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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的分類



被擄與歸回後的時間線



• 但以理書
➢ 講述神的權柄國度，鼓勵餘民在被擄中持守信仰，認識神是至

高者，是人世宇宙的掌權者。國度的興衰在祂手中，唯有仰望
神永久的國度，才有永恆的價值

• 哈該書
➢ 信息雖從重新建殿的重要性為出發點，但仍以彌賽亞的到來、

神的國度必臨、神對萬邦的審判必至為中心，來勉勵百姓忠心

• 撒迦利亞書
➢ 強調神是歷史的主宰，祂是守約施恩的神，歷史的進程都在祂

的掌握之中。推進的方向就是耶和華要回到子民當中，與他們
同住，作他們的神。完全的更新將要實現，榮耀的錫安要歸耶
和華為聖，那時聖城和聖殿都要彰顯神的榮耀

• 瑪拉基書
➢ 是先知信息的結語，是神對舊約子民話語的總結，映照了新約

時期的來臨。具有連結新舊約，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帶出世
人唯一的盼望與出路，就是那將來到的彌賽亞耶穌基督

本課主要經卷



• 概論
➢ 但以理書就像是舊約的啟示錄。啟示文學與先知預言文學

不同；先知書多為詩歌體裁，宣告罪行懲罰，雖也預言未
來，但是不像啟示文學常用異象表徵的隱晦性

➢ 但以理書以散文敘述的方式寫作，前六章是故事題材，後
六章是啟示異象

➢ 本書另一特色是用兩種文字寫成，有一半是亞蘭文（2:4b-
7:28），其他部份則是用希伯來文

➢ 亞述征服亞蘭後，開始使用亞蘭字母，後被巴比倫，波斯，
當成官方公文文字，直到亞歷山大時才改成希臘文。亞蘭
文與希伯來文很接近，以色列人被擄之後，亞蘭語為平民
所習用，而古希伯來語則是宗教語言和上層階級所使用。
亞蘭文從主前八世紀直到主後六世紀，是近東的主要語言；
六世紀之後才被阿拉伯語取代。主耶穌傳道的時候，也曾
用亞蘭文佈道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本書在七到十二章用第一人稱，作者一定是但以理；前面

六章用第三人稱敘述，雖有過爭議，但歷來教會都同意是
出於但以理之手。用第三人稱可能是為官方記錄，或出於
謙卑

• 歷史背景

➢ 巴比倫，又名迦勒底，位於現今伊拉克南部，在底格里斯
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附近一帶平原，稱為美索所不達米亞
平原

➢ 在626 BC 左右，亞述所派管治巴比倫的拿布普拉撒反叛，
建立新巴比倫王國。聯同伊朗高原的瑪代王國，在612 BC 
攻陷亞述首都尼尼微。亞述帝國在609 BC 為新巴比倫王國
及瑪代王國瓜分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新巴比倫王國分取了亞述帝國位於底格里斯河以西土地，

包括兩河流域南部，敘利亞，巴勒斯坦及腓尼基一帶。瑪

代則奪取伊朗高原一帶，包括南部的波斯。瑪代和波斯原

為同一民族，位於底格里斯河東的伊朗高原；瑪代在西北，

波斯在西南

➢ 新巴比倫王國在尼布甲尼撒時處於顛峰。其後短短七十年，

巴比倫卻在伯沙撒手中亡於波斯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居魯士第二）的將領瑪代王大利烏手上。古列是古

代第一位平等看待不同文化的君王，他也容許以色列人回

歸故國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但以理書的一到六章記述發生在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到瑪

代大利烏王的時期，第七到十二章則是講述波斯和希臘帝

國將要發生的事，也預言末世的景況。信息的中心是藉著

神在外邦掌權，地上的君王必須降服在天上的君王腳下，

顯明神至高的權柄；也鼓勵神的子民忠信，神永遠的國度

終必實現，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到末期享受神的福

份

➢ 但以理大蒙神的眷愛，因他忠心信實又謙卑。神給他能力

解夢得見異象，所以從巴比倫王到瑪代波斯王，都得以認

識神的大能與權柄，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也使神的名在外

邦中被高舉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但以理書可分為兩大段：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內容 時間 文體 經節

身世介紹（被擄） 尼布甲尼撒 希伯來文 第一章

歷史部份（宮廷故事）

－第一次解夢

－同伴生命受威脅

－第二次解夢

－解釋壁上文字的異象

－但以理被扔獅子坑

（巴比倫到波斯）

尼布甲尼撒二年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

伯沙撒

瑪代大利烏

亞蘭文 二到六章

2：1－49

3：1－30

4：1－37

5：1－31

6：1－28

啟示異象

－見四獸與人子

－綿羊與山羊（天使加百列講
解）

－七十個七（天使加百列講解）

－見細麻衣者講解異象

－南王和北王

－末世的異象

伯沙撒元年

伯沙撒三年

瑪代大利烏元年

波斯王古列三年

波斯王古列三年

波斯王古列三年

亞蘭文

希伯來文

7：1－28

8：1－27

9：24－27

10：1－21

11：1－45

12：1－13



• 主題信息
➢ 人的國度
― 神在但以理書中帶出西方近代的四個重要帝國，從巴比倫王尼布甲

尼撒的夢（2:31-43），但以理自己的四個獸的夢（7:1-23），綿羊
與山羊的異象（8:1-23），到南王和北王的交戰（11:1-45），預言
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和羅馬帝國的替代

➢ 神的國度
― 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 永不敗壞的國度

― 永義的國度

➢ 但以理書闡明人類國度的迭起，全在大能的神的掌握中。神自
創世以來的救贖計劃，在歷史的長河中慢慢前進，直到末世基
督再來，成就祂永遠的國度。基督徒有時常專注於研究但以理
看見的異象到底是什麼，而忽略了整本書的最重要的啟示：就
是勉勵神的子民堅守真道，在各種異教或人文思想下站立得穩，
為真理作見證，使多人歸義

但以理書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哈該書由四則神諭構成，日期開始與大利烏一世第二年（六月

到九月）。哈該書最好與以斯拉記一起讀，以斯拉記1-6章的記
載是哈該書信息的背景

➢ 其中很多重要的重複字：「耶和華說」、「小心省察自己的行
為」、「神的殿」與「人的房屋」、「我與你們同在」、「當
剛強」、「震動天地」等，這些都與「神的榮耀」有關。此外
一如之前眾先知的神諭，百姓現今的盼望與遙遠未來的盼望交
錯，描繪中彌賽亞國度的降臨和最終的得勝與審判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哈該希伯來原文字根意為「節慶」，所以哈該的名字可以當成

「神的節期」或是「神的筵席」。哈該的身世不詳，在百姓中
被稱先知（拉 5:1，6:14），顯然其先知地位是眾所周知的。哈
該如果是像他在 2:3 中所言看過耶城的被毀，那麼成書時候的
哈該應該已經很老了（聖殿被毀後約 66 年）。與哈該同期的先
知，有較年輕的撒迦利亞，一同對回歸的百姓傳講修復聖殿的
信息

哈該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重建聖殿的命令—到底是誰的房屋優先（1:1-12、13-15）
― 子民當時讓起初的工程擱置了十六年，說明他們優先次序的態度不

對，他們只顧建造自己的生活，而不在乎神是否住在他們當中。神
在這裡警誡他們，若只顧自己的安逸，將得不到神的祝福

― 子民聽了第一次勸誡（六月一日），就響應呼召、開始動工。這裡
提到兩個重要的回應：聽從耶和華和先知的話、在耶和華面前存敬
畏的心

➢ 新殿的榮耀與應許—神要改變你們的生命（2:1-9）

― 神的同在（七月二十一日的第三篇信息）將帶來生命本質的改變：

百姓剛強作工、神的靈與百姓同工、日後的榮耀比先前的更大、神

賜平安（參：出40:34-35）

哈該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現在順服的蒙福—神要以祝福代替咒詛（2:10-19）
― 百姓雖然回到聖地卻仍不順服神，忽略聖殿的重建，這種不冷不熱

的態度，顯示他們仍是不潔有罪之民（九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篇信息）

― 過去收成不好是神的警戒，勸勉百姓學習成聖的功課。今日順服、
必將蒙福。先知的信息提醒百姓：神子民的身分，當有神同在和聖
靈掌管的生命彰顯

➢ 日後祝福的印記—神必貫徹實踐所立的約（2:20-23）

― 神藉著先知宣稱祂更新了與大衛所立的約，那個大衛子孫的永恆國

度已經開始逐步展開，這裡包含了更新、敬拜、基業

― 哈該預言神將行大事、震動天地，這是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預表。

祂的權柄勝過世上君王，末後將要審判擊殺仇敵（九月二十四日的

第五篇信息）。耶穌的降生將從所羅巴伯的後裔，這是神揀選的印

記

哈該書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撒迦利亞和哈該同時對第一批回歸的以民勉勵重修聖殿的

工作，但兩人的信息並不重複。哈該的訊息比較著重當時
的工程，而撒迦利亞的信息則眺望遠處。哈該鼓勵餘民用
他們的手事奉，撒迦利亞則勉勵他們用心靈事奉。哈該重
視神的殿堂（耶路撒冷）的重建，撒迦利亞強調神在子民
身上的住處：他們的心

➢ 撒迦利亞書是小先知書裡最長的一本，共有十四章。主要
可以分成兩個部份，1-8 章在大利烏王時對回歸餘民講直
接相關的事；9-14 章則沒有時間指標，應該是希臘慢慢崛
起的時候，可能是撒迦利亞晚年的時候

➢ 撒迦利亞很像以西結，喜歡用象徵語言來表達觀點。兩人
都在異象中看到更新的耶路撒冷，有神的聖殿在其中，那
是未來榮耀神國的景象，到那日耶路撒冷將被高舉並堅立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撒迦利亞書再次強調神是歷史的主宰，祂是守約施恩的神，

歷史的進程都在祂的掌握之中。推進的方向就是耶和華要
回到子民當中，與他們同住，作他們的神。完全的更新將
要實現，榮耀的錫安要歸耶和華為聖，那時聖城和聖殿都
要彰顯神的榮耀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撒迦利亞的名字是「神記念」。撒迦利亞自述身世是比利

家的兒子，易多的孫子（1:1）。在以斯拉記（拉 5:1）和
尼希米記（尼 12:16）中，記錄易多是利未人，所以撒迦利
亞的身份原是祭司，被神呼召成為先知

➢ 撒迦利亞在哈該講過第二次信息後，開始他的事工。哈該
的信息在當年中講完；撒迦利亞的事奉時間要長得多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撒迦利亞書由八個異象、四篇信息、和後面的兩個默示組
成。前半段（1-8 章）是鼓勵與安慰回歸餘民，是與當時
直接相關的事。後半段（9-14 章）是預言，是講到末世與
啟示性的異象，是對未來的盼望。先知藉聖靈眺望未來，
他站在自己的時間點向前觀看，歷史的預言就好像重重山
峰，每一個山峰之間，在真實的時間上可能間隔很久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

八個異象 四個信息 兩篇默示

呼召悔改 夜間異象 拯救者 有關禁食 彌賽亞被拒 彌賽亞作王

「轉向我」 八個 大衛苗裔 謙和受苦的牧人 未來的國度

1:1-6 1:7-6:8 6:9-15 7-8 章 9-11 章 12-14 章

重建聖殿時（520-518 BC） 聖殿已重建（約 480-470 BC）

以色列的景況 未來的預言與啟示



• 主題信息

➢ 八個異象（1:7-6:8）：神藉此勸勉提醒百姓，內心的潔淨
甚於聖殿的工程。也鼓勵安慰選民，神在全地掌權，猶大
的仇敵必被除滅，神的靈要在以民之中，神的靈就是以民
成就神旨意的力量來源

― 馬匹巡視全地、重建聖城

― 以民的仇敵隨後被罰

― 耶路撒冷的更新與榮耀

― 大祭司脫去罪孽、穿上新衣

― 兩位受膏者、倚靠聖靈成事

― 神對罪惡的咒詛與除滅

― 罪惡被摒除在聖城之外

― 馬車巡察遍地、神掌權治理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拯救者（6:9-15）：對耶穌基督的預言
― 講到祂是大衛的後裔（苗裔 Branch）。公義的苗裔是大衛的後代，

在以賽亞書（4:2，11:1、10 耶西的根）和耶利米書中（23:5-6，
33:15-16）都有預言，哈該書中也提到耶穌會是所羅巴伯的後裔（哈
2:23）

― 耶穌基督將要完成所羅巴伯和約書亞所開始的工作，他們兩人都不
能完全代表祂，祂是他們二人所指向的實體，這位苗裔彌賽亞將要
擔任執政王權與祭司的雙重角色

― 這位苗裔也被連結於聖殿的建造，將要領導以色利達到終極的榮耀。
神的殿由大衛預備，他的兒子所羅門建照，被毀後又由猶大王約雅
斤的孫子所羅巴伯重建（大衛的後代）。對神僕人苗裔的預言，帶
出神國降臨、神除去以色列（教會）的罪、神人同住（新耶路撒冷）
的榮耀景象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四個信息（7-8 章）：宣告神對耶路撒冷所定的旨意（發
熱心），終將帶來對百姓的赦罪和賜福

― 禁食：神藉著先知重述了以色列的歷史，反問他們禁食的動機。先
知責備他們的禁食虛有其表、徒有儀式，並非真正悔過敬虔。提醒
他們思想禁食的真正意義（愛神愛人），不是只是表面的吃喝

― 行道：警誡以民過去不守誡命，不行公義，所以遭滅；再次提醒餘
民要按公平審判，以慈愛待人，不欺壓無助者，不謀害他人

― 神的應許：每一個應許都有「耶和華如此說」，共有十個。所說的
這個美好平安蒙恩的錫安，也預表未來的新耶路撒冷

― 恩典臨到萬民：中心重點在於8:8的「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
路撒冷中。他們將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在此預言神
的恩典要臨到列國萬民，所有人都要來尋求耶和華的恩。預言主耶
穌基督的拯救，罪的被除去（「都憑誠實和公義」）、耶路撒冷的
被高舉，恩典的福音將吸引天下萬民來歸向祂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彌賽亞被拒（9-11 章）：這一段信息沒有時間指標，因為
其中提到希臘，一般認為可能是撒迦利亞年老的時候才寫
的

― 這裡講到以色列和鄰邦未來的景象，預言以色列的復興，也預言謙
和彌賽亞的到來、牧人的被賣、與羊群的被打散

― 九到十四章講彌賽亞國度的到來，9-11 章講的是主耶穌第一次的降
臨，12-14章是耶穌基督的再來

➢ 彌賽亞作王（12-14 章）：這一段信息構成一個預言，講
耶穌基督的再來和祂永遠的國度

― 神將要除去百姓、聖城、祭司、王室的邪惡，所有與神敵對的國家
都要被摧毀，更新的聖城耶路撒冷要成為神的居所，而聖潔的子民
要居住其中

― 這一段講到戰爭、勝利、與潔淨，是末世基督再來的景況

撒迦利亞書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瑪拉基書是小先知書的最後一本，也是整個舊約聖經的最後一

本書。瑪拉基之後，到施洗約翰呼喊及耶穌開始傳道間，隔了
四百年，也就是新舊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接下去新約時代，神所有的信息將由耶穌基督自己傳講，祂將
要成全律法與先知（太 5:17），集君王、先知、與祭司於一身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瑪拉基一字，希伯來原文「傳信者」的意思，也可以說是「神

的使者」。因為作者沒有自述家世，因此身平不詳。先知書都
是在開始註明作者的名字，所以一般認為瑪拉基是先知的名字

➢ 瑪拉基書的寫作時間並沒有明顯的標示，但應該是在尼希米後
期（440-400 BC），也就是主前五世紀中葉左右，因為兩書對
於當代百姓的問題（祭司腐敗、易教通婚、欺壓弱者、奉獻虧
欠等）有相同的描述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尼希米擔任省長十二年後，曾回到波斯一段時間；等尼希米再

回到耶路撒冷時，發現百姓屬靈怠惰低落，與瑪拉基書中的描
述相似

➢ 以色列民在當時已返回故國已七十多年，聖殿重建，城牆修復，
屬靈的熱誠已過，在宗教和生活上一片散漫墮落，屬靈景況一
落千丈。十一奉獻變得稀疏、安息日無人遵守、異族通婚是很
平常的事、混血的兒女不會猶大語言、祭司也假冒敬虔獻污穢
的祭物、貧苦百姓受到欺壓、人們彼此詭詐相待

➢ 哈該與撒迦利亞所預言的新時代遲遲未到，百姓在惡人當道、
謀生艱難的情況下失望沮喪，懷疑神是否真看顧他們，那個平
安美麗的遠景在那裡？神藉著瑪拉基呼召選民要定睛仰望神，
斥責祭司與百姓屬靈貧乏；也安慰鼓勵他們神是信實的，應許
必成就。選民必須憑著信心而不是眼見、來過敬虔的日子。新
的福音時代將至，有使者以利亞（施洗約翰）要在彌賽亞之前
來，預備道路人心，迎接這位帶來恩典救贖的基督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瑪拉基書的文體很特別，神的信息以對話問答的方式表達。
全書有六段對話，有激烈的斥責辯論，也有溫和的勸勉理
論，為要喚醒在靈裡昏睡的百姓，要他們儆醒等待，若不
悔改，審判速到。神的公義審判與慈愛看顧，在信息中交
替出現，最後以新約的曙光鼓勵選民持守真道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瑪拉基書的特色，就是神用問題回答的方式，勸誡百姓。一共

有六段，每一段裡都有希伯來文的how，中文聖經翻譯成「在何
事上」、「如何」

➢ 神對子民的愛（1:2-5）
― 導言：我愛你們

― 百姓問：你怎麼愛我們？

― 神回答：以東的毀滅（愛雅各甚於以掃）

― 結論：你們必親眼看見，也必說，願耶和華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
尊為大

➢ 祭司的違命（1:6-2:9）
― 導言：神配得父親與主人的尊敬

― 百姓問：我們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

― 神回答：不聽從誡命、也不放在心上、不將榮耀歸於神

― 結論：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
必尊為大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百姓的不忠（2:10-16）

― 導言：神是父親和造物主

― 百姓問：我們怎樣背棄列祖所立的約？

― 神回答：娶不聖潔的外邦女子為妻（詭詐對待原娶的妻）

― 結論：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神的公義（2:17-3:5）

― 導言：神對子民的話感到厭煩

― 百姓問：我們怎樣煩瑣祂呢？

― 神回答：你們忽視罪，輕看神的公義

― 結論：立約的使者…祂來的時候，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
候，誰能立得住呢？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神的賜福（3:6-12）

― 導言：神不改變，子民須回轉

― 百姓問：我們如何才是轉向呢？

― 神回答：敬虔的奉獻

― 結論：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 存敬畏的心（3:13-4:3）

― 導言：百姓用話頂撞神

― 百姓問：我們用什麼話頂撞呢？

― 神回答：你們說狂傲人興旺，敬虔事奉神有何益處

― 結論：有記念冊在祂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我必憐恤他們

瑪拉基書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從先知瑪拉基年代（約公元前400年）到施洗約翰傳道期
間（約公元25年）。從先知瑪拉基到約翰的這段時間裡，
因為這是一個沒神的啟示性的話語的時間，所以有些人稱
它為「400年沉默的歲月」

➢ 猶太人到先知瑪拉基的時候已經分成兩大部分：

― 一大部分散居各地，有許多住在埃及、巴比倫與波斯的商業中
心

― 一小部分到波斯王居魯士（古列王）的特許，歸回耶路撒冷，
並獲准重建聖殿，結束流亡生涯

➢ 巴勒斯坦的政治、宗教和社會氛圍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變
化。其中很多變化被先知但以理預言（參看但以理記2、7、
8和11章，並與歷史事件比較）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政治
➢ 波斯出征希臘失敗後，屬國紛紛謀求獨立，其中以埃及最

為野心勃勃，急於擺脫波斯的勢力。在地理上，猶大處於
波斯與埃及兩大勢力之間，無法不捲入旋渦

➢ 波斯一直未能征服希臘；最後反被希臘文化的承繼者馬其
頓的亞歷山大所滅。他早年曾師事希臘大哲學家：亞裡斯
多德，堅決主張唯有希臘文化才能一統天下

➢ 亞歷山大在32歲（322BC）時突然死亡，希臘帝國由亞歷
山大手下的四個將軍將馬其頓帝國瓜分。這件事情正是
“但以理書”上所提及的，馬其頓帝國就分裂成四個國家，
一個是埃及，一個是敘利亞，一個是馬其頓本土，一個是
小亞細亞

➢ 和猶大發生直接關係的，就是埃及和敘利亞。因為這兩個
國家也多次以猶大作為他們的戰場，有時是敘利亞占了猶
大，有時是猶大又被埃及搶回去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政治
➢ 安提阿哥四世伊比法登位，猶大的危機也隨之來到。安提

阿哥王為了要在猶太人中鞏固自己的力量，也樂於委任猶
太人中的親希臘派為祭司長。之後，猶太的親希臘派與保
守派發生內亂。安提阿哥王乘機入侵，並決定徹底消除一
切保守的猶太教氣息

➢ 他下令鑄造邱比德神像和別的神像，一道放在聖殿的壇上；
又以豬為供物獻祭。他還下令禁行割禮、禁守安息日，也
不准慶祝任何猶太人的節期，違者都要處死。另外，他又
把許多猶太人的經卷燒毀。禁令下來，雷厲風行，執行極
之殘暴。可是猶太強頑分子寧願從容就義，以頭顱和鮮血
來對抗禁令

➢ 老祭司馬他提亞和他的五個兒子把異教祭壇搗毀，然後逃
匿山中。其他猶太保守分子聞風而至，紛紛上山迫隨馬他
提亞家族。他們武裝起來，以遊擊戰術對付敘利亞官兵和
親希臘派的猶太人，這就是猶太史上有名的馬加比革命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政治
➢ 猶大率兵突襲以馬忤斯，殲滅了一支敘利亞軍。革命軍挾

著戰利品，一鼓作氣攻入耶路撒冷。革命軍進入聖殿，清
除所有異教物品

➢ 猶太人在主前165年的基斯流月（猶太曆的九月，等於陽
曆十二月）廿五日開始，一連八天，大事慶祝，並且舉行
獻殿禮。這節日被稱為漢努迦節，意即“眾光節”，也稱
為“修殿節”，以紀念聖殿經過了三年被玷污的黑暗日子，
終於重見光明

➢ 西門本是馬他提亞最小的兒子，排行第五，由於他地位崇高，
從此奠定了馬他提亞家族世襲王朝的基礎。猶太歷史稱此為哈
斯摩尼王朝，可能是以馬加比家族一位先祖哈斯門命名

➢ 凡歸附哈斯摩尼王朝的，大部分都很快地歸化了猶太教，以土
買人（以東人）過的是猶太式生活（耶穌時代的希律王亦為以
土買人）；因此加利利也成為猶太教的中心地。唯有撒瑪利亞
人自始至終不肯同化。到基督時代，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的仇
恨仍未消除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政治
➢ 哈斯摩尼王朝的撒都該人與法利賽人支持不同的王子爭權，內

戰一觸即發，驚動了羅馬元帥龐貝（Pompey），率領大軍前來
鎮壓，止住干戈（此時希臘帝國已亡於羅馬）

➢ 羅馬大將軍龐貝發兵圍攻耶路撒冷，三個月破城而入。傳說被
殺的猶太人民多達一萬二千名。龐貝和將官闖入至聖所，但未
加任何破壞；反而容許猶太人繼續在聖殿敬拜。從這時起耶路
撒冷就成為羅馬直接控制的屬土，猶太人在希臘時代享有的獨
立自主權，到此完全喪失

➢ 主前44年，羅馬凱撒大帝被刺，局面非常緊張。以土買總督安
提派特和眾子向新王加修大獻殷勤，並大事搜括，以徵稅納貢
給羅馬。其中一個兒子希律因而受封為猶大統治者，加修並答
應日後要立他作王。

➢ 後來安東尼得勢，善於奉迎獻媚的希律，很快贏得安東尼的歡
心。希律後來在本地失勢，逃亡到羅馬，他在羅馬的時候，安
東尼十分賞識他，正式立他作“猶太人的王”。希律遂帶著羅
馬軍隊，以王者姿態進入耶路撒冷。歷史上稱他為“大希律”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文化
➢ 亞歷山大在中東不只武功彪炳，也是希臘文化的傳播者在。個

人方面，則鼓勵用希臘名字，穿著希臘服飾，使用希臘語文，
就是要大家與希臘人同化

➢ 許多人都樂於接納希臘文化，以色列人也不例外。假如說：
“敬拜偶像”是以色列人被擄前的絆腳石，“希臘化”可說是
歸回本土後所面對的大試探。許多猶太人都取個希臘名字，接
受希臘的哲學思想，甚至嘗試將希臘的學術和先祖的信仰結合
起來。但是也另有一種反抗勢力，極力抗拒這外來的文化，轉
而專注於本身律法書的研究

➢ 七十士譯本也是在兩約之間作成的，原因乃是當時在埃及阿曆
山大城，有很多很多只是會講希臘話的猶太人。相傳說，當時
的埃及王多利買非拉鐵非，請耶路撒冷派七十個有語言學識的
專家到埃及，把舊約聖經翻譯成希臘文，因為希臘文是當時通
用的語言。七十士譯本後來成為在中東流行的譯本，主耶穌在
地上所用的聖經也是七十士譯本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宗教信仰
➢ 撒瑪利亞的聖殿在波斯統治時建造的，座落在基利心山上。撒

瑪利亞人（住在巴勒斯坦地，有猶太血統的外族人）所尊崇的，
是這座聖山，而不是錫安山

➢ 大議會與公會：大議會是發生在先，然後發展成公會
― 相傳在尼希米管理猶大的時候就創立了大議會，主要的工作內容，

就是負責確定對聖殿的敬拜，和猶太人回來以後的宗教生活，同時
也執行政府的職權

― 在羅馬帝國統治下，變成了只是處理民事上發生的糾紛的事。公會
組成的分子是祭司、撒都該人、法利賽人、長老和文士，這是組成
公會的分子。這個公會的制度一直維持到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淪陷
時

➢ 猶太人在宗教上開始形成三派，各具特色，互不相容。這三派
是法利賽派（反希臘文化，具保守背景）、撒都該派（親希臘
文化，有祭司背景），和人數較少但影響力也很大的戒行派
（或稱“愛色尼派”；施洗約翰可能便屬此派）。另外還有一
個叫做希律黨的小政黨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宗教信仰

➢ 文士的工作就是抄寫聖經，後來因為需要解釋聖經，再沒
有人比抄聖經的人更熟悉聖經，慢慢就造成了文士不單是
抄寫聖經，而且成為解經的權威。正因為他們會解經，所
以在百姓中間有相當的影響力。一般文士的領袖在聖經裏
給稱為拉比，就是用神的話教導人的人

兩約之間：沈默的四百年



• 請分享上完本課的心得

• 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願意立志分別為聖，在我們的
生活中該如何做到“分別為聖”呢？

• 神在先知書中多次告誡以色列人：祂不在乎他們的禁
食與奉獻，為什麼？這給我們怎樣的提醒？

• 神希望在瑪拉基書中的百姓如何來敬拜祂？神期待我
們如何來敬拜祂？

• 王文堂牧師讀經班網站 https://pastorwarrenwang.com/

• 讀經手劄 https://westielatte.blogspot.com/

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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