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書概論
第⼀課福⾳書背景介紹



四本福⾳書，⼀位耶穌
• 四本福⾳書的每⼀本都是要為耶穌基督的位格與事⼯提供⼀個獨

特的觀點⽽寫。
• 四本福⾳書同時展現了合⼀性與多樣性 （unity and diversity） ，

⾒證同⼀位耶穌 （合⼀性）， 卻從獨特的⾓度來看祂（多樣性）。
ü⾺太福⾳：耶穌是那位猶太⼈的彌賽亞，舊約聖經盼望的應驗。
ü⾺可福⾳：耶穌是受苦的神的兒⼦，祂獻上⾃⼰為贖罪祭。
ü路加福⾳：耶穌是全⼈類的救主，祂把救恩帶給列國與各民族。
ü約翰福⾳：耶穌是那位永恆的神的兒⼦，⽗神的⾃我啟⽰。



对观福⾳与约翰福⾳
• ⾺太、⾺可和路加福⾳被稱為對觀福⾳（Synoptic Gospels），因

為它們從⼀個相似的⾓度來看耶穌的⽣平與事⼯，依循相同的⼤
綱，並且記錄許多共同的內容。
• 約翰福⾳則提出⼀個顯著不同的觀點。其省略了對觀福⾳書中的

許多記載，卻納⼊不少獨特的內容。寫作⾵格上較為強調耶穌⾔
⾏的神學意義。



福⾳書的⽂體（1）
• 福⾳書是歴史⽂獻

ü福⾳書具有⼀個寫作的歴史。作者們根據他們能夠取得的傳統與來源來撰
寫他們的作品。

ü福⾳書是歴史性的，因為它們有特定的歴史處境。背景就是羅⾺統治時期
的第⼀世紀巴勒斯坦。

ü福⾳書是歴史性的，因為它們要傳遞准確的歴史訊息。四福⾳書是神在⼈
類歴史之中作為的記錄，祂透過祂的兒⼦介⼊⼈類的歴史。

• 福⾳書是敘事⽂學
ü福⾳書也是具有典型故事特性的敘事⽂學，包括構思、⼈物、和場景。盡
管四福⾳書所關注的是相同的歴史事件——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它們卻表達出這些事件的不同版本。它們從不同的觀點介紹⼈物，它們
以不同的⽅式發展整個的構思。它們也強調不同的場景。



福⾳書的⽂體（2）
• 福⾳書是神學作品

ü福⾳書是神學性的⽂件，寫來教導並⿎勵信徒，並且說服⾮信徒相信他們
信息的真實性。從它們特別註重透過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所完成的
拯救⼤⼯可以看出這點。

ü⾺可介紹他的故事為那「福⾳」，並且強調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這
是在祂的事⼯中兩個重要的頭銜。⾺太毫不保留地顯出他對於耶穌的猶太
祖先——尤其是祂來⾃亞伯拉罕和⼤衛這⼀⽀——的興趣。這就表明他著
重在耶穌成全了神對以⾊列⼈的應許。路加則關注於寫出⼀部正確的歴史
記載。約翰介紹耶穌是先存的神的道，神的⾃我啟⽰。

• 總⾔之，我們可以將福⾳書歸類為基於神學動機的歴史敘事。它
們的⽤意不但是要傳遞有關耶穌的正確的歴史資料，並且要解釋
和說明這些帶來拯救的事件。



福⾳書的寫作⽬的
• 簡單的回答是，每⼀位福⾳書作者都有⼀個故事要訴說。每⼀位

都想要為耶穌畫⼀幅特別的肖像，要強調某些神學主題，還有針
對教會之中特定的問題。
ü歴史性的：有必要有⼀份關於耶穌的⾔與⾏的忠實⽽有權威的記錄。
ü教理性的：有必要教導歸信基督信仰者。
ü禮儀性的：教會中需要有敬拜的材料。
ü勸勉性的：勉勵並確保信徒保持他們的信仰。
ü神學性的：為了解決內部的爭議。
ü護教性的：有必要回應外來對教會的攻擊。
ü傳福⾳的：有必要呼召⼈歸信耶穌。



福⾳書的對象
• 幾乎⼀致的共識是福⾳書主要是寫給信徒、⽽不是⾮信徒的。
• 福⾳書的寫作者們應該是個別教會的會友，⽽且⾃然地針對他們

的教會（或是⼀些教會）的需要和關注議題⽽寫。
• 就算福⾳書的作者特別考慮到他們特殊社群的需要⽽寫，他們也

⼀定會想到更廣⼤的基督徒對象，期待他們的福⾳書會被抄錄並
傳到各個不同的教會。



如何讀四福⾳書
• 「垂直」來讀：跟著故事的發展。聖靈默⽰四本不同的福⾳書有

獨特的主題與⽬的。
• 「⽔平」來讀：⽐較它們的記錄。使讀者更清楚地看到每⼀本福

⾳書的主題與神學。
• 調和何時適⽤？雖然調和式的研讀福⾳書有錯失每⼀本福⾳書的

敘事和神學主題的危險，當問到歴史性的問題時，調和有其益處。
•結論：雖然福⾳書是在⼀個特定的時候、特定的地⽅、並且為了

特定的⽬的⽽寫，它們卻對教會有超越時間的幫助。四福⾳書獨
特的合⼀性與多樣性為歴世歴代的教會提供了耶穌基督權威性與
默⽰性的描述。



福⾳書發展的四個主要階段
•階段⼀：歴史上耶穌的⼀⽣、死、復活（這些事件的本⾝）。
•階段⼆：⼝傳時期，就是有關耶穌的教導和故事主要透過⼝述的

⾔語被傳遞下來。
•階段三：原始資料的書寫時期，就是開始把收集的語錄和其他資

料書寫下來，併匯集。
•階段四：福⾳書本⾝的寫作。



福⾳書的歴史背景

《—北國以⾊列被滅（主前722年），撒瑪利亞⼈的源起。

《—南國猶⼤被滅（主前586年），第⼀聖殿被毀。

《—所羅巴伯在主前516年建成第⼆聖殿。巴⽐倫、波斯
帝國時期，亞蘭⽂代替希臘⽂，⽂⼠、⼝傳律法和會
堂的興起。

《—猶太社會（思想與⽂化）的希臘化。猶太⼈散居各地，
希臘⽂流⾏，七⼗⼠譯本出現，希臘哲學、宗教影響
猶太⼈。

《—⽼祭司⾺他提亞在猶太村莊莫典（Modein）起義，
其⼦猶⼤英勇善戰，贏得「⾺加⽐」（亞蘭⽂的「榔
頭」）外號。

《—羅⾺將軍龐⾙攻⼊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主後70年）。
猶太⼈在羅⾺帝國統治下。



第⼀世紀猶太教核⼼信仰
• ⼀神論

ü猶太教基要信仰是相信獨⼀真神，雅威（YHWH），祂創造了天地。其他的神
明都只是偶像，不配受敬拜。這個信仰使猶太教從希臘—羅⾺世界的許多其他
多神宗教區分出來。

• 聖約：以⾊列作為神的選民
ü這位獨⼀真神進⼊⼀個與以⾊列百姓特殊的⽴約關係中。這約（covenant）最早
是賜給亞伯拉罕的，神在約中應許祂的賜福、⼀個⼤國、還有⼀塊地給他的後
裔（創12:1∼3；15:1∼21）。所有的男孩都要受割禮，作為這個約的標誌與印記
（創17）。

ü亞伯拉罕之約在摩西之約中被應⽤在以⾊列民族⾝上，律法（妥拉）在西奈⼭
透過摩西⽽賜下（出19，24）。如果以⾊列民遵守神的律法，祂就賜福他們，並
且把應許之地賜給他們。

• 律法（妥拉）：信守聖約的標准
ü以⾊列在這個約的關係中的責任就是對神的律法忠⼼。對律法忠⼼就是對約忠
⼼，會帶來在以⾊列所居之地的福分與豐盛。不忠就意味著審判和被擄。



第⼀世紀猶太教的宗教制度
•猶太教⼤致上可以從兩個重要且平⾏的制度來區別，在第⼀世紀

的時候，兩者都很興旺。
1) 耶路撒冷聖殿和它的祭司制度與獻祭系統。
2) 各地以敬拜和研讀妥拉為中⼼的會堂。



獨⼀真神的唯⼀聖殿
• 耶路撒冷聖殿是以⾊列⼈宗教⽣活的中⼼。申命記指出這個中⼼性的聖所是唯⼀能獻
祭之所在（申32：5∼14）。有聖殿之前，以⾊列⼈有可移動的會幕，他們從埃及出來
之後在曠野裏⼀直帶著⾛（出25∼30章）。第⼀個耶路撒冷聖殿為所羅⾨所造，但是
後來在主前587年毀於巴⽐倫⼈之⼿。第⼆個耶路撒冷聖殿於被擄後為所羅巴伯所建，
後來被⼤希律⼤⼤擴建，並且變成古代世界最輝煌的建築物之⼀。

• ⾮猶太⼈只能進到外邦⼈的外院。向內前進就來到⼥院（給所有的以⾊列⼈），然後
是以⾊列⼈院（給禮儀上潔凈的男性），最後是祭司院，就是聖殿的所在。在這個庭
院裏祭司每⽇在祭壇上獻上燔祭。聖殿被分為兩室，每⼀室都有⼀個⼤幔⼦保護著。
第⼀個是聖所，其中有⾦燈臺、陳設餅桌，還有⾹壇。祭司每⽇兩次到此焚⾹。裏⾯
的⾄聖所是猶太教最為神聖的地⽅，⼤祭司⼀年⼀次於贖罪⽇才得進⼊。在舊約聖經
時期，⾄聖所裏⾯有約櫃。

• 這聖殿⼤院不只是獻祭的地⽅，它也是司法、宗教、以及社群⽣活的中⼼。敬拜在此
進⾏，有利未⼈詩班的唱詩，⼈們在此獻上禱告（路18:11，24:53），⼗⼀奉獻在此獻
上（可12:41），還有在此慶祝節⽇。拉⽐在此教導（可14:49），還有猶太公會——猶
太⼈的最⾼法院——在此召開會議。



利未⼈與祭司
• 利未⼈是利未的後裔，利未是雅各⼗⼆個兒⼦中的⼀位。不像其他以⾊列⽀
派，他們在那地沒有分配產業，⽽是被分別為聖，成為神特別的⽀派，代替
以⾊列的所有⾧⼦（民3:41，45；8:18；35:2∼3；申18:1；書14:3）。他們的任
務是要擔任在會幕後、後來是聖殿中服事的祭司的助⼿（民18:4）。利未⼈
在新約聖經中只提到三次（路10:32；約1:19；徒4:36）。
• 祭司也是利未⼈，但是特別是亞倫的後裔。亞倫是摩西的哥哥，也是以⾊列
的第⼀位⼤祭司。祭司的功能是每⽇獻祭，維護聖殿場地，收取⼗⼀奉獻，
宣告祝福，以及施⾏潔凈禮儀（利13∼14章；參：可：1:44）。



⼤祭司
• 祭司們是由⼤祭司來監督，⼤祭司是猶太教最⾼的宗教職位。這個職位是由
繼承⽽來，並且是終⾝職。⼤祭司監管聖殿敬拜，收取稅捐，還有施⾏許多
⾏政事務。他擁有特權，可以每年⼀次在贖罪⽇進⼊⾄聖所，為整個國家獻
祭（利16:1∼36；來9:6∼7）。
• 被擄於巴⽐倫之後，祭司在重新召聚⼈民，重建團體敬拜上扮演關鍵⾓⾊。
沒有了⼤衛式的君王在王位上，⼤祭司承接的許多⾏政與宗教的職分。雖然
在哈斯摩尼時期遭到濫⽤，⼈民對於⼤祭司是相當尊敬的。該亞法是耶穌時
代的⼤祭司，盡管他的岳⽗亞那早先被羅⾺⼈廢去，他還是相當有影響⼒的
（太26:3、57；約18:13∼14；徒4:6）。



猶太公會
• ⼤祭司也是猶太⼈最⾼法院——也就是猶太公會——的⾸領。猶太公會最初
是由耶路撒冷貴族組成，包括平信徒領袖和祭司。福⾳書論到⼤祭司時是以
復數表達（經常翻譯為「祭司⾧」）。這些⼈⼤概就是耶路撒冷富有的、勢
利的祭司們，他們是猶太公會議會的成員。許多祭司則住在鄉間（路1的撒迦
利亞），從事世間買賣⽣意勉強為⽣。他們理應得到祭物的⼀部分和聖殿的
⼗⼀奉獻（林前9:13；來7:5），但是由於貧窮或腐敗的緣故，他們並未得到
給付。



會堂
• 在耶路撒冷聖殿作為猶太⼈敬拜中⼼的同時，耶路撒冷因為會堂社群在整個
羅⾺帝國各地的成⾧⽽逐漸去中⼼化。會堂是猶太⼈敬拜、教育、和社群聚
集的場所。會堂的起源併不是很清楚，可能要追溯到被擄於巴⽐倫之時，所
羅⾨聖殿被毀以及獻祭系統停⽌之後。在第⼆聖殿時期會堂和聖殿都是猶太
⼈敬拜的主要場所。在任何地⽅，只要有⼗個猶太男⼈，就可以成⽴⼀個會
堂。
• 會堂敬拜包括誦讀信仰告⽩，也就是「⽰瑪」（Shema），禱告，讀律法書
和先知書，他⽿根（舊約聖經的亞蘭⽂意譯），當天⼀段經⽂的講道，以及
結束時的祝福。任何符合資格的男性都可受邀讀經並給予教導（就像耶穌在
路4:16及保羅在徒13:15）。會堂主管負責維護會堂並安排敬拜儀式（可5:35；
路13:14）。他有⼀位助⼿照料經卷（路4:20），並且吹公⽺⾓號，宣告儀式
的開始與結束。



⽂⼠（1）
• 被擄後猶太社群最重要的發展之⼀就是建⽴了⽂⼠的專業。在新約聖經也被

稱為「律法的教師」和「律法師」。⽂⼠是解釋與說明摩西律法的專家。⽂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祭司以斯拉，他基於律法建⽴了被擄後的猶太教信仰
（拉7:6∼26；尼8:1∼9）。
• 隨著教導妥拉在猶太教信仰的⽣活取得中⼼性的地位，⽂⼠的職分也更為重
要且具影響⼒。在以⾊列，從鄉村到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後來被稱為拉
⽐的⽂⼠的⾝影。他們解說律法在每天⽣活中的應⽤，訓練⾨徒，並在拉⽐
學校教育孩童。⽂⼠在聖殿中（路2:49；可14:49）和會堂裏都有教導。⼀般
是透過死記硬背來教導，學⽣被教要逐字重復古⼈的傳統。在福⾳書裡，耶
穌活潑的教導和祂個⼈的權柄，與⽂⼠形成了對⽐。⽂⼠只能從述過去的傳
統⽽已（可1:22）。



⽂⼠（2）
• 許多⽂⼠是法利賽⼈（可2:16；徒23:9），雖然他們當中也有撒都該⼈和祭司
（參：太2:4；21:15）。⽂⼠職分不像祭司，並不是繼承⽽來，是經由他們的
知識和能⼒⽽來。⼀群學⽣會聚在⼀位⽼師⾝邊，尋求進⼊他的「師⾨」。
那些有潛⼒的會被審查，假如被接受的話，就可以和那位⽼師同⾏，觀察他
的⽣活形式並向他學習。根據使徒⾏傳22：3，保羅是在耶路撒冷頂尖的拉⽐
加瑪列的⾨下受教。
• 新約聖經提到⽂⼠時，⼤部分都是負⾯的。⽂⼠和法利賽⼈⼀同因為他們的
律法主義和假冒為善⽽被定罪。然⽽，耶穌在⾺太福⾳13：52，肯定這個位
份的正當性：「凡⽂⼠受教做天國的⾨徒，就像⼀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來
新舊的東西來」（參：太23:1∼2）。



猶太教內部的宗教團體（1）
•撒都該⼈：

ü⼤概是源⾃於撒都祭司家族，他在⼤衛統治時期擔任⼤祭司。在耶穌的時代，撒
都該⼈掌控祭司職分和⼤部分的政治事務，是猶太公會的當權派（徒5:17）。

ü因為他們對政治的介⼊，⽐起法利賽⼈或愛⾊尼⼈，他們對希臘⽂化的影響持更
開放的態度。撒都該⼈是安於現狀的黨派，滿⾜於羅⾺⼈帶來的秩序和穩定。

ü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也就是摩西所写的头五本书——才是具有完全权威的
经卷，否定法利赛⼈的⼝述传统。

ü撒都該⼈並不從⼤衛家譜中期待彌賽亞（君王），因為那會威脅到他們的政治權
利。

ü撒都該⼈和法利賽⼈的不同，還有拒絕相信預定論（或決定論）、靈魂不朽、以
及⾝體復活。顯然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教義是從摩西五經之外的教導得來的
（參：太22:23；可12:18；路20:27）。路加在使徒⾏傳裏也提到撒都該⼈不相信天
使或⿁魂（徒23:8），可能是指天啟猶太教特有的天使次序和階級制度。



猶太教內部的宗教團體（2）
•法利賽⼈：

ü可能是源⾃哈西德教派的敬虔猶太⼈，他們與⾺加⽐併肩做戰。他們後來在對抗
有希臘化傾向的哈斯摩尼王朝的事上分裂。

ü撒都該⼈⼤部分屬於上層權貴與祭司，法利賽⼈則主要為中層的⾮神職⼈員信徒，
⼤概是⼯匠或商⼈。撒都該⼈擁有更⼤的政治權利，但是法利賽⼈擁有⼈民更廣
泛的⽀持。他們在會堂社群有較多的參與，並且是較窮階級和權貴之間的中介⼒
量。

ü法利賽⼈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們嚴守妥拉，不但是書寫的律法，還有⼝傳律法，
這是從舊約聖經中的律法延伸擴⼤⽽來的⼀⼤套傳統（「古⼈的遺傳」，可7:3）。

ü對⽐於撒都該⼈，法利賽⼈相信死⼈復活（徒23:8），並且採取介於撒都該⼈所
信的⾃由意誌和愛⾊尼⼈相信的預定論（決定論）之間的中間路線。他們對彌賽
亞，⼤衛的⼦孫，懷有強烈的盼望，這位彌賽亞會救他們脫離外國的壓迫。這使
他們反羅⾺，但沒有像奮銳黨⼈和其他的⾰命分⼦那麽積極反抗。



猶太教內部的宗教團體（3）
•愛⾊尼⼈：

ü可能源出於哈西德運動。他們的信仰與法利賽⼈類同，但是更為傾向分裂主義者。
他們嚴格地遵守律法，並發展他們⾃⼰嚴厲的法律典章。⼤部分的學者都認為產
⽣死海古卷的昆蘭社群是愛⾊尼⼈。

ü這個社群的觀點是具有天啟⾊彩的，他們把⾃⼰看為是公義的余民，「真正的以
⾊列」，⾯臨即將來到的這個世代的終局。他們也依此解釋聖經，採⽤⼀種神秘
的⽅法，把聖經的預⾔應⽤在他們⾃⼰的處境。他們預期神很快就會介⼊來拯救
祂的⼦民，⽽且他們會加⼊神的眾天使，參與⼀場對抗羅⾺⼈的⼤戰。

ü早期基督教和昆蘭派有些有趣的平⾏之處。他們都⾃認為是神的公義的余民。在
他⼈叛教時，仍能忠於祂在約中應許的少數⼈（⾒：羅11:1∼10）。兩者都是末
世傾向的，都期待現今世代的⽴刻結束，他們都以他們最近的過去和最近的將來
的事情來解釋舊約聖經。

ü不過還是有重要的相異之處。昆蘭派是⾮常律法主義的、排他的，殷切期望他們
彌賽亞們將來的來到。相反的，基督徒則宣告隨著耶穌這位彌賽亞的來到，末世
已經展開。神的應許正藉著耶穌的⽣、死、與復活，以及藉著普世性的福⾳宣揚
被成全。未來要終極成全的救恩已經達成。





第⼀世紀猶太教的趨勢（1）
•天啟主義

ü天啟主義是指從主前200年到主後200年期間在以⾊列興起的各種末世性（「末
期」）的運動，這是政治不穩定且常有外國勢⼒控制的⼀段時期。

ü天啟⽂學作品期待神⽴即介⼊⼈類歴史，建⽴祂的國度，拯救義⼈，審判罪⼈，
並且帶進將來的世代。

ü天啟⽂學雖然興起於多種不同背景與處境，⼀般來說，它是「危機」⽂學，為了
⿎勵神的⼦民⾯對極端艱困時能夠堅韌到底⽽寫。在有些天啟⽂學作品裏，唯獨
神是拯救者。在另⼀些作品中，⼀位彌賽亞或是神的其他代理者會介⼊。

ü在天啟⽂學中出現的意象，許多均來⾃舊約聖經以賽亞書（24∼27，56∼66等
章）、以西結書、約珥書、撒迦利亞書、以及尤其是但以理書預⾔的末世論。

ü從某個⾓度來說，早期基督徒可以被稱為是天啟主義式的，因為他們期待耶穌即
刻的來臨，拯救義⼈，處罰惡⼈。耶穌的橄欖⼭講論（可13及其平⾏經⽂）和啟
⽰錄包含了舊約聖經中的天啟⽂學意象。

ü基督徒和猶太天啟主義之間⼀個很重要的區別在於，對基督徒⽽⾔，救恩有過去、
現在、和將來三個⾯向。它已在過去成就了（羅8:24），現在仍在成就當中（腓
2:12），在未來要完滿實現（羅5:9∼10）。



第⼀世紀猶太教的趨勢（2）
•彌賽亞的期待

ü猶太⼈強烈渴望神在⼈類歴史中的介⼊，加強了對於⼀位「受膏者」或⼀
位「彌賽亞」來臨的盼望，他會代表神在地上建⽴⼀個公義和公正的國度。

ü第⼀世紀最廣泛的彌賽亞盼望是⼤衛家的彌賽亞，從⼤衛⽀派⽽來的君王
會消滅那些壓迫以⾊列的⼈，重建她的獨⽴主權，並且在⼤衛的寶座上以
公平正義統治，直到永遠（⾒：撒下7；賽9，11；耶23:5∼6；詩2，89，
110）。

ü盡管第⼀世紀猶太⼈廣泛相信⼀位彌賽亞要出於⼤衛的後裔，但並⾮所有
的猶太⼈都如此相信。像撒都該⼈這樣的團體就完全不期待有彌賽亞，⽽
是滿⾜於當時祭司領袖的統治。撒瑪利亞⼈期待的彌賽亞是像摩西的拯救
者，⽽⾮⼤衛家的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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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