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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恩浸信會
第二學期主日學

前先知書概覽

2016/11/20

1. 導論：「歷史書」抑「先知書」？
2. 《約書亞記》：得地為業的應許實現
3. 《士師記》：艱苦歲月的幫助拯救
4. 《撒母耳記》：大衛生平的蓋棺論定
5. 《列王紀》：十二支派的驀然回首
6. 總結：「申典歷史」抑「前先知書」

前先知書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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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
大衛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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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生
 如何面對靈性低谷可會全心認罪悔改、回轉歸向神？
 如何面對歌利亞最終是誰與我們一起去爭戰？
 如何面對試探要處理得合宜，因犯罪必會付出高昂的代價，要認罪
悔改，才能承受神赦罪的恩典

 如何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誰是我王？

《列王紀》

沒有一位核心人物從大衛作王到亡國被擄的一段歷史（公元721

年，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公元586年，南國猶大亡於巴比倫，耶路
撒冷被毀）即是太一章，耶穌家譜中：從大衛直至遷到巴比倫

一般敘史寫作模式

1. 引言：南北國的時間參照、登基年紀／統治年期、母系資料
2. 評價：惡行／好行

3. 參考史書：所羅門記、以色列諸王記、猶大列王記
4. 離世埋葬和繼任人的記述

《列王紀》的歷史是以北國以色列十個支派為主，當中穿插南國的記
載是較短的，所以並不是大衛王朝的全史，有考古文獻作支持

1000 BCE 大衛家 大衛 40 年
所羅門 40 年 1-11

930-909 王國分裂 耶羅波安（尼八的兒子） 22 年 12-14:20

909-908 拿答 2 年 15:25-31

908-886 巴沙家 巴沙 24 年 15:32-16:7

886-885 以拉 2 年 16:8-14

885 心利 7 天 16:15-20

885-874 暗利家 暗利 6 年 16:21-28

874-853 亞哈 22 年 16:29-22:40

853-852 亞哈謝 2 年 22:51-1:18

852-841 約蘭 12 年 2-8:29

841-814 耶戶家 耶戶 28 年 9-10

814-798 約哈斯 17 年 13:1-9

798-782 約阿施 16 年 13:10-14:16

793-753 耶羅波安 41 年 14:17-29

753 撒迦利亞 6 月 15:8-12

752 沙龍 1 月 15:13-16

752-742 米拿現 10 年 15:17-22

742-740 比加轄 2 年 15:23-26

752-732 比加 20 年 15:27-31

732-722 何細亞 9 年 17:1-6

721 北國亡 撒瑪利亞城陷 17:7–41

北國以色列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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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 歷代志
1000 BCE 大衛 40 年 11 -29

所羅門 40 年 1-11 1-9

930-913 羅波安 17 年 14:21-31 10-12

913-910 亞比央(亞比雅) 3 年 15:1-8 13

910-869 亞撒 41 年 15:9-24 14-16

872-848 約沙法 25 年 22:41-50 17-20

848-841 約蘭 8 年 8:16-24 21

841 亞哈謝 1 年 8:25-29, 9:16-29 22:1-9

841-835 (亞她利雅) 7 年 11:1-21 22:10-23:21

835-796 約阿施 40 年 12:1-21 24

796-767 亞瑪謝 29 年 14:1-22 25

792-740 烏西雅(亞撒利雅) 52 年 15:1-7 26

750-732 約坦 16 年 15:32-38 27

735-715 亞哈斯 16 年 16:1-20 28

729-686 希西家 29 年 18-20 29-32

696-642 瑪拿西 55 年 21:1-18 33:1-20

642-640 亞們 2 年 21:19-26 33:21-25

640-609 約西亞 31 年 22-23:30 34-35

609 約哈斯 3 月 23:31-35 36:1-4

608-598 約雅敬 11 年 23:36-24:7 36:5-8

598-597 約雅斤 3 月 24:8-17 36:9-10

597-587 西底家 11 年 24:18-25:21 36:11-21

585-583 (基大利) 25:22-26

560 約雅斤獲釋 25:27-30

539 古列下詔 36:22-23

南國猶大全史

關於希西家的經文在列王紀下有95節，在歷代志
則有117節。
• 在列王紀下找不到的幾段都是長段落，包括
• 重整聖殿（代下廿九3-36）、
• 守逾越節（代下三十1-三十一1）、
• 祭師及利未人的物質供應（代下三十一2-21）

• 在列王紀下的95節，主要記載希西家面對亞
述王犯境時，他向神禱告，神如何藉先知以
賽亞鼓勵他及幫助他面對困境

希西家

 【王下18:5-6】「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的
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離
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誡命。」

 【王下23:25】「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盡心、盡性、盡
力地歸向耶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
興起一個王像他。」

 大衛王朝的覆亡前，記載兩位君王（希西家、約西亞）是難
得的好君王，雖然他們嘗試進行宗教信仰改革，但仍不能挽
回大衛王朝覆亡的結局，這與【王上1-11】成為首尾呼應

《列王紀》的結構
王上1-11 大衛王朝的盛世
王上12-14 北國興起
王上15-16:20 南北分治
王上16:21-王下9     暗利王朝：巴力宗教的盛衰經過

王下10-16 南北分治

王下17 北國覆亡
王下18-25 大衛王朝的覆亡

暗利王朝：巴力宗教的盛衰經過【王上16:21-王下9 】
 這是《列王紀》的最長篇幅，主因不單純是記述政治更替，
而是因為記載了兩個先知（以利亞、以利沙）的故事

《列王紀》的中心

從暗利家至耶戶家
 先知以利亞出現，按上主的吩咐禱告不下雨，藉此向亞哈王
作出警告

 以利亞在迦密山頂殺死巴力及亞捨拉的先知，耶洗別誓言殺
死以利亞【王上19:3】「以利亞見﹝害怕﹞這光景，就起來
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

 以利亞逃至羅騰樹下求死，逃至何烈山與上主對話，要求不
作先知，上主吩咐以利亞膏立三人

 【王上19:15-16】「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
馬色去。到了那裡，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膏甯示的孫子
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
知接續你。』」結果，以利亞只膏立了以利沙，其餘二
人由以利沙膏立

從暗利家至耶戶家
 【王下10:17-21、28】「到了撒瑪利亞，就把撒瑪利亞的亞
哈家剩下的人都殺了，直到滅盡，正如耶和華對以利亞所說
的。耶戶招聚眾民，對他們說：『亞哈侍奉巴力還冷淡，耶
戶卻更熱心。現在我要給巴力獻大祭。應當叫巴力的眾先知
和一切拜巴力的人，並巴力的眾祭司，都到我這裡來，不可
缺少一個，凡不來的必不得活。』耶戶這樣行，是用詭計要
殺盡拜巴力的人。耶戶說：『要為巴力宣告嚴肅會。 』於
是宣告了。耶戶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來齊了
，沒有一個不來的。他們進了巴力廟；巴力廟中從前邊直到
後邊都滿了人。……這樣，耶戶在以色列中滅了巴力。」

 在巴力宗教泛濫的世代裡，上主透過以利亞、以利沙、哈薛
、耶戶這四人，去剷除巴力宗教，殺戮責任則落在三人身上

 上主的僕人（可能包括亞蘭的哈薛、在邊關的耶戶）雖分散
在不同崗位，但仍用不同的身份及方法去事奉同一位上主

《列王紀》的中心 《列王紀》的結構

王上1-11 大衛王朝的盛世
王上12-14 北國興起
王上15-16:20 南北分治

王上16:21-王下9     暗利王朝：巴力宗教的盛衰經過
王下10-16 南北分治

王下17 北國覆亡

王下18-25 大衛王朝的覆亡

 這段歷史的焦點不單在於記述先知的事蹟，更彰顯出在
北國以色列的歷史當中，拜偶像的事實

 並不是要列出哪一位是好王、哪一位是惡王，他們做過
那些耶和華看為好事或惡事，而是藉著他們的作為，即
使他們是拜偶像，我們可以看到神仍然穿梭於南北兩國
中間，如何透過先知幫助祂的子民回轉，離開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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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

米該雅

俄巴底

烏鴉 山神
亞哈

亞哈謝

以利沙

巴力先知

何烈山

巴力西卜

迦密山耶洗別
亞蘭王便哈達

羅騰樹下

基立溪旁

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

寡婦與兒子

一百個先知

膏耶戶作以色列王亞舍拉先知

拿伯的葡萄園

膏哈薛作亞蘭王

撒勒法的寡婦

願感動你的靈雙倍感動我

乘旋風升天

不禱告不下雨

以利亞（王上17-王下2） 以利沙（王上19-王下13）
不禱告不下雨 以鹽治好耶利哥城的水質

基立溪旁受烏鴉供養 助以色列、猶大和以東三王擊敗摩押王

受撒勒法寡婦供養，麵不盡油不缺
幫助窮寡婦，器皿都滿了油：你和你兩
個兒子可以靠著所剩的過活

使寡婦兒子復活 書念婦人懷孕生子，使婦人兒子復活

迦密山（巴力的聖山）上挑戰勝了四百
五十個巴力先知和四百個亞舍拉先知

四件神蹟（使野瓜藤湯沒有毒、使一百
人吃飽、元帥乃縵得醫治、斧子的頭浮
出水面來）羅騰樹下求死

何烈山上從微小聲音與神相遇：膏哈薛
作亞蘭王、膏耶戶作以色列王、膏以利
沙作先知

指示哈薛會作亞蘭王、
膏耶戶作以色列王（耶戶拆毀巴力廟的
堡壘，將巴力廟中的柱像焚燒，拆毀了

巴力廟當廁所）只膏了以利沙

約旦河外被旋風接升天，尋找了三天，
也沒有找著他

以利沙得致命的病死了，死人一碰到他
的骸骨，就活過來，用腳站了起來

以利亞與以利沙

改名文化
 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 =伊施巴力（代上8:33, 9:39）（巴力的
勇士）

 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 =米力巴力（代上8:34, 9:40）

 「波設」的希伯來文的意思是「羞恥」，為何王子的名字會如
此呢？從代上看，名字中有「巴力」二字，可見巴力宗教泛濫
的程度

 大衛的兒子：以利雅大（代上3:8）=比利雅大（代上14:7），
「比利」也都是「巴力」的意思，可譯為「巴力雅大」

《列王紀》的中心——

巴力文化的影響
《列王紀》的中心——

巴力文化的影響
改名文化
 【何2:16】耶和華說：『那日你必稱呼我伊施〔就是我夫的意
思〕，不再稱呼我巴力〔就是我主的意思〕』

 在迦南宗教兼容並包及多神文化影響下，以色列人認識以為改
名為「巴力」便代表耶和華

 【王上18:21】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
呢？』表明當時的文化背景，敬拜巴力不代表離棄耶和
華，而是同時事奉兩個主；這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姦
淫及不忠，這與道德上有關性的罪行有所不同

 考古文獻烏加列字泥板上顯示，巴力是一位與死亡及邪惡爭
戰，得勝的君王在迦南的文化中，巴力是一位好神，因此
以色列人是入鄉隨俗，自然地拜巴力，又拜耶和華

《列王紀》的總結

 以利亞是先知的代表，原因是他在迦密山上
表明了巴力的虛假使百姓的心轉回歸
向耶和華，使耶和華的心回轉歸向百姓

 先知的職責是在以色列強盛時期，帶領百姓
離開偶像、回轉歸向上主，扭轉巴力宗教泛
濫的情況這是《列王紀》的核心大圖
畫，並非大衛王朝，乃是百姓與上主之間的
關係，迦南宗教、巴力文化對他們的衝激、
挑戰，他們怎樣的失敗及怎樣回轉

堅守聖約，提防按
人的意思而行的事

如何面對靈性低
谷，如何過合神
心意的生活？

約書亞進迦南
（約公元前1473年）

約雅斤出迦南
（公元前597年，586年陷落）

為主爭戰得地為業
，實現上主的應許

百姓的心轉回歸向
耶和華，使耶和華
的心回轉歸向百姓

《書》
約書亞那一代死後至
大衛攻陷耶路撒冷前
（>>>公元前1000年）

《士》
士師時期後，

約在以色列王國時期

《撒》
大衛一生成定局，

應在以色列聯合王國之後

《王》
被擄後37年公元前560年
至波斯王古列元年539年

在大衛失敗的困局中，上主仍施恩與他立
永遠的約顯出祂奇妙的救恩及拯救，
慈愛與信實，這是從人的失敗中可看得出
來的可以抱有希望和把握去領受神在
我們身上奇妙作為
聖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得見上主的
恩手，而不是只看見自己的軟弱及掙扎

上主怎樣拯救祂的百姓
上主興起甚麼人來拯救呢？

從約書亞的個人生平中學習如何以性命
順服、遵行上主的吩咐，為上主作工的
生活態度剛強壯膽，謹守遵行、晝
夜思想摩西律法

先知在以色列強盛時期，帶領百姓離開
偶像、回轉歸向上主扭轉巴力宗教泛濫
的情況核心的大圖畫，並非大衛王
朝，乃是百姓與上主之間的關係，迦南
宗教、巴力文化對他們的衝激、挑戰，
他們怎樣的失敗及怎樣回轉

前先知書的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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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討論問題
1.從這個概覽的課程中，你對這四卷書有沒有新的得著，
可以分享？

2.假設你是其中一個被擄的以色列人，你現在被迫離開自
己的出身地，離開生活了幾十年屬於自己的地方，被帶
到去巴比倫的迦巴魯河邊，當你看到這幾卷書時，你會
有甚麼感覺？你認為神的恩典是否仍然存在？

3.明顯地，以色列人得到如斯光景，是因為他們不聽從耶
和華的吩咐，行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總不離開拜
巴力的行為，隨從迦南人的宗教活動，在神看為是犯罪
的，這對你的基督徒生命有何啟迪？

4.頌恩近年面對的困難，你認為是哪幾方面？與以色列人
所面對的有何相似地方？你認為有甚麼出路呢？

申典歷史

背景資料：

1. 有學者認為《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
下》、《列王紀上下》均有強烈的「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觀念，這是因為它們都是以《申命記27-28》為基
礎，所以被稱為「申典歷史」特別是《列王紀上
下》的寫作模式、史料根據、題材選取（非政治、軍事
或經濟，而是宗教） 「報應神學」觀點

2. 有學者認為「申典歷史」是在被擄時期（公元前586-538

年），以色列歷史學家完成的其中一部很重要的歷史著
作，試圖要給以色列和猶大的歷史提供一個合理的解
釋，並且要為重建以色列的群體生活提供一個行動的綱
領，申典學派的著作包括《申命記》、《約書亞記》、
《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

申典歷史

背景資料：

3. 舊約中最早完成的歷史著作，《申》、《書》、《士》、
《撒》、《王》合共五卷，有可能是以《申》作為基礎

4. 《申》的遣詞用語，出現在《前先知書》：

例如：【申6:4-5】vs【王下23:25】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
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在約西亞以前，沒有王像他盡心、盡性、盡力地歸向耶和華，
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個王像他。

以《申命記》的標準作為評價以色列、猶大君王的成就
同一觀點（透過歷史事實表明清晰的神學觀點）

申典歷史

背景資料：

5. 在《前先知書》重複出現重要時刻的長篇講話：

（書1，23-24；士2；撒上12；王上8；王下17）vs
《申命記》全卷都是摩西臨終的講話

長篇講話成為《申典歷史》貫徹始終的特色
有可能由《申》至《王》是同一作者

6. 《申》1-4章不是律例典章的前序

而是《申典歷史》的導言（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y，由《申》至《王》）
而《申》5-11誡命律例典章的引言由《申》
至《王》是同一主題

申典歷史

引申問題：

1. 既然《申》是五經的一部份，《前先知書》是否五經的
延續呢？九經

2. 若不是全部延續的話，會否是部份的延續呢？八
經、七經、六經

3. 若只有《申》是納入「申典歷史」的話，即律法書不是
五經摩西四經

4. 「申典歷史」抑或《前先知書》？

尋找答案：

舊約五經是如何形成的？《申》的內容？《前先知書》
的作者？主角？主題？

舊約五經的形成

1. 基礎的口傳資料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經歷長期遊牧和半遊牧生活，為打發的
時間，為教導後代，為緬懷先祖，為敬祀神明，當然會傳誦
先人的事蹟，漸漸就編織成為有系統的故事。這當然不是虛
構的故事，乃是有其真實歷史背景的傳統故事。這些傳統的
故事，學者用「G」來代表。「G」是指 Groundwork，意即
「基礎」，有「G1」和「G2」之分。前者是遊牧生活的
「底子」，後者為雜入了半遊牧生活的「主要成分」

2. 耶典

以色列人成立王國後，進入定居生活，在政治上有需要為統
治者和被統治者作「教導」，所以有了將傳統故事書寫起來
的作品。頭一個依據「G2」書寫起來的作品，以「J」為代
號，稱為耶典。「J」代表「Jehovah」，於南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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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五經的形成

3. 神典

在這南北分裂的時代，北國的先知們，為保存祖先的績業和
對百姓作教導，也按「G2」的傳統故事，加上好些資料而
筆錄了以色列的傳統。北國出產的作品，以「E」為代號，
因其在神名的使用上，是以「Elohim」為主，簡稱為神典

4. 申典

北國於主前721年覆亡，許多知識分子攜神典南下。神典的
資料在猶大被收入耶典中，而成 JE 合編（出現「耶和華上
帝」的章句）。其中揉合摩西在曠野的歷史，將敬祀上主和
與神立約之百姓應有的生活律例，書寫出來而置於聖殿中。
在主前621年為修理聖殿的大祭司希勒家所得，也是約西亞
王所依據為改革的「約書」（王下22:8、23:2）。這約書是
現今申命記的基本部分，學者以「D」為代號，稱為申典

舊約五經的形成

5. 祭典

南國於主前597年為巴比倫所擄，身為祭司及先知身份的以
西結亦在其中。到主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聖殿被焚，城
牆遭拆，百姓被擄，連聖殿的器皿都給帶到巴比倫（參耶52

章）。百姓在困苦中，受了申典律例和以西結的影響，產生
祭司底本或祭司法典（Priestly Document/Code），學者以
「P」為代號，稱為祭典，是唯一在以色列地外完成的底本

6. 遊典

學者發現在早期的底本（J&E）所編成的經卷（創、出、
民）中，有些資料既不屬 J，也不屬 E，但卻是有系統的敘
述史事，且有獨特的神學見解，學者以「N」為代號以表達
這底本的特性。「N」指 Nomadic Source Stratum，是遊牧階
層的資料，稱為遊典

五經形成
示意圖

Adopted fro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78Bible/78PT07.htm/z1jDp9of

G>J>E>D>P

五經

《申命記》的內容
A. 申典主要內容

《申命記》法典（申12:1-26:15，其中有小部分為編修的加
筆），有五個基本的特性：

1. 要求中央崇拜（申12:1-32，14:22-29，15:19-23，16:1-

17，17:8-13；26:1-15）
2. 關涉民事決疑（申21:1-25:19）
3. 說明上主所憎惡的（申 16:21-17:1， 18:9-14， 22:5，

23:18，25:13-16）
4. 倡導人道精神（申22:1-4，23:15-16、19-20，24:6-25:4）
5. 依仗立約律而擴充的（申15:1-18，16:18-20，19:1-13、

16-21）

《申命記》的內容
B. 緒言和結語

更進一步的編修，大概在約西亞王時代，以致這法典成為王
與眾百姓立約（見王下23:1-3）的「國家憲章」：

1. 法典的緒言（申4:44-9:6，10:12-11:32）
2. 法典的結語（申27:1-10，28:1-68）

C. 使其與五經「時代」相關聯

大概在被擄時代加入：

1. 在開頭（申1:1-4:43，9:7-10:11）
2. 在末後（申29:1-30:20）說明這約是在何烈山上，及
上主在摩押地與百姓所立之約的話

3. 較後的補充資料（申31-34章）摩西臨終的祝福

《申命記》的內容
A. 約的回顧 申1-3

B.約的摘要 申4-11

C.約的條款 申12-26

B’.立約儀式 申27-30

A’. 約的前瞻 申31-34

約的條款（申 12-26）

主要課題
與神有關 與人有關

誡命 經文 誡命 經文

權威 第一誡 申 12 第五誡 申 16:18-18

尊嚴 第二誡 申 12 第六、七、八誡申 19-24:7

承諾 第三誡 申 13-14:21 第九誡 申 24:8-16

權利與特權 第四誡 申 14:22-16:17第十誡 申 24:17-26:15

有很清晰的文
學結構，首尾
呼應，反而是
五經的結束，
更易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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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知書》的作者、主角、主題

 舊約書卷大部份的作者是匿名的，以上全都是傳統的穿
鑿附會，總之就是要找到屬靈偉人（如摩西、約書亞、
以賽亞、耶利米等）為作者，以致大家可放心去讀，但
這些都並不完全正確，而事實上，基督徒讀聖經，最重
要並非要知道作者是誰，乃是要知道「聖經都是神所默
示的」，要知道神想表達甚麼，想我們知道甚麼！

約書亞記約書亞寫 士師記撒母耳寫

撒母耳記撒母耳寫 列王紀耶利米寫








 書卷的主題是先知預言的應驗？先知並非一定說預
言，而是宣講上主要說的話

 書卷的主角是先知？只有《列王紀》符合這條件，
主角是以利亞、以利沙，對抗巴力宗教，但其他書卷的
主角並不是先知

舊約五經的形成有其獨特的一套，與《書》、
《士》、《撒》、《王》似乎沒有任何相關的地方

《申》有很清晰的文學結構，首尾呼應，明顯是五
經的結束，不大可能是伸延至九經

若《申》從五經分割出來，頭四卷書的脈絡便被打
斷，也同時否定了《申》的正典角色

前後先知書：亡國被擄的回顧前瞻回顧進入
迦南（約書亞）到離開迦南（約雅斤）的歷史，因
此，相對與五經，《前先知書》與《後先知書》反
而會有更緊密的連繫

總結

總結

《前先知書》既是歷史，又是預言，可算是一部預
言歷史，整卷書都貫徹「應許--應驗」的神學主題

《創》

《出》

《利》

《民》

《書》

《士》

《撒》

《王》

︽
申
命
記
︾

申命記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在歷史方面，摩西將西
奈的約，以摩押平原的約重申，以「恢復」耶和華的
聖約，為要給新一代以色列人做好準備，迎接將來

申命記也是所謂申典歷史的基石，它為歷史書（前先
知書）的發展設置舞台，讓聖約呼召以色列人選擇生
或死、祝福或咒詛，成為以色列立國影響深遠的憲章

《前先知書》回顧過去的聖約，解釋它對現今與將
來的意義，以歷史把過去和現今、將來連結起來

《前先知書》所關注的是：追述以色列人在宗教上
背叛神的後果，與及神和先知在當中飾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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