 拣 选 的 身 分 ， 都 会 恢 复 。 第 

二 个 默 示 呼 唤 仍 在 巴 比 伦 的 俘 虏 ， 归 回 犹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二 6 •丨2) 撒 迦 利 亚 书 二  

章 1 2 、 丨3 节 很 值 得 注 意 。 笫丨2 节 是 旧 约  

唯 一 称 巴 勒 斯 坦 为 “圣 地 ” 之 处 ， 第 1 3  

节 和 哈 巴 谷 书 二 章 2 0 节 的 崇 拜 宜 召 相 似 ：

“耶 和 华 在 他 的 圣 殿 中 ， 全 地 的 人 都 当 在  

他 面 前 肃 敬 舴 默 。” 异 象 记 叙 中 的 第 三 个  

默 示 ， 以 大 祭 司 约 书 亚 为 将 要 来 临 之 神 仆  

的 表 记 。 这 神 仆 就 是 一 日 之 内 ， 要 除 掉 全  

地 罪 孽 的 苗 裔 （三6 -丨0 >。

约 书 亚 的 象 征 性 加 逑 （六9 - 1 5 >

神 差 逍 撒 迦 利 亚 到 西 岙 雅 的 儿 子 约 西  

亚 家 里 ， 用 从 巴 比 伦 回 来 之 人 的 金 银 造 一  

个 冠 冤 ， 鉞 在 祭 司 约 书 亚 的 头 上 ， 作 为 祭  

司 君 王 、 苗 裔 、 违 造 圣 殿 者 的 象 征 。 礼 成  

后 ， 这 冠 冕 要 安 放 在 圣 殿 里 ， 作 为 奉 献 金  

银 者 的 记 念 。 这 章 伋 后 一 节 （六 15 > 似 

乎 是 说 ， 正 如 被 掳 者 的 金 银 用 来 象 征 王 国  

将 来 的 君 王 ， 被 掳 到 “远 方 的 人 ” 也 会 参  

与 把 圣 殿 逑 成 。 听 者 从 此 便 能 知 道 ， 这 些  

预 言 是 神 差 逍 撒 迦 利 亚 宣 讲 的 。 他 们 积 极  

地 顺 从 神 的 声 音 时 ， 这 一 切 便 会 成 就 。 

冇 关 软 食 和 !£!德 的 I* "丨韪（七 1至 八 23) 

大 利 乌 4 年 （主 前 s n u , — 个 代 表 团  

从 伯 特 利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1 0 哩 ） 来 到 耶  

路 撒 冷 。 那 时 茁 建 圣 殿 的 工 程 已 经 进 行 两  

年 了 。 代 表 团 的 目 的 ， 适 要 祈 求 耶 和 华 的  

恩 （七 2 并 向 祭 司 和 先 知 求 问 ， 逛 否  

需 要 继 续 遵 行 自 从 圣 殿 在 7(>年 前 被 毁 后 ， 

一 直 以 来 所 实 行 的 禁 食 。 耶 和 华 藉 撒 迦 利  

亚 诘 问 他 们 ， 斋 戒 的 动 机 是 为 神 还 是 为  

己 。 问 题 的 症 结 就 是 神 苒 悦 萁 诚 、 公 义 、 

慈 爱 ， 过 於 禁 食 。 撒 迦 利 亚 的 信 息 ， 神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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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藉 昔 日 的 先 知 向 地 的 子 民 宣 讲 了  < 7 - 

H 节 > 。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第 一 部 分 ， 以 1〇个  

应 许 作 结 （八 1 - 2 3 > 。 这丨（)个 应 许 ， 每 个  

都 以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或 “耶 和 华 的 话 临  

到 我 说 ” 开 始 （!2-4、 7 、 9 、 1 4 、 1 « 、 2 0 、 

2 3 节  >。 神 的 结 语 不 是 审 判 ， 而 是 应 许 、 

盼 望 、 赦 免 、 复 兴 。

耶 和 肀 的 跛 示 （九 至 十 四 章 ）

撒 迦 利 亚 书 的 下 半 部 （九 至 十 四 坊 ），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几 乎 相 等 的 段 落 ： 第 九 至 十  

— 章 （共 4 6 节 ） 和 第 十 二 至 十 四 章 （共

1 4 节  >。 每 个 段 落 都 以 “默 示 ” （原 文 作  

“担 子 ” > 开 始 《九 I ， 十 二 I > ， 两 者 驻 本  

上 都 是 末 世 性 的 。 第 一 个 段 落 （九 至 十 一  

荩 ） 的 主 题 是 各 支 派 归 回 巴 勒 斯 坦 （九  

I I  - I 7 ，

法 ， 是 先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亚 兰 （叙 利 亚 > ， 

消 除 拦 阻 m 统 治 的 力 s t  ( 九 丨-t t，十 一 i -3> 

和 邪 恶 的 牧 人 （统 治 者 ； 十 2 下 - 5 ， 十 一  

4 - 1 7 > ，和 平 之 君 接 苕 便 会 来 临 （九 9 - 1 0 > 。

撒 迦 利 亚 M 后 的 “担 子 ” 也 是 末 世 性  

的 （十 二 丨 至 十 四 2 1 ) 。 这 个 默 示 的 主 题 是  

耶 路 撒 冷 和 犹 大 。 耶 路 撒 冷 两 度 受 外 邦 攻  

打 （十 二 1 - » ， 十 四 1 - 5 > ， 耶 和 华 两 次 都 为  

耶 路 撒 冷 、 犹 大 和 大 卫 家 作 战 。 耶 路 撒 冷  

为 一 个 不 知 名 的 殉 道 者 哀 哭 （十 二 1 0 - 1 4 )。 

这 殉 道 者 称 为 良 善 的 牧 人 ， 他 被 击 打 ， 羊  

就 分 散 了 （十 三 7 - 9 > 。 耶 穌 讲 述 祂 被 捕 时 ， 

就 引 用 了 这 段 经 文 （太 二 十 六 3 〗； 可 十 四

2 7 > 。 一 个 泉 源 将 为 大 卫 家 而 开 ， 罪 恶 、 

偶 像 、 假 先 知 ， 将 从 耶 路 撒 冷 的 居 民 中 洗  

尽 （十 三 卜 新 耶 路 撒 冷 必 在 原 地 仍 居  

商 位 ，四 围 各 处 将 变 为 平 原 （十四丨〇、丨1>。 

新 耶 路 撒 冷 没 有 黑 夜 ， 也 没 有 严 寒 酷 热 。 

活 水 要 从 耶 路 撒 冷 流 出 ， 耶 和 华 成 为 全 地  

的 王 ， （6 - 9 节  > 。 反 抗 耶 路 撒 冷 的 会 被 毀  

灭 （丨2 •丨5 节 ）， 然 而 生 还 的 人 却 会 年 年 守  

住 棚 节 ， 敬 拜 耶 和 华 （丨 丨 9 节  > 。 撒 迦 利  

亚 书 般 后 一 陆 ， 是 世 界 在 哈 米 吉 多 顿 大 战  

之 后 ， 成 为 洗 净 罪 恶 的 新 世 界 。 神 降 临 统  

治 ， 一 切 都 会 变 成 圣 洁 。 战 马 变 成 像 祭 司  

冠 冕 一 般 圣 洁 ， 普 通 煮 食 的 器 具 ， 变 得 和  

圣 殿 的 器 皿 一 样 。 迦 南 人 或 做 买 卖 的 人 要  

被 除 灭 。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之 间 ， 圣 洁 和 不  

洁 之 间 ， 再 无 分 别 。 觅 要 的 适 ， 人 是 否 尊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为 王 而 敬 拜 地 。

R a l p h  L. Smi,h 
参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1 1 2 ;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予贞言" 2  1 7 9 : " 撒 迦 利 亚 # 8 .

1 2 2 3 :  “先 知 . 女 先 知 ” 1 7 2 3 。

参 考 书 目 ： J .G . B a l d w i n , 

Z e c h a r i a h , M a l a c h i ; D . B a r o n , Visions and 

P r o p h e c i e s  of Z e c h a r i a h ; R .A . M a s o n , The 

B o o k s  of H a g g a i , Z e c hariah , a n d  Malachi； 

G .A . S m i t h , T h e  B o o k  of the Twelve 

P r o p h e t s ; M .F . U n g e r , Zechariah; C . y〇n 

O r e l l i , The  Twe l v e  Minor Prophets; C .H .H . 

W r i g h t , Z e c h a r i a h  a n d  His Prophecies.

撒刻
Zaccur
s d  k e

〇 沙 母 亚 之 父 ， 沙母 亚 是十 二 探 子 之  

一 ，代 表 流 便 支 派 窥 探 迦 南 地 （民十三4).

© 城 西 缅 支 派 ， 逛 哈 母 利 之 子 和 示 每  

之 父 （代 上 四 2 6  > 。

€>在 祭 司 班 次 的 记 载 m ， 是米拉利的 

子 孙 之 一 《代 上 二 十 四 2 7 ) 。 撒刻及其家 

族 显 然 在 祭 司 的 供 职 上 只 有 微 小 的 职 分  

(参 代 上 二 十 四 5 、 7 、 ‘2 0  >。

© 亚 萨 的 一 个 儿 子 ， 奉派在圣殿节奉  

( 代 上 二 十 五 幻 。 撒 刻 和 他 的 儿 子 及 兄 弟  

掣 了 第 三 签 ， 在 圣 殿 作 乐 师 （代上二十五 

1( ) >。 彳 敗 刻 的 子 孙 在 归 回 后 ， 也参与城墙 

的 奉 献 礼  < 尼 十 二 3 5 ) 。

© 音 利 之 子 ， 负 责 修 建 羊 门 附 近 的 一  

段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尼 三 2 > 。

© 利 未 人 ， 在 尼 希 米 的 约 书 上 签 署 ， 

立 志 服 从 神 的 律 法 （尼 十 1 2 > 。

〇 玛 他 尼 之 子 ， 哈 难 之 父 ， 在尼希米 

时 期 ， 作 库 官 的 助 理 ， 管 理 库 房 （尼十三 

1 3 > 。 有 认 为 他 与 本 条 目 # 6 为 同 一 人 。

1 拉
Sarah
s 3  l a

亚 伯 拉 罕 的 妻 子 ， 原 名 撒 莱 （创十一

2 9 ) 。 当 神 应 许 賜 给 她 一 个 儿 子 ，并使她 

成 为 多 国 之 母 ， 她 的 名 字 就 改 为 撒 拉 （创 

十 七 1 5 、 1(5>。 撒 拉 既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娈 子 ， 

亦 是 他 同 父 异 母 的 妹 子 （创 二 十 12 )。

亚 伯 拉 罕 离 开 迦 勒 底 的 吾 珥 往 哈 兰 ，

1 1 - 1 7 ， 十 6 - 1  ‘2 > 。 耶 和 华 成 就 此 亊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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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迦 南 地 ， 撒 拉 都 与 他 同 行 （创 十  

^ 丨 ，十 二 5 ) 。 她 在 婚 后 一 直 没 有 生 育

—3 0 )。 神 向 亚 伯 拉 罕 应 i午 必 叫 他 成  

$ 大 国 （十 二 2 ) ， 并 会 把 迦 南 地 蜴 给 他  

的 后 窃 时 （十 二 7 > ， 撒 拉 依 然 未 有 孩 子 。

过了丨(） 年 （参 创 十 二 4 ， 十 六 1 6 > ， 

H R泣 还 是 没 有 儿 女 ， 她 就 将 她 的 使 女 埃 及  

人S 甲 给 了 丈 夫 亚 伯 拉 罕 为 妾 。 H 甲 怀 孕  

生 了 一 个 儿 子 ， 名 叫 以 实 玛 利 （十 六 3 、

4)。 冲 应 许 将 有 一 大 国 从 以 实 玛 利 而 出  

( 十 七 2 〇 > , 却 指 出 他 并 不 是 那 个 承 受 应  

许 的 婴 孩 （十 七 21  > 。 里 然 微 拉 听 到 自 己  

必 生 一 个 儿 子 而 心 m 喑 笑 ， 但 她 确 是 那 个  

要 孩 的 母 亲 （十 七 1 9 - 2  1 ， 十 八 1 0 - H  > 。

以撤的诞生， 使 这 个 预 言 得 © 应 验 （二 十  

- 2 、 3 >， 那 是 在 亚 伯 拉 罕 沿 初 蒙 应 许 得  

柺 后 裔 的 年 之 后 ， 那 时 撒 拉 已 经 9 0 岁 

{十七丨7 , 二 十 一 5 ) 。

亚 伯 拉 罕 和 撒 拉 刚 进 入 迦 南 ， 却 J3I 遇 

饥荒，迫 使 他 们 下 到 埃 及 去 ， 撒 拉 在 埃 及  

人 面 前 被 指 垦 亚 伯 拉 罕 的 妹 子 。 因 着 撒 拉  

容 貌 极 其 美 丽 ， 使 她 被 带 进 法 老 的 王 宫 去  

( 十 二 1 1 、 1 4 > ， 而 亚 伯 拉 罕 不 用 被 杀 ， 

反 得 到 埃 及 人 的 厚 待 和 赠 礼 。 神 藉 者 降 灾  

予法老家， 促 使 撒 拉 得 到 释 放 ， 从 而 保 守  

亚 伯 拉 罕 和 撒 拉 的 婚 姻 。 亚 伯 拉 罕 和 撒 拉  

在 基 拉 耳 的 时 候 ， 又 采 用 类 似 的 权 宜 之 计  

I第 二 十 窜 > ， 在 那 M 她 被 带 进 基 拉 耳 王  

亚 比 米 勒 的 家 。 神 再 一 次 保 护 撒 拉  > 保 守  

她 成 为 所 应 许 的 后 商 之 母 ， 亦 避 免 出 现 有  

关 谁 是 以 撒 之 父 的 猗 疑 。 以 撒 在 这 琪 以 后  

不 久 便 出 生 （二 十 一 丨 - 5  > ， 他 的 出 生 极  

具 意 义 ， 因 早 於 一 年 前 已 应 允 了 （十 七  

21，十八 1 0 - H  > 0

撒 拉 离 世 时 是 12  7岁 ， 埋 葬 在 亚 伯 拉  

罕 自 赫 人 以 弗 仑 买 来 的 麦 比 拉 洞 中 （创 二

十三>〇

除 了 创 世 记 之 外 ， 旧 约 中 只 有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一 窃 2 节 提 及 撒 拉 。 新 约 中 提 及 她  

的，有 罗 马 书 四 萆 1 9 节 、 九 章 9 节 ， 希 伯  

来 书 十 一 章 1 1 节 ， 彼 得 前 书 三 章 6 节 和 加  

拉 太 书 四 窣 ‘2 丨至3 丨 节 ； 但 是 加 拉 太 书 的  

经文， 并 没 有 提 及 她 的 名 字 。

参 “不 育 " 2 0 0 :  ••亚伯拉罕” 1 8 3 2 :

_列祖时代" 9 1 5 。

撒拉伹
Zarethan, Zeredah
s a  l a  d ^ n

耶 利 舟 北 面 ， 约 但 河 边 的 一 个 城 市 或  

地 区 。 圣 经 第 一 次 提 到 这 地 方 ， 是 说 约 但  

河 的 水 在 亚 当 城 那 里 “泠 住 ” ； 亚 当 城 就  

在 “撒 拉 但 旁 ” （书 三 1 6 > 。 列 王 纪 上 记  

叙 所 罗 门 的 行 政 区 域 时 ， 详 细 地 描 述 耶 斯  

列 下 而 ， 伯 善 一 带 有 个 地 方 名 叫 撒 拉 他 傘  

( 四 1 2 > 。 户 兰 在 疏 割 和 撒 拉 但 中 间 的 约  

但 平 原 ， 用 胶 泥 为 圣 殿 铸 造 铜 器 （王上七  

历 代 志 下 四 章 1 7节 的 平 行 段 落 所 提  

到 的 撒 利 但 ， 可 能 也 就 是 撒 拉 但 。 这么多  

相 近 的 名 字 ， 令 原 址 的 鉴 定 更 形 复 杂 „ 除  

了 上 面 所 列 的 名 字 以 外 ， 列 王 纪 上 十 一 $  

2 6 节 提 到 耶 罗 波 安 的 家 乡 洗 利 达 ； 士 师  

记 七 章 2 2 节 记 述 米 甸 人 被 埜 甸 击 杀 时 ， 

所 逃 到 的 地 方 中 ， 有 一 个 名 叫 西 利 拉 。 很 

多 人 认 为 这 两 个 地 点 ， 都 逛 撒 拉 但 。 然而  

依 照 地 理 上 的 细 节 ， 只 有 西 利 拉 才 有 可 能  

是 撒 拉 但 。

撒拉弗
Seraph, Seraphim
s 3 l a fii

圣 经 中 只 有 两 次 提 及 天 使 般 的 活 物 ， 

且 均 在 以 赛 亚 书 同 一 章 中 出 现 （赛 六 2. 

6 > 。 “撒 拉 弗 ” 一 字 原 是 S 数 ， 但 从 以 赛  

亚 看 见 的 异 象 来 说 ， 似 乎 不 可 能 确 定 他 究  

竟 看 到 多 少 个 撒 拉 弗 。 先 知 提 到 他 们 时 ， 

就 像 是 述 说 一 些 人 们 相 当 熟 悉 的 灵 界 之  

物 ， 由 於 其 他 地 方 没 有 提 及 过 ， 看 来 便 有  

点 奇 怪 。

以 赛 亚 描 述 撒 拉 弗 各 有 6 个 翅 膀 ： 2 

个 遮 脸 、 2 个 遮 脚 ，余 下 的 一 对 用 来 飞 翔 。

在 这 异 象 中 ， 撒 拉 弗 是 用 以 赛 亚 所 能  

明 白 和 记 录 的 说 话 表 达 他 们 的 思 想 ， 但这  

并 不 表 示 这 些 存 在 物 有 人 的 样 式 。 现 有 的  

证 据 只 能 指 出 ， 他 们 是 崇 商 的 灵 界 物 ， 经 

常 赞 美 和 敬 拜 神 ， 又 陚 予 他 们 一 定 的 能  

力 ， 以 致 神 透 过 他 们 带 来 宽 恕 和 恩 典 。 这 

些 存 在 物 是 配 当 在 神 至 商 权 力 的 宝 座 旁 侍  

候 。

撒 拉 弗 之 意 义 不 能 确 定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它 是 从 “燃 烧 ” 这 字 根 引 伸 而 来 ， 也有  

认 为 撒 拉 弗 是 有 “权 贵 ”或 “贵 族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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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一 个 理 论 ， 是 把 撒 拉 弗 与 那 苦 害 旷 野  

中 以 色 列 人 的 火 蛇 ， 和 挂 在 杆 上 的 铜 蛇 有

关 连 的 （民 二 H ----6 - 9 ) ， 但 这 理 论 是 建

立 於 相 当 可 疑 的 语 源 学 之 上 。

有 人 提 出 撒 拉 弗 是 来 自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哈 拉 夫 废 丘 的 雕 石 ， 那 石 是 一 只 长 有 6 对  

翅 膀 的 受 造 物 ， 每 只 手 上 握 有 一 条 蛇 。 这  

雕 石 可 能 是 在 吉 加 墨 斯 史 诗 中 那 个 蝎 人 的  

神 话 人 物 ， 他 是 若 千 圣 山 的 守 护 者 。

有 些 学 者 把 撒 拉 弗 等 同 於 一 只 鹫 头 飞  

_ ， 古 代 巴 比 伦 人 把 较 头 飞 狮 看 为 守 护  

者 ； 然 而 ， 并 没 有 足 够 证 据 支 持 这 说 法 。 

还 有 一 个 同 样 不 大 可 能 的 看 法 ， 就 是 古 代  

近 东 某 些 对 蛇 的 崇 祀 是 与 撒 拉 弗 有 关 的 ， 

只 因 希 伯 来 人 把 蛇 # 成 是 被 咒 诅 的 种 类 。

撒 拉 弗 很 有 可 能 适 天 上 之 物 的 形 体 ， 

本 质 上 与 基 路 伯 相 类 ， 且 在 神 的 宝 座 旁 参  

与 类 似 的 車 奉 。

参 • 天 使 " 156 7 :  _ 基 路 伯 " 6 5 2 。

撒拉米
Salamis
s a  l a  m l

居 比 路 东 岸 的 海 港 。 巴 拿 巴 和 扫 罗 展  

开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程 不 久 ， 就 在 此 登 岸 ， 并  

“在 犹 太 人 各 会 堂 里 传 讲 神 的 道 ” 《徒 十  

三 5 > 。 传 统 认 为 使 徒 到 达 撒 拉 米 时 ， 这  

城 已 有 1 ，〇 〇 〇 年 历 史 ， 那 是 由 透 克 罗 斯 在  

特 洛 伊 战 役 完 结 后 回 程 时 建 立 的 。

近 来 ， 考 古 学 家 发 现 ， 有 证 据 显 示 数  

世 纪 前 的 迈 锡 尼 已 有 人 居 住 。 多 个 世 纪 以  

来 ，撒 拉 米 是 一 个 主 要 海 港 ，把 铜 、木 材 、

P每 瓷 和 农 业 产 品 输 往 欧 洲 、 非 洲 和 亚 洲 。 

多 利 买 人 鼓 励 犹 太 人 移 居 此 地 ， 因 此 巴 拿  

巴 和 扫 罗 曾 在 这 地 的 “犹 太 人 各 会 堂 ” 宣  

讲 福 音 。 巴 拿 巴 的 坟 苺 就 靠 近 阿 里 巴 拿 巴  

修 道 院 （主 后 4 7 7 发 现 ）。

主 后 3 3  2 及 3 4 2 年 ， 该 城 分 别 遭 到 哈  

德 良 和 地 菘 的 破 坏 后 ， 由 拜 占 庭 皇 帝 君 士  

坦 丁 二 世 （主 后 3 3  6 - 3  6 1 ) 重 建 。 主 后  

3 3 2 年 之 前 ， 撒 拉 米 在 岛 上 成 立 了 最 大 的  

犹 太 人 团 体 。 后 来 那 地 方 容 纳 了 最 大 的 基  

督 徒 群 众 ， 因 而 成 为 该 岛 重 要 的 教 区 。

主 后 6 4 7 年 ， 该 城 给 萨 拉 森 人 毁 灭 后 ， 

其 海 港 便 为 淤 泥 充 塞 ， 邡 地 因 而 荒 废 。 在  

土 耳 其 时 期 ， 该 海 港 给 法 马 古 斯 塔 的 港 口

所 取 代 。

从 撒 拉 米 遗 址 发 掘 所 得 ， 计有罗马浴 

池 、 别 墅 、 花 岗 岩 广 场 、 古 罗 马 教 堂 、市 

场 和 朱 庇 特 神 庙 。 部 分 的 城 墙 和 古 代 港 口  

已 能 鉴 别 出 来 。 M 使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遗 迹 是  

在 尽 北 之 处 的 “大 理 石 广 场 ' 这 崦 巨 大  

的 综 合 逑 筑 物 包 括 了 希 腊 罗 马 时 期 体 育 场  

地 的 遗 迹 、 大 会 堂 ， 以 及 拜 占 庭 早 期 的 浴  

池 。 主 要 的 广 场 或 市 集 的 面 积 是 7 50乘 

1 8 0 呎 ， 四 周 有 巨 大 的 哥 林 多 石 柱 围 绕 t  

岛 上 的 古 罗 马 教 堂 闻 名 远 播 ， 显然是在君 

士 坦 丁 二 世 将 城 改 名 为 君 士 坦 蒂 亚 后 t 成 

的 。 许 多 的 基 督 徒 群 体 一 度在撒拉米兴  

旺 ， 为 巴 傘 : 巴 和 保 罗 的 幵 荒 工 作 作 见 证 4

撒 拉 他 拿
Zarethan
s a  l a  t a  n A

出 现 於 列 王 纪 上 四 章 1 2 节 的 地 名 ， 

与 撒 拉 但 极 可 能 是 同 一 地 方 。

参 “撒 拉 但 ” 1 2 2 9 。

I 拉铁
Shealtiel
s S  l a  t i d

犹 大 王 耶 邵 尼 雅 （约 雅 斤 ， 主前 

5 9 8 - 5 9 7  ) 的 儿 子 ， 也 是 所 罗 巴 伯 之 父 。 

被 掳 归 回 期 间 ， 所 罗 巴 伯 带 领 犹 太 人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 并 作 犹 大 的 密 长 管 治 该 地 （拉 

三 2 , 五 2 ; 尼 十 二 丨 ； 该 一 丨 、 1 2、 丨4). 

在 基 督 的 家 谱 中 ， 多 次 提 到 撒 拉 铁 既 是 耶  

哥 尼 雅 的 儿 子 （太 一  1 2 > , 又 是 尼 利 的 儿  

子 （路 三 2 7 > 。 在 历 代 志 上 三 章 1 7至丨9节 

中 ， 撒 拉 铁 似 乎 是 所 罗 巴 伯 的 祖 父 ，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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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以 利 亚 提 供 食 物 和 住 处 之 女 子 的 乡  

村 （王 上 十 七 9 、 1 0 ; 路 四 2 6 > 。 俄 巴 底  

亚 后 来 预 言 ， 被 掳 的 以 色 列 人 将 要 “得 地  

直 到 撒 勒 法 ” （俄 2 0 > 。 以 利 亚 时 期 ， 撒  

勒 法 是 西 顿 的 屈 地 ， 所 以 ， 他 得 到 保 陣 》 

不 受 以 色 列 王 亚 哈 之 害 。 撒 勒 法 可 能 便 是  

今 日 的 苏 拉 芬 ， 当 地 有 一 座 教 堂 ， 据 说 便  

是 那 寡 妇 屋 子 的 所 在 。

撒冷
S a l e m ,  S a l i m
sa I6ng

〇 既 是 祭 司 ， 也 是 王 的 麦 埜 洗 德 ， 就  

是 来 自 这 城 《创 十 四 1 8 ; 诗 七 十 六 2 ; 来 

七丨. i n 。 撒 冷 据 说 是 耶 路 撒 冷 古 代 之 名 。 

参 “耶 路 撒 冷 ” 1 9 4 5 。

© 位 近 约 但 河 西 的 哀 嫩 。 哀 嫩 以 水 隶  

众 多 而 闻 名 ， 约 翰 就 在 该 处 施 洗 （约 三

2 3 )， 她 的 位 置 不 详 。 有 些 人 赞 同 优 西 比  

乌 （一 位 早 期 教 父 ） 之 说 ， 认 为 她 在 低 加  

波 利 地 区 内 西 古 提 波 利 斯 （伯 珊 > 以 南 大

共叔父。 还 有 一 个 可 能 ， 撒 拉 铁 是 尼 利  

二儿子， 显 然 亦 是 耳 P 哥 尼 雅 王 位 的 继 承  

人：擗 拉 铁 逝 世 时 ， 所 罗 巴 伯 便 是 下 一 位  

潘承王位的人。

ft來
Sallai
“ I在i

0 彼 掳 后 ，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居 住 的 9 2 8 

名便雅悯人之一  < 尼 十 一  8 )»

© 被 掳 后 ，在 约 雅 金 时 期 的 利 未 家 族 ， 

为 大 祭 司 （尼 十 二 2 〇 ) ; 可 能 与 尼 希 米  

记十二审7节 的 撒 路 同 屈 一 人 。

参 -儆 路 # 2" 1 2 3 1 。

撤菜
Sarai
si l^i

亚 伯 拉 罕 之 妻 撒 拉 的 原 名 （创 十 —

29 )0

参•撒拉” 1 2 2 8 。

约 7 P® 。 亦 有 人 认 为 撒 冷 是 位 於 撒 玛 利 亚  

境 内 纳 布 卢 斯 以 东 近 示 剑 处 ， 或 可 能 在 耶  

路 撒 冷 东 北 7卩里外的撒伦河，

I立
Sarid
s a  I)

位 於 西 布 伦 境 内 近 南 部 边 界 的 城 镇 ，

在 玛 拉 拉 以 西 和 吉 斯 绿 他 泊 以 东 之 间 （书 

十 九 1 0 、 1 2 >。 有 些 人 认 为 她 就 是 接 近 耶  

斯 列 平 原 的 沙 德 废 丘 。

微烈
Zered
s a  l i厶

以 色 列 人 安 营 的 溪 谷 ， 据 载 位 於 以 耶  

亚 巴 琳 和 接 近 亚 瞰 河 以 北 一 个 停 居 处 之 间  

( 民 二 十 一 丨2>。 虽 然 撒 烈 溪 的 确 实 位 S  

仍 有 待 稽 考 ， 但 很 可 能 就 是 现 今 的 希 撒 河

------- 个 形 成 古 摩 押 和 以 东 边 界 的 河 床 ，

随 苕 流 向 西 北 方 的 河 道 ， 流 进 死 海 的 南  

端 。 以 色 列 人 渡 过 撒 烈 谷 ， 显•示以色列在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背 叛 神 至 今 ， 已 有 3 8 年 

( 申 二 1 3 、 ⑷ 。

撒路
Sallu, Salu
s a  h i

〇 便 雅 悯 人 ， 米 书 兰 的 儿 子 ， 在 被 掳  

后 居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代 上 九 7 ; 尼 十 一

7 )。

© 以 色 列 民 被 巴 比 伦 掳 去 后 ， 跟 随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利 未 祭 司 （尼 十 二  

7 > 。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葷 2 0 节 提 及 的 撒 来 可  

能 与 撒 路 同 是 一 人 。

© 心 利 的 父 亲 ， 妬 西 缅 支 派 。 心 利 是  

他 宗 族 的 首 领 ， 被 非 尼 哈 所 杀 （民 二 十 五

i 罗米
Salome
s a  l u 6  m l

这 名 称 源 自 希 伯 来 问 候 语 “平 安 ’’ 

) 0

〇 跟 随 耶 稣 的 妇 人 ， 可 能 是 马 利 亚 的  

姊 妹 ， 雅 各 和 约 翰 的 母 亲 。 在 马 可 福 音 十

法

ath
fa 

勒

eph
k

撒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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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韋 4 〇节 ，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描 述 了 几 个 站  

在 十 架 下 的 妇 女 ， 并 提 出 其 中 3 位 的 名 字 ， 

分 别 是 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 小 雅 各 和 约 西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以 及 撒 罗 米 。 同 样 ， 当 马 可  

描 述 到 那 些 在 清 早 时 候 来 到 坟 蓰 的 妇 女 ， 

指 出 她 们 就 是 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 雅 各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并 撒 罗 米 。 她 们 带 了 香 裔 ， 要  

去 音 耶 稣 的 身 体 （可 十 六 1 > 。 福 音 书 中 ， 

马 太 提 及 两 名 妇 女 ， 一 个 名 叫 马 利 亚 ， 另 

有 西 庇 太 两 个 儿 子 的 母 亲 （她 可 能 就 是 撒  

罗 米 > : 约 翰 则 提 到 耶 稣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的  

姊 妹 。 假 如 撒 罗 米 是 马 利 亚 的 姊 妹 ， 而 她  

和 西 庇 太 儿 子 的 母 亲 是 同 一■人， 那 么 ， 西  

庇 太 的 儿 子 雅 各 和 约 翰 便 是 耶 稣 的 表 兄 弟  

了 。

© 希 罗 底 的 女 儿 ， 是 希 罗 底 与 首 任 丈  

夫 希 律 腓 力 所 生 的 虽 然 在 马 可 福 音 六 章  

2 2 节 或 马 太 福 音 十 四 章 6 节 均 没 有 指 出 她  

的 名 字 ， 但 传 统 相 信 她 就 是 那 个 跳 舞 使 希  

律 欢 喜 的 女 子 ，以 致 他 起 蜇 ，随 她 求 什 么 ， 

都 必 应 允 她 ， 甚 至 是 其 国 的 一 半 。 在 她 的  

母 亲 驱 使 下 ， 她 要 求 取 施 洗 约 翰 的 头 。

撒玛
Shemer
sa md

撒 玛 利 亚 山 的 物 主 ， 以 色 列 王 暗 利 将  

其 地 买 下 作 为 他 的 新 首 府 的 据 点 ， 并 以 撒  

玛 命 名 （王 上 十 六 2 4 > „

希 律 的 撤 玛 利 亚 广 场 遗 迹 . 这 城 的 物 主 本  

为 撒 玛 . 并 以 此 命 名 。

撒 玛 利 亚
Sa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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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国 以 色 列 的 首 都 ， 典中为人认识的  

是 塞 巴 斯 蒂 村 落 所 处 的 撒 玛 利 亚 山 。

历 史

撒 玛 利 亚 山 是 暗 利 向 这 地 原 有 的 部 族  

撒 玛 买 回 来 的 。 他 将 他 的 新 首 都 违 於 此 地  

( 王 上 十 六 2 4 > 。 该 处 的 村 落 所 屈 的 年 代  

显 然 伋 少 可 追 溯 到 主 前 十 世 纪 ， 又或是十 

— 世 纪 。 她 成 了 复 兴 之 王 国 的 中 心 ，并享 

有 新 建 之 暗 利 王 朝 的 威 望 。 然 而 ，撒玛利 

亚 易 受 围 攻 ； 叙 利 亚 的 便 哈 达 （亚兰的大 

马 色 ） 曾 联 同 3 2 个 王 上 来 攻 击 她 （王上 

二 十 ）， 但 以 色 列 人 成 功 将 他 们 驱 逐 （I- 

2 1 节 > 。 亚 哈 之 子 约 兰 作 王 时 ，便哈达再 

来 攻 击 撒 玛 利 亚 （王 下 六 2 4 至 七 2 0 )，沒 

长 的 围 困 ， 差 点 攻 陷 了 这 城 。

经 过 一 连 串 的 战 役 ， 以及耶户兴起政  

变 ， 吩 咐 杀 掉 撒 玛 利 亚 的 巴 力 众 祭 司 （王 

下 十 1 8 - 2 8  > ， 遂 使 这 城 在 耶 户 的 子 孙 治  

理 下 ， 重 归 耶 和 华 的 名 。 然 而 ， 在约哈斯 

作 王 时 ， 撒 玛 利 亚 仍 然 有 百 姓 敬 奉 亚 舍 拉  

( 王 下 十 三 6 > 。 叙 利 亚 在 军 事 上 依 旧 占 有  

优 势 （王 下 十 三 7 > 。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期 间 ， 以 色 列 萦 神 f 铕 

( 王 下 十 三 1 4 - 2 5 ) ; 在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时 ， 

撒 玛 利 亚 非 常 繁 荣 兴 旺 （王 下 十 四 23- 

2 8 ; 摩 三 1 0 、 1 5 ， 四 1 ， 六 1 、 4-(”。在 

主 前 八 世 纪 末 后 ， 以 色 列 的 内 哄 （王下十 

五 ）使 王 国 面 临 亚 述 人 的 侵 夺 （29 - 3 1节）。 

最 后 ， 加 利 利 、 外 约 但 ， 甚至可能沿海平  

原 ， 都 已 失 陷 被 掳 后 ， 撒 玛 利 亚 也 落 入 撤  

珥 根 二 世 的 手 中 （王 下 十 八 9 - 1 2 )。在随 

后 的 数 十 年 间 ， 外 邦 被 掳 的 人 也 迁 徙 到 该  

地 „

在 波 斯 时 期 （主 前 六 至 四 世 纪 ），撤 

玛 利 亚 是 一 个 行 政 中 心 ， 由 领 导 阶 层 管  

治 ， 八 中 包 括 多 位 名 叫 参 巴 拉 （例 ：尼二 

1 ( ) 及 其 他  > 的 人 。 当 中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口 ， 

虽 视 他 们 包 己 为 以 色 列 的 一 分 子 ， 却受到 

犹 太 人 排 斥 （斯 四 1 - 3  > 。 其 后 ， 伊里芬 

丁 的 犹 太 人 需 要 在 埃 及 重 建 圣 殿 时 ，却向 

撒 玛 利 亚 人 寻 求 帮 助 。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在 主 前 3 3  1年来到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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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 玛 利 亚 人 初 时 曲 意 逢 迎 （约 瑟 夫 ： 
待时’古 史 》 1 1 . 8 . 4 ) ， 但 后 来 他 们 却 杀 了  

⑶ 太 雀 长 （库 尔 提 鸟 斯 ， 4 . » . 9 _ 1〇 > 。 他  

他$ 个 领 袖 在 迪 列 河 的 洞 穴 避 难 ， 他 们 在  

连 同 个 人 文 件 （蒲 草 卷  > 跌 落 陷 阱 中 ， 

% 而死。 马 其 顿 的 人 迁 徙 就 是 到 那 地 。 
多 主 前 1 ()8至 丨 年 ， 撒 玛 利 亚 为 许 尔  

堪所 管 治 （《犹 太 古 史 》 丨3.1 0 .2 ; 《犹 太  

故争录> 丨.2 .7 ) ; 他 毁 灭 了 该 城 。 庞 培  

重逮这城， 其 后 ， 由 迦 比 纽 进 一 步 修 造 。 

希 律 王 为 纪 念 该 撒 亚 古 士 督 （塞 巴 斯 图 ）， 

把 该 城 取 名 为 塞 巴 斯 蒂 亚 ， 并 为 他 建 了 一  

座大殿宇。 希 律 在 塞 巴 斯 蒂 亚 款 待 亚 基  

帕，杀 了 他 的 妻 子 玛 利 暗 ， 又 勒 死 他 的 众  

子# 第 一 次 犹 太 战 争 期 间 ， 塞 巴 斯 蒂 亚 人  

対 罗 马 倒 戈 相 向 。

考古发掘

两 队 考 古 远 征 队 曾 在 撒 玛 利 亚 展 开 考  

古工作， 分 别 是 1 9 0 8 至 1 9 1 〇 年 的 哈 弗 计  

划，以 及 在 至 1 9 3 5 年 ， 由 哈 弗  巴 

勒 斯 坦 发 掘 基 金 、 耶 路 撒 冷 的 不 列 颠 考 古  

学院， 及 希 伯 来 大 学 联 合 进 行 。 他 们 在 塞  

巴 斯 蒂 村 的 山 上 ， 发 掘 了 古 代 撒 玛 利 亚  

( 塞巴斯蒂亚 > 废 墟 。 撒 玛 利 亚 山 位 於 盆  

地 中 央 ， 与 四 周 俯 瞰 她 的 山 脉 相 隔 甚 远  

(摩三9 ) 。

由 於 该 地 屡 次 重 修 ， 以 致 地 层 非 常 复  

杂。国 家 的 卫 城 四 周 围 绕 着 用 方 石 建 筑 的  

掩載城墙， 又 包 括 了 仓 库 及 其 他 重 要 建 筑  

物。石 岩 中 的 坑 地 藏 有 前 暗 利 王 朝 时 期  

( 主 前 十 至 九 世 纪 ） 的 陶 器 碎 片 。

在 众 多 贲 要 的 发 现 中 ， 有 一 系 列 的 象  

牙 制 品 显 示 了 腓 尼 基 的 艺 术 传 统 ， 揉合了  

强 烈 的 埃 及 色 彩 。 撒 玛 利 亚 的 陶 片 表 明 了  

以 往 曾 有 洒 和 油 输 运 给 首 府 中 的 达 官 货  

人•， 有 时 还 提 到 发 送 船 运 的 本 地 管 理 员 。 

内 文 分 为 两 大 类 ， 分 别 是 9 和丨0 年 ， 以及  

1 5 年 的 。 它 们 可 能 同 是 源 自 一 个 统 治 了  

1 5 年 的 王 ， 或 来 自 两 个 不 同 的 王 。 并 且  

是 从 储 存 室 地 下 的 物 品 中 发 现 ， 故 此 必 定  

可 追 溯 到 主 前 八 世 纪 初 期 或 中 叶 。

后 期 的 建 筑 物 包 括 马 其 顿 大 埴 的 防 卫  

建 设 ， 希 律 为 亚 古 士 督 兴 建 的 庙 宇 和 女 神  

瑞 利 的 庙 宇 根 基 和 祭 坛 ， 也 有 民 居 、

街 道 、剧 院 、古 罗 马 教 堂 ，以 及 其 他 建 筑 。 

该 处 有 一 所 中 世 纪 修 道 院 ， 以 纪 念 曾 在 该  

地 发 现 施 洗 约 翰 的 首 级 。

由 於 人 口 的 变 迁 ， 使 希 律 治 下 的 马 其  

顿 人 及 后 期 别 的 老 兵 成 为 迁 徙 的 人 ， 其闪  

语 名 字 渐 渐 消 失 ， 希 腊 罗 马 的 塞 巴 斯 蒂 亚  

仍 以 亚 拉 伯 村 落 的 塞 巴 斯 蒂 存 留 下 来 。
A n s o n  F. R a i n e y

参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撒 玛 利 亚 人 ”

1 2 3 3 :  •犹太教■ 2 1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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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 撒 玛 利 亚 的 希 律 王 宫 遗 迹

撒玛利亚人
Samari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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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裂 出 来 的 一 神 论 信 仰 群 体 ， 在神 学 " 

观 念 上 与 犹 太 人 相 近 。 这 群 体 居 住 在  

以 北 和 加 利 利 以 南 的 地 方 ， 与 他 们  

人 邻 居 处 於 敌 对 的 紧 张 状 态 。 耶穌  

被 他 人 轻 视 的 群 众 所 持 的 态 度 ， 与 @ # 代  

的 人 大 相 迳 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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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派 的 起 源
倘 若 要 确 定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教 派 在 何 时  

兴 起 ， 以 及 最 终 在 何 时 与 犹 太 教 割 裂 ， 那  

实 在 很 困 难 。 旧 约 认 为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教 派  

是 源 於 外 地 的 殖 民 ， 他 们 对 神 的 敬 拜 只 是  

虚 饰 的 偶 像 崇 拜 。 根 据 列 王 纪 下 十 七 章 ，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教 派 ， 是 自 主 前 7 2 2 年 以 色  

列 人 被 亚 述 人 击 畋 后 ， 随 舂 种 族 的 互 迁 而  

产 生 的 。 亚 述 王 将 以 色 列 人 从 该 地 迁 离 ， 

再 将 从 巴 比 伦 、 古 他 和 其 他 不 同 国 家 被 征  

服 的 民 族 迁 移 安 罝 进 去 （第 2 4 节 > 。

撒 玛 利 亚 人 对 他 们 的 起 源 提 出 相 当 不  

同 的 解 释 。 他 们 自 称 祖 籍 是 犹 太 人 的 以 法  

莲 和 玛 拿 西 支 派 （参 约 四 1 2 > ， 并 认 为 主  

前 7 2 2 年 以 色 列 人 被 亚 述 人 俘 掳 ， 不 是 指  

全 部 的 以 色 列 人 ， 他 们 也 不 是 永 久 被 掳 。 

对 於 撒 玛 利 亚 人 与 犹 太 人 彼 此 间 互 相 敌  

视 ， 撒 玛 利 亚 人 认 为 是 犹 太 人 背 弃 信 仰 ， 

又 在 以 利 的 时 代 ， 建 立 异 端 的 圣 所 ， 而 不  

留 守 基 利 心 山 上 唯 一 的 圣 地 ， 这 些 均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因 此 ，从 宗 族 和 敬 拜 上 看 来 ， 

撒 玛 利 亚 人 视 自 己 是 真 以 色 列 人 。

从 亚 述 人 在 这 时 期 的 记 载 ， 人 口 迁 徙  

确 实 出 现 於 北 国 ， 但 显 然 并 没 有 实 行 彻 底  

的 放 逐 （参 代 下 三 十 四 9 ) 。 这 暗 示 了 两  

件 亊 情 ： 首 先 ， 本 土 的 以 色 列 余 民 没 有 被  

掳 ； 其 次 ， 虽 然 在 同 化 的 初 期 ， 信 仰 混 合  

主 义 无 疑 存 在 ， 但 本 土 的 居 民 逐 渐 麻 取 了  

被 掳 的 外 邦 人 的 归 信 。

撒 玛 利 亚 人 和 犹 太 人 的 关 系

居 於 基 利 心 山 北 部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圣  

山 > 、 示 剑 和 撒 玛 利 亚 境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 

与 在 犹 大 和 后 来 加 利 利 地 的 犹 太 居 民 之 间  

的 历 史 关 系 ， 仍 是 极 不 稳 定 的 。 昔 日 南 北  

两 国 之 间 的 紧 张 形 势 ， 随 着 波 斯 统 治 者 古  

列 敉 令 被 掳 者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而 再 次 复 燃 起  

来 （约 主 前 5 3 8 ) 。 当 时 整 个 南 部 地 区 是  

由 来 自 北 方 撒 玛 利 亚 的 参 巴 拉 所 管 治 ， 参  

巴 拉 是 在 波 斯 权 力 下 的 一 个 巴 勒 斯 坦 土 生  

统 治 者 。 那 些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被 掳 者 ， 尤  

其 是 那 些 要 重 I t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的 ， 明 显 地  

威 胁 着 参 巴 拉 在 北 方 的 权 力 （拉 四 7 - 

2 4 ; 尼 四 丨 - 9 ) 。

最 初 ，敌 对 是 出 於 政 治 动 机 ，但 其 后 ， 

或 许 是 在 主 前 四 世 纪 （接 近 波 斯 统 治 的 晚

期 或 希 腊 统 治 的 早 期  > ， 故  

上 建 造 一 座 庙 宇 ； 於 ® 政 治 的  
约 在 这 时 期 ， 犹宗 教 的 动 机 ，

利 亚 人 的 敌 视 ， 可 从 《传 道 约 Y 、 , 
2 5 、 2 6 节 看 出 来 （大 约 写 於 主 的 5 十龟 

书 中 对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聛 茁 排 在 丨 ， 

利 士 人 之 下 ， 撒 玛 利 亚 人 还 被 称  

的 人 ” （参 《利 未 遗 训 》 七 2 ) 坊典

犹 太 人 轻 视 撒 玛 利 亚 人 / 是  

有 抗 拒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在 该 地 提 伯 希 ;

拜 的 活 动 （约 主 前 丨 6 7 ) 。 当 部 分  

体 反 对 将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改 变 成 丢 神 =  

( 《马 加 比 一 书 > 一 6 2 -6 4 > ， 以及  

致 ， 加 比 叛 变 时 （二 有些资 ^  

显 示 撒 玛 利 亚 人 没 有 参 与 其 中 （参 六 2 ) 

犹 太 人 受 哈 斯 摩 宁 统 治 的 短 暂 独立期 

内 ， 犹 太 统 治 者 许 尔 堪 进 攻 示 剑 和 撒 玛 利  

亚 ， 占 领 并 毁 灭 了 撒 玛 利 亚 人 建 於 基 利 心  

山 上 的 殿 宇 （约 主 前 〗 2 8 > ， 遂使犹太人  

和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关 系 极 度 恶 劣 。

在 大 希 律 统 治 下 ， 虽 然 撒 玛 利 亚 人 与  

居 於 犹 大 和 加 利 利 的 犹 太 人 之 间 仍 存 有 敌  

意 ， 但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遭 遇 有 了 改 善 。 由於

他 们 坚 持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不 该 是 崇 拜 的 中 心  

所 在 ， 又 被 耶 路 撒 冷 的 权 贵 禁 进 内 院 ，於 

是 约 在 主 后 6 年 ， 一 群 撒 玛 利 亚 人 在 逾 越  

节 期 间 将 人 骨 散 布 在 圣 殿 门 廊 和 圣 所 内 ， 

为 要 亵 渎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 加 利 利 的 犹 太 人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参 加 不 同 的 节 期 ， 若途经撤  

玛 利 亚 ， 常 遭 到 敌 视 （路 九 5 卜 5 3 ) 。约 

於 主 后 5 2 年 ， 一 群 加 利 利 的 犹 太 朝 圣 者 ，

在 撒 玛 利 亚 被 屠 杀 。

这 种 敌 视 态 度 在 耶 稣 时 代 仍 然 持 续 。 

方 人 均 禁 止 对 方 进 入 自 己 的 敬 拜 中 ^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和 在 越 利 心 山 上 的 撒 ^ 系  

圣 殿 。 例 如 ， 撒 玛 利 亚 人 被 禁 止 邦  

的 内 院 ， 而 他 们 所 献 的 祭 物 只 人 对  

的 献 祭 。 由 此 看 来 ’ 虽 说 撒 玛 利 仙 们 只  

为 ‘‘分 裂 出 来 的 ”， 但 实 呩 上 ， 双方之 

到 如 同 外 邦 人 般 的 对 待 。 因 此 ^ 疗 往 也  

一 切 嫁 娶 都 是 禁 绝 的 ， 连 彼 ^ 这 种 璧 燊  

到 很 大 的 约 束 （约 四 9 ) 。 丨何不友

严 的 情 况 下 ， 两 征 人 ,，， 

的 接 触 都 不 足 为 奇 。 抓 ^ 々 脱 （约八 

是 犹 太 人 口 中 — 个 蔑 视 1 眼 也 不肯说 

> ， 一 些 文 士 甚 至 连 这 个 字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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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 似 乎 委 婉 的 说 法 ）。 门 徒 对  

(参 疖 十 3 巨 绝 接 待 耶 鱼 承 的 反 应 （路 九  

辦玛利戒  见 当 时 犹 太 人 厌 恶 撒 玛 利 亚  

,,.55) ^

一 个 好 例 子 °
A 的 ^ 很 少 证 据 显 示 撒 玛 利 亚 人 对 犹 太  

1  = 似 的 态 度 ， 但 我 们 可 假 设 这 情 况  

A 亦符 5  因 此 ， 在 路 加 福 音 九 章 5 1 至 

运 存 ^  撒 码 利 亚 人 拒 绝 接 待 那 些 “面 

5向 = 路 傲 冷 去 ”的 犹 太 人 ’就 不 足 为 ' 怪 7 。

澈玛利亚人的信仰

丨 敢 玛 利 亚 人 的 主 要 信 仰 ， 显 示 出 与 犹  

太 教 主 流 息 息 相 关 ， 但 彼 此 同 时 亦 有 明 显  

的分歧。 两 者 同 样 强 烈 持 守 — 神 信 仰 ’ 相 

信亚伯拉 罕、 以 撒 和 雅 各 的 神 。 然 而 他 们  
5 据 撒 玛 利 亚 经 文 中 几 段 与 申 命 记 和 出 埃  

及 记 分 歧 的 篇 章 ， 高 举 位 於 北 方 的 基 利 心  

山 才 是 唯 一 的 献 祭 圣 地 。 基 利 心 山 看 为 亚  

伯 第 一 个 祭 坛 的 所 在 地 （创 四 4 > 、 挪 亚  

在 洪 水 过 后 献 祭 的 地 方 （创 八 2 0 ) 、 亚 伯  

拉 罕 和 麦 基 洗 德 相 会 之 处 （创 十 四 1 8 > 、 

以 撒 原 被 献 为 燔 祭 之 地 （创 二 十 二 > » 还

耶 稣 和 撒 玛 利 亚 人

人 人 普 遍 视 撒 玛 利 亚 人 近 乎 外 邦  

耶 吨 “  ̂ 种 程 度 上 也 为 耶 M 所 认 同 。 耶 ^ 指 那 个 长 大 麻 风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为 “这

在 卜 （路 十 七 1 8 > ， 并 禁 止 他 的 门 徒  
在 传 道 时 ， 将 天 国 的 f t 息 带 M 玛 利 亚 人  
或 外 邦 人 之 中 （太 十 5 ) 。

然 而 ， 福 音 书 中 大 觅 的 证 据 表 示 ， 耶 

稣 对 待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态 度 与 池 同 时 代 的 犹  

太 人 截 然 不 同 。 当 耶 稣 的 门 徒 显 露 出 对 犹  

产 人 索 常 的 憎 恶 ， 问 主 是 否 要 对 那 些 不 接  

待 他 们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降 下 “审 判 的 火 ”， 

耶 稣 就 “贵 备 他 们 ” （路 九 5 5 > 。 此 

外 ， 池 并 不 拒 绝 医 治 患 麻 风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 更 称 许 他 是 1 0 个 获 医 治 的 人 中 唯 — 

不 忘 记 归 荣 耀 与 神 的 人 （路 十 七 1 丨. 1 9 )。 

在 好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比 喻 中 （路 十 3 0 - 3 7 ) ， 

耶 稣 清 楚 地 打 破 了 传 统 对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偏  

见 ， 把 一 直 被 藐 视 的 撒 玛 利 亚 人 ， 而 不 是  

受 人 尊 敬 的 犹 太 祭 司 或 利 未 人 ， 描 绘 成 那

有 需 要 之 人 的 真 正 邻 舍 。 这 M 跟 别 处 经 文

— 样 ， 耶 稣 以 神 的 诫 命 面 对 聆 听 祂 的 人 ，

有 其 他 很 多 与 此 地 有 关 连 的 事 情 。 突 破 了  “义 人 ” 和 “被 遗 弃 者 ” 的 传 统 定

撒 玛 利 亚 人 只 相 信 圣 经 首 5 卷 （五 经 ） 义 。

是 透 过 神 的 默 示 而 写 成 的 ， 并 单 单 依 归 这  

些经卷， 作 为 他 们 的 教 义 和 实 践 规 范 。 这  

样 狭 窄 的 内 容 不 单 决 定 了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神  

学取向， 更 进 一 步 把 他 们 与 当 代 犹 太 思 想  

分別出来。 举 例 说 ， 摩 西 在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思想、中 ， 比 在 犹 太 教 的 地 位 更 显 赫 。 他 不  

H 坡 视 为 先 知 之 首 ， 在 撒 玛 利 亚 人 后 期 的  

思想中， 更 被 描 述 为 最 蒙 拣 选 的 人 ， 早 在  

& 造 之 先 已 存 在 ， 替 以 色 列 向 神 代 求 ， 且  

$ 为 “世 界 之 光 ，，。 撒 玛 利 亚 人 神 学 中 对  

1赛 亚 的 盼 望 ， 也 反 映 这 偏 狭 的 思 想 。 他  

不 期 侍 — 位 弥 赛 亚 会 从 大 卫 家 兴 起 ， 

t 人 经 中 找 不 到 这 样 的 证 据 。 撒 玛 利  

考 待 : 想 根 据 申 命 记 十 八 章 1 5 至 1 8 节 ， 

的 先 位 “像 难 西 的 先 知 ”。 这 位 期 待 中  

他 将 被 指 为 “他 哈 ”， 即 “复 兴 者 ，’， 

复残i h 2 末 后 的 日 子 中 ， 在 基 利 心 山 上 恢  
负样。 、祭 祀 敬 拜 ， 并 带 领 异 教 徒 往 该 处

唆 这 耷 称 魏 - 利 心 山 的 超 越 性 ， 明 显 地  

你 增 不 同 在 神 学 上 和 文 化 上 与 他 们 的 犹 太

耶 穌 不 单 用 言 语 暗 示 对 撒 玛 利 亚 人 应  

有 态 度 ， 也 同 样 以 行 动 实 践 出 来 。 约 翰 福  

音 四 章 4 至 4 3 节 不 单 记 载 了 耶 穌 与 撒 玛 利  

亚 妇 人 之 间 使 人 惊 异 的 交 往 ， 也 叙 述 耶 稣  

在 随 后 两 天 逗 留 撒 玛 利 亚 境 内 的 叙 加 城 。 

在 此 ， 我 们 看 到 耶 稣 不 单 因 在 井 旁 接 触 撒  

玛 利 亚 妇 人 而 要 冒 礼 仪 上 不 洁 的 险 （7-9 

节  > ， 更 将 救 恩 的 礼 物 极 给 她 （第 1 0 节 ） 

和 整 个 撒 玛 利 亚 城 镇 （3 9 - 4 丨节）。 妇 人  

透 过 耶 稣 对 她 的 婚 姻 生 活 的 了 解  

节 ）， 指 出 祂 必 定 是 个 “先 知 ”。 撒 玛 利  

亚 人 正 期 待 一 位 “像 摩 西 的 先 知 ’’在 末 后  

的 日 子 来 临 ， 邯 妇 人 可 能 怀 疑 耶 穌 就 是 他  

们 长 久 盼 望 的 那 位 先 知 弥 赛 亚 （1 9 、 2 j ， 

2 6 节  > 。耶 穌 不 仅 与 这 群 被 轻 视 的 人 为 伍 ， 

以 这 样 不 可 思 议 的 亊 来 打 破 犹 太 人 对 撒 玛  

利 亚 人 根 雜 _ _ ， 池，

f 第 4 2 节 > 。 在 此 ， 輯 透 过 与 犹  

的 被 遗 弃 者 交 往 ， 二 対 他 信 心  

m s 二 r二 文 化 的



1236 sa m n̂ yl

区 分 ， 并 为 福 音 随 后 遍 传 至 整 个 外 邦 世 界  

立 下 了 基 础 -

早 期 教 会 宣 教 时 的 撒 玛 利 亚

在 耶 穌 於 离 世 升 天 时 所 吩 咐 的 大 使 命  

中 ， 他 要 求 门 徙 不 忘 把 福 音 传 至 撒 玛 利 亚  

< 徒 一  8 > ， 早 期 教 会 的 宣 教 工 作 ， 亦 确 实  

包 括 了 这 个 地 区 。 随 着 司 提 反 的 殉 道 ， 很  

多 基 督 徒 被 迫 离 开 耶 路 撒 冷 （徒 八 1 > ， 

这 时 有 一 个 名 叫 腓 利 的 基 督 徒 ， 把 福 音 传  

遍 撒 玛 利 亚 城 （八 5 > 。 百 姓 对 於 腓 利 所  

行 的 神 迹 甚 为 惊 奇 ， 使 徒 就 打 发 彼 得 和 约  

翰 前 往 査 肴 ，确 定 圣 灵 与 他 们 同 在 。然 而 ， 

从 第 二 世 纪 的 证 据 得 知 ， 撒 玛 利 亚 人 并 没  

有 持 续 对 福 音 有 所 回 应 。 撒 玛 利 亚 教 派 的  

— 小 群 余 民 仍 存 留 至 今 天 ， 分 散 在 基 利 心  

山 和 以 色 列 不 同 的 城 市 中 。

D a v i d  C . C a r l  s o n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犹 太 教 • 

2 1 6 0 :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1 1 2 : - 撒 5马 利 亚 • 

1 232〇

参 考 书 目 •• R .J . C o g g i n s , S a m a r / f a  n s  

a n d  J e w s ; J . M a c D o n a l d , The T h e o l o g y  of 

the S a m a r i t a n s ; J .A . M o n t g o m e r y , T h e  

S a m a r i t a n s ; J .D . P u r v i s , ""The Samaritan 

P r o b l e m " i n  B . H a l p e r n  a n d  J . L e v e n s o n  

(e d s .). Traditions in Transfo r m a t i o n , p p . 

3 2 3 - 3 5 0 .

撒 缦 以 色
Shalmaneser
s a  m 幺n y l  s d

几 位 亚 述 王 的 名 字 ， 其 中 两 位 与 以 色  

列 人 曾 正 面 交 锋 。 然 而 ， 圣 经 只 提 及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

〇 撒 缦 以 色 一 世 （主 前 1 2 7 4 - 1 2 4 5 ) ,  

首 位 使 用 这 名 字 的 君 王 。 以 色 列 人 在 耶 路  

撒 冷 以 显 要 的 民 族 出 现 时 ， 这 王 较 常 活  

动 。 他 不 曾 与 以 色 列 人 正 面 交 锋 。

@ 撒 缦 以 色 二 世 （主 前 1 0 3 0 - 1 0  1 9 )  

大 槪 与 扫 罗 王 同 期 作 王 ， 但 并 不 与 以 色 列  

人 交 锋 。

€ > 撒 纟 曼 以 色 三 世 （主 前 8 5 9 - 8 2 4 ) 是  

首 位 与 以 色 列 人 多 次 作 战 的 王 。 这 王 在 位  

期 间 ， 经 常 袭 击 亚 述 国 以 西 的 土 地 。 在 他  

的 历 史 记 载 中 ， 留 下 了 他 不 少 功 纟 资 ， 以 及

他 所 战 胜 的 小 国 的 名 字

盟

期 ， 击 溃 了 一

以 抵 抗 亚 述 人 的 进 攻 这

前 8 5 3 年 ， 他 与 哈 马 的 伊 户

的 哈 大 底 谢 领 导 的 南 方 叙 利尼和

利 亚 人 以 色夸 夸 （卡 尔 卡 拉 ） 作 战 。 其 中  、

同 盟 是 以 色 列 人 亚 哈 （主 前 ” 得注奄的 

根 据 撒 缦 以 色 的 历 史 记 戟 ， 他 4 ^ 5 3 ), 

提 供 了  2 , 0 0 0 辆 马 车 及 丨 〇,〇 〇 二场战今 

全 曼 以 色 宜 称 胜 了 这 场 战 役 ， 其 实 俺 

回 西 方 达 3 年 之 久 ， 暗 示 他 的 军 力  

溃 畋 。 事 实 上 ， 西 方 的 统 治 者 在 那 些  

都 要 顾 念 他 们 本 国 的 国 亊 （参 王 网  

2 9 ， 二 十 2 0 ， 二 十 二 十六

在 撒 缦 以 色 三 世 的 历 史 记 栽 中 另有〜  

个 重 要 的 记 述 ， 那 就 是 在 主 前 ㈦ 丨年与^ 

利 亚 的 战 争 ， 那 次 他 宣 称 击 畋 了 大 马 色 的  

哈 薛 （王 上 十 九 1 5 - 1 8 ) 。 他并没有占领  

大 马 色 ， 却 进 而 向 西 推 展 至 利 巴 嫩 的 区  

域 ， 并 在 该 处 接 受 “暗 利 之 子 耶 户 ”的进 

贡 。 他 在 黑 方 尖 碑 上 记 载 这 等 事 ，并刻画 

以 色 列 人 携 带 各 样 贡 物 献 给 王 时 ， 以色列

王 耶 户 （主 前 8 4 2 - 8 1 4 ) 向 撒 缦 以 色 屈 膝 。

这 件 亊 在 圣 经 中 并 没 有 提 及 。 另一有趣的

记 述 ， 是 提 到 哈 薛 是 “一 个 平 民 ” （直译 

是 无 足 轻 重 的 人 之 子 > ， 他 “夺 取 王 位 ”。 

从 列 王 纪 下 八 章 7 至 1 5 节 中 ， 可清楚看到  

哈 薛 从 便 哈 达 篡 夺 大 马 色 王 位 的 故 事 ，在

以 色 列 中 也 为 人 所 知 《»

© 撒 绳 以 色 四 世 （主 前 78 2 - 7 2 2 )与 

以 色 列 之 间 并 没 有 战 争 。 他在亚述国运衰  

微 的 时 期 作 王 。 他 的 继 任 人 提 車 拉 批 列 ^  

三 世 （主 前 7 4 5 - 7 2  7 ) ， 是 一 位 非 常 :  

力 和 有 能 力 的 统 治 者 ， 曾 率 领 军 队 往 ^ 以  

亚 作 战 ， 又 於 主 前 7 4 3 年 向 西 进 攻 ’一

W 多 番 交 战 （王 下 十 五 丨 7 -2 9 )。 击 

©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主 前 72  士 价 7 32. 

爵 后 一 位 以 色 列 王 何 细 亚 二 , 其后 

3 ) ， 得 以 操 纵 他 （王 下 十 ^ 向並 

田 亚 在 他 统 治 的 第 七 年 ， 没 # 他 ，闺 

E 进 贡 ， 賴 以 色 五 世 _ 度  

U 色 列 首 府 撒 玛 利 亚 。 埃 汉  因他於

丨 入 这 亊 之 中 （王 下 十 七 二 “ 利戒

之 久 （第 5 节  : 陷 该 城 。 圣 经 的 记 载 似

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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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陷落 O 因 於 撒 缦 以 色 （王 下 十 七  

可是， 尚 没 苻 彳 敗 缦 以 色 五 世 统 治 的 记 录 存  

留。撒 缦 以 色 的 儿 子 撒 珥 根 二 世 （主 前  

72卜70 5 > 在 他 的 历 史 记 载 中 ， 却 把 撒 玛  

利 亚 陷 落 记 录 下 来 ， 作 为 他 登 基 那 年 的 一 

件大事。 然 而 亚 述 名 人 录 指 出 撒 玛 利 亚 逍  

围困， 足 何 细 亚 不 照 常 进 贡 所 得 到 的 惩  

扣，而 且 那 该 是 主 前 7 2 5 至 7 2 3 年 发 生 的 。 

“巴 比 伦 年 代 记 ” 提 到 撒 缦 以 色 在 位 时 ， 

说 他 “攻 破 沙 玛 亚 城 （的 抵 御  > ”。 究 竞  

这 适 否 指 撒 玛 利 亚 ， 尚 存 疑 问 。 该 文 献 的  

第(i节 博 定 不 是 介 绍 一 个 新 名 字 ， 而 “亚  

述王” 可 能 足 指 撒 绩 以 色 五 世 （参 王 下 十  

八9• 丨 撒 两 根 夺 位 之 时 ， 可 能 是 在 围  

困 撒 玛 利 亚 的 极 后 阶 段 ， 又 或 在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於 围 困 期 间 逝 世 ， 或 是 被 杀 之 际 ； 故 

此 撤 珥 根 接 续 战 争 ， 得 以 大 大 得 胜 。

J o h n  A .  T h o m p s o n  

#  "亚 述 / 亚 述 帝 国 - 1 8 9 8 。

撤门
S a lm o n
sS min

犹 大 支 派 大 卫 的 先 祖 ， 拿 顺 的 儿 子 。 

撤 门 从 喇 合 生 波 阿 斯 （得 四 2 0 、 2 1 ) ， 是 

耶 稣 基 督 的 先 祖 ， 且 名 列 於 马 太 的 家 谱 中  

(太一 4 、 5 > 。

参 " 耶 穌 S 督 的 家 i g - 1 9 6 6 。

Z a l m o n
s i m 6 n

〇 亚 合 人 ， 大 卫 的 勇 士 之 一 < 撒 下 二  

十三‘2 B K 历 代 志 上 十 一 章 2 9 节 称 他 为 亚  

合 人 以 来 。

© 山 名 。亚 比 米 勒 从 这 山 上 砍 伐 树 枝 ， 

用 来 焚 毁 示 剑 楼 众 人 藏 身 的 卫 所 （士 九  

由 於 撒 们 山 显 然 在 示 剑 附 近 ， 学 者  

暂 时 鉴 定 为 苏 利 米 叶 （即 今 日 以 巴 路 山 的  

东 南 部 分  > , 或 附 近 的 一 个 山 丘 。 诗 篇 六  

t 八 篇 1 4 节 描 写 以 色 列 的 敌 人 被 打 败 时 ， 

也 提 到 撒 们 。 由 於 该 节 叙 述 “飘 雪 ”， 下 

—节 又 提 到 巴 珊 山 ， 七 十 士 译 本 和 部 分 的  

解 经 家 ， 便 认 为 这 个 撒 们 是 利 巴 嫩 的 黑 门  

山。 然 而 在 以 巴 路 山 一 带 ， 也 有 下 雪 的 季

撒序
Samos
s a  m 6

希 腊 小 岛 ， 位 於 爱 琴 海 中 ， 离 小 亚 细  

亚 海 岸 之 外 ， 接 近 特 罗 基 林 的 海 岬 。 这 个  

伊 奥 尼 亚 的 岛 屿 位 处 以 弗 所 的 西 南 、 米利  

都 的 西 北 。 在 保 罗 的 时 代 ， 她 是 繁 荣 的 商  

业 中 心 ， 罗 马 容 许 她 自 治 。 保 罗 在 他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完 毕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途 中 ， 由於  

他 定 意 越 过 以 弗 所 ， 就 在 撒 摩 筇 岸 „ 保 罗  

在 基 阿 和 米 利 都 之 间 停 留 时 ， 曾 提 到 在 撒  

摩 旗 岸 《徒 二 十 1 5 > 。

撒摩拿
Zalmonah
s a  m 6

以 色 列 人 从 何 珥 山 起 行 后 ， 曾 於 此 安  

营 （民 三十 三 4 丨 、 4 2 ) 。 今 址 不 详 ， 但有  

可 能 是 以 坦 河 。 名 字 的 意 思 喑 示 这 是 通 往  

以 东 高 原 一 处 幽 暗 的 山 谷 。

参 - B T 野枫流 - 842,

撤摩尼
Salmone
s a  m 6  ni

革 哩 底 岛 东 端 一 海 岬 ， 今 称 史 特 劳  

角 。 保 罗 被 解 往 罗 马 的 航 程 中 ， 因 大 风 而  

贴 笤 革 哩 底 的 南 岸 行 驶 ， 经 过 撒 摩 尼 《徒 

二 十 七 去 到 佳 澳 。

撒摩特喇
Samothrace, Samothracia
s a  m 6  IS

位 於 爱 琴 海 东 北 部 的 岛 屿 ， 在 罗 马 的  

特 拉 吉 亚 海 岸 以 外 。 它 称 为 撒 摩 特 喇 或  

“特 拉 吉 亚 的 撒 摩 ”， 以 便 与 别 的 撒 摩 识  

别 （参 徒 二 十 1 5 )。 后 者 同 样 位 於 爱 琴 海 ， 

但 在 以 弗 所 略 为 西 南 之 处 。 撒 摩 特 喇 大 槪  

在 特 罗 亚 和 尼 亚 波 利 两 地 中 间 ， 是 腓 立 比  

的 海 港 。

这 海 岛 是 使 徒 保 罗 在 他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时 ， 自 特 罗 亚 前 往 尼 亚 波 利 途 中 停 留 之  

处 （徒 十 六 1丨 > 。 我 们 不 淸 楚 保 罗 於 翌 日  

驶 往 尼 亚 波 利 前 ， 是 否 拧 在 岛 上 登 岸 ， 还 

是 他 的 船 仅 在 岛 岸 外 淬 泊 《 船 只 的 停 泊 处  

往 往 是 在 岛 的 以 北 ， 因 为 该 处 可 免 受 东 南



1238 sa mu 6r

风 吹 袭 „ 保 罗 G 特 罗 亚 经 由 撒 难 特 喇 往 尼  

亚 波 利 的 航 程 ， 显 然 是 顺 风 而 行 的 ， 因 为  

只 用 了 两 天 时 间 。 回 程 时 ， 却 花 了  r>天 

( 参 徒 二 十 (i > 。

撒 摩 特 甽 是 一 个 有 许 多 山 脉 的 岛 屿 ， 

中 央 的 山 岭 是 爱 琴 海 北 部 的 最 商 之 巅 ， 其  

在 陆 地 上 的 夼 度 仅 次 於 阿 陀 斯 山 .、 天 朗 气  

済 时 ， 这 海 岛 经 常 是 水 手 们 在 特 罗 亚 和 尼  

亚 波 利 之 间 航 行 时 的 指 标 。 它 的 周 界 约  

2 0  P1.,

撒 母 邛
Samuel
s a  mQ

M 后 一 位 士 师 。 撒 母 耳 此 名 意 为 “神  

的 名 字 ”， 或 “他 的 名 字 是 伊 勒 伊 勒 ” 

意 即 “坚 强 和 大 能 的 神 ” > 。 撒 母 耳 记 上  

— 赍 节 中 语 带 双 关 的 话 （参 出 二 丨 （）> ， 

并 不 是 用 来 解 释 撒 母 耳 这 名 字 的 意 义 ； 哈  

钇 的 话 只 是 她 的 祷 告 和 她 回 忆 有 关 其 儿 子  

出 生 时 的 节 而 说 的 。

历 史 上 的 地 位

撒 母 耳 是 沿 后 一 位 士 师 （撒 上 七 G 、 

1 5 - 1 7 ) ， 也 是 第 一 位 先 知 （撒 上 三 2 0 ;  

徒 三 2 4 ， 十 三 2 〇 > 。 他 曾 脅 立 扫 罗 （撒 上

十 1 、 1 7 - 2 3 ， H----丨2 - 1 5  > 和 大 卫

十 六 丨 2 、 丨 为 王 。

个 人 历 史

家 庭 竹 以

撒 母 耳 的 父 母 是 一 对 敬 虔 的 夫 妇 ， 每  

年 都 去 到 位 於 示 罗 的 圣 所 （撒 上 一 3 ) 。 

他 的 父 亲 以 利 加 拿 是 利 未 人 （代 上 六 2 (3>， 

居 住 在 以 法 莲 地 的 拉 玛 。 撒 母 耳 的 母 亲 哈  

贫 原 没 有 儿 女 ； 以 利 加 拿 另 有 一 位 妻 子 名  

叫 毗 尼 拿 。

有 一 次 ， 他 们 上 到 示 罗 ， 哈 拿 在 圣 所  

中 祷 告 （撒 上 一 6 - 丨丨）， 许 想 说 ， 假 若 主  

料 给 她 一 个 儿 子 ， 她 会 奉 献 他 作 拿 细 耳 人  

( 民 六 丨 - 2 丨）， 终 身 节 奉 神 。 主 垂 听 了 哈  

铲 的 帱 告 ， 芥 允 她 的 祈 求 * » 她 没 有 其 他 的  

儿 女 ， I t 至 她 将 撒 母 耳 奉 献 给 神 后 ， 神 再  

賜 给 她 儿 女 。

欲 年

撒 母 耳 被 领 到 祭 司 以 利 而 前 ， 开 始 他

在 圣 所 的 枣 奉 ， 他 在 主 面 前 屈 膝 ，又 “在 

那 迅 敬 拜 耶 和 华 ” （撒 上 一 2 8 ) 。 他的价 

值 观 、 他 明 白 父 母 的 爱 （参 撒 上 二 H ), 

以 及 他 的 决 心 ， 这 3 项 因 索 都 为 他 的 个 性  

和 未 来 所 作 的 奠 下 基 础 。

撒 母 耳 早 期 宝 饵 的 训 练 进 一 步 在 撤 母  

耳 记 上 二 章 1 2 至 丨 7 节 显 明 出 来 。 以利的 

两 个 儿 子 沿 袭 异 教 放 纵 的 行 为 ； 以利则闪 

年 老 ， 既 纵 容 他 们 ， 也 无 力 管 束 他 们 。馓 

母 耳 并 没 有 对 以 利 不 敬 ， 也没有觅蹈以利  

两 个 儿 子 的 恶 行 „

因 荇 他 们 的 罪 行 ， 神 定 意 审 判 以 利 和  

他 的 家 。神 对 以 利 的 言 语 稀 少 （撒上三丨）. 

当 神 向 撒 母 耳 宜 告 他 的 心 意 时 （三 

撒 母 耳 以 敬 虔 的 态 度 回 应 神 （三 19)。他 

个 人 和 灵 命 的 成 长 ， 暗 示 他 将 被 立 为 神 的  

先 知 （三 《2 0 > 。 撒 母 耳 每 次 面 对 神 的 启 示 ， 

都 以 适 当 的 态 度 回 应 。

当 各 人 偏 行 己 路 ， 自 以 为 是 （参士十 

七 （i , 二 十 一  2 5 > ， 神 始 终 不 变 的 容 许 一  

个 邻 近 的 民 族 追 赶 以 色 列 人 ， 作为对他子  

民 的 惩 罚 ， 直 至 有 一 位 士 师 起 来 拯 救 他  

们 ^ * 当 非 利 士 人 再 次 侵 略 以 色 列 时 （撒上 

四 至 六  > ， 以 色 列 人 在 以 便 以 谢 衆 结 他 们  

的 军 队 ， 却 遭 非 利 士 人 击 败 。 由於以色列 

人 相 信 约 柜 能 保 证 他 们 战 胜 ， 遂打发人到  

示 罗 。 翌 日 ， 以 色 列 人 又 被 击 畋 ， 约柜也 

被 掳 去 。 当 以 利 得 知 这 消 息 ， 他就从他的  

位 上 跌 倒 而 死 （撒 上 四 1 2 - 1 8 ^

壮 年

过 了  2 0 年 ， 撒 母 耳 的 名 字 才 被 提 及  

( 撒 上 七 2 下 、 3 > 。 随 右 示 罗 的 毁 坏  <参 

耶 七 1 2 、 丨4、 2 6 , 二 十 六 G 、 9 ; 诗七十 

八 6 0 ) , 显 然 他 迁 居 到 拉 玛 ， 继续每年向  

人 指 示 神 的 律 法 ， “审 判 ” 百 姓 ； 所到之 

处 包 括 伯 特 利 、 吉 甲 和 米 斯 巴 （参申十六 

1 H - 2 2 , 十 七  8 - 1 3 ) 。

撒 母 耳 也 许 在 这 时 期 建 立 了 “先知学 

校 ”。 这 类 学 校 设 立 在 伯 特 利 （撒上十  

5 ; 王 下 二 3 > 、 吉 甲 （王 下 四 3 8 ) 、拉玛 

( 撒 上 十 九 2 0 ) 和 其 他 地 方 （王 下 二 5), 

这 可 能 是 撒 母 耳 亊 奉 的 自 然 结 果 。

经 过 了  2 0 年 的 亊 奉 ， 撒 母 耳 认 为 该  

逛 迈 向 百 姓 灵 性 和 国 家 统 一 的 时 候 。他在 

米 斯 巴 召 集 以 色 列 人 U 敗 上 七 ）。 在 那里， 

他 们 藉 蓿 一 个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仪 式 ， 向神

《撒 上



sa mu fr j) shilng xî  1239

深深表 示忏 悔 ， 又 将 水 浇 在 地 上 ， 禁 食 和  

# 咨，以 此 立 为 祭 览 的 约 。

非 利 士 人 误 解 了 这 次 召 集 的 性 质 ， 决 

定 攻 击 邯 些 没 有 防 御 的 以 色 列 人 ， 后 者 遂  

恳 求 撤 母 耳 为 他 们 祷 告 《> 撒 母 耳 就 献 上 祭  

性，当 日 ， 神 大 发 馆 声 ， 令 那 些 入 侵 者 惊  

乱逃跑，. 邢 些 出 来 追 赶 的 以 色 歹 U 人 ， 在 以  

闸以谢大胜— 仗 （撒 上 七 12  > , 如 此 便 堵  

ft 了 非 利 士 人 的 侵 略 „

撒 母 耳 年 老 时 ， 以 色 列 的 长 老 要 求 立  

- 个 王 代 替 他  < 撒 上 八 > 。 经 过 恳 切 的 祷  

告后，撒 母 耳 依 从 神 对 他 新 的 指 示 ， 接 纳  

他们的要求， 后 来 奔 立 扫 罗 王 治 理 神 的 子  

民 （十丨 > 。 跟 荇 ， 撒 母 耳 招 聚 以 色 列 人  

到水斯巴， 正 式 确 立 神 的 拣 迭 ， 使 百 姓 拥  

截 扫 罗 为 王 （十 17 - 2 (3 )  „ 扫 罗 战 胜 拿 辖  

后 （第 十 一 窃 ）， 撒 母 耳 在 吉 甲 _ 立 了 扫  

罗 的 王 权 （十 一 12 -  1 4 ) 。 此 后 ， 撒 母 耳  

退隐至拉玛， 训 练 人 去 接 续 他 的 事 奉 。

撒 母 耳 矜 两 次 责 备 扫 罗 ， 第 一 次 是 因  

他 急 躁 和 违 命 （撒 上 十 三 5- 1 4 ) ， 随 之 是  

因 他 没 有 昕 从 神 明 确 的 命 令 （十 五 2 0  -

23)，神 立 刻 厌 弃 他 作 王 。 於 是 ， 神 差 撒  

母 耳 往 伯 利 恒 的 耶 西 家 去 ， 在 那 m 奔 立 大  

卫，成 为 神 所 拣 选 的 王 （十 六 丨丨3>。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十 五 帝 1节 非 常 简 单 地  

记 述 撒 母 耳 的 逝 世 。 以 色 列 众 人 聚 集 ， 为 

他哀哭， 把 他 雜 在 拉 玛 。

此 后 ， 唯 一 提 及 撒 母 耳 的 ， 是 在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十 八 章 。 扫 罗 往 见 隐 多 珥 的 女  

巫，於 是 撒 母 耳 宣 告 扫 罗 和 他 众 子 将 在 翌  

日 战 死 沙 场 （4 - 1 9 节 > 。

性格

撒 母 耳 以 敬 虔 、 忍 耐 、 忠 心 事 奉 神 ， 

加 上 他 的 民 族 感 ， 使 他 克 服 了 很 多 困 难 。 

他 所 专 注 的 事 ， 都 是 为 了 百 姓 的 好 处 。 他 

既 聪 明 又 坊 敢 ， 经 常 按 着 神 所 启 示 的 心  

意，在 黹 要 的 时 候 ，毫 不 畏 恨 地 指 摘 君 王 、 

长 老 和 百 姓 „

在 撒 母 耳 担 任 士 师 和 祭 司 时 ， 他 亦 是  

〜 个 优 秀 的 先 知 。 他 的 亊 奉 使 以 色 列 人 的  

袒 灵 生 命 得 以 改 善 „ 在 奔 立 君 王 一 亊 上 ， 

他 带 领 百 姓 从 支 派 分 裂 迈 向 国 家 统 一 。 他  

迭 派 会 范 的 守 门 人  < 代 上 九 1 7 - 2 6 ) , 设

定 逾 越 节 ， 使 人 遵 守 ， 以 致 到 了 约 西 亚 时  

代 ， 还 苻 人 提 及 和 记 念 它 （代 下 三 十 五  

1 8 > 。他 将 “国 法 ”写 明 下 来 （撒 上 十 2 5 ) ， 

还 有 “先 见 撒 母 耳 的 书 ” 的 记 戟 （代 上 二  

十 九 2 9 ) 。 像 撒 母 耳 这 样 一 个 专 注 於 祷 告  

的 人 （撒 上 十 五 ] 丨 ； 诗 九 十 九 6 ) ， 理 当  

位 列 於 信 心 伟 人 之 中 （来 十 一  3 2 > 。

G r i l  J. B a r b e r  

参••撒母耳记上 .下” 1 2 3 9。

撒 母 耳记上、下
Samuel, Books of First and Second
s a  mii j l  s h 5 n g  xid

名 称 、作 者 和 写作年代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的 名 称 来 自 那 位 被 神  

使 用 ， 要 在 以 色 列 中 迮 立 王 位 的 人 „ 撒 母  

耳 记 上 的 前 部 分 叙 述 中 ， 撒 母 耳 是 沿 突 出  

的 人 物 。 他 在 领 导 以 色 列 民 族 从 士 师 时 期  

过 渡 至 君 主 时 期 中 ， 担 当 了 m 要 的 角 色 ， 

因 此 ， 用 他 的 名 字 为 书 卷 命 名 是 合 理 的 ..

然 而 ， 这 类 书 卷 并 不 经 常 如 此 以 人 物  

来 命 名 ， 书 中 的 内 容 原 不 是 分 为 两 卷 。 据 

知 ， 最 先 把 撒 母 耳 记 的 资 料 分 为 两 狯 的 ， 

是 七 十 士 译 本 （主 前 三 世 纪 的 旧 约 希 腊 文  

译 本 ） 的 译 者 （他 们 亦 把 列 王 纪 的 资 料 作  

了 类 似 的 分 卷 > 。 这 些 书 卷 的 希 伯 来 文 特  

征 在 於 所 用 的 符 号 只 有 辅 音 ， 没 有 元 音 。 

当 翻 译 为 希 腊 文 ， 就 需 要 使 用 包 含 元 音 和  

辅 音 的 符 号 ， 因 此 大 大 增 加 了 手 稿 的 篇  

幅 。 撒 母 耳 记 和 列 王 纪 都 分 割 为 两 书 （两 

卷 ）， 取 代 单 是 保 留 一 卷 ， 究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考 虑 到 古 卷 的 长 度 。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译  

者 认 识 到 撒 母 耳 记 和 列 王 纪 中 内 容 的 连 贯  

和 重 点 ， 将 现 今 为 人 所 知 的 撒 母 耳 记 上 及  

下 定 为 “王 国 记 卷 一 和 卷 二 ”， 以 及 把 现  

今 的 列 王 纪 上 及 下 定 为 “王 国 记 卷 三 和 卷  

四 ”。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圣 经 的 拉 丁 文 译  

本 ， 由 耶 柔 米 在 主 后 四 世 纪 末 执 宅 ）把七  

十 士 译 本 的 书 卷 名 称 稍 作 修 改 ， 名 为 “列 

王 纪 一 、 二 、 三 、 四 ”。 这 些 书 卷 名 称 在  

中 世 纪 期 间 一 直 沿 用 ， 直 至 主 后 十 六 世  

纪 ， 复 原 派 改 革 家 取 得 犹 太 拉 比 传 统 的 同  

意 ， 修 改 成 现 今 的 书 名 《 然 而 改 革 家 保 留  

了 这 两 书 卷 的 分 法 ， 现 代 英 语 译 本 也 采 用  

之 。

虽 然 撒 母 耳 在 这 书 卷 的 前 部 分 很 是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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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英 语 译 本 也 以 他 命 名 ， 但 他 显 然 不 是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全 书 的 作 者 。 撒 母 耳 记 上  

二 十 五 荩 〗 节 记 载 了 撒 母 耳 的 离 世 ， 比 大  

卫 继 承 扫 罗 为 王 的 时 间 还 早 。 假 如 作 者 不  

是 撒 母 耳 ， 那 么 是 谁 写 成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呢 ？ 根 据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九 韋 2 9 节 的 叙 述 ， 

有 人 提 出 撰 写 这 书 卷 前 部 分 的 是 撒 母 耳 ， 

而 他 的 作 品 后 来 由 先 知 傘 单 和 迦 得 的 著 作  

所 补 充 。 其 他 人 则 认 为 作 者 应 是 大 卫 时 代  

的 人 ， 例 如 亚 希 玛 斯 （撒 下 十 五 2 7 、 3(;， 

十 1 ：丨7 > 、 户 筛 （十 五 3 2 ， 十 六 1 6 ) ， 或  

撒 布 得 （王 上 四 「0 。 这 些 人 可 能 曾 接 触  

撒 母 耳 、 争 单 和 迦 得 的 著 作 ， 并 其 他 关 於  

扫 罗 和 大 卫 的 生 平 及 为 王 的 资 料 （例 ： 撒  

下 一  1 » ， 雅 煞 珥 书  > 。 然 而 从 现 有 的 证 据  

畚 来 ， i隹 是 真 正 的 作 者 还 未 能 确 定 „ 无 论  

谁 是 作 者 ， 他 显 然 生 於 所 罗 门 死 后 和 主 前  

9 3 0 年 王 国 分 裂 之 后 （参 撒 上 十 一 8 , 十 

七 5 2 , 十 八 1 6 ; 撒 下 五 5 ， 二 十  

“犹 大 中 的 以 色 列 ” ； 并 撒 上 二 十 七 (3的 

“犹 大 王 ”>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将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的 记 述 连 於 一 起 的  

主 题 是 君 王 和 约 。 虽 然 作 者 从 未 明 确 指 出  

他 写 这 书 的 目 的 ， 但 从 其 内 容 可 反 映 出 作  

者 描 述 这 时 期 的 以 色 列 历 史 ， 是 要 藉 此 证  

明 百 姓 要 求 立 王 是 对 约 的 否 定 ； 撒 母 耳 所  

设 立 的 王 位 是 与 约 相 容 的 ； 扫 罗 作 王 所 行  

的 不 能 符 合 约 的 理 想 ； 以 及 大 卫 所 实 践 的  

王 权 虽 不 算 完 美 ， 但 却 是 立 约 之 王 的 理 想  

代 表 。

十 二  > ， 常 被 指 是 互 相 矛 盾 ， 因 为 有 些 地  

方 似 乎 提 到 以 色 列 不 适 合 立 王 ， 有 些 地 方  

却 似 乎 认 为 立 王 是 神 对 她 子 民 的 心 怠 。 撒  

母 耳 记 上 十 二 章 为 此 局 面 提 出 指 正 ， 那 时  

撒 母 耳 按 立 扫 罗 为 以 色 列 第 一 个 王 ， 并 在  

定 立 新 约 的 典 礼 中 ， 虚：新 确 立 对 神 的 忠  

心 。 这 里 济 楚 可 见 ， 立 王 对 以 色 列 而 言 并  

不 为 错 ； 神 愿 怠 以 色 列 有 王 ， 但 以 色 列 所  

渴 望 舞 立 为 王 的 人 （像 周 围 列 国 一 样 ） 和  

她 想 要 有 王 的 理 由 （给 予 百 姓 安 全 感 ， 并  

带 领 国 家 在 战 争 中 得 胜 ）， 都 牵 涉 对 神 终  

极 主 权 的 抗 拒 。 撒 母 玎 解 明 君 王 在 以 色 列  

中 的 角 色 ， 并 在 一 个 仪 式 上 把 扫 罗 向 百 姓

引 介 ， 同 时 ， 宽 新 确 立 对 神 的 忠 心 。以色 

列 当 初 5 1 立 的 君 主 制 度 模 式 ， 与约相符 

以 色 列 的 君 王 ， 正 如 任 何 别 的 国 民 一 样 ’

都 受 制 於 耶 和 华 的 怍 法 和 先 知 的 话 语 。卩 

这 个 观 点 肴 来 ， 作 者 描 写 扫 罗 的 统 治 不 ^  

乎 约 的 要 求 ， 而 大 卫 的 统 治 虽 未 臻 完 筹 ， 

却 反 映 出 约 的 理 想 。

当 考 虑 到 圣 经 中 的 王 明 显 是 与 盼望肖 

赛 亚 的 兴 起 有 关 ， 那 就 必 要 了 解 与 制 的  

始 源 有 关 的 环 境 和 观 念 „ 在 撒 母 耳 记 上  

下 ， 首 次 用 了 “耶 和 华 的 受 奔 者 ”这话| 

从 而 可 在 撒 母 耳 记 中 找 出 弥 资 亚 思 想 的 根  

源 。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记 载 了 救 赎 历 史 中 J5 

少 两 个 重 耍 的 演 变 „ 首先是 记 述大 卫 征服  

应 许 之 地 ， 使 神 起 初 给 予 亚 伯 拉 罕 和 其 后  

代 的 应 许 ， 得 到 初 步 的 应 验 。 在大 卫的年 |  

代 ， 以 色 列 蒙 应 许 ， 得 以 把边 境从 埃及 地  

伸 展 至 幼 发 拉 底 河 。 第 二 件 对 圣 经 余 下 部 !  

分 产 生 m 大 意 义 的 亊 件 ， 是大卫迭择耶路  

撒 冷 为 以 色 列 的 政 治 和 宗 教 中 心 ^ 因 此 ，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的 记 述 ， 成为其后大部分  

圣 经 启 示 和 救 赎 历 史 的 基 础 。

内 容 提 要

撒 毋 耳 （撒 上 一 至 七 >

一 . 撒 母 耳 的 少 年 时 期 （撒 上 一至三）

撒 母 耳 的 出 生 记 载 在 一 章 1至 2 8 节 。哈拿 

长 期 不 能 生 育 ， 神 答 允 给 她 一 个 儿 子 。她 

为 她 的 儿 子 起 名 叫 撒 母 耳 （是希伯来文， 

解 作 “神 的 垂 听 ”， 有 语 带 双 关 的 意 思 ）， 

并 把 他 献 给 神 ， 跟 随 示 罗 会 菥 的 祭 司 以 利  

亊 奉 耶 和 华 。 哈 傘 赞 美 神 垂 听 和 应 允 她 的  

祷 告 所 发 出 的 优 美 颂 肷 （二1 - 1〇 >，不单 

称 颂 神 的 主 权 ， 且 预 表 以 色 列 将 设 立 君  

王 ， 敁 终 还 要 在 蕋 督 身 上 ， 应验君王的职  

分 （第 1 〇 节 > 。 祭 司 以 利 两 个 儿 子 的 恶 行  

记 载 於 二 章 1 1 至 2 6 节 。 这 二 人 不 单 运 用  

他 们 的 职 权 谋 取 个 人 利 益 （1 2 - 1 7节 ），

更 与 会 嵇 门 前 侍 候 的 妇 人 苟 合 （第 22节）. 

虽 然 以 利 曾 责 备 他 们 （2 2 - 2 5 节 ），却对 

他 们 不 加 禁 止 ， 且 蹩 告 来 得 太 迟 。 在这纟分 

乱 的 环 境 中 ， 撒 母 耳 渐 渐 长 大 （18-2L  

2 6 节 ）。 在 2 7 至 3 6 节 ，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神 人  

宣 告 审 判 将 临 到 以 利 和 他 的 祭 司 家 系 • 至  

於 以 利 的 儿 子 何 弗 尼 和 非 尼 哈 逍 殃 的 预

四 1 - 9 的

关 於 以 色 列 中 立 王 的 叙 述 （撒 上 八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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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在 非 利 士 人 夺 取 约 柜 和 毁 坏 设 在 示  

梦 的 会 褅 时 应 验 了 （四 丨 ^ 耶 七 丨 幻 。 在  

讲 母 耳 记 上 三 車 丨 节 至 四 章 丨 节 上 ， 撒 母  

# 被 立 为 先 知 ， 神 也 告 诉 他 审 判 必 临 到 以  

f j家 （三丨丨- H  > 。 当 撒 母 耳 的 话 证 实 是  

真确可信， 百 姓 就 知 进 他 典 愿 耶 和 华 白 勺 先  

却 （三 n >至 四 1上 > 。

：：. 约 柜 的 遗 失 与 复 得 （撒 上 四 至 六 > 

在 与 非 利 士 人 的 一 场 战 役 中 ， 二 章 2 7 至  

3(5节 和 三 章 n 至 H 节 的 预 言 部 分 得 到 应  

驗。以 色 列 人 被 击 败 ， 约 柜 被 夺 取 ， 何 弗  

尼 和 非 尼 哈 被 杀 • • 以 利 听 到 这 些 灾 难 的 消  

息，也 随 之 逝 世 （四 1 7 、 1 H K 非 利 士 人  

将 耶 和 华 的 约 柜 放 在 亚 实 突 他 们 的 神 大 衮  

的 庙 中 （五 1 、 ‘2 > ;  然 而 ， 当 大 衮 的 神  

橡 断 碎 成 块 和 仆 倒 在 约 柜 前 ， 加 上 一 场 灾  

疫 突 然 在 亚 实 突 发 生 ， 约 柜 就 被 移 往 迦  

特；当 灾 疫 在 迦 特 出 现 ， 它 被 送 到 以 革  

伦；又 当 灾 疫 在 以 革 伦 迸 发 ， 非 利 士 人 被  

迫 把 约 柜 归 还 给 以 色 列 。 他 们 把 它 放 在 一  

辆车上， 由 两 H 有 乳 的 母 牛 负 轭 推 动 。 这  

些 母 牛 离 开 它 们 已 关 入 栏 中 的 牛 犊 ， 向 巷  

以 色 列 的 边 境 和 伯 示 麦 城 走 去 （六 1 - 2 1 )。 

在这亊悄上， 耶 和 华 证 明 了 ， 尽 管 百 姓 以  

为 带 着 约 柜 争 战 会 确 保 他 们 胜 利 ， 但 祂 并  

不受他们摆布； 同 时 ， 他 也 不 会 让 非 利 士  

人 以 为 能 战 胜 以 色 列 人 ， 且 认 为 掳 走 约 柜  

就 表 示 他 们 的 神 大 衮 为 大 。

三 . 击 败 非 利 士 人 （彳 敗 上 七 ） ‘2 0 年 过

去 了 （第 ‘2 节 > 。 撒 母 耳 保 证 ， 只 要 以 色  

列人认罪， 并 除 掉 对 诸 巴 力 和 亚 斯 他 录 的  

敬条，神 就 会 拯 救 他 们 脱 离 非 利 士 人 的 欺  

压 （第 3 节 > 。 他 在 米 斯 巴 召 聚 以 色 列 民  

I第5 节 >， 逭 新 确 立 对 神 的 忠 心 。 当 以 色  

列人聚集， 非 利 士 人 前 来 攻 击 ， 耶 和 华 施  

行神迹， 令 以 色 列 人 战 胜 （1〇、 1 1 节 > ， 

证 明 他 们 对 约 顺 服 ， 会 保 障 国 家 的 平 安  

(参出二 十 三 2 2 ; 申 二 十 1-4 > 。

以 色 列 化 王 （撒 上 八 至 十 二 ）

百 姓 要 求 立 王 （撒 上 八 丨 - 2 2 >  撒  

母 耳 年 纪 老 迈 时 ， 国 中 的 长 老 来 见 他 ， 要 

求 他 为 他 们 立 王 。 彳 敗 母 耳 立 刻 觉 察 百 姓 的  

要求， 显 示 了 他 们 厌 弃 耶 和 华 作 他 们 的 王  

(第7 节 ）， 因 为 百 姓 渴 望 有 一 个 王 “像 列  

国〜样” （5 、 ‘2 0 节 ）， 作 为 国 家 统 一 和 军  

帘 统 领 的 象 征 《第 2 0 节  > 。 虽 然 如 此 ， 耶

和 华 仍 吩 咐 撒 母 耳 给 百 姓 立 王 （7 、 9 、 

2 2 节 > 。 怛 与 此 同 时 ， 他 叫 撒 母 耳 繁 告 百  

姓 ， “像 列 国 一 样 ” 立 王 所 带 来 的 结 采  

< 9 - 1 8 节 ）̂ 百 姓 对 这 个 描 述 当 时 迦 南 列  

王 行 径 的 警 告 充 耳 不 闻 （第丨9 节 ）， 仍坚  

持 立 王 。

二 . 撒 母 耳 私 下 斉 立 扫 罗  < 撒上九丨至十

1 6 > 有 关 扫 罗 寻 找 他 父 亲 失 去 的 驴 子 ，

以 及 他 在 寻 找 过 程 中 与 撒 母 耳 相 遇 的 叙  

述 ， 解 释 了 撒 母 耳 和 扫 罗 如 何 初 次 结 识 ， 

并 耶 和 华 怎 样 指 示 撒 母 耳 寻 找 那 个 他 要 裔  

立 成 为 以 色 列 第 一 任 君 王 的 人 （九丨（；、

1 7 ) 。 撒 母 耳 私 下 奔 立 扫 罗 后 （十丨）， 他 

给 了 扫 罗 3 个 记 号 以 印 证 他 的 选 召 是 从 耶  

和 华 而 来 （十 2 - 7 )。

三 • 扫 罗 在 米 斯 巴 众 民 面 前 掣 签 之 下 立 为  

王 《撒 上 十 丨 7-2 7 > 撒 母 耳 秘 密 拣 选 和  

奔 立 扫 罗 为 王 后 （九 丨 至 十 丨 6 > , 在 米 斯  

巴 召 集 百 姓 ， 让 他 们 知 道 耶 和 华 的 拣 选  

( 十 2 0 - 2 4 ) ，并 示 明 君 王 的 职 责 （第 2 5节 ）。 

在 这 次 召 聚 中 ， 撒 母 耳 一 再 强 调 百 姓 厌 弃  

耶 和 华 而 要 求 立 王 ， 是 出 於 不 正 确 的 理  

由 ， 且 忽 略 了 信 实 的 神 过 往 拯 救 他 们 脱 离  

敌 人 的 手 （1 8 、 1 9节 ）。然 而 ，很 明 显 地 ，

以 色 列 立 王 的 时 候 到 了 ， 耶 和 华 的 心 意 也  

是 要 为 百 姓 立 一 个 王 。撒 母 耳 解 明 “国 法 ’’ 

( 第 2 5 节 ） 是 重 要 的 一 步 ， 消 解 了 以 色 列  

要 求 立 王 的 罪 ， 和 神 城 意 给 他 们 立 王 两 者  

之 间 的 紧 张 局 面 。 这 份 文 献 保 存 在 会 济  

中 ， 可 能 包 含 了 申 命 记 十 七 章 1 4 至 2 0 节 

中 “君 王 律 法 ” 的 增 订 版 本 ， 其 中 为 君 王  

及 百 姓 双 方 的 好 处 ， 提 出 了 以 色 列 王 笳 遵  

行 的 规 条 。 这 份 文 献 无 疑 淸 楚 表 示 ， 以色  

列 人 的 王 有 别 於 列 国 的 君 王 。

四 . 扫 罗 带 领 以 色 列 战 胜 亚 扪 人 （撒 上  

十 一 1 -1 3 ) 当 亚 扪 人 的 王 拿 辖 攻 击 位  

於 玛 拿 西 境 内 约 但 河 东 的 城 镇 基 列 雅 比 ， 

扫 罗 放 下 他 的 农 务 工 作 （4 、 5 节 > ， 带领  

一 队 志 愿 军 （6 - 8节 ） 扱 助 蓰 列 雅 比 的 民 。 

在 扫 罗 率 领 下 ， 以 色 列 人 战 胜 亚 扪 人 （第 

1 1 节 ）， 成 为 神 同 意 选 立 他 作 王 的 另 一 印  

证 。 扫 罗 将 胜 利 归 功 於 耶 和 华 ， 而 不 是 他  

个 人 的 军 审 谋 略 。

五 . 扫 罗 登 基 为 王 《撒 上 十 一 H 至 十 二

2 5 ) 0 埜 列 雅 比 的 胜 利 促 使 撒 母 耳 招 聚  

民 众 往 吉 甲 “立 国 ” （十 一 丨 4 > ， 并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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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罗 为 王 ” （第 1 3 节 > « 在 吉 甲 的 聚 集 中 ， 

撒 母 耳 带 领 百 姓 为 他 们 起 初 要 求 立 王 的 罪  

忏 悔 （十 二 丨 3 、 1 9 > ， 而 且 重 新 确 立 对 神  

的 忠 心 （M 、 丨5、 2 4 节 ）。 在 这 次 1E 新 立  

约 的 仪 式 上 ， 扫 罗 正 式 登 基 为 王 《 由 於 扫  

罗 以 此 方 式 登 基 ， 撒 母 耳 遂 有 效 地 使 约 从  

士 师 时 代 至 君 主 时 代 得 以 延 续 下 来 。 假 若  

百 姓 和 君 王 仍 然 敬 投 及 事 奉 神 ， 那 么 ， 以 

色 列 的 王 与 神 继 续 举 管 国 家 主 权 ， 两 者 之  

间 并 没 有 必 然 的 冲 突 。

罗 被 扪 作 王 （撒 上 十 三 至 十 五 ）

一 .  扫 罗 的 违 命 （撒 上 十 三 1 -2 2 ) 扫  

罗 受 到 非 利 士 人 急 攻 时 ， 他 在 吉 甲 召 聚 军  

队 ， 并 照 荇 撒 母 耳 的 指 示 等 候 他 （十 H , 

十 三 8 > 。 当 撒 母 耳 没 有 按 原 定 的 时 间 前  

来 ， 扫 罗 变 得 不 耐 烦 ， 还 没 有 等 到 撒 母 耳  

来 到 ， 就 自 行 献 祭 „ 献 祭 完 毕 ， 撒 母 耳 始  

出 现 ， 责 备 扫 罗 没 有 遵 守 耶 和 华 的 命 令  

( 十 三 丨 。 扫 罗 不 顺 从 撒 母 耳 先 前 的 吩  

咐 ， 因 而 违 反 了 他 职 分 内 的 基 本 要 求 „ 以 

色 列 的 君 王 要 常 常 遵 行 彳 1?法 并 耶 和 华 透 过  

先 知 所 说 的 话 。 扫 罗 误 以 为 向 耶 和 华 献  

祭 ， 可 增 强 以 色 列 人 对 抗 非 利 士 人 的 力  

f i t， 岂 料 这 样 做 却 是 违 反 了 耶 和 华 明 确 的  

命 令 。 撒 母 耳 告 诉 扫 罗 ， 由 於 他 违 命 ， 使 

他 的 王 位 必 不 长  >  ( 第 M 节 > 。

二 .  约 拿 单 的 胜 利 （撒 上 十 三 2 3 至 十 四  

5 ‘2 > 扫 罗 的 儿 子 约 令 单 和 为 约 牮 单 拿  

兵 器 的 人 ， 凭 笤 智 恝 和 與 气 攻 击 非 利 士 人  

的 防 茜 ， 杀 了 约 ‘2 0 人 （十 四 丨 幻 。 耶 和  

华 使 用 这 次 击 打 ， 加 上 一 场 地 孬 ， 使 非 利  

士 全 苕 战 競 （第丨 3 节 ）„ 当 时 扫 罗 正 寻 求  

神 的 指 引 ， ：T r  # 是 否 能 以 他 的 军 力 参 与 作  

战 。 耶 和 华 未 有 即 时 回 答 ， 扫 罗 认 为 等 候  

神 的 话 语 可 能 对 他 的 军 审 优 势 构 成 威 胁  

( 第 丨 9 节 ）̂ 这 再 次 证 明 扫 罗 相 岱 个 人 的  

洞 察 力 多 於 等 候 耶 和 华 的 话 。 扫 罗 宣 告 凡  

不 等 到 战 胜 敌 人 才 吃 任 何 食 物 的 ， 必 受 咒  

诅 ， 进 一 步 在 以 色 列 人 眼 前 破 坏 自 己 的 形  

象 。 这 几 乎 取 掉 约 贫 单 的 命 （2 4 、 4 3 、

4 4 节  > ; 因 荇 以 色 列 民 的 干 预 ， 约 傘 单  

幸 免 於 死 （第 4 5 节 ）。

三 . 扫 罗 被 拒 作 王 （撒 上 十 五 丨 - 3 5 )  神  

透 过 撒 母 耳 命 令 扫 罗 攻 击 亚 玛 力 人 ， 并 完  

全 灭 尽 他 们 ， 连 人 或 牲 奋 郎 不 可 怜 借 （1- 

3 节  > 。 从 前 ，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往 西 乃 ，

进 入 与 神 立 约 之 路 时 ， 亚 玛 力 人 符 企  

消 灭 他 们 （出 十 七 8 - 1 6 ; 中 二 十 五 ^  

1 9  > 。 扫 罗 不 顺 从 耶 和 华 的 话 ，爱惜 

牲 畜 作 祭 牲 ，又 怜 惜 亚 玛 力 王 亚 平 。於培 

耶 和 华 差 逍 撒 母 耳 ， 再 次 责 裕 扫 罗 不  

神 的 命 令 。 撒 母 耳 指 责 扫 罗 叛 逆 神 ，指出 

他 既 厌 弃 耶 和 华 的 话 ， 耶和华也厌弃他作  

王 （撒 上 十 五 2 3  > 。

“ 3 ? 与 大 卫 （撒 上 十 六 至 撒 下 一  27>

一 . 撒 母 耳 膏 立 大 卫 （撒 上 十 六 M 3丨 

耳P 和 华 指 示 撒 母 耳 往 伯 利 恒 的 耶 西 家 ，資 

立 他 的 一 个 儿 子 代 轿 扫 罗 作 王 （第丨节丨， 

在 神 的 带 领 下 ， 显 明 耶 西 的 幼 子 大 卫 是 耶  

和 华 所 拣 迭 的 那 一 位 （第丨2 节 ）。 当撤母 

耳 弁 立 他 为 王 ， 耶 和 华 的 灵 就 大 大 的 感 动  

他 （第 1 3 节 > 。

二 • 大 卫 侍 候 扫 罗 （撒 上 十 六 M 至十七 

r> »  ) 当 有 恶 丨 赶 临 到 扫 罗 ， 他的臣化为 

他 寻 找 一 位 善 於 弹 琴 的 人 ， 菥音乐使烦乱 

的 扫 罗 平 静 下 来 （十 六 丨 6 ) 。 大卫就是他 

们 要 找 寻 的 人 （1 8 - 2 3 节 ）。 然 而 ，大卫 

在 宫 中 的 任 务 并 非 长 久 （十 七 1 5 ) , 於是 

他 能 分 配 时 间 ， 担 当 家 中 和 宫 中 的 职 务 .  

当 时 ， 巨 人 肷 利 亚 率 领 非 利 士 人 在 犹 大 地  

安 苕 ， 要 与 以 色 列 人 战 争 。 歌利亚向所有 

以 色 列 人 讨 战 ， 荇 谁 敢 与 他 单 独 战 斗 18. 

1 〇 节 ）<•没 有 一 个 以 色 列 人 胆 敢 接 受 挑 故  

( 第 1 1 节  > , 直 至 大 卫 把 食 物 带 给 营 中 的  

哿 哥 时 ， 他 听 到 这 挑 战 的 话 ， 遂靠若耶和 

华 的 能 力 应 战 （3 7 、 4 5 - 4 7 节 ）。 耶和华 

使 大 卫 大 大 得 胜 ， 因 他 承 认 “战争的胜败 

全 在 乎 耶 和 华 ” （第 4 7 节 > 。

三 .  扫 罗 憎 恶 大 卫 （撒 上 十 八 至 十 九 ） 

大 卫 战 胜 歌 利 亚 后 ， 扫 罗 的 儿 子 约 拿 单 与  

大 卫 缔 结 友 垃 盟 约 ， 互 相 立 猙 向 对 方 忠  

诚 „ 随 着 大 卫 领 导 以 色 列 军 队 连 畨 战 胜 ， 

以 及 他 的 声 望 日 隆 ， 扫 罗 开 始 忸 怕 大 卫 会  

威 胁 他 的 王 位 （十 八 14 - 1  (i 、 2 H - 30 )。扫 

罗 对 大 卫 的 憎 厌 渐 渐 增 加 ， 以致他堪次谋 

害 大 卫 （十 八 1 7 、 2 5 ， 十 九 丨 、 1 0 )。《 

后 大 卫 被 迫 逃 亡 ， 与 撒 母 耳 在 拉 玛 寻 找 ® 

难 的 地 方 （十 九 丨 8 > 。 当 扫 罗 和 他 的 3个 

使 者 往 拉 玛 捉 拿 大 卫 时 ， 他们被神的灵兑  

制 ， 以 致 不 能 完 成 任 务 （2〇- 2 4节）•

四 .  大 卫 和 约 拿 单 （撒 上 二 十 ） 大卫 

在 新 月 节 期 没 有 赴 王 的 席 ， 触 怒 扫 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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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卫 的 性 命 洱 受 威 胁 < 3 0 、 3 1 节 可 径 ， 

笮 在 一 处 预 定 的 地 方 与 大 卫 相 见 ， 知 

会他将 遇 到 的 危 险 ， 并 向 他 迫 别 （第 4 2 

节> • 约 拿 单 和 大 卫 再 次 承 诺 他 们 彼 此 要  

以 忠 诚 和 恩 慈 相 待 （丨3 - 1  6 、 4 2 节 ）。 从  

这 次 相 遇 淸 楚 符 出 ， 他 们 二 人 都 知 道 继 承  

扫 罗 任 以 色 列 王 的 会 是 大 卫 ， 而 不 是 约 乘  

单.

五 .  大 卫 在 挪 伯 《撒 上 二 十 一  1 - 9 )  在 

他 的 逃 亡 中 ， 大 卫 到 了 挪 伯 的 祭 司 亚 希  

米勒耶 ffl , 说 出 他 正 为 扫 罗 执 行 秘 密 的  

任务， 要 求 衍 到 饼 和 肷 利 亚 的 刀 ， 祭 司  

任 由 他 拿 去 这 两 样 。 扫 罗 一 个 名 叫 多 益  

的臣子， 是 以 东 人 ， 当 时 正 在 挪 伯 ， 目睹  

了这亊。

六 .  大 卫 在 迦 特 （撒 上 二 H ----1 0 - 1 5 )

大 卫 跟 着 进 入 非 利 士 领 土 迦 特 的 亚 吉 王 那  

里 . 当 人 们 发 现 他 的 身 分 ， 他 为 了 逃 走 而  

装疯

七.  A 卫 在 亚 杜 兰 （撒 上 二 十 二 1 - 5 )  

大 卫 自 迦 特 逃 到 亚 杜 兰 洞 ， 那 3 1 约 有 4 0 0  

人跟随他。 大 卫 领 他 的 父 母 往 摩 押 去 ， 以 

免遇；T , 然 后 返 回 犹 太 境 内 哈 列 的 树 林 。

八 .  扫 罗 杀 害 挪 伯 众 祭 司 （撒 上 二 十 二

6-2 3) 以 东 人 多 益 向 扫 罗 告 发 祭 司 亚

希 米 勒 曾 对 大 卫 给 予 援 助 。 扫 罗 下 令 多 益  

氓 杀 挪 伯 地 所 有 的 祭 司 ， 只 有 亚 比 亚 他 脱  

险，他 拿 着 大 祭 司 的 以 弗 得 逃 亡 ， 投 奔 大  

卫。

九 .  大 卫 在 基 伊 拉 （撒 上 二 十 三 1-1 3> 

大 卫 和 跟 随 他 的 人 拯 救 基 伊 拉 人 脱 离 非 利  

士人的 入 侵 ， 但 当 那 群 老 无 谢 意 的 基 伊 拉  

人 & 然 准 备 把 大 卫 交 给 扫 罗 时 ， 他 们 就 被  

迫逃 离 该 城 《

十 • 大 卫 在 西 弗 旷 野 （撒 上 二 十 三 M -29 )  

当 大 卫 在 西 弗 旷 野 ， 约 拿 单 去 与 他 相 见 ， 

给他鼓励， 并 再 次 誓 言 对 大 卫 忠 诚 。 虽 然  

西 弗 人 答 允 扫 罗 捉 拿 大 卫 ， 但 非 利 士 人 的  

入皮， 迫 使 扫 罗 放 弃 捉 拿 大 卫 。

十 一 . 大 卫 饶 过 扫 罗 一 命 （撒 上 二 十 四 ） 

大 卫 藏 迮 隐 雄 底 的 洞 穴 深 处 ， 当 时 扫 罗 正  

在 涧 口 大 解 ， 大 卫 意 外 地 取 得 到 这 个 夺 取  

扫 罗 性 命 的 机 会 。 虽 然 如 此 ， 由 於 扫 罗 是  

“耶 和 华 的 受 奔 者 ”， 大 卫 不 敢 亲 手 害 他 ， 

并 且 把 扫 罗 於 洞 口 时 逍 割 下 的 长 袍 衣 袱 给  

他 t , 指 出 扫 罗 的 恶 行 ， 使 他 羞 愧 。

十 二 . 大 卫 、 拿 八 和 亚 比 该 （撒 上 二 十  

五 ） 大 卫 被 一 个 名 叫 象 八 的 牧 羊 人 恶 言

对 待 ； 然 而 ， 拿 八 的 荽 子 亚 比 该 一 番有见  

识 的 话 ， 阻 止 他 捋 莽 地 谋 害 拿 八 。 这 节 过  

后 不 久 ，傘 八 逝 世 ，大 卫 娶 了 亚 比 该 为 荽 。 

十 三 . 大 卫 第 二 次 放 过 扫 罗 （撒 上 二 十  

六>  西 弗 人 再 次 协 助 扫 罗 追 杀 大 卫 。 当

扫 罗 和 他 的 随 从 睡 觉 ， 大 卫 和 亚 比 筛 潜 入  

他 们 的 军 茜 ，取 走 扫 罗 的 枪 和 水 瓶 。翌 日 ， 

大 卫 能 再 次 证 明 给 扫 罗 卷 ， 他 无 意 从 扫 罗  

手 中 夺 走 王 位 。

十 四 . 大 卫 在 非 利 士 人 中 间 （撒 上 二 十

七 ） 大 卫 掖 终 对 於 在 以 色 列 境 内 逃 避 扫  

罗 感 到 疲 累 n 在 气 馁 之 时 ， 他 再 次 跑 到 非  

利 士 躲 藏 ， 使 扫 罗 寻 不 右 他 。 大 卫 在 非 利  

士 的 统 治 者 亚 吉 眼 前 荣 恩 ， 把 洗 革 拉 城 眼  

给 他 和 跟 随 他 的 人 居 住 。 大 卫 从 洗 革 拉 上  

去 ， 侵 夺 居 住 在 非 利 士 地 南 方 的 几 个 部  

族 ， 但 他 欺 瞒 亚 吉 ， 使 他 以 为 大 卫 所 授 夺  

的 是 犹 大 境 内 的 领 土 。

十 五 . 扫 罗 和 隐 多 珥 的 灵 媒 （撒 上 二 十

八 ） 非 利 士 人 再 次 集 结 军 队 攻 打 以 色  

歹IJ， 扫 罗 惊 惧 ， 且 似 乎 预 计 以 色 列 势 必 战  

畋 ， 他 竟 虚 妄 自 负 ， 私 自 寻 求 耶 和 华 有 关  

战 役 结 局 的 话 语 。 神 没 有 回 答 他 ， 他 就 改  

了 装 ， 往 隐 多 珥 的 一 个 灵 媒 那 里 ， 要 求 她  

把 撒 母 耳 的 灵 招 上 来 。 这 个 灵 告 知 扫 罗 ， 

以 色 列 将 被 击 畋 ， 他 和 他 的 众 子 亦 会 战 死  

沙 场 „ 有 些 人 认 为 这 个 预 言 是 透 过 撒 母 耳  

亡 故 的 灵 显 明 神 的 启 示 ， 亦 有 些 人 指 出 这  

是 对 撒 但 认 识 不 足 所 致 ， 撒 怛 在 此 藉 莕 邪  

灵 假 扮 撒 母 耳 的 灵 。

十 六 . 非 利 士 人 猜 疑 大 卫 《撒 上 二 十 九 >

虽 然 亚 吉 期 塱 大 卫 加 入 非 利 士 军 ， 一 同 与  

以 色 列 作 战 ， 只 是 其 他 的 非 利 士 首 领 不 倍  

任 大 卫 ， 遂 强 迫 亚 吉 打 发 大 卫 和 跟 随 他 的  

人 返 回 洗 革 拉 。 大 卫 与 亚 吉 的 友 谊 引 致 二  

人 陷 於 进 退 两 难 之 困 境 中 ， 但 形 势 的 转 变  

把 大 卫 拯 救 出 来 。

十 七 . 大 卫 击 败 亚 玛 力 人 （撒 上 三 十 ）

大 卫 返 回 洗 革 拉 ， 发 现 亚 玛 力 人 趁 他 不 在  

时 ， 曾 伎 夺 、 焚 烧 该 城 ， 城 中 的 妇 孺 和 牲  

洛 邡 被 掳 去 《• 大 卫 透 过 祭 司 亚 比 亚 他 求 问  

耶 和 华 后 ， 带 领 跟 随 他 的 人 追 赶 亚 玛 力  

人 ， 夺 回 他 们 所 掳 走 的 一 切 ， 甚 至 不 止 於  

此 。 他 将 战 利 品 分 配 给 他 的 队 伍 ， 也 分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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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物 给 犹 太 的 不 同 城 销 。

十 八 . 扫 罗 和 他 众 子 之 死 （撒 上 三 十 一 1

至 撒 下 一 正 如 先 前 预 言 一 样 ， 以 

色 列 人 与 非 利 士 人 作 战 ， 以 慘 畋 告 终 ， 其  

中 扫 罗 在 迸 伤 后 自 杀 ， 约 拿 单 和 扫 罗 另 外  

两 个 儿 子 则 一 同 阵 亡 。 大 卫 为 扫 罗 和 约 拿  

单 极 其 悲 伤 ， 他 作 哀 歌 悼 念 扫 罗 和 约 拿  

单 ， 哀 歌 内 容 记 载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一 章 1 9  

至 2 7 节 。

大 卫 （撒 下 二 至 二 十 四 >

一 . 大 卫 受 資 作 犹 大 王 （撒 下 二 1 - 7 )  

扫 罗 死 后 ， 耶 和 华 指 示 大 卫 前 往 希 伯 仑 ， 

犹 大 支 派 在 那 里 資 立 他 作 他 们 的 王 。

至 四 丨 ‘2 )  虽 然 大 卫 成 为 犹 大 王 ， 余 下  

的 支 派 却 在 扫 罗 军 队 的 元 帅 押 尼 珥 影 响  

下 ， 立 伊 施 波 设 为 扫 罗 的 继 任 人 （二 8- 

1〇 >。 伊 施 波 设 是 扫 罗 的 儿 子 ， 在 与 非 利  

士 人 的 战 役 中 幸 然 生 还 。 不 久 ， 由 约 押 领  

导 大 卫 的 人 ， 和 由 押 尼 珥 领 导 伊 施 波 设 的  

人 之 间 的 冲 突 迅 即 爆 发 。 在 这 次 冲 突 中 ， 

约 押 的 弟 弟 亚 撒 黑 被 押 尼 珥 杀 死 （1 2 - 3 0  

节 当 大 卫 的 势 力 日 强 ， 伊 施 波 设 的 势  

力 渐 弱 ， 押 尼 珥 离 开 伊 施 波 设 转 而 效 忠 大  

卫 （三丨 - 2 丨 > 。 然 而 ， 约 押 为 报 他 兄 弟 亚  

撒 黑 流 血 的 仇 ， 藉 词 与 押 尼 珥 说 话 而 把 他  

杀 了 （2 2 - 3 8 节  > 。 虽 然 大 卫 厌 恶 这 恶 行 ， 

为 押 尼 珥 举 哀 ， 并 咒 诅 约 押 （第 3 9 节 >, 

担 那 罪 行 没 有 受 到 惩 罚 ， 直 至 在 所 罗 门 统  

治 初 期 才 得 到 报 应 《参 王 上 二 5 、 6 、 2 9 -  

3 4 ) 。 不 久 之 后 ， 伊 施 波 设 被 两 名 士 兵 所  

杀 ， 他 们 把 他 的 首 级 带 往 给 身 在 希 伯 仑 的  

大 卫 看 ， 希 望 得 到 赏 賜 （撒 下 四 丨 • 8 > 。 

然 而 ， 大 卫 将 他 们 二 人 杀 了 （第 丨 2 节 > 。 

扫 罗 家 系 唯 一 生 还 的 男 丁 就 只 有 约 拿 单 的  

瘸 腿 儿 子 ， 名 叫 米 非 波 设 （第 4 节 ）。

三 . 大 卫 作 全 以 色 列 的 王 （撒 下 五 ） 伊  

施 波 设 死 后 ， 大 卫 在 希 伯 仑 被 立 为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的 王 （丨- 4 节 ）。 大 卫 作 王 后 ， 随  

即 采 取 了 若 千 行 动 ， 其 中 之 一 是 从 耶 布 斯  

人 手 中 夺 取 锡 安 的 保 陣 。 大 卫 建 立 锡 安 作  

为 他 的 首 邰 ， 在 那 里 让 筑 宫 殿 居 住 < 6  - 

I 2 节  > 。

四 • 约 柜 被 带 往 耶 路 撒 冷 （撒 下 六 ） 大

卫 认 识 到 约 柜 是 祌 与 祂 的 百 姓 同 在 之 i己 

号 ，故 十 分 虚 要 。因 荇 在 扫 罗 的 统 治 时 期 ，

约 柜 一 直 存 放 在 驻 列 耶 琳 的 亚 比 章 达 家 ， 

大 卫 决 定 把 它 运 回 耶 路 撒 冷 。 然 而 ，亚^  

拿 达 的 一 个 儿 子 乌 撒 ， 违 反 触 m 约柜的規 

定 ， 被 耶 和 华 击 杀 ， 因 而 使 约 柜 延 误 达 3 

个 月 之 久 才 运 往 耶 路 撒 冷 < 3 - 丨 1 节 K 在 

第 二 次 尝 试 中 ， 大 卫 带 领 一 列 欢 欣 的 队 伍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城 ， 把 约 柜 放 进 为 它 而 预 浴  

的 帐 嵇 中 （12 - 1  7 节 > 。

五 • 大 卫 、 拿 单 和 圣 殿 （撒 下 七 ） 不 

久>  大 卫 有 意 迮 造 殿 宇 安 放 约 柜 ，好作为 

以 色 列 敬 拜 耶 和 华 的 中 心 所 在 （第丨节丨t 

耶 和 华 透 过 先 知 拿 单 告 诉 大 卫 ， 他不可为 

耶 和 华 迮 造 居 所 （殿 宇  > , 但耶和华却会  

为 他 违 造 将 会 存 到 永 远 的 居 所 —— 王朝 

( 5 - 1 6 节 > 。 这 里 把 蒙 应 许 的 后 窃 缩 小 至  

犹 大 支 派 的 大 卫 家 。 这 应 许 在 耶 穌 降 生 时  

应 验 了 ， 池 是 “大 卫 的 子 孙 、 亚伯拉罕的 

后 裔 ” （参 太 一  1 > 。 至 於 建 造 圣 殿 ，将会 

是 大 卫 的 儿 子 所 罗 门 的 任 务 （撒 下 七 13), 

六 • 大 卫 的 战 绩 （撒 下 八 ） 大卫有能 

力 征 服 四 境 众 多 民 族 ， 扩 张 以 色 列 的 鴒  

界 ， 并 为 国 家 边 立 繁 荣 和 安 綃 的 时 代 。

七 • 大 卫 和 米 非 波 设 《撒 下 九 ） 大卫 

为 记 念 他 与 约 拿 单 的 结 盟 （参撒 上 十 八 I- 

3 , 二 十 丨 3 - 1 6 、 4 2 ) , 遂 査 探 扫 罗 家 的 生  

还 者 ，好 向 他 施 恩 。当 大 卫 找 出 米 非 波 设 ， 

便 把 他 带 到 宫 廷 ， 享 受 与 王 同 席 吃 饭 的 荣  

誉 。

八 .  大 卫 和 拔 示 巴 （撒 下 十 至 十 二 ） 大 

卫 与 亚 扪 人 战 争 期 间 ， 他和 赫人 乌利亚的  

妻 子 犯 奸 淫 ， 赫 人 乌 利 亚 是 大 卫 手 下 一 个  

战 士 。 拔 示 巴 怀 孕 以 后 ， 大卫设计谋畜乌  

利 亚 。 这 些 罪 行 招 致 神 的 愤 怒 （十二丨〇• 

1 2  > ， 大 卫 在 他 的 余 生 都 饱 尝 到 他 的 f 行 

所 造 成 的 恶 采 。

九 .  暗 嫩 、 押 沙 龙 和 他 玛 （撒 下 十 三 ）

大 卫 的 长 子 暗 嫩 装 病 ， 为 要使 他同父异母  

的 妹 妹 他 玛 来 照 顾 他 。 当他 玛 拒 绝 暗嫩 对  

她 的 侵 犯 时 ， 他 强 行 玷 辱 了 她 。 这件节激 

怒 了 他 玛 的 胞 兄 押 沙 龙 ， 他 定 意 杀 睹 咐 ， 

为 他 妹 妹 报 仇 。 押 沙 龙 等 了 两 年 ，后来他 

在 剪 羊 毛 期 间 的 欢 宴 中 ， 把暗嫩杀死•■押 

沙 龙 随 之 逃 往 叙 利 亚 的 一 个 小 城 基 述 ，其 

外 祖 父 荇 在 那 里 作 王 。

十 . 大 卫 和 押 沙 龙 （撒 下 十 四 至 十 九 ） 

押 沙 龙 经 过 了  3 年 的 流 亡 生 活 ， 直至大卫

二 . 大 卫 、 伊 施 波 设 和 押 尼 珥 （撒 下 二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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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答 提 班 亚 一 个 妇 人 所 捏 造 的 故 事 ， 放 弃  

# 血仇， 使 约 押 把 押 沙 龙 带 回 耶 路 撒 冷  

丨十四卜‘2 7 >。 然 而 押 沙 龙 回 来 后 ， 大 卫  

$ 绝 见 他 达 两 年 之 久 ， 直 至 他 们 招 ：终 和 好  

$ 止 （2 8 - 3 3 节  > 。 在 整 个 亊 件 中 ， 大 卫  

回 避 了 悔 改 和 公 义 的 问 题 ， 亊 后 没 有 采 取  

任 何 有 效 的 惩 罚 行 动 。 与 此 同 时 ， 押 沙 龙  

企 图 使 人 怀 疑 大 卫 对 诉 讼 的 判 决 ， 自 己 则  

竭 力 麻 取 百 姓 和 宫 廷 上 下 的 爱 贼 ， 藉 此 密  

谋I 夺 父 亲 大 卫 的 王 位 • 4 年 后 ， 押 沙 龙  

在 希 伯 仑 自 称 为 王 ， 召 览 充 足 的 军 亊 力  

歉，迫 使 他 父 亲 逃 离 耶 路 撒 冷 （第 十 五  

章）。由 於 他 们 未 能 立 即 追 杀 大 卫 ， 引 致  

押 沙 龙 的 势 力 崩 溃 ， 押 沙 龙 庇 后 死 於 大 卫  

的 元 帅 约 押 之 手 （十 六 1 5 至 十 八 18 > 。 大 

卫 为 其 子 押 沙 龙 哀 恸 之 余 （十 九 1-1 8 > ,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 恢 复 他 的 统 治 （十 九 9- 

43)。大 卫 因 着 约 押 杀 死 押 沙 龙 而 惩 罚 他 ， 

决 意 使 亚 玛 撒 代 替 约 押 成 为 军 队 的 元 帅  

(第1 3节>。

十 一 . 示 巴 叛 乱 （撒 下 二 十 ） 随 苕 大  

卫 返 回 耶 路 撒 冷 而 出 现 不 稳 的 局 面 ，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示 巴 图 谋 了 另 一 次 发 难 。 约 押 在  

违 抗 大 卫 的 惩 罚 下 ， 杀 害 亚 玛 撒 ， 追 赶 示  

巴，并 镇 压 这 次 叛 乱 。

十 二 . 大 卫 和 基 遍 人 （撒 下 二 十 一 1 - 1 4 )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 地 上 经 历 了  3 年 饥 荒 ， 

但时间不详。 耶 和 华 向 大 卫 启 示 说 ， 这 次  

饥 荒 是 由 於 扫 罗 违 背 了 以 色 列 人 与 基 遍 人  

所 立 的 盟 约 而 降 下 的 （参 书 九 1 5 、18 - 2 ( 5 )。 

f t后 ，这 过 犯 藉 . 若 把 扫 罗 的 7 个 子 孙 交 给  

基 遍 人 处 死 才 得 以 弥 补 。

十 三 . 大 卫 和 非 利 士 人 （撒 下 二 H - — 15- 

这 M 的 4 段 插 曲 ， 记 下 了 大 卫 的 勇  

士 与 非 利 士 人 作 战 的 英 勇 成 就 。

十 四 . 大 卫 的 赞 美 之 歌 （撒 下 二 十 二 > 

大 卫 以 一 首 优 美 的 颂 赞 之 歌 ， 描 述 他 脱 离  

仇 敌 的 手 M - 3 0 节  > ， 及 耶 和 华 向 他 施 予  

柘 助 <3 1 - 5 1节  同 一 首 诗 歌 亦 见 於 诗  

篇十八篇 ， 但 有 少 许 改 动 。

十 五 . 大 卫 临 终 之 言 （撒 下 二 十 三 1 - 7 >  

大 卫 藉 着 简 短 的 话 语 ， 承 认 是 神 的 灵 使 他  

能 够 说 出 神 的 话 ， 并 确 信 耶 和 华 对 他 和 他  

的 国 所 应 许 的 终 必 成 就 。

十 六 . 大 卫 的 勇 士  （撒 下 二 十 三 8 - 3 9 >  

这 一 段 包 括 了 大 卫 3 7 位 勇 士 的 名 字 ， 并

描 述 部 分 人 的 成 就 。

十 七 . 数 点 人 数 和 大 卫 的 惩 罚 （撒 下 二

十 四 ） 大 卫 决 定 数 点 他 战 士 的 数 目 ， 反 

映 了 他 对 军 亊 政 治 组 织 和 能 力 的 不 信 任 。 

耶 和 华 惩 罚 他 ， 藉 若 降 下 瘟 疫 ， 使地上 很  

多 人 死 去 。 大 卫 照 萏 耶 和 华 透 过 先 知 迦 得  

所 说 的 话 ， 在 亚 劳 贫 的 打 谷 场 上 筑 了 一 座  

坛 ， 这 处 后 来 成 为 圣 殿 所 在 的 位 S  (参代  

下 三 丨 ）。 耶 和 华 接 纳 了 大 卫 的 献 祭 ， 并 

垂 听 他 为 百 姓 所 作 的 祷 告 ， 瘟 疫 就 止 住  

了 。

J. R o b e r t  V a n n o y  

参 • 撤 母 耳 " 1 2 3 8 :  • 扫 罗 # 2 _

124 8 :  •以色列史" 2 0 7 7 : -大卫• 2 7 4。

参 考 书 目 ： W .G . B l a i k i e , T h e  F / r s f  

B o o k  of S a m u e l ; W . G . B l a i k i e , The 

S e c o n d  Book  of Samuel; H .W . H e r t z b e r g ,

I &  II S a m u e l : A  C o m m e n t a r y ; C . F . K e l l  

a n d  F . D e l i t z s c h ,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B o o k s  of S a m u e l ; R . W . K l e i n , / 

S a m u e l ; P . K . M c C a r t e r , J r ., / S a m u e l ; 

H . P . S m i t h , A  Critical a n d  Exe getica I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Books of Samuel.

撒 苺 拿

Zalmunna
sS mCl nd

参 - 西 巴 和 撒 幕 拿 ” 1 6 4 5。

撒 拿 音

Za-anannim
s S  y i n

标 志 右 拿 弗 他 利 东 面 边 界 的 一 个 城 ， 

列 於 希 利 弗 和 亚 大 米 尼 吉 之 间 （书 十 九

3 3 ) 。 撒 拿 音 取 近 甚 底 斯 ； 西 西 拉 曾 在 这  

里 到 访 基 尼 人 希 百 的 帐 嵇 ， 被 雅 亿 所 杀  

( 士 四 1 1 > 。 这 城 的 确 实 位 S 不 详 ， 大 槪  

是 在 胡 列 湖 以 西 的 地 区 ， 可 能 是 古 时 的 沼  

泽 区 （现 称 米 伦 ）。 由 於 这 地 区 布 满 栗 树 ， 

这 经 文 可 能 指 着 其 中 一 株 分 别 为 圣 的 栗  

树 。 有 学 者 建 议 这 地 该 读 作 比 沙 撒 隶 音 、 

这 样 ， 便 可 能 相 等 於 位 於 提 比 哩 亚 及 他 泊  

山 中 间 的 比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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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拿音的橡树
Oak of Za-anannim
s a  n d  y i n  d e  x i ^ n g  s h i l

拿 弗 他 利 边 境 的 一 个 分 界 处 （书 十 九  

3 3 ;  士 四  1 1 > 。

参 • 撒 拿 音 ” 1 2 4 5 。

撒南
Zaanan
s a n ^ n

先 知 弥 迦 为 耶 路 撒 冷 所 作 的 哀 歌 中 ， 

列 出 的 村 庄 ， 与 迦 特 、 伯 亚 弗 拉 、 沙 斐 、 

伯 以 薛 和 玛 律 地 同 列 （“撒 南 的 居 民 不 敢  

出 来 ”， 弥 一 丨 1 ) 。 撒 南 可 能 是 希 伯 来 文  

的 双 关 语 ， 解 作 “走 出 来 ”。 这 村 是 在 萨  

非 拉 （和 合 本 作 “髙 原 ” > ， 但 确 实 位 置  

不 详 。 也 可 能 跟 洗 楠 是 同 一 地 方 。

参 “洗 楠 ” 1 7 1 2 。

撒 挪 亚
Zanoah
s a n u 6

© 犹 大 支 派 迦 勒 的 子 孙 ， 父 亲 名 叫 耶  

古 铁 （代 上 四 1 8 ) 。 希 伯 来 文 原 文 不 容 易  

翻 译 ， 据 其 中 一 个 译 法 ， 撒 挪 亚 或 是 法 老  

女 儿 比 提 雅 （第 1 7 节 ） 的 亲 厲 。 有 人 认  

为 撒 挪 亚 是 个 城 市 ， 上 述 经 文 的 意 思 ， 是  

说 耶 古 铁 是 这 城 邑 的 创 建 人 ， 或 在 此 定 居  

的 领 袖 。 即 或 不 然 ， 撒 挪 亚 的 后 裔 和 撒 挪  

亚 城 ， 可 能 也 很 有 关 系 。

© 犹 大 支 派 在 “高 原 ” 上 的 城 邑 之 一  

( 书 十 五 3 4 ) 。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时 ， 撒 挪 亚  

的 居 民 和 哈 嫩 同 工 ， 负 责 修 造 谷 门 和 长 约  

1，5 0 0 呎 的 城 墙 （尼 三 1 3 , 十 一  3 0 ) 。 这  

城 可 能 就 是 今 日 耶 路 撒 冷 以 西 1 〇哩 左 右  

的 撒 努 亚 。

© 犹 大 山 地 希 伯 仑 以 南 的 一 座 城 邑 ， 

属 犹 大 支 派 （书 十 五 5 6 ) 。 这 城 很 可 能 和  

耶 古 铁 的 儿 子 撒 挪 亚 的 后 裔 有 关 。

撒萨
Zaza
s a

犹 大 支 派 耶 拉 蔑 家 族 ， 约 拿 单 的 儿 子  

(代 上 二 3 3 ) 。

撒西金
Sarsechim
s a xT j i n

一 位 官 员 的 个 人 名 称 或 衔 头  
尼 布 甲 尼 撒 和 迦 勒 底 军 队 攻 曾味柯 

有 些 人 质 疑 这 是 在 耶 利 米 书 略 撒 t  

中 对 於 现 今 巴 比 伦 人 名 字 的 九 章 4  

撒 西 金 拉 撒 力 与 耶 利 米 书 s 十 ；。戏许, 

中 的 尼 布 沙 斯 班 拉 撒 力 是 间 : 人 ^ 13货 

参 " 尼 布 沙 斯 班 ■ 1 1 0 5 。 °

t 益
Zair
s a yi

约 兰 在 此 突 破 以 东 人 的 围 攻 （王下八 

2 1 ) 。 在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一 章 9 节的平行段 

落 ， 军 长 取 代 了 “撒 益 ” 的 位 置 （两 

词 在 希 伯 来 文 十 分 相 近  > 。 很多学者於是  

推 论 ， 历 代 志 下 可 能 是 抄 录 者 以 撒 益 地 点  

不 明 ， 因 而 作 出 的 修 正 。 其他学者则认为  

撒 益 可 能 是 死 海 南 端 的 琐 珥 。 无论如何， 

这 个 地 方 必 定 在 约 但 河 东 ， 通往以东的主 

要 公 路 上 。

洒血
Sprinkling of Blood
s i  xi&

参 **祭 祀 " 6 8 0 。

萨拜
Zabbai

， 比 拜 之 子 ’ 亦 是 其 中 - 个 遵 ：  

拉 的 命 令 ， 把 外 邦 妻 子 休 弃 的 祭 司 ^

2 8 > 。 • d 许 曾

© 巴 录 之 父 。 巴 录 在 尼 希 f 2 0 )。’

修 聋 耶 路 撒 冷 的 部 分 城 墙 （尼一

萨改
Zaccai

g S i

被 據 后 ， 

个 家 族 之 先 祖

这 回 犹 大 的  

- 1 4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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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laph

s a l S〇犹 大 支 派 示 拉 的 儿 子 。 萨 拉 在 摩 押  

# 权，后 来 返 回 利 恒 。 利 恒 可 能 指 他 同 国  

的人，或 指 一 个 地 理 位 S 。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的解释并不淸楚  < 代 上 四 2 2 > 。

© 哈 嫩 的 父 亲 。 哈 嫩 在 尼 希 米 时 代 ， 

曾 经 修 造 耶 路 撒 冷 城 墒 的 — 部 分 （尼 三  

30“

萨玛
Salma
si m  a

迦 勒 家 族 户 琪 的 儿 子 ， 被 视 为 伯 利 恒  

之 祖 （代 上 二 、 5 4 ) 。

萨买
S h a lm a i ,  Shamlai
si m ^ i

以 色 列 人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后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迦 南 地 的 一 个 殿 役 家 族 之 父 （拉  

二4G ; 尼 七 4 8 > 。

萨土
Z attu

O 随 从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的 族 长 之 一 ， 和 

他同行的有9 4 5 人 （拉 二 8 ; 尼 七 1 3 作 8 4 5  

人）。 休 弃 外 邦 妻 子 的 祭 司 中 ， 有 6 人 为  

萨 土 的 “子 孙 ” （拉 十 2 7 > 。

© 在 尼 希 米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首 领 之 — 

<尼十 H >，和 本 条 目 # 丨 可 能 是 同 一 个 人 。

赛耳底
S y r i ts
slii 6 t d l

北 非 海 岸 的 两 片 水 域 ， 为 古 代 航 海 家  

俱 怕 前 往 的 地 方 。 较 大 的 水 域 称 为 “大 赛  

耳底”， 较 细 的 则 称 为 “小 赛 耳 底 ”。 前 

者 就 是 保 罗 和 他 同 船 的 人 遭 到 狂 风 大 浪 ， 

任 船 飘 流 的 水 域 。 当 时 保 罗 正 离 开 革 哩  

底，乘 船 前 往 罗 马 ， 但 途 中 遇 上 猛 烈 的 东  

北风， 迫 使 船 飘 向 西 南 方 ， 经 过 地 中 海 而  

至 大 赛 耳 底 （徒 二 十 七 〗 7 > 。

大 赛 耳 底 现 今 称 为 锡 特 拉 湾 ， 是 利 比

亚 海 岸 的 凹 入 处 ， 由 米 苏 拉 塔 镇 至 班 加 西  

市 ， 长 约 2 7 5 哩 。 小 赛 耳 底 今 称 为 加 贝 斯  

湾 ， 是 突 尼 斯 东 岸 海 湾 的 凹 入 处 。 这 些 水  

域 因 急 速 变 动 的 泥 层 ， 而 导 致 无 法 预 计 的  

浅 滩 ， 以 及 非 常 骇 人 的 巨 浪 和 水 流 。

塞特
Seth
s 幺i t 爸

亚 当 和 芨 娃 的 第 三 子 ， 代 替 遗 该 隐 杀  

害 的 亚 伯 （创 四 2 5 > 。 在 创 世 记 五 章 3至 8 

节 、 历 代 志 上 一 章 1节 和 路 加 福 音 三 章 38 

节 的 家 谱 中 ， 塞 特 都 是 以 亚 当 的 首 生 儿 子  

出 现 。 耶 稣 是 从 塞 特 的 家 系 而 生 ^ 塞 特 是  

以 挪 士 的 父 亲 ， 活 到 9 1 2 岁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镨 ” 1 9 6 6 。

三分论
Trichotomy
s a n  f e n  l d n

参 • 人 观 ” 1 1 9 9 。

三馆
Three Taverns
s a n  g u S n

保 罗 抵 达 罗 马 时 ， 那 里 的 弟 兄 出 来 迎  

接 保 罗 的 一 个 中 途 站  < 徒 二 十 八 丨 5 > 。 三 

馆 位 於 亚 比 乌 大 道 的 3 3 里 （3 0 % 哩 ） 处 。 

亚 比 乌 市 是 在 此 路 南 下 1 0 哩 的 地 方 。 三  

馆 在 现 今 的 奇 斯 泰 纳 附 近 ， 是 亚 比 乌 大 道  

与 一 条 从 安 丢 米 至 诺 巴 之 路 主 要 交 汇 点 ， 

因 此 是 一 般 旅 客 集 会 的 地 方 。

三甲尼波
Samgar-nebo
s S n  j i ^  n i  b o

巴 比 伦 王 子 ， 协 助 尼 布 甲 尼 撒 和 迦 勒  

底 军 队 ， 经 过 3 年 （主 前 5 8 8 - 5 8 6 ) 的围  

攻 后 ， 征 服 耶 路 撒 冷 （耶 三 十 九 3 > 。

三 角 竖 琴 / 七 弦 琴 / 琴
Trigon
s a n  j i 5 o  s h i i  q i n  /  q l  x i ^ n  q i n  /  q i n

一 种 三 角 形 的 竖 琴 ， 见 於 但 以 理 书 三  

章 5 、 7 、 1 0、 15 节 。

参 ••音 乐 和 乐 器 （沙 贝 卡 ）" 2 1 2 5 。



三微拿
Sansannah
s d n  s a  n 厶

犹 太 众 子 继 承 南 端 的 土 地 ， 2 9 座 城  

的 其 中 一 座 （书 十 五 3 丨 西 徊 在 犹 大 人  

地 业 所 分 得 的 土 地 之 中 ， 曾 有 一 座 名 叫  

“哈 萨 苏 撒 ” 的 城 邑 ； 三 撒 拿 与 哈 萨 苏 撒  

可 能 是 同 一 城 邑 （书 十 九 > 。

三位一体
Trinity
s a n  wfei  y l  tT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

故 沫 花 / 风仙花
Henna
s 5 n  m 6  h u 3  /  f ^ n g  x i a n  h u a

雅 耿 一 章 H 节 和 四 章 1 3 节 提 到 的 一  

种 潲 木 ， 其 花 朵 芳 香 ..

参 • 植 物 （散 沬 花 ）_ 2 2 9 2 。

敗送冥
Zamzummim
s ^ n  s 6 n g  m i n g

民 数 “众 多 、 身 体 高 大 ， 像 亚 衲 人 一  

样 ’’ 的 利 乏 音 人 （申 二 2 0 > , 亚 扪 人 称 之  

为 散 送 冥 。 何 利 人 的 地 被 以 东 人 所 得 ， 亚  

卫 人 的 地 被 迦 斐 托 人 所 得 < 1 2 、 2 3 节 >, 

同 样 ， 敗 送 冥 也 被 亚 扪 人 所 取 代 。 圣 经 将  

他 们 和 亚 衲 人 、 利 乏 音 人 、 以 米 人 等 费 齐  

观 ， 证 明 了 散 送 冥 是 ; ^ 在 约 但 河 东 的 一 族  

巨 人 。 他 们 来 自 何 方 已 不 可 考 ， 但 可 能 住  

在 亚 扪 的 拉 巴 一 带 。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5 、 6 

节 和 申 命 记 二 章 9 至 U 节 所 列 的 部 族 名 称  

十 分 相 似 （如 ： 以 米 、 利 乏 音 、 何 利 ）， 

表 示 散 送 冥 可 能 是 哈 麦 苏 西 人 ， 被 基 大 老  

玛 所 击 畋 （创 十 四 r)>»

参 • 伟 人 / 尼 斐 念 人 " 1 6 0 4 :

8 7 7  9

m i
Samlah
s a n g  l a

以 东 人 的 王 ， 来 0 玛 士 利 加 城 。 桑 拉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未 有 君 王 治 理 之 先 ， 在 以 东  

掌 权 作 王 的 （创 三 十 六 3 、 3 7 ; 代 上 —

1248 san s2 nd

桑树
Mulberry
s a n g  s h O

结 深 蓝 色 辨 果 的 树 ， 果 子 可 以 食 用 。 

参 • 植 物 （桑 树 ）” 2 2 9 2 。

扫罗
Saul, Shaul
s ^ o  l u 6

这 名 字 意 为 “求 问 ”， 有 “神的求问” 

的 含 义 。 此 名 字 的 用 法 远 溯 自 圣 经 之 前 的  

时 代 ， 叙 利 亚 （古 称 “艾 伯 拉 ”）的马迪 

克 废 丘 中 屈 主 前 三 千 年 代 的 文 献 可 引 以 为  

证 ， 并 且 看 来 早 於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在 叙 利 亚  

海 岸 的 乌 加 列 城 市 中 已 一 直 沿 用 。

这 个 名 字 在 旧 约 亦 相 当 通 用 。 以此为 

名 的 人 ， 除 了 众 所 周 知 的 扫 罗 王 外 ，旧约 

中 另 有 3 个 人 物 称 为 扫 罗 ， 不 过 ， 认识他 

们 的 人 并 不 多 。

〇 以 东 王 扫 罗 ， 在 以 色 列 之 前 的 时 期  

统 治 以 东 （外 约 但 ） 的 古 代 诸 王 中 ，曾提 

及 他 （创 三 十 六 3 7 、 3 8 ; 代 上 一  4 B 、49). 

有 人 把 他 形 容 为 来 自 “大 河 边 的 利 河  

伯 ” ； 虽 然 “大 河 ”通 常 是 指 幼 发 拉 底 河 ， 

然 而 在 这 段 经 文 却 可 能 是 指 以 东 近 处 的 -  

条 细 小 河 流 。

© 以 色 列 王 扫 罗 ， 是 旧 约 所 出 现 的 这  

个 名 字 之 中 ， 最 为 人 认 识 和 飛 多 经 文 提 及  

的 人 物 。 他 _ 便 雅 悯 支 派 ； 便雅悯支派是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中 M 小 的 一 个 ， 其地业位於  

耶 路 撒 冷 迦 南 城 的 正 北 而 。 他的父亲是亚  

别 的 儿 子 基 士 ， 然 而 有 关 基 士 的 审 所 知 不

4 7 、

利 乏 音



多。扫 罗 生 长 在 苺 比 亚 ，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正  

北 教 哩 的 山 城 中 一 个 小 镇 ， 扫 罗 除 了 远 行  

和 军 亊 出 征 外 ， 菡 比 亚 便 是 他 一 生 居 住 之  

地。 他 已 娇 ， 妻 子 名 叫 亚 希 暖 ， 育 有 3 子 

2女。他 飛 为 人 认 识 的 儿 子 约 拿 单 ， 后 来  

在 他 之 下 拒 当 军 中 的 高 位 ； 扫 罗 与 他 的 众  

子 全 郎 猙 舟 於 战 场 （撒 上 三 十 一 2 ) 。 他  

的 两 个 女 儿 之 中 ， M 有 名 的 是 幼 女 米 甲 ， 

她 嫁 给 大 卫 为 妻 。

战士

扫 罗 生 於 以 色 列 支 派 历 史 中 的 严 峻 时  

刻。虽 然 不 能 确 实 扫 罗 出 生 的 时 日 ， 但 估  

计 他 是 生 於 主 前 1 1 0 0 年 的 后 半 期 ， 约 在  

主前丨0 2 0 至 1 0 0 0 年 作 王 。 在 他 未 立 为 王  

之前，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正 处 於 军 事 崩 溃 的 边  

缘。非 利 士 人 是 一 个 强 而 有 力 的 作 战 民  

族，定 居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 他 们 在 沿 岸 建 立  

势力，并 计 划 向 东 伸 展 ， 以 图 取 得 整 个 非  

利 士 境 地 的 控 制 权 。 为 此 ， 他 们 首 先 要 除  

去 分 别 聚 居 在 约 但 河 以 西 的 山 城 及 在 约 但  

河 外 的 以 色 列 人 。 以 色 列 人 之 中 ， 缺 乏 任  

何 持 久 强 大 的 军 事 力 S ， 意 味 着 非 利 士 人  

对 以 色 列 人 定 届 该 地 构 成 严 m 的 军 事 威  

胁。

扫 罗 的 权 力 渐 增 ， 随 之 而 来 的 危 机 是  

以 色 列 军 队 在 亚 弗 邻 近 的 以 便 以 谢 遭 非 利  

士人击败。 这 次 的 胜 利 使 非 利 士 人 或 多 或  

少 完 全 控 制 约 但 河 西 的 以 色 列 领 土 ； 他 们  

企 图 在 所 占 据 的 全 个 地 域 设 立 驻 军 ， 好 保  

持 他 们 的 控 制 权 。 以 色 列 被 非 利 士 人 击  

畋，军 力 甚 弱 ， 以 致 敌 不 住 邻 近 民 族 的 攻  

击。位 於 外 约 但 以 色 列 国 土 以 东 的 亚 扪  

人，进 击 和 围 攻 基 列 雅 比 城 （撒 上 十 一 1 > 。 

扫 罗 召 粢 以 色 列 人 ， 解 救 了 基 列 雅 比 的 居  

民，并 击 畋 亚 扪 人 。 这 事 以 后 ， 扫 罗 被 立  

为王„ 在 此 之 前 ， 撒 母 耳 早 已 在 百 姓 中 间  

裔 立 他 为 君 主 或 领 袖 u 扫 罗 於 基 列 雅 比 战  

胜后，便 正 式 在 吉 甲 的 圣 所 登 位 （撒 上 十  

—15 ) „

以 色 列 人 击 收 亚 扪 人 ， 大 大 增 加 了 军  

中的 士气 ， m 并 没 有 为 非 利 士 人 构 成 的 军  

亊 危 机 和 威 胁 带 来 很 大 的 改 变 。 事 实 上 ， 

扫 罗 被 立 为 王 的 地 点 具 有 深 远 的 意 义 。 吉  

甲 位 在 约 但 河 谷 ， 邻 近 是 耶 利 哥 ， 选 择 这  

地 方 部 分 是 由 於 早 期 的 示 罗 圣 地 被 非 利 士

人 所 占 据 ， 只 有 少 数 地 区 仍 然 不 受 非 利 士  

的 控 制 ， 吉 甲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因 此 ， 倘若  

要 说 扫 罗 作 王 的 实 质 意 义 ， 就 必 须 立 即 提  

到 非 利 士 的 问 题 ； 否 则 ， 扫 罗 便 根 本 无 囯  

可 治 了 。

扫 罗 行 动 迅 速 。 虽 然 要 觅 整 细 致 准  

确 的 资 料 是 很 艰 难 的 ， 但 对 於 扫 罗 力 抗  

非 利 士 人 ， 圣 经 为 这 方 面 提 供 了 综 览 槪  

述 。 他 先 后 进 攻 在 基 比 亚 及 基 比 亚 东 北  

面 约 4 P里 外 密 抹 的 军 队 。 他 在 密 抹 取 得 重  

大 胜 利 ， 一 部 分 当 归 功 於 他 的 儿 子 约 貧  

单 所 给 予 的 军 亊 扱 助 。 非 利 士 人 被 彻 底  

击 溃 ， 於 是 从 山 城 撤 退 „ 扫 罗 在 他 的 家  

乡 埜 比 亚 设 立 他 的 军 亊 基 地 ， 并 在 那 I I  

建 立 了 一 座 城 堡 。

在 首 次 攻 击 非 利 士 人 以 后 的 数 年 间 ， 

扫 罗 不 断 从 事 其 他 军 事 活 动 。 他 仍 然 与 东  

邻 的 敌 人 战 争 ， 特 别 是 亚 扪 和 庳 押 ， 直至  

死 海 的 东 部 （撒 上 十 四 4 7 > 。 他 与 以 色 列  

南 邻 的 旧 敌 亚 玛 力 人 进 行 一 场 逭 大 的 战 争  

U 敗 上 十 五 > ; 这 次 他 同 样 战 胜 了 。 在这  

段 期 间 ， 他 都 一 直 监 察 西 邻 的 非 利 士 人 的  

一 举 一 动 。

扫 罗 作 为 军 亊 指 挥 官 ， 面 对 异 常 艰 难  

的 任 务 。 他 的 家 乡 因 为 多 商 山 峻 岭 ， 故易  

於 防 御 。 然 而 他 四 面 受 敌 ， 这 些 敌 人 均 觊  

觎 他 的 土 地 。 他 没 有 足 够 的 武 器 （因 为 非  

利 士 人 控 制 若 铁 的 供 应  > ， 他 没 有 庞 大 的  

常 备 军 ， 也 没 有 充 足 的 通 讯 系 统 ， 并 且 他  

得 不 到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的 全 心 支 持 。 尽 管 几  

年 间 ， 他 在 几 乎 不 可 能 成 功 的 形 势 下 ， 取 

得 多 次 胜 利 ， 但 最 终 都 失 畋 了 。

非 利 士 人 在 亚 弗 附 近 集 结 庞 大 的 军  

队 。 但 他 们 没 有 直 接 攻 击 扫 罗 在 山 区 的  

领 地 ， 改 而 向 北 移 动 ， 开 始 从 耶 斯 列 附  

近 这 个 军 力 薄 弱 的 地 方 入 侵 以 色 列 国 土 。 

扫 罗 企 图 召 集 足 够 的 军 亊 力 坊 ， 以 抵 御  

非 利 士 人 的 威 胁 ， 却 事 与 ® 违 。 他 在 准  

备 不 足 和 力 有 不 逮 的 情 况 下 ， 竞 在 基 利  

波 山 迎 战 ； 他 不 应 参 与 那 场 战 役 ， 因 为  

他 根 本 不 可 能 获 胜 。 他 的 儿 子 都 战 死 沙  

场 ， 扫 罗 宁 可 自 杀 ， 也 不 愿 落 在 非 利 士  

人 的 手 中 《»

从 军 事 方 面 来 看 ， 扫 罗 在 以 色 列 动 乱  

之 时 作 王 、 他 防 止 国 难 来 临 ， 使 国 家 得 到  

喘 息 的 机 会 。 但 是 ， 他 罹 难 的 战 役 ， 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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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的 灾 难 ， 他 离 世 后 ， 国 家 境 况 之 窘  

迫 ， 比 他 掌 权 时 还 要 恶 劣 。

君 王

假 若 扫 罗 作 为 以 色 列 的 军 亊 领 袖 是 项  

艰 辛 的 任 命 ， 那 么 ， 他 作 为 以 色 列 王 更 是  

加 倍 困 难 。 在 扫 罗 之 前 的 时 代 ， 以 色 列 并  

没 有 君 王 。 以 色 列 没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君 主 政  

体 ， 这 大 部 分 取 决 於 宗 教 的 因 岽 。 神 是 独  

— 真 实 的 以 色 列 王 ； 耶 和 华 是 王 （出 十 五  

1 8 > ， 也 是 国 家 的 元 首 。 虽 然 在 以 色 列 的  

早 期 历 史 中 ， 曾 出 现 多 个 无 比 权 威 的 统 治  

者 （摩 西 、 约 书 亚 及 某 些 士 师 ）， 却 没 有  

任 何 人 负 起 君 王 的 头 衔 和 职 权 ， 因 为 这 会  

在 某 程 度 上 ，破 坏 了 神 作 为 王 的 中 心 位 迓 。

在 以 色 列 建 立 君 主 政 体 是 需 要 的 „ 这  

并 非 因 为 在 扫 罗 那 一 方 面 有 什 么 计 谋 ， 也  

不 是 因 宗 教 思 想 上 有 任 何 极 大 的 改 变 ； 乃 

是 面 对 非 利 士 人 连 续 不 断 的 军 事 威 胁 所 引  

发 的 需 求 。 短 期 的 外 来 威 胁 可 以 暂 时 由 士  

师 这 些 领 袖 去 抵 御 ， 但 是 ， 对 於 以 色 列 的  

兴 亡 存 有 长 久 而 严 重 的 威 胁 ， 就 不 能 以 这  

样 短 暂 的 措 施 来 应 付 了 。 假 若 以 色 列 要 成  

为 一 个 国 家 （她 差 点 不 是  那 就 需 要 一  

个 中 央 军 事 政 府 ， 在 十 二 支 派 组 成 的 以 色  

列 国 之 上 ， 握 有 各 支 派 所 认 可 的 权 力 。

吉 甲 一 扫 罗 受 耷 立 为 王 之 地

以 色 列 国 就 此 建 立 起 来 ， 扫 罗 成 为 首  

位 君 王 ， 面 对 苕 种 种 难 以 置 信 的 困 难 。 因 

为 从 前 以 色 列 没 有 王 国 ， 故 此 没 有 先 例 可  

援 。 究 竟 他 有 什 么 职 责 呢 ？ 主 要 是 指 军 节  

而 言 ， 这 方 面 正 是 君 主 政 体 之 所 以 建 立 的  

理 由 ； 而 扫 罗 在 他 纟 充 治 的 初 期 亦 很 成 功 。 

除 了 军 事 任 务 外 ， 扫 罗 王 还 要 面 对 极 为 艰

响 ，

a  « 仰 丨 口 米 忡 学

以 色 列 人 不 免 从 煨 初 就 有 ^ 所 所 免  

思 想 。亊 实 上 ，撒 母 耳 起 初 协 对

替 其 r t k 令 丨 ‘  * 立 扫 多其 后 在 正 式 的 登 基 典 礼 中  〜 h 赛

扫 罗 的 态 度 ， 都 显 得 換 校 对 於 主 权 相

有 人 淸 晰 地 指 明 什 么 是 领 袖 可 以 技  

他 是 一 位 战 士 ， 这 会 较 潘 做 的他 是 一 位 战 士 ， 这 会 较 洧 楚 _ _ 卢  ..

否 也 有 宗 教 上 的 责 任 ？ 虽然历'史'对^他％ 

评 价 往 往 苛 刻 ， 然 而 也 当 体 谅 免  

任 务 是 何 等 艰 巨 。 单 单 是 扫 罗 所  

上 的 困 难 ， 已 远 非 大 多 数 伟 人 能 以 牲  

扫 罗 却 还 耍 适 应 君 王 这 新 角 色 。

事 实 上 ， 扫 罗 作 为 领 袖 的 表 现 是  

中 矩 、 值 得 赞 赏 的 。 他 并 不 追 求 很 多 东 Z  

君 王 那 般 浮 夸 豪 华 的 生 活 。 他拥有 _ 座 细  

小 的 宫 廷 ， 设 在 基 比 亚 的 军 亊 要 莖 ；沒有 

证 据 显 7K 这 小 宫 廷 是 粍 资 拒 大 的 基 於 实  

际 目 的 ， 他 并 没 有 设 S 常 备 军 ； 他身旁只 

有 几 个 人 跟 从 他 ， 尤 其 是 他 的 儿 子 约 來 节  

和 元 帅 押 尼 琪 。 他 也 挑 选 年 f f 有为的人， 

例 如 大 卫 。 扫 罗 的 宫 廷 与 后 来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的 宫 殿 相 比 ， 显 然 较 为 朴 实 和 封 建 。

然 而 ， 作 为 国 家 领 袖 ， 扫罗与撒母耳

并 不 融 洽 ； 撒 母 耳 曾 委 任 扫 罗 为 王 ，并在 

他 作 王 之 前 已 影 响 以 色 列 。 正当解决问题

的 责 任 主 要 由 扫 罗 承 担 时 ， 撒母耳自己却  

没 有 加 以 支 持 和 帮 助 。 有 — 次 ， 扫罗等不 

到 撒 母 耳 赶 来 ， 便 在 吉 甲 地 揸 自 担 当 祭 司  

的 角 色 ， 献 祭 给 神 ， 因 而 被 撒 母 耳 直 斥 其  

非 （撒 上 十 三 8 - 1 5 > 。 虽 然 扫 罗 当 时 确 是

i 退 两 难 ， 但 那 些 批 评 无 疑 是 罪 有 应 得  

丨。 君 王 是 否 也 担 当 祭 司 的 角 色 ？这丨'""̂  

丨 未 弄 清 ， 而 那 些 评 语 似 乎 假 定 了 王  

[ 当 祭 司 的 职 分 。 此 外 ， 扫 罗 疋 危 ^  

他 等 候 撒 母 耳 的 出 席 己 有 7 ^ # 因 

丨 曰 子 一 天 一 天 的 过 去 ， 他 的 = 工  

: 逃 兵 远 去 而 日 渐 削 减 ， 所 以 扫 他 所 行  

行 动 。 也 许 他 是 不 可 原 谅 的 ， 一 ^

却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这 件 事 每迆妈

为 国 家 首 位 君 王 的 难 处 。 梦，

人 争 战 后 ， 神 透 过 描 1母 耳 ^ 却不是麻丨条 

妇 明 黑 C l色 列 首 位 君 ^  S  (W批

二 於 扫 罗 领! 一 位 。 然 疝 ， 別 够 了  

不 应 该 过 於 苛 刻 ， 以 至

他

能 成 功 驾 御



{ 也 死 在 过 犯 、 失 败 中 ， 然 而 假  

. ^ 不 是 由 大 卫 ， 而 是 别 人 继 任 的

茗他的 3 成 就 可 能 会 较 受 推 崇 与 记 念 。 大  

话， 和 能 力 是 了 不 起 和 不 寻 常 的 ’ 以 

方的恩 5 抵 著 的 成 就 便 暗 淡 下 来 ， 人 们 只

工 的 失 蚊 。

为 人 约 的 作 者 以 美 妙 的 笔 触 描 述 了 扫 罗  

一 些 旧 约 人 物 的 形 象 依 然 模 糊 不

的 扫 罗 的 强 处 弱 点 却 -----尽 现 ， 这 使

4 充 满 人 性 的 形 象 非 常 突 出 ° 从 很 多 方 面  

他 是 一 个 伟 人 ， 但 他 的 性 格 包 含 了  

- 歧 瑕 庇 ， 且 在 以 后 几 年 间 日 渐 增 多 。

> 扫 罗 出 自 富 有 的 家 庭 ， 他 被 形 容 为 M  

壮 和 俊 美 （撒 上 九 1 、 2 > 。 他 是 — 个 勇 敢  

无比的人， 他 的 军 事 成 就 部 分 也 基 於 他 的  

无俱。在 他 作 王 的 早 年 ， 扫 罗 被 描 绘 为 一  

个 本 性 宽 厚 的 人 ； 他 仁 慈 和 忠 诚 地 对 待 朋  

友，对 於 那 些 敌 对 他 的 人 ， 他 并 不 怀 恨 於  

心 （撒 上 十 一 1 2 、 丨 3 >。 然 而 ， 扫 罗 在 他  

早 年 的 真 正 强 处 ， 在 於 他 与 神 的 关 系 。 扫 

罗 靠 着 他 的 天 賦 和 能 力 ， 又 因 耶 和 华 的 灵  

大 大 感 动 他 （撒 上 十 「) > ， 使 他 作 神 产 业  

的 君 （十 1 > 。

然 而 ， 在 他 的 后 半 生 ， 一 个 改 变 使 扫  

罗 成 为 悲 慘 和 可 怜 的 人 。 扫 罗 与 年 轻 时 的  

大 卫 之 间 发 生 了 很 多 事 ， 为 这 转 变 提 供 了  

端倪。 大 卫 是 扫 罗 昔 日 的 朋 友 ， 其 后 视 为  

敌人， 扫 罗 没 有 根 据 、 不 合 情 理 地 怀 疑 和  

嫉 妒 大 卫 。 扫 罗 神 志 淸 明 的 时 期 ， 却 渐 被  

沮 丧 和 狂 乱 所 侵 扰 。 神 志 错 乱 影 响 了 他 的  

理 性 思 想 ； 很 多 时 候 ， 扫 罗 当 务 之 急 是 应  

直 接 防 御 非 利 士 人 的 威 胁 ， 但 他 却 把 时 间  

花 在 追 捕 大 卫 上 。

圣 经 作 者 指 出 这 改 变 是 由 於 神 的 灵 离  

$  了 扫 罗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一 恶 魔 （撒 上 十  

^ 1 4 )。 很 多 现 代 作 者 解 释 这 是 精 神 病 开  

发 作 的 一 种 情 形 ； 可 能 是 躁 狂 抑 郁 症 ， 

= 强 烈 的 抑 郁 和 狂 想 ， 在 活 跃 期 和 神 志  

带 期 之 间 交 替 发 作 ； 扫 罗 的 病 情 ， 还 附  

心 埋 乘 人 的 倾 向 。 不 过 对 古 代 的 人 物 进 行  

献资 2 折 是 有 — 定 的 危 险 ， 主 要 是 因 为 文  

神举 2 不 足 。 圣 经 作 者 为 扫 罗 的 改 变 提 出  

性视 5 灿 ： 神 的 灵 离 开 了 他 。 从 简 单 的 人
〜 来 看 ， 人 并 不 能 应 付 在 他 面 前 的 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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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到 5 杂 的 事 情 所 克 制 ， 并
样 使 人 畏 惧 的 贵 任 放 在 他 身 上 的 那

= 去 了 心 ， 扫 罗 遂 在 悲 剧 中 结 束 了 他  
的 — 生 。

伯珊 .非利士人悬挂扫罗和他儿子尸首的

地 方 。

然 而 在 他 临 终 时 还 有 绚 烂 的 一 刻 。 战

胜 了 的 非 利 士 人 从 扫 罗 的 尸 体 割 下 他 的

头 ， 把 其 首 级 悬 挂 在 伯 珊 的 城 墙 上 作 为 轚

诫 （撒 上 三 H ■• — 9 、 1 0 > 。 多 年 前 得 蒙 扫

罗 的 拯 救 ， 脱 离 失 畋 和 死 亡 的 基 列 雅 比 人  

来 到 伯 珊 ， 冒 着 重 大 的 危 险 ， 将 扫 罗 和 他  

儿 子 的 尸 体 从 城 墙 上 移 去 ， 带 返 基 列 雅  

比 ， 用 火 焚 烧 ， 并 把 骨 灰 埋 葬 。 一 个 人 若  

有 朋 友 甘 愿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 妥 善 安 葬 他 的  

尸 首 ， 那 人 也 不 会 完 全 坏 透 了 。

参 • 大 卫 • 2 7 4: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新 约 所 提 及 的 扫 罗 ， 后 来 改 名 为 保  

罗 （徒 十 三 9 ) 。

P e t e r  C. C r a i g i e

参 “保 罗 ” 9 0 。

€>西 缅 与 迦 南 女 子 所 生 的 儿 子 （创四  

十 六 1 0 ; 出六丨5 ; 代 上 四 2 4 > , 也 是 扫 罗  

家 族 之 首 （民 二 十 六 1 3 > 。

亡 的 扫 * ” （赛 十 四 是 近 东  

5 比 喻 ， 表 示 彻 底 毀 灭 • 这 里 指 的  

& 対 巴 比 伦 的 毁 灭 和 扫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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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弗 尼
Syene

f d ni

埃 及 南 面 的 村 落 （现 今 的 阿 斯 旺 > ， 

在 埃 及 与 埃 塞 俄 比 亚 的 边 界 上 。 其 希 伯 来  

名 字 可 能 是 从 “市 集 ’’或 “贸 易 中 心 ” 一  

词 引 伸 而 来 ， 反 映 了 这 里 作 为 商 业 交 汇 之  

地 的 重 要 性 。 每 当 说 明 埃 及 边 地 时 ， 色 弗  

尼 偏 远 的 位 S 便 成 为 一 个 很 有 用 的 地 理 指  

标 。 “从 米 吉 多 到 色 弗 尼 ” （和 合 本 作  

“从 色 弗 尼 塔 直 到 古 实 境 界 ”， 结 二 十 九  

1 0 ， 三 十 6 > 是 形 容 全 埃 及 ， 从 北 部 的 三  

角 洲 起 ， 至 南 方 的 边 界 （参 形 容 以 色 列 全  

地 的 句 ’子 ： “从 但 到 别 是 巴 ”， 撒 上 三  

2 0 ; 王 上 四 2 5  > 。 色 弗 尼 位 於 尼 罗 河 的 东  

岸 ， 刚 在 第 一 个 大 瀑 布 的 北 面 。 色 弗 尼 是  

花 岗 岩 的 来 源 地 ， 故 埃 及 人 非 常 看 重 ， 色  

弗 尼 的 兴 衰 与 邻 近 的 伊 里 芬 丁 岛 息 息 相  

关 。 伊 里 芬 丁 是 南 埃 及 的 行 政 中 心 ， 并 且  

有 完 善 的 防 护 设 备 ， 以 对 抗 外 敌 入 侵 。 犹  

太 人 於 主 前 5 8 7 年 亡 国 后 ， 色 弗 尼 成 了 犹  

太 人 逃 难 之 地 ， 并 在 以 后 的 日 子 ， 成 了 犹  

太 人 的 聚 居 地 。

沙 巴 奥
Sabaoth
s h a  b a  谷〇

希 伯 来 文 ， 意 即 “军 队 ”， 例 如 可 见  

於 “万 军 之 神 ” 一 语 。

参 - 神 的 名 称 " 1 2 8 7 。

沙 本 人
ShaaJbonite
s h a  b d n  r 6 n

参 • 沙 宾 • 1 2 5 2 。

沙 比 太
Shabbethai
s h a  b l t ^ i

O 利 未 人 ， 曾 阻 挡 以 斯 拉 劝 告 被 掳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以 色 列 人 休 弃 他 们 所 娶 的 外  

邦 女 子 （拉 十 丨 5 ) 。 以 斯 拉 宣 读 律 法 书 时 ， 

沙 比 太 为 百 姓 讲 解 （尼 八 7 ) 。

© 利 未 人 的 族 长 之 一 ， 他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管 理 殿 外 的 亊 （尼 ----丨6  ) 。 他 可 能

与 上 述 # 丨 同 屈 一 人 。

沙宾
Shaalbim
s h a  b l n

1— 叉 派 所 得 为 业 的 亚 难 利 人

十 间 （书 十 t

於 伊 再 示 麦 和 亚 雅 仑 之  

和 合 本 作 “沙 拉 宾 ” >
… 然 而 ， 伯 t  ’ 

能 击 败 亚 摩 利 人 和 夺 取 该 械 、•严支旅不

渐 强 大 ， 以 法 莲 •

人 成 为 服 苦 的 人

同 玛 迦 斯 ' 伯 示 麦 和 以 伦 伯 哈 表 埃  

组 成 所 罗 门 的 第 二 个 行 政 区  

9 > 。 沙 本 人 以 利 雅 哈 巴 是 大 卫 三 十 上 四  

之 一 （撒 下 一 十 二 3 2 ; 代 上 十 _ _ 3 3 > =

本 与 沙 宾 可 能 是 同 一 个 城 。 现 今 的 西 比 =  

被 指 是 沙 宾 的 所 在 地 。 吨

沙代
Shaddai
s h a  d a i

神 的 希 伯 来 名 称 “伊 勒 沙 代 ” 的—部 

分 ， 意 为 “全 能 的 神 ” （诗 六 十 八 丨幻。

参 **神 的 名 称 ” 1 2 8 7 。

沙 得 拉 、 米 煞 和 亚 伯 尼 歌
Shadrach, M eshach, and Abednego
s h a  d 6  l a ,  m i  s h a  h e  y a  b o  n i  g e  m! sha

但 以 理 书 里 ， 3 个 犹 太 少 年 哈 拿 尼 雅 . 

米 沙 利 和 亚 撒 利 雅 的 巴 比 伦 名 称 。 他们在

主 前 6 0 5 年 ， 连 同 但 以 理 及 其 他 人 ，被尼 

布 甲 尼 撒 掳 到 巴 比 伦 （王 下 二 十 四 丨 ；但 

一 丨 - 4  > 。 他 们 可 能 是 贵 族 （王下二十

B ; 赛 三 十 九 7 ) ; 他 们 在 巴 比 伦 的存留p  

勺 要 确 保 犹 大 王 约 雅 敬 不 会 倾 礼 作 乱 。#  

I T甲 尼 撒 王 为 了 找 寻 智 恝 俊 美 俱 备  

t 宫 中 侍 立 ， 并 且 效 忠 巴 比 伦 国 、二二別 

t 大 被 掳 之 人 中 间 挑 选 合 适 的 人 f  = 在被 

丨丨|练。 但 以 理 及 “他 的 3 个 朋 = 的有尊宗 

£ 之 列 。 他 们 本 身 的 希 伯 来 名 字 二 伦 名 称  

_ 华 之 意 ， 然 而 ， 所 贵 改 的 神

5 意 义 却 不 详 ，= = = 是 仁 慈 乂  

3 崇 敬 。 故 此 ，哈 拿 尼 雅 （ Z 并梦 

t 名 为 沙 得 拉 （“亚 古 的 命 々 找 ” 改名 

、的 月 神  > ， 米 沙 利 （“与 神 及征擗利 

? 米 煞 （“与 亚 古 一 样 狀 广 形  

g (“主 已 帮 助 ”> 改 名 为 但 以  

f 的 仆 人 —— 巴 比 伦 的 智 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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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r 神 审 断 ” > 也 改 名 为 伯 提 沙 撒 （“彼 

勒保护” 一 - 巴 比 伦 要 的 神 衹 ）。 这 

些少 年 人 接 受 一 个 为 期 3 年 的 语 文 训 练 ， 

由 巴 比 伦 学 识 丰 富 的 迦 勒 底 人 教 导 。 所 学  

之 节 亦 包 括 了 亚 兰 文 、 亚 甲 文 、 苏 默 文 、 

怅形文字， 可 能 还 有 天 文 学 、 数 学 、 历 史  

和农业 n

尼 布 甲 尼 撒 为 这 些 学 习 的 人 提 供 膳  

食，. 由 於 王 的 膪 食 似 乎 曾 献 给 不 止 一 个 偶  

渖，这 1 位 犹 大 少 年 为 免 玷 污 自 己 而 拒 绝  

吃用 n 那 些 膳 食 并 不 洁 净 ， 因 此 不 适 合 犹  

太 人 食 用 （参 出 三 十 四 丨 5 ;  利 十 七 l o 

r n  。 由 於 太 监 长 恐 怕 王 畚 见 这 些 宵 年 学  

者 饥 瘦 而 不 悦 ， 就 向 但 以 理 表 达 他 的 忧  

虑.，但 以 理 就 提 出 以 素 菜 取 代 王 的 试  

试他们丨〇天。 期 限 到 时 ， 他 们 比 用 王 膳  

的 一 切 少 年 人 ， 更 加 健 康 俊 美 ， 因 而 可 继  

续 吃 素 菜 。 受 训 结 束 时 ， 4 人 在 各 样 文 字  

学 问 上 成 绩 显 赫 ， 表 现 卓 越 。 神 賜 给 他 们  

聪明智恝 ， 但 是 ， 他 们 对 神 坚 信 不 移 ， 使 

他 们 能 够 在 所 处 的 境 况 中 ， 看 透 异 教 文 化  

那 无 意 义 的 迷 信 行 为 。

显 然 这 4 个 靑 年 人 加 入 了 “巴 比 伦 的  

哲士” 的 行 列 （但 二 1 2 - 4 9 ) 。 当 巴 比 伦  

的 魔法 师 、 术 士 和 哲 士  无 法 为 尼 布 甲 尼  

撤 解梦 时 ，他 就 勃 然 大 怒 ，下 令 处 死 他 们 。 

但 以 理 在 异 象 中 得 知 王 的 梦 及 其 中 奥 秘 ， 

丨更去求见王， 向 他 讲 解 ， 使 他 们 的 性 命 得  

以保存。 后 来 ， 沙 得 拉 、 米 煞 和 亚 伯 尼 肷  

拒 绝 依 照 王 命 在 金 像 前 俯 伏 敬 拜 （但 三  

面 对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责 难 ， 恐 吓 要 用 可 怕 的  

刑 罚 来 对 付 他 们 ， 但 这 3 人 表 示 他 们 完 全  

信琺神 . .窑 的 烈 火 烧 得 比 平 常 更 旺 盛 ， 为 

要 立 即 处 死 这 3 个 忠 心 不 屈 的 犹 大 人 。 神 

与 池 那 信 心 坚 定 的 仆 人 同 在 ， 并 差 遣 使 者  

救 护 倚 靡 祂 的 仆 人 ， 保 守 他 们 的 性 命 。 最 

终， 尼 布 甲 尼 撒 承 认 他 的 国 度 与 能 力 ， 与 

以 色 列 真 神 的 大 能 无 法 比 拟

参 " 但 以 理 书 ” 2 8 4 。

沙法
S h a p h a t
s h a fa

〇 西 姻 支 派 何 利 的 儿 子 ； 摩 西 差 逍 往  

迦 南 窥 探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一 （民 十 三 5 > 。

© 先 知 以 利 沙 的 父 亲 ， 亚 伯 米 何 拉 人

( 王 上 十九丨 6 、 丨 9;王 下 三 丨丨， 六 3 1 )。

@ 示 玛 雅 的 G 子 中 最 年 幼 的 一 个 ， 籾 

犹 大 支 派 ， 是 大 卫 的 后 窃 （代 上 三 2 2 )*

© 在 约 徂 河 西 地 区 的 巴 珊 作 迦 得 人 的  

族 长 （代 上 五 1 2 )。

@ 亚 第 肖 的 儿 子 ， 大 卫 的 臣 仆 《 沙法  

为 大 卫 掌 管 山 谷 牧 养 的 牛 群 （代 上 二 十 七  

2 9 )  „

沙赉
Shapham, Shaphan
sha fan

® 迦 得 支 派 中 的 副 族 长 （代上五丨 2 ) ， 

相 信 是 居 住 在 巴 珊 ， 并 在 犹 大 王 约 坦 期 间  

担 当 此 职 （代 上 五 1 7 )。

© 亚 萨 利 的 儿 子 ， 亚 希 甘 、 以 利 亚 萨  

和 基 玛 利 雅 的 父 亲 。 他 和 他 的 一 家 赞 同 约  

西 亚 的 改 革 ， 支 持 先 知 耶 利 米 ， 并 服 从 巴  

比 伦 人 的 统 治 。

沙 番 是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主 前 W 0-60 9 )  

的 书 记 。 大 祭 司 希 勒 家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殿 里  

寻 得 律 法 书 后 ， 他 就 把 书 上 的 一 切 话 读 给  

王 昕 。 后 来 约 西 亚 派 他 和 众 人 前 往 听 取 女  

先 知 户 勒 大 的 说 话 （王 下 二 十 二 3 - 1 4 ;  

代 下 三 十 四 8 - 2 1 )。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及 巴 比 伦 使 犹 大 荒 凉 的  

日 子 中 （主 前 6 0 5 - 5 8 6 ) , 在 那 些 犹 大 政  

治 领 袖 之 中 ， 曾 提 到 沙 番 的 众 子 。 亚 希 甘  

协 助 重 修 圣 殿 ， 并 在 约 雅 敬 王 统 治 期 间  

( 主 前 6 0 9 - 5 9 8 ; 王 下 二 十 二 1 2 ; 耶 二 十  

六 保 护 耶 利 米 脱 离 寻 索 他 命 的 人 之  

手 。 以 利 亚 萨 把 犹 大 王 西 底 家 （主 前  

5 9 7 -5 8 6  > 的 话 告 诉 巴 比 伦 的 尼 布 甲 尼 撒  

( 耶 二 十 九 3 > 。 基 玛 利 雅 是 犹 大 的 首 领 ， 

巴 录 在 基 玛 利 雅 的 屋 内 念 书 上 耶 利 米 的 话  

给 百 姓 听 （耶三十六1〇-丨2 >。

沙 番 是 米 该 亚 （耶 三 十 六 1 1 - 1 3 ) 及 

基 大 利 的 祖 父 。 尼 布 甲 尼 撒 立 基 大 利 为 犹  

大 全 地 的 省 长 （王 下 二 十 五 ；2 2 ; 耶 四 十  

5-1 1 ) ，吩 咐 他 保 护 耶 利 米 （耶 三 十 九  

基 大 利 后 来 被 一 群 由 以 实 玛 利 领 导 的 绣 徒  

所 杀 （耶 四 十 一 2 > 。

© 稚 撒 尼 亚 的 父 亲 ， 在 以 西 结 的 异 象  

中 ， 他 是 一 个 在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的 领 袖 （结 

八 n )。



1254 sha f£i

沙斐
Shaphir
s h a  f^i

先 知 弥 迦 对 多 个 城 镇 说 铦 ， 沙 斐 是 其  

中 之 一  < 弥 一  1 U 。 她 的 确 实 位 S 尚 末 确  

定 ， 优 西 比 乌 （四 世 纪 的 教 会 历 史 学 家 ） 

认 为 她 是 位 处 依 流 泰 罗 坡 里 及 亚 实 基 伦 的  

一 条 村 庄 ， 沙 斐 就 在 非 利 士 人 之 地 。 假 若  

这 是 正 确 的 话 ， 则 亚 实 突 城 附 近 的 三 个 村  

庄 之 一 苏 威 弗 ， 便 可 能 是 沙 斐 。 另 一 个 可  

能 的 地 点 是 埃 科 废 墟 ， 位 於 犹 大 山 城 希 伯  

仑 以 西 。

沙斐 山
Shepher, Mount
s h a  f£i s h a n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暂 时 安 营 的  

地 方 。 沙 斐 山 位 於 基 希 拉 他 及 哈 拉 大 之 间  

( 民 三 十 三 2 3 、 2 4 > 。 其 位 S 不 详 。

#  •旷 野 斛 流 " 8 4 2 。

沙 哈 连
Shaharaim
s hS hd l i dn

居 住 在 摩 押 地 的 便 雅 悯 人 ， 是 9 个 儿  

子 的 父 亲 ； 在 他 3 个 妻 子 中 ， 他 打 发 了 两  

个 离 去  < 代 上 八 》>。

沙 哈 洗 玛
Shahazumah
s h a  ha xl m 3

位 於 他 泊 和 伯 示 麦 之 间 的 城 镇 ， 在 以  

萨 迦 支 派 得 为 业 之 地 的 边 界 （书 十 九 2 2 〉。 

其 位 S 不 详 。

沙 基
Shagee
s h d  j l

哈 拉 人 约 聿 单 的 父 亲 （代 上 十 一 3 4 ) 。 

约 妒 单 是 大 卫 的 其 中 一 个 勇 士 。

沙 1
Sachia
s h a  j i S

沙 哈 连 和 贺 得 的 儿 子 ， 屈 便 雅 悯 支 派  

( 代 上 八 1 ())。

沙甲
Sachar, Shaashgaz
s h S  ji &

O 哈 拉 人 ， 亚 希 暗 的 父 亲 。 沙甲是大 

卫 的 勇 士 之 一 （代 上 十 — 3 5 ) 。 在另一段 

类 似 的 记 载 ， 称 他 为 “哈 拉 人 沙 拉 ”（撤 

下 二 十 三 3 3 > 。

© 可 拉 人 ，俄 别 以 东 的 八 个 儿 子 之 - ， 

沙 甲 和 他 的 众 兄 弟 均 名 列 在 守 门 者 的 家 族  

中 （代 上 二 十 六 4 > 。

© 亚 哈 随 捋 王 的 太 监 ， 负责牮管妃嫔  

( 斯 二  1 ” 。

沙拉
Sharar, Shelah
s h S  13

O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二 十 三 章 3 3 节 中 ，亚 

希 暗 的 父 亲 沙 甲 的 别 名 。

参 " 沙 甲 #  1" 1 2 5 4 。

© 亚 法 撒 的 儿 子 ， 希 伯 的 父 亲 （创十 

2 4 ， 十 一  1 2 - 1 5 ; 代 上 一  1 8 > 。 沙拉名列 

在 路 加 福 音 中 基 督 的 家 请 里 ， 是该南的儿 

子 （路 三 3 5 ) ; 希 伯 来 经 文 中 却 刪 去 了  

i亥 南 的 名 字 。

参 " 耶 穌 基 毡 的 家 谓 ” 1 9 6 6。

沙 拉 宾
Shaalabbin 
s h a  l a  b l n

参 " 沙 宾 " 1 2 5 2 〇

沙 拉 咅
Shaaraim
s h 3  l a  y i n

〇 犹 大 支 派 所 得 为 业 之 地 ， 其中在低 

地 的 十 四 座 城 市 之 一 ， 列 於 亚 西 加 与 亚 底  

他 音 之 间 （书 十 五 3 6  > 。 大 卫 杀 死 耿 利 亚  

后 ， 非 利 士 人 为 躲 避 以 色 列 的 追 杀 ，企图 

逃 奔 沙 拉 音 （撒 上 十 七 5 2 > , 其 位 S 或许 

靠 近 亚 西 加 的 桑 特 河 。

© 西 缅 支 派 示 每 的 子 孙 所 居 住 的 十 四  

座 城 之 一 。 他 们 一 直 居 住 至 大 卫 作 王 时  

( 代 上 四 3 1 > 。 沙 拉 音 可 能 与 沙 锊 险 及 实  

忻 是 同 一 座 城 ， 一 节 平 行 经 文 曾 提 及 这 城  

( 书 十 九 6  > ; 实 忻 则 位 於 犹 大 南 部 ，邻

近 以 东 边 界 （书 十 五 3 2 ) 。



沙賴
Sharai 
s h a U i

巴 尼 的 子 孙 之 一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拉十4〇>。

沙勒枝
Shalman
shd l i  m d n

生 平 不 详 的 战 士 。 他 杓 拆 毁 伯 亚 比  

勒，何 西 阿 先 知 以 他 比 喻 以 色 列 快 将 受 到  

审 判 《何 十 14  > 。 有 关 沙 勒 幔 的 身 分 ， 出 

现 不 同 的 意 见 ； 有 认 为 沙 勒 幔 是 向 亚 述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朝 贡 的 摩 押 王 沙 勒 幔 ； 或 是 其  

中 一 个 亚 述 王 撒 缦 以 色 ； 或 伎 略 南 地 的 亚  

拉 伯 北 方 一 个 部 族 沙 勒 玛 。

沙利基门
Shallecheth, Gate of
sha 11 j l  m 6n

圣 殿 的 西 门 ， 由 书 聘 与 何 萨 狞 守 （代  

上二十六丨( 5 >。 有 些 人 推 测 这 门 已 遭 废 弃 ， 

然而， 这 与 汲 沦 谷 东 面 i S I 废 弃 的 门 不 一  

致。

参 " 会 幕 . 圣 殿 " 5 9 6 。

沙利色
S h a r e z e r  
sh a n

o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的 其 中 一 个 儿 子 。 

主前 6 »丨年， 西 拿 越 立 在 尼 斯 洛 庙 里 叩 拜  

时，沙 利 色 与 兄 弟 亚 得 米 勒 杀 了 他 （王 下  

十九 3 7 ; 赛 三 十 七 3 8 > 。

© 被 掳 后 ， 伯 特 利 人 打 发 沙 利 色 问 耶  

路 撒 冷 的 祭 司 和 先 知 ， 一 直 以 来 在 5 月 间  

为 纪 念 圣 殿 被 毁 而 哭 泣 斋 戒 ， 在 该 年 还 应  

否 照 样 进 行 。 圣 殿 将 要 蜇 建 ， 故 此 伯 特 利  

人 对 那 纪 念 仪 式 有 这 样 的 疑 问  < 亚 七 2 > 。

沙利沙
S h a l i s h a h
sha u  s h a

扫 罗 寻 找 他 父 亲 失 去 的 驴 时 曾 经 过 此  

地。 撒 母 耳 记 上 九 章 4 节 提 到 ， 她 在 以 法  

莲 山 城 及 沙 琳 地 之 间 。 虽 然 沙 利 沙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以 法 莲 地 ， 但 其 位 迓 尚 未 确 定 。

沙列
Sheleph
s h a  \ i6

约 坍 的 儿 子 ， 也 是 也 门 的 一 个 亚 拉 伯  

部 族 的 起 首 （创 十 2 G ; 代 上 一 2 0 ) 。

沙琳
Shaalim
shS lin

在 以 法 莲 地 或 便 雅 悯 境 内 的 区 域 ， 扫 

罗 曾 在 该 处 寻 找 他 父 亲 的 驴 （撒 上 九 4 > 。 

其 正 确 位 a 不 详 。

沙龙
Shallum
s h 2 16ng

〇 雅 比 的 儿 子 ， 以 色 列 第 十 六 任 君 王  

( 主 前 7 5 2 > 。 犹 大 王 亚 撒 利 雅 3 9 年 （主前  

7 9 2 - 7 4 0 ) ， 沙 龙 图 谋 篡 夺 以 色 列 王 撒 迦  

利 雅 的 王 位 ， 在 以 伯 莲 杀 了 他 ， 他 自 立 为  

以 色 列 王 。 可 是 ， 他 作 王 一 个 月 后 ， 就给  

迦 底 的 儿 子 米 拿 现 所 杀 ， 并 篡 了 他 的 位  

(王下十五丨〇-丨5>„

参 • 以 色 列 史 _ 2 0 7 7 :  •■旧约年代学"

789〇

© 待 瓦 的 儿 子 （代 下 三 十 四 2 2 > ， 是 

牮 管 礼 服 的 ， 也 是 女 先 知 户 勒 大 的 丈 夫 。 

在 约 西 亚 作 王 时 ， 居 於 耶 路 撒 冷 （主 前  

6 4 0 - 6 0 9 ; 王 下 二 十 二  1 4 > 。

@ 西 斯 买 的 儿 子 ， 耶 加 米 雅 的 父 亲 ， 

屈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二 4 0 、 4 丨>。

〇 在 历 代 志 上 三 章 1 5节 和 耶 利 米 书 二  

十 二 章 1 1 节 中 ， 约 哈 斯 的 别 名 ， 是 约 西  

亚 王 4 子 中 最 年 幼 的 一 位 ， 后 来 成 为 犹 大  

第 十 七 任 君 王 。

参 - 约 哈 斯 # 2 "  221 1。

@ 扫 罗 的 儿 子 ， 西 缅 的 孙 子 及 米 比 衫  

的 父 亲 （代 上 四 2 5 > 。

@ 在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1 2 、 1 3 节 和 以 斯  

拉 记 七 章 2 节 中 ， 米 书 兰 的 别 名 ， 是 撒 督  

的 儿 子 和 以 斯 拉 的 祖 先 。

参 • 米 书 兰 # 7 "  1 0 3 6。

© 在 历 代 志 上 七 商 1 3节 所 载 ， 拿 弗 他  

利 的 幼 子 示 冷 的 别 名 。

sha Ui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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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示 冷 • 1 4 5 1 。

© 可 利 的 儿 子 米 书 兰 的 另 一 个 名 字 。 

他 是 守 门 长 （代 上 九 1 7 、 1 9 、 3 1 ; 拉 二  

4 2 ; 尼 七 〇 。

参 - 米 书 兰 # 2 〇 -  1 0 3 6 。

© 以 法 莲 人 ， 是 耶 希 西 家 的 父 亲 （代  

下 二 十 八 丨 2 > 。

© 利 未 守 门 人 之 一 ，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因 ©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 拉 十 ‘2 4 > 。

® 巴 尼 的 子 孙 之 一 ， 因 着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荽 子 （拉 十 M > 。

© 哈 罗 黑 的 儿 子 ，管 理 耶 路 撒 冷 的 人 。 

沙 龙 与 他 的 女 儿 一 同 修 造 炉 楼 旁 的 那 一 段  

城 墙 （尼 三 1 2 > 。

© 哈 $ ：蔑 的 父 亲 ， 耶 利 米 的 叔 叔 。 在  

西 底 家 统 治 期 间 （主 前 5 9 7 - 5 » G ; 耶 三 十  

二 7 > ， 哈 拿 蔑 将 他 在 亚 拿 突 的 田 地 卖 给  

耶 利 米 。 在 此 ， 沙 龙 可 能 与 上 述 # 2 为 同  

一 人 。

© 玛 西 雅 的 父 亲 。 玛 西 雅 是 看 守 殿 门  

的 人 ， 於 约 雅 敬 统 治 期 间 ， 在 圣 殿 有 一 间  

屋 子 （主 前 6 0 9 - 5 9 8 ; 耶 三 十 五 4 ; 参 耶  

五 十 二 2 4  >。

沙 & 险
Sharuhen
s hS ID x i ^ n

约 书 亚 记 十 九 章 （;节 记 载 ， 在 西 缅 所  

得 之 地 中 ， 沙 拉 音 城 的 别 名 。

参 "沙 拉 音 # 2 "  1 2 5 4 。

沙仑
Shallum, Sharon
s h a  l u n

O 在 以 色 列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平 原 地 区 ， 

自 南 面 的 约 帕 延 伸 至 鳄 鱼 河 。 鳄 鱼 河 成 为  

北 面 的 边 界 ， 并 将 沙 仑 与 多 珥 平 原 分 隔  

开 来 。 沙 仑 是 北 方 锻 大 的 沿 海 平 原 ， 自 北  

往 南 延 展 ， 长 3 4 哩 ， 阔 1 0 哩 。 沙 仑 拥 有  

笔 直 的 海 岸 ， 包 括 了 海 滩 及 峭 壁 。 沿 着 海  

岸 并 没 有 天 然 的 海 港 ， 故 此 缺 乏 大 型 的 贸  

易 港 口 。 位 於 平 原 东 西 边 缘 的 马 里 斯 公  

路 ， 是 主 要 的 南 北 贸 易 通 路 。

流 经 沙 仑 平 原 的 溪 涧 或 河 道 共 有 5 

条 ： 坦 尼 姆 河 （鳄 色 河 ）、 哈 底 拉 河 、 亚

历 山 大 河 、 宝 历 河 、 雅 刚 河 。 这些溪流薄 

於 撒 玛 利 亚 群 山 ， 流 入 地 中 海 。 河溪造成 

广 泛 的 沼 泽 地 带 ， 滋 生 了 传 播 疟 疾 的 &  

虫 ，至 近 代 仍 然 为 患 • ，沙 仑 又 有 不 少 沙 £, 

在 平 原 中 部 的 沙 丘 海 拔 商 达 1 n o n 尺。在圣 

经 时 代 ， 沙 仑 地 势 较 高 的 地 方 满 布 橡 树 4 

沼 泽 、沙 丘 和 森 林 ，使 人 无 法 穿 越 这 地 区 ， 

约 书 亚 把 这 平 原 划 分 给 玛 傘 西 支 派 （书十 

七 > ; 但 以 色 列 人 直 到 大 卫 的 时 代 才 能 有  

效 地 管 治 这 一 带 （代 上 二 十 七 2 9 ) ，只作 

放 牧 之 用 „

在 以 赛 亚 书 中 ， 沙 仑 的 苘 庶 与 华 美 曾  

跟 迦 密 和 利 巴 嫩 等 地 区 相 提 并 论 （三十三 

9 ， 三 十 五 2 ) 。 不 过 ， 对 於 那 些 习 惯 了 中  

部 商 原 地 带 多 石 及 地 势 崎 岖 不 平 的 希 伯 来  

人 而 言 ， 沙 仑 地 区 总 予 人 异 样 的 感 觉 。当 

以 赛 亚 论 到 最 后 的 S ：兴 ， 曾称沙仑的草原  

为 羊 群 的 圈 （六 十 五 1 0 > 。

在 被 掳 期 间 ， 这 地 区 无 人 居 住 。但归 

回 的 民 中 有 超 过 7 0 0 名 的 罗 德 人 、哈第人 

和 阿 挪 人 ， 他 们 很 有 可 能 重 返 平 原 上 的 故  

城 定 居 （拉 二 3 3 ; 尼 七 3 7 > 。

“沙 仑 的 玫 瑰 ” （歌 二 1 ) 可能是指平  

原 几 种 开 红 色 花 朵 的 草 本 椬 物 之 一 。玫瑰 

的 美 丽 跟 平 原 上 常 见 稠 密 、 多刺的下层林  

丛 形 成 强 烈 的 对 比 。

在 新 约 时 代 ， 希 律 在 平 原 北 部 建 立 了  

— 座 奢 华 的 城 ， 取 名 该 撒 利 亚 ， 以纪念该 

撒 亚 古 士 督 。 他 在 城 的 南 部 和 北 部 修 建 防  

波 堤 ， 造 成 一 个 人 工 港 口 ， 使该撒利亚城  

成 为 当 时 主 要 的 航 运 贸 易 中 心 。 彼拉多的 

巡 抚 官 邸 就 是 设 在 该 撒 利 亚 ； 保罗便是由  

此 启 程 前 往 大 数 （徒 九 3 0 ) ; 百夫长哥 

尼 流 住 在 该 撒 利 亚 ； 保 罗 完 成 第 二 及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回 来 时 ， 都 是 在 这 里 登 岸 ；保 

罗 又 呰 在 此 被 囚 达 两 年 之 久 。 吕大是平原  

上 的 另 一 座 城 ， 彼 得 曾 探 访 城 中 的 基 饪 徒  

群 体 ， 当 彼 得 治 愈 以 尼 雅 后 ， 圣经记载凡  

住 在 吕 大 和 沙 仑 的 人 都 归 服 了 主 （徒九 

3 5 )  0

© 可 能 就 是 约 书 亚 记 十 二 章 18节提及 

的 拉 沙 仑 。

参 - 拉 沙 仑 " 8 5 7 。

€ > 约 但 河 东 岸 的 一 处 地 方 ， 历代志上  

五 章 1 6 节 称 为 “沙 仑 的 郊 野 ”。

〇 各 荷 西 的 儿 子 ， 管 理 米 斯 巴 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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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 俄 边 泉 门 和 靡 近 王 园 西 罗 亚 池 的  

丨_甩， 逬 到 那 从 大 卫 城 下 来 的 台 阶 ” < 尼

^  15 ) 〇

沙仑人
S h a r o n i te
shfi l u n r6 n

指 明 施 提 辫 身 分 的 称 谓 ， 他 是 为 大 卫  

掌 管 沙 仑 平 原 牧 放 牛 群 的 臣 仆 （代 上 二 十  

七W 〇

沙巧
Shama, Shammah, Shammoth
sha

〇 大 卫 军 队 之 中 一 个 勇 士 ， 是 亚 罗 珥  

人 何 坦 的 儿 子 ， 耶 利 的 兄 弟 （代 上 十 一

© 流 珥 的 四 子 之 一 ， 是 以 扫 的 孙 子 ， 

以 东 地 的 一 个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1 3 、 17; 

代上一 3 7 > 。

© 耶 西 H 个 儿 子 中 的 第 三 子 ， 是 大 卫  

的兄长， 也 是 约 隶 单 和 约 傘 达 的 父 亲 （撒  

上十六9 ， 十 七 1 3 > 。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竞 13 

节、撒 母 耳 记 下 十 三 章 3 节 及 二 十 一 章 21 

节中， 沙 玛 都 称 为 “示 米 亚 ”。

〇 哈 拉 人 亚 蓰 的 儿 子 ， 是 大 卫 手 下 三  

十 勇 士 之 一 。 他 在 利 希 奋 勇 击 杀 非 利 士  

人，因 而 名 声 大 哚 （撒 下 二 十 三 1 1 ) 。

© 哈 律 人 ， 是 大 卫 三 十 勇 士 之 一 。 他  

名 列 於 伊 勒 哈 难 和 以 利 加 之 间 （撒 下 二 十  

三2 5 )。 与 大 卫 军 兵 班 次 的 一 个 班 长 伊 斯  

拉 人 珊 合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 代 上 二 十 七 8 > 。

© 哈 拉 人 ， 是 大 卫 的 勇 士 之 一 ， 其 名  

排 列 於 约 拿 单 和 亚 希 暗 之 间 （撒 下 二 十 三  

33)„

沙买
S h a m m a i
s h a m d i

〇 阿 南 的 儿 子 ， 雅 大 的 兄 弟 ， 是 拿 答  

和 亚 比 述 的 父 亲 ， 屈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二

© 利 肯 的 儿 子 ， 玛 云 的 父 亲 ， 屈 迦 勒  

家系 < 代 上 二 4 4 、 〇 。

€)米 列 与 法 老 的 女 儿 比 提 雅 所 生 的 儿  

子， 是 迦 勒 的 后 裔 （代 上 四 丨 7 > 。

煞买
Shammai
sha mfii

著 名 的 拉 比 ， 生 於 主 前 「> 0年 至 主 后  

3 〇年。 他 的 名 字 往 往 与 他 同 时 代 的 希 列  

齐 名 ， 后 者 是 公 会 的 首 长 ； 煞 买 则 是 副 首  

长 。 煞 买 好 用 严 谦 的 方 式 诠 释 律 法 ， 并以  

严 格 追 求 逐 字 逐 句 来 释 经 而 闻 名 • ， 希列则  

以 自 由 和 宽 达 的 方 式 诠 释 律 法 ， 在 运 用 经  

文 时 加 诸 较 多 的 想 象 力 。 煞 买 又 以 憎 恶 罗  

马 统 治 而 著 称 ， 他 曾 尝 试 禁 止 犹 太 百 姓 向  

外 邦 人 昀 买 食 物 或 饮 品 。

这 两 位 学 者 引 发 起 两 个 释 经 学 派 的 出  

现 —— “煞 买 学 派 ” 和 “希 列 学 派 ”。 虽 

然 希 列 学 派 似 乎 逐 渐 有 凌 驾 煞 买 学 派 之  

势 ， 但 双 方 的 争 论 持 续 至 米 示 傘 编 第 成 书  

为 止 。 两 位 拉 比 或 两 派 之 间 的 辩 论 和 对  

话 ， 都 收 录 在 米 示 傘 和 他 勒 目 中 ， 内 容 包  

括 献 祭 、 祭 司 应 得 之 物 、 什 一 奉 献 、 利未  

人 的 洁 净 和 不 洁 净 ， 守 安 息 日 、 婚 姻 及 休  

妻 。

从 新 约 的 观 点 看 ， 沿 有 趣 的 大 概 是 在  

马 可 福 音 十 章 ‘2 节 （参 太 十 九 3 ) 中 说 到 ： 

“有 法 利 赛 人 来 问 他 （耶 稣 > 说 ： ‘人 休  

妻 可 以 不 可 以 ？ ’”， 他 们 是 要 看 看 ， 他 

究 竞 会 站 在 煞 买 学 派 一 边 ， 还 是 希 列 学 派  

一 边 。 煞 买 学 派 只 容 许 丈 夫 因 袠 子 犯 了 羞  

耻 的 亊 才 能 休 娈 ； 希 列 学 派 则 容 许 丈 夫 因  

种 种 不 大 重 要 的 理 由 而 休 娈 。

然 而 ， 并 非 所 有 煞 买 的 解 释 都 是 措 辞  

强 硬 的 ， 米 示 拿 就 曾 引 述 他 的 一 段 著 名 格  

言 ： “让 研 读 律 法 成 为 你 规 律 的 事 情 ； 少 

说 话 ， 多 做 事 ； 并 以 友 善 的 态 度 接 纳 所 有  

人 。”

参 " 希 列 • 1 6 8 2 :  •犹太教 _ 2 1 6 0 :

■•法利赛人• 378: •他勒目" 1 5 2 9。

沙麦
Shemed, Shemer
sha m^i

O 以 利 巴 力 的 儿 子 ， 便 雅 悯 的 后 裔 ， 

厲 沙 哈 连 的 家 系 。 沙 麦 在 被 掳 巴 比 伦 后 ， 

重 违 了 阿 挪 和 罗 德 二 城 （代上 八丨 2 > 。

©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 是 末 力 的  

儿 子 、 巴 尼 的 父 亲 ； 他 是 在 大 卫 作 王 时 负  

责 歌 唱 的 人 （代 上 六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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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密
Shamir
s h a  m l

o 利 未 支 派 米 迦 的 子 孙 （代 上 二 十 四

2 4 )  0

© 犹 大 所 得 之 地 ， 在 山 城 的 i ----座 城

之 一 。 经 文 所 记 载 的 1 1 座 城 ， 沙 密 排 列  

於 首 ， 跟 若 是 雅 提 耳 （书 十 五 >。 沙 密  

可 能 位 於 比 里 ， 约 在 希 伯 仑 西 南 偏 西 以 外  

1 2 哩 。

©  士 师 陀 拉 居 住 和 后 来 被 埋 葬 之 城 。 

沙 密 是 在 以 法 莲 境 内 （士 十 1 、 ‘2 > ， 其 位  

S 不 详 。

沙母亚
Shammua
s h S  m C i

O 流 便 人 ， 撒 刻 的 儿 子 ， 是 摩 西 差 派  

窥 探 迦 南 地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一 （尼 十 三  

4)〇

©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五 章 H 节 及 历 代 志 上  

十 四 章 4 节 中 ， 大 卫 的 儿 子 示 米 亚 的 别 名 。 

参 - 示 米 亚 # 2 -  1 4 5 7 。

€ > 尼 希 米 记 十 一 章 1 7 节 中 ， 加 拉 的 儿  

子 示 玛 雅 的 别 名 。

#  -示  5马雅 # 6 ” 1455〇 

O 在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后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个 族 长 ，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盖 印 （尼 十 二 1 » > 。

沙赛
Shashai
s h d  s ^ i

巴 尼 的 儿 子 。 被 掳 归 回 时 期 ，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4 ( ) > 。

沙 熬
Shashak
s h §  s h a

便 雅 悯 支 派 以 利 巴 力 的 儿 子 ； 他 有  

H 个 儿 子 （代 上 八 丨 2 5 ) 。

沙 威 沙
Shavsha
s h a  w e i  s h 5

历 代 志 上 十 八 窀 1 6 节 中 ， 大卫的书 

记 西 莱 雅 的 别 名 。

参 “西 莱 雅 # 1  ” 1 6 7 9 。

沙 微 谷
Shaveh,Valley of
s h a  w ^ i  giS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1 7 节 所 载 ， 邻近耶路  

撒 冷 之 王 谷 的 别 名 ， 又 称 “王 谷 ”。

参 “王 谷 _ 1 6 0 3 。

沙 微 基 列 亭
Shaveh-kiriathaim
s h a  w 6 i j l  l i d t i n g

死 海 东 面 的 平 原 ， 靠 近 基 列 亭 ；为以 

米 人 占 据 之 地 。 沙 微 基 列 亭 的 以 米 人 连 同  

若 千 部 落 和 民 族 ， 同 在 基 大 老 玛 王 与 他 的  

联 盟 所 杀 败 之 列 （创 十 四 ㈧ 。 这平原其  

后 由 流 便 的 子 孙 所 承 受 。

沙 亚 弗
Shaaph
s h 5 yk fu

O 雅 代 的 第 六 个 儿 子 ， 其名字包括在  

耶 拉 蔑 兄 弟 迦 勒 的 家 谱 中 （代 上 二 47 )。

© 耶 拉 蔑 兄 弟 ， 迦 勒 之 子 ， 由迦勒的 

妾 玛 迦 所 生 ， 是 麦 玛 拿 之 祖 （代 上 二 邨 ）。

山
Mount, Mountain
s h d n

从 平 地 隆 起 的 地 势 。 在 圣 经 时 代 ，人 

对 山 有 一 种 很 深 的 感 悄 。 山 与 “丰盛"  

( 申 三 十 三 1 5 ) 和 “避 难 ” 《士 六 2 ) 都有 

连 带 的 关 系 。 在 以 色 列 ， 正如 在其 邻 近 国  

家 一 样 ， 人 期 望 在 山 上 与 神 相 遇 。 以色列 

宗 教 历 史 中 ， 许 多 迸 要 事 件 都 是 在 西 乃 山  

或 何 烈 山 发 生 （参 出 三 1 ， 四丨 6 , 十九至  

二 十 三 ； 王 上 十 九 在 大 卫 作 王 时 ， 

锡 安 山 的 地 位 几 乎 与 西 乃 山 同 等 （诗五十 

2 ; 赛 二

希 伯 来 人 邻 近 的 各 族 有 时 会 以 为 山 是  

一 个 神 秘 的 地 方 ， 他 们 的 神 就 住 在 山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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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中 重 要 的 群 山
* 度 （海 拔 〉

名字 (英 尺 〉 ( 米 〉

並 拉 W
1 6 . 9 4 6 5 . 1 6 5

1 . 7 4 2 5 3 1

3 . 0 7 7 9 3 8

以 © 路  

赛 刺 心
2 . 8 9 0 8 8 1

* 利 波
1 , 6 9 6 5 1 7

9 . 2 3 2 2 . 8 1 4

^  (毗 斯 迦 )
2 . 6 4 3 8 0 6

2 . 6 8 4 8 1 8

r  西 乃 （何 烈 ）

1

7 . 4 9 6 2 , 2 8 5

1
他泊

1 . 8 4 3 5 6 2

山 上 发 生 的 ■ 要 事 件

挪 亚 的 方 舟 停 在 其 上 ，

以 利 亚 击 败 4  5  0 个 巴 力 先 知 •

以 色 列 人 在 其 上 亩 读 咒 诅 之 言 !

以 色 利 人 在 其 上 亩 读 祝 福 之 亩 ，

约 坻 曾 站 在 这 山 上 讲 说 一 个 比 响  

扫 罗 被 非 利 士 人 击 败 . 死 在 这 里 ， 

可 能 是 耶 穌 改 变 形 象 的 地 点 • 

巴 勒 欲 请 巴 兰 在 这 里 咒 诅 以 色 列 ，

W 西 在 此 眺 矽 迦 阑 . 并 死 在 这 里 • 

耶 穌 在 此 为 耶 路 撖 冷 哀 哭 。

耶 穌 在 其 上 教 训 人 ，

耶 穌 在 此 谇 吿 和 被 捕 ，

助 穌 在 这 里 升 天 ，

W 西 接 受 基 遭 的 地 方 ，

神 在 此 向 摩 西 和 以 色 列 人 颁 哚 禕 法 。 

在 这 里 » 西 击 打 磐 石 . 水 便 流 出 来 ， 

以 利 亚 为 逃 期 耶 洗 别 而 来 到 这 里 .  

巴 拉 在 此 召 集 军 队 攻 打 西 西 拉 ，

耶 穌 改 变 形 象 的 另 一 个 可 能 地

△亚拉腊山

地
中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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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以 色 列 人 知 道 他 们 的 神 住 在 天 上 ， 而 只  

有 一 些 蜇 要 时 刻 才 降 临 在 山 上 （出 十 九 ； 

参 王 上 八 ‘2 7 > 。

在 新 约 中 ， 耶 穌 的 活 动 有 许 多 都 在 山  

上 进 行 。 池 在 山 上 教 训 人 （太 五 1 > ; 她  

常 退 到 山 上 去 祷 告 （路 六 1 «2 > ; 祂 也 曾  

在 山 上 改 变 形 象 （路 九 ‘2 8 - 3 6  > 。

参 • 巴 勒 斯 坦 " 6 8 。

珊合
Shamhuth
s h a n  h 6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七 京 8 节 中 伊 斯 拉 人 沙  

玛 的 别 称 。

参■•沙 i马 # 5 "  1 2 5 7 。

珊 瑚 / 红宝石
Coral
s h a n  h u  / h 6 n g b d o  s h i

海 洋 珊 瑚 虫 的 石 灰 质 骨 骼 „ 地 中 海 的  

红 珊 瑚 色 泽 绝 丽 ， 可 用 作 珠 宝 。

参 • 动 物 （珊 瑚 K  3 2 9 :  •矿物、 金厲

和 宝 石 （珊 瑚 ）" 8 3 3 。

珊迦
Shamgar
s h S n  j i a

伯 亚 纳 地 亚 贫 的 儿 子 ， 在 旧 约 中 有 两  

段 简 短 的 经 文 提 到 他 （士 三 3 1 , 五 6  ) ， 

其 中 除 了 叙 述 有 关 他 的 一 件 英 勇 亊 迹 ： 用 

赶 牛 的 棍 子 打 死 （; 〇 〇 个 非 利 士 人 ， 就 没 有  

其 他 关 於 他 的 记 载 。 至 於 这 英 切 亊 迹 的 始

末 ， 圣 经 并 没 有 详 加 记 载 。 赶牛的棍子会  

有 — 根 锐 利 的 金 屈 尖 端 ， 可 用 作 矛 。这段 

经 文 所 指 的 时 间 ， 显 示 他 所 作 的 ，是发生 

在 非 利 士 人 定 居 迦 南 的 早 期 „ 士师记五章 

6 节 将 他 S 於 基 顺 战 争 之 前 （约主前  

11 2 5  > 。 假 若 那 6 0 0 个 非 利 士 人 之 死 是 因  

他 而 起 ， 那 么 他 的 英 勇 行 为 便 可 为 以 色 列  

人 带 来 一 个 苟 延 残 喘 的 机 会 。 至於他是以  

色 列 人 ， 还 是 迦 南 人 ， 尚 未 能 证 实 。

有 些 人 认 为 珊 迦 就 是 便 亚 拿 ，是从叙 

利 亚 来 的 船 长 ， 且 是 兰 塞 二 世 的 女 婿 ；又 

或 该 事 迹 所 提 到 的 赶 牛 棍 ， 是一艘船的名  

字 。 然 而 ， 这 两 个 理 论 似 乎 都 不 甚 可 能 ， 

参 ** 士 师 记 ” 1 4 6 0 。

珊玛
Shamma
s h a n  mi

亚 设 支 派 琐 法 的 儿 子 （代 上 七 3 7 )。

珊示莱
Shamsherai
s h a n  s h ) l ^ i

耶 罗 罕 的 儿 子 ， 是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一 个  

族 长  < 代 上 八 2 G ) 。

山羊
Goat
s h 5 n y ^ n g

参 * • 动 物 （山 羊 〉” 3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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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杨树

Aspen

shSn y^ng Shd
参 • 擯 物 （山 杨 树 ）• 3 2 9 。

Shem
s h i n

挪 亚 的 长 子 （创 五 3 2 , 六 1 0 ， 七 13, 

九 1 8、 2 3 、 2 6 、 2 7 ， 十 一  1 0 ; 代 上 一 4 、

丨7 - 2 7 ; 路 三 3( i > , 也 是 闪 族 人 的 先 祖  

(创十丨、 2 1 - 3 1 ) 。 闪 活 了  G 0 0 年 岁 （参 创  

十一 1 0 、 1 1 >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闪 意 为  

“名 字 ' 可 能 是 暗 示 挪 亚 期 望 这 个 儿 子  

的 名 字 会 发 扬 光 大 。

自 从 挪 亚 一 家 脱 离 洪 水 的 祸 患 ， 得 以  

存活，闪 和 雅 弗 均 敬 畏 他 们 的 父 亲 挪 亚 。 

挪亚 醉 酒 时 ， 他 们 的 兄 弟 含 看 见 ， 使 他 萦  

羞 （创 九 2 ( ) - 2 9 > 。 因 着 这 事 ， 挪 亚 后 来  

咒 诅 含 的 儿 子 迦 南 ， 并 祝 福 闪 和 雅 弗 ：

“耶和华 一 闪 的 神 —— 是 应 当 称 颂 的 ！

迦 南 作 闪 的 奴 仆 。 想 神 使 雅 弗 扩 张 ， 使  

他 住 在 闪 的 帐 棚 里 ” （2 6 、 2 7 节 > 。

在 创 世 记 十 一 草 1 0 至 2 7 节 中 ， 胜 过  

撤 但 、 萦 应 许 之 后 商 的 家 系 （创 三 丨 5 ,  

五丨-3‘2 > 是 由 闪 至 亚 伯 拉 罕 为 始 ， 最 终  

透 过 犹 大 和 大 卫 至 基 督 （参 路 三 3 6 > 。 挪  

亚 给 闪 的 祝 福 ， 因 此 可 作 为 一 个 预 示 ， 闪 

的 家 系 将 是 创 世 记 三 章 1 5 节 所 述 的 、 那  

将 要 来 的 后 商 。 这 是 圣 经 中 首 次 将 神 称 为  

某 人 或 某 群 体 的 神 。 迦 南 作 闪 的 奴 仆 之  

说，就 在 数 世 纪 后 ， 当 闪 的 后 裔 以 色 列 人  

进 入 迦 南 地 及 征 服 该 地 居 民 时 应 验 了 （参 

王上九2 0 、 2 1 > 。

挪 亚 也 说 雅 弗 会 扩 张 ， 并 要 住 在 闪 的  

帐 棚 电 （创 九 2 7 > ， 后 者 可 视 为 暗 示 支 持  

和保护 „ 在 雅 弗 人 数 大 大 培 加 后 ， 会 与 闪  

常 有 联 系 ， 及 会 得 享 闪 的 祝 福 和 应 许 。 很 

多 人 视 这 预 言 的 应 验 ， 在 新 约 教 会 建 立 的  

时代， 福 音 传 向 外 邦 人 为 始 。

在 创 世 记 十 章 有 关 各 族 各 国 的 记 述  

中， 提 到 闪 的 5 个 儿 子 （以 拦 、 亚 述 、 亚  

法撒、 路 德 和 亚 兰 ； 第 2 2 节  又 列 出 从  

他 们 衍 生 的 2 丨 个 后 裔 。 在 众 多 子 孙 中 ， 

特 别 强 调 亚 法 撒 所 生 的 希 伯 （2 1 、2 4 节 >, 

在 十 一 章 1 6 至 ‘2 7 节 所 载 ， 其 家 系 可 追 溯

至 亚 伯 拉 罕 。

参 *■亚 伯 拉 罕 - 1 8 3 2 :  • 挪 亚 • 1 1 4 2 :

• 邦 S "  8 8 :  • 耶 稣 S 替 的 家 i g _  1 9 6 6 。

善
Shen
s h ^ n

撒 母 耳 记 上 七 章 1 2 节 提 及 的 城 镇 ， 

筇 近 先 知 撒 母 耳 所 立 称 为 以 便 以 谢 的 石 。 

参 - 耶 沙 拿 胃 1 9 6 2。

善以别
Shemeber
s h ^ n  y l  b i 6

洗 扃 王 ， 与 其 他 四 王 联 盟 ， 合 谋 背 叛  

基 大 老 玛 及 其 同 盟 的 王 。 亚 伯 拉 罕 击 畋 了  

善 以 别 、 所 多 玛 王 和 蛾 摩 拉 王 后 ， 把 被 掳  

去 的 罗 得 救 回 来 （创 十 四 2 > 。

商人
Merchant
s h 3 n g  r 6 n

参 - 职 业 （商 人 ） ” 2 3 2 0 。

商业
Commerce
s h a n g

参 • 工 商 业 • 4 9 7 。

赏 1
Reward
s h S n g  c l

对 善 或 恶 的 回 报 ， 这 词 常 指 一 种 利 益  

或 有 利 的 赔 偿 。 善 行 和 恶 行 都 会 有 赏 賜 或  

惩 罚 ， 其 中 所 涉 及 的 是 人 在 道 德 上 的 责  

任 。 在 更 广 的 观 念 上 又 与 工 价 、 工 资 、 回 

报 和 报 酬 等 词 语 有 关 ， 在 这 完 全 的 意 义  

上 ， 赏 賜 的 施 行 包 括 人 与 人 相 交 的 后 采 ， 

以 至 神 对 顺 从 与 不 顺 从 的 报 偿 ， 也 包 括 现  

世 一 切 行 动 的 后 果 至 神 在 末 世 的 回 报 。

在 希 腊 人 和 希 伯 来 人 的 思 想 里 ， 赏 賜  

之 观 念 暗 示 一 种 行 动 之 完 全 ， 工 作 之 完 成  

的 理 想 。 正 如 有 人 为 你 完 成 一 件 工 作 ， 你 

便 霈 付 出 工 资 ， 所 以 任 何 一 个 行 动 都 自 然  

会 带 卷 某 些 后 采 ： 或 是 赏 跺 ， 或 是 惩 罚 。 

在 商 业 交 易 里 ， 报 酬 被 称 为 “工 价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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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也 有 同 一 意 味 。 因 此 ， 保 罗 说 ： “罪 

的 工 价 乃 是 死 。” （罗 六 2 3 > 这 观 念 包 括  

公 平 的 回 报 ， 与 所 作 的 行 动 相 称 。

圣 经 中 关 於 赏 赐 的 槪 念 ， 是 道 德 性 ， 

也 是 宗 教 性 的 。 神 与 以 色 列 所 立 的 约 是 神  

之 爱 顾 的 明 证 。 这 约 应 许 以 色 列 若 听 从 神  

的 命 令 ， 便 有 美 好 的 赏 賜 ； 不 顺 从 就 是 违  

反 这 约 ， 后 果 是 灾 难 与 死 亡 ■>申 命 记 二 十  

八 章 淸 楚 地 说 出 顺 从 所 带 来 的 祝 福 ， 同 时  

也 指 出 以 色 列 若 不 遵 行 神 眼 中 看 为 正 和 善  

的 事 ， 她 便 要 M 受 国 家 性 的 灾 难 （参 利 二  

十 六  > 。 在 旷 野 飘 流 期 间 ， 以 色 列 民 及 其  

领 袖 不 顺 从 神 ， 便 带 来 了 痛 苦 和 死 亡 。 士  

师 记 和 列 王 纪 中 的 历 史 ， 也 说 明 忠 心 的 人  

得 赏 賜 ， 犯 罪 和 拜 偶 像 则 遭 受 惩 罚 。 地 上  

的 胜 利 和 国 家 的 安 宁 乃 在 乎 昕 从 耶 和 华 ， 

并 对 池 忠 心 （书 一 7 - 9 ; 参 士 二 > 。

这 应 用 於 国 家 的 赏 賜 与 惩 罚 的 椅 式 ， 

也 适 用 於 个 人 的 生 活 。 在 顺 从 和 律 己 的 基  

础 下 便 可 确 保 美 善 的 生 活 。 在 以 色 列 的 观  

念 中 ， 美 善 的 生 活 就 等 於 神 的 祝 福 。 诗 篇  

第 一 篇 刻 画 了 敬 虔 之 智 恝 人 的 昌 盛 ， 对 照  

於 不 敬 虔 的 愚 昧 人 。 箴 言 清 楚 描 绘 一 个 人  

须 为 他 白 己 的 行 动 承 担 后 果 ， “挖 陷 坑 的 ， 

自 己 必 掉 在 其 中 ； 滚 石 头 的 ， 石 头 必 反 滚  

在 他 身 上 ” （箴 二 十 六 2 7 > 。 耶 利 米 指 出  

若 以 恶 报 善 ， 生 活 便 是 出 了 岔 子  <耶 十 八  

2 0 ) 0

那 些 受 害 的 人 一 般 会 负 责 叫 害 他 的 人  

接 受 审 判 ， 并 负 责 执 行 判 决 。 圣 经 在 十 诫  

后 立 即 列 出 一 些 关 乎 个 人 的 律 法 及 相 应 的  

刑 罚 （出 二 十 一 ， 二 十 二 ； 申 十 九 至 二 十  

四 ）。 对 於 不 能 为 自 己 复 仇 的 人 （如 已 被  

杀 ）， 律 法 也 为 他 们 有 所 预 备 ， 但 需 要 有  

另 一 个 人 为 他 “报 血 仇 ” （民 三 十 五 19 -  

2 7 ; 申 十 九 1 - 丨0 ; 书 二 十 5 - 9 ) 。 在 这 等  

悄 况 下 ， 那 被 杀 之 人 的 近 亲 需 寻 索 那 杀 人  

者 直 至 逃 城 ， 他 在 那 里 要 接 受 审 判 。 若 审  

判 的 结 果 是 杀 人 者 因 仇 恨 而 杀 人 ， 便 定 他  

为 有 罪 ； 逃 城 的 长 老 要 把 有 罪 者 交 给 那 亲  

屈 ， 让 他 把 杀 人 者 治 死 。 旧 约 的 律 法 是  

“以 命 偿 命 ， 以 眼 还 眼 ， 以 牙 还 牙 ， 以 手  

还 手 ， 以 脚 还 脚 ” （申 十 九 2 1 〉。

在 不 能 辩 护 的 悄 况 下 ， 受 害 人 会 更 指  

望 神 为 他 报 仇 。 这 样 ， 神 便 称 为 那 受 害 人  

的 救 赎 者 ， 而 池 的 救 赎 包 括 惩 罚 那 害 人

的 ， 同 时 拯 救 那 受 害 的 。

同 样 地 ， 在 国 家 的 层 面 上 ， 以色列人 

相 信 神 会 在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惩 罚 她 的 敌 人 ， 

这 一 天 是 以 色 列 国 萦 救 赎 的 日 子 ，到时神 

会 循 军 事 途 径 ， 在 那 些 迫 害 以 色 列 人 的 敌  

人 中 ， 为 以 色 列 人 伸 冤 。 先知阿摩司把这  

观 念 加 以 改 变 ， 让 以 色 列 看 见 自 己 将 被 沔  

灭 ， 因 为 神 耍 惩 罚 以 色 列 国 的 1  (埠五 

1 8 -2 0  ) 。 当 神 的 干 预 显 得 愈 来 愈 遥 远 ， 

众 先 知 便 宣 告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是 神 飛 后 的 审  

判 ， 那 时 行 善 者 要 得 赏 賜 ， 行恶的则遗惩  

罚 （珥 二 1 - 1 丨 ； 赉 一  2 至 二 丨 5 > 。

赏 賜 和 惩 罚 的 模 式 并 非 常 常 实 行 出  

来 。 犹 太 人 相 信 神 是 一 位 满 有 怜 悯 、肖饶 

恕 人 的 神 。 饶 恕 包 括 不 因 人 犯 罪 而 加 以 惩  

罚 ， “他 没 有 按 我 们 的 罪 过 待 我 们 ，也没 

有 照 我 们 的 罪 联 报 应 我 们 ” （诗一  0 三 

1〇> 〇

传 道 书 的 作 者 发 现 生 命 往 往 是 无 常  

的 ， 而 赏 善 罚 恶 的 规 律 也 不 是 常 常 出 现 在  

人 的 一 生 之 中 。 义 人 受 苦 、 恶人昌盛似乎  

是 一 件 讽 剌 的 事 。 约 伯 的 朋 友 认 为 他 的 痛  

苦 是 由 於 他 一 些 隐 藏 的 罪 。 约伯却坚持自  

己 是 完 全 正 直 的 ； 对 他 来 说 ， 他之所以受  

苦 的 答 案 是 在 赏 善 罚 恶 的 他 硬 模 式 以 外 ， 

最 后 ， 约 伯 确 实 因 他 的 善 行 而 得 着 赏 賜 。

在 耶 稣 的 日 子 ， 犹 太 教 已 有 m 大的改 

变 。 审 判 的 法 律 制 度 已 被 罗 马 法 律 所 取  

代 。 但 犹 太 教 仍 不 断 赞 赏 善 行 ， 并劝勉人 

行 善 积 德 ， 因 为 神 会 因 此 祝 福 他 们 （《多 

比 传  > 四 7 - 丨 〇 ; 《传 道 经 >  五 十 一  30; 

《马 加 比 二 书  > 五 丨 5 、 1 6 ) 。 法利赛人尤  

其 相 信 严 格 和 刻 意 地 遵 守 律 法 ， 会令神因 

他 们 的 行 为 而 加 以 赏 賜 。 一个人多行善是  

为 了 期 望 从 神 得 赏 賜 ， 但 每 一 次 过 犯 都 会  

带 来 相 应 的 恶 果 。 在 今 生 得 不 到 回 报 的 ， 

便 会 在 来 生 得 着 补 偿 。

赏 賜 是 耶 穌 教 训 中 一 个 逝 耍 的 部 分 * 

尤 其 是 在 登 山 宝 训 之 中 （ 太 五 至 七 ）• 

“八 福 ” 宣 告 神 的 祝 福 会 临 到 有 某 些 表 现  

的 人 ， 并 告 诉 我 们 具 备 这 些 表 现 会 有 什 么  

结 果 （太 五 1 - 1 2 ) 。 一 个 人 若 为 了 得 到 別  

人 的 赞 赏 而 行 善 ， 便 只 会 得 到 人 的 焚 赏 ； 

但 那 些 出 於 要 取 悦 神 而 行 善 的 ， 便要得轉 

神 的 赏 眯 （太 六 1 、 4 、 6 、 丨8 )。 然而， 

耶 穌 提 出 雇 工 的 比 喻 时 ， 却 抑 制 了 这 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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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丨-丨6 ) 。 在 这 比 喻 中 ， 无 论 各 人  

工 作 时 间 有 多 久 ， 所 得 的 工 资 都 焙 一 样 。 

耶 好 呼 吁 我 们 耍 为 动 机 过 於 为 赏 賜 而 工  

^ 在 谈 及 好 牧 人 的 言 论 中 ， 池 把 单 为 工  

# 而 工 作 的 雇 工 ， 跟 那 ® 意 为 羊 舍 命 的 牧  

人 作 强 烈 的 对 比 （约 十丨 1 - 丨 4 ) ; 只 顾 尽

本 分 的 仆 人 并 不 能 得 赏 賜 （路 十 七 9 、

10) 〇

自 保 罗 开 始 ， 圣 经 从 赦 然 不 同 的 角 度  

看赏賜， 尤 其 适 在 关 乎 救 恩 方 面 。 救 恩 不  

再 被 视 为 一 个 人 一 生 中 行 善 多 於 作 恶 的 结  

果。救 恩 是 神 施 恩 的 行 动 ， 没 有 人 可 以 嗛  

取 救 恩 （罗 四 4 ) 。 救 恩 不 是 赚 来 的 ， 而 

是 那 位 仁 慈 和 爱 人 的 神 所 賜 予 的 。 赏 賜 的  

观 念 并 没 有 消 失 。 赏 賜 是 获 得 救 恩 后 再 行  

善的结果。 哥 林 多 前 书 三 章 8 至 1 4 节 教 导  

说，一 个 人 工 作 的 品 质 会 被 试 验 和 得 到 回  

报，但 救 恩 不 会 视 一 个 人 的 好 行 为 而 定 。 

然而，人 所 行 的 在 永 恒 中 确 实 占 有 觅 要 的  

位S  ( 西 三 2 4 ; 启 十 四 。

国 家 负 起 了 执 行 法 律 的 职 责 之 后 ， 个 

人 便 再 没 有 权 为 自 己 报 仇 。 复 仇 成 为 了 神  

的 持 权 （罗 十 二 1 9 ; 来 十 3 0 ) 。 国 家 成 为  

了 神 的 代 理 入 ， 在 现 今 的 世 代 里 执 行 神 那  

惩 罚 恶 行 的 任 务 （罗 十 三 1 - 7  > 。 但 神 的  

惩 罚 并 不 受 国 家 民 亊 部 门 的 行 动 所 限  

制。 池 也 会 因 人 的 罪 而 使 人 昏 昧 （罗 一  

1 8 - 3 2 ; 彼 后 二 1 3 - 1 5 ) 。 圣 经 淸 楚 说 明 ， 

那 些 作 恶 的 将 会 因 他 们 的 恶 行 而 收 取 永 恒

的 恶 采 （加 六 7 、 a  ; 启 i ------ 丨8 ，

• 2 ) .
D a v i d  W

参 • 审 判 •  1 3 1 9 : “ 冠 冕 _ 5 1 6 。

上告

Appeal
t h i n g  g ^〇

法 律 术 语 ， 即 耍 求 上 一 级 法 院 重 审 下  

一 级 法 院 所 作 出 的 钱 决 。 旧 约 的 律 法 中 ， 

并没有•‘上 告 ” 一 条 。 在 新 约 里 ， 使 徒 保  

罗 曾 上 告 於 该 撒 ， 要 求 重 审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遭 速 捕 一 案 （徒 二 十 五 〗 1 > 。 保 罗 是 罗 马  

公民， 他 有 权 要 求 把 他 的 案 子 从 犹 太 法 院  

移 交 出 来 ， 因 他 怕 犹 太 人 对 他 的 判 决 不  

公。

参 -民 法 和 公 正 • 1 0 4 4 。

上门
Upper Gate
s h^ng m6n

登 上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山 的 其 中 一 道 门 ； 

由 约 坦 建 成 （王 下 十 五 3 5 ; 代 下 二 十 七  

3 > ， 作 为 宫 殿 与 圣 殿 庭 院 的 主 要 通 路  

( 代 下 二 十 三 2 0 ; 结 九 2 > 。 这 门 可 能 就 是  

便 雅 悯 高 门 ， 在 那 里 ， 耶 利 米 因 宜 告 了 对  

耶 路 撒 冷 不 利 的 预 言 ， 而 i f f受 鞭 打 及 被 挂  

上 枷 （耶 二 十 2 ) 。

参 - 耶 路 撒 冷 • 1 9 4 5 。

上 行 之 诗 / 登阶之诗
Song of Ascents, Song of Degrees
s h^ng xing zh； shl / dcng j iS zhl s h!

诗 篇 一 二 〇 篇 至 一 三 四 篇 各 笟 的 标  

题 。 可 能 这 是 朝 圣 者 上 耶 路 撒 冷 庆 祝 茧 大  

节 期 时 所 唱 的 诗 歌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舒 尔 哈 玛 乐 和 舒 尔 拉 玛  

乐 ）" 2 1 2 5 :  • 诗 篇 ” 1 3 9 3 。

烧着的荆棘
Burning Bush
sh<&o zh^o de j l ng j !

神 在 何 烈 山 上 向 摩 西 所 显 的 异 象 ， 又 

将 领 以 色 列 百 姓 出 埃 及 的 重 任 委 於 摩 西  

( 出 三 丨 - 1 5 ; 可 十 二 《2 6 ; 路 二 十 3 7 ; 徒七  

3 0 - 3 4  )。 神 藉 荆 棘 烧 而 不 毀 的 奇 迹 向 摩  

西 显 现 其 立 约 圣 名 ： “我 是 自 有 永 有 的 ”， 

这 燃 烧 的 荆 棘 是 神 的 自 显 ， 使 人 看 见 神 的  

荣 糚 .， 圣 经 常 以 光 、烟 、 云 、 火 来 象 征 神  

的 显 现 （出 十 三 2 1 ， 十 九 1 8 ; 王 上 八 1 0 、 

1 1 ; 王 下 一  1 2， 二 1 1 ; 赛六丨 - 6 ; 帖 后 一  

7 ; 启 一  1 4 , 十九  1 2 > 。

燃 烧 的 荆 棘 也 象 征 神 的 圣 诘 。 神 命 摩  

西 不 得 走 近 ， 且 要 摩 西 把 鞋 脱 掉 ， 因 为 他  

所 立 之 处 是 “圣 地 ” （出 三 5 > 。 埃 及 众 异  

神 向 来 被 形 容 为 住 在 幽 冥 之 中 ； 而 以 色 列  

的 真 神 却 “住 在 人 不 能 筇 近 的 光 里 ” （提 

前六丨 6 ) 。 此 外 ， 这 烧 而 不 毀 的 荆 棘 也 将  

神 的 心 意 显 明 ： 他 绝 无 烧 尽 或 摧 毁 以 色 列  

民 之 心 ， 而 是 立 意 作 他 们 的 救 主 ， 救 他 们  

脱 离 埃 及 的 奴 役 ， 将 他 们 引 到 应 许 地 去 。

参 - 出 埃 及 记 - 2 3 0 :  西 " 1 0 6 6 :

• 神 的 显 现 _ 1 2 9 8 :  ••神 的 名 称 • 1 2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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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
Sentry
s h ^ o  b i n g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  

2 320〇

职 业 （士 兵 ）

灵 浇 潲 凡 有 血 气 的 ’ 得 符 应 妒  

述 了 约 珥 书 的 预 言 （珥 二 2 b  ^ 坡 神 ^ 丨

这 取 件 边 同 应许 “ = * 运
这 一 点 。 因 此 _ 

的 意 义 ， 显 示  

参 “五 旬 节

*末 日  

1 6 4〇 e

少罗
Shaul
s h ^ o  l u 6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族 乌 西 雅 的 儿 子 （代 上  

六 2 4 > 。

蛇 / 毒 蛇 / 大 蛇 / 虺 蛇
Serpent, Snake
s h 6  /  d u  s h 6  /  s h 6  /  h u i  s h 6  

参 " 动 物 （蛇 ）" 3 2 9 。

舌头如火焰
Tongues of Fire
s h 6  t 6 u r u  h u d  y ^ n

只 见 於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3 节 的 一 个 用  

语 ， 用 以 形 容 五 旬 节 那 天 一 些 超 自 然 的 情  

贵 ^ 舌 头 如 火 焰 形 容 了 圣 灵 用 可 见 的 形 式  

彰 显 出 来 。 这 情 景 似 乎 应 验 了 施 洗 约 翰 的  

宣 告 ， 说 ： “那 在 我 以 后 来 的 …… 要 用 圣  

灵 与 火 给 你 们 施 洗 。” （太 三 1 1 ; 路 三 1 6 >  

在 旧 约 中 ， 火 常 与 神 的 显 现 有 关 ， 如 神 曾  

在 烧 着 的 荆 棘 中 显 现 （出 二  > 。 已 经 高 升  

的 耶 稣 把 灵 倾 倒 在 门 徒 和 其 他 信 徒 身 上 ， 

在 这 历 史 性 的 时 刻 中 ， 火 焰 与 可 听 见 的 、 

像 一 阵 大 风 的 响 声 结 合 ， 彰 显 了 圣 灵 大 能  

的 同 在 。 圣 经 形 容 门 徒 被 圣 灵 充 满 —— 应  

验 了 施 洗 约 翰 和 耶 穌 反 洱 提 及 有 关 圣 灵 之  

洗 的 应 许 。

使 徒 行 传 第 二 章 描 述 圣 灵 临 在 的 结  

果 ， 包 括 门 徒 以 许 多 不 同 的 方 言 说 话 。 第  

9 至 1 1 节 列 出 了  1 6 个 民 族 派 到 耶 路 撒 冷 的  

代 表 ， 都 听 见 门 徒 用 他 们 家 乡 的 言 语 说  

话 。 圣 灵 让 门 徒 能 说 这 些 乡 谈 ， 以 象 征 巴  

别 塔 事 件 （创 十 一 ） 的 逆 转 ， 显 示 人 类 之  

间 的 沟 通 已 经 恢 复 ， 取 代 了 先 前 混 乱 的 状  

况 。 圣 灵 大 槪 意 图 借 舂 聚 集 在 耶 路 撒 冷 各  

族 的 代 表 ， 把 神 救 恩 的 大 好 信 息 传 给 本 国  

的 人 。

这 次 圣 灵 的 彰 M 及 门 徙 能 神 奇 地 以 别  

国 的 方 言 说 话 ， 使 神 的 应 许 -----要 将 神 的

舍伯那
Shebna, Shebnah
s h d  b 6

舍伯那 

与

主 前 八 世 纪 犹 太 王 国 的 官 员  

是 亚 兰 文 ， 解 作 “请 回 来 （啊  

意 为 “年 少 的 ’’ 闪 语 字 根 有 关 。

因 着 舍 伯 那 的 亚 兰 名 字 ， ^ 人  

是 在 外 邦 出 生 。 然 而 ， 在 多 个 当 代 的  

撒 冷 铭 文 上 发 现 这 名 字 （例 如 在拉士  ̂  

可 见 这 看 法 并 不 合 理 。 R  ’

圣 经 有 两 段 经 文 提 到 舍 伯 那 的 名 字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二 竞 丨 5 至 ‘2 5 节 及 列 王纪下  

十 八 章 1 7 至 十 九 章 7 节 。 两 个 似 乎 不 同 的  

人 却 有 相 问 的 名 字 ， 并 於 同 一 时 间 内 在 犹  

大 政 府 担 任 高 位 ， 因 而 使 大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以 赛 亚 书 和 列 王 纪 下 的 两 段 经 文 均 是 指 同  

— 人 。 对 此 要 注 意 的 是 ， 这 个 名 字 本 身 是  

相 当 普 通 的 ， 且 在 每 一 段 经 文 中 提 到 舍 伯

那 的 职 位 均 是 不 同 的 。

相 对 於 舍 伯 那 的 身 分 ， 意义更重大  

的 ， 是 在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二 章 的 圣 言 ，尚未 

能 确 实 其 日 期 。 原 文 第 丨 5 节 ， 舍伯那附  

有 官 职 ， 这 个 希 伯 来 字 不 容 易 翻  

译 ， 却 可 能 反 映 了 它 是 亚 述 政 治 架 构 中 ―  

个 人 所 共 知 的 官 阶 。 在 亚 述 国 ， 其职责是 

掌 管 财 政 ， 然 而 舍 伯 那 也 称 为 “（王的j  

家 宰 ，， （第 1 5 节  > 。 这 第 二 个 职 衔 拥 有 更  

大 的 权 力 ， 也 可 能 意 味 若 舍 伯 那 的 权 位 仅

【於 君 王 。

由 於 他 的 妄 自 尊 大 ， 在 高 处 知以 

I 坟 墓 ， 加 上 他 自 恃 甚 宽 ， 故 受 ^ 輔 言 舍  

开 指 摘 。 耗 上 ，

^ 那 将 会 被 掳 ， 并 死 在 异 邦 一 只 提  

8 > 。 然 而 ， 紧 随 着 这 预 言 的 接 其  

J 舍 伯 那 遭 降 职 ， 并 由 以 利 f  a 反的斜 

【。 对 於 以 赛 亚 书 中 两 个 显 i 相

并 没 有 提 供 什 么 简 单 的 * ^ 丨 。7爷实十

相 反 ， 在 列 王 纪 下 十 十 七 的 乎 行  

( 参 赛 二 T

载 ）

章 7 节 记 述 的 亊 件  < 参 赞 二 ^ 年 和 ?s J 

「清 楚 显 示 是 主 前 7 0 1 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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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立 的 入 伎 之 时 。 假 若 在 这 段 记 载 提 到 的  

舍伯邡， 就 是 上 述 经 文 中 以 赛 亚 公 开 指 摘  

的那一位， 则 似 乎 先 知 贵 备 他 之 时 ， 很 可  

能较主前7 0 1 年 为 早 。

主 前 7 0 1 年 ，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实 际 上  

己 夺 取 了 犹 大 的 所 有 城 市 ， 且 显 然 决 心 要  

夺 取 耶 路 撒 冷 。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差 派 了  3 个  

臣仆••约亚， 以 利 亚 敬 和 舍 伯 那 ， 与 入 侵  

的 亚 述 人 谈 判 。 此 时 ， 以 利 亚 敬 被 称 为  

，王的 > 家 宰 ” （王 下 十 八 1 « > ， 舍 伯 那  

則 担 任 书 记 的 要 职 ， 却 没 有 “（王 的 ） 家 

宰”那 般 位 商 权 重 。

如 此 ， 假 若 在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二 章 中 的  

舍伯那， 与 列 王 纪 下 十 八 和 十 九 車 所 说 的  

是同一人， 那 么 先 知 预 言 中 有 关 降 职 的 话  

应在主前7 0 1 年 之 前 发 生 。 至 於 舍 伯 那 的  

死，圣 经 并 没 有 记 载 。

正 如 舍 伯 那 及 其 他 臣 仆 所 想 的 ， 以 赛  

亚 对 於 主 前 7 0 1 年 发 生 的 那 种 威 胁 ， 是 以  

他 特 有 的 方 式 作 为 回 应 （参 赛 三 十 七 3 3 -  

35)。究 竞 先 知 有 没 有 特 别 提 到 舍 伯 那 的  

名字，就 不 得 而 知 。 但 先 知 除 了 在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二 章 刻 画 舍 伯 那 的 骄 傲 自 大 外 ， 加 

上 他 积 极 投 身 於 这 个 亲 埃 及 之 国 的 事 务 ， 

以 致 很 容 易 对 信 仰 的 冲 突 S 之 不 理 ， 难 怪  

他 遭 以 赛 亚 批 评 。

舍建拿
Shekinah
s h i j i d n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的 译 音 ， 意 思 是 “住 在  

中 间 的 一 位 ” 或 “居 住 里 面 的 '  他 尔 根  

和 拉 比 文 献 中 使 用 这 字 ， 且 纳 入 基 督 教 的  

神学中， 描 述 超 验 的 神 灵 存 在 於 宇 宙 万 物  

之间。 虽 然 这 个 字 本 身 在 新 旧 约 中 并 没 有  

真 正 出 现 过 ， 但 明 显 是 根 据 旧 约 经 文 ， 说  

神 是 在 百 姓 之 中 ， 或 是 某 一 特 定 的 地 方  

(热九2 7 ; 出 二 十 五 8 , 二 十 九 4 5 、 4 6 ;  

民五3 ; 王 上 六 1 3 ; 诗 六 十 八 1 6 、 1 8 , 七  

十四2 ; 赛 八 1 8 ; 结 四 十 三 7 - 9 ; 珥 三 丨 7 、 

2 1 ; 亚 二 1 〇 、 11 > ; 神 既 住 在 天 上 ， 亦  

住 在 地 上 。 狭 义 来 说 ， 该 用 语 是 作 “住 在  

中 间 的 荣 耀 ”， 就 是 在 西 乃 地 居 於 以 色 列  

民 之 中 （出 十 九 】6 - 1 8 ) 、 旷 野 中 （出 四  

十3 4 - 3 B ) ， 和 圣 殿 中 （王 上 六 1 3 ， 八 10- 

1 3 ; 代 下 六 丨 、 2 > 所 见 到 的 火 柱 和 云 彩 。

在 拉 比 的 文 献 中 ， 这 词 的 含 义 广 泛 得  

多 ， 不 单 限 於 以 上 圣 经 所 钱 的 现 象 。 在他  

尔 根 中 ， “住 在 中 间 ”、 " 神 的 荣 糚 ”， 和 

“神 的 话 语 ” 都 可 交 替 使 用 。 无 论 神 以 什  

么 方 式 临 在 ， “住 在 中 间 ” 一 词 都 适 用 ； 

它 可 用 作 神 的 名 称 ， 或 作 为 提 到 神 的 面 或  

手 时 的 一 种 婉 转 的 说 法 。 只 有 在 后 期 拉 比  

的 文 献 中 ， 舍 让 拿 才 成 为 神 所 创 造 和 分 别  

出 来 的 实 体 ， 作 为 人 与 神 之 间 的 居 间 所  

在 。

新 约 虽 然 亦 没 有 使 用 “住 在 中 间 ” 一 

词 ， 却 经 常 暗 示 这 槪 念 。 并 且 ， 在 新 约 中  

提 到 神 的 临 在 ，经 常 与 光 和 荣 栩 连 在 一 起  

( 路 二 9 ， 九 2 9 ; 徒 九  3 - 6 ， 二 十 二 6 - 1 1 ,  

二 十 六 1 2 -丨6 ; 彼 后 一  1 6 - 1 8 )。 约 翰 福 音  

强 调 荣 糂 和 居 住 两 者 的 槪 念 。 既 道 成 了 肉  

身 ， 就 居 住 在 那 些 看 到 祂 荣 光 的 人 中 间  

( 约 一 1 4 > 。 神 的 灵 仍 然 在 他 身 上 （约 一  

3 2 ) ， 并 永 远 与 跟 从 祂 的 人 同 在  < 约十四  

1 6 > 。 祂 住 在 那 些 常 在 主 里 面 的 人 （约十  

五 心 1 0 > 。 至 於 活 在 基 督 里 和 她 居 住 在 祂  

的 子 民 中 同 样 的 信 息 ， 也 多 次 在 约 翰 的 书  

信 中 出 现 （约 • 二 6 、 1 4 、 2 4 、 2 7 、 28, 

三 6 、 1 4 、 丨5、 2 4 ; 约 贰 9 > 。

保 罗 也 视 基 督 为 神 的 临 在 。 神 一 切 的  

丰 盛 都 有 形 有 体 的 居 住 在 基 督 里 面 （西 一  

1 9 ， 二 9 > 。 基 督 居 住 在 教 会 里 ， 使 圣 徒  

作 为 神 的 子 民 （西 一 1 5 - 2 3 ) 。 保 罗 的 信  

息 就 是 “基 督 荣 糙 的 福 音 ， 因 若 神 吩 咐 光  

照 出 来 ， 叫 我 们 得 知 神 荣 耀 的 光 显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面 上 ” （林 后 四 4 - 6 )。 最 后 ， 希伯  

来 书 的 作 者 视 基 督 为 “神 荣 耀 所 发 的 光  

辉 ， 是 神 本 体 的 真 像 ” （来 一 3 > 。

参 • 荣 焰 - 1207: •神的显现• 1298:

■•火柱和云柱• 6 1 9 。

舍客勒
Shekel
s h $ 16

重 世 单 位 ， 后 来 用 作 钱 币 。

#  -钱 币 " 1 1 8 2 :  ••度31衡 （舍客勒厂

35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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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伊拉
Sheerah
s h 6  y l  IS

以 法 莲 的 女 儿 或 孙 女 。 她 的 后 代 建 筑  

上 、 下 伯 和 仑 ， 还 有 以 她 命 名 的 乌 传 舍 伊  

拉 （代 上 七 2 4 > 。

设巴萨
Sheshbazzar
sh& b 3

拥 护 波 斯 王 古 列 大 帝 的 犹 大 领 袖 。 波  

斯 王 古 列 元 年 ， 下 令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 拉 一  1 - 4 ; 参 六 1 - 5 > 。 他 委 任 设 巴 萨 为  

犹 大 省 长 （五 1 4 > , 并 将 尼 布 甲 尼 撒 从 耶  

路 撒 冷 掠 去 的 金 银 器 皿 交 给 他 （一 7 - 9 ;  

参 五 1 4 、 1 5 > 。 设 巴 萨 便 将 器 皿 和 被 掳 的  

人 一 面 并 带 回 耶 路 撒 冷 （一 1 1 ) , 开 始 重  

建 圣 殿 （五 1 6 > 。

圣 经 提 到 设 巴 萨 只 有 4 次 ， 且 全 都 在  

以 斯 拉 记 <— 8 、 9 , 五 1 4 、 1 6 ) 。 多 年 来 ， 

信 徒 普 遍 认 为 设 巴 萨 是 所 罗 巴 伯 的 别 名 。 

两 人 同 是 贵 族 ； 设 巴 萨 称 为 “犹 大 的 首  

领 ”， 意 指 他 显 然 是 王 位 继 承 人 。 由 於 并  

没 有 记 软 有 关 他 的 族 谱 ， 在 所 罗 门 的 后 裔  

中 ， 设 巴 萨 可 能 以 别 的 名 字 取 代 ， 也 许 是  

所 罗 巴 伯 或 示 拿 萨 两 者 其 一 （代 上 三 丨 8 、 

1 9 > 。 在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之 人 的 记 录 中 ， 设  

巴 萨 的 名 字 并 没 有 出 现 。 所 罗 巴 伯 的 名 字  

名 列 在 这 群 归 国 者 之 首 ， 这 是 可 以 预 计 得  

到 的 ； 两 人 均 是 犹 大 的 省 长 。 所 罗 巴 伯 与  

立 圣 殿 的 根 基 有 关 （拉 三 8 - 1 1  但 是 以  

斯 拉 记 五 章 1 < ; 节 与 第 一 章 一 样 ， 认 为 那  

是 设 巴 萨 所 作 的 工 。 显 然 ， 设 巴 萨 的 名 字  

总 是 与 波 斯 人 有 关 连 ， 正 如 第 一 章 提 到 他  

与 古 列 的 往 来 ； 在 第 五 章 记 载 波 斯 的 臣 仆  

达 乃 奏 告 王 的 信 中 ， 两 次 提 到 设 巴 萨 的 名  

字 。 由 此 可 推 论 ， 波 斯 人 认 识 他 名 叫 设 巴  

萨 ； 犹 太 人 则 称 他 为 所 罗 巴 伯 。 两 个 名 字  

均 是 亚 甲 文 ， 故 此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的 人 当  

中 ， 若 有 更 改 名 字 的 ， 也 不 会 称 为 设 巴 萨  

或 所 罗 巴 伯 （但 一  7 > 。

有 人 却 反 对 这 样 的 说 法 ， 认 为 雅 斤 的  

儿 子 、 所 罗 巴 伯 的 叔 叔 示 拿 萨 的 名 字 （代  

上 三 丨 8 ) , 是 设 巴 萨 的 另 一 写 法 。 有 人 认  

为 除 非 设 巴 萨 在 写 作 以 斯 拉 记 时 已 逝  

世 ， 否 则 以 斯 拉 记 五 章 (；、 丨7 节 ^ 不 容 易

理 解 ， 但 这 争 议 并 不 明 确 。 设 巴 萨 的 真 $  

身 分 尚 未 能 断 定 。

赦免
Forgiveness
s h ^ m i f i n

对 错 误 和 过 犯 不 再 感 到 怨 愤 ； 宽恕包 

括 逭 建 破 裂 的 关 系 。 基 本 上 ， 赦免是神的 

作 为 ， 以 致 罪 人 可 从 审 判 和 天 谜 中 得 巷 释  

放 。 因 为 只 有 神 楚 圣 洁 的 ， 也惟有地才能  

赦 免 人 的 罪 （可 二 7 ; 路 五 2 1 ) 。 赦免也 

是 人 对 待 邻 舍 的 一 种 行 动 ， 因若新约中基  

督 的 死 使 人 得 到 神 的 赦 免 ， 就为人带来了  

彼 此 饶 恕 的 新 动 力 ， 并 强 调 了 它 的 重 要  

性 。 所 以 ， 赦 免 是 基 督 教 独 有 的 教 义 。

在 其 他 的 宗 教 里 ， 并 不 如 此 强 调 赦 免  

的 重 要 性 。 信 奉 多 神 主 义 的 人 ， 不会察觉 

到 个 人 与 神 个 别 的 关 系 。 在 印 度 教 里 ，人 

人 都 要 在 轮 回 中 ，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受 报 ，绝 

无 求 情 的 机 会 。同 样 ，佛 教 对 於 赦 罪 的 神 ， 

亦 是 一 无 所 知 。 在 回 教 中 虽 有 这 个 观 念 ， 

但 只 缺 与 神 有 个 人 及 父 子 的 关 系 。 虽然赦 

免 的 观 念 ， 在 新 约 中 的 发 展 ， 使旧约的教 

训 有 更 深 广 的 层 次 ； 然 而 ， 在 犹 太 教 中 ， 

在 这 方 面 的 经 验 ， 着 实 有 限 。

旧 约 中 有 关 赦 免 的 用 语

赦 免 的 意 念 是 透 过 不 同 的 隐 喻 表 达 出  

来 。 神 的 命 令 是 z i a s a , “承 担 ”，就如

那 代 罪 羔 羊 被 逐 到 旷 野 ， 去承担以色列人  

的 过 犯 （参 出 二 十 八 4 3 , 三 十 二 3 2 ; 利 

五 1 、 7 ; 民 十 四 1 9 、 3 4 , 十 八 1 ; 书二十 

四 1 9 ; 诗 八 十 五 3 >  ; 这 字 眼 也 引 伸 为 饶

恕 的 含 义 （出 三 十 四 7 ; 民十四丨 8 ; 弥七  

1 8 ; 诗 三 十 二 丨 、 5 > 。 另 一 希 伯 来 字  

h p a r 的 意 思 是 “遮 盏 ”， 通 常 用 以 表 示  

赎 罪 ， 就 是 指 献 上 祭 牲 ， 以掩盖敬拜者的  

过 犯 （出 二 十 九 3 6 ; 申 二 十 一  8 ; 耶十八 

2 3 ;  结 四 十 三 2 0 ， 四 十 五 2 〇 > 0 另与 

■y a /a /i 字 源 相 同 的 字 ， 都 是 指 神 赦 免 人 的  

行 动 （民 三 十 5 、 8 、 1 2 ; 诗 八 十 六 5, 一 

三 〇 4 ; 但 九 9 > 。 神 使 过 犯 远 离 ； 也除掉 

过 犯 。 另 一 个 字 词 是 m a /i f l ， 即 “涂抹” 

(诗 五 十 一 1 、7 ; 赛 四 十 三 2 5 , 四 十 四 22K 

旧 约 指 出 神 是 乐 於 赦 免 人 的 （出三十 

四 6 、 7 ; 尼 九 1 7 ; 但 九 9 但他也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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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必 会 惩 罚 罪 恶 。 许 多 車 例 亦 显 示 神  

拒 绝 敉 免 一 些 犯 严 重 罪 行 的 人 （申 二 十 九  

2 0 ; 王 下 二 十 四 吣 耶 五 7 > 。 赦 免 是 基 於  

神的本性， 但 他 的 赦 免 绝 不 会 不 加 区 别 ， 

人 也 必 须 悔 过 ， 否 则 ， 神 是 绝 不 会 “以 有  

罪 的 为 无 罪 ”。 旧 约 曾 运 用 许 多 生 动 的 画  

面，来 说 明 神 的 赦 免 是 大 的 。 罪 会 被 “投 

入深海” （弥 七 1 9 > , 会 被 隔 离 ， 与 人 的  

距商， 就 如 “东 离 西 ” 之 远 （诗 一 〇 三

12 )，会 被 “扔 在 你 （神 ） 的 背 后 ” （赛 

三十八17 > ,  “不 再 记 念 ” （耶 三 十 一  3 4 > 。 

罪 的 污 秽 和 痕 迹 得 以 漂 白 （赛 一  1 8 > , 罪  

的 重 担 也 永 远 被 淸 偿 和 豁 免 。

故 此 ， 旧 约 中 的 赦 免 就 是 叫 人 从 过 往  

的罪中， 得 苕 释 放 。 这 不 是 否 定 人 曾 经 犯  

罪，但 罪 的 捆 绑 却 不 复 存 在 。 赦 免 为 人 带  

来自由。

新约中的赦免
在 新 约 中 ， 因 着 主 耶 稣 替 我 们 献 上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神 的 赦 免 本 是 人 不 配 受 的 ， 

却 大 大 地 得 到 伸 延 。 人 类 就 好 像 一 个 无  

力，且 永 远 无 法 偿 还 偾 务 的 负 债 者 （太 十  

八2 3 - 3 5 ) 。 我 们 都 是 罪 人 ， 无 力 遵 守 律  

法、无 力 拯 救 自 己 （可 十 2 6 、 2 7 > 。 这 正  

突 出 了 新 约 中 的 教 导 ， 当 中 以 耶 穌 为 赦 免  

的 根 源 。 只 有 祂 有 赦 罪 的 权 柄 （可 二 5 、 

7 、丨〇>。 祂 的 死 亡 有 赎 罪 的 功 效 （太 二  

十六2 8 ; 可 十 4 5 > ， 池 的 血 正 是 新 约 的 基  

础 （林 前 十 一  2 5 > 。 人 只 有 透 过 他 才 能 奥  

正 经 历 赦 免 （来 九 1 5 、 2 2 > 。 所 以 ， 赦 免  

的 道 与 耶 穌 驻 督 的 宜 讲 密 不 可 分 《徒 十 三  

3 8 ; 弗 一  7 ; 西 一 丨 4 ; 约 査 二 1 2 ) 。

新 约 中 论 到 赦 免 时 ， 还 有 其 他 独 特 的  

观念。 当 保 罗 论 到 神 的 施 恩 宽 恕 ， 曾 刻 意  

使 用 希 腊 文 中 “赦 免 ’’ ) — 

词 （林 后 二 7 , 十 二 1 3 ; 弗 四 3 2 ; 西 二 13, 

三 1 3 > 。 罪 被 视 作 债 务 ， “释 放 ” 

即 放 下 ， 路 六 3 7 ) 则 表 示 罪 偾  

已 被 清 偿 。 赦 免 又 可 被 看 作 “宽 恕 ” 

抑 r e h j , 即 豁 免 ）， 因 神 没 有 把 应 得 的 惩  

治 全 数 加 诸 罪 人 身 上 （徒 十 四 1 6 , 十 七  

3()> ; 反 之 ， 祂 已 向 人 彰 显 份 悯 。

不 过 ， 新 约 亦 曾 提 及 赦 免 的 两 个 限  

制 < ^ 其 一 是 那 不 得 赦 免 的 罪 （太 十 二 3 1 、 

3 2 ; 可 三 2 8 - 3 0 ; 路 十 二 丨 〇 ) 。 在 这 方 面 ，

基 督 论 到 有 些 人 在 道 德 方 面 的 判 断 闭 塞  

了 ， 好 像 法 利 赛 人 ， 他 们 甚 至 不 能 分 辨 撤  

但 的 工 作 和 主 的 善 行 。 另 一 个 就 是 “干犯  

圣 灵 的 罪 ”， 又 称 为 “至 於 死 的 罪 ” （约 

$ 五 丨 圣 经 没 有 淸 楚 地 界 定 这 罪 ， 但 

其 本 质 似 乎 是 不 断 拒 绝 神 的 恩 典 。

新 约 强 调 人 得 赦 免 的 条 件 不 单 是 悔 改  

( 林后七丨〇 > , 人 还 要 赦 免 他 人 （太 六 1 4 、 

1 5 > 。 若 人 在 领 受 赦 罪 之 恩 的 同 时 ， 不肯  

饶 恕 别 人 ， 这 就 是 他 未 完 全 悔 改 的 明 证 。 

“主 怎 样 饶 恕 了 你 们 ， 你 们 也 要 怎 样 饶 恕  

人 ” （西 三 1 3 ) 。 主 在 祂 所 说 的 比 喻 中 ， 

曾 定 规 乐 於 赦 免 他 人 ， 是 真 心 悔 改 的 标 记  

<太 十 八 2 3 - 3 5 ; 路 六 3 7 k 所 以 ， 基 督 教  

导 我 们 饶 恕 人 是 一 种 责 任 ， 是 不 应 有 限 制  

的 。 人 要 不 断 如 此 行 ， 甚 至 到 7 0 个 7 次 

( 太 十 八 2丨 、 2 2 K 赦 免 是 信 徒 相 互 关 系  

的 一 部 分 ： 我 们 各 人 既 然 裔 要 神 的 赦 免 ， 

也 应 要 彼 此 饶 恕 。

基督徒得赦免的经验

基 督 徒 对 於 赦 免 有 广 泛 的 理 解 。

1 .这 反 映 了 神 ® 意 宽 恕 祂 所 创 造 的  

人 ， 与 他 们 建 立 有 意 义 的 关 系 ， 以 致 他 在  

与 人 的 关 系 中 ， 产 生 一 种 改 变 。 这 是 因 右  

基 督 在 十 架 上 ， 付 出 了 痛 苦 的 代 价 ， 而得  

以 成 就 的 。

2. 这 表 明 了 神 的 救 赎 是 有 功 效 的 ， 能 

够 使 人 与 神 和 好 。 凡 真 正 明 白 自 己 是 罪 人  

的 人 ， 都 知 道 神 能 除 掉 罪 和 赎 出 犯 罪 的  

人 。 单 是 在 头 脑 知 识 上 的 明 白 ， 是 不 足 够  

的 ， 人 必 须 经 历 才 行 。 透 过 基 督 的 死 亡 ， 

人 的 罪 已 被 定 罪 和 彻 底 审 判 ， 基 督 的 牺 牲  

已 替 我 们 承 受 了 该 得 的 刑 罚 。

3. 对 使 徒 保 罗 而 言 >  赦 免 只 是 一 种 基  

本 的 概 念 ， 不 足 以 表 达 神 的 作 为 所 带 来 的  

深 远 影 响 。 取 而 代 之 ， 保 罗 提 出 了 称 义 的  

说 法 。 能 够 被 称 为 义 （得 到 义 人 般 的 对  

待 ），是 赦 免 所 带 来 的 丰 盛 果 效 （罗四 5 > ,  

是 神 恩 典 的 礼 物 （罗 三 2 4 > , 是 因 信 而 与  

基 伢 逑 立 关 系 的 人 （罗 三 现 世 的 经  

历 （林 前 四 4 > 。 故 此 ， 称 义 是 赦 免 带 来  

的 积 极 关 系 。

4 .赦 免 意 味 着 神 使 人 与 他 自 己 和 好  

( 弗 二 1 4 - 1 7 ) » 十 架 所 成 就 的 结 果 ， 是人  

能 与 神 和 好 （腓 四 7 ; 西一  2 0 , 三 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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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正 是 罗 马 书 五 京 所 述 人 称 义 、 与 神 和  

好 ， 以 及 信 餌 的 含 义 ； 其 中 也 包 括 了 作 神  

的 儿 女 的 意 思 （太 五 9 、 4 4 ; 约 一 1 2 ) 。

5 .赦 免 包 括 了 与 父 神 （帖 前 一  3 > 、 圣  

子 （林 前 一 9 ) 和 圣 灵 （林 后 十 三 1 4 > 相  

交 。 保 罗 曾 采 用 “在 基 伢 M ” 或 “在 主 里 ” 

的 字 句 （达 1 6 4 次  > ， 显 示 信 徒 与 神 的 相  

交 和 连 合 是 何 等 深 厚 。 透 过 赦 免 而 与 神 和  

好 ， 重 新 有 相 交 ， 实 际 上 是 信 徒 生 命 的 整  

体 本 质 。 得 以 成 圣 是 其 果 子 ， 得 荣 耀 是 其  

目 标 。 在 赦 免 的 行 动 中 ， 神 永 远 是 神 ， 罪 

人 却 如 回 头 的 浪 子 ， 重 新 投 向 永 远 爱 他 的  

父 亲 。

J a m e s  M .  H o u s t o n  

参 - 认 罪 / 认 信 • 1 2 0 4 :  “悔 改 ” 5 9 5

t h e  O T ,  v o l  . 2 .  p p .  3 8 0 - 9 5  ; E .  M .  B .  

G r e e n ,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S a l v a t i o n ;  J .  

J e r e m i a s ,  T h e  P r a y e r s  o f  J e s u s ;  P . 

L e h m a n n ,  F o r g i v e n e s s ;  H .  R .  M a c k i n t o s h ,  

T h e  C h r i s t i a n  E x p e r i e n c e  o f  F o r g i v e n e s s :  

I. H .  M a r s h a l l .  K e p t  b y  t h e  P o w e r  o f  G o d :

A  S t u d y  〇 f  p e r s e v e r a n c e  a n d  F a l l i n g
A w a y ;  E .  B .  R e d l i c h ,  T h e  F o r g i v e n e s s  o f  

S j n  s : V .  T a y l o r , F o  r g i v e n  e s s  a n d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W .  T e l f e r ,  T h e  F 〇 r g i v e n e s s  

o f  S i n s .

参巴拉
Sanballat
s h e n  b a  l a

撒 玛 利 亚 的 政 府 高 层 官 员 ， 居 住 在 以  

法 莲 的 伯 和 仑 。 在 一 封 来 自 埃 及 的 伊 里 芬  

丁 的 信 函 中 可 见 ， 主 前 4 〇 7 年 ， 参 巴 彳 立 ^  

被 称 为 撒 玛 利 亚 的 省 长 。 被 據 之 后 >

拉 连 同 亚 扪 人 多 比 雅 和 亚 拉 伯 人 基 善 ， 与  

尼 希 米 作 对 ； 他 们 来 势 汹 汹 ， 欲 阻 尼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墙 （尼 二 1 0 、 丨9 >

7 , 六 丨 - 丨4 ， 十 三 2 8 ) 。 主 前 5 8 6 年  巴 乂  

伦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率 领 之 下 击 敗 犹 太 j 犹 太  

省 或 许 就 此 纳 入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管 治 。 尼 #  

米 决 定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墙 ， 在 本 质 上 是  

坚 持 犹 太 人 要 脱 离 参 巴 拉 和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管 制 ， 以 求 独 立 。

倍 奉 这 I 的人
Followers of the Way
jan f 6 n g  z h 6 d k o  d e  r 6 n

使 徒 行 传 中 对 蕋 督 徒 的 称 呼 （徒九2 

十 九 9 、 2 3 ， 二 十 四 早 期 ， 基毎教 

被 称 为 “道 路 ”。

参 • 道 " 2 9 5 :  •甚督徒的名称’ 640,

深 红 色 / 朱 红 色 / 丹颜
Crimson
s h e n  h 6 n g  s 6 / zhQ h 6 n g s i  / dan y5n

参 - 颜 色 （深 红 色 ）” 1 9 1 4 。

中拉
Shimrath
s h e n  l a

便 雅 悯 支 派 示 每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2 丨>。

申利
Shimri
s h S n  11

〇 西 缅 支 派 示 玛 雅 的 儿 子 ， 耶大雅的 

父 亲 （代 上 四

© 耶 叠 （可 能 也 是 约 哈 ） 的 父 亲 （代

上 ----4 5 ) , 两 人 都 是 大 卫 的 勇 士 。

©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 何萨的儿 

子 ；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 担 当 圣 殿 守 门 人 （代 

上 二 十 六 1 〇 > 。

© 利 未 支 派 ， 屈 以 利 撒 反 家 族 ，协助 

希 西 家 王 重 修 圣 殿 （代 下 一 • 十 九 1 3 〉。

伸仑
Shimron
s h S n 10n

〇 迦 南 的 城 镇 。 伸 仑 王 与 发 琐 王 耶 宾  

联 盟 ， 对 抗 约 书 亚 领 导 下 的 以 色 列 人 ，结 

果 失 败 （书 十 一 丨 > » 虽 然 她 位 於 西 布 伦 的  

地 业 境 内 ， 但 其 准 确 位 迸 不 详 （十九丨5 )。

© 以 萨 迦 的 第 四 子 （创 四 十 六 丨 3 ; 代  

上 七 1 > ， 是 伸 仑 族 的 起 首 （民 二 十 六 24 )。

伸仑米仑
Shimron-meron
s h 5 n l u n  m l  l i in

迦 南 的 城 镇 ， 约 书 亚 在 耶 路 撒 冷 北 部  

作 战 时 把 她 破 坏 。 伸 仑 米 仑 王 是 约 书 亚 所

参 考 书 目 ： W .  E i c h r o d t ， T h e o l o g y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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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收 的 三 十 一 个 王 之 一 （书 十 二 川 > 。 这  

个王可能就是 S 琐 王 耶 宾 曾 召 集 ， 企 图 击  

收 约 书 亚 的 北 方 诸 王 之 一 （十 — 丨>。 伸 

仑 米 仑 多 半 是 西 布 伦 所 得 为 业 之 地 的 十 二  

座 城 之 一 《十 九 1 5 > 。

申命记
Deuteronomy, B ook  o f
shin mlng jl

旧 约 第 五 卷 书 ， 也 是 “摩 西 五 经 ” 之 

最 后 一 卷 - 雎 西 在 书 中 向 以 色 列 民 再 述 当  

年 神 在 西 乃 山 与 他 们 订 立 的 永 约 ， 并 晓 渝  

他 们 的 各 项 律 法 。 希 腊 、 拉 丁 二 语 传 统 上  

均 称 该 书 为 “l )<*u U *r o n o i n y ”， 意 谓 ‘第 一  

律法”。 有 人 因 此 而 误 以 为 申 命 记 的 内 容  

较次等， 其 实 不 然 。 该 书 帮 助 以 色 列 人 明  

白 神 对 他 们 的 启 示 有 很 大 的 贡 献 。 书 中 有  

摩 西 对 旷 野 飘 流 的 回 顾 ， 对 十 大 诫 命 的 重  

迷，对 今 后 应 许 地 生 活 的 叮 喊 ， 从 而 使 申  

命 记 在 圣 经 约 法 文 献 中 占 有 独 特 的 地 位 。

写作年代和作者

关 於 申 命 记 的 写 作 年 代 和 作 者 ， 今曰  

圣 经 学 者 大 抵 持 有 两 说 。 一 说 以 为 是 摩 西  

著 於 主 前 十 四 或 十 三 世 纪 ； 一 说 以 为 是 主  

前 七 世 纪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在 位 时 为 一 不 知 名  

的作 者 所 著。

主前七ttfc纪成书说

早 在 1 8 0 5 年 ， 德 维 提 即 提 出 一 说 ， 

认 为 主 前 七 世 纪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在 其 宗 教 改  

革 中 曾 使 用 申 命 记 的 内 容 ， 不 久 即 写 为 书  

卷。该 说 为 圣 经 评 鉴 家 威 尔 浩 生 采 纳 ， 又 

经 德 来 维 尔 在  < 旧 约 文 献 导 论  > 一 书 中 公  

诸於世， 不 少 学 者 均 表 赞 同 。 该 说 认 为 串  

命 记 并 非 摩 西 所 著 ， 而 是 后 人 的 伪 托 。

另 有 一 些 现 代 学 者 如 拉 德 和 韦 特 等 则  

认为， 摩 西 为 犹 太 教 信 仰 之 舁 祖 ， 申 命 记  

的 内 容 出 自 摩 西 ， 数 百 年 来 口  口 相 传 ， 直 

至 主 前 七 世 纪 方 著 录 成 文 。 他 们 否 定 申 命  

记 为 摩 西 亲 著 ， 认 为 今 日 所 见 的 申 命 记 是  

许 多 作 者 和 编 者 在 数 百 年 间 的 集 体 作 品  

雎两成书说
近 数 十 年 来 ， 由 於 约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之 陆 续 发 现 ， 可 见 出 埃 及 记 和  

申 命 记 中 记 载 的 条 约 形 式 与 它 们 十 分 相  

似 。 1 9 5 4 年 孟 丹 浩 提 出 一 说 ， 谓 记 录 在

出 埃 及 记 中 的 西 乃 约 法 ， 完 全 采 用 了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的 形 式 （按 ：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 

是 赫 人 帝 国 於 主 前 十 四 至 十 三 世 纪 与 叙 利  

亚 诸 藩 頋 国 所 立 的 各 种 条 约 ）。 年克  

林 将 此 说 用 於 申 命 记 研 究 ， 显 明 该 书 是 西  

乃 约 法 的 更 新 ， 其 形 式 、 结 构 也 完 全 遵 循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的 形 式 。

确 实 ， 申 命 记 形 式 上 谨 守 主 前 十 四 至  

十 三 世 纪 宗 藩 条 约 的 形 式 ， 内 容 上 则 是 西  

乃 约 法 的 更 新 ， 觅 申 了 出 埃 及 记 所 载 神 与  

以 色 列 订 立 之 约 。申 命 记 的 条 约 结 构 如 下 ：

前 言 赫 人 宗 藩 条 约 的 第 一 部 分 ， 载 

明 宗 主 的 身 分 。 申 命 记 一 章 1 至 5 节 相 当  

於 此 ， 载 明 摩 西 为 神 代 言 而 充 任 约 的 主 述  

人 ； 以 色 列 民 的 君 主 是 神 （出 二 十 1 > 。 

摩 西 已 知 不 久 於 人 世 ， 故 此 呼 吁 以 色 列 民  

与 神 更 新 前 约 。

二 • 历 史 序 言 宗 主 向 藩 棋 历 数 其 恩 茁 。 

申 命 记 一 章 6 节 至 四 章 4 9 节 （出 二 十 ‘2>

相 当 於 此 ， 摩 西 追 述 西 乃 立 约 以 来 ， 神对  

以 色 列 民 的 种 种 恩 遇 。 摩 西 强 调 神 持 约 之  

信 ， 纵 使 其 民 屡 有 背 约 之 举 ， 也 是 始 终 不  

渝 的 。

条 款 规 例 由 宗 主 宣 示 各 项 律 例 条  

款 。 申 命 记 五 章 1节 至 二 十 六 章 1 9 节 相 当  

此 部 。 摩 西 大 致 重 述 了 以 色 列 民 与 神 立 约  

时 所 订 的 各 条 各 款 。 申 命 记 五 章 1 节 至 十  

— 章 3 2 节 （出 二 十 3 - 1 7 > 涵 盖 性 的 指 出 ，

以 色 列 当 全 心 全 意 独 爱 真 神 耶 和 华 ； 十二  

章 1节 至 二 十 六 章 9 节 （出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三 ，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一 ） 指 出 实 现 爱 神 原 则  

的 具 体 措 施 ： 崇 拜 仪 典 （申 十 二 至 十 六  

1 7 ) ; 乘 公 行 义 （申 十 六 丨 8 至 二 十 一  

2 3 >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保 持 圣 洁 和 遵 规 守  

约 （二 十 二 1 至 二 十 五 19> ; 当 众 宣 认 神  

是 至 商 的 君 王 和 救 主 （二 十 六 K 1 9 > 。

四 . 认 可 保 证 一 般 包 括 对 续 约 的 规 定 ， 

对 信 守 者 的 祝 福 ， 对 违 约 者 的 咒 沮 。 申命  

记 二 十 七 韋 相 当 於 此 。 约 书 亚 受 命 於 以 色  

列 人 占 据 迦 南 后 ， 与 民 更 新 前 约 。 以 色 列  

民 在 摩 押 平 原 立 皙 效 忠 ， 神 也 颁 布 祝 福 与  

咒 诅 的 话 。

五 • 后 语 在 申 命 记 三 十 〜 至 三 十 四 诤 ， 

记 载 了 指 定 约 书 亚 为 摩 西 继 承 人 之 事 。 这 

律 法 要 郑 重 其 亊 地 藏 入 至 圣 所 内 ， 并 附 有  

摩 西 的 诗 歌 和 最 后 的 祝 福 。 申 命 记 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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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了 摩 西 的 死 作 结 ， 全 书 构 成 了  — 份 证 明  

神 之 条 约 的 文 件 。

申 命 记 的 行 文 结 构 基 本 上 是 当 时 盛 行  

的 条 约 形 式 一 事 ， 足 可 为 摩 西 亲 撰 申 命 记  

的 佐 证 。 摩 西 在 西 乃 订 约 时 便 具 备 了 神 与  

以 色 列 民 之 间 的 中 保 身 分 ， 故 申 命 记 是 摩  

西 以 当 时 流 行 的 条 约 格 式 来 更 新 前 约 ， 有  

其 重 要 意 义 。

背景

申 命 记 的 历 史 背 景 ， 即 摩 西 率 以 色 列  

民 出 埃 及 ， 历 3 8 年 旷 野 飘 流 而 达 於 死 海  

东 岸 的 摩 押 平 原 。 出 埃 及 记 一 至 十 九 章 记  

载 以 色 列 民 於 埃 及 为 奴 ， 摩 西 之 诞 生 、 磨  

练 、 与 法 老 争 斗 、 神 施 神 迹 救 以 色 列 出 埃  

及 、 往 西 乃 山 （亦 名 “何 烈 山 等 事 。

在 那 旷 野 荒 芜 之 地 ， 神 经 摩 西 向 以 色  

列 民 启 示 （出 二 十 至 四 十 ； 利 一 至 二 十  

七 ； 民 一 至 九 ）。 神 在 西 乃 山 上 向 以 色 列  

人 显 明 自 己 就 是 救 他 们 出 离 苦 难 的 耶 和 华  

真 神 ， 并 与 以 色 列 民 立 约 ， 要 他 们 作 独 尊  

耶 和 华 真 神 的 不 贰 圣 民 ； 继 而 晓 谕 以 色 列  

民 建 造 会 禅 ， 设 立 祭 司 、 祭 祀 体 系 ， 制 定  

节 期 ； 以 色 列 民 的 生 活 要 表 现 神 之 圣 民 的  

身 分 。 各 支 派 也 规 定 行 军 安 营 之 制 ， 扎 营  

时 必 以 会 嵇 为 中 心 ， 各 支 派 按 次 序 结 营 於  

周 围 ， 拔 帐 起 行 也 按 次 序 ， 以 为 进 取 应 许  

地 之 备 。

民 数 记 十 至 二 十 一 章 记 载 以 色 列 民 3 8  

年 的 旷 野 生 活 。先 是 以 色 列 民 从 西 乃 起 营 ， 

北 行 丨丨日抵 别 是 巴 以 南 4 0 哩 的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这 已 是 入 迦 南 的 前 缘 之 地 。 及 以 色  

列 民 听 到 派 出 的 十 二 探 子 回 报 迦 南 兵 利 城  

坚 ， 竞 然 心 惊 胆 战 ， 宁 违 神 意 而 不 敢 进 取 ， 

遂 至 於 漂 泊 旷 野 达 3 8 年 之 久 。 於 此 期 间 ， 

出 埃 及 时 2 0 岁 以 上 的 壮 丁 皆 老 迈 而 死 ， 新  

的 一 代 始 进 至 摩 押 平 原 ， 暂 结 营 於 死 海 之  

东 ， 亚 嫩 河 以 北 。 民 数 记 二 十 至 三 十 六 章  

所 载 者 ， 即 征 服 并 占 领 约 但 河 东 的 经 过 。

申 命 记 所 载 是 摩 西 对 新 一 代 以 色 列 民  

的 教 诲 。 出 埃 及 记 和 民 数 记 记 载 神 向 摩 西  

的 多 次 面 命 ； 申 命 记 则 记 摩 西 向 以 色 列 民  

重 申 神 的 诚 命 （申 一 丨 _ 4 ，五 丨 ，二 十 九 丨 > 。 

与 前 面 几 卷 书 不 同 的 是 ， 申 命 记 有 教 诲 的  

格 调 ， 摩 西 以 上 一 代 的 失 败 为 鉴 ， 向 下 —  

代 交 代 他 们 的 使 命 。 申 命 记 有 蜇 复 之 处 ，

发 进 取 ， 力 克 迦 南 ，' 方 不 二 代 务 必  

辙 。 因 此 我 们 说 ， 申 命 记 主 前 代 的 ， 

顾 ， 而 是 乐 观 的 前 瞻 未 来 ， 伸 ■)■均 

於 神 实 现 在 埃 及 的 应 许 ， 抱 列人对 

信 念 。 遷不珂璀的

甲 茚 记 的 地 位

申 命 记 是 早 期 基 飪 教 著 迚  

经 书 之 一 （其 他 有 创 世 记 、 诗 1 ，多的 

书 > » 新 约 援 引 申 命 记 者 计 在 帅 处 以 ^ 亚

耶 穌 以 爱 神 和 爱 人 的 伟 大 诫 命 梅  

全 部 律 法 书 和 先 知 书 的 本 质 ； 牠 征引的1  

就 是 出 自 申 命 记 （太 二 十 二 3 7 ; 参申 

十 1 9 ) 。 耶 奸 於 战 胜 试 探 的 经 历 时 也 ^  

引 了 申 命 记 的 话 （太 四 4 - 1 0 ; 申六 13 

1 6 ， 八 3 > 。

申 命 记 揭 示 了 神 在 西 乃 山 启 示 於 摩 西  

的 要 旨 ，摩 西 略 去 了 祭 礼 仪 典 的 详 规 细 则 ， 

将 启 不 的 核 心 部 分 直 述 於 以 色 列 民 。他阐 

明 了 以 色 列 民 作 为 一 个 民 族 和 其 所 持 信 仰  

的 实 质 所 在 。 摩 西 指 出 ，对 以 色 列 民 来 说 ， 

最 大 的 事 莫 过 於 保 持 与 神 的 关 系 ；摩西且 

反 复 强 调 ， 他 们 务 须 保 持 这 一 关 系 ；惟有 

在 每 天 的 生 活 对 神 独 鞟 ， 才 能 一 生 蒙 福 。

爱 神 爱 人 的 必 要 性 ， 也戒为以后耶奸  

门 徒 的 基 本 要 求 （路 十 2 5 - 2 8 ) 。 由此可 

见 ， 申 命 记 在 基 督 徒 与 神 的 关 系 上 ，也占 

着 十 分 显 著 的 地 位 。

己 和 律 法  &

H 门 说 以 申 命 记 为 “第 二 律 法 ”或^  

〔述 的 说 法 ， 是 一 种 误 解 。 庠西在@  

*所 强 调 的 核 心 问 题 并 不 是 律 里 有  

I• 的 详 规 细 则 并 没 有 复 述 ， 十 A 列人 

但 重 点 是 在 第 一 诫 ， 要 求 神  

【尊 。 摩 西 极 关 注 的 是 以 ， 地保 

: , 以 及 他 靡 这 关 減 世 代 代

: 的 决 心 。 己的犹太人対

. 新 约 可 知 ，

.间 时 期 的 犹 太 教 更 将 这 秤 规 今 有 人  

，刻 板 、 偏 狭 的 律 法 主 结 於  

! 时 代 的 犹 太 律 法 主 义 的 圓 然 也  

& 卞 在 是 很 大 的 误 解 。 ^
.■ , L ，由 二 •
神 的 律 法

( 申 二 十 八 ’



以 证 明 摩 西 决 非 只 斥 之 於 法 规  

( 0 #命 记 申 命 记 的 主 题 是 独 — 的 神 与

押印条i以 ^ • 列 所 逑 立 的 独 — 的 关 系 。
的民

内容揮•？ ( - 1 至 四 4 3 >

讲 以 ，1^ ® 文 代 该 文 是 摩 西 於 晚 年 在 摩 押  

首 ^ 行 将 进 取 应 许 地 迦 南 的 以 色 列 民  

乎麻， B 摩 西 从 西 乃 山 说 起 ， 那 是 旧 约  

所 说 大 的 启 示 。 神 明 确 的 命 令 以 色  

中 ; = 的 进 取 ， 一 鼓 攻 下 迦 南 ’ 占 领 已 应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的 土 地 。 但  

民 却 违 逆 神 意 而 不 前 ， 使 征 服 迦 南  

迟了  3 8 年 ， 悖 逆 神 的 一 代 全 死 在

旷野中》
摩 西 遵 照 神 的 启 示 ， 在 不 惊 扰 以 东 人  

和 摩 押 人 的 情 况 下 ， 率 领 以 色 列 民 进 抵 亚  

嫩 河 以 北 的 摩 押 平 原 。 以 色 列 人 与 亚 摩 利  

人争战， 击 畋 希 实 本 王 西 宏 和 巴 珊 王 腿 ， 

将 所 占 约 但 河 东 的 土 地 分 给 流 便 、 迦 得 和  

玛 拿 西 半 支 派 （民 三 十 二 ）。 摩 西 基 於 这  

次 战 役 的 胜 利 ， 勉 励 约 书 亚 信 靡 神 必 帮 助  

他 和 以 色 列 民 西 渡 约 但 河 ， 攻 取 神 应 许 之  

地迦南。

摩 西 劝 告 以 色 列 民 务 要 记 取 死 在 旷 野  

那 一 代 人 的 教 训 （申 四 1 - 4 9 > 。 神 的 旨 意  

早 已 透 过 摩 西 晓 谕 了 以 色 列 民 。 这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启 示 ， 以 色 列 民 必 须 遵 行 ， 最 重 要  

的 是 独 辟 向 他 们 颁 布 启 示 的 神 。 在 拜 偶 像  

的 异 教 民 族 中 ， 神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真 神 ， 这  

是 他 们 必 须 紧 记 的 。

摩 西 提 醒 以 色 列 民 曾 与 独 一 的 神 立 约  

( 该 约 经 摩 西 提 及 凡 2( i 次 ）， 这 是 以 色 列  

民 独 具 的 荣 糨 ， 谨 守 不 渝 者 必 深 蒙 福 祉 。 

劝 蛾 （四 ■ 至 二 十 六 19 )

四 龟 4 4 至 4 9 节 是 一 个 插 入 的 段 落 ， 交 

代 了 摩 西 向 以 色 列 人 宣 讲 的 情 景 。 时 河 东  

之 地 射 平 ，众 民 扎 营 於 伯 田 比 琪 对 面 白 勺 山 谷 ’ 

摩 四 则 立 於 毗 斯 迦 山 （亦 名 “尼 波 山 ”> 

在 众 民 渡 过 约 但 河 之 前 ， 向 他 们 宣 讲 。

摩 西 阐 述 诫 命 是 以 神 和 以 色 列 民 订 立  

约 = 中 心 ， 他 釭 述 十 诫 ， 以 此 为 神 在 西  

启 示 的 实 质 。 他 讲 解 神 対 以 色 列 的 期 望  

二 : 恃 别 强 调 第 一 条 诫 命 ： “我 是 耶 和 华  

出 你 ，的 神 ， 曾 将 你 从 埃 及 地 为 奴 之 家 领  

。 （五 M 以 色 列 与 神 的 关 系 是 烺 蜇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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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 神 的 愤 怒 将 临 到 拜 别 神 的 人 （五 ⑴ 。

爱 是 神 和 以 色 列 之 关 系 的 核 心 。 摩西

宣 告 ： ‘‘耶 和 华 ----我 们 神 是 独 一 的 主 。

你 要 尽 心 、 尽 性 、尽 力 爱 耶 和 华 一 你的  

神 。 （六 4 、 幻 其 他 的 诫 命 全 系 於 这 关  

系 上 （申 五 至 十 一 章 所 讲 明 者 K

对 神 专 一 的 爱 和 尊 崇 是 飛 根 本 的 „ 尽 

心 爱 神 即 意 味 着 不 可 承 认 别 神 ， 不 能 容 忍  

崇 拜 偶 像 。 摩 西 希 望 爱 神 的 思 想 传 诸 百 代  

而 不 废 ， 故 要 求 他 们 将 这 思 想 记 在 手 上 为  

记 号 ， 戴 在 额 上 为 经 文 ， 刻 在 门 上 、 壁上  

为 座 右 铭 ， 藉 着 训 诫 和 榜 样 ， 教 诲 自 己 的  

子 女 要 爱 神 （六 1 - 2 5 )。

以 色 列 民 须 时 刻 牢 记 自 己 是 神 的 选 民  

七 1-2 6 > 。 迦 南 人 从 亚 伯 拉 罕 时 代 起 就  

恣 意 妄 为 （创十五丨 6 > ， 已 经 是 恶 贳 满 盈 ， 

以 致 神 逍 以 色 列 民 入 迦 南 执 行 神 的 审 判 。 

以 色 列 民 自 己 不 配 接 受 神 的 大 爱 ， 但 神 的  

慈 爱 和 怜 悯 ，将 他 们 从 埃 及 救 赎 出 来 。

摩 西 告 诫 以 色 列 民 莫 忘 神 的 恩 忠 （八 

- 2 0 ) ，对 神 扶 奨 之 意 应 报 之 以 感 恩 的 心 ， 

并 须 知 道 一 切 成 就 全 是 神 的 恩 賜 。

出 埃 及 后 以 色 列 民 对 神 仍 展 有 背 信 负  

义 之 举 （九 1至 十 1 U , 却 每 因 摩 西 的 祈  

求 而 得 蒙 赦 免 ， 足 见 他 们 之 得 迦 南 并 非 因  

为 自 己 有 什 么 功 德 ， 而 完 全 是 神 的 厚 恩 。

申 命 记 十 章 丨 2 节 至 十 一 章 3 2 节 是 瘅  

西 教 以 色 列 民 尽 心 尽 性 事 奉 神 的 撮 要 。 他 

们 须 表 现 出 対 神 的 敬 畏 ， 虔 诚 、 势 爱 、 顺 
从 （参 六 5 、 丨3、 24> »

以 色 列 民 必 须 尽 心 尽 性 去 爱 的 神 是 全  

$ 击 之 主 ， 祂 以 正 义 的 审 判 临 到 万 有 ， 执  

掌 着 自 然 和 历 史 的 最 高 权 柄 ； 祂 有 厚 I t  

以 # 列 民 的 列 祖 ， 并 将 他 们 的 子 孙 拯 救  

s r s 与 他 们 立 = ; 』 是 =

子 二 上 的 繁 星 。 

以 色 ； 西 指 示 他 们 要 维 持 与 u v :  

须 实 s 个 基 本 原 〜 ： ⑶ ”  

掉 ，： 二 9 ) 。 _ 并 非 指 早 年

神与茈伯拉干二丁  剌 礼 巳 了 整 整

七 ） m ?二 亚 率 民 过 约 但 河 之 后 始  

3 8 年 ， m  # 西 所 — “割 礼 ，，， 

得 恢 ^  的 （参 利 二 十 六
并 非 是 肉 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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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4 1 ; 耶 四  4 , 九  2 5 ; 罗 二  2 9 > ， 一 切  

阻 得 、 限 制 、 千 涉 ， 甚 至 否 定 敬 神 、 爱 神  

的 因 素 ， 都 应 从 心 中 袪 除 殆 尽 ， 只 有 这 样 ， 

以 色 列 民 对 神 的 爱 才 能 “尽 心 、 尽 性 ”。

“怜 爱 寄 居 的 ” 仅 次 於 尽 心 爱 神 ， 这  

是 人 在 社 会 中 的 基 本 态 度 （参 利 十 九 9  -

1 8 ) ; 股 行 社 会 义 务 反 映 出 人 与 神 的 关  

系 。 以 色 列 民 既 蒙 神 厚 爱 ， 也 应 以 此 爱 去  

爱 世 人 。 以 色 列 人 不 可 忘 却 寄 居 埃 及 为 奴  

时 ，蒙 神 的 厚 爱 „ 神 既 怜 悯 一 切 鳏 寒 孤 独 、 

贫 弱 的 、 寄 居 的 ， 那 么 凡 爱 神 的 人 便 当 义  

不 容 辞 地 去 爱 别 人 。 神 既 以 公 义 和 正 义 为  

怀 ， 那 么 凡 以 爱 神 自 命 的 人 ， 也 当 以 公 义  

和 正 义 之 心 待 人 ， 且 致 力 在 世 秉 行 公 义 。

古 代 以 色 列 社 会 对 受 剥 削 、 受 压 逼 的  

阶 层 多 予 关 注 和 照 顾 ， 摩 西 律 法 的 崇 高 人  

道 精 神 ， 与 同 时 代 的 著 名 法 典 如 巴 比 伦 的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 亚 述 法 典 、 赫 人 法 典 等 ， 

在 这 一 点 上 正 可 成 鲜 明 的 对 比 。 这 些 法 典  

所 规 定 的 人 际 关 系 ， 并 无 反 映 异 邦 神 人 之  

间 有 爱 的 关 系 。

至 主 后 一 世 纪 ， 犹 太 教 的 宗 教 领 袖 因  

惑 於 律 法 主 义 而 失 掉 了 摩 西 律 法 的 基 本 精  

神 ， 与 他 们 正 相 反 对 的 是 耶 稣 基 督 。 耶 稣  

认 为 最 大 的 诫 命 是 爱 神 ， 其 次 是 爱 人 。 这  

两 条 诫 命 是 全 部 旧 约 启 示 的 实 质 所 在 ， 如  

完 全 的 遵 奉 ， 便 可 获 得 永 生 （太 二 十 二  

3 7 - 3 9 ; 可 十 二  2 9 - 3 1 ; 路 十  2 7 、 2 8 > 。 基  

督 徒 相 信 耶 稣 是 体 现 爱 之 启 示 的 顶 峰 。 对  

他 们 来 说 ， 回 应 神 的 厚 爱 即 意 味 着 尽 心 尽  

性 的 尊 奉 主 耶 稣 基 督 ， 以 及 按 照 耶 稣 的 榜  

样 去 爱 自 己 的 邻 人 。

申 命 记 十 二 章 1 节 至 二 十 六 章 1 9 节 是  

摩 西 教 导 以 色 列 民 作 为 神 的 约 民 ， 在 神 所  

应 许 的 土 地 上 当 如 何 生 活 的 记 载 。 以 色 列  

民 曾 靠 神 亲 賜 的 吗 哪 得 以 存 活 ； 将 来 可 享  

用 迦 南 沃 土 的 丰 美 物 资 。 但 他 们 也 将 面 对  

一 个 异 神 文 化 的 侵 袭 。 摩 西 指 出 ， 入 迦 南  

后 ， 第 一 是 要 确 保 崇 拜 的 圣 洁 （十 二 1 至  

十 四 2 1 > ， 切 不 可 入 异 神 庙 堂 ， 要 在 神 指  

定 的 地 方 敬 拜 献 祭 ， 在 神 的 面 前 团 契 ， 欢  

欣 喜 乐 。 任 何 形 式 的 偶 像 崇 拜 均 在 严 禁 之  

列 ； 任 何 违 逆 摩 西 律 法 而 宣 扬 异 神 崇 拜 的  

先 知 ， 都 在 必 诛 之 列 ； 专 一 的 爱 神 敬 神 是  

每 日 必 行 的 事 。

在 迦 南 丰 厚 的 收 获 要 与 邻 人 共 享 （十

四 2 2 至 十 五 2 3 >
要 把 1

靡 西 要 他 们 每 年 i t 守 3

定 例 到 圣 所 崇 拜  

越 节
( 十 六 丨 7 )。 》

当 吃 除 酵 饼 以 纪 念 神 枝 救 : 为 海  
出 埃 及 的 大 恩 。 其 二 是 七 七 节 设 U 色列民 

正 值 开 镰 收 获 的 前 丨 ^ 埯 趣  

全 民 在 神 面 前 共 乐 丨 日 ^

7 周 之 后  

神 献 甘 心 祭

念 神 晛 的 收 获 。 其 三 是 住 棚 节  

毕 ， 五 谷 归 仓 之 后 ， 耍 守 节 7 ®  = 橡收

祭 ， 与 邻 共 乐 。 神 的 律 法 每 7 要 ^  =献  

期 宣 读 一 次 ， 以 志 不 忘 • 要在此，

他 们 也 要 公 正 地 待 人 （十六丨 B 

十 一  2 3 > 。 律 法 书 珍 藏 於 至 圣 所 内 ，是^  

断 决 讼 的 最 髙 依 据 。 君 王 要 将 律 法 的 抄 本  

置 於 手 边 ， 持 身 行 事 均 依 为 准 则 。 先知和 

祭 司 作 为 宗 教 领 袖 ， 在 以 色 列 民 的 生 活 中  

作 用 甚 大 ， 司 法 大 权 操 於 祭 司 之 手 。 以色 

列 民 之 行 军 作 战 ， 当 一 反 异 教 民 的 野 蛮 和  

残 忍 ，而 恪 守 人 道 原 则 。父 亲 是 一 家 之 主 ， 

对 一 家 的 道 德 操 守 要 负 全 责 。

爱 的 律 法 是 支 配 家 庭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支  

柱 （二 十 二 1 至 二 十 六 1 9 > 。 以色列的家  

庭 生 活 也 受 不 少 神 的 律 法 规 范 ； 诸如生 

计 、 工 价 、 交 易 等 ， 均 须 本 着 公 义 悯 人 的  

原 则 。 以 色 列 民 从 律 法 的 应 许 和 诫 命 ，得 

知 迦 南 地 的 一 切 资 源 、 物 产 、 牲畜都是神  

委 托 他 们 管 理 的 。 一 切 为 神 所 有 ， 自己当 

尽 心 力 作 好 管 家 以 取 悦 於 神 。

申 命 记 二 十 六 章 1 至 1 9 节 记 载 ，摩西 

教 导 以 色 列 民 宣 认 神 的 恩 典 ， 并 重 新 坚 ^  

与 神 所 立 的 约 。 他 们 要 宣 认 今 日 之 切 分  

得 之 於 神 ， 故 他 们 把 神 的 恩 赐 与 别 人  

享 ， 并 藉 此 坚 定 与 神 所 立 的 约 。

祝 M 和 咒 诅 （二 十 七 1 至 三 十

摩 西 将 神 的 祝 福 和 神 的 咒 沮 C  =  g 导 

列 会 众 面 前 。 以 色 列 民 将 在 约 ^ 姐 律 法 刻  

下 ， 公 开 地 更 新 前 约 。 摩 西 命 。庠 

於 以 巴 路 山 的 一 块 石 上 ， 并 = 分 别宣 fl 

西 命 他 们 将 祝 福 和 咒 诅 的 内 殃 人 的 恶  

於 以 巴 路 山 和 基 利 心 山 。 凡  ^  > 这咒 

行 均 要 遭 受 重 诅 （二 十 七 ^ ^ 奶 逃 脱 在 神  

诅 告 诉 以 色 列 民 ， 任 何 人 也 人 ; 9 _ ’ 

面 前 的 责 任 - 犯 了 罪 或 船 终 要 追 讨 其  

但 决 不 能 瞒 过 神 的 眼 睹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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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民 肴 得 明 白 • • 祝 福 是 生 命 之

诅 垦 死 亡 之 途 （二 十 八 ^ 6 8 ) 。 摩 

路 板 次 征 引 历 史 的 敉 训 ， 号 召 以 色 列 民 新  

西 一 代 抓 紧 现 今 的 机 会 （一 十 九 1 9 ) 。

t : 也 胬 告 他 们 若 不 爱 神 ， 将 被 分 散 各  

1 摩 西 劝 勉 他 们 选 择 生 命 和 茔 善 之 路 ， 

本 方 要 弃 绝 死 亡 和 邪 恶 之 途 （三 十  

i 命 《三 十 一  1 至 三 十 四 12 )

摩 西 在 世 上 的 生 命 与 工 作 已 近 终 点 ， 

便 将 自 身 的 使 命 托 付 於 神 早 已 选 定 的 约 书  

亚 身 上 （三 H — • 1 至 二 十 四 1 2 > 〇 摩 西 在  

此晓偷会众， 神 将 一 如 既 往 地 扶 持 、 春 顾  

由 约 书 亚 领 导 的 以 色 列 民 。 神 的 启 示 已 由  

摩 西 书 之 成 文 ， 并 交 付 众 祭 司 来 监 督 其 执  

行。摩 西 召 来 已 在 首 领 之 列 的 约 书 亚 ， 使 

他 立 於 会 菥 之 前 ， 当 众 委 命 於 他 （三 十 一 

1-29)。

“摩 西 之 歌 ” 是 一 篇 立 约 的 证 言 （三  

十二丨- 4 7 )。 摩 西 以 先 知 的 触 觉 来 忆 述 历  

史。他 重 申 对 神 不 同 的 态 度 会 导 致 不 同 的  

结果，并 鼓 励 以 色 列 民 说 ， 即 使 他 们 将 来  

再次失畋， 也 终 会 复 兴 的 ； 当 务 之 需 是 牢  

记 不 忘 神 向 他 们 启 示 的 一 切 ， 并 详 述 给 子  

女，使 他 们 也 铭 记 在 心 。 对 神 尽 心 尽 意 的  

爱 是 守 约 的 关 键 ， 这 对 以 色 列 民 及 他 们 的  

子 孙 万 代 都 至 为 要 紧 。

摩 西 在 简 短 的 最 后 1M 咐 （三 十 二 4 8 • 

5 2 ) 之 后 ， 便 向 带 领 了  4 0 年 的 以 色 列 会  

众 作 临 别 祝 福 （三 十 三 丨 - 2 9 ) 。 这 篇 祝 福  

辞 也 称 为 “摩 西 遗 言 ”， 它 再 次 宣 颂 了 神  

的 伟 大 和 祂 与 以 色 列 民 的 独 特 关 系 ； 以 色  

列 民 因 而 成 为 世 界 万 民 之 中 一 个 独 特 的 民  

族。

旧 约 时 代 最 伟 大 的 先 知 摩 西 卒 於 摩 押  

平 原 的 毗 斯 迦 山 ， 申 命 记 便 以 此 作 结 。

S a m u e l  J .  S c h u l t z  

参 西 - 1 0 6 6 ： “ 以色歹丨 j 史 " 2 0 7 7 :  

•示 玛 • 1 4 5 3 :  ••底 本 说 ” 3 0 6 〇

参 考 书 目 ： P .C . C r a i g i e , 7*/7e  S o o / c  〇尸 

Deutero n o m y : A . H a r p e r , T h e  B o o k  of

Deuteronomy; A .H . M c N e i l e 厂 爪 y ， 

Its Place in R e v e l a t i o n ; A .C . W e l c h ,

Deuteronomy: The F r a m e w o r k  to the C o d e .

申命记作者
D eu te ro n o m is t
s h e n  m l n g  j l  z u 6  z h S

支 持 旧 约 “底 本 说 ” 的 学 者 对 一 部 古  

文 献 的 著 作 者 或 编 驀 者 的 称 呼 ； 该 文 献 大  

致 相 等 於 申 命 记 。威 尔 浩 生 （18 4 4 _丨918 }  

是 底 本 说 的 主 要 创 建 者 。 他 认 为 犹 大 王 约  

西 亚 的 宗 教 改 革 （主 前 6 2 1 ) 是 这 部 “申 

命 记 ” 文 献 产 生 的 主 要 背 景 。 约 西 亚 的 律  

法 书 （王 下 二 十 二 3 至 二 十 三 2 5 ) 被认为  

是 申 命 记 的 基 本 部 分 。

参 -底 本 说 ，306: • 形 式 评 鉴 学 ” 1 7 8 1。

伸帅
S h im sh ai
s h e n  s h u ^ i

波 斯 国 的 官 员 ， 其 厲 地 包 括 耶 路 撒  

冷 。 他 联 同 另 一 个 官 员 利 宏 写 信 给 亚 达 薛  

西 王 ， 反 対 被 捕 归 回 的 犹 太 人 重 逮 圣 殿  

( 拉 四 8 、 9 > 。 他 成 功 迫 使 重 建 工 程 停 止  

下 来 （四丨7 - 2 3 )。

参孙
S am so n
s h e n  s f l n

玛 挪 亚 的 儿 子 ， 屈 但 支 派 。 参 孙 的 母  

亲 原 是 不 育 的 ， 圣 经 并 没 有 提 及 她 的 名  

字 。 神 的 使 者 向 她 宣 告 ， 她 必 将 生 一 个 儿  

子 ， 他 一 生 要 作 拿 细 耳 人 （换 言 之 ， 他淸  

酒 浓 酒 都 不 可 喝 ， 一 切 不 洁 之 物 都 不 可  

吃 ， 也 不 可 用 剃 头 刀 剃 他 的 头 ； 民 六 卜  

6 〉。 同 时 ， 神 的 使 者 告 诉 她 ， 他 将 起 首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 脱 离 压 制 了 他 们 4 0 年 的  

非 利 士 人 （士 十 三 丨 - 5 ) 。 她 将 这 些 话 转  

告 给 居 住 在 但 族 琐 拉 的 丈 夫 玛 挪 亚 。 玛 挪  

亚 为 天 使 的 显 现 向 神 祷 告 ， 神 的 使 者 再 次  

显 现 ， 指 教 他 们 怎 样 接 待 将 要 出 生 的 孩  

子 。 玛 挪 亚 为 此 献 上 燔 祭 ， 神 的 使 者 在 火  

焰 中 升 上 天 去 。 玛 挪 亚 惧 怕 他 们 将 要 死 ， 

因 为 他 那 时 方 知 道 他 们 看 见 了 神 （士 十 三  

2 2 ) 。 此 后 ， 孩 子 出 生 ， 日 渐 长 大 ， 耶和  

华 賜 福 予 他 。在 玛 哈 尼 但 ，神 的 灵 感 动 他 。

参 孙 在 亭 傘 看 见 一 个 非 利 士 女 子 ，想  

娶 她 为 妻 。 神 要 寻 找 机 会 攻 击 非 利 士 人 ， 

这 非 利 士 女 子 便 是 一 个 机 会 。 当 参 孙 和 他  

父 母 往 亭 拿 安 排 婚 事 ， 一 只 狮 子 从 葡 萄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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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来 ， 参 孙 被 神 的 灵 大 大 感 动 ， 将 狮 子 撕  

裂 成 半 。 其 后 他 发 现 一 大 群 蜂 子 在 狮 子 的  

尸 体 内 制 造 蜜 糖 （士 十 四

参 孙 依 循 习 俗 ， 在 亭 拿 设 宴 ， 并 告 诉  

非 利 士 人 一 个 有 关 狮 子 和 蜜 糖 的 谜 语 ， 他  

们 为 这 谜 语 打 赌 ， 非 利 士 人 欺 哄 参 孙 的 妻  

子 探 取 谜 底 ， 好 转 告 他 们 。 当 他 们 向 参 孙  

说 出 答 案 ， 参 孙 已 知 道 内 情 ， 因 此 他 出 去  

击 杀 了  3 0 个 非 利 士 人 来 偿 还 他 的 睹 注  

< 士 十 四 1 9 > 。 参 孙 回 父 家 去 后 ， 他 的 岳  

父 把 参 孙 的 妻 子 归 给 与 参 孙 同 来 的 朋 友  

( 十 四 丨 0 - 2 0 > 。

当 参 孙 回 去 看 他 的 妻 子 ， 他 岳 丈 不 允  

许 他 进 去 看 她 ， 因 此 他 捉 了  3 〇〇只 狐 狸 ， 

将 它 们 的 尾 巴 一 对 一 对 的 捆 上 ， 将 火 把 捆  

在 两 条 尾 巴 中 间 • ， 把 它 们 放 入 非 利 士 人 的  

禾 田 ， 以 致 禾 捆 堆 和 未 割 的 禾 稼 都 烧 了 。 

飛 后 ， 非 利 士 人 起 来 烧 了 参 孙 的 妻 子 和 岳  

丈 ， 参 孙 就 下 去 击 杀 了 他 们 很 多 人 （士 十  

五  1 - 8 )。

非 利 士 人 转 而 攻 击 犹 大 ， 犹 大 人 就 用  

新 绳 捆 绑 参 孙 ， 将 他 交 给 非 利 士 人 。 当 犹  

大 人 来 到 非 利 士 人 安 营 的 利 希 ， 耶 和 华 的  

灵 大 大 感 动 参 孙 。 他 拉 断 绑 绳 ， 抓 住 一 块  

驴 腮 骨 ， 杀 了 〗 ，〇〇〇个 非 利 士 人 。 随 后 ， 

他 甚 觉 口 渴 ， 就 求 告 耶 和 华 ， 於 是 神 在 利  

希 开 了 一 道 水 泉 给 他 （士 十 五 9 - 2 0 > 。

参 孙 喜 欢 非 利 士 妇 人 ， 这 方 面 的 弱 点  

不 断 为 他 和 非 利 士 人 带 来 麻 烦 。 他 下 到 迦  

萨 ， 在 那 里 与 一 个 妓 女 亲 近 （士 十 六 1 > 。 

该 城 的 人 得 知 他 在 那 里 ， 就 密 谋 在 破 晓 时  

分 杀 他 ， 但 他 却 在 半 夜 起 来 ， 将 城 门 的 门  

扇 、 门 框 和 门 闩 拆 下 来 ， 放 在 希 伯 仑 前 的  

山 顶 上 （十 六 2 、 3 > 。

后 来 ， 他 在 梭 烈 谷 遇 见 大 利 拉 。 非 利  

士 人 陏 略 她 去 探 出 参 孙 力 适 强 大 的 缘 由  

< 士 十 六 4 、 5 > 。 这 妇 人 不 断 烦 扰 参 孙 ； 

参 孙 告 诉 她 ， 人 若 用 7 条 未 干 的 青 绳 子 捆  

彿 他 ， 他 就 会 像 别 人 一 样 软 弱 。 她 就 描 绑  

他 ， 喊 叫 说 ： “非 利 士 人 拿 你 来 了 。” 但 他  

轻 易 地 挣 断 了 绳 子 。 面 对 着 大 利 拉 不 断 追  

问 他 力 气 强 大 的 缘 由 ， 参 孙 只 是 反 复 欺 哄  

她 。 之 后 ， 她 以 新 绳 （第 1 丨节） 和 他 的 7 

条 发 绺 与 纬 线 同 织 （第 1 3 节 ） 来 捆 绑 他 。 

最 后 ， 她 不 断 的 催 迫 ， 使 他 屈 服 ， 说 出 真  

相 ： 若 有 人 剃 他 的 头 ， 使 他 破 坏 了 拿 细 耳

八口 、j  ,

当 参 孙 把 头 枕 在 她 的 膝 上 ( 靖 丨  

个 人 来 剃 去 他 的 头 发 。 这 二 她 叫 了 二  

“非 利 士 人 拿 你 来 了  ”， 非 利  利拉邮叫 

住 ， 剜 了 他 的 眼 阽 ， 带 他 往 迦 将 他 奮  

在 迦 萨 ， 参 孙 被 钢 裢 拘 索  

里 推 磨 ； 这 时 ， 他 的 头 发 再 次 ； 迫在眙 

一 次 ， 非 利 士 人 在 他 们 的 神 大 农 • 有  

行 盛 大 的 庆 典 ， 他 们 为 战 胜 参 孙 = ^ 中 來  

且 要 将 参 孙 带 来 ， 供 他 们 娱 乐 。

3 , 0 0 0 人 观 看 参 孙 戏 耍 „ 参 孙 甲  

条 支 托 庙 宇 的 柱 子 中 间 ， 然 后 思 ; ;

华 賜 下 力 f f l ， 好 让 他 推 倒 柱 子 ， 便 

筑 物 倒 塌 。 正 如 他 所 求 ， 参 孙 与 非 利  

同 归 於 尽 。 然 而 ， 他 在 临 死 前 所 杀 的 非 利  

士 人 ，比 他 生 前 所 杀 的 还 多 （士 十 六丨.3〇> 

参 孙 的 家 人 下 去 取 他 的 尸 体 ，把他^  

于 琐 拉 和 以 实 陶 中 间 ， 在 他 父 亲 玛 挪 亚 的  

坟 墓 里 。 参 孙 作 以 色 列 人 的 “士 师 ，，或领 

袖 ， 达 2 0 年 之 久 （士 十 六 3 1 ) 。

Carl  E . DeVries 

参 - 士 师 记 ” 1 4 6 0 :  •以色列史 " 2077,

身体
Body
s h e n  t l

圣 经 用 语 ，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 包括比喻 

及 神 学 用 语 。 圣 经 中 提 到 身 体 的 很 多 地  

方 ， 显 示 了 希 伯 来 人 对 人 生 命 的 基 本 观  

点 。 现 将 旧 约 和 新 约 中 有 关 身 体 的 记 软 ， 

分 述 如 下 。

旧约
旧 约 作 者 所 用 若 千 都 可 译 为 ‘‘身j 本 

的 希 伯 来 词 ， 主 要 是 指 外 在 的 生 命 。合死 

或 肉 体 会 受 痛 苦 、 染 病 、 受 尸 ^ 首 ，、 

亡 ； 死 后 的 身 体 称 作 “死 尸 ”、 样象 

圣 经 也 提 到 灵 界 的 身 体 ， 如 以 西 ^

中 看 见 的 基 路 伯 （结 一  1 

见 的 天 使 （但 十 6 )

‘形 体 ”， 即 偶 像 （耶 十 卜 . . 5 物 皆 有

•一 I " ， 但以理费 

7 / 利 米 也 提 及 $

的 “形 怀 " ， 即 肿 1 豕 （耶 十  

t 各 例 可 知 ， 希 伯 来 人 认 为 天 w

« 体 。 - T V S 作身丨本或

有 时 ， 同 一 个 希 伯 来 纟 卜 体 生 命 ， 

勾 体 。 “身 体 ” 代 表 人 腔 m  

而 “肉 体 ，， 则 常 指 人 的 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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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 身 体 ， 故 有 行 动 生 活 ； 也 有 灵  

魂，生 命 又 有 屈 灵 的 方 面 。 圣 经 并 不 认 为  

"灵”和 “体 ” 互 相 对 立 ， 也 不 是 互 不 相  

关的两部 分。 古 希 腊 哲 学 界 有 灵 囿 於 体 的  

思想，但 圣 经 素 无 此 说 。 直 至 两 约 之 间 时  

期，才 有 一 些 犹 太 作 家 提 出 身 体 邪 恶 论 或  

灵体对立论

新约
新 约 中 “身 体 ’’ 一 词 ， 用 法 与 旧 约 相  

同，但 增 加 了 新 义 • • 例 如 ： 耶 稣 的 身 体  

(尸体 > 从 十 字 架 上 取 下  < 可 十 五 4 3 > 。 人 

的 身 体 可 以 患 病 ， 也 可 以 治 愈 （可 五 2 9 > ,  

需 要 吃 饱 、 穿 暖 （雅 二 然 而 身 体  

( 即 外 在 的 生 命 ） 却 远 不 止 於 饮 食 衣 裳  

(太六25 >。 耶 穌 说 ： “那 杀 身 体 、 不 能 杀  

灵魂的， 不 要 怕 他 们 ； 惟 有 把 身 体 和 灵 魂  

都 灭 在 地 狱 里 的 ， 正 要 怕 他 。 太 十 28 )

耶 稣 在 最 后 晚 餐 时 拿 起 饼 来 说 ： “这  

是 我 的 身 体 ” ； 又 举 起 葡 萄 酒 说 ： “这 是  

我的血” （可 十 四 2 2 、 2 4 > 。 这 些 引 自 旧  

约 祭 祀 的 话 ， 强 调 了 耶 稣 之 死 的 代 赎 意  

义。在 新 旧 两 约 ， 都 提 到 以 一 个 真 实 、 肉 

体 的 生 命 的 牺 牲 ， 为 立 约 子 民 而 奉 献 。

保 罗 在 讲 述 基 督 徒 的 经 验 时 ， “身 体 ” 

- 词 为 他 的 基 本 概 念 《 新 约 中 “身 体 ” 一 

词，主 要 是 保 罗 书 信 的 用 语 。

职身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六 章 6 节 中 ， 说 要 使  

“罪身” 灭 绝 一 事 。 所 谓 “罪 身 ” 并 不 是  

说 身 体 原 本 有 罪 ， 好 像 说 罪 与 物 质 有 所 连  

系；也 并 非 说 罪 居 於 人 性 之 中 ； 也 不 是 把  

罪 似 人 化 。 保 罗 的 用 语 是 指 人 外 体 的 生  

命，即 世 上 的 生 命 ， 受 到 罪 的 影 响 。 人 悔  

改 归 正 作 基 督 徒 时 ， 保 罗 指 出 人 惯 常 的 生  

活 形 式 被 摧 毁 了 。 罪 与 身 体 连 在 一 起 》 指 

出 人 的 生 命 是 罪 恶 的 保 罗 在 描 述 人 生 命  

中 激 烈 冲 突 的 痛 苦 感 受 时 呼 喊 ： “谁 能 救  

我 脱 离 这 取 死 的 身 体 呢 ？ ’’ （罗 七 2 4 > 人  

的 生 命 被 罪 毁 损 ， 并 饱 尝 恶 果 ， 必 须 要 有  

基 督 的 救 赎 （罗 七 2 5 至 八 4 > 。

信徒的身体

保 罗 说 ， 归 信 神 的 人 不 仅 “灵 魂 得  

教”，今 世 的 生 命 也 经 历 转 变 。 他 们 既 向  

罪死了， 便 不 再 作 罪 的 奴 仆 ， 因 此 ， 保 罗  

呼 吁 信 徒 要 追 求 圣 洁 的 生 活 ： “不 要 容 罪

在 你 们 必 死 的 身 上 作 王 ， 使 你 们 顺 从 身 子  

的 私 欲 ” （罗六 1 2 >  ; 驾 驭 基 督 徒 现 世 生  

活 （即 身 体 ） 的 已 不 是 罪 ， 而 是 义 了 ； 他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和 个 人 生 活 ， 该 有 圣 洁 。 基 

督 徒 虽 然 仍 要 活 在 世 上 （约十七 1丨）， 却 

已 是 为 神 而 生 活 ， 然 而 又 绝 非 对 世 亊 采 取  

漠 然 旁 观 的 消 极 态 度 n

世 间 的 物 质 生 活 因 此 而 有 了 新 义 。 保 

罗 劝 告 基 督 徒 “将 身 体 献 上 ， 当 作 活 祭 ， 

是 圣 洁 的 ， 是 神 所 軎 悦 的 ” （罗 十 二 1 ) 。 

每 个 人 的 生 命 都 是 献 给 神 的 “活 祭 ”。 保 

罗 并 不 否 认 今 世 生 命 的 价 值 ， 在 基 督 里 这  

生 命 有 了 新 的 潜 能 ， 因 有 圣 灵 的 同 在 。 保 

罗 说 ： “岂 不 知 你 们 的 身 子 就 是 圣 灵 的 殿  

吗 ？ 这 圣 灵 是 从 神 而 来 ， 住 在 你 们 里 头  

的 ” < 林 前 六 1 9 > 。 当 然 这 并 不 是 说 ， 圣 

灵 是 住 在 人 体 某 部 分 的 生 理 组 织 里 面 ， 

“身 体 ” 是 指 人 在 世 间 整 个 的 外 体 生 命 。

保 罗 也 盼 望 身 体 最 后 的 转 变 ； 他提到  

“我 们 的 身 体 得 赎 ” （罗 八 2:M , 以 及 “将 

我 们 这 卑 贱 的 身 体 改 变 形 状 ， 和 他 自 己 荣  

糙 的 身 体 相 似 ” （腓 三 2 1 ) 。 由 此 可 知 ， 

圣 经 对 人 生 的 罪 恶 和 堕 落 会 视 为 真 实 ， 却 

绝 不 同 於 那 些 厌 世 弃 俗 的 悲 观 主 义 观 点 。 

基忏的身体

保 罗 记 述 有 关 圣 餐 的 经 文 ， 提 到 饼 是  

基 督 的 身 体 ， “为 你 们 舍 的 ’’ （林 前 十 一  

2 4 > 。 保 罗 於 另 一 书 信 中 ， 也 以 类 似 的 语  

句 指 出 ， 耶 稣 的 死 为 解 救 人 类 的 途 径 。 他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章 1 6 节 中 说 ： 我 们 “同 

领 基 督 的 身 体  ' 信 徒 是 与 耶 稣 同 死 ， 

“藉 着 基 督 的 身 体 ， 在 律 法 上 也 是 死 了 ” 

( 罗 七 4 >  ; 信 徒 也 藉 着 甚 督 肉 身 受 死 而  

得 与 神 和 好 （西 一  2 2 > 。 保 罗 反 复 使 用  

“身 体 ”、 “肉 身 ”、 “死 ” 这 3 个 词 汇 ， 其 

意 是 在 强 调 一 个 观 点 ， 即 耶 稣 的 代 赎 工  

作 ， 以 肉 身 的 死 为 极 峰 ， 这 便 奧 定 了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基 础 。使 徒 彼 得 也 有 同 见 ，他 说 ： 

基 督 “被 挂 在 木 头 上 ， 亲 身 担 当 了 我 们 的  

罪 ” （彼 前 二 2 4 > 。

保 罗 使 用 “身 体 ” 一 词 掖 多 之 处 ， 是 

比 喻 教 会 和 基 督 的 关 系 。 保 罗 於 多 处 提 及  

教 会 是 “身 体 ”， 而 基 督 是 “头 ” （西 一  

1 8  基 督 “为 教 会 作 万 有 元 首 ”， 而 

“教 会 是 他 的 身 体 ” （弗一  2 ‘2 、 2 3 ) 。 教会  

需 “持 定 元 首 ”， 才 有 长 进 （西 二 1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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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伢 是 教 会 的 头 ， 又 是 教 会 全 体 的 救 主  

( 弗 五 2 : 幻 。 “身 体 ” 和 “头 ” 的 比 喻 所 强  

调 的 ， 足 教 会 对 基 符 的 依 赖 和 驻 锊 对 教 会  

的 主 权 。 教 会 的 觉 识 是 在 於 头 ； 教 会 的 生  

命 也 从 头 而 来 ， 并 由 头 维 系 。 这 关 系 是 即  

时 产 生 ， 也 是 直 接 和 完 整 的 。 离 了 越 符 ， 

即 离 开 地 在 历 史 上 的 代 赎 工 作 ， 以 及 池 在  

神 右 边 的 代 求 ， 教 会 也 不 会 存 在 。

教 会 作 为 基 饪 的 身 体 其 中 一 个 特 点 ， 

就 结 在 不 同 中 的 合 一 „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男 人 和 女 人 ， 自 由 人 和 奴 隶 这 些 差 异 全 部  

消 失 ， 都 成 了 在 基 督 里 的 一 个 身 体 （加 三

2 7 、 2 8 > 。 因 为 “圣 灵 只 有 一 个 ”， “身 体  

只 有 一 个 ” （弗 四 结 果 是 ， 从 过 去 互  

相 隔 绝 、 互 相 敌 视 的 群 体 ， 形 成 了 一 群 新  

人 （弗 二 1 1 - 1 6 ) 。 肢 体 的 合 一 并 不 是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 而 是 信 徒 受 洗 归 入 一 个 身 体  

的 审 实 （林 前 十 二 信 徒 该 表 现 这 同  

— 个 身 体 的 合 一 性 （腓 二 2 > 。

保 罗 也 指 出 教 会 的 合 一 性 ， 并 非 否 定  

了 个 人 的 特 性 。 信 徒 与 莖 倍 “联 合 ” 成 为  

一 体 ， 每 个 成 员 也 彼 此 联 合 ， 互 为 肢 体  

< 罗 十 二 5 > 。 各 肢 体 在 身 体 上 都 各 有 重 要  

性 •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和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韋 中 均 指 出 ， 在 教 会 的 身 体 内 有 不 同 的  

恩 賜 ， 而 保 罗 说 ： “按 我 们 所 得 的 恩 賜 ， 

各 有 不 同 ” （罗 十 二 6 > ， 应 各 尽 所 能 ， 集  

各 种 恩 賜 的 大 成 ， 违 立 教 会 的 整 体 （弗 四  

丨 2 ) 。 在 此 过 程 之 中 ， 身 体 在 爱 中 成 长  

( 弗 四 丨 6 > , 在 各 世 代 中 彰 显 神 的 恩 爱 。

釔活的身体

在 希 伯 来 人 的 思 想 中 ， 灵 与 体 是 不 可  

分 离 的 。 按 圣 经 的 教 导 ， 死 后 的 生 命 也 并  

非 无 体 无 形 ， 而 是 有 新 的 “身 体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3 5 至 5 7 节 ， 虽 提 出  

不 少 问 题 ， 但 他 显 然 认 为 地 上 的 肉 身 与 复  

活 的 身 体 ， 必 有 某 种 联 系 ， 他 说 ： “所 种  

的 是 血 气 的 身 体 ， 复 活 的 是 灵 性 的 身 体 。” 

( 林 前 十 五 4 4 ) 他 说 的 话 ， 恐 怕 主 要 是 根  

据 耶 穌 基 督 的 经 历 ： 耶 穌 的 肉 身 不 但 复 活  

了 ， 而 且 也 改 变 了 ， 不 再 受 地 上 的 限  

制 。？O i S ；活 的 身 体 仍 是 那 原 先 肉 身 的 复 活 。 

故 保 罗 断 言 在 神 所 应 许 的 复 活 之 日 ， 生 命  

要 重 归 原 体 ，只 是 将 摆 脱 一 切 原 有 的 限 制 ，

而 获 得 新 的 能 力 和 品 质 ， 那 时 ， “‘死 被 得  

胜 吞 灭 ’ 的 话 就 应 验 了  ” <林 前 十 五 3 4 ) 。

R o b e r t  W. Ly〇n 
参 - 复 活 ” 4 3 7 :  " S 督 的 身 体 " 633:

“教 会 ” 7 5 3 :  •人观• 1 1 9 9 。

参 星
Orion
s h e n  x i n g

星 座 之 一 ， 看 似 一 个 束 茗 fl要带的措 

人 。 有 许 多 传 说 都 环 绕 这 星 座 —— 希昭人 

相 信 他 是 因 为 恐 蠢 地 自 吹 自 擂 而 被 放 逐 於  

天 上 ； 在 闪 族 的 地 区 ， 则 传 说 他 愚 蠢 地 声  

称 自 己 有 能 力 与 神 对 抗 而 被 逐 《参星在希 

伯 来 文 是 指 “顽 固 ” 和 " 愚 昧 ”）。 约伯 

记 九 章 9 节 提 到 神 在 自 然 界 创 造 伟 大 而 不  

能 探 究 的 亊 物 时 ，也 包 括 参 星 （参摩五 8), 

神 向 约 伯 挑 战 ， 要 他 做 只 有 神 能 做 的 事

-----解 开 参 星 的 带 （伯 三 十 八 3 丨、 32)#

其 实 这 挑 战 的 精 义 是 ： 昴 星 传 报 春 天 的 来  

临 ， 参 星 宣 示 冬 天 将 至 ， “你能否改变神  

所 定 立 的 四 季 运 转 ？ ”

参 " 昴 星 " 1 0 0 3 。

深 渊 / 无底坑
Abyss
s h e n  y u a n  /  w u  d l  k S n g

深 不 见 底 、深 不 可 测 之 地 ，或指地狱.  

参 - 无 底 坑 - 1 6 1 4 。

祌 ，女祌
gods, goddesses

s h 6 n  /  nQ s h 6 n

异 教 的 男 性 和 女 性 神 衹 。 虽然圣经教 

导 只 有 一 位 真 神 （赛 四 十 五 1 8 、 ‘21 , 

2 2 ; 可 十 二 3 2 ) , 外 邦 人 在 古 时 迅 速 发 展  

了 一 种 多 神 的 宗 教 （耶 十 丨 1 ) » 结 采 ，每 

一 国 都 各 自 塑 造 且 敬 拜 他 们 的 神 衹 。圣经 

提 到 很 多 外 邦 神 （撒 上 七 3 > , 大 多 数 均  

指 明 是 厲 哪 一 国 的 神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拜  

偶 像 中 心 ， 列 出 了 数 目 甚 多 的 名 单 ：亚得 

米 勒 和 亚 拿 米 勒 （王 下 十 七 3 丨>、 彼勒 

( 也 称 “米 罗 达 ’’； 赛 四 十 六 1 ; 耶五十‘2,

五 H ---- 4 4  > 、 庠 洛 （鹰 五 2 6  > 、 尼 波 （赛

四 十 六 1 > 、 匿 甲 （王 下 十 七 3 0 > 、 尼斯洛 

( 王 下 十 九 3 7 ; 资 三 十 七 3 8 > 、 理 番 （徒 

七 4 3 ) 、 疏 割 比 油 《王 下 十 七 3 0 > 、搭換 

斯 （结 八 1 4 ) 、 他 珥 他 （王 下 十 七 3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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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女 神 哈 妥

可 是 ， 以 色 列 人 不 理 会 神 的 警 告 ， 竞; 

拜 偶 像 ， 很 早 已 陷 於 罪 中 。 在 列 祖 时 期 ， 

神 的 子 民 已 被 他 们 家 里 的 神 像 所 吸 引 （创 

三 H ■•— 3 2 > ， 继 续 敬 拜 别 神 （出 三 十 二 1、

4 、 8 、 2 3 、 3 1， 三 十 四  1 5 ; 何 十 一 2 ) 。 

主 前 7 2 2 年 ， 拜 偶 像 导 致 北 国 畋 亡 《王下  

十 七 7 - 1 8 )。 而 南 国 犹 大 也 因 拜 偶 像 而 在  

主 前 5 8 6 年 畋 亡 （王 下 二 十 二 1 7 ; 申二十  

九 2 5 - 2 8 ) 。 当 他 们 被 掳 巴 比 伦 ， 犹 大 百  

姓 明 白 拜 偶 淥 是 罪 ， 就 回 心 转 意 ， 不 再 拜  

偶 像 ； 他 们 的 祖 先 若 遵 从 约 书 亚 的 榜 样 ： 

“至 於 我 和 我 家 ， 我 们 必 定 事 奉 耶 和 华 ” 

{ 书 二 十 四 1 5 > ， 便 不 致 遗 遇 这 样 悲 痛 的  

经 历 。

拒 绝 敬 拜 独 一 真 神 ， 便 无 可 避 免 地 引  

致 其 他 恶 行 （罗 一 2 1 - 3 2 > 。 因 此 ， 当用  

保 罗 的 话 提 醒 各 人 ， “贪 婪 就 与 拜 偶 像 一  

样 ” （西 三 5 > 。

R o n a l d  F. Y o u n g b l o o d  

参 “ 迦 南 神 衹 和 宗 教 • 7 1 9 :  • 偶 像 . 拜

偶 像 • 1 1 4 6 : - 邱 坛 / 高 处 " 1 1 9 3 。

祌的本体和M性
God,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s h 6n d e b6n t l h6 shfi xi ng

神 固 有 的 特 性 ， 在 圣 经 中 启 示 出  

来 ， 祂 大 能 的 作 为 在 圣 经 的 历 史 中 彰 显 无  

遗 。这 是 指 圣 父 、圣 子 、圣 灵 等 同 的 特 性 。 

神 的 栩 性 在 救 赎 的 历 史 中 ， 愈 见 丰 富 和 完  

全 地 晓 谕 给 世 人 。

按 照 圣 经 的 记 软 ， 所 有 受 造 之 物 ， 都

叙 利 亚 人 造 亚 示 玛 像 （王 下 十 七 3 0 > 和  

梅 门 庙 （王 下 五 1 H > , 又 拜 哈 达 临 门 （亚 

十二丨丨）。 以 色 列 东 方 的 邻 国 亚 扪 敬 拜 米

勒 公 （王 上 H ----!5、 7 、 3 3 ; 王 下 二 十 三

丨3 摩 押 人 除 了 敬 拜 当 地 的 巴 力 毗 珥  

< 民 二 十 五 3 、 W ， 也 敬 拜 基 抹 。 非 利 士  

人 的 神 是 大 寂 和 巴 力 西 卜 （王 下 — 2 、 3 、 

6 , 丨(i > , 而 巴 力 西 卜 相 等 於 新 约 中 的 别  

西 卜 （太 十 二 2 4 ; 路 十 一  1 5 ) 。 旧 约 圣 经  

时 常 提 及 迦 南 的 神 巴 力 和 女 神 亚 舍 拉 与 亚  

斯他录； 亚 斯 他 录 也 就 是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伊  

施他尔， 被 奉 为 “天 后 ” （耶 七 1 8 , 四 十  

四17-19、 2 5 > 。 亚 扪 （耶 四 十 六 2 5 > 、 亚  

皮 斯 是 埃 及 的 神 ， 匿 哈 （王 下 十 七 3 1 )  

可 能 是 以 拦 人 的 神 。

新 约 圣 经 至 少 提 及 3 个 希 腊 罗 马 的  

神： 希 腊 女 神 亚 底 米 （徒 十 九 2 4 、 2 7 、 

川、3 4 、 3 5 ) 、 罗 马 人 的 神 狄 安 娜 、 希 腊  

人 的 神 丢 斯 和 希 耳 米 （徒 十 四 1 2 、 13 >, 

又 有 朱 庇 特 和 麦 邱 立 ， 都 是 罗 马 人 所 敬 拜  

的神衹。

圣 经 淸 楚 教 导 我 们 ， 列 国 的 神 都 不 是  

真 的 （耶 二 丨 1 > , 即 使 敬 拜 他 们 的 人 都 诚  

心 相 信 他 们 的 存 在 （第 2 8 节 > 。 但 耶 和 华  

宣告： “其 实 这 不 是 神 ” （耶 二 丨 丨 ， 十 六  

2 0 ; 参 五 7 > ， 他 们 是 “虚 无 ” 的 （赛 四  

十一 2 D , “那 些 本 来 不 是 神 ” （加 四 8 > 。 

新 约 圣 经 更 宣 告 ： “偶 像 在 世 上 算 不 得 甚  

么…… 没 有 别 的 神 ” < 林 前 八 4 > 。 其 实  

“人 手 所 做 的 ， 不 是 神 ” （徒 十 九 2 6 ) 。 以 

色 列 人 早 在 出 埃 及 时 ， 已 开 始 面 对 别 的 民  

族，他 们 多 次 获 得 提 醒 ， 耶 和 华 比 其 他 所  

有 的 神伟大  < 出 十 五 1 1 , 十 八 1 1 ; 申 十  

丨7 ; 书 二 十 二 2 2 ; 代 上 十 六 2 5 ; 代 下 二  

5 ; 诗 八 十 六 8 , 九 十 五 3 , 九 十 六 4 、 5, 

九 十 七 7 、 一 三 五 5 ， 一 三 六 2 ; 但 二  

4 7 ; 番二  1 " 。

这 类 所 谓 神 ， 不 配 以 色 列 人 注 意 和 膜  

拜 „ 既 然 只 有 一 位 奧 神 ， 其 他 的 不 是 神 ， 

也 不 配 以 色 列 人 膜 拜 （出 二 十 3 ; 申 五 7 > 。 

希 伯 来 文 中 甚 至 没 有 “女 神 ’’这 词 语 ， 所  

以 只 用 “神 ” 来 表 达 （参 王 上 十 一  5 、 

3 3 ; 按 ： 和 合 本 已 译 为 “女 神 ”>。 以 色  

列 人 不 可 雕 制 任 何 偶 像 （出 二 十 4 、 23; 

利十九 4 ; 申 五 也 不 可 提 及 异 教 邻 邦  

的 神 衹 和 女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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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显 神 的 荣 權 、 神 性 和 永 恒 的 权 能 （诗 十  

九丨 - 6 ; 罗 一 2 0 ) 。 神 的 供 应 也 启 示 了 祂  

不 变 的 属 性 （太 五 4 5; 路 六 3 5 ;  徒 十 四  

1 6 、 丨7 ， 十 七 ‘2 2 - 3 丨 > 。 神 厲 性 完 美 的 启  

示 ， 可 从 她 藉 着 耶 稣 基 督 的 救 赎 工 作 中 看  

到 。

圣 经 怎 样 表 明 神 的 特 性 ？ 第 一 ， 从 神  

的 圣 名 中 得 知 ， 因 神 藉 着 祂 的 圣 名 启 示 祂

自 己 《创 一 1 二4 ， 十 七 】 出 ：

1 5 ， 六 2 - 5 ) 。 神 有 些 屈 性 是 藉 着 圣 经 的  

记 载 暗 示 出 来 ， 包 括 她 的 创 造 、 人 类 的 堕  

落 、 洪 水 、 巴 别 塔 和 出 埃 及 ， 以 及 更 多 彰  

显 在 祂 与 选 民 所 立 各 种 不 同 的 约 中 。 对 於  

以 色 列 ， 祂 表 明 自 己 是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的 神 （出 三 丨 5 > 。 对 於 法 老 ， 池 表 明  

自 己 是 “以 色 列 的 神 ”或 “希 伯 来 人 的 神  

( 出 五 1 、 。

在 以 色 列 民 到 了 西 乃 山 的 时 候 ， 按 圣  

经 的 叙 述 ， 祂 更 明 确 地 启 示 他 的 属 性 ， 祂  

宣 告 说 ： “耶 和 华 ， 耶 和 华 ， 是 有 怜 • 倘 有  

恩 典 的 神 ， 不 轻 易 发 怒 ， 并 有 丰 盛 的 慈 爱  

和 诚 实 ， 为 千 万 人 存 留 慈 爱 ， 赦 免 罪 孽 、 

过 犯 ， 和 罪 恶 ， 万 不 以 有 罪 的 为 无 罪 ， 必  

追 讨 他 的 罪 ， 自 父 及 子 ， 直 到 三 四 代  

( 出 二 十 四 G 、 7 > 这 些 话 的 重 点 在 其 他 地  

方 也 有 复 述 ， 只 有 少 许 的 分 别 （民 十 四  

尼 九 丨 7 ; 诗 一 〇 三 8 ; 耶 三 十 二 18; 

拿 四 2 ) 。

在 历 史 中 ， 神 学 家 时 常 讨 论 神 的 屈  

性 ， 以 抽 象 、 推 测 、 学 术 的 方 法 去 探 索 t 

f 而 ， 这 种 情 况 从 不 见 於 圣 经 里 。 神 显  

示 地 的 賴 性 ， 令 摩 西 跪 下 敬 拜 ， 承 认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 并 求 神 赦 免 （出 三 十 四 8 、 9 ) 。 

在 其 他 经 文 中 ， 也 有 类 似 的 反 应 。 约 拿 在  

怒 中 的 祷 告 ， 向 神 发 出 带 有 罪 性 的 控 诉  

时 ， 也 指 出 了 神 的 厲 性 （拿 四 卜 幻 。 对  

於 基 督 徒 ， 圣 经 提 出 了 神 的 厲 性 是 池 子  

民 生 活 的 标 准 。祂 的 子 民 要 圣 洁 仁 爱 等 ’

因 为 这 些 都 是 神 的 賴 性 （利 十 九 2 ; 约 查  

四 8 、 丨I ) 。

本 质 和 属 性

中 世 纪 在 希 腊 的 哲 学 、 神 学 教 育 的 影  

晌 下 ， 神 的 M 性 和 “本 质 ”一 般 是 分 开 的 。

神 的 本 质 是 以 抽 象 的 观 点 研 究 ， 他 们 论 神  

“纯 全 的 本 体 ” 或 “绝 对 的 本 质 ”， — 般

都 认 为 未 可 知 道 ， 或 只  

: 体 ”。 然 而 ， — 人 道 ; 々

有 些 神 学 家 认 为 神 的 本 所  

一 种 屈 性 一 _ 独 立 、 无 穷 1 二 ， 能财杆为 

从 一 种 开 放 的 角 度 出 发 对 的 皆 :

8当9二 为 是 神 主 要 ；当 代 神 子 — 个 重 要 的 观 点  從 ，这阜

w 3 7 > 描 述 神 是 “那 位 圣 ^ （丨《队  

外 一 些 神 学 家 也 认 为 圣 伊 极 1 ， 当时另 

性 。 又 有 些 人 认 为 神 的 本 ； 比 U 的 ts 

此 每 种 屈 性 是 神 所 有 本 质 的 杂 .

所 有 这 些 观 点 ， 都 是 推  

为 神 固 有 的 特 性 ， 而 且 不 应 应 视  

分 开 。 所 _ 性 ， 是 圣 经 对 於 神 的  

描 述 ； 这 些 屈 性 列 出 神 到 底 是 怎 样  

什 么 。 神 向 与 巧 有 关 的 受 造 之 物 启 示 地  

自 己 ， 而 在 那 启 示 中 ， 祂 提 供 了 确  

的 自 我 描 述 。 ' s

属 性 的 分 类

历 史 中 基 督 徒 的 认 信 ， 指向神的各种  

特 性 ， 而 没 有 称 它 们 为 屈 性 ， 或 把 它们加  

以 分 类 的 。按 《威 斯 敏 斯 特 信 仰 问 答 简 要 〉

6 4 7 ) 显 示 一 种 分 类 的 倾 向 ， 描述神 

是 个 灵 ， 无 限 、 永 恒 、 拥 有 不 变 的 位 格 、 

智 蒽 、 权 能 、 圣 洁 、 公 正 、 良 善 、信实可 

靠 先 前 的 4 种 厲 性 ， 则 认 可 其 余 的 屈  

性

有 人 曾 提 出 了 几 个 分 类 的 方 法 ，把屈 

性 加 以 分 类 。 一 般 的 技 巧 ， 是把祌的屈性  

分 成 一 对 ： 消 极 的 和 积 极 的 、 天性的和道  

德 的 、绝 对 的 和 相 对 的 、内在的和外在白勺、 

不 及 物 的 和 及 物 的 、 舴 止 的 和 运 转 的 、#  

比 的 和 综 合 的 、 不 可 分 賜 的 和 可 分 极 的 。 

罗 马 天 主 教 喜 欢 消 极 的 和 积 极 的 、 自 

和 道 德 的 分 界 。 信 义 宗 信 徒 一 般 则 咨  

静 止 的 和 运 转 的 厲 性 作 为 分 界 。 改 

福 音 派 学 者 通 常 把 不 能 分 赐 和 可 分 $ 归 

性 分 开 。 巴 尔 特 （丨8 8 6 - 1 9 6 8 ) 把 反 

纳 为 自 由 和 仁 爱 ， 且 建 议 把 傾 性 ^ 同人士 

映 出 自 由 和 仁 爱 或 仁 爱 和 自 由 。， j "奇择 

虽 然 对 於 厲 性 的 归 类 有 不 同 的 称 灼 ^ 相 类  

的 是 ， 在 所 列 每 一 类 的 质 性 1^ "

之 处 在 本 条 目 内 ， 会 分 开 料 分 ⑶ #



而 不 考 虑 分 类 本 身 的 重 要 性 。 

设 的 的 分 类 ， 没 有 一 种 是 令 人 完 全  

f t於 沖 那 不 可 分 赐 的 厲 性 着 重 神 的 绝 对  

赛 系 的 ^ 越 伟 大 、 至 高 无 上 的 天 性 。 这 样  

超凡M r 在 神 所 有 的 受 造 之 物 中 ， 少 有 或 没  

的 核 ^的 。 受 造 之 人 有 神 的 形 象 ， 那 可 分  

齊 对 性 在 神 所 造 的 人 类 中 ， 可 找 到 — 些  

拽2 或 类 似 的 地 方 。 它 们 指 出 神 的 固 有 性  
造 物 ； 但 所 有 的 厲 性 ， 都 是 神 的 厲  

与 人 ， 即 创 造 主 和 受 造 物 之 间 ， 总 

是 有 萑 本 的 分 别 。

祌的屈性
•--------
不可分赐的 可 分 赐 的

永恒 理 智 的

广大无限 知 识

永远不变 真 实 可 靠

独立 智 慧

属灵 道 德 的

独一 圣 洁

仁 爱

决 断 的

全 能

主 权

不可分賜的属性

既 承 认 神 学 家 的 意 见 有 些 分 歧 ， 以下  

的 阐 性 将 视 为 不 可 分 賜 的 厲 性 ： 独 一 厲  

2 、永 远 不 变 、 永 恒 和 广 大 无 限 ；还 有 ， 
= 的 不 可 理 解 是 必 须 提 及 的 。

不可理解

與 神 的 不 可 理 解 有 时 包 括 了 所 列 出 神 的  

的能。 这 似 乎 倾 向 认 为 人 没 有 完 全 理 解 神  

虽 然 L 所 以 ， 不 能 理 解 不 是 一 种 厲 性 ， 

承y 每 次 讨 论 中 也 有 提 出 。 藉 着 祂 的 启  
有 戌 们 的 确 可 凭 信 心 真 正 认 识 神 ， 但 没  

个= 能 f 物 会 理 解 创 造 主 。 同 样 ， 没 有 一  

的不可 3 全 明 白 神 任 何 — 种 厲 性 。 承 认 神  

忡 的 ， 应 使 人 在 思 想 神 和 池 每 一  

$ 九 6 丄 部 抱 有 一 种 谦 卑 的 态 度 （诗 一  

9; 太 V 二 四 五 3 ; 赛 四 十 2 8 ， 五 十 五 8 、 
6*1(J 」〜 2 5 - 2 7 ; 罗 十 — 3 3 _ 3 6 ; 林 前 二

， 十 仏 1 3 > 。

Sh6nd«b6n tlh6 shu xing
独 一

P o t 的 独 — 表 明 神 的 独 - 性  
所 记 栽 的 事 实 ， 神 是 独 - 性 ， 

六 4 ; 可 十 二 2 9 ;

神 衹 是 偶 像 ’

1279

人 必 须 用 心 灵 和 诚 实

正 如 圣 经  

永 活 的 真 神 （申 

JSL% 约 十 七 ^ 。 所 有 其 他 的  

: : ， 性反映在无第的」 条 ;是 命 人 电 想 =  

= ; 你 不 可 有 别 的 神 ， ( 出 二十 :了  

W 灵

神 的 ® 灵 指 # 不 _ 物 肋 且 是 不  

t 看 见 的 。积 极 地 说 ，神 是 有 位 格 、永 活 、 

自 觉 和 自 决 的 。 人 的 眼 睹 不 能 看 见 无 形 体  

的 神 （出 三 十 三 2 0 > ， 所 以 第 二 条 诫 命 禁  

止 以 任 何 看 得 见 的 东 西 代 表 神 （出 二 十  

4 因 为 神 是 灵 ，

敬 拜 祂 （约 四 2 4 > t 

独 立

神 的 独 立 或 自 我 存 在 指 神 不 倚 靠 任 何  

在 祂 以 外 的 东 西 。 他 的 存 在 、 祂 的 法 令  

和 池 所 有 的 作 为 中 ， 均 是 自 给 自 足 的 。 池 

“在 自 己 有 生 命 ” （约 五 2 6 > ， 而 且 “将 生  

命 、 气 息 、 万 物 ， 賜 给 万 人 ” （徒 十 七

2 5 ) 。 祂 向 以 色 列 民 显 示 池 自 己 ， 使 他 们  

知 道 祂 是 “自 有 永 有 的 ” （出 三 丨 4 > 。 他 

又 与 以 色 列 人 立 约 ， 使 他 们 作 祂 的 子 民 ， 

让 他 们 成 为 屈 祂 拥 有 的 产 业 。 神 在 世 界 中  

继 续 作 工 ， 成 就 池 的 旨 意 ； 祂 虽 然 使 用 各  

种 方 法 ， 却 未 能 丝 老 损 害 池 的 独 立 。 因 

此 ， 祂 进 到 祂 立 约 的 子 民 当 中 ， 与 他 们 相  

交 ， 且 藉 着 人 ， 让 福 音 书 面 世 。

永 远 不 变

神 永 远 不 变 或 恒 久 的 特 性 ， 表 达 池 对  

於 祂 自 己 、 祂 的 法 令 、 应 许 和 作 为 ， 始终  

不 变 和 信 实 。 祂 永 远 是 那 一 位 信 实 的 神 。 

无 论 在 祂 里 面 和 在 祂 以 外 的 任 何 事 物 ’ 池 

依 然 不 变 。 所 以 ， 雅 各 书 一 章 丨 7节 说 ： 

各 样 美 善 的 恩 賜 和 各 样 全 备 的 贫 踢 都 是  

从 上 头 来 的 ， 从 众 光 之 父 那 里 降 下 来 的 ；，， 

在 他 并 没 有 改 变 ， 也 没 有 转 动 的 影 儿 。 

神 対 亚 伯 拉 罕 的 誓 言 ， 表 明 了 祂 永 不 变 更  

的 特 性 ， 以 致 立 约 的 子 民 ， 可 淸 楚 肯 定  

他 的 旨 意 是 不 更 改 的 ，，（来 六 1 7 > 。 撤母  

耳 告 诉 扫 罗 王 ， “因 为 他  

决 不 后 悔 ，，（撒 上 十 五 2 9 ;

5  ‘因 我 耶 和 华 是 不 改 变 的 ’’（玛 三 6>油 

= 此 解 释 为 何 犯 罪 的 犹 大 不 致 毀 灭 》 神

( 神 ） 非 世 人 ， 

民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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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出 他 的 怜 悯 ， 且 持 守 他 的 约 。 因 为 “耶  

料 基 督 ， 昨 日 、 今 日 、 一 直 到 永 远 ， 是 一  

样 的 ”， 故 此 有 话 释 告 蕋 督 徒 ： “不 要 被  

那 诸 般 怪 异 的 教 训 勾 引 了 去 ’’ （来 十 三 8 、

神 永 远 不 变 ， m 恒 久 不 变 ， 这 并 非 暗  

示 神 珐 舴 止 或 不 动 的 . . 他 是 一 位 精 力 充  

沛 、 永 活 的 神 ， 且 不 停 作 工 （约 五 丨 7 ) 。 

有 时 候 ， 忧 虑 、 后 悔 或 改 变 主 意 ， 会 用 来  

描 述 神 （创 六 6 、 7 ; 撒 上 十 五 1 1 ;  拿 三  

1〇>。 在 这 些 词 语 的 上 文 下 理 中 ， 这 类 比  

喻 的 表 达 显 示 神 的 坚 定 ， 他 在 圣 洁 、 公 义  

中 ， 永 远 憎 恶 罪 恶 ， 而 且 抵 挡 罪 恶 。 在 他  

的 恩 典 和 怜 悯 中 ， 祂 赦 免 悔 改 的 人 ， 并 实  

现 祂 的 应 许 ， 他 必 不 失 信 （耶 十 八 7 -

1 〇 ; 诗 -----〇 4 ; 赛 四 十 六 1 0 ; 弗 一 1 1 > 。

这 样 ， 神 的 恒 久 不 变 的 特 性 ， 在 神 与 人 的  

所 有 关 系 中 ， 是 重 要 的 ， 包 括 了 祷 告 中 所  

献 上 的 祈 求 。

永和i
神 的 永 恒 指 祂 超 越 时 间 限 制 的 特  

性 。 m 是 永 恒 的 ； 祂 没 有 开 始 ， 也 没 有 终  

结 。 m 并 不 经 历 成 长 、 发 展 或 成 熟 。 池 在  

世 界 未 造 成 之 前 ， 已 经 存 在 ； 祂 现 在 住 在  

永 恒 之 中 ； 祂 永 远 是 神 ， 即 使 历 史 告  

终 ， 他 仍 然 是 永 恒 的 神 。 圣 经 说 祂 是 “永  

生 的 神 ” （申 三 十 三 2 7 ) 、 是 “永 世 的 君  

王 ” （提 前 一 1 7 祂 “是 初 ”， 也 “是  

终 ” （启 二 十 二 1 3 > 。 祂 “住 在 永 远 ” （赛  

五 十 七 她 的 年 数 ， “没 有 穷 尽 ” （诗  

— 〇 二 2 7 ; 参 彼 后 三 8 > 。 虽 然 神 超 越 时  

间 ， 且 不 受 时 间 限 制 ， 但 是 ， 时 间 是 祂 创  

造 的 ， 而 历 史 则 是 祂 工 作 的 舞 台 。 “及 至  

时 间 满 足 ， 神 就 差 逍 他 的 儿 子 。” （加 四 4 > 

耶 穌 基 督 在 星 期 五 受 死 ， 在 第 三 天 复 活 。 

基 舒 徒 在 回 应 永 生 神 的 时 候 ， 承 认 他 们 的

时 间 在 神 的 手 中 （诗 三 H ---- 1 5 > , 在 历 史

的 神 大 能 的 手 里 。

广 大 无 限

神 的 广 大 无 限 且 无 所 不 在 ， 表 示 他 超  

越 空 间 ， 充 满 天 和 地 （耶 二 十 三 2 3 、 ‘2 4 > 。 

天 是 池 的 宝 座 ， 地 是 牠 的 脚 発 ， 所 以 祂 不  

受 殿 宇 约 束 （赛 六 十 六 丨 ； 徒 十 七 2 4 ) 。 

然 而 ， 神 在 世 界 每 一 处 地 方 作 工 ， 积 极 地  

迖 立 扯 的 国 度 。 没 有 人 能 在 无 处 不 在 的 神  

面 前 躲 藏 （诗 一 三 九 6 •丨2 ) - 耶 料 应 许 说 ：

“我 就 常 与 你 们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 太 二 十 八 2 0 > 从 五 旬 节 （徒 二 ）幵始， 

圣 灵 实 际 上 住 在 信 徒 里 而 （林前六丨9),

可 分 賜 的 属 性

神 许 多 肢 性 大 致 也 能 列 入 这 个 类 别 ， 

虽 然 有 时 很 难 说 ， 指 向 神 的 经 文 ， 也应当 

视 为 神 的 屈 性 。 在 圣 经 中 ， 有丰商而不同  

的 用 语 ，并 有 很 多 同 义 词 。为 了方 便 处 理 ， 

可 分 賜 的 屈 性 ， 常 被 分 为 理 智 的 、道铯的 

和 决 断 的 城 性 。

珂 钎 的 W 性  

知 识

神 的 知 识 指 在 一 种 独 特 的 方 法 中 ，神 

知 道 自 己 和 所 有 亊 物 的 可 能 性 、 实际性。 

无 所 不 知 意 即 “祂 知 道 一 切 的 事 ” （约5  

三 2 0 > 。 “耶 和 华 啊 ， 我 舌 头 上 的 话 ，你 

没 有 一 句 不 知 道 的 。” （诗 一 三 九 4 ) 人心 

里 秘 密 的 意 念 亦 然 。 神 公 义 的 审 判 建 基 於  

“ 耶 和 华 知 道 人 的 意 念 ” （诗 九 十 四 丨丨丨 

这 个 事 实 。 诗 人 既 承 认 神 的 无 所 不 知 是 准  

以 理 解 的 ， 他 於 是 找 到 安 慰 的 泉 源 （诗 -  

三 九 1 - 5 > 。 “所 积 蓄 的 一 切 智 恝 知 识 ，都 

在 他 里 面 藏 舂 。” （西 二 3 > 所 以 ， 基督徒 

要 把 “所 有 的 心 意 夺 回 ，使 他 都 顺 服 基 督 ” 

( 林 后 十 5 > 。 基 督 徒 成 圣 包 括 在 知 识 上 更  

新 ， 以 致 更 像 基 督 （西三1〇 > »

智慧

神 的 智 恝 指 神 使 用 祂 的 知 识 ， 以最好 

的 途 径 来 成 就 m 的 目 的 。 神的工作多种多  

样 ， 但 一 切 都 以 智 恝 作 成 （诗 一  O 四24 h  

“耶 和 华 以 智 恝 立 地 ” （箴 三 丨 ; 神的 

供 应 也 展 示 了 他 的 智 恝  < 创 五 十 2 0 )。救 

赎 藉 苕 耶 稣 蕋 督 ， 启 示 了 神 的 智 恝 （林前 

一  2 4 〉， 以 及 让 人 醒 觉 对 池 的 敬 畏 和 赞 美  

( 罗 十 一  3 3 - 3 6 > 。 人 类 应 寻 求 智 恝 （箴三

2 1  > -----智 总 逑 甚 於 敬 畏 神 （伯二十八

2 8 ; 诗 --------- 1 〇 ; 箴 九 1 ()> u 基督徒要

“在 基 督 里 倒 是 聪 明 的 ” 《林 前 四 丨 〇); 

蕋 督 要 他 们 行 事 有 智 恝 （太十丨(;），就是 

竭 力 仿 效 神 的 智 恝 。

真 实 可 靠

神 的 其 实 可 靠 表 示 祂 的 真 诚 和 信  

实 。 祂 是 萁 理 ， 而 且 ， 祂 忠 於 自 己 、忠、 

於 她 的 话 语 、 忠 於 她 的 应 许 （提后二丨％  

“神 就 是 光 ， 在 他 老 无 黑 暗 ” （约 笠 一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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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跟 从 他 的 人 要 行 在 光 明 中 （6 、 7 

许）. 耶 H  “是 道 路 、 真 理 、 生 命 ” （约 

十四6 ) , 因 此 ， 基 督 徒 要 行 在 真 理 中 ， 

而 且 在 他 们 的 生 活 中 把 忠 心 彰 显 出 来 。

逍想的 M 性  

仁爱

对 神 道 德 的 拽 性 於 易 明 白 的 描 述 ， 

是他的良苒 „ 神 对 所 有 被 造 之 物 ， 都 宽 宏  

而仁慈 n 神 “善 待 万 民 ” （诗 一 四 五 9 > 。 

耶 衧 坚 持 “除 了 神 一 位 之 外 ， 再 没 有 良 善  

的” （可 十 1 8 ; 路 十 八 1 9 > 。 蒙 救 赎 的 人  

因 沖 的 良 善 而 称 颂 他 （代 上 十 六 3 代

下五1 3 ; 诗 一  〇 六 1 ， 一  O 七 1 ，-----八1 »

- 三 六 1 ; 耶 三 十 三 丨 1 >  ; 而 且 ， 有 话 呼

吁 他 们 要 竭 力 追 求 神 良 善 的 特 性 （太 五  

4 5 ; 路 六 2 7 - 3 6 ) 。

神 的 爱 是 福 音 的 核 心 。 完 全 的 爱 涌 流  

在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之 间 （约 三 3 5 ， 十 七 2 4 > 。 

神 在 西 乃 山 将 自 己 启 示 出 来 ， 他 “有 丰 盛  

的 慈 爱 和 诚 实 ， 为 千 万 人 存 留 慈 爱 ” （出 

三十四(i 、 7 > ， 而 且 凡 祂 与 亚 伯 拉 罕 后 裔  

所立的约， 均 显 示 祂 的 爱 坚 定 不 移 。 神 的  

爱 主 要 彰 显 在 差 逍 池 的 儿 子 耶 稣 基 督 （约 

三丨6 )。 使 徒 约 翰 宣 告 “神 是 爱 ”， 指 十  

字 架 乃 标 示 着 爱 的 真 义 ： “神 爱 我 们 ， 差 

他 的 儿 子 为 我 们 的 罪 作 了 挽 回 祭 约 宜  

四 10)。

自 从 自 由 主 义 兴 起 后 ， 许 多 神 学 家 轻  

忽 了 神 对 罪 人 的 爱 ， 且 抑 制 神 的 圣 洁 和 公  

义，也 低 估 了 罪 恶 带 来 的 大 灾 难 ， 和 否 定  

了 十 字 架 的 救 赎 ， 神 对 公 义 的 要 求 ； 但 神  

的 圣 洁 和 公 义 、 慈 爱 ， 不 应 被 浪 漫 化 或 低  

眨。慈 爱 并 不 是 神 主 要 的 属 性 ， 也 不 是  

对 他 的 特 性 完 全 的 描 述 。 然 而 ， 耶 穌 基 督

和 十 字 架 确 实 表 箝 了 神 奇 吵 的 爱 --------位

拥 有主 权 、 公 义 、 圣 洁 、 不 变 的 神 的 大 爱  

(罗八 2 9 、 3 0 、 3 5 - 3 9 > 0

忡 的 爱 向 不 配 得 的 罪 人 显 示 ， 就 称 为  

恩 典 （弗 一 ( ; - 8 , 二 7 - 9 ;  多 三 4 ) 。 怜 悯  

是 神 向 痛 苦 和 逍 受 患 难 的 人 所 显 示 的 爱  

( 有 时 是 神 的 良 善  > 。 神 在 爱 中 忍 耐 或 宽  

容，他 把 时 间 賜 给 人 ， 让 人 悔 改 。

圣洁

神 的 圣 洁 描 述 神 纯 洁 的 德 性 和 卓 越 。 

有 关 耶 稣 圣 洁 的 描 述 —— “圣 洁 、无 邪 恶 .  

无 玷 污 、 远 离 罪 人 、 商 过 诸 天 的 ’’ （来 七

2 6 > ， 可 应 用 到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 圣 洁 的 根  

本 意 义 ， 就 是 分 别 出 来 或 拨 出 来 的 意 思 。 

因 为 神 固 有 的 圣 洁 ， 祂 从 所 有 不 洁 净 或 不  

圣 洁 之 物 中 分 别 出 来 。 只 有 神 是 圣 洁  

的 ， 祂 的 名 为 圣 ， 而 且 ， 她 有 “圣 者 ’’之 

称 （诗 七 十 八 4 1 , 八 十 九 1 8 , 九 十 九 3 、

9 , --------9 ; 赛 十 二 6 ; 耶 五 十 一  5 ; 启

十 五 4 > 。 天 使 称 颂 神 的 圣 洁 （赛 六 3 ; 启 

四 ; 那 次 的 启 示 让 先 知 以 赛 亚 承 认 他  

自 己 的 不 洁 （赛 六 5 > 。 物 件 、 地 方 和 人  

为 要 敬 拜 神 而 分 别 出 来 ， 就 被 称 为 圣 洁 。 

因 为 神 是 圣 洁 的 ， 祂 的 百 姓 於 是 也 成 为 圣  

洁 （利 十 一  4 4 、 4 5 ， 十 九 2 ; 彼 前 一 1 4 、 

1 5 ) 。 神 管 教 池 的 百 姓 ， 目 的 是 要 使 他 们  

“在 他 的 圣 洁 上 有 分 ” （来 十 二 l 〇)n 在圣  

经 中 ， 神 的 圣 洁 是 那 么 显 著 ， 以 致 有 人 误  

以 为 这 是 神 主 要 的 m 性 。

决 断 的 M 性  

主 权

神 至 商 无 上 的 权 力 是 指 神 的 权 能 统 管  

所 有 受 造 之 物 ， 祂 随 自 己 的 意 志 运 用 池 的  

统 治 权 。 神 是 君 王 ， 统 管 万 有 ， 而 且 ， 祂 

掌 管 人 类 和 邦 国 的 命 运 。 池 藉 宥 耶 穌 基 督  

复 兴 m 的 国 度 ； 复 活 的 主 启 示 “天 上 地 下  

所 有 的 权 柄 ”， 都 已 賜 给 了 他 （太 二 十 八  

1 8 ) 。 在 基 督 里 拣 选 我 们 得 救 ， “原 是 那  

位 随 己 意 行 、 做 万 事 的 ， 照 苕 他 旨 意 所 预  

定 的 ” （弗一  1 1 ) 。 神 的 权 能 旨 意 虽 是 随  

己 意 而 行 ， 但 并 非 就 是 任 意 专 m 的 ， 它乃  

是 公 义 和 圣 洁 。 祂 创 造 世 界 ， 颁 布 律 法 ， 

作 为 祂 百 姓 生 活 的 准 则 。 祂 立 约 、 賜 塥 和  

审 判 。 神 是 “万 王 之 王 、 万 主 之 主 ” （提 

前 六 1 5 > 。 祂 要 所 有 屈 下 都 顺 服 m 爱 的 命  

令 （申 六 4 、 5 ; 太 二 十 二 3 7 - 4 0 ; 约 査 五

3 ) 。

全 能

神 的 统 治 权 能 意 即 他 的 权 能 不 受 任 何  

约 束 或 限 制 ； 祂 无 所 不 能 、 拥 有 全 能 （启 

四 祂 藉 苕 带 有 权 能 的 言 语 ， 创 造 了  

万 有 ， 而 且 ， 祂 “常 用 他 权 能 的 命 令 托 住  

万 有 < 来一  3 ) » 在 全 能 的 神 没 有 难 以 作  

成 的 亊 （创 十 八 丨 4 ; 耶 三 十 二 2 7 ; 太十  

九 2 6 祂 守 约 施 慈 爱 ， 应 验 池 所 有 的  

应 许 （路 一  3 7 ; 来 六 1 8 ; 提后二 丨 3 ) 。 这 

福 音 是 “神 的 大 能 ， 要 救 一 切 相 信 的 ” 

( 罗 一 因 为 基 督 是 “神 的 能 力 ”，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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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拯 救 一 切 相 信 的 人 （林 前 一 24  ) 。 因 此 ， 

信 徒 必 须 “知 道 他 向 我 们 这 信 的 人 所 显 的  

能 力 是 何 等 浩 大 ， 就 是 照 他 在 基 督 身 上 所  

运 行 的 大 能 大 力 ， 使 他 从 死 里 复 活 ， 叫 他  

在 天 上 坐 在 自 己 的 右 边 ” （弗 一 丨 9 、 2( ) >。 

祌的朵餾

所 有 神 的 屈 性 槪 述 在 经 文 中 ， 均 指 向  

神 的 荣 炤 。 祂 的 威 严 、 伟 大 、 荣 美 和 光  

辉 ， m 居 住 在 人 不 能 接 近 的 光 中 ， 表 明 她  

是 “荣 耀 的 神 ”， “向 我 们 的 祖 宗 亚 伯 拉

罕 .....显 现 ” （徒 七 2 > ; 神 向 摩 西 显

示 m 的 荣 糙 （出 三 十 三 1 8 、 丨9 ， 三 十 四 (;、

7 > 。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父 神 是 “荣 耀 的 父 ” 

( 弗 一  1 7 K  “诸 天 述 说 神 的 荣 耀 ’’ （诗 十  

九 U  ; “你 的 名 在 全 地 何 其 美 ！ 你 将 你  

的 荣 耀 彰 显 於 天 诗 八 1 ) 。 到 了 最 后 ， 

天 上 、 地 上 和 地 底 下 的 人 ， “无 不 口 称 耶  

穌 基 督 为 主 ，使 荣 耀 归 与 父 神 （腓 二 〗 〗 > 。 

世 上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为 了 神 的 荣 耀 而 受 造 ， 

基 督 徒 无 论 做 任 何 事 ， 都 要 为 荣 耀 神 而 作  

< 林 前 十 3 1 > ， 这 样 ， 便 可 反 映 出 神 固 有  

的 荣 耀 在 他 们 里 面 。

F r e d  H .  K l o o s t e r  

参 - 神 的 名 称 •  1 2 8 7 :  -  — 神 论 "

2 0 0 4 :  * 启 示 - 1 1 6 8 ： 1 2 0 7 〇

参 考 书 目 ：

Existe n e e  a n d  Attributes of G o d ; L . R . 

F a  r n e  II, T h e  Attributes of G o d ; D . L . 

H o c k i n g . T h e  N a t u r e  of G o d  in Plain 

L a n g u a g e ; J .M . H o u s t o n , I Believe in the 

C r e a t o r ; R .G . J o n e s , O u r  G o d ; J .l . 

P a c k e r , K n o w i n g  G o d ; H . S c h u l t z , O T  

T h e o l o g y , v o l . 2. p p .1 4 2 - 1 7 9 ;  P . T o o n , 

G o d  H e r e  a n d  N o w ; A .W . T o z e r , T h e  

K n o w l e d g e  of the Holy.

神 的 殿
House of God
s h ^ n  d e  d i ^ n

古 代 近 东 用 “神 的 殿 ” 一 词 ， 来 表 示  

安 S 神 抵 和 事 奉 神 衹 者 的 屋 宇 。 旧 约 用 这  

词 形 容 会 嵇 （申 二 十 三 丨 8 ; 王 上 八 丨 1 - 2 0 >

和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王 上 十 二 2 7 ; 耶 二 十  

U 。 但 这 个 词 也 可 用 作 形 容 外 邦 神 的 庙  

宇 （士 九 4 ; 王 下 十 2 1  > ; 和 合 本 则 作  

“庙 ”〇

到 了 新 约 时 期 ， 旧 约 称 圣 殿 为 “神的 

殿 ” 的 习 惯 依 然 存 在 （太 十 二 4 ; 可二2ft, 

十 一  1 7 ; 路 六 4 ; 约 二 1 7 > 。 怛旧约 

常 用 的 “耶 和 华 的 殿 ”， 已不洱在新约中  

使 用 了  （出 二 十 三 1 9 ; 申二十三丨丨丨；撤 

上 三 1 5 > 。 这 时 的 犹 太 人 视 神 的 名 字 极 为  

神 圣 ， 甚 至 拉 比 的 律 法 也 严 禁 公 开 提 说 这  

名 。 “神 的 殿 ” 一 词 只 是 用 来 形 容 耶 跆 撤  

冷 的 圣 殿 。 耶 朴 升 天 后 ， 教会自视为神的  

殿 （林 前 三 9 ; 来 三 6 ; 彼 前 二 5 ， 四 17). 

神 的 住 处 ， 不 再 是 人 手 所 造 的 房 屋 ，而是 

承 认 耶 料 为 主 之 人 的 生 命 中 。

参 - 会 幕 . 圣 殿 ” 5 9 6 。

祌 的 儿 女
Child of God
s h ^ n  d e  6 r  nf l

参••基 督徒 的名 称 ” 6 4 0 。

祌 的 儿 子
Son of God
s h 6 n  d e  6 r  z l

这 词 表 明 了 拿 撒 勒 人 耶 稣 的 神 性 ， 

以 祂 为 神 独 生 的 儿 子 。

耶 鮮 独 特 的 儿 子 名 分 跟 古 代 社 会 中 普  

遍 的 观 念 正 好 相 反 。 在 希 腊 主 义 中 ，人们 

相 信 有 许 多 方 法 可 以 使 人 成 为 “神的儿 

子 ”。 在 神 话 故 事 里 ， 若 神 衹 跟 女 人 同 居 ， 

可 想 象 他 们 的 后 裔 会 拥 有 超 人 的 力 在  

政 治 方 面 ， 罗 马 人 敬 拜 君 王 ， 大大尊崇将 

军 或 皇 帝 ； 在 医 学 界 ， 医 生 会 被 称 为 “亚 

克 里 比 阿 之 子 ” ； 并 且 穿 凿 附 会 地 称 一 些  

可 能 拥 有 神 秘 力 S 或 特 质 的 人 为 “神人

旧约

在 旧 约 圣 经 里 ， 挪 亚 时 代 之 前 的 -  

些 人 （创 六 丨 - 4 > 跟 “众 天 使 们 包 括  

撒 但 ， 伯 一  6 , 二 1 , 和 其 他 诚 天 的 生 物 ， 

诗 二 十 九 1 , 八 十 二 6 , 八 十 九 6 均称

为 “神 的 儿 子 们 ”。 以 色 列 民 族 亦 是 奉 召  

作 神 的 子 民 。 这 个 集 体 性 的 儿 子 名 分 是  

以 色 列 获 救 离 开 埃 及 的 基 础 ： “以色列是 

我 的 长 子 ” （出 四 2 2 ; 参 耶 三 十 一 9 > 。在 

这 集 体 性 儿 子 名 分 的 范 围 内 ， 神又拣选  

了 大 卫 作 王 ， 从 而 引 出 个 人 的 儿 子 名 分 ：

“我 要 作 他 的 父 ， 他 要 作 我 的 子 ” 《撤下

S . C h a r n o c k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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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4 >。 大 卫 的 儿 子 名 分 是 透 过 厲 天 的 诏  

令 而 获 取 的 ： “我 要 传 圣 旨 …… 你 是 我 的  

儿子， 我 今 日 生 你 ” （诗 二 7 ) 。 而 大 卫 之  

子 耶 穌 的 儿 子 名 分 ， 是 预 言 的 应 验 （太 

三1 7 ; 可 一 1 1 ; 路 三 2 2 ; 徒 十 三 3 3 ; 来  

-  5 , 五 5 > 。 其 他 有 关 弥 赛 亚 的 预 言 ， 亦  

« 予 这 位 大 卫 的 受 裔 者 神 圣 的 名 字 ： “以 

马 内 利 < 赛 七 丨 3 、 丨 4 > 和 “全 能 的 神 、 

永 在 的 父 ” （赛 九 6 、 7 > 。 这 些 预 言 都 应  

验 在 耶 稣 身 上 （太 一 2  3 , 二 H —— 4 - 1 0 ,  

二十二4 1-45 > »

新约

新 约 中 启 示 耶 穌 为 神 子 的 经 文 非 常 全  

面，令 人 惊 讶 。 正 如 富 斯 在 《耶 穌 的 自 我  

介绍 > 一 书 中 指 出 ， 福 音 书 从 4 个 不 同 的  

角 度 来 说 明 “神 的 儿 子 ” 这 个 真 理 ， 而 每  

~ 个 角 度 都 有 其 独 特 之 处 。

第 一 ， 祂 是 立 约 的 儿 子 ， 集 中 说 明 耶  

穌 在 地 上 生 活 的 时 候 ， 如 何 以 神 为 祂 天 上  

的父 亲 ， 保 持 积 极 的 宗 教 关 系 。 这 种 儿 子  

名 分 是 耶 穌 跟 神 所 有 儿 女 共 享 的 ， 因 为 神  

曾 把 这 个 身 分 賜 予 祂 立 约 之 民 ： “你 们 是  

耶 和 华 —— 你 们 神 的 儿 女 ” （申 十 四 1 > 。 

耶 穌 的 生 平 流 搽 出 祂 跟 神 之 间 完 美 的 关  

系， 他 在 祷 告 中 称 神 为 “我 父 ” （太 二 十  

六 3 9 ) , 又 教 导 人 向 “我 们 在 天 上 的 父 ” 

祷 告 （太 六 9  祂 是 我 们 的 榜 样 。 人 作  

为 立 约 的 儿 女 ， 跟 主 耶 林 同 有 一 位 父

亲 ， 祂 亦 即 是 人 立 约 的 兄 长 ， 耶 穌 说 ： 

“凡 遵 行 我 天 父 旨 意 的 人 ， 就 是 我 的 弟 兄  

姊 妹 ” （太 十 二 5 0 > 。 此 外 ， 耶 穌 也 曾 透  

过 缴 纳 殿 税 （太 十 七 2 4 - 2 7  ) , 表 明 池 和  

彼 得 既 为 神 的 儿 子 ， 是 有 自 由 按 若 人 对 这  

身 分 的 期 望 去 亊 奉 天 上 的 父 亲 ， 来 教 导 我  

们 在 约 中 的 顺 服 。

第 二 ， 祂 是 成 为 肉 身 的 儿 子 。 耶 稣 的  

诞 生 可 以 直 接 追 溯 到 神 成 灵 的 父 职 。 正如  

使 徒 信 经 所 确 认 的 ，耶 穌 是 透 过 圣 灵 的 感  

孕 而 成 为 肉 身 ， 降 生 人 间 ， 所 以 祂 是 神 的  

儿 子 。 马 太 福 音 指 出 ， 耶 稣 的 受 孕 “是从  

圣 灵 来 的 ” （一 2 0 ) 。 祂 要 称 为 “耶 稣 ” 

( 意 即 “耶 和 华 是 救 恩 “因 他 要 将 自  

己 的 百 姓 从 罪 恶 里 救 出 来 ” （第 ‘2 丨节> ; 

也 要 称 为 “以 马 内 利 神 与 我 们 同 在 >, 

因 为 祂 是 神 成 了 肉 身 的 儿 子 （第 '23节 ）。 

在 路 加 福 音 中 ， 耶 穌 的 成 胎 是 因 苕 圣 灵 和  

至 高 者 的 能 力 （一 3  1、 3 5 >  ; 所 以 耶 稣  

要 称 为 “至 高 者 的 儿 子 第 3 2 节 ） 和 

“神 的 儿 子 ” （第 3 5 节 > 。 若 耶 穌 的 父 亲 是  

约 瑟 ， 祂 便 会 唤 作 “约 瑟 的 儿 子 耶 稣 '  

路 加 福 音 明 显 指 出 耶 穌 的 父 亲 是 神 的 灵 ， 

故 这 个 由 童 女 马 利 亚 生 的 儿 子 正 确 的 名 称  

是 “神 的 儿 子 耶 稣 ”。

第 三 ， 祂 是 受 青 的 儿 子 。 耶 穌 是 天 父  

的 儿 子 与 代 表 ， 祂 在 地 上 的 使 命 是 迮 立 神  

的 国 度 。 m 受 洗 时 ， 神 的 加 冕 标 志 苕 他 使  

命 的 开 始 ： “这 是 我 的 爱 子 ，我 所 弈 悦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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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三 丨 7 ; 参 诗 二 7 > 。 耶 穌 改 变 形 象 时 ， 

天 上 也 有 类 似 的 话 （路 九 之 后 ， 池  

便 昂 然 走 上 十 架 的 路 ， 向 着 她 的 胜 利 、 池  

的 宝 座 迈 进 （约 十 二 3 2 , 十 八 3 6 ， 十 九 7 、 

1 9 ; 来 一  3 ) 。 作 为 受 裔 的 儿 子 ， 耶 稣 完  

成 了 m 父 亲 差 池 来 作 的 救 赎 工 作 。 其 他 跟  

这 弥 赛 亚 身 分 有 关 的 名 字 ， 如 “人 子 ” 和  

“大 卫 的 子 孙 ”， 都 把 焦 点 放 在 池 受 奔 要  

来 完 成 的 工 作 上 。 前 者 指 向 祂 的 受 苦 、 复  

活 和 再 临 （可 九 3 1 ， 十 4 5 , 十 四 6 2 > ， 后  

者 则 强 调 池 怜 悯 与 医 治 的 事 工 （太 九 ‘2 7 ， 

十 二 2 3 , 二 十 3 0 ， 二 十 二 4 ‘2 > 。许 多 时 候 ， 

那 些 被 鬼 附 的 人 会 公 开 承 认 祂 是 神 的 儿  

子 ， 但 耶 穌 禁 止 他 们 《路 四 4 1 ) 。

最 后 ， 祂 是 神 独 生 的 儿 子 。 彼 得 的 认  

信 揭 示 了 耶 穌 这 儿 子 名 分 ： “你 是 基 督 ， 

是 永 生 神 的 儿 子 ” （太 十 六 1 6 >  ; 而 耶 稣

在 面 对 审 判 时 ， 亦 曾 承 认 池 这 个 身 分 ， 

大 祭 司 问 耶 稣  > 你 是 那 当 称 颂 者 的 儿

子 基 督 不 是 ？ .....耶 稣 说 ： ‘我 是 ’ ” （可

十 四 6 1 、 6 2 > 。 在 这 两 个 例 子 中 ， 重 点 都  

在 於 祂 个 人 的 实 质 身 分 。 在 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2 ? 节 ， 耶 稣 宣 告 祂 在 知 识 上 ， 并 池 与  

神 的 关 系 上 是 合 一 的 ， 不 可 分 割 ： “除 了  

父 ， 没 有 人 知 道 子 ； 除 了 子 …… 没 有 人 知  

道 父 ”。 马 太 在 教 导 人 要 奉 “父 、 子 、 圣  

灵 的 名 ” 施 行 洗 礼 时 ， 亦 是 把 耶 稣 归 在 神  

三 位 一 体 中 （太 二 十 八 1 9 > 。

在 约 翰 福 音 ， 耶 稣 宣 称 祂 在 本 质 上 是  

与 父 神 同 等 的 ： “我 与 父 原 为 一 ” （约 十  

3 0 , 十 四 1 1 ， 十 五 2 4 ) 。 祂 宣 称 自 己 来 自  

父 神 屈 天 的 家 （八 1 6 , 十 四 ‘2 、 1 2 、 2 4 ) ， 

奉 差 派 到 世 上 遵 行 神 要 極 救 世 人 的 旨 意  

( 十 七 1-1 约 翰 更 提 出 耶 稣 就 是 神 的

道 ， 她 在 太 初 世 界 仍 未 造 成 之 前 ， 已 经 与  

神 同 在 ， 祂 就 是 创 造 者 （一 1 - 4 ) 。 祂 成  

为 真 正 的 人 ， 把 池 从 神 而 来 独 生 子 的 荣 光  

彰 显 出 来 （一 1 4 ) 。 祂 是 “在 父 怀 里 的 独  

生 子 ” （一 。 这 个 “独 生 ” 的 教 义 说  

明 耶 穌 在 历 世 历 代 以 来 ， 甚 至 永 恒 中 ， 都  

是 神 的 儿 子 。 池 在 世 界 出 现 之 先 已 经 存 在  

( 约 三 丨 7 ， 十 一  2 7 ; 约 査 三 8 , 四 9 - 丨 4 ) 。 

耶 穌 与 父 神 甚 至 分 享 同 一 个 名 字 ： “你 的  

名 ， 就 是 你 賜 给 我 的 名 ” （约 十 七 1 1 ，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 当 神 给 自 己 的 儿 子 起 名 叫  

耶 穌 （意 为 “耶 和 华 是 救 恩 ”> ， 实 在 是

把 自 己 的 名 字 赐 予 祂 。 约 翰 一 书 四 、五$ 

中 指 出 ， 人 必 须 相 信 耶 稣 是 神 的 儿 子 降 { |  

成 为 肉 身 ， 才 能 得 着 救 恩 • ， 不相信的人 |  

厲 於 敌 基 督 的 。

保 罗 没 有 独 立 教 导 有 关 耶 稣 必 要 的 、 

本 体 的 儿 子 身 分 ， 而 是 把它 迓 於 救 赎 工 作  

的 背 景 下 。 耶 稣 以 “他 的 儿 子 ” 的身分， 

披 上 人 的 本 体 （罗 一 3 > ， 并 且 因 这 “神 

儿 子 ” 的 身 分 得 以 从 死 里 复 活 ， 又登上杈 

能 的 宝 座 （太 二 十 八 1 8 ; 罗一  4 ; 林前十 

五 2 8 > 。 耶 稣 道 成 肉 身 是 “神差逍自己的 

儿 子 ” （罗 八 3 ; 加 四 钧 ， “藉着神儿子的 

死 ” （罗 五 1 0 ， 八 2 9 、 3 2 ) 来作人的赎价， 

因 此 ， 信 徒 能 “与 他 儿 子 —— 我们的主耶 

稣 基 督 一 同 得 分 ” （林 前 一  9 > ， 且因信 

“神 的 儿 子 ” 而 活 （加 二 2 0 ) 。 保罗最初 

传 讲 的 ， 就 是 耶 稣 “是 神 的 儿 子 ”（徒九 

2 〇 > ， 后 来 又 在 诗 篇 二 篇 7 节的启发下详  

加 解 释 （参 徒 十 三 3 3 > 。

在 希 伯 来 书 ， 耶 稣 是 那 “儿 子 ”，是 

神 的 “长 子 ” 和 那 “承 受 万 有 的 ”，祂61 

造 和 维 持 宇 宙 ， 并 且 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  

辉 一  2 - 9 ， 三 6 , 五 5 ) 。 由於祂的儿子 

身 分 ， 祂 升 到 天 上 ， 作最后 和永 恒的大 祭  

司 ， 祂 居 间 调 停 的 工 作 ， 永 是 完 美 的 （四 

1 4 ， 六 6 ， 七 3 、 。

在 启 示 录 二 章 1 8 、 2 7 节 ， 耶稣自称 

为 神 的 儿 子 ， 是 从 父 神 得 着 权 柄 ，要治理 

和 审 判 万 国 的 那 一 位 。

在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信 经 中 ， 耶稣是神的 

儿 子 ， 是 天 父 的 独 生 子 ， 是三位一体中的  

第 二 位 。

J a m e s  C . DeYoung 

参 “基 督 论 ” 6 3 6 :  “耶鮮基督的生平和

教  1)11” 1 9 7 0 ： 赛亚  ” 1 0 1 3 :  ■人子■

1 202〇

参 考 书 目 ： O . C u l l m a n , 

C h r i s t o l o g y  of the N T ; R .H . F u l l e r , ! ^  

F o u n d a t i o n s  of N T  Christology: 

H e n g e l , T h e  S o n  of G o d ; W . K r a m e r . 

Christ, L o r d , S o n  of G o d .

祌 的 儿 子 们
Sons of God
s h 6 n  d e  6 r  z l  m 6 n

旧 约 和 新 约 都 有 采 用 的 词 句 ，可指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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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或 顷 地 的 存 在 物 。

这 词 句 首 次 出 现 於 创 世 记 六 章 】、 2 

竹， 用 来 强 调 塞 特 的 后 裔 （神 的 儿 子 们 ） 

跟 那 些 道 德 敗 坏 之 人 的 女 子 （该 隐 的 后  

代 丨 结 合 是 不 合 宜 的 。 被 拣 撰 的 塞 特 家 系  

跟 世 上 敌 神 的 人 结 合 ， 令 罪 恶 不 断 增 加  

( 第5 节 虽 然 创 世 记 六 韋 并 没 有 指 明  

" 神 的 儿 子 们 ’’就 是 天 使 ， 约 伯 记 的 几 段  

记 述 却 明 显 有 这 种 含 义 （伯 一 6 ， 二 1 ， 

三 十 八 7 > 。 在 i寺 篇 中 ， 这 些 厲 天 的 受 造  

物 曾 被 称 为 “神 的 众 子 诗 八 十 九 6 ) 。

在 希 伯 来 历 史 的 某 个 阶 段 中 ， 以 色 列  

的 士 师 们 称 为 “至 高 者 的 儿 子 ”， 因 他 们  

执 牮 人 生 死 的 屈 天 权 柄 （诗 八 十 二 6 

不过， 当 这 词 句 用 来 表 明 神 和 祂 子 民 之 间  

约的关系， 意 义 便 更 重 大 了 。 因 着 神 那 收  

纳、买 赎 的 爱 ， 以 色 列 整 体 作 了 神 的 儿 子  

(出四‘2 2 > 。 最 能 表 明 这 儿 子 身 分 的 ， 是 

那 将 要 坐 在 大 卫 宝 座 上 的 一 位 ， 因 池 既 要  

管 治 （诗 二 7 ) 众 民 ， 又 要 以 拯 救 者 的 身  

分 作 他 们 的 代 表 （何 十 一  1 ; 参 太 二 1 5 > 。 

透 过 神 藉 基 督 所 作 的 工 ， 神 的 儿 子 们 不 但  

获 得 儿 子 的 名 分 （申 十 四 1 > , 他 们 也 能  

够 显 露 出 跟 他 们 在 基 督 的 地 位 相 称 之 品 性  

( 耶三十一 3 1 - 3 4 ) 。

从 圣 经 的 角 度 看 ， 一 般 都 期 望 儿 女 会  

拥 有 父 亲 的 特 性 。 “罪 孽 之 子 ” （何 十 9, 

和 合 本 作 “罪 孽 之 荤 ”） 或 “彼 列 之 子 ”

(申 十 三 1 3 > ， 和 合 本 作 “匪 类 ” 都 是 形  

容 人 的 道 德 素 质 低 劣 。 另 一 方 面 ， “神 的  

儿子” 则 指 那 些 拥 有 他 们 天 上 父 亲 厲 天 本  

质的人。 基 督 的 本 质 就 是 神 ， 所 以 祂 是 神  

煨 完 全 的 儿 子 。 那 些 信 靠 神 的 儿 子 的 ， 能 

得 f 神 所 赐 厲 天 的 生 命 （约 一  1 2 > ， 并 且  

透过 m 灵 的 重 生 进 入 祂 里 面 （林 后 五 1 7 > 。 

此外， 他 们 已 被 收 纳 为 神 家 里 的 人 （罗 八  

1 5 )， 因 而 可 以 作 神 的 后 嗣 。 这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特 权 ， 完 全 出 於 神 的 恩 典 （弗 二 8 、

9 ) u 若 神 所 有 的 儿 女 都 能 了 解 这 身 分 是  

神 极 大 的 礼 物 ， 便 会 甘 心 顺 服 圣 灵 的 引 领  

( 罗 八 ⑷ 。

参 **基 督 徒 的 名 称 ” 6 4 0 。

祌的愤怒
W ra th  o f  G od
s h ^ n  d e  f ^ n  nQ

形 容 神 不 莒 悦 人 和 他 们 的 行 为 。

圣 经 中 论 及 神 的 愤 怒 ， 骤 # 似 乎 与 神  

慈 爱 的 教 义 互 相 矛 盾 。 不 幸 的 是 人 们 对 旧  

约 的 无 知 、 对 新 约 的 误 解 ， 结 果 产 生 了 一  

种 异 端 观 念 （例 ： 马 吉 安 主 义  >， 认 为 旧  

约 显 示 神 的 愤 怒 ， 新 约 显 示 神 的 慈 爱 。 与 

这 种 普 遍 的 误 解 相 反 的 是 ， 新 约 也 像 旧 约  

同 时 提 及 神 的 愤 怒 跟 神 的 慈 爱 。 除 非 将 圣  

经 中 有 关 神 的 愤 怒 ， 与 神 的 慈 爱 等 教 导 并  

列 ， 否 则 我 们 不 能 体 会 得 到 神 是 何 等 慈  

爱 。 “愤 怒 ” 这 观 念 ， 在 圣 经 原 文 中 ， 用 

了 许 多 不 同 的 词 语 和 谚 语 来 表 达 。 有关 神  

的 愤 怒 的 经 文 ， 是 最 常 见 的 ， 几 乎 要 比 其  

他 题 目 多 出 3 倍 。

在旧约圣经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神 可 能 向 邦 国 、罪 人 ， 

甚 至 跟 她 立 约 的 子 民 和 儿 女 发 怒 。 神 的 愤  

怒 先 向 以 色 列 一 与 m 立 约 的 群 体 一 发 

作 。 以 色 列 人 得 蒙 拯 救 脱 离 埃 及 ， 又 接 受  

了 十 诫 和 其 他 律 例 、 典 章 ，且 肴 见 了 池 的  

荣 耀 ， 但 他 们 在 旷 野 飘 流 ，正 是 主 向 他 们  

发 怒 的 例 子 （民 H 1 0 , 十 二 9 ， 二 十 二  

2 2 ， 三 十 二 1 0 、 1 3、 神 在 旧 约 中 发  

怒 ， 主 要 是 因 为 祂 的 子 民 违 背 了 所 立 的  

约 。 他 们 拜 偶 像 ， 惹 动 祂 的 怒 气 （申 二  

1 5 ， 四 2 5 ， 九 7 、 8 、 19; 士 二 1 4 ; 王 上  

十一  9 ， 十 四 9 、 1 5 ; 王 下 十 七 1 8 ) , 并在  

敬 拜 神 的 礼 仪 中 ， 混 入 了 异 教 的 恶 习 （赛 

一 1 0 • 1 7 ; 耶 六 2 0 ; 何 六 (i ; 摩 五 2 1 - 

‘27 > ; 他 们 淫 乱 背 逆 （王 上 八 4 6 ) , 他们  

不 信 （民 十 一  3 3 ， 十 四 1 1 、 3 3 ; 诗 九 十  

五丨〇、 1 U ， 也 不 理 会 神 所 关 注 的 爱 心 、 

公 正 、 公 义 和 圣 洁 （出 二 十 二 2 3 ; 赛一  

1 5 - 1 7 ; 摩五  7 、 1 0 - 1 2 ; 弥 三  1 )。

神 的 愤 怒 也 伸 展 到 所 有 人 （鸿一  2 ) 。 

先 知 以 主 的 日 子 蝥 告 以 色 列 和 其 他 邦 国 ， 

指 无 人 能 逃 避 神 公 义 的 愤 怒 （摩 五 1 8 、 

2 0 > 。 主 的 日 子 ， 就 是 祂 发 怒 的 日 子 （番 

— 15)〇

神 的 愤 怒 是 用 隐 喻 陈 述 ： 洪 水 或 河 流  

( 赛 八 7 、 8 ; 鸿 一 8 >、 盛 满 酒 的 杯 （赛 

五 十 一  1 7 、 2 2 > 、 火 焰 （赛 六 十 六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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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耶 四 1 ， 二 十 一  1 

热 的 火 炉 （诗 二 十 一  

二 2 5 , 六 十 三 3 - r〇 、 

上 的 苦 楚 （哀 三 5 > ，

2 、 1 4 ; 濟  一  6 > 、 炎  

• 9 > 、战 争 （赛 四 十  

棍 （赛 十 5 > 、 身 体  

以 及 自 然 现 象 如 地

踩 （弥 一  3 、 4 ; 鸿 一 5 、 6 > 、 慈 风 雨 （赛  

三 十 3 0 ， 六 十 六 1 5 、 1 6 ; 耶 三 十

旧 约 有 关 神 的 愤 怒 这 项 教 义 ， 与 其 他  

3 项 教 义 平 衡 . • 地 的 忍 耐 、 祂 的 慈 爱 和 祂  

的 赦 免 。 首 先 ，神 满 有 忍 耐 。在 希 伯 来 文  

愤 怒 与 忍 耐 一 词 相 关 ， 意 思 是 “愤 怒 的 长  

度 ”， 即 指 神 并 不 快 快 的 动 怒 。 池 忍 耐  

不 轻 易 发 怒 （出 三 十 四 (；> „ 第 二 ， 神 满  

有 怜 悯 和 诚 实 （出 三 十 四 （；）， 即 使 她 的  

子 民 得 罪 她 ， 池 也 像 一 位 父 亲 ， 满 有 怜 悯  

和 慈 爱 ， 长 久 以 信 实 待 祂 的 孩 子 。 第  

三 ， 池 乐 意 赦 免 得 罪 她 的 人 。 当 他 们 求 赎  

罪 ， 罪 得 洁 净 时 ， 地 就 赦 免 他 们 《出 三 十  

四 <'〇。 祂 的 慈 爱 比 祂 的 愤 怒 大 得 多 （诗  

三 十 弥 迦 祷 告 ， 求 主 按 祂 不 能 长 久  

发 怒 的 特 性 ， 赦 免 祂 百 姓 的 罪 （弥 七  

1 8 ; 参 诗 八 十 九 彳 6 ; 耶 三 5 > 。 在 诗 篇  

O 三 篇 》至 1 3 节 ， 诗 人 以 神 丰 盛 的 慈 爱 比  

作 父 亲 的 慈 爱 和 宽 恕 ； 祂 不 长 久 责 备 ， 也  

不 永 远 怀 怒 。 父 亲 怎 样 怜 恤 他 的 儿 女 ， 神  

也 怎 样 怜 恤 敬 畏 她 的 人 。

神 发 怒 的 目 的 ， 不 是 要 毁 灭 人 类 （何  

十 一 9 > 。 祂 的 发 怒 既 不 是 报 复 性 、 情 绾  

化 的 过 分 反 应 ， 也 不 是 突 然 煤 发 的 。 神 在  

愤 怒 中 ， 以 权 能 约 束 邦 国 （巴 比 伦 、 叙 利  

亚  > , 藉 以 管 教 她 的 选 民 ， 沿 终 是 期 望 他  

们 回 转 归 向 地 （珥 二 丨 3 、 丨4 >。 旧 约 论 及  

主 的 日 子 的 观 念 ， 隐 含 末 世 的 期 望 ， 包 括  

大 地 复 兴 ， 全 地 要 充 满 知 识 （赛 十 一  9; 

来 二 M ) 和 主 的 荣 耀 （民 十 四 2 丨； 诗 七  

十 二 丨 9 那 时 不 再 有 罪 恶 （赛 六 十 五 2 5  >

在 新 约 圣 经

新 约 圣 经 也 记 载 有 关 神 的 愤 怒 ， 与 恩  

典 、 慈 爱 和 忍 耐 并 论 （太 三 7 ; 路 二 十 一  

2 3 ;  约 三 3 6 ; 罗 一 1 8 ; 弗 五 6 ; 启 十 四  

1 ( ) >。 无 论 是 犹 太 人 或 希 腊 人 ， 凡 信 靠 耶  

稣 是 弥 赛 亚 的 ， 就 在 人 类 中 得 着 不 同 的 标  

记 。 那 些 不 信 旗 复 活 的 基 督 的 ， 仍 住 在 罪  

中 ， 落 在 神 的 茲 怒 之 下 。 相 反 ， 那 些 相  

信 她 的 ， 就 得 脱 离 神 的 愤 怒 （弗 二 3 ; 帖  

前 一 丨 〇 ) 。 然 而 ， 那 些 相 信 的 人 ， 从 以 色

列 的 榜 样 中 得 到 提 醒 ： 一旦落在愤怒的神  

手 中 ， 是 何 等 可 怕 （来 十 3 1 ) ， 因为我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父 神 是 “烈 火 ” < 来 十 二 29丨， 

新 约 的 大 好 信 息 是 耶 穌 来 拯 救 我 们 ，脱$ 

神 的 愤 怒 （罗 五 9 > 。 那 些 得 救 的 人 ，软 

是 已 经 与 神 和 好 了 （罗 五 1 〇 ) ， 因为他们 

不 再 被 定 罪 （罗 八 U 。 信心的要求就是  

持 守 在 基 督 m 的 生 命 ， 以致免去神的祺怒  

( 太 十 八  3 4 、 ：3 5 ， 二 十 二  1 3 、 丨 4),

W i l l e m  A .  VanGemeren 

参 " 死 亡 ” 1 5 1 1 :  * * 审 判 " 1 3 1 9 .濁

后 审 判 ” 2 3 7 5 :  _ 末 世 论 " 1 0 8 1 :  •主再来*

2 3 5 4 ： - 地 狱 - 3 1 5 ： ••爱” 2 8 :  •挽回祭.

1 596〇

参 考 书 目 ： G . B o r n k a m m . 

Ch r i s t i a n  E x p e r i e n c e , p p .47-70; A T . 

H a n s o n , T h e  W r a t h  of the L a m b ; L . 

M o r r i s , T h e  A p o s t o l i c  Preaching of the 

C r o s s ; R .V .G . T a s k e r ,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the W r a t h  of G o d .

祌的羔羊
Lamb of God
s h 6 n  d e  g a o  y ^ n g

施 洗 约 翰 所 用 的 词 语 ， 表示基督会应  

验 旧 约 圣 经 所 预 表 的 。 施洗约翰曾经两次  

使 用 这 词 语 （约 一 2 9 、 3 6 ) , 在第一次时 

加 上 “除 去 世 人 罪 孽 的 ” 这 句 话 。他并没 

有 解 释 这 词 语 的 意 思 。 在 此 之 前 ，没有人 

用 过 这 个 词 语 ， 我 们 不 能 参 照 前 人 的 解  

释 。 基 督 徒 随 意 使 用 这 个 词 语 ，但他们所 

指 的 究 竞 是 什 么 意 思 呢 ？ 为何有人会称为  

神 的 羔 羊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 约 翰 明 白 耶 穌 来 是 要  

成 全 逾 越 节 的 一 切 意 义 ， 而这就是指地是  

逾 越 节 的 羔 羊 。 不 错 ， 第四卷福音 书将耶  

穌 的 死 亡 ， 安 排 於 逾 越 节 宰 杀 祭 物 的 时  

间 。 可 是 ， “神 的 羔 羊 ” 是一 个新颖的通  

语 ， 在 古 时 并 没 有 用 过 这 词 语 。 在当时， 

若 有 人 想 要 说 明 那 只 在 逾 越 节 被 宰 杀 的 祭  

牲 ， 他 们 就 会 称 之 为 “那 逾 越 节 的 ” （iE 

如 保 罗 在 林 前 五 7 所 说 的 一 样 ）„ 逾越节的 

祭 牲 并 不 一 定 是 羔 羊 ， 也 可 以 是 只 小 山  

羊 ， 而 且 通 常 用 小 山 羊 作 祭 物 。 所以 

理 由 相 信 是 指 逾 越 节 。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想 到 以 赛 亚 书 第 五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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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些 人 认 为 被 牵 到 宰 杀 之 地 的 羊 羔

五 十 三 7 ) , 是 指 着 弥 赛 亚 说 的 。 有 些  

人 却 认 为 这 是 把 希 伯 来 文 “耶 和 华 的 仆  

人，，的 意 思 误 译 了 。 但 除 非 人 们 习 惯 称 弥  

f 亚 为 “羔 羊 ”， 否 则 第 一 个 说 法 并 不 成  

立，这 方 面 并 无 证 据 支 持 。 此 外 ， 将 人 所  

共 识 的 词 句 “耶 和 华 的 仆 人 ”， 翻 译 成  

为 不 寻 常 的 表 达 方 式 “神 的 羔 羊 ”， 也  

使人难以 H 信 。

陶 德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提 议 ， 他 认 为 这 是  

末 世 启 示 中 所 暗 示 的 胜 利 的 羔 羊 。 启 示 文  

学 的 作 者 用 生 动 的 比 喻 把 他 们 的 意 思 向 同  

道 中 人 揭 示 出 来 ， 而 将 个 中 意 义 向 外 人 隐  

« . 他 们 有 时 会 用 羔 羊 来 比 喻 征 服 者 （参  

启 示 录 中 用 羔 羊 代 表 那 全 能 者  >。 陶 德 认  

为 约 翰 是 指 耶 穌 就 是 弥 赛 亚 ， 那 以 色 列 的  

王。有 许 多 人 认 为 此 观 点 甚 为 吸 引 。 把 耶  

穌 描 述 为 君 王 ， 跟 约 翰 的 观 点 很 接 近 。 可 

是，需 商 榷 的 ， 就 是 约 翰 所 述 除 去 罪 恶 的  

羔羊， 而 启 示 文 学 中 的 羔 羊 ， 则 通 常 是 指  

征服者。 两 者 的 角 色 不 同 。 再 者 ， 在 这 福  

音 书 写 成 的 时 代 ， 很 难 了 解 非 犹 太 人 的 读  

者，如 何 辨 别 启 示 文 学 中 的 比 喻 。

亚 伯 拉 罕 及 以 撒 上 山 时 ， 以 撒 问 道 ： 

“墦 祭 的 羊 羔 在 哪 里 呢 ？ ” 他 的 父 亲 回 答  

说：“神 必 自 己 预 备 作 燔 祭 的 羊 羔 ” （创 

二十二 7 、 8 > 。 由 此 ， 有 些 人 推 论 约 翰 认  

为 神 会 预 备 羔 羊 。 犹 太 人 的 拉 比 据 “以 撒  

的捆绑” 而 大 作 文 章 ， 并 且 常 说 那 少 年 人  

如 何 甘 愿 献 上 自 己 。 但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似 乎  

并 没 有 这 样 作 。 事 实 上 ， 神 所 预 备 的 是 公  

羊，而 不 是 羔 羊 （创 二 十 二 1 3 ) 。 没 有 证  

据 可 以 证 明 整 件 事 情 以 任 何 名 称 如 “神 的  

羔羊” 来 代 表 。

还 有 人 提 出 那 “柔 顺 的 羊 羔 ” （耶 十  

在 圣 殿 中 每 日 献 上 的 祭 、 代 罪 羔  

羊 及 赎 罪 祭 ， 都 是 有 某 种 程 度 的 可 能 性 。 

可是， 并 没 有 证 据 显 示 其 中 任 何 一 项 曾 被  

称 为 “神 的 羔 羊 ”。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 大 多 数 提 及 羔 羊 的 经  

文 ， 都 是 论 述 献 祭 的 事 宜 （在 9 6 段 经 文  

中，有 8 5 段 是 这 样 ）。 羔 羊 跟 “除 罪 ’’的 

意 思 有 密 切 的 连 系 ， 故 很 难 推 翻 这 是 与 赎  

罪有关。 圣 经 中 提 及 的 羔 羊 ， 其 特 点 是 为  

了 赎 罪 而 被 献 上 的 。 “神 的 羔 羊 ” 的 意 思  

是 指 这 是 神 自 己 所 预 备 的 ◎ 无 可 否 认 ， 这

与 献 祭 有 关 ， 但 难 於 确 定 是 哪 一 个 祭 。 基 

督 完 全 成 就 了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所 预 表 的 一 切  

祭 礼 „ 神 的 羔 羊 煨 终 除 去 一 切 的 罪 。

参 - 约 翰 福 音 • 2224: •约翰的生平和

著 作 " 22 1 2 :  •以色列的节期• 2062: •耶

和华 的仆人 " 1 9 2 4。

祌的话
Word of God, Word of the Lord
s h 6 n  d e  h u螽

参 - 圣 经 " 1 3 3 1 :  •圣经正典• 1360:

"圣 经 的 默 示 - 1332: •启示" 1168:

语 / 道 " 5 8 9。

祌的名称
God, Names of
s hd n  de  m i n g  chdn

神 多 次 向 祂 的 百 姓 启 示 池 自 己 ； 当圣  

经 引 用 “神 的 名 ”， 就 有 神 完 美 的 意 义 》 

当 受 造 的 男 女 求 告 神 的 名 ， 神 受 到 敬 拜  

( 创 二 十 一  3 3 >  ; 当 他 们 忘 记 神 的 名 ， 他 

们 就 是 离 弃 神 （耶 二 十 三 ; 当 他 们  

妄 称 神 的 名 ， 神 受 到 亵 渎 和 侮 辱 （出二十  

7 ) 〇

圣经对名称 的 观 念

圣 经 中 ， 神 的 名 称 和 位 格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这 也 说 明 圣 经 对 名 字 的 观 念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名 称 ” 一 词 最 可 能  

是 指 “签 名 ” 或 “分 明 的 记 号 希 腊 文  

中 ， “名 称 ”一 词 是 从 一 动 词 衍 生 出 来 的 ， 

意 指 “去 认 识 ” ； 因 此 ， 透 过 名 称 既 有 所  

指 ， 也 可 让 人 认 识 一 个 人 或 一 件 物 件 。 但 

名 称 的 意 义 不 是 凭 感 觉 标 明 或 武 断 的 见  

解 ， 来 为 人 、地 、 事 物 而 定 下 的 。 在 圣 经  

中 ， 名 称 正 确 地 描 述 人 、 地 、 或 亊 物 的 特  

性 ， 以 致 名 副 其 实 。 亚 当 按 照 各 动 物 的 特  

性 ， 给 它 们 起 名 （创 二 丨 9 、 ‘2 0 >  ; “挪 

亚 ” 意 指 这 儿 子 “必 为 我 们 减 轻 劳 苦 和 带  

来 安 慰 ” （创 五 2 9 >  ; “耶 穌 ” 意 指 " 救  

主 ” （太一  2 1 ) 。 当 一 个 人 得 了 新 的 地 位 ， 

或 人 生 突 然 改 变 时 ， 得 苕 新 的 名 字 便 是 指  

向 邡 新 的 际 遇 ， 例 如 亚 伯 拉 罕 （“多 国 的  

父 ”， 创 十 七 5 ) 和 以 色 列 （“与 神 摔 跤 ” 

或 “与 神 较 力 ”， 创 三 十 二 2 8 > 。 一 个 人  

或 一 个 民 族 的 名 字 ， 显 示 了 那 人 或 那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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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性 。 但 神 的 名 称 则 有 明 显 的 分 别 ， 而  

这 一 方 面 经 圣 经 学 者 和 神 学 家 对 神 的 作 为  

作 出 研 究 后 ， 就 更 形 明 显 。 学 者 而 对 的 问  

题 是 ： 神 的 名 乃 为 称 颂 ， 是 由 神 提 出 为 要  

称 颂 池 ？ 还 是 人 着 观 察 神 的 作 为 ， 为 了  

称 颂 神 的 特 性 ， 反 映 出 她 的 品 德 ， 而 为 神  

起 名 称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神 的 名 称 是 人 为 的 ， 就  

断 言 神 是 无 法 知 道 的 。 他 们 认 为 神 的 名  

和 祂 的 J W 性 、 有 观 念 的 限 制 ， 使 人 不 能 获  

得 更 完 全 的 理 解 ， 只 能 从 祂 的 作 为 和 事 迹  

而 认 识 池 。 有 人 提 出 人 应 当 研 究 神 在 现 在  

和 过 去 的 行 径 ， 反 而 不 必 过 分 侧 重 古 代 人  

们 对 神 的 名 称 和 池 屈 性 的 描 述 。 这 观 点 暗  

示 了 今 日 神 仍 然 启 示 池 自 己 ， 像 圣 经 时 代

然 而 ， 福 音 派 学 者 坚 称 圣 经 清 楚 列  

出 ， 神 使 用 他 的 名 称 启 示 祂 自 己 。 神 并 没  

有 单 以 一 个 名 称 ， 表 明 池 所 有 的 特 性 。 其  

实 ， 所 有 的 名 称 加 起 来 ， 也 不 足 显 示 神 所  

有 的 厲 性 。 神 是 无 限 的 ， 人 不 能 完 全 认  

识 她 ； 但 他 在 许 多 方 面 启 示 祂 自 己 ， 多 至  

人 若 研 究 神 的 名 称 ， 就 不 禁 惊 讶 祂 的 伟  

大 、 圣 洁 、 威 严 、 荣 耀 、 难 以 形 容 的 良 善  

和 公 正 。 此 外 ， 福 音 派 学 者 和 神 学 家 ， 很  

快 就 肯 定 研 究 神 的 作 为 ， 有 助 了 解 那 些 自  

我 启 示 的 名 称 和 厲 性 ◊ 同 一 群 的 福 音 派 学  

者 一 方 面 不 同 意 卜 仁 纳 有 关 神 的 启 示 的 见  

解 ， 但 另 一 方 面 却 同 意 他 所 写 的 ： 从 一 开  

始 神 显 然 不 是 一 物 体 ， 任 由 人 以 言 语 和 理  

性 操 纵 ， 神 是 深 奥 莫 测 ， 住 在 不 能 接 近 的

光 里 .....神 的 名 是 奇 沙 《参 士 十 三 1 8 ) 。

为 何 要 问 ？ 答 案 是 神 选 择 以 祂 的 名 称 启 示  

自 己 * 而 我 们 愈 认 识 池 ， 就 愈 知 道 池 ， 也  

更 感 觉 到 祂 的 威 荣 深 不 可 测 （《基 督 教 教  

义 -----神  > , 页 1 1 7 ) 。

在 这 点 上 应 当 说 明 ， 圣 经 学 者 和 神 学  

家 在 怎 样 把 神 的 名 称 、 颂 赞 、 描 述 和 祂 的  

屈 性 分 类 有 不 同 意 见 。 例 如 加 尔 文 和 贺 智  

不 讨 论 神 的 名 ， 除 非 这 些 名 字 有 助 明 白 池  

的 屈 性 。 其 他 像 该 柏 尔 ， 则 分 别 讨 论 神 的  

屈 性 和 她 的 名 称 白 伟 克 和 卜 可 夫 ， 把 神  

的 特 性 分 为 : 彳 个 主 题 ： （丨）特 别 名 字 ； （2 )主  

要 名 称 ； （3 ) 个 别 名 称 。 倘 若 有 人 査 考 那  

些 研 究 ， 并 钻 研 如 约 克 、 史 提 芬 逊 、 加 弗  

的 研 究 ， 并 且 那 些 圣 经 神 学 的 作 品 ， （广

泛 来 说  > 可 把 神 的 名 字 综 合 为 种 类 别 .

1 • 专 有 名 称 ： 伊 勒 、 雅 巍 、 阿逍乃 

腓 奥 斯 、 古 利 奥

2 .个 别 名 称 ： 父 亲 、 阿 爸 、圣 子 祀  

料 、 圣 灵 《

3 • 名 衔 ： 创 造 主 、 弥 赛 亚 / 基 符 & 

忠 师 / 安 慰 师 。

4 • 本 质 名 称 ： 光 、 爱 、 灵 。

5 • 形 容 名 称 ： 磐 石 、 巴 力 、 主、拉政 

尼 （即 夫 子  > 、 牧 人 。

性 ： 美 德 的 称 谓 或 特 性 、三位、

体 之 神 《•

旧 约 中 神 的 名 称

价 勒 和 打 关 的 名 称

在 希 伯 来 文 的 圣 经 中 ， •伊勒”出现 

2 0 0 多 次 ； 最 适 合 译 作 “神 ”。 “伊 勒”这 

名 称 ， 有 许 多 可 能 的 意 义 ； 有人认为其字 

根 是 “乌 勒 ”， 意 即 “第 一  ” 或 “强而有 

力 ”。 其 他 建 议 则 指 其 字 根 是 “阿拉”， 

即 “居 前 ” 的 意 思 ， 也 有 人 认 为 是 “领导 

者 ” 或 “指 挥 官 ”， 也 能 解 释 为 “当受电 

畏 者 ”。 这 样 ， 神 是 首 先 的 、 强而有力 

的 ， 祂 当 受 敬 畏 。 也 有 人 建 议 前 S 词 “伊 

勒 ” （意 为 “朝 向 ”> 是 它 的 字 根 ，含有 

“舍 己 为 人 ” 或 “那 位 让 求 者 得 帮 助 ”的 

观 念 。 有 些 学 者 提 出 “阿 琳 ”， 意 即 “约 

束 ”， 也 应 视 为 字 根 ， 即 “有强大的约束 

力 、 坚 定 辖 制 ”。 综 合 这 4 种 意 思 ，就是 

有 力 、 有 权 能 、 超 越 、 完 美 和 伟 大 ，

近 代 出 土 的 泥 版 上 ， 刻有关於迦南的  

神 衹 ， 就 显 示 这 个 意 思 。 就如於拉斯珊拉  

出 土 的 《巴 力 叙 亊 诗  > , 相信是在列祖时  

期 写 下 的 。 该 叙 事 诗 指 巴 力 是 主 要 的 英  

雄 ， 但 却 多 次 提 及 伊 勒 。 他是 众 神之 父 ， 

众 神 包 括 巴 力 、 亚 莫 夫 、 摩特和女神亚舍  

拉 的 悄 夫 （亚 舍 拉 生 有 7 〇 个 儿 子 ）。伊勒 

也 被 称 为 创 造 万 物 之 主 、 人 类 的 父 亲 。因 

此 ， 祂 是 迦 南 神 衹 的 君 王 、 统 治 者 、强过 

万 物 和 众 民 的 至 商 神 。 这 里 迦 南 人 的 冲 ， 

很 像 旧 约 中 以 赛 亚 所 说 ， 有一宝座要设立  

在 山 上 ， 神 的 宝 座 在 众 星 之 上 （赛十四 

1 3 > ;  而 何 西 阿 咒 诅 犹 大 对 神 不 忠 ，因 

他 仍 与 伊 勒 闲 游 。 从 这 些 经 文 可 见 ，圣经 

中 称 为 伊 勒 的 神 ， 与 迦 南 人 的 伊 勒 不 同 。 

迦 南 人 的 神 会 朽 坏 、 必 死 、 不能 永 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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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希 伯 来 人 的 神 伊 年 力 ， 则 是 永 • 活 不 朽 的 真 -

然 而 ， 希 伯 来 人 与 迦 南 人 一 样 同 用  

1 勒 ” 指 他 们 的 神 ， 强 大 而 有 权 能 、 居 

首 位 和 拥 有 超 越 的 神 性 。

•■炉勘”在 旧 约 中 专 用 在 较 早 的 书 卷  

巾， 邡 甩 描 述 神 行 使 m 极 大 无 比 的 权 能 ， 

有 别 於 一 般 的 能 力 ； “伊 勒 ” 道 出 神 就 是  

f i r ,大 的 施 行 者 和 创 造 主 ， 祂 就 是 那 一 位  

g 用 池 的 权 能 ， 任 何 牢 都 能 作 成 ， 且 保 持  

或 毀 灭 邡 在 乎 祂 （参 出 十 五 ）。 “伊 勒 ” 

也 被 用 宋 表 达 神 并 不 应 等 同 受 造 物 的 — 部 

分， 然 而 ， 他 却 是 那 一 位 至 髙 超 越 诸 天 、 

穹 苍 的 神 （诗 十 九 1 > 。 在 受 造 之 物 中 ， 

人 为 万 物 之 冠 ， 神 为 伊 勒 ， 是 万 有 之 神 ， 

超 越 世 人 （结 二 十 八 2 ; 何 十 一 9 > »

••伊罗兴” 也 普 遍 用 来 指 神 的 名 ， 在 

旧 约 中 出 现 超 过 2 , 5 〇 〇 多 次 。 这 个 a 数的  

名称，在 实 际 的 缘 由 和 意 思 ， 也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意 见 。 有 的 说 伊 罗 兴 是 伊 勒 的 众 数 ， 

但 似 乎 更 为 可 能 的 是 ，伊 罗 兴 是 “以 罗 亚 ” 

的众数， 见 於 诗 体 的 写 作 中 。 有 些 批 判 家  

认 为 这 众 数 的 名 称 ， 是 借 用 了 异 教 多 神 宗  

教的 资 料。 但 在 外 邦 异 教 中 ， 却 没 有 一 个  

神 衹 的 名 称 是 众 数 的 。 另 一 些 人 说 这 众 数  

名称， 是 用 来 指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特 性 。 而 

以 单 数 的 动 词 和 众 数 的 名 词 并 用 ， 藉 此 来  

支 持 这 个 说 法 ， 即 使 那 两 种 立 场 并 没 有 矛  

盾 之 处。 圣 经 有 关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教 义 ， 

从 圣 经 中 发 展 出 来 ， 并 没 有 显 示 是 基 於 神  

的 众 数 名 称 。

众 数 的 名 词 “伊 罗 兴 〃 最 容 易 理 解 为  

表 示 强 烈 的 程 度 。 神 使 人 从 祂 的 名 认  

识池，就 是 有 强 烈 、广 泛 而 丰 富 荣 耀 的 神 ， 

就 如 他 在 地 所 创 造 的 宇 宙 万 有 中 ， 运 用 祂  

超 越 的 权 力 - 因 此 ， 当 圣 经 论 及 创 造 时 提  

出：“起 初 神 （伊 罗 兴 ） 创 造 天 地 （创 

—丨）这 名 在 创 世 记 第 一 和 第 二 章 ， 重 s  

用了 3 5 次 ， 都 是 与 神 的 权 能 启 示 在 创 造  

中 联 在 一 起 的 。 在 申 命 记 中 ， “伊 罗 兴 ” 

这 名 被 重 s 使 用 ， 以 强 调 神 的 威 荣 权 能 ， 

这 可 见 於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的 奴 役 中 被 释 放  

出来、 神 在 旷 野 中 存 留 他 们 的 性 命 ， 又 预  

备 他 们 迸 入 应 许 之 地 。 在 上 下 文 中 ， 神 

( 伊 罗 兴 ） 也 被 视 为 那 位 律 法 的 颁 布  

者， ？ 必 以 权 能 施 行 审 判 ， 刑 罚 那 些 违 背  

律 法 的 人 。 众 诗 人 也 S i 复 用 这 圣 名 ， 承 认

和 赞 美 神 ， 就 是 那 位 威 严 的 统 治 者 ， 在生  

命 的 许 多 方 面 ， 他 已 表 明 了 他 无 所 不 能  

( 参 诗 六 十 八 ， 其 中 “伊 罗 兴 ” 出现了  2(5 

次 K

福 音 派 学 者 如 约 克 、 摩 尔 千 解 释 ， 

“伊 罗 兴 ” 表 示 神 的 约 与 m 子 民 的 关 系 。 

他 们 指 出 “伊 罗 兴 ” 见 於 神 向 亚 伯 拉 罕 的  

说 话 。 当 时 ， 神 指 出 他 是 那 列 祖 和 他 的 子  

孙 的 伊 罗 兴 ， 这 就 是 说 神 与 他 们 有 一 种 立  

约 的 关 系 （创 十 七 1 - 8 > 。 在 这 关 系 之 内 ， 

意 味 © 神 永 远 随 时 运 用 池 的 权 能 ， 扶 助 那  

些 与 m 立 约 的 人 。 这 样 ， “伊 罗 兴 ” 也表  

达 了 神 信 实 的 观 念 ， 她 守 约 ， 地 所 应 允 和  

祝 福 的 都 要 实 现 。

“以 罗 亚 ”（和 合 本 译 作 “寘 神 ”> 这 

名 主 要 见 於 诗 体 的 写 作 ， 在 约 伯 记 中 不 少  

於 4 1 次 。 以 赛 亚 藉 此 来 表 达 神 无 可 比 拟  

的 特 性 （赛 四 十 四 a h 大 卫 有 类 似 的 态  

度 ， 问 道 ： “除 了 耶 和 华 （以 罗 亚 谁  

是 神 呢 ？ ” （撒 下 二 十 二 3 2 ) 摩 西 首 先 把  

“以 罗 亚 ” 一 词 ， 用 在 他 的 诗 肷 中 （申三  

十 二 1 5 - 1 7 ) , 指 向 以 色 列 神 ， 而 在 上 下  

文 中 ， 他 指 出 “没 有 别 神 ”， 可 代 替 那 拯  

救 的 磐 石 、 举 世 无 双 的 那 一 位 。 这 名 可 能  

用 来 强 调 冲 是 那 位 唯 一 真 实 永 活 、 当跪拜  

崇 敬 、 配 受 敬 虔 、 存 圣 洁 敬 畏 的 心 来 亲 近  

的 真 神 。

另 有 一 个 密 切 相 关 的 名 ， 称 为 “以 

拉 ”， 见 於 以 斯 拉 记 和 但 以 理 书 。 有 人 以  

为 以 拉 是 迦 勒 底 语 ， 意 即 “真 神 ”。 以罗  

亚 的 字 根 据 说 是 “阿 拉 ”， 意 即 “要 敬 畏 ’’ 

或 “使 困 惑 的 ”。 神 既 是 以 拉 ， 因 此 当 受  

敬 畏 和 崇 拜 。 就 这 个 观 点 来 蓿 ， 便 能 理 解  

这 名 为 何 在 以 色 列 人 被 掳 和 归 回 后 ， 即被  

普 遍 使 用 。

神 的 其 他 3 个 名 ， 包 括 了  “伊 勒 ”。 

伊 勒 以 罗 安 意 即 “至 商 神 ”， 是 用 来 指 麦  

基 洗 德 的 神 （创十四丨《- 2 2， 和 合 本 译 作  

“至 高 的 神 ”）。 见 於 诗 篇 五 十 七 章 2 节 和  

七 十 八 窜 5 6 节 ， 希 伯 来 文 作 “伊 罗 兴 以  

罗 安 ” ； 以 罗 安 这 名 称 是 从 动 词 “阿 拉 ” 

衍 生 出 来 的 ， 意 即 “往 上 、 被 举 起 、 被抬  

高 ' 有 些 例 子 单 用 “以 罗 安 ”， 但 上 下  

文 指 是 “神 ” 的 同 义 字 （例 ： 民 二 十 四  

1 6 ; 诗 八 十 三 1 8 ; 赛十四丨4 )。 “哈 以 罗  

安 ” 一 词 ， 译 作 至 高 神 ， 也 有 出 现 （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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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I 7 )。 “以 罗 安 ” （至 高 ） 时 常 用 作 形 容  

词 ，於 是 翻 译 为 “高 、至 髙 、较 上 、至 上 。 

这 名 称 用 以 赞 美 神 ， 基 本 表 示 他 超 越 万  

有 ， 祂 是 造 物 主 、 拥 有 者 和 统 治 者 。 在 任  

何 方 面 ， 祂 都 是 无 可 比 拟 的 ， 池 不 用 服 从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事 物 ， 祂 是 超 乎 一 切 的 。 有  

些 福 音 派 圣 经 学 者 指 出 ， 这 名 称 特 别 用 於  

神 统 治 千 禧 年 的 国 度 ， 这 结 论 是 基 於 耶 和  

华 在 经 文 中 被 称 为 至 髙 神 ， 建 立 以 色 列 最  

终 和 完 全 的 复 兴 （但 四 2 5 ; 诗 八 十 三 1 8 > 。 

然 而 ， 这 似 乎 指 “以 罗 安 ” 这 名 在 任 何 世  

代 、 任 何 环 境 都 可 应 用 於 神 。 在 生 活 各 方  

面 ， 包 括 敬 拜 、 军 事 行 动 、 政 治 和 经 济 等  

范 畴 ， 神 被 认 为 是 无 可 比 拟 、 至 髙 无 上 的

十 二 章 6 节 和 约 珥 书 〜 韋 15 

为 伊 勒 沙 代 ’ 完 全 自 给 自 足 到 ，神 

的 统 治 者 ， 那 全 能 者 会 作 出 ’热 

七 十 士 译 本 采 用 了 这 意 思  ^ 的安推 

作 “盘 多 奎 他 ”， 意 即 那  

切 的 全 能 者 " 。

富 斯 指 出 伊 勒 和 伊 罗 兴 ， 甚 

然 界 的 关 系 ， 而 伊 勒 沙 代 是 指 ^  ® 神与自 

典 的 作 为 里 管 辖 自 然 ， 并 驱 二 ：在、  

展 池 的 计 划 。 系 统 神 学 学 者 卜 坻 ''法(| 

统 神 学 》 指 出 ， 神 既 是 伊 勒 沙 夫 ^  <系 

位 全 权 全 能 超 越 自 然 的 神 ， 祂 的 名 那  

经 中 ， 神 并 不 可 怕 ， 反 而 是 使 人  

慰 的 源 头 。

创 造 主 、 拥 有 者 ， 统 治 万 民 ， 掌 管 万 事 万

物 。

**伊 勘 沙 代 ” （和 合 本 译 作 “全 能 的  

神 ”） 包 含 的 字 母 较 多 ， 在 圣 经 中 出 现 7 

次 （创 十 七 1 ， 二 十 八 3 ， 三 十 五 1 1 ， 四 

十 三 1 4 ， 四 十 八 3 ; 出 六 3 ; 结 十 5 > 。 而  

这 字 的 简 写 “沙 代 ”， 则 更 为 常 见 ： 约 伯  

记 3 0 次 ， 而 诗 篇 十 九 章 1节 和 六 十 八 章 14 

节 、 以 赛 亚 书 （十 三 6 > 、 以 西 结 书 （一  

2 4 > 、 约 珥 书 （一  1 5 > 和 路 得 记 （一 2 1 )  

也 有 出 现 。 在 这 些 经 文 中 ， 综 合 了 神 是 全  

能 、 丰 盛 、 超 越 、 至 髙 无 上 的 统 治 者 和 賜  

予 者 的 意 思 。 这 意 思 为 一 般 人 所 接 受 ， 但  

对 於 “沙 代 ”实 际 的 意 思 则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有 人 以 “沙 ” 为 开 始 ， 这 是 一 个 最 先 被 考  

虑 的 观 念 ，意 即 “胸 怀 、面 包 、粥 糊 或 奶 ”， 

并 视 为 一 种 “宝 贵 的 隐 喻 ”， 指 神 养 育 、 

供 应 和 满 足 。 在 闪 族 人 的 用 语 中 ， “沙 代 ” 

的 字 根 意 指 “滋 润 ” ； 但 综 观 在 上 下 文 ， 

并 不 适 用 於 “沙 ”（意 即 “全 能 神 的 显 现 ”）， 

也 不 适 用 於 “瑟 ” （意 即 “恶 魔 ”> 。 有 些  

学 者 想 把 该 词 加 以 运 用 ， 因 它 见 於 申 命 记  

三 十 二 章 丨 7 节 和 诗 篇 一 〇 六 篇 3 节 ， 论 以  

色 列 人 拜 偶 像 之 事 。 加 上 “瑟 ” 这 字 的 拼  

法 不 同 ， 难 以 建 立 魔 鬼 和 全 能 神 两 者 在 观  

念 上 的 关 系 。 较 为 人 接 受 的 看 法 是 ， “沙  

代 ” 这 词 由 “沙 ” （那 位 ） 和 “代 ” < 是  

充 分 的 ） 两 部 分 合 拼 而 成 。 较 后 期 的 希 腊  

文 版 本 采 用 了 这 个 意 思 。 “沙 代 ” 最 可 取  

的 解 释 ， 是 这 字 从 动 词 “沙 得 ” （制 服 、 

手 段 狂 暴 或 破 坏 ） 衍 生 出 来 。 而 “沙 ” 和  

‘‘沙 代 ” 之 间 清 楚 的 联 系 ， 可 在 以 赛 亚 书

伊 勘 俄 当 ” （和 合 本 译 作 “永生 

是 指 神 是 永 远 f 存 的 那 一 位 。 这 是 — 个明 

显 的 例 子 ， 显 示 神 的 名 和 祂 的 厲 性 连 在 — 

起 。 “俄 兰 ” 一 词 有 广 泛 的 用 法 。一般在 

字 典 中 的 解 释 ， 是 “持 久 、 古 老 、无限的 

未 来 ”。 这 词 用 来 论 及 神 的 存 在 、神的约 

和 应 许 、 弥 赛 亚 的 统 治 。 诗 人 说 ：“从亘 

古 到 永 远 ， 你 是 神 ” （诗 九 十 2 ) ; 先知 

以 赛 亚 说 ， 神 是 永 在 的 创 造 主 （赛四十 

2 8 > ， 是 永 远 的 力 量 （赛 二 十 六 4 ) ; 耶 

利 米 说 ， 神 是 永 远 的 王 （耶十丨〇)。 卜可 

夫 指 出 神 的 永 恒 ， 从 时 间 的 角 度 来 看 ，祂 

无 穷 无 尽 。 “俄 兰 ” 用 以 描 述 神 ，不当想 

成 是 向 后 和 往 前 不 确 定 的 延 续 ，这词反而 

是 论 及 神 超 越 时 间 上 一 切 的 限 制 ；加上’ 

“俄 兰 ” 指 神 的 素 质 根 本 有 别 於 时 间 。圣 

经 论 及 “伊 勒 俄 兰 ，， 的 经 文 中 ， 信徒确保 

可 享 幸 福 、 安 全 ， 而 得 着 希 望 的 就 是 得 着

赏 賜 。 W

“伊 勒 之 汩 " （和 合 本 译 作 “至

神 ，， 或 “至 大 全 能 的 神 ”） 论 及 神 人  

和 能 力 。 单 是 “之 伯 ，，， 指能力和供向祌， 

物 ， 而 两 个 字 用 在 一 起 ， 则 常 常 申  

而 有 时 则 加 上 “哈 格 多 ’’ （意 即 的 伟 大  

十 1 7 ; 耶 三 十 二 丨 8 > ， 用 以 强 = 二 %  

和 可 畏 的 威 严 。 伊 勒 之 伯 也 用 四 十 5  

亚 ， 见 於 以 赛 亚 书 九 章 6 节 （参 ^

八 十 九 2 0 ) 。 、 你 “着踽人

“伊 勒 罗 伊 " （和 合 本 译 七 次 。 当矣  

約 神 ，’） 这 词 在 圣 经 中 只 用 她 、飫励 

尹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神 差 使 者 A 的 神 ，，（如 

也 ， 她 就 称 耶 和 华 是 “看 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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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 寺 篇 '

-三 九 篇 1 、 2 节 表 远 了 这

那 里 与 伊 罗 兴 连 在 — 起 。 

雅 巍 ” 出 现 1 6 4 次 ， 而 从

+ 广 3 ' " 神 无 所 不 知 ， 没 有 一 样 亊 能 隐 藏  

十 三 1 8 > 。

讲# 成 姥 " （和 合 本 译 作 “耶 和 华 ”） 是 
越 的 名 称 ， 这 名 字 ' 从 未 被 用 来  

神的— 1卜 邦 宗 教 的 神 抵 ， 也 从 未 用 来 指  

指 任 日 约 中 出 现 6 ,8 2  3 次 ， 最 先 见 於 创

六。 - 章 4 节

世记一： 中 ，

在 创 ^ 记 至 ^ 勺 书 亚 记 ， 则 出 现 I ，8 0 0 次 。
矣 未 以 变 格 的 方 式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出  

这 名 ^ 从 未 有 复 数 的 方 式 或 词 尾 。 这 词 缩  
现’ “雅 ，， 及 “雅 和 ，’ （参 出 十 五 2 ; 诗

& 十 八 4 ; 费 十 二 2 等 > 。

很 难 界 定 “雅 巍 ” 实 际 的 意 义 。 有 些

人 寻 求 从 动 词 ‘‘作 为 ” 的 字 根 ， 

或 在 同 一 动 词 古 代 的 形 式 （“ w W 〉追 寻 ，

但 没 有 赞 同 是 否 《口 Z 或 的 动 词 ， 也  

^ 为 字 根 考 虑 。 那 些 挑 选 的 ， 把  

“耶 和 华 ，，的 意 思 看 为 “使 之 成 为 ’ ； 这  

样，出 埃 及 记 三 章 1 4 节 便 读 成 ： “我 要 作  

成 那 将 要 作 成 的 。” 其 他 人 则 取 分 《/， 且 翻  

译 这 名 为 “我 是 ” 或 “我 将 是 ”。 然 而 ， 

有 人 仍 偏 於 把 这 名 与 动 词 分 开 ， 而 

认 为 这 才 是 它 原 本 和 独 立 的 名 称 ， 好 表 达  

以 色 列 施 恩 之 神 的 独 特 性 。

旧 约 的 译 者 对 “雅 巍 ’’的 正 确 译 法 还  

未 有 共 识 ， 这 词 既 已 译 成 希 腊 文 “古 利  

奥”， S 卩 “主 ” 或 ‘‘神 ”， 许 多 人 就 用  

“主 ” 或 “神 ” 来 翻 译 雅 巍 。 但 最 好 译 为  

“主” 的 “阿 道 乃 ，， （A d o A i a i ) ， 则 在 好 些  

例 子 中 与 “雅 巍 ” 同 时 出 现 。 例 如 ， 钦 定  

本 把 译 为 “神 ，，， 而 A o r t a l •则译 

为 ‘‘主 ' 许 多 现 代 的 译 者 已 选 用 “雅 巍 ” 

“耶 和 华 ” 这 名  

称 见 於 美 国 修 订 译 本 （1 9 0 1 ) ， 被 定 为 不  

可 接 受。 这 名 的 兴 起 ， 正 值 犹 太 人 实 行 不  

，为 “雅 巍 ”， 因 利 未 记 二 十 四 章 1 6 节 说 ： 

、那 褒 渎 耶 和 华 （雅 巍 ）名 的 ，必 被 治 死 。’， 

$ 警 告 绝 对 是 要 抵 挡 妄 称 或 亵 渎 这 名 的  

* 尤 其 在 以 色 列 被 掳 后 （参 摩 六 1 〇>。 

兴 f 当 读 旧 约 圣 经 ， 犹 太 人 不 是 用 “伊 ，罗 

， 就 是 用 “阿 道 乃 ，，来 取 代 “雅 巍 ”。 

“ 后 > “雅 巍 ，， （Y  H  W  H  ) 的 字 母 加 上  

主 阿 道 乃

( " / /〇 % / / )  〇

— 个 有 趣 的 问 题 是 ： “雅 巍 ” 是 否 先  

用 在 特 殊 的 地 理 环 境 里 ； 有 些 学 者 作 结  

论 ， 指 摩 西 最 初 是 在 米 甸 的 旷 野 ， 认识神  

的 名 称 叫 雅 巍 。 稍 后 ， 这 名 成 为 在 迦 南 的  

南 部 ， 就 是 在 犹 大 和 西 缅 的 地 区 ， 为人敬  

拜 的 神 衹 名 称 。 这 些 学 者 断 定 “伊 罗 兴 ” 

这 名 ， 在 迦 南 北 部 使 用 。 他 们 还 指 出 每 —

个 地 区 均 发 展 自 己 的 宗 教 传 统 ， 并 写 下 他  

们 “宗 教 信 仰 的 记 录 ”， 各 自 在 他 们 的 地  

区 发 展 他 们 敬 拜 之 神 的 名 。 稍 后 ， 当以色  

列 民 族 联 合 ，双 方 的 文 献 合 并 ，而 “雅 巍 ” 

和 “伊 罗 兴 ” 的 名 同 时 用 作 指 他 们 共 同 敬  

拜 的 神 。 这 种 有 关 神 名 的 起 源 和 使 用 的 观  

点 ， 不 能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找 到 根 据 。 两个名  

称 是 独 特 地 连 在 一 起 ， 同 时 > 资 料 显 示 在  

出 埃 及 很 久 以 前 ， 这 两 个 名 称 已 为 人 知 道  

和 运 用 了 。 例 如 亚 伯 拉 罕 论 及 他 向 雅 巍 、 

伊 勒 以 罗 安 （和 合 本 译 作 “至 高 的 神 ”）

举 手 起 誓 （创 十四丨 9 -22 ) 。 而 且 ， 亚 伯  

拉 罕 和 以 撒 为 神 筑 坛 ， 求 告 祂 的 名 （创十  

三 4 ， 二 十 六 2 5 > 。

出 埃 及 记 六 章 2 、 3 节 的 诠 释 ， 引 起  

极 大 的 争 议 。 经文说••“神 晓 谕 摩 西 说 ： 

‘我 是 耶 和 华 。 我 从 前 向 亚 伯 拉 罕 、以 撒 、 

雅 各 显 现 为 全 能 的 神 ； 至 於 我 名 耶 和 华 ， 

他 们 未 曾 知 道 。’” 这 段 经 文 被 理 解 为 ， 

在 摩 西 以 前 ， 没 有 人 知 道 雅 巍 这 名 。 但 这  

并 非 经 文 所 指 ， 经 文 是 说 ， 列 祖 们 不 知 道  

神 就 是 雅 巍 。 从 神 实 际 带 启 示 性 的 历 史 作  

为 ， 他 们 知 道 他 是 伊 勒 沙 代 ， 但 未 曾 知 道  

神 独 特 的 性 情 ， 即 祂 是 雅 巍 。 换 s 之 ， 神 

- 直 是 雅 巍 ； 他 対 摩 西 说 ， 列 祖 的 后 裔 会  

从 池 向 他 们 所 行 的 ， 认 识 神 名 完 全 而 丰 富

的 意 ‘乂雅『 这 名 ， 显 示 神 ■ 至 完 全 的  

* « « ： 这 是 包 括 或 假 设 别 的 名 称 的 意 乂 。 

，雅性魏，，特 别 。二 ；

r ; 括 救 他 们 ， 也 要 _ 和 保 在 守 : 里 事  

二 ; 他 们 土 地 ， 在那

的 元 音 ， 便 成 为 了 “耶 和 华 ’

色 列 要 看 到 并 经 历  

神 必 坚 定 旦 奇 抄 地 谨 守 池  
神 的 坚 定 不 1 ， 神 要 证 明 池 是 信 实 、

的 话 ， 并 切 实 = 下 : 兴 的 神 。 在 救 赎 工  

二 SS— 的 怜 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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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忍 耐 ， 丰 盛 的 慈 爱 、 诚 实 、 信 实 、 赦  

免 、 公 正 和 公 义 （出 三 十 四 5 、 （； > 。 雅 各  

的 确 领 悟 了 这 名 的 意 义 ， 他 宣 告 说 ： “耶  

和 华 啊 ， 我 向 来 等 候 你 的 救 恩 。” （创 四  

十 九 1 » >

雅 拽 是 以 色 列 神 卓 越 的 名 称 。 雅 巍 是  

一 位 信 实 守 约 的 神 ， 他 既 賜 下 慈 爱 和 生 命  

的 话 ， 便 谛 守 祂 的 话 ， 賜 下 慈 爱 和 丰 盛 的  

生 命 给 扣 池 的 人 。

参 # 雅 瑰 这 名 的 丰 富 意 义 ， 能 使 人 明  

白 为 何 耍 严 格 规 定 这 名 合 宜 的 用 法 （利 二  

十 四 丨 1 、 1 6 > 。 这 也 解 释 了 为 何 以 色 列 人  

在 感 谢 、 赞 美 、 敬 拜 时 ， 在 诗 歌 中 使 用 缩  

写 的 方 式 指 耶 和 华 。 他 们 唱 哈 利 路 亚 ： 

“赞 美 耶 和 华 （诗 一 〇 四 3 5 ，一 〇 六 1， 
一 四 九 1 , 一 五 〇 1  ) 。

“雅 砘 ” 用 在 许 多 的 短 语 中 ， 被 视 为  

神 的 名 称 和 荣 耀 。 这 些 混 合 的 名 称 中 ， M  

常 见 的 是 “耶 和 华 沙 巴 奥 ”， 和 合 本 译 作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 这 “万 军 ” 频 频 用 在  

睁 西 五 经 中 ， 指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参 民 十  

M - 2 H ) 。 这 是 因 为 这 字 从 动 词 “沙 巴 ” 

而 来 ， 意 即 “作 战 ”， 有 时 也 指 “事 奉 ”。 

例 如 ， 民 数 记 八 章 2 4 节 清 楚 地 指 在 会 菥  

W 行 的 事 奉 工 作 。 名 词 “沙 巴 奥 ” 首 先 见  

於 创 世 记 二 赍 1 节 ， 那 里 指 地 上 和 天 上 许  

多 的 受 造 之 物 ， 有 些 经 文 在 文 中 则 只 限 於  

指 星 辰 ， 然 而 ， 其 他 学 者 认 为 “沙 巴 奥 ” 

是 指 天 使 ， 例 证 见 於 诗 篇 三 十 三 篇 6 节 。

“耶 和 华 沙 巴 奥 ” 这 混 合 的 名 ， 首 次  

在 撒 母 耳 记 上 一 章 3 节 中 出 现 。 “沙 巴 奥 ” 

既 常 用 於 撒 母 耳 记 上 、 下 ， 是 指 军 队 （撒  

上 十 二 9 ， 十 四 5 0 ， 十 七 5 5 ; 撒 下 二 8, 

八 l (i , 十 等  > ，人 们 认 为 这 混 合 的 名 称 ， 

指 雅 拽 是 众 军 的 神 ， 即 神 有 军 队 事 奉 祂 。 

这 些 军 队 被 视 为 是 天 使 组 成 天 军 ， 天 使 乃  

足 为 神 作 工 的 仆 人 。 有 人 已 清 楚 地 指 出 ， 

“耶 和 华 沙 巴 奥 ” 这 名 最 多 是 在 先 知 每 遇  

到 神 的 百 姓 披 仇 敌 的 军 队 击 畋 ， 或 受 到 击  

肷 的 威 胁 时 使 用 （耶 利 米 书 8 8 次 、 撒 迦  

利 亚 书 5/3次 、 玛 拉 基 书 2 5 次 、 哈 该 书 1 4  

次 ）。 可 见 ， 这 混 合 的 名 用 以 提 醒 他 们 ， 

立 约 的 神 有 大 军 为 池 打 仗 ， 帮 助 池 的 百  

姓 。 这 样 ， 虽 然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失 利 ，然 而 ， 

与 他 们 立 约 的 神 在 每 个 可 能 遭 遇 的 境 况  

中 ， 祂 也 有 充 足 的 能 力 。 这 位 耶 和 华 沙 巴

奥 就 是 以 色 列 的 元 帅 所 要 效 忠 的 #  $

五 丨 4 、 i r〇 , 并 且 舔 笤 神 的 名 ， 以色歹^ 

着 賜 福 （撒 下 六 1 8 > 。

其 他 混 合 的 名 称 ， 常 见 的 有 ：

“邵 和 华 尼 西 " （“尼 西 ” 意即 

旌 旗 ”> 这 名 是 摩 西 对 神 的 称 呼 ；那叫^ 

筑 坛 庆 祝 以 色 列 得 神 的 祯 助 ， 打败亚 

人 （出 十 七 1 5  > 。 以 赛 亚 用 • ‘尼西，，论 

及 将 临 的 弥 赛 亚 ， m 必 得 胜 （赛十■-丨〇， 

五 十 九 。

**耶 和 华 拉 犮 ” （“拉 发 ” 意 即 “医治 

者 ’’> 这 名 称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十 五 章 2 fi节， 

当 时 ， 以 色 列 确 知 神 是 他 们 的 医 治 者 ，必 

阻 止 埃 及 的 疾 病 蔓 延 到 以 色 列 。 这名虽只 

用 上 1 次 ， 然 而 ， 人 却 时 常 呼 求 和 赞 美 神  

就 是 那 位 医 治 者 （例 ： 诗 一 〇 三 3 , 赛三 

十 2 6 ; 耶 六 1 4 等 〉。

“耶 和 华 罗 希 ” （“罗 希 ” 意 即 “我的 

牧 者 见 於 诗 篇 二 十 三 篇 丨 节 。“耶和 

华 是 我 的 牧 者 ” 的 观 念 ， 在以西结书第三  

十 四 章 有 详 细 的 解 释 ： “主 耶 和 华 说 ：我 

必 亲 自 作 我 羊 的 牧 人 。” （结三十四丨 3) 

耶 稣 作 为 一 个 牧 人 ， 为 祂 的 羊 舍 去 生 命 ， 

就 把 这 观 念 完 全 的 意 思 展 示 出 来 。

“耶 和 华 以 勒 ” （“以 勒 ”意 即 “预知” 

或 “预 备 见 於 创 世 记 二 十 二 章 14节。 

当 时 ， 亚 伯 拉 罕 将 要 把 儿 子 以 撒 献 给 神 ， 

神 却 预 备 了 一 只 羊 ， 代 替 以 撒 ， 他便给那 

地 方 起 名 叫 “耶 和 华 以 勒 ”。

“耶 和 华 沙 龙 ”（“沙 龙 ”意 即 “平安”） 

是 基 甸 为 他 所 筑 的 坛 所 起 的 名 称 。当时， 

神 的 天 使 来 吩 咐 他 去 攻 打 米 甸 人 （士六 

2 4 > 。 在 以 弗 所 书 二 章 1 4 节 ， 基督被称为 

是 罪 人 的 平 安 （和 合 本 以 小 字 作 “他是我 

们 的 和 睦 这 平 安 能 保 守 信 徒 的 心 怀  

意 念 （腓 四 7 > 。

“雅 巍 ” 也 与 “沙 得 ” 或 “沙多” 

( 意 即 “公 义 ”） 一 同 出 现 ， 在耶利米书  

二 十 三 竞 （;节 ， 就 把 耶 和 华 称 作 我 们 的 公  

义 ； 这 思 想 明 显 就 是 大 卫 公 义 的 支 系 （弥 

赛 亚  要 把 神 的 公 义 转 移 给 那 些 与 新 的  

约 联 合 的 人 。 这 观 念 多 次 表 达 在 摩 西 五 经  

里 ； 当 中 论 及 神 预 备 了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让 人  

活 出 公 义 ， 亦 即 成 圣 的 生 活 （参 利 二十 8, 

二 十 二 9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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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进乃
这 名 指 神 （和 合 本 译 作 “主 ”> » 在 

旧 约 中 出 现 约 3 (i 0 次 ， 然 而 ， 使 用 并 不 一  

致。掖 初 见 於 创 世 记 十 五 章 2 、 8 节 。 那 

时，亚 伯 兰 问 及 更 多 有 关 — 个 儿 子 和 应 许  

之地的 亊 悄 。 在 五 经 之 后 ， 这 字 只 出 现 了  

丨4次； 於 诗 篇 中 茁 紅 出 现 （5 0 次 以 上 >, 

而 先 知 肖 定 时 常 使 用 《赛 4 7 次•， 耶 2 9 

次；结丨5 0 次 以 上 ； 颅 2 7 次 h

“阿 旦 ” — 词 意 即 “主 人 、 

疣治者、 拥 有 者 、 主 或 神 ”， 被 认 为 是 名  

词 “阿 冬 ” 的 字 根 ， 时 常 用 以 指  

男性。例 加 ，在创丨 a ：记 和 撒 母 耳 记 上 、下 ， 

这 名 祢 就 常 用 来 指 拥 有 奴 仆 的 男 性 ， 或 拥  

有权力的人。

有 关 这 字 作 为 神 的 名 称 的 用 法 ， 有 些  

学 者 争 辩 认 为 这 字 在 早 期 已 常 被 采 用 ， 后 

来 被 “雅 巍 ” 取 代 。 但 这 却 似 乎 跟 现 实 不  

符，因 为 王 国 时 代 的 君 主 、 奴 仆 和 先 知 也  

经 常 使 用 这 字 。人 们 以 此 并 联 同 “伊 罗 兴 ’’ 

来称 谓 神 。 “阿 道 乃 ” 正 确 地 描 述 了 信 徒  

与 神 之 间 个 别 的 沟 通 。 在 这 种 沟 通 之 内 ， 

敬 拜 者 承 认 神 的 威 荣 和 伟 大 ， 还 有 对 神 的  

归拔感 * 人 口 称 神 或 主 ， 乃 表 示 信 徒 对 神  

的 尊 崇 和 谦 卑 的 顺 服 ， 这 样 ， 阿 道 乃 就 是  

表达信心、 蒙 福 的 确 据 、 安 全 感 、 恋 献 上  

事奉、 感 恩 的 名 称 （诗 十 六 2 , 五 十 七 9 、 

1〇等>。

旧约中的浞合名称

在 旧 约 中 ， 神 的 名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混 合  

名称 u 例 如 ， “伊 罗 兴 耶 和 华 ”、 “伊 罗 兴  

耶 和 华 阿 道 乃 ”、 “伊 罗 兴 阿 道 乃 ”， 都 很  

普遍。 这 些 混 合 名 称 ， 为 要 显 示 神 完 全 的  

本 体 和 特 性 ， 就 如 名 称 所 启 示 的 意 思 一  

样。 神 的 名 也 与 “以 色 列 ” 相 连 ， 例 如 ， 

耶 和 华 以 色 列 的 神 （士 五 3 ; 赛 十 七  

6 )， 他 也 是 以 色 列 人 祈 求 时 的 称 呼 ， 并 

不 提 出 任 何 名 字 。 例 如 ， “奇 多 斯 以 色 列 ” 

(和 合 本 译 作 “以 色 列 的 圣 者 ”， 赛 四 十  

三14等>  ; “阿 比 以 色 列 ” （创 四 十 九 24,  

和 合 本 作 “以 色 列 的 大 能 者 ” ； 诗 一 三 二  

2 ; 赛 四 十 九 2 6 作 “雅 各 的 大 能 者 ”>。 这  

些 名 都 表 达 了 神 和 祂 子 民 有 立 约 的 关 系 ， 

并 积 极 地 承 认 了 神 永 不 改 变 的 特 性 。

丨H约中祌个別的名称

神 个 别 的 名 称 ，有 父 神 、圣 子 、圣 灵 ，

和 由 这 些 名 称 变 化 而 成 的 不 同 名 称 。

洛 克 正 确 地 指 出 旧 约 圣 经 并 没 有 神 为  

父 的 启 示 ， 是 堪 与 耶 穌 在 他 祷 告 中 称 “我 

们 的 天 父 ” 比 拟 的 。

“阿 爸 ’’（意 即 父 亲 ”） 一 词 在 创 世  

记 中 出 现 的 次 数 远 比 任 何 其 他 书 卷 多 ， 而 

且 ， 集 中 出 现 在 摩 西 五 经 中 。 但 这 名 并 不  

用 以 称 呼 ，只 是 指 有 儿 女 之 男 性 ，即 父 亲 、 

祖 先 一 - 首 领 、主 要 人 物 和 家 扣 、部族的  

管 理 者 。 这 名 时 常 意 味 着 传 达 神 焐 S 他说  

话 的 人 ， 又 与 他 同 工 。 但 硌 苕 他 把 祖 先 丰  

富 的 传 统 賜 给 那 些 儿 女 和 列 祖 的 后 代 。 在 

诗 肷 书 中 ， 神 被 称 为 父 亲 但 这 并 非 直 接 的  

称 呼 ， 就 如 约 伯 问 ： “雨 有 父 吗 ？ ” （伯 

三 十 八 2 8 ) 经 文 是 说 神 创 造 雨 ， 是 雨 的  

源 头 ， 雨 由 他 掌 管 。在 诗 篇 六 十 八 篇 5 节 ， 

指 神 在 祂 的 圣 所 作 “孤 儿 的 父 ” ； 平 行 的  

短 语 中 ， 则 有 ： “作 寡 妇 的 伸 冤 者 ”， 指 

示 当 中 的 含 义 。 诗 篇 八 十 九 篇 2 6 节 说 ， 

大 卫 向 神 呼 喊 ： “你 是 我 的 父 ”， 平 行 的  

短 语 中 ，则 用 “神 ”、“是 拯 救 我 的 替 石 '  

这 里 的 意 思 ， 指 神 是 创 造 主 和 救 主 ， 牠要  

起 来 ， 施 行 拯 救 ， 且 要 保 护 大 卫 。 在诗 篇  

一  O 三 篇 1 3 节 ， 提 到 父 亲 也 有 类 似 的 用  

法 ： 父 亲 怎 样 怜 恤 他 的 儿 女 ， 耶 和 华 也  

怎 样 怜 恤 敬 艮 他 的 人 。”

以 赛 亚 有 4 次 用 上 “父 亲 ” 指 与 神 的  

关 系 ； 3 次 指 那 位 创 造 主 、 拯 救 者 ，抚 养 、 

保 守 和 指 引 以 色 列 的 神 （赛 六 十 三 1 6 ,  

六 十 四 8 k 以 赛 亚 说 ， 那 应 许 的 婴 孩 要  

被 称 为 “永 在 的 父 ” （赛 九 6 > 。 这 名 这 样  

使 用 ， 就 在 地 位 、 功 能 、 才 能 和 责 任 上 以  

父 的 素 质 建 立 子 。

耶 利 米 也 指 神 是 父 亲 ， 见 於 耶 利 米 书  

三 章 4 、 1 9 节 ， 意 即 “源 头 、 保 守 者 、 祂 

子 民 以 色 列 的 朋 友 ”。 玛 拉 基 在 一 窣 ：6节  

和 二 章 丨 〇 节 ， 指 神 是 父 亲 ， 配 受 她 儿 女  

的 尊 崇 ， 又 是 全 民 的 源 头 和 统 治 者 。

‘‘儿 子 ” 是 旧 约 中 M 多 使 用 的 词 语 之  

一 ，一 般 是 指 儿 女 、后 裔 ，也 含 有 跟 从 者 、 

承 继 者 的 意 思 。 有 少 数 间 接 的 经 文 ， 指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第 二 位 。

有 关 弥 赛 亚 的 诗 篇 第 二 篇 ， 说 ： “你 

是 我 的 儿 子 ，’（第 7 节 ） 上 下 文 中 指 出 一  

位 君 王 向 管 治 者 说 话 ， 管 治 者 要 与 君 王 一  

起 ， 并 在 君 王 之 下 管 治 。 这 样 ， 便 即 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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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有 冲 权 的 君 王 有 关 。 但 在 新 约 中 ， 经 文  

所 指 的 却 是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第 二 位 （徙 十  

三 3 3 > 。 这 样 ， “子 ” 就 应 用 在 所 应 许 的  

弥 赛 亚 身 上 ， 指 出 池 就 是 拥 有 神 权 的 统 治  

者 和 审 判 万 闽 的 那 一 位 。 “圣 子 ” 被 理 解  

为 与 神 有 同 等 神 性 和 功 能 ， 但 并 非 所 有 的  

圣 经 学 者 均 接 受 这 种 解 释 „ 然 而 ， 在 新 约  

中 找 到 支 持 的 根 据 ， 如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8 节 ， 

就 引 述 了 诗 篇 四 十 五 篇 < ; 节 的 话 。 如 上 述  

所 说 ， 以 赛 亚 谈 及 将 要 拐 下 的 圣 子 《赛 九  

G > 、 由 宽 女 所 生 的 那 一 位 （赛 七 1 4 > ， 是  

以 马 内 利 、 全 能 的 神 . 永 在 的 父 、 和 平 的  

君 。

“圣 灵 ” 一 名 只 好 几 次 出 现 在 旧 约 中 。 

灵 ， 通 常 指 神 的 灵 （创 一 2 ) 、 主 耶 和 华  

的 灵 （赛 六 十 一 丨  > 、 耶 和 华 的 灵 （结 三  

十 七 1 > 、 灵 （民 十 一 1 7 > 、 我 的 灵 （创 六  

3 > 、 你 的 圣 灵 （诗 五 十 一  1 1 > 。 虽 然 在 旧  

约 中 ， 圣 灵 的 特 性 没 有 像 在 新 约 中 那 样 淸  

楚 地 展 示 出 来 ， 但 可 肯 定 地 指 出 神 和 圣 灵  

的 关 系 ， 无 疑 旧 约 教 导 圣 灵 的 神 性 ， 圣 灵  

的 持 性 和 功 能 ， 尤 其 与 创 造 的 工 作 （创 一  

2 ; 诗 三 十 三 6 等 ） 和 装 备 事 奉 神 的 工 人  

有 关 》 例 如 工 匠 （出 三 十 五 3 1  > 、 领 袖

( 民 " 一 丨 7 ，二 十 七 18  > 、先 知 （撒 上 十  

6 ; 撒 下 二 十 三 2 ; 代 下 十 五 丨 ； 结 ^ —— 5 

等 > 。

in约中神的名衔

在 旧 约 中 ， 名 衔 是 用 来 指 职 分 和 功 能  

的 。 这 名 称 不 是 说 神 有 这 样 的 职 位 ， 而 是  

用 来 指 功 能 连 同 权 力 ， 完 全 权 利 的 概 念 和  

义 务 。如 此 ，神 就 拥 有 丰 富 而 完 全 的 职 分 。

神 被 奉 为 人 类 的 创 造 主 （传 十 二 〗 ）、 

创 造 地 极 的 主  < 赛 四 十 2 8 ) 、 是 祂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创 造 主 （赛 四 十 三 丨 5 > 。 神 是 个 人  

的 救 赎 主 （伯 十 九 2 5 ; 诗 十 九 1 4 ) ， 也 是  

那 普 世 的 救 赎 主 （赛 五 十 九 2 0 ) 。 其 他 的  

称 号 是 用 来 指 向 神 的 功 能 ， 例 如 ， 造 物 主  

( 赛 五 十 四 5 ) 、 君 王 （诗 二 十 九 1 〇 ; 赛 四  

十 三 丨 5 > 、 审 判 者 （创 十 八 2 5 ; 参 “亘 古  

常 在 者 ”， 怛 七 (>、 丨3 、 2 2 ) 、 保 护 者 （诗  

— 二 — 5 ) 〇

“弥 赛 亚 ” 是 给 予 那 位 要 来 作 真 先 知  

的 、 唯 一 的 大 祭 司 、 永 恒 的 君 王 的 称 号 。 

“ 弥 赛 亚 ” 由 希 伯 来 文 “ 弥 西 亚 ” 

A / h A / W , 意 即 “受 奔 者 衍 生 出 来 。

当 一 个 人 被 奔 立 作 先 知 、 祭 司 或 君王时  

意 即 他 被 指 定 担 任 某 个 职 位 、 负起本分的 

责 任 、 授 权 发 挥 他 的 功 能 、 有资格或可以 

实 现 那 职 分 的 要 求 。 奔 油 象 征 圣 灵 特 别  

某 人 得 着 接 受 所 指 派 枣 工 的 资 格 ,，圣灵在 

旧 约 中 ， 并 非 指 任 何 专 门 的 称 号 。

IN约 中 关 乎 祌 木 质 的 名 称

在 这 题 目 之 下 包 括 的 名 称 ， 在新约中 

较 为 常 见 。 但 在 文 中 ， 也反映了旧约的  

头 。

神 是 光 。 诗 人 歌 颂 ： “耶和华是我的 

亮 光 （诗 二 十 七 1 > ， 无 疑 在 他 的 心 中 ， 

他 想 起 了 那 火 柱 发 出 亮 光 ， 指 引 以 色列人 

在 旷 野 行 走 。 那 云 柱 竖 立 在 会 范 之 前 ，且 

充 满 了 圣 殿 ， 被 形 容 为 一 种 荣 光 ，因此， 

论 及 神 是 亮 光 ， 也 就 是 说 祂 是 发 出 荣 粧 的  

源 头 和 施 予 者 。

神 也 被 称 为 是 爱 祂 子 民 的 一 位 { 申 七

8 、 1 3 > ， 但 祂 并 非 如 新 约 中 所 说 ：池是 

爱 。 旧 约 也 没 有 说 神 是 灵 ； 然 而 ，旧约的 

确 也 包 含 了 这 一 个 教 导 。

旧 约 中 形 咨 祌 的 名 称

旧 约 作 者 大 位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象 征 名  

称 ， 以 描 述 神 一 些 特 殊 方 面 ， 以及祂与坨 

子 民 特 殊 的 关 系 。 以 下 会 列 举 多 个 比 较 普  

遍 和 令 人 有 深 刻 印 象 的 名 称 。

“巴 力 ” 是 用 来 表 达 对 神 作 为 主 人 和  

拥 有 者 的 观 念 。 这 名 称 定 要 理 解 为 统 治 的  

地 位 ， 连 同 一 种 个 人 的 关 系 ； 这解释了为 

何 这 名 称 通 常 译 作 “丈 夫

“巴 力 ” 的 字 根 意 即 “结 婚 、 拥有. 

管 辖 ”。 “巴 力 ” 常 被 使 用 ， 不是单独， 

就 是 以 混 合 名 称 出 现 （例 ：“巴力毗珥”)， 

是 指 迦 南 人 和 非 利 士 人 外 邦 异 教 的 神 抵 。 

以 赛 亚 曾 以 此 来 指 以 色 列 的 神 ： “造你的 

是 你 的 丈 夫 （赛 五 十 四 在 何 西 阿 书  

— 帘 中 ， 也 称 神 为 丈 夫 ； 但希伯来语则为  

“伊 施 ” < 参 何 二 丨 6 > 。

“夸 尼 ” （和 合 本 译 作 “忌 邪 的 神 ”)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四 章 H 节 。 这字的原 

意 即 “占 有 ”， 并 包 含 保 护 所 占 有 的 意 思 ， 

似 乎 还 有 “很 是 恼 怒 、 嫉 妒 ” 的 意 思 。神 

是 忌 邪 的 ， 因 池 坚 持 那 些 与 子 民 所 立 的  

约 ， 她 不 能 容 忍 祂 立 约 的 民 与 别 神 立 约 。

- 苏 瑪 _ ( 和 合 本 译 作 “磐 石 ”）见於 

哈 傘 在 欢 呼 称 颂 神 的 诗 歌 中 （撒 上 二 2 h



sĥ n de hui 1295

这 词 表 示 了 神 是 支 持 和 保 护 的 意 思 。 神 举  

起 并 保 护 了 被 人 嘲 弄 和 轻 视 的 哈 拿 。 以 赛  

获 控 告 神 的 子 民 忘 记 了 神 是 他 们 “能 力 的  

g 石” （赛 十 七 1 () > *• 诗 人 肷 颂 神 是 他 的  

努 石 （诗 三 十 一 ‘2 > ， 接 卷 歌 颂 神 “是 我  

的畀石， 我 的 山 寨 。’’ （诗 三 十 — 3 ; 参 诗  

.匕十一3 ) 扱 令 人 有 深 刻 印 象 的 经 文 ， 是 

# 西 的 歌 中 称 “他 是 磐 石 ， 他 的 作 为 完  

全；他 所 行 的 无 不 公 平 ， 是 诚 实 无 伪 的  

冲，又 公 义 ， 又 正 直 ” （申 三 十 二 摩  

西 表 达 了 他 完 全 信 靠 神 ， 相 信 神 在 屜 行 祂  

的话语、作 成 他 的 工 ，展 示 他 那 信 实 可 旅 、 

恒 久 不 变 的 德 性 。

•罗亚” （和 合 本 译 作 “牧 者 是 诗  

人 用 来 歌 颂 神 对 子 民 的 眷 顾 和 关 怀 的 名 字  

(诗二十三丨 > ， 意 即 “喂 养 、 牧 养 ”。 诗  

篇 八 十 节 ， 诗 人 呼 吁 以 色 列 的 牧 者 ， 

柺下复兴， 且 使 以 色 列 m 得 他 们 的 地 方 和  

祝塥。 当 雅 各 为 约 瑟 祝 福 时 ， 就 用 这 名 称  

呼神，说 m 是 牧 者 、 是 磐 石 ， 祂 看 顾 保 护  

了约瑟， 且 会 继 续 看 顾 （创 四 十 九 2 4 ) 。 

以 西 结 进 一 步 描 述 牧 者 的 特 性 和 工 作 （结 

三 十 四 当 耶 稣 说 ： “我 是 好 牧 人 ” （约 

十丨u , 无 疑 是 由 这 些 旧 约 经 文 引 出 来 的 。 

当 要 留 意 的 是 ， 耶 稣 采 用 旧 约 中 牧 人 的 名  

称，是 把 自 己 与 旧 约 中 的 雅 珣 等 同 。

神 的 名 描 述 了 所 应 许 的 弥 赛 亚 ， 在 旧  

约 中 非 常 普 遍 ， 例 如 有 “根 ”、 “支 派 ”、 

“思星”、 “王 权 ” 等 其 他 名 称 。

新约中神的名称

神的专冇名利；

新 约 中 的 “腓 奥 斯 ” [ 竞 即 “神 ”） 

与 旧 约 的 “伊 勒 ” 和 “伊 罗 兴 ” 相 同 ；

“以 罗 安 ” 为 新 约 中 的 “合 斯 多 斯 腓 奥 斯 ” 

(和 合 本 译 作 “至 商 者 、 至 髙 神 ”> 路 一  

32、7 ( 5 ; 可 五 7 等  > 。 “盘 多 奎 他 ”、 “伊 勒  

沙代” 与 “腓 奥 斯 ’’ 一 同 出 现 《林 后 六  

1 8 ; 启 十 六 7 等 > 。 这 名 不 只 用 来 指 神 的  

超越， 能 力  > 统 治 权 和 权 力 ， 也 表 示 了 神  

是 一 位 个 人 的 神 ， 她 与 子 民 有 亲 密 的 关  

系。这 事 实 时 常 以 个 人 的 代 名 词 与 “腓 奥  

斯”一 起 使 用 。 卜 克 夫 说 ， 这 是 因 为 在 基  

锊 电 ， 神 是 池 每 个 孩 子 的 神 。 “腓 奥 斯 ” 

有丨，〇〇()多 次 出 现 在 新 约 中 ， 而 “古 利 奥 ” 

则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中 ， 用 来 表 达 旧 约 中 “雅

饯 ” 和 ‘‘阿 道 乃 ” 的 名 ； 新 约 也 跟 着 使 用  

“古 利 奧 ”， 意 即 “权 力 ”， 所 以 与 “雅 饯 ”

的 意 思 不 尽 相 同 ， 但 新 约 中 确 实 陚 予 “古 

利 奥 ” 足 以 比 拟 旧 约 中 “雅 魏 ” 的 分 a ,

尤 其 当 用 来 指 耶 稣 基 督  < 参 徒 二 3 6 ; 腓 

二 9 - 1 1等 > 。

“狄 斯 波 提 斯 ” 在 新 约 中 曾 5 次指 向  

神 或 耶 稣 （路 二 2 9 ; 徒 四 ‘2 4 ; 彼 后 二  

1 1 ; 犹 4 ; 启 六 1 0 > • 这 名 表 示 权 力 ； 现 

代 “暴 君 ” 的 残 忍 观 念 ， 则 不 见 於 新 约 经  

文 中 ， 即使应用在人身上亦然•， 而 中 心 的  

思 想 则 在 於 主 权 《提 后 二 2 1 > 。

新 约 中 神 个 別 的 名 称

在 施 行 洗 礼 时 的 惯 用 语 ， 即 大 使 命 的  

一 部 分 ， 称 神 为 圣 父 、圣 子 和 圣 灵 ， 三位  

一 体 之 神 的 名 ，带 出 了 旧 约 中 的 意 义 ， 而 

3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因 有 明 确 的 解 释 ， 故 此 ， 

这 名 在 新 约 中 的 意 义 ， 就 更 形 丰 富 了 。

“阿 爸 ” 是 新 约 中 神 个 别 的 名 称 。 这 

是 亚 兰 语 ， 译 作 “父 亲 ” （可 十 四 3 6 ; 罗 

八 1 5 ; 加四 6 >  ; 表 达 了 一 种 非 常 亲 密 、 

不 可 分 割 的 关 系 ， 这 种 关 系 见 於 基 督 和 圣  

父 之 间 、信 徒 《孩 子 ）与 神 （父 亲  > 之 间 。

“耶 稣 ” 是 圣 子 ，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第  

二 位 。 这 名 意 即 “救 主 ” （太 一 2 1 > 。 这 

名 的 字 根 是 “拯 救 ”， 组 成 的 名 字 如 “约 

书 亚 ”、 “何 细 亚 ” 和 “何 西 阿 ”。 旧约的  

字 根 基 本 是 指 ： “进 入 一 处 平 安 、 广 阔 、 

敞 开 的 地 方 ”。 约 书 亚 带 领 以 色 列 进 入 迦  

南 ， 他 的 作 为 与 名 称 相 称 。 新 约 的 解 释  

( “从 罪 恶 中 救 出 来 ’’> ， 并 非 与 旧 约 的 意  

义 相 反 。 从 罪 恶 中 被 救 出 来 ， 是 恢 S 与神  

的 交 通 ， 并 进 入 天 国 的 乐 园 。

新 约 中 祌 的 名 衔

“创 造 主 ” 的 名 衔 用 作 称 呼 神 （罗一  

2 5 ; 彼前 四丨 9 > ， 如 同 旧 约 一 样 。 这 名 表  

达 了 对 神 特 殊 的 见 解 ， 如 祂 是 原 创 者 ， 唯 

一 的 拥 有 者 、 宇 宙 万 有 绝 对 的 统 治 者 。

“基 督 ” 这 名 衔 应 用 於 圣 子 耶 穌 ； 是 

希 腊 文 的 音 译 ， 由 希 伯 来 文 的 “弥 赛 亚 ” 

翻 译 过 来 》

“保 惠 师 ” 是 约 翰 给 予 圣 灵 的 名 衔  

(约十四丨 6 、 2 6 , 十 五 2 6 ， 十 六 7 )。 希腊  

文 “柏 拉 力 托 斯 ”意 即 “代 求 者 、中 保 者 、 

安 慰 师 、 保 忠 师 ”。 当 耶 稣 向 门 徒 论 到 池  

快 要 离 开 ， 她 强 调 要 差 逍 圣 灵 来 ， 藉 此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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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同 在 。 再 者 ， 在 他 们 有 特 别 需 要 时 ， 

尤 其 在 危 难 、 受 逼 迫 和 有 死 亡 的 威 胁 时 ， 

圣 灵 要 利 用 各 种 事 工 随 时 帮 助 他 们 。

新 约 中 关 乎 祌 本 成 的 名 称

耶 穌 时 常 广 泛 使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名 称 ， 

表 达 m 是 谁 、 池 是 什 么 。 按 照 约 翰 福 音 的  

记 载 ， m ® 复 地 说 “我 是 ”， 接 着 是 一 些  

名 称 ， 像 “光 ”、 “吗 哪 / 生 命 的 粮 ”、 

“活 水 ”。 要 完 全 了 解 这 些 适 切 的 名 称 ， 

只 可 从 研 究 前 面 所 述 旧 约 的 上 下 文 着 手 。

耶 穌 说 神 是 灵 （约 四 2 4 ) 。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的 主 要 特 性 定 要 理 解 为 是 屈 灵 的 ， 即  

无 形 的 。 圣 灵 包 含 超 越 空 间 、 时 间 或 任 何  

其 他 限 制 的 意 思 。

约 翰 特 别 提 出 神 是 爱 （约 査 四 8  > 。 

神 怎 样 把 自 己 给 予 在 祂 的 爱 子 耶 稣 基 督  

里 ， 就 把 爱 表 露 无 遗 。

新 约 中 形 容 祌 的 名 称

“牧 者 ” 、 “门 ”、 “葡 萄 树 ” 和 类 似  

的 名 称 ， 均 是 耶 稣 基 督 用 以 描 述 自 己 的 名  

称 。 当 祂 论 及 祂 来 ， 为 要 作 成 父 神 交 给 祂  

作 的 工 夫 时 ， 就 这 样 提 出 。

“拉 比 ” 是 用 来 描 述 耶 穌 基 督 ， 意 即  

“我 的 伟 大 者 ”。 “拉 波 尼 ” 是 该 词 一 种 强  

化 的 用 法 ， 应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 表 示 认 识 祂  

神 性 的 地 位 和 位 格 。 “拉 比 ” 是 指 教 法 师 ， 

他 们 熟 悉 神 的 律 法 ， 且 能 把 真 理 与 没 有 学  

习 过 的 人 沟 通 。 “合 斯 多 斯 ” （意 即 “至  

高 者 是 用 以 指 神 作 为 那 超 越 者 、 当 受  

尊 敬 的 一 位 ， 意 义 也 与 旧 约 中 的 “伊 勒 以  

罗 安 ” 大 致 相 同 。

G e r a r d  V an  G r o n i n g e n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 • — 神 论 ”

2  0  0  4 ： - 名 字 的 意 义 - 1 0 6 2 :  **基 督 论 ”

6 3 6 :  * 弥 赛 亚 - 1 0 1 3 : -圣 灵 - 1 3 8 1 ：

-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参 考 书 目 ： W . E i c h r o d t , 7"/7e o / o g y  o f  

the O T , v o l . 1. p p .1 7 8 - 2 0 5 ;  L . K o e h l e r , O T  

T h e o l o g y , p p - 2 1 - 5 8 ;  G . O e h l e r , T h e o l o g y  

o f  the O T ; D . P a t r i c k , T h e  R e n d e r i n g  of 

G o d  in the O T ; H .H . R o w l e y , The Faith of 

Israel ; H . S c h u l t z . O T  T h e o l o g y , v o l . 2, 

p p . 1 1 6 - 1 4 1 .

祌的山
Gibeath-elohim
s h 6 n  d e  s h a n

扫 罗 在 这 地 被 衡 立 为 王  

言 扫 罗 会 遇 见 一 群 先 知 ，

( 撒 上 十 「〇 。 这 兆 头 是 要 表  

选 作 以 色 赃 。 有 称 此 地 帥  

的 基 比 亚 ， 亦 即 扫 罗 之 家 乡  ^ 雅 加 崦内 

扫 罗 到 了 这 山 后 才 回 家 。 ’ S 经文4 承

神的圣洁
Holiness of God
s h 6 n  d e  s h 6 n g  j i 6

参 •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1 3 2  9〇
圣';吉.

神 的 M 性
Attributes of God
s h 6 n  d e  s h i S  x i n g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祌的同在
Presence of God, The
s h ^ n  d e  t <Sng z 幺i

引言

由 於 神 是 个 灵 ， 是 看 不 见 的 ，所以他 

用 以 彰 显 其 同 在 的 途 径 常 显 不 足 。从这龟 

度 来 说 ， 圣 经 中 的 神 是 隐 藏 的 神 ，但这隐 

藏 的 神 却 常 彰 显 自 己 。 祂常出现在大自然  

之 中 ，尤 其 在 大 灾 难 的 力 虽 之 中  如火， 

闪 电 和 地 腐 （王 上 十 九 H - 1 3 ) 。扯也以 

人 的 形 象 出 现 （创 十 八 ， 三 十 二 22/ 32^ 

因 此 ， 这 位 看 不 见 的 神 拣 选 了 一 些 途  

启 示 自 己 ， 而 这 些 途 径 与 其 超 越 性 和 < 

性 协 调 。

的使杏  列人
F A 华 的 使 者 是 神 的 密 使 和 -  DC 

辑 助 者 ， 不 过 圣 经 并 没 泰 ^ 19 , ：：

， 是 同 一 位 使 者 （巴二二消失了  

， 三 十 三 2 ) 。 S 甲 在 丨十， 

人 定 她 所 看 见 的 是 神  者说自己

而 在 雅 各 的 经 历 中 ’ 使而在

( 创 三 十 一 1 ^ 一 胃 、 ， 及民 

一 章 1 8 节 、 二 十 一



记 二 十 二 章 节 ， 使 者 自 称 “我 ” 为 神 ， 

帛 出 神 与 使 者 同 在 。 在 出 埃 及 记 十 二 章  

23 节 和 创 世 记 四 十 八 帝 丨5、 1 6 节 ， 神 和  

使 者 之 间 的 称 谓 也 交 替 出 现 。 在 这 里 ， 神 

_ 时 观 身 於 类 似 人 形 的 使 者 中 ， 向 子 民 保  

jjflli与 他 们 同 在 ， 但 却 与 祂 超 越 的 威 严 和  

遍在 的 能 力 谐 协 。 我 们 要 留 意 天 使 的 角 色  

常是仁慈的， 而 他 的 功 能 只 是 靠 着 神 自 由  

的决定。

祌的荣耀

荣 糂 是 神 自 己 有 权 拥 有 的 ， 是 其 本 性  

的一种表现， 是 池 同 在 的 一 种 “具 体 ” 形 

式。诸 天 是 神 存 在 一 种 可 见 的 样 式 （诗 八 ， 

十九卜6, — 三 六 5 > ， 因 为 诸 天 是 祂 的 荣  

權 „ 在 西 乃 山 有 像 吞 灭 之 火 出 现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的 荣 耀 （出 二 十 九 ， 充 满 了 会  

幕 < 出 四 十 3 4 - 3 8 ) 。 神 以 这 火 ， 把 会 搏  

洁净，用 作 祂 临 在 的 地 方 。 在 以 赛 亚 书 第  

六章，荣 光 似 乎 是 神 临 在 的 一 种 正 常 的 表  

达方法。 在 以 西 结 书 ， 神 的 荣 耀 就 等 於 神  

自 己 （赛 九 3 、 4 > » 在 整 本 旧 约 里 ， 神 的  

荣 耀 就 是 那 超 越 的 神 ， 使 自 己 的 临 在 和 亲  

近 性 在 祂 子 民 中 成 为 可 见 的 。

神的面

在 旧 约 中 ， 希 伯 来 字 “面 ” 就 是 “临 

在”的 意 思 ； 而 “面 ’’若 连 着 一 个 前 置 词 ， 

意 思 是 “在 …… 面 前 ”。 在 创 世 记 三 十 二  

章3 0节 ， 雅 各 “面 对 面 ” 看 见 了 神 。 从 

- 个 人 的 面 上 可 以 看 见 他 的 个 性 和 特 质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 人 的 面 就 是 那 人 。 因 此 ，

“他 面 前 的 使 者 ” （赛 六 十 三 9 > ， 意 思 可  

能是：那 使 者 是 祂 的 面 ， 因 为 先 知 可 能 欲  

指 出 那 使 者 是 谁 。 神 的 面 ， 是 神 恩 典 的 启  

示• 所 以 ， 神 掩 而 时 ， 就 是 祂 不 给 恩 典 的  

时候 u 而 当 祂 用 脸 光 照 人 时 （诗 三 十 一  

丨 人 便 得 若 祝 福 与 胜 利 （诗 四 十 四 3 >。 

那么， 神 的 面 就 是 神 的 同 在 （出 三 十 三  

丨 幻 ； 这 神 拯 救 了 以 色 列 人 （申 四 3 7 ;

赛 六 十 三 9 > 。 在 圣 所 向 神 祈 祷 就 是 寻 求  

神 的 面 （诗 二 十 四 寻 求 祂 亲 自 临 在 。 

其 实 以 上 所 说 ， 已 道 出 以 色 列 人 的 圣 殿 敬  

拜 和 私 下 祷 告 （诗 六 十 三 卜 3 ， 一 * 〇 〇 2 ) 。 

神 的 賜 福 在 於 神 以 祂 的 脸 光 照 人 （民 六  

2 5 ; 诗 八 十 3 、 7 、 1 9 > 。

神的名

在 闪 族 人 中 ， — 个 普 遍 的 观 念 是 人 的

名 字 就 等 於 那 人 本 身 。 因 此 ， 神 的 名 也 是  

可 与 神 自 己 互 换 的 用 词 ， 是 池 启 示 的 行 动  

中 一 个 象 征 。 神 的 名 是 池 作 工 的 媒 介 （诗 

四 十 四 5 , 八 十 九 2 4 ; 赛 三 十 2 7 ) ; 是指  

神 的 能 力 在 宇 宙 中 散 发 帮 助 和 力 进 。 神可  

凭 自 己 的 名 来 工 作 。 带 着 耶 和 华 的 权 柄 和  

能 力 的 使 者 能 作 工 ， 因 为 神 的 名 在 他 里 面  

( 出 二 十 三 2 0 、 2 1 > 。 作 为 带 苕 神 名 字 的  

使 者 ， 他 使 神 隐 截 苕 的 同 在 成 为 真 实 。 圣 

殿 是 神 之 名 的 居 所 （王 上 十 一 3 6 > ， 不单  

因 为 那 里 有 人 呼 求 神 的 名 ， 也 因 为 神 自 己  

居 於 其 中 。

祌 的 灵

在 圣 灵 里 ， 超 越 的 神 与 人 亲 近 。 透过  

神 的 灵 ， 神 与 其 子 民 同 在 成 为 真 实 （赛六  

十 三 丨 1 - 1 4 ; 亚 七 丨 2 > ， 而 藉 着 这 灵 ， 神 

的 恩 典 与 能 力 也 在 子 民 中 产 生 作 用 （代下  

十 五丨， 二 十 1 4 ， 二 十 四 ‘2 0 ; 亚 四 6 , 六 

1 - 8 ) 。 神 的 灵 表 示 神 自 己 与 神 的 能 力 临  

在 子 民 中 间 ， 神 自 己 则 按 着 其 本 质 来 工  

作 。 没 有 圣 灵 的 帮 助 ， 罪 人 不 能 站 在 神 面  

前 ； 圣 灵 被 收 回 ， 也 即 神 的 同 在 被 收 回  

( 诗 五 十 一 1 1 ) 。 没 有 神 的 灵 ， 神 与 人 之  

间 没 有 可 能 灵 交 。

祌 同 在 的 地 方

神 的 同 在 既 然 这 样 被 重 视 ， 那 么 神 的  

同 在 是 局 限 於 某 地 方 的 信 念 ， 也 当 然 被 重  

视 了 。 神 的 同 在 使 以 色 列 人 成 为 神 的 子  

民 。 若 没 有 神 的 同 在 ， 他 们 也 就 不 再 是 神  

的 子 民 ； 会 祗 是 与 神 会 面 的 地 方 （出 二十  

七 2 1 > ， 神 在 那 里 与 子 民 见 面 （出 四 十  

3 4 - 3 8 ; 参 三 十 三 7 - 2 3 > 。 神 的 约 柜 是 神  

在 二 基 路 伯 坐 着 为 王 的 地 方 （撒 上 四 4 ) 。 

约 柜 保 证 神 的 同 在 （民 十 3 5 ; 撒 上 四 3 ) 。 

列 王 纪 上 八 章 2 7 节 则 提 供 了 神 是 遍 在 和  

超 越 的 平 衡 看 法 ， 住 在 圣 所 中 的 是 神 的 位  

格 （王 上 八 '28、2 9 ) 。在 以 西 结 的 异 象 中 ， 

神 的 荣 耀 在 被 掳 时 期 结 束 后 返 回 圣 殿 ， 耶 

路 撒 冷 的 名 字 就 是 指 “耶 和 华 的 所 在 ” 

( 结 四 十 八 3 5 >  ; 但 以 理 在 遥 远 的 巴 比 伦  

也 朝 着 耶 路 撒 冷 祷 告 （但六丨 0 )。

新约

新 约 启 示 了 神 同 在 的 一 个 新 形 式 。 神 

藉 着 道 成 肉 身 的 耶 稣 基 揩 与 他 的 子 民 同  

在 。 他 把 神 的 名 字 向 人 启 示 （约 一 14-18,

sĥ n de t6ng zai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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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6 、 • iG ) 。 她 透 过 一 生 的 工 作 和 祂 的  

诂 作 了 这 启 示 。 耶 稣 的 名 字 （“耶 和 华 是  

拯 救 ” > 本 身 启 示 了 神 的 名 字 ， 而 在 耶 稣  

的 位 格 里 ， 神 名 字 的 功 能 得 着 完 全 。 基 督  

是 新 的 圣 殿 （约 二 2 1 ,  —  1 4 ;  西 二

9 他 是 神 实 际 同 在 的 所 在 地 （即 会  

搏 > ; 但 那 只 是 神 揭 露 其 同 在 的 第 一 步 。 

甚 督 打 十 字 架 时 ， 是 一 个 神 圣 荣 耀 的 时 刻  

( 约 十 二 2 3 - 3 3 ) 。 信 心 能 使 我 们 在 被 钉 的  

基 督 身 上 看 见 神 的 同 在 ， 并 在 祂 脸 上 肴 见  

神 的 荣 光 （林 后 四 4 、 6 > 。

现 今 的 教 会 构 成 了 新 约 中 的 圣 殿 。 基  

督 教 本 质 上 是 神 同 在 和 与 神 相 交 的 宗 教 。 

基 督 的 身 体 ， 即 “灵 宫 ”， 是 用 “活 石 ” 

造 成 的 （彼 前 二 5 ; 参 弗 二 2 2 ) ， 是 神 的  

同 在 与 荣 耀 的 宝 库 ； 并 且 比 旧 的 圣 殿 大 得  

多 ， 基 督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时 ， 至 圣 所 的 幔 子  

即 裂 开 （太 二 十 七 5 0 、 5 1  > 。

至 於 现 在 ， 即 使 是 个 别 的 基 督 徒 也 是  

神 的 殿 （林 前 三 丨 6 、 1 7 ， 六 1 9 ; 林 后 六  

1 6 > » 神 特 别 住 在 基 督 徒 的 心 中 ； 神 在 那  

里 作 王 ， 因 为 那 是 祂 的 国 度 ； 神 在 那 里 受  

敬 拜 ， 因 为 池 的 荣 耀 和 同 在 已 把 基 督 徒 的  

心 洁 净 作 圣 殿 。 歌 罗 西 书 一 章 1 9 节 、 二  

章 9 节 和 约 翰 福 音 十 四 章 2 3 节 ， 扼 要 地 述  

说 了 这 整 个 有 关 神 内 住 与 同 在 主 题 。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属 性 ” 1 2 7 7 。

祌 的 显 现
Theophany
s h ^ n  d e  x i d n  x i ^ n

即 神 的 出 现 或 彰 显 ， 这 词 原 文 为 一 组  

合 字 ， 是 从 希 腊 名 词 “神 ” 和 动 词 “出 现 ” 

合 并 而 成 的 。

广 义 来 说 ， 这 词 可 应 用 於 两 约 中 有 关  

神 之 启 示 的 多 种 形 式 ，无 论 是 异 象 、异 梦 ， 

或 正 常 人 也 可 看 见 的 事 实 ， 或 不 寻 常 的 自  

然 现 象 ， 或 旧 约 中 神 以 人 的 样 式 出 现 ， 或  

新 约 中 基 督 成 为 肉 身 。 本 文 使 用 这 词 时 ， 

规 限 於 神 短 暂 形 式 之 显 现 ， 是 凭 外 在 感 官  

可 以 # 见 的 ， 因 而 不 包 括 神 在 异 梦 和 异 象  

中 的 显 现 ， 及 基 督 之 降 世 为 人 。

学 者 认 为 神 的 显 现 是 神 把 特 殊 启 示 賜  

给 人 的 途 径 。 神 的 特 殊 启 示 可 分 为 两 个 基  

本 形 式 —— 言 语 和 作 为 。 神 启 示 性 的 作 为

可 再 分 为 显 现 和 神 迹 两 大 类 。 神的显 

而 是 神 启 示 的 一 种 形 式 ， 在 当 中 ，人 

见 和 认 知 神 的 存 在 。 所 以 ， 神不单用言$ 

和 神 迹 、 预 言 和 预 兆 来 启 示 自 己 ，也 

呑 见 她 。

显 现 的 形 式

耶和肀的使杏

神 在 旧 约 显 现 时 飛 觅 要 的 形 式 是 辟 1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或 “神 的 使 者 ”的身分, 

这 超 乎 寻 常 的 使 者 ， 淸 楚 指 出 自 己 不 是 > 

般 的 天 使 ， 同 时 表 现 自 己 是 神 明 ，却不间 

於 神 ， 曾 分 别 向 夏 甲 《创 十 六 7 > 、亚丨白 

拉 罕 和 罗 得 （创 十 八 ， 十 九 ， 二十二丨I, 

1 2 > 、 雅 各 （创 三 十 二 2 9 - 3 1 ; 参何十二4, 

5 > 、 摩 西 （出 三 2 - 6 > 、 巴 兰 （民二十二 

2 2 > 、 约 书 亚 （书 五 1 4 、 1 5 ) 、 基 甸 （士 

六 1 1 - 1 4  ) 、 玛 挪 亚 及 其 妻 子 （士十三)， 

以 及 大 卫 （代 上 二 十 一 1 5 ， 1 6 、 18、27丨 

显 现 。 这 位 使 者 曾 走 在 以 色 列 人 前 头 ，带 

领 他 们 出 埃 及 （出 十 三 2 1 , 十四丨9>，又 

在 以 色 列 人 定 居 迦 南 地 后 ， 因他们不《从 

神 ， 而 对 他 们 加 以 规 劝 （士二

上 述 各 段 经 文 显 示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是 以  

人 的 形 象 出 现 （参 创 十 八 2 、 2 2 ; 来十三 

2 > ， 并 作 出 人 类 正 常 的 行 为 （创三十二 

2 4 ; 民 二 十 二 2 3 、 31 >。 然 而 ，他却是一 

个 叫 人 肃 然 起 敬 的 1人 物 （创 三 十 二 30; 

士 六 2 2 ， 十 三 2 2 > , 显 出 神 的 特 性 和 特 权 ， 

包 括 预 言 未 来 之 亊 （创 十 六  

罪 （出 二 十 三 2 1 > 及 接 受 敬 拜 （出三5; 

士 十 三 9 - 2 0 ) 。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一 名 尤 其 惹  

人 注 目 ， 因 为 在 上 述 经 文 中 ， 这名字都 51 

与 雅 巍 （耶 和 华 ） 和 神 互 换 ， 叫人明白这 

使 者 无 疑 就 是 神 自 己 的 显 现 。 然 而 ，使者 

同 时 又 显 然 不 可 完 全 等 同 於 神 ， 因为使务 

常 以 第 三 身 来 称 呼 神 。

神 在 旧 约 中 的 M现没钉确实的形式

旧 约 中 有 多 处 经 文 提 及 神 在 人 面  

话 或 行 事 ， 但 没 有 淸 楚 指 出 其 显 现 的 实 &  

形 式 。 在 这 些 经 文 中 ， 有些可能是用了抑  

人 法 ， 或 显 出 神 是 直 接 向 人 的 意 识 说 心  

而 不 是 用 一 些 可 听 见 的 语 言 。 然 而 ，在以 

下 各 段 经 文 中 ， 神 的 某 种 显 现 形 式 ，可能 

曾 经 出 现 。

创 世 记 二 章 丨 5 、 1 6 节 ： “耶 和 择 一

J . G . S . S .  T h o m s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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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安 S 在 伊 甸 园 ， 使 他 修 理 、 卷 守 。 耶 

和 华 神 吩 咐 他 说 …… ” ； 创 世 记 三 章 8 节 ： 

••天起了凉风， 耶 和 华 神 在 园 中 行 走 。 那  

人 和 他 茇 子 听 见 神 的 声 音 ， 就 藏 在 园 里 的  

树木中”。 后 者 的 含 义 是 ， 亚 当 和 芨 娃 听  

见 神 的 脚 步 声 ， 即 神 以 某 种 可 感 觉 到 的 形  

体 出 现 在 园 中 。 经 文 并 没 有 描 述 确 实 的 形  

式 是 什 么 ， 但 推 想 是 一 种 人 类 的 形 式 。 

( 其 他 暗 示 忡 以 某 种 形 体 显 现 的 经 文 有 ： 

创三 J M 9 、 2 1 ， 四 9 - 1 5 , 六  1 2 - 2 1 ， 七 1- 

4 , 八 1 5 - 1 7， 九  1-17〇 >

在 创 世 记 十 二 章 1至 3 和 7 节 ， 神 呼 召  

亚 伯 拉 罕 离 幵 故 乡 和 父 家 ， 往 耶 和 华 指 示  

他 的 地 方 去 。 在 第 7 节 ， 耶 和 华 “向 亚 伯  

兰显现”。 这 是 圣 经 首 次 用 这 种 表 达 方 法 ， 

并 淸 楚 指 出 耶 和 华 是 以 某 种 可 感 觉 到 的 形  

式 来 到 亚 伯 拉 罕 面 前 （参 徒 七 2 、 3 ) 。 旧 

约 也 记 软 神 同 样 以 某 种 没 有 指 明 的 形 式 向  

以 撒 （创 二 十 六 2 、 2 4 > 、 雅 各 （创 三 十  

五1、9 、 1 3 ) 、 摩 西 （出 四 2 4 - 2 6 > 和 撒  

母 耳 （撒 上 三 丨 〇 > 显 现 。

云柱和火柱

以 色 列 人 离 幵 埃 及 的 时 候 ， 耶 和 华 亲  

自 走 在 他 们 前 头 ， 日 间 以 云 柱 来 领 路 ， 夜 ： 

间 以 火 柱 来 照 明 和 指 引 前 路 （出 十 三 2 1 、 

2 2， 十 四 1 9 、 2 4; 民 十 四 1 4 ; 尼 九 1 2 、 

1 9 ; 诗 九 十 九 7 > 。 在 某 些 悄 况 下 ， 云 柱  

会 降 至 会 搏 中 ， 使 神 能 用 言 语 跟 摩 西 、 约 

书 亚、 亚 伦 和 米 利 暗 交 谈 （出 三 十 三 7 -

1 1 ; 民 十 二 5 ; 申 三 H ----丨5 ) 。 在 西 乃 山

上 ，神 也 在 云 中 向 摩 西 说 话 （出 二 十 四  

丨 5 -丨 8 , 三十四 5 ) 。 神 最 初 在 西 乃 山 出 现  

时，是 以 雷 轰 、 闪 电 、 烟 气 、 角 声 和 密 云  

来 显 示 祂 的 同 在 （出 十 九 1 6 、 1 8 ) 。 云 柱  

和 火 柱 ， 以 及 其 他 在 西 乃 山 上 夸 张 了 的 自  

然 现 象 ， 明 显 都 应 被 视 为 神 与 其 子 民 同 在  

时 一 些 可 感 觉 到 的 表 现 。

神的荥光

一 种 可 见 的 形 式 ， 表 达 神 之 威 严 ， 显  

然 是 一 种 灿 烂 的 光 芒 ， 圣 经 常 称 之 为 神 的  

荣光 ， 就 是 神 的 荣 耀 （舍 建 聿 ） 住 在 神 子  

民 中 间 。 神 曾 告 诉 以 色 列 人 ， 当 会 搏 立 起  

后 ， 神 便 要 “住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间 ， 作 他 们  

的 神 ” （出 二 十 九 4 4 、 4 5 ) 。 耶 和 华 把 子  

民 领 出 埃 及 ， 以 便 祂 可 以 住 在 他 们 中 间 。

这 事 发 生 的 时 候 ， “云 彩 遮 盖 会 蒗 ， 耶 和

华 的 荣 光 就 充 满 了 帐 梅 。 摩 西 不 能 迸 会  

苒 ； 因 为 云 彩 停 在 其 上 ， 并 且 耶 和 华 的 荣  

光 充 满 了 帐 幕 ” （出 四 十 3 4 、 3 5 ) 。 摩西  

先 前 在 西 乃 山 上 接 受 律 法 时 ， 圣 经 说 ： 

“耶 和 华 的 荣 權 序 於 西 乃 山 …… 耶 和 华 的  

荣 耀 在 山 顶 上 ， 在 以 色 列 人 眼 前 ， 形状 如  

烈 火 （出 二 十 四 1 6 -丨 8 > 神 因 子 民 拜 金  

牛 犊 而 恼 恨 他 们 后 ， 摩 西 要 求 耶 和 华 向 他  

显 示 其 荣 栩 。耶 和 华 答 允 了 ，但 吩 咐 他 说 ： 

“我 的 荣 耀 经 过 的 时 候 ， 我 必 将 你 放 在 鈐  

石 穴 中 ， 用 我 的 手 遮 掩 你 ， 等 我 过 去 ， 然 

后 我 要 将 我 的 手 收 回 ， 你 就 得 见 我 的 背 ， 

却 不 得 见 我 的 面 ， （出 三 十 三 2 2 ) 后 来 ， 

所 罗 门 违 成 圣 殿 后 ， “耶 和 华 的 荣 光 充 满  

了 殿 ” （王上八丨丨； 代 下 五丨 3 ， 丨4>。 被 

掳 至 巴 比 伦 的 时 候 ， 以 西 结 在 异 象 中 卷 见  

耶 和 华 的 荣 镏 从 耶 路 撒 冷 上 升 （结 十 一  

2 2 、 2 3 ) ， 直 至 在 未 来 的 某 个 时 候 ， 神亲  

自 违 立 其 国 度 ， 才 再 次 返 回 ， 并 永 远 住 在  

其 子 民 当 中 （结 四 十 三 1-9 K

神学意义

神 多 次 显 现 之 目 的 ， 是 让 神 的 子 民 深  

深 地 体 会 神 的 存 在 和 神 的 主 权 ， 同 时 保 证  

神 必 与 其 子 民 同 在 ， 关 怀 他 们 的 需 要 。 那 

些 使 用 夸 张 了 的 自 然 现 象 之 显 现 形 式 ， 是 

要 传 达 神 的 威 严 和 能 力 ， 而 人 只 可 以 根 据  

神 所 指 示 的 程 序 ， 恭 敬 而 谦 卑 地 亲 近 神 。

神 的 显 现 常 跟 神 用 语 言 来 表 达 的 启 示  

一 同 出 现 。 这 时 神 尤 其 会 以 人 的 形 象 来 显  

现 ， 因 为 神 显 现 就 是 神 与 人 沟 通 的 途 径 。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之 显 现 ， 常 带 来 救 赎 历  

史 的 重 要 进 展 ， 包 括 设 立 亚 伯 拉 罕 和 摩 西  

之 约 、 进 入 应 许 地 ， 及 为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选  

址 。

旧 约 中 ， 神 以 人 的 形 态 显 现 时 ， 常被  

称 为 華 督 的 显 现 ， 因 为 我 们 M 适 宜 以 三 位  

一 体 的 第 二 位 ， 在 降 生 为 人 前 的 肉 身 显  

现 ， 来 解 释 这 些 显 现 。 因 此 ， 这 些 显 现 乃  

是 基 胬 降 生 为 人 的 预 示 ， 并 让 我 们 在 旧 约  

中 窥 见 神 那 三 位 一 体 的 本 质 。

J .  R o b e r t  V a n n o y

参 •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19 25: •舍建拿"

1 2 6 5 :  • 火 柱 和 云 柱 _ 6 1 9 :  •荣

1207: _ 天 使 ” 1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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祌的形象
Image of God
s h 6 n d e  x i n g  x i ^ n g

人 的 受 造

人 与 神 相 似 。 这 是 基 督 教 对 人 的 本 性  

嵌 基 本 的 看 法 。 在 受 造 之 物 中 ， 人 是 独 特  

的 ， 因 为 人 与 神 相 似 ， 故 此 可 以 与 神 沟 通  

和 相 交 。

创 世 记 一 章 2 6 及 2 7 节 告 诉 我 们 ， 神  

决 定 按 照 自 己 的 “形 象 ”和 “样 式 ”造 人 ， 

使 人 管 理 各 样 的 动 物 。 创 世 记 所 用 的 这 两  

个 名 词 ， 也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出 现 。 这 两 个 名  

词 所 表 达 的 意 思 有 少 许 差 异 ， 但 这 些 差 别  

在 神 学 上 已 经 被 视 为 无 关 重 要 了 。

由 於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淸 楚 地 表 明 ， 人  

成 了 有 灵 的 活 人 ， 所 以 圣 经 并 不 赞 同 人 是  

进 化 而 来 的 。 同 时 ， 亦 不 承 认 神 的 形 象 是  

由 低 等 生 命 进 化 而 成 的 。 当 人 成 了 有 灵 的  

活 人 ， 他 已 经 是 神 的 形 象 。 男 人 和 女 人 皆  

有 神 的 形 象 （创 一 2 7 > 。

创 世 记 五 章 1 节 、 九 章 6 节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7 节 及 雅 各 书 三 章 9 节 ， 都 记  

载 人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的 。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2 4 节 和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1 0 节 ， 谈 及 人 被  

救 赎 成 了 新 人 。可 是 ，一 般 认 为 这 些 经 文 ， 

对 於 明 白 人 本 有 之 神 的 形 象 ， 是 有 直 接 的  

关 系 。 虽 然 有 关 人 是 神 的 形 象 的 明 确 经  

文 ， 在 圣 经 中 比 较 少 见 ， 但 它 是 神 与 人 关  

系 的 基 础 。 因 此 ， 这 是 全 部 圣 经 记 载 的 先  

决 条 件 。

在 创 世 记 一 章 ， 只 记 述 人 是 按 照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 并 没 有 说 其 他 活 物 是 如 此 被  

造 。 地 上 的 牲 畜 、 鱼 和 鸟 ， 并 没 有 分 享 这  

项 权 利 。 天 使 是 否 拥 有 神 的 形 象 ， 则 议 论  

纷 纷 。 有 些 神 学 家 认 为 天 使 有 神 的 形 象 ， 

因 为 这 形 象 表 现 於 道 德 公 义 。 但 是 ， 这 看  

法 并 没 有 明 确 的 圣 经 记 载 。

人 是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的 ， 人 与 大 地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关 系 。 因 此 人 体 的 构 造 与 功  

能 ， 跟 其 他 生 物 有 相 似 之 处 ， 就 不 足 为 怪  

了 。 可 是 ，人 的 存 在 从 各 方 面 看 均 屈 独 特 ， 

因 为 神 的 形 象 不 是 指 人 的 某 部 分 或 某 种 功  

能 ， 而 是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和 人 的 整 体 ， 就 是  

神 的 形 象 。 圣 经 的 观 念 不 是 说 神 的 形 象 在  

人 里 面 ， 而 是 说 人 就 是 神 的 形 象 。

问 题 之 所 在 ， 是 要 明 白 人 有 形 体 的 存

在 ， 这 形 体 怎 样 可 以 作 为  

分 ； 因 为 按 照 圣 经 的 教 训 的  

是 无 形 体 的 （约 四 2 4 > 。 押趣个灵，郊

有 些 人 的 论 据 是 ： 人 是 按 较 >  
的 基 督 的 形 象 而 造 ， 或 是 按 ^ 道 战 h  

身 的 基 督 而 造 。 但 是 ， 只 有 在 ， 要边以  

以 后 ， 才 需 耍 ® 督 道 成 肉 身 # 犯 1 9 4  

保 的 任 务 „ 故 此 ， 道 成 肉 身 的 担 当 中  

容 是 成 为 人 的 样 式 （腓 二 '  来 被形 

而 不 是 说 人 成 为 基 笹 的 样 式 。 〜 16'… ，

进 一 步 反 省 人 的 本 性 ， 带来另  

法 。 当 思 想 有 关 神 的 形 象 时 ， 通 

人 的 物 质 方 面 （身 体  > 及 非 物 所 方 = 料  

魂 ） 之 分 别 。 近 年 来 的 讨 论 ， 集 中 於 ^  

合 一 性 和 完 整 性 。 如 此 ， 灵体合一的  

就 是 神 的 形 象 ， 而 神 是 个 灵 。 这都表明 

为 何 同 样 的 字 ？匚 可 以 同 时 用 於 描 写 神 和  

人 。 神 和 人 一 样 ， 能 看 能 听 。 但 人 是按其 

灵 体 合 一 的 本 能 去 看 和 听 （用 耳 听 ，用口 

讲  > ， 神 则 按 其 厲 灵 的 非 受 造 的 本 性 去 看  

和 听 。

不 过 ， 人 与 地 相 连 之 处 ， 在其肉身上 

最 清 楚 地 表 现 出 来 。 只有从人的灵性的角  

度 去 看 ， 才 最 能 看 见 神 的 形 象 。 神学家就 

此 点 ， 列 出 人 的 灵 性 特 质 ， 用来为人下定 

义 ， 使 之 与 动 物 有 所 分 别 。 故 此 ，神的形 

象 存 在 於 人 的 一 些 特 性 之 中 ， 例如理性， 

意 志 、 自 由 、 责 任 等 等 。 现代的神学家比  

较 不 喜 欢 如 此 列 举 人 的 特 性 ， 而且圣经也 

不 是 这 样 列 出 神 的 形 象 。 然 而 ， 人的个性 

使 他 有 别 於 动 物 ， 人 的 个 性 也 反 映 出 ^  

性 情 。 动 物 的 生 命 是 从 神 而 来 ’而 人 ^  

命 是 在 神 里 面 ， 并 且 是 他 的 后 嗣 （徒

2 8 、 2 9 > 。 以

另 一 个 有 关 神 的 形 象 的 教 节 中  

弗 所 书 四 章 2 4 节 及 歌 罗 西 书 二  >  译为 

演 绎 。 这 些 经 文 用 新 的 创 造 （和 = 人是碎 

“新 人 ，，> 来 形 容 救 赎 。 被 贼 的 ^ $ 请 ， 

着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 有 真 理 的 仏 在 新 划 造  

并 且 有 真 知 识 。 这 个 论 ， L 丨 造 一  

里 这 么 重 要 的 索 质 ， 在 原 先 6 体 人 M

同 等 的 重 要 。 没 有 了 完 整 的 德 上 运 中
: 顶 多 在 道 ： 0  

: 始 便 # 称 人 择

二 顶 多 ’
性 的 。 可 是 :  

的 。



人 性 气 S 幵 人 性 和 仁 义 ， 与 神 的 形  

要 的 宗 派 均 有 不 同 的 见 解 。

梁之矣系’巧 天 主 教 的 神 学 中 ， 人 之 所 以 是  

在 罗 一 是 甚 於 人 有 理 性 和 自 由 的 本  

冲 的 形 ! ? 来 的 仁 义 并 不 賴 於 这 形 象 ， 它 是  

班 " 人 职 执 叫 ， 帮 助 人 的 灵 魂 去 控 制 肉  

超 自 然 却 ^ 相 反 的 观 点 ， 他 们 认 为 神  

f 胃 只 存 在 於 人 的 道 !德 之 中 ’ 而 非 在 人  

的形象 Z中 他 们 主 要 是 根 据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耿 罗 西

2 神 学 家 认 为 ， 神 的 形 象 同 时 存 在 於 人 的  

及 圣 洁 中 。 因 此 他 们 将 形 象 的 广 义  

A 或 人 性 > 别 於 形 象 的 狭 义 （即 仁 义 ）。

^ 不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形 象 ， 而 是 单 一 的 形  

象 • 其 广 义 包 括 了 狭 义 。

正 统 的 苏 西 尼 派 及 名 为 抗 辩 派 的 亚 米  

纽 斯 派 神 学 家 （十 七 世 纪  > ， 对 此 有 不 同  

的观念。 他 们 认 为 神 的 形 象 ， 只 存 在 於 人  

被造 时 神 賦 予 的 管 理 权 。 创 世 记 一 章 2 6  

节，是 他 们 定 义 神 的 形 象 的 本 质 时 所 引 用  

的经文。 可 是 ， 这 观 点 与 其 他 经 文 难 以 吻  

合， 例 如 ： 创 世 记 九 章 6 节 、 以 弗 所 书 四  

章2 4节 、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1 〇 节 。 同 时 ， 这  

观 点 亦 与 圣 经 所 述 说 的 广 义 观 念 相 牴 触 。 

因 此 大 多 数 神 学 家 会 将 管 理 权 归 入 为 神 的  

形象的一部分•， 或 将 它 视 为 人 拥 有 神 的 形  

象 的 结 果 之 一 。

不 同 的 宗 派 ， 对 於 人 在 罪 中 堕 落 如 何  

影 响 神 的 形 象 ， 也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罗 马 天  

主 教 认 为 ， 人 的 M 落 使 其 失 去 神 的 特 别 恩  

踢 ~ 原 初 的 义 ， 但 无 损 人 所 具 有 神 的 形  

象。如 果 神 的 形 象 已 全 然 败 坏 的 话 ， 那 么  

便 不 再 有 可 被 救 赎 的 人 了 。 另 一 方 面 ， 信 

义 宗 认 为 ， 只 存 在 於 人 完 整 的 道 德 中 的 神  

的形象， 已 被 人 的 堕 落 完 全 消 灭 。 在 新 创  

造 的 神 的 形 象 中 ， 既 包 括 知 识 、 仁 义 及 圣  

则 假 定 它 们 是 曾 经 全 然 失 去 的 。 根 据  

6 的 形 象 的 广 义 及 狭 义 的 分 别 来 看 ， 改 革  

2 认 为 ， 就 道 德 之 完 整 性 方 面 ， 神 的 形 象  

f 然 被 毁 。 但 从 广 义 来 看 ， 神 的 形 象 虽  

创 坡 收 坏 及 难 以 显 现 ， 却 不 致 於 被 消 灭 。 

推= 圯 ^ 章 G 节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7 节 、 

以 书 S 章 9 节 等 经 文 ， 均 指 出 人 在 堕 落  

1̂ 仍 有 神 的 形 象 。

改 填 宗 认 为 ， “完 全 畋 环 ，， 的 教 义 ，

神 的 形 象 完 全 被 破 坏 。 畋 坏 是 -  
况 ， _ 笤 人 的 每 一 方 面 ，但是  

二 有 肯 负 责 任 的 人 ， 才 可 _ 罪 人 。 事实  

拥 有 神 的 形 象 的 人 是 罪 人 ，他 所 作的  

更 确 认 他 是 罪 有 应 得 的 。 甚 至 在 没 有 恩 典  

的 永 死 里 ， 人 仍 然 是 一 个 人 ， 他 的 人 性 是  

导 致 他 受 苦 不 可 缺 少 的 条 件 u

在 罪 中 堕 落 影 响 了 神 的 形 象 ， 同样  

地 ， 在 罪 中 被 救 赎 也 影 响 有 神 形 象 的 人 。 

以 弗 所 书 和 肷 罗 西 书 谈 及 神 的 形 象 的 更  

新 ， 但 是 其 他 经 文 更 明 确 地 谈 论 基 督 作 中  

保 的 职 分 时 ， 所 彰 显 的 神 的 形 象 。

耶稣基督与神的形象

耶 稣 基 督 最 能 彰 显 神 的 形 象 （林后四  

4 ; 西一  1 5•， 来 一 3 ) 。 这 往 往 用 作 指 向 基  

督 的 神 性 。 看 见 基 督 就 是 看 见 天 父 （约十  

四 9 ) 。 但 这 些 经 文 所 指 的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中 保 ， 是 末 后 的 亚 当 ， 也 是 神 所 想 要 造 成  

的 最 初 的 亚 当 之 形 象 。 道 成 肉 身 的 意 思 就  

是 ： 耶 稣 是 真 正 的 人 ， 由 於 他 是 真 正 的  

人 ， 祂 确 实 是 神 的 形 象 。

作 为 末 后 的 亚 当 及 新 约 的 中 保 ， 耶奸  

使 池 的 子 民 与 自 己 的 形 象 一 致 ， 那 就 是 神  

的 儿 子 的 形 象 （罗 八 29  >。 耶 奸 成 为 人 的  

样 式 ， 取 了 带 有 罪 性 的 肉 身 的 形 象 ， 从而  

毁 灭 了 罪 ， 以 致 人 可 以 反 映 祂 的 荣 耀 。 众 

人 得 以 藉 主 的 灵 变 成 主 的 形 状 ， 荣 上 加 =

(林 后 三 1 8 > 。 信 徒 是 “披 鉞 基 督 ^  (加二  

2 7 ; 罗 十 三 参 弗 四 2 4 ; 西 三 丨 〇: 一穿 

上 了 新 人 ， 正 如 神 的 形 象 ），这 行 动 同 时  

也 被 说 成 基 督 在 人 的 心 中 成 形 （加

要 与 耶 穌 基 督 的 形 象 一 致 ， 忒 要 藉 着  

成 圣 的 过 程 ， 这 过 程 最 终 会 在 复 活 时  

成 。 只 有 到 了 那 时 候 ， 身 体 会 改 变 形 状 ， 

t / 莊 督 荣 耀 的 身 体 相 似 （腓 三 2 丨）。 恢复  

符 的 形 状 使 人 超 越 那 按 照 神 的 形 象  

= 造 的 身 体 ， 土 的 形 状 己 经 被 s  

= 形 状 鮮 代 （林 計 五 氣

关 系 这 些 古 典 ， =  
现 1 w  n 娣 的 批 评 ， 跟 他 们 对

念 过 ， 5 二 神 的 话 的 批 评 类 似 。 人 
历 来 所 信 奉 中 极 下 启 示 ， 并 

= 再 二 二 续 的 ， 仍 然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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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 同 样 地 ， 神 的 形 象 既 不 是 — 个 存 在  

的 实 体 ， 也 不 能 被 人 所 拥 有 。 神 的 形 象 是  

寄 麻 於 神 与 人 之 间 持 续 不 断 的 关 系 中 。

巴 尔 特 （丨》8 6 - 1 9 6 8 ) 是 持 这 观 念 的  

表 表 者 。 巴 尔 特 以 人 被 造 时 有 男 有 女 （创  

一  2 6 、 2 7 > 为 根 据 ， 认 为 神 的 形 象 存 在  

於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仿 如 三 位 —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在 人 与 神 之 间 ，并 非 是 生 命 的 类 比 ， 

而 是 关 系 的 类 比 。

男 女 间 关 系 的 完 全 意 义 ， 表 明 於 基 督  

与 教 会 的 关 系 ， 而 耶 稣 是 神 的 形 象 。 基 督  

与 教 会 的 存 在 视 乎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因 

此 ， 人 是 神 的 形 象 ， 他 的 存 在 是 在 乎 与 神  

的 关 系 ， 也 就 是 与 耶 穌 基 督 的 关 系 。 只 有  

在 基 督 里 ， 人 才 是 人 。 因 此 ， 他 们 在 被 造  

时 已 经 获 得 神 賜 予 救 赎 了 。

虽 然 从 基 督 教 传 统 的 观 念 来 看 ， 巴 尔  

特 的 观 点 引 起 极 大 的 疑 问 ， 可 是 ， 引 进 这  

关 系 的 观 念 ， 能 加 深 传 统 观 念 在 这 方 面 的  

理 解 。 尊 重 神 的 形 象 中 之 道 德 完 整 性 ， 表  

明 了 传 统 的 看 法 并 非 完 全 静 态 。 与 此 同  

时 ， 神 的 形 象 不 可 以 只 用 功 能 性 的 名 词 来  

描 写 。 因 为 人 本 身 才 是 神 的 形 象 ， 并 非 某  

种 关 系 。

亚 当 为 各 样 动 物 起 名 时 ， 他 找 不 着 适  

合 的 配 偶 （创 二 1 8 - 2 3 ) 。 因 此 ， 神 为 他  

造 了 一 个 配 偶 帮 助 他 ， 是 他 骨 中 的 骨 及 肉  

中 的 肉 。 这 适 合 的 配 偶 与 他 相 似 。 这 种 关  

系 是 婚 姻 契 约 的 基 础 。

创 世 记 二 章 的 记 载 与 创 世 记 一 章 相  

似 。 在 第 六 日 ， 神 看 祂 所 造 的 都 甚 好 ， 但  

没 有 像 他 的 助 手 可 以 帮 助 祂 。 神 於 是 按 照  

自 己 的 形 象 造 人 （男 和 女 ） 去 荣 耀 祂 ， 正  

如 女 人 是 男 人 的 荣 耀 和 形 状 一 样 （林 前 十  

—  7 ) 。

男 与 女 相 似 的 形 状 是 婚 姻 契 约 的 基  

础 ， 就 好 像 人 与 神 相 似 的 形 状 是 立 约 关 系  

的 基 础 ， 这 是 可 以 相 交 及 合 一 的 关 系 。 人  

是 神 的 助 手 ， 作 祂 的 全 权 代 表 来 管 理 世  

界 。 同 样 道 理 ， 妻 子 顺 服 在 丈 夫 之 下 ， 去

管 理 她 分 内 的 事 （箴 三 H----1 0 - 3 1 ; 弗 五

2 2 、 3 3 ) 。 在 圣 经 里 ， 有 关 神 与 以 色 列 人  

的 关 系 、 基 督 与 教 会 的 关 系 ， 有 时 会 描 写  

为 婚 姻 。

圣 经 里 甚 少 经 文 明 确 地 提 及 神 的 形  

象 ， 这 是 因 为 人 是 按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 为 要

立 即 归 入 立 约 的 关 系 中  ， 、 trj j 
里 ’对 神 人 间 的 盟 约 部 有 1 f 1日约, 

在 一 些 传 统 的 纟

1  

1日约和

^  教 义 论 迷 中

创 世 记 一 章 内 关 乎 神 的 形 象 ’有&丨相 

分 析 的 出 发 点 ， 用 以 解 说 在  

人 的 结 构 。 这 做 法 并 不 正 确 。 ^之外食矣 

的 记 载 是 直 接 指 向 神 与 人 之 向 邮 世 记 、 

所 以 ， 它 是 一 个 a 耍 的 接 触 自 ^ 的 约 ， 

积 极 地 传 扬 福 裔 。 人 被 称 为 ' 、抽 

象 ， 而 非 只 是 理 性 的 动 物 ， 但 的 形  

之 约 ， 所 以 成 为 罪 人 。 现 在 ， 他 们 许 ^  

奸 在 新 约 中 的 宝 血 ， 被 邀 请 回 到  

里 。 他 们 的 救 赎 包 括 拥 有 与 基 督 —致二* 

象 ， 亦 即 恢 复 了 神 的 形 象 。 藉 t 与 基 f 
一 ， 他 们 可 以 与 神 相 通 。

N o r m a n  Shepherd 
参 “人 观 _ 1 1 9 9 :  • • 圣 经 中 的 妇 女 观 •

1 3 6 7 。

参 考 书 目 ： G . C . B e r k o u w e r .  Man.  Hje 

I m a g e  o f  G o d ; D .C a i r n s , The Image ol 

G o d  in M a n ; G . A . C l a r k . A  Christian View 

of M e n  a n d  T h i n g s ; J . G . M a c h e n , The 

Christian V i e w  of M a n ; J . A  M o t y e r , The 

I m a g e  of G o d , L a w  a n d  Liberty in Biblical 

Ethics; J . O r r , G o d ' s Image  in Man; H. 

W . R o b i n s o n , T h e  Christian Doctrine of 

M a n .

祌的旨意
Decrees of God
s h ^ n  d e  z h l  y l

参 • 预 定 " 2 1 7 7 。

神 国 / 天国
Kingdom of God (Heaven)
s h 6 n  g u 6  / t i a n  g u 6

]义 * 基督在地

天 国 就 是 神 主 权 的 = 二 _  了找 
但 要 到 世 上 的 全 成  

( 启 十 一 丨 5 ) 才外

的 工 作 展 开 ， 

和 主 基 督 的 国

。 好的柃

根 据 首 3 卷 福 音 书 的 记 用 以 卞 ^ 搏  

信 息 就 是 宣 讲 神 的 国 。 邯蚌走f 
总 结 耶 穌 在 加 利 利 的 事 工 、 # 的 # 

利 利 ， 在 各 会 堂 里 教 训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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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医 治 百 姓 各 样 的 病 症 。” （太 四 2 3 >

资 山 宝 训 也 论 及 那 叫 人 能 进 天 国 的 义 （太 

五.2〇>。 马 可 福 宵 ■ 四 章 及 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记 软 的 一 系 列 比 喻 ， 亦 是 阐 述 天 国 的 “奥 

秘，，（太 十 三 丨 1 ; 可 四 。 而 主 设 立 主  

餐，更 是 要 信 徙 期 盼 将 来 天 国 的 降 临 （太 

二十六2 9 ; 可 十 四

在 新 约 ， 有 两 个 词 语 表 达 这 观 念 ： 

•‘天国” 和 “神 国 ”。 “天 国 ” 只 在 马 太 福  

音出现； 而 “神 国 ” 在 马 太 福 音 也 出 现 4 

次 （太 十 二 十 九 ‘2 4 ，二 十 一 3 1 、 4 3 > 。 

**天国” 是 犹 太 用 语 ， 对 犹 太 人 有 特 别 意  

义，但 希 腊 人 昕 来 却 有 点 刺 耳 。 犹 太 人 因  

避 讳 而 不 提 神 的 名 字 ， 而 同 期 的 文 献 ， 亦  

以 “天 ” 字 取 代 “神 ” 字 （《马 加 比 一 书 >  

三18、 5 0 , 四 1 0 ; 参 路 十 五 1 8 ) 。 至 於 英  

文 圣 经 的 “天 ’’ “h e a v e n s ” 是 复 数 词 ， 

因 它 的 原 文 也 是 狂 数 词 。

要 理 解 天 国 这 观 念 ， 关 键 在 於 明 白 希  

腊 文 及 希 伯 来 文 m a /A:心 这 两 个 词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牮 管 、 统 治 和 国 度 。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常 见 “某 人 作 王 第 几 年 ” 的 用 语 ， 

意 即 某 人 作 王 统 治 期 间 的 第 几 年 （例 ： 代  

上 二 十 六 3 1 ; 代 下 三 2 , 十 五 1 ( ) ; 拉 七 1 ， 

八卜，斯 二 1 6 ; 耶 十 7 ， 五 十 二 3 1 ) 。 当 我  

们 读 到 所 罗 门 的 “国 甚 是 坚 固 ” （王 上 二  

1 2 ) , 我 们 晓 得 这 是 指 他 的 君 权 已 稳 如 泰  

山。 当 圣 经 说 扫 罗 的 国 归 与 大 卫 （代 上 十  

二2 3 ) , 这 是 指 原 本 厲 於 扫 罗 的 权 柄 已 转  

给 大 卫 ； 大 卫 因 承 受 了 这 合 法 的 权 柄 而 作  

王。在 m u /i b r r 与 权 柄 、 能 力 、 荣 镏 及 国 度  

等 抽 象 名 词 连 用 的 经 文 中 （但 四 3 4 ， 七 

丨 的 抽 象 意 义 变 得 明 显 了 。

当 m a 从 必 是 指 神 ， 它 几 乎 每 次 都 是 指  

神 在 天 上 作 王 的 权 柄 与 统 治 * “传 说 你 国  

的 荣 耀 ， 谈 论 你 的 大 能 …… 你 的 国 是 永 远  

的 国 ！ 你 执 牮 的 权 柄 存 到 万 代 ！ ” （诗 一  

四五丨丨、 丨3> “耶 和 华 在 天 上 立 定 宝 座 ； 

他 的 权 柄 统 管 万 有 。” （诗 一 〇 三 19)

然 而 ， 当 人 作 王 统 治 ， 他 必 须 拥 有 国  

界 槻 土 ； 而 也 有 国 境 的 意 思 。 “这  

样 ， 约 沙 法 的 国 得 享 太 平 ， 因 为 神 賜 他 四  

境 平 安 （代 下 二 十 3 0 ; 参 斯 三 6 ; 耶 十  

7 ; 但 九 1 , 十 一 9 )

在 新 约 中 办 这 字 亦 有 此 双 重 意  

义。 英 文 圣 经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在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4 2 节 中 ，将 这 字 译 成 “王 权 ”， 在 

约 翰 福 音 十 八 章 3(5节 译 成 “王 位 ”。 路加  

福 音 十 九 阜 提 到 那 黄 符 到 远 方 去 得 “国 ”， 

也 是 指 他 被 委 任 为 王 （路十九丨‘2 > 。 当耶  

稣 说 “我 的 国 不 屈 这 世 界 ” （约 十 八

3 6 ) , 池 不 是 指 他 的 牮 管 与 这 世 界 无 关 ， 

而 是 说 他 的 王 权 与 国 度 并 非 来 自 人 ， 乃是  

来 自 神 。 因 此 ， 祂 不 用 賴 世 的 战 争 去 达  

到 祂 的 目 的 。

尊:捤了 f c f l s i/e k 的 要 义 ， 就 能 明 白 福  

音 书 好 些 经 文 了 。 例 如 在 主 祷 文 中 ， “愿 

你 的 国 降 临 （太 六 丨 〇 > 是 指 祈 求 神 在 地  

上 彰 显 他 的 治 权 ， 使 神 的 旨 意 在 地 上 成  

就 ， 如 同 在 天 上 。 而 当 我 们 读 到 “凡 要 承  

受 神 的 国 ， 若 不 像 小 孩 子 ， 断 不 能 进 去 ” 

( 可 十 1 5 > 时 ， 就 晓 得 它 是 说 我 们 要 向 神  

敞 开 我 们 的 生 命 和 心 灵 ， 让 祂 单 管 。

此 外 ， 新 约 圣 经 也 有 提 及 在 天 国 和 进  

天 国 （太八1丨； 可 九 4 7 ， 十 2 3 - 2 5 ; 路十  

三 2 8 > 。 总 括 来 说 ， 神 国 有 两 个 意 思 。 第 

— 个 是 指 神 的 统 治 和 管 理 ； 第 二 个 是 蒙 福  

的 范 畴 ， 当 中 可 以 经 历 神 的 管 治 。 在 神 学  

和 哲 学 上 ， 上 述 两 个 解 释 都 可 接 纳 。

旧约背景

“天 国 ” 这 词 在 旧 约 没 有 出 现 ， 但这  

观 念 却 在 先 知 书 中 随 处 可 寻 。 经 文 常 提 到  

神 是 王 ， 祂 既 是 以 色 列 的 王 《出 十 五  

1 8 ; 民 二 十 三 2 1 ; 申 三 十 三 5 ; 赛 四 十 三  

1 5 > ， 亦 为 全 地 的 王 （王下十 九丨 5 ; 诗 二  

十 九 1 0 ， 四 十 七 2 ， 九 十 三 丨、 2 , 九 十 六  

1 0 , 九 十 七 丨 - 9 , 九 十 九 丨- 4 ,  一 四 五 1 卜 

1 3 ; 赛 六 5 ; 耶 四 十 六 18 >。 纵 然 神 不 是  

在 地 上 作 以 色 列 的 王 ， 其 他 经 文 却 提 到 有  

一 天 神 将 会 作 王 统 治 池 的 子 民 （赛 二 十 四  

2 3 , 三 十 三 2 2 , 五 十 七 7 ; 俄 ‘2丨； 番三  

1 5 ; 亚十四9-丨丨）。

上 文 虽 如 走 马 看 花 般 讲 述 神 掌 王 权 的  

槪 念 ， 但 却 能 成 为 整 卷 旧 约 对 於 这 观 念 的  

纲 领 。 神 统 治 全 地 ，但 祂 用 特 别 的 方 法 统  

治 池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 所 以 ， 神 的 统 治 在 以  

色 列 历 史 上 是 真 正 实 现 的 ， 不 过 ， 这 只 是  

部 分 和 不 完 全 的 实 现 。 以 色 列 人 三 番 四 次  

反 叛 神 的 统 治 ； 他 们 又 常 被 拜 偶 像 的 邻 国  

伎 犯 ， 而 在 这 些 战 争 中 亦 不 是 百 战 百 胜 。 

加 上 大 自 然 的 灾 难 和 物 质 世 界 中 的 罪 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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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为 神 的 子 民 带 来 苦 难 。 因 此 ， 先 知 都 期  

望 有 一 天 ， 神 要 统 治 全 地 ， 而 不 限 於 以 色  

列 国 。 先 知 书 强 调 的 重 点 就 是 这 盼 望 ： 在  

世 界 实 现 神 完 全 的 统 治 。

先 知 书 用 神 的 显 现 这 观 念 ， 去 描 述 天  

国 最 终 的 降 临 。 “看 哪 ， 耶 和 华 出 了 他 的  

居 所 ， 降 临 步 行 地 的 髙 处 。 众 山 在 他 以 下  

必 消 化 ， 诸 谷 必 崩 裂 ， 如 蜡 化 在 火 中 ， 如  

水 冲 下 山 坡 。” （弥 一  3 、 4 > 撒 迦 利 亚 预  

见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来 临 时 ， 万 国 会 聚 集  

与 耶 路 撒 冷 争 战 ， “那 时 ， 耶 和 华 必 出 去

与 那 些 国 争 战 …… 耶 和 华 -----我 的 神 必 降

临 ， 有 一 切 圣 者 同 来 ” （亚 十 四 3 、 5 > 。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 临 到 以 色 列 （赛 二 十 九  

6 > , 从 仇 敌 手 中 拯 救 他 们 。 “看 哪 ， 你 们  

的 神 …… 必 来 拯 救 你 们 。” （赛 三 十 五 4 >  

“必 有 一 位 救 赎 主 来 到 锡 安 —— 雅 各 族 中

但 在  

审 判 官

也 驾 帘 i
不 单 要 極 救 池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啊 ， 我 必 向 你 如 此 車 利 他  

我 既 这 样 行 ， 你 当 预 备 列 、 

( 摩 四 1 2 ) 以 色 列 民 在 耶 和 的 神 二  

述 打 败 ， 这 历 史 事 件 淸 楚 反 = 的 日 子 增$ 

民 的 审 判 官 （摩 五 以 色 ’神萆丨 

别 於 其 他 历 史 ： 纵 然 神 历史有  

连 串 特 别 的 亊 悄 里 ， 池 H 的4, 

这 种 在 历 史 中 启 示 和 

称 为 救 赎 历 史 。 仁 的 神 學

神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介 入 人 类 历  

此 祂 最 终 亦 必 须 降 临 ， 施 行 审 判 ％ 因 

立 池 的 国 度 。 所 以 ， 以 色 列 的 盼 g 植 

历 史 中 ， 甚 或 建 基 於 一 位 聿 管 历 史 於  

神 最 后 会 突 然 间 荣 耀 地 降 临 ， 在 全 地 ^  

统 治 。 这 国 度 并 非 源 於 历 史 的 进 程  3

来 自 神 。 5

转 离 过 犯 的 人 那 里 。 这 是 耶 和 华 说 的 。’’

“因 为 耶 和 华 从 他 的 居 所 出 来 ， 要 刑 罚 地  

上 居 民 的 罪 孽 。” （赛 二 十 六 2 1 > 以 赛 亚  

更 描 述 人 要 躲 藏 在 石 洞 和 地 穴 中 。 “到 耶  

和 华 兴 起 ， 使 地 大 震 动 的 时 候 ， 人 好 进 入  

磐 石 洞 中 和 岩 石 穴 M , 躲 避 耶 和 华 的 惊 吓  

和 他 威 严 的 荣 光 。” （赛 二 2 1 >  “我 的 忿 怒  

如 火 ， 必 烧 灭 全 地 。” （番 三 8 ; 参 赛 六 十  

三 1 - 6 ， 六 十 四 1 - 7 , 六 十 五 1 5 、 1 6 ; 亚  

十 四 3 ) 神 最 终 的 降 临 亦 会 为 外 邦 人 和 以  

色 列 人 带 来 救 恩 。 “ ‘锡 安 城 啊 ， 应 当 欢  

乐 歌 唱 ， 因 为 我 来 要 住 在 你 中 间 。 这 是 耶  

和 华 说 的 。’ 那 时 ， 必 有 许 多 国 归 附 耶 和  

华 ， 作 他 的 子 民 。 他 要 住 在 你 中 间 。” 

( 亚 二 1 0 、 1 1 ; 参 赛 六 十 六 1 8 - 2 4 )

上 述 经 文 的 字 里 行 间 清 楚 充 满 着 “神  

要 降 临 ” 的 神 学 观 念 。 近 代 旧 约 神 学 家 普  

遍 都 认 为 ， 旧 约 的 神 并 不 像 外 邦 人 的 神 ， 

他 们 只 是 自 然 界 的 神 ， 而 池 却 是 一 位 历 史

的 神 -----介 入 池 子 民 的 历 史 中 ， 去 赐 福 或

审 判 他 们 。在 埃 及 ，神 降 临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 

要 把 他 们 从 奴 役 和 捆 锁 中 拯 救 出 来 ， 作 祂  

的 子 民 。 从 埃 及 拯 救 他 们 不 仅 是 神 的 作  

为 ， 她 更 要 透 过 这 作 为 启 示 祂 自 己 ， 叫 以  

色 列 人 因 此 认 识 和 亊 奉 祂 。 “我 是 耶 和 华

..... 救 赎 你 们 脱 离 他 们 的 重 担 ， 不 作 他 们

的 苦 工 ......你 们 要 知 道 我 是 耶 和 华 —— 你

们 的 神 。” （出 六 6 、 7 > 神 介 入 历 史 中 ，

阿 摩 司 时 代 ， 以 色 列 人 期 望 —个在历 

史 的 巨 轮 下 兴 起 的 国 度 。 他们普遍都期望  

有 一 天 ，以 色 列 能 安 享 胜 利 、福祉和兴盛， 

大 卫 国 度 的 荣 耀 得 以 恢 复 ， 并以色列完全 

战 胜 一 切 仇 敌 。 这 是 旧 约 唯 一 描 述 国 度 是  

“今 世 ” 和 “历 史 性 ” 的 经 文 。 但众先知 

对 这 观 点 并 不 苟 同 。 事 实 上 ， 阿摩司也驳 

斥 这 是 谬 误 。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是黑暗而 

非 光 明 ， 是 定 罪 而 非 赎 罪 ， 是惩罚而非祝 

福 （摩 五 1 8 - 2 0 ) 。 阿 摩 司 宣 告 在 “耶和 

华 的 日 子 ”， 以 色 列 在 历 史 上 先 被 亚 述 打  

败 。 但 他 更 看 见 一 次 末 世 性 的 大 灾 难 ，是 

由 神 亲 自 降 下 的 ， 这 全 球 性 的 灾 难 会 破 坏  

物 质 世 界 的 秩 序 。 那 时 ， “日头在午间^  

下 ， 使 地 在 白 昼 黑 暗 。，， （摩 八 末 世 $  

火 要 吞 灭 深 海 和 地 （摩 七 4 > ， 这 绝 =  

墨 所 能 形 容 。 阿 摩 司 似 乎 看 见 整 个 大 ^ 除  

面 临 普 世 的 爲 动 ， 就 是 全 地 的 末 日 恩  

了 审 判 外 ， 阿 摩 司 还 看 见 以 色 列 J
( 摩 九 1 卜 1 5 ) 。 从 W 新约圣

这 些 都 是 由 两 约 之 间 的 文 子 价 论 索  

经 发 展 出 来 ， 有 关 启 示 文 学 _  

材 。 对 世 界 和 人 类 （包 括 ， 的 ^ 故 權 有  

深 远 的 那 股 邪 恶 力 贵 是 邡 么 巨 ^ 恩 。 

神 施 行 普 世 性 的 行 动 ， 才能带麻昼从神而  

虽 然 众 先 知 所 看 见 的 ^ 介 人 自 一  

来 ， 但 这 国 度 却 是 厲 地 的 。 穷 

. 律 中 ， 并 非 要 摧 毁 它 ， 而 是 秀 n  一  

全 的 自 然 规 律 中 ， 创 出 又

( 赛 五 十 九 2 0 ) 神 的 降 临 亦 会 带 来 审 判 。



圣 殿 东 南 一 隅 ： 主 后 7 〇 年 圣 殿 被 毀 . 促  

使 犹 太 启 示 文 学 发 展 。

个 曰 子 ， 因 为 审 判 和 救 恩 都 是 由 同 一 位 神  

施 行 的 。

先 知 对 末 世 的 盼 望 经 常 都 是 道 德 性  

的 。 意 思 是 说 先 知 对 未 来 感 兴 趣 ， 不是因  

它 是 将 来 的 事 ， 而 是 因 它 对 今 世 带 来 琛  

撼 „ 先 知 的 预 言 是 按 将 来 的 审 判 和 救 恩 说  

的 ， 而 以 色 列 现 在 也 同 样 会 按 神 的 旨 意 面  

对 它 。 所 以 ， “你 当 预 备 迎 见 你 的 神 ” 

( 摩 四 1 2 ) 可 说 是 众 先 知 的 核 心 信 息 。

犹太启示文学

新 约 时 代 ， 犹 太 教 中 出 现 一 些 派 别 ， 

发 展 了 一 套 启 示 性 的 历 史 观 。 他 们 的 著 作  

有 《以 诺 一 书 >  的 5 部 分 、《摩 西 升 天 记 > 、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及 《巴 录 二 书 》。 这 些  

书 卷 对 新 约 研 究 非 常 重 要 ， 因 它 们 成 了 旧  

约 和 新 约 之 间 有 关 天 国 观 念 的 桥 梁 。

这 些 启 示 文 学 作 品 旨 在 回 答 神 义 说  

( 证 神 为 义 的 理 论 ） 的 问 题 。 以 斯 拉 的 时  

代 之 后 ， 律 法 在 人 民 的 生 活 中 比 以 往 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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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知 对 这 新 规 律 没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 有 1 

时，他 们 用 现 世 和 屈 地 的 字 眼 来 描 述 ， 如 

•‘大 山 要 滴 下 甜 洒 ； 小 山 都 必 流 奶 ” （摩 

九1 3 )。 另 一 方 面 ， 神 却 要 创 造 新 天 新 地  

(赛六十五丨7 ， 六 十 六 2 2 > ， 其 中 充 满 无  

忧 无 虑 的 快 乐 、 窗 足 、 平 安 和 公 义 。 神 最  

终 的 降 临 是 要 救 赎 这 世 界 ， 因 为 世 界 得 赎  

鱿 是 天 国 降 临 的 M象 。 先 知 不 断 渴 望 受 造  

之 物 脱 离 畋 坏 的 辖 制 。 他 们 用 既 简 单 又 具  

体 的 字 眼 来 表 达 • • 旷 野 变 为 肥 田 （赛 三 十  

二1 5 ) , 沙 漠 必 开 花 茂 盛 （赛 三 十 五 2 ) ， 

忧 愁 叹 息 尽 都 逃 去 （赛 三 十 五 1 0 )  • ，发 

光 的 沙 要 变 为 水 池 ， 千 渴 之 地 要 变 为 泉 源  

( 赛 三 十 五 7 ) ; 动 物 之 间 （并 人 类 ） 也 

要 和 平 共 处 ， 不 再 互 相 残 害 （菸 十 一 9 > »  

这 一 切 郞 是 由 於 全 地 认 识 耶 和 华  <赛 十 一  

9).

上 文 不 只 是 诗 般 的 描 述 ， 更 反 映 一 种  

深 邃 的 创 造 神 学 。 人 既 为 受 造 物 ， 必 须 在  

地 上 居 住 ， 而 大 地 与 人 的 命 运 息 息 相 关 。 

这 神 学 的 主 旨 是 神 的 创 造 ， 是 美 好 的 ； 它 

并 不 如 希 腊 思 想 ， 认 为 创 造 是 通 往 真 正 厲  

灵 领 域 的 障 得 。 救 赎 包 括 救 赎 这 地 ， 使 它  

成 为 神 心 意 中 那 满 载 福 祉 的 环 境 。 救 恩 不  

是 要 将 人 从 受 造 的 身 分 释 放 出 来 ， 因 这 受  

造 身 分 不 是 环 事 ， 反 而 是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的  

必 须 及 永 久 元 索 。 救 恩 也 不 是 使 人 从 肉 身  

中 解 脱 出 来 ， 正 如 一 些 希 腊 思 想 一 般 ， 反 

之，掖 终 的 救 赎 是 包 括 全 人 的 救 赎 。 有 关  

肉 身 复 活 的 教 义 ， 就 是 反 映 这 方 面 的 神 学  

思想。 它 的 必 然 结 果 就 是 所 有 受 造 物 都 能  

够 分 享 救 赎 之 福 。

先 知 末 世 论 的 特 色 就 是 历 史 与 末 世 之  

间 的 张 力 ， 意 思 是 当 先 知 展 望 将 来 ， 他 们  

既 看 见 一 个 即 时 的 、 历 史 性 的 审 判 ， 也 见  

到 一 个 较 远 的 末 世 审 判 。 就 阿 摩 司 来 说 ，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同 是 即 时 的 审 判 （以 色  

列 败 於 亚 述  > ， 又 是 掖 后 末 世 的 救 恩 。 约 

珥 则 看 见 历 史 上 将 临 的 旱 灾 及 蝗 灾 》 但 除  

了 这 些 灾 祸 外 ， 他 亦 看 见 那 末 世 的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西 番 雅 在 没 有 指 明 的 历 史 时  

空中， 看 见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将 临 （番 一  

但 除 此 之 外 ， 他 又 看 见 外 邦 人 的  

救 恩 （番 三 9 > 。 那 位 在 历 史 中 赐 福 和 审  

判 他 子 民 的 神 ， 在 历 史 的 终 局 里 也 要 施 行  

审 判 和 救 恩 。 先 知 并 没 有 清 晰 地 划 分 这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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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j g 要 的 地 位 " 在 先 知 时 代 ’ 以 色 列 一 次  

又 一 次 背 弃 律 法 ，又 敬 拜 外 邦 的 神 。因 此 ， 

先 知 的 主 要 信 息 就 是 向 以 色 列 人 发 出 挑  

战 ， 要 他 们 与 神 和 好 、 悔 改 和 遵 行 律 法 。 

但 从 以 斯 拉 至 新 约 时 代 ， 以 色 列 是 前 所 未  

有 地 遵 行 律 法 ， 他 们 厌 恶 偶 像 ， 忠 心 敬 拜  

神 „ 可 是 ，神 的 国 仍 未 降 临 。 代 之 而 来 的 ， 

却 是 马 加 比 时 代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施 行 的 恐 怖  

迫 害 ， 以 及 哈 斯 摩 宁 、 庞 培 和 罗 马 帝 国 的  

世 俗 统 治 。 并 在 主 后 6 6 至 7 0 年 ， 耶 路 撒  

冷 被 攻 陷 和 拆 毀 。 神 在 哪 里 ？ 祂 为 何 不 拯  

救 他 忠 心 的 子 民 ？ 他 的 国 度 为 何 不 降 临 ？ 

启 示 文 学 就 是 要 回 答 这 些 问 题 。

在 启 示 性 的 宗 教 中 ， 最 重 要 的 观 念 之  

― , 就 是 二 元 论 。 这 二 元 论 常 以 “今 世 ” 

和 “来 世 ” 表 达 。 先 知 把 今 世 和 来 世 （就

世 之 间 的 张 力 ,

. . . $

九 十  > ， 看 见 神 府 初 是

^•， 但 后 来 知 X  ^ 、张&

任 何 極 救 。 神 其 实

的 神 ， 与 现 今 无 关 。 只拽於柯脅

在 《 f P  — 书 》 的 异 梦 中

以 色 列 人 ， 但 后 来 却 不 再 糸 守 '帝匆 

民 ， 并 离 弃 了 圣 殿 ， 任 由 他 的 子  

残 。 “神 虽 然 舂 见 ’ 却 无 动 於 = 茂势和I* 
他 们 被 凌 辱 、 强 夺 和 吞 噬 而 欢 = ，且吏培 

自 己 的 子 民 落 在 猛 « 的 手 中 他任由 

( 意 译  < 以 诺 一 书 〉 八 十 九  

在 巴 比 伦 攻 占 耶 京 后 ， 他 们 认为神实上.  

在 历 史 中 作 工 了 。 历 史 已 完 全 收落 

的 手 中 ， 一 切 救 恩 的 盼 望 郎 只 在将来 ^者

符 类 福 音

是 天 国 要 成 就 的 世 代  > 作 对 比 。 启 示 文 学  二 元 论

的 作 者 则 把 这 对 比 推 至 极 端 。 在 《以 诺 一 今 世 和 来 世

书 》 中 ， 我 们 可 两 次 看 见 这 观 念 的 一 鳞 半  

爪 。 在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及 《巴 录 二 书 > 

( 主 后 一 世 纪 末  > 中 ， 更 可 见 到 这 观 念 臻  

至 完 全 。 “至 高 者 缔 造 了 两 个 世 代 而 非 一  

个 （意 译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七 5 0 >  ;

“审 判 之 日 是 这 世 代 的 终 结 ， 也 是 将 要 来  

的 那 永 恒 世 代 的 开 始 ” （意 译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七丨丨3 >  ; “这 世 代 是 至 髙 者 为 众

人 而 设 的 ， 但 那 将 要 来 的 世 代 却 厲 於 一 小  

撮 人 ” （意 译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八 1 ; 参  

《巴 录 二 书 》 十 四 1 3 ， 十 五 7 ; 《父 老 格  

言 >  四 1 、 2丨、 2 2 ， 六 4 、 7 > 。 此 外 ， 只 

有 神 施 行 普 世 的 行 动 ， 才 能 把 今 世 带 进 来  

世 。 在 伪 经 《摩 西 升 天 记  > 中 ， 根 本 没 有  

提 及 弥 赛 亚 这 人 物 ， 是 神 独 自 拯 救 以 色 列

耶 穌 在 “天 国 ’’方面的教导与先知一  

样 ， 包 含 了 今 世 与 来 世 的 对 比 ， 她 用 “今 

世 和 来 世 ” 去 表 达 。 当财主问耶稣他要作  

什 么 事 ， 才 可 承 受 永 生 （可 十 1 7 >，经文 

淸 楚 显 示 他 所 指 的 是 来 世 的 生 命 、复活的 

生 命 （但 十 二 2 ) 。 耶 稣 继 而 谈 到 进 天 国  

的 困 难 （马 太 福 音 的 平 行 经 文 中 ，有 “天 

国 ”， 亦 有 “神 国 （太 十 九 2 3 、24 >，证 

明 这 两 个 名 词 是 可 交 替 运 用 的 ）。门徒接 

着 回 应 说 ： “这 样 谁 能 得 救 呢 ？ ”耶好的 

答 案 就 带 出 了  “今 世 ，，与 “来 世 ”的对比， 

来 世 就 是 信 徒 承 受 永 生 的 时 候 （可十29, 

3〇 h 这 段 经 文 明 确 指 出 ，在某种意义上$  

神 国 、 天 国 、 救 恩 和 永 生 都 屈 於 来 世 * 

单 看 这 段 经 文 ， 就 发 现 神 的 子 民 只 会 在 来

的 。 在 《以 诺 的 比 喻 集 》 中 ， 这 过 渡 则 由  

一 位 厲 天 并 先 存 的 人 子 降 临 而 得 以 成 就 。 

在 《以 斯 拉 记 卷 四 〉 所 见 的 ， 却 是 大 卫 式  

的 弥 赛 亚 与 人 子 两 个 观 念 并 合 起 来 。

启 示 文 学 与 旧 约 先 知 的 信 仰 相 异 之  

处 ， 在 於 前 者 对 今 世 是 悲 观 的 。 不 过 ， 他  

们 并 非 极 端 的 悲 观 主 义 者 ， 因 他 们 的 基 本  

信 息 仍 是 ： 到 了 时 候 ， 神 会 介 入 并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 但 在 今 世 ， 祂 对 以 色 列 一 切 的 事  

S 诸 不 理 。 今 世 是 落 在 罪 恶 和 魔 鬼 的 势 力  

中 ， 无 可 救 药 。 神 已 任 由 罪 恶 操 纵 今 世 ， 

只 有 在 来 世 才 可 得 到 救 恩 。

启 示 文 学 的 作 者 完 全 失 去 了 历 史 与 末

& 才 可 经 历 永 生 。 在袖撤

这 种 二 元 性 的 用 词 ， 在 马 可 上的 

中 比 喻 中 亦 有 出 现  关注,

E 虑 ”， 以 及 对 钱 财 、 安 定 和 名 把  

f|5是 今 世 的 特 色 ， 它 们 敌 挡 天 与 天  

a t 挤 住 ， 不 能 结 实 。 今 世 的 特 色 ？

自 为 敌 • 字 ，，毎 “光明

路 加 福 音 则 有 “今 世 之 介 垃 比的教

: 子 ，， 的 对 比 （路 十 六  

: 中 ， 虽 然 没 有 类 似 的 ， 一  

s 中 却 有 ‘‘光 明 之 子 与 常 出 规 丨 ^  

f 比 。 在 符 类 福 音 ， 这 3 ：：；f 福 音 ，光 

: 1 4 ; 路 二 十 二  5 3 >

但在艮彡文

到 约 翰 福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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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比 更 成 了 耶 稣 教 训 的 主 题 。 在 

t & 路 加 福 音 的 经 文 中 ， 今 世 是 黑 暗 的 ， 

來 世 才 是 光 明 的 。

路 加 福 音 记 载 耶 稣 与 撒 都 该 人 辩 证 复  

$ 的 枣 ， 就 用 了 这 二 元 性 的 词 汇 〃  “这 世  

界 的 人 有 娶 有 嫁 ； 惟 有 算 为 配 得 那 世 界 ， 

与从死 M S 活 的 人 ” < 路 二 十 3 4 、 3 5  > ， 

软不会再死， 也 不 朽 坏 ， 与 天 使 一 样 。 死  

亡是m 於 今 世 的 ， 故 婚 姻 制 度 是 必 须 的 。 

但 来 世 是 永 恒 的 ， 人 不 会 再 死 ， 跨 进 一 个  

崭 新 的 存 在 方 式 ： 就 是 拥 有 不 朽 坏 的 生  

命-

只 有 马 太 福 音 有 “世 界 的 末 了 ” 这 字  

句。这 世 代 会 因 为 人 子 降 临 （太 二 十 四 3 >  

及 人 受 审 判 （太 十 三 3 9 - 4 2  > 而 终 结 ， 义 

人 与 恶 人 要 分 开 （太 十 三 4 9 > 。 同 一 字 句  

亦 出 现 在 复 活 的 主 对 门 徒 的 应 许 中 ， 祂 肯  

定 自 己 会 与 门 徒 同 在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 太 二 十 八 2 0 > 。 因 此 ， 这 世 代 完 结 后 ， 

另 一 个 世 代 ， 就 是 来 世 ， 必 要 来 临 。

那 将 来 的 国 度 会 由 一 件 决 定 性 的 車 件  

引进，那 就 是 人 子 荣 耀 的 降 临 。 在 两 个 有  

关 天 国 的 比 喻 中 ， 淸 楚 提 到 这 一 点 。 在 稗  

子 的 比 喻 中 ， “人 子 要 差 遣 使 者 ， 把 一 切  

叫 人 跌 倒 的 和 作 恶 的 ， 从 他 国 里 挑 出 来 ， 

丢 在 火 炉 里 ” （太 十 三 4 1 、 4 2 上 绵 羊  

与 山 羊 的 比 喻 亦 道 出 相 同 的 末 世 观 。 “当 

人 子 在 他 荣 耀 里 ， 同 着 众 天 使 降 临 的 时  

候， 要 坐 在 他 荣 耀 的 宝 座 上 ”， 去 审 判 万  

民时， 要 把 绵 羊 从 山 羊 中 分 别 出 来 。 绵羊  

躭 是 指 义 人 要 “承 受 那 创 世 以 来 为 你 们 所  

预 备 的 国 ”， 而 进 入 国 度 与 进 入 永 生 在 这  

1 是 同 义 的 （太 二 十 五 3 卜 4 6 > 。

天 国 的 末 世 特 色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五 章  

的 两 个 比 喻 中 ， 亦 可 见 到 。 “天 国 好 比 十  

个 童 女 拿 着 灯 出 去 迎 接 新 郎 ” 《太 二 十 五

I )， 其 中 5 个 童 女 是 愚 拙 的 ， 没 有 预 备 足  

够 的 油 去 点 灯 ， 因 此 来 不 及 参 加 婚 筵 而 被  

拒 请 门 外 。 那 些 预 备 好 的 ， 就 能 进 去 ， 这  

是 末 世 国 度 的 象 征 。 同 样 ， 那 两 个 在 “不 

多 的 事 上 ” 忠 心 的 仆 人 ， 就 可 以 “进 来 享  

受 你 主 人 的 快 乐 （太 二 十 五 2 丨 、 2 3 > ， 

但 那 不 忠 心 的 就 在 这 国 中 无 分 ， 且 要 被 丢  

在 外 面 的 黑 暗 里 。

耶 稣 几 乎 全 无 兴 趣 去 描 述 末 世 的 国  

度，但 这 国 度 的 来 临 却 常 在 他 心 中 。 清 心

的 人 必 得 见 神 （太 五 8 ) 。 收 割 的 时 候 要  

来 到 ， 麦 子 被 整 理 ， 便 收 在 仓 里 （太十三  

3 0 、 3 9 ; 可 四 2 9 > 。 耶 稣 常 用 宴 会 和 爱 筵  

去 形 容 末 世 的 生 活 。 祂 要 在 天 国 里 再 与 门  

徒 畅 饮 ， 门 徒 也 要 在 那 国 度 里 坐 在 耶 穌 的  

席 上 吃 喝 （路 二 十 二 3 0 > 。 万 民 要 从 各 地  

各 方 招 聚 而 来 ， 与 旧 约 圣 徒 一 同 坐 席 （太 

八 1 1 、 1 2 ; 路 十 三 2 9 > 。 那 将 要 成 就 的 国  

度 就 好 像 婚 筵 （太 二 十 二 丨 - 1 4 ) 和 大 筵  

席 （路 十 四 1 6 - 2 4 )  — 样 。 上 述 的 比 喻 描  

绘 出 神 与 人 之 间 因 罪 而 中 断 的 契 合 ， 得以  

恢 复 。

在 大 部 分 阐 述 国 度 未 来 特 色 的 经 文  

中 ， “国 度 ” 是 指 末 世 性 的 层 面 ， 亦 即 是  

来 世 。 不 过 ， 当 耶 稣 教 导 门 徒 祷 告 ， 说 

“愿 你 的 国 降 临 ” 时 （太 六 池 却 不  

是 指 末 世 的 新 秩 序 ， 而 是 指 神 掌 王 权 的 管  

治 。 那 是 祈 求 神 在 地 上 施 行 主 权 的 统 治 。

天 国 的 降 临 ， 即 是 神 主 权 的 统 治 ， 会 

带 来 新 的 秩 序 ， 就 是 来 世 。 这 就 结 束 了 今  

世 ， 来 世 则 要 开 始 。

撒但

在 耶 穌 的 教 训 中 ， 有 另 一 个 二 元 论 的  

观 念 ， 就 是 撒 但 在 这 世 代 的 角 色 。保 罗 称  

撒 但 为 “这 世 界 的 神 ”， 他 的 目 的 是 要 控  

制 人 类 ，将 他 们 固 守 在 不 信 的 幽 暗 中 。 这 

就 是 保 罗 形 容 这 世 代 的 特 色 。 这 种 二 元 性  

的 观 念 在 耶 穌 所 受 的 试 探 中 亦 可 看 到 。 那 

时 ， 撒 但 在 一 瞬 间 把 万 国 展 示 给 耶 穌 看 ， 

然 后 对 祂 说 ：“这 一 切 权 柄 、 荣 华 ， 我 都  

要 给 你 ， 因 为 这 原 是 交 付 我 的 ， 我 ® 意 给  

谁 就 给 谁 。 路 四 这 段 说 话 并 不 能 取  

其 终 极 意 义 。 因 为 神 永 远 是 那 “永 世 的 君  

王 ” （提 前 一 丨 7 > 。 然 而 ， 在 整 卷 新 约  

( 包 括 耶 稣 的 教 训 》 中 ， 今 世 被 视 为 撒 但  

在 神 主 权 的 容 许 下 ， 对 人 类 施 行 悲 惨 统 治  

的 世 代 。 他 被 形 容 为 一 个 壮 士 ， 守 卫 舂 自  

己 的 家 园 （可 三 2 7 > 。 人 类 必 须 从 他 的 权  

势 中 被 拯 救 出 来 （太六丨 3 ， “凶 恶 ” 一 词  

屈 阳 性  >。 他 会 控 制 人 的 意 志 ， 并 令 他 们  

犯 恐 怖 的 恶 行 ， 好 像 犹 大 出 卖 耶 穌 一 样  

( 路 二 十 二 3 > 。 他 会 极 力 试 探 耶 穌 的 跟 随  

者 （路 二 十 二 3 U , 又 经 常 扰 乱 天 国 的 工  

作 （太 十 三 3 7 - 3 9 ; 可 四 1 4 、 1 5 > 。 人类  

的 病 痛 又 被 视 为 撒 但 的 捆 绑 （路十三丨 6 > 。 

马 太 福 音 十 二 章 2 6 节 提 到 撒 但 有 他 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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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而 那 些 能 控 制 人 的 跹 鬼 就 是 他 的 ‘‘使  

者 ，， （太二十五彳丨  > 。 “那 恶 者 之 子 ” （太  

十 三 3 H > 就 是 形 容 那 些 不 受 神 管 治 的 人 《 

这 并 非 指 某 种 特 殊 罪 行 ， 而 是 指 出 控 制 我  

们 生 命 的 是 撒 但 ， 而 不 是 神 。

只 有 在 来 世 才 会 玢 见 撒 但 的 灭 亡 《 犹  

太 文 学 经 常 形 容 撒 但 受 刑 的 地 方 ， 虽 然 福  

音 书 对 此 只 字 不 提 ， 却 提 及 为 魔 鬼 和 他 的  

使 者 预 备 了 永 火 （太 二 十 五 H ; 参 启 二  

十1 ( ) > 。 在 马 可 福 音 一 章 2 4 节 ， 污 鬼 问 耶  

穌 遥 否 要 来 灭 他 们 ， 其 实 这 就 是 指 上 述 的  

刑 罚 。 福 音 书 鲜 有 论 及 超 鬼 在 末 世 的 灭  

亡 ， 是 有 其 重 要 原 因 的 ： 因 为 福 音 书 所 苕  

重 的 ， 是 现 在 而 非 将 来 。 然 而 ， 天 国 的 发  

展 形 式 却 很 清 晰 。 撒 但 是 “这 世 界 的 神 ”， 

直 至 神 除 灭 撒 但 和 他 的 权 势 ， 那 新 的 世 代  

才 会 来 临 。 说 得 淸 楚 一 点 ， 就 是 当 神 的 国  

度 来 临 ， 撒 但 会 被 毀 灭 ， 这 个 充 斥 罪 恶 和  

死 亡 的 世 代 ， 将 会 被 永 生 和 来 世 取 而 代  

之 。

天 M 的 现 在 总 义

对 於 天 国 最 终 的 实 现 ， 耶 稣 的 教 训 与  

旧 约 先 知 的 教 导 基 本 上 是 没 有 分 别 的 . ， 耶  

穌 的 教 训 M 突 出 之 处 ， 亦 是 祂 整 个 使 命 和  

信 息 的 特 征 ， 就 是 天 国 以 出 人 意 表 的 方  

法 ， 在 历 史 中 出 现 。 这 就 是 耶 穌 的 教 训 与  

当 时 犹 太 思 想 迥 异 之 处 。

耶 穌 不 断 教 导 门 徒 ， 祂 要 成 就 旧 约 有  

关 弥 赛 亚 的 预 言 ， 这 点 在 祂 的 教 导 中 首 次  

出 现 。 马 可 用 这 段 话 总 结 耶 稣 的 信 息 ： 

“日 期 满 了 ， 神 的 国 近 了 。 你 们 当 悔 改 ， 

信 福 音 ！ ” （可 一 1 5 ) 这 句 话 可 以 有 两 个  

意 思 。 第 一 ， 可 指 末 日 的 国 度 即 将 来 临 „ 

马 太 用 几 乎 相 同 的 字 眼 来 总 结 施 洗 约 翰 的  

信 息 ： “天 国 近 了 ， 你 们 应 当 悔 改 ！ ” 

( 太 三 约 翰 继 而 阐 释 天 国 近 了 的 意 义 ： 

“他 手 里 拿 苕 簸 箕 ， 要 扬 净 他 的 场 ， 把 麦  

子 收 在 仓 里 ， 把 慷 用 不 灭 的 火 烧 尽 了 。’’

(太 三 丨 2 ) 约 翰 用 “不 灭 的 火 ” 来 宣 告 一  

个 末 世 的 行 动 ， 即 是 末 世 的 审 判 ， 而 不 是  

历 史 亊 件 。 约 翰 认 为 耶 稣 就 是 那 位 执 行 先  

知 和 启 示 文 学 作 者 所 期 望 那 影 晌 普 世 的 事  

件 的 人 物 。

当 然 ， 上 文 所 提 的 也 可 能 是 耶 穌 所 指  

的 怠 思 但 若 从 耶 穌 传 道 的 过 程 米 看 ， 则  

对 “日 期 满 了 ’’可 以 有 另 一 个 更 好 的 诠 释 。

先 知 所 传 讲 有 关 弥 赛 亚 的  

实 现 ’ 更 是 在 耶 神 的 便 命  

现 。 这 是 个 过 程 ， 神 透 过 耶村  

民 当 中 。 因 此 ， 从架 现 实的 印阶入他的子  
知 的 盼 望 已 真 正 的 成 就 了 項 度 来.

我 们 可 从 路 加 榀 音 如 j  

作 而 看 见 这 个 窓 义 。 路 加 迭 ；

工 作 后 期 发 生 於 令 撒 勒 的 ^ 耶 料 ％  

丨 > ， 将 它 纟 说 丨 | 在 路 加 描 四  

分 ， 为 要 表 明 天 国 已 开 始 成 就 的 部  

赛 亚 书 读 出 一 段 鸪 免 弥 赛 亚 救  

‘‘主 的 灵 在 我 身 上 ’ 因 为 他 用 商 许 ： 

我 传 福 音 给 贫 穷 的 人 ； 差 逍 我 报 : 伐 ^  

的 得 释 放 ， w 眼 的 得 呑 见 ， 叫那受压 =  

得 自 由 ， 报 告 神 悦 纳 人 的 檔 年 ，，（路四丨^ 

】9 > 然 后 耶 稣 用 一 句 话 ’ 令他的听众太 

感 踩 撼 ， 池 坚 定 地 说 ： “今天这经应验在  

你 们 耳 中 了 。” （路 四 2 1 >

这 委 实 是 个 令 人 惊 讶 的 宣 告 。施洗约 

翰 曾 宣 告 神 在 末 世 要 来 临 ， 就是实现朱世 

的 盼 望 及 至 弥 赛 亚 世 代 的 顶 峰 „ 但耶针却 

说 弥 赛 亚 的 应 许 已 真 正 在 他 身 上 应 验 了 ， 

这 并 非 一 个 到 末 日 才 来 的 国 度 ， 而是现在 

就 有 的 救 恩 。 在 这 里 ， 耶稣没有宣告末日  

的 国 度 快 要 来 临 ， 祂 反 而 大 胆 地 宣告 天 国  

已 经 降 临 了 。 天 国 的 降 临 是 一 件 已 发 生 的  

事 情 ， 也 是 神 恩 忠 的 作 为 。 这并不是新的 

意 念 、 新 的 神 学 思 想 ， 或 新 的 应 许 ，

历 史 中 一 个 新 的 史 实 。

在 耶 穌 回 答 有 关 禁 食 的 提 问 中 ，亦显 

示 了 上 述 应 许 已 经 应 验 。 “新郎和陪伴之 

人 同 在 的 时 候 ， 陪 伴 之 人 当 能 禁 食  

郎 还 同 在 ， 他 们 不 能 禁 食 。’’ （可二 

在 犹 太 教 中 ， 婚 荽 成 了 实 现 弥 焚 亚 規  

象 征 。 耶 穌 用 上 文 宣 告 弥 赛 亚 时 代  

已 来 临 《 因 此 ， 若 门 徒 在 享 受 弥 $ 百衫 

fid批 sir i O 谅 时 . 讲 行 续 食 ， $卩所 带 来 的 祝 福 时 ， 进 行 禁 食

因 为 时 候 已 经 满 了  ’应 许
已实规 1

在 马 太 描 音 和 路 加 福 中

盾 了  

中 ，

现 ： “看 见 你 们 所 呀 凡 叩 ， : 先 知 和 3

了 。 我 告 诉 你 们 ， 从 前 有 要 昕 丨

都 有 提 及 旧 约 的 盼 望 已  

‘看 见 你 们 所 希 见 的
那 眼 咕

和君

要 看 你 们 所 看 的  

所 听 的 ， 却 没 有 昕 见  

参 太 十 三 〗 6 、 1 7 >

却 没 有 看 见 ， a ^  

’， （路 十 ‘” • 

马太和路加均弓丨

一 段 话 ， 与 天 国 相 提 并 论 ’

而 柯 者 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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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户 成 了 规 今 的 经 历 。 许 多 君 王  

人的盼 H r 盼 望 ， 但 他 们 的 盼 望 却 落  

b 痄 知 邵 的 并 没 有 临 到 。 然 而 ， 他% 为所盼

二 丨 祯 以 待 的

如 今 已 成 为 事 实 ， 也

们 ^ ”^ 说 许 的 弥 费 亚 救 恩 。

即 适 神 问 邯 朴 关 於 要 来 的 那 一 位 ，
耶

好的

失现了

次 肯 定 那 应 许 已 经 在 历 史 中  
答押二 + 一 2 3 ) 。 “基 瞀 （即 弥 赛

i T  ( ^  ' ....... m

你 的 ” 其 实 不 符 合 约 翰 的 宣 告 。 因 

助 邡 么 孩 戾 的 君 王 ， 并 没 有 受 到 火  

为 橡 ^ 耶 峠 也 没 有 引 进 末 日 的 国 度 ， 他 

的 : 处 报 助 人 。 耶 科 给 约 翰 的 答 案 ’ 范 

赉 ® 书 三 十 五 章 15至 6 节 对 弥 赛 亚  

的 应 许 ： ‘‘你 们 去 ， 把 所 听 见 • 所 看  

告 诉 ^ 翰 。 就 是 陆 子 看 见 ， 舸 子 行  

走 长 大 麻 风 的 洁 净 ， 葑 子 听 见 ， 死 人 复  

活’，穷 人 有 福 音 传 给 他 们 。” （太^■■一4 、 

5)’就 这 样 ， 耶 稣 宣 称 弥 赛 亚 救 恩 的 福 乐  

己经来临。 约 翰 的 疑 惑 其 实 是 合 理 的 ’ 因 

为 应 许 的 实 现 方 式 是 如 此 出 人 意 表 。 再  

者，这 世 代 的 完 结 又 是 遥 不 可 及 。亊 实 上 ， 

耶 穌 的 答 案 主 要 说 明 无 须 等 到 世 代 终 结 ，

应 许 就 已 经 开 始 应 验 了 。 所 以 ， 耶 穌 说 那  

些 不 因 弥 赛 亚 跌 倒 的 有 福 了  （太 十 一  6 > 。

总而言之， 应 许 的 确 已 经 实 现 ， 然 而 ， 末 

日还未结束。

将 天 国 已 来 临 这 事 实 表 达 得 扱 淸 晰 的  

地方， 莫 过 於 在 耶 稣 讲 论 撒 但 被 捆 绑 的 经  

文里。 耶 稣 在 世 的 工 作 其 中 一 个 特 征 ， 就  

是赶鬼—— 将 人 从 撒 但 权 势 下 拯 救 出 来  

连 法 利 赛 人 也 承 认 耶 稣 这 方 面 的 能 力 ， 只 

是 他 们 将 它 归 功 於 撒 但 而 已 。 但 耶 穌 却  

说 ：“若 撒 但 赶 逐 撒 但 ， 就 是 自 相 纷 争

他 的 国 怎 能 站 得 住 呢 ？ .....我 若 笳 着 神 的

灵 赶 鬼 、 这 就 是 神 的 国 临 到 你 们 了  

^ 太 十 二 ‘2 6 、 2 8 ) 这 里 的 动 词 淸 晰 显 示  

已 络 来 到 ” 的 意 思 （罗 九 3 0 ; 林 后  

W ; 抑 三 1 6 > 。 这 实 在 是 个 淸 淸 楚 楚 、 毫 

$ 含 糊 的 宣 告 ： 神 的 国 已 临 到 人 间

耶 时 接 着 解 释 说 ： “人 怎 能 进 壮 士 家  

’抢 夺 他 的 家 具 呢 ？ 除 非 先 捆 住 那 壮  

抓1 才 可 以 抢 夺 他 的 家 财 。，， （太 十 二 29 )  

士 就 是 撒 但 ， 这 “罪 恶 的 世 代 ” （加

的 工 作 了 。 在 这 末 世 （就是  
^ 披 奴 、 令 他 岭 _ _ 候 ）完结  

1 ， 神 王 权 的 统 治 已 透 过 耶 料 临 到 人 类  

历 史 中 。 耶 稣 已 经 捆 绑 了 撒 但 （即削弱了  
他 的 能 力 ）。 这 是 藉 着 耶 穌 传 道 的 工 作 ， 

使 天 国 降 临 所 成 就 的 结 果 。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章 1 8 节 亦 有 类 似 的 记  

载 。 耶 针 差 派 门 徒 出 去 传 道 ， 他 们 跟 耶 稣  

一 样 ， 同 是 宜 告 天 国 近 了 （路 十 9 > ， 并 

且 赶 鬼 。 当 他 们 回 来 报 告 他 们 如 何 成 功 ， 

耶 稣 说 ：“我 曾 看 见 撒 但 从 天 上 坠 落 ， 像 

闪 电 一 样 。’’（路 十 1 8 > 这 也 是 暗 喻 式 的  

用 语 ， 坚 定 地 说 明 在 耶 稣 及 门 徒 的 工 作  

中 ， 已 经 令 撒 但 从 权 势 中 坠 落 了 。“捆 绑 ”

和 “坠 落 ”这 两 个 暗 喻 都 指 出 同 一 个 真 理 ， 

就 是 天 国 已 经 胜 过 撒 但 。

这 就 是 耶 稣 与 旧 约 及 一 切 当 代 犹 太 教  

信 仰 迥 异 之 处 。 先 知 认 为 国 度 是 由 一 位 屈  

天 的 超 然 人 物 建 立 的 （但七  > ， 或 是 由 一  

位 满 有 权 能 、 从 大 卫 而 生 的 弥 赛 亚 君 王 所

管 治 的 （赛 九 ， "I--- >。 在 先 知 书 里 对 弥

赛 亚 的 盼 望 ， 常 是 末 世 的 盼 望 。 犹 太 作 者  

由 於 对 历 史 现 实 绝 望 ， 也 将 一 切 希 望 寄 托  

於 将 来 ， 故 他 们 与 旧 约 先 知 亦 持 相 同 意  

见 。 然 而 ， 犹 太 拉 比 其 实 亦 有 关 於 国 度 的  

现 在 意 义 的 教 义 。 当 一 个 人 归 信 犹 太 教 及  

接 受 律 法 ， 他 就 负 起 了 天 国 的 轭 ， 即是 神  

的 主 权 。 每 天 重 复 背 诵 认 信 祷 文 （即 申 六  

4 - 1 0 > ， 就 等 於 不 断 地 背 负 神 主 权 的 轭 。 

然 而 ， 在 这 一 切 亊 上 ， 神 并 不 主 动 h =  

L 袖 已 把 律 法 颁 布 给 以 色 列 人 ， 但 池 亦

随 时 ® 意 接 纳 悔 改 的 罪 人 。 : =  

完 全 是 人 的 责 任 ， 而 神 只 会 在 今 世 ▲ 时

才 降 人 誠 _ ® ， 祕 所 宣 讲 的 天  

国 ， 取 主 动 ，继 续 作 工 。亊 实 上 ，

在 ， 其 实 狀 ^ # 日 才 _ 的 国 度 也 是 如  
神 领 受 的 。 在 末 日 不 一 +

^ 鱿 垦 他 的 “家 ”， 而 那 些 被 鬼 附 的  

士 他 的 “家 具 ，，。 耶 稣 已 攻 占 了 这 沾  

家 ， 从 他 那 里 抢 救 了 屈 於 自 己 的 人 ，

此
领 受 的 。 抗 白 白 承 受 那 国 度 （太二十  

， 因 为 人 找 衫 永 生 的  

五 3 〇 。 _ 将 进 入 天 国 （可 问 题 时 （可十



1310 shen gu6

十 2 3 、 2 4 > 与 承 受 永 生 的 礼 物 （可 十 3 0 >  

相 提 并 论 ， 显 示 二 者 有 相 同 意 义 。 天 国 是  

一 份 礼 物 ， 是 天 父 乐 意 賜 予 耶 穌 的 羊 群 ， 

也 即 地 的 门 徒 的 （路 十 二 3 « 2 ) 。

如 果 神 在 未 来 国 度 的 统 治 会 为 池 的 子  

民 带 来 福 扯 ， 而 天 国 又 是 在 末 世 来 临 前 介  

入 历 史 的 话 ， 那 么 我 们 就 可 期 望 神 现 今 的  

管 治 能 使 地 的 子 民 初 尝 福 泽 了 。 这 事 实 在  

多 处 经 文 中 反 映 出 来 。 天 国 是 现 在 要 追 求  

的 （太 六 3 3 ) ， 而 且 要 像 孩 子 接 受 礼 物 般  

接 受 它 （可 十 1 5 ; 路 十 八 1 6 、 1 7 > 。 虽 然  

它 出 现 的 方 式 是 出 人 意 表 ， 但 在 耶 稣 身 上  

实 现 的 天 国 ， 却 像 隐 藏 的 财 宝 或 极 贵 重 的  

珍 珠 ， 是 值 得 变 卖 一 切 去 得 着 它 的 （太 十  

三 4 4 - 4 6 ) 。 神 所 搜 下 的 国 包 括 聋 子 可 听  

见 、 瞎 子 得 看 见 、 长 大 麻 风 的 得 洁 净 ， 以 

及 穷 人 有 福 音 传 给 他 们 听 （太 十 一 5 ) 。 

天国的奥秘

“奥 秘 ” 就 是 藏 在 神 心 中 的 真 理 ， 到  

了 时 候 才 向 人 启 示 出 来 （参 罗 十 六 2 5 、 

2 6  > 。 所 谓 天 国 的 奥 秘 （太 十 三 丨 1 ; 可 四

就 是 ： 在 末 日 来 临 之 前 ， 天 国 以 出  

人 意 表 的 方 式 ， 透 过 耶 稣 在 历 史 中 的 工 作  

而 降 临 人 间 。 耶 钟 的 比 喻 就 阐 述 了 这 奥 秘  

( 太 十 三 ； 可 四 > 。 现 代 学 术 界 普 遍 同 意  

有 两 个 重 要 原 则 去 解 释 比 喻 ： 第 一 ， 比 喻  

并 非 寓 言 ， 而 是 从 日 常 生 活 中 取 材 的 故  

事 ， 基 本 上 只 包 含 一 个 真 理 。 第 二 ， 比 喻  

必 须 从 耶 稣 传 道 的 生 活 背 景 去 解 释 。

马 可 福 音 四 章 2 6 至 2 9 节 的 比 喻 并 非  

讲 述 成 长 的 阶 段 ， 而 是 表 明 “地 生 五 穀 是  

出 於 自 然 的 ” （第 2 8 节 ）。 天 国 是 神 所 统  

治 ， 是 超 自 然 的 事 ， 不 是 人 为 的 工 作 。

撒 种 的 比 喻 （太 十 三 3 - 9 、 1 8 • 2 3 > 

不 是 要 说 明 神 的 话 语 有 4 种 昕 众 ， 而 是 阐  

明 人 必 须 接 受 ‘天 国 的 道 ， 否 则 不 能 结 果 。 

换 句 话 说 ， 耶 料 所 宣 告 和 体 现 的 国 度 是 要  

人 有 回 应 ， 才 能 生 效 的 。

麦 子 和 稗 子 的 比 喻 （太 十 三 2 4- 3 0  ) 

旨 在 教 导 虽 然 末 世 的 审 判 ， 将 善 恶 分 别 开  

来 的 日 子 尚 未 到 ， 但 天 国 已 经 实 实 在 在 地  

临 到 历 史 中 。 两 者 会 一 同 生 长  < 太 十 三  

3 8 ) , 直 到 末 日 的 审 判 ， 它 们 才 会 分 开 。

芥 菜 种 和 面 酵 的 比 喻 （太 十 三 3 丨 - 3 3 >  

旨 在 对 比 现 今 的 渺 小 和 将 来 的 伟 大 。 它 的  

赏 点 不 在 於 天 国 由 小 开 始 的 发 展 过 程 。 事

实 上 ， 耶 稣 从 来 没 有 谈 及 神 的 统 治 如 0 

展 。 在 此 ， 池 是 要 阐 明 现 在 好 像 一 粒 , ^

子 的 一 群 人 --------个 加 利 利 先 知 和 〜 小

跟 随 者 -----有 一 天 会 成 为 一 棵 大 树 。

藏 宝 和 寻 珠 的 比 喻 （太 十 三 忉 .16| 

旨 在 教 导 那 表 面 看 来 毫 不 觅 要 的 国 ，

值 得 人 尽 一 切 力 贵 去 得 舂 它 。

撒 网 的 比 喻 （太 十 三 4 7 - 5 0 ) 说明作 

的 国 招 聚 了 各 种 人 。 就箅在耶稣的丨、1  

中 ， 也 有 一 个 叛 徒 。 然 而 ， 到了末日，丨 

人 便 会 从 恶 人 中 分 别 出 来 。

天 阀 与 教 会

马 太 福 音 记 载 耶 稣 谈 及 教 会 的 ~ 自  

话 。 当 时 ， 耶 稣 对 彼 得 说 ： “你是彼得， 

我 要 把 我 的 教 会 建 造 在 这 磐 石 上 ；阴间的 

权 柄 不 能 胜 过 他 。 我 要 把 天 国 的 钥 匙 给  

你 ，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捆 绑 的 ， 在天上也要捆 

绑 ；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释 放 的 ， 在天上也要释 

放 。” （太 十 六 1 8 、 1 9 >  “教 会 ”一词，在 

这 里 并 不 能 从 日 后 的 历 史 发 展 来 理 解 ，而 

是 要 根 据 旧 约 背 最 和 耶 稣 当 时 的 工 作 来 解  

释 。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中 ， “教 会 ” 常用来表 

示 神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人 聚 在 一 起 （申四丨〇, 

九 1 0 , 十 4 ， 十 八 1 6 ) 。 耶稣常提到人进 

入 天 国 或 在 天 国 里 （太 H H ; 路十六 

1 6 ; 参 太 二 十 一 3 1 , 二 十 三 1 3 ; 参路十 

一 5 2  > 。 他 称 那 些 接 受 天 国 的 道 的 人 为  

“天 国 之 子 ” （太 十 三 3 8 >  ; 在另一处則 

称 他 们 为 那 承 受 末 日 国 度 的 “小 群 ”（路 

十 二 3 2 > 。 因 此 ， 耶 稣 用 “教 会 ”这词指 

神 的 一 群 新 子 民 ， 就 是 新 以 色 列 ，与有形 

的 架 构 和 组 织 无 关 。 在 耶 穌 的 时 代 ，教会 

就 是 那 些 因 为 忠 於 耶 稣 而 聚 在 一 起 的 少 数  

门 徒 。

教 会 不 等 於 天 国 。 天国是指神的统管  

及 被 祂 统 管 的 范 畴 。 在 现 今 的 世 代 ，这完 

全 是 无 形 的 、 厲 灵 的 国 度 （参西一

1 3 ) ; 在 来 世 ， 他 统 治 的 范 畴 会 是 普 世  

的 。 教 会 是 天 国 的 子 民 —— 那些接受天 ®  

( 可 十 1 5  > 而 因 此 得 着 神 管 治 之 福 的 人  

( 太 十 一 1 U 。 教 会 的 诞 生 是 天 国 的 工 作 * 

是 神 透 过 耶 穌 的 统 管 而 作 成 的 。 教会要力 

天 国 作 见 证 （太 二 十 四 丨 4 ; 路十  

会 是 天 国 在 世 上 的 器 皿 。 正 如 天 国 藉 0  

稣 及 她 所 差 逍 的 门 徒 而 作 工 ， 这国度也$  

继 续 透 过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门 徒 而 工 作 。教会



sh6n g u 6  1311

$  “死 亡 的 权 势 ”争 战 ，但 教 会 却 会 得 胜 ， 

肖 为 她 是 神 的 治 权 、 天 国 的 器 皿 。

教 会 是 天 国 的 守 护 者 ^ 在 拉 比 的 观 念  

中，以 色 列 就 是 天 国 的 守 护 者 ， 因 神 将 律  

法交 给 以色列 。 怛 如 今 教 会 却 要 成 为 天 国  

的 守 护 者 （参 太 二 十 四 丨 4 > 。 教 会 因 此 要  

执 行 赦 罪 或 不 赦 罪 的 工 作 （参 约 二 十 2 3 ) 。 

神 要 从 以 色 列 这 本 是 “天 国 之 子 ” 的 手 中  

夺 去 这 国 度 （太 八 丨2 ) ， 将 她 賜 给 一 群 新  

的 子 民 （太 二 十 一 4 3 ; 可 十 二 9 ) 。

小姑

耶 穌 的 教 训 是 以 启 示 文 学 的 二 元 论 为  

经，以 由 一 宗 神 圣 的 普 世 事 件 所 开 启 的 末  

世为纬。 然 而 ， 祂 与 犹 太 作 者 相 异 ， 但 与  

先 知 相 同 之 处 ， 在 於 祂 基 本 上 所 关 心 的 ， 

并 非 将 来 的 亊 ， 而 是 祂 的 子 民 现 今 的 道 德  

和SS灵 境 况 。 此 外 ， 祂 恢 复 历 史 和 末 世 之  

间的张力。 如 众 先 知 一 般 ， 祂 宣 告 了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审 判 （太 十 一 2 1- 2 4 ， 二 十 三  

3 8 ; 可 十 二 9 ; 路 二 十 一 2 4 ) 。 研 究 橄 榄  

山上的汫论， 就 发 现 耶 穌 几 乎 将 耶 路 撒 冷

在 历 史 上 的 沦 陷 （路 二 H---- 2 0 > 与 末 世

的 敌 基 督 （太 二 十 四 1 5 > 混 为 一 谈 ， 实 

准 准 确 地 将 两 者 区 分 。 事 实 上 ， 整 个 福 音  

与 犹 太 启 示 文 学 不 同 之 处 ， 在 於 它 认 为 末  

日 国 度 来 临 的 唯 一 原 因 ， 就 是 天 国 已 经 藉  

耶 稣 本 人 及 工 作 ， 先 降 临 在 人 类 的 历 史  

中。

新 约 其 他 书 卷  

约 翰 裥 音

在 约 翰 福 音 记 载 耶 稣 的 教 训 中 ， 永 生  

的 观 念 取 代 了 天 国 的 观 念 。 整 卷 书 只 有 两  

次 提 到 天 国 （约 三 3 、 5 ) ， 且 都 与 永 生 连  

在一起。 这 m 所 提 的 天 国 ， 是 指 末 世 以 后  

的国度，而 永 生 则 是 国 度 里 的 生 命 。所 以 ， 

正 如 在 符 类 福 音 中 ， 天 国 是 包 括 将 来 及 现  

在，故 永 生 也 包 括 来 世 的 生 命 （约 十 二  

2 5 > 及 今 生 的 福 气 （约 三 1 6 等 ） 。

使 徙 行 传

使 徙 行 传 记 载 一 群 早 期 的 门 徙 ， 他 们  

不 明 白 耶 稣 所 传 有 关 天 国 的 信 息 ， 不 知 道  

天 国 可 指 今 生 厲 灵 的 福 气 。 因 此 ， 他 们 聚  

在— 起 等 待 末 日 的 国 度 降 临 以 色 列 （徒 一  

6 ) » 使 徒 行 传 也 记 述 门 徒 继 续 传 讲 天 国  

信息 ， 但 通 常 都 是 指 末 世 之 后 才 有 的 福 祉

(徒八丨2 ， 十 四 2 2 ， 十 九 8 , 二 十 2 5 ，二 

十 八 2 3 、 3 丨 >。 然 而 ， 上 述 锻 后 两 段 经 文  

则 将 天 国 等 同 於 耶 穌 基 飪 的 福 荭 。

使 徒 行 传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主 题 ，是与天  

国 有 关 的 。 五 旬 节 那 天 ， 彼 得 宣 讲 神 已 叫  

耶 穌 坐 在 她 宝 座 的 右 边 ， 应 验 了 诗 篇 一 百  

一 十 篇 1节 （徒 二 3 3 - 3 5 )。 这 诗 篇 预 言 大  

卫 王 后 裔 在 耶 路 撒 冷 登 基 。 彼 得 却 说 耶 稣  

如 今 在 天 上 成 就 了 这 预 言 。 所 以 ， 神立池  

为 主 为 基 督 （弥 赛 亚 ）。 这 两 个 用 语 是 可  

互 换 的 ： “主 ” 即 最 高 的 君 权 ，而 “基 籽 ” 

则 是 弥 赛 亚 君 王 。

保 萝 朽 位

保 罗 把 受 舟 的 王 基 督 在 天 上 掌 权 这 主  

题 ， 作 进 一 步 演 绎 。 这 国 度 既 是 来 世 的 产  

业 （林 前 六 9 ， 十 五 5 0 ; 加 五 2 1 ; 弗 五  

5 ; 帖 前 二 1 2 ; 帖 后 一 5 ; 提 后 四 1、 丨8>， 

也 是 信 徒 今 生 可 承 受 的 福 气 （罗 十 四  

1 7 ; 西一  1 3 ) ; 关 键 就 在 於 耶 稣 乃 飛 商  

统 治 者 及 弥 赛 亚 君 王 ， 而 这 两 个 身 分 是 可  

互 换 的 。 耶 穌 现 在 已 被 高 举 为 万 有 之 主  

( 腓 二 1 1 )。 虽 然 他 的 君 权 是 眼 看 不 见 的 ， 

但 祂 再 降 临 时 ， 便 会 彰 显 出 来 。 同 样 ， 因 

为 耶 穌 的 复 活 和 升 天 ， 祂 被 封 为 弥 赛 亚 君  

王 ， 且 要 挙 权 作 王 ， 直 到 “神 把 一 切 仇 敌  

都 放 在 他 的 脚 下 ” （林 前 十 五 2 5 ; 弗 一  

2 2 > 。 那 最 后 要 毀 灭 的 仇 敌 就 是 死 亡 。 

启 示 录

启 示 录 的 中 心 信 息 ， 就 是 神 救 赎 计 划  

的 完 成 ， 那 时 ， 世 上 的 国 成 了 我 主 和 基 督  

的 国 （启 H 。 启 示 录 描 绘 教 会 如 何  

在 敌 对 的 世 界 中 受 逼 迫 ，但 同 时 向 教 会 保  

证 莛 督 已 经 胜 过 罪 恶 的 权 势 （启 五 5 

藉 此 ， 他 般 终 亦 能 毁 灭 它 （启 十 九 H 至 

二 十 1 4 )。 同 样 ， 蕺 终 要 被 毁 灭 的 仇 敌 就  

是 死 亡 （启 二 十 1 3 、 启 示 录 极 后 以  

一 幅 极 具 象 征 意 义 的 天 国 图 画 作 结 （启二  

十 一 ， 二 十 二  那 时 ，神 要 住 在 人 当 中 ，

人 要 “见 他 的 面 ” （启 二 十 二 4 ) 。 因 此 ， 

新 约 就 以 这 样 的 主 题 作 结 ： 在 混 乱 的 世 界  

中 ，恢 复 神 圣 的 秩 序 。其 实 ，这 正 是 天 国 。

George E. Ladd

参 "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 比 喻 ' 1 5 4 :  • 世 代 • 1 4 4 5 :  • 启 示 文 学 "

1 1 7 9 〇

参考书目：G .E.  L a d d  , J e s u s  a n d  f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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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n g d o m ;  G .  L u n d s t r o m .  The  K i n g d o m  o f  

G o  d  in  th e T e a c h i n g  o f  J e s u s ;  A . J .  

M c C l a i n ,  The  G r e a t n e s s  o f  th e  K i n g d o m ;  

R.  S c  h n a  c k e n b u  r g  , G o  d  s  R u l e  a n d  

K in g d o m ;  E . F .  S c o t t .  The  K i n g d o m  o f  G o d  

in  t h e  N T  a n d  T h e  K i n g d o m  a n d  t h e  

M e s s i a h ;  G .  V o s .  T h e  T e a c h i n g  o f  J e s u s  

C o n c e r n i n g  the  K i n g d o m  o f  G o d  a n d  the  

C h u r c h  •

祌迹
Miracle
s h 6 n j i

一 些 似 乎 违 反 自 然 的 事 件 ， 而 这 些 事  

件 是 神 向 人 显 明 自 己 的 一 个 行 动 。 传 统 的  

定 义 假 设 神 迹 是 违 反 自 然 定 律 的 ， 但 基 於  

下 列 两 个 原 因 ， 这 是 一 个 不 正 确 的 定 义 。 

首 先 ， 圣 经 中 许 多 神 迹 是 利 用 大 自 然 的 现  

象 ， 而 不 是 避 开 它 （例 如 ， 用 强 风 把 红 海  

分 开 ， 出 十 四 ‘2 1 > 。 其 次 ， “绝 对 自 然 定  

律 ” 的 观 念 已 不 存 在 ， 一 些 不 能 即 时 给 予  

解 释 的 现 象 （如 一 些 类 星 体 ）， 可 能 只 是  

现 在 科 学 所 未 通 晓 的 定 律 而 已 。 从 圣 经 看  

神 迹 ， 信 心 是 决 定 性 的 元 素 。 从 大 自 然 的  

现 象 入 手 ，并 不 能 正 面 或 反 面 证 实 “神 迹 ” 

的 存 在 。 纵 然 一 件 事 情 的 发 生 看 上 去 是 很  

自 然 ， 但 发 生 的 时 间 和 过 程 却 可 以 是 神  

迹 。 强 调 一 贯 的 理 性 主 义 者 为 了 证 明 信 心  

的 必 要 ， 他 会 把 任 何 标 为 神 迹 的 事 件 都 归  

类 於 未 能 解 释 的 自 然 现 象 ， 而 不 接 受 另 一  

个 解 释 ， 就 是 神 迹 是 神 千 预 世 上 活 动 的 标  

志 。 神 迹 启 示 是 很 重 要 的 ， 神 每 一 次 所 行  

的 神 迹 并 不 单 是 一 件 叫 人 敬 畏 的 “奇 迹 ”， 

而 是 把 人 引 到 m 自 己 面 前 来 的 “标 记 ”。

神 迹 的 字 汇

在 旧 约 ， “神 迹 ” 和 “奇 事 ” 是 两 个  

经 常 一 起 出 现 的 字 汇 （单 是 申 命 记 已 出 现  

了  9 次 之 多 ， 申 四 3 4 , 十 三 1 等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用 来 表 达 “奇 事 ”的 词 汇 不 止 一 个 ， 

其 中 一 个 是 指 来 自 超 自 然 力 里 的 奇 妙 作  

为 ， 而 另 一 个 则 指 人 所 不 能 明 白 的 事 情 。 

大 致 上 两 词 都 是 同 义 的 ， 同 是 表 达 神 在 历  

史 中 护 佑 人 的 作 为 。 “神 迹 ” 是 指 神 所 行  

的 亊 迹 ， 这 亊 迹 是 神 正 在 控 制 世 亊 的 表  

记 ， 并 且 是 神 显 明 与 其 子 民 同 在 的 明 证 。

‘神 迹 奇 事 ’
这 词 也 耷 垴

文 中 （参 太 二 十 四 斯 约  

4 8 ; 徒 二 4 3 ) 。 第 三 个 用 十  

这 词 常 出 现 在 符 类 福 音 中 ，

里 显 明 祂 自 己 的 大 能 作 为  

‘‘工 作 ” 或 所 作 的 “事 ，，° ， 四个、  

在 约 翰 福 音 中 提 及

可 十 i t  ' 

询堪

是指神在“

约 翰 用
耶 穌 里 显 明 了 他 的 工 作 虽 指 出 神 在  

常 都 是 同 义 的 （首 3 个 询 同 时 用 词 通  

五 i a ; 帖 后 二 9 ; 来 二 幻 ， + 

神 迹 3 个 不 同 的 层 面 。 “神 迹 ■„ 2 也t en 

性 的 意 义 ， 指 向 神 的 启 示 ； .‘异 

行 动 背 后 的 能 力 ； 所 作 的 ■ . 取 ，，卜 

后 计 划 神 迹 的 那 位 ， 而 “奇 事 ，，^ 二 ”  

迹 能 使 看 见 的 人 产 生 敬 畏 „

用 来 形 容 神 迹 的 词 语 虽 多 ，但 幼  

的 莫 过 於 “神 迹 ”。 上述各词语只能表达  

某 种 特 殊 的 含 义 ， 但 是 由 於 含 意 广 泛 8 

糊 ， 在 现 今 的 世 代 M , 容 易 引 起 误 解 ，推 

有 “神 迹 ” 一 词 才 能 表 达 其 超 然 性 ，而不 

致 於 模 梭 两 可 。有 些 人 故 意 避 免 用 “神迹” 

这 字 眼 ， 而 改 用 其 他 词 语 ， 结果必然不能

达 意 t

约 中 的 神 迹

在 希 伯 来 人 的 观 念 里 ， 神迹就是神的 

为 。 因 此 ， 大 自 然 本 身 也 是 一 个 神 3 

^ 五 9 、 1 〇 ; 诗 八 十 九 <；, 一 〇六 m  

听 施 恩 的 行 动 或 助 其 得 胜 敌 人 的 丰 件 ， 

按 称 为 神 迹 （创 二 十 四 1 2 - 2 7 ; 撒上十 

2 3 > ， 大 自 然 的 秩 序 完 全 在 耶 和 华 的 f  

之 中 ， 因 此 一 件 神 迹 之 所 以 被 察 1  

， 并 不 在 於 其 超 自 然 的 本 质 ， 而 

S 的 作 用 。 这 概 念 与 救 恩 历 史 白 防 

常 重 要 的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必 ; = # 在

免 得 对 轰 轰 n 二 一  

命 记 十 三 章 1 至 4 节 的真伪； 

S 以 神 迹 奇 亊 来 鉴 定 一 丨  

闻 认 一 个 真 先 知 ， 必 先

在 旧 约 中 ， 只 有 在 救 = 地字宙的 

t 有 神 迹 出 现 。 许 多 人 ^ 二 f t l t t t记并

-个 神 迹 ， 但 实 际 上

.启小上！̂
迹 ， 必 观 菊 匕 ； 一 士 的 责 萝 叼

它 与 神 的 子 民 在 历 史 上

」创 造 当 作 一 个 神  

[I 迹 ， 必 须 看 它 是 否 ^  ^的资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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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 要 时 刻 如 出 埃 及 、 征 服  

6 沒#  ̂  戈 抵 抗 拜 巴 力 的 潜 伏 危 机

钱 有 一 个 特 色 和 主 题 — 世 

涛• 年 代 记 ； 创 世 记 中 的 神 迹 一 使  

^ 工 _ - 洪 水 、 巴 别 塔 等 — 全 

所多 妈 的 亦 惊 逆 m 的 人 身 上 的 菸 怒  

杯 跋 系 神 一 面 - — 神 对 不 厲 池 的 人 之  

教恩历史的

承判•， 及 的 神 迹 有 两 个 焦 点 ： 十 灾 显 示  

大 能 远 胜 埃 及 诸 神 ， 旷 野 中 的 神  

神 ^ 弋 二 对 子 民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怀 和 保  

迹贝1jf灾 尤 其 有 趣 ， 因 为 每 — 灾 皆 指 向 埃  

护* ^ 神 祇 ， 并 显 出 耶 和 华 是 唯 一 的 主  

及 一 ^ 主 题 信 息 可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七 章 5 节 

= 曰 在 其 后 的 经 文 中 不 断 重 复 （参 出 七  

i7 八 6 丨 8 , 九 1 4 、 1 6 、 2 9 ， 十 一  12>:

‘‘我 伸 手 攻 击 埃 及 ， 将 以 色 列 人 从 他 们 中  

间 领 出 来 的 时 侯 ， 埃 及 人 就 要 知 道 我 是 耶  

和华/ ，这 样 看 来 ， 十 灾 不 单 是 指 向 埃 及  

人，也 向 以 色 列 人 宣 告 一 个 重 要 的 信 息 ， 

就 是 他 们 的 神 会 在 埃 及 人 面 前 替 他 们 伸

冤，在 最 重 大 的 神 迹 -----过 红 海  这 信

息 特 别 明 显 。 十 灾 的 灾 情 是 愈 来 愈 严 重  

的，而 且 可 以 分 作 3 个 段 落 ， 每 段 落 有 3 

灾，最 后 的 杀 长 子 为 高 潮 。 每 一 段 落 都 有  

- 引 言 指 明 所 降 3 灾 的 目 的 ： 第 一 部 分 的  

主 题 是 耶 和 华 的 大 能 （出 七 17: “我 是 耶  

和华，’> ; 第 二 部 分 的 主 题 是 耶 和 华 神 参  

与 地 上 的 事 （出 八 ‘2 2: “我 是 天 下 的 耶 和  

华 第 三 部 分 的 主 题 是 神 启 示 他 自 己  

(出九U 、 16: “在 普 天 下 没 有 像 我 的  

在 每 一 段 落 中 ， 灾 难 的 严 重 程 度 都 渐 次 把  

神 的 子 民 和 埃 及 人 分 隔 开 来 。

旷 野 中 的 神 迹 与 飘 流 时 期 各 项 事 件 的  

主 趟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神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临 迫  

切 的 骷 求 时 试 验 他 们 ； 当 他 们 转 向 他  

时，他 就 亲 自 保 护 他 们 。 故 亊 的 基 本 结 构  

振 中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要 求 上 ， 这 些 要 求 使 以  

^ • 列 人 产 生 怨 言 ， 怨 言 之 后 就 是 摩 西 替 他  

^ 代 求 * 踉 着 是 神 亲 自 介 入 。 神 迹 与 祌 的  

罚 相 间 出 现 ， 当 以 色 列 人 的 怨 言 到 了 一  

无 可 忍 受 的 程 度 时 ， 神 就 向 他 们 施 行 惩  

供’其 中 的 因 索 是 双 方 面 的 ： 神 应 许 给 予  

两 而 神 的 子 民 需 要 服 从 神 ， 神 迹 使 这  

义 面 发 生 功 效 ， 那 就 是 说 有 权 利 亦 要 有  

’ 以 色 列 人 要 受 考 验 ， 看 他 们 是 否 忠

神 迹 是 神 的  

----子民时就把 |

，， 以 色 列 人 则 必 须 回 应 神 ， 他们的  

应 就 决 定 了 他 们 在 耶 和 华 手 中 接 受 祝  

福 ， 还 是 接 受 惩 罚 。

联 合 王 国 时 期 ， 神 迹 显 著 地 消 失 。 这 

是 — 个 自 足 的 时 代 ， 神 透 过 这 王 国 来 工  

作 ， 没 有 直 接 千 预 以 色 列 民 的 生 活 ， 原因  

是 以 色 列 人 对 末 世 的 盼 望 已 在 圣 城 和 圣 殿  

中 实 现 ， 而 且 圣 城 和 圣 殿 的 存 在 使 这 盼 望  

具 体 化 ， 故 此 在 预 备 进 入 王 国 时 期 的 时  

候 ， 神 在 以 色 列 民 之 内 而 不 是 在 他 们 以 外  

作 工 。

到 了 先 知 时 期 ， 悄 况 便 有 所 不 同 。 在 

以 利 亚 和 以 利 沙 的 时 代 ， 常 有 神 迹 出 现 。 

这 时 以 色 列 人 开 始 背 叛 神 ， 在 亚 哈 和 耶 洗  

别 的 统 治 下 ， 以 色 列 人 转 向 外 邦 宗 教 和 敬  

拜 巴 力 ； 希 伯 来 的 宗 教 信 仰 受 到 威 胁 ， 因 

此 需 要 有 超 自 然 的 方 法 去 应 付 。 这 时 期 的  

神 迹 奇 亊 比 旧 约 任 何 时 代 的 更 奇 沙 ， 也更  

明 显 ， 其 中 许 多 神 迹 可 与 出 埃 及 时 的 神 迹  

相 比 ， 也 许 是 隐 喻 以 利 亚 为 第 一 个 摩 西 ， 

重 新 建 立 对 耶 和 华 的 敬 拜 。 与 出 埃 及 时 期  

相 对 的 神 迹 有 ： 向 巴 力 祭 司 的 挑 战 《王上  

十 八 ； 出 七 ）， 神 在 何 烈 山 以 暴 风 、地籐  

和 火 焰 显 现 （王 上 十 九 ； 出 十 九 ）， 以及  

约 但 河 水 分 开 （王 下 二 8 、 出十四  

许 多 神 迹 的 作 用 是 要 表 明 巴 力 的 无 能 ， 如 

旱 灾 迦 密 山 上 的 比 试 ，以 及 食 物 的 供 应 。 

这 些 神 迹 再 一 次 证 明 ， 神在历史中白=  

是 要 把 池 自 己 启 示 出 来 ， ^ 时 也 是 为 P  

伸 者 伸 冤 向 m 的 敌 人 施 行 惩 罚 。

使 者 知 书 中 ， 神 迹 并 不 = 生 信 :

( 他 们 的 r 二 ^ 二 二 关  

个 例 外 的 但 以 理 。 在 约 拿  
希 西 = 并 不 是 要 显 给 尼 尼 微 人

看 ， 而 是 ； 5 二 务 ， 作 耶 和 华 的 代 言  
他 们 去 尚 负 = 乂 所 指 的 方 向 则 相  

人 。 在 但 以 理 书 二 ’祌 ， 列 王 纪 相 同 ， 

反 ， 那 时 情 况 : : 矣 二 己 人 和 波 斯 人 ， 焦 

当 时 的 神 迹 是 ： 二 以 利 亚 以 利 沙 时 代 相  

点 与 出 埃 及 早 期 和 = 外 邦 请 神 ， 池要  

同 ， 就 是 显 ： 耶 ： 是 第 三 次 和 ® 后 - 次 的  

维 护 m 的 使 者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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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机 ， 说 明 神 迹 在 旧 约 中 的 主 要 神 学 信  

息 。

一 般 人 都 认 为 神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代 不 再  

直 接 向 其 子 民 说 话 ， 而 是 透 过  

( 意 为 “声 音 之 女 儿 ’’> ， 即 解 释 旧 约 和 其  

中 偉 法 的 教 师 ， 间 接 地 给 予 人 亮 光 ； 《马  

加 比 书 > 并 没 有 提 到 神 迹 或 预 言 ， 而 宣 告  

当 代 信 息 的 先 知 文 学 ， 也 被 宣 示 末 日 的 启  

示 文 学 所 取 代 。 以 色 列 人 相 信 要 到 弥 赛 亚  

时 代 ， 预 言 和 神 迹 才 会 再 出 现 ， 那 时 耶 和  

华 会 再 一 次 直 接 干 预 地 上 的 事 情 。

那 时 期 的 书 卷 ， 如 《所 罗 门 智 恝 书 》 

中 所 讨 论 的 神 迹 明 显 是 有 关 过 去 （特 别 是  

出 埃 及 的 神 迹  > 和 未 来  < 那 将 要 来 的 世  

. 代 > ， 而 不 是 当 代 的 。 即 使 是 相 信 预 言 会  

在 其 群 体 中 重 建 的 昆 兰 爱 色 尼 人 ， 也 把 神  

迹 视 为 神 在 将 要 来 末 日 中 的 显 现 。 虽 然 他  

们 已 是 厲 於 末 时 的 人 ， 但 神 在 历 史 中 直 接  

和 超 自 然 的 工 作 是 指 向 将 来 的 。

新 约 中 的 神 迹

新 约 中 的 神 迹 也 有 相 类 似 之 目 的 ； 这  

些 事 件 发 生 在 救 恩 历 史 的 关 键 时 刻 ， 证 实  

神 确 实 介 入 了 人 类 历 史 中 。 然 而 ， 在 新 约  

中 ， 不 同 的 是 神 自 己 的 独 生 子 进 入 了 历 史  

中 ，而 祂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最 大 的 神 迹 。那 么 ， 

神 不 单 在 历 史 中 作 工 ， 祂 更 亲 自 进 入 了 历  

史 之 中 ， 并 且 扭 转 了 历 史 的 局 面 。 新 约 的  

神 迹 显 然 是 与 出 埃 及 的 事 件 平 行 的 。 耶 料  

的 神 迹 引 人 进 入 新 约 ， 正 如 出 埃 及 的 神 迹  

引 人 进 入 旧 约 。

耶 稣 对 祌 迹 的 理 解

耶 稣 强 调 其 神 迹 性 事 工 —— 尤 其 是 赶  

鬼 — 与 神 国 来 临 的 关 系 。 在 旧 约 中 ， 神  

迹 表 示 神 的 同 在 。 在 新 约 中 ， 神 迹 所 代 表  

的 更 为 直 接 ， 它 是 神 国 降 临 的 讯 号 （太 十  

二 2 8 ) 。 这 样 ， 赶 鬼 的 神 迹 就 是 指 撒 但 被  

拙 衫 P ， 神 的 治 权 被 设 立 （可 三 2 3 - 2  7 〉。 

同 时 ， 所 有 神 迹 均 指 向 救 恩 时 代 的 开 始 ， 

正 如 耶 穌 在 拿 撒 勒 开 始 工 作 时 所 说 的 一 番  

话 （路 四 丨 8 - 2 1 , 引 自 赛 六 十 一 ！、 2 > 。

然 而 ， 人 不 一 定 视 这 些 神 迹 为 神 的 作  

为 ； 神 迹 必 须 用 信 心 去 加 以 注 释 。 耶 稣 清  

楚 知 道 ， 在 她 的 时 代 还 有 其 他 神 迹 存 在  

( 太 十 二 2 7 ) ， 因 此 在 治 病 的 神 迹 中 ， 他  

特 别 强 调 人 需 要 用 信 心 来 接 受 （可 五 3 4 ，

十 5 2 ) 。 人 必 须 相 信 整 件 來  

并 且 神 也 与 耶 稣 同 在 城 ^ 有 神 的 如  

我 们 不 难 了 解 为 何 耶 轩 拒 驾 丨 ^ ’ 

人 显 神 迹 （可 八 H  1 2 >  ^ 他 那

能 ‘‘证 明 ” 神 的 存 在 。 为 了 ;

信 心 与 神 迹 之 关 系 ， 〜法、

音 书 的 作 者 如 何 描 绘 神 迹 在 神 ^ ^ 、 * 

途 。 字上的所

马 可 福 的 祌 迪

在 4 卷 福 音 书 中 ， 首 先 写 成  

音 常 被 称 为 “行 动 的 描 音 ”， 因 力 ^巧 u 

书 的 重 点 放 在 耶 穌 的 工 作 ， 而不  

导 。 记 载 耶 稣 所 行 的 神 迹 亦 是 敎  

马 可 福 音 所 记 栽 的 神 迹 比 其 他 福 音 =  

多 。 富 勒 在 《神 迹 的 解 释 > 一 书中把^  

福 音 的 神 迹 分 为 五 组 ： 第 一 组 以 耶 好 g  

魔 鬼 的 权 柄 为 中 心 （可 一  2 1 - 3 1 ) 帛、 

组 是 关 乎 耶 穌 胜 过 律 法 的 权 柄 ， 以及^与 

敌 对 者 的 冲 突 （一 4 0 至 三 6 > 。 这些神透 

使 耶 穌 的 知 名 度 大 大 提 高 ， 但也引致他拒  

绝 暴 露 其 神 子 的 身 分 。 第 三 组 （三 7-30) 

包 括 赶 鬼 和 关 乎 别 西 卜 的 争 论 ， 重心在他

那 胜 过 撒 但 的 能 力 。 第 四 组 （四 3 5至五

4 3  ) 包 括 一 些 大 能 的 神 迹 （平静风浪， 

治 好 格 拉 森 那 被 鬼 附 的 ， 叫睚魯的女儿夏 

活  > ， 这 组 神 迹 所 针 对 的 可 能 是 耶 稣 的 门  

徒 ， 因 为 耶 稣 在 这 里 向 门 徒 解 明 天 国 的 意  

义 ，并 尝 试 除 去 他 们 屈 灵 的 眼 瞎 。第五组， 

即 最 后 一 组 （六 3 0 至 八 2 6 ) ， 也是关乎门 

徒 对 主 事 工 之 误 解 ， 并 为 主的 受苦 作准  

备 ， 其 中 有 关 乎 饼 、 瞎眼和神之审判的信

马 可 福 音 中 的 神 迹 杯 绕 笤 冲 ， ^  

， 耶 穌 首 先 与 反 対 者 冲 突 ， 其 

的 门 徒 冲 突 。 这 些 祌 迹 是 神 国 些  

目 的 是 迫 使 人 去 接 触 真 正 的 的的 是 迫 使 人 去 接 卿 具 术 士 .  

并 没 有 使 耶 稣 看 来 像 希 利 a 而汶有

矢 上 ， 它 们 只 是 叫 n : 的身分 s  

> 的 人 ， 仍 旧 是 不 相 信 。 耶 』

跋 的 ，

， Vi 1〇 ̂  ̂ >/,0 ,M ** 才裒明

只 有 在 十 字 架 的 亮 光  

神 迹 并 不 是 一 些 明 证 ，

能力的

U 不 会 透 过 神 ； 去 H
己，

固此，柙 小 貧 边 以 冗 ― —

〇那 些 有 眼 可 看 的 人 表 = 甚一种辩道的 

友 只 表 示 神 情 悯 人 ， 而 、

证 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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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太 福 音 马 可 福 音
@力卩福音 约翰福音

» 作洵 1二 
\.彳!丨满N 似 

2 f 肸风浪 

3 行在水茆上:

5.椭 网 打 ^

行於人分上
A

. 一个你 r  
乎坫乾了的人 

百夫 k 悔痪的仆人  

两个眈 f  
坏许舌结的人 

伯赛大的眈子 
一个/4:來眼丨W 的人

十 四 1 5- 2 1 六  3 5-44 九  12-17
十 五 3 2-38 八 1*0

二 -1----18-22 -\--- 12-14, 20-26

五 1-1 1

八  1 8 、 2 2-27 四 3 5-41 八 2 2-25

十 四 2 4-33 六  4 7-52

十 七 24-27

九 1*8 二  1-1 2 五  17-26

十 二 9 -14 三 1 4 六  6-1 1

八  5 -13 七  1-10

九 2 7-31

D •起死回生

1 令W 欢4J 的儿二. 

2•昵咨的女儿 

3•拉撒路

七 3 1-37 

八 2 2-26

8. 驼f f 丨8年的女人

9. 另外两个邮沪

丨0. I p 朵被砍抑的马勒古

二十  29-34 十 4 6-52

B .医沿出病者
1. 大臣的儿子

2. 彼得的吊母

3. 长大麻 M 的人

八 14、 15 

八2 4

一 2 9-31 

—40-45

4. 毕士大池的病人

5. 恐血 t W 的女人
6. —个叙利非尼丛的女孩

7. —个忠水膨病的人
8. 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九  2 0-22 
十五2 1-28

五 2 5-34 

七 2 4-30

C •赶鬼
—2 1-28 

五卜201 •会堂中被鬼附的人 
2. W 个被鬼附的人 八  2 8-34

3 •—个被鬼附科的哑吧 九 3 2-34

4- 被鬼附石、又 乂 十二22

哑的人
5 •另—个被鬼附”的哑吧  

6•一个被鬼附存的小孩 十 七 14-20
九 14-29

九  18-26
五  2 2-24、

六  16-21 

二 十 — 卜

33-43

十三丨0-17 

十八 3 5-43 

二 十 二 4 9-51

四 3 8， 39 

五 12-16

八 4 3-48

十 四 1*6 

十 七 1 1-19

四 33-37 

A 26-39

-\--- 14, 15

九 3 7-43

七 1 1-17
八 40-42 , 49-56

九

十八1〇、 

JZM46-54

五 1-16

^太袖音的神迹

马 太 福 音 是 一 卷 教 导 福 音 ， 而 马 太  

用 神 迹 _ 时 ， 注 重 对 话 多 於 行 动 。 马 太  

$ 马 可 的 釵 述 浓 缩 ， 以 容 纳 更 多 教 导 材  

。 所 以 ， 马 太 所 强 调 的 是 信 心 在 神 学  

结 所 引 申 的 意 义 ， 而 不 是 信 心 所 带 来 的  

口架° 马 太 所 记 载 的 各 组 神 迹 中 ， 叙 述

部 分 与 教 导 部 二 T 二 : 分 等 合 ：  

保 二 了 将 他 二 导 的 。 第 一 严  
然 后 将 之 w 把 马 可 福 音 中 第 一 、 一 ■ 

( 太 八 强 调 耶 穌 是 耶 和 华 =  

四 组 的 高 无 上 的 权 柄 ， 能 赦 5

。 罪 池 工 ― 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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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写 门 徒 信 心 的 兑 苏 ， 以 及 他 们 如 何 投 入  

耶 穌 的 工 作 中 。 第 二 组 （太 十 二 ） 以 耶 穌  

胜 过 律 法 （医 治 手 祜 千 了 的 人 > 和 胜 过 撒  

但 （关 乎 别 西 卜 的 争 论  > 的 权 柄 为 中 心 。 

第 三 组 （十 四 ， 十 五 章 ） 与 马 可 的 第 五 组  

相 同 ， 但 写 作 的 目 的 却 不 一 样 。 门 徒 在 这  

里 并 非 与 主 冲 突 ， 而 是 看 来 十 分 积 极 ， 他  

们 主 动 地 参 与 主 的 工 作 ， 因 此 ， 门 徒 继 承  

了 耶 穌 的 事 工 ， 这 一 点 在 水 面 上 行 走 的 一  

酢 尤 其 済 晰 （十 四 ‘2 2 - 3 : 3 > ， 彼 得 的 信 心  

在 其 中 受 到 考 验 （马 可 福 音 并 没 有 提 及 > 。

调 神 迹 是 用 以 逑 立 耶 穌 的 权 柄 ， 并 引 进 神  

的 国 度 ， 但 马 太 在 下 列 两 方 面 加 以 澄 清 和  

扩 充 ， 就 是 信 心 与 作 门 徒 的 代 价 这 两 方  

面 。 在 马 太 福 音 中 ， 信 心 是 支 取 耶 穌 能 力  

的途彳1  ( 太 八 1 3 , 九 ‘2 2 ， 十 五 2 8 > , 也 与  

门 徒 训 练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因 为 信 心 是 解 决  

作 工 乏 力 的 良 方 。 耶 穌 呼 召 人 彻 底 地 以 牺  

牲 的 精 神 来 行 义 ， 包 括 顺 服 m 和 效 法 m ， 

要 回 应 他 的 呼 召 就 要 作 祂 的 门 徒 。 因 此 ， 

门 徒 在 其 神 迹 亊 工 中 是 一 个 “学 徒 ”。

路 加 榀 竒 的 祌 迹

路 加 福 音 和 使 徒 行 传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也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因 为 路 加 的 著 作 无 疑 确  

定 了 早 期 教 会 的 信 仰 ， 就 是 耶 穌 教 训 的 延  

续 ， 而 且 早 期 教 会 也 继 承 了 神 在 世 上 的 工  

作 。 路 加 主 要 的 重 点 是 救 恩 历 史 ， 因 此 ， 

他 用 神 迹 事 件 来 表 达 耶 稣 与 早 期 教 会 的 延  

续 性 ， 这 是 他 的 写 作 手 法 。 尤 其 明 显 的 是  

使 徒 行 传 九 章 3 2 至 4 2 节 中 所 描 述 的 两 个  

医 治 神 迹 ， 彼 得 其 实 是 重 S 了 主 所 行 的 神  

迹 《治 好 瘫 子 以 尼 雅 ， 路 五 1 8 - 2 6 ; 叫 多  

加 芟 活 ， 路 八 4 9 - 5 6  > 。

从 这 角 度 来 看 ， 路 加 的 重 点 像 马 可 一  

样 ， 在 於 事 件 过 於 教 导 。 不 过 ， 路 加 比 马  

可 更 进 一 步 ， 从 他 所 记 述 的 神 迹 中 ， 读 者  

可 以 直 接 确 认 耶 穌 。 第 一 组 神 迹 的 出 现 紧  

随 舂 就 职 的 宣 告 （四 1 8 - 2 2 ) ， 这 宣 告 本  

身 已 说 明 神 迹 是 证 明 耶 穌 身 分 的 指 标 。 神  

迹 的 中 心 是 耶 针 的 能 力 和 权 柄 （四 3 1 - 

4 1 ) , 它 们 证 实 神 在 耶 穌 身 上 的 能 力 （五  

1 7 , 八 3 9 ) 和 信 任 （可 见 於 “赞 美 ” 的  

主 题 ， 路 五 2 5 , 七 l (i 等 ， 特 别 在 徒 九 3 5 ,  

十 三 1 2 , 十 九 丨 7 > 。 神 迹 叙 述 中 的 “恐 惧 ” 

是 人 因 # 见 神 之 显 现 而 有 的 反 应 （路 五

2 ( 5， 七  1 6 , 八  3 5 - 3 7 , 二 十 四 ;>)•

徒 时 也 有 神 迹 同 时 发 生 （五丨1 , 打 叫  

件 的 神 迹 ； 五 2 7 、 2 8 ， 治 好  

痪 的 病 人 之 后 呼 召 门 徒 > 〇

因 此 ， 路 加 看 神 迹 有 救 赎 的 重 要 性 ， 

不 过 ， 这 # 法 并 非 与 马 可 冲 突 ，路加也避 

免 把 耶 稣 描 绘 成 一 个 术 士 ， 耶 穌 仍不 f .意 

为 满 足 群 众 的 好 奇 心 而 行 神 迹 （十-29. 

3  2 ; 参 九 9 > 。 在 财 主 和 拉 撒 路 的 比 喻 中  

( 十 六 1 9 - 3 1 ) , 耶 穌 指 出 不 信 的 心 并 不 能  

因 看 见 神 迹 而 改 变 。 虽 然 如 此 ， 神迹却可 

以 引 人 悔 改 归 主 （十 1 3 - 1 6 ) , 马可从不 

信 者 的 角 度 去 看 神 迹 （需要有 信心 去明  

白 ）， 因 而 强 调 神 迹 并 没 有 护 教 的 价 值 。 

路 加 从 已 得 救 者 的 角 度 去 看 （如他确证救 

恩 存 在 於 历 史 中 > ， 因 而 强 调 我 们 必 须 从  

神 的 救 赎 计 划 去 釕 神 迹 。 对 路 加 来 说 ，神 

迹 可 直 接 看 为 旧 约 的 成 全 ， 如耶穌已应验 

了 旧 约 的 预 言 （四 1 8 - 2 2 ,  Li2 0 - 2；n , 而

透 过 神 迹 ， 耶 穌 把 人 引 到 神 面 前 （五队  

七 1 6 , 十 八 4 3 , 留 意 经 文 中 的 称 颂 ）， 

约 翰 榀 咅 的 祌 迹

福 音 书 作 者 中 ， 约 翰 是 极 笪 接 谈 及 神  

学 教 训 的 一 位 ， 而 所 记 载 的 神 迹 也 充 满 了  

约 翰 福 音 独 特 的 色 彩 。 在 符 类 榀 音 中 ，神 

迹 是 彰 显 耶 稣 权 柄 的 行 动 ， 表示神要透过  

耶 穌 进 入 世 界 作 王 管 治 ； 这 样 ， 耶穌就击 

败 了 撒 但 ， 建 立 神 牮 握 历 史 的 治 权 。可是 

约 翰 福 音 中 并 没 有 赶 鬼 的 神 迹 ， 神迹被视 

为 一 些 “记 号 ”。 同 时 ， 神迹 是所 要 作 的  

“亊 ’’ （约 翰 以 这 词 来 称 呼 神 迹 ）的一部 

分 ， 耶 稣 以 神 迹 来 表 明 父 是 在 池 51面 ^

结 束 时 ， 马 太 继 承 了 马 可 的 说 法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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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3  9 , 十 四 1 ( > > * 也 证 明 他 是 父  

祈 篆 宋 的 （约 五 3 G ， 十 2 5 、 3 8 > 。

约 翰 从 许 多 神 迹 中 选 择 了  7 件 （约 二  

+  3 « >，并 利 用 这 些 冲 迹 来 发 展 每 段 落 的  

主g  •，例 如 ，水 变 洒 适 一 个 弥 焚 亚 的 行 动 》 

衣 示 天 国 的 祝 福 藉 弥 赛 亚 耶 穌 的 职 事 而 倾  

f  (第二伊•） ； 五 饼 二 包 的 神 迹 则 建 立 在  

*•生命之粮” 这 主 题 上 ， 指 在 耶 穌 ® 面賊  

灵 的 弥 赉 亚 筵 席 （第 六 章 > 。

加利利〉每 北 岸 • 耶 穌 曾 在 此 行 五 饼 二 鱼 的

神进。

在 约 翰 福 音 中 ， 神 迹 的 离 奇 之 处 比 符  

类 福 音 来 得 更 强 烈 约 翰 十 分 强 调 这 些 亊  

件的奇 沙 ， 他 刻 意 描 写 一 些 细 节 来 表 达 这  

观念， 比 如 在 水 变 酒 的 神 迹 中 ， 他 特 别 提  

到 耶 稣 把 大 位 的 水 变 作 酒 （二 6 , 约 有  

丨2 0加仑  > ; 耶 穌 能 从 极 远 的 距 离 施 展 医  

治 的 大 能 （四 4 6 ， 约 有 2 0 哩  > ; 毕 士 大

池 旁 的 瘸 子 已 病 了 许 多 年 （约 五 5 ， 3 8  

年； 参 约 九 1 , 这 神 迹 中 的 瞎 子 甚 至 生 来  

已 是 胧 眼 的 > ; 喂 饱 五 千 人 需 要 用 大 f f i的 

食 物 （约 六 7 ， 服 力 说 2 0 两 银 子 ， 或 数 日  

的工 资 ， 也 不 能 买 到 足 够 的 食 物 ） ； 拉 撒  

路 已 经 被 公 认 是 完 全 死 去 （约 十 一  3 9 ;  

他 已 开 始 腐 奐 ）。 约 翰 茛 欢 谈 及 这 些 奇 事 ， 

但 他 史 强 调 神 迹 不 足 以 使 人 相 信 神 。 神 迹  

作 为 一 种 “记 号 ” 有 救 赎 方 面 的 价 值 ， 它 

指 向 耶 穌 饵 正 的 近 要 性 ， 但 神 迹 徭 要 加 上  

信 心 的 觉 醒 ， 因 为 单 凭 神 迹 是 不 足 以 叫 人  

悔 改 的 （约 二 丨 1 , 四 5 0 > 。 神 迹 把 基 督 介  

绍 出 来 ， 指 出 他 逛 神 的 儿 子 ， 是 父 神 所 认  

许 的 ， 但 人 是 否 鞟 m 为 基 督 ， 则 在 乎 个 人  

在 救 恩 上 的 抉 择 。 神 迹 作 为 一 种 “记 号 ”， 

a 明 神 住 在 耶 穌 m ， 也 显 明 耶 穌 所 带 來 的

“屈 灵 眼 光 ” 与 “生 命 ” 的 真 实 性 （九 

3 5 - 3 8 ， 十 一 2 4 - 2 6 ) ， 但 其 目 的 却 是 把 观  

众 分 别 出 来 ， 使他们面对抉择•， 结采群 众  

分 作 两 个 阵 营 ， 一 些 人 寻 求 了 解 神 迹 的 意  

义 ， 另 一 些 则 只 看 见 表 面 的 现 象 „ 有 些 人  

拒 绝 神 迹 （三 1 9 - 2丨， 十一 4 7 - 5 0 ) ， 有些  

人 又 只 看 这 些 事 为 奇 車 ， 而 不 能 从 其 中 看  

见 耶 稣 真 正 的 重 要 性  < 二 ‘2 3 - 2 5 , 四 4 5 > 。

另 一 方 面 ， 有 些 人 用 信 心 的 眼 鸱 香 这 些 神  

迹 ， 从 而 认 识 耶 稣 的 身 分 （二 1 1 , 五 36- 

4 6 , 十 一 4 ‘2 > 。 约 翰 指 出 最 大 的 信 心 就 是  

无 须 靠 外 来 車 物 刺 激 而 生 的 信 心 （二十  

2 9  ) 0

新 约 苁 他 朽 卷 的 祌 迹

除 了 使 徒 行 传 外 ， 新 约 还 有 好 几 段 经  

文 谈 及 神 迹 的 价 值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后 书 十  

二 章 1‘2 节 和 罗 马 书 十 五 章 1 8 、 1 9节 指 出  

行 神 迹 是 一 种 恩 賜 ，可 用 以 证 实 “真 使 徒 ” 

那 从 神 而 来 的 权 柄 。 他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9 、 1 0节 把 治 病 和 行 神 迹 列 在 “圣灵的  

恩 眹 ” 中 。 在 加 拉 太 书 三 章 5 节 ， 他 看 神  

迹 为 圣 灵 临 在 的 明 证 。 希 伯 来 书 二 章 + 节  

中 ， 作 者 说 神 透 过 神 迹 奇 事 “见 证 ” 那真  

实 的 救 恩 信 息 。 因 此 ，在 使 徒 时 代 ， 神仆  

人 所 行 的 神 迹 是 用 以 证 明 神 确 实 透 过 这 些  

传 讯 者 作 工 。 然 而 ， 有 趣 的 是 ， 在 启 示 录  

十 三 章 1 4节 ， 十 六 章 14节 和 十 九 章 2 0 节 ， 

我 们 看 见 兽 多 番 行 奇 事 ， 以 强 迫 人 敬 拜  

它 。 因 此 ， 无 论 在 任 何 时 候 ，我 们 都 可 以  

看 见 神 迹 有 两 面 性 质 ； 只 有 透 过 信 心 的 眼  

目S 去 看 ， 神 迹 才 可 有 其 效 力 。

Grant R. Osborne

参 - J S 灵 恩 賜 " 1 4 7 9 : - 记 号 / 神 迹 / 

预 兆 - 6 6 6。

参考书目：A.B.  B r u c e ,  The M/_racu/ous  

E lement in the Gospe ls;  D . S .  Ca i rns ,  The 

F a i t h  T ha t  R e b e l s ;  H . H .  F a r m e r ,  A r e  

M ir a c le s  P o s s ib l e ?  ; A . C .  H e a d l a m ,  The  

M i r a c l e s  o f  the NT;  C . F . D .  M o u l e ,  

Mirac les;  J . B .  Mo z l e y .  E igh t Le c tu res  on  

M ira  c l e s ;  A.  R i c h a r d s o n .  The  M i r a c l e  

Stor ies o f  the Gospe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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祌权政体
Theocracy
s h ^ n  q u i i n  z h d n g  tT

一 种 承 认 只 有 神 是 最 高 政 治 权 威 的 政  

府 ，无 论 神 是 否 由 人 类 的 统 治 者 （如 君 王 ） 

来 代 表 。 因 此 ， 申 命 记 十 七 章 1 4 至 2 0 节  

指 出 人 类 的 君 王 只 是 由 耶 和 华 委 任 来 治 理

国 民 。

在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 神 权 政 体 政 府 的 概  

念 是 经 过 几 个 历 史 阶 段 而 发 展 出 来 的 。 在  

埃 及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 其 基 本 神 学 槪 念 包 括  

相 信 他 们 独 特 的 神 “雅 巍 ” 极 之 关 注 他 们  

的 苦 况 ， 因 而 亲 自 把 他 们 从 奴 役 中 救 赎 出  

来 ， 并 使 他 们 不 受 任 何 世 上 君 王 （尤 其 是  

法 老 ） 的 辖 制 。 故 此 ， 他 们 能 单 单 事 奉 神  

<参 出 三 7 - 1 0 ， 八 1 ， 九 1 > 等 等 。 我 们 一  

定 记 得 出 埃 及 记 所 描 述 的 欺 压 ， 是 埃 及 农  

民 日 常 生 活 的 特 征 。 在 法 老 的 管 治 下 ， 过  

着 农 民 的 生 活 ， 暗 示 了 压 迫 、 不 合 理 的 工  

作 S 、 失 去 自 由 自 尊 及 许 多 其 他 东 西 。 相  

反 地 ，在 雅 巍 的 管 治 下 生 活 ，显 示 了 自 由 、 

公 正 和 平 等 。

抵 达 迦 南 后 ， 年 轻 的 以 色 列 众 支 派 遇  

到 一 种 与 埃 及 模 式 截 然 不 同 的 君 主 制 度 ， 

但 两 者 却 是 同 样 罪 恶 昭 彰 的 。 古 代 迦 南 君  

王 通 常 拥 有 他 们 所 统 治 的 城 邦 ， 然 后 最 少  

把 其 中 一 部 分 土 地 租 予 他 们 的 臣 民 。 但 以  

色 列 人 在 约 书 亚 的 带 领 下 占 领 迦 南 地 ， 是  

要 在 所 分 配 得 的 土 地 上 作 自 由 的 居 民 ， 他  

们 只 臣 服 於 一 位 神 。

到 了 士 师 时 代 ， 以 色 列 人 仍 一 致 和 明  

确 地 活 出 神 权 政 体 的 概 念 。 组 成 “以 色 列  

民 ” 的 不 同 群 体 并 没 有 以 任 何 外 在 的 政 治  

架 构 而 结 合 为 一 个 统 一 的 组 织 。 相 反 地 ， 

只 有 “雅 巍 是 统 治 他 们 的 君 王 ” 之 概 念 仍  

是 他 们 合 一 的 基 础 。 因 此 ， 一 些 人 请 基 甸  

作 王 治 理 他 们 时 ， 基 甸 能 说 出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都 接 受 的 话 ： “惟 有 耶 和 华 管 理 你 们 。” 

( d r  A  2 3 )

在 这 段 期 间 ， 因 为 常 有 一 个 或 多 个 支  

派 受 到 胁 迫 ， 所 以 日 渐 需 要 人 的 领 导 。 士  

师 就 是 为 了 除 去 某 些 即 时 的 危 险 而 兴 起  

的 ， 但 更 明 确 地 说 ， 他 们 的 使 命 是 为 了 带  

领 以 色 列 民 回 转 归 向 耶 和 华 （士 二 1 6 > 。 

他 们 认 为 没 有 一 个 士 师 是 凭 自 己 个 人 的 力  

燈 为 以 色 列 带 来 胜 利 的 。 他 们 能 在 战 争 中

得 胜 ， 全 是 神 的 功 劳 因  

色 列 人 忠 诚 相 待 的
%

新 的 王 国 时 代 的 桥 梁 : 、'非 

军 事 压 力 给 以 色 列 人 的 神 权 社 ^  

的 挑 战 。 撒 母 耳 之 前 约 2〇〇年:丨?來极大 

以 色 列 人 和 非 利 士 人 间 的 ^ 的 年 曰 货  

是 和 平 共 存 ， 伯 晶 小 、'孔一 虽不fi

以 色 列 人 从 ± 师 《

利 士 ，

权 政 J 
〇0年 

系

但 最 少 没 有 公 开 的 = 不能戌 

而 ， 撒 母 耳 任 士 师 期 间 ， 非 = 执争，

— 种 政 策 ， 就 是 公 然 进 攻 以 色 人 ; f 始T 

服 他 们 ， 扩 张 自 己 的 势 力 多 ^ ，，期Sij 

成 功 地 维 护 了 一 个 或 多 个 支 派 的 g  =  ’ 

已 显 得 不 足 以 抵 御 非 利 士 人 。 明 显 孩 

个 新 的 政 府 组 织 是 必 需 的 。 ^ 许 多  

力 的 以 色 列 人 心 里 ， 认 为 只 有 —个由^  

导 的 王 国 ， 才 可 令 以 色 列 生 存 下 去  <参3 

上 八 5 、 卜J 、 2 0  > 。

这 时 ， 神 权 政 体 的概念受到严厉的考  

验 。 从 政 治 和 军 事 上 看 来 ， 立王似乎是明 

智 和 必 要 的 做 法 ， 但 神 作 统 治的传统却又 

是 根 深 蒂 固 的 。 撒 母 耳看这立王的想望是  

拒 绝 雅 巍 的 统 治 （撒 上 八 1 0 - 1 8，十19). 

但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似 乎领受了一个与扫罗  

有 关 的 预 言 ， 并 且 神 也 愿 意 裔立扫罗作王 

( 九 2 7 至 十 1 > 。

扫 罗 除 了 受 奔 作 先 知 外 ， 还接受了 

“神 的 灵 ，， 的 任 命 （撒 上 十 一 6 )，跟较早 

期 之 士 师 的 经 历 相 似 。 众民在一次打败亚  

扪 人 的 战 役 后 向 扫 罗 欢 呼 ， 为他作王的资 

格 增 加 了 第 三 项 要 素 （H^ 一  15)〇

虽 然 圣 经 传 统 清 楚 显 示 ， 以色列人 

立 王 一 事 存 两 种 不 同 的 意 见 ， 但明显 t  

神 拣 选 了 王 ，并 透 过 祂 的 传 信 者 一 先 ’

六 她 的 人 选 。 一 杏 知 谢 母

扫 罗 面 临 灵 性 上 的 失 败 时 ， 卩利 

犹 是 基 於 这 一 点 ， 保 存 责 备  

〔上 十 三 1 4 , 十 五 2 3 、 所罗

又 在 整 个 王 国 时 期 都 持 续 着 1 办 （十四 
一 — 、 耶 罗 波 安

亚 哈 （二

( 王 上 ---- 2 9 - 3 1

4  > 、 巴 沙  < 十 六 丨 - 4 ) 、1 〉、 巴 沙 （卞 八 $ 的 

⑴ 及 其 他 王 的 事 迹 所 十 一  

以 西 结 的 神 权 政 体 观 念 ， 二 窃 司 一m  fpj • ■ tr% p]

、> ， 即 神 要 藉 着 撒 督 该 和 ^  

t 列 民 ， 在 主 前 5 2 0 年 = 过 这 是 被 <  

M 勺 工 作 ， 开 始 实 行 出 ， 二

要 = 实 口 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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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斯 拉 的 工 作 使 神 权 政 体 成  

待 的 性 准 ， 自 此 之 后 ， 祭 司 更 在 国  

个 重 要 的 角 色 。 虽 然 以 色一 — 标 准

疼 生 话 中 王 朝 是 服 在 人 的 统 治 下 ， 他 

列 民 - 个 輿 I H 的 王  大 卫 ■ 的 后 裔 。

畎 ： 弥 ， 並
这

口 工 值 实 现 出 来

#  *王

将 会 是 那 和 平 之 君 ， 

并 使 公 平 、 公 义 和 公 正 等

王 权 - 1 5 9 7 。

审判
judgment

圣 经 中 ， 审 判 这 个 观 念 与 神 的 公 义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神 在 一 切 的 关 系 中 ， 都 

= 晛 公 正 和 道 德 行 事 。 神 创 造 的 人 类 ， 是 

具 有 道 德 的 ， 所 以 ， 他 们 能 够 对 神 在 他 们  

生 命 中 所 提 出 的 公 义 要 求 ， 作 出 积 极 = 回 

应。神 的 审 判 包 括 神 对 人 每 个 行 动 表 示 同  

意 或 不 同 意 ， 是 神 和 人 之 间 创 造 者 与 受 造  

者 的 关 系 中 ， 一 种 自 然 的 结 果 。 故 审 判 可  

简 单 界 定 为 神 对 人 类 行 为 的 回 应 。 作 为 创  

造 者 的 神 ， 亦 必 须 是 审 判 者 。 既 然 神 是 么  

正的， m 对 每 个 人 所 作 的 事 ， 就 必 然 予 以  

惩 罚 或 奖 励 作 为 回 应 。 人 能 够 在 道 德 上 对  

神负责， 这 种 素 质 在 别 的 生 物 中 是 找 不 ^

的 ，这 亦 是 按 着 神 的 形 象 而 造 的 重 要 711 

素。照 着 神 的 形 象 被 造 ， 意 味 着 神 与 人 能  

够 沟 通 ， 以 致 所 有 人 都 能 够 明 白 神 的 道 德  

要求，并 且 ® 意 作 出 回 应 。人 最 初 被 造 时  

在 神 所 賜 下 众 多 积 极 性 的 命 令 之 外 ， 包 括  

婚姻、管 理 大 地 和 享 受 伊 甸 园 ， 还 有 一 项  

消 极 性 的 命 令 ， 就 是 禁 止 吃 某 棵 树 的 果  

子。违 抗 这 条 禁 令 ， 便 要 面 対 死 亡 的 惩 罚  

(创二1 6、 17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记 载 了 神  

的第— 次 审 判 ， 便 是 对 亚 当 的 审 判 。由於 

他 没 有 按 照 神 所 规 定 的 道 德 守 则 生 活 ， 他 

便 要 面 对 死 亡 的 刑 罚 （三 1 7 - 1 9 )。 在 

个 纯 粹 技 术 上 的 意 义 来 说 ， 审 判 包 括 神 对  

^ 些 讨 他 喜 悦 的 行 为 表 示 赞 许 ； 然 而 ， 在 

g 普 跑 的 情 况 下 ， 审 判 是 从 消 极 方 面 $  

’就 是 神 对 那 些 触 犯 池 命 令 的 人 ， 施 行

今生的审判

^ 徒 _ _ ， 就 是 邱 代 替 人 的  

又 死 ，这 建 基 於 神 要 求 人 为 自 己 的 罪  

负 责 。 神 差 派 来 赎 罪 的 基 笛 ，甘 慙 将 自 己  

S 於 神 的 审 判 下 ， 祂 以 人 的 身 分 接 受 神 的  

惩 罚 （加 三 1 3 > 。 故 基 督 为 罪 受 死 最 能  

彰 显 神 的 审 判 。 在 基 督 被 钉 十 字 架 时 ，作 

为 审 判 者 的 神 ， 临 到 基 督 的 灵 魂 ， 对罪作  

出 最 完 全 的 神 性 审 判 。

藉 着 圣 灵 在 道 中 产 生 的 信 心 ， 信徒与  

合 而 为 一 ，於 是 避 过 神 的 审 判 ， 从刑  

罚 中 获 得 拯 救 （罗 三 2 2 > 。 那 些 凭 着 信 ， 

分 享 基 督 的 死 所 带 来 之 益 处 的 人 ，将 站 在  

那 位 神 性 的 审 判 者 面 前 ，被 判 无 罪 ； 不单  

没 有 惩 罚 和 报 应 ， 反 而 获 享 永 生 。耶 稣 论  

到 那 些 相 信 祂 的 人 ， 是 已 经 通 过 审 判 ， 已 

经 逃 离 死 亡 ， 并 且 已 经 进 入 永 生 （约 五  

2 4 ) ,

惩'灼。 … r\ 八 天 盟 格 疋

耶 在 神 的 消 极 审 判 之 下

自 从 人 类 堕 落 后 ， 人 类 一 切 行 为  

( 罗 二  1 2 >  ,

纵 然 基 督 已 经 代 为 赎 罪 ， 但 每 一 个 人  

—— 无 论 是 信 徒 或 非 信 徒 ， 在 现 今 的 生 命  

中 ， 仍 需 为 自 己 的 罪 承 受 某 些 后 果 。 対於  

人 类 的 每 个 行 动 ，神 都 有 相 对 的 回 应 （罗 

6 > 。 保 罗 谈 及 良 心 ， 即 使 不 认 识 真 神  

的 人 ， 也 会 受 到 良 心 一 连 串 的 审 判 （罗二

5 ) 。

政 府 维 持 法 纪 ， 亦 更 公 式 地 彰 显 着 神  

性 的 审 判 。 民 事 的 司 法 纵 使 常 是 腐 畋 的 ， 

仍 是 神 所 运 用 的 一 种 途 径 ， 対 於 在 今 生 ^  

违 律 法 的 事 ， 进 行 暂 时 性 的 审 判 （罗 十 f  

1 2 )。 但 神 要 审 判 的 罪 ， 并 非 只 限 於 有

害 社 対 甚 至 祕 隐 的 罪 进 行 指 控

. 人 类 每 个 行 动 都 带 有 潜 在 的 奖 励 或 惩  

= 设 立 ， 尤 其 是 在 十 诚 和 圣 经 其

他 ^ 分 详 加 解 说 的 道 德 规 范 中 生 活 ’ 会 =  

r 况 r 生 ; 实 会 相 ；

康 。 某 些 活 : : 来 : 命 中 出 现 的 灾  

督 徒 不 可 I 施 行 的 审 判 。 神 

祸 ， 必 然 徒 生 命 中 的 灾 难 ， 来引  

可 以 使 < 彼 前 四 i 2 、 1 3 K  
导 他 达 至 永 =  创 造 都 痛 受 到 审 判

由 於 ^ 犯 : 有 ； 的 生 命 都 - 同 蚊 坏 ’ 
( 创 三 1 7 > „ 所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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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正 彰 显 笤 对 源 於 亚 当 的 罪 ， 所 施 行 的 神  

性 审 判 。 即 使 普 世 收 坏 ， 神 仍 保 持 对 它 的  

主 权 ， 并 且 能 够 为 着 至 终 的 目 的 ， 引 导 和  

控 制 它 （罗 八 2 ()> 。 故 池 能 使 用 灾 难 ， 来  

使 基 锊 徒 的 生 命 得 益 （罗 八 2 8 ) ; 然  

而 ， 祂 亦 可 以 使 用 灾 难 ， 对 那 些 仍 蓄 意 犯  

罪 ， 和 那 些 拒 绝 让 池 儿 子 耶 稣 基 督 救 赎 他  

们 的 罪 的 人 ， 发 出 震 怒 。

最 好 以 耶 穌 基 督 在 末 日 的 显 现 ， 来 理  

解 审 判 的 烺 后 和 最 终 意 义 。 那 时 候 ， 信 徒  

将 有 永 生 的 印 记 ， 非 信 徒 则 被 定 罪 。 这 个  

最 后 的 审 判 ， 在 某 种 情 况 下 ， 会 在 某 些 人  

的 今 生 中 进 行 。 导 致 在 今 生 承 受 这 可 怖 和  

不 能 逆 转 的 审 判 ， 是 因 为 人 固 执 地 抗 拒 神  

的 救 恩 。 这 是 违 抗 圣 灵 所 引 致 的 罪 （太 十  

二 3 2 ) 。 那 些 可 能 已 被 定 罪 的 人 ， 就 是 那  

些 曾 经 听 过 神 给 他 们 的 特 别 信 息 ， 已 经 信  

服 其 真 道 ， 然 而 却 坚 拒 这 救 恩 的 人 。 法 老  

王 曾 经 承 认 摩 西 是 神 的 先 知 ， 却 排 斥 他 和  

他 的 信 息 ， 正 是 在 今 世 接 受 从 神 而 来 最 后  

和 最 终 审 判 的 一 个 上 佳 例 子 （出 十 2 0 ) 。 

那 些 见 过 耶 稣 的 神 迹 ， 却 拒 绝 接 受 祂 是 弥  

赛 亚 的 犹 太 人 ， 亦 可 视 为 在 今 世 便 得 到 神  

最 后 审 判 的 人 （太 十 二 2 2 - 3 2 〉。

透 过 战 争 和 国 家 的 兴 亡 ， 神 对 祂 全 体  

百 姓 进 行 集 体 审 判 。 旧 约 圣 经 记 载 了 国 家  

和 君 王 的 兴 亡 。 拒 绝 承 认 和 敬 拜 真 神 ， 以 

及 不 遵 从 池 的 律 法 ， 最 终 必 带 来 国 家 的 灭  

亡 。在 旧 约 中 ，尼 尼 微 城 和 以 色 列 的 毁 灭 ， 

以 及 新 约 中 耶 路 撒 冷 的 被 毁 ， 都 表 明 神 的  

愤 怒 临 到 那 些 抗 拒 救 恩 信 息 的 所 有 百 姓 。 

公 众 对 道 德 律 的 漠 视 ， 必 然 导 致 国 家 分  

裂 ， 进 而 带 来 受 邻 国 入 侵 的 痛 苦 。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的 毀 灭 ， 就 是 在 不 道 德 的 事 情 上  

纵 欲 的 直 接 后 果 （犹 7 ) 。 在 这 些 国 家 灾  

难 中 丧 命 的 基 督 徒 ， 不 应 视 为 神 对 个 人 生  

命 的 审 判 。

最 后 审 判

圣 经 除 了 提 到 死 亡 时 的 审 判 外 ， 还 有  

在 末 日 的 另 一 次 审 判 。 每 个 人 在 死 时 都 要  

接 受 神 对 其 生 命 的 判 决 （路 十 六 2 2 、 2 3 ) 。 

基 督 徒 对 这 一 刻 不 会 感 到 俱 怕 ， 因 为 他 已  

经 在 基 督 耶 穌 里 获 判 无 罪 ， 他 死 时 ， 便 与  

救 主 同 在 乐 园 里 （路 二 十 三 4 3 > 。 未 信 者  

当 然 俱 怕 死 亡 。 由 於 他 在 今 生 拒 绝 神 ， 神

在 他 死 后 亦 永 远 拒 绝 他  

除 了 在 死 时 的 个 人 南  

将 会 在 耶 穌 面 前 接 燹 审 判  

3 以 。 而 所 有 在 这 审 判 者 面  

已 注 定 了 。 按 照 圣 经 的 教 导 t 人 命 ^  

判 根 据 行 为 的 表 现 （二 十 ^ 这 来 日 的 命  

们 不 应 视 这 点 为 否 定 福 音 信 ^ ^ 丨 ，我 

因 信 得 救  > ， 或 视 为 互 相 矛 盾 设 ' 则 （t l 故 

心 ， 却 非 行 为 ， 而 与 耶 稣 基 讲 ;

关 系 。 各 人 的 信 心 ， 只 有 自 己 和 ^ 的  

其 他 人 是 一 无 所 知 的 „ 行 为 便 成 H  

证 据 。 在 末 日 ， 耶 稣 耍 在 基 督 徒 • ' 的  

出 那 证 明 他 们 信 心 的 行 为 。 指

神 在 人 的 今 生 进 行 审 判 ， 可以是 

处 的 ，因 为 透 过 这 些 审 判 ，池 呼唤人梅改a  

末 曰 的 审 判 将 会 是 莳 后 的 ； 没有人再可以 

悔 改 ， 或 改 变 他 对 神 的 想 法 。 在 那 天 所  

有 人 都 会 承 认 神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宣 称 的 真  

理 ； 可 是 ， 惟 有 那 些 在 今 生 相 信 他 ，又实 

行 池 旨 意 的 人 ， 才 获 遨 进 入 永 生 （太二十 

五 3 4 > 。 正 如 神 对 今 生 的 审 判是那么重要  

在 神 末 日 的 审 判 中 ， 这 重 要 性 将 更 为 明  

显 。 任 何 以 为 神 正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 进 行 最  

后 审 判 ， 故 永 不 会 有 末 日 审 判 的 信 念 ，基 

督 徒 都 必 须 坚 决 摈 弃 。

实 际 的 含 义

基 督 徒 过 着 积 极 而 有 信 心 的 生 活 ，知 

道 耶 稣 已 经 为 他 们 接 受 神 的 审 判 ，所以他 

们 已 免 去 任 何 进 一 步 的 惩 罚 。 与此同时， 

他 们 明 白 神 审 判 一 切 的 罪 ， 包括基督徒^  

罪 ， 若 离 开 了 基 督 ， 他 们 便 会 遗 受 从 神 #  

. 来 最 严 厉 的 刑 罚 。 他 们 视 今 世 的 不 幸 ^  

祸 ，是 神 对 罪 恶 持 续 的 不 满 。当 祸 ^ ⑶  

基 督 徒 便 当 把 握 这 些 机 会 ， 去 探 日 梅  

灵 魂 和 悔 改 。 虽 然 他 们 不 准 硝 知 户 迎 接  

到 的 日 期 ， 但 他 们 每 天 都 预 备 自 ’ 

最 终 的 审 判 。

丨 的 观 念 涵 盖 了 人 类 整 公 义 的  

2 落 至 末 日 。

[ 好 与 坏 之 间 有 着 天 每 天  

: 下 ， 袖 只 有 对 所 ^  一 ，  

;在 人 生 的 终 结 时 ， ， g 来於矣我 

典 ， 已 经 差 派 池 的 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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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

以

•，按 池 的 怜 悯 ， 祂 延 迟 了 末 I 者 ： “万 民 都 当 兴 起  

致 我 们 能 凭 着 在 耶 穌 基 督 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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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 公 义 、 （珥三1 2 >P 梅 改 （彼 后 三 9  >

的 值 和 赎 罪 这 些 观 念 ， 在 神 末 日 的

律 法 将 达 至 掖 高 峰
一 中 ， 竹

v ----- =，上 到 约 沙 法 谷 ； 因
为 我 必 坐 在 那 里 ， 审 判 四 围 的 列 国 。，,

•杵义’ 

2375 =

••审判台’

2 1 3;

••神的愤怒

David P. Scaer 

1 3 2 1 :  •主 再 来 ” 2 3 5 4 :

“地 狱 ” 3  1 5 :  “最 后 审 判 ”

1 2 8 5 。

奢书 目 ： 丄 A .  B a i r d .  T h e  W s f / c e

#  Jthe Teaching  of J e s u s ; K . B a r t h .

G〇hd 'rnch D o g m a t i c s  II. 7 3  3 - 8  1; D .

Ch ff〇r Ethics: R - B u l t m a n n . Theology 
R〇n h〇e TTer • _

M T ., M o r r i s ,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th0 f̂ T' L * '

〇 f judgm ent.

审判台
Judgment S eat
sh5n p&n t i i

终 有 一 天 ， 人 要 站 在 这 台 前 ， 向 神 交

账，报 告 他 的 一 生 ,

旧约
新 约 中 有 关 神 的 审 判 的 观 念 ， 皆 源 自  

旧约。 在 旧 约 中 ， 神 被 视 为 全 世 界 ， 尤 其  

是 池 的 子 民 的 审 判 者 。

当 亚 伯 拉 罕 为 所 多 玛 求 情 ， 他 提 到 神  

是 审 判 全 地 的 主 （创 十 八 2 5 > 。 摩 西 担 任  

以 色 列 人 的 审 判 官 ， 正 建 基 於 人 们 相 信 神  

透 过 摩 西 进 行 审 判 。 类 似 的 关 系 ， 出 现 於  

神 与 士 师 之 间 ， 他 们 在 征 服 应 许 之 地 后 ’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 在 耶 弗 他 给 亚 扪 王 的 信 息  

中， 明 言 这 种 对 神 的 理 解 • • “愿 审 判 人 的  

耶 和 华 今 日 在 以 色 列 人 和 亚 扪 人 中 间 判 断

是 非 。” （士  H---- 2 7 > 当 神 呼 唤 撒 母 耳

让 他 知 道 ， 他 将 审 判 以 利 的 家 。

忡 是 祂 百 姓 的 审 判 者 这 观 念 ， 在 诗 篇  

和 咳 言 中 很 常 见 。 在 诗 篇 九 篇 4 节 ， 大 卫  

论 及 神 说 ： “因 你 已 经 为 我 伸 冤 ， 为 我 辨  

® •’ 你 坐 在 宝 座 上 ， 按 公 义 审 判 。” 他 继  

，补 充 说 ： “惟 耶 和 华 坐 着 为 王 ， 直 到 永  

他 已 经 为 审 判 设 摆 他 的 宝 座 。 他 要 按  

f 义 南 判 世 界 ， 按 正 直 判 断 万 民 。” （诗  

7 、 a  ) 以 赛 亚 描 述 末 日 时 ， 说 神 “必 

， 国 中 施 行 审 判 ， 为 许 多 国 民 断 定 是  

( 赛 二 幻 。 约 珥 论 到 神 是 列 国 的 审 判

新 约

类 似 的 经 文 ，构 成 了 新 约 理 解 神 或 基  

督 的 审 判 台 的 部 分 背 景 。 审 判 台 的 意 象 ， 

源 於 罗 马 政 府 的 判 决 ，是 在 一 个 平 台 或 法  

官 席 上 发 出 的 ，法 官 就 在 那 M 聆 听 和 审 议  

案 件 。 所 以 ，新 约 大 部 分 经 文 ，在 提 到 耶  

稣 或 使 徒 保 罗 被 带 到 一 位 统 治 者 面 前 时 ， 

都 有 审 判 台 的 出 现 。 例 如 ， 当 彼 拉 多 审 讯  

耶 稣 ， 他 就 是 坐 在 审 判 台 上 （太 二 十 七  

1 9 ; 参 约 十 九 1 3 ; 徒 十 八 1 2 、 丨6 、 1 7 , 

二 十 五 6 、 1 0、 丨7>。

在 新 约 中 ，有 两 段 经 文 直 接 提 及 神 或  

基 督 的 审 判 台 ，那 就 是 罗 马 书 十 四 章 10 

节 和 哥 林 多 后 书 五 章 1 〇 节 。 在 罗 马 书 十  

四 章 1 0 节 中 ，保 罗 讲 述 教 会 内 迫 切 的 合  

问 题 ， 合 — 的 基 础 ， 乃 在 於 以 爱 心 接 纳  

那 些 对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的 信 心 果 效 持 不 同 见

解 的 人 〃 保 罗 呼 旰 基 督 徒 ----无 论 是 犹 太

人 抑 或 外 邦 人 ， 尽 管 大 家 对 於 食 用 某 些 食  

物 或 遵 守 某 些 节 期 ，持 不 同 的 看 法 ，但仍  

要 彼 此 接 纳 。 他 提 醒 他 们 ，所 有 人 最 终 必  

站 在 神 的 审 判 台 前 ， 交 代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此 外 ’ 既 然 神 是 审 判 者 ， 基 督 徒 便 不

应 互 相 论 断 了 。 m  +

在 哥 林 多 后 书 五 章 ，保 罗 再 次 斥 哥

林 多 的 基 督 徒 ， 为 何 要 努 力 讨 主 ； U  

有 人 必 须 在 基 _ 审 判 台 前 ， 为本身

为 接 受 惩 罚 或 奖 赏 。 ， 主.十了驻
故 此 基 督 或 神 的 审 判 台 ， 表 达 了 基

的 5 任 。 这 带 给 基 督 徒 一 个 特 :  

m 芦 义 錄 在 賴 前 ， 以 ■ 职 事 来 生  

^ 部 圣 经 中 ’ 有 一 个 普 _ 观 念 ，

活 。 在 表 达 .，. 那 就 是 神 是 审 判  

; 确 ： 二 在 最 后 的 审 - ， 站在

神 的 面 前 。 H〇bert K. Farrell

- 审 判 - 1 3  1 9 : - 主 再 来 2 3 二 ”

参 判 e “公 堂 / 审 判 台 / 比玛 

-嵌后审判• 2 3 7 5 : 以

5〇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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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 风 笛 / 策
Pipe
s h e n g / f e n g di / x . a o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玛 殊 路 吉 他 、

2125〇

升 / 卡夫
Kab
s h e n g  / k 5 fu

千 a  ( 千 货 的 容 积 s 度 ） 单 位 ， 约 等  

於 1 夸 脱 。

参 - 度 S 衡 （卡 夫 ）■* 3 5 4 。

升 / 柯 尼 克 斯
Choinix
s h e n g  / ke ni kd s i

干 S 单 位 ， 稍 多 於 丨 夸 脱 （启 六 6 > 。

参 **度 适 衡 （柯 尼 克 斯 ）” 3 5 4 。

生命
Life
s h e n g  m i n g

从 圣 经 的 角 度 而 言 ， 生 命 的 源 头 是 永  

活 的 天 父 ， 藉 着 子 （神 在 创 造 及 救 赎 工 作  

的 中 保 > 把 生 命 带 给 渴 求 “真 ” 生 命 的 世  

人 （参 约 六 5 7  > 。

永 活 的 天 父

以 色 列 及 基 督 教 的 神 ， 在 万 物 之 先 是  

“永 活 的 神 （耶 十 1 0  ; 约 五 2 6  ) ; 与 偶  

俛 相 反 （诗 一 三 五 丨 5 - 丨 7 > 。 人 （以 及 神 ） 

指 着 “永 生 的 耶 和 华 ” 起 誓 ， 态 度 十 分 确  

定 （民十 四 ! 2 丨 ； 撒 上 十 四 3 9 > 。 神 是 一 切  

生 命 的 源 头 （提 前 六 丨 3 祂 在 创 造 的 时  

候 ， 将 “生 气 吹 在 ” 人 里 面 ， 并 且 继 续 使  

人 有 生 命 （伯 三 十 四 1 4 、 丨 5 >。 惟 独 神 是  

賜 予 生 命 的 （创 十 七 1 6 ; 出 二 十 〗 4  > ， 而  

且 收 取 生 命 （创 三 2 2 - 2 4 , 六 3 ; 诗 一 〇 

四 2 9 ; 路 十 二 2 ( ) > 。

凡 有 生 命 的 ， 都 可 以 活 动 ； 人 是 活 泼  

的 、 有 生 气 的 主 体 。 在 新 约 中 ， 这 种 看 法  

受 到 希 腊 的 二 元 论 所 修 改 （太 二 十 七  

5 0 ; 路 八 5 5 ) 。 动 物 也 拥 有 这 生 命 的 “气  

息 ” （创 一 2 4 ， 六 1 7 ) 。 因 此 ， 宇 宙 万 物  

的 生 命 气 息 都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徒 十 七 2 4 -  

2 8 )  0

故 此 ， 生 命 是 神 圣 的 。 当血流出， 

是 生 命 被 “倾 倒 ”， 这 导 致 有 关 血 的 ^  

( 创 九 1 - 4 ; 利 十 七 “含 有 ” 生命的 

血 是 頋 於 神 的 ， 在 献 祭 的 仪 式 中 ，血 ^  

祭 坛 上 （出 二 十 四 6 > 。 那祭物的生命被  

接 纳 为 赎 罪 的 生 命 （利 十 七 1丨 >。流人的 

血 及 犯 奸 淫 ， 都 是 死 罪 ， 因 为 二 者 皆 ^  

了 生 命 的 神 圣 （创 九 5 、 6 ; 利二十丨0; 

民 三 十 五 ; 因 此 产 生 以 生 命 来 为 生  

命 赎 罪 的 观 念 （赛 五 十 三 ； 可 十 45),

“因 生 命 是 屈 於 神 而 聘 崇 生 命 ”这、 

点 ， 并 不 叫 人 免 於 危 难 。 人 生 短 哲 如 $ ， 

又 如 云 雾 、朝 露 和 影 子 ，是 “没有长存的” 

《代 上 二 十 九 1 5 ; 伯 七 6 、 9 ; 雅四丨3. 

1 6 ; 彼 前 一 2 4 ) ; 长 寿 是 人 所 渴 塱 的  

( 创 三 十 五 2 9 > 。 任 何 生 命 都 逛 无 价 的 ， 

而 且 胜 於 死 亡 （传 九 4 - 6 ; 太 六 2 5 , 十六

2 6 ) ， 因 为 阴 间 是 个 死 寂 的 地 方 ，它使人 

丧 失 感 觉 、 希 望 或 神 的 帮 助 （诗八十八3. 

1 2 ; 对 比 创 五 2 4 ; 王 下 二 1 1 > 。 自杀的情 

况 ， 甚 少 出 现 （撒 上 三 H- —  3 、 4 )。后来， 

亦 有 人 不 同 意 生 命 是 归 於 无 有 的 （诗十六 

9 - 1 1 ; 赛 二 十 五 8 ， 二 十 六 1 9 ; 但十二2、 

3 >  0

与 此 同 时 ， 人 若 要 增 添 寿 数 ，可以籍 

着 爱 神 和 亊 奉 神 （申 三 十 1 5 - 2 0 ; 彼前三 

8 - 1 2 ) 、 经 历 神 的 拯 救 （赛 三 十 八 16), 

以 及 神 的 賜 福 （太 五 3 - 1 2 ) 。 在两约之间 

时 期 ， 兴 起 了 相 信 个 人 的 复 活 ， 那是宗教 

挣 扎 的 报 偿 （《马 加 比 二 书 》 七 9 、 14、 

3 6 > , 也 是 智 恝 （《所 罗 门 智 恝 书 > 一 1 2 -  

1 5 , 三 1 - 9 , 六 1 5 、 1 6 > 或 圣 洁 的 赏 賜  

( 《昆 兰 社 团 守 则 》 四 6 - 8 ) 。 法利赛人承 

袭 了 这 个 盼 望 ， 拉 比 时 常 把 “今 生 ”和 

“来 世 ” 对 比 （来 六 5 ; 林 前 十 五 丨 9 L

基 督 是 我 们 的 生 命

基 督 里 那 满 溢 及 充 满 动 力 的 生 命 ，就 

在 祂 话 语 的 权 柄 及 其 触 揽 所 带 来 的 能 力 中  

表 明 出 来 （太 九 丨 8 ; 可 一 2  7 、 <11. 4 2, 

五 2 7 - 2 9 ) 。 祂 是 “生 命 的 主 ” （徒 三 15, 

新 英 语 译 本 作 “那 引 往 生 命 之 路 的 主 ”)， 

不 断 教 导 人 如 何 得 生 命 （太 七 1 4 , 二十 

五  4 « ; 可 八  3 5 - 3 7 ， 九  4 3 - 4 7 > 。 而且 ，II! 

从 死 a a 活 。 祂 的 复 活 使 池 成 了  •‘叫人话 

的 灵 ”， 具 有 “不 朽 生 命 ” 的 大 能 （罗八

乌 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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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 前 十 五 来 七 1 6 > 。 基 督 可 以 使  

人 的 生 命 长 存 （彼 前 一 3 - 5 > 。 “基 督 是 我  

m 的 生 命 <西 三 4  > ， 我 们 与 基 督 连 合 ，

软 会 找 到 “新 生 的 样 式 ’’ （罗 六 4 > ， 并 且  

昆新 造的 人。 从 此 我 们 不 是 为 自 己 而 活 ， 

却是为他 而 活 （林 后 五 1 5 、 1 7 ) 。

约 翰 特 别 详 细 阐 述 基 督 是 这 个 新 生 命  

的 源 头 （约 三 1 4 - 1 6 , 五 21  > 。 神 的 儿 女  

从 上 头 :敢 生 （一 三 3 、 5 > ， 因 认 识 神  

及 基 铎 而 已 经 享 有 这 新 生 命 （五 2 4 ， 十 

七3 ; 约 査 五 〗 1 、 丨 2 > ， 并 且 经 过 死 亡 ， 

是 已 经 得 到 永 生 了 （约 十 2 8 , 十 一 2 6 ) 。

这 一 切 都 是 可 能 的 ， 因 为 由 开 始 的 时  

候，“生 命 在 他 羾 头 ” （约 一 幻 。 因 此 ， 

在 天 父 里 头 的 生 命 ， 藉 着 子 而 流 进 世 界  

里。子 也 照 样 “在 自 己 有 生 命 ’’， 并 且 按  

己 意 賜 给 人 （约 五 2 6 ) 。 祂 就 是 复 活 和 生  

命 （十一  2 5 , 十 四 而 且 在 使 瘸 子 能  

走，使 死 人 复 活 及 胜 过 死 亡 等 事 情 上 显 明  

出 来 （五 5 - 9 , 十 一 4 3 ， 二 十 〉。 人 仍 然  

在 死 亡 之 中 ， 只 因 为 他 们 不 肯 “来 ” “得 

生命” （五 4 〇 ; 参 约 査 三 1 4 > 。

故 此 ， 真 正 的 生 命 是 在 基 督 里 得 着 的  

{ 提 前 六 丨 人 活 着 实 在 是 单 靠 神 口 里  

所 出 的 话 （太 四 4 > 。 人 若 离 开 了 神 ， 就 

是 活 着 的 死 人 （路 九 6 〇 ; 罗 七 9 - 1 1 ; 弗 

二卜5 , 四 1 8 ; 提 前 五 6 > 。 人 可 以 “承 受 ”、 

“迸 入 ” 生 命 ， 或 者 是 拒 绝 它 。 这 条 路 是  

狭 窄 和 不 易 走 的 （太 七 1 4 ; 可 九 4 3 ， 十 

1 7 ; 徒 十 三 4 6 ; 罗 一  3 2 >  ; 但 以 灵 魂 的

代 价 去 换 取 安 逸 ， 也 不 合 算 （可 八 3 4 -  

3 7 ; 约 十 二 2 5  > 。 悔 改 （徒 十 一 1 8 ) 、 相 

信 （约 三 丨 6 ) 和 受 洗 （罗 六 4 ) , 能 使 人  

得 着 生 命 ， 但 这 必 须 藉 着 基 督 （约 二 十  

3 1 ; 罗 六 2 3 ; 约 査 五 丨 丨 > 。

这 生 命 是 活 在 信 雒 、 不 再 忧 虑 （路 十  

二丨3 - 2 丨）、 笃 信 基 督 （加 二 2 0 > , 并 且  

为 池 而 活 的 生 活 里 （罗 十 四 8 > 。 对 基 督  

徒 而 言 ， “活 着 就 是 蕋 督 ”， 肉 体 或 人 性  

方 面 的 生 命 ， 都 坚 定 地 服 在 圣 灵 之 下 （罗 

八 N  I 3 )。

这 生 命 是 丰 盛 的 （约 十 1 0 ) 、 光 明 的  

( 约 八 1 2 ) 、 自 由 和 满 足 的 （约 十 9 ) 、 得 

胜 的 （罗 六 6 - H ) 、 充 满 平 安 和 客 乐 的  

(罗五卜丨丨）、 永 远 不 渴 的 （约 四 丨 3 、 1 4 ,

七37, 3 8 ) ， 以 及 永 不 朽 坏 的 （约 五 24;

林 前 十 五 5 1 - 5 7 )。

亊 实 上 ， 福 音 包 含 了 “这 生 命 之 道 ” 

( 徒 五 2 0 > 。

R.E.O. White
参 -永生 _  2 1 4 6。

参考书目：vJ.G . H o a r e , L /f e / n S f J o W  

s  Gospel; H .D . M c D o n a l d , The Christian 

View of M a n ; H .W . R o b i n s o n , Corporate 

Personality in Ancient Israel.

生命册
Book of Life
sheng ming

指 天 堂 的 记 录 。新 约 使 用 该 语 共 7次 ： 

腓 立 比 书 四 章 3节 ； 启 示 录 三 萆 5 节 ， 十 

三 章 B 节 ， 十 七 章 8 节 ， 二 十 章 1 2节 （此 

节 共 用 两 次  >， 二 H" ― 章 2 7节 。

基 督 徒 对 该 语 的 理 解 本 源 自 旧 约 ， 如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二 章 3 2节 ；诗 篇 八 十 七 篇 6 

节 ； 但 以 理 书 七 章 1 0节 ， 十 二 $ 1 节 ；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丨 6 节 等 ， 不 论 隐 指 或 明 言 ， 

都 一 致 肯 定 神 有 一 册 在 手 ，记 录 池 子 民 的  

忠 信 或 悖 逆 ， 就 是 天 下 万 民 的 所 言 所 行 也  

有 记 录 （参 诗 八 十 七 6 ) 。 诗 篇 六 十 九 篇  

2 8 节 中 也 有 “生 命 册 ” 一 语 ， 不 过 所 指  

的 仅 是 地 上 的 生 命 。 但 以 理 书 七 章 1 0 节 

和 十 二 章 1节 ， 以 及 玛 拉 基 书 三 章 1 6节均  

指 出 这 一 记 录 要 在 最 后 审 判 和 世 界 末 日 时  

发 挥 作 用 ： 册 上 所 载 之 言 行 是 每 人 在 神 审  

判 时 的 凭 据 。 路 加 福 音 十 章 2 0 节 和 希 伯  

来 书 十 二 章 2 3 节 也 反 映 了 相 同 的 思 想 ， 

两 书 虽 未 用 “生 命 册 ” 字 样 ， 但 假 设 了 有  

一 份 天 堂 的 记 录 。 保 罗 於 腓 立 比 书 四 章 3 

节 使 用 “生 命 册 ”一 词 ， 藉 此 策 励 同 工 要  

积 极 盼 望 未 来 。

启 示 录 提 到 “生 命 册 ”， 称 这 是 一 部  

天 堂 名 录 ， 在 地 上 备 受 迫 害 而 又 坚 持 信 仰  

的 基 督 徒 ， 均 有 记 录 於 这 " 生 命 册 ” 上 。 

首 先 见 於 致 撒 狄 教 会 书 （启 三 5 > ， 信 内  

称 升 天 的 基 昝 为 “羔 羊 ”， 是 这 生 命 册 的  

执 掌 者 《启 十 三 8 , 二 十 一  7 > 。 册 上 有 名  

的 人 便 有 了 进 入 圣 城 “新 耶 路 撒 冷 ” 的资  

格 （启 二 十 丨 5 , 二 十 一  ; 册 上 无 名  

的 人 将 在 审 判 时 遭 到 最 后 毁 灭 。 启 示 录 两  

次 提 及 从 “创 世 以 来 ” 便 亊 事 记 录 在 案  

| (启 十 三 8 , 十 七 8 > , 显 明 神 对 其 子 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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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 顾 。

生命树
Tree of Life
s h e n g  m i n g  shCi

神 安 放 在 伊 甸 园 中 央 的 一 棵 树 （创 二  

H 、 9 神 吩 咐 亚 当 可 以 吃 园 子 里 任 何 一  

棵 树 的 果 子 ， 就 是 不 可 吃 分 别 善 恶 树 的 果  

子 （二 1 <;、 1 7 > 。 亚 当 和 夏 娃 不 昕 从 神 的  

吩 咐 ， 吃 了 分 别 善 恶 树 上 的 果 子 ， 之 后 ， 

神 便 把 他 们 逐 出 伊 甸 园 ， 以 免 他 们 “又 摘  

生 命 树 的 果 子 吃 ， 就 永 远 活 着 ” （三 2 2 ) 。

创 世 记 的 故 亊 暗 示 ， 神 的 原 意 是 藉 着  

生 命 树 ， 给 予 亚 当 和 夏 娃 一 种 神 圣 的 象  

征 ， 表 征 那 与 神 相 交 ， 又 倚 靠 神 的 生 命 。 

人 的 生 命 与 其 他 动 物 不 同 ， 他 们 不 但 有 肉  

身 的 生 命 ， 还 有 厲 灵 的 生 命 ， 在 与 神 相 交  

时 ， 获 得 最 深 刻 的 意 义 。 然 而 ， 只 有 遵 从  

神 的 命 令 （创 二 1 7 > ， 人 才 可 以 完 全 拥 有  

肉 身 的 生 命 和 整 全 的 灵 命 。 生 命 树 果 子 的  

化 学 特 性 ， 似 乎 从 未 有 任 何 能 賜 生 命 的 实  

际 效 力 ， 但 由 於 神 保 证 賜 下 恩 典 给 使 用 这  

树 的 人 ， 於 是 这 树 上 的 果 子 能 賜 生 命 。 人  

背 逆 神 的 时 候 ， 便 失 去 生 命 树 所 象 征 的 恩  

典 ， 也 不 能 走 近 这 富 象 征 意 义 的 生 命 树 。

在 创 世 记 以 外 ， “生 命 树 ” 只 见 於 箴  

言 中 ， 作 者 以 这 树 象 征 人 从 不 同 途 径 ， 在  

生 命 中 得 舂 的 丰 盛 • • 箴 言 三 章 1 8 节 指 出 ， 

“她 （智 怠  > 与 持 守 她 （智 恝 ） 的 作 生 命  

树 ” ； “义 人 所 结 的 果 子 就 是 生 命 树 ”

(箴 十 一  3 0 ) ; 又 指 出 一 个 成 就 了 的 盼 望 ， 

就 是 “生 命 树 ” （十 三 1 2 ) ; 最 后 提 到 ： 

“温 良 的 舌 是 生 命 树 ” （十 五 4 ) 。

新 约 中 只 有 启 示 录 提 及 生 命 树 （启 二  

7 ， 二 十 二 2 、 1 4 、 丨9>。 圣 经 在 首 尾 部 分 ， 

均 出 现 一 个 乐 园 ， 生 命 树 就 见 於 其 中 。 通  

往 生 命 树 的 道 路 在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给 封 闭  

了 ， 而 在 启 示 录 为 相 信 神 的 人 重 开 。 这 事

乃 由 第 二 亚 当 —— 耶 穌 基 督 -----成 就 。 那

些 已 用 基 督 的 血 把 衣 裳 洗 净 （参 启 七  

并 透 过 基 督 的 救 赎 得 蒙 赦 罪 的 人 ， 可 得 苕  

抆 柄 到 生 命 树 那 里 （启 二 十 二 丨 4 > ， 不 信  

服 的 人 则 得 不 笤 。

参 **分 别 莆 恶 的 树 • 4 1 5 ; “亚 当 ”

1 8 3 9 :  **夏 娃 ** 1 7 2 2 : **伊 甸 / 伊 甸 园 ”

2  0 0 0 :  •人的！ 落  _ 1 1 9 7 。

生 殖 崇 邦
Fertility Cults
s h e n g  z h i  c h 6 n g b^ i

参 • • 迦 南 神 衹 和 宗 教 " 7 1 9。

将 长
Governor
s h d n g  z h d n g

圣 经 中 的 名 称 ， 至 少 译 自 丨 〇个希伯 

来 语 的 字 根 ， 以 及 3 个 希 腊 文 字 根  

版 本 的 翮 译 并 不 一 致 ， 而是使用不间的名  

衔 ， 如 ‘• 监 锊 ”、 “官 长 ”、 “领 油 ”、、  

判 官 ” 和 “代 管 者 ” 来翮译同一个希伯来  

字 。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希 腊 文 旧 约 ），也有 

相 类 的 悄 形 。

省 长 是 最 高 级 的 掌 权 者 ， 有权辖 f 居 

民 、 地 区 ， 甚 或 两 者 都 管 。 有 时 ，等级和 

权 力 是 因 着 他 的 官 职 而 定 ； 有时继承官职 

乃 甚 於 贵 族 的 世 系 、 财 苗 、 对公共亊业的 

贡 献 等 等 。 省 长 的 权 力 一 般 是 由 君 王 授 予  

的 ， 因 此 ， 他 是 所 管 辖 地 区 的 代 管 者 ，就 

像 约 瑟 （创 四 十 二 6 ) 、基 大 利 （耶四十 5丨、 

但 以 理 （但 二 4 B ) 和 所 罗 巴 伯 （该一丨 

然 而 ， 希 伯 来 文 中 有 一 指 省 长 的 词 语 ，也 

可 指 “绝 对 的 统 治 者 ” （书 十 二 2 ，和合 

本 作 “王 ”）， 同 时 也 指 一 个 权 力 执 行 者 。

旧 约 中 最 常 用 的 名 称 ， 明显是亚甲人 

的 用 语 ， 意 指 “地 区 的 主 ”。 这类省长 -  

般 依 旗 军 队 的 力 跫 来 维 持 他 们 的 管 治 （王 

下 十 八 2 4 ; 耶 五 十 一  2 3 、 2 8 ; 尼二7>. 

波 斯 和 希 腊 时 代 的 地 方 总 督 ， 大多是行政 

省 长 。 城 邑 的 领 袖 於 被 侦 之 前 ， 时常被称 

为 “省 长 ” （王 上 二 十 二 2(i ; 代下三十四 

8 ; 按 ： 这 两 处 经 文 在 和 合 本 作 “邑宰”)• 

诗 篇 二 十 二 篇 2 8 节 的 作 者 用 这 名 衔 描 述  

神 是 祂 百 姓 的 君 王 。 一 个 守 殿官 给 先 知 耶  

利 米 带 上 枷 ， 把 他 下 在 监 里 ， 钦定本称他 

为 “省 长 ”（耶 二 十 1 ; 和 合 本 作 “总管”)• 

牮 管 军 队 的 官 吏 ， 可 能 指 挥 一 队 或 较 多 的  

兵 团 。 以 斯 拉 记 二 車 6 3 节 和 尼 希 米 记 七  

章 6 5 节 都 提 到 一 特 殊 的 名 衔 ， 和合本 if 

作 “省 长 ”。

翻 译 希 腊 文 也 碰 到 很 多 问 题 。领导层 

不 同 的 等 级 和 功 能 ， 明 显 是 使 用 不 同 的 字  

代 表 ； 沿 明 显 的 例 子 如 “提 督 ” （< 马加 

比 一 书 》 十 四 4 7 ; 林 后 十 一  3 2 ) , 他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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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省

而 以 另 一 个 字 指 罗 马 的 地 方  

代 赞 省 长 在 新 约 中 也 有 提 及 （参 太  

^ 1 ; 徒 二 十 三 2 4 ; 彼 前  

lB; _ 二 本 作 “巡 抚 ”）， 并 负 责 在 指  

丨4 ; 和 5 持 法 纪 和 秩 序 。 在 新 约 时 代  

的 械 叙 利 亚 的 省 长 管 辅 。

? _ ，•、-纪  ̂

f^ Z Z i ......... ..“ = 5 ^ 心 似

犹太巡抚（省 长 ）本 丢 彼 拉 多 建 於 希 伯 仑 以  

北的水塘

圣餐/ 主餐
Lord's Supper, T h e
shfeng c an / z h Q  c 5 n

耶 穌 在 被 捕 、 受 审 及 受 死 之 前 的 几 小  

时内，与 祂 的 门 徒 一 起 分 享 的 晚 较 。 这 个  

跟 饼 和 酒 有 关 的 仪 式 ， 基 督 徒 其 后 称 为  

“主餐”（林 前 ~i" ― 2 0 ) 、 “擘 饼 ” （徒 二 4 ‘2 、 

仏 ，二 十 7 > 或 “圣 胬 ” （参 林 前 十 丨 6 ; 

可十四‘2 3 之 “祝 谢 ”在 希 腊 文 作 “感 恩 ”>。 

使 徒 保 罗 讲 论 他 把 “从 主 领 受 的 ” 交 给 信

2 关 乎 在 “主 _ 被 卖 的 那 — 夜 ” 

万 设 立 的 主 餐 ^ 正 如 路 加 —

= 告 诉 他 的 门 徒 : “耍 如 』 罗 =

抽 〜 <林 前 十 — 2 + 、 2 5 ) 根 据 使  
徒 饤 传 二 章 的 记 较 ，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在 开 始  

教 会 生 活 的 时 候 ，是 定 期 聚 * — 起 “荦 饼 ” 

的 。

设 立 主 餐 的 记 载

主 餐 的 设 立 记 载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2 6 至 3 0 节 、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章 2 2 至 2 6 节 ， 

以 及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 4至 2 0 节 。 约翰  

福 音 十 三 章 叙 述 耶 稣 与 门 徒 分 享 最 后 晚  

餐 ， 也 记 述 了 祂 为 门 徒 洗 脚 及 与 此 有 关  

的 教 导 ， 但 没 有 提 及 m 设 立 圣 餐 。 有 许  

多 人 认 为 主 餐 已 在 约 翰 福 音 第 六 章 的 教  

导 中 反 映 出 来 。 他 们 随 笤 喂 饱 五 千 人 的  

神 迹 及 耶 稣 说 祂 是 “生 命 的 粮 ” 的 教 导 ， 

而 有 此 种 看 法 ， 但 其 可 信 性 却 令 人 质 疑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2 3 至 2 6 节 记 载 保 罗 软  

述 主 餐 的 设 立 。 在 这 段 经 文 中 ，保 罗 的 讲  

论 是 以 “领 受 ” 及 “传 给 ” 哥 林 多 的 信 徒  

为 题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口 及 丨 8 节 ， 提 及  

耶 穌 把 杯 递 给 门 徒 的 时 候 ， 同 时 也 叫 门 徒  

“拿 这 个 ， 大 家 分 着 喝 ”。 耶 林 在 擊 饼 分  

给 门 徒 之 前 ’ 先 把 杯 递 给 他 们 喝 。 在 大 多  

数 早 期 的 抄 本 中 记 载 耶 奸 分 了 饼 后 ， 又再  

递 杯 给 门 徒 。 路 加 福 音 与 其 他 福 音 书 及 保  

罗 著 作 之 间 的 差 别 ，在 此 得 着 解 释 。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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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 是 有 两 次 的 递 杯 ， 抑 或 是 递 饼 和 杯 的  

次 序 不 同 ， 设 立 主 锊 的 事 实 及 意 义 都 没 有  

基 本 的 分 别 。

设 立 主 餐 的 时 间

在 符 类 福 音 及 哥 林 多 前 书 ， 一 切 有 关  

飛 后 晚 转 （即 设 立 主 餐 > 的 叙 述 ， 都 是 在  

耶 穌 被 捕 前 几 小 时 内 发 生 的 。 在 4 卷 福 音  

书 都 提 及 耶 穌 对 门 徒 说 的 话 、 对 犹 大 说 池  

会 被 他 出 卖 ， 并 对 彼 得 提 及 他 会 怎 样 不 认  

主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1 7 - 2 0 ) 、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1 ‘2 - 丨 7 > 及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7- 

1 4 ) 都 清 楚 说 明 ， 这 顿 最 后 的 晚 锊 是 由  

门 徒 预 备 的 ， 并 且 是 耶 稣 和 门 徒 一 起 吃 的  

逾 越 节 筵 席 。 约 翰 福 音 讲 述 那 是 发 生 在  

“逾 越 节 筵 席 之 前 ”， 然 后 叙 述 耶 稣 在 彼  

拉 多 面 前 受 审 时 ， 那 些 犹 太 人 领 袖 ‘‘不 进  

衙 门 ， 恐 怕 染 了 污 秽 ， 不 能 吃 逾 越 节 的 筵  

席 ” （约 十 三 1 , 十 八 ‘2 8 > 。

对 於 约 翰 福 音 跟 其 他 福 音 书 在 这 方 面  

的 差 异 ， 有 人 提 出 各 种 解 释 。 举 例 说 ： 不  

同 团 体 的 犹 太 人 是 在 不 同 的 时 间 守 逾 越  

节 ； 或 者 在 楼 房 吃 的 晚 餐 并 非 真 的 逾 越 节  

筵 席 ， 乃 是 在 逾 越 节 期 间 的 团 聚 晚 餐 ； 又  

或 许 是 由 於 特 别 的 理 由 ， 耶 稣 故 意 迭 择 在  

惯 常 的 时 间 前 庆 祝 逾 越 节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 5 节 记 录 了 耶 稣 的 说 话 ： “我 很 愿 意  

在 受 害 以 先 和 你 们 吃 这 逾 越 节 的 筵 席 。” 

无 论 怎 样 解 释 福 音 书 之 间 的 分 别 ， 并 且 不  

论 那 最 后 的 晚 餐 是 在 什 么 时 候 发 生 ， 它 清  

楚 含 有 逾 越 节 筵 席 的 重 要 意 义 。

因 此 ， 旧 约 中 要 遵 守 的 逾 越 节 筵 席 ， 

便 无 可 避 免 地 和 新 约 中 要 守 的 主 较 相 似 。 

前 者 是 以 感 谢 的 心 回 顾 ， 记 念 百 姓 因 为 神  

的 作 为 而 从 埃 及 被 救 赎 和 释 放 出 来 ， 那 是  

与 献 上 逾 越 节 的 羊 羔 有 关 。 后 者 也 是 以 感  

谢 的 心 回 顾 ， 记 念 神 藉 着 献 上 基 督 而 为 人  

带 来 的 救 赎 ， 正 如 使 徒 保 罗 把 二 者 连 在 一  

起 说 . • “我 们 逾 越 节 的 羔 羊 基 督 已 经 被 杀  

献 祭 了 。” （林 前 五 7 ) 犹 太 人 遵 守 逾 越 节 ， 

是 为 要 盼 望 一 个 新 的 、 更 大 的 释 放 临 到 。 

耶 穌 在 最 后 晚 胬 时 说 的 话 （路 二 十 二 1 6 ) ,  

提 到 “在 神 的 国 里 ” 成 就 的 逾 越 节 。 基 督  

徒 守 主 资 ， 是 包 含 了 盼 望 的 。

行

设 立 主 餐 的 说 话 和 行

最 后 晚 转 及 逾 越 节 之 丨 袖 ^

旧 约 背 最 对 我 们 明 白 主 贫 ^ 关趣，

要 。 对 於 了 解 耶 稣 在 楼 十 分  

动 ， 这 些 旧 约 背 诳 间 样 上 的 说 这 和  

“这 足 我 的 身 体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2 6 > ^

( 十 四 2 2 >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马 ®

林 多 前 书 （十 芯

感 谢 神 ， 并 且 擊 开 。 值 ^ = 起 执 来 , 

是 这 3 个 相 同 的 动 作 ， 在 喂 饱 五  

饱 四 千 人 的 记 载 中

I并 的 彳 了 动 ， 都 是 相 近 的 <

都 有 描 述 ( 以 ，
八 6 ) 。 根 据 有 关 最 后 晚 铒 的 全 部 4个 ^  

看 来 ， 耶 W 所 说 的 话 就 是 “这 是 我 2  

体 ”。 在 天 主 教 、 正 统 教 及 其 他 复 原 教 ^  

统 的 信 徒 中 ， 他 们 对 这 些 说 话 的 相 确 # 

思 ， 都 有 着 不 同 的 理 解 。 有一点是淸楚不 

过 的 ， 就 是 在 拿 起 饼 来 的 行 动 中 ，体现了 

耶 穌 把 自 己 的 身 体 献 出 ， 在 十 字 架 上被 草  

开 ， 为 我 们 把 生 命 献 上 ， 使我们可以  

在 祂 里 面 并 藉 着 祂 获 得 生 命 。 哥林多前书 

十 一 章 2 4 节 记 述 祂 说 ： “这 是 我 的 身 体 ， 

为 你 们 舍 的 ”， 有 些 早 期 抄 本 则 是 “为你 

们 擘 开 ”。

“你 们 应 当 如 此 行 ， 为 的 足 记 念 我 。”

这 项 明 确 的 指 示 ， 只有在路加福音二  

十 二 章 1 9 节 及 哥 林 多 前 书 H^ 一 章 2 4节出 

现 。 有 人 反 驳 ， 认 为 其 他 福 音 书 没 有 记 s  

这 些 说 话 ， 就 指 出 主 耶 穌 在 ® 后 晚 ® 所作 

的 行 动 ， 明 确 的 目 的 不 是 要 我 们 ®

做 ， 作 为 基 督 教 的 圣 礼 。 然 而 ’ 当孽饼作 

年 来 成 为 教 会 生 活 的 定 期 常 规 ， 福 

写 於 此 时 。 马 太 福 音 及 马 可 福 音  

可 能 认 为 无 须 用 这 些 话 来 表 达 3  

图 ； 他 们 将 之 视 为 a 所 当 然 的 ^ 同 的  

有 - 点 也 必 雜 出 ，

基 # 教 传 统 中 ， 対 这 些 话 ^ 戈 胙 话 理 》! 

释 。 许 多 复 原 教 的 基 贷 徒 都 去 回  

生 圣 餐 之 中 ， 我 们 要 U 并自e  

B 督 对 我 们 的 爱 ， 祂 更 为 我 ■ “记念，'这 

t 命 。 在 罗 马 夭 主 教 一 种 纪 念 仪  

S 词 被 理 解 为 在 神 面 匕 方 祭 ， ， 

象 征 基 督 在 天 父 前 被 ^ 二 世 纪 的

解 为 “献 上 此  

走 作 者 ， 称 圣 较 为
-个

丨‘祭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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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到 这 种 说 法 的 危 机 。 它 能  

#  5 1 否 定 圣 经 对 基 督 为 祭 的 解
f徒

i - ^•篇•至

妙1 越 督 只 将 自 己 一 次 献 上 ， 便 成  

_ ，邠 讲 并 且 足 够 永 远 赎 去 整 个 世 界 的  

九 ⑴ 一 … " 一 ^

可 是 ， 现 代 许 多

都 强 调 签 督 在 十 架 上

的 。 与 此 同 时 ，

所 献 原 教 的 学 者 ， 因 为 不 想 把 对 献 祭

¥许 多 丨iffc古 较 中 彳 
弓丨进主餐中

主 教 的 宣 言 ， 都 38 

热 是 完 全 及 完 备

的 学 者 ， 因 刀 个
存许多=  士 粒 中 ， 便 强 调 “记 念 ’，不 单

在 圣 经 的 理 念 中 ，

只垦回一 

‘‘记念 

冑实的事

一2 五 十 七 11 > 。 然 后 ， 一 个 正 确 的  

^ (>; 就 是 为 到 蕋 督 所 作 的 审 ’ 并 此

的 意 义 ， “以 颂 赞 为 祭 ， 献

】忆 过 往 的 行 动

通 常 包 含 把 过 去 所 作 的 事 或 证 明  

在 规 今 体 现 及 挪 用 出 来  

诗 九 十 八 3 ， 一 〇 六 4 5 ，

(例 ••

人性反应 

事规在对我们 _

给神，，（来 十 三 1 5 > 。

“这 足 我 立 （新 》约 的 血 。”

轮 到 喝 葡 萄 汁 的 时 候 ， 耶 林 拿 起 杯  

来，祝 谢 了 ，便 递 给 门 徒 ， 叫 他 们 都 喝 了 。 

在本质上， 4 段 经 文 的 记 载 都 吻 合 。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2 8 > 及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叙 述 耶 稣 所 说 的 话 是 ： “这 是 我 立 （新 ） 

约 的 血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2 0 节 则 说 ： 

“这 杯 是 用 我 血 所 立 的 新 约 ， 是 为 你 们 流

出来的。” 而 哥 林 多 前 书 H----章 2 5 节也•有

相 似 的 记 载 。 这 与 过 往 以 献 祭 来 立 约 的 仪  

式有关， 就 正 如 在 出 埃 及 地 后 ， 神与以色 *  

列 人 立 约 一 样 （出 二 十 四 1 - 8 > 。 同 时 ， 

此 举 也 意 味 着 新 约 中 预 言 的 盼 望 （耶 三 十  

— 3 1 - 3 4 ) 是 应 验 在 耶 穌 身 上 ， 就 正 如 希  

伯 来 书 第 八 章 和 第 九 章 所 描 述 的 一 样 。

“为多人流出来，使 ?m得 赦 。 ”
耶 稣 献 上 自 己 为 祭 ， 并 在 十 架 上 受  

死，其 意 义 是 与 逾 越 节 及 立 约 有 关 的 。 这 

，与 以 赛 亚 书 五 十 三 章 受 苦 的 仆 人 以 自 己  

W为 赎 罪 祭 ’，的 叙 述 有 关 （第 1 0 节 ）。 路 

力11描 眘 二 十 二 章 3 7 节 载 有 耶 林 在 楼 房 上  

直 告 的 话 ： “经 上 写 着 说 ： ‘他 被 列 在 罪  

中 ’， 这 话 必 应 验 在 我 身 上 。’，这 里  

经 ’’， 即 以 焚 亚 书 五 十 三 京 1 2 节 ， 说 

‘他 将 命 倾 倒 ， 以 致 於 死 ”， 而 且  

^ 却 祖 当 多 人 的 罪 ，，。 当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的，/ 节 坞 及 耶 稣 的 血 是 “为 多 人 流 出 来  

你 ] 以 及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2 8 节 加 上  
雜 得 敝 ”， 便 暗 指 以 赛 亚 书 提 及 的 含

义 了 。

将 来 的 盼 银

然 表 达 方 式 不 同 ，但 4个 有 关 厳 后  
晚 食 的 记 栽 ， 都 是 关 乎 将 来 的 盼 望 而 这  

盼 望 跟 圣 餐 的 设 立 亦 有 关 连 。 在 马 可 福 音  

十 四 章 2 5 节 中 ， 耶 稣 说 ：“我 实 在 告 诉 你  

们 ， 我 不 再 喝 这 葡 萄 汁 ， 直 到 我 在 神 的 国  

里 喝 新 的 那 日 子 。”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2 9 节 ， 对 於 在 将 来 再 喝 这 葡 萄 汁 的 日 子 ， 

是 用 另 一 个 说 法 ： “直 到 我 在 我 父 的 国 迅  

同 你 们 喝 新 的 那 日 子 ”。 在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 8 节 也 有 相 似 的 话 ，那 是 “直 等 神  

的 国 来 到 ”，而 且 在 这 以 ^ 的 3 节 经 文 ，

提 及 关 於 “在 神 的 国 里 ”所 应 验 的 逾 越 节 。 

这 一 切 都 可 以 理 解 为 另 一 盼 望 的 最 终 实  

现 ， 那 就 是 在 旧 约 及 后 来 的 犹 太 启 示 著 作  

中 提 到 的 内 容 ， 即 是 弥 赛 亚 的 筵 席 ， 以及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五 章 6 节 提 到 在 耶 和 华 山 上  

摆 设 的 筵 席 。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2 6 节 

所 说 将 来 的 盼 望 ， 也 可 箅 是 明 确 地 说 明 基  

督 的 再 来 ， 因 为 使 徒 保 罗 说 ： “你 们 每 逢  

吃 这 饼 ， 喝 这 杯 ， 是 表 明 主 的 死 ， 直等到  

他 来 。”

保罗的教导

保 罗 的 教 导 就 正 如 福 音 书 的 教 导 — 

样 。 主 餐 的 意 义 是 淸 楚 地 包 含 了 以 感 恩 的  

心 记 念 基 督 献 上 的 祭 ， 那 就 是 基 贷 一 次 献  

上 便 为 世 界 的 罪 成 了 永 远 的 赎 罪 祭 ， 同 

时 “ 现 了 主 与 他 的 子 民 同 在 ’ ^ 且  

来 的 盼 望 。 其 他 有 关 圣 餐 的 教 父 都

多 前 书 第 十 章 及 十 一 章 之 中 。 保罗

« ：

S 二 ： 哥林多教 会的 实际情 况而 弓」 ； 

# 们 嗝 要 察 觉 拜 偶 像 的 危 机 ， 以及 在  

= ^ 契 中 潜 藏 的 分 裂 ， 那 包 括 穷 人

与 富 人 的 划 分 。

与 基 : 1 ^ 享 - 个 饼 和 饮 - 个 杯 ， 即

就 正 如 一 起 吃 祭 祀 的 饭 餐 ， 使

基 督 笮 t ’/ “鬼 的 _ ’， （林 前 十 2 " 。 意 味 着 分 皁 ^ 说 肖 不 是 同 领 基 督 的 血  

“我 们 所 祝 描 岜 不 是 同 领 基 督 的  

吗 ？ 我 们 二 ’1 (̂ “同 领 ，，这 个 词

语 是 由 希 胳 文 的 =  ，来 提 及 这 个

约 的 经 文 巾 m  
字 。 当 信 徒 守 主

时 常 以 ； : ; 记 念 _ 死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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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吃 的 最 后 晚 胬 ， 也 要 记 念 耶 料 在 第 一 个  

复 活 节 时 向 门 徒 显 现 ， 并 且 以 擘 饼 来 叫 门  

徒 认 出 池 来 （路 二 十 四 他 们 继  

续 经 历 与 基 锊 一 起 的 相 交 ， 知 道 池 是 “昨  

日 、 今 日 、 一 直 到 永 远 ， 是 一 样 的 ” （来  

十 三 。

以 站 忏 为 粮

在 基 督 教 的 两 个 圣 礼 中 ， 洗 礼 是 一 次  

过 的 ， 而 主 胬 则 是 重 复 施 行 的 《• 在 十 字 架  

上 ， 基 督 一 次 献 上 生 命 ， 便 承 担 了 一 切 的  

罪 ， 我 们 归 向 池 便 得 着 生 命 —— 这 是 洗 礼  

的 表 征 。 与 此 同 时 ， 我 们 所 得 着 的 生 命 ， 

每 一 天 都 要 在 我 们 厲 灵 的 生 活 上 得 到 滋 养  

—— 圣 餐 就 象 征 了 这 种 定 期 以 基 督 为 粮 的  

情 况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章 3 节 和 4 节 论 述  

“灵 食 ” 及 “灵 水 ”， 并 且 提 到 摩 西 时 代  

在 海 和 旷 野 里 的 事 件 ， 预 示 基 督 徒 可 以 在  

基 督 里 找 到 的 东 西 。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吃 其 中  

— 些 以 动 物 为 祭 的 祭 品 （林 前 十 1 8 > ; 

而 主 餐 在 某 些 意 义 来 说 ， 是 为 基 督 徒 而 设  

的 粮 （参 来 十 三 9 - 1 ‘2 > 。 耶 稣 说 ： “我 就  

是 生 命 的 粮 ”， 并 且 说 ： “我 的 肉 真 是 可  

吃 的 ， 我 的 血 真 是 可 喝 的 。” 因 此 ， 我 们  

看 到 约 翰 福 音 记 载 的 内 容 （六 3 5 、 5 5 ) ， 

与 保 罗 有 关 主 锊 含 义 之 讲 论 相 近 ， 表 达 基  

督 徒 真 以 基 督 为 厲 灵 生 命 之 粮 。

基 忏 徒 的 合 一

当 耶 穌 和 门 徒 在 楼 房 上 聚 集 的 时 候 ， 

就 设 立 了 主 餐 。 马 太 福 音 及 马 可 福 音 强 调  

他 们 “都 ”喝 这 杯 ； 路 加 福 音 记 载 耶 稣 说 ：

“大 家 分 着 喝 ”。 保 罗 更 明 确 地 带 出 他 们  

— 起 相 交 的 要 义 ： “我 们 虽 多 ， 仍 是 一 个  

饼 ， 一 个 身 体 ， 因 为 我 们 都 是 分 受 这 一 个  

饼 。” （林 前 十 1 7 > 这 包 括 与 基 督 相 交 和  

信 徒 之 间 的 彼 此 相 交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一 章  

2 9 节 有 这 样 的 责 备 ： “人 吃 喝 ， 若 不 分 辨  

是 主 的 身 体 ”， 可 能 指 基 督 徒 是 基 督 的  

“身 体 ”。 至 少 这 章 经 文 都 是 责 备 哥 林 多  

的 基 督 徒 在 聚 会 时 “分 门 别 类 ”。 “你 们  

聚 会 的 时 候 ， 箅 不 得 吃 主 的 晚 餐 ； 因 为 吃  

的 时 候 ， 各 人 先 吃 自 己 的 饭 ， 甚 至 这 个 饥  

饿 ， 那 个 醉 酒 。 …… 还 是 藐 视 神 的 教 会 ， 

叫 那 没 有 的 羞 愧 呢 ？ ” （林 前 十 一 2 0 - 2 2 〉 

换 句 话 说 ， 当 甚 锊 徒 在 聚 会 的 时 候 分 门 结  

党 ， 所 守 的 主 胬 便 不 合 宜 了 。

最 后  

主

效 忠 。 这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中  

的 筵 席 是 表 示 效 忠 基  ，

中  •:去__  «  _ _

保 岁 

而 并 ％
点 是 不 可 以 妥 ，对3  

能 喝 主 的 杯 又 喝 _ 杯 5 ^ - “你 ^  

又 吃 鬼 的 筵 席 ”， 这 样 做 会 f 吃 主 的 &  

( 林 前 十 2 1 、 m  " 吃 主 的 筵 & >
主 委 身 、 与 主 的 民 认 同  

这 世 上 的 事 奉 。

早 期 教 会 的 礼 仪

使 徒 行 传 记 载 了 五 旬 节 发  

后 ， 在 二 章 4 2 节 便 叙 述 他 们  

守 使 徒 的 教 训 ， 彼 此 交 接 ， 擊 饼 1 

此 外 ， ‘‘他 们 天 天 同 心 合 意 恒 切 地 在  

且 在 f 中 擊 饼 ，存 着 欢 苒 、诚 实 的 心 用 ^  

( 徒 二 4 ( 5 > 。 有 关 这 些 经 文 及 其 背 后 的 习  

俗 ， 带 来 了 两 个 问 题 。 经文是否意味这  

只 是 基 督 徒 一 起 分 享 相 交 的 饭 餐 呢 ？使徒 

行 传 二 章 4  6 节 似 乎 提 及 擊 饼 和 用 饭 是 两  

个 分 开 的 行 动 。 但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章 7节提 

到 特 罗 亚 的 基 督 徒 在 “七 日 的 第 一 日 …… 

聚 会 擘 饼 ”， 似 乎 淸 楚 指 出 这 是 埜 督 徒 的  

敬 拜 聚 会 ， 而 非 只 是 一 顿 饭 餐 。 由哥林多 

前 书 十 章 所 见 ， 又 或 许 从 犹 大 书 12节提 

及 的 “爱 席 ”， 我 们 可 以 合 理 地 推 断 ，基 

督 徒 经 常 一 起 用 饭 和 守 主 餐 。 第二个间8 

就 是 最 早 期 的 “擘 饼 ” （例 ： 在耶路撤冷 

的 教 会 中  > ， 是 否 跟 分 饼 和 杯 的 礼 仪 不  

同 ？ 前 者 是 回 想 门 徒 与 复 活 主 之 间 的 相  

交 ， 后 者 是 特 别 记 念 祂 的 死 。 没有直接$ 

证 据 支 持 这 种 看 法 。 福 音 书 所 见 证 的  

包 括 擘 饼 和 分 享 杯 ， 以 记 念 基 督 的 ^  

“为 多 人 流 出 来 ，， 的 。 我 们 也 可 以  

徒 保 罗 所 承 受 、 跟 随 及 传 拾 其 t i t 时 

统 ， 可 以 追 溯 至 他 早 年 成 为 基 ^

候 ， 并 且 包 括 以 擊 ，饼 和 分 享 杯 也  

基 督 ， 宣 扬 主 的 死 ， 直 等 到 池 再Francis

参 - 饭 餐 的 意 义 ” 3 8 5 。 

参 考 书 目 ： G . A u l § n
Eucharist a

麥 与 - n  口 . w  • • - - d .s  s u p P

rifice; W .  B a r c l a y .  The L〇r hip; ̂

E a r ly  Chr is t ian  in 如
3 a l l  m a  n n 

H i g g i n s T h e
0 r d . s  S u p P e [ 二 ds

■ ...........—, J  l 〇 fL

H,' M a r s h a l l ,  L a s t  sUP P ^  a〇 ^  ^

per;  R -  P

s h a l l ,  ' .n the 1
. . M a r t i n ,  W〇r s ^ ' P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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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urch; M.  Ma r t y ,  The  L o r d ' s  S u p p e r ,  S .

c o r m i c  k J r T h e  L o r d ' s  S u p p e r ,  a 

0ibliC9l I n t e rp r e t a t i o n ; E.  S c h w e i z e r ,  The 

lord's S u p p e r  A c c o r d i n g  to the  NT .

圣殿
Temple, The 
Shdng diin

参 •会 箒 . 圣 殿 ” 5 9 6 。

圣会
Convocation, Holy
s h in g  h u )

“圣 会 ” 是 古 代 以 色 列 民 於 节 期 中 举  

行，使 人 和 殿 成 圣 的 隆 典 盛 会 ； 会 期 内 一 

切 工 作 （备 食 除 外 ） 均 停 止 ， 专 心 献 祭 敬  

拜神。圣 会 的 举 行 ， 是 要 使 全 民 圣 洁 ， 配 

在 神 前 敬 拜 （利 十 九 2 > 。

重 大 节 期 如 赎 罪 日 则 必 有 圣 会 （利 二

十三27 >。 除 酵 节 （逾 越 节 ） 的 首 日 和 第  

七 日 必 有 圣 会 （出 十 二 1 6 ; 利 二 十 三 7 、

8)。 五 旬 节 、 吹 角 节 住 棚 节 也 都 要 举  

行 多 日 的 圣 会 （利 二 十 三 2 1 、2 4 、3 5 - 3 7 ) 。 

安 息 日 也 被 视 作 圣 会 日 （利 二 十 三 2 - 4 )。

有 人 认 为 ， 以 色 列 人 在 秋 收 节 （即住  

棚节）特 S 圣 会 ， 是 为 了 代 替 迦 南 原 有 的  

新年庆典。 该 节 最 后 — 日 的 圣 会 要 隆 重 宣  

布 神 对 一 切 邪 恶 势 力 和 灾 荒 的 伟 夭 胜 利 ， 

并 以 美 食 盛 装 来 显 示 神 的 恩 典 。

除 醉 节 期 间 当 食 除 酵 饼 ， 并 献 燔 祭 、 

素祭、 赎 罪 祭 来 淸 洗 以 色 列 民 在 神 面 前 的  

罪 （民 二 十 八 丨 。 圣 会 期 间 当 停 止  

工作； 以 便 禁 食 、 祈 祷 。 吹 角 节 的 圣 会  
( 民 二 十 九 是 要 特 别 聆 听 神 的 宣 谕 。

希 伯 来 文 的 “圣 会 ，，也 含 有 宣 读 律 法  

的 时 刻 之 意 （尼 八 8 > ， 后 来 又 专 指 圣 经 ， 

其 意 谓 圣 经 呼 吁 人 民 成 为 圣 洁 。

预 目 常 以 圣 会 喻 指 神 应 许 之 天 国 来 降

= 盛 况 （赛 四 5 ) 。 圣 会 期 的 安 息 及 亲

S J t n均 象 征 〜 个 大 喜 的 日 子 ， 那 时 神 要 彰

民 * 能 、 凯 旋 降 临 、 胜 过 仇 敌 ， 并 使 其 子  
氏取圣。

^ 以 色 到 的 节 期 ” 2 0  6 2  : ■ 峨 罪 日 •

4?8: ■安息曰 - 4 0 。

圣洁
Holiness
shdng ji6

神 的 主 要 ® 性 ， 并 池 的 子 民 需 要 效 法  

的 素 质 。 “圣 洁 ” 和 “圣 ” 在 圣 经 中 出 现  

了 超 过 9 0 0 次 之 多 。 在 旧 约 中 ， “圣 ”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切 割 ”、 “分 别 ”。 所 以 ， 

圣 洁 最 基 本 的 意 义 ， 是 与 不 洁 一 刀 两 断 ， 

分 别 出 来 成 为 纯 洁 。

旧约

旧 约 形 容 神 为 圣 洁 ， 是 指 池 超 然 於 被  

造 世 界 之 上 ， 有 全 善 的 本 性 。 神 的 圣 洁 表  

示 祂 和 被 造 之 物 有 绝 对 的 分 别 ， 以 主 权 、 

威 严 、 权 柄 统 管 万 有 。 诗 篇 （诗 四 十 七 8)

和 先 知 书 （结 三 十 九 7 > 描 述 神 的 圣 洁 最  

为 透 彻 ， “圣 洁 ” 和 以 色 列 的 神 ， 有相同  

的 意 义 。 故 圣 经 用 “名 为 圣 ’’（赛 五 十 七  

1 5 ) 、 “圣 者 < 伯六丨 0 ; 赛四十三丨  

“以 色 列 的 圣 者 ” 《诗 八 十 九 丨 8 ; 赛 六 十  

1 4 ; 耶 五 十 2 9 ) 等 尊 号 ，来 称 呼 神 。

在 旧 约 里 ，神 的 圣 洁 表 示 他 和 一 切 的  

邪 恶 、污 秽 隔 绝 （伯三十四丨〇 >。他 圣 洁  

的 本 性 ， 是 道 德 完 全 的 绝 对 标 准 （赛 五  

1 6 > 。 神 的 圣 洁 包 括 了 超 然 的 威 严 和 本 性  

的 纯 洁 。 诗 篇 九 十 九 篇 技 巧 地 表 达 了 这 两  

个 特 点 •• 1至 3节 描 绘 神 超 乎 有 限 的 和 棋  

地 的 之 上 ， 4 至 5 节 则 强 调 池 与 罪 恶 隔 绝 。

神 在 旧 约 要 求 他 的 子 民 过 圣 洁 的 生  

活 。 神 藉 着 摩 西 对 以 色 列 全 会 众 说 “你 

们 要 圣 洁 ， 因 为 我 耶 和 华 你 们 的 神 是 圣 洁  

的 ” （利 十 九 '2K 旧 约 中 ， 圣 洁 的 命 令 是  

双 重 性 的 >  一 方 面 是 外 在 的 仪 文 ， 另 一 方  

面 是 内 在 的 道 德 和 灵 性 。 旧 约 有 关 仪 文 方  

面 的 圣 洁 ， 由 摩 西 五 经 指 定 ， 包 括 了 在 仪  

文 上 分 别 为 圣 ， 以 便 作 神 的 工 作 • 因 此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需 要 经 过 复 杂 的 礼 仪 ， 分别  

为 圣 （出 二 十 九  > 。 傘 细 耳 人 的 情 况 也 是  

一 样 （民 六 1 - 2 1 ) —— “拿 细 耳 人 ，’就是  

“分 别 者 ” 的 意 思 。 先 知 如 以 利 沙 （王下  

四 9 > 和 耶 利 米 （耶 一 5 ) ， 也 经 过 了 分 别  

为 圣 的 步 骤 ， 才 在 以 色 列 担 任 特 殊 的 先 知  

亊 工 。

但 旧 约 也 关 注 到 内 在 ， 那 就 是 道 德 和  

灵 性 方 面 的 圣 洁 。 神 呼 吁 照 m 形 象 造 成 的  

人 ， 在 生 命 中 培 养 池 本 性 的 圣 洁 （利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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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民 十 五 4 ()> 。 例 如 诗 篇 十 五 篇 ， 便 讨  

论 到 神 在 道 德 方 面 的 要 求 。 耶 和 华 对 “谁  

能 住 在 你 的 圣 山 ？ ” 这 问 题 的 答 案 ， 是  

“行 为 正 直 、 做 串 公 义 、 心 里 说 实 铦 的 人 ” 

( 1 、 ‘2 节  > 。 如 此 ， 以 赛 亚 宣 称 神 所 救 赎  

的 民 “为 圣 民 ， 为 耶 和 华 的 赎 民 ” （赛 六  

十 二 m  〇

新约

在 新 约 中 ， 仪 文 方 面 的 圣 洁 未 被 强  

调 。 耶 稣 时 代 的 犹 太 教 ， 凭 人 力 寻 求 礼 仪  

上 的 圣 洁 （可 七 1-1 3 > 。 但 在 新 约 ， 圣 洁  

的 重 点 却 在 道 德 方 面 。 随 着 圣 灵 的 降 临 ， 

初 期 教 会 了 解 到 生 命 的 圣 洁 是 一 个 内 在 的  

实 体 ， 掌 管 着 信 徒 对 人 对 事 的 思 想 和 态  

度 。

新 约 希 腊 文 中 和 希 伯 来 文 “圣 洁 ” 相  

等 的 字 眼 ， 代 表 内 心 脱 去 了 道 德 过 犯 ， 能  

与 神 绝 对 的 良 善 ， 趋 向 一 致 。 “敬 虔 ” 这  

个 词 ， 最 能 表 达 出 在 希 腊 文 词 汇 中 ， 对 於  

“圣 洁 ” 的 意 思 。 另 外 又 有 一 个 希 腊 词 语 ， 

反 映 旧 约 之 中 ， 对 於 圣 洁 的 主 要 概 念 是 ： 

与 世 俗 的 事 物 分 隔 ， 专 心 於 亊 奉 神 的 工  

作 。

由 於 旧 约 对 神 的 描 述 ， 是 新 约 作 者 的  

基 本 前 提 ， 使 徒 的 著 作 便 很 少 提 到 神 的 圣  

洁 。 耶 稣 教 导 门 徒 祷 告 时 ， 肯 定 了 神 在 道  

德 上 的 完 美 。 祂 吩 咐 他 们 祈 求 神 的 名 字 能  

得 着 配 得 的 尊 崇 ： “愿 你 的 名 为 圣 ” （太  

六 9 ) 。 启 示 录 又 记 载 父 神 的 全 善 ， 能 配  

得 出 自 以 赛 亚 书 那 三 重 的 称 圣 （参 赛 六  

1 3 ) :  “圣 哉 ！ 圣 哉 ！ 圣 哉 ！ 主 神 是 昔 在 、

今 在 、 以 后 永 在 的 全 能 者 ” （启 四 8 ) 。 另 

一 方 面 ， 路 加 则 沿 袭 旧 约 的 主 要 概 念 ， 从  

超 然 和 威 严 的 角 度 ， 思 想 神 的 圣 洁 。

新 约 同 样 强 调 耶 稣 的 圣 洁 ， 路 加 （路  

一  2 5 ， 四  3 4 ) 、彼 得 （徒 三  1 4 ，四 2 7 、3 0  > 、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来 七 2 和 约 翰 （启  

三 7 ) ， 都 同 时 提 说 父 和 子 的 圣 洁 。

圣 灵 从 神 而 来 ， 启 示 池 圣 洁 的 本 性 ， 

又 在 这 个 世 界 成 就 她 的 旨 意 ； 祂 也 是 绝 对  

的 圣 洁 （太 一 三 1 6 ， 二 十 八 1 9 ; 路  

一 1 5 ， 四 丨 4 ) 。 “圣 灵 ” 这 个 常 用 的 称 号 ， 

强 调 三 位 一 体 之 神 中 ， 第 三 位 在 道 德 方 面  

的 美 善 （约 三 5 -8 ， 十 四 丨 （;、 1 7 、 2 6 > 。

新 约 又 形 容 教 会 是 圣 洁 的 。 使 徒 保 罗

说 ， 基 督 爱 教 会 ， 为 她 而 死 “要用水培 

道 把 教 会 洗 净 ， 成 为 圣 洁 ” （弗五2(̂  

“洗 净 ” 和 “成 圣 ” 这 两 个 希 腊 动词的$ 

态 ， 表 示 保 罗 这 样 想 ， 是 因 着 S 胬的死 

复 活 ， 他 “一 次 ” （彼前 三 1 8 > 把 自己 的  

义 归 与 教 会 （参 林 前 六 丨 彼 得 借 用 丨 0 

约 的 话 ， 形 容 教 会 是 圣 洁 的 子 民 ；教会g  

“圣 洁 的 国 度 ”， 从 不 信 的 万 国 中 分 别 Uj 

来 ， 成 圣 归 神 （彼 前 二 9 ; 参出十九

但 新 约 飛 常 谈 论 的 ， 却是基督徒个人 

的 圣 洁 。 新 约 时 常 称 呼 莪 督 的 信 徒 为  

徒 ”， 因 为 罪 人 藉 若 信 心 得 称 为 义 ，在神 

的 眼 中 成 为 圣 洁 。 得 称 为 义 的 罪 人 ，并非 

有 完 美 的 道 德 ， 只是 神在 审 判 台宣 判 信 链  

无 罪 而 已 。 因 此 ， 哥林多的信徒虽为无数  

的 罪 行 所 困 扰 ， 但 保 罗 仍 然 称 呼 这 些 犯 了  

错 的 朋 友 为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成 圣 、蒙召作 

圣 徒 ” 的 人 （林 前 一  2 > 。 哥林多的信徒 

纵 然 有 很 多 问 题 ， 但 在 基 督 里 仍 是 “圣” 

的 。

然 而 ， 新 约 也 很 注 重 基 督 徒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把 圣 洁 实 践 出 来 。 白白宣告信靠 

基 督 的 人 为 义 的 神 ， 也命令信徒在圣诘的  

生 命 上 长 进 。 在 神 的 计 划 里 ， 信主和在圣 

洁 上 长 进 ，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保 罗 劝 勉 罗 马 的 信 徒 ， “将肢体献给 

义 作 奴 仆 ， 以 至 於 成 圣 ” （罗 六 1 9 > 。希 

伯 来 书 鼓 励 信 徒 “追 求 圣 洁 ”， 因 为 “非 

圣 洁 没 有 人 能 见 主 ” （来 十 二 1 4 )。因此， 

基 督 徒 的 人 生 目 标 之 一 ， 应当是效法神道 

德 的 形 象 。 所 以 保 罗 嘱 咐 以 弗 所 的 信 徒 要  

“穿 上 新 人 ； 这 新 人 是 照 着 神 的 形 象 造  

的 ， 有 真 理 的 仁 义 和 圣 洁 ” （弗四 M ). 

神 给 予 信 徒 恩 典 的 赏 赐 ， 就是使信徒得答 

能 “与 神 的 性 情 有 分 ” （彼 后 一  的fi 

灵 力 盘 。

Bruce A . Demaresl

参 " 神 的 本 体 和 厲 性 ” 1 2 7 7 。

参 考 书 目 ： 〇.R . J o n e s , The Concept 

of Holiness ; S . N e i l l , Christian Holiness: 

R . O t t o , T h e  Idea of the Holy; J .C . Ryl®- 

H o l i n e s s : S . Ta ylo r, H  oly L iving; 

T o z e r , The K n o w l e d g e  of th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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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入 p 底 本 ( p 代 表 Pricslly， 
楣 推 之 内 的 一 组 律 法 ， 是 利 未 记  

即祭旬， ^ 六 韋 ， 又 称 为 H 底 本 。 加 入 圣  

•於匕 ^ 能 典 的 作 者 ， 也 可 能 是  

响 的 煸 《 者 》 自 由 派 的 学 者 认 为  

自 被 掳 归 回 后 以 斯 拉 的 时 代 （主

妒 典 的  

聋p

这法典來

前57〇>。 *■«■
参 “底本说

3 0 6c

0
Bible
shfeng j I n g

何 谓 “圣 经 ？
基 督 教 信 奉 的 圣 经 ， 共 有 6 6 卷 书 。 

犹 太 人 仅 奉 旧 约 部 分 为 圣 经 ； 罗 马 天 主 教  

则在6 6 卷 以 外 ， 加 上 次 经 。 “圣 经 ” — 词 

源 於 希 腊 文 ，原 词 为 复 数 ，作 单 数 名 词 用 ， 

代 表 基 督 徒 奉 为 神 的 话 的 各 书 卷 。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认 为 这 6 6 卷 书 所 载 均 为 神 的 启 示 ， 

对 於 人 类 的 始 源 、 背 叛 神 、 罪 性 、 救 恩 ‘ 

灵 命 成 长 和 终 局 等 ， 给 予 人 需 知 的 一 切 晓  

谕。

集 多 卷 神 圣 著 作 为 一 的 圣 经 ， 希 伯 来  

和 基 督 教 的 先 贤 早 有 提 及 ， 如 主 前 六 世 纪  

的 但 以 理 提 及 “书 ，， （复 数 ， 但 九 2 ) 上 

先 知 的 预 言 ； 《马 加 比 一 书 》 （主 前 二 世  

纪）称 旧 约 各 书 为 ‘‘圣 书 ” （十 二 9 ) ; 

耶 稣 则 称 旧 约 各 卷 为 “经 ，，（太 二 十 一 42  > ， 

而 保 罗 称 它 们 为 “圣 经 ” （罗 一  2 > 。

“约”的 意 义

圣 经 包 括 旧 约 与 新 约 ， 在 耶 穌 以 前 ， 

则 无 所 谓 旧 约 、 新 约 ， 只 有 一 本 经 集 。 后 

来， 使 徒 及 其 他 门 徒 编 著 了 另 一 部 经 典 ， 

教 会 才 开 始 区 分 旧 约 与 新 约 。 “约 ” 字 译  

自 希 胳 语 ， 即 “契 约 ” 之 意 ，指 神 之 约 订 ’ 

$ 人 灵 性 的 引 导 和 蒙 福 之 途 。 这 约 人 不 能  

改 ， 只 可 接 受 或 拒 绝 。 “约 ” 在 旧 约 中  

的 的 字 ， 旧 约 记 述 好 几 个 约 ， 最 重 要  

以 : 个 约 是 神 賜 给 摩 西 的 律 法 。 然 而 ， 当 

许 列 民 在 摩 西 之 约 下 失 败 之 后 ， 神 便 应  

他 ^  “另 立 新 约 ，， （耶 三 十 一  3 1 ) 。

斯 约 ，’一 词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出 现 过 几

次 。耶 稣 设 立 圣 餐 时 曾 用 过 —

门 徒 注 意 人 神 相 通 二 力 基 础 词 这  

是 透 过 祂 的 死 所 萸 立 的 （路 二 十 二 20; 

林 前 十 ― 2 5 )。保 罗 和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也  

都 提 到 这 个 “新 约 ，， （林 后 三 6 、 来 

八 8 ， 九1丨-丨5>。 新 约 2 7 卷 书 的 主 题 ，就 

是 详 细 叙 述 与 人 相 交 的 新 方 法 （以耶稣在  

十 字 架 上 所 成 就 的 功 业 为 基 础 ）。 而旧约  

的 3 9 卷 书 的 主 题 ， 是 叙 述 神 与 人 相 交 是  

基 於 对 弥 赛 亚 的 期 待 （弥 赛 亚 即 基 督 的 希  

伯 来 语 同 义 词 ， 意 义 为 “受 裔 者 ，，> ， 此 

外 也 包 含 别 的 重 要 内 容 。 后 来 拉 丁 教 会 用  

“遗 嘱 ” 或 “证 言 ” 一 词 翻 译 这 “约 ” 字 ， 

英 文 圣 经 沿 用 这 翻 译 ， 而 称 圣 经 为 “旧的 

证 言 ” 和 “新 的 证 言 '

编 排

旧 约 前 半 部 的 编 排 有 淸 晰 的 次 序 ， 也 

很 容 易 明 白 。 从 创 世 记 至 以 斯 帖 记 ，叙述  

自 亚 伯 拉 罕 时 代 至 波 斯 帝 国 下 复 国 时 期 的  

以 色 列 史 ， 大 体 是 依 年 次 而 排 的 。 后 半 部  

是 一 组 诗 歌 书 和 大 小 先 知 书 （“大 ”、“小 ” 

之 别 仅 指 书 的 相 对 长 短 而 言 ，别 无 深 意 ）。

新 约 各 书 的 先 后 也 有 其 逻 辑 脉 络 。 开 

台 是 四 福 音 书 ， 记述•耶穌降生、 传 道 、 受 

FE、 复 活 ， 以 及 如 何 训 练 门 徒 在 他 升 天 之  

舌 继 续 祂 的 工 作 。 使 徒 行 传 为 福 音 书 之 续  

裔 ， 记 教 会 之 创 建 和 在 地 中 海 沿 岸 发 展 的  

淸 形 ； 后 半 部 集 中 记 使 徒 保 罗 和 他 的 植 $  

工 作 。 继 使 徒 行 传 之 后 是 保 罗 书 信 ， 写 =  

他 所 创 诖 的 各 教 会 和 他 所 培 养 的 若  

^ 工 ； 再 后 - 组 是 “普 通 书 信 ” ； 最 后 是  

启 示 录 ， s - 賴 言 末 世 的 书 。

^  口 旧 约 主 要 是 用 希 伯 来 文 写 的 ’仅 后 巧  

书 卷 中 有 少 这 是 二 =  

首 5 卷 为 L 早 部 分 大 约 成 书 於 主 前 14 0 0  

场 ^ 丄 曰 ： 设 ： 埃 及 亊 件 定 为 较 早 ： 

年 左 右 基 书 成 书 減 之 说 成 ，  

期 > ; 再 右 玛 % 的 ） 则 旧 约 之 撰 成 前 后  

话 （主 前 n  +  余 位 ， 都 是 犹

工 r 二 地 位 则 有 先 知 - 士 师 ， 君王

u s 希 腊 文 写 成 。 如 果 是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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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於 主 后 一 世 纪 中 叶 写 成 了 第 一 部 书 ， 而  

约 翰 於 主 后 9 5 年 写 完 最 后 的 启 示 录 ， 即 

可 知 新 约 之 成 书 是 在 主 后 一 世 纪 的 后 5 0  

年 间 。 全 书 作 者 约 9 位 ， 除 路 加 （路 加 福  

音 和 使 徒 行 传 的 作 者  > 以 外 ，都 是 犹 太 人 。 

作 者 们 的 身 世 各 异 ， 有 渔 夫 、 医 生 、 税 吏  

和 宗 教 领 袖 。

作 者

综 览 新 旧 两 约 ， 虽 作 者 济 济 ， 情 势 殊  

异 ， 且 上 下 相 隔 1 5 0 0 年 之 遥 ， 但 全 书 显  

有 一 致 的 思 想 ， 这 实 在 是 件 很 奇 异 的 事 。 

在 基 督 徒 吞 来 ， 这 足 以 证 明 是 神 在 监 督 这  

部 神 人 合 著 的 书 ， 好 使 祂 的 话 可 以 不 折 不  

扣 的 传 给 人 类 。

主 题

旧 约 和 新 约 是 一 个 启 示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 旧 约 开 始 叙 述 人 在 地 上 的 乐 园 ； 新 约  

则 以 新 天 新 地 的 异 象 为 终 。 旧 约 记 述 人 从  

无 罪 至 干 罪 堕 落 ， 远 离 他 们 的 神 ； 新 约 则  

记 信 徒 藉 耶 好 的 牺 牲 而 重 获 神 的 恩 宠 „ 旧 

约 预 言 有 救 主 将 至 ， 必 救 世 人 脱 离 罪 恶 的  

深 渊 ； 新 约 显 明 基 督 降 世 成 就 了 救 赎 之  

工 。 旧 约 的 祭 祀 ， 以 祭 牲 的 血 暂 时 洗 罪 ； 

新 约 指 出 基 督 以 自 己 为 更 美 的 祭 ， 终 结 了  

一 切 祭 祀 。 旧 约 频 频 预 言 弥 赛 亚 降 世 拯 民  

之 亊 ； 新 约 则 详 载 众 先 知 的 预 言 ， 如 何 在  

那 “亚 伯 拉 罕 的 子 孙 ”、 “大 卫 的 子 孙 ’’

( 太 一  1 ) 耶 穌 基 督 的 身 上 -----应 验 。 诚 如

奥 古 斯 丁 於 1 ,5 0 0 年 前 所 说 ： “新 约 寓 於  

旧 约 ， 旧 约 显 於 新 约 。”

参 • 创 世 记 • 2 4 8 :  • 出 埃 及 记 _ 2 3 0 :

••和J 未 i 己 - 88  7: ••民己 - 1 0 4 9： -甲命1己_

1 2 6 9: ■■约书亚记• 2 2 4 9 : ** 士 师 记 •

14 6 0 : -路 得 记 " 93 4 :  *■撒母耳记上、下"

1 2 3 9 :  •列 王 纪 上 .下 _ 906: •历代志上、

下 ” 873: •以斯拉记” 2093: •尼希米记"

1 1 1 7 ： **以 斯 帖 记 " 2 0 9  7: **约 伯 记 "

2 1 9 5 :  H  1 3 9 3 : -箴言” 2 2 7 7 : - 传

道 书 - 2 3 7 : - 雅 歌 " 1 807: “以 赛 亚 书 ”

2 0 5 5 :  •耶利米书” 1937: •耶利 米哀 歌”

! 9 3 4  ： •以西结书• 2 1 0 3 :  •但以理书"

2 8 4 ： - 何 西 阿 书 - 5 6 6 ： - 约 珥 书 - 2 2 0 4 :  

- 阿 厣 司 书 ” 4 : - 俄 巴 底 亚 书 ■ 3 6 5 ;  •约拿 

书 " 2  2 3 7 *  - 弥 迦 书 - 1 0 0 9 : - 那 鸿 书 -

1 0 9 7 ： “ 哈 巴 谷 书 ” 5 3 0 :  • 西番雅书、

1 6 6 2 : " 哈 该 书 ” 5 3 6 :  • 撖迦利亚书.

1 2 2 4 :  - 5 马 拉 基 书 - 9 7 5 :  ■ 马太描每，

9 9 2 :  • 马 可 福 音 " 9 6 6 :  •路加福音_ 937:

••约翰福音” 2 2 2 4 :  ••使徒行传” 1435;

马 书 ” 9 5 0 :  “哥 林 多 前 书 •• 4 7 0 :  • 哥 杉 §

书 ” 4 6 6 :  ••加拉太书” 7 0 0 ;  • 以弗所书.

2 0 2 1 ： “腓 立 比 书 " 4 0 3 :  “取罗西书.

4 7 7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 后 书 ” 1 575/1573:

~ 提 摩 太 前 书 ” 1 5 5 9 :  •提哚太后书 " 1555;

“提 多 书 ” 1 5 4 9 :  ~ 腓 利 门 书 ” 406: •希伯采

书 ” 1 6 4 6 :  “雅 各 书 ” 1 8 1  5: •彼得前书.

1 3  2 ： • • 彼 得 后 书 ” 1 3 0 :  •约翰书信.

2 2 3 0 ;  •犹大书 " 2 1 5 4 :  •启示录- 1170,

圣 经 的 翮 译
Bible, Translations of the
s h ^ n g  jTng d e  f a n  yi

参 - 圣 经 的 诠 释 ” 1 3 3 5 。

圣 经 的 默 示
Bible, Inspiration of the
s h ^ n g  j i n g  d e  m 6  s h i

神 学 术 语 ， 指 神 影 响 圣 经 作 者 ，使他 

们 能 把 神 的 启 示 用 文 字 写 出 来 。

早 期 教 会 尊 奉 旧 约 为 神 的 默 示 ，有两 

个 主 要 原 因 ： 一 是 经 文 中 常 声 明 “神如此 

说 ” 或 “这 是 神 说 的 ”， 加上旧约关於弥  

赛 亚 的 预 言 又 完 全 在 耶 稣 身 上 得 到 了 应  

验 ， 对 基 督 徒 来 说 ， 这些预言显然是神自  

己 的 晓 谕 ； 二 是 耶 稣 对 圣 经 的 态 度 ，他直 

告 旧 约 “是 不 能 废 的 ” （约 十 3 5 ; 参路十 

六 丨 7 > 。 耶 穌 喜 爱 旧 约 ， 并馑守旧约的基  

要 信 息 ， 显 明 她 接 纳 旧 约 是 神 的 话 。耶好 

既 承 认 旧 约 是 受 圣 灵 感 动 而 成 （太二十二 

4 3 ) , 早 期 教 会 也 确 认 旧 约 是 神 的 启 示 及  

其 历 史 真 确 性 。

埜 督 对 旧 约 的 观 点 ， 也成了显见於新  

约 的 观 点 ； 新 约 中 满 是 旧 约 的 引 句 或 … 1 

旧 约 的 话 ， 常 见 的 公 式 如 ： “经上说  

“经 上 记 着 说 ”、 “神 说 ” 或 “圣 灵 说 ”， 

显 示 新 约 作 者 把 旧 约 视 为 神 的 话 。

男P 么 ， 新 约 的 灵 感 又 如 何 呢 ？首批$ 

福 音 的 人 坚 信 他 们 所 传 的 是 出 於 神 的 1  

皆 ” （罗 一 1 6 > 。 福 音 的 信 息 先 是 经 至 灵  

( 徒 一 2 )  口 授 给 使 徒 ， 后 来 又 在 圣 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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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下 形 诸 於 文 字 。 当 新 约 与 旧 约 一 起 并  

移为圣经时， 这 名 称 蘊 含 的 意 义 就 是 “神 

的 话 。

新 旧 两 约 是 互 为 一 体 的 ， 基 督 徒 视 两  

0 为 一 完 整 的 神 的 启 示 。 圣 经 的 写 成 是 出  

# 冲 亲 自 的 启 示 ， 形 诸 於 文 字 ， 写 成 的 文  

字 可 正 确 的 称 为 神 的 话 ； 神 的 启 示 被 写 成  

圣 经 新 约 某 些 章 节 特 别 指 出 经 文 灵 感 的  

I 然性， 不 过 ， 圣 经 的 灵 感 是 整 本 圣 经 的  

特质<•

灵感的本质

十 九 世 纪 中 叶 以 前 ， 教 会 对 灵 感 的 观  

点 是 一 致 的 ， E P : 神 玄 巴 圣 经 的 话 语 賜 给 圣  

经的作者， 使 祂 的 启 示 无 镠 误 并 永 恒 地 保  

存下来。 主 后 二 世 纪 ，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称 圣  

经 为 “神 的 话 语 ” ； 四 世 纪 弥 撒 的 贵 格 利  

说 圣 经 是 “圣 灵 的 声 音 ” ； 十 六 和 十 七 世  

纪 的 宗 教 改 革 家 也 赞 同 这 些 主 张 。 但 到 了  

十 九 世 纪 后 半 期 ， 由 於 进 化 思 想 风 靡 一  

时，以 高 等 评 鉴 学 研 究 圣 经 兴 起 ， 使 一 些  

神 学 家 质 疑 字 面 灵 感 的 传 统 槪 念 。 有 人 试  

图 修 改 这 个 观 念 ， 也 有 人 欲 以 新 的 灵 感 教  

义代替， 容 纳 宗 教 进 化 的 理 论 及 同 意 旧 约  

是 不 同 资 料 拼 合 而 成 的 说 法 。 另 也 有 神 学  

家 将 灵 感 这 一 概 念 ， 从 客 观 的 神 的 话 变 成  

了 人 的 主 观 经 验 ， 这 经 验 可 能 出 自 某 位 宗  

教 天 才 或 某 先 知 对 真 理 的 洞 见 ， 记 载 於 圣  

经之内； 这 经 验 也 可 能 是 现 今 有 人 因 圣 经  

某 些 说 话 或 信 息 感 动 ， 而 宣 称 圣 经 是 一 本  

灵 感 的 书 。

这 些 大 为 歧 异 的 观 点 ， 与 圣 经 本 身  

对 其 灵 感 的 理 解 并 不 相 合 ， 因 为 “预 言  

从 来 没 有 出 於 人 意 的 ， 乃 是 人 被 圣 灵 感  

动 说 出 神 的 话 来 ” （彼 后 一 2 1  > 。 所 以 ， 

据 新 约 所 言 ， 旧 约 先 知 宜 布 的 话 都 是 由  

圣 灵 启 示 和 控 制 的 。 先 知 所 说 的 话 不 仅  

是 他 们 自 己 的 思 想 ， 也 不 是 他 们 用 自 己  

的 言 语 转 述 神 旨 ， 而 是 他 们 被 圣 灵 驱 使  

说 出 神 的 话 。 虽 然 这 节 经 文 特 指 先 知 的  

预 言 ， 但 使 徒 彼 得 似 是 以 圣 灵 在 先 知 身  

上 的 工 作 ， 来 强 倜 整 本 圣 经 都 是 源 出 於  

神 （参 彼 前 一 3 - 2 5 ) 。 神 的 灵 也 同 样 驱 使  

保 罗 写 作 （参 彼 后 三 〗 5 > 。 不 论 是 口 传 或  

写 成 文 字 的 道 ， 都 是 由 圣 灵 光 照 人 的 心  

思 ，并 监 管 整 个 过 程 。

据 保 罗 所 言 ， 圣 经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 提 后 三 丨 6 ) 。 保 罗 所 用 “默 示 ” 一 词 ， 

意 谓 “神 吹 入 气 息 ”， 可 见 圣 经 决 不 是 普  

通 的 写 作 ； 保 罗 的 意 思 也 不 是 说 圣 经 “把 

圣 灵 呼 出 ” „ 有 一 位 神 学 家 巴 尔 特  

( 1 8 8 6 - 1 9 6 8 } 即 认 为 圣 经 仅 是 一 项 宗 教  

文 献 ， 能 使 读 者 感 受 神 的 同 在 。保 罗 的 话  

却 是 说 圣 经 是 神 主 动 的 呼 出 气 息 所 至 ， 是 

神 的 作 品 。

在 旧 约 ， 希 伯 来 文 “气 息 ” 一 词 在中  

文 本 中 多 译 作 “灵 参 创 一 2 , 六 3; 士 

三丨〇， 六 3 幻 。 神 的 “气 息 ” 一 语 是 指 神  

的 灵 带 着 创 造 的 大 能 出 去 （创 一  2 ， 二 

7 ; 伯 三 十 三 4 ; 诗 一 〇 四 3 0 K 这 创 造大  

能 使 人 展 开 特 殊 的 行 动 或 具 备 特 殊 才 能 ， 

从 而 完 成 神 的 旨 意 （出 三 十 五 3 0 - 3 5 ; 民 

二 十 四 2; 士 六 3 4 > 。 从 整 本 旧 约 来 希 ， 

神 的 气 息 或 灵 与 预 言 有 特 别 的 连 系 （民二  

十 四 2 ; 赛 四 十 八 1 6 ; 珥 二 2 S ; 弥 三 8 >。 

这 些 观 察 结 果 ， 可 帮 助 我 们 明 白 保 穸 所 谓  

‘‘神 呼 出 ” 一 语 的 意 义 。 诗 人 说 ： “诸 天  

藉 耶 和 华 的 命 而 造 ，万 象 藉 他 口 中 的 气 而  

成 ” 《诗 三 十 三 6 > ， 同 样 ， 圣 经 乃 藉 苕 神  

呼 出 气 息 而 成

神 发 出 池 的 灵 《诗 一 〇 四 作 成  

了 祂 的 创 造 大 工 ； 神 将 生 气 吹 入 人 的 畀  

孔 ， “他 就 成 了 有 灵 的 活 人 ” （创 二 ; 

同 样 ， 神 藉 着 人 呼 出 祂 的 话 ， 成 了 圣 经 ， 

带 有 神 的 思 想 ； 只 有 圣 经 才 可 教 人 得 救 之  

道 及 学 习 行 义 。

在 整 本 旧 约 中 ， “灵 ’’与 “话 ” 彼此  

的 连 系 也 十 分 重 要 ， 两 者 的 关 系 就 像 神 的  

“气 息 ” 与 “声 音 ”。 声 音 就 是 把 思 想 藉  

言 语 淸 晰 地 表 达 ， 而 气 息 就 是 发 声 的 力  

S o

新 约 指 出 神 的 气 息 ， 即 促 使 神 的 话 发  

出 的 媒 介 ， 就 是 圣 灵 。 圣 经 与 圣 灵 的 关 系  

十 分 密 切 ，所 以 " 圣 灵 有 话 说 ” 也 就 等 於  

“经 上 记 着 说 ” （参 来 三 7 > 。 保 罗 说 ， 他 

写 给 哥 林 多 教 会 的 话 ，“不 是 用 人 智 恝 所  

指 教 的 言 语 ， 乃 是 用 圣 灵 所 指 教 的 言 语 ” 

( 林 前 二 1 0 、 1 3 ) , 进 而 他 又 指 出 ， 他正  

是 用 这 “圣 灵 所 指 教 的 言 语 ”，“将 屈 灵  

的 事 讲 与 厢 灵 的 人 ” （林 前 二 1 3 ) 。 至 於  

圣 灵 使 人 明 白 圣 经 的 过 程 ， 神 学 家 一 般 称  

之 为 “光 照 ”， 而 不 是 “灵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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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观 点 的 演 绎
接 受 圣 经 有 关 自 身 灵 感 的 记 载 ， 可 推  

演 出 两 个 观 点 ：

完 全 灵 感 论

第 一 ， 圣 经 的 灵 感 可 说 是 “完 全 的 ”， 

意 即 完 整 、 全 部 。 这 意 思 是 说 ， 神 的 气 息  

吹 在 圣 经 所 有 的 部 分 。 完 全 灵 感 论 与 所 谓  

“光 照 论 ” 相 对 。 “光 照 论 ” 以 为 圣 经 的  

灵 感 只 限 於 部 分 或 只 达 至 某 程 度 。 但 圣 灵  

的 工 作 不 会 只 限 於 某 些 经 文 或 一 部 分 特 别  

的 经 文 ， 而 是 达 至 整 本 圣 经 。 完 全 灵 感 论  

也 否 定 了 所 谓 “洞 见 论 ”， 因 这 些 理 论 视  

圣 经 的 灵 感 并 没 有 任 何 超 然 的 成 分 。

但 完 全 灵 感 并 不 是 说 圣 经 中 每 一 句 话  

都 是 对 的 。 例 如 约 伯 友 人 的 谬 见 （参 伯 四  

十 二 7 - 9  > 、 彼 得 的 3 次 谎 言 （可 十 四 6 6 -  

7 2 > 、 控 诉 犹 太 人 的 书 信 （拉 四 7 - ‘2 4 ) 等 。 

虽 然 也 见 载 於 圣 经 ， 但 绝 不 是 受 圣 灵 感 动  

的 话 。 圣 经 记 载 的 说 话 是 对 或 错 ， 必 须 按  

上 下 文 来 评 定 。 然 而 圣 经 作 者 记 录 这 些 说  

话 ， 也 是 出 於 圣 灵 的 感 动 ， 神 要 这 些 说 话  

成 为 池 的 启 示 的 一 部 分 。

字 面 灵 感 论

第 二 个 推 论 是 圣 经 灵 感 的 范 围 包 括 圣  

经 的 用 字 。 有 神 的 灵 感 的 圣 经 包 含 神 所 赐  

的 字 词 。 圣 经 是 神 圣 的 著 作 ， 灵 感 的 功 能  

在 人 的 内 心 影 响 人 的 思 想 和 用 字 。 历 史 上  

称 这 种 观 点 为 “字 面 灵 感 论 ”。 这 名 称 关  

注 的 是 灵 感 的 产 物 ， 实 际 所 用 的 字 词 。 圣  

灵 也 关 注 圣 经 的 字 词 ， 因 此 ， 信 徒 对 圣 经  

可 予 以 无 限 的 信 靠 和 倚 赖 。

然 而 ， 字 面 灵 感 论 并 不 是 直 录 式 的 或  

机 械 式 的 。 早 期 教 父 因 对 圣 经 话 语 的 高 度  

敬 仰 ， 而 持 定 圣 经 是 直 录 的 观 点 ， 但 这 并  

不 足 以 作 为 灵 感 的 立 论 基 础 。 反 对 传 统 的  

灵 感 教 义 的 人 ， 往 往 把 字 面 灵 感 等 同 於 机  

械 式 的 直 录 ， 并 以 此 作 为 反 对 圣 经 灵 感 的  

理 由 。 他 们 认 为 “字 面 ” 的 意 思 ， 就 是 指  

圣 经 作 者 像 速 记 员 一 样 记 下 神 的 话 ， 自 己  

却 不 明 白 所 记 的 意 义 。

今 日 福 音 派 神 学 家 主 张 “字 面 灵 感 ”， 

并 非 着 眼 於 灵 感 的 方 法 ， 他 们 只 强 调 圣 灵  

的 感 动 是 达 至 圣 经 的 用 字 。 灵 感 的 正 确 性  

质 很 难 给 予 准 确 的 解 释 ， 这 个 过 程 只 能 视  

为 神 的 机 密 ， 是 奥 秘 之 亊 或 神 迹 ， 除 神 以  

外 ， 人 是 难 以 解 释 的 。

‘字 面 ’
... ..  功

守 派 学 者 也 都 承 认 这 事 实  

神 学 家 都 认 为 ， 圣 经 的灵想分描 t  

录 的 观 点 应 予 以 排 斥 。但 他 ^  

面 一 词 ’ 因 这 词 最 能 表 明 保 窗 ^  

者 的 引 导 ， 甚 至於他们 的 用 ^ 灵对

们 的 话 可 完 全 接 纳 为 圣 灵 的 因 此 ，，〇 

丄 — - ■ = . . 诗 一 〜 九 话 广 5上二

， ®  二十 S K

十 二 8 - 1 6 ; 尼 八 ；

罗 一 2 , 三 2 、 2 1 ， 十 六 如 ）。

然 而 ， 圣 经 的 话 同 时 又 是 人 的 ^  

可 以 说 圣 经 是 神 人 合 著 而 成 。 圣 故  

作 品 可 见 於 下 列 各 方 面 ， 如 写 作 4 人的 

历 史 观 和 文 化 背 景 等 等 。 从 心 理 W  

析 ， 圣 经 每 书 都 是 一 位 作 者 独 特 的 ^  

作 ； 但 从 神 学 观 点 来 看 ， 圣 经 的 内 容 h  

是 神 的 倒 造 。 摩 西 、 众 先 知 耶 衧基 f  

众 使 徒 都 以 自 己 的 话 是 出 於 神 的 。先知直

告 神 的 话 （耶 一 7 ; 结 二 7 )
耶稣的教

训 也 是 出 於 他 的 父 （约 七 1 6 ， 十二49 

5〇 >  ; 使 徒 也 是 以 基 督 的 名 义 吩 咐 信 徒  

( 帖 后 三 6 ) ， 并 声 称 他 们 的 教 训 有 厲天的 

权 威 （林 前 十 四 2 7 > ， 他们的教义也蒙圣  

灵 所 赐 （林 前 二 9 - 1 3 ) 。

因 此 ， 完 全 和 字 面 的 灵 感 观 就 是 主 张  

圣 灵 以 独 特 和 无 可 比 拟 的 方 法 ，与圣经作 

者 同 工 ， 使 他 们 成 为 神 真 理 无 谬 误 的 传 递  

人 ； 因 此 ， 圣 经 也 可 说 是 神 无 谬 误 的 话 。 

圣 经 —— 正 如 耶 稣 基 督 一 样 一 神 人 的 成  

分 合 为 不 可 分 的 完 整 一 体 ， 满 有 动力 。圣 

经 的 语 言 是 人 的 语 言 ， 信 息 是 神 的 息 。 

圣 经 作 者 在 写 作 的 过 程 中 不 是 消 极 的 ’他 

们 是 神 的 代 笔 人 ， 不 是 无 生 命 的 笔 。 

的 结 果 确 保 神 是 圣 经 的 主 要 作 者 ，整 

经 可 正 确 的 称 为 神 的 话 。

灵 感 的 定 义 就 是 神 施 於 虽 经  

j 晌 ， 使 他 们 虽 仍 维 持 自 我  

■ • 圣 灵 的 感 动 、 看 顾 和 引 导 ^ 丁 称 麥 经  

?；的 作 品 确 为 神 的 话 。 奥 古 马 丁 筘 揀  

兰 能 的 神 致 受 造 者 的 信 ^  对以在

8 3 -  1 5 4 6 ) 说 ： “除 了 圣 恃 信 仰 问  

I 找 到 神 的 话 呢 ？ ” 威 斯 毎 软 该

G 7 4 ) 断 言 圣 经 既 是 出 ，/ 權 音 亦 赛  

因 为 这 是 神 的 话 ”接 纳 ， 四 力 於 … •. >

诤 定 圣 经 是 绝 対 可 化 、

全然
瘅的，



固 爹 经 是 出 於 神 的 灵 感 。

H.D. M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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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泾的诠释
Bi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ing jing d e  q u ^ n  s h l

神 学 上 称 揭 示 经 文 意 义 的 工 作 为 诠  

释,，“诠 释 ” 就 是 阐 明 一 段 语 言 或 文 字 的  

意义， 用 别 的 话 来 述 明 其 真 义 。 “诠 释 ” 

的 同 义 词 可 以 是 “解 释 ” 或 “翻 译 ”。 一 

个 通 晓 两 种 语 言 的 人 从 旁 将 演 说 者 的 话 ， 

翮 译 为 另 一 种 语 言 ， 此 人 通 称 为 “传 译  

员”〇 福 音 派 基 督 徒 视 诠 释 圣 经 为 最 重 要  

的任务， 因 为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 创 世 主 亲 自  

向 受 造 者 启 示 祂 自 己 和 m 对 受 造 者 的 旨  

意，这 是 人 类 最 重 要 的 信 息 。

大 多 数 人 都 会 感 觉 到 ， 即 使 人 与 人 之  

间， 要 达 致 “有 意 义 ” 的 沟 通 并 不 容 易 。 

两 个 同 操 一 种 语 言 的 人 ， 甚 至 生 活 在 同 一  

个 家 庭 中 ， 在 语 言 交 流 上 都 难 免 会 出 现 误  

会 和 曲 解 。 语 言 意 义 的 幅 度 甚 大 ， 就 以 一  

个 极 简 单 的 “早 ” 字 为 例 ， 在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意 中 可 有 很 不 同 的 含 义 。 “晚 餐 早 开 ” 

是 指 把 原 本 6 时 3 0 分 的 晚 餐 提 前 在 5 时 30 

分 吃 ； “提 早 退 休 ” 是 指 G 0 岁 退 休 ， 不 

要 等 到 6 5 岁 ； “早 期 美 国 款 式 ” 是 指 一  

种 家 具 的 类 别 ， 而 “早 靑 铜 时 代 ” 是 指 一  

个 考 古 学 的 时 期 ， 两 者 相 差 达 4 ，0 0  0 年 。 

现 代 所 用 的 “物 理 学 ” 一 词 ， 在 莎 士 比 亚  

时 代 的 英 语 中 ， 却 是 指 泻 药 或 解 羝 剂 。

诠 释 圣 经 将 面 对 这 些 语 言 学 的 难 题 ， 

这 些 难 题 往 往 十 分 棘 手 。 圣 经 的 性 质 有 别  

於 其 他 文 献 典 緖 ， 所 以 诠 释 圣 经 所 遇 到 的  

困难 ， 远 远 超 乎 翮 译 另 一 种 语 文 ， 或 是 解  

释— 种 古 代 文 化 。 圣 经 包 罗 数 十 卷 著 作 ，

先 后 时 代 之 差 距 在 1，5 0 0 年 以 上 ， 各 书作  

者 又 笔 法 迥 异 ，写 作 背 眾 也 各 不 相 同 。 圣 

经 本 身 的 宣 称 及 使 人 惊 讶 的 一 致 性 ，使基  

督 徒 深 信 圣 经 是 用 人 的 语 言 记 录 的 神 的  

话 。 诠 释 者 不 过 是 有 限 而 会 犯 错 的 人 ，必 

须 从 神 的 观 点 来 看 圣 经 ， 尽 管 经 文 是由 另  

一 位 有 限 的 人 所 写 下 。

多 年 来 ， 专 心 钻 研 “释 经 学 ” （源於  

希 腊 文 “诠 释 ” 一 词 ） 的 学 者 归 纳 、制定  

了 诠 释 圣 经 的 若 千 准 则 。 研 究 圣 经 的 人 可  

透 过 “释 经 性 ” 的 圣 经 注 释 ，看 见 这 些 学  

者 怎 样 运 用 这 些 准 则 ， “释 经 ” （源 於 希  

腊 文 “解 释 ” 一 词 ） 是 诠 释 的 一 种 。 诠释  

的 工 作 是 漫 无 止 境 的 ，其 一 是 因 为 考 古 新  

发 现 与 日 俱 增 ， 使 我 们 对 经 文 有 新 的 认  

识 ； 其 二 是 人 对 亊 物 的 认 知 转 变 ， 不断的  

发 出 新 问 题 。 这 样 再 三 的 诠 释 经 文 ， 可消  

除 或 修 正 一 些 诠 释 上 的 谬 误 ， 以 免 把 自 己  

的 见 解 混 进 经 文 里 面 （学 者 称 此 为 “读进  

法 ”）。

圣 经 学 者 对 圣 经 大 体 的 意 义 固 然 是 一  

致 的 ， 但 在 某 些 章 节 的 诠 释 上 有 时 却 意 见  

纷 纭 。 在 教 会 史 中 ，学 者 们 就 诠 释 的 基 本  

原 则 曾 有 激 烈 的 争 论 。 早 期 教 父 有 亚 历 山  

太 派 （埃 及 ）， 因 受 希 腊 哲 学 的 影 响 而 主  

张 以 寓 意 释 经 法 为 主 。 他 们 不 顾 经 文 字 面  

直 接 的 含 义 ，而 着 意 追 索 字 面 背 后 的 “屈 

灵 意 义 ”， 以 为 这 才 是 神 的 真 意 。 亚 历 山  

太 派 学 者 思 索 圣 经 意 义 的 方 法 ， 就 是 想 象  

神 究 竞 想 传 达 什 么 信 息 。 这 种 凭 想 象 的 诠  

释 层 见 迭 出 ， 至 中 世 纪 该 派 的 影 响 遍 及 西  

方 教 会 ， 竟 达 到 荒 i延 不 经 的 地 步 。 早 期 教  

父 也 有 安 提 阿 派 （叙 利 亚  > ， 虽 然 没 有 完  

全 排 拒 寓 意 诠 释 法 ， 但 也 较 留 意 圣 经 用 词  

的 本 义 。 不 过 安 提 阿 派 却 不 如 亚 历 山 太 派  

对 中 世 纪 经 院 神 学 影 响 之 大 ； 在 他 们 垄 断  

之 下 ， 圣 经 许 多 章 节 的 字 面 和 历 史 意 义 一  

直 笼 罩 在 神 秘 诠 释 的 迷 雾 中 ， 竞 越 千 年 之  

久 。

十 六 世 纪 的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 才 使 教 会  

再 度 重 视 圣 经 的 话 是 神 直 接 的 信 息 。 改革  

派 神 学 家 强 调 研 究 希 伯 来 和 希 腊 语 法 ， 以 

及 研 究 古 代 近 东 历 史 ，视 此 为 理 解 圣 经 最  

适 切 的 工 具 。 同 时 ， 他 们 力 主 圣 经 是 “意 

义 明 朗 的 ”（源 於 拉 丁 文 “透 明 的 ’’一 词 〉， 

这 便 是 说 ，一 舣 有 知 识 的 读 者 ， 只 要 像 阅

shfcng jing dc quin shi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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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普 通 文 献 一 样 ， 并 以 谦 卑 的 态 度 求 圣 灵  

引 导 明 白 神 默 示 的 话 ， 都 可 以 明 白 圣 经 的  

意 义 。 这 就 是 菡 督 徒 对 诠 释 圣 经 这 任 务 所  

应 持 的 基 本 观 念 。

诠 释 圣 经 有 两 个 基 本 步 骤 。 首 先 当  

问 ： “经 文 对 作 者 或 讲 者 和 最 先 的 听 众 或  

读 者 ， 有 什 么 意 义 ？ ” 其 次 当 问 ： “该 段  

经 文 对 今 天 的 读 者 又 有 什 么 意 义 ？ ” 诠 释  

者 第 一 个 任 务 是 设 身 处 地 ， 设 想 原 作 者 及  

读 者 当 时 的 处 境 ， 再 从 整 本 圣 经 的 亮 光 来  

理 解 经 文 的 意 义 。 诠 释 者 第 二 个 任 务 是 阐  

明 该 段 经 文 在 现 今 处 境 下 的 意 义 。 每 个 时  

代 的 诠 释 者 都 当 谨 遵 这 两 个 步 骤 。

有 些 基 督 徒 往 往 急 於 引 申 某 段 经 文 对  

现 代 人 的 意 义 ， 而 忽 略 经 文 的 本 义 ； 也 有  

某 些 基 督 徒 只 着 意 研 究 旧 约 时 代 的 处 境 而  

无 视 耶 稣 的 生 、死 、复 活 带 来 极 大 的 改 变 ：

“我 们 .....靠 耶 稣 蕋 督 只 一 次 献 上 他 的 身

体 ， 就 得 以 成 圣 …… 这 些 罪 过 既 已 赦 免 ， 

就 不 用 再 为 罪 献 祭 了 。” （来 十 1 0 、 18>

整 本 圣 经 的 脉 络 显 示 耶 稣 为 罪 献 祭 的  

终 极 性 ， 祂 创 立 了 神 的 新 子 民 （指 凡 承 认  

耶 穌 为 弥 赛 亚 的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 旧 约  

对 以 色 列 人 所 作 的 许 多 应 许 在 新 约 中 都 应  

验 ， 在 神 的 新 子 民 ， 即 教 会 身 上 。 由 於 圣  

经 本 身 的 演 变 ， 所 以 ， 诠 释 的 两 个 步 骤 必  

须 同 样 着 重 。 至 於 从 圣 经 时 代 恰 如 其 分 地  

转 入 现 代 ， 则 需 要 仔 细 研 究 、 虔 诚 祷 告 、 

谦 卑 依 靠 圣 灵 的 引 领 。 我 们 绝 不 可 以 增 删  

神 的 旨 意 。

回 到 历 史

圣 经 写 成 的 1 , 5 0 0 年 间 ， 文 化 与 政 治  

环 境 变 迁 极 大 ， 有 时 变 化 之 速 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如 使 徒 保 罗 在 雅 典 传 道 时 所 经 历 的 环  

境 （徒 十 七 1 5 - 3 4 ) ， 与 略 后 几 年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遭 遇 者 （徒 二 ^ 1 7 至 二 十 三 3 0 ) ， 

已 全 然 不 同 。 所 以 ， 读 者 必 须 注 意 中 东 历  

史 的 变 化 。

历 史 和 文 化

历 史 的 记 述 永 不 会 包 罗 一 切 发 生 的  

事 ， 编 著 者 只 从 某 一 群 人 在 某 一 个 时 期 中  

的 遭 遇 ， 迭 择 某 些 事 件 。 迭 择 的 事 件 可 帮  

助 读 者 了 解 这 群 人 与 他 们 周 围 的 人 不 同 的  

地 方 在 哪 里 。 历 史 可 揭 示 某 些 民 族 的 强 处  

和 弱 点 ， 也 揭 示 了 它 们 兴 亡 的 原 因 。 但 圣

经 的 历 史 并 不 仅 是 集 中  

的 历 史 是 以 神 为 中 心 的 ^ 的 身 上 ^  

神 在 历 史 中 显 彰 她 自 己 。 的 作 者 3  

人 达 成 他 的 工 作 。 他 直 接  

列 人 沟 通 ， 指 派 他 们 作 池 的 = 1 别 的 ^

H] 辱•帝  t o  .. ^  > - t in I..列 人 蒙 福 和 受 审 的 因 由 向 把 ^  

后 ， 神 藉 着 耶 穌 基 胬 入 《^ . 们 *  

人 类 的 苦 难 ，
、世 为 入 ，

圣 经 的 观 点 是 只 有 _  

神 的 子 民 ， 只 有 一 个 历 史
位神，

只有、
^、卞3 ---- 1 坊 史  蚰 从 ， 洱

历 史 ， 必 定 看 见 神 在 历 史 中 人 鉍  

俗 历 史 学 者 无 视 或 否 认 神 大 能 .  

史 上 的 角 色 ， 圣 经 的 诠 释 者 必 须 <

者 一 样 的 看 历 史 ：
i 像圣每作 

神 在 历 史 某 时 空 = 
件 中 ， 向 人 类 显 示 了 祂 自 己 。 、^ 、寧

要 明 白 圣 经 作 者 的 本 意 ， 就当了 

者 的 文 化 模 式 。 文 化 包 括 人 类 的 风 俗 =  

惯 、 典 章 制 度 、 文 学 艺 术 、 产品与工具等 

等 ， 就 是 人 类 创 造 和 运 用 的 — 切亊物。从 

— 个 特 定 时 代 的 文 化 可 以 看 出 该 时 代 的 人  

崇 尚 什 么 。 例 如 ，研 究 人 类 在 享 乐 、酣酒 

兵 器 等 方 面 的 开 销 ， 便可大体窥见该民族  

的 喜 好 和 风 尚 是 什 么 。 研究一个民族的工  

作 ， 他 们 的 作 成 品 ， 往往要比仅知道他们  

的 说 话 会 得 悉 更 多 真 实 情 况 。

语 文 结 构

语 言 是 民 族 生 活 的 重 要 部 分 。 旧约各 

书 主 要 以 希 伯 来 文 写 成 ， 仅少数章节使用

了 亚 兰 文 （创 三 H----4 7 ; 拉 四 8至六丨8;

七 1 2 - 2 6 ; 耶 十 1 1 ; 但 二 4 至 七 2 8 )。新约 

各 书 是 用 希 腊 文 写 成 。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  

独 特 的 结 构 和 语 法 ， 必 须 熟 练 ’掌握后，^  

能 对 原 文 的 理 解 和 翻 译 准 确 无 误 。

来 、 亚 兰 、 希 腊 3 种 语 文 的 词 汇 、1吾式 

极 丰 富 ， 在 翻 译 时 极 易 丧 失 这 优 点 。 用

圣 经 原 文 （尤 其 是 希 腊 文 圣 经 ）# 往 

长 句 、 H 句 ， 翻 译 时 为 求 易 读 易 明 p 嘴丨匕， 

需 化 整 为 零 。至 於 意 译 圣 经 ，更 系

结 果 牺 牲 了 原 文 意 思 间 的 某 些 ， 只JI
可 能 在 原 叉 。

本 中 独 立 、 完 整 的 句 子

串 辅 助 句 子 ‘
今天 ，

<前

连 於 一 主 要 动 词 的 十 串 辅 抑 立 对 邸 研  

研 读 圣 经 的 人 可 利 用 多 种 优 #

读 ， 也 可 参 照 一 些 翻 译  

者 如 新 美 国 标 准 译 本 或 修 订 鉼 约 详 本

译本筹：

舌 者 如 当 代 圣 经 或 菲 立 斯 新 ， 有 

等 ）， 对 圣 经 原 文 的 字 面 意



^ 外 ， 尚 可 参 阅 各 种 圣 经 注  

的 认 明 白 两 种 译 本 何 以 在 某 段 的d 以助

样’* 卜会有羞异。

上 卞 义 ^ 文 理 不 仅 是 指 与 某 段 文 字 直 接 联  

上 下 文 / 为 了 正 确 诠 释 某 段 文 字 ， 除 

系 的 上 ^ 读 ^ 下 文 之 外 ， 还 要 思 考 全 书 的  

7 仔细 1 以但 以 a 书 为 例 ， 较 广 阅 的 上 下 文  

咏格° 丨 抑 生 乎 中 的 不 同 阶 段 ， 历 经

” 工 种 种 綠 异 梦 - 异 象 及 其  
教 要 了 解 其 中 一 部 分 必 须 先 熟 悉 全  

他 ^ 的 内 i 。 从 但 以 理 书 中 抽 出 某 句 话 而  

本3 取 义 ， 并 应 用 在 今 日 的 境 况 ， 似 乎 甚  
斯= 义 • ^ 若 按 但 以 理 全 书 的 脉 络 仔 细 研  

^ 这 句 话 ， 可 能 发 现 这 满 有 意 义 的 当 代 途  

释 并 非 i旦 以 理 的 本 意 。 罔 顾 上 下 文 意 将  

更 容 易 犯 上 把 自 己 见 解 读 进 经 文 的 谬 误 • ’

不 仅 是 一 般 读 者 ， 就 是 圣 经 学 者 、 神 学 教  

师和牧师， 如 果 仓 猝 行 亊 或 图 以 圣 经 迁 就  

- 己 之 成 见 ， 都 会 犯 上 读 进 自 己 见 解 的 谬  

误。

分辨 直 述 和 喻 意

虽 然 圣 经 使 用 一 般 人 的 语 言 ， 但 它 的  

主 旨 并 非 一 般 性 的 内 容 。 它 提 及 人 类 对 神  

的 叛 逆 ， 以 及 离 开 神 的 人 如 何 与 神 和 好 。 

它 牵 涉 的 范 围 ： 神 、 罪 、 救 赎 等 ， 使 人 类  

语 言 的 表 达 能 力 受 到 极 大 的 挑 战 。

直 述 和 喻 总 的 含 义

所 谓 “直 述 ”， 就 是 使 用 惯 常 、 社 会  

大 众 公 认 的 意 义 。 例 如 ： “农 夫 耕 田 ”， 

“拼 田 ” 就 是 直 述 ， 意 即 农 夫 翻 土 ， 预 备  

施 种 • • 但 如 果 说 一 个 人 在 学 业 上 或 工 作 上  

努 力 “耕 耘 ” “耕 耘 ，， 一 词 就 是 喻 意 。 

衣夫、学 生 、 执 业 者 都 要 辛 劳 工 作 ， 破 除  

姐力。 “拚 田 ，，或 在 事 业 上 “拼 耘 ”， 两 

者 都 是 真 实 的 事 。 喻 意 性 的 表 达 是 取 了 一  

个 〜 般 、 愤 常 的 用 语 ， 套 用 在 不 同 的 范 _  

中。 引 用 圣 经 的 一 个 例 子 ， 一 世 纪 一 个 惯  

= 的 用 语 是 把 奴 隶 “买 赎 ，， 回 来 ， 圣 经 就  

= 用 来 说 神 “买 赎 ，， 祂 的 子 民 脱 离 罪 恶 。 

中 被 似 人 化 ， 它 把 人 陷 於 奴 役 或 捆 锁 之  

向。神 实 赎 人 脱 离 这 奴 役 ， 就 是 说 当 人 转  

@ 靠 他 时 ， 池 就 使 人 得 以 自 由 。

底 对 途 释 圣 经 的 很 多 不 同 看 法 ， 归 根 究  

、问 题 是 ： 经 文 的 直 述 程 度 宄 竞 有 多

r 天 = 描 述 耶 m 受 洗 时 ， 圣 灵 如 同 妈 子  池 身 上 （约 ， 。 他 的 意 思  

i  只 鸽 子 从 天 上 飞 下
2 呢 ？ 抑 或 他 说 圣 灵 取 了 一 只 雀 鸟 的 形  

真 实 的 落 在 耶 穌 身 上 呢 ？ 又或 者 他 有  

7C 全 不 同 的 含 义 呢 ？ 通 常 上 下 文 已 提 供 足  

够 的 线 索 ， 帮 助 读 者 淸 楚 的 分 辨 ； 但有时  

却 扑 朔 迷 离 ， 可 有 不 同 的 诠 释 。

修辞法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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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文 学 中 习 用 的 修 辞 方 式 多 可 见 於  

圣 经 ， 比 喻 就 是 其 一 。 比 喻 又 有 明 喻 和 隐  

喻 之 分 ， 明 喻 常 使 用 “如 ”、“像 ”、“若 ” 

等 词 ； 隐 喻 则 是 直 接 的 比 喻 ， 例 如 ： “看 

哪 ， 神 的 羔 羊 ” （约 一 2 9 ) 。 以 赛 亚 书 一  

段 为 人 熟 悉 的 经 文 （赛 四 十 6 - 8 ; 参 雅 一  

1〇、 H ; 彼 前 一 2 4 、 2 5 ) ， 就 同 时 使 用 了  

明 喻 和 隐 喻 ：

凡 有血 气 的  

尽 都 如 草 ，

他 的 美 容  

都 像 野 地 的 花 ；

草 必 枯 千 ，

花 必 凋 残 ……

最 后 的 两 句 隐 喻 ： “草 必 枯 千 ， 花必  

残 ”， 很 能 表 现 修 辞 的 威 力 。 希 伯 来 语  

以 “有 血 气 的 ” 一 词 代 表 人 。 一 个 人 不  

如 何 活 泼 、 美 丽 （如 “野 地 的 花 ”〉，

终 要 年 衰 力 竭 ， M 后 更 不 免 一 死 。 这段  

5 利 用 明 喻 、 隐 喻 ，把 人 生 的 趋 势 说 得  

1离 尽 致 ， 生 动 易 记 ， 远 胜 任 何 的 描 述 。

圣 经 描 写 神 ， 常 比 拟 为 人 的 形 象 和 动  

:， 或 比 似 人 的 悄 绪 、 情 感 和 感 觉 :‘圣，经 

i 用 的 隐 喻 ， 提 到 神 的 “耳 ”、 “口 ^  

丰 ” “指 头 ，’ （诗 八 3 ; 赛 五 十 五 1丨，

- 九 " ， 又 描 述 神 “发 (： ； 93 ; ’ S

比 喻 并 不 意 味 着 神 的 “发 怒 ，，和

力 的 制 : : = 神 工 : 罪 r ， 却 痛 恨

®  “行 “ 二 所 创 造 的 人 背 离 他 ， 

识 人 和 = _ 时 ， 神 真 有 切 肤 痛 心  

= ， 二 _ 是 人 去 明 白 神 的 一 个



觅 要 途 径 ， 但 我 们 决 不 可 受 字 面 的 意 义 规  

限 。 神 不 会 像 人 一 样 的 呼 吸 ， 池 也 不 会 不  

能 控 制 情 绪 。

耶 穌 杓 说 ： “你 们 这 些 盹 眼 领 路 的 ， 

蛉 虫 你 们 就 滤 出 来 ， 骆 驼 你 们 倒 吞 下 去 》” 

( 太 二 十 三 2 4 ) 显 然 ， 耶 稣 在 这 里 使 用 了  

夸 张 法 。 耶 穌 此 说 ， 是 指 明 法 利 赛 人 和 文  

士 如 何 在 细 务 琐 亊 上 吹 毛 求 疵 ， 却 罔 顾 屈  

灵 大 审 。

耶 穌 又 说 ： “骆 驼 穿 过 针 的 眼 ， 比 财  

主 进 神 的 国 还 容 易 呢 ！ ” < 太 十 九 2 4 ) 那  

么 ， 耶 稣 在 这 里 是 不 是 也 用 了 夸 张 法 呢 ？ 

很 多 商 有 的 蕋 督 徒 真 巴 不 得 答 案 如 是 ！ 耶  

穌 是 否 夸 大 地 指 出 富 有 的 人 往 往 信 财 胜 於  

信 神 ， 意 在 强 调 对 神 的 真 诚 信 仰 是 进 天 国  

的 必 要 条 件 ？ 抑 或 耶 稣 如 实 地 指 出 ， 财 主  

进 天 国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的 ？ 下 文 记 述 耶 稣 因  

门 徙 对 此 话 十 分 霞 惊 ， 便 又 补 充 说 ： “在  

人 这 是 不 能 的 ， 在 神 凡 亊 都 能 。” （太 十  

九 2 3 、 2 5 ,  2 6 )

修 辞 法 续 论

明 喻 的 延 伸 就 成 了 “喻 道 故 亊 ” （圣  

经 简 称 为 “比 喻 ”）， 隐 喻 的 延 伸 就 成 了  

“离 言 ' 路 加 福 音 十 五 章 1 至 7 节 记 载 法  

利 赛 人 和 文 士 指 摘 耶 稣 接 待 罪 人 ， 并 与 他  

们 同 桌 吃 饭 （路 十 五 2 > ， 为 此 耶 稣 便 讲  

了 一 个 牧 人 寻 回 迷 羊 的 比 喻 。 耶 稣 指 出 ， 

天 使 因 罪 人 悔 改 而 喜 悦 ， 恰 如 牧 人 找 回 失  

羊 的 心 怡 一 样 。 好 牧 人 也 被 用 作 寓 意 ， 耶  

穌 需 要 解 释 其 中 含 义 （约 十 1 - 1 8 > 。 闽 言  

和 比 喻 不 同 ， 比 喻 只 有 一 个 题 旨 ， 但 寓 言  

可 包 含 几 方 面 的 比 拟 。 如 上 述 好 牧 人 的 珣  

言 中 ， 耶 穌 至 少 用 了  4 个 比 似 ： （1)以 牧 人  

比 拟 基 督 ； （2 ) 以 门 比 拟 基 督 ； （3 ) 比 拟 耶  

穌 为 人 （羊 ） 舍 命 ； （4 ) 以 羊 群 比 拟 在 一  

个 牧 者 看 顾 之 下 的 信 徒 群 体 。

寓 言 中 某 些 素 材 可 代 表 一 些 特 殊 事  

物 ， 但 若 以 一 历 史 事 件 寓 意 其 他 事 物 ， 则  

可 能 并 不 适 切 。 旧 约 的 会 漭 是 寓 意 诠 释 最  

喜 用 的 素 材 。 例 如 会 蒗 中 有 精 金 制 造 的 7 

头 灯 台 （出 二 十 五 3 1 - 4 0 ) , 是 祭 司 在 会  

嵇 工 作 时 的 光 源 。 在 现 代 闽 意 诠 释 者 手  

上 ， 灯 台 上 的 7 盏 明 灯 用 来 代 表 圣 灵 ， 灯  

柱 代 表 耶 穌 基 督 。 诠 释 者 意 在 说 明 基 督 的  

工 作 ， 是 圣 灵 在 教 会 彰 显 的 基 础 。 其 实 无  

须 腐 怠 於 这 些 实 物 ， 只 须 说 明 每 种 器 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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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筋 中 的 功 用 ， 然 后 指 出 埜 犄 的 大 工 丨  

约 中 何 等 不 同 及 大 有 功 效 。 新 约 诚 然 ^  

用 旧 约 事 物 作 象 征 （例 ： 会 嵇 ），但;^  

采 寓 意 解 释 。 任 何 不 顾 旧 约 意 义 的 珣 ^  

释 ， 对 神 在 旧 约 中 的 信 息 并 不 公 允  

预 表

预 表 就 是 新 约 举 出 旧 约 某 人 、

某 物 ， 与 新 约 某 人 、 某 事 、 某物两荇之@  

相 似 的 地 方 。 存 时 於 一 例 之 中 可 见 两 个  

似 之 处 。 神 晓 谕 大 卫 说 ， 他将有一个后 ft 

( 所 罗 门 ）为 神 建 立 圣 殿 （撒下七丨2.13丨， 

神 提 及 所 罗 门 说 ： “我 要 作 他 的 父 ，他要 

作 我 的 儿 子 。” （撒 下 七 H ) 希伯来书的 

作 者 以 此 预 表 耶 稣 蕋 督 。 希伯 来书 - 章 5 

节 指 出 ， 神 从 未 向 任 何 天 使 如 此 说 话 J L  

子 的 名 分 是 这 个 预 表 所 强 调 的 》 所罗门是 

神 呼 召 的 儿 子 ， 要 接 续 其 父 大 卫 的 王 位 ； 

耶 稣 则 是 神 的 独 生 子 ， 两 者 都 被 称 为 “几 

子 ”。 预 表 是 一 种 用 作 比 较 的 象 征 性 文 字 . 

细 心 的 释 经 家 不 难 发 现 ， 用作比较的两者 

— 先 一 后 都 是 历 史 亊 实 。 不 过 ， 用作比g  

的 两 者 也 有 显 著 的 分 别 。 神提及所罗门 

说 ： “他 若 犯 了 罪 ， 我 必 用 人 的 杖 责 打 他 ， 

用 人 的 鞭 责 罚 他 ” （撒 下 七 1 4 ) ; 然而耶 

稣 基 督 却 迥 然 不 同 ： 祂 从 不 犯 罪 ，口里也 

从 无 诡 诈 （彼 前 二 2 2 ) 。

象 征 、 饵 怠 性 行 动 、 幻 示 文 学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 以及很多旧约经 

文 ， 特 别 在 先 知 书 中 ， 都 充 满 象 征 。所谓 

象 征 ， 是 以 某 些 亊 物 或 琪 情 暗 示 而 不 明 确  

说 出 真 实 的 含 义 。 但 以 理 为 尼 布 甲 尼 撤 说  

梦 ， 描 述 王 梦 见 的 大 像 的 头 、 胸 、铒膀、 

肚 腹 、 腿 、 脚 各 由 不 同 的 金 賊 造 成 。经但 

以 理 解 释 之 后 ， 每 部 分 的 意 义 才 得 明 白  

( 但 二 ）。

启 示 录 提 及 两 兽 ， 一 出 自 海 ， 一 出自 

地 （启 十 三 >  ; 又 提 及 象 征 世 界 帝 国 城  

的 大 淫 妇 （在 约 翰 当 时 指 罗 马 ， 参启十七 

1 - 丨8 ; 尤 见 於 第 1 8 节  > ; 大淫妇胯下的  

怪 # 既 象 征 世 界 帝 国 之 王 ， 也象征世界帝 

国 本 身 。 经 文 本 身 也 提 示 了 象 征 的 意 义  

( 例 • • 启 十 七 ）。 这 些 象 征 看 似 怪 诞 ，但 

从 人 类 历 史 的 经 验 观 之 ， 人类政府类似好  

兽 行 径 的 表 现 不 是 昭 然 若 揭 的 亊 实 么 ？

启 示 录 也 称 为 约 翰 的 启 示 。 启示文学 

是 主 前 2 0 0 年 到 主 后 3 0 0 年 间 ， 犹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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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种重要圣经英语译本

中文■名称
英 译 本 名 称

10修 n .通川冬

乎妗r t汴本 

爽讲修“本

爷妗w(文新淡

新约二十丨M:纪木

龙W私准本

» 明爷妗译本 

供约现代m 译本

通含新约

修ii:.知、准水 

w代英讲新约 

m克敢现代英讲爷紹

武加大英讲译本

东方古卷谇丰

天主教公川爷經  

f 好斯丨丨丨.界汴本

* i约洋译本

拓约浅W汴本 

说人■¥：%

简称 出版年代 #

T h e  King James Version 

(The Authorized Ver

sion)

T h e  Holy Bible, Contain

ing the Old and N e w  

Testaments, in the 

C o m m o n  Version, with 

A m e n d m e n t s  of the 

Language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T h e  English Revised

T h e  Holy Scriptures:A 

N e w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s 

T h e  Twentieth Century 

N e w  Testament 

T h e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T h e  Emphasized Bible 

T h e  N e w  Testament in 

M o d e m  Speech 

T h e  Bible:A N e w  Trans

lation

T h e  Complete Bible:An 

American Translation 

T h e  N e w  Testament:A 

Translation in the Lan

guage of the People 

T h 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T h e  N e w  Testament in 

M o d e m  English 

T h e  Holy Bible: The Ber

keley Version in M o d 

e m  English

T h e  Holy Bible: A  Trans

lation F r o m  the Latin 

Vulgate in Light of the 

He b r e w  and Greek Original 

T h e  Holy Bible From 

Ancient Eastern M a n u 

scripts

T h e  Confraternity Edition 

of the Challoner-Rheims 

T h e  N e w  World Transla

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T h e  N e w  Testament:

A n  Expanded Transla

tion

T h e  Simplified N e w  Testa

ment

T h e  Tanakh

T h e  Amplified Bible

英译者

54位 英 阁 乍 在

Noah Webster

1863 I Robert Young

RV I 1881/85 I M 位 英 芥

John N elson Darby

1898/1901 I 3位卞名和 32位记址

1901 1 3〇 位 : 学 名

1^72/1902 I Joseph Bryant Rotherham
1903 I Richard Francis

W eymouth 
1913/24 I Jam es M offalt

E.J. G oodspccd, J.M .P 

Smith 及 3位 lift T- 
Charles B. W illiams

Ronald A. Knox

1933/57 I G eorge M. Lamsa

N W T

1950/60

1950/60

罗Mr天丨:教7 ^

新丨丨丨界爷妗ftU f金办公

1956/61 I Kenneth S. Wuest

1961 O laf M. Norlie

!962/82 I

1958/65 I F rances E. Sicmcrt
及 W 12位 7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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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名 称
英 译 本 名 称 简 称 出 版 年 代 *

邯 路 撒 冷 爷 妗  

规 代 进 笮 好

T h e  Jerusalem Bible 

T h e  M o d e r n  L a n g u a g e  

Bible

J B

M L B

19 6 6

19 6 9
3 岭 V f 人 丨 . * ^

巴 *•東氏新约
T h e  Barclay N e w  Testa

m e n t

1968/69

'Vi" iam B « clay

沥 炎 ift长经  

新艾丨•'丨爷经

T h e  N e w  English Bible 

T h e  N e w  A m e r i c a n  Bible

N E B

N A B

1961/70

19 7 0
C H.Dndd

训U/. •，名
T h e  N e w  A m e r i c a n  

Standard Bible

N A S B 1963/7!

T h e  Living Bible Para

phrased

L B 1962/71
K c n "<='hN.T„yl0I

iMlfl； ifi Mi T h e  G o o d  N e w s  Bible G N B ( T E V ) 1966/76
Robl:r 〇. Bra,cl,cr
及 W 6 位 7 汽

( T o d a y ' s  English V e r 

sion

今 讯 爷 妗 汴 丰 T h e  H o l y  Bible in the 

L a n g u a g e  of T oday:

B e c k 19 7 6
w «lliam F. B e c k

A n  A m e r i c a n  Transla-

新 IH k 版 芊 经 T h e  N e w  International N I V 1973/78 11 5 位学衣

Version

H 常 英 i/f新 约 T h e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in 1 9 7 9 Jay E. A d a m s

E v e r y d a y  English

奂 丨 饮 定 个 第 二 版 T h e  K i n g  J a m e s  II KJII 1979 Jay P. Green, Sr.

Version

新 饮 定 本 爷 经 T h e  N e w  K i n g  J a m e s N K J B 1979/82 1 3 0位予名

Version

i矣 • 文 摘 版 长 妗 T h e  R e a d e r ' s  Digest Bible 19 8 2 Bruce M. Metzgcrlf

新 1丨t纪 丰 爷 纾 T h e  W o r d :  N e w  C e n t u r y N C V 1983/86 2 1 位学办

Version

¥ ：妗 简 W 汝 4 ： T h e  H o l y  Bible:Easy- 1978/87 lit界赛经翮译屮心

to-Read Version

•ffc: 如遇网个丨丨明，的 A W .承新约或柃作先前部分的出版丨丨期； ifi丨後名则足宂成幣丰 ©作的丨丨期。

和 早 期 基 督 教 作 家 所 创 的 一 种 文 学 著 作 ， 

专 以 象 征 笔 法 来 描 写 邪 恶 的 势 力 ， 以 及 邪  

恶 带 来 的 混 乱 和 灾 难 ， 结 果 又 如 何 被 神 的  

大 能 克 胜 。

圣 经 “预 言 ” 一 语 本 有 两 个 含 义 ： 第  

一 是 召 唤 人 过 圣 洁 的 生 活 ， 弃 绝 偶 像 崇 拜  

和 自 我 中 心 主 义 而 归 服 於 神 ， 与 神 和 好 ； 

第 二 是 预 言 福 祸 — 遵 从 神 者 必 蒙 福 ， 俘  

逆 者 必 遭 祸 。 今 日 不 少 预 言 家 只 专 注 於 预  

告 未 来 ， 而 忽 略 了 预 言 另 一 重 要 任 务 ， 即  

宣 告 神 要 人 归 义 的 心 意 。

以 赛 亚 书 第 一 章 一 开 始 ， 就 记 述 先 知  

呼 吁 以 色 列 民 弃 罪 归 神 ， 并 预 言 神 的 惩 罚  

和 踢 福 》 故 此 ， 预 言 从 根 本 上 说 ， 就 是 指  

这 种 先 知 讲 道 ， 其 中 颇 多 象 征 语 句 。 圣 经  

从 没 有 为 满 足 人 们 对 未 来 的 好 奇 心 而 发 出

言 。 通 常 圣 经 不 会 对 未 来 作 出 仔 细 的 预  

。 耶 稣 升 天 前 ， 曾 被 门 徒 问 及 神 复 兴 t  

列 国 的 日 子 。 耶 稣 回 答 说 ： ‘‘父凭着1 

的 权 柄 所 定 的 时 候 、 曰 期 ， 不 是 二  

知 道 的 。” （徒 一  预 告 未 来 的  

够 显 示 未 来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 全 在 因 >  

之 中 。 神 清 楚 地 知 道 历 史 的 走 余的 

全 在 池 的 引 领 和 执 牮 之 下 。 阐 K 

节 则 仍 向 人 隐 藏 ’ 未 来 历 史 的 监 1

神 知 道 。

世 和 终 W 的 描 述  扣爲神欲肉找

我 们 所 知 的 创 世 种 种 ’

显 示 的 那 些 资 料 。 不 仅 是 有 皆 神 祈 ,  

， 全 部 旧 约 和 新 约 也 都 ^  “如 何 fi1 丨适 

。 然 而 ， 圣 经 却 没 有 一 家 关 f f 的^ 

N 题 ； 这 些 问 题 是 现 代 科 二 J 创世的校 

。 我 们 只 能 按 圣 经 所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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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 史 的 终 局 ’ 这 才 是 合 乎 圣 经 的 看  

衣 觅 然 圣 经 采 用 象 征 性 的 文 字 （也 有 用  

# 述 性 文 字 来 描 述 历 史 的 创 始 和 终 结 ， 

g些 描 述 都 是 真 实 的 事 件 。 鉴 於 圣 经 提 ^  

的细节不 多 ， 谁 也 不 能 说 有 一 幅 完 整 的 图  

^ 人 不 可 以 用 艺 术 家 的 想 象 力 ， 妄 图 推  

想起初 或 将 来 的 情 聚 ； 但 人 仍 可 以 为 着 圣  

经 忠 实 的 描 述 （尽 管 并 非 完 全 ）而 感 谢 神 。

旧 约 极 大 部 分 是 诗 歌 体 ， 诗 歌 是 一 种  

具 有 节 奏 韵 律 的 文 字 形 式 ； 语 言 的 凝 练 、 

生动、优 美 、 有 力 ， 是 诗 歌 的 重 要 特 点 。 

英 语 诗 一 般 讲 究 音 韵 ， 间 亦 有 分 行 押 韵 ；

但 希 伯 来 诗 不 太 重 音 韵 ， 而 更 注 意 语 义 的  

对仗。诗 最 难 译 ， 因 为 译 意 及 韵 体 两 者 很  

准两全其 美。 试 以 下 面 4 行 希 伯 来 诗 为 例 ： 

牛 认 识 主 人 ，

驴 （认 识  > 主 人 的 悄 ；

以 色 列 却 不 认 识 ，

我 的 民 却 不 留 意 。 （赛 一  3)

这 4 行 诗 的 平 行 体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这  

是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主 要 特 点 。 这 诗 以 两 行 为  

一组，两 行 的 意 思 是 相 同 的 ， 这 称 作 “同 

义 平 行 ' 第 一 行 提 出 一 个 意 念 ， 第 二 行  

再 用 不 同 的 字 词 重 复 这 个 意 念 。 在 第 一 组  

的 平 行 句 中 ， 动 词 没 有 重 复 （原 文 > 。 第 

一行用了  3 个 单 元 ， 第 二 行 用 了  2 个 单 元  

这韵称％。 在 第 二 组 平 行 句 中 ， 每 行 都 用  

了2 个 单 元 ， 这 韵 律 是 ％ 。 第 三 及 第 四 行  

也 是 “同 义 平 行 ”。

读 者 若 不 留 意 ， 会 忽 略 形 式 与 意 义 的  

联系 „ 诗 的 形 式 结 构 连 同 语 言 ， 都 是 诗 的  

组 成 部 分 。 诗 的 形 式 不 但 含 有 意 思 ， 且 能  

唤 起 读 者 对 语 言 的 形 象 、 声 韵 和 意 境 的 留  

意..故 此 ，我 们 认 为 圣 经 的 诗 若 能 分 行 排 印 ， 

可 保 持 原 文 风 貌 、 突 出 与 散 文 有 别 的 诗 体 。

读 圣 经 的 诗 ， 最 好 朗 诵 。 读 者 可 以 感  

受 作 者 如 何 用 优 美 的 诗 歌 语 言 ， 表 达 他 严  

1堇 的 思 想 架 构 ， 更 能 触 摸 作 者 的 风 格 。 这  

也 是 诠 释 圣 经 重 要 的 一 步 ： 探 究 作 者 本 意  

和 t 批 读 者 的 反 应 。

结论

诠 释 圣 经 的 工 作 是 永 无 止 境 的 。 棊 锊  

徒 必 须 不 断 努 力 追 寻 更 准 确 地 了 解 圣 经 ，

并 使 之 适 用 於 今 世 。

神 学 多 致 力 於 把 圣 经 对 某 主 题 的 教 训  

集 合 、 浓 缩 的 阐 述 • 很 多 基 督 徒 只 单 纯 的  

接 受 教 会 的 教 导 ；惟 有 那 些 自 己 用 心 研 读  

圣 经 ， 仔 细 实 行 诠 释 圣 经 的 两 个 步 骤 ， 方 

能 对 埜 督 教 的 基 本 信 仰 有 更 深 的 理 解 。 如 

果 圣 经 研 究 使 人 对 所 听 到 的 圣 经 教 导 产 生  

疑 问 ， 这 也 是 饨 康 成 长 之 迹 象 。 虔 诚 的基  

督徒在学 习神道的路上是永无休止的••一  

切 新 思 想 均 当 以 神 的 教 训 为 尺 度 来 加 以 检  

验 。 凡 不 确 切 的 应 用 神 的 话 於 今 世 的 教  

导 ， 都 要 蕋 於 对 神 在 圣 经 时 代 向 他 子 民 所  

说 的 话 的 新 了 解 ，予 以 修 正 。

由 於 人 的 需 求 不 断 改 变 ， 基 督 徒 灵 修  

读 经 的 领 受 也 时 有 增 加 。 即 使 对 熟 读 多 遍  

的 经 文 ，也 可 以 突 然 发 现 遗 漏 了 一 些 重 点 。 

诠 释 圣 经 的 两 个 基 本 步 骤 ， 即 使 在 灵 修 读  

经 也 十 分 重 要 。 假 设 有 人 面 对 疑 惑 ，於是  

翮 到 多 马 的 亊 迹 ， 看 他 经 历 疑 惑 的 情 形  

(约 二 十 2 4 - 2 9 )。 他 第 一 步 看 多 马 是 如 何  

胜 过 疑 惑 ； 第 二 步 则 是 把 这 — 经 验 套 用 到  

自 己 的 处 境 中 。 当 我 们 发 现 圣 经 中 人 也 有  

种 种 疑 惑 ，与 我 们 一 样 ，我 们 也 得 若 安 慰 。

应 用 诠 释 圣 经 的 两 个 步 骤 ， 可以 帮助  

— 个 査 经 小 组 不 致 停 留 於 个 人 意 见 分 享 ， 

而 没 有 真 正 的 圣 经 基 础 。 善 用 这 方 法 的 人  

也 可 帮 助 其 他 人 参 与 ， 使 小 组 对 经 文 的 领  

悟 能 收 集 思 广 益 之 效 。

A. Berkeley Mickelsen 

参 - 启 示 文 学 " 1 1 7 9 : “ 寓 意 法 "

2 1 9 0 :  • 圣 经 中 的 诗 歌 • 1 3 7 7 :  • 预 表 "

2 1 7 6 :  “化除神话 " 5 8 7 。

参 考 书 目 ： G . W .  A n d e r s o n  ( e d . ) .  

T rad ition  a n d  Interpretation;  C .H.  D o d d ,  

A c c o rd in g  to the Scriptures;  F .W.  Farrar,  

H isto ry  of Interpretation; G . D .  F e e  a n d  D.  

St uart ,  H ow  to R e a d  the B ib le  for A l l  Its 

Worth; I.H. Marshall  ( ed . ) t N. T. Interpretation; 

B.  M i c k e l s e n ,  In te rp re tin g  the B ib le : P. 

S t u h l m a c h e r .  H is t o r ic a l  C r it ic is m  a n d  

T heo lo g ica l Interpretation o f  S c rip tu re .

圣经的权威
Bible, Authority of the
shdng j ing de qudn wei

圣 经 的 权 威 就 是 说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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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应 该 信 服 和 遵 从 的 。 西 方 文 明 现 正 经 历  

着 严 重 的 “权 威 危 机 ”， 波 及 之 广 ， 不 仅  

宗 教 信 仰 范 围 ， 也 不 限 於 圣 经 ； 凡 被 目 为  

权 威 者 如 家 长 权 威 、婚 约 权 威 、政 治 权 威 、 

学 术 权 威 、教 会 权 威 等 等 ，无 不 受 到 质 疑 。 

而 且 ， 受 到 挑 战 的 还 不 仅 是 权 威 的 化 身 ， 

如 圣 经 、 教 皇 、政 治 领 袖 等 ， 更 是 “权 威 ” 

这 一 槪 念 。 故 今 天 圣 经 的 权 威 所 遗 遇 的 危  

机 ， 正 反 映 着 现 代 文 明 的 不 肯 定 ， 谁 有 力  

M 和 权 柄 可 以 服 众 呢 ？

对 圣 经 权 威 的 反 叛

圣 经 的 神 是 至 高 的 创 造 主 ， 祂 的 旨 意  

和 抆 威 是 要 人 绝 对 遵 从 的 。 自 显 的 神 也 是  

万 邦 万 民 的 审 判 者 ， 祂 的 权 能 是 至 高 无 上  

的 。 凡 被 造 之 物 的 权 威 和 能 力 ， 都 是 神  

所 颁 授 。 神 颁 授 的 权 力 是 一 个 厲 天 的 委

无 目 的 的 宇 宙 之 内  

发 事 件 而 产 生 所 以 ， 趄肉、  

对 自 然 和 历 史 给 予 任 何 7 分 的 0  

种 观 点 ’ 主 张 賴 天 启 示  ： S  
及 超 越 的 原 则 ， 都 是 在 压  

就 ， 阻 得 了 个 人 的 创 作 发 J 人2 的 自 ^  

的 世 俗 主 义 不 仅 抗 拒 那 些 此 ' ^  

威 ， 他 们 是 向 一 切 客 观 权 贼 1 无进的权 

切 权 威 都 规 限 了 人 类 自 立 自 主 认 为 、 

凡 读 过 圣 经 的 人 都 知 逍 杏 =神_ 

威 ， 无 视 有 关 善 恶 是 非 的 昭 昭 ^ 文 相 外  

个 古 老 的 现 象 ， 并 非 独 见 於 当 代 人 、的堪、 

‘‘黄 金 时 代 ”。 早 在 伊 甸 园 亚  

已 违 抗 神 的 旨 意 ， - ,6 只 _ 足 私 =  

利 。 圣 经 称 这 种 抗 命 为 罪 ， 而非 

家 试 图 以 理 性 解 释 为 人 类 文 明 逬 化  

哲 理 知 识 。  ̂ W

托 ， •一个 管 家 的 职 分 ， 因 此 ， 受 造 者 对 自  

己 手 中 权 柄 的 使 用 ， 是 负 有 道 德 责 任 的 。 

在 堕 落 的 人 类 社 会 中 ， 神 期 望 政 府 推 行 公  

义 ， 维 持 秩 序 。 神 也 在 家 庭 中 ， 使 夫 妻 、 

子 女 各 有 本 位 责 任 ， 上 下 有 序 ， 也 有 活 泼  

的 关 系 。 神 也 在 教 会 中 定 下 权 威 的 先 后 次  

序 ： 耶 稣 基 督 是 教 会 之 首 ， 先 知 和 使 徒 是  

救 赎 启 示 藉 以 传 扬 的 媒 介 等 等 。 至 於 神 所  

启 示 的 圣 经 ， 藉 文 字 显 示 神 的 最 高 旨 意 ， 

是 信 仰 和 行 为 的 准 则 ， 是 基 督 在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里 实 施 其 权 能 的 工 具 。 今 天 ， 抗 拒 某  

些 特 殊 的 权 威 化 身 ， 已 发 展 成 抗 拒 一 切 超  

越 和 外 在 的 权 威 。 学 术 界 对 这 种 否 定 一 切  

权 威 的 倾 向 ， 颇 起 推 波 助 澜 的 作 用 。 一 些  

思 想 极 端 世 俗 的 哲 学 家 主 张 ， 关 於 神 和 超  

自 然 的 观 念 都 是 神 话 ； 他 们 认 为 惟 有 自 然  

事 件 和 自 然 过 程 才 是 终 极 的 真 理 ； 又 认 为  

— 切 存 在 都 是 暂 时 的 、 变 化 的 ，一切 信 仰  

和 理 想 都 从 厲 一 定 的 时 代 和 文 化 ， 无 一 不  

是 相 对 性 的 。 因 此 ， 圣 经 的 宗 教 也 仅 是 文  

化 现 象 之 一 ， 与 其 他 文 化 现 象 并 无 二 致 。 

如 此 一 来 ， 圣 经 的 厲 天 权 威 便 被 这 些 思 想  

家 完 全 _ 弃 ， 什 么 超 越 的 启 示 、 永 恒 的 真  

理 、 不 变 的 诫 命 等 ， 也 都 被 他 们 一 概 诋 为  

迷 信 。

极 端 的 人 文 主 义 假 人 的 “黄 金 时 代 ” 

来 临 为 名 ， 鼓 吹 人 的 自 主 和 创 作 能 力 。 他  

们 认 为 人 类 是 自 己 命 运 的 主 宰 ， 其 理 想  

和 价 值 全 靠 自 我 创 造 ； 又 称 人 类 生 存 於 漫

从 严 格 的 进 化 观 来 看 ， 现实中的—切 

事 物 都 是 偶 然 的 ， 是 与 时 俱 变 的 那 么  

人 类 在 宇 宙 中 自 以 为 具 有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句  

造 角 色 ， 是 根 据 什 么 甚 础 呢 ？ 一个无目的

的 宇 宙 ， 焉 能 满 足 个 人 的 自 我 成 就 的 需 要  

呢 ？ 惟 有 圣 经 所 载 的 创 世 、 救世的真神, 

才 能 真 正 维 护 人 类 永 恒 和 在 宇 宙 中 的 蓴  

严 ； 人 类 道 德 上 的 忠 贞 和 崇 商 的 屈 灵 目  

标 ， 都 是 神 所 賦 予 的 。 不 过 ， 圣经提出人 

的 聘 严 要 得 到 神 的 维 护 ， 必须作出个人的 

厲 灵 决 定 。 圣 经 指 出 ， 人类比 动物 超趑 ， 

人 类 之 尊 贵 （“比 神 微 小 一 点 ”，诗八A  

是 由 於 神 创 造 人 类 时 ， 将 神 的 形

囚 此 人 有 理 坦 仰 》 全人类因亚当 

【而 堕 落 ， 圣 经 启 示 神 救 赎 更 新 的 ^  

藉 基 督 作 人 类 的 中 保 而 成 全 。塑 ^  

蒙 神 恩 召 ， 经 历 圣 灵 的 更 新  

督 的 形 象 ， 并 期 盼 在 公 义 和 称 人  

面 前 ， 得 享 永 恒 的 结 局 。 ^ 并 不  

其 实 ， 当 代 否 定 圣 经 信 仰 神 论  

逻 辑 推 理 为 依 据 ， 来 证 明 消 人 炎  

， 却 只 不 过 ©  一 厢 悄 ® 地对  

f 生 活 ”， 提 出 主 观 的 不 丨 

圣 经 固 然 告 诫 人 ， 必 须 历 史 上 押  

神 负 责 ， 但 神 也 在 宇 宙 二 二 个 人 的 内  

良 心 显 现 祂 的 权 能 ， 使 1 《萝 z l 8’ 

深 切 感 受 到 永 活 神 的 衫 ^ 卞 “ 

二 1 2 - 1 5 >  ; 即 使 人 排 S 3 讲 # ， 

却 不 能 完 全 消 除 对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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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的 宣 告 没 有 用 在 新 约 上 ，但 也 有 洧 晰 的 指  

辑 （不 过 ， 圣 经 是 神 “特 殊 的 启 示 ”， 清 示 。 新 约 也 有 经 文 显 示 新 约 与 旧 约 有 同 等  

地 显 釤 ^ 的 真 实 和 权 威 ， 并 指 出 人 类 灵 的 权 威 。 使 徒 保 罗 的 著 作 被 视 为 有 特 殊 的  

3 的 叛 逆 • • 凡 神 的 品 格 、 神 的 旨 意 ， 人 类 地 位 （彼后三丨 5 ， 〗G > 。 提 摩 太 前 书 五 韋  

性在的意义、 屈 灵 境 界 的 本 质 ， 以 及 神 为  丨8 节 以 经 上 的 话 为 名 ， — 起 引 述 申 命 记  

Z 世 代 人 类 的 计 划 等 等 ， 圣 经 都 有 淸 晰 的 二 十 五 章 4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十 $ 7 节 （参林  

命越记录， 所 有 人 扭 多 明 白 。 圣 经 以 极 前 九 9 ) 。 再 者 ， 启 示 录 也 自 称 是 神 所 热  

为 客 观 的 形 式 ， 宣 示 了 神 审 判 个 人 和 国 家 的 （启一  N 3 > ， 并 使 用 旧 约 所 用 “预 言 ’’ 

的标准， 以 及 人 类 道 德 灵 • 性 复 兴 、 与 神 和 一 词 （启 二 十 二 9 、 】0 、 丨8 ) * * 使徒们并  

好的途 经 。 不 区 分 他 们 所 宣 讲 或 著 述 的 教 导 ，却済楚

钵 】T i 圣 经 不 仅 对 西 方 文 明 的 源 流 走 表 示 他 们 宣 告 的 信 息 是 神 的 话 （林 前四  

向，且 对 整 个 世 界 人 类 文 明 都 有 决 定 性 的 丨 ； 林 后 五 2 0 ; 帖 前 二 1 3 )。

作用。 淸 晰 的 肢 天 启 示 ， 信 仰 创 世 、 救 世

真 神 的 至 高 权 威 的 基 础 ， 在 於 圣 经 关 於 神  圣经无误论

和 冲 旨 的 记 戟 的 可 餌 性 。 现 代 自 然 主 义 对  有 人 攻 击 圣 经 的 历 史 和 科 学 的 可 谋

圣 经 权 威 大 加 非 难 ， 竭 力 攻 讦 圣 经 是 神 的 性 ， 并 追 溯 其 教 导 是 源 於 可 能 犯 错 的 人 的  

话、是 神 的 思 想 和 旨 意 的 屈 天 启 示 之 说 。 创 作 ， 从 而 推 翻 圣 经 的 权 威 。 另 一 方 面 ， 

对 圣 经 权 威 的 攻 击 ， 是 关 於 启 示 宗 教 的 争 极 端 保 守 的 护 教 学 者 过 分 强 调 圣 经 权 威 的  

论，和 现 代 对 文 明 价 值 的 争 论 的 风 蘇 中 心 。 含 义 ， 不 必 要 地 使 这 教 义 荣 上 阴 影 。 有些

保 守 的 学 者 拒 绝 一 切 的 历 史 批 判 理 论 ， 认 

圣经本身的内证  为 都 有 损 圣 经 的 权 威 ， 并 以 赞 同 圣 经 无 误

圣 经 权 威 的 主 要 前 提 ， 就 是 厲 天 启 示 论 与 否 ， 作 为 分 辨 “真 ”、“假 ” 基 督 徙  

的 清 晰 宣 示 ， 即 神 的 旨 意 藉 真 理 命 题 形 式  的 根 据 。

向人显示。 现 代 很 多 新 派 神 学 眨 斥 传 统 福  只 要 人 接 受 圣 经 是 完 全 灵 感 的 ， 即神

音 派 认 为 圣 经 真 理 是 教 义 和 静 态 的 主 张 。 在 监 督 整 个 灵 感 的 过 程 ， 那 么 ， 圣 经 权 威  

他 们 主 张 圣 经 权 威 是 在 人 内 心 对 神 恩 典 的 的 教 义 无 疑 也 意 味 圣 经 的 内 容 无 误 ■>若我  

见证， 从 而 使 人 产 生 信 心 和 服 从 。 如 此 一 们 拒 绝 历 史 批 判 的 理 论 ， 甚 督 教 的 信 仰 就  

来，就 否 定 了 圣 经 的 客 观 性 ， 也 否 定 了 圣 很 难 作 出 声 明 。 这 样 的 声 明 意 味 着 要 支 持  

经 是 宇 宙 性 的 真 理 。 尽 管 这 些 新 派 神 学 家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 就 必 须 诉 诸 非 批 判 的 历 史  

否 认 圣 经 是 神 所 启 示 ， 满 有 权 威 的 教 导 ， 观 。 高 等 评 鉴 学 常 以 武 断 的 前 提 进 行 研  

他 们 却 分 别 支 持 与 他 们 的 见 解 一 致 的 圣 经 究 ， 得 到 殊 不 公 正 的 结 论 ； 福 音 派 必 须 以  

片 段 • 对 福 音 派 的 正 统 信 仰 而 言 t 如 果 神  健 全 的 批 判 理 论 回 应 ， 按 照 合 理 的 前 设 ， 

向 先 知 、 使 徒 的 启 示 是 有 意 义 和 其 实 的  作 出 立 论 稳 固 的 证 言 。

话，必 定 不 会 以 意 义 分 歧 的 独 立 慨 念 形 式  福 音 派 基 督 徒 应 商 举 圣 经 无 误 为 纯 正

颂布， 而 是 以 真 理 命 题 的 形 式 颁 布 。 命 魉 的 神 学 信 仰 ， 因 为 这 是 与 圣 经 的 内 证 - 致  

是 一 个 主 题 或 句 语 ， 是 构 成 一 个 合 遗 辑 的 的 。 不 过 ， 无 须 眨 抑 对 此 不 表 焚 间 的 人 为  

消 晰 宜 示 极 起 码 的 思 想 单 元 。 旧 约 先 知 宣 信 仰 不 纯 ， 甚 或 视 他 们 为 离 经 叛 道 。 麦根  

讲 的 开 场 白 ：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特 别 的 是 本 世 纪 二 十 至 三 十 年 代 一 位 杰 出 的 福 音  

引 介 即 将 宣 示 的 其 ■ 理 命 题 。 耶 林 甚 督 也 派 护 道 学 者 ， 是 圣 经 无 误 的 忠 实 维 护 者 。 

有 他 独 特 的 开 场 白 ： “我 实 实 在 在 的 告 诉 他 曾 为 文 提 及 圣 经 的 完 全 灵 感 ， 不 仅 遭  

你们”， 引 介 出 一 连 串 条 理 分 明 的 语 句 ， 到 教 内 自 由 派 的 反 对 ， 且 也 为 许 多 纯 正 的  

钛 是 神 真 实 的 话 或 教 。 基 督 教 徒 所 不 容 … … 今 日 之 教 会 有 很 多 教

圣 经 的 权 威 在 於 它 具 有 餌 天 的 权 威 ， 徒 ....虽 接 受 圣 经 的 中 心 信 息 ， 但 以 为 圣

绥 上 记 若 ： “圣 经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提 经 之 可 信 全 在 乎 见 证 人 之 可 信 、 而 不 相 信  

后 三 1 « > 根 据 该 段 经 文 ， 整 本 旧 约 （包 见 证 人 之 成 书 有 圣 灵 超 然 的 引 导 。 有人相  

佶 任 何 部 分 ） 都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虽 然 同 样 I 信 圣 经 中 心 思 想 正 确 ， 就 是 基 锊 救 赎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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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记 栽 正 确 ， 但 他 们 却 认 为 圣 经 也 有 不 少  

璆 误 。 这 些 人 不 是 自 由 派 ， 他 们 也 是 基 督  

徒 ， 因 为 他 们 接 受 基 督 教 所 信 奉 的 道 为 真

道 。”

这 是 麦 根 持 平 之 论 。 然 而 ， 他 本 人 始  

终 不 渝 地 坚 信 ， 整 本 圣 经 是 “权 威 的 基  

础 ”。 他 认 为 无 误 论 可 避 免 於 说 明 教 义 和  

道 德 理 念 时 ， 越 础 摇 摆 不 定 。 他 强 调 对 圣  

经 采 取 “骑 墙 ” 观 ， 是 绝 对 站 不 住 脚 的 。 

现 代 派 教 徒 仅 尊 耶 穌 基 督 为 权 威 ， 而 不 承  

认 圣 经 的 权 威 ； 他 们 的 观 点 与 耶 稣 基 督 的  

教 导 大 相 迳 庭 ， 因 为 耶 稣 基 督 对 圣 经 极 为  

尊 崇 。 再 者 ， 欲 全 面 解 释 耶 稣 的 生 平 和 工  

作 ， 就 必 须 知 道 祂 的 受 难 、 复 活 和 在 天 上  

的 事 奉 ， 而 这 些 信 息 来 自 圣 灵 给 使 徒 的 默  

示 。 那 些 仅 从 耶 稣 於 世 上 事 奉 时 的 教 导 ， 

抽 选 一 二 合 乎 自 己 设 想 的 片 断 为 尊 者 ， 是  

不 合 逻 辑 的 做 法 。 否 认 圣 经 的 完 全 可 靠 ， 

扱 后 可 能 使 人 认 为 耶 稣 一 生 的 目 的 ， 有 别  

於 圣 经 所 明 言 ： 基 督 的 受 难 和 复 活 是 神 赦  

免 罪 人 的 依 据 。

姬 比 伦 把 历 史 福 音 派 对 圣 经 权 威 的 立  

场 槪 括 为 ： “圣 经 是 神 的 默 示 ， 全 然 可 靠 ， 

具 有 绝 对 权 威 。” 圣 经 信 实 可 靠 和 有 绝 对  

权 威 ， 因 为 它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路 德 宗 神 学  

家 皮 帕 直 接 将 圣 经 的 权 威 性 连 於 它 的 灵  

感 ， 他 说 ： “圣 经 的 权 威 全 在 於 它 的 本 质 ， 

在 於 神 的 默 示 。” 巴 刻 指 出 若 对 圣 经 的 可  

靠 性 作 出 妥 协 ， 必 同 时 对 圣 经 的 权 威 作 出  

妥 协 。 他 认 为 ： “肯 定 圣 经 的 无 误 和 无 谬 ， 

就 是 对 如 下 两 点 深 信 不 疑 ： （1 )圣 经 是 源  

於 神 ； （2 )神 是 可 信 、 可 靠 的 。 这 个 信 仰  

的 价 值 ， 就 在 於 坚 持 了 圣 经 权 威 的 原 则 。 

若 非 绝 对 真 实 可 靠 的 信 条 ， 就 不 是 绝 对 权  

威 。” 巴 刻 又 说 明 基 督 、 使 徒 、 早 期 教 会  

— 槪 认 为 旧 约 是 绝 对 可 靠 和 具 有 权 威 的 ， 

以 加 强 其 论 据 。 新 约 既 为 旧 约 的 应 验 ， 其  

权 威 性 并 无 稍 减 。 耶 稣 基 督 把 池 的 权 柄 授  

予 使 徒 ， 使 他 们 教 导 众 人 。 因 此 ， 早 期 教  

会 都 接 纳 使 徒 的 教 训 。 圣 经 是 神 的 启 示 ， 

实 在 远 超 人 有 限 的 判 言 。

当 前 的 挑 战

一 些 骑 墙 派 学 者 在 当 前 关 於 圣 经 权 威  

性 的 讨 论 中 作 出 妥 协 ， 承 认 圣 经 的 教 导 是  

有 其 文 化 的 依 凭 。 因 此 ， 使 徒 保 罗 某 些 论

妇 女 的 话  

见 解

或 论 以 色 列 人

均 2 2 2 5 ? 时 拉 比被 撇 弃 ； 因 为 这 些 显 然 是 保 的 咬 咕

圣 经 的 教 导 与 以 ; >
的 狹 隘 见 解 ，

在 某 些 方 而 确 有 一 致 之 处 後 ^  

被 提 升 为 超 过 圣 经 的 诫 律 ， ^ 在 狁 太 ^  

背 圣 经 ， 耶 師 驻 符 必 予 以 严  

罗 的 教 训 与 根 源 於 旧 约 的 犹 ^  = 批奴.,保 

不 足 为 怪 的 ； 保 罗 也 有 对 拉 Z  =  笔 

锐 的 批 评 。 ^乂作出；

福 音 派 的 一 贝 主 张 认 为 圣  

著 述 或 教 导 时 ’ 并 不 以 为 他 们 的 教 训 ^  

於 犹 太 传 统 ， 而 是 来 自 神 的 耿 示  

者 宣 告 神 的 话 时 有 圣 炅 的 引 导 ， 因 3  

辨 传 统 教 义 中 何 者 为 神 所 认 可 ， 何者 Z  

所 不 容 。 对 待 犹 太 传 统 教 义 的 正 确 态 度  

应 该 视 其 中 有 反 映 先 知 启 示 的 成 分 ，也有 

与 先 知 启 示 相 惊 的 成 分 ^ 若 把 “文化从民， 

的 原 则 引 进 圣 经 的 内 容 ， 就很难确立客现 

的 标 准 ， 去 分 辨 使 徒 教 义 中 何 者 为 权 威 之  

论 、 何 者 为 非 权 威 之 论 。 即如保罗对同性 

恋 的 看 法 也 可 被 视 为 文 化 偏 见 ， 他对阶级 

制 度 的 观 念 ， 甚 或 对 圣 经 权 威 的 论 调 ，都 

可 同 被 视 为 文 化 偏 见 。

现 在 有 些 学 者 只 提 说 圣 经 有 “功能 

性 ” 的 权 威 ， 是 一 种 内 在 改 变 生 命 的 兴 奋  

剂 。 这 说 法 否 认 了 圣 经 命 题 槪 念 性 的 权  

威 。 例 如 ： 巴 尔 特 、 布 特 曼 、 田立克、布 

里 等 对 圣 经 权 威 的 因 素 各 执 一 词 ，分歧极 

大 ， 甚 至 相 互 矛 盾 。 他们都离开了历史福  

音 派 的 观 点 。 历 史 福 音 派 的 观 点 （参 ^  

德 ： 《圣 经 的 灵 感 与 权 威 》， 1 9 4 8 ) 1 A ^

圣 经 的 权 威 全 在 於 把 神 所 启 示 的 典
正 如凯西 K

明 ， 成 为 信 仰 与 道 德 的 准

《现 代 神 学 对 圣 经 的 使 用 》
•书所评:

的 观 点 排 拒 任 何 歧 异
观点所作

“功 能 性 ’ 的 观 爲 仔 化 丨 丄 丨 并 ^  

结 论 ， 只 能 将 矛 盾 对 立 的 一  

圣 经 的 客 观 权 威 被 迓 於 内 在  个信仲 

下 ， 这 内 在 权 威 满 有 能 力 的 枝 视 其 他
: 称 并 无 歧 I

观 真 理 的 传 统 福 音 派 观 」"■ n  彳水的，  

圣 经 的 教 导 无 论 是 局 部 有令人：

的 理 由 ， 去 相 信 个 人 的  

变 。 一 个 人 生 活 的 转 变 可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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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或 相 反 的 模 式 ； 或 时 左 时 右 的 转  

& 戎 是 依 循 综 合 非 基 督 教 、 反 基 督 教 和  

观 念 的 模 式 来 转 变 。

& 篆 经 权 威 的 讨 论 很 难 脱 离 圣 经 的 合 理  

_ 及 历 史 可 信 性 。 但 福 音 派 认 为 圣 经 的  

^ 戚 适 祺 天 的 权 威 ， 不 是 一 切 真 理 和 一 切  

$ 的 宜 言 都 可 归 入 这 范 畴 。 圣 经 有 权  

因 它 是 神 的 话 。 蒙 拣 迭 的 先 知 和 使 徒  

神 的 真 理 藉 灵 感 賜 给 他 们 ； 他 们 蒙 神  

时召时， 有 态 度 冷 漠 ， 甚 至 於 敌 视 者 （前 

耶 利 米 ， 后 者 如 保 罗 > » 犹 太 教 和 甚  

# 抄 的 逑 立 ， 是 基 於 一 个 在 历 史 上 的 启 示  

和救赎； 圣 经 并 不 罔 顾 历 史 ， 而 是 主 张 一  

的 线 性 史 观 ， 与 古 代 任 何 宗 教 和 哲 学  

的见 解迥 异。

神话语的能力

圣 经 是 世 上 印 刷 觅 最 大 、 不 同 语 言 译  

本掖多、 扱 多 人 阅 读 的 书 。 其 深 入 人 心 ， 

为 无 数 人 珍 视 ， 也 是 举 世 无 双 的 。 起 初 对  

圣 经 救 赎 之 道 毫 不 认 识 ， 或 是 反 对 其 教 导  

和 阐 灵 要 求 的 人 ， 后 来 都 从 圣 经 领 受 智 恝  

以 及 圣 经 应 许 的 新 生 命 和 能 力 。 从 古 至  

今，无 论 哪 一 代 人 ，哪 一 民 族 ，哪 一 地 区 ， 

圣 经 的 能 力 向 所 有 的 人 都 发 出 挑 战 。 凡爱  

I 圣 经 的 人 ， 因 着 圣 经 对 未 来 盼 望 的 保  

证，今 生 便 满 有 意 义 和 力 谊 》 并 且 过 往 在  

罪 中 的 生 活 因 神 的 宽 赦 而 获 得 新 生 ； 他 们  

蒙 受 这 些 赏 賜 ， 因 他 们 视 圣 经 为 有 绝 対 权  

威、神 启 示 的 真 道 。福 音 派 的 基 督 徒 认 为 ， 

圣 经 是 神 的 话 ， 是 藉 着 受 神 的 灵 感 动 的 先  

知 和 使 徒 ， 以 真 理 命 题 的 客 观 形 式 颁 賜 给  

人的； 而 圣 灵 是 透 过 神 的 话 賜 人 信 心 的 。

Carl F. H. Henry

参 “圣 经 的 默 示 " 1 3 3 2 。

参 考 书 目 ： K .  B a r t h ,  T h e  D o c t r in e  o f  

the Word  o f  G o d ; H .  C u n l i f f e - J o n e s . The  

Authority o f  the  B i b l i c a l  R e v e la t i o n ;  C .H .  

Dodd, A c c o r d i n g  to  the  S c r i p t u r e s :  C .  H. 

Dodd, T he  A u t h o r i t y  o f  th e B i b l e ;  P -T .  

Forsyth, The  P r i n c i p l e  o f  A u th o r i t y ;

Henry, G o d ,  R e v e l a t i o n , a n d  Au tho r i ty ,  6 

vols.; F . J . A .  H o r t ,  T h e  A u t h o r i t y  o f  the 

Bib le ;  M .  G .  K l i n e ,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B i b l i c a l  A u t h o r i t y ;  H . D .  M c D o n a l d .

Theor/es o f  R e v e / a f / o n ;  J .  R o g e r s  ( e d )，

B i b l i c a l  Au thor i ty ;  B .B .  W a r f i e ld ,  The  

Insp iration and Authority o f  the Bible.

圣经的原文
Biblical Languages
s h d n g  j i n g  d e  y u 5 n  wdn

圣 经 原 本 是 由 3 种 语 言 写 成 ， 即希伯  

来 文 、 亚 兰 文 、希 腊 文 。

基 督 徒 相 信 神 藉 着 圣 经 启 示 池 自 己 ， 

所 以 圣 经 读 者 若 对 圣 经 原 文 有 更 多 认 识 ， 

自 必 大 有 助 益 。 圣 经 的 两 种 主 要 语 文 ： 希 

伯 来 文 和 希 腊 文 ， 代 表 两 个 不 同 的 语 系

----闪 族 语 系 和 印 欧 语 系 。 两 个 特 点 截 然

不 同 的 语 言 合 成 一 个 完 整 、渐 进 性 和 命 题  

性 的 厲 天 启 示 。 这 启 示 有 3大 特 点 ：简 明 、 

多 样 、 有 力 。

语 言 和 思 想 之 间 的 联 系 至 为 密 切 。 所 

谓 言 为 心 声 ， 即 是 说 语 言 是 心 灵 的 反 映 。 

滞 知 语 言 并 不 是 思 想 的 外 套 ，穿 卸 更 换 随  

人 所 欲 ； 语 言 和 思 想 是 体 与 灵 的 关 系 ： 语 

言 为 体 ， 思 想 为 灵 。 神 命 定 传 达 启 示 的 语  

文 各 有 特 性 ， 切 合 神 的 目 的 。

任 何 圣 经 译 本 都 不 能 取 代 圣 经 原 文 传  

达 和 保 存 神 的 启 示 的 重 要 地 位 。 学 习 圣 经  

语 言 不 仅 要 从 外 在 学 习 ， 即 学 习 其 语 法 和  

词 汇 ； 而 且 要 有 深 层 的 领 悟 ，正 确 的 欣 赏  

每 种 语 文 的 独 特 性 。

希伯来语

旧 约 并 没 有 用 “希 伯 来 ” 这 名 字 称 其  

语 言 ， 在 新 约 才 有 这 个 用 法 。 在 旧 约 ， 

“希 伯 来 ” 一 词 是 指 操 此 语 言 的 个 人 或 民  

族 ， 其 语 言 则 称 为 “迦 南 方 言 ” （赛 十 九

石砖画上的希伯来文及希腊文 .意为•平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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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 或 “犹 大 的 言 语 ” （王 下 十 八 2 6 、

2 8 ) ， 或 “犹 大 的 话 ” （尼 十 三 2 4 > 。

米 源 和 历 史

中 世 纪 有 一 个 普 遍 的 观 点 ， 认 为 人  

类 的 祖 语 是 希 伯 来 文 ； 及 至 殖 民 时 代 的 美  

洲 ， 希 伯 来 文 仍 被 指 为 “万 语 之 母 ” ； 直  

到 后 来 ， 这 一 固 见 才 被 语 言 学 研 究 所 破 。

希 伯 来 文 只 是 若 干 迦 南 方 言 之 一 。 迦  

南 方 言 为 数 甚 多 ，有 腓 尼 基 语 、乌 加 列 语 、 

摩 押 语 ； 其 他 如 亚 扪 语 等 ， 却 无 足 够 铭 文  

传 世 ， 可 作 学 术 分 析 。 这 些 语 言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入 迦 南 以 前 早 已 在 迦 南 地 流 行 。

在 1 9 7  4 年 ， 有 亚 马 拿 和 乌 加 列 铭 文  

出 土 ， 是 最 古 的 迦 南 方 言 证 物 ， 据 考 ， 是  

主 前 十 四 和 十 五 世 纪 之 物 。 后 来 在 更 早 的  

埃 及 铭 文 中 又 发 现 了 若 干 迦 南 词 语 ； 但 迦  

南 方 言 的 始 源 仍 不 能 确 定 。 7 4 至 1 9  7 6  

两 年 之 内 ， 从 叙 利 亚 北 部 的 马 迪 克 废 丘  

( 即 古 城 艾 伯 拉 ） 又 连 续 有 泥 版 出 土 ， 总  

计 达 1  7 , 0 0 0 多 片 。 泥 版 的 文 字 ， 是 一 种  

前 所 未 知 的 闪 系 语 。 由 於 这 些 泥 版 的 年  

代 ， 大 概 是 主 前 2 4 0 0 年 ， 甚 至 更 早 ， 学  

者 们 多 认 为 此 语 大 概 就 是 希 伯 来 文 的 祖 语  

-----“古 迦 南 语 ” 了 。 至 1 9 7 7 年 ， 复 有

达 亚 拉 伯 半 岛 。 闪 系 语 又  

亚 拉 伯 语 和 埃 塞 俄 比 亚 语 变 ： 

语 ’ 西 北 支 为 亚 兰 或 叙 利 亚  

迦 南 语 包 括 希 伯 来 语 、 _

语 、 摩 押 语 等 几 种 方 言 。 绝 语 、

特 点

希 伯 来 文 跟 其 他 早 期 闪 庐  

观 察 而 不 在 反 思 。 这 就 是 说 :

述 的 是 事 物 的 表 象 ， 而 不 是 分 二 = 來文15 

蕴 或 本 质 。 希 伯 来 文 表 达 了 亊 物6 们的與 

却 没 有 追 溯 其 一 连 串 的 因 由 。 物的结 

希 伯 来 文 十 分 生 动 和 简 洁 ’

译 成 其 他 语 文 极 不 容 易 。 试 举 诗 : ^  

篇 为 例 ， 该 篇 原 文 共 5 5 字 ， 但多 

需 以 两 倍 字 数 来 表 达 。 试 分折前两行  

线 划 分 原 来 的 希 伯 来 字 ）：

耶 和 华 / ( 是 ） 我 的 牧 者 /

我 必 不 至 / 缺 乏 /

中 译 共 用 8 词 I 4 字 ， 而希伯来原文却 

仅 用 4 字 。 希 伯 来 文 没 有 分 别 不 同 的 语 词  

来 表 达 每 一 个 略 有 差 异 的 思 想 。无怪有人 

说 ： “闪 族 好 像 石 矿 场 ， 它开采的大石经 

希 腊 人 加 以 精 琢 细 雕 ， 配 嵌 起 来 。前者产 

生 了 宗 教 ， 后 者 开 创 了 哲 学 。”

1 ，0 0 0 件 艾 伯 拉 泥 版 出 土 ， 而 已 有 报 告 问  

世 的 铭 文 才 只 〗 0 0 件 。

年 深 日 久 ， 各 种 语 言 均 发 生 变 化 。 例  

如 大 亚 弗 烈 德 年 间 的 英 语 （九 世 纪 ） 对 操  

现 代 英 语 的 人 来 说 ， 如 同 一 种 外 语 。 希 伯  

来 语 当 然 也 有 变 化 ， 不 过 正 如 其 他 闪 系 语  

言 一 样 ， 历 经 数 世 而 无 明 显 改 变 。 希 伯 来  

诗 歌 如 “底 波 拉 之 歌 ” （士 五  > ， 更 保 持  

古 词 古 语 。 至 於 后 期 语 文 上 的 演 变 ， 可 见  

於 一 些 古 字 （通 常 保 存 於 诗 歌 体 文 字 中 > 

和 不 同 的 风 格 。 例 如 ， 语 文 学 者 可 清 楚 鉴  

别 约 伯 记 的 风 格 比 以 斯 帖 记 较 为 古 老 。

圣 经 时 代 似 有 数 种 希 伯 来 方 言 同 时 并  

存 。 语 音 的 变 异 似 在 士 师 时 代 开 始 （参  

“示 播 列 ” 与 “西 播 列 ” 一 例 ， 士 十 二 4- 

6  ) 。 从 希 伯 来 语 文 的 一 些 特 点 ， 似 乎 显  

示 北 部 和 南 部 的 以 色 列 人 说 的 是 不 同 的 方  

言 。

语 系

希 伯 来 文 厲 闪 系 语 文 ， 闪 系 语 通 用 於  

西 南 亚 一 带 ， 即 西 起 地 中 海 ， 东 至 幼 发 拉  

底 河 以 东 的 山 岳 地 带 ， 北 自 亚 美 尼 亚 ， 南

希 伯 来 文 是 充 满 图 象 的 语 言 ，它不仅 

记 叙 事 情 ， 更 是 描 绘 事 情 。 它不仅描绘一 

幅 图 画 ， 更 是 一 出 动 画 ， 把整个事件的进 

程 在 思 想 中 重 演 一 遍 （注意圣经中经常用  

“看 哪 ” 一 词 ， 这 是 典 型 的 希 伯 来 语 ，移 

用 至 新 约 的 希 腊 语 ）》 以下数例都是希伯  

来 普 通 的 表 达 方 式 ， 显 示 其 描 绘 力 ^  

‘‘他 起 来 行 走 ”， “他 开 口 说 ”，“他举自

看 ‘他 放 声 大 哭 ’

旧 约 许 多 重 要 的 神 学 思 : 二 二 5 :  

来 语 意 和 语 法 紧 密 ， 氙 。 = 的劫 

1 ‘耶 和 华 ，’ （雅 巍 ） 也 是 从 希  *.,以

词 “是 ，， 派 生 出 来 。 若 要 理 解 = = 的 番

也 非 具 备 -名 、 地 名 的 意 义  

伯 来 文 知 识 不 可 。

文择法 了解希(白

旧 约 许 多 修 辞 比 喻 往 往  

来 文 的 结 构 之 后 方 可 理 解 。穿母有2 2个 1

字 母 和 字 体

母 音 是 后 期 的 增 设 自

_ 二 据 母 的 尽 二 样 ^以 前



计 纪 的 乌 加 列 換 形 字 母 泥 版 中 。 

多 舴 十 四 ^ 巧 加 列 （拉 斯 珊 拉 ’ 靠 近 安 提  

在 升 3 二 不 时 有 以 线 形 字 母 （即非  

的 过 裎 中 ，
柯） 、 刻 写 的 铭 文 出 土

最 古 的 大 约

闲 形 学 罕 和 摩 西 之 间 的 时 期 。 迦 南  

是 出 形 铭 文 的 残 片 出 土 ， 其 最 古 者 约  

# 也1 师 时 代  < 主 前 十 三 至 十 一 世 纪 ）。 

出 自 4 字 体 常 称 作 腓 尼 基 字 体 ， 便 是 希  

和 请 西 方 字 母 的 前 身 。

胳 玴 代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所 用 的 字 体 （亚 兰  

字 体 ）， 是 在 被 掳 后 （主 前 六 世 纪 ） 

f 二 二 行。 旧 式 字 体 在 基 督 教 早 期 仍 偶 尔  

在 硬 币 上 ， 或 用 来 写 神 的 名 字 （如 死  

卷 > 。 希 伯 来 字 母 无 论 古 体 、 新 体 ， 

文 一 律 是 自 右 向 左 。

一 子 音  腓 尼 基 语 和 摩 押 语 所 使 用 的  

^ 南字 母 共 2 2 个 子 音 。 见 於 乌 加 列 铭 文  

的 古 迦 南 语 子 音 较 少 （现 代 亚 拉 伯 文 仍 保  

留 若 千 在 乌 加 列 发 现 的 古 迦 南 语 子 音 ， 但  

於希 伯 来 文 中 已 不 可 见  > 。 古 迦 南 语 的 字  

母 从 不 见 於 希 伯 来 圣 经 方 形 的 亚 兰 文 字 ， 

也 不 见 於 古 希 伯 来 或 腓 尼 基 文 字 。

三 . 母 音  起 初 ， 希 伯 来 文 字 并 无 母 音 ， 

读 音 的 注 明 対 作 者 和 读 者 来 说 是 没 有 必  

要。读 者 根 据 传 统 和 上 下 文 ， 自 动 加 上 必  

要 的 母 音 （有 点 像 英 语 的 缩 写 法 ， 如 b l d g  

代表 b u i l d i n g 等 等  > 。 及 至 基 督 教 纪 元 开  

始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和 犹 太 人 四 处 流 散 之  

后， 希 伯 来 文 遂 成 “死 语 ”， 不 再 为 多 人  

使用。 传 统 的 读 者 和 理 解 逐 渐 失 传 ， 於 是  

犹 太 的 经 学 家 觉 得 需 要 制 定 一 套 可 永 久 使  

用 的 母 音 系 统 。

主 后 五 世 纪 第 一 批 希 伯 来 母 音 符 号 问  

世，芰 经 若 干 世 纪 的 加 工 ， 始 得 定 型 。 至 

少有 3种 希 伯 来 母 音 系 统 曾 见 用 於 不 同 时  

代 和 不 同 地 区 。 今 日 希 伯 来 经 文 所 用 的 一  

套 是 提 比 哩 亚 的 马 所 拉 经 学 家 设 计 厘 定  

每 一 母 音 有 短 、 长 之 分 ， 分 别 以 点 或  

秘 致 於 子 音 上 方 或 下 方 ， 加 以 识 别 ； 另有  

短 母 音 或 半 母 音 ， 则 分 别 以 混 合 点 和 线  

来 标 明 。

缀 词 希 伯 来 文 常 有 很 多 结 合 字 词 ’ 

5 则 会 分 为 数 字 。有 些 介 词 如 ：“在 ”、 

■ / 像 ，， 以 及 冠 词 ： “那 ”、 “这 ’ 和 
词 ： ‘‘和 ” 等 ， 都 连 缀 於 它 们 后 面 的  

我 名 词 ， 成 了 这 些 字 词 前 面 的 部 分 。

& 则 连 缀 於 字 词 的 后  

= 了 词 可 既 有 前 缀 ， 又 有 后 缀 。

希 伯 来 文 的 ^ 词 有 阳 性 和 阴  

= 之 分 ，但 无 中 性 。 非 生 物 名 词 可 为 阳 性  

f 阴 性 ， 在 於 该 字 的 构 造 或 特 性 。 通常抽  
^ 名 词 和 集 合 名 词 为 阴 性 。 名 词 是 由 字 根  

衍 生 ，可 由 不 同 方 式 构 成 ，或 是 改 动 母 音 ， 

或 是 在 字 根 加 上 前 缀 或 后 缀 。 跟希 腊文 和  

多 种 西 方 语 文 相 反 ，希 伯 来 文 并 无 复 合  

词 。

阳 性 名 词 加 词 尾 - i m  , 阴 性 名 词 将 词  

尾 变 为 -〇t h , 即 构 成 复 数 名 词 。

希 伯 来 名 词 原 有 表 7K 主 格 、 质 格 、 宾 

格 的 3种 词 尾 ， 但 随 着 语 言 的 进 化 已 经 被  

废 弃 ， 为 了 填 补 这 缺 欠 ， 希 伯 来 文 使 用 了  

几 个 不 同 的 标 示 ， 如 ： 间 接 宾 词 以 介 词  

l c ” 标 示 ； 词 尾 加 -e i h ， 则 表 示 为 直 接  

宾 词 ； 屈 格 名 词 前 的 名 词 需 写 成 “解 释性  

字 形 ” 或 “缩 短 字 形 ”。

六 . 形 容 词 希 伯 来 文 的 形 容 词 极 欠 缺 ，

如 ： 诗 篇 十 二 篇 ‘2 节 有 “各 怀 贰 心 ’’ （中 

译 作 “心 口 不 一 ，’> 之 语 ， 希 伯 来 文 直 译  

则 为 “一 个 心 和 一 个 心 ” ； 申 命 记 二 十 五  

章 1 3 节 有 “两 样 的 法 码 ” 语 ， 原 文 则 为  

“一 块 石 和 一 块 石 ” ； 列 王 纪 下 十 一 章 1 

王 室 ，，语 ，原 文 则 为 “王 国 之 种 ” °

希 伯 来 文 的 形 容 词 并 无 比 较 级 和 最 高  

级 的 形 式 ， 为 表 示 比 较 的 意 思 ， 则 常 用 气  

词 “於 ，，来 表 达 。例 如 欲 表 达 “他 比 你 好  

这 个 意 思 ， 则 说 “他 好 於 你 ”。 创 世 记 二  

音 1节 说 . “惟 有 蛇 比 田 野 一 切 的 活 物 更  

狡 滑 ，，， 希 伯 来 原 文 则 为 “蛇 狡 於  

切 活 物 ' 表 达 最 高 级 的 ：

方 式 ’ 如 传 f 二 : 雅 歌 （意谓  

词 ，希伯n i 为 “歌 中 之 歌 ，’ 
“最 佳 之  ^ 不 ，、，） . “至 圣 ，，的 希 伯

工 王 ‘中 二 哉 - 哉 ■ ” (赛六  

3丄 。动 词 二 文 : 二 ： 二
基 本 字 根 通 常 包 变 换 母 音 和 附 加 前  

3 个 字 母 为 基 础 ’ 木 字 根 是 希 伯  

后 缀 演 变 出 工 的 意 义 ， 这是  

来 语 字 义 的 ’夕 处 母 音 颇 具 伸 缩 性 ， 

与 西 方 语 文 不

s n 8  jing de yudn wen 1 3 4 7

节有

使 希 伯 来文字
有 相 当 的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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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伯 来 文 的 动 词 无 明 确 的 时 态 界 说 ， 

这 也 是 希 伯 来 语 的 重 要 特 点 之 一 。 动 词 的  

时 态 往 往 要 由 上 下 文 来 决 定 ， 尤 以 诗 句 为  

显 著 。 动 词 的 两 个 时 态 字 形 ， 即 完 成 时 态  

( 表 示 完 成 的 动 作 ） 和 未 完 成 时 态 （表 示  

未 完 成 的 动 作 未 完 成 时 态 含 义 甚 广 ， 

可 代 表 陈 述 语 态 （现 在 、过 去 、将 来 时 态 > 、 

命 令 语 态 、 祈 愿 语 态 、 祈 使 语 态 。 完 成 时  

态 有 一 个 很 独 特 的 用 法 ， 就 是 “预 言 完 成  

式 ”， 完 成 时 态 的 动 词 却 用 在 未 来 事 件 上 ， 

表 示 肯 定 要 发 生 ， 好 像 已 完 成 了 一 样 （参  

赛 五 1 3 > 。

风 格

希 伯 来 人 措 辞 的 特 色 有 如 描 绘 图 画 。 

一 . 词 汇  大 多 数 希 伯 来 字 根 原 来 是 表  

达 某 种 外 在 行 动 或 指 示 某 种 自 然 物 体 。 例  

如 ， “决 定 ” 白 勺 本 义 是 “砍 ” ； “真 诚 ” 

的 本 义 是 “钉 稳 ” ； “公 道 ” 的 本 义 是  

“摆 直 ” ； “尊 敬 ” 的 本 义 是 “沉 重 ”。

希 伯 来 文 不 尚 抽 象 ， 如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就 没 有 专 词 来 表 达 “神 学 ”、 “哲 学 ”、 

“宗 教 ” 这 类 概 念 „ 凡 抽 象 的 理 念 或 神 学  

槪 念 都 必 借 具 体 名 词 以 表 达 其 义 。如 “罪 ” 

这 抽 象 槪 念 就 以 下 列 的 说 法 来 表 达 ： “不  

中 的 ”、 “弯 曲 ”、 “悖 逆 ”、 “越 界 ” ； 而  

思 想 或 理 智 ， 则 以 “心 ” 或 “腰 子 ” 来 表  

达 ； 情 感 或 怜 悯 则 以 “肠 ” 来 表 达 （赛 六  

十 三 1 5 > 。 其 他 如 “角 ” 可 表 达 “力 蛩 ” 

或 “活 力 ” ； “骨 ” 可 表 达 “自 我 ” ； 

“种 子 ” 可 表 达 “后 商 ”。 有 关 精 神 或 心  

智 的 事 ， 常 以 身 体 某 部 分 来 表 达 ， 认 为 该  

部 分 是 某 种 情 绪 的 具 体 表 征 。 如 “ 手 ”、 

“臂 ” 可 表 征 “力 跫 ” ； “屏 孔 ’’ 可 表 征  

“ 发 怒 ’’ ； “头 ” 表 征 “思 考 ”。 另 如  

“沉 下 脸 ” 表 征 “不 悦 ” ； “脸 上 发 光 ” 

表 征 “接 纳 ” 等 等 。

有 些 译 者 尝 试 统 一 的 用 同 一 个 词 来 翻  

译 某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 却 引 起 很 大 的 问 题 。 

有 时 某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在 一 段 经 文 中 的 实 在  

含 义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歧 异 看 法 。 一 个 字 根 的  

意 义 范 围 可 以 十 分 广 泛 ， 有 赖 用 法 和 上 下  

文 来 确 定 。 如 “祝 福 ” 一 词 即 可 能 有 “咒  

诅 ”、 “致 意 ”、 “莒 悦 ”、 “赞 美 ” 等 不 同  

的 意 思 ； “审 判 ” — 词 即 可 能 有 “正 义 ”、 

“判 决 ”、 “惩 罚 ”、 “法 令 ”、 “职 责 ”、 “惯  

例 ”、 “规 矩 ” 诸 义 ； “ 力 费 ” 可 能 有

‘军 队 ’ ‘德 行 ’ ‘价 值 ’

由 於 希 伯 来 语 文 的 进 化 铒 取 ％ 

芝 现 行 的 子 音 可 能 ；

音 ， 肉 i k 祐■ /士一 灸灯

以 ， i 

却 是 不 同 的 字 ，

并 为  

个 不 同 子 音 ，

因 此 更 便 希 〇  
不 清 。 所 以 ， 两 - 个 完 全  

却 是 不 同 的 字 。 * 根，^

二 • 句 法 希 伯 文 的 句 法 并  

厲 连 接 词 （假 若 、 当 、 因 为 杂 . 从  

句 子 通 常 用 “和 ，’ （连 接 词 ）二 圾 少  

译 圣 经 时 ， 往 往 耍 表 达 句 子 向 ⑭  

系 ， 但 原 文 不 甚 淸 晰 。 例 如 ^辑关  

2 节 至 三 章 丨 节 的 5 6 节 经 文 中  

外 ， 都 用 连 接 词 “和 ” 开 始  

不 同 字 词 表 达 ， 如 ： “就 ，’（_ _ 3 ) ‘/ 如

( 一  1 2  > 、 “ 至 於 ，， （一  3 0 )  “伯 ，，,、是

等 。 ；、 但 （二6|

由 於 希 伯 来 文 多 采 直 述 ， 风格生动 

叙 事 者 绝 少 用 “某 某 人 怎 样 说 ，，这类转述 

语 式 ， 而 是 记 录 讲 者 直 述 ， 这便使读者的 

印 象 鲜 活 ， 虽 百 读 仍 有 新 感 。 希伯来语是 

感 性 的 语 言 ， 感 情 洋 溢 的 表 达 思 想 。

三 • 诗 歌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修 辞 手 法 相 当  

丰 富 ， 有 些 只 有 从 原 文 才 能 领 略 到 的 ，如 

头 韵 、 尾 韵 、 离 合 体 等 。 但希伯来诗歌最

1；要 的 特 征 ， 就 是 平 行 体 ， 却仍可见於译 

J C 。 旧 约 所 用 的 平 行 体 主 要 有 4 种，即: 

句 义 平 行 ， 下 句 用 不 同 的 字 词 重 复 上 句 的  

g 义 ； 反 义 平 行 ， 下 句 与 上 句 的 意 义 相  

泛； 补 义 平 行 ， 下 句 补 足 上 句 的 意 义 ；满 

生 平 行 ， 在 渐 进 的 意 境 ， 重复起首某些. ? 

i C ， 以 资 平 行 。 希 伯 来 诗 体 也 有 多 种 ，如 

f 情 诗 、 颂 诗 、 哀 歌 等 均 屈 常 见 。 ^  

3 • 比 喻 希 伯 来 人 的 民 族 特 性 和 r  

5•式， 使 他 们 的 修 辞 比 喻 极 为 丰 富 ^  

F：少 独 特 的 比 喻 是 出 自 希 伯 来 人 ^

眼 中 的 人 ，， （申‘； ： 亍 1 二 十 ％  
g 七 2 ; 亚 二 ！n 、 牙 皮 （伯 : # 希伯來 

必 是 英 国 文 学 中 常 见 的 例 子 。 一 1  <  

有 的 表 达 方 式 则 无 法 直 译 ; 熟悉， 

艺 指 “揭 露 . 揭 示 ” ； 有 些  

口 “硬 着 颈 项 ” 指 悖 逆 或 颃 與  

f 听 ，， 指 注 意 聆 听 等 等 °

5 产  „ 一 砂 规 代 请貪―
希 伯 来 文 在 英 文 及 一 >  #

尤 下 了 丰 富 的 词 汇  请 ，摩

字 词  英 语 中 有 右 十



B  如 ‘‘阿 们 哈 利 路 亚 ”、 

g 希 伯 部 是 使 用 极 广 的 字 词 。 另 有  

专 名 己 被 ' 沿 用 为 + A 、 也的 
许 多 冷 伯 名 如 大 卫 . 约 拿 单 - 约 翰 、 马 利  

名许，人 g等 ； 地 名 则 如 伯 利 恒 、 锡 安 、

获 . 米 = 美 i 有 多 处 地 方 均 以 此 命 名 。 

伯 待 利 1 ’语 许 多 希 伯 来 习 用 语 已 於 不  

也 成 了 英 语 的 习 用 语 ， $口： “洞 
, . 另 如 ‘‘愤 怒 的 葡 萄 （酒 ）’’、

，， “地丨0  ， 力 外

口 ^ 园 之 东 ’，也 被 用 作 书 名 和 电 影 名 称 。

亚 一 丨 ^ 约 中 较 次 要 的 语 言 是 亚 兰 文 ， 但 以  

二 韋 “ 节 至 七 章 2 8 节 、 以 斯 拉 记 四  

L i T 至 六 章 】8 节 和 七 章 1 2 至 2 6 节 是 用 亚  

兰 文 写 成 的 ； 另 於 创 世 记 三 十 — 章 4 7 节 、 

利 米 书 十 章 1 1 节 及 新 约 的 若 千 地 方 也  

有 使 用 亚 兰 词 语 。

旧约 、 ^
创 世 记 三 H----章 4 7 节 记 载 两 个 同 时

代 的 人 分 别 以 希 伯 来 和 亚 兰 文 指 称 那 作 证  

物 的 “石 准 ”。 以 色 列 人 之 父 雅 各 用 希 伯  

来文，他 的 岳 父 拉 班 则 用 亚 兰 文 。

从 语 言 学 上 看 ， 亚 兰 文 和 希 伯 来 文 非  

常 相 近 。 圣 经 中 白 勺 亚 兰 文 经 文 所 用 的 字 1 

体， 跟 希 伯 来 文 一 样 。 两 种 语 文 的 动 词 、 

名词、代 名 词 的 构 成 也 极 其 相 似 。 亚 兰 文  

不 同 之 处 在 於 词 汇 较 多 ， 有 许 多 外 来 语 ， 

连 接 词 也 较 为 多 样 化 。 亚 兰 文 的 动 词 时 态  

系 统 也 较 为 发 达 ， 透 过 分 词 与 代 名 词 的 合  

成 演 变 ， 或 使 用 动 词 “是 ” 的 不 同 形 式 。 

亚 兰 语 虽 不 如 希 伯 来 语 那 么 和 谐 悦 耳 、 富 

有 诗 意 ， 但 表 达 意 义 的 精 确 程 度 却 略 胜 一  

筹。

亚 兰 文 的 历 史 ， 就 目 前 所 知 的 语 言 而  

论， 当 为 圾 长 远 在 圣 经 族 长 时 代 ， 亚 兰  

文 已 是 通 用 语 言 之 一 ， 直 至 今 日 ， 仍 有 人  

在 便 用 此 语 。 亚 兰 文 与 叙 利 亚 文 同 源 ， 这  

两 种 语 言 在 不 同 时 代 和 不 同 地 区 中 派 生 了  

Z 多 方 言 。 亚 兰 语 以 其 简 沽 、 淸 晰 、 准确  
各 恃 征 ， 很 容 易 被 采 用 於 日 常 社 会 生 活 的  

汾2 面 ， 无 论 学 者 、 法 律 家 、 商 人 ， 用之  
也 能 得 心 应 手 。 因 此 有 人 称 它 为 闪 族 语 系  

中 的 英 语 。

兰 文 的 起 源 尚 无 确 考 ， 但 知 其 与 亚  

|]语 ， 以 及 西 北 闪 族 其 他 方 言 也 有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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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对 这 些 方 言 尚 知 之 不 详 . 历

® 发 展 亚 兰 王 国 ，但 若 干 亚 兰 城 邦  = 发 展 B i u f ?多 极 具 影 响 的 中 心 城 市 。那时

期 （主 前 十 至 八 世 纪 ）的 亚 兰铭 文 已 有 出  
土 并 经 考 证 。

在 主 前 八 世 纪 ，犹 大 希 西 家 王 的 代 表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的 钦 差 提 出 请 求 说 • 

求 你 用 亚 兰 言 语 和 仆 人 说 语 ， 因 为 我 们  

懂 得 ； 不 要 用 犹 大 言 语 （按 ：即 希 伯 来 文 > 

和 我 们 说 话 ， 达 到 城 上 百 姓 的 耳 中 。”

( 王 下 十 八 ‘2 6 )。

到 了 波 斯 时 代 ，亚 兰 文 已 成 为 囯 际 贸  

易 的 通 用 语 了 。 在 被 掳 时 期 ， 犹 太 人 为 方  

便 起 见 —— 主 要 是 经 商 所 需 ，多 有 习 之 者 ， 

而 此 时 的 希 伯 来 语 则 只 有 学 者 和 宗 教 领 袖  

使 用 了 。

这 样 慢 慢 地 ， 尤 其 是 犹 太 人 从 掳 徙 地  

归 回 之 后 ， 亚 兰 文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区 渐 次  

流 行 。 尼 希 米 曾 指 摘 混 婚 所 生 子 女 不 谙 希  

伯 来 文 的 现 象 （尼 十 三 2 4 >。波 斯 、希 腊 ， 

乃 至 罗 马 这 3个 外 族 统 治 时 代 ， 犹 太 人 似  

仍 多 说 亚 兰 语 。 终 於 ， 希 伯 来 圣 经 也 被 意  

译 成 亚 兰 语 ，称 为 “他 尔 根 ”。 在 死 海 古  

卷 中 也 发 现 若 千 “他 尔 根 ” 抄 本 。

新 约  L 太

一 般 人 以 为 在 耶 穌 时 代 ， 巴 勒 斯 坦 通

用 的 语 言 是 亚 兰 文 。 这 种 看 法 殊 难 确 立 ， 

也 过 分 简 化 了 当 时 的 语 言 情 况 。 新 约 使用  

的 名 字 就 包 括 亚 兰 文 （巴多 罗买 - 巴 约 拿竹  

巴 拿 巴  > 、 希 腊 文  < 安 得 烈 、 腓力  > 、 拉 

丁 文 （马 可 ）和 希 伯 来 文 等 。亚 兰 、希腊 :  

希 伯 来 三 语 应 用 较 广 ’

: : 二 S拿希 伯 来 文的文献也在

死 海 古 卷 中 见 到 、 来 语 ，，（约 五 2 , 

n 及一希 A 启 九 … 十 

二 . 二 所 ： 二在十拉字丁=  

的 那 行 志 文 是 用 希 伯 来 - 希 上 …  

文 字 写 成 的
(约 十 九 1 9 ) 〇 >  ; 保 罗 披

称 为 能 讲 二 来 罗 " 二 : =十六
M ),

< 日 作 为 一 个 法 利 赛 人 ’保 罗 能  

争 论 余 地 ， 文 看 来 是 疑 的 。 
读 通 旧 约 的 希 壬 ，， 一 词 有 时 被 译 作

希 腊 文 中
‘希 伯 来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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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兰 话 ’’， 大 槪 “亚 兰 话 ” 被 作 为 闪 语  

( 包 括 各 方 言  > 的 通 用 语 来 用 了 ； 或 者 是  

指 一 种 希 伯 来 和 亚 兰 混 合 语 。 无 论 如 何 ， 

亚 兰 文 可 说 是 由 希 伯 来 文 到 希 腊 文 的 过 渡  

语 言 ， 是 耶 穌 时 代 通 行 的 用 语 。 从 这 个 意  

义 看 来 ， 可 以 说 亚 兰 文 是 希 伯 来 文 旧 约 和  

希 腊 文 新 约 之 间 的 桥 梁 。

希 腊 文

希 腊 文 是 极 优 美 、 丰 富 、 和 谐 的 沟 通  

工 具 。 无 论 用 它 来 作 寻 根 究 底 的 思 考 ， 还  

是 表 达 虔 敬 笃 诚 的 宗 教 信 仰 ， 都 是 最 得 心  

应 手 的 工 具 。 希 腊 语 的 古 典 时 代 ， 是 当 时  

世 界 数 大 文 明 之 一 的 语 言 。 那 是 一 个 文 化  

极 盛 的 时 期 ， 语 言 、 文 学 和 艺 术 的 发 展 远  

较 战 亊 鼎 盛 。 希 腊 人 的 思 想 充 满 美 丽 的 理  

想 ， 希 腊 语 言 在 哲 学 对 话 、 诗 歌 、 庄 严 的  

演 说 中 反 映 其 艺 术 性 。

希 腊 文 的 有 力 和 活 泼 也 是 特 征 之 一 。 

它 可 有 多 种 变 化 ， 同 时 有 使 人 惊 异 的 效  

果 。 希 腊 文 是 论 辩 说 理 的 利 器 ， 它 的 语 词  

和 风 格 ， 可 以 深 入 剖 析 现 象 。 古 典 希 腊 语  

从 为 数 不 多 的 词 根 衍 生 丰 富 的 词 汇 ， 又 有  

精 密 S 杂 的 句 法 结 构 ， 足 能 够 表 达 任 何 细  

微 的 语 义 差 别 。

古 代 历 史

希 腊 文 的 前 身 虽 尚 无 确 考 ， 从 迈 锡 尼  

和 米 诺 斯 文 献 上 可 发 现 希 腊 文 字 最 古 老 的  

遗 迹 。 这 些 文 献 上 有 3 种 不 同 的 字 体 ： 米  

诺 斯 象 形 字 （为 期 最 古 > 、 A 体 线 形 字 、 B  

体 线 形 字 （为 期 最 晚  > 。 这 B 体 线 形 字 ， 

按 一 般 的 意 见 ， 都 认 为 是 希 腊 字 的 前 身 。 

这 种 分 音 节 的 线 形 字 是 从 希 腊 内 陆 出 土 的  

泥 版 （主 前 1 4 0 0 - 1 2 0 0 ) 上 发 现 的 。

迈 锡 尼 文 明 及 其 文 字 为 多 里 亚 人 的 入  

侵 （主 前 1 2 0 0 ) 所 中 断 ， 从 此 文 字 形 迹  

似 消 失 达 数 百 年 之 久 ， 直 至 大 约 主 前 八 世  

纪 ， 始 见 有 一 种 不 同 的 希 腊 字 体 撰 文 记  

事 。 这 种 字 体 估 计 是 借 用 腓 尼 基 字 母 ， 藉  

以 表 达 希 腊 语 音 ， 并 改 为 希 腊 文 的 书 写 方  

向 。 希 腊 文 最 早 是 从 右 而 左 ， 像 西 方 闪 系  

语 ； 继 而 转 为 右 左 循 环 而 写 ， 最 后 改 成 从  

左 而 右 的 现 代 行 文 走 向 。 希 腊 古 代 时 期  

( 主 前 八 至 六 世 纪 ） 有 4 种 方 言 ， 即 多 里  

亚 语 、伊 奥 尼 亚 语 、亚 该 亚 语 和 伊 奥 利 亚 。

希 腊 古 典 时 期 （主 前 五 至 四 世 纪 ） 的

文 化 ， 在 文 学 和 艺 术 方  

希 腊 文 （或 称 雅 典 文 > nnS l ) 灰 

灵 活 多 样 、 意 味 深 长 的 虚 K  

变 的 词 类 ， 多 不 可 译 > 2

典 城 邦 在 文 化 政 治 上 拥 C 由4  
语 也 大 行 其 时 。 后 来 ， 随 

战 ’ 雅 典 希 眼 语 加 上 其 他 方 $  人的jj 

奥 尼 亚 语 的 漆 透 ， 便 成 为 东 ‘ 二 ^ 其 料  

国 际 通 用 语 了 。 u 〒海地 K d )

希 M主 义 和 希 fl(t 竹 la is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的 征 战 也 推  

化 和 语 言 的 传 布 。 当 时 ， 希眼 各  

= 统 - 的 使 用 - 种 希 服 啓 通 话 ： 丨;

这 种 语 文 可 见 於 数 以 千 卄 的 出  

文 ， 记 栽 日 常 生 活 各 方 面 事 务 。 16

1号泥昧•

从 希 腊 本 土 皮 洛 斯 出 土 的 〇 力部害战 

是 首 块 有 B 体 线 形 子 的 泥 版 • 所 1

S 桨 手 . 大 概 是 备 战 迎 敌 。

.七入大琪各地用 

这 种 普 通 i舌 给 雅 典 语 1 迮 闲 。请法上 

I ， 使 这 种 语 言 更 广 泛 各 国 各 巧  

3 简 化 ， 使 希 腊 文 更 笏 於 言 ，成 W  

〔化 。 这 种 简 单 、 大 众 化 的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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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外文^  了 它 的 典 雅 和 细 腻 ， 但 仍 保 持  

5 化，兴 5 美 ' 済 晰 和 J S 辑 性 的 特 色 。

其疼力， 的 * ， 使 徒 保 罗 写 信 给 罗 马  

的 语 言 并 不 是 拉 丁 语 ’ 而 是 希  

* 钎徒所盘 因 为 当 时 罗 马 帝 国 在 文 化 上 仍

« s请’ 是 在 军 政 之 事 上 保 持 罗 马 本

化 ’ ”

雅 和 严 遂 ，也不像 当时  

普 通 獅 M s ( s 。 _ 的字词  2 经 的 料 下 ， 注 人 了 料 s 更拽灵  

的 意 乂 ， 又 吸 收 了 闪 系 语 的 简 单 、 生 动 。 
新 约 并 不 是 以 一 种 特 殊 的 “圣 灵 语 言 ，，写 

f 的 （某 些 中 世 纪 学 者 是 如 此 的 相 信 K  

— 十 世 纪 从 埃 及 出 土  了 大 度 蒲 草 纸 抄 本 ， 

这 些 文 献 的 词 汇 和 语 法 与 圣 经 语 言 比 较

生 前 的 数 世 纪 内 ’ 地 中 海 东 岸  

i  了 受 到 希 腊 化 的 影 响 外 ， 闪 系 文 化

深 远 ™ 这 两 种 并 存 的 形 响 可 见 於 丨 日

约 的 ! 书 译 成 希 腊 文 是 - 件 划 时  

汗的大事； 七 十 士 译 本 （旧 约 最 早 的 希 腊  

1文译本） 后 来 对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影 响 甚 大 。 

希 伯 来 作 者 使 用 希 腊 文 写 作 ， 自 必 使 希 腊  

枘 神 和 希 腊 思 维 方 式 渗 入 犹 太 文 化 之 中 • 

优 太 人 利 用 希 腊 文 丰 富 的 语 汇 来 表 达 希 伯  

来 语 汇 力 所 不 及 的 思 想 概 念 ； 反 之 ， 希腊  

原 有 的 语 汇 也 借 犹 太 概 念 增 添 了 新 义 。

旧 约 希 腊 译 本 对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发 展 十  

分重要。 新 约 所 用 希 腊 字 词 的 意 义 往 往 参  

照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用 法 。 旧 约 中 某 些 希 腊 和  

犹 太 揉 合 的 方 言 ， 在 新 约 的 经 文 中 有 时 很  

直 接 的 翮 译 过 来 ； 但 有 时 旧 约 的 经 文 在 新  

约 的 翻 译 却 十 分 宽 松 。

新 约 希 腊 文

新 约 作 者 虽 然 大 多 是 犹 太 人 ， 他 们 一  

律 使 用 当 时 通 行 的 希 腊 文 。 而 且 ， 使 徒 约  

翰 似 深 谙 希 腊 哲 学 ， 他 借 用 了 希 腊 哲 学 中  

‘‘道” 一 词 来 指 称 基 督 （约 一  1 ) ， 还 有 其  

他 好 几 个 抽 象 的 表 达 。 约 翰 大 概 是 受 到 当  

时 在 埃 及 的 希 腊 文 化 中 心 亚 历 山 太 的 影  

响，在 那 里 希 腊 哲 学 和 希 伯 来 文 化 有 很 独  

持 的 结 合 。

使 徒 保 罗 对 希 腊 的 哲 学 家 也 很 熟 悉  

(徒 十 七 《2 8 ; 林 前 十 五 3 3 ; 多 一  1 2 ) 。 所 

以，希 腊 的 辩 士 、 哲 学 家 ， 跟 希 伯 来 先 知  

利丨拉比〜样， 对 保 罗 的 用 语 都 有 影 响 。

关 於 耶 穌 究 竟 讲 希 伯 来 语 或 亚 兰 语 的  

& 种 方 言 尚 有 争 议 ， 但 无 可 争 议 的 亊 实 ， 

希 f 灵 感 动 作 者 用 希 腊 文 写 下 福 音 书 。 以 

希 ^ 文 记 戟 耶 稣 的 教 导 和 事 工 ， 为 福 音 在

§ 文 化 世 界 中 的 传 播 开 辟 了 道 路 。

基 每 教 作 家 使 用 的 希 腊 普 通 话 ， 并无

时 ， 显 示 圣 经 语 言 其 实 是 那 时 代 的 通 用 语  

言 之 一 。 然 而 圣 经 希 腊 文 也 有 独 到 之 处 ， 

常 有 新 创 的 语 汇 。 基 督 教 作 家 为 传 达 有 关  

耶 稣 基 督 的 信 息 而 引 入 新 的 语 词 ， 同时也  

影 响 了 希 腊 的 思 想 。

闪 系 访 的 影 响

新 约 希 腊 文 既 有 希 伯 来 思 想 的 直 接 ， 

又 有 希 腊 文 的 准 确 ； 希 腊 文 的 精 巧 细 致 ， 

往 往 可 以 阐 释 希 伯 来 的 槪 念 。 闪 系 语 的 影  

响 ， 在 福 音 书 、启 示 录 、雅 各 书 中 最 为 强  

烈 。 路 加 撰 述 和 希 伯 来 书 则 显 示 较 多 希 腊  

神 韵 ；使 徒 书 信 则 揉 合 了 希 伯 来 的 智 总 与  

希 腊 的 辩 证 哲 学 。 新 约 记 载 的 讲 道 ’融合  

了 希 伯 来 的 先 知 讲 道 和 希 腊 的 演 说 。新约  

除 了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征 引 七 十 士 译 本 外 ， 新 

约 希 腊 文 也 有 多 处 可 见 闪 系 语 的 影 响 。 例 

如 ，新 约 希 腊 文 的 句 子 结 构 含 有 不 少 闪 系  

语 模 式 的 例 子 。

斤 约 希 腊 文 的 语 汇 丰 富 ，作 者 可 随 心  

丨;表达任何意义。 例 如 ， 新 约 使 用 两  

司 的 “爱 ” 字 （分 别 两 种 的 爱 ）， 也 

丙 个 不 同 的 “另 一 个 （一 为 巧 类 的  

个 ” 一 为 不 同 类 的 “另 一 个 > ; 

找 不 同 类 型 知 识 的 好 m 某， 

m 著 的 不 被 使 用 ， 如 以 乐 思  

^ 爱  以 及 当 时 希 腊 文 化 普 迪 使

j 字 : 词 汇 在 福 音 书 中 也 常 有 新  

因 福 音 书 的 崭 新 教 导 二 有 “死 ，，、 „ 荣

' H ，，等 酬 都 予 新 乂 ’ 来 ， 

字 词 的 字 面 意 义 似  
的 思 想 。 有 用 “水 ，，， “洗 ”、 

去 ，二 如 来 二 _ 灵 的 诘 净 能

新 约 的 谓 汇 匕 ‘可 诅 可 咒 '  

如 ， 札 五 ^ 等 ■ 还 有 些 希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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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或 亚 兰 的 外 来 语 ， 如 “哈 利 路 亚 ”、 

“阿 们 ’’ （希 伯 来 词  > ; 如 “阿 爸 ”、 “玛  

门 ”、 “各 耳 板 ” （亚 兰 词  > 等 。

要 理 解 新 约 词 汇 的 意 义 ， 一 部 希 腊 古  

典 词 汇 手 册 固 然 必 要 ， 但 尚 嫌 不 足 ， 我 们  

也 必 须 知 道 在 旧 约 希 腊 文 译 本 、 希 利 尼 语  

著 述 、 记 述 日 常 生 活 的 铭 文 和 文 献 中 ， 该  

词 的 用 法 。 蒲 草 纸 文 献 就 对 新 约 词 义 提 供  

了 很 多 例 证 。 例 如 希 腊 词 “捐 钱 ” （林 前  

十 六 1 > ， 起 先 以 为 该 词 只 限 於 新 约 使 用 ， 

后 来 始 发 现 也 是 蒲 草 纸 文 献 常 用 的 词 ， 词  

义 也 一 样 。 新 约 许 多 字 词 原 只 据 古 典 希 腊  

文 定 义 ， 后 经 考 究 蒲 草 纸 文 献 ， 才 了 解 其  

更 准 确 的 意 义 。

语 法

希 腊 文 与 其 他 印 欧 语 系 的 语 言 一 样 ， 

字 词 在 前 缀 、 后 缀 的 增 减 变 化 中 显 示 词 义  

的 差 异 （语 言 学 上 称 之 为 “词 形 变 化 ”> 。 

新 约 希 腊 文 的 词 形 变 化 已 较 古 典 语 简 化 不  

少 ，但 较 其 他 语 言 仍 繁 难 得 多 。惟 其 如 此 ， 

希 腊 文 义 明 确 而 固 定 ， 不 像 英 文 一 般 模 棱  

不 定 。

希 腊 名 词 可 分 阳 性 、 阴 性 和 中 性 ； 希  

伯 来 名 词 则 仅 有 阳 、 阴 二 性 。 希 腊 文 介  

词 多 而 精 密 ， 也 相 当 复 杂 ， 意 义 需 按 上 下  

文 而 定 。 新 约 希 腊 文 所 用 虚 词 仅 及 古 典 希  

腊 语 之 一 半 。

希 腊 文 动 词 系 统 远 较 希 伯 来 语 严 密 繁  

复 ， 可 表 达 分 别 细 微 的 语 意 ， 别 的 语 言 甚  

难 做 到 。 每 一 个 希 腊 文 动 词 可 作 5 方 面 分  

析 ， 语 法 学 家 称 之 为 时 态 、 语 态 、 语 式 、 

人 称 、 单 / 复 数 。

一 . 时 态  希 腊 动 词 的 时 态 主 要 强 调 动  

作 的 状 态 ， 而 不 在 其 时 间 性 ， 这 与 英 语 颇  

不 相 同 。 动 作 状 态 基 本 有 3 种 ： （1 > 延 续  

动 作 ， 用 现 在 时 态 、 未 完 成 时 态 ， 有 时 用  

将 来 时 态 表 达 ； （‘2 ) 简 单 或 瞬 时 动 作 ， 

用 不 定 过 去 时 态 ， 也 常 用 将 来 时 态 表 达 ； 

( 3 > 完 成 动 作 ， 用 完 成 时 态 （指 过 去 动  

作 的 结 果 持 续 至 现 在 ） 及 过 去 完 成 时 态  

( 其 结 果 只 限 於 过 去 者 ） 表 达 。 希 腊 动 词  

时 态 往 往 很 难 翻 译 。 动 作 的 时 间 和 动 词 的  

基 本 意 义 （如 及 物 或 不 及 物 ）， 必 须 和 动  

作 的 状 态 3 者 巧 妙 地 接 合 成 一 个 概 念 。

二 . 语 态  希 腊 动 词 的 语 态 有 如 下 几 种 ： 

( I ) 陈 述 语 态 ， 表 示 现 实 的 动 作 ； （2 ) 假 定

或 选 择 语 态 ， 表 示 有 条 件

应 他 人 耍 求 的词 ， 表 7K 动 作 是 描 述 另 〜 个 丄 作 ；… 分 

(5 ) 不 定 词 ， 表 示 动 作 是 〜 处 名 询 ； 

语 法 上 ， 所 谓 实 名 词 ， 是 指 〜 乂 名 询 。在 

组 字 词 ， 作 名 词 使 用 ； 上 丄 字 询 戏 、 

格 而 论 不 当 算 作 语 态 ’ 但 语 = 项 ， p 

使 用 ■ 语 态 可 供 希 腊 作 者 选 卢 是 这 样  

表 达 方 法 。

三 . 语 式 动 词 的 语 式 是 描 写  

向 ， 若 由 主 体 向 外 而 发 ， 则 为 主 在 勺 取  

若 由 主 体 内 向 本 身 而 发 ， 则 称 关  

若 主 体 承 受 外 来 动 作 ， 则 为 被 动 语 式 ； 

四 • 人 称 动 词 人 称 说 明 谁 在 发 出 动 ^  

有 第 一 人 称 （我  > ， 第 二 人 称 （你 ） 馆 

三 人 称 （他 ） 之 分 。

五 • 单 / 复 数 动 词 的 数 表明动作的发  

出 者 是 一 人 （单 数 ）抑 或 一 人 以 上 （复数） 

风 格

新 约 的 希 腊 文 写 作 风 格 颇 多 歧 异 ，福 

音 书 特 别 显 示 闪 系 语 的 风 格 。 马太福音的 

风 格 不 如 马 可 福 音 那 么 图 象 化 ， 在某些方 

面 较 接 近 路 加 福 音 、使 徒 行 传 、希伯来书、 

雅 各 书 和 彼 得 前 书 的 风 格 。 路加文笔典

雅 ， 在 这 一 点 上 与 马 太 、 马可二人均不相

同 。约 翰 笔 调 简 明 ，保 持 着 很 多 闪 族 风 韵 。

使 徒 保 罗 的 书 信 各 有 不 同 的 风 格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后 书 的 风 格 最 为 直 接 ，较少文 

饰 。 教 牧 书 信 （提 摩 太 前 后 书 、 提多书) 

较 新 约 其 他 各 书 都 更 通 俗 化 ， 与保罗其他 

的 书 信 比 较 ， 也 较 少 犹 太 味 道 ， 以及较少

受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影 响 。

希 伯 来 书 既 有 典 雅 的 风 格 ， 又有犹 #  

和 希 腊 揉 合 的 特 色 。 雅 各 书 尽 管 文 化  

甚 高 ， 但 风 格 略 欠 考 究 ， 不 如 希 伯 典  

灵 敏 。 彼 得 前 书 的 风 格 不 如 其  

雅 ， 受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影 响 甚 深 ’ 因

映 了 闪 系 语 的 风 格 。 作显示了

犹 大 书 的 措 辞 高 尚 而 沉 风格极 

犹 太 风 格 的 影 响 。 彼 得 后 书 的 本 的  

似 犹 大 书 ， 并 显 示 了 较 多 的 七

影 响 。 /省由乎

启 示 录 的 文 体 简 单 ’ 其 使 用 卢

长 句 ， 显 示 了  I'm 二 艮 ;  

从 启 示 录 的 希 腊 文 中 ， 发 从

行 ® 和  

朗#的

语 法 错 误 。



结 & 对 旌 锊 徒 来 说 ， 圣 经 传 达 的 信 息 简 洁  

明， 却 能 在 帯 复 杂 的 文 化 环 境 下 跟 人 沟  

^ 毋 种 语 言 虽 各 有 所 限 ， 但 圣 经 的 语 言  

在 传 达 神 的 信 息 上 ， 却 显 出 充 沛 的 能 力 和  

丰美， 足 证 为 极 适 切 的 工 其 。

Larry Lee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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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神 学 是 神 学 研 究 的 — 种 ， 专 注 於  

研 究 圣 经 各 部 分 的 独 特 主 题 （如 旧 约 的 主  

题、 使 徒 保 罗 书 信 的 主 题 等 ）， 并 逐 段 追  

踪 其 理 脉 线 索 ， 发 掘 贯 通 全 本 圣 经 的 统 一  

主旨。

圣 经 神 学 家 的 任 务 是 ： （丨） 明 辨 每  

—位 作 者 的 写 作 主 旨 （如 阿 摩 司 书 呼 吁 社  

会 公 乂 ， 雅 歌 宣 扬 人 类 的 爱 ） ； （2 ) 参 

照 比 较 不 冋 作 者 阐 明 同 一 主 题 之 异 同 （如 

约 翰 福 音 和 希 伯 来 书 在 有 关 救 恩 问 题 上 的  

不 同 进 路 > ; ( 3 > 力 求 将 不 同 作 者 的 主  

旨 结 合 起 来 ， 构 成 统 一 的 整 体 。

圣 经 神 学 研 究 神 在 圣 经 中 渐 次 的 启 示  

细节， 其 所 着 m 者 是 揭 示 某 篇 某 章 在 著 述  

时 的 历 史 环 境 下 的 特 殊 意 义 ； 而 不 在 於 阐  

释 某 篇 某 窜 现 今 的 意 义 和 作 用 。

与 其 他 神 学 研 究 的 关 系

系 统 祌 学  +

系 统 神 学 是 以 圣 经 神 学 为 基 础 。 圣 经  

神 学 是 描 叙 性 的 ， 就 是 描 叙 每 一 位 圣 经 作  

者 及 圣 经 整 体 的 信 息 ； 系 统 神 学 则 将 圣 经  

神 学 拽 辑 的 材 料 逛 新 阐 迚 和 整 理 ， 把 这 些  
材 料 拆 散 成 不 同 类 别 ， 然 后 综 合 成 一 套 系  

统 性 的 教 理 教 义 。 例 如 ， 圣 经 神 学 发 现 约

翰 福 音 指 出 ， 永 生 是 信 徒 现 今 可 享 有 的 ， 

给 信 徒 一 个 保 障 ； 而 在 希 伯 来 书 ，永生要  

在 未 来 才 能 得 着 ， 要 求 信 徒 恒 忍 到 底 。

圣 经 神 学 家 据 此 作 出 结 论 ， 阐明以上  

关 於 永 生 的 两 种 教 导 是 同 一 苒 理 的 两 面 ， 

互 相 补 足 ， 而 救 恩 是 包 含 保 障 和 责 任 两 方  

面 的 。 系 统 神 学 家 把 这 个 结 论 纳 入 更 全 面  

的 救 恩 论 ， 探 讨 这 保 障 和 责 任 与 拣 选 、 称 

义 、 ® 生 、 成 圣 的 关 系 。 系 统 神 学 的 逻 辑  

结 构 多 是 现 代 思 想 模 式 的 产 物 ， 它 以 现 代  

术 语 来 陈 述 圣 经 经 文 现 今 的 意 义 ， 因此它  

是 ‘‘圣 经 於 当 日 的 意 义 ” （这 是 圣 经 神 学  

的 任 务 > 与 “圣 经 於 今 日 的 适 用 性 ” （这 

是 讲 道 法 的 任 务 ）之 间 的 桥 梁 。

释 经 学

释 经 学 是 圣 经 神 学 的 基 础 。 该 词 源 於  

两 希 腊 词 ， 意 即 “推 想 或 推 理 出 来 ' 释  

经 学 就 是 根 据 语 法 （语 义 及 句 子 的 思 想 逻  

辑 关 系 ） 和 历 史 背 景 （在 当 时 的 文 化 背 景  

下 ， 经 文 的 含 义  > ，把 圣 经 经 文 的 意 思 推  

想 出 来 。 圣 经 神 学 家 把 释 经 成 果 收 集 ， 进 

而 发 掘 统 一 各 重 点 的 蕋 础 。 因 此 ， 圣经神  

学 是 立 於 释 经 学 和 系 统 神 学 之 间 的 学 问 。 

历 史 神 学

历 史 神 学 也 是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 研究  

系 统 神 学 在 教 会 史 中 的 发 展 „ 圣 经 神 学 专  

注 於 探 讨 圣 经 作 者 本 人 的 思 想 主 旨 ， 而对  

后 期 教 会 的 种 种 解 释 和 争 论 俱 罝 诸 不 问 ； 

历 史 神 学 则 专 亊 阐 述 各 历 史 时 期 的 教 会 对  

圣 经 的 教 训 作 何 理 解 及 其 原 因 。 例 如 ， 一 

位 学 者 为 考 察 “神 的 主 权 与 人 的 自 由 ” 这 

个 课 题 ， 可 追 溯 早 期 教 会 奥 古 斯 丁 与 伯 拉  

纠 的 争 论 ， 到 宗 教 改 革 后 期 加 尔 文 与 亚 米  

纽 斯 之 争 ， 而 直 迄 於 今 日 的 种 种 争 论 ， 这 

种 方 法 就 是 历 史 神 学 的 研 究 法 。

圣 经 神 学 家 若 能 掌 握 这 些 历 史 争 论 的  

不 同 转 向 及 如 何 影 响 有 关 教 义 於 各 个 时 期  

的 表 达 方 式 ， 则 必 会 对 经 文 本 义 作 更 深 刻  

的 理 解 和 透 视 。 历 史 神 学 ， 尤 其 是 有 关 早  

期 教 父 的 历 史 研 究 ， 可 防 备 把 后 期 的 意 念  

读 进 经 文 之 中 。

讲 逬 法

神 学 研 究 的 最 后 一 步 是 将 圣 经 真 理 用  

於 当 代 环 境 ， 这 便 是 讲 道 法 的 任 务 。 讲道  

法 是 建 立 在 其 他 沖 学 研 究 成 果 之 上 ， 它诠  

释 的 释 经 材 料 ， 是 经 过 圣 经 神 学 和 系 统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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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的 组 织 ， 并 历 史 神 学 的 审 察 。 要 途 释 圣  

经 ， 必 须 先 明 了 其 在 圣 经 时 代 的 意 义 ， 然  

后 才 能 决 定 在 今 日 传 道 或 作 出 道 德 决 定  

时 ， 如 何 表 达 这 些 教 义 和 真 理 。

圣 经 神 学 的 历 史

从 早 期 教 会 至 启 染 时 代

圣 经 神 学 之 作 为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 是  

直 至 十 九 世 纪 才 发 展 起 来 的 。 早 期 教 会 时  

代 时 有 异 端 出 现 ， 为 应 付 它 们 的 挑 战 ， 早  

期 教 会 便 设 法 将 使 徒 的 教 训 整 理 出 一 个 系  

统 。 於 是 ， 系 统 神 学 便 渐 具 雏 形 ， 且 厘 定  

了 早 期 信 经 （如 使 徒 信 经 、 尼 西 亚 信 经 、 

亚 他 那 修 信 经 、 迦 克 墩 信 经 等 > ; 直 至 今  

日 ， 这 些 信 经 仍 被 尊 为 教 会 的 教 义 标 准 。

中 世 纪 的 时 候 产 生 了 一 种 哲 理 神 学 。 

其 时 ， 教 会 信 仰 教 义 的 权 威 已 达 不 可 怀 疑  

的 地 步 ， 因 此 ， 极 少 进 行 圣 经 的 探 究 。 代  

之 而 起 的 有 所 谓 哲 理 神 学 ， 如 阿 奎 那  

( 1 2  2 4 - 7 4 ) 的 神 学 。 及 至 十 六 世 纪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崛 起 ， 打 破 了 教 会 传 统 的 权 威 ， 

建 立 了  “惟 独 圣 经 ” 的 原 则 ， 这 才 为 圣 经  

神 学 的 发 展 开 辟 了 道 路 。不 过 ，马 丁 路 德 、 

加 尔 文 和 其 他 的 宗 教 改 革 家 多 是 系 统 神 学  

家 ， 所 以 ， 圣 经 神 学 的 进 路 还 须 经 历 两 次  

运 动 ， 即 敬 虔 主 义 运 动 和 启 蒙 运 动 ， 才 得  

以 巩 固 。

敬 虔 主 义 运 动 是 对 路 德 派 独 断 式 的 经  

院 哲 学 的 反 动 ， 於 十 七 世 纪 末 发 轫 於 德  

国 。 敬 虔 主 义 者 极 重 感 觉 和 体 验 ， 并 认 为  

学 习 圣 经 本 身 比 路 德 正 统 派 的 神 学 理 论 和  

推 想 更 重 要 。 於 是 ， 敬 虔 主 义 转 向 圣 经 的  

释 义 ， 以 此 为 更 有 益 处 的 学 习 。

启 蒙 运 动 是 十 八 世 纪 的 世 俗 理 性 运  

动 ， 与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所 倡 导 的 人 文 主 义 一  

脉 相 通 ， 在 各 个 学 术 领 域 里 强 调 理 性 ， 并  

向 被 视 为 天 经 地 义 的 一 切 教 条 定 律 发 出 挑  

战 。 它 对 圣 经 也 敢 於 采 取 历 史 探 究 的 进  

路 ， 试 图 越 过 教 会 的 教 导 追 寻 圣 经 记 录 背  

后 的 实 际 事 件 。 启 蒙 主 义 的 一 切 论 点 和 方  

法 尽 管 与 超 自 然 主 义 愈 来 愈 对 立 ， 但 它 却  

是 促 成 圣 经 神 学 发 展 一 个 强 而 有 力 的 因  

素 。

十 八 诋 纪 和 十 九 世 纪

圣 经 神 学 的 奠 基 人 是 盖 伯 勒 ， 他 在  

1 7 8 7 年 辩 称 圣 经 神 学 是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

中心楚 

'体 ，《

当 与 系 统 神 学 分 庭 抗 礼 ；

任 务 ， 是 将 每 一 位 圣 经 作 者 圣 锋 神  

时 的 历 史 背 景 之 下 ， 力 

创 建 之 初 ’ 是 以 理 性 主 义 为 4 终神令 

经 与 一 般 古 书 无 异 ’ 所 表 迚 者 以 为 务  

来 人 与 基 督 教 徒 的 宗 教 演 化 ^ 过 堪 希 伯  

分 为 3 个 阶 段 ： 一 是 犹 太 人 的 = 私并味化 

在 律 法 ； 二 是 耶 稣 的 教 训 ’ 中= 1 ，中心 

直 接 关 系 ； 三 是 早 期 教 会 的 教 义 是 与 神 的  

发 展 教 会 的 传 统 。 这 3 阶 段 各 ’ 

互 的 差 异 也 极 分 明 。

到 了 十 九 世 纪 ， 此 说 为 _  

所 采 纳 ， 并 加 以 发 展 。 黑 格 尔  

1 8 3 1 ) 是 历 史 辩 证 法 的 创 始 人 ，他 

全 部 历 史 的 演 进 均 沿 着 一 条 妥 协 的 路  

进 ： 先 是 命 题 （亊 物 的 原 状  > 受到其自身 

反 命 题 （与 社 会 原 状 对 立 的 力 蛩 ） 的 挑  

战 ； 两 者 互 相 抗 衡 ' 消 解 后 ， 结 成 一 个 综  

合 命 题 。 革 拉 夫 （1 8 1 5 - 6 9 ) 和 威 尔浩生^  

此 说 用 於 评 鉴 旧 约 ， 从 而 推 出 了 —个进化 

假 说 。他 们 认 为 摩 西 五 经 （即 旧约 前五书丨 

是 晚 至 先 知 时 代 才 成 书 的 ， 是经 过 - 段  

“前 先 知 时 期 ”， 逐 渐 演 进 而 成 的 。演进 

早 期 的 要 钥 ， 是 使 用 神 不 同 的 名 称 ，显示

两 位 编 者 在 两 个 不 同 时 期 的 工 作 ，其-采 

用 “耶 和 华 ” （称 为 J 本 ）。 另一位采用  

‘‘神 ” （称 为 E 本 ）， 后 来 这 两 本 又 拼 入 一  

部 重 申 诫 命 的 文 稿 （称 为 D 本 ）和一部有 

关 祭 祀 的 文 稿 （称 为 P 本 > 。 革拉夫和威 

尔 浩 生 对 五 经 的 见 解 ， 通 称 为 底 本 说 。

鲍 尔 （1 7 6 2 - 1 8 6 0 ) 和意向评鉴派也  

以 相 同 的 方 法 来 评 鉴 新 约 。 鲍尔假定犹 j  

基 督 教 （彼 得 的 门 徒  > 和 希 利 尼 （即希^  

基 督 教 （保 罗 的 门 徒 ） 两 者 的 意 向 互  

衡 。 鲍 尔 认 为 这 两 派 人 争 斗 多 年 ’直 

世 纪 中 期 ， 当 时 有 几 本 代 表 “综 

的 新 约 书 卷 面 世 （使 徒 行 传 、 彼^

翰 福 音 ）。 田 “宗教历史
十 九 世 纪 后 半 期 法来 

派 ” 崛 起 ， 倡 导 以 比 较 亦 教 经的规 

究 圣 经 和 它 的 教 训 。 他 们 认 f 来 的 ，搏 

是 从 周 围 各 囯 的 宗 教 演 化 义的， 

， 他 们 就 认 为 圣 经 神 学 是 略多教 

以 宗 教 比 较 的 方 法 完 全 取 代 "

如 下 ： ⑴ 旧 约 的 J 二 拜 发  

十 六 ）， 是 迦 南 的 生 殖 外

利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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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2 > 将 来 复 活 之 说 （但 十 二 2 > 并 

游 犹 太 人 固 有 ， 而 是 源 於 波 斯 ； （3 ) 新  

约 以 基 督 为 主 的 概 念 （腓 二 9 - 丨 1 > ， 是 把  

希 腊 的 观 念 加 进 犹 太 基 督 教 的 ； （4 > 代  

赎 的 教 义 （西 一  M 、 〗 9 - 2 2 > 源 於 希 腊 和  

近 东 的 神 秘 宗 教 。

然 而 ， 与 这 种 自 由 神 学 主 义 并 驾 齐 驱  

的 尚 有 一 个 扎 根 於 敬 虔 主 义 的 保 守 运 动 ， 

这 一 派 也 从 历 史 角 度 来 评 鉴 圣 经 ， 结 论 却  

迥然 不 同。 他 们 促 使 人 注 意 圣 经 各 部 分 之  

间，包 括 旧 约 和 新 约 之 间 ， 有 连 贯 的 统 一  

性。这 派 学 者 认 为 五 经 绝 不 可 能 是 在 摩 西  

久 殁 之 后 的 先 知 时 代 成 书 的 ， 必 是 古 代 以  

色 列 民 之 经 历 的 真 实 记 录 ； 而 历 史 书 和 先  

知 书 是 以 五 经 为 签 础 ， 确 实 的 代 表 了 犹 太  

民 族 历 史 和 宗 教 的 发 展 ； 新 约 保 罗 的 教 训  

主 要 是 植 根 於 犹 太 宗 教 文 化 ， 而 绝 不 是 以  

希 腊 宗 教 文 化 为 本 源 的 。

当 时 致 力 於 研 究 两 约 统 一 性 的 ， 有 3 

位 具 代 表 性 的 学 者 ， 仅 略 作 介 绍 如 下 ：

胡 富 曼 （1 8 1 0 - 7 7 ) 可 谓 后 期 强 调 救  

恩 历 史 的 圣 经 神 学 家 的 先 驱 ， 他 的 结 论 是  

连 贯 两 约 的 主 题 ， 就 是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拯 救  

作为。 他 认 为 旧 约 在 早 於 亚 伯 拉 罕 时 代 ， 

鱿 已 宣 告 神 的 旨 意 是 通 过 他 的 选 民 使 全 人  

类 蒙 福 （创 十 二 3 ) ; 新 约 则 记 述 和 解 释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成 就 的 赎 罪 之 功 是 救 恩 历  

史 的 中 心 ， 也 为 这 部 历 史 的 最 后 一 嵇 一  

耶 稣 再 来 ---- 铺 路 。

亨 斯 登 伯 （1 8 0  2 - 6 9 ) 和 其 他 — 些 学  

者 把 新 约 的 蓰 锊 论 追 溯 旧 约 ， 在 弥 赛 亚 的  

预 言 和 “基 督 的 预 表 ’’如 亚 当 （罗五丨 4 ) 、 

约 拿 （太 十 二 4 〇 > 中 追 寻 其 延 续 性 。 另 

有 德 国 学 者 费 拿 部 （1 8 5 9 _ 1 9 3 3  > 和 施 赖  

德 （1 8 5 2 - 1 9 3 8 > 采 描 叙 性 的 进 路 研 究 新  

约 神 学 ’ 认 为 新 约 各 作 者 是 从 不 同 的 角  

度，论 述 同 一 * 个 主 题 ’ 即 耶 稣 对 教 会 的 影  

响。 丨

达 尔 比 （i a o 〇_8 2 > 及 其 他 学 者 发 展  

出 一 套 时 代 论 学 说 ， 认 为 神 通 过 一 连 串 的  

时代 ， 促 使 人 类 与 神 复 和 ； 每 一 个 时 代 都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历 史 时 期 。 每 一 个 时 代 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 尝 试 呼 唤 人 归 向 神 （例 如 亚  

拉 罕 时 代 的 中 心 是 亚 伯 拉 罕 的 约 摩 西 时  

代 的 中 心 是 徕 法 ）， 每 一 个 时  

救 计 划 不 可 _ 的 部 分 。 适 神 極

当 代 趋 努

巴 尔 特 （丨8 8 G- 1 9 6 8 ) 将 圣 经 神 学 从  

自 由 主 义 观 点 统 治 下 解 放 出 来 ， 推翻了过  

往 学 术 界 那 种 纯 学 术 、 纯 哲 学 的 研 究 方  

法 。 当 时 的 学 术 圈 子 把 圣 经 看 为 宗 教 体 验  

的 记 录 ， 但 巴 尔 特 却 宣 称 圣 经 是 神 继 续 向  

人 类 说 话 的 工 具 。 巴 尔 特 认 为 历 史 的 研 究  

实 无 关 紧 要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使 自 由 派 的  

乐 观 主 义 深 受 打 击 而 一 蹶 不 振 ， 因 此 ， 巴 

尔 特 的 学 说 其 实 等 於 向 被 理 性 主 义 拖 入 困  

境 的 神 学 指 出 了 一 条 出 路 。 巴 尔 特 力 主 将  

圣 经 中 神 的 信 息 与 种 种 评 鉴 问 题 （如作  

者 、 年 代 、 准 确 性 ） 区 分 开 来 。 在 巴 尔特  

的 神 学 看 来 ，圣 经 记 栽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的  

亊 件 是 否 真 有 其 事 并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 

这 记 载 是 神 的 选 民 真 实 可 靠 的 宗 教 表 述 ； 

因 此 ， 圣 经 是 神 今 日 向 人 说 话 的 工 具 。

巴 尔 特 及 其 学 生 的 工 作 给 圣 经 神 学 带  

来 了 长 达 *10年 的 “黄 金 时 代 ”， 继 其 后 者  

有 艾 斯 斐 德 ， 他 对 旧 约 的 研 究 ， 把理 性的  

历 史 的 评 鉴 （知 识 > 和 神 学 主 题 的 系 统 阐  

释 （信 仰 ）划 分 。艾 希 罗 特 同 是 研 究 旧 约 ， 

却 强 调 其 神 学 方 面 ， 认 为 神 的 约 是 以 色 列  

民 生 活 一 致 的 核 心 ， 他 的 理 论 是 几 个 探 讨  

旧 约 主 题 的 学 说 之 一 。 另 有 韦 特 和 普 罗 克  

什 ， 他 们 认 为 旧 约 的 主 题 就 是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拯 救 启 示 ， 普 罗 克 什 更 认 为 这 启 示 的 本  

质 就 是 基 督 论 。 还 有 华 里 臣 的 神 学 ， 强调  

旧 约 中 应 许 与 应 验 这 个 主 题 ， 就 是 旧 约 历  

史 的 神 学 ， 神 拯 救 的 作 为 通 过 以 色 列 民 的  

信 仰 传 统 描 绘 出 来 。 上 述 各 学 者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信 念 ， 即 解 释 旧 约 须 采 神 学 研 究 的 路  

线 ， 而 不 能 用 历 史 评 鉴 的 方 法 ， 只 讨 论 经  

文 的 历 史 真 实 性 ， 却 罔 顾 其 神 学 意 义 。

新 约 研 究 有 柯 尔 曼 （生 於 1 9 0 2 > 大 

力 提 倡 救 恩 历 史 说 u 他 认 为 圣 经 主 要 是 记  

载 、 志 念 、 解 释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救 赎 事 工 。 

在 旧 约 时 期 ，神 拣 选 以 色 列 民 ，颁 賜 律 法 ， 

并 通 过 列 王 与 众 先 知 施 教 ； 神 的 一 切 千 预  

介 入 ， 都 是 要 把 偏 离 正 路 的 人 类 带 回 自 己  

的 身 边 。 新 约 记 述 神 通 过 耶 穌 基 督 的 工 作  

使 拯 救 计 划 实 现 并 达 至 高 峰 。 十 字 架 是 历  

史 的 中 间 点 ， 教 会 传 布 福 音 是 神 救 世 事 工  

的 延 续 。 在 圣 经 评 鉴 界 ， 柯 尔 曼 是 保 守 派  

的 代 表 。

布 特 曼 （1 8 iM -】9 7 6 > 在 激 进 评 鉴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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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中 居 领 导 地 位 。 他 主 张 所 谓 “化 除 新 约  

神 话 ” 之 说 《 他 认 为 圣 经 的 记 载 是 以 古 代  

“宇 宙 三 层 论 ” 的 信 仰 为 甚 础 的 ， 即 在 上  

面 的 天 堂 、 在 地 上 的 世 界 和 在 地 底 下 的 鬼  

魔 世 界 这 种 古 代 宇 宙 论 既 已 为 科 学 否  

定 ， 那 么 圣 经 材 料 也 当 重 作 解 释 ， 消 除 其  

神 话 成 分 （表 述 宗 教 经 验 的 古 老 迷 信 的 故  

事  > , 觅 述 那 超 越 时 间 的 实 存 真 理 （即 关  

於 如 何 在 有 限 世 界 生 存 的 教 训  > 。 例 如 ， 

四 福 音 书 并 非 耶 稣 生 平 、 传 道 的 真 实 历  

史 ， 而 是 后 来 教 会 的 作 品 ， 是 他 们 基 於 宣  

讲 的 信 息 重 整 有 关 耶 稣 的 犹 太 传 说 。 到 后  

期 希 腊 教 会 又 重 新 诠 释 这 些 故 亊 ， 历 史 上  

的 耶 穌 更 被 湮 没 了 。 据 布 特 曼 之 见 ， 真 实  

的 历 史 已 根 本 没 有 恢 复 的 可 能 了 。 布 特 曼  

的 门 生 虽 多 已 转 向 保 守 ， 但 布 特 曼 的 神 学  

理 论 至 今 仍 是 许 多 自 由 主 义 神 学 院 和 宗 教  

团 体 的 思 想 主 导 。

新 近 的 运 动

六 十 年 代 又 出 现 了 对 圣 经 神 学 的 反  

动 。 很 多 评 鉴 学 者 怀 疑 圣 经 的 统 一 性 ； 宗  

教 历 史 法 又 再 吸 引 人 的 兴 趣 。 这 些 学 者 视  

圣 经 是 演 进 而 成 ， 内 含 几 种 不 同 的 神 学 ， 

也 有 互 相 祗 触 者 。 圣 经 既 无 一 贯 的 主 题 ， 

故 只 能 分 析 各 部 分 互 不 相 干 的 神 学 。 这 广  

泛 的 运 动 可 分 3 个 不 同 的 学 派 ：

一  • 编 辑 评 鉴 派  这 一 派 力 图 透 过 福 音  

故 亊 的 形 式 找 出 福 音 作 者 特 有 的 神 学 意  

向 。 他 们 会 比 较 各 福 音 书 作 者 的 不 同 重  

点 ， 如 马 可 强 调 弥 赛 亚 的 秘 密 ， 马 太 强 调  

神 的 国 ， 路 加 强 调 救 恩 历 史 ， 约 翰 强 调 信  

和 决 志 ， 以 及 父 、 子 和 门 徒 的 合 一 。 他 们  

区 分 各 自 蜇 点 的 做 法 ， 也 施 用 於 圣 经 各 部  

分 。 这 种 方 法 已 成 为 近 ‘2 0 年 来 一 个 主 要  

的 趋 向 。

二 • 正 典 评 鉴 派  该 派 以 圣 经 正 典 的 概  

念 为 i全 释 圣 经 的 重 要 原 则 。 他 们 认 为 ， 圣  

经 记 录 的 真 正 意 义 ， 不 在 於 所 记 事 件 发 生  

的 真 相 ， 而 在 於 这 些 事 件 的 记 述 流 传 於 正  

典 的 形 式 。 根 据 这 样 的 见 解 ， 这 些 故 事 怎  

样 演 化 是 无 关 紧 要 的 ， 因 为 有 权 威 的 是 正  

典 的 记 载 ， 而 不 是 事 件 本 身 ； 所 以 ， 真 正  

的 圣 经 神 学 必 是 建 立 在 正 典 的 记 载 之 上 。 

古 代 以 色 列 民 和 早 期 教 会 的 信 仰 既 是 如 此  

记 述 ， 这 些 记 述 就 是 我 们 要 诠 释 的 正 确 对  

象 。

三 . 结 构 分 析 派 这 是 报 奸  

论 ， 顾 名 思 义 ， 它 是 研 艽 每 斯 的 〜 神 ,

最 后 成 书 的 结 构 ， 以 确 定 其 意  

第 一 步 ’ 先 找 出 某 书 卷 或 某  
结 构 ， 以 确 定 其 文 体 （如 诗  

书 信 体 等  > 。 不 同 的 文 体 左 I 、纪卖体 

的 方 式 和 内 容 ， 所 以 ， 把 圣 j 作 考 ^  

同 时 代 同 体 裁 的 作 品 加 以 比 较 9 ® 迷！̂  

对 经 文 的 认 识 。 犹 太 和 希 腊 的 终 ^  If) 

用 的 比 喻 ， 可 以 解 释 圣 经 的 比 典 ^ # 

有 一 些 已 面 世 的 作 品 ， 就 是 比  

与 希 腊 的 悲 剧 和 喜 剧 。 第 二 步 是 = 可福音 

的 深 层 结 构 （字 而 下 的 意 ^

其 真 正 的 信 息 。 例 如 某 些 结 构 分 折 游 $  

从 圣 经 所 载 耶 稣 的 神 迹 的 背 后 香 出 1 

期 教 会 的 意 图 ， 要 显 示 耶 師 影 响 之 大 ^  

以 克 服 任 何 自 然 障 得 和 超 越 人 的 局 ^

这 个 时 期 ， 福 音 派 也 并 未 沉 默 。畜斯 

( 1 8 6 2 - 1 9 4 9 ) 推 出 的 圣 经 神 学 （丨949)

是 想 通 过 神 学 结 构 和 历 史 结 构 的 融 合 来  

论 证 新 旧 两 约 的 和 谐 统 一 。 在旧约研究方 

面 ， 杨 以 德 （ 1 9 0  7 - 6 8 ) 立 论 於 “约”的 

结 构 ； 培 恩 和 凯 泽 则 大 同 而 小 异 ，前者强

在 新 约 研调 “约 ”， 后 者 强 调 “应 许 '

究 方 面 ， 莱 德 引 介 出 主 题 研 究 法 （如符类 

福 音 、 保 罗 神 学 、 约 翰 神 学 等  > ，建构於 

救 恩 历 史 中 ； 另 外 莱 利 也 在 时 代 主 义 的 架  

构 中 作 了 同 样 的 研 究 。

学 : 研 究 有 几 个 方 法 ，各有其利

此 法 是 通 过 圣 经不同  

本 的 神 学 主 题 ， 以 认 识 每 二  

尹 渐 进 的 启 示 。 这 种 方 $ 二  

也 把 假 定 的 架 构 和 统 一 ，立| 

料 上 。 试 以 出 埃 及 为  

g 的 主 题 ， 自 然 也 巧 二

又 1已 fcA /M ， .- 用作睹

， 出 埃 及 匕 功 的  
是 耶 穌 基 《 =  一  

- 步 发 展 二 #



记 錤 神 将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奴 役 下  

中，仔 本 事 ； 在 先 知 书 中 则 成 为 应 许  
»?救出7 必 从 被 掳 之 地 归 回 的 根 据 ； 在 新  

以&  1 S 教 训 人 从 罪 中 得 救 的 隐 喻 。

约 中 则 叙法  该 法 以 圣 经 各 书 的 神 学 为  

二 . 象 7 意 在 揭 示 其 独 有 的 教 义 。 此 法  

研 穴 ■ 把 各 项 资 料 対 照 ， 结 果 是 肢 离  

2 不 能 连 货 成 一 整 体 。 以 出 埃 及 这  

片= 为 例 ， 此 法 分 别 研 究 出 埃 及 记 、 哈 该  

主 _ 四 描 音 书 、 罗 马 书 等 有 关 的 记 述 ， 但 

3 限 於 每 本 书 各 自 的 范 围 ’ 该 主 题 於 各 书  

中的意义。
:  历 史 法  该 法 追 溯 宗 教 思 、想 在 以 色

5 人 或 教 会 历 史 上 不 同 年 代 的 发 展 情 况 。

如 用 历 史 法 来 研 1究 出 埃 及 ■ 这 牙 尤 要 ffl 

构 这 主 题 从 出 埃 及 记 、哈 该 书 、四 福 音 书 ， 

以 至 使 徒 书 信 的 发 展 经 过 。 该 法 可 作 描 叙  

法 极 有 价 值 的 相 辅 相 成 的 工 具 。 然 而 如 与  

主 观 性 极 强 的 历 史 评 鉴 法 合 流 ， 则 会 使 其  

研 究 结 果 与 两 约 真 正 的 神 学 教 导 大 相 悖  

谬。 例 如 ， 有 人 提 出 保 罗 的 比 喻 多 导 源 於  

希 腊 神 话 的 解 救 观 念 （关 於 希 腊 众 神 扶 危  

救 难 的 神 话 ）， 而 与 犹 太 出 埃 及 主 题 无 千 。

四 . 基 督 论 法  该 法 以 基 督 为 解 释 两 约 、

统 贳 两 约 的 关 键 ； 但 此 法 可 能 引 致 一 些 释  

经 上 的 困 难 ， 特 别 是 倾 向 於 把 “基 督 的 预  

表”读 进 旧 约 的 经 文 中 ， 以 致 抹 煞 以 色 列  

民 的 宗 教 经 验 。 再 以 出 埃 及 事 件 为 例 ， 有 

些 神 学 家 在 出 埃 及 事 件 每 一 个 环 节 中 ， 读 

进 “基 督 的 预 表 ”， 并 按 此 演 成 以 色 列 历  

史中— 个 主 要 的 厲 灵 亊 件 。 其 实 ， 基 督 论  

的 方 法 应 当 是 指 出 该 亊 件 如 何 开 展 了 救 赎  

的进程， 在 十 架 上 达 至 高 峰 。

5 • 认 信 法 此 法 不 顾 一 切 评 鉴 方 法 ， 只 

承 认 圣 经 是 一 连 串 的 信 仰 陈 述 ， 与 历 史 无  

其 缺 点 是 将 历 史 与 信 仰 截 然 分 开 ， 这 

= 然 是 与 圣 经 的 观 点 不 符 的 。 主 张 认 信 法  

学 者 ， 只 强 调 出 埃 及 亊 件 的 神 学 ， 而 不  

络 会 其 为 — 历 史 事 件 。 需 知 欲 正 确 理 解 圣  
汽’历 史 和 神 学 这 两 方 面 是 缺 一 不 可 的 。

5 丰 桷 截 法 该 法 先 确 定 一 条 统 贯 全 经  

的 ^ 频 （如 前 述 艾 希 罗 特 以 “约 ，，为 全 经  

的 m 2 ) ， 然 后 按 历 史 次 序 ， 在 圣 经 记 录  
衡严 = 面 上 追 索 下 去 。 此 法 之 弊 有 两 方  

会奋 r 是 统 贯 全 书 的 主 题 可 能 选 错 ， 二 是  
' 強 的 把 各 卷 主 题 依 附 其 上 。 再 以 出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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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有 人 以 “解 放 ’，为圣 

埃 及 二 部 :

= 、描 ® 法 则 财 失 純 额 細 研 究 方

大 多 数 学 者 都 承 认 ， 若 上 述 若 干 方 法  

合 用 ， 将 可 取 长 补 短 。 ^ 正 的 圣 经 神 学 必  

须 采 用 一 切 方 法 中 最 好 的 — 面 。 因 此 ，我 

们 采 用 的 方 法 ， 是 要 以 经 文 本 身 的 信 息 为  

a ， 避 开 自 由 主 义 评 鉴 学 者 极 端 的 怀 疑  

论 ； 同 时 采 用 正 典 评 鉴 法 ，适 当 的 按 圣 经  

现 状 来 审 阅 圣 经 。 语 法 和 历 史 法 的 诠 释 可  

找 出 经 文 的 真 义 及 其 内 在 的 神 学 思 想 。

这 些 释 经 资 料 要 依 据 描 叙 法 编 第 起  

来 ， 以 便 确 定 圣 经 各 部 分 的 神 学 重 点 ； 其 

次 要 根 据 历 史 的 发 展 ，将 上 述 结 果 作 进 一  

步 的 对 比 ， 要 发 现 这 些 主 题 如 何 渐 进 发  

展 ， 并 找 到 统 贯 这 些 主 题 的 总 原 则 。 极后 

是 将 大 小 主 题 依 次 作 系 统 的 编 排 ，使纲目  

分 明 ， 脉 络 清 晰 ； 但 需 注 意 ， 系 统 之 编 排  

必 须 谨 守 圣 经 的 模 式 ， 而 不 是 人 为 刻 意 的

重 构 。

在 循 上 述 步 骤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 个统  

贯 全 经 的 总 主 题 便 会 渐 渐 地 显 现 出 来 ， 小 

心 不 要 牵 强 的 把 各 主 题 拼 凑 起 来 。 例 如 ， 

保 罗 和 约 翰 的 著 述 对 同 一 问 题 可 能 持 有 不  

同 的 观 点 ， 尽 管 是 互 相 补 足 ，却 是 各 有 特  

点 的 。 需 知 ， 圣 经 内 在 的 统 一 必 须 是 其 各  

局 部 神 学 趋 向 的 结 果 ， 而 不 是 原 因 。

旧 约神学  

统 货 旧 约 的 主 娌

关 於 何 者 为 统 贯 旧 约 的 主 题 ， 目前已  

有 很 多 说 法 ， 评 定 这 些 说 法 的 是 非 优 劣 绝  

非 易 事 ； 不 过 ， 作 为 统 贯 全 书 的 主 ， : 二

性 ; 第 二 ， 必 须 = =

r : 以 事 ; 第 四 ， 必 须 说 明 两 约 的

关 系 " 就 目 前 提 出 的 旧 约 主 ® 来 看 ’多 半 ：

强 二 标 准 某 - 方 面 ， 却不能 n  

2  * 4 方 面 的 标 准 是 同 等 ® 要 ， 

; 此 二 ， 其 结 果 必 会 给 圣 经 神 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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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颇 。 兹 就 学 者 们 提 出 统 贯 旧 约 几 个 不 同  

的 主 题 论 述 如 下 ：

一 .  约  艾 希 罗 特 从 静 态 和 动 态 两 方 面  

给 “约 ” 下 了 定 义 ： 就 静 态 而 言 ， 约 是 约  

束 神 及 其 民 的 法 律 关 系 ； 就 动 态 而 言 ， 约  

又 是 人 神 交 往 的 多 种 经 验 。 所 以 ， 约 有 法  

律 上 既 定 的 一 面 和 预 期 未 来 的 一 面 ， 有 关  

现 今 的 实 况 和 未 来 的 盼 望 。 约 有 限 定 意  

义 ， 关 系 神 与 池 立 约 之 民 的 特 殊 连 系 ； 约  

又 具 有 普 世 的 意 义 ， 关 乎 宇 宙 的 神 如 何 创  

造 、 维 护 及 救 赎 普 世 • • 以 “约 ” 为 旧 约 主  

题 的 弱 点 ， 就 是 旧 约 多 处 地 方 没 有 提 及  

“妾勺” 白勺观念。

二 .  团 契  华 里 臣 认 为 人 神 之 间 的 真 正  

关 系 与 其 说 是 约 的 关 系 ， 莫 如 说 是 团 契 关  

系 更 为 贴 切 。 团 契 不 仅 更 接 近 於 神 真 实 的  

本 性 ， 且 也 是 通 达 新 约 的 更 佳 桥 梁 。 “约 ” 

只 是 神 人 团 契 关 系 的 一 个 说 明 ； 预 言 就 是  

超 越 万 有 的 神 与 人 交 往 时 发 出 的 启 示 ； 旧 

约 的 诗 体 和 智 慧 文 学 则 是 表 述 这 种 团 契 关  

系 。 但 正 如 霍 华 尔 的 著 作 指 出 ， 团 契 这 个  

主 题 最 大 的 缺 点 是 忽 略 了 在 神 人 关 系 中 神  

的 主 权 。 任 何 的 神 学 思 想 必 须 兼 顾 神 威 严  

的 权 能 与 神 的 爱 。

三 .  神  哈 素 尔 认 为 旧 约 是 以 神 为 中 心 ， 

就 如 新 约 是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一 样 。 哈 素 尔 的  

处 理 方 法 是 把 神 的 圣 洁 、 神 的 主 权 、 神 的  

王 权 等 主 题 合 而 为 一 。 神 被 视 为 绝 对 的 存  

在 ， 祂 在 世 上 的 作 为 是 要 使 世 人 与 祂 复  

和 。 哈 素 尔 对 神 的 观 念 是 动 态 的 。 这 种 进  

路 给 予 旧 约 不 同 部 分 的 枝 节 题 目 有 发 挥 的  

余 地 。 尽 管 哈 素 尔 的 见 解 有 它 肯 定 的 优  

点 ， 他 提 出 的 主 题 仍 是 过 於 狭 窄 ， 因 只 顾  

强 调 神 的 基 本 属 性 ， 却 忽 略 了 其 他 相 关 方  

面 。

救 赎 历 史

继 胡 富 曼 的 提 倡 之 后 ， 以 救 赎 历 史 作  

为 旧 约 主 题 已 成 为 旧 约 诠 释 的 一 大 学 派 ， 

主 力 的 学 者 有 韦 特 、 赖 德 等 。 这 一 概 念 可  

容 纳 其 他 主 要 的 主 题 在 内 。 从 救 赎 历 史 的  

主 题 来 看 ， “约 ” 是 神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历 史  

中 施 行 救 赎 作 为 的 途 径 ； 而 团 契 就 是 救 赎  

历 史 的 目 标 。 救 赎 历 史 这 主 题 还 包 含 了 应  

许 和 特 权 、 审 判 和 责 任 、 神 的 公 义 和 神 的  

慈 爱 这 些 内 容 在 内 ， 这 — 主 题 还 将 神 救 世  

赎 罪 之 道 从 以 色 列 立 约 之 民 推 及 全 世 界 之

架 起 了 一  M 桥 梁 ， 因 科 尔 ： 斯 纟 %  

一 些 学 者 都 认 为 新 约 的 中 心 主 乘 埯 及 其  

历 史 ； 分 别 只 在 於 旧 约 是 以 也 每 教  

新 约 是 以 基 瞥 为 由 八 ^  1 力中心，

仍 又 ； 方 別 M 在 於 旧 约 是 L 

新 约 是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而 已 ^  ■ %',

知 救 赎 历 史 这 主 题 不 仅 所 迷 ，巧 

难 且 能 荟 萃 其 他 提 议 的 优 ^ 前 迚 烤  

兹 把 该 主 题 略 为 套 用 在 ' 丨 日 约  

上 ， 可 见 它 与 旧 约 圣 乌 岫 也 各 部 分 的

玆 U 主 题 略 为 套 用 在 旧 约 欠 如  

主 题 上 ， 可 见 它 与 旧 约 S 经 神 分 1 

络 是 配 合 的 。 有 人 提 说 创 世 记 〜 至 体 的 I 

的 主 题 是 祝 福 与 咒 诅 ， 将 神 的 应  

的 责 任 连 在 一 起 。 该 主 题 在 摩 西 五  

余 部 分 继 续 延 伸 ， 提 及 神 的 救 赎 = 的 

伯 拉 罕 的 约 、 出 埃 及 、 律 法  > 和 人 ^ ^  

回 应 是 分 不 开 的 „ 整 个 部 分 是 以 救 恩  

为 中 心 ， 因 神 的 作 为 和 人 的 回 应 都 & 历  

中 发 生 。 再 看 历 史 书 和 先 知 书 也 都 贺 穿  

一 个 主 题 ， 即 神 透 过 先 知 、 祭 司 和 列 ： 

呼 唤 他 的 民 向 池 回 转 。 诗 歌 书则 颂扬 神  

救 恩 如 何 在 历 史 中 表 现 出 来 ， 诗篇集中 

敬 拜 ， 而 蔵 言 则 集 中 在 伦 理 责 任 。

这 个 主 题 最 大 的 问 题 在 於 对 “历！ 

这 概 念 的 理 解 。 例 如 ， 赖 德 从申 命 记 中  

到 了  一 个 历 史 神 学 ， 作 为 他 开 启 全 书 的  

匙 ； 另 有 人 却 怀 疑 ， 怎 么 可 以 圣 经 某 部

的 重 点 强 制 用 於 其 他 部 分 呢 ？ 又有人将特 

殊 的 救 恩 历 史 及 其 神 学 意 义 与 以 色 列 历 史  

的 事 实 分 割 开 来 。 因 此 ， 历史的槪念最好  

能 包 括 事 实 和 它 的 途 释 ， 换 句 话 说 ，包括

历 史 和 它 的 神 学 意 义 。

不 少 人 还 以 为 救 赎 历 史 尚 不 足 以 概 括  

人 类 现 状 和 人 的 道 德 。 不 过 ， 要把救赎 ^  

史 的 纵 向 面 与 人 类 经 验 的 横 向 面 分 辨 ’ U

怕 是 很 不 当 的 ^  

综 上 所 述 ， 

贯 全 经 的 思 想 一

救 赎 历 史 这 主 ® 可 说 是 戌  

个 最 为 合 理 的 选 择 -

t! ^  ̂

， 救 恩 历 史 在 新 约 中  

主 要 记 述 神 救 赎 的 大 ^  = 中 # « 

到 顶 峰 ， 以 及 在 教 的 挥 1 1 木  

新 约 各 书 対 这 主 ® 强 肉 此 有 . . 教

对 这 主 题 u 保 ； 綷 :  
学 家 ，， 之 称 ； 使 徒 实 十 - 章

著 作 是 罗 二 多 ， ' 
该 主 题 在 启 亦 录 〒



似 乎 谛 能 把 各 书 的 不 同 重 点 统 一 起  

该主麵 l a 针 对 不 同 问 题 的 使 徒 书 信 ， 坯 是  

來， 和 满 有 神 学 意 义 的 福 音 书 ， 抑 或

^ 的 : 示 录 。

穸 学 术 界 多 认 为 新 约 各 书 的 作 者 各  

己 的 写 作 方 向 ， 因 此 许 多 新 约 神 学 家  

# 自 认 为 有 一 个 统 员 : 全 : 书 的 主 题 。 就 以 四  

并5 书 的 作 者 为 例 ， 4 位 作 者 处 理 的 材 料  

然 甚 本 一 致 ， 却 各 有 不 同 的 重 点 。 马 可  

於 行 动 ， 强 调 耶 穌 是 隐 藏 的 弥 赛 亚 ， 
也 的 门 徒 都 m 然 无 知 ； 马 太 突 出 耶 穌 的  

# 训 ，并 以 耶 穌 应 验 旧 约 预 言 证 明 池 是 弥  

赛 亚 ! 路 加 着 力 说 明 耶 料 就 是 救 恩 历 史 的  

H 存， 并 把 这 重 点 带 进 使 徒 行 传 ， 在 那 里  

^ 加 记 述 教 会 如 何 在 世 上 秉 承 神 救 赎 的 工  

作；约 翰 则 集 中 说 明 道 成 肉 身 的 事 实 ， 并 

强 调 信 心 和 决 志 的 必 需 。

实 际 上 ， 这 些 主 题 都 可 以 编 织 在 一  

起。 由 於 较 为 学 术 性 而 保 守 的 圣 经 神 学 研  

究 在 近 期 才 出 现 ， 所 以 圣 经 学 者 仍 以 发 掘  

新 约 作 者 的 个 别 重 点 为 尚 。 尽 管 相 信 救 恩  

历 史 为 统 贯 全 经 主 题 的 人 日 见 增 多 ， 但 纷  

纭 之 见 仍 未 消 弭 。

历史和祌学

现 代 神 学 家 有 主 张 把 历 史 分 为 两 种 ： 

- 种 称 为 “客 观 历 史 ”， 记 录 纯 粹 的 事  

实； 一 种 称 为 “诠 释 的 历 史 ”， 阐 明 事 件  

的意义。 他 们 认 为 圣 经 历 史 是 “诠 释 的 历  

史’’，故 神 学 意 义 必 重 於 史 实 。 这 个 观 念  

引 进 一 个 错 误 的 二 分 法 ， 因 为 旧 约 的 启 示  

都 是 在 真 实 的 历 史 亊 件 中 发 出 ； 同 样 ， 新 

约 的 信 仰 也 包 括 历 史 事 实 和 见 证 人 对 史 实  

的 洽 释 》 路 加 和 约 翰 在 其 著 作 中 强 调 见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3 至 8 节 也 着 重 的  

= 到 目 击 复 活 的 人 ， 这 都 有 力 地 说 明 ， 新 

^ 是 神 学 与 历 史 并 重 的 。 尽 管 有 人 否 认 彼  

^ 后 章 1 6 节 是 出 自 使 徒 彼 得 之 手 ， 

没 ^ 巧 不 接 受 这 是 初 期 教 会 的 声 明 ， 他 们  
和 ‘‘随 从 乖 巧 捏 造 的 虚 言 ”。 宣 讲 福 音  

福 历 史 绝 非 不 能 相 容 的 亊 。 对 於 一 位  
据 派 基 督 徒 来 说 ， 信 仰 必 须 有 史 实 为 依  

这。并 圣 经 作 者 怀 着 神 学 诠 释 的 目 的 写 作 ， 

柯 约 定 妨 碍 他 们 准 确 的 记 述 历 史 。

关 於 两 约 的 关 系 ， 有 许 多 复 杂 的 问 题

= = 会 ; f 恩 典 之 间 、 以色

= 的 回 心

认 为 两 者 并 无 心 教

史 ; 第 二 种 是 改 革 圣

s j r 的 联 系 ， 教 会 时 代 是 由 _

为 旧 约 的 律 法 = = 典 = 义 ;

^ 神 学 却 认 为 丨 日 _ 賴 在 恩 典 中 得 普 应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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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恩 历 史 可 以 平 衡 这 两 个 对 立 的 立  

场 。 一 方 面 ， 两 约 是 不 同 的 ， 旧 约 中 的 应  

许 惟 有 在 新 约 中 方 得 以 应 验 ， 旧约 中 神 的  

救 赎 之 工 直 等 到 新 约 时 代 方 在 基 督 里 得 以  

成 全 。 另 一 方 面 ， 旧 约 与 新 约 是 — 脉相通  

的 ， 教 会 的 角 色 正 是 以 色 列 的 余 民 ，这可  

见 於 耶 穌 拣 选 1 2个 门 徒 （与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相 应  > ， 并 强 调 他 们 首 先 要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传 布 福 音 。

基 籽 中 心 论

新 约 是 以 基 督 为 中 心 的 ， 它 也 见 证 了  

基 督 的 事 工 和 教 训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 正如四  

福 音 书 指 出 ， 早 期 教 会 所 奉 神 学 的 关 键 就  

是 复 活 亊 件 。 主 复 活 之 前 ， 连 门 徒 也 误 解  

了 耶 稣 的 弥 赛 亚 身 分 。 复 活 亊 件 不 仅 证 明  

了 耶 穌 的 自 宣 句 句 是 实 ， 且 使 门 徒 茅 塞 顿  

开 ， 明 白 了 耶 稣 自 宣 的 奥 义 。 从 新 约 的 使  

徒 书 信 可 知 ， 早 期 教 会 是 尝 试 把 这 个 新 的  

了 解 应 用 在 教 会 的 实 际 问 题 上 。 这 里 又 可  

见 到 救 恩 历 史 的 统 贯 性 ， 因 教 会 自 承 是 接  

续 神 在 历 史 上 的 救 赎 亊 工 ， 这 救 赎 在 信 徒  

群 体 中 彰 显 出 来 ， 并 向 不 信 者 宣 讲 。

本 文 解 说 圣 经 神 学 是 一 门 学 术 ， 有它  

套 专 门 术 语 和 不 同 的 学 派 。 一 般 信 徒 要  

读 圣 经 ， 明 白 神 的 信 息 ， 対 这 些 神 学 家  

学 术 争 论 或 会 感 到 只 在 炫 糂 学 问 或 老 无  

, 明 而 ， 如 果 想 到 坚 守 圣 经 信 仰 的 学  

1 学 术 上 下 了 那 么 大 的 苦 工 ， 从 各 仲 观  

考 圣 经 ， 使 我 们 不 致 有 所 误 差 ， 

光 ， 我 们 实 在 要 感 雜

丨。 一 股 信 徒 读 经 ， 通 常 是 每 次 : 段 琴  

到 的 只 是 片 断 零 碎 的 观 念 ； 要宥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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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的 全 识 ， 则 霜 认 识 每 位 作 者 、 各 类 经  

文 （如 雎 西 五 经 、 诗 肷 书 、 福 音 书 等 > 、 

新 旧 两 约 ， 以 及 圣 经 全 书 的 主 题 ， 细 加  

比 较 ， 然 后 再 设 法 把 它 们 贯 通 起 来 。 圣  

经 神 学 可 以 帮 助 您 意 下 苦 功 的 人 得 见 圣  

经 的 全 貌 。

G r a u t  R . O s b o r n e  

参 - 以 色 列 的 宗 教 " 2 0 6 8  : •耶稣基督

的 生 平 和 教 训 ” 1 9 7 0 :  “约 翰 的 生 平 和 著 作 ”

2 2 1 2 :  •保罗” 9 1 : " 彼 得 ” 1 2 1 及 本 书 有 关

圣 经 各 卷 之 教 导 部 分 。

参 考 书 目 ： B .S . C h i l d s , Biblical 

Theol o g y  in Crisis; W . E i c h r o d t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O T , 2 v o l s .; D . G u t h r i e , N T  

T h e o l o g y ; R .A . G u e l i c h  (e d .), Unity a n d  

Diversity in N T  T h e  o l o g y ; G . H a s e l , N T  

T h e o l o g y : B a s i c  I s s u e s  In the C u  rren t 

D e b a t e , a n d  O T  T h e o l o g y : Basic Issues  in 

the C u r r e n t  D  e b a  te ; J  . J e r e m i a s , N T  

T h e o l o g y ; W . K a i s e r , T o w a r d  a n  O  T 

T h e o l o g y ; G . L a d d , A  T h e o l o g y  of the N T ; 

R .B . L  a u r  i n . C o n  te m p o  ra ry O  T 

T h e ologians ; E . S t a u f f e r , N T  T h e o l o g y ; G . 

v o n  R a d . O  T Th e o l o g y , 2 v o  I s .; T .C . 

V r i e z e n , A n  Outline of O T  T h e o l o g y .

圣经时代的社会风俗
Social Customs in Bible Times
s h e n g  j T n g  s h i  d a i  d e  s h ^  h u l  f e n g  si5

参 - 衣 业 " 1 1 3 6 :  **殡 葬 风 俗 _ 1 7 5 :

• 民 法 和 公 正 ” 1 0 4 4 :  • 刑 法 和 刑 罚 ” 1 7 7 5 :

■■法庭和审讯” 3 8 2 :  “家 庭 生 活 和 伦 常 关 系 "

7 2  9 :  • 服 饰 • 4 2 3 : “以 色 列 的 节 期 ”

2 0 6 2 :  ••食物和 调制方法” 1 4 1  4: “家 具 "

6 9 5 : - 房 屋 ” 3 8 9 :  “工 商 业 ” 4 9 7 :  “女昏姻.

婚 姻 风 俗 ” 6 1 3 :  •医药” 2 0 0 8 :  ••货币和银

行 业 • 6 2 1 :  “音 乐 和 乐 器 ” 2 1 2 5 :  • 祭 祀 _

6 8 0 ： - 工 具 ” 4 9 4 : - 职 业 - 2 3 2 0 ： “旅 游  

和 交 通 - 9 2 8 ： * 教 育 ” 7 5 7 ： “工 价 ” 4 9 3 ：

••洁净和不洁;争的条例” 7 6 3 :  • 饮 食 的 条 例 ”

2 1 3 9 : -产 业  ” 2 0 8 :  ** 奴 隶 ” 1 1 3 8 。

圣 经 正 典
Bible, Canon of the
s h e n g  j i n g  z h e n g  d i 3 n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奉 为 圣 经 的 各 书 卷 ，

因 而 在 信 仰 及 教 义 上 具 有 权 威 。 “正典” 

— 词 分 别 译 自 希 腊 文 和 希 伯 来 文 ，，f 丨

尺 ” 或 “燈 杆 ”。 这 是 指 一 系 列 书  

藉 以 比 较 和 衡 M 其 他 著 述 。 主后四世纪以 

后 ， 基 督 教 会 搜 粜 了 6 6 卷 书 为 正 典 ，其 

中 旧 约 3 9 卷 ， 新 约 2 7 卷 。 新 约 各 书 [ 辑  

成 基 齊 教 经 典 文 献 ， 就 俛 柏 拉 图 、亚里士 

多 徳 、 荷 马 之 厘 定 希 腊 文 学 的 正 典 。犹太 

正 典 （旧 约 ） 的 编 选 准 则 虽 已 不 详 ，但必 

定 对 犹 太 民 族 的 生 活 和 宗 教 有 价 值 。至於 

新 约 的 褊 选 标 准 ， 据 早 期 教 会 作 者 之 记  

载 ， 各 书 必 须 具 备 “使 徒 资 格 ”。 各地教 

会 在 崇 拜 及 信 徒 生 活 的 指 引 上 ，亟需有权 

威 性 的 依 据 ， 於 是 便 搜 罗 保 存 了 一 些 经  

书 ， 新 旧 两 约 各 书 捜 辑 的 缘 由 大 致 都 是 如  

此 。 正 典 之 成 书 实 非 一 蹴 而 就 之 事 ，而是 

有 一 段 长 期 的 过 程 ， 期 间 经 过 数 百 年 ，员 

后 才 达 致 罗 马 帝 国 各 地 。 在地方正典的基  

础 上 几 经 比 较 鉴 别 之 后 ， 方始成为通用的  

正 典 ， 即 今 日 蕋 督 教 世 界 所 用 的 圣 经 。不 

过 ， 东 西 两 方 教 会 所 通 用 的 圣 经 正 典 略 有  

区 别 。 东 方 教 会 所 用 新 约 的 篇 幅 较 西 方 略  

/J \ 。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一 致 认 为 圣 经 之 成 书  

和 保 存 ， 是 圣 灵 看 顾 、 维 护 所 致 。

旧 约 正 典

旧 约 一 词 未 尝 见 於 犹 太 文 献 ，犹太人 

称 其 3 9 卷 经 书 为 “妥 拿 纪 ”。 “妥拿纪” 

是 由 “妥 拉 ” （律 法  > 、 “傘 威 ” （先知书） 

和 “纪 土 宾 ” （著 作 > 3 部分 开 首之 字合  

成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4 4 节称它们为  

“摩 西 律 法 ”、 “先 知 的 书 ” 和 “诗篇” 

( 按 犹 太 圣 经 中 “著 作 ”部 分 首 卷 为 诗 篇  

驻 督 徒 称 他 们 自 己 的 文 献 为 “新 约 ”• 

“约 ” 是 指 神 曾 与 亚 伯 拉 罕 和 各 代 列 祖 订  

立 的 协 议 ， 现 在 基 督 与 使 徒 重 订 协 议 （太 

二 十 六 2 8 > 。 主 后 一 世 纪 的 越 督 徒 认 为 ， 

他 们 与 錐 督 所 立 的 新 约 （林 前 十 一 25)， 

是 原 先 列 祖 的 约 的 延 续 （弗二丨 2 ) ，且先 

知 曾 有 预 言 （耶 三 十 一 3 1 - 3 4 ) ，於是铁 

把 原 约 称 为 “前 约 ’’ （来 八 7 - 丨 3 ， 九丨，

1 5- 2 2 ) ，以 后 再 改 称 “旧 约 ” “旧约” 

与 “新 约 ” 之 名 不 仅 於 一 世 纪 至 二 世 纪 间  

使 徒 教 父 的 撰 述 中 向 无 所 见 ， 且於二世^  

早 期 至 中 期 间 护 教 论 者 的 撰 述 中 也 没 有 出  

现 ， 直 至 二 世 纪 末 与 三 世 纪 初 ， 始见於$



丁 （《与 犹 太 人 土 富 的 对 话 》 十 

道 教 娇 爱 任 纽 （《异 教 论 》 亚 历  

革 利 免 （《杂 记 》 一 5 ) 和 俄 利 根  

山 妙 原 理 》 ) 等 人 的 撰 述 之 中 。

妙 争 期 教 父 提 说 的 ’ 多 是 “约 ” 的 

不 过 g 非 记 录 ‘‘约 ，’ 的 书 卷 ， 后 来 才 称  

本 书 卷 为 “旧 约 ，， 或 “新 约 ，，。 旧 约 和  

这， g 枝 中 都 没 有 用 “正 典 ，，— 词 指 称 犹  

新 ^ 枝 i 因 在 旧 约 书 卷 陆 续 写 成 的 近 千 年  

太 史 中 ， ‘‘正 典 ，’ 一 词 范 含 的 规 限 观 念 ， 

= 不 适 ^ 於 犹 太 教 宗 教 权 威 的 性 质 。 只 有  

4 ^ ，，被 视 为 不 可 增 删 （申 四 2) » 犹 太  

茫教从摩 西 至 玛 拉 越 - 悠 悠 千 年 间 ， 并 没 有  

: 部 M 定 的 正 典 ， 也 就 是 说 ， 没 有 — 套可  

奉为圭臬 的 固 定 圣 书 目 录 。 旧 约 时 代 的 犹  

太 人 从 不 知 有 由 3 9 卷 书 研 成 的 — 部 旧 约  

全书。 旧 约 正 典 究 竟 在 何 时 产 生 ， 已 难 究  

其详。 在 主 后 9 0 年 ， 即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后  

第 二 十年 ， 拉 比 们 在 雅 麦 尼 亚 会 议 上 曾 就  

宗 教 权 威 问 题 提 出 一 些 质 疑 ， 但 直 至 主 后  

170年 左 右 ， 才 由 撒 狄 的 麦 立 托 开 列 第 一 

份 3 9 部 圣 书 的 目 录 。 该 目 录 自 先 知 玛 拉  

基 之 后 的 书 概 未 收 入 ， 除 非 有 人 以 但 以 理  

书 为 主 前 二 世 纪 的 作 品 。 先 知 书 和 著 作 常  

披 视 为 较 律 法 为 次 ， 它 们 的 写 作 和 綦 辑 是  

经 过 一 段 时 期 ， 而 非 发 生 於 以 色 列 历 史 中  

一亊件， 其 作 用 是 记 录 以 色 列 民 对 律 法 的  

回应。 律 法 书 的 地 位 神 圣 ， 被 尊 藏 於 约 柜  

之中， 约 柜 又 供 奉 在 会 菥 中 的 至 圣 所 （参 

拉 比 传 统 ： 巴 比 伦 的 他 勒 目 内 的 附 文 巴 巴  

伯 德 拉 1 4 a ; 开 罗 大 马 士 革 文 献 5 .2 )。 但

根 据 申 命 记 三 ----章 2 6 节 ， 摩 西 命 利 未

人 将 ' 律 法 置 於 约 柜 旁 ， 不 过 ， 律 法 书 藏 於  

S 圣 所 ， 已 足 以 显 明 它 较 其 他 旧 约 书 卷 更  

有 独 特 地 位 。

早 期 希 伯 来 传 统 — 致 证 明 ， 今 日 旧 约  

3 9 卷 书 起 初 是 分 为 2 4 卷 书 。 他 勒 目 、 

卷 比 文 献 及  < 以 斯 拉 四 书 》 均 证 实 这 2 4  

著$ 的 编 排 ， 即 律 法 书 5 卷 ， 先 知 书 8 卷 ， 

代 希 （希 腊 文 本 称 为 “圣 卷 ”） 1 1 卷 。 现  
伯 来 圣 经 也 分 成 这 3 部 分 ， 可 见 於 头  

1“ 丨'刷 版 本 （即 年 的 桑 先 诺 版 ， 

避 西 年 的 拿 布 斯 版 ， 14 9 2 - 9 * 1年 的 布  

友 锋 迎 版 ）。 第 一 部 分 的 律 法 书 包 括 摩 西  

帑二’其 编 次 与 今 同 ，即 创 世 记 至 申 命 记 。 

〜 分 包 括 8 部 先 知 书 ： 约 书 亚 记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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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 : 记 (上 、下 >、列 王 纪 ( 上  

以及十 m 书 耶 利 米 书 ' 以 西 结 书 ：

与 今 同 7 。 二 小 先 知 书 的 编 次

m 敗 陡 言 , 约 伯 记

在 重 要 节 期 宜 读 ，并 按 其 写  次 ； 3卷 历 史 书 （但 以 理 书 以  

斯 拉 记 至 尼 希 米 记 、历 代 志 上 下 〉。

U 除 了 犹 太 正 统 的 编 排 法 ， 还 有 — 种分  

2 2 书 的 编 排 法 ， 将 路 得 记 与 士 师 记 合 并 ， 

耶 利 米 哀 歌 与 耶 利 米 书 合 并 。 主 后 — 世 ^  

约 瑟 夫 首 倡 此 法 （《驳 亚 比 安  > 】8 ) ， 但 

主 要 还 是 受 了 希 腊 文 旧 约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影  

响 。 主 后 三 世 纪 俄 利 根 指 出 ，如 此 编 排 显  

示 了 圣 书 的 数 目 与 希 伯 来 字 母 的 数 目 配 合  

( 优 西 比 乌 ： 《教 会 史 > 6 . 2 5 ) ; 另 如 主  

后 四 世 纪 的 亚 他 那 修 （《节 日 书 信 > 3 9 }  

和 耶 柔 米 《《加 拉 太 书 前 言 》 序 ） 等 均 有  

此 说 。 他 们 就 据 此 认 为 ，希 伯 来 圣 经 中 书  

卷 的 数 目 是 神 的 命 定 ，要 与 希 伯 来 文 字 母  

的 数 目 一 样 。 教 父 们 也 以 此 为 天 意 ， 支持  

此 说 。 其 实 此 论 是 源 於 希 腊 ，与 希 伯 来 传  

统 无 涉 。

现 存 希 伯 来 文 旧 约 版 本 当 以 马 所 拉 抄  

本 为 最 古 ， 考 其 年 代 似 不 早 於 主 后 八 世  

纪 。 从 死 海 古 卷 中 发 现 的 只 有 个 别 书 卷 的  

抄 本 。 后 先 知 书 或 圣 卷 在 早 期 希 伯 来 抄 本  

中 并 无 一 定 次 序 ，可 见 马 所 拉 文 士 并 无 定  

下 经 卷 编 次 的 准 则 。 旧 约 的 古 希 腊 文 译 本  

的 情 况 也 如 是 。 现 存 最 古 老 的 抄 本 ， 即亚  

历 山 太 抄 本 、梵 蒂 冈 抄 本 和 西 乃 抄 本 ， 它 

们 的 经 卷 次 序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早 期 教 会 作  

者 声 称 按 希 伯 来 圣 经 的 编 次 ，但 实 际 没 有  

遵 照 希 伯 来 圣 经 的 “三 分 法 ，’， 显 然 是 参  

照 亚 历 山 太 抄 本 的 编 次 ； 这 些 希 腊 版 本 与  

希 伯 来 圣 经 的 编 序 不 同 。 现 代 基 督 教 圣 经  

_ 次 是 按 拉 丁 武 加 大 译 本 ，

希 伯 来 圣 经 • 武 加 大 译 本 和 七 十 士 二 t  

f 即 希 腊 文 译 本 > 均 收 入 = = ;  

认 为 正 典 的 次 经 。 由 於 这 武 加 大 许  ^

: ■ 二 r 工 二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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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事 、 记 史 ， 诗 肷 、 预 言 等 ， 次 经 各 书 则  

分 隶 各 类 之 下 ， 至 於 希 伯 来 圣 经 那 套 编 法  

则 全 然 S 之 不 顾 了 。

早 期 希 伯 来 圣 经 把 经 文 分 成 小 段 落 和  

大 段 落 。 各 段 之 间 均 留 空 隙 ， 小 段 之 间 以  

3 个 希 伯 来 字 母 的 空 间 为 记 ， 大 段 之 间 以  

9 个 希 伯 来 字 母 的 空 间 为 记 。 各 版 本 的 分  

段 法 也 颇 不 一 。 耶 稣 曾 提 及 “荆 棘 篇 ” 

( 可 十

来 应 仪 典 之 需 ， 又 将 律 法 书 的 内 容 作 了 特  

殊 的 划 分 ， 如 巴 比 伦 会 堂 将 律 法 书 分 为  

5 4 段 ， 〗 年 轮 诵 一 遍 ； 巴 勒 斯 坦 会 堂 则 将  

律 法 书 分 为 1 5 4 段 ， 每 3 年 轮 诵 一 逾 。 从  

某 些 早 期 希 伯 来 圣 经 中 可 见 到 这 种 分 段 诵  

经 的 划 分 。 他 勒 目 对 这 两 种 诵 经 分 段 均 有  

记 载 （N l r K  2 9 b 、 3 1 丨〇。 鉴 於 巴 比 伦 的  

分 段 与 宗 教 日 历 更 相 吻 合 而 用 之 渐 广 ， 至  

十 四 世 纪 便 成 了 通 用 的 分 段 法 。 基 尔 丁 认  

为 约 翰 福 音 便 是 按 3 年 轮 诵 分 段 而 编 写 的  

(《第 四 福 音 与 犹 太 敬 拜 》， I 9 6 0 ) 。

早 在 十 三 世 纪 （约 1 2 2 8 > , 史 提 反 朗  

登 将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分 了 章 ， 后 来 分 章 法  

又 见 用 於 1 5 1 8 年 的 希 伯 来 圣 经 （邦 伯 版 >, 

不 过 直 至 1 5 7 1 年 ， 蒙 坦 努 编 定 一 部 希 伯  

来 及 拉 丁 文 对 照 版 圣 经 ， 始 加 上 章 号 。 至  

於 节 的 划 分 则 始 於 15  4 7 至 4 8 年 的 邦 伯 大  

圣 经 ， 而 每 5 节 加 注 希 伯 来 数 码 ， 如 1 、 5 、 

1〇、 1 5 等 。 稍 后 ， 分 节 法 更 见 用 於 】5 5 5  

年 史 提 芬 努 小 八 开 本 版 的 拉 丁 圣 经 。

新 约 正 典

新 约 正 典 之 形 成 也 跟 旧 约 正 典 一 样 ， 

难 以 确 定 ， 而 且 也 绝 非 一 m 而 就 之 事 ， 而  

是 要 经 过 一 段 过 程 。 主 耶 穌 颁 賜 使 徒 的 大  

使 命 殖 含 着 权 威 （太 二 十 八 1 8 ) , 但 并 不  

是 人 人 承 认 而 毫 无 异 议 的 （林 前 九 1 - 3 > 。 

实 际 上 ， 使 徒 或 与 使 徒 密 切 相 关 的 人 的 著  

述 ， 并 没 有 全 收 入 正 典 。 例 如 ， 从 保 罗 致  

哥 林 多 教 会 的 信 中 可 知 尚 有 一 封 “先 前 写  

的 信 ’’ （林 前 五 9 ) , 从 保 罗 致 歌 罗 西 教 会  

的 信 中 也 可 知 尚 有 一 封 “致 老 底 嘉 教 会 的  

信 ” （西 四 丨 6 ) , 这 两 封 信 就 从 未 发 现 。 

当 然 ，也 有 人 以 为 保 罗 那 封 “先 前 写 的 信 ” 

已 编 入 正 典 书 信 之 中 ； 而 马 吉 安 以 为 所 谓  

“老 底 嘉 ” 实 系 “以 弗 所 ” 之 误 。 再 有 二  

世 纪 中 叶 的 坡 旅 甲 ， 也 曾 提 及 保 罗 致 腓 立

比 教 会 的 信 非 止 一 封 （腓 三 2 当货 

忠 诚 的 信 徒 总 是 将 使 徒 的 教 训 ， 无论口^  

或 笔 录 ， 一 概 奉 为 权 威 的 。 至二世纪末， 

爱 任 纽 便 提 出 以 使 徒 资 格 为 辨 別 典 伪 的 基  

准 ； 对 非 使 徒 的 作 者 则 称 为 使 徒 的 [gj 

工 。

至 於 拽 集 早 期 权 威 作 者 觅 要 著 述 的 主  

意 是 何 时 开 始 的 ， 已 无 从 考 证 。 彼得后#  

曾 提 及 保 罗 所 写 的 书 信 （彼后三丨 6); 

坡 旅 甲 曾 致 函 腓 立 比 教 会 （二世纪中丨， 

称 已 应 其 请 寄 去 所 藏 伊 格 那 丢 的 全 部 书 信  

( 腓 立 比 书 信 十 三 2 > 。 是时伊格那丢已商  

世 近 4 0 年 ， 但 各 教 会 仍 珍 藏 甚 他 的 信 件  

而 一 无 遗 损 。 古 兹 比 德 曾 有 一 说 谓 保 罗 节  

信 “本 已 湮 没 无 闻 ， 正如多数古旧信函的  

遭 际 一 样 ”， 后 来 使 徒 行 传 问 世 ， 在其影 

响 之 下 各 地 教 会 才 渐 渐 将 保 罗 遗 信 搜 粜 起  

来 。 此 说 纯 屈 聰 测 之 言 ， 非但无补於事， 

且 徒 滋 更 多 混 乱 。 考 当 时 情 况 ，作-书信 

( 写 於 羊 皮 纸 或 蒲 草 纸 上 ） 相 当 昂 黄 ，而 

当 时 新 约 正 典 尚 未 形 成 ， 各地教会的亊工 

主 要 倚 靠 各 地 有 恩 賜 的 领 袖 带 领 （林前十 

四 > , 因 此 ， 使 徒 的 书 信 ， 是罕 有 的 祝 I  

例 如 歌 罗 西 教 会 即 受 命 与 老 底 蕉 教 会 互 换  

使 徒 信 件 ， 再 分 别 向 会 众 宣 读 （西四16)， 

可 见 使 徒 书 信 是 何 等 珍 贵 ， 又何等权威 . 

所 以 这 些 书 信 决 不 会 因 教 会 之 忽 视 而 导 致  

如 古 兹 比 德 所 说 的 “湮 没 无 闻 ” 至於播 

音 书 和 使 徒 行 传 并 无 引 述 保 罗 书 信 ，也不 

能 据 此 解 答 这 些 书 信 何 时 捜 集 的 疑 问 若  

有 书 信 被 引 述 ， 必 被 认 为 与 该 著 述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例 如 罗 马 的 革 利 免 於 主 后 〇(>年 

致 书 哥 林 多 教 会 时 ， 呰提及保罗的舟林多  

前 书 ： “请 拿 起 蒙 福 的 使 徒 保 罗 的 书 信 。 

他 在 传 道 之 始 先 向 你 们 写 了 什 么 呢 ？他在 

圣 灵 的 感 动 下 勉 励 你 们 说 …… ”， 接下去 

便 引 述 了 哥 林 多 前 书 一 章 所 说 之 亊 （〈革 

利 免 一 书 >  四 十 七 卜 3 > 。

收 集 早 期 基 督 教 经 典 的 工 作 到 了 二 世  

纪 之 末 ， 必 已 有 相 当 成 果 。 当 时 、马吉安 

已 辑 成 了 保 罗 和 路 加 的 若 干 著 述 （仅收入 

保 罗 的 1 0 篇 著 述  > 。 诺 斯 底 派 收 集 了 一 ^  

堆 基 督 教 的 伪 经 文 献 ， 1 9 4 5 年在上埃 5 

发 现 了 这 批 藏 书 ， 详 悄 可 参 饵 滨 逊 的 “  

哈 玛 迪 藏 书 》。 爱 任 纽 和 特 土 良 显 然 也 #  

知 大 部 分 新 约 书 卷 。 如 果 穆 拉 多 利 法 典 #

二 2 ( 3 > , 大 槪 即 指 这 样 的 段 落 。 后



而 难 四 世 纪 辑 成 的 话 ， 这 就 足 以  

於 彡 世 ^ 己 有 了 一 部 初 具 规 模 的 正 典 （在 

达明摩 T 辑 入 了 大 部 分 新 约 书 卷 ， 另 外  

穸岛？ 了’不 少 “普 世 教 会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著  

产 来 在 使 徒 著 述 中 ， 再 分 为 可 公 开  

作i 的13和 不 可 公 开 宣 读 的 两 类 。
資# 1()3 1 年 在 埃 及 发 现 了  — 份 蒲 草 纸 文  

可 断 为 主 后 2 0 0 年 之 物 ， 录 有 保 罗 书  

18教村 ， 这 文 稿 后 为 査 士 达 毕 替 构 得 。 虽 

® 这 尚 垦 一 部 正 式 勘 定 的 书 目 ， 却 是 二  

说4己 末 至 三 世 纪 初 一 份 使 徒 著 述 拽 集 的 证  

该 文 搞 虽 已 残 缺 ， 但 包 括 下 列 各 书 ， 

依 次 为 罗 马 书 、希 伯 来 书 、哥 林 多 前 后 书 、 

以弗所 书 、 加 拉 太 书 、 腓 立 比 书 、 肷 罗 西  

书 及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 另 一 份 文 稿 （同 时  

发 规 的 文 稿 共 1 2 份 ） 则 录 有 四 福 音 书  

( 次 序 与 今 同  > 和 使 徒 行 传 ， 可 断 为 三 世  

纪 前 半 期 之 物 。 不 过 就 宅 者 所 知 ， 尚 未 见  

有 三 世 纪 出 现 的 权 威 性 书 目 。

优 西 比 乌 曾 提 及 三 世 纪 亚 历 山 太 的 俄  

利 根 在 某 些 著 作 中 他 称 之 为 “正 典 ” 的 书  

卷，进 行 研 究 （按 ： 以 “正 典 ” 称 使 徒 撰  

述 者 当 自 此 开 始 > » 可 惜 ， 俄 利 根 没 有 列  

述 一 份 正 典 书 目 （优 西 比 乌 ： 《教 会 史 〉 

3.25 )„

至 四 世 纪 情 形 则 大 有 改 观 ， 各 方 拟 定  

的 正 典 书 目 竟 多 达 数 份 。 该 撒 利 亚 的 优 西  

比 乌 对 汇 集 的 各 书 作 了 细 密 的 甄 别 而 分 为  

4 类： （U 肯 定 的 ； （2 > 存 疑 的 ； （3> 

否 定 的 ； （4 > 异 端 。 “肯 定 的 ” 书 卷 包  

括 现 今 新 约 全 书 之 大 部 分 ； “存 疑 的 ” 书 

^ 则 有 雅 各 书 、 犹 大 书 、 彼 得 后 书 、 约 翰  

二书、 约 翰 三 书 ； 新 约 中 的 启 示 录 是 唯 一  

坡 划 入 了 “否 定 的 ，，一 类 ， 不 过 旁 注 说 明  

归 第 〜 类 者 为 数 颇 多 ， 优 西 比 乌 也 将 其 归  

入 第 — 类 ； 归 入 第 四 类 者 主 要 是 伪 经  

(〈教 会 史 > 3 . 2 5 > 。

& 现 今 煨 古 老 和 保 存 最 好 的 希 腊 文 圣 经  

个 杜 均 出 自 四 世 纪 ， 就 是 梵 蒂 冈 与 西 乃 两  

来 '本。 前 者 收 入 新 约 从 马 太 福 音 至 希 伯  

以 ^ 之 间 各 书 ， 但 希 伯 来 书 止 於 第 九 章 ， 

今)口则缺， 其 顺 序 为 ： 四 福 音 书 （书 次 同  

培者、使 徒 行 传 、 普 通 书 信 、 保 罗 书 信 ； 

保 势 卷 的 次 序 为 四 福 音 书 （书 次 同 今 > 、 

肀 & 2 信 （次 序 与 今 者 略 有 出 入 ： 希 伯 来  
於 贴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之 应 ， 再 后 则 依 次

s h i n g j m g  z h e n g di5n ,363 

为 提 摩 太 后 书 提 戈 土  

徒 行 传 、 普 通 书 利 门 书 > . 使 

和 《黑 马 牧 人 书 > 录 、《巴 拿 巴 书 > 

地 方 教 会 奄 "h T T r t l / 口 — 书 之 收 入 显 示 有  

体 的 范 围 3  = : 范 围 - 比 某 些 鮮  

收 入 了  < 革 _ 纪 的 亚 历 山 太 抄 本 也

概 是 什 卖 : : ，二 书 > ，这 些 文 献 大  
概 是 代 表 埃 S 地 方 f t 会 的 观 点 。

亚 历 山 太 的 亚 他 那 修 的 ：节 日 书 信 ”

中 ， 首 次 拟 定 了 H 包 括 现 今 的 27
部 书 的 正 典 目 录 ， 时 在 主 后 3 6 7 年 ，只是

在 次 序 上 与 现 今 之 圣 经 尚 有 出 入 • 它 的 编
序 也 以 四 福 音 为 先 ， 以 使 徒 行 传 次 之 ，继

而 是 普 通 书 信 ’接 续 才 是 保 罗 书 信 （保罗

书 信 的 次 序 以 希 伯 来 书 3 2 帖 撤 罗 尼 迦 后 书

之 后 ， 然 后 是 提 摩 太 前 书 、提 摩 太 后 书 、

提 多 书 、 腓 利 门 书 ），最 后 是 启 示 录 。 直

至 主 后 3 8 0 年 ，於 以 哥 念 的 安 非 罗 西 的 著

述 中 ， 始 见 正 典 2 7 卷 书 的 次 序 ， 跟 我 们

现 今 所 熟 悉 的 一 样 （即 与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全 然 相 同 > 。

以 上 事 实 说 明 在 四 世 纪 之 前 ， 只包括  

新 约 2 7 卷 ， 并 按 我 们 熟 悉 的 次 序 诽 列 的  

正 典 书 目 是 绝 无 所 见 的 。 因 此 ， 四 世 纪这  

个 时 代 似 乎 是 正 典 形 成 过 程 在 西 方 臻 於 完  

成 的 时 期 。 正 典 书 目 分 别 见 於 屈 校 多 模 、 

区 利 罗 、 菲 拉 斯 彻 、 拿 先 斯 的 贵 格 利 、 伊 

皮 法 纽 、 咎 非 诺 、耶 柔 米 等 的 著 述 ， 也见  

於 “使 徒 正 典 ”和 “使 徒 规 章 ” 中。 这个  

时 期 还 有 两 个 十 分 重 要 的 宗 教 会 议 ： 迦太  

基 会 议 和 希 坡 会 议 ，分 别 颁 布 了 为 全 国 普  

遍 接 纳 的 正 典 书 目 。 不 过 某 些 东 方 教 会 ， 

如 叙 利 亚 教 会 ， 就 仍 采 用 仅 2 2 卷 的 ^ 典 。 

古 叙 利 亚 文 抄 本 独 缺 普 通 书 信 和 启 不 录 。 

直 到 六 世 纪 ， 才 有 人 把 普 通 书 信 译 成 叙 利

亚 文 <•

其 实 ，新 约 各 书 的 次 序 ， 并 无 所 谓 正  

确 与 否 。 现 时 通 用 的 次 序 不 过 是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的 沿 袭 ， 因 这 译 本 是 当 时 罗 马 天 主  

教 会 颁 行 _ 定 本 ， 早 讓 5 纟2 财 皆 依  

= 最 古 的 希 腊 抄 本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次

: 。 较 为 多 见 的 次 序 是 : 四 福 ” 录 使 :  

料 构 ® 通 书 信 、保 罗 书 信 ， 启尔录  

传 二 和 著 述 中 ， 四 描 音 书 的 次 序  

大 多 数 古 口 ^ % 太 马 可 . 路 加 、 约

今 工 二 ， 马 本 太 =

: : : “ ( 五 世 纪 的 伯 撤 抄 本 >  ; 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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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旧约正典的比较
妥 拿 纪 共 2 4 卷 （据 马 所 拉 本 ）

律 法 （妥 拉 〉 先 知 书 （聿 威 > 8 赛 圣 卷 （纪 土 其 ） 1 1 卷

id 前 先 知 书 4 彷 : 诗 歌 3卷 :

出 坎 及 it： 约 忾 业 记

利 未 iti 士 帅 id 该 芑

W 数 U： 撤 以 U  : U i 上 . 下 约 泊 U1

屮 命 U1 列 F 纪 上 、 下 5小 彷 :
後 凡 知 K 4 迮 ： 和 歌

以 牴 业 15 路 得 U!

耶 利 米 书 耶 利 米 攻 耿

以 两 结 朽 传 进 书

十 二 先 知 书 ： 以 斯 帖 U!

H 灼 阿 朽 Wj 史 和 3 迮 ：

约 珥 书 何 以 押 朽

M 序 W B 以 斯 抆 U1免 圮 扣 米 iC

俄 巴 收 亚 书  

约 令 书  

弥 迦 |0 

那 鸿 朽  

哈 巴 抒 朽

哈 该 书  

撒 迦 利 亚 朽  

玛 拉 蜞 书

历 代 忐 上 、 下

七 十 士 译 本 （L X X ) 共 5 3 卷

律 法 书 0

dA lit id 
出 埃 及 Ui 

利 木 Ui 

K 数 Ui 

中 命 id

历 史 书 1 8 卷 i寺歌9 卷 先 知 书 2 1 «

约衿业 id i m 何叫M K

士师U! 所罗门颂歌 w m 网书

路得 iC <35 a 弥迦书

王|K|史一书 <撤吁坏U i上> 传边书 约珥书

王阳史二书 (撤岈珲U1 T > 柑歌 俄巴怅业和

王呷史三H (列王纪上） 约伯记 约令书

王l«I史叫忾 (列:E 纪卜> 所罗n r v 总 h n \ m  k

所史补Ui — (W 代志上> 哈巴行 IS

///史补UI二 (历代志下） 所罗门卜篇 w 挢雅书

以斯拉一书 (即以斯拉记> 哈该书

以斯拉二书 

以斯帖U! 

犹湳传 

多比传 

% 加比一 

马加比二书 

.咚加比三书 

马加比叫书

(即/t£希米Ui> 撒迦利收书 

科拉搞书 

以赛业h 
耶利米托 

巴；传 

邶利米“耿 

耶利米米佑 

以 两 姑 书  

办堋娜仏 

ffi以M 书 

彼 勒 龙



1365
s^ngjing zhang dj5n

哈 巴 谷 15

巧 加 比 一
內 济 推 k

马 加 比 二 书 哈 该 K 

撤迦利亚书

巧拉基书

基 督 教 旧 约 共 3 9 卷

漳法书5 卷 历 史 书 1 2 卷 i寺歌5 卷 先知书 1 7 卷

约 圬 业 Ui 约伯记 大先知忾 5 & :

出埃及记 十 帅 记 篇 以赛业:朽

利未 id 路 份 记 <a,*r 耶利米书

K 数 id 撒 n> 环 记 上 仏边朽 耶利米哀耿

中命 id 撒 岈 耳 i d 下 

列 王 纪 丨 •.

列 王 纪 卜  

历 代 志 L: 
历 代 志 下

和歌 以内结朽 

但以通书  

小先知朽丨2 

M 内 阿 K 

约珥书  

M m  书 

俄巴底《 K
以 斯 拉 记

圮 希 米 U!
约令书

以 期 帖 u i
弥迦书

邢鸿书  

哈 巴 谷 H 

仲畨雅书 

哈 该 K 

撤 迦 利 也 K 

码拉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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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前的新约正典

略 略 略 略 略 定 疑 略 定 定

略 略 略 略 略 定 疑 略 疑 缺

彼 得 前 书 略 定 略 略 定 定 定 定 定 缺

彼 得 後 书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U 定 疑 缺

约 翰 一 书 略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缺

约 翰 二 书 略 定 定 定 略 略 疑 略 U . 缺

约 翰 三 书 略 略 定 略 略 略 U 略 U 缺

犹 人 书 略 B各 定 定 定 略 U 略 U 缺

Jt i 略 定 定 定 定 略 定 定 定 缺

思 马 牧 书 略 定 略 略 略 略 定 略 缺

巴 贷 巴 书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定 略 缺

十 二 使 讪 遗 U U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定 略 缺

略 略 略 定 略 略 略 略 略 缺

不 利 免 前 书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缺

单 利 免 後 书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缺

>主：

•疑： 正 典 性 存 疑 ：

*定 ： 肯 定 为 正 典 ：

•缺： 梵 帝 冈 抄 本 缺 「教 牧 书 信 并 止 於 希 彳 白 来 书 九 13: 

*略 ： 正 典 性 存 疑 或 否 定 ：

•否■•被否定为正典。

4 人私W T  

马 n j 榀汗 略 /i£

路加 描 汗 AJZ All

约翰祸音 略

使徙行传 略 定

罗 ，-f; B 定 a i Z

班林多的书 定

舟林 多後 书 定

加拉 太 书 定 aIL

以弗所书 定 定

腓 立 比 11 定

歌罗两朽 定 定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朽 定

帖 撒 罗 尼 迦 後 B 定

捉 咿 太 前 10 略 定

提 咿 太 後 H 略 定

提多朽 略 /1L

UI丨利门 B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Z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略定略略略略
 

略略略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一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

 
{
疋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略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
疋定定定定定定定缺缺缺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略
 

|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
疋

f

亚

历

山

大

抄

本

{

约

四

二

M
—

四

四

五

}

I

迦

大

基

第

三

次

t
m教
会

议

(
约

…

九

七

年

)

叙

利

亚

帕

西

多

本

书

目

(
约

三

七

五

—

四

0
0
)

 

以

m
念

的

安

非

罗

西

书

目

(
三

八

0

年

)

亚
他
那
修

书

目
(三
六
七
年
)

西
乃
抄
本
(

约
三
二
五
—
四
二
五
)

梵
帝
冈
抄
本
(

约
三
二
五
|
三
五

0
)

该
撒
利
亚
的
优
西
比

乌
书

目
(
约
三
二
五
|
三
四

0
)

 

希
坡
律
陀

书
目
(
约

I
I
0

0
—

二I
I

五
)

俄
利
根

书
目
(
约

I

八
五
—
二
五
四
)

旧
叙
利
亚

书
目
(
约
二0

0

年
)

特
土
良

书
目
(
约

I

五0
—

二
二

0
)

穆
拉
多
利

书
目
(
约

I

七0

年
)

旧
拉
丁
本

书
目
(
约

I

五o
i
l

七0
)

爱
任
纽
书

目
(
约
一
三

O
I
I
I
O

二
)

马
吉
安

书
目
(
约

I

四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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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翰 、
路 加 （四 世 纪 的 乔 坦 茜  

马 太 ， 路 加 、 马 可 《四太 马 可 •

^ 目 ） ； 或 约 翰 、

0 己 越 校 多 校 的 书 中 的 位 f f i 也 颇 不  

保 罗 书 信 幣 体 j 外 ， 四 世 纪 的 梵

- 。除 n s s r 工 山 太 抄 本 及 以 法  蒂 闪 抄 本 ' 五 沪 使 徒 行 传 之 后 ， 

莲 抄本 ， 则 H 普 通 f 之 后 ； 另 有 - 些  

而 保 罗 书 _ 在 音 书 之 后 ， 如四  

经 描 将 保 罗 书 信 ® ^  ^ 的 伯 撒 抄 本 ， 以

世 纪 的 西 乃 抄 本 、 五 ^ 〔 的 正 典 书 目 。 

及 耶 柔 米 和 奥 古 斯 丁  则 更 是 次 第

埃纷了。 仅 笔 者 二 二 二 排 法 。 古

埃 及 文 和 拉 丁 文 经 稿 $  8 4 种以

仅 拉 丁 文 经 稿 ， 不同的纟細

希 伯 来 书 的 位 s 也 有 即 2

勒 厶 本 有 时 是 在 緋 利 门 书 之  
教 会 书 信 之 后 ， 辑 本 中 ， 则 a

希 伯 来 书 於 较 前 的 位 过 ， 其一  

年 的 査 士 达 毕 替 蒲 草 纸 本 ， ， = =  

罗 马 书 之 后 ； 其 二 是 四 世 纪 二 = =  

本，最 初 是 迓 希 伯 来 书 於 加 拉  序 可 从  

所 书 之 间 。 梵 蒂 冈 抄 本 这 个 原 号 为  

其 段 落 编 号 见 到 ， 加 拉 太 书 的  

5 8 ， 而 随 后 的 以 弗 所 书 首 段 纟 — 劳

7 〇 ; 从 7 0 接 下 去 并 无 中 断 ’ 直 至 二  

尼 迦 后 书 终 段 为 9 3 , 但 接 续 的 希 伯 <

却 突 然 以 5 9 起 段 而 非 以 9 4 ， 然 后 从 5 9  

至64 <九丨丨 > , 却 於 该 段 内 九 章 丨 4 节 处 出  

现 脱 漏 ， 以 下 尽 缺 。 由 此 可 见 ， 梵 蒂 闪 抄  

本 的 原 始 本 是 把 希 伯 来 书 编 排 在 加 拉 太 书  

和 以 弗 所 书 之 间 ， 后 来 一 位 抄 经 者 却 将 希  

伯 来 书 后 移 ， 但 段 码 却 没 有 改 动 。

希 腊 文 新 约 的 分 段 飛 早 始 见 於 梵 带 闪  

抄本。 十 三 世 纪 初 ， 史 提 反 朗 登 始 在 武 加  

大 拉 丁 译 本 新 约 和 旧 约 实 行 分 章 法 ， 这 便  

垦 现 今 圣 经 章 次 的 来 源 。 主 后 1 5 5 1 年 ， 

史 提 芬 努 在 日 内 瓦 出 版 的 拉 丁 文 新 约 圣 经  

中， 又 於 章 下 分 节 ， 为 现 今 圣 经 分 节 之 始  

源。

现 今 一 些 圣 经 学 者 从 新 约 各 书 卷 的 整  

体 正 典 地 位 来 诠 释 新 约 各 书 ， 而 不 是 各 自  

的 独 立 处 理 。 他 们 认 为 新 约 是 以 一 整 体 辑

集 形 式 流 传 ，故 必 须 笹 体 的 处 理 。 这种对  

“正 典 评 鉴 法 ”的 处 理 由 柴 尔 斯 等 人 倡 导 ， 

可 参 柴 尔 斯 近 著 ：《正 典 新 约 导 论 》。

John R . M c R a y  

参 • 经 文 评 鉴 学 • 7 7 1 :  • 圣 经 的 权 S T

1 3 4 1 。

参 考 书 目 ：H . E .  R y l e ,  T / ie  C a n o n  o f  

the 〇T; A .  S o u t e r ,  The Text and  Canon of  

the NT,  r e v .  e d .  ( 1 9 5 4 ) ;  R . H .  T y l e ,  The 

C a n  on o f  the OT; B . T . W e s t c o t t ,  A 

G e ne ra l  Survey o f  the Canon o f  the NT  

( 1 8 5 5 ) ,  r e p r i n t  of  1 8 9 9  ( 6 t h )  e d .  b y  B a k e r  

( 1 9 8 0 ) ;  S .  Z e i t l i n ,  A Historical Study o f  the 

Canonizat ion of the Hebrew Scriptures.

圣经中的妇女观
Woman, Doctrine of
sh^ng j lng zhong de fCi nfl guan

圣 经 中 有 关 妇 女 的 教 训 ，在 今 天 的 圣  

经 学 术 界 中 引 起 最 多 争 论 。 传 统 的 价 值 观  

| ( 或 一 般 人 理 解 的 “传 统 ’’>，与 现 今 极 端  

的 观 念 对 立 。 以 男 权 为 主 的 态 度 已 受 到 挑  

战 ， 有 认 为 应 略 加 改 变 ，也 有 更 极 端 的 要  

求 ， 甚 至 反 对 圣 经 中 对 神 的 描 述 ，并要 求  

回 到 以 母 亲 的 女 神 形 象 为 崇 拜 对 象 的 信  

仰 。 同 时 ，男 女 对 於 彼 此 间 的 关 系 、他们  

在 教 会 和 社 会 中 的 角 色 ，甚 至 与 神 的 相 交  

更 是 愈 来 愈 混 淆 。

圣 经 有 关 妇 女 的 教 训 ， 并 非 这 问 题 的  

起 因 ， 在 於 对 这 些 教 训 的 诠 释 。 希 望 维 护  

男 权 支 配 模 式 的 传 统 学 者 ， 似 乎 有 很 多 经  

文 支 持 他 们 的 观 点 。 那 些 争 辩 妇 女 应 担 当  

更 广 泛 责 任 的 人 ， 认 为 并 不 是 所 有 经 文 中  

的 证 据 邰 经 过 充 分 査 考 。

研 究 妇 女 问 题 的 入 手 处 不 是 在 保 罗 书  

信 ， 尽 管 这 些 书 信 曾 提 及 妇 女 在 教 会 和 家  

庭 中 的 地 位 ； 最 适 切 的 入 手 处 是 在 五 经 ， 

那 里 记 载 了 更 基 本 的 教 训 ， 说 明 妇 女 是 神  

的 创 造 。

基本经文

创 世 记 一 章 2 6 至 2 8 节 ， 首 次 描 述 第  

一 对 男 女 的 受 造 ， 神 照 ® 他 的 形 家 造 男 造  

女 因 此 ，女 人 和 與 人 一 样 都 有 神 的 形 象 ， 

在 地 上 反 映 池 的 能 力 和 辟 荣 。 神 且 吩 咐 他  

们 要 生 养 众 多 ， 治 理 遍 地 • 刨 世 记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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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至 2 8 节 并 没 有 提 及 女 人 低 於 男 人 ， 也  

没 有 说 女 人 要 顺 服 男 人 的 管 治 。 相 反 ， 男 

人 和 女 人 都 一 同 成 为 创 造 主 的 代 表 。

创 世 记 二 章 2 〇至 2 5 节 ， 是 第 二 次 描  

述 第 一 个 女 人 的 被 造 。 创 世 记 第 二 章 指 出  

男 人 在 女 人 之 前 首 先 被 造 ， 似 乎 有 给 他 优  

先 地 位 的 意 思 。 但 我 们 不 可 过 分 的 推 断 ， 

因 为 正 如 创 造 记 述 的 模 式 ， 是 渐 进 式 的 ， 

从 次 要 的 进 到 更 优 越 的 创 造 。 但 由 於 他 首  

先 被 造 ， 就 给 予 他 特 权 ， 为 女 人 起 名 （创  

二 ‘2 。 在 闪 族 人 的 思 想 中 ， 起 名 意 味 着

有 主 权 或 拥 有 权 ， 这 就 意 味 了 亚 当 给 他 妻  

子 起 名 ， 是 作 主 的 一 项 行 动 • ， 然 而 ， 他 给  

她 所 起 的 名 字 ， 等 同 他 自 己 的 名 字 ， 这 就  

是 说 ， 男 人 要 维 护 女 人 享 有 与 他 平 等 的 权  

利 。所 以 ，这 先 后 的 关 系 仍 是 平 等 的 关 系 。

犹 太 妇 人

在 创 世 记 第 一 和 第 二 章 中 ， 显 示 了 男  

人 和 女 人 之 间 平 衡 的 关 系 。 他 们 是 全 人 类  

的 父 母 ， 两 人 都 有 同 等 的 地 位 ， 共 同 领 受  

神 的 形 象 ； 他 们 住 在 一 起 ， 双 双 过 着 愉 快  

的 生 活 ， 且 互 为 领 导 。 在 伊 甸 园 中 二 人 未  

曾 堕 落 之 前 ， 这 种 微 妙 的 平 衡 是 可 能 的 。

乐 园 中 的 风 波

创 世 记 第 三 章 ， 即 人 类 堕 落 的 故 事 ，

论 及 那 男 人 和 女 人 微 妙 的  

随 之 而 来 的 斗 争 就 — 货 ，卞 衡 给

代 。 在 神 向 那 女 人 的 说 话 ; 今 的

她 怀 胎 的 苦 楚 （」

冲 突 将 影 响 她 与 丈 夫 的 而 旦 权 ; 

你 丈 夫 ； 你 丈 夫 必 管 辖 你 你 必 ^  

希 伯 来 文 的 “恋 蒗 ，，— 词 ， 间 （J u 卞丨 

记 四 章 7 节 下 ， 描 述 罪 要 伏 在 访 1 用 於 & 丨世 

“它 必 恋 B 你 ， 你 却 要 制 伏 它 ^ 1̂ 的 ： 

这 词 在 创 世 记 三 、 四 窜 中 ， 不 ^  恋孩、 

渴 慕 ， 而 是 指 想 要 控 制 ，〜、是指性心
管辖

结 果

丈 夫

词 用 来 指 》 苎 的 渴 m ，可 见 ‘ 歌 二 * ”

人 类 堕 落 以 后 ，

她 坚 拒 他 在 二 人 平 “
导 ， 这 样 就 破 坏 了 彼 此 之 间 的 平 衡 领  

男 人 ， 却 倾 向 以 暴 虑 对 待 女 人 。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书 五 章 2 2 ^ 3 3 节中 

教 导 男 女 平 等 关 系 颠 倒 所 引 致 的 后 果 使  

徒 向 尝 试 要 管 辖 丈 夫 的 妇 女 说 ： “作妻子 

的 ， 当 顺 服 自 己 的 丈 夫 ， 如 同 顺 服 主 。” 

( 第 2 2 节 ） 她 自 然 的 性 情 得 以 改 变 就 在  

於 她 与 救 主 建 立 新 的 关 系 。 她要视她与丈 

夫 的 关 系 ， 如 同 主 与 她 的 关 系 一 样 ；她要 

顺 服 丈 夫 ， 如 同 顺 服 主 一 样 。 保罗说明丈 

夫 对 待 妻 子 ， 也 要 如 同 基 督 爱 教 会 - 样  

( 第 2 3 节 ）。 此 外 ， 倾 向 虐 待 妻 子 的 男 人 ， 

也 因 着 他 与 救 主 建 立 新 的 关 系 而 改 变 。作 

丈 夫 所 领 受 的 劝 勉 是 要 爱 他 们 的 妻 子 ， 

“正 如 基 督 爱 教 会 ， 为 教 会 舍 己 ” （第^  

节 > ， 并 且 要 爱 妻 子 “如 同 爱 自 己 的 身 子 ’ 

( 第 2 8 节 ）。 明 显 地 ， 那 更 大 的 命 令 是 落  

在 丈 夫 身 上 ， 他 要 如 同 基 督 一 般 去 爱 。

使 徒 藉 着 这 些 话 ， 提 出 一 项 f 径’ ^

夫 妇 之 间 可 以 重 获 他 们 关 系 中 的 @ 分 ’，&
保罗在以弗

章 2 4节’
即 堕 落 前 在 伊 甸 园 中 的 记 号 。

所 书 五 章 3 1 节 中 引 用 创 世 记 一 而 这  

指 一 对 夫 妇 可 重 建 原 有 合 一 的 关 ^ 在 不 同  

样 的 合 一 是 祌 的 心 意 ^ 二 ^ 一 眼 的  

等 级 上 平 等 的 关 系 ， 可 见 於 要 主 稱 大  

经 文 （弗 五 2 丨 > ， 这 是 他 们 顺 典 ?£■ 

的 标 记 ； 而 主 耶 穌 就 是 真 正 做 一 、了男女之

这 是 他 们 丨 〜 的 典 ^

无 论 旧 约 还 是 新 约 ， 都 显 种 关 系  

间 有 一 种 不 同 地 位 的 关 系 ， 然神的兴系样 
是 平 等 的 。 这 与 三 位 一 定 <

似 ； 神 的 位 格 既 是 平 等

划 中 按 不 同 的 地 位 互 相 连 系
(参林前十’



3)。 妻 子 向 丈 夫 的 回 应 ， 就 如 甚 督 向 父  

神 的 回 应 ； 丈 夫 爱 妻 子 ， 就 如 父 神 爱 圣  

子。这 种 不 同 的 地 位 并 不 是 要 向 任 何 一 方  

沲行专制， 乃 是 彼 此 以 爱 领 导 ， 且 是 彼 此  

顺服的 0

圣 经 文 化 中 的 妇 女

只 从 治 理 家 务 、 生 孩 子 、 照 料 婴 孩 、 

养 育 子 女 方 而 来 看 妇 女 ， 是 对 她 们 极 度 的  

轻视。妇 女 是 人 ，在 各 方 面 就 如 男 人 一 样 。 

她 也 有 神 的 形 象 ， 无 论 对 文 化 、 社 会 ， 并 

她 周 围 的 生 活 环 境 都 可 作 出 不 同 程 度 的 回  

应。但 一 些 现 代 的 修 正 主 义 者 ， 误 以 为 妇  

女 该 脱 离 传 统 上 在 家 庭 的 职 分 。 从 圣 经 的  

记 载 得 知 ， 妇 女 经 常 与 生 育 孩 子 连 在 一 

起，并 从 中 找 着 她 们 的 价 值 。 然 而 ， 圣 经  

并 不 是 说 妇 女 只 会 生 育 孩 子 ， 她 们 在 群 体  

中、在 宗 教 里 ，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 她 们 都 有  

自己 的 身 分 。 不 只 限 於 生 育 孩 子 才 有 她 们  

的地位。 再 者 ， 按 圣 经 的 观 念 ， 丈 夫 也 有  

教 养 孩 子 的 责 任 〃 在 妻 子 开 始 怀 胎 、临 盆 ， 

- 直 到 教 养 孩 子 ， 丈 夫 都 是 妻 子 的 伙 伴 。

妇 女 生 儿 育 女 的 形 象 ， 始 於 创 世 记 三  

章 1 5节 神 的 应 许 。 神 宣 布 女 人 的 后 裔 最  

终 要 战 胜 撒 但 ， 这 关 乎 女 人 的 后 裔 的 应  

许，成 为 了 神 对 於 女 人 生 育 孩 子 一 个 普 世  

性 的 祝 福 ； 因 为 最 后 神 要 藉 着 女 人 所 生  

的，成 就 最 终 的 拯 救 。这 样 ，每 次 的 生 育 ， 

都 有 分 於 这 项 福 祉 或 应 许 （参 提 前 二 15, 

这 经 文 或 与 妇 女 、 救 恩 、 生 育 之 间 的 连  

系有 关 > 。

此 外 ， 在 旧 约 时 代 的 文 化 中 ， 一 个 女  

人 的 真 实 价 值 ， 主 要 或 大 多 是 - 基 於 她 有 否  

& 育 。 然 而 ， 她 在 神 的 面 前 ， 不 仅 是 由 於  

& 有 否 生 宵 ， 她 也 有 i 也 的 价 值 和 尊 荣 。 女 

A 和 男 人 一 样 ， 关 键 在 於 对 耶 和 华 所 持 的  

胃 妇 女 若 有 许 多 孩 子 而 对 神 没 有 信  

C ，可 能 自 以 为 人 生 美 满 ， 但 她 对 孩 子 的  

并 不 能 取 代 对 神 的 敬 虔 。 妇 人 若 是  

& 有 孩 子 ， 或 许 没 有 丈 夫 ， 在 与 神 的 关 系  

$ 仍 可 建 立 她 整 全 的 身 分 和 价 值 ， 她 是

的 形 象 被 造 ， 神 也 把 责 任 托 付 她 去 完

妓 女 喇 合 在 神 面 前 被 称 为 义 ， 因 她 保  

了 希 伯 来 的 探 子 ， 而 不 是 因 她 的 家 庭  

来 十 〜 3 丨 >。 还 有 ， 神 给 予 妇 女 的 恩 賜 ， 

她 也 有 机 会 在 社 会 中 表 达 她 对 神 的 颂

赞 。 妇 女 明 显 有 与 男 人 相 同 的 机 会 ，如男 

人 一 样 可 作 拿 细 耳 人 （民 六 2 ; 参 民 三  

十 ）。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以 男 性 为 中 心 的 文 化  

中 ， 著 名 的 女 性 如 摩 西 和 亚 伦 的 姐 姐 米 利  

暗 （出 十 五 2 0 、2 1 ) ，圣 经 中 也 提 到 她 的  

事 迹 。 米 利 暗 是 女 先 知 ， 是崇 拜中 的 圣 乐  

家 和 民 族 的 领 袖 ，但 因 嫉 妒 她 弟 弟 摩 西 拥  

有 更 为 重 要 的 职 分 ， 就 因 此 坠 落 （民十  

二 > 。 神 惩 罚 她 （申 二 十 四 9 ) ， 但 以 色 列  

人 并 没 有 忘 记 她 在 以 色 列 民 族 历 史 初 期 所  

表 现 的 卓 越 领 导 。 在 她 死 后 多 年 ， 神透过  

先 知 ， 论 及 池 曾 賜 给 以 色 列 的 恩 賜 ，表现  

在 米 利 暗 这 民 族 领 袖 的 身 上 （弥 六 叼 。

其 他 与 主 流 文 化 抗 衡 的 尊 贵 妇 女 ， 包 

括 女 先 知 底 波 拉 ， 她 是 以 色 列 唯 — 的女士  

师 （士 四 ，五 > ; 还 有 亚 哈 随 魯 王 的 希 伯  

来 皇 后 以 斯 帖 ，拯 救 了 她 同 族 人 的 性 命 ， 

使 他 们 没 有 因 哈 曼 的 恶 谋 和 王 的 轻 率 判 决  

而 遭 灭 亡 „ 此 外 ， 女 先 知 户 勒 大 是 耶 和 华  

神 的 代 言 人 ， 时 值 约 西 亚 王 开 始 复 兴 （代 

下 三 十 四 2 2 - 2 8  ) ， 户 勒 大 传 达 耶 和 华 的  

话 ； 更 令 人 注 目 的 是 她 跟 耶 利 米 和 西 番 雅  

同 为 当 时 的 先 知 ， 但 在 这 件 亊 上 ， 神拣选  

了 一 位 妇 女 为 池 说 话 。

在 新 约 ， 从 文 化 的 限 制 得 到 释 放 ， 参 

加 公 开 事 奉 的 妇 女 ，包 括 了 腓 力 的 女 儿 、 

非 比 、百 基 拉 、犹 尼 亚 、土 非 拿 、土 富 撒 、 

彼 息 、 友 阿 爹 和 循 都 基 。 这 些 妇 女 显 明 了  

先 知 约 珥 的 预 言 开 始 应 验 ， 即 神 有 一 天 要  

将 池 的 灵 浇 灌 池 的 仆 人 和 使 女 （珥 二 2 8 、 

2 8 、 2 9 > 。

像 撒 拉 、路 得 和 哈 拿 等 妇 女 ，她 们 在  

自 己 的 家 中 ， 也 可 以 表 达 她 们 对 神 的 信  

心 。 更 超 卓 的 是 耶 稣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在她  

的 生 命 里 ， 结 合 了 女 性 的 理 想 与 神 应 许 的  

应 验 ， 这 应 许 就 是 在 古 时 神 向 H 娃 承 诺 ， 

将 来 女 人 的 后 裔 要 大 大 胜 过 人 类 的 仇 敌 。

女教师

圣 经 里 有 很 多 经 文 ， 暗 示 有 女 性 的 教  

师 。 米 利 暗 的 罪 不 是 因 她 作 以 色 列 人 的 领  

袖 ， 而 是 因 泸 忌 她 的 弟 弟 跟 耶 和 华 神 有 特  

殊 的 关 系 。 百 基 拉 是 一 名 男 子 的 教 师 ； 排 

力 的 女 儿 不 会 只 跟 妇 女 谈 道 ， 女 先 知 户 勒  

大 更 是 要 向 所 有 人 传 讲 神 的 话 。

shcng jing zhong dc fu nfl guan J 369



1370 sh^ng j lng  zhong de fil nfl guan

智 恝 在 箴 言 一 至 九 章 中 被 拟 人 化 为 一  

个 妇 女 。 其 实 ， 箴 言 的 结 语 ， 是 以 离 合 诗

体 颂 扬 一 位 高 贵 的 妇 女  < 箴 三 ^ ---- 1 ° -

31 > ， 显 示 圣 经 的 智 恝 如 何 表 彰 在 — 个 人  

的 生 命 中 。 在 这 卷 书 的 第 一 部 分 ， 既 以 智  

总 为 一 位 妇 女 ， 而 在 书 的 结 尾 ， 也 十 分 适  

切 的 看 见 智 慧 如 何 在 一 个 妇 女 的 个 人 、 家  

庭 和 公 开 的 生 活 中 表 现 出 来 。

主 耶 稣 有 关 妇 女 的 教 训 和 榜 样 ， 是 与  

文 化 最 为 抗 衡 。 池 在 最 不 可 能 的 地 方 （在  

叙 加 的 井 旁 ， 约 四  > ， 把 关 乎 神 的 事 传 给  

她 们 。 在 公 众 场 合 、 在 私 人 地 方 ， 他 都 教  

导 她 们 。 马 利 亚 在 伯 大 尼 的 家 中 ， 坐 在 祂  

脚 前 ， 就 像 一 个 门 徒 聆 听 教 师 的 训 诲 ； 马  

大 则 忙 着 做 家 务 ， 以 致 失 去 了 那 上 好 的 福  

分 （路 十 3 8 - 4 1  > 。

在 圣 经 的 历 史 中 ， 妇 女 的 地 位 也 有 转  

变 ， 就 如 西 罗 非 哈 众 女 儿 的 故 事  < 民 二 十  

七 1 - 1 U 。 西 罗 非 哈 没 有 儿 子 ， 女 儿 的 产  

业 承 继 权 并 未 受 到 保 障 。 西 罗 非 哈 的 女 儿  

於 是 向 摩 西 提 出 ， 摩 西 就 为 她 们 向 神 求  

告 。 她 们 蒙 神 賜 福 而 获 准 承 受 父 亲 的 产 业  

( 只 规 定 她 们 的 产 业 不 得 从 本 支 派 转 到 其  

他 支 派 ， 民 三 十 六 1 - 1 2 ) 。 这 段 经 文 指 出  

了 在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 有 关 妇 女 的 律 法 和 习  

俗 已 开 始 渐 渐 改 变 。 这 一 种 行 动 在 以 色 列  

中 渐 渐 排 除 阻 力 ， 在 耶 和 华 賜 福 下 （并 因  

妇 女 遵 从 祂 的 话 语 ， 民 三 十 六 1 0 > 而 逐  

步 发 展 。

妇 女 和 教 会 领 导

圣 经 教 义 中 ， 有 关 妇 女 在 教 会 中 敬 拜  

与 领 导 的 角 色 和 参 与 ， 是 最 棘 手 的 问 题 。 

当 然 ， 一 个 轻 率 的 读 者 在 新 约 中 读 到 有 关  

的 经 文 ， 可 能 会 以 为 妇 女 在 教 会 中 敬 拜 神  

的 时 候 ， 要 安 静 、 要 顺 服 ； 而 且 ， 她 若 要  

说 话 ， 也 必 须 限 於 特 定 的 环 境 中 。 许 多 人  

经 过 仔 细 査 考 这 些 经 文 后 ， 认 为 要 妇 女 安  

静 是 合 宜 的 。 他 们 的 论 据 在 於 神 的 创 造 次  

序 （提 前 二 丨 3 ) 、 夏 娃 首 先 犯 罪  < 提 前 二

1 4 ) ， 以 及 女 人 应 低 於 男 人 （林 前 十 四

3 4 ) ; 既 然 这 些 是 普 遍 的 原 则 ， 而 非 文  

化 的 规 范 ， 似 乎 这 种 立 场 不 容 许 其 他 不 同  

的 诠 释 。

但 另 一 些 人 研 读 这 些 经 文 ， 却 得 出 不  

同 的 结 论 。 他 们 认 为 当 时 — 般 妇 女 没 有 接

用 笆 ， 所 以 这 样 的 经 文 可  巧 哥 银 奪 

教 会 崇 拜 的 秩 序 和 礼 仪 。 有 收 J 用 來 ^  
崇 拜 中 ， 妇 女 有 活 跃 的 参 与 厂 t 所 的 ^  

有 教 会 设 立 （例 如 以 弗 所 和 t 些域 iti 

些 刚 刚 归 主 、 未 受 教 导 的 妇 ^ 神 宝  

况 一 定 很 多 ； 此 外 ， 她 们 的 衣 ， ?!!的货 

( 提 前 二 9 > ， 可 能 吸 引 與 人  

分 之 想 。 h i m i i 起

也 啊 八 以 刀 及 娃 被 引 诱 首  

因 为 她 比 亚 当 软 弱 ， 亚 当 在 她 ， 5 

与 神 有 较 长 的 相 交 ， 对 神 的 审 有  

解 。 亚 当 并 不 是 受 欺 ％ ， 而 是  

罪 ； 然 而 ， 夏 娃 却 是 受 欺 骗 ， 中 

者 的 诡 计 。 所 以 ， 妇 女 在 早 期 教会龙变 $ 

间 学 习 ； 目 前 ， 她 们 只 宜 保 持 安 舴  

靡 太 前 书 二 章 1 丨 至 1 5 节 中 ， 主 要 的 ^  

式 动 词 ， 并 非 “要 安 舴 ” （第丨2节） ; 

是 “当 学 习 ” （第 丨丨节）。

约 珥 书 二 章 的 预 言 、 主耶稣的行动和  

教 训 ， 并 户 勒 大 和 百 基 拉 的 例 子 ，显示迈

向 平 等 的 运 动 逐 渐 取 得 成 果 。 当 然 ，圣灵 

的 恩 賜 肯 定 与 性 别 无 关 。 倘若今天圣灵把  

恩 賜 賜 给 妇 女 ， 她 们 又 接 受 事 奉 所 需 的 W  

练 ， 就 可 以 有 更 多 的 领 袖 位 a 给她们承

担 ， 与 男 性 共 同 事 奉 。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  

不 同 的 地 位 ， 而 忽 略 相 互 之 间 的 平 等 关  

系 。

在 神 的 面 前 ， 有 信 心 的 妇 女 就 与 有 信

心 的 男 性 享 有 同 等 地 位 。 在 主 耶 好 基 b

里 ， 并 没 有 性 别 ， 种 族 或 社 会 地 位 之 分 1

“ 因 为 你 们 在 基 督 耶 穌 里 都 成 为 一  了#

( 加 三 2 8 ) 。 这 一 节 经 文 是 论 及 称 义 ’ $

不 是 主 张 社 会 主 义 。 在 保 罗 时 代 ’ 人

於 性 别 、种 族 和 社 会 地 位 ，仍 有 很 大

这 - 节 经 文 ， 也 包 含 了 改 变 社 会 生 ^

子 。 在 那 些 认 识 神 的 人 中 ， 种 族 ， 存

位 （奴 仆 和 自 由 人 ） 之 间 的 距 离 ， 、

在 ； 而 性 别 亦 然 。 u  H  /W 妒
Ron a l d

参 “ 夏 娃 ” 1 7 2 2 。 the BltJie

参 考 书 目 ： D . G .  8 丨〇6 扣 ^ 辦 ，

S e x i s t ?  S . B .  C l a r k .  M a n  a n w〇rd 〇i

Christ ; S . F o h ，W o m e n  a n d  ^  Churct>

G o d ;  E . M .  H o w e .  W 〇 m & n & 

L e a d e r s h i p ； J B .  H u r l e y .  ^



sh^ng jing zhong de gong zu6 guan 137)

git>lical
Perspective;  P . K .  J e w e t t ,  M a n

bs
Male

a n d  F e m a l e ;  G . W .  K n i g h t ,  The N T

act1ing on the Role Relationship of M e n

A . M i  c k e l  s e  n ,H }/\/〇m e n ;

A〇th〇rity. a n d  the Bible; C.C.  R y r i e

W o m e n ,  

The

place 〇f W o m e n  in T h e  C h u r c h ;  A . B . 

Spencer. B e y o n d  the C u  rse: W o  m e  n

Called to Ministry;  L .  S w i d l e r ,  Biblical 

affirmations of W o m e n ;  P .  T r i b l e .  G o d  a n 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圣 经 中 的 工 作 观
Work, Biblical View of
sh6ng j l ng z h o n g  d e  g o n g  z u 6 g u a n

圣 经 对 工 作 的 观 点 ， 有 几 种 不 同 的 #  

法。通 常 这 词 语 有 很 广 泛 的 用 法 ， 或 指 神  

在 创 造 世 界 和 救 赎 她 的 百 姓 的 行 动 ， 或 是  

指 人 背 叛 或 顺 服 的 行 为 。 工 作 的 狭 义 是 指  

“固 定 的 职 业 或 工 作 ” （这 篇 文 章 的 主  

@ )  •，在 圣 经 中 ， 工 作 是 受 到 牌 崇 的 。

工作的价值

圣 经 对 工 作 的 正 面 看 法 ， 是 基 於 圣 经  

中 有 关 神 的 教 训 。 圣 经 不 像 其 他 古 代 的 宗  

教 作品， 认 为 创 造 的 工 作 不 合 乎 至 高 者 的  

身分， 圣 经 却 不 以 神 是 一 位 工 作 者 为 可  

耻。祂 被 描 述 为 一 位 工 匠 ， 宇 宙 是 祂 “指 

头所 造 的 （诗 八 3 > 。 他 用 材 料 作 工 ， 正 

像 窑 匠 用 泥 作 器 皿 （赛 四 十 五 胚 胎  

在 母 腹 中 成 长 的 复 杂 过 程 ， 以 及 广 大 穹 苍  

的 铺 张 都 显 示 他 髙 度 的 技 巧 （诗 一 三 九  

13-16， 十 九 1 > 。 事 实 上 ， 所 有 受 造 之 物 ， 

都 见 证 神 的 智 慧 和 技 巧 （诗 一 〇 四 2 4 > 。 

全 能 的 创 造 主 ， 甚 至 有 祂 休 息 的 日 子 （创 

二 2 、 而 在 那 一 周 的 最 后 一 天 ， 祂 观  

看 他 所 造 的 一 切 * 满 意 地 欣 赏 祂 工 作 的 成  

就 《一 川 。

圣 经 生 动 地 描 述 一 位 工 作 的 神 ， 在 耶  

穌 道 成 肉 身 时 ， 到 达 了 顶 峰 。 耶 穌 所 领 受  

的 “工 作 ” （约 四 3 4 > ， 当 然 是 无 与 伦 1：匕 

的 救 赎 工 作 ， 但 祂 也 有 一 般 的 工 作 。 跟 ?也 

间 时 代 的 人 ， 知 道 祂 “是 那 木 匠 ’’ （可 六  

3 >。 在 新 约 时 代 ， 木 匠 是 体 力 劳 动 的 111 

作。 所 以 耶 稣 在 圣 殿 中 发 义 怒 ， 推 翻 兑 换  

钱 银 的 桌 子 ， 赶 出 买 卖 祭 牲 的 人 （约 =  

丨4- 丨 6 > , 显 示 祂 并 非 苍 白 、 软 弱 ， 而 是

双 背 强 壮 有 力 的 男 子 。祂 多 年 辛 勤 劳 动 ， 

使 用 斧 子 、 锯 子 、 锤 子 ， 使池的 手粗 壮 有  

力 。 艰 辛 ，体 力 的 劳 动 并 非 与 神 子 辟 贵 的  

身 分 不 相 称 。

倘 若 圣 经 有 关 神 的 教 训 ， 加强了工作  

的 尊 严 ， 那 么 ， 有 关 人 类 被 造 的 记 录 中 ， 

则 显 示 了 工 作 是 正 常 的 。 神 把 人 “安 a 在 

伊 甸 园 ， 使 他 修 理 ， 看 守 ” （创二丨 5 > 。 

神 第 一 个 吩 咐 是 要 人 生 养 众 多 ， “遍 满 地  

面 ，治 理 这 地 ’’（一 2 8 >， 暗 示 了 男 人 和  

女 人 要 做 很 多 工 作 》 今 日 的 人 天 天 作 工 ， 

不 管 他 们 承 认 神 与 否 ，正 是 服 从 创 造 他 们  

之 神 的 命 令 。 因 此 ，工 作 并 不 是 人 犯 罪 堕  

落 的 结 果 （虽 然 犯 罪 的 确 破 壤 了 工 作 的 条  

件 ， 创 三 1 7 - 1 9 ) 。 工 作 是 神 从 人 类 有 历  

史 以 来 ， 为 着 人 类 的 好 处 ， 已 经 计 划 好  

的 ； 就 如 每 天 的 日 落 ， 工 作 对 人 来 说 ， 是 

自 然 的 事 （诗 一 〇 四丨9 - 2 3 )。

圣 经 既 如 此 强 调 工 作 的 尊 严 和 正 规 ， 

就 不 难 理 解 圣 经 对 懒 惰 予 以 强 烈 指 摘 ： 

“懒 惰 人 哪 ，你 去 察 看 蚂 蚁 的 动 作 就 可 得  

智 恝 ” 《箴 六 〇  ; 保 罗 同 样 率 直 地 说 ： 

‘‘若 有 人 不 肯 做 工 ， 就 不 可 吃 饭 。” （帖后  

三 1 0 ) 他 自 己 立 下 了 好 榜 样 （徒 二 十 3 3 _

3 5 ; 帖 前 二 9 >。 他 坚 持 那 些 不 作 工 的  

人 ， 即 使 为 了 属 灵 的 理 由 ， 若 倚 靠 别 人 生  

活 ， 是 不 为 教 外 的 人 所 尊 ® 的 （帖前四

1 1 、 丨 努 力 工 作 嗛 取 工 资 的 人 ， 可以  

为 教 会 的 事 奉 提 供 物 质 或 金 钱 的 资 助 （弗 

四 2 8 ) 。

职业和动力

在 圣 经 时 代 ， 希 腊 人 和 罗 马 人 工 作 的  

分 类 ， 是 按 照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或 需 要 而 定 。 

例 如 日 常 的 操 作 劳 动 被 视 为 次 於 智 力 或 脑  

力 劳 动 的 工 作 。

犹 太 人 的 教 训 强 烈 反 对 这 种 看 法 ； 他 

们的拉比教导••“不 要 恨 恶 劳 力 的 工 作 。” 

(《传 道 经 》 七 丨 5 > 即 使 学 者 也 要 抽 出 一  

些 时 间 参 与 劳 动 。 只 有 极 少 的 工 商 业 ， 被 

视 为 令 人 厌 恶 的 ， 例 如 制 革 工 人  <但这个  

忌 讳 很 快 就 被 早 期 教 会 消 除 了 一 参 徒 九  

4 3 ) 。 但 圣 经 中 没 有 指 定 在 神 的 眼 中 ， 有 

哪 些 工 作 更 有 价 值 。 主 呼 召 工 匠 （出三十  

一卜丨丨>， 也 呼 召 先 知 （赛 六 8 、 9 > 。 阿 

縻 司 是 采 摘 采 子 的 ，却 奉 召 作 先 知 （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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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丨：n , 但 并 没 有 显 示 他 是 升 上 了 较 高  

的 位 贸  <，与 此 相 若 ，主 耶 稣 呼 召 一 个 税 吏 ， 

使 他 更 改 他 的 职 业 （可 二 1 4 > ， 而 另 — 个  

税 吏 ， 主 却 容 他 留 於 原 有 的 岗 位  < 路 十 九  

1 - 丨（）> „ 宽 要 的 不 是 职 业 的 性 质 ， 而 是 想  

意 服 从 神 所 呼 召 的 心 志 ， 不 论 投 身 哪 一 种  

工 作 ， 都 忠 心 为 主 作 见 证 。

当 然 ， 有 些 人 不 能 选 择 他 们 的 工 作 。 

他 们 中 间 有 受 庖 的 仆 人 （出 十 二 4 5 ; 可  

一 2 0 > 和 奴 仆 （撒 上 八 1 0 - 1 3 ; 弗 六 5 > 。 

尤 其 是 后 者 ， 必 须 服 从 命 令 ， 否 则 要 面 对  

惩 罚 。 有 的 根 本 不 可 能 以 他 们 的 工 作 为 职  

业 ， 但 保 罗 明 确 地 指 出 ， 即 使 是 强 迫 性 的  

劳 动 ， 也 是 神 呼 召 的 一 部 分 ， 应 该 接 受 ， 

不 要 企 图 改 变 （林 前 七 2 0 - 2 4 〉。

按 照 新 约 的 记 载 ， 保 罗 对 奴 仆 和 主 人  

所 提 出 的 忠 告 ， 指 出 了 激 发 所 有 基 督 徒 对  

工 作 应 有 的 动 力 。 每 样 事 工 必 须 为 神 而  

作 〃 那 些 发 令 的 和 监 督 的 ， 当 知 道 ， 他 们  

同 有 一 位 主 （弗 六 至 於 那 些 受 命 作  

工 的 ， 无 论 作 什 么 ， 必 须 记 得 他 们 是 为 主  

而 作 （西 三 2 3 - 2 5 ) 。 无 论 何 时 ， 都 要 从  

心 里 作 出 来 《弗 六 5 - 8  > 。 他 们 若 忠 心 作  

工 （不 偷 窃 ， 且 要 显 出 他 们 是 可 靠 的 > ， 

就 能 领 其 他 人 归 信 主 （多 二 9 、 1()>。

奴 仆 的 工 作 环 境 常 是 很 恶 劣 的 。 他 们  

的 工 作 盘 过 多 ， 没 有 保 陣 ， 对 於 蛮 不 讲 理  

的 雇 主 ， 也 只 好 顺 服 （彼 前 二 丨 8 > 。 圣 经  

的 教 导 ， 是 要 基 督 徒 工 人 有 更 超 越 的 动  

力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圣 经 对 於 那 些 所 调  

“创 新 ” 的 工 作 ， 存 有 某 程 度 上 的 怀 疑 。 

工 艺 梢 巧 的 人 ， 可 能 出 卖 他 的 技 艺 才 能 ， 

去 制 造 出 美 丽 的 偶 像 （赛 四 十 1 8 、 1 9 ) 。 

假 若 农 夫 以 他 们 的 工 作 和 所 有 的 收 获 ， 作  

为 他 们 生 命 中 最 重 要 的 中 心 ， 他 们 可 以 变  

成 崇 拜 偶 像 的 人 （路 十 二 1 6 - 2 1 ) 。 错 误  

不 在 於 那 种 技 艺 、 买 卖 或 职 业 ， 而 是 在 工  

作 者 心 中 的 动 机 。 按 圣 经 的 观 点 ， 当 我 们  

存 舂 作 神 好 管 家 的 心 志 作 工 ， 任 何 工 作 都  

有 它 的 价 值 （太 二 十 五 H - 3 0 ) ; 邠 就 垦  

为 神 而 作 ， 并 不 是 为 自 己 ， 或 其 他 K 何 収  

代 神 的 对 象 而 作 。 保 罗 无 可 避 免 地 与 — 些  

工 商 界 人 士 为 敌 ， 他 们 的 动 机 和 既 得 利  

益 ， 受 到 他 所 传 的 福 音 挑 战 （徒 十 六 1 6  - 

2 1 ， 十 九 2 3 - 2 9  ; 参 可  ---- 1 3 - 1 7 ) 。

工 作 关 系
工 作 的 关 系 出 现 问 题 ， 并 不 只 是 ^  

人 所 遇 到 的 。 按 照 圣 经 ， 早 在 人 类 历 ^  

始 时 已 经 存 在 • • 牧 人 亚 伯 和 农 夫 该 隐 之 肖  

的 问 题 ， 说 明 了 罪 的 破 坏 性 ， 能在任何g  

境 ， 影 响 在 一 起 工 作 的 人 （创 四 h  

圣 经 特 别 指 出 了 罪 恶 入 侵 的 两 个 ® 要 ^  

围 ， 是 我 们 必 须 认 知 和 予 以 抵 挡 的 。

第 一 ， 是 买 卖 双 方 的 关 系 。 尤其在丨B 

约 圣 经 ， 对 於 欺 诈 顾 客 的 商 人 ， 有严厉的 

话 ： “主 上 帝 憎 恶 你 们 用 不 公 道 的 斗 飩  

法 码 来 欺 骗 人 。” （申 二 十 五 1 (i ，当代圣 

经  > , “我 若 用 不 公 道 的 天 平 和 食 中 诡 许  

的 法 码 ， 岂 可 苒 为 淸 洁 呢 ？ ” <弥六丨丨）

第 二 ， 圣 经 中 有 一 些 尖 锐 的 说 话 ，论 

及 雇 主 和 雇 工 之 间 的 关 系 。 我们卷见旧约 

先 知 再 次 强 而 有 力 地 批 评 。 神特别关顆 ft 

弱 的 人 ， 使 他 们 得 到 公 平 对 待  <赛- 

1 7 ; 弥 六 8 > 。 因 此 神 的 代 言 人 宣 告 ，神 

的 愤 怒 要 临 到 那 剥 削 他 人 劳 动 力 、亏负工 

人 工 资 的 庖 主 （耶 二 十 二 1 3 ; 玛三 5 ; #  

雅 五 4 > 。 人 若 要 讨 神 的 喜 悦 ， “当停止欺 

压 那 些 为 他 作 工 的 ， 以 公 道 待 他 们 ，给他 

们 当 得 的 工 资 。” （赛 五 十 八 6 ，当代圣经）

在 圣 经 时 代 ， 天 平 常 是 利 於 鹿 主 。但 

圣 经 对 於 自 私 贪 心 的 雇 主 并 非 视 若 无 睹 。 

每 个 工 人 应 得 公 道 的 工 价 （路 十 7 ) , 但 

那 些 有 特 别 权 力 的 人 ， 却 不 得 用 恐 吓 和 ？ 

力 来 增 加 他 们 的 工 价 （路 三 1 4 )。在这方 

面 ， 基 昝 徒 为 其 他 信 徒 工 作 时 ， 就必须特 

别 谨 愤 ， 不 可 利 用 特 殊 的 关 系 来 讨 便 宜  

( 提 前 六 1 、 2 ) 。

为 基 督 作 工

神 是 作 工 的 神 ， 祂 苒 悦 人 勤 劳 作 工 ， 

而 且 从 心 里 作 工 „ 这 个 信 念 在 圣 经 有 关 s  

督 徒 对 世 俗 的 工 作 应 有 态 度 的 教 训 中 ，占 

中 心 的 位 H 。 很 自 然 地 ， 新约延续有关工  

作 的 教 导 ， 以 同 样 正 面 的 语 调 ， 涵盖所 S  

基 督 徒 的 牢 奉 ， 包 括 收 取 工 价 的 或 是 义 务  

工 作 的 。 耶 稣 曾 说 ， 世 界 是 神 的 禾 场 ，等 

待 着 驻 督 徒 去 收 割 庄 稼 ， 传 扬 福 音 （太^ 

3 7 、 3 8 ) 。 保 罗 同 样 使 用 农 耕 的 比 咕 ，旦 

加 上 建 造 的 工 程 来 描 述 主 传 扬 福 音 和 教 9 

的 工 作  < 林 前 三 ( 5 - 1 5 > 。 教 会 的 领 袖 定 g  

特 别 努 力 作 工 ， 以 致 激 励 神 所 有 的子民



..常 常 竭 力 多 做 主 工 ’’ （林 前 十 五

然 而 ， 没 有 一 个 基 督 徙 在 神 的 工 作  

纟，是 自 为 庖 主 的 。 基 锊 徒 顶 多 苒 为 “神 

的 工 ” （林 前 三 9 ) 。 保 罗 自 己 从 不 忘 记  

不 管 他 怎 样 劳 碌 辛 觔 为 主 作 工 ， 除 非 神 在  

他甩面， 箝 笤 他 作 工 》 他 总 不 能 作 成 什 么  

{林前十五丨〇>。 “我 也 为 此 劳 苦 ， 照 着 他  

在 我 电 面 运 用 的 大 能 尽 心 竭 力 。’’ （西 一

29)

David H. Field

参 - 职 业 " 2 3 2 0 。

参考书 目 ： G .  B a u m ,  TA?e f V / o r / f y  o f  

Labor; A .  R i c h a r d s o n .  T h e  Biblical 

Doctrine of W o r k ; G . R u p p ; T h e  

Righteou s n e s s  o f  G o d ; G . W i n g r e n ,  

Luther on Vocation.

圣 经 中 的 律 法 观
Law. Biblical Concept o f
shing j ing z h o n g  d e  ID fS g u a n

神 用 来 把 池 的 子 民 分 别 为 圣 归 於 她 的  

- 种 途 径 。 “律 法 ” 的 本 质 及 内 容 可 能 会  

改变， 但 目 标 仍 旧 一 样 ： 迈 向 成 熟 ， 与 神  

的 形 象 一 致 。

救恩及历史脉络

当 人 按 着 神 的 形 象 受 造 ， 他 便 从 他 的  

创 造 者 领 受 了 荣 耀 、 治 权 及 每 日 的 需 用  

(创一 2 7 - 3 0 ) 。 可 是 ， 当 人 的 地 位 提 升 ， 

代 替 神 去 管 治 祂 所 创 造 的 tii•界时， 人 必 须  

向 神 证 明 他 的 忠 心 。 因 此 ， 神 设 立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试 验 . • 分 别 善 恶 树 。 人 被 禁 止 去 吃  

分 別 善 恶 树 上 的 果 子 （二 1 7 > 。 人 的 不 顺  

服 使 人 不 配 与 神 相 交 。 人 是 反 叛 的 ， 本 性  

奸 诈 ， 就 如 后 来 该 隐 （四 洪 水 时  

代 的 人 （六 含 和 迦 南 （九丨8 -26, 

十6 - 2 0 ) ， 以 及 建 巴 别 塔 的 人 （十一丨 - 9 >  

所 显 示 的 一 样 。

可 是 ， 在 这 情 况 之 下 ， 耶 和 华 仍 施  

恩，？I k呼 召 了 亚 伯 拉 罕 。 祂 应 许 賜 福 给 他  

和 他 的 后 嗣 ， 并 且 賜 福 跟 他 有 同 一 信 仰 的  

万 族 （十 二 2 、 3 , 十 七 4 - 7 ) 。 亚 伯 拉 罕  

以 信 心 回 应 神 的 呼 召 （十 五 (；）， 愿 意 遵  

行 刻 礼 ， 作 为 与 神 立 约 的 记 号 （十 七  

丨 〇 ; 参 二 十 一 幻 ， 而 且 以 正 直 的 心 行 在  

神 的 面 前 （十 七 丨 > 。 亚 伯 拉 罕 后 来 知 逬 ，

神 以 他 的 主 权 及 怜 悯 拣 选 了 他 ， 目的是要  

亚 伯 拉 罕 的 家 族 ， 以 “采 公 行 义 ” 来与其  

他 国 家 分 别 出 来 （十八丨9 >。 虽然亚 伯拉  

罕 仍 未 领 受 详 细 的 律 法 ，耶和 华却苒悦祂  

的 仆 人 亚 伯 拉 罕 ， 因 为 他 是 一 个 正 直 的  

人 。 他 的 心 与 神 一 致 ， 因此 他乐意遵行神  

的 命 令 。

信 心 之 父 也 是 忠 心 之 父 ，耶和 华见 证  

亚 伯 拉 罕 说 是 “听 从 我 （神 ）的 话 ，遵守  

我 的 吩 咐 和 我 的 命 令 、律 例 、法 度 ” （二 

十 六 5 L 他 的 信 心 结 出 了 称 义 的 果 子  

( 雅二  2 1 - 2 4 >。

虽 然 以 色 列 人 蒙 耶 和 华 賜 福 ，使他们  

的 人 数 增 加 ，又 领 他 们 出 埃 及 地 、过 红 海 ， 

并 且 与 他 们 同 在 ，但 以 色 列 人 没 有 以 信 心  

回 应 祂 。 他 们 在 西 乃 山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 

以 及 摩 押 平 原 向 神 发 怨 言 。 他们显明了自  

己 是 悖 逆 及 硬 t 颈 项 的 百 姓 （出 三 十 二 9 ， 

三 十 三 3 、 5 ，三 十 四 9 ; 申 九 6 、 丨3>。 虽 

然 以 色 列 人 显 露 了 他 们 的 品 性 ， 耶和华 仍  

对 亚 伯 拉 罕 保 持 信 实 ， 与 以 色 列 人 立 约 。 

以 色 列 人 成 为 他 的 子 民 ， 作 祭 司 的 国 度 ， 

为 圣 洁 的 国 民 （出 十 九 5 、（5 ; 申 二 十六  

1 8 、 丨9>。 神 向 以 色 列 人 颁 布 十 诫 、律例  

及 约 ， 并 且 以 两 块 法 版 为 记 （出 三 十 二  

1 5 、 1 6 >。 在 摩 西 因 着 百 姓 拜 金 牛 犊 而 大  

大 发 怒 ， 打 晬 了 法 版 之 后 ， 神 重 申 其 约 ， 

再 将 它 写 下 来 （三 十 四 2 8 > 。 颁 布 的 律 法  

一 方 面 反 映 了 神 的 恩 典 和 忍 耐 ， 暂 不 审 判  

以 色 列 的 罪 行 （三 十 四 6 、 7 > 、 以及池 决  

意 使 用 以 色 列 去 展 开 他 对 世 界 的 救 赎 计  

划 。 另 一 方 面 ， 也 反 映 了 以 色 列 的 不 成 熟  

及 顽 梗 。 因 此 、 旧 约 中 的 律 法 含 有 积 极 及  

消 极 的 目 的 。

旧约中的律法

对 於 神 的 律 法 ， 旧 约 圣 经 使 用 许 多 词  

语 来 表 达 这 观 念 。 其 中 M 普 遍 的 是 “妥 

拉 ”， 它 意 味 着 任 何 形 式 的 指 示 ， 包 括 宗  

教 及 世 俗 的 、 书 写 及 口 传 的 ，神 和 人 发 出  

的 。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就 是 神 的 律 法 ， 是由摩  

西 传 给 众 人 的 （出 二 十 1 9 ; 申 五 2 3 - 2 7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拒 绝 神 直 接 口 述 的 启 示 ， 律 

法 就 藉 苕 神 的 仆 人 摩 西 传 给 众 人 了 （约一

律 法 的 同 义 词 有 ： 话 （参 出 二 十 四 3,

sheng jing zhong de Id f5 guan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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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2 7 > 、 审 判 （参 出 二 十 四 3 > 、 律 例

( 参 利 十 1 1 ;; 民 三 十 丨 G ; 申 四 1 > 、 典 章

(参 利 三 1 7 ; 民 九 1 2 、 11 ; 申 六 2) 、 诚 命

(参 申 五 2 8 ， 六 I 、 叫 、 训 词 （不 见 於 摩

西 五 经 的 一 个 希 伯 来 词 语 ， 参 王 上 二 3 ;

诗 十 九 7 ， -—— 九 4 、 1厂> 、 '11、 4 0 、 4 5 、

5 (i % (i 3 , 6 1[>、 7 8 、 8 7 、 9 3 、 9 4 、 1 0 0 、

1 0 4 、 1 1 0 、 1 2 8 、 1 3 4 ,  1丨4 1 、 1 5 9 、 1 6 8 、

1 7 3 > 、 法 度 <参 申 四 4 3 ， 六 5 0 > ， 又 或 只

简 称 为 “道 ” （参 王 上 二 3 ; 诗 十 八 2 1, 

二 十 五 9 , 三 十 七 3 4 > 。

这 些 字 汇 虽 可 作 语 义 研 究 ， 但 很 难 据  

此 清 楚 分 辨 不 同 律 法 的 差 异 。 一 般 来 说 ， 

“i舌” 是 指 人 对 神 所 尽 的 本 分 ， 特 别 指 十  

诫 （出 二 十 1 , 三 十 四 2 8 > 。 “审 判 ” 包 含  

公 民 条 例 ， 以 及 对 同 胞 和 社 会 的 义 务 （出 

二 十 一  1至 二 十 三 ， 通 常 以 “倘 若 ……  

那 就 …… ” 的 方 式 表 达 出 来 。 在 利 未 记 及  

崇 拜 的 仪 式 中 ， “典 章 ” 含 有 宗 教 规 例 的  

意 思 ， 亦 即 是 礼 仪 上 的 律 法 。 可 是 ， 在 其  

他 背 景 中 ， 尤 其 有 关 律 法 的 一 系 列 同 义  

词 ， “典 章 ” 显 示 了 某 些 期 望 或 规 定 。 

“诫 命 ” 是 由 高 层 权 威 颁 下 的 规 例 。 虽 然  

旧 约 中 有 许 多 代 表 着 律 法 的 字 汇 ， 但 每 一  

个 词 语 的 含 义 往 往 很 难 分 别 出 来 ， 尤 其 是  

类 似 “律 例 和 典 章 ” （申 四 1 、 5 ， 五 1 > 、 

“诫 命 、 律 例 、 典 章 ” （申 六 U 、 “照 着 摩  

西 律 法 上 所 写 的 行 主 的 道 ， 谨 守 他 的 律  

例 、 诫 命 、 典 章 、 法 度 ” （王 上 二 3 > 等 。

我 们 持 守 神 的 律 法 ， 推 动 力 在 於 神 的  

作 为 及 同 在 。 在 传 讲 十 诫 之 前 ， 神 提 醒 我  

们 她 那 大 能 的 作 为 ： “我 是 耶 和 华 你 的 神 ， 

曾 将 你 从 埃 及 地 为 奴 之 家 领 出 来 （出 

二 十 2 > 在 神 拯 救 以 色 列 、 在 西 乃 山 上 向  

他 们 启 示 ， 并 且 使 以 色 列 人 分 别 为 圣 ， 

作 祂 的 子 民 时 ， 神 是 以 “父 亲 ” 的 身 分 与  

他 们 相 交 。 祂 收 养 以 色 列 人 为 儿 子 ， 使 他  

们 分 别 为 圣 ， 那 就 是 宣 告 他 们 为 圣 洁 （出

十 九 （；， 三 H ---- 1 3 ; 利 二 十 8 ， 二 十 二

3 2 ; 参 罗 九 4 > 。 救 赎 和 分 别 为 圣 的 观 念 ， 

有 时 会 放 在 一 起 ， 但 无 论 如 何 ， 这 两 个 观  

念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我 是 叫 你 们 成 圣 的 耶  

和 华 。” （利 二 十 二 3 2  > 简 单 地 说 ， 顺 服  

的 基 础 就 是 耶 和 华 的 名 ： “我 是 耶 和 华 ” 

( 参 利 十 八 6 、 2 1 、 3 0 ， 十 九  1 0 、 1 4 、 1(5、 

I H 、 川 、 3 0 、 3 】、 3 4 、 3(5、 3 7 > 。 实 践

圣 洁 之 必 要 条 件 ， 也 是 神 同 在 的 经 历 。耶 

和 华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要 圣 洁 ， 因为他是圣结

的 神 （利 i ----H 、 ] 5 ， 十 九 2 )。“以色列

的 圣 者 ” 住 在 他 的 子 民 中 间 （出二十五 8, 

二 十 九 4 5 ; 民 五 3 ， 三 十 五 3 4 > 。

若 非 颁 下 极 之 淸 楚 的 迫 德 、 社 会 、公 

民 及 宗 教 规 则 ， 悖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又 怎 能 明  

白 神 的 要 求 呢 ？ 耶 和 华 知 道 他 们 没 有  

“心 ” 忠 於 所 立 之 约 亊 奉 祂 （申五 29 K  

按 照 以 色 列 人 的 本 性 ， 他 们没 有可能珑立  

— 套 足 用 的 道 德 及 宗 教 制 度 来 取 悦 神 。由 

於 他 们 的 心 史 ， 神 一 定 要 启 示 （即 “说 

明 ” > 祂 的 旨 意 。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及 古 代 近 东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反 映 了 当 时 古 代 近 东 的  

习 俗 „ 古 代 巴 比 伦 的 法 典 （伊 施 嫩 纳 法 典 、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 看 来 与 圣 经 的 法 典 相 f t L  

除 个 案 类 同 外 ， 亦 包 括 法 律 结 构 （决疑 

法  > 。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与 众 不 同 ， 因为那是 

神 的 律 法 。 摩 西 是 律 法 的 传 递 者 ，而非颁 

布 者 。不 像 外 邦 君 王 一 样 ，例 如 汉 棋 拉 比 ， 

创 立 一 套 法 典 。 耶 和 华 亲 自 把 律 法 賜 给 以  

色 列 人 （参 申 四 5 - 8 > 。 古 代 近 东 的 律 法  

是 针 对 社 会 治 安 ， 但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是 关 涉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 个 人 、 家 庭 、 社会及宗教  

方 面 。 这 些 律 法 是 要 教 导 以 色 列 人 分 辨 圣  

洁 与 凡 俗 、 洁 净 与 不 洁 、 义 与 不 义 。

旧 约 律 法

旧 约 中 的 律 法 并 非 只 载 於 某 一 卷 书 或  

某 一 部 分 。 此 外 ， 律 法 也 反 映 了 由 沙 渙 地  

( 出 埃 及 记 ） 到 应 许 地 （申 命 记 ）期间的 

发 展 。 旧 约 中 的 法 律 素 材 甚 为 S 杂 ，常有 

差 异 及 蜇 复 。 这 些 悄 况 可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至 二 十 三 章 ，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一 章 ；利未 

记 ； 民 数 记 三 至 六 章 ， 八 至 十 章 ， 十五， 

十 八 ， 十 九 ， 二 十 八 至 三 十 章 ； 申命记五 

至 二 十 六 章 。

十 诚

简 单 地 说 ，十 诫 就 是 神 所 吩 咐 的 “话” 

( 出 二 十 1 > 。 十 诫 记 载 於 出 埃 及 记 二 十 章  

1 至丨7 节 及 申 命 记 五 章 至 2 1 节 。 各条滅 

命 也 分 载 於 其 他 经 文 （例 ： 出三十四丨4、 

1 7 、2 1 ; 利 十 九 1-1 8 ; 申 二 十 七 1 5 、 l f i h  

但 有 少 许 差 异 •*作 为 约 的 一 部 分 ， 十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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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向 以 色 列 人 宣 告 的 ； 现 在 ， 它 已 成 为 基  

# 教 的 道 德 准 则 的 基 础 。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 

丨 楚 记 软 了 道 德 律 法 的 关 切 性 。 我 们 的 主  

g 稱 释 一 切 律 法 的 权 威 （太 五 丨 7 - 4 8 ， 十 

丨 . 8 、9 - 1 4 , 二 十 三 2 3 、 2 4 > 。 耶 稣 把  

_ 法 总 结 为 爱 神 及 爱 人 （参 太 二 十 二 3 7 -  

4 0 ; 可 十 二 ‘2 8 - 3 4 ; 路 十 2 7 ; 罗 十 三 9 ; 

加五丨4 ) 。 由 於 耶 穌 也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 安• 

息 日 与 其 他 诫 命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太 十 二

8 ) . 使 徒 保 罗 也 看 觅 律 法 ， 在 他 的 屈 灵  

的道德中， 反 映 了 神 的 律 法 就 在 信 徒 心 中  

(参罗八丨- 1 7 , 十 二 丨 至 十 五 1 3 ; 林 前 二  

6.16，五丨至八丨3 ,  十 2 3 至 —— 1 ; 加 五  

13至六 1 0 ; 弗 四 1 7 至 六 9 ; 腓 二 1 - 1 8 ; 西 

三丨 至 四 帖 前 四 丨 - 丨 2 , 五 1 2 - 2 4 ; 帖 后  

三6 .丨5 ; 提 前 六 3 - 1 0 ; 多 三 1 - 1 1 > 。

耶 和 华 把 十 诫 写 在 两 块 石 版 的 两 面  

(出三十二1 5 、 1 6 , 参 三 十 四 2 8 > 。 我 们  

不 知 道 那 两 块 版 是 否 相 同 、 十 诫 如 何 划  

分，并 且 十 诫 的 次 序 怎 样 排 列 。 这 两 块 法  

皈保 存在 约 柜 之 内 ， 作 为 立 约 的 见 证 （出 

四十20)

约 书 （出 二 十 2 3 至 二 十 三 1 9 >

立 约 法 典 的 目 的 ， 是 要 说 明 及 实 行 一  

套法则，以 致 遵 守 这 法 典 的 以 色 列 民 能 够  

反映冲对公义、 爱 、 和 平 及 生 命 价 值 的 关  

注。在 约 书 中 ， 律 法 主 要 是 决 疑 方 面 的 。 

这 些 律 法 制 定 了 农 业 社 会 的 生 活 ， 涉 及 仆  

人、驴子、 牛 、 羊 及 田 地 方 面 。 有 适 用 於  

各沖 关 系上 的条文 ， 例 如 ： 妇 女 （包 括 寡  

妇）、外 族 人 、 孤 儿 ， 以 及 法 律 事 务 （借  

资、賠偿、 拥 有 权 ） 和 宗 教 义 务 （祭 坛 、 

安息日）等 项 。 一 般 而 言 ， 律 法 要 求 把 夺  

取 之 物 归 还 物 主 ， 但 当 涉 及 人 命 的 时 候 ， 

就 不 用 此 例 （出 二 十 一 1 2 、 1 6 、 2 0 、 2 2 、

23、2 9 , 二 十 二 2 、 3 > ， 尤 其 涉 及 家 庭 方  

面 （二十一  1 5 、 1 7 、 2 2 - 2 5 ) 。 有 关 各 项  

判 例 法 的 刑 罚 法 则 ， 淸 楚 表 明 人 命 的 价  

值，这 是 受 到 “复 仇 法 则 ” 保 护 的 。 在 旧  

约中，这 法 则 并 非 表 示 缺 乏 宽 恕 ， 它 只 是  

用 来 维 系 社 会 及 施 行 公 正 的 法 律 原 则 。 约 

书以原则及例证， 去 解 释 以 色 列 人 怎 样 一  

起，接 受 神 的 律 法 ， 并 且 公 正 地 （没 有 歧  

视 或 扭 曲 人 的 权 利 ）、 有 爱 心 地 （关 怀 受  

牵连 的各 方人士 ） 及 和 平 地 施 行 律 法 。

祭司的法则

在 祭 司 的 法 则 中 ， 表 达 了 神 对 於 圣 洁  

及 洁 净 的 关 注 （出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一 ， 三十  

五 至 四 十 ； 利 一 至 二 十 七 ； 民 四 至 十 > »  

这 些 规 例 包 括 i t 造 会 楮 、 按 立 祭 司 、 奉献  

及 献 祭 、 洁 净 之 例 、 圣 日 和 许 愿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会 幕 安 放 在  

他 们 的 茜 地 中 间 。 它 象 征 了 神 与 他 的 子 民  

同 在 „ 祭 司 及 利 未 人 在 会 嵇 四 周 安 营 ， 以 

事 奉 及 保 护 神 的 圣 所 • • 所 有 支 派 都 围 萏 会  

禅 居 住 ， 虽 然 各 支 派 不 能 进 入 会 幕 的 每 一  

角 落 ， 但 也 要 遵 行 洁 净 之 礼 ， 才 可 以 住 在  

营 地 中 。 任 何 人 若 在 礼 仪 上 不 洁 （利 十 三  

4 6 ; 民 五 1 - 5 > ， 或 犯 了 大 罪 ， 都 要 居 於  

营 外 （利 二 十 四 10-2 3 ; 民 十 五 3 2 - 3 6 ) 。 

这 规 例 甚 至 延 用 於 被 玷 污 之 物 （利 八 1 7 ， 

九 ⑴ 。

藉 苕 指 定 的 奉 献 及 祭 物 （利 一 至 七 ， 

十 六 ； 民 十 五 1 - 3 1 , 二 十 八  神 保 证 会  

宽 恕 以 色 列 人 无 意 千 犯 的 罪 。 那 些 奉 献 及  

祭 物 都 具 体 地 表 达 了 献 祭 者 祈 求 宽 恕 、 奉 

献 或 与 神 相 交 。

祭 司 及 利 未 人 教 导 神 的 律 法 （申 三 十  

— 9 • 1 3 施 行 律 例 ， 并 且 在 院 中 亊 奉  

( 申十七 8 -丨 3 > 。

圣 洁 的 规 例 （利 十 七 至 二 十 六 〉

在 利 未 记 中 ， 圣 诘 的 规 例 占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部 分 。 庳 西 在 此 晓 渝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 参 利 十 七 2 ， 十 八 2 ， 十 九 ‘2 ， 二 十 2 ， 二 

十 一 2 4 ， 二 十 三 2 ， 二 十 四 2 ， 二 十 五 2 ， 

二 十 六 4 6 , 二 十 七 2 K

这 些 法 则 都 是 以 禁 制 及 直 接 命 令 的 方  

式 来 传 达 。 其 中 包 括 献 祭 之 所 ， 以 及 禁 止  

吃 有 血 的 肉 （利 十 七  > ， 也 有 禁 止 乱 伦 的  

行 为 （十 八 ， 二 十 1 1 - 2 1 ) ; 还 有 提 升 敬  

虔 、 圣 洁 、 公 义 及 爱 的 法 则 （第 十 九 章 > 。 

刑 罚 的 法 则 是 用 来 惩 罚 那 些 违 反 规 例 的 人  

( 二 十 ， 二十四丨〇- 2 3 >。 第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四 章 是 实 施 於 祭 司 及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的 宗 教  

规 例 。 设 立 安 息 年 及 禧 年 ， 是 为 了 让 人 可  

以 免 除 愤 务 、 获 得 自 由 及 归 还 土 地 （第二  

十 五 章 > 。

圣 诘 的 规 例 说 明 了 圣 洁 子 民 所 必 徭 的  

索 质 。 那 就 是 献 身 予 神 （奉 献 、 献 祭 、 祭 

司 > , 以 及 在 公 义 、 和 平 、 自 由 、 人 命 价  

值 、 家 庭 方 面 ， 显 明 对 人 的 爱 。 许 多 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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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反 映 了 十 诫 的 桔 神 （利 十 九 3 、 4 、 丨1 - 

1 3 、 1 (»-1 8  , 3 0 、 3 2  >〇

应 许 与 咒 诅 是 跟 圣 洁 的 规 例 息 息 相 关  

的 （利 二 十 六 > 。 当 人 违 反 律 法 ， 带 来 的  

咒 诅 就 是 放 逐 异 邦 。 可 是 ， 在 律 法 及 惩 罚  

之 下 ， 往 往 有 神 的 恩 典 ， 神 应 许 白 白 地 宽  

恕 他 们 的 罪 ， 并 m 立 那 已 受 破 坏 的 约 （二  

十 六  4 4 、 4 r> > 。

M *命 i d 的 作 法

申 命 记 的 律 法 ，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处 於 新  

的 历 史 悄 况 下 ， 详 细 阐 释 及 重 新 应 用 约  

书 。 当 摩 西 向 以 色 列 人 槪 述 神 的 律 法 ， 他 

们 正 要 进 入 应 许 之 地 （申 一 5 > 。 在 此 ， 

约 书 中 的 非 个 人 化 素 材 ， 变 成 了 个 人 化 的  

申 述 。 摩 西 大 力 呼 吁 以 色 列 人 忠 於 耶 和  

华 ， 也 忠 於 所 立 的 约 及 约 的 条 文 。 在 申 命  

记 的 律 法 中 ， 预 见 百 姓 进 到 应 许 地 ， 有 中  

央 的 圣 所  < 申 十 二 5 、 1 1 、 1 4 、 1 8 ， 十四  

2 3 , 十 五  2 0 ， 十 六  5 - 7 、 1 6 、 ‘2 1 ， 十 七  8, 

十 八 6 , 二 十 六 2 , 三 十 一 1 1 ) ， 并 有 王  

( 申 十 七 1 [ 2 ( ” 。 祝 福 与 咒 诅 推 动 人 忠 於  

所 立 之 约 （申 二 十 八  >。 但 以 色 列 人 也 在  

此 得 到 保 证 ， 即 使 他 们 破 坏 了 神 的 律 法 ， 

耶 和 华 仍 然 恩 待 及 宽 恕 他 们 „

律 法 的 目 的

在 西 乃 山 上 启 示 的 律 法 ， 是 要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更 亲 近 神 。 纵 然 他 们 悖 逆 ， 神 却 用  

律 法 作 为 义 的 工 具 ， 去 明 确 地 教 导 他 们 什  

么 是 罪  < 参 罗 五 ‘2 0 ， 七 7 、 8 > ， 并 且 叫 以  

色 列 人 知 道 他 们 应 当 怎 样 行 正 路 ， 以 致 他  

们 不 会 被 罪 所 玷 污 ，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保 持 圣  

洁 。 律 法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老 师 及 看 管 人 （加 

三 2 4 K 律 法 中 详 尽 地 解 释 了 生 活 的 各 个  

层 面 （工 作 、 社 会 、 家 庭 、 宗 教 信 仰 、 国 

家 在 神 与 以 色 列 人 的 交 往 中 ， 这 一 切  

十 分 贲 要 。 以 色 列 是 在 一 片 特 别 的 土 地 上  

迮 立 的 国 家 ， 是 神 治 的 政 体 ， 并 且 需 要 一  

套 立 法 文 献 。 况 且 ， 从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的 情 况 ， 可 见 他 们 不 能 够 接 受 直 接 的 启  

示 ， 必 须 藉 苕 摩 西 ， 那 启 示 才 可 以 传 递 给  

民 众 。 启 示 一 定 要 详 尽 ， 因 为 以 色 列 人 不  

直 觉 到 神 的 圣 洁 • 公 正 、 公 义 、 爱 及 忍 耐  

的 启 示 对 他 们 有 何 要 求 。 以 色 列 人 沿 袭 了  

埃 及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必 须 从 启 示 中 学 习 神  

的 旨 意 。 可 是 ， 庳 西 及 先 知 同 样 强 调 ， 律

法 的 目 的 并 非 只 在 律 法 本 身 （栉 法 主义 、 

又 或 是 为 了 得 着 奖 赏 （法 利 赛 主 义 ）而设.， 

遵 守 律 法 是 对 神 表 示 忠 诚 ， 只为了神的後  

故•， 我 们 的 主 证 实 了 律 法 的 目 的 ： 为耍逮 

立 一 个 有 动 力 的 生 活 方 式 ， 使人继续寻求  

神 的 国 和 神 的 义 （太 六 3 3 >。

神 的 律 法 是 他 令 子 民 成 圣 的 途 径 „ 辟 

瞀 m 的 恩 典 ， 祂 使 以 色 列 人 分 别 为 圣 ，并 

且 要 他 们 保 持 圣 诘 。 耶 稣 证 实 了 律 法 是 要  

叫 人 知 罪 ， 而 且 因 此 归 向 驻 督 。 在十字架 

上 ， 我 们 的 主 背 负 了 律 法 的 惩 罚 ，更典.确 

的 应 验 了 神 的 同 在 ， 也 成 就 了 天 父 对 赎 邪  

的 期 望 ， 并 且 显 明 了 天 父 的 爱 。 池既是神 

的 儿 子 ， 他 的 位 分 比 摩 西 高 。 池把律法的  

精 义 ， 总 结 了 神 的 要 求 ， 那就是爱神及爱  

邻 舍 （太 二 十 三 2 3 、 2 4 ; 路 十 一  42-44 K  

耶 穌 教 导 众 人 ， 顺 服 并 非 为 了 奖 赏 ，乃是 

为 了 作 盐  < 太 五 〗 3 ) 和 作 光 （太五  

1 6 ; 参 弗 四 1 7 至 五 ‘2 0 > ， 并且要 结 出果 子  

( 约 十 五 1 - 1 7 >。 神 的 律 法 是 要 逐 渐把神 

的 儿 女 改 变 ， 使 他 们 可 以 反 映 出 神 的 儿 子  

的 形 象 （罗 八 2 9 ; 林 后 三 1 8 ; 西三丨0 >， 

而 且 效 法 父 神 （弗 五 1 、 又被圣灵充  

满 （五 1 8 、 2 2 - 2 4 ) 。 为 了 这 个 缘 故 ，耶 

穌 賜 给 我 们 “八 福 ” 及 “登 山 宝 训 ”，总 

结 了 摩 西 和 众 先 知 的 教 训 （太 五 至 七 > 。

律 法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使 重 生 的 人 变 得 成  

熟 。 厲 灵 的 成 熟 并 非 只 是 在 基 锊 以 后 的 基  

督 徒 享 有 的 专 利 ， 旧 约 中 的 圣 徒 亦 与 神 同  

行 （以 诺 ， 创 五 2 2 、 2 4 ; 挪 亚 ，创六 9; 

亚 伯 拉 罕 ， 创 十 七 1 > 。 这 些 都 是 成 熟 的  

人 ， 他 们 在 神 面 前 都 是 正 直 地 生 活 （参创 

十 七 1 ; 申 十 八 1 3 ; 诗 十 五 〗 、2 , 十 八 2 G , 

一  O  — 2 、 6 , -----九 8 0 ; 箴 十 一 5 > 。

成 熟 或 正 直 就 是 对 神 的 回 应 ，信徒不 

再 需 要 为 着 守 约 而 活 ， 又 或 者 活 在 犯 罪 和  

犯 错 的 恐 惧 中 ， 却 是 苒 欢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 诗 一  2 , ----- 二 1 ) 。 自 从 莪 饵 降 临 及 五

旬 节 之 后 ， 圣 灵 就 浇 池 在 每 一 个 信 徙 身  

上 。 基 督 的 来 临 并 非 只 是 要 把 神 的 律 法 放  

在 他 们 里 面 （耶 三 十 一 3 3 ) , 也要藉右戕  

下 敬 虔 果 子 （加 五 2 2 - 2 4 ) , 帮助我们达  

至 基 督 徒 的 成 熟 表 现 。 旧 约 中 某 些 圣 徒 经  

历 成 熟 及 自 由 ， 神 把 圣 灵 賜 给 在 基 督 M 所 

有 的 儿 女 （徒 二 3 9 ; 林 前 十 二 丨 3 > 。祂的 

目 的 仍 是 一 样 （“叫 厲 神 的 人 得 以 完 全 ，



提后二
絆 行 f 样 伊 自 五 旬 节 之 后 ，

… 2 丨丄，径 r 去 达 成 这 目 的 ， 
( •的庄

的迆佼-

1 7 ; 来 十 三  

我 们 便 获 得  

持 守 神 儿 女

律法及’乃 山 上 ， 律 法 溶 合 於 约 的 内 容  

在 西 = 十 四  >。 摩 西 传 给 以 色 列 人  

( 出 1 摩 西 时 代 立 约 的 记 号 。 这 约  

的法版’ 为 一 个 管 理 体 系 ， 神 藉 着 祂 的 律  

的 子 民 分 别 为 圣 。 这 俾 法 维 护 着  

许 ， 直 到 基 督 的 来 临 。 西 乃 山 上 所  
纟^ ^ 调 律 法 能 使 以 色 列 人 敏 於 神 的  

i日 约 中 敬 爱 神 的 圣 徒 ， 都 喜 爱 神 的  

视 为 神 旨 意 的 表 达 ， 也 是 父 神 对 儿  

女的k 注 ， 要 他 们 学 习 去 爱 、 行 公 义 ， 并 

且 在 池 面 前 存 谦 卑 的 心 而 行 （参 创 十 七  

丨；弥 六 8 ) 。 神 的 目 的 是 要 训 练 以 色 列 人  

成为成熟的、 自 由 的 子 民 ， 而 且 合 乎 神 儿  

子的身分。 成 熟 的 信 徒 可 以 正 直 地 站 在 神  

面前，说 ：

因 为 我 遵 守 了 耶 和 华 的 道 ，

未 曾 作 恶 离 开 我 的 神 。

他 的 一 切 典 章 常 在 我 面 前 ； 

他 的 律 例 我 也 未 曾 丢 弃 。

我 在 他 面 前 作 了 完 全 人 ；

我 也 保 守 自 己 远 离 我 的 罪 孽 。 

(诗 十 八 2 1- 2  3 >

U i* 1匕 i d  TUi 口V H

因 此 ，

以 色 列 人 拒 绝 神 、

约 （耶九 2- 1 4 ，十 一 1 - 1 3 > ,

列 和 犹 大 被 掳 （耶 九 1 5 、 〗6 > 。 可 J  

要 把 他 的 I

… 机 八 议 谀 （耶 九 1 5 、 丨6 >。 可;|

午 重 新 确 认 所 立 之 约 ， 要 把 他 的 2 

并 且 把 律 法 写 在 以 色 列 人 心 c 

列 及 犹 大 国 中 谦 卑 和 正 直 的  

|7. , | 的 地 位 （耶 三 十 一 3 1 - 3 4 ;  ! 

七26〇，十 六 6〇- 6 3 ， 三 十 四 2 5 - 3 1 :  

线 ° 被 拽 归 回 后 的 犹 太 教 ，

(该〜丨3 （该 — 1 4 〉 及 神 启

後达向彳^二 5 > 。 他 们 更 ® 意 遵 行 :  

丨 示 的 旨 意 。 可 是 ， 很; 

51以 得 制 。 当 我 们 的 主 来 临 ， ： 

埃 ..• • 又 面 那 样 的 称 许 ： “又 公  

我 们 的 韦 ^ 圣 灵 在 他 身 上 ” （路二  

次 人 立 ^ 斩 确 认 所 立 之 约 ， 不 单  

在枣每里的约， 也 和 外 邦 人 立 约 。
人 籍 着 神 的 恩 典 得 救 后

“他 的 工 作 ， 

叫 我 们 行 善 ， 

( 弗二  1 0 >〇

在 ^ 基 督 耶 稣 里 造 成 的 为 要  

就 是 神 所 预 备 叫 我 们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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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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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 n g  j i n g  z h o n g d e s h i gg

旧 约 的 诗 歌

我 们 所 认 识 的 以 色 列 诗 歌 ， 全 都 包 含  

在 旧 约 里 ， 而 且 圣 经 中 的 诗 肷 在 诗 体 文 学  

中 占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位 S 。 以 色 列 的 诗 歌 大  

槪 在 古 代 近 东 一 带 十 分 知 名 ， 因 为 连 巴 比  

伦 也 风 闻 其 盛 名 （诗 一 三 七 4 >。 旧 约 文

学 的 精 神 和 结 构 ， 多 半 都 有 诗 的 风 格 ----

这 不 但 是 诗 体 文 学 的 特 征 ， 也 是 先 知 文 学  

的 特 征 ； 在 先 知 文 学 中 ， 我 们 可 发 现 许 多  

格 调 提 升 的 诗 歌 ， 并 且 都 充 满 想 象 力 ， 好 

像 糙 眼 的 宝 石 一 样 。 先 知 文 学 有 节 奏 感 ， 

有 格 律 、 平 行 和 分 节 ， 俛 诗 歌 书 一 样 °

较 近 期 的 中 文 译 本 均 把 旧 约 所 有 诗 歌  

按 诗 的 格 式 来 排 印 ’ 和 合 本 的 新 标 点 版 亦  

如 是 。 要 留 意 旧 约 中 除 了 被 视 为 诗 耿 的 书  

卷 （即 诗 篇 、 约 伯 记 、 耶 利 米 哀 歌 、 雅歌  

和 箴 言 > 外 ， 传 道 书 和 各 卷 先 知 书 中 ， 均 

有 散 文 和 诗 歌 。 历 史 书 中 也 有 一 些 诗 歌 的

好 例 子 。

希 伯 来 语 是 表 达 诗 意 的 理 想 工 具 ， 因 

为 这 种 文 字 _ _ , 含 有 极 雜 感 2  

深 远 的 意 境 ， 也 有 很 大 的 想 象 空 间 。 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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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来 诗 耿 中 ， 象 征 、 隐 喻 和 夸 饰 法 极 之 常  

见 ， 藉 笞 强 烈 的 喻 意 ，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梢 髓  

得 到 了 飛 佳 的 表 达 ， 在 诗 歌 中 ， 天 地 与 大  

自 然 中 的 奥 吵 都 一 起 共 鸣 。

希 们 来 诗 瞅 的 特 色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单 位 正 常 是 两 个 平 行 的  

对 句 ， 但 这 并 非 希 伯 来 诗 的 唯 一 组 合 形  

式 。 一 个 单 位 以 3 个 （诗 一 1 ， 五 1 丨 ， 四 

十 五 1 、 2 > 、 4 个 （诗 一 3 , 五 十 五 ‘2 1 ; 箴 

二 十 七 1 5 、 1 6 > 、 5 个 （诗 六 6 、 7 ; 箴 二  

十 四 2 3 - 2 5  ) 、 6 个 （诗 九 十 九 1 - 3 ; 箴 三  

十 2 1 - 2 3 ) ， 甚 至 更 多 平 行 句 组 成 的 都 有 。

据 现 有 的 资 料 所 知 ， 圣 经 中 的 诗 歌 并  

没 有 韵 律 。 细 意 编 排 的 韵 律 是 希 腊 、 拉 丁  

和 许 多 英 国 诗 词 的 特 色 ， 但 希 伯 来 诗 歌 则  

肯 定 不 着 重 这 方 面 。 押 韵 的 句 子 也 十 分 罕  

见 ， 可 说 几 乎 是 不 存 在 的 ； 只 有 哀 歌 除 外  

( 耶 九 1 8 - 2 0 ; 哀 一 至 四  > ， 在 哀 肷 中 称 为  

哀 耿 韵 律 ， 一 节 分 成 两 部 分 。

在 另 一 方 面 ， 希 伯 来 诗 歌 是 有 节 奏 感

的 ---- 这 是 显 著 的 特 色 之 一 。 其 节 奏 在 重

音 节 和 非 重 音 节 颇 有 规 律 地 重 S 。 1句 通  

常 有 3 、 4 个 重 音 或 节 拍 ， 但 其 节 奏 单 元  

并 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节 奏 ， 

也 不 是 限 於 句 子 中 重 音 或 节 拍 的 平 衡 。 用

字 的 意 义 及 其 位 S 也 是 重 要 的 --------种 称

为 平 行 对 句 法 的 特 色 。 卢 罗 拔 博 士 清 楚 了  

解 这 种 显 著 的 特 色 ， 他 在 1 7 5  3 年 详 述 了  

平 行 对 句 法 的 原 则 。

他 区 别 了 3 种 形 式 。 第 一 种 是 同 义 对  

句 法 ， 1节 中 第 一 部 分 的 思 想 会 在 第 二 部  

分 贵 复 ， 用 字 虽 不 同 ， 但 意 义 却 是 相 等 的  

( 诗 二 4 , 十 九 丨 ， 三 十 六 丨 、 2 ， 一 〇 三 1 1 、 

1 2 ; 箴 三 1 3 - 丨 8 > 。 第 二 种 是 反 义 对 句 法 ，

1 节 中 第 二 部 分 的 思 想 与 第 一 部 分 相 反  

( 诗 一  6 , 十 九  8 、 9 , 箴 十  1 - 4 、 1 6 、 18, 

十 三 9 > 。 第 三 种 是 综 合 对 句 法 ， 一 节 中  

的 第 一 句 之 概 念 ， 会 在 其 后 的 句 子 中 加 以  

发 展 和 完 成 （诗 一 1 ， 三 5 、 6 , 十 八 8- 

1 0 ;  箴 二 十 六 3 ) 。 希 伯 来 诗 歌 中 还 有 其  

他 更 S 杂 的 对 句 法 ， 但 这 3 种 是 舟 : 常 见 的 。

圣 经 中 的 诗 耿 还 有 另 一 个 特 色 ， 就 是  

用 希 伯 来 的 字 母 来 编 排 。 用 这 方 法 连 成 的  

诗 篇 称 为 “离 合 体 诗 ”。 今 天 离 合 体 诗 是  

用 一 个 名 字 来 组 成 的 ， 方 法 是 用 该 名 字 的  

字 母 顺 序 作 每 一 行 诗 的 字 首 。 希 伯 来 人 则

m  ■ , 于 句 : 顺 吁 釆 写 作 每 〜 杆 . 生  

— 篇 w 之 中 ， 每 一 行 可 能 用 诗 ■ 

字 母 来 开 始 ， 像 诗 篇 二 十 五 篇 二 二 个 斯 的  

以 相 同 的 字 母 来 幵 始 °之 内 ， 以 相 同 的 字 母 来 幵 始  〜段

字 母 全 部 用 罄 ， 像 诗 篇 ― ― 又 ^ 至 22个 

诗 篇  九 篇 （希 伯 来 离 合 体 诗 二 ^ 而 ， 
的 例 子  > 在 编 排 上 ， 是 颇 为 复 杂 显 各  

每 一 段 用 一 个 字 母 来 开 始 ， 而且每二  

的 8 节 均 以 相 同 的 字 母 来 幵 始 ； 因 段 中  

— 字 母 都 有 8 个 平 行 的 句 子  ’

作 的 离 合 体 诗 有 诗 篇 九 、 十 

十 七 、 --------、 ------二 和 ■

每

其他枘心写  

_、 三 十 四 、 s  

- 四 五 各 篇 〜  

耶 利 米 哀 歌 的 首 4 章 也 是 用 离 合 体  

編 排 。 这 编 排 较 少 被 翻 译 本 的 读 者 注 意  

因 为 每 一 段 并 不 是 以 希 伯 来 字 母 作 幵 始 ’ 

在 耶 利 米 哀 歌 第 三 章 ， 每 3 个 连 续 句  

节 数 来 标 示 ） 都 用 同 一 个 字 母 来 开 始 另

— 首 离 合 体 诗 见 於 蔵 言 三 十 一 章 1〇至 3 丨 

节 。 那 是 利 用 字 母 的 顺 序 来 形 容 一 个贤德 

的 妇 人 。

使 一 首 诗 连 系 在 一 起 ， 同时又段落分  

明 的 另 一 个 方 法 是 使 用 重 复 句 。 诗篇一三 

六 篇 是 这 种 编 排 的 一 个 显 著 例 子 。 其重 S  

句 是 “祂 的 慈 爱 永 远 长 存 ”， 这句子用来

结 束 每 一 节 的 诗 句 。

上 述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外 在 特 征 ， 并没有 

指 出 旧 约 诗 歌 本 质 的 一 般 特 性 。 对句法或 

思 想 上 的 平 衡 ， 并 不 是 希 伯 来 诗 歌 独 有 的  

特 色 。 例 如 ， 在 叙 利 亚 西 北 发 现 的 拉 斯 珊  

拉 文 献 （约 主 前 1 4 0 0 ) , 在 风 格 和 语 文 方  

面 ， 跟 旧 约 的 诗 歌 都 极 为 相 似 。 希伯来诗 

歌 的 对 句 法 在 拉 斯 珊 拉 文 献 中 再 次 出 现 ；

对 句 法 也 见 於 巴 比 伦 和 埃 及 的 诗 词 。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韵 律 在 於 逭 音 读 法 ; > — 

个 单 元 是 一 对 对 句 ， 而 对 句 的 长 度 可  

同 ， 也 可 相 异 ， 对 句 再 组 成 段 落 。 希 L 来 

I寺 歌 的 基 本 类 别 是 歌 或 歌 调 。 歌 以 音 -  

伴 唱 （创 三 十 — 2 7 ; 出 十 五 2 0 ; ^  一 

十 五 6 ; 赛 二 十 三 丨 6 ， 三 十 29;

又 可 以 用 舞 蹈 来 配 合 （出 十 五 2〇,扣可渐  

对 句 法 除 了 是 诗 歌 的 特 色 外 香 成  

功 我 们 解 释 经 文 意 义 。 把 类 似 ， 二 糊的字 

- 对 ， 帮 助 我 们 正 确 地 解 释 二 j  一个简单
个 含 糊 的 ^

或 片 语 • 诗 篇 三 十 三 篇 6 节 跟

5 例 子 ； 这 节 诗 歌 第 二 行 的 t‘ ,

的 “话 ” （和 合 本 译 作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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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请 天 是 藉 这 “话 ” 和 “气 ” 而 造 成  

（参 诗 八 十 七 。 这 也 提 醒 释 经 者 要  

用历史， 考 古 和 文 法 各 方 面 的 辅 助 ， 去 

# 作 者 所 采 用 的 文 学 形 式 。 特 别 在 解 释  

历 史 书 或 先 知 书 中 所 出 现 的 希 伯 来 诗 ， 就  

j 应如此，诗 耿 的 喻 意 不 可 当 作 散 文 来 理

If.

择中的访瞅

旧 约 中 有 些 完 整 的 诗 菹 藏 在 叙 事 的 书  

g 中，其 中 更 不 乏 各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希 伯 来  

诗。第 一 首 记 在 圣 经 中 的 诗 是 战 歌 （创 四  

23、24 )。这 类 诗 歌 还 有 其 他 为 人 熟 知 的  

例子，如 摩 西 之 歌 （出 十 五 1 - 1 8 > 和 底  

波拉之歌（士 五 1 - 3 1 ) 。 此 外 还 有 辱 骂 之  

软 {民二十 一 2 7 - 3 0  ) 、 井 之 肷  < 民 二 十  

- 17、 1 8 > 和 祝 福 之 歌 。 至 於 祝 福 之 歌 ， 

著 名 的 例 子 有 雅 各 的 祝 福 （创 四 十 九 1- 

川 、摩 西 的 祝 福 （申 三 十 三 丨 - 2 9  ) , 及 

巴兰的4段 祝 福 （民 二 十 三 7 - 1 0 ， 二 十 三  

18-24，二 十 四  3 - 9 ， 二 十 四  1 5 - 2 5 ) 。 其  

他 类 別 的 诗 则 有 死 者 的 哀 歌 （撒 下 一  19-

27),及 警 告 人 不 要 懒 惰 （箴 六 6 - 1 1 > 和  

醉酒（箴 二 十 三 2 9 - 3 5 > 的 训 诲 诗 。 上 述  

各 类 诗 耿 均 拥 有 对 宗 教 的 悄 感 和 热 爱 的 特  

色。摩 西 之 耿 和 底 波 拉 之 歌 都 是 赞 美 神 所  

»的胜利。

多 半 带 有 特 殊 宗 教 热 诚 的 诗 耿 ， 都 是  

刻画1 所 中 之 敬 拜 的 。 诗 篇 是 以 音 乐 来 伴  

唱的宗教诗。 其 中 许 多 是 个 人 的 祷 告 ， 而 

另 - 些 则 是 为 公 众 敬 拜 而 作 的 ， 尤 其 是 在  

圣 所 或 圣 殿 唱 的 感 恩 诗 。 在 诗 篇 里 ， 希 伯  

来 诗 的 精 神 提 升 至 一 个 异 教 的 外 邦 人 永 不  

能到达的境界； 因 为 一 个 希 伯 来 人 是 以 灵  

以诚来敬拜神的， 在 敬 拜 中 ， 他 以 他 的 灵  

来 表 达 个 人 在 永 活 真 神 m 的 经 历 。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内 在 索 质 部 分 受 到 作 者  

的年代、社 会 状 况 和 环 境 所 影 响 。 虽 然 旧  

约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著 作 ， 但 也 是 囿 限 於 某 个  

文学范畴， 我 们 必 须 按 其 文 学 特 色 来 理  

解 . 虽 然 圣 灵 把 信 息 默 示 给 希 伯 来 人 作  

者，但 他 们 个 人 的 写 作 风 格 亦 淸 楚 可 见 。 

每 位 诗 人 都 使 用 简 洁 生 动 的 词 藻 、 词 句 的  

修 饰 和 文 学 技 巧 ， 表 达 了 丰 富 的 宗 教 思  

想、经 验 和 感 情 ； 明 喻 、 暗 喻 、 辄 言 、 夸 

张法、拟 人 法 、 讽 刺 和 相 关 语 等 ， 都 多 方  

面 加 强 了 作 者 的 思 想 模 式 。 希 伯 来 诗 歌 是

诗 人 个 人 心 灵 的 一 种 表 达 ， 同 时 也 是 一 种  

启 示 性 的 文 学 一 即 神 向 人 类 说 话 。

新 约 中 的 诗 歌

新 约 中 只 有 寥 寥 几 个 诗 肷 的 部 分 ， 而 

这 些 诗 歌 的 特 色 无 疑 是 希 伯 来 化 的 。 新约  

之 所 以 极 少 有 诗 歌 ，大 槪 由 於 基 督 教 发 觉  

希 伯 来 诗 集 已 足 够 敬 拜 之 用 。 除 了 路 加 之  

外 ， 所 有 新 约 作 者 都 是 犹 太 人 ； 然 而 ， 令 

人 惊 讶 的 ， 他 却 是 保 存 了 大 部 分 诗 歌 的 一  

位 作 者 ， 路 加 福 音 中 的 诗 词 有 ： 牌 主 颂  

( 路一  4 6 - 5 5 )、 撒 迦 利 亚 颂 （路 一 6 8 - 7 9 )

和 西 面 颂 《路 二 2 9 - 3 2 ) 。 这 些 诗 词 在 形  

式 、 特 质 和 内 容 方 面 ， 都 是 十 分 希 伯 来 化  

的 。

一 如 所 料 ， 基 督 教 敬 拜 的 本 质 、 圣灵  

的 沛 降 、 神 救 恩 带 来 的 喜 悦 ， 以 及 早 期 门  

徒 跟 犹 太 人 在 敬 拜 上 密 切 关 系 ， 全 都 影 响  

了 驻 督 教 圣 诗 的 形 成 和 使 用 ^

这 情 况 可 从 新 约 某 些 经 节 中 得 到 证  

实 ： 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2 5 节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四 章 1 5 、 2 6 节 ； 以 弗 所 书 五 章 1 9 节 ； 

歌 罗 西 书 三 章 丨 6 节 ； 及 雅 各 书 五 章 1 3节 。 

. 我 们 也 必 须 留 意 一 些 颂 词 （犹 2 4 、 2 5 >  

和 有 明 显 节 奏 的 经 文 （林 前 十 三 ， 十 五  

5 4 - 5 7 ; 腓 二 5 - 1 1 > 。 例 如 ， 启 示 录 中 出  

现 的 赞 美 诗 （启 五 1 2 - 1 4 ) , 可 能 显 示 早  

期 教 会 正 使 用 这 类 诗 歌 。 以 弗 所 书 五 章  

1 4 节 和 提 摩 太 前 书 三 章 1 6 节 可 能 包 含 一  

些 圣 诗 的 片 段 。 令 我 们 惊 讶 的 是 ， 旧 约 诗  

歌 常 使 用 的 对 句 法 ， 在 基 督 的 教 训 中 也 存  

在 。 例 如 ， 登 山 宝 训 （太 五 3-1 2 ) 采用  

了 综 合 对 句 法 （每 节 的 第 二 句 完 成 了 第 一  

句 的 意 义  > ; 马 太 福 音 H ^ 一 章 2 8 至 3 0 节 

也 有 明 确 的 节 奏 感 。

J.G .S .S . T h o m s o n

参 • 圣 经 的 诠 释 • 1 3 3 5 :  ••智 智 》

文 学 • 2 3 3 4 :  • 音 乐 和 乐 器 - 2 1 2 5 :  _ 约 伯

记 " 2 1 9 5 :  “ 诗 蔴 ” 1 3 9 3 : - 箴 言 - 2 2 7 7 ：

• 雅 歌 • 1 8 0 7 :  _ 传 道 书 _ 2 3 7 :  “耶 利 米 哀

歌 • 1 9 3 4 。

参 考 书 目 ： C . F • B u r n e y , T h e  P o e f r y  o f  

Our Lord; F .M . C r o s s  a n d  D .N . F r e e d m a n , 

Studies in Ancient Yahwistic Poetry; G .B . 

G r a y , The Forms  of H e b r e w  Poetry; J .L . 

K u g e l , The Idea of H e b r e w  Poetry; T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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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b i n s o n ,  T h e  Poetry of the O T ;  P . W .  

S k e h a n  ( e d . ) .  Studies in Israelite Poetry 

a n d  Wisdom.

八 福 堂 。 这 里 被 认 为 是 耶 穌 登 山 教 训 众 人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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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 一 体 神 的 第 三 位 。 “灵 ” 这 个 字  

从古时开始， 已 用 来 形 容 及 解 释 神 的 能 力  

在人之内、之 上 及 周 围 运 行 。 人 都 明 白 这  

珐神的能力。

旧约时代

从 飛 早 期 的 希 伯 来 文 学 开 始 ， ‘‘灵 ” 

字显然有3个 苺 本 的 意 思 。

士师时代

■».神的风。 神 的 风 使 洪 水 消 退 （创 八 1 ) , 

把蝰虫吹到埃及（出 十 1 3 ) , 又 把 料 鸦 刮 到  

以色列的营中（民 H 3 1 > 。 出 埃 及 时 ， 神 

葬中的气分开了红海的水  < 出 十 四 2 1 > 。

二.  生 命 气 息 。 神 的 生 命 之 气 使 人 有  

生命（创 二 7 >。 希 伯 来 人 最 早 的 信 念 之

钛 是 人 有 生 命 。 这 完 全 是 因 为 神 的 气  

或 灵 在 他 里 面 运 行 （创 六 3 ; 伯 三 十 三 4, 

三十四14、 1 5 ; 诗 一 〇 四 2 9 、 3 0 > 。 到 了  

后期，神 的 灵 和 人 的 灵 之 间 ， 并 灵 和 魂 之  

间，有 了 较 清 楚 的 区 別 „ 但 在 飛 早 的 时 期 ， 

它 们 同 为 人 与 兽 生 命 之 源 、 神 能 力 的 彰 显  

(« 匕15、2 2 ; 参 传 三  1 9 、 21  > 。

三 .  超 常 言 行 的 炅 。 人 有 时 会 被 神 的  

能力完全控制、 支 配 ， 作 出 超 乎 寻 常 的 言  

行。如 此 的 言 行 ， 显 明 这 人 是 成 就 神 旨 意  

的器皿，此 人 便 得 到 应 有 的 尊 重 。 这 似 乎  

是 王 国 以 前 识 别 领 袖 的 方 法 —— 俄 陀 聂  

丨士三丨〇>、 基 甸 （士 六 3 4 ) 、 耶 弗 他 （士  

十- 2 9 ) 都 是 这 样 认 明 的 ； 第 一 位 王 扫  

罗 也 是 一 样 （撒 上 十 一  (i > 。 同 样 ， 最 早  

期的 先知 被神 感动 时 ， 也 有 超 乎 寻 常 的 言  

行 （撒 上 十 九 2 « 、 2 3 、 2 4 > 。

用 这 个 方 法 来 断 定 神 的 任 命 ， 自 然 引  

起一些严重的问题： 究 竟 超 常 的 言 行 是 否  

•柘神的证明？ 是 否 所 有 超 常 的 言 行 都  

胃间等的地位？ 旧 约 似 乎 显 示 ， 在 被 掳 到  

C 比 伦 之 前 的 王 国 时 代 ， 这 些 都 是 重 要 的

丨敗

生N 时代

士 师 时 代 的 领 袖 ， 权 柄 是 从 恩 賜 而 来  

& 但 王 国 时 代 的 王 位 ， 却 是 世 袭 的 。 於  

$ 两 个 时 代 之 间 的 过 渡 时 期 ， 便 产 生 了 一  

题： 究 竟 受 神 的 能 力 資 抹 ， 是 否 作 王

的 条 件 ， 它 又 应 否 成 为 加 黾 仪 式 的 一 部  

分 ？ 北 国 以 色 列 的 国 祚 较 短 ， 所 以 这 个 问  

题 较 多 争 议 。 耶 户 有 权 作 王 ， 是 因 为 神 命  

令 以 利 亚 把 他 膏 抹 ； 南 国 的 镆 范 国 王 大  

卫 ， 也 是 因 为 曾 被 撒 母 耳 資 立 ， 才 有 作王  

的 权 利 （撒上十六丨 3 ; 诗 八 十 九 2 0 、2丨>0

承 受 职 任 的 资 格 和 神 的 裔 抹 这 两 个 问  

题 ， 到 了 被 掳 之 前 的 时 代 ， 变 得 更 尖 锐 。 

究 竟 谁 才 是 神 真 正 的 代 言 人 呢 ？ 是 祭 司 ？ 

是 在 祭 礼 中 事 奉 的 先 知 ？ 还 是 独 立 的 先  

知 ？ 在 圣 殿 的 祭 礼 中 亊 奉 的 祭 司 和 先 知 ， 

有 公 认 的 职 权 。 独 立 先 知 的 权 柄 ， 则完全  

来 自 感 动 的 催 迫 。 这 两 种 人 ， 究 竟 谁 才 是  

神 话 语 的 来 源 呢 ？ 即 使 在 今 天 ， 我 们 仍 然  

不 能 老 不 犹 豫 地 站 在 后 者 的 一 方 。 以赛 亚  

和 耶 利 米 都 攻 击 当 时 正 式 代 言 人 的 畋 坏  

( 赛 二 十 八 7 ; 耶 六 1 3，二 十 三 1 U 。 同 时 ， 

哈 巴 谷 和 撒 迦 利 亚 等 列 为 正 典 的 先 知 ，很 

可 能 也 在 祭 礼 中 亊 奉 。 （近 代 学 者 的 结 论  

是 ， 至 少 部 分 的 诗 篇 ， 原 是 圣 殿 崇 拜 时 先  

知 的 话 。） 另 一 方 面 ， 礼 仪 和 灵 感 若 发 生  

冲 突 ， 得 胜 的 往 往 是 受 灵 感 的 先 知 。 这 先  

知 的 话 语 也 会 列 为 从 神 而 来 。 最 著 名 的 两  

个 事 件 ， 是 米 该 雅 和 亚 哈 4 0 0 个 先 知 的 冲  

突 （王 上 二 十 二 5 - 2 8 ) , 以 及 阿 摩 司 和 伯  

特 利 祭 司 亚 玛 谢 之 间 的 祗 触 （摩 七 1 〇-丨 ，

最 早 期 的 希 伯 来 思 想 ， 视 超 常 言 行 为  

神 的 能 力 直 接 产 生 的 结 果 。 即 使 这 些 异 常  

言 行 是 邪 恶 的 ， 也 不 能 例 外 。 扫 罗 被 恶 魔  

扰 乱 ，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撒上十六丨4 -丨 6 >。 

神 的 灵 可 以 为 恶 而 来 ， 也 可 以 为 善 而 来  

<参 士 九 2 3 ; 王 上 二 十 二 19- m 。

由 大 先 知 起 ， 有 关 圣 灵 的 讨 论 开 始 变  

得 谨 憤 。 对 以 赛 亚 来 说 ， 灵 是 神 的 特  

质 ， 祂 和 祂 的 行 为 ， 与 世 人 不 同 ， 就 是 因  

为 灵 的 缘 故 （赛 三 十 一  3 > „ 后 来 加 上  

“圣 ” 字 ， 把 神 的 灵 和 其 他 所 有 灵 或 魂 分  

别 开 来 （诗 五 十 一 1丨； 赛六十三丨〇、丨1>。

超 常 的 说 话 并 非 全 是 神 的 话 。 假 先 知  

的 存 在 ， 充 分 显 示 这 个 问 题 的 严 重 性 。 因 

此 ， 试 验 预 言 的 准 则 ， 必 须 基 於 信 息 的 内  

容 和 先 知 的 品 行 ， 而 不 是 受 感 的 程 度 或 性  

质 （参 申 十 三 1 - 5 , 十 八 2 2 ; 赛 四 十 四 7 、 

8 ; 耶 二 十 三 1 4 ; 弥 三 5 > 。 当 时 需 要 分 辨  

感 动 的 真 伪 ； 他 们 要 把 神 的 话 语 和 仅 仅 不  

寻 常 的 言 语 分 别 开 来 。 主 前 八 至 七 世 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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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知 ， 似 乎 十 分 不 想 说 他 们 的 感 动 ， 是 来  

自 圣 灵 （弥 三 8 可 能 是 唯 一 的 例 外  > 。 这  

个 分 辨 灵 感 的 需 要 ， 或 许 便 能 解 释 这 个 奇  

怪 的 举 动 。 又 或 者 如 何 西 阿 书 九 章 7 节 所  

暗 示 ， 人 已 过 分 将 圣 灵 等 同 为 疯 癲 的 超 常  

言 行 。 没 有 一 段 安 静 的 时 刻 ， 便 不 能 把 神  

的 话 语 和 不 雅 的 行 为 分 别 开 来 。 然 而 这 些  

不 雅 的 行 为 ， 以 往 却 公 认 是 圣 灵 的 明 证 。

从 飛 早 期 认 识 圣 灵 开 始 ， 到 伟 大 的 先  

知 为 之 而 挣 扎 ， 问 题 仍 然 存 在 ： 人 怎 样 辨  

明 所 经 历 的 是 圣 灵 的 感 动 ？ 人 怎 样 分 辨 灵  

感 的 真 伪 ？ 圣 灵 和 形 式 化 的 崇 拜 ， 以 及 灵  

感 和 礼 仪 之 间 ， 怎 样 维 持 正 确 的 平 衡 和 健  

康 的 张 力 ？

被 掳 和 a m 时 代

在 被 掳 时 代 和 归 回 时 代 的 文 献 中 ， 圣  

灵 的 角 色 缩 窄 为 两 种 功 用 。

一 .  先 知 的 灵 。 后 期 的 先 知 再 次 明 言 ， 

圣 灵 是 预 言 的 默 示 者 （参 结 三 丨 - 4 、 2 2- 

2 4 ; 该 二 5 ; 亚 四 6 > 。 回 顾 被 掳 之 前 ， 这  

些 先 知 更 坦 承 “从 前 的 先 知 ”， 也 受 到 了  

圣 灵 的 感 动 （亚 七 1 2 > 。

把 圣 灵 的 角 色 高 举 为 预 言 默 示 者 的 倾  

向 ， 在 两 约 之 间 日 益 增 强 。 到 了 拉 比 犹 太  

教 时 ， 圣 灵 几 乎 变 成 了 先 知 书 唯 一 的 默 示  

者 。 这 些 先 知 书 就 是 今 日 的 圣 经 。

二 .  末 世 的 灵 。 在 被 掳 和 归 回 时 代 ， 人  

们 对 圣 灵 的 角 色 有 另 一 个 观 念 ， 就 是 理 解  

为 在 将 来 的 世 代 中 所 彰 显 神 的 能 力 。 他 们  

盼 望 神 显 出 祂 的 能 力 ， 完 全 洁 净 世 界 ， 更  

新 被 造 的 天 地 。 这 个 对 末 世 的 盼 望 ， 主 要  

源 自 以 赛 亚 的 预 言 （赛 四 4 ， 三 十 二 1 5 ,  

四 十 四 3 、 4 > 。 一 位 受 圣 灵 所 裔 的 ， 带 来  

了 至 终 的 救 恩 。 在 以 赛 亚 书 中 ， 这 盼 望 表  

达 得 於 清 楚 （赛 十 一  2 , 四 十 二 1 ， 六 十  

一 丨 ）， 但 其 他 书 卷 也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渴 慕 。 

为 了 新 天 新 地 和 新 约 的 缘 故 ， 圣 灵 在 末 世  

将 要 充 充 足 足 的 浇 灌 全 以 色 列 （结 三 十 九  

2 9 ; 珥 二 2 8 、 2 9 ; 亚 十 二 1 0 ) 。 那 时 候 ， 

人 和 神 的 关 系 将 会 更 有 活 力 ， 更 为 直 接  

( 耶 三 十 一  3丨、 3 4 ; 结 三 十 六 ‘2 6 、 2 7 ) 。

在 耶 穌 降 生 前 的 时 代 ， 对 於 圣 灵 是 先  

知 的 灵 和 末 世 的 灵 之 槪 念 ， 发 展 成 一 个 广  

为 人 接 受 的 教 条 ： 已 不 能 再 在 当 代 经 历 圣  

灵 了 。 圣 灵 从 前 是 先 知 书 的 默 示 者 ， 但 在  

哈 该 、 撒 迦 利 亚 、 玛 拉 基 以 后 ， 已 经 收 回

圣 灵 （< 马 加 比 一 书 》 四 

< 巴 录 启 示 录 》 八 十 五 l 3 : 九 27. 

9 ; 亚 十 三 2 - 6 > 。 到 了 弥 赛  ■功

灵 将 要 再 度 降 临 ， 但 在 这 过 二 t 代，*  

不 会 丨你5 ll 任石丨丨 ^不 会 临 到 以 色 列 。 如 果 有 人 能 ^ ’革夷 

那 人 无 疑 便 是 差 不 多 和 耶 鲊 间 專 ， 

< 犹 太 人 的 领 袖 兼 夫 子 ， 主 前 (;(̂ x 的希叫 

‘2 0 ?  > 。 但 即 使 是 他 也 泠 右 細 至 主 培‘2〇? > 。 但 即 使 是 他 也 没 有 领 名  

动 。 据 说 希 列 有 一 次 和 几 个 符 的 想  

时 ， 天 上 有 声 音 说 ： “在 这 里 的 ， ^聚会  

— 人 配 得 圣 灵 临 到 他 身 。 可 惜 他 ^ 有  

时 。” 众 智 者 都 望 向 希 列 。

人 接 受 了 圣 灵 不 再 降 临 后 ， 圣灵和 

法 + 0 比 ， 便 变 得 次 要 了 。 圣灵原是律法  

默 示 者 ， 但 人 既 然 不 能 再 直 接 经 历 圣 灵  

律 法 便 成 了 圣 灵 唯 一 的 表 彰 。 律法超然的 

地 位 ， 和 诠 释 律 法 者 的 权 柄 ， 遂成为耶针 

事 工 和 基 督 教 初 期 发 展 的 时 代 背 贵 。

新 约 时 代

要 明 白 新 约 有 关 圣 灵 的 教 训 ，首先要 

了 解 新 旧 两 约 的 教 训 有 何 异 同 。 新约很多 

用 法 ， 如 果 没 有 了 旧 约 的 概 念 和 经 文 作 为  

背 景 ， 便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 例 如 ： 约翰福 f  

三 章 8 节 的 “风 ” 和 “灵 ” 是 双 关 的 ；以 

及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二 章 8 节 “口 中 的 ‘气’” 

和 启 示 绿 十 一 章 1 1 节 “生 气 ” 等 ，把我们 

带 回 到 我 们 开 始 时 所 谈 过 ，希 伯 来 文 “灵” 

字 的 基 本 意 义 。 新 约 的 使 徒 行 传 八 章 39 

节 ； 启 示 录 十 七 章 3 节 ， 二十一章丨 0节和 

旧 约 的 列 王 纪 上 十 八 章 丨 2 节 ； 列王纪下二 

章 丨 6 节 ； 以 西 结 书 三 章 丨 4 节 ； 均对灵有 

同 样 的 槪 念 。对 於 圣 经 背 后 有 圣 灵 的 权 1  

新 约 的 作 者 也 和 众 拉 比 有 相 同 见 解 的 ^ _  

可 十 二 3 6 ; 徒 二 十 八 2 5 ; 来 三 7 ; 彼 后  

21 ) » 新 旧 两 约 之 间 的 连 续 ， 招1进要^中  

点 却 是 旧 约 作 者 所 期 待 的 盼 望 ’在 犹  

应 验 了 。 然 而 基 督 教 也 不 仅 是 应 验 邯 鲜  

太 教 而 已 。 在 耶 穌 的 重 要 性 ， 以 及 .都总出 

的 生 平 和 工 作 而 対 圣 灵 的 新 定 义  

不 能 衔 接 ， 表 明 这 个 新 信 仰 的 独 特 ° 

新 时 代 的 灵  热豉

耶 稣 的 事 工 和 初 期 基 督 徒 新 时 代 的  

著 的 特 点 ， 是 他 们 凭 信 宣 扬 丨 兑 ：访灌下来。 

福 祉 已 经 临 到 ， 末 世 的 灵 经 已 犹 太 於 并  

除 了 住 在 昆 兰 的 爱 色 尼 派 以 外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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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团 体 或 个 人 ， 胆 敢 作 出 这 样 的 宣  

^ 先 知 和 拉 比 期 待 弥 赛 亚 时 代 的 降 临 ， 

g 示 文 学 的 作 者 躱 告 这 时 代 即 将 来 到 ， 但 

― 没 说 它 已 经 来 临 。 即 使 是 施 洗 约 翰 ， 

只 提 到 要 来 的 那 一 位 ， 和 不 久 将 来 圣 灵  

W 事 工 （可一  8 > 。 但 对 耶 稣 和 初 期 信 徒  

纟说，盼 望 经 已 成 为 活 生 生 的 事 实 ， 这 样  

的宣扬带来了“在 末 后 的 日 子 ” 所 有 的 兴  

奋感觉。不 了 解 埜 督 徒 信 仰 和 生 命 中 的 末  

世的层面，便 不 能 明 白 有 关 圣 灵 的 教 训 和  

经历*

耶 穌 显 然 认 为 他 的 教 训 和 医 治 ， 应 验  

了先知书中的盼望  < 太 十 二 4 1 、 4 2 ， 十 

三16、1 7 ; 路 十 七 2 0 、 2 1 > 。 他 狞 自 己 为  

受圣灵所黹， 是 要 成 就 末 世 救 恩 的 媒 介  

(太五3 - 6 , 十 一 5 ; 路 四 1 7 - 1 9 ) 。 他 又 认  

为 池 赶 鬼 的 工 作 是 神 末 世 能 力 （圣 灵  > 的 

果攻，并 末 世 统 治 （国 度  > 的 彰 显 （太 十  

二27、2 8 ; 可 三 2 2 - 2 6 ) 。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I尤其是路加）特 别 论 及 圣 灵 在 耶 穌 出 生 （ 

太一 1 8 ; 路 一 3 5 、 4 1 、 6 7 ， 二 2 5 - 2 7 ) 、 

受洗《可一 9 、 1 0 ; 徒 十 3 8 > 、 传 道 （太 

四I ，十 二 1 8 ; 可 一 1 2 ; 路 四 丨 、 1 4 , 十 

2 1 ;约 三 3 4 > 所 担 当 的 角 色 ， 以 强 调 耶  

H 生 平 和 事 工 的 末 世 特 性 。

基 督 教 是 “在 末 后 的 日 子 ” 五 旬 节 圣  

灵浇灌时开始的。 异 象 和 受 感 说 话 ， 是 先  

知 约 珥 所 预 言 新 时 代 来 临 的 证 据 ； 这 些 惊  

天 动 地 的 经 历 都 临 到 了 《徒 二 2 - 4 、 1 7 、 

18)。希 伯 来 书 称 所 賜 的 圣 灵 是 “来 世 权  

能”（来 六 4 、 5 > 。 保 罗 对 圣 灵 的 看 法 更  

I 强而有力。 他 认 为 圣 灵 是 神 完 全 拯 救 的  

凭据 < 林 后 一  2 2 ， 五 5 ; 弗 一 1 3 、 1 4 > ,  

是 神 最 后 收 成 人 类 作 “初 熟 的 果 子 ” （罗 

八23)，又 是 信 徒 领 受 天 国 作 为 产 业 的 预  

尝 （罗八 1 5 - 1 7 ; 林 前 六 9 - 1 1 ， 十 五 4 2 -  

5〇;加四6 、 7 ， 五 1(5-18、 2 2 、 2 3 ; 弗 一  

13、1 4 )。 圣 灵 再 次 被 视 为 来 世 的 能 力 ， 

是 冲 在 末 世 统 治 的 特 色 ， 是 如 今 塑 造 和 改  

变信徒生命的能力。

对 保 罗 来 说 ， 所 賜 下 的 圣 灵 只 是 一 个  

终生历程的起点， 这 个 历 程 要 等 到 信 徒 的  

全 人 完 全 受 到 圣 灵 的 指 引 ， 才 箅 结 束 （罗 

八1丨、2 3 ; 林 前 十 五 4 4 - 4 9 ; 林 后 三 18 ,  

5 丨-5)。 这 更 代 表 现 时 的 信 心 经 历 ， 是 

堆 持 在 张 力 之 中 • 张 力 的 一 方 是 神 在 信 徒

生 命 中 已 经 开 展 了 的 事 工 ， 另 一 方 是 还 未  

进 入 神 恩 典 中 的 部 分 （腓 一 6 ) 。 这 是 圣  

灵 和 肉 体 的 斗 争 ， 生 和 死 和 斗 争 （罗八  

1 0 ， 丨2 、 1 3 ; 加 五 1 6、 1 7 ， 六 8 > •罗马  

书 七 章 2 4 节 和 哥 林 多 后 书 五 $ 2 至 4 节 ， 

深 切 地 表 达 了  “在 圣 灵 中 ” 的 生 命 和 “在 

肉 体 中 ’’的 生 命 （参 加 二 2 0 ) , 两 者 之 间  

的 末 世 性 张 力 。

圣 灵 和 新 生 命

圣 灵 既 是 新 时 代 的 记 号 ， 新 约 的 作 者  

一 致 同 意 圣 灵 是 把 信 徒 带 入 新 时 代 的 恩  

賜 ， 实 在 不 足 为 奇 。 施 洗 约 翰 形 容 将 要 来  

的 那 一 位 ， 要 用 圣 灵 与 火 来 施 洗 （太三  

m 。 根 据 使 徙 行 传 一 章 r>节 和 十 一 章 16 

节 的 记 载 ， 耶 稣 使 用 了 这 个 意 象 ， 祂 的 应  

许 更 在 五 旬 节 应 验 了 。 圣 灵 的 浇 灌 ， 是复  

活 了 的 基 督 把 门 徒 带 入 新 时 代 ， 引 进 “末 

后 日 子 ” 的 方 法 （徒 二 1 7、 3 3 > 。

路 加 写 使 徒 行 传 的 其 中 一 个 目 的 ， 似 

乎 是 强 调 所 賜 的 圣 灵 在 归 信 的 过 程 中 十 分  

重 要 。 “所 賜 的 圣 灵 ” 是 使 人 成 为 基 督 徒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徒 二 3 8 、 3 9 ) 。 人 在 世 上  

可 以 跟 从 基 督 ， 但 只 有 五 旬 节 时 賜 下 的 圣  

灵 ， 才 能 使 他 “信 （即 委 身 於 ） 主 耶 稣 基  

督 ” （徒 十 一  1 6 、 I 7 )。 即 使 是 葙 水 礼 相  

信 福 音 的 信 息 ， 没 有 了 圣 灵 作 为 决 定 性 的  

证 据 ， 人 仍 不 箅 是 完 全 接 受 基 督 ， 向祂委  

身 （徒 八 12-1 7 > 。

彼 得 认 为 未 承 认 相 信 、 未 曾 受 洗 的  

人 ， 只 要 在 生 命 中 彰 显 圣 灵 的 同 在 ， 便足  

以 证 明 已 蒙 神 接 纳 （徒 十 4 4 - 4 8 ， 十 一  

1 5 - 1 8 , 十 五 7 - 9 > 。 同 样 ， “灵 里 火 热 ” 

的 亚 波 罗 （徒 十 八 2 5 , 和 合 本 作 M 心里  

火 热 ” ； 参 罗 十 二 1 1 ) 虽 然 对 “主 的 道 ” 

认 识 得 不 足 （徒 十 八 2 4 - 2 6 ) ， 却 没 有 必  

要 在 “约 翰 的 水 礼 ” 之 上 ， 加 上 基 督 徒 的  

水 礼 。 然 而 ， 在 以 弗 所 的 1 2个 所 谓 门 徒 ， 

其 实 对 圣 灵 一 无 所 知 ， 证 明 还 未 成 为 主 耶  

稣 的 门 徒 （徒 十 九 丨 -M 。 路 加 记 载 保 罗  

询 问 他 们 ： “你 们 信 的 时 候 受 了 圣 灵 没  

有 ？ ” （徒十 九 2 >

这 和 保 罗 书 信 的 重 点 有 若 千 符 合 。 踏 

出 信 心 的 一 步 和 接 受 圣 灵 ， 有 如 硬 币 的 两  

面 ， 不 可 分 割 •.接 受 了 圣 灵 ， 便 开 始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加 三 2 、 3> ; 因 信 而 得 的 义  

和 圣 灵 的 应 许 ，同 被 称 为 “亚 伯 拉 罕 的 福 ”



( 加三丨 - M  > ; 人 受 了 圣 灵 的 洗 ， 便 成 为  

棊 伢 的 肢 体 （林 前 十 二 1 3 > ; 人 “没 有  

基 锊 的 灵 ”， 就 不 足 城 基 督 的 基 锊 徒 （罗 

八 9 >  ; 我 们 惟 有 接 受 了 圣 灵 ， 才 能 成 为  

神 的 儿 女 ， 称 池 为 父 （罗 八 M - 1 7 ; 加 四

6 、 7 > ; 如 今 由 神 所 定 ， 违 立 神 和 信 徒

之 间 连 系 的 印 记 ， 是 圣 灵 ， 不 是 割 礼 ， 也  

不 是 水 礼 （林 后 一 2 2 ; 弗 一 丨 3 、 1 4 > 。 圣  

灵 既 代 表 了 新 时 代 的 特 性 和 生 命 ， 便 只 有  

所 賜 的 圣 灵 ， 才 能 领 人 进 入 新 时 代 ， 经 历  

新 时 代 的 生 命 。 惟 独 圣 灵 才 是 生 命 的 賜 予  

者 ， 圣 灵 也 是 新 时 代 的 生 命 （罗 八 2 、 6 、 

1 0 ; 林 前 十 五 1 5 ; 林 后 三 6 ; 加 五

约 翰 的 作 品 中 ， 圣 灵 也 是 賜 生 命 的 灵  

( 约 六 6 3 > 、 从 上 面 来 的 能 力 . 带 来 重 生  

之 屈 神 生 命 的 种 子 （约 三 3 - 8 ; 约豆•三9 >、 

信 基 督 时 带 来 生 命 的 活 水 江 河 （约 七 3 7 -  

3 9 ; 参 约 四 1 0 、 丨4>。 约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22  

节 又 把 接 受 圣 灵 描 绘 为 新 的 创 造 ， 和 创 世  

记 二 章 7 节 相 类 。 因 此 ， 约 翰 一 书 三 章 24  

节 和 四 章 1 3 节 ， 把 拥 有 圣 经 和 经 历 圣 灵 ， 

列 为 有 神 生 命 的 证 据 。

新约的灵

藉 圣 灵 开 始 的 新 生 命 ， 必 须 倚 靠 圣  

灵 ， 才 得 以 继 续 （加 三 3 > 。 基 督 藉 苕 圣  

灵 完 成 使 命 （来 九 1 4 > ， “在 基 督 里 ” 的 

人 也 必 须 靠 着 这 灵 ， 才 能 活 出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 耶 稣 应 许 信 徒 ， 他 们 受 审 时 有 圣 灵 的  

感 动 （可 十 三 i n  ; 初 期 的 基 督 徒 ， 也  

体 验 到 这 个 应 许 的 成 就 （徒 四 8 、 3丨， 六  

丨（）， 十 三 9 > 。 此 外 ， 他 们 更 经 常 经 历 圣  

灵 带 领 他 们 的 亊 工 （徒 一  8 , 八 2 9 、 3 9 ,  

十 19,  十 一 1 2 , 十 三 2 、 4 , 十 五 2 8 , 十 

九 2 1 ; 彼 前 一 丨 2 ; 并 约 十 六 8 - 丨 1 , 二 十  

2 1 - 2 ：5 > , 又 加 添 他 们 力 ®  ( 徒 九 3 丨 ； 彼 

前 四 M ; 约 十 四 至 十 六 ）。

其 中 保 罗 清 楚 地 表 示 ， 基 督 教 和 当 时  

犹 太 教 的 分 别 ， 在 於 基 锊 徒 倚 靠 圣 灵 作 为  

他 们 的 资 源 和 方 向 。 生 活 可 以 是 “靠 舂 肉  

体 ”， 体 贴 肉 体 自 私 的 情 欲 （罗 八 4 - 6 、

I 2 、 丨:3 ; 加 五 1 3 > ; 奉 行 宗 教 也 有 所 谓  

“凭 苕 字 句 ， 在 乎 仪 文 ” （罗 二 2 8 、 2 9 , 

七 林 后 三 加 四 9 、丨0 ; 西 二 2 0 - 2 3 ) 。

但 基 耔 徒 却 “被 圣 灵 引 导 ”， “顺 着  

圣 灵 而 行 ”， “筇 圣 灵 行 亊 ” （罗 七 ， 八  

4 - 6 、 丨4 ; 加 五 丨 、 丨6， 1 H 、 2 5 ) 。 信 徒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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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圣 灵 ， 正 是 先 知 所 渴 望 新 约 的 应 验 。 

心 中 受 割 礼 ， 使 人 立 刻 而 直 接 地 认 识 神 的  

旨 意 ， 并 自 发 地 崇 拜 ， 远超依照礼仪的杀  

拜 方 式 （罗 二 2 8 、 2 9 , 七 6 ， 十 二 2 ; 枓 

后 三 3 ， 日g 引 耶 三 十 一 3 1 - 3 4 ; 弗二1 8, 

六 1 8 ; 腓 三 3 ; 参 约 査 二 2 7 ; 犹2()>。

圣 灵 的 釤 U

以 上 的 讨 论 已 经 证 明 ， 初期的基督徒  

和 古 代 的 希 伯 来 人 一 样 ， 圣灵令他们联想  

到 经 历 神 的 能 力 。 在 新 约 和 旧 约 ，“灵” 

是 用 来 解 释 新 生 命 和 活 力 《参 上 述 ）、从 

律 法 中 得 自 由 （例 ： 罗 八 ‘2 ; 林后三丨7>、 

灵 力 恢 复 和 更 新 （例 ： 参 赛三 十 二 丨 3 ; 结 

三 十 九 2 9 , 与 约 七 2 7 - 2 9 ; 罗 五 5 ; 林前十 

二丨3 ; 多 三 5 、 6 > 的 字 眼 。 了解归因於圣 

灵 的 经 历 究 竟 有 多 少 ， 是 十 分 逭 耍 的 。这 

些 经 历 包 括 了  ： 超 常 的 言 行 （徒 二 2-4, 

十 4 4 - 4 6 , 十 九 6 ; 参 徒 十 1 0 , 及二十二 17

---- “魂 游 象 外 ”； 林 后 十 二 卜 4 ; 启一 10,

四 2 > 、 感 性 的 经 历 （例 ： 爱 —— 罗五 5;

喜 乐 -----徒 十 三 5 2 ; 帖 前 一  6 ; 参加五 22、

2 3 ; 腓 二 1 、 2 > 、 光 照 的 经 历 （林 后三 14- 

1 7 ; 弗 一 1 7 、 1 8 ; 来 六  4 ; 约耷 二  20>、 

在 道 德 上 改 变 的 经 历 （林 前 六 9 - 11)。同 

样 ，保 罗 所 论 到 的 圣 灵 恩 R S  (c h a r i s m a t a ), 

是 把 神 的 恩 典 化 为 事 实 的 行 动 或 言 语 。恩 

賜 对 他 来 说 ， 包 括 了 受 感 而 说 的 话 （林前 

十 二 8 、 1 0 ; 参 林 前 二 4 、 5 ; 帖前一  5>、 

行 异 能 、 医 病 （林 前 十 二 9 ; 加 三 5 ; 参来 

二 4 > 、 帮 助 人 、 治 理 事 、 劝 化 人 、施舍、 

怜 悯 人  < 罗 十 二 7 、 8 ; 林 前 十 二 2 8 > 。

从 经 历 的 角 度 谈 论 圣 灵 时 ， 我们仍然 

不 过 分 强 调 某 些 经 历 和 圣 灵 的 彰 显 ，就浼 

初 期 的 基 督 教 ，只 是 一 连 串 的 “山上经历” 

或 灵 性 商 潮 ,， 这 些 经 历 显 然 范 围 广 泛 。但 

除 了 作 先 知 讲 道 以 外 ， 圣 经 从 来 没 有 指 明  

哪 个 是 所 有 信 徒 都 当 寻 求 的 恩 賜 u 新约也 

没 有 提 过 有 第 二 （或 第 三 ）种 迸 要 的 恩 踢 。 

事 实 上 ， 保 罗 更 臀 告 人 ， 不可过分重视某  

样 圣 灵 能 力 的 彰 显 （林 前 十 四 「)-丨 9;林 

后 十 二 1 - 1 0 ; 参 可 八 11-丨 3>。 圣经重视 

比 较 持 久 的 经 历 ， 特 别 是 内 里 和 神 关 系 的  

表 彰 （徒 六 3 、 5 , 十 一 2 4 —— “被圣灵充 

满 ” ； 弗 五 1 8 h 我 们 所 接 触 的 ， 是最早 

期 基 督 教 充 满 活 力 的 经 历 。 圣灵如果是基  

督 里 新 生 命 的 气 息 （参 结 三 十 七 9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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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二 十 林 前 十 五 4 3 ) ， 我 们 便 可  

1把 这 比 喻 再 推 进 一 步 。 圣 灵 便 像 呼 吸 一  

^ 不 是 我 们 时 刻 都 察 觉 到 的 • 但 人 若 时  

不知不觉， 便 证 明 他 出 了 问 题 。

里《会 是 在 共 享 圣 灵 的 经 历 中 增 长 发 展

$灵 的 相 交

掖 初 期 的 基 督 教 会 ， 就 是 在 这 种 共 享  

圣灵的经历中， 增 长 发 展 出 来 • • 这 是 “圣 

灵相文” 的 真 义 ： 在 同 一 位 圣 灵 中 有 分  

I雄二丨；参 徒 二 4 2 ; 林 前 一 4 - 9 > 。 所 賜  

的圣灵把撤玛利亚、 该 撒 利 亚 和 其 他 地 方  

的信徒，引 入 圣 灵 的 团 契 中 （徒 八 ， 十 > 。 

这 -灵的经历， 可 说 是 个 统 一 的 力 跫 ， 把  

保 罗 所 事 奉 的 各 个 教 会 ， 维 系 在 一 起 （林  

前十二1 3 ; 弗 四 3 、 4 ; 腓 二 1 > 。 在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看 见 神 圣 灵 的 彰 显 ， 对 保 罗 是 何  

等t 要。教 会 的 合 一 和 在 团 结 中 的 增 长 ， 

正 是 逮 基 在 这 些 各 种 不 同 的 圣 灵 经 历 之 上  

I罗十二4 - 8 ; 林 前 十 二 1 2 - 2 7 ;  弗 四 4-

16),保 罗 心 目 中 的 屈 灵 恩 賜 ， 是 信 徒 共  

有的相神生命， 在 各 人 身 上 有 不 同 的 表  

1 这 些 恩 賜 能 使 共 同 的 生 命 和 崇 拜 得 益  

L 萦建立， 故 此 获 得 保 罗 的 珍 视 （林 前  

t 二7 )。 他 如 此 看 逭 作 先 知 讲 道 的 恩 賜 ， 

也是这个原因 < 参 徒 二 1 7 、 丨 8 > : 这 恩 賜  

不 但 造 就 全 人 （心 思 和 灵 魂  > , 更 能 造 就  

8 个团体。 说 方 言 的 恩 賜 就 没 有 这 个 优 点  

噌前十四  > 。 基 於 同 样 的 理 由 ， 保 罗 也  

十分小心， 不 是 所 有 声 称 是 賊 灵 恩 賜 白 勺 ， 

轻 易 相 信 。 因 为 受 感 动 的 经 历 ， 并 不  

& 自 证 是 相 神 的 他 劝 告 说 ， 每 个 这 类 的  

都 当 交 由 会 众 审 定 。 凡 不 能 从 同 有  

圣 灵 的 人 中 得 到 回 应 ， 又 不 造 就 屈 灵 团 体  

、 不 太 可 能 是 圣 灵 的 恩 賜 （林 前 二 〗 2-

1 5 ， 十 四 2 9 ; 帖 前 五 19-2 2 ; 参 太 fc 15- 
2 3 > 。

神 的 权 柄 是 在 受 灵 感 的 先 知 所 说 的 铦  

上 ， 还 是 在 制 度 化 的 礼 拜 上 ， 是 旧 约 时 代  

一 个 难 题 。 保 罗 在 此 也 为 这 个 问 题 ， 提供  

了 解 决 的 方 法 。 这 方 法 超 越 了 受 灵 感 的 人  

和 公 式 崇 拜 之 间 的 对 立 。 拥 有 圣 灵 的 ， 不 

是 — 两 个 受 音 的 人 而 是 所 有 信 徒 ； 能被  

圣 灵 使 用 作 为 施 恩 器 皿 的 ， 也 不 独 是 一 个  

先 知 ，而 是 全 体 会 众 （罗 八 9 ; 林 前 二 12, 

十 二 7 ， 1 1 ) 。 权 柄 不 是 单 在 灵 感 ， 也不  

是 单 在 公 认 的 职 分 上 ， 而 是 在 於 灵 感 和 团  

体 的 相 互 作 用 和 关 系 上 。 个 人 受 感 的 说 话  

或 行 动 ， 得 到 全 体 的 验 证 和 认 可 。

基忏的灵

早 期 基 督 教 对 圣 灵 的 认 识 ， 焫 重 要 的  

发 展 及 要 素 ， 是 圣 灵 成 了 耶 稣 的 灵 （徒十  

六 7 ; 罗 八 9 ; 加 四 6 ; 腓 一 1 9 ; 彼 前 一  

H ; 参 约 七 3 8 , 十 五 2 6 , 十 六 7 ， 十 九  

3 0 ; 启 三 1 ，五 怎 样 辨 别 真 正 的 灵 感 ， 

是 旧 约 时 代 另 一 个 问 题 „ 基 督 徙 藉 对 圣 灵  

较 精 确 的 定 义 ， 为 这 问 题 提 供 了 答 案 . . 答  

案 的 一 部 分 是 ： 为 耶 穌 作 见 证 的 就 是 圣 灵  

(约 十 五 2 6 , 十 六 1 3、 1 4 ; 徒 五 3 ‘2 ; 林 前  

十 二 3 ; 约 査 四 2 , 五 7 、 8 ; 启十九丨 (U „ 

答 案 的 另 一 半 则 更 为 深 远 ： 耶 穌 自 己 也 从  

圣 灵 得 着 感 动 和 能 力 。 故 此 ， 我 们 当 看 圣  

灵 为 儿 子 名 分 的 灵 。 这 灵 感 动 同 一 的 祷  

告 ， 使 人 像 耶 穌 一 样 ， 和 神 建 立 父 子 的 关  

系 （罗 八 15-17 ‘‘同 为 后 嗣 ”； 加 四 (i 、7 > 。 

圣 灵 是 神 的 能 力 ， 把 人 改 变 为 神 的 形 象 ， 

使 信 徒 像 基 督 （林 后 三 1 8 ; 参 罗 八 29; 

林 前 十 三 ， 十 五 4 4 - i 9 ; 腓 三 2 1 ; 西 三  

1 〇 ; 约 査 三 2 > 。 经 历 耶 穌 的 灵 ， 就 是 经  

历 钉 十 字 架 的 基 督 ， 又 经 历 被 商 举 的 基  

督 》 不 但 经 历 他 复 活 的 大 能 ， 更 是 经 历 池  

的 受 苦 和 死 亡 （罗八丨7 ; 林 后 四 7 - 丨‘2 、 

1 6 - 1 8 ; 加 二 * 2 0 ; 腓 三 1 0 、 丨丨>。 基 督 的  

灵 之 特 点 ， 不 是 除 去 或 改 变 肉 体 的 软 弱 ， 

乃 是 在 软 弱 中 经 历 神 的 能 力 ， 藉 死 亡 而 体  

验 生 命 （林 后 十 二 9 、 1()>。

对 信 徒 来 说 ， 圣 灵 和 被 商 举 的 基 督 之  

间 的 关 系 ， 更 为 密 切 。 圣 灵 实 在 是 耶 穌 现  

今 存 在 的 方 式 （罗 一 4 ; 林 前 十 五 4 5 ; 提 

前 三 1 6 ; 彼前 三丨 8 > 。 经 历 圣 灵 就 是 经 历  

耶 稣 （约十四丨 6 - 丨8 ; 罗 八 9 、 1 0 ; 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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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 7 ，十 二 4 - 6 ; 弗 三 丨 6 、〗 7 ; 启 二 ，三 > 。 

没 有 圣 灵 ， 或 不 藉 舂 圣 灵 ， 便 不 能 认 识 耶  

穌 „ 人 所 能 经 历 的 圣 灵 ， 是 具 有 基 锊 的 特  

质 ， 能 使 愿 意 顺 服 者 得 着 同 样 的 特 质 。 在 

此 之 外 ， 任 何 所 谓 厲 灵 的 经 历 ， 都 不 值 得  

基 锊 徒 重 视 ， 反 而 应 当 弃 绝 和 避 开 。

J a m e s  D. G .  Dunn 

参 考 书 目 ： C . K .  B a r r e t t ,  H o / y

S p i r i t  a n d  t h e  G o s p e l  T r a d i t i o n ;  F . D .  

B r u n e r ,  A  T h e o l o g y  o f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M. 

G r e e n ,  /  B e l i e v e  i n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G . S .  

H e n d r y .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i n  C h  r i s t i a n  

T h e o l o g y ;  R . B .  H o y l e ,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i n  

S t .  P a u l ;  M .  I n c h ,  S a g a  o f  t h e  S p i r i t ;  

C . D . F .  M o u l e .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H . W .  

R o b i n s o n ,  T h e  C h r i s t i a n  E x p e r i e n c e  o f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E.  S c h w e i z e r ,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H . B .  S w e t e ,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i n  t h e  N T .

圣灵的果子
F r u i t  o f  t h e  S p i r i t

s h ^ ng l i ng de g u d zi

出 於 加 拉 太 书 五 章 2 2 、 2 3 节 的 词 句 。 

正 如 经 文 指 出 这 果 子 是 人 活 在 圣 灵 管 治 下  

的 明 证 。 耶 穌 又 暗 示 这 种 生 活 ， 是 明 确 可  

见 的 。 马 太 福 音 第 七 章 指 出 ， 要 把 假 先 知  

试 验 出 来 ， 便 要 察 看 他 们 的 生 活 表 现 。 故 

此 ， 虽 然 耶 穌 曾 禁 止 祂 的 门 徒 论 断 别 人  

(太七丨  > ， 他 却 鼓 励 人 要 辨 认 果 子 。 人 想  

要 多 结 果 子 ， 秘 诀 就 在 约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2 4 节 。 耶 穌 以 地 里 的 麦 子 为 例 ， 教 训 我  

们 要 把 自 己 和 旧 人 的 私 欲 治 死 的 ； 却 要 把  

“多 结 果 子 ” 的 新 生 命 活 出 来 。

加 拉 太 书 五 章 提 到 的 圣 灵 果 子 ， 是 仁  

爱 、 爯 乐 、 和 平 、 忍 耐 、 恩 慈 、 良 善 、 信 

实 、 温 柔 和 节 制 。 仁 爱 不 一 定 是 指 感 情 方  

面 ， 其 中 包 含 一 种 乐 於 助 人 、 舍 己 为 人 的  

行 动 ， 就 如 神 为 爱 世 人 而 舍 弃 了 自 己 的 独  

生 子 （约 三 丨 6 > 。 良 善 一 词 在 希 腊 文 中 原  

包 括 悚 慨 的 意 思 。 “信 心 ” 通 常 是 指 对 一  

些 人 或 事 物 的 信 任 或 把 握 。 不 过 ， 这 字 也  

可 用 来 形 容 一 些 使 人 产 生 信 任 和 信 心 的 素  

质 ， 如 可 堪 信 赖 和 可 靠 等 。 在 一 个 被 圣 灵  

掌 管 的 生 命 中 ， 这 两 方 面 的 解 释 同 样 适  

用 。 另 一 种 采 子 —— 节 制 ， 是 约 束 自 己 ， 

克 制 自 己 的 能 力 。 圣 经 以 圣 灵 作 为 节 制 的

本 源

便 自  …一 .

不 能 发 生 这 种 能 力 的

见 在 加 拉 太书的

A

~  ^  与

齋 徒 ， 指 出 施 行 割 礼 是 蜇 新 靡 ^  j 旳基

… 二 火 不 丁 印 观 在 加 拉 j
文 ， 正 值 保 罗 强 谰 基 偕 徒 的  

必 依 靡 遵 行 律 法 以 求 在 神 而 前 ’ ， 

他 瞥 告 加 拉 太 那 些 倾 向 里 投  为义。

，意 义 重 大 。因 这 能 力 既

谨 守 体 法 或 顺 从 法

出 拉 太 书 ^  

的 自 由 ， f 

*面前得称  

投 徕 法 主 J

----------… w 祖 新 痛 行 泳 冰 ， ~
称 义 的 表 现 ， 丰 实 上 这 途 径 是 柱 以 求  

五 3 > » 不 过 ， 为 了 避 免 加 拉 = 二 加  

调 他 们 在 基 督 里 的 自 由 ， 保 罗 指  

并 不 是 容 许 人 去 犯 罪 ， 趁 机 会 满  

私 欲 ； 而 是 一 个 用 爱 心 互 相 服 侍  
( 五 丨 3 K 活 在 圣 灵 里 的 人 ， 是不会  

肉 体 的 情 欲 的 （五 1 6 > 。 保 罗 抟 s 辨明3  

欲 的 作 为 和 圣 灵 果 子 的 分 别 。 一个放弃  

体 的 情 欲 而 活 出 圣 灵 果 子 的 人 ， 必 然 会 有  

仁 爱 、 喜 乐 、 和 平 、 忍 耐 、 恩 慈 、 良善 

信 实 、 温 柔 和 节 制 的 表 现 。 这些不是圣灵  

的 恩 賜 ， 而 是 在 圣 灵 管 治 的 生 命 里 ，蒙神 

添 加 的 恩 典 。

我 们 很 容 易 会 把 圣 灵 的 果 子 ，跟哥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4 至 1 1 节 、 十 二 章 2 8至 31节 

上 、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3 至 8 节和以 弗所 书 四  

章 1 1 至 1 4 节 ， 所 提 及 圣 灵 的 恩 賜 混 淆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3 1节 下 明 确 地 把 圣 灵  

的 恩 賜 与 果 子 连 系 一 起 。 在加拉太书五章  

2 2 节 ， 提 到 圣 灵 的 第 一 个 果 子 是 仁 爱 。 

保 罗 曾 称 为 “最 沙 的 道 ”（林 前 十 二 3 丨下），

没 有 与 别 的 恩 賜 同 列 。

另 一 项 重 要 的 事 情 是 ， 肉体的作为很 

多 ， 圣 灵 的 果 子 却 只 有 一 个 。 故 此 ’有人 

认 为 加 拉 太 书 五 章 2 2 节 中 ， 圣 灵 的 采 f  

只 有 爱 一 种 ， 其 余 的 < 2 2 、 2 3 节 ）， 

是 爱 不 同 方 面 的 表 现 而 已 。 把力卩 

段 经 文 跟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3 丨节下 

显 示 出 圣 灵 的 果 子 是 爱 （和 其 他 方 班  

现  > ， 也 是 那 运 用 各 种 恩 脱 时 须 乘 种 恩  

妙 之 道 。 为 了 强 调 “爱 ” ^ 身 伴 

賜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三 章 一 在比  

大 的 “爱 篇 ” 中 ， 刻 画 圣 灵 的 ^ 多少 

较 这 两 段 经 文 时 ， 有 趣 的 是 留 f 梦实 质 上  

不 同 的 方 面 ， 在 两 者 中 出 规 。 地 行 在 道  

是 说 明 圣 灵 的 恩 賜 ， 只 有 正 仏 值 的 功 用 ， 

中 ， 才 能 产 生 果 效 ， 发 挥 = , ， 钬逶力11 

并 使 人 得 着 教 诲 。 正 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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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纟书五章 2 2 、 2 3 节 和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三  

论 到 的 累 质 。

由此可见， 被 圣 灵 管 治 的 生 命 是 以 圣  

灵的果子， 而 非 恩 賜 （不 论 明 P 一 种 ） 来 显  

明的。哥 林 多 人 拥 有 不 少 恩 賜 （林前一 * 5 、

7，十二， 十 四 ）， 却 仍 然 是 不 成 熟 的  

丨林前三丨- W 。 拥 有 萦 圣 灵 引 导 、 成 圣 生  

命的证据， 不 是 圣 灵 的 恩 賜 ， 而 是 以 爱 为  

首的圣灵采子》

Wesley L. Gerig

圣灵的洗
Baptism o f  t h e  S p i r i t
sh^ng l in g  d e  x l

十 九 世 纪 的 圣 诘 运 动 中 盛 行 的 用 语 。 

-• 些 圣 洁 运 动 的 教 师 如 鲍 德 曼 和 亚 撒 玛  

汉，曾 用 它 来 表 示 成 圣 过 程 中 的 “第 二 次  

祝福”。 至 十 九 世 纪 末 ， 因 受 妥 锐  

(丨8 : ) 6 - 1 9 2 8 >的影响， 该 语 的 意 义 由 成  

圣转为事奉的能力。 至 二 十 世 纪 初 的 五 旬  

节运动，圣 灵 的 洗 以 说 方 言 为 表 征 ， 成 了  

他们拽特的教义。

五 旬 节 派 也 有 人 把 “圣 灵 的 洗 ”， 视 

为 归 正 和 成 圣 之 后 的 “第 三 次 祝 福 但  

多 数 人 仍 认 为 是 “第 二 次 祝 福 ”， 而 以 成  

圣为归正的一部分。 然 而 ， 他 们 均 一 致 认  

为 这 是 当 年 圣 灵 降 临 的 再 现 ； 当 年 耶 穌 的  

门 徒 被 圣 灵 充 满 ， 大 有 能 力 的 为 主 作 见  

证，“按 着 圣 灵 所 賜 的 口 才 ， 说 起 别 国 的  

话 来 （徒 一 8 ， 二 4 >

二 十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 旧 有 宗 派 中 愈 来  

愈 多 信 徒 自 称 经 历 圣 灵 的 洗 ， 并 认 同 五 旬  

节派的神学解释， 认 为 是 归 正 后 的 第 二 次  

S 灵经历，并 以 说 方 言 为 证 。至 七 十 年 代 ， 

这 浪 潮 发 展 成 灵 恩 运 动 ， 更 多 信 徒 尝 试 透  

过 本 身 宗 派 传 统 的 神 学 系 统 ， 来 解 释 他 们  

对圣灵的经历， 特 别 是 英 国 教 会 和 罗 马 天  

主 教 会 中 的 炅 恩 派 。 例 如 ， 有 的 说 这 是 领  

洗 恩 典 的 更 新 或 发 挥 。 然 而 ， 无 论 对 圣 灵  

的洗作何定义， 有 一 点 是 一 致 肯 定 的 ， 即 

圣 灵 的 洗 是 指 信 徒 个 人 厲 灵 生 命 的 复 兴 ， 

大有能力。

“圣 灵 的 洗 ” 一 语 虽 很 通 行 ， 但 在 圣  

经 中 却从 未出 现 。 新 约 所 用 的 是 一 个 动 词  

& 语 ：“用 圣 灵 施 洗 ”。

施洗约翰
“用 圣 灵 施 洗 ” 一 语 在 圣 经 中 出 现 过  

7 次 ， 部 在 新 约 。该 语 似 是 施 洗 约 翰 所 创 ， 

约 翰 宣 告 ： “我 是 用 水 给 你 们 施 洗 … … 但 

那 在 我 以 后 来 的 … … 要 用 圣 灵 与 火 给 你 们  

施 洗 。” 《太 三 1 1 ; 路 三 1 6 ; 可 一 8 ; 约一  

3 3 , 但 后 两 书 无 “与 火 ” 二字  > — 这短  

句 显 然 是 一 个 比 喻 ， 与 约 翰 的 洗 礼 相 对  

立 ， 也 是 它 的 应 验 。 首 先 ， 这 洗 礼 是 比 喻  

审 判 ， 这 可 见 於 马 太 福 音 与 路 加 福 音 的 上  

下 文 理 。 经 过 火 河 ， 或 藉 笤 洁 净 人 的 灵 ， 

或 由 於 神 的 怒 气 （希 伯 来 语 “灵 ”与 “气 ” 

是 同 一 个 词 ） 而 被 炼 净 或 毀 灭 ， 这 是 犹 太  

人 熟 悉 的 比 喻 （赛 四 4 ，三 十 2 7 、 2 8 ; 但 

七 1 0 > 。 第 二 ，这 洗 礼 也 比 喻 恩 典 。 因为 

火 的 提 炼 使 人 洁 净 ， 恰 如 扬 场 之 后 ， 五谷  

将 收 藏 於 库 （太三丨 〗 、 1 2 >。 第 三 ，这洗  

礼 也 比 喻 新 时 代 的 开 端 „ 施 洗 约 翰 是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 形 容 “弥 赛 亚 时 期 的 灾 祸 ”， 

期 待 历 经 磨 难 之 后 ， 弥 赛 亚 时 代 的 来 临  

( 参 但 七 19-2 2 ， 十 二 1 ; 亚 十 四 12-1 5; 

《以 诺 一 书 > 一 0 〇 丨-3; < 西 比 莲 神 谕 》

三 (i m i s u 。

由 此 可 见 ， 在 府 早 期 ， 约 翰 以 “用圣  

炅 施 洗 ” 一 语 描 述 新 时 代 来 临 以 前 的 胳 难  

( “弥 赛 亚 的 产 难 ”， 参 可 十 三 H ; 《以 m  

一 书 》 六 十 二 4 > ， 以 及 悔 改 者 进 入 新 时  

代 时 被 炼 净 的 经 验 。

耶稣

耶 稣 在 传 道 期 间 ， 曾 否 论 及 用 圣 灵  

( 和 火 > 施 洗 ， 已 不 能 确 知 。 但 耶 穌 视 其  

传 道 工 作 为 賜 福 而 非 审 判 ， 这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参 路 四 1 8 、 1 9引 自 赛 六 十 一  1、 2 的 

话 ； 太 H 3 - 5耶 稣 对 施 洗 约 翰 疑 难 的 解  

答 ）。 藉 着 耶 稣 的 传 道 工 作 ， 人 可 体 验 新  

时 代 的 福 祉 ， 例 如 ： 穷 人 有 福 音 传 给 他 们  

( 太 H- — 5 ， 十三丨6 、 1 7 > 、 神 国 的 权 能 彰  

显 （太 十 二 2 8 > 、 撒 但 的 末 日 已 经 开 始  

( 可 三 2 7 > 等 等 。 不 过 ， 耶 稣 在 预 见 池 在  

地 上 传 道 的 结 局 时 ， 曾 借 洗 礼 与 火 比 喻 自  

己 的 死 《路 十 二 4 9 、 耶 穌 也 谈 及 圣  

灵 降 临 的 事 ， 以 激 励 将 面 临 迫 害 的 门 徒  

( 可 十 三 丨 1 ; 参 约 十 四 1 5•丨7 、 2 6 , 十六

7 -丨 5 >。 池 也 许 曾 使 用 施 洗 约 翰 的 比 喻 ，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5 节 和 H--- 章 1 节 记 软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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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话 ， 是 录 自 她 艾 活 后 的 工 作 时 期 （参 路

二 十 四 4 9 > 。

第 四 部 福 合 书 的 作 者 约 翰 描 述 耶 穌 的  

工 作 ， 好 像 把 安 粒 和 谷 壳 扬 净 （参 太 三  

1 2 > ， 是 区 分 光 明 与 黑 暗 、 真 理 与 邪 恶

翰 记 述 施 洗 约 翰 的 铦 时 ，却 略 去 了 “与 火 ” 

二 字 ， 略 去 了 耶 穌 工 作 中 审 判 或 区 别 的 果  

效 ， 表 明 施 洗 约 翰 的 预 告 已 经 应 验 。

使 徒 行 传

在 耶 穌 S L 活 后 ， 使 徒 行 传 中 曾 两 次 使  

用 这 个 比 喻 （徒 一 5 , 十 一 1 G  > ， 只 说  

“要 受 圣 灵 的 洗 ”，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在 五 旬  

节 聚 会 上 ， 曾 “有 舌 头 如 火 焰 显 现 出 来 ” 

( 徒 二 所 以 ， “火 的 洗 礼 ” 被 认 为 是  

已 经 应 验 了 。 但 施 洗 约 翰 所 说 的 火 （“不  

灭 的 火 ”， 太 三 1 0 - 1 2  > 是 很 不 同 的 。 路 

加 也 无 意 将 “有 舌 头 如 火 焰 ” 和 “好 像 一  

阵 大 风 吹 过 ” 的 大 声 响 ， 与 施 洗 约 翰 的 比  

喻 连 在 一 起 。 也 可 能 是 作 者 认 为 耶 稣 之  

死 ， 已 将 神 的 怒 火 熄 灭 了 ， 所 以 进 入 新 时  

代 （即 “末 后 的 日 子 ”， 徒 二 丨 7 > 就 无 需  

再 经 受 那 火 的 洗 炼 ， 只 需 受 圣 灵 之 洗 便 可  

以 了 。

使 徒 行 传 也 记 载 了 两 组 经 验 这 圣 灵 洗  

礼 的 人 ： 一 为 参 加 五 旬 节 聚 会 的 众 门 徒 ， 

二 为 该 撒 利 亚 的 哥 尼 流 及 其 亲 友 （徒 一  5, 

二 4 、 1 7 、 1 8 ， 十 4 4 , 十 一  1 5 -丨7>。 这 M  

有 3 种 关 系 需 加 以 阐 明 ：

灵 洗 与 水 洗 的 关 系

从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5 节 和 H - — 章 1 6 节 两  

节 可 知 ， “受 圣 灵 的 洗 ” 是 作 为 比 喻 ， 与  

“受 水 的 洗 ” 相 对 照 。

基 锊 教 中 有 好 几 个 神 学 传 统 ， 认 为 基  

锊 教 的 洗 礼 就 等 於 圣 灵 的 洗 礼 ； 他 们 指 出  

施 洗 约 翰 预 言 的 “圣 灵 （和 火  > 的 洗 礼 ”， 

已 在 奉 耶 穌 基 督 之 名 举 行 的 洗 礼 中 应 验  

了 。 故 此 天 主 教 会 的 传 统 信 念 ， 认 为 圣 灵  

在 洗 礼 中 ， 或 经 由 洗 礼 ， 賜 给 领 洗 的 人 。 

然 而 ， 在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4 节 和 十 章 4 4 至 4 8  

节 ， 圣 灵 的 洗 礼 却 不 能 与 水 的 洗 礼 混 淆  

( 参 徙 八 丨 2 - 丨 7 ) 。 不 过 ， 从 另 一 方 面 看 ， 

圣 灵 的 鴨 予 和 水 的 洗 礼 ， 也 确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徒 二 3 8 , 十 九 ; 使 徒 行 传 二  

摩 3 » 节 大 概 足 要 作 为 基 督 徒 入 门 的 典 范

训 诲 。 它 把 归 主 过 程 分 为 3 步 ， E P : 诚信 

并 悔 改 ， 奉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受 洗 ，领受所棵 

的 圣 灵 。

同 理 ， 约 翰 福 音 三 章 5 节飛妥当的解  

释 ， 是 指 “重 生 ” 乃 由 水 《的 洗 礼 ）和圣 

灵 （的 洗 礼 ） 揉 合 的 结 果 。 有些人解释  

“从 水 和 灵 而 生 ”， 就 等 於 “用水和灵晻  

洗 ”， 这 种 解 释 的 根 据 却 不 大 为 人 信 服 。 

灵 洗 与 I U 正 的 关 系

在 使 徒 行 传 的 两 段 经 文 中 ， 仍维持这 

比 喻 原 来 的 意 义 ， 也 就 是 施 洗 约 翰 使 用 这  

比 喻 的 意 义 。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4 节 应 验 了 -  

章 「> 节 的 应 许 。 由 於 圣 灵 的 浇 湘 ， 被视为 

“末 后 的 日 子 ” 的 重 大 标 志 （赛四十四  

3 ; 结 三 十 九 2 9 ; 珥 二 2 8 、 2 9  > ， 门徒受 

了 圣 灵 的 洗 ， 就 开 始 经 历 “末 后 的 日 子 ” 

( 徒 二 1 7 、 1 8 ) 。 使 徒 行 传 十 一 章 17节记 

五 旬 节 那 天 ， 就 是 门 徒 相 信 耶 稣 基 督 为 主  

的 开 始 ； 同 样 ， 保 罗 认 为 领 受 圣 灵 是 基 督  

徒 开 始 的 体 验 （林 后 一 2 2 ; 加 三 3 ) , 故 

此 ， “有 基 督 的 灵 ” 应 当 是 一 个 基 督 徒 的  

根 本 标 志 《罗 八 9 > 。 哥 尼 流 及 其 亲 友 受  

了 圣 灵 的 洗 ， 而 得 到 了 彼 得 所 预 言 的 宽 恕  

和 拯 救 （徒 十 4 3 - 4 5 , 十 一1 3 - 1 8 ) 。所以， 

在 这 些 地 方 ， “用 圣 灵 施 洗 ” 实际上与  

“叫 人 悔 改 而 得 生 命 ” （徒 十 一 丨8 ) ，并 

“藉 着 信 洁 净 了 他 们 的 心 ” （徒 十 五 8 、9) 

同 义 。

有 人 用 以 下 两 段 经 文 来 证 明 圣 灵 的  

洗 ， 是 在 归 正 之 后 的 事 。 其一是约翰福音  

二 十 章 2 2 节 （参 徒 二 4 ， 八 约 翰  

的 目 的 可 能 是 强 调 基 督 之 受 难 、 复 活 、升 

天 、 圣 灵 降 临 四 者 在 神 学 上 的 统 一 （参约 

十 九 3 0 :  “（耶 穌 ） 便 低 下 头 ， 将灵魂

( 或 作 圣 灵 ） 交 付 神 了 ”>。 纵然约翰福音  

二 十 章 2 2 节 这 段 文 字 并 非 喻 意 ， 而是纪 

实 ， 但 不 论 路 加 或 约 翰 都 没 有 暗 示 ，首批 

门 徒 的 经 历 可 作 为 后 世 棊 督 徒 的 典 范 （参 

约 二 十 2 2 与 约 四 1 4 , 七 3 7 、3 8 ; 徒 二 381。

第 二 段 经 文 是 使 徒 行 传 第 八 章 。路加 

可 能 是 以 使 徒 行 传 八 章 1 7 节 所 记 ， 为 f  

受 圣 灵 的 开 始 。 （1 > 在 使 徒 行 传 八 $ 1 2  

节 ， 路 加 并 未 使 用 他 谈 及 归 信 时 常 用 的 语  

句 （“信 了 主 ”， 意 指 委 身 於 主  而只是 

说 “他 们 信 了 腓 利 所 传 神 国 的 福 音 ”， SI 

能 暗 示 他 们 尚 缺 少 献 身 的 笃 诚 。 （2 ) 在

( 尤 见 於 约 三 1 9 - 2 1  > ;  然 而 ， 马 可 和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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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了 冼  
舴 衅 g 予 已 是 不 争 之 事

赛 1

#多

中， ;秘密的

6 作 ， 他 只 是 说 ： “他 们 只  

3 > 在 使 徒 行 传  

路 加 并 未  

不 可 见 的 圣 灵 賜 予 或 充  

四 3 1 ， 八 1 8 、 丨9 ， 十 4 6 ,

《 丨徒二^
^  (； ) „

_ 2 .,a  貧 的 关 系

_ 咳 典 - r专 有 1 处 记 述 圣 灵 首 次 临 到 门  

使 徒 而 s 灵 的 降 临 都 有 可 见 的 结  

(E 的 ’述 圣 灵 降 临 的 结 采 ， 是 灵 感 的  

« sftir 方 言 成 发 预 言 。 在 使 徒 行 传 四 章  
说 心 # " 3 十 三 章 9 至 1 1 节 ， 圣 灵 充 满 的  

: 二 ： 胆 i 言 ， W 及 发 出 立 即 见 效 的  

参 弗 五 丨!1， 1!>>。 再 看 哥 林 多 前 书  

节 ， 圣 灵 踢 给 哥 林 多 人 多 项 恩  

E S 包 括 了 ’“知 识 ” 与 “ 口 才 ”。 我 们 可  

^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圣 灵 降 临 在 个 人 或 群  

体 的 一 个 常 见的 表 现 ， 便 是 受 灵 感 说 话 ， 

也包括说方言。 但 无 论 是 路 加 还 是 保 罗 ’ 

卸 没 有 意 图 指 出 说 方 言 是 圣 灵 洗 礼 的 必 然  

或唯一的证明。

保罗

新 约 最 后 一 处 明 确 使 用 灵 洗 这 比 喻  

的，便 是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1 3 节 。 此 处  

明 显 是 指 起 初 归 信 之 事 ， 也 可 见 能 力 的 钐  

昆 男 女 信 徒 受 圣 灵 的 洗 礼 而 成 为 基 督 的  

身体— '即 教 会 的 成 员 （林 前 十 二  > 。 但  

保 罗 描 述 归 正 的 比 喻 很 多 ， “在 圣 灵 里 受  

洗” u只 是 其 中 之 ― ， 其 他 如 “在 基 督 里 ” 

或 基 督 联 合 ，，、 ‘‘饮 於 一 位 圣 灵 ，， （林  

“披 戴 基 督 ” 或 “披 戴 基 督  

^  ( 加 三 ‘2 7 ; 参 士 六 3 4 ; 代 下 二 十 四  

二 十 四 4 9 > 、 “与 耶 稣 同 钉 十 字 架 ” 

样 A < 〇 等 等 。 保 罗 也 跟 路 加 和 约 翰 一  

兑归正时 领 受 圣 灵 的 经 历 及 其 他 屈  
的 却 没 有 区 别 所 谓 第 二 次 或 第 三 次

^ 洗 归 入 耶 稣 基 督 ” （罗 六 3 ; 加 三  

餐.，0 ^ 然 就 是 “在 圣 灵 受 洗 归 入 耶 穌 基  

名跫洗，，说 。 很 多 人 把 它 视 为 “奉 基 督 之  

仪 ^  & 的 同 义 语 ， 这 样 显 然 是 指 领 洗 的  
别。无 p 样 的 解 释 抹 煞 了 水 洗 与 灵 洗 的 区  

、 洗 归 匕 如 何 ， 我 们 要 注 意 保 罗 所 说 ： 

穸 卜 基 督 ” 就 是 “受 洗 归 入 基 督 的  

^ 3 > 。 所 以 ， 认 识 甚 督 不 仅 是 经

活 的 大 能 ， 也 要 与 池 一 同 受 苦 （排

J a m e s  D. G. D unn  
参 ■ 洗 礼 - 1709: •用火施洗■ 2149:

“属 灵 恩 賜 " 1 4 7 9。

g  ： C .K . B a r r e t t , Holy Spirit in 

Gospel Tradition; H . B e r k h o f .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J .D .G . D u n n ,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G . S . H e n d r y . The Holy 

Spirit in Christian Theology； l . M o r r i s . 

Spirit of the Living G o d .

圣诗
H y m n ,  H y m n o d y
s h ^ n g  s h l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 2 1 2 5。

圣书
S c r i p t u r e
s h ^ n g  sh u

任 何 宗 教 团 体 对 於 其 神 圣 著 作 的 称  

谓 。 这 些 宗 教 著 作 往 往 结 集 成 一 本 具 有 权  

威 的 编 集 或 正 典 ， 作 为 宗 教 问 题 的 最 终 议  

决 。 经 文 著 作 是 由 世 界 大 部 分 的 伟 大 文 献  

所 结 合 而 成 。 不 同 的 宗 教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界  

定 他 们 经 典 的 权 威 ， 但 大 多 数 宗 教 团 体 的  

信 徒 都 会 视 他 们 的 经 典 为 与 众 不 同 ， 且较  

其 他 的 著 作 更 为 神 圣 。 众 多 宗 教 的 神 圣 经  

典 ， 包 括 了 印 度 教 的 吠 陀 经 和 奥 义 书 、佛 

教 的 上 座 部 ， 及 回 教 的 可 兰 经 。 基 督 徒 则  

承 认 犹 太 经 典 ， 即 妥 拉 、 先 知 书 和 著 作 为  

圣 书 ， 还 有 四 福 音 书 、 2 1 卷 书 信 、 使 徒  

行 传 和 启 示 录 。 有 些 基 督 徒 也 承 ^ 次 经 ，为 

圣 书 。 基 督 徒 都 称 他 们 的 经 卷 为 “圣 经 。

参 “圣经正典” 1360: •圣经” 1 3 3 1。

lace , Sanctuary

(个 希 伯 来 调 语 ^ 以 和 j  
两 字 皆 从 动 词 “变 得 诘 #  ;  2
;， 引 伸 出 来 ， ‘圣 所 ” - 词 在 ,  

利 未 记 和 民 数 记 出 现 约 有 6 0 次 ， 

, :丨 了 未 二 的 达 造 .运 送 和 极 初 使 „用  

^ 命 记 曾 提 及 启 示 、献 祭 在  

^ 是 采 用 “圣 所 ，，这 《 。 由 於 圣 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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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掳 时 和 被 掳 归 回 后 ， 对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活  

很 敢 要 ， 这 用 语 在 以 西 结 书 、 但 以 理 书 和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著 作 便 出 现 超 过 6 0 次 。

圣 所 是 指 神 显 现 和 居 住 之 处 ， 正 如 约  

柜 的 存 在 表 示 了 神 的 同 在 。 那 里 保 存 着 神  

的 话 语 ， 神 的 话 语 也 从 那 里 而 出 。 神 的 子  

民 在 圣 所 聚 集 ， 为 要 献 祭 、 聆 昕 与 神 立 的  

约 、 敬 拜 和 祷 告 ， 以 及 庆 祝 重 要 的 节 期 。

族 长 有 举 行 敬 拜 的 地 方 （创 二 十 六

2 4 、 2 5 ， 二 十 八 1 6 - 2  2 ) ， 但 那 不 是 真 正  

的 圣 所 。 圣 经 首 次 提 及 圣 所 时 （出 十 五  

1 7 > ，指 它 是 神 居 住 在 池 百 姓 中 间 的 象 征 ， 

且 从 中 统 治 他 们 。 会 蒗 作 为 中 央 的 圣 所 ， 

曾 被 搬 移 到 多 个 地 方 ， 直 至 所 罗 门 在 耶 路  

撒 冷 建 立 圣 殿 为 止 。 有 一 点 必 须 强 调 的 ， 

是 神 的 百 姓 要 有 一 个 中 央 的 圣 所 （申 十 二  

4 - 7 ， 十 六 5 - 8 >。 他 们 可 以 设 立 多 於 一 个  

圣 所 ， 好 让 他 们 不 用 长 途 跋 涉 才 能 聚 集 一  

起 吃 喝 和 敬 拜 （申 二 1 5 - 2 5 ) 。 他 们 要 在  

这 些 不 同 的 地 方 敬 拜 独 一 的 神 。 可 是 ， 以 

色 列 人 也 曾 建 造 一 些 被 视 为 可 憎 恶 的 异 教  

圣 所 （申 十 二  1 - 3、 2 9 、 3 0 ) 。

新 约 指 出 旧 约 圣 所 是 神 永 远 居 住 在 他  

百 姓 中 间 的 预 表 （来 八 6 , 九 1 • 1 4 >。

参 • 会 幕 . 圣 殿 - 5 9 6 。

圣徙
Saint
s h d n g  t u

参 “基 S 徒 的 名 称 " 6 4 0 »

圣言
Oracle
s h 会n g  y 焱n

神 透 过 代 言 人 （先 知 、 祭 司 或 君 王 > 

宣 告 的 启 示 ， 通 常 是 宣 告 祝 福 、 指 示 或 审  

判 。 巴 勒 要 求 巴 兰 咒 诅 以 色 列 ， 但 相 反 ， 

巴 兰 发 出 了 祝 福 的 神 渝 （民 二 十 四 3 - 9 > 。 

神 以 “活 泼 的 圣 言 ” 指 示 摩 西 行 事 《徒 七  

3 8 > , 并 把 这 圣 言 交 托 犹 太 人 （罗 三 2 > 。 

箴 言 书 记 录 了 两 个 智 恝 的 真 言 ： 一 个 由 雅  

基 的 儿 子 亚 古 珥 发 出 （三 十 〗 ）， 一 个 由  

利 筋 伊 勒 王 发 出 （三 十 — 1 ) 。 审 判 的 宣  

告 曾 向 以 色 列 王 约 兰 （王 下 九 和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代 下 二 十 四 2 7 > 发 出 。 先 

知 常 向 罪 恶 的 邦 国 发 出 审 判 的 宣 告 ， 如 以

赛 亚 （巴 比 伦 ： 十 三 1 ， 二 十 一  1 ; 非利 

士  ： 十 四 2 8 ; 庳 押 ： 十五丨； 大 马 色 ：十 

七 1 ; 埃 及 ： 十 九 1 ; 耶 路 撒 冷 ：二 十二 

1 ; 推 罗 ： 二 十 三 ; 那 鸿 （尼尼衝： 

鸿 一 1 > ; 哈 巴 谷 （犹 大 ： 哈一丨 > ; 肖

拉 基  < 以 色 列 ： 玛 一 1 > 。 假先知却发出  

“虚 假 和 愚 昧 ’’的 宣 告 （哀 二 1 4 ) .

参 • 预 言 ” 2 1 7 9 。

圣衣
V e s t m e n t s ,  B i b l i c a l
s h f e n g  y l

参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 6 6 ^

圣战
W a r ,  H o l y
s h d n g  z h ^ n

在 申 命 记 ， 尤 其 是 第 二 十 章 所 描 述  

的 战 亊 。 它 不 只 是 人 类 的 战 争 ， 君王和受 

过 训 练 的 军 兵 ， 用 武 器 、 军 备 打 仗 ，且是 

M 神 的 战 争 ， 神 亲 自 与 池 立 约 和 拣 迭 的 子  

民 并 肩 作 战 ， 也 让 他 们 奉 祂 的 名 去 争 战 ， 

军 队 的 人 数 多 少 并 不 重 要 ， 事 实 上 ，军队 

的 人 数 常 被 减 至 少 ， 戏剧 化地表明他们  

的 胜 利 ， 大 大 击 败 强 敌 ， 不是靠军亊上的  

优 势 ， 而 是 靠 神 的 大 能 使 敌 人 败 退 。 当以 

色 列 人 顺 服 神 ， 生 活 行 为 像 神 立 约 的 子  

民 ， 在 神 的 指 引 下 争 战 ， 且 遵 神 的 吩 咐 ， 

藉 着 信 靠 神 ， 就 能 成 功 。 他 们 确知 神是  

“使 人 得 胜 的 ” 主 ， 又 宣 告 “争战的胜畋  

在 乎 耶 和 华 ” （撒 上 十 七 4 7 ; 参撒上十八  

1 7 , 二 十 五 2 8 > 。 犹 太 人 有 这 样 的 信 心 ， 

就 不 难 明 白 圣 战 的 观 念 是 怎 样 发 展 的 ，尤 

其 确 信 他 们 的 仇 敌 就 逛 神 的 仇 敌 ， 也促使 

他 们 认 定 ， 他 们 所 信 靠 的 神 要 藉 右 他 们 完  

成 神 要 拯 救 世 人 的 目 的 。

摩 西 相 信 神 差 逍 祂 的 子 民 出 去 争 战

< 出 十 七 1 G ; 民 三 -1----3 > 。 在好几次的悄

况 下 ， 战 争 正 处 於 危 急 关 头 ， 神彰显扯的  

大 能 ， 使 仇 敌 惊 恐 、 浈 乱 ， 以色列人数虽  

少 ， 却 轻 而 易 举 地 战 胜 强 敌 （书 十 ！〇• 

1 4 ;  士 四 1 2 - 丨6 ; 撒 下 五 2 4 、 ‘2 5 > 。 有一 

次 ， 以 利 沙 受 大 军 围 困 ， 在 极 度 危 急 中 ， 

他 见 到 耶 和 华 的 军 队 从 天 上 降 临 ， 围绕撖 

玛 利 亚 的 山 头 ， 准 备 击 败 入 侵 的 叙 利 亚 大  

军 。以 利 沙 祷 告 后 ，叙 利 亚 的 军 兵 受 击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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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瞎了眼目冉， 结 果 无 法 攻 打 以 色 列  

$ 下 六 1 5 - 2 3 )。 神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方 法 彰  

纟池的旨意， 并 积 极 参 与 争 战 ； 祂 藉 先 知  

的话语（王 上 二 十 二 5 - 2 3 ) 、 梦 兆 （士 七

9. ⑷ 、乌 陵 和 土 明 （出 二 十 八 3 0 ; 利 八  

8), 以 弗 得 （撒 上 三 十 7 > 和 约 柜 ， 来 显  

明池的心意。 神 军 队 的 领 袖 经 常 寻 求 神 的  

肖引来作出战略， 没 有 一 步 是 自 作 主 张 ， 

成 没 有 神 的 准 许 和 指 弓 丨 的 （撒 下 五 19 -  

23).

既 然 神 将 巴 勒 斯 坦 賜 给 他 的 子 民 以 色  

列人，这 地 确 实 是 应 许 之 地 ， 屈 於 与 神 立  

灼的子民， 就 顺 理 成 韋 是 “圣 地 ”。 任 何  

为 保 卫 那 地 而 抵 挡 入 侵 的 外 邦 人 的 战 亊 ， 

软S 圣战；入 侵 的 仇 敌 ， 是 侵 犯 了 神 法 令  

所定1 於 神 子 民 的 圣 地 ， 就 必 惹 动 神 的 愤  

怒，从 这 个 角 度 # ， 完 全 毁 灭 以 色 列 的 仇  

ft, 尤 其 是 那 些 道 德 畋 坏 的 外 邦 人 ， 是 需  

要的，

希 伯 来 文 中 有 一 个 用 来 指 这 观 念 的 字  

k V e m ， 原 意 指 “献 上 ”， 引 伸 为 “要 加  

以毀灭的” ； 即 那 些 敌 视 神 ， 且 为 神 所 憎  

恶 的 物 和 人 （书 六 1 7 、 1 8 ) ， 都 要 毁 灭 。 

为要确保神的圣洁、 拯 救 选 民 和 M 终 拯 救  

世界，看 似 严 厉 和 极 端 的 手 段 也 是 必 须  

的，神 的 计 划 必 定 不 受 阻 挠 、 妨 捋 ， 也 不  

会 被 拜 偶 像 之 风 或 畋 坏 的 道 德 所 破 坏 （申 

七) .仇 敌 建 立 在 那 应 许 之 地 以 内 的 城 市 ， 

要尽行毀灭， 这 是 艏 行 神 毀 灭 一 切 的 命  

令，只 有 金 银 和 铜 铁 的 器 皿 得 以 保 存 ， 放 

在神的宝库中， 分 别 为 圣 归 於 神  < 书 六  

丨7 - 2 1 ;撒 上 十 五 3 > 。 全 城 （包 括 所 有 的  

牲畜）都 要 作 祭 牲 献 给 耶 和 华 ， 这 就 强 调  

了 圣 战 中 献祭 的特 点 。 不 过 ， 结 果 子 的 树  

M 被 保 存 （申 二 十 卜 ）、 2 0 > ， 这 是 要 限  

制 对 自 然 界 资 源 的 破 坏 ， 因 那 是 神 所 賜  

的.

当 以 色 列 人 离 弃 神 ， 背 叛 他 圣 洁 的 正  

道，神 就 使 用 他 们 的 仇 敌 来 惩 罚 、 磨 练 他  

们，使 他 们 回 转 归 向 祂 ， 且 彰 显 他 至 高 的  

旨意。这 样 ， 神 就 用 战 争 惩 罚 犯 罪 的 百 姓  

(赛十； 耶 二 十 五 ； 结 二 十 ― ； 来 一  

在那时， 有 假 先 知 预 言 平 安 与 稳 妥 将 要 临  

到 （耶二十八

其 实 ， 圣 战 永 远 不 是 只 靠 军 队 的 力  

餐和技能， 这 是 神 対 待 选 民 的 一 个 特 点 。

元 帅 及 军 中 的 下 城 时 常 看 成 为 神 所 拣 选  

的 ， 且 具 备 神 的 灵 所 賜 下 的 特 殊 恩 賜 ， 以 

执 行 军 事 任 务 （士 六 3 4 、33, i "一 2 9 - 3 3 >。 

如 果 神 的 恩 賜 因 某 种 原 因 而 失 去 ， 或被收  

回 ， 那 么 ， 领 袖 的 权 威 也 会 消 失 （士十六  

2 〇 、 2 1 ; 撒 上 十 六 丨 4 > 。 参 与 圣 战 需 要  

完 全 的 降 服 ， 并 献 上 自 己 事 奉 耶 和 华 神 。 

半 心 半 意 、 心 存 惧 怕 、受 其 他 亊 务 阻 挠 而  

分 心 的 人 ， 就 不 能 有 分 （申 二 十 5 - 9 ) 。 

这 样 的 人 在 军 队 中 ， 会 影 响 其 他 要 献 身 给  

神 的 人 ， 不 能 专 心 一 意 事 奉 神 。

忠 心 的 士 兵 甘 心 献 上 自 己 ， 想 意 昕从  

神 的 呼 召 ， 就 是 献 身 於 神 的 事 奉 ， 在一定  

程 度 上 ， 是 神 圣 洁 的 仆 人 （赛 十 三 3 > 。 

神 说 ， 祂 “常 在 营 中 行 走 ”， 所 以 营 帐 要  

圣 洁 ， “免 得 他 见 你 那 里 有 污 秽 ， 就 离 开  

你 。” （申 二 十 三 丨 4 > 小 心 遵 守 茜 中 的 规  

条 ， 以 确 保 营 中 的 圣 洁 ， 任 何 身 体 上 的 污  

秽 ， 都 X 要 行 洁 净 礼 ； 排 泄 物 要 埋 在 营 外  

(申 二 十 三 9 -丨 3 >。

圣 战 的 胜 利 ， 与 军 队 的 优 越 完 全 无  

关 。 不 是 因 为 兵 器 粞 锐 ， 或 人 数 众 多 （士 

七 ； 撒 上 十 四 6 - 2 3 ) , 而 是 因 为 神 “在你  

面 前 过 去 ， 如 同 烈 火 ， 要 灭 绝 他 们 ， 将他  

们 制 伏 在 你 面 前 。 这 样 ， 你 就 要 照 耶 和 华  

所 说 的 赶 出 他 们 ， 使 他 们 速 速 灭 亡 。” 

( 申 九 3 ; 参 申 二 十 神 将 仇 敌 交 在 以 色  

列 人 手 中 （士 三 2 8 , 七 1 5 )。 祂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 不 要 以 为 是 他 们 的 义 战 胜 仇 敌 ， 占 

领 那 地 ， 而 是 神 自 己 的 公 义 和 审 判 ，将那  

些 拜 偶 像 的 邦 国 ， 在 以 色 列 军 队 面 前 赶 出  

去 。 这 是 因 右 信 实 的 神 ， 向 以 色 列 的 列 祖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持 守 起 誓 所 立 的 约  

( 申 九 4 、 5 > 。 神 提 醒 以 色 列 ， 他 们 是 不  

忠 、 顽 梗 和 不 义 的 （申 九 6 - 2 9 > ， 并 叻 告  

他 们 要 敬 禺 耶 和 华 他 们 的 神 ， 且 要 行 在 神  

的 道 中 ， 敬 爱 祂 ， 全 心 全 意 事 奉 他 ， 遵 

守 祂 的 诫 命 ， 因 而 蒙 福 ， 使 他 们 在 那 应 许  

之 地 ， 就 是 神 应 许 他 们 列 祖 的 地 上 有 平 安  

(十丨 - 2 2 ) 。 犹 太 人 必 须 紧 记 ， 他 们 的 叛  

逆 和 不 忠 ， 使 他 们 不 能 直 接 进 入 那 应 许 之  

地 ， 而 要 在 加 低 斯 巴 尼 亚 接 受 惩 罚 ， 在西  

乃 旷 野 飘 流 4 0 年 （民十四卜丨2 > 。

与 这 样 不 信 、 不 服 从 神 旨 意 的 悄 况 相  

反 的 ， 有 约 取 单 的 英 雄 榜 样 。 在 密 抹 和 迦  

巴 之 间 的 路 上 ， 他 独 自 一 人 攻 击 非 利 士 人



的 驻 军 （撒 上 十 四 ）， 深 信 神 必 将 非 利 士  

人 交 在 他 手 中 • • 约 伞 单 向 那 为 他 牟 兵 器 的  

少 年 说 ： “我 们 不 如 过 到 未 受 割 礼 人 的 防  

苕 那 里 去 ， 或 者 耶 和 华 为 我 们 施 展 能 力 ； 

因 为 耶 和 华 使 人 得 胜 ， 不 在 乎 人 多 人 少 。” 

( 第 节 ） 同 样 ， 大 卫 愿 意 独 力 击 打 巨 人  

肷 利 亚 ， 显 示 他 坚 定 信 靠 神 —— “这 未 受  

割 礼 的 非 利 士 人 是 谁 呢 ？ 竞 敢 向 永 生 神 的  

军 队 骂 阵 吗 ？ 撒 上 十 七 2 6  >

圣 战 的 观 念 ， 不 只 限 於 以 色 列 人 。 其  

他 国 家 也 相 信 ， 他 们 的 神 明 在 战 争 中 为 他  

们 打 仗 ， 且 一 般 认 为 ， 那 一 个 邦 国 的 神 M  

有 权 能 ， 那 一 国 在 战 争 中 就 能 得 胜 。 当 非  

利 士 人 打 畋 以 色 列 人 ， 他 们 把 约 柜 掳 去 ， 

他 们 相 信 他 们 能 战 胜 ， 是 因 他 们 的 神 “大 

衮 ” 比 以 色 列 的 神 耶 和 华 更 有 能 力 。 圣 经  

的 作 者 小 心 地 澄 清 这 想 法 是 错 误 的 ， 且 清  

楚 地 指 出 ， 大 衮 的 像 戏 剧 性 地 仆 倒 在 神 的  

约 柜 前 ， 而 且 跌 得 粉 碎 ； 不 但 这 样 ， 亚 实  

突 人 不 仅 非 常 惯 怕 ， 而 且 患 上 痔 疮 ， 就 痛  

苦 地 喊 着 说 ： “以 色 列 神 的 约 柜 不 可 留 在  

我 们 这 里 ， 因 为 他 的 手 重 蜇 加 在 我 们 和 我  

们 神 大 衮 的 身 上 。” （撒 上 五 7 > 他 们 的 惶  

恐 和 痛 苦 ， 要 直 到 将 约 柜 加 上 赔 罪 的 礼  

物 ， 送 回 以 色 列 的 伯 示 麦 ， 才 停 止 （撒 上  

四 至 六  > 。 当 摩 押 王 米 沙 在 位 的 日 子 ， 他  

的 军 队 打 败 时 ， 便 归 咎 於 基 抹 神 的 软 弱  

(王 下 三 2 1 - 2 6 ) , 但 当 摩 押 王 稍 后 击 败 以  

色 列 人 ， 也 认 为 这 是 出 於 基 抹 神 的 能 力 。 

有 时 候 ， 胜 利 也 被 认 为 取 决 於 战 争 的 地  

点 ， 因 当 地 的 神 可 能 是 山 神 、 深 谷 的 神 或  

平 原 的 神 （王 上 二 十 ‘2 8 ;  王 下 十 八 3 3 -  

3 5 )  0

圣 战 的 观 念 可 能 在 士 师 时 代 最 为 强  

烈 ， 为 以 色 列 国 的 重 要 观 念 。 到 了 王 国 时  

代 ， 圣 战 的 桔 神 也 减 弱 了 。 厲 世 、 背 教 的  

风 气 ， 使 他 们 相 信 并 期 望 神 带 领 和 参 与 争  

战 的 信 心 ， 也 随 之 失 落 。 人 们 关 注 政 治 的  

计 谋 ， 遮 盖 了 圣 战 的 观 念 。 为 了 抵 抗 这 种  

背 教 之 风 ， 先 知 认 为 战 争 是 神 对 背 叛 祂 的  

国 民 施 行 审 判 ， 也 惩 罚 那 些 狂 傲 敌 对 的 外  

邦 势 力 。 在 — 般 敬 虔 的 百 姓 中 ， 仍 坚 持 信  

守 圣 战 的 传 纟 充 ， 但 政 治 和 军 事 1领 袖 就 不 是  

这 样 ， 以 致 这 个 传 统 在 王 国 时 代 仍 然 幸  

存 。 例 如 赫 人 乌 利 亚 就 比 大 卫 忠 於 圣 战 的  

原 ^ 。 大 卫 王 对 拔 示 巴 的 邪 恶 欲 望 蒙 蔽 了

丨匕， 以 从 仙 租 个 见 押 对 战 争

连 十 诫 中 - 基 本 的 道 德 守 则 也 违 和 ， ，甚拿 

十 — > 。 了 （墘卞

圣 战 的 观 念 有 ~ 个 独 特 的 目 沾  

指 出 神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战 争 中 获 胜 的 ，軟场 

向 将 来 消 灭 所 有 仇 恨 ， 达 至 场 产 ’斯牝指 

显 明 神 救 赎 计 划 的 公 义 和 权 威 和 平 ， 

对 自 己 的 子 民 的 关 心 和 目 的 。 圣 示 他  

的 神 極 救 他 子 民 ， 并 要 在 末 世 取 约  

工 具 • 在 完 成 这 目 的 之 前 ， 必 有大靼 

战 。 ：i s 后 ， 战 争 的 武 器 在 弥 赛 亚 2 *  

之 君 （赛 九 《) —— 的 统 治 下 ， 要 变 成 :  

平 的 工 具 （赛 二 4 ; 弥 四 3 > 。 他 要 ^  =  

的 日 子 ， 征 服 耶 和 华 所 有 的 仇 敌 （诗 〜

〇 ； 但 七 ； 亚 十 四 >。

R a lp h  E. Poyvell
参••武器和战争 " 1 6 1 6。

施思座
M e r c y  S e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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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於 约 柜 上 的 一 块 精 金 厚 板 ，两旁安 

有 两 个 基 路 伯 ， 中 文 圣 经 一 般 称 之 为 施 恩  

座 （参 出 二 十 五 丨7 - 2 2 >。 “施 恩 座 ”这词 

的 希 伯 来 原 文 的 最 佳 译 法 为 “赎 罪 的 ”， 

意 思 是 藉 着 献 上 的 礼 物 除 去 愤 怒 ，这个意 

义 在 一 年 一 度 赎 罪 日 的 礼 仪 中 表 示 出 来 ； 

那 时 祭 司 要 把 血 弹 在 施 恩 座 上 ， 为以色列 

人 赎 罪 （利 十 六 > 。 由 於 这 柜 盖 及 连 带 有  

关 的 礼 仪 是 那 么 蜇 要 ，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八 $  

1 1 节 称 S 放 约 柜 的 至 圣 所 为 “施 恩 所 '  

“施 恩 座 ” 一 词 是 参 照 马 丁 路德的德文译  

法 ， 事 实 上 ， 要 把 这 词 的 希 伯 来 原 文 译 得  

适 切 （吕 振 中 中 文 译 本 译 作 “除 罪 盡 ’ 

思 商 译 本 译 作 “赎 罪 盖 ”> ， 并 不 容 易 。

施 恩 座 长 二 肘 半 ， 宽 一 射 半 。 n  

基 路 伯 也 是 以 粞 金 制 成 ， 他 们 面 郎  

在 约 柜 之 上 髙 张 翅 膀 。 约 柜 上 的 空 丨 ^  

和 华 的 座 位 ，在 那 里 ，池 与 扯 的 子 民 相  

也 在 那 里 把 所 要 吩 咐 的 传 给 摩 西 （的^间  

五 2 参 利 十 六 2 > 。 由 於 土 他 是 劣  

代 表 了 耶 和 华 的 同 在 ， 圣 经 就 形 约  

在 基 路 伯 之 上 （撒 上 四 4 ;彳敗下$ 诚是以 

柜 本 身 存 放 着 刻 上 十 诫 的 石 版 ^ @ 5 3 约之 

色 列 人 对 神 ， 他 们 的 王 ， 所 应 断 考 欠 ，犯 

总 纲 。 当 以 色 列 民 在 守 约 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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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了 袖 诫 命 的 时 候 ， 祭 牲 的  

C 二 恩 座 上 ， 为 他 们 赎 罪 ， 使 他

5 神和 t 座 成 施 恩 座 在 新 约 则 指 向 耶

… 保罗r 所 有 犯 了 罪 ，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称 为 义 。 罗 马 书 三 章 2 5 节 译  

成 的 \ » ，，的 葙 腊 词 ， 与 希 伯 来 书 九 章  

为 化 软 座 ，，同 — 个 字 ， 也 就 是 七 十  

嬋 的 旧 的 评 本 ， 用 以 翮 译 旧 约 “施 恩  

伯 来 字 的 希 腊 名 词 。 
f =  •找@ 祭 - 1 5 9 6 :  ■约 柜 ■ 2 2 0 8 :

.# 第.虽殿■ 5 9 6。

«弗拉
S h ip h ra h  
shi W >5

希 伯 来 的 两 个 收 生 婆 之 一 ， 曾 拒 绝 按  

法 老 的 命 令 杀 害 以 色 列 人 所 生 的 男 孩 （出 

-15)„

师薄
Instructor
shi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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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近 地 中 海 的 城 镇 ， 是 犹 大 支 派 所 得  

$ 业 之 地 的 北 方 边 境 ， 圣 经 所 载 位 列 於 以  

伦 及 巴 拉 山 之 间 （书 十 五 11 > 。 它 的 位  

不详，可 能 就 是 富 勒 废 丘 。

诗S

器 篇 的 英 文 名 字 “P s a l m ” 是 指 以 乐  

欠名％初“， 瑟 ） 来 伴 唱 的 诗 歌 。 另 一 个 英  

歌 埃 1> S a l t c r” 是 指 以 瑟 来 伴 唱 的 诗  

用 的 ^ 此 ’ 诗 篇 的 英 文 名 称 表 达 了 所 采  

、 美 的 ^ »，而 希 伯 来 文 的 名 称 “赞 美 ，，或 
书 ’’则 显 示 其 内 容 。

作 者

诗 韪 所 捉 供 的 资 料

为 大 中 把 7 3 篇诗归  

的 诗 ， 七 十 士 译 本 则 有 8 1 篇 ， 武
= 拉 丁 文 译 本 有 8 5 益 。 利 未 人 歌 者 的  

首 领 亚 萨 和 可 拉 则 分 别 与 丨 2 和 H 篇诗篇  

有 关 （诗 篇 四 十 三 篇 也 几 乎 可 以 肯 定 是 可  

拉 的 作 品  > 。 此 外 ， 有 两 篇 诗 篇 题 为 所 罗  

门 的 作 品  < 七 十 二 ，一二 七 篇  — 篇题  

为 摩 西 之 作 （第 九 十 篇  > , 一 篇 题 为 以 探  

之 作 （第 八 十 九 篇  >，一 篇 则 题 为 希 柊 与  

可 拉 后 裔 同 作 （第 八 十 八 篇 ）。 其 余 的 诗  

篇 有 时 称 为 “孤 儿 诗 ”， 因 为 无 人 认 领 ， 

诗 题 并 未 记 有 作 者 的 名 字 。

诗 题 中 的 隶 厲 性 前 置 词 通 常 指 示 出 作

者 是 谁 ， 如 “大 卫 的 诗 ”。 但 在 群 体 ----

如 亚 萨 或 可 拉 的 后 裔 ----的 情 况 下 ， 那前

S 词 可 能 只 是 指 出 那 些 诗 篇 是 包 括 在 他 们  

的 演 奏 项 目 中 。 一 个 可 能 性 较 低 的 说 法 认  

为 那 前 罝 词 应 解 作 “供 …… 所 用 的 ”， 如 

一 些 “大 卫 的 诗 篇 ” 可 能 是 在 某 些 祭 仪 中  

“供 大 卫 王 所 用 的 ”。

诗 賊 中 有 关 历 史 竹 玖 的 喑 示

许 多 诗 题 都 提 到 大 卫 生 平 中 的 一 些 特  

殊 亊 件 （如 诗 三 ， 七 ， 十 八 ， 三 十 ， 三十  

四 ， 五 十 一 各 篇 > 。 虽 然 现 在 已 很 少 人 相  

信 多 半 诗 篇 是 写 於 被 掳 归 回 后 — 这 说 法  

暗 示 诗 题 的 历 史 背 景 是 不 真 实 的 ； 但 有 些  

学 者 对 诗 题 所 提 示 的 历 史 背 景 仍 抱 怀 疑 的  

态 度 。 然 而 ， 有 证 据 证 实 诗 题 是 很 早 就 被  

加 上 去 ； 诗 篇 翻 译 成 希 腊 文 时 ， 似 乎 在 诗  

题 的 翻 译 上 出 现 了 一 些 困 难 ， 可 能 就 是 因  

为 它 们 太 古 老 。 再 者 ， 若 历 史 背 聚 是 后 期  

才 加 上 的 话 ， 则 所 有 大 卫 的 诗 都 应 题 有 历  

史 背 景 ， 而 不 是 只 出 现 於 数 首 诗 之 中 。 此 

外 某 些 诗 篇 的 诗 题 跟 内 容 明 显 的 不 相 称  

( 例 ： 诗 三 十 》， 显 示 诗 题 是 由 那 些 明 气  

其 中 关 系 的 人 所 写 的 ， 而 不 会 是 后 期 的 谝  

者 加 上 的 。 无 可 否 认 ，， 跟

二 面 前 装 风 ， 撒 母 耳 记 = =

个 通 称 （橡 埃 及 的 王 均 称 为 . 二  

^ 指 所 有 的 非 利 士 君 王 ( 例 ： 创 -

十 一  3因 关 作 者 和 历 史 背 景 的

L



资 料 是 颇 为 可 靠 的 指 引 。 但 由 於 — 些 内 在  

的 难 题 ， 加 上 诗 篇 被 译 作 希 腊 文 、 叙 利 亚  

文 和 拉 丁 文 时 ， 译 者 在 翻 译 上 均 行 使 — 定 

的 自 由 ， 因 此 诗 题 不 被 看 作 神 所 默 示 的 。 

大 卫 为 作 名 的 N 題

1.— 般 学 者 皆 接 受 大 卫 确 曾 为 扫 罗 和  

约 聿 单 作 哀 歌 （撒 下 一  1 9 - 2 7 ) 。 这 显 示  

大 卫 有 深 具 诗 意 的 心 灵 和 宽 大 的 性 情 ， 诗  

篇 中 归 大 卫 的 作 品 也 有 类 似 的 特 征 ， 让 我  

们 可 以 接 受 确 是 大 卫 之 作 。 “大 卫 的 遗 言 ” 

是 历 史 书 所 记 载 的 另 一 首 大 卫 之 诗 （撒 下  

二 十 三 丨 - 7 >。

2 .大 卫 在 扫 罗 宫 中 被 誉 为 善 於 弹 琴 的  

乐 师 （撒 上 十 六 丨 6- 1 H > 。 阿 摩 司 评 他 为  

有 发 明 乐 器 天 才 的 乐 师 （摩 六 5 历 代  

志 作 者 则 不 断 强 调 他 在 圣 殿 礼 仪 上 编 排 音  

乐 项 目 的 贡 献 （例 ： 代 上 六 3 1 ， 十 六 7; 

拉 三 1 〇 > 。 犹 太 历 史 家 约 瑟 夫 说 ： “大 卫  

曾 用 不 同 的 格 律 为 神 编 写 歌 曲 和 赞 美  

诗 。” 大 卫 可 能 是 一 方 面 为 所 罗 门 建 殿 的  

工 程 囤 积 物 料 ， 另 一 方 面 也 极 关 注 圣 殿 崇  

拜 之 安 排 。 在 犹 太 人 的 传 统 里 ， 大 卫 在 音  

乐 上 的 地 位 ， 就 好 像 摩 西 在 律 法 上 的 地 位  

一 样 。

3 • 在 王 国 早 期 ， 国 家 刚 取 得 独 立 和 声  

脊 ， 前 景 美 好 ， 这 正 是 一 个 发 展 艺 术 创 作  

的 时 期 ； 大 卫 就 处 於 这 潮 流 的 中 心 。

4 .历 史 书 中 所 记 载 的 大 卫 经 历 ， 跟 某  

些 诗 篇 十 分 吻 合 ， 例 如 ， 他 因 与 拔 示 巴 通  

奸 而 谋 害 乌 利 亚 的 罪 行 《撒 下 十 一 2 至 十  

二 2 5 > ， 跟 诗 篇 五 十 一 篇 十 分 吻 合 ， 诗 题  

中 也 说 明 了 此 事 。 许 多 以 大 卫 为 作 者 的 诗  

篇 都 描 述 了 他 的 过 失 、 真 诚 的 悔 改 ， 以 及  

他 多 重 的 身 分 —— 牧 人 、逃 亡 者 、战 士 等 。 

诗 篇 中 的 大 卫 跟 历 史 书 中 的 大 卫 都 有 相 似  

的 地 方 ， 尤 其 在 他 对 神 表 现 出 的 强 烈 信 心  

上 沿 为 显 著 。

5 . 虽 然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新 约 提 及 “大 卫 ” 

时 ， 只 是 指 诗 篇 这 卷 书 ， 而 不 是 指 大 卫 乃  

诗 篇 的 作 者 ， 但 我 们 若 直 接 解 释 这 些 新 约  

经 文 ， 只 会 发 现 它 们 实 在 是 巩 固 了 以 大 卫  

为 作 者 的 论 点 。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4 1  

至 4 5 节 、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丨 6 节 和 二 章 2 5 、 

3 4 节 ， 及 罗 马 书 四 章 节 和 十 一 章 9 节 等  

经 文 ， 都 特 别 指 出 大 卫 是 许 多 不 同 诗 篇 的  

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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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 括 来 说 ，

为 作 者 的 诗 篇 ， ______ ^

的 ， 这 些 诗 篇 中 ， 有 些 可 能 m 塔不勤

虽 然 坚 持 每 〜 &

皆 出 _ 大 卫 平  

有 些 可 能 是 依 ^
大 卫 诗 篇 格 式 写 成 ， 或 是 由 大  

君 王 写 成 的 ； 但 我 们 有 极 强 的 = 钧其他 

篇 的 主 要 核 心 是 大 卫 的 作 品 。 此 待 诗

无 名 的 诗 篇 可 能 也 是 “以 色 列  

f 作 品 （撒 下 二 十 三 丨 、 希 伯 來 !节 指 出 其 中 一 篇 无 名 氏 的 作 品 1 

s ， 一 是 由 大 卫 所 写 的 （参 徒 四 = 九J

写 作 年 代

愈 来 愈 多 近 代 学 者 接 受 诗 篇 写 成 於 早  

期 的 说 法 。 恩 尼 尔 说 可 能 只 有 — 篇丨寺篇 

( 第 — 三 七 篇 > 是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作 品 ，这 

主 张 可 能 太 极 端 。 基 於 对 埃 及 、 米所波大 

米 和 迦 南 附 近 的 赞 美 诗 集 所 作 的 研 究 加  

上 学 者 认 识 到 早 在 大 卫 以 前 写 成 的 书 卷 中  

( 例 ：出十五•， 申 三 十 二 ，三 十 三 ； 士五>， 

已 范 藏 了 不 少 诗 歌 ， 学 者 们 愈 来 愈 接 受 传  

统 的 看 法 ， 认 为 大 卫 对 以 色 列 祭 仪 中 的 音  

乐 与 诗 歌 有 很 大 的 贡 献 。 从迦南的乌加列  

所 发 现 的 资 料 ，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其中诗歌 

的 结 构 和 形 式 跟 丨 2 0 首 以 色 列 的 诗 歌 极 有  

关 连 。 那 曾 一 度 被 接 纳 的 大 前 提 ：“诗篇 

是 第 二 圣 殿 的 诗 歌 本 ” 已 完 全 过 时 了 。这 

说 法 可 能 也 是 对 的 ， 但 大 部 分 的 诗 篇 却 在

国 时 期 已 归 入 了 以 色 列 的 诗 歌 本 。

— 般 研 经 者 可 能 同 意 莫 文 克 的 主 张 /  

为 “写 作 诗 篇 的 正 统 时 期 是 王 国 时 代 ”。 

篇 一 三 七 篇 明 显 是 被 掳 时 期 的 作 品 ，1  

一 〇 七 篇 2 、 3 节 及 一 二 六 篇 丨 节 则 暗 不  

被 掳 归 回 的 境 况 。 诗 篇 四 十 四 和 七  

篇 大 概 是 被 掳 归 回 后 的 作 品 ， 但 也 户  

定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i寺 篇 七 十 四 篇 ，，^  

成 的 诗 篇 ， 他 们 看 其 中 所 提 及 的 f 加比 

以 ^ 节 ） 是 主 前 二 世 纪 早 期  

代 。 然 而 ， 主 前 _ 年 耶 路 彳 敗 ： 以  

况 ， 也 跟 上 述 背 珙 颇 吻 合 ； 餌也 

解 释 是 不 智 的 ， 因 为 被 掳 馈大 

其 他 未 记 载 下 来 的 大 灾 难 。 ^ 第 — 部分 

是 经 过 好 一 段 时 期 才 写 成 - 圬 成 的  

出 现 了 大 卫 的 诗 ， 显 示 那 是 早 g 余部分 

分 ， 可 能 在 大 卫 任 期 的 末 爭 件 ，

沾 货 彡 日 难 tfi"构 ，但卩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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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乐 器 或 曲 调 运 用 的 标 题 ， 在 最 后 两 卷  

(九十至一五〇 篇 ） 已 较 少 出 现 ， 这 也 许  

0  了 一 个 可 能 性 ， 即 各 卷 是 按 年 份 来 组  

纟的，次 序 就 像 今 日 所 见 的 一 样 。 传 统 的  

2 法 认 为 以 斯 拉 是 最 后 把 各 诗 篇 组 合 和 编  

|的人；若 考 虑 到 他 在 重 建 国 民 宗 教 生 活  

上的f大 贡 献 ， 这 假 定 似 乎 是 合 理 的 。 无 

论如何，编 第 的 过 程 是 在 主 前 三 世 纪 末 ， 

诗 槊 未 被 翮 译 成 希 腊 文 （七 十 士 译  

本）之 前 完 成 的 ， 因 为 传 统 的 次 序 已 在 希  

睹文译本中沿用。 死 海 古 卷 也 提 供 了 全 面  

但不完全的支持《* 在 某 些 地 方 ， 位 S 上稍  

有出入。诗 篇 第 九 和 第 十 篇 原 本 可 能 是 同  

- 篇 《如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中 > ， i寺 篇 四 十 二  

和 四 十 三 篇 合 并 的 可 能 性 也 很 大 。 较 弱 的

论点，是 把 诗 篇 —— 四 和 ----- 五 篇 合 并 ，

或 把 诗 篇 十 九 篇 分 成 两 篇 独 立 的 诗 肷 （1 

至6节和7至 1 4节 〉。

背景

诗a 与 祭 仪 的 关 系

音乐 指 引 。 只 要 翻 开 诗 篇 ， 便 可 以  

淸 荦 看 见 它 跟 祭 仪 的 关 系 。 有 5 5 篇 诗 歌  

是交与诗班长的， 并 且 正 如 上 述 所 说 ， 有 

23或2 4篇 诗 是 跟 亚 萨 和 可 拉 两 班 主 要 的  

利未歌者有关连的。 一 些 乐 器 如 弦 乐 （诗  

三 十 二 2 > 和 管 乐 （诗 五  > 也 有 所 注 明 。 

还 有 其 他 的 一 些 术 语 ， 也 许 是 与 音 乐 指 引  

有关的，例 如 ： “细 拉 ” 出 现 了  7 1 次 ， 可 

能 是 指 示 睁 顿 或 音 M 渐 大 ； “希 迦 _ ” （ 

诗 九 丨 可 能 提 示 该 处 应 采 取 默 想 的 态  

度；其 他 不 明 的 注 脚 如 “朝 鹿 ”（诗 十 二 > 、 

“百合花” （诗 四 十 五 ， y 、十 ） 和 “远 方  

无声鸽” （诗 五 十 六 ） 等 ， 可 能 是 一 些 曲  

通的名称。 至 於 其 他 用 词 如 “示 迦 定 ” 

(i寺f c，和 合 本 译 ‘• 流 离 歌 ”} 和 “阿 拉  

英”（估 计 是 女 声 的 诗 班 ， 诗 四 十 六 ， 和 

合本译“女 音 ”> 也 可 能 厲 於 音 乐 指 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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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跟 祭 仪 上 某 方 面 的 联 系 。 一 些 诗 篇

扭 某 方 面 的 祭 仪 有 关 ，如 “纪 念 性 的 奉 献 ” 

1诗 三十 八 ， 七 十 ）、 “安 息 日 之 歌 （诗  

九十二）， 及 “感 恩 祭 之 诗 ” （诗 一 百  

其 他 诗 篇 则 有 内 证 显 示 这 些 联 系 。 例 如 ， 

I夺 裔 二 十 二 篇 的 第 二 部 分 （2 2 - 3 1 节 ） 似  

平 扭 还 愿 祭 （第 2 5 节 ） 有 关 ， 尾 随 着 第

一 部 分 《卜 2 1 节 ）是 神 对 诗 人 切 切 哀 求  

的 应 允 。 诗 人 是 在 “会 中 ” （2 2 、 2 5 节 } 

公 开 地 作 见 证 ， 可 能 他 正 参 与 一 个 献 祭 的  

公 开 宴 会 （第 2 6 节 > 。

三 . 对 逆 境 的 描 写 方 法 。 另 一 个 因 素 ，

就 是 诗 篇 在 记 载 各 种 不 同 形 式 的 危 难 ， 都 

采 用 千 篇 一 律 的 方 法 ， 暗 示 了 原 来 诚 於 个  

人 性 的 祷 告 ， 被 挪 用 作 公 用 的 诗 篇 。 诗中  

很 少 会 淸 楚 说 明 诗 人 的 实 际 困 境 是 什 么 ， 

而 是 用 一 连 串 的 暗 喻 或 明 喻 ，包 括 ： 猛兽  

的 袭 击 （诗 二 十 二 1 2、 1 3、1 6 ，五 十 九 6 、 

7> ; 大 自 然 的 惊 人 力 量 ， 如 巨 浪 与 洪 涛  

( 诗 四 十 二 7 ) ; 措 人 所 设 的 陷 阱 与 网 罗  

( 诗 七 1 5 , 五 十 七 6 ， 九 十 一 3 >  ; 兵器  

( 诗 五 十 七 4 ， 九 H  及 敌 人 （诗十七

9 ， 五 十 五 丨 8 > , 敌 人 当 然 也 可 能 是 真 实  

的 或 隐 喻 的 • • 我 们 可 留 意 诗 篇 一 〇 二 篇 3 

至 1 1 节 那 一 连 串 生 动 的 比 喻 ， 任 何 人 若  

遗 遇 到 困 境 ，纵 使 他 的 悄 况 与 诗 人 的 不 一  

样 ， 也 可 以 套 入 这 诗 篇 里 。

四 整 卷 诗 篇 的 结 构 。 诗 集 可 能 是 刻 意  

模 仿 律 法 书 的 五 经 而 分 成 5 部 分 或 5 卷 

(一 至 四 H - — 篇 ， 四 十 二 至 七 十 二 篇 ， 七 

十 三 至 八 十 九 篇 ， 九 十 至 一 〇 六 篇 ， 一〇 

七 至 一 五 O 篇 K 卷 与 卷 之 间 由 4 首 赞 美 诗  

(四 十 一  1 3 , 七 十 二 1 8 、 1 9 , 八 十 九 52, 

一  O 六 4 8 > 来 划 分 。 虽 然 编 者 在 诗 篇 七  

十 二 篇 2 0 节 指 出 大 卫 的 诗 篇 已 结 束 ， 但 

在 其 后 各 卷 仍 有 大 卫 的 诗 （诗 八 十 六 ，一 

〇 一 ， 一 O 三 等  这 暗 示 了  5 卷 诗 篇 最  

少 有 几 卷 曾 经 是 单 独 流 传 的 ， 直 至 最 后 才  

被 收 集 归 入 同 一 本 圣 诗 集 。 此 外 ， 不 同 部  

分 有 f i l l 的 诗 篇 （例 ：诗 十 四 与 五 十 三 篇 ， 

四 十 1 3 - 1 7 与 七 十 篇 ）， 以 及 神 的 不 同 名  

称 —— 卷 一 通 常 称 " 耶 和 华 ”， 卷 二 则 用  

“神 ”， 又 进 一 步 显 示 这 些 诗 卷 的 独 立 性 。 

五 . 正 典 问 题 。 在 希 伯 来 文 正 典 第 三 部  

分 著 作 或 圣 卷 的 不 同 校 订 本 中 ，诗 篇 几 乎  

常 排 於 卷 首 。 诗 篇 明 显 地 给 看 为 著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卷 书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四 $ 4 4 节 

亦 以 “诗 篇 ” 为 “著 作 ” 的 同 义 词 。 著作  

中 所 有 书 卷 是 否 都 可 归 入 正 典 ， 至 主 后 一  

世 纪 末 才 有 所 决 定 ， 但 诗 篇 似 乎 早 在 主 前  

3 0 0 年 已 被 接 受 为 出 於 默 示 的 书 卷 了  D

我 们 不 要 以 为 所 有 诗 篇 均 源 於 公 共 的  

祭 仪 生 活 ， 不 过 ， 在 旧 约 时 代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m ， 圣 所 确 是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生 活 的 焦  

点 „ 以 色 列 人 在 任 何 地 方 都 可 以 祷 告 ， 但  

每 当 环 境 许 可 ， 他 们 总 会 来 到 主 要 的 圣 所  

里 祈 求 。 在 古 以 色 列 ， 感 恩 的 祷 告 几 乎 必  

然 地 跟 感 恩 祭 、 还 想 祭 或 甘 心 祭 — 起 献  

上 。 诗 篇 可 能 是 个 人 的 创 作 ， 像 具 备 写 作  

技 巧 的 大 卫 ； 我 们 也 必 须 认 识 到 诗 体 ， 在 

西 方 文 化 里 虽 不 常 用 ， 却 是 古 代 东 方 人 用  

以 表 达 情 感 的 自 然 方 法 。 也 可 聘 请 利 未 乐  

师 公 会 的 成 员 为 他 谱 出 他 的 祈 求 或 感 谢 。 

渐 渐 地 ， 一 本 内 容 丰 富 的 诗 集 便 形 成 了 ， 

可 供 个 人 、 会 众 ， 甚 至 整 个 国 家 ， 在 不 同  

场 合 中 使 用 。 这 本 诗 集 编 定 后 ， 不 单 可 供  

以 色 列 人 各 种 需 用 ， 并 且 也 供 应 历 代 基 督  

徒 灵 性 上 的 需 求 。 无 论 各 篇 独 立 的 诗 篇 来  

源 是 什 么 ， 他 们 最 后 都 被 合 并 在 祭 仪 之  

中 ； 我 们 或 许 可 以 假 定 以 色 列 中 最 好 的 诗  

歌 集 就 是 这 样 被 保 存 下 来 的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 教 导

冇 关 神 的 教 义

无 论 在 困 境 或 顺 境 中 ， 众 诗 人 都 显 出  

对 神 极 强 的 信 心 ， 并 对 他 的 厲 性 有 很 清 晰  

的 观 念 。 我 们 可 从 神 与 约 民 之 个 人 关 系 中  

吞 见 池 。 诗 中 又 喜 用 似 人 法 来 表 达 神 （即 

用 人 类 的 特 征 来 描 写  > ， 如 谈 及 神 的 声 音 、 

言 语 、 耳 朵 、眼 睛 、 面 孔 ，或 手 掌 与 指 头 ， 

这 表 达 的 方 法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对 此 ， 我 们  

无 须 提 出 异 议 。 事 实 上 ， 二 十 世 纪 的 基 督  

徒 也 广 泛 地 使 用 这 种 拟 人 法 ， 其 价 值 在 於  

使 神 活 现 在 敬 拜 者 面 前 。 除 了 用 一 些 自 己  

可 以 理 解 的 用 语 外 ， 人 还 能 怎 样 来 形 容 神  

呢 ？ 除 此 以 外 ， 恐 怕 剩 下 来 唯 一 的 方 法 就  

是 泛 神 论 那 扑 朔 迷 离 的 神 秘 主 义 了 。 以 拟  

人 化 的 语 言 来 描 述 神 人 之 间 的 活 动 ， 不 一  

定 就 要 接 受 m 只 是 一 个 “被 添 上 荣 耀 的  

人 ”。

诗 篇 中 的 一 神 论 在 诗 篇 ----- 五 篇 3 至

8 节 ， 一 三 五 篇 丨 5 至丨8 节 ， 和 一 三 九 篇 淸  

楚 地 显 示 出 来 。 神 被 看 为 创 造 主 （诗 八 3 ， 

八 十 九 〗 丨， 九 十 五 3 - 5  > ， 引 用 邻 国 的 创  

造 神 话 （例 ： 诗 八 十 九 1 ()> , 目 的 只 是 表  

明 神 那 伟 大 的 创 造 能 力 。 诗 人 宣 布 祂 是 历  

史 之 主 （诗 四 十 四 ， 七 十 八 ， 八 十 ， 八 十  

—■ , —* 〇 五 ， 一■ O 六 ）》 以 及 控 制 大 自 然  

的 主 宰 （诗 十 八 7 ， 十 九 丨 - 6 ， 六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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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一 〇 五 2 ( 5 - 4 2 ， 一 三 五 5 - 7 > 。 众诗人 

常 歌 颂 神 全 然 的 伟 大 ， 而 永 不 感 到 累 资 ； 

神 的 伟 大 并 没 有 形 成 祂 与 敬 拜 者 之 间 的 陣  

得 。

有关人的 教 义

诗 篇 是 一 本 “以 神 为 中 心 ” 的书卷。 

虽 然 人 与 创 造 主 之 间 存 着 鸿 沟 （诗八 3、 

4 ， 一 四 五 3 、 4 > ， 而 且 人 的 賴 世 生 活 有  

其 限 制 （诗 九 十 9 、 丨 〇 > , 但 人 仍 处 於 -  

个 有 价 值 的 位 罝 n 在 神 自 己 的 旨 意 里 ，人 

是 占 了 一 个 负 责 任 和 调 解 的 位 ® ; 他 虽 是  

被 造 ， 但 却 有 权 管 理 其 他 被 造 物 （诗八5. 

8 > 。 虽 然 人 与 公 义 之 神 的 关 系 被 罪 所 危  

害 （诗 一 〇 六  > ， 但 神 是 有 恩 典 且 恒 久 忍  

耐 的 （诗 一 〇 三  > , 祂 信 实 并 满 有 饶 恕  

( 诗 一 三 〇 > » 虽 然 诗 篇 也 提 及 献 祭 的 制  

度 （诗 二 十 3 ， 五 十 8 、 9 > ， 但重点却在  

於 个 人 的 信 仰 ， 要 求 人 的 顺 服 ， 和一个降 

服 於 神 的 心 （诗 四 十 6 - 8  > 。 诗篇五十一  

篇 显 示 了 罪 恶 之 深 ， 是 献 祭 所 完 全 不 足 以  

弥 补 的 ； 诗 人 只 好 忏 悔 ， 完全仰赖神的怜  

悯 。 人 的 道 德 责 任 （诗 十 五 ， 二 十 四 3-5) 

及 向 律 法 应 有 的 忠 诚 （诗十九7 -丨丨，-  

— 九  > , 是 全 被 接 受 的 。 整 卷 诗 篇 都 启 示  

一 种 强 烈 的 个 人 关 系 ， 鼓 励 人 祷 告 和 赞  

美 ， 并 劝 导 人 信 靠 神 。

来讹

传 统 希 伯 来 人 的 观 念 看 阴 间 为 已 离 世  

之 人 的 居 所 ， 人 人 都 是 一 样 ， 并不分好  

坏 ； 在 那 M ， 除 了 仍 存 在 外 ， 显然一切都  

已 灭 亡 。虔 诚 人 主 要 的 怨 言 是 ，在阴间里， 

所 有 跟 神 有 意 义 的 关 系 都 断 绝 了 （诗六 5, 

八 十 八 1 0 - 丨 2 > 。 然 而 ， 他 们 渐 渐 知 道 ， 

即 使 是 阴 间 ， 也 在 神 的 掌 握 之 中 ， 因为池 

是 全 能 的 （诗 一 三 九 ㈨ 。 此 外 ， 人还可 

以 保 有 与 神 宝 贵 和 稳 健 的 相 交 ， 只要有信 

心 ， 即 使 死 亡 也 不 能 终 止 这 关 系 u i寺篇十 

六 篇 9 至 1 1 节 ， 四 十 九 篇 1 5 节 ，七十三篇 

2 3 至 2 G 节 等 ， 正 好 说 明 这 倾 向 。 因此， 

诗 篇 见 证 了 以 色 列 信 仰 中 一 个 m 要的过渡 

期 ， 而 未 达 致 那 关 乎 个 人 复 活 的 成 熟 教  

义 。

竹此主义
诗 篇 九 篇 丨 1节 ， 四 十 七 篇 丨 、 2 、7至

9 节 ， 六 十 六 篇 8 节 ， 六 十 七 篇 ，----- 1

篇 1节 等 ， 都 呼 吁 列 邦 承 认 和 赞 美 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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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袖 有 管 理 列 国 的 主 权 。 然 

@ U 主 义 似 乎 并 不 包 含 任 何 使 外  

这 f P # 3 « 图 ， 而 且 相 对 之 " 1" ’ 还 有  
# 改 归 神 呼 召 列 国 来 赞 美 ’ 主 

V 他 成f:
们 行 大 能 奇 事 ( 

9 , 九 十 八 3 ,

% t t ,j二 续 存 在

神 跟 其 子 民 有 圣 约 之 关 系  
( 诗 四 十 七 3 、 

六 2 > 。

正 如 在 旧 约 其 他 地 方 一  

. 见 证 了 神 的 信

并 使 荥 耀 归 与 神 ，

种 情 感 ----

或 极 度 的 狂
人 在 诗 中 表 达 哪 -

& 痛苦的控诉、 苦 恼 的 哀 鸣 ， 
f  ̂ 有 诗 篇 都 反 映 人 与 神 相 交 中 某 方 面  

% 坤 读 者 在 面 对 生 活 中 种 种 经 历 时 ’ 

^ 5 窥 看 一 下 所 有 先 贤 的 心 情 ” （马 丁  

^德），以 认 识 那 无 所 不 见 、 无 所 不 知 和  

无所不能 的 神 。 这 种 个 人 与 神 建 立 关 系 的  

力量 最 能 表 示 旧 约 敬 拜 的 特 质 ， 这 力 盘 在  

诗 篇中 就表扬出来了。 其 他 以 色 列 文 献 中  

多有回应诗篇的， 可 见 这 些 信 心 之 士 的 见  

证有多大的影响力。 诗 篇 少 有 交 代 诗 人 实  

际 情 况 的 一 些 特 别 细 节 ， 因 而 更 容 易 成 为  

普及的赞美诗本， 和 神 子 民 灵 修 的 宝 藏 ， 

在 公 众 和 私 人 敬 拜 中 都 可 使 用 ， 并 且 自 历

代 -直 至 今 日 亦 然 。 在 物 质 方 面 ， 现 今 的  

生 活 跟 古 代 以 色 列 大 相 迳 庭 ， 但 神 仍 保 持  

不变，人 心 的 基 本 需 要 也 是 不 变 。 因 此 ， 

圣 灵 仍 能 使 用 这 属 灵 宝 藏 来 作 为 神 与 人 之  

闻启示和 沟 通 的 途 径 。 在 圣 经 中 ， 能 具 有  

这样深厚的 影 响 ， 或 能 这 样 广 泛 被 使 用 的  

书卷实在不多。

^ 白 来 诗 歌 的 主 要 特 征

$ 彳 ■ 伯 来 诗 歌 跟 西 方 对 韵 律 或 节 奏 的 观  

个 字 1  目同。 希 伯 来 诗 歌 每 一 行 有 2 至 4 

| 备 位 ^ 〜 个 字 根 据 其 主 要 音 节 有 固 定 的  

普 趣 的 f 而 形 成 — 种 雏 形 的 韵 律 。 最 

谱 （戏:U 的 ” 在 第 — 行 里 有 3 个 这 样 的 词  

这 轴 诗 •且 词 句 ， 因 为 — 个 希 伯 来 词 语 经  

行义有 J 时 f 变 成  一 个 短 句 ）， 在 第 二  

2+2、 ， 称 为 3 +  3 韵 。 其 他 变 化 有  

為 代 的 ^ 1 ^ 3 + 3 + 3 等 。 这 等 形 式 也 见 於  

之内， 和 巴 比 伦 诗 歌 。 在 同 — 首 诗 篇  

^ 有 时 会 变 换 。

平 行 体

单 元 并 不 是 二 ； : 征 是 ，诗歌的  

- 个 平 打 来 划 分 ， 而是以  对 句 为 — 单 元 ； 在 句 与句 之 间  

的 停 顿 ， 在 对 句 之 末 则 有 较 为 明 确  
的 停 顿 。 平 行 句 主 要 的 分 类 如 下 ：

1 • 同 义 平 行 句 一 一 这 类 平 行 句 每 一 行  

都 重 复 _ 的 思 想 ，藉 以 互 相 加 强 （例 ： 

诗 一 2 、 5 ， 四十九 丨 ， 六 十 一  1 , 八 十 三  

1 4 ) 0

2 .反 义 平 行 句 一 一 两 行 之 间 有 某 方 面  

的 对 照 （例 ： 诗 一 6 ， 三 十 七 9 ， 九 十 6 )。

3 •综合平行句 ----第 二 行 会 完 成 或 补

充 第 一 行 的 思 想 （例 ：诗 三 4 >。

4.层 次 式 或 阶 梯 式 的 平 行 句 —— 第一  

行 的 某 部 分 会 在 第 二 行 重 复 ， 然 后 其 中 的  

思 想 又 会 向 前 跨 进 一 步 。 在 对 句 之 外 ， 有 

一 种 称 为 3 行 连 句 的 ， 就 是 采 用 这 方 法  

( 例 • . 诗 二十 九 1、 2 ; 参 诗 九 十 六 7 、 8 ) 。

学 者 有 时 还 会 列 出 其 他 形 式 ， 但这 些  

形 式 主 要 也 只 是 上 述 一 至 三 项 的 变 化 -

离合体诗

在 离 合 体 诗 中 ， 每 一 句 都 顺 序 以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母 （共 2 2 个 字 母 ） 来 开 始 。 诗 

篇 九 、 十 、 二 十 五 、三 十 四 、三 十 七 、一

-----、 ----- 二 、 一 四 五 各 篇 就 采 用 了 这 种

方 法 ； 诗 篇 —— 九 篇 则 包 含 2 2 组 ， 每 组 8 

句 的 诗 ； 同 一 组 内 的 每 — 句 ， 都 以 相 同 的  

字 母 开 始 。 在 西 方 的 观 念 里 ， 这 方 法 常 被  

看 为 过 分 矫 揉 造 作 ， 但 却 有 证 据 显 示 ， 离 

合 体 是 用 以 暗 示 一 种 完 整 的 既 念 。 此 外 ， 

与 一 般 现 代 的 西 方 人 比 较 起 来 ， 东 方 人 是  

较 能 自 然 地 以 诗 歌 来 表 情 达 意 。

内容提要

: 至 煨 近 ， 研 究 诗 篇 的 惯 用 方 法 都 是  

| 研 究 每 一 篇 诗 篇 的 诗 题 和 内 容 ， 尝 

j一 篇 设 定 一 个 合 理 的 历 史 背 珉 • 庚 

:世 纪 初 期 的 作 品 为 诗 篇 的 研 究 造 成  

、分 水 岭 ， 许 多 人 沿 着 他 的 观 点 来 研

〔加 以 修 改 的 ， • 有 不 加 = ，人： 

卜不接受耶些 观 点 ， 祕 乎  

- 以 其 不 _ 作 S 作 参 考 。 庚 克 的亦看 

多 半 的 诗 篇 都 是 自 由 n 然而写 

! 是 在 传 喊 衫 _ _ 背 最 下 写



成 的 。 他 自 称 已 发 现 「)个 主 要 的 类 别 ： 赞  

美 诗 、 公 众 的 哀 歌 、 阜 室 诗 篇 、 个 人 的 哀  

歌 ， 及 个 人 的 感 恩 之 歌 。 此 外 ， 还 有 许 多  

较 次 要 的 类 别 ， 其 中 主 要 的 有 朝 圣 者 之  

歌 、 公 众 的 感 恩 之 歌 、 智 总 的 诗 篇 ， 及 祭  

祀 与 预 言 的 仪 文 。 他 也 聪 明 地 把 一 些 不 能  

清 楚 分 类 的 诗 篇 列 入 “杂 类 ”。 庚 克 之 著  

作 的 价 值 在 於 他 看 诗 篇 不 单 是 一 些 文 学 作  

品 ， 而 且 还 是 一 些 从 一 定 的 生 活 处 境 中 产  

生 的 诗 歌 ， 因 而 能 捕 捉 个 别 诗 人 的 情 绪 与  

感 受 。 其 后 的 学 者 多 有 强 调 诗 篇 与 祭 仪 的  

关 系 ， 有 时 砬 得 颇 为 狭 窄 。 例 如 ， 有 些 学  

者 （例 ： 莫 文 克 和 韦 瑟  > 坚 持 多 半 诗 篇 跟

以 色 列 一 个 重 要 节 期 ---- 住 棚 节 ------有

关 ， 他 们 看 住 棚 节 的 背 景 跟 迦 南 和 巴 比 伦  

的 新 年 是 密 切 相 关 的 。 我 们 稍 后 会 探 讨 这  

理 论 。 今 天 ， 学 者 认 为 任 何 一 个 类 别 都 涉  

及 广 阔 的 宗 教 经 验 ， 这 看 法 使 诗 篇 的 分 类  

颇 有 弹 性 ， 不 致 流 於 太 严 格 „ 诗 篇 大 致 可  

分 为 以 下 各 大 类 ：

赞 文 的 诗 篇

诗 篇 的 希 伯 来 诗 题 “赞 美 诗 ” 准 确 地  

界 定 了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内 容 。 首 4 卷 每 一 卷  

均 以 一 首 荣 耀 颂 来 结 束 ， 第 五 卷 则 以 5 篇 

特 别 的 诗 篇 来 结 束 ； 每 一 篇 都 以 一 个 或 两  

个 “哈 利 路 亚 ” 来 开 始 和 结 束 ； 这 5 篇 的

最 后 — 篇 ---- 诗 篇 一 五 〇 篇 ----- 呼卩子人进

入 完 全 的 赞 美 。 人 要 为 神 的 本 体 ， 为 祂 在  

创 造 、 在 大 自 然 和 在 历 史 —— 个 人 与 团 体

的 层 面 -----的 伟 大 作 为 而 赞 美 池 。

一 • 个 人 的 赞 美 。 若 与 个 人 的 哀 歌 比  

较 ， 这 类 别 的 诗 篇 数 目 则 较 少 。 通 常 包 括  

在 这 类 别 的 诗 篇 有 第 九 、 十 八 、 三 十 二 、

三 十 四 、-----六 和 一 三 八 各 篇 。究 其 原 因 ，

一 方 面 可 能 由 於 人 普 遍 倾 向 埋 怨 多 於 致  

谢 ， 但 事 实 上 ， 许 多 哀 歌 中 ， 诗 人 都 为 所  

期 待 的 救 恩 而 感 恩 ； 另 一 方 面 ， 会 众 感 恩  

的 正 常 程 序 都 会 容 许 人 表 达 个 人 的 赞 美 。 

然 而 ， 在 圣 殿 的 祭 仪 中 ， 每 当 献 上 还 愿 祭  

或 感 恩 祭 ， 以 色 列 人 都 要 在 众 人 面 前 用 言  

语 来 表 达 感 谢 之 悄 。 这 种 公 幵 的 见 证 ， 以 

及 跟 这 类 献 祭 有 关 的 公 众 筵 席 ， 可 见 於 诗  

篇 二 十 二 篇 M 至 2 6 节 ， 六 十 六 篇 丨 3 至 2 0

节 ， ------六 篇 丨 7 至 丨 9 节 。 在 圣 殿 礼 仪 结

构 中 包 括 这 些 个 人 焚 美 和 见 证 的 机 会 ， 必  

定 使 敬 拜 增 添 一 点 温 跋 感 和 意 义 。 每 一 个

拯 救 的 行 动 ， 每 一 次 出 於 神  

成 为 了 救 恩 历 史 的 一 部 分 的 终 坊  

一 个 果 积 的 、 前 进 的 概 念 : 场  

神 在 几 世 纪 以 前 的 作 为 。 你只臬仡迷

二 . 一 般 性 的 团 体 赞 美 。 有 

i寺 ” 或 “描 迷 性 赞 美 诗 ，，， 其丰尔为■‘笔 

并 不 连 於 某 个 拯 救 行 动 ， ’可 待 怔 填  

於 不 同 的 礼 仪 背 崁 中 。 作 者 地 使 相  

向 神 说 i S， 而 是 以 第 三 身 来 称 神 是 » 埃  

一 0 三 篇 可 视 为 这 一 组 的 代 表 作 ; 诗 為  

的 开 始 与 结 束 ， 都 是 诗 人 个 人 的 。 f 诗箱 

5 节 、 ” 节 下  > , 但 中 间 部 分 显 示 ^ ^  

拜 群 体 的 一 分 子 。 本 篇 首 先 是 命 令 式 拙 负  

吁 每 一 个 人 为 了 神 极 大 _ 倘 而 ⑶  

赞 美 祂 在 身 体 和 灵 魂 上 的 拯 救 ； 赞关池样 

久 而 充 足 的 恩 典 。 然 后 焦 点 转 移至神在历 

史 中 的 伟 大 作 为 （6 、 7 节 > ， 这些作为构 

成 了 一 个 自 然 的 基 础 ， 用以忆述神在以色  

列 历 史 过 程 中 所 不 断 彰 显 的 恩 慈 ，神这种 

恩 慈 的 特 质 ， 尤 其 在 池 那 温 柔 、 像慈父的 

关 怀 < 8 - 1  4 节 ） 中 更 为 显 著 . 人 的 无 常  

跟 神 的 恒 久 不 变 形 成 对 比 （丨5 至丨8 

节 ） ； 神 那 宇 宙 性 和 绝 对 性 的 治 权 （第 

1 9 节  > ， 也 值 得 一 切 有 生 命 和 无 生 命 的  

天 上 的 和 地 上 的 所 称 颂 （1 9- 2 2 节 ）。然 

而 ， 称 颂 神 的 方 式 可 以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变  

化 ， 厲 於 这 一 组 的 诗 篇 ： 第 —— 三和一三 

六 篇 ， 就 是 很 好 的 例 证 。

三 . 特 殊 的 团 体 赞 美 。 有 时 称 为 “宣言 

式 的 赞 美 ”。 这 类 诗 篇 跟 某 些 特 殊 事 件 有  

关 ， 这 些 事 件 都 显 明 了 神 的 怜 悯 ，而且'庄 

往 是 事 后 不 久 就 写 成 的 。 这类诗篇的背承  

多 是 神 将 诗 人 从 仇 敌 手 中 拯 救 出 来 （例： 

诗 一 二 四 ， 一 二 九 ）。 诗 篇 六 十 六 篇 8至 

2 节 在 现 今 的 编 排 下 ， 是 一 段 叙 述 神 ^  

美 善 的 诗 篇 核 心 ， 但 它 本 身 可 能 就 形  

完 整 的 诗 篇 ， 诗 篇 四 十 六 至 四 十 八 篇  

成 一 _ 三 部 曲 ， 内 容 是 有 关 主 前 中 括  

沖 把 耶 路 撒 冷 从 西 拿 雄 立 的 亚 述 + 九 

钦 过 来 的 著 名 亊 迹 （王 下 十 八  

5 7 ) 。 诗 篇 六 十 七 篇 大 概 是 为 了  

次 收 而 感 恩 。 我 们 不 难 看 见 这 类 1 

可 渐 渐 地 被 普 迪 使 用 。 以色列皁期

3  . 对 大 自 然 之 神 的 赞 美 。 能 故 此 谁  

I勺 历 史 极 强 调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f 矣宥人 

忽 视 了 神 在 大 自 然 里 的 主 权 。

7至十九 

一次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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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主 前 几 世 纪 以 前 ， 都 没 有
, 列 入 在 一 ,、,一 一

_  这 说 法 使 以 色 列 在 古 代 世

以 逭 主 ’ 然 而 ， 诗 篇 肯 定 没 有 忽 略

一 二 十 九 篇 1 至 6 节 的 第  
% t R - 被 诎 ： 诗 篇 二 十 九 篇

•部分

^ 丨 卜 析 美 神 ； 诗 篇 二 十 九 篇 歌 颂 他  

> 请天邪列 雷 声 从 利 巴 嫩 附 近 的 地 中 海  

招 入 加 低 斯 的 旷 野 ， 以 致  

» 來’ H 的 （被 造 的 世 界 ）， 都 称 说i™ 丨般中的

以在也•， （第 9 节  > ; 诗 篇 五 十 篇 1 0 至  

# 的 1 = 他 在 世 上 的 主 权 与 自 给 ； 池 是  

1 二 刻 的 神 （诗 六 十 五 9 . 1 3 >  ; 常 

* 长 和 造 之 i寺” 的 诗 篇 一 ° 四 篇 ， 描 

持 和 供 应 所 有 在 地 上 和 海 里 的 东  

4 并且 f t 所 有 生 物 的 主 宰 （2 9 , 3 0 节 ）。 

^ 与 被 造 物 是 不 容 混 乱 的 ； 即 使 那 好 像 是  

^ 的 天 和 地 都 要 灭 没 ，但 “你 却 要 长 存 ” 

靖一 〇二2 5 - 2 7 ) 。 大 自 然 的 责 任 是 宣 告  

II的 荣 權 U 寺 十 九 " 和 赞 美 他  < 诗 - 四  

八h 人 跟 大 自 然 的 能 力 比 较 ， 便 看 见 自  

己激不足道， 而 大 自 然 的 力 负 在 神 面 前 又  

极其矮小， 因 此 ， 人 知 道 神 与 人 之 间 有 一  

度辽阔无边的鸿沟， 然 而 ， 神 已 用 他 的 恩  

典 消 除 了 这 鸿 沟 《诗 八 ><•

五 • 对 神 之 王 权 的 赞 美 。 赞 美 神 之 王 权

的 诗 篇 为 数 较 少 （诗 四 十 七 ， 九 十 三 ， 九  

十六至九十九 > ， 其 赞 美 之 词 却 超 越 上 述  

各 组 诗 篇 • • 这 组 诗 篇 的 特 征 是 每 当 神 “上 

升” 至 他 的 宝 座 ， 人 便 以 高 喊 和 拍 掌 来  

f 呼喝采（诗 四 十 七 1 _ 5 ; 参 九 十 九 1 、2 > 。 

“耶和华作王！ ，， （诗 九 十 三 1 ， 九 十 七 1, 

九十九U 是 常 见 的 呼 喊 ， 他 为 王 的 本 质  

= 人 称 颂 （诗 九 十 九 4 、 5 ) 。 庚 克 形 容 这  

为 “耶 和 华 登 基 的 末 世 性 诗 歌 ”， 

& = 克 的 后 继 者 莫 文 克 ， 把 他 的 研 究 继 续  

形 成 — 个 理 论 ， 该 理 论 建 基 於 把 这  

^括上、基 诗 篇 ” （― 组 约 有 4 0 篇 的 诗 歌 ， 

項念相迚掸及的） 与 所 谓 ‘‘神 圣 王 权 ” 的 

在 〜 起 。 莫 文 克 认 为 在 大 卫 王 朝  

杜有’祝t 年 秋 季 的 新 年 节 日 ， 在 耶 路 撒 冷  

这 奐 全 ^ 耶 和 华 登 位 作 普 世 之 王 的 庆 典 ， 

遭 驽 出 祭 仪 的 髙 潮 。 他 认 为 诗 篇 中 一 个  

矣笮疋life! !句 子 经 常 译 为 “耶 和 华 是 王 ’， 

这项沧主 3 翻 译 ， 应 译 作 “耶 和 华 作 王 ” 

运 衲 的 位 ^ 的 根 据 是 来 自 巴 比 伦 的 证 据 和  
吏 柘 备 方 传 统 ， 据 他 说 ， 新 年 节 期 是 神  

商 之 统 治 ， 以 及 他 重 演 在 原 初 的

Z 上 能 力 。 在 “登 位 节 期 ，，的细

神 同 在 咖 _ 抬 出 来 贿 ， 然 后 凯 旋 地  

再 S 放 於 圣 殿 的 原 来 位 置 上 。 这 程 序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确 定 神 既 重 新 被 迎 接 为 宇 宙 之  

主 ， 祂 会 在 未 来 一 年 賜 下 祂 的 恩 忠 。 神跟

在 任 的 大 卫 王 — 神 的 副 摄 政 —— 所立 的  

约 也 因 而 更 新 。 这 些 学 者 又 认 为 这 充 满 欢  

乐 、 盼 望 和 胜 利 的 节 期 ，原 来 可 能 是 ‘‘耶 

和 华 的 日 子 ’’ （摩 五 1 8 ) 的 起 源 ，这 “日

子 ” 后 来 才 被 那 迷 糊 的 后 代 投 射 为 将 来 的  

末 日 。

学 者 用 以 支 持 这 理 论 的 经 文 ， 主要出  

於 诗 篇 。 此 理 论 在 许 多 主 要 论 点 上 都 受 到  

严 重 的 批 判 。

这 理 论 主 要 基 於 巴 比 伦 一 年 一 度的登  

基 节 期 ， 以 及 迦 南 中 颇 为 贫 弱 的 证 据 。 时 

间 上 和 过 程 上 的 相 同 之 处 被 过 分 强 调 了 ， 

清 楚 可 见 的 差 异 却 没 有 提 出 来 。 在 古 代 近  

东 一 带 ， 各 民 族 对 於 君 王 的 态 度 有 很 大 的  

分 歧 。 当 一 个 王 自 称 是 神 明 的 代 表 或 化  

身 ， 他 自 然 便 会 活 像 神 的 替 身 ， 但 这 悄 况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各 地 并 不 一 致 。 以 色 列 人 对  

王 的 态 度 跟 其 他 地 区 的 人 很 不 相 同 ， 因为  

他 们 认 定 神 是 以 色 列 民 真 正 的 王 ， 大卫 王  

不 过 是 “诸 王 的 第 一 位 ”， 纵 然 他 是 神 的  

嗣 子 ， 也 无 神 圣 之 处 。 此 外 ， 任 何 指 称 大  

卫 在 征 服 耶 路 撒 冷 时 从 耶 布 斯 人 承 继 了  

“神 圣 王 权 ” 之 说 法 ’ 皆 难 以 成 立 ， 因为  

大 卫 一 直 的 表 现 ， 都 是 十 分 着 意 维 持 以 色  

列 传 统 的 价 值 ’并 且 不 去 疏 远 他 的 宗 教 领

除 了 诗 篇 之 外 ， 圣 经 没 有 済 楚 说 明 以

: s = s : 要 和 ;  

^ 而 言 ， 大 卫 王 朝 的 全 然 失 畋 该 如 何

用 作 钟 的 非 以 色 獻 献 都 公 认 

二 ? = 文

3 _ _ _ 神 （例 ： w 六 十 八 4 、



但 神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真 神 ， 这 厲 性 是  

不 会 因 此 而 妥 协 的 。

对 这 理 论 掖 主 要 的 抗 辩 并 非 王 跟 其 同  

代 诸 王 的 比 较 ， 而 是 神 跟 古 代 世 界 大 自 然  

诸 神 的 比 较 。 在 整 个 地 区 里 ， 秋 天 的 新 年  

节 期 ， 皆 与 夏 天 旱 季 之 完 结 和 秋 天 雨 季 之  

开 始 有 关 ， 与 此 配 合 的 神 话 描 述 一 个 死 於  

仲 叟 的 自 然 界 神 明 （如 迦 南 的 巴 力 或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搭 模 斯 > ， 他 降 至 阴 间 ， 但 在 秋  

节 时 ， 透 过 适 当 的 祭 祀 程 序 起 死 回 生 。 这  

样 ， 大 自 然 潜 藏 的 力 S 便 被 激 发 起 来 ， 滋 

润 继 后 一 年 的 农 拼 。 对 於 以 色 列 的 神 的 死  

亡 和 复 活 ， 我 们 不 用 罝 疑 ， 因 此 对 其 再 次  

登 位 也 不 用 置 疑 。 我 们 不 能 把 祂 等 同 於 其  

他 神 衹 。 这 反 对 理 由 十 分 有 力 ， 以 致 这 理  

论 中 任 何 有 关 死 亡 与 复 活 ， 和 丰 产 的 亊  

情 ， 在 以 色 列 中 都 要 被 除 去 。

我 们 有 理 由 坚 持 ， 若 接 受 以 色 列 人 对  

神 之 主 权 有 极 崇 高 的 看 法 ， 便 很 难 把 祂 的  

治 权 囿 限 於 一 年 一 度 的 节 期 ！ 但 对 於 “耶  

和 华 作 王 ” 一 语 ， 我 们 如 何 分 辨 哪 些 是 一  

年 一 度 的 祭 仪 式 用 法 ， 哪 些 是 非 祭 仪 式 的  

用 法 呢 ？

虽 然 “神 圣 王 权 ” 和 登 位 节 期 等 观 点  

备 受 批 评 ， 但 新 年 是 以 色 列 人 想 起 神 的 王  

权 的 时 节 ，仍 是 有 可 能 的 。每 年 这 个 时 候 ， 

在 会 堂 的 礼 仪 中 使 用 登 位 之 诗 ， 可 能 跟 这  

些 诗 於 被 掳 前 在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的 用 法 有  

关 ， 因 为 众 所 周 知 ， 以 色 列 人 的 传 统 是 坚  

持 不 变 的 。 纪 念 大 卫 之 约 的 庆 典 ， 在 举 行  

时 间 上 与 以 色 列 邻 近 国 家 之 君 王 庆 典 有 关  

连 ， 这 也 是 合 理 的 》 从 这 角 度 看 ， 克 绕 斯  

的 观 点 似 乎 更 可 接 纳 。 他 认 为 住 棚 节 与 出  

埃 及 和 旷 野 飘 流 的 事 件 有 关 连 ， 因 此 是 一  

个 有 历 史 背 景 的 节 期 ， 而 不 只 是 一 个 关 乎  

收 成 的 节 期 。 他 认 为 大 卫 王 朝 建 立 后 ， 住  

棚 节 则 成 为 了  一 个 庆 祝 神 透 过 祂 的 副 摄 政  

之 统 治 ， 把 祂 不 变 的 主 权 反 映 出 来 的 节  

期 ， 并 不 是 人 类 的 王 代 替 了 神 的 位 罝 ， 而 

是 一 个 王 见 证 了 神 持 久 不 变 的 圣 约 关 系 。 

因 此 ， 这 节 期 是 从 神 对 大 卫 及 其 继 承 人 之  

拣 选 自 然 地 发 展 出 来 的 ， 是 希 ■ 伯 来 人 独 有  

的 庆 典 .， 虽 然 这 等 理 论 并 非 完 全 可 信 ， 但  

诗 人 为 神 永 久 的 王 权 而 赞 美 他 ’ 是 无 可 过  

疑 的 ， 这 是 诗 篇 中 一 个 显 著 的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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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文 讨 论 到 君 王 在 诗 篇 中  

位 ， 现 在 再 来 讨 论 这 常 称 为 : 的 显 辑 地  

组 诗 是 最 合 宜 的 了 。 皇 室 诗  诗糙的、 

二 、 十 八 、 二 十 、 二 十 ― 、 四 十 = 包括笔 

— 二 七 十 二 ' 八 十 九 、 一 〇 〜 ^ 六 十  

— 三 二 及 — 四 四 各 篇 。 这 一 甩 恃  

— 个 文 学 类 别 ， 因 为 各 种 以 不 视 为  

的 诗 益 均 包 括 在 内 』 上 述 各 餘  

王 有 关 的 ， 谈 及 他 统 治 的 性 所 以 与  

神 的 关 系 。 由 於 大 卫 的 王 朝 於 主 前  =  

结 束 ， 因 此 几 乎 可 以 肯 定 的 说 ’这此 =  

是 在 主 前 3 8 ( 5 年 乏 前 写 成 的 。 这些  

用 词 可 用 来 支 持 上 述 所 谓 " 神 圣 ^ 权  

观 点 ； 例 如 ， 诗 篇 四 十 五 篇 一 — 首皇室

婚 礼 之 诗 ---- 包 含 一 句 确 认 的 话 “你的

宝 座 是 永 永 远 远 的 ” （四 十 五 6 ) 。但我们 

最 好 看 这 为 耶 和 华 的 宝 座 ， 王 则作 ^神的  

代 表 ， 坐 在 这 宝 座 上 。 同 样 地 ， 诗篇二篇 

7 节 说 ： “你 是 我 的 儿 子 ”， 可能只是暗示  

— 种 藉 着 继 承 为 后 嗣 而 得 的 儿 子 名 分 ，诗

篇 -----〇 篇 1 节 ： “你 坐 在 我 的 右 边 ”，则

指 王 作 为 神 的 副 摄 政 所 享 有 的 权 利 与 特  

权 。 旧 约 中 有 关 王 的 证 据 显 示 以 色 列 的 君  

主 政 体 乃 受 神 与 其 子 民 的 圣 约 关 系 所 限  

制 ； 以 色 列 王 并 没 有 邻 近 诸 国 君 王 所 拥 有

的 专 制 治 权 。

虽 然 如 此 ， 王 却 实 在 担 当 一 个 重 要 的  

角 色 ； 我 们 有 极 强 的 证 据 显 示 在 大 卫 王 朝  

期 间 ， 西 乃 之 约 是 次 於 大 卫 之 约 的 。神之 

管 治 的 各 种 福 祉 ， 乃 透 过 祂 那 生 在 王 位 上  

的 代 表 賜 给 子 民 。 例 如 ， 诗 篇七 十 二 篇

-----可 能 是 一 篇 加 冕 礼 的 神 谕  谈及一

个 反 映 神 的 公 正 之 政 府 所 带 来 的 益 处 。^  

此 帝 王 肩 负 重 大 的 责 任 ； 可 借 除 了 几 3 人 

外 ， 以 色 列 诸 王 大 都 使 以 色 列 中 的 虔

: 望 。 社曰投

?而 ， 背 后 的 盼 望 仍 存 留 * ， 并’是

f 来 ， 形 成 弥 赛 亚 盼 望 的 基 = 主政体 

j 历 史 一 个 卓 越 的 特 色 。 这 

-个 简 短 的 插 曲 （主 那 永 久 的  

t 终 是 失 败 的 ， 然 而 ， 却二立的统治  

-了 定 义 ， 那 盼 望 就 是 神 ^ 立 事 实  

? 透 过 池 所 栋 选 的 人 而  

受 資 的 ，，弥 资 亚 一 词 也 常 〒  '  个



sh! pian 1401

义 的 解 释 可 能 更 合 宜 ； 这 _ 释 包 * 括 所 有

_ 系基g 四 敢 使 命 ---- 君 王 、 先 知 、 祭司

^ 卜人■一 - 有 关 的 经 文 。 然 而 ， 多 半 所 谓  

^ 诗 篛 都 可 敢 新 分 类 为 弥 赛 亚 诗 篇 ； 在 

早期教会， 信 徒 也 是 这 样 理 解 这 些 诗 篇 ，

耶 稣 提 到 诗 人 有 指 苕 池 所 说 的 话 （路  

二十四4 4 )， 和 某 些 新 约 中 的 引 句 所 见 证  

的，有 关 基 胬 的 主 要 诗 篇 和 新 约 经 文 有 ：

1. 诗 篇 第 二 篇 （徙 十 三 3 3 ; 来 一 5 ,  

五5 ) 虽 然 与 大 卫 王 有 关 ， 但 却 是 谈 及 远  

g 过 大 卫 治 权 的 普 世 辩 证 和 管 治 （8 、 9 

节)•此外，大 卫 王 朝 诸 王 受 裔 （第 ‘2 节 > ， 

以 代 表 那 坐 在 天 上 宝 座 的 神 （第 4 节 ） 来 

治理全地， 也 强 烈 地 暗 示 基 督 那 作 中 保 和  

道成肉身的职事-

2. 诗 篇 四 十 五 篇 （来 一  8 、 9 > 是 一 首  

为 - 位 大 卫 王 軔 的 君 王 —— 可 能 是 所 罗 门  

一 而 写 的 婚 礼 诗 篇 ， 其 中 不 单 谈 及 其 治  

权的永恒和素质， 并 在 第 6 节 说 ： “你 的  

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希 伯 来 书 作 者 明 显  

地接受这解释， 并 用 以 对 比 天 使 还 要 崇 高  

的地位，还 引 用 了 另 外 两 处 原 本 用 以 指 神  

的诗篇（诗 九 七 7, — 〇 二 ! 2 5 - 2 ; 参 来 一

6. 1 〇 - 1 2 > 来 加 强 这 观 点 。

3. 诗 篇 -----〇 篇 （太 二 十 二 4 3 - 4 5 ;

徒二3 4、 3 5 ; 来 一  1 3 ， 五  5 - 1 0 ， 六  2 0 ,  

七2丨> 是 最 常 被 引 用 的 弥 赛 亚 诗 篇 。 其 

中 谈 及 大 卫 及 其 继 承 者 的 权 利 、 世 界 性 的  

胜 利 和 不 会 中 断 之 祭 司 职 分 ， 所 用 的 言 词  

若不是指等待“大 卫 更 伟 大 的 后 商 ’’才 应  

检，便 可 以 说 是 夸 大 之 词 ， 并 可 能 是 误 导  

的 • 神 子 基 督 跟 那 有 权 站 在 神 面 前 的 众 天  

使 （路 一 1 9 ) 不 同 ， 祂 是 坐 在 那 带 着 能  

力 和 权 柄 的 位 迓 上 （来 一 1 3 K

4. 诗 篇 一 三 二 篇 （徒 二 3 0 ) 。 其 他 称  

为弥赛亚诗篇， 但 不 包 括 在 皇 室 诗 篇 中 的  

有：诗 篇 八 篇 （林 前 十 五 2 7 > ， 诗 篇 四 十  

箱 （来十 5 至 1 ( ) > , 诗 篇 七 十 二 篇 ， 这 首  

i寺 绘 画 了 一 幅 理 想 图 画 ， 描 述 代 表 神 管 治  

的本质、 结 果 和 范 围 ； 飛 后 还 有 诗 篇 ——  

八篇2 2、2 3 节 及 “受 苦 诗 篇 ”， 后 者 会 在  

下面 另 作 个 别 的 讨 论 。

这 一 组 诗 篇 其 实 也 可 列 入 团 体 赞 美 的  

类别中，但 由 於 在 历 史 上 ， 这 些 诗 篇 反 映  

7■神拣 选 大 卫 家 族 和 耶 路 撒 冷 （诗 七 十 八

6 8 - 7 2 ， 一 三 二 1 丨• 丨:n 及 其 命 运 之 相 互  

关 系 ， 所 以 我 们 安 排 在 这 里 来 讨 论 。 在巴  

比 伦 人 要 求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难 民 “给我们唱  

一 首 锡 安 歌 吧 ” （诗 一 三 七 3 > ， 这 是 一 种  

故 意 挖 苦 的 话 ， 但 同 时 也 证 实 确 有 这 样 一  

组 称 为 锡 安 诗 的 诗 苡 存 在 。 亊 实 上 ，赞美  

锡 安 的 诗 篇 跟 赞 美 那 位 在 锡 安 之 耶 和 华 的  

诗 篇 几 乎 是 一 义 的 。 纵 然 经 历 了 盛 衰 兴  

废 ， 耶 路 撒 冷 仍 然 幸 存 ，这 足 以 显 示 神 的  

伟 大 （诗 四 十 八 】丨- 丨4 ) ， 以 及 他 对 其 圣  

殿 所 处 的 城 之 感 悄 （诗 八 十 七 诗  

篇 四 十 八 、七 十 六 、八 十 四 、八 十 七 及 一  

二 二 篇 ， 是 这 分 类 中 主 要 的 篇 章 ，但锡安  

的 主 题 则 广 泛 地 出 现 在 其 他 各 诗 篇 中  

( 例 ： 一 〇 二 1 6 ，一 二 五  1， 一 二 六  1-3, 

一 三 三 3 ， 一 四 七 2 等 ）。 新 约 中 关 乎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即 各 国 重 生 之 人 的 屈 灵 家  

乡 } 的 观 念 ， 乃 源 於 上 述 的 既 念 ， 尤其是  

诗 篇 八 十 七 篇 。

哀 歌

哀 肷 跟 某 些 苦 痛 的 事 有 关 ， 并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  国 家 先 知 书 和 历 史 书 给 予 我 们 有 关  

例 子 ， 如 旱 灾 、 蝗 灾 或 遭 敌 攻 击 ，这些事  

件 都 会 唤 起 全 国 性 的 哀 歌 ， 以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内 在 与 外 在 态 度 （例 ： 士 二 十 2 3 、 

2 6 ; 耶 十 四 丨 -丨 2,三十六 9 ; 珥一丨3 、14, 

二 1 2、 1 5 - 1 7 ; 聿 三 5 ) 。 这 类 别 中 约 有 10 

首 诗 歌 ， 都 有 一 个 固 定 的 结 构 ： 首 先 描 述  

使 人 痛 苦 的 处 境 ， 然 后 恳 求 神 帮 助 祂 的 子  

民 ， 其 中 常 会 提 醒 神 池 过 往 如 何 怜 悯 以 色  

列 人 ， 最 后 ， 通 常 是 表 达 一 种 信 心 ， 就是  

神 会 回 应 他 们 的 呼 求 。诗 篇 十 四 . 四 十 四 、 

六 十 、 七 十 四 、 八 十 和 八 十 三 篇 淸 楚 指 出  

以 色 列 的 仇 敌 ， 诗 篇 五 十 八 、 一 〇 六及 一  

二 五 篇 所 反 映 的 处 境 ， 则 可 能 没 有 那 么 危  

急 、。

二 .  个 人 这 类 别 为 数 众 多 （约 5 0 首 } ， 

因 此 常 被 形 容 为 “诗 篇 的 骨 千 ”。 其 中 最  

明 显 的 特 征 是 十 分 尖 锐 的 控 诉 ， 及 对 那 带  

来 灾 祸 者 苦 毒 的 攻 击 。 正 如 在 全 国 性 的 哀  

歌 中 一 样 ， 个 人 的 哀 歌 常 有 对 神 的 控 诉 ， 

尤 其 是 针 对 神 的 忽 略 或 其 迟 延 的 千 预 。 这 

类 诗 篇 的 基 本 成 分 跟 全 国 性 的 哀 肷 几 乎 完  

全 相 同 ， 但 个 人 的 哀 歌 常 以 赞 美 神 来 结  

束 ， 藉 以 期 待 神 的 拯 救 （例 ： 诗 十 三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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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哀 歌 常 伴 &̂ 因 寻 求 和 经 历 神 的 扬 救  

而 产 生 的 感 恩 之 怡 ， 例 子 可 见 於 诗 篇 的 两  

部 分 ： 诗 篇 二 十 二 篇 丨 至 2 丨节、 2 2 至 3 1  

节 ； 诗 篇 二 十 八 篇 丨 至 5 节 、 6 至 9 节 。 正  

如 前 文 所 述 ， 这 可 能 显 示 了 诗 篇 与 祭 仪 的  

关 系 ，此 外 ，哀 求 者 甚 少 指 出 愁 烦 的 原 因 ， 

而 只 象 征 性 地 以 自 然 界 的 能 力 和 生 物 来 描  

述 ， 并 以 打 措 或 战 争 的 情 况 来 作 对 比 。 上 

述 的 事 实 无 疑 也 使 诗 篇 能 普 及 地 应 用 於 一  

般 的 处 境 。

这 类 诗 篇 引 起 了 一 个 特 别 的 难 题 ， 在 

研 究 旧 约 的 学 术 界 中 突 然 爆 发 ， 但 又 迅 速  

地 没 落 。 二 十 世 记 初 期 的 数 十 年 里 ， 学 者  

质 疑 这 些 诗 篇 中 的 “我 ”是 真 的 代 表 个 人 ， 

还 娃 以 色 列 国 的 拟 人 法 ， 或 君 王 代 表 众 民  

说 话 》 这 种 荇 以 色 列 为 一 体 之 民 ， 有 “共  

同 的 个 性 ” 的 观 点 ， 现 在 已 被 摒 弃 了 。 以 

色 列 人 清 楚 地 有 个 人 和 共 同 的 特 征 。 然 

而 ， 可 能 在 某 些 悄 况 下 ， “我 ’’是 代 表 性  

的 ， 如 在 诗 篇 一 〇 二 篇 ， 前 部 分 （1 - 1 1 

节 ） 明 显 是 个 人 的 强 烈 感 情 ， 后 来 则 进 展  

至 关 乎 国 家 事 故 的 代 求 < 1 2 - 2 8 节 ）。 诗  

人 可 能 是 君 王 ， 在 某 些 祭 典 上 代 表 以 色 列  

民 说 话 。

这 组 诗 篇 的 3 个 分 类 需 要 特 别 的 注

〗 . 咒 诅 的 诗 篇 ---- 约 有 2 0 篇 ， 诗 人 激

烈 地 恳 求 神 把 恶 人 击 倒 ， 其 中 所 用 的 词 语  

对 那 些 曾 受 教 於 基 舒 的 榜 样 和 教 训 的 人 来  

说 ， 是 十 分 可 怕 的 （例 ： 诗 三 十 五 4 - 8 ，

四 ----丨（> ， 六 十 九 《2 2 - 2 » , — 〇 九 6 - 2 0 ,

一 三 七 7 - 9 > 。 然 而 ， 我 们 在 批 评 这 态 度  

之 前 ， 必 先 考 虑 一 些 相 关 的 问 题 ：

( 1 )这 种 报 复 的 呼 求 并 不 纯 粹 是 个 人  

的 ； 诗 人 坚 决 认 为 神 的 荣 辎 已 濒 临 险 境  

( 例 •• i寺 一 〇 九 2  1 > 。 当 人 对 来 世 仍 未 有  

一 套 发 展 完 善 的 观 念 ， 人 皆 抟 受 的 一 个 通  

则 是 ： 顺 服 神 便 得 奖 赏 ， 不 顺 服 便 遭 惩  

罚 ； 奖 货 与 惩 罚 都 会 在 现 世 中 得 报 应 。 若  

看 不 见 这 报 应 ， 世 上 便 好 像 没 有 一 位 公 义  

的 神 ， 神 的 名 字 也 被 亵 渎 （例 ： 诗 七 十 三  

9 ) 。 这 种 去 除 罪 恶 和 恶 人 的 强 烈 欲 望 源  

0 世 上 有 一 位 道 德 之 神 的 意 识 ， 并 实 际 上  

要 求 真 理 能 得 到 胜 利 。

(2 )诗 体 和 东 方 的 表 达 方 法 ， 自 然 地  

倾 向 於 极 端 的 夸 饰 法 ， 这 也 并 非 只 是 诗 篇

独 有 的 特 征 （例 ： 尼 四 4 、 5 ; 耶 二十丨4. 

1 8 ; 庠 七 丨 7 > 。 这 等 用 语 是 令 人 吃 惊的， 

其 部 分 功 能 可 能 也 真 的 叫 人 吃 惊 ，葙以表 

达 和 鼓 吹 一 种 愤 怒 的 激 情 。

因 此 ， 在 基 督 教 以 前 的 时 代 ，这感情 

的 煺 发 并 非 完 全 是 不 合 理 的 。 但在新约史 

完 全 之 启 示 的 光 照 下 ， 这种态度是不能饶  

恕 的 。 基 锊 徒 要 像 甚 督 那 样 去 爱 《约十三 

3 4  > ; 要 为 仇 敌 祷 告 ， 并 饶 恕 他 们 （太 

五 3 8 - 4  8 ; 西 三 1 3 > 。 审 判 的 主 题 延 展 至  

新 约 ， 并 在 新 约 中 达 至 商 峰 ， 因为基飪的 

降 临 使 人 再 没 有 任 何 藉 口 （约 十 六 8•丨丨）， 

但 纯 粹 私 人 的 恩 怨 却 不 能 存 在 。

2 .受 苦 的 诗 篇 —— 这 一 组 的 4篇诗箱 

( i寺 十 六 ， 二 十 二 ， 四 十 ， 六 十 九 ；有些 

学 者 还 加 上 诗 一 〇 二 ， 一 〇 九 ） 也可能被 

视 为 弥 赛 亚 的 诗 篇 。 这 些 诗 篇 与 从 受 苦 仆  

人 的 角 度 解 释 弥 赛 亚 职 亊 的 旧 约 预 言 有  

关 ， 受 苦 仆 人 的 特 色 在 以 赛 亚 书 中 最 为 显  

著 （例 ： 赛 四 十 二 1 - 9 , 五 十 二 1 3至五十 

三 1 2 K 在 4 篇 诗 篇 中 ， 以 第 二 十 二篇 最  

为 突 出 ， 其 内 容 包 含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自  

我 意 识 （诗 二 十 二 丨 2 ; 参 太 二 十 七 4 6 )， 

其 他 与 钉 十 架 的 情 煨 有 关 的 也 值 得 注 意  

( 例 ： 诗 二 十 二 (5-8、 1 4 -丨8 >。 另有两点 

更 重 要 ： 完 全 没 有 提 到 任 何 罪 的 意 识 ，诗 

人 的 受 苦 似 乎 是 完 全 不 合 理 的 ， 也没有咒 

诅 的 成 分 ， 纵 使 在 面 临 痛 苦 的 通 迫 时 亦  

然 。 这 特 点 是 与 无 罪 的 基 督 连 系 在 一 起 的  

< 林 后 五 祂 甚 至 可 以 为 杀 害 他 的 人  

祷 告 （路 二 十 三 2 4 > 。 诗 篇 十 六 篇 10节预 

期 不 朽 坏 的 基 飪 会 胜 过 坟 墓 （参 徒 二 24- 

31 > 。 诗 篇 四 十 篇 (5至 8 节 预 示 基 督 道 成 肉  

身 和 自 我 牺 牲 的 救 赎 工 作 （来 十 5 -丨0). 

诗 篇 六 十 九 篇 提 到 蓰 督 因 为 忠 於 神 而 被 孤  

立 （六 十 九 8 、 9 > , 并 预 期 犹 大 在 这 亊 悄  

上 所 要 扮 演 的 角 色 ， 这 亊 情 基 本 上 就 M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工 作 （六 十 九 2 5 、 2 6 ; 参 i寺 

— 〇 九 8 ; 赛 五 十 三 1 0 ; 徒一 * 2 0 >。

3 • 忏 悔 诗 —— 诗 篇 三 十 二 、 三十八 ， 

五 十 一 和 一 三 〇 篇 是 最 済 晰 的 例 子 ，但传 

统 上 ， 教 会 也 把 第 六 、 一 〇 二和一四三等  

3 篇 包 括 在 内 ， 这 3 篇 并 没 有 表 明 含 有 认  

罪 成 分 。 然 而 ， 上 文 曾 指 出 的 一 个 论 点 ， 

可 能 会 扩 阔 这 规 限 ； 那 时 代 的 人 # 各 种 形  

式 的 逆 境 为 神 对 过 错 的 审 判 ， 承认自己面



价 承 认 自 己 有 罪 。 在 4 个 主 要  

3成庳綠$ 人 有 极 深 的 感 受 ， 感 到 在 神
正 如 其 他 诗 篇  

即

肯 定 与 大 卫 跟 拔 示  

也 是

的 严 蜇 性 ， 不 过 ，
恶 的 二 无 指 出 所 犯 的 是 什 么 罪 ，

>  f t 十 — 篇

( 撒 ^ " 1 一̂ ， 十  

6：行 速 ^ 役 有 用 献 祭 的 方 法 来 处 理 这  

2 心 ^ 的 处 境 中 ，献 祭 是 完 全 无 效 的 ’ 

全 投 靠 神 的 怜 悯 （诗 五 十 一  * ， 

他选择了f  一十 二 篇 清 楚 地 显 示 未 承 认 的

l6L *  *  w  *  »a 7  =  +  A  H U  s  a j » .¥. i n  

人 和 畋 坏 人 。 诗 篇 一 三 0 篇 原 本 是  

$ 的哀软， 培 加 了 两 节 < 7 、 8 节 ）， 以 

适应全国 性 的 用 途 。

既然先知、 祭 司 和 智 总 人 皆 在 主 要 的  

圣听中工作， 他 们 表 达 思 想 的 形 式 自 然 有  

重兹之处。 蔵 言 的 形 式 在 诗 篇 中 并 不 常 见
(诗三十七5 、8 、 1 6 、2 1 、 2 2 ， -------- 10,

- 二七丨- 5 )。 诗 篇 第 一 篇 -----大 槪 是 整 本

诗篇的引言----把 义 人 和 罪 人 的 道 路 作 各

沖对比（参 诗 -----二  > ， 诗 篇 一 二 七 和 一

二 八 篇 则 聚 焦 於 伴 随 苕 义 人 的 福 扯 。 诗 篇  

- 三 三 篇 是 为 赞 美 合 一 而 写 的 。 诗 篇 三 十

七、四 十 九 和 七 十 三 篇 讨 论 义 人 受 苦 和 恶  

人兴旺的问题—— 这 问 题 也 在 智 恝 文 学 中  

的 约 伯 记 和 先 知 书 讨 论 （例 ：耶 十 二 卜 4 > 。 

人 在 圣 所 中 所 得 的 神 圣 透 视 ， 以 及 义 人 与  

神相交的 宝 贵 经 历 ， 胜 过 其 他 一 切 因 索 ， 

成 为 诗 篇 七 十 三 篇 的 作 者 赖 以 从 低 潮 中 起  

来的力虽。

关 乎 历 史 的 诗 篇 也 应 包 含 在 这 类 别  

生 因 为 这 些 诗 篇 强 调 神 所 爱 的 国 民 常 从  

5F1 经 验 中 获 得 的 教 训 。 以 色 列 人 显 然 是  

说 救 恩 的 历 史 。 其 中 主 要 的 诗 篇 和  
时 期 有 ： 诗 篇 七 十 八 篇 ， 从 出 埃 及  

那 妓 朝 之 逮 立 （留 意 丨 至 4 节 所 表 明  
位 窄 至 意 向  > ; 诗 篇 一 〇 五 篇 ， 从 亚 伯  

及 窆 服 迦 南 ； 诗 篇 一 〇 六 篇 ， 从 出 埃  

避 入 期 ； 诗 餘 — 三 六 篇 ， 从 创 造 至s也 。

妖，值 〜 组 诗 篇 中 ， 有 些 也 可 归 入 哀  

系的坤， 、要 特 征 是 平 和 地 信 笳 那 自 我 启  

t 这 便 信 靡 之 诗 尤 其 合 乎 灵 修 之  

$ 以 向 神 表 达 感 恩 与 爱 来 开

始 。 诗 篇 二 十 =:和一

者 ， 其 他 还 “ 7 s 3 ! 中 + 表表 

— 六 、 - 三 - 及 - 三 八 各 篇 r 、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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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主题  

其 他 次 耍 的 飢 別

诗 篇 一 三 六 篇 的 礼 仪 结 构 让 人 注 意 到  

一 组 与 祭 仪 淸 楚 有 关 的 诗 篇 。 类 似 的 轮 唱  

出 现 在 诗 篇 十 五 篇 一 这 i寺 常 被 称 为 “为 

敬 拜 作 准 备 的 仪 文 ”， 也 出 现 在 诗 篇 二 十  

四 篇 —— 这 诗 可 能 由 前 往 圣 殿 之 节 日 仪 仗  

队 唱 颂 。 诗 篇 八 十 四 篇 明 显 是 一 首 朝 圣 者  

之 诗 ， 上 行 之 诗 （诗 一 二 〇 至 一 三 四 ） 则 

可 能 与 一 年 3 次 往 耶 路 撒 冷 朝 圣 之 节 日

—— 逾 越 节 、 七 七 节 与 住 棚 节 ----有 关 。

明 显 地 ， 把 诗 篇 精 确 地 分 类 是 困 难  

的 ； 许 多 诗 篇 不 能 单 纯 地 归 入 某 一 组 ， 因 

此 各 组 别 常 有 巫 旮 之 处 。 淸 楚 而 显 著 的  

是 ， 整 卷 诗 篇 极 淸 晰 地 表 达 了 一 种 有 生 命  

力 的 宗 教 生 活 。 若 说 诗 篇 是 普 通 人 表 达 其  

敬 拜 和 灵 交 生 活 的 作 品 ， 未 免 简 化 了 这 题  

目 ； 君 王 和 祭 司 、智 恝 人 和 先 知 ， 均 对 这  

瞩 目 的 文 集 有 所 贡 献 。 然 而 ， 在 神 眼 中 ， 

无 论 人 的 成 就 或 权 利 为 何 ， 所 有 人 都 只 是  

“普 通 人 ”， 因 为 所 有 人 都 是 罪 人 ’ 需 要  

完 全 倚 靠 神 的 恩 典 和 慈 爱 。 因 此 ， 古代 以  

色 列 的 敬 痛 体 ， 以 及 其 后 龍 的 圣 贤 办  

虽 然 其 中 有 各 色 人 等 ， 但 在 这 独 特 的 宝

二 到 表 达 他 们 心 境 渴 望 和 灵 交 的 方

法 0 £•

玆 • 至 经 中 的 诗 歌 _ 1 3 7 7 . 大 卫  

•S i 亚 - … 3 : - 音 乐 和 乐 器 — 

2 7 4 . 弥 》 S K - 5 9 6  ； ••殿中歌唱的.2 1 2 5 : ■会» . 圣 K 州

320: 文学 _ 2 3 3 4。



参 考 书 目 ： G .S . G u n n , G o d  in  t h e

1404 shl pian shl ti

P s a lm s ;  J .H . H a y e s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h e  

P s a l m s ;  J .A . L a m b . T h e  P s a  Im s  in  

C h r i s t ia n  W o rsh ip ; A . M a c l a r e n , The B o o k  

o f  P s a lm s . 3 v o l s ; H . R i n g g r e n , The Fa i th  

o f  the P s a l m i s t s ; N .H . S n a i t h , H y m n s  o f  

the T e m p le ;  S t u d i e s  in  the P s a l t e r ;  C .H . 

S p u r g e o n , T h e  T r e a s u r y  o f  D a v i d ;  C . 

W e s t e r m a  n n , T h e  P r a i s e  o f  G o d  in  th e  

P s a l m s ; R . E  . O . W h i t e , A C h  r i s t i a  n 

H a n d b o o k  to the P s a lm s .

诗篇诗题
Psalm Titles
s h l  p i a n  s h l  tf

许 多 诗 篇 上 的 标 题 „

施沙
Shilshah
s h l  s h a

琐 法 的 儿 子 ， 亚 设 支 派 的 族 长 《代 上  

七  3 7 > 。

施舍
Alms
s h l  s h 6

以 财 物 救 济 人 调 施 舍 。 新 旧 两 约 均 有  

施 舍 穷 人 的 教 导 。 从 圣 经 时 代 早 期 至 今 ， 

施 舍 的 含 义 和 实 践 已 经 历 了 不 少 的 变 化 。

旧 约 时 代

“施 舍 ” 一 词 的 希 伯 来 文 原 义 是 “公  

义 ”， 七 十 士 译 本  <希 伯 来 文 圣 经 的 希 腊  

译 本 ） 的 希 腊 文 译 词 ， 转 成 汉 语 则 是 “施  

舍 ”。 希 伯 来 文 原 义 既 非 施 舍 ， 看 来 旧 约  

并 无 确 指 施 舍 的 事 。 然 而 ， 希 伯 来 人 向 受  

教 要 济 困 扶 危 u 摩 西 律 法 即 含 有 许 多 对 穷  

人 要 行 仁 施 义 的 诫 条 。 较 重 要 的 如 申 命 记  

十 五 章 7 至 丨 丨 节 ， 指 出 地 上 的 贫 困 为 永 不  

可 免 的 现 象 ， 所 以 要 求 以 色 列 人 务 以 济 贫  

扶 困 为 己 任 。 因 此 ， 农 田 果 园 每 7 年 需 休  

闲 丨 年 ， 可 供 穷 困 失 意 的 弟 兄 任 意 采 摘 以  

解 一 时 之 危 （书 二 十 三 丨 （)、 1 丨 > ; 每 3 年  

以 收 获 之 ％" 捐 利 未 人 （利 未 支 派 并 无  

产 业 > 、 料 旅 者 和 孤 儿 寡 妇 （申 十 四 2 8 、

2 9 ) ; 遗 落 和 没 有 割 尽 的 庄 稼 轺 给 穷 苦  

人 和 流 浪 者 拾 荒 （利 十 九 9 , 二 十 H  
2 2  > ; 葡 萄 园 、 橄 榄 园 中 的 落 果 遗 串 也  

留 作 此 用 （利 十 九 1 ( > ; 申 二 十 四 20, 

2 1 >  ; 守 住 棚 节 的 也 有 与 贫 者 分 享 食 物  

的 义 务 （申 十 六 H  -丨

旧 约 众 先 知 继 续 对 以 色 列 人 晓 以 济 困  

扶 危 的 ® 任 。 M 强 烈 的 信 息 可 见 於 以 赛 亚  

书 （赛 一 2 3 , 三丨5 , 十 1 、 2 , 十一 4 、5, 

五 十 八 5 - 1 0 > 和 阿 摩 司 书 （序 二 四  

1 ， 五 1 1 ， 八 幻 • • 诗 篇 和 智 恝 书 （约伯记， 

箴 言 、 传 道 书 ） 对 穷 人 的 苦 境 均 有 专 述 ， 

鼓 励 困 苦 者 奋 勉 立 志 ， 并呼吁 其 他 人 共 分  

贫 者 之 忧 ， 为 他 们 改 善 处 境 （伯 二 十 19, 

二 十 二 6  , 二 十 四 2 - 4 、 9 ，二十九丨2-1G, 
三 十 一 1 3 - 3 2 , 三 十 四 2 8 ; 诗 十 四 4 , 三 

十 七 1 4 、 2 1 ; 箴 十 四 2 1 、 3 1 , 十七 5 ，十 

九 1 7 , 二 十 二 1 ( 5 , 二 十 九 7 , 三 十 1 4 ; 传 

五 8 >。 这 呼 吁 是 出 自 一 种 信 念 ， 即相信 

全 人 类 皆 为 一 位 神 所 造 ， 神也教导以色列  

民 以 慈 怜 待 人 ； 这 慈 怜 之 心 更 进 升 为 一 种  

公 平 之 念 。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代 ， 施 舍 的 意 义 有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由 以 慈 爱 待 人 的 一 般 要 求  

( 参 利 十 九 1 8 > 发 展 成 相 信 施 舍 是 积 善 赎  

己 的 个 人 表 现 ， 因 此 有 “施 舍 赎 罪 ” 

( 《传 道 经 〉 三 3 0 > 和 “施 舍 免 死 ” U 多 

比 传 〉 四 丨 〇 ) 之 说 。 至 此 ， 施舍在犹太  

人 的 观 念 中 已 经 升 格 ， 与 祈 祷 、 禁食一样 

被 视 为 虔 敬 的 重 要 表 现 （《犹 滴 传 》 十二 

8 、 9 > 。

新 约 时 代

祷 告 、 禁 食 、 施 舍 的 意 义 至 新 约 时 代  

沿 革 如 旧 ； 但 耶 穌 批 评 当 代 许 多 人 行 不 由  

衷 （太 六 2 - 1 G ; 参 徒 三 ‘2 , 九 3 6 , 十 2、 

3 1 , 二 十 四 丨 7 > , 谴 责 那 些 专 在 大 庭 广 众  

之 前 行 施 舍 以 沽 名 钓 誉 的 人 ， 说他们已得  

到 人 的 回 报 ， 但 仅 此 而 已 ； 那些在暗中行  

善 不 求 虚 名 的 人 则 必 萦 神 的 祝 福 。

新 约 有 不 少 章 节 记 载 早 期 教 会 致 力 於  

施 舍 的 事 ， 如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集 资 供 应 穷 人  

需 用 （徒 二 4 5 , 四 3 2 - 3 5 ) ; 如使徒保罗  

在 各 地 苺 捐 救 灾 不 遗 余 力 （罗十二丨 3,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 2 1 2 5 : - 诗 篇 • 1 3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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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5 . 2 7 ; 林 前 十 六 林 后 八 ！- 9 、 

t 加 二 丨 ⑴ ； 如 雅 各 谓 看 顾 甚 妇 孤 儿

‘消 洁 没 有 玷 污 的 虔 诚 ” 《雅 一 27  > ;

使 徒 约 翰 轚 告 说 “凡 有 世 上 财 物 的 ， 看 

.弟兄穷 乏 ， 却 塞 住 份 恤 的 心 ” 是 不 配 称  

为赛霣 徒 的 （约 査 三 1 7 ) 。

教会时代

沲 舍 之 义 行 在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 居 普  

良、安 波 罗 修 等 早 期 教 父 的 著 作 和 言 论  

中，是 反 獲 强 调 的 主 题 之 一 。 他 们 鼓 吹 施  

仁爱於穷人， 对 自 私 、 贪 婪 的 人 则 深 恶 痛  

絶。他 们 号 召 为 富 者 乐 善 好 施 ， 受 施 者 感  

g f i德。蓐 捐 济 贫 的 事 往 往 扩 展 到 教 会 以  

外的社团中去。 据 栽 ， 教 会 都 专 有 — 笔 储  

备金或物资， 留 作 急 难 救 患 之 需 。

中 世 纪 学 院 派 神 学 家 对 施 舍 的 神 学 意  

义多专有论述。 阿 奎 那 等 人 者 IS认 为 悲 天 悯  

人 之 杯 和 乐 善 好 施 之 行 是 有 区 别 的 。 他 们  

也 分 析 了 施 舍 何 以 是 棊 督 徒 必 修 之 课 的 根  

车道理。

后 来 的 冲 学 教 师 和 道 德 神 学 家 本 着 这  

些基本观点， 对 施 舍 的 性 质 和 范 崎 进 行 了  

更具体的研究，指 出 何 者 为 穷 、何 者 为 富 ， 

淹舍的数M 以 多 少 为 宜 等 等 ， 其 中 以 利 采  

里 的 两 卷 巨 著 《道 德 神 学 》 （ 1 7 5  3 - 5 5 )  

最为著名。 罗 马 教 廷 还 就 游 捐 济 贫 的 办 法  

专 发 了 两 项 文 告 ： S i'/i 茗《/〇/**• q u  i d e m  

(1896) ~Bl.De e l e e m o s y n i s  colligendis 

U 9 0 8 )。 不 过 就 目 前 来 看 ， 天 主 教 会 募  

捐 沲 舍 之 亊 已 无 统 一 的 定 规 。

基 飪 教 会 对 施 舍 的 神 学 意 义 虽 未 作 进  

~步阐述， 但 各 宗 派 、 各 地 方 教 会 及 各 基  

祭 徒 却 一 直 恪 守 施 舍 的 原 则 。 很 多 慈 善 机  

构，从 椐 灾 救 荒 到 对 贫 困 者 的 义 务 教 育 ， 

紅 是 基 铬 教 会 施 舍 之 功 。 现 今 ， 施 舍 一 词  

里已不大通用， 但 与 此 有 关 的 词 语 如 “慈 

惠奉工”等 常 有 出 现 。许 多 教 会 於 感 恩 节 、 

圣 诞 节 及 复 活 节 期 间 ， 也 为 扶 困 济 贫 设 有  

特殊捐项或“爱 心 奉 献 ”。

Shitrai
lh' U U i

大 卫 的 牧 人 ， 在 沙 仑 负 责 牧 放 牛 群  

(代上二十七2 9 ) 。

施喜列
Onycha
shl xf l i^

制 造 会 幕 所 用 的 圣 香 其 中 一 种 香 料  

( 出 三 十 3 4 > 。 这 香 料 到 底 是 什 么 ， 尚不  

能 确 定 „ 有 认 为 施 薛 列 是 提 炼 自 一 种产於  

印 度 的 蚌 壳 ， 燃 烧 的 时 候 会 敗 发 一 种类似  

府 香 的 香 味 。

参 • 动 物 （蜗 牛 ） • 3 2 9 。 ： • 植 物 （施  

S 列 ）" 2 2 9 2 。

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shi xl yue h i n

弥 赛 亚 的 先 锋 ， 预 备 人 心 ， 迎 接 耶 穌  

基 督 的 来 临 。 他 宣 告 罪 必 须 获 得 赦 免 ， 并 

替 人 施 洗 ， 以 洗 礼 代 表 悔 改 。 他 也 在 约 但  

河 替 耶 稣 施 洗 ， 并 替 耶 稣 作 见 证 ， 说 m 是 

神 差 来 的 弥 赛 亚 。 他 为 此 被 捕 下 狱 ， 并且  

在 主 后 2 9 年 左 右 被 希 律 王 所 杀 。 当 时 ， 

耶 穌 已 经 开 始 出 来 传 道 。

相 传 施 洗 约 翰 的 出 生 地 一 隐 卡 琳

童年时代

只 有 路 加 福 音 记 钱 施 洗 约 翰 的 出 生 及  

童 年 时 代 。 书 中 记 述 约 翰 生 於 山 城 犹 大  

( 路 一  3 9 > , 祖 宗 都 是 祭 司 ， 父 亲 撒 迦 利  

亚 也 是 亚 比 雅 班 的 祭 司 （一 5 ) ， 母 亲 以  

利 沙 伯 则 是 亚 伦 的 后 裔 （一 5 ) 。 他 的 双  

亲 在 神 面 前 皆 是 个 义 人 ， 而 且 留 心 遵 行 神  

的 诫 命 （一 6 >。 约 翰 的 出 生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 跟 耶 穌 的 出 生 相 似 ， 都 是 异 於 常 人  

的 。 先 是 天 使 长 迦 百 列 在 殿 里 向 撒 迦 利 亚  

宣 告 ， 他 年 老 不 育 的 妾 子 以 利 沙 伯 的 祈 祷  

已 蒙 应 允 ， 将 要 为 他 生 一 个 儿 子 （一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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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n 。 天 使 又 告 诉 撒 迦 利 亚 ， 他 儿 子 的 名  

字 叫 约 翰 ， 要 作 主 的 先 锋 （一 1 3 -丨7 > 。 

约 翰 未 出 母 胎 ， 已 经 分 别 为 圣 ， 令 我 们 想  

起 旧 约 先 知 耶 利 米 的 萦 召 （耶 一 5 ) 。

约 翰 和 耶 穌 两 家 也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耶 穌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是 以 利 沙 伯 的 “亲 戚 ”， 

可 能 是 姨 母 ， 也 可 能 是 表 姊 ， 但 也 有 可 能  

只 是 同 族 的 姊 妹 。

约 翰 的 竜 年 也 和 耶 稣 一 样 ， 在 福 音 书  

中 没 有 淸 楚 记 载 ， 只 是 说 ： “那 孩 子 渐 渐  

长 大 ， 心 灵 强 ， 住 在 旷 針 ， 直 到 他 显 明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的 日 子 。” （路 一 8 0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约 翰 自 小 即 为 昆 兰 地 的 爱 色 尼  

人 所 收 养 （是 当 时 之 习 俗 ）， 在 约 但 河 与  

死 海 旁 边 之 旷 野 长 大 。 从 死 海 古 卷 所 见 的  

昆 兰 教 派 ， 教 义 上 的 确 与 施 洗 约 翰 后 来 所  

传 的 道 有 点 相 似 ， 皆 着 重 刻 苦 、 朴 素 ， 而 

且 远 离 耶 路 撒 冷 生 活 。 两 者 皆 施 行 洗 礼 ， 

以 此 代 表 入 教 和 悔 改 ； 并 关 心 世 界 的 末  

曰 ， 等 待 历 史 终 结 时 神 的 作 为 。 然 而 ， 两  

者 也 有 苕 不 少 明 显 的 差 异 。

外 貌 和 身 分
马 可 福 音 一 开 始 就 如 此 描 述 施 洗 约  

翰 ： “（他 ） 在 旷 野 施 洗 ， 传 悔 改 的 洗 礼 ， 

使 罪 得 赦 。” （可 一 4 ) 这 里 所 说 的 旷 野 ， 

是 犹 大 地 的 旷 野 ， 有 着 浓 厚 的 旧 约 背 景 。 

神 曾 在 这 旷 野 中 ， 向 摩 西 显 现 （出 三 > ， 

颁 布 律 法 ， 与 以 色 列 立 约 （出 十 九 ）。 它  

也 是 大 卫 及 以 利 亚 逃 难 时 柄 身 之 所 （撒 上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六 ； 诗 六 十 三 ； 王 上 十  

九  > 。 因 此 ， 旧 约 的 犹 太 人 一 直 认 为 神 将  

来 会 在 此 地 施 行 释 放 和 拯 救 （何 二 1 4 、 

1 5 ; 结 四 十 七 丨 - 丨 2 ; 尤 其 赛 四 十 3-5 > 。

施 洗 约 翰 藏 身 的 犹 大 旷 野

施 洗 约 翰 的 装 扮 古 怪 ： “穿骆驼毛的 

衣 服 ， 腰 束 皮 带 ” （可 一  6 > ， 可能使人想 

起 先 知 以 利 亚 （王 下 一 8 > ， 或者其他的  

先 知 （亚 十 三 4  > 。 他 的 食 物 是 “蛟虫和 

野 密 ” （可 一 从 利 未 记 的 律 法 看 来 ， 

他 的 食 物 是 洁 净 的 （昆兰 派的 人也 以此 为  

食 物  过 的 是 沙 漠 中 的 生 活 ；这都是约

翰 及 其 追 随 者 刻 苦 的 生 活 表 现 （太九 M , 

十 一 1 8 > 。 约 翰 认 为 自 己 的 身 分 是 什 么  

呢 ？ 有 人 问 他 是 否 弥 赛 亚 、 以利亚或其他  

的 先 知 ， 他 只 适 说 ： “我 就 是那 在 旷 野 有  

人 声 喊 苕 说 ： ‘修 直 主 的 道 路 ’。”（约 -  

2 3 > 要 明 白 这 个 问 题 的 背 聚 ， 先要回到 

旧 约 的 末 期 。 那 时 一 般 相 信 先 知 的 预 言 已  

经 停 止 （亚 十 三 2 - 6 >  ; 但 另 一 方 面 ，大 

家 又 相 信 在 弥 赛 亚 国 度 来 临 前 ， 先知又会 

出 现 （珥 二 2 8 、 2 9 ; 玛 三 1 - 4 )。 有人期 

望 这 最 后 的 一 位 先 知 像 摩 西 一 样 （申十八

， 也 有 人 期 望 他 像 以 利 亚 的 再 来 ，正 

如 玛 拉 基 书 四 章 5 至 6 节 所 说 的 一 样 。然 

而 ， 施 洗 约 翰 没 有 明 说 他 就 是 人 们 所 期 望  

的 那 一 位 （约 一 2 0 - 2 3 ) , 但 从 他 的 衣 若 、 

生 活 和 所 传 的 信 息 ， 人 们 都 可 清 楚 地 确 认  

他 即 为 那 位 末 代 的 先 知 （太 十 四 5 ; 可十 

一  3 2 > 。 耶 稣 也 看 他 为 那 “像 以 利 亚 ”的 

最 后 的 先 知 （太 十 一  7 - 1 5 > 。 正如玛拉基  

所 预 言 的 ， 是 主 的 先 驱 ， 预备主的来临  

( 玛 三 丨 - 4 ， 四 5 、 6 > 。

约 翰 的 宣 告

约 翰 的 宣 告 有 3 个 重 点 ： （U 警告： 

那 要 来 者 的 审 判 已 经 临 近 ； （2 > 呼召： 

天 国 将 要 降 临 ， 人 们 必 须 悔 改 ； （3 ) 要 

求 ： 以 具 体 的 道 德 词 汇 呼 召 人 悔 改 。许多 

犹 太 人 以 信 心 期 望 最 后 的 审 判 来 临 ，认为 

到 那 时 候 ， 犹 太 人 必 蒙 福 ， 外邦的压迫者  

都 必 灭 亡 。 然 而 ， 约 翰 蹩 告 他 们 ，依靠犹 

太 祖 先 ， 不 能 保 证 他 们 免 受 将 来 的 审 判  

( 路 三 8 > ; 真 正 的 悔 改 始 能 免 去 灭 亡

( 太 三 ‘2 > 。 约 翰 期 望 那 将 要 来 者 施 行 审  

判 ， 祂 会 用 “圣 灵 和 火 ” 给 百 姓 施 洗 （路 

三 1 6 ) 。 火 在 旧 约 预 表 末 日 时 的 毁 灭 （玛 

四 1 ) 及 炼 净 （玛 三 丨 - 4 ) ; 圣灵在末日  

之 浇 灌 ， 则 表 示 賜 福 （赛 三 十 二 1 5 ; 结 

三 十 九 2 9 ; 珥 二 2 8 > 及 洁 净 （赛 四 2-4)。 

因 此 ， 约 翰 预 期 的 审 判 有 两 重 意 义 ：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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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改 行 义 者 则 要 得 福 （太

$ 者将要灭亡；

此 观 之 ， 约 输 大 声 呼 唤 来 听 道 的 人  

心 （太 三 仏 要 » 正 的 “转 回 ”， 顺 服  

0 向真神， 罪 便 获 得 赦 免 ， 个 人 与 神 在 关  

系上的转 变 ， 将 要 在 每 天 的 生 活 中 彰 显 出  

来：例如， 作 税 吏 和 士 兵 的 ’

待人（路 三 1 2- M  >

(路三丨〇、 丨1>。

必 须 以 公 平  

对 贫 穷 者 须 行 怜 悯

的翰的洗礼

福 音 书 记 栽 约 翰 在 好 几 个 地 方 为 那 些  

因 罪 悔 改 的 人 施 洗 ： 约 但 河 （可 — 5 ) 、 

灼 但 河 外 的 伯 大 尼 （约 一  2 8 ) ， 及 痛 近 撒  

冷的哀嫩（约 三 2 3 ) 。 约 翰 根 据 将 来 的 审  

判 和 将 要 来 的 那 一 位 之 显 现 ， 呼 召 人 悔  

改，他 的 施 洗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悔 改 者 的 洗  

礼象征渴望罪得赦免， 并 且 放 弃 以 往 的 生  

渴 望 能 在 那 将 要 来 的 弥 赛 亚 国 度 中 有

是 基 於 什 么 背 景 ？ 我  

• 些 礼 仪 上 的 洁 净 或 洗  

民 十 九 K 这 些 洗 濯  

它 们 本 质 上 是 需 要 重

分。

约 翰 为 人 施 洗 ，

们从旧约中认识到 _

(利十四， 十 五  

跟约翰的洗礼不同，

S 地做的， 而 且 主 要 是 礼 仪 方 面 ， 而 不 是  

道德方面的洁净。 然 而 ， 众 先 知 却 劝 人 用  

水 来 作 出 道 德 上 的 洁 净 （赛 — 1 0 - 1 8 ; 耳(5 

四1幻 。他 们 更 期 待 神 在 审 判 日 之 前 的 末  

时 拖 行 洁 净 （结 三 十 六 2 5 ; 亚 十 三 1 ; 参 

赛 四 十 四 : 这 假 设 由 约 翰 负 责 的 末 世  

性行动，已 在 他 施 行 的 洗 礼 中 应 验 了 。

另 一 种 在 约 翰 施 洗 之 前 已 存 在 的 仪  

式，是 归 信 犹 太 教 的 洗 礼 ， 而 与 割 礼 和 献  

祭并行，是 外 邦 人 悔 改 归 入 犹 太 教 必 经 的  

(仪。入 教 的 洗 礼 跟 约 翰 的 洗 礼 均 强 调 在  

道 德 上 脱 离 以 往 的 生 活 ， 而 且 是 一 次 过  

化 两 者 皆 需 要 浸 在 水 中 。 — 些 显 著 的 分  

別是，约 翰 的 洗 礼 乃 为 犹 太 人 ， 而 非 外 邦  

的归信者而设， 并 且 显 然 具 有 末 世 性 ， 即 

为 顷 备 迎 接 一 个 新 时 代 。 除 非 约 翰 鉴 於 弥  

夷 亚 时 代 即 将 到 临 ， 故 意 把 所 有 犹 太 人 看  

作“异 教 徒 ”， 需 要 接 受 悔 改 的 洗 礼 （参 

太三7- 1 〇 ) , 否 则 归 信 之 洗 礼 似 乎 并 非 约  

择 陁 洗 的 主 要 背 現 。

从 死 海 古 卷 中 ， 我 们 得 知 昆 兰 社 群 这  

朱世团体， 在 入 会 仪 式 中 包 括 了 悔 改 的 洗

礼 。 若 假 设 约 翰 熟 悉 这 社 群 ， 则他所倡导  

的 洗 礼 ， 可 能 在 某 程 度 上 是 从 昆 兰 社 群 的  

洗 礼 演 变 出 来 的 。 然 而 ， 约 翰 却 在 他 的 传  

道 工 作 中 改 变 了 洗 礼 的 意 义 ， 因 为 他 的 洗  

礼 是 为 整 个 民 族 而 设 的 ， 并 且 是 一 次 过  

的 ， 还 有 更 强 的 末 世 意 味 。

约 翰 的 洗 礼 若 是 这 样 清 楚 地 与 赦 罪 相  

关 ， 我 们 自 然 会 问 ，耶 穌 作 为 神 的 儿 子 ，

为 何 要 接 受 约 翰 的 洗 呢 ？ 约 翰 自 己 也 向 耶  

稣 提 出 同 样 的 问 题 （太三丨4 >， 耶 稣 的回  

答 是 ： “你 暂 且 许 我 ， 因 为 我 们 理 当 这 样  

尽 诸 般 的 义 （太 三 1 5 ) 首 先 ， 耶 稣 的  

洗 礼 显 然 代 表 池 顺 服 神 的 旨 意 。 其 次 ， 耶 

稣 接 受 约 翰 的 施 洗 ， 是 清 楚 地 确 认 约 翰 的  

工 作 和 信 息 。 约 翰 传 讲 天 国 及 弥 赛 亚 即 将  

降 临 ， 因 此 人 要 悔 改 之 信 息 ， 透 过 耶 稣 的  

受 洗 得 着 确 据 。 第 三 ，藉 着 受 洗 ， 耶穌指  

摘 那 些 自 义 的 人 不 肯 悔 改 ， 并 支 持 那 些 改  

过 迁 善 、 等 候 天 国 的 税 吏 和 罪 人 （路七

2 9 、 3 0 > 。 第 四 ， 耶 穌 前 来 接 受 洗 礼 ， 并 

非 因 为 祂 需 要 赦 罪 ， 而 是 作 为 弥 赛 亚 ， 他 

要 在 神 面 前 作 众 民 的 代 表 。 祂 的 受 洗 因 而  

表 明 池 与 众 民 一 致 ， 需 要 拯 救 ； 纵 使 池 在  

十 字 架 上 ， 也 是 代 替 他 们 受 审 。 最 后 ，从 

天 上 来 的 声 音 （可 一  1丨> 及 圣 灵 的 降 下  

( 路 三 2 1 、 2 2 ) , 表 示 透 过 约 翰 的 洗 礼 ，

耶 稣 要 开 展 他 的 車 工 。

约翰眼中的耶稣

约 翰 的 传 道 工 作 中 一 直 指 向 “能力 比  

我 更 大 ， 我 就 是 弯 腰 给 他 解 鞋 带 也 是 不 配  

的 ” 一 位 （可 一  7 K 约 翰 的 自 我 认 识 显  

然 是 套 用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章 3 节 ， 即 他 要 为  

神 藉 着 弥 赛 亚 所 作 的 事 作 好 准 备 《路 三 [  

6 > 。 好 奇 的 群 众 问 约 翰 是 不 是 弥 赛 亚 时 ， 

他 坚 决 地 否 认 了 ； 根 据 福 音 书 的 记 载 ， 他 

看 自 己 是 在 那 位 将 要 来 者 之 下 （可 一  7 、

8 ; 约 一 2 6 - 2  8 ， 三 2 8 - 3  1 > 。 耶 林 前 来 受  

洗 的 时 候 ， 似 乎 是 约 翰 首 次 证 明 他 所 期 待  

的 就 是 耶 稣 （约 一 3 8 ) 。 他 施 洗 之 前 已 认  

耶 稣 为 弥 赛 亚 （太 三 ; 在 圣 灵 如 鸽  

子 降 下 ， 及 天 上 有 声 音 说 话 ， 引述■旧约弥 

赛 亚 诗 篇 （可 一 U 上 ， 引 自 诗 二 7 > ， 和 

以 赛 亚 书 受 苦 仆 人 之 歌 （可 一  下 ， 引 

自 赛 四 十 二 U 时 ，这 确 认 也 得 以 证 实 。 

在 约 翰 福 音 中 ， 施 洗 约 翰 进 一 步 揭 示 耶 奸



是 “神 的 羔 羊 （约 一  2 9 、 3 6 > —— 预  

期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牺 牲 • 及 “神 的 儿 子 ” 

( 约 一  3 4 ， 可 能 等 同 於 弥 赛 亚 ； 诗 二 7; 

参 可 一 丨 1 > 。 约 翰 既 然 对 耶 稣 有 那 么 强 烈  

的 认 信 ， 我 们 初 时 很 难 理 解 他 在 狱 中 为 何  

又 对 祂 怀 疑 起 来 （“那 将 要 来 的 是 你 吗 ？ 

还 是 我 们 等 候 别 人 呢 ？ ” 太 十 一  2 - » > 。 

有 些 人 主 张 约 翰 只 是 为 了 门 徒 的 缘 故 而 发  

问 ， 或 那 问 题 反 映 了 约 翰 因 被 监 禁 而 意 气  

消 沉 起 来 。 然 而 ， 较 有 可 能 的 解 释 是 ， 那  

问 题 显 示 他 对 预 期 弥 赛 亚 要 作 的 事 产 生 了  

困 惑 „ 约 翰 曾 向 人 传 讲 那 将 耍 来 的 一 位 会  

用 火 来 施 洗 ， 并 审 判 那 些 行 恶 的 人 （路 三  

1 6 > 。 也 许 他 很 难 理 解 耶 稣 为 何 强 调 赦 罪  

和 接 纳 罪 人 《太 九 9 - 丨3 > ， 并 医 治 病 者  

( 太 八 ， 九  > 。 约 翰 的 门 徒 把 他 的 问 题 带  

到 耶 稣 面 前 ， 问 祂 是 不 是 弥 赛 亚 时 ， 耶 穌  

在 回 答 中 引 述 了 以 赛 亚 书 三 十 五 章 至 6 

节 （参 赛 六 十 一 1 ) 。 这 段 经 文 宣 告 医 治  

的 工 作 ， 并 宣 布 拯 救 贫 穷 人 是 弥 赛 亚 的 责  

任 ， 纵 使 这 并 非 约 翰 或 无 数 犹 太 人 所 期 望  

的 。

耶 稣 眼 中 的 约 翰

耶 稣 受 约 翰 的 洗 ， 暗 示 祂 十 分 尊 重 约  

翰 。 在 不 同 的 环 境 下 ， 祂 也 清 楚 道 出 这 一  

点 ： 约 翰 “遵 着 义 路 到 你 们 这 里 来 ” （太 

二 十 一 3 2 > ， “他 为 真 理 作 过 见 证 …… 是 

点 着 的 明 灯 ” （约 五 3 3 - 3 5 ) ， 并 施 行 神 所  

任 命 的 洗 礼 （路 二 十 丨 - 然 而 ， 约 翰  

独 特 之 处 在 於 他 是 站 在 两 个 时 代 的 转 捩  

点 。 他 是 旧 时 代 —— 律 法 和 先 知 时 代 ——  

最 后 的 一 位 先 知 （路 十 六 〗 (3>， 适 逢 弥 赛  

亚 时 代 （神 的 国 度 ） 降 临 之 前 。 约 翰 是 焫  

后 一 位 先 知 ，也 是 最 大 的 先 知 ，像 以 利 亚 ， 

负 责 为 神 的 审 判 作 好 预 备 （太 十 一  1 3 -  

1 5 ; 路 一  1 7 ) 。 然 而 ， 由 於 约 翰 是 厲 於 律  

法 和 先 知 的 时 代 ， 所 以 他 比 天 国 里 “锻 小  

的 ” —— 即 那 些 厲 於 耶 穌 所 彰 显 之 国 度 里  

的 人 —— 还 要 微 小 （太 十 一 1 丨）》

被 捕 、 入 狱 和 殉 道

若 要 了 解 约 翰 为 何 进 希 律 安 提 帕 逮 捕  

和 斩 首 ， 便 需 留 意 约 翰 的 衣 着 和 信 息 ， 如 

何 引 起 人 对 弥 赛 亚 的 渴 望 （路 三 | 5 -丨8 > 。 

希 律 和 其 他 世 俗 的 统 治 者 ， 显 然 对 任 何 以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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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 赛 亚 君 王 即 将 降 临 的 预 言 来 _ 动群众％ 

人 ， 都 存 疑 心 。 在 约 翰 之 前 ， 曾出现一些 

弥 赛 亚 运 动 ， 结 果 演 变 成 抵 抗 罗 马 希 伴 治  

权 的 续 动 „ 此 外 ， 希 律 安 提 帕 也 因 他 与 兄  

弟 腓 力 的 前 妻 希 罗 底 结 合 ， 受到严厉的批  

评 。 他 与 亚 哩 达 二 世 之 女 的 婚 姻 ，使希淨 

家 族 与 比 利 亚 的 拿 巴 提 王 国 组 成 政 治 上 的  

联 盟 .， 他 与 希 罗 底 这 段 新 的 关 系 被 视 为 政  

治 联 盟 的 瓦 解 ， 并 引 致 两 个 家 族 发 生 冲  

突 „ 因 此 ， 希 律 可 能 视 约 翰 对 这 段 娇 娴 的  

谴 责 （太 十 四 3-1 2 ) 为 抵 挡 其 权 威 的 颠  

M 行 动 。 犹 太 史 家 约 瑟 夫 指 出 ， 希律逮捕 

约 翰 ， 确 实 由 於 他 憤 怕 约 翰 对 群 众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 根 据 约 瑟 夫 的 记 载 ， 约翰是被囚 

於 死 海 东 面 的 马 基 卢 城 堡 。 他没有立即被  

杀 ， 是 因 为 希 律 个 人 对 这 位 义 人 的 畏 惧  

( 可 六 2 0  > , 并 害 怕 群 众 的 反 应 （太十四 

对 於 福 音 书 记 载 约 翰 之 死 ， 是由於希罗底  

对 他 怀 恨 在 心 （可 六 1 7 > , 因 此 设 计 葙 f  

女 儿 献 舞 而 使 约 翰 被 斩 首 （可 六 21-29)， 

约 瑟 夫 保 持 缄 默 。 约 翰 约 於 主 后 2 9 或 30 

年 ， 在 希 罗 底 的 要 求 下 遭 斩 首 。

约 翰 的 门 徒

约 翰 生 前 显 然 有 一 群 门 徒 跟 随 他 （约 

一  3 5 ) , 但 若 认 为 他 意 图 展 开 一 项 持 续 的  

运 动 ， 则 与 他 宣 告 审 判 日 将 临 的 信 息 背 道  

而 驰 。 他 的 门 徒 明 显 是 一 小 群 由 他 施 洗 ， 

并 等 候 弥 赛 亚 降 临 的 人 。 其中有些人在约  

翰 证 明 耶 穌 是 将 要 来 的 那 位 之 后 ，便转而 

跟 从 耶 稣 （约 一  3 7 ) 。 然 而 ， 其余的显然  

仍 与 约 翰 同 行 ， 在 约 翰 下 监 后 ， 向他报吿 

耶 稣 所 作 的 亊 （路 七 1 8 - 2 3 ) ， 并在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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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可 六 2 9 > 。 对 於 在 约 翰 身 边  

一 二 / 作 的 事 ， 我 们 所 知 不 多 。 然 而 ， 

… 成J 软 食 是 这 群 人 特 有 的 习 惯 ， 

来 俛 法 利 赛 人 （太 九
慮也使他们一  

J 们的禁食无疑:

这 习  

太 九 1 。

: 是 仿 效 约 翰 （路 七 3 3 > » 

产期的犹太教中， 祷 告 与 禁 食 通 常 是 一  

行的。 约 翰 的 门 徒 亦 以 他 们 的 老 师 所  

^ 的 » 吿 而 知 名 （路 "• 丨>。 耶 料 的

% 有见及此， 也 要 求 主 教 导 他 们 祷 告 ， 

^ 遂 把 主 祷 文 教 导 他 们  <路"^----2 - 4 ) 。

'约翰死后， 似 乎 有 些 门 徒 来 S 艮随了耳 P  

样（参路七2 9 、 3 0 > 。 然 而 ， 并 非 约 翰 的  

所 有 门 徒 都 这 样 做 ， 保 罗 约 於 2 5 年 后 ， 

在 以 弗 所 仍 遇 见 约 翰 的 门 徒 ， 便 证 实 了 这  

- 点 （徒 十 八 2 4 至 十 九 7 这 些 在 以 弗  

所 的 约 翰 门 徒 听 见 保 罗 为 耶 稣 所 作 的 见 证  

后，便 奉 耶 穌 的 名 受 洗 和 接 受 圣 灵 （徒 十  

九4- 7 ) • 从 后 期 的 文 献 可 见 ， 在 新 约 时  

代以后好几个世纪， 有 不 同 的 群 体 仍 继 续  

尊崇约翰，甚 至 视 他 为 弥 费 亚 。

David C. Carlson

参 考 书 目 ： F .F . B r u c e , A / 7 " H /s f o r y ; 

C .H . K r a e l i n g , J o h n  the  B a p t i s t ;  C .H .H . 

S c o b i e, J o /7n  the Bap t i s t ;  J . S t e i n m a n n , St 

John the Baptist a n d  the  D e s e r t  T rad i t io n ;  

W . W i n k , John  the B a p t i s t  in the  G o s p e l  

Tradition.

I亚雅述
S h ea r-ja sh u b
ihi y备 yd shit

以 赛 亚 的 儿 子 ，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余 民  

将会归回”， 象 征 虽 然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将 遗  

拆毁，但 剩 余 之 民 会 萦 拯 救 ， 其 后 要 归 回

I赛七3)。

n
Lion
讣izi

参 • 动 物 （狮 子 ）” 3 2 9 。

十二宫
Mazzaroth, Zodiac
*h! i r g d n g

在 约 伯 记 三 十 八 章 3 2 节 出 现 的 一 个  

词，可 能 指 一 个 星 座 。 这 词 在 希 伯 来 原 文

是 一 个 女 性 词 （伯 三 十 八 3 2 > , 而 在 约 伯  

记 九 章 9 节 则 是 一 个 男 性 词 （和 合 本 作  

“南 方 的 密 宫 ”>， 学 者 通 常 认 为 这 男 性 词  

是 指 毕 宿 星 团 （金 牛 座 中 之 群 星 ）。 有些 

人 坚 持 这 星 群 是 大 熊 星 座 ， 另有人认为这  

是 指 十 二 宫 、北 冕 座 或 毕 宿 星 团 。

参•天文学 - 1569: •占星学• 2 2 6 8。

十二使徒
Twelve, The
s h i  fer s h i  t d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5 节 中 ， 对 耶 稣  

十 二 个 门 徒 的 称 号 。

参 - 使 徒 _  1 4 2 4。

拾弗但
Shiphtan
sht fd d^n

基 母 利 的 父 亲 ， 以 法 莲 支 派 的 领 袖 ， 

协 助 约 书 亚 将 约 但 河 西 以 色 列 的 十 支 派 分  

业 为 地 （民 三 十 四 2 4 > 。

实弗米人
Shiphmite
s h i  f d  m l  r6 n

显 明 撒 巴 底 身 分 的 称 谓 （代 上 二 十 七  

2 7 > 。 他 可 能 来 自 示 番 或 息 末 。

参 - 撒 巴 底 " 1 2 1 5。

时候满足
Fullness of Time
s h i  h 6 u  m 5 n  z d

即 “时 机 成 熟 ” 的 意 思 ， 见 於 加 拉 太  

书 四 章 4 节 和 以 弗 所 书 一 章 1 0节 。 加拉 太  

书 所 论 到 的 时 间 ， 即 神 “差 逍 他 的 儿 子 ” 

降 生 之 时 。 使 徒 保 罗 采 用 了 一 个 孩 童 长 大  

成 人 的 比 喻 ， 来 说 明 耶 稣 降 生 世 上 ， 把人  

从 律 法 的 捆 锁 下 释 放 出 来 的 日 子 ， 正 是 人  

类 历 史 上 一 个 成 熟 的 时 机 。

传 统 上 ， 神 学 家 在 耶 穌 降 生 的 历 史 背  

眾 中 ， 可 找 出 时 机 成 熟 的 证 据 。 罗马人的  

征 伐 胜 利 制 造 了 一 个 较 稳 定 的 形 势 ， 使商  

旅 来 往 各 地 时 更 安 全 ， 更 容 易 。 这 种 政 治  

的 统 一 ， 是 建 基 於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早 期 的 功  

业 上 ， 他 的 势 力 曾 由 希 腊 扩 张 至 埃 及 和 印  

度 各 地 ， 留 下 了 希 腊 的 语 言 和 文 化 ， 以致



稍 后 福 音 可 快 速 地 传 扬 开 去 。 在 罗 马 帝 国  

的 每 一 个 城 市 中 ， 都 有 会 说 希 腊 语 的 犹 太  

人 居 住 ， 他 们 的 宗 教 受 到 罗 马 法 律 的 保  

护 。 这 法 律 也 在 基 督 教 出 现 的 初 期 ， 保 护  

“她 ” 达 半 个 世 纪 。 许 多 对 一 神 主 义 和 犹  

太 教 的 道 德 伦 理 感 兴 趣 的 外 邦 人 ， 会 上 犹  

太 人 的 会 堂 去 。 所 以 ， 会 堂 自 然 就 成 了 教  

会 开 展 外 邦 福 音 工 作 的 起 点 。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犹 太 人 ， 一 直 盼 望 一  

位 弥 赛 亚 来 临 ， 好 把 他 们 从 希 律 家 和 罗 马  

人 的 统 治 中 拯 救 出 来 。 以 解 放 国 家 为 目 的  

之 革 命 不 断 地 酝 酿 ， 其 中 演 变 成 公 开 斗 争  

的 也 有 不 少 。 社 会 方 面 ， 大 地 主 为 了 增 加  

自 己 的 土 地 ， 不 惜 利 用 每 一 个 机 会 和 法 律  

上 的 獮 洞 ， 农 民 因 而 饱 受 压 制 。 这 些 地 主  

许 多 是 出 於 大 祭 司 的 家 族 ， 其 贪 婪 更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 瀰 漫 於 巴 勒 斯 坦 期 盼 弥 赛 亚 的  

情 绾 ， 十 分 高 涨 。 法 利 赛 人 讨 论 弥 赛 亚 来  

临 时 将 要 发 生 的 事 情 ； 昆 兰 的 文 士 （抄 写  

死 海 古 卷 的 团 体 ） 也 著 书 记 述 这 事 。 正 如  

耶 针 自 己 指 出  < 太 十 三 1 1 、 1 6 、 1 7 ; 可 

—  1 5 ) , 当 时 真 是 祂 降 临 的 好 时 机 。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书 一 章 1 0 节 用 的 希 腊  

字 词 略 有 不 同 ， 所 涉 及 的 时 间 ， 包 括 了 主  

第 一 次 降 世 ， 到 祂 日 后 再 来 ， 完 成 神 在 历  

史 中 所 定 的 计 划 的 一 段 时 期 。 耶 稣 揭 示 了  

这 个 计 划 （保 罗 称 之 为 奥 秘 —— ， 罗 十 六

2 5 、 2 G ; 弗 一 9 ， 三 4 、 5 ; 西 一 2 6 ) , 是 

透 过 教 会 完 成 ， 使 人 悔 改 并 与 祂 联 合 。 按  

其 终 极 的 意 义 ， 时 候 真 正 的 “满 足 ”， 要 

待 神 的 计 划 和 目 的 完 成 ， 基 督 成 为 了 万 有  

的 元 首 ， 才 箅 成 全 。 保 罗 知 道 这 事 尚 在 进  

程 中 ， 但 他 盼 望 能 很 快 得 见 其 完 全 的 成  

就 。

Peter H. Davids

石 灰
Lime
s h i  h u T

含 有 碳 酸 钙 的 物 质 ， 例 如 石 灰 石 或 贝

壳 ， 加 热 后 产 生 的 白 色 物 质 。

参 • 矿 物 、 金 属 和 宝 石 " 8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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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
M a so n ,  S t o n e c u t t e r
s h i  j i ^ n g

础 砖 石 的 工 人 ，或 刻 砖 刻  

参 - 速 筑 _ 7 4 5 :  •工

业 （石 匠 ）、 （石 工 ）”232〇 。 '

十诚
Ten C o m m a n d m e n ts ,  The
s h i j i d

神 给 予 摩 西 的 一 些 诫 命 。 十 

约 中 出 现 两 次 ， 第 一 次 在 出 埃 及 记 ，

十 2 - 1 7 ) ， 描 述 神 把 诫 命 賜 给 以 色 列 〜  

第 二 次 则 在 申 命 记 （申 五 6 _ 2 丨） 背 1 

更 新 神 人 之 约 的 典 礼 。 以 色列 人 重申 他 ^  

忠 於 神 的 约 誓 时 ， 摩 西 提 醒 他 们 这 些 诚 命  

的 要 旨 与 意 义 。 在 原 来 的 文 字 中 ，十诫被 

称 为 “十 句 话 ” < 因 而 又 名 “D e c a / 0 5 M e ,.K  

根 据 圣 经 经 文 ， 这 些 是 神 所 说 的 “话” 

或 律 法 ， 而 非 一 个 人 类 的 立 法 程 序 。 圣 

经 说 神 把 十 诫 写 在 两 块 法 版 上 。 这不是指 

每 一 块 版 写 上 5 条 诫 命 ， 而是每一块版都  

写 上 了 全 部 1 〇 条 诫 命 ； 第 一 块 法 版 属 於  

賜 律 法 者 ---- 神 ， 第 二 块 法 版 则 屈 於 接

受 者 • - 以 色 列 人 。 这 1 0 条诫命乃关乎人

类 生 活 的 两 个 基 本 范 围 ： 首 5 诫关於人与 

神 的 关 系 ， 后 5 诫 则 关 於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神 第 一 次 把 十 诫 賜 给 以 色 列 人 ，是在 

出 埃 及 不 久 ， 在 西 乃 山 上 与 他 们 立 约 的 时  

候 。 虽 然 西 乃 之 约 的 日 期 不 能 确 定 ，但大 

概 的 日 子 约 在 主 前 1 2 9 0 年 左 右 。若要了 

解 这 十 诫 ， 必 须 首 先 了 解 颁 賜 十 诚

景 。

十 诫 的 背 景

十 诫 与 约 是 不 能 分 割 的 。 神在西

上 与 以 色 列 人 立 约 ， 彼 此 述 立 了
种特殊

神 给 以 色 列 人 - u 二  
些 义 务 。 虽 然 以 s  ^

的 关 系 《

求 以 色 列 人 屐 行 一 呰 乂 开 。 其实其 

的 义 务 似 乎 是 一 大 堆 法 律 条 文 ^ 一 十 诫 为  

简 洁 而 明 确 的 要 点 就 在 五  

所 有 希 伯 来 律 法 定 下 了 最 基 本 这 些 濟  

— 中 仔 细 的 条 文 主 要 是 阐 述 如 何 在  

则 应 用 在 某 些 独 特 的 处 境 之 中 ( 一 个 关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中 ， 十 诫 的 责 守 W E 命并 

系 提 供 方 向 和 指 引 。 以 色 列 人 遵



Y 顺 命 可 以 给 他 们 积 累 某 些 功  

0 伟 样 诚 命 ， 是 为 了 发 现 在 神 人 关  

和 满 足 的 生 命 *

列 的 诚 命 不 是 基 於 道 德 而 有  

古 代 淨 成 忠 告 。 约 是 立 於 神 与 —  

(T 章伦， 的 . 诫 命 对 该 民 族 的 生 活 有 直  

f 民麻2 因 i t , 诚 命 飛 初 的 功 用 跟 现 代  

_ 彭 法 相 近 。 以 色 列 是 一 个 神 权 政  

0 的 的 S 王 是 神 （申 三 十 三 5 > 。

国 的 国 民 提 供 了 指 引 。 此 外 ， 破 
辞 方 = 是 犯 罪 ， 得 罪 国 家 和 国 家 的 君 主  

因 此 刑 罚 是 严 厉 的 ， 因 为 破 坏  

: ; 1! 威 胁 了 约 之 关 系 和 该 国 的 存 在 。 明 

家 的 背 珙 ， 对 了 解 诚 命 极 初 的 形 式

I 重要的。

十诚的意义
十 诚 以 一 句 前 言 来 开 始 （出 二 十 2; 

申五6 )， 声 明 賜 律 法 者 是 神 。 丨也向— 群 

已经与m 建 立 了 关 系 的 子 民 颁 布 诫 命 。 賜 

律 法 者 是 领 人 出 埃 及 的 神 ， 祂 曾 将 其 子 民  

从 埃 及 为 奴 之 地 拯 救 出 来 ， 并 賜 他 们 自  

由，这 前 言 是 重 要 的 ， 因 为 它 指 出 神 所 賜  

的 律 法 是 以 爱 和 恩 典 的 行 动 居 先 。 诫 命 是  

料 - 群 已 蒙 救 赎 的 子 民 ， 神 并 不 是 为 了  

成就救赎而賜下诫命。 学 者 采 取 了 不 同 方  

式来数箅这些诫命。 根 据 某 些 系 统 ， 前 言  

也算为第一诫。 然 而 ， 以 第 一 句 话 为 所 有  

十 诚 的 前 言 似 较 恰 当 。 在 其 后 的 注 释 中 ， 

首 先 是 有 十 诫 原 本 意 义 的 解 释 ， 接 着 是 其  

当代意义之说明。

耶 和 华 以 外 ， 不 可 有 別 的 祌 （出 二

十3;申五7 >

止 以 诚 采 取 了 消 极 的 形 式 ， 明 明 地 禁  

列 人 敬 拜 外 邦 诸 神 。 这 诫 命 的 重 要  

从圣 d 勺 的 本 质 。 约 的 核 心 是 一 个 关 系 ， 

十 械 的 度 看 ， 关 系 的 重 点 是 忠 诚 。 如 
也境及的言所指， 神 对 其 子 民 的 忠 诚 已 在  

民 在 约 件 中 表 明 。 神 随 之 也 要 求 其 子  

东西。因 关 系 中 对 祂 忠 诚 ， 过 於 要 求 其 他  

表 ^ 伯 这 诫 命 虽 然 以 消 极 的 措 辞 来  

妗 十 政 ^ 却 充 满 了 积 极 的 含 义 。 这 诫 命 位  

电則，办 ^ 是 重 要 的 ， 因 为 它 建 立 了 一 个  

+ 冰）每 则 在 社 会 性 的 诫 命 中 （第 六 至  

在 妗 矣 系 其 显 著 的 。 第 一 诫 的 当 代 意 义  

之■忠诫。 在 人 类 生 活 的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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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页 要保 持与 神 的 正 常 关 玄  .

任 何 破 坏 那 基 本 关 系 的 若 有  

诚 命 。 因 此 ，外 邦 ％ 抽 , 二 就 是 违 反 这

: 人 关 系 之 优 越 性 的 一 些 人 ，或甚至是

禁 止 拜 偶 像 （出 二 十 4 _6 ; 申 五 8 1 〇 >

第 一 诫 已 消 除 了 敬 拜 耶 和 华 以 外 之 诸  

神 的 可 能 性 。 第 二 诫 则 禁 止 以 色 列 人 为 耶  

和 华 造 像 。 以 世 上 任 何 物 件 的 任 何 形 状 或  

形 式 来 为 神 造 像 ， 都 是 把 创 造 主 低 貶 为  

比 祂 创 造 之 宇 宙 更 微 小 的 东 西 人 若 这 样  

做 ， 就 是 敬 拜 受 造 物 ，而 不 是 创 造 主 。 以 

色 列 人 必 受 到 极 大 引 诱 ， 以 某 种 偶 像 的 形  

式 来 敬 拜 神 ， 因 为 在 古 代 近 东 所 有 宗 教  

中 ， 都 充 满 了 各 种 偶 像 。 但 以 色 列 的 神 是  

一 个 超 越 和 无 限 的 本 体 ，不 能 被 眨 损 和 限  

制 於 宇 宙 中 一 个 形 象 或 形 式 。 任 何 这 等 眨  

损 神 的 做 法 都 是 对 神 一 个 彻 底 的 误 解 ， 以 

致 所 敬 拜 的 “神 明 ” 已 不 再 是 掌 管 宇 宙 的  

神 。 在 现 今 的 世 界 里 ， 引 诱 的 形 式 已 改 变  

了 。 很 少 人 会 拿 起 工 具 ， 用 木 头 来 为 神 造  

像 。 然 而 ， 这 诫 命 仍 然 有 效 ，这 诫 命 所 针  

对 的 危 机 也 常 常 存 在 。 一 个 人 可 以 用 言 语  

来 建 立 一 个 神 的 形 象 ， 把 神 塑 造 成 — 个如  

木 头 和 石 头 所 制 造 的 偶 像 一 样 牢 固 的 样  

子 。 虽 然 圣 经 没 有 禁 止 人 用 言 语 来 谈 论  

神 ， 但 若 一 些 言 语 ， 或 个 人 对 这 些 言 语 之  

理 解 ， 造 成 一 个 牢 固 的 结 构 ， 则 也 是 为 神  

造 了 像 。 以 言 语 偶 像 的 形 式 敬 拜 神 ， 是破  

坏 了 第 二 诚 。 神 是 超 越 和 无 限 的 ， 比任何  

受 造 物 用 来 形 容 池 的 言 语 更 伟 大 。 因 此 ， 

第 二 诫 是 为 保 持 神 的 伟 大 和 奥 沙 而 设 的 。 

不 可 妄 称 祌 的 名 （出 二 十 7 ; 申 五 U >

一 般 人 以 为 第 三 诫 是 要 禁 止 污 言 秽 语  

或 褒 读 的 & 额 ，这 诚 練 ® 关 乎 神  

名 的 使 用 。 神 己 赐 给 以 色 奸 一 个 超 乎 寻 常  

= 利 ； 祂 向 以 色 列 人 启 示 了 牠 的 名 字 。 
的 权 们 ， . t 个 字 母 来 代 表 ，
抆 名 字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以 [  m

f 二 … 译 本 = = 二 ：

S 或 因 为 这 意 味 ” 列 = = 二

个 无 名 或 ： 的 二 二 能 引 致 - 个 危

U 用 ’了 神 的 名 。 在 古 代 近 东 的 宗  机 ， 就 是 獅 =  法 术 包 括 人 为

教 里 ， 人 常 使 二 。在 某 贱 活 动 里 利 用 神  

了 达 到 自 私 的 目 的 ， 在某一



的 名 ， 他 们 相 信 使 用 一 个 神 的 名 可 以 控 制  

那 神 的 能 力 。 因 此 ， 第 三 诫 所 禁 止 的 ， 是 

行 法 术 ， 就 是 人 为 了 个 人 和 无 价 值 之 目  

的 ， 透 过 神 的 名 意 图 控 制 池 的 能 力 。 神 乐  

於 施 予 ， 但 却 不 容 许 人 操 纵 或 控 制 池 。 在 

基 锊 教 里 ， 神 的 名 字 也 同 样 重 要 。 人 藉 著  

神 的 名 可 以 在 祷 告 中 亲 近 神 。 但 滥 用 祷 告  

的 权 利 ， 包 括 为 了 一 些 自 私 或 无 价 值 的 目  

的 而 呼 求 神 ， 或 藉 神 的 名 发 假 誓 ， 罪 状 跟  

古 代 社 会 的 行 使 法 术 相 同 。 无 论 行 使 法 术  

或 随 私 意 祷 告 ， 神 的 名 都 被 滥 用 了 ， 第 三  

诫 也 就 遭 到 破 坏 。 积 极 地 说 ， 第 三 诫 是 提  

醒 人 ， 认 识 神 的 名 是 一 个 极 大 的 权 利 ， 我  

们 不 应 轻 看 或 滥 用 。

逬 守 安 息 H  ( 出 二 十 8 - 1 1 ; 申 五 1 2 - 1 5 )  

在 古 代 近 东 的 宗 教 里 ， 没 有 诫 命 像 这  

诫 命 ， 此 外 ， 这 是 第 一 个 以 积 极 的 语 句 来  

表 达 的 诫 命 。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时 间 多 半 是 用  

於 工 作 上 ， 但 第 七 日 则 要 分 别 出 来 。 在 第  

七 曰 ， 人 要 停 止 所 有 工 作 ， 并 守 这 日 为 圣  

日 。 这 日 之 所 以 是 圣 日 ， 跟 设 立 这 日 的 理  

由 有 关 。 圣 经 提 出 了 两 个 理 由 ， 这 两 个 理  

由 起 初 看 似 不 同 ， 但 两 者 间 却 有 相 关 之  

处 。 在 十 诫 的 第 一 个 版 本 H  ( 出 二 十 1 1 ) ， 

守 安 息 日 是 为 了 记 念 神 的 创 造 ； 神 在 六 日  

之 内 完 成 了 创 造 ， 第 七 日 便 安 息 了 。 在 第  

二 个 版 本 里 （申 五 1 5 > , 安 息 日 是 为 了 记  

念 出 埃 及 的 事 件 。 两 个 版 本 的 相 关 主 题 是  

创 造 ： 神 不 单 创 造 了 世 界 ， 还 “创 造 ” 

了 祂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 方 法 是 把 他 们 从 埃 及  

为 奴 之 地 救 赎 出 来 。 这 样 ， 希 伯 来 人 每 逢  

第 七 日 便 要 回 想 神 的 创 造 ； 他 们 这 样 做 ， 

便 是 反 省 自 己 存 在 的 意 义 。 在 基 督 教 里 ， 

“安 息 日 ” 的 概 念 多 半 已 从 第 七 日 转 移 至  

第 一 日 ， 就 是 主 日 。 这 转 移 是 关 乎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改 变 ， 就 是 认 为 耶 穌 基 督 复 活 的 日  

子 是 主 日 早 上 。 这 改 变 是 适 切 的 ， 因 为 现  

在 基 督 徒 每 个 主 日 或 “安 息 日 ”， 所 回 想  

的 ， 是 神 创 造 之 工 的 第 三 蒗 ， 即 在 耶 稣 基  

督 从 死 里 复 活 所 建 立 的 “新 的 创 造 ”。

参 敬 父 母 （出 二 十 1 2 ; 申五丨 G )

第 五 诫 形 成 了 首 4 诫 （主 要 关 乎 人 与  

神 的 关 系 ）， 与 后 5 诫 （主 要 关 乎 人 与 人  

的 关 系 ） 之 间 的 桥 梁 。 骤 然 看 来 ， 第 五 诫  

好 像 只 是 关 乎 家 庭 的 关 系 ： 儿 女 要 諄 敬 父  

母 。 虽 然 这 诫 命 建 立 了 家 庭 关 系 中 尊 重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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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的 原 则 ， 但 可 能 亦 是 关 乎 z 、

忠 信 守 约 的 责 任 （申 六 7 教 等八女 

以 世 代 相 传 。 但 信 仰 上 之 教 导 这 家 較 巧  

有 辟 重 和 尊 敬 的 态 度 。 因 此 ^ 求 受 致 鸯  

关 乎 家 庭 的 和 谐 ， 也 关 乎 把 对 神 不 車  

递 给 往 后 的 世 代 。 我 们 无 简 把 策 ^ 信 仰 ft 

义 转 变 为 现 代 化 。 现 在 形 形 色 色 的 *  

已 在 家 庭 以 外 进 行 ， 这 诫 命 使 作 2 妗育坑 

肃 的 提 示 ， 提 關 人 要 有 和 揩 的 家梅"^个产 

并 且 ’ 父 母 和 子 女 在 宗 教 教 育  

的 责 任 。 间

不 可 杀 人 （出 二 十 1 3 ; 申 五 17>

这 诫 命 只 是 禁 止 人 “杀 人 ，， 但 

「 词 却 含 有 谋 杀 的 意 义 。 第 六 诫 所 用 的 ^  

语 主 要 不 是 关 乎 在 战 争 或 刑 罚 上 杀 人 因  

为 这 两 项 会 在 摩 西 律 法 的 其 他 部 分 处 理 。 

这 词 可 用 以 指 谋 杀 和 杀 人 。 由於杀人可能 

会 出 於 意 外 ， 所 以 并 不 可 能 禁 止 ，这方面 

也 会 由 其 他 条 例 来 处 理 （申十九丨 _ 1 3). 

因 此 ， 第 六 诫 是 禁 止 谋 杀 ， 即为了个人利  

益 和 自 私 的 目 的 而 取 去 别 人 的 性 命 。积极 

地 说 ， 第 六 诫 是 保 陣 立 约 群 体 中 每 一 个 成

员 都 有 生 存 的 权 利 。 在 现 今 社 会 里 ，几乎 

所 有 法 律 都 包 含 类 似 的 条 款 ， 成为了国家 

的 法 例 ， 而 不 单 是 宗 教 或 道 德 上 的 律 也  

耶 稣 则 指 出 这 诫 命 所 包 含 的 更 深 层 意 义 ：

不 单 谋 杀 的 行 动 被 禁 止 ， 就是萌生犯罪的  

念 头 ， 也 是 一 种 罪 行 （太 五 2 1 、 2 2 )。

不 可 奸 沒 （出 二 十 1 4 ; 申五 1 8 >

汗 淫 基 本 上 是 不 忠 的 表 现 ◎ 在 奸 淫 罪  

約 一 个 或 两 个 人 ， 是不忠於另一个人  

本。 在 所 有 这 等 罪 行 中 ， 显示不忠是 

的 罪 。 因 此 ， 奸 淫 包 括 在 十 诫 的 禁 ^  

其 他 与 性 有 关 的 罪 恶 或 罪 行 则 不 ，^  

。 第 七 诫 在 社 会 意 义 上 与 第 二 一 真  

E 如 第 一 诫 要 求 人 绝 対 忠 於 与  

^ 系 ， 第 七 诫 是 要 求 人 在 婚 ， 切 
司 忠 贞 的 态 度 。 :a 诫 命 在  

B 显 的 ， 但 耶 穌 又 再 指 出 第  

g、想 方 面 的 范 _  ( 太 五 2 7 、

命 盗 （出 二 十 1 3 ; 申 个 关 乎 财  

g 八 诫 在 立 约 群 体 中 痤 立 : 右 一个权 

R 则 ： 一 个 人 在 某 些 事 = 人利益  

a 其 同 国 的 人 不 财 产 ，但其



# 行 为 是 “偷 人 ，， （约 相 等 於 现 今 的 绑  

L ; 那 就 是 （以 武 力 ） 把 一 个 人 夺 去 ，

并 把 他 卖 作 奴 隶 • 申 命 记 二 十 四 章 7 节 更  

# 尽 地 谈 及 这 罪 行 及 其 相 关 的 律 法 。 故 此  

命 并 非 只 关 乎 保 护 私 有 的 财 产 ， 更 是  

# 障人类的自由， 免 受 奴 役 或 被 披 。 第 八  

it禁 止 人 为 私 人 的 利 益 而 控 制 或 利 用 别 人  

的 生 命 ^ 正 如 第 六 诫 禁 止 谋 杀 ， 第 八 诫 是  

禁 止 - 种 可 称 作 “社 会 性 谋 杀 ” 的 罪 行 ， 

即 在 神 子 民 的 群 体 中 剝 削 了 一 个 人 自 由 生  

活的权利。

不 时 作 假 见 证 （出 二 十 1 6 ; 申 五 2 0 )

这 诫 命 并 不 是 一 般 所 指 的 不 准 说 谎 。 

圣 经 原 来 的 用 词 明 确 地 显 示 这 诫 命 是 关 乎  

以色列的法律系统。 这 诫 命 禁 止 人 在 法 庭  

的 审 判 过 程 中 作 假 见 证 ， 因 而 确 立 了 一 个  

真诚的原则， 暗 示 人 在 任 何 环 境 下 也 不 可  

说 假 话 • 在 任 何 国 家 里 ， 律 法 必 须 根 据 真  

实的证据来执行。 若 律 法 不 是 基 於 真 理 和  

公义，生 命 和 自 由 的 基 础 便 遭 损 坏 。 若 法  

律的见证是真实的， 便 不 会 有 误 审 的 情 况  

出现；若 是 虚 假 的 ， 人 类 最 基 本 的 自 由 便  

失去了。因 此 ， 这 诚 命 是 保 障 以 色 列 有 完  

整的法律系统， 防 止 个 人 的 自 由 受 到 侵  

客。多 数 现 代 的 法 律 系 统 都 保 存 了 这 原  

則，如 在 法 庭 上 作 证 时 必 先 起 誓 。但 伋 后 ， 

本 诚 命 也 指 出 在 所 有 人 际 关 系 中 要 有 真 诚  

这重要索质。‘

不 可 贪 焚 （出 二 十 1 7 ; 申 五 2 1 )

第 十 诫 在 其 原 初 的 背 景 中 显 得 有 点 奇  

怪 • 这 诫 命 禁 止 人 贪 恋 一 些 厲 於 邻 舍 （即 

以色列同胞） 的 人 或 物 件 。 在 一 份 关 乎 刑  

法的法典中， 这 样 一 条 诫 命 并 不 常 见 。 前 

9条 诚 命 大 部 分 都 是 禁 止 人 作 出 一 些 行  

动，犯 罪 的 行 动 若 被 査 出 ， 可 引 致 控 诉 及  

其他法律程序。 但 第 十 诫 则 相 反 地 ， 禁 止  

〜些欲望， 或 贪 婪 的 心 理 ^ 在 人 类 的 律 法  

中，是 不 可 能 根 据 人 的 欲 望 来 起 诉 ， 因为  

寶找出证据， 根 本 是 不 可 能 的 。 虽 然 第 十  

_ 所 指 出 的 罪 行 不 可 能 在 希 伯 来 人 的 律 法  

系 统 中 进 行 起 诉 ， 但 神 —— 那 “大 法 官 ” 

〜 却 可 知 晓 一 切 。 这 诫 命 的 特 征 在 於 其  

& 疗 性 的 本 质 。 罪 行 产 生 了 才 去 处 理 ， 是 

$ 足够的； 律 法 也 必 、须 致 力 消 除 罪 恶 的 根  

$ • 几 乎 所 有 罪 恶 和 罪 行 的 根 源 ， 都 在 人  

■、的 自 我 和 欲 望 里 。 因 此 ， 神 禁 止 人 产

生 犯 罪 的 念 头 。 若 贪 梦 的 欲 念 渐 渐 消 除 ， 

人 便 可 以 被 引 导 转 向 神 。

十诫的原则

每 一 条 诫 命 之 间 的 关 连 ， 可见於整个  

十 诫 的 基 本 原 则 ◊ 十 诫 的 原 则 是 爱 ，这也  

是 以 色 列 宗 教 的 核 心 • 神 爱 以 色 列 人 ，并 

呼 召 他 们 进 入 爱 池 又 把 一 个 超 乎 所 有  

其 他 命 令 的 诫 命 加 诸 以 色 列 身 上 ： “你要 

尽 心 、 尽 性 、尽 力 爱 耶 和 华 —— 你的神  

( 申 六 5 > 那 是 以 色 列 宗 教 命 令 的 中 心 。 

至 於 如 何 爱 这 位 不 可 见 、不 可 摸 的 神 ， 十 

诫 已 解 释 了 一 部 分 。 对 一 个 爱 神 的 人 来  

说 ， 十 诫 指 示 了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若能活出  

这 方 式 ， 便 可 反 映 人 对 神 的 爱 ，并使人对  

神 的 爱 有 更 深 的 经 历 。 因 此 ， 十诫 也是 基  

督 教 的 中 心 。 耶 稣 根 据 申 命 记 六 章 5 节 ®  

述 这 爱 的 命 令 ， 并 称 之 为 “第一 和最 大 的  

诫 命 ” 《太 二 十 二 3 7 、 3 8 K 所 以 ， 十诫  

在 基 督 教 中 仍 用 作 一 个 指 引 ，指 示 一 个 路  

向 ， 使 人 在 其 中 可 表 达 自 己 对 神 的 爱 ， 也 

可 经 历 神 的 爱 。

Peter C. Craigie 

参 ■•民法和公正 • 1 0 4 4 :  •圣经中的律

法 观 ” 1 3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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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植 物 （石榴树）" 2 2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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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 萝 / 莳 #
Dil l

shi Iu6 / hul x i ang
也 称 “ 土 茴 香 ”， 1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圣 经 时 代 近 东 已 多 有 种 植 者 ， 其 籽 可 用 作  

调 味 ， 尤 多 用 於 腌 制 泡 菜 ， 也 可 作 药 用 。 

钦 定 本 作 “a n i s e ” （和 合 本 作 “茴 香 ”> ， 

学 者 已 多 认 为 不 确 。

参 • 植 物 （莳 萝 ）’2 2 9 2 。

拾取遗穂
Glean, Gleaning
shi qQ y { s u )

一 种 习 俗 ， 让 穷 人 跟 随 割 禾 者 ， 在 田  

里 收 集 糾 刻 的 谷 物 （参 利 十 九 9 、 1 〇， 二  

十 三 ‘2 2 ; 申 二 十 四 2 1 ; 得 二 2-2 3 > 。 葡 萄  

园 和 谷 田 都 延 穷 人 可 以 拾 取 剩 余 果 麦 的 地  

方 《利 十 九 丨 （）； 申 二 十 四 2 0 、 2丨>。 f旦收  

割 橄 榄 却 不 得 重 复 第 二 次  < 参 士 八 2 ; 赛 

十 七 6 ， 二 十 四 1 3 ; 耶 六 9 ， 四 十 九 9 ( 象  

征 式  > ; 弥 七 1 ) 。 “拾 取 遗 穂 ” 也 用 来 形  

容 战 中 逃 亡 者 遭 杀 的 情 景 （士 二 十 4 5 ) 。

食肉鸟
Birds of Prey
s h i r 6 u niSo

参 - 鸟 （鸢 、 玖 、 兀 炫 ）• 1 1 2 3 。

什亭
Shittim
s h i  t i n g

摩 押 平 原 上 的 地 方 。 以 色 列 人 在 击 敗  

西 宏 和 噩 之 后 （民 二 十 一 2 1 - 3 5 ) , 未 过  

约 但 河 之 前 ， 最 后 一 次 在 外 约 但 安 营 的 地  

方 （二 十 五 丨  > 。 根 据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4 9

节 ， 这 营 地 是 接 近 “约 但 河 边 .....从 伯 耶

施 末 直 到 亚 伯 什 亭 ”， 这 处 的 亚 伯 什 亭 似  

乎 是 该 地 的 全 名 ， 什 夸 则 是 较 为 常 用 的 地  

名 f宿 写 。

考 古 学 家 认 为 什 亭 就 是 埜 夫 艾 因 废 丘  

( 离 死 海 以 北 7 哩 及 以 东 <3哩 的 一 处 地 方 ， 

面 向 耶 利 砑 城 > 和 哈 马 姆 废 丘 （大 约 在 基  

夫 艾 因 废 丘 以 东 ％ 哩 砟 出 的 要 塞 ）《> 那 些  

认 同 什 亭 是 基 夫 艾 因 废 丘 的 人 ， 指 出 廨 押  

平 原 上 8 吨 關 及 丨 5 卩 里 长 的 地 区 ， 很 适 合 容  

纳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 至 於 那 些 赞 冋 哈 马 姆 废

丘 的 人 ， 则 强 调 摩 押 高 原 上 的 地 方 是一个 

军 事 要 塞 ， 因 它 可 俯 瞰 蓰 夫 艾 因 河 进 出 的  

情 况 。

摩 押 的 巴 勒 在 这 地 企 图 藉 笤 麻 - 用 巴 兰  

诅 咒 神 的 百 姓 ， 以 阻 挠 以 色 列 人 侵 入 迦 南  

( 民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 ； 其 后 ， 显然因 f  

巴 兰 的 诡 计 煽 动 ， 以 色 列 人 与 来 自 米 甸 和  

庳 押 的 女 子 “行 起 淫 乱 民 二 十 五 丨 .  

5 ;  参 三 十 一 1 5 、 1 6 ) „ 以 色 列 背 叛 神 ， 

参 与 祭 祀 偶 像 的 仪 式 ， 又 行 其 中 淫 乱 之  

事 ， 於 是 耶 和 华 以 巴 力 毗 珥 的 瘟 疫 惩 罚 以  

色 列 人 （民 二 十 五 6 - 9 ; 参 林 前 十 6-8). 

摩 西 与 以 利 亚 撒 在 什 亭 安 营 时 ，进行了 _  

次 各 支 派 的 人 口 数 点 ， 摩西并在那里公开  

宣 告 立 约 书 亚 为 他 的 继 任 人 （民二十七 

1 8 - 2 2 ) 。 最 后 ， 约 书 亚 从 什 亭 派 逍 两 个  

探 子 ， 前 去 窥 探 耶 利 哥 城 （书二丨），以 

色 列 人 离 开 什 亭 ， 来 到 约 但 河 ， 等候过河 

( 三 1 > 。

除 了 六 经 （按 ：指 旧 约 首 六 卷 ）之外， 

什 亭 之 名 只 出 现 於 约 珥 书 三 章 1 8节和弥 

迦 书 六 章 5 节 。 圣 经 提 到 “什 亭 谷 ”或 

“皂 荚 木 之 干 河 ”， 所 指 的 并 非 一 个 地 理  

上 的 位 S ， 而 是 耶 和 华 在 末 后 要 复 兴 池 子

民 的 标 记 ---- 千 旱 不 毛 之 地 要 变 成 泉 源 滋

润 之 土 。 弥 迦 吩 咐 百 姓 要 追 念 “从什亭到 

吉 甲 所 遇 见 的 事 ” 时 ， 提及 耶和华 为他们  

所 作 的 “救 赎 行 动 ”， 明 显 是 指 到 横 渡 约  

但 河 和 应 许 地 之 约 得 以 应 验 的 事 迹 ^

亚 伯 什 亭 的 意 思 是 “皂 木 的 草 原 ”• 

什 亭 所 出 产 的 皂 荚 木 ， 是违 造会 幕和 其中  

家 具 （包 括 约 柜 ） 的 主 要 材 料 （出二十五 

至 二 十 七 ， 三 十 ， 三 十 五 至 三 十 八

A . E . H il l

石头
Stone
s h i  t ou

参••矿物、 金 厲 和 宝 石 ” 833»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Food and Food Preparation
s h i w£i h 6 t i 5 o zh l f a ng

人 体 维 持 生 ’命 所 需 的 物 质 ， 并使之可 

供 食 用 的 方 法 。 圣 经 时 代 的 食 物 包 括 饼 • 

奶 类 食 品 、 水 果 、 肉 和 鱼 。 食物也作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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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之用。 人 们 经 常 关 注 食 物 的 供 应 ， 

=为 食 物 常 常 出 现 短 缺 ； 旱 灾 频 仍 （王 下  

^ 8 ; 耶 十 四 丨 、 4 - 6 ; 该 一  1 1 > ; 冰 苞  

毀 坏 谷 物 （该 二 1 7 ) ; 耕 种 又 常  

因 邦 国 间 的 战 争 受 阻 （王 下 六 2 5 > ; 还  

$时遇到蝗虫肆虐。

在 巴 勒 斯 坦 （被 畨 为 “流 奶 与 蜜 之  

^ ) ，食 物 的 供 应 比 近 东 许 多 地 区 丰 富  

得多，不过， 浅 土 种 植 的 方 式 十 分 倚 赖 稳  

定的雨t o 埃 及 的 谷 物 因 为 有 尼 罗 河 作 为  

可 的 水 源 ， 所 以 受 天 气 变 化 的 影 响 也 大  

为咸少•

食 物 短 缺 被 认 为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惩 罚 或  

爱告（哀四9 、 1 1 ; 摩 四 6 - 9 > , 以 教 导 希  

泊 来 人 生 命 不 是 单 混 食 物 来 维 持 ； 纵 使 缺  

乏、饥荒，甚 至 死 亡 临 到 ， 人 仍 须 持 守 信  

心（申八3 ; 哈 三 丨 7 、 18>  *

亚 当 和 夏 娃 可 以 选 择 伊 甸 园 中 任 何 椬  

物（分 别 善 恶 树 上 的 果 子 例 外  > 来 吃 （创 

- 2 9 ,二 1 6、丨 7 > , 当 时 的 人 应 是 吃 素 的 。

在 旧 约 列 祖 时 期 ， 食 物 经 常 不 足 。 措 

人以扫为了一碗豆汤， 出 卖 了 自 己 长 子 的  

名分（创 二 十 五 3 3 、 3 4 > , 可 能 因 为 当 时  

家中肉食的短缺。 在 埃 及 为 官 的 希 伯 来 人  

约瑟，在 法 老 的 梦 境 中 获 知 饥 荒 将 要 来

因此， 他 可 以 说 服 法 老 多 建 粮 仓 ， 作 

好准备。结 果 ， 一 个 地 区 所 囤 积 的 食 物 ， 

还 能 补 充 其 他 国 家 不 断 消 粍 的 粮 食 储 备 。 

稚 各 可 能 是 以 耕 种 为 生 的 ， 所 以 当 农 作 物  

失收，便 要 走 到 埃 及 去 （创 四 十 二 2 > 。

以 游 牧 为 生 的 希 伯 来 人 的 主 要 食 品 是  

奶，奶 油 和 奶 饼 。 当 人 定 居 下 来 ， 便 开 始  

种 植 谷 物 和 菜 蔬 ， 又 开 垦 了 果 园 和 葡 萄  

园。有时候，人 们 会 耕 种 一 季 ，在 收 釗 后 ， 

全 族 又 连 人 带 畜 移 到 别 的 草 场 ， 并 且 找 寻  

其他可供耕种之地。 宗 教 的 献 祭 和 节 期 不  

单是严肃的时刻， 同 时 也 是 葚 庆 和 欢 婪 的  

机 会 . 战 争 胜 利 也 会 以 从 敌 军 营 中 夺 得 的  

食物举行筵宴^

奶类食品

奶 和 奶 的 副 产 品 是 希 伯 来 人 食 谱 中 主  

赛 的 部 分 （参 士 四 1 9 ) 。 他 们 最 常 饮 用 山  

羊奶，但 骆 驼 奶 、 牛 奶 和 绵 羊 奶 亦 有 生 产  

( 包三十二 1 5 ; 申 三 十 二 1 4 ; 箴 二 十 七

1

. A

位於米吉多的粮仓遗迹

由 於 巴 勒 斯 坦 的 天 气 炎 热 ， 鲜奶很易  

变 坏 ， 故 此 多 把 鲜 奶 制 成 敗 奶 、奶油及奶  

饼 。 奶 水 被 放 进 皮 袋 内 （这 皮 袋 通 常 是 用  

乳 牛 的 胃 做 的 ， 含 有 制 造 奶 酪 所 需 的 酵  

索 ）， 用 过 的 皮 袋 是 未 经 消 毐 的 ， 加 上 运  

送 时 的 摇 动 ， 奶 於 是 变 肢 和 凝 固 ， 成为奶  

油 。 圣 经 中 首 次 提 及 奶 油 ， 见 於 亚 伯 拉 罕  

为 他 那 些 奇 特 的 访 客 所 摆 上 的 食 物 之 一  

(创 十 八 8 ) 。

希 伯 来 文 中 ， “奶 油 ” 一 词 亦 可 翮 作  

“奶 饼 ” （伯十1〇 >。 这 奶 饼 就 好 俛 现 代 的  

肢 乳 酪 ， 但 水 分 已 被 榨 干 ； 压 成 小 圆 球  

状 后 ，便 可 以 长 久 保 存 ，不 受 天 气 的 影 响 。 

所 以 ， 经 过 压 榨 的 奶 油 ， 在 干 旱 地 区 旅 行  

之 时 ， 尤 其 宝 贵 。

谷物

圣 经 最 常 提 到 的 食 物 是 饼 。 这词 可以  

泛 指 所 有 食 物 ， 但 也 可 特 指 那 些 由 谷 物 制  

成 的 食 品 。 在 圣 经 时 代 ， 有 好 几 种 制 饼 的  

谷 物 。 在 埃 及 ， 种 植 的 谷 物 包 括 小 麦 、大 

麦 和 粗 麦 （出 九 3 1 、 32>„

小 麦 是 锻 昂 贵 的 谷 物 。 幼 细 的 小 麦 面  

粉 是 只 有 富 户 才 能 负 担 的 奢 侈 品 （创 十八  

6 ; 结 十 六 1 3 、 1 9 )。 较 后 期 ， 小 麦 成 为  

了 重 要 的 出 口 谷 物 ， 由 推 罗 用 船 运 到 地 中  

海 其 他 港 口 。

大 麦 比 较 耐 旱 ， 在 较 贫 瘠 的 土 壤 上 仍  

能 生 长 ， 所 以 是 古 代 近 东 地 区 常 见 的 谷  

物 。 大 麦 也 可 以 比 小 W 早 几 个 星 期 收 割 。 

大 麦 饼 （士七丨 3 ; 王 下 四 4 ‘2 ; 结四 1 2 >  

是 一 般 工 人 的 食 物 。 耶 稣 曾 行 神 迹 ， 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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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小 孩 的 5 个 大 麦 饼 和 2 条 色 喂 饱 5 , 0 0 0 人 

( 约 六 9 、 1 3 > 。

小 米 （一 种 约 2 呎 高 ， 长 $ 主 茎 上 的  

小 谷 粒  > 和 祖 麦 ，通 常 会 长 在 田 & 的 边 隅 ， 

在 有 需 耍 的 时 候 ， 才 会 拿 来 食 用 。

主 前 2 0 0  0 年 中 期 ， 一 位 埃 及 医 生 冼  

努 希 记 述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叙 利 亚 地 ， 人 们 每  

天 烤 饼 ， 可 能 饼 食 是 当 时 每 餐 必 谷 的 食  

物 。 这 种 饼 大 抵 是 一 些 脆 薄 饼 或 扁 糕 ， 以 

大 麦 或 小 麦 制 成 ， 因 为 冼 努 希 提 及 他 曾 见  

过 这 两 种 谷 物 。

用 以 研 碎 麦 粒 的 磨 石

处 理 谷 类 的 最 原 始 方 法 ， 是 用 手 从 麦  

秘 搓 出 麦 粒 ， 就 好 像 耶 稣 的 门 徒 所 作 的 一  

样 （路 六 丨 > 。 在 安 息 日 做 这 种 动 作 ， 就  

被 视 为 收 割 ， 所 以 是 被 禁 止 的 。

_ 騰 _

釋画:V ，鑛 

廢̂ 碎 小 谷 物 所 用 的 研 体 和 碼 ♦ 追

= 单—的 煮 食 方 法 五 物 ， 、  

一 顿 饭 養

橄上十

f  ”  撒 . 

下 十 七 2 8 ) 。 经 过 供 烤 的 谷 ^  ^ 8 ;

r . 1的 理 想 食 品

制 饼 是 一 件 很 费 力 的 工 作 &  

2 9 0 0 年 ， 埃 及 人 是 以 研 钵 _ := 4 的 

地 用 两 块 磨 石 ， 把 谷 物 研 成 $ 祕戏商电 

始 的 磨 石 一 般 是 放 在 地 上 故 ， ；̂ 这些®  

地 上 来 完 成 这 极 为 辛 劳 的 工 g 人 啤 ft 

粗 槌 ， 而 且 常 夹 杂 谷 壳 的 晬 碴 。 讲的品所 

当 面 粉 预 备 好 了 ， 便 会 加 水  

: : 另 』的 盘 中 揉 成 面 团 。 揉 妥 的 面 2 ;  
用 来 造 成 扁 糕 、溥 饼 或 无 醉 饼 （创 刻 

这 些 扁 糕 或 脆 薄 饼 通 常 会 放 在 预 先 烧饵 ^  

的 石 头 上 、 圆 锥 形 小 烤 箱 的 内 壁 或 大  

公 用 烤 炉 中 烘 制 。 加 入 面 酵 可 使 面 团 更 为  

松 软 。 面 酵 通 常 是 从 先 前 揉 好 的 面 团 中 留  

下 一 小 块 ， 待 之 发 酵 后 ， 才 放在新的面团  

中 。

为 了 节 省 食 物 ， 人 们 在 食 用 这 些 饼  

时 ， 会 跟 一 种 以 小 扁 豆 煮 成 的 粥 混合着

吃 〇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神为他们预 

备 了 另 一 种 饼 食 （出 十 六 1 4 、 1 5、22). 

这 吗 哪 可 以 用 来 造 成 糕 饼 （民 十 一 7 、8)，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接 下 来 的 4 0 年中珍贵的食  

物 （书 五 1 2 ) 。

破  r s

喻 ...J

户 . n  饮 ，: ^

撒 玛 利 亚 的 烤 炉

肉 类  A  M 乎長在
人 类 以 动 物 的 肉 作 为 食 物 ^ 始 的 （鈿 

挪 亚 和 他 的 家 人 离 开 方 舟 之 后 般 对 供



价 值 太 两 ， 以 致 只 有 ® 有 人 家  

动物 i 此 ， 圣 经 时 代 农 民 的 食 用 ， 

博。 的 食 品 ’ 跟 富 有 人 家 在 筵  

的 肉 类 • 美 点 和 外 来 的 f 品 有 天  
*上析用* 采 肉 食 对 於 穷 人 而 曰 ， 实 在  

# 刹 只 有 在 逾 越 节  < 出 十 二 8 > 或  

，《 这 祭 的 人 可 以 吃 部 分 的 祭  

殊 场 合 ， 才 有 机 会 一 尝 。 虽 然 把  
^  ^ z z . 奶 油 和 奶 饼 等 主 要 粮 食 的 动

0 探i 掉 : 明 显 是 有 迷 经 济 原 则 ， 
)»參 来 • 二 々 访 . 规 定 人 要 宰 杀 -
S * s 的 待客 之 逍

但 近

规 定 人 要 宰 杀 一 只 动

鰐 提 供 奶 ，

来 招 ^ 对 贵 的 宾 客 或 突 然 路 过 的 旅 人  

# 卞十二2-4 >。

家中^ 养 的 绵 羊 、山羊 和 牛 只 ， 是 肉  

主要来源， 但 在 上 层 社 会 亦 普 遍 食 用  

2 肉。雅 各 要 欺 骗 瞎眼 的 父 亲 以 撒 时 ， 便 

带来了少有的奢侈品： 羊 羔 和 野 味 （创二 
+ t h  9 、 丨9>。 养 在 栏 内 的 公 牛 以 及 肥  

牛検，则 留 待 重 要 的 节 期 才 享 用 （太 二 十

二4>。

在 利 未 记 和 申 命 记 中 ， 均 明 确 指 出 以  

肉 类 作 为 祭 品 的 特 定 形 式 。 律 法 禁 止 任 何  

人，在 同 一 天 内 把 动 物 的 母 和 子 一 并 屠 宰

(利二十二2 8 >。 另 一 个 禁 令 ， 可 能 是 针  

对 迦南 人的献祭仪式， 不 许 人 以 母 羊 的 奶  

煮山羊羔（申 十 四 2 1 > 。 摩 西 的 律 法 强 调  

人不可以任何方式， 吃 动 物 的 血 ， 因 为 血  

被 视 作 动 物 生 命 的 源 头 ， 又 是 祭 司 献 给 神  

为 人 赎 罪 的 祭 物 （利 十 七 1 丨 > 。 在 摩 西 的  

$ 法中，猪 、骆 驼 、沙 番 和 兔 都 苒 为 不 洁 ，

因 卫 生 的 原 则 不 可 用 作 食 物 （利 十 一  4-
8)。

$ 黄 族 对 於 许 多 食 物 的 条 例 ， 并 不  

摩 六 4 > ° 这 种 偏 离 律 法 的 行  

上的祕& 色歹丨』的 立 约 之 民 ， 留 意 持 守  
上 的 : 净 （利 十 一 4 4 、 4 5 > 。

寒 的 ! ! 代 的 世 界 ， 肉 通 常 是 以 « 或  

於持别的法烹调。 烤 牛 或 烤 羊 羔 ， 通  

案 吹 员 或 链 席 或 献 祭 的 礼 仪 中 。 至 於

内 烤 来 ^ 王 的 街 客 锁 备 食 物 ， 也 许 亦
〇

句，伯 够 参 与 狩 措 的 人 都 很 享 受  

名 老 在 他 们 的 食 物 中 所 占 的 分  

抱、对 提 及 的 巴 勒 斯 坦 野 味 ，有声 

h 为 商 和 拖 （申 十 四 5 ; 王 上 四 :  

’ 街 定 包 括 斑 鸠 、 妈 子 、 鹌

'ang la 丨417

= 二 也 : s : 这 物 所提供

二 二 味 受 欢 迎 的 菜 式

始 ， 鸡 亦 成 为 菜 肴 x之 一 = 波斯王朝开  

一  3 0 、 •=  之 (《以 斯 拉 二 书 > 

7&7P & ， 在 罗 马 和 基 督 教 时 代 的 早 期  

蛋 为 人 普 _ 用 。 在串命 记中所  
， 及 的 蛋 ， 大 抵 是 — 些 野 鸟 的 蛋 （申二十  

二 6 、 7 ; 赛 十 1 幻 。

在 菡 督 的 时 代 ， 加 利 利 海 沿 岸 的 捕 鱼  

业 十 分 发 达 ； 约 但 河 所 出 产 的 鱼 有 3 〇种 

之 多 。 罗 马 时 代 ，在 地 中 海 海 岸 捕 鱼 是 很  

容 易 的 事 ； 但 较 早 时 期 的 居 民 若 要 捕 鱼 的  

i舌， 则 很 视 乎 海 岸 线 的 主 权 ， 是 由 哪 — 个 

国 家 控 制 。 被 據 归 回 后 ， 推 罗 为 耶 路 撒 冷  

供 应 鱼 类 ， 在 鱼 门 附 近 出 售 （尼 三 3 >。 

至 於 食 用 鱼 类 ，亦 有 条 例 规 限 ： 人们只能  

吃 有 鳞 有 翅 的 鱼 （利 H"―9-丨2>。

在 新 约 时 代 ， 已 经 除 去 许 多 有 关 食 物

方 面 的 禁 制 。 在 马 可 福 音 中 ， 主耶穌指出

人 之 所 以 不 洁 ， 是 因 思 想 上 的 污 秽 所 致 ，

与 食 物 无 关 （可 七 1 9 )。 这 话 是 要 挑 战 那  

些 假 冒 为 善 的 法 利 赛 人 ， 但 也 推 翻 了 犹 太  

人 在 食 物 方 面 的 律 法 。 基 督 教 传 到 外 邦 人  

的 地 区 后 ， 却 又 产 生 了 一 个 疑 问 ： 应否吃  

那 些 祭 偶 像 之 肉 ？最 受 这 问 题 困 扰 的 是 哥  

林 多 。^ 徒 保 罗 认 为 虽 然 吃 这 肉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但 吃 的 人 要 留 心 ， 以 免 对 一 些 比 较  

敏 感 的 信 徒 ，造 成 灵 性 上 的 损 害 。

昆虫及其副产品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可 以 找 到 野 蜜 ，但并无  

证 据 显 示 有 人 饲 养 蜜 蜂 ； 不 过 ， 却 可 见於

丨勺埃及。 &

R 母 耳 记 上 十 四 章 2 7 节 和 雅 歌 五 * 1  

SI5曾 淸 楚 论 及 妗 房 ； 列 王 纪 上 十 四 章  

则 提 到 流 庾 的 蜜 糖 。在 石 隙 和 树 上 ， 

U 找 到 蜜 槠 （申三十二丨 3 > " 蜜 是 f  
fe要 的 M 分 。 虽 然 律 法 规 定 不 能 用 2  

软衿 神 （利二丨丨）， 蜜 槠 仍 被 誉 为 美  

一 广 在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 当 杜 得 = 5

成 * 9虫 可 以 蘸 上 面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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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蜜 槠 炸 来 吃 ， 或 是 把 它 们 晒 干 ， 以 便 保  

存 。 纟 虫 和 鉀 密 是 施 洗 约 翰 在 旷 野 时 的 主  

要 f t 粮 （太 三 4 ; 可 一 6 >。 虽 然 螝 虫 含 有  

少 济 蛋 白 质 ， 却 含 有 丰 富 的 脂 肪 ， 并 且 也  

有 一 些 矿 物 质 ..

蔬 菜 和 调 味 品

当 在 西 乃 旷 野 飘 流 的 日 子 ， 希 伯 来 民  

不 再 像 以 前 在 埃 及 为 奴 的 时 候 ， 继 续 尝 到  

味 道 浓 烈 的 蔬 菜 ， 特 别 是 黄 瓜 、 西 瓜 、 韭  

菜 、 洋 葱 和 蒜 （民 十 一  5 > ， 他 们 因 而 感  

到 不 满 。 这 些 蔬 菜 中 有 许 多 后 来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郎 有 种 抗 ， 迦 萨 地 带 出 产 的 洋 葱 ， 品 

质 尤 佳 。 人 们 起 初 种 植 黄 瓜 时 ， 黄 瓜 是 被  

视 为 奢 侈 品 ， 更 有 人 在 瓜 田 中 的 茅 屋 居  

住 ， 以 便 # 管 （赛 一 8 > 。 大 卫 和 跟 随 的  

兵 丁 在 玛 哈 念 的 日 子 （撒 下 十 七 2 8 ) ， 人 

们 把 豆 子 、 红 豆 和 炒 谷 等 带 给 他 们 作 食  

物 。

至 少 早 在 主 前 丨 3 0 0 年 ， 红 豆 已 为 埃  

及 人 所 认 识 。 当 时 和 后 世 的 以 色 列 人 ， 亦  

大 研 食 用 红 豆 。 创 世 记 二 十 五 章 3 4 节 ， 

就 拧 经 提 及 红 豆 汤 。

在 饥 荒 的 日 子 ， 通 常 用 来 喂 牛 的 角 豆  

树 树 皮 ， 亦 会 被 人 拿 来 食 用 „ 相 信 浪 子 会  

喜 欢 吃 它 ， 多 於 吃 豆 荚 （路 十 五 16 > 。 另 

有 许 多 种 类 的 香 草 ， 在 必 要 时 也 可 以 成 为  

贫 民 的 粮 食 （菠 十 五 丨 7 > 。 发 生 严 重 饥 荒  

时 ， 一 些 咸 草 或 罗 腾 树 根 亦 可 作 为 食 物 。 

在 以 利 沙 的 时 代 ， 一 群 先 知 的 门 徒 在 吉 甲  

用 野 菜 熬 汤 ， 有 人 误 把 有 毒 的 野 瓜 放 入 锅  

中 。 以 利 沙 於 是 把 面 撒 在 汤 上 ， 就 把 毐 解  

了 （王 下 四 3 8 - 4  1 ) 。 虽 然 无 法 找 到 一 些  

记 录 ， 讲 述 有 关 逾 越 节 所 献 的 苦 菜 品 种  

( 出 十 二 8  ; 民 九 1 1 但 很 有 可 能 包 括 薄  

荷 和 芹 菜 。 常 见 的 香 草 有 莳 萝 、 芹 菜 、 芸 

香 和 薄 荷 （太 二 十 三 2 3 ; 路 十 一  4 2 ) 。

以 色 列 食 品 一 般 的 味 道 都 比 较 清 淡 ， 

所 以 调 味 料 是 甚 受 欢 迎 的 。 盐 主 要 来 自 死  

海 一 带 ， 是 主 要 的 调 味 品 ， 也 有 重 要 的 防  

腐 作 用 。 盐 对 食 物 是 这 样 不 可 或 缺 ， 以 致  

成 为 代 表 道 德 规 范 的 用 语 之 一 。 在 转 枭  

上 ， 跟 一 个 人 共 用 盐 ， 表 示 确 立 盟 约 （民  

十 八 丨 9 ) 〇  在 献 祭 的 礼 仪 中 ， 盐 是 索 祭 的  

一 部 分 ， 代 表 神 与 以 色 列 之 间 坚 定 的 约 |  

( 利 二 丨 3 ; 结 四 十 三 2 幻 。

芥 菜 树 可 由 一 棵 小 小 的 种 子 ，长$  

1 5 呎 商 （太 十 三 3 1 、 3 2 ) ，主要用来榨油， 

茴 香 、 芫 荽 和 玉 桂 ， 也 有 出 产 （出十六

3 1 ; 民 H ----除 了 盐 以 外 ， 煨为人广

泛 使 用 的 香 料 应 箅 是 蒜 了 。 人们也许亦会 

利 用 醋 ， 作 为 调 味 和 防 腐 的 用 途 。从埃及 

十 八 王 朝 的 陵 苺 中 出 土 的 种 子 和 梢 物 數 》 

看 来 ， 可 见 在 古 代 社 会 使 用 调 味 品 ，明显 

是 极 为 普 遍 的 。

水 果 、 干 果 仁 和 酒

巴 勒 斯 坦 地 种 有 许 多 橄 榄 树 ，它们是 

食 物 和 油 的 主 要 来 源 之 一 。 即使在贫瘠的 

土 壤 上 ， 一 棵 橄 榄 树 足 以 供 应 一 个 家 庭 全  

年 的 需 用 。 有 些 胄 橄 榄 被 放 在 盐 水 中 泡  

腌 ， 吃 时 跟 饼 和 卷 吃 ， 但橄榄仍是食油最  

主 要 的 来 源 。 有 记 载 指 出 工 人 们 获 配 给  

2 0 , 0 0 0 分白勺/J、麦 和 2 0 分全电油。 橄榄油可 

用 来 烤 饼 和 炒 煮 食 物 。 最 上 乘 的 橄 揽 油 ， 

用 於 圣 殿 中 的 献 祭 。

从 橄 榄 中 榨 油 ， 过 程 简 单 ：要取得上 

乘 的 油 ， 需 把 未 完 全 成 熟 的 橄 榄 摘 下 ，然 

后 利 用 研 钵 和 碾 槌 ， 用 人 手 压 碎 。不过， 

采 摘 橄 榄 的 人 一 般 都 是 用 长 竿 ，把澉揽从 

树 上 打 下 来 ， 然 后 收 集 在 篮 子 里 。这些撖 

榄 会 放 在 醉 中 ， 用 脚 把 油 踹 出 ， 所用的大 

桶 ， 很 可 能 就 是 约 4 周 后 葡 萄 成 熟 时 用 来  

踹 葡 萄 的 那 种 （弥 六 15 >。

后 来 发 展 出 一 种 榨 油 器 ， 上面是一块 

沉 重 的 磨 石 ， 由 两 个 人 转 动 。 榨出的油会 

流 到 下 面 的 石 缸 内 ， 并 在 其 中 沉 淀 和 净  

化 。 炼 过 的 油 会 储 在 皮 袋 或 瓶 子 内 。

无 花 果 树 在 巴 勒 斯 坦 全 地 ， 都有生 

长 。 这 种 树 不 需 要 特 别 的 照 顾 ，且每年可 

有 ‘2 至 3 次 的 收 成 。 其 中 收 成 最 好 的 ，是 

芨 末 的 第 二 次 ； 初 熟 的 无 花 果 被 视 为 佳 品  

( 赛 二 十 八 4; 弥 七 U 。 何西 阿先 知 指 以  

色 列 人 为 无 花 采 树 上 初 熟 的 采 子 （何九 

1 0 K 另 一 位 先 知 耶 利 米 ， 曾论及被掳的  

人 好 像 初 熟 的 无 花 果 ， 留 下 的 人 却 是 #  

果 ， 等 待 毁 灭 （耶二十四 1 -丨〇 > 。

无 花 果 通 常 是 从 树 上 采 下 来 便 可 以  

吃 ，但 也 有 压 成 饼 状 ，以 便 在 旅 途 中 携 带 《 

撒 上 二 十 五 丨 8 ， 三 十 1 2 ; 代 上 十 二  

无 花 果 亦 有 珍 贵 的 药 用 价 值 ， 可制成有 #  

的 药 資 （王 下 二 十 7 ; 赛 三 十 八 2 丨 ）•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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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采 摘 桑 树 长 出 的 — 种 貌 似 无 花 果 的 细  

,丨、擊实来吃。 到 接 近 收 割 的 时 候 ， 这 果 实  

会稍被切割， 好 使 之 发 胀 和 更 快 熟 透 。 阿 

^ 先 知 在 蒙 召 之 前 ， 就 是 修 理 桑 树 的  

ij{ t ,4)»

从 棕 树 所 收 的 采 子 ， 亦 可 以 像 无 花 果  

压 成 果 饼 ， 供 旅 客 食 用 。 不 过 ， 圣  

g 中 并 没 有 淸 楚 指 出 ， 这 果 子 为 人 食 用  

I参士四5 ; 诗 九 十 二 1 2 ; 两 一  1 2 ; 约 十  

-|3)〇

近 东 地 区 另 一 种 受 欢 迎 的 水 果 ， 是 红  

石描。这 水 果 可 以 整 个 吃 掉 或 把 核 压 榨 ， 

以 茯 得 一 种 滴 新 怡 人 的 饮 品 。 圣 经 在 论 及  

圣殿中的礼仪， 曾 提 及 红 石 榴 （出 二 十 八  

33),探 子 也 从 迦 南 地 把 这 果 子 带 回 来 给  

摩西（民 十 三 2 3 >  ; 石 榴 汁 又 是 一 种 外  

来的特别饮料（歌 八 2 ) 。

圣 经 所 说 的 “苹 果 箴 二 十 五 11; 

歌二5 ) , 很 可 能 是 指 一 种 杏 或 李 子 ， 而 

非我们今天所说的苹果。

果 仁 可 以 用 来 增 加 食 物 的 美 味 。 杏 仁  

和 歷子 是雅 各送往 埃及 ， 作 为 赎 回 儿 子 的  

礼物之一（创 四 十 三 1 1 ) 。

葡 萄 由 靑 锏 时 代 初 期 起 ， 已 十 分 普  

遍，且 产 量 丰 富 。 除 了 可 以 由 枝 子 上 直 接  

取来食用外， 葡 萄 也 可 以 制 成 千 果 （民 六  

3;撒 上 二 十 五 1 8 ) 或 榨 出 汁 液 ， 以 供 饮  

I 这 汁 未 经 发 酵 ， 是 为 新 洒 ； 发 酵 后 ， 

同样可供饮用。 在 古 代 的 宫 廷 中 ， 酒 政 的  

职资就是为王、 皇 室 人 员 和 宾 客 ， 提 供 葡  

葡汁或酒（创 四 十 9 - 丨 3 > 。

酒 变 坏 以 后 ， 葡 萄 汁 亦 可 酿 成 醋 ， 用 

以W 味 或 保 存 食 物 。 葡 萄 汁 以 水 调 稀 ， 便  

成 为 在 田 间 工 作 的 工 人 提 神 的 饮 品 。 近 东  

地 区 的 人 又 会 把 荊 萄 用 水 煮 成 骰 状 ， 用 来  

制成果子冻。 这 种 油 萄 的 糖 浆 ， 也 可 在 煮  

食时，用 以 调 味 。

在 古 代 的 社 会 中 ， 所 有 人 都 会 喝 洒 。 

$ 的时候， 可 以 用 水 调 稀 或 混 合 香 料 和 蜂  

L 加 热 来 喝 （歌 八 2; 赛 五 2 2 ) 。 希 伯  

$ 文中，“宴 会 ” 或 “节 期 ” 一 词 ， 其 实  

“  “喝 ” 的 意 思 ， 淸 楚 反 映 这 些 场 合 的  

M 。虽 然 在 节 期 的 庆 典 和 宴 会 中 ， 一 定  

$ 度 的 欢 乐 是 容 许 的 （创 四 十 三 3 七 士  

& 13; 路 五 3 4 > , 但 圣 经 亦 严 厉 地 蹩 告 人  

1 适 可而 止 ， 不 可 醉 酒 （撒 上 一 箴

二 十 1 ; 赛 五 1 1 >。

酿 酒 的 过 程 在 很 多 方 面 ， 都跟制作橄  

榄 油 相 似 。 人 们 用 诹 刀 把 枝 子 上 一 串 串 的  

葡 萄 割 下 ， 放 在 篮 子 里 ，带 到 酒 醃 去 ，然 

后 就 由 人 用 脚 踹 出 汁 液 。 汁液会流到一个  

较 低 的 桶 里 ， 且 被 放 在 猛 烈 的 阳 光 下 ；这 

样 ，发 醉 的 过 程 几 乎 立 刻 开 始 了 。这 时 候 ， 

酒 会 放 在 一 旁 ， 人 们 待 碎 枝 或 果 子 皮 形 成  

一 层 沉 淀 物 以 后 ， 就 会 把 杂 质 过 滤 出 来 。 

在 大 约 6 周 后 ，这 酒 便 可 供 饮 用 ， 或储存  

在 皮 袋 和 陶 制 的 瓶 子 中 。

Hazel W. Perkin

参 - 动 物 " 3 2 9 : -饭餐的 * 义• 385: 

•家庭生活和伦常关系• 729: •饼• 179:

- B ? " 1 7 3 4 ： - 植 物 - 2 2 9 2 :  •无酵饼  _

1 61 5 。

实忻
S h i l h i m

s h l  x in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3 2 节 所 述 ， 犹大南  

面 的 沙 拉 音 城 的 别 名 。

参 •沙拉音# 2 _  1254。

什一奉献
T i t h e , T i t h i n g

s h i  y l  f6n g  x i i n

这 词 语 最 初 由 古 代 的 英 语 “t e n i h ” 

衍 生 出 来 ， 主 要 是 为 了 宗 教 活 动 ， 而以产  

物 或 劳 力 ， 付 上 的 一 种 义 务 。 这 习 俗 的 历  

史 十 分 悠 久 （亚 伯 拉 罕 把 战 利 品 的 十 分 之  

一 献 给 麦 基 洗 德 ， 创 十 四 2 0 ; 参 创 二 十  

八 2 2 > , 并 广 泛 地 流 行 於 雅 典 、 亚 拉 伯 、 

罗 马 、 迦 太 基 、埃 及 、叙 利 亚 、 巴比伦和  

中 国 。

根 据 申 命 记 十 二 窜 2 至 7 、 1 7 至 I f )节 

及 十 四 章 2 2 至 2  9 节 ， 集 中 敬 拜 是 指 每 年  

在 圣 所 以 宗 教 筵 席 的 形 式 享 用 什 一 奉 献 之  

物 ，同 时 要 与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分 享 。凡 五 谷 、 

酒 . 油 和 牛 羊 ， 都 要 取 出 十 分 之 一 。 若敬  

拜 的 地 方 离 家 太 远 ， 以 色 列 人 可 把 什 一 奉  

献 之 物 换 成 银 子 ， 带 往 圣 所 昀 E 牛羊等物  

作 奉 献  >> 每 逢 第 三 年 ， 什 一 奉 献 之 物 全 都  

用 以 接 济 利 未 人 、 寄 居 者 ， 以 及 孤 儿 和 寡  

妇 （参 申 二 十 六 1 2 )。

根 据 民 数 记 十 八 章 W 至 3 2 节 ， 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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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中 所 有 什 一 奉 献 之 物 ， 永 远 归 纟 合 利 未  

人 ， 作 为 他 们 在 圣 所 中 枣 泰 的 酬 劳 ， 并 代  

替 土 地 上 的 分 。 这 什 一 奉 献 中 的 十 分 之  

一 ， 要 用 作 “维 祭 ” （在 祭 坛 上 举 起 ， 但  

不 会 烧 神  > , 归 给 祭 司 。 利 未 记 二 十 七 帝

3 0 至 3 2 节 ， 强 调 了  ff--泰 献 之 圣 洁 ， 其

中 特 别 提 及 牛 群 与 羊 群 。

不 同 的 条 例 大 槪 是 指 不 同 的 时 期 。 尼 

希 米 记 十 贲 3 7 至 3 9 节 ， 十 二 章 4 4 节 ， 十 

三 章 3 节 和 丨 2 节 ， 反 映 了 民 数 记 的 制 度 ； 

历 代 志 下 三 十 一 章 4 至丨2 节 ， 则 显 示 希 西  

家 在 位 时 ， 也 茁 申 这 项 制 度 。 阿 摩 司 讽 剌  

虚 伪 的 宗 教 活 动 时 ， 曾 说 ： “每 三 日 奉 上  

你 们 的 十 分 之 一 。” （摩 四 叼

在 原 来 的 习 俗 里 ， 可 能 也 隐 藏 苕 某 些  

代 赎  < 申 十 四 2 3 > ， 甚 或 偿 还 的 动 机 。 箴 

言 三 章 9 节 指 出 ， 这 些 礼 物 能 使 神 得 符 • 荣  

( 参 来 七 4 、 7 > 。 智 者 和 先 知 玛 拉 基 （箴  

三丨〇 ; 玛 三 8 - 丨0 > 均 严 厉 地 指 出 ， 不 献  

上 什 一 奉 献 就 是 “夺 取 神 之 物 ”， 忠 诚 的  

奉 献 则 带 来 应 许 ， 包 括 充 盈 的 仓 房 和 酒  

醉 ， 天 上 还 有 敞 开 的 窗 户 ， 倾 福 与 奉 献 的  

人 。 神 也 禁 止 蝗 虫 毀 坏 他 们 的 土 产 。 在 早  

期 的 什 一 筵 席 里 ， 虽 然 没 有 强 调 人 要 为 神  

的 蜴 予 而 感 恩 ， 但 这 种 心 态 似 乎 是 合 适 的  

( 参 创 二 十 八 2 2  > 。 什 一 奉 献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维 持 敬 拜 神 的 工 作 ， 此 外 还 用 以 周 济 穷  

人  < 俗 世 的 十 分 纳 一 ， 则 为 了 支 持 君 王 ， 

参 撒 上 八 1 5 -  1 7 ; 摩 七 1也 许 有 同 样 的 暗  

示 > 〇

除 了 献 给 麦 基 洗 德 的 十 分 之 一 以 外  

( 来 七  > ， 新 约 提 到 什 一 奉 献 时 ， 总 是 带  

有 批 判 性 的 。 耶 稣 在 马 太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2 3 节 和 路 加 福 音 H —— 章 4 2 节 中 ， 指 出 法  

利 赛 人 小 心 興 興 地 从 3 种 细 小 的 园 草 中 献  

上 十 分 之 一 ， 却 忽 略 了  3 件 “律 法 上 更 重  

要 的 事 ”， 就 是 公 义 、 怜 悯 和 信 实 ， 藉 以  

显 示 法 利 赛 主 义 欠 缺 了 道 德 上 均 衡 的 意  

识 ， 和 先 后 主 次 的 正 确 观 念 。 正 确 地 遵 守  

外 显 的 律 例 ， 实 在 容 易 得 多 ， 这 是 相 较 於  

道 德 的 敏 锐 性 而 言 ； 不 过 ， 牮 管 人 与 人 ， 

以 及 人 与 神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 就 正 是 这 种 道  

德 的 敏 锐 性 。 遵 守 外 显 的 律 例 也 就 更 能 在  

心 理 上 满 足 自 己 。 在 路 加 福 音 十 八 韋 1 2 

节 中 ， 那 个 法 利 赛 人 在 祷 告 中 ， 庆 幸 自 己  

有 商 超 的 德 行 ， 并 提 到 他 在 所 有 的 收 入

1420 shf yi shl lu

中 ， 献 上 十 分 之 ------- 流 於 外 表 的 、可以

a 度 的 、 牢 牢 记 住 的 服 从 ， 便只会产生宗  

教 上 的 自 满 ， 并 不 自 觉 地 形 成 自 义 的 罪  

恶 。 基 籽 严 厉 地 眨 低 这 种 充 满 骄 傲 的 表  

现 ， 将 之 与 谦 卑 的 忏 悔 相 比 ， 并指出该等 

表 现 在 神 的 面 前 ， 老 无 用 处 。

耶 稣 劝 人 缴 纳 殿 税 ， 却 不 加 强 制 （太 

十 七 ‘2 4 - ‘2 7  并 特 别 称 赞 那 位 不 单 献 上  

十 分 之 一 ， 更 把 所 有 养 生 的 都 献 给 神 的 妇

人 ---- 虽 然 其 奉 献 对 圣 殿 的 收 入 ，并没有

很 大 的 影 响 （路 二 H ----丨- 4 ) 。 祂也命定

说 ： “叫 传 福 音 的 痛 着 福 音 养 生 ” < 林的 

九 留 意 林 前 九 8 - 1 3 > , 因 为 “工人得 

饮 食 逛 应 当 的 ” （太十丨 0 ; 参 加 六 6 > 。然 

而 ， 新 约 并 没 有 催 促 人 为 这 目 的 ，或为周 

济 穷 人 ，而 遵 守 什 一 奉 献 的 律 例 。相反地， 

捐 献 必 须 是 自 ® 的 ， 并 按 右 一 个 人 的 能 力  

来 捐 献  < 林 后 八 1 - 1 5 > 。 到 了 主 后 180年， 

爱 任 纽 仍 把 犹 太 人 的 什 一 奉 献 ，跟那些由 

於 更 大 的 盼 望 而 慷 慨 和 乐 意 地 捐 输 的 人 ， 

作 强 烈 的 对 比 （《反 对 异 端 > 4.34 >。

R. E.  O. White

参 " 祭 祀 " 6 8 0 。

参 考 书 目 ： R . d e  V a u x , /s r a e /.

p p .1 4 0 - 4 1 ,  3 7 9 - 8 2 ,  4 0 3 - 5 ;  Y . K a u f m a n , 

T h e  R e l i g i o n  o f  I s r a e l  • p p .189-93; L . 

V i  s c  h e r . T i th in g  in  the Ea r ly  Church.

十 一 使 徙
Eleven, The
s h ! yT s h l ttk

耶 稣 复 活 后 （可 十 六 丨 4 ; 路 二 十四 9, 

3 3 > 和 在 五 旬 节 时 （徒 二 对 十 二 门  

徒 的 称 呼 ， 而 门 徒 中 的 加 略 人 犹 大 已 自 杀  

殒 命 。

参 • 使 徒 • 1 4 2 4 。

石英
Quartz
s h l yTng

参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 8 3 3。

十灾
Plagues upon Egypt
s h i zSi

一 连 串 打 击 埃 及 的 灾 难 ， 是前所未见



在 # 天 或 初 夏 达 到 最 高 峠 （约 主  

的， 这 些 灾 难 主 要 打 击 尼 罗 河 三 角  

術 却 显 然 没 有 祸 及 歌 珊 的 地 区 。

难 V 分 可 怕 ， 埃 及 立 国 以 来 ， 从 未 发  

^过这样的亊  < 出 九 2 4 > 。

十灾

出 埃 及 记 七 至 十 一 章 描 述 了 十 灾 的 情  

况，骤 眼 看 来 ， 这 十 灾 好 & 是 在 几 个 星 期  

内一个接 一 个 地 发 生 ， 但 稍 为 留 意 一 下 某  

些 灾 难 的 时 间 （例 ： 出 七 2 5 ， 九 3 1 、 3 2 ) 

和性质，便 会 发 觉 这 十 灾 可 能 为 期 好 几 个  

月 . 十 灾 的 次 序 为 ： 水 变 血 （七 2 0 > ， 河 

中的鱼全死去， 河 水 也 变 得 恶 臭 。 其 后 是  

蛙 灾 （八 ; 即 使 姥 死 后 ， 遍 地 仍 满 是  

娃尸 <八丨幻。 接 着 是 虱 灾 （八 1 7 >  ; 風 

可能指蚋、 沙 蝇 ， 或 蚊 子 。 風 子 这 字 究 竞  

是指什么， 并 没 有 清 楚 的 交 代 ， 但 显 然 是  

指 - 些 细 小、 使 人 厌 烦 的 生 物 。 其 后 是 妮  

灾 （八 2 4 )。 这 蝇 灾 的 意 义 也 不 明 显 ； 后 

期 的 犹 太 传 统 认 为 那 是 一 群 野 兽 带 来 的 灾  

客，但 似 乎 苍 蝇 的 说 法 较 可 信 。 随 着 有 畜  

疫 之 灾 （九 3 > ， 影 响 了 所 有 牲 畜 。 之 后  

是 疮 灾 （九 ; 人 身 上 长 满 了 疮 ， 是 一  

些疼痛的脓疱， 使 人 厌 烦 愤 怒 ， 而 不 至 於  

致命。跟 苕 是 苞 灾 （九 1 8 >  ; 这 ® : 灾 的

严 重 程 度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S ：随 着 雷 和 电

而来 （九 2 4 > 。 冰 苞 降 下 时 可 以 把 人 击 毙  

(九1 9 )，这 次 哲 灾 对 埃 及 农 作 物 的 收 成  

造 成 严 重 的 伤 害 （九 3丨  > 。 其 后 是 經 灾

( + 1 3 ) ----这 趋 灾 的 程 度 同 样 是 前 所 未

有的。随 着 是 为 期 3 日 的 黑 暗 之 灾 （十 22  > ， 

埃 及 人 一 切 的 生 活 都 停 顿 了 。 最 后 是 杀 长  

子 之 灾 （十 二 2 9 > , 埃 及 人 从 法 老 的 宫 室  

至最 低 下 阶 层 的人 ， 所 有 头 生 的 都 死 了 。

首先， 圣 经 看 这 十 灾 为 神 一 而 再 的 $  

判。通 常 每 降 下 一 灾 之 前 ， 摩 西 会 审 先 作  

出警告，但 法 老 却 不 理 会 ， 其 后 ， 法 老 暂  

时悔改， 灾 祸 便 停 止 。 然 而 ， 这 些 灾 祸 明  

显在严® 性 和 强 烈 程 度 上 均 逐 渐 增 加 ， 而 

以杀长子为商潮。 在 杀 长 子 之 灾 中 ， 连 法  

老也受不了； 起 初 数 灾 只 给 埃 及 人 带 来 ^  

扰，尚 未 危 及 生 命 ； 其 后 他 们 的 牲  

物被击倒了； 最 后 ， 国 中 最 灿 烂 的 生 命  

〜 所 有 的 长 子 —— 都 被 死 亡 夺 去 了 。

十 灾 的 记 载 中 出 现 了 一 些 共 通 的 特

征 。 起 初 ， 法 老 的 术 士 也 行 了 一 些 类 似 的  

神 迹 ， 以 表 示 轻 视 这 些 灾 害 的 能 力 （七 

1 1 、 1 2 ， 八 7 > 。 这 似 乎 是 一 个 警 告 ： 奇 

事 可 从 不 同 来 源 产 生 ， 因 此 这 种 神 迹 的 记  

号 本 身 并 不 重 要 。 后 来 那 些 术 士 失 畋 了  

( 八 1 8 ) , 不 能 再 与 神 较 坩 ； 他 们 也 得 承  

认 那 是 “神 的 手 段 ” （八 1 9 > 。 他 们 的 境  

况 愈 形 困 窘 ， 圣 经 用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幽 默 感  

来 讲 述 这 情 况 ； 神 降 下 疮 灾 的 时 候 ， 术士  

们 身 上 都 长 满 了 疮 ， 甚 至 不 能 来 见 法 老 。 

后 来 ， 这 些 术 士 在 故 事 中 便 完 全 消 失 。

在 十 灾 的 记 述 中 ， 另 一 个 主 题 也 愈 来  

愈 明 显 ， 那 就 是 住 在 歌 珊 地 的 神 的 子 民 ， 

可 从 埃 及 人 的 灾 祸 中 得 拯 救 。 我 们 可 能 会  

认 为 歌 珊 既 不 在 尼 罗 河 之 上 ， 血 灾 • 蛙 灾  

和 虱 灾 对 他 们 的 影 响 自 然 较 小 。 但 在 后 来  

的 蝇 灾 （八 2 2 ) 、 畜 疫 之 灾 （九 4 > 、 © 灾 

( 九 2 6 > ， 和 黑 暗 之 灾 （十 2 3 > 中 ， 圣经  

特 别 告 诉 我 们 以 色 列 人 没 有 受 灾 害 的 影  

响 ； 在 杀 长 子 之 灾 中 ， 耶 和 华 更 “逾 越 ”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居 所 。

从 另 一 角 度 看 ， 起 初 似 乎 所 有 埃 及 人  

都 像 法 老 一 样 心 硬 （七丨3 ) » 但 故 亊 继 续  

发 展 下 去 ， 法 老 的 子 民 也 催 促 他 顺 从 神 。 

他 们 可 算 是 后 期 外 邦 那 些 “敬 畏 神 的 人 ” 

的 先 驱 ； 在 旧 约 里 ， 他 们 虽 然 是 异 教 徒 ， 

但 也 晓 得 荣 糂 神 。 术 士 在 虱 灾 中 承 认 了 神  

的 权 能 （八丨9 > ; 昕 从 神 的 话 的 法 老 臣  

宰 把 仆 人 和 牛 只 领 进 室 内 的 地 方 ， 逃避了  

莅 灾 ， 因 而 避 免 了 性 命 和 财 产 的 损 失 （九 

2 0 > , 只 有 那 些 不 信 的 人 蒙 受 痛 苦 ； 最 后 ， 

法 老 的 臣 仆 也 劝 他 让 以 色 列 人 离 去 ， 并直  

率 地 告 诉 他 ， 埃 及 地 快 要 因 他 的 固 执 而 收  

坏 了 （十 7 > ; 到 此 为 止 ， 神 的 审 判 已 达  

到 应 有 的 果 效 。

法老与十灾

法 老 对 神 的 话 的 反 应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他 的 心 硬 已 不 必 在 此 讨 论 ， 不 过 可 留 意 圣  

经 用 了  3 种 方 法 来 描 述 这 状 况 ， 当 中 完 $  

没 有 矛 盾 的 成 分 。 七 章 3 节 说 神 使 法  

心 刚 硬 ； 七 章 丨 4 节 说 法 老 心 M 固 执 ， 是 

中 性 的 表 达 方 法 ； 八章丨 5 节 则 说 法 老 自  

己 硬 着 心 。 明 显 地 ， 3 个 句 子 所 表 达 的 是  

同 一 种 情 况 ， 我 们 在 释 经 时 必 须 考 虑 这 一  

点 ； 此 外 ， 我 们 也 不 可 忽 视 保 罗 对 此 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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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结 论 （罗九丨 tt >。

然 而 ， 在 这 神 学 结 构 里 ， 故 亊 的 发 展  

也 相 当 曲 折 ， 而 不 只 是 不 断 循 环 的 情 节 ；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短 轿 悔 改 ， 只 为 求 灾 难 得 以  

除 去 ， 然 后 又 是 心 电 闶 执 ， 带 来 另 一 次 的  

审 判 《 法 老 与 摩 西 之 间 也 有 — 些 典 型 的 亚  

洲 人 讨 价 还 价 行 动 ； 法 老 食 言 ， 不 让 以 色  

列 人 离 去 （八 ㈧ ， 其 后 又 尝 试 商 谈 ， 说 ： 

以 色 列 民 应 在 埃 及 地 祭 祀 神 ， 无 须 离 开  

( 八 2 5 >  ; 应 只 让 壮 年 人 出 去 （十 1 1 >  ; 

可 以 全 部 都 去 ， 但 要 留 下 羊 群 和 牛 群 作 抵  

押 （十 2 4 ) 。 然 而 法 老 要 认 识 到 ， 回 应 神  

的 呼 召 ， 是 不 可 以 这 样 讨 价 还 价 的 。 杀 长  

子 之 灾 后 ， 法 老 便 催 促 以 色 列 人 快 快 离 去  

( 十 二  3 卜 3 3 > 。

这 样 看 来 ， 十 灾 的 故 事 是 一 次 苦 斗 。 

有 人 把 它 看 为 典 型 的 先 知 摩 西 （申 十 八  

1 5 > 与 典 型 的 王 法 老 之 间 的 斗 争 ， 虽 然  

这 是 有 可 能 的 ， 但 却 不 单 如 此 ； 这 是 神 仆  

人 摩 西 与 术 士 的 斗 争 ， 这 也 是 摩 西 与 有 大  

权 的 法 老 斗 争 ， 或 说 是 神 透 过 仆 人 所 带 出  

的 话 与 法 老 对 抗 ， 在 更 高 的 层 次 上 ， 这 是  

耶 和 华 神 得 胜 了 埃 及 的 假 神 。 上 述 观 点 给  

许 多 故 事 增 加 了 特 别 的 趣 味 ， 是 我 们 起 初  

可 能 忽 略 了 的 。 尼 罗 河 的 河 神 是 哈 皮 ；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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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哈 特 是 生 殖 和 生 产 之 神 ； 太 阳 “说”也 

是 一 个 神 （逍 思 暗 之 灾 所 侮 辱  > ; 哈妥尔 

神 的 形 状 是 一 头 小 牝 牛 ； 亚皮斯神的形状  

则 是 一 头 公 牛 ， 苍 蝇 或 黄 蜂 象 征 埃 及 ；法 

老 本 身 也 逛 神 。 然 而 ， 这 些神 明在以色列  

的 神 面 前 ， 全 都 变 得 无 助 （西二丨5 )。

十 灾 的 性 质

我 们 不 知 道 神 如 何 施 行 十 灾 ，有些人 

可 能 认 为 即 使 发 问 也 是 无 聊 的 ， 因为神有 

自 由 按 m 所 喜 悦 的 方 法 行 亊 。 但圣经说神 

用 大 东 风 ， 使 “芦 苇 海 ” 的 水 退 去 （出十 

四 2 1 > ， 显 示 了 神 会 用 自 然 的 方 法 来 完  

成 祂 的 旨 意 。 希 伯 来 人 的 “神 迹 ” 观念跟 

现 代 人 不 同 。 现 代 人 通 常 看 神 迹 为 “超自 

然 ” 的 亊 ， 所 有 其 他 则 是 “自 然 ”的事， 

即 非 神 迹 性 的 。 然 而 ， 希伯来人看大自然  

中 每 一 件 亊 都 是 神 的 作 为 ； 只是有时他的  

作 为 较 为 “奇 妙 ” （也 许 可 以 说 是 较 为  

“明 显 ”）。 若 说 在 十 灾 中 ， 神可能是用了  

— 连 串 的 “自 然 ” 灾 难 （按 埃 及 的 地 理 ， 

那 是 容 易 发 生 的 灾 难 而 程 度 的 厉 客 和  

发 生 的 频 密 ，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神 迹 ，这样子 

的 说 法 便 不 能 箅 是 出 於 理 性 主 义 的 了 。

在 这 种 解 释 中 ， 多 半 会 假 定 当 年 的 天  

气 状 况 是 不 正 常 的 ， 特 别 指 尼 罗 河 每 年 涨  

退 的 情 况 起 了 变 化 。 例 如 ， 说尼罗河的水  

位 异 常 的 低 （以 致 河 水 含 泥 而 呈 红 色 ）， 

或 水 位 异 常 的 商 （把 红 泥 从 埃 提 阿 伯 的 高  

地 冲 下 来 有 些 人 就 是 以 此 来 解 释 第 -  

灾 。 若 “水 变 血 ” 这 词 句 可 解 释 为 血 色 的  

水 ， 则 上 述 两 种 说 法 都 合 理 。 另一个惹人 

注 目 的 解 释 是 ： 水 中 滋 生 了 许 多 红 色 的 浮  

游 生 物 ， 这 现 象 在 世 界 各 处 都 是 常 见 的 ， 

尤 其 在 热 带 和 亚 热 带 地 区 ， 这跟血的颜色  

似 乎 较 为 接 近 。 在 上 述 两 个 情 况 中 ，鱼在 

混 浊 的 河 水 中 死 去 ， 宵 蛙 纷 纷 迁 离 尼 罗  

河 ， 都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若 尼 罗 河 的 涨 溢 比  

一 般 情 况 更 甚 ， 则 蛙 灾 也 更 容 易 了 解 。有 

些 人 认 为 蛙 群 突 然 死 亡 ， 是因为患了某种  

炭 疽 热 ； 田 野 间 堆 积 如 山 的 恶 臭 死 蛙 ，又 

成 为 了 病 菌 的 温 床 ， 导 致 后 来 其 他 灾 病 》 

例 如 ， 下 一 灾 就 是 蚊 子 、 沙蝇或虱子  

的 灾 。 伋 少 第 一 和 第 三 种 昆 虫 都 可 带 菌 ， 

3 种 昆 虫 都 会 咬 人 ， 咬 过 的 伤 口 会 痕 痒 种  

痛 。 从 尼 罗 河 涨 溢 出 来 的 死 水 更 特 别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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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繁殖的溫床。 若 认 为 这 灾 是 虱 灾 ， 并 

认 为 它 们 因 缺 水 而 数 目 激 增 ， 似 乎 过 於 牵  

# ，并 且 没 此 需 耍 。

若 假 设 第 四 灾 那 群 飞 虫 是 苍 蝇 ， 则 各

情况皆互相吻合。 堆 积 如 山 的 死 蛙 、 洪 水  

冲 上 地 面 的 垃 圾 （老 无 疑 问 ， 会 包 括 一 些  

污水）、混 浊 的 尼 罗 河 水 ， 成 为 了 苍 _ ^  

主要繁殖场所。 此 外 ， 犹 太 解 经 家 认 为 这  

些 往 蝇 是 咬 人 的 蝇 （如 “牛 蝇 ”或 “马 蝇 ” K  

这 些 飞 虫 可 能 就 是 把 疫 病 带 给 牛  

介。近 代 解 经 家 主 张 是 另 一 个 特 殊 品 种 白 ^  

往绳，这 类 苍 蝇 现 今 仍 出 现 在 那 広 ， 并 ^  

在 腐 畋 的 植 物 中 繁 殖 得 极 之 迅 速 。 它 们  

间 的 苍 蝇 和 尘 土 《出 九 9 > 造 成 了  0 带  

区 一 种 可 怕 的 煎 熬 -----“针 刺 ；& 汽 ’ ’

議 雜 _ «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根 本 不 是 住 在 多 角 7 於  

带，也 不 是 住 在 沿 河 的 地 区 ， 而 瘴 粜  

东 面 泸 土 米 拉 河 ， 他 们 便 可 避 兔 这 1 这  

难，这 正 是 神 的 # 顾 ， 连 法 老 也 留  

- 点 （九 7 这 样 ， 神 迹 是 在 乎 种 多 的

无上的旨意， 使 用 祂 所 造 的 世 界 及 笋  

地理和气候， 向 心 M 刚 硬 的 人 施 行 帝 夫  

冰 苞 加 上 笛 暴 （这 似 乎 是 圣 经 的 寶 ^  ̂  

因提及“m 与 火 搀 杂 ，，， 九 2 4 > 逶 參  

样 的 《虽 然 在 埃 及 甚 少 发 生  > , 尤 笋 = 确 

罗河谷那“漏 斗 形 ” 的 环 境 下 尼 穿  

边 都 是 酷 热 和 干 燥 的 沙 漠 。 至 於 冰 衫 $ 有 

重 涅 度 （在 巴 勒 斯 坦 较 常 见  > , 爹 鉸 = 中 

别 处 的 记 载 可 比 （书 十 11 > 。 在 这 兴 1  了 

谈 及 〜 些 农 作 物 被 m 击 打 ， 给 我 们 挥 <

有 关 时 间 方 面 的 宝 贵 资 料 （九 3 卜 3 2 ) ^ 自 

在 螃 灾 中 ， 经 文 明 显 说 神 使 用 丫  

他 用 “东 风 ” 把 妈 虫 刮 来 ， 於 5 个  

把 它 们 带 走 （十 1 3 、 19>〃

炎难”在 乎 蝗 虫 庞 大 的 数 蛰  < 参 ^ 二  

: 另 - 次 駭 的 描 述 > ， 以 及 其 ^ 之  

准 1• 旧 约 还 有 许 多 地 方 显 示 神 的 ？

' 爭 件 的 神 迹 性 在 乎 那 亊 件 的 ？ 全

地 味 取 千 上 万 的 蝗 虫 可 能 把 埃 及 迆 ^ 牙  

咕 比 较 ， 却 微 不 足 道 。 许 多用

b

• 片 （出 十 1 5 ) , 但 要 踉 笋

〜〜 1*0 疋 吻 刀 MJ 1 0 的 非 洲 沙 濟 炸 从 （1

心 风 暴 带 来 ， 以 致 沙 尘 蔽 天 ， ^ 衫  

^ 数 天 。 若 尼 罗 河 的 洪 水 拂 汾 
白 珣 地 的 红 土 冲 下 来 、 沉 积 在 ^ 用

一 带 ， 有 些 解 经 家 便 认 为 这 些 红 土 给 赛 风  

卷 上 空 中 ， 因 而 给 地 面 單 上 更 暗 的 外 套 。

在 最 后 杀 长 子 的 灾 难 中 ，圣 经 没 有 指  

出 神 用 了 《若 有 使 用 的 话 ）什 么 疾 病 来 成  

就 这 灾 难 。 学 者 提 出 了 各 种 有 可 能 的 病  

症 ， 从 西 方 常 见 的 隳 毙 现 象 （基 於 缺 乏 维  

他 命  > , 至 小 儿 麻 淠 症 、伤 寒 症 等 。然 而 ， 

圣 经 并 没 有 给 我 们 任 何 提 示 ， 那 么 ，我们  

只 可 承 认 无 从 知 道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埃及  

人 受 尽 了 这 灾 难 之 苦 ， 以 色 列 人 却 避 过  

了 。 在 这 飛 后 一 灾 之 后 ， 以 色 列 人 便 得 到  

释 放 ，此 后 ，他 们 认 识 到 ，作 为 神 的 子 民 ， 

没 有 一 项 “埃 及 的 灾 病 ” 会 击 打 他 们 《十 

五 2 6 > 。 以 色 列 人 坚 定 地 相 信 十 灾 是 神 的  

审 判 ， 要 惩 罚 固 执 心 硬 的 法 老 ， 但却成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拯 救 。因 此 ，十 灾 对 我 们 来 说 ， 

不 单 是 一 个 轚 告 ， 更 是 一 个 鼓 励 ^

R . Alan Cole 

参 • 出 埃 及 记 • 2 3 0 : - 埃 及 ” 1 2 :  " K

西 - 1 0 6 6 :  * 灾 病 - 2 2 6 4 〇

十字架
C r o s s
shi zl j i ^

参 - 钉 十 字 架 ” 3 2 2 »

使臣
A m b a s s a d o r
shi c h 6 n

泛 指 奉 派 代 表 上 司 传 递 信 息 或 办 事 的

人 。

参 • 职 业 （大 使 ）" 2 3 2 0 。

史达第
S t a d i u m
shi d& d)

希 腊 擻 度 长 度 单 位 ， 大 槪 相 等 於 2 0 0

码 。

参 - 度 璽 衡 （伏 尔 朗 / 史 达 第 ）- 3 5 4 。

史官
R e c o r d e r
shi g u d n

高 级 官 员 ， 也 许 是 为 官 方 记 录 历 史 的  

人 （撒 下 八 1 6 ; 王下十八丨 8 )。

参 • 职 业 （史 官 广 2 3 2 0 。



使 女 / 婢 女 / 女子
Maid, Maiden
s h l  nfl / b l  nfl / nfl z l

年 轻 的 未 婚 女 子 ， 常 指 奴 隶 阶 层 。 在 

旧 约 中 ， 有 5 个 稍 有 差 异 的 希 伯 来 文 ， 在  

英 文 译 本 中 均 译 为 “m a i d e n ”。

第 一 个 是 和 合 本 译 作 “使 女 ”、 

“婢 女 ”、 “女 仆 ”、 “女 孩 ” 等 。

第 二 个 是 这 希 伯 来 字 的  

意 义 跟 o w a A 相 若 。 和 合 本 译 作 ： “使 女 ”、 

“婢 女 ”。 虽 然 s h i p /ic/i a h 和 a m a /i均 指 女  

奴 ， 但 前 者 似 乎 表 示 女 奴 与 所 厲 家 庭 有 较  

密 切 的 关 系 。 在 列 祖 的 故 事 中 ， 这 词 用 以  

指 一 般 女 奴 隶 ， 也 特 别 指 一 些 妾 侍 ， 她 们  

同 时 是 主 人 妻 子 的 婢 女 （创 十 六 ，二 十 九 ， 

三 十 >。

第 三 个 是 ^ 紿 《/〇/|。 这 字 特 别 是 指 处  

女 ， 或 已 届 结 婚 年 龄 的 年 轻 女 子 （创 二 十  

四 1 6 ， 出 二 十 二 1 6 > 。 旧 约 先 知 有 时 会 用  

这 词 作 比 喻 ，指 一 个 城 市 或 国 家 为 “处 女 ” 

( 耶 三 十 一  2 1 ; 摩 五 2 > 。

第 四 是 /I <3 a  r a  /|。 此 字 在 旧 约 中 也 有  

不 同 的 含 义 ， 通 常 是 指 未 婚 的 女 子 （斯 二  

幻 ； 有 时 又 指 使 女 （斯 四 4 , 得 二 2 3 ) 。 

这 词 衍 生 出 一 个 妇 人 的 名 字 —— 拿 拉 ， 是 

亚 施 户 的 妻 子 （代 上 四 5 、 6 > ,  以 及 一 个  

耶 利 哥 附 近 的 以 法 达 城 的 名 字 （书 十 六  

7> 〇

第 五 个 是 a /m a /i 。 以 赛 亚 书 七 章 1 4 节  

把 此 字 译 作 “童 女 ”。 多 年 以 来 ， o /m a / i  

一 词 的 意 义 ， 带 来 了 不 少 争 论 。 争 论 是 由  

於 这 词 在 旧 约 中 有 不 同 的 含 义 （例 ： “女 

孩 ”、 “年 轻 女 子 ”、 “已 届 结 婚 年 龄 的 年  

轻 女 子 ， 假 定 是 一 个 处 女 ”> 。 我 们 惟 有  

根 据 上 下 文 来 确 定 a /m a / i  — 字 的 意 义 。 从  

新 约 的 角 度 看 ， 以 赛 亚 书 七 章 1 4 节 的  

c /w a /i 可 以 看 为 指 耶 林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

在 新 约 的 英 文 译 本 中 ， 好 几 个 希 腊 字  

也 译 作 “ m  a  i d  e  II ”。 A T o  r  a  J  /i 的 意 思 是  

“女 孩 ” 或 ‘‘闺 女 ，’ （太 九 2 4 、 2 5 ) „ 

占 原 指 “年 轻 女 子 ”， 但 后 来 其 意  

义 演 变 为 “女 奴 ”、 “女 仆 ”、 或 “使 女 ” 

( 可 十 四 ; 路 十 二  > 。 山 •y A S 是 J  

( 意 指 “年 轻 女 子 ” 或 “小 孩 ”） 的 指 小  

词 （路 八 5 丨、 5 4 ， 和 合 本 作 女 儿

一 宇 是 指 “年 轻 妻 子 ”， “新 妇 ”，

或 “媳 妇 ’’ （路 十 二 5 3 ; 启 二 十  

M P a r f * g n o s 则 通 常 译 作 女 ，，- 2 匕笔  

女 ”， 在 新 约 出 现 了 丨 4 次 。 这 初 战 、  

性 交 经 验 的 男 性 （启 十 四  来有

—  2 3 ; 徒 二 十 一 9 > 。 汰 女 性 （太

参 " 奴 隶 ” 1 1 3 8 : "处 女 ” 237

使徒
Apostle, Apostleship
s h l

•‘使 徒 ” 是 新 约 时 代 授 予 某 些  

袖 的 正 式 称 号 ， 使 徒 名 分 则 包 含 g 徒 

切 功 能 。 关 於 新 约 使 徒 名 分 的 来 源 ，其助 

权 范 围 和 历 史 沿 革 ， 在 不 同 教 派 之 ^ 尚 有  

许 多 争 论 ， 各 家 之 说 未 有 一 致 之 见 。 本条 

目 试 图 从 语 义 及 其 观 念 背 景 入 手 ，分析 

“使 徒 ” 一 名 ， 藉 此 可 增 进 我 们 对 ‘‘使 徒 ” 

的 了 解 。

来 源

希 脐 人 的 用 法

“使 徒 ” 的 希 腊 文 在 新 约 的 意 义 ，不 

见 於 经 外 用 法 。 其 动 词 原 词 意 即 “派出” 

或 “派 逍 ”， 是 海 事 用 语 ， 可 指 “船”或 

“船 队 ”， 有 时 也 指 一 次 “海 洋 探 险 ”或 

该 探 险 队 的 领 导 人 。 原 来 的 用 法 中 绝 少 指  

个 人 ， 并 且 都 是 被 动 形 态 。 该词没有丝毫  

出 於 个 人 的 主 动 或 受 命 之 意 ， 仅 指 “派出 

者 ” 而 已 。 后 来 在 蒲 草 纸 文 献 中 ， 也有用 

该 词 代 表 “账 单 ”、 “发 货 票 ”， 甚 至 “护 

照 ”， 均 与 海 車 1有 关 。

t 太 人 的 用 法

犹 太 人 并 不 常 用 此 词 ， 历 史 家 约 瑟 ^  

3 著 作 中 用 过 两 次 ， 斐 罗 的 著 述 则 未 有  

约 瑟 夫 所 用 两 次 ，其 一 颇 具 宽 要 *H  

「有 差 派 “使 者 ”之 意 ，或 指 一 个 二  

: 十 士 译 本 翻 译 列 王 纪 上 十 四 章

、分 词 “我 奉 差 遣 ，’m 伯來 

】亚 希 雅 讲 话 中 所 用 的 一 语 。 旧 完 成  

(动 词 成 了 - 专 用 术 语 ，

- 特 殊 任 务 。 无 论 所 派 逍 的 的是什 

•， 也 不 管 所 接 受 的 职 责 ， 的授命 .’， 

, , 该 词 的 概 念 重 点 是 有 ‘正 以 费 ® 肀  

〔重 要 的 是 授 命 者 及 他 的 命 例 子 ： "找 

: 章 8 节 记 先 知 蒙 召 是 — 个 ，弟;

. 昕 见 主 的 声 音 说 ： ‘我 可 以 差 逍



shi tu 1425
n 去 呢 ？ ， 我 说 ： ‘我 在 这 里 ， 

携丨力我11，，，於 是 ， 当 神 的 先 知 亚 希 雅  

i t * ® 找‘!舉 差 遣 者 ，， （王 上 十 四 6 > 的 时  

出 他 是 神 所 委 任 的 — 个 代

的 信 息 传 达 纟 合 耶 罗 ' 波 安 的 妻  

表，他 要 ^ 十 士 译 本 的 译 者 使 用 了 “使 徒 ” 

? .由 U ；该 伺 的 原 义 和 蒲 草 纸 文 献 中 的

i t俗用
法 改变

了 ， 賦 予 该 词 一 个 神 学 意

义* 这 个 语 义 线 索 在 拉 比 著 作 中 又 有 新 的  

这歹ij王 纪 上 十 四 章 6 节 的 希 伯 来 原 文  

S  =  ̂ 式 变 成 了 名 i司’仍 保 持 “奉 差 逍 者 ” 

拉 比 使 用 该 词 并 非 由 於 神 学 或 宗 教  

/ 而 是 与 律 法 有 密 切 关 系 。 该 词 所  

^ 的 人 暂 时 被 陚 予 代 表 他 人 行 使 某 种 职 能  

s U 力 • 犹 太 教 法 典 米 示 # 给 负 有 这 种 使  

命的人，下 了 一 个 确 切 的 定 义 ： ‘‘奉 差 逍  

者 与 差 遣 者 形 同 一 人 ”。 从 旧 约 中 ， 可 以  

给 信 使 的 地 位 找 到 依 据 ： 人 们 对 奉 命 被 差  

者的态度， 也 就 是 对 授 命 遣 使 的 主 公 的 态  

度。例如， 大 卫 欲 娶 亚 比 该 为 妻 ， 遣 仆 人  

传达其意，亚 比 该 为 大 卫 的 仆 人 洗 脚 ， 这  

也 就 是 从 命 的 表 示 （撒 上 二 十 五 4 0 - 4 2 ) 。

再 如 亚 扪 人 羞 辱 了 大 卫 王 的 使 臣 ， 这 也 就  

等 於 是 羞 辱 大 卫 王 本 人 ， 战 事 由 此 而 起  

<撤下十丨- 8 )。 _ 些 成 例 被 引 用 到 法 律 中  

去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加 之 实 际 生 活 中 确 有 不  

便 躬 亲 而 委 人 代 办 某 事 的 需 要 。 经 卷 上 的  

先伊】和 实 际 需 要 的 结 合 ， 构 成 了 日 后 信 使  

制的建立。

$ 过 ， 这 种 关 系 是 暂 时 性 的 ， 待 某 项  

完成’奉 差 遣 的 人 履 行 任 务 后 ， 即 告  
= 二 授 命 加 委 ， 权 在 主 公 ； 奉 差 效 命 ， 

8 使。 从 欣 然 从 命 ， 尽 心 报 效 这 一 点  

醫 ^ 信 使 也 是 主 动 的 。

头 衔 的 性 质 不 取 决 於 受 命 者 的 身 分 或  

该称号g 取 决 於 奉 差 遣 的 使 命 。 可 以 说 ， 

人 噶 ^ 代 表 — 个 身 分 ， 内 容 则 完 全 由 主  

爱婊信{ 者 ） 的 吩 咐 来 决 定 。 例 如 ， 某 公  

产业的夹 2 理 的 事 务 可 能 是 婚 约 的 立 废 、 
\  也 可 能 是 主 持 或 参 加 某 些 庆

丨日约
位比以

人物，
奉 差 者 ’’的 名 号 来 称 呼 某 些  

是 因 为 他 们 代 行 了 神 所 吩 咐 的

= 七 ;

使 死 人 复 生 ^ 卜  

« 言 书 念 妇 人 生 子 （王 ^ 2 3 ) ， 以利沙  

; = = 生 (结 三 十 七 等 二 忒

代 表 资 格 不 仅 可 授 予 个 人 也 可 授 予  

^ 体 。 例 如 在 犹 太 会 堂 聚 会 ，— 个 人 ： ：

撒 者 祈 祷 ； 某 些 拉 比 可 代 表 耶 路  撒 冷 A i 乂会， 往 散 居 各 地 之 犹 太 社 区 去 校  

准 历 法 ， 宣 布 新 月 份 的 开 始 日 期 ， 为圣城  

文 士 募 集 薪 俸 。 一 说 以 为 当 年 扫 罗 持 耶 路  
撒 冷 一 纸 公 文 跑 到 大 马 色 缉 拿 基 督 徒 也  

是 凭 着 这 种 代 表 资 格 （徒九丨2 > 。

经 中 这 类 例 子 仍 有 不 少 ，仅 以 上 数 例  

已 可 说 明 这 种 制 度 的 根 本 特 点 ：“奉 差 者 ” 

并 不 表 示 固 定 的 职 务 或 官 衔 ， 只 表 示 存 在  

於 双 方 之 间 的 一 种 关 系 ； 它 所 强 调 的 是 职  

能 而 不 是 职 位 。

以 上 我 们 探 讨 了 希 腊 文 “使 徒 ，，和希  

伯 来 文 “派 遣 ” 及 “奉 差 者 ” 语 义 上 的 联  

系 ， 但 这 决 不 是 “奉 差 者 ” 与 “使 徒 ’’相 

关 的 唯 一 证 明 。 在 耶 柔 米 时 代 ，这 两 者的  

实 质 关 系 早 已 被 确 认 ， 那 时 叙 利 亚 教 会 即  

以 此 闪 语 名 词 来 指 使 徒 。 总 之 ， 希伯 来 文  

的 “奉 差 者 ” 是 希 腊 文 “使 徒 ” 最 为 接 近  

的 对 应 词 ， 似 已 毋 席 罝 辩 ，而 且 目 前 已 是  

大 多 数 学 者 公 认 的 意 见 。

新约

耶 稣 和 使 徙

耶 稣 的 事 奉 不 是 在 犹 太 教 内 部 进 行 独  

树 一 帜 的 改 革 ， 而 是 号 召 全 以 色 列 民 悔  

改 ， 信 靠 耶 稣 ， 寻 求 神 的 救 助 。 耶 稣 从 追  

随 m 的 众 门 徒 中 拣 选 出 12人 （太十丨-4; 
可 三 1 3 - 1 9 ; 路 六 1 2 - 1 6 ) ， 这丨2 个 门 徒  

与 他 保 持 特 别 密 切 的 联 系 ， 亲 受 他 的 教  

诲 ， 看 见 祂 行 的 奇 迹 ， 聆 昕 祂 与 犹 太 教 领  

袖 进 行 辩 论 。 耶 穌 曾 派 他 们 去 传 悔 改 之  

道 、 赶 鬼 治 病 。 找 际 上 就 是 依 照 祕 的

事 奉 而 行 （太十卜丨 5 ; 可 六 7 -丨3 、

路九丨 - 6 > 。 耶 穌 曾 说 ：‘‘昕 从 你 们 的 就 是

听 从 我 ； ？M 色 你 们 的就 是 弃 = =  

的 就 是 弃 绝 郎 差 我 来 的 ” （路 十 1 6 ,

二 ， 这 就 十 分 淸 楚 地 道

的 关 系 。 显 然 ， 十二使  

的 教 训 ， 而 且 代 表 祕 M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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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者 ” 的 职 能 。 福 音 书 就 是 根 据 这 受 委 奉  

派 的 职 能 而 称 十 二 门 徒 为 使 徒 （太 十 2 ; 

可 六 3 0 ; 路 九 1 〇 > 。 因 为 使 者 职 能 的 有 效  

期 限 是 止 於 交 差 芟 命 之 时 ， 所 以 马 太 、 马 

可 在 门 徒 复 命 主 差 之 后 就 不 再 称 他 们 为 使

徒 ， 只 有 路 加 仍 沿 用 不 废 （路 H ----4 9 ,

十 七 5 , 二 十 二 1 4 , 二十 四丨 〇 > 。

从 马 太 福 音 十 九 章 2 8 节 （参 路 二 十  

二 ‘2 9 > 可 知 ， 耶 穌 门 徒 的 人 数 与 以 色 列  

原 支 派 数 目 之 相 同 绝 非 巧 合 。 以 色 列 人 的  

盼 望 包 括 有 一 天 十 二 支 派 能 在 一 个 新 世 代  

里 重 新 联 合 。 在 得 救 的 日 子 ， 以 色 列 人 蜇  

新 作 为 神 的 百 姓 。 耶 稣 挑 选 这 1 2 人 ， 即 

在 暗 指 祂 的 事 奉 就 是 要 实 现 这 重 新 的 联  

合 。 我 们 正 可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理 解 新 约 多 处  

所 谓 十 二 使 徒 是 “新 以 色 列 ” （指 耶 穌 基  

督 的 教 会 ） 之 基 石 的 道 理 （参 弗 二 2 0;

启 二 i ----丨4 ; 太 十 六 丨 7 - 1 9 ) 。 福 音 书 的

作 者 中 ， 路 加 尤 强 调 这 十 二 使 徒 的 意 义 ， 

并 记 载 了 在 犹 大 叛 离 之 后 （徒 一 1 5 - 2 6 ) ， 

而 圣 灵 到 来 之 前 （徒 二  曾 选 人 补 足 原  

数 的 书 。 当 时 提 出 马 提 亚 的 入 选 资 格 （徒  

一 2 1 、 2 2  并 非 是 使 徒 普 遍 的 标 准 ， 而  

仅 指 作 为 十 二 使 徒 之 一 所 必 备 的 条 件 „

耶 稣 和 这 1 2 人 的 团 契 虽 因 耶 稣 受 难  

而 有 暂 时 的 中 止 ， 但 在 耶 稣 复 活 之 后 ， 又  

获 重 建 并 益 臻 完 善 。 耶 稣 的 复 活 显 现 （太  

二 十 八 ； 路 二 十 四 ； 约 二 十 ， 二 十 一 ） 不  

仅 证 明 耶 稣 受 到 尊 崇 ， 而 且 包 含 一 个 明 确  

的 使 命 。 起 初 对 1 2 人 的 “差 遣 ” 尚 有 限  

於 一 时 一 地 ， 至 此 则 成 了 终 生 的 委 任 。 使  

徒 代 表 了 耶 穌 基 督 ， 也 承 继 了 耶 稣 的 事  

奉 ， 他 们 现 今 开 始 宣 扬 神 在 基 督 身 上 为 世  

人 成 全 的 作 为 ， 这 一 点 在 耶 稣 自 己 的 事 奉  

中 已 有 暗 示 。

保 萝

法 。 一 种 情 况 （林 后 八 2 3 ; 腓 二 2 5 > 是  

指 由 地 方 教 会 委 派 向 其 他 基 督 教 团 体 传 信  

送 物 的 人 员 。 在 另 一 种 情 况 下 ， “使 徒 ” 

— 词 前 必 须 加 限 定 语 “耶 穌 基 语 的 ” （林

前 一 1 ; 林 后 一 1 ， ~1----丨3 ; 加 一  1 ; 弗 一

1 ; 西 一 丨 ； 帖 前 二  参 罗 一  1 > ， 因 而 有  

更 专 门 的 意 义 ， 也 更 为 重 要 。 这 “奉 差 遣  

的 人 ” 显 然 是 “奉 耶 穌 基 督 的 差 逍 ” < 罗 

十 六 7 ; 林 前 九 丨 ， 5 ， 十 二 2 8 ; 加 一 丨 7,

1 9 ) 。 当 保 罗 宣 布 他 拥 有 使 徒 称 号 的 权 利  

时 ， 他 提 出 的 理 由 正 是 耶 穌 对 使 徒 概 念 的  

规 定 。 保 罗 一 向 把 复 活 后 的 主 向 他 显 现 这  

件 特 殊 的 往 事 （林 前 九 1 ; 加一  1 2、 16)， 

作 为 他 使 徒 资 格 的 依 据 。 他把主向他显现  

和 复 活 见 证 （林 前 十 五 3 - 8 > 等 疳 齐 观 # 

他 认 为 他 在 大 马 色 城 外 的 经 历 （参徙九 I. 

1 9 , 二 十 二  6 - 1 6 , 二 十 六  1 2 - 1 8 ; 加一 17>, 

就 是 主 亲 自 给 他 的 终 身 委 任 ： 命他主要在 

外 邦 人 中 间 （徒 九 1 5 ， 二 十 二 1 5 , 二十 

六 1 7 、 2 3 ; 加 一 1 5 、 1 6 ) 传讲那复活了  

的 主 耶 稣 基 锊 （林 前 一  1 7 ， 二丨、2 )。保 

罗 藉 其 传 道 事 奉 继 续 基 伢 的 工 作 ，创建神 

的 新 民 （林 前 九 1、 2 ; 加 二 8 > 。从这 -  

点 可 窥 见 “使 者 ” 的 背 劳 ^

耶 稣 的 使 杏 身 分

希 伯 来 书 三 章 1 节 以 “使 者 ” 称谓耶 

稣 ， 此 称 与 全 书 （尤 其 是 一 1 - 4 ) 所表述 

的 思 想 极 相 吻 合 • . 神 虽 然 曾 多 方 多 次 地 显  

现 於 历 史 ， 但 祂 以 祂 的 爱 子 耶 稣 基 督 为 最  

具 决 定 性 的 代 表 。

使 徒 和 今 日 教 会

我 们 以 新 约 的 使 徒 亊 奉 建 基 於 复 活 的  

基 督 亲 自 的 授 权 ， 那 么 ， 我们说今日的教  

会 具 有 使 徒 职 能 又 有 何 意 义 呢 ？ 十二使徒 

的 地 位 是 独 特 的 ， 而 今 日 教 会 在 不 断 扩  

大 ， 并 确 信 其 为 基 督 的 肢 体 以 雄 督 为 主 ， 

对 上 述 问 题 ， 在 这 里 不 能 提 供 煨 后 的 答  

案 。 我 们 只 能 说 教 会 的 各 项 传 统 、职务、 

事 奉 ， 都 是 解 答 这 问 题 的 尝 试 和 努 力 。

参 • 使 徒 行 传 • 1 4 3 5 :  •使徒时代•

1 4 2 6 ： • 约 翰 的 生 平 和 著 作 - 2212: _保罗’

91 :  “彼 得 ” 1 2 1 。

参 考 书 目 •• C .K . B a r r e t t , T h e  S / g n s  of 

a n  A p o s t l e ; F .J .A . H o r t , The Christian 

E c c l e s i a ; J .B . L i g h t f o  o t , St. Paul' 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 T .W . M a n  s o n , 

T h e  C h u r c h ’ s Ministry; K .H . R e n g s t o r f , 

A p o s t o l a t e  a n d  Ministry, B .H . S t r e e t e r , 

The Primitive C h u r c h .

使 徙 时 代
Apostolic Age
s h i  tCi s h i d^i

早 期 教 会 在 十 二 使 徒 领 导 下 的 一 段 成  

长 和 发 展 时 期 ， 是 从 耶 穌 死 而 复 活 起 至 #

使 徒 ” 一 词 在 保 罗 著 作 中 有 两 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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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纪末， 至 教 会 饱 受 過 迫 时 止 。 这 是 一  

个萍f 活 跃 的 时 代 ， 期 间 不 仅 有 新 约 正 典  

成书，且 教 会 也 逐 渐 建 构 一 套 哲 学 思 想 ， 

#弓|教会面对： 在 内 有 假 师 傅 和 教 会 纪 律  

的困扰，外 有 官 府 压 迫 和 其 他 宗 教 侵 袭 的  

I[桊坏塊。

关 於 使 徒 时 代 ， 至 今 仍 有 许 多 未 明 朗  

之 灶 • 我 们 的 知 识 多 来 自 新 约 使 徒 书 信 的  

论 述 和 使 徒 行 传 所 记 的 教 会 历 史 。 实 际  

上，当 时 的 立 教 运 动 是 沿 多 条 支 派 发 展  

的，而 新 约 圣 经 所 记 仅 其 一 支 而 已 。例 如 ， 

十二使徒的事奉， 以 及 北 非 和 帕 提 亚 （里 

海南岸地区） 等 地 的 教 会 ， 都 没 有 提 及 。 

然而，新 约 材 料 毕 竞 提 供 了 关 於 使 徒 时 代  

的珍责记录。

教会的奠基

学 者 对 教 会 奠 基 於 何 时 颇 存 异 见 ， 大 

致有3说 ：一 说 以 为 是 在 彼 得 宣 认 耶 稣 为  

基f f之 时 （太 十 六 丨 8; 参 太 十 八 17; 耶 

穌使用“教 会 ” 一 词 仅 见 於 这 两 处 > ; 第 

二 说 认 为 基 督 复 活 是 新 约 教 会 时 代 的 揭  

幕；第 三 说 以 为 五 旬 节 圣 灵 降 临 是 教 会 的  

开 始 • 各 说 尽 管 言 之 歯 凿 ， 但 新 约 本 身 对  

这 问 题 似 未 予 重 视 。 从 使 徒 的 观 点 来 看 ， 

教 会 的 诞 生 当 是 多 种 因 素 连 锁 作 用 的 结  

果：先 有 耶 穌 的 事 奉 ； 继 而 有 耶 稣 死 而 复  

活，显 明 了 神 印 证 他 的 亊 奉 ； 进 而 有 五 旬  

节聚会，公 开 显 示 了 耶 稣 的 亊 奉 与 教 会 的  

f 讲 之 间 承 接 的 关 系 。

* 稣的亊举

耶 奸 拣 选 1 2 名 门 徒 为 同 工 ， 称左  

人为‘‘小 群 ” （路 十 二 3 2  ) ; 耶 穌 又日 

提 及 天 国 中 的 “穷 人 ，，和 “受 苦 人 '  

部f 人 想 到 旧 约 先 知 的 ‘‘余 民 神 学 ，，。 

= 余民”， 就 是 神 从 离 经 背 道 的

的 门 心 : 犹

•‘教 会 ” 、

在七十； 本〜中词丄希腊 文 为  

本 昼 笔 哲 教 門 中 出 现 百 次 以 上 。 七 十 士  

m 司 与 犹 以 前 的 旧 约 希 腊 文 译 习  

埃，指 的 是 末 口 神 的 百 姓 ，，— 语 的 概 念  
日 中 的 一 个 弥 赛 亚 团 体 ，

是 神 的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n

备 祂 的 门 徒 。 ， _ 11为 此 而 预

耶 稣 尨 活

耶 穌 S 活 ，是他在世:节奉的至高占  

也 是 教 会 时 代 的 起 点 。 从 路 加 福 音 和 ef徒 
行 传 对 純 升 天 的 岭 =

把 这 两 者 连 合 在 - 起 • 两 书 的 不 同 二  
强 调 了 这 同 一 事 件 的 不 同 方 面 • 例 如 1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5 丨至5 3 节 可 见 ， 是 

耶 林 升 天 为 祂 在 地 上 的 亊 奉 的 终 点 。 这段  

叙 述 所 强 调 的 是 ， 耶 稣 以 祭 司 的 为 

门 徒 祝 福 ， 门 徒 则 以 对 他 的 崇 拜 为 回 应 。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6 至丨丨节’ 则 表 明 耶 稣 升 ^  

也 是 教 会 时 代 的 开 始 。 路 加 於 此 处 强 调 门  

徒 获 得 能 力 ，领 受 使 命 ， 为 发 展 教 会 而 作  

好 准 备 。

有 人 不 相 信 耶 稣 复 活 的 事 ， 但他 们 很  

难 解 释 耶 穌 的 门 徒 为 何 突 然 被 — 种强 大无  

比 的 信 心 充 满 。 据 新 约 作 者 所 述 ， 耶稣复  

活 是 这 信 心 油 然 而 生 的 根 本 原 因 。 耶穌蒙  

难 之 初 ， 众 门 徒 无 不 失 魂 落 魄 。 马太 用  

“跌 倒 ” 一 词 （太 二 十 六 3 1 , 也 有 译 作  

“离 弃 主 ” 的 ）， 描 述 他 们 在 主 被 钉 十 字  

架 之 后 的 情 况 。 此 词 本 是 用 以 描 述 离 经 背  

道 的 法 利 赛 人 （参 太 十 一  6 ， 十三2丨， 十 

五 1 2 等 ）。 众 门 徒 若 单 凭 自 己 的 力 贵 ， 恐 

怕 绝 难 达 到 他 们 后 来 表 现 的 那 种 满 有 成 效  

的 宣 汫 。 实 际 上 ， 他 们 确 从 一 小 群 奔 走 四  

散 的 失 主 羔 羊 ，变 成 了 一 支 救 世 大 军 的 开  

路 先 锋 ， 欢 欣 鼓 舞 、枯 力 充 沛 地 去 创 逮 主  

的 基 业 。

福 音 书 已 经 指 出 了 耶 稣 的 事 奉 、耶穌  

的 复 活 、教 会 的 违 立 三 方 面 的 关 系 。 马可  

的 记 软 提 及 “弥 赛 亚 的 奥 秘 ”， 因 为 主 不  

准 在 她 从 死 里 复 活 以 前 透 婼 她 的 基 督 # 分  

( 可 八 3 0 , 九 9 ) 。 众 门 徒 是 知 进 这 个 奥 秘  

的 ， 但 在 耶 稣 复 活 之 前 并 未 真 正 领 悟 其 意  

( 可 四 1 3 , 六 5 2 , 七 1 7、 丨8 ,九丨0 ) 。 耶 

穌 的 教 训 既 是 迮 立 教 会 的 基 础 （太 二 十 八  

1 9 、 2 0 > , 也 是 教 会 传 道 的 内 容 。 这 个信  

息 本 无 不 能 理 解 之 处 ， 但 经 耶 穌 5 活的启  

示 ， 就 更 是 洞 若 观 火 了 。 路 加 的 记 载 比 较  

起 来 是 沿 全 面 的 ， 因 为 他 把 耶 稣 在 世 亊 奉  

所 开 辟 的 弥 赛 亚 救 恩 时 代 ，与 教 会 宣 汫 这  

救 恩 信 总 联 系 起 来 。 耶 穌 复 活 就 是 两 者 连

系 的 关 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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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 约 翰 在 他 的 福 音 书 中 指 出 ， 耶  

穌 复 活 的 荣 耀 是 信 者 的 眼 睛 明 明 可 见 的 。 

惟 有 透 过 耶 穌 的 复 活 ， 去 理 解 耶 稣 的 道 和  

耶 穌 的 位 格 ， 然 后 才 能 真 正 理 解 救 恩 （约 

二 十 ） 和 教 会 （约 二 十 一  >。 由 此 可 见 ， 

四 福 音 书 各 从 自 己 的 角 度 宣 布 了 一 个 共 同  

的 真 理 ， 即 ： 耶 穌 的 事 奉 为 教 会 预 备 了 复  

活 后 的 信 息 。 耶 n 复 活 是 基 要 的 关 键 ， 意 

味 苕 耶 穌 基 督 与 弥 赛 亚 团 体 —— 教 会 ——  

同 在 。

相 传 耶 穌 颁 布 大 使 命 的 山  

五 句 节

圣 灵 降 临 於 五 旬 节 ， 这 不 啻 是 开 端 发  

轫 的 信 号 ， 宣 布 教 会 时 代 的 开 始 。 约 翰 福  

音 表 明 ， 五 旬 节 与 耶 稣 复 活 是 紧 密 相 关  

的 。 先 是 耶 稣 复 活 后 向 聚 首 的 门 徒 显 现  

( 约 二 十 2 2 > , 这 段 记 述 被 称 为 “约 翰 福  

音 之 五 旬 节 ”， “向 他 们 吹 一 口 气 ， 说 ：

‘你 们 受 圣 灵 ！ ’” 这 次 会 面 是 基 督 向 门  

徒 个 别 加 力 ， 而 稍 后 的 五 旬 节 聚 会 则 是 圣  

灵 公 开 向 教 会 （即 以 色 列 的 “余 民 ”） 的 

授 权 加 委 。

在 耶 稣 复 活 后 的 显 现 期 间 或 不 久 之  

后 ， 众 门 徒 便 离 开 了 加 利 利 而 来 到 耶 路 撒  

冷 ， 大 概 是 希 冀 先 知 预 言 圣 城 诸 事 （赛 二  

2 - 4 , 四 十 丨、 2 、 9 - 1 1 > 不 日 可 得 应 验 。 

在 犹 太 人 庆 祝 五 旬 节 期 间 ， 教 会 体 验 了 圣  

灵 的 降 临 。 这 基 督 教 的 首 次 圣 灵 降 临 节 ， 

至 少 有 3 重 意 义 ••（1 ) 表 明 这 个 新 弥 赛 亚  

团 体 向 神 的 赞 颂 （可 见 於 他 们 受 灵 感 讲 说  

方 言 之 事 ， 徒 二 4 、 1 丨> ; (‘2 ) 标 志 着  

向 普 天 下 传 福 音 的 开 始 （可 见 於 来 自 各 国  

的 人 都 可 明 白 使 徒 的 信 息 ， 徒 二 9 •

,! ) ； ( 3 ) 显 示 教 会 在 履 行 使 命 时 ， 必

得 着 大 能 （可 见 於 当 时 在 会  

火 ， 徙 二  2 、 3 > 。

〇 别 舟 I n 、j 朋

早 期 教 会 的 自 我 怠 识

草 创 时 期 的 教 会 如 何 春 诗  

自 己 为 “真 正 的 以 色 列 民 ，，

视 为 犹 太 民 族 的 - 分 子 ？ 十 九 世 ; ^ 自  

仲 见 解 ； 但 也 有 不 少 人 畜  

已 有 教 会 意 识 ' 事 为 ^ 会  

教 会 既 自 视 为 有 别 於 以 色 列 ， 但也見早叫 

列 的 一 分 子 。 教 会 是 新 以 色 列 ， 故 = = =  

於 旧 以 色 列 ； 但 教 会 又 是 旧 约 盼 望 的  

列 余 民 。 教 会 以 旧 约 余 民 的 身 分 号 =  

太 民 族 归 入 “耶 稣 的 会 众 ，

多 持 后

初 立 就

亚 的 盼 望 ,
以 应 验 弥 赛

当 基 督 徒 入 圣 殿 敬 拜 或 参 加 各 种 犹 太  

节 庆 时 ， 他 们 相 信 是 一 同有分於旧约应许  

的 应 验 ， 而 不 以 自 己 仅 为 另 一 犹 太 教 派 的  

成 员 。 事 实 上 ， 圣 殿 和 犹 太 会 堂 都 成 了 基  

督 教 会 传 播 福 音 的 场 所 。 早 期 教 会 所 传 的  

道 ， 主 要 就 是 宣 告 旧 约 应 许 的 应 验 ，他们 

先 指 出 旧 约 救 赎 的 应 许 ， 然后说明这应许  

如 何 在 基 督 里 得 到 应 验 。 最早成文的信条  

( 林 前 十 五 3 - 5 ) , 就 是 根 据 这 “应许的应 

验 ” 的 公 式 而 说 明 基 督 的 受 死 和 复 活 ，都 

是 “照 圣 经 所 说 ” 而 发 生 的 。 新约各书 

< 仅 雅 各 书 例 外  无 不 反 映 这 一 主 题 ， 

尤 其 是 使 徒 行 传 记 述 的 使 徒 讲 章 ，更是充 

满 旧 约 经 文 的 引 证 。 使 徒 向 犹 太 人 所 反 S  

论 证 者 ， 是 耶 穌 确 为 旧 约 所 预 言 的 基 督 。

教 会 領 袖

早 期 教 会 领 袖 基 本 上 就 是 十 二 使 徒 ^  

而 以 彼 得 的 地 位 最 突 出 ， 他每 被 喻 为 教  

的 ‘‘基 石 ，， （徒 一 至 十 五 多 有 所 强  

这 数 字 很 受 重 视 ， 这 可 见 於

至 2 6 节 ， 记 门 徒 选 人 替 “，1

“十二 

行 传 章 2

大 之 事 ； 而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2 节 ， S大 Z 爭 ； rm仗 促 1 了 代 丨 一 ^  说

载 为 约 翰 之 兄 雅 各 立 继 任 者 。 休见证 

明 ， 教 会 甫 立 时 ， 使 徒 认 人 教 ^ 教  

的 缘 故 ， 必 须 坚 持 这 “十 二 自 其 实 ，追 

会 既 立 ， 则 无 需 再 维 持 这 数 冗 二 免 ，，的主 

溯 ‘‘十 二 ，， 的 原 义 ， 仍 与 巧 二 J 列 十 二  

题 有 关 ， 因 为 这 个 数 字 是 呼 j 主麥苺裉 

支 派 的 。 十 二 使 徒 资 格 的 j 盎^勺同 工，他 

据 他 们 都 是 耶 奸 在 世 期 间 事

7



主 复 活 之 后 的 显 现 ， 又 面 领

托 付 （徒 一 2 1 ， 2 2 > 。
多 并 夭 前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事 务 曰 趋 复  

后 来 ’- 传 六 章 1至 6 节 ， 记 有 希 利 尼  

择。使 徒 7 从 希 腊 城 邑 来 的 犹 太 基 督 徒 > ， 

武太会i 的 希 伯 来 人 （巴 勒 斯 坦 的 犹 太 基  
找 拆 当 周 济 裹 妇 的 事 上 不 公 。 使 徒 自 觉  

資择丨在 两 者 难 以 兼 顾 ’ 遂 迭 设 执 事  

传道筠= 之 ’责 。 “执 亊 ” 一 词 的 槪 念 既 为  

f 卸管^ 无 ， i 非 希 利 尼 语 的 原 义 （原 义  

犹 应 , ’， 而 是 源 自 耶 料 賦 予 “仆 人 ” 

新 义 （参 可 十 4 4 > 。

提 反 殉 教 始 （按 ： 他 是 教 会 首 批  

之一 > , 一 股 迫 害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恶  

3 杆然而起。 其 近 因 固 然 是 司 提 反 在 犹 太  

公 议 会 首 次 公 开 作 见 证 的 剌 激 ； 此 外 ， 教 

首 们 也 逐 渐 意 识 到 基 讶 教 会 ， 不 仅 是 犹 太  

教 中 一 批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人 物 。 结 果 是 说 希  

利 尼 语 的 犹 太 基 督 徒 被 逐 出 耶 路 撒 冷 ， 流 

散到周围地区， 由 此 而 发 生 了 — 系 列 的 变  

化。

首 先 是 教 会 内 部 领 导 权 易 手 ， 由 希 利  

尼 的 执 事 团 变 为 犹 太 本 地 的 长 老 团 。 “长 

老”一 词 的 出 处 已 不 可 考 ， 但 知 在 保 罗 首  

次 宣 教 旅 程 （徒 十 四 2 3 ) 和 回 耶 路 撒 冷  

述 职时 （徒 十 五 2 ) ， 已 开 始 使 用 。

其 次 是 主 要 领 导 成 员 由 使 徒 而 转 为  

“柱 石 加 二 9 > ， 以 耶 稣 之 兄 弟 雅 各 替  

道 的 约 翰 之 兄 雅 各 ， 核 心 则 有 雅  

各、彼得 、 约 翰 3 人 。 从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u 的 情 况 （徒 十 五 ） 可 知 ， 雅 各 是 犹 太 当  

地人的领袖。

以 最 后 ， 自 此 时 起 始 见 强 调 屈 灵 恩 賜 ，

知 ^ 书 四 章 1 丨 节 所 列 举 的 “恩 賜 ，， （先

“W p传 福 音 的 、 牧 师 、 教 师 > 和 其 他 的

是 帛 （罗 十 二 ； 林 前 十 二 1 2 > ， 显 然

‘ 时 期 教 会 中 的 不 同 恩 腺 。 许 多 学

姿研究、期 教 会 是 纯 粹 的 由 圣 灵 引 导 ’ 但

导 并 明 ’ 早 期 教 会 已 有 组 织 和 圣 灵 引  
汗存 的悄 况。

讦划教i 契 的 是 ， 教 会 的 星 散 竟 然 是 神 的  

饵来脊，2 外 邦 发 展 的 第 — 步 。 从 各 种 材  
家神榮’，，早 期 教 会 於 莳 初 几 年 曾 本 着 ‘‘归 

故 次 教 徒 ^ 解 释 “大 使 命 ”， 意 思 就 是 対  
直 接 宣 传 福 音 ， 而 対 外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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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 = 他 = 2 太 教 ，然后方可谈  

w 开 耶 路 撤 冷 生 后 ， 教会被迫  

中 间 居 各 地 的 犹 太 社 团

外 邦 人 。 他 们 曾 敬 畏 神 的 ”

否 要 竹 割 礼 之 后 ，方 可 成 为 S ® 徒 p 这 _  
间 题 困 扰 教 会 竞 达 数 十 年 之 久 . 这  

位 条 的 发 挝

教 会 的 “传 说 ” 或 信 条 （法定的教义  
条 文 ） 在 教 会 初 立 时 ，便 开 始 形 成 并 发 展  

了 。 《十 二 使 徒 遗 训 》 原 是 本 着 耶 稣 的 言  

论 ， 是 以 耶 穌 的 教 诲 为 核 心 的 。 耶穌的 言  

论 虽 无 记 载 ，但 藉 着 口 传 ’靠 苕 师 生 授 受 ， 

一 脉 相 承 地 传 诵 下 来 ，其 方 式 与 拉 比 的 传  

经 授 业 并 无 二 致 。 与 此 同 时 ，使 徒 和 教 师  

又 把 这 些 教 训 整 理 为 信 条 （例 ：林 前 十五  

3 • 5 ) 、 教 义 问 答 （为 初 信 者 而 设 ， 例 ： 

罗 一  3 、 4 ) 、 认 信 （在 崇 拜 仪 式 上 宣 读 ， 

例 ： 罗 十 9 、 1 0 > 、 赞 美 诗 （例 ： 腓 二 6 _ 

1 M , 以 及 那 些 从 犹 太 教 中 擷 取 ， 并经耶  

稣 有 关 言 论 验 证 的 道 德 诫 律 。 不 过 ，后来  

随 湣 教 会 开 始 认 识 到 在 基 督 里 的 新 “自 

由 ” 的 范 围 ，这 些 道 德 诫 律 便 从 传 统 的 规  

范 发 展 了 新 的 意 义 。

使 徒 和 教 师 为 向 后 期 的 教 会 诠 释 耶 稣  

的 教 训 和 事 奉 ， 就 须 不 断 发 展 传 统 的 教  

规 、 教 义 。 许 多 传 统 教 诲 很 早 就 与 耶 奸 的  

言 论 ，一 同 被 视 为 正 统 教 义 。 我 们 从 新 约  

使 徒 书 信 中 ，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传 统 教 诲 常 被  

引 用 （彼 得 前 书 有 “传 统 纲 要 ” 之 称 ）。

早 期 教 会 和 律 法

教 会 的 事 奉 和 生 活 也 渐 具 形 式 • 犹 太  

基 督 徒 多 牌 崇 律 法 ， 对 安 息 日 诫 命 更 谨 守  

不 懈 。 尽 管 基 督 “成 全 ” 了 律 法 ，律法仍  

有 其 效 用 ； 祂 似 乎 宜 告 律 法 已 经 废 止 ， 

但 祂 又 明 确 地 指 示 ：律 法 的 一 点 一 画 ， 也 

^ 谨 守 （太五1 7 - 2 0 >  ; 这 是 个 似 非 而 是  

的 真 理 。 因 为 在 耶 穌 以 前 ，公 义 的 神 和 罪  

孽 的 人 之 间 只 # 律 法 力 巾 保 ， 如 今 耶 好 充  

二 真 正 的 中 保 ， 成 全 了 律 法 的 作 用 .

故 此 ， 照 二 二

避 神 的 愤 怒 ，却 得 = 主 ;  

法 之 关 因 此 ， 律 法 从 某 一 方  

二 = 其 _ ，但 已 _ _ 工 作 而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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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了 变 化 。

既 諄 崇 旧 约 律 法 原 来 的 效 用 ， 又 承 认  

律 法 已 藉 基 督 的 工 作 得 以 成 全 ， 这 才 是 完  

整 的 观 点 。 当 年 的 教 会 即 因 不 能 对 旧 约 律  

发 维 持 谨 守 与 否 定 的 平 衡 态 度 ， 而 招 致 很  

多 麻 烦 。 具 体 情 况 在 使 徒 行 传 中 有 淸 楚 的  

记 载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神 如 何 将 教 会 一 步 步  

引 向 外 邦 宣 教 的 新 时 代 。 最 初 是 腓 利 被 引  

至 撒 玛 利 亚 宣 教 。 撒 玛 利 亚 人 是 一 群 与 耶  

路 撒 冷 犹 太 人 断 绝 了 往 来 的 以 色 列 群 体 。 

他 们 自 立 崇 拜 中 心 ， 颇 为 犹 太 人 所 不 齿 ， 

因 此 在 这 里 宣 教 建 会 的 尝 试 ， 自 然 也 进 到  

耶 路 撒 冷 的 否 决 ， 故 此 必 须 得 到 使 徒 彼 得  

和 使 徒 约 翰 的 肯 定 和 支 持 ； 以 后 更 有 圣 灵  

降 临 的 亊 ， 重 演 於 撒 玛 利 亚 （徒 八 5 - 2 5 > ， 

终 於 确 定 了 在 当 地 的 福 音 事 工 。 圣 灵 降 临  

於 撒 玛 利 亚 人 身 上 这 一 明 证 ， 使 早 期 教 会  

终 於 摆 脱 了 纯 犹 太 化 的 倾 向 。

继 而 是 彼 得 见 异 象 与 哥 尼 流 的 皈 依 。 

彼 得 所 见 的 异 象 （徒 十 9 - 1 6  > 与 犹 太 饮  

食 律 有 关 ， 也 跟 禁 与 外 邦 人 同 食 的 诫 律 有  

关 。 哥 尼 流 身 为 异 族 却 敬 畏 真 神 ， 他 皈 依  

犹 太 教 ， 却 没 有 受 割 礼 （徒 十 1 7 - 4 3 ) ， 

他 的 归 正 也 要 得 到 圣 灵 降 临 的 肯 定 （徒 十  

4 4 - 4 8 )  0

关 於 律 法 和 教 规 的 争 论 ， 终 因 保 罗 在  

外 邦 的 宣 教 而 加 剧 。 犹 太 基 督 徒 遂 分 成 两  

个 对 立 的 派 别 。 保 罗 的 反 对 者 （犹 太 律 法  

主 义 者  > 就 其 使 徒 资 格 （加 一 U , 甚 至  

宣 教 动 机 （加 一 1 0 - 1 2 ) 而 大 肆 攻 击 。 他  

们 坚 持 皈 依 者 必 须 先 行 割 礼 ， 才 能 入 教 。 

保 罗 则 以 此 为 反 对 福 音 ， 便 把 问 题 提 请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裁 决 （徒 十 五 ）。 大 公 会  

议 在 彼 得 和 雅 各 深 有 影 响 的 发 言 之 后 ， 肯

从 使 徒 书 信 可 以 看 出 教 会  

的 改 变 ： 加 拉 太 书 尚 只 指 称 态 ' 决 上  
人 ， 较 后 的 书 信 （林 后 十 — 丨^为民对的 

W 、 则 直 斥 他 们 为  使 二 ^  

差 役 ”， 并 预 言 他 们 e s d 、

■ 八 呢 乂  / C,
的 人 ”） 和 有 关 动 词 的 含 义 （“ 紫召 

都 说 明 早 期 教 会 的 中 心 活 动 是 共  

同 时 也 影 响 信 徙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 = 拜， 

— 曰 集 会 是 纪 念 耶 神 贫 活 带 ‘ 的 

造 。 这 个 规 矩 大 概 在 巴 勒 斯 坦 时 创  

制 （参 徒 二 十 7 ; 林 前 十 六 2 > 。 星 ， 

称 “主 日 ”， 首 见 於 启 示 录 — 章1〇节 

该 词 的 使 用 可 能 要 略 早 於 此 。

起 先 ， 基 督 徒 於 安 息 日 （星 期 六）集 

会 崇 拜 於 犹 太 会 堂 ， 部分 教 徒 於 翌日 在 家  

中 聚 会 （徒 二 4 6 > 。 据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节 

记 载 ，崇 拜 的 主 要 活 动 有 使 徒 教 导 团 契  

擘 饼 、 祈 祷 。 在 犹 太 背 景 ， 教导不止於宜  

讲 教 义 ， 还 包 括 把 传 统 实 践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指 示 。且 “教 导 ”也 非 领 袖 一 人 的 责 任 ， 

而 是 会 众 人 人 有 分 的 。 任何 一个犹太教徒

都 可 以 登 台 训 众 ， 一 家 之 长 更 有 责 任 对 妻  

儿 仆 婢 说 经 论 道 。 崇 拜 过 程 中 ， 基督徒的

教 导 形 式 往 往 采 取 教 义 问 答 方 式 ，如彼得 

前 书 和 希 伯 来 书 之 所 载 。 在圣餐聚会中的  

教 导 ， 也 是 援 犹 太 教 的 先 例 。 会众的团契  

可 指 礼 物 与 捐 赠 的 收 授 （徒六丨 2 ;罗十  

五 2 6 ) , 或 指 同 席 共 餐 （也 可 指 圣 赞 ）； 

团 契 也 指 个 别 信 徒 的 合 一 、 分 享 （从徒二 

4 2 可 见 其 与 教 训 的 关 系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4 2 节 所 谓 “祈 祷 ，，， 想 必 是 集 体 的 祈 ^  

在 圣 殿 、 会 堂 或 基 督 徒 聚 会 中 进 行

定 了 外 邦 宣 教 的 做 法 。 这 等 於 宣 布 巴 勒 斯  

坦 时 期 的 结 束 。 但 大 公 会 议 同 时 也 要 求 外  

邦 信 徒 ， 必 须 尊 重 犹 太 律 法 中 那 些 敏 感 性  

的 条 文 和 规 定 （徒 十 五 2 3 - 2 9 ) 。

单 期 教 会 的 纪 沭

关 於 外 邦 宣 教 的 政 策 ， 尽 管 有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的 公 决 ， 但 犹 太 律 法 主 义 者 不  

仅 没 有 放 下 对 保 罗 的 攻 击 ， 反 而 变 本 加 厉  

地 反 对 保 罗 。 耶 好 对 门 徒 早 有 授 意 ： 如 果  

再 三 规 劝 无 效 ， 便 要 从 教 会 中 开 除 出 去  

( 太 十 八 丨 5 - 1 8 ; 参 加 六 丨  > 。 犹 太 律 法 主  

义 者 或 因 此 脱 离 教 会 而 成 为 — 异 端 宗 派 。

‘‘擘 饼 ” 是 崇 拜 的 核 心 ，包括两方  

与 同 谋 共 食 ， 称 为 “爱 筵 ”

禾 在 最 后 晚 ® 上 所 作 悉 按  

- 2 3 - 川 ）。 在 最 早 期 ， 第一部£ ^府话  

S C方 式 进 行 ； 第 二 部 分 则 照 耶 之  

S  ( 实 际 正 是 犹 太 逾 越 节 的 丨 和 资  

子， 基 督 如 何 设 立 圣 餐 、 ^ 献 体 分 草 晚  

申 都 是 圣 餐 的 一 部 分 • 教 会 分 开 的 。押 

J 圣 餐 的 属 灵 含 义 ， 是 不 利 尼 教 会  

u 后 来 才 告 解 体 ； 这 是 因 为 了 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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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利 用 这 个 机 会 饕 ， ： 欲 =  

致 ； 他 们 以 琪 充 队 ® 替

( 参 林 前 十 一  2〇 '
:洚的《会 几无

52 >
早期 J g ® 教 的 洗 礼 ， 被 视 作 与 犹  

— 礼有殊 途 同 效 之 功 （参 西 二 1 1 厶 洗 ^  

^ 礼 麻 於 基 货 复 活 后 的 宣 逾 ’ 遂 在 施 入  
: 的 洗 礼 中 注 入 了 新 意 义 ， 成 为  

天国的门。 初 时 ， 皈 依 者 於 悔 改 归 正 时 _  

当 即 入 教 （徒 二 3 8 ， 八 1 2 ，
1 3 ,

有 规 制
受洗，

九I B 等）， 后 来 才 渐 发 展 成 正 式 -  

的圣典之一。

扩展时期

保穸的立教

这 位 外 邦 使 徒 使 巴 勒 斯 坦 时 期 趋 於 尾  

声，但 也 同 时 揭 开 了 教 会 向 普 世 扩 展 的 序  

幕。外 邦 宣 教 的 发 源 地 是 安 提 阿 （叙 利  

亚L 这 ^ 一 个 拥 有 3 0 0 , 0 0 0 人 口 的 大 城  

犹太人占乂〇。 使 徒 行 传 八 章 所 记 ， 说 希  

利 尼 语 的 犹 太 人 离 幵 圣 城 后 ， 把 福 音 於 希  

瞄人中传扬； 他 们 在 安 提 阿 建 立 了 教 会  

皈 依 者 无 须 行 割 礼 ， 对 律 法 中 的 许 多 诫  

律，以 及 口 传 的 传 统 ， 也 不 再 諄 奉 （徒 十  

- 1  9 - 2卜， 加 二 3 - 1 4 ) 。 这 一 批 人 获 得  

“基督徒” 的 称 号 ， 门 徒 得 这 称 号 即 始 於

此 时 （徒 H ---• 保 罗 就 是 在 这 安 提 阿

教会蒙召， 作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徒 十 ：

2 ) .

a :.( 二

叙利亚的安提阿

拢太人和希利 M 人 的 关 系

教 会 中 犹 太 人 和 希 利 尼 人 两 股 势 力 常  

互相抗衡， 但 也 带 来 肯 定 的 对 应 结 果 ， 这  

情 况 尤 以 舣 居 各 地 的 犹 太 社 团 为 甚 。 至 主  

后—世 纪 ， 犹 太 人 的 思 想 已 渐 溶 入 希 利 尼

成 分 ， 教 会 於 这 两 股 势 力 中 起 了 创 导 的 作  

用 。 其 结 采 便 是 两 种 不 同 笑 型 的 思 想 自 由  

沟 通 ， 各 自 给 教 会 的 传 统 增 添 了 新 成 分 ， 

从 而 熔 炼 出 更 深 刻 隽 永 的 信 仰 意 义 （如容 

忍 、 博 爱 的 观 念 ）•>

进 而 ， 希 利 尼 主 义 和 犹 太 主 义 又 在 耶  

稣 之 教 训 的 基 础 上 ，得 到 了 新 解 释 ， 各自 

有 效 益 的 传 统 便 随 右 教 会 的 发 展 保 留 下  

来 。 新 约 的 使 徒 书 信 均 显 示 了 如 何 将 各 地  

方 的 情 况 ， a 於 耶 穌 的 教 训 之 下 来 解 释 。

骤 笤 之 下 ，保 罗 在 著 述 中 似 绝 少 扱 引 基 督  

的 训 诲 ， 但 细 读 之 下 便 可 发 现 ，保罗常引  

用 的 教 会 传 统 ，实 植 根 於 耶 稣 的 教 训 和 影  

响 。 故 此 可 以 说 ，教 会 中 的 希 利 尼 观 点 也  

好 ， 犹 太 观 点 也 好 ， 都 在 耶 稣 教 训 的 最 高  

权 威 管 制 之 下 。

另 一 方 面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在 “同桌共  

较 ，，上 的 问 题 ， 并 未 因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而 有 所 化 解 <•恪 守 成 规 的 犹 太 人 总 觉 与 外  

邦 人 的 社 会 交 往 ， 允 其 是 同 桌 共 餐 ，会使  

他 们 沾 染 不 洁 （参 徒 十 1 〇-丨6 ; 加 二 11- 

1 4 > 。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的 议 决 是 革 命 性

的 （徒 十 五 2 8 、 2 9 ，二 --- 2 5 > ， 它不仅

要 求 外 邦 敉 徒 尊 重 犹 太 人 的 饮 食 律 ，更明 

令 鼓 励 犹 太 人 与 外 邦 人 “同 桌 共 餐 ”。保 

罗 向 他 所 建 立 之 教 会 ， 以 强 壮 和 软 弱 为 名  

来 讨 论 这 问 题 。 所 谓 “强 壮 ” 是 指 灵 命 成  

熟 ， 无 须 以 律 法 约 束 自 己 ， 例 如 ， 不吃祭  

过 偶 像 的 肉 （林 前 八 至 十 ）， 或 只 吃 素 菜  

( 罗 十 五  > ， 他 们 不 会 觉 得 违 背 良 心 • 但  

保 罗 也 告 诫 他 的 读 者 ， 要 担 待 “软 弱 者 ” 

的 谨 小 愤 微 ， 以 求 保 持 教 会 的 和 睦 。

使 徙 的 立 讲

在 教 会 发 展 时 期 ，使 徒 的 宣 讲 也 屡 经  

修 改 而 渐 趋 完 善 。 犹 太 人 宣 讲 的 重 点 ， 是 

在 宜 布 耶 穌 为 弥 赛 亚 ； 外 邦 教 会 则 强 调 一  

个 大 莒 的 信 息 ， 即 “耶 时 是 主 '  外 邦 人  

索 无 对 弥 赛 亚 的 期 待 ， 因 此 他 们 缺 乏 把 耶  

穌 理 解 为 基 督 的 思 想 基 础 ’ “基 督 ”在他  

们 心 目 中 ， 是 耶 奸 的 别 名 而 非 称 号 。 关於  

宜 讲 神 的 国 和 神 国 的 王 气 耶 巧 的 重 大 题  

目 ， 也 不 得 不 有 所 隐 讳 .，

误 以 为 是 宜 杨 谋 反  

2 U  另 在 新 坏 境 下 也 增 添 了 新 槪 念 ， 

如 “。养 子 ，，的 概 念  < 板 依 者 披 接 纳 入 教 ’ 

即 意 味 ® 被 神 收 纳 为

因 这 易 使 罗 马 人  

< 徒 十 七 7 ; 参 十 六  

诸 

较 ，

‘养 子 ”，这 个 比 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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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外 邦 相 当 普 遍 ， 却 为 犹 太 人 的 传 统 观 念  

所 无 ） 和 宇 宙 的 概 念 （西 一  1 5 - 2 0 所 载 的  

赞 美 诗 ， 即 反 映 了 这 — 槪 念 ）。

对 犹 太 人 的 宣 讲 较 为 固 定 和 单 一 ； 但  

对 外 邦 人 宣 讲 却 常 有 灵 活 多 样 的 变 化 ， 这  

是 因 为 异 教 世 界 的 观 点 千 差 万 别 ， 宣 教 也  

当 因 地 制 宜 。 如 保 罗 对 雅 典 知 识 界 的 讲 话  

( 徒 十 七 ‘2 2 - 3 1  > 和 对 路 司 得 普 通 百 姓 的  

讲 话 （徒 十 四 1 5 - 1 7 ) ， 就 反 映 了 这 些 差  

异 。 在 该 两 处 地 方 ， 保 罗 均 以 自 然 启 示 作  

开 场 白 ， 向 犹 太 人 宣 教 则 以 先 知 预 言 的 应  

验 为 引 论 ； 他 在 雅 典 的 讲 话 中 ， 多 次 征 引  

斯 多 亚 哲 学 和 以 彼 古 罗 哲 学 ； 在 路 司 得 的  

讲 话 ， 则 全 力 攻 击 偶 像 崇 拜 的 愚 蠢 。

然 而 ， 向 异 邦 传 福 音 的 核 心 内 容 却 是  

统 一 的 。 在 以 后 数 世 纪 ， 向 外 邦 的 宣 教 ， 

一 必 力 斥 崇 拜 偶 像 ， 二 必 宣 扬 唯 一 真 神 。 

主 后 二 至 三 世 纪 的 早 期 教 父 ， 在 强 而 有 力  

抨 击 拜 偶 像 的 论 战 中 ， 绝 少 有 诉 诸 自 然 启  

示 论 者 。 我 们 知 道 ， 自 然 启 示 的 哲 学 思 想  

在 基 督 教 形 成 阶 段 中 ， 颇 适 用 於 外 邦 宣  

教 ； 这 时 传 福 音 ， 宜 多 取 调 和 态 度 而 少 使  

用 强 烈 的 沦 战 手 段 。

传 福 音 尚 有 另 外 两 个 统 一 不 变 的 主  

题 ： 一 是 基 督 的 复 活 和 第 二 次 降 世 审 判 世  

人  <徒 十 七 3 1 ; 参 帖 前 一 1 0 ) ; 这 个 主  

题 强 调 的 是 神 的 救 赎 计 划 。 二 是 要 求 世 人  

在 三 位 一 体 的 真 神 面 前 悔 罪 。 由 此 可 见 ， 

外 邦 宣 讲 的 方 法 ， 虽 然 会 以 听 众 背 景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变 通 ， 但 其 主 题 却 是 统 一 的 。

宜 教 策 略 也 应 运 而 生 。 教 会 的 发 展 是  

以 城 镇 为 根 据 ， 向 四 周 扩 布 。 首 先 把 建 会  

立 教 的 重 点 置 於 人 口 稠 密 的 地 区 ， 设 教 会  

於 通 都 大 邑 ， 然 后 再 把 皈 依 的 信 徒 派 往 周  

围 地 区 。 这 种 策 略 在 以 弗 所 教 会 有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停 留 了 两 年 ， 先 藉  

推 喇 奴 学 院 教 导 （利 用 一 座 希 腊 哲 学 学 校  

传 播 福 音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之 后 ， 教 会 从  

以 弗 所 派 遣 皈 依 的 教 徒 如 以 巴 弗 等 （西 一  

7 , 四 丨 把 信 息 传 到 附 近 地 区 。 保 罗  

托 为 根 本 之 地 的 有 哥 林 多 和 以 弗 所 ， 前 者  

为 亚 该 亚 的 都 城 ， 后 者 为 小 亚 细 亚 的 都  

城 ； 继 而 他 又 移 向 罗 马 ， 这 更 是 世 界 的 中  

心 。

教 会 中 的 社 会 阶 ®

教 会 在 外 邦 人 中 吸 纳 的 对 象 ， 十 分 广

泛 。 后 世 学 者 多 强 谰 早 期 教  

会 低 层 占 绝 大 多 数 ， 但 其 通 员 ，以社 

鮮 和 保 罗 所 谓 “穷 人 ，，和 於 坎 被 ％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 该 两 词 是 有 的 赛 义 ， 

和 光 珉 ， 而 非 指 其 经 济 地 位 出 性 的 饫 悉  

人 对 扮 纭 的 众 神 已 失 去 信 心 。 ^ 时 ，外样 

给 他 们 灵 性 的 真 空 ， 因 此 ^  + 神论只帝 

论 对 知 识 分 子 产 生 了 极 大 的 吸 的 〜 神  

教 具 备 犹 太 教 在 宗 教 和 道 德 方 。*许 

势 ， 又 剔 除 了 犹 太 教 的 缺 点  

的 教 规 > ， 其 影 响 更 为 巨 大 从 寒 项  

有 很 多 上 房 人 士 加 入 了 教 会 ] 如  

祭 司 阶 层 （徒 六 7 > 、 希 律 家 宰  

( 路 八 3 > 、 居 比 路 的 总 帑 士 求 保 罗 （

二 7 、 丨 2 > 等 ， 都 是 有 代 表 性 的 上 层 人 物 。

教 会 所 宣 布 的 自 由 有 极 大 的 吸 引 力  

但 同 时 也 引 起 了 不 少 问 题 。 路加在福音书  

中 ， 强 调 提 高 无 权 者 的 地 位 （卑 贱 者 妇  

女 、 儿 童  > ， 显 示 后 期 教 会 的 信 息 ，是基 

於 耶 稣 在 传 道 中 所 表 明 的 态 度 。 所谓信徒 

在 神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这 真 理 （加 三 2 8 > ，无 

论 对 奴 隶 （‘‘不 分 …… 自 主 的 、 为 奴 的 '  

还 是 对 社 会 地 位 卑 微 的 妇 女 （“或男或 

女 ”> ， 无 疑 都 是 使 人 惊 愕 的 事 。

从 保 罗 在 教 会 论 及 妇 女 的 讲 话 可 知 ， 

自 由 的 主 张 使 教 会 在 外 邦 人 中 蒙 受 “不名 

誉 ” 的 指 摘 ； 如 腓 立 比 书 四 章 3 节 ，记友 

阿 爹 和 循 都 基 两 位 妇 女 都 被 保 罗 视 为 同  

工 ； 如 腓 利 门 书 丨 〇至 1 3 节 表 明 ，阿尼西 

母 虽 是 奴 隶 身 分 ， 但 保 罗 待 之 如 兄 弟 ，毫 

无 轻 慢 之 意 。 由 此 可 知 ， 基皙教带来的社  

会 自 由 ， 在 外 邦 世 界 确 厲 史 无 前 例 的 事 。 

早 期 的 异 端

驻 督 教 吸 引 异 教 徒 入 教 ， 也产生了  ̂  

大 的 内 部 问 题 ， 那 就 是 在 早 期 教 会 内 部  

现 了 异 端 邪 说 。 说 来 也 不 足 怪 ， 正 如 #  一 

律 法 主 义 者 力 图 使 基 督 教 仿 照 犹 被  

样 ， 而 甫 脱 离 异 教 的 皈 依 者 ， 也 -  

利 尼 的 思 想 来 重 写 基 督 教 的 传 统 教 A 门，， 

个 典 型 例 子 便 是 那 个 “行 邪 术 是  

( 徒 八 9 - 1 3 > 。 后 来 的 教 父 们 都 他 是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鼻 祖 。 所 谓 诺 斯 灵 真 i帝 

种 哲 学 学 派 自 认 为 拥 有 一 种 城 灵

知

尊 崇 ， 他

的 特 殊 知 识 西

为;2;二使徒f
人 。 他 的 屈 灵 优 越 感



切 ■ 以 发 放 圣 灵 恩 賜 。 西 门 只  

权 = 教 会 的 异 端 之 一 。 新 约 多 部 书  

k 多 书 ，提 摩 太 前 后 书 ，提 多 书 、 

林 多 二 销 一 书 • 启 示 录 ' 歌 罗 西 书  

驳 斥 这 早 期 的 基 ® 教 诺 斯 底 异  

赛， 诺 斯 底 派 视 耶 神 为 出 自 神 的  

f  ，， 说 耶 林 是 灵 而 非 真 实 的 人 ， 

‘择 择 冲 ^  ^ 有 透 过 以 耶 多 承 为 核 心 的 神 秘  
良认为救恩”、

0 识 哥 林 多 宣 讲 耶 穌 基 督 里 的 自  

保 |  了 另 一 种 异 端 ，可 称 “自 由 主 义 ” 

由，$  12 1 3 ， 十 2 丨-2 4  > 。 希 利 尼 思 想

轻 视 肉 体 ，
界 由 u  2 ) 此 派 甚 至 否 认 耶 稣 肉 体  
(林前七丨、

的复活《林 前 十 五

犹 太 基 督 教 也 在 朝 希 利 尼 哲 学 思 想 的  

方向发展下去。 如 歌 罗 西 书 和 教 牧 书 信 指  

出，° 连 犹 太 教 关 於 饮 食 和 节 期 的 律 令 ， 也 

按 禁 欲 主 义 思 想 重 新 途 释 ， 而 被 视 为 诺 斯  

底 ^义 的 前 身 。 “教 师 ” 因 为 神 秘 的 知 识  

而被信众高举。

領导层的变化

早 期 基 督 教 的 领 导 成 员 ， 也 发 生 了 很

大变化。 因 有 雅 各 和 保 罗 之 先 后 被 接 纳 为

使徒，教 会 的 中 心 领 导 成 员 便 超 出 了 原 来

的12人。 保 罗 的 使 徒 职 分 是 基 於 两 个 因

素：一 是 他 亲 见 芟 活 的 主 （林 前 九 1 、

; 二 是 他 奉 神 委 派 作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罗十一 1 3 ; 提 前 二 7 > 。 我 们 很 难 确 定 当

时的“使 徒 职 分 ” 包 含 的 范 围 有 多 广 泛 ，

S 为 “使 徒 ” — 词 已 成 了 半 泛 称 的 性 质 ，

51用 以 指 任 何 奉 教 会 派 逍 的 人 （林 后 八

2 3 : 作 “使 者 ” ； 腓 二 2 5 : 作 “差 遣  
的”}

道间工
保 罗 又 以 该 词 之 复 数 指 称 他 的 传

t ( 罗 十 六 7 ; 林 前 四 9 ; 帖 前 二 6 > ，

jn j 范 围 就 更 难 确 定 ，想 必 兼 有 “使 者 ” 
间 工 ，，

(主后二t
之 义 ， 或 作 巡 回 宣 教 士 的 泛 称  

-世 纪 “使 徒 ” 此 义 开 始 流 行 〉。

以 保 ^ 会 中 按 恩 賜 事 奉 及 建 制 治 理 ， 仍 得  

冬职是f 衡 。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1 1 节 指 出 ， 

3〇, ufcf於 厲 灵 的 恩 賜 （参 林 前 十 二 2 8 _  
豉 心 处 把 职 位 与 恩 賜 合 在 一 起 而 不 分  

t  ‘ 教 牧 书 信 所 用 的 职 务 名 称 也 颇 含  

岛 ％  多 以 为 晚 至 扩 展 时 期 末 ， “监  

料戈信可， 老 ” 尚 无 区 别 。 不 过 ， 从 这 3 

^ 看 出 ， 这 个 时 期 的 建 制 运 动 已

-世纪便形成了固定

*hi t“ hi dii J433

在 发 展 ， 至 主 后 二 至  

的 教 会 圣 职 制 度 。

供 拜 的 变 化

发 展 护 2 会 的 崇 拜 換式也有很大  

的 安 息 曰 和 各 种 节 曰 ， 在外 

— 1 6 f 中 已 失 去 其 约 束 力 （加 四 1 0 ; 西 

前 ，学 者 对 於 一 个 纯 梓 以 讲 道  和 祈 祷 为 主 的 聚 会 的 形 式 仍 有 争 论 。 有学 

者 认 为 ， 无 论 是 犹 太 教 会 还 是 希 利 尼 教  

会 ， 都 有 两 个 基 本 敬 拜 聚 会 ：— 是 圣 餐 ， 

包 括 礼 仪 和 教 导 ； 二 是 宣 教 聚 会 ， 地 点 ^  

在 圣 殿 ， 或 在 会 堂 （犹 太 ）和 演 讲 厅 （希 

利 尼  > 。 只 是 新 约 各 书 只 记 有 聚 会 举 行 ， 

却 未 提 及 聚 会 的 形 式 。

主 后 二 世 纪 幸 有 两 部 作 品 流 传 下 来 ， 

对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大 有 贡 献 。 一 为 《十二使  

徒 遗 训  > ， 是 一 部 记 软 早 年 教 会 道 德 准 则  

和 礼 拜 仪 式 的 书 籍 ； 另 一 为 罗 马 省 长 皮 里  

纽 呈 罗 马 皇 帝 他 雅 努 的 书 信 。 从 两 者 可  

知 ， 当 时 有 一 个 独 立 的 敬 拜 聚 会 ， 以讲道  

和 教 导 为 主 。 这 样 的 聚 会 可 能 在 圣 餐 前 ， 

目 的 是 使 信 徒 预 备 好 接 受 圣 餐 。

因 此 ，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四 章 2 3 节 （提 

及 聚 会 有 非 信 徒 参 加 ， 显 然 不 是 圣 餐 ）和 

十 四 章 2 6 节 （指 出 礼 拜 的 内 容 有 诗 歌 、 

教 导 、 启 示 、 说 方 言 ）所 指 者 ， 大槪就是  

另 一 独 立 的 礼 拜 聚 会 。 该 聚 会 之 后 可 能 再  

举 行 爱 筵 和 圣 餐 。 如 前 所 述 ， 巴勒斯 坦 时  

期 ， 爱 筵 和 圣 餐 是 一 起 进 行 的 ， 后因希利  

尼 教 徒 的 滥 用 ，便 分 开 举 行 。 至二 世 纪 初  

( 据 《十 二 使 徒 遗 训  > > ， 圣 餐 已 於 爱 筵 后  

分 开 举 行 了 。 故 此 ， 早 期 教 会 的 崇 拜 程 序  

便 可 大 致 确 定 如 下 ： （1 ) 聚 会 祈 祷 、教 

导 ； （2 > 爱 筵 ； （3 ) 圣 餐 。

洗 礼 成 为 礼 制 ， 大 既 也 是 在 这 个 时  

$ 随 # 教 会 的 发 展 ，信 徒 的 成 分 日 趋 a  

2 。 ： 个 庄 严 而 正 式 的 入 教 仪 式 已 必 ”  

少 。 不 过 ，关 於 洗 礼 聚 会 的 描 述 ， 宣 至 H  

世 纪 才 文 认 字 。二 中 二 节 =

^ 白 ^ 二 品 格 ， 同 时 也 趁 机 教 导 受 洗

的 意 义 。 

第 一 次 迫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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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便 趋 结 束 了 。 主 后 別 至 6 0 年 保 罗 下 监 ， 

但 他 的 被 释 及 第 二 次 入 狱 ， 却 引 起 众 说 纷  

纭 。 使 徒 行 传 并 未 记 述 保 罗 获 释 ， 又 似 乎  

暗 示 他 将 被 行 刑 （徒 二 十 2 5 > 。 然 而 ， 教  

牧 书 信 肯 定 了 保 罗 的 获 释 及 他 在 小 亚 细 亚  

和 马 其 顿 继 续 宣 教 。

保 罗 之 死 （彼 得 大 约 也 死 於 同 时 ） 标  

志 着 扩 展 时 期 的 终 结 。 自 此 ， 公 开 传 福 音  

已 不 可 能 ， 基 督 教 遂 转 用 “地 下 宣 教 ”。 

其 实 ， 尼 禄 皇 帝 对 基 督 教 的 禁 令 ， 只 是 迫  

害 狂 潮 的 结 果 。 当 时 的 民 众 把 基 督 徒 看 作  

一 群 特 立 独 行 、 惹 亊 生 非 之 徒 ， 仇 视 的 情  

绪 酝 酿 已 久 ， 尼 禄 便 利 用 基 督 徒 作 代 罪 羔  

羊 ， 以 遮 掩 自 己 的 罪 行 。

巩 固 时 期  

过 波 期

下 一 阶 段 的 教 会 史 ， 是 从 使 徒 领 导 下  

的 大 发 展 时 期 至 天 主 教 会 数 百 年 统 治 时 期  

的 过 渡 。 这 个 时 期 的 主 要 特 点 ， 是 目 击 者  

已 相 继 去 世 ， 不 啻 是 失 去 了 早 期 教 会 的 辩  

道 实 力 （参 林 前 十 五 6 > 。 耶 稣 早 已 强 调  

不 凭 眼 见 而 信 （约 二 十 2 9 > 。 约 翰 福 音 大  

槪 也 是 为 了 预 备 教 会 在 约 翰 死 后 的 需 要 而  

写 （约 二 十 一 随 着 使 徒 的 去 世 ， 

教 会 便 逐 渐 倚 赖 传 统 和 第 二 代 的 领 导 。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终 结 使 徒 时 代 的 另 一 重 大 事 件 ， 便 是  

主 后 7 0 年 耶 路 撒 冷 的 陷 落 。 不 久 之 前 ， 

大 批 巴 勒 斯 坦 的 基 督 徒 已 从 圣 城 逃 往 珀  

拉 。 自 此 ， 教 会 便 脱 离 了 她 的 发 样 地 ， 开  

始 寻 找 新 的 安 身 立 命 之 地 。 一 时 之 间 ， 教  

会 失 去 了 领 导 中 心 ， 直 至 二 世 纪 教 会 在 不  

同 地 区 开 展 ， 如 安 提 阿 、 罗 马 、 亚 历 山 太  

等 。 罗 马 以 其 地 处 帝 国 中 心 的 有 利 地 位 ， 

曾 吸 引 先 期 领 袖 如 保 罗 、 彼 得 到 那 里 事  

奉 ， 自 然 便 成 了 西 方 教 会 的 领 导 ， 亚 历 山  

太 也 成 了 东 方 教 会 的 中 心 地 。

异 端 和 定 制 趋 向

教 会 内 部 的 犹 太 基 督 徒 自 犹 太 律 法 主  

义 者 的 时 代 以 来 ， 已 有 所 变 化 。 他 们 不 再  

主 张 凭 律 法 得 救 ， 但 仍 坚 持 犹 太 习 俗 及 思  

想 方 法 。 退 出 教 会 的 犹 太 基 督 徒 与 渐 有 规  

模 的 教 会 之 间 的 裂 痕 愈 来 愈 深 ， 及 至 二 世  

纪 之 初 已 少 有 联 系 了 。

然 而 ，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实 力 和 影 响 却 剧

增 。 诺 斯 底 主 义 • . _ 、％

因 ， 因 ， 这 种 思 潮 在 ^ 历 3；电

来

时 兴 旺 ， 自 有 心

米 ， 至 三 世 纪 已 达 顶 峰 。 — 敉 劲 兴 ％ 

约 著 作 ， 多 有 驳 斥 教 会 诺 吻 的 杯  
述 。 诺 斯 底 主 义 的 泛 滥 当 以 $ 倾向的论

最 著 。 叙 利 亚 的 势 力 藉 “

及 其 徒 众 而 盛 行 。 他 们 实 际 上 ^ 的 四 中  

改 变 成 为 一 种 希 腊 神 秘 宗 教 餐 ％

底 主 义 的 辩 论 中 发 展 出 教 父 吋 U  

包 括 ： 灵 魂 和 肉 体 合 一 论 早 g  =  

肉 身 复 活 论 等 。 ® 胃论

在 希 利 尼 的 世 界 ， 问 题 就 不  

义 ， 且 涉 及 道 徳 。 异 端 之 大 者 尚 有 幻  

和 与 之 相 偕 而 行 的 自 由 主 义 。 前者把  

的 基 留 ■ 和 为 人 的 耶 稣 分 割 开 来 ， 强调基雀 

并 未 在 十 字 架 上 受 死 ， 而 是 早 在 死 前 脱 5 

躯体而去•， 后 者 则 与 异 教 徒 的 纵 欲 主 义 分  

大 差 别 （参 启 二 1 4 、 2 0 > 。

教 会 对 异 端 大 致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反 g

— 种 是 厲 教 会 的 传 统 予 以 回 应 （见於约箱 

— 书  > ; 另 一 种 则 着 力 发 展 教 会 的 定 制 ， 

并 演 绎 出 教 会 与 圣 礼 的 神 秘 解 释 。教牧书 

信 可 作 第 二 种 方 式 的 基 础 ， 指示各教会以  

革 除 教 籍 为 手 段 ， 对 付 那 些 假 教 师 （提前 

—  2 0 ;  多 三 丨 0 ; 参 帖 后 三 6 、 1 4 、 丨5>。 

诉 诸 於 历 史 传 统 的 方 式 ， 在反对异端邪  

说 ， 自 有 其 不 可 磨 灭 的 功 绩 ； 但在教父力 

主 建 立 定 制 的 努 力 下 ， 教会藉定制以对抗  

异 端 之 法 益 张 ， 并 为 后 来 天 主 教 的 发 展 铺  

平 了 道 路 。

终 於 ， “定 制 化 ” 作 为 教会 纪 律 的 方  

法 便 发 展 起 来 了 。 使 徒 时 代 ， 纪律是一  $  

集 体 责 任 ， 强 调 教 会 成 员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自 守 自 持 ； 各 项 步 骤 如 対 证 、认 罪 ，̂ 团  

赦 罪 等 ， 也 都 是 个 人 的 经 历 ， 是 教 会 】纟 

契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直 至 使 徒 时 代 末 ，这种 

其 是 使 徒 领 导 已 不 复 存 在 的 f 况 下 ^ 钬是 

个 人 的 屈 灵 经 历 便 “制 度 化 了  ̂ 布贵的  

说 ， 成 了 教 会 圣 职 人 员 向 教 会 姐 只 负
i人雜和惮

职 能 。 < 十 二 使 徒 遗 训 >  表 明 ’ 間时，保

罪 都 被 纳 入 了 教 会 的 礼 拜 仪 成 方 主

教 一 人 的 职 权

也愈^

而 不 再 是 信 徒 个

持 教 会 纯 洁 与 统 一 的 责 任 ， 介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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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发 展 ， 这 也 许 是

蜗 綠 輔 导 聚 构
会 部 样 的 员 ■ 权 威 ■ 。 既 然 使 徒  

少 的 领 导 权 威 已 不 复 存 在 ， 教 

if仲 无 对 率 集 中 发 展 其 余 的 职 位 和 功 能 。 

办 领 牧 师 这 些 名 目 ， 在 早 期 教 会

> 措使用

以 后 则 渐 成 定 职 、 定 衔 。

^ U 於小亚纟 IB亚 诸 教 会 ， 不 久 也 为

， 法 i s 效 法 。 例 如 ， 罗 马 的 革 利 免  
西 方 教 & 9 7 的 罗 马 主 教 ） 尤 以 监 督 等 同  

伊 格 那 丢 （安 提 阿 主 教 ’ 其 写  

於长名’主 要 在 二 世 纪 前 1〇年 ） 笔 下 各 教  

作活f 低 ^ 卑 已 迥 然 有 别 ： 主 教 是 扱 高 的  

脑 ， 其 位 至 样 ； 长 老 和 执 事 是 副  

教 长 老 次 之 ， 执 事 尤 次 之 。 伊 格 那 丢 首  

5 圣职二品制， 遂 成 为 后 世 教 会 遵 行 的 模  

l 这 被 称 为 君 主 化 的 主 教 制 ， 到 二 世 纪  

中已成定制。 在 这 个 体 制 之 下 ， 主 教 成 了  

使徒的继承人， 独 掌 主 持 洗 礼 、 圣 资 等 圣  

礼的大权。
这 样 一 来 ， 教 会 中 按 恩 賜 治 理 的 模 式  

渐渐终止， 而 代 之 以 主 教 制 。 后 使 徒 时 代  

的 作 品 所 开 列 的 圣 职 名 单 中 ， 已 不 列 “先 

知”和 “教 师 ” 之 职 ； 每 提 及 使 徒 ， 也 视  

之为已过去的事。 这 些 著 作 的 作 者 尽 管 承  

认 先 知 或 教 师 的 职 能 继 续 有 效 ， 但 更 相 信  

这 些 职 能 已 由 教 会 现 任 圣 职 人 员 承 担 。 二  

世 纪 初尚 有革利 免、 伊 格 那 丢 、 玻 旅 甲 这  

些 声 望 卓 著 的 教 师 ， 但 此 职 已 渐 不 存 在 。 

教 导 已 渐 失 去 独 立 和 创 作 性 ， 而 变 成 了 诵  

读 教 会 中 的 权 威 著 作 。 就 在 这 种 形 势 下 ， 

人 们 对 一 部 权 威 的 新 约 正 典 的 兴 趣 ， 正日  

^ 厚 起 来 。

析约正典的铒成

已 1E 典 的 形 成 ， 实 际 於 使 徒 时 代 前 期 即  

约g 始。耶 稣 的 讲 论 早 已 被 砗 为 正 典 ； 新 

地位徒 书信既成， 传 统 信 经 便 也 有 了 权 威  
保 罗 书 信 究 竟 自 何 时 起 被 视 若 正  

较 会 确 定 ， 但 可 知 这 些 书 信 老 早 就 在  

商 四 ^ 宣 读 ’ 也 被 视 为 有 使 徒 的 权 威 （参 
U ; 帖 前 五 2 7 .

^ 期 手 稿 中 ，

的 • • 学 ^ 或 可 说 明 该 信 原 是 为 众 教 会 写  

巧代鉍、u 多 认 为 在 礼 拜 中 宣 读 保 罗 书 信 ，

所爷的’巾占前五2 7 ; 提 前 四 1 3 ) 。 在 以 弗  

几 个 字 期 手 稿 中 ， 不 见 “达 以 弗 所 人

卞 • 但 却 不 是 代 替 宣 读 经 文 。 彼 

〜 章 1 5 、 1 6 节 似 说 明 保 罗 书 信 的

日 起 ， 各 自 从 成 书 之  

音 书 的 _ _ ^ 地 位 ， 4 本福

会 史 家 优 西 比 u 世 纪 教  

正 典 为 - m  t 说 > 。 后 来 之 所 以 辑 各  

马 吉 安 主 ^  击 异 端 学 说 ， 例如

= 吉 安 在 大 约 年 ， 纟 ^  了 一 部 所  

: 权 威 正 典 ”， 以 正 其 否 定 丨 日 约 之 说 。 

为 了 对 应 马 吉 安 及 其 他 异 端 ， 第 — 部 新 *勺 

正 典 — - 穆 拉 多 利 崇 拜 正 典 一 於 丨 8 〇年 

问 世 。

教 会 的 崇 拜 和 圣 礼 也 愈 发 趙 向 定 制 。 

圣 餐 和 洗 礼 被 认 为 是 蒙 受 救 恩 过 程 中 的 一  

部 分 ， 而 不 是 蒙 恩 得 救 后 的 感 恩 纪 念 。 同 

时 ， 两 种 圣 礼 的 礼 仪 也 陆 续 发 展 ， 成 为 一  

套 完 整 正 式 的 礼 仪 ， 整 个 崇 拜 聚 会 的 仪 式  

也 如 是 。 崇 拜 过 程 中 的 灵 恩 方 式 （参 林 前  

十 四 2 6 ) ，渐 为 按 固 定 格 式 的 诵 读 所 代 替 。 

会 众 的 自 由 祈 祷 ， 也 改 由 主 持 礼 拜 的 圣 职  

人 员 宣 读 祷 词 。

结论

早 年 教 会 经 历 了 无 数 次 的 内 乱 ， 又 从  

万 难 抗 衡 的 压 迫 下 走 了 过 来 。 研 究 教 会 史  

的 学 者 对 教 会 的 存 留 和 增 长 ， 无 不 n又为奇  

迹 。 发 端 於 使 徒 时 代 的 教 会 ， 终 於 变 成 了  

一 壮 大 、不 断 增 长 、组 织 严 密 的 伟 大 运 动 ，

在 罗 马 帝 国 全 境 发 展 起 来 。

G r a n t  R. O s b o r n e

参 • 使 徒 行 传 ■ 1 4 3 5 :  • 使 徒 ■ 1 4 2 4 :

• 诺 斯 底 主 义 ■ 1 1 4 2 :  • 职 事 / 事 奉 — 2 2 9 2 :

- 圣 经 正 典 _ 1 3 6 0。
参 考 书 目 ：丄V . Bartlett， The

A g e . f . f . B r u c e .  N T  H i s t o r y : H .

L i e t z m a n n .  A History o f  t^e Ea r ly  C h u r c h . 

4  v o l s ,  T . W .  M a n s o n .  R . N .  M o o r e .  G . B .  

L a i r d ,  A  P r im er  o f  C ^ n s t ia n i t y ; E . F .  S c o t t .  

The  F irs, A g e  o f  C , r i s , i s n i ,y ; 0 .  W e , s s .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P r i m m Ve C h r：s , i a n l ty .  2

v o l s .

使徒行传 u f
A c t s  of t h e Apostles, Book 〇

新 约 全 书 所 记 主 要 是 早  
音 书 后 ， 使 徒 书 信 前 。 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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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教 会 的 历 史 ， 也 是 路 加 福 音 的 续 篇 。

作者

使 徒 行 传 本 身 并 未 说 明 作 者 是 谁 ， 但  

多 数 意 见 均 认 为 该 书 是 路 加 所 写 。

主 后 二 世 纪 以 来 ， 早 期 教 会 的 传 统 说  

法 一 向 以 使 徒 行 传 和 第 三 福 音 书 为 使 徒 保  

罗 布 道 旅 行 中 的 一 位 同 工 所 写 。 有 学 者 认  

为 肷 罗 西 书 四 章 1 4 节 提 及 “所 亲 爱 的 医  

生 路 加 ” 即 那 位 同 工 ， 保 罗 每 提 到 在 外 邦  

传 道 的 同 工 时 也 必 提 路 加 之 名 （西 四 1 0 - 

I 7 ; 提 后 四 1 1 ; 门 2 4 > »

这 传 统 说 法 的 有 力 证 明 ， 是 使 徒 行 传  

后 半 部 分 於 述 及 保 罗 与 其 同 工 之 处 ， 称 谓  

多 用 第 一 身 众 数 ： “我 们 ”， 如 ： “在 夜 间  

有 异 象 现 於 保 罗 …… 我 们 随 即 想 要 往 马 其

顿 去 .....” （徒 十 六 9 - 1 8 >  ; “这 些 人 先

走 ， 在 特 罗 亚 等 候 我 们 。 …… 我 们 从 腓 立

比 开 船 .....’’ （二 十 5 至 二 i ----- 1 8 ) ;

“…… 既 然 定 规 了 ， 叫 我 们 坐 船 往 义 大 利

去 .....” （二 十 七 1至 二 十 八 1 6 > 。 这 些 以

“我 们 ” 为 称 谓 的 记 述 ， 俨 如 出 自 一 个 人  

的 游 记 或 日 记 ， 作 者 必 是 参 加 了 保 罗 第 二  

次 布 道 旅 行 ， 随 他 从 特 罗 亚 到 腓 立 比 ； 也  

参 加 了 保 罗 第 三 次 布 道 旅 行 ， 随 他 从 腓 立  

比 而 米 利 都 而 耶 路 撒 冷 而 该 撒 利 亚 到 罗  

马 。 再 从 这 些 类 似 游 记 或 日 记 部 分 的 词 句  

的 风 格 来 看 ， 与 其 余 部 分 并 无 二 致 ， 据 此  

则 足 可 证 明 使 徒 行 传 全 书 出 自 一 人 之 手 。

我 们 再 看 ， 使 徒 行 传 的 文 笔 相 当 历  

练 ， 希 腊 语 的 运 用 十 分 纯 熟 ， 并 且 该 书 是  

写 给 一 位 名 叫 “提 阿 非 罗 ” 的 罗 马 高 官 。 

凡 此 种 种 ， 均 有 力 地 证 明 了 传 统 的 说 法 ， 

即 路 加 就 是 使 徒 行 传 的 作 者 ； 他 是 一 位 外  

邦 信 徒 ， 他 对 旧 约 希 腊 译 本 十 分 熟 悉 ， 并  

常 征 引 ， 这 证 明 他 在 归 信 基 督 之 前 ， 已 经  

是 一 位 “敬 畏 神 的 人 ” 了 。

写 作 年 代 、 地 点 和 收 信 人

关 於 使 徒 行 传 写 作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 由 

於 书 内 无 明 确 指 示 ， 说 法 是 相 当 纷 纟 云 的 。 

至 於 收 信 人 ， 路 加 在 书 内 已 有 交 代 ， 已 无  

可 置 疑 。 他 一 开 首 就 明 说 是 写 纟 合 提 阿 非  

罗 并 说 已 写 了 论 述 耶 鮮 生 平 的 前 书 。 这  

“前 书 ，， 当 指 跆 加 福 音 无 疑 。 路力 卩福 音的  

序 指 明 ， 作 者 “提 氅 作 书 ” 是 写 给 “提 阿

非 罗 大 人 ” 的 （路

人 种 种 已 难 考 证 。

1 -4 > •

罗 ” 之 意 是 “爱 神 者
有 解 经 家 以 4

泛 指 基 督 徒 读 者 。 可 是 \，大 能 趣 遒  

又 否 定 了 此 说 ， 因 为 “大 人 ，，少 的钱％俶 

罗 马 社 会 只 用 以 称 谓 社 会 政 = 在当时 

官 员 （参 徒 二 十 三 2 6 及 二 十 四 2 位极珣的 

的 称 呼 ， 以 及 徒 二 十 六 2 S 对 力 斯  

呼  > 。 由 此 观 之 ， 路 加 写 此 两 的 ％  

给 一 位 罗 马 的 官 员 ， 这 是 可 以肯  

关 於 使 徒 行 传 的 写 作 年 代 ，

见 也 有 很 大 分 歧 ^  — 说 把 成 书 的 二 间 ^  =  

— 世 纪 的 最 后 2 5 年 之 内 。 这 成 书 较  

观 念 基 本 出 自 对 路 加 福 音 成 书 年 代  

定 。 既 然 福 音 书 成 书 在 前 ， 且路加写耶  

生 平 是 根 据 目 击 者 的 记 述 （可能包括成书  

於 六 十 年 代 的 马 可 福 音 ）， 那么使徒行传  

的 成 书 就 不 会 早 於 主 后 8 5 年 。 此说的另 

— 根 据 是 对 使 徒 行 传 的 神 学 分 析 。该说认 

为 ， 使 徒 行 传 描 述 的 教 会 已 在 历 史 中 稳 定  

下 来 ， 已 接 受 了 在 主 再 来 以 前 ， 他们仍需 

等 待 一 段 长 时 期 。 而 主 后 7 0 年的犹太人  

叛 乱 及 耶 路 撒 冷 的 陷 落 ， 使教会对主快将  

再 来 之 期 望 推 至 高 潮 。 这热切期 望的 冷却  

是 需 要 一 段 时 间 的 。

另 一 说 把 写 作 的 时 间 定 在 主 后 7 0年 

或 稍 后 。 主 后 6 6 至 7 0 年 的 犹 太 叛 乱 ，以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毀 灭 告 终 ， 也使原本合法的  

犹 太 教 信 仰 的 信 誉 一 落 千 丈 ； 基督教运动  

向 被 视 为 犹 太 教 的 支 流 ， 自然也有敌对罗  

马 之 嫌 ， 愈 来 愈 多 基 督 徒 被 指 控 与 罗 马 力  

敌 。 细 读 使 徒 行 传 可 知 ， 路加写此书的目  

的 之 一 ， 似 是 为 基 督 教 申 辩 ， 解脱与罗马  

政 府 为 敌 的 罪 名 。 路 加 力 陈 原 委 ’说明 f 
马 官 员 虽 多 方 究 诘 査 证 ， 却 益 见 基 督 ，^  

清 白 无 辜 ； 保 罗 则 更 是 完 全 淸 $  ( ^

3 9 ， 十 八  1 4 - 1 7 ， 十 九  3 7 , 二 十 二 2 9’ 一 

十 五 2 5 ， 二 十 六 3 2  > 。 路 加 也 淸 楚 f  $  

甚 至 保 罗 在 帝 国 的 中 心 罗 马 城 传 道 U 
马 官 员 允 准 的 （二 十 八 〗 6 - 3 n 。 接近 

第 三 说 把 写 作 的 时 间 定 ^ ^ 初 ）》 

保 罗 在 罗 马 系 狱 的 时 间 （六 十 持 •

这 早 期 成 书 的 理 由 有 如 1  =  # 胍 但  

1 • 使 徒 行 传 写 到 保 罗 在 罗 一 这 说 明 该  

审 讯 尚 未 开 始 之 际 即 戛 然 而 止 ^  的记述 

书 很 可 能 即 成 於 此 时 。 当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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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止， 也 可 能 是 由 於 他 的 目 的 已 达 ， 

即 表 明 塥 眘 如 何 由 耶 路 撒 冷 传 到 罗 马 。 但  

辑 若 保 罗 已 在 该 撒 面 前 为 福 音 辩 护 ， 而 路  

抑 在 结 束 他 的 记 述 以 前 竞 只 字 不 提 ， 这 似  

g 极不可能的事。

2•使f 行 传 记 录 了 许 多 保 罗 时 代 的 仔  

油资料，; ^ 巴 勒 斯 坦 和 罗 马 各 省 的 地 理 情  
况，历 史 背 京 、 政 治 制 度 等 。 像 这 些 具 体  

鯡 # 的 资 料 ， 包 括 许 多 第 一 代 基 督 徒 ’

当朝王公， 各 w 飪 抚 的 典 名 实 姓 ’ 若 非 记  

於当时， 而} W 到 六 十 年 代 以 后 再 动 笔 追  

记，恐 怕 就 不 会 如 此 准 确 详 尽 。

3. 早 期 成 书 的 第 三 个 证 据 是 路 加 写  

使 徒 行 传 并 未 征 引 保 罗 书 佶 。 须 知 保 罗 书  

信 是 关 於 保 罗 个 人 和 初 期 教 会 情 况 的 第 一  

手重要资料， 路 加 却 没 有 采 用 。 这 显 然 是  

他手 头 没 有 这 些 书 信 ， 同 时 也 可 以 说 明 路  

加与保罗的1己 鞔 在 若 干 历 史 细 节 上 的 某 些  

出入。

4. 路 加 的 记 述 ， 是 针 对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种 种 指 控 而 为 基 督 教 辩 护 ， 飛 合 理 的  

时 间 当 在 基 督 教 虽 已 披 嫌 蒙 忌 但 尚 未 遭 明  

令禁止之时， 这 就 应 在 尼 禄 统 治 下 的 宗 教  

大迫富爆发之前， 即 主 后 6 4 年 以 前 。

这 早 期 成 书 的 说 法 完 全 符 合 如 下 论  

点，即：保 罗 系 狱 期 间 ，. 路 加 也 在 罗 马 ， 

-边著书、一 边 等 候 开 庭 审 讯 。 新 约 学 者  

蒙克指出，路 加 急 写 其 书 的 部 分 原 因 可 能  

是 意 图 影 响 审 讯 的 结 果 ^ 路 加 将 基 督 教 和  

保 罗 的 实 情 描 迷 出 来 ， 显 然 是 希 望 保 罗 在  

外 邦 人 中 的 工 作 可 以 继 续 ^

但是，路 加 福 音 的 成 书 时 间 ， 不 少 学  

者 已 考 定 为 七 十 至 八 十 年 代 ，作 为 “续 篇 ” 

的 使 徒 行 传 的 成 书 如 何 能 够 早 於 “本 篇 ” 

呢？经 将 路 加 福 音 与 马 可 福 音 作 文 学 分 析  

对比后，路 加 很 可 能 於 获 读 马 可 福 音 之 前  

钦 已 经 写 毕 了 一 版 路 加 福 音 ， 然 后 便 写 使  

徒行传为续篇， 待 他 读 到 马 可 福 音 ， 才 以  

该 书 的 材 料 补 充 了 早 已 成 书 的 路 加 福 音 ， 

而 成 为 我 们 今 日 所 读 的 版 本 。

背景

路 加 关 於 蓰 昝 教 建 教 运 动 的 记 载 ， 是 

以 罗 马 帝 国 和 巴 勒 斯 坦 在 主 后 3 ()至 6 0 年 

的 年 历 史 为 背 景 的 。 略 提 — 下 该 时 期  

的历史与地J里 情 势 ， 対 理 解 使 徒 行 传 是 极

有 必 要 的 „

使 徒 行 传 一 至 十 二 章 记 录 基 督 教 运 动  

开 始 於 罗 马 帝 国 的 叙 利 亚 省 ，其中包括犹  

大 和 撒 玛 利 亚 这 两 个 地 区 。 主后一世纪统  

治 那 些 地 区 的 最 高 行 政 官 为 罗 马 的 “巡 

抚 ” 或 “总 督 ” 或 犹 太 人 的 傀 儡 王 。 在耶 

參 长 殉 难 与 复 活 之 际 （主 后 30? > ， 彼拉多  

任 犹 大 并 撒 玛 利 亚 的 巡 抚 （主 后 2 6 . 3 6 )， 

加 利 利 则 由 希 律 安 提 帕 治 理 （主 前 4至主  

后 3 9 ) ， 而 提 庇 留 是 罗 马 皇 帝 （主 后 1 4-

3 7 ) 。 使 徒 行 传 一 至 十 二 章 所 记 之 事 ， 发 

生 於 主 后 3 0至 4 0 年 这 个 时 期 。

扫 罗 归 主 （第 九 章 ）一 般 都 认 为 在 主  

后 3 3 年 。 在 这 蜇 要 事 件 发 生 以 前 ， 早期  

教 会 遗 受 迫 害 ， 司 提 反 被 石 头 打 死 之 事  

( 第 七 章 ） 更 把 迫 害 推 向 高 潮 。 扫罗 更在  

犹 太 宗 教 领 袖 的 认 可 下 ， 追 捕 基督 徒至 大  

马 色 （第 九 章  >。 问 题 是 ： 掌 握 宗 主 大 权  

的 罗 马 当 局 对 犹 太 公 议 会 这 种 恣 意 妄 为 的  

行 径 怎 么 能 听 之 任 之 呢 ？ 其 实 ， 这正是罗  

马 帝 国 的 一 个 国 策 。 罗 马 帝 国 给 厲 土 地 区  

人 民 有 限 的 自 主 权 ，特 别 是 在 宗 教 亊 务  

上 。 所 以 ， 巴 勒 斯 坦 的 宗 教 裁 治 权 是 掌 握  

在 祭 司 长 、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手 中 的 。 他们 

虽 然 无 处 人 死 刑 之 权 柄 ， 但 像 司 提 反 这 类  

案 件 既 已 发 生 ， 罗 马 当 局 如 彼 拉 多 巡 抚 就  

尽 I B 保 持 超 然 态 度 而 不 闻 不 问 ， 以保持相  

对 的 稳 定 局 面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宗 教 犯 ” 

即 使 逃 亡 外 省 ， 犹 太 公 议 会 也 可 将 犯 人 缉  

捕 归 案 ， 因 此 ，扫 罗 跑 到 大 马 色 拘 捕 信 徒  

是 可 被 允 准 的 （九 1、 2 )。

犹 太 公 议 会 在 耶 路 撒 冷 肆 无 忌 惮 地 迫  

害 基 督 徒 （八 1 - 3 ) , 使 他 们 纷 纷 逃 至 犹  

太 其 余 地 区 和 北 部 的 撒 玛 利 亚 。 犹太人和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嫌 隙 是 由 来 已 久 的 * 约翰塥  

音 四 章 9 节 记 一 个 撒 玛 利 亚 妇 女 和 耶 穌 的  

故 事 说 ： “原 来 犹 太 人 和 撒 玛 利 亚 人 没 有  

来 往 ”， 此 语 足 可 为 证 。 犹 太 人 一 向 视 撒  

玛 利 亚 人 在 种 族 和 宗 教 上 混 杂 不 纯 ，这是  

主 前 7 2 2 年 北 国 以 色 列 国 破 之 后 ， 亚述人  

徙 异 民 入 撒 玛 利 亚 ，与 犹 太 人 杂 处 所 造 成  

的 结 果 。 犹 太 人 自 流 徙 归 回 后 （约 主前  

5 0 〇 > , 虽 几 度 努 力 欲 弥 合 前 隙 ， 但都不  

成 功 ； 加 之 犹 太 人 在 耶 路 撒 冷 觅 修 圣 殿 之  

后 （约 四 2〇>， 撒 玛 利 亚 人 於 基 利 心 山 也  

自 述 一 殿 以 示 分 庭 抗 礼 ， 双 方 的 裂 痕 便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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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分 明 了 。 由 此 可 见 ， 腓 利 毅 然 往 撒 玛 利  

亚 传 道 的 意 义 该 多 么 ® 大 ： 这 一 创 举 标 志  

若 基 督 教 的 倍 仰 已 冲 破 犹 太 教 的 狭 隘 藩  

篱 。

此 后 1 〇年 关 於 基 恃 教 的 发 展 情 况 ， 

几 乎 没 留 下 什 么 传 世 的 记 载 。 自 扫 罗 归 主  

并 返 回 大 数 家 乡 以 来 ， 形 势 已 渐 趋 安 定 ， 

教 会 得 以 巩 固 ， 稳 定 发 展 （九 3 1至 十 一  

2 6 > 。 从 加 拉 太 书 一 章 1 8 至 2 1 节 所 载 ， 以 

及 保 罗 偕 西 拉 於 第 二 次 布 道 旅 行 时 已 有 教  

会 违 立 的 情 况 看 来 （十 五 4 0 、 41 > ， 保 罗  

在 这 1 〇年 间 并 未 S 闲 ， 而 是 积 极 参 加 了  

外 邦 的 宣 教 活 动 从 徒 十 三 1 9 之 后 ，“扫 罗 ” 

之 名 於 行 文 中 便 不 再 使 用

主 后 4 1 年 ， 革 老 丢 任 罗 马 皇 帝 ， 封  

希 律 亚 基 帕 一 世 为 犹 大 王 （其 时 犹 大 巡 抚  

彼 拉 多 已 因 政 声 不 善 而 去 职 多 年 ）。 他 是  

大 希 律 王 与 犹 太 王 妃 玛 利 暗 之 孙 。 因 有 犹  

太 血 缘 关 系 ， 他 较 前 朝 诸 王 都 更 受 臣 民 拥  

戴 。 他 则 为 了 沽 名 钓 誉 而 一 味 支 持 犹 太 教  

首 的 清 教 运 动 ， 遂 有 耶 路 撒 冷 反 基 督 教 会  

暴 行 之 再 起 。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记 雅 各 （使  

徒 约 翰 之 兄 ） 殉 道 ， 彼 得 下 狱 ， 均 是 这 一  

时 期 的 亊 。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2 0 至 2 3 节 记  

亚 基 帕 一 世 之 死 ； 犹 太 史 家 约 瑟 夫 也 有 相  

应 的 记 载 ， 且 记 其 卒 於 主 后 4 4 年 。

安 提 阿 教 会 为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賑 灾 募 捐  

— 亊 （十 一  2 7 - 2 9  ) ， 可 作 为 确 定 早 期 教  

会 年 代 的 第 二 个 依 据 。 据 路 加 记 载 ， 罗 马  

皇 帝 革 老 丢 在 位 期 间 （主 后 4 1 _ 5 4 ) 有 大  

饥 荒 发 生 （十 一 2 8 ) ; 约 瑟 夫 的 《犹 太  

古 史 〉 （成 书 於 一 世 纪 末 ） 记 载 4 4 至 4 8 年  

间 巴 勒 斯 坦 的 大 饥 荒 。 据 使 徒 行 传 十 二 章  

2 5 节 ， 巴 拿 巴 与 保 罗 ， 是 在 亚 基 帕 一 世  

死 后 完 成 其 賑 灾 使 命 ， 因 此 可 以 推 断 那 次  

賑 灾 之 行 是 在 主 后 4 5 年 左 右 。

据 使 徒 行 传 记 载 ， 主 后 4 5 年 左 右 保  

罗 奉 派 往 外 邦 布 道 （十 三 1 - 3 ) 。 当 时 的  

罗 马 帝 国 就 成 了 他 布 道 活 动 的 历 史 和 地 理  

背 景 。 是 时 ， 罗 马 政 府 对 帝 国 内 的 各 种 宗  

教 均 采 取 宽 容 政 策 ； 加 之 通 行 於 帝 国 全 境  

的 希 腊 语 和 四 通 八 达 的 水 陆 交 通 ， 遂 为 保  

罗 远 涉 四 方 的 布 道 活 动 铺 平 了 道 路 。

保 罗 与 巴 拿 巴 第 一 次 布 道 旅 行 （主 后  

4 6 _ 4 7  ) , 是 经 地 中 海 东 北 角 的 岛 省 居 比  

路 西 入 加 拉 太 雀 ， 在 该 省 南 部 各 城 如 安 提

阿 、 以 哥 念
、 路 司 得 、 特 庇 等 部  

会 。加 拉 太 在 小 亚 细 亚 ，连 接 竣 爻 了 孝  

西 面 的 爱 琴 海 和 南 面 的 地 中 海 商 的 泼 洵  

都 是 罗 马 帝 国 重 要 的 殖 民 前 响°  j 迷堵 

混 杂 ， 犹 太 居 民 也 为 数 不 小 * f
穸往往先到 这 些 犹 太 社 团 中 的 犹 太 会  

每 遇 到 激 烈 的 反 对 （十 三 ’ 十 ^ 边 ，但甸 

耶 路 撒 冷 教 錢 会 讨 料 &  

瞥 徒 之 间 的 差 异 时 （十 五 章 外邦寒

4 « 年 。 保 罗 随 即 便 开 始 了 第 主 后

.. ............  用— 次布道枪

加拉太

行 ， 他 先 穿 过 他 的 本 乡 基 利 家  

( 已 有 福 音 传 到 的 地 区 > ， 再 经 爱  

的 特 罗 亚 而 抵 马 其 顿 ， 最 后 直 下 亚  

《即 希 腊 半 岛 ， 徒 十 五 4 0 至 十 八 22 > &
— 次 ， 马 其 顿 重 镇 腓 立 比 、 帖撒罗尼°迦& 

庇 哩 亚 也 都 建 立 了 教 会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的 1 % 年 （十八丨 u ， 

可 以 肯 定 是 在 主 后 5 1 至 5 2 年 ， 根据如下| 

希 腊 中 部 城 市 德 尔 斐 的 废 墟 中 ， 有碑铭记 

录 迦 流 於 5 1 年 任 亚 该 亚 总 督 。 使徒行传 

十 八 章 1 2 至 1 7 节 记 载 了 仇 视 基 督 教 的 犹  

太 人 向 迦 流 控 告 保 罗 的 情 形 。 显而易见， 

这 些 犹 太 人 欲 在 新 官 上 任 伊 始 ， 便以先入 

之 言 来 影 响 他 以 贏 得 他 的 支 持 。 由此可以 

断 定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逗 留 的 时 间 ，适逢迦 

流 艘 新 前 后 。

哥 林 多 古 代 的 店 铺 遗 迹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结 识 百 基 拉 : 挪  

十 八 2 ) ， 也 是 一 个 有 ^ “ 老逢 

节 。 当 时 他 们 刚 离 幵 罗 马 ， 律逐出

下 令 驱 逐 犹 太 人 ， 把 一 切 犹 奴 巧 传 记 史  

了 罗 马 城 。 这 事 的 起 因 = 从 得 到 解 样 • 

家 經 屯 纽 的 著 作  < 革 老 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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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载 ， 是 时 甚 督 教 传 入 罗 马 的 犹 太 会  

纟，因 此 引 起 冲 突 骚 乱 ， 革 老 丢 可 能 以 此  

为 由 下 了 这 道 命 令 。 那 时 在 罗 马 官 方 眼  

中，基 胬 教 是 犹 太 教 的 旁 支 。

路 加 记 述 保 罗 返 巴 勒 斯 坦 并 第 三 次 布  

进旅行的经历， 其 中 有 一 个 唞 目 的 历 史 问  

g , 就 是 施 洗 约 翰 的 门 徒 的 状 况 （十 三  

丨3至十九7>。 使 徒 行 传 十 八 章 2 4 至 2 8 节 

记 - 位 有 学 问 的 犹 太 人 亚 波 罗 在 以 弗 所 会  

f 热 心 宜 讲 耶 穌 的 道 ， 但 他 显 然 尚 没 有 加  

入基饪教会， 因 为 他 只 受 了 施 洗 约 翰 的 悔  

改洗礼，并未奉耳 P 穌 之 名 受 洗 。 当 保 罗 抵  

以弗所，此 人 已 去 了 哥 林 多 ， 向 保 罗 於 前  

- 年 新 立 的 教 会 讲 进 》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又 遇  

到 沲 洗 约 翰 的 几 位 门 徒 ， 他 们 跟 亚 波 罗 一  

样，只 受 了 约 翰 的 悔 改 洗 礼 ， 而 尚 未 接 受  

I 腎徒的洗卒L 。

使 徒 行 传 和 福 音 书 的 记 载 ， 显 示 耶 稣  

开始传道时， 施 洗 约 翰 倡 行 的 悔 改 运 动 并  

未结束， 约 翰 显 然 仍 继 续 施 洗 直 至 其 死  

(约三2 2 - 2 4 ) , 及 至 死 后 ， 他 的 门 徒 又 继  

承其麥。亚 波 罗 和 其 他 几 位 门 徒 在 以 弗 所  

的活动，可 以 说 是 施 洗 约 翰 的 门 徒 继 续 传  

道的明证。 最 终 他 们 都 在 “主 的 道 上 ” 受 

了教训（徒 十 八 2 5 > ; 就 他 们 不 知 有 基

督徒的洗礼， 也 不 知 有 圣 灵 一 事 来 看 （十 

九2 - 4 ) , 可 知 早 期 蕋 督 教 在 信 仰 和 实 践  

上 已 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分 歧 。

保 罗 第 三 次 布 道 旅 行 始 於 以 弗 所 的 3 

年布道（十 九 1 至二十丨  > , 继 而 一 路 访 问  

前 次 旅 行 所 建 立 的 教 会 （二 十 2 - 1 2 > ， 然 

后返耶路 撒冷 ， 在 那 里 被 捕 （二 H ) , 

其 时 约 在 五 十 年 代 中 （主 后 5 3 - 5 7 ) 。 保  

罗 被 解 往 该 撒 利 亚 巡 抚 衙 门 受 审 （二 十 三  

23,二 十 四 2 3 > , 其 时 在 5 7 年 左 右 。 巡 抚  

» 力 斯 不 能 定 保 罗 罪 ， 但 为 了 讨 好 犹 太  

人，竟 将 保 罗 收 监 ， 羁 押 两 年 之 久 不 加 闻  

间，直 到 波 求 非 斯 郎 走 马 上 任 （主 后 5 9 -  

6()) , 保 罗 的 案 情 才 有 了 转 机 。 约 瑟 夫 记  

迷腓力斯之去职， 是 对 犹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争  

4 之 事 处 理 不 当 所 致 。

新 巡 抚 非 斯 都 对 保 罗 一 案 无 所 适 从 ， 

但 也 想 讨 好 犹 太 人 （二 十 五 1 - 9 > 。 犹 太  

镝袖換透 了 他 的 心 理 ， 便 一 味 施 加 压 力 ， 

欲埂杀保罗之志。 保 罗 知 事 已 危 急 ， 便 行  

使罗马公民权， 上 诉 於 御 前 法 庭 ， 吁 请 该

撒 亲 审 其 案 （二十五丨〇-丨2 ) ,终使此案  

摆 脱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影 响 。

按 定 判 ， 非斯都 须 备好 案情 报 告一 份  

上 呈 御 览 ，但 苦 於 对 案 情 不 甚 了 了 （二十 

五 2 5 - 2 7 ) , 便 请 希 律 王 亚 基 帕 二 世 咨 议 。 

亚 基 帕 显 然 是 与 其 姊 正 预 备 拜 眧 新 到 任 的  

罗 马 巡 抚 （二 十 五 1 3 )。他是希 律王 亚基  

帕 一 世 之 子 ， 可 筲 适 犹 太 裔 ；於 主 后 50 

至 1 0 0年 间 治 理 巴 勒 斯 坦 部 分 地 区 。他有 

任 命 犹 太 大 祭 司 的 权 柄 ， 也熟悉犹太教传  

统 ， 故 对 保 罗 一 案 的 了 解 较 深 刻 ，他的地  

位 也 较 适 切 审 断 此 案 。亚基帕与非斯都之  

亲 讯 保 罗 （二 十 六 1 - 2 9 > , 似 已 承 认 保 罗  

无 罪 （二 十 六 ： 但 保 罗 既 已 提 出 上 诉 ， 

巡 抚 也 必 须 按 章 办 事 ，将 案 子 处 理 （二十 

六  3 2 > 。

从 使 徒 行 传 的 记 戥 可 以 看 出 ，保罗在  

以 后 两 年 期 间 行 动 尚 有 相 当 的 自 由 （二十  

八 3 0 > ，这 看 似 不 寻 常 ，却 正 反 映 罗 马 法  

的 一 个 事 实 ： 罗 马 公 民 ，尤其 是上诉皇帝  

的 罗 马 公 民 ， 即 使 在 押 也 是 优 待 一 等 的 。

目 前 尚 无 充 足 证 据 说 明 使 徒 行 传 坆 宅  

之 日 （约 主 后 6 1 - 6 : 2 ) , 就 是 保 罗 殉 道 之  

时 。 罗 马 大 火 和 尼 禄 以 罗 马 大 火 为 藉 口 策  

划 对 基 督 徙 的 大 迫 害 ， 显然尚 在 数 年之后  

( 主 后 6 4 > 。 保 罗 一 案 极 可 能 已 逍 驳 回 ， 

非 斯 都 和 亚 基 帕 对 保 罗 案 有 利 的 判 词 更 可  

能 是 驳 回 的 理 由 。 保 罗 殉 道 很 可 能 是 在 后  

来 对 基 饶 徒 实 行 全 面 大 迫 害 的 时 期 。 这一  

结 论 与 四 世 纪 的 教 会 史 学 家 优 西 比 乌 的 说  

法 完 全 相 符 的 。 他 记 述 保 罗 继 续 四 处 布  

道 ， 后 来 终 於 在 尼 禄 的 大 迫 害 中 殉 道 。

写作目的和神学教导

确 定 文 献 的 写 作 目 的 一 般 有 两 种 方  

法• .一是作者的自述•， 二 是 分 析 文 献 内  

容 释 经 学 者 往 往 只 能 自 文 献 内 容 得 知 。 

然 而 路 加 所 著 的 这 两 部 书 ， 却可以 同 时 使  

用 这 两 种 方 法 探 究 。 路 加 在 福 音 书 的 序 中  

向 “提 阿 非 罗 ” （也 包 括 他 代 表 的 群 体 > 

指 出 ， 他 定 意 要 将 拿 撒 勒 的 耶 稣 所 开 创 的  

基 督 教 运 动 准 确 和 按 次 序 的 讲 述 出 来 （路 

一 1 - 4 )。 路 加 於 使 徒 行 传 开 篇 又 提 到 前  

书 （路 加 福 音 ） 记 奴 聿 撒 勒 人 耶 穌 的 事 仍  

在 继 续 ， 他 正 在 写 的 续 篇 则 怠 图 记 叙 基 督  

教 如 何 从 巴 勒 斯 坦 传 至 罗 马 之 事 （徒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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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加 为 何 要 向 提 阿 非 罗 讲 述 这 些 市 1 

呢 ？ 路 加 福 音 — 章 1 节 扼 要 的 指 出 ： “使 

你 知 逬 所 学 之 迫 郞 是 确 实 的 。” 不 言 而 喻 ， 

路 加 荞 书 的 目 的 是 在 为 基 锊 教 辩 护 ； 对 加  

於 基 舒 教 的 莫 须 有 的 罪 名 和 种 种 歪 曲 、 谈  

解 予 以 纠 正 和 反 驳 》 路 加 两 部 著 作 的 内 容  

( 尤 其 是 使 徒 行 传 ） 都 表 明 了 这 个 目 的 n

当 时 ， 社 会 上 对 装 督 教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 存 在 着 种 种 误 解 和 偏 见 „ 其 一 涉 及 埜  

恃 教 与 犹 太 教 的 关 系 。 无 论 是 教 会 内 部 还  

是 罗 马 当 局 ， 有 许 多 人 以 为 基 • 督 教 信 仰 只  

是 忧 太 教 的 一 种 特 殊 表 现 ， 以 为 基 锊 教 是  

犹 太 教 内 部 的 一 个 流 派 。 路 加 针 对 这 种 错  

误 的 观 念 ， 在 路 加 福 音 和 使 徒 行 传 中 提 出  

了 一 个 宇 宙 性 的 观 点 。 路 加 先 在 福 音 书 中  

宣 布 耶 穌 为 救 世 主 （路 二 2 9 - 3 ‘2 > ， 继 而  

在 使 徒 行 传 中 又 以 司 提 反 在 犹 太 公 议 会 面  

前 的 答 辩 （第 七 章  > 、 以 彼 得 与 哥 尼 流 在  

约 帕 的 经 历 （第 十 及 保 罗 在 雅 典 的 演  

说 （第 十 七 章 ）， 证 明 基 督 教 不 单 是 犹 太  

教 的 一 个 流 派 或 某 种 狭 隘 的 弥 赛 亚 运 动 ， 

而 是 一 个 普 世 性 的 信 仰 当 时 另 有 一 种 误  

龟？， 即 把 基 耔 教 的 信 仰 与 形 形 色 色 的 宗 教  

和 罗 马 帝 国 内 的 神 秘 教 派 等 同 起 来 。 使 徒  

行 传 记 戟 早 期 教 会 如 何 严 谴 行 巫 术 的 西 门  

( 第 八 章  > ， 以 及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如 何 严 拒  

路 司 得 人 欲 向 他 们 献 祭 之 事 （第 十 四 章 > ， 

便 可 明 白 一 般 人 所 谓 “迷 信 ” 的 指 控 是 绝  

无 根 据 的 。 基 饪 教 与 那 些 利 用 神 秘 和 狂 热  

的 仪 式 以 求 人 神 联 合 的 旁 门 左 道 ， 是 老 无  

共 同 之 处 的 。 路 加 指 出 ， 基 督 徒 崇 拜 的 神  

是 M 现 於 历 史 的 真 神 ， 她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生  

平 只 是 不 久 以 前 的 亊 ， 也 是 众 人 目 睹 的  

(参 徒 二 ， 十 ， 十 三 等 章 所 记 彼 得 与 保 罗  

的 讲 话 ）。

因 此 ， 路 加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为 甚 督 教 申  

辩 ， 驳 斥 加 之 於 她 的 所 谓 扰 乱 帝 国 秩 序 、 

危 及 帝 国 安 定 的 罪 名 。 这 种 指 控 当 然 也 事  

出 有 因 。 首 先 ， 基 督 教 的 创 始 者 是 被 罗 马  

巡 抚 以 骚 乱 的 罪 名 钉 十 字 架 处 了 死 刑 ； 这  

个 辟 奉 她 的 名 的 运 动 ， 到 处 传 播 时 ， 似 乎  

也 引 起 骚 动 、 混 乱 和 孫 行 。 路 加 的 记 叙 ， 

直 接 驳 斥 这 些 诘 难 •》 路 加 福 音 明 确 指 出 彼  

拉 多 对 耶 料 的 判 决 殊 不 公 正 《 彼 拉 多 一 面

承 认 耶 穌 无 罪 ， 一 面 却 又 把 他 送 去 钉 十 字  

架 ； 希 律 安 提 帕 也 同 样 找 不 出 可 控 告 地 的  

任 何 理 由 （路 二 十 三 〗 3 - i r> ; 徙 十 三 2 8 丨， 

路 加 的 使 徒 行 传 多 处 记 载 ， 证实罗马许多  

官 员 对 基 督 徒 领 汕 和 蓰 督 教 运 动 所 持 的 态  

度 大 多 保 持 中 立 ， 甚 至 颇 为 友 善 。 如居比 

路 的 总 锊 士 求 保 罗 不 仅 款 待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 且 赞 成 他 们 所 讲 的 道 （十 三 7 . 

1 2 >  ; 再 如 腓 立 比 的 官 长 为 保 罗 和 两 拉  

进 非 法 责 打 和 监 禁 而 迫 歉 （十 六 3 7. 

3 9  > ; 亚 该 亚 总 锊 迦 流 认 为 保 罗 未 犯 罗  

马 律 例 而 拒 绝 受 理 犹 太 人 的 控 告 （十八 

1 2 • 1 6 > ; 以 弗 所 官 员 制 止 众 人 对 保 罗 及  

其 同 工 的 攻 击 ， 并 指 斥 他 们 控 告 无 理 （十 

九 3 5 - 3 9 ) ; 罗 马 驻 军 的 千 夫 长 在 耶 路 撤  

冷 逮 捕 了 保 罗 ， 目 的 却 是 保 护 他 免 遭 乱 民  

的 伤 害 ； 千 夫 长 致 巡 抚 腓 力 斯 的 呈 文 中 ， 

承 认 从 罗 马 法 规 来 看 ， 保罗 是无 罪可 控的  

( 二 十 三 2 6 - 2 9  > ; 经 腓 力 斯 、 非斯都和 

希 律 亚 基 帕 二 世 审 讯 ， 其 判 决 也 是 一 样 ： 

“这 人 并 没 有 犯 甚 么 该 死 该 绑 的 罪 ” <二 

十 六 3 1 > 。 路 加 记 载 的 高 潮 ， 是保罗在帝  

国 的 中 心 罗 马 的 传 道 活 动 ， 而且保罗的传  

道 得 御 林 军 的 准 许 （二 十 八 3 0 、 3 U 。经 

路 加 这 一 有 力 的 辩 护 ， 真 相 已 大 白 於 天  

下 ： 随 基 督 教 初 创 与 发 展 而 出 现 的 种 种 扰  

乱 ， 绝 非 来 自 运 动 本 身 ， 主要是由於犹太  

教 的 敌 视 和 诬 告 所 致 。

圣 灵 的 能 力

在 路 加 为 基 饼 教 的 正 义 和 消 白 所 作 的  

长 篇 辩 护 中 ， 他 的 神 学 观 也 表 銪 得 一 洧 二  

楚 。 他 前 后 二 书 显 示 了 救 赎 历 史 的 全 面 计  

划 ， 从 以 色 列 时 代 （路 一 ， 二 ） 而耶穌时 

代 而 教 会 时 代 ， 给 以 色 列 人 的 苒 讯 也 推 展  

至 万 国 万 民 。 除 了 强 调 这 一 点 以 外 ，路加 

也 指 出 神 是 藉 圣 灵 亲 自 参 与 历 史 的 ■>路加 

福 音 写 耶 稣 是 个 圣 灵 充 满 的 人 ， 圣灵降临 

其 身 ， 使 m 有 大 能 力 作 祂 的 工 作 （路三 

2 2 , 四丨、 1 4 、 18 > ; 使 徒 行 传 写 耶 衧 的  

门 徒 是 圣 灵 充 满 的 群 体 （徒 一 》, 二卜 

8 ) ; 耶 穌 以 圣 灵 的 能 力 展 开 m 的事奉 * 

教 会 也 靠 赖 圣 灵 的 能 力 秉 承 m 的 工 作 。施 

洗 约 翰 宣 告 耶 穌 将 以 圣 灵 使 m 的门徒得替  

能 力 的 应 许 （路 三 丨 （;> ; 耶 穌 於 结 束 在

世 事 奉 时 予 以 确 定 （路 二 十 四 4 9 ; 徒 -  

5 > 。 这 个 应 许 於 五 旬 节 的 聚 会 中 首 次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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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的 应 验 （徒 二  > ， 继 而 也 可 见 於 基 督 教  

gfflj从 耶 路 撒 冷 彳 专 至 罗 马 的 拓 展 过 程 。

P 路 加 的 记 述 显 示 ， 圣 灵 大 能 的 临 在 即  

史 於 新 信 仰 所 具 备 的 能 力 、 正 直 与 坚 忍  

不拔上。圣 灵 使 教 会 有 能 力 忠 心 地 为 主 作  

風 证 （徒 一 8 > ， 又 建 立 其 诚 的 信 众 （二  

44. 4 7 , 四 : 以 - 3 7 > , 这 正 是 古 代 以 色 列 民  

明夕切盼的班象 <•圣 灵 在 新 教 会 中 产 生 了  

大智大勇（参 徙 二 至 五 ， 彼 得 的 辩 护 词 >, 

使 为 主 作 工 者 得 能 力 （第 六 章  > ， 使 撒 玛  

利 亚 的 布 道 者 能 够 克 服 各 种 偏 见 （第 八  

章>，使 阻 档 福 咅 传 播 的 宗 教 壁 垒 得 以 袪  

除，如 酐 尼 流 事 件 （第 十 ， H 章 > , 差 

遣 信 徒 往 世 界 各 处 传 道 （第 十 三 章 >•

耶 稣 活

路 加 笔 下 的 全 部 历 史 所 强 调 的 一 个 中  

心事实，便 是 耶 穌 复 活 。 路 加 也 同 保 罗 一  

样，坚 信 若 无 耶 穌 的 复 活 ，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也 就 无 从 说 起 （参 林 前 十 五 1 2 - 2 0 ) 。 再 

者，S [ 活 是 神 对 耶 穌 的 生 活 和 亊 奉 的 印  

证，也 证 实 耶 穌 宣 讲 的 一 切 都 是 典 道 。 路 

加下笔伊始， 即 显 示 他 很 着 重 这 要 点 ， 他 

记 述 替 补 犹 大 的 使 徒 职 分 的 人 ， 必 须 具 备  

的 -个条件， 便 是 与 其 他 使 徒 一 同 见 证 耶  

稣的复活。 全 卷 使 徒 行 传 ， 从 彼 得 五 旬 节  

的 讲 道 和 在 公 会 面 前 辩 护 起 ， 至 保 罗 对 腓  

力 斯 和 亚 基 帕 演 说 止 ， 教 会 一 再 见 证 耶 穌  

的S 活 是 神 施 行 的 大 能 ， 是 转 变 一 切 的 基  

础 （二2 2 - 2 4 、 3 6  , 三  1 4 、 1 5 ， 五 3 0 、 

31，十 3 9 - 4 2 > 0

与 此 相 关 的 一 个 主 题 ， 就 是 基 督 复 活  

是 众 信 徒 复 活 的 基 础 ， 因 而 也 是 越 督 徒 盼  

望 的 依 据 （四 2 , 十 三 3 2 、 3 3 , 十 七 1 8 、 

29-32,二 十 三 6 , 二 十 四 ‘2丨， 二 十 六 2 3 > 。 

教会的主

还 有 一 个 与 耶 穌 复 活 这 一 核 心 思 想 相  

关 的 主 题 . • 耶 穌 的 复 活 与 升 天 开 启 了 祂 对  

教会的主权， 并 通 过 教 会 而 成 为 世 界 万 民  

的主，这 是 路 加 的 一 个 极 m 要 的 教 诲 。 路 

加塥音指明， 神 的 国 度 藉 耶 稣 的 亊 奉 ， 介 

入人类的历史。 耶 穌 的 复 活 一 方 面 肯 定 了  

这个事实， 一 方 面 则 解 除 了 耶 稣 尘 世 生 命  

的限制。 “神 且 用 右 手 将 他 高 举 ” （二 3 2 、 

3 3 ,五 3 1 ) , 圣 经 的 这 个 比 喻 显 示 了 耶 稣  

的统治和权柄。 司 提 反 於 生 命 焫 后 一 刻 见  

到异象，玢 到 耶 穌 在 天 上 “站 在 神 的 右 边 ”

( 七 5 6 ) ; 彼 得 在 五 旬 节 演 说 中 说 ， 因笤 

耶 穌 的 复 活 ，神 已 经 立 他 “为 主 为 基督 了 ” 

( 二 3 4 - 3 6 )。 彼 得 在 耶 路 撒 冷 对 犹 太 宗 教  

领袖宣言••是耶稣的大能使残疾人痊愈； 

耶 穌 虽 被 祭 司 长 和 官 府 排 斥 与 迫 害 ，池却 

在 神 的 救 赎 史 上 成 为 最 重 大 的 因 素 （四 

1〇、 丨1>。 扫 罗 在 往 大 马 色 的 路 上 所 见 的  

异 象 也 肯 定 了 这 一 点 。 他 问 ：“主 啊 ！你 

是 谁 ？ ” 主 回 答 说 ：“我 就 是你 所 逼 迫 的  

耶 稣 n ” （九 神 传 给 以 色 列 人 的 天 国 福  

音 ， 藉 耶 穌 基 督 显 明 出 来 ； 如 彼 得 所 说 ， 

耶 稣 基 督 已 成 了 “万 有 的 主 ”了 （十 3 6 >。 

赦 邪

在 路 加 的 神 学 思 想 中 ，赦罪也是一大  

重 点 。 被 犹 太 教 定 为 “罪人 ” 的 人 ，主耶 

穌 基 督 却 接 纳 他 们 ，路加视 此 为 一 觅 要主  

题 。 使 徒 行 传 中 赦 罪 的 主 题 也 占 有 极 显 著  

的 地 位 。 彼 得 在 五 旬 节 讲 道 引 起 的 反 响  

是 ： “我 们 当 怎 样 行 ？ （二 3 7 ) 答案包  

括 两 方 面 ：悔 改 及 奉 耶 稣 的 名 受 洗 ； 罪得 

赦 免 及 领 受 圣 灵 是 悔 改 受 洗 后 的 结 采 。使 

徒 行 传 另 有 多 处 提 示 ，赦罪与 悔改 是 相 连  

的 （三丨9 、 2 G ， 五3 1 >  ; 另 有 多 处 也 提  

到 赦 罪 与 信 心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十4 3 , 十 

三 3 8 、 3 9 , 十 五 9 ) 。保 罗 在 亚 基 帕 前 辩  

护 时 ， 把 悔 改 、信 心 与 赦 罪 三 者 联 系 在 一  

起 。 故 此 可 说 ， 在 路 加 看 来 ， 信 心 （相信 

耶 穌 ）与 悔 改 实 际 上 是 等 义 的 。 信就是转  

向 基 督 ， 信 海 祂 并 委 身 於 祂 。信仰使人生  

有 了 新 的 取 向 。 悔 改 则 是 转 离 旧 路 ，朝向 

新 的 方 向 。 早 期 教 会 视 洗 礼 只 为 入 会 的 标  

志 ， 而 赦 罪 的 体 验 是 在 於 成 为 这 互 相 接  

纳 、 充 满 恩 赦 的 群 体 之 一 员 。 故 此 ，“你 

们 各 人 要 悔 改 ， 奉 耶 稣 基 督 的 名 受 洗 ，叫 

你 们 的 罪 得 赦 （二 3 8 > 这 句 话 的 意 思 ， 

并 不 是 说 洗 礼 仪 式 本 身 会 产 生 赦 罪 的 奇  

迹 ， 而 是 说 人 因 悔 改 与 信 心 受 洗 加 入 这 新  

团 体 ，在 其 中 赦 罪 成 为 亊 实 。在 路 加 秄 来 ， 

教 会 就 是 有 圣 灵 同 在 的 团 体 ，是神赦免罪  

人 、 造 就 新 人 的 处 所 。

结构和内容

窣 握 使 徒 行 传 全 书 的 最 好 方 法 是 依 循  

其 本 身 结 构 研 读 。 就 路 加 著 作 的 结 构 而  

言 ， 可 有 几 种 不 同 的 理 解 ， 因此在内容和  

情 节 的 探 索 上 也 各 有 其 方 法 ， 各有其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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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徒 行 传 自 然 地 分 为 两 部 分 ： 一 至 十  

二 章 为 一 部 ； 十 三 至 二 十 八 章 为 另 一 部 。 

m 略 地 说 ， 第 — 部 分 可 作 “彼 得 行 传 ” 

肴 ； 第 二 部 分 可 作 “保 罗 行 传 ” 看 。 “彼  

得 行 传 ’’ 当 然 以 彼 得 为 中 心 ， 他 倡 议 拣 选  

门 徒 来 代 替 加 略 人 犹 大 的 使 徒 职 分 （第 一  

章 > ; 五 旬 节 讲 道 （第 二 章 > ; 在 圣 殿 向  

犹 太 会 众 宣 讲 锎 子 得 愈 的 原 因 （第 三  

章 > ; 在 犹 太 公 议 会 为 基 督 教 信 仰 辩 护  

( 第 四 章 ） ； 领 导 使 徒 行 医 布 道 ， 并 为 使  

徒 代 言 （第 五 章 > ; 在 撒 玛 利 亚 领 导 教 会  

与 行 邪 术 的 西 门 抗 争 （第 八 章 ） ； 藉 哥 尼  

流 将 福 音 运 动 推 向 外 邦 （第 十 ， 十 一  

章 > ; 被 希 律 王 迫 害 下 狱 ， 却 又 靠 神 的 帮  

助 得 从 监 禁 中 脱 身 《第 十 二 章 > 。

这 一 部 分 主 要 记 叙 彼 得 的 事 ， 但 也 间  

有 旁 涉 ， 如 记 司 提 反 在 公 议 会 辩 护 和 殉 道  

的 经 过 （第 六 、 七 章 > ; 记 腓 利 在 撒 玛 利  

亚 布 道 并 为 埃 提 阿 伯 太 监 施 洗 的 故 事 （第 

八 章 > ; 记 扫 罗 迫 害 教 会 又 改 变 归 主 的 事  

< 第 九 章 > 。

使 徒 行 传 第 二 部 分 的 主 题 ， 是 福 音 如  

何 藉 保 罗 的 布 道 传 向 外 邦 的 故 事 （第 十 三  

至 二 十 八 章 > 。 所 记 主 要 是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 

每 次 都 使 福 音 的 种 子 在 一 片 新 拓 的 土 地 上  

开 花 结 实 ， 从 而 使 早 期 教 会 宣 教 的 工 作 得  

以 迅 速 扩 大 。 保 罗 的 生 平 与 布 道 以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捕 （二 H ， 二 十 二 章 ）、 在 该 撒  

利 亚 系 狱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六 章  > 、 被 航 解  

罗 马  <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章 ） 三 事 为 高 潮 。

这 一 部 分 的 记 叙 是 很 集 中 的 ， 盖 以 保  

罗 为 主 而 极 少 旁 涉 之 笔 。 保 罗 的 同 工 巴 拿  

巴 於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程 时 ， 与 保 罗 进 入 小 亚  

细 亚 布 ■ 道 ， 只 居 次 位 （十 三 ， 十 四 章 ） ； 

记 保 罗 希 腊 之 行 时 ， 西 拉 取 代 了 巴 拿 巴 的  

位 S  ( 十 六 至 十 八 审  > 。 只 有 一 个 并 非 以  

保 罗 为 中 心 的 插 曲 ， 即 记 述 耶 路 撒 冷 大 公  

会 议 众 教 会 领 袖 争 论 犹 太 与 非 犹 太 基 督 徒  

相 互 的 关 系 及 遵 守 律 法 的 问 题 （第 十 五  

帘 ）。 不 过 ， 此 亊 的 缘 起 实 际 也 是 保 罗 在  

外 邦 传 道 工 作 引 起 的 问 题 。 此 外 ， 尚 有 一  

段 记 保 罗 在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到 达 以 弗 所 之  

前 ， 亚 波 罗 在 那 电 讲 道 的 事 （十 三 2 1 - 

2 8 ) ; 不 过 ， 这 仅 是 一 段 加 插 的 小 节 。 

路 加 的 荅 作 最 明 显 的 主 题 ， 是 强 调 基 督 教

传 播 之 功 主 要 应 归 於 早 期 教 会 这 两 位 巨  

解 。

另 有 所 谓 主 题 分 析 法 ， 也是理解使徒  

行 传 结 构 和 内 容 的 方 法 之 一 。 该法的依抿

是 耶 稣 的 应 许 ： “.... 圣 灵 降 临 在 你 们 身

上 ，你 们 就 必 得 着 能 力 ，并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 

犹 太 全 地 ， 和 撒 玛 利 亚 ， 直 到 地 极 ，作我 

的 见 证 。” （一 使 徒 行 传 被 视 为 “大使 

命 ” 的 成 就 史 ， 其 进 展 可 分 为 以 下 3个阶 

段 ： （1 > 向 犹 太 会 众 作 见 证 ， 以耶路撤 

冷 为 重 点 ， 也 兼 及 犹 太 邻 近 地 区 ， 并北至 

加 利 利 （一 至 七 章 > ; ( 2 > 藉 腓 利 、彼 

得 、 约 翰 向 撒 玛 利 亚 作 见 证 （八丨至九 

3 1 )  ; ( 3 > 向 外 邦 作 见 证 ， 先是藉彼得

在 重 重 阻 困 下 开 始 （九 2 2 至 十 二 25), 

后 由 保 罗 促 成 大 业 （十 三 至 二 十 八 章

然 而 ， 不 论 用 何 种 方 法 来 分 析 使 徒 行  

传 ， 其 一 致 的 结 论 都 是 ： 这 是一部扣人心  

弦 的 光 辉 巨 著 ， 一 连 串 的 事 件 高 潮 起 伏 ， 

冒 险 及 令 人 惊 讶 之 亊 层 出 不 穷 ， 也不乏发 

人 深 省 的 记 述 。 例 如 ： 保 罗 最 后 被 捆 锁 ， 

解 往 罗 马 ， 这 似 乎 在 作 者 意 料 之 外 。然而 

即 使 在 这 事 上 ， 也 可 说 特 别 是 在 这 件 亊  

上 ， 路 加 看 到 了 有 神 大 能 的 手 在 工 作 。保 

罗 在 罗 马 帝 国 的 京 城 ， “放 胆 传 讲 神 国 的  

道 ， 将 主 耶 稣 基 赘 的 事 教 导 人 ， 并没有人 

禁 止 ” （徒 二 十 八 3 U 。 路 加 即 以 这 千 钧  

之 力 的 证 言 ， 结 朿 了 他 的 记 述 。

M a n f r e d  T. Brauch 

参 • 使 徒 时 代 - 1 4 2 6 : -耶路撖冷大公 

会 议 • 1 9 5 7 :  •路加 _ 9 3 6 ;  •保罗_ 90:

•彼得• 1 2 1 :  ••提阿非罗#  1 • 1545; _新约

年 代 学 " 1 7 5 4 。

参 考 书 目 ： E .M . B l a i k l o c k . A c f s : H i e  

Birth o f  the C h u r c h ; F . F . B  r u c e ,

H e n  g e l .  A c t s  a n d  the History of Earliest 

Chri stia nity; I . H .  M a r s h a l l ,  Acts ; C.H.  

T a l b e r t  ( e d . ) .  Pros pectus  on L u k e -Acts: 

C . S . C .  W i l l i a m s ,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n

Oath
s h i

— 个 严 肃 的 愿 或 许 诺 的 保 证 。 希伯来 

文 中 ， 有 两 个 字 可 作 “盟 蜇 ” 解 ，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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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后 者 是 较 为 一 般 性 的 用  

肖，在 古 时 意 指 与 7 这 数 字 有 一 个 严 m

不 可 思 议 ） 的 关 系 ， 不 过 其 中 的 连  

$ 6 失传了。 亚 伯 拉 罕 曾 与 亚 比 米 勒 立 誓

丨 是 巴 （七 之 井 ， 或 盟 皙 的 井  > , 把  

7只 母 羊 羔 分 别 出 来 ， 以 见 证 他 挖 了 一 个  

并 （创 二 十 一 2 2 - 3 1 ) 。 至 於 5 /邊， 常 译 作  

i «r , 正 确 的 意 义 应 是 “咒 诅 ”。 有 时  

这 两 个 字 可 用 在 一 起 （民 五 2 1 ; 尼 十  

29;但 九 1 1 )。 人 若 不 遵 守 誓 言 ， 就 必 受  

咒 沮 • ■ 耶 和 华 断 言 祂 已 经 与 以 色 列 人 立 了  

约，起 了 笹 （或 咒 诅 > ， 若 有 人 毁 约 ， 必  

受咒诅（申 二 十 九 1 幻 。

盟 誓 是 用 来 保 证 一 个 合 约 ， 或 是 政 治  

上的条约。 在 以 色 歹 IJ及 其 邻 近 的 国 家 ， 他 

们的冲（或 诸 神 ） 是 合 约 的 保 证 人 ， 立 约  

双 方 都 宣 布 奉 神 的 名 立 约 。 雅 各 与 拉 班 立  

约时，堆 石 为 证 ， 并 宣 誓 ： “但 想 亚 伯 拉  

罕 的 神 和 拿 鹤 的 神 ， 就 是 他 们 父 亲 的 神 ， 

在 你 我 中 间 判 断 。’’ （创 三 十 一 5 3 > 若 一  

方违约，就 是 一 个 可 憎 的 罪 行 。 因 此 ， 十 

诚 也 警 告 不 得 凭 空 宜 踅 ： “不 可 妄 称 耶 和  

华你神的名， 因 为 妄 称 耶 和 华 名 的 ， 耶 和  

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 （出 二 十 7 > 以 色 列  

民 也 不 准 奉 假 神 的 名 起 誓  < 耶 十 二 16; 

摩八丨4>。 若 违 背 了 奉 耶 和 华 的 名 所 立 的  

国际条约， 必 遗 灭 亡 （结 十 七 1 6 、 17 > 。 

何 西 阿 指 斥 百 姓 的 罪 行 之 一 ， 就 是 他 们 立  

约 时 常 起 假 誓 （何 十 4 > 。 这 种 放 肆 的 行  

径必遭审判， 不 管 是 何 种 性 质 的 皙 约 。 在 

以色列中， 某 些 一 般 社 会 亊 务 ， 也 需 要 起  

f  ( 出 二 十 二 1 0 、 1 1 ; 利 五 1 ， 六 3 ; 民 

五丨丨J B ) 。 这 做 法 也 可 作 为 神 与 以 色 列  

民立 约互效的楷模。

基 督 也 教 导 人 要 守 约 （太 五 3 3 > 。 但 

在冲的国里，已 不 再 需 要 酱 约 （五 3 4 - 3 7 ) 。 

耶 稣 在 大 祭 司 该 亚 法 面 前 受 审 时 ， 该 亚 法  

的f 言 是 咒 诅 性 的 （二 十 六 6 3 - 6 5  ) ; 保 

罗 也 曾 起 蜇 （林 后 一 2 3 ; 加 一 2 0 ) 。 神 是  

指替自己起誓， 也 受 自 己 的 誓 言 约 朿 （来 

A 丨3-18>， 持 守 祂 賜 以 色 列 先 祖 的 应 许

1创五十2 4 ; 诗 八 十 九 1 9 - 3 7 、 4 9 , -----

0»-4)〇

参 -立 约 / 约 - 8 9 7 :  ••愿” 2 1 9 3 。

示按
Shion
s h l 幺n

以 萨 迦 支 滩 得 为 业 之 地 的 十 六 座 城 之

一 。 在 圣 经 中 ，这地列於 哈弗 连 及亚拿 哈  

拉 之 间 （书 十 九 其 位 S 尚未能 确定 。

示巴
Sheba, Shibah
s h) ba

O 拉 玛 的 儿 子 ， 底 但 的 兄 弟 ，挪亚的  

后 裔 ， 屈 含 的 家 系 （创 十 7 ; 代 上 一 9 ) b 

@ 约 坍 十 三 子 之 一 ， 是 挪 亚 的 后 窃 ， 

屈 闪 的 家 系 （创 十 2 8 ; 代 上 一 2 2 K

© 约 珊 的 儿 子 ， 底 坦 的 兄 弟 ，是亚伯  

拉 罕 和 基 土 拉 的 孙 （创 二 十 五 3 ; 代上一

3 2 )  0

O 便 雅 悯 人 ， 比 基 利 的 儿 子 。 押沙龙  

死 后 ， 示 巴 梅 动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大 卫 。 在约 

押 的 领 导 下 ， 平 定 叛 乱 ；示巴就在亚伯伯  

玛 迦 被 斩 首 （撒下二十1 - 2 2 > ,

@ 迦 得 人 ， 在 犹 大 王 约 坦 （主 前 750- 

7 3 2 > 和 以 色 列 王 耶 罗 波 安 二 世 （主前  

7 9 3 - 7 5 3 ) 在 任 期 间 ，作 巴 珊 地 的 族 长 9 

© 以 撒 的 仆 人 所 挖 的 第 四 口 井 ，是为 

以 撒 与 基 拉 耳 王 亚 比 米 勒 的 结 盟 而 命 名  

的 。 那 井 所 在 之 城 称 为 别 是 巴 （创二十六

3 3 )  。

® 从 犹 大 支 派 南 部 的 地 业 中 ，划 分 13 

座 城 予 西 缅 支 派 ，示 巴 是 其 中 之 一 。示巴  

列 於 别 是 巴 和 摩 拉 大 之 间 （书 十 九 2 ; 按 ： 

和 合 本 以 示 巴 为 别 是 巴 的 别 名  >。 这城所  

指 的 是 哪 一 座 及 其 位 S , 均 无 法 确 定 。 有 

人 认 为 示 巴 是 后 人 抄 录 时 抄 写 之 误 ，所指 

的 实 应 为 示 玛 （参 书 十 五 2 6 )。 其他 说 法  

则 以 这 城 为 别 是 巴 附 近 的 沙 巴 废 丘 。

© 位 於 亚 拉 伯 西 南 部 的 地 土 ，又称为  

示 巴 王 国 。 示 巴 人 是 闪 的 后 商 ，他们的统  

治 者 身 兼 祭 司 与 王 之 职 ， 首 都 设 在 马 里 。 

在 所 罗 门 时 期 （主 前 9 7 0 - 9 3 0 ) , 示巴女  

王 曾 访 问 耶 路 撒 冷 ， 为 要 见 识 所 罗 门 的 财  

富 和 考 问 他 的 智 恝 。 所 罗 门 在 这 两 方 面 的  

表 现 都 令 她 喜 出 堅 外 （王上十丨 - 1 3 ; 代 

下 九 1 - 1 2 )。

示 巴 人 以 经 商 为 生 ，与 以 色 列 人及 远  

至 东 方 的 印 度 均 有 业 务 往 来 。 示巴人的商



品 主 要 包 括 香 料 、 宝 石 和 农 产 品 ， 他 们 又  

迖 立 了 陆 路 和 海 路 的 运 输 网 络 ， 方 便 货 运  

往 来 （诗 七 十 二 1 〇、丨5 ; 赛 六 十 6 ; 耶 六  

2 0 ; 结 二 十 七 2 ! 2 、 2 3 > 。 在 南 阿 拉 伯 地 区  

寻 获 大 费 的 铭 文 ， 足 以 证 明 示 巴 人 的 文 明  

及 交 通 状 况 。

1444 shi ba lin

示巴琳
Shebarim
s h l bS l i n

位 於 艾 城 与 耶 利 哥 之 间 ， 艾 城 人 追 杀  

逃 奔 的 以 色 列 人 直 到 这 地 。 这 地 方 明 显 是  

靠 近 山 城 至 低 地 的 下 坡 （书 七 5 > 。 示 巴  

琳 意 为 “破 裂 ” 或 “废 墟 ”， 可 能 是 指 陡  

峭 的 山 峰 上 崎 岖 不 平 的 石 地 。 她 的 确 实 位  

置 不 详 。

示巴尼
Shebaniah
s h l  bS ni

〇 约 柜 运 进 耶 路 撒 冷 时 ， 在 大 卫 所 带  

领 的 队 伍 中 ， 被 派 在 神 的 约 柜 前 吹 号 的 七  

个 祭 司 之 一 （代 上 十 五 2 4 > 。

@ 百 姓 跟 随 以 斯 拉 念 神 的 律 法 后 ， 带  

领 他 们 敬 拜 神 的 其 中 一 个 利 未 人 （尼 九 4 、

5 ) 。 他 并 且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尼 十  

1〇>。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祭 司 家 族 首  

领 （尼 十 4 ， 十 二 1 幻 ， 他 可 能 与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章 3 节 中 的 示 迦 尼 ， 是 同 一 人 。

参 • 示 迦 尼 # 8 ” 1 1 4 7 。

€>另 一 位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利 未  

人 （尼 十 1 2 > 。

示 巴 女 王
Sheba, Queen of
s h i  b a  nO w i n g

参 - 示 巴  #8** 1 4 4 3 。

示 班
Sebam
s h i  b a n

位 于 外 约 但 的 城 ， 是 可 放 牧 的 高 原 ， 

为 迦 得 和 流 便 的 子 孙 渴 望 得 为 业 之 地 （民 

三 十 二 3 ) 。 此 地 分 给 了 流 便 为 产 业 （书 

十 三 1 9 ) ， 但 最 终 落 在 到 处 抢 掠 的 摩 押 人

手 上 。 这 城 以 葡 萄 园 而 闻 名  

9 ; 耶 四 十 八 3 2 ) 。 示 班 在 十  

又 称 为 西 比 玛 （参 民 三 十 二 = 来终 

1 9 ; 赛 十 六 8 、 9 ; 耶 四 十 书十$

士 班 雅 / 西班牙
Spain
s h i b a n  y & / x l  b a n  y &

在 欧 洲 西 南 面 西 端 的 — 个半步  

提 及 腓 尼 基 人 幅 员 辽 阔 的 迦 太 基 帝 钱  

展 至 士 班 雅 。 罗 马 人 在 主 前 2 0 f i 年 伸  

太 基 人 赶 出 士 班 雅 ， 但 直 至 主 前  

他 们 才 能 征 服 当 地 的 部 落 。 至 此 ， 罗 

始 能 “得 到 全 区 的 控 制 权 ” 马 加 ^  

书 》 八 3 ) 。

在 主 前 1 1 0 0 年 ， 腓 尼 基 商 人 从 推 罗  

出 发 ， 成 功 地 把 他 们 的 贸 易 范 围 伸 展 到 士  

班 雅 ， 或 伊 比 利 亚 。 经 过 一 连 串 的 殖 民 g  

略 ， 贸 易 随 之 展 开 ， 从 北 非 海 岸 的 迦 太 基  

( 即 腓 尼 基 帝 国 的 中 心 ） 开 展 。 迦太基人 

在 一 连 串 的 侵 略 后 ， 在 士 班 雅 的 海 岸 建 立  

了 许 多 殖 民 区 ， 这 包 括 迦 太 基 诺 伐 （今卡 

塔 赫 纳  > 及 马 拉 卡 （今 马 拉 加 ）。其后， 

他 们 占 领 塔 特 苏 斯 ， 并 把 半 岛 大 部 分 的 土

地 并 入 他 们 的 王 国 版 图 。 迦太基人从他们

在 士 班 雅 的 据 点 起 ， 力 图 把 他 们 的 帝 国 ®  

域 伸 展 至 欧 洲 ， 罗 马 人 因 此 受 到 迦 太 基 人  

的 挑 战 。 在 第 二 次 布 匿 克 战 争 （主前 

2 1 8 - 2 0 1 ) ， 罗 马 人 把 入 侵 义 大 利 的 汉 尼  

巴 击 退 后 ， 攻 击 士 班 雅 地 的 迦 太 基 人 ，以 

加 强 防 卫 。 最 后 ， 在 该 撒 亚 古 士 督 时 ，士 

班 雅 正 式 成 为 罗 马 的 一 个 省 份 。 在那时’ 

罗 马 人 建 立 了 一 个 庞 大 的 道 路 系 统 ，贯通

f  士 班 雅 半 岛 。

罗 马 文 化 对 士 班 雅 有 深 远 的 影 响 ^  

歹 马 皇 帝 ： 他 雅 努 、 哈 德 良 及 狄 奥  

& ， 都 出 生 於 士 班 雅 。 部 分 的 学 冑  

包 括 两 位 辛 尼 加 、 马 提 雅 尔 、二 

^ 斯 、 路 加 努 、 昆 体 良 、 庞 波 ^ 並 ^ 徒 

都 有 记 载 罗 马 文 化 传 入 士 f  。明世界 

泛 计 划 把 耶 稣 菡 督 的 福 音 传 到 〒 会 归 信  

也 极 ， 他 可 能 也 预 计 到 士 班 雅

保 罗 把 士 班 雅 纳 入 他 的 宣 \ 荩 2 8 

g 的 证 据 可 见 於 罗 马 书 十 把 瘅 音  

在 那 信 中 ， 保 罗 清 楚 表 尔 他 要



# 国 中 的 罗 马 人 及 外 邦 人 ； 他 还 表 示 他  

n 效访问罗马， 并 往 士 班 雅 去 。 只 有 从 保  

^ 死 后 一 些 不 大 B月研!6勺 参 考 资 料 ， 才 能 证  

明 保 罗 真 的 到 过 士 班 雅 。 一 位 基 督 教 早 期  

— 罗 马 的 革 利 免 ， 曾 在 主 后 一 世  

纪 指 出 保 罗 会 到 达 ‘‘西 方 的 尽 头 ' 虽 然  

大 部 分 罗 马 人 认 为 士 班 雅 是 他 们 帝 国 的 西  

方尽头，但 这 含 糊 的 描 述 不 足 以 证 明 保 罗  

ft的到过那里。 保 罗 明 显 以 士 班 雅 为 宣 教  

工作的一个觅点， 而 他 或 其 他 信 徒 也 计 划  

庄 主 后 一 世 纪 在 士 班 雅 建 立 教 会 。 由 此 可  

见，士 班 雅 教 会 拥 有 既 曲 折 又 光 荣 的 历  

史*

示別
S h e b e r
shi bi£

迦 勒 和 其 妾 玛 迦 所 生 的 儿 子  <代 上 二

48),

示玻
S h e p h o
shi bd

朔 巴 的 五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 何 利 人 西 再  

的 后 裔 ■ • 示 玻 名 列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族 谱 中 ， 

是 从 以 扫 与 该 族 接 触 所 出 的 子 孙 （创 三 十  

六 2 3 ) ; 他 又 名 为 “示 非 ” （代 上 一 4 0 > 。

示播列
S h i b b o l e t h
shi bo li^

耶 弗 他 在 约 但 河 的 渡 口 向 以 法 莲 人 探  

问 的 话 （士 十 二 6 ‘）。 战 争 过 后 ， 很 多 以  

法 莲 人 企 图 渡 过 约 但 河 逃 走 ， 返 回 他 们 所  

8 之地。 当 他 们 每 人 来 到 河 的 渡 口 ， 耶 弗  

他 的 士 兵 （基 列 人 ） 就 要 求 对 方 说 ： “示 

播列”。 以 法 莲 人 不 像 耶 弗 他 的 人 那 样 咬  

正字音的回答， 因 此 让 基 列 人 发 现 ， 立 即  

被杀#

对 於 发 音 上 的 其 正 困 难 ， 并 未 能 确  

知。有 两 个 可 能 存 在 ： 第 ― ， 以 法 莲 人 的  

语 言 并 没 有 类 似 “s h ” 的 发 音 。 因 此 他 们  

将 “ S h  ” 读 作  “ S  “ 示 播 列 ”

“h i b b o l c l I O  变 成 “西 播 列  （s i b b o l e t h  > >。 

第二，基 列 人 是 将 “s h ” 读 作 “t h ”， 以 

法 莲 人 不 憷 这 发 音 ， 把 它 念 成 “S ”。 因

此 ， 基 列 人 把 “s h i b b o l e t h ” （示播列>  

读 成 “i h i b 丨)()l c t h ”， 以 法 莲 人 则 念 作  

“s i b b 〇l c t h ”„ 无 论 如 何 ， 从这个故亊可  

见 两 族 人 之 间 在 方 言 上 的 分 别 。

侍从
Attendant
s h i  c 6 n g

侍 奉 於 王 左 右 的 高 级 官 员 u 

参 • 职 业 （内侍臣）” 2 3 2 0。

示达
Shethar
s h i

亚 哈 随 兽 王 的 七 个 大 臣 之 一 。 皇后瓦  

实 提 违 抗 王 命 时 ，示 达 和 众 首 领 建 议 王 M  

夺 她 的 位 分 ， 另 迭 立 新 皇 后 ， 以维护国纪  

( 斯 一 1 3、 1 4 ) tt

士大古
Stachys
s h i  d 姦 gQ

罗 马 的 基 督 徒 ，保 罗 曾 向 他 问 安 ，并 

称 他 为 “我 所 亲 爱 的 ” （罗 十六 9 > 。

世代
Age, Ages
s h i d^i

指 过 去 、现 在 或 将 来 的 一 段 久 远 年  

代 ， 并 无 定 数 。 过 去 、现 代 、 未 来 之 和 ， 

便 是 时 间 的 全 部 。 圣 经 说 神 早 於 “万世以  

前 ” 就 存 在 并 筹 划 一 切 （林前二 7 >  ; 神 

是 “永 世 的 君 王 ” （提 前 一 1 7 ) ， 神的旨  

意 包 括 万 世 （弗三丨丨）。 圣 经 也 叙 述 神 在  

末 世 将 行 的 枣 （太 十 三 3 9 、

新 约 仿 照 早 期 犹 太 人 的 著 述 ， 以今世  

( 即 加 一 4 所 说 的 “罪 恶 的 世 代 ”） 对立於  

来 世 ， 神 的 审 判 於 来 世 临 到 时 将 伸 张 正  

义 ， 神 的 子 民 将 可 承 受 “全 部 产 业 ” （可 

十 3 0 ) 。 不 过 ， 我 们 今 日 虽 身 处 “末 世 ” 

(林 前 十 1 U ，却 可 体 验 “来 世 权 能 ” （来 

六 5 > 和 来 世 的 生 活 （“世 代 ”一 词 的 希  

腊 文 与 “永 世 ” 的 希 腊 文 同 一 字 根 > 。

另 有 两 个 字 词 有 时 与 “世 代 ’’ 一词连  

在 一 起 。 一 个 是 “代 ”， 如 歌 罗 西 书 一 章  

•26节 谈 到 “历 世 历 代 所 隐 藏 的 奥 秘 ” （参

shi bî  1445

A



1446 shi diu dr

弗 三 2 丨 >。 不 过 ， 我 们 没 有 圣 经 根 据 ， 可 

认 为 圣 经 使 用 这 些 字 词 ， 就 是 要 把 圣 经 的  

年 代 分 为 几 个 “时 代 ”， 每 — 个 时 代 都 有  

神 救 赎 计 划 的 新 发 展 。 另 — 个 词 是 “世 ”， 

以 弗 所 书 二 章 2 节 谈 到 ， 那 些 未 经 救 赎 的  

人 “随 从 今 世 的 风 俗 ”， 这 里 所 指 是 世 上  

的 挂 虑 ； 希 伯 来 书 一 章 ‘2 节 和 十 一 章 3 节  

使 用 同 一 个 字 ， 指 的 却 是 神 创 造 “诸 世  

界 ，、

圣 经 中 还 有 “自 古 ” 与 “永 远 ” 的 说  

法 。 “自 古 ” 即 自 过 去 的 世 代 ， “永 远 ” 

指 “未 来 的 世 代 ”。 不 过 ， 是 否 表 示 “永 

恒 ” 的 过 去 或 将 来 ， 尚 须 根 据 上 下 文 来 确  

定 。

圣 经 也 述 及 男 女 的 年 岁 。 年 长 的 特 别  

有 智 恝 （伯 十 二 〗 2 > ， 但 这 并 非 必 然 （传 

四丨2 >。 但 圣 经 仍 强 调 应 砗 敬 老 人 （利 十  

九 3 2 > ， 并 说 “白 发 是 荣 耀 的 冠 冕 ” （箴  

十 六 3 1 ) 。 然 而 ， 年 迈 必 智 衰 体 弱 （传 十  

二 丨 -6) „ 诗 篇 九 十 篇 1 0 节 指 出 ， 人 平 均  

的 寿 命 是 7 0 岁 ， 强 壮 的 可 至 8 0 岁 ， 但 只  

有 更 多 的 “劳 苦 ” 与 “愁 烦 ”。

参 • 永 远 / 永 恒 " 2 1 4 8 :  •神国 / 天 囯 •

1 3 0 2 :  •主再来 " 2 3 5 4 :  •启示 文学 " 1 1 7 9 。

示丢珥
Shedeur
s h l d i u  $ r

的男 J 数 目 （ E

奉 献 坛 的 礼 时  

代 表 流 便 支 派 的 ( 民 七 二 :

示法
Sheva
s h i  f a

« 大 卫 的 文 士 或 书 记 （撒 下 二  

在 其 他 经 文 ， 则 以 不 同 的 名 宇 出 现 气  

参 **西 莱 雅 # 1 "  1 6 7  9 

© 犹 大 支 派 希 斯 仑 家 族 中 迦 勒  

子 ， 是 抹 比 拿 和 基 比 亚 之 祖 （代 上 二 4

示法 提 雅
Shephatiah
s h l  f a  t i  y S

〇 大 卫 在 希 伯 仑 作 王 7 年期间所生的  

六 个 儿 子 之 一 。 示 法 提 雅 的 母 亲 是 亚 比  

他 ， 是 大 卫 其 中 一 个 妻 子 （撒 下 三 4 ; 代 

上 三 3 > 。

@ 便 雅 倘 支 派 米 书 兰 的 父 亲 ；在以色 

列 被 掳 后 ， 从 巴 比 伦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代上 

九 8 > 。

圣 经 各 时 势 人 寿 的 比 较

洪 水 前 时 代 族 长 前 时 代 王 国 前 时 代 王 国 时 代  _

人 名 年 岁 人 名 年 岁 人 名 年 岁 人名 年岁

亚 当 9 30 挪 亚 9 5 0 撒 拉 1 27 罗 波 安
58

寒 特 9 12 闪 6 0 0 亚 伯 拉 罕 1 75 约 沙 法
60--- ----

以 挪 士 9 0 5 亚 法 撒 4 38 以 实 玛 利 1 37 约 兰
40

—----

该 南 9 10 沙 拉 4 33 以 撒 1 80 耶 何 耶 大 _
1 30 _

玛 勒 列 8 95 希 伯 4 6 4 雅 各 1 47 约 阿 施
47

—

稚歹 U 9 6 2 法 勒 2 39 约 瑟 1 10 亚 玛 谢
54

------

以 诺 3 6 5 拉 吴 2 39 利 未 1 37 乌 西 雅 _

玛 土 撒 拉 9(i9 西 鹿 2 30 哥 辖 1 33 约 坦

拉 麦 7 7 7 拿 鹤

他 拉

1 48

2 05

暗 兰

亚 伦

摩 西

约 书 亚

以 利

1 37 

1 23 

1 20 

1 10 

9 8

亚 哈 斯  

希 西 家 _  

玛 拿 西 _  

约 雅 _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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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哈 律 弗 人 ， 在 洗 革 拉  

0 助 大 卫 作 战 的 一 名 勇 士 （代 上 十 二 5 > 。

〇玛 迦 的 儿 子 ， 大 卫 作 王 时 管 理 西 缅  

袁沭的首领《代 上 二 十 七 1 6 > 。

® 优 大 王 约 沙 法 （主 前 8 7 2 - 8 4 8 ) 的 

儿 子 之 一 ， 约 兰 的 兄 弟 。 约 兰 在 其 父  

祀 后 成 为 唯 一 继 位 的 人 （主 前 8 5 3 *8 4 1 ; 

代下二十一

® 在 被 掳 后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犹 大  

名 犹 大 后 窃 的 先 祖 （拉 二 4 ; 尼 七  

9丨.后来，示 法 提 雅 家 的 8 1 人 ， 在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期 间 （主 前 4 6 4 - 4 2 4  ) ， 

相 随 以 斯 拉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拉 八 8 > 。

© 以 色 列 被 掳 后 ，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犹 大  

的 - 个 所 罗 门 仆 人 家 族 之 首 （拉 二 5 7 ;  

尼七59>。

€>法 勒 斯 的 后 商 ， 在 后 被 掳 时 期 ， 居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犹 大 家 族 的 先 祖 （尼 H

4).

© 玛 坦 的 儿 子 ， 在 西 底 家 王 统 治 期 间  

(主前5 9 7 - 5 8 6 ) 的 一 个 犹 大 领 袖 。 由於  

K 烦 耶 利 米 有 关 耶 路 撒 冷 遭 难 的 预 言 ， 示 

法提稚（连 同 基 大 利 、 犹 甲 和 巴 施 户 珥 ） 

要寻索他的性命。 在 西 底 家 的 允 准 下 ， 他 

们 把 耶 利 米 下 到 监 里 ， 好 使 他 们 的 计 谋 得  

送 （耶 三 十 八 1 > 。

示番
S b c p h a m
shi fan

摩 西 在 迦 南 立 这 地 为 东 界 ， 圣 经 论 到  

该 地 东 北 角 的 哈 萨 以 难 及 利 比 拉 时 ， 曾提  

及示番（民 三 十 四 丨 〇、 它 的 正 确 位  

置不详。

Shiphi

• h i  f e i

细 撒 的 父 亲 ， 西 缅 支 派 的 一 个 族 长  

(代上四：57>。

^ e p h u p h a n  
， hi  f 6  x a n

便 雅 悯 支 派 比 拉 的 儿 子 。 

_ 的 长 子 （代 上 八 5 > 。

比 拉 是 便 雅

参 - 书 反 - 1 4 7 0 *

示 哈 利
Shehariah
s h i  hS  11

耶 罗 罕 的 儿 子 ， 被 掳 后 ，在耶路撤冷  

作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族 长 （代 上 八 2 6 h

. shi fan 1447

士 基 瓦
Sceva
s h i  jT w5

保 罗 在 他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到 访 以 弗 所  

时 ， 以 弗 所 的 犹 太 祭 司 长 。 士 基 瓦 的 7个 

儿 子 企 图 仿 效 保 罗 奉 耶 穌 的 名 驱 赶 邪 灵 。 

他 们 赶 鬼 失 效 ， 而 他 们 的 权 柄 又 不 被 承  

认 ； 他 们 随 即 受 到 袭 击 ，并反被他们欲责  

备 的 邪 灵 所 伤 害 （徒 十 九 1幻 。

示 迦 尼
Shecaniah
s h i  j i a  ni

旧 约 的 一 个 很 普 通 的 名 字 。

O 大 卫 的 后 裔 ， 屈 所 罗 巴 伯 家 系 ， 披 

掳 归 回 后 ，在 耶 路 撒 冷 生 活 （代 上 三 2 1 、 

22)〇

0 利 未 人 ，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任 2 4个 

祭 司 班 次 的 第 十 班 之 首 （代 上 二 十 四 1 1 K  

© 哈 突 的 父 亲 。 以色 列 被 巴 比 伦 掳 夺  

后 ，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统 治 期 间 （主前 

4 G 4 - 4 2 4  ) , 哈 突 随 同 以 斯 拉 归 回 犹 大  

( 拉 八 3 > 。

〇 哈 悉 的 儿 子 ， 在 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一  

曲 统 治 期 间 ， 随 同 以 斯 拉 归 回 犹 大 （拉八  

5 > 。

@ 以 拦 的 子 孙 ， 耶 歇 的 儿 子 ， 在以色  

列 人 归 回 犹 大 后 ， 请 求 以斯 拉 吩 咐 百 姓 休  

弃 他 们 的 外 邦 妻 子 （拉十 2 > 。

© 示 玛 雅 的 父 亲 。示 玛 雅 是 东 门 的 守  

门 人 ， 协 助 尼 希 米 修 造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段 城  

墙 《尼 三 2 9 > 。

© 亚 扪 人 多 比 雅 的 & 父 ，亚拉的儿子  

( 尼 六 1 8 > 。

© 在 被 掳 后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犹 大  

的 祭 司 家 族 首 领 （尼 十 二 3 > 。 示 迦 尼 可  

能 与 尼 希 米 记 十 二 $ 1 4 节 的 示 巴 尼 为 同  

一 人 〇

V i



# _  示巴尼  # 3 -  1 4 4 4。

示 1 M 雅
Shecaniah
s h i j i a  ni y i

在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统 治 期 间 （主 前  

7 ] 5 - <i H  (; > ， 在 可 利 下 服 侍 的 六 位 祭 司 之  

一 。 示 迦 尼 雅 协 助 把 圣 殿 的 供 品 分 发 给 在  

各 城 里 供 职 的 祭 司 （代 下 三 H ----1 r» ) 〇

示剑
Shechem
s h ) j i ^ n

〇 希 未 人 哈 抹 的 儿 子 。 他 玷 辱 了 雅 各  

的 女 儿 底 拿 ； 后 来 ， 底 拿 的 哥 哥 西 缅 和 利  

未 把 示 剑 和 他 的 父 亲 ， 以 及 城 中 的 一 切 男  

丁 都 杀 了 （创 三 十 四 ； 书 二 十 四 3 2

© 基 列 六 个 儿 子 之 一 ，属 玛 拿 西 支 派 ， 

约 瑟 的 后 裔 ， 示 剑 家 族 的 起 首 （民 二 十 六  

3 1 ; 书 十 七 2 > 。

© 示 米 大 的 四 子 之 一 ， 属 玛 拿 西 支 派  

< 代 上 七 1 9 > 。

〇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部 中 央 的 城 镇 ， 靠 近  

分 别 流 向 约 但 河 和 流 入 地 中 海 的 水 域 ； 位  

处 耶 路 撒 冷 以 北 4 〇哩 ， 在 进 入 以 巴 路 山  

和 基 利 心 山 之 要 隘 处 的 东 面 。 该 古 城 坐 落  

在 东 南 较 低 的 斜 坡 或 以 巴 路 山 的 山 脊 ， 此  

亦 即 其 名 之 含 义 （肩 脊 ）。 从 陆 路 由 其 后  

成 为 以 色 列 首 府 的 撒 玛 利 亚 往 西 北 的 示  

剑 ， 全 长 约 8 哩 。 示 剑 虽 然 是 军 丰 茁 地

-----这 城 控 制 了 所 有 通 往 耶 路 撒 冷 中 央 山

地 的 路 ， 但 四 周 并 没 有 天 然 屏 障 ， 故 需 要  

庞 大 的 防 御 建 设 。

从 拜 拉 泰 废 丘 所 看 ， 示 剑 即 现 今 的 纳  

布 卢 斯 以 东 一 两 卩 里 外 的 地 方 ， 邻 近 雅 各  

井 。 事 实 上 ， 很 多 人 认 为 叙 加 （约 四 5 >

就 是 示 剑 。

圣 经 的 参 考

示 剑 首 次 在 圣 经 出 现 ， 是 指 亚 伯 兰 最  

初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进 入 迦 南 后 支 搭 帐 棚 的 地  

方 。 在 那 里 ， 神 应 许 把 迦 南 地 賜 给 他 ， 亚  

伯 兰 就 在 该 地 筑 了 他 的 第 一 座 坛 （创 十 二

6 、 7 ) 。 雅 各 在 巴 旦 亚 兰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旅 居 2 0 年 后 ， 返 回 示 剑 ， 并 买 了 一 块  

地 。 这 时 候 ， 该 地 已 是 一 座 设 有 城 门 的 城

1448 shi jia ni y2

( 三 十 四 2 0 、 24  > 。 当 西 缅 和 利 未 的妹子 

底 拿 遭 玷 辱 后 ， 他 们 兄 弟 2 人 杀 了 示剑的  

一 切 男 丁 作 为 报 复 （三 十 四 2 5 > 。多年后， 

族 长 的 家 族 在 希 伯 仑 居 住 时 ， 约瑟曾往示 

剑 去 符 他 的 哥 哥 们 （三十七丨2 -丨幻。

在 争 战 过 后 ， 以 色 列 人 分 别 对 苕 基 利  

心 山 及 以 巴 路 山 宣 读 律 法 上 祝 福 、 咒诅的 

话 ， 都 在 示 剑 邻 近 的 地 方 应 验 了 （书八 

3 0 - 3 5 ; 参 申 二 十 七 1 1 - 1 3 ) 。 在土地的分 

配 和 安 排 上 ， 示 剑 成 为 其 中 一 座 逃 城 （书 

二 十 7 ， 二 十 一 2 1 ) ， 以 及 利 未 人 的 四 十  

八 座 城 之 一 （二 十 一  2 H 。 约书亚在这地  

宣 告 了 他 离 别 的 话 （二 十 四 1 、 2 5 ) ，约 

瑟 的 骸 伢 亦 是 坭 葬 在 示 剑 ， 就是昔日雅各  

用 银 子 买 来 的 那 一 块 土 地 （二 十 四 32)。

在 士 师 管 治 的 那 段 动 荡 不 安 的 日 子  

中 ， 基 甸 的 儿 子 亚 比 米 勒 就 是 在 那 里 自 立  

为 以 色 列 王 ， 最 初 有 百 姓 的 支 持 。但后来 

一 场 叛 变 ， 却 使 该 城 遗 拆 毁 （士 九 1-7、 

2 3 - 5 7 ) 。 罗 波 安 就 在 国 家 分 裂 之 前 ，在 

那 里 即 位 （王 上 十 二 1 > ， 北国第一个王  

耶 罗 波 安 重 建 该 城 ， 并 立 她 为 国 家 的 第 -  

个 首 府 （十 二 2 5 > 。

历 史 和 考 古 学

1 9 0 3 年 ， 德 国 学 者 泰 勒 克 首 先 发 现  

拜 拉 泰 废 丘 就 是 古 代 示 剑 的 遗 址 。随后， 

由 舒 连 、 华 特 ， 以 及 一 些 德 国 科 学 研 究 学  

会 的 代 表 领 导 下 ， 先 后 在 1 9 1 3 至 1 4年、 

1 9 2 6 至 2 8 年 、 1 9 3 2 至 3 4 年 进 行 发 掘 。近 

期 ， 德 抖 麦 考 密 哈 佛 远 征 队 在 华 持 、托姆 

斯 ， 及 坎 伯 尔 的 领 导 下 ， 於 1 9 5 6 、 5 7、 

6 0 、 6 2 、 6 4 ,  G 6 、 6 8 及 6 9 年 ， 在该处进 

行 发 掘 工 作 。

从 发 掘 所 得 ， 该 处 煨 早 期 居 住 的 地 方  

可 追 溯 至 主 前 四 千 年 代 ， 然 而 ， 在主前二 

千 年 代 的 前 半 期 ， 第 一 处 极 具 意 义 的 居 地  

才 出 现 ， 那 是 亚 摩 利 人 或 许 克 所 斯 人 所 it 

立 的 。 许 克 所 斯 人 以 一 道 大 约 阔 8 0択. 

髙 2 〇呎 的 巨 大 斜 坡 围 墙 ， 环 绕 该 城 ，在 

此 之 上 ， 他 们 又 违 筑 了 一 道 砖 墙 ,，丨£|墙东 

面 的 闸 门 有 两 个 出 入 口 ， 西北面 闸门则有  

3 个 出 入 口 。 在 卫 城 上 ， 还 逑 了 人 们 所 t  

为 是 城 堡 的 殿 宇 ， 这 座 建 筑 物 已 屡 次 t  

建 ， 最 终 约 在 主 前 1 5 5 0 年 被 埃 及 人 拆 毀 。

约 於 一 个 世 纪 之 后 ， 迦 南 人重 建了 一



规 換 较 小 的 示 剑 城 一 座 新 的 城 堡 殿 宇  

^ 原 来 的 废 墟 上 ， 阔 5 3 呎 ， 厚 4 丨呎、

长 的 郎 边 设 有 一 个 入 口 。 在 露 天 庭 院 内 ，

有3个 冲 圣 的 石 柱 竖 立 在 祭 坛 旁 ； 相 信 那  

“ 亚 比 米 勒 约 於 主 前 1 1 5 0 年 所 毁 坏 的  

e 力 比 利 土 的 庙 （士 九 3 、 4 、 4 6 > ， 以后  

科没有觅违该圣地 ,， 然 而 并 无 任 何 考 古 学  

证据& 示 她 在 此 之 前 的 3 0 0 年 遗 到 破 坏 。

这 证 实 了 圣 经 所 钱 的 ， 希 伯 来 人 并 没 有 在  

争战时 期 夺 取 该 城 ； 那 处 的 居 民 也 在 希 伯  

来人之中平安度曰，，

显然， 所 罗 门 贲 建 示 剑 作 为 省 府 。 但 

被 在 主 前 十 世 纪 后 期 逍 受 蜇 大 的 破 坏 ， 那 

可能是在主前9 2 6 年 ， 埃 及 的 示 撒 侵 略 耶  

路 撒 冷 之 时 所 致 《王 上 十 四 2 5 > 。 不 久 ， 

耶罗i皮 安 一 世 在 该 城 加 强 防 御 ， 使 她 成 为  

以色列国的首府。 他 或 是 其 继 任 人 ， 曾在  

庙 宇 的 度 墟 上 建 了 一 座 国 家 仓 库 。 主 前  

川 年 ， 以 色 列 人 的 示 剑 地 般 终 落 在 亚 迷  

王 撒 缦 以 色 五 世 手 中 ， 仅 在 撒 玛 利 亚 沦 陷  

之先；该 城 逍 弃 迓 约 达 4 0 0 年 之 久 。

主 前 四 世 纪 ，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在 该 处  

为 他 的 士 兵 违 造 了  — 座 营 房 ， 随 后 撒 玛  

私 丨 亚 人 从 撒 玛 利 亚 移 居 那 电 。 他 们 在 基  

利 心 山 上 违 筑 圣 殿 。 许 尔 堪 在 主 前 1 2 8 年 

年 ， 终 把 示 剑 拆 毁 。 他 击 打 撒 玛  

街亚人， 间 时 也 破 坏 他 们 在 基 利 心 山 和

利 亚 所 逮 的 圣 殿 „ 主 后 7 2 年 ， 罗 马  

斯 柏 先 生 在 拜 拉 泰 废 丘 以 西 ， 违 

亚 波 利 （‘‘新 城 ’，， 现 代 的 纳 布 卢  
误 > • 现 代 拜 拉 泰 的 村 庄 是 在 拜 拉

s h>jiii.l6» ,449

泰 废 丘 以 南 》

H 〇w〇rd  F . Vos

示剑楼
Shechem, Tower of
s h l  jiJtn 16u

示 剑 的 卫 城 上 所 违 之 堡 垒 ， 其中的 

墙 内 设 有 巴 力 比 利 土 的 庙 。示剑蛾位於以  

法 莲 支 派 的 境 内 ，邻 近 基 利 心 山 。 ' 

示 剑 的 首 领 逃 避 亚 比 米 勒 的 攻 装 以  

示 剑 楼 作 为 避 难 所 „ 他们在巴力比利土庙  

的 卫 所 中 匿 藏 ； 然而亚比米勒在卫所之上  

放 火 焚 烧 ， 以 致 烧 死 其 中 的 男 女 （士九  

4 6 - 4 9 ) 0

示 剑 楼 的 残 存 之 物 可 在 位 於 拜 拉 泰 度  

丘 的 示 剑 旧 址 中 找 到 ，与今天的耶路撒冷  

中 部 的 纳 布 卢 斯 的 东 北 相 距 不 远 。近代的  

发 掘 显 示 ， 示 剑楼 是作 殿宇 和城 堡之 用 .

t 界
World
s h l  jife

新 约 希 腊 文 常 以 f c o s m o s 表 达 “世 界 ” 

一 词 。 该 希 腊 字 的 动 词 意 指 “整 顿 次 序 ’， 

或 “装 饰 、 布 ' 近 。 希 腊 字 典 为 新 约 中 的  

“世 界 ’’ b j m w *词 ，提 供 了 5 种 解 释 ：

1•神所创造的宇宙，经 精 心 设 计 ，高 

有 秩 序 （例 ： 太 十 三 3 5 ; 约 十 七 2 4 ; 徒  

十 七 2 4 > 。

2.指 地 球 （约 十 一 ! > > ， 这 包 括 了 两 个  

概 念 ： 人 类 居 住 的 地 方 （约 十 六 2 丨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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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与 天 上 相 对 的 地 方 （约 十 二 4 (i >。

3 .世 人 （太 五 丨 4 ; 约 三 1 ; 林 前 四

1 3 >。
全 人 类 今 生 的 生 活 存 留 ， 包 括 一 切  

的 经 历 、 拥 有 的 东 西 和 情 感 （太 十 六  

2 6 ; 林 前  L；3 3 > 。

5 .远 离 神 、 背 叛 神 的 今 世 ， 其 本 性 和  

恶 行 在 神 咒 诅 之 下 。 “这 世 界 约 八 2 3 ,  

十 二 2 5 ; 林 前 三 1 9 > 对 立 於 “那 将 要 来  

的 ’’； “这 世 界 ” 也 对 立 於 “另 一 个 或 天  

上 的 世 界 ”。 管 辖 这 世 界 的 是 魔 鬼 （约 十  

二 3 1 ， 十 四 3 0 ， 十 六 1 1 ; 林 前 五 1 〇 > 。 

“全 世 界 都 卧 在 那 恶 者 手 下 ”（约 壹 五 19 >。 

另 一 方 面 ， 基 督 徒 虽 然 身 在 这 世 界 中 ， 且  

参 与 世 上 的 活 动  < 约 十 七 1 1 > ， 但 他 们 不  

厲 这 世 界 （约 十 五 1 9 ， 十七丨 6 >。 信 徒 对  

世 界 来 说 是 死 的 （加 六 1 4 ; 参 西 三 ‘2 、 3 > 。 

基 锊 徒 从 世 人 中 被 分 别 出 来 （雅 一  2 7 ) 。 

与 世 界 为 友 ， 就 是 与 神 为 敌 （雅 四 4 ) 。 

人 与 世 界 的 关 系 显 示 出 人 与 神 的 关 系 ： 

“人 若 爱 世 界 ， 爱 父 的 心 就 不 在 他 里 面  

了 。” （约 查 二 1 5 > 圣 经 指 出 ： “凡 世 界 上  

的 亊 ， 就 像 肉 体 的 情 欲 、 眼 目 的 情 欲 ， 并  

今 生 的 骄 傲 ， 都 不 是 从 父 来 的 ， 乃 是 从 世  

界 来 的 。’’ （约 査 二 1 6 > 这 世 界 和 其 上 的  

悄 欲 ， 都 要 过 去 ； 惟 独 遵 行 神 旨 意 的 ， 永 

远 常 存 （约 査 二 1 7 ; 参 林 后 四 1 8 > 。

耶 穌 在 钉 十 字 架 前 的 晚 上 ， 有 很 多 教  

训 是 论 及 世 界 的 。 世 人 不 能 接 受 真 理 的 圣  

灵 （约 十 四 1 7 ) 。 基 督 所 賜 的 平 安 ， 是 这  

世 界 不 能 賜 的 （十 四 2 7 >。 耶 穌 賜 下 爱 ， 

但 这 世 界 只 生 出 恨 和 逼 迫 （十 五 1 9 、2 0 ) 。 

世 人 恨 神 ， 也 导 致 他 们 恨 那 些 跟 随 基 督 的  

人 （十 五 〗 8 - 2 1 ) 。 耶 稣 的 门 徒 在 世 上 虽  

然 有 苦 难 ， 但 他 们 可 以 放 心 ， 因 为 耶 稣 已  

经 胜 了 世 界 （十 六 3 3 ) 。

另 一 个 希 腊 字 a /d n 有 时 也 翻 译 成 “世  

界 ”， 其 蜇 点 在 於 世 界 的 时 间 性 ， 可 用 以  

指 永 恒 （例 . • 罗 一 2 5 ; 林 后 十 一 3 1 ; 腓  

四 2 0  ) , 也 用 以 指 较 短 暂 的 时 间 ， 就 如  

‘‘世 代 ”， 尤 指 “现 今 的 世 代 ”。 这 世 代 的  

神 是 那 恶 者 （林 后 四 幻 。 这 世 代 的 思 虑  

把 福 音 的 种 子 挤 住 了 ， 妨 得 它 的 生 长 （太  

十 三 2 2 ; 可 四 1 9 ) 。

“今 世 ” 一 词 经 常 与 来 世 相 对 （参 太  

十 二 3 2 ; 弗 一 ‘2 1 ; 来 六 5 > 。 基 督 徙 不 可

效 法 这 世 代  < 罗 十 二 2 ) , 却 要 在 今 世  

“自 守 、 公 义 、 敬 虔 度 日 ” （多 二 12)。底 

马 离 开 保 罗 ， 因 为 他 贪 爱 现 今 的 世 界 （提 

后 四 丨 〇> ; 但 耶 稣 应 许 ， 说 ： “我总不撇 

下 你 ， 也 不 丢 弃 你 ” （来 十 三 5 ) ，而且要 

常 常 与 跟 从 m 的 人 “同 在 ， 直到世界的末  

了 ” （太 二 十 八

“世 界 ’’ 一 词 在 圣 经 中 的 敢 要 性 已 洧  

楚 可 见 ， 世 人 远 离 神 ， 但 可 以 与 祂 复 和  

( 林 后 五 1 7 - 2 1 ) 。 与 神 为 敌 的 世 人 必 被 定  

罪 （约 三 人 没 有 神 就 没 有 指 堃  

( 弗 二 但 耶 穌 来 ， 为 要 救 赎 人 ，“脱 

离 这 罪 恶 的 世 代 ” （加 一  4 > ， 且要释放他 

们 脱 离 “世 俗 小 学 ” 的 管 辖 （参加四 3).

Carl E . DeVries 

参 考 书 目 ： G . B o r n k a m m , Early 

Christian E x p e r i e n c e , p p . 14-18; W .F . 

H o w a r d . Christianity A c c o r d i n g  to St 

J o h n , p p . 8 3 - 8 5 ;  E .K . L e e , The Religious 

T h o u g h t  of St J o h n , p p . 10 9-127; J .M . 

R o b i n s o n , • W o r l d  in M o d e r n  Theology 

a n d  in N T  T h e o l o g y " in Soli Deo Gratia.

世界末日
End of the World
s h i  j i ^ m d  ri

参 • 主 的 曰 子 " 2 3 5 0 :  •末世

1 0 8 1 :  ■ ®  后 审 判 - 2375〇

释 经 学
Hermeneutics
s h l  j l n g  x u 6

解 释 圣 经 意 义 的 一 门 学 问 。

参 “圣 经 的 诠 释 ” 1 3 3 5 。

示拉
Shelah
s h i  i a

犹 大 的 第 三 子 ， 是 迦 南 妇 人 书 亚 所  

生 。 示 拉 生 於 犹 大 的 小 城 基 悉 （创三十八 

5 ; 代 上 二 3 > 。 示 拉 是 示 拉 族 的 始 祖 （民 

二 十 六 2 0 > 。



shlI6ng 1451

系冷
Shillem

shi

拿 弗 他 利 的 第 四 子 （创 四 十 六 2 4 ) ， 

g 示 冷 族 的 先 祖 （民 二 十 六 4 9 >  ; 在 历

代志上七章丨3 节 又 称 为 “沙 龙 ”。

系利比
Sherebiah 
$hi n  b l

〇利 未 支 派 抹 利 的 一 个 后 裔 ， 圣 经 形  

容 示 利 比 是 一 个 通 达 人 ， 在 被 掳 后 随 同 他  

的 众 子 和 兄 弟 共 1 8 人 ， 奉 差 遣 作 圣 殿 的  

祭 司 （拉 八 1 8 ; 尼 十 二 8 ) 。 在 回 程 途 中 ， 

他 是 十 二 个 祭 司 长 之 一 ， 被 派 管 理 为 圣 殿  

所 献 的 金 银 和 器 皿 （拉 八 2 4 > 。

© 协 助 以 斯 拉 把 所 宣 读 的 律 法 向 百 姓  

讲 解 的 人 （尼 八 7 > , 也 是 站 於 利 未 人 的  

台 上 带 领 百 姓 哀 求 神 的 人 （九 4 、 5 ) 。 其 

后，更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十 1 2 ) 。

© 带 领 百 姓 赞 美 和 称 谢 神 的 其 中 一 个  

利 未 支 派 族 长 （尼 十 二 2 4 > 。

学 者 们 对 上 述 所 指 的 ， 究 竟 分 别 是 3 

个人，还 是 同 一 人 ， 尚 未 有 一 致 的 意 见 。

示 利 米 雅
S h e l e m i a h
shl 11 ml yd

O M 利 未 支 派 的 可 拉 族 。大 卫 作 王 时 ， 

由 犁 签 拣 选 出 来 的 守 门 人 ， 负 责 畚 守 圣 殿  

的 东 门 （代 上 二 十 六 1 4 > ， 他 又 名 “米 施  

利米雅” （代 上 九 2 1 ， 二 十 六 1、 2 > 。

参•米施利米雅” 1 0 3 5 。

巴 尼 的 两 个 儿 子 。 以 斯 拉 在 被  

掳归回后重；整 以 色 列 时 ， 他 们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休 了 所 娶 的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3 9 、 

4 D .

〇哈 拿 尼 雅 的 父 亲 。在 尼 希 米 领 导 下 ， 

哈 拿 尼 雅 修 造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段 城 墙 （尼

三3〇h

© 祭 司 ， 也 是 尼 希 米 立 作 耶 路 撒 冷 圣  

較 的 三 个 库 官 之 一 。 他 们 的 职 责 是 为 祭 司  

分 配 什 一 奉 献 （尼 十 三 1 3 ) 。

® 古 示 的 儿 子 ， 尼 探 雅 的 父 亲 ， 也 是  

犹 底 的 先 祖 （耶 三 十 六 丨 幻 。

® 亚 伯 脅 的 儿 子 ， 连 同 耶 拉 蔑 及 西 莱

雅 ， 依 从 犹 大 王 约 雅 敬 （主 前 6 0 9 - 5 9 8 )  

之 命 ，捉 拿 巴 录 和 耶 利 米 （耶三十 六 2 6 > 。

〇 犹 甲 的 父 亲 （耶 三 十 七 3 , 三十八

1)〇

© 哈 拿 尼 亚 的 儿 子 ， 伊 利 雅 的 父 亲 。 

伊 利 雅 捉 拿 耶 利 米 ，指他 向 迦 勒 底人 投 降  

( 耶 三 十 七 1 3 > 。

示利施
Sheresh
s h l  11 sh l

玛 拿 西 支 派 玛 吉 的 儿 子 ， 毗利施的兄  

弟 （代 上 七 1 6 )。

示利斯
Shelesh
s h l  11 si

希 连 的 儿 子 ， 亚 设 支 派 的 一 个族长  

(代 上 七 3 5 > 。

示利希
Shilhi
s h i  n  xi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的 外 祖 父 （王上 二十 二  

4 2 ; 代 下 二 十 3 1 > 。

示路蔑
Shelumiel
s h l  lu mi^

西 缅 人 ，苏 利 沙 代 的 儿 子 ， 是协助摩  

西 在 旷 野 数 点 以 色 列 人 数 目 的 其 中 一 个 族  

长 （民 一 6 ，二 1 2 ，七 3 6 、 4丨， 十 1 9 )。 

他 是 撰 写 次 经 之 犹 滴 的 先 祖 （《犹 滴 传 > 

八丨， 在 那 里 他 的 名 字 是 “撒 拉 密 ”， 其 

父 名 “撒 拉 撒 大 ”）。

示罗
Shiloh
s h l  lu6

〇 城 镇 名 ，有 人 认 为 它 就 是 塞 伦 废 丘 ， 

塞 伦 废 丘 位 於 伯 特 利 东 北 1 0 哩 ， 示 剑 东  

南 1 2 哩 ， 及 示 剑 与 耶 路 撒 冷 之 间 的 大 路  

以 东 3 哩 外 ， 正 如 士 师 记 二 十 一 章 19节所  

记 述 的 。 此 外 ，该 地 的 名 字 至 今 仍 沿 用 ， 

且 切 合 圣 经 对 其 位 置 的 描 述 ，发掘结果显  

示 示 罗 的 历 史 跟 圣 经 的 记 录 很 吻 合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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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fi(fl定 其 所 在 地 。

并 没 有 仔 何 圣 经 以 前 的 文 献 提 及 示  

罗 „ 考 古 证 据 敁 示 示 罗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初  

期 （第 二 中 竹 锏 器 时 期 ） 极 其 兴 盛 ， 是 一  

个 防 卫 的 城 邑 。

该 地 杓 遭 废 弃 ， 在 以 色 列 甲 期 再 次 定  

码 让 立 。 圣 经 并 没 有 记 载 示 罗 如 何 落 入 以  

色 列 人 的 手 中 。 约 书 亚 在 那 里 迮 立 会 疥  

《朽 十 八 U ， 因 此 在 士 师 时 期 ， 示 罗 成 为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的 中 心 。 约 书 亚 在 示 罗 为 7 

个 支 派 拈 阄 ， 把 地 分 为 7 份 （十 八 1 至 十  

九 5 1 > ， 又 在 该 地 为 利 未 人 分 地 为 业 （二  

十 一 〗 - 4 2 ) 。 定 居 於 约 但 河 附 近 的 两 个 半  

支 派 的 人 ， 杓 为 筑 坛 而 起 纷 争 ， 这 事 终 在  

示 罗 平 息  < 二 十 二 9 -:H > 。 在 献 祭 之 日 ， 

有 些 便 雅 悯 人 ， 欲 把 示 罗 的 妇 女 娶 为 妻  

《士 二 十 一  > 。 以 利 加 拿 和 哈 拿 经 常 前 往  

示 罗 的 会 浒 ， 在 那 m 哈 铲 向 耶 和 华 许 愿 把  

她 儿 子 Q 给 主 （撒 上 一 3 、 9 、 24  >。 以 利  

的 两 个 儿 子 在 那 里 亊 窄 神 ， 但 他 们 的 罪 甚  

氓 ， 为 神 所 摒 弃 ， 因 此 主 向 撒 母 耳 显 现  

< 撒 上 二 1 4 , 三 ‘2 丨 > 。 以 色 列 人 把 约 柜 从  

示 罗 运 往 战 场 ， 约 柜 落 入 非 利 士 人 手 中 ， 

这 消 息 传 至 以 利 ， 以 利 因 此 暴 毙 （撒 上 四  

1 - 1 旧 „ 此 后 ， 约 柜 再 没 有 运 返 示 罗 ， 诗  

人 记 载 神 已 “离 弃 示 罗 的 帐 薛 ， 就 是 他 在  

人 间 所 搭 的 帐 棚 ” （诗七十八 ( ; ( ）>。

据 一 些 学 者 所 理 解 ， 约 柜 并 没 有 归 回  

示 罗 ， 似 手 拧 给 非 利 士 人 毀 坏 ， 并 约 於 主  

前 1〇 5 (> 年 ， 送 返 基 列 耶 琳 。 四 百 多 年 后 ， 

耶 利 米 荇 预 言 ， 耶 路 撒 冷 将 要 跟 示 罗 一 样  

被 毁 （耶 L 1 2 - 丨4 ， 二 十 六 6 - 9 > 。 许 多 权  

威 学 者 认 为 ， 耶 利 米 所 指 的 是 非 利 士 的 毁  

坏 ， 但 这 说 法 尚 未 证 实 。 1 9 2 6 年 和 1 9 2 9  

年 发 掘 工 作 的 初 步 报 告 指 出 ， 在 铁 器 时 代  

第 一 期 （约 主 前 1 0 5 0 ) ， 示 罗 透 到 重 大 的  

毀 坏 ， 从 此 以 后 ， 该 地 就 没 有 人 居 住 。 然 

而 ， 经 过 资 料 重 整 ， 及 在 1 9 6 3 年 额 外 的  

发 掘 工 作 ， 显 示 了 上 述 早 期 的 报 告 需 要 重  

新 修 订 。 丨 ％ 3 年 的 发 掘 指 出 ， 铁 器 时 代  

第 一 期 ， 示 罗 并 没 有 到 大 肆 破 坏 ， 该 城  

直 至 锊 器 时 代 第 二 期 ， 即 分 裂 王 国 的 时 期  

仍 然 兴 盛 从 圣 经 资 料 可 见 ， 示 罗 在 这 段  

时 期 继 续 存 在 。 耶 罗 波 安 （主 前 9 3〇-9 0 9 )  

的 妻 子 前 往 示 罗 ， 询 间 她 儿 子 彳 ! I 病的纟 5 果： 

( 王 上 十 四 2 、 4  ) ; 她 拘 问 曾 预 言 耶 罗 波

安 王 权 的 “示 罗 人 ” 亚 希 雅 （王上十〜  

2 9 ，十 二 1 5 ，十 五 2 9 ; 代 下 九 2 9 , 十丨 

主 前 7 2 2 年 ， 北 国 沦 陷 ， 相信示 罗必灃受  

破 坏 。 在 铁 器 时 代 第 三 期 陶 器 遗 物 突 然 短  

缺 ， 咕 示 约 在 主 前 < ; 〇 () 年 该 地 普 遍 无 人 居  

住 。 主 前 … ( ^年， 圣 殿 被 毁 后 ， 从示罗來 

的 人 在 耶 路 撒 冷 献 祭 （耶 四 十 一 r〇 8 以 

色 列 被 掳 归 回 后 ， 示 罗 人 亦 在 首 批 回 归 者  

之 中 《代 上 九 「> )。

发 掘 人 员 期 望 在 示 罗 的 山 上 找 到 任 何  

久 远 的 殿 宇 或 圣 殿 遗 迹 ， 但 未 能 如 ！ 然 

而 ， 在 罗 马 时 期 的 欺 违 ， 山城矜幵辟至岩  

底 „ 会 褓 或 许 设 在 城 外 ，正 如 在 献 祭 之 日 ， 

设 在 油 萄 园 的 四 周 （士 二 十 一 > 。 像会枏 

一 般 可 以 随 意 搬 移 的 圣 物 柜 ， 是不容易遗 

下 任 何 痕 迹 的 。

大 约 在 主 前 3 0 0 年 ， 示罗再次有人定  

居 ， 在 罗 马 时 期 仍 一 直 兴 盛 。 优西比乌、 

耶 柔 米 及 他 勒 目 的 文 献 均 筲 提 及 示 罗 。回 

教 入 侵 以 后 ， 示 罗 地 大 大 失 去 其 重 要 性 ,，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命 1 0 节把这希伯来丨司 

语 翻 译 为 带 有 弥 赛 亚 意 思 的 名 字 ：“圭必 

不 离 犹 大 ， 杖 必 不 离 他 两 脚 之 间 ，直等到 

细 罗 来 到 ， 万 民 郎 必 归 顺 。”

对 於 这 节 经 文 的 解 释 ， 大多数不带有  

弥 赛 亚 的 意 义 ， 认 为 细 罗 一 词 是 示 罗 城 的  

名 字 ， 该 城 在 士 师 时 期 十 分 著 名 。 他们 i$ 

节 的 末 句 ， 宜 译 作 “直 等 他 来 到 示 罗 ”。 

以 上 的 说 法 得 不 到 认 同 ， 是基於历史理  

由 ：直 至 王 国 时 期 ，犹 大 才 成 为 闻 名 的 城 ， 

那 时 示 罗 已 不 再 是 J f i要 的 中 心 。 在创世记 

四 十 九 章 8 至 1 ‘2 节 记 述 的 犹 大 的 历 史 中 ， 

示 罗 并 没 有 扮 演 什 么 特 别 的 角 色 „

这 节 经 文 的 弥 赛 亚 式 解 释 ，是与大卫 

的 王 权 和 耶 穌 基 督 冇 关 连 的 。 自宗教改革 

以 后 ， 基 督 徙 大 致 认 为 该 字 是 带 有 弥 赛 亚  

意 思 的 专 有 名 词 ， 正 如 和 合 本 所 反 映 虬  

这 样 的 说 法 令 人 存 疑 ： 示罗最先在他勒目  

的 虚 构 部 分 出 现  < “公 会 ”， 9 8 丨)）。有- 

群 学 生 议 论 他 们 众 老 师 的 优 越 ， 每一诅均 

尝 试 把 他 们 老 师 的 名 字 与 弥 赛 亚 的 某 些 称  

谓 或 层 面 扯 上 关 系 。 其中 示 拉 拉 比所 教 导  

的 一 群 学 生 ， 采 用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牵 10节 

“细 罗 ” — 字 ， 跟 他 们 老 师 的 名 字 与 弥 赛  

亚 联 系 起 来 。 他 勒 目 的 内 容 在 丨 ，0 0 0年后 

引 起 基 督 徒 学 者 的 注 意 时 ， “细 罗 ”一字



，年 的 大 虽 经 译 本 以 弥 赛 亚 的 名 称  

作1'0 ^ 世 纪 后 ’ 基 锊 徒 译 本 都 追 随 这 传  
出成。《 另 一 个 反 对 将 “细 罗 ，，作 为 弥 赛  

柹 说 法 " 所 持 的 理 由 ， 是 圣 经 其 他 部 分 并  

3 二 名 称 加 以 阐 述 。

# 科5 搀 和 加 尔 文 认 为 这 宇 是 源 自 他 们 译  

•‘儿子，，的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 这 样 的 解 释  

作 ^ # 弾 附 会 ， 有 关 的 字 并 不 等 同 於 “细 

委f — 字 ， 其 确 实 的 意 思 是 ‘‘胚 胎 ”。 

梦 有 些 k 把 这 字 跟 意 为 “安 闲 ' 平 舴 ” 

的希伯 f 饲 连 合 起 来 ， 译 作 ‘‘賜 平 安 者 ”。

这 说 法 的 基 本 理 由 ， 也 在 於 圣 经 内 有  

关 盼 望 弥 贫 亚 来 临 的 信 息 之 中 ， 并 没 有 进  

一 步 记 述 这 名 字 。

有 些 圣 经 学 者 和 译 本 将 该 字 一 分 为  

二，将 它 译 作 “在 称 颂 来 到 他 时 ” 或 “直 

等 到 称 颂 临 到 他 ”。 现 代 英 文 译 本 和 新 英  

语 译 本 也 以 这 论 说 为 依 归 。 其 他 人 认 为  

“细罗”这 希 伯 来 字 ， 相 等 於 同 语 族 语 言  

意 为 “统 治 者 、 君 主 ’’ 的 词 语 ， 翻 译 为  

“直 等 到 他 的 统 治 者 来 到 ”。

古 旧 的 译 本 （七 十 士 译 本 、 别 西 大 译  

本他尔根） 把 “细 罗 ” 一 字 解 作 “那 归 属

他的人”。 从 以 西 结 书 二 H----章 2 7 节 可 看

到，这 个 译 法 是 较 贴 切 的 。 以 西 结 似 乎 是  

指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章 1 0 节 而 说 ， 并 将 该 句  

经 文 解 成 “直 等 到 那 应 得 的 人 来 到 ，，。 依 

循 这 个 解 释 的 圣 经 学 者 和 译 本 ， 也 常 把  

$ 律 法 者 ’’ 的 译 名 理 解 为 “賜 律 法 者 的  

所 以 全 节 经 文 就 是 ： ‘‘圭 必 不 离 开  

^ 极 律 法 者 的 杖 必 不 离 开 他 两 脚 之  

这 直 等 到 他 们 所 厲 的 来 到 ，，。 耶 路 撒 冷  

f 新 国 际 译 本 也 采 纳 这 见 解 。

述 种 种 说 法 ， 以 及 对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有 不 少 罗 一 宇 的 其 他 解 释 ， 均 存  

携. f r i t 。 该 词 的 准 确 意 思 仍 是 含 糊 不  

文， 实 之 际 ， 可 把 第 9 节 的 上 下  

作 对 照 （启 五 ” 。
个 家 族 化 后 ，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 米

( 代 上 九 5 ; 尼 H ----5 作

〇m i

迎希 忽的
X  $ 。 约 但 河 西 以 色 列 的

shilu6m 丨 | 453
1 0 个 支 派 分 配 迦 南 地 时

支 派 的 首 领 （民 三 十 四 27’）茈 希 忽 是 亚 设

示罗密
Shelomith, Shelomoth
s h « l u 6  m l

主名^ ; : = : = 四

© 利 未 支 _ _ 子 孙 ，示 每 的 儿 子

= 卫 统 治 期 间 在 秘 中 服 侍 （代 上 二 ^  

--- ' ) 〇

人 ， 在 大 卫 雜 朗 ， 是 以 斯  哈 家 族 的 祭 司 （代 上 二 十 三 丨  

2 2 作 •‘示 罗 摩 ”）。 一 卞 四

O 细 基 利 的 儿 子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掌  

管 囯 家 府 库 （代 上 二 十 六 2 5 - 2 8 )。
© 罗 波 安 和 玛 迦 的 儿 子 （代 下  —

2 0 )〇

© 以 斯 拉 的 同 伴 之 一 （拉八丨〇>。

示罗摩
Shelomoth
s h l  l u 6  m 6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四 章 2 2 节 中 ， 示 罗 密  

的 别 名 。

参 - 示 罗 密 # 4 ” 1 4 5 3。

示罗尼
Shiloni
s h i  l u 6  n i

名 。

载 於 尼 希 米 记 十 一 章 5 节 ，示 罗 之 别  

参 “示罗 # 2 ” 1 4 5 1。

示玛
Shema, Shemaah
s h l  m 2

〇 犹 大 人 ， 希 伯 仑 的 儿 子 ’迦勒的后  

裔 （代 上 二 4 3 、 4 4 > 。

0 流 便 人 ， 约 珥 的 儿 子 （代 上 五  

他 可 能 与 历 代志 上 五章 •• 节 的 示 玛 雅 或 示  

每 同 屈 一 人 。

© 便 雅 悯 人 ， 是 亚 雅 仑 的 一 个 家 族 酋  

领 ， 协 助 击 败 迦 特 的 居 民  <代 上 八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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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代 上 八 2 1 中 称 为 “示 每 ”>。

© 利 未 人 ， 灼 向 百 姓 讲 解 以 斯 拉 所 读  

的 律 法 （尼 八 4 >。

© 亚 希 以 谢 和 约 阿 施 的 父 亲 ， 他 们 是  

在 洗 革 拉 加 入 大 卫 作 战 行 列 的 两 个 弓 箭 手  

( 代 上 十 二 : n 。

© 犹 大 得 为 业 之 地 的 南 端 ， 近 以 东 交  

界 所 坐 落 的 二 十 九 座 城 邑 之 一 。 约 书 亚 记  

十 五 章 2<i 节 竚 提 及 示 玛 ， 名 列 於 亚 曼 城  

及 摩 拉 大 城 之 间 。 在 约 书 亚 记 十 九 章 ‘2 节 ， 

示 巴 是 在 犹 大 地 业 南 部 西 缅 支 派 所 得 的 十  

三 座 城 邑 之 一 ， 名 列 在 别 是 巴 及 摩 拉 大 等  

城 镇 之 中 ， 或 许 后 期 抄 写 的 人 把 示 玛 错 写  

为 示 巴 。 她 的 位 S 不 详 。

示马
Shema, The
sh)

由 “以 色 列 啊 ， 你 要 听 ！ 耶 和 华 ——  

我 们 神 是 独 一 的 主 ”而 来 的 宣 告 （申 六 4 > 。 

“示 马 ” 从 这 节 经 文 的 第 一 个 希 伯 来 字  

•s / T m a  (“听 ”） 引 伸 而 来 。 申 命 记 六 章 4 

至 9 节 构 成 了 这 个 完 整 的 基 础 圣 经 典 理 。 

虽 然 第 4 节 的 多 个 译 本 在 文 法 上 无 误 ， 在 

马 可 福 音 十 二 章 ‘2 9 节 中 主 所 说 的 话 ， 却 

与 上 述 的 经 文 烺 为 接 近 。 虔 诚 的 犹 太 人 每  

天 背 诵 示 马 3 次 ， 成 为 他 们 敬 虔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在 会 堂 举 行 安 息 日 崇 拜 ， 必 不 会 缺  

少 宣 读 示 马 。

在 示 马 中 同 时 可 找 到 基 础 的 教 义 真 理  

及 当 行 的 责 任 。 这 教 导 带 有 紧 迫 之 意 ： 

— 字 要 求 听 者 全 心 全 意 回 应 这 重 要  

的 真 理 启 示 与 要 求 。

关 於 神 的 本 体 的 教 导 ， “一 体 ” 一 词  

指 明 是 一 个 合 而 为 一 之 物 ， 多 於 是 一 个 全  

然 单 一 之 物 。 虽 然 著 名 的 中 世 纪 犹 太 神 学  

家 迈 摩 尼 得 斯 ， 强 调 神 是 一 个 绝 对 单 数 ， 

旧 约 却 没 有 用 这 个 字 来 界 定 神 的 本 质 。 

“一 体 ” 的 S 合 单 数 用 字 ， 首 先 出 现 在 创  

世 记 二 章 2 4 节 ， 在 那 里 一 个 男 人 和 一 个  

女 人 虽 然 是 独 立 的 个 体 ， 在 婚 姻 中 却 被 视  

为 一 体 。 我 们 可 理 解 到 ， 耶 穌 随 怠 引 用 申  

命 记 六 章 4 节 ， 并 没 有 违 反 祂 自 己 神 性 的  

具 理 。 基 督 徒 必 须 认 识 到 三 位 一 体 的 教  

义 ， 丝 老 没 有 与 示 马 强 烈 的 独 — 神 论 相 互  

冲 突 。

m 然 示 马 指 出 神 本 身 足 合 一 的 ，它的 

基 本 要 点 却 肯 定 耶 和 华 的 绝 对 独 — 性 ：簡 

单 来 说 ， 就 逛 除他 以 外 没 有 别 的 神 ■ • 耶 稣  

也 为 此 f f l申 ： 神 是 一 位 …… 除了他以外， 

再 没 有 别 的 神 ” （可 十 二 旧 约 提 到  

虚 假 的 偶 像 “确 实 的 无 有 '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被 拯 救 出 来 ， 使 他 们 能 亲 讶 经 历 没 有  

异 教 的 神 可 与 耶 和 华 比 似 ； 简 言 之 ，众神 

之 中 没 有 神 能 像 耶 和 华 （出 十 五 1丨>。

在 这 悄 形 下 ， 人 有 责 任 尽 心 、尽性和 

尽 力 去 爱 独 一 的 神 （申 六 ㈧ 。 庠西滴楚 

指 明 ， 承 认 别 的 神 ， 既 是 耶 大 恶 极 ，叛逆 

神 ， 也 违 反 了 独 一 救 賧 的 约 （申四 23. 

2 4 , 十 七 2 - 5  > 。

虽 然 圣 经 的 全 部 信 息 是 以 示 马 为 依 归  

( 参 可 十 二 ‘2 9 、 3 0 > ， 圣 经 无疑 指 出 人 没  

有 能 力 以 他 应 行 之 道 去 爱 神 。 由於人的堕 

落 ， 本 身 的 罪 性 ， 人 的 心 坏 到 极 处 （耶十 

七 9 > 。 因 此 神 的 儿 子 为 了 墮 落 的 人 而 顺  

服 示 马 的 要 求 ， 是 全 然 适 切 和 必 需 的 。律 

法 所 要 求 对 神 完 全 的 爱 ， 可在老无罪恶过  

犯 的 弥 赛 亚 对 父 所 行 的 ， 完美地表现出  

来 。

耶 穌 既 为 世 人 的 缘 故 完 成 了 神 的 要  

求 ， 就 吩 咐 池 的 门 徒 以 有 生 命 力 和 有 意 义  

的 方 式 遵 行 示 马 。 摩 西 曾 写 到 ， 神为他百 

姓 的 心 除 掉 污 秽 时 ， 他们就能够尽心爱坨  

< 申 三 十 6 > 。 在 新 的 约 和 灵 性 更 新 的 供 应  

下 ， 内 心 的 转 变 会 使 示 马 成 为 信 徒 的 喜  

乐 ， 而 不 是 觅 担 。

参 **申 命 记 ” 1 2 6 8 。

示玛利雅
Shemariah
s h l  m 2 I) y &

〇 屈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與 士 ， 在大卫於洗 

革 拉 与 扫 罗 王 争 斗 时 帮 助 他 。 示玛利雅是 

大 卫 得 力 的 弓 箭 手 及 投 石 器 的 人 （代上十 

二 5 > 。

@ 罗 波 安 的 儿 子 （代下 十 一 丨 9 K  

€>哈 琳 的 子 孙 ， 顺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告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娄 子 （拉十 

3 2 )  „

〇 巴 尼 的 子 孙 ， 顺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告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4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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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玛雅

Shem aiah
shl mft y5

〇犹 大 王 罗 波 安 统 治 期 间 （主 前 9 3 0 -  

9 1 3 ) 的 先 知 。 他 矜 瞥 告 王 ， 不 可 与 耶 罗  

波 安 及 以 色 列 的 1 〇 个 支 派 争 战 （王 上 十

二2 2 ; 代 下 H ----2 > 。 5 年 后 ， 他 向 悔 悟 的

罗 波 安 及 犹 大 百 姓 说 出 安 慰 的 话 （代 下 十  

二5-7 >。 示 玛 雅 将 罗 波 安 的 一 生 都 写 在  

史记上，但 自 此 便 遗 失 了 （代 上 十 二

© 示 迦 尼 的 儿 子 ， 6 个 儿 子 的 父 亲 ， 

大 卫 的 后 裔 ， 賊 罗 波 安 的 家 系 （代 上 三  

2.2K

€)西 缅 支 派 申 利 的 父 亲 和 耶 户 的 先 祖  

<代上四 3 7 >。

© 流 便 支 派 约 珥 的 儿 子 （代 上 五 4 > 。

€>彼 掳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利 未 人 ， 是 

米拉利的子孙， 哈 述 的 儿 子 （代 上 九 丨 幻 。 

他 在 尼 希 米 时 代 ， 成 为 违 造 圣 殿 的 首 领  

I尼十一丨5>«

© 迦 拉 的 儿 子 ， 俄 巴 底 的 父 亲 ， 在 被  

掳 巴 比 伦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利 未 人 （代 上  

九1 6 ) ; 在 尼 希 米 记 十 一 章 1 7 节 又 称 他  

为 “沙 母 亚 ”。

O 利 未 人 ， 是 他 父 亲 以 利 撒 反 家 族 的  

族长。示 玛 雅 按 着 大 卫 的 召 聚 ， 协 助 将 约  

柜 从 俄 别 以 东 的 家 ， 抬 往 耶 路 撒 冷 （代 上  

十五

€)$：坦 业 的 儿 子 。 大 卫 作 以 色 列 王 时  

(主前1 0 0  0 - 9 6 1  ) ， 记 录 2 4 班 祭 司 的 人  

( 代上二十四 6 >。

© 俄 别 以 东 8 个 儿 子 中 的 长 子 ， 他 的  

几 个 儿 子 都 是 大 能 的 壮 士 ，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看 守 圣 殿 南 门 及 库 房 （代 上 二 十 六 4- 

7).

® 优 大 王 约 沙 法 （主 前 8 7 2 - 8 4 8  ) 差 

遘 往 犹 大 各 城 教 训 百 姓 的 其 中 一 个 利 未 人  

(代下十七8 >。

♦ 耶 杜 顿 的 子 孙 ， 乌 薛 的 兄 弟 。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主 前 7 1 5 - 6 8 6 ) 拣 选 ， 负 责 洁  

净 耶 和 华 圣 殿 的 利 未 人 之 一 （代 下 二 十 九  

丨化

• 利 未 人 ； 在 希 西 家 王 期 间 ， 曾 协 助  

31利 分 配 供 物 给 住 在 犹 大 各 祭 司 城 里 的 祭  

可 < 代 下 三 i - 一 1 5 ) 。

♦ 利 未 人 的 族 长 之 一 ， 在 约 西 亚 统 治

期 间 （主 前 6 4 0 - 6 0 9 ) ， 曾 悚 慨 献 出 牲 畜  

给 利 未 人 作 逾 越 节 的 祭 物 （代 下 三 十 五  

9 ) 。

© 亚 多 尼 千 的 子 孙 ，在 被 掳 后 ，於波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时 期 （主 前 4 6 4 - 4 2 4 > , 随  

同 以 斯 拉 归 回 犹 大 （拉八丨3 >。

® 优 大 首 领 之 一 。 以 斯 拉差 逍 他 往 迦  

西 斐 雅 的 易 多 那 M , 在 巴 比 伦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犹 太 人 中 间 召 集 利 未 人 及 圣 殿 仆 役  

(拉八

© 祭 司 ， 哈 琳 的 五 个 子 孙 之 一 ， 在被 

掳 归 回 后 ，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了他的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2 1 K

® 另 一 个 哈 琳 的 儿 子 ， 听 从 以 斯 拉 的  

劝 言 ， 休 了 他 的 外 邦 妻 子 （拉十 3 1 > 。

® 示 迦 尼 的 儿 子 ，东 门 的 守 门 人 ； 在 

尼 希 米 领 导 下 ， 修 造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段 城  

墙 （尼 三 2 9 > 。

© 第 来 雅 的 儿 子 ， 是 受 多 比 雅 和 参 巴  

拉 贿 买 的 假 先 知 ， 曾恐 吓 及 阻 码 尼 希 米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墙 （尼 六 1 0 )。

© 在 以 斯 拉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祭 司 之 一  

( 尼 十 8 }。

® 在 被 掳 后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及 耶 书 亚 归  

回 犹 大 的 祭 司 领 袖 之 一 （尼 十 二 他  

下 一 代 的 家 族 是 由 约 拿 单 为 首 （尼十 二  

1 8 > 0

©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参 与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落 成 典 礼 的 犹 大 首 领 之 一 （尼十 二 3 4 > 。

® 玛 他 尼 的 儿 子 ，撒 迦 利 亚 的 祖 父 ， 

也 是 亚 萨 的 后 裔 。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落 成  

典 礼 中 ， 撒 迦 利 亚 是 负 责 吹 号 的 祭 司 之 一  

(尼 十 二 3 5 K

© ，©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落 成 典 礼 中 ，参 

与 奏 乐 的 两 个 祭 司 （尼 十 二 3 6 、

© 来 自 雄 列 耶 琳 的 先 知 乌 利 亚 之 父 。 

正 如 他 那 时 代 的 先 知 耶 利 米 ， 乌利亚 在 犹  

大 约 雅 敬 王 统 治 期 间 （主前 6 0 9 - 5 9 8 > 说  

预 言 ， 攻 击 耶 路 撒 冷 及 犹 大 ， 王昕到乌利  

亚 的 话 后 不 悦 ， 煨 终 把 他 杀 死 （耶二十六  

2 0 >。

© 尼 希 兰 人 ，亦 是 曾 遭 尼 布 甲 尼 撒 掳  

到 巴 比 伦 的 犹 大 人 ， 在 那 里 他 攻 击 耶 利  

米 。 他 写 信 给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祭 司 ， 批评耶  

利 米 预 言 犹 大 被 掳 的 亊 必 不 长 久 。 耶利米  

揭 发 示 玛 雅 是 假 先 知 ， 预 言 他 和 他 的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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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无 一 人 存 活 ， 能 看 见 耶 路 撒 冷 归 回 《耶

个 犹 大 首 领 （耶 三 十 六 12 >»

示每
Shimei
s h l m 6 i

〇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的 儿 子 ， 立 尼 的 兄 弟  

( 出 六 1 7 ; 民 三 1 8 ; 代 上 六 丨 7 > 。 他 有 4 个  

儿 子 ， 也 是 示 每 族 的 先 祖 （民 三 ‘2 1 ; 代  

上 二 十 三 7 、 丨0>。

© 便 雅 悯 人 ， 扫 罗 族 基 拉 的 儿 子 „ 大 

卫 王 从 耶 路 撒 冷 往 玛 哈 念 途 中 ， 於 巴 户 琳  

的 村 落 遇 见 示 每 „ 在 此 ，示 每 愤 然 击 打 他 ， 

并 因 着 扫 罗 族 的 畋 坏 而 咒 骂 他 （撒 下 十 六  

后 来 ， 示 每 为 他 的 可 耻 行 为 后 悔 ， 

恳 求 大 卫 饶 恕 ， 最 终 蒙 王 的 宽 恕 （十 九  

1 6 - 2 3 ) 。 大 卫 死 后 ， 所 罗 门 王 吩 咐 示 每  

定 居 在 耶 路 撒 冷 ， 无 论 如 何 不 可 离 开 该  

城 。 其 后 ， 示 每 违 反 了 这 个 命 令 而 被 杀  

(王 上 二 8 、 3 6 - 4 4  )。

€ > 大 卫 宫 内 的 臣 仆 ， 他 不 支 持 亚 多 尼  

雅 企 图 自 立 为 王 （王 上 一 8 〉。

〇 便 雅 悯 人 ， 以 拉 的 儿 子 ， 所 罗 门 的  

官 吏 ， 负 责 管 理 王 家 的 亊 务 （王 上 四  

I B > ; 可 能 与 上 述 同 拽 一 人 。

© 犹 大 人 ， 毗 大 雅 的 儿 子 ， 所 罗 巴 伯  

的 兄 弟 ， 所 罗 门 的 子 孙 ， 大 卫 的 后 裔 （代  

上 三 1 9 > 。

© 西 缅 人 ， 撒 刻 的 儿 子 ； 他有丨 6 个 儿  

子 和 6 个 女 儿 （代 上 四 2 6 、 2 7 ) 。

〇 流 便 人 ， 歌 革 的 儿 子 ， 米 迦 的 父 亲  

< 代 上 五 4 、 5 > 。

© 立 尼 的 儿 子 ， 乌 撒 的 父 亲 ，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代 上 六 2 9 > 。

©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的 子 孙 ，雅 哈 的 儿 子 ， 

薪 玛 的 父 亲 ， 亚 萨 的 先 祖 。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 在 圣 所 管 理 歌 唱 的 人  < 代 上 六 4 2 ,  

4 3  > 0

© 城 便 雅 悯 支 派 ， 有 9 个 儿 子 ， 是 其  

父 家 的 领 袖 （代 上 八 2 丨） ； 历 代 志 上 八  

章 1 3 节 中 称 之 为 示 玛 。

参 • 示 玛 # 3 "  1 4 5 3

® 利 未 支 派 革 顺 的 子 孙 ， 扣 拉 但 族 ， 

有 3 个 儿 子 （代 上 二 十 三

® 耶 杜 顿 的 儿 子 。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在 

圣 所 的 2 4 班 次 歌 唱 者 中 第 十 班 次 的 领 袖  

( 代 上 二 十 五 3 、 1 7 ) 。

© 拉 玛 人 ； 大 卫 王 的 官 员 ， 牮管大卫 

的 葡 萄 园 （代 上 二 十 七 2 7 > 。

« > 希 柃 的 子 孙 ， 耶 歇 的 兄 弟 。在希西 

家 王 统 治 期 间 （主 前 7 1 5 - 6 8 6 ) , 照王的 

吩 咐 ， 洁 净 耶 和 华 圣 殿 的 其 中 一 个 利 朱 人  

( 代 下 二 十 九

© 利 未 人 ， 歌 楠 雅 的 兄 弟 。 犹大王希 

西 家 立 他 竹 理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扪 献 之 申 （代 

下 三 十 一  1 2 、 丨3 >。

© ，® 、©  3 个 同 称 为 示 每 的 人 ----- 个

是 利 未 人 ， 一 个 是 哈 顺 的 子 孙 ， 另一个是 

巴 尼 的 儿 子 ， 都 在 被 掳 归 回 后 ， 听从以斯 

拉 的 劝 告 ， 休 弃 他 们 的 外 邦 妻 子 （拉十 

2 3 > 3 3 % 3 8 ) 〇

士每拿
Smyrna
s h i  m £ i  n&

启 示 录 提 及 的 七 个 教 会 之 一 （启-  

1 1 , 二 士 每 拿 即 今 天 的 伊 兹 密 尔 ， 

位 於 土 耳 其 。

士 每 拿 在 早 至 主 前 3 0 0  0 年已有人居 

住 。 伊 奥 利 亚 族 的 希 腊 人 被 伊 奥 尼 亚 人 所  

取 代 ， 士 每 韋 和 南 部 的 米 利 都 及 以 弗 所 在  

伊 奥 尼 亚 人 的 统 治 下 日 趋 繁 盛 。 及后，这 

城 被 吕 西 亚 人 征 服 ， 他 们 的 首 都 设 於 撤  

狄 。 这 城 后 来 湮 没 了 接 近 3 个 世 纪 ，直至 

主 前 3 3 4 年 才 由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在 原 址 的 海  

湾 以 南 把 城 重 逮 《• 虽 然 重 建 的 工 作 主 要 由  

西 流 基 人 负 责 ， 但 士 每 拿 的 居 民 察 觉 到 別  

迦 摩 日 趋 茁 要 ，因 而 与 其 君 王 结 盟 u 后来， 

士 每 拿 人 又 别 具 恝 眼 地 转 而 效 忠 罗 马 ；在 

主 前 1 9 5 年 ， 建 造 了 一 座 庙 宇 ， 把罗马城 

奉 为 神 明 。 罗 马 为 奖 励 士 每 牟 一 早 便 对 日  

渐 强 大 的 罗 马 势 力 投 诚 ， 这城在罗马的统  

治 下 更 形 富 强 ， 堪 与 别 迦 摩 及 繁 盛 的 罗 *  

岛 鼎 足 而 立 。 由 於 士 每 拿 在 陆 上 和 海 上 都  

是 罗 马 的 盟 友 ， 士 每 拿 人 便 在 主 后 2 6年 

建 造 另 一 座 神 庙 来 供 奉 罗 马 的 皇 帝 。这城 

成 为 了 敬 拜 该 撒 的 中 心 ， 她在一世纪后期  

大 肆 逼 迫 教 会 。

启 示 录 二 章 8 节 称 这 城 为 “死过又话 

的 ”， 可 能 就 是 指 她 在 亚 历 山 大 和 马 其 样

二 十 九 ‘2 4 - 3 2 K

© 第 莱 雅 的 父 亲 ， 约 雅 敬 王 期 M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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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f 迮 之 前 ， 拧 荒 弃 达 3 0 0 年 之 久 。 古 代  

的作家， 包 括 亚 波 罗 纽 和 亚 拉 太 ， 都 提 及  

士 每 聿 拥 有 “生 命 的 冠 冕 ” < 第丨 0 节 > ， 

析 指 的 是 城 后 的 山 111筆， 象 征 城 好 像 — 座 头  

冠宽、脚 临 海 丨 宾 的 塑 像 。 在 启 示 录 成 书  

的日期，初 生 的 教 会 正 面 对 逼 迫 。 书 中 提  

及 “撒 但 一 会 的 人 ’’ （第 9 节 ） 和 魔 鬼 要  

把 他 们 下 在 监 中 （第1 ( )节  > ， 所 反 映 的 可  

能 是 他 们 在 罗 马 皇 帝 多 米 田 治 下 遗 受 迫 害  

I约 主 后 当 时 的 人 若 拒 绝 敬 拜 罗 马  

皇帝的像， 奉 之 为 “神 ”， 是 可 以 被 判 死  

罪的„ 许 多 基 锊 徒 因 而 被 迫 在 “该 撒 是 主 ” 

( 以保存生命  > 或 是 “甚 督 是 主 ” 《面 对  

肉身的死亡） 之 间 作 抉 择 。

参 - 启 示 录 ” 1 1 7 0 。

示每族
S h i m e i t e
shl m i i  z d

® 革 顺 的 儿 子 示 每 所 违 立 的 利 未 支 派  

家族 （民 三 2 1 ; 代 上 二 十 三 7 、 丨0 ) 。

参•示每#  1 • 1 4 5 6 。

0 基 士 的 儿 子 ^ 每 所 建 立 的 便 雅 悯 支  

派 家 族（亚 十 二 1 3 > 。

示门
Shim on
shi m 6n

一 个 犹 大 支 派 家 族 的 领 袖 （代 上 四

20)〇

示米暗
S h i m e a h ,  S h i m e a m
shl ml 厶 n

便 雅 悯 支 派 米 基 罗 的 儿 子 ， 耶 利 的 祖  

父 （代 上 八 3 2 ， 九 3 8 > 。

示米大
S h em id a
*hi ml di

示 米 大 族 之 父 （民 二 十 六 3 2 > , 賴 玛  

拿 西 支 派 （书 十 七 2 ; 代 上 七 1 9 > 。

示米拉末
Shemiramoth
s h l ml la m 6

® 当 神 的 约 柜 从 俄 别 以 东 的 家 带 往 耶  

路 撒 冷 ， 照 大 卫 的 吩 咐 在 约 柜 前 鼓 瑟 的 其  

中 一 个 利 未 人 （代上十五丨8 、2 0 > ，并在 

亚 萨 之 下 ， 持 守 岗 位 ，“在 耶 和 华 的 约 柜  

前 事 奉 （代 上 十 六 4 、 5 >。

© 约 沙 法 打 发 “往 犹 大 各 城 去 ” 教训 

百 姓 的 利 未 人 （代 下 十 七 8 )。

示米利
Shimrith
s h l m l 11

摩 押 妇 人 。 其 子 就 是 联 同 撤 拔密 谋 叛  

变 及 杀 害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的 臣 仆 约 萨 拔 （代 

下 二 十 四 2 6 )。 在 列 王 纪 下 十 二 章 2 丨节另 

称 为 朔 默 ； 示 米 利 是 朔 默 的 女 性 名 称 。 

参 - 朔 默 #  T  1 4 9 8。

示米押
Shimeath
s h l ml ya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主 前 8 3 5 - 7 9 6  ) 之臣 

仆 的 母 亲 （代 下 二 十 四 2 6 > 或 父 亲 （王 

下 十 二 2 1 ) , 是 亚 扪 人 ， 密 谋 背 叛 及 杀 害  

约 阿 施 。

示米押人
Shimeathite
s h l ml ya r6n

居 住 在 犹 大 雅 比 斯 的 三 个 文 士 家 族 之  

一 。 他 们 可 能 是 基 尼 人 ， 以及哈末的后裔  

<代 上 二 5 5 > 。 有 关 他 们 的 历 史 尚 未 确 实 „ 

在 扫 罗 统 治 以 色 列 期 间 （主 前 1 0 2  0- 

1 0 0 0 ) ， 示 米 押 人 可 能 就 是 与 亚 玛 力 人 居  

於 耶 路 撒 冷 南 部 的 其 中 一 个 基 尼 游 牧 民  

族 。

示米亚
Shimea, Shimeah
s h l ml y盔

〇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阜 丨 3 节 和 二 十 章 7节 

中 ， 耶 西 的 第 三 子 沙 玛 的 别 名 。

参 - 沙 玛 # 3 '  1 2 5 7 ,

© 大 卫 在 耶 路 撒 冷 统 治 期 间 ， 与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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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巴 比 伦 / 巴 比 伦 帝 S T  5 5 。巴 所 生 的 儿 子 （代 上 三 5 >。 在 撒 母 耳 记  

下 五 蓓 M 节 及 历 代 志 上 十 四 帝 4 节 ， 他 又  

称 为 “沙 母 亚 ”。

© 乌 撒 的 儿 子 ， 哈 基 雅 的 父 亲 ， 利 未  

的 后 窃 ，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代 上 六 > 。

子 ， 比 利 家 的 父 亲 ， 以 及 亚 萨 的 祖 父 。 他  

连 同 亚 萨 、 希 栲 及 以 探 奉 大 卫 的 差 逍 ， 在  

会 梅 前 领 导 肷 唱 的 人 （代 上 六 3 9 > 。

示 母 利

Shemuel
s h ) mQ li

〇 亚 米 忽 的 儿 子 ， 在 以 色 列 约 但 河 西  

十 支 派 分 配 迦 南 地 时 ， 作 西 缅 支 派 的 首 领  

( 民 三 十 四 ‘2 0  > 。

© 陀 拉 的 儿 子 ，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首 领  

(代 上 七 2 > 。

示 拿

Shinar
s h l  n &

只 有 圣 经 提 过 的 巴 比 伦 地 方 名 称 。 

“示 拿 平 原 ” 所 包 括 的 区 域 ， 大 槪 是 由 现  

今 的 巴 格 达 至 波 斯 涛 。 在 古 代 世 界 中 ， 这  

是 苏 默 （南 方 ） 及 亚 甲 （北 方  > 之 地 ， 后 

来 成 为 人 所 共 知 的 巴 比 伦 （但 一 2 ) 。 这  

词 并 没 有 在 圣 经 之 外 的 文 献 出 现 ， 故 此 难  

以 査 证 其 字 源 。 任 何 由 苏 默 引 伸 而 来 的 名  

称 ， 似 乎 都 令 人 怀 疑 。 闪 文 S o w a r 及 亚  

甲 文 S a n /i a r 是 平 行 互 通 的 ， 因 此 ， 据 有  

关 推 测 ， 示 拿 应 在 叙 利 亚 境 内 。 然 而 ， 圣  

经 指 定 的 位 S 是 一 致 而 明 确 的 。

以 力 、 亚 甲 及 巴 别 （巴 比 伦 ） 这 些 有  

名 的 城 镇 都 全 在 示 拿 ， 成 为 古 实 的 儿 子 宁  

录 的 王 国 一 部 分 （创十丨〇 > 。 创 世 记 十 一  

章 ‘2 节 也 将 示 拿 与 巴 别 塔 相 提 无 论 。 至 於  

创 世 记 十 四 章 丨 、 9 节 ， 我 们 可 读 到 “示  

拿 王 ” 暗 拉 非 ， 是 与 亚 伯 拉 罕 争 战 的 东 方  

联 盟 之 一 ， 也 是 约 怛 河 外 的 居 民 . .该 地 区  

也 在 约 书 亚 记 七 赍 2 1 节 中 出 现 ， 就 是 亚  

千 贪 图 的 那 件 外 衣 的 所 在 地 。 以 色 列 被 掳  

后 ，示 貧 作 为 巴 比 伦 的 城 地 ，更 为 明 显 了 。 

示 拿 是 尼 布 甲 尼 撒 安 放 新 器 皿 的 地 方  <但  

一  2 ) , 也 是 以 色 列 后 来 得 蒙 拯 救 之 处  

( 赛 十 一 丨 1 ; 参 亚 五 丨 丨 > »

示拿萨
Shenazzar
s h l  n & s k

被 掳 的 犹 大 王 耶 哥 尼 雅 （约 雅 斤 ）的 

第 四 子 （代 上 三 丨 8 > 。

示纳
Shinab
s h i

押 玛 王 ， 与 4 个 邻 近 的 王 联 盟 ，反抗 

基 大 老 玛 王 。 签 大 老 玛 在 死 海 南 部 的 西 订  

谷 杀 畋 了 这 五 王 （创 十 四 2 >。

示尼珥
Senir
s h i ni 6 r

申 命 记 三 章 9 节 和 雅 歌 四 章 8 节提到， 

亚 摩 利 人 称 黑 门 山 为 “示 尼 珥 ” （西顿人 

称 之 为 “西 连 ”>。

参 - 黑 门 山 " 575〇

士求保罗
Sergius Paulus
s h l  qiQ b § o  l u 6

居 比 路 的 方 伯 ， 圣 经 形 容 他 是 一 个  

“通 达 人 （徒 十 三 7 > »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在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 就是在居比路境内士  

求 保 罗 居 住 的 帕 弗 传 福 音 。 在 那 里 ，他们 

遇 到 名 叫 巴 耶 穌 （以 吕 马 ） 的犹太假先知 

和 术 士 ， 这 人 在 方 伯 面 前 极 力 敌 挡 他 们 的  

福 音 。然 而 ，保 罗 指 摘 以 吕 马 ，并咒诅他， 

使 他 眼 瞎 。 士 求 保 罗 看 到 所 发 生 的 亊 时 * 

“很 希 奇 主 的 道 ”， 因 而 信 主 （徒十三丨2丨. 

因 此 ， 士 求 保 罗 成 为 保 罗 第 一 次 宜 教 旅 程  

中 所 记 载 首 个 归 信 主 的 人 。

扫 罗 也 是 在 此 把 名 字 改 作 保 罗 〃 丨 我 利  

根 及 很 多 在 他 之 后 的 人 ， 都相信保罗在这  

方 面 的 改 变 是 为 了 记 念 那 个 有 名 的 信 徒 。

示撒
Shishak, Shiza
s h i  sS

〇 埃 及 法 老 ， 吕 彼 亚 众 首 领 中 一 个 ^  

赫 家 族 的 后 商 ， 也 是 埃 及 第 二 十 二 王 明

〇 利 未 支 派 单 顺 的 子 孙 ， 米 迦 勒 的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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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始人。 他 的 埃 及 名 字 是 示 爽 。 示 撒 与 所  

y f j . 耶 罗 波 安 和 罗 波 安 是 同 时 代 的 人 。 

丨也作王的年H 尚 未 证 实 ， 有 指 是 主 前 9 4 0  

至9|5年， 或 主 前 9 3 5 至 9 1 4 年 。

所 罗 门 统 治 期 间 ， 示 撒 曾 庇 护 耶 罗 波  

^ 耶 罗 波 安 本 是 所 罗 门 的 臣 仆 ， 后 来 成  

为他的仇敌。 因 他 背 叛 了 王 ， 为 避 免 追  

糸，他 逃 往 埃 及 去 （王 上 十 一 4 0 ) 。 耶罗

波 安 於 所 罗 门 死 后 迮 立 北 国 ---- 这 事 是 神

因所罗门 的 眾 垵 而 惩 罚 池 的 百 姓 ； 示 撒 愿  

意 吒 护 叛 国 逃 亡 的 人 ， 乃 是 神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神 再 次 透 过 示 撒 进 一 步 成 就 池 的 计  

到。罗 波 安 作 犹 大 王 时 ， 他 罪 孽 深 M , 既 

拜偶像， 又 容 许 娈 童 在 该 地 行 可 恶 的 事  

( 当 日 他 们 所 行 的 并 不 等 於 现 今 所 理 解 的  

同性恋> , 神 使 用 示 撒 入 侵 耶 路 撒 冷 ， 来  

« 罚池的百 姓 „ 这 次 入 侵 在 罗 波 安 在 位 第  

五 年 发 生 （王 . 上 十 四 2 5  ; 参 代 下 十 二 2-

9)• 不 少 犹 大 城 妨 进 到 掠 夺 ， 但 当 王 及  

众 首 领 自 惭 悔 改 时 ， 神 就 使 耶 路 撒 冷 免 受  

灭 绝 （代 下 十 二 7 > 。 然 而 ， 示 撒 藉 着 劫  

掠圣殿及王宫， 并 带 走 所 罗 门 制 造 的 金 盾  

牌，以 显 示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控 制 力 。 虽 然  

圣 经 只 是 集 中 於 记 载 示 撒 侵 略 犹 大 ， 圣 经  

以外的资料， 却 指 出 他 也 攻 入 耶 罗 波 安 的  

领土 • 耶 罗 波 安 就 是 那 个 从 前 得 示 撒 庇 护  

的人。

示 撤 一 世 之 子 的 金 手 镯

在 卡 纳 克 （古 代 的 底 比 斯 ） 的 殿 宇 中  

& 视 示 撒 所 立 之 胜 战 铭 刻 ， 对 圣 经 历 史 具  

大 意 义 。 这 铭 刻 记 录 了 示 撒 声 称 他 在  

亚 时 攻 掠 的 许 多 城 镇 。 其 中 有 些 埃 及

文 的 拼 字 ， 就 是 希 伯 来 语 言 的 名 字 。 文中 

有 二 十 多 个 能 够 确 实 辨 认 出 来 ， 为圣经所  

栽 的 地 理 和 历 史 提 供 宝 贵 的 印 证 „ 对於示  

撒 劫 掠 耶 路 撒 冷 的 其 他 证 据 ， 已在米吉多  

( 耶 路 撒 冷 的 北 部 中 央 地 区 > 发 现 ，在那 

里 找 到 法 老 所 设 立 的 胜 战 石 碑 的 残 块 。协 

助 他 攻 夺 亚 西 亚 的 有 路 比 人 、起源於吕彼  

亚 的 苏 基 人 和 埃 提 阿 伯 人 。

示 撒 的 远 征 ，可用 以重 整菜些圣经年  

代 。 有 些 学 者 主 张 示 撒 就 是 那 个 将 女 儿 嫁  

给 所 罗 门 的 法 老 （王上三丨），但 这 说 法  

尚 未 作 实 ， 仍 然 为 人 争 议 。

参 ‘ 所 罗 门 - 1 5 2  2  :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耶 罗 波 安 • 1 9 5  9 :  • 罗 波 安 •

9 4 5 :  • 埃 及 - 1 2 。

0 流 便 人 ， 是 大 卫 所 挑 迭 之 勇 士 亚 弟  

拿 的 父 亲 （代 上 十一 4 2 > 。

示沙
Shisha
s h l sha

在 列 王 纪 上 四 章 3节 ， 大 卫 王 的 书 记  

西 莱 雅 的 别 名 。

参 - 西 莱 雅 # 1 _  1 6 7 1

示沙克
Sheshach
s h l sha

在 耶 利 米 书 二 十 五 章 2 6 节 和 五 十 一  

章 4 1 节 出 现 ， 可 能 是 带 有 “巴 别 ” （巴比 

伦 ） 意 思 的 用 词 。

示筛
Sheshai
s h )  s h a i

亚 衲 族 人 的 子 孙 。 当 1 2 个 探 子 窥 探  

迦 南 地 ， 他 身 在 希 伯 仑 （民 十 三 2 2 ) ; 

其 后 被 以 色 列 人 击 败 及 驱 逐 （书 十 五  

14; 士一  1 0 >〇

示珊
Sheshan
s h l  s h a n

犹 大 支 派 的 后 商 ， 耶 拉 蔑 的 子 孙 ，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章 2 5 至 4 丨节可见， 其 家 族的  

渊 源 可 追 溯 至 以 利 沙 玛 ， 显 然以利沙 玛是



当 代 一 位 作 者 。 在 第 3 丨 节 中 ’ 示 珊 的 儿  

子 是 亚 来 ， 但 第 3 4 节 则 说 示 珊 没 有 儿 子 。 

可 能 这 里 是 指 两 个 同 名 的 人 ， 又 或 亚 来 是  

示 珊 的 外 孙 亚 太 （第 3 5 节 ）。

士师
J u d g e
s h l s h i

参 - 职 业 （审 判 官 ）” 2 3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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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
J u d g e s ,  B o o k  o f
s h l s h i j l

旧 约 的 一 卷 书 ， 以 神 为 着 極 救 他 的 百  

姓 ， 而 兴 起 的 杰 出 领 袖 来 命 名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士 师 ” 这 个 词 语 亦 代 表 苕 统 治 的  

行 动 ， 当 中 包 括 了 作 战 。 某 些 学 者 提 出 士  

师 可 分 为 两 类 ： 具 恩 賜 的 拯 救 者 （或 较 重  

要 的 士 师  > ; 以 及 本 地 仲 裁 的 智 者 （或 较  

次 要 的 士 师  >。 至 於 为 何 某 些 士 师 不 大 受  

人 注 意 ， 而 另 一 些 士 师 的 丰 功 伟 绩 却 被 详  

细 记 述 ， 原 因 仍 不 大 淸 楚 。

作 者

这 卷 书 反 映 出 其 资 料 的 最 后 编 纂 ， 是  

在 王 国 时 期 的 早 期 。 它 也 许 正 好 用 作 辩  

论 ， 将 大 卫 公 义 的 统 治 ， 对 比 扫 罗 王 那 世  

俗 的 、 迦 南 式 的 君 王 观 念 ， 而 不 是 以 神 的  

律 法 来 统 治 。 作 者 肯 定 不 是 撒 母 耳 ， 此 书  

乃 是 倚 靠 古 代 的 索 材 所 写 成 。

写 作 年 代

虽 然 士 师 成 功 地 让 各 支 派 从 周 遭 外 敌  

的 入 侵 中 ， 获 得 一 些 喘 息 的 机 会 ， 但 以 色  

列 人 仍 长 时 期 持 续 遭 受 侵 扰 。 学 者 对 士 师  

的 时 期 持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出 埃 及 的 日 期 影  

晌 了 士 师 出 现 的 日 期 。 那 些 为 出 埃 及 定 了  

一 个 较 早 日 期 的 学 者 ， 便 将 士 师 的 开 始 放  

在 主 前 丨 3 7 0 至 GO年 间 ， 另 一 些 则 建 议 另  

一 个 日 期 ， 接 近 主 前 十 三 世 纪 末 。 一 个 相  

关 的 问 题 ， 是 涉 及 士 师 的 年 代 表 。 士 师 记  

是 否 按 年 代 先 后 次 序 ， 记 述 那 段 时 期 ， 抑  

或 只 是 将 来 自 迦 南 和 约 但 河 东 不 同 地 区 ，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审 断 ” 某 地 区 、 某 支 派 或  

数 个 支 派 的 士 师 ， 作 一 代 表 性 的 叙 述 ？

结 构
毫 无 疑 问 ， 这 卷 书 的 故 审 带 於  

作 的 痕 迹 ， 故 亊 白 成 一 格 。 底 ， 文夺如 

诗 意 非 常 感 人 ， 约 坦 的 珣 言 是 之 軟 的  

例 子 。 对 故 事 的 细 腻 描 述 ， 亦 ^ 的 上 後  

书 的 架 构 中 反 映 出 来 。 书 中 有 ^ 这 卷  

一 个 是 政 治 性 的 （一  1 至 二 5 > M 个导言：

社 会 宗 教 性 的 （二 (S至 三 ;Ti。 政 

言 将 士 师 与 征 服 的 故 事 连 在 〜 起 炫 的 导  

支 派 正 试 图 占 领 那 地 。 这 成 了 读 者 ^ 时 各  

个 士 师 时 期 的 政 治 和 军 节 问 题 的 准 解 这  

会 宗 教 性 的 背 讶 解 释 了 为 何 以 色 列 有 那 社  

多 患 难 、 为 何 士 师 的 建 制 兴 起 ， 以 及 1  

主 从 不 应 许 以 色 列 能 够 脱 离 她 的 敌 人 M 
享 长 久 的 安 息 „ 这 卷 书 的 主 体 是 士 师 的 =  

事 （二 7 至 十 六 3 1 ) 。 对 於 较 次 要 的 士 师  

( 共 有 6 位  > ， 是 以 上 升 的 频 率 ，加描在较 

m要 的 士 师 的 事 迹 中 。 下 面 的 数 据  

出 ， 较 次 要 的 士 师 出 现 的 数 目 ， 是按着较 

重 要 的 士 师 人 数 减 少 而 递 增 ： 2 个重帛

---------1 个 次 要 ； 2 个 重 要 ---------- 2 个 次 要 ；丨个

重 要 -----3 个 次 要 ； 1个 重 要 。 总数共有12

位 ， 代 表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

将 代 表 着 迦 南 和 约 但 河 东 的 12位士 

师 列 出 来 ， 目 的 是 要 显 出 在 整 个 被 征 服 的  

领 土 上 ， 所 有 支 派 都 从 众 多 外 敌 处 经 历 到  

极 大 的 困 苦 ， 这 些 外 敌 包 括 ： 亚兰人、摩 

押 人 、 亚 扪 人 、 亚 玛 力 人 、 迦南人和非利 

士 人 。 以 色 列 几 乎 所 有 的 碉 界 ， 都受到外 

敌 虎 视 眈 眈 。 书 中 的 附 录 （十七至二十:  

商  > ， 连 同 两 个 导 言 ， 便 构 成 这 f 书 。^  

治 和 社 会 宗 教 上 的 问 题 （一 1至三  

以 最 后 几 章 的 数 个 故 亊 来 提 出 。 那 

斯 的 看 法 ， 给 予 这 卷 书 ' 式  

位 编 者 ， s 意 将 士 师 的 故 事 / 功， 

感 。 在 救 赎 历 史 初 期 阶 段 所 取 得 里 的 然 耶 和  

在 士 师 的 兴 替 中 ， 竞 停 顿 下 来 ^们仍回到  

华 以 多 种 途 径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 颇中。埘 

— 章 丨 节 至 三 章 6 节 所 = 时期的丨'"1 

录 所 述 的 ， 代 表 着 以 色 列 _ ,，（十七 6 , 十 

题 ， ‘‘那 时 以 色 列 中 没 有 王

+ 九1
—~ —|— —* 2 5 )(

写 作 目 的 和 神 学教导  和神六s
背 逆 、 审 判 . 呼 求 ^ 救 ^ 映了申命  

立 士 师 ， 这 过 程 不 断 诚 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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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不 服 从 和 审 判 所 提 出 的 瞀 告 。 这 个 循 杯  

不断® S ， 支 持 了 那 位 不 知 名 的 叙 述 者 之  

论点，就 是 以 色 列 没 有 因 苕 神 的 恩 典 而 改  

$ 。这 时 期 在 道 徳 、 宗 教 和 政 治 上 的 无 政  

府状态， 并 不 要 ， 因 为 进 展 迟 滞 。 飛后  

- 章 显 示 ， 尽 管 以 色 列 发 生 了 内 战 ， 各 支  

派 仍 关 心 彼 此 的 利 益 。 虽 然 神 的 百 姓 的 合  

遭 受 严 皎 的 挑 战 ， 但 情 况 不 至 於 完 全  

无望《这 卷 书 以 盼 望 的 语 调 作 结 ， 期 望 一  

位 能 拯 救 以 色 列 的 君 王 ， 为 各 支 派 带 来 凝  

聚力，无 论 在 道 德 和 宗 教 上 ， 或 是 政 治 和  

社会上， 都 带 领 以 色 列 。

故 此 ， 这 卷 书 的 目 的 包 括 ： （1)显 示  

在 以 色 列 的 发 展 中 ， 这 是 一 个 老 无 意 义 的  

阶段；（2)解 释 各 支 派 为 何 没 有 占 领 应 许  

给 列 祖 的 全 部 土 地 ； （3 )证 明 神 的 道 路 是  

正确的，祂 对 埏 次 背 逆 的 以 色 列 ， 仍 满 有  

恩 典和 忍 耐 ； （4 )展 示 出 一 位 “牧 者 ” 君 

王的正统， 对 比 於 专 制 的 王 权 ； 以 及 （5) 

解 铎 为 免 以 色 列 屈 服 於 非 利 士 人 ， 并 引 致  

各 支 派 之 间 的 战 争 ， 急 切 笳 要 一 种 新 的 动  

力。

内容提要

玫 治 上 的 导 眘 （一 1至 二 5 >

在 约 书 亚 记 一 至 十 二 章 中 ， 约 书 亚 所

率 领 作 战 的 战 亊 ，被描述为迦南人的军队  

动 员 对 抗 以 色 列 。 因 若 耶 和 华 的 介 入 ，迦 

南 人 的 诋 抗 被 粉 碎 ， 土地亦被各支派占领  

( 十 三 至 二 十 一 韋 ）。 然 而 ， 约书亚记十  

三 至 二 十 — 审 ，亦淸楚指出每个支派在控  

制 仍 有 迦 南 人 作 小 规 模 抵 抗 的 领 土 上 ，尚 

有 困 难 ，这 些地 方通常 都以 重兵 和 坚 固的  

城 墙 包 围 （参 书 十 三 2 - 6、丨3，十 五 63, 

十六1〇， 十七丨2、 1 6、 丨8 )。

约 书 亚 记 强 调 了 胜 利 而 轻 看 了 问 题 ， 

但 士 师 记 的 序 言 ，则坦然提出以色列的问  

题 和 失 敗 ，来 作 为 整 卷 书 的 背 煨 。这卷书  

所 呈 现 的 ，正 是 这 些 问 题 和 失 畋 ，它们逐  

步 引 领 以 色 列 来 到 灾 难 的 边 缘 。

士 师 时 期 始 於 约 书 亚 的 离 世 （士一 1， 

二 8 、 9 ) 。 以 色 列 人 继 承 自 约 书 亚 的 遗 产  

包 括 ： 耶 和 华 的 律 法 （书 二 十 三 6 ，二十 

四 2 6 > 、 土 地 、对 遵 从 主 的 挑 战 （书二十  

四 1 4 - 2 7 ) ， 以 及 在 征 服 迦 南 人 时 ， 神会  

同 在 和 帮 助 的 应 许 （书 二 十 三 5 、 丨0>,

犹 大 和 西 缅 支 派 （士一  2 - 2 0 )。 犹 

大 和 迦 勒 的 重 要 ，与 约书 亚 记 中 犹 大 的 地  

位 相 同 （书 十 四 6 至 十 五 6 3 ; 参 约 瑟 家 ， 

士 一 2 2 - 2 9 ; 参 书 十 六 ， 十 七 k 犹大支  

派 战 胜 了 残 黎 的 亚 多 尼 比 色 ， 他 统 治 比  

色 ， 但 其 位 S 不 详 。 犹 大 支 派成 功地 占 领

以 色 列 的 士 师

士师 旧 约 经 文 新 约 中 提 及 之 处 安享太平和  

作士师之年期

主要敌人

供陀 士 一 丨 3， 三 7-1 1 — 40 (士三  1 1> 米所波人米人

以笏 士三丨2 - 3 0 1 --- 80 (士三  30> 淨押人

士 三 3 1 ， 五 6 一 — 养利七人

底波拉/ 巴拉 士 叫 至 3 C 来 H- — 32 <巴 拉 〉 40 (士五  31> 迦 1旬人

士 六 至 /V 來  H-— 32 40 (士八  2 8> 米匈人

陀拉 丄* f •卜2 — 23 《士十2> 一

it a[ 士 十 3 -5 一 22 ( L- I-3) 一

耶卯他 士 十 《令 十 二 7 来  H 32 6 (士十二  2> 亚扪人

以比贤 士 十 二  8 - 1 0 一 7 < 士十二  9> 一

以伦 士  1 •二1 1 、 12 — 10 < 士十二  m —

士  t *二  1 3-15 一 8 <士十二丨4> 一

上 卜 三 至 十 六 来 -1* 一 32 20 (士十六 31> II:利 1:人

以刊 撒 t：一 甲 四 ， 十 叫 3 ; 王 上 二 27 一 40 (撤上四丨8> 作利士人

撤岵坏 撒 上 一 2 0 ， 二丨 8 - 2 6 ， 

三 辛 :四 ， 七 至 十 三 ， 

十 五 至 十 六 ， 十 九 ， 

二 十 五 丨 ， 二1 十 八  

l、V九 十 九 G

徙 三 2 4 ，

十 三 20; 

来 十 一  32

20 <撒上七2> 非利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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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南 地 的 山 地 和 西 面 的 山 脚 （士 一 9 > » 

他 们 甚 至 攻 取 了 耶 路 撒 冷 ， 或 足 与 耶 路 撒  

冷 相 同 的 一 个 f W 远 区 H  ( — H ) , 但 不 能  

在 那 姐 保 留 控 制 权 <— ‘2 丨 > , 进 至 大 卫 征  

服 那 城 （撒 下 五 为 止 。 犹 大 支 派 在  

约 书 亚 所 率 领 的 战 争 中 ， 已 战 胜 了 希 伯 仑  

地 区 的 迦 南 人 （书 十 3<i > 。 希 伯 仑 又 称 为  

“稱 列 亚 巴 ” “四 城 ’’ > ， 坫 耶 路 撒 冷 一 个  

有 力 的 联 盟 （书 十 3 > ， 即 使 首 次 被 击 畋  

后 ， 仍 有 能 力 敢 新 集 结 军 力 ， 向 以 色 列 进  

行 新 的 攻 击 。 正 如 摩 西 拧 经 答 允 ， 迦 勒 获  

得 了 希 伯 仑 （一  2 0 ; 参书十五丨 ; n 。 犹 大  

支 派 贏 取 了 希 伯 仑 后 ， 继 而 进 攻 底 嘥 ， 藉

此 伸 延 他 在 南 面 山 区 的 控 制 （一 丨1 - 1 5 ; 

参 书 十 五 M  • 1 。

基 尼 人 是 叶 忒 罗 的 后 商 ， 与 摩 两 有 姻  

亲 关 系 （一  1〇 >， 他 们 在 亚 拉 得 附 近 的 南  

地 和 棕 树 城 定 居 ， 这 甩 所 指 的 地 方 应 该 是  

他 玛 ， 而 不 是 耶 利 坍 „

犹 大 支 派 由 於 在 何 珥 玛 战 胜 了 迦 南 人  

(一丨7 ; 参 民 十 四 4 5 , 二 十 一  3 ; 申 一 4 4 〉， 

稳 守 南 面 的 边 境 ， 并 在 迦 萨 、 亚 实 基 伦 和  

以 革 伦 的 胜 利 中 ， 稳 握 沿 岸 平 原 的 控 制  

权 。 然 而 ， 它 在 沿 岸 平 原 的 胜 利 ， 却 受 到  

一 支 有 良 好 军 备 的 迦 南 人 军 队 所 顽 抗 （士 

一丨 H 、 丨9>。它 占 领 了 犹 大 的 山 地 和 南 地 ， 

却 不 能 保 留 对 平 原 的 控 制 。 非 利 士 人 不 久  

便 控 制 了 迦 萨 、 亚 实 基 伦 和 以 革 伦 ， 将 她  

们 并 入 他 们 的 3 城 之 列 ,，

二 • 便 雅 悯 支 派 （一 2 丨）„ 耶 路 撒 冷 坐  

落 於 犹 大 和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边 境 之 间 ,， 犹 大  

支 派 取 得 这 个 城 或 近 郊 地 区 （一  8 > , 可  

是 ， 却 因 路 遥 而 不 能 长 久 管 辖 。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实 力 又 不 足 以 征 服 耶 布 斯 人 。 惟 有 大  

卫 能 成 功 征 服 他 们 （撒 下 五 6 - 9 ) ; 并 将  

耶 跆 撤 冷 并 入 犹 大 支 派 的 版 阁 （参 书 十 五  

6 3 ) , 里 然 她 原 是 分 给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书  

十 八 2 7 ) 。

三 . 约 瑟 ： 以 法 莲 和 玛 拿 西 支 派 （一 2 2 -  

2 9  ) 〇 以 法 莲 支 派 取 得 伯 特 利 （2 2 - 2 6  

节■ ) , 从 列 祖 的 节 迹 中 ， 可 知 伯 特 利 是 一  

个 通 要 的 敬 拜 地 点 （创 十 二 》， 十 三 3 、 4, 

二 十 八 丨 9 , 三 十 一 丨 3 ， 三十五丨•丨 5 ) 。 可  

是 ， 玛 拿 西 支 派 未 能 取 得 耶 斯 列 谷 （以 斯  

德 伦 ） 那 些 严 密 防 卫 的 城 邑 ’例 如 ：伯 善 、 

^ 纳 、 多 珥 、 以 伯 莲 和 米 吉 多 （第 2 7 节 ）。

这 些 城 邑 控 制 了 贯 通 东 西 的 交 通 和 由 南 5  

北 的 道 路 ， 以 及 穿 过 迦 密 地 区 和 约 怛 河 决  

滩 的 蜇 耍 通 进 。 以 法 莲 支 派 亦 未 能 完 全 占  

领 被 蓰 色 所 控 制 的 沿 岸 平 原 （第 2 9 节 ）# 

以 法 莲 和 玛 傘 西 两 支 派 都 不 裨 十 分 成 功 ，

四 . 另 外 4 个 支 派 （一  3 0 - 3 (; > 。 士师记 

略 略 提 及 了 在 迦 南 的 另 外 4 个 支 派 ，他们 

同 样 只 获 彳 ! > 部 分 的 成 功 。 四 布 伦 ， 亚设， 

拿 弗 他 利 和 但 支 派 ， 均 无 法 全 而 驱 逐 迦 哳 

人 ， 尤 以 但 支 派 为 甚 。 他 们 充 其 fft只能住 

后 来 使 大 部 分 迦 南 人 服 苦 工 （3 0 、 3 3、 

3 5 节 > 0

五 • 以 色 列 的 失 败 （二 1 -5 > 。 由於未 

能 征 服 那 地 ， 消 灭 迦 南 人 和 他 们 的 文 化 ， 

导 致 与 他 们 通 婚 和 拜 偶 像 （参 出 二 十 三  

3 3 ， 三 十 四 丨 2 - 1 G; 民 三 十 三 5 5 ; 申七2,

5 、 l (i ; 书 二 十 三 7 、 1 2 > 。

对 於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的 身 分 ，没有 

人 能 确 定 。 它 可 能 指 到 主 自 己 ， 或 是 - 位  

天 使 ， 或 是 一 位 先 知 （参 士 六 8 > 。 他以 

先 知 的 态 度 斥 责 百 姓 ， 并 且 宣 布 神 会 热 g 

以 色 列 和 迦 南 人 持 续 的 对 抗 ， 施行审判  

( 第 3 节 ； 参 书 二 十 三 1 3 > 。 他 们 的 哀 哭 和  

献 祭 也 无 补 於 琪 （4 、 5 节 ； 参玛二丨3 > .  

在 约 书 亚 死 后 不 及 一 个 世 代 ， 以 色 列己受  

到 责 备 。

神 学 上 的 汙 IV ( 二 6 至 三

紧 接 约 书 亚 的 去 世 ， 神 学 上 的 导 言 开  

始 出 现 （书 二 十 四 2 8 - 3 丨 > 。 约 书亚 的 世  

代 ， 以 忠 心 作 为 标 记 ； 可 是 ， 随笞征服所  

带 来 的 兴 奋 和 神 同 在 的 明 证 过 去 后 （士二 

1 〇 > ， 这 种 对 耶 和 华 的 忠 心 却 不 能 持 久 .  

以 色 列 转 而 亊 奉 迦 南 人 的 神 衹 （巴力和亚 

斯 他 录 ）。 巴 力 岳 风 孫 之 神 ， 象征雨水和  

多 产 ， 亚 斯 他 录 则 是 他 的 伙 伴 。 第丨丨和 

1 3 节 指 到 的 巴 力 及 亚 斯 他 录 ， 原 文 是 S 

数 词 ， 象 征 当 地 以 很 多 途 径 来 敬 拜 迦 南 人  

的 神 。 宗 教 上 的 合 一 已 瓦 解 。 因 此 ， 以色 

列 惹 主 发 怒 ， 祂 便 将 他 们 交 在 敌 人 和 授 略  

者 手 中 （丨2、 H 节  > 。 正 如 摩 西 和 约 书 亚  

所 预 先 繁 告 的 （申 二 十 八 2 5 、 3 3 ; 书二 

十 三 丨 3 、 1 6 ) , 以 色 列 无 法 对 付 这 些 敌 人 • 

背 逆 、审 判 、呼 求 怜 悯 和 蒙 拯 救 这 个 循 &  

便 贾 串 整 卷 士 师 记 。 纵 然 先 前 的 世 代 曾 #  

服 神 （士 二 7 、 1 7 > , 百 姓 却 深 陷 在 他 U 

祖 先 的 背 逆 中 。 除 了 为 脱 离 欺 压 而 对 :



shl shi jl 1463

_ 从 外 ， 以 色 列 常 不 服 从 士 师 的 带 领  

(丨卜丨9节）。 为 了 应 验 约 的 咒 诅 ， 神 起 货  

+ 让 池 的 百 姓 安 息 ， 却 要 试 验 他 们 （2 0 -  

” 节） 和 训 练 他 们 学 习 战 事 （三 丨 - 4 ) ,  

以 致 他 们 能 学 会 回 应 这 个 真 实 世 界 的 挑

以 色 列 的 上 师 （三 7 至 十 六 31 >

- . 俄 陀 聂 （三 7- 1 1 > 。 俄 陀 聂 是 一 个  

过 渡 性 的 人 物 ， 将 战 胜 和 审 判 连 接 起 来 。 

他 荇 参 与 征 服 基 列 西 弗 ， 是 迦 勒 的 侄 儿 ， 

也 是 他 的 女 婿 （一  1 3 > 。 他 击 退 由 古 珊 利  

萨 田 带 领 的 亚 兰 人 ， 让 那 地 安 享 太 平 达  

40年之久。

二 .  以 笏 （三 1 2 - 3 0  > 。 摩 押 人 与 亚 扪  

人 和 亚 玛 力 人 结 盟 ， 从 东 而 进 攻 以 色 列 ， 

压迫他们达丨8 年 （那 攰 在 伊 矶 伦 的 领 导  

下，1 2 - 1 4 节 > 。 以 笏 率 领 使 节 ， 将 贡 物  

带给伊矶伦， 他 的 王 H 大 槪 坐 落 於 耶 利 哥  

附 近 （棕 树 城 ， 第 1 3 节  > 。 惯 用 左 手 的 以  

窃，特 别 适 合 执 行 这 个 使 命 ； 他 能 够 在 不  

受嫌疑 的 方式 下 ， 取 出 两 刃 的 剑 来 行 刺 王  

1丨5、 2 丨节 >。 以 笏 的 成 功 ， 是 由 於 缜 密  

的 计 划 和 出 其 不 意 的 部 署 。 他 献 上 贡 物 便  

离去，然 后 假 意 耍 传 神 谕 而 截 回 。 王 堕 入  

» 局 ， 於 足 被 杀 。 谋 杀 的 详 悄 （2 1 、 2 2  

节），可 以 制 造 一 点 嘲 弄 感 。 他 在 摩 押 王  

宮 的 耽 搁 （2 4 、 2 5 节  > , 让 以 色 列 人 有 机  

会 将 他 们 的 军 力 齐 集 约 但 河 浅 滩 。 以 笏 彻  

底成功； 没 有 一 个 燁 押 人 能 逃 脱 （第 2 9  

节）， 以 色 列 亦 能 安 享 太 平 达 8 0 年 之 久  

(第30节 ）。

三 .  珊 迦 （三 珊 迦 的 功 业 在 於 对  

抗 沿 岸 平 原 的 非 利 士 人 。 彳也 拥 有 一 个 不 扣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名 字 ， 怛 他 应 是 土 生 的 以 色  

列人。就 像 参 孙 一 样 ， 他 并 非 以 一 般 的 武  

器 （赶 牛 的 枇 子 ） 来 攻 打 非 利 士 人 。 他 的  

名 字 在 底 波 拉 之 敗 中 亦 有 提 及 （五 6 > 。 

四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四 丨 至 五 3 1 > 。 书 

中的叙述， 转 到 由 哀 琐 王 耶 宾 ， 和 芨 罗 设  

的 西 西 拉 率 领 的 北 方 迦 南 人 侵 略 者 （四 1- 

3) • 被 毁 的 复 琐 （书 十 一 丨 3 > 已 经 蜇 违 ， 

由 另 一 位 耶 宾 （参 书 十 一  1 > 统 治 该 地 区 。 

@ 已 敢 新 恢 复 其 军 事 力 M  , 因 为 他 拥 有

辆 铁 战 车 。 他 压 迫 以 色 列 人 达 2 0 年 

(四:”。

神 在 以 色 列 有 一 位 女 先 知 ， 在 这 个

黑 暗 时 期 带 领 池 的 百 姓 （四 4 > 。 她在以  

法 莲 南 面 近 便 雅 悯 支 派 的 一 棵 棕 树 下 ， 

作 出 她 的 判 断 （四 5 > 。 她 吩 咐 巴 拉 召 集  

被 迦 南 人 袭 击 的 拿 弗 他 利 和 西 布 伦 支 派  

的 军 队 ， 然 后 出 其 不 意 地 在 基 顺 河 突 袭  

西 西 拉 （四 6 、7 >。 犹疑不决的 巴拉 於是  

要 求 底 波 拉 同 去 ， 结 果 丧 失 了 杀 掉 迦 南  

大 军 元 帅 西 西 拉 的 荣 誉 （四8 -丨0>。主让 

这 次 从 他 泊 山 进 攻 的 突 袭 ， 一 举 成 功 ， 

迦 南 人 溃 畋 而 逃 ， 无 法 运 用 那 些 陷 入 耶  

斯 列 平 原 沼 泽 中 的 ffi® 战 车 （五2 0 - 2 2 >。 

迦 南 人 败 退 ，西 西 拉 则 被 希 百 之 荽 雅 亿  

所 杀 ； 雅 亿 是 基 尼 人 ， 不 过 ， 她与 亚拉  

得 附 近 的 蓰 尼 人 逛 分 隔 开 的 （四丨7 . 

1 8 ; 参一  1 6 >。 她 接 待 了 西 西 拉 ，就加她  

的 家 庭 与 迦 南 人 有 若 友 好 关 系 一 样 （第 

1 7 节 > 。 然 而 ， 她 乘 他 盹 右 ，英勇地用帐  

棚 的 橛 子 将 他 S 诸 死 地 （四丨8 - 2 1，五 26, 

2 7 > 。 在 随 后 的 战 役 中 ， 以色列人从耶宾  

手 上 进 获 自 由 ， 直 至 他 们 彻 底 消 灭 他 的  

势 力 （四 2 4 )。

底 波 拉 之 歌 （第 五 章 ） 以 一 种 诗 体 ， 

来 庆 祝 战 胜 了 耶 宾 。这是圣经 其中 一首最  

古 老 的 诗 ® ^ 它 赞 颂 以 色 列 的 冲 （2 ，3 

节 ） 是 一 位 保 护 他 立 约 的 子 民 ，并在祂面  

前 ， 令 众 山 也 筏 动 的 君 王 。 他是西乃山的  

神 （4 、 5 节 ； 参 申 三 十 三 2 ; 诗 六 十 八 7 、 

8 ; 哈 三 3 、4 ) « 虽 然 那 些 压 迫 者 曾 掠 夺  

以 色 列 ，令 来 往 的 适 路 变 得 不 安 全 ，同 时 ， 

以 色 列 又 无 法 保 卫 自 己 < 6 - 8节 ）， 但主  

兴 起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率 领 贵 族 去 争 战 （9- 

1 3 节 > 。 他 们 来 自 以 法 莲 、便 雅 悯 ，西布 

伦 、 以 萨 迦 和 聿 弗 他 利 支 派 （M . 丨5节 

上 、 18节 ）。 然 而 ， 约 但 河 东 的 支 派 和 亚  

设 支 派 不 愿 参 与 < 1 5节 下 - 1 7节 ）。 这歌  

继 而 论 到 战 场 ， 孫 雨 将 战 车 陷 入 泥 沼 中 ， 

不 能 前 进 （19 - 2 3 节 > 。 那 运 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简 单 方 法 ， 令 西 西 拉 致 命 的 雅 亿 ， 被 

称 颂 为 “比 众 妇 人 多 得 描 气 ” （'24-27节 K  

她 正 与 西 西 拉 的 母 亲 成 一 对 比 ； 西西拉的  

母 亲 被 描 绘 为 正 以 全 副 怙 神 ，徒然地等待  

西 西 拉 拿 苕 所 有 战 利 品 回 来 （‘2 8 - 3 0节 >。 

耶 和 华 使 用 简 单 的 东 西 ，使有势力的人变  

得 胡 涂 。 其 结 语 是 一 篇 涛 文 ，祈求神审判  

以 色 列 的 所 有 敌 人 （第 3 丨节上•， 参 i寺六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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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基 甸 （六 丨 至 八 3 5 ) 。 以 色 列 安 享  

4 〇年 的 安 息 后 （五 3 丨下 > ， 被 米 甸 人 和 亚  

玛 力 人 从 东 而 骚 扰 （六丨 - W 。 他 们 在 收  

成 时 进 伎 ， 破 坏 了 国 家 的 经 济 < U >节  

神 回 应 以 色 列 的 呼 求 ， 差 逍 一 位 先 知 ， 传 

达 类 似 邡 耶 和 华 使 者 的 信 息 （二 1 - 5 > 。 

然 后 ， 有 一 位 使 者 向 基 甸 显 现 ， 叫 他 带 领  

百 姓 争 战 （六丨】 主 藉 荇 一 个 征 兆  

( 1 7 - 2  2 节 来 保 证 与 他 同 在 （六丨（3 > 。 

基 甸 知 道 那 来 找 他 的 是 主 ， 於 是 在 俄 弗 拉  

筑 了 一 座 坛 ， 称 为 “耶 和 华 沙 龙 ” （就 是  

“耶 和 华 权 平 ■ 安 ” 的 意 思 ， 六 2 4 > 。 他 捣  

毀 在 俄 弗 拉 向 巴 力 和 亚 舍 拉 （和 合 本 作  

“木 偶 敬 拜 的 地 点 （六 并 在  

新 的 祭 坛 开 始 敬 拜 耶 和 华 （第 2 H 节 ）。 即 

使 基 甸 的 父 亲 向 巴 力 挑 战 （第 3 丨节）， 巴 

力 也 没 有 保 护 他 自 己 的 祭 坛 （六 2 9 - 3 2 > 。 

结 采 ， 基 甸 被 称 为 耶 路 巴 力 （“让 巴 力 与  

他 争 论 ”， 第 3 2 节 > 。

接 苕 ， 基 甸 从 亚 设 、 西 布 伦 和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召 集 了 为 数 3 2 , 0 0 0 人 的 军 队 （第 

3 5 节 ， 参 七 3 下 K 为 了 确 知 神 的 同 在 ，

他 祈 求 另 一 个 征 兆 ---- 羊 毛 的 征 兆 （六

3 心 4 0 > 。 我 们 不 可 忘 记 ， 在 基 甸 的 时 代 ， 

神 迹 极 为 罕 见 （第 1 3 节  > ， 而 他 像 摩 西 一  

样 ， 需 要 再 次 肯 定 神 与 他 同 在 。 他 的 信 心  

与 日 俱 增 ，神 便 使 他 的 军 队 锐 减 至 3 0 0 人 ， 

来 对 抗 敌 人 。 在 原 来 的 军 队 中 ， 有  

‘“ ，( 川 ^ 人 因 恐 俱 而 离 去 （七 2 、 3 ; 参 申  

二 十 H ) 。 另 外 的 (J ,7 0 0 人 虽 然 勇 敢 ， 也 被  

打 发 回 家 （七 4 - 8  >。 神 藉 舂 一 名 敌 军 的  

梦 来 向 基 甸 保 证 后 （七 9 - 1 5  > , 便 以 奇 沙  

的 方 法 ， 使 用 那 3 0 0 人 来 蒙 蔽 米 甸 人 。 神  

让 以 色 列 战 胜 米 甸 的 领 袖 俄 立 、 西 伊 伯 、 

西 巴 和 撒 苽 贫 《七丨（; 至 八 2 1 ) 。 基 甸 明 智  

地 避 开 了 与 以 法 莲 支 派 可 能 发 生 的 军 事 冲  

突 （八 1 • 3 追 赶 敌 军 深 入 约 但 河 东 ， 

并 且 惩 罚 了 没 有 协 助 他 的 疏 割 和 毗 努 伊 勒  

领 袖 （八 4 - 9 、 丨3-丨6>。

这 次 光 荣 的 胜 利 ， 令 人 对 王 权 这 个 观  

念 产 生 兴 趣 。 以 色 列 民 希 望 将 基 甸 的 家 ， 

建 立 为 他 们 的 王 朝 （八 2 2 > 。 基 甸 拒 绝 了 ， 

怛 他 错 误 地 用 了 战 争 中 取 得 的 黄 金 ， 铸 造  

和 设 立 了 一 个 以 弗 得 （八 2 3 - 2 7  以 弗  

得 也 许 是 在 敬 拜 的 仪 式 上 使 用 ， 很 可 能 作  

占 卜 之 用  < 参 十 七 r>)-

示 剑 . 亚 比 米 勒 （基 甸 的 儿 子 ）在此自立为

王 。

基 甸 的 时 代 又 终 结 了 。 他是神的工  

具 ， 让 以 色 列 安 享 太 平 4 0 年 （第 2 8节 ）. 

他 有 7 0 个 儿 子 ，后 来 年 老 而 死 （3 0 - 3 2节）. 

虽 然 他 设 立 以 弗 得 ， 引 导 以 色 列 走 迷 路 ， 

但 神 仍 厚 原 地 眼 福 予 他 。 其 后 ， 以色列又 

回 复 敬 拜 巴 力 （ 3 3 - 3 5 节 ）。

S 甸 的 时 代 之 后 ， 他的儿子亚比米勒  

试 图 在 示 剑 自 立 为 王 ，延 续 王 朝 （九丨-6). 

在 亲 友 的 支 持 下 ， 亚 比 米 勒 在 示 剑 将 他 所  

有 兄 弟 杀 尽 ， 只 有 约 坦 能 逃 脱 （九4、5). 

亚 比 米 勒 被 立 为 王 后 （第 6 节 > , 约坦以 

寓 言 的 形 式 ， 来 向 他 的 兄 长 提 出 反 对 （7. 

2〇节  然 后 便 藏 匿 起 来 （第 2 丨节>。3年 

之 后 ， 当 示 剑 的 居 民 造 反 ， 亚比米勒邪恶 

的 诡 计 令 自 己 陷 入 网 罗 。 他愤怒地攻击示  

剑 ， 把 她 拖 毀 （2 2 - 4 9 节 > 。 但 不 久 ，他 

在 提 备 斯 被 一 个 要 逃 避 他 的 妇 人 ，在城楼 

上 抛 下 一 块 磨 石 所 伤 （ 5 0 - 5 3 节 他的 

— 个 仆 人 ， 在 他 的 要 求 下 ， 将 他 杀 死 ，以 

解 除 他 的 痛 苦 （5 4 、 5 5 节  > 。 这一连串事 

件 ， 展 示 了 孫 君 可 以 是 何 等 的 坏 。 神的公 

义 再 次 获 胜 （5(5、 5 7 节 〉。

六 . 陀 拉 （十 1 - 2  陀拉是 来 自以 萨

迦 支 派 的 一 名 小 士 师 ， 他作以色列的士师  

达 2 3 年 之 久 。

七 • 睚 琪 （十 3 - 5 ) 。 睚 珥 是 来 自基 列

的 一 名 小 士 师 ， 他 作 以 色 列 的 士 师 达 22 

年 之 久 。

八 • 耶 弗 他 （十 (;至 十 二 7 >。 扼要地重

述 拜 偶 像 、 仇 敌 、 呼 求 、 短暂的悔改这个  

息 息 不 断 的 循 环 （十 丨 6 > ， 成为了耶弗 

他 事 迹 的 引 言 。 在 亚 扪 人 的 攻 击 下 ，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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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长 老 要 求 耶 弗 他 籾 忙 （十丨7 至 十 一  8 ) ， 

I P弗 他答 应 了 ， 但 附 带 一 个 条 件 ， 就 是 在  

成肀之后， 继 续 成 为 他 们 的 领 袖 （十 一 9 、

丨〇)。在 米 斯 巴 一 个 严 肃 的 典 礼 中 ， 他 成  

为 他 们 的 “领 油 ” （第 H 节 ）。 耶 弗 他 与  

$ 扪 王 开 始 通 信 ， 他 在 信 中 根 据 耶 和 华 将  

地晛 给 以色列 人 ， 所 以 他 们 在 历 史 上 拥 有  

地的主权， 来 为 以 色 列 的 权 利 争 辩 < 1 2 -  

27节）„ 与 其 立 即 发 动 战 争 ， 他 期 望 那  

••南判人的耶和华” 将 会 平 息 这 个 争 论  

(第2 7节 > ; 可 是 ， 亚 扪 王 毫 不 动 怡 （第 

•28节）。 当 神 的 灵 临 到 耶 弗 他 ， 他 轻 率 地  

许过愿，便 带 领 以 色 列 争 战 （2 9 - 3 1 节 〉。 

他 大 获 全 胜 （3 2 、 3 3 节  > ， 但 他 发 现 自 己  

所许的愿， 是 将 从 自 己 家 门 出 来 的 第 一 个  

人作为祭物，那 竞 是 他 的 女 儿 （2 9 - 3 3 节 > , 

地 与 同 伴 哀 哭 了 两 个 月 后 ， 耶 弗 他 便 将 她  

献 上 （3 6 - 4 0节  > 。 令 人 遗 憾 的 是 ， 他 没  

有想到，其 实 他 可 以 按 着 女 J L 的 年 龄 ， 用 

丨〇至:i 〇舍 客 勒 银 子 作 为 替 代 （参 利 二 十  

七4、” 。

以 法 莲 人 似 乎 酷 爱 战 争 。 他 们 曾 埋 怨  

基甸， 幸 而 基 甸 成 功 地 化 解 他 们 的 恐 吓  

(八丨- 3 )。 可 是 ， 耶 弗 他 攻 打 他 们 ， 因 为  

住 在 约 但 河 东 的 以 色 列 人 被 辱 骂 为 “逃 亡  

的人” （十 二 1 - 4 > 。 这 次 内 战 中 ， 有 

42,000以 法 莲 人 被 杀 於 约 但 河 的 浅 滩 （5 、

G节）。此 后 ， 耶 弗 他 只 统 治 了 G 年 （第 7 

节L

九 . 以 比 赞 （十 二 8 _  1 0 > 。 以 比 赞 是 来  

自 优 大 支 派 的 小 士 师 ， 统 治 以 色 列 7 年 。

十 . 以 伦 （十 二 1 1 、 1 2 > 。 来 自 西 布 伦  

支派的小士师， 统 治 以 色 列 丨 〇 年 。

十 一 . 押 顿 （十 二 丨 3 - 1 5 > 。 来 自 位 S  

不 详 的 比 拉 顿 的 小 士 师 ， 统 治 了  8 年 。

十 二 . 参 孙 （十 三 丨 至 十 六 3 1 > 。 参 孙  

在 救 赎 历 史 中 的 过 人 之 处 ， 在 於 他 神 迹 性  

的 出 生 （十 三 他 作 为 拿 细 耳 人 的  

事 笮 （十 三 7 ; 参 民 六 1 - 2 1 > 、 三 番 四 次 受  

主 的 灵 所 感 动 （十 三 2 5 ， 十 四 6 、 1 9 , 十 

五丨4 )、单 手 攻 击 非 利 士 人 （在 亚 实 基 伦 ， 

十四丨9 ; 在 田 间 ， 十 五 1 - 6 ; 以 坦 磐 的 穴  

内，十五 7 - 1 7 ; 迦 萨 ， 十 六 1 - 3、 2 3 - 3 0 ) ， 

以 及 他 偶 尔 对 主 的 倚 邡 （十 五 1 8 、 1 9 ,  

十六2 8 - 3 0 )。 然 而 ， 他 贪 爱 非 利 士 妇 人 ， 

造 成 他 个 人 生 命 的 一 个 悲 剧 （十 四 ， 十 六

章 ）。 在 大 利 拉 的 引 诱 下 ，他被囚於迦萨 ,， 

他 祈 求 主 让 他 为 自 己 报 仇 ，终於在大衮的  

庙 宇 倒 坳 时 死 去 （十 六 28-3(M 。 他被埋  

弈 於 其 父 亲 在 但 领 土 的 坟 龟 甩 （第 31节 ）。 

跋 （十七至二十一章 }

以色列那循 环 的留 存方式 完全 没 有 进  

展 。 平 定 外 敌 、安 享 太 平 ，总是短暂便过  

去 。 以 色 列 仍 未 适 合 王 朝 式 的 王 权 统 治 ， 

无 人 不 称 由 亚 比 米 勒 统 治 的 3 年 ， 为最差  

的 王 权 统 治 。 以色列在拜偶像和敬拜耶和  

华 之 间 ，摇 摆 不 定 。 士 师 时 期 并 不 稳 定 ， 

其 中 的 特 征 是 相 当 个 人 主 义 和 地 方 主 义 。 

然 而 ， 神 在 祂 百 姓 的 亊 务 上 仍 旧 窣 抆 。跋 

言 包 含 两 个 故 亊 ： 米 迦 和 但 支 派 的 迁 移  

( 十 七 ， 十 八 章 ）， 以 及 内 战 （十九至二  

十 一 章 K 结 尾 数 $ ，均 是 以 “那时以色  

列 中 没 有 王 ， 各 人 任意 而行 ”这两句话连  

系 起 来 （十 七 6 , 十八丨， 十 九 1 , 二十一  

2 5 > 。 这 组 匀 称 的 迸 S 《在每次叙述中出  

现 两 次  >，是 要 强 调 其 无 政 府 状 态 之 混 乱 ， 

以 及 支 派 之 间 没 有 能 力 团 结 起 来 ，一同以  

立 约 子 民 的 身 分 去 亊 奉 神 。

一 .  米 迦 和 但 族 （十 七 ，十 八 章 ）。 米 

迦 是 以 法 莲 人 ， 他 设 立 了 一 个 神 堂 ，让一 

个 来 自 伯 利 恒 的 利 未 人 ， 以及他自己的儿  

子 担 任 祭 司 （第 十 七 章 ）。 但族人由於 没  

有 能 力 保 存 他 们 已 有 的 产 业 ，便去到黑门  

山 下 建 立 自 己 的 产 业 。他 们从米迦的神堂  

取 去 偶 像 ，带 走 那 利 未 人 ， 然后在荒废的  

拉 亿 城 ， 建 立 一 个 名 为 但 的 新 城 ，在其中  

设 立 敬 拜 地 方 （第十八章  > 。 由 此 ， 他们 

便 设 立 了 一 个 敬 拜 中 心 ，与在示罗的会幕  

对 立 （十 八 31)。

二 .  内 战 （十 九 至 二 十 一 章 ）。 住在基

比 亚 的 便 雅 悯 人 ， 强 奸 了 一 名 利 未 人 的  

妾 ， 以 致 她 死 掉 。 正如十 七和十八章的利  

未 人 一 样 ， 这 妾 来 自 伯 利 恒 （十 九 1 >。 

於 是 ， 那 利 未 人 戏 剧 性 地 将 她 的 尸 体 分 成  

1 2 块 ， 分 给 各 支 派 ， 导 致 群 起 攻 伐 便 雅  

悯 人 ， 因 为 他 们 保 护 那 在 基 比 亚 的 罪 犯  

( 十 九 2 9 至 二 十 1 9 ) 。 在 随 后 的 战 争 中 ， 

便 雅 悯 支 派 大 部 分 人 口 丧 生 （二 十 20- 

4 8 > 。 那 11个 支 派 ， 便 将 在 与基 列雅 比的  

内 战 中 所 获 得 的 4 0 0名 处 女 ，交给便稚悯  

人 为 妻 （二 十 一  然 而 ，这些女子

仍 不 足 够 ； 由 於 害 怕 便 雅 悯 支 派 会 灭 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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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支 派 又 柠 起 W 不 让 自 己 的 女 儿 嫁 给 使 雅  

悯 人 ，於 是 ，以 色 列 人 侦 构 思 了  一 个 计 划 ， 

让 便 雅 悯 人 可 以 带 走 在 示 罗 为 庆 祝 节 期 而  

跳 舞 的 处 女 < 1 一 2 2 节 便 雅 悯 支 派 因  

此 得 以 2l i 迚 他 们 的 城 镇 和 产 业 （第 ‘2 3 节 > „ 

R. K. Harrison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 征 服 迦 南 "

2 2 8 3 :  K  6 3 1 :  ■耶 弗 他 - 1 9 2 3 :

•参孙" 1 2 7 3。

参 考 书 目 ：R .G . B o l i n g , J u d g e s / B .S . 

C h i l d s . Intro ducti on  to the O  T a s  

Seri ptu re; A .E . C u n d a l l , J u d g e s ; J .A . 

S o g g i n , J u d g e s : A  C o m m e n t a r y .

示他波斯乃
Shethar-bozenai
shi t a  b o  s i n ^ i

伯 拉 河 以 西 一 个 冉 份 的 波 斯 王 臣 下 ， 

与 达 乃 及 他 的 同 党 ， 上 书 波 斯 的 大 利 乌  

王 ， 反 对 所 罗 巴 伯 f f i逑 圣 殿 及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拉 五 3 、 大 利 乌 王 下 令 示 他 波 斯  

乃 等 人 不 要 拦 阻 所 罗 巴 伯 的 工 作 ， 他 们 就  

随 即 遵 行 （六 (i 、 丨 3 >。 示 他 波 斯 乃 可 能  

与 以 斯 帖 记 一 章 H 节 所 载 的 示 达 同 诚 一

示押
Sheal
s h i ya

巴 尼 的 子 孙 之 一 ， 以 斯 拉 劝 告 他 休 弃  

外 邦 老 子 （拉 十 2 9 > 。

示 亚 利 雅
Sheariah
s h i 11 y 5

亚 悉 六 子 之 一 ， 扫 罗 王 之 子 约 拿 单 的  

后 裔 ， 籾 便 雅 悯 支 派 （代 上 八 3 8 , 九 4 4 ) 。

收 割
Harvest
shou ge

收 取 成 熟 的 农 作 物 ， 特 别 是 食 用 的 土  

产 。 古 时 以 色 列 没 有 单 独 的 收 成 季 节 。 依  

照 现 代 的 历 法 ， 橄 榄 在 9 至 丨 丨 月 间 成 熟 ， 

麻 搓 3 至 4 月 ， 大 麦 是 4至 月 ， 小 麦 可 在 5 

至 6 月 间 收 剌 。 无 花 采 和 葡 萄 等 果 实 ， 则

在 哀 末 ， 》至 9 月 左 右 收 成 。 以 

法 ， 实 际 上 是 环 绕 荇 收 割 的 日 期 |T|’ 的所 

(参 士 十 五 1 ; 得 一  1作咴的

收 割 了 的 衣 作 物 . 收 陚 在 仓 里 。

在 旧 约 时 期 ， 神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一 年 3 

次 守 节 ，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收 割 节 （出二十三 

如 此 ， 他 们 便 不 会 忘 记 ， 他们得以 

从 埃 及 出 来 ， 进 入 这 美 地 （申 八 7.10), 

是 神 的 恩 賜 。 以 色 列 人 奉 献 初 熟 的 果 子  

( 利 二 十 三 丨 〇 、 丨丨）， 就 是 要 表 示 感 谢 的  

心 ， 并 且 承 认 对 神 的 倚 旗 。 由於收成是恩 

賜 ，他 们 不 能 自 私 地 享 用 ，倒 要 下 一 些 ， 

给 有 需 要 的 人 （利 十 九 9 ) 。

新 约 中 提 到 的 收 劄 ， 大都是象征的用  

法 。 在 一 个 比 喻 中 （太 十 三 收  

割 代 表 M 后 的 审 判 。 负 责 收 割 的 天 使 ，$  

义 人 收 取 ， 又 把 恶 人 摒 诸 天 国 之 外 《在^ 

— 处 地 方 ， 要 收 割 的 是 没 有 昕 过 福 苔 ' 0  

人 ， 收 割 的 “工 人 ” 则 是 传 福 音 的 人 （太 

九 3 7 、 3 8 ) 。 .

参 **衣 业 ~  1 1 3 6 :  **以色列的节期



1

w  H 酌 萄 园 " 1 1 6 2  〇
2〇6/：，

_ / 收制的人
R e a p e r , R e a p i n g

t , d u  g g  / s h 6 u  g ®  d e  r6n
S 梦 • 衣 业 " 1  1 3 6 : • 轵 业 （衣 夫 ）

232〇*

Hand
shda

手 ， 是 希 伯 来 人 埴 度 长 度 的 一 种 方  

^  4 n 手 指 并 排 ， 合 一 牮 （耶 五 十 二  

2|>; 3 牮 是 一 虎 口 （出 二 十 八 丨 6 > 。 此 

外，手 又 象 征 力 儇 （申 二 1 5 ; 诗 三 十 一  

丨5 ; 可 十 四 4 丨）。 约 书 亚 记 八 章 2 0 节 甚 至  

把原文的手” 字 翻 作 “力 ” （参 诗 七 十 六

5)。但 相 反 地 ， 软 弱 的 手 也 代 表 优 柔 寒  

断 和 怯 懦 （赛 三 十 五 3 > » 握 手 则 表 示 友  

谊 { 王 下 十 丨 让 人 坐 在 自 己 的 右 手 ， 

是 恩 宠 的 表 现 《诗 十 六 1 1 , 七 十 七 1 〇 > 。 

清 洁 的 手 代 表 无 辜 （诗 十 八 2 0 > 。 买 卖 成  

交时， 人 要 互 相 击 掌 （箴 六 1 > 。 举 手 有

时 代 表 运 用 孫 力 （王 上 ---- 2 6 > ， 有 时 表

示 代 涛 （出 十 七 1 1 ; 利 九 2 2 ; 赛 一  15; 

提前二8 >。 还 有 起 踅 时 也 得 用 手 （创 十  

四22, “起 誓 ”原 文 作 “举 手 ”，二 十 四 2 > 。

在 一 般 的 惯 用 语 里 ， 把 生 命 放 在 手  

中，就 是 冒 生 命 的 危 险 （士 十 二 3 ,  “拚 

命”原 文 是 “把 生 命 放 在 掌 中 ”> 。 拍 掌  

代 表 欢 乐 （王 下 十 一  1 2 > , 松 手 代 表 慷 慨  

( 申 十 五 丨 丨 以 手 抱 头 代 表 悲 哀 （撒 下  

十 三 丨 用 手 捂 口 表 示 谦 荦 （箴 三 十 3 2 > ,  

以 手 扶 犁 是 负 起 责 任 的 意 思 （路 九 (i 2 > 。 

亲 手 作 工 代 表 人 的 尊 严 和 责 任 感 （弗 四  

2 8 ;帖前四丨 1 > , 保 罗 并 不 引 以 为 耻 （徒 

二十3 4 ; 林 前 四 1 2 > 。 祭 司 在 执 行 圣 工 之  

前，必 须 洗 手 （出 三 十 1 9 - 2 1 , 四 十 3 0 -  

32>。文 士 和 法 利 赛 人 把 这 律 法 曲 解 ， 以 

致 耶 稣 故 意 忽 视 洗 手 的 仪 式 （太 十 五 1- 

2〇 ;路十一  3 8 ) 。 彼 拉 多 洗 手 （太 二 十 七

24)，表 示 他 拒 绝 负 起 行 恶 的 责 任 ； 实 际  

上’没 有 他 的 合 作 ， 这 恶 也 作 不 出 来 。

以 色 列 人 “高 举 着 手 ” 出 埃 及 （出十  

_ ，和 合 本 作 “昂 然 无 惧 ”）， 是 因 为 有

手 帮 助 。 神 的 手 代 表 祂 无 敌 的 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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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二 1 5 K 审 判 （徒十三丨丨；来 十 3丨）. 

默 示 （结八丨，三 十 七 1 ，参荇 和 合本 小  

字 K 庇 佑 （拉七 6 ; 约十 2 8、2 9 )。此 外 ， 

还 有 藉 祈 祷 而 带 来 的 祝 福 （太十九丨 3- 

1 5 > 0

圣 经 时 常 提 到 按 手 的 m 要性 。 献血祭 

之 前 ， 按 手 在 祭 牲 上 面 ，是献祭者而非祭  

司 的 责 任 。 这个行动表示献祭的人把自己  

的 罪 ， 归 到 祭 牲 身 上 ，又表示他和祭牲认  

同 （利 一 4 ) 。此 外 ， 按 手 也 是 任 命 职 务  

的 仪 式 。 摩 西 指 派 约 书 亚 （民二十七丨2- 

2 3 > , 使 徒 指 派 7 个 门 徒 协 助 他 们 事 奉  

( 徒 六 5 、 安 提 阿 教 会 差 派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代 表 他 们 作 为 宣 教 士 （徙十三 3 > ,  

每 一 个 都 经 过 按 手 之 礼 。 人受 了 按手 之  

礼 ， 就 成 为 按 手 者 的 同 工 ， 得到同等的地  

位 （提 前 四 1 4 ; 提后一  6 ) . 按手 和 祷 告  

同 时 进 行 ， 本 身 也 是 一 种 涛 告 。奥古斯丁  

说 得 好 “按 手 若 不 是 为 受 按 者 祈 祷 ，是 

什 么 ？ ”

在 主 耶 稣 （可 六 5 ; 路 四 4 0 , 十三

1 1 - 1 3 ) 和 池 门 徒 （可 十 六 1 8 ; 徒九丨 

1 7 , 二 十 八 8 > 的 亊 工 中 ，按手和治病常  

常 连 在 一 起 。这 个 举动表示按手的人认同  

受 苦 者 的 忧 伤 ，又 有 坚 固 他 倍 心 的 功 用 。 

神 会 答 允 这 祷 告 ， 眼 他 健 康 。

J. G . S . S . Thomson 

参 - 按 手 ” 50: •右手_ 2 1 7 0。

守门的
Gatekeeper
shdu m6n dc

参 • 职 业 （守门者）_ 2320,

守望者
Watchman
s h 5 u w^ng zhS

参 - 职 业 （守望 者广 2 3 2 0。

手镯
Bracelet
shdu zhu6

古 代 套 在 手 腕 或 手 背 上 的 装 饰 品 ，有 

环 镯 ， 也 有 链 镯 。

参 - 服 饰 _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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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t
s h 6 u

圣 经 中 旧 约 和 新 约 ， 邡 曾 用 伢 作 象  

征 。 该 字 在 旧 约 有 不 同 含 义 ， 圣 经 中 译 本  

则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译 作 “野 啓 ”、 “牲 畜 ”、 

“走 兽 ’’、 “啓 ” 等 。 在 旧 约 中 》 “兽 ” 所  

指 的 意 义 ， 可 包 括 下 列 几 方 面 ：

6 ) ,

1.泛 指 任 何 走 抟 （创 一 ‘2 七 诗 三 十 六  

与 鸟 、 虫 、 负 区 别 （创 六 7 ; 利 十 一

2 ; 

■1 \

申 四 17 ; 伯 十 二 7 ， 三 十 五 1 1 ; 番 一

2 .指 家 畜 （出 十 九 1 3 ， 二 十 二  1 0;

民三: 1 3 , 三  H  —— 4 7 ;  士 二 十  4 B ; 箴 十 二

10; 耶 二  i ----6 ; 亚 八  1()>。

3 .指 野 兽 ， 有 时 指 吃 人 的 野 兽 （创 三  

十 七 2 0 ; 出 二 十 三 1 1 ; 申 二 十 八 2 ( 5 ; 撒  

上 十 七 4 4 ; 结 十 四 1 5 > 。

4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明 显 以 兽 为 象  

征 。 在 但 以 理 书 （特 别 是 第 七 章  > ， 野 兽  

象 征 世 界 上 对 神 的 百 姓 肆 意 迫 害 和 榨 取 的  

君 王 。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约 翰 沿 用 了 这 个 槪 念  

• 及 生 动 的 比 喻 ， 指 向 在 历 史 终 局 ， 神 的 百  

姓 if? 遇 的 大 迫 害 。 约 翰 启 示 录 中 的 “兽 ” 

与 他 较 早 期 书 信 中 的 “敌 基 督 约 宣 二  

1 8 、 2 2 ， 四 3 ; 约 贰 7 > 和 保 罗 所 指 的  

“大 罪 人 ” （帖 后 二 3 ) ， 均 如 出 一 辙 。 许  

多 释 经 家 认 为 这 3 种 说 法 是 同 指 一 人 。

启 示 录 第 十 三 和 十 七 两 章 ， 对 “兽 ” 

有 重 要 的 描 述 。 第 一 只 兽 出 自 海 中 ， 大 槪  

是 以 “海 ” 来 喻 指 一 个 遥 远 的 国 度 。 从 该  

咨 的 种 种 特 征 来 看 ， 使 人 想 起 旧 约 但 以 理  

书 所 述 之 那 兽 。 那 兽 有 撒 但 的 力 S , 要 对  

神 的 民 百 般 蹂 躏 1 这 第 一 只 # 象 征 一 位 世  

界 领 袖 ， 要 在 历 史 将 尽 之 时 ， 极 力 残 害 教  

会 一 段 短 时 间 （启 十 三 5 ) , 以 4 2 个 月 为  

P命。 该 兽 曾 受 致 命 伤 ， 但 又 康 复 如 初 （启 

十 三 3 > ， 它 显 然 是 在 假 冒 埜 督 的 死 而 复  

活 。

启 示 录 也 记 述 有 第 二 只 兽 ， 释 经 家 多  

以 为 它 象 征 一 个 联 合 的 宗 教  < 启 十 三 1 1 -  

丨8 ) 。 该 兽 貌 似 无 辜 的 羔 羊 ， 有 行 奇 迹 的  

能 力 ， 欺 骗 了 世 界 上 许 多 人 去 崇 拜 那 第 一  

只 # , 即 所 谓 敌 甚 锊 。 它 有 各 种 超 凡 的 能  

力 ， 能 使 第 一 抒 的 偶 像 开 口 说 话 。 凡 拒 不  

崇 拜 兽 像 的 人 ， 会 被 拒 於 贸 易 体 制 之 夕 卜 ，

甚 至 被 杀 。

约 翰 给 教 会 一 个 隐 秘 的 数 码 （GGg， 

也 有 抄 木 作 （i i (;， 启 十 三 i a > , 告诚众教 

会 务 要 以 此 来 辨 认 那 只 啓 的 撒 怛 特 点 。启 

示 录 十 四 章 D 至 丨 丨 节 指 出 误 拜 那 啓 即 敌  

基 锊 的 严 重 后 采 ， 千 罪 者 要 承 受 永 恒 的 s  

刑 。 启 示 录 十 四 至 十 六 章 ， 以 7 碗酒象征 

神 的 烈 怒 。 将 要 倾 倒 在 拜 兽 者 和 有 将 印 记  

的 人 身 上 。

约 翰 於 启 示 录 十 七 章 对 啓 另 有 详 述 。 

那 与 “大 淫 妇 ’’ 一 起 出 现 的 “朱红色的铒”， 

就 是 启 示 录 十 三 章 1至 1 0 节所指的那只迫  

莕 教 会 的 啓 （启 十 七 8 > 。 这 只 先 前 的 g  

伤 而 复 愈 （扃 十 三 3 > , 就 是 类 似 那 只  

“先 前 有 ， 如 今 没 有 ” 的 “朱 红 色 的 饵 '  

约 翰 深 知 这 些 象 征 的 错 综 I X 杂 ， 所以再三 

告 诫 教 会 要 用 智 ：y t 的 心 ， 认真加以辨明  

(启 十 七 9 > 。

约 翰 似 是 认 为 那 兽 ， 即 敌 基 督 ，是喻 

指 一 位 世 界 的 统 治 者 。 他曾 一度 领导众  

民 ， 最 后 却 与 他 们 为 敌 ； 象征众民的便是  

那 “大 淫 妇 ”。 那 兽 要 另 结 盟 友 ，毀灭众 

民 ， 并 发 动 对 羔 羊 的 战 争 （启 十 七 9•丨8), 

这 飛 后 争 战 的 两 方 面 ， 在 启 示 录 第 十 八 、 

十 九 两 章 中 均 有 详 述 。 启示录十八章描述  

那 迫 害 教 会 的 “世 界 帝 国 ”， 临於毀灭的 

情 拫 ； 启 示 录 十 九 商 则 描 述 基 督 把 兽 毀  

灭 ， 基 督 充 满 能 力 和 荣 耀 的 来 临 ，被象征 

为 一 个 率 领 天 军 、 骑 白 马 的 骑 士 。

基 督 将 除 灭 那 冉 和 第 二 只 兽 （即 “假 

先 知 ”> ， 把 它 们 一 并 掷 入 火 湖 之 中 （启 

十 九 2 0 > 。 据 启 示 录 预 言 ， 那 兽 ，即敌基 

督 和 以 龙 象 征 的 撒 但 双 双 被 捆 绑 之 后 ，便 

有 甚 督 的 千 年 统 治 ， 即 千 禧 年 （启二十1• 

6> 〇

Hob e r t  K . Farrell 

参 • 千 禧 年 _ 1 1 8  1: •敌基遛"304:

**哈 米 吉 多 顿 " 5 4 6 :  的 印 记 • 1468:

启 不 录 " 1 1 7 0 。

兽 的 印 记
Mark of the Beast
s h 6 u  d e  y i n  j l

这 用 语 只 见 於 启 示 录 ； 然 而 ’以西$  

所 用 的 “记 号 ” 一 词 （结 九 4 -6 > 是 ^ =  

录 这 句 子 的 背 毋 • ■ 以 西 结 在 异 象 中 ，看



f 的 居 民 郎 因 其 恶 行 而 被 杀 ， 只 有  

即 沖 ^ 在 额 上 画 上 记 号 的 人 可 以 幸 免 。 

符 惲 护 的 作 用 。

这 记 奸 的 用 法 与 以 西 结 书 颇 相 似 。 这 

^ 肩 示 录 七 章 3 节 已 开 始 （虽 然 这 句  

规 > ， 那 里 指 出 十 四 万 四 千 事 奉  

子2 九 在 额 上 邯 有 印 记 ， 以 保 护 他 们 避 过  

侦 怒 》 肩 示 录 九 章 4 节 又 再 提 到 这 印  

沖 当 第 五 支 号 简 吹 响 时 ， 蝗 虫 不 可 伤 害

有 沖 印 记 的 人 。

肩 示 录 第 十 三 章 用 了 一 个 特 别 的 用 语  

‘‘热 的 印 记 ”。 这 段 经 文 谈 到 约 翰 在 异 象  

中 # 见 两 个 持 " 从 海 中 上 来 的 #  ( 十 三 N  

0 > , 是 象 征 拥 有 政 治 势 力 ， 统 管 地 上 所  

有 居 民 的 敌 蓰 锊 。 从 地 中 上 来 的 兽 U 1- 

|8节> 象 征 敌 基 督 的 助 手 ， 是 叫 地 上 所  

有 的 人 敬 拜 敌 基 督 的 宗 教 领 袖 。 这 名 假 领  

袖 叫 所 有 人 都 在 他 们 的 右 手 上 或 额 上 受 — 

个 < 敌 基 督 的 > 印 记 ， 或 兽 名 （三丨2 > ,  

或 # 名 的 数 目 （十 三 】6 、 1 7 > 。 人 要 营 商  

或 从 事 买 卖 以 维 持 生 计 ， 就 必 须 要 有 这 兽  

的印记。 或 许 这 印 记 更 重 要 的 功 用 是 把 殉  

道 者 分 别 出 来 。 这 里 的 印 记 与 启 示 录 七 章  

1至8 节 （参 启 十 四 1 > 神 仆 人 的 印 记 成 强  

烈的对比。 因 此 ， 在 这 异 象 的 描 述 中 ， 人

类 被 划 分 成 两 群 --------群 屈 於 基 督 （神 ），

另一群 W 於 敌 基 督 （撒 但 〉。

启 示 录 十 三 章 1 8 节 是 对 教 会 的 一 个  

挑战；凡 有 智 恝 的 可 以 计 箅 兽 的 数 目 或 印  

记。经 文 已 经 告 诉 我 们 两 件 事 ： 第 一 ， 这  

於 — 个 人 或 指 着 某 一 个 人 的 记 号 ； 第 

二，他 的 数 目 是 “六 百 六 十 六 ”。

学 者 对 这 数 目 已 作 过 十 分 详 细 的 讨  

，但 仍 未 达 到 一 致 的 意 见 。 许 多 学 者 认  

^ 是 一 世 纪 的 隐 秘 密 码 （希 伯 来 文 ）， 

$ 尼 禄 王 。 若 是 指 这 已 初 步 应 验 的 事  

本 性 则 作 者 只 是 要 求 基 督 徒 认 清 尼 禄 的 真  

归峨 j 知 逍 他 有 敌 基 督 的 特 性 ， 千 万 不 要  

归 响 也 许 这 兽 的 数 目 或 印 记 就 是 代 表  

所 表 达 敢 基 督 的 — 种 表 现 ， 正 如 敬 拜 君 王  
旬样的= 7 " 样 。 那 么 ， 兽 的 印 记 是 指 这 种  

个 数 字 行 动 ’ 而 不 是 真 的 在 人 身 上 印 有 一

必 项 ; 窗 完 全 应 验 这 预 言 的 时 候 ， 信 徒  

形式，g 怒 ， 要 拒 绝 效 忠 於 他 ， 无 论 任 何  
’取 任 何 效 忠 的 考 验 ， 也 不 要 尝 试 。

S h6u k ^ e p(ir6n ， , 4 69

咖 ; X 第 信 徒 要 有

= 们 人 得 二 =  
上 。 另 - 方 a ? _ 在锡安山

启= 命 和 提 二 = ^

» 见 另 - 个 有 关 ^ m 约 =  

相 似 ，这 里 描 述 他 们 站 = 前与 ： 

; 的 = 取 和 盖 羊 的 歌 ，重点在於他们对

启 示 录 还 有 3处 提 到 兽 的 印 记 第 — 

个 天 使 倒 出 第 一 个 愤 怒 的 碗 时 ，灾难就落  

在 有 兽 印 记 、 拜 兽 像 的 人 身 上 （十 六 2 >。 

另 — 处 提 到 兽 和 假 先 知 被 毁 灭 ，作者形容  

那 些 假 先 知 ，是 迷 惑 受 兽 印 记 和拜 啓 像 之  

人 的 假 先 知 （十 九 2 0 )。 最 后 一 处 ：在千  

梢 年 与 基 督 一 同 单 权 的 ，是没 有拜 过 备或  

受 过 其 印 记 的 人 （二十 4 > 。

总 括 而 言 ，“兽 的 印 记 ”或 “六百六  

十 六 ” 这 数 字 ， 是 启示 录 用 以 分 辨 那 些 跟  

随 敌 基 督 者 的 记 号 。 作者 警 告 信 徒不 要 受  

骗 ， 反 要 坚 忍 ， 忠 於 羔 羊 ， 以期额上写有  

羔 羊 的 名 字 。

H o b e r t  K. Farre l l  

参 • 敌 基 304: - # "  1 4 6 8。

受苦的仆人
Suffering Servant
sh6 u kii de pu r6n

参 ••耶 和 华 的 仆 人 ，1 9 2 4。

书巴业
Shubael
shu ba yb

O 暗兰的子孙纟田布业在历代志上一'十

四 章 2 0 节 的 别 名 。

参 “细 布 业 #  1 • 1 71 6 。

0 希 幔 的 儿 子 细 布 业 在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五 章 2 0 节 的 别 名 。

参 • 细 布 业 # 2 "  1 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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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
Vegetable
shu c^i

#  -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 4  1 4  ; “植 物  

( 疏 菜 ）" 2 2 9 2 。

书珥
Shur
shQ £r

位 於 西 乃 半 岛 、 埃 及 的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以 东 ， 及 南 地 以 西 的 旷 野 。 在 古 代 ， 商 旅  

若 从 埃 及 往 耶 路 撒 冷 ， 必 经 过 这 地 。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可 能 就 是 沿 荇 这 条 路 找 到 夏 甲  

<创 十 六 7 > 。 亚 伯 拉 罕 曾 在 书 珥 和 加 低 斯  

之 间 住 了 一 段 日 子 （二 十 1 > 。 书 珥 亦 是  

以 实 玛 利 的 后 代 所 厲 之 地 （二 十 五 1 8 > 。 

摩 西 领 以 色 列 人 过 红 海 后 ， 又 带 他 们 在 这  

片 千 旱 不 毛 之 地 走 了  3 天 < 出 十 五 2 2 > 。 

以 色 列 的 扫 罗 王 （主 前 1 0 ‘2 0 - 丨 0 0 0 > 在 靠  

近 书 珥 之 地 攻 击 亚 玛 力 人 ， 后 来 大 卫 （主 

前 1 0 0 0 - 9 6 U 也 在 此 地 击 畋 基 述 人 、 基  

色 人 和 亚 玛 力 人 （撒 上 二 十 七 8 > 。 民 数  

记 三 十 三 章 H 节 所 栽 的 伊 坦 的 旷 野 ， 就 是  

书 珥 旷 野 。

参 - 西 乃 / 西 奈 - 1 7 0 0 :  **旷 野 飘 流 "

842〇

书反
Shephupham, Shupham
s h u  f ^ n

便 雅 悯 的 第 四 子 ， 是 书 反 族 的 祖 先  

( 民 二 十 六 3 9 > 。 在 便 雅 悯 相 关 的 族 谱 中  

< 代 上 七 1 2 > ， 他 称 为 书 品 ， 厲 便 雅 悯 的  

后 裔 。

参 • 书 品 " 1 4 7 2 。

疏弗
Suph

s h u  f u

申 命 记 一 章 丨 节 提 及 的 地 区 ， 藉 以 说  

明 摩 西 宜 告 申 命 记 的 地 方 。 圣 经 对 那 地 的  

记 载 是 ： “在 约 但 河 东 的 旷 野 ， 疏 弗 对 面  

的 亚 拉 巴 。” 疏 弗 的 正 确 地 点 并 不 能 确 定 ， 

可 能 是 苏 法 地 区 （参 民 二 十 一 丨 4 > 、 约 但  

河 的 东 边 ， 或 是 指 红 海 东 北 方 的 阿 卡 巴 湾  

— 带 （参 申 一  1 > 。

疏割
Succoth
s h u  g 6

O 约 但 河 谷 中 的 一 个 城 镇 ， 列於迦彳导 

支 派 所 得 为 业 之 地 内 （书 十 三 她 位  

於 加 乌 阿 布 欧 代 达 这 个 肥 沃 的 河 谷 。此谷 

在 圣 经 中 称 为 疏 割 谷 （诗 六 十 6, —〇八 

7 > , 包 括 约 但 河 以 东 勒 杰 河 及 雅 傅 之 间  

的 约 但 河 谷 中 心 部 分 。

圣 经 中 M 早 记 载 此 谷 ， 是在雅各与以 

扫 於 毗 努 伊 勒 以 南 相 遇 之 时 。 此 后 ，雅各 

到 了 疏 割 ， 在 那 m 违 造 牲 畜 的 棚 舍 ，并)j 

那 地 方 起 名 为 疏 割 （创 三 十 三 1 7 ; 疏刺 

就 是 “棚 ” 的 意 思  >。 雅各从疏割经过约  

但 进 入 迦 南 地 （创 三 十 三 1 8 )。

蓰 甸 和 他 的 军 队 迫 赶 米 甸 人 时 ，疏剖 

人 曾 拒 绝 把 食 物 给 予 他 们 （士 八 5-9), 

因 此 基 甸 在 回 程 时 ， 故意刑罚疏割的长老  

( 士 八 1 3 - 1 7 ) 。 在 这 段 经 文 提 到 的 社 会 组  

织 的 形 式 ， 反 映 了 在 基 甸 时 ， 住在疏割的 

并 非 以 色 列 人 。

圣 经 锻 后 一 次 提 及 疏 割 ， 是在所罗门 

大 兴 土 木 时 。 圣 殿 中 的 金 屈 工 具 及 重 要 的  

金 屈 设 备 ， 都 是 在 疏 割 及 撒 拉 但 之 间 ，用 

胶 泥 铸 造 而 成 的 （王 上 七 4 6 ; 代下四丨7). 

疏 割 也 许 在 王 国 时 期 ， 为埃及的示撤所  

灭 。

此 外 ， 另 有 两 段 经 文 也 可 能 提 及 这 地  

名 ： 描 述 大 卫 的 军 队 与 亚 扪 人 争 战 时 ，提 

到 约 柜 及 军 队 都 “住 在 棚 里 （疏 割 ）”

( 撒 下 十 一 1 1 ) ; 以 及 便 哈 达 军 队 与 撤 玛  

利 亚 人 争 战 时 所 停 留 的 地 方 （王上二十

1 2 、 16)〇

— 直 以 来 ， 许 多 旗 近 雅 博 的 地 方 ，曾 

被 视 为 昔 日 的 疏 割 。 耶 路 撒 冷 他 勒 目  

( S h e v i U h  3 8 d )把 疏 割 看 为 是 他 拉 拉 ，后 

者 （在 其 他 拉 比 的 著 作 中 以 “大拉拉•’出 

现 ） 就 是 现 今 的 代 尔 阿 拉 废 丘 。 对这说法 

仍 存 有 若 千 保 留 的 发 掘 人 员 弗 兰 肯 ，也认 

为 代 尔 阿 拉 废 丘 M 有 可 能 是 疏 割 。

© 埃 及 的 一 个 城 镇 。 以色 列 人出 埃 5 

时 首 经 之 地 （出 十 二 3 7 , 十 三 2 0 ; 民三 

十 三 5 、 6 > ， 在 兰 塞 及 以 倘 之 间 。

从 埃 及 的 资 料 ， 就 是 亚 拿 斯 大 西 文 $ 

中 ， 提 及 某 处 地 方 ， 很 可 能 就 是 圣 经 所 #  

的 疏 割 。 其 中 记 述 某 个 以 东 的 部 族 曾 带 8



他 们 的羊 群 ， 从 沙 漠 到 三 角 洲 ， 在 那 儿 放  

羊，途 中 经 过 一 个 位 於 位 于 丁  k w 的 要 塞  

( 亚 家 斯 大 西 蒲 苹 卷 V I ， 5 4 ) 。 那 里 的 驻  

军 是 由 “（射 箭 手  > 军 队 的 指 挥 官 ’’所 指  

样，该 堡 垒 以 每 纳 他 法 老 之 名 命 名 （亚 拿  

斯大 西 蒲 荜 卷 V I ， 5 5 ) 。

学 者 认 为 疏 割 （T k w > 就 位 於 米 拉 河  

口 的 马 库 他 废 丘 。 最 近 的 发 掘 显 示 ， 那 儿  

的 主 要 时 期 是 一 个 较 后 期 的 时 代 。 至 於 其  

正确地点， 仍 是 悬 疑 未 决 ； 在 语 言 学 上 ， 

其 希 伯 来 名 称 与 埃 及 名 称 的 雷 同 ， 显 示 这  

可能忭极高。 在 新 帝 国 时 期 ， 疏 割 就 如 邻  

近 的 莖 勒 一 样 ， 有 证 据 证 明 是 一 个 闪 族 的  

名称， 而 不 是 埃 及 的 名 称 。

S割 比 讷
Succoth-benoth
shQ g i  b l  tih

主 前 7 2 2 年 ， 以 色 列 亡 国 后 ， 由 亚 述  

人 把 巴 比 伦 人 敬 奉 的 神 和 神 龛 ， 安 设 在 撒  

玛 利 亚 （王 下 十 七 3 0 > 。 对 於 疏 割 比 讷 的  

理解，众 说 纷 纭 。 有 些 人 认 为 那 是 指 一 处  

用 作 行 淫 以 取 悦 巴 比 伦 神 的 地 方 ， 又 或 是  

- 个 小 罗 设 ， 用 来 安 放 女 神 像 。 有 些 人 认  

为 那 是 指 玛 尔 杜 克 （巴 比 伦 城 的 守 护 神 > 

的 妻 子 沙 班 尼 杜 ， 或 即 是 玛 尔 杜 克 。

书哈
Shuhah
shQ h3

基 绿 的 兄 弟 ， 厲 犹 大 支 派 （代 上 四

11).

书含
S h u h a m
shQ h&n

民 数 记 二 十 六 章 4 2 、 4 3 节 所 载 ， 但  

的 子 孙 户 伸 及 其 后 裔 的 别 名 。

参•户伸 #  1 ” 5 8 6 。

书 錯 制 作
Books, Production of
shQ ji zhl z u 6

参 “著 作 和 书 籍 ” 2 3 6 0 。

书卷
Scroll
s h u  j u d n

参 “著作和书躲• 2360»

书拉密
Shulammite
shu ISl ml

雅 歌 中 所 罗 门 之 爱 人 的 名 字 或 称 谓  

( 歌 六 1 3 L 她 的 身 分 不 明 。 有人认为书拉  

密 是 指 书 念 城 的 一 个 女 人 。 由 於 “书念的  

( S h u n a m m i t e ) 在发音上可能与所罗门的  

希 伯 来 名 字 相 似 ， 故 此 改 为 “书 拉 密 ” 

( S 1丨u l a m m i t c )。书 念 位 於 以 萨 迦 地 ，邻近 

基 利 波 山 （撒 上 二 十 八 4 )。圣经记述那个  

极 其 美 丽 的 女 子 亚 比 煞 就 是 从 书 念 而 来 ，

她 被 选 召 入 宫 中 ，侍 候 年 老 的 大 卫 王 （王 

上一  1-4、 1 5 , 二丨7-22># 亚比煞或许就是  

所 罗 门 的 雅 歌 中 ，备受存爱的书拉密女子。

参 - 书 念 • 147U

舒玛人
Shumathite
shu m3 r6n

犹 大 支 派 基 列 耶 琳 之 祖 朔 巴 的 后 裔 。 

朔 巴 是 户 珥 的 儿 子 ，迦 勒 的 子 孙 （代上二  

5 2 、 5 3 )。

书尼
Shuni
shO ni

迦 得 的 7 个 儿 子 中 ， 排 行 第 三 （创四 

十 六 是 书 尼 族 之 祖 （民二十六丨5 K

书念
Shunem
s h u  n i ^ n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村 庄 （书 十 九 1 8 > ，是 

耶 斯 列 谷 的 军 事 诳 地 。 书 念 （即现今的苏  

列 姆 ） 离 耶 斯 列 北 面 约 3.5公 哩 ，位於摩  

利 山 冈 外 缘 上 。 书念与耶 斯列 均守 卫 笤由  

伯 珊 越 过 哈 律 谷 向 耶 斯 列 谷 东 行 之 路 . . 书  

念 所 处 的 这 个 战 略 E 地 ，正好 说明了外族  

入 侵 的 城 镇 中 ， 为 什 么 经常 出 现书 念的 名  

字 • . 杜 得 模 西 土 三 世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 ; 

亚 玛 拿 信 札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记述米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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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际 ， 也 提 到 书 念 ； 十 世 纪 时 ， 埃 及 的 示  

撒 在 卡 纳 克 的 记 录 中 ， 也 列 出 书 念 的 道 要  

性 。 考 古 学 初 步 的 发 现 ， 证 明 从 中 押 铜 賂  

时 期 至 伊 斯 兰 时 期 ， 已 有 人 在 这 地 居 住 。

非 利 士 人 利 用 书 念 ， 进 攻 耶 斯 列 地 的  

以 色 列 人 （撒 上 二 十 八 至 三 H  —  > 。 因 为  

书 念 是 出 入 必 经 之 路 ， 以 利 沙 常 常 前 往 该  

城 ， 甚 至 在 那 甩 住 下 来 （王 下 四 8 > 。 后 

来 ， 以 利 沙 使 一 个 书 念 妇 人 的 儿 子 从 死 里  

复 生 （四 3 2 - 3 7 ) 。 大 卫 作 王 晚 期 ， 书 念  

的 一 位 极 其 貌 美 的 女 子 ， 名 叫 亚 比 煞 ， 被 

迭 召 到 宫 中 ， 侍 候 年 老 的 王 （王 上 一 3 、 

15 > 。 大 卫 死 后 ， 亚 比 煞 在 亚 多 尼 雅 （大 

卫 的 长 子 ） 及 所 罗 门 之 间 斗 争 的 故 宁 :中出  

现 。 所 罗 门 继 承 王 位 之 际 ， 亚 多 尼 雅 求 娶  

亚 比 煞 ， 但 王 认 为 他 的 兄 弟 意 不 在 此 ， 乃 

是 企 图 要 夺 取 他 的 王 位 （王 上 二 1 3 - 2 5  >。 

# • 亚 比 煞 • 1 8 2 8 :  •书拉密" 1 4 7 1 。

书品
Shuppim
s h u pin

以 珥 的 儿 子 ， 便 雅 悯 的 子 孙 （代 上 七  

1 2 、 丨5 >。 然 而 ， 民 数 记 二 十 六 章 3 8 、 3 9  

节 中 提 到 便 雅 悯 的 儿 子 是 书 反 。

参 " 书 反 - 1 4 7 0 。

书聘
Shuppim
s h u  p in

利 未 人 ， 负 责 守 门 ， 与 何 萨 一 同 看 守  

耶 路 撒 冷 西 面 ， 靠 近 沙 利 基 门 （代 上 二 十  

六丨 6 > 。 书 聘 的 名 字 可 能 是 一 个 文 士 在 抄  

写 时 ， 错 误 加 上 的 ， 因 重 复 了 历 代 志 上 二  

十 六 章 丨 5 节 最 后 一 字 ， 而 产 生 了 这 名 字 。

书珊
Susa

s h u  s h a n

非 闪 族 人 民 及 以 拦 国 的 首 府 。 书 珊  

( 现 今 的 舒 什 ） 位 於 伊 朗 西 南 面 ， 波 斯 濟  

北 部 约 丨 5 0 卩3 ， 以 及 巴 比 伦 闻 名 之 城 的 正  

东 面 。 法 国 考 古 学 家 自 丨 8 8 4 年 已 发 掘 出  

此 城 ， 发 现 她 早 在 主 前 4 0 0 0 年 已 有 人 居  

住 。 她 在 旧 约 足 重 要 之 地 ， 主 要 是 因 她 与

古 列 在 主 前 5 5 0 年 所 边 立 的 波 斯 帝 固 有  

关 。 她 与 亚 马 他 （以 拦 的 另 一 蜇 镇 城 市 > 、 

巴 比 伦 ， 以 及 波 斯 波 立 同 愚 国 家 首 都 。虽 

然 书 珊 在 主 前 十 二 世 纪 有 过 一 段 黄 金 时 期  

( 第 一 份 汉 模 拉 比 法 典 就 是 在 书 珊 城 发 IJE 

的 ， 相 信 是 主 前 十 二 世 纪 所 出  但此时 

期 亦 是 书 珊 的 蜇 耍 时 期 。

波 斯 国 书 珊 的 中 心 ， 是 一 座 城 堡 ，建 

在 城 镇 之 上 ， 并 加 设 一 长 方 形 的 肴 台 ，四 

周 以 巨 大 的 城 墙 包 围 。 这 是 帝 王 之 地 ，王 

宫 就 是 在 此 迮 造 ； 这 王 宫 更 是 波 斯 王 的 冬  

天 行 宫 。

当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在 位 时 （尼 一 I 、丨丨， 

二 1 > ， 尼 希 米 在 宫 中 作 酒 政 。 在以斯帖 

记 一 章 2 节 及 二 竞 8 节 中 ， 年轻的犹太女  

子 以 斯 帖 被 召 入 宫 ， 面 见 亚 哈 随 魯 王 ，他 

显 然 就 是 波 斯 王 薛 西 （主 前 4 85.465}. 

以 斯 帖 记 大 部 分 的 叙 述 ， 都是在书珊城发  

生 的 （参 斯 三 1 5 ， 八 1 4 、 1 5 ， 九6-丨8>.

至 於 以 斯 拉 记 四 章 9 节 的 记 载 ，是在 

早 期 的 书 珊 城 发 生 的 。 亚述王亚述巴尼帕  

( 主 前 G 6 9 - 6 3 3 ， 亚 兰 文 称 为 … 仙叩灯） 

把 多 个 民 族 从 所 居 之 地 迁 徙 至 大 河 西 - 带  

的 地 方 ， 书 珊 迦 人 （即 书 珊 的 居 民 ）便名 

列 其 中 。

根 据 但 以 理 书 八 章 2 节 ， 但以理就是 

在 书 珊 城 看 见 异 象 的 。 相信但以理并非如  

字 面 之 意 身 处 书 珊 ， 而 是 在 异 象 中 ，他的 

灵 被 领 到 那 里 。 根 据 年 日 之 次 序 ，但以理 

的 异 象 是 在 巴 比 伦 统 治 的 末 期 ，亦即波斯 

入 侵 之 前 出 现 （但 八 1 ; 参 但 七 U 。此时 

的 书 珊 ， 是 在 玛 代 的 控 制 之 下 ， 而不是巴 

比 伦 。 但 以 理 书 八 章 2 7 节提及但以理在  

看 见 异 象 后 不 久 ， 随 即 办 理 王 的 事 ，显示 

他 是 在 巴 比 伦 的 管 治 范 围 内 看 见 异 象 的 .  

他 在 异 象 中 被 领 到 玛 代 ， 与 第 2 0节提及 

的 玛 代 互 相 吻 合 。 这 些 有 关 书 珊 的 见 解 ， 

引 致 现 今 的 稗 斯 林 （回 教  > 传统仍然相信 

但 以 理 被 葬 在 书 珊 。

参 *•波斯 " 1 8 1 。

书珊迦 人
Susanchite
s h u  s h a n  j i a  r ^ n

以 斯 拉 记 四 章 9 节 把 “书 珊 的 人 ”# 

作 “书 珊 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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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 拉
jhuthelah 
Shfl “ la

〇 以 法 莲 的 儿 子 ，比 结 和 他 罕 的 兄 弟 ， 

# 兰 和 比 列 的 父 亲 。 他 是 书 提 拉 族 之 祖 ， 

也 是 嫩 的 儿 子 约 书 亚 的 先 祖 （代 上 七 2 0 、 

27 ; 民 二 十 六 3 5 ) 。

0 微 拔 的 儿 子 ， 厲 以 法 莲 支 派 （代上  

七21)*

书雅
Shua
shfl y5

亚 设 支 派 希 别 的 女 儿 ， 雅 弗 勒 、 朔默  

和 何 坦 的 妹 子 （代 上 七 3 2 ) 。

书亚
Bath-shua, Shua, Shuah, Shual, Suah
shfl y备

〇 迦 南 人 ， 她 为 犹 大 生 了 3 个 儿 子 ： 

坪、俄 南 和 示 拉 （创 三 十 八 2 、 1 2 > 。

© 亚 伯 拉 罕 和 基 土 拉 所 生 的 六 子 之 一  

(创二十五2 ; 代 上 一 3 2 K 他 可 能 是 靠 近  

乌 斯 地 的 亚 拉 伯 族 书 亚 人 的 先 祖 （伯 二  

11) .
© 琐 法 的 儿 子 ， 亚 设 支 派 的 一 个 领 袖  

(代上七 3 6 > 。

〇地 名 。 位 於 密 抹 的 北 部 ， 这 地 方 包  

括 了 俄 弗 拉 城 镇 ， 或 许 在 便 雅 悯 和 以 法 莲  

支 派 的 地 业 之 内 。 扫 罗 作 王 期 间 ， 在 密 抹  

安 营 的 非 利 士 人 起 来 攻 掠 ， 其 中 一 队 朝 书  

亚 地 进 发 （撒 上 十 三 1 7 ) 。

书亚人
Shoa, Shuhite
shfl r 6 n

〇圣 经 中 ， 与 巴 比 伦 人 、 迦 勒 底 人 及  

其 他 亚 述 族 人 并 列 的 亚 述 首 领 及 人 民 ， 耶 

和 华 藉 着 他 们 来 惩 罚 犹 大 （结 二 十 三 2 3 > 。 

这 个 亚 述 首 领 及 人 民 的 历 史 背 景 ， 难 以 确  

知9

© 亚 拉 伯 部 族 ， 显 然 是 亚 伯 拉 罕 和 莪  

土 拉 的 儿 子 书 亚 的 后 裔 。 书 亚 是 靠 近 乌 斯  

地。 约 伯 的 3 个 朋 友 ， 其 中 一 个 称 为 比 勒

达 的 ， 就 是 书 亚 人 （伯二丨丨，八丨，十八 

1， 二十五丨， 四十二

较 价
Ransom
shu j i ^

为 赎 回 或 释 放 奴 隶 ， 俘 虏 、产业或生  

命 ， 而 需 付 上 的 代 价 。耶穌形容池整个工  

作 是 一 种 服 侍 ，并 且 要 舍 命 ，“作多人的  

赎 价 ’’（太 二 十 2 8 ; 可十 4 5 )• 因 此 ，“赎 

价 ” 踉 “救 赎 ” 和 “救 恩 ”等 用 语 ，以及 

基 督 在 赎 罪 时 所 付 上 的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在旧约里

在 旧 约 里 ， 神 为约民定下了不同的条  

例 ， 以 致 他 们 付 出 一 定 的 赎 价 ，便可以把  

生 命 或 财 产 “赎 回 ”、“买 回 ”，或 “释 放 ”

(参 利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七 ）。 赎 价 是 为 了 代  

替 所 赎 回 或 释 放 的 （人 或 物 件 ）而付出的  

代 价 。

旧约用了  3个 不 同 的 希 伯 来 字 来 表 达  

赎 价 或 救 赎 ， 通 常 都 指 付 出 某 种 代 价 。 其 

中 一 个 希 伯 来 文 用 词 “ 办 " 意 指 “掩护  

物 ”， 用 以 代 替 一 条 人 命 或 一 种 刑 罚 。 牛 

若 触 死 别 人 ， 牛 主 可 付 上 赎 价 ，赎回自己  

的 性 命 （出 二 十 一 3 0 ) 。 神要求 每一 个被  

数 点 的 以 色 列 人 交 出 半 舍 客 勒 银 子 作 赎  

价 ， 免 得 数 点 的 时 候 有 灾 殃 （三 十 12), 

这 “赎 罪 银 ” （三 十 1 6 ) 是用 以献给耶和  

华 ， 作 会 幕 的 开 支 。 杀 人 者 不 可 以 披 赎 ， 

任 何 人 逃 进 了 逃 城 ，别 人便 不可为他收赎  

价 ， 把 他 赎 出 （民 三 十 五 3 1 、 3 2 K 人不  

可 以 付 出 赎 价 而 得 以 长 生 不 死 （诗四十九  

7 - 9 > 。 神 曾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被 掳 之 地 赎 出  

( 赛 四 十 三 3 、 4 ; 参 箴 十 三 8 , 二 十 一  

1 8 ; 伯 三 十 三 2 4 , 三十六丨8 >。这词曾有  

几 次 指 “贿 款 ” （撒 上 十 二 3 ; 摩五丨2>。

第 二 类 用 於 “赎 价 ”和 “救 赎 ”的希 

伯 来 字 与 W e /有关 ^  G o e /的 意 义 为 “收 

回 者 ” 或 “赎 回 者 ”，其 字 根 的 意 义 则 是  

“恢 复 、 修 补 、释 放 、 拯 救 ”。 这词 是用  

於 神 在 家 庭 法 中 所 定 下 的 条 例 ，其中一个  

亲 屈 或 同 族 人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义 务 （利二十  

五 2 5 - 5 5 ) 。 一 个 同 族 人 有 权 和 有 责 任 付  

出 赎 价 去 赎 回 一 个 人 被 迫 出 卖 的 家 业 （二 

十 五 2 5 - 3 4 ; 得 四 4 、 6 ) ; 赎回因贫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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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自 己 卖 给 外 人 或 寄 居 者 作 奴 隶 的 亲 厲  

( 利 二 十 五 4 7 - 5 5 ) ; 及 作 已 故 亲 屈 的 报  

血 仇 者 ， 因 而 加 强 了 对 流 人 血 者 的 追 讨  

( 民 三 十 五 1 9 - ‘2 7 ; 书 二 十 3 - 5 > 。 同 族 人  

也 有 义 务 去 娶 一 位 死 后 没 有 留 下 儿 女 之 兄  

弟 的 妻 子 ， 并 为 兄 弟 留 后 ， 其 名 字 不 致 在  

以 色 列 中 被 忘 记 （得 三 9 - 丨3 , 四 1 - 1 2 > 。 

在 一 般 意 义 上 ， 及 是 一 个 “辩 护 者 ” 或  

“买 赎 者 ”， 一 个 熟 悉 的 例 子 是 约 伯 呼 求  

神 为 他 辩 护 （伯 十 九 2 5 ) 。 在 最 高 的 意 义  

上 ， 神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亲 厲 和 曾 把 他  

们 从 埃 及 的 辖 制 （出 六 5 - 7 ) ， 从 巴 比 伦  

的 放 逐 ， 及 普 遍 地 从 危 难 中 赎 出 ，片o W 在 

赛 四 十 至 四 十 六 出 现 了  1 3 次 > 。 因 此 ， 以 

色 列 被 称 为 “耶 和 华 救 赎 的 民 ” （赛 三 十  

五丨（）> ， 一 直 是 “无 银 被 赎 ” 的 （五 十 二  

3 >。 然 而 ， 在 这 些 经 文 中 ， 代 价 就 以 神  

的 权 能 、 池 “伸 出 来 的 膀 臂 ” 和 “审 判 的  

工 作 ” （出 六 6 > 来 代 表 。

在 商 业 法 中 ， 旧 约 用 了 第 三 个 希 伯 来  

字 来 表 达 赎 价 。 由 於 神 在 逾 越 节  

存 留 了 以 色 列 中 所 有 头 生 的 ， 所 以 “一 切  

头 生 的 ” 都 要 归 给 耶 和 华 ， 头 生 的 雄 性 ， 

要 付 上 赎 价 来 赎 回 （出 十 三 1 2 - 1 5 , 三 十  

四 2 0 ; 利 二 十 ， 七 2 7 ; 民 十 八 1 5 - 1 7 ) 。 

后 来 ， 整 个 利 未 支 派 都 分 别 出 来 ， 代 替 以  

色 列 人 的 长 子 。 由 於 长 子 的 数 目 比 利 未 人  

多 出 了  2 7 3 人 ， 所 以 要 为 每 一 个 多 出 来 的  

人 付 上 5 舍 客 勒 银 子 作 赎 款 （民 三 4 0 - 4 6 ) 。 

用 来 赎 回 一 个 奴 隶 的 赎 价 ， 也 是 用 这 词  

( 申 十 五 1 5 ， 二 十 四 1 8 ) ; 作 了 主 人 之 妾

的 婢 女 ， 也 可 以 赎 身 （出 二 H---- 8 - 1 1 ;

利 十 九 2 0 ) 。 神 自 己 曾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为 姣 之 地 赎 回 ， 以 推 动 这 些 规 条 （申 十 五  

1 5 ， 二 十 四 丨 8 ) 。 这 希 伯 来 用 词 也 应 用 於  

神 把 以 色 列 人 从 埃 及 （参 申 七 8 ， 九 2 6 ,  

十 三 5 ; 撒 下 七 2 3 ; 代 上 十 七 2 1 ; 诗 七 十  

八 4 2 ) 和 巴 比 伦 的 被 掳 （赛 三 十 五 I 0 ，

五 H----H  ) 中 释 放 出 来 。 有 时 在 没 有 指

出 是 什 么 特 别 的 处 境 下 ， 神 也 作 出 救 赎  

( 何 七 丨 3 ; 参 申 二 十 一  8 ; 尼 一  1 0 ; 赛 一  

2 7 ; 耶 三 十 一 丨 丨 ）。 神 也 把 人 从 “阴 间 的  

权 势 ” （何 十 三 丨 4 ) , 从 罪 过 （诗 一 三 〇 8 >  

及 烦 恼 （诗 二 十 五 2 2 ) 中 赎 出 。 在 这 些  

救 赎 中 ， 往 往 须 要 付 出 某 种 赎 款 或 代 价 ， 

如 神 的 “大 能 ” 或 “强 壮 的 手 ” 等 都 是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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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的 。

在 新 约 里

在 新 约 里 ， 用 作 赎 价 的 只 有 一 纟 I!字. 

那 词 蓰 本 的 意 义 是 “解 开 ” 或 “释放 <  

所 指 的 是 付 出 一 定 的 赎 价 后 ， 便可得到 _  

放 、 赎 回 或 得 以 自 由 ， 又 指 救 赎 、拯救丨 

释 放 ， 或 指 作 这 些 亊 的 人 。 译 作 “赎价” 

的 只 限 於 大 约 8 个 例 子 中 ， 其中都淸楚提  

及 必 须 付 上 某 种 代 价 。 七十士译本的译者  

在 翻 译 前 述 3 个 希 伯 来 用 词 吋 ， 只在那些 

清 楚 指 赎 价 的 才 用 这 个 希 腊 字 。

出 现 在 新 约 中 ， 最 重 要 的 地 方 是 ，耶 

穌 形 容 池 的 死 是 “作 多 人 的 赎 价 ” （太二 

十 2 8 ; 可 十 4 5 > 。 耶 稣 的 话 中 显 出 了  3个 

特 征 ： 祂 的 服 侍 是 一 种 代 赎 ； 祂的自我栖 

牲 是 所 付 出 的 赎 价 ； 其 赎 价之 性 质 是替代  

性 的 ， “作 万 人 的 赎 价 ” （提 前 二 6 ) 。耶 

稣 基 督 “为 我 们 舍 了 自 己 ， 要赎我们脱离  

— 切 罪 恶 ” （多 二 1 4 ) 。 所付出的赎价是  

“基 督 的 宝 血 ”， 祂 是 “无 瑕 疵 、无玷污 

的 羔 羊 彼 前 一  1 9 ) ， 因而这里把基督  

的 牺 牲 与 直 指 基 督 的 旧 约 诸 祭 连 系 起 来 。 

“山 羊 和 牛 犊 的 血 ” 并 不 能 救 人 ，但基督 

的 血 则 成 就 了  “永 远 的 救 赎 ” （来 九 12), 

新 约 又 把 “能 坏 的 金 银 等 物 ” 与基督救赎 

的 重 价 作 对 比 （彼 前 一  1 8 ; 参赛五十二  

3 > 。 保 罗 提 醒 读 者 他 们 是 用 重 价 买 来 的 ， 

藉 以 激 励 他 们 （林 前 六 2 0 , 七 2 3 )。“爱” 

最 伟 大 的 表 现 在 於 耶 稣 基 督 “为我们舍 

命 ” ； 因 此 “我 们 也 当 为 弟 兄 舍 命 ”（约 

壹 三 1 6 ; 参 约 十 H - 1 8 , 十 五 1 3 ; 来十3- 

1 8 ) 。 在 天 上 ， 那 些 被 赎 的 向 那 位 “曾被 

杀 ， 并 用 自 己 的 血 买 赎 人 归 向 神 ”的唱新 

歌 （启 五 9 ; 参 十 四 3 、 4 > 。

有 关 赎 价 的 各 种 理 论

亚 历 山 太 的 神 学 家 俄 利 根 （主后约 

1 8 5 - 2 5 4 ) 坚 称 赎 价 是 付 给 魔 鬼 的 „ 俄 利  

根 的 理 论 形 式 是 ： 基 督 藉 若 复 活 逃 脱 ，欺 

骗 了 腐 鬼 。

虽 然 耶 稣 基 督 击 败 了 撒 但 ， 把信徒从 

撒 但 的 辖 制 中 释 放 了 出 来 ， 但圣经并没有  

指 出 赎 价 是 付 给 撒 但 的 。 神因人的罪而受  

损 ， 但 祂 却 预 备 了 救 赎 ， 显出池无比的爱  

( 约 三 丨 6 ) 。 神 已 定 了 人 的 罪 ， 又因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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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过 犯 而 判 他 死 刑 。 因 此 ， 圣 经 指 出 赎 价  

确 实 是 由 港 督 交 付 给 天 父 的 。 圣 经 中 指 出  

耶 稣 以 生 命 作 赎 价 ， 这 论 点 在 满 足 赎 罪 论  

中 得 到 回 应 。

坎 特 伯 惯 的 安 瑟 伦 於 1 0 9  8 年 提 出 了  

赎 罪 理 论 中 满 足 的 观 点 ， 强 调 人 的 罪 需 要  

有 人 来 承 担 以 满 足 神 荣 耀 的 要 求 。 后 来 满  

足 的 观 念 强 调 神 的 公 义 ， 要 求 人 为 律 法 中  

公 义 的 要 求 ，及 为 除 去 律 法 的 咒 诅 （死 亡 > 

而 付 上 赎 价 。 “我 们 藉 这 爱 子 的 血 得 蒙 救  

赎，过 犯 得 以 赦 免 弗 一 7 、 H ; 西一  

丨 4 > 保 罗 强 调 神 的 义 得 到 满 足 ， 以 致 祂  

能 公 义 地 称 那 些 相 信 祂 的 罪 人 为 义 （罗三  

2 3 - 2 6 )。 改 革 派 神 学 极 一 致 地 强 调 赎 价  

与 在 基 督 的 赎 罪 里 满 足 神 公 义 的 要 求 之 关  

系。“基 督 …… 为 我 们 的 罪 死 了  ” （林 前  

十五3 ) 这 句 话 ， 虽 然 没 有 “赎 价 ” 一 词 ， 

但 其 意 义 已 隐 含 了 。 有 关 赎 价 的 词 汇 ， 也 

出 现 在 一 些 谈 及 救 赎 的 过 程 已 在 信 徒 的 生  

命 中 开 始 了 的 末 世 经 文 中 （路 二 十 一  

2 8 ; 罗 八 ‘2 3 ; 林 前 一 3 0 ; 弗 四 3 0 ; 来 十  

- 3 5 ) 。

Fred H. Klooster 

参 “赎 罪 ” 1475: _ 救 赎 . 救 赎 主 • 7 8 7 。

赎愆祭
Guilt Offering, Trespass Offering
Shi q i a n  j l

参 “祭 祀 ” 6 8 0 。

叔 細 制
Levirate Marriage
s h u qQ g u 3 s S o  z h l

以 色 列 人 的 一 个 习 俗 。 若 兄 长 死 了 ， 

其 弟 就 要 娶 他 的 寡 嫂 为 妻 ， 并 且 为 其 兄 生  

养子女。

参 “婚 姻 . 婚 姻 风 俗 " 6 1 3 。

m
Atonement
sh>J zu l

使 神 与 人 重 归 於 好 ， 重 建 关 系 的 行  

动。“赎 罪 ” 的 英 语 本 意 是 “归 於 一 ”， 

@ 含 — 个 假 设 ，人 若 要 认 识 神 与 祂 契 合 ， 

& 须 先 解 决 神 人 之 间 的 隔 离 或 鸿 沟 。 故 赎  

词 是 表 明 一 种 关 系 ， 与 复 和 、 赦 罪 等

词 的 概 念 有 密 切 的 连 系 。

经义

“赎 罪 ” 一 词 在 旧 约 中 出 现 多 次 （利 

十七1丨； 出 二 十 九 3 3 ) ; 在新 约 中只 出  

现 丨 次 （罗 五 1 丨， 钦 定 本 现 代 译 本 一  

般 都 把 这 词 更 正 确 地 译 作 “复 和 ”。其 实 ， 

赎 罪 的 观 念 在 新 约 中 几 乎 随 处 可 见 ，也是  

圣 经 全 书 的 基 本 概 念 之 一  „

祜 本 概 念

人 的 救 恩 是 出 於 神 的 主 动 ，赎罪是神  

的 工 作 ， 使 罪 哦 深 重 的 人 类 可 以 蒙 恩 得  

救 。 因 罪 人 不 可 能 自 发 地 认 识 神 ， 也更无  

能 力 消 除 与 神 的 隔 阂 ，神 就 为 人 打 开 “一 

条 又 新 又 活 的 路 ”。

因 为 人 有 深 重 的 罪 孽 ，所以才有赎罪  

的 必 要 。 整 本圣 经可 以 说 无 处 不 在 述 说 人  

类 之 罪 的 根 深 蒂 固 ， 先 知 以 赛 亚 说 ：“我 

们 都 如 羊 走 迷 ； 各 人 偏 行 己 路 ” （赛五十  

三 ; 先 知 耶 利 米 也 说 ：“人心 比 万 物  

都 诡 诈 ， 坏 到 极 处 ，谁 能 识 透 呢 ” （耶十  

七9 >  ; 大 卫 也 痛 心 疾 首 地 说 ：“他们都  

偏 离 正 路 ， 一 同 变 为 污 秽 ； 并 没 有 行 善  

的 ， 连 一 个 也 没 有 ” （诗 十 四 3 ) ; 保罗 

指 斥 人 类 因 背 逆 神 、崇拜偶 像而 自取 堕 落  

的 情 况 （罗一  1 8 - 3 2 ) , 他 的 结 语 是 ：“世 

人 都 犯 了 罪 ，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糚 。 罗三  

2 3 > 保 罗 尚 於 多 处 指 出 人 是 神 的 仇 敌  

(罗五1〇>,  “与 神 为 仇 ” （罗八 7 >，“与神 

隔 绝 ， 因 着 恶 行 ， 心 里 与 他 为 敌 ” （西一 

2 U 。 亚 当 的 子 孙 也 如 亚 当 一 样 ，“罪是  

从 一 人 入 了 世 界 ，死 又 是 从 罪 来 的 ；於是  

死 就 临 到 众 人 ， 因 为 众 人 都 犯 了 罪 ” （罗 

五 1 2 )。

人 的 罪 恶 在 神 的 圣 洁 面 前 更 显 严 重 ； 

在 神 的 面 前 不 能 有 罪 。 以 赛亚於圣殿中看  

见 圣 洁 的 神 ，他 因 自 己 的 罪 而 自 觉 卑 贱  

(赛六1 - 5 >。 人 罪 孽 深 重 ，而 神 圣 洁 可 畏 。 

於 是 人 便 对 神 怀 有 畏 惧 之 心 ，但又无力改  

变 自 己 的 状 况 。 人 已 堕 落 不 能 自 拔 ，只有 

面 对 神 的 审 判 。 人 在 神 前 无 法 自 证 其 义 ， 

也 不 配 蒙 神 怜 恤 。

因 此 ，赎 罪 之 举 全 然 是 神 的 恩 惠 。圣 

经 的 历 史 说 明 了 赎 罪 的 本 意 ，同时表明了  

神 与 人 的 本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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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 罪 ” 一 词 的 希 伯 来 文 有 “抹 掉 ”、 

“擦 去 ”、 “遮 盖 ” 之 意 ； 圣 经 中 则 译 作  

‘‘赎 罪 ”、 “赦 免 ”、 “化 解 ”、 “止 息 ”、 “除  

去 ”、 “和 好 ” 等 。

祭 祀 及 献 上 祭 牲 的 血 ， 是 旧 约 中 最 常  

见 的 一 种 赎 罪 表 现 。 要 明 白 祭 祀 的 观 念 ， 

就 必 须 知 道 祭 祀 是 由 神 提 出 的 ， 人 只 是 执  

行 这 礼 仪 。 我 们 不 要 以 为 是 人 “凭 自 己 ” 

作 一 些 事 情 ， 来 求 得 神 的 赦 免 。 祭 祀 是 出  

於 神 的 命 令 ， 是 神 为 赦 免 人 的 罪 所 施 的 恩  

惠 ， “我 把 这 血 賜 给 你 们 ， 可 以 在 坛 上 为  

你 们 的 生 命 赎 罪 ” （利 十 七 1 u 。 圣 经 记  

述 亚 伯 拉 罕 欣 然 欲 献 自 己 的 独 生 儿 子 以 扫  

为 祭 ， 但 神 为 他 预 备 了 祭 牲 （创 二 十 二 9- 

1 4 > 。 创 世 记 十 五 章 1 7 至 2 1节 记 述 ， 是 神  

命 亚 伯 拉 罕 预 备 立 约 用 的 祭 牲 。 由 此 可  

见 ， 祭 祀 是 神 为 赎 世 人 之 罪 而 施 的 恩 惠 ， 

而 绝 非 世 人 为 取 悦 於 神 而 自 为 的 善 行 。

在 祭 祀 中 ， 洒 血 是 主 要 的 环 节 。 因 为  

生 命 是 在 血 中 （利 十 七 1 1 ) ， 在 倒 出 祭 牲  

的 血 时 ， 也 是 献 上 生 命 ； 祭 牲 必 须 死 亡 。 

圣 经 有 以 鲜 血 来 象 征 生 命 之 处 ， 但 在 祭 祀  

之 事 上 ， 鲜 血 却 象 征 死 亡 。 圣 经 学 者 也  

有 力 主 鲜 血 在 祭 祀 中 也 象 征 生 命 者 ， 以 为  

流 了 血 人 就 可 以 得 生 命 。 但 是 ， 血 中 的 生  

命 ， 是 内 文 突 出 的 生 命 ， 这 肉 身 也 被 献 上  

为 祭 。 从 新 约 可 见 ， 因 基 督 的 复 活 ， 祂 的  

生 命 才 可 分 賜 . 池 的 信 徒 。

旧 约 提 及 赎 罪 之 处 ， 并 非 都 与 流 血 有  

关 。 例 如 ： 以 色 列 会 众 於 赎 罪 日 ， 取 两 只  

公 羊 为 赎 罪 祭 。 一 只 宰 以 为 祭 ， 另 一 只 则  

要 “活 着 安 罝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 用 以 赎 罪 ” 

< 利 十 六 1 〇 > ， 於 是 这 只 羊 便 被 牵 至 旷 野 ， 

承 担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 在 这 日 ， 遗 弃 或 放 逐  

代 替 了 流 血 ， 这 只 羊 担 负 人 的 罪 ， 也 承 受  

了 罪 人 的 命 运 。 此 外 ， 向 会 薜 捐 钱 也 称 作  

赎 罪 （出 三 十 丨 6 ) ; 还 有 民 数 记 十 六 章  

4 7 节 记 载 ， 亚 伦 与 摩 西 为 防 止 瘟 疫 而 把  

坛 火 盛 在 香 炉 里 ， 上 面 撒 上 藏 香 ， 带 到 会  

众 那 里 ， 为 他 们 赎 罪 。 不 过 ， 上 述 这 几 种  

特 殊 的 记 述 ， 不 能 取 代 旧 约 最 基 本 的 赎 罪  

方 式 ， 那 便 是 以 动 物 为 人 的 替 身 来 洒 血 赎  

罪 。 新 约 对 这 一 主 题 有 明 确 的 结 论 ： “若  

不 流 血 ， 罪 就 不 得 赦 免 了 。” （来 九 2 2 )

旧 约 的 赎 罪 观 念 牵 涉 到 “免 罪 ” 与

‘‘赦 罪 ” ； 同 时 也 引 起 了 “

好 ” 的 概 念 。 因 此 ， 各 谇 本  ％

词 ， 来 表 达 赎 罪 多 方 面 的 慨 今  

新 约  心 。

成 全 了 赎 罪 。 旧 约 的 用 语 常 见 ' 如 上 ,  

别 是 “血 ” 字 ， 如 “立 约 的 血 待  

六 2 8 > 、 “用 我 血 所 立 的 新 约 ，， （ 太二十 

2 〇 > 、 “靠 着 他 的 血 ” （弗 二 13> = 二 十 ：： 

字 架 上 所 流 的 血 ，， （西 一 2 0 >  ^  ^在十

义 相 等 的 ， 是 新 约 常 提 及 的 “十 这 意  

“基 督 的 死 ”。 所 谓 “新 约 ，，就 是 基 ;  
以 池 的 宝 血 所 立 的 约 ， 祂 一 次 而 永 的 ^  

表 神 为 人 而 来 。

基 督 以 身 赎 罪 之 举 也 表 现 神 对 人 类 的  

大 爱 ； 使 徒 约 翰 和 使 徒 保 罗 均 清 楚 说 明 这  

方 面 ， 如 “神 爱 世 人 ，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賜 给 他 们 ” （约 三 1 6 ) ; “惟有基督在我

们 还 作 罪 人 的 时 候 为 我 们 死 ， 神的爱就在 

此 向 我 们 显 明 了 。” （罗 五 8 ) 赎罪是神向 

人 施 予 恩 惠 ， 绝 不 是 人 类 可 以 自 求 自 作 的  

事 。 人 罪 本 无 可 赦 之 由 ， 神的审判也是绝  

对 公 义 的 ， 但 神 的 本 性 促 使 池 施 恩 予 人 。 

由 此 可 见 ， 基 督 之 工 的 必 须 成 全 （可八 

3 1 等 ）， 是 出 自 神 的 恩 惠 与 慈 爱 。

新 约 有 很 多 语 汇 ， 用以显示基督赎罪  

的 意 义 ， 如 说 基 督 的 死 是 “作馨香的供物  

和 祭 物 ， 献 与 神 ’， （弗 五 ; 如说基督 

以 自 己 的 死 成 就 了 一 次 “永 远 的 赎 罪 祭 ” 

( 来 十 1 2 ; 参 九 2 6 ， 七 2 7 ) ; 又如说神设 

立 耶 稣 作 “挽 回 祭 ” 或 “赎 罪 祭 ”。

基 督 的 死 成 全 了 旧 约 祭 祀 象 征 的 一

切 ‘

的 说 明

羔 羊 基 督 ” （林 前 五 7 ) ， ，…  乃

之 得 救 ， “不 是 凭 着 能 坏 的 金 银

基 督 之 死 作 为 赎 罪 祭 的 本 质 ’有

如 保 罗 称 耶 穌 为 “我 们 逾 越 3 徒 

如彼得说信徒  

物 ， 乃 

无玷汚

如 同 m 又 如 约1 8 ,
约-

- 2 9 , 36>

是 凭 着 基 督 的 宝 血  

的 羔 羊 之 血 ” （彼 前 一  

翰 之 呼 耶 穌 为 “神 的 羔 羊  

等 等 ， 均 有 献 祭 的 观 念 在 背 是 我 们 的  

基 督 是 我 们 的 赎 罪 祭 ， 而邦的• 

代 表 ， 也 就 是 说 ， 池 是 代 ^ 之 请 ， 

圣 经 时 有 “为 我 们 ” < 或 仰 解 # 十 分 摩  

语 义 虽 显 浅 ， 但 要 准 确 地 理 解



，， 3 字 可 表 示 为 我 们 的 缘 故 ， 

豪 “̂ 作 代 表 我 们 。 有 些 经 文 清 楚 指  

也 找 们 的 代 表 ， 如 保 罗 说 ： ‘‘我们  

出， 睞 替 众 人 死 ’ 众 人 就 都 死 了 。” 

想，^ 丨4 > 设 若 基 督 是 代 表 我 们 而 死 ， 

( 杯 后 产 一 句 的 结 论 当 为 “众 人 就 可 不  

祁么、蘇 口 伯 来 书 又 提 到 耶 稣 在 父 面 前 ， 作 

痄’。的 大 祭 司 ， 这 大 概 就 是 约 翰 所 说 ： 

我 里 我 们 有 一 位 中 保 ， 就 是 那 义 者  

H 督 。” （约 査 二 U  

耶 然 而 ， “为 我 们 ，，一 语 除 “代 表 ” 夕卜， 

有 ‘‘代 替 ” 之 义 。 “代 替 ” ― 义 在 旧 约  

为 常 见 。 例 如 ， 圣 经 说 ： “神 使 那 无  

^ 的 ，替 我 们 成 为 罪 ， 好 叫 我 们 在 他 里 面  

成 为 神 的义 ” < 林 后 五 2 1 ) ; 又 如 ， 新 约  

有 两 处 提 及 赎 价 之 事 ， 也 是 表 达 代 替 之  

< ，如 ：‘‘人 子 来 ， 并 不 是 要 受 人 的 服 事 ， 

乃 是 要 服 事 人 ， 并 且 要 舍 命 作 多 人 的 赎  

价’，（可 十 4 5 > ; “他 舍 自 己 作 万 人 的 赎

价，，（提 前 二 6 >  ; 另 如 加 拉 太 书 三 章 13 

节说：“基 督 既 为 我 们 受 了 咒 诅 ” ； 连 大  

祭 司 该 亚 法 那 非 出 自 本 意 的 预 言 也 说 ： 

“独 不 想 一 个 人 替 百 姓 死 ， 免 得 通 国 灭 亡 ， 

就 是 你 们 的 益 处 。’’ （约 十 一 5 0 )

a n d  T h e  w 〇r k  〇f  C h r .

A t〇 nement; H  ，S，; M - H e n g e i, The

A t〇 n e ^ <  〇f th e  T h eMa「sha丨丨，％  j  .•丨. H.

Th… 咖 … e : S t : G . S  一 〜 
b y  A p 〇s t l e s  a n d  T  n e m e n l ' a s  t a u 9 M

A t o n e m e n t  as ta 〇c,f；n e  〇f the

心 a ' — i s t
Christ. • Atoning Death 〇f

赎 罪 祭 / 挽 回 祭
E x p i a t i o n ,  S i n  O f f e r i n g
s hu zul j] / w a n  hui jf

、救 赎 、洁 净 或 是 除 罪 。有些英文译本  

以 这 个 词 来 取 代 钦 定 本 所 采 用 的 “复 和 ，， 

( 来 二 1 7 ) 或 “挽 回 祭 ” （罗 三 25 ; 约査  

_  2 ， 四1〇>。 某 些 英 文 译 本 亦 会 用 ‘‘赎 

罪 祭 ”一 词 来 翻 译 某 些 旧 约 经 文 （民三十 

五 3 3 ; 申 三 十 二 4 3 ; 撒上三丨4 ; 赛 二 十  

七 9 > 。 在 较 近 期 的 圣 经 译 本 中 ， 已 不 再  

采 用 这 个 词 汇 了 。

用 “赎 罪 祭 ”这个词汇来翻译的希伯  

来 文 语 群 ， 基 本 上 所 指 到 的 是 对 罪 的 解  

决 ， 而 与 它 最 为 共 通 、相 连 的 ，便是救赎

基 督 本 着 为 UJ：人 赎 罪 所 成 就 的 事 ， 仍 

需 要 人 以 信 心 回 应 。 人 类 在 赎 罪 之 功 中 也  

有 当 行 的 本 分 。 新 约 每 提 及 神 的 恩 典 ， 常 

同 时 提 到 人 的 信 （弗 二 8 > 。 神 施 恩 以 后 ， 

人 必 须 以 信 心 回 应 。

‘‘赎 罪 ” 的 概 念 在 圣 经 中 的 表 达 方 式 ， 

固 然 十 分 丰 富 《有 政 治 军 事 、 经 济 等 多  

方 面 的 用 语 来 表 达 此 义 ）， 但 尚 无 一 个 理  

$ 可 完 全 表 达 这 概 念 。 赎 罪 是 整 本 圣 经 的

目息， 即 ： 神 在 基 督 里 叫 世 人 与 自 己 和 好  

(林后五 1 9 > 。

R o b e r t  W. L y o n ^ Q

参

1<77:

*救赎. 

十字架” 
594。

P e t e r  T o o n

挽 回 祭 ” 1 5 9 6 :  “赎 罪 祭 / 挽 回 祭 •

祭 祀 ” 6 8 0  ： “赎 罪 日 ” 1 4 7 8 :

救 岐 主 ” 7 8 7 :  “赎 价 ” 1 4 7 3 :  “钉

3 2 2 ： 悔 改 ” 5 9 5 :  “回 转 / 归 正 ”

备 考 书 日 .
c h n Sf 曰 . 」■ D e n n e y , T h e D e a t h  o f

^ c r j f j  ^  d e V a u x , S t u d i e s  in 〇 T

n  P - T - F o r s y t h , T h e Cruciality o f  
°ss • R

• S . F r a n k s , T h e A t o n e m e n t

的 观 念 。 赎 罪 祭 要 处 理 的 是 罪 的 污 点 ， 因 

此 ， 这 个 词 与 “赦 免 ”、“除 罪 ”、“洁 净 ”

或 “救 赎 ” 等 有 关 。

新 约 中 所 有 提 及 赎 罪 祭 的 经 文 ，均与  

基 督 为 人 类 的 罪 而 牺 牲 有 关 。在 圣 经 中 ， 

无 论 赎 罪 祭 或 挽 回 祭 ，都是神救赎工作的  

一 部 分 。 基 督 的 牺 牲 一 方 面 挽 回 （免 去 ） 

神 的 愤 怒 ， 另 一 方 面 亦 补 赎 （遮 蔽 > 人的 

罪 。 神 的 救 赎 工 作 是 个 人 化 或 关 系 化 ，同 

时 也 是 客 观 的 。 当 圣经的上下文集中於神  

的 愤 怒 ， 挽 回 的 意 思 便 明 显 ，当所讨论的  

焦 点 是 人 的 罪 ，那 么 ，救赎便是提供赎罪

g 处 理 赎 罪 祭 和 挽 回 祭 两 者 的 关 系 ，

w 解 决 方 法 并 非 任 择 其 ------ 两 ^

是 圣 经 的 正 确 观 念 ， # 是 f 按 ： 二  

来 明 白 所 着 重 的 观 念 。

音 2 5 节 中 ， 愤 怒 和 罪 同 时 都 是 上 文

述 两 个 观 念 ’所以值得优先采用  

际 译 本 ）。



1478 shu zui ri

圣 经 的 作 者 试 图 公 正 地 处 理 神 救 赎 工  

作 的 每 一 方 面 ， 因 此 运 用 不 少 相 关 的 表 达  

来 描 述 。 带 有 “除 去 罪 恶 ” 这 个 意 思 的 赎  

罪 祭 ， 强 调 了 救 赎 的 基 本 层 面 ： “东 离 西  

有 多 远 ， 他 叫 我 们 的 过 犯 离 我 们 也 有 多  

远 ！ ” （诗 一 〇 三丨2>

参 " 祭 祀 " 6 8 0 : .‘挽 回 祭 ” 1 5 9 6 ： ..赎

罪 - 1 4 7 5 : " 神 的 愤 怒 ” 1 2 8 5 〇

参 考 书 目 ： C . B r o w n , e d  ., N e 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 e w  Testa merit 

T h e o l o g y , v o l . 3, p p  .1 51 -60; L . M o r r i s , 

The Apostolic P r e a c h i n g  of the C r o s s ; 

R .V .G . T a s k e r . T h e  Biblical Doctrine  of 

th e Wra th of G o  d .

赎 罪 H
A t o n e m e n t ,  D a y  o f ;  Y o m  K i p p u r
s h u  z u i  r i

“赎 罪 日 ” 是 犹 太 教 历 最 重 大 的 节 日 ， 

是 在 提 斯 利 月 第 十 日 （提 斯 利 月 相 当 於 公  

历 9 月 中 至 1 0 月 中 ）。 此 日 ， 大 祭 司 进 到  

至 圣 所 ， 为 全 以 色 列 民 赎 罪 。 赎 罪 的 基 本  

概 念 是 “遮 盖 ” 罪 恶 ， 目 的 是 要 使 神 与 人  

复 和 。 新 约 提 及 “禁 食 的 节 期 ” （徒 二 十  

七 9 > ， 就 是 指 赎 罪 日 ； 拉 比 则 称 为 “那

的 骨 、 肉 、 皮 则 搬 到 营 外 焚

旧 约 记 载 赎 罪 日 之 处  。 

三 十 章 1 0 节 、 利 未 记 二 出  

( 该 处 且 指 出 全 年 几 个 蜇 大 ^ 日 t  
利 未 记 二 十 五 章 9 至 1 6 节 （指 狱  

禧 年 即 从 赎 罪 日 开 始 > 及 民 数 机  

7 至 1 丨节„

曰粕 、 

太历的 

十九$

Jk买 罪 H 取 犹 太 教 的 中 心 虽  

主 后 7 0 年 圣 殿 被 毁 及 祭 祀 体 制 ^ 历 经  

但 守 赎 罪 日 的 遗 俗 却 绵 延 不 绝 ， ^ ^ 除 ， 

犹 太 教 的 最 重 要 圣 日 。 摩 西 土 经 = 仍是 

调 ， 守 节 者 必 须 “刻 苦 己 心 ，， （̂〜次強

2 7 、 ‘2 9 、 3 2 ) 。 但 言 之 不 详 ’ 犹太  
世 代 代 均 以 为 是 要 求 禁 食 （参 诗 ^ 世  

1 3 ; 费 五 十 八 3 、 5 、 1 0 ) 。 圣 经 时 ^  =

色 列 人 俱 坚 信 ， 在 赎 罪 日 期 间 严 格 奉 行 神  

所 颁 定 的 仪 式 ， 就 必 能 将 自 己 身 上 的 罪 想  

清 洗 一 净 。 他 们 就 此 便 得 到 神 的 宽 恕 和 &  

惠 ， 这 是 以 色 列 民 与 神 保 持 关 系 ，继续作 

约 民 的 基 础 。 赎 罪 日 被 定 为 圣 安 息 日 （利

十 六 3 1 ， 二 十 三 3 2 > , 也 如 安 息 日 —样， 

不 得 做 任 何 工 作 。

有 人 以 为 全 年 既 都 有 祭 祀 ， 那么，-  

年 之 中 专 定 一 赎 罪 日 ， 又 有 何 必 要 呢 ？赎

罪 日 的 象 征 意 义 是 很 清 楚 的 ， 那就是要消

日 ” 或 “那 大 日 ”。

自 赎 罪 日 定 制 以 来 ， 经 数 世 纪 因 袭  

沿 革 ， 又 增 添 了 不 少 繁 文 缛 节 ， 但 其 核  

心 部 分 却 始 终 保 持 不 变 ， 一 如 利 未 记 十  

六 章 所 记 。 该 日 在 圣 殿 中 所 举 行 的 各 种  

仪 式 ， 都 在 完 成 一 个 赎 罪 祭 祀 ， 其 步 骤  

大 致 如 下 ： （1 ) 大 祭 司 脱 去 祭 司 礼 服 而 穿  

上 白 色 的 细 麻 衣 服 ， 这 是 表 示 谦 卑 痛 悔  

之 意 。 （2 ) 献 上 公 牛 犊 一 只 作 为 他 自 己 及  

众 祭 司 的 赎 罪 祭 。 （3 ) 从 祭 坛 中 取 火 置 入  

香 炉 ， 进 入 至 圣 所 ， 在 火 上 撒 圣 香 ， 使  

圣 所 充 满 香 烟 。 （4 ) 以 牲 血 弹 洒 於 施 恩 座  

和 约 柜 之 前 。 （5 ) 为 百 姓 带 来 的 两 只 公 羊  

拈 阄 ， 杀 一 羊 为 全 民 的 赎 罪 祭 ， 取 其 血  

至 幔 内 ， 弹 洒 其 血 如 前 ， 同 时 也 为 圣 所  

赎 罪 ； 继 而 奉 上 另 一 只 羊 ， 祭 司 双 手 按  

羊 头 承 认 以 色 列 人 诸 般 罪 愆 ； 祈 祷 毕 ， 

差 专 人 将 该 羊 牵 至 旷 野 遗 弃 ， 以 此 象 征  

众 民 之 罪 已 归 於 羊 身 。 （6 ) 大 祭 司 脱 去 麻  

衣 ， 穿 上 礼 服 ， 复 献 两 潘 祭 ： 一 为 自 己 ， 

二 为 民 众 ； 祭 牲 的 脂 油 烧 在 坛 上 ， 祭 牲

除 神 对 人 所 犯 之 罪 的 愤 怒 ， 也保障神继续  

与 民 同 在 。 两 只 献 祭 的 公 羊 一 宰 一 逐 ，也 

象 征 全 国 祭 司 及 圣 所 之 罪 已 经 洗 清 ，整个 

祭 祀 体 制 以 赎 罪 日 为 最 髙 潮 ， 难怪有人称 

此 曰 为 旧 约 的 “受 难 日 ” 了 。 一年当中’ 

每 日 每 周 每 月 的 祭 祀 ， 均 留 下 罪 恶 和 过 $  

未 曾 清 洗 ， 故 大 祭 司 於 平 常 不 能 入 至 圣 所  

献 祭 祈 恕 ； 只 有 在 赎 罪 日 ， 他获准代表全  

民 ， 庄 严 地 带 着 祭 牲 的 血 ， 进 到 至 圣 ’ 

在 施 恩 座 前 洒 血 赎 罪 。

赎 罪 日 的 定 制 ， 是 因 一 年 之 $ 除 

祭 ， 未 能 赎 清 “隐 罪 ，，； 这 些 罪  

— 尽 ， 则 圣 所 、 大 地 、 百 姓 也 俱 / 十 六  

罪 日 是 神 设 立 以 清 洗 一 切 罪 恶 的 士 七 祭 旬  

3 3 > 。 这 一 日 ， 全 以 色 列 民 即 = 翡。 

为 全 权 代 表 ， 走 近 神 的 面 前 认 也 书 关 于 耶

在 新 约 ， 保 罗 书 信 和 希 伯 ^ 有 不 对 分

稣 钉 十 字 架 的 记 载 ， 都 与 工 曰 的  

割 的 关 系 。 希 伯 来 书 九 ， 十 耶 蚪 作  

仪 式 ， 象 征 耶 穌 完 成 的 赎 罪 祭 濟 於  

为 普 天 下 的 大 祭 旬 ， 将 自 s 的主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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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髅 地 而 永 远 赎 淸 了 世 人 的 罪 孽 ， 祂 因 此  

回归天堂，坐 在 父 的 身 边 （来 九 1 1 、 1 2 > 。 

耶 稣 基 胬 不 像 以 色 列 人 的 大 祭 司 ， 每 年 需  

f i t 赎 罪 日 的 仪 式 ， 祂 “用 自 己 的 血 ， 只 

- 次 进 入 圣 所 ， 成 了 永 远 赎 罪 的 事 来  

九1 2 ; 参 罗 三 2 5 ， 五 9 、 1 0 ; 林 前 五 7; 

林 后 五 加 三 1 3 、 1 4 ; 西 一 1 4 ; 多 

二 彼 前 一 1 8 、 1 9 ; 约 壹 二 2 ， 四 10; 

启五9>。

C h a r l e s  L .  F e i n b e r g  

参•赎罪” 1475; “祭 祀 ” 6 8 0 ; -以色 

列的节期• 2 0 6 2 。

鼠/ 老E / 鼯 鼠 / 仓 鼠
M ouse
shil / 13〇 shfl / shi s h u / c a n g  shfi

细 小 的 啮 齿 类 动 物 ， 在 律 法 中 被 看 为  

不 洁 （利 十 一 2 9 ) 。

参 " 动 物 （鼠 ）” 3 2 9 。

属灵思赐
Spiritual Gifts
shQ l ing e n  c l

词义

这 词 句 通 常 译 自 两 个 希 腊 文 词 汇 ： 

“恩賜 （c  /I a  s  m  a  r a  > 及 “厲 灵 ” 

(p n e w m a n A r a ) 。 在 圣 经 的 著 作 中 ， 除了  

见 於 彼 得 前 书 四 章 1 0 节 外 ， 只 在 保 罗 书  

信中使用； 其 他 的 圣 经 作 者 当 然 也 有 论 及  

像保罗对“厲 灵 恩 賜 ”所 下 的 定 义 之 情 况 。 

至 於 对 此 题 目 的 特 别 教 导 ， 我 们 必 须 首 先  

参 考 保 罗 的 教 训 。

这 两 个 词 都 源 自 另 外 两 个 更 通 行 的 词  

语：“恩典  ”（c / i a W s  > 及 “灵  ” （p n e w m a  )。 

两 词 都 有 相 似 的 意 义 ： 恩 赐 ” 是 “恩 典  

的 表 达 或 显 现 或 化 身 ” ； “属 灵 ” 是 “灵 

的 表 达 或 显 现 或 化 身 ”。 但 在 使 用 的 范 围  

J：，两 者 却 有 分 别 。

“恩 賜 ” 是 指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拯 救 （罗 

五丨5 、 1 6 > 及 永 生 的 恩 赐 （罗 六 2 3 > 。 一 

般而言， 在 罗 马 书 十 一 章 2 9 节 ， 它 大 约  

是 指 对 以 色 列 一 连 串 的 恩 典 ， 说 明 神 对 以  

色 列 的 呼 召 和 拣 选 是 不 变 的 。 在 哥 林 多 后  

章 11节 ， 它 也 许 是 指 神 特 别 的 行 动 ， 

使 保 罗 从 死 亡 的 危 机 中 得 到 拯 救 。 在 另 一  

些经文中， 它 是 指 透 过 个 人 而 彰 显 神 的 恩

典 ， 就 如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6 至 8 节 及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8 至 1 0 节 （以 及 罗 一  

1卜， 林 前 一 7 ， 七 7 ， 十 二 4 、 9 ， 2 8 、 29. 

3 0  •， 彼 前 四 1 0 > 所 提 及 的 说 话 及 行 为 。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七 章 7节 中 ， 则 引 起 争 议 。 

保 罗 似 乎 不 把 婚 姻 视 为 “屈 灵 恩 賜 ”， 他 

可 能 是 把 独 身 视 为 “厲 灵 恩 賜 ”， 但 “屈 

灵 恩 賜 ” 更 可 能 是 指 能 够 “男 不 近 女 ” 

( 第 1 节 > ， 即 能 有 一 段 时 间 避 开 性 关 系 ， 

以 致 专 心 祷 告 （第 5 节 ） 及 参 与 亊 奉 。

“厲 灵 ” 一 词 的 应 用 是 广 阔 的 。 它是  

一 个 形 容 词 ， 用 作 形 容 不 同 的 亊 （及人  

如 圣 灵 的 显 现 ， 或 作 圣 灵 的 工 具 ， 例 如 ： 

某 些 说 话 或 行 为 （罗 一 1 1 ) 、 律 法 （罗七  

1 4 >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的 吗 哪 、从 

磐 石 出 来 的 水 及 那 块 磐 石 （林 前 十 3 、4 ) 、 

S 活 的 身 体 （林 前 十 五 4 4 、 4 6 ) 、 “天上  

的 ” 各 样 福 气 （弗 一 3 > 、 能 明 白 神 的 旨  

意 的 悟 性 （西 一 9 ) 及 敬 拜 的 颂 歌 （弗五  

1 9 ; 西 三 1 6 > 。 它 作 为 一 个 复 数 名 词 时 ， 

可 用 於 个 人 （“屈 灵 的 人 ” ； 林 前 二 1 3 、 

1 5 ， 十 四 3 7 ; 加 六 U 或 事 屈 灵 的 事 ”、 

“厲 灵 恩 賜 ”： 罗 十 五 2 7 ; 林 前 二 1 3 , 九 

1 1 ， 十 二 1 ， 十四丨； 以 及 “天 上 屈 灵 气  

的 恶 魔 ”： 弗六丨2 ) 。

从 这 简 单 的 综 览 ， 我 们 可 以 为 " m 灵 

恩 賜 ” 下 一 正 确 的 定 义 。 无 论 甚 么 事 物 、 

事 件 或 个 人 ， 当 作 为 圣 灵 的 工 具 ， 或 把 圣  

灵 彰 显 或 具 体 化 ， 就 是 m 灵 恩 賜  

无 论 什 么 亊 件 、 说 话 或  

行 动 ， 当 具 体 地 表 达 出 恩 典 ， 或 作 为 恩 典  

的 工 具 ， 就 是 厲 灵 恩 賜 （ c /i a r丨• s m a } 〇 

有 较 广 的 含 义 ，c/i a n j m a 是 

较 专 门 的 词 语 。 此 外 ， c /iarz‘5 m a 可 能 是  

保 罗 所 用 的 词 语 （罗一  1 1 ， 十 二 6 ; 林前  

七 7 ， 十 二 4 ) ， 以 代 替 较 含 湖 的  

pneumatikon  ; pneumatikon — m  

那 些 给 保 罗 找 麻 烦 的 人 所 常 用 的 （林 前 二  

1 3 至 三 4 ， 十 四 3 7 ， 十 五 4 4 - 4 6  )。 故 此 ， 

我 们 将 集 中 於 这 个 词 。 我 们 没  

有 忽 视 保 罗 在 某 些 经 文 中 ， 给 予 这 词 较 广  

的 意 义 ， 指 神 直 接 的 作 为 （罗五丨5 、 16, 

六 2 3 ， 十 一 2 9 ; 林 后 一  1 1 > ， 但 我 们 只 集  

中 讨 论 保 罗 某 些 经 文 ， 更 稍 确 地 表 达 透 过  

个 人 在 别 人 身 上 的 服 侍 而 彰 显 的 特 殊 恩  

典 ， c /i a r k m a 就 是 指 这 方 面 的 “願 灵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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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恩 賜 的 表 列 （罗 十 二 ； 林 前 十 二 ； 

弗 四 ； 彼 前 四  > 应 是 讨 论 的 起 点 ， 因 它 们  

淸 楚 指 出 保 罗 把 什 么 包 括 在 诚 灵 恩 賜 中 。 

为 了 方 便 分 析 ， 我 们 把 恩 股 简 单 地 分 为 4 

类 ： 启 示 、 神 迹 、 领 导 及 事 奉 。

启 示 的 恩 賜

知 m及竹尨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8 节 ， 最 先 提 及  

的 两 种 恩 叹 是 “智 恝 的 言 语 ” 和 “知 识 的  

言 语 ”。 保 罗 极 先 提 到 智 恝 和 知 识 ， 可 能  

因 为 哥 林 多 信 徒 对 此 的 夸 耀 ， 就 如 一 章  

1 7 节 至 二 章 1 3 节 、 八 章 及 十 三 章 2 、 8 节 

所 提 及 的 。 保 罗 清 楚 知 道 ， 他 们 对 智 恝 有  

错 误 的 理 解 ， 他 们 把 智 恝 理 解 为 修 辞 技 巧  

或 口 才 （一 1 7 、 1 9 、 2 0 ， 二 1 、 4 、 5 > ， 

或 是 这 世 界 的 诡 辩 之 术 （一 2 0 、 2 2 ， 二 5 、

6 、  1 3 , 三丨 9 >。 信 徒 应 按 神 的 智 恝 来 生  

活 ， 这 智 恝 在 神 的 计 划 中 表 现 出 来 。 神 的  

计 划 就 是 透 过 基 督 成 就 救 恩 ， 即 是 透 过 基  

督 被 钉 十 架 及 宣 讲 被 钉 十 架 的 基 督 （一  

2 0 - 2 5 、 3 0 ， 二 6 - 8 ) 。 换 句 话 说 ， 基 督 徒  

的 智 恝 迮 基 於 认 识 神 救 恩 的 中 心 是 弥 赛 亚  

被 钉 十 架 ， 并 从 经 历 这 救 赎 能 力 而 生 （二  

4 、 5 ^ 为 免 他 的 读 者 把 神 的 智 慧 看 作 他  

们 可 以 拥 有 及 随 己 意 使 用 的 东 西 ， 保 罗 把  

这 屈 灵 恩 賜 缩 窄 为 “智 恝 的 言 语 ” （十 二  

8 > 。 即 是 说 ， 这 恩 賜 不 是 智 惹 ， 而 是 使  

别 人 认 识 及 经 历 神 救 恩 目 的 的 言 语 （二 4-

7. 1 3 ) 0

同 样 ， 哥 林 多 信 徒 所 宣 称 的 “知 识 ”， 

可 能 是 指 他 们 对 厲 灵 范 畴 和 他 们 之 间 关 系  

的 洞 见 ， 这 洞 见 使 他 们 轻 视 偶 像 ， 并 把 它  

们 视 为 对 他 们 的 屈 灵 生 命 老 不 相 关 的 东 西  

( 八 丨 - 6 , 参 十 三 2 ) 。 保 罗 似 乎 接 受 这 种  

对 “知 识 ” 的 洞 见 （八 5 但 他 警 告 他

的 读 者 ， 屈 灵 生 命 的 真 正 指 标 不 是 “知  

识 ”， 而 是 关 心 弟 兄 （7 - 丨3 节 ） —— “知  

识 是 叫 人 自 高 自 大 ， 惟 有 爱 心 能 造 就 人 ，  

( 第 丨 节 ） 在 其 他 经 文 中 ， 保 罗 对 “知 识 ” 

的 理 解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 似 乎 跟 “智 恝 ” 的 

意 思 重 复 ， 指 到 对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恩 典 的 知  

识 及 体 验 （二 丨 2 ; 林 后 二 弗 一  1 7 _2 3 ， 

三 丨 9 ; 腓 三 8 ; 西 二 3 > 。 保 罗 处 理 知 识 就  

如 智 总 一 样 ， 他 很 小 心 地 称 这 恩 賜 为 “知  

识 的 言 语 ，， （林 前 十 二 8 ) 。 当 人 获 得 知 识 ，

他 当 然 能 宣 称 “拥 有 ” 它 （八 1、 丨〇>, 

但 对 保 罗 来 说 ， 屈 灵 恩 赐 是 把 对 神 的 计 划  

和 宇 宙 的 洞 见 传 讲 给 别 人 知 道 。

尽 管 这 两 种 恩 赐 是 独 特 的 ， 它们的含 

义 是 决 定 於 用 1林 多 前 书 ― 、 二 及 八 审 ， 

“智 慧 的 言 语 ” 也 可 以 理 解 为 煸 向 传 福 咅  

的 恩 賜 ， 而 “知 识 的 言 语 ” 则倾向於教导  

性 的 恩 賜 。 耶 穌 及 早 期 使 徒 们 大 部 分 的 宜  

讲 和 教 导 ， 都 可 以 称 为 ■ 灵 恩 賜 。

说 预 VT ( 作 先 知 ）

保 罗 淸 楚 明 白 先 知 并 非 只 是 对 当 代 间  

题 作 出 批 判 ， 而 是 像 古 代 的 先 知 ，被神引 

导 说 出 要 说 的 话 （参 耶 二 十 9 ; 摩三 8, 

七 1 4 ) 〇 虽 然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帝 H 至丨〇 

节 中 ， 它 排 第 六 ， 但 作 先 知 （林前十二 

2 8 ， 仅 次 於 使 徒 之 后  > , 显然是保罗心中  

最 重 要 的 恩 賜 （罗 十 二 6 ; 林前十四丨； 

帖 前 五 1 9 、 2 0 ; 参 弗 二 2 0 ， 四 1 1 ; 彼前 

四 1 1 > 。 这 可 能 有 几 方 面 的 理 由 。

首 先 ， 这 是 “末 后 的 日 子 ” 圣灵浇灌 

的 记 号 （再 二 2 8 ; 徒 二 1 6 - 1 8 〉。 早期的 

基 督 徒 普 遍 尝 到 作 先 知 的 滋 味 ， 因此证明 

神 救 恩 历 史 的 高 潮 正 在 进 行 中 。 作先知与 

说 方 言 不 同 ， 作 先 知 是 对 人 的 理 性 及 心 灵  

说 话 （林 前 十 四 卜 3 3 ) 。 换 句 话 说 ，它向 

着 全 人 表 达 神 完 整 的 拯 救 大 能 ， 使信徒不 

把 理 性 与 灵 性 互 相 对 立 。 因 此 ， 它比其他 

恩 賜 更 能 建 立 教 会 ， 讲 出 安 慰 及 亊 奉 的  

话 ， 从 而 服 侍 教 会 （3 、 3 1 节 ），并带出 

新 的 启 示 （6 、 2 6 、 3 0 节  > ， 引导信徒的  

生 命 ， 又 或 使 信 徒 更 确 定 神 的 救 赎 计 划 ， 

使 信 徒 信 心 坚 固 ， 使 未 信 者 悔 改 （22-25 

节 > 。

辨 別 wr灵
它 虽 然 不 箅 是 受 灵 默 示 说 话 的 恩 拐 ， 

但 在 此 也 把 它 包 括 在 内 ， 因保罗有时把它  

连 於 说 预 言 （林 前 十 二 1 0 ， 十 四 2 9 ; 帖 

前 五 2 0 、 2 1 ) 。 自 称 受 圣 灵 感 动 而 说 话 ， 

并 不 能 证 明 这 些 话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林前十 

二 3 ) 。 那 些 接 受 了 圣 灵 的 人 ， 有责任审 

査 这 些 话 的 来 源 及 重 要 性 （二 1 2、 13, 

十 四 2 9 ;  约 壹 四 1 - 3  > 。 他 们 必 须 试 验 邪  

些 恩 赐 ， 禁 戒 恶 事 ， 持 守 美 善 的 《帖前五 

1 9 。2 2 > 。 换 句 话 说 〗 这 恩 賜 并 非 与 说 预  

言 毫 不 相 干 ， 而 是 作 审 査 之 用 。 从另一角 

度 说 ， 说 预 言 并 非 与 辨 别 诸 灵 无 关 。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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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 人 的

先 知  

牧 帅 --- 教 师

柯 恝 的 言 诏  

知 识 的 苜 i疗 

心7心

疚病

行 分能 行 异 能 行姅能
辨別济  

说 力 3 说方言 说方言
M J / U

作侦 徙  

徘 助 人

翻方言

作使徒 作侦徙

言 是 一 种 服 侍 群 体 的 恩 賜 ， 只 有 当 群 体 试 十 四 1 9 、 2 7 、 2 8 >。

验 并 证 明 它 的 信 息 是 从 神 而 来 ， 这 恩 賜 才  

是完全。

说方言及翮方眘

这 两 种 恩 賜 与 作 先 知 及 辨 别 诸 灵 一  

样，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8 至 1 0 节 ， 它 们  

是相连的。 后 者 为 前 者 的 试 验 ， 免 得 在 灵  

感 的 忘 我 境 界 中 滥 用 了 它 。 从 保 罗 对 无 节

保 罗 提 及其他 受圣 灵感 动 说话 的形 式  

有 ： 宣 讲 （林 前 二 4 、 5 ; 弗六丨7 ; 帖前 

— 5 ; 参 约 十 六 8 -丨1 ; 徒 四 8 ，十 三 9 ; 彼 

前 — 1 2 ) 、 教 导 （罗 十 二 7 ; 林 前 十 四 6 、 

2 6 ; 西 三 1 6 )、劝 勉 （罗 十 二 8 ) ， “保惠 

师 ” 或 称 为 “训 慰 师 ’’（约 十 四 1 6、26, 

十 五 2 6 ， 十 六 7 ) 、 歌 唱 （林 前 十 四 1 5、

制 的 狂 热 及 混 乱 的 谴 责 可 见 ， 哥 林 多 教 会  

似 乎 经 历 受 圣 灵 感 动 说 方 言 （林 前 十 二 2 

、3 ，十四 1 2 、 2 3 、 2 7 、 2 8 、 3 3 、 4 0 ) 。 

同样，在 使 徒 行 传 中 也 曾 暗 示 这 种 狂 热 表  

现 （二4 、 6 、 1 3 ， 十  4 4 - 4 6 ， 十 九 6 ) 。

保 罗 评 定 方 言 并 不 是 狂 热 的 言 论 ， 而 

是 安 静 的 、 需 要 约 束 白 勺 恩 踢 （林 前 十 四  

28> , 主 要 在 个 人 敬 拜 中 使 用 （第 1 8 节 ） 。 

他 似 乎 认 为 说 方 言 是 一 种 言 语 ： “方 言 ” 

〜 词 似 乎 暗 示 这 点 ， 而 “翻 方 言 ’’应 该 译  

作 “翮 译 语 言 ' 无 论 如 何 ， 这 语 言 不 单  

是 人 们 的 语 言 （例 ： 徒 二 6 - 1 1 )  > 更 是 天  

便 的 语 言 （林 前 十 三 U , 是 信 徒 向 神 说  

的 （十 四 ‘2 > 。 保 罗 指 出 方 言 能 让 人 在 另  

〜 个 层 面 上 与 神 沟 通 （“灵 里 祷 告 ”， 4-7

参 罗 八 2 6 、 2 7 ) 。 但 在 聚 会 中 ， 他 却  

宁 愍 限 制 这 恩 賜 ， 并 只 在 可 以 翻 作 本 地 方  

貪 （翻 方 言  使 一 同 敬 拜 的 会 众 可 以 分  

$ 个 人 说 方 言 的 好 处 时 ， 才 可 使 用 （林 前

2 6 ; 弗 五 1 8 、 1 9 ; 西 三 丨 6 > 及 祷 告 （罗 

八  1 5 、 1 6 、2 6 、2 7 ; 林 前 十 一 4、 5 ，十 

四 1 5 ; 弗 六 1 8 ; 参 犹 2 0 )。

医治恩賜及能力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6 节 ，保罗形容  

所 有 屈 灵 恩 賜 是 “神 能 力 的 运行 ”。这恩  

賜 的 能 力 最 显 而 易 见 的 表 现 ，就是医病和  

行 异 能 。

位心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8 至 10节 中 ，第 

三 样 提 及 的 恩 賜 便 是 信 心 。一 般 认 为 ，保 

罗 在 此 是 指 称 义 的 信 心 ，就是所有信徒的  

记 号 （也 是 信 徒 的 定 义 > ; 但这里更是集  

中 於 一 些 信 心 的 经 历 ，指信徒在一种特殊  

的 信 心 力 M 支 持 下 ，使他能在特别的环境  

或 事 情 上 信 靡 神 （信 心 能 “移 山 ”，十三

2 ) 。 因 此 ， 这 是 賜 给 某 些 人 的 恩 賜 （十 

二 9 > ， 与 医 病 及 行 异 能 相 连 。在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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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奉 及 早 期 教 会 中 ， 这 恩 賜 是 很 多 人 郎 经  

历 过 的 （例 ： 太 八 丨 0 ， 十 五 2 8 ; 可 五 36- 

4 2 , 九 2 3 - 2 7 ; 徒 三 6 - 8 ， 十 四 9 - 丨 0 > 。

択 治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二 章 8 至 1 〇 节 中 ， 第  

四 项 是 “医 病 的 恩 賜 ” （第 9 节 ； 参 2 8 、 

3 0 节  > 。 “医 治 ” 一 词 的 复 数 形 式 暗 示 保  

罗 并 非 认 为 这 是 一 种 能 力 ， 使 医 治 者 可 以  

治 好 所 有 疾 病 。 相 反 地 ， 这 恩 赐 实 际 是 指  

病 得 医 治 。 每 一 次 不 同 的 医 治 都 是 一 次 不  

同 的 恩 税 《 保 罗 再 次 强 调 医 治 者 要 在 每 一  

次 施 行 医 治 时 ， 信 靠 神 的 大 能 ， 透 过 他 賜  

下 新 的 恩 典 。 这 样 的 医 病 ， 就 是 耶 稣 的 事  

奉 及 早 期 教 会 宣 教 工 作 的 特 征 。

行 异 能

第 五 项 就 是 “行 异 能 ” （林 前 十 二 1 0 、 

2 8 、 2 9 ) 。 请 再 次 留 意 它 是 H ：数 形 式 。 保  

罗 亲 身 经 历 这 恩 賜 ， 因 为 行 异 能 是 他 个 人  

事 奉 的 特 征  < 罗 十 五 1 8 - 1 9 ; 林 后 十 二  

1 2 ; 加 三 5 ; 参 来 二 4 ) 。 他 对 行 异 能 的 观  

点 ， 可 能 和 医 病 是 有 分 别 的 ； 他 所 想 及  

的 ， 也 许 是 赶 鬼 ， 尽 管 这 并 非 有 关 经 文 之  

上 下 文 重 点 （参 林 前 十 2 0 、 2 1 ; 弗 二 2 > 。 

或 者 我 们 认 为 行 异 能 的 范 围 好 比 福 音 书 及  

使 徒 行 传 所 记 载 的 ， 包 括 “大 自 然 ” 的 神  

迹 及 审 判 的 神 迹 （例 ： 可 六 3 5 - 5 2 ， 十 一  

1 2 至 十 四 2 0 ; 徒 五 1 、 1 1 ， 十 九 1 1 - 1 2 ) 。

领 导 的 恩 賜  

使徒

在 賴 灵 恩 賜 中 ， 首 先 论 及 的 是 使 徒  

( 林 前 十 二 2 8 ; 弗 四 1 1 ) 。 由 於 这 恩 賜 是  

复 活 的 主 透 过 圣 灵 賜 下 的 ， 极 可 能 在 使 徒  

时 代 开 始 时 ， 这 些 被 耶 稣 选 定 及 训 练 的  

人 ， 已 获 得 第 二 次 的 授 权 ， 透 过 他 们 的 工  

作 ， 去 开 展 一 个 新 而 永 久 的 阶 段 ； 早 期 的  

阶 段 ， 只 是 一 个 预 备 阶 段 。 他 们 成 为 教 会  

的 基 础 ， 仅 次 於 基 督 （弗 二 2 0 ) 。

使 徒 的 责 任 是 宣 讲 、 教 导 及 治 理 。 他  

们 的 宣 讲 ， 是 基 於 他 们 与 基 督 的 联 合 ， 及  

从 祂 接 受 指 示 ， 这 包 括 见 证 她 的 复 活 （徒  

一 2 2 ) 。 信 徙 也 都 恒 心 遵 守 他 们 的 教 导  

( 徒 二 4 2 ) , 这 些 教 导 可 能 由 他 们 牢 记 於  

心 的 耶 穌 的 教 训 所 组 成 ， 并 藉 圣 灵 的 启 示  

而 增 多 （弗 三 5 ) 。 在 治 理 的 范 围 内 ， 他  

们 发 挥 不 同 的 功 能 。 广 泛 而 言 ’ 他 们 负 责

整 个 基 督 徒 群 体 的 生 活 及 福  

问 ， 他 们 在 记 念 主 受 死 的 圣 胬 。 奄充癸 

居 领 导 地 位 的 。 他 们 负 责 管 理 ^ 上 ，超 

需 要 的 弟 兄 们 时 依 的 私 ，•. $ 徒为冑需 要 的 弟 兄 们 收 集 的 扪 款 （徒 

至 这 工 作 沉 重 得 不 胜 负 荷 ， 才 特 = ，真

也 4 他 
■ = 教会增长并

些 人 负 责 （徒 六 1 -6 >,

们 所 负 责 的 （徙 五 1 • 1 

扩 展 ，

群 体  — ' - - » ✓ u  w , 〇 刃p  H可1唉 ， 气

恩 賜 透 过 他 们 临 到 信 徙 （徙 八 i 5 丨久的 

当 主 与 他 们 一 起 ， 他 们 运 用 的 超 自  

力 ， 如 赶 鬼 及 医 病 ， 现 在 仍 然 保 留 ，

为 他 们 权 柄 的 记 号 （徒 五 丨 2 ; 林 后 十 2  

1 2 > 。 他 们 与 长 老 一 起 ， 以 民 主 程 序 ^  

带 领 处 理 教 会 所 面 对 具 争 议 性 的 问 题 ’（ 

十 五 6 ; 参 六 3 > 。

教导

这 显 然 与 作 先 知 的 恩 賜 有 关 ，但要小 

心 分 别 的 ， 便 是 教 导 的 恩 賜 （林前十二  

2 8 - 2 9 ; 罗 十 二 7 > 。 先 知 是 话 语 的宣讲 

者 ； 教 师 则 是 解 释 先 知 所 宣 讲 的 ，把它们 

结 合 成 教 义 ， 并 使 它 们 应 用 在 教 会 所 生 活  

及 见 证 的 处 境 中 。 教 师 应 给 当 地 教 会 提 供  

有 系 统 的 教 导 （提 后 二 2 >。 在以弗所书  

四 章 1 1节 中 ， 保 罗 把 牧 师 的 观 念 加 在 教  

师 上 ， 因 为 若 要 有 效 的 教 导 ， 必先要爱护  

所 教 导 的 对 象 。 同 样 地 ， 要成 为一位有效  

的 牧 者 ， 他 必 须 也 成 为 一 位 教 师 。

令理成行政
林 前 十 二 2 8 ; 参 罗 十 二

早 期 教 会 的 组 织 还 未 成 形 ， 正式的职 

之 仍 未 设 立 ， 也 未 有 正 式 选 立 管 理 教 会 的  

R 员 。 因 此 ， 这 需 要 某 些 教 会 中 的 成 员 #  

g 受 及 运 用 管 理 的 恩 賜 ， 来 治 理 各 地  

5 聚 会 。 这 恩 赐 是 以 言 语 的 提 醒 及 智  

IJ断 来 引 导 教 会 的 亊 务 。 当 然 ， 那 ^姑 认  

卜 及 治 理 教 会 事 务 恩 賜 的 人 ， 渐 渐 ; ^ 是  

3 是 有 责 任 治 理 教 会 ， 而 = ⑵ 的  

& 永 久 性 的 。 他 们 成 为 了 教 会 内 的  

，、员 ， 出 任 基 督 徒 群 体 ， ^ 是  

f 政 工 作 。 无 论 如 何 ， 某 些 基 自 由 使  

t 公 认 接 受 了 治 理 的 恩 賜 ’ 因 ^ 辑 拜 的 串  

i 它 。 除 了 行 政 以 外 ， 管 理 公 部 ®  

卜， 是 需 要 有 智 》 及 洞 = 求 【 例处理这

些 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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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化 （罗 十 二 B )

拥 有 劝 化 恩 賜 的 人 是 要 与 基 • 督 徙 先 知  

及 教 师 紧 密 合 作 ， 来 使 用 这 恩 賜 。 它 们 的  

分 别 在 於 前 者 较 个 别 地 去 接 触 人 ， 他 如 要  

劝化成功， 就 筘 要 以 爱 的 说 月 S 力 ， 体 谅 及  

同 情 来 给 予 劝 化 ◊ 他 的 目 的 ， 是 要 使 埜 督  

徒 走 向 生 命 的 炸 峰 ， 并 向 基 督 作 出 更 深 的  

委身， 因 此 ， 把 劝 化 恩 賜 赐 下 的 灵 ， 也 会  

把 租 灵 的 说 服 力 及 吸 引 人 的 气 质 賜 下 。 

传裉存

另 一 项 賜 给 教 会 的 恩 賜 ， 是 传 福 音 的  

能力。提 雎 太 在 提 摩 太 后 书 四 章 5 节 中 被  

称 为 传 福 音 者 ； 在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一 章 8 节 

中，七 位 执 枣 之 一 的 腓 利 ， 也 同 样 称 为 传  

塥音者。 虽 然 传 福 音 的 责 任 在 理 论 上 是 每  

- 个 信 徒 应 有 的 ， 但 圣 灵 却 特 别 賜 给 某 些  

人。他 们 使 用 这 恩 賜 时 ， 必 须 知 逍 能 力 是  

从神而来， 不 应 单 靠 热 心 及 熟 练 的 技 巧 。 

他们若是如此， 就 淸 楚 表 明 圣 灵 没 有 与 他  

们同在。 传 福 音 的 人 如 同 漏 斗 般 ， 带 人 信  

主，而 且 加 入 教 会 ， 接 着 ， 便 由 运 用 其 他  

恩 晛 的 人 去 建 立 他 们 。

服侍的恩賜

正 如 保 罗 所 称 ， 所 有 厲 灵 恩 賜 都 是  

“神 性 能 力 的 行 动 ” （林 前 十 二 6 > , 因 此 ， 

他 你 恩 賜 为 “服 侍 的 行 为 ” （第 5 节 > 。 一 

句 说 话 或 一 个 行 动 ， 只 有 在 它 显 出 神 的 恩  

典 及 服 侍 他 人 时 ， 才 可 称 为 ® 灵 恩 賜 。 有 

时，保 罗 在 说 到 这 服 侍 的 行 为 时 ， 没 有 把  

它 们 作 出 特 别 的 区 分 （罗 十 二 7 ; 林 前 十  

六丨5 ; 参 彼 前 四 1 1 ) ; 但 他 列 出 的 恩 賜  

中，就有4 种 服 侍 的 恩 賜 。

帮 助 人 的 思 I W  ( 林 前 十 二 2 8 >

我 们 可 以 从 使 徒 行 传 二 十 章 3 5 节 ， 

保 罗 劝 勉 以 弗 所 教 会 的 长 老 要 “扶 助 软 弱  

的人”及 记 念 主 的 话 ：“施 比 受 更 为 有 福 ”， 

来 了 解 “帮 助 ” 这 屈 灵 恩 赐 是 指 什 么 。 保  

罗 以自 己 为 例 ， 支 持 他 的 劝 勉 。 早 期 教 会  

似 平 实 行 对 信 徒 中 有 需 要 的 人 给 予 特 别 的  

关心，而 那 些 帮 助 贫 困 者 的 人 ， 被 视 为 圣  

以 合 予 他 们 这 服 侍 的 职 任 。 长 老 的 职 事 很  

可 能 是 从 治 理 或 管 理 的 恩 賜 开 始 ； 同 样  

地，执 亊 的 职 事 是 源 自 帮 助 人 的 恩 賜 。 执  

來 是 服 侍 那 些 有 需 要 的 人 （徒 六 1 - 6 > 。

取 侍 （和 合 本 作 “执 事

在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7节 中 ，服侍被称为  

一种恩賜 <•这词在新约有很多种用法，从 

一 般 的 服 侍 观 念 （林后五丨8 ，保罗把传  

道 称 为 和 好 的 服 侍 ）到特别的工作或任务  

《提前一丨 2 ) 。在 此 ， 很 难 知道 保 罗 的 确  

实 意 思 ， 或 者 ，这是指任何人在教会中为  

某 个 目 的 而 使 用 的 一 般 恩 賜 。

施 食

保 罗 称 施 舍 是 一 种 恩 賜 （罗十二 8 >。 

所有 人在 服侍 中 原 当 分 给 有需 要 的 人 及 穷  

人 。 但 这 特 别 的恩賜使一些人在 这些事上  

作 出 乐 意 的 奉 献 。保 罗还 指 出 ，这恩賜是  

要 在 “不 吝 啬 ”或 “自由” 中使用的。

怜 悯 人 的 （罗十二8>

怜 悯 人 的 行 为 ， 应 当 在 圣 灵 的 引 导  

下 ， 以 快 乐 的 心 来 表 达 „ 我们可能会感到  

奇 怪 ， 这 高 尚 的 行 为 何 以 需 要 恩 賜 ，但当 

时 的 环 境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解 释 u 在 当 时 ，向 

人 提 供 帮 助 是 会 引 致 危 险 的 。 当其他基督  

徒 有 需 要 ， 而 给 予 他 帮 助 ，便表明帮助的  

人 也 是 基 督 徒 ， 因 而 可 能 受 教 外 人 士 逼  

迫 。

这 恩 賜 会 在 个 人 身 上 不 断 显 出 ， 就如 

那 些 彰 显 先 知 恩 賜 的 人 ，经常被认定是先  

知 （林 前 十 二 2 8 , 十四 2 9 - 3 2 ; 弗 二 20, 

三 5 , 四 1 1 ; 参 徒 十 一 2 7 、2 8 , 十 三 1、2, 

十 五 3 2 ，二 十 一 9 ) ; 那些显 出教 师 恩賜  

的 人 ， 常 被 认 定 是 教 师 （林 前 十 二 28; 

加 六 6 ; 弗 四 1 1 ; 参 徒 十 三 1 ; 雅 三 1 ) ; 

因 此 ， 那 些 经 常 显 出 服 侍 恩 賜 的 人 ，很可 

能 被 认 定 是 执 事 （“服 侍 ”，罗十六卜，弗 

六 2 1 ; 腓一  1 ; 西 一 7 ， 四 7 ; 帖 前 三 2; 

提 前 三 8 、 1 2 , 四 6 >。 同 样 ，“监督” （主 

教 ）很 可能是 用 来 称 呼 那 些 经常 显 出 指 教  

及 领 导 恩 賜 的 人 （腓一丨； 提 前 三 2 ; 多 

一 7 > 。

恩賜的特征

对 保 罗 （为基督教定下屈灵恩賜的槪  

念 } 而 言 ，屈 灵 恩 賜 是 神 的 灵 的 作 为 ，具 

体 地 把 神 的 恩 典 ， 以 言 语 或 行 为 显 明 出  

来 ， 透 过 个 人 ， 成 为 别 人 的 塯 分 。

厲 灵 恩 賜 的 基 本 含 义 是 神 的 特 别 作  

为 ，即 使 透 过 个 人 表 达 出 来 ，也是真 实的。 

这 是 指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期 塱 可 以 显 出 这 些 恩  

賜 ， 除 非 他 向 神 开 放 ，并 倚 靠池 。 由此看



1484 shD ling en ci

来 ， 保 罗 可 以 说 某 人 “拥 有 ” 某 种 恩 赐  

( 罗 十 二 (；； 林 前 七 7 ， 十 二 3 0 ) ， 但 这 可  

能 是 一 种 简 单 的 讲 法 ， 即 某 些 人 向 神 的 恩  

典 开 放 ， 以 致 这 恩 典 透 过 他 们 以 特 别 的 方  

法 显 露 出 来 . .这 并 不 是 说 恩 赐 是 人 可 以 随  

意 命 令 的 能 力 ，这 就 如 说 我 们 “拥 有 圣 灵 ’’ 

— 样 （罗 八 2 3 > 。 可 是 ， 在 提 縻 太 前  

书 四 章 H 节 及 提 摩 太 后 书 一 章 6 节 ， 已 离  

开 了 这 基 本 的 意 义 。

厲 灵 恩 貺 是 任 何 能 具 体 表 达 神 的 恩 典  

的 审 件 、 说 话 或 行 动 。 在 这 观 念 中 ， 圣 礼  

可 以 是 “恩 典 的 途 径 ” （虽 然 新 约 圣 经 从  

不 如 此 称 它  > ， 就 如 其 他 说 话 及 行 动 一 样 。 

在 确 认 这 些 后 ， 我 们 便 能 认 识 这 些 恩 賜  

( 例 ： 罗 十 二 6 - 8 ;  林 前 十 二 8 - 1 0 ) 不 是  

绝 对 或 没 有 遗 漏 的 ， 它 只 是 圣 灵 典 型 的 显  

现 （或 只 是 读 者 所 认 识 又 或 是 他 们 需 要 提  

醒 的 项 目  > 。 不 同 的 厲 灵 恩 賜 清 单 ， 显 示  

保 罗 并 非 要 迖 立 一 份 清 楚 界 定 的 属 灵 恩 賜  

目 录 ； 他 只 是 选 出 可 以 让 我 们 看 见 神 在 祂  

的 教 会 中 彰 显 其 恩 典 的 几 种 活 动 及 言 语 。

我 们 可 以 相 信 ， 保 罗 认 为 所 有 基 督 徒  

都 有 恩 賜 ， 这 一 点 是 很 重 要 的 。 凡 “有 ” 

圣 灵 的 ， 若 向 圣 灵 开 放 及 由 圣 灵 引 导 （罗 

八 9 、 1 4 > ， 便 会 藉 某 种 方 式 显 出 神 的 恩  

典 ； 他 也 应 向 圣 灵 的 能 力 开 放 ， 使 圣 灵 的  

能 力 可 以 在 圣 灵 的 群 体 中 ， 透 过 特 殊 的 言  

语 及 行 动 显 露 出 来 。 对 保 罗 而 言 ， 教 会 是  

基 督 的 身 体 。 身 体 中 不 同 肢 体 的 功 用 ， 可  

以 作 为 厲 灵 恩 賜 的 例 子 （罗 十 二 [ G ; 林  

前 十 二 1 4- 3 0  > 。 除 非 个 别 信 徒 显 出 恩 賜  

的 功 用 ， 否 则 就 不 能 显 出 身 体 中 肢 体 的 作  

用 。 圣 灵 的 恩 賜 是 基 督 身 体 活 力 的 表 现 。 

就 如 身 体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肢 体 ， 但 却 如 一 个  

身 体 地 发 挥 功 用 ； 同 样 ， 信 徒 的 个 别 功 用  

( 恩 賜 ）， 带 来 教 会 的 合 一 。 这 样 ， 厲 灵  

的 恩 賜 基 本 上 是 賜 给 群 体 的 ， “叫 人 得 益  

处 ’’ （林 前 十 二 7 > 。 这 就 是 为 何 以 自 私 及  

没 有 爱 的 态 度 去 追 求 恩 賜 ， 是 错 误 而 白 费  

心 机 （十 三 丨 -3 K 屈 灵 的 恩 賜 不 是 为 个  

人 的 哀 好 或 好 处 而 使 用 （或 许 说 方 言 是 例  

夕卜， 这 就 是 为 何 保 罗 认 为 它 的 价 值 最 低 ）。 

人 获 得 恩 賜 ， 是 因 为 神 选 择 他 ， 并 透 过 他  

在 别 人 身 上 作 工 。 更 清 楚 地 说 ， 人 获 得 恩  

賜 ， 为 要 透 过 他 ， 给 整 个 群 体 带 来 祝 福 。 

个 人 的 厲 炅 健 康 及 培 育 ， 与 整 个 身 体 的 健

康 和 平 安 是 分 不 开 的 （林 前 ^ ___

弗 四 1 6 > 。 〜

从 保 罗 时 代 到 现 在

保 罗 并 没 有 淸 楚 指 出 B 灵的  

基 锊 再 来 前 停 止 。 虽 然 有 人 符 哥 全 4

- 三 帘 8 至 1 0 节 所 教 导 的 是 ：

屈 於 早 期 教 会 ， 但 “完 全 ，，应 

时 的 成 熟 阶 段 。 亊 实 上 ， 苔 以 “  来 
过 言 语 或 行 动 把 恩 典 显 出 ■ " 二 透

看
并 传 给 别 人 A

厲 灵 恩 賜 是 从 没 有 缺 少 的  

但 若 从 较 窄 的 观 点 来 了 解 輯 灵恩槐 

会 把 焦 点 放 在 先 知 、 方 言 及 医 治 等 较  

殊 的 表 现 上 ； 这 样 ， 它 们 的 确 似 乎 自  

纪 中 叶 以 后 ， 便 在 教 会 生 活 的 主 流 中 ^ 央  

了 。 对 於 马 可 福 音 （十 六 1 7 ) 最后所说 

的 话 ，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 爱 任 纽 及 特 土 良 都 

证 实 直 到 他 们 的 时 代 ， 这 一切都是可以 绳  

续 经 历 的 ； 但 四 世 纪 的 屈 梭 多 模 及 希 坡 的  

奥 古 斯 丁 都 认 为 那 是 过 去 的 经 历 。主要原 

因 是 教 会 愈 来 愈 变 得 组 织 化 ， 并且以資立 

来 逐 步 代 替 恩 賜 ， 作 为 圣 灵 的 记 号 ：基督 

的 身 体 也 变 成 了 等 级 制 度 ， 而 “圣灵的恩 

賜 ” 一 词 便 用 以 指 以 赛 亚 书 H 章2节。 

这 些 世 纪 以 来 ， 虽 然 不 断 有 人 宜 称 一 种 或

多 种 较 特 殊 的 恩 賜 的 存 在 —— 著名的孟他 

努 派 （二 世 纪 ）、 约 雅 斤 （1 1 3 2 ?  -1202>， 

以 及 不 少 重 洗 派 信 徒 ， 并早 期的 贵格会信  

徒 ； 但 这 些 人 通 常 都 被 排 挤 至 甚 督 教 的 边  

缘 或 甚 至 受 到 迫 害 。 正 统 派 害 怕 这 些 狂 热  

分 子 ， 因 此 在 处 理 这 些 事 时 ， 经常滥用教

会 的 权 威 。

嚴 近 的 发 展 却 转 了 一 个 新 方 向 。十九 

世 纪 末 对 厲 灵 恩 賜 的 重 新 注 视 ， 尤其是^  

治 及 说 方 言 ， 演 变 成 为 二 十 世 纪 的 五 3 销 

运 动 。 由 於 接 纳 了 五 旬 节 宗 是 越 哲 教 g 原 

三 或 第 四 主 流 （与 东 正 教 、 天主教 '  的 g 

派 并 列 ）， 加 上 在 旧 的 宗 派 内 有 f 二恃性 

兴 ， 因 此 ， 基 督 徒 生 活 及 敬 拜 的  

得 到 普 遍 认 可 ， 甚 至 出 现 於 天 主 是 °否对 

於 灵 恩 派 充 满 动 感 的 仪 式 及 敬 拜 ^ 需 拭 _ 

以 和 保 守 派 的 教 导 及 传 统 结 合 ’

以 待 。 ■^-1495:

参 “圣 灵 ” 1 3 8 1 :  “说方曰

“圣 灵 的 洗 ” 1 3 8 7 。 Ttie〇l〇gy〇f
参 考 书 目 ： F .D .  B r u n e r，A



shii w6 i c5o / xing hua 1485

f/,e Holy Spirit; M. G r i f f i t h s ,  G r a c e -Gifts;

H o e k e m a ,  T o n g u e s  a n d  S p i r i t  

Qaptism; L. M o r r i s ,  S p i r i t  o f  t h e  L i v i n g  

Q〇d： H .W . R o b i n s o n ,  T h e  C h r i s t i a n  

“ peri enc  e o f  t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J . R .  

yVilliams, T h e  G i f t  o f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Today.

鼠尾草/ 杏花
Sage
shCk w6 i cdo / x ln g  h u a

在 巴 勒 斯 坦 生 长 的 椬 物 ， 高 3 呎 。 把  

它压平时， 花 簇 的 形 态 就 如 犹 太 人 所 用 的  

7个 枝 子 的 灯 台 式 样 （出 三 十 七 1 7 - 2 0 〉。

参••植物（鼠 尾 草 ）” 2 2 9 2 。

属血气的人
Man, N a t u r a l
shd xiS(xu^) ql de r 6 n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1 4 节 的 一 个 用 词 。

•‘届血气的” 或 “血 气 的 ” 这 形 容 词 ， 也 

出 现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4 4 节 《两 次 > 

及4 6节 ； 和 犹 大 书 1 9 节 。 这 形 容 词 源 自  

通 常 译 作 “灵 魂 ” 的 希 腊 名 词 。 然 而 ， 它 

在 圣 经 中 的 意 义 则 由 上 下 文 来 决 定 。 在 哥  

林多前书， 4 次 郎 是 与 “械 灵 的 ” 作 尖 锐  

的对比， “屈 灵 的 ” 这 形 容 词 常 在 新 约 中  

出现，尤 其 在 保 罗 的 书 信 中 ， 几 乎 每 一 次  

都 是 指 圣 灵 的 工 作 。 应 用 在 事 物 上 ， “属 

灵的”就 是 指 从 圣 灵 而 来 ， 或 由 圣 灵 而 生

的 （律 法 ----罗 七 1 4 ; 恩 賜 ----- 林 前 十 二

I; 祝 福 ----弗 一  3 ; 祭 物 ----- 彼 前 二 5 >。

应 用在 人 身上 ， 是 指 有 圣 灵 的 内 住 、 激 发  

和 引 导 （林 前 二 1 5 ， 十 四 3 7 ; 加 六 1 ) 。 

“楫 血 气 的 ” 用 作 与 “厲 灵 的 ” 相 对 时 ， 

一 般 是 形 容 缺 乏 圣 灵 的 或 敌 对 圣 灵 的 。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二 章 1 4 、 1 5 节 中 ， “屈 血 气 的  

人”拿 来 与 “ ■ 灵 的 人 ” 作 一 对 比 。 这 对  

比 的 重 点 在 乎 显 出 圣 灵 在 启 示 方 面 的 工 作  

( 参 林 前 二 1 0 ) 。 这 启 示 的 工 作 范 围 广 泛  

(第丨〇节 ： “万 事 ”， 甚 至 包 括 “神 深 奥 的  

亊”>， 且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林 前 二 11:  “除 

了神的灵 ， 也 没 有 人 知 道 神 的 事 ”>。 只 

有 接 受 神 的 人 才 明 白 所 启 示 的 事 情 （林 前  

二丨2> ; 只 有 他 们 才 能 理 解 》 “不 是 用 人  

智 恝 所 指 教 的 言 语 ， 乃 是 用 圣 灵 所 指 教 的

言 语 。” （林前二1 3 >

在 这 段 经 文 内 ，城血气的人就是那不  

接 受 从 神 的 灵 而 来 的  < 林前 二 1 4 > 。他不 

单 不 接 受 ， 还 看 这 些 亊 是 “愚 拙 的 ”，他 

不 能 理 解 这 些 事 ， 因这些事涫要用灵去辨  

别 。 他 看 为 愚 拙 ， 因 为 他 不 信 《林前一  

2 1 ; 参 一 1 8 、 2 3 ) ; 他 不 能 辨 别 ， 因为 

辨 别 的 能 力 是 从 圣 灵 而 来 的 。显然在保罗  

心 目 中 ，这些人完全没有圣灵和神所显明  

的 真 理 ， 甚 至 敌 挡 池 。 第 14节的主词於  

新 国 际 译 本 作 “没有圣灵 的人” ；新英语 

圣 经 作 “不 属 灵 的 人 ” ； 当 代 圣 经 （英文 

版 ） 作 ‘‘一 个 非 基 督 徒 ”。

在 其 他 新 约 经 文 中 ，“厲血气的也明  

显 是 敌 挡 圣 灵 的 。 在 雅 各 书 三 章 1 5节 ， 

厲 血 气 的 （屈 情 欲 的 ）智 葱 也 被 称 为 “厲 

鬼 魔 的 ”， 即 是 从 魔 鬼 而 来 的 ，与 嫉 沪 、 

纷 争 、 自 夸 和 说 谎 （雅 三 1 4 、 1 6 ) 同出 

一 辙 ， 都 是 敌 挡 “从 上 头 来 的 智 恝 ”，后 

者 “先 是 清 洁 ，后 是 和 平 ，温 良 柔 顺 …… 

没 有 偏 见 ，没 有 假 冒 （三丨5 、 1 7 >。在 

犹 大 书 1 9 节 ，那 些 引 人 结 党 的 “好讥诮  

的 人 ”， 被 称 为 “屈 乎 血 气 ”的 人 ，作者 

并 立 即 补 充 说 ，他 们 是 “没 有圣 灵 的 人 ”。

上 述 这 些 经 文 里 ， m 灵与屈血气的对  

比 ， 其 实 就 是 圣 灵 与 反 叛 的 罪 人 的 对 比 。 

但 是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十 五 章 4 4 至4 G 节所对  

比 的 却 有 所 不 同 ，这里所对比的是死去的  

身 体 和 复 活 的 身 体 。信 徒 那 葬 在 m 里的 

( “所 种 的 是 屈 血 气 的 身 体 （第4 4节 

上 > ; 从 死 里 复 活 的 身 体 ，是 犋 灵 的 身 体 ， 

即 是 由 圣 灵 更 新 和 改 变 的 身 体 （罗 八 1 U 。 

然 而 ， 4 4 节 下 与 4 5 节 上 作 者 追 溯 创 世 记  

二 章 7节 来 讨 论 屈 血 气 的 身 体 ，提到创世  

时 人 类 未 堕 落 前 的 亚 当 ，可见圣经所谓屈  

血 气 的 也 是 指 原 本 被 造 的 。本来神所造的  

是 “很 好 ” 的 （创 一 3 1 ) , 但由於人类犯  

罪 ， 这 屈 血 气 的 身 体 就 产 生 敗 坏 与 死 亡  

了 。 因 此 ， 从 原 来 创 造 的 角 度 看 ，屈血气  

的 人 背 叛 、犯 罪 是 不 正 常 的 。圣灵在基督  

里 的 抗 衡 工 作 ， 不单要去除这不正常的状  

况 ， 还 要把 原 来 创 造的 目的 圆满 地实 现 出  

来 （罗 八 1 9 - 2 3 ; 林后五 1 7 >。

Richard B . Gaffin, Jr.

参 - 人 观 • 1199: ■•新人和旧人•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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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Tree
shCi

参 “植 物 （树 ）” 2 2 9 2 。

树 胶 / 香料
Gum
shii j i a o  / x ia n g  l i^o

三 1 1 ， 钦 定 本 作 “香 料 ”）， 用 作 商 业 贸  

易 。 黄 蓍 厲 灌 木 是 近 东 常 见 的 植 物 。 从 黄  

菅 树 植 物 所 出 的 黄 蓍 胶 ， 今 日 仍 有 商 业 价  

值 。

参 “ 植 物 （戸 荟 、 香 树 脂 、 没 药 ）" 2 2 9 2 。

树林
Forest
s h D  H n

参 “ 植 物 （树 林 ） ” 2 2 9 2 。

竖 琴 / 琴 / 瑟
Harp
shCi  q i n  /  q i n  /

弦 乐 器 。

参 ••音 乐 和 乐 器 （尼 贝 尔 ） ” 2 1 2 5 。

术士
Wizard
s h u  s h i

参 **法 术 / 邪 术 ” 3 8 0 。

然 后 计 算 出 总 值 ， 就 可 以 确 定 圣 经 的

是

数 字 的 表 达 方 式

希 伯 来 文 与 其 他 闪 系 语 文 〜

个 简 单 却 足 够 的 数 字 表 达 的 系 有 〜  

是 形 容 词 ， 随 后 的 数 字 却 是 名 词  

形 态 ， 也 有 女 性 形 态 ， 但 男 性 形 ^ 有 男 性  

女 性 名 词 ， 反 之 亦 然 。 有 序 数 是 用 於  

二 、 第 三 等 等  > ， 也 有 甚 数 （丨 ^  

但 正 如 许 多 语 言 系 统 一 样 ， 后 者 可 ^  

前 者 （“日 二 ” 代 替 “第 二 日 ） 由 

至 “1 9 ” 是 个 位 数 字 的 g 合 字 ，

“1〇”的 a 数 字 ，‘‘川 ’’、“t o ”等则是  

“4 ” 等 的 复 数 字 。 到 了  “― 百 ，， 是〜乂 

新 字 ； “千 ’’和 “万 ’’也 另 有 新 宇 ，

腊 文 、 中 文 和 许 多 语 文 一 样 。 更大的数字 

必 是 这 些 数 字 的 复 合 形 式 （例 ： “万 万 ” 

或 “千 千 万 万 ”）， 显 示 这 些 人 口 不 多 的 小  

国 不 常 用 这 么 大 的 数 字 。 希伯来文不仅有  

单 数 和 复 数 ， 同 时 也 有 双 数 的 形 式 ，来表 

达 任 何 数 字 的 两 倍 （例 ：“2 0 0 ”、“2,000，，)。 

此 外 ， 也 有 分 数 K 、 沁 、 ！/i〇等 。 力口、减 

乘 、 除 也 有 使 用 ， 我 们 可 在 圣 经 中 找 到 每  

一 项 的 例 子 。 希 伯 来 人 的 计 算 方 法 ，基本 

上 是 亚 西 亚 西 面 地 区 的 箅 术 系 统 的 一 部

分 ， 我 们 可 从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埃 及 得 到 大 里  

的 资 料 。 当 然 ， 这 些 国 家 使 用 的 算 术 系 统  

是 远 较 以 色 列 所 用 的 完 善 ； 以色列若要使  

用 较 先 进 的 算 术 ， 大 可 从 这 国 家 借 用 。例 

如 ，所 罗 门 建 造 圣 殿 时 征 用 腓 尼 基 的 工 匠 ， 

就 必 须 要 求 十 分 准 确 的 计 算 。

数 字 和 数 字 学
Numbers and Numerology
s h i  ̂z i h e  shQ zi x u 6

圣 经 中 的 数 字 同 时 有 象 征 和 字 面 的 意  

义 。 在 但 以 理 书 和 启 示 录 的 某 些 部 分 ， 可  

窥 见 一 套 很 有 规 模 的 数 字 学 系 统 。 作 者 以  

特 定 的 方 式 ， 应 用 有 相 关 性 的 一 套 数 字 。

在 传 统 上 ， 保 守 派 的 基 督 徒 一 直 对 数  

字 学 存 疑 ， 因 为 有 些 基 督 徒 试 图 找 出 旧 约  

的 每 一 个 数 字 的 神 学 意 义 ， 即 使 明 显 只 有  

字 面 意 义 的 数 字 也 * 不 例 外 。 这 观 念 是 承 袭  

自 在 基 督 教 以 前 的 一 个 犹 太 神 秘 主 义 团 体 ， 

后 来 卡 巴 派 更 把 这 种 释 经 法 推 展 至 极 端 。 

一 些 激 进 的 派 系 声 称 他 们 只 要 数 劳 1不 同 经  

节 ^ 字 母 ， 或 给 予 每 — 个 字 母 一 个 数 值 ，

字 的 写 法  ^
圣 经 中 的 数 字 通 常 是 用 数 目 的 单 子 一  

来 的 ， 正 如 在 著 名 的 摩 押 石 碑 和 西  

文 上 一 样 。 不 过 ’ 在 古 代 世 界 里  

国 家 都 可 以 各 类 的 图 ， 或 符 号 匕 来 在  

( 像 我 们 的 一 、 二 . 三 ）。 这 些 代 

色 列 及 邻 近 国 家 的 古 代 泥 版 或 = 的抄 

物 上 出 现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旧 的 

， 也 使 用 这 等 符 号 ， 而 由 於 贼 上 笤  

误 ， 以 致 现 今 的 版 本 在 数 字 、 个理 

显 的 矛 盾 。 有 些 地 方 肯 定 可 ^ 合 堉 #  

去 解 释 。 由 於 有 这 种 出  

人 多 半 用 数 目 的 单 字 去 记 耵 能 性 6  

不 能 完 全 杜 绝 错 漏 ， 但错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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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低。 另 一 个 希 伯 来 人 和 希 腊 人 都 熟  

悉 的 数 字 写 法 ， 是 用 字 母 代 替 数 字 （例 ： 

& A 代表丨， B 代 表 2 等 等  > 。 这 是 新 约 时 代  

广 泛 应 用 的 方 法 ， 也 常 用 於 现 代 的 希 伯 来  

文。这 写 法 有 一 个 好 处 ， 就 是 在 数 字 上 随  

意加上子音， 即 变 成 可 读 的 字 ， 造 出 另 — 

个字来。 例 如 ， 兽 的 数 目 （启 十 三 丨 8) 

“六百六十六” 用 字 母 表 达 出 来 ， 就 可 拼 出  

•‘该撒尼渌” 的 名 字 （尽 管 也 可 拼 出 其 他 名  

字，允 其 是 采 纳 不 同 抄 本 之 “六 百 一 十 六 ” 

这数字的时候  >。 然 而 ， 这 种 记 录 数 字 的 方  

式 仍 有 机 会 出 错 ， 例 如 ： 某 一 个 字 母 仓 猝  

写 成 了 另 一 个 字 母 ， 又 或 阅 读 时 看 错 了 等 。 

圣 经 中 的 数 字 出 现 一 些 反 常 情 况 或 明 显 的  

不—致 ， 常 归 咎 於 这 种 错 误 。

另 一 方 面 ， 若 毫 不 分 辨 的 使 用 这 方  

法，可 以 从 圣 经 任 何 的 数 字 造 出 名 字 来 。 

例如，亚 伯 拉 罕 的 3 丨 8 个 仆 人 （创 十 四 14, 

经 文 描 述 的 情 辱 : 似 乎 显 示 这 只 是 一 个 字 面  

的数字 可 以 变 成 另 有 所 指 的 暗 示 ， 即 

亚 伯 拉 罕 的 仆 人 以 利 以 谢 ， 或 暗 指 律 法 ， 

甚 或 可 变 成 暗 指 基 督 和 十 字 架 的 隐 喻 。

大数目的问题

纵 使 我 们 接 受 上 述 一 切 有 关 数 字 的 可  

能解释，但 圣 经 记 栽 的 大 数 字 ， 尤 其 在 旧  

约> 仍 有 一 些 费 解 的 问 题 。 最 明 显 是 （创 

世 记 第 五 章 ） 所 载 1 0 位 长 寿 的 列 祖 的 年  

龄问题。 在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 撒 玛 利 亚 译 本  

和 早 期 希 腊 文 译 本 （七 十 士 译 本 ） 中 记 载  

的 数 字 并 不 一 致 （相 距 几 百 年 ）， 但 所 有  

效字都很巨大。 有 些 人 接 受 这 些 数 字 的 字  

面意义， 并 指 出 这 些 列 祖 的 年 龄 是 陆 续 下  

降，直 至 挪 亚 时 期 的 1 2 0 岁 （创 六 3 ) ， 以 

至 后 来 普 遍 接 受 人 一 生 的 年 日 是 7 0 岁 

(诗九十丨〇>。 这 种 情 况 正 与 人 类 灵 性 衰  

^ 的情况 — 致 。 人 类 自 始 祖 犯 罪 堕 落 后 ， 

屯 性 日 渐 畋 坏 ， 由 亚 当 的 完 美 状 况 一 直 袞  

场 ^ 今 日 的 境 况 。 不 过 ， 无 论 如 何 解 释 圣  

字 ， 圣 经 这 种 神 学 上 的 意 图 是 毫

他们2 伯 来 人 虽 没 有 完 全 采 用 十 进 制 ， 但 

以 许 数 目 部 以 十 为 甚 数 ； 但 苏 默 人 却  

莩 ^ 为 驻 数 。 因 此 ， 一 些 早 期 抄 本 在 数  

为 丄 现 混 乱 ， 可 能 由 於 要 将 所 有 数 字 改  

4 十 为 基 数 的 关 系 。

离 开 埃 及 的 以 色 列 人 数 也 引 起 问 题 。 

若 实 际 能 打 仗 的 壮 丁 有 6 0万 人 （民 一 化 ）， 

则 整 个 民 族 应 有 2 0 0 万 或 超 过 2 0 0 万 人 。 

6 〇 万原 文作 6 0 0个 一 千 ， “千 ”字可能意  

思 是 “族 ”， 或 是 “族 长 ”。 6 0 0个 “族” 

的 人 数 明 显 少 得 多 了 。 当 然 ，神可以在旷  

野 养 活 不 管 数 目 多 少 的 人 的 性 命 ，但考古 

发 现 的 证 据 显 明 迦 南 地 的 人 口 ，无论在以 

色 列 人 进 侵 之 前 或 之 后 ，数目都没有那么  

多 。 相同的理由可以解释以色列各支派为  

何 有 如 此 众 多 的 壮 丁 ，以及较后期历史书  

中 以 色 列 和 犹 大 为 何 有 如 此 庞 大 的 军 队 。 

“千 万 ’’可 能 是 军 队 征 兵 的 总 数 字 （例士 

五 8 > ， 在 旧 约 中 常 有 这 样 的 用 法 。 正如 

上 述 ，庞 大 的 数 字 在 新 约 中 很 罕 见 ，只 ^  

在 启 示 录 ，但 其 肯 定 是 象 征 性 的 用 法 （例 ： 

“千 千 万 万 ”>。

对 一 般 读 者 来 说 ，历代志和列王纪记  

述 同 一 事 件 ，所 载 的 数 字 却 有 差 异 ，这可 

能 是 大 问 题 之 一 。抄 写 错 误 、数字符号或  

字 母 的 混 淆 ， 都可以解释很多不一致的地  

方 ，但 不 能 解 释 全 部 的 差 异 ，特别是历代  

志 的 数 字 全 都 是 较 大 的 数 字 。这些较大的  

整 数 可 能 有 重 要 的 象 征 性 意 义 ，而完全不  

能 取 其 字 面 意 义 。 犹太人既同时有列王纪  

和 历 代 志 在 面 前 ，他们很难同时接受两组  

数 字 的 字 面 意 义 。

以世代为数

旧 约 其 中 一 个 问 题 是 记 录 事 件 发 生  

的 日 期 。 即 使 有 准 确 的 计 箅 方 法 ， 却没  

有 一 个 绝 对 的 计 箅 起 点 。 后 期 的 犹 太 人  

和 蓰 督 徒 是 从 假 设 的 创 造 日 期 开 始 计 箅  

的 。 在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的 时 代 之 后 ， 常以 

犹 大 和 以 色 列 诸 王 的 年 期 比 对 ， 以及和  

以 色 列 国 外 的 君 王 的 年 期 比 对 。 这种不  

明 确 的 记 录 ，解 释 了 为 何 旧 约 常 用 ‘‘四 

十 年 ” 这 含 糊 的 数 字  < 例 ： 士 师 记 ），去 

代 表 一 段 颇 长 却 不 能 确 定 的 时 期 ， 这几  

乎 可 以 肯 定 是 代 表 一 个 世 代 。 在圣 经某  

些 地 方 ， 以 世 代 为 数 是 明 显 的 ’ 有些地  

方 却 较 为 含 蓄 。 例 如 说 ，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到 “第 四 ，，代 才 回 到 迦 南 地 （创十五  

16 > ; 此 外 ，耶 穌 的 家 谱 也 仔 细 的 分 成 3 

组 1 4个 世 代 （太 一 口 ），而 不 是 载 明年 期 。 

记 录 或 引 述 家 濟 ， 不 管 什 么 地 方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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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很 自 然 的 以 世 代 为 数 。 不 过 ，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商 约 在 4 ()()年 之 后 回 到 迦 南 地 （加 

三 1 7 ) ， 因 此 ， “世 代 ” 这 词 有 时 适 指 1 0 0  

年 。 希 伯 来 文 “世 代 ” 一 词 也 可 指 丨 ‘2 0 年  

( 创 六 3 > 。 一 般 来 说 ， 古 代 希 伯 来 人 常 用  

含 糊 的 句 子 ， 如 “在 那 些 日 子 ”、 “那 些  

日 子 之 后 ” 和 “将 要 来 的 日 子 ” 去 表 达  

过 去 、 现 在 和 将 来 ， 而 不 提 任 何 明 确 的  

年 数 。 换 句 话 说 ， 圣 经 作 者 所 关 注 的 是  

神 学 ， 而 不 是 数 学 。

约 数 的 使 用

在 旧 约 里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4 0 年 是  

使 用 约 数 的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 （民 十 四 3 3 > 。 

此 外 ， 新 约 记 述 耶 穌 在 旷 野 受 试 探 4 0 昼  

夜 （太 四 2 又 说 她 在 复 活 后 4 0 日 升 天  

( 徒 一 3 ) 。 摩 西 蒙 召 时 是 4 0 岁 （徒 七 2 3 > ,  

在 米 甸 住 了  4 0 年 （出 七 7 > , 又 花 了  4 0 年  

时 间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和 在 旷 野 飘 流 ， 

因 为 圣 经 说 他 死 时 是 1 2 0 岁 （申 三 十 四 7 > 。 

还 有 ， 一 般 认 为 健 康 的 人 可 以 活 到 8 0 岁 ， 

即 两 个 世 代 （诗 九 十 1 0 ) , 但 往 往 因 生 命  

中 各 种 困 苦 的 遭 遇 而 缩 短 至 7 0 年 ； 故 此  

有 时 候 ， 7 0 年 也 用 以 表 达 人 一 生 大 槪 的  

年 岁 。

在 希 伯 来 文 中 ， 连 续 递 增 的 数 字 也 可  

用 来 表 达 一 个 约 数 。 由 於 希 伯 来 诗 歌 喜 欢  

用 平 行 句 ， 第 一 句 若 有 一 个 数 字 ， 下 一 句  

会 使 用 一 个 较 大 的 数 字 （例 ： 箴 六 1 6 > ,  

而 实 际 并 非 要 强 调 数 字 。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例  

子 是 ， 希 伯 来 人 说 “以 前 ”， 字 面 却 是  

“昨 天 和 三 天 之 前 ”， 其 实 是 含 糊 地 指 过  

去 的 时 间 （出 四 丨 〇 ) 。 同 样 ， “明 日 ” 和  

“第 三 天 何 六 2 ) , 也 可 能 用 以 表 示 未  

来 一 段 不 确 定 的 时 间 ， 当 然 也 可 能 只 有 字  

面 的 意 义 。

总 括 性 的 计 算

在 许 多 语 言 中 ， 包 括 希 伯 来 文 和 中  

文 ， 数 目 和 日 子 的 计 算 是 总 括 性 的 ， 而 不  

是 除 头 去 M 的 。 因 此 ， 在 新 约 中 ， 星 期 五  

的 黄 昏 至 星 期 日 的 早 晨 被 描 述 为 “三 日 ” 

( 可 八 3 丨 ）。 这 方 法 大 槪 是 源 自 数 箅 动 物  

或 物 件 ， 这 样 数 箅 必 是 总 括 性 的 。 虽 然 在

数 苒 和 称 僦 物 件 的 骓 本 数 字 用 法 上 没 有 问  

题 ， 但 在 加 减 不 同 时 期 的 时 候 ， 却会造成 

混 乱 。

象 征 性 的 用 法

“七 ” 的 象 征

在 圣 经 里 ， “七 ” 象 征 完 整 或 完 全 ： 

在 第 七 日 ， 神 歇 了 祂 一 切 的 工 ， 而创造也 

完 成 了  （创 二 2 >  ; 法 老 在 梦 中 看 见 有 7 

头 牛 从 尼 罗 河 上 来 （创 四 H - — 2> ; 参孙 

那 象 征 拿 细 耳 讲 言 的 长 发 ， 结 成 了  7条发 

绺 （士 十 六 1 3 >  ; 曾 有 7 个鬼 从抹大拉的  

马 利 亚 身 上 赶 出 来 ， 那 7 个 鬼 代 表 她从 前  

完 全 被 撒 但 操 纵 （路 八 2 > ; “另有七个 

鬼 ” 进 入 了 一 个 已 蒙 洁 净 、 但心里却仍空  

虚 的 人 身 上 （太 十 二 4 5 ) 。 从 正 面 来 说 ， 

神 也 有 七 灵 （启三丨 >  ; 希 伯 来 人的 奴隶  

第 七 年 要 被 释 放 （出 二 十 一 2 ) , 因为他 

服 侍 和 被 辖 制 的 年 期 已 满 ， 每逢第七年是  

安 息 年 （利 二 十 五 4) ; 7 乘 7 是重复的完

整 的 意 思 ： 禧 年 来 临 （第 五 十 年  >，各人 

可 领 回 自 己 的 产 业 （利 二 十 五 1 0 ) ; 五 

旬 节 ， 即 七 七 节 ， 是 逾 越 节 第 七 个 七 日 之  

后 •， “七 十 ”在 希 伯 来 文 是 “七 ”的复数， 

是 加 强 完 全 的 概 念 ：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有 70 

个 长 老 （出 二 十 四 U  ; 主 曾 差 逍 70个门 

徒 出 去 传 道 （路 十 1 > 。 以 色 列 人 被 掳 巴  

比 伦 7 0 年 （耶 二 十 五 1 2 ) ， 惩 罚 才 结 束 。 

“七 十 个 七 次 ” （太 十 八 2 2 ) 更加强完全  

的 含 义 ， 主 并 非 要 彼 得 计 箅 饶 恕 安 得 烈 的  

次 数 ， 而 是 强 调 对 弟 兄 的 罪 要 无 限 地 宽  

容 。

“三 ” 的 象 征

“三 ” 有 时 也 代 表 完 整 和 完 全 的 意 思 ， 

但 没 有 那 么 强 烈 （王 下 十 三 1 8 > 。许多事 

都 是 发 生 在 “第 三 日 ” （何 六 2 ) ; 约拿 

在 鱼 腹 里 逗 留 了  3 天 （太 十 二 4 0 > 。 主也 

在 第 三 天 复 活 （林 前 十 五 ; 神给大卫 

迭 择 不 同 刑 罚 的 期 限 —— 7 年 、 3个 月 、3 

日 （撒 下 二 十 四 1 3 > 。 对 基 锊 徒 来 说 ， 

“三 ” 这 数 字 有 更 深 的 意 义 ， 因为那是神  

的 位 格 的 数 目 。 神 的 3 个 位 格 在 大 使 命  

( 太 二 十 八 1 9 > 和 保 罗 的 祝 福 中 （林后十 

三 1 ) , 清 楚 的 表 明 出 来 。 新 约 中 有 许 多  

地 方 表 明 这 3 个 位 格 ， 而 旧 约 也 有 不 少 地  

方 显 示 对 这 3 个 位 格 的 期 待 ， 其中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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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承3节 的 三 费 “圣 哉 ” 最 为 人 熟 悉 。

的 象 征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四 ” 是 另 一 个 象 征 完  

全 的 数 字 （天 的 四 风 ， 但 七 2 ; 4 个 骑 马  

的人，启 六 1 - 7 ; 围 绕 神 宝 座 的 4 个 活 物 ， 

启四6)» “五 ’’显 然 是 一 个 没 有 特 另 1 | 含 义  

的 小 数 目 （赛 十 九 1 8 , 三 十 1 7 > 。 “ 八 ”  

f q "九” 也 没 有 什 么 特 殊 含 义 ， 只 是 像 其  

他数目一样， 可 用 作 记 述 神 某 些 行 动 的 实  

际 次 数 《施 行 在 埃 及 的 九 灾 ， 出 七 至 十 > 。 

••十”的 茁 要 性 主 要 源 於 十 诫 （出 二 十 卜  

7 ) , 但 在 圣 经 中 较 早 的 记 述 ， " 十 ” 并 没  

有 什 么 特 别 的 象 征 意 义 。 在 圣 经 其 他 地  

方，“十” 只 有 含 糊 的 意 义 。 例 如 ： 拉 班  

丨0次 更 改 雅 各 的 工 价 （创 三 十 一  7 >  ; 但 

以 理 和 三 友 的 智 恝 比 其 他 术 士 胜 1 0 倍 

(但一 20> ; 犹 太 人 1 0 次 的 警 告 敌 人 攻 击  

的 危 险 （尼四丨 2 > 。

“十二，，的 象 征

“十 一 ” 在 圣 经 中 并 没 有 特 殊 的 意 义 ， 

但 “十 二 ” 的 重 要 性 是 肯 定 的 。 最 淸 楚 的  

明 证 是 以 色 列 人 有 十 二 支 派 ； 在 启 示 录 七  

章4至 8节 ， 支 派 的 数 目 也 只 限 於 1 2 。 但 

支 派 因 犯 奸 淫 罪 而 被 完 全 除 掉 （士 十 八  

丨4- 2 0 > • 有 些 人 把 “十 二 ” 这 数 字 与 一  

年 的 个 月 作 比 较 ， 说 是 象 征 完 整 ， 然 

而，圣 经 对 这 一 点 并 没 有 任 何 提 示 。 以实  

玛 利 的 后 裔 也 分 为 1 2 个 族 （创 十 七 2 0  > , 

以 致 " 十 二 ” 这 数 字 在 以 色 列 以 外 显 然 也  

是重要的。 在 新 约 中 ， 基 督 拣 选 了  1 2 个  

使 徒 （太十丨 - 4 ) 。 基 督 告 诉 使 徒 ， 他 们  

要坐在12个 宝 座 上 审 判 十 二 支 派 的 时 候 ， 

显 示 使 徒 与 支 派 的 数 目 是 有 特 别 的 联  

系 （太 十 九 2 8 > 。 然 而 ， 有 趣 的 是 ， 教 会  

拣 选 和 委 任 了 马 提 亚 之 后 （徒 一  2 6 > ， 就 

没 有 刻 意 地 保 持 使 徒 的 数 目 。 像 “七 个 七  

次”一 样 ， “十 二 个 十 二 次 ’’也 加 强 了 这  

数 目 的 意 义 。 这 意 义 加 强 的 数 目 再 乘 以  

1,〇〇〇， 就 成 了  1 4 4 , 0 0 0 ， 即 以 色 列 支 派  

中 受 印 的 十 四 万 四 千 个 得 赎 的 人 ， 是 与 其  

他 人 分 别 出 来 的 （启 七 4  > 。

“千”、“万 ”的象征

“千”和 “万 ”有 时 也 是 象 征 性 的 用 法 ， 

用 以 表 示 一 些 不 明 确 的 大 数 目 。 因 此 ，“万 

万”和 “千 千 ” （启 五 1 1 ) 是 用 以 表 达 一 些  

难 以 数 箅 的 数 目 。 圣 经 中 这 些 用 以 描 述 天

上 的 苒 乐 和 奇 沙 的 庞 大 数 字 ，同时也用来  

表 示 神 踩 怒 的 可 畏 ，例如为神向罪人施行  

惩 罚 的 军 队 数 目 是 “二万万” （启九丨6 K

确实的数字

数 字 有 隐 喻 性 的 用 法 ，代表完 全、广 

大 等 ； 但 另 一 方 面 ，希伯来人也常用数字  

记 述 确 实 的 账 目 或 物 件 的 尺 寸 。这些用法  

可 见 於 泥 版 和 残 片 （陶器的 破片 ，用墨水 

刻 上 字 ，作 记 事 用 ）。然 而 ，要稱考其上  

最 初 所 记 的 内 容 和 内 容 的 含 义 ，则极其困 

难 。

伯示麦人耶哥尼雅子 孙数目的记载是  

其 中 一 例 。 当神的约柜从非利士运回他们  

并 没 有 和 其 他 人 一 起 欢 呼 ，结果被耶和华  

击 杀 了 （撒 上 六 19 )。 希 腊 文 译 为 “七十 

人 ” ； 后 期 的 希 伯 来 文 版 本 则 另 加 上 “五 

万 人 ” • 然 而 ， 由於伯示麦只是一个细小  

的 边 境 城 镇 ， 而 “耶哥尼雅的子孙”大概 

只 是 其 中 一 族 ， 因 此 ，较小的数字明显是  

原 本 的 人 数 ，而后来加上的大数目是出於  

后 来 抄 本 上 的 混 淆 。

要 决 定 一 个 数 目 是 确 实 的 数 字 ，还是 

只 为 了 使 人 印 象 深 刻 ，可根据一个很好的  

原 则 ，就 是 看 哲 那 是 否 一 个 小 数 0 ，又是 

否 一 个 不 寻 常 的 数 目 ，却没有明显神学上  

的 含 义 。例 如 ：以色 列人 第一次 进攻艾城， 

有 3 6 人 被 杀 （书 七 5 > , 这 小 数 目 证 明 那  

是 事 实 细 节 的 记 录 。 同 样 ，亚伯 拉罕 那  

3 1 8 名 精 练 壮 丁 （创 十 四 1 4 ) 和耶稣复活  

后 门 徒 网 起 的 1 5 3 条 鱼 （约二十一丨 U , 

两 个 数 字 虽 然 较 大 ，却 不 是 整 数 ，也不是 

常 见 的 数 字 ， 因 此 我 们 可 取 其 字 面 意 义 ， 

即 以 之 为 实 数 。 这些无关重要的细节常存  

留 於 人 的 记 忆 中 ，也是这些记述的可信性  

之 最 佳 保 证 。

数字学

数字学是 有意的 和系统 化的 使用 数 字  

作 为 象 征 的 用 法 ，不 是 单 独 地使 用 ，而是 

作 为 紧 密 的 数 字 系 统 的 一 部 分 。数字学常  

用 以 解 释 过 往 历 史 的 过 程 ，有时是展示和  

预 言 未 来 的 节 情 。 许 多 时 候 ，却 非 经 常 ， 

数 字 学 与 时 期 或 世 代 连 在 一 起 。

数 字 学 可 说 是 隐 喻 性 数 字 （“七 ”、 

“四 十 ” 等 ）的 延 伸 ，这 在前面已 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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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在 圣 经 里 ， 这 种 数 字 系 统 常 隐 含 神 的  

主 权 ， 祂 对 人 类 历 史 的 主 宰 ， 以 及 相 信 祂  

持 续 的 目 的 ， 并 将 来 胜 利 的 结 局 。

也 许 第 一 个 淸 晰 的 数 字 学 的 例 子 ， 就  

在 列 王 纪 上 六 章 丨 节 ， 那 M 记 软 所 罗 门 在  

出 埃 及 后 4 8 0 年 开 始 建 造 圣 殿 ， 4 8 0 年 是 4 

乘丨0 乘 1 2 , 或 4 个 “一 百 二 十 ”， 而 1 2 0 岁 

是 早 期 人 类 的 理 想 寿 数 （创 六 3 > 。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3 至 8 节 列 出 了  1 2 代 （大 槪 4 0 年 

一 代  表 示 相 同 的 时 期 。 因 此 ， “十 二  

代 ” 可 能 是 真 正 的 计 算 基 础 ， 而 不 是 准 确  

的 年 数 。 在 士 师 时 代 或 王 国 建 立 以 前 ， 数  

目 的 记 录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大 卫 是 第 一 个  

设 立 正 式 书 记 和 史 官 ， 记 录 以 色 列 日 常 事  

务 的 领 袖 （撒 下 八 1 6 、 1 7 > , 这 在 远 古 一  

些 大 国 里 ， 是 十 分 普 遍 的 事 。 这 些 以 色 列  

的 史 记 ， 也 成 了 列 王 纪 的 资 料 来 源 （王 下  

十 四 1 8 > 。 “四 百 八 十 ” 这 个 数 目 大 槪 是  

— 个 约 数 ， 而 不 是 确 实 的 年 数 ， 用 以 显 示  

神 某 一 个 时 期 的 结 束 。 “十 二 ” 代 表 示 在  

神 的 计 划 中 一 个 阶 段 的 结 束 ， 好 比 耶 稣 基  

督 家 谱 里 的 3 个 “十 四 代 ” （太 一 2 - 1 7 )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受 压 迫 “四 百 年 ”， 大 槪  

也 是 这 一 类 的 用 法 （创 十 五 丨 3 >  ; 也 许

加 拉 太 书 三 章 1 7 节 的 “四 白 三 十 年 ”， 也  

是 约 数 ； 尽 管 不 能 排 除 那 是 基 於 各 列 祖 的  

年 岁 算 出 的 准 确 数 字 。

耶 利 米 预 言 犹 大 被 掳 7 0 年 （耶 二 十  

五 1 1 , 二 十 九 1 0 ) , 这 不 只 是 一 个 历 史 性  

的 预 言 ， 按 照 字 面 意 义 应 验 了 ， 也 是 象 征  

舂 完 全 ： 犹 大 受 罚 的 日 子 满 足 了 （参 赛 四  

十 2 ) 。 以 赛 亚 也 曾 发 出 类 似 的 预 言 ， 说  

推 罗 要 受 罚 7 0 年 （赛 二 十 三 1 5 ) ; 而 以  

西 结 也 曾 预 言 埃 及 “被 掳 ” 4 0 年 （结 二  

十 九 1 1 - 1 3 ) 。 若 我 们 看 这 些 “七 十 年 ” 

为 安 息 年 ， 使 土 地 享 受 安 息 ， 以 弥 补 从 前  

7 个 “七 十 年 ” 的 罪 ， 就 可 意 会 数 字 学 的  

真 正 含 义 （代 下 三 十 六 2 丨 > 。 这 M 所 列 举  

的 数 字 学 例 子 ， 只 用 以 解 释 过 去 和 现 在 的  

情 况 ， 但 它 也 可 用 以 解 释 将 来 ， 特 别 可 见  

於 但 以 理 书 。

但 以 理 引 述 耶 利 米 预 言 实 际 的 7 〇年  

被 掳 （但 九 2 ) 。 不 过 ， 在 但 以 理 书 九 章  

2 4 节 ， 这 年 数 引 伸 为 7 0 个 “七 年 ” （4 9 0  

年 ）， 指 向 将 来 的 事 。 但 以 理 书 九 章 2 5 节  

说 受 資 者 出 现 之 前 ， 先 有 6 9 个 “七 年 ”

( 4 8 3 年  > 。 这 样 ， 最 后 一 个 “七 年 ”被认 

为 是 受 裔 者 作 工 的 时 期 。 然 而 ， 这又可按  

实 际 日 期 加 以 解 释 ， 这 必 须 与 九 $ 2 6 节 

协 调 ， 那 里 说 弥 赛 亚 在 6 2 个 “七 年 ” 

< 4 3 4 年 ） 之 后 被 “剪 除 ”。 困难在於这段  

长 时 间 的 起 点 在 哪 里 。 这 是 详 尽 的 数 字 学  

的 一 个 例 子 ， 包 含 多 个 世 纪 的 历 史 ，全基 

於 耶 利 米 所 说 的 7 口 年 * * 根 据 圣 经 原 则 ， 

这 数 字 可 作 为 “即 时 ” 应 验 ， 指被掳归回  

之 事 ， 但 同 时 可 作 为 在 将 来 应 验 ，与基飪 

的 再 来 有 关 。

但 以 理 书 另 一 个 引 伸 的 数 字 学 的 主 要  

例 子 ， 是 “一 载 、 二 载 、半 载 ”（但 七 ‘25>, 

这 就 是 3 载 半 ， 或 7 载 的 一 半 。 那 可 指 以  

年 < 7 年 的 一 半 ） 或 3 % 个 “七 ” 期 （参但 

四 1(5， “七 ” 清 楚 是 指 “七 年 ”>。 无论极 

终 在 基 督 来 临 时 应 验 的 预 言 是 什 么 ，“觅 

早 ” 或 “部 分 ” 的 应 验 是 大 约 有 3 % 年时 

间 ， 神 的 子 民 被 安 提 阿 古 四 世 （主前 

1 6 7 - 1 6 4 ) 迫 害 。 这 3 % 的 数 字 重 现 於 启

示 录 H ----章 2 节 （“四 十 二 个 月 ”）和十二

章 1 4 节 （“一 载 、 二 载 、 半 载 ’’> ， 表示罗 

马 对 基 督 教 会 的 迫 害 时 期 。 这数字可能是  

象 征 一 个 痛 苦 却 有 限 期 的 迫 害 。 但以理书 

八 章 1 4 节 的 “二 千 三 百 日 ” （原 文 为 “二 

千 三 百 夜 与 日 可 能 是 1 , 1 5 0 日， 即是 

与 上 述 3 % 年 相 若 的 时 间 。

— 套 以 数 字 编 排 和 解 释 过 往 事 件 的 复  

杂 的 数 字 学 系 统 ， 也 以 类 同 的 计 划 编 排 未  

来 的 事 件 ， 以 致 未 来 可 看 为 过 去 的 模 式 的  

投 射 。 这 种 数 字 学 的 模 式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广 泛 地 使 用 ， 一 直 延 续 至 教 会 时 期 的 启 示  

文 学 。 然 而 ， 除 了 上 述 的 几 个 例 子 ，数字 

学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并 没 有 重 要 的 位 f f l。可能 

因 为 那 时 已 经 “时 候 满 足 ” （加 四 4 )，弥 

赛 亚 已 经 来 到 。 祂 的 出 生 、 生 平 、死亡与 

复 活 已 是 基 督 敉 历 史 的 记 录 。 人仍然昉望  

将 来 的 结 局 ， 但 末 日 的 日 期 隐 藏 在 神 里  

面 ， 就 是 弥 赛 亚 在 世 时 也 不 知 道 （太二十 

四 3( 3 )。 因 此 ， 池 叫 人 不 要 凭 空 膪 测 （约 

二 十 一 2 2 > 。

虽 然 启 示 录 有 极 多 的 象 征 性 数 字 ，但 

没 有 不 是 直 接 从 旧 约 （通 常 是 但 以 理 书 ） 

引 用 的 。 这 数 字 学 是 以 神 在 旧 约 的 计 划 和  

时 间 为 架 构 ，述 明 新 事 将 是 旧 亊 的 “应验”•

但 以 理 书 七 章 2 5 节 的 3 ^ 年在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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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以 “四 十 二 个 月 ” 的 形 式 里 现 ， 

邡 S 外 邦 践 踏 圣 城 耶 路 撒 冷 的 日 子 （启 

十一2 >。 但 以 理 书 十 二 章 1 1 节 的 1,2 9 0  

日；在 这 里 又 再 出 现 （数 字 稍 为 改 动 为  

1，2 6 0 日 ）， 说 是 神 的 两 位 见 证 人 传 道 的  

日 子 （启 H - —  3 >。 启 示 录 十 三 章 5 节 再 提  

“四 十 二 个 月 ”， 那 时 ， 饵 耍 亵 渎 神 。 虽 

然 启 示 录 二 十 章 6 节 的 “一 千 年 ”， 并 非  

引 自 但 以 理 书 ， 但 ‘‘一 千 ” 的 隐 喻 用 法  

在 旧 约 也 是 常 见 的 。 飛 接 近 的 类 比 经 文  

是 申 命 记 七 章 9 节 ， 那 里 提 到 神 耍 守 约  

“直到千代”。

R. Alan Cole

甩石的
Sling, S l i n g e r
shuSi shi d e

在 战 争 中 用 来 发 放 石 块 或 小 铅 弹 的 武  

器。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投 石 器 ）1 6 1 6 ••职业- 

(士兵）2 3 2 0。

Frost
s h u a n g

凝 结 了 的 水 蒸 气 或 露 珠 （诗 七 十 八  

4 7 ;耶 三 十 六 3 0 ) 。

参 - 巴 勒 斯 坦 ” 6 8 。

双子
Twin Brothers
sh u8n g  zl

指 丢 斯 的 双 生 子 。 保 罗 前 往 罗 马 乘 搭  

的船只， 就 是 以 丢 斯 双 子 作 为 船 头 雕 饰  

( 徒二十八1 1 > »

衫 " 丢 斯 双 子 / 迦 斯 托 . 坡 路 克 ” 3 2 7 。

Water

Jhul

生 命 的 根 本 需 要 之 一 ， 广 泛 地 遮 盖 地  

$ 表面， 且 是 组 成 人 体 的 基 本 成 分 。 人 若  

水 ， 不 到 几 日 ， 就 不 能 生 存 。

起 初 ， 神 创 造 天 和 地 ， 而 早 在 光 、 旱  

t 菜 蔬 、 动 物 并 人 类 被 造 之 前 ， 水 已 存  

神 宣 告 那 些 嘲 笑 宗 教 的 人 是 “故 意 忘

记 ， 从 太 古 ， 凭 神的 命有 了天 ，并从水而  

出 、藉 水 而 成 的 地 （彼后三 5 > 。

水 的 M 并 水 和 地 之 间 的 关 系 很 重 要 。 

神 要 用 洪 水 毁 灭 “当时 的 世 界 ” （彼后三  

以 惩 罚 世 上 的 邪 恶 ， 另 一 方 面 ，千 

旱 萑 延 ，也 导 致 死 亡 。

当 神 创 造 伊 甸 园 ，祂 造 河 流 ，使水浇 

潴 园 子 。 这 河 流 分 成 4条 ， 其中两条可确  

定 为 幼 发 拉 底 河 和 底 格 里 斯 河 ，使米所波  

大 米 地 区 的 植 物 ，不 仅 在 古 代 ，直至 今天 ， 

仍 得 滋 润 成 长 （参 创 二 1 0- 1 4 ) 。圣经也  

提 及 世 界 早 期 的 历 史 中 没 有 雨 水 ，但有雾  

气 ， 滋 润 遍 地 （创二 5 、6 >。

在 近 东 ，因 许 多 地 方雨 垦 有限 ，水就 

特 别 重 要 》 例 如 在 埃 及 开 罗 ，每 年 的雨 m  

就 只 有 ‘2 至 4 吋 ； 阿 斯 旺 的 平 均 雨 切 是  

零 ； 埃 及 的 尼 罗 河 ，则 靠 赖 赤 道 的 雨 燉 。 

巴 勒 斯 坦 则 是 “有 山 有 谷 、雨水滋润之地”

< 申十一  1 1 >。

水 在 圣 经 中 有 许 多 象 征 意 义 。在洁净 

礼 中 ， 水 是 用 来 洗 涤 和 洁 净 的 ， 祭司在就  

职 礼 中 要 用 水 洗 净 （利 八 6 ) ，而祭牲的  

某 些 部 分 也 要 用 水 洗 （利一9 、 1 3>。

义 人 像 是 栽 在 溪 水 旁 的 一 棵 树 （诗一 

3 ; 耶 十 七 8 > 。渴 苽神 的 心 ，如同 渴 慕 水 ：

“… … 在 千 旱 疲 乏 无 水 之 地 ，我 渴 想 你 ； 

我 的 心 切 慕 你 （诗 六 十 三 U  ; “我的  

心 渴 想 你 ， 如 干 旱 之 地 盼 雨 一 样 ” （i寺一 

四 三 6 ) 。 耶 稣 满 足 了 这 种 需 要 ， 并且宣  

告 说 ： “人 若 渴 了 ，可 以 到 我 这 1 来喝。” 

( 约 七 37) ‘‘人若喝我所賜白勺水就永远不  

渴 。 我 所 賜 的 水 要 在 他 里 头 成 为 泉 源 ，直 

涌 到 永 生 。” （约四丨4)

神 的 话 有 洗 净 灵 命 的 功 效 ，像水能洁  

净 一 样 。 “要 用 水 藉 着 道 …… 洗 净 ” （弗 

五 2 6 ) 。 提 多 书 也 指 出 ，人 得 救 是 “藉笤 

重 生 的 洗 和 圣 灵 的 更 新 。’’（多三5>

这 种 更 新 以 洗 礼 象 征 ，於 “那 里 水多 ” 

的 地 方 进 行 （约三 2 3 )。保罗在罗马书六  

章 3至 4 节 ， 也 曾 经 使 用 这 个 象 征 。 彼得 

以 那 从 洪 水 中 幸 免 的 8 个 人 、 比 喻 洗 礼 ， 

但 他 指 出 ： “这 水 听 表 明 的 洗 礼 ， 现在锫  

右 耶 稣 莪 督 复 活 也 拯 救 你 们 ；这洗礼本不  

在 乎 除 掉 肉 体 的 污 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  

亏 的 良 心 。” （彼前三2 1 >

有 人 用 水 来 比 喻 圣 灵 。 耶 稣 宜 告 说 ：



‘*信 我 的 人 就 如 经 上 所 说 1 ‘从 他 腹 中 要  

流 出 活 水 的 江 河 来 《> ’’’ （约 七 3 8 ) 福 音 书  

更 指 示 这 话 是 指 着 “信 他 之 人 要 受 圣 灵 说  

的 ” 《约 七 3 9  > 。

在 圣 经 的 末 后 几 章 ， 主 宣 称 ： “我 要  

将 生 • 命 泉 的 水 白 白 賜 给 那 口 渴 的 人 喝 。” 

( 启 二 十 一  6 > 就 是 描 述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

圣 经 也 提 到 水 ---- 那 生 命 水 的 河 ： “在 城

内 街 道 当 中 一 道 生 命 水 的 河 ， 明 亮 如 水  

晶 ， 从 神 和 羔 羊 的 宝 座 流 出 来 。” （二 十  

二 n 圣 经 最 后 的 呼 召 ， 也 表 达 了 类 似 的  

意 思 ： “ 口 渴 的 人 也 当 来 ； 愿 意 的 ， 都 可  

以 白 白 取 生 命 的 水 喝 。’’ （二 十 二 1 7 >

Carl E. DeV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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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
A q u e d u c t

s h u i g 5 u

从 远 处 取 水 的 管 道 或 人 工 沟 渠 ， 通 常  

是 靠 重 力 引 水 ； 或 指 跨 越 谷 地 或 河 流 ， 承  

载 管 道 或 水 沟 的 桥 梁 架 构 。

在 巴 勒 斯 坦 ， 大 多 数 城 市 都 建 於 有 丰  

富 水 源 之 地 （以 防 城 被 围 困 时 ， 水 源 缺  

乏 ）。 在 基 色 已 发 现 有 古 代 引 水 排 水 的 沟  

渠 。 居 於 该 地 的 耶 布 斯 人 （按 ： 该 地 即 后  

来 之 耶 路 撒 冷 ）， 似 乎 还 建 有 可 引 雨 水 进  

城 的 水 沟 （撒 下 五 希 西 家 王 在 位 时 ， 

也 有 所 谓 “上 池 的 水 沟 ” （王 下 十 八 1 7 ) 。 

为 摆 脱 亚 述 人 的 控 制 ， 希 西 家 从 俄 斐 勒 山  

修 筑 了 长 达 1 ，7 7  7 呎 的 水 道 ， 将 基 训 的 泉  

水 直 引 到 西 罗 亚 池 （赛 二 十 二 9 - 1 1 > 。 著  

名 的 “西 罗 亚 铭 刻 ” 对 此 工 程 ， 有 详 细 的  

记 载 。

后 来 ， 另 有 两 条 水 道 ， 一 条 长 1 3 哩 ， 

另 一 条 长 4 1 哩 ， 供 水 给 耶 路 撒 冷 。 它 们  

汇 合 於 伯 利 恒 附 近 ， 罗 马 人 建 的 水 库 ； 水  

道 进 城 后 ， 再 通 过 地 下 管 道 ， 将 水 引 至 城  

内 的 圣 殿 区 （参 结 四 十 七 1 ; 珥 三 1 8 > 。 

根 据 犹 太 史 学 家 约 瑟 夫 的 叙 述 ， 在 新 约 时  

期 ， 本 丢 彼 拉 多 曾 从 圣 殿 的 库 存 中 ， 拨 出  

一 些 “各 耳 板 ” 来 修 筑 水 渠 。 3 座 罗 马 式  

的 “所 罗 门 池 ” 的 修 造 ， 很 可 能 也 是 出 於  

这 笔 款 项 。

圣 经 时 期 靠 古 代 水 道 供 水 的 城 市 ， 还  

有 推 罗 、 撒 玛 利 亚 、 该 撒 利 亚 （罗 马 的 巴  

勒 斯 坦 首 府 ）、 耶 利 哥 和 小 亚 细 亚 的 以 弗

所 。

罗 马 人 的 水 道 修 筑 工 程 ，

科 学 ， 还 是 桔 美 的 艺 术 。 亚 比 阿  

前 3 丨 2 > 长 丨 《. 3 哩 ； 亚 诺 雉 图 水 (4  

2 7 2  > 长 3 2 哩 余 ， 均 为 地 下 管 道 坶  <主刑  

应 罗 马 城 。 罗 马 帝 国 的 工 程 技 木 ’引水供 

遗 迹 中 仍 可 见 一 斑 ， 罗 马 皇 卞列  

拉 始 建 的 革 老 底 亚 水 道 的 残 缺 供 门 卡 里 古  

尼 姆 市 的 加 德 桥 、 阿 尔 及 利 亚 君 士 扣 法国  

伢 梅 尔 河 上 的 水 道 桥 、 西 班 牙 梅 里 达 ^ 请  

米 拉 格 罗 水 道 和 塞 格 推 亚 市 长 2 7〇(^ 的  

罗 马 水 道 等 。 ’

" 所罗门的水池，
参 “西 罗 亚 池 ” 169 5 :

I 524〇

水 臌 / 水肿
Dropsy
s h u t giS / shuT z h 6 ng

今 称 “水 肿 ”， 指 细 胞 间 液 体 积 聚 而  

引 起 的 局 部 性 或 全 身 性 浮 肿 。 路加福音十  

四 章 2 节 提 及 耶 稣 治 好 了 一 个 “患水臌的 

人 ”。 水 臌 的 症 状 ， 其 根 源 可 能 在 心 脏 、 

肝 脏 或 肾 脏 等 疾 病 引 起 。 耶 稣 治好 的 这  

人 ， 他 的 病 源 不 明 。 “水 肿 ” 一般已被特  

有 的 医 学 名 词 代 替 ， 如 腹 内 过 多 的 水 分 现  

今 称 为 “腹 水 ” ； 皮 肤 或 皮 下 的 水 肿 则 称  

为 “水 肿 ”， 而 胸 膜 的 水 肿 则 称 为 “胸膜 

积 水 ”。 旧 约 未 见 有 “水 肿 ” 或 “水職” 

等 语 ， 仅 申 命 记 八 章 4 节 提 及 脚 肿 的 现 象 。 

这 有 两 种 可 能 ： 一 是 足 部 淋 巴 性 水 肿 • ’一 

可 能 只 是 足 部 的 水 泡 。

参 -医 药 ” 2 008〇

水 鸡 / 角鸱
Water Hen
s h u i  j l  / j i 2〇 c h i

泛 指 几 种 住 在 近 水 地 方 的 鸟 类
，如大

鹞 、 天 鹅 、 角 鸭

参 “动 物 ” 3 2 V ••鸟（水 鸡 ) - 1123。

均 译 作 “水 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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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水 晶 ）" 8 3 3。

水门
Water G a t e
shui m6n

耶 路 撒 冷 东 边 一 道 主 要 的 门 ， 曾 在 尼  

希 米 的 日 子 重 逑 ， 即 以 斯 拉 读 神 律 法 书 的  

地 点 （尼 三 2 6 , 八 3 、 1 6 ， 十 二 3 7 ) 。 

参 - 耶 路 撒 冷 " 1 9 4 5 。

i f
Mariner,  S a i l o r
shui shdu

参 - 职 业 （水 手 ） 2 3 2 0  " “旅 游 和 交 通 "

928。

水 仙 / 玫 瑰
N arci ssus ,  R o s e
shui xian / m6i guT

於 沙 仑 平 原 生 长 繁 茂 的 芬 芳 植 物 （赛 

三十五 U 。

参 • 植 物 （水 仙 、 夹 竹 桃 、 郁 金 香 ）•

2292。

m / m

Leech
shui zhl / m i hudng

— 种 身 体 分 节 的 吸 血 虫 ，

十章15节 中 提 及 。

参 - 动 物 （水 經 ）” 3 2 9 。

Tax, T a x a t i o n
shui

强 国 向 被 征 服 者 抽 取 的 金 钱 或 货 物 ， 

一般 包括 金、 银 、 牲 畜 、 农 产 品 ， 或 强 迫  

性的劳工。 君 王 也 会 向 人 民 征 收 税 项 ， 祭 

司 则 为 维 持 圣 殿 的 运 作 而 课 征 税 款 。 “纳 

贡”一 词 首 先 用 於 创 世 记 四 十 九 章 丨 5 节 

(按： 和 合 本 译 作 “服 苦 的 ”） ； 民 数 记  

S 十 一 章 2 8 节 则 记 述 从 战 争 得 来 的 掳 物 ， 

有 些 分 作 贡 物 或 交 予 祭 司 作 税 项 。 对 希 ^  

^ 人 而 言 ， 这 殿 税 本 来 是 献 给 耶 和 华 的  

甘心祭 ” （申 十 六 丨 〇 ) ， 但 后 来 却 成 了 规  

$ 的 税 项 （太 十 七 2 4 ) 。

早 至 主 前 2 5 0 0 年 的 拉 加 斯 ， 生 活 各

方 面 包 括 从 谋 生 的 途 经 ，至结 婚、离婚和 

死 亡 ，均 滯 耍 纳 税 。像许多古代人民一样， 

苏 默 人 相 信 土 地 是 厲 於 神 和 池 的 代 表 ——  

君 王 一 的 ，因 此 ，他们必须向业主交付  

租 金 或 税 款 。

在 埃 及 ， 约 瑟 於 7个丰年里在谷物中  

抽取了  2 0 % 的 重 税 ，解 决 了 其 后 7个荒年  

中 食 物 短 缺 的 问 题 （创四十一  2 5 至四十  

二 5 > 。 从 农 作 物 中 征 税 十 分 容 易 ， 因为 

在 埃 及 ， 土地 的业权是屈於君王所有的。

经 常 争 战 的 君 王 如 大 卫 ，可以不用向  

人 民 征 税 而 保 持 国 家 府 库 充 裕 。迦南人和  

邻近被征服 的人民 对 以色 列的 国 库贡 献良  

多 （撒 下 八 6 - 1 4 ; 代 上 二 十 七 2 5 - 3 U ， 

其 中 一 份 贡 物 的 淸 单 中 ，包 括 了 金 、银 、 

铜 、 1,700马 兵 和 20,0 0 0步兵 。 大卫及其  

继 任者 常要 求 那些 留在 以色 列境 内 的外 邦  

人 服 苦 役 （书十六丨〇,十七丨3 ; 士一 2 8 >。

以 色 列人 也 许 在所 罗 门 统 治期 间 ，才 

第 一 次 缴 纳 税 款 。在 这较稳 定的 时 期，国 

家 的 收 入 主 要 来 自 税 项 而 不 是 战 利 品 。为 

了 保 持 王 宫 的 华 丽 和 继 续 多 项 建 筑 计 划 ， 

所 罗 门 把 以 色 列 分 作 丨 2 区， 每一区的官  

员 每 年 负 责 为 王 及 宫 室 供 应 食 物 和 开 支 1 

个 月 （王 上 四 • 所 罗 门 也 向 经 常 路 过  

的 商 旅 征 收 关 税 ， 为 国 家 带 来 了 不 少 收  

入 。 此 外 ，外邦人和本土的以色列人均须  

为 主 要 的 建 筑 工 程 服 苦 役 ，尤其是兴建圣  

殿 的 工 程 （王上五丨3， 九2 0 、 2 丨；代下 

八 7 、 8 )。 一些出土的丨〇加 仑 瓶 子 ，在手 

柄 上 刻 有 “献 给 君 王” 的字样，显示那是  

用 作 纳 贡 的 物 品 （代下二1〇>。

约 沙 法 在 向 国 民 抽 税 （代 下 十七 5 )， 

以 及 要 求 外 邦 纳 贡 两 方 面 同 样 地 成 功 。外 

来 的 贡 物 包 括 有 非 利 士 人 献 上 的 金 和 银 ， 

并 亚 拉 伯 人 献 上 7,7 0 0公缔 羊和 7 ,700公山 

羊 （代 下 十 七 丨丨、 丨2 ) 。 但邻近王国的势  

力 不 断 增 长 时 ， 犹 大 国 反 而 要 向 他 们 进  

贡 。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要 求 犹 大 交 出 银 子  

3 0 0 他 连 得 、金 子 3 0他 连 得 ， 以致希西家  

王 连 圣 殿 门 上 的 金 子 都 要 刮 下 来 （王下十 

八 1 4 - 1 6 )。 约 一 个 世 纪 后 ，法老尼哥又  

要 求 犹 大 缴 纳 银 子 1 〇〇他连得、 金 子 1他 

连 得 （王 下 二 十 三 3 3 >。其 后 不 久 ，尼布 

甲 尼 撒 更 把 圣 殿 和 王 宫 所 有 财 物 侦 去 ’还 

带 走 】〇,〇〇0名 浮 虏 、所 有 木 匠 及 ^ 0 0 0名

只 在 箴 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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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匠 ， 只 把 一 些 穷 人 留 在 耶 路 撒 冷 中 （王  指 出 那 是 所 有 国 民 邡 攸 行 的 义 务  <罗十三

下二十四丨

波 斯 人 实 行 了  — 个 明 确 、 固 定 ， 而 有  

m织 的 课 税 制 度 ， 每 一 省 的 官 员 郎 必 须 把  

固 定 的 税 额 纳 入 皇 室 的 府 库 （斯 十 1 > «  

亚 达 薛 西 一 世 则 设 立 了 免 税 制 度 ， 声 明 祭  

司 、 利 未 人 、 或 以 任 何 形 式 参 与 圣 殿 亊 奉  

的 人 ， 都 不 必 纳 税 （拉 七 。 至 於 省 长  

的 俸 禄 ，则 是 一 些 额 外 的 税 项 ，包 括 粮 食 、 

洒 和 4 0 舍 客 勒 银 子 （尼 五 1 4 、 1 5 > 。 尼 希  

米 作 省 长 时 ，并 没 有 吃 这 俸 禄 （尼 五 1 8 > ， 

因 为 他 看 见 人 民 的 税 项 已 甚 m， 甚 至 要 典  

押 田 地 、 葡 萄 园 和 房 屋 ， 以 “给 王 纳 税 ” 

( 尼 五 3 、 4 > 。 同 时 ， 犹 太 人 还 笳 要 为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的 重 违 而 纳 税 （尼 四 6 > 。 大 

利 乌 王 在 政 治 上 是 一 位 英 明 的 君 主 ， 他  

鼓 励 犹 太 人 重 建 圣 殿 ， 并 使 用 部 分 皇 室 的  

税 款 来 作 这 事 （拉 六 7 - 1 0 ^

在 西 流 基 人 、 多 利 买 人 ， 及 后 来 的 罗  

马 人 统 治 下 ， 课 税 方 法 又 有 了 转 变 ， 收 税  

的 职 务 是 以 价 高 者 得 的 方 法 伤 予 投 标 者 ， 

而 他 们 又 向 人 民 收 取 飛 高 的 税 项 ， 以 其 中  

的 盈 余 建 立 自 己 的 财 富 。 有 时 犹 太 人 除 了  

缴 纳 多 至 谷 物 的 乂 和 果 子 的 一 半 作 税 款  

外 ， 还 要 纳 、 作 圣 殿 运 作 之 用 。 政 府 也  

会 收 国 内 的 消 贽 税 、 销 售 税 和 人 头 税 等 。

在 庞 培 的 强 制 性 税 制 后 ， 凯 撒 大 帝 把  

犹 太 人 需 缴 纳 的 税 额 减 低 了 ， 并 在 安 息 年  

免 除 所 有 税 项 。 罗 马 人 视 各 省 如 战 利 品 ， 

军 队 在 其 中 进 行 搜 掠 ， 税 吏 则 在 财 务 上 加  

以 搜 刮 。 在 帝 国 时 期 ， 税 制 更 加 庞 大 。 除  

了 向 农 民 、 工 匠 和 商 人 课 入 息 税 外 ， 还 有  

人 头 税 、 港 口 税 、 销 仿 税 、 拍 卖 税 和 物 业  

税 -

除 了 向 外 国 统 治 者 纳 税 外 ， 普 世 的 犹  

太 人 ， 凡 年 2 0 岁 以 上 的 （出三十丨丨 - 1 6 ) ,  

每 年 都 必 须 交 出 半 舍 客 勒 ， 以 支 持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太 十 七 2 4 > , 即 使 在 主 后 7 0 年  

圣 殿 被 毁 后 ， 仍 要 继 续 缴 交 这 税 款 。 耶 穌  

曾 被 问 及 这 税 的 有 效 性 （太 十 七 及  

向 罗 马 纳 税 是 否 合 法 （太 二 十 二 丨 7 ; 可  

十 二 1 4 、 1 5 ; 路 二 十 2 2 > 。 虽 然 耶 穌 作 了  

中 肯 的 回 答 （太 二 十 二 ‘2丨； 可 十 二 17 ;  

路 二 十 2 5 ) , 但 池 在 彼 拉 多 面 前 仍 被 指 控  

为 “禁 止 （国 民 ） 纳 税 给 该 撒 ” （路 二 十  

三 2 ) 。 早 期 教 会 也 强 调 纳 税 的 合 法 性 ，

5- 7  ) 〇

H a z e l  W . Perkin 

参 • 货 币 和 银 行 业 • 6 2 1 。

参 考 书 目 ： A . B a i l e y , D a //y L /，e / n  

y /m e s ,. S .W . B a r o n , A  S o c /a / a n d  

Reli giou s History of the J e w s , 8 v o l s .; 

W .E . C a l d w e l l  a n d  M .F . G y l e s , The 

A n c i e n t  W o r l d , 3 rd e d ; H . D a n i e l -R o p s , 

Daily  Life in Palestine  at the Time of 

Christ; H . J a g e r s m a , A  History of Israel in 

the O T  P e r i o d ; J .B . P r i t c h a  r d . Ancient 

N e a r  Eastern Texts.

税吏
Tax Collector
s h u )  li

参 - 税 • 1 4 9 3 ;  ••职业（收税员）• 2320。

睡莲
Water Lily
s h u t l i ^ n

参 - 植 物 （睡 莲 ）” 2 2 9 2 。

顺服
Obedience
s h u n  f u

服 从 权 威 的 限 制 或 命 令 的 一 个 行 动 或  

表 现 ； 依 从 在 上 的 要 求 。 希 伯 来 文 和希 腊  

文 一 般 译 作 服 从 的 词 ， 是 指 听 从 商 级 的 权  

威 。 另 一 个 m 要 的 希 腊 词 的 意 义 ，包括依 

从 掌 权 者 的 意 向 来 安 排 自 己 的 亊 。 第三个 

希 腊 词 指 被 劝 服 ， 而 不 是 主 动 的 服 从 。

顺 服 神 或 人 间 掌 权 者 ， 是旧 约和新约  

都 强 调 的 责 任 。 亚 伯 拉 罕 服 从 神 的 命 令 ， 

把 以 撒 献 在 坛 上 ， 因 此 紫 神 加 倍 賜 福  <创 

二 十 二 1 8 ; 参 二 十 六 5 > 。 神 按 西 乃 之 约  

賜 福 以 色 列 ， 在 乎 他 们 有 否 听 从 祂 的 声  

音 ， 遵 守 祂 的 约 （出 十 九 5 K 将要进入  

迦 南 之 际 ， 摩 西 把 祝 福 和 咒 诅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宣 告 ， 他 们 若 听 从 耶 和 华 的 命 令 ，便 

可 得 着 祝 福 ； 相 反 ， 就 只 有 咒 诅 （申十一

2 2 - 2 8 ) 〇

申 命 记 ？？告 神 的 子 民 顽 梗 和 悖 逆 的 惩  

罚 ， 先 是 惩 戒 ， 若 仍 不 听 从 ， 则要被石头  

打 死 （申 二 十 一  1 8 -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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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神 儿 女 的 一 个 明 证 ， 就 是 要 时 常 听  

从 神 的 命 令 （约 査 二 3 - 5  > 。 耶 穌 说 爱 池  

$ 人 就 会 守 池 的 诫 命 （约 十 四 丨 5 > 。 彼 得  

肖 到 基 贤 徙 时 ， 称 他 们 为 “顺 命 的 儿 女 ”

(彼前一丨4; 参 来 五 9 ， 十 一 8 ) 。

基 督 徒 有 下 列 的 顺 服 表 现 ： 信 徒 要 顺  

职主 < 约 十 四 2 1 — 2 4 ， 十 五 〗0 ) ， 妻 子 要  

觖 眼 丈 夫 （弗 五 2 2 、 2 4 ; 西 三 1 8 ; 多 二  

5 ; 彼前三丨、 5 ) , 儿 女 要 顺 从 父 母 （弗 

六丨； 西 三 2 0 > ， 臣 民 要 顺 服 政 府 官 员  

(罗十三丨- 7 ; 多 三 丨 ； 彼 前 二 1 3 、 1 4 > ， 

仆 人 要 顺 服 主 人 （弗 六 5 ; 西 三 2 2 ; 多 二  

9 ; 彼前二丨8> »

虽 然 圣 经 极 强 调 顺 服 ， 但 顺 服 不 能 成  

为 在 神 面 前 称 义 的 恃 凭 。 保 罗 宣 告 说 ： 

“你 们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也 因 着 信 ； 这 并 不  

是出於自己， 乃 是 神 所 賜 的 ； 也 不 是 出 於  

行为，免 得 有 人 自 夸 。我 们 原 是 他 的 工 作 ， 

在 基 督 耶 穌 甩 造 成 的 ， 为 要 叫 我 们 行 善 ， 

就 是 神 所 预 备 叫 我 们 行 的 ，’ （弗 二 8 - 丨0> 

保 罗 又 鼓 励 信 徒 “要 学 习 行 善 ”（多 三 1 4 > 。 

因此，雅 各 也 提 到 顺 服 的 行 为 是 从 信 心 出  

来 的 （雅 二 H - 2 6 ) 。 保 罗 吩 咐 信 徒 继 续  

作 成 得 救 的 工 夫 ， 即 顺 服 他 的 教 导 （腓 二  

12) .
在 旧 约 和 新 约 里 ， 试 验 信 徒 是 否 对 神  

有信心， 就 要 看 他 们 是 否 顺 服 。 因 此 ， 扫 

罗不顺从神， 存 留 亚 玛 力 王 和 牲 畜 的 性 命  

时，撒 母 耳 对 他 说 ： “耶 和 华 喜 悦 燔 祭 和  

平安祭， 岜 如 莒 悦 人 听 从 他 的 话 呢 ？ 听命  

胜於献祭； 顺 从 胜 於 公 羊 的 月 旨 油 。 悖 逆 的  

罪 与 行 邪 术 的 罪 相 等 ； 顽 梗 的 罪 与 拜 虚 神  

和 偶 像 的 罪 相 同 。 撒 上 十 五 2 2 、 2 3 上 ）

雅 各 极 其 强 调 倍 心 没 有 行 为 是 死 的  

I稚二1 4 - 1 7 )。耶 稣 自 己 在 被 出 卖 的 那 夜 ， 

重S 地 强 调 说 ， 服 从 祂 的 命 令 就 是 爱 m  

(约十四 1 5、 2 1 、 2 3 、 2 4 ， 十 五 1 0 ) 。 他 

又 说 他 听 从 父 的 命 令 ， 藉 此 证 明 他 对 父 神  

的 爱 （约 十 四 3丨 ）。

圣 经 提 到 许 多 人 顺 服 神 是 由 於 信 神 和  

受 神 的 缘 故 （参 来 十 一  > 。 例 如 ： 亚 伯 相  

信神，就 献 上 上 好 的 祭 物 （第 4 节 > ; 挪 

亚 信 从 神 的 话 制 造 方 舟 （第 7 节  > ; 亚 伯  

拉 罕 按 神 的 指 示 ， 凭 信 离 开 吾 珥 ， 不 知 道  

'住W里 去 （第 8 节 >•， 摩 西 相 信 神 ， 拒 绝  

称 为 法 老 之 子 ， 宁 可 与 祌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人

认 同 （2 4 、 2 5节 ）。信神而顺服的报伟大  

例 子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自 己 。保 罗 形容 耶 穌 ， 

说 ？ “反 倒 虚 己 ， 取 了 奴 仆 的 形 象 ”，并 

且 “自 己 卑 微 ，存 心 顺 服 ，以至於死，且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 （腓二 7、8匕

说方言
Tongues, Speaking in
s h u o  f5ng yfin

何 谓 “方 言 " ？

一 种 忘 我 入 神 的境 界 或 现 象 ，传统上 

与 一 些 宗 教 经 验 有 关 。历 代 以 来 ，在各种

不 同 的 宗 教 中 ----基督教 与非 基督教 ----

均 有 私 下 或 全 体 一 起 说 方 言 的 现 象 。 当使 

徒 保 罗 提 到 “说 方 言 不 是 为 信 的 人 作 证  

据 ， 乃 是 为 不 信 的 人 （林 前 十 四 2 2 > ， 

他是指信 奉古代 外邦 宗教 的人常 持有 的一  

个 观 点 ， 以为说方言是诸神活跃地同在的  

一 个 标 记 》 因 此 ，每 当 德 尔 斐 （译 按 ：德 

尔 斐 为 一 希 腊 古 城 丨出 现 神 谕 ，她会以说  

方 言 来 证 明 那 是 一 种 超 自 然 的 光 照 。 中世 

纪 神 秘 主 义 者 、预 格 诺 派 （按•.即十六、 

七 世 纪 法 国 加 尔 文 派 复 原 教 徒 ）， 以及东 

方 宗 教 家 如 回 教 修 道 者 等 各 宗 各 派 的 人 ， 

均 接 受 说 方 言 是 神 明 的 活 动 。

说 方 言 是 流 利 地 发 出 一些难以明了的  

声 音 ， 超越 了一般 以言 语 沟通 的 程 序 。这 

样 ， 方 言 就 不 是 一种 语 言。 至於基督徒所  

说 的 方 言 ， 保 罗 指 出 ：“那 说 方 言 的 ，原 

不 是 对 人 说 ，乃 是 对 神 说 ，因为没有人听  

出 来 。 然 而 ，他 在 心 灵 1 却是讲说各样的  

奥 秘 。” （林 前 十 四 2 ) 由於说方言时所发  

出 的 声 音 不 是 一 种 可 以 了 解 的 语 言 ，因此 

筘 要 加 以 解 释 （不 是 翻 译 ），才能造就听  

众 （林 前 十 四 2 8 )。 显然这与五旬节辛件  

后 ， 门 徒 以 各 种 方 言 见 证 神 的 情 况 不 同 。 

根 据 使 徒 行 传 二 章 8节 和 11节 ，那些在耶  

路 撒 冷 聚 集 的 人 都 明 白 众 使 徒 的 话 ，因为 

使 徒 是 以 听 众 的 乡 谈 述 说 福 音 。 当时 ，他 

们 并 不 霈 要任 何 传 译 ^

说方言的作用

根 据 保 罗 的 看 法 ，说方言主要是用於  

私 下 静 修 的 操 练 上 ， 目的是为了个人得普  

造 就 。 由 於 “说 方 言 的 ，原 不 是 对 人 说 ， 

乃 是 对 神 说 （林 前 十 四 2 > ，所以从中所



得 若 的 益 处 也 是 个 人 的 。 事 实 上 “说 方 言  

的 ， 是 造 就 自 己 ” （第 4 节 ^ 以 说 方 言 作  

为 一 种 个 人 私 下 敬 拜 神 的 方 法 ， 是 対 自 己  

和 对 神 说 的 （第 节  > 。 使 徒 保 罗 在 所 有  

的 书 信 中 ，只 一 次 提 及 自 己 曾 在 “密 室 里 ’’ 

说 方 言 ， 他 是 为 了 勉 励 哥 林 多 信 徒 ， 才 被  

迫 提 及 这 事 （林 前 十 四 丨 8 > 。 他 显 然 认 为  

私 下 说 方 言 应 谨 慎 而 行 ， 而 不 看 作 是 一 件  

可 以 夸 耀 ， 作 为 厲 灵 标 记 的 事 情 。

然 而 ， 在 保 罗 所 述 说 的 某 些 条 件 里 ， 

可 见 说 方 言 可 以 是 一 种 厲 灵 恩 赐 ， 用 於 教  

会 的 事 工 上 ，让 众 人 得 益 。需 要 留 意 的 是 ， 

公 开 地 说 方 言 不 只 是 用 方 言 来 祷 告 （林 前  

十 四 1 6 、 1 7 > ， 或 在 没 有 解 释 的 情 况 下 说  

出 方 言 （第 2 8 节 > 。 说 方 言 要 获 得 会 众 的  

认 可 ， 就 必 须 连 带 有 人 把 它 解 释 ， 因 为 这  

样 才 能 造 就 教 会 。 方 言 若 适 当 地 解 释 出  

来 ， 便 成 为 先 知 性 的 事 工 ， 即 是 说 以 — 种  

可 以 了 解 的 言 语 来 沟 通 ， 与 教 导 及 讲 道  

( 十 四 3 、 5 ) 相 若 。 在 公 开 地 说 方 言 方 面 ， 

保 罗 的 主 要 要 求 是 ， 方 言 是 为 了 众 人 的 好  

处 和 造 就 教 会 ， 才 使 用 出 来 （十 四 4 、 5 、

6 、 9 、 1 2 、 1 7 、 1 8 、 2 6 、 3 1 ) 。 人 若 只  

为 个 人 的 敬 虔 和 主 观 的 经 历 ， 便 在 会 中 以  

方 言 祷 告 ， 是 保 罗 严 屄 禁 止 的 （1 7 、 2 8  

节 ）。 这 等 方 言 只 适 用 於 个 人 在 密 室 的 祷  

告 ， 并 不 适 合 在 教 会 中 使 用 。

在 崇 拜 中 说 方 言

为 了 使 说 方 言 成 为 教 会 事 奉 的 一 种 形  

式 ， 并 防 止 信 徒 为 了 追 求 个 人 的 满 足 而 妄  

加 使 用 ， 保 罗 订 下 了 一 套 规 则 ， 以 控 制 公  

开 地 说 方 言 的 情 况 （林 前 十 四 2 7 - 3 3  ) 。

第 2 7 节 以 “若 ” 字 来 引 述 ， 显 示 说  

方 言 并 不 是 教 会 崇 拜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 。 

保 罗 把 说 方 言 放 在 一 系 列 属 灵 恩 賜 之 末 ， 

就 次 序 而 言 ， 说 方 言 比 前 3 种 恩 賜 逊 色  

( 林 前 十 二 2 8 ) 。 首 3 位 的 恩 賜 ， 都 是 一 些  

需 要 清 楚 用 言 语 来 加 以 表 达 的 工 作 。 保 罗  

称 之 为 “更 大 ” 或 “更 髙 ” 的 恩 賜 ， 是 信  

徒 要 切 切 地 追 求 的 （十 二 3 1 ) 。

每 一 次 崇 拜 中 ， 只 限 1个 、 2 个 或 3 个  

人 说 方 言 （林 前 十 四 2 7 ) 。 那 1 个 、 2 个 或  

3 个 说 方 言 的 人 ， 必 须 按 着 次 序 ， “每 次  

一 个 ，’或 “轮 流 ” 来 说 ， 决 不 可 同 时 说 出  

( 2 7 、 3 0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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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敬 拜 者 在 说 方 言 之 前 ，

有 人 为 他 / 她 解 释 方 言 。 若 会  V、先岣枣 

的 人 ， 他 / 她 便 只 得 闭 口 （2 7 沒有这帏 

那 说 方 言 的 人 不 应 同 时 是 翻 方 $ 、 2 8 贫 ） a 

前 十 二 1 0 > 。 若 会 中 说 方 言 的 又 ^

方 言 的 人 又 不 足 的 话 ’ 说 方 言 轴  

方 言 的 能 力 （十 四 13 > 。 X 当求軸

所 说 的 方 言 若 已 翻 成 可 以  

言 ， 便 是 一 篇 先 知 的 道 ， 需 要 受 ^ 的 语  

( 第 2 9 节 ）。 那 经 验 的 真 确 性 黹 ^ 评 估  

“能 辨 别 诸 灵 ”的 人 来 试 验 （林前十^丨' ^些 

让 会 众 能 试 验 各 样 事 物 ， 抓 着 美 善  

离 各 种 邪 恶 的 事 。 ’ ^

参 与 崇 拜 的 人 应 常 常 控 制 自己的 

为 ， 不 可 利 用 进 入 了 忘 我 的 境 界 为 藉 口 7 

作 出 混 乱 的 行 径 ， 或 违 反 崇 拜 的 规 则  

前 十 四 3 2 、 4 0 ) 。 混 乱 不 是 从 神 而 来 的 ， 

因 为 祂 是 一 位 叫 人 安 静 的 神 （第 3 3节 }。’ 

信 徒 无 须 羡 蒗 或 追 求 说 方 言 的 恩 摇 。 

他 们 应 切 切 祈 求 那 些 透 过 直 接 而 可 以 了 解  

的 言 论 表 达 出 来 的 “更 大 的 恩 賜 ” （第39 

节 ； 参 林 前 十 二 3 1 ， 十 四 1 、 5 > 。 然而， 

若 有 说 方 言 的 恩 賜 ， 也 不 应 禁 止 （十四

3 9 > ， 只 要 按 照 规 矩 ， 并 为 众 人 的 好 处 而  

使 用 。

对 说 方 言 的 误 解

‘‘不 要 切 慕 ， 不 要 禁 止 ” 的 原 则 ，似 

乎 已 可 充 分 概 括 圣 经 在 说 方 言 方 面 的 教  

导 。 按 着 这 样 的 教 导 ， 两 种 常 见 的 错 误 是

要 加 以 避 免 的 。 、

首 先 ， 圣 经 有 关 说 方 言 的 教 导 ’并没 

有 支 持 以 下 的 观 点 ： 说 方 言 是 受 了 圣 灵 ^  

洗 的 明 证 。 圣 经 说 ， 所 有 信 徒 一 起 合 ^ 多

昏 的 身 体 -----教 会 ------的 时 候 ， 便 ^ 又

了 圣 灵 的 洗 （林 前 十 二 圣 经 又  

泮 非 所 有 信 徒 都 说 方 言 （十 二 3〇J ^ 2 2 

I：作 的 真 实 证 据 ， 是 加 拉 太 ，书 ^ 该段 

以 节 所 界 定 的 “圣 灵 的 果 子 ^  是使 

s 文 ， 圣 灵 内 住 在 人 生 命 中 的 ^ 去 & 求成  

& 有 性 格 和 行 为 上 的 表的仪  

g , 但 反 而 追 求 诸 如 说 方 曰 这 一

式 ， 并 不 能 培 育 也 有 说 方 窗  

另 一 个 错 误 是 不 承 认 现 二 代 的 东 西 • 

K; 恩 賜 ， 认 为 耶 只 是 使 ^ 前 十 3 8 ) 和 

• 说 方 言 之 能 终 必 停 止 ’’ （林 釘



shuo fang yan 1497

w 纟 的 来 到 ， 这 有 限 的 必 归 於 无 有  

“ 这 两 句 保 罗 的 话 ， 有 时 会  

证 实 方 言 已 经 止 息 的 说 法 • 然  

被 = 罗 也 说 ， “知 识 也 终 必 归 於 无 有 ” 

而 ^ 节 ）， 却 没 有 人 坚 持 知 识 只 厢 於 使 徒  

亊 实 上 ， 保 罗 说 知 识 和 先 知 的 道 是  

全 的 ， 却 没 有 称 方 言 是 不 完 全 的 （十 

$ 9 >，等 那 完 全 的 来 到 ， 信 徒 完 全 明 白  

^ 时 丨 知 识 和 先 知 的 道 便 完 全 归 於 无 有  

丨十三12>。 另 一 方 面 ， 圣 经 形 容 说 方 言  

隹 - • 种 个 人 私 下 静 修 的 方 法 ， 但 只 要 小 心  

他 按 看 所 列 的 规 矩 而 行 ， 并 叫 众 人 得 着 造  

便 可 在 公 众 崇 拜 中 说 方 言 。

Gilbert Bilezikian 

参 • 厲 灵 恩 賜 " 1 4 7 9 :  ••圣灵的洗”

1387.

参考书目： F .D . B r u n e r , /A 7T 7e o /〇s r y  o f  

W e  W o / y  L . C h r i s t e n s e n , Speaking

in Tongues; J .D .G . D u n n , B a p t i s m  in the 

Holy Spirit; A .A . H o e k e m a , T o n g u e s  a n d

Spirit-Baptism a n d  W h a t  A b o u t  T o n g u e 

speaking ? \aj . H o r t o n  (e d .), T h e  

Glossolalia P h e n o m e n o n ; M .T . K e l s e y . 

T o n g u e  S p e a /c /n p ; j .l . S h e r r i  II, T h e y  

Speak with O t h e r  T o n g u e s ; C .R . S m i t h , 

Tongues in Biblical P e r s p e c t i v e ; H .J . 

S t o l e e, Spea  king in T o n g  u e s ; M .F . U n g e r , 

NT Teaching on  T o n g u e s ; B  . B  .W a r f i e l d , 

Miracles: Y e s t e r d a y  a n d  T o d a y ; J .R . 

W i l l i a m s , T h e  Gift of the  H o l y  Spirit 

Today.

说方言/ 格路苏拉利
G lo s s o l a l i a
$hu6 fang y^n / lii sQ la 11

音 译 的 希 腊 文 词 汇 ， 解 作 “用 不 同 舌  

头 （方言厂’说 话 。

参 - 说 方 言 ” 1 4 9 5 。

的 / 希 利 尼 人
H e l le n is t s

xl 1^ huk de / xT l i n i r 6 n

、 这 个 字 词 直 译 是 “希 腊 化 者 ”， 使 徒  

^ 传 六 章 1节 和 九 章 2 9 节 （也 许 还 有 徒 十  

^ 2 0 ) 用 这 个 字 来 描 述 初 期 教 会 中 ， 具 

胳 化 思 想 的 人 。 虽 然 和 合 本 把 这 个 字 词

译 为 “说 希 利 尼 话 的 犹 太 人 ”，但对这群  

人 的 真 正 身 分 ，仍有许多争议。学者提出 

的 可 能 性 ，有 6 个 之 多 ： （1)他们是说希腊  

话 的 犹 太 人 ，和 说 亚 兰 语 的 犹 太 人 相 ； 

但 是 ，“希 伯 来 人 ”一 词 （徒六丨 > , 很少 

用 来 分 辨 所 说 的 语 言 。（2 ) 他们是归信犹  

太 教 的 外 邦 人 或 “希腊”人，和真正的犹  

太 人 相 对 。但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5 节 所 选 的 7 

人 ， 不 大 可 能 全 是 归 信 犹 太 教 的 外 邦 人 。 

(3)散 居 各 地 ，归 回巴 勒斯坦的 犹太侨民。 

这 个 看 法 和 使 徒 行 传 六 章 1至 6节没有冲  

突 ， 但 和 其 他 段 落 不 合 。（4)犹太教内希  

腊 主 义 的 支 持 者 。 这 个 观 点和 3 段经文的  

要 旨 不 符 。 （5 ) 在 很早 期便 加入 了教会 的  

外 邦 人 。 这 和 3 段经文的上下文，都不符 

合 。（6 )这 是 一 个 槪 括 性 的 字 眼 ，并非专  

指 某 一 群 人 。他 们 包 括 了 所 有 说 希 腊 话 ， 

或 守 希 腊 习 俗 的 人 。下 面 的 讨 论 将 会 证  

实 ， 这 是 最 合 适 的 看 法 。

六 章 1节 所 指 的 这 群 人 ，很可能是住  

在 巴 勒 斯 坦 、希 腊 化 的 犹 太 人 。六 章 5节 

列 出 的 执 事 ，是 一 个 证 据 。 路 加 列出 7位 

执 事 的 希 腊 文 名 字 ，不是因为他们是希腊  

人 ，而是为了表示使徒们要保持教会合一  

的 决 心 。 当 时 大 部分 的 犹 太人 ，都有一个  

犹 太 名 字 、 一 个 希 腊 名 字 和 一 个 罗 马 名  

字 ； 在 不 同 悄 况 下 ，使用其中一个。最重 

要 的 证 据 ， 是 六 章 9 节 所 列 的 各 会 堂 。希 

腊 化 的 犹 太 人 ，各有 不同 的背 景 ，不同的 

崇 拜 习 惯 （特 别 是 在 运 用 希 腊 语 方 面 ）。 

故 他 们 在 不 同 的 会 堂 敬 拜 ；单在耶 路撒  

冷 ， 就 有 7 所 这 类 的 会 堂 。 初期教会的这  

个 隐 忧 ， 当时 便造成 了 分 裂。“希伯来人” 

把 公 款 分 配 给 他 们 认 识 的 人 ，是很自然的  

事 ； 却 由 於 他 们 之 间 早 已 存 有 分 歧 ，致令 

问 题 变 得 严 重 。

九 章 2 9节 所 提 到 的 ， 也是同一群人。 

保 罗 自 己 也 是 散 居 在 外 的 犹 太 侨 民 。他信 

主 以 后 第 一 次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先到相同背  

费 的 人 中 间 ， 是很 自然 的 亊 。

在 十 一 章 2 0节 ，有 古 卷 作 “希腊人”， 

亦 有 作 “希 腊 化 者 ”。 本 节 所 指 的 ，是安 

提 阿 说 希 腊 语 的 人 。这个词在这里泛指所  

有 的 外 邦 人 ， 用 法 和 六 章 1节 及 九 章 29节 

不 同 。
Grant  R. Osborne



朔法
S h o b a c h ,  S h o p h a c h
s h u d  f a

琐 巴 王 哈 大 底 谢 的 将 军 ， 领导亚们人  

与 叙 利 亚 人 攻 击 以 色 列 。 大卫的军队杀了  

朔 法 ， 因 而 完 全 摧 毀 哈 大 底 谢 的 军 队 ，以 

致 亚 扪 人 与 叙 利 亚 人 的 联 军 溃 散 ，纳贡给 

哈 大 底 谢 的 各 国 ， 就 归 服 大 卫 （撒下十 

1 6 、 1 B ; 代 上 十 九 丨 6 、

参 • 希 腊 化 的 犹 太 教 ” 1 6 7 3 :  “ 犹 太 教 ”

2 1 6 0 :  •使徒行传  1 4 3 5 。

朔巴
S h o b a l
s h u d  b a

O 在 以 东 的 何 利 人 西 珥 的 七 个 子 孙 之  

一 （创 三 十 六 2 0 ; 代 上 一  朔 巴 有 5

个 儿 子 （创 三 十 六 2 3 ; 代 上 一  l O ) ， 他 也  

是 何 利 人 所 出 的 其 中 一 个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2 9 )  „

© 户 珥 的 儿 子 ， 哈 罗 以 的 先 祖 ， 基 列

1498 shu6 ba

耶 琳 家 族 由 他 而 起 （代 上 二 5 0 、 5 2 ) 。

@ 扰 大 五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 利 亚 雅 的 父  

亲 （代 上 四 1、 2 > , 可 能 与 上 述 #  2 同 厲  

— 人 。

朔S
S h o b a b
s h u d  b a

〇 大 卫 与 拔 示 巴 所 生 4 子 中 的 次 子  

( 撒 下 五 丨 代 上 三 5 , 十 四 幻 。

© 迦 勒 与 妻 子 阿 苏 巴 所 生 的 儿 子 （代  

上 二  1 » > 。

朔百
S h o b e k
s h u 6  b 5 i

被 掳 后 期 间 ， 在 以 斯 拉 向 神 效 忠 的 约  

上 签 名 的 领 袖 （尼 十 2 4 > 。

朔拜
S h o b a i
s h u 6  b ^ i

以 色 列 被 掳 到 巴 比 伦 后 ， 其 中 一 群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人 的 先 祖 （拉  

二  4 2 ; 尼 七  4 5 > 。

朔比
S h o b i
s h u d  b f

亚 扪 族 的 首 领 ， 拿 辖 王 的 儿 子 。 他 连  

同 罗 底 巴 人 玛 吉 及 罗 基 琳 人 巴 西 萊 ， 在 押  

沙 龙 背 叛 期 间 ， 於 玛 哈 念 慷 慨 施 予 大 卫 食  

物 及 用 品 （撒 下 十 七 2 7 ) 。

朔含
S h o h a m
s h u 6  h d n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的 子 孙 ， 雅西雅的儿  

子 ， 生 於 大 卫 作 王 期 间 （代 上 二 十 四 ‘27)。

朔默
S h e m e r ,  S h o m e r
s h u 5  m 6

〇 约 萨 拔 的 父 亲 （王 下 十 二 2 丨 ），或 

是 摩 押 人 约 萨 拔 的 母 亲 （代 下 二 十 四 26)。 

约 萨 拔 是 犹 大 王 约 阿 施 的 臣 仆 ， 他与约撒 

甲 （撒 拔 ？ ） 密 谋 背 叛 ， 并 杀 了 王 。示米 

利 是 朔 默 的 女 性 名 字 。

参 • 示 米 利 ” 1 4 5 7 。

© 亚 设 支 派 希 别 的 儿 子 ， 在他百姓中  

作 族 长 （代 上 七 3 2 、 3 4 > 。

丝
S i l k
s i

从 蚕 虫 的 茧 中 所 抽 出 幼 细 纤 巧 的 丝  

线 。 丝 起 源 於 中 国 ， 大 概 早 在 所 罗 门 的 时  

代 （主 前 9 7 0 - 9 3 0  ) 已 引 进 巴 勒 斯 坦 ，或 

可 能 在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出 征 之 时 （主前 

3 3 6 - 3 2 3 ) , 才 传 入 中 东 。 手 工 枯 细 的 丝  

调 显 然 也 成 为 耶 路 撒 冷 流 行 的 衣 服 布 料  

( 结 十 六 1 0 - 1 3 ) 。 启 示 录 十 八 章 丨 2 节更列 

明 丝 绸 是 巴 比 伦 （罗 马 ）贸 易 的 贵 货 物 。 

参 * • 布 料 和 纺 织 " 2 0 2 。

斯 多 亚 派
S t o i c s ,  S t o i c i s m
s i  d u o  p ^ i

一 个 广 泛 流 传 的 希 腊 及 罗 马 哲 学 患 、 

想 。 保 罗 在 雅 典 所 见 的 群 众 最 能 显 出 这思、



的 情 况 （徒 十 七 丨 6 - 3 4 > 。 使

禮夺亦r 砣 派 应 很 有 认 识 ’ 因 它 早 在 主 前  

择纣斯# 开 始 在 雅 典 流 传 。 当 哲 诺 在 公 共  
_ 年 已 1 廊 教 导 鮮 众 ， 这 思 想 便 很 快 传  

逢 筑 物 胳 和 罗 马 世 界 。 斯 多 亚 派 很 有  

湞僚个」大 数 及 居 比 路 岛 的 人 都 认 识 。 因 

名， 能 在 他 较 早 的 行 程 中 ， 甚 至 可  

此 择 罗 已 曾 与 斯 多 亚 派 碰 头 。 它 的  

能 在 响 力 ， 可 从 罗 马 皇 帝 马 可 奥 热 流  

卟  > 也 是 斯 多 亚 派 — 员 看 出 来 ， 

哲 学 著 作 至 今 仍 存 留 。

^ ^ 早 期 的 斯 多 亚 派 主 要 是 关 心 宇 宙 论 ， 

究 自 然 的 起 源 和 定 律 。 这 派 系 成 员 是  

Z 货 主义者 ， 认 为 万 物 源 自 一 个 基 本 的 原  

^ 一 ^ 火 ，并 且 最 终 会 回 到 宇 宙 的 大 火 中 。 

因此，他 们 对 宇 宙 的 历 史 有 — 种 循 环 更 替  

3 观 认 为 一 个 宇 宙 的 兴 起 ， 紧 接 着 另  

- 个 的 衰 亡 。 我 们 所 知 晓 — 切 事 物 的 规  

律，及 历 史 的 循 环 模 式 ， 者 ^ 受 着 一 种 称 为  

道 的 组 织 及 承 托 力 遗 所 牵 引 ， 有 时 甚 至 把  

它 看 作 是 从 天 上 而 来 的 。 其 定 律 就 是 万 物  

需 依 从 的 自 然 定 律 。 它 给 予 万 物 本 质 ， 并 

且 给 予 人 生 命 及 理 性 。 事 实 上 ， 道 在 人 之  

内，以 人 类 灵 魂 方 式 存 在 。 因 此 ， 以 理 性  

生活，就 是 以 万 物 之 自 然 规 律 生 活 ， 所 以  

是美善的。 有 意 识 的 服 从 自 然 定 律 ， 使 人  

从恐惧， 以 及 他 所 无 力 控 制 但 受 自 然 定 律  

所 管 治 的 外 在 环 境 中 ， 得 到 自 由 。 因 此 ， 

美好的生命，就 是 一 个 有 理 性 的 ，非 感 性 、 

规条，乃 是 平 舴 的 心 思 ， 最 终 能 达 致 与 自  

然融和。

后 期 的 罗 马 斯 多 亚 派 有 时 把 道 视 作 神  

胃®U 但 他 们 集 中 关 心 伦 理 及 政 治 事  

宙 ^ 而 非 如 雅 典 的 前 人 ， 认 为 神 是 住 在 宇  

的= 中。 他 们 视 所 有 人 类 是 兄 弟 ， 是 世 界  

此 民 ’且 比 个 别 的 忠 诚 之 辈 更 重 要 。 因 

的联$ 们 有 些 m 整 家 庭 生 活 及 与 其 他 团 体  

律 中 。 无 论 任 何 情 况 ， 在 万 物 的 自 然 规  

梦马’所 有 人 都 在 理 性 的 共 同 原 则 之 下 。 

丨06.4 3哲 学 家 兼 政 治 家 西 塞 罗 （主 前  

认 为 道 立 — 套 伦 理 及 政 治 的 理 论 ， 

给 戏 变 用 及 法 律 是 建 基 於 自 然 规 律 而 非 经

老 变 举 派 的 理 论 吸 引 基 督 徒 ， 因 为 斯  

的墳脅^ 的 道 与 约 翰 福 音 一 章 1至 1 8 节 中  
1艮 相 似 ， 同 时 ， 在 自 然 规 律 和 神

知 道 的 T K d h ,.. ~ 段设人是受仳 n G c

知 道 軋 而 非 他 人 是 受 他 们 所  

论 的 其 他 ： S  的後故 .吸纳这理

匕 焚 烧 上 此 提 =

= 看到斯多

， 似乎认： ： 律!  ， 道 ，就如他指  

违 背 自 然的八(罗， 、2二 =  

y 由神看管的道德世界’神的导 ，这是  》

律 已 写 在 被 造 之 人 的 心 「̂7

、 若 保 罗 真 的 熟 悉斯 多 亚 派，我们便可  

以 ^ 此 背 景 ，了解 他在 雅 典 的 讲 道 内 容 。 

他 宜 讲 有 — 位 神 ，祂创造了世界，定下规 

律 模 式 ，并 賜人 生 命 。这位神是人类万国

的士  FP1 1 +  .vr •丨•，丨一 ..的 主 ， 因 此 人 们 应 活 在 他 的 规 范 之 内 并  

且 ，这 位 神 既 是 审 判 者 ，又是救主。斯多 

亚 派 不 能 完 全 同 意 上 述 最 后 的 看 法 ，但他 

们 或 许 会 认 同 ，世界所有都服在神的看管  

之 下 ； 他们循环的历史观与保罗宣告历史  

是 由 始 向 终 的 直 线 发 展 是 互 相 冲 突 的 。最 

令 他 们 讥 诮 不 信 的 ，是保罗宣告复活的事  

实 ， 因 为 他 们 都 是 唯物 主 义 者 ，他们的神 

只 是 一 种 在 大 自 然 内 有 组 织 的 力 s 而 已 ， 

并 非 一 位 超 越 的 人 ，其所作所行却受自然  

规 律 中 的 生 死 所 限 。对他 们 而言 ，死亡是 

一 种 不 可 避 免 的 命 运 ， 即使最 终没 有希  

望 ，也 应 以 平 静 的 心 境 接 受 。

参 _以彼古罗派/ 伊 壁 鸠 钨 派 2 0 1 2’

-理学/ 哲学 " 8 6 7。
参考书目：E.R_ B e v a n ， S f o k s a n d

empties: W . K . C .  Guthrie. A  H,story of 

Creek Philosophy. 3 v o l s .： P P. Hal l .e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o f  P M I c s o p h y y 〇>- 8; F.H.

y c 7ftiier OutlinesS a n d b a C h ，了敁 s c . E . 〇

History o f  Greek Ph il〇s 〇P ^  ^
s to ic s .  Ep i cureans ,  and

of the 

Z e l ler, The

Sceptics.

斯佩耳特小麦/ 粗麦s二 : 麦 "T二 不 同 的 土 壤



甩 ， a 古 代 一 沖 很 常 见 的 谷 物 （出 九  

3 2 ; 结 四 9 >。

鈐 -植 打 （斯 佩 耳 特 小 麦 ）• 2 2 9 2 。

1500 si li f2n

司捉反
Stephanas. Stephen
s i  t i f i n

o 哥 林 多 的 基 督 徙 。保 罗 在 亚 该 亚 时 ， 

最 早 带 领 他 和 他 的 家 信 主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曾 个 别 为 几 位 信 徒 施 洗 ， 司 提 反 的 家 人 也  

於 其 中 有 分 。 司 提 反 和 他 的 亲 厲 因 着 敬 虔  

及 在 哥 林 多 教 会 中 事 奉 而 受 称 赞 。 司 提  

反 、 福 徒 拿 都 及 亚 该 古 曾 往 小 亚 西 亚 的 以  

弗 所 探 访 保 罗 。 他 们 此 行 目 的 ， 可 能 包 括  

为 保 罗 的 个 人 需 要 带 来 援 助 ， 及 为 哥 林 多  

教 会 的 问 题 向 他 寻 求 解 决 办 法 。 保 罗 立 时  

写 了 第 一 封 致 哥 林 多 教 会 的 信 ， 并 委 托 他  

们 带 回 哥 林 多 （林 前 — 丨6 ， 十 六 〗5 、 1 7 > 。

© 使 徒 时 期 教 会 的 重 要 人 物 及 第 一 位  

殉 道 者 。 对 路 加 而 言 ， 司 提 反 在 早 期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中 ， 代 表 部 分 对 希 腊 文 化 日 渐 感  

兴 趣 的 信 徒 。 此 外 ， 司 提 反 的 主 要 言 论  

( 徒 七 丨 -5 3 ) ， 批 判 了 传 统 的 犹 太 教 ， 并  

提 倡 福 音 跨 越 犹 大 的 地 域 。

在 使 徒 行 传 第 六 章 中 ， 路 加 记 载 了 早  

期 教 会 的 一 次 分 裂 。 教 会 中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犹 太 群 体 ， 一 个 是 说 “希 伯 来 话 ”， 另 一  

个 是 说 “希 利 尼 话 ” 的 。 这 显 示 了 文 化 及  

语 言 上 的 分 歧 ： 犹 太 人 分 别 来 自 说 亚 兰 话  

及 希 利 尼 话 的 会 堂 。 那 时 ， 有 7 人 被 拣 选  

作 执 事 ， 照 顾 说 希 利 尼 话 的 犹 太 人 的 需  

要 ，司 提 反 是 其 中 一 位 。即 使 在 介 绍 他 时 ， 

也 明 显 看 出 他 突 出 之 处 ， 经 文 中 只 有 他 一  

人 是 形 容 为 “大 有 信 心 ， 圣 灵 充 满 的 人 ” 

( 徒 六 5 > 。 在 按 立 他 担 当 那 职 任 后 ， 又 再  

次 提 到 他 是 “满 得 恩 惠 能 力 ”， 行 了 “大  

奇 事 和 神 迹 ” （第 8 节 > 。

司 提 反 致 力 担 当 的 工 作 还 包 括 了 传  

道 ， 这 使 他 与 耶 路 撒 冷 说 希 伯 来 话 的 会 堂  

起 了 争 论 （徒 六 9 > 。 其 后 ， 从 司 提 反 在  

公 议 会 前 的 说 话 可 见 ， 他 提 出 要 彻 底 废 除  

犹 太 教 古 老 的 传 统 及 圣 殿 的 礼 仪 。 路 加 记  

载 他 被 捉 拿 及 审 问 的 经 过 ， 目 的 是 要 唤 起  

信 徒 不 忘 耶 稣 的 受 审 。 当 犹 大 成 为 罗 马 辖  

下 的 一 个 行 省 ， 只 有 罗 马 官 员 才 有 权 执 行  

死 刑 ， 但 触 犯 圣 殿 仍 会 受 到 公 议 会 控 告 。

审 问 以 同 一 样 非 刑 市 的 控 郎  

人 i兑i舌 ， 不 住 的 _ 践 圣 所 和 始  

改 变 摩 西 所 交 给 我 们 的 规 条  $

的 回 答 肯 定 被 公 议 会 认 为 岛 褒 饮 神 g 埃受

后 ， 司 提 反 被 群 众 用 石 头 打 死  

6 0 ) 。 作 为 教 会 的 第 一 位 殉 边 者 （徒七 51' 

在 死 时 也 效 法 耶 稣  ••

耶 H  ( 正 如 基 督 向 父 所 作
他 把 自 己 的  

所 作 ， 路 二 十
并 在 临 死 时 求 神 赦 免 那 些 用 石  = ^ )

( 徒 七 6 0 )

使 徒 行 传 第 七 章 记 载 的 说 话

的人

司 提 反 的 申 诉 ,
也 解 释 了 福 音 四 处  

原 因 ， 这 是 路 加 所 关 注 的 （徒 物 的

是 使 徒 行 传 中 最 长 的 一 篇 讲 道 ， 并在 

的 历 史 中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司提反的  

话 数 说 了 圣 经 历 史 的 梗 槪 ， 并且指出犹 $  

教 所 依 赖 的 重 要 柱 石 正 陷 在 危 机 中 。事实 

上 ， 就 是 这 些 信 条 使 犹 太 教 排 外 ， j也们得 

罪 散 居 各 处 的 犹 太 人 ， 并禁止了教会的宣  

教 活 动 。

司 提 反 指 出 ， 以 色 列 地 不 是 神 启 示 的  

唯 一 地 点 。在 不 同 的 境 况 及 文 化 下 （埃及， 

米 所 波 大 米  > ， 神 都 向 祂 的 百 姓 说 话 。其 

次 ， 犹 太 人 引 以 为 傲 的 圣 殿 ， 并非神所创 

立 — 所 罗 门 的 圣 殿 与 早 期 在 旷 野 中 的 会  

稱 是 极 为 不 同 的 。 鏺 后 ， 妥 拉 （宗教的根 

基 ） 记 录 以 色 列 一 直 不 顺 从 神 ， 成了批判 

他 们 的 资 料 。 事 实 上 ， 这 些 经 卷 都宣 告  

“那 义 者 的 来 临 ”， 但 以 色 列 却 把 他 钉 在  

十 字 架 上 。

其 言 论 所 指 的 非 常 逭 要 。 神自由地超 

越 了 犹 太 教 的 国 家 及 宗 教 界 限 ， 犹太教3  

排 他 性 是 人 为 的 。 但 是 ， 神 的 工 作 是 ，^  

动 力 的 。 若 司 提 反 的 结 论 是 正 确 ， 

会 应 可 以 自 由 地 把 福 音 传 到 犹 大 以

随 着 司 提 反 的 狗 道 ， 耶 路 撒  

迫 （徒 八 1 - 3 ) 。 然 而 ， 其 中 一 、作了^  

利 的 门 徒 ， 明 白 司 提 反 所 想 的 ^ 作至渖妈 

个 前 所 未 有 的 行 动 ， 就 是 把 福 福音传

随 从 腓 利 的 人  

北 方 的 腓 尼 基 及 安 提 阿 ’

利 亚 。 不 久 ，

至

界 （徒 十 一

以及外
邦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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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i 的 乐 器 / m 坚 那

ĵginah, Stringed Instrument 
sjx if in  d c  y u d  ql / ni jifin

诗 谛 第 四 、 六 、 五 十 四 、 五 十 五 、 六 

十 - 、 六 十 七 、 七 十 六 篇 希 伯 来 文 的 题  

写；音 乐 指 示 ， 意 谓 “丝 弦 的 乐 器 ”， 显 

示 该 诗 篇 所 采 用 的 音 乐 伴 奏 。

参 • 音 乐 和 乐 器 （尼 坚 那 ）” 2 1 2 5 。

_ 器

Siringed I n s t r u m e n t

$! xifin y u f t  q l

参•音 乐和乐器” 2 1 2 5 。

m
Dead S e a
si h ii

南 巴 勒 斯 坦 的 大 咸 水 湖 ， 约 但 河 由 北  

注入其中。 希 腊 时 代 西 方 文 明 称 这 个 神 秘  

的湖为“死 海 ' 旧 约 却 常 称 之 为 “盐 海 ”

I细十四3 ; 民 三 十 四 3 、 1 2 ; 申 三 1 7 ; 书 

三1 6 , 十 二 3 , 十 五 2 、 5 , 十 八 1 9 ) , 这  

名 称 大 概 是 因 该 地 产 盐 ， 那 是 自 古 以 来 ， 

最 重 要 和 最 有 价 值 的 日 用 品 。 死 海 也 称  

“亚拉巴 海” 《申 三 1 7 , 四 4 9 ;  书 三 16, 

十二3 ; 王 下 十 四 2 5 ) 或 “东 海 ” （结 四  

十七1 8 ; 珥 二 2 0 ; 亚 十 四 8 >  ; 次 经 、 古 

典 著 作 与 他 勒 目 的 作 者 常 称 之 为 “所 多 玛  

海”、“沥 青 海 ”、 “罗 得 海 ” • 新 约 则 未 见  

记较u

$ 理位置和特点

死 海 地 处 约 但 峡 谷 ， 又 名 大 裂 谷 。 所  

裂 谷 ， 就 是 地 球 断 层 最 深 、 最 长 的 陷

落 带 ， 从 土 耳 其 南 部 的 托 铒 斯 山 脉 起 ， 中 

经 叙 利 亚 、 黎 巴 嫩 、 巴 勒 斯 坦 、阿 卡 巴 湾 ， 

红 海 ， 一 直 到 东 非 的 莫 桑 比 克 （号 称 东 非  

大 裂 谷 ）。 这 一 带 断 层 宽 可 达 2 至 1 5P¥ ， 

沿 死 海 海 岸 的 煨 深 处 可 在 海 平 面 下  

1 , 3 0 0 呎 ， 是 地 面 没 有 水 洱 盖 的 舟 低 处 。 

死 海 呈 椭 圆 形 ， 从 北 岸 的 约 但 河 口 至 南 庠  

的 拾 卡 区 长 可 达 5 3 哩 ； 东 西 宽 可 有 1 0P里， 

东 西 两 面 岸 坡 陡 峭 。 东 岸 有 利 珊 半 岛 伸 入  

水 中 ， 长 约 8 % 卩 将 湖 分 作 南 北 两 部 。

北 部 较 大 ， 其 极 深 处 为 丨 ，3 〇 〇 呎 （据 连 治  

所 测  > , 南 部 较 小 且 浅 ， 深 度 在 3 至 3 0 呎  

之 间 。

大 自然 似有意 合力 对 付死 海。死海由 

约 但 河 等 大 小 5 条 常 年 不 断 的 河 流 ，以及 

无 数 条 按 季 节 涨 水 的 干 河 ，以每日平均  

7 0 0 万 吨 的 泄 入 M  ( 据纽曼測）灌注苔 ；

死 海 则 除 自 然 蒸 发 之 外 ，并无一条泄出水  

S 渠 道 ；加 之 气 候 干 旱 （每年平均降雨 M  

只 有 2 至 5时 ）、炎 热 （盛夏气温高达华氏  

1 2 5 度 ）， 海 水 的 蒸 发 世 极 大 ， 湖面的浓  

雾 肉 眼 不 能 看 透 。流进死海之水挟带大资  

含 硝 、硫 的 土 质 ，盐分也极高；湖低下的 

地 泉 又 不 断 涌 出 各 种 化 学 物 质 （尤以 溴、

镁 、 钙 为 最 多 > ; 沿厗有大觅硫硪沉积层  

和 石 油 泉 。东 南 隅 有 一 条 厚 约 3 0 0呎的盐  

脊 ； 据 测 ， 这 仅 是 一 座 髙 5 〇 〇 呎 ， 长 5 

哩 的 盐 丘 之 顶 部 。湖床则几乎全是盐晶结  

构 。 因 上 述 种 种 因 素 ，死海的含盐 f t 竟:高 

达 2 6 % , 而 海 洋 含 盐 蛩 平 均 只 是 3.5。/。• 

故 死 海 是 地 球 上 最 咸 的 水 体 ，而且其咸度  

尚 有 增 无 减 ；这样一片浓重的水体中是绝  

无 任 何 海 洋 生 物 可 以 存 活 的 。

矿产

自 古 以 来 ，死 海 即 以 产 盐 和 沥 靑 （石 

油 蒸 发 和 氣 化 后 的 半 固 体 ， 可用 以 防水 、 

防 腐 ）著 称 。 新约时代的拿巴提人窣握死  

海 的 沥 青 贸 易 ，大宗运往埃及制作防腐储  

尸 的 奔 油 。 据 说 ，克丽佩脱拉亟欲占领死  

海 地 区 的 动 机 ，乃在 控制 沥靑贸易。

至 二 十 世 纪 初 ，死 海 的 钾 械 矿 （钾喊 

是 制 造 化 学 肥 料 的 基 本 原 料 ）被 开 发 ，成 

了 死 海 另 一 重 要 矿 产 。 1 9 3 2 年有巴勒斯  

坦 钾 喊 有 限 公 司 在 北 岸 设 厂 提 炼 ； 1937 

年 於 南 岸 又 增 设 一 厂 。但因 酷 热 干 旱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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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淡 水 供 应 和 交 通 不 便 ， 阻 得 了 生 产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1 9 4 8 年 以 色 列 独 立 战 争 中 ， 

约 旦 军 占 据 并 关 闭 了 两 所 钾 诚 厂 ， 遂 使 生  

产 完 全 泠 顿 。 及丨 9 5  2 年 ， 以 色 列 国 始 决  

定 重 新 开 发 钾 碱 ， 创 立 死 海 工 程 公 司 ， 又 

修 违 从 别 是 巴 至 死 海 的 公 路 。 这 一 系 列 措  

施 不 仅 使 死 海 的 钾 碱 生 产 蓬 勃 发 展 起 来 ， 

且 使 作 为 以 色 列 报 后 边 貤 的 南 地 村 镇 相 继  

而 起 ， 势 如 雨 后 春 笋 。 看 来 ， “死 海 ” 於  

现 代 史 上 首 次 可 见 生 机 。

历 史 地 位

死 海 地 区 荒 凉 不 毛 的 自 然 聚 观 今 曰 固  

然 历 历 在 目 ， 同 时 也 见 於 历 史 的 记 述 。 创 

世 记 十 九 章 所 记 的 所 多 玛 、 蛾 摩 拉 二 城 的  

毁 灭 在 这 一 地 区 发 生 。 死 海 东 南 隅 有 塞 多  

玛 山 ， 是 一 座 盐 岩 凸 起 的 柱 式 山 峰 ， 山名  

即 源 於 所 多 玛 。 考 古 学 家 格 捋 克 证 明 主 前  

3 0 0 0 年 塞 多 玛 周 围 曾 有 7 0 座 城 镇 。 所 多  

玛 、 蛾 摩 拉 二 城 突 然 毀 灭 的 原 因 ， 今 多 以  

为 是 火 山 爆 发 或 同 时 伴 以 地 下 沥 靑 培 架 迸  

流 所 致 。 该 地 随 处 可 见 水 蚀 石 灰 岩 柱 • 其  

一 据 说 是 罗 得 之 妻 所 化 成 。

死 海 周 围 的 荒 野 自 古 即 是 亡 命 徒 和 遁  

世 者 柄 身 之 地 。 大 卫 逃 亡 期 间 曾 避 居 其 山  

间 （撒 上 二 十 三 2 9 至 二 十 四 U  ; 昆 兰 爱  

色 尼 派 隐 修 团 体 也 曾 迭 择 该 地 为 修 道 之  

所 ；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失 畋 后 的 亡 命 斗 士 也  

曾 藏 身 其 中 。 先 知 以 西 结 曾 於 异 象 中 预 见  

死 海 的 盐 水 将 净 化 为 清 泉 ， 一 片 死 寂 的 不  

毛 之 地 将 勃 然 兴 起 新 的 生 命 （结 四 十 七 1- 

1 2 ; 参 亚 十 四 8 ) 。

Barry J. Beitzel

参■•巴勒斯坦 " 6 8 。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s i  h a i  gQ j u 5 n

是 圣 经 和 一 些 经 外 文 献 的 古 本 汇 辑 ， 

发 现 於 死 海 附 近 之 昆 兰 一 古 犹 太 隐 修 团 体  

的 故 地 。 这 批 於 1 9 4 7 年 在 死 海 附 近 洞 穴  

发 现 之 古 卷 ， 学 术 界 认 为 是 当 代 最 重 要 的  

一 次 古 本 大 发 现 。

在 此 之 前 ， 圣 经 古 卷 尚 很 少 发 现 於 圣  

地 。 早 期 教 父 俄 利 根 （主 后 三 世 纪 ）， 曾 

提 及 他 所 用 的 希 伯 来 文 和 希 腊 文 抄 本 ， 原

至 九 世 纪 东 正 教 大 主 教 掸 摩 太 〜 < 中 ；及 

拦 省 区 主 教 赛 奇 ， 信 中 提 及 有  

抄 本 於 耶 利 哥 附 近 的 岩 洞 内 发 批 希 伯 来  

后 1 , 0 0 0 多 年 以 来 ， 却 再 未 闻 ^ 然而此 

於 死 海 附 近 发 现 。

发 现 经 过

死 海 古 卷 的 收 藏 和 发 现 ， 均 

有 趣 味 的 传 奇 故 亊 。 '''段铙

学 為 的 偶 获 ： 19令8年2月
死 海 古 卷 的 大 发 现 ， 缘 起 於〜次  

通 讯 。在 19 4 8 年 2 月 1 8 日 星 期 三 下 午 来 15 

地 点 是 在 多 亊 之 地 耶 路 撒 冷 。

於 耶 路 撒 冷 城 亚 美 尼 亚 区 的 圣马可 

道 院 修 士 兼 藏 书 馆 馆 员 苏 密 ， 打电话给美 

国 东 方 研 究 所 常 务 主 任 崔 維 尔 ， 请他 g 助 

辨 识 一 些 古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 苏密正为修道  

院 之 珍 本 收 藏 编 目 ， 据 他 说 ， 他在院内发 

现 这 些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已 有 4 0 多 年 。

次 日 ， 苏 密 和 他 的 弟 弟 将 5 卷用阿拉 

伯 文 旧 报 纸 包 着 的 抄 本 摆 在 崔 维 尔 面 前 。 

崔 维 尔 展 卷 一 看 ， 发 觉 是 希 伯 来 方 形 字 母

的 手 书 卷 稿 ， 字 体 淸 晰 工 整 。 他抄下了几 

行 ， 又 细 细 察 看 余 下 的 几 卷 ； 仅第五卷因 

年 久 易 脆 ， 不 可 揭 开 。 待两位叙利亚修士  

告 辞 后 ， 崔 维 尔 将 此 亊 告 知 了 所 内 同 事 布  

朗 利 ； 自 己 又 拿 抄 下 的 几 行 文 字 反 S 琢 

磨 ， 才 看 出 其 中 有 希 伯 来 文 不 常 出 现 的 否  

定 结 构 。 再 藉 字 典 逐 句 翻 译 ， 始知是以赛 

亚 书 六 十 五 章 1 节 的 话 ：

素 来 没 有 访 问 我 的 ， 现 在 求 问 我 ;  

没 有 寻 找 我 的 ， 我 叫 他 们 遇 见 ’ 

没 有 称 为 我 名 下 的 ’ 我 对 他 们 说 :  

我 在 这 m i 我 在 这 里 I 

这 古 卷 的 字 体 是 他 所 见 的 各 系 r

茂 古 老 的 一 种 。 >  # 会了

(6尔 遂 亲 访 S 马

t 主 教 亚 大 纳 西 擗 母 _ 友 

v 7八年 .抗 会 部 柏 极 下 。 $  '

: 主 教 亚 大 纳 四 诹 得 外 ; / 尔 和 亦  

:份 手 榀 全 部 拍 极 下 。 = 命记六章 

: 些 古 卷 与 录 有 十 诚 古 按 e

殊 蒲 草 卷 芝 照 。一  物。气

I■ 究 是 主 前 一 至 的 抓 份 抄 本 筠  

J利 都 认 为 新 发 规 的 美 国 系 方  
• ̂  _  一 时 代 。 不 数 日 ^ 系 自 察

= 二 格 达 归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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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了 新 得 的 抄 本 照 片 ， 於 是 3 人 又 对 原 镐  

的 来 龙 去 脉 作 了 认 真 调 査 。 至 此 ， 修 道 院  

方 面 才 说 出 ， 这 几 卷 古 本 并 非 4 〇年前已  

收 入 院 内 ， 而 是 一 年 前 ， 即 1 9 4 7 年 才 趵  

入的。

贝郴 W 人 的 发 现 ： 1 9 4 6 至 4 7 年 冬

那 么 ， 叙 利 亚 人 怎 样 得 到 这 些 古 卷  

呢？在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以 先 ， 我 们 要 先 把 事  

件 的 片 断 串 连 起 來 。 且 说 1 9 4 6 至 4 7 年隆  

冬某日， 有 3 个 贝 郎 因 人 在 昆 兰 千 河 区 的  

- 眼 淌 泉 附 近 牧 羊 。 有 一 人 往 岩 石 峭 壁 投  

石为戏，一 石 恰 入 山 隙 ， 随 即 听 见 石 块 击  

玻 瓦 器的 卢 音。 另 一 人 於 事 后 独 入 岩 穴 探  

奇，发 现 沿 壁 立 有 1 0 个 巨 坛 ， 坛 内 藏 有  

羊 皮 古 # 。 他 便 将 两 坛 中 的 3 份 古 卷 （其 

中一份分作 4 小 卷 ） 取 出 ， 拿 到 伯 利 恒 城 ， 

卖 给 一 个 古 帝 商 。

数 月 后 ， 这 个 贝 都 因 人 又 去 岩 洞 取 出  

5份 古卷 ， 售 予 伯 利 恒 的 另 一 个 古 董 商 。 

在1 9 4 7年 复 活 节 前 的 一 周 ， 古 卷 的 消 息  

传 到 了 耶 路 撒 冷 之 叙 利 亚 东 正 教 圣 马 可 修  

道院，大 主 教 亚 大 纳 西 撒 母 耳 决 定 收 构 这  

几份古卷。 双 方 讨 价 还 价 ， 直 到 1 9 4 7 年 7 

月才告成交。 这 次 昀 入 的 古 卷 有 以 赛 亚 书  

全书、《哈 巴 谷 书 注 释  > , 及 《创 世 记 之  

启示录 > ( 原 以 为 是 《拉 麦 伪 经 》， 后 来  

始 知 是 创 世 记 的 亚 兰 文 意 译 本  > ， 另 有 两  

# 是 一 古 代 宗 教 团 体 的 《纪 律 手 册 > 。

其 他 学 者 的 发 现 ： 1 9 4 7 年 1 1 月

是 年 1 丨 月 和 1 2 月 ， 一 个 亚 美 尼 亚 古  

董 商 向 耶 路 撒 冷 希 伯 来 大 学 考 古 学 教 授 苏  

肯 尼 克 求 售 贝 都 因 人 第 一 次 从 洞 中 取 出 的  

3份古卷， 并 两 只 瓦 坛 。 苏 肯 尼 克 教 授 当  

即 尽 数 昀 下 。 这 3 份 古 卷 是 ： 以 赛 亚 书  

(不全 《谢 恩 诗  > ( 其 中 十 二 栏 是 诗 篇  

原诗）， 及 《战 争 卷  > ( 亦 名 《光 明 之 子  

和 黑 暗 之 子 的 战 争 > ) , 写 利 未 、 犹 大 、 

便推悯3个 支 派 与 摩 押 、 以 东 的 战 争 （不 

能 确 定 是 真 正 的 战 争 抑 或 厲 灵 的 战 争 > 。 

公布： 1 9 4 8 ^ 4 ^

1 9 4 8年 4 月丨丨日， 世 界 各 地 报 章 把 古  

卷 新 闻 首 次 向 公 众 披 露 。 4 月 2 6 日 ， 苏 肯  

尼 克 教 授 又 将 希 伯 来 大 学 所 掌 握 的 古 卷 情  

况 公 诸 报 上 。 1 9 4 9 年 ， 亚 大 纳 西 撒 母 耳  

大主教携 5 部 古 卷 到 美 国 各 地 举 行 公 展 。

丨9 5 4年 7 月 I R , 苏 崑 尼 克 教 授 的 儿 子 受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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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  片断 .由  

昆兰团体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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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政 府 委 托 ， 以 2 5 万 美 元 的 重 价 ， 

将 这 5 部 古 卷 买 下 ， 并 寄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希  

伯 来 大 学 。 今 天 ， 这 批 乎 抄 本 陈 列 在 耶 路  

撒 冷 古 锫 傅 物 m ， 以 供 观 瞻 .、

连锁发现

M 兰千河

由 於 发 现 第 一 批 重 要 的 “死 海 古 卷 ”， 

推 动 了 考 古 学 家 和 贝 都 因 人 继 续 探 寻 更 多  

的 古 卷 。 丨9 4  9 年 初 ， 哈 丁 （约 旦 王 国 古  

物 署 主 任 ） 和 罗 兰 德 沃 （耶 路 撒 冷 多 明 俄  

圣 经 学 校 教 授 > 主 持 探 査 首 次 发 现 古 卷 的  

那 个 洞 （指 定 为 一 号 洞  > 。 同 年 ， 相 继 开  

发 的 山 洞 即 多 达 数 百 。 至 目 前 为 止 ， 在 昆  

兰 千 河 地 区 的 1 1 个 洞 内 有 所 发 现 ， 共 有  

约 r>o o 件 抄 本 ， 有 《2 〇 〇 件 为 圣 经 经 文 。 残  

片 有 5 万 至 6 万 片 ， 8 5  % 为 羊 皮 ， 2 5  % 为 

蒲 草 纸 。 大 部 分 文 献 使 用 羊 皮 是 为 了 经 年  

持 久 。

除 了 一 号 洞 外 ， 四 号 洞 的 成 绩 居 次 ， 

找 出 抄 本 共 4 0 0 件 （残 片 4 万  > ， 共丨〇〇件

是 圣 经 经 文 。 除 以 斯 帖 记 外  

在 其 上 。 ， 约各赛批

於 圣 经 正 典 之 外 ， 也 发 现 次 衫  

寸 知 ■〇!? 4  j f ^  » 如希

也 有 伪 经 ;

價 年 书 》、 < 利 ^

伯 来 文 和 亚 兰 文 的 《多 比 传 》

道 经 》、 《耶 利 米 书 信 > ^ 片 、

如 《以 诺 一 书 》、

等 。

所 出 古 卷 中 ， 有 不 少 是 当 年  

之 宗 教 团 体 的 内 部 文 献 。 这 些 材 昆 兰  

前 基 锊 教 时 期 的 犹 太 教 提 供 了 蜇 妒 = 研宄 

背 聚 ， 足 可 填 补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史 史  

白 。 《撒 捋 残 本 》 亦 称 《大 马 色  

早 年 首 见 於 开 罗 ， 今 则 从 昆 兰 也 有 发  

《纪 律 手 册 》 的 古 卷 抄 本 （发 现 於 — 号洞 

从 其 他 各 洞 也 陆 续 发 现 了 片 断 ^ 使 我 ■ 们  

对 昆 兰 团 体 的 生 活 槪 况 和 法 禁 教 ^ 有 了 〜  

定 的 了 解 ； 《谢 恩 诗 》 有 诗 3 0 首 ， 似均 

出 於 一 人 手 笔 ； 另 有 不 少 旧 约 经 卷 的 注  

释 ， 《哈 巴 谷 书 注 释 》 包 括 哈 巴 谷 书 前 两  

章 的 经 文 ， 用 希 伯 来 文 抄 写 ， 并附以逐句  

释 义 ； 注 释 中 详 述 一 位 末 世 人 物 “公义教 

师 ” 如 何 为 一 邪 恶 祭 司 迫 害 。

1 9 5  2 年 从 三 号 洞 发 现 钢 制 古 卷 —部， 

长 8 呎 ， 宽 1 呎 。 由 於 年 久 易 脆 ， 直至 

1 9 6 6 年 方 以 切 割 法 打 开 。 这 一 卷 是 宝 物  

清 册 ， 记 录 金 、 银 、 香 料 等 贵 重 物 品 分 藏  

的 6 0 多 个 地 方 ， 但 迄 今 尚 无 一 处 寻 获 。 

这 些 物 品 也 许 是 取 自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於主 

后 G 6 至 7 0 年 犹 太 人 及 罗 马 战 争 期 间 ，为 

奋 锐 党 人 （犹 太 人 的 一 个 革 命 组 织 ）造册 

后 分 藏 於 各 处 。

1 9 6 7 年 6 月 以 埃 六 日 战 争 期 间 ，希伯 

来 大 学 益 基 勒 雅 丁 教 授 （即苏 肯尼克教授  

之 子 ） 偶 得 一 部 昆 兰 文 献 ， 称 为 殿 $  

卷 》， 幅 长 2 8 呎 ， 是 迄 今 发 现 的 昆 兰 古

- 部 ， 所 记 主 要 是 列 王 法 令 、&  
-  节期等

中 最 长 的 _

防 要 略 ， 也 提 及 祭 祀 、 消印几丨〜、希律的 

典 令 制 度 ； 大 半 篇 幅 详 述 将 来 ^ 殿 於 卷  

规 制 ， 据 说 这 是 作 者 将 神 的 启 示 录 子 、

中 。

稃 拉 拜 M 特 河  拜阿特河

伯 利 恒 至 死 海 一 带 有 穆 拉

区 ， 在 昆 兰 区 域 以 南 约 n 埋 二 ^
有 很 多 发 从 °

9^1 年识 

1 952

都 因 人 在 该 区 岩 洞 内 有 很 步 下 开 拥 . *  

年 在 益 基 勒 雅 丁 和 罗 兰 徳 沃 1 3 ^  

个 洞 ， 颇 有 所 获 。 经 外 文 物 如 主



树 B 领 导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年 间 的  

圣 经 文 献 如 小 先 知 书 古 卷 （主 

圣 物  > 等 都 极 堪 珍 责 。

奔故f 二 墟 是 拜 占 庭 时 代 — 座 基 督 教 徒  

通 址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东 南 9 哩 许 ， 

» 社 河 和 榑 拉 拜 阿 特 河 区 域 之 间 的 拿

介 是 从 汲 沧 谷 延 伸 往 东 南 方 向 ， 朝 

尔轮^ 的 一 个 地 区 。 1 9 5 2 年 ， 先 前 发 现  

肉 ^ 的 邡 个 贝 都 因 人 又 在 这 里 发 现 了 大 批  

3 本，其 成 书 年 代 较 其 他 古 卷 为 晚 。 弥 德  

废 墟 文 献 是 用 阿 拉 伯 、 叙 利 亚 、 希 腊 3 种 

文字抄写 的 残 片 构 成 ， 均 成 於 主 后 五 世 纪  

g 八 世 纪 之 间 ， 其 中 包 括 的 圣 经 经 文 有 ： 

希腊文 的 马 可 福 音 、 约 翰 福 音 、 使 徒 行 传  

3书的残片； 叙 利 亚 文 的 马 太 福 音 、 路 加  

福音、使 徒 行 传 、 歌 罗 西 书 4 书 的 残 片 。 

弥 德 古 卷 均 渊 源 於 基 督 教 ， 昆 兰 和 穆 拉 拜  

阿 特 古 卷 则 均 洲 源 於 犹 太 教 。

古卷年代考

最 初 发 现 的 古 卷 并 非 所 有 学 者 都 同 意  

是上古的抄本；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这 批 古 卷 是  

中世纪之物。 考 定 这 些 古 卷 的 年 代 需 解 决  

- 系 列 的 问 题 ： 昆 兰 的 经 外 文 献 於 何 时 著  

成？经 外 文 献 与 圣 经 经 文 於 何 时 抄 成 ？ 是 

何 人 於 何 时 将 这 些 文 献 密 藏 於 洞 中 ？ 多 数  

学 者 均 认 为 密 藏 古 卷 是 昆 兰 团 体 成 员 所  

^ 时 间 在 罗 马 大 军 分 兵 包 围 犹 太 各 坚 城  

塞之际， 亦 即 耶 路 撒 冷 沦 陷 （主 后 7 〇 ) 

之前不久。

内证

作老！! 审 古 卷 内 文 ， 或 可 从 字 里 行 间 找 到  

迹 兹 略 情 况 并 其 写 作 时 代 的 蛛 丝 马  

注 _ 巾 外 文 献 《哈 巴 谷 书 注 释 》 为 例 。 

与先知吟7 作 者 同 代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均 非  

指 神 的 谷 ， 代 。 注 释 者 以 “基 提 人 ” 

格 的 别 称 ， ‘‘考 基 提 人 ，， — 语 原 是 居 比  

中海东岸’ 后 来 则 泛 指 希 腊 岛 民 ， 以 及 地  

玲用•‘基 二 民 ，。 在 但 以 理 书 十 一 章 3 0 节 

已待逛所 护 人 ” 预 指 未 来 的 敌 人 ， 学 者 们  

谷知主释 r 者 即 后 来 的 罗 马 人 。 故 《哈 巴  

^ 年 柒 穸 岛 3 写 作 背 景 ， 是 庞 培 於 主 前  

外 站 〜 入 侵 巴 勒 斯 坦 之 时 。

、 古 眷 的
置 耍 项 目 之 一 ， 即 考 证 抄

本 的 抄 写 年 代  J an ym .

年 代 ， 但 我 们 可 本 并 不 标 明 抄

学丨、1 书 岭 体 料 料 _  过 对 古

^ 间 。 当 年 崔 维 尔 抄 写 年 代 的 - 门  
就 是 用 古 文 书 学Saî以 赛 亚 书 古 卷 时 ， 

字 体 与e经 考 定 了 ^ 丨 ^ 崎 部 古 卷 的  

体 加 以 对 比 。 殊浦草搜的字 

流 考 古 学 家 奥 伯 莱 到 当 时 美 国 -  

书 学 可 知 ， 方 形 宇 体 = = : 定 。 据 古 文

可 以 断 定 大 多 伦 时 期 . 由 此  

至f f 200年
器 物 餘 另 — ® 利 目 是 考 证 有 关  
: 物 的 年 代 。 於 昆 兰 发 现 的 陶 器 是

晚 期 和 罗 马 时 代 早 期 （主 前 2〇0至  
口 0 0 > ， 另 从 其 装 饰 也 可 考 定 为 同 —  

时 期 ； 还 有 瓦 騎 賴 百 钱 币 也 是 希 腊 罗  

马 时 代 流 通 的 货 币 。 再 者 ， 从 该 地 一 座 建  

筑 物 上 的 裂 痕 可 断 定 必 是 — 次 地 踩 所 致 ， 

第 一 世 纪 的 犹 太 史 家 约 瑟 夫 述 当 地 於 主 前  

3  1 年 曾 发 生 过 强 烈 地 籐 。 除 此 之 外 开  

掘 昆 兰 废 墟 所 见 各 种 迹 象 均 表 明 该 址 有 人  

居 住 的 时 间 ， 大 约 是 主 前 1 3 5 至 主 后 6 8 年  

( 是 年 奋 锐 党 起 义 为 罗 马 所 平 ） 之 间 。

放 射 性 碳 断 代 法 （即 分 析 某 些 古 代 遗  

物 中 放 射 性 炭 元 素 的 剩 余S, 以 断 定 其 年  

代 的 方 法 ， 也 称 碳 1 4 年 代 测 定 法 ） 也 是

相 当 有 效 的 外 证 法 之 一 。例如 ，对包裹古 

卷 的 麻 布 作 碳 H 分 析 ， 可定 为 主 后 3 3年 

间 前 后 之 物 ，再 经分 析 ，又将时间较正为  

主 前 2 5 0至 主 后 5 0 年间。至於麻布包揪跟  

古 卷 本 身 的 关 系 ，虽然已难査证，但将碳 

1 4 分 析 的 结 果 与 古 文 书 学 分 析 和 考 古 学  

分 析 所 得 结 论 加 以 参 照 ，可知死海古卷约  

於主前1 5 〇年至主后 6 8年之间抄成 u

昆 兰 团 体

昆 兰 河 北 岸 ，距 - 号 ■ 之 =  

有 一 片 犹 太 修 道 院 的 遗 址 乂 =

墟 。 这 遗 址多 年 来 都受 到路 过 的人 注意。

考 古 = 年 ， 益 = 和 二 德 =

对 昆 兰 废 墟 作 过 初 圣 径 学 校 的 资 助  

约 旦 考 古 博物 馆 和多 明俄 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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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下 始 进 行 系 统 的 挖 掘 。 首 先 挖 出 的 是 一  

个 建 筑 群 中 的 主 要 建 筑 物 ， 可 确 定 为 一 组  

织 完 备 的 团 体 之 中 心 。 据 测 ， 这 昆 兰 团 体  

曾 一 度 有 2 0 0 至 4 0 0 成 员 ， 大 多 居 於 外 围  

的 帐 搏 或 附 近 之 岩 洞 东 面 向 着 死 海 之 处  

有 相 当 大 的 墓 地 ， 中 间 隔 出 一 方 较 小 的 墓  

园 。 罗 兰 德 沃 断 定 昆 兰 发 墟 实 际 是 犹 太 教  

爱 色 尼 派 的 中 心 所 在 。

进 一 步 挖 掘 则 发 现 ， 该 处 於 古 代 不 同  

时 期 均 曾 有 人 居 住 。 最 早 可 上 溯 至 主 前 八  

至 七 世 纪 。 有 人 甚 至 认 为 那 ® 的 迮 筑 物 和  

水 池 均 建 於 犹 大 王 乌 西 雅 在 位 期 间 （参 代  

下 二 十 六 1 〇 > 。 证 明 希 腊 和 罗 马 时 期 有 人  

居 住 的 证 物 甚 丰 ， 大 约 主 前 1 ( ) 〇 年 之 前 不  

久 ， 是 该 处 人 口 最 盛 的 时 期 ， 正 当 许 尔 堪  

— 世 在 位 期 间 （许 尔 堪 一 世 是 哈 斯 摩 宁 王  

朝 首 位 国 王 兼 大 祭 司 ， 主 前 1 3 4  - 丨0 4 在  

位 > 。 主 前 3 1 年 ， 有 大 地 震 将 该 处 夷 为 废  

墟 。 后 来 ， 大 概 於 大 希 律 去 世 （主 前  

前 后 ， 这 里 又 有 人 移 居 ， 直 到 主 后 6 8 年 ， 

罗 马 军 进 侵 ， 才 又 人 去 楼 空 。 罗 马 於 此 设  

营 戍 守 ， 直 至 主 后 9 0 年 。 最 后 则 於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即 巴 柯 巴 於 主 后 1 3 2 - 3 5 所  

领 导 的 起 义 ） 期 间 ， 起 义 军 曾 据 其 地 对 抗  

罗 马 军 。

该 处 最 大 的 建 筑 为 聚 会 大 堂 ， 四 周  

有 小 室 相 通 。 遗 址 有 大 S 瓦 器 发 现 ， 不  

仅 有 炊 用 器 皿 ， 且 有 收 藏 古 卷 的 瓦 坛 。 

书 卷 的 抄 写 工 作 在 专 设 的 房 间 进 行 。 从  

遗 址 虽 未 找 到 古 卷 ， 但 这 些 瓦 坛 与 从 一  

号 洞 所 见 者 毫 无 二 致 ， 可 证 古 卷 抄 本 与  

该 遗 址 必 有 关 连 。 抄 书 房 内 有 泥 灰 砌 的  

矮 桌 、 长 凳 、 墨 池 ， 均 已 考 定 为 罗 马 时  

代 之 物 。

遗 址 内 有 供 水 系 统 ， 其 粞 密  

可 观 。 他 们 建 了 很 多 长 方 形 和 _ ‘ ，领为 

池 ， 水 是 从 西 部 山 间 引 入 池 中 的 的 街 水  

池 可 能 是 昆 兰 团 体 举 行 洁 净 仪 式 ^ 这 些 水  

礼 之 处 。 另 也 有 数 以 百 计 的 希 典  

币 出 土 ， 可 为 各 层 断 代 之 证 。 遡 ^ 古  

哩 有 绿 洲 和 清 泉 ， 名 为 弗 什 卡 泉 ^ ^ 2  

昆 兰 废 墟 当 年 的 农 耕 之 地 。 ’ 据考臬

M 兰 闭 休 的 身 分

昆 兰 团 体 是 犹 太 教 的 一 个 派 系  

立 於 主 前 二 世 纪 。 该 派 系 的 创 立 显 然 ^ 创  

西 流 基 王 朝 以 希 腊 文 化 压 迫 犹 太 人 的  

抗 争 。 该 团 体 弃 绝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p 

隐 荒 漠 ， 避 世 苦 修 。 “大 马 色 ，，之 称 可 g  

是 指 在 昆 兰 的 团 体 。 他 们 以 “神 的 团 体 ” 

自 命 ， 团 员 均 相 信 他 们 是 坚 守 神 的 旨 意  

谨 奉 神 的 圣 约 。

犹 太 教 的 派 系 极 多 ， 昆 兰 团 体 曾 被 人  

认 为 是 其 中 之 一 ，如 ：哈 西 典 、法 利 赛 派 、 

撒 都 该 、 奋 锐 党 、 伊 便 尼 派 ， 不一而足]  

经 多 年 研 究 后 已 确 定 该 团 体 为 爱 色 尼 派 ， 

这 派 系 早 见 载 於 一 世 纪 学 者 约 瑟 夫 、斐 

罗 、 老 皮 里 纽 等 人 的 著 作 。 他们 描述 爱 色  

尼 派 是 隐 居 在 死 海 西 岸 的 苦 修 团 体 ，除时 

间 和 地 理 上 吻 合 外 ， 该 派 系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习 俗 也 均 与 昆 兰 团 体 一 致 ， 如 ： 入会须经  

两 年 考 察 期 ； 团 员 有 等 级 之 分 ； 财产公 

有 ； 共 餐 ； 行 浸 洗 礼 ； 有 种 种 洁 净 仪 式 ；

纪 律 森 严 ， 设 监 督 行 督 导 之 责 。

昆 兰 团 体 内 部 有 祭 司 和 信 徒 之 分 ；并 

有 公 议 会 的 设 立 ， 由 1 5 人 组 成 ， 包 括 3位 

祭 司 和 1 2 位 信 徒 ， 地 位 最 髙 的 是 监 贷 。 

当 然 ， 昆 兰 团 体 和 爱 色 尼 派 也 有 不 同 之  

处 ， 如 爱 色 尼 派 禁 婚 ， 昆 兰 团 体 则 允 1午^  

员 结 婚 ， 且 接 纳 女 性 入 团 ； 如 爱 色 尼 派  

和 平 主 义 者 ， 昆 兰 团 体 则 容 许 动 武 。

的 位 仰  *⑶ 一

团 体 像 正 统 的 犹 太 教 与 基 督 @  

经 为 圭 臬 。 他 们 以 神 的 以  

离 犹 太 的 主 流 活 动 ， 他 

法 ， 预 备 主 的 道 路 。 ; 方  

， 认 为 耶 和 华 神 是 创 造 得 教  

神 为 人 类 预 定 了 两 种 地 位 很  

天 使 在 他 们 的 神 学 选 民 成  

是 灵 ， 将 於 末 世 战 他 们 的  

黑 暗 。 他 们 极 强 调 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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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架 构 s — 神 论 ， 却 认 为 世 界 是 善  

赛 事 冲 柯 # 均 由 神 而 来 。

惠 二 ■ 闭 体 认 为 ， 人 是 由 尘 土 造 成 的 脆  

= 一 彻 头 彻 尾 的 有 罪 ， 惟 有 靠 神 的 恩  

病 捋 救 。 团 员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 听 从 公  

# = 师 的 教 导 才 能 洗 淸 罪 哦 而 得 洁 净 。 

义 & 谷 书 往 释 > 和 其 他 文 献 提 及 一 ^ h 佚 

^ 的 公 义 教 师 。 他 不 是 团 体 的 创 始 者 ， 只 

f 经冲兴起， 教 导 团 员 生 命 之 道 。 他 荣 特  

^ 恩 惠 而 能 领 W 神 的 末 世 计 划 ； 他 是 祭  

a ，" 蒙 冲 特 賜 智 恝 而 能 解 释 先 知 所 言 ， 但 

2 并 不 是 弥 赛 亚 。公 义 教 师 受 一 “恶 祭 司 ” 

的攻讦和 迫 害 。 有 学 者 拧 尝 试 把 这 公 义 教  

师 和 恶 祭 司 辨 认 为 某 些 历 史 人 物 ， 却 无 确  

据。

昆 兰 团 体 有 强 烈 的 弥 赛 亚 盼 望 ， 他 们  

相信自 己 身 处 末 世 ， 弥 赛 亚 将 临 ， 与 恶 势  

力 作 最 后 搏 斗 〇 < 大 马 色 文 献 〉 中 ， “亚 

伦 和 以 色 列 之 受 音 者 ” 一 语 ， 许 多 学 者 认  

为 是 指 两 位 弥 赛 亚 ： 一 为 祭 司 弥 赛 亚 （传 

自亚伦 >，一 为 君 王 弥 赛 亚 （传 自 以 色 列 ）， 

后者地位较低。 也 有 学 者 以 为 是 指 3 位 弥  

赛亚：一 为 君 王 弥 赛 亚 （传 自 大 卫 — 

为 祭 司 弥 赛 亚 （传 自 亚 伦 > , — 为 先 知 弥  

赛亚（传 自 摩 西 ， 参 申 十 八 1 8 > 。 若 据 此  

说，则 公 义 教 师 也 可 能 是 他 们 期 望 的 一 位  

先知。昆 兰 团 体 相 信 人 死 复 活 说 ， 认 为 义  

人必不死， 且 从 神 得 蒙 福 祉 ； 恶 人 必 受 严  

惩，并 於 烈 火 中 消 灭 。 他 们 将 义 人 的 福 扯  

理解为现世的、 物 质 的 。

死 海 古 卷 的 意 义

对旧约研究的m 驳性

死 海 古 卷 面 世 之 前 ， 世 间 所 见 希 伯 来  

丨B 约原经的 锻 古 抄 本 只 有 主 后 9 0 0 年 的 抄  

本；最 古 的 旧 约 全 书 抄 本 是 “斐 冠 维 什 抄  

本”，这 是 1 0 1 0 年 的 抄 本 。 及 至 死 海 古 卷  

发现，其 最 m 要 之 处 ， 是 使 我 们 得 见 距 旧  

约成典仅 3 0 0 年 的 古 本 ， 较 以 前 圣 经 学 者  

认 为 最 古 老 的 抄 本 还 要 早 出 1 , 〇 0 0 年 。 最  

被 引 以 为 据 的 旧 约 五 书 有 创 世 记 、 出 埃  

^记、申 命 记 、 诗 篇 和 以 赛 亚 书 。 其 中 最  

的 是 出 埃 及 记 的 经 文 片 断 ， 成 书 年 代 可  

主 前 2 5 〇年 前 后 ； 从 一 号 洞 找 到 的 以  

本 书 古 卷 则 已 考 定 为 主 前 丨 0 0 年 的 抄

死 海 古 卷 显 示 旧 约 经 文 基 本 是 按 3大 

主 线 辗 转 传 抄 的 。第一条主线是马所拉抄  

本 。 那是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最古老的希伯  

来 文 抄 本 。 马 所 拉 这 学 派 於 主 后 5 0 0 至 

1 0 0 0 年 之 间 在 提 庇 啤 亚 城 极 一 时 之 盛 a 

他 们 将 传 统 的 希 伯 来 文 加 添 元 音 （希伯来 

古 字 母 表 无 元 音 ），并於经文加边注，对 

经 文 的 传 播 大 有 贡 献 n 后世学者多以为加  

元音的马所拉经文是主后二世纪的著名亚  

基 巴 拉 比 和 他 的 弟 子 的 功 劳 ，及至昆兰古 

卷 出 现 ，始见此说不确.•原来马所拉经文  

早在主后二世纪之前数百年就已经流行并  

传 抄 了 。 将昆兰经文与马所拉经文两相参  

比 ， 其间虽偶有拼法和和语法的歧异，但 

主 要 内 容 并 无 大 变 。死海古卷可助圣经学  

者 更 清 晰 地 理 解 经 文 。

第二条主线是旧约最早的希腊文译本  

一 七 十 士 译 本 。 査新约中的旧约引文多  

出 自 七 十 士 译 本 。该本译成於主前2 5 0年， 

在重建原经的工作中被认为是仅次於马所  

拉 抄 本 的 最 重 要 根 据 。有些学者拿马所拉  

抄 本 与 七 十 士 译 本 对 照 ，认为两者的歧异  

是 七 十 士 译 本 的 译 者 不 够 准 确 、主观、粗 

率 之 故 。 但现今已发现七十士译本与马所  

拉 抄 本 不 同 的 地 方 ，多半是因七十士译本  

所 根 据 的 原 本 ，与马所拉抄本略有不同， 

从 昆 兰 发 现 的 希 伯 来 经 文 中 ，有部分与七 

十 士 译 本 一 致 ， 有助 於解 决一些经文难  

题 。 死海古卷中也有七十士 译本的抄本。

第三条主线是希伯来摩西五经的撒玛  

利 亚 抄 本 。 这部主前二世纪的抄本所用的  

字 体 ， 与 某些 昆 兰 古卷 相同 。从某些希泊 

来 文 的 经 文 看 来 ，撒玛利亚古本与昆兰古  

本 的 关 系 似 较 之 马 所 拉 古 本 犹 近 。这部古 

本 为 经 文 语 法 、拼 写 、标点的校勘提供了  

许 多 新 证 。

尽管昆兰团体另立门户来与犹太主流  

派 系 分 庭 抗 礼 ，但 所奉 的圣 经却 是一部 ， 

因 此 通 过 死 海 古 卷 ，足可证明圣经经文的  

古 老 年 代 及 传 抄 的 准 确 性 ，

对 新 约 研 究 的 取 要 性

在 昆 兰 地 区 的 深 入 勘 察 ，对新约研究 

也 愈 发 重 要 。学者们原以为昆兰团体既是  

犹 太 教 的 派 系 ，与基飪教当绝无所涉，不 

料 1 9 5 5 年 从 七 号 洞 的 发 现 ，使人十分惊  

讶 。



1508 si h5i gu ju5n

七 号 洞 的 发 现 ， 直 至 年 才 公 布 。 

已 发 现 的 死 海 古 卷 多 是 希 伯 来 文 抄 本 ， 但  

从 七 号 洞 却 找 到 了 希 腊 文 抄 本 。 七 号 洞 共  

出 蒲 草 纸 古 卷 1 9 部 ， 其 中 两 部 於 1 9 6 ‘2 年  

已 经 翻 译 ，知 是 出 埃 及 记 和 《耶 利 米 书 信 》 

( 次 经 ） 两 书 的 希 腊 文 片 断 。 其 余 尚 未 译  

的 1 7 部 ， 据 测 也 当 屈 旧 约 书 卷 无 疑 。 

1 9 7 2 年 ， 西 班 牙 耶 稣 会 学 者 何 西 奥 可 勒  

根 （他 是 罗 马 主 教 圣 经 研 究 学 院 的 一 位 蒲  

草 纸 文 献 专 家  > 宣 布 ， 那 1 7 部 古 卷 中 有  

新 约 经 文 。 他 利 用 古 文 书 学 的 知 识 翻 译 了  

其 中 9 个 片 断 ， 计 有 ： 马 可 福 音 4 段 ， 使  

徒 行 传 、 罗 马 书 、 提 摩 太 前 书 、 雅 各 书 、 

彼 得 后 书 各 一 段 。 他 认 为 这 些 抄 本 的 年 代  

在 主 后 5 0 至 1 0 0 之 间 。 这 真 是 轰 动 世 界 学  

术 界 的 一 大 发 现 。 在 此 之 前 ， 世 间 最 古 的  

新 约 抄 本 只 有 约 翰 福 音 的 一 个 片 断 ， 即 主  

后 1 3 0 年 的 所 谓 约 翰 李 兰 兹 本 ， 而 新 发 现  

的 抄 本 却 要 早 7 0 至 8 0 年 。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 昆 兰 团 体 既 於 主 后  

6 8 年 就 已 经 解 体 ， 那 么 七 号 洞 的 古 卷 又  

从 何 而 至 呢 ？ 一 说 以 为 是 第 二 次 犹 太 革 命  

期 间 （主 后 1 3 2 - 3 5 ) ， 有 人 突 破 罗 马 人 的  

封 锁 线 而 将 这 批 古 卷 密 藏 於 此 。 没 有 证 据  

说 明 这 批 新 约 古 卷 与 昆 兰 团 体 或 其 他 各 洞  

的 古 卷 有 何 关 系 。

学 术 界 就 昆 兰 较 早 的 发 现 与 基 督 教 之  

关 系 发 表 了 不 少 意 见 ， 但 彼 此 的 歧 异 甚  

大 。 不 过 ， 多 数 学 者 都 认 为 新 约 成 书 的 背  

景 与 昆 兰 文 献 的 写 作 背 景 基 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有 些 学 者 以 施 洗 约 翰 在 荒 野 过 苦 修 生  

活 （路 一 8 0 ， 三 2 ) , 又 以 其 言 行 均 以 旧  

约 为 据 （路 三 4 - 6 ; 参 赛 四 十 3 - 5 > ， 并 以  

其 用 水 施 洗 这 3 点 ， 认 为 他 必 是 昆 兰 团 体  

的 成 员 。 但 此 说 除 上 述 3 点 之 外 ， 并 无 任  

何 实 据 ， 而 且 约 翰 的 洗 礼 与 昆 兰 团 体 的 洗  

礼 也 颇 不 相 同 ： 前 者 的 洗 礼 只 为 受 洗 者 举  

行 一 次 ； 后 者 却 要 求 成 员 经 常 行 浸 洗  

礼

有 人 以 为 昆 兰 团 体 中 所 谓 公 义 教 师 就  

是 耶 稣 基 督 。 但 仔 细 对 比 之 后 ，‘可 发 现 相  

异 处 较 相 同 处 更 多 。 昆 兰 团 体 是 个 苦 修 主  

义 、 遁 世 主 义 、 律 法 主 义 的 派 系 ， 耶 稣 的  

教 导 指 摘 当 时 宗 教 领 袖 的 形 式 主 义 和 假 冒  

为 善 ， 并 且 祂 差 派 门 徒 到 世 界 各 处 去 宣 讲

福 音 （可 十 六 1 5 > ， 绝 非 遁 世 主  

兰 团 体 的 文 献 并 无 一 处 说 明 他 们  ' 艮  

师 具 备 神 性 ， 或 藉 着 他 的 死 救 赎 人 ‘义數 

罪 恶 ， 或 说 他 是 弥 赛 亚 ， “阳狄' 1类脱埤

的 等 次 永 远 为 祭 司 ” （来 七 ！

处 提 及 他 钉 十 字 架 、 埋 葬 、 复活  

事 。 昆 兰 团 体 的 信 条 和 基 督 的 教 训  

^ 相 符 之 处 ， 但 双 方 有 严 屯 的 分 歧 和 :

新 约 研 究 可 从 昆 兰 文 献 得 到 启 示  

学 者 认 为 约 翰 福 音 之 二 元 论 思 想 / 如  

明 ” 与 ‘‘黑 暗 ” 等 ） 是 受 希 腊 哲 学 彫 响 =  

致 ， 於 是 断 言 约 翰 福 音 於 主 后 二 世 纪 到 3  

世 纪 之 间 写 成 。 现 今 ， 我 们 可 从 死 海 古 =  

看 到 的 一 世 纪 反 希 腊 化 的 犹 太 文 献 也 有 类  

似 的 用 法 ， 故 此 ， 约 翰 的 思 想 及 其 著 作 可  

信 是 出 於 一 世 纪 的 犹 太 背 景 之 下 。

使 徒 保 罗 的 著 作 也 跟 昆 兰 文 献 有 相 似  

之 处 。 两 者 都 提 及 洗 礼 、 圣 養 、 “新 约 ，， 

的 观 念 、 圣 经 对 罪 的 观 念 、 肉体和 灵的 关  

系 、 安 息 日 等 。 初 期 教 会 的 生 活 ， 也有与 

昆 兰 团 体 相 似 之 处 ， 如 ： 凡 物 公 用 、 纪律 

等 。

总 之 ， 死 海 古 卷 为 研 究 新 约 和 早 期 基  

督 教 提 供 了 坚 实 而 丰 富 的 基 础 ； 同时也为  

研 究 犹 太 教 於 昆 兰 的 一 个 派 系 提 供 了 珍 贵  

材 料 。 至 於 早 期 基 督 教 和 昆 兰 团 体 之 间 有  

某 些 相 似 之 处 ， 是 因 为 两 者 所 处 的 时 代 与  

环 境 是 一 致 的 ； 此 外 ， 两 者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渊 源 —— 旧 约 。 然 而 昆 兰 团 体 与 基 督 教 的  

歧 异 却 远 超 过 相 似 之 处 ， 这 是 两 种 截然不 

同 的 信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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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 是 对 人 死 后 所 在 之 处 的 总 称 。 圣 

死 后 的 去 处 有 不 同 的 描 述 ， 见 於 旧  

# 有 ‘‘阴 间 ’， （希 伯 来 文 作 “苏 奧 ”） 

4 坑，，； 见 於 新 约 的 有 ‘‘阴 间 ” 或 “冥 

和，，（希 腊 文 作 “希 得 斯 “地 狱 ” 

府 欣 漱 子 谷 “乐 园 ”、 ‘‘亚 伯 拉 罕 的 怀  

<,， 古 希 伯 来 人 对 神 的 认 识 与 时 俱 进 ， 

对 死 的 观 念 也 由 起 初 朦 胧 的 想 象 ，

^ 於 发 展 成 新 约 较 明 朗 的 观 念 。

旧约
旧约 记 死 后 之 事 者 不 多 。 有 几 处 所 谓  

死后下 到 “阴 间 ” （“苏 奧 ” 一 词 也 经 常  

译 作 “坟 墓 ”、 “地 狱 ”、 “坑 ” ； 或 作  

“死亡”）， 有 时 是 仅 指 葬 入 坟 墓 （民 十 六  

3(K 3 3 ) ; 但 更 多 的 情 况 还 是 意 味 着 一  

个冥世。 死 人 住 处 被 描 述 是 在 地 下 ， 死 后  

要 “下 去 ” （创 四 十 二 3 8 ; 箴 十 五 2 4 ; 结  

二十六2 0 ) ; 那 里 幽 暗 无 光 （伯 十 2 0 - 2 2 ) ,

- 片 静 寂 （诗 九 十 四 1 7 ， -----五 丨 7 > ， 是

被 遗 忘 之 地 （诗 八 十 乂 、1 2 >  ; 在 那 里 的

人 既 不 记 念 神 ， 也 不 颂 扬 神 《诗 六 5 ， 三  

十9，—— 五 1 7 > ， 也 不 为 神 所 顾 念 （诗 

八十八5 、 11 ; 赛 三 十 八 1 8 ) 。 死 人 是 与  

神永远隔离的， 已 置 身 於 神 在 历 史 中 的 活  

动之外。 尽 管 生 死 在 古 人 的 观 念 里 似 乎 并  

非 不 可 逾 越 （例 ： 王 下 四 3 2 - 3 7 的 起 死 回  

生；撒 上 二 十 八 7 - 2 5 的 过 阴 招 魂  与 死  

人沟通一 向 是 犹 太 律 法 的 禁 忌 （申 十 八  

⑴ 。以 色 列 周 围 的 异 教 民 族 却 多 热 衷 於  

招 魂 交 鬼 的 巫 术 。

人 死 后 在 冥 世 已 不 能 再 称 作 “生 命 ”，

然 而 它 确 然 是 一 种 存 在 ， 且 被 看 作 是 和 已  

故 先 祖 和 乡 亲 的 相 聚 （创 二 十 五 8 ; 结 三  

十 二 1 ' 3 0 > 。 冥 界 也 处 在 神 的 权 能 之 下  

^ 〜 三 九 8 ; 摩 九 2 ; 约 二 2 > 。 “苏 奧 ” 

& 形 容 为 一 只 饥 饿 的 怪 兽 ， 伺 机 吞 噬 活 人  

W 二 十 七 2 0 ， 三 十 1 6 ) ， 但 神 的 权 能 足  

以 便 人 免 受 其 噬 （诗 四 十 九 1 5 ， 八 十 六  

13>。旧 约 时 代 末 期 ，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间 已

•种盼望， 以 为 神 终 会 将 人 从 “苏 奥 ” 

^ 之 下 解 救 出 来 。 不 过 当 时 把 这 种 盼 望  

晰 表 达 的 只 有 但 以 理 一 人 （伯 十 四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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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十 九 25 - 2  7 ; 诗四十九丨 5 ， 七十三

2 3 - 2 8 ; 但十二丨、2 ) 。 古代希伯来人的  

死 亡 观 虽 与 新 约 时 代 保 罗 所 述 者 （林后五 

1 - 8 ; 腓一  2 1 - 2 3 ) 相 距 尚 远 ，但他们至  

少 已知 死 亡 并 非 是 绝 望 之 境 。

两约之间时期的文献
自 被 掳 时 代 （主前 3 8 ( 5 )至新约时代  

之 始 （主 后 3 0 ) ，犹太人因与波斯和希腊  

宗 教 接 触 ，对死后的观念也逐渐清晰 9 旧 

约 译 成 希 腊 文 的 时 候 ，希伯来文的“苏奥” 

译 成 希 腊 文 的 “希 得 斯 ”， 及 至 新 约 ， 

“希 得 斯 ” 一词已披沿用为死人住处的通  

称 了 。

新 名 词 带 来 了 新 观 念 ，围绕死后去处 

的 种 种 新 说 法 也 纷 纷 出 现 。伪 经 《以诺一 

书 》 二 十 二 章 说 ，人死后先被收於一座大  

山 的 幽 谷 ，等待最后的审判；此期间，义 

人 的 去 处 充 满 欢 乐 ，恶人的所在则满是折  

磨 。也 有 作 家 秉 持 旧 约 对 “苏奥”的观念， 

认 为 那 是 与 神 隔 绝 之 所 ， 毫无欢乐可言  

(《传 道 经 》 十 四 12、 1 6 > 十七 2 7 、28 )。

这 个 时 期 ，犹 太 人 也 开 始 使 用 “欣漱 

子 谷 ”来 指 称 地 狱 。欣嫩子谷是耶路撒冷  

城 南 的 一 片 深 谷 ，在旧约时代因在那里有  

献 儿 童 为 祭 之 举 而 为 可 憎 之 地 （王下十六 

3 ， 二 十 一 6 ，二 十 三 1 0 )，新约时代成了  

倾 倒 垃 圾 之 地 。这欣嫩子谷在一些作家的  

笔 下 即 成 为 恶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在那里受尽 

火 的 煎 熬 （《以诺 一 书  > 九 十 2 0 - 2 7 ;  

《以 斯 拉 二 书 》 七 7 0 )。与这个受刑之所  

相 对 的 是 “乐 园 ” （源自波斯 语，指一充  

满 欢 乐 的 花 园 ）， 是义人死后享受福祉的  

地 方 。 后 来 ， 新 约 作 者 利 用 “希 得 斯 ”、 

“欣 嫩 子 谷 ”、 “乐 园 ”，适切地表达出基  

督 的 启 示 。

新约
新 约 表 达 “死人 住处”的词汇虽不少， 

但 讲 论 之 处 却 仅 3 5节 。 这些经文均集中  

於 四 福 音 书 和 启 示 录 。保罗书信多涉及天  

堂 ， 只 有 耶 稣 和 约 翰 提及 地 狱 。

耶 稣 用 “阴 间 ” （“希得斯 ”）一词只  

一 次 ， 见 於 财 主 和 拉 撒 路 的 故 事 （路十六 

2 3 ) 。 比 喻 中 说 “阴 间 ” 是恶人死后受苦  

的 所 在 。 那 里 有 不 灭 的 烈 焰 ，使死后的人



肉 体 上 仍 备 受 煎 熬 。 他 们 的 痛 楚 不 容 许 任  

何 微 小 的 缓 解 .•

“阴 间 ” 只 是 恶 人 死 后 的 第 一 站 ， M  

后 的 归 宿 则 是 “地 狱 “欣 嫩 子 谷 ’’ > ， 

那 甩 有 火 烧 虫 咬 ， 指 人 的 形 体 将 被 销 化  

( 太 五 2 ‘2 、 2 9 、 3 0 ， 十 八 9 ; 可 九 4 8 ; 雅 

三 参 赛 六 十 六 2 4 ) 。 耶 稣 曾 说 ： 那 是  

“外 边 的 黑 日 音 ” 之 地 ， 人 在 其 中 必 “哀 哭  

切 齿 ” （太 八 1 ‘2 ， 二 十 二 1 3 ， 二 十 五 3 0 > 。 

显 然 ， 恶 人 经 基 督 扱 后 的 审 判 ， 便 被 丢 进  

那 里 （约 五 2 2 ; 徙 十 4 2 ， 十 七 3 1 ; 提 后  

四 1 > 。 这 个 永 刑 之 地 承 继 了 旧 约 “苏 奥 ” 

的 可 怕 之 处 ， 与 神 永 远 隔 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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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传 道 ， 劝 人 悔 改 ， 曾 一 再 告 诫  

“地 狱 ” （“欣 嫩 子 谷 ”> 的 危 险 。 相 比 之  

下 ， 耶 穌 却 较 少 讲 义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 义 人  

经 过 审 判 之 后 不 会 下 到 “地 狱 ”， 而 将 进  

入 “国 度 ” （太 二 十 五 3 4 ) 。 耶 稣 两 次 指  

出 义 人 死 后 即 进 入 福 境 。 路 加 福 音 十 六 章  

2 2 节 记 载 拉 撒 路 死 后 是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怀 里 ”， 耶 穌 以 此 比 喻 一 个 安 适 、 和 平 之  

地 。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三 章 4 3 节 记 载 耶 稣 应  

许 死 前 忏 悔 的 犯 人 可 与 他 同 到 乐 园 ， 这 显  

然 与 十 六 章 所 指 的 是 同 一 个 去 处 。 保 罗 后  

来 指 出 乐 园 是 在 天 上 （林 后 十 二 2 、

; 约 翰 也 有 同 样 的 说 法 （启 二 7 > 。

保 罗 并 其 他 新 约 书 信 的 作 者 均 极 少 论  

及 恶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 保 罗 只 提 过 一 次 “阴 

间 ” （希 腊 文 作 “阿 毕 斯 ”）， 这 是 他 用 作  

“苏 奥 ” 的 代 用 词 （罗 十 7 ) 。 保 罗 也 曾 说  

耶 穌 “降 在 地 下 ” （弗 四 9 > ， 这 是 指 耶 穌  

死 后 曾 去 过 “死 人 的 住 处 ” （按 ： “地 下 ” 

本 是 拉 比 用 以 指 “苏 奥 ”、 “希 得 斯 ”、

‘‘欣 嫩 子 谷 ” 的 用 语 ）。 彼 得 也 说 基 督 死  

后 ， “藉 这 灵 拧 去 传 道 给 那 些 监 狱 里 的 灵  

听 ” （彼 前 三 丨 9 > 。 对 此 经 文 的 解 释 多 有  

分 歧 。 一 说 以 为 基 督 进 到 “阴 间 ” “希  

得 斯 ”）， 向 挪 亚 时 代 沉 沦 的 天 使 （“神 的  

儿 子 们 ”， 创 六 丨 讲 道 ， 而 不 是 向 被  

羁 锁 的 罪 人 之 灵 传 道 。 彼 得 后 书 二 章 4 节  

所 谓 囚 禁 犯 罪 天 使 的 地 方 （和 合 本 作 “地  

狱 ”）， 原 文 是 “塔 塔 雷 斯 ”， 是 希 腊 语 对  

冥 世 的 另 称 。

保 罗 对 义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则 有 较 多 论  

述 。 他 最 早 期 的 书 信 只 是 肯 定 义 人 死 后 终  

必 S 活 （林 前 十 五 ； 帖 前 四 〗 3 - 1 7 > 。 在

他 自 己 一 次 濒 临 死 亡 的 经 历 之 后 （林后〜

8 - 1 1 > ， 便 开 始 提 及 死 后 的 去 处 。 他 说 ， 

死 即 竞 味 着 与 基 督 同 住 ， 故 比 生 更 好 （腓 

— 2 3> ; 又 说 “离 开 身 体 ” 就 是 “与主

同 住 ” （林 后 五 8  > 。 保 罗 所 说 ， 显然是指  

义 人 死 后 即 往 天 堂 与 基 督 同 住 （参林后十  

二 2 - 4 : 保 罗 称 乐 园 在 三 层 天 上 ）。 死亡 

并 无 权 柄 将 基 督 徒 与 葙 督 隔 绝 （罗 八 3 8、 

3 9 ) ， 相 反 ， 却 只 将 他 们 带 到 神 的 面 前 。

启 示 录 有 不 少 关 於 死 后 去 处 的 资 料 ， 

对 恶 人 死 后 种 种 ， 谈 论 特 多 。 该书以两个  

名 称 来 指 说 恶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 一 为 “无底 

坑 ” （“阿 毕 斯 ” > , 是 邪 灵 、 污 鬼 的 囚  

牢 ； 一 为 “阴 间 ” 《希 得 斯 ） 是人 死后 的  

去 处 。 荼 雍 人 类 的 各 种 污 鬼 （启九1 - 1 1 >  

和 残 杀 两 个 见 证 人 并 负 载 “大 淫 妇 ” 的恶 

兽 （启 十 一  7 , 十 七 ） 均 来 自 这 无 底 坑 。 

那 里 也 是 将 来 鹋 锁 撒 但 的 地 方 （启 二 十 2、

3 ) 。 耶 稣 称 那 里 是 给 魔 鬼 及 其 使 者 预 备  

的 地 方 （参 太 二 十 五 4 1 > 。 启 示 录 也 向 基  

督 徒 宣 布 了 一 个 喜 讯 ， 即 无 论 是 “阴间” 

或 是 “无 底 坑 ”， 均 不 是 神 权 能 之 外 的  

“独 立 王 国 ' 该 书 一 开 始 即 记 载 耶 稣 宣  

布 开 阴 间 之 门 的 钥 匙 笮 握 在 祂 手 中 （启一 

1 8 ) ; 於 末 后 他 要 阴 间 和 死 亡 释 放 死 人  

( 启 二 十 1 3 > 。 开 无 底 坑 的 钥 匙 不 在 撒 但  

之 手 ， 而 是 悬 在 天 链 上 ， 只 授 予 神 的 使 者  

( 启 九 1 , 二 十 1 > 。 最 后 ， 阴 间 、 死 亡 、 

恶 人 都 要 被 扔 到 火 湖 里 （“欣 嫩 子 谷 ”）， 

他 们 将 在 那 里 承 受 永 刑 （启 十 九 2 0 , 二 

十 1 0 、 1 4 、 1 5 , 二 十 一 8 ) 。

至 於 义 人 死 后 的 去 处 、 启 示 录 的 作 者  

约 翰 与 保 罗 的 看 法 是 一 致 的 ： 义人死 后不  

去 阴 间 ， 而 直 赴 天 堂 。 殉 道 者 是 在 祭 坛 下  

祈 求 神 复 仇 （启 六 9 - 1 1 ) ; 此 外 无 数 基  

督 徒 围 着 神 的 宝 座 歌 颂 神 （启 七  

那 些 基 督 徒 有 基 督 亲 自 牧 养 ， 将 永 无 烦  

忧 ， 也 永 无 饥 寒 之 苦 。

结 语

旧 约 煨 初 的 “死 八 住 处 ” 尚是一个笼  

统 而 模 糊 的 槪 念 ， 意 味 着 一 个 与 神 和 人 均  

永 远 隔 绝 之 所 。 后 来 的 作 者 渐 发 现 人 死 后  

不 是 都 往 一 处 （“苏 奥 ”）， 而 必 分 为 两 处 。 

基 督 教 的 观 念 认 为 恶 人 死 后 先 羁 留 於 阴 间  

( “希 得 斯 ”> ， 在 那 里 饱 受 折 磨 而 至 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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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之 后 便 要 被 扔 进 ‘‘火湖•’中 

於 % ^ 是 永 恒 的 地 狱 （“欣 嫩 子 谷 ”

矣 攀 捱 阴 间 权 柄 的 并 不 是 腐 鬼 ， 而 是 那  

方 有 之 上 的 基 督 ■ 。 义 人 死 后 无 需 去 阴  

疾 而 可 迳 赴 乐 园 （“亚 伯 拉 罕 的 怀 里 ” 

逆’‘‘夭堂，，> ; 在 那 里 与 基 督 同 住 ， 信 心  

求方眼见，苦 难 变 为 福 祉 ，祈 求 变 为 赞 美 -  

# 資徒相信， 死 亡 这 个 最 后 的 顽 敌 虽 然 可  

t 却 不 能 叫 他 们 受 苦 ， 也 无 力 将 他 们 与  

$ 讲绝，反 只 能 使 他 们 与 所 爱 的 神 面 对 面  

的相來•
P e t e r  H .  D a v i d s

锣•欣嫩子谷 _ 1 7 4 6 :  “阴 间 / 希 得 斯 ■

2123: •天/ 天 堂 ” 1 5 6 3 :  •地 狱 • 3 1 5 :

.唐间塽界’ 8 0 6 ;  •苏奥 - 1 5 1 4 :  •乐园”

死人受洗
Baptism for t h e  D e a d

sIr6n Sh6u x!

一 种 宗 教 习 俗 ， 新 约 仅 提 及 1次 （林 

前十五2 9 ) ， 且 语 焉 不 详 ， 故 引 起 不 少 争  

论，问 题 的 要 点 有 2 : ( 〗 ） 这 种 洗 礼 的 意  

X 何在？ （2 > 使 徒 保 罗 是 否 赞 同 这 种 洗  

礼？

综 观 各 家 释 义 ， 可 分 为 3 类 ： 隐 喻 性  

g ; 正 常 的 洗 礼 ； 代 人 受 洗 。 马 可 福 音 十  

章38节 和 路 加 福 音 十 二 章 5 0 节 ， 以 受 洗  

喻 指 受 难 或殉 道 ； 有 些 学 者 便 据 此 将 “为 

死人受洗”， 解 作 “以 求 死 之 心 受 洗 ”， 

暗喻殉道。 一 位 释 经 家 以 为 这 是 指 基 督 徒  

领油自甘死去， 好 向 死 人 作 见 证 。

另 也 有 许 多 人 以 为 这 是 指 一 般 的 洗  

礼，是 为 自 己 的 缘 故 受 洗 。 如 马 丁 路 德 认  

为 是 在 死 人 的 坟 墓 上 受 洗 的 仪 式 ； 加 尔 文  

认 为 是 指 接 受 洗 礼 的 基 伢 徒 随 时 有 遇 害 受  

准之险； 也 有 人 说 是 指 由 於 殉 道 者 或 逝 去  

的 亲 人 的 见 证 而 受 洗 入 教 者 。

嵌 自 然 的 解 释 是 指 代 替 他 人 受 洗 的 仪  

式 • 经 文 似 乎 指 出 哥 林 多 城 中 ， 有 人 代 死  

人受洗， 他 们 可 能 迷 信 洗 礼 有 魔 力 ， 这 也  

可 以 解 释 保 罗 为 何 向 他 们 强 调 自 己 的 亊 奉  

主 要 不 在 施 洗 （林 前 一 丨 4 - 1 7 ) 。 保 罗 把  

哥林 多 人 的 经 验 ， 比 作 当 年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泊 的 种 种 经 历 （林 前 十 】- 1 3 ) ， 保 罗  

& 迚 过 红 海 、 收 集 吗 哪 ， 显 然 是 喻 指 洗 礼

和圣餐^•保罗提醒他的读荇，这些神奇的 

经 历 并 不 能 防 止 以 色 列人陷於罪中。哥林 

多 人 大 槪 是 把 基 督 教 的 圣 礼 ，当成了得救 

的 保 障 ，故此为死人受洗可能是相信这仪  

式 可 以 给 死 者 带 来 奇 沙 的 福 扯 。

有 证 可 査 ，早期的异端教派确曾有这  

种 仪 式 。 早期教父屈校多模记载当时的马  

吉 安 教 派 （公 元 二 世 纪 ）奉行一种习俗： 

如 有 新 教 徒 未 及 受 洗 而 亡 ，他们就着人截  

於 放 S 死 者 的 榻 下 ，然 后 间 死 者 ® 否 受  

洗 ， 祓 於 栩 下 的 人 就 回 答 ： “恩 意 ！ ”於 

是 出 而 代 死 者 受 洗 ，算是完成了死者的洗  

礼 。

那么使徒保罗是否赞同这种洗礼呢？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2 9 - 3 4节 论 及 死人 复 活 的 问 题 时 ， 他淸楚 

地 把 自 己 与 施 行 这 种 洗 礼 的 人 分 别 出 来 。 

他 在 提 及 哥 林 多 人 的 所 为 后 （第2 9节 ）， 

即 谈 到 自 己 在 以 弗 所 的 经 历 （30-33节 >, 

结 语 的 劝 勉 也 带 着 责 备 的 意 味 （第 3 4节>。 

於 以 下 各 节 （林 前 十 五 3 5 - 4 2 )，保罗也  

把 自 己 与 提 问 者 区 别 出 来 。根据其他经文 

( 例 ：林前一  14 - 1 7，十丨- 1 3 )，可以清楚  

地 看 到 保 罗 对 哥 林 多 人 的 洗 礼 观 ，是决不 

肯 苟 同 的 。保 罗 提 及 “代死人受洗”之亊， 

显 然 是 指 出 他 们 的 矛 盾 ：哥林多人既不相  

信 死 人 复 活 ，“为 死 人 受 洗 ”的 仪 式 ，岜 

不 老 无 意 义 ？

G e o r g e  E .  C a n n o n

死亡
D e a t h

s i w ^ng

生 命 的 终 止 （肉体死亡）或与神隔绝 

( 灵 性 死 亡 ）均 称 “死亡”。

旧约的死亡观

旧 约 认 为 死 亡 应 是 人 生 的 自 然 终 止 。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均 以 命 长 寿 足 、儿孙满 堂 ， 

最 后 能 在 子 孙 环 绕 下 寿 终 正 寝 为 至 福 。早 

逝 是 人 生 大 忌 ， 旧约有很多不甘早逝的例  

子 （例 ： 王下二十丨.丨丨的希西家）。一般 

认 为 早 逝 是 出 於 神 的 惩 罚 ，所以约伯料到  

自 己 可 能 早 亡 时 ，觉得需要为其品行辩白  

< 伯 十 九 2 5 、2 6 >。 只有传道书三章丨9、 

2 0 节 透 露 了 对 死 亡 的 消 极 悲 观 情 褚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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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可 证 该 书 受 到 非 希 伯 来 思 想 的 影 响 。

死 亡 虽 是 生 命 的 自 然 终 止 ， 却 是 人 人  

避 忌 的 节 。 死 亡 不 仅 使 人 与 社 会 人 群 诀  

别 ， 也 使 人 不 能 在 神 的 面 前 枣 奉 。 神 固 可  

使 人 死 时 稍 得 安 慰 （诗 七 十 三 2 3 -2 8 > ， 

但 描 述 神 与 死 人 同 在 的 记 载 却 罕 见 ， 只 在  

较 后 期 的 圣 经 作 品 中 始 有 所 见 （诗 一 三 九  

8 > 。 这 也 许 是 旧 约 绝 少 记 自 杀 之 例 的 原  

因 （撒 上 三 十 一 1 、 5 ; 撒 下 十 七 2 3 ) 。 死  

亡 从 没 有 被 视 为 生 命 进 入 更 美 善 境 界 的 门  

槛 ,，

摩 西 律 法 的 死 刑 使 人 可 见 死 与 罪 的 关  

系 。 犯 重 罪 者 是 要 处 死 的 。 圣 经 说 将 某 人  

“从 民 中 剪 除 ”， 表 示 以 色 列 民 继 续 存 活 ， 

罪 犯 却 因 死 亡 与 民 隔 绝 。 以 色 列 民 常 被 鱉  

告 说 违 背 神 的 诫 命 可 能 会 导 致 灭 亡 ， 那 是  

与 神 断 绝 关 系 的 结 果 （申 三 十 1 5 - 2 0 ; 耶  

二 十 一 8 ; 结 十 八 2 1 - 3 2 〉。

及 至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 犹 太 人 关 於 死 后  

生 命 和 复 活 的 思 想 便 渐 现 端 倪 ， 死 亡 观 也  

随 之 而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不 仅 早 夭 ， 凡 死 亡  

均 被 看 作 是 罪 的 恶 果 （《以 斯 拉 二 书  > 三  

7 ; 《传 道 经 〉 二 十 五 ‘2 4 ; 《巴 录 二 书 》 

五 十 四 丨 9 > 。 有 时 谓 死 亡 是 “原 罪 ” （亚  

当 与 夏 娃 之 背 神 ） 的 结 果 ， 有 时 则 谓 个 人  

的 死 亡 是 个 人 犯 罪 所 致 。 圣 经 最 先 明 确 提  

出 死 人 复 活 和 最 后 审 判 之 思 想 的 ， 是 旧 约  

成 书 最 晚 的 著 作 之 一 ： 但 以 理 书 （但 十 二  

2 > 。 这 个 思 想 在 两 约 之 间 时 期 的 著 作 中  

( 例 ： 《以 斯 拉 二 书  > 七 3 1 - 4 4 ) 均 可 见 其  

回 响 。 这 个 时 代 人 们 多 相 信 灵 魂 在 肉 身 死  

亡 之 后 还 继 续 存 在 ， 可 能 是 以 不 朽 的 形 态  

存 在 （< 所 罗 门 智 慧 书  > 三 4 ， 四 丨 ； 《马  

加 比 四 书 〉 十 六 丨 3 ， 十 七 1 2 > ， 或 者 在 等  

待 复 活 的 实 现 （《以 诺 一 书 > — 〇 二 > 。 

有 些 经 外 著 述 采 纳 了 希 腊 哲 学 所 谓 肉 体 是  

生 命 的 枷 锁 ， 必 须 彻 底 摆 脱 的 思 想 ， 这 显  

然 和 希 伯 来 人 固 有 的 生 死 观 格 格 不 入 。

这 个 时 代 的 复 活 观 和 买 赎 生 命 脱 离 死  

亡 这 两 个 思 想 ， 为 新 约 的 启 示 铺 路 ， 即 耶  

穌 战 胜 死 亡 而 复 活 之 事 ,，

新 约 的 死 亡 观

新 约 看 死 亡 已 非 个 人 事 件 ， 而 是 重 要  

的 神 学 问 题 。 在 新 约 作 者 的 观 念 中 ， 死 亡  

已 不 仅 意 味 着 肉 体 生 命 的 终 止 。 对 -----个

人 来 说 ， 死 亡 对 其 生 命 的 各 方 面 均 有 直 接  

的 影 响 。 惟 有 神 是 不 死 的 ， 池是世上生命  

的 本 源 （罗 四 丨 7 ; 提 前 六 人 只 有 将  

自 己 的 生 命 正 确 地 连 接 在 神 的 生 命 上 ，才 

能 真 正 的 活 着 。 但 自 罪 恶 入 世 以 来 ，人与 

神 的 生 命 已 隔 绝 （罗 五 1 2 、 1 7 、 1 8 ; 林 

前 十 五 2 2 ) 。 自 亚 当 与 神 分 离 以 来 ，死亡 

便 进 到 人 间 ； 每 一 个 人 都 在 亚 当 里 犯 罪  

( 罗 三 2 3 ， 五 1 2 > , 遂 使 死 亡 成 为 每 个 人  

必 不 可 免 的 结 果 （罗 六 2 3 ; 来九2 7 >•由  

此 观 之 ， 死 亡 就 不 仅 是 人 生 终 结 时 的 节 ， 

也 是 与 作 为 生 命 之 源 的 神 隔 离 的 一 种 生  

活 。

死 亡 的 威 力 所 及 甚 广 。 人类文化和物  

质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均 在 其 阴 影 的 笼 眾 之 下  

( 罗 八 1 5 ; 来 二 1 5 > 。 死 亡 统 治 一 切 “厲 

肉 体 的 ” （罗 八 ( 5 > 。 任 何 不 是 连 於 基 督 的  

人 都 是 活 在 死 亡 之 中 （约 三 1 6 - 1 8 ; 约査 

五 1 2 ) 。 那 统 御 世 界 的 魔 鬼 是 掌 握 死 权 的  

( 来 二 1 4 > 。 死 亡 有 时 被 描 述 为 魔 鬼 在 今  

世 的 权 力 。 惟 有 基 督 能 够 制 服 这 死 亡 ，莳 

后 使 它 俯 首 就 范 （林 前 十 五 2 6 、 2 7 ; 启 

六 8 , 二 十  1 3 、 14 > 。

位 於 加 利 利 伯 示 亚 琳 的 犹 太 人 坟 基

甚 督 死 了 ， 埋 葬 ， 於 第 三 天 复 活 （罗 

四 2 5 ; 林 前 十 五 3 、 4 ; 帖 前 四 1 4 )。 经这 

— 历 史 事 件 之 后 ， 死 亡 统 御 世 界 的 权 能 被  

击 碎 了 。 新 约 从 多 方 面 阐 明 了 基 瞀 之 暂 时  

屈 从 於 死 亡 ， 全 然 是 为 了 赎 清 世 人 之 罪 的  

道 理 。 他 “存 心 顺 服 ， 以 至 於 死 ” （腓二 

8 > 。 祂 甘 为 祭 牲 ， 为 所 有 人 的 罪 而 死  

( 林 前 五 7 ; 林 后 五 15 祂 下 到 阴 间 ，死 

人 之 所 在 （彼 前 三 丨 8 、 1 9 > 。 上 述 一 切 经  

文 的 重 点 ， 均 在 说 明 基 督 不 再 死 亡 ， 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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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趙 鬼 ， 取 回 了 驾 驭 死 亡 的 权 柄 （钥 

并 凯 旋 得 胜 地 升 天 （来 二 丨 4 、 15; 

貞>丨7、 耶 穌 基 伢 所 作 的 一 切 并 不  

| 为 了 自 己 ， 而 是 为 了  — 切 信 托 他 的 人  

丨可十4 5 ; 罗 五 6 - H ; 帖 前 五 9 、 1〇>。 祂 

爹 了 本 不 应 受 之 死 ， 粉 碎 了 死 亡 在 祂 的 门  

^ 身 上 的 权 能 。

基 胬 的 大 能 终 於 将 一 切 信 祂 的 人 救 离  

取死的身体” （罗 七 2 4 ) 。 基 督 徒 “受 洗  

0 入 池 的 死 ’’ （罗 六 3 、 4 > ， 向 世 界 和 律  

法 “与 基 督 同 死 ’’ （罗 七 6 ; 加 六 1 4 ; 西 

二2〇)，救 恩 便 临 到 他 们 身 上 。 神 将 祂 爱  

子i 督 之 死 也 看 作 是 全 体 信 徒 之 死 ， 从 此  

以后，这 叛 逆 之 世 的 罪 （罗 六 6 > 和 自 我  

索 拜 （即 所 谓 “为 自 己 活 着 ”， 参 林 后 五  

丨4、1 5 ) 的 罪 都 成 为 过 去 。 耶 稣 为 世 人  

社死，好 賜 给 他 们 生 命 （林 后 四 1 0 >。 其 

结 果 便 是 信 徒 因 此 而 与 “世 界 ” 隔 绝 了 ， 

正 如 从 前 与 神 隔 绝 一 样 。 从 世 界 的 立 场 来  

看，他 们 确 是 死 了 ； 然 而 基 督 却 成 了 他 们  

唯 一 的 生 命 （西 三 3 > 。

约 翰 对 死 亡 的 表 述 则 略 有 不 同 。 他 

说，基 督 之 降 世 是 为 了 賜 死 者 以 生 命 （约 

五24)。这 賜 生 命 之 举 不 是 指 末 日 的 复 活 ， 

而是已经发生的。 凡 信 了 耶 穌 的 人 都 立 刻  

出死入生。 换 言 之 ， 凡 顺 从 主 道 的 人 将 永  

不见死（约 八 5 1 、 5 2 ) 。 在 基 督 外 的 人 是  

已经死了， 在 基 督 里 面 的 人 则 已 在 饱 享 着  

丰富的生命。 基 督 徒 和 非 甚 - 督 徒 的 根 本 区  

别 即 在 这 生 死 之 差 上 。

当然， 新 约 作 者 都 知 道 甚 督 徒 也 会 经  

历死亡，他 们 是 要 说 明 基 督 徒 之 死 和 非 基  

督 徒 之 死 的 区 别 。 基 督 徒 的 身 体 是 要 死  

的，但 却 是 “死 在 基 督 里 帖 前 四 1 6 ) 。 

这 可 以 说 并 不 是 “死 ”， 而 只 是 着 了 ” 

噌 前 十 五 6 、 1 8 、 2 0 、 5 1 ; 帖 前 四 13- 

A 参 约 十 一  1 1 - 1 4 基 督 的 话  > 。 换 言 之 ， 

虽 然 甚 督 徒 的 身 体 死 了 ， 却 不 是 与 基 督 分  

t 所 以 ， 这 不 是 真 正 的 死 亡 。 死 亡 或 地  

# 的 一 切 权 力 均 不 能 将 信 徒 与 基 督 隔 离  

1 八 3 8 、 3 9 ) 。 对 信 徙 来 说 ， 死 亡 非 但  

$ 是亏损， 反 有 所 得 ， 因 为 可 以 使 他 们 与  

$ 飪 更 为 贴 近 （林 后 五 1 - 1 0 ; 腓 一 2 0 、 

2|L 再 者 ， 最 后 他 们 终 将 与 基 督 共 享 对  

f t ：的 胜 利 ， 因 为 基 督 既 然 是 死 里 复 活 的  

切 热 的 果 子 ” （林 前 十 五 2 0 ; 西 一  1 8 > ，

那 么 凡 “在 箪 筲 1 ”的 人 必 将 在 “末期到 

了 ’’的 时 候 一 起 复 活 ， 完 完 整整地与主同 

在 。

至 於 不 厲 基 督 的 人 ，他们将面对最终  

与 神 完 全 隔 绝 的 结 局 。在末日审判时，凡 

名 不 见 於 “生 命 册 ”上的人，便都要被遗 

往 火 湖 中 去 ，与死亡和阴间为伍了。这最 

终 与 神 的 隔 绝 称 为 “第二次的死” （启二 

十 1 4 K 基督徒已从死亡的权势下被救出  

( 雅 五 2 0 ; 约 S •三丨幻。“第二次的死”对 

笃 信 基 督 的 人 是 老 无 权 力 的 （启 二 11, 

二 十 6 > , 他 们 将 与 神 生 活 在 一 起 。 在神 

那 里 是 没 有 死 亡 的 ，因为神本身就是生命  

之 源 （启 二 十 一 ㈧ 。

P e te r  H . D a v id s  

参 • 死 人 的 住 处 " 1 5 0 9 :  ••居间塽界 •

8 0 6 :  ••神 的 愤 怒 " 1 2 8 5 。

参 考 书 目 ： 0 .  Cu l l ma n n ,  /mmorfa/ /_fy of 

th e  S o u l  o r R e s u r r e c t io n  o f the  D e a d ? ： 0 .  

K a i s e r  a n d  E.  L o h s e ,  D e a th  a n d  L ife ;  L. 

M o r r i s ,  Th e  W a g e s  o f  Sin; K.  Ra h n e r ,  On  

th e  T h e o lo g y  o f  D e a th .

死刑
Capital Punishment
s i x ing

参 •■刑 法 和 刑 罚 - 1 7 7 5。

四字母词
Tetragrammaton
si zl mO ci

希 伯 来 人 对 神 的 基 本 称 谓 ，由4个希 

伯 来 子 音 合 成 （希 腊 文 t c i r a是 四 ， 

g r a m m a 即 字 母 > 。 个字母音译过来是  

Y  ( 或 J >， H , W 、H 。最为人接受的解  

释 是 ： “那 自 有 永 有 ，绝对和不变的那位” 

(《希 伯 来 文 与 英 文 旧 约 圣 经 词 汇 > ， 页 

2 1 8 > 。 这 是 神 向 摩 西 启 示 的 名 字 （出三 

1 5 ; 参 出 三 1 3、 1 4 ; 约八 5 6 - 5 8 )。十诫 

明 明 地 指 示 ，犹 太 人 不 可 妄 称 这 名 字 （出 

二 十 2 、 7 > 。 因 此 ，犹太人认为这名字极  

神 圣 ， 以 致 他 们 要 忌 讳 ，每逢遇见便读作  

A d o n a i  (即 “主 ”>。 旧约原文只以子音  

写 出 这 名 字 ，但后来一些称为马所拉学者  

的 人 ， 为 旧 约 经 文 加 上 母 音 时 ， 便把 

A d o n a /的 母 音 加 在 这 子 音 字 上 ，提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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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不 要 把 神 圣 的 名 字 读 出 来 ， 非 希 伯 来 人  

把 • 的 母 音 与 〗 丨I v v n 4 个 字 音 合 拼 起  

来 ， 便 形 成 了  一 个 新 宇 “ 耶 和 华 ” 

( J e h o v a h  > , 但 这 字 在 希 伯 来 文 是 不 存 在  

的 。 这 名 的 正 确 读 音 应 为 “ 雅 巍 ” 

(Y a h w c h ) , 但 英 译 本 多 译 作 “L O R I ) ”， 

全 用 大 写 ， 以 资 识 别 ， 中 译 本 则 译 作 “耶  

和 华 ，，。

参 - 神 的 名 称 ” 1 2 8 7 。

松 树 / 黄杨树
Pine Tree
s o n g shii / hu«ing y d n g  shCl

参 • 植 物 （松 树 ）” 2 2 9 2 。

苏奥
Sheol
s u

希 伯 来 文 ， 其 字 源 不 详 。 一 般 来 说 ， 

此 字 意 为 深 谷 、 深 坑 、 地 狱 、 或 死 亡 的 世  

界 。 在 旧 约 中 ， 它 指 死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 一  

处 陷 落 於 地 下 的 空 间 ， 那 里 有 死 人 聚 居  

( 阴 间 ）。 “苏 奧 ” 的 同 义 词 是 坑 洞 、 死 亡  

和 灭 亡 （亚 巴 顿 > 。 那 是 阴 暗 及 死 寂 之 处 ， 

在 那 里 所 有 存 在 之 物 都 是 无 气 息 的 ， 然 而  

它 并 不 是 什 么 乌 托 邦 ， 而 是 没 有 生 命 的 地  

方 。 此 外 ， 也 有 形 容 它 为 遗 忘 之 地 ， 住 在  

那 里 的 不 可 能 称 赞 神 （诗 八 十 八 1 0 - 1 2 ) 。 

启 示 录 称 之 为 “无 底 坑 ”， 由 无 底 坑 的 王  

亚 巴 顿 所 管 辖 （启 九 1 1 ) 。

然 而 ， 这 地 方 并 不 是 完 全 没 有 神 存  

在 ； 纵 使 在 阴 间 下 榻 ， 也 不 能 躲 避 神 （诗  

— 三 九 8 ) 。 神 这 种 无 处 不 在 的 厲 性 在 约  

伯 记 生 动 地 描 绘 出 来 ： “在 神 面 前 ， 阴 间  

显 露 ； 灭 亡 也 不 得 遮 掩 ” （伯 二 十 六 6 ) 。 

箴 言 也 表 达 了 类 似 的 思 想 ： “阴 间 和 灭 亡  

尚 在 耶 和 华 眼 前 ， 何 况 世 人 的 心 呢 ？ ”

(箴 十 五 1 1 ) 在 两 段 经 文 中 ， 阴 间 和 灭 亡  

( 亚 巴 顿 ） 是 交 替 互 用 （平 行 ）。 “亚 巴 顿 ” 

按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毁 灭 ”， 在 启 示 录 ， 却  

用 作 个 人 名 字 。

圣 经 中 出 现 死 亡 并 非 自 然 的 事 ， 它 违  

反 了 生 命 是 神 所 賦 予 的 原 则 。 阴 间 因 此 不  

单 是 歇 息 之 所 ， 也 是 刑 罚 之 地 。 可 拉 教 晈  

其 同 党 背 叛 摩 西 ， 给 裂 开 的 地 坑 吞 没 ， 在  

阴 间 中 灭 亡 （民 十 六 3 0 - 3 3  ) 。 畏 惧 死 亡

是 人 之 常 悄 ， 阴 间 因 此 成 为  

征 （诗 三 十 九 1 3 ^ 犹 大 王 希 西 ^  

正 在 我 中 年 之的 病 床 上 悲 叹 ：

去 不 返的象  

曾在他

阴 间 的 门 ； 日必迸
我 余 剩 的 年 岁 不 得 享 戋 ，1 入

三 十 八 1 〇 > 。 … 式 （赛

旧 约 所 指 的 阴 间  

的 地 狱 不 同

好 人 或 坏 人 、 圣 人 或 罪 人 所 聚 集 ’的

IH-. ......... 万死 亡 意 味 着 加 入 那 些 已 离 世 的 人 之 中

- 个 犹 太 人 离 世 ，他 是  

[ 参 创 二 十 五 8 、 1 7

当
归 到 他 列祖那 °甩”

: 十 五 29
四十九

2 9 及 其 他 > „ 在 阴 间 那 里 ， 看 来 再 有 ^  

何 盼 望 （参 传 九 1 0 > 。 约 伯 记 中 把 阴 间 $  

亡 沉 郁 的 一 面 形 容 得 非 常 绝 望 可 悲 ： „叫

我 在 往 而 不 返 之 先 -----就 是 往 黑 暗 和 死 領

之 地 以 先 ......那 地 甚 是 幽 暗 ， 是死萌混纯

之 地 ； 那 里 的 光 好 像 幽 喑 ’，（伯 十 2〇_22) 

然 而 这 不 是 约 伯 的 遗 言 ， 他 也 知 道 神 的 ^  

力 能 超 越 坟 地 之 外 ： “我 知 道 我 的 救 赎 主

活 着 ， .....我 这 皮 肉 灭 绝 之 后 ， 我必在肉

体 之 外 得 见 神 ” （伯 十 九 2 5 、 2 6 ) 。 可是， 

该 段 经 文 的 意 思 并 不 完 全 明 确 ， 还有其他  

可 能 的 解 释 （参 英 译 本 圣 经 之 注 脚 ）。可 

是 它 却 显 示 信 仰 的 得 胜 就 是 信 ■ 神 跨 越 死  

亡 。 还 有 两 段 经 文 清 楚 表 达 死 后 生 命 的 信  

心 。 以 赛 亚 书 二 十 六 章 1 9 节 指 出 ：“死人 

要 复 活 ， 尸 首 要 兴 起 。 睡 在 尘 埃 的 啊 ，要 

醒 起 歌 唱 ！ 因 你 的 甘 露 好 像 菜 蔬 上 的 甘  

露 ， 地 也 要 交 出 死 人 来 。” 但 以 理 书 也 同  

样 表 明 ： “睡 在 尘 埃 中 的 ，必 有 多 人 S 酿。 

其 中 有 得 永 生 的 ， 有 受 羞 辱 永 远 被 W 恶 

的 ，， （但 十 二 2 > 。 在 此 看 到 我 们 与 死 人 并  

他 们 最 终 结 局 之 间 的 分 别 ： “智想人 必发  

光 如 同 天 上 的 光 ； 那 使 多 人 归 义 必 ^  

光 如 星 ， 直 到 永 永 远 远 ” （但 十 二 3 >。3  

於 那 些 不 信 神 的 人 ， 他 们 的 将 来 是 没 有 $  

望 的 。 以 赛 亚 在 饥 讽 巴 比 伦 王 的 诗 t / 

达 人 间 威 荣 的 短 暂 。 那 些 自 视 为 ^ 蛆 ，’， 

最 终 灭 亡 ： “你 下 铺 的 是 虫 是 “然 

( 赛 十 四 1 1 ) 。 升 得 愈 商 ，

而 ， 你 必 坠 落 阴 间

( 赛 十 四 丨 5 ) 。 . .、> 阴 间 的 规

(擗上二 -  

危 急 之 时 ，

跌 得 愈 大 ： ，, 

到 坑 中 极 深 之 处

在 旧 约 ， 一 直 坚 持 死 人 住 匕 十 /  

念 。 扫 罗 与 隐 多 珥 灵 媒 一 事

) 便 是 很 好 的 例 证 。 

请 撒 母 耳 “从 地 里 上 来
向 他 讨 教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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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 招魂的 巫 术 ， 是 摩 西 律 法 （申 十 八 9 -  

⑴ 及 王 自 己 （参 撒 上 二 十 八 3 、 9 > 所 

不容的。 显 然 ， 那 些 下 在 阴 间 的 ， 虽 然 与  

活§ 的 人 阴 阳 相 隔 ， 却 仍 是 熟 悉 人 间 的 事

在 新 约 中 ， “苏 奥 ” 翻 译 成 希 腊 文 的  

•‘希 得 斯 '  另 一 个 常 用 的 词 语 是 “革 赫  

家”。 英 文 译 本 常 把 这 二 字 译 作 “地 狱 ” 

丨参路十六2 3 及 圣 经 注 脚 >。

革 赫 铲 逛 萌 近 耶 路 撒 冷 的 地 方 ， 又名  

|欣嫩子谷 > ( “哀 肷 ” ？ > » 古 时 是 将 孩  

| 献 祭 给 摩 洛 之 地 （参 代 下 二 十 八 3 ) 。 

后来，它 用 作 焚 烧 城 内 废 物 的 垃 圾 。 在 普  

遍的观念中， 欣 嫩 子 谷 带 有 未 来 刑 罚 之 地  

的不样意思。 新 约 交 替 使 用 阴 间 和 地 狱 来  

表 示 那 些 不 信 神 的 人 的 结 局 （参 太 五 22, 

十2 8 ， 十 一 2 3 ， 十 六 1 8 ， 二 十 三 1 5 、 

3 3 ;雅三 6 >。

基 督 徒 根 据 新 约 的 教 导 认 信 是 耶 稣 下  

到阴间。信 经 中 有 关 这 一 节 是 取 自 彼 得 前  

书三章1 8至 2 0 节 及 四 章 6 节 。 然 而 ， 罗马  

书十章7节 和 以 弗 所 书 四 章 9 节 也 暗 示 耶  

穌降下阴间。 虽 然 彼 得 前 书 特 别 提 到 那 些  

在 洪 水 时 代 灭 亡 的 人 ， 正 是 耶 稣 降 生 的 理  

由；但 在 神 学 上 来 说 ， 却 表 明 了 十 字 架 和  

I 活 的 胜 利 超 越 阴 间 。 事 实 上 ， 据 启 示 录  

所载，耶 穌 象 若 死 亡 和 阴 间 的 钥 匙 （启 一  

18)。因 着 耶 稣 胜 过 死 亡 ， 地 狱 不 再 屈 於  

那些信池的人。 死 亡 与 阴 间 都 会 被 扔 在 火  

湖 1 ( 二 十 1 4 > ， 信 徒 的 名 字 从 今 以 后 记  

在 生 命 册 上 （二 十 1 5 > 。

参••死人的住处” 1 5 0 9 :  ••阴间/ 希得

斯*212 3 :  “地 狱 ” 3 1 5 :  “死 亡 ” 1 5 1 1 :

■居间境界” 8 0 6 。

m
Zur
Sfi ir

® 米 甸 一 个 宗 族 的 首 领 ， 米 甸 女 子 哥  

斯 比 是 他 的 女 儿 。 哥 斯 比 在 巴 力 毗 珥 亊 件  

扒 因 为 和 心 利 行 淫 ， 被 非 尼 哈 所 杀 （民 

= 十五丨5>。 他 是 后 来 和 巴 兰 一 起 ， 被 以  

色 列 人 所 杀 的 米 甸 的 “五 王 ，，之 一 （民 三  

十 - ^ )。 苏 珥 显 然 是 亚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藩  

^ ，圣 经 把 他 列 为 西 宏 手 下 的 “族 长 ”

(书 十 三 2 丨）。

© 基 遍 的 始 违 人 耶 利 的 儿 子 （代 上 八  

2 9 、 3 0 ， 九 3 6 ; 和 合 本 作 •‘基 遍 的 父 亲  

耶 利 他 是 便 雅 悯 人 ， 扫 罗 王 的 远 亲 。

苏珥门
S u r ,  G a t e  o f
s u  6 r  m d n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道 城 门 ， 连 接t王 宫 及  

圣 殿 。 在 列 王 纪 下 十 一 章 6 节 有 关 约 阿 施  

被 立 为 犹 大 王 及 亚 他 利 雅 被 杀 的 记 载 中 ， 

曾 有 提 及 。 在 历 代 志 下 二 十 三 章 5 节 的 平  

行 记 载 中 ， 它 称 为 “基 址 门 ”， 两 者 的 分  

别 可 能 是 由 於 希 伯 来 原 文 的 经 文 残 缺 不 全  

所 致 。

参•耶路撖冷" 1945。

苏法
S u p h a h
s u  f i

位 於 约 但 河 东 边 ， 摩 押 之 地 （民 二 十  

—  1 4 ) 。 它 的 确 实 位 罝 不 详 。

参 ’哇 哈 伯 " 1 5 9 3 。

苏弗
Z u p h
s 0  f u

〇 先 知 撒 母 耳 父 亲 以 利 加 拿 的 祖 先  

( 撒 上 一 丨 ）。 苏 弗 是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族 人 ， 

父 亲 也 是 叫 以 利 加 拿 ， 儿 子 名 叫 陀 亚 （代  

上 六 3 5 > 。 历 代 志 上 六 章 2 6 节 的 琐 菲 ， 和 

他 是 同 一 个 人 。 苏 弗 显 然 厲 於 利 未 支 派 ， 

但 撒 母 耳 记 上 却 称 他 为 以 法 莲 人 。 这 个 不  

— 致 的 现 象 ， 是 由 於 他 的 居 处 和 籍 贯 不  

同 。 利 未 支 派 没 有 自 己 的 地 业 ， 利 未 人 住  

在 甚 么 支 派 的 地 业 中 ， 就 箅 是 什 么 支 派 的  

人 （申 十 八 丨 - 8 ) 。

0 地 名 。 扫 罗 未 和 撒 母 耳 会 面 之 前 ， 

曾 到 这 里 寻 找 他 父 亲 失 了 的 驴 （撒 上 九  

5  > 。 苏 弗 在 拉 结 的 坟 墓 附 近 ； 而 拉 结 坟  

墓 的 传 统 地 点 ， 接 近 便 雅 悯 的 北 界 。 苏 弗  

和 撒 母 耳 可 能 很 有 关 系 ， 他 的 祖 先 有 一 位  

名 叫 苏 弗 （参 撒 上 一 1 ; 代 上 六 3 5 ) , 他 

的 家 乡 又 名 拉 玛 琐 非 。 苏 弗 的 确 实 地 点 已  

不 可 考 。

J a k o b  J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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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十 四 「)>«•圣 经 把 他 们 称 为 哈 麦 的 居 民 ， 

但 意 义 不 明 （和 合 本 作 “在 哈 麦 杀 畋 了 苏  

西 人 他 们 可 能 定 居 在 亚 嫩 河 以 北 的  

地 区 ， 因 为 签 大 老 玛 行 军 的 途 径 ， 是自北 

而 南 ， 沿 着 王 道 而 来 。 这 些 哈 麦 苏 西 人 可  

能 就 是 申 命 记 二 章 2 0 节 所 说 的 散 送 冥 „  

因 为 两 者 在 地 理 上 十 分 接 近 ， 而 两 段 经  

文 ， 都 把 他 们 和 何 利 、 以 米 、 利乏音 等多  

个 伟 人 族 ， 相 提 并 论 。

苏基人
Sukkiim
su  j l  r 6 n

拧 联 同 埃 及 王 示 撒 入 侵 巴 勒 斯 坦 ， 并  

与 犹 大 王 罗 波 安 交 战 的 三 个 民 族 之 一 （主  

前 9 3 0 - 9 1 3 ) 。 除 苏 基 人 外 ， 还 有 路 比 人  

及 古 实 人 （代 下 十 二 : n 。 他 们 可 能 就 是  

路 比 人 。

苏甲人
Sucathite
s u  j i ^  r 6 n

文 士 家 族 ， 是 基 尼 人 的 后 代 ， 住 在 犹  

大 地 的 雅 比 斯 （代 上 二 5 5 ) 。

苏利沙代
Zurishaddai
s u li s h a  d i i

示 路 蔑 的 父 亲 。 以 色 列 开 始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示 路 蔑 领 导 西 湎 支 派 （民 一  6 ， 二  

1 2 ， 七 3 6 、 4 1 ， 十 1 9 > 。

苏列
Zuriel
s u l id

亚 比 亥 的 儿 子 ， 以 色 列 开 始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领 导 利 未 支 派 米 拉 利 族 的 首 领 （民 

三  3 5 ) 。

苏 撒 拿
Susanna
s u  s a

— 位 妇 人 ； 她 将 自 己 的 财 物 献 给 主 耶  

穌 （路 八 3 ) 。

稣西
Susi
sQ xT

迦 底 的 父 亲 ， 属 玛 拿 西 支 派 。 迦 底 是  

被 派 往 侦 察 迦 南 地 的 十 二 个 探 子 之 一 （民

苏押
Zuar
su y 5

拿 坦 业 的 父 亲 。 以 色 列 开 始 在 旷 野 飘  

流 ， 拿 坦 业 领 导 以 萨 迦 支 派 《民一  8 ，二 

5 ， 七 1 8 、 2 3 ， 十 1 5 > 。

素菜
Pulse
s d  c ^ i

但 以 理 及 三 友 不 想 因 王 的 食 物 玷 污 自  

己 ， 於 是 要 求 以 索 菜 和 清 水 作 日 常 饮 食  

( 但 一  1 2 、 1 6 > 。 素 菜 在 希 伯 来 文 的 字 面  

意 思 是 “所 播 种 的 东 西 ”， 可 能 也 包 括 任  

何 可 以 吃 的 菜 蔬 。

参 - 植 物 （蔬 菜 ）" 2 2 9 2 。

素祭
Cereal Offering, Meal Offering
Sl» j l

奉 神 的 祭 祀 之 一 ， 以 五 谷 为 祭 品 ，表 

示 对 神 的 笃 信 和 奉 献 。

参 - 祭 祀 ” 6 8 0 。

T«?
m

Garlic
s u ^ n

球 茎 植 物 ， 可 作 食 用 （民 十 一 5 h  

参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 4 1 4 : ••植物

( 洋 葱 ）” 2 292〇

缝子
Fringe
s u l z l

根 据 神 的 律 例 ， 犹 太 男 子 要 在 上 衣 的  

四 角 作 縫 子 （申 二 十 二 1 2 > ， 提 醒 人 记 看

十 三 丨 丨 ）。

苏 西
Zuzim

莖 大 老 玛 和 同 盟 的 王 打 畋 的 王 国 之 —



4 2 3  〇

SJd 其 名 字 在 圣 经 中 出 现 一 次

埃 及 以 色 列 王 何 细 亚 曾 寻 求 与  

丨玉卞十t 个。俘 逆 的 行 动 ， 是 促 使 亚 述 王  

他结（ 3 ：世 把 何 细 亚 囚 禁 起 来 的 原 因 之  

) 要 从 圣 经 以 外 的 资 料 ， 判 

乂 i- 位 埃 及 王 ， 实 在 困 难 。

su〇 ̂
迦叠的父 亲 。 迦 费 是 摩 西 指 派 前 往 窥  

深迦南地的十 二 名 探 子 之 — （民 十 三 1 0 > 。

梭哥

S〇co, Socoh
suo ge

〇扰 大 支 派 地 业 中 ， 位 於 高 原 上 的 十  

四座城邑之一， 名 列 於 亚 杜 兰 和 亚 西 加 之  

闻（书 十 五 3 5 ) 。 校 哥 的 位 置 ， 跟 扫 罗 作  

以色列王时， 大 卫 杀 死 歌 利 亚 的 地 方 很 相  

近 （撒 上 十 七 1 > 。 后 来 犹 大 王 罗 波 安 修

筑 这 城 的 保 障 （代 下 H---- 7 > 。 这 城 也 是

非 利 士 人 从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手 中 所 夺 取 的 十  

五座城邑之一 （二 十 八 1 8 > 。

® 所 罗 门 第 三 个 行 政 区 域 城 内 的 城  

^ 由 丨 更 希 悉 所 管 辖 （王 上 四 丨 0 ) 。 在 历  

、̂ 上 四 章 1 8 节 ， 梭 哥 可 能 是 指 希 伯 的  

_ 后窃， 或 是 他 在 犹 大 南 部 所 建 的 一 个

在 高 原 地 带 北 端 ， 位 於 亚 杜 兰 和 亚  
米 的 — 座 城 （书 十 五 3 5 ) 。 当 耶 柔  

译 比 乌 的 作 品 《专 有 名 称 词 典 》 翻 

个位於山文’ 提 及 当 地 有 两 个 聚 居 处 ， 一  

按以^〜上’ 而 另 — 个 坐 落 平 原 。 这 描 写  

殘 埯 \ ^ 雨 面 边 沿 的 一 ^ 1 ^ 罗 马 拜 占 庭 时 期

矣 以 色 叫 ^ 维 科 废 墟 ------ 1—分吻合•， 东 面

山，％为 ) 期 筑 有 强 大 防 御 工 事 的 一 座 高  

戋 视 德 废 墟 。 若 以 此 为 座 标 ， 我 

W 谷 交 忙 哥 正 立 在 两 个 河 谷 汇 合 而 成 的  
点、上 ， 是 通 往 中 部 山 地 、 直 达

巧 恒 或 希 伯 仑 的 大 门 .SM丨5n 
七 章 丨 节 的 背 莰 叫 。 这 是 撤 母 耳 记 上  

由 梭 哥 旁 边 排 列 到 亚 = 非 利 士 人 的 军 队  

S 面 的 山 脊 上 ，彼此』

筑 的 山 干 道

直 二 色 = ， = :  

哈 斯 ， 把 进 攻 路 线 上 的 打 亚  

市 都 攻 取 了 他 几 个 城

后 来 重 夺 这 城 , 因 ; 在 : ： 治n 
: 上 的 皇 家 封 条 所 印 上 的 重 统 要 二 期 名 称 酒  

在 内 。S阿 巴 德 废 墟 进 行 的 地 面  

2 量 工 作 ，S爾 多 附 有 轉 的 酒 瓶 把  

手 ， 只 是 没 有 一 个 印 有 梭 哥 的 名 字 。

〇 在 犹 大 山 地 南 端 的 一 座 城 （书 十 五  

4 8 ) 。 由 於 犹 大 山 地 南 部 是 迦 勒 的 后 人 所  

居 之 地 ， 历 代 志 上 四 章 1 8 节 在 迦 勒 众 子  

的 家 谱 中 所 提 及 的 梭 哥 显 然 正 是 此 处 。 这  

城 即 扎 哈 利 雅 东 面 的 舒 维 科 废 墟 。

@ 沙 仑 平 原 上 的 一 个 城 ， 圣 经 只 提 过  

— 次 ， 但 在 圣 经 以 外 的 资 料 中 ， 却 十 分 著  

名 。 在 埃 及 的 记 录 中 ， 这 城 出 现 过 3 次 ； 

特 别 是 在 杜 得 模 西 士 三 世 的 地 志 名 单 上  

( 6 7 号  > ， 这 城 被 列 在 亚 弗 之 后 、 雅 咸 之  

前 。 亚 弗 的 位S是 在 雅 刚 河 泉 旁 的 拉 斯 艾  

因 ； 后 者 则 在 沙 仑 平 原 东 面 边 缘 的 雅 玛 废  

墟 。 在 亚 门 诺 斐 斯 二 世 的 编 年 史 内 ， 类 似  

的 地 理 背 景 中 亦 提 到 晈 哥 。 故 此 ， 她 在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时 是 一 个 重 镔 ， 位 於 穿 越 撒 ^  

利 亚 群 山 西 面 的 大 道 上 。 在 主f十 世 纪  

末 ， 梭 哥 的 名 字 再 次 出 现 在 法 老 示 撒 的 地  

志 名 单 上 ， 所 述 的 位s亦 完 全  

示 撒 所 征 服 的 梭 哥 ， 曾 出  

上 四 章 1 〇节 ， 这 城 跟 “希 弗 全 ： 二 ： 

原 上 的 小 地 区 ， _ 所 罗 门 的 第 二 1

行 政 二 这 些 文 _ = = 似 : =
卡 林 以 北 之 好 的 水 源 ， 所 以 这 两  

梭 哥 之 间 沿 路 ” ： 驿 站 。

个 城 是 沙 仑 平 原 南 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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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M
Zoheth
suo hei

犹 大 支 派 以 示 的 儿 子 （代 上 四 2 0 > 。

梭烈谷
Sorek, Valley of
s uo l i^ gD

大 利 拉 曾 在 这 谷 居 住 （士 十 六 4 ) 。 

校 烈 谷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偏 西 约 丨 3 哩 的 犹  

大 山 地 中 ， 向 西 北 伸 展 至 地 中 海 。 它 可 能  

就 是 萨 拉 尔 河 。 但 支 派 的 族 人 曾 企 图 定 居  

此 地 ， 却 遭 从 地 中 海 来 到 此 区 的 非 利 士 人  

所 驱 逐 。 参 孙 的 出 生 地 琐 拉 就 是 在 梭 烈 谷  

口 附 近 。 梭 烈 谷 成 为 了 士 师 参 孙 的 故 亊 背  

软 及 活 动 地 点 。

梭琳
Seorim
s u o  l i n

利 未 人 ， 在 大 卫 统 治 期 间 掣 出 的 2 4 

班 祭 司 中 第 四 班 次 之 首 领 （代 上 二 十 四

锁安
Zoan
s u d  a n

记 栽 於 民 数 记 十 三 章 2 2 节 ， 即 “琐

安 ，，。

琐安
Zoan
s u 6 an

古 埃 及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的 主 要 城 市 之  

— 。 这 城 的 名 字 也 称 为 泰 尼 斯 和 亚 华 里  

斯 ； 此 外 ， 兰 寒 可 能 也 是 别 名 之 一 （两者 

若 非 相 同 ， 侦 逛 相 连 的 城 市 > 〇 琐安坐落 

在 尼 罗 河 三 灯 〗 洲 东 北 角 之 万 萨 利 湖 南 滨 „ 

它 显 然 是 个 古 城 ， 在 许 克 所 斯 时 代 （约主 

前 1 7 3 0  ) 或 之 前 不 久 茁 建 （民 十 三 22; 

按 ： 这 处 和 合 本 译 作 “锁 安 ” K 琐安的 

地 点 极 具 战 略 性 ， 它 位 於 尼 罗 河 泰 尼 斯 支  

流 上 ， 很 接 近 埃 及 的 东 北 边 界 ， 所以在本 

地 人 统 治 的 时 代 ， 琐 安 一 直 都 是 埃 及 的 军  

亊 政 治 重 镇 。 许 克 所 斯 人 以 她 为 首 都 ，第

二 -I----至 二 十 三 王 朝 时 （约 主 前 丨 090-

7 1 8 > ， 琐 安 是 有 实 无 名 的 京 城 ； 而第二 

十 五 王 朝 （约 主 前 7 1 2 - 6 6  3 ) ， 则以她为 

北 方 首 都 。

在 以 色 列 每 一 个 时 代 兴 起 ， 琐安都很 

具 重 要 性 . ， 不 论 出 埃 及 的 日 期 是 早 （约主 

前 H 4 1 ) 是 晚 （主 前 1 2 9 0 ) ， 以色列寄居 

埃 及 时 ， 应 该 是 住 在 琐 安 一 带 。 以色列人 

曾 为 法 老 5JT造 了 比 东 、 兰 塞 两 座 积 货 城 ； 

兰 塞 可 能 就 是 琐 安 。 诗 篇 七 十 八 篇 所 叙 述  

的 ， 是 出 埃 及 的 事 迹 （1 2 、 4 3 节 > 。这篇 

诗 歌 把 琐 安 和 埃 及 并 列 ， 表示 琐 安即 使不  

是 首 都 ， 也 是 极 具 关 铺 的 城 市 。 到了以赛 

亚 时 代 ， 琐 安 再 次 成 为 重 镇 „ 先知提到她  

是 埃 及 “首 领 ” 的 家 乡 （赛 十 九 1 1、

1 3 ; 结 三 十 M  > 。

参 “兰 塞 #  2" 8 6 0 。

琐巴
Zoba, Zobah
s u 6 ba

一 个 在 王 国 初 期 苜 次 和 以 色 列 发 生 接  

触 的 国 家 。 扫 罗 打 败 了 “他 四 围 的 一 切 仇  

敌 ”， “琐 巴 诸 王 ” 也 包 括 在 内 （撒上十 

四 4 7 ) 。 大 卫 登 蕋 作 以 色 列 王 之 后 不 久 ， 

便 击 畋 了 “琐 巴 王 利 合 的 儿 子 哈 大 底 谢

.....擒 拿 了 他 的 马 兵 一 千 七 百 ， 步兵二万

.....大 马 色 的 亚 兰 人 来 帮 助 琐 巴 王 哈 大 底

参 “ 琐安” 1 5 1 8 。

梭 烈 谷 .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西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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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卫 就 杀 了 亚 兰 人 二 万 二 千 ” （撒 下  

〇.5、丨2; 代 上 十 ‘八 3- 1 0 ; 诗 篇 六 十 篇  

^ 寺 题 “琐 巴 的 亚 兰 ”> 。 后 来 ， 亚 扪 人  

$ 第 了 二 万 “伯 利 合 的 亚 兰 人 和 琐 巴 的 亚  

纟人”，预 备 抵 抗 大 卫 的 军 队 。 亚 扪 人 和  

^ 些 雇 佣 兵 联 军 ， 被 约 押 率 领 的 士 兵 打 败  

i撤下十6 - 1 4 ; 参 代 上 十 九 6 ) 。 哈 大 底  

# 萊 军 反 击 ， 再 次 被 大 卫 击 败 （撒 下 十  

丨5.19;代 上 十 九 1 6 - 1 9 ) 。

所 罗 门 的 心 偏 离 耶 和 华 后 （王 上 十 一  

9), 神 兴 起 一 个 曾 是 琐 巴 王 哈 大 底 谢 的  

臣S 作 他 的 敌 人 <2 3 - 2 5 节 > 。 但 所 罗 门  

死后，琐 巴 却 从 圣 经 历 史 上 消 失 。

琐 巴 这 个 细 小 的 王 国 ， 位 於 叙 利 亚 北  

部，大 马 色 和 哈 马 之 间 〃 当 大 卫 的 势 力 伸  

g 到伯拉大， 琐 巴 及 其 邻 邦 都 归 到 以 色 列  

的 统 治 之 下 （撒 下 乂 、3 > 。 然 而 以 色 列 的  

统冶，只 维 持 了 一 个 短 时 期 。所 罗 门 死 后 ， 

® 巴 和 叙 利 亚 其 他 的 城 邦 ， 都 相 继 叛 变 。

敢巴的亚兰
Aram-zobah
sud ba de I^n

大 卫 王 时 代 ， 哈 大 底 谢 王 统 管 的 叙 利  

亚领土，后 被 大 卫 征 服  < 撒 下 八 3 > 。 该 

名 称 出 现 於 诗 篇 六 十 篇 的 前 言 。

参•琐巴• 1 5 1 8 。

所巴特
Sopater
tu6 b a td

庇 哩 亚 教 会 的 人 ， 与 其 他 人 随 同 保  

罗，把 外 邦 教 会 为 贫 穷 的 犹 太 基 督 徒 所 收  

集的款项， 带 到 耶 路 描 [ 冷 （徒 二 十  

所 巴 特 可 能 就 是 所 西 巴 德 ， 即 保 罗 代 他 问  

候 罗 马 教 会 的 那 一 位 亲 厲 （罗 十 六 2 1 ) 。

現比巴
Zobebah
JU6 bl ba

犹 大 支 派 哥 斯 众 子 之 一 （可 能 是 个 女  

儿，因 这 名 字 屈 阴 性 ； 代 上 四 8 > 。 在 族  

$ 中 的 地 位 不 明 。

所多玛、蛾摩拉
S o d o m  a n d  G o m o r r a h
s u 6 d u 5 mS / 6 m6 IS

在 创 世 记 十 三 章 丨 2 节 出 现 的 其 中 两  

个 “平 原 的 城 邑 ” • 这 些 城 邑 共 有 5 个 ： 

所 多 玛 、 蛾 摩 拉 、 押 玛 、 洗 扁 和 比 拉 （十 

四 2 ) , 全 都 位 於 西 订 谷 （即 盐 海 ，十 四3K 
这 些 城 中 ， 所 多 玛 是 创 世 记 最 常 提 及 的 ， 

共 有 3 6 次 ， 其 中 有 1 6 次 单 黾 提 到 所 多 玛 # 

在 圣 经 的 记 载 里 ， 所 多 玛 是 罪 恶 城 市 的 最  

髙 代 表 ； 在 圣 经 其 他 篇 章 中 ， 亦 引 用 她 的  

毁 灭 （创 十 九 2 4 ) 来 聱 告 那 些 得 罪 神 的  

人 必 受 审 判 （申 二 十 九 2 3 ; 赛 一  9 、 10; 

耶 二 十 三 丨 4 ， 四 十 九 1 8 ; 哀 四 6 ; 摩 四  

1 1 •， 番 二 9 ) 。 所 多 玛 被 毁 灭 的 亊 件 ， 在  

新 约 中 亦 有 不 少 篇 幅 记 载 （太 十 1 5 ; 可 

六 丨 1 ; 路 十 1 2 ， 十 七 2 9 ; 罗 九 2 9 ; 彼 后  

二 6 ; 犹 7 ; 启 十 一 8 > 。

虽 然 创 世 记 十 三 章 提 到 亚 伯 拉 罕 的 侄  

儿 罗 得 决 意 在 约 但 河 河 谷 的 所 多 玛 城 ， 与  

那 些 “在 神 面 前 罪 大 恶 极 ” 的 人 一 同 居 住  

时 ， 已 介 绍 了 这 城 ； 然 而 真 正 有 关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的 事 迹 ， 却 在 第 十 八 、 十 九 章 发  

生 。 所 多 玛 锒 令 人 伤 痛 的 罪 行 之 一 ， 是 变  

态 的 性 欲 ， 尤 其 是 同 性 恋 的 问 题 （十 九 4 、 

5 ) 。 罗 得 建 议 把 自 己 两 个 未 出 嫁 的 女 儿  

交 予 所 多 玛 人 随 意 而 行 ， 以 分 散 他 们 对 两  

位 屈 天 访 客 的 注 意 ， 正 好 表 明 这 城 已 畋 坏  

至 极 点 （第 8 节 ）。 先 知 以 西 结 把 心 骄 气  

傲 、 饱 足 安 逸 和 “行 可 憎 的 亊 ” 列 为 所 多  

玛 的 罪 行 （结 十 六 4 9 、 5 0 ) 。

罗 得 在 所 多 玛 定 居 后 不 久 ， 从 东 方 来  

的 4 个 王 把 那 地 征 服 了 。 1 4 年 后 ， 他 们 铨  

土 重 来 ，要 平 定 当 时 的 叛 变 （创 十 四 丨 - 5L 
他 们 所 掳 去 的 人 中 ， 也 包 括 了 罗 得 ； 罗 得  

后 来 却 蒙 亚 伯 拉 罕 所 救 （1 2 •丨6 节 ）。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的 罪 恶 极 大 ， 以 致 神 决 定 把  

他 们 毁 灭 。 亚 伯 拉 罕 为 他 们 求 情 ， 若 在 他  

们 中 间 有 1 0 个 义 人 ， 城 便 可 保 存 （十 八  

2 0 - 3 3  ) 。 两 个 賴 天 的 访 客 离 开 亚 伯 拉 罕  

到 所 多 玛 去 时 ， 发 现 罗 得 坐 在 城 门 口 （十 

九 他 们 把 神 的 计 划 向 他 言 明 后 ， 劝 

他 和 妻 子 并 两 个 女 儿 一 同 逃 离 那 城 。 跟  

着 ， 神 从 天 上 把 硫 磺 与 火 降 在 所 多 玛 和 蛾  

摩 拉 （2 4 、 2 5 节 ）。 次 日 早 晨 ， 亚 伯 拉 罕  

看 见 烟 从 被 毁 灭 的 城 上 腾 ， 好 像 烧 窑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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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H 节 >。
这 节 件 引 发 了 几 个 问 题 《 首 先 ， 考 古  

学 的 发 现 未 能 提 供 0 ：何 冇 关 这 些 城 市 的 资  

料 ， 足 以 作 结 论 。 现 作 的 地 观 或 地 势 资 料  

均 指 出 她 们 在 死 海 的 南 端 „ 一 个 普 遍 被 接  

受 而 似 乎 合 理 的 解 释 ， 足 日 渐 南 移 的 死 海  

已 把 城 淹 没 了 。 在 咿 押 抟 连 死 海 的 山 区  

中 ， 冇 几 个 河 谷 ， 考 古 学 家 在 沿 岸 发 现 不  

少 有 人 居 住 的 证 据 ， 其 中 最 晚 的 是 约 於 主  

前 2丨00年 结 束 的 早 押 铜 时 代 四 期 遗 迹 。 

在 河 谷 流 入 下 面 沼 泽 地 带 的 交 点 ， 可 能 拧  

出 现 城 镇 „

另 一 个 问 题 是 与 城 的 被 毁 有 关 的 。 亊  

件 的 某 些 方 面 暗 示 那 里 可 能 曾 发 生 地 痰 ， 

引 致 该 区 所 存 的 石 油 天 然 气 流 出 及 燃 烧 。 

然 而 ， 这 只 是 一 种 膪 测 而 已 。

城 毁 灭 的 日 期 亦 无 法 确 定 。 有 些 作  

者 把 这 事 跟 死 海 东 岸 一 些 地 点 （好 像 巴 拜  

伊 德 拉 ） 被 弃 S 的 时 间 相 连 。 圣 经 把 城 的  

嫂 灭 放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时 代 ， 但 亚 伯 拉 罕 的

年 代 日 期 亦 未 能 确 定 。 然 而 ， 这亊件的珅  

学 性 意 义 却 十 分 淸 晰 ， 就 是 不 论 在 哪 —个 

年 代 ， 神 的 审 判 部 会 临 到 犯 罪 作 恶 的 人 • 

参 • 平 原 的 城 邑 • 1 1 6 1 。

所 多 玛 的 葡 萄 树
Vine of Sodom
s u d d u o  de pd t i o  shD

指 一 种 植 物 ， 它 所 出 产 的 采 子 叫 人 ff 

爱 ， 怛 不 能 吃 ； 见 於 申 命 记 三 十 二 章 32 

节 。

参 - 植 物 （药 西 瓜 ）” 2 2 9 2 。

琐珥
Zoar
s ud fir

与 所 多 玛 、 蛾 摩 拉 、 押 玛 、 洗扁联盟 

的 “平 原 诸 城 ” 之 一 （创 十 四 2 、 8 ) . 琐 

珥 古 时 名 叫 比 拉 （第 ‘2 节  > ， 这里发生最  

有 名 的 事 件 ， 是 所 多 玛 和 平 原 诸 城 被 毁 之  

时 ， 罗 得 和 他 两 个 女 儿 在 此 哲 时 避 难 （十 

九 2 2 、 2 3 、 3 0 ) 。 琐 珥 虽 然 似 乎 是 个 小 镇  

( 十 九 2 2 :  “琐 珥 就 是 小 的 意 思 ”），古时 

她 却 显 然 是 个 重 要 的 地 界 。 亚伯拉罕和罗  

得 分 地 之 时 ， 罗 得 拣 迭 的 地 “直 到 琐 两 ” 

( 十 三 1 〇 > » 摩 西 在 毗 斯 迦 山 顶 观 看 应 许  

之 地 时 ， 把 琐 珥 当 作 是 耶 利 班 平 原 的 南 极  

( 申 三 十 四 3 > 。 在 先 知 时 代 ， 琐珥似乎是  

在 摩 押 的 南 界 之 上 ， 或 稍 为 偏 南 的 地 方  

( 赛 十 五 5 ; 耶 四 十 八 4 、 3 4 > 。

和 其 他 “平 原 诸 城 ” 一 样 ， 要鉴定琐 

珥 的 原 址 ， 是 最 为 困 难 的 事 。 今日大部分  

的 学 者 ， 都 相 信 这 些 城 邑 位 於 死 海 的 东 南  

角 ， 废 墟 可 能 已 淹 在 湖 下 。 然 而 ， 圣经某 

些 提 到 琐 珥 的 地 方 ， 却 和 这 理 论 似 有 牴  

触 。 创 世 记 十 三 章 似 乎 把 琐 珥 （以及所多  

玛 、 蛾 摩 拉 ） 迓 於 约 但 河 谷 ， 这里的水注  

入 死 海 的 北 端 （创 十 三 丨 〇、 1丨>。 申命记 

三 十 四 章 同 样 说 琐 珥 是 在 “耶 利 哥 平 原 ” 

上 （第 3 节 ）。 其 他 学 者 又 指 出 縻 西 从 毗  

斯 迦 山 顶 ， 不 可 能 看 见 琐 珥 ； 一方面是因  

为 距 离 太 远 ， 另 一 方 面 是 有 山 峠 阻 隔 。但 

琐 珥 若 是 位 於 死 海 北 端 ， 所 多 玛 、 蛾睁拉 

也 必 须 在 那 儿 了 。 因 为 从 曙 光 初 现 到 日 出  

之 时 ， 罗 得 已 从 所 多 玛 走 到 琐 珥 了 （十九 

1 5 、 2 3 > 。 其 实 两 个 反 对 的 理 由 ， 都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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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的。 在 有 关 罗 得 和 摩 西 的 记 载 中 ， 

$ 经 郎 没 有 说 从 他 们 的 立 足 点 ， 他 们 真 的  

0 JE 了琐 琪。 经 文 只 是 表 不 他 们 所 见 的 地  

^ 其 南 端 就 是 琐 珥 而 已 。 约 但 河 “平 原 ” 

戎‘•谷”， 显 然 包 括 了 整 个 约 但 隙 谷 ； 这  

个地理 现 象 ，一 直 伸 延 到 死 海 南 端 。再 者 ， 

$知书 中 提 到 琐 珥 ， 说 她 是 在 摩 押 南 方 的  

i i 界上； 而 摩 押 的 南 界 正 在 死 海 的 南 端 。 

故此 实 在 没 有 什 么 理 由 ， 就 平 原 诸 城 是 在  

死 海 南 部 这 个 广 为 接 受 的 看 法 提 出 反 驳 。

平 原 的 城 邑 ” 1 1 6 1 。

Zophah, Zophar
s u d  a

0 亚 设 支 派 希 连 的 儿 子 （代 上 七 3 5 、

36).

• 约 伯 三 个 “劝 谏 者 ” 之 一 ， 是 个 拿  

玛人（伯 二 1 1 ， 十 一 1 ， 二 十 1 > 。 3 人 之  

中，他 是 最 直 接 指 控 约 伯 的 一 位 ， 但 他 后  

来照神的话， 请 约 伯 代  < 也 献 祭 （伯 四 十 二  

9丨 . 他 的 家 乡 拿 玛 ， 今 址 不 可 考 。

m
Zophai
su6 fei

撤 母 耳 的 祖 先 苏 弗 的 别 名 ， 记 载 在 历  

代志上六章26节„

参 -苏 弗 # 1 ” 1 5 1 5 。

n
Zophim
sud fdi

巴 兰 第 二 次 祝 福 以 色 列 的 地 方 （民 二  

十三I4 )• 琐 腓 田 在 毗 斯 迦 山 附 近 ， 但 确  

实地点不明。 彳 艮 多 学 者 相 信 它 就 是 尼 波 山  

北坡的他 勒押苏 法。

靛列
feophereth, Sophereth
叫 妬 i i *

随 所 罗 巴 伯 在 被 掳 后 归 回 耶 路 撒 冷 。 

尼提宁（即 “殿 役 ”> 中 一 族 的 祖 先 （拉  

^ 5 ; 尼 七 5 7 ) 。

琐拉
Zorah
s u d  IS

商 原 的 城 邑 之 一 ， 犹 大 和 但 两 支 派 ， 

都 分 到 了 这 城  < 书 十 五 3 3 ， 十 九 4 1 ) ， 这  

城 邑 本 来 是 分 给 犹 大 的 ， 后 来 却 给 了 但 人  

居 住 ， 直 到 他 们 在 拉 亿 找 到 自 己 的 地 业 为  

止 （士 十 八 丨 丨 ）。 起 初 ， 在 琐 拉 和 邻 近 的  

以 实 陶 定 居 的 ， 似 乎 是 基 列 耶 琳 的 居 民  

( 代 上 二 5 3 ， 四 2 ) 。 琐 拉 是 参 孙 父 亲 玛 挪  

亚 的 家 乡 （士 十 三 2 > 。 参 孙 的 活 动 ， 也  

集 中 在 琐 拉 、 以 实 陶 一 带 ， 他 死 后 也 葬 在  

那 里 （士 十 三 2 5 ， 十 六 3 1 > 。 但 族 的 人 差  

派 出 去 ， 寻 觅 可 居 之 地 的 5 个 探 子 ， 也 是  

来 自 琐 拉 《十 八 2 、 8 ) 。 圣 经 后 来 提 到 琐  

拉 是 罗 波 安 王 设 防 的 城 邑 之 一 ， 被 掳 归 回  

的 人 在 耶 路 撤 ：冷 之 外 定 居 的 ， 也 有 人 住 在  

这 里 （代 下 十 一 丨 〇 ; 尼 十 一  2 9 ) 。 琐 拉 的  

原 址 ， 传 统 鉴 定 为 苏 拉 废 丘 。 这 废 丘 位 於  

一 个 大 型 山 谷 通 到 地 中 海 平 原 的 出 入 口 ， 

是 一 个 作 战 地 点 。

琐利人
Zorites
s u d  11 r 6n

犹 大 支 派 萨 玛 子 孙 之 一 族  < 代 上 二  

可 能 包 括 了 玛 拿 哈 族 一 半 的 人 4 有 

人 以 为 他 们 和 琐 拉 人 是 同 一 族 ， 但 族 濟 既  

然 在 同 一 地 方 （第 5 3 节 ） 提 到 这 两 族 ， 

故 这 说 法 可 能 性 不 大 。

所罗巴们
Zerubbabel
s u d  l u 6  b a  b6

在 巴 比 伦 出 生 的 犹 太 人 • • 他 在 主 前  

5 3 8 年 归 回 巴 勒 斯 坦 ， 在 波 斯 宗 主 权 底 下  

作 耶 路 撒 冷 的 省 长 。 他 的 名 字 大 既 是 指  

“巴 比 伦 的 种 子 （后 代 广 ’， 是 指 在 巴 比 伦  

出 生 的 人 。

所 罗 巴 伯 亲 生 父 亲 实 际 的 身 分 ， 仍 未  

确 定 。 所 有 经 文 中 ， 只 有 一 处 提 到 撒 拉 铁  

是 他 的 父 亲 （拉 三 2 、 8 ， 五 2 ; 尼 十 二  U 该 一  1 、 1 2 、 1 4 ， 二 2 、 2 3 ; 太 一  1 2 、 

1 3 ; 路 三 2 7 ) 。 这 样 ， 所 罗 巴 伯 便 是 大 卫  

家 族 的 王 约 雅 斤 的 孙 子 。 但 是 ， 历 代 志 上  

三 章 1 9 节 指 出 撒 拉 铁 的 兄 弟 毗 大 雅 ， 才



1522 sud Iu6 m^n

是 所 罗 巴 伯 的 父 亲 。

解 经 家 提 出 两 个 解 释 。 很 多 学 者 认 为  

微 拉 铁 早 在 所 罗 巴 伯 出 生 前 已 经 去 世 ， 他  

的 兄 弟 毗 大 雅 应 逛 娶 撒 拉 铁 的 遗 孀 而 成 为  

所 罗 巴 伯 的 父 亲 。 所 以 ， 根 据 娶 兄 遗 挪 的  

律 法 （申 二 十 五 5 - 1 0 ) ， 所 罗 巴 伯 应 保 留  

撒 拉 铁 的 名 字 ， 而 非 毗 大 雅 的 名 字 。 这 个  

解 释 由 於 缺 乏 经 文 的 支 持 而 显 得 较 弱 ； 同 

样 ， 历 代 志 的 作 者 若 是 渴 望 “更 正 ” 有 关  

所 罗 巴 伯 父 母 名 字 的 错 误 ， 断 不 会 忘 记 指  

出 这 项 笟 要 的 资 料 。

较 简 单 的 解 释 ， 可 从 七 十 士 译 本 历 代  

志 上 三 章 1 9 节 找 到 。 经 文 列 出 撒 拉 铁 为  

所 罗 巴 伯 的 父 亲 。 这 样 ， 历 代 志 上 那 唯 一  

相 关 的 经 文 可 与 上 述 列 出 的 经 文 互 相 协  

调 。

根 据 这 两 个 解 释 ， 不 论 撒 拉 铁 还 是 毗  

大 雅 才 是 所 罗 巴 伯 的 亲 生 父 亲 ， 所 罗 巴 伯  

显 然 是 厲 於 大 卫 家 族 的 ， 在 以 色 列 百 姓 看  

来 ， 是 一 位 能 领 导 他 们 得 回 权 力 的 权 威 人  

物 。

随 着 主 前 5 3 8 年 古 列 王 颁 布 法 令 以  

后 ， 犹 太 人 获 准 重 归 巴 勒 斯 坦 ， 并 重 新 领  

回 故 土 。 所 罗 巴 伯 获 委 任 为 省 长 ， 大 约 在  

主 前 5 2 9 至 5 2 0 的 1 0 年 以 内 ， 他 开 始 重 建  

耶 路 撒 冷 圣 殿 的 工 作 。 但 是 ， 由 於 出 现 了  

— 些 令 人 丧 气 的 事 件 ， 以 致 到 了 主 前 5 2 0  

年 ， 工 作 也 只 是 完 成 了 很 少 部 分 。

哈 该 和 撒 迦 利 亚 的 著 作 ， 反 映 很 多 有  

关 所 罗 巴 伯 在 以 色 列 团 体 中 的 地 位 。 这 两  

位 先 知 明 显 地 视 约 书 亚 和 所 罗 巴 伯 为 神 所  

拣 迭 作 这 工 的 人 。 这 样 ， 他 们 就 在 很 多 的  

谈 论 中 ， 公 开 声 明 对 他 们 的 支 持 （例 ： 该  

二 2 1 - 2 3 ; 亚 三 8 , 四 6 、 7 ， 六丨2 ) 。 虽 然  

很 多 学 者 过 分 强 调 哈 该 和 撒 迦 利 亚 催 促 所  

罗 巴 伯 实 现 以 他 自 己 —— 大 卫 的 后 裔 ——  

为 王 的 犹 大 独 立 新 纪 元 的 梦 想 ， 但 无 可 否  

认 ， 先 知 对 约 书 亚 和 所 罗 巴 伯 的 工 作 所 存  

着 的 看 法 ， 含 有 很 强 烈 的 弥 赛 亚 成 分 。

最 能 清 楚 显 明 这 一 点 的 ， 就 是 撒 迦 利  

亚 的 异 象 （亚 四 H - M ) 。 在 异 象 中 ， 灯  

台 左 右 的 两 棵 橄 榄 树 ， 被 看 为 站 在 “普 天  

下 主 的 旁 边 ” 的 两 位 受 裔 者 （第 丨 4 节 > 。 

经 文 清 楚 显 示 ， 所 指 的 就 是 约 书 亚 （三 卜  

9 点 名 提 及 ） 和 所 罗 巴 伯 （四 1 〇点 名 提  

及 ）。

由 於 所 罗 巴 伯 与 M 辻 S 殿 有  

犹 太 人 的 传 统 中 ， 享 有 很 向 的 他 4  

《传 道 经 》 四 十 九 章 丨 丨 节 中 他 在  

太 英 雄 中 最 受 推 崇 的 其 中 _ _ ’人 列 为 货  

拉 一 书  > 三 章 丨 节 至 五 章 r)节 ^ 往  <以斯 

伯 参 与 了 一 场 公 开 的 比 赛 ， 目的  

谁 是 国 中 极 聪 明 的 人 。 他 当 然 胜 评 龟

但 以 理 … 但 - 1 -2 " . 根 据 这 个 传 ？  
由 於 所 罗 巴 伯 显 示 了 他 的 替 忽 ，

大 利 乌 在 经 济 上 支 持 进 达 圣 殿 的 工  

然 这 次 经 记 载 的 枣 件 与 圣 经 以 斯 拉 = 二里 

中 的 记 载 有 所 冲 突 ， 然 而 ， 在 《以 电  

书 >  所 记 戟 的 故 亊 ， 显 示 了 后 来 犹 =  

何 祚 重 所 罗 巴 伯 。 W  5n

所 罗 门
Solomon
s u 6 l u 6 m 6 n

以 色 列 的 第 三 任 君 王 ， 他 是 大 卫 和 拔  

示 巴 的 次 子 ，作 王 约 4 0 年 （主 前 970-930), 

他 另 一 个 名 字 叫 “耶 底 底 亚 ”， 意 即 “耶 

和 华 所 爱 的 ” （撒 下 十 二 2 5 > 。

登基作王

暗 嫩 和 押 沙 龙 不 能 再 竞 逐 王 位 后 ，剩 

下 的 人 选 只 有 所 罗 门 和 亚 多 尼 雅 。 虽然王 

位 早 已 许 与 所 罗 门 （代 上 二 十 二 9 、 1〇>， 

但 大 卫 年 老 时 ， 亚 多 尼 雅 仍 跟 所 罗 门 相  

争 ， 意 图 成 为 君 王 。 在 军 队 的 元 帅 约 押 和  

祭 司 亚 比 亚 他 的 襄 助 下 ， 他设筵欲宣告自  

立 为 王 。 所 罗 门 、 先 知 傘 单 和 勇 士 中 的 比  

拿 雅 都 没 有 被 邀 请 。 拿 单 把 这 个 阴 谋 告 诉  

拔 示 巴 ， 她 就 去 求 问 大 卫 。 於 是 ，大卫 $  

咐 宣 告 立 所 罗 门 为 以 色 列 王 ； 在 号 角 ^  

声 中 ，由 撒 督 把 他 資 立 ，他 的 臣 民 亦 商 户  

‘‘愿 所 罗 门 王 万 岁 '  亚 多 尼 雅 知 f 求王 

的 行 动 失 败 后 ， 便 答 应 效 忠 新 王 ’

? 门 很 快 已 n

所 罗 门 拒 绝 了 他 ， 并 ^ : f 2 .2 5 ) . 

位 而 命 人 把 他 杀 了 （: 皮 雅 ，他 

& 於 亚 比 亚 他 曾 附 从 3 去。约 

r 祭 司 的 职 位 而 逍 回 f  放 。 J  

泛 坛 那 里 ， 抓 ® 坛 的 角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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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l‘T•的柱子

命 比 拿 雅 把 约 押 杀 死 ， 并 且 委 任 他 为 军 队  

的元帅。 另 一 个 对 手 —— 扫 罗 家 的 示 每  

— 亦 被 处 决 《

圣 经 记 栽 所 罗 门 登 位 后 立 刻 作 的 ， 是 

前 往 基 遍 的 邱 坛 去 ， 献 上 1 ，0 0  0 祭 牲 作 燔  

祭。那 天 晚 上 ， 神 在 梦 中 向 王 显 现 ， 问 他  

有何心愿。 所 罗 门 求 有 智 恝 可 以 为 以 色 列  

民作判断， 这 要 求 使 神 甚 为 苒 ‘悦 （王 上  

三K 以 色 列 王 的 心 愿 达 成 ， 又 蒙 神 赐 予  

长寿、财 茁 和 名 誉 。 往 后 的 日 子 ， 以 色 列  

人 因 神 给 所 罗 门 的 智 恝 而 大 大 约 : 崇 他 。

所罗门的成就
政 治 体 制

大 卫 的 努 力 带 来 十 二 支 派 的 团 结 ， 但  

祈 罗 门 逑 立 的 是 一 个 有 系 统 的 政 体 ， 有 很  

多 官 员 辅 助 他 （王 上 四 ）。 整 个 国 家 被 划  

分为丨2个 主 要 区 域 ， 每 区 每 年 负 资 供 应  

1 室1个 月 的 需 用 。 这 个 制 度 是 公 平 的 ， 

® 税 务 的 重 担 能 够 由 全 国 分 担 。

戶 々 罗 门 最 早 尝 试 建 筑 的 ， 包 括 了 圣

位於米吉多的所罗门马跤遗进

殿 。 大 卫 一 心 想 兴 迮 圣 殿 ， 但 这 任 务 却 要  

留 待 未 曾 经 历 战 争 的 所 罗 门 去 完 成 推 罗  

王 希 兰 为 圣 殿 提 供 利 巴 嫩 山 的 香 柏 木 （王 

上 五 1 - 1 2 > ， 取 回 相 当 数f的 食 物 作 酬 。 

为 了 提 供 这 些 迮 筑 计 划 所 裔 的 人 力 ， 迦 南  

人 成 为 奴 隶 （王 上 九 2 0 、 2丨）， 同 样 ， 以 

色 列 人 亦 要 分 成 丨 〇,〇〇〇人 一 组 ， 须 每 3 个  

月 轮 流 服 役 （王 上 五 丨 3 - 丨 8 ; 代 下 二 1 7 、 

1 8 ) 。 单 是 为 兴 违 圣 殿 而 动 用 的 工 人 ， 就  

有 8 0 , 0 0 0 个 凿 石 头 的 、 7 0 , 0 0 0 个 扛 抬 的  

和 3 , 6 0 0 个 督 工 0

圣 殿 的 工 程 历 时 7 年 ， 按 现 代 的 标 准  

看 来 ， 只 可 箅 是 一 座 小 型 迮 筑 物 ： 长  

9 0 呎 ， 宽 3 0 呎 ， 高 4 5 呎 。 不 过 ， 墙 和 家  

具 都 贴 上 金 子 ， 使 殿 极 之 榮 华 。

所 罗 门 王 在 位 第 丨 丨 年 ， 举 行 了 盛 大  

的 圣 殿 奉 献 礼 （王 上 六 3 8 > t f 神 的 荣 耀 充  

满 了 圣 殿 ， 所 罗 门 便 献 上 他 的 献 殿 拷 告  

( 八 2 3 - 5 3 ) , 显 出 他 对 神 极 之 崇 敬 。 其 后 ， 

他 又 献 上 2 2 , 0 0 0 头 牛 和 丨 2 0 , 0 0 0 头 羊 ， 并  

其 他 的 祭 （ 6 2 - 6 6 节 ）。 人R都 因 大 卫 有  

这 样 伟 大 的 继 承 人 而 大 大 欢 谆 。

所 罗 门 亦 迮 造 其 他 迮 筑 物 ： 利 巴 嫩 怵  

宫 、 有 柱 子 的 廊 子 、 设 宝 座 的 _ 子 ， 和 法  

老 女 儿 的 宫 室  < 王 上 七 ‘2 - 8 > 。 他 用 了  1 3  

年 时 间 来 为 自 己 逑 造 宏 伟 的 宫 室 ， 以 安 2  

他 众 多 的 妻 子 、 妃 嫔 和 仆 人 。 他 又 迮 造 一  

座 大 堡 垒 —— 米 罗 （九 2 4 > , 以 保 护 圣 殿 ， 

并 且 修 筑 了 许 多 积 货 和 设 防 的 城 。

对 外 贸 妨

所 罗 门 王 跟 推 罗 王 希 兰 达 成 协 议 ， 每 

年 付 出 丨 2  5 , 0 0 0 斗 麦 子 和 丨 丨 5 , 0 0 0 加 仑 撤  

榄 油 （王 上 五 丨 丨 > , 作 为 推 罗 供 应 香 柏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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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匠 和 其 他 让 筑 村 料 的 酬 劳 。 此 外 ， 希 兰  

又 取 得 加 利 利 的 2 〇座 城 作 为 报 酬 所 罗  

门 没 有 遵 守 禁 止 买 卖 马 匹 的 吩 咐 （申 十 七  

1 6 向 埃 及 人 构 入 了 马 匹 和 战 车 ， 又 把  

其 中 一 些 转 侪 给 赫 人 和 亚 兰 人 _ 取 利 润  

(王 上 十 2 8 、 2 9 > 。

再 者 ， 所 罗 门 又 进 行 海 上 贸 易 。 在 以  

甸 迦 别 的 船 坞 5J!造 的 船 ， 在 红 海 和 印 度 洋  

上 航 行 。 每 隔 3 年 ， 航 海 的 人 会 把 金 子 、 

象 牙 和 孔 雀 带 回 来 ； 商 人 又 从 俄 斐 带 来  

4 2 0 他 连 得 的 金 子 ， 可 箅 是 一 宅 颇 大 的 财  

富 。

所 罗 门 的 智 慧

所 罗 门 曾 作 箴 言 3 , 0 0 0 句 和 诗 歌 1，〇〇5 

首 （王 上 四 3 2 ) ; 是 箴 言 书 的 主 要 作 者  

< 箴 二 十 五 U 。 出 於 其 手 笔 的 还 有 传 进 书 、 

雅 肷 ， 以 及 诗 篇 七 十 二 和 一 二 七 篇 。 他 的  

讣 告 提 到 他 的 文 学 成 就 都 收 录 在 所 罗 门 记  

里 （王 上 十 一  4 1  > 。

示 巴 女 王 曾 前 来 见 识 所 罗 门 的 声 望 和  

智 恝 是 否 名 副 其 实 。 她 参 观 过 他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切 ， 并 听 闻 他 的 智 总 后 ， 她 最 后 的

反 应 是 称 颂 耶 和 华 ---- 以 色 列 的 神 ， 因 池

兴 起 这 样 一 个 有 智 葸 的 人 坐 在 宝 座 上 （王 

上 十 > 。

所 罗 门 的 失 败

所 罗 门 在 作 王 期 间 ， 曾 作 出 许 多 错 误  

的 判 断 ，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对 民 苛 征 重 税 。 他

伋 大 的 过 失 是 增 添 了 许 多 后 妃 ， 且随从她  

们 的 宗 教 信 仰 ， 敬 拜 外 邦 的 偶 像 （王上十 

一  1 - 8  耶 和 仆 厌 恶 所 罗 门 ， 便容许以  

色 列 四 面 受 敌 。 虽 然 神 没 有 从 所 罗 门 手 中  

夺 回 国 位 ， 他 的 儿 子 却 要 面 对 国 家 的 分  

裂 。 圣 经 没 有 记 栽 所 罗 门 的 悔 改 ，但传道 

书 的 内 容 极 有 可 能 反 映 他 省 悟 到 自 己 的 过  

错 。

Louis Goldberg 

参 • 以 色 列 史 ” 2 0  77: *•旧约年代学.

7 8 9 :  ••王 .王权” 1 5 9  7 : -雅歌  ” 1807:

专 道 书 ” 2 3 7 :  2 2 7 7 ： “智葸.智

荩 文 学 " 2 3 3 4 。

所 罗 门 $ 廊子
Solomon ’ s Porch
s u 5 l u 6 m 6 n  d e  l d n g  z T

希 律 所 建 之 圣 殿 中 ， 外 院 的 一 部 分  

( 约 十 2 3 ; 徒 三 1 1 ， 五丨 2 > 。

参 - 会 褡 . 圣 殿 ” 5 9 6 。

所 罗 门 的 水 池
Solomon, Pools of
s u 6 l u 6 m 6 n  d e  s h u l  c h i

传 统 接 受 这 是 由 所 罗 门 建 造 的 几 个 旧  

水 池 。 所 罗 门 确 曾 为 了 灌 溉 他 的 葡 萄 园 、 

花 园 和 果 木 而 挖 造 水 池 （传 二 4 - 6 ) ，但 

地 点 难 於 确 定 。

所 谓 “所 罗 门 的 水 池 ”， 是位於耶路  

撒 冷 以 南 约 1 〇哩 ， 即 伯 利 恒 稍 南 的 以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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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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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寶 : ^ 纏

u ^ s 涵

所5 门 的 3个池子

那■ f 3 个 高 度 不 同 、 近 乎 长 方 形 的  

场 低 的 大 小 不 一 ’ 最 髙 的 一 个 最 小 ， 

宽丨1 8至 4 则 圾 大 。 较 低 的 — 个 长 5 8 2 呎 ， 
电 奥 垓 线 尺 ， 深 5 〇 呎 。 那 最 小 的 池 子  

容1 备 共 只 有 1 5 呎 深 。 3 个 水 池 的 总  

这‘ ]二  ° ，〇〇0，_  加 仑 。

〜 子 部 分 是 在 磐 石 上 挖 掘 • ， 部 分

是 以 人 工 抽 石 而 二 助  J， 《 大 的 池 子 二 的 它 们 彼 此 以 水 道 相  

。 水 游 来 自 南 水 和 ： 端 部 分 则 作 _  

- 条fB罗 马 时 伶 * 水 。

， 水 道 ， 巧 吵 地 把 2 从 ： 为••下水 沟 ，，的 

, : 5  » 区 域 下 面 的 从 巴 ^ ^ 引 到 耶 路  

大 海 ） 的 ® 水 池 那 $ 去、化 1或称为 

参 •水;V 1 4 9 2 。 。

S ! S i _ _ 合花

二 ，二= ”仙 ’仙 ” 、 W6i  咖 ng
即 所 珊 念 。

和 二

琐太
Sotai
su5 t^i

在 圣 殿 琪 奉 的 众 多 仆 人 中 ， 其 中 — 个  

家 族 的 领 袖 。 他 在 被 掳 归 回 时 ， 随 同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拉 二 5 5 ; 尼 七  

5 7 ) 。

所提尼
Sosthenes
su5 ti ni

〇 哥 林 多 会 堂 的 领 袖 。 他 曾 向 作 亚 该  

亚 方 伯 的 迦 流 控 告 保 罗 。 迦 流 不 接 纳 犹 太  

人 的 控 告 ， 一 批 相 信 是 希 利 尼 人 的 暴 徒 ， 

随 即 捉 着 所 提 尼 ， 并 揍 打 他 （徒 十 八 1 7 > 。

© 基 督 徒 弟 兄 ， 也 是 保 罗 的 同 伴 二 哥  

林 多 的 信 徒 均 认 识 他 •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一 章 1 节 中 曾 提 及 他 。

我 们 不 能 肯 定 以 上 两 位 所 提 尼 是 否 同

厲 一 人 。

所西巴德

路

罗 问 二 十 六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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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 希 列 竹 冇
Serpent ’ s Stone
s u d xi l i ^ p^n shl

大 卫 之 子 亚 多 尼 雅 宰 了 牛 羊 ， 企 图 秘  

密 自 立 为 王 的 地 方 （王 上 一 9 > 。 琐 希 列

鈐 石 邻 近 隐 罗 结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以 南 汲

沦 谷 的 泉 。 有 些 人 认 为 这 鈐 石 的 命 名 是 来  

自 西 罗 亚 池 流 入 邻 近 的 巨 石 引 水 道 ： 或 是  

一 处 陡 峭 的 岩 地 ； 又 或 是 一 个 以 蛇 作 标 记  

的 邱 坛 „

琐辖
Zohar
s u d  x i 焱

O 犹 太 支 派 中 希 拉 的 儿 子 （代上四

7 )  〇

© 赫 人 以 弗 仑 的 父 亲 。 亚伯 拉 罕向 以  

弗 仑 买 了 麦 比 拉 洞 （创 二 十 三 8 , 二十五 

9 ) 0

@ 西 缅 的 儿 子 谢 拉 的 别 名 ， 见於创世  

记 四 十 六 章 1 0 节 和 出 埃 及 记 六 章 丨 5 节 。

参 - 谢 拉 # 3 ” 1 7 3 9 。



在 茈 伯 米 何 拉 郊 外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约  

面 的 基 列 山 区 ， 基 甸 及 其 细 小 的 军  

追 赶 逃 亡 的 米 甸 人 来 到 这 里 （士 七
但河东 

22 )•

他备拉
Taberah _, 

li bii ^

以 色 列 人 在 巴 兰 旷 野 暂 时 停 留 的 地  

方 他 们 曾 在 他 备 拉 、 玛 撒 和 基 博 罗 哈 他  

瓦 向 耶 和 华 发 怨 言 。 这 地 因 神 用 火 来 惩 罚  

发 怨 言 的 以 色 列 人 而 得 名 （民 十 一 3  ; 申 

九22)。其 位 S 无 从 稽 考 。

参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W 勒
Tabeal
12 bl \b

以 色 列 王 比 加 和 叙 利 亚 王 利 汛 征 服 耶  

路 撒 冷 和 犹 大 王 亚 哈 斯 （主 前 7 3 5 _ 7 1 5 )  

后’欲 立 他 比 勒 之 子 为 犹 大 王 （赛 七 6 > 。

他別
Tabeel
•S bi6

奏 告 利 亚 — 名 统 治 者 ， 曾 与 同 党 上 本  
… ） 斯 王 亚 达 薛 西 — 世 （主 前 4 6 < 1 _

壙 所 罗 巴 伯 在 耶 路 撒 冷 重 建 城

紗的橡树
«S b ^ J 〇 f , P l a i n 〇 f

X,^n8 s h i
U  b6 d e ；*，x1 ，d ，n〇 r 

U n 8 shCi

推 物 支 附 近 的 一 个 地 方 ， 也 许 屈 於 便  

务 商 （傲 上 领 土 ， 扫 罗 要 在 那 里 与 3 个 人  

埯爻为主， 十 3 > 〇 这 次 会 面 是 确 定 扫 罗  

之 4 个 表 记 的 第 二 个 。

他伯利们
T abrim m on
t5 b 6 11 m 6 n

父亲 哈 达 - 世 的

他泊山
Tabor, Mount
15 b 6  s h a n

下 加 利 利 一 座 重 要 的 山  

列 平 原 （常 称 为 基 苏 律 谷 东 = 耶 斯

= 拿 以 东 6 哩 ， 他 泊 山 从 山 谷 突 然 口s: = 高 峻 ， 自 古 以 来 已 是 - 个 《  的iL理 焦 点 。 他 泊 山 划 定 了 以 萨 迦 支 派 的  

西 界 （书 十 九 2 2 > ， 并 且 在 经 过 加 利 利 的  

米 吉 多 前 往 夏 琐 之 国 际 沿 海 大 道 （罗 马 人  

称 为 “海 道 上 ， 被 视 作 导 航 的 工 具 。 

其 显 著 的 位 罝 叫 人 将 它 与 远 在 北 方 的 黑 门  

山 作 比 较 （诗 八 十 九 1 2 ; 参 耶 四 十 六 丨8 )。

旧 约 士 师 记 也 曾 提 及 他 泊 山 ， 其 中 描  

述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跟 夏 琐 的 迦 南 将 军 西 西 拉  

争 战 的 事 迹 （士 四 1 - 2 4 ) 。 巴 拉 从 邻 近 的  

拿 弗 他 利 和 西 布 伦 支 派 招 聚 的 军 队 在 他 泊  

山 聚 集 ， 并 在 底 波 拉 的 命 令 下 ， 成 功 地 击  

畋 了 西 西 拉 。 士 师 记 后 来 又 记 述 他 泊 山 是  

基 甸 最 后 与 杀 害 他 弟 兄 的 米 甸 王 西 巴 和 撒  

慕 拿 相 遇 的 地 方 （士 八 丨 8 ) 。

他 泊 山 处 於 战 略 性 的 位 罝 ， 其 大 小 适  

中 的 山 顶 一 不 及 沁 平 方 哩 ，很 容 易 筑 垒 。 

在 旧 约 王 国 时 期 ， 这 里 可 能 逮 了 一 些 神 庙  

( 参 何 五u ; 但 至 希 腊 时 期 ， 所 細 则  

是 - 些 堡 金 。 多 械 人 也 在 这 里 加 强 防  

卫 至 安 提 阿 古 三 世 （主 前 2 丨8 1 的 时 候 ， 

: 泊 山 能 已 成 为 耶 斯 = = =

犹 太 料 中 ， 灼瑟 
在 主 后 6 6 年 权m 今 仍 可 # 见 。

夫 以 @ 如 ’ ^  5 认 为 他 泊 山  

自 主 后 四 世 纪 以 来 ’二 者 二 ⑶ . 然

是 耶 朴 改 变 形 并 未 指 明  

而 ， 这 说 法 不 能 娜 深  

他 泊 山 这 名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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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耶 好 确 在 这 里 登 山 变 象 ， 并 於 主 后 3 2 6  

年 在 此 筑 了 一 所 教 堂 。 此 外 ， 山 上 还 建 有  

其 他 神 庙 、 修 院 和 教 堂 ， 直 至 十 二 世 纪 ， 

亚 拉 伯 的 征 服 者 撒 拉 丁 摧 毀 山 上 所 有 建 筑  

物 。 今 天 ， i t 於 十 九 世 纪 的 一 座 希 腊 东 正  

教 修 道 院 和 一 所 拉 丁 礼 拜 堂 仍 屹 立 於 山  

上 。

人 t'ii

* : 」

. .、: . ， ■ ■ . ： ，

I I1 >>

他泊山

他珥他
Tartak
t a hr la

撒 玛 利 亚 的 亚 瓦 人 所 敬 奉 的 神 （王 下  

十 七 3 U 。 这 神 衹 可 能 是 亚 特 塔 和 亚 拿 两  

神 的 联 合 体 ， 因 而 是 一 个 掌 管 生 殖 的 神 。 

参 -叙 利 亚 • 1 7 9 0 。

他 珥 探
Tartan
t a 6 r t an

亚 述 帝 国 中 职 位 最 高 的 官 员 ， 权 力 仅  

次 於 亚 述 王 。 他 是 亚 述 军 队 的 元 帅 。 亚 述  

王 撒 琪 根 二 世 （主 前 7 2 2 - 7 0 5  ) 曾 打 发 他  

琪 探 去 征 服 和 攻 取 非 利 士 城 亚 实 突 （赛 二  

十 1 ) 。 他 珥 探 是 亚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主 前  

7 0 5 - 6 8 1 ) 派 管 亚 述 军 队 的 三 名 官 员 之 一 ， 

他 差 逍 这 军 队 从 拉 吉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 与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主 前 7 1 5 - 6 8 7  ) 对 峙 。 撒 琪  

根 二 世 的 将 军 跟 西 拿 基 立 的 将 军 也 许 不 是  

同 一 个 人 。

他法
Taphath 
ta fa

所 罗 门 的 女 儿 ， 便 亚 比 拿  

便 亚 比 聿 达 是 所 罗 门 的 官 员 ， 駐 的 鸯 子 ， 

冈 （王 上 四 丨 U 。

他 革 扪 人
Tahchemonite
t a  g 6  m 6 n  r 6 n

大 卫 一 名 勇 士 约 设 巴 设 （代上  

1 1 称 “雅 朔 班 ”） 的 身 分 （撒 下 二 十 ^ 〜  

这 词 大 槪 是 指 历 代 志 上 十 — 章 1 

革 摩 尼 ， 显 出 抄 写 上 可 能 发 生 错 误  ^  

伯 来 字 母 “h ” 与 “t ” 混 淆 了 。 ’

参 • 哈 革 摩 尼 ” 5 3 9 。

他哈
Tahath
ta ha

® 亚 惜 的 儿 子 ，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族 的 后  

人 。 他 是 大 卫 的 乐 师 希 帳 之 祖 先 ， 也是乌 

列 和 西 番 雅 的 父 亲 （代 上 六 2 4 、 3 7 > 。

© 以 法 莲 人 ， 是 比 列 的 儿 子 和 以 拉 大  

的 父 亲 （代 上 七 2 0 ) 。

€)以 法 莲 人 ， 是 以 拉 大 的 儿 子 和 撒 拔  

的 父 亲 （代 上 七 2 0 > 。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一 个 暂 时 安  

营 的 地 方 ， 在 经 文 中 列 於 玛 吉 希 录 与 他 拉  

之 间 （民 三 十 三 2 6 、 2 7 > 。 其 位 S 无可稽  

考 。

参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他罕
Tahan
t a h 3 n ^

« 以 法 莲 的 儿 子 ， 他 罕 族 的 祖 先

二 十 六 3 5 ) 。 上

@ 他 拉 的 儿 子 ， 以 法 莲 的 后 0  

七  2 5 )  〇

他拉
Telah, Terah
t a l a

O 利 悉 的 儿 子 ， 

的 儿 子 约 书 亚 之 祖 先
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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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伯 兰
亚 伯 拉 罕 K 拿 鹤 和 哈 名  

2 6  ; 代 上 — 2 6 、 2 7  . 〜的父系 < 创 十 一  一  — 、 略

虽 然 亚 伯 兰 的 名 字 排 在 首 位 ， 但

g 似 乎 不 是 长 子 。 他 拉 在 7 〇 岁 时 ， 生 ^  

变伯兰、拿 鹤 和 哈 兰 （创 十 ― 2 6 ) 。 可 是 ， 

新 约 记 软 司 提 反 的 说 话 时 ， 称 亚 伯 兰 在 ^  

來死后， 便 离 开 哈 兰 ， 那 时 亚 伯 兰 是 7 5  

岁 （创 十 二 4 ; 徒 七 4 ) 〇 这 年 代 的 对 照 暗  

示 他 拉 生 亚 伯 兰 时 ， 最 少 已 有 丨 3 0 岁 （参 

创十一 3 2 > « 约 书 亚 曾 称 他 拉 为 古 时 “住 

在大河那边” 的 列 祖 之 一 （书 二 十 四 2 ) 。 

他 拉 首 先 开 始 往 迦 南 的 旅 程 ， 但 到 了 哈 ^  

便 没 有 继 续 前 进 （创 十 — 3 1 、 3 2 ) 。 亚 g  

兰 在 哈 兰 地 蒙 神 呼 召 ， 受 命 离 开 父 家 ， 继 

续 前 往 迦 南 （创 十 二 1 ) 。

参 “ 耶 稣 基 督 的 家 镨 ” 1 9 6 6 :  • 並 拍 拉

?*  1 8 3 2 〇

@ 以 色 列 人 在 旷 野 飘 流 时 ， 其 中 〜 +  

淨留站，列 於 他 哈 和 密 加 之 间 （民 S 十 3  

27、28 >。 其 位 置 无 从 稽 考 。

参 • 旷 野 飘 流 ” 8 4 2 。

I拉拉
Taralah
ti U  U

分 给 便 雅 悯 支 派 作 产 业 之 地 的 二 十 六  

座城之一， 被 列 於 伊 利 毗 勒 和 洗 拉 之 间  

W 十八2 7 ) 。 他 拉 拉 可 能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西北面，但 其 现 今 的 位 罝 则 无 可 稽 考 。

Talmud
 ̂ mil

« 指 “研 究 ”、 “学 习 ”。 他 勒 目 是 一  

本 以 希 伯 来 文 和 亚 兰 文 写 成 的 文 集 ， 内 容  

6 括？I旧 约 律 法 部 分 的 解 释 、 渐 次 建 立 的  

传统« 料 ， 再 加 上 汇 集 许 多 拉 比 的 思 想 而  

得的一组 智 恝 之 劝 言 。 这 文 集 包 括 的 时 间  

为 以 斯 拉 后 不 久 ， 约 主 前 4 0 0 年 ， 至 大 约  

主后五世纪。

1̂ 律 法 的 起 源 和 发 展

、 传 统 的 犹 太 人 相 信 神 曾 给 予 摩 西 第  

法 ， 附 加 在 第 一 律 法 或 以 文 字 记 录  

I 法 之 上 ， 这 第 二 律 法 是 口 授 的 ， 并

13 13 12 IJ529 .

要 以 口 传 的 形 式 代 代 相 传 。 他 勒 目 书 中  

自 称 有 长 久 的 历 史 ， （父 老 格 言 >  一 章 】 

节 也 声 明 它 是 出 於 摩 西 的 。 其 他 学 者 不  

同 意 这 是 口 传 律 法 的 起 源 ， 坚 持 是 在 以  

斯 拉 之 后 才 开 始 发 展 的 。 例 如 ， 被 據 的  

先 知 并 没 有 提 及 以 色 列 人 忽 略 了  口 传 律  

法 ， 他 们 的 信 息 多 是 聱 告 以 色 列 人 不 要  

舍 弃 摩 西 所 写 下 来 的 启 示 ， 这 显 示 在 以  

色 列 被 掳 至 巴 比 伦 之 前 ， 一 些 口 头 传 统  

并 不 存 在 。

在 以 斯 拉 （“敏 捷 的 文 士 ， 通 达 … … 

摩 西 的 律 法 书 ”， 拉 七 6 ) 的 时 期 之 后 ， 

在 会 堂 和 学 校 里 ， 教 师 一 个 接f— 个 地 教  

学 ， 他 们 对 旧 约 的 理 解 也 备 受 珍 视 和 背  

诵 。 多 个 世 纪 以 来 ， 犹 太 人 采 用 了 许 多 记  

忆 方 法 来 学 习 和 记 忆 那 不 断 增 加 的 意 见 和  

解 释 ， 但 终 於 连 最M长 背 诵 的 人 也 容 不 下  

所 有 的 资 料 。 最 后 他 们 认 为 滞 要 编 驀 一 份  

汇 集 所 有 前 代 教 训 的 概 览 ， 让 后 世 能 认 识  

这 庞 大 的 思 想 宝 库 、 宗 教 经 验 ， 及 指 导 与  

启 发 人 的 智 恝 。 这 份 文 集 称 为 他 勒 目 ， 是 

记 下 口 传 律 法 的 基 本 典 搭 。 犹 太 人 视 之 为  

仅 次 於 圣 经 的 典 籍 ， 被 视 为 民 族 与 宗 教 创  

造 的 格 髄 ， 对 於 犹 太 人 的 世 界 观 之 发 展 有  

莫 大 影 响 。

口传律法的需要

由 於 被 掳 归 回 后 期 ， 先 知 的 预 言 序  

止 ， 加 上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活 ， 及 其 与 外 界  

的 关 系 愈 趋 复 杂 ， 所 以 进 - 步 阐 释 五 经  

律 法 的 需 要 便 产 生 了 。 那 些 从 巴 比 伦 回  

来 的 人 ， 看 见 有 需 要 对 愿 意 遵 从 摩 西 律  

法 的 人 提 供 这 种 阐 释 。 口 传 律 法 初 时 的  

目 的 是 帮 助 人 遵 从 神 那 些 笔 录 下 来 的 话  

语 。

他 勒 目 中 的 口 传 律 法 有 双 重 功 用 。 其  

中 有 关 乎 笔 录 之 律 法 的 解 释 。 据 众 拉 比 的  

看 法 ， 这 是 需 要 的 ， 因 为 口 传 律 法 使 人 懂  

得 遵 守 笔 录 律 法 ◊ 没 有 口 传 律 法 ， 人 便 不  

可 能 遵 守 笔 录 律 法 。 一 个 好 例 子 是 ： 圣 经  

中 安 息 日 律 法 对 工 作 的 指 令 。 人 皆 知 道 在  

安 息 日 是 不 可 作 工 的 ； 然 而 拉 比 们 主 张 必  

须 定 立 口 头 律 法 ， 来 界 定 工 作 的 意 义 ， 若  

没 有 解 释 其 意 义 ， 圣 经 的 诫 命 对 人 是 完 全  

没 有 帮 助 的 。

然 而 ， 后 来 他 们 又 强 调 口 传 律 法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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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良 冗 录 雜 法 ， 使 之 适 用 於 新 的 环 境 中 。 

他 们 的 论 点 是 ， 口 传 律 法 能 使 宅 录 律 法 活  

下 去 ， 代 代 相 传 。 没 有 口 传 律 法 ， 笔 录 的  

律 法 便 会 变 得 陈 腐 。 因 此 ， 口 传 律 法 对 於  

遵 守 禁 令 ， 及 指 出 何 谓 优 良 的 犹 太 式 委 身  

与 忠 诚 ， 是 必 须 的 。

每 一 个 时 代 必 须 面 对 新 的 社 会 、 政 治  

和 经 济 环 境 ， 因 而 笟 要 灵 活 地 应 用 神 的  

话 。人 不 能 改 变 神 的 话 ，以 适 应 人 的 欲 望 ， 

或 在 不 同 时 代 解 释 新 的 困 难 。 在 一 世 纪 ， 

当 耶 穌 丨 炎 及 人 的 遗 传 与 神 的 话 ， 这 — 点 便  

已 显 而 易 见 （可 七 9 - 1 3 > 。

他 勒 M 的 前 身

口 传 律 法 沿 早 的 一 种 存 在 形 式 是 圣  

经 经 文 的 粗 略 注 释 ， 或 称 米 大 示 （“解  

说 ”> 。 若 那 教 训 是 处 理 旧 约 中 有 关 律 法  

的 部 分 ， 便 称 之 为 米 大 示 哈 勒 迦 （“哈 勒  

迦 ” 即 当 行 的 道 ， 强 调 一 个 人 行 事 或 生  

活 的 方 式  > 。 若 处 理 的 并 非 律 法 ， 而 是 圣  

经 中 关 乎 道 德 或 信 仰 的 部 分 ， 则 这 些 意  

见 称 为 米 大 示 哈 加 达  <“叙 述 ”> 。 以 斯 拉  

及 受 其 训 练 的 助 手 在 主 前 4 4 4 年 耶 路 撒 冷  

城 墙 建 成 时 ， 就 是 使 用 米 大 示 的 方 式 ， 

“使 百 姓 明 白 律 法 …… 他 们 清 清 楚 楚 地 念  

神 的 律 法 书 ， 讲 明 意 思 ， 使 百 姓 明 白 所  

念 的 ” （尼 八 7 、 8 > 。 以 斯 拉 之 后 ， 历 代  

的 教 师 都 沿 用 这 种 口 传 的 米 大 示 ， 当 时  

的 宗 教 领 袖 被 称 为 “苏 非 以 ” （“学 者 ” 

或 “文 士 约 直 至 主 前 2 0 0 年 。 这 些 学  

者 有 时 被 称 为 “大 会 堂 ”， 他 们 教 导 人 ， 

藉 以 保 卫 神 所 启 示 的 道 德 和 礼 仪 方 面 的  

话 ， 以 致 以 色 列 人 不 会 再 陷 入 拜 偶 像 和  

无 知 的 境 况 中 。 哈 西 典 （“敬 虔 者 ”） 继  

承 着 苏 非 以 ， 他 们 尝 试 保 持 一 种 髙 水 平  

的 宗 教 敬 虔 态 度 。 其 后 法 利 赛 人 （“分 别  

出 来 者 ”> 又 继 承 了 哈 西 典 ， 时 约 主 前  

1 2 8 年 。 这 三 群 人 对 使 用 米 大 示 的 方 法 都  

各 有 贡 献 。 这 材 料 继 续 增 加 ， 并 以 言 语  

相 传 。

约 主 前 2 7 0 年 至 主 前 一 世 纪 末 ， 出 现 j 

了 五 对 教 师 称 为 束 高 ， 最 后 和 最 伟 大 的 一  

对 是 煞 买 和 希 列 。 束 高 提 出 一 种 新 的 教 导  

方 法 ， 即 不 用 参 考 圣 经 来 发 展 口 传 律 法 ^  

这 方 法 使 人 可 以 研 究 多 个 题 目 ， 却 不 用 受  

制 於 圣 经 材 料 的 编 排 次 序 。 到 了 主 前 一 世  

纪 末 ， 米 大 示 哈 勒 迦 已 很 累 赘 ， 以 致 口 传

作 法 任 何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部 不

的 次 序 。 然 而 ， 维 护 口 传 律 法 的 f 塊逛终

人说，使 在 这 新 方 法 之 下 ， 每 — 段 口 传 的 ” 叫 

仍 可 找 出 一 些 圣 经 基 础 。 其 后 各 $ 衽铎中 

过 不 断 重 复 来 学 习 这 些 资 料 。 因 2 的入埤 

新 方 法 称 为 米 示 聿 （即 “重 g ，,〗 ’这种 

拿 的 导 师 则 称 为 坦 乃 英 （“那此丨、>,’ 米 *  

式 来 传 授 的 人 ”> 。 A  15& 形

在 继 后 的 世 代 ， 米 大 示 和 米  

是 相 辅 相 承 地 存 在 。 后 来 ， 犹 太 人 Z 部 

认 为 有 箱 要 把 米 示 拿 所 包 含 的 口 传  

编 成 法 典 ， 因 为 要 整 体 地 学 习 米 示 2 法 

变 得 烦 琐 了 。 在 坦 乃 英 的 后 期 ， 亚 

拉 比 （在 主 后 1 3 5 年 哈 德 良 的 迫 甚 中 逝 ^  

已 搜 集 了 许 多 米 示 拿 的 教 训 ， 并粗 略 地  

编 定 了 次 序 。 他 的 门 徒 梅 雅 拉 比 （主后 

1 1 0 - 1 7 5 ) 继 续 发 展 这 工 作 ， 又 为 哈 拿 ;  

拉 比 （主 后 1 3 5 - 2 1 7 ) 定 立 了 楷 模 。 哈拿 

西 拉 比 在 他 当 日 的 众 学 派 中 受 到 最 高 的  

辟 崇 ， 他 迭 择 了  一 些 对 犹 太 人 生 活 和 行  

事 来 说 最 重 要 的 材 料 ， 包 括 了 苏 非 以  

哈 西 典 、 束 高 ， 和 直 至 他 当 日 的 坦 乃 英  

各 个 时 期 的 作 品 ， 作 为 其 著 作 之 基 础 ， 

并 定 名 为 米 示 拿 。 人 皆 认 为 这 作 品 在 当  

时 是 决 定 性 的 口 传 律 法 ， 於 是 这 资 料 成  

为 了 教 授 的 基 础 ， 并 提 供 进 一 步 研 究 、 

学 习 和 注 释 的 资 料 。 哈 拿 西 的 米 示 拿 混  

合 了 早 期 和 晚 期 的 希 伯 来 文 ， 并有一些  

亚 兰 文 ， 而 这 种 语 文 称 为 后 圣 经 或 米 示  

拿 式 的 希 伯 来 文 。

哈 拿 西 所 编 入 法 典 的 ， 显 然 并 不 包 括  

所 有 现 存 材 料 。 其 他 教 师 也 收 集 了 一 些 资  

料 ， 是 哈 拿 西 没 有 归 入 其 米 示 拿 的 。 以色 

列 的 学 派 其 后 学 习 和 研 究 时 ， 在 当 时 存 f  

的 米 示 聿 之 外 ， 同 时 使 用 了 其 他 气 作 J  

“土 沙 法 ，， （增 订 资 料 ） 和 “巴 莱 他 j 肖 

行 的 口 传 律 法 ）。 哈 拿 西 时 期 后 的  

为 “亚 摩 那 以 ” （演 说 者 ， 主 后 2〇0二往米  

亚 摩 那 以 使 用 米 示 拿 所 弃 的 资 料 拉  

示 拿 ， 并 继 续 发 展 口 传 律 1 ，= / 境。 

科 （律 法 裁 决  > ， 以 适 应 新 的 由 t 所 

许 多 哈 加 达 和 米 大 示 的 资 料 也 马 拉 ，， 

有 这 些 知 识 活 动 都 写 下 来 ，勒 ^ 成 了 他 抑  

< 完 成 ）， 革 马 拉 和 米 示 拿 则 构 成 了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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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和 他 勒 目 的 划 分

不 米 示 拿 和 他 勒 目 划 分 为 六 礼 。 每.

社 又 划 分 为 不 同 的 论 文 ； 论 文 的 总 数 为  

0 篇。论 文 再 细 分 为 章 。 人 引 述 他 勒 目  

的时料时， 会 指 出 论 文 名 ， 然 后 再 列  

出 米 示 拿 的 章 和 节 ， 或 革 马 拉 的 页 数 和 a  

至d 的 字 母 。 六 礼 就 是 ： （1 )西 拉 以 （‘‘种 

子”）， 是 关 乎 於 农 耕 的 律 法 ； （2 ) 摩 艾  

{•‘节 期 关 乎 安 息 日 和 其 他 一 年 — 度 

之节期的条例； （3 )聿 示 （“女 人 ” > ， 关 乎  

女性、 娘 姻 与 商 婿 的 律 例 ； （4 ) 尼 悉 基  

(“损坏”）， 民毕 1与 刑 事 法 典 的 条 例 ； （5 ) 

高 大 示 （“神 圣 事 宜 ”> ， 处 理 圣 殿 与 献 祭  

孔仪的律例； （6 )陀 哈 洛 （“洁 净 ”> ， 利 未  

人洁净的条例。

两个用词的意思

哈 勒 迦 指 他 勒 目 中 有 关 法 律 的 资 料  

而 哈 加 达 则 关 乎 道 德 和 宗 教 行 为 的 事 宜  

在 哈 加 达 中 有 一 些 训 诚 、 道 德 重 点 、 智 替  

之言、以 色 列 的 历 史 和 先 知 故 事 及 传 说 

甚 至 包 括 一 些 关 乎 医 学 、天 文 学 、植 物 学 、

几何学等的报告。 但 哈 加 达 的 目 的 不 单 是  

参 与 一 些 世 俗 的 研 究 ， 而 是 启 示 和 推 动 人  

去 行 哈 勒 迦 所 指 出 的 义 。

他勒目的不同版本

在 亚 摩 那 以 的 时 期 ， 以 色 列 和 巴 比 伦  

中 有 两 个 活 跃 的 学 派 。 两 组 学 者 依 据 哈 拿  

西 的 米 示 拿 和 他 所 弃 的 资 料 作 出 研 究 。 他  

们 以 这 些 资 料 写 下 自 己 的 评 注 ， 产 生 了 两  

个版 本 的 革 马 拉 ， 因 而 也 产 生 两 个 版 本 的  

他勒目。

其 中 一 个 是 以 色 列 地 的 耶 路 撒 冷 版  

本，有 时 被 称 为 “西 部 众 子 的 他 勒 目  

所 用 的 语 言 是 西 方 的 亚 兰 文 。 由 於 犹 太 人  

在第二、 第 三 和 第 四 世 纪 逍 受 逼 迫 ， 所 以  

这革 马 拉 比 巴 比 伦 的 版 本 为 短 。 为 这 他 勒  

目 奠 下 基 础 的 主 要 学 者 可 能 是 拿 帕 哈 之 子  

约 汉 兰 拉 比 （死 於 主 后 2 7 9 ) 。 他 是 哈 拿  

西的得意 弟 子 ， 在 提 比 哩 亚 创 立 了 一 所 学  

院，该 学 院 成 为 了 发 展 这 他 勒 目 的 主 要 中  

心。这 版 本 只 有 米 示 拿 首 四 礼 的 注 释 ， 这  

審 作 也 没 有 其 姊 妹 作 巴 比 伦 版 本 那 么 完 整  

虽 然 这 版 本 的 地 位 因 而 次 於 巴 比  

匕的他 勒 目 ， 怛 却 仍 是 极 有 意 思 的 ， 因 为

它提供了直接继承犹太人本土之米示拿的  

哈 勒 迦 ， 哈加达则对以色列地犹太人的生  

活 尤 有 洞 见 。 这他勒目是在提比哩亚研究  

院 结 束 前 不 久 完 成 的 ，即约在主后425年 

犹 太 主 教 的 职 位 被 废 之 前 。

另一个版本称为巴比伦他勒目，是以 

东 方 的 亚 兰 文 写 成 。这版本比耶路撒冷的  

长 3 倍 ， 并且在信仰和行为方面有最明确  

的 指 引 。 以色列和巴比伦两组学者在完成  

两本 革马拉 时 并不 是 各 自 为 政 的 。以色列 

众学派负责 巴比 伦领 袖的 初期 训练 。两位 

著 名 的 巴比 伦 学 者 是 哈 争 西 的门 徒 一 亚 

巴 （死 於 主 后 2 4 7 ) 与 撤 母 耳 （死於主后 

2 5 4  )。 他 们 结 束 了 在 以 色 列 的 训 练 后 ， 

便 返 回 巴 比 伦 创 立 学 院 . 在两人的指导  

下 ， 发展传统这严肃的工作开始了。其他 

学 者 也 仿 效 他 们 ，巴比伦众拉比遂写成了  

他 们 的 革 马 拉 。 巴比伦革马拉有三分之一  

的 内 容 与 哈 加 达 吻 合 ，并反映当日许多世 

俗 和 宗 教 方 面 的 知 识 。

影响和逼迫

他勒目的完成正值犹太人在西方世界  

因 受 压 和 受 逼 迫 而 内 聚 。故这些传统的资 

料 对 一 个 分 散 的 民 族 具 有 影 响 力 ，对其后 

的 世 代 亦 显 得 更 重 要 。作为一个民族和宗  

教 团 体 ， 犹太人之得以保存主要是由於他  

勒 目 的 影 响 。在压迫与危难中，犹太人在 

他 勒 目 中 找 到 慰 藉 ，并从中取得宗教上的  

灵 感 与 指 引 。那是他们可以忘记四面通迫  

的 退 修 之 所 ；他们也在其中找到有助忍受  

种 种 压 力 的 宗 教 力 贵 - 在 许 多 事 件 中 ，他 

勒目确实对中世纪的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力 ， 这同时又有助於准备十三和十四世纪  

的 文 艺 复 兴 运 动 。

另 一 方 面 ，他勒目确曾招致多方的憎  

恨 。 异教徒和外邦基督徒中一些机敏的领  

袖看见米示拿和革马拉在犹太人的信仰和  

习 俗 方 面 十 分 重 要 n 以色列的犹太领袖并  

不 能 安 静 地 作 他 们 在 革 马 拉 上 指 定 的 研  

究 。 中 世 纪 明 显 地 记 栽 S 人对这著作的恨  

意 。 尤其是在丨2〇〇至1 5 0 0年 期 间 ，许多 

他 勒 目 的 抄 本 都 波 公 然 焚 毁 ，以为这样可 

以 制 止 犹 太 人 作 迸 一 步 研 究 。巴比伦的他 

勒 目 尤 其 要 经 过 教 会 的 检 査 ，被认为违反 

基 督 教 的 段 落 ，会全部取消。这通迫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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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勒 目 的 内 容

(12 篇> (7篇 ） 〔10 篇 ） (ii (12 篇 〉

农 拼 沭 例 安 总 口 沭 例  

宗 教 ；万法

叔 嫂 之 娇  

娇 娴 负 任  

令 细 耳 人 之 枰  

奸 淬  

离 娇  

订 亲

民 ，法 律  

商 业 条 例

产 业 法 律  

体 刑

法 律 调 杏 书

献 祭

长 了 -的 条 例  

奉 献 / 起 筲  

除 会 緖  

圣 殿 之 描 述

沽 净 / 不 洁 净  

浩 身 斋 戒

延 展 至 近 代 ， 因 为 人 认 为 犹 太 人 对 非 犹 太  

人 所 行 的 一 切 不 是 ， 皆 可 直 接 从 他 勒 目 的  

教 训 中 找 出 根 源 。 今 人 明 显 的 意 愿 是 鼓 励  

反 闪 族 主 义 。 他 勒 目 的 各 种 译 本 ， 帮 助 我  

们 驱 除 那 些 错 误 地 诽 谤 他 勒 目 和 犹 太 人 者  

的 虚 假 控 诉 。

他 勒 目 在 今 天 的 重 要 性

多 个 世 纪 以 来 ， 他 勒 目 在 犹 太 教 育  

中 占 着 重 要 的 位 置 ， 并 且 是 主 要 的 课 本 。 

犹 太 学 院 与 学 校 均 研 究 他 勒 目 。 犹 太 人  

自 幼 便 开 始 学 习 ， 而 在 耶 示 伏 （相 等 於  

神 学 院 ） 更 进 深 的 课 程 中 ， 仍 强 调 这 做  

法 。 从 中 世 纪 延 展 至 近 代 ， 这 种 独 特 的  

教 育 特 征 甚 至 到 达 了 一 个 立 场 ， 就 是 看  

他 勒 目 的 知 识 比 圣 经 还 优 胜 。 然 而 ，

1 8 0 0 年 代 犹 太 人 文 主 义 的 启 蒙 运 动 -----

无 疑 是 由 於 欧 洲 大 陆 教 会 的 批 判 学 者 攻  

击 旧 约 的 可 信 性 " ---- 引 起 了 许 多 犹 太 人 的

共 鸣 ， 因 为 他 们 在 他 勒 目 中 找 不 到 对 应  

十 九 世 纪 世 俗 世 界 观 的 见 解 。 然 而 ，他 

勒 目 同 时 是 顺 应 了 宗 教 导 向 之 犹 太 人 的  

唯 一 依 靠 ， 他 们 面 对 现 代 世 界 的 新 要 求

子， 会 在 哈 勒 迦 中 寻 求 帮 助 。

以 色 列 国 兴 起 后 ， 犹 太 人 对 他 勒 目 显  

I 更 有 兴 趣 ， 甚 至 对 於 从 前 忽 略 了 的 部 分  

[ ^然。 愈 来 愈 多 以 色 列 外 的 犹 太 学 院 和 =  

i 列 内 的 学 院 把 他 勒 目 列 入 课 程 中 。 尤 ^  

E 以 色 列 ， 许 多 在 主 后 7 0 年 以 色 列 + 亡 ^  

j•已废 弃 了 的 律 法 ， 现 在 又 再 次 多 

] 农 耕 方 面 的 律 例 ， 他 勒 目 则 提 能直 

?亮 光 和 指 引 。 即 使 在 他 勒 目 律 的  

浪 用 的 賴 中 ， 他 勒 目 _ = ^ 列 、 

: 纲 ， 如 在 守 犹 太 人 _ 期 、ĵ / 不 公  

，悯 人 和 仁 爱 的 德 行 ， 及 恨 恶 士 人 的 价 滇  

•̂上， 这 些 都 反 映 了 圣 经 和 犹 太

基 督 徒 也 可 以 从 他 勒 目 得 着

辨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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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它 提 供 了 有 关 主 后 一 世 纪 的 生 活 、 

信 仰 和 宗 教 习 惯 方 面 的 一 些 洞 见 。 他 勒  

目 中 也 有 一 些 与 福 音 书 平 行 的 记 载 。 可 

预期的是， 四 福 音 书 反 映 了 犹 太 人 的 世  

界和文化， 因 此 他 勒 目 提 供 了 不 可 缺 少  

的背景。 在 圣 殿 生 活 和 习 俗 方 面 ， 米 示  

拿 允 其 提 供 了 大 费 知 识 。 我 们 也 可 从 中  

观 察 古 代 犹 太 人 在 圣 经 注 释 和 实 行 方 面  

的见解.，

Louis Gold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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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kea ， T a r e a
is li y备

便 雅 悯 人 米 迦 的 儿 子 ， 是 扫 罗 王 的 后  

裔（代上八 3 5 , 九 41  ) u

fc连得

hdred-weight, Talent
，sli4n d6

用 以 量 金 子 或 银 子 的 重 盘 单 位 （太 二  

十五H -30 > 〇

参 - 钱 币 ” 1 1 8 2 :  “度 S 衡 （他 连 得 ）”
354。

他 玛
Tam ar
t a m d

O 犹大从迦南人书亚的女儿所生的长  

子 珥 的 妻 子 。 后 来 ，身为寡妇的他玛，给 

犹 大 生 了 两 个 儿 子 ，名 法 勒 斯 和 谢 拉 （创 

三 十 八 6 - 2 4 ; 代 上 二 4 )。 他玛藉着法勒  

斯 保 存 了 犹 大 的 血 脉 （得四丨2 ) ，她的名 

字 也 记 在 基 督 的 家 镨 中 （太一 3 )。

参•耶稣基酱的家镨_ 1966。

0 押 沙 龙 的 胞 妹 ，大卫从妻子基述人  

玛 迦 所 生 的 女 儿 。其同父异母的兄长暗嫩  

欺 骗 和 玷 辱 了 她 。胞兄押沙龙为了替她复  

仇 ， 在 巴 力 夏 琐 杀 了 暗 嫩 （撒下十三•，代 

上 三 9 > 。

© 押 沙 龙 的 女 儿 ，以美貌著称。她也 

许 嫁 给 基 比 亚 的 乌 列 ，并诞下女儿玛迦  

( 撒 下 十四 2 7 > 。

他 纳
T aanach
t a

迦 南 人 的 城 邑 之 一 。 他纳和其他城  

邑 ， 包 括 约 念 、米 吉 多 、以伯莲和伯珊， 

形 成 了 以 斯 德 伦 平 原 和 耶 斯 列 平 原 的 边  

界 。

现 今 的 他 纳 保 存 了 其 古 代 的 名 字 ， 

称 为 他 纳 废 丘 ，位 於米 吉 多 东 南 约 5 哩。 

考 古 人 员 发 掘 了 一 堵 主 前 十 四 世 纪 的 城  

墙 ， 这 墙 由 巨 大 而 形 状 不 规 则 的 石 头 筑  

成 ， 隙 缝 中 藏 着 较 细 小 的 石 头 ， 发现城 

墙 的 地 点 还 有 一 所 当 地 君 王 王 宫 的 遗 迹 。 

约 4 0 块 主 前 十 五 至 十 四 世 纪 的 楔 形 文 字  

泥 版 也 出 土 了 。 此 外 ，还有较后期的一  

些 砖 屋 ， 可 能 是 以 色 列 人 所 建 的 。在牴 

以 色 列 时 期 的 一 所 房 子 中 ，发现了一座  

赤 色 土 香 坛 。 还发掘了一幢柱状建筑物， 

结 构 与 米 吉 多 和 芨 琐 的 建 筑 物 类 似 ，可 

能 是 所 罗 门 时 期 所 建 的 ，学者认为那是  

所 罗 门 的 马 厩 。

他 纳 此 名 出 现 在 许 多 埃 及 的 文 件 中 、 

包括在伟大的征服者杜得模西士三世所攻  

取 的 城 市 名 单 上  在一封亚马拿书简上， 

他 纳 与 米 吉 多 给 相 提 并 论 。示 爽 （示撒> 

在 罗 波 安 第 五 年 入 侵 以 色 列 时 ，攻取了他 

纳 ； 他纳也出现在示撒设於卡纳克的浮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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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位 列 书 念 和 米 吉 多 之 间 。

圣 经 首 次 提 及 他 纳 时 ，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於 约 但 河 西 击 畋 诸 王 的 名 单 上 （书 十 二  

：2 1 > 。 众 支 派 在 巴 勒 斯 坦 分 地 时 ， 玛 拿 西  

分 得 他 纳  <书 十 七 丨 1 > ， 并 称 之 为 利 未 城  

( 二 十 一 ‘2 5 > 。 然 而 ， 玛 拿 西 并 不 能 征 服  

他 纳 或 其 分 地 中 任 何 一 个 强 大 的 城 市 （士  

— 2 7 ) 0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击 败 西 西 拉 后 ， 在 胜 利  

之 耿 中 说 ， 战 役 在 “米 吉 多 水 旁 的 他 纳 ” 

进 行 （士 五 11M 。 在 所 罗 门 的 时 代 ， 他 纳  

则 列 为 供 应 皇 室 食 物 之 行 政 区 之 一 《王 上  

四丨2 > 。

圣 经 最 后 一 次 提 及 他 纳 ， 是 在 以 色  

列 家 系 的 名 单 中 （代 上 七 ‘2 9 > 。 该 处 称 他  

纳 城 於 以 法 莲 ， 是 “靠 近 玛 拿 西 人 的 境  

界 ”。

他纳示罗
Taanaih-shiloh
t 3 s h i l u 6

位 於 分 配 给 以 法 莲 支 派 为 产 业 的 地 区  

之 东 北 辅 界 ， 在 密 米 他 和 雅 挪 哈 之 间 （书  

十 六 6 > 。 学 者 认 为 其 位 置 是 在 现 今 的 他  

纳 埃 佛 跨 废 墟 。

他毗拉人
Tarpelites
t S  p i  I S r 爸n

以 斯 拉 记 四 章 9 节 所 记 载 的 一 些 波 斯  

官 员 。 其 确 实 的 意 义 不 能 肯 定 ， 可 能 是 一  

个 波 斯 官 衔 或 民 族 的 名 称 。

他荇亚
Tappuah
t a  p£S

〇 希 伯 仑 的 儿 子 ， 是 犹 大 支 派 迦 勒 的  

后 人 （代 上 二 4 3 ) 。

© 分 给 犹 大 支 派 作 产 业 ， 位 於 髙 原 的  

十 四 座 城 之 一 ， 被 列 於 隐 千 宁 与 以 楠 之 间  

( 书 十 五 3 4 ) 。 这 城 与 厲 玛 拿 西 的 他 普 亚  

地 （十 七 8 ) 和 位 於 希 伯 仑 的 伯 他 普 亚 城  

( 十 五 5 3 ) 不 同 。 这 也 许 是 从 前 由 迦 南 王  

管 辖 的 一 座 城 （十 二 丨 7 > 。 其 位 过 无 可 稽  

考 。

© 位 於 巴 勒 斯 坦 山 区 的 一 座 城 ， 在 分

给 以 法 莲 支 派 作 产 业 之 地 的 北 界 。 这北 

界 从 他 普 亚 往 西 ， 直 到 加 拿 河 ， 然后沿 

河 直 通 至 地 中 海 为 止 （书 十 六 8 )。 他宵 

亚 地 是 玛 拿 西 支 派 境 内 的 一 个 地 区 ；然 

而 ， 位 於 玛 拿 西 边 境 的 他 普 亚 城 则 闻 於  

以 法 莲 人 （十 七 8 > 。 他 普 亚 地 的 所 在 已  

无 从 揹 考 。 隐 他 茳 亚 （十 七 7 > 大槪就是  

他 普 亚 （在 《马 加 比 一 书 》 九 5 0 也称特 

仿  > 。 这 城 也 许 位 於 示 剑 （纳 布 卢 斯 ）西 

南 8 啤 ， 和 耶 路 撒 冷 西 北 2 5 哩 ， 即谢赫阿  

布 撒 律 那 里 。

他施
Tarshish
t a s h i

〇 雅 完 的 四 个 儿 子 之 一 ， 是挪亚的儿  

子 雅 弗 家 族 的 后 人 （代 上 一

© 比 勒 罕 的 第 六 子 。 他 是 便 雅 悯 支 派  

中 的 大 能 勇 士 和 族 长 ， 被 列 於 能 上 阵 打 仗  

的 人 中 （代 上 七 1 0 > 。

© 与 以 色 列 相 距 很 远 的 地 方 。 关於他 

施 的 所 在 ，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意 见 ， 所指称的  

国 家 从 萨 丁 尼 亚 至 英 国 都 有 。 最广为人接  

受 的 地 点 是 西 班 牙 ， 因 为 西 班 牙 中 塔 特 苏  

斯 一 名 与 他 施 相 近 。

他 施 是 雅 完 《希 腊  > 的 儿 子 （创十4 >， 

兄 弟 有 以 利 沙 （居 比 路 ？ ）和 基 提 （罗 马 ）， 

这 似 乎 又 暗 示 其 位 S 是 在 地 中 海 一 带 （参 

代 上 一  7 ) 。

伟 大 的 航 海 家 腓 尼 基 人 常 与 他 施 相 提  

并 论 。 所 罗 门 的 船 队 庖 用 推 罗 王 希 兰 的 水  

手 （参 代 下 九 21  > 。 他 们 所 用 的 船 称 为 他  

施 船 （王 上 十 2 2 , 二 十 二 4 8 ) ; 这些船  

显 然 是 航 行 往 他 施 一 种 特 别 的 船 ， 或他施 

地 一 种 典 型 的 船 （诗 四 十 八 7 ; 赛 二 16, 

二 十 三 1 - 丨 4 > 。 约 沙 法 也 曾 造 船 ， 计划前  

往 他 施 进 行 贸 易 ， 但 他 的 船 却 逍 破 坏 了  

( 代 下 二 十 3 6 、 3 7 ) 。

在 针 对 推 罗 的 预 言 中 （赛 二 十 三 ）， 

以 赛 亚 曾 4 次 提 及 他 施 。 推 罗 和 他 施 在 商  

贸 的 亊 业 上 有 许 多 相 同 的 地 方 （如第1〇 

节 称 推 罗 为 “他 施 的 民 ”）。

他 施 的 船 要 为 了 耶 和 华 的 名 ， 把远方  

的 以 色 列 人 连 他 们 的 金 银 载 返 以 色 列 （责 

六 十 9  > 。 他 施 亦 被 列 在 远 方 的 民 中 ，耳P 

和 华 的 栄 糚 要 在 他 们 中 间 传 扬 （赛六十六



| # 提 到 制 造 偶 像 的 材 料 是 从 他 施  

片 的 银 子 ” （耶 十 9 ) 。 

# 來 的 相 结 在 其 针 对 推 罗 的 冗 长 预 言 中  

二 推 罗 之 间 的 贸 ®  ( 结 二 十 七  

论及l i t 施 人 用 银 、 铁 、 锡 ， 钮 兑 换 推 罗  
丨 2 丨 • 他 以 西 结 又 指 出 他 施 的 船 运 载 推 罗

结 :
: 十 七 2 5 )  ■的货物•

的 麻 品 中 ， 他 施 最 为 人 熟 知 的 ， 是 在  

故 枣 中 。 约举 ：在 逃 避 神 的 呼 召 时 -

逃 往 他 施 去 （拿 一  3 ， 四2 > .

他拖斯
f a r s h i s h
iS shi si

波 斯 和 玛 代 的 七 个 大 臣 之 一 。 这 些 人  

f 在亚哈 随 掙 王 左 右 ， 地 位 则 仅 次 於 王  

I斯一 14)。

他停合示
la h i im -h o d s h i  
t i  t i n g  s h i

大 卫 统 计 以 色 列 人 口 时 ， 一 个 被 记 於  

册上的城。 他 停 合 示 被 列 在 基 列 和 但 雅 安  

之间（撤 下 二 十 四 6 ) 。 这 城 也 许 就 是 在  

转 人 之 地 的 加 低 斯 北 城 。

他辖
Taliash
«SxiS

f 伯 拉 罕 的 兄 弟 拿 鹤 与 其 妾 流 所 生  

的儿子（创 二 十 二 2 4 > 。

i h

的 家 具 。

卜 。^ 海 东 岸 之 山 区 ， ■ ^ 义 大 利 隔  

^ 来自渙 = 太 人 原 是 希 腊 伊 利 亚 部 族 ， 

% 七 打 ^ : 米 翁 城 附 近 的 若 千 部 族 ， 专  

1 ， 罗 马 大 军 屡 剿 不 靖 ， 颇

感 棘 手  

征服

省 ，

详 。

; 直茔主的  U S h i S l 丨功

保 一  _” 3年 终 坡 〜 听
至 保 罗 时 代 ， 溢 
其 南 邻 是 马 甘 马 太 已 是 罗 马  

尸 - 新 约 仅 有 到 : : 延 至 何 处 则 ;  

; 书 四 章 l 〇C 马太，即提摩太 

二 提 多 此 行 的 目 的 瞻 马 太 去 ,,， 

太省已 有保 罗 所 ; j 的 &  = 代，可能 & 马 

狱 中 的 保 罗 去 千 衫 . 提 多 是 代  

未 竟 之 业 ， 去 二 , 或是提多继保； 

场 。 去 叫 太 奸 辟 新 的 福 奇 ^

挞买
Talm ai

m 5 i

以 角 ☆ ，是亚希幔和示筛的兄弟•

族 人 （民 十 三2 2 、 住在希伯仑的 

挺 买 及 其 兄 弟 ，后 来 被 雜 所 击 敗 （书十 

五 1 4 ;  士 _ 丨 0 > 。

太监
E unuch
t ^ i j i ^ n

国 王 的 宫 廷 内 臣 ，通常指派至女舍服 

务 。 他 们 多 半 经 过 阉 割 ，但也有 例 外 （参 

创 三 十 九 1. 7 )。 在 以 色 列 （撒上八 15; 

代 上 二 十 八 1 )、波 斯 （斯二 3 )、埃提阿 

伯 （耶 三 十 八 7 ; 徒八2 7 > 和 巴 比 伦 （但 

— 3 ) ， 他 们 是 公 务 员 。 太监不可参加以  

色 列 的 公 开 崇 拜 （申二十三丨>，但先知 

以赛亚提到他们在弥赛亚国度里得以复原  

'赛 五 十 六 3 - 5 ; 参徒八 ）。

使 徒 行 传 八 章 2 7至 3 9节中的埃提阿  

伯 太 监 可 能 是 财 政 大 臣 ，福音得以在埃提 

阿 伯 开 拓 也 归 功 於 他 。

耶 穌 提 到 3 种 阉 人 （太 十 九 1 2 >价 =  

括 那 些 ‘‘为 天 国 的 原 故 自 _ ”•按 t  

通 ； 理解为为了服侍神的国度而放  

二 洗 约 翰 - _ 和使徒保罗 >•

参 - 职 业 （内侍臣广2320。

泰路乎谷
T yropean Valley 
⑷  1。 o i n g  g (

ean
i p i n g  g fi ^ 士办之山谷所起的

的蘇夫为耶路撤冷中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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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字 ， 古 时 候 ， 这 山 谷 把 摩 利 亚 山 （圣 殿  

山 ） 和 西 面 山 脊 的 锡 安 山 分 开 。 原 来 的 耶  

布 斯 城 和 大 卫 的 锡 安 城 ， 都 位 於 中 央 山 谷  

的 东 面 （东 南 面 的 山  >。 这 山 谷 可 能 一 直  

都 没 有 名 字 ， 也 许 就 是 圣 经 中 的 欣 嫩 子  

谷 。 耶 路 撒 冷 似 初 向 北 扩 展 至 现 今 的 圣 殿  

山 。 在 后 王 国 时 期 之 前 ， 耶 路 撒 冷 并 没 有  

显 著 地 扩 展 至 这 谷 的 西 面 ， 这 地 区 也 是 直  

至 哈 斯 摩 宁 时 期 （约 主 前 丨 5〇- 〗0 0  > 才 包  

括 在 城 战 之 内 •>耶 路 撒 冷 曾 一 度 包 括 泰 路  

平 谷 东 西 两 面 的 山 丘 ， 这 山 谷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地 理 上 ， 便 显 得 重 要 起 来 。 最 少 有 两 道  

桥 （“罗 便 臣 供 桥 ” 和 “威 尔 逊 拱 桥 ” > ， 

横 跨 I ! 山 谷 ， 由 哈 斯 摩 宁 王 宫 伸 展 至 圣 殿  

山 。 虽 然 山 谷 以 东 的 城 墙 ， 在 某 些 地 方 原  

来 商 达 8  4 卩尺， 但 山 谷 现 已 给 大 ® 的 填 土  

和 瓦 砾 填 塞 ， 以 致 山 谷 大 部 分 的 地 区 已 成

为 平 地 。 殿 墙 的 南 端 -----哭 墙 ----- 仍 然 存

在 ， 并 且 是 犹 太 教 至 为 神 圣 的 地 方 。

参 • 耶 路 撤 冷 • 1 9 4 5 。

太阳
Sun
t a i  y d n g

计 算 时 间

这 是 神 所 创 造 ， 放 在 天 上 的 大 光 ， 

‘‘管 理 昼 夜 ’’ （创 一 丨 4 、 丨 5 >。 每 一 天 都 是  

随 着 它 的 运 行 而 展 开 ， 献 祭 的 时 刻 也 受 它  

运 行 的 位 S 所 支 配 ： 早 M 要 献 上 第 一 次 燔  

祭 （出 二 十 九 3 9 ; 民 二 十 八 4 > 。 在 拉 比  

的 犹 太 教 中 ， 粮 年 内 每 — 天 的 时 间 ， 是 根  

据 太 阳 日 的 长 短 而 有 所 编 差 的 。

以 色 列 的 月 份 ， 是 以 月 亮 来 计 裤 。 审  

多 : 上 ，所 有 重 要 节 日 都 是 在 秋 季 （吹 角 节 、

w 罪 日 、 住 棚 节 ） 及 春 季 （逾 

示 仍 是 用 太 阳 年 来 计 箅 的 。 在 基色1̂ ，翅 

的 历 法 是 有 丨 2 个 月 ， 并 且 是 以 | 所 戋 ％ 

的 农 业 活 动 来 编 定 。 犹 太 的 历 ■ 法 2 年内 

年 为 一 循 坏 ， 并 且 每 7 年 要 加 添 ^ ^ 丨 9 

份 ，以 配 合 太 阳 年 （阳 历  > 及 月 历  的月 

由 於 圣 经 没 有 提 及 这 历 法 制 度 使 

为 增 添 第 十 三 个 月 是 源 自 后 来 的 改 者 认  

过 ， 伊 里 芬 丁 的 犹 太 地 区 一 些 亚 兰 文 •不 

显 示 ， 在 主 前 五 世 纪 ， 该 地 的 犹 太 人$献  

用 1 9 年 一 循 环 的 方 式 计 箅 历 法 。 里 $  

乏 文 献 的 证 据 ， 但 犹 太 和 以 色 列 的 君 ‘ 

很 可 能 已 经 使 用 这 闰 月 的 制 度 。 ’

拉 比 犹 太 教 承 认 四 季 的 分 立 ， 但圣经 

通 常 只 提 及 两 季 —— “稼 穑 、 寒暑  

( 创 八 2 2 > 。 四 季 是 按 着 太 阳 的 运 行而划 

分 的 不 同 阶 段 。 秋 季 （称 为 W a v , 这字原 

意 是 指 雨 季 、 下 雨 ； 歌 二 1 1 > 是 以秋分 

开 始 ； 冬 季 是 以 冬 至 （即 1 2 月 2 2 日）开 

始 ； 春 季 是 以 春 分 （即 3 月 2 1 日 ） 开始 ； 

夏 季 是 以 夏 至 （即 (3月 ‘2 ‘2日 >  开 始 。最近， 

在 别 是 巴 发 现 了 一 座 庙 宇 ， 考定是厲於哈  

斯 摩 宁 年 间 （主 前 1 2 5 ) ， 它 是 随 着 夏 至  

时 日 出 的 位 S 而 建 立 的 。 在 拉 吉 的 庙 宇 ， 

地 上 刻 有 相 类 似 的 图 ， 似 乎 是 以 冬 至 来 定  

位 。 在 王 国 时 期 建 造 的 亚 拉 得 庙 宇 是 差 不  

多 面 向 正 东 ， 大 槪 是 按 着 春 分 时 的 日 出 来  

定 位 的 。 耶 路 撒 冷 的 圣 殿 也 有 相 同 的 情  

况 。

征 意 义  _

在 希 伯 来 诗 歌 的 意 聚 中 ， 太 阳 有 ^ 二  

的 角 色 ， 其 中 描 述 它 是 有 居 所 的 （哈=  

> , 神 为 它 安 设 帐 嵇 ， 让 它 如 同 f 郎 #  

房 （诗 十 九 4 、 5 > 。 太 阳 象 征 永 恒 不 神  

字 七 十 二 5 、 1 7 > 、 法 度 （诗 十 ， 二 、 

同 在 （诗 八 十 四 1 丨） 和 美 ^  (歌 二 二 ^

太 阳 变 为 昏 暗 （赛 十 三 丨 0 ; ^ 二 二  

7 ; 珥 二  1〇、 3 1 ， 三  1 5 ; 番 一 丨 ’ ， 

四 2 9 ; 启 八 1 2 ) ， 表 明 那 时 1 日蚀， 

神 的 愤 怒 临 到 。显 然 ，这 淡 ， 

是 古 人 视 为 可 怕 之 事 。 太 ^ 政 来 的 炸  

可 能 是 由 於 从 热 带 苎 千 空 变 舆 。但 

， 引 起 暴 风 沙 和 密 云 ， 使 名 ；*：阳的 

一 方 面 ， 当 耶 和 华 得 胜 的 传  

辉 要 比 现 时 明 亮 7 倍 （赛 一



日 光 之 下 来 形 容 在 这 短 暂 世 界  

A 在 „ Q  1 4 ， 二 1 1 ) 。 这 不 是  

而 是 在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二 找 到 的

孝 拜 本 波 大 米 ’ 太 阳 是 以 苏 默 人 的 名  

在 及 闪 的 名 称 “沙 马 士 ，，受 到 崇  

终 是 — 位 男 性 的 神 ， 亦 是 掌 管 法 律  

冲 。 汉 棋 拉 比 王 宣 称 其 法 律 典 章  

9 公 义 巧 士 ° ( 日 神 ） 而 来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北 部 ， 以 及 亚 述 的 首 都 亚 述 城 ， 

敢 奉 的 地 方 。 在 众 神 中 ， 它 是 月 亮  

^ 邡 拿 辛 的 儿 子 ’ 伊 妮 娜 伊 施 他 尔 的 兄

& 在 埃 及 ， 太 阳 被 辟 崇 为 世 界 的 神 灵 ， 

6 主 要 的 名 称 是 锐 ； 不 过 ， 它 也 被 称 作 和  

^ 神 。埃 及 的 皇 帝 被 视 为 太 阳 之 子 。 它  

是众神的王，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的 前 半 期 ， 

把 它 看 成 是 国 家 之 神 亚 扪 。 法 老 亚 门 诺 斐  

斯四世（亚 肯 亚 顿 ） 的 宗 教 改 革 ， 特 别 强  

调 对 日 轮 亚 顿 的 敬 拜 ， 因 而 轻 忽 了 对 亚 扪  

及其他神衹的敬拜。

亚 拿 多 利 亚 有 超 过 一 个 的 太 阳 神 灵 ， 

特 别 是 太 阳 女 神 雅 利 娜 ， 和 掌 管 白 昼 的 太  

阳神。

黎 凡 特 的 人 民 视 太 阳 为 男 女 双 性 的  

拌。大 部 分 民 族 的 语 言 都 保 留 了 闪 族 语 所  

通 用 的 沙马 士（日 神 > 名 称 ， 例 如 亚 摩 利  

人、亚 兰 人 和 希 伯 来 人 。 不 过 ， 有 些 西 北  

2 族的 方言采用了  — 个 不 同 的 称 号 ： 沙 帕  

丨 从 主 前 二 千 年 代 的 黎 凡 特 神 殿 ， 证 实

不 同 的 名 字 ； 无 疑 ， 很 早 以 前 已 有  

欹拜太阳了。

t  ^ 乌 加 列 的 文 献 中 ， 太 阳 被 称 作 沙 帕  

内 = 女 性 “发 光 之 神 ，，。 它 在 文 献 的  

色。她站 B不 里 要 ， 但 往 往 担 当 有 趣 的 角  

把 巴 力 亚 韋 寻 找 巴 力 ； 找 着 他 后 ， 她  

掩（死 神 亚 拿 的 肩 上 。 当 巴 力 死 在 摩 特  

§ 咕，这 手 上 的 消 息 传 来 时 ， 太 阳 变 得  

、 ' ' 冬 天 的 热 风 引 致 天 色 昏 暗 有

> 为地含= 时 期 及 晚 铜 时 期 起 ， 沙 马 士  

s 部 分 。 圣 经 中 的 城 市 如 伯  

九 ^ ) 、 |̂ 之 家 ’’> 可 证 明 在 北 面 （书  

部 （书 十 九 2 2 ) 及 南 面 （书

十 九 4 1 

时 ， 4 1，叫 示 表 叫  

之 色 列 入 居 住在 古 以 色 列  ^  . - 。

2 般 成 了 如 隶 拜 匕  

® 如 其 他 的 异 ; 响 若 人 民 的  

止 的 （申 四 19) 不 ^ ，崇拜太阳是 

姓 来 说 ， 敬 样 日 月 对 个 别 的 百  

( 伯 三 十 〜 扣 ，27> |恨普泡的引{秀

受到重视西 (3  对太阳的敬拜抟别

= 段 ， 以表 示“ 效5二 ^ 否 政  

有 争 议 。 但 是 ，_ 似 这 咖 仍

神 虽 然 是 亚 述 国 家 敬 泰 之 神 并 =  

= 真 正 的 太 阳 神 ，纵然亚迷是以日轮作为  

西对太 _ _  (耶八2 >. 
虽 经 过 约 西 亚 王 的 改 革 （王下二十三 5>

3 未 见 止 息 。 民 中 _ 太 _ ，仍 f 迹可 
寻 （结八丨 6 >。 除了上述的地方外，有关 

敬 拜 太 阳 的 主 要 资 料 是 由 主 前 七 世 纪 开  

始 。 明 显 的 例子 是 在耶 路撒 冷圣 殿门 旁 ， 

向 日 头 所 献 的 马 和 日 车 （王下二十三丨丨 

这 使 人 想 起 在 邻 国 常 见 的 景 象 ，就是看到 

太 阳 驾 着 战 车 在 天 上 飞 行 。

在 约 书 亚 的 祷 告 中 ，论及日头停止， 

让 以 色 列 的 军 队 作 战 时 得 胜 ，表示太阳全 

然 是 以 色 列 神 的 创 造 物 ，眼在神的权柄之 

下 （书 十 12、 1 3 )。

主 前 八 世 纪 末 ，水瓶的手柄上印有国  

家 的 徽 号 ， 其中有曾被解释为代表有翅膀  

的 日 轮 ， 不 过 ，那些图案不太淸楚。这些 

符 号 的 意 义 现 时 尚 未 明 确 ，它似乎取代其 

他 印 玺 上 带 有 翅 膀 的 甲 虫 ，后来却被中性

的 玫 瑰 花 图 案 所 取 代 。 _

参•历法 " 877: •天文学• 1 5 6 9 : 月

亮 • 2261: •日 _ 1206。

f o f  the

二 ni 十九章丨8节曾提及;一般 

^指希流坡立。 t “希流坡立• 1683。



瘅痪
Paralysis, Paralytic
t dn  h u d n

一 种 器 官 疾 病 的 症 状 ， 由 於 中 央 神 经  

系 统 受 损 ， 引 致 暂 时 或 永 久 性 失 去 感 觉 ， 

也 会 有 随 意 肌 失 控 的 现 象 ； 这 种 退 化 的 悄  

况 一 般 都 是 不 能 根 治 的 。 新 约 曾 提 及 几 个  

瘫 痪 的 病 人 ， 全 都 与 基 督 的 医 治 事 工 有

1538 tan hu^n

关 。

加 利 利 一 群 寻 求 耶 穌 医 治 的 病 人 中 ， 

有 瘫 痪 的 人 （太 四 耶 路 撒 冷 毕 士 大  

池 旁 边 的 病 人 中 ， 也 有 摊 子 （约 五 3 > , 

腓 利 在 撒 玛 利 亚 所 医 治 的 人 中 ， 也 有 许 多  

瘫 痪 的 《徒 八 7 > 。 路 加 形 容 一 个 百 夫 长  

的 瘫 痪 仆 人 病 得 严 重 ， 快 要 死 了 （路 七  

2 ; 参 太 八 5 、 6 > 。 这 人 很 可 能 患 上 了 一  

种 致 命 的 瘫 痪 病 ， 症 状 由 双 脚 开 始 ， 渐 渐  

向 上 扩 散 ， 以 及 全 身 。 迦 百 农 的 瘫 子 极 可  

能 是 患 了 一 种 下 半 身 瘫 痪 的 疾 病 （太 九 2 、 

6 ; 可 二 3 •丨0 ; 路 五 1 8 、 2 4 > ， 这 种 病 可  

能 由 於 出 生 时 曾 严 重 受 伤 ， 或 脊 骨 神 经 受  

到 损 害 。 彼 得 在 吕 大 医 治 的 以 尼 雅 也 许 就  

是 一 个 半 身 不 遂 的 病 人 （徒 九 3 3 > 。

参 • 疾 病 • 6 6 1 :  •医药• 2 0 0 8 。

贪心
Covetousness
t 5 n  x i n

指 一 种 强 烈 的 占 有 欲 望 ， 尤 指 贪 财 好  

色 之 心 。 旧 约 原 文 表 达 这 个 意 思 的 希 伯 来  

词 共 有 3 个 。 第 一 个 见 於 申 命 记 所 载 的 十  

诫 ： “不 可 贪 恋 人 的 妻 子 ” （申 五 2 1 ) ;

同 一 词 又 见 於 鼓 言 二 ----章 2 6 节 ： “有 终

曰 贪 得 无 厌 的 ”。 另 一 词 含 有 梓 取 之 意 ， 

见 於 哈 巴 谷 书 二 章 9 节 ： “为 本 家 积 蓄 不  

义 之 财 ”。 第 三 个 见 於 出 埃 及 记 所 载 十 诫  

中 的 一 诫 ： “不 可 贪 恋 人 的 妻 子 ” （出 二  

十 丨 7 ) 。 同 一 词 也 用 以 指 亚 干 贪 爱 财 物 而  

招 致 艾 城 之 畋 （书 七 2 1 ; 参 弥 二 2 ) 。 综  

上 所 述 ， 贪 心 就 是 无 节 制 、 过 分 的 欲 望 、 

爱 物 过 於 爱 神 。

新 约 表 示 “贪 心 ” 的 希 腊 词 ， 其 本 义  

就 是 指 “无 止 境 的 占 有 欲 ”。 使 徒 保 罗 列  

举 基 督 徒 务 当 力 戒 的 种 种 M 世 恶 欲 恶 行 之  

中 ， 就 有 “贪 婪 ' 保 罗 呼 吁 基 督 徒 “要  

治 死 你 们 在 地 上 的 肢 体 ，就 是 淫 乱 、污 秽 、

邪 情 、 恶 欲 ， 和 贪 婪 ”， 并 且 特 别 指 出  

“贪 婪 就 与 拜 偶 像 一 样 ” （西 三 5 ; 参 弗 五  

3 ; 林 前 六 1 〇 > 。

圣 经 视 贪 欲 为 非 同 小 可 的 大 罪 ，可谓 

是 万 恶 之 首 。 圣 经 说 ： “贪 财 是 万 恶 之 根 ” 

( 提 前 六 9 、 1 0 ; 参 箴 十 五 2 7 > 。 亚拿尼亚  

和 撒 非 喇 犯 罪 的 根 源 就 在 於 贪 （徒五 2, 

3 ; 参 撒 上 十 五 9 、 1 9 ; 太 二 十 六 1 4、 

1 5 ; 彼 后 二 1 5 ; 犹 丨 1 > 。 耶 稣 基 伢 告 诫 门  

徒 说 ： “你 们 要 谨 慎 自 守 ， 免 去 一 切 的 贪  

心 ， 因 为 人 的 生 命 不 在 乎 家 道 丰 富 。” 

( 路 十 二 1 5 > 希 腊 原 文 另 有 一 个 同 义 词  

( 林 前 十 四 3 9 ) , 虽 也 表 示 欲 有 所 得 的 迫  

切 愿 望 ， 却 是 正 面 的 意 思 ， 如和合 本之  

“切 苽 ”， 现 代 中 文 译 本 之 “追 求 ”。

七 十 士 译 本 翻 译 旧 约 3 个 表 示 贪 心 的  

希 伯 来 词 所 用 的 希 腊 词 ， 英 译 本 多 作 “贪 

心 ”。 新 约 使 用 该 希 腊 词 的 动 词 形 式 ，在 

意 义 上 却 是 中 性 的 ， 可 指 饥 饿 求 食 （路十 

五 1 6 渴 望 明 白 神 国 的 奥 秘 （太十三  

1 7 ; 彼 前 一 1 2 ) ， 愿 望 得 到 好 的 东 西 （腓 

一 2 3 ; 来 六 11  也 有 贪 情 嗜 色 的 意 思  

( 太 五 2 8 ; 帖 前 四 5 ; 约 査 二 1 7 > 。 至於其 

名 词 ， 则 多 指 叛 逆 神 的 律 法 ， 满怀邪恶的  

欲 望 ， 其 结 果 无 疑 是 犯 罪 （约 八 4 4 ; 罗 

—  2 4 ， 六 1 2 , 七 7 、 8 , 十 三 1 4 ; 加 五 16、 

2 6 > 。

参 • 十 诚 • 1 4 1 0 。

檀香木
Algum, Almug
t ^ n  x i a n g  mO

旧 约 时 代 由 利 巴 嫩 （代 下 二 8 ) 或俄 

斐 （王 上 十 1 1 、 丨2 ; 代 下 九 1 0 、 1 U 输 

入 巴 勒 斯 坦 的 木 料 ，专 以 营 建 圣 殿 、宫阁， 

或 制 造 乐 器 。

参 • 植 物 （檀 香 树 广 2 2 9 2 。

坦乃英
Tannaim
t 3 n  n d i  y l n g

教 导 米 示 拿 之 口 传 律 法 的 教 师 ，此称 

号 的 应 用 始 於 主 后 1 0 年 煞 买 和 希 列 的 学  

生 ， 直 至 主 后 2 2 0 年 ， 哈 拿 西 一 世 的 学 生  

便 不 用 此 名 字 了 。

参 **他 勒 目 ” 1529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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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tage

旧 约 时 代 人 常 吃 用 的 红 色 菜 • 汤  < 该 

二丨2)。红 汤 是 用 红 豆 、 香 草 、 葱 ， 有 时  

^ 上 肉 来 煮 成 的 。 其 香 气 足 以 叫 以 扫 把  

长 子 名 分 让 与 雅 各 （创 二 十 五 2 9 -3 4 ) 。 

以 利 沙 的 门 徒 也 喜 欢 这 食 物 （王 下 四 3 8 _ 

41).

参 • 食 物 和 调 制 方 法 • 1 4 1 4 。

I城
Cities o f R e fu g e
l io  ch 6 n g

摩 西 和 约 书 亚 从 利 末 支 派 所 领 4 8 城  

中，划定  <> 城 作 为 误 伤 人 命 者 的 庇 护 所 ， 

即所谓“逃 城 ” （民 三 十 五 6 > 。 6 城 中 3 城  

在河东，3城 在 河 西 。 据 申 命 记 四 章 4 3 节 

和 约 书 亚 记 二 十 章 B 节 记 载 ， 河 东 3 城 为 ： 

比悉（原 屈 流 便 支 派 ， 地 处 旷 野 高 原 > 、 

拉 末 （原 厲 迦 得 支 派 ， 在 基 列 地 ）、 哥 兰  

( 原 属 玛 拿 西 支 派 ， 在 巴 珊 地  > 。 据 约 书  

亚记二十章7 节 记 栽 ， 河 西 3 城 为 ： 基 低  

斯 （在 拿 弗 他 利 山 地 的 加 利 利 地 区 > 、 示  

剑 （地 处 以 法 莲 山 地 ） 和 希 伯 仑 （也 称 基  

列亚巴， 地 处 犹 大 山 地  > 。 河 东 3 城 哥 兰  

在北，拉 末 居 中 ， 比 悉 在 南 ； 河 西 3 城 则  

基低斯在北， 示 剑 居 中 ， 希 伯 仑 在 南 。 这  

样 的 分 布 使 避 难 者 可 快 速 地 到 达 逃 城 。

古 代 以 色 列 被 杀 者 的 近 亲 有 手 刃 凶 犯  

的义务， 称 为 “报 血 仇 的 ’’ （民 三 十 五  

丨9-2丨）， 是 他 对 遗 孀 、 遗 孤 和 全 族 裔 所  

担负的社会责任。 蓄 意 谋 杀 人 命 者 在 古 法  

面 前 是 必 不 得 活 命 的 （民 三 十 五 3 1 ) 。

至 於 误 杀 则 又 作 别 论 。 死 者 亲 屈 虽 然  

仍 要 寻 机 报 仇 ， 但 摩 西 律 法 却 有 特 定 条  

文，对 非 屈 谋 杀 、 故 杀 的 误 伤 人 命 者 予 以  

有限的保护。 条 文 规 定 ， 误 伤 人 命 者 可 遁  

至 最 近 的 逃 城 寻 求 庇 护 ； 该 城 长 老 有 责 收  

容 （申 十 九 4 - 6 ) , 待 调 査 淸 楚 即 由 公 议  

会 宣 判 其 杀 人 的 性 质 厲 故 杀 还 是 误 杀 。 如 

楫故杀， 则 立 即 交 付 报 血 仇 者 处 死 （申十  

九丨丨、 1 2 ) ; 如 确 厲 误 杀 ， 则 可 判 无 罪 ，

但 误 伤 人 命 者 须 付 罚 金 ， 并 留 在 逃 城 直 到  

在 任 的 大 祭 司 逝 世 为 止 （民 三 十 五 2 2 -  

扣 ) • 这 对 寻 庇 护 者 来 说 也 是 不 无 苦 楚 的 ：

〜 要 与 家 人 分 离 ，二要耗费赀财，宵苔性 

命 危 险 远 遁 他 乡 ，在人地两生的逃城另说  

生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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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
Ostraca
t S o  p i ^ n

刻 有文 字的陶 器碎片 。

#  ■铭刻• 1056: ■瓦片• 1593:

器 _ 1 5 3 9 ; -著作和书籍_ 2360。

陶器
Pottery
t5 o  q i

引言

圣经经常提及窑匠及其工作。有代表 

性 的 经 文 如 下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 

我 待 你 们 ，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 

列 家 啊 ，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 

的 手 中 也 怎 样 ？ ’’（耶 十 八 6 ) ; “求你 

记 念 一 制 造 我 如 抟 泥 一 般 ，你还要使找 

归 於 尘 土 吗 ？ ” （伯十9 ) " 耶和华啊 

我 们 是 泥 ，你 是窑 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  

作 ” （赛 六 十 四 8 )。在创世的故事里，神 

给 描 绘 成 一 个 窑 匠 ，祂用地上的尘土来造  

人 （创 二 7 ) 。保 罗 （罗九2 0 、2丨）用了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五 章 9节 有 关 窑 匠 的 例 证 ， 

来支持神有绝对主权去拣迭以色列人的论  

点 ： “泥 土 岂 可 对 抟 弄 他 的 说 ：你作什么 

呢 ？ 所 作 的 物 岜 可 说 ：你没有手呢？ ”耶 

利 米 生 动 地 预 言 耶 路 撒 冷 的 被 毁 ，他打碎 

了 窑 匠 的 瓦 器 ，以致瓦器不能再回复原状  

( 耶 十 九 丨 1 )。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的 时 候 ，犹 

太 人 在 神 眼 中 虽 然 宝 贵 ，但 却 被 “箅为窑 

匠 手 所 作 的 瓦 瓶 ” （哀四2 ) —— 这句子指 

出 他 们 作 为 人 的 脆 弱 ，很容易被破碎和毁  

灭 。

一个 破 烂 的瓦器在古 时被 #为完全无  

用 ， 碎片会被扫至一角落 或 抛 出窗 外 ，然 

后 再 造 一 个 新 的 。造陶器的技术很普遍， 

陶 器 也 可 用 低 廉 的 价 钱 昀 买 。人们 m 家的 

时 候 ， 通 常 不 会把 瓦 器 搬往 新 居 ，因为制 

造 或 昀 买 新 的 瓦 器 比 搬 运 更 加 容 易 ，尤其 

是 较 大 的 瓦 器 。然 而 ，碎片也并非完全无  

用 的 ， 约伯就曾用瓦片刮去伤口所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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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胺 （伯 二 8 )。 在 较 后 的 时 期 ， 瓦 片 给  

用 来 书 写 ， 称 为 “瓦 片 文 ”。 诗 人 说 他 的  

精 力 祜 竭 ， 如 瓦 片 一 样 （诗 二 十 二 丨 5 > ， 

意 思 是 像 经 过 风 千 和 火 烧 的 瓦 器 ， 已 缺 乏  

了 水 分 。 圣 经 形 容 信 仰 多 神 和 敬 拜 偶 像 的  

列 邦 ， 好 像 窑 匠 的 瓦 器 ， 被 义 人 摔 碎 在 地  

上 （诗 二 9 ; 启 二 2 7 ) 。

历 史 和 发 展

最 初 的 陶 器 是 用 手 做 的 ， 先 把 陶 土 塑  

成 所 需 的 形 状 ， 然 后 放 在 太 阳 下 哂 干 。 我  

们 并 没 有 一 些 描 述 古 代 窑 匠 的 工 作 或 其 社  

会 地 位 的 记 载 ， 但 埃 及 王 宫 和 墓 穴 的 墙 上  

却 有 许 多 图 画 ， 描 绘 窑 匠 工 作 时 的 情 况 。 

若 仔 细 研 究 其 上 的 描 述 ， 我 们 可 得 到 不 少  

资 料 。 最 初 的 窑 匠 可 能 是 女 性 ， 她 们 因 需  

要 用 瓦 器 来 预 备 食 物 ， 於 是 便 动 手 制 造 ， 

男 人 则 负 责 出 外 找 寻 食 物 。 这 种 模 式 似 乎  

今 天 仍 可 见 於 非 洲 、 亚 拿 多 利 亚 、 库 尔 德  

斯 坦 和 美 国 的 西 南 部 。 后 来 ， 制 作 陶 器 成  

为 一 种 专 业 ， 在 大 村 落 里 ， 显 然 是 由 某 些  

人 负 责 制 造 ， 并 且 常 常 是 由 一 些 到 处 周 游  

的 制 陶 工 人 来 制 造 ， 他 们 由 村 过 村 ， 为 有  

需 要 的 人 制 造 瓦 器 ， 造 完 了 又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

制 作 瓦 器 由 家 庭 主 妇 的 附 带 工 业 转 而  

为 专 业 ， 全 因 为 辘 轳 的 发 明 。 有 了 辘 轳 ， 

制 作 瓦 器 的 速 度 提 髙 了 ， 这 工 艺 便 变 成 工  

业 化 ， 后 来 更 成 为 男 性 的 专 业 ， 不 过 考 古  

证 明 仍 有 人 继 续 在 家 中 制 作 瓦 器 的 。 在 发  

明 使 用 辘 轳 之 前 ， 制 作 瓦 器 的 方 法 是 把 一  

圈 一 圈 的 陶 土 叠 起 来 ， 这 种 方 法 在 制 作 大  

器 皿 时 就 更 常 用 。 在 近 东 一 带 出 土 的 第 一  

个 窑 匠 的 辘 轳 是 来 自 苏 默 的 吾 珥 ， 年 代 约  

为 主 前 3 5 0 0 至 3 0 0 0 年 。 可 能 由 於 人 类 开  

始 在 都 市 聚 居 ， 陶 器 的 市 场 扩 大 ， 所 以 有  

辘 轳 的 发 明 。 耶 利 米 在 主 前 六 世 纪 时 谈 及  

一 个 窑 匠 的 工 场 ， 说 ： “我 就 下 到 窑 匠 的  

家 里 去 ， 正 遇 他 转 轮 作 器 皿 。 窑 匠 用 泥 作  

的 器 皿 ， 在 他 手 中 作 坏 了 …… ” （耶 十 八  

:3、 4 ) 。 有 证 据 证 明 在 古 典 艺 术 时 期 ， 希  

腊 有 一 些 大 工 场 需 要 聘 请 5 0 人 以 上 来 工  

作 的 。

陶 土 每 分 钟 最 少 要 转 动 1 0 0 次 ， 所 产  

生 的 离 心 力 才 足 以 “转 动 出 ” 一 个 器 皿  

来 。 最 古 老 的 辘 妒 由 两 块 石 头 构 成 ， 下

面 的 石 头 在 中 间 开 一 个 小 子 L  

头 则 有 一 支 轴 心 ， 可 插 进 下 的有 

这 样 ， 上 面 的 石 头 便 可 以 转 动 的 + 扎 ， 

的 石 块 上 安 放 一 块 较 大 的 板 ， ^ 在 上 饰  

在 板 上 ， 这 石 块 毫 无 疑 问 是 由 举 ® 1■便敢 

动 的 。 到 了 希 睹 时 代 ， 即 主 前 3〇〇 "^来科 

发 明 了 用 脚 来 转 动 的 辘 妒 有 人 ^  ® ， 

前 四 千 年 代 已 有 用 脚 转 动 " 的 辘 认 为 主  

有 明 确 的 证 据 。 ’ 但沒

古 时 制 作 陶 器 的 另 一 种 技 巧 是 拍  

子 。 模 子 是 用 较 软 的 石 头 凿 成 ， 或 用阳 T  

造 成 的 ； 需 要 大 f f l制 作 相 同 的 器 皿 时 啕 ^  

会 使 用 这 方 法 。 油 灯 的 模 子 常 见 於 中 东 ^  

博 物 馆 ， 年 期 则 由 希 腊 至 罗 马 时 代 。 

的 油 灯 是 先 用 模 子 做 成 上 下 两 部 分 [ 然 '后 

在 放 进 火 窑 之 前 ， 把 上 下 两 部 黏 合 起 来 ^  

希 律 时 期 的 油 灯 还 有 一 个 嘴 管 部 分 ， 是 用  

另 一 个 模 子 制 成 的 。 1 N

& 考 古 学 的 重 要 性

签 定 年 代

泥 土 在 世 上 各 处 都 有 ， 因 此 在 同 时 期  

a ：展 的 各 文 化 中 都 可 见 陶 器 被 广 泛 地 ^  

有。 这 样 ， 陶 器 制 作 在 古 代 文 化 的 考 古 似  

s 中 ， 便 构 成 了 重 要 的 一 环  在地中  

- 带 尤 其 重 要 。

由 於 泥 土 到 处 可 见 ， 用 之 不 尽 ^ 以古 

巴 泥 土 制 成 陶 器 既 便 宜 ， 又 方 便 ， 

t 的 人 迁 居 时 ， 通 常 会 留 下 陶 雜  

f c外 ， 泥 土 一 经 火 炼 ， 质 料 几 时 的  

>5[ 破 坏 的 ， 历 经 数 千 年 仍 保 持 会戎 

心 况 。 即 使 被 埋 在 土 中 ， 其 形 & 傾 贫 展 了  

E 。 由 於 上 述 因 素 ， 现 代 考 古 中 # 代 文 化  

- 种 技 巧 ： 用 陶 瓷 的 残 骸 来 鉴 定 石



的 不 同 形 式 和 内 容 ， 不 但  

丨句孩的跑土 年 代 ， 同 时 也 可 确 定 制 成  

I 以 用 来 分 铋 自 何 处 。 现 已 有 一 些 技 术  

辨 泥 土 大 致  的 出 产 地 ， 有 时

g 确 定 某 种 泥 土 w  N  1541 
普 邂 来 说 ， 中 东 土 是 来 自 哪〜个

: 代

及 和 希 腊 或 造 得 吏 格 细  

列 ' 约 旦 和 叙 ^ 器 皿 1 又 比 匕般乂比以： 

更好舂•器  

曰常用

列 、 约 旦 和 叙 利 ： 的 器 皿 ~ 般 ；

M 的 用 途 也 ”  的 更 L

的 陶 器 往 往 品 t  I

: 撕 置 疑 ， 经济  

古 代 的 ‘‘水 晶 和 _ < ，， — 个 因 紫 ’ 

目 较 少 ， 价 钱 也 较 ^ 象 5 天 —样 ，®

- 种 : _

= : 果涂 在 二平 滑 的 效 果 （泥 紅 打 磨 =

的 技 巧 ，方法是在烧制之前  
3 头 ： 擦 磨 器 皿 ，使之产生 -种美丽的  
光 打 磨 常 常 与 泥 釉 共 用 ’这样可防止 

液 体 从 泥 土 的 小 孔 中 渗 出 。某些在地中海 

一 带 发 现 的 美 丽 陶 器 ，就是屈於这— 类 

东 方 及 西 方 的 图 章 土 ， 塞浦路斯红泥 

釉 、 非 洲 红 泥 釉 、埃及红泥铀，和阿列特 

陶 器 。

虽然埃及人可能早至主前五千年代已  

懂 得 上 釉 ，但 在 叙 利 亚 / 巴 勒 斯 坦 （现今 

的 以 色 列 、 约 旦 、 黎巴嫩和叙利亚 >，则 

待 至 阿 拉 伯 （回 教 > 时 期 一 始 於 七 或 八  

世 纪 ，上 釉 才 流 行 起 来 。釉是器皿表面薄 

而 有 光 泽 的 外 层 。那是用一些跟黏土相同  

的 矿 物 — 砂石与巩土  加上碳酸纳或  

铅 造 成 的 。加 热 至某个温度时，这溶液便 

会 溶 化 ， 形成一层透明像玻璃的液体，并 

可 以 制 成 不 同 的 颜 色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 

始 ， 人 已 认 识 上 釉 ，但 在 _ 时 代 的 陶 器  

上 才 开 始 流 行 。

了 解 二 般 人 家 都 会 有 - 些 =  

坛 ， 用 以 盛 载 酒 和 水 等 液 体 一 坛 子  

部 是 尖 的 ，起 设 人 1家的家里， 

可 靠 在 船 上 的 斜 面 靠 在 嫌 上 • 在  

瓶 子 部 分 会 这 些 瓶 子 会  

庞 贝 和 赫 库 兰 尼 ： 二 _  口的大坛会有 

收 在 - 格 - 格 ： .目的是使其中的液体(? 

二 埋 s ; 同 -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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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里 。 有 驻 坛 子 的 商 度 达 4 11尺 ， 阔 度 则 有  

3 呎 。 常 用 的 是 较 细 小 和 有 塞 子 的 水 瓶 ， 

可 胳 找 1夸 脱 以 上 的 液 体 。 球 形 的 罐 子 用  

来甚:丨奶， 上 有 壶 嘴 以 防 名 洞 輔 掉 。 两 旁 有  

把 手 的 岡 形 水 壶 ， 是 在 旅 程 中 使 用 的 。 各 

种 大 小 和 深 度 不 同 的 碗 盘 ， 也 常 见 於 古 时  

的 人 家 之 中 ， 但 陶 制 的 杯 和 平 碟 则 仍 未 发  

现 。 宽 口 的 杯 盘 用 来 盛 载 饮 料 。 煮 食 用 的  

是 中 型 （约 1加 仑 ） 脚 底 的 罐 子 ，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在 火 炉 中 ， 移 离 火 炉 后 ， 则 可 放 在  

地 上 一 个 凿 出 来 的 坑 里 。 这 种 罐 子 有 两 个  

扣 环 形 的 手 柄 ， 方 便 人 把 它 悬 吊 在 火 炉

上 。

古 代 陶 器 大 小 和 形 状 之 多 ， 实 

可 观 。 古 代 希 IU5的 8 S 皿 上 ， 都 ^ 动 分  

宗 教 、 性 爱 、 战 争 和 群 体 生 活 的 实 况 描 ®  

早 期 的 米 诺 斯 和 迈 锡 尼 文 化 的 器 ^ 上 • 较  

画 了 美 丽 的 植 物 和 动 物 的 图 案 、 水 ^ 绘  

态 ， 和 几 何 图 形 。 在 中 东 一 带 ， 从 极 早 =  

开 始 ， 陶 器 上 便 有 用 色 泽 深 浅 来 造 出 不 =  

花 纹 的 设 计 ， 方 法 是 把 泥 M 涂 在 雜 ‘ 

不 规 则 地 倒 在 滞 皿 上 。 人 类 似 乎 与 生 俱  

已 乐 於 美 化 所 用 的 器 皿 。

John R. McRay

^  ^  〇  n  V I  ( 3  &  ^  *
铁 器 时 代 一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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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D e rb e
It b\

在 小 亚 细 亚 吕 高 尼 地 区 的 一 个 城 市 ，

K 加拉太省  < 徒 十 四 6 > 。 保 罗 3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曾 三 访 其 处 ： 第 一 次 为 末 站 （徒 十  

四2〇>， 第 二 次 为 首 站 （徒 十 六 1 ) ， 第 三  

次 也 曾 再 度 造 访 （徒 十 八 2 3 > 。 第 三 次 宣  

教 旅 程 的 同 工 该 犹 即 特 庇 人 氏 （徒 二 十

4)。

特毕美森
Tell B e i t  M i r s i m

bl m£i s 5 n

希 伯 仑 西 南 l 2 哩 的 一 个 考 古 地 点 ， 

- 般 认 为 这 地 就 是 圣 经 中 的 底 壁 （书 H ^ — 

21，十五  1 5 ;  士 一 1 1 ) 。 1 9 2 6  至  3 2  年的  

考 古 发 掘 显 示 这 地 哮 自 早 青 铜 第 四 时 代  

(主前‘2 3 0 0  > 已 有 人 居 住 ， 且 一 直 延 续 至  

以色列 时 代 ， 但 其 间 受 到 一 些 骚 扰 。 虽然  

有 些 人 质 疑 特 毕 美 森 与 底 壁 之 间 的 关 系 ， 

但 多 半 学 者 已 接 纳 两 者 是 同 一 地 点 。 另有  

些 学 者 认 为 在 1 9 6 8 至 6 9 年 被 发 掘 的 拉 布  

» 度 墟 更 切 合 圣 经 的 记 述 。 然 而 ， 特 毕 美  

森 确 像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地 方 ， 与 圣 经 所 描 述

的 底 璧 十 分 吻 合 -----底 璧 是 一 个 区 域 的 首

府，一 个 利 未 城 ， 又 是 一 个 军 事 城 堡 ， 大 

卫 和 亚 撒 先 后 都 曾 巩 固 这 城 的 防 御 工 事 。

参 “底 璧 #  2 ” 3 0 9 »

特哈加
T irh a k a h  

h a  j i a

一 个 埃 提 阿 伯 （又 作 古 实 ） 王 ， 他曾  

北 伐 亚 述 军 队 ， 在 西 拿 基 立 围 攻 耶 路 撒 冷  

期间，分 散 了 西 拿 基 立 的 注 意 力 （王 下 十

九 9 ; 赛 三 十 七 9 K 特哈加意图进攻的报  

告 ，促使 拉伯沙基再度 胁迫耶路撤冷，也 

促 使 希 西 家 向 神 涛 求 拯 救 ，及其后神使亚 

述 军 队 溃 畋 被 毁 （王下十九 8 - 3 7 )。特哈 

加 大 槪 就 是 埃 及 王 塔 哈 卡 ，即自主前 689 

至 6 6 4 年 ， 第 二 十 五 代 { 埃 提 阿 伯  > 王朝 

期 间 执 政 的 君 王 。 在 这 战 役 期 间 （主前 

7 0 3 - 7 0 2 )， 特 哈 加 被 称 为 “王”，造成了 

一 些 年 代 问 题 „ 解决这问题的速议，有以 

下 数 点 。 可能 特 哈 加在 登 位 为 埃 及 王 之  

前 ， 是 埃 提 阿 伯 的 王 （极 政 的 ）， 不过并 

没 有发 现关 乎 这 极 政 期 的 记 录 。有些学者 

则认为圣经和亚述对西家基立攻打巴勒斯  

坦 之 战 役 的 记 述 ， 实际上是把两次战役  

—— 首 次 在 主 前 7 〇 2 年 ， 第二次在主前  

6 8 9 年 —— 都 由 西 聿 基 立 带 领 ，或主前  

6 7 5 年 由 以 撒 哈 顿 带 领 （在埃及的文献中， 

得 到 证 实 ）—— 合并起来。 虽然这样的对  

照 并 非 没 有 前 例 ，但违反了圣经明显的见  

证 （参 王 下 十 八 1 3 , 十九 3 6 )，—个较简 

单 和 较 有 可 能 的 解 释 是 ，特哈加被封为王  

时 ，正 担 任 军 队 的 元 帅 ，因此称他为“王”， 

是 指 他 未 来 的 职 位 。

特哈拿
Tirhanah
t谷h聂nA

希 斯 仑 人 ，是迦勒从其妾玛迦所生的  

四 个 儿 子 之 一 ，排 行 第 二 （代上二48 K

特哈萨
Tel-harsha
td h S s 备

巴 比 伦 的 一 个 村 庄 ，从那儿返回忧大  

地 的 人 不 能 说 出 他 们 的 族 谱 （拉二 59; 

尼 七 6 U 。 其 确 实 位 迓 无 可 棋 考 ，但可能 

是在 波斯 湾 附 近的 巴比 伦 尼 亚 低 地 一 带 4

特拉可尼
Trachonitis

IS k i  ni

位 於 约 但 河 东 的 五 个 罗 马 省 份 之 一 ， 

其 余 4个 省 分 是 ： 巴 但 尼 亚 、哥 兰 、俄兰 

里 特 和 低 加 波 利 。特 拉 可 尼 地 区 （明显包 

括 哥 兰 、 巴但 尼 亚 和俄 兰 里 特）是希律的 

兄 弟 腓 力 的 部 分 分 封 地 （路 三 U , 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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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尼 是 加 利 利 海 东 北 面 一 个 极 荒 芜 的 地  

方.， 其 亚 兰 名 字 是 亚 珥 歌 伯 ， 指 出 该 区 只  

是 “石 堆 ” „ 除 r 路 加 福 音 以 外 ， 历 史 记  

载 中 很 少 提 及 特 拉 可 尼 。 约 瑟 夫 认 为 亚 兰  

的 儿 子 乌 斯 把 这 地 作 为 殖 民 地 （参 创 十  

2 3 > 。 亚 古 士 督 废 黜 当 地 一 名 强 盗 首 领 塞  

诺 多 锊 时 ， 罗 马 人 便 控 制 了 这 地 区 。 罗 马  

把 该 地 的 业 权 交 给 大 希 律 ， 条 件 是 他 必 须  

控 制 当 地 的 土 匪 。 腓 力 在 其 父 死 后 接 管 了  

该 区 ， 但 显 然 这 个 控 制 权 只 是 有 名 无 实 。 

这 区 现 名 利 雅 ， 位 於 叙 利 亚 南 部 及 约 旦 北  

部 。

特 拉 人
Tirathite
td l a r 6 n

住 在 雅 比 斯 的 三 个 文 士 家 庭 之 一 ； 他  

们 也 许 屈 於 基 尼 家 族 （代 上 二 5 5 > 。

特罗非摩
Trophimus

l u 6 f e i m 6

在 保 罗 最 后 一 次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行 程  

中 ， 与 保 罗 同 行 的 一 名 亚 西 亚 人 （徒 二 十  

4 ) 。 犹 太 人 因 在 耶 路 撒 冷 看 见 以 弗 所 人  

特 罗 非 摩 与 保 罗 一 起 ， 误 以 为 他 也 曾 与 保  

罗 同 进 圣 殿 （徒 二 十 一  2 9 ) 。 由 於 特 罗 非  

摩 不 是 犹 太 人 ， 众 人 於 是 指 控 他 污 秽 圣  

殿 ， 借 故 把 保 罗 拘 捕 和 囚 禁 。 特 罗 非 摩 以  

亚 西 亚 教 会 的 代 表 之 一 ， 与 保 罗 同 往 耶 路  

撒 冷 ， 负 责 监 督 为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收 集 的 捐  

款 。 特 罗 非 摩 可 能 也 就 是 与 提 多 — 起 ， 把  

哥 林 多 后 书 送 往 哥 林 多 的 两 位 弟 兄 之 一  

(林 后 八 1 6 - 2 4  ) 。

对 於 保 罗 是 一 次 或 两 次 入  

在 提 摩 太 后 书 最 后 提 及 特 罗 非 摩 懸 ， 

中 ， 提 供 了 线 索 。 保 罗 告 诉 搀 摩 太 t 趣次 

把 特 罗 非 麽 留 在 米 利 都 （掸 后 四 2(^ 他 皆  

提 摩 太 后 书 是 保 罗 临 终 前 不 久 写 下 者  

罗 便 似 乎 已 从 第 一 次 被 囚 中 释 放 出 保  

为 经 文 显 示 的 路 线 ， 跟 保 罗 第 因  

的 行 程 不 吻 合 （徒 二 十 七 1 - 丨2 > 。 今 

罗 非 摩 最 后 被 尼 禄 斩 首 。 ° 兑特

特 罗 亚
Troas

l u 6 yk
土 耳 其 城 市 ， 位 於 爱 琴 海 岸 上 ，古城 

特 洛 伊 以 南 1 0 哩 ； 特 洛 伊 就 是 发 生 特 洛  

伊 战 争 之 地 ， 这 战 争 因 诗 人 荷 马 的 描 述 而  

成 为 不 朽 的 故 事 。 古 城 特 洛 伊 和 罗 马 城 特  

罗 亚 均 位 於 特 罗 押 的 平 原 上 ， 这 平 原 约 长  

1 () 哩 ， 是 沿 海 的 一 片 土 地 。 保 罗 为 了 回  

应 “请 你 过 到 马 其 顿 来 帮 助 我 们 ”的 呼 召 ， 

从 特 罗 亚 乘 船 往 马 其 顿 去 （徒 十 六 8-1 0 )。

西 流 基 王 安 提 柯 约 於 主 前 3 0 0 年 ，建 

立 这 城 ， 并 按 自 己 的 名 字 给 这 城 命 名 。后 

来 ， 这 城 改 名 为 亚 历 山 太 特 罗 亚 ， 以纪念  

曾 因 追 赶 波 斯 人 而 经 过 此 城 的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 罗 马 人 的 势 力 取 代 了 希 腊 人 之 后 ，特 

罗 亚 便 成 为 了 一 个 罗 马 殖 民 地 。 一些学者  

指 出 ， 该 撒 犹 流 曾 假 想 特 罗 亚 是 他 在 东 面  

的 首 都 ； 君 士 坦 丁 在 决 定 建 都 於 拜 占 庭 之  

前 ， 也 曾 考 虑 以 这 城 为 首 都 。 在 保 罗 的 时  

代 ， 特 罗 亚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海 港 ， 因为那是  

由 亚 洲 通 往 欧 洲 最 方 便 和 最 快 捷 的 途 径 。 

保 罗 探 访 这 城 以 后 ， 有 一 道 由 希 罗 德 雅 提  

古 筑 成 的 大 水 管 ， 从 艾 达 山 引 进 水 来 ；艾 

达 山 是 东 面 数 哩 以 外 的 一 座 圣 山 。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的 宣 教 旅 程 中 ， 因圣灵  

的 拦 阻 ， 保 罗 和 西 拉 於 是 不 能 在 亚 西 亚 ^  

扬 神 的 道 ， 他 们 便 只 好 走 到 特 罗 亚 （3 前 

六 6 > 。 虽 然 使 徒 行 传 并 没 有 强 调 的  

往 欧 洲 的 行 程 ， 但 许 多 学 者 认 为 这 入 

浓 程 ， 在 历 史 上 的 意 义 重 大 ， 影 

浸 英 国 ， 甚 或 哥 伦 布 发 现 新 大 陆 等 _終过 

[ 呆 罗 看 见 异 象 之 后 ， 便 与 西 拉 乘 卡 瓦

傲 摩 特 喇 海 岛 ， 在 尼 亚 波 利 （规 二 绝 一 站  

V <3̂  rt-i- ：nr? At■且洲们 ¥丨1达 欧 洲 的

( 徒 十 六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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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来 ， 保 罗 结 束 了 在 以 弗 所 的 工 作 ， 

便 留 在 特 罗 亚 传 扬 福 音 （林 后 二 丨 2 ) 。 保 

罗 在 最 后 一 次 往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 曾 在 特 罗  

亚 讲 道 至 半 夜 ， 以 致 一 个 年 轻 人 困 倦 沉  

睡，从 窗 台 堕 下 身 亡 。 不 过 ， 保 罗 立 即 叫  

他复活， 并 继 续 聚 会 至 天 亮 （徒 二 十 6- 

12)。从 说 早 期 幵 始 ， 这 里 已 有 一 所 重 要  

的教会。

保 罗 曾 重 访 特 罗 亚 ， 并 把 外 衣 和 羊 皮  

卷留在那 m 。 他 后 来 吩 咐 提 摩 太 替 他 把 这  

些东西， 带 往 罗 马 监 狱 （提 后 四 1 3 ) 。

待米拉
T e l -m e la h

ml la

位 於 迦 巴 昝 河 一 带 ， 在 尼 普 尔 城 附 近  

- 座 巴 比 伦 人 之 城 邑 。 那 里 有 一 些 不 能 证  

明 自 己 家 谱 的 以 色 列 人 ， 在 被 掳 后 期 与 所  

罗 巴 伯 一 起 返 回 巴 勒 斯 坦 去 （拉 二 5 9; 

尼七6丨）。特 米 拉 的 确 实 位 S 已 无 可 稽 考 。

特瓦
： Tikvah

w S

0 哈 珥 哈 斯 的 儿 子 ， 沙 龙 的 父 亲 ， 即 

, 女 先 知 户 勒 大 的 家 翁 （王 下 二 十 二 1 4 > 。

® 稚 哈 谢 的 父 亲 ， 雅 哈 谢 与 其 余 3 人 ， 

反 对 以 斯 拉 提 出 与 外 邦 女 子 离 婿 的 命 令

(拉 十 1 5 > 。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ti § f e i l u 6

〇 路 加 福 音 和 使 徙 行 传 的 收 信 人 （路 

— 丨- 3 ; 徒 一 1 >。 由於提 阿非 罗 可 译 作  

“神 的 爱 人 ” 或 “神 所 爱 的 ”，所以许多  

人 认 为 提 阿 非 罗 是 一 个 称 谓 ，而不是一个 

人 名 ； 这称 谓是指两畚书的普遍读者。然 

而 ， 使用这样包容性的称谓却与新约的习  

惯 相 反 。 此 外 ，“大人”一 i司一般用以称 

一 个 个 体 ， 尤其是坐高位的人。保罗丨更称 

非 斯 都 为 “大 人 ”，正如吕西亚和帖土罗  

也 称 腓 力 斯 为 大 人 （徒 二 十 三 2 6 ，二十 

四 2 - 3 ， 二 十 六 ‘2 5 ) 。 虽 然 提阿非罗必有  

尊 贵 的 地 位 ，但要推测其身分却不容易》 

0犹 太 人 的 大 祭 司 ， 是亚那的儿子 ， 

该 亚 法 的 妻 另 ， 及 约 赘 单 的 兄 弟 罗 马 巡  

抚 威 特 留 在 主 后 3 7 年 立 他 为 大 祭 司 ，接 

续 约 拿 单 之 职 。他 任 大 祭 司 直 至 主 后 4 1 

年 ， 便 遭 希 律 亚 基 帕 罢 免 ：他似乎就是给  

予 保 罗 特 权 去逼迫 基 督 徒的 大 祭 司 。新约 

并 没 有 提 及 他 的 名 字 <•



捉八
Tebah
ti b a  一 丄

亚 伯 拉 罕 的 兄 弟 拿 鹤 的 长 子 （创 一 十  

二 2 4 ) 。 其 母 是 拿 鹤 的 妾 ， 名 叫 流 玛 。

捉巴
Tibhath
ti b a

賴 哈 大 底 谢 王 的 城 ， 大 卫 从 其 中 夺 取  

了 大 蛩 的 铜 作 战 利 品 （撒 下 八 8 作 “比 

他 ” ； 代 上 十 八 8 > 。 哈 大 底 谢 是 琐 巴 王 ， 

琐 巴 位 於 叙 利 亚 的 哈 马 地 区 ， 因 此 提 巴 大  

槪 也 在 该 区 内 。 历 代 志 上 与 平 行 经 文 撒 母  

耳 记 下 在 拼 写 上 的 分 别 ， 可 能 是 由 於 抄 写  

员 在 抄 写 时 不 慎 把 首 两 个 字 母 颠 倒 了 。 另 

— 个 问 题 是 在 战 利 品 数 蛩 的 记 录 上 ， 历 代  

志 上 记 载 有 战 车 丨 ，0 0 0 , 马 兵 7 ,0 0 0  (代 上  

十 八 4 ) ， 撒 母 耳 记 下 则 只 记 有 马 兵 1 ，7〇〇 

(撒 下 八 4 ) ， 这 大 概 也 是 手 书 之 误 。

提备斯
Thebez
ti b d i  sT

— 座 城 ， 亚 比 米 勒 在 那 里 被 “一 个 妇  

人 ” 抛 下 的 上 磨 石 击 毙 （士 九 5 0 - 5 4 ) 。 

亚 比 米 勒 焚 毁 了 示 剑 楼 后 ， 便 向 提 备 斯 进  

攻 ， 但 不 能 攻 取 其 中 的 坚 固 楼 。 亚 比 米 勒  

被 磨 石 击 至 重 伤 后 ， 吩 咐 替 他 拿 兵 器 的 少  

年 人 把 他 杀 死 ， 以 免 别 人 说 他 是 为 妇 人 所  

杀 的 （第 5 4 节  >。 赫 人 乌 利 亚 阵 亡 之 后 ， 

约 押 曾 用 大 卫 的 话 讽 刺 地 重 述 这 事 件 （撒  

下 十 一 2 1 ) 。提 备 斯 位 於 示 剑 东 北 约 1 1 哩 ， 

传 统 认 为 现 今 的 他 巴 斯 就 是 提 备 斯 。

提 比 哩 亚
Tiberias
ti b l  II yk

位 於 加 利 利 湖 西 岸 中 部 的 城 市 ， 约 於  

主 后 2 0 年 由 大 希 律 之 子 及 加 利 利 和 庇 哩  

亚 的 分 封 王 希 律 安 提 帕 （主 前 4 至 主 后 3 9 )  

所 建 ， 并 以 皇 帝 提 庇 留 的 名 字 给 这 城 命  

名 。 这 城 今 天 称 为 太 巴 列 ， 实 际 上 是 沿 用  

和 保 存 了 提 比 卩 里 亚 这 古 代 的 名 字 。 他 遗 弃  

了 在 主 前 4 年 所 建 的 塞 法 里 斯 之 后 便 以  

提 比 哩 亚 作 其 新 首 都 。 提 比 哩 亚 的 位 罝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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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突 {

好 几 个 优 点 ： 她 位 於 湖 上 _

以 下 ， 这 天 然 的 屏 障 为 她 w 讲 句  

是 位 於 从 南 西 北 三 方 大 道 之 交 保 拆 ；地 

让 希 律 容 易 控 制 其 管 辖 范 围 ^ 总 上 ，gj 

往 南 下 ， 就 是 著 名 的 温 泉 ， 罗 分 ；携 

里 纽 就 曾 谈 及 温 泉 在 保 蚀 方 面 象 老 皮  

律 在 湖 畔 建 了 一 座 王 宫 ， 因 为 他 费  

有 一 个 天 然 的 堡 垒 而 感 到 安 全 通 背 /§ 

又 可 饱 览 加 利 利 湖 全 景 。 ° 他在离中

在 兴 建 这 城 的 期 间
发 现 J

地 ， 这 使 犹 太 人 排 斥 这 城 ， 不 过 块 *  

湖 四 周 仍 有 不 少 犹 太 人 聚 居 的 中 心 加 利 利  

是 在 提 比 哩 亚 以 北 的 抹 大 拉 、 迦 ^ 农 尤 ， 

赛 大 及 其 他 各 地 。 这 城 后 来 由 各种不  

外 邦 人 居 住 ， 其 中 有 些 人 是 被 希 律 强  

来 的 ， 有 穷 人 、 奴 隶 ， 也有一 些 颇为 富裕  

的 人 。 希 律 为 他 们 提 供 优 质 的 房 屋和土 

地 ， 以 致 能 聚 集 一 个 为 数 不 少 的 人 口  <约 

瑟 夫 《犹 太 古 史 》 1 8 . 2 . 3 ) 。 根据福音书 

的 记 载 ， 耶 穌 从 未 去 过 提 比 哩 亚 ，这可能 

出 於 对 犹 太 人 禁 忌 的 尊 重 ； 因犹太人认为  

那 地 已 被 尸 体 站 污 了 。 这城在 新 约 中只提  

及 过 一 次 （约 六 2 3 > ， 那 里 谈 到 耶 稣 喂 饱  

五 千 人 后 ， 有 船 从 提 比 哩 亚 来 。 约翰福音 

六 章 1 节 及 二 十 一 章 1 节 则 提 及 提 比 哩 亚  

海 ， 即 加 利 利 海 。

犹 太 人 在 主 后 6 5 年 起 来 反 抗 罗 马 人  

的 时 候 ， 提 比 哩 亚 的 外 邦 人 也 支 持 他 们 。 

在 岩 石 下 的 王 宫 后 来 被 毁 ， 这城的防御则  

由 罗 马 军 进 驻 。 在 这 犹 太 人 的 叛 乱 中 ’提 

比 哩 亚 一 直 支 持 犹 太 人 的 政 策 。 然而’当 

维 斯 帕 先 将 军 围 攻 其 中 一 些 城 镇 ，提比哩 

尼 禄 把 提 比 哩 亚 、他里基亚，亚 便 投 降 了 .
4个

和 伯 赛 大 犹 利 亚 等 加 利 利 城 和 主 后  

村 庄 交 由 傀 儡 王 希 律 亚 基 帕 的 二 世 因 此 ^  

4 8 - 1  0 0 ; 徒 二 十 五  1 3 _2 7 >  ^  太人

提 比 哩 亚 虽 不 再 是 首 府 ， 但 却 ^ 路 撒 冷 於  

的 统 治 下 ， 直 至 主 后 U : 期间陷

主 后 1 3 5 年 ， 在 犹 太 人 第  

落 后 ， 提 比 哩 亚 便 成 为 _
个强大 的犹太人

中 心 ， 并 被 视 为 巴 勒 斯 坦

犹 太 公 会 在 主 后
1 5 0 年 从 莖

供 拉 以比 哩 亚 ， 不 久 成 立 经 院 ’ ^ 臬 彺

勒 斯 坦 的 — 的 

在 提 比 哩 3E 编成日
米 示 拿 和 巴  

至 五 世 纪 期 间



提 比 哩 亚 城 . 在 加  

利利 洚 对 岸的 是哥 兰 高  

地。

提 比 哩 亚 海
Tiberias, Sea of 
ti bi it n a i

加 利 利 海 的 别 名 ， 见 於 约 翰 福 音 六 章  

1节 及 二 十 一 章 1节 。

参 “加 利 利 海 ” 7 1 1 。

提 比 尼
Tibni
ti bi ni

基 纳 的 儿 子 。 心 利 杀 了 以 拉 ， 篡 夺 王  

位后，提 比 尼 便 与 暗 利 争 夺 作 以 色 列 王 。 

其 后 暗 利 率 兵 讨 伐 ， 心 利 自 杀 而 死 。 提 比  

尼自主前8 8 5 至 8 8 0 年 统 治 以 色 列 的 一 半 ，

后来在一 次 内 战 中 被 暗 利 击 败 （王 上 十 六

2 1 、 2” 。

参 “以 色 列 史 ” 2 0 7 7 。

11 bi llu

\ 耶 针 在 世 传 道 期 间 执 政 的 罗 马 皇 帝  

备 、 撒 / 凯 撒 ” 4 4 1 。

伯 来 历 法 中 的 月 份 ， 约 等 於 1 2 月

中 至 1月 中 （斯二丨6 >。 

参*•历法_ 8770

提达
Tidal
t i d 含

戈 印 王 ， 曾与基大老玛联盟攻打所多  

玛 （创十四丨、 至於 提 达的 身分 ，学 

者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意 见 。有人认为七十士译  

本 的 “图 戈 ” 才是正 确的 ，这 词 是 指 “列 

国 的 伟 大 首 领 ” （即大群的游牧民族之首  

领 > 。 有 人 则 辩 称 提 达 与 赫 人 有 关 ，把提 

达与一个普遍的赫人皇室名字土得哈利亚  

相 提 并 论 （即 哈 图 西 里 斯 一 世 的 儿 子 ）， 

但有 些人则以土得哈拿而假定他与巴比伦  

有 关 第 一 个 解 释 不 能 成 立 ，因为图戈与 

含族 ° 方言 有 关 ，而 “戈印 ” （列 国 ）则是 

闪 族 语 。 第二个解释缺乏直接的证据，第 

三 个 解 释 又 构 成 严 重 的 年 代 问 题 。 因此’ 

提 达 的 确 实 身 分 仍 是 一 个 谜 。

提多
Titus
ti

着 

4)

宣

du6〇 一 个 由 保罗带领归主  

我 们 共 信 之 道 作 ： ： 二 扶 植 基 神 的  

; 保罗在地中提海多传成为了 5 罗亲密和可 
教 工 作 期 间 ，提 多 f 为 提 后 四 ,0 ; 多 -

的 同 工
(林 后 八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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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他 的 名 字 常 见 於 保 罗 的 书 信 中 （哥 

林 多 后 书 8 次 、 加 拉 太 书 2 次 、 提 多 书 和  

提 睁 太 后 书 各 丨 次  > ， 但 使 徒 行 传 却 不 符  

提 过 一 次 。使 徙 行 传 中 的 缄 默 ，叫 人 疑 惑 《* 

有 些 人 认 为 这 是 因 为 提 多 乃 使 徒 行 传 作 者  

—— 路 加 —— 的 兄 弟 。 这 解 释 虽 然 很 是 吸  

引 ， 却 无 法 确 定 。

提 摩 太 有 一 半 的 犹 太 人 血 统 ， 然 而 ， 

提 多 的 双 亲 则 均 S 外 邦 人 。 对 於 他 如 何 悔  

改 、 如 何 与 保 罗 初 次 接 触 ， 圣 经 并 没 有 任  

何 记 钱 。 圣 经 第 一 次 介 绍 提 多 ， 是 他 与 保  

罗 及 巴 拿 巴 同 上 耶 路 撒 冷 的 时 候 （加 二  

3 > 。 当 时 似 乎 是 举 行 耶 路 撒 冷 会 议 的 时  

期 ， 约 为 主 后 5 0 年 ； 保 罗 第 一 次 宣 教 旅  

程 结 束 后 不 久 ， 便 与 巴 拿 巴 一 同 代 表 安 提  

阿 教 会 ， 参 与 该 项 会 议 （徒 十 五 > 。

会 议 中 ， 引 起 激 烈 争 论 的 议 题 是 ： 归 

信 基 耔 的 外 邦 人 必 须 接 受 割 礼 ； 保 罗 决 定  

以 提 多 作 为 一 个 供 考 验 的 个 案 。 会 议 M 后 

接 受 保 罗 的 申 论 ， 否 定 了 坚 持 犹 太 化 的 派  

另II; 提 多 则 被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其 他 使 徒 和  

领 袖 接 受 ， 无 须 按 犹 太 人 的 规 条 行 割 礼 。 

因 此 ， 提 多 成 为 了 初 期 教 会 从 强 行 犹 太 化  

的 派 别 中 ， 得 狩 释 放 的 主 要 人 物 。

提 多 极 可 能 是 从 那 时 起 ， 便 与 保 罗 同  

行 ， 但 直 至 保 罗 在 第 三 次 宣 教 的 旅 程 期  

间 ， 与 哥 林 多 教 会 的 关 系 产 生 突 变 ， 提 多  

始 再 次 出 现 。 根 据 哥 林 多 后 书 的 记 载 ， 保  

罗 正 在 以 弗 所 扩 展 事 工 时 ， 他 听 闻 哥 林 多  

教 会 与 他 对 敌 ， 并 否 认 他 使 徒 的 权 柄 。 保  

罗 尝 试 与 哥 林 多 教 会 复 和 而 作 出 一 些 行  

动 ， 包 括 亲 自 探 访 ， 可 惜 都 失 败 了 ； 保 罗  

於 是 差 派 提 多 前 往 那 里 修 补 这 道 裂 痕 。 保  

罗 从 以 弗 所 往 马 其 顿 与 提 多 会 面 时 ， 提 多  

便 为 保 罗 带 来 好 消 息 ， 说 哥 林 多 信 徒 的 态  

度 已 经 改 变 了 ， 他 们 从 前 的 爱 心 与 友 情 已  

经 恢 复 了 （林 后 七 G 、 7 ) 。 保 罗 # 见 这 样  

的 迸 展 ， 便 派 提 多 返 回 哥 林 多 ， 把 哥 林 多  

后 书 带 纟 合 当 地 的 信 徒 ， 并 指 示 提 多 收 集 捐  

献 ， 以 赈 济 犹 太 地 的 犹 太 基 督 徙 ， 这 是 他  

先 前 已 开 始 ， 却 没 有 完 成 的 工 作 （林 后 八  

6 、 1 6 ) 。 提 多 在 这 任 务 中 ， 也 显 然 是 成  

功 的 （罗 十 五 2 6  > 。

若 假 定 （使 徒 行 传 末 所 记 载 的 ） 保 罗  

首 次 在 罗 马 被 囚 之 后 获 释 ， 提 多 则 似 乎 拧  

陪 同 他 前 往 革 哩 底 岛 宣 教 。 保 罗 商 开 革 ■

底 的 时 候 ， 把 提 多 留 在 该 岛 ， 代 他 巩 固 那  

m 新 教 会 的 运 作 （多 一 5 > 。 这 项 任 务 珐  

艰 难 的 ， 因 为 许 多 革 哩 底 人 都 不 服 约 束 ； 

至 於 正 在 挣 扎 求 存 的 教 会 ， 却 已 逍 假 教 师  

忮 扰 （多 一 1 0 - 1  r〇 。 然 而 ， 提 多 数 年 前  

处 理 坍 林 多 教 会 问 题 的 成 采 ， 显 示 他 有 灵  

里 的 迫 切 ， 也 有 外 交 的 技 巧 ， 以 及 爱 心 的  

关 怀 ， 足 以 面 对 现 存 的 挑 战 。 保 罗 因 而 有  

信 心 把 这 项 使 命 交 在 提 多 手 中 ， 认为 是可  

靠 的 。

提 多 书 — 保 罗 三 封 教 牧 书 信 之 一  

— 是 保 罗 稍 后 才 写 给 提 多 的 ， 他在 信中  

对 提 多 在 革 哩 底 的 事 奉 给 予 鼓 励 。 在提多  

书 结 束 时 ， 保 罗 耍 求 提 多 往 尼 哥 波 立 见  

他 ， 那 是 希 腊 西 岸 的 一 座 城 ， 保 罗 打 箅 在  

那 里 过 冬 （多 三 1 ‘2 > 。 保 罗 很 可 能 是 从 尼  

哥 波 立 ， 或 从 罗 马 —— 其 后 保 罗 再 次 被 囚  

和 殉 道 的 地 方 ， 差 逍 提 多 往 挞 马 太 宜 教 。 

挞 马 太 现 今 位 於 南 斯 拉 夫 境 内 ， 当时 是一  

个 罗 马 省 份 。 保 罗 写 最 后 一 封 书 信 一 提 

摩 太 后 书 — 时 ， 提 多 就 已 经 往 挞 马 太 工  

作 （提 后 四 1 〇 > 。 若 其 后 的 传 统 说 法 是 正  

确 的 话 > 则 提 多 后 来 返 回 革 哩 底 ， 并在那  

里 担 任 教 会 监 督 ， 直 至 年 老 。

参 " ■ 提多 书 - 1 54 9 。

@ 哥 林 多 城 中 一 个 归 信 主 的 外 邦 人 ， 

犹 太 群 体 苻 遍 拒 绝 保 罗 的 信 息 时 ， 保罗便  

躲 进 他 的 家 。 这 提 多 名 叫 提 多 犹 士 都 ， 见 

於 使 徒 行 传 十 八 章 7 节 。 所 有 称 这 提 多 是  

保 罗 同 工 的 说 法 ， 全 都 得 不 到 证 实 。

参 “犹 士 都  # 2 ” 2 1 5 9 。

€ > 维 斯 帕 先 的 儿 子 ， 於 主 后 7 9 至 8 I 

年 任 罗 马 皇 帝 。

参 “该 撒 / 凯 撒 - 4 4 1 。

参 考 书 目 ： J .H . B e r n a r d . T h e  P a s f o r a / 

Epistles; P . F a i r b a i r n ,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P a s t o r a l  Epistle s : W . H e  n d r i  k s e  n ,

Exposition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J .N .D . 

K e l l y , The  Pastoral Epistles; G .W . K n i g h t , 

T h e  Fai thful S a y i n g s  in the Pastoral 

L e  tte rs \ A . P l u m m e r , T h e  Pastoral 

Epistles; V . T a y l o r , Exposition of Titus.



. 7 〜 署 名 和 问 候 幵 始 （一 1 • 

' 提 多 与 他 的 关 系 （― 幻 ， 以 

3丨，并i 托 给 提 多 的 工 作 （― 5 > ， 在 书  
及 伴 罗 （三 12 、 1 3 ) ， 还 有 — 些 保 罗 个  

憤 的 结 况 和 ^ 示 。 近 代 学 者 对 於 提 多 书 是  

人 的 的 说 法 ， 产 生 疑 问 一 基 於 书 中  

保罗i 和 风 格 ， 所 表 达 的 教 会 状 况 ， 以 及  

的用= 排 基 贷 教 道 理 的 方 法 。 另 — 方 面 ， 
其 名 的 学 者 和 谨 « 的 研 经 者 ， 却 坚 决  

称 保 罗 就 是 本 书 的 作 者 。 这 $ 实显■示 

^ 们 并 没 有 充 分 的 JJB由 ’ 认 为 本 书 信 的 作  

为 了 一 些 特 别 的 目 的 ， 在 保 罗 死 后 ， 用 

^ 的 名 字 ^ 或 许 丨 奏 合 保 罗 所 写 的 — 些 片 段  

而写成此书。 有 些 人 则 提 出 可 能 保 罗 耳 与 用  

了 - 位书 记， 请 他 用 自 己 的 文 字 写 下 保 罗  

的信。

收信人

提 多 似 乎 是 “保 罗 最 信 任 和 珍 视 的 帮  

手之一 ” （巴 克 雷  > 。 彳 呆 罗 说 提 多 是 他 的  

“同 伴 和 同 工 ” （林 后 八 2 3  > 。 奇 怪 的 是 ，

使 徒 行 传 中 并 没 有 出 现 提 多 的 名 字 。 根 据  

本书一章4 节 ，提 多 是 由 保 罗 带 领 归 主 的 。 

加 拉 太 书 二 章 1 - 4 节 ， 清 楚 地 指 出 提 多 是  

外邦人。 在 外 邦 基 督 徒 是 否 要 强 行 接 受 割  

礼的问题上， 提 多 给 用 作 试 验 。 当 时 提 多  

1 与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在 耶 路 撒 冷 。 过 了 很  

提 多 在 保 罗 第 三 次 的 宣 教 旅 程 中 ， 接 

^ 了 两 项 棘 手 的 任 命 ， 要 代 表 保 罗 往 哥 林  

了 趟 。 第 — 项 任 命 是 关 乎 保 罗 与 哥  

批 路 ^ 徒 间 紧 张 的 关 系 ； 第 二 项 任 命 是 为  

后二丨12冷 教 会 ， 向 外 邦 信 徒 收 取 捐 献 （林  

太 ^  、 1 3 ， 七 5 - 1 6 ， 八 1 - 2 4 . )， 若 提 摩  

的 ^ 段 四 章 9 至 1 8 节 ， 是 关 乎 保 罗 生 命 中  
导 太 。 ’ 则 提 多 是 在 此 书 信 期 间 ， 前 往 挞

与作年代

保萝把每2 定 出 确 实 的 日 期 * 是 困 难 的 。

留 在 革 哩 底 ， 好 继 续 保 罗 的 工  

’嗥 （徒 二 保 罗 前 往 罗 马 途 中 曾 路 经 革  

〜 十 七 h B ) ， 但 那 不 会 就 是 本

前 往 尼 哥 妓 心 : 节 ，保 罗 吩 喝  
波 心 见 他 ，因 他 心 — 伊庇S的;eaf 
^ 接受的 # 轉 ， 冬.较多

的 地 方 （包括士  c  ® 在不同 

续 传 道 的 X 作 ；其 产 心 哩 底 和 希 賠 ）继 

， 处 死 ，那 些 二  
的 人 ，认 为 本 书 的 写 本 书 作 者  

后 书 - 样 ，是 写 於 保 罗 心 , 提 寒 太 前 、 

建 基 于 教 会 的 处 境 _ 纟 ^ 的 年 代 ，论点

写作目的和教导

但 却 甚 少 提 及 个 人 的 咖  从

中 可 看 见 - 个 正 在 成 长 和 发 展 m  
时 教 会 受 到 假 教 训 的 压 力 ；那些假教训似 

乎 含 有 犹 太 教 的 成 分 ，可能是过分强调 w  
欲 主 义 和 鼓 励 空 谈 （一 丨〇、14、丨5 , 三9>

也 许 是 早 期 犹 太 形 式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 

这 一 派 的 人 为 了 ‘‘不义之财”，提倡这教 

训 （一 1 U 。 提多 和他委 任 为 长 老 的人 ， 

必 须 把 这 些 假 教 训 驳 倒 ，并 “将纯正的教

训 劝 化 人 ’’（.一9)。 书中并没有详细解说  

基 督 徒 所 相 信 的 道 理 ，但却淸楚地说明了

神 在 基 督 里 那 拯 救 的 恩 典 、圣灵更新的工 

作 ， 以 及 主 耶 稣 未 来 的 再 临 （二丨1、 I 3 , 

三 4 - 7 ) 。 书 中不 断 强 调 那 能 彰 显 福音 真  

理 的 生 活 模 式 ，并应用於不同的基督徒群  

体 ， 包 括 老 年 男 女 、年轻妇女、年轻人和 

奴 隶 身 上 （二2-1〇> ; 并指出基督徒应  

与 国 家 保 持 何 种 关 系 ，以及如何在社会中 

活 出 其 生 命 的 特 质 （三丨、2>。

4货 U

:保罗被形容为福音的管家，'

丨道，在 真 理的 知 识 H f ： 

g 的 生 活 上 坚 固 人 ; 一  

们 共 信 之 道 作 我 真 儿 子 的

9二 多 留 在 革 哩 底 ，延续他的工

二 ： ! 广 二 :
;管 也 ^:工 一 了 作 长 老 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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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中 必 须 具 签 的 素 质 （参 提 前 三 2 - 7 ) 。 

一 窃 1 〇至 1 6 货

前 段 的 结 语 提 到 长 老 的 职 责 ， 是 “将  

纯 正 的 教 训 劝 化 人 ， 又 能 把 争 辩 的 人 驳  

倒 ”。 本 段 指 出 这 些 工 作 是 有 特 别 需 要 的 ， 

因 为 有 些 人 把 虚 假 和 无 益 的 道 理 教 训 人 ， 

畋 坏 了  “人 的 全 家 ”。 保 罗 用 了 轻 蔑 革 哩  

底 人 的 话 ， 来 形 容 这 些 假 教 师 ， 又 指 出 他  

们 曲 解 了 犹 太 人 的 传 统 和 割 礼 的 重 要 性 ， 

但 他 们 的 生 活 也 没 有 显 出 他 们 自 称 要 持 守  

的 神 之 道 。

二 牵 1 至 1 0 节

提 多 有 特 殊 的 责 任 ， 传 讲 “合 乎 那 纯  

正 的 道 理 ” 的 教 训 。 他 必 须 劝 导 老 年 人  

( 第 ‘2 节 ） 和 老 年 妇 人 （第 3 节 > ， 这 些 老  

年 妇 人 则 指 教 少 年 妇 人 ， 在 家 中 过 纯 洁 的  

生 活 ， 并 且 爱 护 家 人 ， 以 致 没 有 人 会 毁 谤  

神 的 道 （4 、 5 节  >。 少 年 人 要 谨 守 和 自 制  

( 第 6 节 ）， 提 多 本 人 则 要 在 言 语 和 行 为 上  

作 好 榜 样 ， 使 敌 对 的 人 “无 处 可 说 我 们 的  

不 是 ’’ （7 、 8 节 > 。 最 后 ， 保 罗 吩 咐 提 多  

要 教 导 仆 人 顺 服 自 己 的 主 人 ， 要 尽 责 、 忠  

诚 地 服 侍 ， 以 致 “凡 事 尊 荣 我 们 救 主 神 的  

道 ” （9 、 1 0 节 ； 参 弗 六 5 - 8 ;  西 三 2 2 -  

2 5 ; 彼 前 二  1 8 - 2 5 )。

二 京 1 1 至 1 5 节

上 述 各 项 引 出 了 神 在 耶 稣 基 督 里 ， 把  

恩 典 的 目 的 启 示 出 来 ： 带 来 救 恩 及 引 导 人  

完 全 脱 离 不 敬 虔 的 心 和 世 俗 的 情 欲 ， 使 他  

们 活 出 正 直 的 生 活 ， 常 常 等 候 “至 大 的 神  

和 我 们 救 主 耶 稣 基 督 ” 的 再 来 ， 这 种 生 活  

显 出 他 们 是 “（主 ） 自 己 的 子 民 ， 热 心 为  

善 ”。 提 多 的 事 奉 跟 神 在 福 音 里 这 个 伟 大  

目 的 有 关 。

三 窣 1 、 2 节

基 督 徒 也 有 责 任 去 顺 服 掌 权 的 人 （参  

罗 十 三 丨 - 7 ; 彼 前 二 1 3 - 1 7 ) , 并 预 备 在 社  

群 中 “行 各 样 的 善 事 ”。 保 罗 又 再 强 调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素 质 ， 特 别 是 待 人 的 礼 貌 和 希  

望 与 人 保 持 和 睦 的 关 系 。

三 商 3 至 8 庐

这 段 再 次 把 现 今 与 过 去 的 生 活 作 对  

比 ， 信 徒 已 从 爱 宴 乐 ’ 缺 乏 爱 心 、 纯 洁 和

诚 实 -----“是 可 恨 的 ， 又 是 彼 此 相 恨 ”

_____ 的 生 活 中 ， 改 变 过 来 。 这 种 改 变 是 透

过 神 在 基 督 里 的 救 赎 工 作 而 达 致 的  不

是 因 我 们 自 己 所 行 的 义 ， 乃 是 完  

的 怜 悯 。 神 已 把 我 们 从 罪 中 洁 净 ^ 塊 他  

‘‘藉 着 重 生 的 洗 和 圣 灵 的 更 新 ” 第 ，趕 

说 那 可 信 的 话 ， 可 能 来 白 — 首 ‘ 期的

诗 歌 或 一 项 基 督 教 的 礼 拜 仪 式 ， 至少洗礼  

福 音 中 心 信 息 的 一 个 简 要 的 慨 略 。 、那趕 

不 断 地 把 这 些 道 理 教 训 人 ，

有 善 行 的 生 活 。

三 恭 9 至 1 1 节

这 教 训 能带来

另 一 方 面 ， 无 益 的 宗 教 辩 论 ，

避 ； 分 门 结 党 的 人 ， 则 要 弃 绝 。 ’ 瓜 

三 京 1 2 、 1 3 货

还 有 一 些 口 讯 是 给 予 亚 提 马 和 西  

( 在 其 他 新 约 书 卷 中 ， 并 没 有 提 及 > 、推 

基 古 和 亚 波 罗 （两 人 在 其 他 书 信 和 使 徒 行  

传 中 ， 均 有 提 及 ） 的 。 保 罗 又 催 促 提 多 ， 

往 尼 哥 波 立 去 见 他 。

三 孽 I 4 、 1 5 节

本 书 信 最 后 以 劝 勉 作 结 。 保 罗 最 后 也  

勉 励 信 徒 行 善 及 在 灵 里 过 结 果 子 的 生 活 ； 

此 外 ， 还 有 问 安 语 和 祝 祷 。

Francis Foulkes

参 " 保 罗 ” 91:  “提 摩 太 前 书 ” 1559:

提 摩 太 后 书 " 1 5 5 5 。

提多犹士都
Titius Justus
t i d u d  y 6 u s h ) dQ

哥 林 多 的 信 徒 ， 保 罗 曾 经 到 他 的 家 中

(徒 十 八 7 > 。

参 - 犹 士 都  # 2 "  2 1 5 9 。

：i

米 拿 现 於 撒 玛 利 亚 篡 了 沙 龙 之 位 后 ^  

E 服 的 其 中 — 座 城 （王 下 十 五 1 6 ) 。 m  

F 多 人 认 为 提 斐 萨 即 提 弗 萨 ， 然而  

：)位 置 似 乎 并 不 相 同 。 鉴 於 米 拿 ，

3 路 线 ， 伯 拉 河 上 的 提 斐 萨 可 能  

: 3 0 0 至 4 0 0 哩 以 外 的 一 座 = 糙 ^ 妒 似  

t 在 得 撒 开 始 其 攻 城 之 计 。 规曾 

E 於 撒 玛 利 亚 本 部 ， 尤 其 因 2 此 人认为  

S 里 因 行 为 残 菇 而 进 谴 责 。 有 ^ 墟 。 

: 萨 就 是 示 剑 以 东 6 哩 的 他 夫 度

参 “他 普 亚 # 3 "  1 5 3 4 。



广 所 罗 门  王 国 东 北 5 3 界 上 的 一 座 城  

0 f 2 4 ) 。 这 城 似 乎 就 是 塔 撒 古 ， ~  

" I 腊 和 罗 马 文 献 中 常 被 提 及 的 城 镇 。 

个f 其 ^ 实 位 ® 已 无 从 稽 考 ， 但 可 知 这 城  
员然g 河 上 一 个 a 要 的 贸 易 中 心 ， 她 在 从  

摩= 西 的 商 旅 路 线 上 ， 占 有 重 要 的 位 a ， 

g 旦在 河 流 运 输 上 ， 她 是 北 面 的 — 个 终 点

0 ^

提 著 亚

ti g 6

位 於 犹 大 旷 野 边 缘 ， 伯 利 恒 东 南 偏 南  

约6 哩 的 一 座 城 " 提 哥 亚 也 可 能 是 — 个 人  

名，是 犹 大 支 派 的 亚 施 户 之 子 ， 经 文 中 的  

“父亲” 可 指 提 砑 亚 的 祖 先 或 首 领 （代 上  

二2 4 , 四 5 > 。 提 哥 亚 并 没 有 出 现 在 分 配  

给 犹 大 的 诸 城 之 名 单 上 （书 十 五  > 。 今 天  

的 提 库 废 墟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是 “提 哥 亚 的  

遗迹”之 意 ） 就 是 未 被 发 掘 的 提 哥 亚 。 附 

近 一 个 村 庄 仍 沿 用 古 代 的 名 字 ， 但 其 意 义  

則末能确定。

提 哥 亚 位 於 两 个 分 水 岭 之 间 的 高 地  

上，两 分 水 岭 都 是 向 东 流 入 死 海 的 。 南 面  

的 山 坡 是 纳 哈 亚 魯 哥 的 上 游 ， 这 河 最 后 在  

隐 基 底 流 入 湖 中 。 北 面 山 坡 有 纳 哈 达 迦 。 

其 间 的 山 岭 是 洗 斯 坡 （或 山 峡 ） （代 下 二  

十丨6 )。 由 於 提 哥 亚 位 於 旷 野 与 城 中 间 ， 

$ 那 城 是 在 主 要 的 南 北 分 水 岭 以 东 的 边 缘  

〜 ，因 此 其 四 周 称 为 提 哥 亚 旷 野 （代 下  

^  是 犹 大 旷 野 的 — 部 分 。 提 哥 亚

阿摩^ 与 牧 羊 之 地 的 边 界 ， 因 此 提 哥 亚 人

树 的 人 （摩 一 七 … 。

莉 尔 提 及 从 提 哥 亚 来 的 人 外 （阿

益 吉 -----撒 下 二 十 三

此 ， 二 十 七 9 ; 及 被 掳 归 回

• 在 耶 路 撒 冷 修 筑 城 墙 的 人 _ 尼

& 及 搀 饵 丨 日 约 中 有 两 件 著 名 的 事 件 都

格 俺 十 四 章 提 及 押 沙 龙 返 回 耶  

、 明 的 ^ 父 ，大 卫 那 里 。 从 提 哥 亚 拣 选  

人 ， 编 造 一 个 与 大 卫 家 里 的

: = 的 心 : 那：

巧 ; 家 庭 ， 两个儿i
: 是 ' • 切 侮 的 里 然 大 ‘

匚  
r  •，

i- ' -r 'r ： '•

提哥亚

第 二 件 事 件 约 发 生 在 主 前 8 5 0年，正 

当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在 任 期 间 。历代志下二十 

章 1至 2 8节 记 述 了 摩 押 人 、亚扪人和米乌 

尼 人 入 侵 犹 大 的 事 迹 。他们大溉是从利珊

----死 海东 面一 个指向 马 萨 他的 半 岛

横 渡 死 海 ， 再沿西岸向北 进发，在隐基底 

转 左 ， 向北和向西筚上险峻的山坡前往耶  

路 撒 冷 （王国分裂后的首任犹大王罗波安  

在 主 前 9 3 0年 曾 巩 固 其 边 境 上 多 个 城 市 ，

提 哥 亚 是 其 中 之 一 h
约 沙 法 祷 告 求 问 耶 和 华 后 ，耶和华^  

话 便 透 过 先 知 雅 哈 悉 临 到 约 沙 法 。神指示

勒 旷 野 前 的 谷 口 二 二

= 二 二 r 。 "  

的 军 队 则 只 管 : u 二 攻 的 神 * 中 

耶 利 米 双 关 语 : 在提 ，  
(耶六丨 > ， 用 j  . “炚 ，，与 提哥亚 

吹 角 ”。 在 精 伯 来 文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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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相 同 的 子 音 （但 不 是 母 音 > 。

Robert L. Alden

捉 革 拉 毗 列 色
Tiglath-pileser
t i g 6 13 p i  l i d

3 位 亚 述 王 的 名 字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是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主 前 7 4 5 - 7 2 7  ) 。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伊 沙 拉 神 庙 之 子 是 我 的  

倚 旗 ”， 并 以 不 同 的 语 形 出 现 （参 王 下 十  

五 2 9 ;  在 代 上 五 6 及 代 下 二 十 八 2 0 也 称  

“提 革 拉 毗 尼 色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一 世

提 革 拉 舭 列 色 一 世 （主 前 1 1 1 5 - 1 0  7 7  ) 

是 亚 述 列 斯 伊 施 的 儿 子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脱  

离 巴 比 伦 的 统 治 取 得 独 立 后 ， 便 统 一 其 父  

在 位 时 所 占 领 的 各 区 ， 在 其 中 取 得 控 制 ， 

并 防 范 从 前 的 占 领 者 回 来 攻 击 。 一 大 群 被  

放 逐 的 莫 斯 库 人 （旧 约 作 米 设 人 ； 希 腊 文  

作 弗 吕 家 人 ） 入 侵 小 亚 细 亚 ， 却 遭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击 败 而 逃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其 后 曾 差  

逍 一 队 探 险 队 前 往 叙 利 亚 沿 海 诸 城 ， 在 那  

里 设 立 贸 易 网 络 。 他 也 跟 埃 及 接 触 ， 法 老  

就 曾 赠 他 一 只 鳄 鱼 作 礼 物 。 政 治 的 平 稳 使  

贸 易 增 加 ， 亚 述 渐 趋 繁 荣 ， 一 个 大 型 的 庙  

宇 也 开 始 兴 建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二 世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二 世 （约 主 前 9 6 7 - 9 3 5 )  

是 一 个 荏 弱 的 君 王 ， 他 於 亚 述 中 衰 时 在  

位 。 虽 然 他 可 在 国 内 保 持 一 定 的 控 制 ， 但  

不 能 防 止 外 来 的 民 族 入 侵 亚 述 的 领 土 。 亚  

兰 人 利 用 亚 述 的 弱 势 占 领 了 大 片 土 地 ， 一  

位 亚 兰 王 卡 帕 拉 则 在 古 赞 拿 （王 下 十 七  

作 “歌 散 ” 建 了 一 座 王 宫 。 在 该 处 所 发 现  

的 铭 刻 指 出 了 — 些 占 领 该 区 之 亚 兰 人 的 身  

分 。 这 时 期 对 亚 兰 帝 国 的 兴 起 有 特 别 的 意  

义 。

提 革 拉 峨 列 色 三 世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主 前 7 4 5 - 7  2 7 )  

即 位 时 ， 制 止 和 逆 转 了 亚 述 国 运 里 的 另 一  

次 衰 微 。 虽 然 他 并 不 是 当 时 王 位 的 直 接 继  

承 人 ， 但 大 概 也 是 皇 室 的 后 裔 。 有 时 他 使  

用 一 名 （王 下 十 五 1 9 ; 代 上 五

2 6 > ， 可 能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是 国  

是 他 真 正 的 名 字 。 ，哿勒斗

对 外 战 來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是 一 名 强 &

力 和 机 智 的 君 王 ， 他 在 任 期 间 ， 亚 迷 = 能 

显 著 地 扩 展 ， 同 时 ， 他 也 能 和 平 地 ^ 界  

占 领 的 地 土 。 他 曾 协 助 巴 比 伦 打 收 治 新  

人 ； 凭 着 外 交 政 策 ， 他 在 集 中 於 各 二  

事 行 动 时 ， 仍 能 保 有 巴 比 伦 的 支 持 军  

伦 的 附 臜 国 王 拿 步 拿 色 在 主 前 7 3 4  ^  ^

后 ， 提 革 拉 BH；列 色 取 得 一 些 部 族 的 支  

最 后 迫 令 玛 尔 杜 克 押 拿 伊 典 那 （務三  ’ 

1 > 的 “米 罗 达 巴 拉 但 ” 屈 从 。 根 ^ 巴 比

伦 年 代 记 ， 他 是 在 主 前 7 2 9 年 登 上
的 国 位 时 开 始 使 用 普 勒 一 名 。 他 是 第 —位 

登 上 巴 比 伦 王 位 的 亚 述 王 ， 其 后 亚 述 人 作  

巴 比 伦 王 达 5 0 0 年 之 久 。

在 主 前 7 4 3 年 一 次 叙 利 亚 北 部 的 战 役  

中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兵 临 乌 拉 都 （亚 美 尼 亚 ） 

的 巴 杜 里 所 控 制 的 城 邦 。 在 3 年 围 攻 亚 再  

拔 期 间 ， 他 从 迦 基 米 施 、 哈 马 、 推 罗 、 比 

布 罗 斯 ， 和 大 马 色 诸 王 收 取 贡 银 。 叙利亚  

的 米 拿 现 也 从 富 有 的 以 色 列 人 收 取 了  

1 ，〇 〇〇他 连 得 银 子 ， 送 交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 王 下 十 五 1 9 、 2 0 ) 。 这 时 候 ， 叙 利 亚 南  

部 的 亚 兰 城 邦 落 在 犹 大 王 亚 撒 利 雅 的 控 制  

之 中 ， 可 是 亚 撒 利 雅 不 久 便 死 了 （王下十 

五 7 > 。 腓 尼 基 诸 海 港 大 概 由 於 与 埃 及 的  

贸 易 受 千 扰 ， 经 济 受 打 击 ， 而 对 亚 述 的 征  

收 重 税 怀 恨 ， 遂 起 来 背 叛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在 主 前 7 3 4 年 向 西 进 军 以 平

息 叛 乱 。

亚 实 基 伦 和 迦 萨 受 到 严 重 破 坏 ， 并要 

向 入 侵 者 大 蛩 进 贡 。 各 地 方 庙 宇 都 立 ^ 了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的 像 ， 作 为 他 胜 利 的 标 志 ’ 

其 中 还 包 括 一 个 巨 大 的 金 像 。 他 也 从 大 马  

色 、 亚 们 、以 东 、 _ 押 ，和犹大的纟勺哈斯^  

取 得 贡 品 （代 下 二 十 八 1 9 _ 2 1 > 。 犹 f 和 

大 马 色 和 以 色 列 的 联 军 （也 包 括 以 东 2 曲 

非 利 士 人 ） 袭 击 时 ， 亚 述 并 没 有 派 被  

( 代 下 二 十 八 1 7 、 1 8 ) 。 直 至 耶 路 擗 冷 .  

围 困 ， 亚 述 军 队 才 上 去 攻 打 大 马 色 L 
的 军 队 於 是 转 离 耶 路 撒 冷 ，

围城
_ y 、—v 一 .

迎 战 这 新 歆 人

( 王 下 十 六 5 - 9 ) 。

大 马 色 於 主 前 7 3 2  

候 ， 推 罗 的 米 坦 拿 也 投 降 了
U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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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穸忖

•米

也 被 毁 ， 其 中 的 居 民 则 被 掳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称 他 以 何 细

所 戒 大 让 他 坐 在 以 色 列 的 王 位 上 ，

代 锜 择 杂 害 比 加 的 主 谋 （王 下 十 五

对 外 行 政 方 面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采 取  

世 所 使 用 的 模 式 ， 把 大 跫
毗 列 色

^ 的

藉 以 消 除 那  

住 在 乌 鲁 布 （即 比

这
对熊氧"" 的 人 中 ， 有 被 掳 的 以 色 列 人  

恃 利 斯 ^ 策 也 给 亚 述 提 供 了 大 贵 的 流 动 劳  

仲放遂，十一年有丨 5 4 ,〇〇〇 人 。

工， 新 占 领 之 城 的 官 员 不 单 充 任 税 吏

i p 行政官  

同时

也 成 为 当 地 情 报 的 宝 贵 来 源  

I 述 邡 早 已 建 立 的 各 省 行 政 系 统 亦

,a p i 进— 步 扩 展 。

得 各 省 行 政 长 官 的 权 力 在 这 时 期 是 受 到  

的 地 方 官 员 则 集 中 於 设 立 一 套 有 效  

税 系 统 ， 当 时 主 要 是 征 收 货 物 。

亚 述 所 征 收 的 税 项 似 乎 未 有 成 为 人 民  

过分的重担。 若 税 项 之 征 收 是 公 正 的 ， 则 

无 论 人 民 是 缴 纳 给 自 己 的 人 ， 或 缴 给 外 邦  

君王，也 没 有 多 大 分 别 。

由 於 中 央 对 地 方 官 员 监 察 严 密 ， 故 此  

亚 述 官 员 似 乎 没 有 加 收 额 外 的 税 项 以 饱 私  

囊 在 各 项 职 责 上 ， 亚 述 的 官 员 都 有 亚 述  

军 的 分 遣 部 队 作 支 持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治 下  

的 太 平 和 稳 妥 带 来 了 商 业 和 贸 易 。

在 巴 比 伦 帝 国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继 续 使  

用 那 证 实 已 成 功 的 政 策 — 支 持 各 城 与 反  

叛 的 本 地 部 落 领 袖 对 抗 。 他 在 迦 拉 为 自 己  

建了 一 所王 宫 ， 那 是 当 地 第 一 幢 根 据 叙 利  

亚 引 入 之 新 风 格 而 建 成 的 建 筑 物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的 统 治 ， 以 版 图 之 扩 张  

及稳固， 和 有 效 的 管 理 著 称 ， 并 且 对 亚 述  

播 界 以 外 的 地 方 也 有 长 远 的 影 响 。 埃 及 再  

一 次 意 图 发 动 更 具 攻 击 性 的 外 国 政 策 时 ， 

亚 述 扩 展 至 叙 利 亚 和 巴 勒 斯 坦 的 行 动 ， 便  

必 然 导 致 与 埃 及 之 冲 突 。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是  

撤 缦 以 色 五 世 （主 前 7 2 7 - 7 2 2 ) 的 父 亲 。

H a z e l  W. P e r k i n

提革拉毗尼色
Tilgath-pilneser
t i g 6 l a pi ni s6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三 世 之 名的 另 一 种 # $  

法 ，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五 章 6 和2 6节 ，以 

代 志 下 二 十 八 章 2 0节 。

参••提革拉毗列色- 1552。

Buzzard
j i S n  / z h 5n  / y ^ o  y i n g

一 种 肉 食 猛 禽 ， 圣经列为不洁之鸟  

(申十四丨 3 )。

参 • 乌 （鹈鹛）• 1123。

提客勒
Tekel
t i  kfc lfc

一 个 亚 兰 文 字 ，在但以理书五章 2 5、 

2 7 节 译 作 “被 称在天平里”。

参 • 弥 尼 . 弥 尼 ，提客勒 .乌法珥新•， 

1 0 1 3。

提拉
Tiras
ti la

雅 弗 的 第 七 个 儿 子 ，名字见於列国的 

名 单 上 （创 十 2 ; 代上一  5 >。有说其后裔 

与 色 雷 斯 人 有 关 ， 也有说他们与亚加泰尔  

思 人 、 托 备 斯 山 区 的 部 落 ，以及沿海的提 

兰 尼 亚 人 等 有 关 ， 但这些说法也纯是推  

测 。

提拉撒
Telassar
t i  i s  s s

伊 甸 人 的 主 要 城 市 ，他们曾被亚述的 

西 拿 基 立 征 服 （王下十九丨2 ; 赛三十七 

1 2 ) 。 拉 伯 沙 基 嘲 弄 希 西 家 时 ， 曾提及这 

次 征 服 行 动 ，说耶和华也同样不能保护耶  

路 撒 冷 免 被 毁 灭 。 虽然古代的记录常提及  

提 拉 述 里 一 城 ， 但 其 位 S 则仍未可能确

参 - 亚 述 / 亚 述 帝 国 ”  1898。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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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拉闪
Telaim
t f l a y i n

扫 罗 组 织 以 色 列 军 队 准 备 与 亚 玛 力 人  

争 战 的 地 方 （撒 上 十 五 4 > 。 提 拉 因 也 许

就 是 提 炼 --------座 近 以 东 边 境 的 城 ， 这 城

是 在 分 配 给 犹 大 支 派 作 产 业 之 地 的 南 端  

(书 十 五 2 4 ) 。 其 位 置 已 无 可 稽 考 。

提勒亚 毕
Telabib
t i 1^ b i

在 迦 巴 # 河 边 的 村 落 ， 以 西 结 曾 探 望  

被 掳 到 那 地 的 以 色 列 人 （结 三 1 5 ) 。 虽 然  

其 确 实 位 置 不 详 ， 但 大 概 是 位 於 巴 比 伦 南  

部 的 三 角 洲 地 带 。 迦 巴 鲁 河 似 乎 是 一 条 为  

灌 溉 而 筑 的 运 河 ， 这 河 使 四 周 的 土 地 肥  

沃 ， 河 边 的 村 庄 提 勒 亚 毕 （意 即 “五 谷 之  

山 即 因 此 而 得 名 。

提利
Tina 
ti n

耶 哈 利 勒 的 儿 子 ， 是 犹 大 支 派 迦 勒 的  

后 商 （代 上 四 1 6 ) 。

捉联
Telem
t i  l i d n

一 个 在 圣 殿 作 守 门 的 人 ， 他 曾 接 受 以  

斯 拉 的 劝 谕 ， 休 弃 其 外 邦 妻 子 （拉 十 2 4 > 。

提炼
Telem
t i  l i ^ n

约 书 並 记 十 五 章 2 4 节 所 提 及 的 一 个  

地 方 ， 是 犹 大 支 派 接 着 宗 族 所 得 的 产 业 ， 

位 於 南 端 的 一 个 城 邑 ， 与 以 东 交 界 相 近  

( 书 十 五 2 0 、 2丨、 2 4 ) , 可 能 是 提 拉 因 城  

( 撒 上 十 五 W 的 别 名 。

参 - 提 拉 因 ” 1 5 5 4 。

提列
Teresh
t i  l i d

在 亚 哈 随 & 王 宫 中 作 守 门 的 两 名 太 监

之 — 。 两 人 计 划 行 刺 王 时  

他 们 的 阴 谋 ， 便 通 知 以 斯 帖 ， 

转 告 王 ， 王 终 于 把 他 们 二  

( 斯 二  2 1 , 六  2 ) 。

末 底 改 发 JEJtT 

又 挂 再 在 由 ^

提伦
Tilon
t i  I i in

示 门 的 儿 子 ， 厲 犹 大 支 派 （代上四

提玛
Tema
t i  m i

以 实 玛 利 的 第 九 个 儿 子 ， 他 成 为 了 北  

亚 拉 伯 旷 野 一 个 强 大 的 游 牧 民 族 支 派 的 首  

领 （创 二 十 五 1 5 ; 代 上 一 3 0 ; 耶 二 十 五  

2 3 > 。 提 玛 的 后 裔 主 要 是 一 些 商 旅 ， 他们 

控 制 了 横 过 旷 野 的 重 要 路 线 （伯六丨 9 )。 

提 玛 也 与 一 个 地 区 和 一 个 给 他 们 占 领 的 城  

有 关 ， 一 般 认 为 那 城 是 蒂 玛 ， 一 个 位 於 麦  

地 那 以 北 4 0 0 哩 和 度 玛 以 南 4 0 哩 的 绿 洲 。 

蒂 玛 位 於 联 系 波 斯 湾 与 阿 卡 巴 湾 的 古 代 商  

旅 路 线 上 。 在 先 知 书 中 ， 先 知 说 提 玛 与 底  

但 和 布 斯 都 是 不 能 逃 避 神 的 审 判 的 亚 拉 伯  

绿 洲 （赛 二 十 一 1 4 ; 耶 二 十 五 2 3 ) 。 耶利 

米 书 的 一 段 经 文 含 糊 地 指 出 在 底 但 、提玛 

和 布 斯 ， 有 一 些 “剃 周 围 头 发 ” 的 人 。 他 

们 剃 周 围 头 发 的 做 法 把 他 们 与 犹 太 人 分 别  

出 来 ， 因 为 犹 太 人 并 不 剃 头 发 的 周 围 （利 

十 九 2 7 ) 。 这 习 俗 像 不 受 割 礼 — 样 ， 可证 

明 提 玛 人 是 异 教 的 人 。

提幔
Teman
t i  m ^ n

以 东 人 的 一 名 族 长 ， 是 以 利 法 的 ^  长子 

(创 三 十 六丨丨. 1 5 、 4 2 ; 代 上 一 邱 .

他 也 许 是 建 立 以 东 城 邑 提 幔 的 人 ， 或再  

的 首 领 。

在 先 知 书 中 ， 先 知 常 以 提 幔 为 东  

主 要 城 邑 ， 并 常 在 诗 中 以 提 帳 相 等  

全 地 （耶 四 十 九 7 、 2 0 ; 摩 一  12祖 概

由 於 提 幔 的 意 思 是 “南 ”， 所 以 其 确 实 位  

是 位 於 以 东 的 极 南 地 区 ； 然 而 ， 丨二十A  

S 仍 不 得 而 知 。 提 幔 的 居 民 （ 一



上 — 4 5 > 明 显 以 其 智 恝 而 知 名  

^ 九 7 ; 俄 9 ) 。 这 声 誉 也 许 源 於 约  

提 幔 人 以 利 法  < 伯 二 丨 1 ， 四 1 ， 

伯 的 朋 一 十 二 1 ， 四 十 二 7 、 9 > 。

十五丨，一

提门
Tim〇n

11 路 擗 冷 教 会 里 ’ 7 名 “有 好 名 声 、 

s 灵 充 满 、 智 葸 充 足 ” 的 其 中 一 人 ； 他 

们 被 泥 要 照 顾 教 会 中 的 寡 妇 （徒 六 3 、 5 ) 。

提 米 尼
T em en i

° 亚 施 户 从 妻 子 拿 拉 所 生 的 儿 子 ， 是迦  

勒的 后 裔 （代 上 四 6 ， 二 5 0 > 。

提 摩 太
T im o th y
t l  m 6 t ^ i

一 个 由 保 罗 带 领 归 主 的 人 ， 也 是 保 罗  

的同伴； 这 名 字 的 意 思 是 “一 个 尊 敬 神 的  

人”〇

提 摩 太 首 次 出 现 在 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1 

至3节 ， 圣 经 指 出 他 是 保 罗 的 门 徒 ， 母 亲  

是 一 名 “信 主 之 犹 太 妇 人 ”， “他 父 亲 却  

是希利尼人’’ （第 1 节 ）。 提 摩 太 是 外 祖 母  

罗 以 和 母 亲 友 尼 基 之 后 第 三 代 的 基 督 徒  

^提后一5 >。 使 徒 保 罗 无 疑 是 提 摩 太 的 厲  

g  他 称 提 摩 太 为 ‘‘因 信 主 作 我 真 儿

( 提 前 一 2 ) ; 他 也 许 是 在 第 一 或  

〜 的 宣 教 旅 程 中 ， 带 领 提 摩 太 归 主  

摩 太 既 为 希 腊 人 （或 外 邦 人 ） 的 儿  

第’〜 没 有 接 受 割 礼 ； 这 样 ， 保 罗 决 定 在

“ 他 S S : ，带 着 提 摩 太 同 行 的 时 候 ， 

教 工 你 引 礼 ， 以 致 他 们 在 犹 太 人 中 的 宣  
会 受 p a 。

的 奥 摩 路 司 得 和 以 哥 念 的 弟 兄 都 称 赞 ” 

貪教旅程中（徒 十 六 2 ) ， 於 保 罗 第 二 次 的  
助系。 ’ 在 路 司 得 成 为 保 罗 的 同 伴 和

保 穸 〜 5 了 马 其 顿 的 异 象 以 后 ，

矣 的 时 候 〜 间 前 往 欧 洲 。 保 罗 决 定 往  

资〜步逮， 便 把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留 在 庇  

教 会 （徒 十 七 1 4 ) ; 提

= 拉后一来在哥林多,

1 >n^n

八 5 > 。 提 摩 ~ 太 ^ ^ \ 与保罗会合 
卜后在保罗的第

保 罗 又 在 以 弗 所

中 ， 与保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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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 

^ 次 旅 程

+  - 欠 乂 在 那 里  (徒十九

^ 在 他 以 前 往 马 其 = u 拉 和 提 w  

^ 经 文 见 於 使 ‘  奸 提 及 提 摩

为 亲 善 大 便 之 '  心 节 ，他作

给 耶 路 撒 冷 的犹太基每徒1 , 把捐献带

名 字 也 保 = 书信中。他的

到 他 写 信 时 ，提摩太也与 m : 提 

; 使 二 =  程

中，保罗写作哥林多后书的  时 候 ， 他 正 在 以 弗 所 ；保罗在罗马首次被  

囚 ， 并 写 作 腓 立 比 书 、歌罗西书和排利门 

书 的 时 候 ，他也在罗马•在提摩太前 .后  

书 的 引 言 中 ，提到提摩太是这两封教牧书  

信 的 收 信 人 。

在 罗 马 书 十 六 章 2 丨节的结束问候语 

中 ， 提摩太就是其中向罗马信徒问安祝福  

的 人 之 ― 。保 罗 在 哥 林 多 前 书 四 章 17节 

及 十 六 章 1 0节 ， 提到他打发提摩太把信  

息 带 往 哥 林 多 时 ， 曾 赞 赏 他 的 为 人 （另参 

腓 二 1 9 - 2 3 ; 帖前三2 - 6 >。保罗又在哥林  

多 后 书 一 章 1 9节 ，谈及西拉和提摩太曾  

与 他 一 起 传 讲 耶 稣 基 督 。

在 希 伯 来 书 十 三 章 2 3节 ，作 者 （不 

肯 定 是 否 保 罗 ）告 诉 读 者 ，说提摩太已从 

监 狱 中 被 释 放 ，并说他希望能与提摩太一  

起 探 望 该 信 的 读 者 。

保 罗 派提摩 太治 理 以弗 所 的 教 会 ，并 

且 直 接 给 他 写 了 两 封 教 牧 书 信 ，以帮助他

Samuel C a r t l e d g e

1559: *提摩太后书’
参••提摩太前书"

1 5 5 5。

捉摩太后书
Timothy, S e c o n d  Letter to
t i m 6  h 6 u  Shu

作 % 多 辟 妙 g 教牧书

信作者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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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认 ， 提 摩 太 后 书 有 许 多 谈 及 保 罗 个 人 境  

况 的 地 方 ， 都 是 一 些 真 实 的 片 段 。 然 而 ， 

支 持 保 罗 是 作 者 的 证 据 远 比 反 对 这 观 点 的  

强 ^  (参 “提 摩 太 前 书 ” 探 讨 教 牧 书 信 作

者 的 部 分 ， 对 於 3 位 教 牧 书 信 的 作 者 问 题 ， 

有 更 全 面 的 讨 论 。〉

写 作 地 点 和 年 代

“为 这 缘 故 ， 我 也 受 这 些 苦 难 ” （提  

后 一  1 2 > ， 显 示 保 罗 写 这 信 时 ， 正 被 囚 在  

狱 中 ； 提 摩 太 前 书 一 章 1 5 至 1 8 节 特 别 指  

出 ， 保 罗 正 身 处 罗 马 ， 当 小 亚 细 亚 的 人 都  

离 弃 他 ， 阿 尼 色 弗 如 何 对 他 忠 心 。 提 摩 太  

后 书 二 章 9 节 ， 再 一 次 提 到 保 罗 因 传 福 音  

而 被 囚 。 本 书 接 近 尾 声 的 时 候 ， 从 四 章 6 

节 开 始 ， 保 罗 一 再 提 及 他 在 狱 中 的 经 历 ， 

并 表 示 已 没 有 获 释 的 希 望 。 提 摩 太 后 书 是  

使 徒 保 罗 的 遗 嘱 。 早 期 可 靠 的 传 统 声 称 保  

罗 是 在 尼 禄 王 的 迫 害 之 下 ， 於 罗 马 殉 道  

的 。 这 样 ， 保 罗 写 作 提 摩 太 后 书 的 地 方 ， 

就 是 罗 马 。

正 如 在 整 封 书 信 中 明 确 道 出 的 ， 本 书  

信 是 写 给 在 以 弗 所 的 提 摩 太 。

至 於 写 作 年 份 ， 则 有 两 个 可 能 性 。 主  

后 6  4 年 是 罗 马 发 生 大 火 的 日 子 ， 尼 禄 王  

把 大 火 的 责 任 ， 归 咎 於 基 督 徒 ； 保 罗 可 能  

就 在 当 时 被 杀 。 尼 禄 死 於 主 后 6 7 年 ， 因 

此 这 一 年 是 可 以 假 定 的 最 后 日 期 。 本 书 信  

约 在 主 后 6 4 至 6 7 年 间 写 成 ， 6 4 年 的 日 期  

则 较 为 人 接 受 。

历 史 背 景

保 罗 完 成 了 提 摩 太 前 书 ， 便 继 续 一 些  

旅 程 ， 然 后 走 到 罗 . 马 ， 并 第 二 次 被 囚 《参  

看 “提 摩 太 前 书 ” 的 有 关 部 分 > 。

神 学

本 书 信 主 要 强 调 教 牧 方 面 ， 而 非 神  

学 方 面 。 然 而 ， 保 罗 知 道 异 端 的 存 在 ， 

并 希 望 帮 助 提 摩 太 加 以 避 免 ， 站 稳 在 正  

统 基 督 教 的 真 理 上 。 他 攻 击 异 端 的 错 误 ， 

但 其 主 要 重 点 乃 在 於 正 面 地 表 达 真 理 。 

这 一■ 点 同 时 见 於 保 罗 其 他 的 书 信 ， 以 及  

新 约 各 卷 中 。 相 信 一 位 拥 有 主 权 的 神 之  

信 念 ， 清 楚 地 表 达 在 整 封 书 信 中 。 耶 穌  

是 一 位 全 神 和 全 人 的 救 主 ， 池 为 人 类 死

信 中 交 代 现 今 的 助 、责亡 、 复 活 和 再 临 ，

与 受 苦 ， 及 蒙 福 的 永 恒 里 确 实 的  

有 不 错 的 T 衡 。 有 些 人 认 为 保 ^ 说 盼 ， ，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 显 示 所 信 的 = 所 

— 套 正 统 信 条 ， 而 这 概 念 对 保 罗 本 ^ 每  

时 代 而 言 ， 就 是 来 得 太 晚 了 。 但 ^ 的  

须 就 这 样 诠 释 该 节 经 文 。 所 信 的 道 j 无 

的 意 义 非 常 广 泛 ， 包 括 丨 社 鬼 也 抑 有  

无 用 的 信 心 ， 以 至 那 丰 盛 的 向 基  

全 委 身 的 信 心 ， 它 能 改 变 生 命 把 人 $  

往 天 上 永 恒 生 命 。 保 罗 _ 实 想 到 这 样 ^

全白，信 心 观 点 -----包 括 并 超 越 正 统 的 g

条 。 保 罗 自 己 已 经 历 这 样 的 信 ， 他盼望  

提 庳 太 也 能 有 同 样 的 经 历 ， 并 与 教 会 中  

所 有 的 成 员 分 享 。

俯 瞰 以 弗 所 城 模 型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  

给 在 以 弗 所 的 提 摩 太 。

勺容提要

»J候 （一 1 、 2>

正 如 古 代 书 函 惯 用 的 方 式 ， 作 者 首 先  

I：出 自 己 的 名 字 。 其 后 ， 他 较 详 尽 地 介 招  

! 己 使 徒 的 身 分 ， 是 屈 於 耶 稣 基 贷 的 ’并 

!神 差 逍 ， 把 那 透 过 在 耶 穌 基 督 里 的 信 而  

卜着， 同 时 又 是 神 所 賜 的 永 生 ， 告 诉 普 世  

J人 。 因 此 ， 保 罗 在 信 中 指 出 他 的 权 柄   ̂

: 概 括 地 述 说 基 督 徒 真 信 心 的 要 素 。

，项 均 为 本 书 信 的 内 容 ， 作 了 极 佳 的 铺

本 信 的 对 象 是 ： “我 （保 罗 ） 亲爱白

，子 提 摩 太 ’’。 柃悯和

接 着 是 三 重 的 柷 福 ： 恩  

- 安 ”， 乃 从 父 神 及 其 子 耶 为 单  

: 如 在 保 罗 所 有 的 书 信 中 ， 保 f 学 性 埘  

I的 希 腊 式 间 候 ， 改 为 伟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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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加 上 一 般 希 伯 来 问 安 语  

“恩 f  ’翻 译 成 希 腊 文 。 其 后 又 再 加  

司 语 ： ‘‘竹愤 >’’， 像 提 摩 太

人 作 好 牧 农 （_ 3至 ：
罗 在 这 一 段 开 宗 明

常 为 提 摩 太 感 谢 神 ， 感 谢 他  

%' 即 他 生 命 中 竭 力 要 取 悦 的 那 一

祖 朱 刀 地 希 望 跟 提 麻 太 见 面 ， 尤 其  

; 他 想 起 大 家 流 ® 泪 分 离 的 时 候 。

W 保 罗 提 酹 提 雜 太 ， 他 对 主 有 无 伪 的

- a i M与 是 两 位 敬 虔 的 妇 人 -----提 摩 太 的

^ 衆 友 ® 基 和 外 ® 母 罗 以 一 传 给 提 摩 太  

的，使 徒 行 传 十 六 章 1 至 3 节 说 明 ， 提 摩  

太 ^ 母 亲 是 一 位 信 主 的 犹 太 人 ， 父 亲 则 是  

f 腊 人 或 外 邦 人 。 他 父 亲 不 容 i午 提 摩 太 在  

5 孩 时 期 受 割 礼 ， 但 他 那 信 主 的 母 亲 则 把  

自己所信的， 传 授 给 儿 子 。 保 罗 决 定 在 第  

二次旅程中， 带 同 提 摩 太 ， 作 为 自 己 的 助  

手。於 是 ， 保 罗 便 为 提 摩 太 行 割 礼 ， 好 让  

他 更 有 效 地 在 犹 太 人 中 工 作 。 因 此 ， 提 摩  

太从罗以、 友 尼 基 和 f呆 罗 ， 都 得 着 美 好 的  

遗传。

“为 此 我 提 醒 你 ， 使 你 将 神 藉 我 按 手  

所 给 你 的 恩 暍 再 如 火 挑 旺 起 来 。” （一  6)

提 窣 太 前 书 四 章 1 4 节 则 作 ： “在 众 长 老 按  

手 的 时 候 賜 给 你 的 ”。 这 一 次 的 按 手 看 来  

极 像 一 次 正 式 的 按 牧 礼 ， 提 摩 太 是 藉 着 众  

人 按 手 祷 告 而 分 别 出 来 ， 作 福 音 的 使 者 。 

提 摩 太 应 永 不 会 忘 记 那 庄 严 的 一 刻 ， 这 回  

忆 该 可 使 其 一 生 充 满 力 适 和 勇 气 。 他 不 是  

■•个普通人， 乃 是 一 个 真 正 頋 神 的 人 ， 一  
个 满 有 神 的 灵 的 人 ， 他 并 不 畏 惧 作 基 督 徒  

的工作。 提 摩 太 可 能 要 为 其 信 仰 受 苦 ， 但 

| 他 想 到 其 灵 父 亲 保 罗 多 次 受 苦 和 被 囚  

时，便 可 以 得 着 鼓 励 。 神 会 賜 提 摩 太 能 力  

| 去 面 对 苦 难 ， 正 如 祂 曾 把 力 蛩 賜 给 保 罗 一 

样。

然 后 保 罗 提 醒 提 摩 太 ， 神 如 何 拯 救 他  

们二人， 如 何 从 整 个 永 恒 中 拣 选 他 们 ， 把  

神 透 过 耶 穌 基 督 彰 显 的 救 赎 之 爱 ， 告 诉 别  

人；基 督 曾 进 入 时 空 之 中 ， 藉 着 破 坏 死 亡  

的势力，并 把 永 生 的 路 指 示 人 ，作 出 拯 救 。

神 也 给 保 罗 特 别 使 命 ， 把 福 音 传 给 外 邦  

人.

虽 然 保 罗 被 囚 在 罗 马 的 牢 狱 中 ， 但 他

一 点 也 不 觉 羞 愧 ： “因为知道我所户  

谁 ” （一丨2 )。保 罗 当 然 知 道 他 所g的 ^  
什 么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他知遒他所相倍 

所 信 靠 的 是 准 —— 耶稣基眘•保罗心电必  

定 有 许 多 不 能 确 定 的 问 题 ，但他可以绝对 

肯 定 的 是 基 饪 ， 尤 其 是 基 督 “能保全我  

( 保 罗 ） 所 交 托 他 的 ， 直到那 日” •保罗 

在 这 一 点 极 有 信 心 ，他也希望提摩太得到  

相 同 的 确 据 。

m 6 U i  h〇u Shu j 5 5 ?

保罗催促提摩太守笤保罗曾教导他的

真 理 ----基督教教义的主要部分，尤其是

那 关 乎 耶 穌 基 督 ，以 及 在 面 的 信 和 受  

的 教 义 。 他 应 小 心 保守 圣 灵 所栻 予 的 恩  

賜 。

保 罗 又 向 提 摩 太 诉 说 ，那将要临到他 

的 大 忧 愁 。 罗马的亚西亚省，重要城市为 

以 弗 所 ；那一省的基督徒全都离弃他。显 

然 这 些 信徒 所 受 的 通 迫 愈 来 愈 严 甫 ，但他 

们 却 没 有足 够的 勇 气 留下 来 忍 受 通迫 。保 

罗 点 名 提 及 其 中 两 个 离 弃 他 的 人 一 昧吉 

路 和 黑 摩 其 尼 。 提摩太显然知道他们是  

谁 。 另 外 ，保 罗 也 提 到 阿 尼 色 弗 （也见於 

提 后 四 1 9 > ，情况则有天渊之别•，这人曾 

在 以 弗 所 和 罗 马 ，作保罗殷勤和忠心的助  

手 。

保 罗 再 一 次催促提摩太 ，要在基督 i s  
给 他 的 力 a 中 刚 强 （二 1 )。 保罗三番四  

次 勉 励 他 要 刚 强 ，可见提摩太也许是一个  

颇 为 胆 怯 的 人 。

提 摩 太 应 把 基 飪 教 的 真 理 传 给 别 人 ， 

并 训 练 他 们 把 真 理 向 外 传 给 别 人 。保罗可 

能 特 别 想 到 长 老 （或 监 督 ）和 执 事 （参提 

前 > 。

保 罗 用 了 3个 有 效 的 例 证 ，来鼓励提 

摩 太 为 着 事 奉 摆 上 最 好 的 ，他要橡一个优 

秀 的 士 兵 一 样 打 仗 和 受 苦 ，像一个出色的 

运 动 员 一 样 比 赛 ， 像一个好农夫一样勘劳  

工 作 。 这 3 种 人 若 把 工 作 做 好 ，就必会得 

右 赏 賜 。 耶 稣 、保罗和新约里其他的作者  

都 曾 使 用 这 3个例证^

信 中 还 槪 述 真 正 的 基 督 论 （二 8 - 1 0 K  

耶 稣 是 真 正 的 人 ， 又是真正的神••纵然人 

类 的 思 想 并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道 成 肉 身 的 #  

秘 ， 但无论是否否定基督完全的人性或完  

全 的 神 性 ， 都 是 异 端 。这位神而人的存在  

体 死 了 ， 然 后 从 死 里 复 活 。这奇吵地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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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个 槪 述 真 • 正 基 锊 教 信 仰 的 精 髄 。

由 於 保 罗 努 力 地 传 汫 这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 所 以 终 於 在 罗 马 被 闪 。 保 罗 写 这 信 是  

盼 望 感 动 提 摩 太 ， 跟 随 他 的 脚 踪 。

基 督 徒 活 在 这 世 代 中 ， 可 能 是 艰 苦  

的 ， 但 想 到 神 在 天 家 为 信 徒 所 预 备 的 ， 这  

一 切 的 受 苦 便 变 得 极 有 价 值 了 。 信 徒 若 对  

基 督 有 信 心 ， 他 们 可 以 确 定 基 督 在 这 世 代  

和 在 永 恒 里 ， 对 待 他 们 始 终 信 实 可 靠 。 

远 离 异 端 的 W 伢 （二 丨 4 至 四

“你 要 使 众 人 回 想 这 些 事 ， 在 主 面 前  

喊 咐 他 们 ： 不 可 为 言 语 争 辩 ； 这 是 没 有 益  

处 的 ， 只 能 敗 环 听 见 的 人 。” （二 1 4 > 有 

些 异 端 的 信 念 ， 确 实 是 要 加 以 谴 责 的 ， 但  

保 罗 瞀 告 信 徒 ， 不 要 在 基 督 教 信 仰 中 无 关  

痛 痒 的 事 情 上 争 持 ， 却 忽 视 了 重 要 的 真 理  

和 任 务 。 基 督 徒 会 变 得 彼 此 仇 视 ， 花 费 时  

间 互 相 争 斗 。 反 而 不 是 与 撒 但 争 战 。

提 摩 太 要 极 力 使 自 己 成 为 一 个 好 仆  

人 ， 得 着 主 人 的 裒 许 ， 并 按 正 意 分 解 真 理  

的 道 。这 样 ，他 便 可 与 异 端 的 假 教 训 对 垒 。

保 罗 提 及 两 个 异 端 者 的 名 字 —— 许 米  

乃 和 腓 理 徒 。 除 了 这 一 节 经 文 外 ， 再 没 有  

提 及 腓 理 徒 。 许 米 乃 则 与 另 一 个 异 端 者 亚  

力 山 大 在 提 摩 太 前 书 一 章 2 0 节 相 提 并 论 ， 

但 两 人 当 时 都 已 被 保 罗 交 给 撒 但 或 被 他 逐  

出 教 会 。他 们 的 谬 误 是 “说 复 活 的 事 已 过 ” 

( 二 1 « ) 。 末 后 之 复 活 让 所 有 信 徒 进 入 神  

永 恒 的 天 国 中 ， 这 异 端 却 对 基 督 徒 末 后 复  

活 的 盼 望 ， 造 成 打 击 。 这 些 异 端 否 定 并 重  

新 界 定 那 事 实 ， 说 那 是 一 些 已 经 过 去 的  

亊 ； 可 能 是 指 基 督 徒 接 受 基 督 以 后 的 经  

验 。 异 端 抹 煞 蒙 福 的 盼 望 ， 也 就 削 弱 了 那  

些 信 从 复 活 真 理 之 人 的 信 心 。

保 罗 用 各 种 方 法 力 劝 提 摩 太 ， 要 证 明  

自 己 是 神 真 正 的 仆 人 ， 一 个 为 神 所 认 识 Y 

并 按 着 神 真 理 的 话 生 活 的 人 。 他 应 远 离 一  

些 常 临 到 少 年 人 的 恶 念 ， 并 要 避 免 互 相 争  

竞 的 诱 惑 。 他 努 力 帮 助 会 众 逃 避 撒 但 的 陷  

阱 时 ， 反 而 要 温 柔 、 忍 耐 和 谦 卑 。

提 摩 太 后 书 三 章 1 至 9 节 ， 是 保 罗 对  

教 会 中 的 异 端 一 段 最 强 烈 的 谴 责 。 他 们 加  

入 教 会 ， 却 不 相 信 基 督 教 的 真 理 。 他 们 没  

有 过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还 致 力 引 诱 其 他 人 随  

从 他 们 邪 恶 的 信 念 和 行 为 ； 保 罗 把 当 曰 的  

异 端 比 拟 为 出 埃 及 记 七 章 的 埃 及 术 士 ， 按

犹 太 的 传 统 ， 他 们 称 作 雅 尼 和 彳 羊 &  

的 异 端 必 不 能 敌 挡 真 理 ， 正 如 音 日 j  

佯 庇 敌 挡 神 和 敌 挡 祂 的 代 言 人 摩 西  • 

能 得 逞 。 ’

雅尼和 

均不

保 罗 把 自 己 的 生 命 和 信 念 与 舁  

念 ， 作 了 强 烈 的 对 比 。 保 罗 在 第 _ _ 次 ^ 信 

旅 程 中 ， 已 被 异 端 過 迫 ， 但 他 仍 然 继 线 2  

讲 真 理 ， 并 引 导 了 许 多 人 接 受 基 你 _ = 传 

太 应 当 学 习 保 罗 的 榜 样 。 °

得 胜 异 端 的 最 佳 方 法 ， 是 努 力 研 读 神  

的 话 。 “ 圣 经 郎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 於 教 ^  

» 责 ，使 人 归 正 、教 导 人 学 义 都 是 有 益的'  

叫 厢 神 的 人 得 以 完 全 ， 预 备 行 各 样 的 ^  

事 。’’ （提 后 三 丨 6 、 17>

保 罗 义 正 词 严 地 嘱 咐 提 摩 太 ， 要 忠  

心 、 要 努 力 地 传 扬 神 的 道 。 许 多 人 不 想 f  

听 从 圣 经 的 真 理 ， 但 提 摩 太 应 纠 正 和 责 备  

他 们 ， 纵 使 这 会 带 来 逼 迫 。

保 罗 的 位 心 和 盼 M  ( 四 6- 1 8 >

保 罗 把 这 些 极 为 重 要 的 命 令 ， 写给提  

摩 太 ， 因 为 他 知 道 自 己 的 时 日 无 多 ： “我 

现 在 被 浇 奠 ， 我 离 世 的 时 候 到 了 ” （四 6 > 。 

他 在 回 顾 过 去 的 日 子 时 ， 感 到 心 满 意 足 ； 

他 活 出 了 真 正 的 信 心 和 事 奉 。 因 此 ， 他可 

以 满 有 信 心 地 盼 望 ， 在 天 国 中 得 着 胜 利 的  

冠 冕 。 这 信 心 让 保 罗 勇 敢 地 面 对 他 的 离  

去 ， 同 样 ， 一 切 有 信 心 的 、 认 为 主 再 来 是  

— 个 蒙 福 盼 望 的 基 督 徒 ， 也 可 以 得 着 这 样  

的 勇 气 。

保 罗 催 促 提 摩 太 到 罗 马 陪 伴 他 。 当时 

他 的 友 伴 中 ， 只 有 路 加 仍 然 与 他 一 起 。 保 

罗 把 昔 日 曾 与 他 作 伴 ， 却 已 离 开 他 的 友 伴  

之 情 况 ， 告 诉 提 摩 太 。 其 中 ， 底 马 证 实 在  

真 道 上 失 败 了 ； 革 勒 士 、 提 多 和 推 基 古 则  

往 别 的 地 方 去 。 保 罗 吩 咐 提 摩 太 到 罗 马 来  

的 时 候 ， 把 他 在 特 罗 亚 留 於 加 布 的 那 件 外  

衣 带 来 ， 并 把 他 的 书 带 来 ， 尤 其 是 那 些 f  

卷 ， 可 能 有 部 分 是 圣 经 。 保 罗 又 餐 告 提  

太 防 备 那 铜 匠 亚 力 山 大 （参 提 前 一  

保 罗 首 次 受 审 时 ， 他 所 有 的 朋 友  

弃 他 。 然 而 ， 神 与 他 同 在 ， 并 拯 救 了  ’ 

他 甚 至 有 机 会 把 福 音 传 给 普 世 的 人 。

结 朿 的 问 安 访 （四丨9 — 2 2 ) 、 又把罗

保 罗 向 以 弗 所 一 些 友 人 问 安 ^ 女 . 这  

马 信 徒 向 提 摩 太 的 问 安 ， 带 给 j 摩 他 催 佴  

些 罗 马 信 徒 显 然 是 提 摩 太 认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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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在 冬 天 之 前 ， 起 程 跟 他 见 面 ， 因 为  

择 冬 天 ， 旅 程 会 困 难 重 重 ， 甚 或 变 得 不  

^ 能 。 保 罗 以 一 个 简 短 的 祝 福 来 结 束 ： 

' 想 主 与 你 的 灵 同 在 ”。

S a m u e l  C a r t l e d g e  

参 • 提 厣 太 前 书 ” 1 5 5 9 :  ••提多书"

1549: •保罗” 9 0 。

参考书目： J .H _ B e r n a r d , T h e  P a s f o 广a / 

Epistles: P . F a i r  b a i r n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the 

Pastoral E p i s t l e s : W . H e n  r i k s e n ,

Exposition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J .N .D . 

Kelly, The Pastoral Epistles; G .W . K n i g h t , 

The Faithful S a y i n g s  in the Pastoral 

Letters; A . P l u m m e r , T h e  P a s t o r a  I 

Epistles.

提摩太前书
Timothy, First Letter to
ti m6 t^i  q i ^ n  s h u

提 摩 太 前 、 后 书 与 提 多 书 合 称 为 教 牧  

书信， 是 3 封 写 给 两 位 年 轻 牧 者 的 信 件 ， 

内 容 关 乎 以 弗 所 和 革 哩 底 教 会 中 ， 对 牧 养  

问 题 的 处 理 方 法 。

教 牧 书 信 的 作 者

上 述 3 封 书 信 在 第 1 节 ， 均 指 出 保 罗  

是作者。 自 爱 任 纽 （约 主 后 1 8 5 > 的 时 候  

开始，早 期 教 会 传 统 只 以 保 罗 为 教 牧 书 信  

的作者。在 这 些 信 件 中 ， 有 许 多 地 方 列 举  

了 保 罗 个 人 的 生 平 ， 因 而 有 力 地 证 明 保 罗  

确 实 就 是 教 牧 书 信 的 作 者 。

然 而 ， 许 多 学 者 基 於 以 下 的 原 因 ， 反 

对保罗是作者。

他 们 指 出 教 牧 书 信 中 所 用 的 希 腊 文 词  

C ，并 没 有 在 保 罗 其 他 的 书 信 中 出 现 。 这  

些 信 件 的 主 题 内 容 ， 也 与 其 他 书 信 有 别 。 

可是，作 者 在 这 里 处 理 的 ， 是 一 些 关 乎 教

会 在 组 织 和 纪 律 等 较 技 术 性 的 问 题 --------

个 传 道 者 写 给 其 他 的 传 道 者 。 再 者 ， 保 罗  

^ 〜 个 受 过 高 深 教 育 的 人 ， 所 应 用 的 词  

^ 甚 为 丰 富 。 教 牧 书 信 中 ， 特 有 的 词 语  

电 不 会 超 越 保 罗 的 字 库 以 外 。 由 於 保 罗 经  

# 请 人 代 笔 ， 所 以 一 些 不 常 见 的 词 语 ， 可 

能 鱿 是 出 於 这 些 文 士 。

另 一 个 反 对 的 理 由 是 ， 信 中 提 到 保 罗  

、些 旅 程 ， 跟 使 徒 行 传 所 描 述 的 并 不 相

符 。 若 认为 保 罗 确呰 写 作教牧 书 信 ，及作 

过 其 中 所 提 及 的 赛 悄 ，便是相信他已经从  

罗 马 狱 中 释 放 出 来 ，然后前往革哩底、以 

弗 所 和 马 其 顿 各 地 ，使徒行传没有提及这  

些 后 期 的 旅 程 ， 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可能  

有 意 以 保 罗 在 罗 马 下 监 来 结 束 其 书 信 。一 

些 法 律 上 的 证 据 显 示 ，保罗在当时若没有  

被 定 罪 ， 两年后便自动会 获释。

一 些 学 者 争 辩 说 ，教牧书信提及已发  

展 的 教 会 ， 证明是后於保 罗在世的日子。 

其 中 曾 提 及 长 老 、监督和执审等职任。其 

实 ， 长 老 已 见 於 旧 约 时 代 ，监督则是地方 

教 会 里 的 干 亊 ， 几乎可以肯定与长老相  

同 。 此 外 ，保 罗 在其 书 信 中 ，如腓立比书 

一 章 1节 ， 也有提 及 执 事。

多 半 保 守 派 的 学 者 和 许 多 其 他 的 学  

者 ， 都 极 力 主 张 保 罗 是 3封教牧书信的作  

者 。当 然 ，圣灵可以拣迭和默示另外的人， 

但 似 乎 有 更 多 正 面 的 证 据 ，支持圣灵拣选 

了 使 徒 保 罗 的 看 法 。

写作年代

假 设 教 牧 书 信 是 由 保 罗 执 笔 ，那么， 

提摩太前书便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  

囚 而 获 释 后 （约主后 6 1 >，和第二次入狱  

之 前 （约 主 后 6 4 - 6 7尼 禄 逝世 年间 ）写成 

的 。 至 於 地 点 方 面 ，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  

弗 所 后 ， 便 继 续 前 往 马 其 顿 （提前一 3>, 

他 可 能 就 在 那 里 写 下 提 摩 太 前 书 。本书当 

然 是 写 给 在 以 弗 所 的 提 摩 太 。

历史背景

保 罗 把 提 摩 太 留 在 以 弗 所 管 理 教 会  

(提 前 一  3 ) 。 保 罗 在 第二 次 旅 程 中 ，本想 

前 往 亚 西 亚 （而以弗所就是那 1 的主要城 

市 ） 但 却 遭 到 圣 灵 的 拦 阻 。他於是继续前 

往 马 其 顿 和 希 腊 （徒 十 六 6 ) 。在结束第  

二 次 旅 程 的 时 候 ，他们略为探访了以弗所  

( 徒 十 八 1 9 、2 0 )。 在第三次传道的旅程  

中 ， 他 以 以 弗 所 为 活 动 的 中 心 ，并在那里 

住 了 3 年 （徒十九丨 至二 十 1 ) „保 罗 第一  

次 在 罗 马 被 囚 时 ，写下了以弗所书。不过 

相 隔 了 好 几 年 ，他又写下提摩太前书，给 

当 时 在 以 弗 所 的 提 摩 太



神学
大 致 上 ， 我 们 可 以 说 提 摩 太 前 书 的 神  

学 ， 完 全 与 保 罗 的 其 他 书 信 和 新 约 粮 体 的  

神 学 一 致 。 神 的 主 权 与 爱 ， 清 楚 而 觅 复 地  

在 书 信 中 表 达 出 来 。 作 者 常 指 出 耶 鮮 是 真  

正 的 神 ， 同 时 ， 也 是 真 正 的 人 。 救 恩 是 透  

过 基 符 、 路 笤 在 神 甩 而 的 信 心 而 得 ® 的 。 

律 法 并 不 能 拯 救 人 ， 因 为 所 有 人 都 已 违 犯  

了 律 法 。 然 而 ， 律 法 是 好 的 ， 是 神 给 予 一  

个 得 救 之 人 的 指 引 ， 引 导 他 们 过 讨 神 苒 悦  

的 生 活 。

信 中 的 内 容 多 半 围 绕 教 会 。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也 应 是 教 会 的 一 分 子 。 他 们 可 在 教 会  

大 大 地 发 展 基 督 徒 的 品 格 ， 他 们 在 教 会  

中 ， 比 在 教 会 以 外 ， 能 更 有 效 地 事 奉 神 。 

教 会 需 要 有 组 织 ， 以 致 能 有 效 地 把 工 作 完  

成 „ 教 会 必 须 常 常 尽 力 远 避 异 端 ， 并 教 导  

福 音 的 真 理 。

本 书 特 别 充 满 勉 励 和 劝 告 ， 由 老 牧 者  

向 年 轻 牧 者 —— 老 牧 者 在 信 心 中 亲 爱 的 儿  

子 —— 所 发 出 的 。

内 容 提 要

问 候 < — 1 、 2>

作 者 自 称 是 保 罗 ， 并 自 述 是 蒙 拣 选 、 

得 父 神 及 其 子 基 督 耶 稣 賜 下 权 柄 的 使 徒 。 

保 罗 可 以 向 年 轻 牧 者 和 教 会 ， 说 出 带 着 权  

柄 的 话 。

本 书 是 保 罗 写 给 其 亲 爱 的 属 灵 儿 子 提  

摩 太 的 ， 保 罗 并 向 他 发 出 三 重 的 祝 福 ——  

从 神 而 来 的 恩 惠 、 怜 悯 和 平 安 。

异 端 的 祌 学 （一 3 - 2 0 )

保 罗 把 提 摩 太 留 在 以 弗 所 的 其 中 一 个  

原 因 是 ， 他 希 望 提 摩 太 “嘱 咐 那 几 个 人 不  

可 传 异 教 （一  3 > 。 保 罗 认 为 一 个 人 的 信  

念 ， 与 他 的 行 为 同 样 重 要 。 这 里 所 描 述 的  

异 端 是 诺 斯 底 派 的 雏 型 ； 诺 斯 底 派 是 最 危  

险 的 异 端 ， 教 会 与 之 争 持 了 多 个 世 纪 。

这 些 诺 斯 底 信 徒 自 称 比 一 般 基 督 徒 对  

真 理 有 较 深 远 的 见 识 。 他 们 以 神 为 灵 、 人  

为 物 ， 划 分 两 者 的 界 线 。 对 於 诺 斯 底 信 徒  

来 说 ， 神 人 两 者 之 间 有 无 数 的 天 使 ， 天 使  

又 有 不 同 的 等 级 ， 有 半 神 体 、 分 神 体 等 ， 

而 不 单 只 有 一 位 中 保 —— 耶 稣 基 督 。 他 们  

指 基 督 教 充 满 神 话 和 离 言 。 他 们 宁 愿 取 悦  

那 一 群 无 数 的 天 使 ， 以 得 着 救 恩 ， 而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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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 信 心 接 受 神 的 極 救 „ 他 们 对 於  

律 法 有 特 别 的 看 法 。 但 正 如 保 ^  运靠的 

知 道 的 ， 就 是 惟 有 神 的 恩 典 m | 、|+A 消楚 

人 。 7 以钰教雜

cx.  i rs  ^ \ —— i

‘我 劝 你 ， 第 一 耍 为 万 人 恳 求  

代 求 、 祝 谢 。 （二 1 ) 祷 告 在 甚 、 

敬 拜 中 ， 占 有 极 度 重 要 的 位 饪 。 保 ， 的 

信 徒 要 特 别 为 国 中 在 商 位 的 人 ^ 告 （， 调 

那 是 罗 马 帝 国 ， 那 君 王 是 尼 禄 K 保 ^ 便  

罗 马 书 十 二 章 ， 已 对 此 作 出 消 楚 的 教 导 在  

耶 稣 也 曾 对 门 徒 说 ， 该 撒 的 物 当 归 给 诊 ^  

( 太 二 十 二  2 1 > 。

基 替 徒 无 论 男 女 ， 也 应 向 神 祷 告 向  

神 举 起 圣 洁 的 手 ， 举 起 那 没 有 罪 恶 愤 ^ 

和 怨 恨 的 手 。

‘‘又 愿 女 人 廉 耻 、 自 守 ， 以 正 派 衣 裳  

为 妆 饰 ， 不 以 编 发 、 黄 金 、 珍 珠 ， 和贵价 

的 衣 裳 为 妆 饰 ； 只 要 有 善 行 ， 这 才 与 自 称  

是 敬 神 的 女 人 相 宜 。” （二 9 、 1〇>

保 罗 然 后 继 续 说 ： “我 不 许 女 人 讲 道 ， 

也 不 许 她 辖 管 男 人 。” （二 1 2 > 今 天 各 基  

督 教 会 仍 在 争 论 妇 女 在 教 会 中 的 地 位 。 虽 

然 ， 两 性 之 间 在 某 些 方 而 仍 有 分 别 ，但女 

性 的 地 位 却 已 在 许 多 方 面 有 了 巨 大 的 改  

变 。 但 在 这 时 ， 保 罗 并 不 准 许 女 性 担 当 教  

导 男 性 的 工 作 ， 或 是 担 当 管 辖 男 性 的 职

:会 中 正 确 的 纽 织 （三 丨 至 五

“ ‘人 若 想 要 得 监 督 的 职 分 ， 就是羡  

善 工 。’ 这 话 是 可 信 的 。，’ （三 U 在 3封 

牧 书 信 中 ， 监 督 的 职 分 明 显 是 地 方 教 会  

的 事 奉 人 员 ， 而 不 是 教 会 的 管 理 人 ，如 

世 纪 早 期 的 教 会 的 主 教 。 保 罗 在 提 多 书  

章 4 至 7 节 ， 把 长 老 与 监 督 相 提 并 论 ^  

是 ， 学 者 大 多 认 为 ， 保 罗 只 是 把 这 ^  

语 交 换 使 用 。 提 摩 太 的 工 作 大 概 ^ 和  

会 中 的 牧 师 最 为 接 近 ， 长 老 （肢 

事 则 协 助 他 治 理 教 会 。 m 伯一

渴 望 在 教 会 中 作 长 老 是 值 具 备  

人 若 希 望 获 选 担 任 这 职 位 ， 内外皆 

高 的 资 历 。 他 必 须 是 一 个 在 条件舴 

尊 重 的 人 。 圣 经 中 列 出 大 部 f 值得注意  

为 清 楚 ， 其 中 有 数 点 是 颇 ’其 中 有 数 点 是 颇 为  

‘作 监 督 的 ， 必 须 无 可 指 摘 1

只作~



丈 夫 ， ， （三 2 > 希 腊 原 文 直 译 为  

个J3 人的人白勺男人”。 这 便 淸 楚 禁 止 了 ~  

个 ^ 丨 也 杜 绝 丈 夫 对 妻 子 不 忠 的 情  

秀 多 赛 大 概 不 会 排 除 一 个 已 离 婚 并 再  

贫 • 这 承或 从未 ® 妻 的 独 身 汉 • 教 会 应 坚  
浓 的 人 ^ 要 合 手 商 度 的 道 德 标 准 。

恃 其 ^ 老 若 要 在 教 会 中 执 行 纪 律 ， 必 先 管  

g 的 家 莊 生 活 》

搜自5 督 也 不 可 因 洒 滋 事 。 保 罗 并 没 有 完  

食 第 ^ 人 喝 濟 ， 只 是 清 楚 要 求 长 老 不 可 受  

fll通的括制。

抑 一 个 担 任 长 老 高 职 的 人 ， 也 不 应 是 初  

教的人， 恐 怕 他 因 此 自 高 自 大 ， 不 能 作  

—个好长老。

总 括 来 说 ， 只 有 品 格 卓 越 的 人 ， 才 可  

获 选 担 任 教 会 中 的 长 老 或 监 督 等 高 职 。

保 罗 跟 着 谈 及 执 事 的 职 分 ： “作 执 事  

的，也 是 如 此 ： 必 须 端 庄 ， 不 — 口 两 舌 。” 

(三8 ) 作 执 事 的 资 格 实 质 上 与 作 长 老 的  

-•样。被 选 任 为 执 事 之 前 ， 他 们 必 须 在 教  

会 有 枣 奉 的 经 验 。 提 摩 太 前 书 三 章 1 1 节 

指 出 女 性 方 面 应 有 的 资 格 ， 经 文 所 指 的 ， 

可 能 均 指 女 执 事 和 执 事 的 妻 子 。 第 1 2 节 

則 继 续 指 出 教 会 对 执 事 一 般 的 要 求 。

保 罗 告 诉 提 摩 太 说 ， 他 希 望 不 久 可 以  

来 看 他 和 探 望 教 会 ， 但 在 他 可 以 起 行 之  

前，他 以 这 封 书 信 帮 助 提 摩 太 解 决 拣 选 教  

会领袖的困难。 他 知 道 过 — 个 良 好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并 不 容 易 ， 但 基 督 可 以 助 他 成 功 众  

保 罗 其 后 用 以 形 容 基 督 的 句 子 ， 许 多 学 者  

认 为 他 是 取 自 早 期 一 首 崇 拜 基 督 的 赞 美 诗

# 的 ^ 罗 在 第 四 章 强 调 提 摩 太 作 为 教 会 牧  

系 ^ 责 ’ 尤 其 是 他 与 教 会 中 异 端 的 关

k l f 称 他 的 世 代 为 “末 后 的 世 代 ”， 
拜 端 是 意 料 中 事 。

的 *欲 S 诺 斯 底 派 的 异 端 ， 教 导 一 种 错 误  

但事关上义’ 包 括 禁 止 嫁 娶 和 禁 戒 食 物 。

以 * ^ 神 已 让 人 使 用 和 欣 赏 这 些 东  

神 的 真 神 的 荣 耀 。 提 摩 太 的 牧 职 是 把  

^ 那 ‘‘ 不 容 许 自 己 陷 於 讨 论  

嘀 7 )。 $ 俗 的 言 语 ” 和 “荒 渺 的 话 ，，中 

笔，使 自 已 罗 鼓 励 提 摩 太 以 不 断 的 屈 灵 操  

泛 鮮 体 的 的 灵 强 壮 ， 而 且 厲 灵 的 操 练 远  

俾 萝 ^ 练 ® 要 》
道 提 摩 太 是 一 个 年 轻 人 ， 一 些

受

g 自 己 d 二 四 1 2 > ，’:取为他

完 心 他 ， 他 5 ^ 以

2 罗 给 予 提 摩 太 - 此 十 ^
指 出 - 个 年 轻 十 分 实 际 的 意

待 老 年 人 如 自 己 的 = 相 = . 提 摩 太 应

兄 姊 妹 "a 要 的 是 “衫，断.年人如同弟 

( 五 2 > 。 ， 总要洧滴洁洁的”

保 罗 十分实际地处

他持别处理了^ 时 ’ 妇女工作的机会极少  =

会 保 障 和 保 险 制 度 ，妇 人 —旦失去丈夫  

=  入 绝 望的 境 况 中 。早 _ 教会为 
= 造 了 - 份 名 册 ，好让她们得到照顿。 

由 於 出 现 了 不 同 的 实 际 问 题 ，保罗於是针 

对 这 些 问 题 ，给予一些意见。他鼓励年轻 

的 寡 妇 再 婚 ， 由丈夫供养她们。若是有能 

力 的 家 庭 ， 应认 清自己有责任照顾家中有 

需 要 的 寡 妇 。那 么 ，教会便可负责照顾没 

有 家 庭 、 年 老的 寡 妇 。教会既有参与慈善  

工 作 的 义 务 ，便 应尽 责 、智恝和公平地使 

用 其 有 限 的 资 源 ，以达致最佳效果。

即 使 在 早 期 的 教 会 ， 牧者也是受薪  

的 。 保 罗 说 ，他 们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  

奉 ” （五1 7 >  ; 他 又引 述 旧 约 ，作为他发 

出 这 命 令 的 权 威 。

就 是 古 代 的 教 会 领 袖 也 并 不 是 完 全  

人 ， 他 们 的 缺 点也 需要 加以 处 理 。有些人 

喜 欢 批 评 教 会 领 袖 的 弱 点 。人应拒绝昕 j  

那 些 批 评 ， 除非最后证实那是真实的。若 

是 这 样 ， 教会便应大公无私地执行纪律处

分 。 教 会 不 应 太 仓 _ _ 和 按 立 教 会 领

离 诸 ^ : 口 二章 2 3 节 是 - 丨 难 题 °  姑•至少诺斯

显 然 认 为 信 徒 法 ：但保罗明 

底 派 异 端 的 禁 欲 者 = 丨‘‘因 你 扣 不 清 ， 

明 地 劝 太 二 ； 度 ，以酒作药用在这  
壞 次 患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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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是 容 许 的 。 基 督 徒 喝 酒 的 问 题 比 这 一 节  

所 教 导 的 ， 实 在 远 为 S 杂 。

本 段 以 另 一 种 处 理 教 会 领 袖 犯 罪 的 方  

法 作 结 （五 2 4 、 2 5 ) 。 若 所 犯 的 罪 是 明 显  

的 ，犯 罪 者 就 必 须 受 教 会 的 处 分 。有 时 候 ， 

一 些 罪 对 人 来 说 是 不 明 显 的 ， 但 神 却 知  

道 ， 并 加 以 处 理 。 反 过 来 说 ， 教 会 领 袖 的  

善 行 也 是 这 样 。

有 关 祜 忤 徒 生 活 的 一 残 实 除 教 导 （六 ^

2 1 )
昔 日 奴 隶 制 度 是 认 可 的 。 基 督 徒 奴 隶  

应 当 是 好 奴 隶 ， 基 督 徒 主 人 也 应 当 是 好 主  

人 。 在 许 多 世 纪 之 后 ， 基 督 徒 原 则 上 否 定  

奴 隶 制 度 ， 但 当 时 若 要 保 罗 或 任 何 人 带 领  

一 个 推 翮 奴 隶 制 的 行 动 ， 是 极 之 不 可 能  

的 。

保 罗 再 次 勉 励 提 摩 太 ， 远 避 异 端 的 教  

训 ， 要 忠 心 地 教 导 福 音 的 真 理 。

这 部 分 有 两 段 （六 6 - 1 0 、 1 7 - 1 9 ) 谈  

及 基 督 徒 对 於 财 富 的 态 度 。 保 罗 谨 守 耶 穌  

的 教 训 。 金 钱 可 以 成 为 一 个 假 神 ， 并 为 教  

会 中 的 成 员 带 来 各 种 罪 恶 。 然 而 ， 金 钱 也  

可 用 来 事 奉 神 ， 并 转 化 为 天 上 的 财 宝 。

最 后 ， 保 罗 又 以 两 段 话 （六 1 1 - 1 6 、 

2 0 - 2 1 ) 勉 励 提 摩 太 ， 尽 力 做 一  >  真 正 属  

神 的 人 。 他 应 作 神 的 精 兵 ， 打 一 场 美 好 的  

仗 。 这 样 生 活 是 艰 苦 的 ， 但 提 摩 太 应 定 睛  

仰 望 荣 耀 的 基 督 第 二 次 的 降 临 。

本 书 以 一 句 简 短 的 祝 福 作 结 ： “愿 恩  

惠 常 与 你 们 同 在 ！ ”

S a m u e l  C a r t l e d g e  

参 • 保 罗 - 90: • 提 厣 太 后 书 _ 1 5 5 5 :

•提多书• 1 5 4 9 。

参 考 书 目 ： J . H . B e r n a r d  , P a s f  o r a /

Epistles; P . F a i r b a i r n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the 

P a s t o r a l  E p i s t l e s ; W . H e n  r l k s e n  , 

Exposition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J .N .D . 

K e l l y . T h e  Pastoral Epistles; G .W . K n i g h t . 

T h e  Fai thful S a y i n g s  in the P a s t o r a l  

Lette  r s ; A . P l u m m e r , T h e  P a s t o r a l  

Epistles.

提 萨 他
Tirshatha
t i  t§

从 希 伯 来 文 音 译 过 来 的 词 语 ， 和 合 本

译 作 “省 长 ”。 所 罗 巴 伯 （拉 五  

设 巴 萨 ， 和 尼 希 米 （尼 八 9 4 > 又名

称 为 省 长 ， 他 们 於 被 城 归 回 时  1 ) 皆坡 

路 撒 冷 出 任 此 职 。 ’ 均在耶

捉 斯 比 ， 提 斯 比 人
Tishbe, Tishbite
t l  sT b l  / t i  sT b !  r d n

先 知 以 利 亚 的 家 乡  

( 王 上 十 七 1 , 二 十 一 1 7  

8 、 九 3 6 > 。 提 斯 比 在 列

， 及 其 中 的 居 民  

、 2 8 ; 王 下 〜 3 

- 王 纪 上 十 七 章丨令 

的 希 伯 来 文 字 的 字 形 ， 促 使 钬 定 本  $

语 译 为 ‘‘（基 列 的  > 居 民 ，，。 然 而 ，
译 本 都 按 照 七 十 士 译 本 ， 把 提 斯 比 卷  

有 名 词 。 以 利 亚 在 其 他 地 方 ， 皆被称为  

斯 比 人 ， 因 而 支 持 了 上 述 的 看 法 。 若提 

比 果 然 是 专 有 名 词 ， 它 极 有 可 能 ^ 狄 斯 比

--------座 位 於 拿 弗 他 利 的 城 邑 ， 见 於 《多

比 传  > — 章 2 节 。

提 斯 利 月
Tishri
t i  s i  11 y u d

希 伯 来 历 法 里 的 一 个 月 份 ， 约等於9 

月 中 旬 至 1 0 月 中 旬 。

参 “历 法 " 8 7 7 。

提 洗 人
Tizite
t i  xT r 6 n

形 容 约 哈 的 用 词 ， 但 含 义 不 详 。约哈 

是 由 大 卫 选 作 近 卫 的 一 个 出 色 勇 士 。提洗 

可 能 是 指 其 家 族 或 家 乡 的 名 字 《代上十一 

4 5 )  0

提 欣 拿
Tehinnah
t i  x i n  n d  . .  j-pg

犹 大 支 派 珥 拿 辖 人 的 始 祖

12) 〇

鹈 鹕
Pelican
t l  h d

参 “鸟 （鹈 鹕 ）• 1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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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 天堂
H e a v e n

l i a n  /  t i a n  t i i n g

希 伯 来 用 语 中 ， 代 表 天 空 和 天 国 的  

字 。 在 希 伯 来 文 ， “天 ’’ 是 个 双 数 字 一  

希 伯 来 文 除 了 单 数 、 s 数 以 外 ， 尚 有 代 表  

‘‘一 对 ” 的 双 数 。 这 个 双 数 的 形 式 ， 可能  

只 是 古 代 表 达 复 数 的 方 法 。 但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人 相 信 这 个 字 暗 示 天 有 上 下 层 之 分 ， 

那 就 是 拽 灵 的 天 ， 和 祺 物 质 的 天 。

旧约

旧 约 作 者 心 目 中 的 天 ， 是 个 有 根 基 和  

柱 子 支 持 、 巨 大 拱 形 的 “穹 苍 ” （撒 下 二  

十 二 8 K 这 个 天 甩 盖 在 地 的 上 面 ， 有 门  

可 以 打 开 降 雨 （诗 七 十 八 2 3 ) 。 旧 约 有 关  

天 空 的 启 示 ， 主 要 出 现 在 诗 篇 八 篇 和 十 九  

篇 1至 6 节 。 旧 约 的 其 他 地 方 ， 说 到 天 是  

云 （诗 一 四 七 8 > 、 风 （亚 二 6 > 、 雨 （申 

十一丨丨 > 、 雷 （撒 上 二 丨 0 > 、 玆 （申 三 十  

三 丨 3 > 、 霜 （伯 三 十 八 2 9 > , 和 飞 鸟 （创 

一 2 6 、 3 0 ) 的 范 畴 。 冰 苞 （书十丨丨）、 硫 

磺 与 火 （创 十 九 2 4 ) 这 些 毀 灭 的 力 贵 ， 

也 是 从 天 而 降 。 新 约 承 继 了 这 个 概 念 ， 把 

天 看 为 风 云 笛 祭 等 自 然 力 ®  (太 十 六 2; 

路 四 2 5 > , 和 鸟 类 飞 翔 （路 九 5 8 > 的 范 畴 。

除 了 大 气 层 以 内 的 天 空 外 ， 旧 约 中 屈  

物 质 的 天 ， 也 包 括 了 星 空 ， 甚 至 宇 宙 。 希 

伯 来 人 把 天 上 的 星 宿 ， 看 作 是 神 手 所 作 ， 

荣 栩 的 彰 显 。 他 们 不 以 为 这 些 星 象 本 身 有  

什 么 能 力 或 什 么 活 力 。太 阳 、月 亮 、行 星 、 

恒 星 ， 对 他 们 来 说 ， 都 只 不 过 是 穹 苍 上 面  

的 光 体 （创 一 1 4 ， 十 五 5 > , 不 配 受 人 敬  

拜 。 因 为 神 已 凭 着 自 己 的 旨 意 ， 照 着 自 己  

的 恩 典 ， 把 人 放 在 这 一 切 之 上 了 。 律法 明  

令 ， 希 伯 来 人 不 可 以 敬 拜 天 象 （出二十4 >

或 代 表 这 些 天 象 的 神 衹 《耶 四 十 四 17-

2 5 ) , 也 不 可 以 夜 观 天 象 来 占 卜 （赛 四 十  

七 1 3 h 这 个 独 特 的 树 灵 典 窣 ， 把 希 伯 来  

人 和 他 们 迷 信 的 邻 邦 分 别 出 来 。 他 们 相 信  

由 神 创 造 、 照 ？H i 旨 意 运 行 的 天 象 ， 却 受 到  

外 邦 人 的 敬 拜 。

在 神 学 的 角 度 看 ， “天 ” 怎 样 形 容 神  

所 居 住 的 屈 灵 的 境 界 ， 是 这 个 字 飛 盟 要 的  

用 法 。 无 数 的 经 文 形 容 神 是 “至 高 至 上 ， 

住 在 永 远 ” 的 （赛 五 十 七 丨 5 ， 和 合 本 小

字 >，天上地下都有 ? 〇!的 居 处 f 王上八 12 ). 

所罗门说••“香 哪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  

足 你 居 住 的 ” （王 上 八 ‘27> •耶穌说他要  

归 回 的 父 家 ， 就 是 这 个 地 方 （约十四 2; 

诗 六 十 一  4 ， 六 十 五 4 ) •真帐落就立在那  

里 ， 地 上 的 帐 幕 ，不 过 是 它 的 影 象 （来八 

1 - 5 > » 保 罗 所 讲 ，神 所 居 住 的 “第三层  

天 ”， 就 是 这 里 （林 后 十 二 2 K 所 以 ， 

“天 ” 有 时 也 用 作 “神” 的 同 义 词 （参太 

二 十 三 2 2 ; 路十五丨8 )。

“天 上 的 天 ”原 文 直 译 ，是 “天之天”， 

意 思 就 是 “最 商 的 天 ”；这 是希伯来文中， 

要 表 达 “至 商 ”的 方 法 （申十丨4 ;王上  

八 2 7 ; 诗 六 十 八 3 3， 一 四 八 4 > 。有人认  

为 “天 上 的 天 ”和 保 罗 所 讲 的 “第三层天” 

( 林 后 十 二 2 ) , 是 同 一 个 地 方 。 这符合古  

希 腊 中 ， 天 有 3层 的 溉 念 。 这个说法在中  

世 纪 时 ， 为 罗 马 天 主 教 会 所 接 纳 ■>这 3层 

的 天 ， 也 各 起 了 拉 丁 文 名 字  

Aqueum  , Coelum Sidereum 及 Coleum 

这 个 教 义 的 基 本 既 念 来 自  

古 希 腊 的 观 点 ，但 和 前 面 提 到 、有相灵的  

天 和 屈 物 质 的 天 的 旧 约 教 训 ， 也没有冲  

突 。 支 持 这 个 看 法 的 人 ，大致上都把第三  

层 天 看 作 是 蒙 福 者 灵 魂 所 到 之 处 。这些灵  

魂 经 过 了 大 气 层 内 的 天 空 ，和日月星辰所  

在 的 外 太 空 这 两 层 较 低 的 天 ，便能到达宇  

宙 的 尽 头 。

新约

主 耶 穌 说 过 ， 天 是 神 居 住 的 所 在 ， 

是 ？〇!彰 显 地 临 在 的 地 方 （参 太 六 9 ; 启十  

一 1-3 >。 圣 经 也 说 ， 基 督 从 天 降 临 ，要 

宣 扬 神 的 荣 糂 《约一丨4、 耶穌在地  

上 作 工 时 ，多 次 提 到 自 己 来 自 天 上 （约三 

1 3 , 六 3 3 - 5 1 ) ; 起 码 有 3 次 ， 天上发声  

证 实 ？ 的 说 话 《太三丨6 、 1 7 , 十七 5 : 约 

十 二 2 8 ) » 在 最 后 的 晚 飪 ，耶奸说要回到  

父 家 ，并 且 明 说 莨 的 有 这 个 地 方 （约十四  

卜 在 大 祭 司 的 祷 告 中 （约十七  耶 

穌 又 提 到 地 和 父 神 在 天 上 共 有 永 远 的 荣  

糂 。 使 徒 行 传 一 章 至 1 1节 记 栽 ，耶穌升  

天 以 后 ， 两 个 天 使 提 附 门 徒 ，池还要从天  

上 再 回 来 u 他 们 所 说 的 话 ，后来保罗证实  

了 （林前十五卜丨丨； 弗四 7 •丨6 ; 提前三  

1 6 > , 作 为 新 约 教 训 提 要 的 使 徒 信 经 ，也



觅 述 了 这 件 亊 。 在 新 约 里 ， 耶 穌 蓰 锊 和 天  

上 神 的 居 所 ， 有 总 息 相 关 的 连 系 ， 是 福 音  

信 息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耶 穌 长 远 活 右 ， 

“在 神 的 右 边 ” 为 一 切 信 他 的 人 代 求 （来  

七 2 5 ; 参 可 十 四 ( ; 2 > 。

保 罗 对 信 徒 和 天 的 关 系 ， 有 煨 详 尽 的  

讲 述 。他 说 ，在 天 上 ，信 徒 的 身 体 会 改 变 ， 

变 得 和 基 督 荣 耀 的 身 体 相 似 （腓 三 2 0 、 

2 1 ) 。 他 这 教 训 ， 和 约 翰 所 说 的 （约 査 三  

2 、 3 > 互 相 呼 应 ， 更 指 出 信 徒 真 正 的 国  

锫 ， 是 在 天 上 。 “国 民 ” 这 个 词 ， 是 指 一  

群 旅 居 他 国 的 侨 民 ， 只 需 遵 守 本 国 的 法  

律 ， 不 用 遵 守 旅 居 之 地 的 规 条 （参 徒 二 十  

二 2 8 > 。 这 个 身 分 对 於 信 徒 ， 明 显 十 分 ffi 

要 . • 不 论 世 界 的 标 准 怎 样 ， 信 徒 都 要 依 照  

天 上 所 启 示 、 神 的 道 德 标 准 来 生 活 ； 信 徒  

既 然 已 经 和 基 督 一 同 复 活 ， “就 当 求 在 上  

面 的 亊 ； 那 里 有 基 督 坐 在 神 的 右 边 ” （西 

三 U 。 因 为 在 天 上 ， 基 督 “曾 賜 给 我 们  

天 上 各 样 厲 灵 的 福 气 ” （弗 一  3 ) 。 原 文  

“在 天 上 ” 这 个 片 语 ， 是 以 弗 所 书 独 有 的  

( 参 弗 一 3 、 2 0 , 二 6 ， 三 1 0 , 六 丨 2 > 。 这  

个 片 语 暗 示 ， 要 得 到 賊 灵 世 界 的 祝 福 ， 不  

须 超 越 长 远 的 时 空 ， 只 要 凭 着 信 心 ， 在 此  

时 此 地 就 可 以 得 到 。 正 因 如 此 ， 信 徒 才 可  

以 称 为 “同 蒙 天 召 ” 的 人 （来 三 1 ， 六 4 > 。

天 上 除 了 没 有 流 泪 、 忧 伤 、 痛 苦 、 死  

亡 外 ， 也 没 有 黑 夜 ， 不 需 光 照 ， 因 为 在 那

里 的 ， 是 神 的 儿 子 （启 二 H ---- 4 、 2 7 ， 二

十 二 3 、 5 ) 。 复 活 之 后 ， 婚 姻 嫁 娶 ， 也 不  

再 存 在 了 （路 二 十 2 7 - 3 8  ) 。 旧 约 起 码 有

两 个 圣 徒 -----以 诺 （创 五 2 2 - 2 4 ; 来 十 一 5 >

和 以 利 亚 （王 下 二 丨 ） -----是 直 接 提 升 到

天 上 神 面 前 的 。 除 了 保 罗 到 过 第 三 层 天 以  

夕卜，神 也 曾 呼 召 约 翰 升 到 天 上 去 （启 四 丨 >。 

这 个 天 ， 是 神 计 划 给 人 居 住 的 （参 帖 前 四  

1 6 、 1 7 ; 启 十 九 1 > 。 所 有 的 信 徒 至 终 都  

会 得 到 复 活 的 身 体 ， 住 在 天 上 。 主 从 天 上  

降 临 来 接 信 徒 之 时 ， 他 们 便 会 得 到 这 个 身  

体 （帖 前 四 1 6 、 1 7 ; 启 十 九 丨 - 4 ) 。 在 那  

时 候 ， 主 又 会 给 予 信 徒 珍 宝 和 赏 賜 （太 五  

1 2 ; 林 前 九 2 5 ; 林 后 五 1 ; 提 后 四 8 ; 雅  

— 丨 2 ; 彼 前 一 4 ， 五 4 ; 启 二 丨 0 ， 四丨 0 ) 。 

就 在 这 时 候 ， 得 赎 者 的 灵 魂 也 在 天 上 和 基  

督 同 在 （林 后 五 8 、 9 ) 。

参 • 亚 伯 拉 罕 的 怀 里 1 8 3 6 : ■■新天新地”

1564 tiSn i

1 7 4 9 : - 乐 园 ” 8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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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  pest  Lo n gi n g \ R . L e w i s , A  N e w  Vision 

H e a v e n : A .T . L i n c o l n , P a r a d / s e  

N e w  a n c / / V o f  Y e f ; D 丄 • M o o d y , H e a v e n ; K . 

Schilder, H e a v e n : W h a t  is it?; W .M . S m i t h ,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H e a v e n .

天 鹅 / 角鸱
Swan
t i d n  € / j i d o  c h i

参 - 鸟 （天 鹅 ）• 1 1 2 3 。

天 国 的 钥 匙
Keys of the Kingdom
t i S n  g u <3 d e  y l i o  s h i

象 征 性 地 描 述 耶 稣 将 权 柄 賜 给 彼 得 ： 

“我 要 把 天 国 的 钥 匙 賜 给 你 ， 凡你在地上  

所 捆 绑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捆 绑 ； 凡你在地上  

所 释 放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释 放 。” （太十六 

1 9 )

古 代 许 多 人 相 信 天 堂 与 地 狱 是 由 大 门  

紧 闭 的 ， 只 有 神 明 及 天 使 才 拥 有 钥 匙 。希 

腊 神 t s 说 普 卢 托 掌 管 阴 间 的 钥 匙 。 约在耶 

穌 时 期 的 犹 太 著 作 ， 说 神 获 得 阴 间 的 钥  

匙 。 在 启 示 录 ， 约 翰 更 看 见 基 督 拿 裔 死 亡  

及 阴 间 的 钥 匙 （启 一 1 8 ; 参 启 三 7 )。

马 太 福 音 把 钥 匙 象 征 开 关 天 国 之 权  

柄 。 耶 稣 在 回 应 彼 得 宣 称 祂 是 基 督 ，是永 

生 神 的 儿 子 时 （太 十 六 丨 6 > , 将 捆 绑 及 释  

放 的 权 柄 交 给 彼 得 。 这 权 柄 后 来 更 伸 延 到  

其 他 门 徒 （太 十 八 1 “捆 绑 ”和 “释

放 ” 这 两 个 词 语 ， 在 耶 稣 时 代 的 拉 比 ，皆 

用 来 宣 布 某 人 遭 受 拘 禁 （捆 绑 ），或可解 

除 禁 制 （释 放 ） 之 意 ； 有 时 指逐 出 会 堂 或  

是 恢 复 会 絡 。 此 外 ， 捆 绑 和 释 放 是 指 提 交  

神 审 判 或 宣 告 无 罪 。 耶 穌 所 说 “天国的钥 

匙 ” （捆 绑 及 释 放 ）， 是 指 移 交 给 门 徒 的  

一 种 屈 灵 的 权 柄 ： “你 们 赦 免 谁 的 罪 ，丨隹 

的 罪 就 赦 免 了 ； 你 们 留 下 谁 的 罪 ， 谁的'棋 

就 留 下 了 。” （约 二 十

法 利 赛 人 和 文 士 作 为 律 法 的 教 师 ，他 

们 有 权 “向 人 把 天 国 的 门 关 了  ” （太二十 

三 1 3 ) 。 然 而 这 些 “眈 眼 领 路 的 ”，不你 

彼 得 确 认 主 耶 稣 就 是 令 祌 国 降 临 的 那 >



位 。 天 国 的 钥 越 陚 予 人 权 柄 ， 去 宣 告 审 判  

及 ^ 罪 的 应 许 — 不 是 人 的 权 威 ， 乃 是 违  

基 在 基 督 的 话 语 上 •

参 - 神 国 / 天 国 ” 1 3 0 2 。

天虹
R a i n b o w

t i a n  h 6 n g

洪 水 以 后 ， 神 与 挪 亚 立 约 的 记 号 （创 

九 8 - 丨7>。 原 文 用 了 意 指 “战 马 ” 的 希 伯  

来 通 用 字 。 犹 太 传 统 解 释 这 象 征 说 ， 神的  

怒 气 已 止 息 ， 因 为 天 虹 朝 下 ， 像 对 手 垂 下  

了 弓 来 宣 告 和 平 。 在 圣 经 的 记 栽 以 外 ， 拉 

比 又 加 上 另 一 个 观 念 ， 说 天 虹 是 在 第 六 个  

创 造 日 的 黄 昏 造 成 的 ； 又 说 若 一 位 圣 贤 的  

好 行 为 足 以 保 护 世 界 免 受 毁 灭 ， 在他一生丨  

中 ， 便 不 会 有 天 虹 出 现 。 据 云 直 视 天 虹 会  

有 受 伤 的 可 能 ， 因 为 这 虹 反 映 了 耶 和 华 的  

荣 耀 。 看 见 天 虹 时 要 背 诵 一 句 祝 福 语 ： 

“主 ， 我 们 的 神 ， 宇 宙 之 王 啊 ， 祢 是 有 福  

的 ， 祢 不 忘 记 所 立 的 约 ， 忠 於 这 约 ， 并持  

守 祢 的 应 许 ”。

在 新 约 中 ， 天 虹 也 出 现 在 天 上 的 异 象  

之 中 （启 四 3 ， 十 1 > 。

参 - 洪 水 ” 5 7 7 :  • 洪 水 神 话 - 5 7 9 。

天后
Queen of Heaven
t i a n  h 6 u

耶 利 米 指 摘 犹 大 人 拜 偶 像 时 曾 提 及 的  

女 神 （耶 七 1 8 ， 四 十 四 1 7 - 1 9 、 25 > 。 犹 

大 的 妇 女 尤 好 参 与 祭 祀 。 耶 利 米 在 较 早 的  

一 次 预 言 宣 讲 中 ， 指 出 “孩 子 捡 柴 ， 父亲  

烧 火 ， 妇 女 抟 面 做 饼 ， 献 给 天 后 ”。 主前  

5 8 6 年 ， 耶 路 撒 冷 被 毁 人 口 流 散 后 ， 一  

群 逃 难 者 连 同 耶 利 米 流 亡 至 埃 及 。 他 在 那  

里 再 次 谴 责 犹 大 人 拜 偶 像 ， 导 致 这 灾 祸 降  

临 。 他 的 话 引 起 了 一 些 男 人 和 他 们 的 妻 子  

极 大 的 反 感 。 在 这 灾 难 之 前 ， 他 们 似 乎 已  

決 心 转 向 祭 祀 天 后 。 他 们 说 自 从 放 弃 祭 祀  

天 后 （大 概 是 在 约 西 亚 改 革 期 间  > ， 便只  

有 灾 祸 降 临 在 国 中 —— 这 跟 耶 利 米 的 话 背  

道 而 驰 。 他 们 的 态 度 既 如 此 顽 梗 ， 耶 利 米  

再 无 话 可 说 。 耶 利 米 只 有 任 凭 他 们 随 收 坏  

的 心 行 事 ， 并 断 言 在 埃 及 地 的 犹 大 人 中 ， 

不 会 再 有 人 真 正 敬 拜 神 ， 甚 至 没 有 人 称 呼

耶 和 华 的 名 字 M  " 65= 字 （耶四十四 25 2 8 ).

( 按 : 即 亚 二 t  ? 神 二 ® 他 尔 有 关  

巴 比 伦 神 衹 ，大 概 於 ^ ^ 与 太 白 星 相 连 的  

大 ， 为 囯 民 所 肢 拜 、 过 位 时 引 入 扰  

; 亚 的 改 本 ，这 外 邦 4 先大知致的=  

室 中 = 人 私下 敬 奉 ’其中可能包括皇  

参 “迦南神衹和宗教_ 719。

天命
D e s tin y
t i a n  m i n g

〇定 天 命 或 运 程 的 异 神 名 字 （希伯来 

文 为 是 悖 逆 神 的 犹 太 人 所 敬 拜 的 。 

以 赛 亚 书 六 十 五 章 丨 丨 节 与 另 — 异神名  

‘‘时 运 ” 者 （希 伯 来 原 文 … 相提并论。 

吕 振 中 中 文 译 本 译 作 “弥 尼 神 ”。 这希伯  

来 字 的 意 思 是 “数 算 、分 配 ”，做法则是  

按 天 命 。 学者认为天命就是阿拉伯神玛尼  

雅 特 、 巴 比 伦 神 马 努 、以东神马拿特•以  

赛 亚 书 在那 里提 到人为外邦诸神预备酒菜  

筵 席 。

参 "米所波大米 / 美索不违米亚_ 1038。 

© 指 神 对 世 事 的 预 定 。 旧约指神为以  

色 列 民 预 作 的 安 排 （出 十 九 5 、6> ; 新 

约指一个人因他与基 督的 关 系而 得到 的永  

恒 归 宿 （徒十七3〇、 3 1 ; 约査五丨-5)。

参 •拣选 " 742: •预定’ 2177,

天平
B a la n ce , B a lan ces
t i a n  p i n g

根 据 已 知 重 物 （砝 码 ）来 衡 ® 物 体 觅  

s 的 一 种 仪 器 。 天平至晚在主前二千年代  

中 期 就 已 经 使 用 ， 古 埃 及 墓 壁 彩 画 和 铭  

文 ， 均 a 示 天 平 极 早 出 现 的 时 期 ；在乌加  

列 ’出 土 的 一 副 天 平 ， 大 约 是 主 前 1 4 0 0年

F  一 舣 由 以 下 n 部 分 ® 成 ： < n  

户 心 支 軋 ⑵ 支 於 架 上 的 水 平  

( 3> n f f 两 端 用 绳 子 下 * 的小 

> _ 的 天 平 於 训 ！中装有指

相 等 时 ，指针垂直# 八 献 6口 

p 古 埃 及 中 王 軔 时 期 有 <巧舌农



夫 的 故 节 > ， 洵 言 以 天 平 称 ® 心 与 舌 ， 看 

心 口 是 否 如 一 。 旧 约 有 多 处 提 及 天 平 和  

秤 ， 多 是 强 调 买 卖 要 公 道 （利 十 九 3 6 ;

箴 ----1 , 十 六 1 1 ， 二 十 ‘2 3 ; 结 四 十 五

1 〇 ; 何 十 二 7 ; 摩 八 5 ; 弥 六 丨 0 • 1 2 〉。 另 

外 ，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六 章 (;节 提 到 用 天 平 称  

银 子 ； 耶 利 米 用 天 平 称 银 子 ， 买 他 侄 儿 的  

地 （耶 三 十 二 8  • 1 0 > ;  神 命 以 西 结 削 发  

剃 须 ， 用 天 平 将 须 发 平 分 3 撮 ， 以 显 示 预  

言 （结 五 丨 、 2 > ; 约 伯 要 求 “被 公 道 的  

天 平 称 度 ”， 好 使 神 知 道 他 的 纯 正 《伯 三  

十 一  ; 但 以 理 指 出 伯 沙 撒 王 经 天 平 称  

度 （即 审 判 ） 之 后 ， 必 显 出 他 的 亏 欠 （但  

五 2 7 > 。

新 约 唯 一 提 及 天 平 之 处 ， 是 启 示 录 六  

章 5 节 ： “揭 开 第 三 印 的 时 候 ， 我 听 见 第  

三 个 活 物 说 ： ‘你 来 ！ ’ 我 就 观 宥 ， 见 有  

— 匹 黑 马 ； 骑 在 马 上 的 ， 手 里 拿 舂 天 平 。” 

这 是 预 言 一 次 大 饥 荒 的 景 象 ： 粮 食 短 缺 ， 

粮 价 孫 涨 ， 像 大 麦 这 样 粗 粝 之 粮 ， 也 需 用  

天 平 小 心 称 负 ， 惟 恐 受 骗 （启 六 6 > 。

R a l p h  L . S m i t h

参 - 度 里 衡 • 3 5 4 。

天 平 杆
Beam
t i a n  p i n g  g a n

天 平 的 杠 杆 ， 两 端 用 绳 子 或 链 子 垂 悬  

秤 盘 。

天 青 石
Lapis Lazuli
t i a n  q l n g  s h i

半 宝 石 类 的 石 头 （硅 酸 盐  以 其 丰  

润 的 蓝 色 而 闻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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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天 青 石 ）" 833,

天 然 沥 # / 石漆
Asphalt, Bitumen, Pitch
t i a n  r ^ n  H q l n g  /  s h i  qT

一 种 黑 或 棕 思 色 胶 状 物 质 ， 通 称 柏  

油 ， 古 人 多 从 天 然 油 菡 或 油 页 岩 中 提 取 ， 

常 作 为 泥 灰 用 來 涂 抹 物 面 或 弥 缝 堵 洞 。希 

伯 来 文 相 类 的 名 称 很 多 ， 相 当 於 中 文 的 泥  

灰 、 焦 油 、 黏 土 、 柏 油 等 。

参 _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 8 3 3 。

天上
Heavenlies, The
t i a n  s h ^ n g

虽 然 新 约 不 少 地 方 都 有 用 过 “天 ” 

这 个 字 ， 但 “ 在 天 上 ” ^  

e p o u r a n i o i s  ) 这 个 片 语 ， 却 是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书 所 独 有 的 。 它 所 指 的 ， 是一个超自  

然 、 在 天 空 高 处 的 境 界 。 由 於 “在 天 上 ” 

这 个 片 语 和 异 教 礼 仪 的 用 语 很 有 关 联 ，保 

罗 用 以 上 这 句 说 话 ， 相 信 是 从 护 教 的 角 度  

出 发 的 。

“天 上 ” 是 复 活 了 的 基 督 ， 坐在 神右  

边 的 境 界 。 基 督 在 这 个 高 在 天 上 的 境 界 ， 

以 征 服 者 的 身 分 ， 在 掌 权 、 有 能 、 主治的  

地 位 作 王 （弗 一  2 0 、 2丨>。 另 一 处 地 方 则  

指 向 在 主 里 面 的 人 已 成 事 实 的 盼 望 。 信徒 

已 经 得 到 “天 上 各 样 賊 灵 的 福 气 ” （弗一 

3 ) , 又 已 经 与 基 督 一 同 复 活 ， 一 同坐在  

天 上 （弗 二 6 ) 。 神 又 要 利 用 教 会 ， 使天 

上 执 政 的 、 掌 权 的 ， 得 知 池 百 般 的 智 恝  

( 弗 三 丨 〇 > 。 如 此 ， 教 会 便 能 在 击 败 那 些  

同 在 天 上 、 城 灵 界 恶 魔 军 队 的 胜 利 上 有 分  

( 弗 六 1 2 ) 。

埃 及 人 描 绘 天 乎 的  

〈亡 灵 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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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天/ 天 堂 • 1 5 6 3 :  • 箪 权 和 有 能 的 ’

2 2 7 3。

天使
Ang e l

t i f in s h !

神 的 使 者 或 超 自 然 的 生 物 ， 无 论 是 善  

良 的 还 是 邪 恶 的 天 使 ， 均 有 超 乎 常 人 的 力  

嫌 》

天 使 的 概 念

有 关 天 使 的 唯 一 真 实 资 料 来 源 就 是 圣  

经 。圣 经 莳 先 提 到 “基 路 伯 ”（希 伯 来 文 >， 

是 由 神 派 来 把 守 伊 甸 园 生 命 树 的 天 使 （创 

三2 4 >  ; 约 柜 上 （出 二 十 五 18 - 2  2 ) 、 会

幕 幔 子 上 （出 二 十 六 3 1 〉 和 圣 殿 中 （代 

下 三 都 有 象 征 基 路 伯 的 形 象 ； 以 西 结  

也 在 耶 路 撒 冷 重 建 的 异 象 中 看 见 基 路 伯 的  

形 象  < 结 四 十 一 1 8 - 2 0 ) 。 此 外 ， 圣 经 也  

提 及 加 百 列 和 天 使 长 米 迦 勒 这 两 位 天 使 的  

名 字 （但八丨 6 ,  九 2 1 , 十丨 3 ; 路 一 1 9  

2 6 ; 犹  9 ; 启 十 二  7 - 9 > 。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都 有 以 撒 但 为 首 的 堕  

落 天 使 的 概 念 （伯 一 6 - 1 2 ; 太 .二十五  

4 1 ; 彼 后 二 4  但 不 论 旧 约 还 是 新 约 都  

没 有 详 细 讲 论 天 使 或 魔 鬼 ， 於 是 学 者 、 诗 

人 、 艺 术 家 便 往 往 以 其 想 象 力 增 补 圣 经 的  

叙 述 。 例 如 ： 圣 经 曾 描 述 撒 拉 弗 和 基 路 伯  

是 有 翅 膀 的 ， 或 是 有 象 征 翅 膀 之 物 ； 另有  

经 文 描 述 ， 天 使 好 像 穿 者 白 色 或 放 光 衣 服  

的 人 （路 二 十 四 4; 徒 一 丨 0 K 尽 管 圣 经  

描 述 有 些 天 使 是 有 翅 膀 的 （赛六丨 - 8 ; 结 

一 5 - 8 、 2 4 ) ， 也 常 描 述 加 百 列 来 去 如 飞  

可 是 从 没 有 说 天 使 好 像 肩 膀 上 长 出 2 个翅  

膀 的 人 。

天 使 是 神 的 使 者

圣 经 中 的 天 使 是 灵 体 ， 主 要 作 为 使  

者 。 英 文 原 词 来 自 希 腊 文 ，意 即 “使 者 ’

在 路 加 福 音 九 章 5 2 节 记 述 ， 耶 穌 打 发  

“使 者 ” 在 祂 前 头 走 。 “使 者 ” 一 词 通 常  

可 译 为 “天 使 ”， 指 神 派 来 的 灵 界 使 者 。

在 旧 约 也 是 一 样 ， “天 使 ” 这 希 伯 来 词 语  

既 可 指 人 间 的 使 者 ， 又 可 能 指 灵 体 ， 往往  

不 能 马 上 判 断 是 人 还 是 天 使 》 特 别 是 因 为  

天 使 有 时 以 人 的 形 象 出 现 。 在 某 些 经 文

里 ， “神 的 使 者 ” 可能是指神亲自显现来  

传 达 信 息 。

有 一 次 ， 年 迈 的 亚 伯 拉 罕 看 见 “有三 

个 人 在 对 面 站 着 ” （创 十 八 2 )。 他们滴清  

楚 楚 地 向 他 传 达 神 的 话 说 ， 年老的亚伯拉  

罕 与 其 妻 撒 拉 将 要 得 子 。在谈话中， 神又 

直 接 向 他 说 话 （创 十 八 1 4 ) . 以 后 ，有两 

个 人 起 身 往 所 多 玛 去 了 ，可是神依旧在和  

亚 伯 拉 罕 侃 侃 而 谈 。 第十九章一开始却说  

“两 个 天 使 ” 已 到 了 所 多 玛 ，在那里他们  

受 常 人 般 的 # 待 。 无怪乎新约希伯来书的  

作 者 这 样 说 ： “不 可 忘 记 用 爱 心 接 待 客  

旅 ； 因 为 曾 有 接 待 客 旅 的 ， 不知不觉就接  

待 了 天 使 。 来 十 三 2)

从 创 世 记 到 启 示 录 ，译 为 “天使”的 

词 出 现 了  3 0 0 次 之 多 • 一 个 或 两 个 天 使 ， 

甚 至成 群 结队 的天 使 郞 可能 显现 在某 一个  

人 面 前 。 例 如 ： 向牧羊人报告耶穌基督降  

生 喜 讯 的 天 使 就 有 “一大 队 天兵”同他一  

起 赞 美 神 （路二丨 3， 1 4 ) ft耶稣在客西马  

尼 园 里 曾 对 一 个 门 徒 说 ：“你 想 ， 我不能  

求 我 父 ， 现 在 为 我 差 逍 十 二 营 多 天 使 来  

吗 ？ ” （太 二 十 六 5 3 > 圣 经 中 多 次 提 到  

‘万 军 之 耶 和 华 ”，表 明 冲 是 众 天 使 的 总  

指 挥 -

圣经如何描述天使

在 圣 经 的 时 代 ， 日常谈话中常常把人  

与 天 使 比 较 （撒 下 十 四 2 〇 ) 。 耶 穌 也 说  

连 天 上 的 使 者 ” （太 二 十 四 3 6 ) 都不知  

道 世 界 末 日 什 么 时 候 来 到 u 彼得说筇莕耶  

穌 基 督 所 得 的 救 恩 是 如 此 奇 沙 ， 以致连  

天 使 也 想 意 详 细 察 脊 ” （彼前一丨2 )。 有 

些 经 文 谈 到 天 使 的 力 S t  (诗一  O 三2〇; 

帖后一  7 ; 彼 后 二 丨丨> ; 有些谈到天使道  

德 的 完 美 （撒 上 二 十 九 尽 管 有 些 天  

使 “不 守 本 位 、 离 开 自 己 住 处 ” 《犹 6 

天 使 是 如 此 完 美 ， 受 人 牌 敬 ，以致保罗不  

得 不 轚 告 基 督 徒 ，小心那些装扮成天使的  

假 教 师 （加 一 8 > 。 对 假 先 知 的 虚 伪 ，保 

罗 并 不 感 到 奇 怪 ，他 说 “因为连撒但也装  

作 光 明 的 天 使 < 林 后 十 一 14 K

在 圣 经 中 偶 然 出 现 的 天 使 ，其外表往  

往 与 常 人 不 同 ， 很 易 区 分 。 例如 ：挪开耶  

穌 坟 慕 洞 口 石 头 的 那 位 天 使 “像貌如同闪  

电 ， 衣 服 洁 白 如 雪 ” （太二十八 3 > •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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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殉 道 前 祈 祷 时 面 貌 “好 像 天 使 的 面 貌 ” 

( 徙 六 丨 5 > ， 大 槪 是 一 种 极 为 安 详 神 圣 的  

表 悄 ， 在 当 时 的 情 况 下 极 不 寻 常 。

许 多 提 及 天 使 的 经 文 都 是 描 述 梦 境 或  

异 象 。 例 如 ： 雅 各 的 ‘‘悌 7 1 ” 上 有 神 的 使  

者 上 去 下 来 （创 二 十 八 丨 ‘2 > 。 在 另 一 次 梦  

中 ， 神 的 使 者 呼 叫 雅 各 （创 三 十 一 1 1 >。 

哥 尼 流 也 是 在 异 象 中 看 见 了 神 的 使 者 （徒 

十 1 - 3 > 。 这 类 述 及 天 使 的 主 要 经 文 包 括  

以 赛 亚 书 第 六 章 （撒 拉 弗  > ， 以 西 结 书 的  

大 部 分 （基 路 伯  > ， 但 以 理 书 和 撒 迦 利 亚  

书 。 在 新 约 全 书 中 ， 有 关 天 使 的 描 述 超 过  

% 都 出 现 在 启 示 录 里 。 他 们 多 出 现 在 异 象  

中 ， 形 象 特 异 ， 与 人 不 同 ， 故 不 致 与 人 混  

m 。 描 述 异 象 的 语 言 都 很 神 秘 ， 多 是 隐 喻  

的 形 式 ， 令 人 费 解 。

但 及 其 他 天 使 的 堕 落 。 一 是 以 赛 亚 书 十 四  

章 1 2 节 ： “明 亮 之 星 ， 早 晨 之 子 啊 ， 你 何  

竞 从 天 坠 落 ？ ” 这 句 话 是 在 斥 责 巴 比 伦 王  

时 说 的 。 另 一 处 是 以 西 结 书 二 十 八 章 1 3  

节 ： “你 曾 在 伊 甸 神 的 园 中 ”， 那 是 在 指  

斥 推 罗 王 时 说 的 。 如 果 这 两 个 暴 君 被 视 为  

邪 恶 的 化 身 的 话 ， 那 么 关 乎 撒 但 的 话 便 可  

作 为 象 征 性 的 说 法 。 然 而 清 楚 讲 到 天 使 堕  

落 的 经 文 （彼 后 二 4 ; 犹 却 语 焉 不 详 。

有 些 神 学 家 认 为 创 世 记 六 章 1 至 6 节  

谈 到 “神 的 儿 子 们 ” 与 人 间 的 女 子 交 合 ， 

指 的 就 是 天 使 的 堕 落 。 这 种 解 释 的 基 础 ， 

部 分 来 自 约 伯 记 一 章 6 至 1 2 节 ， 那 里 提 到  

“神 的 众 子 来 侍 立 在 耶 和 华 面 前 ， 撒 但 也  

来 在 其 中 ”。

基 督 教 的 天 使 论

虽 然 圣 经 中 多 处 提 到 天 使 ， 但 天 使 论  

—— 即 关 於 天 使 的 教 义 —— 在 基 督 教 神 学  

中 并 非 主 要 的 课 题 。

灵 界 的 被 边 物

天 使 也 包 括 在 神 所 创 造 的 万 物 之 中  

( 诗 一 四 八 2 ; 西 一  1 6 ) 。 有 些 地 方 似 暗 示  

天 使 目 睹 神 创 造 世 界 的 过 程 （伯 三 十 八  

7 ) 。 不 管 天 使 与 神 是 多 么 接 近 ， 他 们 仍  

与 人 一 样 ， 同 屈 被 造 之 物 。 但 是 ， 他 们 又  

完 全 是 厲 灵 界 的 ， 所 以 他 们 没 有 许 多 属 人  

的 局 限 ， 例 如 死 亡 （路 二 十 3 6 ) 。 他 们 也  

没 有 婚 嫁 （太 二 十 二 3 0 ) ， 故 被 视 为 无 性

别 的 ； 在 圣 经 中 每 当 天 使 以 人 的 形 象 显 视  

时 ， 必 定 被 视 为 男 人 ， 从不会是女人或肖  

子 。 他 们 在 圣 经 中 的 角 色 ， 是可以用人类 

的 语 言 与 人 交 往 ， 又 能 影 响 人 的 生 活 。 

他 们 的 能 力 （太 二 十 八 2 ) 和可畏的外校 |  

( 太 二 十 八 3 、 ， 间 或 使 人 畏 惧 甚 至 ； 

拜 他 们 ， 不 过 新 约 绝 不 宽 恕 敬 拜 天 使 的 行 i 

为 （西 二 1 8 ; 启 二 十 二 8 、 9 > 。 天使的能 

力 和 智 恝 比 人 超 越 ， 但他们的能力和知丨只 

也 同 样 受 着 神 的 限 制 （诗 一 〇 三 2 0 ; 太 ； 

二 十 四 3 6 ; 彼 前 一  1 1 、 1 2 ; 彼后二丨|), 

与 基 忏 的 关 系

使 徒 约 翰 在 异 象 中 曾 看 见 在 神 宝 座 的  

周 围 有 许 多 天 使 （启 五 1 〗 >。 保罗在给提 

摩 太 一 次 特 别 严 厉 的 命 令 时 说 ： “我在神|  

和 基 督 耶 稣 并 蒙 拣 选 的 天 使 面 前 嘱 咐 你  

…… ” （提 前 五 2 1 ) ， 基 督 “所承受的名 ， I 

既 比 天 使 的 名 更 尊 贵 ， 就 远 超 过 天 使  

( 来 一 4 > 。 “神 使 长 子 到 世 上 来 的 时 候 ， I 

就 说 ： ‘神 的 使 者 都 要 拜 他 ’” （来一 6). 

“所 有 的 天 使 ， 神 从 来 对 那 一 个 说 ：‘你 

坐 在 我 的 右 边 ， 等 我 使 你 仇 敌 作 你 的 脚 了  

凳 ？ ’ 天 使 岂 不 都 是 服 役 的 灵 、 奉差遣为 

那 将 要 承 受 救 恩 的 人 效 力 吗 ？ ”（来一13、 

】4 > 希 伯 米 书 引 述 诗 篇 第 八 篇 指 向 基 督  

时 ， 说 池 “暂 时 比 天 使 小 ” （来 二 7、8), 

堕 蒗 的 天 使

在 基 督 最 后 胜 利 之 前 ， 撒 但 《即 “魔 

鬼 ”） 当 先 被 征 服 。 耶 稣 在 地 上 是 “靠着 

神 的 灵 ” 赶 鬼 （太 十 二 2 8 ) 。 耶稣的门徒 

发 现 鬼 都 服 在 祂 的 权 下 ， 祂 说 ： “我曾看 |  

见 撒 但 从 天 上 坠 落 ， 像 闪 电 一 样 。”（路 

十 1 8 ) 耶 稣 被 钉 十 字 架 的 日 子 临 近 ，耶 

稣 就 说 时 候 到 了 ， “这 世 界 的 王 要 被 赶 出  

去 ” （约 十 二 3 1 ) 。 许 多 经 文 间 接 说 明 撖  

但 是 因 骄 傲 得 罪 神 。 启 示 录 十 二 章 7至9 

节 描 述 一 场 “天 上 的 争 战 ”， 天使长米迦  

勒 和 他 的 天 使 跟 撒 但 及 他 那 些 堕 落 的 天 使  

争 战 。 圣 经 提 醒 基 督 徒 要 防 备 撒 但 ，因他 

是 “空 中 掌 权 者 的 首 领 ” （弗 二 2 ) ，但过 

分 的 惧 怕 魔 鬼 或 邪 灵 是 毫 无 圣 经 根 据 的 。 

在 地 上 的 职 务

“论 到 使 者 ， 又 说 ： ‘神 以 风 为 使 者 • 

以 火 焰 为 仆 役 来 一  7 ; 参诗•一〇四 

在 圣 经 中 ， 天 使 曾 多 次 向 神 的 仆 人 显 现 传  

报 喜 讯 （士 十 三 膂 告 危 险 （创十九

圣 经 中 有 两 处 ， 大 多 被 认 为 是 描 述 撒



，使 人 远 离 邪 恶 （但 三 2 H , 六 2 2 > ， 

弓丨导并保 护 人 （出 十 四 丨 9 > ， 抚 育 人 （创 

二 十 一 丨 4 - 2〇 ^ 王 上 十 九 4 - 7 > 及 指 教 人  

(徒七3 8 ; 加 三 丨 9 > 。 基 督 降 临 人 世 作 救  

主时，有 夭 使 预 报 他 诞 生 的 佳 音 （路 二 8-

15)， 引 领 及 餐 告 池 的 父 母 （太 二 1 3 ) ; 

在 逋 鬼 试 探 她 （太 四 】1 > 和 祂 经 历 最 后  

时刻的悲 痛 忧 伤 时 （路 二 十 二 4 3 ) ， 天 使  

来 加 添 池 的 力 责 ； 他 复 活 时 也 有 天 使 的 工  

作 （太 二 十 八 1 - 6 > 。 耶 穌 也 提 过 保 护 小  

孩 子 的 天 使 （太 十 腓 利 曾 被 主 的  

使 者 带 领 （徒 八 被 收 在 监 里 的 使 徒  

曾被主 的 使 者 营 救 （徒 五 1 9 , 十 二 7 _ u > 。 

使 徒 保 罗 在 危 险 的 时 刻 受 到 神 使 者 的 鼓 ^  

(徒二十七2丨 - 2 5 >。

大 屮 判 时 的 角 也

基督徒都相彳 S ， 基 督 得 胜 降 临 时 ， 必 

有 众 天 使 陪 同 祂 （太 二 十 五 3 1 ; 徒 — 1〇、 

丨丨；帖 前 四 丨 6 ; 帖 后 一 7 )。 天 使 会 参 与  

最后的审判， 如 同 他 们 过 去 执 行 神 的 审 判  

-样。希 律 王 亚 基 帕 是 受 天 使 的 惩 罚 而 气  

绝 的 （徒 十 二 2 1 - 2 3 ) 。 犹 太 人 庆 祝 逾 越  

节，因 为 耶 和 华 击 杀 埃 及 人 时 ， 越 过 以 色  

列 人 的 家 门 ， 当 时 白 勺 灭 命 者  < 出 十 二 2 1 _ 

2 7 )就 是 一 位 天 使 。

圣灵

天使长
Archangel
l «an s h l  z h S n g

对 天 使 米 迦 勒 的 称 谓 （犹9 )。

参■天使” 1567 a

ti5n shl zhing 1569

天文学
Astronomy
t i a n  w 6 n x u 6

天 文 学 是 研究 地球 外 空 的 现 象 ，尤其 

关 注 可 观 察 的 诸 天 体 之 分 布 、运动及特  

征 。 “天 文 学 ” 一 词 源 出 两 个 希腊 字 ，意 

即 “星 之 律 ”。

古代天文学

天 文 研 究 源 远 流 长 ，并非始於近代。 

人 类 对 “天 ” 的兴趣 自古 就有 ，早期文明 

中 关 注 宇 宙 现 象 ，似都带有占星卜命的性  

质 ； 加之人类好奇求知之心和领航定向的  

需 要 ， 也 促 成了 天 文 学的 产 生 。

米所波大米

占星学的应用可远溯至米所波大米的  

苏 默 文 化 。 该文化为我们留下仅有的珍贵  

天 文 学 资 料 ， 就 是 一 份 记 有 2 5颗星名的  

表 列 ； 可 是 造 此 表 的 目 的 ，尚未能考定• 

继 苏 默 文 化 之 后 ，是巴比伦地区以亚

神 过 去 交 给 池 的 天 使 所 作 的 许 多 工  

作，自 新 约 时 代 以 来 ， 已 成 了 圣 灵 在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的 部 分 作 用 。 但 是 ， 为 了 神 和 她  

子民的缘故， 圣 灵 仍 会 用 天 使 来 帮 助 祂 作  

引领、光 照 、 保 护 和 坚 固 基 督 徒 的 工 作 。

Walter R . H e a r n ^ [ \ H o w a r d  F . Vos 

参 • 基 路 伯 ” 6 5 2 :  “弗 ” 1 2 2 9 :  “鬼 ，

鬼附* 525: “撒 但 ” 1 2 1 5 : - 耶 和 华 的 使 者 "

1925。

参 考 书 目 G  .B . C a i r d，Pnnci p a U t i e s 

and P o w e r s ; W . C a r r , A n  gels  a n d  

Principalities; J . D a n i e l o u , T h e  A n g e l s  

^nd the Mission; A c c o r d i n g  to the Fathers 

ofthe C h u r c h ', B . G r a h a m , A n g e l s : G o d '

 ̂Secret A g e n t s '. A . W h y t e , The Nature of 

Angels.

述 和 巴 比 伦 两 个 帝 国 为 代 表 的 闪 族 文 化 。 

巴 比 伦 人 的 天 文 学 曾 极 一 时 之 盛 ，有一批 

泥 版 可 证 划 分 天 区 ，应是巴比伦人之功。 

各 天 区 均 标 有 数 字 ，可惜其意义已不可  

考 ； 可能 是用以 记录 天 体 运 动 的周 期 。巴 

比 伦 人 研 究 天 体 的 基 本 根 据 有 二 ：一是黄 

道 ， 以 确 定 星 空 的 位 罝 ；二是太阴历，为 

定 时 序 、 明节令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计算体  

制 。

将 数 学 用 於 天 体 运 动 的 研 究 ，这是巴 

比 伦 天 文 学 的 一 大 特 点 。巴比伦天文学家 

的 兴 趣 ， 似主要在於观察和预测行星的运  

动 ， 其 动 机 尚 无 据 可 考 ，有学者以为巴比  

伦 人 把 星 体 运 动 连 於 历 史 事 件 ，故他们的 

天 文 学 是 要 预 测 历 史 的 发 展 。

巴 比 伦 天 文 学 家 的 成 果 ，颇为今曰史 

学 家 所 重 视 ， 因为其对金星的观察记录为  

确 定 某 些 日 期 ， 尤其是汉模拉比时代的一  

些 日 期 ， 提 供 了 ® 要 的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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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埃 及 的 导 期 天 文 学 ， 常 予 人 粗 陋 之  

感 ； 但 其 制 作 的 历 法 ， 却 有 一 段 长 时 间 影  

响 天 文 学 的 发 展 。 埃 及 历 法 将 一 年 分 为  

3 6 0 天 ， 然 后 於 年 底 加 上 5 日 的 差 数 ， 与  

阴 历 比 较 ， 埃 及 历 能 避 免 因 太 多 变 异 而 需  

繁 杂 的 调 整 ， 这 固 定 的 历 法 为 希 腊 天 文 学  

家 欣 赏 而 承 袭 使 用 。

不 过 ， 埃 及 天 文 学 直 至 多 利 买 一 世  

( 主 前 3 6  7 - 2 5  3 ) 方 始 成 为 一 门 繁 复 的 科  

学 。 多 利 买 以 亚 历 山 太 为 埃 及 都 城 ， 并 把  

她 建 立 为 当 时 世 界 的 学 术 中 心 。 因 希 腊 学  

者 的 推 动 ， 天 文 学 在 亚 历 山 太 大 琪 发 展 。

其 时 ， 在 亚 历 山 太 从 事 研 究 的 有 古 希  

腊 数 学 家 兼 天 文 学 家 亚 里 斯 塔 古 斯 （约 卒  

於 主 前 2 5 0 ) 。 他 是 测 定 日 、 月 大 小 及 其  

距 离 的 第 一 人 ， 他 以 日 、 月 与 地 球 的 角 度  

为 计 算 基 础 。 他 比 伽 利 略 早 1 8 个 世 纪 提  

出 太 阳 中 心 论 ， 故 索 有 “古 代 哥 白 尼 ” 之  

称 。 不 过 当 时 世 界 尚 未 能 接 受 以 太 阳 为 中  

心 的 宇 宙 观 ， 所 以 亚 里 斯 塔 古 斯 的 理 论 ， 

若 非 著 名 希 腊 数 学 家 亚 基 米 得 为 之 发 扬 光  

大 ， 恐 怕 要 永 世 湮 没 在 历 史 的 尘 埃 中 了 。

埃 及 多 利 买 王 朝 没 后 两 个 世 纪 ， 即 主  

后 1 5 0 年 左 右 ， 亚 历 山 太 又 出 现 了 一 位 天  

文 学 家 托 勒 玫 。 他 的 观 察 结 果 和 理 论 ， 载  

於 后 来 被 称 为 《大 综 合 论 》 的 古 代 天 文 巨  

著 。 尽 管 他 的 宇 宙 体 系 ， 大 多 取 材 於 希 腊  

天 文 学 家 希 帕 古 斯 ， 他 的 理 论 仍 被 称 为  

“托 勒 玫 体 系 ”， 影 响 世 界 达 1 , 4 0 0 年 。

希 腊

荷 马 史 诗 《以 利 亚 特 》和 《奥 德 赛 记 》 

( 主 前 八 世 纪 ）， 曾 提 及 昴 星 团 和 措 户 座  

等 一 些 已 知 的 星 群 。 史 诗 描 述 太 阳 以 大 洋  

为 起 落 之 处 ， 大 洋 即 环 绕 地 球 的 洋 海 。

毕 达 哥 拉 斯 派 （主 前 五 世 纪 初 ） 以 地  

为 球 形 ， 且 以 为 日 、 月 、 星 辰 各 按 其 轨 道  

运 行 ， 以 一 团 火 为 中 心 。

柏 拉 图 （主 前 4 2 7 - 3 4 7 ) 提 出 “圆 盘  

理 论 ”， 认 为 日 、 月 及 五 大 行 星 ， 均 作 圆  

周 运 动 ； 地 层 中 心 ， 日 、 月 、 星 各 按 自 己  

的 椭 圆 轨 道 以 不 同 的 速 度 绕 地 而 行 。 他 显  

然 也 知 道 行 星 的 逆 行 理 论 。

亚 里 士 多 德 （主 前 3 8 4 - 3 2 2  ) 力 主 地  

为 不 动 的 球 体 ； 他 估 计 地 球 的 周 长 为  

4 6 , 0 0 0  P J  , 比 实 际 周 长 2 4 , 9 0 0 哩 多 了  1倍 。

圣 经 中 的 天 文 学

大 H丨系的起源

古 希 伯 来 人 认 为 宇 宙 起 源 於  

造 ， 万 物 是 因 神 的 话 而 生 （创 」 ^ 的 创  

世 记 一 章 ）节 译 作 “创 造 ，’的 希 伯  

有 初 成 某 物 之 义 ， 意 味 着 宇 宙 於  

开 始 存 在 。 据 创 世 记 一 章 M .至 = 此刻 

天 体 成 於 第 四 个 创 造 日 ， 圣 经 於 此  

再 用 “创 造 ” 一 词 ， 而 使 用 了 表 示 " 形 =  

槪 念 的 字 ， 以 此 强 调 天 体 的 形 成 。 天 ^  

能 已 在 创 世 记 一 章 1节 的 创 造 中 ^ 在 ^

是 尚 未 成 形 ， 直 至 第 四 日 才 完 成 最 后 的 $  

状 。 形

希 伯 来 人 的 宇 11?结 构 论

很 多 人 以 为 旧 约 指 出 了 初 民 对 宇 宙 结  

构 的 原 始 概 念 ： 地 为 平 面 ， 有 柱 支 揮 ； ^  

若 穹 庐 ， 笼 罩 其 上 。 可 引 以 为 证 的 ，便是 

约 伯 记 二 十 六 章 9 至 1 1 节 ， 三 十 八 章 4至6 

节 ；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章 2 2 、 2 3 节 等 处 的 记  

载 。

约 伯 记 二 十 六 章 9 至 1 1 节 所 谓 水 面 的  

界 线 ， 显 然 是 指 人 於 大 洋 之 不 见 陆 地 ， 

只 见 远 处 的 “水 平 线 ”。 不 过 约 伯 的 用 语  

大 概 是 作 锊 喻 ， 所 以 不 可 认 为 是 表 明 作 者

对 天 地 相 对 位 S 的 原 始 概 念 。 特 别 是 第 7 

节 ： “地 悬 在 虚 空 ” 一 语 ， 与 上 述 以 为 该  

段 经 文 ， 显 示 初 民 对 宇 宙 结 构 的 原 始 概 念  

之 说 ， 有 所 牴 牾 。

约 伯 记 三 十 八 章 4 至 G 节 描 述 神 创 造  

宇 宙 ， 好 比 人 建 造 房 屋 。 这 里 所 谓 建 造 者  

之 规 量 矩 测 ， 也 只 是 甓 语 罢 了 ， 不 可 直 M  

其 义 ； 提 及 “角 石 ”、 “根 基 ” 也都是比  

喻 。 所 以 ， 我 们 不 能 把 这 段 具 有 髙 度 文 学  

色 彩 的 文 字 ， 理 解 为 希 伯 来 人 的 宇 宙 结 #  

论 。 欲 知 希 伯 来 人 对 宇 宙 本 质 的 理 解 ’ 3

应 当 从 创 世 记 一 章 中 去 寻 找 。 办

以 赛 亚 书 四 十 章 2 2 、 2 3 节 描 述 神  

在 地 球 大 圈 之 上 ， 这 比 喻 向 被 據 的 神  

民 揭 示 了 一 个 极 为 重 要 的 神 学 真 理  

发 生 在 历 史 中 的 一 切 ， 无 不 在 神 的

七 记 一 章 丨 4 至丨 9 节 所 言 日 月

^ 众 星 一 起 “分 昼 夜 ， ; ^ 空 ， 

3 子 、 年 岁 ， 并 要 发 光 在 f  

_ ，， “节 令 ’’ —- 词 或 指



成 指 寒 署 B =t 令 。 希 伯 来 历 为 阴 阳 历 ， 

"日’比 伦 历 颇 有 相 似 之 处 。 希 伯 来 人 多 根  

来 定 节 庆 。 天 体 的 作 用 还 在 定  

# 月 2 为 地 上 的 人 类 指 路 导 航 。
夭界， ^

目 月 月 蚀 这 现 象 在 圣 经 中 虽 未 有 记  
但 在 一 些 启 示 文 学 的 著 作 中 ， 有 日 黑  

的 记 软 （琪 二 3 丨； 摩 八 9 ; 太 二 十 四  

，恐 怕 就 是 古 人 所 看 到 的 日 蚀 或 月 蚀

的写照。
约 伯 记 三 章 3 至 8 节 的 一 段 ， 似 喑 指  

一神 i舌 中 的 怪 兽 。 古 代 近 东 神 话 将 日 、 月 

^ 的 原 因 ， 解 释 为 海 中 怪 兽 吞 掉 了 日 或  

月。 约 伯 自 咒 ， 想 他 出 生 的 日 子 和 坐 胎 的  

那 夜 俱 “灭 没 ’’ （伯 三 3 > ， 大 槪 是 以 上 述  

的 神 话 槪 念 为 基 础 的 。

星座

旧 约 载 及 好 几 个 星 座 ， 有 些 希 伯 来 字  

今 已 难 考 是 指 哪 个 星 座 。

译 作 “昴 星 ” 的 希 伯 来 原 词 有 “群 ’’ 

或 “簇 ” 之 意 ， 故 圣 经 译 者 均 以 为 是 指 那  

最 显 著 的 昂 星 团 ， 其 位 在 金 牛 星 座 之 中 。 

约 伯 记 九 章 9 节 、 三 十 八 章 3 1 节 、 阿 摩 司  

书五章8 节 均 有 提 及 该 星 ； 阿 摩 司 书 五 章  

8节 称 之 为 “七 星 ” （当 代 圣 经 英 译 本 > ， 

其 实 肉 眼 观 察 只 能 见 其 六 。

措 户 座 （和 合 本 作 “参 星 ”， 实 际 参  

星 仅 措 户 座 中 的 数 星 ） 的 希 伯 来 原 词 有  

“愚人” 之 意 ， 已 难 考 其 故 。

“南 方 的 密 宫 ” （伯 九 9 ) 是 泛 指 南 方  

请星。 “十 二 宫 ’， （伯 三 十 八 3 2 ) 的 希 伯  

= 词 意 若 “分 割 ”， 査 巴 比 伦 创 世 史 诗 指  

道 十 二 宫 之 — 词 与 其 同 根 ， 故 作 此 译 。 

约 伯 记 九 章 9 节 和 三 十 八 章 3 2 节 所  

都 指 大 熊 星 座 ， 因 其 他 各 方 位 的 星 座  

居 掌 提 及 ， 如 参 星 偏 东 ， 昴 星 占 西 ， 密 宫  

位 ^ ^ 大 熊 星 座 （美 国 人 多 称 为 “大 北 斗 ”）

及令^ 方 ， 与 众 星 — 起 ， 象 征 神 的 权 能 普  
， 天 全 地 。

辛 必 中 也 常 提 到 星 ， 如 神 应 许 亚 伯 拉  

保 萝 子 孙 后 代 多 如 众 星 （创 十 五 5 > ， 
犹 ^ 各 星 不 同 的 光 度 （林 前 十 五 u >。 

坤 較 会 的 书 的 作 者 以 “流 荡 的 星 ” 比 喻 早  

喻臬基 g 假 教 师 （犹 丨 3 ) 。 有 人 以 为 这 比  

< 对 北 极 星 周 围 众 星 运 动 的 观 察 ，

ll§n w e n  n
旦 古 不 移 的 北 极  叫 ：、丨571

: : 星 只 会 ⑶ 指 = 向 ，_ 移动 
动 的 星 ， 不 可 _ 些 _ 师 即 _

。 当时人们的天文

的 星 ，’指 : : : 以 1 以为，

知 识 ， e 知 北 斗 星 周 “ 当时人 r ,ng大文 

以 及 几 大 星 座 和 其 巾 ⑭ = 常规运动，

周 围 群 星 是 在 作 定 ， 旋 且 北 极 星  

不 定 的 轨 道 上 四 处 “流=  ,’，与看似在84忽

同 。 又 - 说 以 为 “ ^ 的 行 星 大 不 相  
^ 万 流 荡 的 星 ”是指言 。 -• ™ 功則 a ’. 是指# 星而

# 常 的 天 象

圣经曾记述异乎寻常的  

白 昼 增 长 （书 + 1 2  | 4、 入又现象，如 

下 二 十 8 .丨 " 等 十 " ] 4 ) ， 0 影倒移 <王

对约书亚时代出现白日延长的现象今

I S ”  一说认为是地球转动突然停  
f 所 致 。 从 神 学 角 度 看 ，并无困难，因为 
刨 造 主 在 宇 宙 范 围 内 ，暂时改变或中止自 

然 法 则 ， 是 极 其 轻 而 易 举 之 事 ，於是便出 

现 了 “奇 迹 ”。然而从科学龟度来谈地球  

转 动 暂 停 之 事 ，却影 响 甚大 ’因为转动— 

停 ， 必 发 生 包 括 引 力 在 内 的 重 大 力 学 突  

变 ， 地 表 上 的 一 切 物 体 ，均会因此而产生 

破 坏 性 的 大 移 位 。神可以在自然法则之下  

行 神 迹 ， 避 免 上 述 的 祸 乱 。

另 一 说 认 为 希 伯 来 语 “日头在天当中 

停 住 ” 中 ，“停 住 ”一 词 有 “静止”之意， 

因 此 ，这句话可指太阳的活动停止即日光  

的 中 断 。 这 可能 是描述 日 蚀 的 现 象。这现 

象 足 以 引 起 以 色 列 的 敌 人 恐 惧 溃 逃 。第三 

说 以 为 约 书 亚 记 这 段 胜 利 场 面 的 描 写 ，是 

诗 体 的 记 事 ， 因此不可作直义理解。况且 

约 书 亚 记 此 段 本 出 自 雅 煞 珥 书 ，后者是一 

部 迟 歌 以 色 列 英 雄 丰 功 伟 绩 的 诗 集 。

至 於 希 西 家 日 晷 上 日 影 倒 退 1 0度 ^  

奇 迹 ， 从 巴 比 伦 派 专 使 远 道 探 询 （代上二 

十 二 3 1 ) 可 知 ，这只是发生於当地的亊。 

“日 停 ，，及 “日 影 倒 退 ”都 可 能 只见 於 ^

地
， 是 由 於 异 乎 寻 常 的 光 匕 射 弓 二 见 

象 。 当 时 ， 可 能 大 气 出 现 波 动 ’

亚 记 十 章 1 1节 ， 不 是 还 记 栽了 一  

无 数 的 大 s 灾 么 ？ . ⑴ ，曾

伯 利 恒 上 空 的 明 星 ：： 一是主前

被 人 以 种 杉 的 大 会  

1 2 年 ， 曾 有 火 星 、 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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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二 是 主 前 2 年 ， 金 星 和 土 星 曾 经 以 极  

近 的 距 商 •*撺 肩 而 过 ”。 不 过 ， 这 些 现 象  

与 马 太 福 音 的 记 载 似 并 不 吻 合 ， 因 为 福 音  

书 记 述 明 星 行 於 博 士 之 前 ， 并 停 在 耶 稣 降  

生 处 上 空 。 当 然 ， 作 者 可 能 使 用 了 印 象 语  

言 ， 记 述 自 己 当 时 的 观 感 。 也 有 人 以 为 马  

太 福 音 的 描 述 ， 是 因 当 时 出 现 了 新 星 ， 或  

超 新 星 ， 星 光 突 然 增 加 了 亮 度 。 超 新 星 在  

恒 星 系 统 中 ， 每 隔 6 〇 ( ) 年 会 发 生 一 次 。 不  

过 ， 解 释 虽 有 种 种 ， 但 基 督 徒 多 认 为 伯 利  

恒 上 空 的 明 星 是 超 自 然 的 奇 迹 ， 是 神 用 它  

来 向 人 们 通 报 道 成 肉 身 之 喜 讯 。

在 神 人 交 往 的 历 史 上 ， 这 些 异 常 现 象  

常 伴 同 重 大 事 件 发 生 。 它 们 不 仅 证 明 这 些  

事 件 在 神 的 救 赎 计 划 中 的 重 要 性 ， 也 彰 显  

着 神 伟 大 的 权 能 。

一 些 圣 经 学 者 试 图 以 自 然 现 象 的 词 汇  

对 奇 迹 作 出 解 释 ， 他 们 无 意 眨 低 或 否 定 奇  

迹 意 义 ， 他 们 只 是 想 在 已 知 的 自 然 法 则 和  

圣 经 的 记 载 之 间 ， 对 一 些 现 象 作 出 解 释 。 

另 有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奇 迹 是 超 自 然 的 大 能 改  

变 某 些 自 然 法 则 的 结 果 。 他 们 相 信 自 然 法  

则 既 是 神 所 创 造 ， 也 为 神 所 控 制 ， 因 此 ， 

神 可 随 时 改 变 其 进 程 以 显 现 自 己 的 旨 意 ， 

奇 迹 遂 由 此 而 生 。 总 而 言 之 ， 记 述 这 些 现  

象 的 核 心 是 表 明 神 的 权 能 ， 圣 经 是 据 实 记  

录 的 。

Thomas E. McComiskey 

参 - 占 星 学 • 2 2 6 8 :  “历 法 • 8 7 7 。

田 鼠 / 老鼠
Vole
t i d n  s hQ / I So  s h d

— 种 像 鼠 、 能 挖 穴 的 小 动 物 （撒 上 六  

4 、 5 ) 。

参 - 动 物 （田 鼠 ）" 3 2 9 。

帖 撒 罗 尼 迦
Thessalonica
t i e  s a  I u 6  n i  j i a

马 其 顿 的 主 要 城 市 ， 在 基 督 降 生 前 的  

世 纪 里 ， 更 是 罗 马 的 行 政 中 心 。 帖 撒 罗 尼  

迦 除 了 拥 有 优 良 的 海 港 外 ， 更 是 位 於 从 义  

大 利 通 往 东 方 的 陆 路 上 。 这 称 为 伊 格 拿 提  

亚 大 道 的 著 名 公 路 ， 直 接 穿 越 帖 城 。 两 扇  

罗 马 拱 门 --------- 瓦 尔 大 门 和 加 利 流 门  标

志 着 西 面 和 东 面 的 界 线 。

根 据 著 名 的 希 腊 地 理 学 家 斯 特 拉 妓 ％ 

记 载 ， 帖 撒 罗 尼 迦 是 在 主 前 3 1 5 年 ，由$  

其 顿 将 军 加 山 大 所 建 ； 他 以 其 妻 的 名 字 ％  

这 城 命 名 ， 而 他 的 妻 子 是 腓 力 的 女 儿 和 ％  

历 山 大 大 帝 同 父 异 母 的 姊 妹 。 许 多 在 这 ^  

区 的 城 镇 被 战 争 摧 毁 时 ， 难 民 便 纷 纷 逃 进  

帖 撒 罗 尼 迦 城 去 。 当 马 其 顿 划 分 为 4 区的 

时 候 （主 前 1 6 7 > , 帖 撒 罗 尼 迦 便 成 为 了  

第 二 区 的 首 府 。 这 区 变 成 了 罗 马 其 中 〜 省  

后 ， 帖 撒 罗 尼 迦 城 的 影 响 力 也 随 之 扩 张 。 

在 该 撒 和 庞 培 之 间 的 第 二 次 内 战 期 间 （主 

前 4 2 ) ， 帖 撒 罗 尼 迦 城 仍 忠 於 安 东 尼 和 $  

克 他 温 ， 因 而 被 封 为 一 个 自 由 城 。 这城得 

以 自 主 之 后 ， 便 可 委 任 自 己 的 长 官 ，并以 

“p o l i t a r c h ” 这 与 别 不 同 的 官 职 名 之 。当 

这 词 仍 未 见 於 早 期 的 希 腊 文 学 中 时 ，路加 

已 在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节 和 8 节提及这职  

衔 （按 ： 和 合 本 只 译 作 “地 方 官 ”> ，可 

见 路 加 福 音 在 历 史 记 载 上 之 准 确 。 这词也 

可 在 瓦 尔 大 门 和 其 他 地 方 的 铭 文 中 找 到 。 

在 第 一 世 纪 初 期 ， 帖 撒 罗 尼 迦 有 一 个 由 5 

名 委 员 组 成 的 议 会 。 在 基 督 降 生 前 不 久 出  

现 的 罗 马 政 治 家 西 塞 罗 ， 曾 遭 放逐 至帖 撒  

罗 尼 迦 达 7 个 月 之 久 。

帖 撒 罗 尼 迦 教 会 是 保 罗 在 第 二 次 宣 教  

旅 程 中 建 立 的 （徒 十 七 1 -幻 。 在 特 罗 亚 ， 

神 於 异 象 中 指 示 保 罗 渡 过 爱 琴 海 ， 前往马 

其 顿 去 。 保 罗 在 腓 立 比 传 道 的 时 候 ，曾被 

打 和 下 监 ， 幸 而 其 罗 马 公 民 的 身 分 使 他 获  

得 释 放 。其 后 ，他 便 起 程 往 帖 撒 罗 尼 迦 去 。 

保 罗 在 安 息 日 进 入 会 堂 里 ， 跟犹太同胞理  

论 ， 指 出 耶 穌 就 是 基 督 。 有 些 人 信 服 了 保  

罗 ， 此 外 还 有 许 多 敬 畏 神 的 希 腊 人 和 好 些  

尊 贵 的 妇 女 （徒 十 七 幻 。

保 罗 的 成 功 引 起 了 犹 太 人 的 嫉 泸 ，他 

们 便 招 聚 了 一 些 市 井 匪 类 ， 煸 动 暴 乱 。他 

们 闯 进 耶 孙 的 家 ， 要 找 在 那 里 住 宿 的 保  

罗 。 找 不 着 时 ， 便 把 耶 孙 和 几 个 弟 兄 拉 到  

地 方 官 那 里 。 他 们 控 告 保 罗 违 背 该 撒 的 命  

令 ， 说 另 有 一 个 王 名 叫 耶 稣 。 保罗当夜便  

溜 走 了 ， 取 道 往 庇 哩 亚 去 （徒 十 七 5•丨0)。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犹 太 人 对 保 罗 怀 恨 极 深 ，他 

们 得 悉 保 罗 在 庇 哩 亚 ， 也 就 往 那 里 去 耸 动  

众 人 起 来 反 对 保 罗 （徒 十 七 1 3 > 。

我 们 对 帖 撒 罗 尼 迦 教 会 的 基 本 认 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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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哥 林 多 写 的 两 封 信 。 这 两 封  

自 掙 梦 稍 = 给 第 一 世 纪 马 其 顿 信 徒 的 生 活  

# 期 的 二 二 i 要 的 资 料 ， 让 我 们 得 知 其 会  

挥 供 了 : 二 邦 人 • 保 罗 最 少 曾 再 两 次 途 经  

众 主 荬 辟 迦 （在 第 三 次 旅 程 中 来 回 希 腊 > 。 

帖 砟 罗 = 个 世 纪 ， 帖 撒 罗 尼 迦 仍 是 基 督 教

夜 其 后 并 麻 得 了 “ 基 督 教 正 统 之 城 ” 的 
的 中 心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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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H. Mounce 

- 保 罗 " 9 1 :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 1 5 7 3 。

姑撒哭尼迦应书
Lsalonians, Second letter to the
tig s a  l u 6 n i  j i a  h 6 u  s h u

作者
这 信 俅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一 样 ， 以 保  

罗、西 拉 和 提 摩 太 的 名 字 发 出 ， 而 且 也 像  

前 书 一 样 ， 常 使 用 众 数 代 名 词 “我 们 ”， 

但 同 时 也 有 单 数 代 名 词 “我 ” （例 ： 帖后  

二5 ) 。 保 罗 在 本 信 末 说 ： “我 保 罗 亲 笔 问  

你 们 安。 凡 我 的 信 都 以 此 为 记 ， 我 的 笔 迹  

就 是 这 样 。” （三 17 )

然 而 ， 有 些 学 者 怀 疑 保 罗 并 非 本 书 作  

者，主 要 由 於 本 书 中 有 关 未 来 的 教 导 跟 前  

书 有 别 。 学 者 又 辩 称 两 书 的 语 调 和 表 达 方  

法 也 有 分 别 ， 至 於 主 题 内 容 的 分 别 ， 极可  

能 是 由 於 一 个 人 假 借 保 罗 的 名 义 ， 故 意 模  

仿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来 写 作 。 按 三 章 1 7 节 

来看， 本 书 可 能 已 被 看 穿 是 一 篇 伪 作 。 然 

而，早 期 教 会 并 没 有 怀 疑 保 罗 不 是 本 书 作

本 书 的 完 成 年 代 早於 前 书 <■然而，二 

章丨 5 节 提 及 一 封 先 前 写 给 帖 撤 罗 尼 迦 的  

信 ， 而早期教会自二世纪起便已称本书为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

本书是写给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基督  

徒 ， 前 书 则 写 给 外 邦 基 督 徒 。然而，这似 

乎 不 可 能 ， 因为保罗极之关注基督徒的合  

一 （例 ：林 前 一 至 三 ），尤其是犹太人与  

外 邦 基 督 徒 之 合 — （参 弗 二 11 - 2 2 )，所 

以 他 绝 对 不 会 这 样 做 。

本 书 原 是 写 给 别 的 地 方 的 基 督 徒 （庇 

哩 亚 或 腓 立 比  >， 后来却落在帖撒罗尼迦  

信 徒 手 中 。 现仍没有证据支持本信是送往  

帖 撒 罗 尼 迦 以 外 的 地 方 之 说 法 。

保 罗 写 这 信 时 ，西拉和提摩太也正与  

他 同 工 （一 1 )。 可能在前书写成后不久， 

保罗便听闻信徒在帖撤罗尼迦所遇到的另  

— 些 问 题 ， 他出於 关 怀 ，便写了这第二封  

信 。

写作目的和教导

保 罗 写这 信 时 ，心中所关注的事情主  

要 有 3项 。

正如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他表示希 

望 能 鼓 励 读 者 在 信 仰 中 站 稳 《二 1 5 )。保 

罗 可 以 因 神 在 信 徒 生 命 中 的 工 作 感 谢 神  

(一 3 , 二 1 3 > ， 这是他们在面对逼迫时的  

信 心 、 爱 心 和 忍 耐 所 证 明 的 （一 幻 。保 

罗 向他 们 保 证 ，神在最后的审判中，要把 

错误 的更正过来。信徒的任务是用他们的  

生命荣耀耶 稣的名；那么，耶穌再来的时  

候 ，便 要 在 “地的圣徒’’—— 池忠心的子

写 作 年 代 、 地 点 和 对 象

• 本 书 第 】节 跟 前 书 完 全 — 样 ， 是 写 给  

是 罗 尼 迦 的 教 会 ”， 但 跟 前 书 不 同 的 ， 

向。 因 沒 有 提 供 保 罗 及 其 同 工 的 个 人 动  

息“的 本 书 在 曰 期 和 地 点 方 面 并 没 有

些 人 本 书 在 教 导 上 与 前 书 有 别 ， 令一  

对 其 写 作 保 罗 并 非 作 者 ， 这 情 况 也 使学者  

样。 日 期 与 对 象 作 出 许 多 不 同 的 解  
f 些 解 释 包 括 ：

释的听 S 3 , 书 写 成 许 久 后 才 撰 写 。 这解  

俟 岁 〜 起 性 很 低 ， 因 为 西 拉 与 提 摩 太 仍 跟

民—— 身 上 得 荥 猫 （一 5 - 1 2 ) #
有 虚 假 的 教 i/丨丨一 甚至称是从保罗而  

来 的 一一 说 “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二2 )。 

保罗否定这说法，说主再来之前必有一些  

事情要发生。世上会有更大的罪恶，就是 

那 “大 罪 人 ”或 ‘‘沉沦之子”要显跻出来。 

这 人 要 抵 挡 所 有 真 实 的 敬 拜 ， 显 出 神 迹 和  

奇 事 ，并自称是神。现在他的影响力受到  

限 制 。 然 而 ， 到 了 时 候 ， “这 不 法 的 人 必  

显 露 出 来 ”。 然 后 ， 主 自 己 要 来 ， 征 服 和  

毁 灭 这 “不 法 的 人 ”。这 教 训 （二 1 _1 2 ) 

足 艮 塥 音 书 中 指 到 那 些 自 称 是 基 怪 ， 用 神 迹  

和奇亊来迷惑人之敌基飪的教训相似（太 

十四 5. 2 3 - 2 6 ; 可十三5、6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强 调 主 再 来 的 日 子 无 人 知  

晓 ， 信 徒 必 须 随 时 准 备 迎 接 主 。 在 这 ， 

为 了 否 定 主 已 到 来 的 课 论 ， 保 罗 笤 黄 描 述  

主 再 来 前 要 发 生 的 亊 。 这 两 方 面 关 乎 未 来  

的 教 导 ， 在 福 音 书 所 戟 耶 稣 的 教 训 中 ， 是 

— 同 强 调 的 （太 二 十 四 ； 可 十 三 ； 路 二 十  

— > 〇

最 后 ， 在 基 督 徒 群 体 中 ， 懒 惰 不 作 工  

的 问 题 （在 帖 前 四 丨 丨 ， 五 M 提 及 ） 仍 然  

存 在 ， 并 可 能 有 增 无 减 。 因 此 保 罗 要 再 次  

提 到 他 和 众 同 工 的 榜 样 ； 他 们 在 生 活 上 可  

能 要 倚 筇 接 受 他 们 传 福 音 的 人 时 ， 他 们 宁  

可 亲 手 作 工 。 保 罗 用 了 一 句 格 言 ： “若 有  

人 不 肯 做 工 ， 就 不 可 吃 饭 ” （三丨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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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为 位 從 的 生 命 感 思 （一 3 、 4 >

保 罗 要 赞 美 神 ， 并 称 赞 信 徒 增 长 的 信  

心 、 充 足 的 爱 ， 和 受 逼 迫 时 的 忍 耐 。

在 神 的 审 判 中 ， 那 逼 迫 人 的 和 受 逼 迫  

的 人 之 位 置 将 要 逆 转 （一 5 - 1 0 ) ， 现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信 徒 要 受 苦 ， 但 逼 迫 他 们 的  

人 ， 在 主 耶 穌 “同 他 有 能 力 的 天 使 ” 从 天  

上 降 临 时 ， 要 面 对 神 公 义 的 审 判 。 那 些 不 ： 

认 识 神 和 不 听 从 福 音 的 人 ，必 要 “受 刑 罚 ， 

就 是 永 远 沉 沦 ”。 祂 的 子 民 要 经 历 祂 再 来  

的 荣 耀 ， 并 知 道 他 们 并 不 是 徒 然 相 信 和 受  

苦 。

为 主 耶 稣 能 在 位 徙 身 上 得 荥 耀 拚 迕 （一  

1 1 . 12)

保 罗 为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信 徒 祷 告 ， 盼 望  

他 们 的 生 命 与 蒙 召 相 配 ， 他 们 决 心 要 作 的  

得 到 成 就 ， 并 因 着 神 的 恩 典 ， 使 基 督 的 名  

得 着 荣 耀 。

基 何 洱 来 前 必 要 发 生 的 來 （二 1 - 1 2 )

保 罗 在 信 中 处 理 了 一 个 假 教 训 ， 就 是  

说 主 的 日 子 已 经 到 了 。 基 督 徒 的 盼 望 简 单  

来 说 ， 就 是 “我 们 主 耶 穌 基 督 降 临 ” 和  

“我 们 到 他 那 里 聚 集 ”。 然 而 ， 在 此 之 前 ， 

“那 不 法 的 人 ”， 或 称 为 敌 基 督 的 ， 必 先  

显 露 出 来 （虽 然 新 约 也 采 用 众 数 的 “敌 基  

督 ” 和 “敌 基 督 者 的 灵 ” —— （约 査 二 1 8 ， 

四 3 ) 。 保 罗 谈 到 “现 在 有 一 个 拦 阻 （那  

不 法 之 人 ） 的 ”， 后 来 这 拦 阻 要 被 除 去 的  

时 候 ， 他 所 指 的 显 得 十 分 模 糊 。 自 二 世 纪  

待 土 良 的 时 候 开 始 ， 许 多 人 认 为 那 拦 阻 的

力 a 是 保 罗 时 代 的 罗 马 帝 国 ， 但 有 些 人 则  

认 为 “那 不 法 的 人 ” 是 后 来 逼 迫 信 徒 的 罗  

马 皇 帝 尼 禄 。 有 些 人 狞 那 拦 阻 的 因 素 是 福  

音 的 传 扬 ， 有 些 则 看 是 一 个 超 自 然 的 存 在  

者 ， 如 捆 绑 撒 但 的 天 使 （启 二 十 ）， 无论 

这 拦 阻 那 不 法 之 人 的 是 什 么 或 是 谁 ， 信徒 

必 须 好 好 准 备 ， 因 为 那 “行 虚 假 的 神 迹 和  

奇 事 ” 的 恶 者 必 要 显 餺 ， 并 且 许 多 人 会 因  

此 受 骗 。 签 督 的 再 来 意 味 着 罪 恶 要 被 除  

灭 ， 那 些 敌 挡 真 理 ， 在 不 义 中 寻 乐 的 人 必  

受 审 判 。

洱 次 感 思 、 勉 励 和 祕 佇 （二 ] 3-17 >

保 罗 讨 论 过 罪 恶 在 人 生 命 中 的 力 M  

后 ， 为 神 的 灵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身 上 的 工  

作 感 恩 。 保 罗 勉 励 他 们 继 续 坚 守 他 在 见 面  

时 或 书 信 上 所 教 导 的 一 切 。 保 罗 也 为 他 们  

祷 告 ， 求 那 位 将 安 慰 和 盼 望 賜 给 人 的 神 ， 

“在 一 切 善 行 善 言 上 坚 固 你 们 ”。

彼 此 代 祕 （三 1-5 >

保 罗 明 言 他 需 要 信 徒 的 代 祷 ， 以致神  

继 续 使 他 传 的 道 能 造 就 人 ， 并 拯 救 他 脱 离  

恶 人 的 手 。 他 向 读 者 保 证 神 是 信 实 的 。保 

罗 为 他 们 祷 告 的 ， 是 盼 望 他 们 继 续 遵 行 所  

领 受 的 教 训 ， 主 会 引 导 他 们 ， 叫 他 们 “爱 

神 ， 并 学 基 督 的 忍 耐 ”。

膂 戒 不 按 规 矩 而 行 和 懶 衍 的 人 （三6-15> 

保 罗 写 这 信 的 另 一 个 特 别 目 的 ， 是强 

调 基 督 徒 在 生 活 中 ， 绝 不 可 怠 惰 。 他从前  

已 提 出 这 教 训 ， 并 给 他 们 立 下 了 榜 样 。厲 

基 督 的 人 要 “安 舴 做 工 ”， “吃 自 己 的 饭 ”， 

并 且 “行 善 不 可 丧 志 ”。 他 们 不 应 与 反 对  

这 教 导 的 人 相 交 ； 但 不 要 待 他 们 如 仇 敌 ， 

却 要 劝 他 们 如 弟 兄 。

结 银 （三 1 6 - 1 8 )

保 罗 以 祈 求 恩 惠 、 平 安 的 祷 告 （参一 

2 的 问 安 语 ）， 及 私 人 的 签 名 结 朿 本 书 。 

保 罗 在 第 1 7 节 说 他 亲 笔 问 安 ， 可 能 指 在  

此 之 前 ， 本 信 是 由 别 人 代 为 抄 写 的 （参林 

前 十 六 2 1 ; 西 四 1 8 ) 。

Francis Foul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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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信 的 开 首 便 出 现 保 罗 、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的名字， 正 如 保 罗 其 他 书 信 一 样 ， 他 的 同  

工 可 能 也 有 参 与 这 书 信 的 撰 写 。 保 罗 常 在  

信 中 用 “我 们 ” 这 代 名 词 ， 但 “我 保 罗 ”

(帖 前 二 1 8 > 及 在 别 处 的 单 数 代 名 词 （参 

三5， 五 2 7 ) 显 示 这 信 主 要 由 保 罗 执 笔 。

自 十 九 世 纪 开 始 ， 有 一 些 学 者 怀 疑 保 罗 并  

不 是 本 书 作 者 ， 却 没 有 叫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 

此 信 所 处 理 的 明 显 是 一 所 教 会 在 形 成 初 期  

时 所 面 对 的 问 题 。 鉴 於 本 书 的 表 达 方 法 跟  

其 他 保 罗 书 信 不 同 ， 有 些 人 便 认 为 可 能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才 是 本 书 的 主 笔 ， 但 这 说 法 并  

不能确定。 初 期 教 会 对 本 书 的 作 者 并 没 有  

任何质疑。

写作年代、 地 点 和 对 象

本 书 特 别 写 给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教 会 ” 

(一丨 >。 根 据 使 徒 行 传 十 七 章 1 至 9 节 ， 保  

罗 与 西 拉 和 提 摩 太 ， 在 罗 马 的 马 其 顿 省 传  

道期间， 从 腓 立 比 来 到 帖 撒 罗 尼 迦 ◊ 如 他  

往 常 的 习 惯 ， 保 罗 先 往 会 堂 去 ， 连 续 3 个 

安息日， 提 出 经 文 来 证 明 基 督 必 须 受 苦 ， 

然 后 从 死 里 复 活 ， 证 明 耶 稣 就 是 棊 督 。 有 

些 犹 太 人 ， “并 有 许 多 虔 敬 的 希 腊 人 ”， 

也 有 不 少 “砗 贵 的 妇 女 ” 相 信 了 。 犹 太 人  

梅 动 人 起 来 反 对 保 罗 时 ， 保 罗 便 要 与 同 工  

离 开 帖 撒 罗 尼 迦 。

保 罗 逗 留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日 子 大 槪 比  

3个 星 期 多 出 许 多 。 在 信 中 ， 保 罗 谈 及 他  

为 生 计 而 工 作 ， 免 得 叫 帖 撒 罗 尼 迦 人 受 累  

信 中 提 及 保 罗 在 这 教 会 中 的 行 动  

度 ， 也 暗 示 他 曾 停 留 了 一 段 较 长 的 时  

lBl•’腓 立 比 书 四 章 1 6 节 提 到 保 罗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时 ，腓立比信徒曾两次打发人供给  

他 的 需 用 。

后 来 保 罗 与 西 拉 ，大瓶还有提摩太， 

前 往 庇 哩 亚 去 （徒 十 七 1 0 )，当保罗继续 

前 行 至 雅 典 ，两 位 同 工 则 留 在 庇 哩 亚 （徒 

十 七 1 4 、 1 5 ) 。 提 摩 太 曾 到 雅典找保罗， 

但 保 罗 为 了 顾 及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基 督 徒 ， 

“愿 意 独 自 等 在 雅 典 ” （帖前三丨），并打 

发 提 摩 太 往 帖 撒 罗 尼 迦 去 。提摩太从帖撤 

罗 尼 迦 回 来 时 ， 带 苕 一 些 好 消 息 （三6- 

保罗就是根据这好消息而写这信。

使 徒 行 传 十 八 章 5 节说提摩太和西拉  

从 马 其 顿 回 来 ， 往哥林多找保罗 „ 保罗大 

槪 是 在 哥 林 多 逗 留 的 个 月 期 间 之 初 段  

写 成 这 书 信 。 由於保罗在哥林多的日期可  

粗 略 确 定 ， 这 信 可 能 是 写 於 主 后 5 0年 ， 

极可能是首次在帖撒罗尼迦传讲福音后的  

一 年 。

写作目的

提摩太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处境所作  

的 报 告 ， 剌 激了 保 罗 写这 信 n 提摩太可能 

从 帖 撒 罗 尼 迦 把 一 封 信 带 了 回 来 。保罗提 

出 某 些 论 点 的 方 法 暗 示 了 这 一 点 ：“论到 

弟 兄 们 相 爱 ’’（帖 前 四 9 > ， “论到睡了的  

人 ” （四 13), “论 到 时 候 、 日期” {五1; 

参 林 前 七 丨 、2 5 ，八 1 ，十 二 1， 十 六 1、 

1 2 > 。 保 罗 的 写 作目 的包 含下列 各点 ：

1. 他欲就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和忠  

心 称 赞 他 们 ， 帖撒罗尼迦信徒这榜样已广  

为 人 知 （一 7 - 1 0 )。

2. 保 罗 知 道 他 所 留 下 的 人 ，仍然要面 

对 他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时 所 面 对 的 逼 迫 ，因此 

他 希 望 能 鼓 励 他 们 站 稳 （二 1 3 - 1 6 )。保 

罗 曾 为 他 们 忧 虑 ， 但听闻他们靠主站稳， 

便 感 到 高 兴 （三丨- l O k

3.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有 人 诬 蔑 保 罗 ，这些 

人 可 能 就 是 保 罗 在 那 里 时 ，曾偏动人敌挡 

他 的 犹 太 人 （徒 十 七 5 ) 。他们可能说保  

罗 只 是 一 个 宗 教 骗 徒 ，曾使他们离宑自己  

的 宗 教 而 接 受 他 的 新 教 ； 他们永不会再见  

他 。 因 此 ，保罗 提醒 帖撒 罗 尼迦 信徒 ，他 

在 他 们 中 间 的 传 道 方 法 和 态 度 如 何 （二 1• 

1 2 > ， 并 把 自 己 要 再 见 他 们 的 心 ！5 和计划 

( 1 7 、 1 8 节 ）告 诉 他 们 。

4. 保罗也认为有萡要激励帖撤罗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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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徒 按 着 基 督 徒 的 标 准 来 生 活 ， 尤 其 在 两  

性 的 道 德 关 系 上 （四 其 他 关 乎 他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弟 兄 间 之 关 系 等 亊 情 ， 也  

需 要 留 意 （四 9 - 1 2 ， 五 1 ‘2 -‘2 2 > 。

5 .他 所 关 注 的 另 一 个 主 要 问 题 ， 是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对 已 故 的 信 徒 和 主 再 来 的 误  

解 （四 1 3 - 1 8  >。 跟 未 来 的 盼 望 有 关 ， 还  

有 “时 候 、 日 期 ” 的 问 题 ， 保 罗 也 重 复 他  

在 他 们 中 间 时 曾 讲 述 的 教 训 （五 卜 丨 1 ) 。

6 . 他 们 中 间 或 许 也 有 分 裂 的 危 机 ， 因 

此 保 罗 强 调 了 信 徒 间 相 交 的 重 要 性 （五  

2 7 劝 勉 他 们 不 要 轻 视 任 何 圣 灵 恩 赐  

( 1 9 -2 1 节  > , 并 且 必 须 尊 重 他 们 的 领 袖  

( 第 1 2 节 >。

内 容 提 要

为 帖 撒 罗 M 迦 教 会 对 福 抒 的 时 应 而 感 思

( — 2 - 1 0 )

在 他 们 的 生 命 中 ， 信 心 、 爱 心 和 盼 望  

的 果 子 是 明 显 的 ， 保 罗 可 以 为 此 感 谢 神 ， 

福 音 藉 着 圣 灵 的 权 能 传 给 他 们 ， 并 有 传 信  

者 的 生 命 可 作 见 证 。 纵 然 他 们 因 接 受 福 音  

而 受 苦 ， 但 他 们 的 信 心 却 成 为 马 其 顿 和 亚  

该 亚 的 基 督 徒 的 榜 样 。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已  

离 弃 偶 像 而 归 向 永 活 的 真 神 ， 可 见 多 半 信  

徒 是 外 邦 人 ， 而 不 是 犹 太 人 ， 他 们 并 已 在  

基 督 里 寻 见 救 恩 和 盼 望 。

为 f t 己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传 逍 工 作 辩 护  

( 二  1 - 1 2 >

由 於 有 人 对 他 作 出 虚 假 的 指 摘 ， 所 以  

保 罗 认 为 需 要 为 他 的 职 事 辩 护 。 他 曾 在 腓  

立 比 经 历 逼 迫 ， 现 已 脱 离 ， 但 却 要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面 对 “大 争 战 ”。 他 劝 说 他 们 接 受  

福 音 的 真 理 ， 并 不 是 出 於 欺 诈 。 福 音 是 神  

托 付 给 他 的 ， 他 唯 一 的 愿 望 就 是 把 福 音 完  

完 整 整 地 传 给 他 们 。

位 徙 接 受 福 咅 （二丨 3 - 1 6 )

帖 撒 罗 尼 迦 的 信 徒 相 信 福 音 是 “神 的  

道 ”， 并 因 此 曾 受 本 地 人 的 苦 害 。 这 些 逼  

迫 信 徒 的 人 必 要 面 对 神 公 义 的 审 判 。 

保 罗 仍 继 续 关 心 他 们 （二 1 7 - 2 0 )

若 指 控 保 罗 的 人 说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永  

不 会 再 见 到 他 ， 保 罗 可 保 证 他 时 刻 想 望 回  

到 他 们 那 里 ， 只 是 遭 受 拦 阻 ◊ 保 罗 说 “撒  

但 阻 挡 了 我 们 ”， 可 能 是 指 耶 孙 被 迫 答 允  

地 方 官 ， 说 保 罗 会 离 开 帖 城 ， 永 不 再 回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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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十 七 9 > 。 无 论 如 何 ， 帖 撒 穸 尼  

徒 是 他 的 ‘‘荣 耀 和 喜 乐 ”。 他 的 ^ 的 燴  

他 们 在 “我 们 主 耶 稣 来 的 时 候 ，， ^ 趣 ， 

面 前 站 立 得 住 。 ’ &在他

捉 摩 太 受 差 逍 （三 丨 - 5 〉

保 罗 担 心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徙 要 面  

迫 ， 所 以 宁 愿 独 自 在 雅 典 传 福 音 （参 

七 1 6 4 ) ， 并 差 遣 提 摩 太 到 他 们 $ 十

在 他 们 “诸 般 患 难 ” 中 ，鼓 励 和 支 持 他 1、’ 

保 罗 重 申 基 督 徒 必 须 随 时 准 备 而 对 苦 ^  

捉 埯 太 带 来 的 好 消 息 （三6 - 1〇 > °

保 罗 自 己 仍 然 要 为 福 音 的 缘 故 纪 攻  

“困 苦 患 难 ”， 但 听 闻 他 们 在 主 里 有  

和 爱 心 ， 他 的 灵 便 得 宥 安 慰 ， 并 为 此 ^ 大  

感 谢 神 。 他 切 切 地 祈 求 ， 盼 望 可 以 再 见 他  

们 ， 并 进 一 步 加 强 他 们 的 信 心 。

保 罗 的 桃 许 （三 1 1 - 1 3 >

保 罗 祈 求 神 再 次 带 领 他 返 回 帖 撒 罗 尼  

迦 与 信 徒 见 面 ， 并 盼 望 他 们 的 爱 心 充 足 ， 

生 活 圣 洁 ， 以 致 “当 我 们 主 耶 稣 同 他 众 圣

徒 来 的 时 候 ， 在 我 们 父 神 面 前 .... 无可责

备

关 乎 圣 结 生 活 的 劝 勉 （四

基 督 徒 蒙 召 ， 是 要 圣 洁 ， 而 不 是 邪  

淫 ； 是 要 成 圣 ， 而 不 要 污 秽 。 保 罗 强 调 这  

一 点 ， 指 出 以 相 反 的 方 式 来 生 活 ， 就是弃  

绝 了 圣 灵 。 基 督 徒 的 标 准 必 须 与 “不认识  

神 的 外 邦 人 ” 所 奉 行 的 标 准 完 全 不 同 。例 

如 ， 两 性 的 关 系 不 可 凭 “私 欲 ” 来 决 定 ， 

却 要 在 婚 姻 的 约 束 里 “用 圣 洁 、 尊 贵 ’’来 

表 达 。

实 除 的 劝 勉 （四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已 实 践 了 弟 兄 彼 此 相  

爱 ， 但 保 罗 勉 励 他 们 更 进 一 步 。 也 许 由 f  

一 些 人 因 基 齋 再 来 的 盼 望 而 过 分 感 到 兴  

奋 ， 保 罗 便 勉 励 他 们 要 安 静 生 活 ， 为 生 2  

而 作 工 ， 不 要 倚 靠 别 人 的 接 济 ， 也 不 要 1 

非 信 徒 找 机 会 不 尊 重 他 们 。 ， 8>

0U 应 冇 关 巳 死 之 倍 徙 的 叫 遇 （四 W 额

保 罗 转 而 回 答 这 特 别 受 关 注 及 此  

可 能 由 於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曾 写 信 ^ 抓 些  

亊 。 他 们 在 所 爱 的 人 逝 世 时 ， 不 时 活 笤  

没 有 指 望 的 人 般 忧 伤 。 在 主 再 ， w ^ 和 凯  

的 人 与 睡 了 的 人 要 一 同 分 享 部 些 仍  

旋 。 那 些 睡 了 的 人 “必 2 复 活 ^ 相 遇 ； 

活 在 世 上 的 人 要 被 提 到 云 里 ， 一



抓 么 ， 活 笤 的 和 离 世 的 ， 便 要 一 起 “和 主  

永 远 同 在 ’、 有 了 这 确 据 ， 他 们 便 可 以  

“彼 此 劝 慰 '

为 虫 时 來 而 倾 _ 生 活 （五 1 -丨1 )

. 关 於 主 第 二 次 再 来 ， 信 徒 或 许 也 问 及  

“R、t 候 、 日 期 ” 的 问 题 。 神 没 有 让 他 们 知  

道 主 再 来 的 时 间 。 主 会 在 人 没 有 预 期 的 时  

候 来 到 ， “好 像 夜 间 的 贼 一 样 ”。 因 此 ， 

信 徒 要 注 意 的 是 不 要 自 满 ， 并 随 时 作 好 准  

格 ， 像 “白 昼 之 子 ”， 无 论 醒 着 睡 苕 ， 

“都 与 他 同 活 ”。 保 罗 勉 励 帖 撒 罗 尼 迦 ^  

徒 为 此 继 续 彼 此 劝 慰 ， 互 相 建 立 。

站 f f 從 其 他 的 炎 住 （五丨2-22  >

在 这 个 报 后 的 m 要 部 分 中 ，保 罗 劝 告  

帖 撒 罗 尼 迦 信 徒 要 辟 重 他 们 的 领 导 人 ， 并 

承 认 他 们 监 符 的 职 分 ， 生 活 要 彼 此 和 睦 、 

合 一 ； 各 样 美 善 的 审 ， 要 实 行 和 持 守 。 神 

在 信 徒 生 活 中 所 定 的 旨 意 是 恒 常 的 客 乐 、 

不 住 的 祷 告 和 凡 事 谢 恩 。 不 要 消 灭 圣 灵 的  

感 动 ， 不 要 藐 视 先 知 的 讲 论 ， 所 有 说 是 出  

於 神 的 事 ， 必 须 留 心 察 验 ， 以 致 能 持 守 善  

美 的 事 ， 禁 绝 邪 恶 的 事 。

結 讲 （五 2 3 - 2 8 )

帖土罗
Tertullus

t o l u 6

•ie tu Iu6  1 5 7 7

m  “ 衣 训 胚 用 的 一 个 检 察 官

^ 马 的 犹 大 職 腓 力 贿 前 贿 保 罗 《徒  

; = _ 2 ) 。 帖 土 罗 是 罗 马 人 、 希 腊 人  
f 犹 太 人 ， 我 们 不 得 而 知 。 认 为 他 是 犹 太  

^ 的 论 点 主 要 在 於 他 曾 祢 律 法 为 “我 们 的  

律 法 ”， 并 提 及 吕 西 亚 从 “我 们 手 中 ，， 把  

保 罗 夺 去 。 然 而 ， 这 些 话 是 代 表 帖 土 罗 本  

人 还 是 代 表 他 的 委 托 人 ， 却 是 — 个 疑 问 。 

此 外 ， 有 些 最 古 老 的 经 文 权 威 更 把 这 段 经  

文 取 消 了 （参 徒 二 十 四 6 _ 7 > 。 从 犹 太 人

把 他 请 来 的 速 度 # ， 他 大 槪 是 — 个 专 业 的  

律 师 ’ 常 在 罗 马 法 庭 中 工 作 。 他 的 讲 辞  

( 徒 二 十 四 2 - 8 ) 以 奉 承 腓 力 斯 作 开 始 ， 

继 而 指 控 保 罗 是 一 个 生 乱 的 人 ， 扰 乱 当 地  

的 平 靖 ， 而 且 是 拿 撒 勒 教 党 里 的 领 袖 . 上  

述 各 项 在 罗 马 律 法 中 都 是 严 重 的 指 控 。

铁
Iron
ti爸

本 书 最 后 的 祷 告 是 祈 求 信 徒 的 生 活 能  可 压 制 的 金 屈 元 素 。

全 然 圣 洁 ， 以 致 他 们 “在 我 主 耶 稣 基 飪 降  

临 的 时 候 ， 完 全 无 可 指 摘 ' “为 我 们 祷  

告 ” 是 保 罗 的 恳 求 。 他 愿 意 信 徒 把 问 安 传  

开 ， 并 把 信 “念 给 众 弟 兄 听 ”。 最 后 ， 再 

以 开 首 祈 求 賜 恩 的 祷 告 ， 来 结 束 全 书 。

Francis Foulkes 

参 “保 罗 ” 9 0 :  • 主 再 来 ” 2 3 5 4 :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 1 5 7  3 :  “ 帖 撒 罗 尼 迦 "

1 5 7 2 :  • 末 世 论 ” 1 0 8 1 :  “主 的 日 子 • 2 3 5 0 。

参 考 书 目 ： J . D e n n e y . The  E p i s t l e s  to 

th e  T  h e  s s s  I o n i a n  s', J . E a d i ©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t h e  E p i s t l e s  to the  T h e s s a l o n i a n s i  C.

E l l i c o t t ,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t h e  E p i s t l e s  to

t h e  T h e s s a l o n i a n s ]  J .E . F r a m e , A  C r i t i c a l  

a n  d  E x e g e t i c  a l  Co  mme n t a r y  on  th e
E p i s t l e s  o f  St.  P a u l  to th e  T h e s s a lo n i a n s :

I . H .  M a r s h a l l .  1 a n d  2  T h e s s a l o n i a n s :  G .  

M i l l i g a n . S t .  P a u l '  s  E p i s t l e s  to t h e  

T h e s s a l o n i a n s .

参■•矿物、金厲和宝石” 8 3 3。

铁 笔 / 文士的刀
Penknife, Stylus
t i 6  bl  / w 6 n sh l  d e  d a 〇

用 以 削 尖 芦 苇 笔 、割 开 蒲 草 纸 ， 以及 

在 石 上 刻 字 的 铁 制 工 具 。 这 名 词 出 现 在 耶  

利 米 书 三 十 六 章 2:3节 ， 中 译 作 “文士的  

刀 ”， 其 他 的 地 方 则 译 作 “铁 笔 ” （伯十  

九 2  4  ; 耶十七丨）， 另 一 处 经 文 是 以 赛 亚  

书 八 章 1 节 ， 中 译 作 “人 所 用 的 笔 ”，或 

译 “人 常 用 的 字 ”， 以 赛 亚 书 八 章 丨 节 所  

用 的 希 伯 来 字 ，在 出 埃 及 记 三 十 二 章 4 节 

译 作 “雕 刻 的 器 具 ”。

参 •著作和 书 铭 2  3 6  0 。

铁匠
Ironsmith 
t i 6  j i ^ n g

参 - 职 业 （铁匠）”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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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哈巴
Dinhabah
t i n g  h a  b a

以 色 列 王 国 时 代 之 前 以 东 地 的 一 个 京  

城 ， 为 以 东 王 比 拉 所 建 （创 三 十 六 3 2 ; 

代 上 一  4 3 >  ; 确 址 不 详 。

亭拿
Timnah
l i n g  n A

犹 大 的 一 座 城 ， 即 亭 纳 （创 三 十 八

1 2 - 1 4 > 0

参 - 亭 纳 # 3 "  1 5 7 8 。

亭拿他
Thimnathah
t i n g  t a

分 给 但 支 派 为 产 业 的 一 座 城 （书 十 九

4 3 )  0

参 - 爭全内# 3 ” 1 5 7 8 。

亭 拿 西 拉
Timnath-serah
t i n g  n d  x l  l a

以 色 列 人 按 着 支 派 分 地 时 ， 嫩 的 儿 子  

约 书 亚 要 求 得 以 为 业 的 一 座 城 （书 十 九  

4 9 、 5 0 > 。 约 书 亚 重 建 了 这 城 ， 并 住 在 其  

中 。 圣 经 说 ， 约 书 亚 死 后 ， 以 色 列 人 便 将  

他 葬 在 他 的 地 业 ， 即 位 於 “以 法 莲 的 山 地

-----在 迦 实 山 的 北 边 ” 之 地 （书 二 十 四

3 0 ) 。 士 师 记 二 章 9 节 也 列 出 了 相 同 的 地  

点 《亭 拿 希 烈  > ， 但 这 些 地 理 上 的 指 示 都  

太 模 糊 ， 不 能 指 出 这 城 确 实 的 位 置 。 亭 拿  

西 拉 可 能 就 是 提 卜 奈 废 墟 ，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西 北 偏 北 约 1 7 哩 ， 纳 布 卢 斯 （示 剑  > 西  

南 偏 南 约 1 7 P里。

然 而 ，在 士 师 记 中 ，这 城 作 亭 拿 希 烈 ， 

意 思 是 “厲 太 阳 的 地 界 或 太 阳 的 一 部 分 ”， 

似 乎 要 把 这 城 与 旧 式 的 太 阳 崇 拜 联 系 起  

来 ， 像 伯 示 麦 城 （“太 阳 之 家 一 样 。

对 於 这 两 个 不 同 的 名 字 ， 有 几 个 可 能  

的 解 释 。 这 地 可 能 有 两 个 名 字 ， 它 们 的 第  

二 个 部 分 ， 均 以 3 个 相 同 的 希 伯 来 辅 音 组  

成 ， 只 是 次 序 有 所 不 同 。 这 是 一 个 不 常 见  

的 情 况 ， 但 是 有 可 能 的 。 亭 拿 西 拉 的 意 思  

大 槪 是 “超 逾 之 地 ”。 巴 勒 斯 坦 的 城 邑 往

往 拥 有 多 於 一 个 名 字 ， 一 般 见 於 不  

( 参 伯 特 利 ， 即 早 期 的 路 斯 ， 创 = 二期  

6 ; 但 ， 即 利 善 ， 书 十 九 竹 ； 希 伯  

基 列 亚 巴 ， 创 二 十 三 2 > 。 若 正 确 的 名 ^  

是 亭 拿 希 烈 ， 则 可 能 是 一 位 文 士 刻 意 2  

字 更 改 ， 好 断 绝 任 何 与 太 阳 崇 拜 的 关 ^ «  

无 论 哪 一 个 是 原 来 的 名 字 ， 另 — 个 都 ^  

是 抄 写 员 无 意 中 错 放 字 母 的 次 序 而 造 成 ^  

别 名 。

亭 拿希烈
Timnath-heres
t i n g  n d  x T  l i 6

即 亭 拿 西 拉 （士 二 9 > 。

参 “亭 拿 西 拉 ” 1 5 7 8 。

亭纳
Timna, Timnah
t i n g  n k

〇 西 珥 的 女 儿 ， 罗 對 的 妹 子 ， 是以东  

本 地 的 何 利 人 （创 三 十 六 2 2 ; 代 上 一 3 9 )。 

她 是 以 扫 之 子 以 利 法 的 妾 侍 ， 并 且 是 亚 玛  

力 的 母 亲 （创 三 十 六 1 2 > 。

@ 以 东 族 长 （创 三 十 六 4 0 ; 代 上 一  

3 6 、 5 1 > 。 这 名 称 可 能 是 以 东 族 的 祖 先 ， 

也 可 能 指 该 族 所 占 领 的 地 区 。

® 犹 大 支 派 地 业 ， 坐 落 於 北 面 边 界 的  

一 座 城 ， 位 於 伯 示 麦 和 以 革 伦 之 间 （书十 

五 1 0 ) 。 这 地 大 概 就 是 犹 大 与 他 玛 发 生 关  

系 的 地 方 ， 其 后 他 玛 生 下 了 法 勒 斯 和 谢 拉  

( 创 三 十 八 1 2 - 丨 4 > ， 和 合 本 作 “亭 拿 ”。 

亭 纳 是 犹 大 与 非 利 士 之 间 的 边 境 城 镇 ，-参 

孙 的 婚 姻 问 题 就 在 这 里 第 一 次 出 现 一 他  

与 非 利 士 人 的 女 子 结 合 （士 十 四 丨 、2 、5 , 

十 五 6 , 和 合 本 作 “亭 拿 ”）。 这 城 显 然 龙  

在 以 色 列 人 与 非 利 士 人 之 间 易 手 ， 然 而 ’ 

以 色 列 人 明 显 地 在 征 服 迦 南 时 ， 已 取 得 亭  

纳 的 控 制 权 （参 书 十 九 4 3 ， 和 合 本 1  

“亭 拿 他 ，，> ， 但 在 参 孙 那 时 ， 这 城 却 落 #  

非 利 士 人 的 手 中 < 士 十 四 " 。 其 后 ^ 前  

利 士 人 从 亚 哈 斯 手 中 夺 去 亭 纳 辟 示  

7 3 0  , 代 下 二 十 八 1 8 ) 。 亚 述 的 记  

西 拿 基 立 （主 前 7 〇 1 ) 於 攻 击 以 革 ，

曾 在 探 拿 （大 概 就 是 亭 纳 ）击 败 非 利

亭 纳 似 乎 就 是 现 今 的 提 卜 奈 〔 叹 是 犹 大  

O 南 部 山 区 的 一 座 城 ， 这 山



支 派 所 得 产 业 的  

城 可 能 就 是 犹 大  

( 创 三 十 八 丨 2 ，

一 部 分 （书 十 五 5 7  )。 这 

不 幸 地 与 他 玛 遇 上 的 地 方  

1 4 ; 可 能 与 本 条 目 # 3 的

地点 相 同 > 。

挺杖
H andpike
t i n g  z h ^ n g  一

有 金 屈 尖 刺 的 木 杖 （结 三 十 九 9 > 。

参••武器和战争” 1 61 6 。

1 讯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 o n g  x d n

经 考 古 发 掘 ， 迄 今 已 有 成 千 上 万 件 古  

人 写 在 泥 版 上 的 公 函 和 家 书 出 土 ， 対 於 了  

解 古 代 的 通 讯 情 况 ， 是 极 珍 货 的 文 物 。 早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前 ， 亚 述 人 便 已 利 用 驻 队  

商 旅 与 东 亚 拿 多 利 亚 （即 小 亚 细 亚 ） 互 通  

消 息 ， 这 可 谓 非 正 式 的 邮 政 服 务 。 稍 后 ， 

亚 述 人 的 军 用 大 道 ， 也 有 信 使 往 来 传 递 信  

息 ， 是 很 有 效 率 的 官 用 邮 政 服 务 。 各 通 都  

大 邑 纷 纷 设 S 驿 所 ， 并 委 驿 承 管 理 往 来 信  

使 及 邮 件 ； 是 时 且 有 泥 版 依 次 刻 写 着 某 条  

路 线 沿 途 的 地 名 和 各 地 间 的 里 程 ， 可 作  

“旅 行 指 南 ”。 今 日 之 古 史 修 赛 即 大 得 力  

於 从 亚 述 并 中 东 各 地 所 发 现 的 帝 王 诏 书 等  

通 讯 文 献 。

波 斯 立 国 后 ， 即 大 大 发 展 了 亚 述 的 邮  

政 服 务 。 波 斯 人 修 筑 “王 道 ”， 主 要 为 官  

府 信 使 驰 驿 的 专 用 线 ， 但 也 向 全 民 开 放 。 

从 波 斯 湾 畔 的 帝 都 书 珊 （斯 三 1 3 , 八 10) 

至 小 亚 细 亚 撒 狄 的 “王 道 ”， 全 长 1 ，6 0 0  

多 哩 ， 每 1 5 哩 左 右 即 迓 驿 舍 或 官 找 ， 以 

供 往 来 的 皇 差 军 使 歇 宿 停 留 ； 於 战 略 要 点  

则 设 堡 垒 ， 经 河 流 则 有 渡 口 以 资 摆 渡 。 普 

通 行 旅 可 日 行 〗 8 哩 ， 全 程 需 走 3 个 月 ； 急 

传 信 使 於 驿 间 换 马 疾 驰 ， 跑 完 全 程 只 需 2 

至 3 周 。 据 主 前 五 世 纪 的 希 腊 史 家 希 罗 多  

德 描 述 ， 传 递 紧 急 公 文 的 驿 差 整 年 在 王 道  

上 疾 驰 如 飞 ， 无 论 严 寒 酷 蜃 ， 风 雪 大 雨 ， 

全 不 能 阻 其 执 行 公 务 。

其 时 ， 中 国 正 当 周 朝 ， 已 有 很 发 达 的  

邮 传 系 统 。 至 主 前 三 世 纪 ， 中 国 为 汉 朝 ， 

埃 及 为 多 利 买 王 朝 ， 其 邮 传 网 络 密 布 ， 已 

似 近 代 邮 政 之 雜 形 。 主 前 3 0 年 ， 罗 马 并

吞 了 埃 及 ，亚 古 士 锊 大 帝 （主前 U 至主 

后 为 统 治 地 跨 三 洲 的 庞 大 帝 国 ，迅 

猫 建 立 一 个 完 备 的 通 讯 系 统 ，几 条 大 ；!•-线 

便应运而生•不过罗马的邮传在速度上和  

规 范 上的 成躭 俱不 显 若、 当然，短途邮传 

尚 不 箅 慢 ，但长途和水路邮传却要耗时月  

余 ， 才 可 寄 达 。皇室的邮传系统不仅於公  

众 无 益 ， 反 增 税 项 。 当时，商户可逍家奴 

投 书 传 信 ， 巨贸可庖用专门信差，而穷人 

就只好求旅行的朋友顺写只言片语了 .

耶路撒冷教会领油致小亚细亚各教会  

的 信 是 委 托 使 徒 保 罗 和 巴 拿 巴 传 递 的 （徒 

十 五 2 2 - 2 9  )。 后 来 ， 保 罗 1& 委派提摩太  

(帖 前 三 2 >、推 埜 古 （西四 7、8 ) 和以巴 

弗 提 （腓 二 2 5 ， 四 1 8 ) 分别担任信使屯  

任 。

古罗马在通都大邑的热闹街市上设漆  

成 白 色 的 “布 告 版 ’’（拉 丁 语 “亚勒巴姆”， 

意 即 “白 色 ’’>， 上面公布用黑漆写出的  

消 息 。

古 人 还 利 用 火 、光 、烟为遥传消息的  

讯 号 „ 巴比伦人首创反光通讯法  <利用反 

光 物 将 日 光 反 射 传 讯 ），可资近距通讯使  

用 。 古 代 还 利 用 “烽 火 ”组成鱉报系统。 

希 腊 剧 作 家 艾 思 区 罗 描 写 特 罗 亚 城 陷 时 ， 

即以十 数 堆在 山 顶 的烽 火 将 信息 传 知 远 在  

迈 锡 尼 的 克 里 坦 涅 査 （约主前丨()84>，可 

谓 是 远 距 速 传 的 一 个 有 效 方 法 。从拉吉的 

陶 片 书 函 可 知 ， 主 前 5 8 7 年巴比伦大军围  

困 耶 路 撒 冷 时 ， 拉吉城 民即 以烽火 为讯  

号 ， 与 耶 路 撒 冷 遥 相 策 应 ；有一封函件结 

尾 说 ： “恧 我 主 知 道 我 们 正 观 肴 拉 吉 城 ， 

按 照 我 主 的 指 示 发 出 的 烽 火 讯 号 ，因为我 

们 没 有 看 见 亚 西 加 。” （参耶六丨，三十四 

7 ) 后 来 这 烽 火 传 讯 的 方 法 ® 发 展 成 灯 塔 ， 

如 亚 历 山 太 港 《埃 及 ）的灯塔。

音 响 通 讯 也 有 数 千 年 的 历 史 ■>主前 

5 5 0 年 ， 波斯 古列大帝在几座要邑之间筑  

了 一 系 列 的 高 塔 ， 有事时可由立於塔顷的  

士 兵 把 军 令 接 续 呼 传 到 指 定 的 地 方 。据闻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曾 发 明 大 “扩 音 苘 ”，行军 

作 战 时 可 将 统 帅 的 声 音 传 达 数 哩 之 遥 。罗 

马 史 家 瑟 维 如 斯 记 述 ， 在防守英格兰北城  

垣 时 ， 罗马士兵曾用铜制传声筒互栢喊话  

以 策 应 防 务 。 希伯来人以吹羊角号来报告  

一 月 之 始 、 安 息 曰 之 始 或 者 紧 急 军 情 （书

••ng zhing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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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4; 士 七 1 6 ; 何 八 丨 > 。 击 鼓 传 岱 也 是 古  

人 常 用 的 通 讯 方 式 。 至 今 ， 加 纳 阿 散 蒂 地  

区 的 鼓 手 还 能 在 鼓 上 敲 出 与 当 地 语 言 声 调  

相 应 的 平 仄 声 音 ， 以 传 达 意 思 《>

槪 而 言 之 ， 古 人 的 通 讯 方 式 主 要 是 不  

同 形 式 书 写 的 文 字 、 火 光 讯 号 、 扩 大 的 声  

音 讯 号 等 。

Austin  H . Potts

参••旅游和交通~  9 2 8 。

钢
Copper
t 6 n g

淡 紫 红 色 金 屈 ， 苗 延 展 性 ， 矿 产  

( 申 八 9  > ; 古 代 多 用 作 工 具 、 装 饰 和 钱  

币 。

参 " 矿 物 . 金 厲 和 宝 石 " 8 3 3 。

铜海
Bronze Sea, Molten Sea
t 6 n g  hi i i

指 所 罗 门 圣 殿 院 中 东 南 角 的 胄 铜 水  

缸 ， 专 供 主 持 圣 亊 的 祭 司 洗 洁 之 用 ， 与 会  

锫 中 的 洗 濯 盆 同 样 作 用 （王 上 七 2 3 -4 4;

王 下 十 六 丨 7 ， 二 十 五 1 3 ; 代 上 十 八 8 ; 代  

下 四 ‘2 - 6 、 1 5 ; 耶 五 十 二 17  > ， 报 ] 在 1 2 只 

铜 牛 身 上 ， 每 3 只 锏 牛 各 朝 一 方 。 铜 缸 壁  

厚 丨 簞 （3 吋 ）， 高 5 射 （7 % 呎 ）， 径 1 0 肘  

( 1 5 呎  > , 容 水 2 , 0 0 0  ( 王 上 七 2 6 > 或

3 , 0 0 0 罢 特 （代 下 四 5 > 。 有 关 容 S 记 载 的  

歧 异 ， 可 能 是 由 於 抄 写 错 误 ， 列 王 纪 上 的  

经 文 可 能 略 去 了  “3 ” 字 ， 余 下 的 字 被 理  

解 为 “2 , 0 0 0 '  “罢 特 ” （原 意 为 可 容 一  

人 的 器 皿 ） 是 一 液 体 容 单 位 ， 约 相 当 於  

6 加 仑 。

参 “会 耩 . 圣 殿 ” 5 9 6 :  **洗 濯 盆 • 1 7 1 5 。

钢 戟 / 尖枪
Javelin
t 6 n g  j l  / j i 5 n  q i a n g

轻 便 短 小 、 形 状 像 矛 的 武 器 。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铜 戟 和 枪 ）" 1 6 1 6 。

m
Coppersmith
t 6 n g  j i ^ n g

参 “工 商 业 ” 4 9 7 : “职 业 （铜 匠 ）•

2320〇

钢 块 / 尼 护 施 坦
Nehushtan
t 6 n g  kui Ui  / n !  h i l  s h T  t d n

旷 野 飘 流 时 期 ， 摩 西 所 做 铜 蛇 的 名  

称 。 在 希 西 家 王 实 行 宗 教 改 革 时 被 毁 （王 

下 十 八 。

参 " 铜 蛇 • 1 5 8 1 : - 旷 野 飒 流 ” 842,

萤女
Virgin
t 6 n g  nf l

在 圣 经 中 ， 一 个 只 用 於 女 性 的 名 词 ， 

同 时 也 比 喻 地 方 、 民 族 和 教 会 „ 童 贞 女 一  

词 是 形 容 一 个 生 理 方 面 已 成 熟 ， 但 仍 未 经  

验 性 交 的 女 性 。 耶 穌 的 母 亲 马 利 亚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例 子 （太 一 1 8 - 2 5 ) 。

旧 约 很 重 视 妇 女 在 结 婚 前 保 持 贞 洁 。 

利 百 加 适 合 作 以 撒 的 妻 子 ， 其 中 一 个要索  

是 ， 她 仍 是 处 女 （创 二 十 四 1 6 ) 。 律法 也  

规 定 ， 由 於 祭 司 的 生 活 必 须 合 乎 神 的 标  

准 ， 所 以 他 们 只 能 娶 童 贞 女 为 妻 （利二十  

— 7 、 丨3、 1 4 > 。

上 述 悄 况 无 疑 反 映 了 整 本 圣 经 对 於 婚  

姻 的 教 导 ， 即 理 想 的 婚 姻 是 绝 对 忠 诚 的 。 

新 约 也 谈 及 这 种 理 想 ， 指 出 婚 前 性 行 为 是  

被 禁 止 的 《林 前 六 1 3 、 1 8 ) , 并 用 “童 身 ” 

一 词 形 容 那 些 一 直 对 主 忠 诚 的 信 徒 （启十  

四 4 ; 参 林 后 十 一  2 > 。

消 极 方 面 ， 旧 约 在 审 断 失 去 贞 操 的 妇  

女 当 得 的 惩 罚 时 ， 也 强 调 了 相 同 的 原 则 。 

若 责 任 在 於 男 方 ， 他 便 要 娶 那 女 子 为 荽 ， 

或 对 她 的 父 亲 作 出 赔 偿 （出 二 十 二 1 6, 

1 7 > 。 若 女 子 本 身 是 罪 魁 ， 那 么 ， 她的惩  

罚 便 是 死 亡 （申 二 十 二 20、21 > „

然 而 ， 旧 约 并 没 有 热 许 终 身 守 宽 身 的  

人 。 神 吩 咐 耶 利 米 不 要 娶 妻 ， 只 为 了 加 弹  

神 对 那 要 来 的 审 判 的 替 告 （耶 十 六 2 h  

从 妇 女 的 角 度 看 ， 保 守 童 身 以 致 终 生 无 儿  

无 女 ， 是 悲 惨 的 （参 士 十 一 3 7  > 。

新 约 复 述 了 婚 姻 的 价 值 ， 但 也 更 淸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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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指 出 基 督 徒 男 性 及 女 性 守 独 身 的 好 处 。 

保 罗 说 ， 有 些 人 守 独 身 是 神 的 恩 賜 ， 他 们  

在 事 奉 中 会 有 所 得 若  < 林 前 七 7 、 2 5 - 3 8 > 。 

耶 穌 也 赞 赏 那 些 为 天 国 的 缘 故 “自 阉 ” 的 

人 （太 十 九 1 2 > 。

耶 稣 称 赞 独 身 生 活 的 时 候 ， 当 然 是 以

自 己 为 榜 样 ---- 否 定 一 般 人 的 误 解 ， 他 们

以 为 苽 身 的 人 永 不 能 尝 到 人 间 的 爱 与 满  

足。

婚 姻 风 俗 • 6 1 3 :  • 性 _ 1 7 8 4 :  • 耶 稣 为 童 贞

女 所 生 • 1 9 9 1 : " 圣 经 中 的 妇 女 观 • 1 3 6 7 :  

• 使 女 / 婢 女 / 女 子 ” 1 4 2 4 。

钢蛇
Bronze Serpent
t6 ng  s h 6

铜 制 的 火 蛇 模 型 ， 原 为 神 命 摩 西 所  

造 ， 以 救 在 旷 野 逍 火 蛇 咬 伤 的 以 色 列 民  

( 民 二 十 一  4-(J > 。

先 是 以 色 列 民 向 神 和 摩 西 发 怨 言 ， 神 

遂 逍 火 蛇 予 以 惩 戒 ； 后 众 民 悔 改 ， 神 命 摩  

西 以 铜 蛇 模 型 悬 於 商 杆 ， 望 之 者 立 愈 。

有 人 把 这 亊 件 的 神 学 意 义 与 摩 西 以 手  

杖 变 蛇 ， 将 法 老 术 士 幻 化 的 毒 蛇 吞 噬 一 尽  

的 记 载 连 起 来 （出 七 8 - 1 2 ;  参 出 四 2 - 5 、 

2 8 - 3 0 ) 。 古 代 埃 及 人 和 迦 南 人 均 视 蛇 为  

神 ， 因 此 摩 西 的 蛇 胜 过 术 士 的 蛇 是 象 征 耶  

和 华 的 至 高 权 能 ； 至 於 民 数 记 二 十 一 章 的  

事 件 ， 重 点 显 然 不 同 。 那 事 件 是 以 色 列 民  

在 旷 野 悖 逆 神 的 飛 后 一 次 记 录 （参 林 前 十

9 ) ， 每 一 次 悖 逆 事 件 都 有 4 个 阶 段 ： 民发  

怨 言 、神 施 惩 戒 、 民 悔 过 、神 赦 免 或 解 救 。 

这 些 亊 件 的 主 要 神 学 大 题 ， 并 非 耶 和 华 的  

权 能 ， 而 是 他 恩 賜 的 救 恩 。 铜 蛇 并 非 治 病  

的 神 奇 秘 方 ， 而 是 作 为 救 恩 的 象 征 ， 賜 给  

所 有 仰 望 它 的 人 》

列 王 纪 下 十 八 章 4 节 又 S 出 现 “铜 蛇 ” 

的 记 载 。 在 两 次 记 载 相 隔 的 年 代 中 ， 铜 蛇  

成 了 偶 像 。 犹 大 王 希 西 家 （主前7 1 6 - 6 8 ( 3 >  

推 行 改 革 时 ， 也 把 铜 蛇 除 去 。 甚 督 教 时 代  

以 前 的 文 献 中 ， 《所 罗 门 智 慧 书 》 是 最 后  

提 及 铜 蛇 之 事 的 记 述 ， 书 中 所 记 也 同 意 上  

述 的 解 释 ， 即 救 恩 非 由 铜 蛇 而 来 ， 而 是 神  

的 恩 賜 ^  “凡 转 向 蛇 的 都 得 救 ， 不 是 由 於  

他 看 见 的 东 西 ， 而 是 因 为 你 ， 万 人 的 救

主 ，

狴 督 借 用 铜 蛇 所 含 救 世 的 离 意 而 说 .• 
“庳 西 在 旷 野 怎 样 举 起 蛇 ，人子也必照样  

被 举 起 来 ， 叫 一 切 信 他 的 都 得 永 生 《 ” 

( 约 三 I 4 ) “人 子 被 举 起 来 ”一句显然是  

指 基 督 的 死 ， 阐 明 了 两 层 深 意 ：（丨）“基 

督 的 死 成 全 救 恩 ”，这也包含在锕蛇的离  

意 之 中 ， 约 翰 说 “必 然 ”， 表明神预定的  

救 恩 计 划 ； （2> “基督的死使把被高举”， 

‘‘举 起 ” 这 动 词 含 有 尊 大 之 意 ，同 时 ，约 

翰 也 很 强 调 耶 稣 在 世 上 事 奉 的 荣 钹 ，以 

及 祂 复 活 后 的 荣 耀 。

Grant R. Osborne

钢网
Grate, Grating
t 6 n g  w 3 n g

会 裤 中 围 绕 燔 祭 坛 的 铜 网 （出 二 十 七

4 > 。

参 • 祭 坛 • 6 8 7 ;  • 会 幕 . 圣 闲 • 5 9 6 ,

桶 / 费尔金
Firkin
t 6 n g  / f ^i  f ir j i n

有 译 作 贽 尔 金 ， 重 跫 单 位 ， 约 相 等 於  

1 0 加 仑 。 在 约 翰 福 章 二 章 6 节 ， 钦 定 本 就  

以 “费 尔 金 ” 翮 译 希 腊 人 用 作 S 度 液 体 的  

一 种 单 位 。 修 订 标 准 译 本 则 转 以 加 仑 为 计  

箅 单 位 。 和 合 本 译 作 “桶 ”。

参 • 度 ！ 衡 （费 尔 金 T  3 5 4 。

偷窃
Stealing
t o u  q i ^

参 “刑 法 和 刑 罚 • 1 7 7 5 :  •十诫• 1 4 1 0 。

头
Head
t 6 u

“头 ” 这 个 名 词 ，在圣经中有很多象  

征 性 的 用 法 。 很 多 时 候 ，头代表重要性和  

权 柄 。 旧 约 经 常 用 身 体 的 部 分 来 代 表 ® 个  

人 （例 ： 申 六 5 ) « > 所 以 在 原 文 ， 计算兵 

丁 或 人 口 的 数 目 ，都 是 数 点 人 头 （民―幻。

昂 首 或 抬 头 ， 是 自 豪 （诗 一 四 0 9 )  

或 尊 荣 （诗 三 3 ， 二 十 七 的 表 示 。 垂

参 • 家 庭 生 活 和 伦 常 关 系 ” 7 2 9 :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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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表 示 谦 卑 （赛 五 十 八 或 悲 哀 （哀 二

1 0 ) 。 在 希 伯 来 文 ， “头 ” 这 个 字 ， 也 代  

表 山 顶 （创 八 5 > 、 塔 顶 （创 十 一  D 、 树  

梢 （撒 下 五 2 4 > 、 河 的 源 头 （创 二 1 0 > 。 

这 个 字 也 经 常 用 作 表 示 政 治 、 军 亊 、 家 庭  

方 面 ，领 袖 的 地 位 • • 一 如 头 能 够 控 制 全 身 ， 

居 於 “头 ” 地 位 的 人 ， 也 有 权 柄 操 纵 屈 下  

( 士 十 丨 8 ; 撒 上 十 五 1 7 ; 诗 十 八 4 3 ; 赛 七

8 、 9 ; 耶 三 十 一 7 ; 何 一 1 1 > 。 大 卫 作 了  

亚 吉 的 护 卫 长 ， “护 卫 长 ” 的 原 文 ， 是  

“保 守 头 的 ” （撒 上 二 十 八 2 ; 参 士 九 5 3 ;  

诗 六 十 八 2 丨 ）。

希 腊 的 哲 学 家 ， 用 身 体 来 代 表 宇 宙 。 

丢 斯 或 理 性 ， 就 是 这 个 身 体 的 头 „ 这 个 头  

的 责 任 ， 是 创 造 维 持 其 他 的 肢 体 。 这 些 肢  

体 包 括 了 天 象 、 人 类 、 动 植 物 ， 和 一 切 死  

物 。 作 为 身 体 的 宇 宙 ， 必 须 倚 赖 这 个 头 ， 

才 能 继 续 存 在 。

在 主 前 4 6  0 年 和 主 后 2 0 0 年 之 间 （主  

前 4 6 0 是 西 方 医 学 之 父 希 坡 克 拉 底 出 生 之  

年 ； 主 后 2 0 0 则 是 承 继 他 发 现 的 伽 伦 逝 世  

之 曰 希 腊 的 医 学 渐 渐 领 会 到 头 是 智 力  

的 中 心 。 脑 部 必 须 能 够 分 析 身 体 （五 官 、 

皮 肤 等  > 传 送 来 的 资 讯 ，并 依 照 这 些 资 讯 ， 

向 身 体 发 出 指 令 ， 身 体 才 能 有 效 地 运 行 。 

脑 袋 有 分 析 和 命 令 的 功 能 ， 令 身 体 对 它 完  

全 倚 赖 。

在 新 约 里 ， 头 可 以 是 指 真 正 的 头 部 ， 

如 人 头 （太 五 .3 6， 六 1 7 ， 十 四 8 ， 二 十 六  

7 ; 可 六 2 7 ， 十 四 3 ; 路 七 4 6 ; 约 十 三 9 ， 

二 十 7 > 、 厲 灵 生 物 的 头 （启 一 丨4 , 四 4 ， 

十 二 U 、 咨 头 （启 九 7 、 1 7 、 1 9 , 十 二 3 ) 。

“把 炭 火 堆 在 ” 别 人 的 “头 上 ”， 是 表 示  

以 善 报 恶 （罗 十 二 2 0 ; 参 太 五 4 4 ) 。 “剃  

头 ” 代 表 许 愿 （徙 二 十 一  2 4 ) ， “枕 头 ” 

代 表 睡 觉 （太 八 2 0 ; 路 九 5 8 > 。

使 徒 保 罗 用 头 的 象 征 ， 说 明 神 的 权 柄  

在 基 督 之 上 ， 基 督 的 权 柄 在 男 人 之 上 ， 男

人 的 权 柄 又 在 女 人 之 上 （林 前 ---- 3-

1 6 ; 参 弗 五 2 3 ) 。 基 於 这 种 关 系 ， 保 罗 鼓  

励 女 人 在 崇 拜 时 蒙 头 。 盖 头 的 头 巾 ， 给 予  

女 性 权 柄 ， 在 神 面 前 和 男 人 以 同 等 的 地 位  

敬 拜 。 保 罗 在 另 一 处 地 方 又 再 次 以 头 代 表  

权 柄 ， 形 容 基 督 是 万 有 之 主 （弗 一 2 1 、 

2 2 ; 西 二  1 0 ) 〇

保 罗 用 头 和 身 体 的 关 系 ， 形 容 基 督 和

教 会 间 的 关 系 （弗 四 丨 5 ， 五 2 3 下 ； 参林  

前 十 二 丨 2 - 2 7 > 。 除 了 旧 约 的 用 法 外 ，保 

罗 时 代 的 医 学 ， 可 能 也 为 这 个 象 征 賦 予 更  

丰 茁 的 意 义 ◎ 基 督 不 仅 是 教 会 的 主 宰 ， 更 

是 賜 予 方 向 和 合 — 的 动 力 。 教 会 能 以 存  

在 ，并 她 活 动 的 中 心 ，都 是 基 於 她 的 “头” 

耶 穌 基 督 。

参 考 书 目 ： 丄 B a n n e r m a n , The Church 

of Christ： K . B a r t h , C h u r c h  D o g m atics , 

vol.3, p p .3 0 9 - 1 6 ;  H . R i d d e r b o s , P a u l : An 

Outline  of His T h e o l o g y ; H .W . W o l f , 

A n t hropology  of the O T , p p .40-58.

头盔
Helmet
t 6 u  k u i

参 " 武 器 和 战 争 ” 1 6 1 6 。

禿雕
Carrion Vulture
tfl  d i a o

食 肉 鸟 （利 H - —  1 8 ; 申 十 四 丨 7 > 。

参 • 乌 （鹫 . 埃 及 小 鹫 ）” 1 1 2 3 。

禿 蛇 / 蝗虫
Bald Locust
t u  h u ^ n g  / h u d n g  c h 6 n g

蝗 的 一 种 ， 被 视 为 洁 净 可 食 之 物 ，和 

合 本 作 “蝗 虫 ” （利 十 一 2 2 〉。

参 “动 物 （蝗 虫 ）” 3 2 9 。

秃 鹫 / 红 头 雕 / 禿雕
Osprey
t u  j i Cl  / h 6 n g  t 6 u  d i a o  / t u  d i a o

一 种 食 肉 大 鸟 ， 是 不 洁 的 鸟 类 （利十 

— I 3 ; 申 十 四 丨 2 ) 。

参 “鸟 （禿 鹫 ）" 1 1 2 3 。

禿头
Baldness
t u  t 6 u

秃 头 即 头 上 无 发 。 年 老 脱 发 成 秃 头 是  

自 然 的 亊 ， 圣 经 只 间 接 提 及 ， 那 是 与 麻 风  

引 致 的 秃 头 对 比 （利 十 三 4 0 - 4 2 ) 。 以色 

列 人 严 禁 按 异 教 规 矩 削 发 剃 须 （申十四  

1 > , 任 祭 司 职 的 更 加 不 可 （利 二 十 一  5 >。



许 了 “拿 细 耳 ’’ ® 的 以 色 列 男 女 於 期 满 剪  

去 头 发 与 平 安 祭 — 同 献 上 ， 这 是 — 种 特 殊  

的 仪 式 （民六丨 _ 5 、 丨》; 徒 十 八 1 8 ) 。 尼 

布 甲 尼 撒 攻 打 推 罗 城 ， 士 卒 皆 秃 头 ， 表示  

决 心 冒 险 犯 难 （结 二 十 九 丨 8 >。 他 的 士 兵  

因 头 顶 土 筐 运 土 遂 成 秃 头 ， 肩 背 也 是 磨 痕  

累 累 。

埃 及 人 以 剃 发 剃 眉 ， 表 示 对 死 者 的 吊  

唁 。 圣 经 多 处 记 载 非 以 色 列 人 ， 以 剃 头 标  

榜 悲 糊 的 习 俗 （耶 十 六 6 ， 四 十 八 3 7 ; 结 

二 十 七 3 丨 ； 弥 一 1 6 、 这 些 段 落 多 记 载 神  

对 异 教 邦 民 的 惩 罚 。 古 代 脱 发 多 与 麻 风 、 

性 病 、 拜 偶 像 或 死 亡 有 关 ， 故 此 先 知 的 瞀  

告 往 往 提 及 秃 头 的 惩 罚 〃 以 赛 亚 预 言 狂 ' 傲  

的 以 色 列 女 子 ， 终 日 只 知 云 饵 高 挽 、 金钗  

玉 簪 的 修 饰 ， 而 把 敬 拜 神 的 事 丢 在 脑 后 ， 

神 要 罚 她 们 “头 长 秃 疮 ”， “光 秃 代 替 美  

发 ”， 好 让 她 们 在 丑 陋 与 羞 愧 中 省 悟 （赛. 

三 1 6 、 1 7 、 2 4 > 。 不 过 ， 列 王 纪 下 二 章 23 

及 2 4 节 所 载 的 故 事 ， 却 有 些 令 人 费 解 。 

若 干 少 年 因 先 知 以 利 沙 咒 诅 而 惨 死 在 熊 爪  

下 ， 如 果 仅 为 了 他 们 嘲 笑 以 利 沙 秃 头 ， 那

或 沿 海 的 列 囯

< 结 二 十 七 & 文恃了= 罗 的 贸 易 来 往  

除 了 这 大 略 的 证 = 了 f 於沿海 的土 巴。

土 巴 《 何 民 族 或 位 於 哪 5 们 = 确 实 知 道  

就 是 西 古 提 、 1尹 比 利 亚 ； 为土巴 

之 间 的 地 区 、 _ ，以 及 各 个 二 = 海

土八该隐
Tubal-cain
tO b a  g a i  y i n

拉 麦 与 妻 子 洗 拉 所 生 的 儿 子 （创 四  

2 2 > 。 他 是 “打 造 各 样 锏 铁 利 器 的 ，，。 虽  

然 经 文 并 没 有 指 明 他 是 铁 匠 的 “祖 师 ”， 

但 ， 多 人 U 为 这 节 经 文 原 来 与 2 〇 和 2 丨‘  

平 行 ， 暗 7K 他 是 第 一 位 铁 匠 。 有 些 人 认 为  

由 於 土 八 该 隐 发 明 了 厉 害 的 武 器 ’ 因 而 引  

起 拉 麦 报 血 仇 的 观 念 。 这 名 字 的 起 源 则  

无 从 格 考 。

土地
Land
ta di

么 这 个 惩 罚 实 在 是 十 分 严 酷 。 较 可 能 的 原  

因 ， 恐 怕 是 那 群 少 年 的 辱 骂 是 诬 告 先 知 拜  

偶 像 或 行 淫 乱 之 事 ， 甚 至 还 可 能 诬 陷 先 知

在 旧 约 圣 经 中 ， 人 与 地 的 关 系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主 题 。 在 创 世 记 里 ， 神 创 造 干 地 ， 

是 给 人 居 住 ， 与 神 相 交 。 人 受 命 去 管 理 大

谋 害 了 以 利 亚 ， 因 为 先 知 以 利 亚 的 失 踪 ， 

在 不 明 真 象 的 人 看 来 ， 实 在 是 事 有 跷 蹊  

(王 下 二 1 1 - 1 8 ) 。 那 群 少 年 大 喊 ： “秃头  

的 上 去 吧 ！ 秃 头 的 上 去 吧 ！ ” （王 下 三 2 3 >  

可 能 是 对 以 利 沙 关 於 以 利 亚 升 天 的 解 释 ， 

予 以 讥 讽 。 从 许 多 事 例 可 知 ， 对 神 所 裔 立  

的 人 不 敬 ， 必 招 致 严 厉 的 惩 罚 。

Walter R. Hearn

参 • 服 饰 _ 4 2 3 。

土巴
Tubal
tfl b a

雅 弗 的 第 五 子 ， 见 於 列 国 表 中 （创十  

2 ; 代 上 一 5 ) 。 土 巴 后 来 见 於 以 赛 亚 书 和  

以 西 结 书 ， 并 在 这 两 卷 先 知 书 中 占 一 适 要  

地 位 ； 由 於 土 巴 威 胁 神 的 子 民 ， 所 以 成 f  

被 审 判 的 列 国 之 一 （赛 六 十 六 1 9 ; 结二  

十 七 〗 3 ， 三 十 二 2 6 ， 三 十 八 2 、 3 ， 三十  

九 1 > 。 经 卷 常 把 土 巴 与 雅 完 和 米 设 相 提  

并 论 ， 并 称 为 北 方 的 列 国 （赛 六十 六 丨 9 )

地 及 所 有 动 物 ， 满 足 人 的 需 要 ， 又 荣 铌 他  

的 创 造 主 . 随 苕 人 的 犯 罪 堕 落 ， 人 不 单 受  

到 与 神 及 同 伴 疏 离 的 痛 苦 ， 同 时 也 受 到 与  

他 居 住 的 土 地 分 隔 的 痛 苦 。 他 被 逐 出 伊 甸

: 地 亦 因 他 而 受 咒 诅 。 他 必 须 劳 苦 工  

: 流 满 面 ， 才 可 以 从 地 里 得 到 食 物 煳  

丨 为 地 会 长 出 荆 棘 和 蒺 黎 来 。

: 隐 谋 杀 了 他 的 兄 弟 之 后 ， 从 地 受 到  

I咒 诅 ’ 作 为 対 他 的 惩 罚 。 神 告 诉 该  

丨 种 地 ， 但 地 不 会 为 他 效 力 ， 他 必 会  

，流 离 H 没 有 永 久 的 居 所 ， 该 隐  

: 有 安 息 及 兴 旺 。 由 於 该 隐 犯 罪 ， 他  

• 人 类 逭 要 的 东 西 ， 那 就 是 安 居 之

， 甚 洪 水 审 判 了 地 上 罪 大 ： 极 S

n 二 人 不 神 也 大 有 /  

: 因 此 千 预 他 们 语 ， 因  

‘使 : 们 二 分 的 特 色 ， 是 述 说

至 ^ 地 因 人 的 犯 和 及 背 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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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而 i S 受 的 损 失 和 咒 瓜 n

土 地 和 亚 伯 拉 罕 的 约

在 亚 伯 拉 罕 的 时 代 ， 神 介 入 人 当 中 ， 

为 一 群 被 拣 选 要 分 别 出 来 归 与 神 的 人 ， 提  

供 特 別 的 居 所 。 圣 经 就 在 此 引 入 应 许 地 的  

主 题 。 神 对 亚 伯 拉 罕 说 ： ‘‘你 要 离 开 本 地

.....往 我 所 要 指 示 你 的 地 方 去 。 我 必 叫 你

成 为 大 国 ’’ （创 十 二 1 、 2 > 。 在 创 世 记 十  

二 章 7 节 、 十 三 章 丨 4 至丨 8 节 、 十 五 章 7 至  

2 1 节 及 十 七 章 7 至 8 节 中 ， 神 对 亚 伯 拉 罕  

的 这 个 应 许 已 扩 展 了 。 神 告 诉 亚 伯 拉 罕 ， 

迦 南 地 将 会 成 为 他 的 后 商 “永 远 为 业 ” 之  

地 （十 七 8 > 。

接 着 ， 旧 约 圣 经 从 以 撒 及 雅 各 追 溯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 并 且 讲 述 雅 各 一 家 移 居 至  

埃 及 地 ， 他 的 后 人 在 埃 及 居 住 了 大 槪 四 世  

纪 之 久 ， 成 为 强 大 的 民 族 。 在 这 段 时 期 ， 

神 重 申 他 们 会 占 领 迦 南 地 （创 二 十 八 1 5 ， 

三 十 五 1 1 、 丨‘2 ， 四 十 六 3 、 4 ， 五 十 2 4 ) ,  

而 且 对 亚 伯 拉 罕 的 后 裔 表 明 这 是 神 与 他 们  

立 约 之 应 许 的 一 部 分 。

土 地 和 摩 西 的 约

当 神 呼 召 摩 西 领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 祂  

把 摩 西 的 工 作 与 牠 对 列 祖 的 应 许 将 要 应

验 ， 连 在 一 起 ： “我 也 记 念 我 的 约 .....我

要 以 你 们 为 我 的 百 姓 .....我 起 誓 应 许 给 亚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的 那 地 ， 我 要 把 你 们  

领 进 去 ” （出 六 3 - 8 ) 。 基 於 以 下 两 个 原 因 ， 

以 色 列 人 会 从 埃 及 地 被 释 放 出 来 ： 第 — ， 

为 要 在 西 乃 山 与 神 立 约 ， 成 为 神 立 约 ^  

民 ； 第 一■， 为 要 得 着 神 应 许 他 们 先 祖 之  

地 。 可 是 ， 最 重 要 的 是 立 了 麽 西 的 约 ， 使

他 们 因 舂 对 神 的 顺 服 ， 方可地 .

许 之 地 。 倘 若 以 色 列 人 迷 反 约 的 $ 有耶埯 

会 带 来 咒 诅 ， 而 其 中 圾 严 35■的是= 务 . 枕  

许 之 地 。 神 说 ： 你 们 行 亊 若 与 ^ 出 检  

不 肯 听 从 我 … … 我 耍 使 地 成 对 ， 

要 把 你 们 散 在 列 邦 中 。” （利 二 I ''''''我 

3 2 、 3 3 > 这 并 非 意 味 右 . 神 会 ^ 二 '  

放 弃 池 的 百 姓 及 那 地 ， 因 为 神 也 矿 1 永远 

百 姓 悔 改 ， “我 就 耍 . 记 念 我 与 雅 ‘ 当

约 … … 并 耍 记 念 这 地 ，’ （利 二 十 ^ ^ ^  4 的

西 乃 山 ----神 与 子 民 立 约 之 地

申 命 记 记 载 了 神 在 庠 押 平 原 上 ，重申 

西 乃 山 上 所 立 的 约 ， 提 R 1 以 色 列 民 ，那地 

是 耶 和 华 所 赐 的 （申 六 1 0 、 1 1 ) 。 那地被 

形 容 为 盛 产 之 地 （申 八 7 - 1 0 , 十 一  10-12)，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在 此 得 到 满 足 及 兴 旺 - 与此 

同 时 ， 那 地 的 以 色 列 民 会 受 到 试 探 ， 以致 

忘 记 了 那 是 神 賜 给 他 们 的 地 方 （申 八 n _ 

1 7 ) 。 那 地 是 屈 於 神 的 ， 因 此 神 的 子 民只

是 “租 户 ，，。 他 们 所 行 使 的 拥 有 权 并 非 不  

可 剥 夺 ， 在 每 一 个 禧 年 ， 所 有 产 业 都 要 归  

回 原 来 的 业 主 。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 以色歹1\人 

面 对 一 个 危 机 ， 就 是 受 到 试 探 而 背 弃 邱 f  

华 ， 转 而 敬 拜 假 神 （申 六 1 4 ， 八 

—  1 6 ) 。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 以 色 列 人 产  

大 的 试 探 ， 引 诱 他 们 离 开 对 神 的 府  

生 的 安 全 感 ， 转 而 倚 笳 地 上 的 物 质  

神 膂 告 以 色 列 人 ， 倘 若 这 样 ， 他 \ 二 十  

出 那 应 许 之 地 （申 二 十 八 6 3 ， 6 “ :兴  

力!2 5 9 L 苜 到 他 们 侮 改 ， 才

( 申 三 十 卜 1 ( 3 )。 糾予各文亦

在 约 书 亚 征 服 迦 南 地 及 分 L 一與弹渊  

时 （书 二 十 三 1 心 ⑷ ， 约 值 列 人 的  

遵 约 与 得 地 的 关 系 。 其 后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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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危 受 到 西 面 的 非 利 士 人 及 东 面 的 亚 扪 人  

威 胁 ， 他 们 的 长 老 请 求 撒 母 耳 为 他 们 立 一  

个 王 ， 就 “像 列 国 一 样 ”， 好 使 他 们 的 土  

可 以 统 领 他 们 与 敌 人 争 战 （撒 上 八 5 、2 0 )。 

他 们 以 为 成 功 的 土 地 管 理 及 防 卫 ， 是 需 要  

一 个 王 的 。 虽 然 这 要 求 含 有 拒 绝 耶 和 华 为  

王 的 意 思 ， 并 且 严 逭 违 反 所 立 之 约 （撒上  

八 6 、 7 > , 耶 和 华 仍 吩 咐 馓 母 耳 为 百 姓  

立 一 个 王 （撒 上 八 7 - 9 、 2 2 , 十 二 1 3 > 。 

当 扫 罗 被 資 立 为 王 ， 他 的 角 色 便 済 楚 界 定  

了 （撒 上 十 2 5 > , 令 扫 罗 的 王 权 不 致 与 耶  

和 华 对 池 百 姓 的 宗 主 权 产 生 冲 突 。 扫 罗 及  

其 后 的 君 王 ， 只 是 代 替 神 去 管 治 那 土 地 及  

其 中 的 百 姓 。 这 些 君 王 也 如 其 他 以 色 列 人  

一 样 ， 都 臣 服 於 神 的 律 法 之 下 （申 十 七  

1 4 - 2 0 ; 撒 上 十 二  1 2 - 2 5 ) 。

大 卫 作 王 的 时 候 ， 神 应 许 賜 下 之 土  

地 ， 暂 时 获 得 应 验 了 。 虽 然 约 书 亚 进 入 这  

土 地 的 时 候 ， 已 经 开 始 应 验 了 神 的 应 许 ， 

但 当 时 所 得 的 碉 界 ， 并 未 伸 展 至 神 所 应 许  

给 予 亚 伯 拉 罕 的 （创 十 五 1 8 > ; 而 且 所  

得 的 土 地 中 ， 大 部 分 仍 然 有 前 居 民 的 顽 抗  

( 书 十 三 1 - 6 ;  士 一 ）。 直 到 大 卫 的 时 候 ， 

才 完 全 占 有 起 初 神 应 许 的 土 地 （撒 下 八 ； 

王 上 四 2 1 、 2 4 > 。

当 所 罗 门 奉 献 圣 殿 ， 便 每 次 说 明 君 王  

要 遵 行 诫 命 ， 以 及 守 约 与 得 地 之 关 连 （王 

上 九 4 - 9 ) 。 不 顺 服 的 结 果 ， 不 单 令 以 色  

列 民 被 逐 出 应 许 之 地 ， 也 引 致 圣 殿 的 毁  

灭 。

王 国 分 裂 期 后 的 历 史 记 软 ， 大 部 分 是  

有 关 百 姓 及 君 王 废 弃 所 立 之 约 。 耶 和 华 藉  

苕 先 知 ，三 番 四 次 地 繁 告 他 们 ，如 此 悖 逆 ，！ 

只 会 令 他 们 被 逐 出 那 块 土 地 。 然 而 ， 他们  

并 不 听 从 先 知 的 警 告 （赛六丨丨、 1 2 ; 摩 

五 2 7 ， 七 1 7 ; 何 九 丨 7 > 。 大 卫 的 继 位 人 屡  

次 证 明 了 他 们 不 配 作 王 。

当 以 色 列 人 偏 行 己 路 ， 耶 利 米 宣 告 神  

会 使 用 尼 布 甲 尼 撒 来 驱 逐 以 色 列 人 离 开 邡  

应 许 之 地 《耶 二 十 一  2 , 二 十 二 2 5 , 二十  

五 8 、9 , 二 十 七 6 , 二 十 八 1 4 , 二 十 九 21 >。 

但 耶 利 米 及 其 他 先 知 亦 看 见 在 放 逐 之 后 ， 

将 来 会 得 到 复 兴 ， 并 且 归 回 那 地 （耶三 十  

二( ; - 2 5 > 。 在 历 史 上 ， 这 预 言 於 波 斯 大 帝  

古 列 的 统 治 时 期 （主 前 5 3 8 ) 应 验 了 ， 并 

且 记 载 在 以 斯 拉 记 及 尼 希 米 记 之 中 。

在寻证某些有关回归的预言已充分应  

验 时 ， 会 出 现 解 经 上 的 闲 难 （参结三十七 

1 - 2 8 ; 庠 九 1 4 ， 1 5 )•在 这些预言中，预 

见 在 大 卫 王 朝 的 统 治 下 ，以色列人大大兴  

旺 ，并且永远拥有那地••两约之间的时期， 

似 乎 并 非 应 验 这 些 预 言 的 恰 当 时 候 。

土地和新约

在 新 约 圣 经 中 ，有关土地的主题没有  

那 么 显 著 ， 而且大多数似乎都賦予闻灵的  

象 征 。 希 伯 来 书 的 作 者 认 为 ，亚伯拉罕明  

白 神 所 应 许 之 地 ， 不 单 是 指 € 地理 上 而  

言 ， 也 指 向 更 高 、更使人满足的天家。亚 

伯 拉 罕 认 识 到 这 世 界 所 给 予 的 一 切 ，都是 

短 暂 及 不 完 美 的 。 他所 看见 的 ，并不只是 

那 应 许 之 地 的 短 暂 应 验 ，“他等候那座有  

根 基 的 城 ， 就 是 神 所 经 营 ， 所 建 造 的 ” 

( 来 十 一 1 0 ) ，而 且 寻 找 一 个 “更美的家  

乡 ， 就 是 在 天 上 的 ” （来十一  在新

约 圣 经 中 ， 以色列人获得应许之地及进入  

迦 南 ，似乎预表着将来在天上等候神的子  

民 领 取 的 安 息 （来 三 ，四 K 这也许解释  

了 旧 约 为 何 强 调 以 色 列 人 颐 服 冲 的 诫 命 ， 

跟他们拥有应许之地大有关连 <•当以色列  

人 不 再 代 表 着 圣 洁 ，他们就没有资格去代  

表 苕 蒙 福 的 境 况 ，因 此 ，他们不能进入应  

许 地 ，或 是 披 逐 出 应 许 地 。新约表明神的  

目 的 是 要 为 祂 的 子 民 预 备 一 个 永 久 的 居  

所 ， 神 在 那 里 直 接 作 王 ，施行公义，万物 

都 服 在 池 的 旨 意 之 下 。那里也不再有死亡  

和 罪 ， 神 子 民 的 需 要 ，可以完全得答满足  

(来十一丨 3-1 G ; 启二十一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 旧约中关乎土地的应  

许 ， 只 有 象 征 的 意 义 。按照基飪道成肉身  

来 说 ，圣 经中 任何 有 关应 许 地的 经文 ， 若 

是 指 苕 将 来 说 的 ，都被解杼为在教会中屈  

灵 的 应 验 。 现 在 ，教会是新的以色列，并 

且承受了旧约中的应丨午。 由於神的国现今  

已 是 一 个 拽 炅 实 体 ，倘若期望将来会应验  

旧 约 有 关 以 色列 归 回 应许 之 地 的 m 言 ，并 

且 在 大 卫 的 子 孙 基 飪 的 统 治 下 ，带来平安  

及 兴 盛 ，就会被视为误解旧约中关於这些  

预 言 的 意 义 （参赛二丨- 5 , 十一 6 -丨丨；结 

三 十七 卜 2 8 ; 摩 九 14、15)。住在基飪里， 

就是全然应验了旧约中在地理及物质方面  

的 应 许 》



其 他 学 者 在 没 有 否 定 这 些 象 征 意 义 之  

余 ， 同 时 提 出 有 关 土 地 的 应 许 ， 仍 然 会 在  

地 理 及 物 所 范 之 内 实 现 《 他 们 指 出 ，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九 至 H — 章 中 争 论 以 色 列 仍 有  

将 来 。 不 管 以 色 列 的 历 史 充 满 悖 逆 ， 在 拒  

绝 弥 赛 亚 中 完 全 显 露 出 来 ， 但 神 的 拣 迭 及  

呼 召 是 永 不 改 变 的 。 以 色 列 曾 从 橄 榄 树 上  

被 剪 除 ， 但 会 茁 新 接 驳 在 那 树 上 。 路 加 说  

耶 路 撒 冷 会 被 外 邦 人 践 踏 ， 直 到 外 邦 人 的  

日 子 满 了 （路 二 十 一 2 4 ) 。 这 表 明 了 以 色  

列 民 将 来 会 得 回 耶 路 撒 冷 。 这 并 非 一 定 意  

味 着 现 在 的 以 色 列 国 ， 直 接 应 验 了 旧 约 中  

那 回 归 的 应 许 。 旧 约 圣 经 表 明 将 来 回 归 的  

都 是 信 的 人 （申 三 十 1 - 1 6 > 。 现 今 回 归 的 ， 

却 是 不 信 的 人 。 与 此 同 时 ， 犹 太 人 千 百 年  

来 得 蒙 保 守 ， 并 且 於 近 代 重 建 家 园 ， 或 许  

应 视 作 将 来 更 完 全 地 实 现 旧 约 中 有 关 土 地  

的 应 许 的 先 兆 。

J . R o b e r t  V a n n o y

参 " 禧 年 " 1 7 1 3 。

参 考 书 目 ： Y . A h a r o n i , T h e  L a r j c / o 严 

the Bible\ W .D . D a v i e s , T h e  G o s p e l  a n d  

the L a n d  a n d  The Territorial D i m e n s i o n  of 

J u d a i s m ; G . A  . S m i t h  , A  His to ric al 

G e o g r a p h y  of the Holy L a n d .

土非拿
Tryphaena
t u  f e i  n d

罗 马 教 会 中 一 名 女 信 徒 ， 与 土 富 撒 同  

被 称 为 “为 主 劳 苦 的 ” （罗 十 六 1 2 ) 。 她  

们 可 能 是 姊 妹 ， 但 似 乎 更 有 可 能 是 同 作 女  

执 事 。

土宫撒
Tryphosa
tD f d  s a

— 名 女 信 徒 ， 保 罗 在 罗 马 书 中 曾 向 她  

问 安 （罗 十 六 丨 2 ) 。

土 茴 香 / 大 苘 香 / 芹 菜
Cummin
t a  h u ! x i a n g  / h u i  x i a n g  / q i n  c ^ i

又 名 商 序 ， 伞 形 科 植 物 ， 种 子 芳 香 ， 

希 伯 来 人 用 作 调 味 料 （赛 二 十 八 2 5 、 

2 7 ; 太 二 十 三 2 3 ) 。

1586 tO fei n i

参 “植 物 （土 茴 香 ）” 2 2 9 2 。

土明
Thummim
tO m i n g

参••乌陵和土明” 1 61()。

土西拉
Drusilla
t D  x l  l a

犹 大 王 希 律 亚 基 帕 一 世 的 幼 女 生  

主 后 年 ， 上 有 2 姊 ： 百 尼 基 和 玛 和  

土 西 拉 先 曾 许 配 古 马 根 尼 王 子 安 提 阿 9四 

世 ，. 因 男 方 拒 绝 接 受 犹 太 教 而 解 约 。

后 由 土 西 拉 胞 兄 亚 基 帕 二 世 作 主 与 明  

受 割 礼 的 伊 米 撒 王 亚 瑟 索 成 婚 。 未几  

1 6 岁 的 土 西 拉 另 有 所 爱 ， 终 不 惜 违 背 犹  

太 律 法 而 离 弃 了 前 夫 ， 改 嫁 罗 马 巡 抚 服 力  

斯 ， 时 在 主 后 5 4 年 。

保 罗 被 囚 禁 於 该 撒 利 亚 时 ， 曾向服力  

斯 和 土 西 拉 宣 讲 福 音 （徒 二 十 四 2 4 )。土 

西 拉 与 腓 力 斯 生 1 子 ， 取 名 “亚 基 帕 ”， 

他 於 主 后 7 9 年 威 苏 威 火 山 爆 发 时 丧 生 。

推 基 古
Tychicus
t u l  j T  g i i

与 保 罗 一 起 把 捐 款 送 往 耶 路 撒 冷 教 会  

的 其 中 一 位 弟 兄 （徒 二 十 4 > 。 至 於 推 基  

古 是 一 直 与 保 罗 一 起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还是 

当 保 罗 在 米 利 都 会 见 以 弗 所 长 老 后 ， 推 ®  

古 便 留 在 那 里 ， 已 无 从 稽 考 。 虽然使 徒行  

传 二 十 一 章 8 节 提 到 “保 罗 的 同 伴 ” （和 

合 本 只 作 “我 们 ”） 时 ， 似 乎 指 整 个 代 表  

团 均 与 他 在 一 起 ， 但 当 犹 太 人 指 控 保 罗 带  

司 外 邦 人 进 入 圣 殿 ， 只 提 及 特 罗 非 摩 ’ $  

受 有 提 及 推 基 古 ， 似 乎 显 示 了 推 基 古  

& 耶 路 撒 冷 （徒 二 十 一  2 9 > 。 由 於 圣 史 推  

巴 推 基 古 与 特 罗 非 摩 相 提 并 论 ， 所 梦  

莲 古 大 概 也 是 一 名 以 弗 所 人 。 他 曾 利  

信 件 带 往 以 弗 所 （弗 六 2 1 ) ， ^ 学 者 认  

] 和 歌 罗 西 教 会 （西 四 7 > 。 多 书 術 泠  

~ 他 就 是 与 提 多 一 起 ， 把 哥 林 多 二 位 则 爲 

子 林 多 信 徒 的 两 位 弟 兄 之 一 在 后 期  

字 罗 非 摩 ， 林 后 八 1 6 - 2 4 > 。 < 第 一 次 痃 

勺 书 信 中 ， 曾 两 度 提 及 推 基 古 ： ‘



派 他 往 革 哩 底 ， 到 提 多 那 里 （多 三 丨 2 >, 

后 来 是 保 罗 告 诉 提 摩 太 ’ 他 已 打 发 推 莖 古  

^ 以 弗 所 ， 以 致 推 基 古 不 在 他 身 边 （提后  

四丨2 >。推 痤 古 与 保 罗 显 然 是 亲 密 的 朋 友 ， 

也 是 好 同 工 ， 因 保 罗 常 称 推 基 古 为 “亲爱  

的 弟 兄 ’’。

推呦奴学极
T y r a n n u s, Hall of 
t u T is nC* xu6 f d n g

位 於 以 弗 所 的 一 个 地 方 ， 保 罗 有 两 年  

之 久 ， 天 天 在 那 里 教 训 人 （徒 十 九 9 > 。 

保 罗 在 以 弗 所 的 传 道 工 作 ， 是 在 会 堂 开 始  

的 。 3 个 月 之 后 ， 会 堂 里 反 对 他 的 人 愈 来  

愈 多 ， 他 便 与 归 信 耶 稣 的 人 撤 至 推 喇 奴 学  

房 ， 同 时 开 始 向 犹 太 人 和 希 腊 人 传 汫 福 音  

(十九1〇) »

在 希 腊 文 中 ， “学 房 ” 一 词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休 闲 ” 或 “休 息 ”。 这 词 后 来 与 余

推 罗 / 泰尔
Tyre
tu' lu6 / t^i 6 r

古 代 的 腓 尼 基 城 规 ..

以 _ 呼 及 阿 卡 心 二 海 ：
_ 是在大陆 上 一  

„ 的 _ 城 市 ， 以 邮 上 离  

， 一 : 城 市 ； 大 部 分 人 口 则 分 布 在 岛 城 之  

上 。 根 据 希 $ 多 德 的 记 软 ， 肖 罗 於 主 前  
2 7 0 0 年 雄 成 。 然 而 ， 最 早 的 历 史 证 明 见  

於 主 前 十 五 世 纪 - 料 蝴 域 ， 以 及 同  

期 的 一 段 埃 及 引 文 。 圣 经 初 次 提 及 推 罗 ， 

是 在 那 厲 於 亚 设 支 派 产 业 的 — 列 城 镇 中  

( 书 十 九 2  9 ) 。 那 时 ， 推 罗 已 是 — 个 “坚  

固 城 ”， 并 且 显 然 从 未 给 以 色 列 人 占 领  

( 撒 下 二 十 四 7 >。 推 罗 主 要 是—个 商 业 中  

心 ， 与 地 中 海 一 带 的 城 市 以 海 道 往 来 ， 也  

经 由 陆 路 与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亚 拉 伯 互 有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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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 的 活 动 相 连 起 来 ， 这 些 活 动 包 括 演 讲 、 

辩 论 和 讨 论 。 最 后 ， “学 房 ” 引 伸 指 进 行  

这 些 余 暇 活 动 的 地 方 。

实 际 上 ， 我 们 对 於 推 喇 奴 本 人 ， 一无  

所 知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他 是 赞 同 保 罗 所 传 的  

道 ， 是 希 腊 一 位 雄 辩 家 ， 可 能 是 一 名 诡 辩  

学 者 。 这 看 法 在 西 方 典 籍 的 支 持 下 ， 显得  

颇 为 合 理 。 这 些 典 籍 指 出 保 罗 “从 第 五 至  

第 十 小 时 ”， 即 上 午 1 1 时 至 下 午 4 时 ， 在 

学 房 中 教 训 人 。 意 思 是 保 罗 只 在 下 午 一 段  

休 息 的 时 间 使 用 这 学 房 ； 在 所 有 伊 奥 尼 亚  

人 的 城 里 ， 由 於 天 气 很 是 炎 热 ， 一 般 人 在  

上 午 1 1 时 便 停 止 工 作 ， 至 下 午 黄 昏 将 至 ， 

才 继 续 工 作 。 也 许 这 段 休 息 时 间 让 保 罗 可  

以 使 用 学 房 ， 推 喇 奴 自 己 则 在 这 段 时 间 之  

前 及 之 后 在 那 里 讲 学 。 我 们 无 法 得 知 保 罗  

需 要 租 用 这 学 房 ， 还 是 由 於 推 喇 奴 认 同 保  

罗 的 工 作 ， 让 他 免 费 使 用 。

假 若 西 方 的 典 籍 是 正 确 的 话 ， 我们便  

可 见 保 罗 对 其 传 道 工 作 的 热 衷 ， 也 着 见 他  

的 跟 随 者 对 真 道 的 渴 求 。 无 疑 保 罗 和 以 弗  

所 信 徒 也 都 辛 勤 工 作 （徒 二 十 3 4 ; 林前  

四 1 2 ) 。 劳 苦 工 作 后 还 再 用 5 个 小 时 ’ 用 

作 教 导 和 对 话 （特 别 是 在 城 中 大 多 数 人 已  

经 _ 觉 的 时 间  > ， 足 以 证 明 早 期 越 督 教 辟  

体 的 热 心 ， 以 及 他 们 対 传 讲 福 音 的 重 视 。

在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的 王 国 时 期 ， 推 罗 是  

以 色 列 一 个 强 大 的 商 业 盟 友 。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均 与 推 罗 的 希 兰 协 议 ， 推 罗 给 以 色 列 提  

供 木 材 、 违 筑 材 料 ， 以 及 技 工 ； 以 色 列 则  

为 推 罗 供 应 一 些 农 产 品 （撒 下 五 丨 丨 ； 王  

上 五 1 - 丨 丨 ； 代 上 十 四 丨 ； 代 下 二 3 _丨 

王 国 分 裂 后 ， 推 罗 显 然 仍 有 一 段 时 间 与 以  

色 列 保 持 友 好 关 系。 亚 哈 的 娈 子 耶 洗 別 是  

“西 顿 王 谒 巴 力 ” 的 女 儿 ， 谒 巴 力 在 别 处  

被 称 为 推 罗 的 伊 图 伯 。然 而 ，在 某 些 方 面 ， 

亚 述 的 压 力 和 巴 比 伦 的 野 心 瓦 解 了 这 个 联  

盟 ， 以 致 在 撒 玛 利 亚 失 陷 时 ， 推 罗 和 以 色  

列 不 再 站 在 同 一 阵 线 ， 不 久 更 反 目 成 仇 。 

在 王 国 末 期 ， 推 罗 成 为 了 圣 经 中 先 知 强 烈

责 的 焦 点 （》 二 十 三 卜 1 8 ;  =

2 2 二 十 七 卜 丨 丨 ； 结 二 十 六 丨 至 一 十 八  

1 9 .， ‘ 三 4 . 8 ; 摩 - 《、 … 。 基 於 下 列 几

个 原 因 ， 対 於 鮮 _ ® ，

埃 及 竞 争 的 焦 点 。 然 能 = 立

名 対 手 罗 不 但 是 - 个 _  
自 己 的 财 萏 。 此 外 ，
* ^  砌 是 拜 偶 像 和 行 邪 淫 的

: 耻 商 人 = 严 重 的 邻 行 , 邱 其 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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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她 的 罪 ， 及 她 M 后 的 袞 亡 （结 二 十 六 1 

至 二 十 八 1 9 , 二 十 九 1 « - 2 〇 ) 。 恶 於 下 列  

原 因 ，以 西 结 的 预 言 显 得 十 分 重 要 。首 先 ， 

以 西 结 预 言 推 罗 会 彻 底 彼 毁 ， 以 致 成 为  

“净 光 的 鈐 石 ” 和 “在 海 中 作 晒 网 的 地 方 ” 

( 二 十 六 4 、 5 > 。 虽 然 这 预 言 最 后 也 得 到  

应 验 ， 怛 那 是 发 生 於 差 不 多 丨 ，9 ( ) 〇年之后  

(主 后 丨 2 9 〗 ） ； 然 而 ， 该 城 曾 被 尼 布 甲 尼  

撒 围 攻 了  1 3 年 《主 前 5 8 7 - 5 7 4 ) ， 又 在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围 攻 7 个 月 以 后 ， 被 他 占 领 ； 

其 后 ， 亚 历 山 大 筑 了 一 条 公 路 ， 通 往 推 罗  

的 外 岛 。 其 次 ， 以 西 结 暗 示 尼 布 甲 尼 撒 围  

攻 推 罗 失 败 ， 是 神 容 许 他 成 功 地 攻 取 埃 及  

的 原 因 之 一 <  二 十 九 1 8 - 2 0 ) 。 第 三 ， 以 

西 结 形 容 推 罗 的 狂 妄 ， 堪 与 撒 但 相 比 ， 推  

罗 说 ： “我 是 神 ； 我 在 海 中 坐 神 之 位 ” 的 

话 ， 是 步 向 堕 落 与 灭 亡 的 典 型 语 句 （二 十  

八 2 > 。

虽 然 亚 历 山 大 曾 破 坏 这 城 ， 但 推 罗 超  

卓 的 地 位 ， 已 在 新 约 时 期 得 以 重 建 起 来 ： 

在 人 口 和 商 业 势 力 上 ， 她 均 能 与 耶 路 撒 冷  

齐 名 ， 甚 或 过 於 耶 路 撒 冷 。 耶 穌 在 传 道 初  

期 曾 遍 访 推 罗 四 周 的 地 方 ， 医 治 了 叙 利 非  

尼 基 之 妇 人 的 女 儿 （太 十 五 2 1 - 2 8 ; 可 七  

2 4 - 3 1 ) 。 耶 好 也 把 拒 绝 池 的 加 利 利 城 与

推 罗 和 西 顿 作 比 较 ， 指 出 由 於 他 在  

人 中 间 所 行 的 异 能 ， 以 致 加 利 利 人 ^ 利 利  

他 们 拒 绝 主 ， 而 承 受 更 a 的 审 判 * 费为

1 3 、 H ) 。 （略十

推 雅 推 喇
T h y a t i r a

t u l  t u l  13

启 示 录 的 七 教 会 之 一 。 推 雅 推 喇  

吕 底 亚 王 国 创 立 ， 后 来 被 亚 历 山 大 的 将  

西 流 基 占 领 了 。 西 流 甚 用 这 城 作 边 境 地 民

地 ， 以 抵 御 其 西 方 的 敌 人 -----吕 西 马 -占 、

别 迦 摩 王 国 建 立 后 （主 前 2 8 2 ) ，推 

雅 推 喇 成 为 了 别 迦 摩 和 叙 利 亚 之 间 ^ 勺 &  

界 。 这 城 并 不 是 建 於 山 上 ， 又 没 有 天然的  

屏 障 ， 因 此 常 受 侵 袭 。 其 优 点 主 要 在 於 其  

战 略 性 的 位 置 及 周 围 之 肥 沃 土 地 。 推城白勺 

居 民 是 马 其 顿 战 士 的 后 裔 ， 保 存 了 祖 先 好  

战 的 特 性 。 他 们 是 骁 勇 的 护 城 者 。

主 前 1 8 9 年 ，罗 马 击 败 了 安 提 阿 古 后 ， 

推 雅 推 喇 便 并 入 了 罗 马 的 联 盟 别 迦 摩 王  

国 。 推 城 随 之 享 受 到 一 片 太 平 和 昌 盛 。在 

罗 马 皇 帝 革 老 丢 的 统 治 下 （主 后 4 1 - 5 4 )， 

推 雅 推 喇 的 地 位 愈 见 卓 越 ， 并 获 准 铸 造 自  

己 的 钱 币 。 罗 马 皇 帝 哈 德 良 把 这 城 列 入 他  

的 中 东 旅 程 中 （主 后 1 3 4 > ， 可 见 推 雅 推  

喇 在 二 世 纪 期 间 的 重 要 性 。

推 雅 推 喇

繁 盛 的 麟 吸 引 了 许 ^

其 中 的 商 业 包 括 了 纺 识 和 铜 ^ 播 庇 一  

工 匠 组 成 了 工 会 ， 像 以 弗 所 ^  

— 个 被 发 掘 出 来 的 钱 币 上 ： = 人想起  

铁 砧 上 锤 打 头 盔 的 铜 这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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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示 录 推 雅 推 喇 的 信 中 ， 神 的 儿 子 被 描 述  

为 眼 目 如 火 焰 、 脚 像 光 明 的 铜 （启 二 1 8 >。 

钱 币 上 的 锏 匠 楚 火 神 纥 斐 斯 多 。 圣 经 显 示  

欧 洲 第 一 名 悔 改 归 主 的 人 名 叫 吕 底 亚 ， 她  

是 在 推 雅 推 喇 经 商 的 妇 人 （徒 十 六 1 4 、 

1 5 、 4 0 ) 。 她 专 苕 从 推 雅 推 喇 出 口 至 马 其  

顿 的 贵 m 紫 色 布 匹 。 这 里 的 紫 色 染 料 取 自  

茜 仿 根 ， 制 成 布 匹 的 成 本 比 较 廉 宜 ， 可 与  

腓 尼 璀 那 些 以 骨 螺 染 制 的 昂 贵 布 匹 竞 争 。

在 给 推 雅 推 喇 教 会 的 信 息 中 ， 主 称 赞  

他 们 的 爱 心 、 信 心 、 勒 劳 ， 和 忍 耐 （启 二  

但 其 中 仍 有 人 受 异 教 的 影 响 ， 因 此  

主 责 格 他 们 容 忍 那 以 “耶 洗 别 ” 为 首 的 异  

端 。 他 们 所 受 的 诱 惑 跟 哥 林 多 信 徙 相 似 ， 

就 是 不 肯 定 能 否 吃 献 给 偶 像 的 食 物 （林 前  

八 〗- 1 3 ) 。 贸 易 公 会 会 举 办 一 些 定 期 的 饮  

宴 ， 而 宴 会 中 常 有 祭 过 偶 像 的 食 物 。 有 时  

甚 至 伴 以 一 些 放 荡 的 礼 仪 ， 宗 教 与 性 爱 在  

其 中 混 在 一 起 。 主 责 备 推 雅 推 喇 教 会 容 让  

这 些 外 邦 习 俗 在 他 们 中 间 进 行 。 在 外 邦 人  

中 ， 不 道 德 的 风 俗 十 分 盛 行 ， 早 期 教 会 由  

於 采 取 不 妥 协 的 态 度 ， 常 在 这 些 社 会 习 俗  

上 产 生 紧 张 的 关 系 。 迷 信 和 魔 鬼 崇 拜 显 然  

也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引 诱 。 “撒 但 深 奥 之 理 ” 

《启 二 2 4 ) 大 概 是 指 一 个 诺 斯 底 流 派 ， 他 

们 强 调 “深 度 ”， 并 不 断 举 行 一 些 只 有 入  

会 者 才 可 以 参 与 的 秘 密 仪 式 。 这 引 诱 既 是  

那 么 严 蜇 ， 飛 佳 的 盼 望 便 是 余 民 得 以 生  

存 ， 因 此 ， 主 劝 勉 他 们 说 ： “你 们 已 经 有  

的 ， 总 要 持 守 ， 直 等 到 我 来 ” （启 二 2 5 > 。

推 雅 推 喇 教 会 主 要 的 危 机 是 不 冷 不 热  

( 如 在 老 底 赓 ）、 律 法 主 义 （如 在 加 拉 太 >、 

禁 欲 主 义 （如 在 歌 罗 西  > ， 和 不 遵 行 律 法  

( 如 在 推 雅 推 喇 ）。 年 轻 的 推 雅 推 喇 教 会  

特 别 容 易 受 假 教 义 的 影 响 ， 尤 其 当 那 假 教  

义 是 迎 合 肉 欲 ， 并 由 具 影 响 力 的 领 袖 如  

“耶 洗 别 ” 来 推 行 „

参 “启 示 录 " 1 1 7 0 。

托户
Tohu
t u o  hCl

利 未 支 派 的 哥 辖 族 人 》 撒 母 耳 的 祖 先  

( 撒 上 一  1 > 。

脱加
Dophkah
t u o  j i a

地 名 ， 以 色 列 人 赴 西 乃 山 途 中 曾 安 营  

於 此 ， 距 “汛 的 旷 野 ” 不 远 （民 三 十 三  

1 2 、 1 3 ) 。 其 址 或 即 今 日 的 赛 拉 比 卡 旦 ， 

是 埃 及 的 绿 松 石 矿 中 心 。

参 - 旷 野 砜 流 ” 8 4 2 。

驼巴多尼雅
Tobadonijah
t u 6  b 5  d u o  ni  y 3

在 约 沙 法 统 治 期 间 ， 曾 走 遍 扰 大 各 城  

各 镇 ， 教 导 律 法 的 其 中 一 名 利 朱 人 （代 下  

十 七 8 ) 。

驼背的
Hunchback
t u 6  b e i  d e

参 _ 残 疾 _ 2 0 7 。

陀伯
Tob
t u 6  b6

耶 弗 他 的 兄 弟 丙 耶 弗 他 是 私 生 子 而 把  

他 赶 逐 后 ， 耶 弗 他 曾 逃 往 此 地 （士 十 一 3 、

5  > 。 大 卫 执 政 期 间 ， 亚 扪 人 曾 雇 用  

1 2 , 0 0 0 个 陀 伯 人 作 雇 佣 兵 ， 与 大 卫 对 垒  

( 撒 下 十 6 、 8 > 。 这 陀 伯 大 槪 就 是 亚 兰 人  

那 名 为 陀 伯 的 王 国 ， 位 於 基 列 以 东 或 东 北  

的 旷 野 。 在 马 加 比 时 期 ， 有 一 个 犹 太 殖 民  

地 ，位 於 陀 伯 ，但 至 今 仍 朱 发 现 任 何 遗 迹 。

陀斐特
Topheth
t u 6  f S i  tb

耶 路 撒 冷 城 外 、 欣 嫩 子 谷 内 的 一 个 地  

方 ， 以 色 列 人 曾 在 那 里 以 活 人 为 祭 献 给 摩  

洛 ， 亵 渎 耶 和 华 （参 代 下 二 十 八 3 ， 三 十  

三 6 ) 。 约 西 亚 在 其 宗 教 改 苹 中 ， 污 秽 了  

陀 斐 特 ， 并 拆 毁 其 中 的 祭 坛 （王 下 二 十 三  

1 0 > 。 约 西 亚 的 改 革 似 乎 只 起 了 哲 时 的 作  

用 ， 因 以 色 列 人 在 玛 拿 西 的 统 治 下 ， 又 再  

重 蹈 覆 辙 （代 下 三 十 三 6 ) ; 后 来 耶 利 米  

对 这 恶 行 加 以 逋 芮 （耶 七 3 丨 、 • 耶 利 米  

预 言 这 地 方 要 易 名 为 “杀 戣 谷 ”， 因 为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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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伦 人 会 在 围 攻 耶 路 撒 冷 期 间 ， 於 这 5 1大 

畋 犹 大 国 《耶 七 3 2 > 。 耶 利 米 讲 述 窑 匠 之  

瓦 瓶 的 比 喻 时 ， 再 次 进 复 这 个 预 言 。 他 强  

调 耶 路 撒 冷 将 要 全 然 被 毁 ， 俛 陀 斐 特 一 样  

( 耶 十 九 丨 2 > 。 那 时 ， 陀 斐 特 显 然 已 成 了  

一 个 垃 圾 场 ， 打 碎 的 瓦 器 会 被 扔 在 那 里 ， 

无 葬 身 之 地 的 尸 首 也 会 搬 到 陀 斐 特 来 《耶  

十 九 丨 1

虽 然 新 约 并 没 有 提 及 陀 斐 特 ， 但 “欣  

嫩 子 谷 ” 可 能 就 是 指 这 个 地 方 ， 意 指 一 个  

i f f l毁 坏 的 地 方 ， 新 约 中 常 译 作 “地 狱 ” 

( 太 五 ‘2 ‘2 、 ‘2 9 、 3 0 , 十 2 8 ， 十 八 9 ; 可 九  

4 3 - 4 7 ; 路 十 二 5 > 。 在 加 略 人 犹 大 卖 主 的  

亊 件 中 ， 陀 斐 特 也 可 能 隐 晦 地 被 提 及 。 祭 

司 用 了 犹 大 卖 主 得 到 的 银 钱 ， 旳 买 窑 户 的  

一 块 田 ， 用 以 埋 葬 外 乡 人 （太 二 十 七 9 、

1 (> ; 参 耶 十 九 丨 - 1 3 , 三 十 二 6 - 9 ; 西 H----

1 2 、 1 3 > 。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是 ， 耶 利  

米 书 中 祢 陀 斐 特 为 “杀 戮 谷 ”， 窑 户 的 田  

则 称 为 “血 田 ” （太 二 十 七 1 0  ; 徒 一 1 9 > 。 

然 而 ， 血 田 确 实 的 位 K 却 不 得 而 知 。

陀弗
Tophel
t u 6 f u

以 色 列 人 在 约 但 河 东 安 苕 的 地 方 ， 

“疏 弗 对 面 的 亚 拉 巴 —— 就 是 巴 兰 、 陀 弗  

…… 中 间 ” （申 一  1 ) 。 学 者 认 为 陀 弗 就 是  

死 海 以 东 的 他 非 喇 „

参 - 旷 野 料 流 " 8 4 2 。

陀 迦 玛
Togarmah
t u 6 j i a  m 2

歌 蔑 的 第 三 子 ， 是 雅 弗 的 后 裔 （创 十  

3 ; 代 上 一  6 ) 。 在 以 西 结 的 预 言 里 ， 陀 迦  

玛 族 （即 “陀 迦 玛 家 出 现 在 与 以 色 列  

为 敌 的 列 国 中 （结 二 十 七 丨 4 , 三 十 八 ( 5 > 。 

伯 陀 迦 玛 是 推 罗 其 中 一 名 主 要 的 贸 易 伙  

伴 ， 为 推 罗 提 供 战 马 和 骡 子 。 陀 迦 玛 常 与  

雅 完 、 土 巴 、 米 设 、 底 但 和 他 施 人 相 提 并  

沦 ， 可 见 以 西 结 在 写 作 时 ， 心 中 可 能 想 到  

创 世 记 第 十 帘 的 各 民 族 名 单 。 若 陀 迦 玛 是  

一 个 民 族 ， 许 多 人 认 为 她 就 是 亚 美 尼 亚 。

亚 美 尼 亚 人 以 陀 迦 巧 为 其 族 的 祖 先 。

陀 迦 玛 族
Beth-togarmah
t u 6  j i a  z u

希 伯 来 语 ， 原 义 为 “陀 迦 玛 之 家 ”， 

指 歌 蔑 人 之 后 商 ， 因 其 子 陀 迦 玛 而 得 名 „  

陀 迦 玛 族 与 推 罗 有 贸 易 往 来 （结 二 十 七  

1 4 ， 三 十 八 (i > 。

参 “P它 迦 玛 ” 1 5 9 0 〇

陀健
Tochen
t u 6  j i ^ n

西 缅 支 派 所 居 住 的 一 个 城 邑 （代上四  

3 2 > 。 这 名 字 在 约 书 亚 记 的 平 行 经 文 中 ， 

并 没 有 出 现 ；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中 ， 则 作 “托 

卡 ” ； 其 位 迓 无 从 稱 考 。

陀拉
Tola
t u 6  l a

O 以 萨 迦 的 儿 子 ， 是 陪 同 雅 各 迁 往 埃  

及 与 约 瑟 重 聚 的 六 十 六 个 子 孙 之 一 （创四 

十 六 1 3 > 。 摩 西 和 以 利 亚 撒 在 以 色 列 所 作  

的 人 口 普 査 中 ， 陀 拉 是 以 萨 迦 支 派 4个家 

族 中 为 首 的 先 祖 （民 二 十 六 2 3 ) 。 陀拉的  

儿 子 是 乌 西 、 利 法 雅 、 耶 勒 、 雅 买 、 易伯 

散 和 示 母 利 （代 上 七 2 > 。 以 色 列 的 陀 拉  

族 ， 因 陀 拉 得 名 （民 二 十 六 2 3 ) ; 在大 

卫 的 时 代 ， 这 家 族 共 有 勇 士  2 2 , 6 0 0 名 

<代 上 七 1 、 2 > 。

© 以 色 列 的 一 名 士 师 ，是 朵 多 的 孙 子 、 

普 瓦 的 儿 子 （士 十 1 ) , 屈 以 萨 迦 支 派 。 

他 住 在 以 法 莲 山 区 的 沙 密 ， 并 於 那 里 埋  

葬 ； 然 而 ， 那 地 确 实 的 位 S 则 不 详 。 陀拉 

在 沙 密 作 以 色 列 的 士 师 ， 共 2 3 年 。 亚比 

米 勒 意 图 在 示 剑 立 国 的 流 产 政 变 后 ， 陀拉 

虽 然 曾 “拯 救 ” 以 色 列 人 ， 但 圣 经 只 用 了  

两 节 经 文 来 记 述 此 串 1 < 士 十 1 、 2 > 。 像其 

他 只 在 圣 经 中 略 略 带 过 的 “小 士 师 ”一样 

( 例 ： 士 十 二 8 - 1  5 ) , 陀 拉 实 际 上 是 担 任  

审 判 官 的 角 色 —— 不 像 较 著 名 的 士 师 （例： 

基 甸 和 耶 弗 他 ）， 主 要 或 单 是 担 任 军 亊 上  

英 雄 的 角 色 。 陀 拉 到 底 是 在 军 事 上 、政治 

上 ， 还 是 司 法 上 拯 救 了 以 色 列 人 ， 则不得  

而 知 。

在 两 个 名 为 陀 拉 的 人 物 身 上 ，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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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合 之 处 ， 是 值 得 我 们 注 意 的 。 以 萨 迦 的  

儿 子 陀 拉 有 3 个 弟 弟 ： 普 瓦 、 约 伯 （按 ： 

又 名 “雅 述 ” > 和 伸 仑 （创 四 十 六 丨 3 > 。 

士 师 陀 拉 则 是 符 瓦 的 儿 子 ， 住 在 沙 密 。 由 

於 二 人 同 是 以 萨 迦 的 后 裔 ， 所 以 ， 这 名 字  

可 能 在 该 支 派 中 被 普 遍 使 用 。 以 萨 迦 的 长  

子 陀 拉 的 名 字 与 红 色 的 动 物 有 关 ， 次 子 普  

瓦 一 名 ， 在 希 伯 来 文 的 意 思 则 是 “洋 茜 ”， 

是 一 种 可 提 炼 成 红 色 染 料 的 植 物 。 这 个 雷  

同 不 会 是 偶 然 的 ，但 其 用 意 ，则 不 得 而 知 。 

参 **士 师 记 ” 1 4 6 0 。

陀胎
Tolad
t u 6  1^

伊 勒 多 腊 或 伊 利 多 拉 的 别 名 ， 是 西 缅  

支 派 领 土 内 的 一 个 城 邑 ，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四  

章 2 9 节 。

参 - 伊 勒 多 腊 ” 2 0 0 2 。

鸵鸟
Ostrich
t u 6  n i ^ o

参 - 鸟 （鸵 鸟 ）” 1 1 2 3 。

陀乌
Tou
t u 6  w Q

哈 马 王 陀 以 的 别 名 ， 见 於 历 代 志 上 十  

八 章 9 、 1 0节 。

参 “陀 以 - 1 5 9 1 。

陀亚
Toah
t u 6

利 未 支 派 哥 辖 族 人 ， 撒 母 耳 的 祖 先  

(代 上 六 3 4 > 。

陀以
Toi
t u 6  y l

哈 马 王 ， 在 大 卫 杀 败 哈 大 底 谢 军 队 时  

执 政 （撒 下 八 9 、 1 0 ; 在 代 上 十 八 9 、 10, 

又 称 为 陀 乌 > 。 他 曾 打 发 儿 子 约 兰 祝 贺 大  

卫 ， 并 送 贈 礼 物 给 他 。 许 多 人 认 为 陀 以 可  

能 是 哈 大 底 谢 的 封 臣 ， 因 此 他 的 行 动 也 许

为 了 与 大 卫 和 解 。

妥 拉 / 律法
Torah
t u 6 la / ID f s

在 旧 约 中 译 作 “律法’’的词语，其希 

伯 来 文 的 动 词 字 根 是 意 思 是 “投 

掷 ” 或 “发 射 ”。 这 字 的含 义 是 告 知、指 

导 、指 引 或 引 导 。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这 

字 常 用 以 指 圣 经 首 五 卷 书 ，或 称 “五 经 '  

然 而 ， 从 旧 约 使 用 这 字 的 方 法 ，可知其含 

义 是 更 为 广 阔 ， 即包含所有从神而来的指  

令 。 在 新 约 中 亦 然 ， 因妥拉是指摩西的律  

例 （罗 七 1 4 ) , 或更广泛地包括一些行为  

上 的 准 则 （罗 九 3 1 )。

犹 太 人 宣 读 律 法 书

口传律法

对 犹 太 人 来 说 ，律 法 包 括 “口传的律 

法 ”， 即历代以来犹太教众拉比和备受疗  

敬 的 先 贤 的 言 论 。这些口头传统虽然并不  

是 旧 约 正 典 的 一 部 分 ，但却是律法条文的  

解 释 ，使人能按苕神的旨意而行•怛不幸  

地 ，这 方法往 往 被 恶 人 利 用 ，透过觅新阐 

释 律 法 而 降低 了律 法 的 要求 „ 没有了圣殿 

崇 拜 、 祭 司 职 分 和 献 祭 一 全 都 是 律 法 中  

所 规 定 的 ，便无可避免地与律法的要求妥  

协 。 基 督 在 世 时 ，许多犹太人都牢固地谨  

守 这 些 口 头 传 统 ，并坚持口传律法其实已  

包 含 在 摩 西 的 律 法 中 （参可七 3)。

律法的权威
法 利 赛 人 相 信 由 於 犹 太 人 不 遵 守 妥  

拉 ， 使他们在主前七世 纪 被 掳 至巴比 伦 0 

此 外 ， 他们又常教导说，除非所有优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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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严 格 地 遵 守 律 法 ， 否 则 弥 赛 亚 便 不 会 降

临 地 上 „

对 撒 都 该 人 来 说 ， 妥 拉 是 他 们 唯 一 接  

纳 为 权 威 的 旧 约 部 分 。 然 而 ， 他 们 倾 向 於  

轻 吞 五 经 中 超 D 然 的 成 分 。 耶 稣 基 锊 跟 他  

们 对 S 活 的 观 点 相 反 ， 祂 引 述 了 妥 拉 以 肯  

定 永 生 的 应 许 （参 太 二 十 二 3 1 、 3 2 > 。

宣 读 律 法

从 远 古 时 代 开 始 ， 会 堂 中 已 有 隆 重 的  

礼 仪 伴 着 律 法 的 诵 读 。 被 选 派 去 诵 读 这 些  

圣 卷 是 一 项 极 商 的 荣 誉 。 律 法 当 然 是 用 希  

伯 来 文 写 成 的 ， 书 写 的 人 ， 是 一 个 称 为  

s o / e r 或 文 士 的 巧 匠 。 妥 拉 是 一 个 卷 轴 ， 

用 来 制 成 卷 轴 的 羊 皮 ， 是 取 自 在 礼 仪 中 已  

洁 净 的 祭 牲 的 皮 。 两 端 的 细 棒 通 常 是 以  

木 、 银 或 象 牙 制 成 的 。 棒 头 的 设 计 华 丽 精  

巧 ， 还 经 常 配 以 名 贵 的 金 屈 或 宝 石 。 诵 读  

卷 轴 时 需 使 用 一 根 桁 致 的 指 针 ， 来 指 着 每  

— 个 字 。 指 针 的 使 用 是 为 了 保 护 卷 轴 ， 因 

为 若 经 常 用 指 头 来 按 指 经 文 ， 稍 细 的 卷 轴  

很 快 便 会 损 毁 。 此 外 ， 指 针 还 可 以 防 止 诵  

读 的 人 因 看 错 该 读 的 位 S , 而 或 会 漏 掉 一  

些 从 神 而 来 、 神 圣 的 启 示 字 句 。

在 犹 太 教 每 年 的 节 期 中 ， 宣 读 律 法 一  

— 个 因 律 法 而 欢 欣 的 节 日 ， 是 为 了 显 示 犹  

太 人 因 拥 有 律 法 及 研 读 律 法 的 权 利 而 欢  

苒 。 犹 太 人 的 思 想 声 称 妥 拉 和 以 色 列 是 神  

在 地 上 的 明 灯 ； 一 个 认 识 律 法 的 犹 太 人 ， 

则 是 一 所 光 亮 的 房 子 。

律 法 与 救 恩

犹 太 正 统 的 说 法 主 张 ， 因 为 妥 拉 是 神  

賜 给 以 色 列 的 礼 物 ， 外 邦 人 便 无 须 遵 从 其  

中 的 律 例 。 中 世 纪 的 犹 太 学 者 迈 摩 尼 得 斯  

指 出 ， 外 邦 人 只 要 遵 守 神 与 挪 亚 所 立 的  

约 ， 便 可 以 在 将 来 的 世 界 中 有 分 。 这 承 诺  

一 般 还 附 带 7 个 命 令 ， 那 就 是 ： 不 拜 偶 像 、 

不 可 乱 伦 、 不 流 人 血 、 不 亵 渎 神 的 名 字 、 

远 离 不 公 义 的 亊 情 、 不 偷 盗 、 不 吃 带 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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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约 主 张 说 ， 虽 然 律 法 在 完 成 救 恩 的  

过 程 中 ， 是 一 个 必 需 的 阶 段 ， 但 却 没 有 — 

个 人 能 因 遵 从 律 法 而 获 得 救 恩 。 虽 然 利 未  

记 十 八 窀 5 节 似 乎 指 出 了 因 行 为 称 义 的 可  

能 性 ， 但 毫 无 瑕 庇 地 遵 从 神 的 旨 意 ， 是明  

落 的 人 类 永 远 无 法 达 到 的 标 准 。 旧 约 从 件  

大 的 先 祖 亚 伯 拉 罕 因 信 称 义 （创 十 五 >  的 

事 件 中 ， 淸 楚 见 证 了 恩 典 在 救 赎 工 作 中 的  

角 色 。 由 於 那 约 比 律 法 的 存 在 还 早 4 个 世  

纪 ， 所 以 那 约 是 一 个 不 变 的 见 证 ， 显 示 神  

接 纳 众 人 的 方 法 。 律 法 主 要 的 功 用 是 显 出  

人 那 堕 落 的 屈 灵 光 贵 ， 因 此 它 是 把 众 人 领  

向 基 督 的 导 师 （加 三 2 4 > 。 一 个 罪 人 若 了  

解 律 法 的 要 求 ， 认 识 自 己 那 严 茁 的 罪 （罗 

七 7 > ， 便 会 寻 求 神 在 基 督 里 所 賜 的 恩 典 。 

耶 稣 基 锊 明 显 是 尊 重 律 法 的 ， 祂 工 作 的 目  

的 也 是 要 成 全 体 法 的 内 容 。 基 督 那 满 足 律  

法 各 种 要 求 的 伟 大 工 作 ， 也 算 入 那 些 把 自  

己 的 生 命 交 托 给 祂 的 人 之 中 ； 埜 督 是 律 法  

的 目 的 ， 每 一 个 相 信 祂 的 人 都 得 称 为 义  

( 罗 十 4 > 。

除 了 律 法 以 外 ， 每 一 个 人 都 必 须 餌 卷  

信 心 得 救 ， 但 耶 利 米 也 断 言 ， 在 弥 赛 亚 的  

救 恩 以 外 ， 神 要 将 律 法 写 在 神 子 民 的 心 上  

( 耶 三 十 一  3 1 - 3 4 ) 。 因 此 ， 我 们 必 须 坚 持 ， 

一 个 得 蒙 赦 免 的 基 督 徒 并 不 是 一 个 没 有 律  

法 的 人 。 蓰 督 徒 虽 然 并 不 受 律 法 上 的 细 节  

朿 缚 ， 但 他 们 已 因 莛 督 藉 着 圣 灵 进 行 的 重  

生 工 作 ， 得 到 彻 底 的 改 变 ， 这 改 变 使 他 们  

茛 爱 神 的 旨 意 。 律 法 的 字 句 不 能 在 他 们 心  

里 成 就 的 （林 后 三 6 ) , 圣 灵 的 果 子 却 成  

就 了 （加 五 2 2 、 2 3 > 。 所 有 基 督 徒 必 须 认  

识 真 理 ， 并 顺 服 在 真 理 之 下 ； 那 奧 理 就  

是 ： 律 法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爱 （加 五 〗 4 ) 。

参 • 圣 经 中 的 律 法 观 • 1 3 7 3 :  “犹太教 _

2 1 6 0 :  ** 他 勒 目 " 1 5 2 9 。

参 考 书 目 ： j . N e u s n e r , J u d a i s m , 

p p . 1 6 7 - 2 2 9 ;  a n d  The W a y  of T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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