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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聖經是真實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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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的經文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
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路1: 3-4



• 你怎樣知道聖經是真的？也可能是人杜撰的，然後假托神講的？
• 聖經是神話嗎？許多記載都不合乎科學，是落伍的故事書罷？
• 聖經不是錯誤百出，前後矛盾嗎？
• 聖經如此古老，被抄寫和翻譯了多遍，這過程豈不會導致許多錯

誤？
• 聖經怎樣形成的？誰決定那本書可以編入聖經？
• 解經家眾多不同的意見，那個是正確的？還是隨人解釋罷？
• 舊約聖經中的神為何如此殘忍？神進化了嗎？
• 聖經不是贊成奴隸制度，重男輕女，多妻關係？
• 聖經不過是猶太人歷史，讀它有甚麼用處？還不如讀中國的四書

五經好

類似問題



• 神說的：
– 本身要說明是神的話，不是後人假托或想像的（好像金剛經）

• 古老的：
– 神不可能向古人沉默，直到最近才被人發現（好像摩門經）

• 現存的：
– 如果已經死掉的宗教，則不必去研究它（好像祆教，埃及教）

• 獨神的：
– 如果有兩位神，那豈不天天相爭，宇宙那裡會如此和諧有次序

• 廣泛的：
– 如果只有少數人知道，神豈不是太偏狹（好像喇嘛教，一貫道）

甚麼是神啟示應有的條件



• 影響的：
– 必須是對全人類有深遠影響的，而非只是令人欣賞（好像詩經）

• 道德的：
– 必須具有最高的道德標準，而非怪力亂神之類（好像可蘭經）

• 神學的：
– 必須論世界及人類的起源與歸宿，和神的旨意（好像論語）

• 易懂的：
– 必須是博士教授，和老弱婦孺都能看懂，無需再加解釋（好像佛經）

• 預言的：
– 必須講論將要發生之事，並且應當完全應驗

甚麼是神啟示應有的條件



• 聖經是發行最多的書：

– 根據聖經公會的統計，每年印刷超過七千萬本。從1800年到今天，
已有六十億本在世上。從地球一本本排起來，可以排到月球再排回來，
如此兩次。聖經自發明印刷術以來，發行量每年都是有增無減

• 聖經是翻譯最多的書：

– 到目前為止以有超過兩千一百種語文的翻譯，甚至沒有語言的少數民
族，翻譯者還要先為他們造出語言來

• 聖經是編成最久的書：

– 聖經66卷書是由四十幾位作者，經過一千六百年寫成的。作者有君
王，民族領袖，農夫，牧羊人，醫生，漁夫等，代表各個行業。雖有
不同背景，文化程度，但主題相連，前後一致，尤如一位作者所作

聖經的獨特性



• 聖經是影響最深的書：

– 整個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都是受聖經影響，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兒
童教育，一夫一妻等，都是由聖經而來。中國近代的解放纏足、去奴
隸蓄妾、西化運動、高等教育等，都與聖經觀念的傳播有關

• 聖經是超越時代的書：

– 新書多半出版五年即絕版，教科書每三年就要修定一次，但聖經從古
到今從未修正過，1947年的死海書卷更證明了舊約保留的完整

聖經的獨特性



• 手稿的數量：
– 超過五千份希臘文手稿，八干份拉丁文手稿，許多是只隔兩、三百年。約

翰福音的最早抄本僅差數十年。其他歷史著作如凱撒大帝的高盧戰記最早
抄本在西元九世紀，剩下約二十本。柏拉圖的四聯劇最早的抄本已相隔一
千兩百年，剩下七本

• 手稿的品質：
– 猶太人文士的職業就是抄寫聖經，他們的態度嚴謹，不同年代的手抄本之

差異是非常的少，經過這兩百年來的考據，已可以說是99.9%的準確

• 死海書卷：
– 1947年在死海西邊的一個牧羊人所發現的山洞裡藏有許多陶罐，裡面有古

洋皮卷聖經，後來鑑定為西元前200年至68年的手抄本舊約。比其他完整
的舊約手稿早了一千年，其中以賽亞書與今天的希臘文聖經並無差別

聖經的可靠性



• 考古學的佐證：

– 聖經中有許多豐富的資料，國家、君王、城市、風俗習慣、經濟，都
陸續得到證實。如漢摩拉比法典的發現，吾珥廢墟的開挖

• 史學家的佐證：

– 猶太史學家約塞夫（西元70年）的「古猶太人彙編」，和羅馬史學
家泰西塔斯的「編年史」，都記載約翰，雅各，耶穌的許多事跡

聖經的可靠性



• 真實的預言應有五個條件：

– 必須公開在大家面前宣告

– 必須別人都沒有想到過

– 必須清楚不含糊

– 必須經過一段時間而不受當事人擺佈

– 必須全部清楚應驗

• 聖經的預言都合乎這些條件：

– 例如有關推羅的預言（結26:3-14），有關巴比倫的預言（賽13:19 ），
有關近東列強的預言（但2），有關金門的預言（結44:2 ）

聖經的預言性



•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有三百多條都應驗了：例如
– 出生地（彌5:2 ）

– 名字（賽8:8 ）

– 嬰兒被殺（耶31:15 ）

– 開路先鋒（瑪3:1 ）

– 騎驢進城（亞9:9 ）

– 賣三十塊錢（亞11:12-13 ）

– 死的情景（詩22:16 ）

– 埋葬（賽53:9 ）

– 這些事發生在同一人身上的機率是1.5×1033。如果預言一千年內有八
百八十億人口，等於在堆滿地球陸地二十呎高的銅板中去找

聖經的預言性



• 正典的觀念：

– 正典（canon）的觀念與聖經有密切關係。此詞來自希臘文，意為蘆
葦，蘆葦之莖筆直可測度事物，引申為權威的標準、真理的準則

– 與正典相對應的是次經和偽經

➢ 次經（Apocrypha ，或「旁經」、「外典」）一詞，來自希臘文，原意是
「隱藏的事物」。在基督教內，次經則是指未收錄在新、舊約正典之中，但
在信仰上仍然具有參考或教導方面價值的經卷，但權威不足

➢ 偽經（Pseudepigrapha，原意為false writings）指的是那些假借某個知名人
士的名義所寫成的著作。在基督教內，特別指那些以舊約或新約裡面的人物
之名為書名（或作者名）的作品；其目的是要讓該作品在基督教群體中更有
影響力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正典的觀念：

– 與正典相對應的是次經和偽經

➢ 雖然也和次經一樣，也是未被收錄於正典之中但卻流傳於教會之間的基督教
早期著作；但和次經不同的是，它的地位比不上次經的地位。若說次經可視
為是信仰、靈修及教義方面的參考，那麼偽經可能只算是宗教層面的文學作
品

➢ 偽經數量非常多，成書時代多在主前200年至主後200年之間。十七世紀學者
法布里休斯（J. Fabricius,1668-1736）曾將偽經匯編成集。這個偽經文集中
包括：「啟示文學（如《以諾前書Enoch》、《以斯拉四記》）」、「見證
文學（如《十二族長遺言》）」、「智訓文學」、「禱文和詩篇（如《瑪拿
西禱言》、《所羅門詩篇Odes of Solomon》）」、以及「《舊約全書》的增
補（如《亞當夏娃傳》）」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正典的觀念：

– 與正典相對應的是次經和偽經

➢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新約作者在寫作時，雖然未曾引用過次經的內容，但
卻引用過部份偽經的內容。引用偽經最有名的例子是：聖經《猶大書》14的
內容是引用偽經《1 Enoch》1:9的內容

➢ 「偽經」不是「異端經」或「魔鬼經」，他們是初代教會中很多基督徒都熟
悉的「文學作品」。聖經作者引用偽經的內容來表達基督信仰有其處境的意
義。因此，引用「偽經」不會扁損「聖經」權威。另一方面，被引用的「偽
經」也不可能被提升到「聖經」的權威

聖經正典的形成



• 舊約正典的形成：
– 舊約正典完全承襲猶太教的希伯來經典。希伯來經典分律法書、先知

書和聖文集三部分，其正典的形成也分成三個階段，律法書最早，其
次是先知書，最後是聖文集
➢ 在猶太人眼中，律法書的權威遠超過其他文獻，地位崇高，無與倫比。它們

寫作的年代約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間，而正典地位可追溯到公
元前621年。猶大王約西亞在位，大祭司在聖殿裡找到律法書。約西亞王召集
所有領袖到聖殿，當眾宣讀，表示舉國上下決心遵行。律法書公開而隆重地
被確認為正典

➢ 先知書寫成的年代約從公元前1000年到400年之間。最晚在公元前二世紀已
有先知書的集成，除了以西結書和約拿書經過很多爭議最後才被接納之外，
其餘先知書很早就被賦予權威的地位

➢ 聖文集的著作此時已存在，可是其權威尚未被普遍承認

聖經正典的形成



• 舊約正典的形成：
– 公元前285年左右，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非拉鐵非國王以釋放十萬猶太奴隸為條件，

請耶路撒冷大祭司挑選七十名學者到亞歷山大城翻譯希伯來聖經。這譯本稱為七
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是新約時代通行的《希伯來聖經》的通用希臘
語譯本

– 除了希伯來正典之外，還增加了一些原本希伯來正典所沒有的書卷。由於兩者有
些出入，亞歷山大希臘文版被稱為「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 Books），
有別於巴勒斯坦希伯來文版的「第一正典」（Protocanonical Books）

– 公元70年羅馬將軍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燒毀聖殿，很多猶太經典被焚燒

– 公元90年猶太拉比在雅尼亞大會（Jamnia，位於今天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南方
十三英里的城市）再度確認律法書與先知書，同時也決定了聖文集的正典地位

– 聖文集被納入正典，跟律法書先知書不太一樣，不是被集體認定，而是一本一本
討論，其中箴言、傳道書、雅歌、以斯帖四卷爭議最多。同樣是正典，律法書和
先知書在正式崇拜中被宣讀，聖文集只有在特定場合中宣讀，其權威性仍有差別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死海古卷：
– 被稱為死海古卷的檔是在死海西北海岸的11個洞穴中發現的。該地點位於

耶路撒冷以東13英里處，低於海平面1300英尺。1946年底或1947年初，
一個貝都因少年牧羊人在照看他的山羊和綿羊時，偶然發現了懸崖邊上的
一個洞口。他和朋友們後來進入洞中，發現了一批大陶罐，其中一些陶罐
裡裝著羊皮和紙莎草書卷

– 考古學家發現了大約950份長短不一的不同抄本，大部分是碎片，不過也
有一些是完整的。這些抄本被分為三大類：聖經類、次經類和宗教著作。
次經書卷包括了《多比傳》、《猶滴傳》、《禧年書》和《以斯拉四書》
等作品。宗教著作則包括了對五經律法、各種聖經故事和先知書的解釋

– 這批發現中有230多個抄本都是聖經書卷，是現在舊約聖經中大部分經卷
的副本。這些書卷包含了《希伯來聖經》中除以斯帖記之外的每一卷書的
部分或完整抄本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死海古卷：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死海古卷：
– 大以賽亞書卷（Great Isaiah Scroll）是1947年在庫姆蘭發現的最初七部死

海書卷之一。它是所有聖經卷軸中最大（24英尺長）和保存最完好的書卷
之一，也是唯一一個包含舊約一卷書全部文本的書卷。該書卷寫在17張羊
皮紙上，包括希伯來語《以賽亞書》的所有66章。它的寫成年代約為西元
前125年，比此前在現代發現的最古老的希伯來聖經抄本要早1000年

– 死海古卷大部分寫於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二世紀之間。據碳測年估計，卷
軸上的一張動物皮大約來自同一時期。這些是已知最古老的聖經書卷抄本

– 學者們對誰抄寫和收集了原始的書卷還沒有達成共識。大多數人認為是一
個猶太教派，也有人認為是第一世紀的基督徒。根據目前的證據，最可信
的團體似乎是愛色尼人（Essenes）或撒都該人（特別是由撒督一派的祭
司領導的團體；代上16:39）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新約正典的形成：

– 新約最早的文獻是加拉太書，約在公元48年寫成，最晚的是啟示錄，
約在公元90年左右完成。新約廿七卷在短短四十年之間完成

– 第一世紀的信徒相信耶穌很快再來，所以雖然已有福音書和教會書信
流傳，還不覺得有必要將它們編成正典。到了二世紀初，使徒們一一
離世，羅馬帝國的迫害越來越厲害，教會僅能以非法的地下活動進行
傳教，許多作品傳來傳去、抄來抄去，難免滲入一些雜質，導致教會
內部意見分歧，異端邪說紛紛出現

– 為了解決內部糾紛，對抗異端，確立正統的信仰與教義，正典的問題
開始浮現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新約正典的形成：

– 首先想編列正典的是竟是一名異端。公元一百六十年異端馬吉安
（Marcion）草擬了一份新約正典清單。清單中只有保羅的十卷書信
以及一本刪改過的路加福音（把耶穌降生的故事以及引述的舊約經文
刪除）

– 馬吉安事件刺激教會開始重視正典的收集與編定。最早確認的是保羅
書信，大約二世紀初，保羅書信的集成已廣為流傳，而且最具權威

– 公元一百七十年左右，塔提安（Tatian）編纂《四福音合參》，顯示
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等四本福音書，已從當時眾多福音書中脫穎
而出，被賦予權威地位。其餘福音書，如彼得福音、多馬福音等等，
因為內容有荒誕不經之處而遭割捨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新約正典的形成：

– 公元170-210年間出現一份穆拉托里（Muratorian）正典目錄，其內
容與今天的新約目錄非常接近，只少了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三
書和希伯來書，多了所羅門智慧書和彼得啟示錄這兩卷偽經

– 公元第三世紀時末，教會重要的領袖均發表有關正典目錄的主張。他
們對於穆拉托里的清單沒多大異議，比較有爭議的只有啟示錄和幾卷
教會公函。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綜合當時各地教會意見，把新約分為
三類：

➢ 確定的經卷：四福音、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彼得前書、約翰一書與啟示錄

➢ 存疑的經卷：雅各書、彼得後書、希伯來書、約翰二、三書與猶大書

➢ 杜撰的經卷：偽經

聖經正典的形成



• 新約正典的形成：

– 到了第四世紀，存疑的經卷被接納，而偽經被揚棄。公元367年亞他
拿修主教擬定的新約正典廿七卷，與今日的新約完全相同。公元397
年迦太基大公會議，東西方教會一致接納廿七本卷新約正典

– 在新約正典形成與確認的過程，教會扮演重要關鍵。教會判定某某文
獻是否是正典，主要考慮三個因素：

➢ 作者身分：是否由某位使徒親自或授權所寫

➢ 實質內容：是否有來自上帝直接的啟示或間接的默示。直接啟示是指上帝或
耶穌親自對使徒所說的話，默示是指當聖經作者使用人類語言記錄上帝的啟
示時，在理性的領悟、文學的修養以及寫作的風格上得到聖靈的感動與引導

➢ 普及程度：眾教會的接納和應用是否廣泛

聖經正典的形成



•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聖經正典的差異：
– 第四世紀天主教大學者哲羅姆依據第二正典以及新約聖經翻譯了通用拉丁

文聖經，又稱武大加譯本（Vulgate）。天主教接納此譯本為聖經正典，
不過重新編排之後，舊約有四十六卷，新約廿七卷

– 後來，羅馬天主教又召開三次大公會議（1441年的佛羅倫斯；1546年的天
特；以及1870年的梵蒂岡）隆重宣佈二十七卷新約以及依據《七十士譯本》
譯成的四十六卷舊約（即第二正典）為聖經全部的正典

– 宗教改革時期銳赫林（J. Reuchlin）主張舊約既是依據希伯來聖經，應該
只有第一正典才算。這個見解受到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的支持，
因此基督新教只接受第一正典為舊約，並將它重新編排成三十九卷，第二
正典中多出來的書卷稱為次經，仍列入舊約，供作參考。公元1648年衛斯
敏特會議反對把次經納入舊約之內，公元1826年聖經公會印發聖經時就將
次經刪除

聖經正典的形成



•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聖經正典的差異：

– 天主教聖經共七十三卷，基督新教六十六卷。新約部分二十七卷兩者
完全相同，舊約天主教四十六卷，比基督教三十九卷多出了七卷，兩
者差異如下表所示：

聖經正典的形成

天主教舊約 基督教舊約 備註

1.多俾亞傳 無 天主教獨有

2.友弟德傳 無 天主教獨有

3.馬加比上 無 天主教獨有

4.馬加比下 無 天主教獨有

5.智慧篇 無 天主教獨有

6.德訓篇 無 天主教獨有

7.巴路克 無 天主教獨有

艾斯德爾傳 以斯帖記 天主教加了六篇補記

達尼爾 但以理書 新教只有十二章。天主教第三章添加了阿匝黎雅的祈禱、三青年讚美上主歌。蘇撒納傳納入第十
三章，貝爾和大龍納入第十四章。



• 加爾文對聖經的權威有一個很精闢的見解，他從聖經中看到神
的聖靈和神的話經常一同做工，因此，聖經的權威是建立在聖
靈內在的見證，就是聖靈運行在人心裡的見證

• 關於神的話和聖靈的工作，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
– 所有對神的話的理解，一定要透過聖靈的感動

– 所有對聖靈的體驗，都必須通過神的話的檢驗，換句話說，一定會
與神的話相符合

• 神的話與聖靈的互動非常密切，可以說是相互連結。因此，當
我們在讀聖經時，必須尋求聖靈的感動和指引；而當我們在尋
求聖靈時，也需要從聖經─神的話裡去尋求印證，兩者都不可
偏廢

聖經正典的形成



• 你相信聖經的字面意思嗎？
– 這問題本身不清楚，好比在問：「你是否停止打太太了嗎？」聖經與

希臘神話或伊索寓言不同，每個字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 聖經真的沒有任何錯誤嗎？
– 錯誤的定義是會引起誤解的意思，我們說「旭日東昇」，這不能說是

錯誤，因為無人會誤解其意。又如，古代對歷史的準確性不如今日，
許多時候聖經給一大概數目，不能算錯。也有的是筆誤（王上4:26 ；
歷下9:25 ），對意義無重要。還有的翻譯錯誤（王下23:29 ）

• 聖經不是前後有許多矛盾嗎？
– 說這樣話的人多半沒有好好讀過聖經。譬如有人說創世記第一和第二

章矛盾，其實壹一個論及細述，一個總結，並無矛盾

聖經不是充滿了錯誤嗎？



• 聖經不是違反科學原理嗎？

– 聖經寫成時必須要對當時的第一讀者有意義，那時並無科學觀念。聖
經並非科學教科書，它並不與科學衝突（伯26:7 ），只是有人要強
加解釋（好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 聖經的重點是「誰」「為何」創造宇宙，而非「何時」「如何」造的

聖經不是充滿了錯誤嗎？



• 要分別出人的著作與神的啟示之不同

– 人類的書分三類，談物，談人，談神。但這都是人的想像，唯有聖
經是神向人的啟示。

• 說明聖經之價值不單完全在乎內容，並且也是神的啟示之活
性，就是神會就聖經感動我們，顯明神的心意。

• 對說我不相信聖經的人可以問他：「你瞭解聖經中的信息
嗎？」多半人是不知道，人云亦云，建議先不要管旁枝細節，
而先介紹聖經的主題。

一些基本辯證原則



• 聖經可能是人杜撰然後假托神講的嗎？

– 這種經典決受不起時間的考驗，摩門經從出版到今一百五十餘年，已
修定十餘次

– 佛經多半無考據之實

• 聖經是神話嗎？

– 聖經是神的話，不是神話。神的話不違背自然而超自然。

• 聖經是因人解釋而異嗎？

– 教派不同但正統教義都是一致的，大家都相信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

– 不同的解釋在於一些細枝末節，無關緊要，上下文是最重要。

與聖經有關的問題與解答



• 舊約聖經中的神為何如此殘忍？

– 神有慈愛與公義，背逆神就會遭災。聖潔是不能妥協的，引誘以色列
人去犯罪的必受罰（數31:16-17 ）。人對神的認識是漸近的，以色列
人是在那種求生存的時代中。但神仍是講理的（申20:10-13 ）。

• 聖經不是贊成奴隸制度嗎？

– 聖經對奴隸如同長工一樣，是受人尊重的（伯31:13-14 ；出21:26-27 ；
申23:15-16 ）。奴隸制度是社會現象，但不是一個好的制度

與聖經有關的問題與解答



• 後現代主義對《聖經》的權威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 後現代主義否定人們認識客觀真理的可能性、甚至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

從而把人類的一切認知相對化。這樣，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威，所以很
難接受《聖經》是神啟示的絕對真理，很難接受《聖經》具有至高無上的
權威

– 他們反對基督教傳統的釋經學，即反對歷史―文法式（grammatic-
historical）的釋經方法：按照經文的文法所表達的意思，結合作者寫作時
的歷史、文化背景，讀出《聖經》的作者所傳達的真理，並將這些真理應
用到現實生活中。後現代主義者認為，語言是文化的產物，不可能表達普
世的和絕對的真理；由於讀者的語言情景與作者的語言情景的差異，讀者
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意思。他們提倡文化―語言式（culture-
linquistic）的釋經法，主張經文與讀者對話、互動、交匯。實際就是按個
人的私意解讀《聖經》，不是把《聖經》的意思讀出來，而是把自己的意
思加到《聖經》裡去

如何和後現代的人談聖經？



• 應該有自己對神的話與領受的看法：

– 客觀的真理與主觀的讀經經歷都很重要，不要偏頗也不要畏縮，相信
神的啟示有絕對權威是可信的

• 在生活中去實踐自己對聖經的領受

– 因為後現代的人不相信“絕對”的真理，當我們把所信的去行出來的
時候，他們會尊重並開始相信我們所信的及所講的

如何和後現代的人談聖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