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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2世紀初開始，法國主教座堂的建築開始在
正門處建造門廊，門廊佈滿了各種浮雕和石

像，用藝術教導民眾認識信仰。這個特色傳到了其他
國家，所以當西歐的基督徒進入他們的教堂時，就看
到自己的信仰以多種形象表現出來。這些羅馬式和哥
德式的門廊就這樣幫助信徒準備心神，好讓自己進入
聖堂與天主相遇，尤其是當他們要參加感恩祭時。數
世紀以來，法國的韋澤雷和沙特爾、西班牙的孔波斯
特拉和德國的科隆等地的主教座堂入口，讓來自世界
各地的朝聖者得到這種藝術與信仰的經驗。最近期的
例子是在巴塞羅那的 Sagrada Familia 聖家堂，由高迪
設計，從19世紀末開始的建築工程直到21世紀還在繼
續。這座聖家堂不僅繼承了中世紀宏偉聖堂的傳統，
也把傳統經典重新塑造。

這書的名稱，表達了作者希望這書像那些巨大的門
廊一樣：其目的是將聖經的各層面視覺化和圖象化。
天主教會在數世紀以來對救恩史的理解和教導，在這
書裡將以時間線、地圖和聖經各書的圖表形式陳列出
來，為幫助信徒準備自己與天主聖言相遇。

這書的封面圖片，顯示了地圖和時間線是如何有
效。圖片來自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所保存、出版於16世
紀的聖經（ “The Bible in Englishe”, London: Richard 

Harrison, 1562），戶籍紀注釋裡的一頁。這幅地圖是
根據法國人紀堯姆·波斯特爾（Guillaume Postel, 1510-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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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繪製的地圖，他是傑出的基督徒希伯來學者、外
交官、天文學與猶太卡巴拉（Kabbalah）文獻的專家。他
的地圖畫出以色列人的旅程，標記了出谷紀的重要情
節，並引用了該書的相關章節。

聖經有無數的版本，包括那些附有圖片、地圖、畫像
和詞彙表的研經版本。還有作聖經教材的書，提供與
聖經相關的資訊，例如聖經事件的時間線、歷史地圖
集、讀經指南，以及每卷書的注釋。《聖經門廊》將這些
視覺資源結集成這本書，但永不忘記此書的作用只是
輔助。因為真正重要的是每位信徒自己與天主聖言相
遇，並在教會傳統中閱讀和理解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

《聖經門廊》作為聖經經文和其他研經手冊的補充
資料，除了這段導言以外，再沒有一整頁的文字。驟眼
看來像一本可以邊看邊喝咖啡的閑書，但事實並非如
此，因其中一些雙頁有很多濃縮的資訊，閱讀時需要
相當的時間和注意力。

聖經有如一座圖書館
「聖經」一詞源自希臘文biblia，意思是複數形式

的「書」。這顯出的事實就是：聖經並非由一個作者從
頭到尾寫出來的；聖經是一整個圖書館，集合了各種
文學體裁的書籍，作者們來自不同的時代、文化和歷
史背景。

聖經學者大致認同，許多舊約書卷的最後編撰時
期，是從猶太人在巴比倫充軍時開始（公元前586年），
並在他們返回耶路撒冷後繼續（公元前539/538年，波
斯王居魯士釋放在巴比倫充軍的民族）。編撰的過程使
用了從前的口述記錄和書面記錄。至於新約各書，最早
成書的是在公元50或51年，最遲的可能是在2世紀初。

正如經書的編寫過程歷時數世紀，同樣，信仰團體
也要用時間來辨別某書可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為聖經，

作為天主給人類的啟示。由於每部書的雙重過程（經
書的編寫，以及被認定為天主啟示的著作），是聖經
研究的重點，所以本書列出聖經的組成與編撰的時
間線（R12頁）。

同樣重要的是，這個雙重過程導致幾個不同的聖
經正典書目。本書列出不同的聖經正典（R14頁），可
以比較希伯來聖經及其希臘譯本，以及基督宗教聖經
之間的異同。

李察哈里信
（Richard 
Harrison）
在16世紀出版的

《英文聖經》的
地圖，標記了以
色列人離開埃及
和在曠野直到摩
阿布平原的主要

事件，包括：過紅
海、吃瑪納、戰勝
阿瑪肋克人、梅
瑟在曷勒布山上
領受律法和與子
民的盟約、拜金
牛，以及銅蛇。
以色列國家圖書館，
ERAN	LAOR地圖收藏
（SHELFMARK	Pal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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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史概覽
有一條主線貫穿聖經各書，那就各書都彰顯對天

主的認識。文學類型不同的各書，旨在回答同一個問
題：若天主已向人啟示自己是美善世界的創造者，祂
愛這世界，並將世界留給祂以自己形象和肖像所造
的人類來照顧，為什麼有邪惡的存在？聖經給予的回
答，並不是一番辯論，而是述說救恩歷史。邪惡存在，
是因為人類不順服天主的計劃，但天主自己主動來結
束世間的不義、痛苦和死亡。為此，天主首先選了亞巴
郎，並準備與他立盟約；然後，祂透過梅瑟與亞巴郎的
後裔訂立這個盟約，並在最後透過耶穌基督以一個新
而永久的盟約，拯救全人類。在天主與人類的盟約的
概覽將介紹各盟約的細節（R16頁）。

為使畫面較為清晰，概覽中不會寫明日期或聖經
參考。但救恩歷史仍是真實的歷史，因為天主是在特
定時間，向生活在真實地點的人們展示了祂的友誼，
使他們認識祂；而這一切都在聖神的啟示下得到記
載和宣揚。

接著是介紹聖經的地方（R18頁），然後是舊約的
時間線（R20頁），從聖祖直到耶穌基督的時代：在希
伯來聖經所說的天主與以色列的盟約，即是基督徒的
舊約。舊約的故事可分為八個時期（R22–95頁），每個
時期有這三方面的解說：

• 詳細的時間線，加上在那時期的經書名單——不
是根據那些經書寫成的時期，而是根據經書的內
容及敘述的時代背景，或經文所歸屬的作者。在
歷史書來說，較容易確認時間上的聯繫；但詩歌、
智慧文學和先知書的時間線，有時只是大概。

• 地圖：在目錄裡由位置圖標MARKER指示。
• 資訊圖表：聖經各卷書的資訊圖表，在目錄裡由

書籤圖標BOOKMARK指示。圖表內容包括每卷書現存最古

老手抄本的日期。這些資訊是《國家地理雜誌》
所收集的，顯示了學者用來建立聖經文本的來
源是可靠的。頁面設計的中央橫帶，指出該書常
見的主題，例如祭獻、法律、傅油、聖殿、先知、國
王、司祭，這些主題由指南針圖標EXPLORE指示。

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
救恩歷史隨著耶穌的死亡與復活而達到頂峰。「天

主在古時曾斷斷續續的用多種方式，透過先知們向我
們的先祖說過話」，希伯來書的開頭這樣說：「在這些最
後的日子裡，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向我們說話，立祂繼承
萬有——天主也是藉著祂才創造了宇宙。」(希1:1-2)

這 階 段 的 開 始，是 耶 穌 基 督 內 的 新 約 的 時 間 線
（R 96頁）。這個時間線沒有結束，因為救恩歷史在
教會的生活中延續，要一直延續到時間的盡頭，即耶
穌第二次來臨的時候。

這階段是依據聖地及其歷史的時間線：羅馬時代的
兩部分，是哈德良皇帝下令摧毀耶路撒冷之前和之後

（R98頁和R120頁）；拜占庭時代（R122頁）；伊斯蘭
王朝：拉什頓、倭馬亞、阿拔斯和法蒂瑪（R124頁）；十
字軍國家（R126頁）；馬穆魯克和奧斯曼時期（R128
頁）；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國的現狀（R130頁）。

在羅馬時代的初期和中期之間，有兩個更詳細的時
間線：一個是關於耶穌的公開生活的三年（R100頁），
所說的時間必然是大概的；另一個是第一世紀的教會
的發展（R108頁）。這些都附有新約各書的地圖和資
訊圖表。

本書的最後兩頁，是建議給各位的參考書目和推
薦讀本（R132頁），列出了聖經的一些版本，和其他研
經書籍。《聖經門廊》希望能輔助讀者理解這些書籍。

導言 1110

聖經的文學類型
認出聖經各書的
文學類型，有助了
解作者寫作的本
意，從而明白他們
想傳遞的深層真
理。在閱讀每部書
時，也要注意全部
聖經的內容及統
一性，並顧及整個
教會活生生的傳統

（參閱梵二《啟示
憲章》第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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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67年
最早出現的新約聖經書目，來自亞
歷山大的聖亞大納修的一封信中；
那些經書與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完
全一樣，儘管次序有些不同。

公元 1517年
新教改革的開始。改革者反對天主教
的某些教義，要求改變教會的禮儀和
神學。他們的口號之一是回歸聖經的
原始形式，於是他們把舊約正典限於
希伯來聖經Tanakh的書目。

公元 1546年
特倫多會議確定
了那構成聖經正
典的完整書目。

公元 1527年
桑特斯·帕格尼諾

（Santes Pagnini，意大
利道明會士）的拉丁文聖
經譯本，是首個將經文各
章分成節數的譯本。

公元 1551年
羅伯特·埃斯蒂安（Robert 
Estienne，法國印刷商和出版
家）修改了帕格尼諾所劃分的
節數。現代聖經版本的章節劃
分大都是跟隨他的模式。

公元 1611年
英王欽定本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

公元 1455年
古騰堡聖經：首本活字印刷的聖經。

公元 382年
聖熱羅尼莫開始翻譯聖經，就
是Vulgate，拉丁文通行本。

公元 500–1500年
稱為馬索拉（Masoretes）的拉比們給希伯
來聖經文字加上輔助的母音符號和重音
符號，以保存經文的正確閱讀和發音。

公元 393年
希波會議（現今阿爾及利
亞）列出天主教會聖經正
典書目（除了默示錄是在
397年迦太基會議確認為
正典書目）；此書目後來
由佛羅倫斯（1442年）和
特倫多（1546年）的大公
會議再次確認。 

公元 1054年
君士坦丁堡牧首與
羅馬教宗之間的分
歧變得激烈，導致
東方教會與西方教
會的分裂。

從公元2世紀開始，書是寫在莎草紙或羊皮紙上，縫合
起來成為抄本（即是codex，是書籍而不是捲軸）。有兩
部近乎完整的抄本，就是《梵蒂岡抄本》和《西乃抄本》，
從4世紀上半葉被保存至今，其中包含幾乎全部的舊約
和新約，用希臘文寫在羊皮紙上。最古老的完整希伯來
聖經是《列寧格勒抄本》，約在1008年寫成。

公
元

100 200100
前

500
前

400300
前

700
前

300200
前

600
前

400
前

聖經的組成與編撰 許多世紀以來，信徒將傳統、歷史和教義，代代相傳，並在天主的
啟示下寫成書。信徒團體收集這些著作，以後又翻譯成其他語言。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聖經的組成方式。

公元前約 250年至公元 100年
希臘聖經的形成。希伯來聖經被翻
譯成希臘文（梅瑟五書約在公元前
285–246年完成）；這部希臘文《七十
賢士譯本》也包括用希臘文寫成的
經書，是天主教舊約的基礎。新約全
書是在公元一世紀用希臘文寫成的。

公元約 70–90年
在雅木尼雅（Jamnia）
的拉比會議討論正典書
目，後來確定了Tanakh

（法律-先知-著作）或希
伯來聖經的各書。

公元前 
500–300年
許多經書的最終定
稿，是在猶太人充
軍巴比倫期間，以
及他們返回猶大之
後完成的。

公元前 640–609年
在約史雅統治猶大時，
重新發現《法律書》。這
意味著在充軍巴比倫之
前，猶太人已把他們的
傳統寫成書。
列下22
編下34

公元前約 445–398年
耶路撒冷省長乃赫米亞召
集民眾，厄斯德拉經師給
他們解讀《梅瑟法律書》。
乃（厄下）8

公元前 190–180年
德訓篇寫成的50年或60年後
被翻譯成希臘文。在該書的
譯者序言中提到「研讀法律、
先知及祖傳的其他書籍」。
德訓篇，序言

公元約 50–51年
是聖保祿寫給得撒洛尼人的第
一封書信的年份，使這書信成
為新約中最古老的文件。其餘
的書信中最遲寫於2世紀初。

公元約 180–200年
擬定基督徒正典的證
據：里昂的聖依勒內，
和後來的奧利振，見
證了基督徒團體接受
四部福音，而且只接
受那四部福音。

現存最古老的舊約殘
片，來自公元前2世紀，
寫在莎草紙卷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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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五書
•	 創世紀
•	 出谷紀
•	 肋未紀
•	 戶籍紀
•	 申命紀

歷史書
•	 若蘇厄書
•	 民長紀
•	 盧德傳
•	 撒慕爾紀上	
•	 撒慕爾紀下
•	 列王紀上
•	 列王紀下
•	 編年紀上
•	 編年紀下
•	 厄斯德拉
•	 乃赫米亞
後期歷史書
•	 多俾亞傳
•	 友弟德傳
•	 艾斯德爾傳
•	 瑪加伯上
•	 瑪加伯下

詩歌和智慧文學
•	 約伯傳
•	 聖詠集
•	 箴言
•	 訓道篇
•	 雅歌
•	 智慧篇
•	 德訓篇

新約
福音
•	 瑪竇
•	 馬爾谷
•	 路加
•	 若望

•  宗徒大事錄
聖保祿書信
•	 羅馬書
•	 格林多前書
•	 格林多後書
•	 迦拉達書
•	 厄弗所書
•	 斐理伯書
•	 哥羅森書
•	 得撒洛尼前書
•	 得撒洛尼後書
•	 弟茂德前書
•	 弟茂德後書
•	 弟鐸書
•	 費肋孟書

•  希伯來書
公函
•	 雅各伯書
•	 伯多祿前書
•	 伯多祿後書
•	 若望一書
•	 若望二書
•	 若望三書
•	 猶達書

•	 默示錄

天主教聖經
早期基督徒的聖經是七十賢士譯本。新約經書的作者都用
希臘文寫作，以七十賢士譯本作為參考。然而，這些經書最
終以不同次序出現。正如以色列子民必須篩選哪些書籍包
含天主的啟示，同樣，教會面對那些耶穌生平和宗徒教導
的故事，也必須辨別其中的真假。教會最後同意這27本經
書組成如今的新約聖經正典。

東方教會的聖經
對於舊約經書，他們接受
七十賢士譯本，以及其他
被天主教會稱為「次經」
的著作，包括聖詠第151
篇、厄斯德拉第二卷、瑪
加伯第三卷和第四卷（為
某些教會還包括哈諾客
書和禧年書），所以有較
長的53本經書的正典。

新教團體的聖經
他們承認Tanakh為有效
的正典，稱呼那從七十賢
士譯本引入天主教舊約
正典的另外7本書為「偽
經」。然而，他們接受希臘
文聖經版本對39本經書
的排列次序，即是：梅瑟
五書、歷史書、智慧書，和
先知書。

* * *
新約正典的書目，目前受
所有基督徒的認同，儘管
埃塞俄比亞東正教會在
他們「較廣的正典」中加
了8本書。

先知書
大先知
•	 依撒意亞
•	 耶肋米亞
•	 哀歌
•	 巴路克
•	 厄則克耳
•	 達尼爾
小先知
•	 歐瑟亞
•	 岳厄爾
•	 亞毛斯
•	 亞北底亞
•	 約納
•	 米該亞
•	 納鴻
•	 哈巴谷
•	 索福尼亞
•	 哈蓋
•	 匝加利亞
•	 瑪拉基亞

Torah	(法律、指導、教誨)
•	 創世紀
•	 出谷紀
•	 肋未紀
•	 戶籍紀
•	 申命紀

Nevi’im	(先知)
前期先知 (Nevi’im Rishonim)
•	 若蘇厄書	
•	 民長紀
•	 撒慕爾紀
•	 列王紀
後期先知 (Nevi’im Akharonim)
•	 依撒意亞
•	 耶肋米亞
•	 厄則克耳
•	 十二小先知：歐瑟亞，岳厄爾，亞毛斯，亞北底
亞，約納，米該亞，納鴻，哈巴谷，索福尼亞，哈
蓋，匝加利亞，瑪拉基亞

Ketuvim	(著作)
詩集
•	 聖詠集
•	 箴言
•	 約伯傳
五小卷 (Chamesh megillot)
•	 雅歌
•	 盧德傳
•	 哀歌
•	 訓道篇
•	 艾斯德爾傳
歷史書
•	 達尼爾
•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亞
•	 編年紀

梅瑟五書和歷史書
•	 創世紀
•	 出谷紀
•	 肋未紀
•	 戶籍紀
•	 申命紀

ת
塔

ך
赫

נ
納

聖經正典書目
Tanakh: 希伯來聖經
猶太教稱其24部聖書為Tanakh（或讀：
塔-納-赫），這是一個縮寫詞，由Torah法
律，Nevi′im先知，Ketuvim著作，這三套
經書的第一字母所組成。

拉比聖經（希伯來聖經）的正典，可能是
在公元2世紀左右確定的。

七十賢士譯本：希臘文聖經
這是在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之間，將
Tanakh翻譯成希臘文的聖經，與現代的希伯
來文版本有些差別：希臘文聖經有更多的著
作，其中有些直接用希臘文寫成也被接受為
神聖經書；經書排列的次序不同；有的經書被
一分為二；十二位小先知的每一位都算作一
本書；艾斯德爾傳和達尼爾有附加的段落。經
書的總數是天主教舊約聖經的46本書。

•	 若蘇厄書
•	 民長紀
•	 盧德傳
•	 撒慕爾紀上	
•	 撒慕爾紀下
•	 列王紀上
•	 列王紀下
•	 編年紀上
•	 編年紀下
•	 厄斯德拉
•	 乃赫米亞
•	 多俾亞傳
•	 友弟德傳
•	 艾斯德爾傳
•	 瑪加伯上
•	 瑪加伯下

詩歌和智慧文學
•	 約伯傳
•	 聖詠集
•	 箴言
•	 訓道篇
•	 雅歌
•	 智慧篇
•	 德訓篇

每套上下卷
在希伯來聖
經裡都算為
單一本書

希伯來文字的寫
法是從右往左

未收錄於希
伯來聖經

未收錄於
希伯來
聖經

未收錄
於希伯
來聖經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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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的書被每個信徒團體接受為真正的神聖書籍，
和這些經書排列的次序，就稱為「正典」。

先知書
•	 依撒意亞
•	 耶肋米亞
•	 哀歌
•	 巴路克
•	 厄則克耳
•	 達尼爾
•	 歐瑟亞
•	 岳厄爾
•	 亞毛斯
•	 亞北底亞
•	 約納
•	 米該亞
•	 納鴻
•	 哈巴谷
•	 索福尼亞
•	 哈蓋
•	 匝加利亞
•	 瑪拉基亞

全部12
本書在希
伯來聖經
裡算為一
本書



天主與亞巴郎的子孫
重訂祂的盟約 以色列支派在客納罕定居的過程並不和平，而且需

要很長的時間。這期間的領導者首先是

從巴比倫回到猶大後，以色列開始明白天主對他們的
忍耐、憐憫、仁慈和言出必行。天主信守自己的諾言。
從亞巴郎的後裔、猶大支派和達味家族中， 

以色列子民在幾代以後人
口繁多，卻在埃及做奴隸。
天主再次介入：祂召喚了
一個人，

並與依撒格的兒子
後來是民長，例如

還有君王：

誕生了，祂是天父的永恆之子，成為人類的天主。耶穌基
督以自己的死亡與復活，建立了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
使人類恢復與天主的友誼。

聖神降臨節開始了教會的時代。教會是天主的新子民：
新的盟約將繼續帶救恩來到整個世界，直到歷史的高
峰，即基督第二次來臨之時。

後來是先知，例如

在耶路撒冷，撒羅滿建造了一座聖殿，那是天主與子
民同在的標誌，也是以色列獻祭的地方。撒羅滿死後，
這王國一分為二：

北方的以色列國，其首都依
次為舍根、提爾匝、撒瑪黎
雅。這國的王都不忠於盟約，
最後被亞述帝國攻陷，國民
被充軍。

南方的猶大國，首都是耶路
撒冷。這國的王無論對天主
的盟約忠心或不忠，總是達
味的後裔。這國被巴比倫王
拿步高攻陷，國民被充軍一
段時期。

天主派遣先知

並與雅各伯的12個兒
子及其後裔，他們成為
一個民族：

眾聖祖
征服客納罕

新約
從埃及離開

依撒格；
若蘇厄；

撒慕爾；

耶穌

德波辣、基德紅和三松；

撒烏耳、達味和撒羅滿。

厄里亞、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雅各伯；

以色列。

梅瑟，

勒烏本
西默盎
肋未
猶大
丹
納斐塔里
加得
阿協爾
依撒加爾
則步隆
若瑟，和他兒子們

默納舍
和厄弗納因

本雅明

並吩咐他領導子民到天主
許諾給亞巴郎的土地。在曠
野裡，天主與以色列訂立祂
的盟約。這子民承諾忠信，
卻一次又一次地背叛天主。
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了40
年，直到梅瑟去世。

和其他先知，提
醒子民記得天主
給予的許諾，阻
止他們陷於偶像
崇拜。

人類被放在樂園裡；
樂園被創造出來給
人類享受和照顧。天
主是這位創造者，祂
將自己啟示給人，像
朋友一樣與人談話，
並在這世界上給人
一項任務，就是治理
和照顧世界。

因為受到魔鬼的誘
惑，男人和女人認為
沒有他們的創造者
也可以幸福。由於他
們拒絕了天主的計
劃，就把邪惡、分裂
與死亡帶入了世界。
但天主沒有拋棄他
們，並許諾女人的一
位後裔將成為救主。

天主為再次把人
類聚集在一起，
祂選了諾厄的一
個後裔：亞巴郎。

天主許諾給亞巴郎，
他將擁有一塊土地，
那是一個需要治理
和照顧的新世界。

天主許諾給亞巴郎，
將使他的後裔成為
像天上星星那樣繁
多的民族。

天主透過亞巴郎，
更新了與人類的盟
約。祂將是他們的
天主，亞巴郎的後
裔將是祂的子民。

邪惡迅速增長，以致
天主後悔自己創造了
人類。天主用洪水摧
毀人類之前，找到了
一個良善的人諾厄。
洪水過後，天主與諾
厄並他的兒子們訂立
了盟約。

在諾厄之後，
一代又一代過
去，人類再次
變得傲慢，要
建造一座巨大
的塔，並自信
可獨立於世，
不需要他們的
創造者。天主
混亂了他們的
語言，人類便
分散了。

創造

邪惡出現

亞巴郎

與諾厄立約

天主與人類的盟約
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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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雖然是人寫的，但不是以人類的立場回答宗教問題，
而是真正啟示了天主和祂的計劃。



VIV

聖經的地方
1 許諾之地 埃及

敘利亞

小亞細亞

羅馬

波斯

尼尼微

巴比倫2

3

6

7

8

5

4

客納罕、以色列、猶大、耶胡特省、猶大地、
巴勒斯坦、聖地……是同一個地方的不同
名稱。這片位於地中海和約但河之間的地
帶，是尼羅河文明向北擴張的唯一途徑，以
及新月沃土的文明向南擴展的唯一途徑。
天主向亞巴郎許諾，他的後裔將擁有這片
土地；而天主也選擇了這片土地，給道成肉
身的聖言居住。

巴比倫是亞巴郎的故鄉，也是公元前6世
紀征服猶大國、摧毀耶路撒冷聖殿、使猶
太領袖與子民充軍的勢力。

在聖經裡，埃及是出谷紀的主要場景。此
外，在以色列和猶大這兩國的時期，埃及
與北方列強爭奪地區霸權。在新約聖經
裡，聖瑪竇講述在耶穌嬰孩時期，聖家在
埃及避難了一段時間。 宗徒大事錄指出，在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

門徒首先被稱為「基督徒」。當聖斯德望殉
道後，四散的初代信徒把福音帶到腓尼基

（現今黎巴嫩），塞浦路斯，和敘利亞。

眾多基督徒團體在亞細亞（現今土耳
其）各地繁榮地成長，其中有些是聖保
祿和聖巴爾納伯在初次旅程上建立的。
在默示錄裡，聖若望發信給這七個教
會：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提雅提
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和勞狄刻雅。

在宗徒大事錄的最後部份，詳述了聖保
祿以犯人身份前往羅馬的旅程。聖路加
以聖保祿到達羅馬而結束全書。從這帝
國的首都羅馬開始，福音的道路通往全
世界。

波斯帝國在公元前6世紀的擴張，結束了巴比
倫在各地幾十年來的統治。波斯王居魯士在公
元前539/538年准許充軍的猶太人回到耶路
撒冷。從此，猶大成為波斯帝國的一個省份，長
達兩百年。

尼尼微是亞述帝國的首都。亞述在公
元前722年征服了北國以色列及其首
都撒瑪黎雅。

聖經門廊18 19



公元前
928–907年

（北國）以色列
王雅洛貝罕。

公元前 931–911年
（南國）猶大王勒

哈貝罕。

公元前 722年
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征服
了以色列及其首都撒瑪黎雅。亞述王
撒爾貢二世把城中民眾俘虜充軍。

公元前 539/538年
波斯王居魯士釋放了從前
在耶路撒冷被擄的人。

公元前 63年
羅馬將軍龐貝征
服了耶路撒冷。

公元前 520–515年
重建耶路撒冷聖殿。

公元前
597–596年
猶大第一批
百姓充軍。

公元前 587–586年
拿步高征服耶路撒
冷。第二批百姓充軍，
聖殿被毀。

公元前 198年
猶大落入色婁苛
王朝控制之下。

公元前
167–141年
瑪加伯家
族的反抗。

公
元

100
前

500
前

900
前

300
前

700
前

200
前

600
前

1000
前

400
前

800
前

羅馬時代

希臘化時代
君王政制的開始

公元前
40–4年/公元2年
大黑落德作猶大王。

公元前
141–63年
政治獨立的猶太
人統治猶大。

公元前
539–332年
波斯帝國的
省份。

公元前 587–539年
巴比倫帝國的省份。

公元前
332–323年
亞歷山大大
帝的帝國。

公元前約 1030–587年
以色列諸王。從公元前
722年起，北國受亞述的
控制。

公元前
198–167年
由敘利亞–希臘的
色婁苛王朝統治。

公元前 323–198年
由埃及仆托肋米的
希臘王朝統治。

公元前
63年
羅馬統
治。

標誌著地中海史前史的終結。

鐵器時代 公元前 1200–500年

4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
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5

從充軍地回到猶大6
7

8
公元前約 
1850年
亞巴郎到達
客納罕地。

公元前約  1750年
若瑟和他的眾兄弟
移居埃及。

公元前約
1200–1030年
以色列人征服客納罕。

公元前約 1250年
以色列人的出谷：
由梅瑟領導，離開
埃及，走過紅海。

眾聖祖：亞巴郎，
依撒格和雅各伯

舊約的時間線

2200
前

1300
前

1700
前

1100
前

1500
前

1900
前

1400
前

1800
前

1200
前

1600
前

2000
前

2100
前

征服客納罕
和民長時代

前往許諾之地的旅程

公元前約  1200–1030年
以色列為奪取客納罕地，奮戰這
些外族小國：阿摩黎人、赫特人、
耶步斯人、培黎齊人、希威人、培
肋舍特人、阿瑪肋克人。

以色列的歷史交織著子民與外來
文化爭奪本地權利的經歷，從埃及, 
亞述, 巴比倫, 波斯，亞歷山大大帝
的帝國，直到羅馬。 

公元前約  1500–1200年
以埃及為中心的城邦。

文化的十字路口

銅被用作器具材料；文字出現；城市生活的發展。

銅器時代 公元前 3000–1200年

1

2

3

地中海和近東地區的歷史時代

V

聖經門廊 2120

公元前約 1030–1010年
撒烏耳作以色列王。

公元前約 1010–970年
達味作以色列王。

公元前 970–931年
撒羅滿作以色列王。



1700
前

1900
前

1800
前

1600
前

1500
前

2000
前

公元前約
1850年
亞巴郎來到
客納罕地。
創世紀12

公元前約
2000年
加色丁人
的烏爾大
塔廟建成。

公元前約 1792年
巴比倫王漢摩拉比頒
佈了「漢摩拉比法典」，
是有紀錄以來最古老
的一部法律。

公元前約 1600年
曾在愛琴海諸島繁
盛的基克拉迪文明
衰落。

公元前約
1750年
在克里特島，
米諾斯文明的
首都克諾索斯
王宮建成。

公元前約 1750年
若瑟與眾兄弟移居埃及。
創世紀42

眾聖祖：亞巴郎，
依撒格和雅各伯

2200
前

2300
前

2400
前

2500
前

2600
前

2100
前

1

公元前 2580–2560年
吉薩大金字塔建成，是古
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公元前 2400–2200年
英國巨石陣建成。

其他文明的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創世紀

創世紀1–11：世界被創造和人類最初的時代。

創世紀12–50：被選之民的起源和發展，亞巴郎和
他的後裔。

聖經門廊 2322



亞巴郎
的 旅 程

公元前約1850年

聖經門廊 2524 眾聖祖：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



創世紀 | 創

聖經門廊 眾聖祖：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 2726

文學類型
創世紀包括幾種文學類型：
•	寓言和智慧文學：創造世界和人類初
期的敘述（1–11章），是一個在歷史時
間以外的比喻。

•	傳說：從亞巴郎開始的選民故事（12–
50章），基於真實的事件和人物，但有
某些想象和誇張的描述。

•	族譜：創世紀裡有十個族譜，紀錄了從
祖宗到後代的名字，構成連續的故事。

•	詩歌：例如依撒格（27章）和雅各伯
（49章）的祝福。

關鍵概念
•	創造：這是救恩歷史的開始，也是天主一切
救恩計劃的基礎，並以耶穌基督為頂峰。

•	祝福：天主透過祝福來肯定祂創造萬物的
美和善。人們也會祝福。那些祝福永遠留在
接受者身上。

•	祭祀：朝拜天主，就是承認祂是造物主和主
宰。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舊約祭獻的犧牲
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的預象。

•	盟約：天主主動與人立約，祂承諾而不求報
酬，是純粹的恩賜。天主答應諾厄不再懲罰
人類；答應亞巴郎常有神聖的援助，無數的
後裔，和客納罕的土地。

組成的歷史
創世紀的最後文本完成的時間，似是在公元前
400年左右，在巴比倫充軍之後。作者的基本資
料是代代相傳的古老口述傳統和書面傳統。在
19世紀的研究指經文顯出這四個傳統：
•	厄羅因典：從北國直到公元前8世紀亡國之前。
•	申命典：在公元前7世紀的猶大國宗教改革時
成形。

•	雅威典：在申命紀開始部分的敘述。
•	司祭典：是在巴比倫充軍的以色列人司祭的傳
統。
但學者們現在認為根本無可能確切地追溯這些
傳統的來源。

教導
創世紀第1章對邪惡的起源及其滲透歷史的
原因，已提供了答案：天主創造了充滿美善
的世界，並按照自己的肖像和形象創造了人
類來照顧世界，但邪惡並不來自天主；邪惡
是來自受魔鬼試探的人類。對此教導，還有
智慧文學和比喻的語言加以解釋其他真理：
•	只有一位天主存在，祂超越這受造的世界，
祂是世界的至高統治者；

•	祂想向人類啟示祂自己，由此與人類建立
愛與友好的關係；

•	人類是一體。
還有一個救恩的許諾，是從亞巴郎蒙召開始
的，這是天主選擇以色列的第一步。亞巴郎
完全服從這個召喚，甚至同意犧牲自己的兒
子依撒格。

1–3章
與巴比倫的神話對比之下，創世紀敘
述的世界與人類起源，是要指出只有
唯一的天主：祂創造了所有的存在物，
祂超越祂所創造的一切，也設法與人
類建立友誼。
• 邪惡的來源：天主看見自己所創造的
一切都很好。可是人類與大自然和動
物，並與天主之間的最初和諧，被我
們的原祖父母破壞了。

12–25章 
亞巴郎、撒辣及其家
庭，是首批人類能夠免
於拜偶像的邪惡和巴
貝耳塔那裡的混亂。他
們的故事，顯出天主堅
持自己的選擇，並再肯
定祂要給予後裔和生
活之地的許諾。

4–11章 
天主的自由選擇，從起初就顯示
了：祂看重亞伯爾的祭品勝過加
音的祭品。當人類繁衍時，邪惡隨
之擴張；直到天主後悔創造了人
類，並使洪水爆發。只有諾厄一家
得救。洪水退去後，這個人類大家
庭按照不同的語言而分散居住。

25–26章 
關於依撒格和黎貝
加的故事，幾乎都在
亞巴郎（前幾章）和
雅各伯（後幾章）的
部份述說了。實際
上，依撒格是一個連
繫，將天主的許諾從
亞巴郎傳給雅各伯。

27–37章 
雅各伯的故事來自兩個傳統，顯出離
開與回歸的循環：一個是雅各伯與厄
撒烏，另一個是雅各伯與拉班。如下：
• 奪得長子權的故事；
• 逃避兄長並離開許諾之地，娶了肋阿
和辣黑耳；

• 雅各伯回歸，與兄長重逢，各自安頓：
雅各伯在客納罕，厄撒烏在厄東。

亞當和厄娃的
第一批後裔

亞巴郎與婢妾哈
加爾所生的兒子
依市瑪耳的後裔

依撒格的後裔：
厄撒烏和雅各伯

雅各伯的後裔

從亞當直到諾
厄的後裔

十個族譜構成
的故事，賦予故
事的連續性

諾厄的兒子
閃、含和耶斐
特的後裔

諾厄的後裔 厄撒烏
的後裔

從閃直到特辣黑的後裔

特辣黑的後裔：亞巴郎、
納曷爾和哈郎

37–50章 
雅各伯眾子的故事，圍繞著若瑟
和各種變遷，導致以色列人來到
埃及。這準備了出谷紀的敘述。
創世紀的結尾是雅各伯的祝福，
預言自己12個兒子的未來，指猶
大在各支派中的首要地位，暗示
猶大與默西亞的聯繫。	

創世紀 天主試探亞巴郎的信德，要求他祭獻
自己的獨生子依撒格，在那時期向天
主的祭獻還未有禮法規定 R33頁

EXPLORE



1300
前

1200
前

1250
前

公元前 1279–1213年
埃及法郎辣默色斯二世。

公元前
1200年
特洛伊戰爭。

 公元前約 1250年 
以色列人的出谷：
由梅瑟領導，離開
埃及，走過紅海。
出谷紀14

1450
前

1350
前

1400
前

前往許諾之地的旅程2

公元前約 1450年
圖特摩斯三世統治的埃及征
服了腓尼基地區，時為公元
前約1479–1425年。埃及帝
國達到其最大版圖。

公元前 1353–1336年
阿蒙霍特普四世法郎，
又名埃赫那頓，給埃及
引進了對太陽神阿頓
短暫的一神崇拜。

以色列附近的其他文明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出谷紀
離開埃及的故事。

肋未紀
法律規條的彙集。

戶籍紀
包含法律規條和以色列在曠野流浪的故事。

申命紀
歷史敘述、言論、訓誨，和另一輯法律規條。

聖經門廊 2928



離開埃及
的 路 線

公元前約1250年

3130 聖經門廊 前往許諾之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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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谷紀 | 出

出谷紀

肋未紀 | 肋
文學類型
•	敘述：尤其第1–19章，記述子民離開埃及
並到達西乃山。

•	法律規條：十誡和盟約法律，整頓全以色列
的生活。	

歷史
•	內容：敘述從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事件。
•	組成：傳統以梅瑟為作者。有的研究認為在
以色列進入客納罕之前已有離開埃及的一
些記述，但全書應該是在巴比倫充軍期間	
（公元前586–538年），完成最後的文本。

文學類型
•	法律：以色列的法律，已列於出谷紀數章	
（盟約法則）和申命紀（申命紀法律），有幾
章的內容；但肋未紀整部書都是法律規則。

歷史
•	內容：敘述公元前13世紀的以色列子民在
西乃山的事件。

•	組成：肋未紀包括幾個時代的法律規條，最
高點是有關神聖的法律，其中包含遠古世
代的元素。肋未紀的文本應該是在巴比倫
充軍期間（公元前586–538年）或結束後
的短期內，完成了最終定稿。

教導
天主向人啟示自己是唯一且全能的神，卻也
親近人類並來尋找他們。梅瑟與天主的關係
像朋友那樣面對面談話，梅瑟由此把盟約帶
給百姓；盟約包括法律，和得到自由的許諾。

關鍵概念
•	許諾：天主向人啟示自己是言而有信的。
•	先知：天主承諾梅瑟將有一位像他那樣的
先知來臨，而天主將稱他為自己的兒子，並
待他如自己的兒子。

•	法律：Torah（托辣，即教導或指引）是天主
特愛自己子民的標記。

教導
肋未紀是猶太祭禮儀式的書，詳述如何獻祭
和犧牲、供奉各種禮品，和慶祝節日。這些規
定包含並傳達這種宗教生活的意識：「你們
應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
的。」（肋19:2）

關鍵概念
•	神聖：這是屬於天主的氛圍。天主再不是從
山中說話，而是住在祂的子民中間；但祂不
能容忍不潔和背叛，或任何牽連到邪惡和
死亡的事。

•	司祭：他們被立為向天主獻禮品和獻祭贖
罪的專員。

導言
描述以色列人
在埃及安頓和
富足，直到有一
位法郎使他們
變成奴隸。

附錄
一些關於發誓
和許願的規定。

梅瑟的故事
梅瑟的出生和蒙召。天主
為了祂的子民而介入歷
史，祂要實現那給亞巴郎、
依撒格和雅各伯的諾言。
祂選了梅瑟，給他使命，要
他釋放以色列人。於是梅
瑟成為最卓越的先知，得
到天主啟示其名，並與天
主面對面交談。	

天主與子民的盟約
出谷紀的中心主題是：子民與天
主相遇，彼此之間的盟約受阻。這
部書由旅程敘述（神聖顯現、訂立
盟約、拜金牛）和法律規條（十誡、
盟約法則、天主會幕的法則和祭
禮）交織而成。全書的結束是天主
在會幕顯現，表示祂在子民中間，
領導他們經歷曠野旅程。

有關祭獻的規定
第1–6章寫明了各種祭獻的規定：
•	全燔祭是焚燒整隻祭牲。
•	素祭是獻上田產。
•	和平祭是把祭牲的血灑在祭壇
的角，把脂肪焚燒，其餘的肉可
作為祭餐食用。

•	贖罪祭。
•	以燔祭作為贖過祭。

建立司祭職
亞郎的受職禮呈現
司祭的特別規定。

禮儀上的潔淨法
包括慶祝贖罪節
（Yom	Kippur）的
規定。

神聖法
子民和使用的物品都
應是聖的，因為天主是
聖的。這套廣泛應用的
法律包括慶節的禮儀、
安息年，以及禧年。

梅瑟在埃及的使命
梅瑟奉命與法郎會談，發生十災，高峰是	
「逾越」，意思是天主越過他們並把他們釋
放。這成為以色列民族宗教最核心的慶節，
經文詳述了當日要祭獻的逾越節羔羊和特
殊餐飲，並以色列奉命永遠紀念這個節日。

釋放
離開埃及和
渡過紅海。

曠野旅程
以色列來到西乃。

以色列重獲自由和
走過曠野的旅程

西乃山盟約

肋未紀

前往許諾之地的旅程

會幕（天主與梅瑟見面的
特殊帳幕）預告將來的聖
殿 R47頁

各種祭獻都有
例可循，也規定
只可在某個地
方獻祭 R49頁

梅瑟法律綜合於十誡，禁止一切相
反愛天主與愛近人的事情，也是為
了預備福音的來臨 R103頁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戶籍紀 | 戶 申命紀 | 申
文學類型
•	統計數據：天主命令子民統計人口，為顯示
以色列人屬於天主。

•	法律：有幾段較長的法律規則。
•	敘述：記載以色列從西乃曠野直到摩阿布
平原，進入客納罕之前的經歷。

歷史
•	內容：敘述公元前約13世紀的事蹟。
•	組成：像梅瑟五書的一樣，包含很古老的傳
統記錄，並在巴比倫充軍期間或以後的短
期內完成定稿。

文學類型
•	演說：梅瑟有三段長篇演說，也是他的遺
囑。

•	敘述：記述梅瑟帶領以色列人行程的最後
階段，他們在摩阿布紮營。

•	法律：看似第二套法典，其實是再次說明盟
約的法律。

歷史
•	內容：敘述公元前約12世紀的事蹟。	
•	組成：其中的神學與文學風格和特色，與若
蘇厄書、民長紀、撒慕爾傳和列王紀的相

教導
曠野是考驗的場地。以色列子民受引誘去反
抗那領他們到曠野的天主。但曠野也是以色
列認識到天主的仁慈與忠實的地方。雖然這
子民反叛，天主仍實現祂的計劃，要把子民
帶到許諾之地。

關鍵概念
•	雲彩：天主陪伴和領導祂子民的象徵，就是
那覆蓋會幕的雲彩。以色列民眾圍繞著會
幕而排列他們的陣營，並在天主的福佑之
下前進，如同獻身給天主的一個民族。

同。這表示作者們是依據古老傳統和早期
著作，以神學的立場，編寫一部偉大的以色
列歷史：從安頓於客納罕地，直到充軍巴
比倫的時期。申命紀可能本來是這部民族
史的導言（公元前6世紀），但後來（公元前
5–4世紀）被修改為總結梅瑟五書的一卷
書。

教導
申命紀的神學教導可綜合為：一個天主，一
個民族，一個聖殿，一個土地，一個法律。

聖經門廊 3534 前往許諾之地的旅程

戶籍紀 申命紀

西乃曠野 卡德士 從卡德士
到摩阿布

摩阿布平原四個地區
書裡的四部份，對
應以色列旅程經
過的四個地區。

人口數據顯出
這子民龐大而
有組織，滿懷虔
誠，準備起程。

子民反抗並經驗到
天主嚴厲的懲罰；
梅瑟代禱的效果，
以及天主的仁慈。

包括幾個階段：子民
經驗到天主的懲罰和
祂的仁慈；天主也恩
賜他們初嚐勝利。

進入客納罕之前的最
後準備；綜合了他們
旅程的經歷，並說明
奪得土地的條件。

再次說明那
陪伴他們的
雲彩的意義
和角色。

亞郎
離世。 勒烏本支派

和加得支派
安頓在約但
河東面之地。

銅蛇。

戰勝米德楊人。

巴郎的
神諭。

偵察許諾之地和子民的反
抗，這解釋了他們為何多年
來繞道而行，並在約但河東
的區域進入許諾之地。

肋未支派
肋未支派的人口統計以後，是各
種法律規則，包括：潔淨法、婚姻
狀況、納齊爾願、祝福禮的經文、
獻儀、燈台的設計、肋未人向天
主獻身，和逾越節的慶祝。

第一篇演說
簡述時間地點後，梅瑟
重述子民出埃及後的
事蹟，從曷勒布山的神
聖顯現，直至他們來到
摩阿布平原；並勸告子
民要因天主給他們所
行的大事而感謝祂。

第三篇演說
重複勸告子民
要忠於盟約，
那表示他們選
擇生路，而不
走背棄天主的
死路。

結論
梅瑟指派
繼任人後
離世。

第二篇演說
重申十誡，然後宣告對唯一天主
的信仰（6:4以色列，你要聽），並
傳揚天主特別的愛。在曠野經歷
的不忠、懲罰和勝利，都是教訓
子民將來在許諾之地會發生什
麼。演說的中心是申命紀的法典
（12–26章），有大量的法規和
倫理戒律，包括只可在指定一處
崇拜唯一天主的命令。

以後在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一
位像梅瑟一樣的先知「是上主面
對面地認識的」（申34:10），直
到耶穌基督的時期 R103頁

EXPLORE



1100
前

1050
前

1000
前

公元前約 1050年
培肋舍特人打敗了以
色列人，奪走約櫃。
撒慕爾紀上4 公元前約 1040年

撒慕爾先知在史羅
建立聖所。

 公元前約 1030年 
撒烏耳是以色列王。
撒慕爾紀上8–31

公元前 1114–1076年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一世
復興亞述帝國。

征服客納罕與民長時期

1200
前

1150
前

3

公元前 1200–500年
多利安人入侵：邁錫尼文明衰
落；希臘逐漸被北方部落佔領。

以色列附近的其他文明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公元前約 1200–1000年
以色列人征服客納罕，方法或是結盟，或是戰勝當地民族，
包括：摩阿布人、厄東人、阿瑪肋克人、阿蘭人、阿孟人、培肋
舍特人、阿摩黎人、赫特人、耶步斯人、培黎齊人、希威人。
若蘇厄傳和民長紀

公元前約 1125年
德波辣和巴辣克戰
勝客納罕人。
民長紀4–5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若蘇厄傳
以色列來到許諾之地的故事。

民長紀
十二支派在客納罕地上奮鬥和安頓的故事。 

盧德傳
達味祖先的故事。

聖經門廊 3736



以 色 列 眾 支 派 在

客納罕
公元前1200–1000年

38

1

2

梅瑟從乃波山上所見（申34:1–3）
從乃波山頂可看見的全景。有可能看見死海邊緣（在聖經裡又稱為阿辣巴海或鹽海），
約但河谷，耶里哥綠洲和猶大的群山。

馬達巴地圖
這片是6世紀的馬賽
克鑲嵌畫，顯出當時
中東的地圖。此畫是
在1897年馬達巴（約
但）一間聖堂裡被發
現的。

MARIE-ARMELLE BEAULIEU / CUSTODIA TERRÆ SANCTÆ

聖經門廊



若蘇厄書 | 蘇 民長紀 | 民 盧德傳 | 盧
文學類型
•	敘述：從神學立場記述若蘇厄領導以色列
子民奪取許諾之地的過程。

•	全書的結尾是若蘇厄的演說和更新盟約。

歷史
•	內容：敘述公元前約1150年的事蹟。
•	組成：以色列人可能有數世紀以來民族進
入客納罕地的口述歷史，或有寫成文字的
故事片段。全書應該是在約史雅王（公元
前7世紀）的時期完成最後定稿，並在巴比
倫充軍期間收錄於希伯來聖經裡的先知書
（Nevi'im）之內。

文學類型
•	敘述：記述以色列安頓在客納罕地區，以及
他們面對的困難。

•	民間傳奇：集合了十二位民間英雄的故事，
每個支派各有一位。

歷史
•	內容：敘述的事件約在公元前	1200–1030年。
•	組成：如同若蘇厄傳那樣。

教導
天主一步步向人啟示祂自己。那些奇事顯出
天主的正義、仁慈，和祂忠於盟約，但是英雄
們的特殊事蹟並不常常是好榜樣。

教導
天主是忠實的，必實現祂的承諾。祂把許諾
之地賜給聖祖，透過十二支派合作如同一人
那樣賜給以色列的後裔。許諾之地從此成為
天主與以色列盟約裡的必要元素。

關鍵概念
•	忠實：天主是忠實的，也期待人們忠信地回
應祂。

•	許諾之地：是以色列的土地與以色列子民
合而為一的概念。	

•	若蘇厄：這希伯來名字意思是「上主拯救」，
希臘化後就是「耶穌」。

文學類型
•	短篇民間故事：希伯來聖經將這書放在歷
史書以外，置於猶太節日誦讀的書卷之中。

歷史
•	內容：盧德是達味王的曾祖母；這些事蹟發
生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數世紀的時候。

•	組成：可能在猶大屬於波斯帝國省份之時（
公元前約6–4世紀）。

教導
天主賞報了摩阿布婦人盧德的忠誠，將她納
入選民之中。天主的慷慨總是無與倫比。

聖經門廊 4140 征服客納罕與民長時期

若蘇厄書 民長紀 盧德傳

征服耶里哥
這是用神學語言來敘述的戰
鬥過程，作為全書的典範。這
顯示天主子民是一個神聖的
民族，禮儀式的攻勢，由約櫃
率領，因為約櫃是天主臨於選
民中間的象徵。如此說明了他
們所征服的土地是天主的恩
賜，是子民聽從天主的結果，
而非他們軍力的勝利。

導言
顯示與梅瑟五書的連結，並
列出此書的重要主題，那些
主題將重現於全書的結語：
•	若蘇厄延續了梅瑟的使
命，成為天主與子民之間
的中介。

•	子民的合一，眾支派一起
征服土地。

導言
第1章包含此書的基
本神學教導：只要以
色列保持對上主的忠
誠，就可以留在這地
上安居；假如他們背
棄天主，就會失去天
主的恩賜。

分配土地
他們在基耳加耳和
在史羅的聖所抽籤
分地。再次顯出這
片土地不是某支派
憑自己力量所得，
卻是全部屬於天
主，由天主賜給以
色列。

若蘇厄臨死前
勸告子民，必
須對天主和對
盟約保持忠
信；他們在舍
根重新承諾遵
守盟約。

盧德傳
1:16–17
「你往哪裡去，
我也往哪裡去；
你在哪裡住，
我也在哪裡住；
你的民族就是
我的民族；你的
天主就是我的
天主；你死在哪
裡，我也死在哪
裡，葬在哪裡。」

這書結尾
附加的兩
個故事，也
是來自民
長時期。

民長
上主為顯示祂的信實，就
興起「民長」或英雄來拯
救子民脫離危難：
•	敖特尼耳	
•	厄胡得
•	德波辣
•	基德紅
•	依弗大
•	三松
•	較小的民長：沙默加爾，
托拉，雅依爾，依貝贊，
厄隆，阿貝冬。
那些故事顯出以色列重
複陷於不忠信的情況裡。

佔領許諾之地 分配許諾之地 結語



900
前

950
前

公元前 970–931年
撒羅滿是猶大王兼以
色列王。
列王紀上2

公元前 930年
舍根集會；國家分裂
為南國與北國。
列王紀上12

公元前約 966–959年
在耶路撒冷建造聖殿。
列王紀上6

聖詠集
宗教詩歌，其中大部份以達味王為作者。

箴言
格言、諺語、警句的彙集，其中大部份以撒羅滿為作者。

訓道篇
這是一部智慧文學，1:1稱這書來自耶路撒冷的君王兼達味之子。

雅歌
描述婚姻之愛的詩歌，也被理解為天主與人類之間的愛情故事。1:1稱這書來自撒羅滿王。

1100
前

1000
前

1050
前

君王制的開始4

公元前約 1030–1010年
撒烏耳是以色列王。
撒慕爾紀上8–31

 公元前約 1010–970年
達味是猶大王兼以色列王。
撒慕爾紀下2–4

以色列附近的其他文明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公元前約 1000年
達味王征服了耶路撒
冷，戰勝了客納罕地
上各個外族。
撒慕爾紀下5

 公元前約 1050年 
培肋舍特人打敗了以
色列人，奪走約櫃。
撒慕爾紀上4

北方的亞述和巴比倫，南方的埃及，在這兩
個世紀漸漸衰弱，讓以色列眾支派有機會
進佔客納罕居住，並發展成一個獨立國。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撒慕爾紀上
撒慕爾先知和撒烏耳王的故事。

撒慕爾紀下
達味王的故事。

列王紀上1–11
撒羅滿王的故事。

編年紀上和編年紀下1–9
以色列的故事，從亞當至達味。

聖經門廊 4342



撒慕爾紀上下 | 撒上、撒下
在希伯來聖經裡，撒慕爾紀位於若蘇厄傳和
民長紀之後，在列王紀之前。這幾本書組成
「前期先知」，有別於「後期先知」的依撒意
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和十二位小先知。

文學類型
•	敘述：這是撒慕爾紀的主要文學類型，也包
含一些有力的和感情豐富的詩歌，例如亞
納的贊歌（撒上2:1–11）和達味的聖詠（撒
下22）。

•	先知傳統：在某些段落有先知發言（撒慕
爾，納堂），顯示了天主臨於人間。	

歷史
•	內容：記述民長時代各支派各自為政，轉變
成建立君王政制（公元前約1070–970年）。

•	組成：這兩本書組成了「申命紀歷史」的中
心部份。可能那些事件是透過口述或書面
記載而流傳民間，直到約史雅時期（公元前
640–609年）編寫第一個版本。全書應該
是在巴比倫充軍期間或結束後短時間內，
完成最後定稿。

關鍵概念
•	傅油：天主揀選來拯救並領導子民的人必
被傅油（希伯來語稱這樣的人為默西亞），
作為天主的神永遠臨在他身上的標記。

•	以色列國：天主接受君王制的建立，並用來
與子民締結更緊密的盟約。

•	達味的家：天主向達味許諾，要為他建立一
個永久的家，總是有達味的後裔坐在以色
列的王位上。這個許諾從一開始就被理解
為天主確認與聖祖的盟約。耶穌將圓滿實
現這個盟約。

教導
撒慕爾紀凸顯歷史裡的宗教意義。天主選了
一個民族來完成祂拯救的目的，在其中再選
拔個別的人。天主在某種程度上會適應他們
所做的決定。以色列要求建立君王制，被描
述為一種對天主的反抗，卻被天主用來推進
祂的救贖計劃。天主總是拒絕邪惡，要求正
義；但在某些情況下，祂會容忍自己所選的
人違反愛的行為，尋求和解與寬恕；因天主
忠於盟約，無所不能，慈悲為懷。

撒慕爾紀上 撒慕爾紀下

聖經門廊 4544 君王制的開始

撒慕爾的故事和
圍繞約櫃的事蹟

撒慕爾和撒烏耳 撒烏耳和達味 達味，君王 記述了兩派為繼承達味王位
的鬥爭，顯示撒羅滿雖不是
長兄，卻是合理的繼位者。

結語

撒慕爾先知
天主給撒慕爾的召叫，
與民長不同。他是先
知，使命是聽從天主的
話語，並傳遞祂的訊息
給人。當時子民對抗最
嚴峻的外族威脅是培
肋舍特人，他們甚至擄
走了約櫃。

猶大王達味
達味先是在赫貝龍
被祝聖為猶大王。

以色列王
達味
在多次交涉
後，達味得到
眾支派接受他
作以色列王。

王朝的預言
在回應達味給天
主建房子（聖殿）
的意願時，納堂先
知宣告了達味的	
「家」（他的王朝）
將永存不替。

達味的罪
達味與巴特舍巴
犯了通姦的罪，
並用陰謀使她丈
夫的死去。當達
味悔改並得赦罪
後，他與巴特舍
巴生了另一個兒
子，名叫撒羅滿。
從此開始了達味
家的興衰。

撒烏耳成為達味的敵人
上主選擇了達味並保護
他，而放棄了撒烏耳。撒烏
耳是典型的罪人，因他堅
持做錯的事，不顧惜天主
給他的保護。	

達味和撒烏耳的軍
事勝利，而撒烏耳
在戰爭中死去。

達味的傅油
天主拒絕了撒烏耳，並
派撒慕爾去給達味傅
油，立他為將來的君王。	

達味與哥肋雅。 達味的
聖詠

建立君王制
撒慕爾給撒烏耳傅油，立他為
以色列的君王；雖是暗暗地進
行，但禮儀是隆重的。記述裡顯
示天主帶領著立君王的過程。

撒慕爾的誕生
撒慕爾誕生和他獻身事奉天
主的故事，由亞納之歌作結
語。這首讚美天主的詩歌，指
出天主特別愛護弱者、飢餓
者、不孕者、貧窮人，和需要
幫助的人；而反對那些飽食
者、多子之母，和富人等等。
瑪利亞讚主曲（路1:46–55）
就是受此詩歌所啟發。

君王受傅油並領受
使命：先是撒烏耳，
然後是達味 R57頁

給達味的許諾，實現在納匝肋
人耶穌身上，祂是達味之子、
是天主降生成人 R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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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滿
王 朝

公元前970–931年

4746

列王紀上1–11章 | 列上1–11

列王紀上1–11章

君王制的開始

天主臨於聖殿裡，與子民親
近；那是耶穌基督「天主與
我們同在」的預像 R103頁

文學類型
•	敘述：本書記述撒慕爾紀以後的君
王歷史。

歷史
•	內容：列王紀上的前半部份是關於
達味王位的繼承者，以及撒羅滿的
王朝（公元前970–931年）。

•	組成：列王紀是寫於巴比倫充軍
期，資料是根據從前的記錄，經文
裡也提到某些古籍的名稱。

教導
列王紀是寫給那在巴比倫充軍的猶太人，為了喚醒
子民這個意識：當他們不忠於天主和祂的法律，背
叛天主而轉向崇拜其他神明時，他們必定遇到災難。

關鍵概念
•	聖殿：達味策劃的聖殿，由撒羅滿建成，成為以色
列的核心。聖殿是天主寓居人間之所，是子民與上
主相遇之處，也是他們獻祭給天主的唯一合法的
地方。

•	天主的臨在：上主對撒羅滿說：「我已祝聖了你所
建的殿，使我的名永立在那裡；我的眼和我的心也
必時常在那裡。」（列上9:3）

聖殿的落成和奉獻禮
撒羅滿實現了達味的許
諾，在耶路撒冷興建了天
主的聖殿。殿內存放約櫃，
殿裡有唯一可以獻祭給天
主的祭壇。

天主的新承諾
天主向撒羅滿更新了祂
從前給撒羅滿祖先的許
諾，就是：以色列的王座
總有達味之子來繼承。
但如今這許諾的條件
是：子民要在君王的領
導下遵守天主的誡命。

宣告國家
分裂。

撒羅滿的
選擇和達
味的死亡

撒羅滿的繁榮 撒羅滿的
王權衰落

智慧之恩
撒羅滿求天主賜
他一顆智慧與明
達的心。天主喜
歡他選了這些，
就如他所願，還
加上權力、財富、
和平與光榮，賜
給了這位新王。

聖經門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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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年紀上和編年紀下1–9章 編上和編下1–9
文學類型
•	敘述。
•	族譜、演說，以及王國的組織並耶路撒冷聖
殿編制的資料紀錄。

歷史
•	內容：敘述天主子民的歷史，從亞當直到
居魯士的詔書結束了子民在巴比倫的充軍
期（公元前539/538年）。編年紀上卷的結
尾是達味離世，下卷的開始是撒羅滿的王
朝。編年紀的匿名作者（稱為「編年史者」）
沒有重複撒慕爾紀和列王紀的記述，但從

司祭的立場呈現歷史，顯出有關聖殿和聖
殿崇拜的事件。

•	組成：編年紀就像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一
樣，經文處處顯出這是充軍期後對天主子
民歷史的重新閱讀。這書被認為是大約在
公元前400–350年間寫成的。編年史者的
敘述是基於古老的資料，並為當時的需要
而更新那些資料的訊息。於是作者選擇所
需資料，略過細節或修改事實。例如：不提
達味王一生中不光彩的事件，把焦點放在
他把耶路撒冷建成一個聖城，計劃興建聖
殿，為以色列編制一個忠於法律的禮儀崇
拜機構。

關鍵概念
•	完善地遵守法律：為以色列來說，法律
（Torah）是天主給子民的禮物，好使他們
能認識天主的旨意。當撒羅滿所建的聖殿
被毀，子民充軍到巴比倫後，他們面臨個人
報應的嚴重問題，於是理解為天主賞善罰
惡。所以，子民如今既受苦充軍，應是他們
該受的罰，為賠補他們對法律不忠之罪。

教導
在編年史者眼中，歷史是可重複解釋的。他
描述的以色列是被天主揀選和愛護的子民，
這子民也被召來繼續期望那些古老許諾的
實現（包括那許諾給達味的未來的默西亞），
因為上主永遠與自己的子民同在。藉著耶路
撒冷聖殿及其禮儀和組織，強烈地顯示了天
主臨於子民中間的意識。同時，讓天主持續
臨在的條件是：子民按照法律規定作祭獻和
崇拜，並忠誠地遵守誡命。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1-9章

聖經門廊 4948 君王制的開始

從亞當直到撒烏耳的族譜 撒羅滿的統治達味的統治

撒烏耳之死
這書敘述部份的開始，是撒
烏耳有如天譴的死亡：「撒
烏耳因自己的不忠而死了；
因他不忠於上主，沒有遵守
上主的命令，他又求問靈
媒。」（編上10:13）

耶路撒冷的約櫃
達味再次恭迎約櫃進
入耶路撒冷城，那裡的
肋未人組織崇拜事項。

建築聖殿和祝聖禮
論撒羅滿的經文大半是
關於聖殿的建築和奉
獻禮。撒羅滿被形容為
滿有智慧與極其富裕的
王，因他有興建聖殿的
這份榮耀。

準備興建聖殿
達味下令要做的人口統計，
和天主的懲罰，二者成為準
備興建聖殿的理由。接著是
詳述為崇拜天主的準備，參
與者包括肋未人、司祭、樂隊
和歌詠團、守門者，和護衛。

達味的遺囑
編上的結尾是達味的
遺囑和遺願的清單，
包括幾篇演說：吩咐
撒羅滿的、勸告百姓
的，以及充滿感情地
向天主的懇禱。達味
這些言論的內容，都
圍繞著興建聖殿。

猶大、達味和肋未
猶大支派的族譜特別重要，因其
中有達味。肋未支派的族譜也重
要，因他們是司祭和肋未人。

從巴比倫回來
那些族譜的結尾跳過
了一段時期，作者只記
載巴比倫充軍後回到
耶路撒冷的團體。

耶路撒冷聖殿是天主
的家，是唯一合法獻
祭的地方 R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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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門廊 5150

聖詠集 | 詠
文學類型
聖詠集裡的都是禮儀詩歌。在原文希伯
來聖詠裡有150首，其中有57首的標題是	
mizmor，意思是彈弦，有琴瑟之類的樂器伴
奏。聖詠集的希伯來名字是Tehillim，意思是
「讚美的祈禱」。這些聖詠表達了人們在各
種境遇裡面向天主的基本態度，所以聖詠也
有不同的種類，包括：
•	懇禱，個人或團體的懇求。
•	謝恩的詩歌。
•	讚美的詩歌。
•	論智慧的詩歌。

的事情。所以，祂賦予聖詠新而圓滿的意義，
超越又延續了聖詠文字在舊約裡的意義。
此外，當讀者重複閱讀聖詠時，會發現詩句
揭示了讀者當時的情況，於是閱讀聖詠變成
了祈禱。

關鍵概念
•	讚美：這種祈禱方式，完全不為自己求什
麼，唯獨為了天主的緣故而歌頌祂；為了祂
所作的事，尤其為了祂本身而光榮祂。

組成的歷史
這些聖詠是從君王時期開始搜集，直到公元
前2世紀編成此書。但原初資料似乎來自更
早期的祖傳詩集：
•	「雅威典」詩集：第3至41首聖詠歸於達味
名下，並用了YHWH（雅威/上主）的聖名稱
呼天主。

•	「厄羅因典」詩集：天主被稱為Elohim	
（厄羅因；但中文聖經都譯天主），這些聖
詠分為三組：科辣黑的後裔（42–49）、達味
（51–72）、阿撒夫（73–83）。
•	其餘詩集：第90至119首聖詠看似來自其
餘較短的詩集。	

•	讚美詩集：在耶路撒冷朝聖時詠唱的「登
聖殿歌」（120–134），另一組的「達味聖
詠」（138–145），和全書結尾的「大讚美詩」
（146–150）。

教導
聖詠這一本書裡都是祈禱和讚美，向天主說
話或是論述關於天主的事，常常提到祂創造
世界、介入歷史與人類的生活。
按照福音記載，耶穌在生命的特別時刻背誦
聖詠，用聖詠的句子解釋祂的使命和教導。
祂也說明聖詠以及法律和先知都是談論祂

全書分為五卷
這五部份或五卷「書」的分界
線，是某聖詠結尾的隆重讚美
或「光榮頌」。這五部份好比梅
瑟法律的五書，表示人們是用
聖詠集的五卷，來回應梅瑟五
書裡所述的天主工程。

希伯來經文在編排
上與希臘譯本和拉
丁譯本的差異

在分辨祖傳詩
集或全書分為
五卷的問題外，
聖詠原本的排
列次序也有助
我們了解聖詠，
並加深我們的
祈禱。

耶穌在十字架上時祈禱說：「我的天主，我
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22 [21]:1）

耶穌在十字架上
時祈禱說： 

「我將我的靈
魂交在祢手中。」
（32 [31]:5） 耶穌引用這句聖詠作為祂死亡奧秘的

關鍵：「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
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作為，在我們
眼中神妙莫測。」（118 [117]:22–23）

耶穌引用這句聖詠，以顯出默西亞勝過達味：
「上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
敵作你腳的踏板。」（110 [109]:1；瑪22:45）

詠3–41
這卷的詩集以
達味為作者。

詠42–72
這卷的聖詠以「厄
羅因」（Elohim）稱
呼天主的名字。

詠73–89
這卷的聖詠歸
於聖殿歌詠團
的名下。

詠90–106
這卷聖詠的開始是
梅瑟的祈禱，結束
是出埃及的訓誨。

詠107–150
這卷的聖詠被猶太人稱為「讚
美」（Hallel），有些是在逾越節
時誦唸的聖詠（113–118）。

聖詠集

在七十賢士譯本
和拉丁通行本合
而為一（9）；拉丁
通行本的編碼放
在希伯來版本編
碼後的括弧內。

在七十賢士
譯本和拉丁
通行本合而
為一（113）。

在七十賢士譯
本和拉丁通行本
裡被一分為二	
（114–115和
146–147）。

君王制的開始

詠110 （109）以特殊方式描述耶穌基督：「你照
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 R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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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 箴 訓道篇 | 訓 雅歌 | 歌
文學類型
•	箴言是很多格言、諺語、警句的幾組彙集，
是信仰天主的以色列人的民間智慧。這書
最能代表聖經裡的智慧文學。

組成的歷史
有幾組箴言彙集是歸於撒羅滿名下，因他以
智慧聞名，並擁有三千句箴言（列上4:32）。
箴言的核心可能是集合了這些口述或書面
的格言，後來（約公元前700年）被加入在	
「猶大王希則克雅的人所蒐集的撒羅滿箴
言」（箴25:1）。

文學類型
•	指導：在希伯來聖經裡，這是在猶太節日誦
讀的經書。

組成的歷史
這書雖然歸於「達味之子，耶路撒冷君王」名
下，但可能寫於公元前3世紀，那時希臘文化
的影響已來到猶大。

教導
訓道篇是在秋收後的帳棚節（Sukkot）誦讀的
經書，旨在邀請眾人歡慶和感謝收成的美物，
但不忘記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賜。

教導
這書揭露了天主開放給人在日常生活事項
得到幸福的道路。內容沒有強調人應忠誠地
遵守盟約、祭獻，或參與宗教節日。那些勸勉
是有關家庭、工作、正義和慷慨，以及人際關
係或事務關係，其基礎是對以色列的天主有
深切的信仰。

關鍵概念
•	智慧：在第8章，智慧被擬人化；人若要認
識聖三奧秘的啟示，第一步是追求智慧。

文學類型
•	詩歌，是在逾越節晚上誦唸的經書。

組成的歷史
這書很可能是集合了幾首不同的情歌	
（牧羊女之歌、撒羅滿或其他君王的婚
禮歌曲），在巴比倫充軍期以後編成此
書。

教導
•	希望：雅歌表達了人間的愛，也表達了
天主對子民的愛，以及子民知道自己備
受寵愛時的喜悅。

箴言 訓道篇 雅歌

聖經門廊 5352 君王制的開始

第三首詩歌
（歌3:6–5:1）
核心元素，這首詩描
述撒羅滿成婚之日。
雖然這書歸於他的名
下，他也是其中的一
個人物，但新郎和新
娘的喜樂，看來更代
表著新而復興的以
色列忠於天主，天主
也顯出祂對子民的
熱愛。

人類的智慧盡是
空虛
第1章就勸阻讀者不
要僅僅追求人類的
智慧：「虛而又虛，訓
道者說，虛而又虛，
萬事皆虛。」（訓1:2）

撒羅滿的箴言
最長篇的彙集都屬於
撒羅滿王的箴言。
•	 箴10:1至22:16。
•	 箴25:1至29:27。

結語
是一篇字母詩（每節第一個
字母是按照希伯來文字母
的次序排列），論述一位理
想妻子的品質，反映出古代
以色列農業家庭的情況。

七個彙集
箴言裡可分為七個彙集，各有不同的
來源和年份。在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
裡，同樣的彙集以不同的次序排列。這
顯示了此書作者並不是從頭寫到尾，
而是集合那些已有的箴言並加以編排。

真正的智慧在於敬
畏天主
訓道者鼓勵讀者尋求那
可解答萬事的智慧，善
用此刻，明智地生活，
並記得自己的創造者。

導言：在智慧和愚昧之間
做選擇
這幾章是在邀請人們準備學
習。其中有三首詩，是勸勉讀
者聆聽教導、保存已得到的德
行，和尋求與智慧親近。第8章
隆重地論述智慧如同一位人
物，與世界的創造和人類有關
聯。聖若望福音的導言描述天
主父與聖言之間的關係，所用
的詞彙令人聯想到箴言的這
一段（箴8:22–30和若1:1）。



550
前

500
前

700
前

650
前

600
前

750
前

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
這兩個典型故事的背景，一個是亞述充軍時期
的猶太家庭，另一個是耶路撒冷附近小城遭受
強敵攻擊。

公元前587年之前的小先知 
亞毛斯，歐瑟亞，米該亞，約納，納鴻，索福尼
亞，哈巴谷。

依撒意亞和耶肋米亞
四大先知中的兩位，他們見證了猶大國的沒落。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900
前

950
前

850
前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
直至亡國充軍

5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列王紀上12–22
以色列王與猶大王的故事。

列王紀下
兩國的君王，直至以色列國滅亡（1–17），和猶大國滅亡
並充軍到巴比倫的故事（18–25）。

編年紀下10–36
從撒羅滿之死，論述猶大國諸王，直至居魯士頒佈諭令
容許猶太人回歸的故事。

聖經門廊 5554

公元前 
848–841年 
猶大王約蘭，娶了
阿塔里雅為妻，在
猶大朝拜巴耳。
列王紀下8

公元前 841–835年 
猶大女王阿塔里雅，屠殺了
約蘭的眾子，除了約阿士；
他被司祭約雅達救出。後來
阿塔里雅被推翻和殺死。
列王紀下11

公元前 
835–796年 
猶大王約阿士，
廢除巴耳崇拜，
復興聖殿。
列王紀下12

公元前 
928–907年 
(北國)以色列
王雅洛貝罕。 
列王紀上12

公元前 
931–911年 
(南國)猶大王
勒哈貝罕。 
列王紀上11

公元前 930年
舍根集會；國家
分裂為南國與
北國。
列王紀上12

公元前 
874–853年 
以色列王阿哈
布。厄里亞先知。
列王紀上16

公元前 
870–848年 
猶大王約沙法特。
剷除了偶像的神廟。 
列王紀上22

公元前 
970–931年 
以色列王撒
羅滿。
列王紀上2

公元前 722年 
北國亡，亞述佔領了以
色列國及其首都撒瑪黎
雅，把居民俘虜充軍。
列王紀下17

公元前約 800–750年
希臘字母的最早證據，是從
腓尼基字母發展而來的。

公元前 
753年
羅穆盧斯和雷穆斯
傳奇地建立了羅馬。

公元前 900–800年
腓尼基在地中海沿岸各處建立殖民地，包括：突尼斯

（尤蒂卡和迦太基），西西里島（莫蒂亞），塞浦路斯
（基廷），西班牙（加德斯），以及其他地方。

公元前 626–539年
新巴比倫王朝在美索
不達米亞。

公元前 
550–330年
中東被波斯
帝國統治。

公元前約 600年
希臘雅典的衛城建成。

公元前 597–596年 
第一批猶太人充軍。
列王紀下24

公元前 605年 
巴比倫王拿步高戰勝埃及法郎尼科。耶肋
米亞預言子民將充軍七十年之久。
耶肋米亞25

公元前 587–586年 
猶大國滅亡，拿步高攻陷
了耶路撒冷。第二批猶太
人充軍，聖殿被毀。
列王紀下24

公元前 
586–538年 
猶太人在巴比
倫充軍期間。

公元前 716–687年 
猶大王希則克雅。
列王紀下18

公元前 701年 
依撒意亞蒙召作先知。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入侵
猶大並圍困耶路撒冷，
但這城不被攻破。
列王紀下18；依撒意亞36

公元前 640–609年 
猶大王約史雅。發現法
律書，回復朝拜唯一
天主。
列王紀下22

公元前 
687–642年 
猶大王默納舍。
人們在聖殿裡
朝拜外族偶像。
列王紀下21

公元前 668–627年
亞述帝國擴張至最大
的版圖。

以色列附近的
其他文明事蹟

哀歌
五首輓歌哀悼耶路撒冷被巴比倫
破壞。

巴路克
描寫猶太人在巴比倫充軍的生活。

厄則克耳和達尼爾

是猶太人在巴比倫充軍期間的另
外兩位大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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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12-22章 | 列上12–22

列王紀上12-22章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5756

文學類型
•	敘述。
•	先知傳統。
•	古老的記載。

歷史
•	內容：敘述公元前931年撒羅滿死亡後的事
件。王國一分為二：以色列國在北方，猶大國
在南方。列王紀上是述說兩國同時期的政權
更替，直至厄里亞先知出現（公元前9世紀）。

•	組成：寫於巴比倫充軍期間；部份資料來自
更古老的書面記錄，經文裡提到這些書籍
的名稱。

教導
以色列國或猶大國每個君王的生平都被審
判，看他們怎樣聽從天主，或是「做了在上主
眼中的惡事」。天主是善與惡的審判者。
除了政治後果外，王國的分裂還包括宗教分
裂，耶路撒冷的聖殿不再是北國百姓獻祭的
指定地點。
這也是「天主的人」、偉大先知的時代。上主
透過他們顯示自己為創造萬有的天主，絕對
的超越，唯一的真天主，否定其他的神明；但
祂也是實踐承諾和降福子民的天主。

以色列王與猶大王

撒羅滿的繼位者
在撒羅滿死後，十二支派
就分裂了。南方的支派仍
忠於撒羅滿之子勒哈貝
罕，但北方的支派選擇支
持雅洛貝罕。雅洛貝罕是
前朝的臣僕，他背叛後就
在貝特耳、丹和其他地方
建立祭壇。分裂的朝拜將
在後來轉變成拜偶像。

厄里亞的循環
在列王紀上卷這個段
落，不提君王，只有厄
里亞先知作主角。他在
阿哈布統治時，約公元
前874至852年間於北
國執行先知使命。厄里
亞捍衛了對真天主的信
仰，對抗客納罕人的巴
耳崇拜。

阿哈布之死
「有人偶然一箭，射入
以色列王的鎧甲與腰
帶中間。」（列上22:34）

早期的王朝
猶大國的王位總是父
傳子，保留了達味家的
王權。但以色列國的君
王很多是篡權奪位，用
武力叛變，或因天主的
旨意是要懲罰某王及其
家族。

以色列國
與

猶大國
公元前931–722年

聖經門廊

先知，以厄里亞為典範，也
是受傅油而開始他們的使
命，像君王那樣 R67頁

EXPLORE



編年紀下10-36章 | 編下10–36列王紀下 | 列下

聖經門廊 5958

列王紀下 編年紀下10-36章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文學類型
•	敘述。

歷史
•	內容：敘述撒羅滿的王國分裂以後的事
件，像列王紀那樣；但只敘述猶大國的君
王史，直到居魯士頒發詔書結束巴比倫充
軍期（公元前539/538年）。

•	組成：編年紀的資料來自古老的檔案；似乎
寫於大約公元前400–350年，那時猶大，
或稱耶胡特，是波斯帝國的一個省份。

文學類型
•	敘述。
•	先知傳統。
•	古老檔案的資料。

歷史
•	內容：敘述從以色列國王阿哈布之死（公元
前853年），直至猶大國百姓充軍巴比倫（公
元前587年）的事蹟。特色是有眾多特出的
人物和特殊時刻：厄里叟、希則克雅王、約史
雅王、亞述入侵、耶路撒冷淪陷，以及其他。

•	組成：寫於巴比倫充軍期，基於先前的書面
記載，經文有提到一些古籍的名稱。

教導
子民作為一個團體，他們蒙召是為了忠於盟
約，也該信賴祖傳的許諾，因為上主總是與
自己的子民同在。
同時，各人作為同一團體的成員，該負責自
己如何回應天主，也能期望總有可能再次開
始。每一次，每個王朝或每個人，在天主的
保護下開始自己的旅程時，不必被祖先的罪
惡拖累。
要求人們忠實的天主，是公義的審判者，按
照各人的行為給予報應。

教導
繼續列王紀上的記載，談到自由與服從之間
的關係。天主選了祂的子民，將自己的法律
授予他們，帶領他們住在許諾之地，賜予君
王來指導他們，承諾在自己的聖殿裡聆聽他
們的祈求，並派先知來提醒他們遵守盟約。
同時，天主總是期待子民自由地服從祂。

關鍵概念
•	王權：即使王國分裂，加上諸王的惡行，天
主仍忠於祂對達味的許諾，達味家族仍坐
在猶大的王座上。

以色列王與猶大王

猶大王
作者不提以色列國的任何人物，只回顧猶大國的王，從
勒哈貝罕直到被巴比倫征服。作者按照達味留下的模範
來評定列王的作為，並看重某些君王的宗教改革，例如：
約沙法特，約亞士，希則克雅，約史雅和默納舍。作者指
出，儘管默納舍多麼不虔誠，但最後也悔改了。猶大王

厄里叟的循環
厄里叟繼承了厄里亞先知的精神。
公元前9世紀下半葉，他在北國執
行先知職務，經歷了阿哈齊雅、耶葛
蘭、耶胡、約阿哈次，和耶曷阿士的
這些朝代。厄里叟是親近百姓的先
知，他反映出天主愛護子民的一面。
例如厄里亞的奇蹟是要強調唯一天
主的權威，但厄里叟的奇蹟是為解
決老百姓的問題和困難。

分裂的兩國直至撒瑪黎
雅淪陷
以色列國與猶大國列王的
歷史是平行敘述的，直至撒
瑪黎雅落在亞述人手中。亞
述把北國的百姓充軍外地，
而遷入大量外地人。

猶大王希則克雅 
希則克雅在猶大進行宗
教改革（公元前716–687
年）。耶路撒冷被亞述王
撒乃黑黎布圍攻，後來得
解放。依撒意亞先知的干
預，為這事件帶來天主的
啟示（依36–39）。	

約史雅的改革
猶大王約史雅時期（公元前640–609年），人們在聖殿
裡發現「法律書」。君王即推行宗教改革，將祭獻和崇
拜集中於耶路撒冷。可惜他在中興之時竟死於戰場。

在巴比倫充軍
約史雅的繼位者
回復偶像崇拜，於
是上主透過拿步
高的手懲罰猶大。
耶路撒冷被摧殘，
聖殿被焚毀，猶大
的居民與漆德克
雅王一起充軍到
巴比倫。

重訂盟約
希則克雅王（公元前716–687年）和約史
雅王（公元前640–609年）的歷史，記載了
修整聖殿和潔淨聖殿的很多細節，崇拜上
的改革，和司祭們的重組。強調這兩位君
王都有召集子民慶祝逾越節，而約史雅在
這節日上帶領子民重訂盟約。

發現法律書
當約史雅統治猶大時，發現了
「法律書」（編下34:14–28）。

王國分裂。

撒瑪黎雅淪陷
「這是因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了那領
他們出埃及地[…]的上主，他們的天主，
而去敬畏別的神明。」（列下17:7）



亞述帝國
公元前722年

聖經門廊 6160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聖經門廊 6362

多俾亞傳 | 多 友弟德傳 | 友
文學類型
• 智慧文學式的敘述：讀起來像歷史書，其實
是一個倫理故事，旨在教導和指引倫理德
行。

歷史
• 內容：背景是古時亞述帝國的首都尼尼微，
是極度外邦文化的城市。在公元前722年，
以色列國的居民被充軍到尼尼微。	

•	組成：約在公元前200年，當猶太人被色婁
苛王朝統治時，他們發現很難保持自己的
信仰和實踐宗教行為。

文學類型
• 智慧文學式的敘述：像多俾亞傳那樣，友弟
德傳是一部充滿宗教意義的小說。

歷史
•	內容：故事提到猶太人從充軍地回鄉重建
了聖殿後不久，尼尼微王拿步高便興兵攻
陷各地。但事實上拿步高是巴比倫王，所以
作者寫的都是象徵：拜突里雅城象徵以色
列，友弟德象徵全體子民。

•	組成：約在公元前150年，背景是安提約古
四世-厄丕法乃迫害虔誠的猶太人，和瑪加
伯家族的起義。

教導
主題是天主以祂的美善對待忠心的子民。凡
受苦的人以誠心和信賴轉向天主求助，天主
的愛必陪伴他們。有時祂派天使來保護他
們。天主行動的方式，不會即時讓人知道。甚
至有些不幸也是天主容許的，其中的原因在
故事結束之前不會顯明。

次正典
多俾亞傳是舊約「次正典」七本經書之一，所
以不在希伯來聖經或新教聖經的正典之內。

教導
當多俾亞傳表達了信賴天主給個人和家庭
的照顧時，友弟德傳是宣告天主對以色列全
體子民的照顧。兩個故事都說明這事：對天
主照顧的信心和人類的努力，是相輔相成
的。故事裡的亞述人打敗仗，是友弟德有勇
有謀的行動結果，並非天主顯現大行奇蹟。

次正典
友弟德傳像多俾亞傳那樣都屬於舊約「次正
典」的經書，所以也不在希伯來聖經或新教
聖經的正典之內。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多俾亞和辣法耳的旅程
托彼特派兒子多俾亞前往厄克巴
塔納，為取回自己存放在那裡的一
筆錢。天使辣法耳顯現如同一位青
年，陪伴多俾亞起程。在旅途的第
一站，他們在底格里斯河捉了一條
魚。這魚的膽、心和肝將被用來醫
治托彼特和撒辣。到達厄克巴塔納
時，天使給多俾亞說明，多俾亞按
照法律是撒辣的至親，他應該娶撒
辣為妻。天使也解釋了如何驅逐那
折磨女孩的惡魔。多俾亞成功了，
眾人就歡樂慶祝他們的婚禮。	

阿希約爾的言論
綜合了以色列從聖祖時期
直到佔領客納罕的歷史，
也暗示耶路撒冷曾被拿步
高所佔領和摧毀。

友弟德的祈禱
表達了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天主是上主，祂像威猛的戰
士，能擊潰子民的仇敵。

友弟德之歌
是舊約最優美的詩歌之
一，充滿圖像，意義深遠。

回到尼尼微
多俾亞與同伴回到
尼尼微去。多俾亞
用魚膽使父親的眼
睛復明；托彼特祝
福了他的兒媳，天
使辣法耳揭露自己
的真正身份後即消
失。然後托彼特以
詩歌讚美天主。

托彼特和撒辣的不幸與祈禱
托彼特與他的家人生活在亞述的尼
尼微城，撒辣和她的家人在瑪待/波
斯的厄克巴塔納城。這兩家都是虔誠
的猶太家庭，從以色列國充軍異地，
雖然忠於天主，卻遭受不幸的打擊：
•	托彼特盲眼後更窮苦，還要忍受妻
子的不理解。

•	撒辣遭受惡魔阿斯摩太的折磨，惡
魔已殺了她所嫁的七個丈夫，每個
都死於結婚當晚。
這兩人都向天主訴苦和求死。上主回
應他們的祈禱，派遣祂的天使辣法耳
來幫助他們。

以色列人受強敵威脅
一隊大軍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
上，先圍攻拜突里雅城。敖羅斐
乃將軍率領強大軍隊，相對於
以色列人對天主的信心，兩者
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

天主用友弟德魅惑以色列的敵人
當情況令人絕望時，友弟德懷著信心
祈禱，懇求天主幫助她實踐她的計劃，
拯救她的百姓。那個計劃大膽又危險，
但她成功了：敖羅斐乃被殺，敵軍驚慌
四散。

友弟德向天主祈
禱的時間，就是
聖殿裡獻香的時
間 R105頁

友弟德傳多俾亞傳
EXPLORE



聖經門廊 6564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直到公元前587年的小先知
亞毛斯 | 亞
•	文學類型：神諭、言論和神視。
•	歷史背景：亞毛斯原是猶大地特科亞的一
個牧人，但天主派他到北國以色列那裡宣
講神諭。時間約在公元前769至743年之
間，雅洛貝罕二世的時期。亞毛斯主要在貝
特耳的聖所宣講，他是第一位有著作的先
知。

•	教導：在以色列的繁榮時期，先知抨擊貧富
懸殊，財勢者欺壓貧窮人。他又譴責社會的
腐敗和不義，說明上主拒絕那些只有表面
的敬拜。

歐瑟亞 | 歐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
•	歷史背景：歐瑟亞在北國出生，與亞毛斯在
相同年代。他宣講的日子約在公元前750
年，雅洛貝罕二世統治的時候。

•	教導：沒有先知比得上歐瑟亞用自己的婚
姻來表達天主對子民的愛情。天主要求子
民忠於祂的盟約，所以，歐瑟亞在亞毛斯所
譴責的社會罪惡上，加以控訴子民拜偶像
的罪。與此同時，天主總是仁慈的，即使子
民尚未回頭，祂已準備寬恕。

米該亞 | 米
•	文學類型：警告和災難的預言，間插著拯救
的許諾和懇禱。

•	歷史背景：米該亞來自摩勒舍特，靠近猶大
的赫貝龍，他在當地宣講，直到公元前8世
紀末；那時期的君王有約堂、阿哈次和希則
克雅。同期的先知有依撒意亞。

•	教導：他強調天主必審判社會的不義，呼籲
子民悔改；但同時提醒他們，天主是信實
的，而「雅各伯的遺民」將會得救。

約納 | 納
•	文學類型：關於一位抗命先知的生平和改
變的敘述。

•	歷史和組成：這故事可能來自尼尼微淪陷
前的以色列國（公元前612年），但這書的
風格與組成，應是寫於波斯時期。

•	教導：我們應該讀這書如同寓言，其中顯出
天主統治世上萬國，祂也憐憫萬民。天主威
脅著要降罰，實際上是呼籲人們回頭悔改。

納鴻 | 鴻
•	文學類型：先知的反省。
•	歷史背景：納鴻來自猶大的厄耳科士。他宣
講的時期，是在亞述帝國版圖最大之時（公
元前663年，佔領了埃及的底比斯或諾阿
蒙），直到新巴比倫帝國摧毀尼尼微城（公
元前612年）。

•	教導：天主統治世上萬國，而祂特別照顧以
色列。

索福尼亞 | 索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
•	歷史背景：他在耶路撒冷宣講，時間是約史
雅王的統治期（公元前640–609年），很可能
早於約史雅的宗教改革，也早於耶肋米亞。

•	教導：索福尼亞主要控告猶大拜偶像和不
義的罪。子民的罪孽，意味著「上主的日
子」來到時將是「憤怒的日子」。

哈巴谷 | 哈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詛咒和史詩。
•	歷史背景：哈巴谷講預言的時期是在尼尼
微淪陷（公元前612年）與新巴比倫帝國佔
領耶路撒冷（公元前587年）之間。

•	教導：哈巴谷依循以色列的傳統信仰，堅信
天主是世上獨一的主宰，引導萬國的行徑，
因此他自問以色列為何遭此懲罰。他得到
的答案是：凡壓迫他們的國家都會受到普
世之主的懲罰，那堅定地忠於天主的義人
必會得救。

索福尼亞 哈巴谷歐瑟亞亞毛斯 約納米該亞 納鴻

上主的日子
這個主題常見於先知書，但首
次出現是在亞毛斯先知書裡。
那是宣講有關天主的審判與懲
罰，那日子必充滿黑暗與破壞。

先知的神視
這些神視的結
尾帶來希望：懲
罰必然會來，但
復興也要來到。

婚姻的象徵
歐瑟亞先知書
有很多象徵，為
表達天主對以
色列的感情。

我召喚我的兒
子從埃及出來
在神諭中有像詩
一樣的句子，宣告
天主的忠實有如
慈父：「我已回心
轉意，滿腔慈愛在
翻騰。」（歐11:8）

論默西亞的神諭都實
現在耶穌身上
「厄弗辣大的白冷啊！你
是猶大眾城裡最小的一
個，但在你那裡將有一位
出生，他要為我在以色列
作統治者；他的家系來自
亙古，源於永遠的時代。」
（米5:1–2）

耶穌復活的
預兆
「正如約納曾在
大魚腹中三天三
夜，人子也要在
地裡三天三夜。」
（瑪12:40；參閱
路11:30）

宣告尼尼微的
淪陷
這智慧式的反
省，是引導猶大
子民看見尼尼微
淪陷，認出只有
天主能做此事，
並歡喜天主揀選
了他們。

以色列的遺民
索福尼亞用了以
色列和猶大「遺
民」的圖像，指他
們會被淨化。萬
民也將悔改，最
後也會跟隨子民
朝拜上主。

因信成義
「心術不正的
人必然消逝，
義人必因他的
忠信而保存生
命。」（哈2:4）

審判以色列周圍
民族的神諭。

審判以色列
的神諭。

以色列的罪惡和不忠



聖經門廊 6766

依撒意亞 | 依
在天主教聖經裡，依撒意亞先知書在四大先
知書裡位列第一，是在眾先知書中最長篇的
書，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書。在希伯來聖經裡，
這書也是「後期先知」的第一本，隨後有耶肋
米亞、厄則克耳，和十二位小先知。

文學類型
•	先知神諭。

歷史
•	內容：依撒意亞說預言的時間約有四十年，
從烏齊雅王死亡那年（公元前733年），直到
希則克雅王的結束（公元前716-687年）。

嚴。上主顯得超然，同時與依撒意亞對話，
有像人的特質。

•	子民的罪是冒犯天主。與天主的神聖相反
的，是人類的罪惡，而人類持續地反抗他們
的創造者。

•	宣告將來的默西亞兼救主的特徵。他是厄
瑪奴耳（意指天主與我們同在），並復興達
味王朝。

•	救恩的普世性；強調以色列的角色是蒙選
的子民，並作為救恩的渠道，讓救恩遍及普
世萬民。

•	末世的希望，指向一個最終而永遠的世界；
那將是一個新的創造，不再有悲傷和戰爭。

這是亞述帝國擴張的時期。
•	組成：猶太團體和基督徒都認為這部書是
單一作品，而作者是依撒意亞。但這書看來
由幾個階段所組成。

•	組成過程的第一階段，應是依撒意亞本人
的生平事蹟，反映在1–39章裡。

•	第二階段是猶太人在巴比倫充軍的時期，
見於40–55章。

•	最後階段是子民充軍後回到猶大的情況，
在56–66章。

 但對各階段的次序、作者人數，以及現有版
本的初稿是否基於更早期的文獻，學者們

有不同的意見。無論如何，合理的想法是在
公元前6世紀末，這書已成為我們如今所
見的模式。

教導
依撒意亞書綜合了以色列的信仰，並比其餘
先知更清楚地宣講耶穌基督。新約裡引用最
多的舊約經書首先是聖詠，其次是依撒意
亞。這書也是天主教禮儀選讀最多的先知。
這些主題貫穿全書：
•	天主的超越性。這主題是受到依撒意亞自
己蒙召的影響，他在神視中看見天主的威

1–39章
猶大列王的時代。從公元前8世
紀起，依撒意亞的神視和神諭，
尤其有關即將到來的默西亞。

針對各民族的神諭

針對天主子民的神諭

記述關於天主
的神視和依撒
意亞蒙召 厄瑪奴耳之書的開始：「看

哪！有童女要懷孕生子，給他
起名為厄瑪奴耳。」（依7:14）

和平王子 第一首僕
人之歌

第二首僕
人之歌 第三首僕

人之歌

第四首僕
人之歌 上主的救恩從

耶路撒冷向萬
民宣告

葡萄園之歌

依撒意亞
偉大的末
世論

短的末
世論

亞述王散乃
黑黎布的軍
事威脅以及
他在尼尼微
被自己的兒
子們謀殺

散乃黑黎布圍攻耶路
撒冷，卻失敗而退，回
國後被兒子們殺死。

譴責猶大
和耶路撒
冷，因他們
在其他事
上信賴埃
及。

40–55章：第二依撒意亞
安慰的神諭：告訴在巴比倫充軍多
年（公元前586–538年）的痛苦子民
說，上主要藉祂的僕人來拯救子民。

56–66章：第三依撒意亞
充軍回鄉的子民之間起了衝突	
（公元前5世紀）。神諭裡有明
顯的末世論和萬民得救的觀念。

依撒意亞

在「上主僕人」的
幫助下，子民光榮
回歸並復興熙雍。

先知向子民宣告上主的力量已拯
救他們脫離巴比倫。上主先選了
居魯士，稱他為「受傅者」，即默
西亞；然後選了一位「僕人」，天
主派遣他，並在聖神的幫助下，
為子民帶來法律和正義。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依撒意亞將傅油禮連接到
聖神的降臨：「上主天主的
神臨於我，因上主給我傅
了油。」（61:1） R104頁

許諾中的默西亞要來拓
展他的王國，達味王朝寶
座上將有無止境的和平 
R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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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
帝 國

公元前587年

聖經門廊 6968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聖經門廊 7170

耶肋米亞 | 耶
文學類型
•	先知神諭寫成詩句，按主題收
集，不按時間順序。	

•	「自白」或哀歌：先知用詩句寫
成的祈禱，表達他衷心地信賴
天主。

•	敘述：他的秘書巴路克以散文
記述了耶肋米亞所做的事。

關鍵概念
•	新的盟約：耶肋米亞在「安慰之書」裡宣告
一個屬靈的盟約：「上主宣告說：看！那些
日子正在來臨，那時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
大家訂立新盟約。這不像我從前握著他們
祖先的手，領他們出離埃及地的時候，與他
們訂立的盟約。我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破
壞了我的盟約；上主宣告說。在那些日子以
後，我要與以色列家訂立的盟約是這樣的，
上主宣告說：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裡
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耶31:31-33）

歷史
•	內容：在新巴比倫帝國開始威脅猶大時（公元前605
年），耶肋米亞蒙召宣講。他見證了拿步高攻陷耶路撒
冷（公元前587年），以及居民充軍到巴比倫。

•	編撰：書內第36章記述耶肋米亞奉天主之命寫下神諭
（公元前605–604年）。那些神諭是在聖殿裡讀給子
民聽，然後讀給約雅金王聽的，他卻把神諭燒了。耶肋
米亞便奉上主之命，把神諭述說給巴路克聽，並再次
寫下來，沒有增添什麼。這似乎是此書的起源，但根據
後來的事件，包括子民充軍和復興，而內容更豐富並
切合當時的情況；最終定稿是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

教導
耶肋米亞書裡充滿申命紀學派的教導，那是
根據先知傳遞天主話語的事實，也是解釋歷
史的權威。
耶肋米亞重複強調說：猶大遭遇的各種不幸
以及充軍，是犯罪和違反盟約的後果。	
然而，天主的最後決定不是毀滅而是復興。這
個終極的救恩，是人心悔改的後果，不是人試
圖用道德行事的結果，而是天主的恩賜。
耶肋米亞宣告默西亞、達味之子的來臨，但
其觀念是經過淨化的：這位默西亞將成為救
主和君王。

耶肋米亞

他在神視看見的杏
樹枝，象徵上主呼籲
以色列人悔改。

導言
耶肋米亞蒙
召和受派遣

結語
記述耶路撒
冷的淪陷。

兩個版本
現存的耶肋米亞書的經文有
兩個版本：希伯來文的和希
臘文的。相比希臘文版本，
希伯來文版本多了約2,700
字，神諭次序的位置不同。我
們在這書裡是根據希伯來文
版本，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加
上一個導言和一個結語。

他在神視看見沸騰
的鍋，象徵猶大和
耶路撒冷面臨來勢
洶洶的威脅，因子
民不忠於天主。

耶肋米亞的神諭和象
徵行動，指出耶路撒冷
即將承受的懲罰，因子
民破壞了盟約。

耶肋米亞表達了天主
的審判，充軍是懲罰，
那是來自君王和假先
知的錯。

「耶肋米亞的苦難」
記述耶肋米亞在耶路撒冷
被圍攻時和以後的許多艱
辛，尤其是當他落在猶大
君王和貴族手裡的時候。
從最早期的基督信仰開
始，耶肋米亞的生平事蹟
和教導，都被視為基督在
舊約裡最清晰的預像。

「安慰之書」
30–33章是一個單獨的
部分，講述耶肋米亞為完
成使命而受苦，常被稱為
「安慰之書」，內容是重
建耶路撒冷的許諾，與子
民訂立的新盟約，這盟約
將永遠存在。

論以色列和猶大的神諭 耶肋米亞的生平事蹟 針對萬國的神諭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聖殿被掠奪和焚燒，代表
那裡不再是天主選擇與子
民同住的地方 R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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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 | 哀 巴路克 | 巴

巴路克哀歌

文學類型
•	輓歌：五首哀歌（其中四首是字母詩），描
述耶路撒冷的淪陷。

歷史
•	內容：耶肋米亞書的結語是概述猶大戰敗和
百姓充軍到巴比倫（公元前587年）。哀歌就
像另一個以智慧文學和詩歌寫成的結語。

•	組成：傳統認為是在耶路撒冷淪陷後短期
內寫成的。

教導
痛苦可以使人悔改；若相信天主，痛苦也可
使人充滿希望。

文學類型
有散文和詩歌的幾種類型，包括：書信、哀
求和懺悔的祈禱、讚美的詩歌、安慰書，和
哀歌。

歷史
•	內容：記述猶太人在巴比倫充軍的情況。
•	組成：約在公元前5世紀至1世紀之間。現
存只有希臘文版本，沒有希伯來文版本。

關鍵概念
•	智慧：本書把智慧擬人化為智慧婦人，她宣
告自己的本性是神聖的。

聖經門廊 7372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耶路撒冷的荒涼
首先描述耶路撒冷
的荒涼，然後聖城
如婦人為自己說
話，表達她的悲慘，
並向天主懇求。

原因
先知說因天主
發怒，就毀滅了
聖城，為潔淨猶
大的罪惡。

該負責任的人
第四首哀歌相似
第二首，但焦點
描述那些首領的
態度。

呼籲
這書的結束
是熱烈地呼
籲天主援助
子民。

耶肋米亞
的信
勸勉子民
不要崇拜
異民的偶
像，因為拜
偶像的罪
使他們四
散在異民
之中。

痛苦與個人的悔改
作者在這書的中心分享他自己的經
驗：荒涼使他學習耐心和仰望上主。
他呼籲眾人檢討他們的行為並悔改，
如此可一起承認自己的罪，並懇求天
主的寬恕，而天主必拯救他們。

導言

以散文記述子
民承認罪過和
懇求赦罪。

描述耶路撒冷悔改和喜樂
的一首詩。哀悼的詩句裡
也交織著希望和安慰。

讚美智慧的一首
詩。猶大充軍的
原因是離開了上
主的道路，那道
路就是智慧。

耶路撒冷
撒 羅 滿 王 朝 直 至 聖 殿 被 毀 的 耶 路 撒 冷

公元前970–587年



厄則克耳 | 則 達尼爾 | 達
文學類型
•	神諭、神視、警告、有象徵意義的行為。
•	比喻、寓言、智慧諺語、法律案件、詩歌。

歷史
•	內容：記述厄則克耳生於司祭家族，與第一
批充軍者從猶大來到巴比倫（公元前597
年）。他講預言的時期是公元前592-571
年。

•	組成：這書的教義和語言一致，指出作者只
有一位，可能是厄則克耳本人，或是他所指
導的一位弟子。

文學類型
•	訓誨敘述：旁述達尼爾和其他猶太人的充
軍生活。

•	神視：由達尼爾親自述說。

歷史
•	內容：以巴比倫充軍期為背景，然而所指示
的歷史並不清晰。

•	組成：這書包括不同時代地點的資料，用希
伯來文、阿剌美文和希臘文寫成（希伯來
聖經中並不包括此書的希臘文部分）。	這
書應是在公元前2世紀編撰的，當時是安
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在各地強行希臘化政

教導
這書旨在把希望帶給以色列人，他們當時的
危機是達味後裔不再是王，聖殿被毀，以及
子民充軍，失去了許諾之地。
厄則克耳的神諭重複這句話共54次：「你們
就知道我是上主。」這是呼籲人們信賴真天
主，祂是神聖的、至高無上、超然和全能的，
不像巴比倫那些偶像；上主要求人心悔改，
尊重他人的生命，慷慨地幫助窮人，消除壓
迫和債務。無論如何，天主要因祂聖名的光
榮而赦免子民。

策，最終在耶路撒冷聖殿裡放置了一尊奧
林匹克宙斯雕像，並壓制了傳統的猶太崇
拜。

教導
與其說達尼爾是先知書，更好說是一部歷史
反省，是為勸勉在異地充軍的猶太人，即使
要冒生命危險，仍要忠於民族的信仰和朝拜
真天主。然而，這書也證明了猶太人融入異
教社會，並服務異教國王，都是可能的。異教
的統治者將會承認以色列的天主，否則他們
的權力必被摧毀，直到天主最終為支持祂的
子民，要顯示祂統治普世的權威。

厄則克耳 達尼爾

聖經門廊 7574 分裂為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直至亡國充軍

宣告耶路撒冷被圍攻，譴責猶大和以色列 審判和譴責
外邦國家

預言以色列的
希望和復興

巴比倫宮廷
的故事
達尼爾與同伴
入宮侍奉拿步
高王。他們拒
絕朝拜君王
後，天主救了
他們的性命。

達尼爾的神視
在安提約古四世迫
害猶太人的危難時
期，這些神視顯出
了天主的計劃。

第一個神視和蒙召過程
天主召喚厄則克耳，給他看見天主
光榮的壯麗神視後，派他去說預言。

有象徵意義的
行為
厄則克耳奉天主
的命令，做了一些
有象徵意義的行
為，向人宣告耶路
撒冷被圍攻。

譴責的神諭
當巴比倫的入侵迫在眼前，神諭
雖然譴責猶大，也是呼籲子民悔
改和唯獨信賴天主。

第三個神視有關天主的光榮
最後的神視是詳細地描述聖殿，
和「天主的光榮」進入聖殿。隨後
記述崇拜的規則，以及復興時期
的土地分配。

其他故事
蘇撒納的故事和拜
偶像的兩個段落，是
用希臘文寫成的。

三青年在火
窯中的祈禱。針對各民族的神

諭
那些針對各民族的
神諭，是強調這個事
實：天主是歷史的主
宰，祂統治以色列和
萬國，並反對當時的
多神論。萬國的神明
不能保障任何人，因
它們都是假神。

給猶大的救恩神諭
當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7年
淪陷後，厄則克耳的神諭就
論述希望和復興。

第二個神視
厄則克耳這個神視是看見「天主的光榮」離開耶路撒冷聖殿，原因
是子民罪大惡極。神諭的結尾是天主承諾將要拯救他們：「我要從
列邦中聚集你們，從你們分散所到的各地中召集你們，把以色列
的土地賜給你們（…）我要從他們身內除掉石造的心，賜給他們肉
造的心，好使他們遵行我的法令，謹守我的典章，將其實行；如此，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天主。」（則11:17–20）



300
前

350
前

400
前

公元前 431–404年 
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伯羅奔
尼撒(Peloponnesian)戰爭。

公元前 399年 
蘇格拉底被判死刑。

公元前 386–322年 
亞里士多德在希臘。

公元前 359年 
馬其頓王菲利普。

公元前 336–323年 
亞歷山大繼承父親菲
利普作馬其頓王。

公元前 500–300年
聖經學者們都認為舊約大部份書卷，是在充軍期以後，以口述傳
統和先前的文件作基礎，達到最後的定稿。這些文本，以其中不同
的文學類型，是要解答這個問題：若天主啟示自己是美善和仁慈
的話，為什麼邪惡還是存在？聖經的回答並不是一個反省，而是
一個由天主所啟示的描述，那就是救恩歷史。邪惡存在，是因為人
類違抗天主的計劃，他們又不忠於天主的盟約。然而，天主親自主
動地拯救人類，為了結束不義、痛苦與死亡。

公元前 330年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巴比倫。

公元前 331年 
亞歷山大在埃及建立亞歷山大城。

公元前 323年 
猶大被埃及仆托肋米
的希臘王朝所統治。

以色列附近其他文明的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公元前 550–330年 
波斯帝國統治中東。

公元前 549–332年 
猶大成為波斯帝國的省份，
稱為耶胡特(Yehud)。

500
前

550
前

450
前

從充軍地回到猶大6

公元前 539/538年 
波斯王居魯士釋放了那些
從前在耶路撒冷被擄的人。
厄斯德拉1

公元前 499–449年 
希臘與波斯的戰爭。

公元前 490年 
希臘的雅典人在馬
拉松戰勝了波斯人。

公元前 
520–515年 
重建耶路撒冷聖殿。
厄斯德拉3–5

公元前 500年 
撒瑪黎雅人反對重
建耶路撒冷城牆。
厄斯德拉4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亞
敘述耶路撒冷重建工程與民間發生的大事。

充軍期以後的先知
亞北底亞，岳厄爾，哈蓋，匝加利亞，瑪拉基亞。

約伯傳
以波斯時期作背景的一部智慧文學。

艾斯德爾傳
這故事描述猶太人僑居於波斯帝國時遭受的迫害。

聖經門廊 7776



波斯帝國
公元前538年

聖經門廊 7978 從充軍地回到猶大



聖經門廊 8180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亞 | 厄，乃 充軍期後的先知
文學類型
•	敘述歷史；這書是編年紀的延續，但強調天
主如何介入歷史，為喚醒讀者積極回應信
仰和道德的承諾。

•	名單和禮儀禱辭。

歷史
•	內容：敘述從居魯士詔書（公元前539/538
年）准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直到聖殿重
建（公元前520–515年）和恢復民間和宗
教生活。

•	組成：根據經文的參照和子民歷史的延續，
這兩本書應該是寫於公元前4世紀或3世紀。

教導
在巴比倫充軍期結束後，厄斯德拉和乃赫米
亞有如猶太主義的復興者。這書的作者旨在
顯示這是救恩史的新階段，是天主整個計劃
的延續。此外，經師和會堂的重要性也顯示
出來，而且仍然依賴梅瑟傳統的基本支柱：
•	子民，只限猶太人。
•	法律，嚴格規範生活的各方面。
•	許諾之地，是天主的產業，要賜給祂選民
的。

•	耶路撒冷聖殿，是天主的居所。

厄斯德拉 乃赫米亞

匝加利亞哈蓋

從充軍地回到猶大

岳厄爾亞
北
底
亞

瑪
拉
基
亞

亞北底亞 | 北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
•	歷史背景：應是在耶路撒冷淪陷後（公元前
587年）寫成的。

•	教導：是反對厄東的一篇神諭，因厄東協助
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先知呼籲天主介入，
並宣告「上主的日子」來臨，萬國承受公義
的審判，以色列將復興。

岳厄爾 | 岳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
•	歷史背景：難以確定具體的時間，但必然是
在猶大國被毀滅之後寫成的。

•	教導：「上主的日子」這個主題貫徹全書，
意指天主介入歷史，施行審判和懲罰，或復
興和降福。這將發生在「約沙法特山谷」或
「審判谷」（岳4:12,14），那地方在基督徒
時期被認為是耶路撒冷的克德龍谷。

哈蓋 | 蓋
•	文學類型：先知神諭。
•	歷史背景：在公元前約520年，那時猶太人
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並安頓下來。

•	教導：重建聖殿，是天主的命令。因預言了

達味後裔則魯巴貝耳將登上寶座，使子民
對祖傳的許諾懷有希望。

匝加利亞 | 匝
•	文學類型：神視，有象徵意義的行為，和先
知神諭。

•	歷史背景：充軍結束後，子民回鄉重建耶路
撒冷。

•	教導：天主透過匝加利亞給子民這個希望
的訊息：聖殿將重建起來，因這是天主的旨
意，祂也會住在其中；聖殿將成為萬民得救
的泉源。這許諾也包括一位默西亞的來臨，
要給耶路撒冷帶來和平。

瑪拉基亞 | 拉
•	文學類型：神諭和爭論。
•	歷史背景：在天主教正典裡，這是舊約最後
一部書。書寫時間是在聖殿重建完工時（公
元前515年）和厄斯德拉推行改革（公元前
4世紀）之間。

•	教導：提醒子民記得盟約仍然生效，使他們
盼望天主的公義透過默西亞而來臨。瑪拉
基亞宣告上主要來到祂的聖殿，有厄里亞
先知作祂的使者和先鋒。

只有21節，
是舊約裡最
短的一部書。

聖神降臨的許諾
「我要把我的神傾
注在所有的人身上。」
（岳3:1）

神視 神諭

新約引用其中幾段，視之
為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

有關厄里亞先
知的經文，被
福音用來描述
若翰洗者。

時間順序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乃赫米亞在
耶路撒冷工作的時間是公元前約
445–424年，而厄斯德拉是在公元
前398年才來到耶路撒冷；另一個推
測是他們屬於同一時代。

各段落的敘述
這兩本書所敘述的事件，並
不按時間順序。卻記載了當
猶大屬於波斯帝國的一個省
份時，當地歷史上最傑出的
事件。作者選擇記述的準則，
是根據其教義的重要性，而
不是按時間的順序。

重建聖殿 厄斯德拉
的使命

乃赫米亞
的使命

乃赫米亞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
牆，組織猶大的民間生活和經濟
生活，鞏固回歸者的身份認同，
帶領民眾以申命紀的方式與上
主重訂盟約，強制遵守安息日，
並禁止與異族通婚。

厄斯德拉帶來了
法律，並將法律作
為所有猶太人必
須遵守的法律。

匝加利亞預言默
西亞將騎驢子進
入耶路撒冷，宣
告和平之國的來
臨 R119頁

EXPLORE



約伯傳 | 約
文學類型
•	民間敘述：不像其他的智慧文學是格言、警
句和諺語的彙集，約伯傳從頭到尾都像一
個故事。	

•	言論：佔據這書的大部分內容，混合了詩歌
和散文。

歷史
•	內容：這書沒有說明約伯生活的時期，也沒
有提到他的祖先。書裡簡單地展示他是一
個義人，在災難中保持忠誠的信仰。	

•	組成：可能是在波斯時代，但比瑪加伯和達
尼爾更早，因書中未有談論死後的生命。

教導
這書討論的主題是：無辜者為何受苦難。首
先，苦難被視為對上主忠誠者的考驗。然後
是懷疑「天主賞善罰惡」的傳統觀點，因為並
非所有的苦難都是一種懲罰或惡行的結果。
最後，上主顯現，介入這場討論，作出真正的
解釋：受造界的一切元素都有一個原因，而
苦難可被視為天主神秘計劃的一部分。這個
主張，只差一步就進入耶穌十字架的奧秘，
而耶穌的愛照亮了苦難與死亡的意義。

約伯傳

聖經門廊 8382

艾
斯
德
爾

艾斯德爾 | 艾
文學類型
•	敘述：這故事反映出在波斯帝國分散居住
的猶太人曾遇到的一次迫害；作者受此啟
發而寫下一個美麗的短篇，並用作普陵節
的誦讀。

歷史
•	內容：以波斯帝國的宮廷為背景（公元前
6–4世紀），有一名權貴計劃把猶太人滅
絕。

•	組成：可能在公元前1世紀初期。希伯來文
抄本和希臘文抄本都存留至今。希臘文版

本不是直接翻譯希伯來文版本，卻附加大
量篇幅，使敘述更具宗教意味。

教導
希伯來文版本清楚顯出，天主總是眷顧著祂
的子民，並保護他們脫離仇敵毒手；這鼓勵
子民對天主常懷希望，因祂永不離棄自己選
擇的人。
希臘文版本的附篇，強調祈禱的重要性：天
主總是聆聽著，同時祂的子民也蒙召實行自
己的本份。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王后全心信
賴天主，克苦補贖和熱切祈禱，同時機警地
主動出擊。

從充軍地回到猶大

艾斯德爾
成為波斯
王后

哈曼的惡
計是要滅
絕猶太人

希臘文版本的附篇
摩爾德開警告艾斯德爾
即將來臨的災難。兩人都
要求子民祈禱、禁食，和
懇求天主。

摩爾德開和艾斯德
爾克勝了哈曼，天
主拯救了子民。猶
太人為慶祝這次
得救，定立了普陵
節，要在每年慶祝
這節日。

上主使約伯被痛苦重
重包圍
導言是天主與撒旦在天
庭的對話，使這書的焦
點是天主而不是人類，
所問的是天主對待人類
痛苦的態度。事實上，
天主佔據了結語的中心
位置，也強調了這書的
神學本質。

約伯的哀怨
眾角色之間的對話，
是從約伯詛咒自己生
日的言論開始。

約伯與他三位朋友之間的對話
朋友們旨在安慰約伯，一個接一個
地講話，約伯逐一回應他們。這裡
共有十次講話，朋友們各有兩三次
的講話。朋友們的主要觀點是天主
用不幸來懲罰不虔誠的人，因此未
能解答無辜者受苦的問題。

智慧的讚美詩
這首詩位於全書中間位置，顯
示人類渺小而有限，難以認識
天主所知道的一切，而接近天
主的道路就是「敬畏上主」。

天主回應
上主的言論顯示受造
物的一切都有計劃，
而人類的痛苦形成宇
宙計劃的一部份。

痛苦有如考驗
厄里烏回應了約伯和他的朋友，對人
類的痛苦提出一個新的理解，就是：
天主可能用痛苦來考驗或更正義人。

導言，散文形式：上主使
約伯被痛苦重重包圍

約伯與他的朋友們
的言論，詩歌形式

厄里烏
的貢獻

上主
發言

結語，散
文形式



50
前

100
前

150
前

公元前 141–37年 
瑪加伯的繼承者統治猶大，
稱為阿斯摩乃王朝。

公元前 164年 
猶大瑪加伯奪回耶路撒冷並光復聖
殿。這是猶太人光明節的起源。 
瑪加伯上4

公元前 167年 
瑪塔提雅與兒子猶大、約
納堂和西滿起義，反抗耶
路撒冷的希臘化猶太人。
瑪加伯上2

公元前 169年 
安提約古四世褻瀆耶路撒冷聖殿，
並迫害那些反對希臘化的猶太人。
瑪加伯上1

公元前 
63年 
羅馬將軍龐
貝征服了耶
路撒冷。

公元前 146年 
格林多被毀滅。希臘
成為羅馬行省。 公元前 64年

成立羅馬的敘
利亞省。

公元前 
188年 
羅馬共和國與色婁苛帝
國統治者安提約古三世
訂立阿帕米亞和約。

公元前 149–146年 
第三次布匿戰爭：羅馬主帥西皮奧·
埃米利亞努斯對抗迦太基主帥哈斯
德魯巴。迦太基被毀滅。

公元前 71年 
羅馬奴隸和角鬥士斯
巴達克斯領導奴隸起
義，反抗羅馬共和國。

瑪加伯上卷和下卷
是猶太人反抗色婁苛王朝的故事。上卷與下卷屬於不同的文體，並非彼此
的延續。這兩本書並不在希伯來聖經正典裡。

德訓篇
這是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和拉丁通行本的智慧文學裡的最後一部書。

智慧篇
這本智慧文學歸於撒羅滿名下，卻是寫於下埃及希臘文化環境下，在公元
前約一世紀的下半葉。

300
前

200
前

250
前

希臘時代7

公元前 198–167年 
猶大落在敘利亞–希臘
的色婁苛王朝的控制。
瑪加伯上1

公元前 
175年 
耶路撒冷進行
希臘化改革。
瑪加伯下4

以色列附近的其他文明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公元前 323年 
猶大被埃及仆托肋米
的希臘王朝所統治。

公元前約 280年 
建立了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
並建造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蹟
之一的亞歷山大燈塔(法羅斯
大燈塔)。

公元前 264–241年 
第一次布匿戰爭，迦
太基對抗羅馬。

公元前 
218–201年 
第二次布匿戰爭，
迦太基主帥漢尼
拔對抗羅馬。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公元前約 200–100年
希伯來聖經在一段時間後被翻譯成希臘
文（梅瑟五書已在公元前200年完成）。
這個希臘譯本稱為「七十賢士譯本」

（Septuagint或LXX），是天主教舊約聖
經正典的基礎。

聖經門廊 8584



亞歷山大大帝
所 征 服 的 地 方
公元前336–323年

8786 希臘時代



瑪加伯書

瑪加伯書上 瑪加伯書下

8988

瑪加伯書上 | 加上
•	文學類型：敘述。這書旨在客觀和按次序地
列明事件，儘管是為了展示天主如何引導
歷史。

•	內容：所述事件是從敘利亞的安提約古四
世厄丕法乃登上王位開始（公元前175年），
瑪塔提雅的兒子們起義和反抗色婁苛國在
猶大推行的希臘化，直到最後一位瑪加伯
兄弟息孟的死亡（公元前134年）。

•	組成：約在公元前100年寫成，作者是十分
虔誠又愛國的耶路撒冷猶太人。原本是用
希伯來文寫成，現存只有希臘文的翻譯版
本。這書沒有被收錄在希伯來聖經裡。

•	教導：重點是猶太法律。法律被理解為天主
與子民所立盟約的證據，子民必須忠實地
遵守。起衝突的兩者，並不是色婁苛國與阿

斯摩乃王朝，而是虔誠守法者與他們的敵
對者。

瑪加伯書下 | 加下
•	文學類型：「修飾化歷史」，目的不是提供
準確的記載，而是要感動和說服讀者，因此
強調敘述裡的宗教意義。

•	內容：所述事件是從安提約古四世的前任
君王開始，直到猶大瑪加伯戰勝尼加諾爾	
（公元前161年）。
•	組成：作者是在亞歷山大城，用希臘文寫成
這書，時間是在公元前2世紀末。這書沒有
被收錄在希伯來聖經裡。

•	教導：這書的特色之一是強調殉道的價值。
因為相信復活和義人死後有永遠的生命，
這樣忠於天主以至交出自己的性命，才是
有意義的。

希臘時代

瑪塔提雅
在摩丁反
抗希臘化。

猶大瑪
加伯成
為猶太
人的領
袖。

約納堂成為猶
太人的首領兼
大司祭。

息孟成為猶太民族
的首領兼大司祭。他
的兒子若望依爾卡
略將建立阿斯摩乃
王朝，他所統治的以
色列將獨立成國，直
到羅馬人的來臨。

導言：所記載的兩封信是要鼓
勵在埃及的猶太人，慶祝由猶大
瑪加伯所建立的「祝聖聖殿節」
（Hanukkah，又稱光明節）。

聖殿被褻瀆，虔
誠的猶太人殉
道。猶大戰勝了
敘利亞人。聖殿
得潔淨後，被獻
給上主。

起義的英雄
上卷的焦點是瑪加伯兄弟
的起義和英雄領袖。他們取
得勝利，並恢復了猶大的君
王政制，而那些君王也兼任
大祭司。這種把政治權和宗
教權結合於一人身上的情
況，導致後來猶太主義的分
裂，成為了在耶穌時代活躍
的政黨或團體，就是：法利
塞人、撒杜塞人、厄色尼派，
和熱誠者。	

新的勝
利，為猶
太人帶
來和平
與安定。

聖經門廊

希 臘 化 的

猶大地
公元前323–167年



德訓篇 | 德

智慧篇德訓篇

聖經門廊 9190

文學類型
•	希伯來箴言。包括格言、諺語和比喻。廣義
來說，那些有節奏的經文是詩歌。

歷史
•	歷史背景：從公元前2世紀初，敘利亞的色
婁苛王朝統治猶大的時候。色婁苛的希臘
化計劃很快變成嚴厲的迫害，而這書呼籲
子民忠於以色列的傳統。

•	組成：在公元前約190–180年間的希伯來
文著作，原作者是「耶路撒冷人息辣的兒
子厄肋阿匝爾的兒子耶穌」（德50:27）。後

智慧篇 | 智
文學類型
•	說服的言論：作者讚美智慧，但帶明顯的宗教
目的，為顯出智慧是舊約裡唯一天主、上主的
屬性之一。

歷史
•	歷史背景：這書雖然歸於撒羅滿王名下，但作
者似乎是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一位智者。他的工
作是：從自己的猶太傳統，和他所生活的外邦
希臘世界之間建立對話。

•	組成：時間上這是舊約裡最遲出現的一本書，
因為確實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時間約在公元前
1世紀末。這書沒有被收錄在希伯來聖經裡。

教導
這書的神學內容包含啟示的重要主題
和宗教思想：天主、世界、人類、創造、天
主的照顧、生與死、今生與來世的報應、
倫理德行，以及其他。這書的第一個創
新是用希臘文化的詞語來表達舊約的
經典。書裡的其他貢獻包括：清楚地區
別靈魂與身體，相信身體死後的生命，
因為人的精神或靈魂是不滅的。這個信
念帶領我們走近新約的門檻；要等到新
約時期，天主子降生成人，給我們啟示
了人類的全部真理。

來，或在公元前132年後，作者的孫兒在埃
及把這書翻譯成希臘文。這書沒有被收錄
在希伯來聖經裡。

教導
以色列人知道，獲得智慧的途徑是：藉著觀
察大自然和反省天主在受造物裡顯示的智
慧。息辣之子接受這項先前的智慧傳統，但
繼續把這傳統結合在他對以色列歷史及其
法律的思考裡。於是，至高的智慧就是梅瑟
法律，即Torah，被寫成一部書；而智者是認
識法律，在任何情況下懂得遵行法律，並運
用人類理性能力的人。

希臘時代

與梅瑟法律書平行的結構
這書的中心思想是「謹守法律
的人必獲得智慧」（德15:1）。
因此，譯者將這書獻給「那些
在外地生活而願意學習的人，
改善自己的品行，依照法律生
活。」（德，序言）這書的結構本
身有五部份，使人想起梅瑟五
書，即法律。每部分的開始都
有簡短的教義導言，然後是大
量的教導和實際應用。

1. 天主有圓
滿的智慧
反省智慧的神
聖來源。

2. 天主在祂所作的事
上都注入了智慧
反省受造萬物中的智慧。

3. 天主將智慧賜給
遵守誡命的人
反省智慧和忠於盟約的
關係。滿全法律的首要
標準，是在耶路撒冷聖
殿朝拜天主。

4. 圓滿的智慧在於
敬畏上主
敬畏上主，意思是承認
天主的超越、祂統治受
造萬物，並在人死時按
其作為給予賞罰。

5. 歷代祖先的教訓
反省有關天主如何主宰世
界和歷史，讚美歷代的祖
先與偉人，以他們作為忠
於盟約和法律的典範。

結語包括一
首感恩歌，
和一首追求
智慧的詩。

智慧與人類
的命運
反省在天主的
審判、賞或罰，
和永生的前提
下，義人與不
虔誠者之間的
對立。

智慧在歷史中的行動
給我們以廣闊的視野，
看到天主在以色列歷史
上給予的照顧和行動，
特別以出埃及的事件作
證明；也批評那時的希
臘哲學家和偶像崇拜。

智慧的起源和本質
領人接近天主的這種智慧，
並非人類努力的成果，而是
用祈禱求得天主的恩賜。



40
前

20
前

公元前 37年
至公元 2年
猶大王大黑落德。

公元前 19年 
開始重建耶路撒冷聖殿。

公元前 4年
黑落德的王國被分給他的兒子：阿爾
赫勞管治猶太，斐理伯管治依杜默
雅，黑落德安提帕管治加里肋亞和培
勒雅。這三兄弟可能以共治方式管理
父親的王國，直到他們的父親死於公
元前4年至公元2年之間。

 公元前約 6/1年 
耶穌的誕生。在6世紀，斯基泰修士狄奧尼修斯

（Dionysius Exiguus）提出以耶穌誕生的年份
作為歷史的參照點和時間的中心。他用已有的資
料，將基督的誕生定在羅馬成立以來的753年。
人們從17世紀以來都認為基督誕生的年份應在
早幾年，但最近的研究指出這個意見需要更謹慎
的考慮。

公元前 27年至公元 14年
羅馬皇帝屋大維奧古斯都。

公元前 44年 
三月十五：尤利烏斯·凱撒被暗殺。

公元前 31年 
阿克興之戰：屋大維戰勝馬
克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

80
前

60
前

羅馬時代8

公元前 63年 
羅馬將軍龐貝征
服了耶路撒冷。

以色列附近的其他文明事蹟

以色列子民的事蹟

公元前 64年 
成立了羅馬的
敘利亞省。

公元前 71年
羅馬奴隸和角鬥士斯
巴達克斯領導奴隸起
義，反抗羅馬共和國。

公元前 141–37年 
瑪加伯的繼承者統治猶大，
稱為阿斯摩乃王朝。

聖經門廊 9392

公
元



羅馬帝國
公元約65年

聖經門廊 9594 羅馬時代



法國大革命標誌著現代和當代之間的分界線。

現代 公元1453–1789年 當代

從文字的出現，直至西羅馬帝國傾覆。

地中海的歷史時期

中世紀隨著東羅馬帝
國的傾覆而結束。

新約的時間線
100
前

17001300900500 190015001100700300 200016001200800400 180014001000600200100

羅馬帝國前期

羅馬帝國中期

伊斯蘭王朝：
拉希頓、倭瑪亞、
阿拔斯和法蒂瑪

馬穆魯克和奧斯曼時期

十字軍國家

第一世紀
的教會

356
隱修院長
聖安多尼
離世。

379
聖巴西略
離世。

604
大聖額我
略離世。

863–885
聖啟祿和聖默道的傳教工作。

891
宗座的黑暗時代開始。

1054
東方
裂教。

909
法國克呂尼修院成立。

1226
亞西西的聖
方濟離世。

1309
教宗移居
亞維翁。

1439
佛羅倫斯
大公會議。

1534
亨利八世自稱
是英格蘭教會
的最高領袖。

1378–1417
西方裂教。 1545–1563

特倫多會議。

1870
梵蒂岡第一
屆大公會議。 
廢除教宗國。

1975
聖斯禮華離世。

1962–1965
梵蒂岡第二
屆大公會議。

1789–1799
法國大革命
去基督教化。

1582
亞維拉聖
女大德蘭
離世。

1492
哥倫布到達美洲。

1453
東羅馬帝
國滅亡。

34–311
殉道者時期：
從斯德望直
到戴克里先
皇帝的迫害。

140
基督徒
靈智派
的危機。

313
非洲北部多納
特派的裂教。

547
聖本篤離世。 814

查理曼大
帝離世。

410
羅馬被西哥德人洗劫。

430
聖奧思定於
希波離世。

451
一性論異
端的危機。在世界中的教會

遠古時代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76年

1

2

4

6

75

耶穌的公
開生活

ZOOMIN
ZOOMIN

公元前
63年
羅馬將軍龐
貝征服了耶
路撒冷。

70
耶路撒冷
聖殿被毀。

135
哈德良皇帝鎮壓了第二次猶太
人起義，並把耶路撒冷改名。

VI

聖經門廊 9796

公元前約 6/1年
至公元 30/34年
耶穌的生平。

311
塞爾迪卡詔書：容許
基督徒的宗教信仰。

638
伊斯蘭統治者拉希
頓征服耶路撒冷。

661–1099
拉希頓的繼承者：倭瑪
亞、阿拔斯和法蒂瑪。

1099
首次十字軍勝利
後在耶路撒冷建
立了基督教王國。

1187
耶路撒冷被
薩拉丁征服。

1291
巴勒斯坦最後的基督
教據點阿卡，被埃及
蘇丹馬穆魯克擊潰。

1517
奧斯曼帝國從馬
穆魯克手中奪得
巴勒斯坦。

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奧斯曼帝國解體，巴勒
斯坦落入英國管轄。

1948
以色列宣
告獨立。

313
米蘭詔書：羅馬帝國
境內有信仰基督宗
教的宗教自由。

380
狄奧多西皇帝下令，確立基
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宗教。

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國

拜占庭時代
3

1517
新教改革的誕生。

1342
教宗克勉六
世設立了聖
地監護權。

1215
巴黎大學成
立。士林哲學
的黃金時代。

中世紀 公元476–1453年

公
元

318–381
亞略異端的危
機；在日耳曼部
份地區的影響
持續至六世紀。



150

公元前 37年至公元 2年
猶大王大黑落德。

公元前 19年
耶路撒冷聖殿
開始重建。

公元前 4年
黑落德的王國被瓜分，可能
以共治方式分成三份：阿爾
赫勞管治猶太（公元前4年
至公元6年），斐理伯管治
依杜默雅（公元前4年至公
元37年），黑落德安提帕管
治加里肋亞和培勒雅（公元
前4年至公元39年）。

公元前約  6/1年
至公元 30/34年
耶穌的生平。

50
前

50 100

羅馬帝國前期1

羅馬帝國內的事件

公元前 64年
成立了羅馬的
敘利亞省。

約 26–36
猶太總督般
雀比拉多。

約 18–36
蓋法大司祭。

41–44
猶大王
阿格黎
帕一世。

約  50
耶路撒冷會議。

49–92
阿格黎帕二世從羅馬得到一些領土。

70
在猶太人反抗
羅馬四年後，
聖殿被毀。

98–100
最後一位宗徒
聖若望於厄弗
所離世。

60–62
頗爾基約斐
斯托作猶大
總督。
宗24–26

52–60
斐理斯作猶大總督。
宗22–24

64–68
聖伯多祿和
聖保祿在羅
馬殉道。

130–135
羅馬皇帝哈德良鎮壓了巴爾
科赫巴革命，將所有的猶太人
逐出耶路撒冷，把城拆毀，並
在其廢墟上建立新城，稱為依
麗亞城（Aelia Capitolina）。
又把猶大改名為巴勒斯坦。

公元前 27年至公元 14年
羅馬第一位皇帝屋大維奧古
斯都凱撒。

14–37
提比留
皇帝。

37–41
卡利古拉
皇帝。

41–54
克勞狄斯
皇帝。

79–81
提圖斯皇帝。

81–96
多米仙皇帝。

96–98
內爾瓦皇帝。

98–117
圖拉真皇帝。

117–138
哈德良皇帝。

138–161
安東尼·皮烏斯皇帝。

54–68
尼祿皇帝。

69–79
維斯帕先皇帝。

161–180
馬庫斯·奧勒留
皇帝。

公元前  
63年
羅馬將軍龐
貝征服了耶
路撒冷。

約 70–90
在雅木尼雅的拉比會議討論正典書
目，確定了Tanakh（法律-先知-著作）
或希伯來聖經的各書。

以聖保祿為作者的書信和希伯來人書
有十四封書信，內容是保祿宗徒有關耶穌的神學宣講，和他給初期信徒的生活指導。

公函
七封公函，內容述說耶穌基督的救恩工程。

默示錄
新約聖經的最後一卷書，約寫於公元96年。

在這時期的聖經書卷

直至耶路撒冷毀滅

福音
宗徒們講述耶穌生平的事蹟，被寫成文字，記載於
四福音。

宗徒大事錄
記述了兩位卓越的宗徒，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傳福
音使命，展開了基督信仰團體的初期成長。

猶大地的事件

聖經門廊 9998

公
元



30/34公元
28/32

第一個
逾越節

在加里肋亞
以外的地區

加里肋亞

撒瑪黎雅

耶路撒冷

猶大

第二個
逾越節

第三個
逾越節29/33

耶穌的公開生活

聖經門廊 101100

聖若翰洗者的宣講。若翰給
耶穌施洗。首批門徒：若望、
安德肋、伯多祿、雅各伯、
斐理伯、納塔乃耳。 

耶穌離開納匝
肋，到約但河那
裡，聖若翰宣講
和施洗的地方。

加納婚宴

耶穌和祂的母
親與門徒前往
葛法翁。祂在會
堂裡教導眾人。

祂來到葛法翁並住下
來。祂和門徒走遍加
里肋亞，在各會堂教
導眾人。祂多行奇蹟，
治好許多人。山中聖
訓，用比喻教導眾人。

耶穌揀選十二宗徒，
派他們出去傳福音。
眾多奇蹟：初次奇蹟
地捕得大量漁獲，治
好百夫長的僕人，復
活雅依洛的女兒等
等。撒種者的比喻。
預告聖體聖事。

在大博爾山
上顯示聖容。

祂來到耶路撒
冷過帳棚節。

被撒瑪黎雅人拒絕。派
遣72門徒出去傳福音。

醫治奇蹟：十個痲
瘋病人，巴耳提買。

赦免犯姦淫的婦人。
治好天生盲人。善牧
的教導。

最大的誡命；各個比喻：
良善撒瑪黎雅人，浪子回頭，
不義管家，富翁與拉匝祿。
天主經。婚姻不可拆散。

耶穌的苦難、死
亡和復活。初次
顯現給門徒。

在加里肋亞
顯現給宗徒。
確定伯多祿
的首要地位。

主耶穌
升天。

耶穌教導門徒認識默西亞的
秘密和教會的生命；謙卑、
祈禱、寬赦罪過、手足之情，
以及其他。

退到提洛和漆冬。遇到客納罕
婦人。治好聾啞人。聖伯多祿的
信仰宣告，耶穌承諾他的首要
地位。耶穌預告自己的苦難。

耶穌前往耶路撒冷過逾
越節。祂把攤販和換錢的
人從聖殿裡趕出去。耶穌
與尼苛德摩的對話。

祂和門徒留在猶
大一段時間，門徒
在那裡給人洗禮。

回到加里肋亞：在雅
各伯井旁與撒瑪黎
雅婦人對話。

耶穌來到耶路撒冷
過逾越節。治好貝特
匝達池邊的癱瘓者。
與法利塞人辯論。 

福音裡的資訊不足以指出耶穌在哪一年開始他的公開生活，或說明他在
耶路撒冷慶祝了三次或四次逾越節。但洗者若翰可作為時間的參考點，
因他的宣講時期，按照學者的各種推論，是在公元27年或30年。

ZOOMIN



瑪竇福音 | 瑪

瑪竇福音

文學類型
•	福音：宗徒關於聖言成為肉身的宣講，以敘
述形式寫成書。新約裡排最前的四本經書
屬於這種文學類型。

歷史
•	內容：記載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導，從聖若
瑟（聖母瑪利亞的淨配）的族譜開始，結尾
是耶穌命令祂的門徒往普世傳福音。

•	組成：第一部福音是歸於瑪竇宗徒名下。
最初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但那版本早已
失傳，所以應該是約在公元50或60年寫成

的。希臘文版本可能在幾年後完成。這福音
最關注的讀者，看來是從猶太教歸信的基
督徒。

教導
第一部福音說明耶穌是天主所許諾的默西
亞	，而經書都在祂身上應驗。瑪竇也指出，
耶穌給舊約的子民以色列，帶來了真實而永
遠的更新：耶穌建立了教會作為新的天主子
民。瑪竇顯示基督信仰是紮根於猶太民族，
而向全世界開放，正如依撒意亞先知和達尼
爾先知的宣告一樣。

羅 馬 的

猶大省
公元前63年
至公元39年

103102 耶穌的公開生活

山中聖訓

關於十二位宗徒傳
福音使命的言論

關於比喻
的言論

關於教
會生活
的言論

勸告眾人保
持警醒的末
世言論

達味的後裔
耶穌誕生和嬰孩期的敘
述後，接著是受洗和受試
探，顯出耶穌是真正的天
主子，由聖神降孕並生於
童貞女，祂同時是真正的
人，是達味的後裔。祂是
以色列的默西亞，全人類
的救主；祂克勝那使其他
人跌倒的誘惑。

耶穌在加里肋亞的
使命
耶穌以言以行宣講天
國已來臨。祂召喚自己
的門徒，集合新的天主
子民。祂頒布新的法
律，祂的教導由祂的奇
蹟印證。聖伯多祿承認
祂是默西亞、天主子。

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宣告苦難和顯聖容，指出耶穌將被出賣
和受死。但死亡後將是祂的復活與光榮。

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使命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有如默西亞；祂潔淨了
聖殿（若望福音將這段作為耶穌公開生活
的開始），並與猶太人辯論。苦難敘述強調
耶穌平靜地降服於自己的使命：作為天主
的僕人，面對以色列力抗天主的計劃。

敘述的分段記號，是主耶穌
的五篇言論。這象徵耶穌滿
全了梅瑟五書所記載的法
律，表示耶穌是新的梅瑟。

耶穌教導人認識福
音的法律，尤其在山
中聖訓裡，祂表現
自己如同新的梅瑟 
R32頁，35頁

耶穌被宣稱為厄瑪奴
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
同在，因祂是天主成為
人 R45頁，47頁

EXPLORE
EXPLORE



聖經門廊 105104

路加福音 | 路馬爾谷福音 | 谷

路加福音馬爾谷福音

文學類型
•	福音：相比其餘三部福音，這是用更優雅的
希臘文寫成的福音。

歷史
•	內容：記載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導，從向匝
加利亞預告若翰洗者的誕生，直到主耶穌
的升天。

•	組成：這書歸於聖路加名下；他是安提約基
雅的一位醫生，聖保祿的門徒和同伴。他寫
了福音和宗徒大事錄，寫書的地點可能是
在阿哈雅、波也奧西亞或羅馬，時間在公元
63–65年或67–80年。

文學類型
•	福音：由聖伯多祿的徒弟兼翻譯員馬爾谷所記
載的書，似乎是最古老的福音，也是他稱這種文
學類型為福音。「福音」原意是好消息或喜訊，馬
爾谷以這詞彙等同耶穌。

歷史
•	內容：記載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導，從若翰洗者
出現，直到主耶穌的升天。

•	組成：傳統將這書歸於聖馬爾谷名下，說他是這
書的作者，因羅馬的基督徒請求他寫下聖伯多
祿的宣講。可能是寫於公元50或60年代，並不清
楚是寫在聖伯多祿的殉道之前或之後。

教導
路加的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風格相同，內容
連貫，合起來是一部書。聖路加寫這套書的
對象，是從外邦宗教歸信的基督徒團體，使
他們看到他們領受的信德有何堅實的基礎。
路加是聖保祿的徒弟，他強調天主切願救人
的憐憫，在耶穌身上完全啟示出來，要給普
世萬民，包括猶太人和希臘人。這些救恩許
諾的實現情況，都顯現在匝加利亞贊歌、瑪
利亞讚主曲、給牧羊人的宣告，以及西默盎
之歌裡，還有在耶穌治病、赦免罪過，和說比
喻論仁慈的時候。

教導
馬爾谷是簡單而不加修飾地記述耶
穌的生平和祂的門徒，有如親眼見證
事件的經過。這使我們看到耶穌展現
的神性，以及祂真正人性的感受和情
緒。我們見證福音的故事，彷彿參與其
中，由此受邀請像門徒一樣將自己交
給耶穌，跟隨祂到底，甚至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

耶穌的公開生活

第一節就
宣告耶穌
是基督和
天主子。

若翰洗者的
宣告後，耶
穌受洗，並
隨即有天主
的顯現。

在耶穌顯聖容時，天主認可
了伯多祿的信仰宣認。

在斐理伯凱撒勒雅，伯多
祿宣認耶穌是默西亞。

在十字架下，有
一個外邦人是
羅馬百夫長，他
宣告了耶穌是
天主子。

善良的撒瑪黎
雅人的比喻

憐憫的
比喻

法利塞人與稅
吏的比喻

在厄瑪烏顯
現給門徒

耶穌以言以
行顯示自己
是默西亞，但
無論是祂的
門徒或是群
眾，都認不出
這項事實。	

導言
導言之後是若翰洗者
和耶穌的誕生。童貞
瑪利亞被形容為「充
滿恩寵者」，耶穌是許
諾中的救主、默西亞、
主。耶穌的使命開始
前，有若翰洗者的宣
講，曠野試探，和聖若
瑟的族譜。	

在路上的福音
聖路加用了近十章敘述耶穌從加里肋
亞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經歷，而祂要在聖
城受死、復活和升天，藉此成就救贖。
於是顯出了聖城耶路撒冷在救恩史的
重要性，在道路的形象下，由先知所預
備（最後的先知是若翰洗者），在耶穌
基督身上圓滿實現；祂是受傅者默西
亞，奉命來宣講福音，並完成福音。

耶穌在耶路撒冷的
行動，直至祂的苦
難與死亡。
聖路加強調耶穌所感
到的憐憫和仁慈，祂
心靈的偉大，和祂持
續不斷的祈禱。路加
就這樣將耶穌呈現為
基督徒行為的榜樣。

聖路加
獨有的
記載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如何明白默
西亞的使命：祂不是政治上的解
放者，卻是人子，且必須像預言中
的天主僕人那樣承受磨難，死在
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者中復活。

在全篇福音中，
耶穌每次啟示自
己為默西亞時，
都摻和了門徒對
這事實的發現。
伯多祿在斐理伯
凱撒勒雅的信仰
宣認，是全書的
分水嶺。

耶穌在加里
肋亞的使命 耶穌在加里

肋亞的使命

耶穌往耶路撒
冷路上的使命 耶穌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使命

耶穌在耶路
撒冷的使命 耶穌在耶路

撒冷的使命

耶穌就是基督、受傅
者，祂許諾給宗徒派遣
一位護慰者或代禱者 
R112頁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正是祭獻逾
越節羔羊的時刻；當祂斷氣而死時，
聖殿的帳幔從中間往下裂開 R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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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門廊 107106

若望福音 | 若

若望福音

文學類型
•	福音。

歷史
•	內容：記載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導，從若翰洗者
的宣講，直到基督在復活後的顯現。

•	組成：傳統說這書的作者是宗徒中最年輕的聖
若望，在90年代（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更早的時
候）於厄弗所寫成。經文有跡象顯出這書經過另
一人的修訂和最後定稿，並在福音結尾這樣描
述聖若望：「為這些事作見證，並把這些事記錄
下來的，就是這個門徒，我們知道他的見證是真
實的。」（若21:24）

教導
這書有清晰的寫作目的：「要使你們信
耶穌是基督，是天主子。你們信了，就
會因祂的名而得生命。」（若20:31）所
以焦點集中在耶穌的身份、使命，和祂
與天主父的關係。如此一步步顯出耶
穌是默西亞和天主子，期間加插了幾
個猶太慶節，耶穌幾次上耶路撒冷過
節，以及一些特選的事件和言論。

耶穌的公開生活

耶 穌 時 代 的

耶路撒冷

耶穌以祂行的徵兆和言
論，顯出祂是默西亞。

耶穌在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
中，顯出祂是默西亞和天主子。

導言

聖言，父
的獨生
子，降生
成人，為
使我們
眾人可
以得救。

耶穌基督是子
民盼望已久的
默西亞和達味
之子，祂行奇蹟
異兆來顯示自
己的神聖身份，
為使眾人相信。

祂召喚眾
人領受新生
命，但不是
每個人都有
準備來「吃
祂的肉和飲
祂的血」。

但祂是
光，光在
黑暗中
照耀，黑
暗不能
抓住光。

耶穌繼續進行祂的
使命，即使面對死亡
的危險。當祂的時候
來到，「祂既然愛了
世上屬於自己的人，
就以圓滿的愛來愛
他們。」（若13:1）

加納婚宴

與撒瑪黎
雅婦人的
對話

治好胎生
的盲人

關於生命之
糧的言論

復活拉匝祿
最後晚餐，
言論，向天
父的祈禱

苦難與
死亡

復活和顯現

若翰洗者的見證和第一批門徒

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受光榮，且在
復活後，為眾人贏
得永遠的生命。天
主的愛顯現在基
督身上，是救恩計
劃的頂峰。

比拉多問耶穌是不是王：「如你說的，
我是王；我為此而誕生，也為此而來到
世上，為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人，
都聽從我的聲音。」（若18:37）R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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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紀的教會
100公元

30 50 60 70 8040 90

聖經門廊 109108

30/34
四月：基督的苦難、
死亡與復活。五月
底：聖神降臨節。 
宗2

36
聖斯德望殉道。
教會受迫害。
宗6–8

36–37
掃祿在往大馬
士革的路上皈
依基督。
宗9

39
聖保祿在耶路撒冷和塔爾
索。在凱撒勒雅的百夫長
科爾乃略歸信基督。
宗10

42–43
長雅各伯殉道。
宗12

53–58
聖保祿的第三次
傳福音旅程。他
寫信給迦拉達、
斐理伯、格林多
和羅馬的基督
徒，也寫信給費
肋孟。
宗18–21

64–68
羅馬城被焚毀；尼祿迫害基督徒。聖伯多祿和聖保祿殉道。

70
在猶太人反抗羅馬四年後，耶路撒冷聖殿被毀。法
利塞人匝凱之子若納堂來到雅木尼亞（Jamnia），
建立學校，開始拉比時代的猶太主義。

60–61
聖保祿前往羅馬的路上，
初次受審。他在60-63年
之間，寫信給哥羅森和厄
弗所的基督徒。
宗23–28

62
耶路撒冷信仰團體的監督聖雅各伯殉道。

43
在安提約基雅，
信徒初次被稱為

「基督徒」。
宗11

44
聖伯多祿被捕收監。
宗12

45–49
聖保祿的第
一次傳福音
旅程，有聖巴
爾納伯作伴。
宗13–14

47–49
帝國發生饑
荒。聖保祿和
聖巴爾納伯
為耶路撒冷
的信徒籌款。
宗11

58
聖保祿回到耶路
撒冷，他被一些猶
太人誣告，後來
被羅馬人逮捕。
宗21–22

33–34
聖伯多祿和聖
若望被囚。在
耶路撒冷的眾
多奇蹟，許多
人歸信基督。
宗3–4

約 50
耶路撒冷會議。
宗15

50–53
聖保祿的第二次傳福音旅程。
他寫信給得撒洛尼的基督徒。
宗15–18

50–90
宗徒們關於耶穌生平
事蹟的宣講，被寫成
文字，成為福音書。

98–100
最後一位宗徒
聖若望於厄弗
所離世。

14–37
提比留

37–41
卡利古拉

41–54
克勞狄斯

79–81
提圖斯

81–96
多米仙

96–98
內爾瓦

98–117
圖拉真

54–68
尼祿

69–79
維斯帕先羅馬統治者

約 26–36
猶大總督般
雀比拉多

41–44
猶大王阿格黎帕一世

49–92
阿格黎帕二世從羅
馬得到一些領土。

60–62
頗爾基約斐斯托
作猶大總督。
宗24–26

52–60
斐理斯作猶大總督。
宗22–24

ZOOMIN



聖保祿的
傳 教 旅 程
公元45–58年

聖經門廊 111110 第一世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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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撒洛尼前書和後書宗徒大事錄 | 宗

得撒洛尼前書 得撒洛
尼後書

宗徒大事錄

得撒洛尼前書 | 得前
•	文學類型：與其說是解釋教義的文件，更似
是在信仰光照下重溫個人回憶的書信。

•	歷史和組成：聖保祿與息拉和弟茂德在第
二次傳教旅程時，來到得撒洛尼建立了基
督徒團體。但那時保祿必須趕緊離開；後來
在公元50–51年，他在格林多寫信給得撒
洛尼的信徒，為了堅固他們的信仰。這肯定
是新約中最早的一部書。

•	教導：這信展示了傳福音工作的情況和基
督徒教導的內容：我們得救的福音，由先知
宣告，並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信裡強調基

文學類型
•	敘述。

歷史
•	內容：宗徒大事錄一開始是接續路加福音
結尾所述的耶穌升天，然後是五旬節的聖
神降臨；福音的傳揚是從耶路撒冷開始，並
在伯多祿和保祿展開的傳教工作下，在各
地成立了初期的基督徒團體。全書的結束
是保祿約在公元61年到達羅馬。

•	組成：有的學者認為是在公元63–65年間，
也有的認為是在67–80年間。普遍認同此
書的作者也是第三部福音的作者路加。

督徒信仰中的真理（這些真理在後來被歸
納於信經內），為成聖的道德基礎，以及祈
禱的主要元素。

得撒洛尼後書 | 得後
•	文學類型：解釋教義的書信。
•	歷史和組成：無法確定成書時期和背景。只
有收信者是與得撒洛尼前書相同。

•	教導：他勸告得撒洛尼人持守他教導的傳
統，並強調主的再來（Parousia）不會在短
期內發生。

教導
聖路加呈現了基督信仰的主要真理，和初期
教會的聖事與禮儀生活。教會的存在，是繼
續耶穌基督的救贖工程，作為天主的工具，
實現祂在舊約的許諾。

關鍵概念
•	聖神：宗徒大事錄可作為「聖神的福音」，
全書共57次提到聖神。在聖神的帶領下，
耶穌的門徒獲得力量和智慧，在各個時刻
為耶穌作見證。

第一世紀的教會

導言
接續聖路加福音的記
載，敘述耶穌升天。

百夫長科爾
乃略信仰耶
穌基督。

埃塞俄比亞
宮廷大官和
許多撒瑪黎
雅人歸信耶
穌基督。

保祿蒙召
耶路撒冷教會
敘述聖神降臨，首次的宗徒
宣講，初期團體的活力顯示
於挑選執事，以及因聖斯德
望殉道而開始的迫害。

擴展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
說希臘語的基督徒受迫害而四
散，並在猶大、撒瑪黎雅和敘利
亞傳福音。教會開始向外邦人打
開大門。

聖保祿被囚禁
這書的末段開始是保祿
來到耶路撒冷，他被囚
禁，經歷艱險旅程，以囚
犯身份來到羅馬。從羅
馬開始，福音的道路通
往全世界。

對復活的盼望
「兄弟姊妹們，關於已長眠的人，
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免得你
們憂傷得像其他沒有盼望的人
一樣。既然我們相信耶穌死而復
活了，也照樣相信天主要帶領那
些在耶穌內曾睡了的人同祂一起
來。」（得前4:13–14）

主的來臨
「關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和我們與
祂團聚的事，我們請求你們：無論藉著任何
神明的顯現或發言，或假冒是我們寄的書
信，說『主的日子已到』，你們的心不要輕易
被動搖，也無須驚惶失措。」（得後2:1–2）

聖保祿的傳教
旅程
保祿是天主揀選
來向外邦人傳揚
得救之道的工具。
安提約基雅團體
的傳教工作，擔任
了重要角色，並與
耶路撒冷團體保
持合一。

教會在以色列的見證，與宗徒們一起。
伯多祿的領導角色。

教會的見證到達地極。
保祿的領導角色。

宗徒領受了天主的聖神，
使他們能以耶穌基督的
名行事；祂是司祭、先知
與君王 R44頁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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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寫的長信

格林多前書和後書 | 格前，格後
•	文學類型：格前明顯是牧民信件，對格林多
團體裡出現的問題逐一解答。格後可能結
集了聖保祿幾封較早前寫給初期基督徒信
件的部份內容，包括他為自己生活和使命
的辯護。

•	歷史和組成：聖保祿第二次傳教旅程時，在
公元50或51年，帶著息拉和弟茂德一起成
立格林多的基督徒團體。他在那裡住了一
年半，就回敘利亞去了。他曾在厄弗所給格
林多人寫信（格前），後來在第三次傳教旅

程上，他必定到訪了格林多團體，時為公元
57年。然後發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
引起保祿再寫信解釋和自辯（格後）。	

•	教導：聖保祿在格前指正格林多人的錯
誤，開解他們的疑慮，也給他們重要的教
導，包括：教會是基督奧體的超自然本質，
感恩祭的建立，感恩祭的祭獻意義及其
與教會的連結，以及基督真實臨於餅酒之
中；還有基督的復活，信徒將來復活的憑
據。在格後，保祿論述他的宗徒使命是參
與基督的救贖工程。

迦拉達書 | 迦
•	文學類型：保祿口述的一封家書，由秘書
代筆。

•	歷史和組成：聖保祿在第二次傳教旅程時，
約公元50–52年，在迦拉達宣講福音，他因
患病而停留該處。他大概在53或54年回到
迦拉達，發現有些猶太化的基督徒曾到來
並強迫迦拉達的信徒遵行猶太傳統。保祿
為了消除這些混亂，就從厄弗所寫了這信
給迦拉達人，那時大約是54–55年。

•	教導：這是對耶路撒冷會議結果的最佳詮
釋。該會議決定了從外邦宗教歸信的基督
徒不必遵守猶太法律，因此這信說出「在
基督內因信成義，而不是憑著遵守梅瑟法
律」，這是後來的羅馬書的重要主題。

羅馬書 | 羅
•	文學類型：這是一篇論文，也是聖保祿最
重要的一封信。在最古老的手抄本裡（2世
紀），這封信在保祿書信中總是排在首位。

•	歷史和組成：在公元57–58年，福音已從耶
路撒冷傳到亞得里亞海。保祿計劃途經羅
馬前往西班牙，於是在格林多寫信給羅馬
信徒團體。

•	教導：集中論述基督帶來的救恩，那純粹
是天主的恩賜，為釋放那被梅瑟法律所束
縛的人。保祿解釋福音的創新，以及天主
恩寵如何改變信徒：他們在基督內、因聖
神的工作而成為天主的子女。為相稱於新
身份的尊嚴，保祿也說明了基督徒基本的
道德行為。

羅馬書迦拉達書格林多前書 格林多後書

第一世紀的教會

更正各項錯誤
第一部份是更正格林多
基督徒團體的那些錯
誤，包括：分黨分派、亂
倫個案、用異教法律的
法庭審判基督徒之間的
糾紛，對使用身體和性
行為上缺乏認識。

愛德頌
這首愛德頌，是聖保祿
筆下最美的段落之一。 保祿的自辯

在開頭的問候
以後，保祿答覆
那些針對他的批
評，向格林多人
解釋他的行為。
他為自己使命的
辯護，描述了宗
徒作為教會支柱
的肖像。

為耶路撒冷籌款
保祿邀請他所建
立的幾個教會捐
款，為幫助耶路撒
冷的信徒。他從神
學解釋這種團結
互助的理由。

耶穌基督的福音
保祿不要求外邦
人固守猶太教才
可成為基督徒。保
祿面對相反的立
場時，他以事實和
聖經經文來支持
自己的宣講。

保祿圍繞這幾點來闡述他的教導：
•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人，猶太人和外邦人，都需要
基督的救贖，才可得到天主的寬恕和恩寵。

•	我們必須以信德擁抱這救恩；天主白白地賜人
救恩，並不是人遵守梅瑟法律的結果。

•	我們透過洗禮，結合於耶穌；祂是新亞當、死而
復活，並使我們成為天主父的義子。

•	我們發現自己的良心，在我們想做的善事和我
們實際做了的惡事之間被分裂；但有聖神使我
們與自己、與天主，並與受造物和好。

•	保祿審視以色列的歷史，他說當以色列承認耶
穌是默西亞的時候，以色列全體就會得到救恩。

保祿反對他的批評者
的論點
保祿為自己辯護，反對那
些在格林多的批評者。

勸勉
聖保祿集中以自
由和愛德來說明
救恩的實際後果。

回答各個主要問題
在第二部份，聖保祿回答信徒
有關日常生活的提問：夫妻相
處之道、該不該結婚；可否購買
在市場上出售的祭肉來吃；慶
祝感恩祭的規矩；神恩的使用；
對死者復活的盼望。

這信的開始是問
候收信人，和一首
感謝上主的詩。

結語 勸勉

臨別之言教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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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斐理伯書 厄弗所書 弟茂德前書 弟茂德
後書

弟鐸書費
肋
孟
書

哥羅森書

第一世紀的教會

蒙召成聖
聖保祿展示了成聖的道路，就是
參與基督的苦難、相似祂的死亡。
因此，做基督徒意味著肖似基督，
努力使自己的「心意應該如同基
督耶穌的心意一樣」（斐2:5），效
法基督的榜樣，因祂「甘願服從，
以至於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斐2:8），由此成為完備的典範。

懇求慷慨的愛德
「我雖然在基督內可以大
膽地命令你做該做的事，但
我這個老人保祿，如今又正
在為基督耶穌坐牢，寧可憑
著愛向你懇求，就是替我在
獄中所生的兒子敖乃息摩，
向你求情。」（費8–10）

新生命
「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
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因為
基督就在天上，坐在天主的
右邊。你們要思念天上的事，
而非地上的事。」（哥3:1–2）

基督徒的婚姻
保祿解釋基督徒婚姻的偉大，在於夫
妻的愛反映出基督與教會的結合。

聖經的重要地位
「你自幼通曉聖經，從中
汲取智慧，使你藉著那
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而
得到救恩。一切經文都
來自天主的默感，對教
導和責斥，使人歸正和
學習正義，都是有用的。」
（弟後3:15–16）

宗徒承傳
此信顯示了
宗徒承傳的
開始：弟鐸代
表聖保祿，而
後他應選擇
其他人繼續
指導團體。

教義和生活
這信包含教義的解釋，和道德
的建議：信仰內涵中的真理，
是信徒該如何生活的基礎。

聖保祿的獄函 聖保祿的牧函 希伯來書 | 希
斐理伯書 | 斐
•	文學類型：一封友好的信，措辭充滿情感和
個人特色。

•	歷史和組成：此信沒有清晰的結構，有可能
是合併了兩封或三封不同的信件。若是如
此，信的中心部份可能是保祿第三次傳教
旅程（54–57年）在厄弗所被囚禁時寫下的。

•	教導：保祿用感情豐富的言辭述說他們傳
揚福音的新消息，並鼓勵他的讀者實踐他
的教導，在德行上成長。

費肋孟書 | 費
•	文學類型：一封友好的信。
•	歷史和組成：可能在公元54至57年之間，寫
於羅馬；逃亡的奴隸敖乃息摩在羅馬避難。

•	教導：聖保祿確立了基督信仰對待奴隸的
原則，就是天主子女的自由。這原則在後來
導致廢除奴隸制。

弟茂德前書和後書 | 弟前，弟後
弟鐸書 | 鐸
•	文學類型：保祿給弟茂德和弟鐸各種指導，
因他們分別在厄弗所和克里特島上負責照
顧基督徒團體。

•	歷史和組成：應是保祿在羅馬被釋放後才
寫了弟茂德前書和弟鐸書（對這些書信的
作者是否保祿，學者們未有一致的意見）。
弟茂德後書有不同的、更個人化的語調，有
如臨死前的一種精神遺囑。

•	教導：保祿辯護自己所傳福音的中心主題，
就是天主「要所有的人得救，並達到認識真
理。」（弟前2:4）此計劃已由唯一中保耶穌
基督所宣告並實現，因祂「來到世上，是要
拯救罪人。」（弟前1:15）

•	文學類型：介乎書信與講道之間，內容的結
構、次序與方式，也類似一篇神學論述。

•	歷史和組成：作者是猶太基督徒，精通希臘
文化和聖經，熟悉當時的神學問題；作者的
思想和活動，肯定非常接近聖保祿。這書信
一定是寫於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公元
70年）。

•	教導：這信旨在顯示新法律是舊盟約的實
現，而且超越了舊盟約。作者基於這個教
義，勸勉信徒持守信仰，是這信的主要訊
息。在新約裡，唯有這信明確指出耶穌基督
是永恆的大司祭。

哥羅森書 | 哥
•	文學類型：一封勸勉的信，警告信徒不可融
合世俗，並敦促他們忠於所領受的信仰。

•	歷史和組成：公元60或64年的地震摧毀了
哥羅森城，此書應是寫在比這年份更早的
時期。

•	教導：這信從福音的視野，反省受造萬物和
宇宙的規律，並天主為拯救人類的計劃，其
中也包括世上萬物。

厄弗所書 | 弗
•	文學類型：是一封解釋教義的書信，收信者
是夫黎基雅各城市的教會（厄弗所，勞狄刻
雅，哥羅森）。

•	歷史和組成：從此書內容與哥羅森書的相
似之處來看，這兩封信應該是在類似情況
下寫成的。

•	教導：耶穌基督是受造萬物的主，把被救贖
的人類和諧地合而為一；祂是教會的頭，而
教會是祂的身體。

牧民建議
在各項建議
中，有些是關
於弟茂德的
行為，有些是
教他應該如
何對待信徒
和假導師。

基督徒
生活中
的信仰

基督是天
主子的至
高地位

基督的
司祭職

耶穌是按照法律而
立的大司祭 R33頁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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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

雅各伯書 伯多祿
後書

猶
達
書

伯多祿前書 若望一書 若
望
二
書

若
望
三
書

默示錄

病人傅油
這是新約中唯一明確提到病人傅油的經
文。「你們中間有人病了嗎？他就該請教
會的長老們來；他們應為他祈禱，並以主
的名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將會救
治病人，主必會使他復元；如果那人犯了
罪，也必得寬赦。」（雅5:14–15）所教導
的是，為病人祈禱並有信仰團體的長老
給病人傅油，是一種神聖的行動，延續了
耶穌所做過的行動。

洗禮
基督徒藉洗禮而重生，
被基督的血所淨化，蒙
召活出成聖的生命。

基督信仰所要
求的成聖，基於
這三個原則。 給亞細亞七個

教會的書信
末世的神視

天主是
光：在光
中生活。

提到「我們
親愛的保
祿兄弟」所
寫的書信。

天主是父：如天
主子女般生活。

十字架
耶穌基督的苦難與死
亡，使基督徒受的考驗
有意義，耶穌是我們以
德報怨的榜樣。

有訊息給這
些教會的信徒：
•	 厄弗所
•	 斯米納
•	 培爾加摩
•	 提雅提辣
•	 撒爾德
•	 非拉德非雅
•	 勞狄刻雅

天主是
愛：愛
我們的
近人。

•	文學類型：這些書信內容是指導基督徒團
體認識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因內容的普
遍性，這些書信都被歸納為「公函」，每封
書信的名字是依照作者的名字，而不是收
信者的名字。

雅各伯書 | 雅
•	歷史和組成：作者是寫給從猶太教歸信的
基督徒團體，為了糾正某些已出現的錯誤。
這信似乎是在耶路撒冷寫成的，時間是公
元1世紀（無法確定具體年份）。傳統認為
作者是耶穌的堂兄長雅各伯。

•	教導：信徒的生活要相稱於信仰。聖保祿教
導說「人成義不是基於守法律的行為，而是
藉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德。」（迦2:16）聖雅
各伯加以澄清：「信德若沒有行為相隨，這
信德就是死的。」（雅2:17）這兩個說法並
不矛盾。聖保祿反對猶太法律化的信仰，他

所說的「行為」是舊法律的條文和規定。在
聖雅各伯來說，「行為」是那信仰耶穌基督
的人的道德行為。

伯多祿前書和後書 | 伯前，伯後
•	歷史和組成：兩封信開頭的問候語，都寫明
是來自「耶穌基督的宗徒伯多祿」。然而，
伯多祿後書的作者身份存在爭議，有人認
為該信的寫作可能是在2世紀初。兩封信
都是寫給小亞細亞的那些基督徒團體的。

•	教導：兩封信都反映了早期基督徒在信仰
生活和傳承信仰的困難。伯多祿前書強調
基督徒臨於世界的價值，尤其當周圍環境
敵對基督徒時；洗禮的意義，和基督在十字
架上的死亡，是他們應常常參照的模範。伯
多祿後書警告信徒提防假導師的危險；對
基督再次來臨的盼望，貫徹全書。

若望一書、二書和三書 
若一、若二、若三
•	歷史和組成：在公元2世紀的一個傳統說，
是聖若望在帕特摩島流放後，他回到厄弗
所寫了這三封信，時間在公元1世紀末。	

•	教導：若望一書和二書的作者重提愛的誡
命，那是基督徒的標記。他反對當時出現的
錯誤信仰，並重申耶穌是道成肉身的天主
子。三封信都警告信徒務必避開假導師。

猶達書 | 猶
•	歷史和組成：作者向讀者介紹自己是「耶穌
基督的僕人、雅各伯的兄弟猶達」。這信可
能是在巴勒斯坦寫成的。

• 	教導：警告基督徒要提防自己團體內那些
威脅他們的假導師，因那些假導師自己過
著不道德的生活。作者勸告他的讀者要	
「捍衛天主只一次就完全交給聖徒的信
仰。」（猶1:3）

文學類型
•	書信：給亞細亞七個教會的書信。
•	先知訊息：關於末日的神視，旨在把希望帶
給受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徒，而初世紀的
異端也使他們的信德衰弱。

歷史
•	內容：天主揭示了祂怎樣引導世界和教會
的終向，並指出邪惡不會在末日時得到勝
利。

•	組成：約在公元96年，多米先皇帝死前不
久。最早在第二世紀有證據認定若望宗徒
是這書的作者。

教導
天主沒有拋棄祂的教會和那些為信仰受迫
害的人。天主在基督內已戰勝邪惡，主在祂
第二次降臨時，將建立祂永遠的國。

第一世紀的教會

「許多騙子已
來到這世界，
這些人不承
認耶穌基督
是取了肉身
來到人間，他
們是迷惑人
的反基督者。」
（若二1:7）

在舊約和
當時默示
著作裡不
虔誠的邪
惡行為例
子。

有關天主在
光榮中顯現
的神視。唯
獨基督能啟
示天主的計
劃，那計劃
的象徵是被
封印的書。

這一連串直至世界終結的
事件，由打開七個封印和吹
響七個號角而陸續出現。

這些神視包括：終末大戰、基督得
勝、最後審判、新天新地的產生，
以及屬於默西亞的耶路撒冷。

在這新的耶路撒冷，萬民在
羔羊的光中行走，地上眾王
歸光榮給羔羊 R81頁

默示錄 | 默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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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安提約基雅的神學院成立。

250
德西烏斯皇帝迫害教會；
教宗法比盎在羅馬殉道。

257–259
瓦勒良皇帝迫害教
會。教宗聖西斯篤
二世和聖老楞佐執
事於羅馬殉道；迦
太基的聖西彼廉主
教被充軍後斬首。

311
西羅馬的加萊里烏斯奧古斯都頒佈了一
項寬容基督宗教的法令（塞爾迪卡詔書）。

304–305
戴克里先皇帝嚴厲地迫
害教會。聖塞巴斯蒂安

（288）、聖龐加爵和聖
依搦斯在羅馬殉道；在安
納托利亞東南部的基里
基雅有聖葛斯默和聖達
彌盎；在東羅馬的首都尼
科米迪亞有聖芭芭拉。

313
君士坦丁和李西
紐斯，即西方和
東方的奧古斯
都，頒佈了整個
帝國的宗教自由

（米蘭詔書）。

325
第一次大公會
議，地點在尼西
亞（今日土耳
其），譴責亞略
異端。

270–272
巴爾米拉（今敘利亞）的女王芝露
比雅起義反抗羅馬，她在被打敗之
前已征服了巴勒斯坦和埃及。

284–305
在戴克里先皇帝的統治下，羅馬進入四
帝共治（Tetrarchy）：國土分為四區，分
別由兩位奧古斯都和兩位凱撒所統治。

306–337
君士坦丁於306年加入四帝共
治；他在324年取得絕對的權力，
並將帝國的首都遷至拜占庭，後
來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222–235
亞歷山大·西弗勒斯皇帝
廢除了宗教限制，允許猶
太人前往耶路撒冷。

250200公元
150

羅馬帝國中期2

148–161
聖猶斯定為基督信仰而
寫了《護教書》和《與脫
利風對話錄》。公元約
165年，他在羅馬殉道。

155
聖波利卡殉道，
他是聖若望宗
徒的弟子。

177
法國里昂的基
督徒受迫害。

197
戴都良寫《護教學》。

200
克勉（Titus Flavius 
Clemens）領導亞歷
山大神學院。

232
奧利振被逐出埃
及，在巴勒斯坦
的凱撒勒雅建立
了神學院。

202–210
西弗勒斯皇帝迫害基督宗教和猶太
教，禁止他們的傳播。許多基督徒殉
道，迦太基有聖蓓蓓和聖芬莉，亞歷
山大有列奧尼達（奧利振的父親），
還有羅馬和格林多的殉道者。

約 185
聖依勒內寫

《駁斥異端》。

羅馬帝國內的大事

猶太教的大事

180–284
康茂德以後的羅馬皇帝，很多都招致

「記錄抹殺」（Damnatio memoriæ）
或被官方取消任何形式的紀念。

約 200
猶大哈納西拉比編寫了《米示拿》

（Mishnah），是第一部將猶太教解釋
「法律」的口述傳統寫下來的匯集。

212
卡拉卡拉皇帝將羅馬公民
身份擴大到各省居民中的
自由人，包括猶太人。

222
凱撒勒雅成為巴
勒斯坦的首都。

161–180
馬庫斯·奧
勒留皇帝

直至帝國發詔書容許宗教自由

教會內的大事

聖經門廊 121120



313
君士坦丁和李西紐斯，即西方
和東方的奧古斯都，頒佈詔書，
容許整個帝國的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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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隱修院長聖安多
尼離世，他是東方
隱修的代表人物。

621–638
教宗和諾
理一世。

318–381
亞略(Arian)異端的危機；影響
日耳曼部份地區直至六世紀。

547
聖本篤離世，他是西方
隱修主義的代表人物。

約 500
克洛維受洗，法蘭克
人歸信基督宗教。

410
羅馬被西哥
德人洗劫。

430
聖奧思定於
希波離世。

431
厄弗所會議

（第3次大
公會議）。

451
加采東會議

（第4次大
公會議）。

380
狄奧多西皇帝
下令，確立基
督教成為羅馬
帝國的宗教。

395
狄奧多西皇帝死亡，
東羅馬帝國與西羅
馬帝國決裂。

527–565
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37年
在君士坦丁堡建成聖索菲亞大教
堂。教堂圓頂於562年重建。

610–641
東羅馬皇帝
希拉克略。

474–491
東羅馬皇
帝芝諾。

312
安提約基雅的
神學院成立。

361–363
叛教者尤利安皇帝下令
重建耶路撒冷聖殿，但工
程在他死後便停止。

381
君士坦丁堡會議

（第2次大公會議）。

553
君士坦丁堡第二屆會
議（第5次大公會議）。

590–604
教宗大聖額
我略。

492–496
聖哲拉修成為教宗。他的書
信和論述啟發了後世學者，
有所謂「哲拉修復興」。

325
尼西亞會議

（第1次大
公會議）。

326–333
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發起了
興建耶路撒冷的聖墓大殿，白冷的
聖誕大殿，和橄欖山的埃利昂娜大殿

（Eleona，原址即今日的天主經堂）。

381–383
西歐貴婦艾吉莉亞

（Egeria, Etheria）前往
聖地朝聖，寫下詳細記
錄，該記錄留傳至今。

438–439
東羅馬艾莉
亞·尤多西亞
皇后到訪耶
路撒冷。

484
撒瑪黎雅人起義反抗拜占庭帝國。

529
撒瑪黎雅人起義。白冷
的聖誕大殿被焚毀。

541–542
巴勒斯坦爆
發鼠疫。

556
撒瑪黎雅人與猶
太人聯合起義。

572
撒瑪黎雅人與
猶太人再次聯
合起義。

614
波斯人入侵巴勒斯坦。
聖墓大殿被毀，聖十字
架的聖髑被奪去。

638
伊斯蘭統治者
拉希頓征服了
耶路撒冷。

629
希拉克略皇帝奪回巴勒斯坦
並收回聖十字架的聖髑。

386–420
聖熱羅尼莫定居白冷，
在該地完成了拉丁文
通行本聖經的翻譯。

324
君士坦丁將帝國
的首都遷至拜占
庭，改名為君士
坦丁堡。

361–363
叛教者尤利安
皇帝試圖恢復
異教習俗。

羅馬帝國內的大事

巴勒斯坦地區的大事

教會內的大事

379
聖巴西略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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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王朝：拉希頓、
倭瑪亞、阿拔斯和法蒂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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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伊斯蘭統
治者拉希
頓征服了
耶路撒冷。

687–691
耶路撒冷圓頂
清真寺建成。

749
提庇黎雅區和加里
肋亞其餘城市被地
震摧毀。

750–970
經過三年內戰，阿拔斯家族控制
了伊斯蘭的統治權；阿拔斯統治
伊斯蘭直至970年。

833–842
穆塔西姆成為伊斯
蘭統治者。在他統治
期間，軍隊中的土耳
其人數量和影響力
都在增加，削弱了伊
斯蘭的統一。

762
巴格達成為
伊斯蘭統治
的新首都。

661–750
伊斯蘭統治者倭瑪亞
將首都移到大馬士
革，並把伊斯蘭領土
拓展到最大的版圖。

680–681
君士坦丁堡第三屆會
議（第6次大公會議）。
譴責一性論的異端。

787
尼西亞第二屆會議（第7
次大公會議）：確定關於
敬禮聖像的教理。

749
聖若望達瑪仙在耶
路撒冷附近的瑪爾
薩巴隱修院離世。

726–780
第一段毀滅聖
像運動時期。

863–885
聖啟祿（†869）和
聖默道的傳教工作。

891–896
教宗福慕。宗座的
黑暗世紀開始。

909
建立法國克魯尼修道院。

1054
彌格賽魯來（Michael 
Cerularius）：東方裂教。

1095
教宗烏爾班二世在
克萊蒙宣揚第一次
十字軍東征。

1046
教宗克勉二世是首
位來自德國的教宗。

974–983
教宗本篤七
世的改革。

813–843
第二段毀滅聖
像運動時期。

711
倭瑪亞人征
服了伊比利
亞半島。

717–718
伊蘇里亞王朝利
奧三世守護君士
坦丁堡，對抗倭
瑪亞人。

732
查理·馬特在普瓦
捷阻止了倭瑪亞
人的入侵。

751
矮子丕平建立
了加洛林王朝，
於754年得到
教宗斯德望二
世封為國王。

768–814
查理曼大帝的
統治期。他在
800年於羅馬
的聖誕日接受
加冕為皇帝。

814–840
虔誠者路易
的統治期。

840–877
禿頭查理的
統治期。

936–973
德國國王奧託一世，他在962年
於羅馬接受加冕為皇帝。

966
梅什科公
爵受洗，波
蘭皈依基
督信仰。

987
弗拉基米爾
王子接受洗
禮，以基督
宗教作為俄
羅斯國教。

1066
黑斯廷斯
戰役：諾曼
人征服英
格蘭。

1056–1106
神聖羅馬帝國
皇帝亨利四世。

1039–1056
神聖羅馬帝
國皇帝亨利
三世。

970–1099
來自北非什葉派的法蒂瑪家族，建立
了一個以開羅為首都的伊斯蘭統治。
法蒂瑪成為競爭者，與阿拔斯家族爭
奪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控制權。

1009
伊斯蘭統治者哈基姆下令摧毀
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聖
堂。聖墓大殿被嚴重毀壞。

1048
修復聖墓大殿。來自阿馬
菲的商人獲准在耶路撒
冷興建一所醫院，是為醫
院騎士團的起源。 

715
阿克薩清
真寺建成。

1099
首次十字軍勝利
後在耶路撒冷建
立了基督教王國。

在歐洲和地中海的大事

巴勒斯坦地區的大事

Events in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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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
耶路撒冷被薩拉丁征服。

1291
阿卡是巴勒斯坦最
後一個基督徒據
點，落入埃及的馬
穆魯克蘇丹手中。

1147–1148
第二次十字軍東
征，由聖伯爾納
多宣揚。

1189–1192
第三次十字
軍東征。

1204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1229
第六次十字軍東征；弗德烈
二世再次征服耶路撒冷。

1244
最終失去耶
路撒冷。

1250
第七次十字軍東征；
法國國王聖路易九
世在埃及被俘擄。

1270
第八次十字軍東
征；聖路易在突
尼斯去世。

1218
第五次十
字軍東征。

1219–1220
亞西西的聖方濟到聖地朝
聖，與埃及的蘇丹會談。

1119
聖殿騎士團建立。

1123
拉特朗第一屆會議

（第9次大公會議）。

1179
拉特朗第三屆
會議（第11次大
公會議）。

1208–1213
西蒙·德孟福領導十
字軍攻打阿爾比派。

1226
亞西西聖方
濟離世。

1274
聖多瑪斯阿奎納離
世，聖文德離世。

1274
里昂第二屆會議（第14
次大公會議）：與希臘
教會共融。

1221
聖道明離世。

1170
聖多默貝
克殉道。

1115
聖伯爾納多創
建明谷修院 。

1152–1190
弗德烈巴巴
洛撒是神聖
羅馬皇帝。

1122
蠕蟲協約：結束了
世俗介入聖職人
員授職權的衝突。

1147
再次征服里
斯本。葡萄牙
國王亞豐索
一世。

1189–1199
英格蘭王獅心理查一世。

1204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洗劫君士坦丁堡，並
建立拉丁帝國。

1218–1250
神聖羅馬皇帝弗
德烈二世。 1261

希臘人收復君士坦丁堡；
拉丁帝國的終結。

在歐洲和地中海的大事

巴勒斯坦區內的大事

教會內的大事

1215
教宗依諾森三世建立巴
黎大學。十三世紀是士
林哲學的黃金時代。

1099
首次十字軍勝利後，在
耶路撒冷建立了基督教
王國。修復聖墓大殿。

1095
教宗烏爾班二世在
克萊蒙宣揚第一次
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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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教會首次
慶祝禧年。

1309
教宗克勉五世
移居亞維翁。

1380
錫耶納的聖女
加大利納離世。

1311–1312
維埃納會議（第15
次大公會議），解
散聖殿騎士團。

1377
教宗額我略十一
世最後回到羅馬。

1378–1417
西方裂教。

教會內的大事

1291
阿卡是巴勒斯坦最後一
個基督徒據點，落入埃及
的馬穆魯克蘇丹手中。

1555
修復聖墓
大殿。

1810
復修耶穌
聖墓小堂。

1808–1810
阿什肯納茲猶太
人移居到東歐。

1742–1777
哈西德派猶
太人的遷移。

1918
奧斯曼帝國解
體，巴勒斯坦
由英國接管。

1757
蘇丹給予希臘人
對聖誕大殿、聖母
墓和聖墓教堂的
部分擁有權。

1244
最終失去耶
路撒冷。

1798–1799
拿破崙率領的法國軍隊控
制了埃及並征服了海法。

1852
基督宗教六大宗派再次確
認「Status Quo維持現狀」
協議，共用聖地場所。 

1869
蘇彝士運
河開通。

1897
第一屆猶太復國主
義大會在瑞士舉行。

1250
第七次十字軍
東征；法國國王
聖路易九世在
埃及被俘擄。

1270
第八次十字軍
東征；聖路易在
突尼斯去世。

巴勒斯坦地區的大事

1316
但丁寫

《神曲》。
1348
黑死病殺死了歐
洲過半人口。許多
歐洲城市的猶太
人遭受迫害。

1337–1453
英國與法國
之間的百年
戰爭。

1519–1556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

1582
採用公曆（額我略曆，陽曆）。

1738
維也納條約改變了
歐洲的政治版圖。

1789
法國大革
命開始。

在歐洲和地中海的大事

1439
佛羅倫斯會議（第17
次大公會議）：與希
臘教會再次共融。

1534
亨利八世自稱是英格
蘭教會的最高領袖。

1545–1563
特倫多會議。 1870

梵蒂岡第一
屆大公會議。
廢除教宗國。

1870
普魯士與法國的戰爭。

1814
維也納會議。

1848
歐洲各國
的革命。

1789–1799
法國去基督
教化。

1891
教會第一份社會
訓導通諭《新事》。

1888
聖若望鮑
思高離世。

1773
教宗克勉十四世解散耶穌會

（在1814恢復）。

1582
亞維拉聖女大德蘭離世。

1556
聖依納爵羅
耀拉離世。

1492
哥倫布到達
美洲。開始在
美洲傳福音。 

1453
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
人征服。東羅馬帝國的終結。

1527
羅馬被查理五世
的軍隊洗劫。

1571
勒班陀海戰（歐洲
聯盟艦隊擊退土耳
其奧斯曼海軍）。

1618–1648
三十年戰爭。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
大戰。

1756–1763
七年戰爭。

1517
新教改革的誕生。

1455
古騰堡
聖經。

1516
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
編印多語文並排聖經
(希臘文，拉丁文，希伯
來文，阿拉美文及其字
根和拉丁文翻譯)。

1683
維也納戰爭。

1342
教宗克勉六世將聖地的
監護權委託給方濟會。

1517
奧斯曼土耳其奪
得巴勒斯坦。

1520–1566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蘇萊曼大帝，修
復了在耶路撒冷的圓頂大清真寺，
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封閉了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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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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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建立特拉
維夫。

1927
地震摧毀了耶路撒冷
的部分猶太區，震央位
於耶里哥。加固耶穌聖
墓小堂，防止倒塌。

1929
阿拉伯人
在耶路撒
冷暴動。

1936–1939
阿拉伯人反
抗英國管治。

1947
聯合國決議將巴
勒斯坦分為阿拉
伯國和猶太國，
並將耶路撒冷和
白冷置於特殊國
際政權下。

教會內的大事

有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事件

1918
奧斯曼帝國解
體，巴勒斯坦
由英國接管。

1922
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
將巴勒斯坦委託給英國
管理。在1920至1929
年間，約十萬猶太人移
居到巴勒斯坦。

1948
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統治結
束，宣告以色列獨立，阿拉伯與
以色列戰爭開始（1948–1949）。

1949–1952
約七十萬猶太人
移居到以色列。

1956
蘇彝士運河危機。
第二次阿拉伯與
以色列戰爭。

1967
六日戰爭。以色列佔領了耶路
撒冷舊城區，西岸和迦薩。

1973
贖罪日戰爭（十月戰爭）。

1974
聯合國承認巴
勒斯坦解放組
織作為巴勒斯
坦難民的代表。

1982
第一次黎
巴嫩戰爭。

1969
聖母領報堂在納匝肋落成。

1987–1991
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1994
以色列與羅
馬教廷建立
外交關係。

1993
奧斯陸協議（以巴
和平協議）。

2000
第二次巴勒
斯坦大起義
開始。

2016–2017
修復耶穌聖
墓小堂。

2012
聯合國授予巴勒斯
坦為觀察員國。

1929
意大利與梵蒂岡簽
署了拉特朗條約。

聖地的大部分教聖
堂建於20世紀，例如
在納匝肋，加納，葛
法翁，塔布加（五餅
二魚堂），大博爾山，
革責瑪尼園，熙雍的
聖母安眠堂。

1922–1939
教宗庇護十一世的任期。

1978–2005
教宗聖若望保祿
二世的任期。

1939–1958
教宗庇護十二
世的任期。

1964
教宗聖保祿六
世到訪聖地。

2000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千禧年的朝
聖之旅，先後到訪埃及（西乃山）、
約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2009
教宗本篤十六
世到訪聖地。

2014
教宗方濟各
到訪聖地。

西方大事

1918
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

1929
華爾街崩盤。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約六百
萬猶太人死於大屠殺。

1989
柏林圍
牆倒塌。1957

羅馬條約建立了
歐洲共同市場。

1969
第一次登月。 1991

蘇聯解體。俄羅斯猶太人移
居到以色列。波斯灣戰爭。

1992
馬斯垂克
條約成立
了歐盟。

2001
911雙子塔受襲擊。

2003
第二次波
斯灣戰爭。

1975
聖斯禮華
離世。

1994
真福歐華路主教離世，他與聖斯
禮華一同啟發了Saxum計劃。

1962–1965
梵蒂岡第二屆
大公會議。



聖經版本
• 吳經熊譯述。《新經全集》。香港：公教眞理學會，1949。
• 思高聖經學會譯釋。《聖經：千禧版》。台北：思高聖經學會，2000。
• 思 高 聖 經 學 會 譯 釋。《 聖 經：修 訂 譯 釋 版 》，一 至 十 一 冊。香 港：思 高 聖 經 學

會，2007-2015。
• 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譯注；李奭學，鄭海娟主編。《古新聖經殘稿》，

一至九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 蕭靜山譯，光啟社修訂。《新經全集》。台中：光啟。1956年。
• 樂仁出版社編譯組譯釋。《新約聖經：樂仁譯本》。澳門：樂仁出版社，2014。
 （掃描QR碼可下載《新約聖經：樂仁譯本》的App）

• 環球聖經公會譯釋。《環球聖經譯本》，一至四冊。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15-2022。
• 聯合聖經公會譯釋。《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台北：台灣聖經公會，2019。

進深研習的聖經版本
• 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
 Elliger, Karl, and Wilhelm Rudolph, eds.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 5th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7.

• 希臘文新約聖經
 Nestle, Eberhard, Erwin Nestle, Barbara Aland, Kurt Aland, Iōan. D Karavidopoulos, Carlo 

Maria Martini, Bruce M. Metzger, Holger Strutwolf, Universität Münster, and Institut für 
Neutestamentliche Textforschung, eds. Novum Testamentum Græce. 28th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12.

• 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舊約聖經）
 Rahlfs, Alfred, and Robert Hanhart, eds. Septuaginta: Id Est Vetus Testamentum Græce 

Iuxta LXX Interpretes. Editio Altera.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6.

• 拉丁文通行本（舊約和新約聖經）
 Weber, Robert, Bonifatius Fischer, and Roger Gryson, eds.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m. 5th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7.

聖經導論
• 巴格斯（Wolfgang E. Pax）著；曾志罡，胡安德譯。《新約之旅》。香港：思高聖經學

會，2007。
• 朱修德（Jose Ramon de Diego）。《基督啟示的傳遞》。台北市：光啟文化，2000。
• 高夏芳。《新約聖經入門》（修訂本）。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8。
• 培曼（Moshe Pearlman）著；胡安德譯。《舊約之旅》。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7。
• 張春申。《聖經的寫作靈感》。台北：光啟文化，2004。
• 賓士（Stephen J. Binz）著；陳愛潔譯。《聖經導論：天主教研經指南》。香港：公教

真理學會，2014。
• 德富（Roland de Vaux）著；楊世雄譯；夏偉編註。《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台北：

光啟文化，2013。
• 蘇發聯。《新約社會文化》（增訂本）。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3。

研經手冊
• 巴多祿茂（Dominique Barthelemy）著；劉河北譯。《天主與天主的肖像》。台北：光

啓文化，2006。
• 史笳（Jean Louis Ska）著；公教眞理學會譯。《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

析簡介》。香港：公教眞理學會，1995。
• 伯格斯瑪（John Bergsma）著；劉卉立譯。《耶穌與死海古卷》。台北：啟示出版，2020。
•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活水研經系列》（New Collegeville Bible Commentary；小磐

石課程）。台北：光啟文化，2014-2020。
• 思高聖經學會編著；雷永明，陳維統主編。《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4。
• 韓（Scott Hahn）著；沈映志譯。《聖經中的盟約之愛》。台北：光啓文化，2011。
• 穆宏志（Jesus M. Munoz）著。《最奇特的民族以色列：從和神建立盟約開始，他

們如何成為信念最堅定的一群人？》。台北：星火文化，2018。
• 穆宏志（Jesus M. Munoz）著；黃富巧整理。《最奇特的民族以色列被亞述、巴比

倫、希臘、羅馬帝國征服卻奇蹟復國的祕密》。台北：星火文化，2018。

聖地導覽
• 岳雲峰。《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台南：聞道出版社，2014。
• 程蒙思。《帶你走進聖地》。澳門：樂仁出版社，2019。
• 韓承良。《聖地朝聖指南》。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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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踏著灰色的石頭地，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克羅帕和他的同伴就是這
樣開始60斯塔狄（約20英里）的旅程，他們將回到自己的村莊。這是一週第一天的清
晨，他們要用一整天來走這段路，但心中的悲傷使他們的步伐沉重。他們默默沿著街
道走，把達味城和黑落德王宮拋在背後。克羅帕和他的同伴淒淒慘慘，腦袋充塞著前
一週發生的事情：老師被釘十字架、過去三年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而最糟糕的是他
們再見不到耶穌。他們現在回家，但沒有了祂，家也會變得平淡乏味。

他們走的路離開了聖城，下山向西，穿過猶大的山丘。如今已走了幾個小時，他們
頭上是地中海東部燦爛的春日陽光。他們思索著，從現在起他們將過怎麼樣的生活，
因耶穌已死並被埋葬了。這時，有一位旅客在他們不注意的情況下走近他們。他們兩
人都沒有心情閒談，但這位旅客卻散發著高貴而樸素的氣質，似乎有些熟悉。祂聲音
中有某些東西震撼了他們的心。

他們談到了自己腦海中最痛苦的話題：默西亞，以及失去默西亞而來的悲傷。這位
旅客開始談論聖經，祂說得很有權威，不像經師和法利塞人那樣。克羅帕和他的同伴
聆聽了這旅客的述說：其實是祂自己生命的故事。他們的心開始燃燒起來。然後，在日
落時，他們到了厄瑪烏，在擘餅時認出了耶穌。他們立刻承認自己是復活的默西亞的
門徒。喜樂的心情使他們飛奔回到晚餐廳，滿溢的幸福催促他們四處宣揚這消息。

促進你對聖地的體驗

遊客中心
Road to Nataf
Abu Ghosh
Israel 9084500

郵寄地址
P.O. Box 40205
Mevaseret Zion
Israel 9140101

電話號碼
辦公室： +972 2-622-4100
手機： +972 54-938-3276

www.saxum.org
info@saxum.org

Saxum 遊客中心的多媒體之旅。 從Saxum 通往厄瑪烏的道路。 聖地對話的參與者。

《我們信仰的足跡》這本書有助大家準
備在聖地朝聖，然後在家裡革新生活。

在遊客中心禮堂舉行的大會。

厄瑪烏門徒這一幕，重複出現在每個人的生命裡。我們常常過著乏味的生活，沒
有任何廣闊的視野。然後與耶穌相遇，把我們從灰暗中解救出來。在聖經中，或在聖
地這部「第五福音」裡，我們發現耶穌正前來迎接我們。

主業會的創始人聖施禮華總是建議，在讀聖經時要想象自己就在那場景中。他
夢想在耶路撒冷附近建立一個中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可接受耶穌給第一批門
徒的邀請。他們問祂：「老師，祢住在哪裡？」祂回答說：「你們來看看吧。」

聖施禮華的第一位繼任者是真福歐華路，他總是聖施禮華的磐石（拉丁文是
Saxum）和支持者，他在去世前到了聖地朝聖。後來主業會的一些人決定成立Saxum
項目，並在各大洲的合作者和朋友幫助下得以實現。他們的動力來自盼望使許多人
重溫厄瑪烏門徒的經歷，在聖經和聖地並擘餅（聖體聖事）中與耶穌相遇，從而催促
他們度一個更圓滿和更有意義的生活。因此，Saxum加入了教會在聖地歷代以來眾
機構的傳福音工作。

作為Saxum使命的一部分，Saxum 國際基金會邀請網絡上朝聖者，或是親身來到
聖地的朝聖者，使用Saxum 網站所提供的資源，並參加Saxum遊客中心（於2018年
落成）所組織的活動。



In the Footprints of Our Faith consists of 
27 articles that offer religious,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bout 
important sites in the Holy Land: Nazareth, 
Ein Karem, Bethlehem, Jerusalem, Jordan 
River, Cana, Capernaum, the Lake of Gen-
nesaret, Bethany, Emmaus, and more.

saxum.org

~ More from Saxum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

A Journey through 
the Holy Land

Pastoral Bible Foundation（縮寫：PBF。意思是：牧民聖經基金）和「樂仁出版社」，屬於聖母
聖心愛子傳教會士的牧民工作，旨在透過書籍和各項媒體，傳播天主聖言。

以下QR碼可連接到「聖言同行者」的網頁<bibleclaret.org/chinese>，內有各項關於聖經的
網上資源，適合個人學習或小組研經：

•	 《讓我們加深認識聖經》：新約聖經各書的導讀和注解，共有100段YouTube短片（附中文字
幕）和文字記錄。

•	 《新約聖經：樂仁譯本》：正體中文版和簡體中文版，附注釋和Lectio	Divina「偕主讀經」。（舊
約全書仍在翻譯）

•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英文、西班牙文、菲律賓文）免費下載。
•	 《喜樂和希望的話語》：深入解釋主日禮儀讀經，有YouTube短片（附中文字幕）和文字記錄。
•	 《與聖言同行》：對主日禮儀三篇讀經的深入解釋。
•	 《活力禮儀》：禮儀日曆及禱文。
•	 《每日聖言及默想》：YouTube短片播放每日禮儀讀經和簡短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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