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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A．史前世界

➢該隱與賽特

➢第二始祖挪亞與他的三個孩子

➢巴別塔

➢美索不達尼亞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B．埃及

➢古時（B.C23-28世紀）

➢中期（B.C17-15世紀）

➢近期（B.C15世紀以後）——b.c. 1447出埃及-b.c1407入迦南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C．亞述和巴比倫

➢亞述和巴比倫都是承襲了美索不達尼亞文明的群體，主要受
到的就是蘇美爾文明的影響。

➢亞述曾一度成為中東、非的世界霸主，但是最終滅亡于巴比
倫。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C．亞述和巴比倫

➢巴比倫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巴比倫和新巴比倫

➢B.C16世紀之前的巴比倫 –巴比倫

➢B.C7世紀之後的巴比倫-新巴比倫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D．波斯．馬岱

➢B.C6世紀後期，波斯王古列蒙神的召喚而來（賽四五），B.C538年古
列徹底擊敗了巴比倫，成為了新的世界霸主。

➢E．古希臘

➢B.C4世紀中葉，馬其頓帝國腓立大帝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他蒙神興
起成為這一地區的新秀。

➢由於古希臘文化非常的複雜，所以他採取的簡化措施，那個時期的希
臘文，成為「通用期希臘文」，我們聖經的希臘文，就是這個時期的
希臘文。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F．其他以色列周邊國家

➢赫人

➢路德人（呂底亞人）

➢希未人

➢亞摩利人

➢亞蘭人

➢以東人

➢摩押人

➢亞捫人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G．亞瑪力人

➢H．非利士人



一．舊約世界

1．相關國家與族群

➢I．以色列

➢希伯來人

➢族长时期

➢出离埃及

➢定居迦南

➢王朝建立

➢南北分裂

➢南北分国之后

➢北国的政治既不安定

➢南国虽幸免一时之灾

➢被掳归回

➢重建更新



一．舊約世界

2．相關的重要地理

➢A．新月沃地

➢B．巴勒斯坦

➢C．加利利

➢D．撒瑪利亞

➢E．猶大

➢F．南地

➢G．西奈

➢H．約旦河

➢I．加利利海

➢J．死海

➢K．亞拉巴

➢L．基列高地

➢M．五大平原







一．舊約世界

3．相關的重要文明

➢A．語言

➢B．風俗

➢C．宗教



一．舊約世界

4．以色列文明的焦點

➢A．妥拉

➢B．祭司

➢B．士師

➢C．先知

➢D．君王



二．舊約聖經

1．約（Covenant）

➢「約」ּרִית בְּ

➢其一，「盟約（協議）」，這乃是強調這個約的有效性在雙
方的互動

➢其二，就是一般上所說的「契約」。這個含義就是強調，在
約中雙方的義務和權利

➢其三，乃是「保證」，這將神主動性表達的淋漓盡致

➢「約」的概念，基本上可以說是整本聖經的中心主旨



二．舊約聖經

2．舊約

➢其一，聖經的分卷方式

➢其二，是用來形容相對於基督所立的約

➢其三，這也是泛指一個時代，在基督里之前的時代稱為舊約，
而在基督之後的時代稱為新約



二．舊約聖經

3．猶太聖經正典

➢A．正典

➢最早希伯來文קָנֶה（賽四三24；耶六20），希臘文κανών，原
意爲「度量的竿」、「原則」，後被延伸爲「標準」、「模
範」，即所謂的「正典」

➢B．正典的形成

➢C．正典的影響

➢D．猶太人正典



二．舊約聖經

4．舊約聖經結構

➢A．猶太人早期分法（三類分法）

➢①．律法書：即五經（含創、出、利、民、申）

➢②．先知書：分為前先知書（書、士、撒、王）和後先知書
（賽、耶、結、十二卷）

➢③．聖卷：即著作，分為詩歌書（詩、箴、伯）、五卷（歌、
得、耶哀、斯、傳）和歷史書（但、拉-尼、代）。



二．舊約聖經

4．舊約聖經結構

➢A．猶太人早期分法（三類分法）

➢④．律法書是信仰的準則，先知書是時代性的應用，聖卷則
是聖徒對律法（真道）的回應。在猶太人看來，先知書就是
擁有先知職分的人所寫出來的啟示；而聖卷則是擁有先知恩
賜的人所寫作的啟示。



二．舊約聖經

4．舊約聖經結構

➢B．猶太人後期分法（四類分法）

➢《七十士譯本》（LXX）：翻譯的過程從B.C280-A.D150年

在埃及的亞歷山大翻譯完成。這次翻譯之後，將聖經分為律
法書、歷史書、詩歌書、預言書（先知書）。



二．舊約聖經

4．舊約聖經結構

➢C．基督教（含天主教）的分法（四類分法）

➢①律法書：創、出、利、民、申

➢②歷史書：書、士、得、撒上下、王上下、代上下、拉、尼、
斯

➢③詩歌智慧書：伯、詩、箴、傳、歌

➢④先知書：（大先知書）賽、耶、耶哀、但、結，（小先知
書）何、珥、摩、俄、拿、彌、鴻、哈、番、該、亞、瑪



二．舊約聖經

4．舊約聖經結構

➢C．基督教（含天主教）的分法（四類分法）

➢律法 -- 道德生活(Moral life)。

➢历史 -- 国家生活(National life)。

➢诗歌 -- 灵性生活(Spiritual life)。

➢预言 -- 弥赛亚生活(Messianic/ future life)。



二．舊約聖經

5．猶太聖經的文明

➢A．涉及的文字

➢語言

➢譯本

➢B．寫作的意義

➢現實生活牧養的回應

➢神國在地上的彰顯

➢彌賽亞預言的傳承



二．舊約聖經

5．猶太聖經的文明

➢C．次經(apocrypha)與僞經(pseudepigrapha)

➢次經：「次經」一詞源自希臘文，主要意思「隱藏」、「奧妙」、
「秘密」等，意思這只是少數人知道的

➢僞經：指假托古人做些而成的經書，這些經書都是近代的一些人，假
托族長或古時的先知之名寫成

➢D．他勒目（Talmud）

➢三個部分：米示大（Mishnah 又譯米示拿），指口傳律法；革瑪拉
（Gemara），對口傳律法的注釋；米特拉斯（Midrash），聖經注釋



二．舊約聖經

6．猶太曆法

➢6．猶太曆法

➢日：日落到日落為一天；如猶太「安息日」（Shabbat），週五晚
開始為「安息日晚」（Erev Shabbat），至週六晚「安息日結束」
（Motsa'er Shabbat）。

➢月：新月到新月為一個希伯來月，正常一年為12個朔望月。

➢閏年：每兩或三年為一個閏年，為13個月。閏月通常在猶太歷阿
達爾（Adar）月（猶太歷中的第六個月，公曆三月到四月初）。

➢猶太新年（Rosh Hashanah）是一年猶太節日的開始，在猶太歷的
提斯利（Tishrei）月，公曆的九月末、十月初。猶太新年後就是
贖罪日（Yom Kippur）和住棚節（Sukkot）。



二．舊約聖經
6．猶太曆法
猶太曆法 西曆 主要節日

1 尼散月 Nisan （三月-四月）

2 以珥月 Iyar （四月-五月） 逾越節 Pesach 

3 西彎月 Sivan （五月-六月） 篝火節 Lag B'Omer  五旬節 Shavout 

4 搭模斯月 Tammuz （六月-七月）

5 埃波月Av （七月-八月） 禁食節 Tisha B'Av

6 以祿月 Elul （八月-九月） 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h

7 提斯利月 Tishri （九月-十月） 贖罪日Yom Kippur住棚節 Sukkot誦經節
Simhat Torah  

8 瑪西班月 Heshvan （十月-十一月）

9 基斯流月 Kislev （十一月-十二月） 點燈節 Chanukah  修殿節 Hanukkah

10 提別月 Tevet （十二月-一月）

11 細罷特月 Shevat （一月-二月）

12 亞達月 I  Adar I 閏年 （二月-三月）

13 亞達月 I Adar II （三月-四月） 普珥節 Purim



二．舊約聖經

主要節日簡介：

➢猶太新年（Rosh Hashanah）：在猶太歷提市黎月慶祝的猶太新年標誌
著新的一年的開始，在公曆的九月底和十月初之間。

➢贖罪日（Yom Kippur）：贖罪日是猶太教最神聖、最重要的節日。猶
太歷提市黎月第10天，即猶太新年後7天，就是贖罪日，應進行禁食和
祈禱。

➢住棚節（ Sukkot ）：住棚節是猶太歷提市黎月中的第3個節日，也是
最重要的猶太節日之一。住棚節是三大朝聖節之一。當猶太聖殿還矗
立在耶路撒冷的古時，所有的的猶太人都會在這個節日前往聖殿獻上
動物和穀物祭品。住棚節是一個特別喜慶的節日，而且將宗教和農業
元素合而為一。



二．舊約聖經

主要節日簡介：

➢點燈節（ Chanukah ）：點燈節與大多數猶太節日的不同之處在於，它
並非來源於猶太聖經。此節共八天，從猶太歷的可司立（Kislev）月25
號開始。

➢植樹節（ Tu B'shvat ）：植樹節的希伯來文意思是「細罷特(Shvat)月的
15號」，也並非源於聖經，卻是來源於公元3世紀初著成的猶太教律法
《密西拿》（Mishna）。它的另外一個名字是「樹之新年」，因為這
主要是一個與農業有關的節日。

➢普珥節（ Purim ）：普珥節是猶太節日中最喜慶的一個節日。按照猶
太教訓示，這一天每個人都應該開開心心，盡情慶祝甚至酩酊大醉。
這一天即使是最嚴肅古板的律法學者也可以開懷一笑，享受狂歡氣氛。



二．舊約聖經

主要節日簡介：

➢逾越節 (Passover)：逾越節是猶太教中另一個重義重大的節日，也是三大朝聖
節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住棚節（Sukko）和五旬節（Shavuot）。當猶太聖
殿還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古時，所有的的猶太人都會在這個節日前往聖殿獻上
動物和穀物祭品。自從聖殿被毀後，逾越節是人們不能獻祭和朝聖，但也增
加了很多新的傳統。

➢大屠殺紀念日 (Yom HaShoah)：大屠殺紀念日是尼散（Nisan）月第27天，在
逾越節一周後。

➢以色列陣亡將士紀念日 (Yom Hazikaron )：以色列陣亡將士及恐怖活動遇難者
紀念日在猶太歷以雅（Iyar）月第4天，逾越節兩周後。

➢獨立日 (Yom Ha’atzma’ut)：獨立日，也是以色列國慶日，即紀念英國托管結
束後、以色列宣佈獨立那天。



二．舊約聖經

主要節日簡介：

➢耶路撒冷日 (Jerusalem Day)：耶路撒冷日也是國家法定節日，是為了紀念
「六日戰爭」後耶路撒冷重新統一的節日。該節為每年以雅月第28天（五月
中旬到月底）。紀念在1967年以色列士兵解放耶路撒冷東城的日子。

➢篝火節 (Lag Ba-Omer)：「Omer」是小麥的希伯來文。從逾越節第二夜開始
數起，信教的猶太人每個晚上都會「數小麥」；到第三十三個晚上，就是篝
火節。這一傳統與宗教、農業由有關，可追溯到耶路撒冷聖殿時期。

➢五旬節 (Shavuot)：五旬節是獨立的節日，又是繼逾越節、篝火節後的第三部
分。「Shavuot」在希伯來語中是「多周」的意思。當小麥數到第四十九晚結
束後，下一晚就是五旬節。五旬節與逾越節、住棚節同為三大朝聖節。當猶
太聖殿還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古時，所有的的猶太人都會在這個節日前往聖殿
獻上動物和穀物祭品。



二．舊約聖經

主要節日簡介：

➢禁食日節（ Tisha B'Av ）：這個節日的希伯來文名字原意是「阿
尉（Av）月的第九天。」公元前586年的這一天，第一神殿毀於
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二世之手；在公元70

年這一天，第二聖殿毀於羅馬皇帝題圖斯(Titus)之手；禁食日節
原是為了紀念兩座聖殿被毀的哀悼日。然而，這一天是歷代猶太
史上的傷痛之日；就如1492年的這一天，西班牙王朝下令將全部
西班牙籍猶太人驅逐出境。紀念聖殿被毀的禁食日共有三個，禁
食日節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天。



二．舊約聖經

7．舊約聖經難題

➢A．關於時間的計算

➢B．關於考古的問題



二．舊約聖經

8．舊約的研究主題

➢聖經是否有一個特定的主題，或神學主題，這是一個非常有
爭議的問題。而且，歷代以來大家對此問題向來各家說法均
顯有理。但，居於我們的研究需要，故在此不做過多的討論，
而是暫定為舊約整個神學思想有一個主題，此主題就是「應
許」。

➢從創造的時候開始，神就有應許，之後人墮落了神依然給予
應許：女人後裔→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等→耶穌基
督。



三．研究方法

1．導論、導讀與概論的區別

➢A．導論：關乎聖經書卷的來源、寫作時間、作者、讀者、
書卷的正典性和權威性等問題研究。

➢B．導讀：關乎經卷文學性與神學性的指引與引導等。

➢C．概論：研究書卷的歷史背景和書卷的內容、以及書卷的
主要宗旨等。

➢D．小結：本課程將研究書卷的作者、時間、歷史背景、書
卷主旨、書卷框架等。



三．研究方法

2．研究進路的研判

➢A．以更正教會立場

➢B．以聖約神學的保守派立場

➢C．以逐卷主題分析

➢D．以救贖進程方式理解



三．研究方法

3．主要資料獲取方式

➢A．經卷研讀

➢B．相關書籍研究



三．研究方法

4．學員學習建議

➢A．閱讀指定的教學參考資料《救贖進程》1-210頁

➢B．參與講師的課堂互動

➢C．進行相關專題進深研究（關於專題的進深研究，學員可
以選擇不少於5份，每份1000字的小型研究報告；也可以寫
作一份5000字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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