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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次聽到法國聖經學家沙邦傑 (Etienne Charpentier) 是一

九九三年夏天的事，筆者應當時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陸達誠神

父之邀返臺任教，為了備課特別請教業師魯汶大學舊約教授伯嘉

(Pierre Bogaert) 介紹一本適合初學用的舊約導論，他立即推薦

沙邦傑的〈舊約導覽〉。沙邦傑兼治新舊兩約，他的《新約導覽》

與〈舊約導覽〉雖然每本原文只有一百二十多頁，卻十足表現了

「小而美」的優點，引起歐美聖經學界的高度重視，目前已有英

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翻譯本。作者於一九八一年死於意外，死

前一直為法國主教團工作，出版聖經相關著作，這本書於他去世

之前一年寫成，可以說是作者遺留下來的實際教學的心血。

回臺後在輔大神學院圖書館和在臺北保祿孝女會的書店都找

到這本書，一直成為我教授舊約課程的良伴，同學們上課都知道

有這本參考書。本書有三大特點: (一) ，-文史哲」三合一。以

歷史時代為綱領，配合解說各時期的聖經文學，並針對相關的聖

經神學或詞彙作短篇式的或插播式的介紹，舊約景點盡收眼底，

層次分明，有條不紊。(二)新約與近東文化兼顧。全書多處對

照古代近東文化，末章特別討論舊約與新約和基督徒的關係'多

元傳統間能互相交流共感，使教內外讀者唸起來倍感親切，易於

吸引。(三)篇幅坦圖表多。不僅適合初學者，對資深學者亦奏

一白了然之功效。

沙邦傑的〈舊約導覽》已經達到中國書畫藝術所謂「寬可走

馬，密不通風」的境界。在有限的篇幅中，需要說明的都有清楚

的說明，一切都恰到好處，讀者在其間輕鬆地走馬瀏覽，尋幽探

祕、，毫不累贅，除非有很高的智慧與多年跟學生互動的教學經驗，

一定做不到的。現在，光啟出版社要出版沙邦傑這本好書，為漢

語聖經學界注入新活力，筆者樂於從命，寫出這篇垣序。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 陳可是先

一九九九年十月 於新莊



讀經指南

本書是為了那些想要讀聖經卻又不知如何著手的朋友們而寫

的，內容淺顯易懂、編排完善，可作為閱讀舊約聖經的入門指南。

此外，也有另一本類似的書可作為閱讀新約聖經的指引。

一本旅遊:i13'商

當我們到各地旅行時，我們可能會買本旅遊指南隨身攜帶，

以便隨時查閱各處值得遊玩、觀賞的風景點，甚至會因此知道某

個我們即將參訪的城市的歷史。這本讀經指南也以同樣的方式協

助你探索聖經的奧秘。

本書難易適中，簡單易懂，適合那些從來沒有讀過聖經，或

者曾經嘗試後來卻放棄的朋友們(當然，他們得做些功課)。在

我寫這本書之前，曾經花了好長的一段時間與許多團體商討本書

內容的編排。我將每一章區分為數節，每節頂多三至三頁的篇幅，

份量不多，而且也可以拆開來個別閱讀。

同時，這本書也頗具規模，試圖提供讀者在閱讀聖經時所需

要的各種裝備。它的編排是這樣的:在一段概略性的介紹之後，

共有八個章節，每章以相同的模式編寫，包含有以下的內容:

﹒以色列歷史概覽:每一章的開始都以大約兩頁的篇幅簡單

說明以民的歷史以及該章的內容。讀者可以順著書本的安排逐一

閱讀，由此對於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可以有一個全面性的概覽。

﹒簡介該時期所編辜的聖經著作:我們將看到法律書(或稱

梅瑟五書)如何由各種不同的傳統慢慢彙編而成;聽見先知們在

他們的時代活躍的宣講;發現諸多智慧人士對人類現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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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以及死亡等課題的反省，而這些反省最後就成為各類智慧丈

學作品的結晶。

﹒推薦給讀者閱讀的聖經章節(以》標示) :藉此提供讀者

許多比較重要的聖經經文，讀者可自由選讀或以團體的方式閱讀。

﹒方框內供參考的各種文件資料:包括各種重要、困難字彙

的解釋，協助讀者閱讀的關鍵字彙，值得和聖經對照比較的古老

輕文，以及在神學上、靈修方面的反省等等。

虫口T可T車月這本書賣經指商?

你可以自行使用，也可在學校團體，或於教會團體查經時使

用。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將指南分為八章的原因。一個每月聚會主

次的團體可以配合本書的使用，在一年中將整部舊約聖經研讀完

畢。

通常在旅行之前先閱讀旅遊指南可以使我們對於許多即將看

到的事物有概略的瞭解，並且也會激起我們對旅遊的渴望。但是

我們知道，旅遊指南上所寫的一切對我們並不具任何意義，除非

親自體驗一番。我們也清楚知道，我們不可能親自參訪旅遊指南

上所寫的每一個紀念碑。同樣的，這本讀經指南也是如此。

讀者可以先簡單瀏覽每一輩的內容，有個大概的概念，並得知即

將「遊覽」的經文章節為何，雖然不一定會有足夠的時間詳細閱

讀，但至少會注意到哪些經文是自己比較喜歡閱讀的，然後，您

可輔以聖經再細讀每章內容。如果是團體研讀，可以每人分擔一

小部分，如此，在每一次的聚會中，每個人會比其它的人更瞭解

自己所負責的章節，因此可以彼此協助，以求更加明白書上所言。

也許您已有了旅遊指南，但是，哪一個國家才是您特別想要

參訪的呢?換句話說，您應該使用哪一個聖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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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種聖經版本?

今天有各種不錯的聖經版本，由於翻譯的不同，有些版本比

其它的更忠於原文。特別是一些著重於將聖經賦予現代語言的版

本，比如今日英文版( Good News BibJe) ， 這些版本甚至不吝大

量使用原文。無論如何，使用哪一個版本的聖經並沒有多大的關

係，只要您有聖經，您就可以使用這本讀經指南。

雖然如此，我們仍須選擇一種聖經譯本作為這本指南採用的

依撮版本，深思熟慮之後，我們決定採用修訂標準版 (Revised

Standard 始'Tsion) 0 它是早期許多比較好的聖經譯本之一，也是

今日廣為大眾使用的一個版本。另外，耶路撒冷聖經版 (Jerusa

Jem BibJe) 也為全世界人廣為使用。如果您想要買聖經，您可以

考慮耶路撒冷聖經標準版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JerusaJem 

BibJe) ， 因為它對於每卷書的內容有簡短的介紹，也有不少的註

解。此外，它也提供不少額外的材料，只是很可惜的，它的售價

並不便宜。

為什麼要讀著約聖經?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新約，為什麼還要讀舊約?如果您已經使

用這本指南，表示您已經相信舊約的重要性。如果您還不是很確

信，請閱讀 248-253 頁。

這本書貴經指商的作者是誰?

作者是誰?嚴格說來並不是我。的確，這本書是我編輯而成

的，然而，如果沒有諸位學者友人與我一同辛勤工作，讓我在數

不盡的會議、討論，和演講課中得以「票。竊」各種思想與圖片，

這本書是不可能誕生的。此外，我也無法忘懷沙爾德 (Chartres ì 



6 舊約導覽

團體以及全法國人民的情誼，是他們教我該如何將我所感到興趣

的事物與讀者們分享。這本讀經指南不但是我的，同時也更是他

們的作品。謝謝你們!

三少芽f5 1架(正tienne Charpentier) 

這是在埃及某個本尼﹒哈散 (Beni-Hassan )墓穴中發現的閱畫(主前 1890 年左右) .由

此我們對以色列的族長時期有些觀念。 群由三十七個阿拉伯混牧民族組成的車隊正向

地方首領致敬，男人、女人、小孩，個個看來身強體壯，他們穿著各種花色的羊毛外鑿，

而男人們各式武器裝備齊全。他們的首領(不在這蛋圖畫中，請看第 33 頁)正獻上在沙

漠地區逮到的山羊做為禮物(參考創十二 10)



旅行前的準備

假設您已經決定要到法國度假，您可以有很多種選擇。您可

以花上幾個星期的時間在您熟悉的城鎮或遊樂場遊玩，但是對於

其他地方卻一無所知。您也可以自行安排或不做任何固定的計畫，

或是到旅行社尋求旅遊資訊。他們可能建議您參加旅行團，以乘

坐遊覽車的方式，在一個月之內將整個法國遊覽盡竟。

另外也有二種類型的旅遊規劃可供參考:第一種是有固定的

旅遊路線，讓遊覽車載著遊客到達每一個觀光勝地，遊客在導遊

的陪伴下'參觀各處的古蹟、紀念碑等等。另一種旅遊方式更簡

單，遊覽車載著遊客到達某一定點停留二三天，然後再到下 b站，

停留期間由旅行社提供旅遊資訊，如果遊客感到興趣可自行前往

參觀。這類的旅遊方式通常有一個大概的路線，但遊客仍有相當

大的自由可以自行選擇。

這本書所建議使用的就是類似第二種的旅遊方式。每一章代

表著「舊約之旅」中八站中的一站，在每一站的停留期間，我們

將告訴您哪些是值得「參觀」的地方，並且將提供您相關的聖經

經文以利瞭解。您可以按自己的興趣白由選擇，因為要全部看完

是不可能的!

當我口渴時，我希望狂猛灌水;當我閱讀時，我渴望知道一

切，研究一切，但是卻沒有時問，真是令人感到無奈!因為遊覽

車，也就是下一章的內容，正向我頻頻招手邀請我繼續駛往下一

站。顯然的，如此一趟旅程下來，沒人敢說自己真的認識法國或

聖經，但是卻會對這些開始感到熟悉。如此一來，我們清楚每件

事物所應歸屬的類別，因此當我們進一步閱讀某種專書，或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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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某個特定城市，甚至研究某位先知時，我們不會感到困惑或

者混淆，囡為我們明瞭每件事物在整體脈絡中的位置。

在出發之前，我們得先準備好行囊，瞭解一下相闋的地理與

歷史背景，甚至學習當地的語言或者一些溝通所需的字彙、片語

等等。總之，我們得按遊山、玩水等不同性質的旅遊做好萬全的

準備。

在真正開始這個旅程之前，我們將在這一章裡蒐集一些基本

的概念以免日後迷了路。

以下就是各位即將明暸的一些背景資料:

1.聖經:書，還是圖書館?這是幫助讀者瞭解「聖經」這本書的

些具體建議。

2 一個重新閱讀自己生活的民族。這是有關「聖經」這本書比較理

論性的反省:不是目擊者的直接作讀，而是信仰者的反省。

3.聖經經艾的閱讀和研究。介紹分析經丈的三種方法以及「工具

i'自」

4.受近東地理環境影響的民族。這是關於以色列地理與歷史環境的

介紹。

5.受近東思想影響的民族。研究中東地區與以民有所來往的各民族

思想型態。

6.一千年的歷史。指的是以色列歷史上幾個重要的時刻。

1.聖經:書，還是圖書館?

我們首先應該對聖經這本書有些認識，如果您已經對聖經有

些許概念，那麼您可以直接從第 13 頁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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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言司言昆同月

「聖經」一詞源自希臘文的 ta biblia '是個複數名詞，意指

「一些書籍 J '之後在拉丁語言的系統中繼續被使用，後來變成

了單數名詞: the Bible 。

然而聖經絕不只是一本書而已，它是一座圖書館。事實上我

們發現 I 聖經」有舊約 (Old Testament) 與新約 (New Testa

ment) 兩個部分(各以 OT與NT來簡稱) ，分別囊括了許多不同

的書卷。 testament 在這裡的意義與今日所指的並不相同，它與拉

丁字testamentum的意思一樣，指的是「盟約 J '是由希伯來字翻

譯而來。所以 I聖經」是由許多說明有關盟約的書卷集合而成

的 4本書，這個盟約是天主透過梅瑟與以色列民族訂立的(舊

約) ，也是由耶穌使之完成實現的(新約)

在英文中，有時也常以 the scripture 、 the scriptures 或是 holy

scripture 來表示聖經 (Bible) ，這有兩層重要的意義。首先，它

表示一種「被寫下」的天主之言，因此意味著仍有未被書寫成交

的天主之言。其次，對我們而言，一般說來， I天主的話」指的

是已被寫下的文字，而不是聖經編輯前所發生的事件或所說的任

何話語。關於這點，我們稍後再談。

聖經中的書卷

聖經的第一部分，舊約，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共同承認的經典，

但是仍有些微的差異。

改革宗與猶太人一樣，只承認由希伯來文寫成的四十本經書，

而天主教除了這四十本之外，也接受由希臘文所寫的六本舊約經

書。改革宗稱這六本經書為「偽經~J '而天主教則視之為「正典

的第二部分 J (請參閱 12 頁方框內文字說明)



10 舊約導覽

至於新約，對所有的基督徒而言都是一樣的，共有廿七卷書。

因此，基督徒的「圖書館」一一聖經就有六十七卷書與七十

三卷書二種之別。我們常使用英文縮寫來指稱各卷書的名稱(可

參閱 271 頁的縮寫表)。例如， Gn表創世紀， Ap指默示錄等等。

聖經書卷名稱的縮寫方式可說是統一的，但是，因著各種譯本的

不同，有些縮寫方式也會有異。

命表頁

如果要將所有的經書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您有許多可以嘗

試的排列法。如果您顧及美學的觀點，您可以按書卷體積的大小

來排列。如此，聖經中保祿的多封書信就按其長度多寡，以遞減

方式按序排列。

如果您考慮到實用的觀點，您可以按主題排列。如此，我們

發現在聖經中，所有的先知書以及保祿書信都是按它所屬的類別

歸在一起的。

如果您注重的是思想的演變，您可以按書籍出現的年代來編

排:第 4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文學;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文學; 1945 

年以後的文學等等，這種方法就是本書嘗試探用的分類方法。

在各種版本的聖經中，新約書卷的分類是一致的，然而舊約

書卷的分類卻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猶太人的聖經包含三個部分:法律或稱「妥辣 J (指的是我

們所說的梅瑟五書) ;先知書分為前先知書(一般我們誤稱為「歷

史書 J )與後先知書(如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以及

其他十三位先知) ;最後是聖卷。猶太人取了這三個希伯來字的

第一音節( Torah 、 Nebiim 、 Ketubim) 成了 TaN此，用以稱呼「聖

經」。法文TOB聖經版(法國聯合聖經公會的聖經譯本)就是如

此編排，只是後面還加上只有天主教承認的六本舊約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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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聖經版本都是依循希臘文聖經的編排次序，就是將

舊約書卷分為四部分:梅瑟五書、歷史書、先知書，以及智慧著

作。

語言

整部舊約是以希伯來文寫成的(其中少數幾頁是以阿辣美文

寫成) ，如同阿拉伯文一樣，這兩種語言的文字是以記錄子音的

方式寫下，讀者必須就其對經文的瞭解自行加上母音予以解讀。

從第七世紀起，訐多被稱為瑪索辣經師(Massoretes )的猶太學者

在研究經文意義時，因為在于音的上方或下方以小點的方式註記

母音，因而後來有時也稱這些希伯來經文為「瑪索辣經文J (Ma-

soretic Text )。

舊約聖經於主前三世紀在亞歷山大城被翻譯為希臘文。根據

傳奇故事的描寫，有七十個經師個別從事翻譯經文的工作，最後

完成的譯作卻相同。在這個傳說襄透露出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

這樣的譯作只能出白天主的默感。由此，我們稱這個希臘文的翻

譯版本為「七十賢土譯本 J (簡寫為 LXX) 。其他還有許多古老

的希臘譯文，如:阿桂拉譯本(Aquila) 、息瑪雇斯譯本 (Sym

machus) ，以及德放多齊放譯本( Theodotion )等等。

整部新約聖經則是以當時通用的語言一一希臘文寫成。不同

於古典希臘文，它是一種共通、流行的語言，稱為「科尼語」

(Koine' 通用希臘文)

學者專家們是根據聖經的原文，希伯來文的舊約以及希臘文

的新約，來從事作研究以及翻譯工作。

在其他古老的譯文以及版本中，我還應該提到敘利亞文譯本

(Syriac) 、科普替譯本 (Coptic) 以及拉丁文譯本。拉丁通行本

(Vulgate) 是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在主後四世紀末五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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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譯作。

車富有的區兮

為了能輕易地找到聖經的經文，坎特布里主教史蒂芬﹒藍頓

( Stephen Langton )在 1226 年為聖經區別章數; 1551 年當印刷商

羅伯特﹒厄斯汀尼( Robert Estienne )搭乘馬車從里昂到巴黎時，

幾乎將每章中的每一句話都編上號碼，這就是今日每節經文的劃

分。

聖經章節的區分不會總是與經文的意義相配合，因此，讀者

在閱讀經文時也不必在意這些。雖然如此，這種劃分仍然是非常

實用的，因為所有的聖經都採用這種方式。因此，當我們提到某

一段聖經經文時，只需指出書名、章節數即可，例如創二 4等等。

附表中說明現今常用聖經書名的縮寫，以及經交出處的標示方法。

表示經文出處的標示方法

首先是書卷的縮寫名稱(可參考 271 頁的縮寫表) ，之後

以國字數目書寫的表「章 J 以阿拉伯數字書寫的表「節」

如此 í創二 4 J 指的是創世紀第二章第 4飾。

符號 í - J 則表示所包含的許多的章、節，例如， í創二~

五」表創世紀第二章到第五章:而「創二 4-g J 指的是創世紀

第二章第 4到第 8 節。

分號 í J 是用來區別三個不同章的聖經經文，例如 í創

二;五」表創世紀第二章與第五章。

逗號「凡是用來區別同一章、不同的經文，例如， í創

二 4 ， g' l1 J 指的是創世紀第二章第 4 節、 8 節以及 11 節。

阿拉伯數字之後若加了 í ffJ '則表示「以下等等 J 例

如， í創二 4宜」表示讀者應閱讀創世紀第二章第 4節及其以後

的經艾。



13 旅行前的準備

有時一節的經文顯得很長，如果只想指出該節中某部分的

句子，則必須在表「節」的數字後加上一個英文字母， 1列車日，

「創二 4aJ 指的是創世紀第三章第 4節的前半部分。

下面是一個例子:創二 4-6' 8: 三 5缸，四 1-八 2 ，指的

是創世紀第二章第 4到 6節，以及第 8節;第三章第 5 節以後，

以及第四章第 1 節到第八章第 2 節。

也許讀者覺得這樣的標示法有些複雜，但比起您在電話號

碼本中尋找數字要來得簡單多了，放心，我相信您很快就會對

它熟悉了。

」
事
主
~

~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這是在谷木蘭發現，關於聖殿卷軸的手抄本，

大約是主前 70 年的作品。

2.一個重新閱讀自己生命的民族

聖經，特別是舊約，實在是一本令人覺得茫然無措的書，即

使是沒有讀過聖經的人也知道，這是一本猶太人和基督徒奉為聖

典的書，因此希望可以從中直接地發現天主的話，如同閱讀要理

書或者倫理手冊一樣，一看就懂。

但是當他一打開這本書，讀到的卻是一個弱小民族過往的歷

史，一些沒什麼味道，或者是沒什麼倫理司11誨意義的故事，如果

將這些故事大聲唸出，他一定會感到臉紅。因為故事中不外是戰

爭、謀殺事件等等的描述，即使他們所詠唱的詩歌已被冠以「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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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稱之，也是一種古老過時的道德勸諭'甚至有時有點鄙視女

人，實在是很難被人用來祈禱。

這本令人茫然無措的書，究竟是不是一本書?

首先，它是一座圖書館:七十三卷的書歷經大約一千年的時

間編輯而成。當您將席德之歌 (Poems ofMio Cid) 、民哥﹒雷蕪

哥 (Mingo Revulgo) 的詩作、中世紀神學專題、波斯貢 (Bos

con) 的卡四行詩、聖女大德蘭的作品、唐吉軒德傳、費依呵 (Fe

ijoo) 的著作、只克爾 (Becquer) 的抒情詩、貝雷士﹒加爾多斯

(Perez Galdos) 的國家史詩、維克多﹒瑪奴耳 (Victor Manuel) 

的歌曲、←→些神學書籍以及二十世紀的科學叢書等等都放在圖書

館的書架上時，您對於西班牙過去一千年來的文學與歷史已經有

了籠統的概括，但卻顯得十分混雜無序。

聖經不只是圖書館，它就是一個世界，一個必須由我們自行

前往探索的世界，探索一個被天主的愛緊緊摟住的民族，探索他

們生命中所經歷的一切。

也許藉由一個小故事的說明我們會更清楚。

金婚之慶的晚上。當我到達他們家時，孩子們都已經離開了，

只剩下他們二人。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

我自認為相當認識這對老人:生性簡樸，一起在歡笑和困苦

中共度了五十個年頭。但是那天 F午，我卻以新的眼光看f胡也們，

因為他們向我顯示了他們的「寶藏 J 一個看來樣式簡單、裝滿

各種東西的紙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各種照片:全家福的照片，

每個人衣冠楚楚，看起來端莊美麗;孩子們初領聖體以及結婚時

的照片;小孩瞬間的笑容;以及外出旅遊的風景照等等。另外還

有風景明信片，有一般樣式的，也有關於各種習俗的，由於戰爭

逃難時，他將這些收在皮夾內，因此其中有很多已經褪色，甚至

破損缺角。他們彼此討論，並逐步向我解釋......。這些聽來陳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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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調的故事，卻是他們生命當中那段痛苦與歡樂時光的見證。

透過一些記載家庭資料的文件，整個生命再次浮現。一本家

譜，單調缺乏變化的名冊，由許多過時的名字所組成;從中他對

自己的血源、土地有了一份歸屬的情感。一份合約，不只是條文

詳盡的法律文件，更是盡其一生努力工作與儲蓄所完成的夢想:

一棟屬於自己的房于。另外還有戀愛期間魚雁往返的情書( í小

心，這個不能讓他看到 J '老人面露，愉悅地抗議著，卻教我體會

到他倆彼此間的一份愛意)。此外也有他們在生命的困頓時刻一

起向神祈求的禱詞;還有他們結婚時主禮神父的證道詞，就放在

他們的娃于經常背誦的可愛詩句旁邊......。

那個晚上就像夢境般的閃過，我原以為自己對他倆已相當熟

識，沒想到因為他們的金婚之慶，突然間我卻明白了他們生命的

意義。所有的照片、家族資料都是再普通不過，看來沒有什麼價

值，但是對我們而言卻是貴重的，因為這些不再只是簡單、毫不

起眼的東西，而是可供觸摸的整個真實的生命;每一個平凡的事

物都是故事中的 4個要角，是形成整體的一部分。

1.生命變成「經文」

這對夫妻給我君的一些照片以及文件相當有趣，然而更因為

這是他倆生活的結晶，因此，我能深入他們的世界並分享他們一

生愛的經歷。

同樣的，有時我們也會覺得聖經的書有點無趣難懂，但是藉

著這些書，我們才能發現一個有信仰的民族的生命經歷，我們才

能進到他們的世界中。

2.事龍的言壺'1害

「這是我寫的第一封，情書 J '我的老友這樣告訴我，臉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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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狡點的笑容。我驚奇的看著那封信一一沒什麼特別，不過是一

封與代數有關的信而已。那時他和她(現在成了他的太太)就讀

於同→所高中。有一回她生病了，他必須負責通知她應做的家庭

作業，這封信就這樣寫成;以後有了第二封，然後第三封......。

於是無意之間，這封信被保留下來，婚後當他們重讀這封信時，

這封信就真的成了第一封情書。

因此，有些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除非它變成我們歷史

中的一部分。在拍照時他們並不覺得特別有趣，但是當以後再看

到這些照片時，就覺得這些照片真的重要了。

每一件事都有它內在豐富的意涵，雖然在發生的當下我們看

不出來。如果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會再三思索，並從中發現

它的豐富性;我們越深入探究，事情就越顯得喻意深遠。

講述一件事並不是作報告，不是將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正確

地記錄下來，而是突顯整個事情對我們當下的意義，以這樣的方

式將事件重新呈現。比如有時朋友們告訴我們-些事，我們並不

太在意，可是不久以後，我們想起來會說 I啊!這不是他那時

想要告訴我的嗎? J 我們要如何描述原來他所說的話?是按照他

所告訴我們的，還是按照我們所理解的?也就是說，我們得正確

的重複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還是得加上他藉著話語真的想傳達給

我們的訊息?

3. r 正確」還是「真實 J ? 

有時我們聽到某些人會問: I聖經中所描寫的一切都是真的

嗎?這些奇蹟真的發生過嗎? J 在回答之前，我們得先自問我們

所說的「真的」究竟指的是什麼。事實上它有多種含意。比如，

有人會說 I這個故事是真的，這本小說是真的，這首詩是真

的 J '我們馬上明瞭，在這裡「真的」這個意思並不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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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小說中，所有的情節都是虛構的，如果它對人生百態有所

反省，讓人讀來易於認同，那麼它可以是真的，因此，沒有一樣

東西是「正確」或「合乎歷史 J '然而他們卻都是「真實」的。

雖然把事情輕易的貼上標籤是危險的，但至少這樣會幫助我

們看得更清楚。現在就讓我們看看「正確的 J (exact) 與「真實

的 J (true) 這兩個字的差別。

當我們提及「正確的 J (exact) 這個詞時，指的是歷史上實

在發生過的一切﹒就像攝影機或錄音機的「原音重現 J '與當時

所發生過的←→模一樣。我的老友們所說的「第-封情書」不過是

寄出了數學作業而已，他所說的如同信上所寫的一樣正確。

但這幾個代數公式真的是「一封情書 J '當我重複說著我的

朋友說過的那句話時，我的表達方式比起我是否一字不漏的重複

原來的字句還要來得真實 (t凹的

如此，聖經是真的嗎?是的，但這是就其意義的真實性而言。

當然，我們仍然會發現很多不正確的地方，在事件的描述，或者

話語的敘述等方面，但是它仍然是真的，因為這其中有人們所體

會出的真實意義。

4.相T言是為了曙解

每-事件內在的真實性是無法以肉眼看見的，必須訴諸事件

的歷史面貌以及我們所能看到的才能有所推測。比如我們看到有

A個男的和一個女的擁抱在一起，這是真的，其有歷史的真確性，

但是我們卻無法從中推測些什麼，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會被迫擁抱

一個我們不喜歡的人。如果我說他們是一對戀人，那麼，那個擁

抱就有它的意義，就是愛的象徵。「如果有人這樣告訴我...... J 

這表示我相信他所告訴我的;而由於相信，我瞭解那個擁抱是一

個愛的姿態。因此，為了要瞭解，應該先要相信， ，-本目信」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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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們的信仰。如此，我們一面相信，一面瞭解，以這種不斷循

環的方式向前邁進。

聖經中所描寫的一切也是如此，作者們寫下一些故事，這些

故事有它的意義因為作者相信它有意義。同樣的，對我們閱讀聖

經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不管我們相信與否，我們都可以研究聖經，

我們可以理解聖經上所說的;然而如果我們與作者分享同一個信

仰，如果我們與他們一樣也在尋求天主的道路上，那麼我們會以

不同的方式來暸解聖經。

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複雜，但當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時，旅

途上的一切將會順利多了。此刻我們所必須做的，就是綜合前面

所談的一切 I經文」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是「閱讀 J ? 

5.經文的意義

當我們面對一段經文時，特別是一段古老的經文，很本能的，

我們會這樣想:有一些思想、意念是作者想傳達的，但是卻被「鑼

鼠」在他的語言以及文化背景中;而今天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解構

這些外層的包裝，並以自己的語言重新予以添彩潤飾。設想經文

中一定有一個客觀的意義，一個等待我作明又出的堅硬的「果核」

從現在起我們必須瞭解，事情並不像它原來的那樣簡單。當

我的朋我對我訴說他的生活時，我試圖瞭解他想說的一切，但是

當這些話進到我的耳中以後，我卻改變了它的意思。因此，從那

天下午起，我對他們的印象就不同於他們對自己的印象，也會不

同於另一位朋友對他們的印象，如果當天下午他也在場的話。自

然的，當我們譚一段經文時，我們也會以自己的立場、樣子重塑

經文，如此，我們延長事件的生命，並於其中慘入我們所發現的

意義。

「閱讀」是掌握一段經文，並使之對我們的生活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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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做為我們生活的動力。

然而，我們可以利用經文表達任何我們想說的嗎?這就牽涉

到研讀經文時所使用的各種不同的研讀方法。

一篇哥妙的歷正?

對我而言聖經究竟有什麼趣味性呢?它要說的是一個關於

天主的美妙故事。祂在歷史中不斷發言(對亞巴辣罕、對梅瑟、

對先知們) ，不僅如此，為了釋放受壓迫者以及治癒害病的人，

祂屢次顯現奇蹟。但是，這一切與我平凡規律的生活、與世界

的一切有什麼闢係?天主過去說了很多話，現在她卻保持沈默，

但是至今仍有人受到壓迫，生活悲慘，為什麼祂不行動了呢?

這個反駁相當有力。然而藉著前面我們所談的可以猜想那

些表達這種反對意見的人可能以兩種不同的層次來比照歷史。

歷史學家們發現，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不過是中東地區一個

弱小民族的普通歷史而己，和其它民族的歷史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擁有信仰精神的聖經作者們，卻在這些歷史事件中讀到

天主的言語以及祂對以民生命的干預，就如同那對年老的夫婦

一般，在傳達數學作業的紙籤中發掘了一封情書。

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是如此的平凡，充滿傷痛，就像我們今

天的生活，只是不相信天主的人沒有辦法在當中認出天主的蹤

跡。然而要閱讀聖經，就必須先讓我們以信仰的眼光重新看待

哉們存在的現況，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發現天主至今仍然發言，

就像當年祂向先知們發言一酸，祂仍然在工作。如此，我們的

生活將會以充滿奇蹟的方式展現。

3.一篇經文的閱讀與研究

我們剛才所說的正好教我們如何區別「閱讀經文」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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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不同。

「閱讀經丈」就是使讀者在閱讀的當下獲得新的意義，這是

閱讀中常會發生的事，因此我們會說，-這就是經文所要告訴我

的......在這段經文中最觸動我的是...... J '這種閱讀就是我們

最後想要達到的目標。然而，危險的是，我們能讓經文任意的表

達一切嗎?因此這就需要經文的研究了。

「研究經文」指的是藉助各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以便發現在

經文與讀者之間客觀存在的距離，如此我們不會魯莽的掉入故事

的情節，以免太快將自己的感受與心情投射進去，這樣的研究法

也使我們比較能小心地閱讀經丈。有時候因為我們對於經文過於

熟悉(或者自以為很熟悉) ，比如新約聖經，以至於我們從來不

曾真的閱讀過:通常只是略讀過去，知道個大概，然後重複著別

人告訴過我們的經丈 l 。

三種命析經文的方法

事實上，當我們讀經時，我們本能地會使用兩種方式來研究

經文，讓我們舉一個普通的例子來說明。

烏蘇拉阿姨寫一封信給你，你看信的時候想像她就在你的身

旁，並且按照你對她的認識來瞭解信上所寫的一切。假設她在某

個時刻開始抱怨，如果你知道她總是愛抱怨，你可能不會在意，

並且會說，-唉!她就是這樣。」但是如果你瞭解她是一個非常

堅強的人，你可能會想，-她抱怨得這麼厲害，說不定真的有什

麼事? J 然後，你又讀到她臭罵一些老年人或者某個社會團體等

等，你可能會說，-這個可憐的老人叉在胡說些什麼? J 於是，

你從字句中抽出身來，想一想你的阿姨，就你對她的認識試著瞭

註 1 :關於路二 1~20 的描述，我們常稱為「牧人朝聖~ ，事實上，當我們閱讀經文會

發現，那些牧人並沒有朝拜耶穌，而是將天便給他們的訊息帶給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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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她想說的是什麼。

現在，假設過到了一句不懂的話，你花了一段時間仔細推敲

字意，並且留意文法結構，以便找出構成句子的各種詞性:例如，

知道那個是主詞、那個是受詞等等，一旦你分析了句子的結構之

後，就明瞭了句于的意思。或者，你叉注意到信首語帶悲意，結

尾時有了好轉:語氣轉變了。於是，你再把信看一遍，看看究竟

是什麼原因會有這種轉變(也許只是因為她向某人說出了她的困

擾)。這樣，你不必從字句中抽離出來，只要好好體會她在信中

所說的就可以了。

這兩種研究方法是學者專家們整理採用的，現在我們就看看

他們如何應用在經文分析上，也看看我們是否能運用這些方法。

1.歷且合析5去

當你看烏蘇拉阿姨的來信時，你會自問 í究竟她想告訴我

什麼? J 為了尋找真相，你必須訴諸她現在以及過去的生活背景。

這也是我們在閱讀聖經時會間的問題 í作者路加想說的是

什麼?福音的作者究竟想說什麼? J 

然而，此處問題有些複雜。你認識你的烏蘇拉阿姨，但是我

並不認識，因此如果我看了她的信，我所有的印象是憑著她所寫

的:有關某件事的敘述、她所表達的想法等等，藉此我可以想像

她的年齡、生活環境、思想背景，我可以就她的處境瞭解她信上

所說的一切。當然，這看來有些危險，因為我們必須注意的是:

我正藉著這封信上所說的創造了一個人物，並且根據我對此人的

暸解來詮釋他所說的一切。

同樣地，我們認識路加或者福音的作者是透過他們所寫的經

文，因此，我們必須留意所說的一切，並恆常加以檢驗是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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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T可界定作者的年T弋?

就烏蘇拉阿姨的例子而言是非常簡單的，因為她是我這個世

代的人，但是如果她提到 1914 年的世界大戰，那麼我就不得不回

想所有我曾經讀過，有關一次世界大戰的書了。如此，聖經各部

書卷是在二三千年前編掌而成的，如果要予以安排，應該要參考

一些資料:

﹒歷史:由聖經以及其他民族保留的文件中得知。

﹒當時的文學:充軍巴比倫時的猶太人所聽到的，美索不達

米亞地區關於洪水的傳說;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會堂的宣講，讓我

們知道當時的人是怎麼瞭解聖經。

﹒考古學:耶里哥城早在若蘇厄攻下它以前就已經是廢墟了;

若望所說的有五個門廊的水池，在耶路撒冷已被發現......這些工

作顯然只有專家學者才能做，幸好他們把一些比較確定的研究成

果公佈給我們，這其中有很多屬於大眾性的研究好報告，比如聖

經每卷書開頭的引言以及註解，這些可提供您重要的參考資料，

您可多加利用。

重口T可界定聖經故事的背哥哥?

我們很容易地就認為，聖經故事的作者像個錄音機，將所有

事件的發生過程以及其中人物的對話，完全無誤的記錄下來，那

麼，他所告訴我們的就是關於他的生活、他的時代，以及他向我

們報告的一切事件。以下是一些例子。

讓我們看看二本描寫馬丁路德(十六世紀)的書，一本是十

九世紀的作品，另一本是本世紀的作品，二本都是出白天主教作

家之手。第一本書大約是這樣的描寫路德:路德是個背教的修道

士，誘惑一位修女與之成婚，並以他高傲的姿態摧毀歐洲以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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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教會;然而第二本書則會說:路德和我們一樣有弱點，但是

他曾是一個熱切追求天主的修士，對於人類的得救相當憂心;他

發現到教會必須改革，甚至一切都應以聖經為基礎;後來教會予

以驅逐......。誠然，我們可以從這兩本書得知有關路德的事，但

卻更需學習得知大公主義自十九世紀以來在天主教會內實行的成

果。

稍早我曾提及的那對老夫婦，他們在金婚慶日的那天晚上向

我訴說了他們的婚姻故事。為了要瞭解他們所說的，我必讀將時

問界定在三0年代，同時也必須界定在八0年代，因為他們以自

己半個世紀的人生經驗向我訴說他們的故事。

同樣的，聖經作者也因為寫作年代的不同(在達味的興盛時

代，或是五百年後流放巴比倫時期) ，他所陳述的關於亞巴郎的

故事也不一樣;耶穌的話語應該以主後 30 年時期的背景來瞭解，

同樣的，寫作福音的團體在主後 80 年到 90 年完成了福音的編寫

工作，我們也應該以他們的眼光來瞭解耶穌的話。

歷史分析大概就是如此:將經文歸於它所屬的歷史背景，以

及它所產生的年代，藉此試圖瞭解作者想表達的意思(這種方法

有時被稱為「歷史批判 J '指的是當我們將自己深入經文的歷史

背景時，必須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觀點〉

物質命析

當我們在烏蘇拉阿姨的信中讀到她的一些看法時，我們不禁

會這樣想 I她就是這樣被教導長大的」。這就是說，當我們說

話時，雖然我們以為這些話語是我們自己的，事實上，我們的社

會背景以及所受的教育常常透過我們在發言。

物質分析所著重的就是將經交界定在它所屬的歷史脈絡中，

因為一段經文通常也是當時政治、社會以及經濟情況的產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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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使用「物質」這個詞，正是由於這個分析法利用了馬克斯主

義者所發揮的分析體系(你可以使用這個分析體系而不必害怕被

迫接受馬克斯主義的理論)

2.結構兮析法

讓我們再回到烏蘇拉阿姨的信。當遇到不瞭解的句子時，我

們應當花些時間尋找構成句子的基本詞性，比如主詞、受詞等。

二十世紀初期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研究學科，稱之為「符號

學 J ( semiotic ) ，它是源自希臘字 semeion' 意為「符號」。符

號學研究的是語言的構成要素，或是構成有意義的語言的條件。

符號學專家告訴我們，不只是句子有文法，即使是文章也有

文法。就像我們寫一個句子時，我們得遵守某些規則(還好不必

經過思考) ，同樣，當我們寫一篇文章時(一封信或者一個故

事) ，我們也必須遵守某些文法規則。在這裡我們無法詳加討論，

第 29 頁的說明可供讀者參考。

此處我們只說明這種方法的基本特徵之一。當我們使用歷史

方法時，我們走出經文，按照作者想說的來解讀經文;然而這裡

使用的方法是，我們投入經文中閱讀經文本身，不受作者寫作意

圍的影響(作者已死了) ;我們遨遊在經文的世界裡，忘記所有

我們已經知道的，並且將我們想在經文中尋找的放置一旁，只是

為了閱讀而閱讀。對我們而言，這是結構分析法最主要的好處。

我們想像有一群朋友在樹林中散步，其中有一位特別喜愛麗

菇。在他眼中所見到的都是屬菇，因此對他而言，樹林就是屬菇。

他的朋友對磨菇毫無興趣，因此只是靜靜地走著，對他而言，樹

林就是鳥、石頭和樹木......。同樣的，當我們閱讀經文時，我們

的下意識有個想法:尋找某個勸誡或者安慰我們的段落，而這就

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如此容易彼此誤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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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想像，這群朋友在開始時都願意盡可能的走訪這座樹林，

以便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因此每個人都忘卻了自己的興趣，只

是試圖看見樹林中的每一樣事物，小鳥、樹木、唐菇等等......

之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尋找自己喜

歡的。如此，他們不會再說樹林只是膺菇，而是自己必須選擇尋

找磨菇，同時，這片樹林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以一種相當基本的方法運用經文的結構分析法，但

是它最大的好處卻是在於使我們忘掉自己固有的觀點，並以多種

不同的角度來閱讀經文。如此，當我們從事個人閱讀時，雖然仍

有自己的觀點，但是我們知道還有其他的看法，這樣一來就使我

們的閱讀豐富不少。

3. 1:匕嘖甘

(譯者按: parable 原為有人物、場景、情節安排的故事，實

為中文的「寓言」之意，但思高聖經將此字誤譯為「比喻」行之

有年，特在此加以說明。)

我用一個比喻來總結前面我們所講的一切。我和朋友正在欣

賞莫札特的交響曲，我們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來欣賞;我的朋友

可能覺得有些悲傷，而我卻覺得很愉悅;因此，每個人就自己的

樣子來欣賞，以自己當時的心情來體會樂曲，然後將自己的心情

投射在樂曲中。

由於我們的看法如此不同，以至於我們決定好好研究這首交

響曲以便獲得共識。透過樂譜我們研究這首曲子，分析每個樂章、

主接律的出現，以及器樂的安排等等，然後暫時擱下這首交響樂，

讀一讀莫札特的生平事蹟'看看究竟他想透過樂曲表達什麼。經

由這兩種方法，我們超越個人的成見，發掘了不少東西。此外，

我們仍須記得，交響樂是為了讓人聆賞，而非讓人研究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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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再次開啟錄音機，聆聽這首交響曲。雖然我們

的研究分析的確有助於對音樂的瞭解，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將它忘

記，只是盡情徜徉在聆賞樂音的喜悅中，如此，我們便賦予它一

個意義，並在其中找到新的生活樂趣，而這卻是不可或缺的。

現在只要將「聽」改成「讀 J '將「音樂」改成「書 J '那

麼你已把握住我們在這一段中所說的基本要點了。

這是在默基多 (Megiddo) 發現的圖

徽(主前八世紀) ，為雅洛貝罕

(Jeroboam) 的僕人協馬( Shema)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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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圖靈盟 |閱讀經文，注意你自然的反應:什麼觸動了你?
什麼是你喜歡的?什麼令你感到驚奇?什麼引起

你發問?

噩噩噩噩 |再把經文讀一遍，但是避免參考任何聖經內的註
解或者其他資料。如果不是太長，可以將此段拷

貝下來，然後將下面所說的部分標示出來(如果

需要，可以使用有顏色的筆)

經文本身 |﹒不斷重複的詞句、片語，或者彼此呼應、互相

對照的詞語。

﹒敘述情節中牽涉到的人、事:注意他們做什

麼、說什麼，發生了什麼事等等。

﹒地方、轉換的場所:是否有任何地方與某個特

定人物或觀念有關?

﹒時間:動詞時態、其他指示等等。

根撮這些觀察，看看經文中所發生的一切。誰

做了或者在找什麼?他做什麼?或者找什麼?

誰或者什麼事物協助他尋找?他和誰對立?情

節從頭到尾是如何發展的，是否有任何轉折?

是人物或者事物的改變?這個改變是如何產生

的?牽涉到哪些步驟?是誰或者某件事造成了

這個改變?

將經文歸於 i 這段經文是整體(書、章)的一部分，它如何被

所屬的上下|放置在整個上下文中?是在什麼樣的位置?它提

文中 !供了什麼樣的訊息?

界定經文的|藉助聖經提供的註釋或者其他資料，你可以這樣

年代背景 |問自己:

﹒這個經文寫於何時?當時的人以及作者的生活

背景如何?

﹒是否有某些詞句或用語在當時有特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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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屬於哪一種文學類型? (參考第 51

頁)

﹒當時在聖經內或聖經外是否有相似的經文存

在?這段舊約經文是否蒐集了聖經中其他的題

材?增加的部分是什麼?是否蒐集了埃及或者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著名的題材?有什麼相似或

相異之處?這段新約經文是否蒐集了耶穌時代

的猶太題材，或是舊約經文?若果如此，他們

如何加以發揮、說明?

﹒聖經中如果有其他相似的經文，特別是福音

(可參考聖經以外的資料) ，你可以彼此對

照，找出相似和相異之處。這種經文的比較如

何幫助你更瞭解經文?

.這段經文是由某個團體所寫，也是為了這個團

體而寫的。誰對誰說話?為了回答什麼問題

呢?

核對 |回到一開始你所標示的一些問題。現在你可以答

覆這些問題嗎?

噩噩噩噩 |現在放下這本書以及你的「工具箱 J '將經文讀
一遍。它想告訴你什麼?它如何幫助你生活?

當你打開工具箱時，不要企圖使用所有的工具，反而，更

具體的說，就像拆卸引擎一般，也就是說，這裡的各種工具是

為了協助讀者解構經文，因此，不必要使用每一項工具。

盟E噩噩置

在面對經文時，我們最常做的就是先把經文看一遍，看看

有些什麼，如此會特別注意到:我們主要的興趣是什麼?我們

所關心的是什麼?如果是團體讀經，先將問題寫下，不必急著

回答問題，否則將會被次要的細節所耽擱，然後，等到看完後，

再回到這些問題。

噩噩噩噩



旅行前的準備 29 

在這裡我們使用的是幾種先前談過的重要方法:最初的幾

個問題與結構分析法有關，之後是和歷史分析法相關;這一切

的目的不是為使用各種研究方法，而是為了研究經丈。

經文本身
這些問題看來也許有點學術性或者幼稚，其實主要是希望

讀者忘記所有先存的觀念，然後詳細地閱讀經丈。不要害怕會

花太多時間，因為你將發現這一切是值得的。

應特別留意有關對此的部份，這是在比較之後才發現出來

的，比如，我們說「這棟房子很大」時，只有當它與一層公寓

而非住宅區比較時，這句話才有意義。

一個故事的開始通常是因為有一份需要，等到這份需要被

滿足，故事也就結束了，因此整個故事所呈現的就是告訴我們，

為達目的必須經過的步驟，以及這其中應當克服的困難。故事

情節中各種不同人事的安排就是為了尋求一切所缺乏的，他們

可被歸納為六類:

傳送者(sender) →內容(object) →接受者(recipient)

協助者(support) →主體(sbject) ←敵對者(opposition) 

以下是一個例子。我注意到我的鄰居保誰渴了，他所需要

的東西一一內容(object)是飲料，於是我要伯多祿去找一杯水。

我，傳送者 (sender) ，設定伯多祿為主體 (subject) 以便去找

保祿一一接受者( recipient) 所需要的東西( object) 。由於要讓

伯多祿成為真正的主體，他必須要「願意 J (他可以拒絕)

「女口道 J (那裡有水)以及「能夠 J (拿到盛水的容器)。所

謂的「協助者 J (suppo的讓他知道那裡有水，以及能夠拿到

盛水的容器，但是也有所謂的「敵對者 J ( opposition )在這件

事上加以阻撓。因此，可以有很多幫助他，或者妨礙他行事的

人，也可以有很多尋找需要的人，無論如何，這些人構成了一

個群體。

你必須牢記，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不在尋找意義，而是試著

找出使經文產生意義的各種要素。準備好花點時間在這上頭吧!

然後你將發現經文會告訴你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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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脈絡中的經文

我們太習慣只閱讀整篇經文中的某一段落，這很可能是基

於彌撒或者禮儀等因素，事實上，我們應該將經文回歸它原來

的脈絡中，如此將呈現新的意味。

經文本身的時代背景

我們這裡用的是歷史分析方法，也就是閱讀聖經上，- ïj I言」

以及「註釋」的部分。通常在這些地方讀者會找到你所需要的

一些基本資料，同時你也可以參考各種圖表或是註釋書籍。

最後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是:不要忘了詢問「為什麼人們

要報導這樣的事或是呈現這些話語? J 他們並不是無緣無故地

寫了這些，而是為了解答當時人們所提出的問題。

核對

現在你對自己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有了解答，如果不

是這樣，那麼將問題記下來，然後再請教比較有學問的人。

區噩噩噩
這是截至目前為止，你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

請花點時間閱讀經文，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就目前經文所告

訴你的一切，把這段重新再寫一次。

4.受近東地理環境影響的民族

看看 33 頁的中東地圖，注意到海與沙漠的位置。這樣的地理

背景說明了三個主要地區的文明是如何在平原與河谷之中產生並

發展的。

三，處T韋太的文明

在南方尼羅河谷之處，自主前 3000 年起，埃及就成了一支龐

大的民族，陸續由不同的王朝或法老所統治，偶而也佔領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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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孟斐斯 (Memphis) ，以及南方的底比斯 (Thebes) 。若將埃及

的歷史以王朝的年代來界定，那麼出谷紀大約就發生在埃及第十

九王朝時(一直到主前 1250 年)

在北方小亞細亞的平原上，赫特人 (Hittites) 漸漸興起，到

了主前的00 年左右，成了一支相當強盛的民族，隨後在聖經歷史

上便消失無蹤。

東邊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域 (Mesopotamia '希臘文的意思是

「兩河流域 J ) ，也稱為「肥訣月彎」。在這裡幾個傑出的文明

陸續興起，彼此臣服，有些甚至曾經一度消失後，卻在幾個世紀

以後又再度復興。幾個比較主要的文明有﹒南部的蘇美 (Sumer)

文明、阿加得 (Akkad) 、巴比倫文明 (Babylonia) 以及北部的

亞述 (Assyria) ，這些都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內。再往東一點，

即今天的伊朗，產生了瑪待 (Medes) 以及後來的波斯( Persi

ans) 文明。

後來幾個遠從西方(今日歐洲)而來的民族陸續入侵近東地

區:主前三世紀時的希臘人，以及主前一世紀的羅馬人。

當這幾支強大的民族彼此為鄰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他

們彼此攻擊。「當春天又到，國王外出作戰時 J '聖經上這般的

描述正如我們理所當然的會說 r當入秋時分，人們外出打獵

時。」然而，為了作戰，他們必須和鄰近的民族接觸，甚至佔領

其他民族;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通常需要經過位於地中海以及

阿拉伯沙漠間的狹窄走廊。而正是以色列民族，這個令我們深感

興趣的民族，居住在這一狹窄的走廊地帶，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

以民生活與鄰近民族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由於位於諸強勢力的

緩衝地帶，以民所處的地理位置就像各民族的前鋒，因此不時的

也想與鄰近的民族聯合以抵禦他族。

為了能比較快的對這些陸續更送的民族有所概念，讀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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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地圖內方框的資料。這些數字指的是依次介入以色列歷史的

各個民族，如果想要更詳細的資料，您可以參考相關圖表或聖經

末頁附上的年代表。

客納罕

「客納罕」這個字在聖經中，甚至聖經以外的文獻指的是一

個「地區」或「民族」

客納罕地區大致相當於今日的巴勒斯坦，您可參考 95 頁的地

圖。請注意，該區從上到下被劃分為許多地域。

海岸平原治著地中海垂直伸展，被加爾默耳( Carmel) 山分

隔為二。

中部地帶是由一些高原(加里肋亞)和丘陵(撒瑪黎雅 Sam

aria 、猶大 Judah) 所組成。

最後，向東而去是奇特的約旦河谷。讓我們看看高度表:約

旦河源於大約海拔 200 公尺高的赫爾孟山麓 (Hermon) ，流入胡

肋湖( Huleh) 時仍有海拔 68 公尺高;再往南約十五公且處進入

提庇黎亞湖( Tiberias ) ，此湖卻低於海平面 212 公尺，最後流入

低於海平面 392 公尺的死海。

主前十三世紀左右許多民族在此定居，然而主前 1000 年左

右，達味予以統一，變成了達味一一撒羅滿( David Solomon) 王

國。撒羅滿一死，王國分裂為二，南方稱為「猶大 J '以耶路撒

冷為首都，北方稱為「以色列 J '以撒瑪黎雅為首都。

主前十二世紀左右同時有培肋舍特人( Philistines )在南部地

區沿著地中海岸居住，而在基督誕生前幾個世紀時，希臘人稱該

地區為巴力斯丁( Palestine ) ，或是培肋舍特地區。

另外還有一個小王國在以色列歷史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大馬士革 (Dama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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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早在以色列人定居害納軍之

前﹒接及人已經統治這個地方很久

了，直到辣默色斯諾王(第十九王
朝)時﹒國嘴邊B捕盛，此後國勢

洶撞量下妞，但卻仍#桐可寺地且E擾以

色列。

拉哥主朝(，←托助米，亞歷山 1 元\
大 1圖將領的f針弋)統治言草地直到 1'-ν

主前 63 年在 320-198 年期間曾

經佔領巴勒斯坦地區 a

@ 
希臘

333 年馬其頓的亞歷山

大攻佔巴勒斯坦地區，在他

@ 
亞述

死後，後他的幾個將領們陸 I -赫特 p一
續統治這個地區:埃及的拉 I _..,- r 

主前九世紀跨國勢向外

擴大， 721 年攻下撒瑪黎
雅; 660 年於埃及大敗，此
後國勢即一傲不f辰。 612 年
首都尼尼微被巴比倫JJ;;(佔。

哥王朝 (Lagids '320-198 I 、 /" 
)安提約基雅的色重苛主自-

朝(包leucids ' 198-63) 0 I rs 

@ 

巴比倫
主前一十八世紀時因哈慕

辣彼( Hammurabi )王而極
富盛名，隨後臣屬E主亞述帝

國，直到 625 年左右才漸漸

得勢。

597 年拿下耶路撒冷，

並於 587 年予以毀滅。

文巴塔納

蘇撒

阿拉伯 o 100 200 300 400km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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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猜想得到，以色列民族史的發展乃取決於

鄰近其他民族的歷史。接下來我們將看看以民的思想是如何受到

其他文明的影響。

5.受近東思想、影響的民族

以色列在整個歷史中，不斷地與鄰近各民族來往，自然也對

他們的文學作品相當熟悉。此處我們藉機收錄了一些精彩作品供

讀者欣賞，同時，我們也將介紹幾個重要文明的思想特色。

埃及人生活在日照充足的土地上，一且在傍晚時分見到日落，

他們會感到一股焦慮，雖然按照經驗他們知道，太陽在征服夜晚

的威力後，次日清晨還是會升起。因此太陽被神化了，並擁有不

同名稱;他是眾神之首，負責繁衍眾神以及人類。下面節錄埃及

太陽神「阿頓 J (Aten) 讀美詩的片段，是由阿克漢納頓

( Akhenaten )法老於主前約 1350 年所寫，聖詠 104 首的作者很

可能由此處獲得寫作的靈感。

尼羅河每年在固定的時節會氾濫，因此帶來大量的泥沙以及

充沛的飲食用水。

此外，埃及的氣候相當晴朗明亮，是神性善，時常照顧人們，

人一旦離世，生活忠誠正直的人將享有新穎光輝的生命，雖然這

個新生命並不那麼屬於個人性的。

埃弓之太喝神「阿頓」的讚美詩

以下詩句節錄自法老王阿克漢納頓的讀美詩。

你在采際，'.' ，吋楞著尤嗨，

:香格的團結是告今的是f.~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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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自求才汁逆時，

先地充{藹 ftJ生悍的尤羊。

當(~旬 b 才是可7時，

「切?\主 i求各丸，布，生回/(-è~段。

太多也勦例，在寧靜 tf'

自主色創造它的那一位正在憩息。

當你是主身在約大餘，

織一 11司來越妨，且是 rP乏對i 於旬宮時，

大地之明是在主象。

人們 1對峙瞇縫，站立是王家，

雙手令，←:玖禱，多包著你的rl!. 1孔，

然;在學 H 大幸也 l蚓拈辛 'fb 二:r.. 1Ì' 0 

.M' 董忠戶 μI~ ~正式逆.$'可 ífc ;rp行。

你一址(說，所布的路;是說V'l ó坎l詞。

9之兒們在:，t ð吾有1 :::r:斷地在.Jj吾吾土挑撥。

是倚在軍人身土灑1-1童手，

主É~全可對人的胚胎發芳。

你的創造何其繁多，

盡 tJ主斌在人的 ðõ:主 t íi 。

喔! ..在戶按可 ~U泛的真神，

你也自己創造了足雍呵 ， v話丟了人類。

.ílt狗乏主， (朱先了這一切 a旁站立亡已;

大地 t 主， (朱先了，言芳:鐘才 l河嗨，

f本.j~挂在我的.-:; f ..... . 

相反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思想特徵就顯得相當悲觀。這個地區

的人民居住在氾濫不定的河谷地帶，因此不時的常遭洪水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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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已出士的考古學成果中也可見這樣的痕跡。而來自阿拉伯

沙漠或者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也時常入侵這個地區。

美索不達米亞神祇彼此之間經常任意爭鬥，而人乃有死的生

命，終其一生戰戰兢兢努力想減少神的憤怒;根據吉爾甘美斯

( Gilgamesh )的敘事詩，因眾神之故，人由「欺詐」成分鑄成，

並且按照他被分配到的命運從眾神那裡接受死亡。死亡的國度充

滿悲傷，聚集了許多亡魂的陰影，沒有任何幸福可言。

以下是本書所摘錄的著名神話的精彩片段:

.我們所知的阿托拉﹒哈希斯( Atrahasis ) (意為「最高賢

者 J )敘事詩是主前 1600 年左右在巴比倫發現的于膳本，這首長

達一千六百四十五行的詩所描寫的是，眾神終日↑亡於做不完的工

作，於是他們決定創造人類以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們將黏士混以

被斬首的神祇所流的血造了人類，然而沒想到人類日益成長，製

造不少紛爭，甚至騷擾到眾神，因此眾神處以各種災禍，最後甚

至促使洪水氾濫。但是厄阿 (Ea) 神命令一個人造了一艘船，將

他的家人以及許多成雙成對的動物安置在這艘船中......。

﹒厄魯，馬﹒厄里修 (Enuma Elish) 這首詩(意為「當在高處

時 J )也是相當古老的一首詩，以目前所考察到的詩的形式看來，

它應該寫於主前 1100 年左右。這首詩所要說的是，在起初時有兩

種性別源頭，一個是阿布斯 (Apsu) ，代表甜水，另一個是堤亞

瑪特 (Tiamat) (與創- 2 I 深淵 J (tehom) 一詞有關) ，代表

海中的鹹水，所有的神祇都源自於此。由於眾神令堤亞瑪特煩惱

不己，於是她想將他們全部殺掉，卻被瑪爾杜克 (Marduck) 所制

服。瑪爾杜克將她像一顆牡蠣般的一分為三，並令她成為拱形的

天頂，然後用一位叛亂的神祇所流的血造成人類。

﹒吉爾甘美斯( Gilgamesh) 無疑的是古美索不達米亞文學中

最著名的一首敘事詩，它源自蘇美 (Sumer) ，在亞述及巳比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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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流傳了大約 1000 年的時間，之後在巴勒斯坦地區廣為人知，並

為赫特人所抄襲。現今吉爾甘美斯的形式是由十二首詩歌組成。

蘇美英雄吉爾甘美斯，由於太過驕傲令眾神無法忍受，於是

眾神煽動他的對手恩基多( Enkidu) 來對付他。恩基多是一隻與

各種野獸共同生活的怪獸，然而卻由一個女人身上慢慢感染了人

性，因此竟和吉爾甘美斯成了好友，兩人並且一同創 F不少功蹟。

有一天恩基多死了，吉爾甘美斯有感於死亡的殘酷於是決定尋找

永生不死的方法。洪水英雄告訴他生命草的秘密，吉爾甘美斯成

功的得到了它，卻沒想到被蛇搶走了，吉爾甘美斯只好順從死亡

的命運a..... 。

自從 1929 年烏加黎特 (Ugarit) 圖書館(在今日敘利亞辣斯

商木辣 Rash Shamra 境內)被發現以來，對於客納罕人的思想、特

徵就比較清楚。烏加黎特文明的高峰是在主前的00 年左右，大約

是以色列人的族長時代。

主要的神祇名為「厄耳 J (El) ，通常以牛的型態出現(聖

經中對天主稱號之一的厄羅亨一-Elohim' 是對「厄耳」君王式

複數的稱法) ，這種信仰特別崇敬自然神祇的力量:巴耳神

(Baal) ，執掌暴風和雨水之神，有時稱之為「乘雲之士 J (就

像詠六八 5 中描繪的天主) ，而他的姊妹阿那斯 (Anath) ，後來

被稱為艾斯得拉神 (Astarte) ，是執掌戰爭、愛情以及繁殖的女

兩申。

以色列，特別是撒瑪黎雅王國深受客納罕宗教的影響，比如

一些在高丘上祭獻給女神的性行為儀式，以及為了求得土產豐饒、

牲口多產的宗教禮儀等等。

巴比倫人的宇宙觀

著名的厄魯，馬﹒厄里修詩描寫的是農神出自男性源頭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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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以及女性源頭堤亞瑪特的故事。堤亞瑪特想要毀滅所有騷

擾她的年輕神祇，這些神祇將他們的權力委於瑪爾杜克(巴比

倫神祇) .最後他殺了堤亞瑪特以及那些幫助她的神祇'並且

用她的身體造成了宇宙世界:

為:有 4土史且在倍地的權勢已:1.:%社悸的紅神，

於是去何控他必版的先是益為時，

叫邦主§﹒峙的從哥劈旬寸金的頭銜，

f也一面休息，一 00::主枕著她的反艘，

旭、 1孟加川色、刻，叫完成一伺 f穿大的.5-.衍。

f也~%反艘切成為卒，就f位身l 閉一條車L 丟在一韻，

其1'~三F fj且成了大室的是 7頁，

勾勒出，言的宰你，

主É ~}Í<.. i是 ifr .A駐守，

草委防m似的 ítc tl:.。

這個神話可以分別和創世紀第一章，以及經常出現在埃及

文學作品中的神話互相比較。

埃丕主人的宇宙，觀

空氣之神「胥_j (Shu) 將他的女兒

r弩得_j (Nut) (天空之頂) ，從

他的兒子「駒布_j (Geb) (大地)
中分離出來(主前 1100-950 年間埃
及的紙草紙古文書〕

一首寫於主前 1400 年左右的讚美詩，乃稱頌喜於夜間巡視

沈睡的人類的太陽神阿孟(Amon) 。他是是神之父，人們這樣

讚美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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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也11'，吉兌 : 

「和平去也 i') 家吧，紅4中'oi..-I#- -t 'oi.. ! 

你泉是乏了采室，伸展了丈此，

f太 4主管芽存在，令其才會成叭，

/(11'1 科官員你，函 fZ 總是先我們 tt卜心。」

隨著本章的介紹，我們繼續往前將會發現聖經的思想特徵，

然而，在此我想先指出一個與上面我們所提到的思想模式不同的

基本特徵。

Shema Israel ' Adonai hedad!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

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J 這是以色列人的基本信仰，如同申六

4記載的格式。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是他們的

。
天主向他們發言，而他們以愛來回應祂。藉由

諷刺的敘述方式，神話思想可以用一個箭頭的

方向表達出來:人類把神明投射在超越界，而

透過宗教儀式，人類設法控制這個神明，使能為其所用。

在聖經中，箭頭的方向恰巧是相反的。意 ，天主、

思是說，天主向人說話，而人回應抽，而宗教 ( ì 禮儀

禮儀則成了人回應天主的一個表達: "人/

禮儀可以是相同的形式，但是表達的意義

卻可以改變。例如，一個小孩送給媽媽一束花為求得允許看電影;

同樣的，這個小孩也可以在母親節時送媽媽一束花來祝福她。在

第三個情況中所表達的是一種不求代價的心意，表示他對母親的

愛的回應，是一種表示感恩的禮儀。這就是感恩禮最基本的態度

(→種感謝的行動) ，稍後我們再討論。

無論如何，在我們將各種工具準備好置於行囊之後，現在是

我們前往探索聖經的時候了。



旅行前的準備

哈達得 (Hadad) 神(在烏加

黎特經文中稱為「巴耳~ )以

牛為底座'的在牠上面，雙手
持著閃電(主前八世紀〕。這

讓我們想起崇拜巴耳神的宗教
儀式，以及北囡囡主雅洛貝罕

(Jeroboam) 在丹( Dan) 與
貝特耳 (Bethel) 設立的公牛

雕像。

客納旱地區的自然神話

有一首讚頌巴耳神以及莫特 (Mot) 神的詩在，烏加黎特被發

現。巴耳神是執掌暴風和雨水之神，而莫特神卻是掌管死亡之

神。這使我們想起自古以來有關生產豐饒與否的老問題。巴耳

神以雨水灌溉土壤使人類獲得豐產，然而他卻被地下之神莫特

所吸收，如此一來，雨水是否為土地所「囚 J 而後造成乾旱?

在這首摘錄的詩中提到，至上神厄耳猜想巴耳神將會重生，

如此雨水會再回來。

有人宣告厄耳將做一個夢:

去。票也「位看已有仿沾著，

在0% l主{豆豆手，土地 t 主仍然存在，

在且垂夢寸，抖落寬大的/豆芽，萬拍的創造右，

持會看見采土降1士都泊，

:哀.Jj ;共[氣帶象甜苦。

厄耳得到了這個夢諭'滿心歡喜:

在睡著“卡， 4二益寬大的/之呵，措施的創造右，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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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f;...土 F年 1了胡峙，

法.1;洪流;帶家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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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益的/已有充尚品位的喊叫:

「混在我可叫婆心的休息了，

白宮包含位看已有仍然法若，

這位主手，么多也 t 主革尤在串戶手空。」

在聖經中我們找到「流奶流蜜的土地」這樣的描寫格式(參

聞出三 8) 。稍後當我們談到北國時，我們再看看與「繁殖力」

這個問題有關的主題(是巴耳神，還是天主使大地生產眾多)

本書結尾(第 261 頁)將就這本指南所涉及的主題提供一些

書目，以協助讀者做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是讀者應注意，最基本

的是閱讀經文本身。透過一本好的聖經，其中提供的引言、註釋

部分，以及這本指南的引導，讀起舊約來將游刃有餘。

為了對美索不達米亞、烏加黎特以及客納罕等地的民族思想

有更多的瞭解，您可參考: Walter Beyerlin ' Near Eastem Religious 

Texts relating to 的e Old 1切的ment，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1978, 299pps. 

幸申言舌

有些時候我們會碰到「神話」這個詞，但究竟它指的是什

麼呢?

古老的神話通常是一些敘述男女神祇、英雄人物等的故事。

乍看之下，我們覺得有些困惑，然而不多久，我們便能進入情

況，因為我們瞭解到，這些故事所描寫的都是我們常會自我詢

問的問題:世界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會有人類存在?為什麼會

有災禍、死亡?男女之間為什麼存在著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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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之間有什麼關連嗎?

有趣的是，不同於今日學術叢書的深奧難懂，神話以一種

「連環卡通」的方式來談論這些問題。

讓我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世界小姐選拔賽。在國王制度

不再存在的年代，人們選出一位王后，這位王后身旁不時的環

繞著眾多王公紳士;我們生存在這個灰暗的世界中，可怕的重

複著相同的日子;而人們為這位王后加冕'為她準備華麗的禮

物......。這一切促使選美賽成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夢幻世界的

產物，它也說明了女人對自己美麗豐艘，贏得風采的期望，以

及男人欣賞女性之美的渴望。但是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一個

人能認向這個神話，不再是自由的，不再做他自己。例如，我

們可見時下眾多女孩忙著模仿世界小姐的髮型或者試圖塑身，

即使這些可能不適合自己的型。一些雜誌上報導額似某個打字

小姐和老闆的兒子結婚等等的八卦消息也散播出同樣的訊息、:

讓女主亥們戀於作夢，活在夢幻中，使得她們終日無心工作，只

是想盡辦法引誘老闊的兒子......。

簡單的說，神話是談論我們自己常會間的問題，以故事的

形式將問題投射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中，一個還沒有時間，人

尚未存在而全是神祇的世代。事實上，這些神祇的故事原是屬

於我們的，只不過是被移植到另一個時代而己，因此，這就成

了人類必會重複的一種模式。

例如，人們問 r男女之間的吸引力代表什麼?如何才能

多子多孫? J 試想，一個在時間之外的世界，那兒有男女神祇

值此互愛，彼此結合，有了後代:因為這個神祇世界是我們在

另一個世界的錯置，因此，如果她們有很多的見女，那麼我們

的土地與牲畜也將豐饒富庶，所以我們必讀迫使他們繁衍眾多:

宗教禮儀就成了一種迫使他們成雙配對的儀式。因此，在巴比

倫或者客納罕高丘上與神妓結合的儀式，並不是一種縱慾的歡

樂，而是為了促使土地出產豐富。

由此看來，這些神話故事都是相當嚴肅的，是人類首次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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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如此我們瞭解到為什麼聖經採用這些語言來表達自己的

反省，也大大地改變了語言的原貌。可以簡單的說，就是從一

個情愛圖片集變成了心理小說。

如果我們閱讀一部好的心理小說，是有關於男女情愛的故

事，我們會看到故事中這一對戀人，有甜蜜的時光，也有他們

應面對的問題......。初讀這本小說時會以為它像一本情愛圖片

集，但事實上剛好完全相反。它並不使我們躲進一個夢幻世界，

相反的，它使我們深入每天的生活中，因為它是作者對許多不

同的戀人，不下千次的觀察所完成的作品。如此，我們被迫反

省自己的生存現狀，並隨時保持警醒。

這些偉大的神話，特別是關於創造的故事，給予聖經莫大

的靈感，因此聖經再次思索這些神話故事，藉以表達唯一真神

的信仰:介入人類歷史、期望人額獲得自由的神。

6.一千年的歷史:以色列歷史上的重要時刻

下頁的圖是個摘要，但是相當重要，因為它指出我們將要繼

續前行的路線。

達味一一一攤羅5捕時代的王國

大約主前一千年時，達味攻下了耶路撒冷城，並以它為統一

南北各支派後的王國首都。至於撒羅滿，達味的兒子，就擔負起

規劃建設王國的重責大任。

於是，他們有了國士，一位國玉，以及聖殿;天主常常在聖

殿中顯現給祂的子民。

這也是猶太文學的開始。人們著手紀錄過去的記憶:出谷紀

一一從埃及人手中被釋放出來，於是成為猶太人發現天主是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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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道最→辦單滿王國
以@U國待斃有

933 南北兩國 -‘ 587 充軍巴比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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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姐
一
含
川
一

且
川
級
一
…

J
d「

鳴盤
、

因輯器時

顯露~ I臣司|
|車 |騙罪省

欄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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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 

迫害時期

殉道時期

達尼爾 點于、錄

此時有三個主要團體形成

撒杜塞入
法利塞入

厄色尼人

上面這個國能幫助您掌握戀個以色列歷史上的軍要時刻。

這些直是來自幾個不同時期的繪畫或雕像。您可以在每一葷的開頭，第 6.41 • 275 頁
看到這些圈，以及附士的 些簡短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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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救贖者最基本的經驗。其中族長史(亞巴郎、依撒格...... ) 

的部分說明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是如何在達味身上實現。甚至故

事也回溯至世界的開始:天主不會只釋放一個民族，祂願意整個

人類得救。

冒冒::l t 'R可國 :書商示之三手口比人空L歹U

當撒羅滿在主前 933 年去世後，整個王國分裂為二:南部稱

為猶大，以耶路撒冷為首都;北部稱為以色列，以撒瑪黎雅為首

都。

猶大仍舊保持對達味王朝的忠心;國王使王國維持一統，在

天主前代表整個王國，而天主則住在聖殿中與整個民族同在。這

段由達味一一撒羅滿開始的傳統，就形成了猶大聖史 (Sacred Jud

aean History ，簡稱 J '即我們所說的「雅威典 J ) ，在此期間有

依撒意亞、米該亞兩位先知宣講。

以色列則與達味王朝分裂，國王們對於宗教不再看重，於是

在倍受客納罕宗教崇敬巳耳神習俗的威脅之下，先知們聚集民眾

以維護原有的信仰(此處讀者可看見一個人騎在牛身上)。如此，

由達味一一撤羅滿開始的傳統最後匯集成北國聖史( Sacred History 

of the North '簡稱 E '即我們所說的「厄羅亨典J ) ，在這期間

宣講的先知有:厄且亞、亞毛斯，以及歐瑟亞。

此外，在北國也有各種法律的蒐集工作，最後在猶大彙整一

切，成了今日的「申命派 J (簡稱 0)

主前 721 年左右，北國以色列為亞述所滅，而南國猶大則於

主前 587 年被放逐於巴比倫。

克軍巴比倫

以色列民族充軍巴比倫近半個世紀，他們失去了一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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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以及聖殿，是否同時也失去了他們對天主的信仰呢?一些

先知如厄則克耳、依撒意亞的一個門徒等，再度的鼓勵人民，使

重新燃起希望:司祭們再次向人民展現他們的傳統，以幫助人民

瞭解受苦的意義。如此，最後就形成了司祭聖史 (Sacred Priestly 

History .簡稱 p. 即我們說的「司祭典 J ) 

三處其斤~;克己台日至于其月

主前 538 年，波斯王居魯士 (Cyrus) 解放了以色列民，令他

們重回巴勒斯坦地區，而這一群曾為流放所苦的以民，在回到故

鄉後辛苦地過著生活。

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以民不斷地重複著自己的歷史，以便

每時每刻從中找到生活的意義與希望。於是，身為司祭的厄斯德

拉 (Ezra) 經師，便將這三部聖史以及申命派蒐集一起，形成了

唯一的一本書:法律。

另一方面，早在撒羅滿時代，甚至吏早以前，許多智慧人士

就對他們的生活有所反省，這些成果後來就形成了不少偉大的作

品，如:約伯傳、鐵言、多俾亞傳等等。

希臘、羅馬統治暐期

主前 333 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攻佔中東，於是將

希臘語言、文化擴展到中東各地。

主前 167 年，亞歷山大大帝的一位繼承者，安提約古四世，

以死刑脅迫以色列人民背棄他們的信仰，這是以色列的殉教時期

以及著名的瑪加伯時代。主前 164 年以民再度獲得自由，於是引

起了默示作者的反省:期待天主在末日來臨時的救援。

主前 63 年，羅馬人佔領了中東地區，黑落德玉在帝國的保護

下，於主前 40 年到主前第 4 年統治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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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舊約，我們即將整裝啟程:我們

將經歷以色列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並且要

看看以民是如何透過他們的生存現況來表

達信仰。然而，在搭機前往他國之前，通

常我們會稍微停留一下，看看將要行走的 提草草吉它PZ
路線，同時再次臨忍自己旅行的理由，甚 3白eII ' jç 約主前

至蒐集有關當地的風俗民情、表達方式等

資料。同樣的，在我們啟程之前，我們也將在本章稍做停留，看

看出谷紀的種種，以便往後能夠比較容易地發現新事物。

首先，我們應該熟悉經文的閱讀與分析。這雖然有點複雜，

但是為了對經文有概括性的瞭解，我們必贊同時觀看每樣事物。

不要害怕!我們繼續往前就會發現，事情將越來越清楚。

我們將要瞭解的是一般所說的「文學類型 J '或者說是一種

表達相同事物的不同方法，就好像您寫給朋友的信一定不同於寫

給一位計程車司機的信。

我們發現到，聖經的經文有一段

很長的歷史:他們是由很多早期的文

件彙集而成的，由此可知我們的旅行

路線將是多麼的腕蜓曲折。

無論如何，這個研究不會是純學

術的。我們會發現到，對以色列人而
埃及書記官(第五王戰，主前 一

2500-2350 年〉。 盲，從埃及人手中被釋放出來是促使

以民成為一個民族的基本事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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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色列人不斷地回溯這些經驗並加以思索，為的是從中發現

當下的意義以及未來的希望。

固，讀經:出十二 1'"-'十三 16

初次朗讀

讓我們開始逐步閱讀這段經文吧!不要在意聖經上所附加的

標題，如果有任何字句或用語是你所不瞭解的，不必擔心，稍後

我們將在第二次閱讀時再處理它們。現在，請你只是閱讀這段經

文，並且問自己:

.這裡提到什麼事件?

﹒是以何種方式陳述?是一種敘述法嗎(在哪幾節) ?從這

裡是否衍生出某些法律(在哪幾節) ?是否有某些禮儀行動以慶

祝這個事件(在哪幾節) ? 

看完整段輕文之後，試著為你所探索過的每個片段加上標題，

這將使你對每個片段的文學類型更加確定。

再次朋讀

透過聖經上附加的各種註解，你可以著手處理某些問題。

誠如你從聖經的註解所得知的，這些經文是在許多不同時代

編輯而成的，雖然如此，我們現在不要花費太多時間停留在這個

問題上，等到這一章的末了你就會明白一切了。

這是一段有關禮儀的經文，告訴我們以色列人是如何藉著禮

儀的慶祝來保留對這個事件的記憶，以及它對今日人們的意義。

以色列人沿用兩種早已存在的節慶，一方面改變它原來的意

義，另一方面使它與某些歷史事件連結。事實上，他們有兩種類

型的節慶:一種是每年重複的對大自然的讚頌(慶祝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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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開端) ，另一種是慶祝歷史上偶而發生的一個事件(如同

法國人慶祝七月十個日的巴士底暴亂事件)

每年春天時，游牧族群都會慶祝逾越節;他們宰殺一隻羔羊

來吃，並將牠的血塗抹在帳棚的欄柱上，作為驅逐邪魔的記號。

以色列人於是採用了這個節慶(十二 21 ' 21 ~22) ，並作為對百

姓獲釋的→個回憶(十三 25~27)

從事農耕的人在每年春天時慶祝無酵節，他們喜於新的收成，

並除去一切仍使他們記憶的舊事物。以色列人採用這個節慶(十

二 15) ，並使之成為紀念百姓獲釋的一個節慶(十二 17 ' 39 ;卡

三 30 ) 

基督徒們於是採用這種慶節，並擴大它的意義:慶祝由耶穌

基督帶來的決定性的救贖。

以色列人原來就治襲一種古老的風俗習慣，即將最好的獻給

神祇。因此，他們奉獻牲畜的首生者，有時甚至奉獻人類的長子。

對他們而言，這也成為紀念百姓從埃及被釋放出來的一種習俗(十

三 2 ' 14~15) 

文學類型

通常我們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來陳述相同的一件事情。

例如，當我們的一個好朋友生病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向他的

家屬、醫生，甚至社工人員來描述他的病情;甚至於在他康復

以後，我們對病情的描述也會不同於當他在生死之間徘徊的時

候。

更進一步的說，這些表達事物的不同方式(文學類型)和

一個團體的生活需求有關。每一個團體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文

字作品;比如，我們以漁夫這個小社群為例，在他們的生活中，

可能會有一些法律性的文件(社群生活公約) ;足以讓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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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生活狀況的一些標語或短句(休息中、捕魚去) ;一些故

事，有時也描述得相當美麗;還有一些真實的史詩，只不過內

容有些詩張，通常是把捕到鯉魚的經過描述得像是捕到一條大

鯨魚似的;此外也有一些慶祝活動，比如一起到轉角的一間酒

吧喝杯飯前酒，或是來個愉快的野餐...

如此一來，為了生存，每個族群都必讀創造一些屬於自己

的文學，因而，每個國家會有自己的法律、話語、慶祝活動、

過去的歷史、史詩、以及詩賦歌詠等。

自然而然，以色列人就一個民族的身分生存在這世界上，

便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文學，讓我們逐一列出說明。

故事:回憶過去的經驗以便使人有一個共同的思想。也就

是說，當人一聽到祖先們的故事時，立刻就能認同自己是屬於

同一個家族的人。

史詩:同樣也是描述過去的事蹟，但特別是為了激勵人心，

並歌頌那些英雄們，雖然在這些故事中，對於許多細節的部分

會稍加誇飾。

法律:為了組織族群，使之能維持團體生活。

禮儀、慶典和宗教儀式(例如祭獻) :為了表達族群共同

的生活，比如 a個慶典的餐會使整個家族有機會相聚一起;至

於許多的宗教活動則是為了表達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詩歌、讚美詩、聖詠:這些是整個民族對信仰的體會的表

達。

先知的神請:來白天主的啟示，話語嚴肅，目的是為了使

人民回歸真實的信仰。

先知或可祭的訓誨:通常是教義式的，但有時也使用故事、

寓言等方式表達。

智慧著作:這些是對人生問題的反省，比如，生命是什麼?

死亡是什麼?愛是什麼?為什麼會有惡存在?為什麼會有痛苦令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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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刀口 IK別各種文學類型

每一種表達方式，即文學類型，都有它的真確性。不要期

待卡通動畫片會像歷史書所描寫的一樣正確。因此，如果把創

造天地的故事(創一)當作科學報告來閱讀是不正確的，因為

它是 4首宗教敘事詩;另外，把過紅海事蹟(出十四)當作是

新聞事件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是一首史詩。

因此，正確的態度是，每次閱讀-段經文時，如果可能的

話，盡量找出它的文學類型，以及這其中所表達的真確性。

"讀經:出十三 17，.._，十四 31

橫渡紅海事件的研究讓我們發現所謂「梅瑟五書的傳統」

初三文閱讀

53 

請翻開你的聖經開始閱讀這段經文。乍看之下，這是個相當

容易暸解的故事，然而一旦再加細看時，我們會發現一些奇怪的

事物。這個「奇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有 4種情況描寫的是，

大風吹乾了海水，而埃及人就在狂風亂沙中亂了陣腳;其他描寫

的是，天主如何將海水分開好讓以色列人通過;有的時候是天主

自己行動，有的時候是祂吩咐梅瑟行動。這些敘述風格很不相同，

有時描寫得相當具體，比如，將天主描寫成一個騎乘連結戰車車

輪的戰士一一這是一種「擬人化 J ( anthropomorphic )的說法，

它原是希臘字，意為「以人的方式 J '有時描寫得卻很抽象，譬

如，天主發言，而祂的話就是行動本身。

因此，在研究有關梅瑟五書的形成時，這些發現就讓許多專

家們提出了一個假設:梅瑟五書源自四個不同的傳統或文件，最

後為人編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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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將就這些敘述資料橄證這個假設是否屬實。

再次朋讀

請你閱讀 58-61 頁中重新編排過的經文。我們將經文分為三

欄，以便在其中看到三個不同的傳統(這段經文中沒有第四種傳

統)。當然，這種區分法涵蓋了一種假設性，甚至於有時候我們

也不知道，將某一節經句劃歸於這一欄是否比在另一欄恰當;無

論如何，這種概略性的觀念是必須的，即使偶而有些細節會出錯。

按照這種編排方式，你可以順著經句的次序，一欄一欄地逐

步閱讀這段經文，或是將各個傳統(文件)分開來個別閱讀。在

這段敘述中，厄羅亨典傳統 (The Elohistic tradition) 是比較不重

要的，因此，為了簡化我們的研究工作，我們在此只探討雅威典

傳統( The Yahwistic tradition) 以及司祭典傳統( The Priestly tradi

tion) 

雅威典T享~;克

請你閱讀在左邊欄位的這些經丈。主要的人物是哪些(你可

以用不同顏色的筆加以區別) ?埃及人想要的是什麼?他們知道

如何去獲取嗎?他們有這樣的能力嗎?以色列人想要的是什麼?

是誰要告訴他們如何得到?誰將給他們這樣的能力?

究竟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請將不斷重複的字句標記出來。「看見 J (以人的眼睛或是

信仰來看? )這個動詞的意義一直是一樣的嗎? í害怕」一詞在

第 10 、日，以及 31 節的意思是一樣的嗎?在這節經文中可否找到

其他相對的字句?

這段經文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想表達以色列人所經歷到的各

種不同的害怕經驗。這種轉變的過程如何?這對以色列人以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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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信仰有什麼意義?

司帶典傳統

請你閱讀右邊欄位的這些經文。這裡只有一個主要的人物，

他是誰呢?他想要的是什麼?如何行動?請將所有不斷重複的詞

語標示出來。有些可能會引起我們的疑問(比如:天主使他們的

心硬) ，但請不要擔心，後來我們會再回來處理這個問題(第

137-138 頁)

天主所要的是讓自己受到光榮，讓人知道她就是救贖者。這

並非是一種虛榮，聖依肋內( St. Irenaeus )說 I人得以生存就是

天主的光榮」。天主的光榮在於救贖人類，因此，祂以一個能拯

救人的神、保護人的 t主的形象顯現在人的眼前。但是這必須要

這個民族願意讓天主救贖'願意相信天主，如此人能聖化主名。

換句話說，讓天主顯現祂是聖的，祂是上主。稍後當我們研究厄

則克耳先知時，我們會再提到這一點(第 143 頁)

究竟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請你將重複的部分標示出來:

天主發號施令，然後是一個描述這個號令如何實踐的敘述，通常

這是司祭典傳統所使用的方法(請看創一關於創造天地的第一篇

敘述)。此處重要的是天主的話，因為祂所創造的是根據祂所說

的話。請比較這個奇蹟和創一;之後一個類似的主題是:天主使

海水分閱，乾地就顯露(出十四 6 ' 22 ' 29 ;創- 9 ' 10) 

梅瑟五害的傳絞

讓我們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們有四種不同的經典

告訴我們有關耶穌的故事，那就是四部福音。

長久以來人們就一直想綜合四部福音中所談的一切，以構

成一部敘述耶穌生平的故事。現在假設我請一位不知道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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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福音」的文學專家閱讀這本綜合而成的「耶穌傳 J 他

立即會發現到這本傳記的內容不只是出自一個來源，比如，他

發現到敘述風格時有改變(馬爾谷福音描寫詳盡，而若望福音

注重言論的結構) ，動詞的使用也不盡相同等等。於是他假定

這本書是由不同的文件構成，並將它劃分成屬於四部福音的各

種不同的欄位。

現在，如果我們將他的研究成果與福音做一個比較，我們

將發現到以下兩個重點:

一、漏洞:例如，當馬爾谷和路加敘述相同的事件時 I耶

穌傳」只保留了其中的一個描述法，另一個將會被捨棄。

三、錯誤:事實上，我們很難辨識出經文中的某一段落是

屬於瑪賣或是路加，因此，在經丈的批判上常常也會出錯。

讓我們再回到梅瑟五害。雖然這五冊書(希臘文Pentataeuch

的意思)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作品，但是早在很久以前，專家們

就注意到這是一部集合而成的作品，因此猜測這是將四個在不

同年代寫成的傳統綜合一起的-部文集。

如此我們知道，梅瑟五書的寫成是歷經幾個不同的階段:

1梅瑟五書的基礎點是梅瑟這個人物，以及出谷紀的事件。

2按著是一些以口傳或文字方式流傳的零星片段，如故事、

法律、言論、對事件的默想，以及禮儀慶典等等。

3在不同的時代中，一些經師(先知、司祭、智慧人士)綜

合這些零星片段，使成為連續性的敘述故事:四種文件。

4.最後，這四種傳統就被集合一起成為一部獨立的、涵蓋五

冊的作品。

往後我們將有機會詳細研究這些文件，現在讓我們儘速的

瞭解這四種傳統的背景。

1雅戚典傳統(以 J表示) :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以色

列人從來就稱天主為「雅威 J '毫無疑問的，這種傳統始自撒

羅滿時代，大約主前 950年左右，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宮廷當中，

當時國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使人民的宗教信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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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厄羅亨典傳統(以E表示) :稱天主為「厄羅亨」是在達

味一一撒羅滿王國分裂後，大約是主前 750 年左右出現於北國

厄羅亨傳統，充滿先知(如厄里亞、歐瑟亞)訊息的色彩，對

先知很重視。

主前 700 年左右，這兩種傳統在耶路撒冷被集合一起，此

後，這新的組合有時也被稱為「雅厄合典 J (Jehovist- JE) 

它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合集而已，更能補充某些傳統的不足以及

將其他傳統加以發揮。

3.申命派傳統(以 D 表示)基本上以申命紀為主，但是

也影響了其他的書。這個傳統始於北國時期，完成於耶路撒冷。

4 司祭典傳統(以 P表示)始於充軍巴比倫時期，大約主

前 587-538 年以及充軍後。在充軍期間，司祭們-再閱讀自己

的傳統以保持人民的信仰與希望。

大約在主前 400 年左右，在厄斯德拉( Ezra) 經師的領導

下，這四種傳統及其發展陸陸續續地被蒐集成為一部書:即「梅

瑟五書」

在第一章中，我們僅僅試著熟悉這四種傳統，而在接下來

的各章中，我們將針對每種傳統逐一研究，如此，我們將有機

會把梅瑟五書閱讀四遍，而每一次只注意一種傳統。

有關梅瑟五書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 Emest Nicholson, 

'How Israel Became a Nation' in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的eOldTes

tament,edites by Robert C. Walton, SCM Press and 10hn Knox Press, 

1980, pp. 42-58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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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谷紀十三~十四

雅風典 ra羅亨典 司學典

十三 17 法部放走了百姓以後，天主沒有頡他們走培肋舍特

十四

地的近路，因為天主想 íj他百姓遇見戰爭而後悔，再

回到埃及。 _j 18 因此天主領百姓繞道，走向靠紅海的

曠野。以色列子民都武裝著離開了埃及。 19 梅瑟也帶

了若瑟的骨數，因為若瑟會叫以色列的兒子們起誓說:

「天主必要眷顧你們，那時你們應把我的骨骸從此地帶

回去。 J

2。他們從穌苛特啟程前

行，就在位於曠野邊緣的

厄堂安了營。 21 上主在

他們前面行，白天在雲柱

裡給他們領路，夜間在火

柱裡光照他們，為叫他們

白天黑夜都能走路: 22 

白天的雲柱，黑夜的火

柱，總不離開百姓面前。

1 上主制示梅瑟說:

2 ，-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轉

回，

站在米格多耳及海之間的丕哈希洛特前，面對巴耳責豐安營，

即在巴耳責豐之前，靠近海邊安營。

3 如此，法郎必然以為以

色列子民在國境內迷了

路，曠野困住了他們。

4 我要使法郎，心硬，在後

追趕他們，這樣我將要在



一、出谷紀:以民對信仰的表達 59 

法郎和他全軍身上，大顯

神能，使埃及人知道我是

上主。」以色列子民就照

樣做了。

5有人報告埃及王說:那百姓逃走了。

5b法郎和他的臣僕對那百姓變了心，說 r我們放走以色列人，

不再給我們服役，這是做的什麼事? J 6 法郎遂命人準備他的

車，

的親自率領兵士，

7 還帶了六百輛埃及精良戰車

7b 和埃及所有的戰車，每輛戰車上都有戰士駕駛。

9 埃及人在後追趕他們，

8 上主使埃及王法郎，心以

色列子民大膽前行的時

候，

法郎所有的車馬、騎士和步兵

就在靠近丕哈希洛特，巴耳責豐對面，以色列子民安營的地方

趕上了。 10 當法郎來近的時候，以色列子民舉目，看見埃及人

趕來，都十分恐怖，向上主哀號，

11 也向梅瑟說: I你帶我們死在曠野裡，難道埃及沒

有墳墓嗎?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及領出

來? 12 我們在壞及不是對你說過這話:不要擾亂我

們，我們甘顯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曠野裡還

女子自牙! _j 

13 梅瑟向百姓說 r你們不要害怕，站著別動，觀看上主今天

給你們施的救恩，因為你們所見的埃及人，永遠再見不到了。 14

仁主必替你們作戰，你們應安靜等待。」

15 上主向梅瑟說 r你為

什麼向我哀號，吩咐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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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民起營前行。 16 你

舉起棍杖把你的手伸到海

上，分開海水，叫以色列

于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

17你看，我要使埃及人的

心硬，在千懿皂趕以色列子

民;這樣我好在法郎和他

全軍，戰車和騎兵身上，

大酷神能。 18我向法郎，

向他的戰車和騎兵大顯神

能的時候，埃及人將會知

道我是上主。」

19 在以色列大隊前面走的天主的使者，就轉到他們後

面走，

雲柱也從他們前面轉到他們後面停下， 20 即來到埃及軍營和以

色列軍營中間;那一夜雲柱一面發黑，一面發光，這樣整夜軍隊

彼此不能接近。

21 梅瑟向海伸手，

21b上主就用極強的東風，一夜之間把海水颺退，使海底成為乾

士也 。

21c 水分開以後，

22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乾

地上走過，水在他們左右

好像牆壁。 23 隨後埃及人

也趕來，法郎所有的馬、

戰車和騎兵，都跟著他們

來到海中。

24 到了晨時末更，上主在火柱和雲柱上，窺探埃及軍隊，使埃

及的軍隊混亂。 25 又使它們的車輪脫落，難以行走，以致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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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 í我們自以色列人前逃走吧!因為上主替他們作戰，攻擊

埃及人。」

26上主對梅瑟說 í向海

伸出你的手，使水回流到

埃及人、他們的戰車和騎

兵身上。 J 27 到了天

亮，梅瑟向海伸手，

27b海水流回原處;埃及人迎著水逃跑的時候，上主將他們投入

海中。

28 回流的水淹沒了法郎的

戰車、騎兵和跟著以色列

子民來到海中的法郎軍

隊，一個人也沒有留下。

29但是以色列子民在海中

乾地上走過去，水在他們

左右好像牆壁。

3。這樣上主在那一天從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看見埃及人的屍首浮在海邊上。 31 以色列人見上主向埃及人顯

示的大能，百姓都敬畏上主，信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

"凱旋之歌:出十五 1 ，._， 21

在這段經文中，出谷紀變成了一首詩，一首為了慶祝過去和

現在所有的獲釋經驗而寫成的讚美詩歌。

請朗讀這首詩歌(大聲朗誦，如果可能的話) ，很快的你將

發現，這首詩歌聽起來像是兩個合唱團在互相答應:

其中一個唱出天主普遍的大能:第 2~3 ' 6~7 ' 11 ' 18 節。

另一個則讚美天主許多具體的作為:第 1 ' 4~5 ' 8~ 10 ' 

12~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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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使用的一些圖像，特別是對天主的描繪，讓你想到了

什麼?也許有些會使我們感到驚訝，例如將天主描繪成一個戰士

(主前三世紀以前，希臘文聖經在翻譯時，將天主稱為「戰爭的

發動者 J )。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象徵性語言的問題(請參閱

第 250 頁) ;稱天主為戰士是一種描述法，事實上要表達的是:

天主離我們不遠;當人們為了正義和自由奮戰時，祂絕不會缺席。

天主的哪些具體作為是人們所讚揚的?在第 4~5 ' 8~10節。

那麼 12~17 節呢?這裡所提到的一些民族(厄東、摩阿布、

客納罕、培肋舍特)正勾勒出一個路線，有什麼意義嗎? I 聖

所」、「做為物業的山上」、「為自己準備的住所」等等都清楚

的指向一個建築物，那麼，是哪一個呢?關於這幾節經文，我們

應將他們歸於那個年代?

在這段時期，人們認為天主有 4個具體的目的，就是釋放他

的子民(第 17 節) :這指的是什麼?

有關以色列的信仰與政治制度，第 18 節告訴我們什麼?

「出谷紀」就發生在今天

這段經文使我們對自己的信仰有些重要的發現。

這裡被稱頌的天主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天主，一個高尚的概念。

這位天主之所以被人認識，是因為祂在具體事件中的行動能讓人

認出來。

這些事件同樣也發生在今天，然而，只有藉著默想過去所發

生的事，才能在現在的具體事件中發現天主的臨在。請注意第

12~17 節:這是一個君王時代，人民已經定居在客納罕，建立了

聖殿，而天主在他們當中為玉。請你比較以下兩段落 I以色列

入穿越各民族J (l2~16) 和「埃及人沒入海中 J (8~10) 。藉

著生活經驗的反省與光照，作者試著將當年出離埃及的情況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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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而這些事件的敘述也讓作者將自己生活中的經驗加以詮釋

說明。

於是，這首詩歌成為往後幾個世紀的祈禱之歌，每個不同年

代的信仰團體都被邀請加上自己的詩節，有如聖若望在默示錄中

所表達的，當他在天上時，對我們這些被揀選的人詠唱著梅瑟之

歌(默十五 3) ，因此天主教會在每年逾越節前夕的禮儀中都會詠

唱這首詩歌，藉此邀請我們繼續創作新的詩句，以讚美天主藉著

耶穌在今天我們個人，或者世界歷史中的作為。

特T自來言夸

我們在此順道說明希伯來詩的幾個特徵:

圖像:希伯來文是一個相當具體的語言，凡被提及的事物

變成是一種象徵'引人聯想到許多豐富卻又不可見的真實事物。

詩人們不愛發揮抽象的概念，反而喜歡堆集富含許多生活經驗

的具體圖像;他不說天主是全能的，反而將天主所做的異能奇

事描糟出來;祂是個戰士;祂持有利劍的右手是強而有力的;

祂是導師、園丁、建築師......。

平行對偶句:同一詩節若分為二個部分，常常是重複相同

的意思'藉以使此互補或互相對仗，例如:

這是我的天主，我要讀美祂;

我父親的天主，我要頌揚祂。

請您也在這首凱龍詩歌中找出其他類似的例子。

形成「以色列民族」的關鍵事件

「每一個人必須認為自己曾經出離埃及，並依此代代相傳，

因為曾經如此記載著:在那一天(出離埃及的紀念日)你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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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的見于:當我離開埃及時，上主為我插手干預了這件事

• 0 J 這段節錄自猶太人逾越節禮儀的宣告，正反映了這件事

對猶太民族的重要性。在整個民族歷史中，他們一一以及後來的

基督徒一一從未停止默想出谷紀事件，並從中發現它的意義。

在這裡我們只能回顧一些精彩的部分，不過這整本書會領你

繼續探索。

出谷紀一一一形成 1-1固民族」的事件

「以色列人總是將出谷紀事件視為民族史上最特出的時刻，

是一件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獨特事件。」從亞巳辣罕起，這個民族

就已經存在了，雖然還只是預訐而已，然而出谷紀事件卻是這個

民族真正誕生的時刻。

當人們想要瞭解其他事件的意義(過約旦河、十二支派的統

一)、民族的建立發展與宗教禮儀;當人們想要說明這個民族的

生存狀況時，他們總是回到出谷紀事件。

~呆主相遇

在這個事件中，以色列人開始發現到他們的天主是誰、祂的

名號是什麼。在瞭解到祂是創造者之前，他們已經先體會到天主

是釋放者和救贖者，這是前面我們曾經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一天主是「救我脫離奴隸之手的那一位」。這是祂主要的稱號，

就像是祂自己的名字一樣，在整部聖經中不斷的被重複著。

在燃燒的荊棘叢異象中，天主將祂的名字一一一雅威顯示給梅

瑟，祂所說的那句話我們可以詮釋為，-我是與人同在的天主，

就是說，從我與你的關係、對你及你的民族在歷史上所做的一切，

你將發現我是誰。 J (出三 14 ) 

因此，藉著血的聯繫'藉著訂定盟約，天主與抽的民族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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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參閱出廿四 3~8 中所描寫的儀式)

「從奴役到服事...... J '這是對出谷紀的評論，也是對這個

重要事件最好的結論。這個民族知道天主將他們從埃及人手中，

被奴役的生活中釋放出來，因而從此他們顧自由地服侍抽，就是

按照與天主訂定的盟約生活，並透過禮儀表達出來。

-1固永遠是「現在」的過去

如同猶太人逾越節禮儀中所說的，出谷紀不只是一個過去的

事，它更是陪伴整個以色列民族生存的一個事件。當他們在禮儀

中紀念這件事時，它變成了一個現在事件，人們並且參與其中。

對這個過去事件的回憶使他們暸解到自己現在的處境:生命就像

是一個出谷紀事件，是一條通往天主國度的道路。如此，當災難

來臨、或是遭受放逐的恐怖時期，他們都能夠持守信仰:如果天

主過去曾釋放我們，令天祂依然、能夠如此做。藉此，我們懷抱著

信心邁向未來。

初期的基督徒們繼續這樣的默想，他們將基督的生命視為一

個出谷紀事件;比如，伯多祿前書、致希伯來人書，以及默示錄

等，都表達基督徒的存在就是一個出谷紀事件，是跟隨基督邁向

最終的國度。

當我們如此深思的時候，事實上已經超越了出谷紀這本書所

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誠如我們即將發現的，隨著時間的流逝，

凡能讓我們沈思默想這一事件的，同樣的也能重塑這件事，並使

我們暸解它。

無論如何，在擁有一堆豐富的「意義性」之後，我們能否只

是回到事件本身並回答這樣的問題 í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J 

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著手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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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歷史事件 J ? 

在研究出谷紀所發生的事情之前，我們應該先清楚的明瞭什

麼是「歷史事件」。

答案似乎很明顯:所謂「歷史事件」就是過去或現在能被看

見的事情，雖說如此，這些事情本身是有些特點的。

所謂「純粹的」、「未經修飾的」事件，完全客觀的事實是

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經過詮釋的事件」。比如當三個人向

我們陳述相間的一件事時，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說，

他們所告訴我們的，不是客觀的事件本身，而是他們所看到的事

件。因此，相同的一個手勢對甲來說可能是一種嘲笑的意味，對

乙來說卻可能是一種鼓勵的表示。

事件之所以是歷史性的，是因為它被詮釋，並賦予意義。因

此，有些事件容易輕易地被遺忘，是因為它沒有什麼意義，雖然

它是「歷史上」的事件，但卻不具任何「歷史性」。比如，我開

門，拿起一枝筆...... ，這些雖然是在歷史上實際發生過的動作，

但卻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由此可知，所謂「歷史事件」指的是，

能在一個人或是團體的記憶中留下痕跡的事件;是在歷史中能持

續存留的事件，因為人於其中發現了意義。

但是事件的意義總是後加的，有時甚至過了很久才被發現。

當我們面對天主教會的新世代時，我們發現到若望廿三世召開梵

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決定是重要的:教會對於肯定人權的宣告

事實上使我們更瞭解法國大革命。因此，當我們看到事件隨著時

間不斷的發展時，我們同時也開始瞭解它。

有時候我們也應該回溯歷史事實。有些事件，儘管相當微不

足道，卻可能成為整體事件的一個象徵'讓我們舉一個相當熟悉

的例子來說明。相較於許多戲劇性或者光榮的事蹟，暴徒們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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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監獄以解放被囚禁的犯人是←一件普通的事，然而，它何時

成了歷史性事件呢?是在 1789 年 7 月 14 日，還是在革命成功後，

巴士底暴動事件成了革命成功的象徵時?這兩者是同時發生的!

因為那一天發生了某件事，而這件事變成了象徵;然而也只有當

這件事具有歷史性時，這個象徵才有價值。

這個例子讓我們想到史詩。史詩是敘事性的，是將不同的事

件連接起來，使之彼此相關，並經過修飾與詮釋後以形成一個故

事。我們不能肯定故事中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實，然而基於某些

真實事件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格呈現，它的確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事

實---個民族對於它的身世來源、價值系統，以及自己的身分認

同有了更深一層的發現與瞭解。如果沒有羅德里哥﹒狄亞士﹒迪

﹒密碼爾( Rodrigo Diaz de Vivar) 這個人物奮勇遠征摩爾人的軍

隊，那麼席德之歌 (El Poema del mio Cid) 不會誕生，因此所謂

的「真實」就在於當這本書面世時，它表達了西班牙人的民族精

神，以及他們對民族英雄的感激與愛戴。

"出谷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梅瑟

梅瑟是這些故事的核心人物，他誕生於霍倫布 CHoremheb，

1334-1306 )統治時期，或在塞提一世 (Seti 1, 1309-1290) 時代，

受教於一個翻譯學校，是當時埃及人為了與鄰近的亞洲民族建立

關係而設立的學校。他在沙漠地區一米德揚所經歷的一切使他成

為一個特別的人物:在那裡他接觸了對雅胡 CYahu) 神有高度崇

拜與信仰的族群，而他的岳父耶特洛(Jet尬的是這個族群的司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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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固「出谷紀 J ? 

有些文本將出離埃及的事件描寫成一種被驅逐的經驗，有些

則描寫為一種逃命的經驗，也許在以民普遍的記憶中，出谷紀是

由兩種不同的故事結合而成的。

「驅逐版」的出谷紀可能是發生在主前 1550 年。主前 1720

年時，閃族中的一支希克索人 (Hyksos) 佔領了整個埃及地區，

於主前 1552 年左右被驅逐出境。雅各伯的兒子們(也是閃族人)

在希克索得勢期間，會乘機定居埃及，當希克索人被驅逐離開埃

及時，他們也在當中。他們治北而行，然後下到卡德士 (Kadesh)

綠洲，最後由南部進入客納罕地區。

「逃離版」的出谷紀則被推測在主前 1250 年發生，當時有另

一支閃族人定居在埃及，他們利用一個春天的慶典時刻(很可能

在那時候全埃及發生了天然災害，導致許多男嬰摔死) ，由梅瑟

發起引領眾人逃離埃及。他們治北而行，在靠近西爾博尼( Sirbo

nis) 湖的時候，埃及的軍隊趕上了他們，卻在滿塵飛沙中脫落了

車輪，這群閃族人就在脫險之後捨棄這條險路，進入了卡德士地

區。

渡海事件

在雅威典的傳統中並沒有關於渡海事件的記載:大風吹乾了

海水，埃及的戰車就在以色列人驚異的目光中一一沈溺。我們從

一些古老的故事中知道，西爾博尼湖的岸邊是由狹窄的沙地組成，

它將此湖從地中海區隔出來，是個相當危險的地區。

只有在司祭典才記載著天主將海水分開使乾地顯現的事蹟，

就如同世界初創時，天主將水分開，以產生乾地。於是出谷紀的

描繪就像一個創造行動，至於創造的敘述(創一)就成了一個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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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0 1ookm 

(1)培切會特人的路線

(2)直接通往卡德士的路線

(3)軍隊前往阿卡巴灣所走的路徑

(4)傳統上所定的路線
(5)可能的路線

放行動。

宣言77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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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揚

根據各種傳統的記載，這做山被稱為西乃山或昌勒布 (Hor

eb) 山。它位在何處呢?

是在西乃半島的慕沙( Mus) 山嗎?這條往南行經慕沙山的

路線是在主後第五世紀才形成一種的傳統，很可能是受到慕沙山

腳下修院的建立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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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近卡德士，在昌爾 (Hor) 山?

在阿卡巴海灣東部的米德揚 (Midiana) 嗎?

且詩式的神學

面對眾多如此不可確定的事件，您一定覺得有些氣餒，這是

由於它們的文學類型所致。這些故事是史詩類，其重要性首在他

們的神學意義。

史詩:各個支派(定居在客納罕、被逐出埃及，以及和梅瑟

叫起逃離埃及等支派)都宣稱他們來自相同的祖先，因此在舍根

(Shechem) 會議(蘇廿四)中決定形成聯盟團體。一旦與其他支

派結盟後，各個傳統彼此融合，形成了結盟團體的共同遺產;每

個支派的族群記憶也層層相疊、彼此交錯，因此，在族群的記憶

中，比如過約旦河時在湖邊發生了小型爭鬥'慢慢地就演變成「橫

渡紅海事件J '充滿了驚險與壯觀(比較蘇三 13 和出十四時的

此外，其他不同事件的描述也指出了佔領客納罕的經過:過約旦

河、佔領各個要城、德波辣( Deborah) 佔領塔納客城 (Taanach)

的凱立起歌(民五)等等。在這眾多事件中， I出谷紀事件」是最

突出、最重要的事件，以致後來成了其他所有事件的象徵，成了

以民獲得解放的象徵。

神學:這些民族的記憶成了文字敘述，不是為了歷史或地理

課程，而是為了告訴我們有關天主的一切。透過這些故事我們看

見天主的面容:祂是一個「釋放者 J '渴望人民獲得自由，並能

藉著活出盟約的精神來侍奉祂。這就是以色列民族以及後來的基

督徒所賴以生活的中心。

由於這個基本經驗，以色列人漸漸明瞭:天主不只渴望釋放

一個民族而已，祂希望整個人類獲得自由。於是在編寫創世紀故

事時，他們也將這種生命和自由的恩典擴及了全體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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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主前 1000 年時達味為王，攻下

了耶路撒冷並定為國部。對以色列人而

言這是一個新的開始，然而這段歷史究

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亂;jJ:JL
撒羅滿聖殿重建圖。

起「出谷紀」到達味

大約主前 1200 年時，離開埃及的那一群人在梅瑟以及若蘇厄

的領導下，慢，慢地在客納罕地區定居下來。當時已有許多不同的

支派佔領這個國家，他們環繞著山丘頂上的小城市聚集一起，以

農耕和經商為生，彼此之間時常征戰。

基於民族實力或者機巧，有時也透過與人結盟，以色列民族

就在這個國家的中心地區定居。若蘇厄書以史詩的風格神奇地描

述以民定居客納罕的過程，為的是留給後人一個訓誨:由於天主

的允許，以色列人才能佔領這個地區，因此，這是天主的恩惠。

在舍根大會中，各支派彼此之間有了一個宗教連結，後來形

成了與天主訂定的盟約(蘇廿四)

客納罕國玉，象牙製品

(默墓多 Megiddo' 主前

1350-1150 年〉

在民長時代(主前 1200-1000年左右)

時，這些與雅威結合的族群(日後被稱為

十二支派)按它所配得的區域一分為三:

加里肋亞、撒瑪黎雅、耶路撒冷南部地

區，。除了宗教因素之外，他們彼此之間的

聯繫相當鬆散，然而一且敵人伺機威脅其

中任何一個支派時，總是會出現一個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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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民長)聚集整個民族以禦外侮，然後每個人在戰勝之後再各

自回到自己的家(民長紀)

由於受到中央地區阿摩黎人( Ammonites )以及培肋舍特人

(蹺勇善戰、性嗜啤酒，居住在地中海南部海岸)的威脅，獨立

的以民支派團體不得不意識到需要一個領導中心以鞏固實力:不

甚幸運的，中央支派最後出現了阿彼默肋客 (Abimelech) 為王，

稍後，南部支派也試圖立王，最後以撒烏耳為王。

在宗教方面，客納罕王國的居民向來崇敬厄耳神，特別是對

自然宗教的崇敬。他們崇拜巴耳神或是各種自然神祇力量(如暴

風雨、土地) ，同時也崇拜艾斯得拉女神(執掌愛情以及豐產)

崇拜的方式是在高丘上舉行邪淫行為。信仰雅威的希伯來人在面

對這種宗教儀式時，有時也不免受到誘惑。

違味

撞著中東三強(赫特人，事實上已經消失了、埃及人、亞述

人)國勢漸褪之際，加上他個人的勇氣，達味成功地讓民眾推選

他為南部支派的繼位國玉，隨後也成了北部支派的國玉。他攻下

介於南北兩支派之間屬於耶步斯人的城市，為新王國訂定首都:

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歷史上，這是一個全新的景況。

在政治上，以色列人如同當時其他國家一樣，擁有屬於自己

的國玉，然而這對許多信仰雅威的人形成了一個問題:難道雅威

不是唯一的君王嗎?

當時在巴比倫或是埃及地區，每當祝聖一位新王時，總會有

司祭對他說一段屬於自己民族神祇的諭言，其格式大約如此: í你

是我的兒子，我是你的父親 J '當時納堂先知就扮演類似司祭的

角色。透過納堂，天主也要他承擔起相似的任務:當祝聖的日子

來到，達味之子一→也的每一個繼位者，就要成為天主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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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瞭解到:君王，天主的代理人，他的主要職務是，

在天主面前他就像是個救贖王國的負責人，而整個國家政治與宗

教的統一也要依賴他。

在宗教方面，達味做了一個有政治意涵的行動，就是將約櫃

安置在首都。自從出離埃及以後，約櫃就成了天主顯現給以民的

至聖之戶斤，一且將它安置在耶路撒冷後，達味就將他的王位與天

主的顯現相連結。此舉無異引起不少的爭議，因為對虔敬者而言，

這裡出現兩種呈現天主屬性的方法:祂或是靜態的天主，固定地

居住在人于所造的一個地方，是閻王和人民可以「控制」的;或

是一個自由的天主，會引導抽的子民，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到任何

地方，祂的顯現和行動是人無法預料的(參閱撒上五~六中有關

約櫃行徑的描述)。透過納堂，天主再一次地拒絕達味為祂建立

殿宇(撒下七)

透過聖經，我們可以找到這兩種領會天主的方法(比較宗七

48) ，他們在今天仍是有可能發生的。

在行政管理方面，達味開始整頓他的玉圈，於是出現了幾種

職務:軍事統領、司祭、秘書，以及御史(撒下八 16~ 18) 。而

達味本人就進行人口普查的工作(撒下廿四)

達昧的外交政策也有了宗教成果。憑藉著幾次勝利的戰爭，

他進入外族的圓土，征服了該國國王，並使之做為以色列的臣屬

國，如此，這些外族人民也分享了與天主的盟約。以民的歷史編

輯者企圖告訴我們:早在亞巴郎身上就已經透露了這種「萬民主

義」的思想。

撒羅5搞

撒羅滿繼承了他父親的王位後，由於擁有天主所賜處理國事

的智慧(列上三) ，他種全國一片和平之際，開始從事王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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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工作。他擴展行政系統(列上四~五) ，將王國分為十二區，

每月輪流負責供應王室所需以及提供為建設國家所需要的人力。

在麥基多以及許多地方設置大型驛站，海上也有一支船隊航行;

與埃及人、敘利亞人經商所獲得的巨額利益深深地影響了耶路撒

冷，致使撒羅滿願意在此為天主建築一座華麗的聖殿，也為自己

建造一座大型的王宮。多麼偉大的一位君王啊!

然而撒羅滿仍舊有他的缺失。他的行事風格像極了當時一般

的君王，卻反而不像天主的代表。聖經上記載他有七百個妻妾和

三百個妃子，這也許是太多了，然而，他有很多來自各國的妻妾

(其中有一個是法郎的女兒) ，這些妻妾順道也將自己崇拜的神

帶到以色列，並導致日後敬拜邪神的危機。撒羅滿雖然成功地制

止了方才盟釀的叛變，然而由於他剝削利用人民，在他死後，反

叛他的人終於興起。他的兒子沒有政治能力，造成王國一分為三，

北方支派終於脫離王國獨立。至此，王國的統一只維持了 70 年。

南7固王國

主前 933 年起有兩個國王:

南國或稱為猶大，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他們的國王都來自達

味家族，因此享有納堂先知所傳承的許諾:不論聖人或罪人都是

天主的兒子。

北國或稱為以色列，以撒瑪黎雅為首都，他們的國王並非源

自達味家(十九個君王中有八個是被謀殺的) ，因此，北國的君

王就不是那位在天主面前，承擔救贖人民任務的負責人了。

文學之始

由於是太平盛世，撒羅滿叉仿照法郎王朝組織他的王室，

因此人們開始想要將這些記錄下來以成傳統。聖經曾經提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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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失傳的書: (義士書) (蘇十 13 )以及〈上主的戰書) (戶

廿. 14) 。無疑的當時會編輯了有關約櫃的故事(撒上二~

五)以及連味後裔(撒下九~廿)的故事。此外也節錄了一些

詩歌﹒達味所作的〈弓歌) ( the song of bow) 以及〈阿貝乃繭

的哀歌) (撒下一;三)。甚至於可能有些聖詠和諺語後來也

被收錄在接言中。

應特別注意的是，此時開始了我們稱之為「雅威傳統」的猶大

學!史。主1(:們現在就來看看。

雅威傳統

75 

撒羅滿仿效法郎制訂了關於王室的一切，其中尤以經師最為

重要。他們接受良好的寫作培育，同時也是充滿機智、懂得如何

管理人生的智者;他們的智慧被視為是天主的恩惠。

猶太聖史無疑地是他們的作品。由於在這部作品中從開始就

稱天主為「雅威 J '因此被稱為「雅威傳統 J (或「文件 J ) 

通常我們將雅威傳統的作者稱為「雅威神學家團體 J '並以英文

字母 J 來表示。

這個傳統是以撒羅滿開始，並包含隨後幾位猶大王國的繼承

者。君王一一不但是達味之子也是天主之子，是天主神聖的代表，

並將國家的政治、宗教合於一統。雅威傳統記錄了王國的輝煌雄

偉，藉此表達天主給聖祖們的許諾已經實現了，因此也可以說，

它是一部贊同君王制度的政治作品。然而，雅威傳統的作者們同

時也批評君王，並且再三呼籲應回歸天主的正道:國王不只是人

間的君玉，也是為天主、為人民，甚至為其他國家服務的君王。

在此我建議讀者先閱讀雅威典中以「祝福」為主題的經文，

做為研究雅威傳統的入門指南，然後我們再比較詳盡地研究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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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這段敘述。

"關鍵性經文:創十二 1 '-"3 

1.上主對亞巴郎說: ，-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

我指給你的地方去。 2. 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

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 3.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

罵你的人;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

這段經文中的主要人物是誰?哪些字是比較重要而不斷被重

複的?注意動詞的時態:命令式、未來式。「民族」這個字指的

是」個已具規模，而且定居在某個土地的國家。

這段經文告訴你什麼?請看創十二 6~9 '天主給亞巴郎的新

許諾是什麼?

雅威典的幾T固帶散

J 的描寫具體生動，而且充滿各種形象，是個很棒的敘述

者。它所呈現的天主相似人一樣(擬人化) :在創世紀的敘述

中，我們陸續地看到天主像是一個園丁、陶工、外科醫生，以

及裁縫師等等。這是 J 向我們說明有關天主以及人的一切所使

用的方法，顯示出是個很有深度的神學家。

J筆下的天主相當有人昧，祂和亞當散步，就像她的朋友一

樣(創二) ;祂讓亞巴郎邀請拋到家裡午餐，並和亞巴郎討價

還價(創十八) ......。人們如此親切地與祂一起生活，在日常

生活中與祂相過。

這位天主也相當善變，祂是主人:祂命令、限制(創三;

六) ，她向亞巴郎、梅瑟喊說 í 你去...... ，離開...... J ;祂

對歷史有一個計畫:祂的祝福會使她的人民幸福，而透過這個

民族，祂的祝福將會擴及其他的民族。(在這個時候就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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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的思想實在令人訝異。)人應該回應天主的召喚並且

服從抽。

人的罪就在於想要取代天主的地位。這個罪為人類帶來了

詛咒:加音、洪水、巴貝耳塔......。

這是一個隨時準備寬恕人的天主，特別是當亞巴郎(創十

八)、梅瑟(出卅二 11-14)向天主求情時;同時祂也不斷地

更新拍的祝福。

經文選讀

車IJ世會系己

右側方框所列指出創一~ J P 

十一中分屬雅威典(1)和可祭 章

典 (P) 的經文章句，此處我們 起源

只研讀屬於 J 典關於創世紀的 1-31 

敘述部分。 1-4a 

這品章節不屬於歷史，而 4b-25 

是以圖像表達的神學，也就是
1-24 

四 1-26 
說，它是智慧人士的反省成

五 1-28 
果。面對人類對生命、死亡、

29 30-32 
愛、起源等人生問題的質疑，

洪水

作者本著對天主的信仰，嘗試 _L 1-8 9-22 F\ 

援引古老的神話故事予以解答
七 1-5 6 

(請看第 42-44 頁) 7 8-9 

這段敘述故事以樂觀的方 10 11 

77 

式開始呈現，但是很快的，不 12 13-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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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敘述故事以樂觀的方 16b 17a 

式開始呈現，但是很快的，不 17b 18~21 

斷繁衍的惡成了人類歷史的表 22~23 24 

達，這種惡的詛咒相繼地出現 J\ 1~2a 

在五個地方:二 14 ' 17 ;四 2b~3a 3b~5 

11; 五 29 ;九鈞。除了最後一
6~12 13a 

次以外，天主每次都表達寬恕
13b 14~19 

20~22 
或是承諾祂的救援。巴貝耳塔

九 1~17 

的故事顯示了人類居住在一個
從諾厄到亞巴郎

破碎的世界，在那兒人們不再
18~27 28~29 

彼此瞭解。我們的歷史是否因 十 la 

此被詛咒? lb 2~7 

關於「天主對亞巴郎的應 8~19 20 

許」這段故事，作者是如何呈 21 22~23 

現的?請注意十二 2 對十一 4 24~30 31~32 

的反響，以及五個祝福。
寸d一一 19 1O~27a 

27b~30 31~32 

亞巴郎

這些仍然不屬於歷史類型，是一種基於民族歷史的傳奇傳統，

通常會賦予宗教的詮釋以便表達某種訓誨意義。

亞巳郎的出現代表「祝福的保管者 J '這祝福是天主賞賜給

全體人類的。請注意在以下章節中，有關天主所做的一切:

創十二1O~12

創十八 16~33 (特別是 17~18 節)

創廿二 15~18

如果讀者願意，也可以參考新約是如何承襲這個思想: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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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十一 8ff 0 

雅各T自

它的文學類型仍和亞巳郎的故事相同，內容是關於二個不同

宗族一一雅各伯和以色列融合為一的故事。這兩個不同的名字被

歸於同一人身上，成了亞巴郎的孫子。

請看創廿八日~16 '天主為什麼要應許雅各伯?是什麼樣的

許諾?

創卅二 23~33 :有關雅各伯與天神搏鬥的這段故事，請參閱

聖經上的註解以及各種相關評論。

本兄荐富

「祝福」一詞源自拉丁語，是「說好話」的意思。當天主

祝福一個人的時候，他將會有好運，因為天主的話富於能力，

祂會實踐自己所說的一切。

相反的 I言且咒」就是說不好的話，厄運隨後接著就來。

所有一切天主所說、所做的好事，都是屬於「擁有」的層

面(財富、繁盛) ，然而特別的是，屬於「存在」層面的是天

主自己的生命。

梅瑟

梅瑟是舊約裡的關鍵人物，然而在每個傳統(文件)中所呈

現的他是很不同的。

在雅威典中，梅瑟幾乎從不缺席，從出離埃及到抵達客納罕

時他都出現，然而，這個民族真正的領導者，唯一的釋放者是天

主。梅瑟並沒有行奇蹟，他不是戰爭的領導者，也沒有創立任何

宗教;事實上他比較像是一個被天主默感的牧人，為的是讓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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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天主的心意。

"出三 1---8 :天主召叫梅瑟

請看出八 4; 十 17 ;十二 31~32 中法郎的反應。請比較梅瑟

以及亞巴郎在創十八中所扮演的「求情者」的角色:天主的子民

甚至必須原諒和祝福最迫害他們的敵人。

巴郎

以色列與摩阿布民族相耽為鄰。摩阿布的國主命人到東方請

來巴郎要詛咒以色列。巴郎做了什麼(戶廿四 1) ?如果可以的

話，請閱讀戶廿四 1~9 的經文，或至少看第 7 和 17 節。

在基會的時代，人們對戶廿四 17 的瞭解是按塔爾古木( Tar

gum) 的說明，茲將原文與塔爾古木對照如下:

希伯來經文，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權

杖。

塔爾古木:雅各伯家將興起一位圓王，以色列家將興起一位

教世主(默西亞)

這個說明幫助你更瞭解瑪二 1ff嗎?對瑪實而言，這顆星指的

是什麼?

里不且

當我們想要繪出我們的家庭系統園時，通常我們會從自己

開始，然後上溯至我們的祖先。血緣的因素使我們有自己的家

庭系統，這雖然重要，然而有時候友誼或者伙伴的情誼更甚於

血緯關係:一位朋友因此成了「弟兄」。因此，直到現在我們

仍然可以明瞭，在某些族群中，一旦彼此結盟後，就可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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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任何事物:傳統以及祖先。如此一來，就只有一個團體，

於是先人們彼此之間建立了親屬關係。

顯然地，這就是以色列先祖們所做的。主前十七、十八世

紀時，客納罕地區已有不同支派的游牧民族居住:雅各伯宗族、

依撒格宗族、以色列宗族、亞巴郎宗族......。他們都接受當地

的神祇信仰﹒厄耳。他們彼此結盟，互為弟兄，他們各自的祖

先也就成了親屬:如此，亞巴郎成了依撒格的父親，以及和名

為「以色列」的雅各伯的祖父。

這些是經過專家們考證後所推出的假設，因此我們大可放

心，只是當我們試圖重建聖祖的歷史時，我們必須十分謹慎，

然而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明瞭以色列人在這段歷史中所發現的宗教意義。

每一代的聖祖們在他們的慶祝行動中都發現自己滋養默想和鞏

固信仰的方式。在雅威典中，我們發現天主祝福君王達昧的許

諾，而他必須將許諾繼續傳給後代。厄羅亨典說明了當以色列

被受客納罕偶像崇拜的宗教誘惑時，亞巴郎，特別雅各伯，是

忠誠信仰天主的模範。司祭典的作者生於流放時期，當時一切

似乎都瓦解，不再可能有任何希望了。為了確立人民的信仰和

希望，司祭典特別著重在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天主終會履行

抽的忠信，儘管我們的罪惡不斷，她仍要拯救我們。

保祿似乎也在亞巴郎身上見到相同的信仰:我們在天主面

前並不因為我們所做的成義，而是藉著我們對祂的信心向祂交

付自己。致希伯來人書邀請我們效法亞巴郎的精神，雖不知將

來的道路如何，仍懷著信心向前。

生於今日的我們可否在亞巴郎身上發現什麼，使我們能完

全信靠天主而生活?

圖. I創世紀」敘述:創二 4---三 24

81 

請仔細閱讀這段家喻戶曉的經丈，然後記下您對故事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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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疑問。

再次瀏覽這段經文，同時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您可以使用各

種不同顏色的筆在經文t做記號)

主要人物是哪些人?他們做了什麼?

試著將不同的敘述區別出來:每一部分談論些什麼?

將不斷重複的主題或語句標示出來。具體地說，那裡提到了

生命樹?知善惡樹呢?

智楚的是當

這段經文是屬於哪，種文學類型?事實上它不是干重現場報

導，也不是關於歷史或地理事件的3月諭故事，反而應該視它為哲

人面對人生問題時的反省成果﹒我們從那裡來?要到那裡去今為

什麼會;有痛苦、iJl生和死亡?為什麼兩性之間存在著一股神秘的

吸引力?人和天主、大自然(工作)以及其他人的關係又是如何?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從信仰的角度來反省這一切，並且

訴諸其他文化中智慧人士的反省心得。事實上，在他之前早有許

多信仰虔誠的人開始默想出谷紀以及攻佔福地等事件，並在其中

發現了天主的面貌。如此，基於他對天主的這些認識，作者嘗試

回答上述的一切問題。

我們摘選以下幾段故事，試著以當時的思想背景來瞭解他們。

E當和厄娃:首先讓我們排除一個困難。有時後我們聽到人

們說 I亞當和厄娃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J '這表示他們不懂這段

經文的文學類型。這些問題應該是由科學來回答，而不是讓聖經

來回答;聖經不過是將科學界最早發現的人類一一第一對，或最

早的幾對人類，稱之為「亞當和厄娃 J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人

類」先生 (Mr. Man) 和「生命」小姐 (Mrs. Life) ，象徵最早的

人類、任何一個人，以及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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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起源:這個故事所強調的李↓學觀點(當時的)是什麼?

(我們將看到創一的科學關是很不同的)。不可否認，它所要強

調的是:對游牧民族而言，沙漠中的綠洲實實在在就是一個天堂。

會j造人類:人的造成是藉助哪些元素?請看以下摘錄自巴比

倫詩歌的一個片段。這首詩與創世紀的描述是否有著相似與相異

之處?巴比倫詩所流露的悲觀情懷是如何的被表達出來?聖經所

透露的樂觀氣氛又是如何的被描述?

這段經文無意挑戰人類自動物演進而來的科學理論，而是對

於人類的出現嘗試給予 4個宗教意義.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宗

教意義呢?

阿托拉﹒口合特斯主已詩(巴比倫，主前 1600 年)

眾神面對自己必須完成的工作倍感壓力:

iit~中 l有人r很小妥 J著5..作，負 4是 J需信籍，

戶主侈品每月實在太太，

主作成7畫，負荷 i是大..

眾神於是群起反叛。為了減輕負擔，他們決定創造人類。

厄阿 (Ea) 神如此建議:

砍可7 :$~~中的最重鄰，

育系( Nintu ' -li} 就神) J莉祂的}o. .j" I勾

.j" r.叫位上，

去。此， "中令人 ~tt /,;-

在黏):. f" 

人類和大自然:人在自然界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二 15) ? 

相較於動物呢(二凹， I命名」意昧著產生新的生物) ?這難道

不是宣稱:科學是有理的嗎?

創造女人:女人是為了什麼而受造的呢?關於「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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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於相同的本質，有別於其他動物」這個概念，創世紀如何表

達呢?

整哦們而言， ì庸並著肩」意味著彼此平等，也許這正是「肋

骨」這個圖像想要表達的。另一方面，這也有可能是古代的一種

文字遊戲:在蘇美文化中， ì生命」和「肋骨」是以相同的文字

形式來表達。

熟睡、睡夢中:在希伯來文裡這是一種罕見的文字用法，用

以表達超自然、狂喜的經驗。

這裡也許透露了一種古老神話的色彩:就在與女人相過的當

F 男人才真正成為一個男人。請看下列吉爾甘美斯史詩的描述:

吉廟甘美斯具詩

吉爾甘美斯是烏魯克 (Uruk) 城的大英雄，為了平衡他的

權勢，眾神於是製造了一個長期與野獸同住的猛獸恩基多。由

於一個獵人的建議，有位要妓願意將自己奉獻給他，恩基多於

是和她相處了六天七夜。一天恩基多覺得飽足厭煩了，想要重

回野獸世界，但牠們一見到他卻全都躲避了;他想要和牠們在

一起，卻再也不可能了。他已經失去了他原有的力氣，卻變成

了一個男人。

是基~ ，'1:."3 力量( , 

當他怨是造成單IUt們將

後再事卻動 1車來 i% ; 

f也是 'D 異常， .;尋.e.. ... 毒手去給 t是有1 「舔 μ務司~~色，

{i?是他的，-::; 1;卻已從布局發辰。

當他再本旬 t'! -i主舍身旁、坐在是也的雙腳逢時，

他 i嘲 ~!;;~i祝她的臉頰;

iIP 1JL-?且他終於懂得

1Jjlf喝拉安局託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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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這個生物在神話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埃及，

牠代表著夜間與太陽神對立的的一股勢力，總是企圖阻止他再次

東昇。在客納罕，牠是某種宗教儀式中性行為的象徵。而根撮吉

爾甘美斯史詩，是蛇偷了生命草。因此所有的這一切可能都影響

在創世紀中蛇的一切舉動。然而，這段經文所要表達的主要訊息

是:罪惡不是出於人的內在，它是外來的，因此不是人本性的

部分。由此，人必須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請與巴比倫的觀點比

較)

巴比侖的自然神學(巴比倫，主前兩千年)

眾神之玉，人類的創造者，

/已阿神以黏土塑造，

女神使之成形，

他們賦予人類墮落的心靈，

給人永遠的謊言而非真理。

官商甘美斯￡詩

吉爾甘美斯對於死亡相當憂心，於是開始尋找長生不死。

洪水英雄告訴他有關生命草的事，吉爾甘美斯成功地將它從深

淵中取出，並企圖帶回自己的城市中。走了兩天的路程後，他

停 F來:

古兩吋j_$.(r看見一 (1耳清涼的 1H 池，

於是τ 訓 1H 比 1主 f喝涼。

布 ~1'各蛇肉 t'l j 哇 q萃的心這;

承包悄悄地從主哀而是~象

;第去了這 q萃. {且仗的

事且去了舊的 j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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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jl 戶f..合海吋:k J的於是哭了迦牟'

汲 1]; 沿著，有類家斷地清是可?象...

知善惡樹:這棵樹和它的果實是一種象徵意涵(與蘋果無

關) ，就如同我們說，-享受休息或工作的果實」。那麼，這棵

樹代表什麼呢?

我們必領先捨棄一種錯誤的說法，也就是說，這不是一棵禁

止人類獲得的知識樹或學問樹，相反的，經文上所要表達的是:

天主將世界交給人使其耕種繁殖，將動物託付給人使其予以命名;

也就是說，天主賜人知識能力予以創造。

乍看這段經文時，你很會容易發現到這棵樹常常和以下幾種

說法相關連，-你們的眼睛就會開了，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

(三 5) ;這是一棵能「增加智慧 J (三 6) 的樹;三 22 也是類

似的意思。

如果你有時間，請讀一讀厄則克耳第廿八章:先知取用了相

同的圖像(伊甸或者樂園、像天主一樣、革魯賓等等) ;提洛王

子的罪就在於他自以為擁有智慧，說「我是神」這樣的一句話。

因此，人所被禁止的是「拒絕承認自己是人，並想要變成天

主」。只有天主是全知的，知道一切幸福與災禍的根源。沒有人

能奪取祂的智慧，除非天主自己賞賜給以虔敬之心愛抽的人，如

同聖經上所說的， ，-賞賜那敬畏祂的人 J (例如鐵三 18 ) 

人一心想奪取的智慧最後竟使它「赤身露體 J '讓他發現到

自己只不過是個人，並和蛇處於同樣的景況，-赤身露體」和「狡

狷」在希伯來文是同一個字。

痛苦與死亡:人在犯罪之前是否也經歷痛苦與死亡?為談論

這個問題，這種問法並不好。事實上作者很仔細地關注當時人類

所處的景況;他知道人生有痛苦和死亡，並企圖從中找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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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對天主的智慧，而這是人無法知道的。想奪取這個智慧，就

是再一次發現自己「赤身露體 J '在痛苦的情況中無所依靠。於

是他發現到痛苦與罪惡有所關連:在犯罪之前，亞當可能經歷死

亡與痛苦，但是藉著對天主的信賴，他能夠沒有痛苦地生活在這

種處境中(稍後我們再來看「在......以前」一-before 這個字的

意義〉

生命樹:出現在二 9; 根據二時，人可以吃生命樹的果子;

此後，在三 22~23 中文再次出現。此處我們發現天主的仁慈:祂

並不像蛇所控告的是嫉妒的神;只有祂擁有生命的力量，只要人

渴望，祂隨時準備好要將生命賞賜給人 I我已將生命與死亡擺

在你的面前......你要選擇生命。 J (申卅 19~20)

樂園:一份等待實現的工作

作者想要表達兩種很難同時能掌握得住的思想。關於第一種，

他已經從他的信仰中獲得推論:天主創造人類是為了使他獲得幸

福與自由;天主沒有創造罪惡。至於第二種是從自己的經驗中得

知:每個人都是罪人，自古以來都想要成為天主。

當我們拿出一個錢幣時，我們不可能同時看到兩面，除非我

們將它切成兩半，但是這樣它就再也不是錢幣了。這就類似雅威

典在這裡所表連的。它要肯定的是人類現實生命中的兩面;它將

這兩面分開為了使其並存，一個在前，一個於後，這樣一來一切

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卻再也不是一個人了。此處「在前」指的不

是時間，而是一種神學圖像:它所要表達的只是天主的渴望，一

種事實上從未如此實現過的渴望。

在雅威典後不久，依撒意亞先知也採用了相同的圖像，但是

卻運用於末日的時刻:這是天主將要實現的境界(依十一

1~9) 。也許雅威典和依撒意亞向我們表達的是相同的訊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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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世不是我們的過去，如同曾經失落的美麗夢境，它是我們的未

來，等待著我們去努力實現。

哪一T固神? .，.'十麼樣的人?

在開始這段研究之前，我曾經說過:雅威典試圖想要解答我

們所間的幾個大問題，如今這-切是否對你有所啟發?

你在這裡找到什麼樣的天主面貌?

人是什麼?

原罪

基督徒所說的「原罪」並不在創世紀的經文中，而是出現

在保祿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羅五)

透過創世紀我們瞭解到，如果亞當是人，代表每一個人，

那麼他所犯的罪是每一個人的罪，是世界的罪。按此看來，我

們每一個人的罪形成了亞當的罪狀之一，不僅強化了這個罪並

賦予它一個特殊的角色。

至於保祿，他對原罪的肯定是基於一項更真實的結論:眾

人都在耶穌基督內獲得救贖。他表示，我們都是被拯救的，因

為我們需要如此，於是他試著予以證明。首先，他以統計學方

法說明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羅一~三) ，然後以一種象

徵方式表明:既然代表我們的亞當犯了罪，那麼我們在他內都

成了罪人。然而這只不過是個推論，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耶穌基督內都被拯救。他告訴我們，那裡罪惡越多，那裡恩

寵越多;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給予恩寵，而是領受恩寵的人，

是被緩刑的罪人。多麼奇妙啊!如果我們從死亡的邊緣中歷劫

歸來，那麼身上的疤痕就是神奇的記號:當我們每一次看見它

時，我們會想起來自己還活著。因此，關於原罪的道理也能鼓

靠我們:它使我們想起天主在耶穌基督內極救我們，因為「靠

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 J (羅八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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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幅壁畫的說明，請看第 275 頁。

南國猶大的先知

讓我們認識幾個在猶大國宣講的先知們。

納堂

這位先知並未留下任何著作，但卻是達味身旁一個相當重要

的人物。

請閱讀撒下七 1~17 。這段經文是以達味王國的也經情況為背

景(參閱第 72~73 頁)

請注意表達「對立」的詞語:住在宮殿裡/隨帳棚和會幕漂

泊;殿宇/王位;我的名/你的名。此處是否想起了前面我們提

過的(第 72~74 頁)關於天主的兩個概念?你能再予以詳述嗎?

以色列的國王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請看看關於達味的許多

頭銜:僕人、牧羊人、國王......。

如果有時間，請閱讀編上十七 1~15 。編年紀是放逐後寫成的

作品，大約比撒慕爾紀晚五個世紀。請比較下列經文:撒下七 14

/編上十七日(編年紀不提達味之子可能會犯罪) ;撒下七 16/

編上十七 14 (所有格已經改變了)。這些說明了「達味之于」這

個人物已經蒙獲重視。請看聖詠第二首:他已在萬邦之上被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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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這幫助我們瞭解基督被冠以「達味之于」頭銜的意義。

關於納堂的經文敘述也可在撒下十二(達味的罪)以及列上

一等章節看到。

依撒意亞

依撒意亞於主前 740-700 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宣講。他是→位

大詩人，也是機靈的政治家，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先知，

是當時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一個人。兩百年後，他的許多弟子回想

起他所說的話，並將自己的作品歸於依撒意亞的名，因此依撒意

亞先知書可以區分為幾部作品:一~卅九章有部分是屬於依撒意

亞的作品;四十~五五章是放逐時期某位弟子的作品(第二依撒

意亞) ;五六~六六章是放逐後某位弟子的作品(第三依撒意

亞)

依撒意亞時代的政治局勢相當複雜，南北兩國還算富裕(當

時富人會剝削窮人) ，但卻漸漸受到亞述勢力的威脅。 734 年左

右，大馬士革聯合撒瑪黎雅國王脅迫耶路撒冷加入聯盟以對抗亞

述，這就是有名的敘利亞一一厄弗辣因之戰，是依撒意亞神諭的

主要背景。

關於此時的政治、社會以及經濟背景資料，聖經依撒意亞先

知書的引言部分有不少的說明。

為了對依撒意亞有初步的認識，你可以先看前面十二章或是

第六~十二章，然後廿八 16~ 17 '以及廿九 17~24 。

依撒意亞的蒙召(依六)說明了他的訊息。他進入聖殿就經

驗到天主的臨在，並且意識到自己不只是個人，更是一個罪人;

他覺得自己迷失了。但是天主扶持著他並潔淨了他。依撒意亞於

是體會到最大的罪就是驕傲(人可以依恃自己，自己成為天主)

而唯有相信(毫無保留的、謙遜而信靠地將自己完全交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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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得救。

依撒意亞努力地想要將這個經驗傳遞給他的人民:天主就像

路上的-塊大石頭，人必須選擇:驕傲就是撞破石頭(八 14 ) 

自尋死路(15) ;相信就是靠在石頭上(十 20~21) ，就是依靠

默西亞(廿八 16 )。遺憾的是，他的宣講只換得大部分的人心更

加冥頑不靈，雖然也有少部分虔信的人(六 9~ 11) 

依撒意亞出身猶大，對他而言，閻王就是達味之子(天主之

子) ，擔保著民族的信仰並且是人民在天主前的代表者，因此阿

哈次國王 (734-727 )的背教行為令他心痛不已。由於敘利亞一一

大馬士革的聯軍政策， ~pJ哈次一時慌張亂了方寸，經將自 i已的見

于獻給f~1神(列下十/\3) ，使天主對達味的許諾陷於險境。依撒

意亞於是前來向他報訊說，即使如此，天主仍然忠於他的承諾:

他的另一個兒子將要誕生，因為一位年輕的太太已經懷孕了(阿

哈次的妻子)。依撒意亞將所有的希望放在這個孩子身上，他就

是希則克雅，稱為「厄瑪奴耳 J '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J (依

七)。當希則克雅登基為王時，他就是天主之子。依撒意亞高唱

著隱約可見的和平時期(依九) ，並提前慶賀真正達味之子的到

來;到那一天他將建立世界的和平(依十一)。這些不同的神諭

都很重要，但有時相當難以瞭解，你可以參考聖經中所提供的相

關資料，也許有助於你的閱讀。

三支哲人看見過去主甫T乃然三舌著的﹒..

這句話在聖經中不斷章複出現，也是依撒意亞所體驗到的。

並不是天主有壞的意圖，而實在是祂和我們太不一樣了。就像

電流有助於我們的生活機能，是好的發明物，然而如果一個人

將手放在高壓電纜上，他一定會被燒焦，因為他無法負荷如此

大的能量。同樣的，我們不過是「擁有生命 J 我們沒有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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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容量可以承載就是「生命本身」的天主，這就是為什麼當

天主顯現時，祂總是隱藏祂的光榮;比如梅瑟只能看見天主的

背後，無法看見祂的面容(出卅三 12在〉

此外，我們都是罪人，無法站立在聖潔的天主面前，因為

祂既獨特叉完美。因此祂必讀潔淨我們並扶持我們，最後只有

透過祂的聖子耶穌，我們才敢稱她為「父親」

米該亞

依撒意亞是位貴族，而米該亞出身農家。由於當時權貴傾向

征戰的政策，以及富人的不正義行為，使得米該亞深受其苦;有

→天他上到耶路撒冷，在那裡大聲吶喊天主的憤怒。

如果我們能找出屬於他自己的一句詩節，那必是非米六 8 莫

屬了，因為這一節明顯的是當時三位先知宣講訊息的綜合:北國

宣講社會正義的亞毛斯、宣講天主溫柔之愛的歐瑟亞;以及南國

宣講謙遜虔信的依撒意亞:

人啊!已通知了你，什麼是善，土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

無非就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

然而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米該亞為反對社會的不正義所

發出的吶喊(二 1-5 ;三 1-12 ;七 1-7) ;默西亞將不再是耶

路撒冷王的達味之于，而是白冷小小牧羊者的達味之子(五

1-5 ;為瑪二 6 司開) ，或是代表希望的訊息(七 1-10 ;為路-

73 引用)

先知

不是一種能預測未來的人，而更好說是以天主的名發言的

人;他與天主的計畫有一種隱密性的關連(亞三 7) ，在現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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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主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事物。

這是一種特別的啟示嗎?那是不可能的，比較好是說先知

在兩種時刻或地方一-f也的召叫和生活，發現天主的話。

他的召叫是決定性的，就是在他經驗天主的那一亥U :有如

依撒意亞在聖殿中，就像耶肋米亞在不斷地祈禱中，以及歐瑟

亞在破碎的婚姻愛情中與主相遇......。就是這個光照使得他們

在生活中，不管是重大的政治事件還是日常的生活瑣事，發現

天主的話，並在其中讀出時代的記號。

就從被召叫的那一刻起，每一件事物都向他們傳遞著天主

的訊息:一根杏樹枝、 4個沸騰的鍋(耶- llff) ;婚姻生活

(歐--三;則廿四叮叮) ;或者是敵人的侵犯。就以這種方

法，先知教導我們閱讀在生活中不斷向我們發言的天主話語。

先知們透過言語來宣講:神諭(或是以天主的名所做的宣

告) ，勸誠、故事、祈禱等等，但他們也透過行動來宣講。先

知性的行動傳遞了天主之言，甚至實現了歷史。

重口果你們是團體讀經﹒..

93 

顯然你們是不可能在一個月內研讀我們在此所提供的一切材

料，因此你們可以分工閱讀。每個人都可以閱讀完整的一章，但

是每個單獨的個人必須專門研究該章的某部分，當團體聚會時，

每人將可貢獻自己的研究心得，並從中澄清某些觀點。

事實上，對這個時期有一個概括的認識是很重要的，此時寫

成了創造的敘述以及猶大聖史;有些先知宣講，有些經師書寫(特

別是創三~三) ，而有些人民祈禱著(雖然我們並不清楚究竟哪

些聖詠是屬於這時期的作品)。就在這種漫長的阻釀氣氛下，聖

經正在逐步誕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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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國以色列 ( 935團721 ) 

耶路撒冷與撒瑪黎雅相距不過五卜公

里左右，彼此互為弟兄卻也互相敵對，因

此在很多方面，北以色列王國與猶大王國

截然不同。

地理環境:附圖所顯示的勝過冗長的

說明。

耶路撒冷靠近猶大沙漠，四周環繞著

耶胡 (Jehu) 王向主述主

沙耳瑪乃色三世， ShaJ
manesser III )稱臣 r

小山丘 0 多石的土壤出產穀類作物，並且大量栽種葡萄以及橄欖，

同時也放牧羊群。西側的舍弗辣( Shephelah )平原為培肋奇特入

所撮，猶大於是無法與海相通，

反將一切的重J心置於約旦河谷以

及死海區域。

相反的，北以色列國擁有撒

瑪黎雅山丘地、青翠的河谷、沙

龍( Sharon) 及依次勒 耳

面講國王的官員，

赫特(即ttite) 浮雕

(主前八世紀)

(Jezreel) 

平原。首都

的遷移說明

了王國的演

變:第一位

國王雅洛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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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提爾區( Tirzah) 。其後，他的繼位者之一，放默黎

(Omri) ，買下了撒瑪黎雅山丘地，於此建立首都。此後北以色

列王國面向海洋，易於和北部許多的客納罕國王(今日的黎巴嫩

和敘利亞等地)有所來柱。以仁的說明可以讓我們約略瞭解北國

的經濟和宗教情況。

經濟環境:讓我們首先閱讀亞毛斯先知書(三 12 ;五 11 ;六

4) 。書中提及撒瑪黎雅居民的象牙、檀木製壁飾，由此可知王國

的繁榮狀況。然而這一切卻帶來了社會的不正義:在第一大城提

爾區挖掘工程此起彼落，到處可見豪華美廈，僅以一牆之隔與鄰

近的陋舍區域劃分開來。

宗教狀況:相較於猶大，以色列更易於和客納罕地區的國家

來往，宗教上亦如此，比如提洛 (Tyre) 、漆冬( Sidon) 、大馬

士革等國;他們的宗教信仰特徵是:崇拜執掌繁殖能力的自然神

祇一一巴耳和阿舍辣。此種宗教信仰廣受農業民族喜愛，因為他

們認為此二神能使大地富庶、牲畜多產，甚至讓人多于多孫。以

色列因為受到誘惑不得不兼顧雙方，如此一來，正如厄旦亞先知

所言:一方面崇拜雅威，另一方面又服侍巴耳。

為了阻止人民前往耶路撒冷朝拜，雅洛貝罕於是在王國末年

造了兩隻公牛(先知們嘲弄般地稱之為「牛嘖 J ) ，一隻在丹聖

戶斤，另一隻在貝特耳聖所(列上十二 26ff) 。這兩隻公牛可能做

為唯-真神雅威的腳凳，代表祂臨在於聖戶斤，就如同耶路撒冷的

約櫃一樣。然而由於公牛象徵巴耳神，因此有偶像崇拜的危險。

政治局勢:以色列承襲了達味和撒羅滿所建立的君主制度，

然而國王卻不是合法的達味繼承人;在十九個國王中，有八個被

暗殺身亡，因此不同的王朝一個接著一個建立;由於國王不是「達

味之子 J '當然也就不是「天主之子 J I他們自立了君玉，卻

沒有我的同意 J (歐八 4) 。因此，不同於猶大，國王將不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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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一的擔保人，也不會是天主面前的代表者。於是在以色列，

先知就扮演著這樣的一個角色，常常與國王意見相左。

這些國王與猶大的國王們不相上下，其中也有幾個是很偉大

的國玉。

國際政治:以色列深深地介入了當時的政治局勢。當時埃及

國勢正走F坡，強勢的亞述不斷地侵襲客納罕地區。

北邊大馬士革的阿蘭國逐日得勢，由於具有閃族也統和勢力，

因此和以色列以及猶大兩國時友時敵。根據亞述文獻的記載，主

前 853 年左右，亞述正面臨阿蘭國聯盟的威脅，其中以色列王阿

哈布以二千戰，馬和一萬兵士加入聯盟。

主前 750 年，北以和南猶兩國國勢達於頂峰。當時亞述帝國

極欲擴展勢力以達地中海，而他所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大馬士

革，於是巴勒斯坦的形式就顯得微妙異常。一方面大馬士革由於

面對亞述的威脅，沒有餘力攻擊北以和南猶兩國;而另一方面當

他抵抗亞述人時，卻又成了北以、南猶抵擋亞述的盾牌。南北兩

國於是在英明的君王統治之下，國家逐漸發達，社會富庶繁榮達

四十餘年之久，正是亞毛斯與歐瑟亞兩位先知在北國宣講的時期。

721 年以後的撒瑪黎雅人:並非所有的居民都遭放逐，有些人

繼續留在撒瑪黎雅。另一方面，亞述人將帝國中屬於其他地區或

省域，有著自己的傳統和宗教信仰而遭流放的人遷移到撒瑪黎雅。

如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混合而雜居的族群;既崇拜以色列的

神，也朝拜其他民族的神祇(參閱列下十七 24~41 著名的描

述)

稍後我們將談論這些撒瑪黎雅人和自巴比倫充軍回國的猶太

人彼此之間的衝突(第 165 、 174 頁)

如此可以明瞭:在耶穌時代，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是如何的

彼此仇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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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活動

大約主前九世紀起，人們漸漸蒐集厄里亞的傳統(列上十

七~十九;廿一;列下一~二)到了 750 年左右，也開始編

集有關厄旦盟的傳奇故事(列下三~九)以及耶胡玉的革命事

件。。

亞毛斯以及歐色亞的神諭被寫成文字記錄下來。

::f t國聖史，我們所稱的厄羅亨典也在 750 年左右被寫成文

字。

同時，為了適應新的社會情勢，人們也調整舊的法律以成

新的法律條丈。這些深受先知們所宣講的訊息所影響，特別是

歐色亞，稍後，這些法律條文就形成了申命派的核心。

北國以色列的先知

在北以色列王國中，負責擔保信仰的是先知而非國王。因此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北圓的幾個大先知。

厄里亞

如同耶路撒冷的納堂先知，厄里亞也沒有留下任何作品，然

而他和梅瑟卻是猶太信仰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新約裡'特別是

略加福音，就將耶穌視為新的厄里亞。

Elijah是 Eli-yahu 的縮寫，名字本身就傳達一項訊息:我的天

主是雅威。他在主前九世紀，即阿哈布執政的時候 (874-852 )行

先知職。阿哈布王娶了提洛王此種的女兒依則貝耳 (Jezebel) 為

妾，聯姻的行為帶來了以色列王國的繁榮。然而依則貝耳也帶來

了她的宗教信仰，她的巴耳神和先知群，如此以色列人民崇拜天

主-也侍奉巴耳神~ . . . . .厄里亞於是做了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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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列上十七~十九;廿一;以及列下一~二關於厄里亞的

敘述。試著找出他的主要特徵'以下是一些參考:

立於天主面前的人. I我所服侍的天主」、「我所敬畏的上

主一等詞語多次出現;他對天主的唯一敬禮也希望人民能如此做。

為聖神所引導的人:請看放巳狄雅( Obadiah) 在列上十八 12

千J趣的答話。在此說明了厄里亞內在自由和心靈力量的來源。

專一不二的信仰:在加爾默耳山祭獻事件(列上十八)中，

他努力促使人民在二種信仰之間做-個抉擇-~-個是干預個人歷

史的生活的天主，另一個是擁有自然神力的巴耳神(請參考附

表)。就像我們一樣，厄里亞沒有看見就相信了，因為天主如此

要求，他宣告大雨將臨，雖然尚未看到雨滴(列上十八 41ff)

和天主的親密性:天主對他的顯現(列上卡九)就像梅瑟的

經驗(出卅三 18ff) 一樣，都是典型的神秘生活。天主顯現給人

最多不過是如此。厄里如同我們一樣，面對天主時怯懼不前(十

九 1ff) 。十九 12 應譯為 I寂靜之聲 J 天主不在各種自然力

量中，祂是神秘的天主，是隱藏的天主;抽的臨在使空寂和寧靜

閃閃發耀。在他的祈禱中一一就像梅瑟一樣，並不洋溢著神秘的

氣息，而是向天主述說他的使命。

捍衛窮人:面對國王和權貴人士，他總是護衛窮人(列上廿

他的萬民主義思想:由於他的信仰專一不二，行事為人叉深

受聖神的引導，因此能自由地與外邦人來往(列上十七) ;甚至

要求外邦的婦人要無條件地相信天主(列上十七l3)

關於厄里巨的傳奇故事(列下一) :就像厄里盟的故事一樣，

著名的厄里亞事蹟竟使得厄里亞成了公義的代言人一-f也祈求上

天降火於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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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升天(列下二) :也許是因為人們對厄里亞的墓穴

無所知，使自然地以為他被提升天了。路加受此默感，也將耶穌

升天的事蹟如是描述(宗- 6-11) ;因為厄里要見到厄里亞升

天，並從他領受聖神以繼續他的使命;同樣地，宗徒們也在目送

耶穌升天後，從祂領受了聖神。

在路加福音中，耶穌是新的Æ..里亞

請你閱讀以下路加所引用關於厄里亞的故事﹒四 26 (在納

臣肋會堂的講道) ;七 12 ' 15 (納因城少年的復活) ;九 42

(治癒附魔的兒童) ;九日， 54 , 57 ' 62 (耶穌上到耶路撒

冷) ;廿二 43 ' 45 (耶穌在園祈禱，受天使的助佑)。很明顯

地，路加省略了耶穌將洗者若翰比喻成厄里亞的言論(瑪十一

14 ;十七 11-13 ) 

在此光照之下，我們能發現厄里亞的故事是如何幫助我們

瞭解路加筆下的耶穌:他在祈禱中常表達出他和父的關係;他

內在由聖神而來的自由;他的萬民主義思想，即溫柔地對待窮

人、罪人、卑微者和婦女;以及要求門徒們對他無條件的信任。

如同厄里亞，耶穌的一生只有一個目標:走向「被接升天」的

時日，那時就是他被舉揚在十字架上的時刻，也是被提升至父

的光榮的時刻。

亞毛斯一一執行正義

亞毛斯原是白冷附近特科亞地區的牧羊人，當他被天主派遣

到北國宣講時，正是亞洛貝罕二世統治撒瑪黎雅的繁榮時期。他

以尖銳的言詞到處宣講，特別是針對那些富有人家的豪奢與不正

義的行為。請看亞三 13-四 3 (豪奢) ;二 6-16 ;八 4-8(社

會的不正義)

亞毛斯是一位先知，經交上有兩處提到他的聖召:七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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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這個召叫;三 3~8 談到先知的使命。先知就是進到天主計畫

中的人，在此光照之下，他將試圖在生活事件中認出天主計畫的

軌跡。

他所給的社會教導是基於盟約;它並不是一種保證'不管人

過什麼樣的生活;它代表著一種責任。「天主說IT'由世界上一

切種族中，我只揀選了你們，為此，我必懲罰你們的罪惡。dJ J 

(三 1~2)

如果天主施以處罰，那是為了與人交談。亞毛斯預見將有一

小撮人被拯救免於災難(三 12) ，而這就是人們能繼續盼望的原

因(八 11 ~ 12 ;九 11 ~ 15) 

亞毛斯的天主不只是以色列的神祇'祂也看管其他國家的道

德操守(一 3~二 3 的神諭是個好例子)。祂之所以能如此，因為

祂是創造者:亞毛斯引用了一首詩歌(可能受自迦南讚美詩的靈

感) :四 13+五 8~9+九 5~6 。

歐星星且一一溫柔地愛

歐瑟亞來自北國，和亞毛斯約同一時期行先知職。透過個人

對天主的體驗，他發現天主溫柔的愛情。歐瑟亞的妻于背叛了他，

縱然如此，他仍深愛著她，最後並以真愛喚回她年輕時代純真的

心。這就是天主對我們的愛情:祂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是美好的，

而是藉著祂的愛，我們能成為美好的(歐一~三)。天主對我們

的愛就像丈夫愛妻子一樣:這樣的主題時常出現在聖經中，並賦

予信仰一個新的意涵。西乃山之盟就像是一個愛的盟約，是基於

夫妻關係的約定;而罪就像是犯姦淫的行為，是對愛情的傷害。

歐瑟亞毫不留情的將他的人民所犯的罪過一一揭露:不忠誠，

不友愛鄰人，不識天主的愛情。我們應當細細閱讀歐瑟亞先知書，

但是我們可以更留心書中所描繪的天主的愛情: (一~三，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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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愛;十一，父親之愛) ，以及愛鄰人的要求(四 1~3 ;六

4~6 ;一句瑪賈福音曾經引用過兩次的話:十 12 ;十二 3~7)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看他如何描寫罪惡:凹 4~10 ;五 1~7 ;七

1~2 。

如果我們對人民生活的細節有興趣，我們會注意到書中關於

法律、宗教禮儀、士地以及先知的各項制度，其重要性甚至遠超

過在列王紀和民長紀中的記載。最理想的生活狀況是當以色列人

也離埃及時，在柏瑟先知的領導下在曠野LI1的生活。

歷臭的神或自然界的神祇?

以色列相信的天主是一位平預他們歷史的天主一一亞巴郎

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是那一位領我們脫離

受奴役的天主。當他們在曠野中流浪的時候，這一位天主護守

著他們，並領導他們進入福地。

現在以色列人定居了，人民有了田地和城市。他們所關心

的是: í載的田地如何能肥法?我的牲畜如何能更興旺?我該

向誰祈禱才能使雨水眾多? J 於是他們發現了一種系統完善、

足以答覆他們疑惑的宗教信仰:巴耳神一一執掌暴風和雨水的

自然神祇，以及阿舍辣女神一一帶l掌生殖和豐產的自然神祇。

(請參看前面所談關於客納罕思想的部分)

有一個干預人類歷史的天主是蠻好的，但是我們得生活呀!

因此，投向巴耳的懷抱尋求保護可能更有保障!

我們千萬不要太快決斷說這個問題沒什麼意義:因為巴耳

神不過是改了名字的神罷了。事實上，基督徒一定曾經有過這

種內在衝突的經驗﹒他相信一位干預人類歷史的天主，也相信

抽的兒于耶穌，但是這個信仰和日常的經濟需求有什關係?相

信這些自然「神力 J (銀行的存款、個人手腕和權力)難道不

更可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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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歐二 4 ，..._， 25

開始之前，先不要看下面經文之右列文字。先看看它說的是

誰?什麼樣的圖像?說些什麼?將那些你喜歡的、你感到驚訝的

以及你覺得疑惑的地方標記下來。

你們譴責吧!要譴責你們的母親! 天主:丈夫
因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被封三

4 
仁:

望她從自己的臉一 L除去自己的色相， 法官

從自己的胸間去掉淫亂， 巴耳:情人

免得我剝去她的衣服，使她裸露， 被告

{象她山生之日; 人民:女人
5 使她相似曠野， 母親
使她有如旱地，叫她渴死。 才三士也

6 
至於她的于女，我也不愛憐，因為是由淫亂

生的子女。

實在，他們的母親放蕩賣淫，那懷蛙他們 第一次控告

7 的，荒淫無恥，因為她曾說:我要追隨那些
給我餅、水、羊毛、麻布、油和飲料的情

人。

8 
因此，看，我要以荊棘杜塞她的去路，築一 懲罰

道牆壁，使他尋不著她的途徑;

她要追隨她的情人，也追不上;要尋找他

9 
們;也尋不著。那時她要說:我願回去，回

到我的前夫那裡去，因為那時候為我比現在

好的多。

她不肯承認是我賜給了她五穀、美酒和泊; 第二次控告

10 反之她把我廣施給她的金銀，都獻給了巴
耳;

因此等時期一到，我必要奪回我的五穀;時 懲罰

11 機一來，我必要奪回我的美酒，收回我用以
遮蔽她裸體的毛衣和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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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要這樣在她情人們眼前揭露她的羞恥，誰 第三次控告

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她來。

13 
我要使她的歡樂停止，她再也沒有節日、朔

日、安息日和一切的盛會。

我要摧殘她的葡萄園和無花果園，因她曾

14 說 í這就是我的情人給與我的身價。」我

必要使它們成為山林，叫野獸來吃盡。

我要為了她敬拜巴耳的日子，懲罰她，就是

15 
她向他們燒香，以鼻環和項鍊修飾自己去追

隨她的情人，而忘卻了我的那些b日子一一上

主的斷語。

16 
為此，看，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和她談 懲罰

'L..'。

從此我仍要將她的葡萄園賜給她，仍將阿苛

17 
爾山谷作為她的希望之門:她要上到那裡，

就如她幼年時，就如她從埃及地上來的那一

天」樣。 出谷紀

到那一天上主的斷語 她要稱呼我為「依 創二 23

18 士 J (我的丈夫)不再稱呼我為「巴里」

(我主)

19 
我必要從她的口中把巳耳的名號除掉，使他

們再也不提起他們的名字。

到那一天，為了他們，我要同田間的野獸， 天堂的和平

20 
天空的飛鳥和地上的爬蟲訂立盟約，並且我 創二 18~23

要從地上將弓弩、刀劍和戰爭毀滅，使他們 依十一 6~8

安居樂業。

21 
我要永遠聘娶你，以正義、公平、慈愛、憐

憫聘娶你;

22 以忠實I!4妻你，使你認識我是上主。

23 
到那一天，我必要應允一一上主的斷語一一

我要應允高天，高天要應允大地，

24 大地要應允五穀、酒、油，五穀、酒、 j由也 參:歐-8

要應允依次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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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為我把她種在這地上， I 否認出三 14

我要愛，憐羅魯阿瑪(不蒙愛憐者) ，我要對

251羅阿米(非我人民)說: r你是我的人
民。」而她要說 r你是我的天主。」

這段經文中的主要人物是誰?他們代表著什麼樣的圖像?

他們在做什麼?在尋找什麼?

請注意那些不斷重複的語句、看來似乎重要的字以及所有格

形容詞(如:我的五穀、你的五穀)

這段離婚過程看來像是最後通蝶，請你注意天主所發出的三

個控告(是什麼? )以及祂心中所思考的懲罰(第三個懲罰是什

麼? ) 

請注意以下的對比:愛/不愛;施/受;第五節的「曠野」

/第十六節的「曠野 J (他們的意思一樣嗎?為什麼? )。成為

妻子最初意味著為丈夫所支持，那麼，最後如何呢?

若將這段經文定位在 102 頁所提的思想背景中，便可知道是

誰使大地豐產:自然界的神祇或是歷史中的天主。歐瑟亞如何指

出這段歷史? (參考附表內的資料)

此處天主給我們的展現什麼樣的面貌?祂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嗎?天主賦予萬物存在的，但是大自然有其規律，可經由科學檢

證發現。

祂所期望於人的是什麼?將人所回覆的話語標記出來。

愛的語言

溫柔(希伯來文為l;lesed) :是歐瑟亞先知書中的關鍵用

字，表示雙方之間愛的聯結。

愛(希伯來文為 r甜甜lÏm) :專門用來表達天主對人的愛。

複數用法(希伯來文表示最高級)則表示母親的乳房。這個字



106 舊約導覽

表達出母親式的愛，是指追溯至生命的源頭。

忠、輯:希伯來文中幾個相同字根的 émeth' émun曲， an1en 

等字，都表示對雙方之間盟約關係的堅定:很此對對方深信不

疑。

認識﹒人以整個的存在去認識，以身體、以心靈以及瞭解

來認識(這個字也表達丈夫與妻子間的完全結合)

富有恩怒( hanan) 母親俯身向嬰鼓的動作 (John的希伯

來名字是 Johnana' 意思是﹒天主是富有恩慈的)

這些都是天主在她的拜帖中所寫的姓名:雅威是慈悲寬{:

的天主，富於慈愛忠誠(出卅四 6)

北國聖史:厄羅亨傳統

北方的支派是從耶路撒冷， WJ達味家族脫離出來，因此南北

兩國擁有相同的傳統和過去。在猶大王國中，這些傳統就被區集

起來形成猶大聖史(或稱雅威傳統)。兩百年後，大約主前 750

年左右，在北以色列王國中，這些傳統被收錄於北國聖史，其Ij-'

將天主稱之為厄羅亨 CElohim) ，因此文稱為厄羅亨傳統，簡稱

為 E 典。

同樣地，在南國猶大也按相同的歷史傳統產生著作，然而山

於生活背景的不同，其所產生的著作也有些詐的不同。正如先前

我們所談過的先知，北以色列王國由於深受外教的影響，常常會

棄絕真天主，或者同時侍奉天主與巳耳，因此無法再仰仗國王捍

衛真信仰，因為他已不再是達味的繼承人。事實上是先知們奮力

地使人民憶起天主與他們訂定的永久盟約。編黨這段歷史的作者

們於是匯集了先知們與賢哲人士的思想，因為對他們而言，使人

民憶起自己的傳統就是引導他們回歸盟約精神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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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北國聖史像猶大聖史一樣，並不從天主創造的

故事開始敘說，而是從亞巴郎與天主的盟約開始。

敬畏天主使人民忠、於盟約，然而這並不是對天主感到害怕，

而是對她保持尊敬與信賴。

以下我們將仔細地閱讀 E 典的主要思想:西乃山盟約(你可

於下一頁中君到這段經文)以及亞巴郎獻子的故事(請自行閱讀

聖經)

現在讓說們按著三個緊密相關的中心主軸迅速地略過北國聖

史:盟約與敬畏天主。

Æ羅亨傳統的特散

對照 E典與 J典(第 75 頁)比較能顯出 E典的特徵:比較

缺乏生動、不具體，天主與人截然區隔。

E 典盡力避免擬人化的敘述手法，談論天主也避免像談論

人一樣;這位不可親近的天主時常以夢境來顯露自己;當祂自

己說話時，常是透過光榮的顯現來表達，任何人都無法為祂賦

予形象。

E 典相當注重道德問題，對於罪感有一個漸進的發展。比

如，它提到亞巴郎從未撒過謊(試比較 J 典創十二 10ff與 E 典

創iJ)。梅瑟所頒的法律也比較不注重禮儀的舉行，反而比較

重視道德觀、對天主與鄰人的責任。

唯-的宗教信仰就是順從天主、遵守盟約，並棄絕與偽神

立約。

立正屬於天主的人不是國王或司祭，而是先知:亞巴郎、

梅瑟(最大的先知1) ，然後是厄里亞、厄里盟......。

E 典的思想乃根植於先知傳統與賢哲人士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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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導覽可能的月2去

我們接下來會陸續談到這個民族幾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並且

會將經文內容與當時的時代加以對照，這些會幫助你們繼續下面

的單元。

你可以按照我已經進行的方式繼續研讀。

你也可以按照人物來閱讀:亞巴郎、梅瑟等等，我將會在每

一章提到關於這些人物的主要經文。

"閱讀西乃山之盟:出十九~廿

以下是屬於厄羅亨傳統的章節。

十九 2: 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營。梅瑟上到天主前，

9: 土主向梅瑟說，-我要在濃雲中降到你前。 J 12 :你要給

百姓在山周圍劃定界線說，-應小心，不可上山，也不可觸摸山

腳;凡觸摸那山的，應處死刑。 J 13 :誰也不可用手觸摸那人，

而應用石頭砸死或用箭射死;不論是獸是人，都不得生存。 16 : 

此時在營中的百姓都戰戰兢兢。 17 :梅瑟叫百姓從營中出來迎接

天主，他們都站在山腳下。 19 :梅瑟遂開始說話，天主籍雷霆答

覆他。

廿 1~17 : E 典的十句話(十誡)

18 :眾百姓看見打雷、打閃、吹角、冒煙的山，都戰兢害怕，

遠遠站著。 19 :對梅瑟說，-你同我們說話吧!我們定要聽從，

不要天主同我們說話，免得我們死亡。」

20 :梅瑟回答百姓說: ，-不要害怕!因為天主降臨走為試探

你們，使你們在他面前常懷敬畏之情，不敢犯罪。 J 21 :百姓遠

遠站著，梅蓮、卻走近天主所在的濃雲中。

廿 22~刃， 33 : E 典盟約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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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 3 :梅瑟下來將土主的一切話和誡命講述給百姓聽，眾百

姓都同聲回答說，-凡上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全要奉行。 J 4 :梅

瑟遂將上主的一切話記錄下來。第二天清早，梅瑟在山下立了一

座祭壇，又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石柱， 5 又派了以色列

子氏的一些青年人去奉獻全垮祭，宰殺了牛續作為獻給上主的和

平祭。 6: 梅瑟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取了另一半血，灑在祭壇

上。 7: 然後拿過約書來，念給百姓聽。以後百姓回答說，-凡上

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必聽從奉行。 J 8 :梅瑟遂拿血來;麗在百姓身

上說，-看，這是盟約的血，是上主本著這一切話同你們訂立的

重色 。 J

請你仔細地閱讀這段經文，並按照方才附表中所說的指出 E

典的特徵。

梅瑟屬於什麼樣的人物?請你指出關於他的不同的身分:先

知、中間人、司祭....

「戰兢害怕」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目的是為了什麼? ，-試

探」是天主用來檢測人民對其忠誠度的一種方法。

盟約:請注意立約的儀式:這是一種天人雙方的約定，其中

天主給予法律，而人民承諾要順從抽(希伯來文中， ，-聽」這個

字也意味著「順從 J '參申六的。血液傾灑在立約的雙方:在代

表天主的祭壇上與人民身上。這樣的儀式有兩層含意:若有一方

破壞這個約定，他必流血致命;更重要的是，這表示從今以後，

雙方出自同一血緣。

圖，亞巴郎獻依撒格:創廿二 1~13 ' 19 

請閱讀聖經中的這一段經文，略過其中 14~18 節屬於雅威典

的部分。

毫無疑問地，這段經文有一個古老的故事為基礎，其中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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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jíz不要人奉獻他的孩子(當時常有的一種祭獻方式) 0 E 典

採月這個古老故事，生動地描繪出亞巴郎這個人物。

請指出此段經丈中 E 典的特徵。

請指出這段輕丈和關於立約的經丈二者之間的共同點。

讓我們假設自己是個以色列人，然後聽聽這段敘述，那麼，

亞巳郎會如何呈現在已使我們認出他是我們的典範並效法他?對

我們而言，他是怎樣的個模範?

人J嗓

初熟之*總是令人卡分珍愛，我們總認為臼己所擁有的第

一個是最好的。凶止自古以來，人類總是將初果奉獻給神明。

同樣地，住在來納罕地區的閃族人也將自己的首胎男孩奉

獻給神然而對於次自東方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閃族人而言，

如亞巴郎，他們i)íi;不知1悉這樣的習俗。

以色列人於是拒絕這樣的宗教儀式:他們以動物來代替首

胎男孩的祭獻。

北國聖史剪影

要直接閱讀北國聖史似乎有些困難，因為自從以民從巴比倫

充軍回國後，北國聖史和南猶聖史使混合一起，而一旦重疊時，

北國聖史的資料就常常被捨去，只剩下目前的些許片段，因此我

們現在只好看看北國聖史中幾段比較可靠的資料。

亞巴師京到

這段故事是以亞巴郎而非創造天地的故事做為開始，正如同

雅威典的記載一樣。第一段經文是關於亞巴郎和天主訂定盟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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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創十五) ，由於其中參雜了很多雅威典的敘述，因此稍後

我們再來看這一段(第 60 頁)

亞巴郎和阿彼默肋客(創廿) :此處我們發現厄羅亨典的主

要特徵，即對道德的重視。亞巴郎雖然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他是一個從不撒謊的人，只有身為司祭(第 7 節)的他才能為

國玉說情(第 17 節)。同時他也發現到在外邦人中也有人敬畏天

主(第 11 節) ，而由於天主在夢境中的顯示，這位外邦人因此免

於犯罪(第 4 節)

哈加爾和依市正!至耳(創廿一 9~21) :天主為受壓迫者親自干

預人事。

亞巳郎和依撒格(創廿二 1 ~ 14) :我們已經看過這段經丈。

在以色列傳統中，依撒格肩掛柴火的事件是很重要的，請看創廿

二 10 塔爾市木的解說。

塔周世木:創廿二 10

本世紀初始，以色列人時常在會堂中宣讀聖經，即聖言，

然而當時的以色列人說的是阿辣美語，他們已聽不懂希伯來文

聖經，因此需要有人翻譯。不同於逐字逐句翻譯，他們自由地

採用意譯，就是所謂的「塔爾古木 J (請看 179 頁)。這些阿

辣美譯文相當有趣，因為它讓我們明暸耶穌時代的人是如何瞭

解聖經。塔爾古木有時和原文有些出入，有時會自行加上解釋，

比如關於亞巴郎獻依撒格的故事，塔爾古木在第 10 節之後加上

以下的說明﹒

依撒格回答他的父親說 r 父親!請將我相緊，免得我因

痛苦掙脫而使你的奉獻成空...... 0 J 亞巴郎凝視著依撒格的眼

睛，然而依撒格卻看著上方的天使:依撒格看見了他們，亞巴

郎卻沒有看見。天使們在高處回答說 r 快來，巴!看看這世上

最奇特的兩個人;一個願意奉獻，另一個願意被奉獻;那奉獻



112 舊約導覽

的人毫不遲疑，而那被奉獻的人大方地伸出他的頸項。」

「桐柴 J (阿辣美語稱為Akedah) 表達了依撒格內在的奉

獻:他不願易意多加掙扎以免身體為木柴損傷，使得自己無法

成為祭獻之物。

在痛苦的時刻中，以色列人時常祈禱天主憶起依撒格的祭

獻，好讓天主因此原諒他們的罪過並拯救他們。

雅莘莘T白手在到

雅各伯的夢(創廿八 10[0 :部分屬於厄羅亨典，比如關於

雅各伯的夢( 11 ~ 12 節)、 l而對超越的天主的害怕( 17~ 18 

節)、以及天主對弱者的保護 (20~22 節)

雅各伯的旅程(創廿九~卅五) :在這幾章中，我們看到雅

各伯歷經北國幾個主要的聖戶斤，因此，可以說聖所的起源與族長

的歷史有關。

若是旱的故事

很難從其中區別屬於雅威典和厄羅亨典的部分。由於同時是

北方支派厄弗辣因和默納舍的父親，死後被埋葬於舍根(蘇廿四

32) ，若瑟於是成了族長中令人感到興趣的一個人物了。

我們可以在這個故事中發現厄羅亨典的特徵'比如，若瑟試

探哥哥(四二 18 )、敬畏天主(四三 18 )、天主保護弱者(四五

5; 五十 20 )。儘管經歷諸多痛苦與罪過，天主仍然執意讓祂的救

恩計畫實現。

梅農

比起雅威典，梅瑟在以色列形成一個民族時所扮演的角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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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得多了(參照第 82 頁)。他有能力行奇蹟'是天主和人民之

間的中介者;他也執行先知職，甚至像個司祭一樣，所祈禱的總

受到應允。

收生婆和梅瑟的誕生(出一 15~三 10 )收生婆畏懼天主，寧

可聽從天主而不願順從法郎。天主因此拯救了弱小者一一小嬰孩

梅瑟。作者也許是從埃及關於阿加德玉撒爾貢( Sargon of Agade ) 

的誕生獲得寫作靈感(生於主前 2300 以前)

燃燒的荊棘叢(出三~四)天主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法顯現

祂自己:祂以一句難以詮釋的話語將自己的名字啟示給梅瑟，一

般翻譯為: I我是自有者 J '意思是:在未來的歷史中，你們將

發現我之所是以及我為你們所做的一切;你們將會知道我是誰。

因此，我們只能透過每一個服侍祂的人來認識祂;祂是亞巴郎的

天主，梅瑟的天主、耶穌基督的天主...... ，是陳先生或張小姐的

天主。天主拯救以民脫離埃及人的奴役就是為了使他們服侍天主

(四 23 是常常出現的一句話)。不像在雅威典中，國王是天主的

首生者，在這段經文中，以色列才是天主的首生者。

下。

撤蔚骨的誕生

我是強大的國王撒爾貢，是阿加德的國王;

我的母親曾是個貧窮人，至於我的父親，我一無所知。

我的母親，一個可憐的女人，她懷了我，並偷偷地將我生

她將我放在研版做成的籃子裡，並以瀝青將我的眼臉封住。

她將我丟棄~{I條河流中，但流動的河水還不至將我淹沒;

河水將我沖流至汲水者亞墓的身旁。

亞基仁慈地看著我，並將我從水中抱起。

他撫養我視為己出，並教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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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令我照顧他的花園;

於是當我是個園丁時，伊施塔爾愛上了我。

我做了五-卜五年的國王。

梅瑟和耶特洛(出十八)梅瑟的岳父幫助他組織人民，並使

他成為人民在天主前的代表(19 節)。要成為梅瑟助手的標準之

一就是:他必須是個敬畏天主的人。

在昌勒布山

我們已經看過出卡九~廿，稍後我們將看看出廿~廿三巾的

兩條法律( 131 頁)。在北國以色列中，天主的山稱為「晶勒

布 J '而非「西乃山」

金牛團和看見天主的背後(出卅二~卅四)此處雅威典和厄

羅亨典文混和 r 。毫無疑問地，人民和亞郎所犯的罪過就是偶像

崇拜:他們沒有朝拜偶像，因為金牛可能是真天主的座墊(卅二

5) 。事實上，人民想要藉著為天主稱玉的機會，強迫天主顯現自

己，如此天主將在他們的掌控之中(記得前面提及的兩個對天主

的概念)

梅瑟此時就扮演一個中介者的角色(卅三 30ff) ，他負責引

領人民和天主相會:請看出卅三 7~1l中生動的描述。和厄里亞

一樣，梅瑟是與天主最親密的人，然而即使如此，他也只不過能

見到天主的背而已(出卅三 18~23 ) 

將神能賞給長老(戶十一 16~17 ; 24~30) 

正如我們所知，在北國是由先知負責捍衛信仰的純正，而梅

瑟正是其中的第一位，也是最主要的先知。然而作者所期望的是，

整個以色列民族都是先知，都能讓梅瑟的聖神來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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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於你的家庭作常﹒..

記得稍早我曾說的，當你參考---本旅遊指南時，你只能概觀

某些地方，而無法看盡一切。閱讀本書亦復如此。重要的是你對

北以色列王國的時代背最以及思考方式有一個概括的觀念，因此

只要選擇重要的經文來讀;但是如果你無法全部讀完，千萬不要

覺得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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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我們的旅程時，我們曾經特別關

注達味一一撒羅滿王國( 72-74 頁) ，稍後

我們也看了北以色列王國 (44-45) ，現在

我們必須再回到南國猶大的末期，即從北國

滅亡 (721 )到耶路撒冷淪陷 (587 )這一

段時期。

許的 11

ip 
\HI 

三三三ι一~主主

被亞述戰士俘虜的囚犯

(尼尼微，主前七世
紀〕猶太: 933-721 年

猶大是位於以色列和培肋舍特人之間的一個小國家(參看的

頁的地圖) ，幅員涵蓋耶路撒冷周遭的山丘以及乃革布 (Negeb)

沙漠地。居民以農耕、畜牧，特別是繁殖羊群為生，但有時也和

亞述人及埃及人有生意上的來往。

政治環堉時常受到周遭國家的政治局勢所影響，此時周遭的

強國亞述和埃及國勢平平，因此整個政治、軍事活動都集中在迦

南地區:猶大、以色列、大馬士革之間各種征戰、結盟、勝戰、

潰敗等'1育勢。

客納'?F'國主，象牙製

品(默墓多，主前

1350-1150 年〉

745 年起，由於亞述再度佔上國際政、冶

鐸臺，因此局勢開始改觀。為了對抗亞述，

大馬士革和以色列結盟，並脅迫猶大加入，

如此引發了敘利亞一一厄弗辣因之戰，正是

依撒意亞神諭的背景( 91 頁)。猶大的年

輕國玉阿哈次尋求亞述的援助，大馬士革於

是在 732 年為亞述所取，而稍後在 72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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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撒瑪黎雅也淪亡。

撒瑪黎雅的滅亡對於猶大在政治和心理上引起了極大的回響。

事菌大: 721-587 年

山於阿哈次國王對亞述的祈援行動，耶路撒冷以北地區(昔

日的北以色列王國)成了亞述帝國的行者，他原應為此負責，然

而i直到去世之前，他對亞述的忠誠卻絲毫未滅。

阿哈次的見于希則克雅在位四十餘年，其中有卡二年的時間

與父親|司朝執政。他不管依撒意亞的勸告，紛紛加]埃及、巳比倫

王締結盟約，而這個巳比倫正就是後來反抗亞述帝國的關:千三。

701 年時， I亞述新王散乃黑黎布開始騷擾猶大國，希tl日克雅於

是大興土木，一方而鞏固首都，一方面開鑿水道，好將基紅

(Guihon) 水泉的水引到堡壘內的史羅 (Siloah) 水池巾。然而散

乃黑黎布卻駐守耶路撒冷城使之成為籠中鳥，最後並予以包圍(他

的軍隊可能感染傳染疾病)迫使希則克雅稱臣納頁。

默納舍( Manasseh) 是個殘暴而毫無信仰的君王，在位四「

五年期間，維持一貫臣服5~述王的態度。當時的亞述王是亞述巴

尼巴耳( Assurbanirpal ) ，生性喜好文學藝術，由於他的努力，將

超過二千塊刻有中東文學成果以及亞述王國史料的泥版匯集一起，

有如一個小型圖書館。然而到了晚年時，巴比倫地區出現了個

新的王朝，也就是在現今的伊朗地區，瑪特 (Medes) 開始得勢;

而西邊的埃及也從睡夢中再次甦醒。

於此同時，約史雅 (Josiah) 繼默納舍和阿孟二位不敬神的國

王之後，開始在耶路撒冷為王約三十餘年。他的繼位蒙受眾人的

熱誠歡迎，特別是當他收復部分北方的國土之後。約史雅可能是

新達味嗎?主前 622 年時，約史雅在位時期，在聖殿裡發現了一

卷源自北國的法律書卷，經人增補之後，這些法律叢集成了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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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而這件大事也成了約史雅政治、宗教的改革基礎。

有一新的先知群在這段期間到處宣講:索福尼亞、哈巴谷以

及耶肋米亞。

主前 612 年， rt 1東政治舞臺上有一戲劇性的轉變﹒亞述帝國

的首都尼尼微被攻佔了，所有的民族莫不為此鼓掌叫好。然而不

幸的是，他們並未瞭解到，這不過代表著他們的主人換了;這f立

勝利的巴比倫將軍叫做拿步高 (Nebuchadnezzar) ，他最大的野心

是佔領埃及。

約史邪，但、要15J::l隔埃及法郎乃苛 (Necho) 的去路，不幸卻在

默基多戰死。國內的宗教人士莫不為他的去世感到高分悲痛:為

什麼像他這麼恭敬天主的人竟會死得如此悲慘?他的死也代表著

所有改革的結束一一這些由他開始的革新來不及深入民心就夫折

了。

605 年加革米士( Carchemish) 之戰的勝利，為拿步高日後進

入巴勒斯坦地區開了道路。 597 年他攻下耶路撒冷，並將國王以及

部分的居民遷徙他地(此時有身具司祭身分的厄則克耳先知宣

講)。拿步高於是在耶路撒冷另立一位附庸君王，然而當他轉身

離開時，這位新王立刻與埃及結盟;拿步高一氣之下，於 587 (或

586 )年 7 月 9 日進攻耶路撒冷，將整個城市損毀，並將聖殿與約

櫃一併燒毀，之後將居民遷徙至巴比倫...... ，猶大王國從此滅亡。

耶路撒冷的滅亡對於深信天主的人引起了極大的震撼，稍後

我們再看看這部分。現在我們先看看當年撒瑪黎雅滅亡時對人民

的影響，也許這可以為我們說明，在 721 年之後猶大對這件事情

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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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年以色列王國減亡所引起的震揖

德國人相當能體會到一個國家分裂為二的傷痛，因此在他們

的內心深處，莫不期望整個民族的統一。

當亞述佔領撒瑪黎雅之後，猶大的宗教人士也體會到相同的

傷痛，並為他們的領土感到憂心。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因為

它不只威脅到政治版圖，也深深影響民族的宗教信仰。雖然南北

兩國分裂已久，不時也彼此征戰，然而畢竟他們擁有相同的天主，

相同的傳統，並且一致認為自己是天主的于民，是天主賞賜給他

們這塊土地。撒瑪黎雅的滅亡危及了他們所相信的:我(天主)

要賜給他們人民和土地。這個「人民」會否只剩下猶大人民?由

於先知們的宣講以及許多賢士的反省，他們仍然保持對天主的信

仰，相信總有一天天主會統一整個民族:這個由以色列和猶大所

組成的民族。

這樣的政治與宗教背景說明了在希則克雅與約史雅統治時期，

南國境內蓬勃發展的文學活動。

文學活動

北國的肋未支派逃到耶路撒冷時，正巧帶著在北國編書畫而

成的文學作品:北國聖史(厄羅亨典)、法律叢集、先知們的

神諭等等。

法律叢集也許太具有北國的精神，在聖殿的圖書館中沈睡

了一個世紀之久，直到約史雅時才被視為是國家改革的基礎。

一旦發現了它，經師們就開始綜合南北兩國的文獻:猶大聖史

(雅威典)和北圓聖史(厄羅亨典)。這二者的綜合有時被稱

之為「雅厄合典J (Jehovist) ，是南北兩國人民共同的資產。

約史雅的改革為北國的法律帶來了一線曙光，一且編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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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成了申命紀。

在申命紀的光照之下，人們開始將若蘇厄、民長、撒慕爾

以及列王等傳統加以編彙，如此，這些書卷就為理論性的申命

紀做了最好的詮釋。

最後，先知們的神諭一一索福尼亞、納鴻、哈巴谷、耶肋

米亞被寫成文字，而許多的豆豆詠、賢士們的反省也在此時，特

別是在敬神的約史雅王去世以後寫成。

申命紀

121 

主前 622 年，人們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按照約史雅王的吩咐

正進行著許多重大的工程。就在這個時候，大司祭發現了「法律

書 J (列下廿二) ，約史雅王於是便將這本盟約之書(列下廿三

2) 作為他任內改革的基準'這本書後來成了現今申命紀的核心基

礎。

這本書包含了複雜的歷史i宵節，書的編輯也歷經數個世紀之

久;它是一股我們必須重視的思想潮流，因為在聖經中也有不少

書卷對於以色列人的歷史有著與此相同的反省方式。

現今的申命紀譯口它的歷￡

本書所呈現的是梅瑟一系列的言論，在死之前，他將法律頒

給人民，並給予最後的建言，告訴他們應如何在即將要佔領的土

地上生活。現今我們所擁有的這一部經典是一段漫長歷史的總結，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摘要為幾個階段。主前 721 年撒瑪黎雅淪

陷之前，北國入們開始意識到，梅瑟所頒佈的法律並不完全適用

於當時的社會，這套法律只適用於游牧社會，然而今天的以色列

已經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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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的問題開始產生，只是嚴重與否而已。舉例來說，新

婚男人的徵召制度;迦南地區的外教崇拜儀式的危險;富人欺壓

貧窮者的不公義行為等。於是需要重新修訂法律，推行第二版的

法律( second law )。如此一來，其他的法律以及一些會俗漸漸形

成，以致後來竟成了現今申命紀，也就是第二法律的核心。

肋末人蒐集、詮釋這些法律與習俗，由於受到先知宣講的影

響很深，女[J厄 l聖亞、亞毛斯，特別是歐瑟亞，他們更清楚地發現

到，神所賜予其子民的法典，並不只是某種型式的契約，而是一

種盟約，一種愛的連結，如同與其所愛的人訂婚一樣(歐~

主前 721 年當撒瑪黎雅淪陷之後，許多肋末人逃難至耶路撒

冷，當時的國王是希則克雅。他們隨身帶著這些法典，並予以重

新組織，使其完成;同時他們也反省國家滅亡的原因:為了保持

對天主的忠誠，什麼才是必須的?有時候這些法典也是純理論的:

為r表達法律的精神，他們頒佈一些法條，然而這些法條卻並不

實用。例如，每隔七年應該豁免一切債務人的欠債，並使奴隸重

獲自由(申十五) ;而當一個城市遭攻陷時，必須將居民全數格

殺，以免征服者受到當地宗教信仰的站污(申十六) ;人們必須

在一年中最重要的三個節日裡'上耶路撒冷朝聖(申十六) ;最

後這一條法規尤其別具意義:為了重新促進人民的合一，肋末人

將對天主的信仰集中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也就是天主自我顯現

之處，同時將自古以來即有的其他聖戶斤，如舍根、革黎斤山

( Mount Gerizim )等，至於次一等級的地位中。

由肋末人在耶路撒冷針對法律所做的第一次整理是基於北國

的傳統，這個整理的結果於是成了古老申命紀的核心(五~廿六

中敘述「你...... J 的段落)。在默納舍王的統治之下，由於不重

敬神之事，這部經典於是遭人遺忘，被置於聖殿中甚至公元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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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又被發現。

約史雅將這部經典作為政治與宗教改革的基準，以便在耶路

撒冷重建一個團結合-的民族。大約在此時或稍晚，敘述第二人

稱複數(你們)的段落被加入，再加上開頭與結尾的章節。

最後，歷經其他修正之後，這部經典在主前 400 年成了一本

綜合集:五冊 4集的法律書或稱為「梅瑟五書」

由於他們相當留心忠於梅瑟的思想，換句話說，他們相信他

們所制訂的法律是梅瑟在世時所頒佈的法律，於是將這申命紀的

-→切歸於梅瑟，就好像他在去世之前向人民所宣講的內容，樣。

申命紀自勾投7固特點

關於形式:

﹒它的屈L格相當感性;作者並不想訓誡讀者，而是想說服讀者，

讓他們真心服從於經典的記載。

﹒重複的情形特別多，例如: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你要

聽， ......應慎守誡命教訓和法令。

﹒經文中關於第二人稱單數及第二人稱複數的敘述混合出現附

合體，這無疑是編排上兩個階段的徵兆，而現今這部經典則

肯定這個民族是一個單獨的個體，而其中的每一個信友都有

其個別性。

某些關鍵概念:

﹒上主是以色列唯一的天主。

﹒祂為自己揀選了一個民族;為了回應這個揀選，選民必須愛

天主。

﹒天主賜予他們土地，但必須是他們保持對天主的忠誠;天主

亦會記得祂與自己選民的盟約。

﹒特別在禮儀當中，如同在品耳孟山被天主召叫聚集一起時，

人民會記起天主的話並瞭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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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思想潮流

無論如何，申命紀並不僅僅是一本書。人們會談到所謂的「申

命派傳統J (簡寫成 'D J ) :這表示我們擁有一種思潮，一種在

精確的時代背景(因著北國淪亡所帶來的挫折)中重新閱讀歷史

的方式。

到了公元 587 年，南國也被消滅了，有些神學家開始思索這

次的挫敗，並重讀昔日寫成的歷史。於是他們開始修飾若蘇厄、

列王紀、 l\:長紀、撒慕爾紀(儘管最後兩卷書沒有很明顯的修改)

等書，並完成最後的編輯工作。這些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以色列

人必須忠於天主，這樣他們的歷史才會另有發展。

申命紀經文選言賣

我們必須閱讀全本經書才能發現天主對柚子民的愛，才能聽

見天主邀請人回應祂 藉著自己的生命去敬愛天主、友愛所有

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們終究難以全數閱讀，因此，我們僅能選

取某些比較重要的經文來讀。

﹒揀選(四 32~40) :天主的揀選是基於祂的愛，然而，這

並非特權而是一種使命。

「以色列!你要聽! J (六) :這一章的關頭已成為每個

以色列人的祈禱，而且是他們信仰的核心。聽，服從 (Shema 有

兩層含意) ，以色列!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這是最

基本的肯定，其效果就是: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

主。

﹒日常生活有如試探(八 1~5) :天主以各種方式試煉我

們，看看我們是否全心信賴祂。這段經文也出現在耶穌受誘的敘

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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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並不是夕榷的法條規範，而是一種以愛還愛的要求(十

12fO 

﹒聖殿:這是天主唯一顯現給祂子民的地方(十二 2~28)

人們每年應該上耶路撒冷朝聖三次(十六 1 ~ 17) 

﹒真先知(十八 15~22) :天主宣報那決定性的先知將要來

臨。第一批的基督徒藉此輕文認出耶穌的身分。

﹒懸在木桿上是可咒罵的(廿一 22) :此節經文在保祿對耶

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思想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參迦三 13 ) 

﹒社會意義(廿四 14~22) :在此處以及其他的經文中，我

們可以看出申命紀的細膩，以及對貧苦者的關愛。

文。

﹒感恩祭的起源(廿六 1~11) :稍後我們將研讀這一段經

﹒天主的話在我們的心真(卅1l ~20 ) 

你只需要..

重新撰寫歷史是件相當容易的事，也就是在事情發生後說:

「當初你應該如何如何..... ，你只要茗、麼做就可以...... J ;又

或許有人想反駁，如 I我倒想看看，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

做? J 但如果是天主，就好像現在祂就在這兒，誰來向我們說

明關於祂的事呢?

在關於耶穌受誘的敘述中，瑪買不口路加讓我們瞭解，我們

如何在耶穌身上看見天主。事實上，魔鬼在耶穌身上重新施展

牠對以民以及對我們的誘惑，而耶穌卻以申命紀中的經文來回

答牠:他所做的就是以民所應當做的。因此，在耶穌身上，以

民的歷史，甚至我們的歷史，最後終於獲得勝利。

「人有可能愛天主嗎? J 申命紀中曾經出現這樣的疑問。

新約卻如此答覆:從今以後，在耶穌身上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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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研讀中廿六 1 ，...._， 11 :感恩禮的起源

以色列人在客納罕地區居住了數世紀之久，他們朝拜一個會

干預他們民族歷史的神，深散在這段經文核心的「信經」正使我

們想起這→切。然而，現今的以色列人大多為農人與商人，他們

關心的是土壤是否肥訣，以及所畜養的家畜是否繁殖興旺。如此，

我們又再度面臨歐瑟亞先知曾經提及的衝突(第 101 頁) :到底

他們所崇敬的是歷史上的真神或是自然神祇?每年到了豐收的季

節，客納罕人會舉辦慶祝活動以表達對巴耳神的崇敬，而巴耳神

正是職掌繁殖與生產的神祇。以色列人採用了這項習俗，然而他

們給予這項習俗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不考究時代年表，我們可以說這段經文仍然遵循著

一套現今感恩禮所使用的形式，包括奉獻、敘事( r信經 J 陳

述歷史或最後晚餐事件)、朝拜及共融。這種說故事的方法究竟

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所領受的恩典?

這段經文正邀請我們去發現這一切以及其他事物。請先仔細

閱讀下列輕文，但無須太過在意右側附註的文字。

1. 當你進入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做產業的土地，

佔領後住在那裡時，

2. 應由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土地上， 耶路撒冷聖殿

將一切田產的初熟之物，取出一部分放在荳裡，

往上主你的天主選定立自己名號的地方去，

3. 到當時供職的司祭前，對他說:

「我今日向上主我的天主明認，

我已來到了上主對我們的祖先誓許賜予我們的地方。」

4. 司祭就由你手中接過荳子，放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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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後你就在土主你的天主面前聲明說:

「我的祖先原是個漂泊的阿蘭人，

下到埃及，同少數的家人寄居在那裡，

信經:敘述

目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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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成了一個強大有力，人口眾多的民族。」天主隱藏

6. 埃及虐待我們，壓迫我們，勒令我們做 目標:自由之地

苦工。

7. 我們向上主我們祖先的天主呼號，上主俯聽了我們的哀聲，

垂視了我們的苦痛、勞役和所受的壓迫。天主服侍祂的子民

8. 上主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嚇，

神蹟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

9 來到這地方，將這流奶流蜜的土地賜給

了我們，

目標:一片無人佔

領的快樂之地

10.上主，請看!我現今帶來了你賜給我的田地裡

戶斤出產的初熟之物。」遂將這初熟之物放在

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倫伏朝拜上主土主被承認為「上主」

你的天主。

11.然後你與肋未人，和住在你中間的 上主被承認為「上主」

外方人，

歡樂享受上主你的天主賜與你和你家庭的一切福份。

請你運用「工具箱 J (27 頁)仔細閱讀這段經文。

主要角色是哪些人物?他們做些什麼?奉獻什麼?天主在任

何地方都出現嗎?在哪些地方?有哪些語句不斷重複出現?注意

各種代名詞的使用:我、你、我們......

本段經文開始時，只提到「你」這個角色，然而到了結尾時，

文出現了肋末人和外方人，究竟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以至於可以

被歸於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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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將這段經文放在當時的宗教背景中 (96 頁)然後看看:

關於歷史真神與自然神力之間的衝突是如何獲得解決?

有些標示是為了當你覺得疑惑時才查看的，因此不要立刻去

讀它。

通常一段故事都以某人缺乏某物做為敘述的開始，當目的達

成，故事也就結束了。以下是一段三個彼此相鼠的故事:

﹒第 5b節:當以民成了一個強大的民族之後，沒有土地的缺

憾就獲得了滿足。然而接下來卻發生了問題，因此原定的目標如

今需要更加清楚確定:一個自由的土地。為什麼原先所定的目標

會發生問題呢?這一小片段是本段經文中唯一一處沒有讓天主介

入的地方。這是否告訴我們:人若是沒有天主，他的渴望是無法

獲得好結果?

﹒第 6~9 節:不同於埃及人對他們的奴役，天主給以民 4塊

自由之地(請注意在逆境中出現的「我們」一詞)。然而天主此

時似乎就像自然神祇般地服侍著以色列人民。

﹒第1O~1l節:重複 1~4 節所說的。由於所說的是民族的

歷史，土地的出產之物所代表的意義便有所改變。初始為「我所

給你的產物 J '最後變成了「你賜我的田地所產的果實」。這時

天主已經被認可為「上主」了。

以民和土地的關係也有了改變。肋末人和外方人也享有原不

屬於他們的土地，他們也是「你」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的財產

不屬於我們自己，它的存在是為了我們以及一切人的幸福。

前先知書

以色列人將我們所說的「歷史書」區別為不同的各卷書﹒

若蘇厄書、民長紀、撒慕爾紀、列玉車己，並將這些書卷通稱為

「前先知書 J 與「後先知書」中的依撒意亞、耶肋米亞等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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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同等並列。

此處除了名稱的改變之外，還有更值得人注意的事。如果

→位作者考慮要出版他的書時，我們可以從他選擇將書置於歷

史叢集或哲學叢書得知作者的意圖，並且明瞭他對於讀者閱讀

這些書的期望。

因此，這些書並不是描述歷史事件的書籍，它們的寫成不

是為了將歷史事件正確無誤地記錄下來，因此，若是考古學家

告訴我們，當若蘇厄攻佔耶旦哥時，耶里:哥早已是廢墟，這樣

的事實對我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因為作者並不是→位將戰

爭實況忠實攝影的記錄者，而是企圖在這件事上尋找意義的一

位先知。

先知書:作者沈思默想傳遞著許多歷史事件的傳統，以便

從中尋找這些事件所透露的天主之言;他們比較不是敘述事件

發生的過程，反而努力地想要從這些事件中發現它對我們的意

義。因此，在時光流逝中，這些作品以各種方式為人反覆閱讀、

思索玩味，以至於能在一種新的歷史情況中傳達新的天主之言。

在閱讀申命紀時，我們特別發現到一種新的思想潮流，前

先知書最後的定稿可能就是由活躍於這股思潮的經師們所完成。

他們自由地編排這些已經編輯過的敘述，因此加以反覆閱讀並

做了綜合，以便從中擷取訓誨意義。一經 587 年的災難之後，

以色列及其君王的腐敗事蹟就成了不斷籲人悔改的召喚。天主

仍然忠於祂應許給予土地的承諾，然而除非人民對他保持忠誠;

天主仍然與人同在，如同居住在聖殿中，然而除非人民轉向抽。

因此基於對過去事件的默想，先知們特別從中找到對於現今世

代的一點光亮以及對將來的一份希望。

雅.1ff.會典( JE) 

有時候我們會將雅威傳統(達味一一撒羅滿時代在南國完

成)和厄羅亨傳統(在北國編輯)的合併稱呼為「雅厄合典」。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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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經典不單是一種文學作品，它更代表著一種信仰的決定，

一種對於北國淪亡所引發的新局勢深切的反省。

當時正在耶路撒冷，希則克雅在依撒意雅的支持下登基為

玉。他是達味一一撒羅滿(天主會應許賞賜他們土地、人民和

王國)的繼承人，然而就在兩個世紀之前，這個曾經一統的王

國分裂為二:北國的以色列以及南國猶大。他們知道雙方都是

和天主訂定西乃旦旦約的人民，也都繼承了天主向亞巴郎的許諾。

721 年北國為亞述所滅，這一事件重重地打擊了人民對天主

的信仰，特別是在兩個基本點上:土地和人民。曾經賞賜給達

昧的土地漸漸地被敵人侵佔'他們幾乎就要進駐在耶路撒冷的

城門口;至於人民，是否從今以後會漸漸縮減，最後剩下南國

的猶大和本雅明支派?

在這場災難中，有一些北國人民成功地逃脫，其中有一些

宗教人士甚至帶著自己的傳統來到了耶路撒冷避難。後來希則

克雅王亟欲促使宗教與國家的復興，於是在國內各種神學風潮

與文學活動紛紛展開，而雅厄合典就是其中最好的一個例子。

這部經典是一種信仰的答覆，爵的是面對因土地和人民所

引發的令人憂愁的問題。猶大和以色列形成「人民」這一基本

的希望仍然持續著(它也總是持續著) ，而為了更明顯的表達

這一點，就將早已各自完成的兩個傳統合而為一。由於原來的

兩個傳統有時會以不同的觀點陳述相同的事件，因此這份新作

品便顯得精細繁瑣。除了注意新敘述的連貫性之外，編輯者也

試圖尊重每個傳統一一現在的專家學者們有能力可以發現他們

的蹤跡。如此一來，基本上成功地保留了雅威典樂觀希望的特

徵一一集中在達味王朝時期，並且摟雜了厄羅亨典關於道德和

靈性的訓誠。因此這屬於北國和南國支派共同的作品，表達以

民對天主的信仰以及對將來的盼望。現在讓我們迅速略讀兩段

經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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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亞巴郎訂定盟約(創十五)

這段敘述可能是厄羅亨傳統的開端，其中摟雜了一段雅威

點的敘述，有時專家學者們並不願意予以區別，而只是指出每

個傳統的美意。

如此，關於後裔和土地的許諾就和創十二 2; 十三 14 (屬

於雅威典〉的祝福相連結。盟約是厄羅亨典相當重要的一個主

題。

這段經文看來並不覺得衝突，但卻清楚地表明了亞巴郎的

信仰。關於訂定盟約的儀式是相當重要的。通常訂定盟約的雙

方要從被剖為兩半的動物中間通過，象徵著若有一方破壞約定，

其下場將如同這動物一般。在這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只有

天主從被剖為二的動物中間經過，也就是說只有天主自我約定，

這對以色列人甚至我們是最基本的核心:我們的信仰歷史始於

天主無條件的承諾，祂將自己的忠誠放在歷史的秤拉上。因此

每當痛苦的時刻，當以民察覺到自己的不忠誠，意識到因著自

己的罪過正受懲罰時，他們總是回到這個盟約.天主無條件地

給予他們承諾，而祂忠誠不二必會實踐。

_ø 盟約條文(出廿 22，..._，廿三 19 ) 

這是一段相當古老的經文，甚至可上溯至以民相當原始的

時期。大約是在民長時期，當時沒有國王也沒有司祭;經濟來

源主要是依靠牲畜的繁殖以及一些農作物的出產。這段經文為

北國所保留，申命紀就是從中獲取靈感的。為了注意到日常生

活的每個層面，經丈訓誡我們必須生活在天主的視察之下。

在雅厄合典時期，這段敘述被併入了出谷紀中，並且破壞

了原有的敘述架構，然而它卻加上關於訂定盟約的結構，而這

時盟約就是由雙方共同訂定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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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七世紀時的南國先知

沒有人知道從何時起，依撒意亞的聲音消逝了;按猶大傳統

所說，他被默納舍王殺害。雖然如此，另一代的先知繼之而起，

以下我們就來聽聽他們的聲音。

納鴻

你必會讀到關於尼尼微城陷落時車馬之戰的敘述，這段敘述

令人感到迷惘，因為納鴻先知在主前 660 年左右宣講時，就已經

「看見」主前 612 年亞述首都的淪陷。這是一種相信天主的大能

所引發的信仰行為，因此在本書的開端就已引用聖詠關於全能天

主的描述;事實上，在當時，亞述帝國的權勢正達於頂峰呢!

索福尼亞

當索福尼亞開始宣講時，贏弱的默納舍王正結束了他的王位;

年輕的約史雅王在主前 640 年登基，當時尚無法進行龐大的宗教

改革行動。

本書的第一部分(一 1-三 8) 充滿悲慘景況的描述，有一個

希伯來字不斷地重複出現，中文翻譯為，-臨近」或「在中間」。

索福尼亞深感害怕，因為無論他如何努力尋找，除了天主以外在

全人民中沒有一個是義人， ，-耶路撒冷不親近她的天主 J (三

2) ，而上主憤怒的那一天就要臨近了(一 14fO

既然皇親貴族、先知司祭們都迷失不信天主了，索福尼亞於

是轉向心靈儉樸的人宣講，他們不依侍自己的權勢，反而全心信

賴天主(二 3) 。如此他成了談論「心靈貧窮」的先驅，這一主題

後來在新約中並有所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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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主的愛勝過一切，祂將要看見自己就在熙雍女子中間，

在自己的人民中間，屆時所有的人將要因抽的愛情而獲得潔淨，

而天主將要歡躍喜樂的跳起舞來(三 9~20)

哈巴谷

哈巴谷於主前 600 年左右開始宣講，正當巴比倫人的勢力開

始威脅巴勒斯坦地區時。對他而言，巴比倫人的強勢正是天主用

以懲罰亞述人壓迫以色列人的工具，但這卻引來了新的問題:天

主如何能使用這磨不潔的工具呢?為什麼壞人總是得逞呢?哈巴

谷將惡的問題提昇至國與國之間的層面。天主以一句話來回答:

義人因信德而生活(二 4) ，而這句話日後也為聖保祿採用，為其

思想作一個總結。

哈巴谷的祈禱(哈三)表達了他在困境中對天主的信賴以及

喜樂於上主的心情。

熙雍女子

在很多文明傳統中，都有採用女性人物做為國家象徵的習

俗。歐瑟亞就將自己的人民比喻為不忠的妻子，後來由於天主

的愛，終於使她回心轉意。

米該亞是第一位使用 1日雍女子」這種奇特的表達方式，

因為在耶路撒冷北部地區，在熙雍山頂上聚集了來自擻瑪黎雅

地區的人民，他們在主前 721 年撒瑪黎雅淪陷時流亡到此地。

因此 r熙雍女于」指的是慘遭災難洗樵卻仍能保持信仰的那

一小撮人。

索福尼亞已經預見將來這群以色列的遺民要被潔淨，屆時

天主將住在他們中間，所有已被潔淨的民族將要偕向他們一起

侍奉上主(三 9) 。這個圖像對我們相當重要:它指出我們每一

個人的命運，而這也是末日時全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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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更強調這種必要的煉淨所隱含的痛苦的奧秘(四

11; 六 23) .哀歌也是如此。這個女子一旦潔淨了將會尋找她

的丈夫一一天主(耶卅一 22)

依撒意亞的門徒們在充軍後期宜講時說，熙雍女子一一天

主的新娘將要生見育女(依五四 1 ;六十;六二) .甚至產生了

新的民族(六六 6-10)

初期的基督徒們再度採用了這個圖像以表達教會的奧秘一一

歷經了加爾瓦略山的苦路以及整個歷史，基督藉由這個女人而

誕生(若十六 21-22 ;宗十二 7 。對路加而言，瑪利亞卻是教

會的圖像，在末日時充滿恩寵(弗~6) .並歡喜地迎接救主到

她的懷中(路一 28-31 ) 

耶肋米亞

「假如沒有這個特別人物，整個人類的宗教歷史將會改寫，

而基督宗教也不會存在 J .近代研究耶穌生平的著名學者恩列司

特﹒雷南( Emest Renan )這樣寫著。

耶肋米亞經歷了民族史中二個時代悲劇，即主前 597 年和 587

年的充軍之痛。雖然如此，在這民族的傷痛中他卻有所洞見，因

此開始呼籲悔改，積極準備人民的心靈，然而人心卻始終冥頑不

靈，最後甚至追捕先知。

耶肋米亞在約史雅為王時開始宜講，基本上宣講的內容與先

前幾位先知所說的大致相同;他希望人民能意識到自己正行在岐

路上，而他們所過的生活定會為自己帶來災禍。前六章的內容不

外是這個宣講主軸的摘要，其中不斷重複出現的關鍵思想是:人

民離棄了天主，他們應該悔改，再回到天主身邊。

而在約史雅宗教改革的那段時間，先知對此表示贊同，因此

沒有發言而保持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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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605 年，巴比倫玉拿步高 (~ebuchadnezzar) 大敗埃及軍

隊於加革米士( Carchemish-一一敘利亞北部) ，接著於 603 年到達

耶路撒冷，迫使以民屈服於其下。耶肋米亞知道敵人將從北方而

來，並且預見了將來的災難，於是開始積極準備人民的心。通常

當一件痛苦的事(疾病、意外)發生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又束手

無策無以為之時，唯一可行的就是嘗試從中尋找意義， ï我們後

來會瞭解這-切 J '本書一開頭時我就曾經這樣說過。因此，後

來的幾位先知，比如厄則克耳、依撒意臣的門徒們就在流亡巴比

倫時不斷地反省這一民族災難(參閱下面 ï天主將要懲罰你們」

這-段)。耶肋米亞的貢獻就在於他能預先瞭解即將發生的事，

並且在它發生之前預先賦予意義性。因此，人民當然不愛聽他所

說的話，他們拒絕他，甚至予以迫害，卻寧可相信附和他們的假

先知所說的甜言蜜語，然而一旦事實的發生證明了耶肋米亞所言

無誤後，人民叉開始想起了他所說的一切。也由於他，以民才能

在災難發生時仍能堅忍不已，並對這些事件給予積極的意義。某

種程度上看來，這也使得以民在流放時期仍能持有信仰與希望，

不但不陷於災難之苦，反而能從中找到新的生活意義。

你當然不可能閱讀整本書，但是至少以下的幾段經文你必須

讀過。

真的宗教:以民真地實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們崇敬結約之櫃，

進會堂聽取訓誨，也實行奉獻、遵守安息日，並且對小男孩實行

割損禮......雖然遵守了所有的禮儀規項，但卻缺乏真誠恭敬之心。

他們認為自己既然已經遵守了外在的禮儀，天主必會照顧他11于一一

國王以及聖城耶路撒冷。他們將宗教行為視為一種保障，認為如

此可以免除愛人的責任，耶肋米亞因此宣告天主將要拆毀這一切

虛假的保障:結約之櫃(三 16)、聖殿(七 1 ~5 ' 26) ，耶路撒



136 舊約導覽

冷(十九) ;因為天主要求的不是外在肉體的割損，而是內在心靈

的割損(四 4; 九日~25) 。這些充滿諷刺意味的言論使得耶肋

米亞好不容易地才能從死亡中逃脫出來，也因此他是耶穌的預像，

顯示耶穌並不贊同我們許多缺乏心意的行為。

新的盟約:第三卜一章是整本書的高峰。儘管整個民族經歷著巨

大的災難，先知仍然宣講希望的訊息:天主寬恕我們，並且使一

切都成了新的。其基礎何在呢?請看卅一 20 。

人的責任 (29~30 節) :厄則克耳對這-點加以發揮(則卡

/\) 

是哪些特點更新了這個盟約(卅一 31~34) ?路加(十十二

20 )和保祿(格前十- 25) 在最後晚餐中發現耶穌的血實踐了這

個新的盟約。

先知性的行為:正如所有的先知，甚至超過其他先知，耶肋米亞

不僅以言語也用他的行動來宣講，很多時候他所表達的許多象徵

性的手勢更甚於一個普通的宣告;由於先知是天主之言一一一具有

效力一一的傳遞者，因此他的行為使得許多宣講性的事件立時生

效，就此看來，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舉動也是一種先知性的行為。

耶肋米巨的內心旅程:就像聖保祿一樣，耶肋米亞也是聖經中我

們比較熟識的一個人物，事實上他表露的是他自己個人對天主的

回應。在幾段關於他相當私人的敘述中，他表達了自己的信仰以

及內在的困惑，有時候這些敘述被稱為耶肋米亞的悔改。比如請

你讀十二 1~5 '以及廿 7~18 :這些祈禱詞如何幫助我們更瞭解

天主?甚至幫助我們瞭解自己、瞭解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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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蒙召(一 4~19)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從先知宣講的訊

息中發現到天主召叫他們的方式，對耶肋米亞而言並沒有什麼奇

特的經驗:一切似乎都發生在先知向天主祈禱的親密關係中。從

這段經文開始，請你試著找出天主所賦予耶肋米亞的使命的特質，

以及他個性上的特點。他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何處?第 11 和 13 節

所描繪的神視告訴我們先知是如何在每件事情上看到天主。他的

經驗如何能幫助我們在生活中，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發現

天主的話語?

天主將要?甚罰你們﹒... .. 

先知們所說的話常常使我們感到震驚，他們所顯示的天主

常常是一位以懲罰來威脅自己于民的天主，因為抽的人民犯了

罪。所以一切的災禍、戰爭、不公義，以及懲罰都是來白天主

嗎?但這種報復性的天主卻是我們所無法忍受的。

讓我們以一個寓言來說明。有一天，一個相當著迷於自己

摩托車的年輕人出了車禍，接著經歷了醫院的治療、長久的臥

床休息、按時服藥、然後有許多護士的照顧......然後有一位護

士開始對他特別的照顧，甚至超出了一般職業性的照顧，最後

他們結婚了。多年以後，很可能這位年輕人會對他的妻子這樣

說 í我還真慶幸自己斷了一條腿，否則就不可能認識了你。」

我們會接受這樣的說法，然而若是駐院神父說「你真是幸運

… J '我們卻會覺得討厭，為什麼呢?首先由於他自己是當

事人，在車禍發生之後會對自己的遭遇作一個有意義的詮釋，

這不是出於外在的要求，而是自己內在的回應;其次，車禍對

他而言仍然事件倒楣的事，而唯一幸運的就是這個厄運帶來了

好結果。

現在我們將這個故事稍加改變並且應用在先知書上。假設

這個年輕人在出車禍之前是一個自私自利，而且過著放蕩無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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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那麼受傷的痛苦、幾個月來在病床上的寂寞無聊，將

會使他覺得自己的生命空洞無趣;而那個走出醫院的年輕人卻

變了一個人:他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並且為別人服務，而一

旦找回信仰之後，有一天他可能對天主說﹒「謝謝你允許那場

車禍的發生，讓我能找到生命的意義」。我們接受這個年輕人

的禱詞，卻討厭駐院神父對他這樣說: [""你看，天主這樣懲罰

了你...... 0 J 

先知們就像這個年輕人而不是駐院神父。厄則克耳和人民

同遭放蓮，而耶肋米亞慘遭迫害並預先經歷了民族災難的痛苦。

他們深加反省這些令人心痛的遭過，雖然為他們而言，災難還

是災難。然而在事件發生之後(為耶肋米亞而言是發生之前)

他們發自內心試著找到整個事件的意義，並且看看這一切對自

己還有什麼益處，因此他們教以民承認自己墮落的生活，並且

要求他們悔改。對他們而言，這些事件並不是天主給人的懲罰

(雖然有時候他們所用的語言顯得相當莽撞) ，反而是一個機

會讓人發現天主對人的愛一一邀請人度一個全新的生活。

亞述戰士砍下一個俘虜的頭(亞述

繪畫，主前八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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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587-538 年)

主前 587 年，在持續長達一年的包圍

攻擊之後，巴比倫王拿步高終於攻陷了耶

路撒冷，同時這也是猶大王國的終結。

書王亂的十年( 597-587 年)

拿步高在 597 年攻佔耶路撒冷時，高

興地收下許多貢品，同時放逐了一部分的

居民(其中括厄則克耳先知) ，也扶持了

一位臣屬於他的閻王。

人頭帶翅的公牛，亞述

(主前八世紀〕

藉由這個機會，以民原有可能從中獲得教訓，然而，由於受

到假先知的誤導，他們鎮日沈溺於自己的幻覺中，覺得現在只不

過是遭遇不順，因此度過了將近十年的瘋狂時期。他們繼續過著

無憂無慮的生活，並與埃及結盟共同對抗巴比倫人。

耶肋米亞先知在耶路撒冷宣講，希望以民順從於巴比倫人，

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國家的自由，或是政治上的獨立;

真正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自由、侍奉天主，以及實行正義。此等宣

這是一種名為齊谷拉塔

的巴比倫聖殿，外側有

層層階偏環繞，拾級而

上，巴貝耳塔可能就像

這樣。

講對以色列人而言無疑是一種賣國賊的舉

動，因此很快地耶肋米亞就遭迫害(被去入

泥槽中) ，先知的宣講因此也成了絕響。

在巴比倫，厄則克耳先知也以同樣的方

法向那些和他同遭流放的人民宣講，但也無

法奏效。他們暗地裡製造旗幟，以便歡迎那

些即將要來解放他們的弟兄。主前 5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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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看到這些弟兄到達時(最起碼他們還沒被送去祭刀劍)

他們並不是以解放者的身分前來，而是跟隨著國王狼狙的出現;

他們頸上纏繞著繩索，經過一千五百公里的長途跋涉之後，個個

精疲力盡;而這位國王眼睛早已瞎了，在他空洞的眼窩中，卻仍

保有最後一絲視線，似乎見到了自己已被砍頭的孩子們。

克軍的哥蹟

這群人失去了所有一切賴以維生的事物:

.土地一一天主祝福柚子民的具體記號。

﹒國王一一透過國王天主傳遞祂的祝福，他是人民的擔保者，

他在天主前具有代表性。

﹒聖殿一一天主顯現的神聖場戶斤。

終於，以色列人幾乎失去了他們的天主。當時的民族認為，

每個國家都為自己的民族神祇所保護，並且戰爭時刻也賴他得力，

這樣一來，以色列的天主等於就是被巴比倫神瑪爾杜克打敗，那

麼，沒有人會侍奉一個失敗的神......。

在這次流放中最偉大的奇蹟不是證明了以民信仰的瓦解，而

是這次的笑難不但為以民的信仰帶來改變，更淨化了他們原先的

信仰，而這些奇蹟的出現，主要歸功於眾先知，包括厄則克耳、

依撒意亞的一個門徒，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第二依撒意亞，以及許

多的可祭。他們領導人民重新閱讀自己的傳統，並從中發現盼望

的根基。同時，他們也發現了一個更嶄新、更強調精神面的方法

來活出自己的信仰。聖殿、祭獻都成了過去的事;那麼大家就在

安息日時相聚，一起朝拜天主並默想她的話語。國王也不再有;

然而天主不就是以民唯一真實的國王嗎?以民失去了土地，然而

肉體的割損標記出賦有精神幅度的國土。如此一來在流放時期，

以色列人就慢慢發展出猶太主義的思想，就是在耶穌時代甚至當



五、充軍巴比倫時期 141 

今世界中，強調活出猶太信仰的一種精神。

在巴比倫河岸

這些被放逐的猶太人的處境又是如何呢?這是個很難回答的

問題。這些人在心理上及精神上經歷了相當大的衝擊，同時也遭

受了生理上的苦難。因為當時的人認為，一且城市的被佔領以及

人民遭放逐，就意味著婦女被強暴、幼童被撞碎在岩石上，戰士

被刺穿或活活燒死，眼睛被挖出、頭被砍斷等等，從詠 137 我們

可以知道人民對這段災難的感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將猶太

人在巴比倫的生活視為集中營，因為他們仍享有某些相對的自由

(雖然仍需服勞動役)。厄則克耳可以自由地探望他的同胞，而

如果他們願意，他們仍可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作。到了流亡的末期，

有些猶太人則寧願留在巴比倫，因為，他們在此地已形成一個既

重要且繁榮的群體。從巳比倫南部尼普爾 (Nippur) 姆拉詩 (Mur

ashu) 銀行的檔案資料我們可以得知，在遭放逐一世紀之後，某

些猶太人已有相當可觀的存款。

巴比倫的城市及傳統影響猶太人相當深。巴比倫城有巨大的

廣場，大約有十三平方公里，其中有幼發拉底河流穿; Ishtar 門裝

飾著多彩的站嘟磚塊，正對著神聖之路敞開，為眾多聖殿環繞，

在中央地區就豎立一座齊谷拉塔 (Ziggurat '一種有眾多階梯環繞

的塔) ，這就是巴比倫塔，或是巴貝耳塔。每年新年的時候，他

們會一起聆聽雄偉詩歌的朗誦(埃努瑪﹒埃麗施 Enuma Elish '吉

爾嘉麥市敘事詩 the Gilgamesh Epic) ，詩中描述的是巴比倫神瑪

爾杜克如何創造世界，厄阿神如何將人類從大洪水中拯救出來。

他們也發現了許多智慧人士對於人類處境的反思，如此一來，猶

太人就直接地接觸到廣佈於中東的思想，當然這些思想後來也幫

助他們反省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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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 Cyrus )一一一默窗里

主前 539 年 10 月 29 日，居魯士不費一兵一卒就佔領了巴比

倫，這或許應該歸功於巴比倫人不滿納波尼杜王 (Nabonidus) 的

昏庸無能。

居魯士是瑪待行省之一一一波斯的分封王，當時帝國的領土

範圍包括巴比倫的北部與東部。主前 550 年起，他漸漸取得了瑪

待的政權，並遠征小亞細亞，取得Croesus 國王驚人的寶藏，然後

再回到巴比倫。居魯士驚人的竄起，引起流亡巴比倫的猶太人以

及第二依撒意亞熱烈的追隨。這不就是天主所揀選，為天主所傅

油的(希伯來文的意思、為「默西亞 J ) ，以便解放他們的人嗎?

事實上，主前 538 年在厄克巴塔納 (Ecbatana) 時，就是在他

的避暑行宮中，居魯士簽署了一份赦令，讓所有的猶太人都可以

回到他們的家鄉，甚至給予猶太人豐富的戰後補償讓他們重建家

園，然而這一切是居魯士的善意或是他在政治上的敏感呢?事實

上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希望這個面對埃及王國的先鋒部隊能忠實

地臣服於他。不管居魯士的動機為何，對猶太人來說，這是他們

夢魔的結束，同時，有許多猶太人也在此時回到了屬地一一天主

所賞賜的土地。

文學活動

猶太人失去了一切，只剩下自己的傳統，因此，他們開始

細心地閱讀自己所剩的傳統。

厄則克耳先知和第二依撒意亞分別在充軍初期和末期聞始

宣講。

司祭們則將過去在王國末年時，於耶路撒冷寫成的法律叢

卷加以彙整，就是肋十七~廿六中「聖潔的法律」的部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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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回國後再加修飾，就成了今日的肋未紀。

特別的是，司祭們為了使人民保持信仰和希望，常常使他

們憶起自己的根源，而此種歷史的反覆閱讀就形成所謂的「司

祭傳統 J 也是構成梅瑟五書的第四份文件。如此一來，梅瑟

五書的內容都已完成，只待他人將之彙整成為一本書，而這個

工作卻一直要到主前 400 年左右才完成。

充軍之痛、放逐之苦，以及和巴比倫、波斯等國在思想上

的接觸，都使得以色列的智慧人士對於人類的處境有更深地反

省，而這些反省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漸漸地就產生有如「約

伯傅」等許多偉大的作品。

此外，我們也可以輕易地想到以色列宗教人士的祈禱應該

會有新的特色，比如有一些聖詠就表達出對忠誠之主的呼求:

詠 137 . 44 . 80 . 89 。

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倖免於流放之苦的以色列人，藉著哀

歌表達他們的嘆息與埋怨，而傳統上卻誤認為這是出自耶肋米

亞之手。

充軍時期的先知們

厄則克耳

143 

厄則克耳屬於主前 597 年第一批遭放逐的人之一。猶如當時

耶肋米亞在耶路撒冷的宣講，他在將近十年之間也在巴比倫傳布

他的訊息:他斥責天主的于民(三~廿四) ，也抨擊周遭諸國的

劣行敗蹟(廿五~卅二)

主前 587 年民族大災難一爆發，人民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他

的宣講於是成了鼓舞人心，給人盼望的訊息:天主將要復興祂的

子民(卅三~卅九)。厄則克耳堅信不移，預先描繪出將來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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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的耶路撒冷。

-1固看iJ:.Á.精神鑫昔聶L的人物

厄則克耳與眾不同。就像他的前輩們一樣，他也有豐富的神

視，但是他的神視卻總是令人覺得荒唐怪謬，讀者可以看看關於

他蒙召的那段敘述(則一)。他有一些先知性的舉動，但有時候

這些舉動不像是一般人所認為的良好舉止(則四~五)。另外有

幾段比喻描述露骨，著實令軍人們感到臉紅，因此千萬不要讀第

十六章或廿三章。

然而儘管他的描述有些誇張，卻仍能使人產生共鳴，另一方

面，只要他願意，他也能是一位抒情詩人，比如「弔提洛王哀歌」

01日廿八)就是 4個好例子。請和創二~三的敘述做比較，你將

發現這兩段敘述雖然呈現的方式不同，但卻都出自相同的神話傳

統。

猶太主義之父

厄則克耳所宣講的訊息是後來所稱的「猶太主義」的基礎，

也就是說，充軍之後，猶太人在天主前的生活舉止以及他們與人

相處的方式就漸漸地定型了。

厄則克耳對於天主的神聖性有一種特別生動的感受，並希望

透過整個人類的存在來表達。而由於他是一個司祭，便特別地看

重宗教禮儀。

因此他從肋未紀的「聖潔的法律 J (肋十七~廿六)中獲得

不少靈感，而此「聖潔的法律」乃是充軍之前在耶路撒冷的司祭

們所編寫的。

耶肋米亞比較著重宗教的內在層面;他的理想是雅威窮人的

虔誠之心所賴以維持的，而此種宗教的危險就的令易於脫離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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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則克耳也宣講向內觀看的宗教，但是他卻強調整合性:信仰必

須靠肉體來表達，就是透過禮儀來實踐。這樣的危險在於人們容

易流於外在的禮拜儀式而忽略了出於心誠的行為。

圖，厄則克耳經文選讀

天主的神聖臨在

天主顯現在聖殿中，但是納堂(撒 F七)和後來的幾位先知

都發現到，天主並非物質性地居住在某個地方，而是精神性地臨

在於忠、於抽的人民中。在充軍時期，厄則克耳就以自己的風格實

踐這個事實。

依次閱讀則九七十 4~5 ;十一 22~23 '接著讀則一，然後

是卅七 26~28 ;四三 1~12 。藉由這些獨特的圖像，厄則克耳想

表達什麼?天主臨在何處?如何臨在? (也許路加讀了則十一 23

獲得靈感，才寫出耶穌在橄欖山升天的事)

我是善牧(則卅四;卅七 15~ 18) 

誰是這些人民的牧人?他們的行為如何?誰將是那個真正的

牧羊人?

耶穌從這些經文中獲取靈感(瑪十八1O~14 ;路十五 1~7 ; 

若十)。誰是牧羊人?這為耶穌的話帶來什麼力量與意義呢?

我要使一切成為新的!

則卅三 1~ 1l ;卅七 1~14 :遭放逐的人民失去了希望，有如

一具攤在太陽下乾枯的屍體。在卅七章中，天主要說的是什麼?

天主以祂的話語重新創造自己的子民，並以祂的神給予他們生命。

這些話對現在的基督徒而言有什麼意義嗎?

則卅六 16~38 ;四七 1~12 :聖神做了什麼?從何而來?耶

卅一 31~34 更加說明了這一段，但如何進行呢?這些經文如何幫

助我們瞭解若七 37~39 ;十九 34 '以及迦五 2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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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T的散意亞:吶喊之聲(拭目+'"'-'五十五)

在這段敘述中，奇妙的事發生了。由於以民遭到流放，在異

地深受歧視與污蟬;他們失去了一切，受人指使為人工作，生活

甚無盼望......第二依撒意亞開始高喊關於行奇蹟的天主，他的呼

聲充滿堅定的信念，因而為整個民族帶來希望。這位隱藏在自己

的使命之後，並自稱為「吶喊之聲」的依撒意亞之門徒究竟如何

獲得這種堅定的力量?一切乃奠基於對天主的信賴。從出谷紀的

經驗我們得知天主永遠是「將我們從奴隸之家領出來的那一位」

因此現在祂也會釋放我們;祂確能這樣做，因為她是唯-的創造

者。而且祂愛我們勝過我們的母親，祂將拯救我們，因為祂是忠

實的。

在我們開始研讀下面一段重要的經文之前，先讓我們看看這

位令人感動的先知，他所宣講的幾個重要的主題。

喜訊

在第二依撒意亞中「好消息」、「喜訊」出現達三次之多，

藉以傳遞天主將要重建王國的訊息、，就像一位真正的國王，祂要

割除一切的不義和痛苦(四十 9; 四-27 ;五三 7; 以及大約同時

期的卅五 3~6) 。藉著施行奇蹟以及宣講真福，耶穌證實這一切

都將透過他而實現:從今以後窮人將要獲得幸福，因為他們的貧

窮已經結束了。

天主的慈愛(四三 1~7 ;四九 14~16)

在眾多描述天主慈愛的敘述中，這一段發揮得最生動美好:

天主富於慈母的心腸與我們同在。

新的出爸紀

天主的釋放行動比第一次的出谷經驗更加奇妙:四十七四-

17~20 ;四三 16~23 ;四四 21~22 ;四八 17~22 等等。初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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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們就在出谷紀的光照下，不斷地詮釋耶穌基督以及我們的生

活(請參看聖經的註解資料)

居魯士:默西亞

以下是一個關於歷史詮釋的好例子。居魯士為了擴大個人勢

力拿下了巴比倫的政權，他自己則稱這是出於巴比倫神瑪爾杜克

的呼召(請看方框內註釋)。然而對依撒意亞來說，是以色列的

天主召叫了他，並給他傅油(四- 1~5 ' 25~29 ;四二 5~7 ;四

四 27~28 ;四五 1~6 ' 1l ~13 ;四八 12~ 18) 。只有信仰才能使

我們在所發生的事件中見到它的意義。

"雅威的僕人(依五二 13 ，._，五三 12 ) 

這段經文是整個宣講訊息的高峰，關於它的詮釋則有不同的

說法，我們先看他們所說的:

天主宣告抽的僕人將要獲得尊榮(五二 13~15)

所有迫害她僕人的君王將要感到驚訝，並且坦承自己所犯的

過錯(五三 1~6)

先知默想雅威僕人的命運一一一位被交付於死亡的無辜者(五

三 7~9)

接 F來是一段祈禱詞(按法國聯合聖經譯本的詮釋，第 10 節

是先知的祈禱)

上主，願他的苦因所受的磨難而取悅株，

使他成為贖罪的犧牲品;

如此他必能見到自己的後裔延年益壽，

並完成天主所喜悅的一切。

天主俯聽了這個祈禱(五三 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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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的，這個僕人指的就是受人輕視、被凌致死的以色

列民族。他們既遭過如此大的災難，除了從中尋求意義之外，他

們別無選擇(請看「天主將要懲罰你們...... J 139~ 140 頁)

然而這個僕人的死亡景況是如何被改變了呢?最後的結局又

如何呢? (請你思考以下兩個面向:僕人的態度和天主的行動)

這個僕人曾經幫助初期的基督徒們瞭解耶穌，而他是如何幫

助你們發現下列各項事件的意義:

﹒關於「基督的使命」

﹒關於「他為農人而死 J (谷十 45 ;羅四 25 ;最後晚餐的敘

述:瑪廿六~28 ;谷，路)

﹒關於「巴斯卦奧蹟 J (斐二 6~ 11) 

這一切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嗎?

闌於「居魯士事蹟」的圖拉體

在巴比倫所發現的陶燒圓柱體上記載著居魯士對這些事件

的詮釋:

f掌大的已!;t {海仲、令人民的守才是看 J馬爾社吏，

布成於J苦尋士的毛行與豆豆 t 心，

i五今令他在 1;是旬已巳t{海賊。

像他去在有t i古巴巴t {'穹的路上，

益了三峙的陪伴他績，一位別是L位。

像他了三哥一兵一411p 進入已此信血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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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未紀

這是一本相當奇妙的書，充滿血腥和性的禁忌。要進入這本

書中遨遊還得需要一些勇氣呢!經常不斷的重複、無聊的聲調，

以及訐多繁瑣而奇怪的規定弄得我們暈頭轉向!雖然如此...

我們得要禮儷

人是屬於肉體有限的生命，因此我們的感覺必須透過特殊的

行動來表達。要是你注意一位家庭主婦在準備晚餐、擺設餐具戶斤

做的一切時，你會發現到這似乎是相當慣例性的，然而這卻是她

向她的朋友們表達誠摯歡迎的方法。如此-來，禮儀可能就有以

F的危險:當我們在餐廳、裡用餐時，服務生按照慣例地為我們擺

設餐具，但卻可以完全地生疏冷漠。

對以色列的宗教人士而言，與天主相遇是一件相當重要、值

得費神的事，而當一個人準備要與天主相遇時，他也需要禮儀上

的幫助，因此，體儀中的微小細節就成了他們表達自己活在天主

臨在氛閩中的 J種方式。

你們連該是里的，因為我是里的

肋未紀中許多的禮俗已經不再是並不是我們文化中的-部分，

而我們若想要遵守這些反而會顯得很愚蠢，但是書中所告訴我們

的仍然相當重要:天主時時臨在，而我們就生活在她面前。書中

不斷地提到「上主 J (超過三百五十次) ，而「在上主面前」就

如同副歌一般不斷重複出現(超過五十次)。請讀第十九章﹒從

13 節「不要欺壓剝削你的近人」到 18 節「但應愛人如己 J '以至

於在生活中的一切情況裡，唯一的命令一一「我是上主」使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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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條文規定的排列呈現一種韻律性。因此，透過對天主的愛，許

多虔信人士便體會到，這就是他們生活在這世界上並且與人相處

的方式。

這位天主是聖潔的天主，也就是說，是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天

主;祂是生活的天主，祂就是生命，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肋未紀對

血和性保持一種神秘的尊敬態度。

神里一一一神職一一一幫獻

在所有的宗教中「神聖」一詞指的是神性的、完全與世俗

( profane) 分別的領域(拉丁字 pro也num 指的是「在聖地之

前J )。以色列人廣泛地分享了這個概念，如此，天主是聖的，

是絕對的「他者」

以色列人另有一種敏銳的感受，他們覺得人除非活在與他

人的關係中，特別是與天主的關係，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然而天主與人之間的這道鴻溝又當如何跨越呢?

這時就得由司祭來承擔這項任務了。為了達到這個日的，

他必須透過祭獻儀式進到神聖的氛圍中，這就是所謂的「分

別」、「分離 J ( separation) ，意思是從人群中分離出來，以

便將自己完全保留給宗教禮儀;也可以說是離開世俗和日常瑣

事而進到聖殿中。在司祭所做的行為中，祭獻是一切的高峰。

「祭獻」不是一種「置乏」或「剝奪J '反而是一種轉變 í祭

獻」就是「使之為聖 J 也就是說，人將某物奉獻而歸天主管

轄。反過來說，司祭也能將天主的恩惠傳遞給人民，比如:寬

恕、訓誨、祝福等等...

這樣的概念一旦碰到耶穌基督之後就完全改變了。在他內

一切神聖的都變成世俗的了;對他而言，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

何分別:一切事物都因他而聖化。他是唯一的司祭，唯一完美

的中保;他的祭獻是唯一的祭獻(致希伯來人書大大地發揮了

這個主題)。然而教會不斷面臨到回歸舊約的誘惑，就是以舊



五、充軍巴比倫時期

約的模式來表達祭獻和司祭職的奧秘性，而這就是為什麼今天

在天主教會內，關於司祭職的問題面臨到不少的困難。

血就是生命(肋+t 1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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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是聖的，因為它就是生命，是出白天主、流通我們全身血

脈的生命，因此不可輕易流他人的血;也不可喝動物的血(即使

是一點點人的血也不可以) :這也許是為了倡導生命的價值，因

為只有天主才是生命的主人。因此，這裡要說的不是關於烹飪法

則或是衛生原理(勿吃甜食! ) ，而是對生命的尊重。相反的，

在奉獻中血的祭獻則表示人承認生命是天主所賜的恩惠。在這些

祭獻中，人所奉獻的不是一個犧牲者一一一具屍體，而是熱騰騰

的血( 1"活的」一一文學上的說法) ，也就是犧牲者自己的生命。

也許慢慢地我們應當習慣以「奉獻的生命」來代替「血」這個字，

如此一來肋末紀以及致希伯來人書的經文就會不斷地浮現在我們

腦海中。

同樣的，關於性的禁令也有相似的情形。除了已有的禁忌之

外，書中特別提到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覺，就是透過性來分享

來自天主生命的傳承，而這正說明了性的神聖性。

R刀來紀的完成

「聖潔的法律 J (十七~廿六)是在充軍前完成於耶路撒冷

的。正當申命紀 cl七國遺產，著重在盟約的概念以及天主的揀選)

編算完成之際，耶路撒冷的司祭們希望將聖殿中的各種習俗，特

別是宗教禮儀方面，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編輯成典，好讓人們能永

遠牢記:天主是聖的，是那絕對的「他者」

至於「獻祭的禮儀J (一~七)以及「潔與不潔的規定J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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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六)是在充軍之後編掌而成，如同關於「慶節的規定J (戶

廿八~廿九)同時期完成的。

R刀未紀紹:文選言賣

你當然不可能將整本書讀完，但若是錯過了下列幾個片段，

那就太可惜了。

肋十九 1~17 :天主的神聖性是人類社會中彼此友愛和一切生

命的源頭。

肋廿三:提醒人想起，透過安息日和各種節慶，時間是如何

被聖化。

肋卡六:這是關於贖罪節 (Yom Kippur) 的記載。這是一年

中大司祭唯一一次能進到聖殿帳幢後求得罪赦的機會。致希伯來

人書的作者就借用這個宗教禮儀來說明基督的祭獻。本章同時也

採用了一個古老的習俗，雖然帶點兒神奇性，就是所謂「代罪羔

羊」的習俗。

最後，如果想要知道各種不同的祭勵禮儀，可以看肋一~七。

重皂白勾?軍民司之三絮自勾?

「潔」與「不潔」這樣的詞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與道德有

關的概念。

在聖經中，如同所有的宗教一樣， í潔」與「不潔」卻是

一種與「禁思」或「神聖」相闊的概念。當一個人與神秘勢力

有所接觸時，不管它是好的或是壞的，他就是不潔的人，如此

一來，這人就必讀進行一種「潔淨」的宗教儀式，好讓他從這

種不明勢力中釋放出來。

也有一些病症能使人不潔，因為人們認為此時這人正受到

邪惡勢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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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和天主接觸也可能引來「不潔」。因此，直到不

久以前，人們可能發現在天主教的禮儀經書上這樣寫著: í在

領聖體之後，司祭潔淨聖爵 J (以聖爵布清潔)。這個聖爵在

盛裝了基督的血之後是否就變成不潔(就道德上而言〉了呢?

不!它變成神聖的了，因為它已經進到天主的氛圍中，而所謂

的「潔淨」就是一種非聖化的宗教儀式，也就是允許它有世俗

的用途。一個剛剛臨盆的女人也必須潔淨，我們可能會間，是

否這樣的儀式也不只是一種非聖化的行為:她進到了天主的氛

圍中一一天主賞賜生命，祂是生命之源一一她也必讀經由某種

宗教儀式以便能再度回到世俗世界中繼續生活。

關於「潔」與「不潔」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也引起許多專

家學者們熱烈的討論。此處我們雖然予以簡化，但至少必須注

意到以下幾點:

「潔」與「不潔」的概念不常牽涉到任何道德層面，反

而是和「禁忌」與「神聖」等概念密切相關。

﹒然而有時這些詞彙卻又含有道德意味;

.這兩種意思之所以容易混淆，某方面說來實在是和性給

人的不良印象有關:因此，聖經中凡是視之為「不潔的 J (以

神聖面來看) ，我們常是就「道德」層面上稱它為「不潔」

司祭聖史

153 

在流亡期間，以民失去了一切成為一個民族的基本條件。他

們正經歷一個挑戰，就是整個民族面臨被同化或消逝的危險，如

同 150 年以前，北國以色列被放逐到亞述的命運一樣。是誰使他

們在此等試煉中仍能堅定不己?這得歸功於許多的先知們，比如

厄則克耳、第三依撒意亞等等，然而其中貢獻最大的應是司祭們。

他們在耶路撒冷形成一個穩固、有組織的團體，具有深厚而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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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精神，就是這些人在流亡期間仍能維持以民的信仰，並且

努力地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能融入當時他們所遭遇到的困境中，因

而為人民帶來新的希望。

他們發展新的方法以表達宗教生活，並且賦予新的價值。比

如安息日指的是某一時刻的聖化，而割損則是屬於以色列民族的

記號，諸此種種後來對以民而言都成了相當重要的因素(140

頁)。會堂中的祈禱以及對天主聖言的默想，代替了原先的祭獻

儀式，而這就是後來會堂禮儀的起源。

可祭聖史(簡稱 p ，因「司祭」一詞的德文為 priester) 就在

這樣的背景中產生。他們反覆閱讀過去民族的歷史以便從中發現

得以解決他們生活困境的答案:為什麼天主始終沈默不語?我們

如何在崇敬巳比倫神瑪爾杜克，以他為創造者的異域中繼續信賴

t主天主?在天主的計畫中，每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國土疆域文是

如何? ......這樣的一個傳統也幫助我們繼續不斷的反省、發現如

何在一個新的情況中活出信仰，並答覆今日世界的各種問題。天

主的許諾永遠有效;然而必須藉由我們的努力使之實踐。

圖，關鍵經文(創- 28) 

天主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J 

這是一段特別的祝福，表達出充軍時期司祭們的信仰。這節

經文中的五個動詞都與他們當時的狀況完全相反，卻表達一種造

物主天主的意願，就是將來有一天，祂要實踐祂的諾言，並且終

結世間的一切惡勢力以及以民的流亡之苦。

你將發現這個祝福使得「創世紀」這本書更顯重要，並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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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經文添加了許多豐富的色彩:創八 17 ;九 1~7 (洪水) ;十

七 20 (亞巴郎) ;廿八 1~4 ;卅五 11 (雅各伯) ;四七 27 (若

瑟)。在出一 7 中所提到的不再只是一個應許，而是人們可以在

歷史上不斷追尋的一個事實。

司繁星1it!.(司需典)的特點

由於司祭典的作者們並不是一個敘述家，因此作品的筆觸

乾澀;他們喜歡許多的數據、名冊，時常將同樣的事情重複兩

次:天主說......天主做......。比如橫渡紅海事件( 56 頁) ，關

於創造的敘述(創一) ，以及聖所的建造(出廿五~卅﹒;卅

五~四十)等等。

用詞遣字通常注重技巧，並且常與禮儀有關。

經丈中常常會有族譜的出現，這對流亡在外失去根基的民

族而言相當重要。因此司祭們藉著族譜使人民在歷史中找到根

源，並將這樣的歷史和創造天地的來歷作一個連結(創二 4; 五

1 ;戶三 1 ) 

崇拜禮儀是相當重要的。梅瑟制訂了這一切，亞郎及其後

裔們就藉著朝聖、節慶，以及聖殿中對天主的崇拜(聖殿是天

主顯現的聖潔之地)繼續保有這樣的傳統，因此司祭團就成了

支持人民生存的一個重要的組織，換句話說，他取代7雅威典

中國王的重要性，也取代了厄羅亨典中先知的角色。

至於法律，則常被穿插在幾段經文之中，因此這些法律通

常都與上下文中所提到的歷史事件相關，藉此並賦予意義，比

如:穿插在洪水事件中關於生養眾多的法律(創九 1) ;第十災

之後關於逾越節的法律(出十二 1ff)

基於上述幾個特點，在五書中最易為人所辨識的就是司祭

典經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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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聖史剪影

不口雅威典一樣，司祭典所敘述的內容也是從創造天地直到梅

瑟逝世為止(申廿四 7) 。稍後我們將會研讀關於創造天地的敘

述，現在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屬於可祭典的經文。

與諾Æ立約、三共木(割六~九)

在關於洪水的這段敘述中，雅威典和司祭典這兩個傳統融合

在有起，而且都和吉爾甘美斯神話中關於洪水的故事密切相關。

司祭典比較強調方舟的建造，有三層之高，就像撒羅滿聖殿一樣:

就在這個至聖之地人們找到了救恩(六 16 ) 

末了天主和諾厄、他的後裔，以及普世大地訂約，關於洪水

的敘述於是結束(九 8~17)。如此一來，以色列的天主是宇宙之

神，祂的盟約也擴及全人類，每個國家在天主的計畫中就佔有一

個位置。

但是以色列是否佔有一個特別的位置呢?

與互E 巴直J3.û:約( j喜小卡吋了)

關於割損的法律是和一段敘述有關，這段敘述是由天主的四

個言論構成。請你試著想想這樣的思想是如何進展而成。天主所

求於亞巴郎的為何?就是在天主的臨在中行動(請想想肋未紀)

以及應當成全，毫無缺點有如祭獻之物(出十三 5; 肋-3) 。割

損與否於是成了以民中用以區別身分的記號(請將這段經文和創

十五( 131 頁)比較)

在流亡期間，以色列人意識到自己犯了罪，並且破壞了和天

主在西乃山所訂定的盟約。根據盟約條文，當一方破壞約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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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自然能終止雙方已有的約定，因此，當以民不遵守約定時，

天主自然能終止祂的承諾。司祭典的作者於是略過西乃盟約，回

到天主和亞巴郎所立的盟約。這個約定是天主單方面訂立的，因

此無論犯了多大的罪，以色列人永遠能夠求助於祂(對我們而言

也是如此)

這個傳統對於亞巴郎購買赫貝龍土地以安葬撒辣的事件似乎

顯得頗有興趣(創廿三)。對流亡期間的以民而言，這是相當重

要的一件事:他們的祖先買-了一塊土地並且葬在那塊地上(廿五

9) ，因此這塊土地的主權是他們的。

出谷紀

這回的流亡經驗強化了以民在埃及遭受奴役的困苦(出一

13~ 14 ;二 23~24 )以及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出六:天主召叫

梅瑟)。可祭們憶起了慶祝天主釋放人民的方法:在禮儀中，天

主釋放人的行動再次實現，每一代的子孫也都透過禮儀經驗到這

一切(出十二 1~20) 。橫渡紅海事件就成了造物主天主的偉大行

動( 53 頁) ;只有祂能夠為自己遭到流放的子民更新一切的事

物。至於安息日的法律則是和天降瑪納的事件相關(出十六)

在這一天，人民能夠平安無懼地好好休息而不必擔心天主會餓死

他們。

宣言.l7L.L里是靠弓

對充軍的以民而言，這個盟約實在太重要了以至於下意識地

常會迴避它，但是他們卻改變了盟約原有的意義。這一次並沒有
~ 

訂定盟約(如同 J 典和 E 典所敘述的:出廿四) ，天主只說以民

將要成為司祭的王國和聖潔的于民(出十九 5~6) ;以色列不再

像其他的國家一樣由國王領導，他們是由司祭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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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沒有頒佈法律給祂的子民，而是命令他們建造聖所(出

廿五~廿七) ，成立司祭團並制訂禮儀(出廿八~廿九) ，唯一

的法律就是守安息日(出卅一 12~17)

由於無法遵守乃山的約定，於是人們再回到天主給亞巴郎的

許諾上。而司祭團則專職負責使人民想起自己的罪以及天主對人

的無限寬恕。

天主的神聖顯現(出廿五 10"-'22 ;四十 34"-'38)

在廿五~卅一以及卅五~四十這兩段落中，你至少應該讀讀

其中開頭和結尾的部分:他們要為我建造一座聖戶斤，好讓我住在

他們中閱(廿五 8) 。這段經文使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仁慈之

座 J (純金製的板子以覆蓋約櫃) ，及其和二個革魯賓之間的空

隙。就是在這兒天主顯現給抽的子民;而就是在這個仁慈之座上，

大司祭每年一次要在上面灑上鮮血以求得天主神聖的故免(肋十

六)

為了說明天主真實地顯現在基督身上以及他的血為我們帶來

寬恕，聖保祿如此寫道，-這耶穌是天主公開立定，使他以自己

的血做贖罪祭。 J (羅三 25 ) 

•• r 創世」敘述:創一 1---二 4

這段經文家喻戶曉，讀者可利用「工具箱 J (27 頁)做為研

讀經文的輔助工具。

隨著工具箱的問題引導，讀者若逐一回答則可獲得不少助益。

雖然如此，目前還是請你不要參考它，否則要是你都回答了工具

箱中所列的各項問題，那麼你就不會想要再閱讀經丈，因為你已

經找到解答了。

現在請你準備好聖經以及「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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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完成了這部分的研究工作，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看看

下面的部分。

以下是許多不斷重複的字句和語詞:

「天主說...... J :出現十次，這使我們想起「十誡」。天

主創造天地有如在西乃山上創造以色列民族一樣。

「天主做...... J (以不同的動詞表達天主的行動) ; í 以

言創造」和「以行動創造」三者的不同也許指出這兩種不同的敘

述形式早已存在，另一方面，也訐這只是司祭典作者慣有的敘述

風格罷了。

「過了晚上... ... J 創造行動以六天來劃分，最後在安息

日這一天結束，這是一種禮儀性的安排非關任何科學價值，為的

是凸顯安息日的重要性。

這段經文是在充軍時期完成，為的是讓它成為信仰行動中的

一個意義，然而人們卻常常忘了這一切。乍看之下，這段敘述像

一首從現實中游離出來的詩，彷彿告訴我們 í世間中所有的一

切都是美好的」。然而事實上作者當時正遭流亡，面臨一個破碎

的世界;儘管慘遭凌辱，深受痛苦，卻仍然深信天主所願意的是

一個美好公義的世界。

在當時，有一些詞語或生活實況帶有特別的意義:

﹒安息曰:在充軍時期，安息日顯得格外重要;它不但顯出

天主自己的保守，並賦予聖潔的特性。

﹒兩個發光體:以此種說法代替太陽和月亮的名稱，這是司

祭們所使用的禮儀性詞語，指的是聖殿中明亮閃耀的燈(出廿五

6; 廿七 20) 。太陽和月亮不是巴比倫信仰中的神祇，而是指明一

種「臨在性」的記號(有如天主教傳統中聖體櫃前的燈) ，並且

指出應當歡慶的時刻。耶路撒冷的聖殿已經被毀了嗎?不然，整

個世界就是天主的聖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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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這段經文和巴比倫神話做個比較，那麼將是一件相當有

趣的事。在創世紀中，天主並不是從「無」中創造事物，而是予

以分別，此乃擷取了巴比倫和埃及地區為人熟知的古老神話(參

38 、 39 頁) 0 I深淵」一詞的希伯來語為 tebom' 這是不是令你

想起巴比倫的 Tiamat 呢?然而此處並不涉及任何征戰故事，這裡

的天主是唯一的一位天主。

讀者也許也可以將這段經文和聖經中其他的經丈做比較，比

如以下兩段經文:

一、司祭典的「創世紀J (會j一)和雅戚典的「劃世紀J (創二)

當時的科學觀點認為這兩個故事是不同的。在創三中，大地

有如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而此處(創一)大地卻像是汪洋中的一

個島嶼。由於連續的分別行動，天主使乾地是現，好讓人能在上

面生存。

在創三中，首先是男人被造以便為了耕種土地，然後才是女

人。此處人類(男人、女人)是最後被造的，這是另一種表達人

性尊嚴的方式，因為通常在禮儀程序中，最重要的人物最後才會

出現。這是關於「人」受造的敘述，只有在第二幕中才進一步指

出人有男人和女人之別。

二、「創世紀」和「橫渡紅海 J (出十四)

當我們研究出十四時( 53 頁) ，我們發現它和創世紀有些關

連性:天主說話、行動(直接地或間接地透過梅瑟) ;祂使海水

分聞，乾地浮現。因此， I釋放」行動是造物主天主全能的作為，

而「創造」則是釋放者天主的作為;祂不但願意以色列民族，更

願意所有的人類獲得自由。

現在讓我們比較系統性地整理這兩段經文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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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禮T塾，隘的詩歌

我們不要想在這段經文中找到一段歷史訓誨或科學證據。這

是一首詩歌，表達司祭們對天主特別的信仰。整個世界在六天之

內形成，好使安息日有個合法的地位與重要性，它有兩個意義:

這一天是天主休息的日子，也就是說，祂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因

此第七天就是屬於人類歷史的時間，是人類工作和繼續創造工程

的時刻;之後是第八天，也就是最後一天。無論如何，人們以停

止工作的方式來慶祝安息日，並藉著我們的工作成果來敬拜天主，

好使這一天獲得聖化。

我已「穿軍方文毒手3已且三」至U r 草H是尋手3已且己」

以色列人所描繪的天主首先是一位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人奴役

的天主，是一位在歷史中行動的天主。如今這些流亡巴比倫的以

民現在正轉向這一位天主，以便等待另一個新的釋放。無論如何，

誠如第二依撒意亞先知極力強調的，這位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絕對

是大能有為的，因為是祂創造了歷史。

人是天主的身T象

人如何是天主的肖像?這段敘述同時在南方面有所強調。

人是受造為一個創造者。人透過科學管理世界，藉此顯示了天主

的能力，因此他有責任必須治理整個宇宙，並使之適於居住。

人是一份愛的關係。「天主是愛」這個肖像無法在一個單獨

的個體中找到，只有當彼此相愛的一對男女，他們的愛產生生命

時，這個肖像才會出現。我們必須等待耶穌的啟示才能知道所有

在這個肖像中所能發現的天主的奧秘，無論如何，男女的結合就

是三位一體天主的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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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管名字的天主

給人取個名字意昧著對此人有某種權力，或者是自我給予

一部分，因此天主沒有名字(參創卅二 23-刃，天主不願人問

祂的名字〉

厄耳、厄羅亨:人們首先使用普通名詞 í el god j (中文譯為

「厄耳神 j )來稱呼天主;早在主前三千年左右閃族入就如此

稱呼他們的主神，後來種斯蘭人 (Moslem) 仍然保留了這個傳

統:阿拉(All抽)之名乃由 al-Il曲， theGod而來。當時人們只

能稱呼「亞巴辣罕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等等，如此我

們得到了最初的一個教訓:天主仍然是不可命名的;除非透過

每一位敬拜抽的人對抽的體會，否則我們完全無法描繪祂，因

此才會有「亞巴辣罕的天主」、「耶穌的天主」、以及「某某

的天主」等等。 el 的複數詞語 Elohim 就強調了天主的威嚴性。

雅麗:天主似乎給梅瑟這個名字(1 15 頁) ，事實上，它更好說

是一種表達自己臨在的指示，更何況我們從來不知道YHWH一

詞如何發音(如果勉強要發音，就發音為「雅威 j ) ，囡為傳

統上以色列人為了表達對天主的尊敬，從不直接稱呼天主的名

號，而只以四個子音標出天主之名 :YHWH(按:希臘文稱此

為「神聖的四個字母) ，並聲音為 í Adonai j (阿多奈) (思

高聖經譯為「上主 j )。瑪索辣 (11 頁)經師為了使YHWH能

發音，於是將 Adonai 的母音插入 YHWH 四個子音之間，這樣

一來，就有所謂 íJehov曲」一名，中文基督教聖經翻譯為「耶

和華」

七十賢士譯本(希臘文聖經)則將此神聖的四個字母翻譯

為 íKyrios j (上主) ，而初期的基督徒們就洽用這樣的習慣。

為了尊重以色列人一斗也們會訝異於我們居然能大膽地喊出天

主的名字一一我們最好也和他們一樣稱呼YHWH為 í theLord j 

(上主 ) ，修訂標準版 (RSV) 的聖經就是這樣，但可惜的是，

耶路撒冷聖經 (JB) 卻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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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538-333 年)

主前 538 年，波斯王居魯士頒發上諭，

讓猶太人重返祖國，重建聖殿(參厄上-

2~4) 。此舉正符合居魯士的寬容作風，但

也不無其政治意圖:必須讓耶路撒冷保持對

帝國的忠誠，因為她是波斯帝國最靠近埃及

的暸望台。 波斯皇家衛兵隊，蘇
撒 (Susa) (主前第五

猶太人長達兩個世紀之久一直都劃歸為 世紀〉。

波斯帝國的版圖，受到果斷進取的諸王們所

統治。而此間希臘的權勢也日益壯大。現在讓我們看這段歷史的

一些重點(有關此時期波斯諸王的更遠和重大事蹟，請各位參考

聖經中的附錄年表和地圖)

波斯帝國

居魯士攻下了巴比倫後繼續東征，主前 530 年死於征途。其

亞述書記官，亞述壁畫

(主前第八世紀〕

子坎拜梧茲 (Cambyses) 征服了埃及，卻

在厄提約丕雅( Ethiopia) 受挫。

達理阿一世 (Darius 1) 在位期間相當

長 (522-486) ，他對幅員遼闊的波斯帝國

進行了一番整筋。他把全國劃分為二十個行

省，每省設有一個總督、一個總理大臣，和

一個將軍管轄，並課以重稅。此外也建立了

重要的交通網絡，包含一條從穌撒通到地中

海岸厄弗所的國道( Royal Road )。此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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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征服了希臘北方的特拉斯 (Thrace) 和馬其頓，但卻在馬拉敦

(Marathon) 慘遭敗北(主前 490 年)

後來薛西斯一世 (Xerxes 1) 也在薩拉米灣 (Salamis) 遭希臘

人擊潰(主前 480 年) ，繼位的阿塔薛西斯一世 (Art眼erxes 1 ; 

主前 464-424 年)又需撫平反叛的埃及人。波斯宮廷的御臣猶太

人乃赫米亞 (Nehemiah) 奉派到耶路撒冷(在此之前一直都屬撒

瑪黎亞地區管轄) ，猶太人遂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

這個時期是希臘的黃金時期一一培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世

紀一一在藝術上有巴特農神殿( Parthenon ) ，在文學上有沙字克

里斯( SophocIes )、尤里披蒂( Euripides ) ，哲學上則有著名的

蘇格拉底 (Socrates) 和柏拉圖 (Plato)

達理阿二世(主前 424-404 年)須在埃及作戰。靠近現在阿

算 (Asswan) 的波斯地方有一個名為厄肋番廷( Elephantine )的

島嶼，是猶太軍人的聚居地，他們興建聖殿，崇拜耶胡神 (God

Yahu) 。從他們和耶路撒冷當局以及波斯宮廷往返的書信，可略

知他們的宗教信仰。

阿塔薛西斯三世登基(主前404-359年)時，埃及重獲獨立，

耶路撒冷又成了帝國的重要堡壘。主前 398 年，波斯王派遣厄斯

德拉 (Ezra) 到耶路撒冷。厄斯德拉戮力於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

(在帝國內享有特殊的地位)之間的和平，他們必須在大司祭的

領導下，遵從「上天大主的法律 J (厄七 21) ，然而猶太人和撒

瑪黎亞人之間薄弱的合一只維持了二十年左右。

到了最後幾位波斯王，一些省份動亂四起，最後馬其頓強

權起而代之。主前 338 年，馬其頓王斐理伯 (Philip) 終於征服了

整個希臘。 336 年其子亞歷山大 (Alexander) 繼位，開啟歷史上

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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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軍歸來

居魯士結束了猶太人的五十年巴比倫充軍期。估計約有五萬

猶太人返回祖國，主要分成兩隊遣返。

538 年，先有一隊在舍市巴區( Sheshbazzar )率領下抵達耶路

撒冷，其中包括許多司祭、一些肋未人，和相當多的次要人物(奴

隸、聖殿裡的服侍者)。其他比較沒有宗教傾向的人，因為在巴

比倫的生活經營的不錯，因此寧願繼續留在巴比倫。

在猶大的重建工作非常艱辛，當時他們的領土尚在撒瑪黎雅

人的佔領之下( 97 頁) ，撒瑪黎雅人眼睜睜地看著昔日地主歸

來，在自己占據的土地上重建聖殿，雖然也想協助，卻遭猶太人

拒絕，因為他們的宗教不純正。相形之下，撒瑪黎雅人竟反對重

建耶路撒冷的城牆。這些困難，再加上旱災和經費短缺，使得聖

殿重建的工作因此中斷。依撒意亞的門徒之一，第三依撒意亞，

無疑地必是在這些年間宣講的。

主前 520 年，在達理阿統治時期，另一隊由則魯巴貝耳

( Zerubbabel )王和大司祭耶叔亞( Jeshua) 所領導的猶太人從巴

比倫回到耶路撒冷，在他們的領導以及哈蓋 (Haggai) 、臣加利

亞( Zechariah )先知的協助下，聖殿終於在 515 年重建完畢。

主前 515 年:第二聖殿時代

經過五年的努力，聖殿〉終於竣工。曾經目睹撒羅滿時期輝煌

聖殿的年長者，見到重建後寒酸的聖殿都不禁淚流滿面(厄三

1O~3 ;蓋二 3) 。雖然如此，重要的是他們叉重新擁有聖殿了。

後來主前 70 年到主後 64 年問，黑落德 (Herodes) 再加以擴充和

修飾，主後 70 年時又遭羅馬人摧毀。

所謂「第二聖殿 J '指的是一個建築物，但特別代表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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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從充軍歸來到主後 70 年之間，也就是猶太主義時期。

乃赫米亞的兩項任務( 445 和 432) 使耶路撒冷的城牆得以重

建，並脫離撒瑪黎雅獲得獨立。瑪拉基亞( Malachi) 先知就在此

時重新燃起他們信仰的熱火。

398 年(大約的年份，雖然年表上這個時間有些混亂) ，阿塔

薛西斯委派厄斯德拉整前這個地區。他以強硬作風重新匡正了猶

太人的信仰，解除雜婚者的婚約，並嚴格實施「上天大主的法

律」。這套法律可能就是現今的「梅瑟五書 J '是厄斯德拉從幾

種不同的傳統編慕而成的。

厄下(乃赫米雅)第八、九章描寫的隆重體儀，是以色列歷

史上重要時刻，仿若猶太主義正式誕生。聚會不在聖殿內舉行，

而是在公畏的廣場上。沒有血祭，但有法律頌讀和祈禱，這就是

會堂禮儀的由來。

幾個重點

以色列的歷史還有許多細節不甚清楚。但至少我們可以舉出

幾個普遍的重點。

司脅的權力

重新組織以色列民族的是可祭。他們是真正的宗教和政治領

袖。

散居世?界自勾猶太人( the Diaspora ) 

許多猶太人仍留居巴比倫，形成一個活絡的團體。我們知道

在厄肋番廷(埃及)也有一個團體。而亞歷山大旦亞的團體也快

速地在埃及佔居重要地位。如此猶太主義散居世界各處(希臘文:

diaspora) :耶路撒冷仍舊是他們的中心，而全世界其他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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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漸漸成形。

-1固共同的語言:阿辣美語

阿辣美語和希伯來語很相近，是波斯帝國當時在商業和外交

上通行的國際語言(有些類似我們現在的英語)。在猶大地區，

阿辣美語逐漸取代希伯來語，最後希伯來只在禮儀中使用了。到

了耶穌的時代，猶太人只說阿辣美語卻不懂希伯來語。

基於這種共同的語言以及散居各地的事實，使得猶太人漸漸

地邁向萬民主義。

文學活動

這段時期有一些先知宣講，如哈蓋、區加利亞、瑪垃基亞、

亞北底亞，特別是第三依撒意亞。

但最主要還是受到經師和智者的影響。

有些經師，如厄斯德拉等，重新閱讀聖經，並將五書匯集

一起，並完成編寫工作(編年紀、厄斯德拉、乃赫米雅等書)

智慧人士則收集了先人的反省，開始編撰長篇的著作，如

盧德傳、約納、智慧書、約伯傳。

其次，也開始輯錄聖詠，不久之後也成了一部書卷。

返鄉後的先知

哈蓋

主前 520 年，哈蓋給遣返歸國的猶太人

傳遞一項扼要而苛刻的訊息，-怎麼!你們回來二十年了，重建

了自己的家園，但上主的家園卻仍舊一片廢墟? J 這話是為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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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究竟要不要與天主一同重建王國的生活。這項質問至今

仍舊有效!

第一區加利亞(臣一~八)

現今臣加利亞中的十四章包含了兩位先知的宣講。我們先看

前半部，後半部到留到下一章才看。

第 4區加利亞支持哈蓋的訊息，但卻是用默示錄的語言宣講

(參閱 200 頁)

瑪拉基亞

瑪拉基亞是在聖殿重建以後宣講的。敬禮和祭獻都更新了，

充軍前的惡習也改正了，同時也舉行宗教儀式，但儘管如此，人

心還是不正義、仍舊對天主不忠心......。

瑪拉基亞憤而高呼，他的話語帶給人民深遠的影響，甚至於

深深地影響了新約。

該著作像是上主和以民間的對話，而這是福音的前奏 í我

飢餓時......主啊!我們何時見你飢餓...... ? J í 我愛你們，上主

說;而你們卻說:你在什麼事上愛我們? ......而你們卻說...... J 

有之多八次以這樣的格式描寫上主和這群好辯子民之間的對答。

八次顯示以民亟欲掩蓋自己的罪過:以不潔之物供奉天主(-

6ff) 、司祭不再宣講天主之言(二 1 ' 2) 、休妻(二 10 ， 11: 

對於婚姻的深刻省思)、是非不分(二 17宜)

最後，天主宣佈祂將在審判日之前派遣厄里亞先知到世上來。

這段經文使得厄且亞在猶太主義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後來耶

穌說洗者若翰實踐了這個角色(瑪十七 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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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厄爾

我們不確定這位「生態主義」的先知在什麼時候宣講。他將

環境污染視為「上主之日」來臨的記號，到那臼上主將撤銷人類

的罪憊，但卻要將祂的聖神傾注於這樣的人身上。伯多融在五旬

節那日引用了岳厄爾第三章的經文(宗三)

天主之言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奇怪:打開聖經，本想在其中找尋「天

主的話 J 結果看到的卻越來越像「人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天主之言」是很神奇的，彷彿從天而

降似的。但天主卻是在歷史中、透過人類生命中的事蹟，向我

們啟示的。因此，需要對天主的話進行辨讀。

當基督徒面對耶穌時，不也同樣感到驚訝嗎?基督徒們在

耶穌身上辨認出他就是「天主子」、就是「聖言」。但當時的

人在他身上看到的卻是一個「人 J 和他們一樣是個「人」。

若望寫的不是: í我們看到了聖言 J 而是「我們見過、聽過

的的聖言 J (若壹-1 )。換言之，我們是在信仰與聖神的光照

下，經自我們看到的(一些屬人的姿態、一些和我們一樣的人

的話語) ，領受到了聖言。

天主在舊約中也是如此行事。有些事蹟對於猶太人是稀鬆

平常的，但信徒們，特別是先知，卻在其中讀出天主的話語，

就像我們能在舉止行動中領會其中的訊息一樣 í這件事情意

味深遠」、「這個微笑蘊含著豐富的意義」。

但我們也可能自我欺騙，我們確定先知們和其他的信徒沒

有欺騙自己嗎?在這點上，相信聖神能光照信徒們就顯得格外

重要了。耶穌說: í聖神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 J (若十六

13) 。等待「從天而降的天主之言」就是不拒絕聖神、不在信

仰中生活;當他進入人類的面貌謙卑地給我們啟示自己時，天

主之言就在我們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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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撒意亞(依五六~六六)

充軍異鄉的于民受到第二依撒意亞「新的出谷」的許諾所鼓

聲，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但是他們吟唱的詩歌聽來卻是如此的悲

苦。興奮的熱度也消退了，他們過著貧寒的生活。要如何重建一

個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信心的國家?一個依撒意亞的門徒肩負起使

命，要把信仰傳給這群子民。

這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為聽眾是分散的:有從巴比倫返國的

僑胞、本來就留在本鄉的猶太人、定居此地的外邦人、散居四方

的猶太人。他們之間彼此分裂、仇恨、排擠外邦人;崇拜偶像、

失去希望......這位先知遂努力將他的熱忱感染給他們。

現今的「第三依撒意亞」的結構宛如一座優美的山，所有的

經文以第六十一章為高峰兩兩對稱。在深入第六十一章之前，讓

我們先瞭解一下其他的部分。

﹒五十六 1~8 :外邦人也是天主子民，因為「上主的殿宇將

稱為萬民的祈禱戶斤」。六十六 17~24 :上主將要把萬民聚集起來

以成一個新的創造。

﹒五十六 9~五十七 21 :有些人以為生於此地即自動成為天

主于民，先知為此感嘆。六十六 1~16 '相反的，先知告訴以民上

主將賜給熙雍女子產生新民族的能力(參閱 133 頁)

﹒五十八:真正的宗教實踐:悅納天主就是與人分享食糧、

遠離不義、解放受壓迫者。六十五:祝福善民和懲罰罪惡:領受

上主之愛者與拒絕上主之愛者。

﹒五十九 1~15 :先知的控訴產生了效果，以民認罪。六十三

7~六十四 11 :這段優美懇切的禱詞，是「天主經(我們的天

父) J 的伏筆，親切地呼喚天主，懇求她衝破諸天降下。這個祈

求後來在馬爾谷福音得到了實現，就是在耶穌受洗的時候(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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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五十九 15-20和六十三 1-6 :沒有人能夠嘲弄天主，天主

像是一個復仇者，擊潰他的敵人......。後來的默示錄把這段經文

應用在耶穌身上(十九 13) :最後傾流的血是基督的血，為我們

的罪而傾流。

固，經文研讀(依六十~六十三)

依撒意亞第六十一章是全書的高峰，但是它和彼此對稱的六

十以及六十二章構成一個整體。所以，這三章必須一起看。

熙羅的女子，歡欣踴躍吧! (依六十、六+二)

閱讀這兩章經文，觀察其中各個不同的角色是如何地呈現:

.天主:祂的面貌如何?請指出表達祂感受的圖像來?

﹒熙雍的女子:指的是誰?請指出改變她處境的圖像?

﹒子女們:是哪些人?往哪裡去?為什麼他們會受到誘惑?

在這些經文中，天主的子民(現在是教會)有一個非比尋常

的面貌，彷彿一座主教座堂，被投射燈照亮著，閃閃發光，照耀

著陰影中的城市，引導那些走在陰霾中的行人。天主子民被立為

世界中一個光亮的記號，是一個方向指標。但是，光不從他們而

來，光來自於他們內的天主。

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依六十一)

這一章分為三個部分:

﹒六十一 1-4 :介紹先知。

他的聖召如何形成?他使命是什麼?他被派遣到哪些人中間?

帶給他們什麼訊息(或說:喜訊、希臘文中是 euangelion ，-福

音 J ) ?請你指出表達此種轉變的圖像?

﹒六十-5-9 :先知向聽眾講話。先知發言，上主透過他講

述未來(第八節)。天主給了什麼樣的許諾?選民扮演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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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六十一1O~11: 先知或選民們(或兩者同時)表達他們的

熱情:為什麼?此熱情從何而來?

再次閱讀依撒意亞第六十一到第六十二章:到底是什麼樣的

喜訊振奮了這些沮喪的返國者?

閱讀路四 16~21 。按照路加的看法，依撒意亞六十一章如何

表達耶穌的使命?這點叉如何幫助我們暸解耶穌行奇蹟的意義和

真福八端的訊息?

法律(梅瑟五書)

當主前 398 年( ? )厄斯德拉到達耶路撒冷時，他的使命就

是重組團體以及處理以民與撒瑪黎雅人之間的歧異。

法律

厄斯德拉對全以色列人施行「上天大主的法律 J '以此做為

全國的法律(厄七 21) 。現在學者一致認為，我們能在這套法律

中看到現有的厄斯德拉所編梅瑟五書的蹤影。厄斯德拉為了編寫

梅瑟五書參考了許多的文獻:

﹒猶太人聖史(雅威典) (參 75 頁)

.北國聖史(厄羅因典) (參 106 頁)

這兩個傳統已經合在一起(參 129 頁雅厄合典)

.申命紀(參 121 頁)

﹒司祭聖史(參 153 頁)和肋未紀(參 149 頁)

﹒還有其他獨立的傳統，特別是充軍歸來後司祭們所寫關於

祭獻和節慶的法律(參 152 頁)。

厄斯德拉將這些文獻彙整，即便不完全連貫，也算尾統一了。



六、汶斯帝國統治下的以色列 173 

「聖史」從創世起到梅瑟去世，特別強調亞巴郎和梅瑟兩個人物。

創世紀先是描寫人類和萬物的起源(創一~十一) ，繼而敘述亞

巴郎和其他祖長(十二~五十)。其中信徒之父亞巴郎把天主的

許諾帶給我們(盟約:創十五，十七) ，為我們向天主說情(創

十八) ;他完全地信賴天主，甚至連天主要求他奉獻自己的兒子

的時候(創廿二) ，他還是堅信不移。

出谷紀中梅瑟出現了，甚至直到本書結尾。敘述他在埃及為

奴，受天主召喚(出一~十五) ，最大的一部分是西乃山上的盟

約.夾在兩段曠野生活的描述之間(出十六~十八;和戶十一~

十二) ，中心是盟約的法典(出廿~廿三;參閱 131 頁)和司祭

的法律(出廿五~卅一及卅五~四十十，肋未紀和戶籍紀)。其

中金牛的記述(出卅二~卅四)提醒以民盟約隨時可能遭到破壞。

後半部敘述他們走向許諾之地的過程(戶十三~卅六) ，以及梅

瑟最後在乃波山 (Mount Nebo) 上的幾次演說(申命紀)

在這些敘述中，梅瑟扮演著仲介者的角色。他完全和天主站

在一起，好像天主的工具，天主透過他把以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

藉著頒給他們的法律帶領他們走到服侍天主。同時他也完全和以

民團結在一起，甚至接受他們的罪，直到最後死在曠野。梅瑟在

進入福地之前便去世了，但他的逝世正如經師們翻譯得那麼美一一

「領受天主之吻 J (申卅四 5)

J~ E叮 D[Sj P囝

創世紀 出谷紀 勛朱紀 戶籍紀 申命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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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和口傳的「法律 J (妥辣〉

對於猶太人而言， ，-天主之言」基本上就是天主在西乃山上

頒給他們這個民族的「法律 J (希伯來文: Torah) 。

「法律」以書寫的形式保存在「梅瑟五書」中，這是聖經的

核心。但是，一一辣彼們相當堅持這點一一這套「法律」也經由

口頭的方式傳授。在猶太人的心目中這些口述的傳統和書寫的傳

統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先知書」也是天主之言，但對於猶太人不那麼重要，在禮

儀中，先知書的功能主要是在於光照、啟發「法律」

至於「著作 J '也有其地位，但不如「法律」和「先知書」

來得重要。

由此可知厄斯德拉的重要性，他賦予「法律」一個決定性的

形式。有位辣彼說，-若是法律不是交給了梅瑟，厄斯德拉是最

有資格領受這些法律。」梅瑟和厄斯德拉一直是猶太主義中的重

要人物。

撒瑪黎雅人

厄斯德拉似乎不僅對猶太人，也對撒瑪黎雅人施行了「上天

大主的法律 J '至於撒瑪黎雅人的來源則很複雜，我們在 97 頁已

經介紹過了。事實上，他們和猶太人之間這種「神聖的統一」只

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很快地撒瑪黎雅人就從猶太人中脫離出來了

(可能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他們甚至在革離斤山建立自己的聖

殿。但他們仍保留了「法律J (或稱「梅瑟五書J ) ，而這份「法

律」的內容和猶太人的「法律」其實是一樣的。這是他們唯一承

認的聖經書卷。

因此，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透過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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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者的描述，我們知道，在耶穌的時代，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很

緊張，雖然他們承認自己一同分享著同樣的命運。

現今世界上還存有一個撒瑪黎雅人的團體。每年都可到革離

斤參加他們逾越節的公羊祭獻。

編年紀上下一一厄斯德拉一一乃赫米雅

這部著作無疑是在希臘時代初期由不知名的作者編寫而成，

人稱之為「編年作者」。他極具野心:編寫了從亞當起直到厄斯

德拉的歷史!這位博學的作者提及他的來源:大約有二十本書，

其中有一些是我們熟知的(撒慕爾紀、列王紀) ，其中作品中的

二個部分被區別為四本書:編年紀上下、厄斯德拉、乃赫米雅。

若拿編年紀的某些片段和「撒慕爾一一列王紀」加以比較，將會

很有意思。我們將可看到一部米德拉市是怎麼寫成的(參 179 頁，

以及 89-90 頁中納堂先知宣講訊息的簡略比較)。以下是一些特

色:

編年作者提供給我們一種「歷史的神學 J '他將過去「達味

一一撒羅滿」時期的歷史理想化，來做為當時人民該如何生活的

一種標準。他將歷史很快地從亞當寫到達味(尤其是族譜)。對

於達味時期特別多加著墨:他篩選來源，刪去有損英雄人物的事

蹟(達昧的罪、奢華、撒羅滿的偶像崇拜)。達味是天主悅納的

君王、天主的代理人、始終都是以色列唯一的君王。達味曉得為

他的王國建立一個首都一一耶路撒冷一一並且籌建聖殿、整勸宗

教禮儀。

至於北國的歷史方面，編年紀作者卻隻字未提。他特別關注

聖殿和宗教禮儀的歷史。因此，在著作中，特別注重司祭和肋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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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圖指出，君玉和百姓若忠於天主，則國泰民安，反之，

則災難降臨。他有點過份簡化地以圖像來表達天主的國在此世間

呈現出來的樣子。

"可以閱讀乃赫米雅八

﹒乃八:書中所說的宗教禮儀包含哪些因素?在什麼地方?

誰主持禮儀?和聖殿的崇拜儀式相較，有什麼新穎之處?

﹒乃九:這段罪人的告白，和歷史上哪些時候有關?他以什

麼為依恃?他的功績?還是天主?人們認出天主的哪些特質?這

點對我們的祈禱什麼啟發?

智慧書

我們所有人，您和我，都是有智慧的人，但我們不全都是智

慧文學的作者。

其實，所謂智者就是努力好好地生活、努力在他的存在和世

界的生命中發掘有助於生命的因素或導致死亡的因素的人。因此，

他會省思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生命、死亡、愛、痛苦、惡等等。

人的生命有沒有意義?什麼樣的意義?每一個人，孩童、老人、

教師、勞工、家庭主婦，都有自己的哲學、智慧和生活的藝術。

有時候，詩人、哲學家們，思考得更廣泛，他們能從中得到滋養，

並寫成偉大的著作。

以色列民族也是如此。打從民族開始存在起，就一直找尋生

命的意義，並思考重大的問題，例如先前我們所看過的，關於創

造的描寫就是一種「智慧的省思 J (82 ， 158 頁) ，他們終其一生

將自己省思的成果都表現在「竄言」中一一通俗的諺語一一和祈

禱文中，後來就成了一些作品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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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作者們只在充軍後才重新進行這些省思，經過很長

時聞的盟釀，最後終於編寫成這些鉅作。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閱

讀。

因此，我們閱讀智慧書的時候必須避免一個可能的危險。之

前的五個階段中，我們都聆聽了先知的話，我們一步步地看梅瑟

五書是怎麼產生的，而現在我們只在這第六個階段才談智慧文學。

是不是因為以色列先是生活，後來寫下了他們的歷史，經過八、

九個世紀才開始思考?當然不!現在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時期的

文學作品，我們會看到這些作品匯集了多少前人的思想結晶，就

如同「梅瑟五書」也擷取先前文獻的許多要素。

誰是以色列的智者?

﹒任何一個以色列人都是智者。智慧普及於萬民。例如，有

很多竄言是以精簡的方式將年長者的智慧濃縮成新的諺語。

﹒國王。他治理全國，因此必須負責分辨什麼對人民是好的、

什麼對人民是壞的。人們認為國王分享了神聖的智慧。

﹒經師們。雖然大家都有智慧，但智慧也是一門學間，必須

在經院中學習。經師通常是宮廷的官員，他們是有智慧的人，而

且因為他們具有政治上的智慧，所以握有很大的權力。他們經常

會和先知一一保護弱小的人士一一發生衝突。

﹒克軍回圓後的智者。繼承了這股潮流，他們學會了省思和

寫作，於是產生了智慧，而這些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同時他們

也認為這是天主一一唯一的智者一一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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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麗害的特點

智慧是使人生活幸福的藝術。它試圖使我們發現趨向生命

規避死亡的一切因素。它是關於人類重大事件的省思:生命、

死亡、愛、痛苦、罪惡、與天主的關係、與人的關係、社會生

活等。

智慧是普世性的，且不受時間限制。痛苦和死亡、生命與

愛，是沒有國界的。基督之前 2000 年在巴比倫，或在以色列痛

苦呻吟的病患，和今天在一座現代化的醫院裡垂危的病人，所

表現的反應沒有兩樣。

因此，以色列的智者也將深入而廣泛地反省其他文明，如

埃及、巴比倫以及後來的希臘。然而所有這一切反省都在「對

唯一天主的信仰」的熔爐中鑄造，而這也才是他們的原創性。

天主才是真正的智慧泉源，而也只有和這位天主建立親密的關

係、全心敬愛祂，才是獲得智慧的唯一途徑，而這也就是聖經

中說的「敬畏天主」。

波斯帝國時代的智慧著作

我們從兩部著作開始看起，有些聖經把這兩部著作排在歷史

書中，有的則列在先知書中。但這事實上兩部著作都是智慧著作。

盧德

天主真是幽默!之前我們說，為了獲得純正的信仰，厄斯德

拉強迫那些與外邦女子結婚的猶太男人休妻。天主必須准許厄斯

德拉這樣做，但祂叉認為這種作法太強硬了，於是再啟發猶太人

寫了這本親切的書。波阿次 (Boaz) ，一位生於白冷的猶太人，

生性仁慈，他和一位摩阿布 (Moab) 的外邦女子盧德結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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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個見子名叫故只得 (Obed) ，他是葉瑟(Jesse) 的父親，

達味的祖父。

我們都認為愛天主就是履行抽的誡命，盧德書中，天主教導

我們關於「萬民主義」的訓誨，並且幽默地提醒我們 I你們愛

我是件好事，但是不要過於狂熱，要有點理智，不要將目的和工

具混淆了。」後來耶穌的族譜中提到了盧德(瑪-5) 。

約納

有一位先知不認同天主所使用的方法:這位先知就是約納，

他也是這篇精彩故事的主角。天主派他向尼尼微人宣講，而尼尼

微城是他們最可怕的敵人一一亞述一一的首都。尼尼微城位於東

邊，而他卻打算乘船往西邊逃走。船行到海面上，他躲在船艙底

下睡覺(這樣多少有助於他逃避天主) ，但是天主藉著一條大魚

將他吞入腹中，載往東方，又把他吐回陸地上，他實在逃不掉......

他到了尼尼微城，宣布天主將要毀壞這座城，心中感到萬分

喜悅。然而城中的居民都悔改了，因此天主就不摧毀尼尼微城。

這個教訓多麼具有萬民主義的意味!天主愛每一個人， I我

絕不喜歡惡人喪亡，卻喜歡惡人歸正，離開邪道，好能生存J (則

卅三 11)

後來耶穌用約納作為悔改的徵兆(路十一 29 ;瑪十六 4)

而瑪竇福音叉以他作為耶穌復活的圖像(瑪十二 40)

塔蔚甘木( Targum) 3和未穩操布 (Midrash)

很快地猶太人就得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如何將聖經體現

於當下。天主的話傳給他們時的情況和現在的生活景況不同。

因此，必須重新閱讀聖經，以便找尋聖經對於他們當時生活狀

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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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詮釋的方法，或依此方法寫成的作品，稱作「米德

辣市 J (Midr的h) (字根為 darash' r 尋找」之意)

米德辣市分為兩種:

﹒稱為「哈拉卡J (halakah) 的米德辣市 (halak曲是從一

個原意為「道路」的字根衍生出來的) :此乃與行為的準則一一

法律有關。在猶太主義中， halakoth (halak曲的複數)是「法

律」的同義詞。

﹒稱為「哈加達 J (hagg甜甜)的米德辣市 (haggadah) 是

從一個原意為「敘述」的字根衍生出來的)特別企圖為人民

樹立一個榜樣。

司祭聖史是在充軍的情況下重新閱讀傳統，以便從中找到

意義與希望，編年紀則是在歷史中找尋一種方式活出天主的圓，

這兩本書都是米德辣市哈拉卡初稿作，而盧德傳和約納則比較

算是關於米德辣市哈加達的形式。

塔爾古木(1i訂gum) 是聖經阿蘇美語的口述傳統。希伯來

文一直是禮儀中的正式語言。但是有一段時期以色列人民說的

是阿辣美語，而不懂希伯來文。因此在禮儀中先用希伯來文頌

讀聖經，然後由一位經師將它翻譯成阿鍊美語。但不是照字面

翻譯，而是依據他當時所理解的發揮經丈的意義(請參考 80頁

和 111 頁的一些倒子)

由厄斯德拉主持的宗教禮儀中(乃八) ，在讀經之後，由

一些肋末人把它解釋給大家聽。或許這是口述傳統最早的見證

之一。

主要的塔爾古木是在基督時代初期寫定的。從這些內容可

以明瞭有些經文在耶穌的時代是怎麼理解的。

初期的基督徒踩用這種詮釋聖經的方法，他們在塔爾古木

的光照下閱讀聖經，同時寫下基督徒的米德辣市(例如:瑪竇

福音中「耶穌的童年史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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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

正當希臘許多偉大的悲劇上演著關於人類生活和歷史的戲碼

時，如:安提哥納( Antigone ) ，一位猶太詩人也開始編寫關於

位信徒遭遇苦難的戲劇:約伯傳。

現有的約伯傳是經過很長時間演變的結果。原本是一個散文

體的古老的故事(現今所見約伯傳的頭、尾部分) ，可能在撒羅

滿時期就已開始流傳，很可能在充軍歸來後，約伯和朋友間對話

的架構就有了雛形，其他的部分事後來增加的。

約伯的故事是所有受苦信徒的故事。他相信天主，相信一位

公義的、全能的天主。他遭逢痛苦磨難，便開始檢討自己的良心

(在正義方面和對他人的愛)。但卻發現自己全然無辜。

他的朋友們告訴他痛苦的原由(傳統的神學) : 1"你受苦，是

因為犯了罪 J 是因為天主愛你，天主要鍛練祂所鐘愛的人。這

一切都不是真的，約伯吶喊著。面對天主的沉默，他吶喊、抗議、

辱罵天主a..... 。

最後，天主終於說話了。是為了解釋?或是為了安慰他?都

不是!而是以祂偉大的創造籠罩他，向他提出一個問題1"你憑

什麼向我算帳? J 約伯拜倒在地。

到最後我們還是不知道痛苦的原因是什麼。但是一本書以這

種方式呈現我們對苦難的抗拒，這倒是好的。現在我們曉得，抗

議和辱罵也能是祈禱( 1"只有約伯對我講論的正確 J '天主說:

四二 7) ，熱心的解釋反而無濟於事，只有信賴天主才是信徒唯一

可行之道。「罪可怕的是我們覺得天主不是真實的，然而，雖然

如此，我還要繼續愛祂。」就如一位信徒這樣寫道，這就是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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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至少可以閱讀以 F一些章節:

﹒約伯的氣餒(三: 6 ; 29~30 天主的缺席與沉默)

﹒讚頌智慧的詩歌，詩中說明只有天主知道答案(廿八)

﹒約伯自我省察良心(卅一)

﹒天主的「答覆 J (卅八)

錢言

「藏言」是一部很好的智慧文學，而且我們能夠從中看到此

類文學的發展。「竄言 J 是一部由九個文集匯集的，其篇幅、風

格、時期各不相同。最早的「竄言」可溯及撒羅滿時期(第十到

十二章)。有兩篇(第三十和三十一章)是外邦人寫的，顯示出

智慧的普世性。至於智者(廿二 17~廿四 22) 則和壞及文獻「阿

門內矇貝( Amenemope )的智慧」有關。開頭部分(第一到九

章)和最後部分(卅一 101 )是在充軍巴比倫後寫成的。

各位可以從最早的那幾篇讀起。不是要從頭讀到尾，而是一

點一點的品味，像在翻閱一本諺語的書一樣。如果你按照自己的

需求編成一套選集，會是很有意思的事(有一種實用的方法就是:

把它歸類成不同的主題，把每個主題著上不同的顏色，並用點號

標示)。例如下面這幾種:

﹒敬畏天主，是智慧的泉源(十 27 ;十四 2 ' 26~27) 

﹒天主(上主、雅威)的名有時候會被提到。祂做些什麼?

(十泣， 29 ;十一 1 ;十二 2 ' 22) 

﹒積極的教育方法(十 13; 十二 1 ;十九 29...... ) 

﹒一些美德:愛、謙遜、正義...... (十 2; 十一 2; 十二

28ff) 

﹒婦女 I厭惡女人」的最好集錄(十一 2; 十八 22 ;十九

13 ;廿一 9 ' 19 ;廿七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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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人自勾起言(主前兩千年未葉)

對:窮人晶宮，沾著倒了:-!z.o !J己了

他去。桌布起乞，說法唷墮;

去。早布盤，說:三布拉乞......

人去。黑改布結d昏 1 3-

鼻手上說了三，;l;拾若一{學徒手

4夕 i革命的心，壹是軍人的吱令，

率乎是軍人的 J、象，

兒乎是軍人的成哥在肘，

寸見是軍人的社援..

f旦丑怠峰是軍人的幸也獄!

智慧、夫人(覓一~九)

183 

黨言的最前面幾章(以及卅一1O~31 )是最晚才編寫的，而

且無疑的是在波斯帝國時代編寫的。因為作者擷取了申命紀、耶

肋米亞、第二依撒意亞的訊息。內容敘述的是一位師傅對他的兒

子、門徒說話，教導他們過智慧的生活，愛近人(三 27酌，戒

避惡習。同時他讚美夫婦之愛(五 15~23) ，而且所用的口氣都使

人想到雅歌。

有些片段，作者把智慧描寫成一個人:智慧夫人(有時候和

愚昧太太對比:九日ff) 。智慧是先知(一 20~33 )、邀人赴宴

的東家(九 1~6) 、甚至是天主的女兒(八 1~31 )。我們來看

一段代表性的經文(八 22~31 )。下面這一章我們將會看到這些

智慧人士如何依同樣的主軸繼續發揮智慧越來越像是一個人，一

個由天主而來的人。這些經文讓早期的基督徒得以表達基督的天



184 舊約導覽

主性，即他是天主的智慧。

"經文研讀:氣八 22 ，...._， 31

22.上主自始l'?p拿我作祂行動的起始，作祂作為的 創世之前

開端:

23.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達自太古，從無始我已

被立;

24.深淵還沒有存在，水泉還沒有湧出以前，我己 參閱覽八的

受生. .詠二 6

25.山嶽還沒有奠定，丘陵還沒有存在以前，我已

受生。

26.那時，上主還沒有創造大地、原野、和世上土

壤的原質;

27.當祂建立高天時，我已在場; 在創世之時

當祂在深淵之上劃出穹蒼時，

28.當祂上使穹蒼穩立，下使淵源、固定時，

29.當祂為滄海劃定界限，令水不要越境，給大地

奠定基礎時，

30.我已在祂身旁，充作技師(或譯作:乳兒)

那時，我夭夭是祂的喜悅，不斷在他前歡躍，

31.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

這段經文中主要的角色是那些人?如何分佈?注意彼此相呼

應的字句或詞語。

天主做了什麼?智慧做了什麼?智慧之於天主的情況是什麼

(注意動詞) ?之於人的情況又是什麼?智慧有什麼功能?

有許多說法很難懂，可借助於聖經的註釋。

研讀完這章之後，可以自問:這段經文如何幫助我們暸解基

督的角色?請讀哥一 1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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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可T門 'amen 一 'amon 一 'amun

竄八 30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領略希伯來文的豐富性和

複雜性。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一樣，都是只寫子音而已。唸的

時候，則視其意思加上母音。這裡我們看到有三個子音構成字

根曳的，是與「堅固、堅定」相關的意思。在禮儀中'aI11en 的

意思是「這是確實的!肯定的! J 。我們可以是它為是現在分

詞讀為 'runon' 有奠基或支持之意，因此指的是建築師或工程

師;此外，也可以將它讀為過去分詞'aI11un 意為被攜帶者，所

以指的是乳兒，或表示女孩。

185 



七、希臘( 333-63 )羅馬

( 63...... )統治下的以色列

333 年依索斯(Iss肘，安提約基雅北

方)一戰勝利之後，亞歷山大大帝開啟了

邁向中東的門路。 332 年，他到達埃及並建

立亞歷山大旦亞 (Alexandria) ; 331 年攻

下巴比倫、蘇撒 (Susa) 和波斯; 327 年到

達印度邊境。 323 年時，這位年輕的國王死

在巴比倫，享年三十三歲。在長達一萬八

千公里的征途之戰中，十年內他成功地建

立了一個涵蓋七十個大城(大部分稱為

希臘撒莫特拉斯

( Samothrace )地區
無頭的勝利女神(主

前 250-200 年)

「亞歷山大里亞 J )的帝國;如此希臘的文化一一藝術、游泳池、

競技場廣為流傳，並為帝國提供了一個共通的語言。當時希臘地

區所使用的是科尼語通用希臘語，一直到主後 500 年左右，大約

有八個世紀之久都是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共同語言，後來才

為拉丁文所取代。舊約後來就是被翻譯成這種語言，稱之為「七

十賢士譯本J ( Septuagina) ，而新約也以這種語言寫成。

拉哥王朝統治下的以色列 (333-198)

亞歷山大一死，他的將領們彼此征戰，遂將國土一分為三，

並按首任國王的名字為王朝命名，分別是:

希臘的安提哥尼達(Antigonidas )、埃及的

拉哥王朝，以及敘利亞的色宴苛王朝(從美

索不達米亞到印度)

巴勒斯坦為埃及統治長達一百多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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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埃及國王絕大部分採用「仆托肋米」這個名字;他們相當尊

重各個國家彼此間的差異性，因此讓猶太人平安地按厄斯德拉給

他們規範的來生活，這些猶太人於是享有相當的自主權。

這個時期開始產生了三種不同的猶太主義思想。

在巴比倫地區居住著一群鮮為人知的居民，然而幾個世紀之

後，他們卻產生了為猶太主義相當重要的作品，就是巴比倫的塔

爾古木。

在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地區的猶太人團體迅速地發展，在耶穌

時代遂成了該城第五大的族群。他們開創了一種以希臘和諧思想

為中心的猶太主義，就是在這裡'聖經被翻譯為希臘文(七十賢

土譯本) ，而智慧書卷等作品也被寫成。在耶穌時代，有一位稱

為准羅 (Philo) 猶太的哲學家，嘗試以希臘文重新再反省自己的

信仰。

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團體反而分裂四散，有些人為希臘文

化吸引，因而企圖掩飾自己的割損記號;另有些人對這些令人暈

眩的希臘主義( Hellenism )深感不安;他們醉心於猶太信仰及其

表達信仰的儀式;他們努力地想表達出他們也允許人自由的發展，

然而為了維持猶太信仰，他們必須保留某些具體的表達形式(這

個問題相似於現今我們在教會內體會到的某些張力)。就是在這

樣的背景中寫成了訓道篇，多俾亞傅，以及德訓篇等書。

色宴苛時代的迫害事件強調了這個地區猶太人彼此間的分裂，

也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色宴苛王朝統治下的以色列( 198-63) 

198 年敘利亞大軍戰勝埃及，便開始了以色列人受迫害的時

期。在帕尼雍 CPaneion) ，就在約旦河水泉旁，色宴苛主安提約

三世從埃及人的手中將巴勒斯坦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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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拉哥王朝，色宴苛的國王們迫使猶太人接受希臘文化

和宗教。 167 年時，安提約四世取消猶太人的權利，禁止安息日、

割損禮，並且褻潰聖殿，立上則烏斯神像。此舉大大的威脅猶太

人，以至於造成大司祭們之間的彼此爭門，囡為他們當中有人贊

成希臘化。

當安提約的特使前來逼迫猶太人祭獻偽神時，一位司祭殺害

了他，掀起了猶太人的革命之舉。藉著他的五個孩子，一連串的

抗爭事件不斷發生，此乃瑪加伯家族。猶大排行第五，藉由幾次

小小的勝利，他成功地收復了耶路撒冷。主前 164 年的十二月十

五日，宗教禮儀重新在聖殿中被恢復，此後，每逢祝聖聖殿節

( Dedication )時就紀念這件事。繼猶大之後的是他的兩個哥哥，

而其繼承者後來建立了瑪加伯王朝，或稱之為阿司摩乃王朝;後

來甚至於到竊了國王的頭街，消失己久的以色列王室於是再度重

建。

諷刺的是，因殉道事件所開創的阿司摩乃王朝竟然因為醜聞

而結束;猶大的繼承者有些時候竟然為了金錢，為了能獲得色宴

苛國王賜與的大司祭的封號，竟將許多虔誠的猶太人釘在十字架

上。

63 年時，王朝分裂為兩個敵對的勢力，並各自支持不同的國

王，時值羅馬龐培將軍率軍進入中東地區之際，猶太人於是被迫

尋求羅馬人的公斷。由於受到其中一派猶太人的支持，龐培在圍

攻耶路撒冷三個月之後，終於佔領了耶路撒冷。如此開始了羅馬

人對以色列人的統治，直到主後第七世紀阿拉伯人入侵為止。

猶太教派

猶太主義的宗教團體有各種派別(不帶歧視色彩) ，大部分

的教派都是在這個時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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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塞人屬於哈息丁黨(源自l}.esed 一字，參看 105 頁)

是虔誠的猶太人，起源於厄斯德拉時代，他們的目的是想藉著精

神價值重建自己的國家。法利塞人相當的具有宗教性，對於執行

法律相當執著。由於對宗教的虔誠以及對聖經的熟識，他們就成

了猶太主義的良知。

厄色尼派也屬於哈息丁黨，當谷木蘭手抄本被發現之後才比

較為人所熟知。當瑪加伯起義時，他們逃亡至死海一帶的沙漠中

組織了一個新盟約團體，強調在祈禱和默觀中等待默西亞的來臨。

這派人強烈地反對法利塞人，認為他們不冷不熱。

撒杜塞人是由廣泛的司祭們所組成，他們和阿司摩乃王朝交

往甚密，時常以各種方法鞏固自己的權力。要注意不要將這些貴

族司祭和眾多的「低階司祭」混淆，他們比較虔誠，而且和法利

塞黨人比較有來往。

文學活動

此時宣講的先知是第二回加利亞。

希臘化的潮流引起很多回應，有的表示不信任，有的對它

感到親切:訓道篇，德訓篇，多俾亞傅，雅歌，巴路克，智慧

書。而彗星經被譯成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

安提約時的迫害和瑪加伯的史蹟促成許多著作的完成:艾

斯德爾傳、友弟德傳、瑪加伯上下，以及在先知文學末年所產

生的新的文學體裁:默示丈學，舊約中乃以達尼爾書為代表。

最後的幾首聖詠於此完成，最後形成了聖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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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時期的先知:第二臣加利亞

學者們將依撒意亞分為三部分，同樣地，他們也將回加利亞

分為兩部分:第九~十四章是出自亞歷山大時期的先知。

這位年輕君王創除了波斯的勢力‘讓以色列人滿懷希望:天

主最後必定會干預一切!然而對先知而言，只有天主能改變一切。

於是他重新宣講對默西亞的盼望，就是等待藉由聖油所傅的那一

位默西亞(希臘文為 christos) ，藉著他天主將要重建她的王國。

回加利亞在聖經中所描繪的默西亞圖像是很獨特的:他將王室的

默西亞(達味之子或是天主之于)和依撒意亞中受苦僕人的默西

亞予以融合，其中特別有四首詩歌是常被初期的基督徒用在耶穌

身上的。

"君王式默西亞，謙遜且和平(九 9'"'"' 10) 

九 1~8 描述亞歷山大在 333 年遠征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的情

形。他就是默西亞嗎? I不是 J '先知回答說。

請看9~lO節，作者如何描述這位國王?他所依靠的是什麼?

權勢?天主?他會帶來什麼?

請看瑪廿一 5 。

圖，為人民所出賣的牧羊人(十一 4'"'"'17 ;十三

4'"'"'9 ) 

這段敘述中的許多圖像並不容易解釋，以下是他們可能的意

義。羊指的是人民，而牧羊人可能是國王或大司祭;做買賣的生

意人可能是指假先知或是那些將人民賣給敵人的壞司祭。買羊的

人指的是敵人，而三個被廢除的牧羊人可能是三個大司祭 I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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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和「聯合」的斷裂可能指過去遭受侵犯的記憶、猶大和以色

列在主前 935 年時的分裂，以及以色列和撒瑪黎雅之間的嫌隙。

作者試圖從過去的經驗中暸解現在所發生的一切。

牧羊人就是先知，也是天主(十一 13 )。為了嘲弄他，人們

視他如奴隸的價值。

請看瑪廿六 31 ;廿七 3~10 '此處耶穌被等同於好的牧羊人，

被等同於天主。

"被刺透的天主(十二 10--- 十三 1 ) 

這是所有的神諭中最特別的一個。天主宣稱抽受苦是因為有

一個人將被刺透。

這意想不到的結局是如何(十三 1) ?請看出卅六 25ff; 四七

1~12 。水泉代表誰?是從那裡流出?

請看若七 38 ;十九 34 。區加利亞如何幫助我們認識耶穌這個

人?這水泉從何而來?若望並不想要給我們醫學資料(耶穌在哪

一方面是被刺透的?) ，他要給的思神學資料:他是真正的聖殿，

聖神源出於此。

第二正典3和二文經

在舊約聖經的綱目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些不同。比

起基督教的聖經，天主教多了七本或八本，稱之為第三正典，

而基督教卻稱這幾本書為「偽經」

「綱目」一詞是指「準則 J '如果一本書被認為是信仰的

準則，那麼這本書就被列在綱目中，因此綱目中的每一本書都

被認為是信何的準則。

基督徒的舊約綱目是遵照猶太人的聖經，然而卻產生了兩

種不同的綱目。大約主後 90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辣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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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承認以希伯來文寫成的書卷為聖經，而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

人也接受其他以希臘文寫成的書卷。

如此，凡閱讀希臘文聖經的基督徒就承襲了亞歷山大里亞

的猶太傳統傳統。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早在主後五世紀時

就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他卻比較傾向希伯來文的綱目。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新教跟隨了熱羅尼莫的看法而將這

幾本具爭議，隘的書置於墓碑童的最後面(然而自從第十九世車改且，

這幾本書就消失7) ，稱之為「偽經 J 表示存疑。

特利膽大公會議時，天主教認為這些書和其它的書卷擁有

相同的默感性，但是將他們稱之為「第二正典 J 屬於聖經正

典的第二部分。這幾本書分別是:友弟德傳、多俾亞傳、瑪加

伯上下、智慧書、德訓篇、艾斯德爾希臘文的部分、巴路克，

以及耶肋米亞的書信。

智慧文學

193 

首先我應說明在希臘時期完成的智慧文學作品，也許你不曾

讀過智慧書全部，但如果是小組研討，可以每一個人負責讀一部

書，之後再彼此交換讀後心得。

言11道篇

這是一本奇怪的書，我們對其中所說的深信不疑，然而作者

卻對我們潑了一盆冷水 ì一切都是空虛的 J '訓道篇的作者這

樣說。只有一件事是有價值的，就是暢快飲食。天主存在嗎?是

的，但是天主在天上，而你卻在人閉，因此，別再蝶蝶不休了!

作者假借koheleth (意為「集會J 'Ecclesiastes )之名著述，

也許這是聚會時會眾的聲音，他們聽見了好的訓誨，並於其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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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切:天主是仁慈公義的，世界的一切都按她的計畫運行;於

是會是之聲勇於說出 I一切都是空虛的」。作者像是一個刻薄

的顧問，他建議我們生活不要太嚴肅，反而應懷抱夢想並去實踐。

既然不知道這二件事哪一件會成功，那就兩件事都做吧!

多俾亞傳(第二正典)

這是一段相當吸引人的故事:是屬於米德辣市哈加達。作者

再次閱讀族長的故事後，從中擷取一段充軍時期的訓誨故事。

年老的托彼特為人聖潔，可是眼睛卻瞎了，他因此深感悲傷。

年輕的撒辣深具美德，但每一個和她結了婚的男人卻都過世，為

此她憂心欲死。為什麼邪惡如此荒謬?難道是天主隱沒，或是對

我們冷淡了?作者告訴我們天主是如何以一種隱藏的方式臨現在

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去發現祂。

這個故事同時也是對婚姻和人性的愛很好的一個證明。

你至少得閱讀書中幾段好的禱文(感恩祭) :托彼特在絕望

中的祈禱(三 1~6) ，撒辣和多俾亞在新婚之夜的祈禱(八)

以及托彼特在痊癒後的讚主詞(十三 1~10)

歌中之歌一一一雅歌

這是一首讚揚人類感官之愛的詩歌，以一種連現代人都不敢

輕視的現實主義方式來描述。

現存經文的形成有一段很長的故事，可能是古時新婚之夜歌

詠酌情歌，是從外教儀式中獲得靈感;通篇經文中雖未提及天主，

但確是關於創三 23~24 、拉二 14 以及先知論及天主對以民相似婚

姻之愛的默想。

這篇經文後來也衍伸出不少的故事:它成了天主和其子民(相

信祂的人)之間愛情的象徵'不管是猶太人或基督徒，如聖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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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都從中獲得靈感。

在當時普遍認為女人是男人奴隸的時代裡，如此表達男女平

等之愛的一部作品無疑是相當不凡的，雖然彼此的溫柔相待仍無

法免除生活中的困難。

德訓篇(第二正典)

這本書大約在 190 年左右，由一位模範孫子將祖父所寫的作

品翻譯成希臘文，當時由於希臘化的影響日巨，許多年輕人放棄

了自己祖先的傳統，這本書於是表達一種對法律的忠誠，以及實

踐能使人獲得智慧的真意，書中不時瀰漫著昔日忠誠的資產階級

所散發的魅力。

如同竄言一般，我們也可摘錄幾段精彩的片段來研讀，以下

是我們現在要君的部分:

﹒讚美敬畏天主行為的詩歌(此詩歌美麗得有如格前十三對

天主之愛的讚頌) (一一1l ~20) :智慧在我們內有如在母親的胸

懷巾，每個人都由智慧的種子所生。

﹒尋找智者的喜樂(四 11 ~ 19) 

﹒智慧女士參與創造和歷史的行動(廿四)。她等問於法律，

若望(若一)的靈感由此而來。

﹒你可發現關於讚頌創造(四二 15~四三 33) ，以及讚揚先

人(四四章起)的敘述，請你至少閱讀關於西滿大司祭的部分(五

十) ，因為他影響了路廿四 50~52 。

瑪加伯史詩的文學回響

瑪加伯事件不過維持了三年( 167-164) ，然而它卻在猶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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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烙下深深的印痕。為了反抗安提約四世強迫以民信仰希臘宗

教，許多宗教人士不得不在背教與殉道之間做一個決定性的選擇。

瑪加伯家族的猶大所帶頭的反抗行動，特別是關於宗教的堅持，

以及重新淨化聖殿的行為，成功地恢復了以民的信仰，然而他的

繼承者卻陷於政治陰謀中，最後甚至沈酒於權利門爭之中。

僅僅一個世紀之內，這段史蹟在文學上就引起三種不同的反

響，大致上可以如此分類:

1.手中的劍:瑪加伯上敘述這段奮戰的史事，而友弟德傳與

艾斯德爾傳便以小說的形式描寫當時人民的感受。

2. 聯合之手 (loined hands) :當其他的宗教人士見到了瑪加

伯王朝的發展之後﹒他們開始謹慎自己的言語。他們明白只有天

主才能使人獲得釋放，因此，真正的宗教行為不是手中的劍，而

是集合大家的雙手一起祈求天主的干預。瑪加伯下如此表達法利

塞人的觀點:信仰導致殉道，而殉道使天主行動。

默示文學，如同達尼爾書，就是這樣的表達風格，其中並表

達了天主定會在歷史的終結有所審斷。

3. 外展之手:當這段政治風潮值息之後，有位智者由於身置

亞歷山大旦旦，遠離紛擾的巴勒斯坦，因此寫下了撒羅滿的智慧，

試圖在希臘文化的背景中表達自己的猶太信仰。

藉著閱讀達尼爾書以及智慧篇，我們將很快地略讀過這類文

學。

友弟德傳(第二正典)和艾斯德爾

這二段故事表達了人民對瑪加伯事蹟的激昂之惰，其主要堅

持的一點是:天主是採取行動和救援的那一位，祂採用了最柔弱

的方法:一個女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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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加伯下(第二正典)

這本書不是瑪加伯上的續集，相反的，它寫成於 124 年，比

瑪加伯上更早完成;它是另一本書的摘要，是稍後於瑪加伯猶大

的傑森 (Jason) 所寫的，一共有五冊。

在這些表達宗教虔信的故事中，我們發現了法利塞人的精神，

他們對天主的愛慕。以下是一些重點:

﹒聖戰:在敘述猶大的英勇事蹟時，作者堅持一項事實:是

天主賞賜我們勝利的果實。請看第八章以後關於戰門前的祈禱，

以及天主奇蹟式干預的敘述。

﹒殉道:基於對信仰的絕對忠誠，終於導致向天主獻上完全

的敬意:殉道。比如厄肋阿臣爾(六 18~31) 以及七兄弟(七)

的殉道事蹟都是相當著名的。

﹒復活(七 9 ' 23 ' 29) :作者選取了達尼爾中的教導(十二

2) ，但予以更清楚的說明，因為這是法利塞人的教導。稍後我們

讀達尼爾書時再來看看。

.為亡者的祈禱(十二 39~45) :這段經文在天主教關於煉

獄的神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必須為亡者祈禱，就必

須祈禱他們不落得虛無，並於死後獲得寬免。新教因為不承認這

本書，並且不想深入天主不可臆測的奧秘中，因此將亡者的命運

置於天主的手中。

﹒從虛無中創造萬物(七 28) :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從未提

過天主從虛無中創造萬物，只說天主將起初已有的混沌分聞，並

使之有序(創一，以及 160 頁)

瑪加伯上(第二正典)

本書寫於 100 年左右，是為了表達對瑪加伯王朝的支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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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述及瑪加伯家族前三位的故事:猶大(三~九)、約納堂(九

12 )、西滿(十三~十六)。作者試圖按著昔日先知們的方法寫

出一部神聖的歷史，並向我們顯示天主拯、救釋放深受罪惡束縛

的人民。

默示文學

在我們一生的歲月中會經歷各種喜樂與痛苦，我們總想要掌

控這一切，使之成為幸運、有意義的事。一旦知道自己正走岔了

路，我們能立刻修正自己。

這就是先知們所做的事:他們詮釋生活中的所發生的事，從

中讀出天主的話，並呼籲人民悔改。

然而有時候事情實在是遭透了，局勢如此惡劣以至於一切看

來似乎沒什麼希望，此時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那更好美好的日子

來臨了。這時候如果有人能告訴我們事情將如何轉變，也訐就為

我們帶來了一線光明與希望，如此我們便有勇氣能繼續對抗生活

中的衝擊。

默示文學大約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學。它通常產生於危機重重

的時代，作者對這個世界相當悲觀，認為它在「今世之子 J (魔

鬼)的掌權之下，因此為了重拾希望，作者宣稱在世界的終結時，

天主將來臨並帶來新的創造，而在此之前，人們必須雙手合十，

同心禱告。如此我們發現了這種既是悲觀同時叉是樂觀的情形，

一方面帶來了堅定的信仰，另一方面卻又有逃避現實的危險。

默示錄( apocalypse )一詞現在已成了災難的同義詞，事實上

這個字也有光明和希望的意思，只是很少為人所用，實在有些遺

憾。

希臘文 apokalyptein 翻譯為拉丁文 revelare '就是「揭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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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英文的reveal 。人們認為歷史就像一條直線逐漸開展，

而它的盡頭就藏在天主的秘密中。為了使人們在困苦中仍能保持

希望，天主揭開那深藏於後的面紗，透過祂的勝利顯示給我們最

終的幸福。

長~ê.車在助跑的跳遠選手

默示文學的作者是如何擁有這樣的啟示?他所用的技巧就像

跳遠選手一樣，竭盡所能的向前一跳，因此為了能跳得最遠，他

必須先往後退幾步，然後向前跑三四十公尺，到了起跳線時，全

力縱身一跳。

默示文學的作者也像我們一樣，他並不知道未來將會如何，

但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天主是忠誠的天主。要想、知道祂將如何

終結歷史，就必須看看過去祂如何領導人類歷史。因此作者回到

過去，假裝自己在作品成書時代三、四世紀以前就寫了書，然後

一一略過歷史;到了他所生長的時代就大膽向前推論，將他在史

書上所讀的反映在末日的結局。

層為流傳的潮流

聖經中只有兩種默示文學:達尼爾書以及默示錄。然而最後

幾位先知的作品中，有些也屬於這股潮流的作品:依廿四~廿七;

卅四~卅五;則一~八。

主前 150 年到主後 70 年左右，默示文學的潮流造成了許多書

籍的誕生，深深地影響信者的心靈;他們因此能在盼望中生活，

並期待世界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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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文學的特散

﹒作者採匿名的方式敘述，通常歸於昔日的聖人所作。之

所以如此，主要有兩個好處:一方面聖人比較接近天主，因此

他能揭示天主的奧秘;另一方面它是古時候的人，所以他能預

測未來。

﹒由於處在危機[7L]伏的年代，默示文學的作者對世界相當

悲觀，認為世界已經被今世之子(魔鬼)掌管而日趨沈淪，但

是他們對世界的結局卻相當樂觀，因為屆時天主將創造一個新

的世界。

﹒他們認為歷史早已被決定了.每一件事都已經被預知，

並且已經寫在天堂的書卷上。

﹒他們強調一種對天主完全的信仰，卻有逃避世事的危險:

除了等待天主的來臨什麼也必不做。

﹒他們特別注意要保持希望。

﹒由於使用品種特別的密碼(以話語和圖像表達) ，只有

某些人才瞭解它的意義。

達尼爾書

這本書與瑪加伯事件有很大的關係，大約在 164 年寫成，有

些人將之歸於著作，如猶太聖經;也有人歸於先知，如希臘聖經

以及現代許多的聖經版本。這本書採用兩種不同的文學類型:關

於人民信仰虔誠的歷史敘述以及默示文學。

人民虔誠￡述致「黑色幽默 J (連一~六)

在作戰的時候，軍隊的士氣相當重要，而一些好的故事能幫

助他們提高士氣。藉著一些虛構的人物，士兵們以敵人做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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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笑的對象，因此，如果明白說出天主將使安提約四世變成「吃

草的野獸」實在有點危險，所以將主角改成四世紀前的拿步高比

較妥當(達四)

然而這些故事並不只是為了搏君一笑，它富有訓誨意義(就

像米德辣市哈加達) ，是為了堅強人民的信仰，以下是幾個例子。

猶太人對於飲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有時他們也會恥笑外邦

人，甚至那些希臘化的猶太人。對此規定安提約禁止，人們跟進。

「流亡巴比倫的青年人」的敘述所說的就是與飲食規定有關的一

個故事:他們吃蔬菜喝清水，容貌卻比吃肉的人還要美麗(達

以色列人被安提約壓迫至極，如同昔日為巴比倫人、瑪待、

波斯人，以及拉哥、色宴苛的希臘人所欺壓，面對這個巨大之物，

猶太人覺得相當無力。「不要害怕，這個巨物不過是陶土做的」

達尼爾如此說。一塊神秘的石頭從山上滾落下來，將巨物磨得粉

碎(達二 34)。因此，不是瑪加怕的刀劍，而是天主結束了這一

切並建立祂的王國(達二 44 ) 

對於那些反抗國王的命令，並且寧可犧牲性命也不顧侍奉其

他神祇的猶太人，作者以三青年被投入火窯的故事來鼓勵他們:

「不要害怕!天主將派遣天使降到窯中使你們免於邪惡的傷害」

(達三)。關於這個部分，在希臘文的聖經中增添了「三小孩在

火窯中」的詩歌。

「即使他們殺害了你，天主也要活活的將你從墳墓中救出」

這是達尼爾第六章中所要教導的。達尼爾被投入獅圈中，並被一

塊大石封住圈口，君王也蓋上印璽:達尼爾包死無疑!但後來他

卻活著走出來;這就是所有被迫害的猶太人的遭遇，但後來卻為

天主所拯救。

這些經文也顯露了默示文學的特徵:石頭(象徵天主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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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神視以及夢境等等。特別是七到十二章中，作者相當特意

地使用默示丈學的手法來寫作。

以圖像表意的神學

默示文學中常運用很多的圖像，需要經過特別的解說才能

知道它的含意。以下是幾個主要的圖像.

顏色

數字

白色:勝利、純潔

紅色:謀殺、暴力、殉道者的血

黑色:死亡、不虔誠

七:完美、圓滿的數字

六(七缺一)不完滿

三叉二分之一(七的一半)不完滿、受苦、遭受考

驗和迫害的時刻。

應注意的是，三丈二分之 J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但它的

象徵價值仍然一樣.一段時期+兩段時期十半段時期=三年半

=三天半=四十三個月二 1260 天。

十二:以色列(十二支派)

四:世界(四個方位〉

一千:無法數計

其它圖像

角:力量

白髮:永恆(不是指老年:達七中的「老年」不是老，

而是永遠的年輕)

長外衣:司祭的尊嚴

金帶:皇家權勢

山羊:壞人

綿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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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文學(達世~十二)

在達尼爾書中，默示丈學(七~十二)特別顯出了以色列人

的信仰。作者在 164 年寫下這部作品，卻假託達尼爾之名(厄則

克耳先知提到的外教英雄一一十四 14 )於四世紀以前的充軍時期

所寫的。因此他能滿準確的「預告」充軍時期與瑪加伯時代之間

所發生的「未來」事蹟'然而這是為了發現天主在歷史中行動的

特徵'並且指出天主將如何結束這段歷史。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研

讀這段重要的經文。

"研讀達七

首先閱讀這段經文，你將發現它實在難以理解，然而這會讓

你明白所謂的「默示文學」。

現在將不同的段落區別出來。通常先有一段神視，後來天使

會加以解釋。

七 1~14 是關於神視的敘述，但是 19~22 指出了，個重要的

細節。請先讀七 1~8 '然後 19~22 '最後是 9~14 。

解釋的部分是在 15~ 18 '然後是 23~28 。

現在我們更仔細地來看這段經文。

「獸」和「人」是個對比(在希伯來文中， 1......之子」意

思就是 r ... ...種類 J '因此，人子就是人) ，巨獸從涵容各種邪

惡勢力的大海而來，而人是來自天上。因此，在知道這些圖像所

象徵的意義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前者是惡勢力，後者是良善的，

是站在天主這一邊的。

這四獸代表什麼?七 17 予以解釋。為什麼作者要特別談論第

四種獸?因為這令人最害怕的野獸代表著迫害猶太人的安提約四

世，請看第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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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誰?請看 18 及 27 節。這些野獸如何改變?人叉

如何改變?這個神視為寧可受死也不願否認信仰的猶太人帶來了

什麼樣的訊息?

種三舌死人(達十二 1"-'4 ) 

這段經文是聖經中首次為我們證明死人得蒙復活的敘述，則

卅七所提的只是一種關於人復活的圖像，此處卻可見到個人的復

活。這段經文是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肯定達七所提的，現在讓我們

再回顧一下。

安提約四世迫害猶太人，其中有些人寧死也不願背棄信仰。

這於是帶來了一個大問題:直到目前為止，以色列人從未想過人

死後的問題，因此，人唯一可能擁有的生命就是永生。如此，這

些殉道者為了天主的緣故願意捨棄這唯一的的美善，而天主藉由

達尼爾給了他們回覆 I你們手迫害且接受了死亡，這是明顯可

見的。我將顯示給你們那不可見的:凡你們殉道的，至高聖者的

人民，將被引入光榮中善度全新的生活，你們將進入一個永恆的

美妙國度。」

此處我們於是發現了兩種表達方式，兩種表達復活的重要方

式。

達十二使用了「先」、「後」的語詞。「在死亡來臨之前你

們曾活著，死亡卻使你們進入虛無或睡夢中。死了以後，你們將

離開虛無，並從睡夢中醒來。」從睡夢中醒來的人和人死之前一

樣，然而這個新生命和過去曾有的生命並不相同;如此，作者就

以這種宇宙性的圖像來描繪生命:穹蒼的光輝。

連七強調「更」的幅度，以「上」、「下」這樣的詞語表達;

在地上(下)你們必將死亡，而在天上你們將要靠近天主，過一

個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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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沈思關於基督復活的事件時，我們必會想起這個比喻:

這被初期的基督徒用來表達信仰。

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此處的「人」是一種圖像，是集合名詞，

代表所有相信天主，甚至於受死的人。當人們稱耶穌為「人子」

的時候，我們應該想到這一點。

三隻獅子，波斯(主前

第六，五世紀〕

猶太地區以外的智慧潮流

我們接下來將介紹二種在猶太地區以外產生的智慧文學作品:

巳路克(巴比倫)以及智慧篇(埃及) ，作為本章的結束。

巴路克(第二正典)

這本書被歸於耶肋米亞的秘書巴路克的名下，事實上它是由

四個不同作者、年代的段落匯集而成的。按現存的經文內容而言，

主要是讚揚悔改的重要性。書卷開宗明義指陳:我們的罪破壞了

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一 1~14)。接下來是關於罪的反省:罪如同

遭受放逐遠離天主一樣，唯一的出路是天主的仁慈與忠信(一

15~三 18 )。如此人應默想天主的智慧，祂的智慧無他，即是法

律。藉著實踐法律，就能獲得智慧(三 3~四 4) 。最後這一部分

使我們想起第二依撒意亞;它安慰了耶路撒冷，並宣告天主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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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予光輝與仁慈。如此成就了和平(四 5~五的

「遭流放者的祈禱」是很值得閱讀的部分(二 ll~三 8)

除此之外， ，-默想天主智慧」的部分也相當值得閱讀(三 32~四

1 )。當若望談論耶穌時所說的就是這一段所說的。

耶穌一一一天主的智是

簡而言之，先知們幫助基督徒們毒發現耶穌的使命，以及他

所應做的;而智慧文學正幫助他們清楚耶穌的本質，知道他是

誰。

事實上在舊約中，天主的智慧有時以「某人」的形式表達，

但這仍是一一個圖像，如同當我說，-我心不在焉」時，好像我

的「心」自己可以脫離我而行動，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

的心就是我自己，因而我可以將自己的優缺點歸咎於它。同樣

地，天主的智慧就是天主自己，也只有當他是智慧時，他才是

天主。因此我們也可以將天主的屬性，祂的創造能力歸屬於智

慧(智七)

當基督徒們說耶穌是天主的智慧時，就是將這種智慧的屬

性，也就是天主的屬性歸屬於耶穌。

智慧篇(第二正典)

於主前 50-30 年左右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以希臘文寫成，

是舊約各書中最後完成的一部作品。

作者是為希臘人，相當暸解古典希臘文，同時他也是猶太後

裔。由於遠離混雜區(在阿斯摩乃王朝時相當熟悉巴勒斯坦團

體) ，他也向外尋找支援;就像後來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哲學家

費羅一樣，他也試圖以希臘文化的背景來思索猶太信仰。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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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言十畫中的人類命運(一~五)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作者巧妙的運用心理技巧來描繪兩種不

同的態度。有些人說我們是碰巧出世的;生命如此短暫，結束後

就什麼都不是了。針對這一觀點，作者指出它所帶來的後果:盡

情享受人生，並且為了獲得自己所想要的，想盡方法糟蹋他人。

事實上，這些都是死亡的朋友，他們忘記天主是藉著塑造自己屬

性的肖像來創造一個不朽的人。另一部分是相信天主的人，他們

保持著對天主的愛堅定的信仰。他們時常受苦，有時也會遭受迫

害，然而一旦他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們將與天主永遠生活在

一起。

初期的基督徒們廣泛地使用這本書以及許多先知書的片段來

表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2. 對智楚的言贊揚(六 1~十一 3 ) 

稍後我們將比較仔細地閱讀這部分的一個段落，但其實每一

章都很值得閱讀，因為從中我們發現到，作者邀請我們去發現天

主的智慧一一人類的朋友，使她成為我們生活的伴侶，使我們因

她的美而成為她的情人。此外，在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米德辣市

中，作者選取了歷史上幾個決定性的時刻告訴我們，就是智慧引

導一切歷史，她創造了亞當，領航著諾惡的方舟;她使亞伯辣罕

在面對依撒格時顯出勇敢而不拘泥於父子之情;她領導梅瑟......。

3. 默超出谷紀(十一 4~十九 22 ) 

到這裡智慧幾乎完全消失了，埃及的遭禍對某些人而言是懲

罰，對另些人而言卸是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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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經文:智七 21 ，_， 30

我們很難從中擷取一段來閱讀，因為整部作品的完成幾乎是

一氣呵成，因此，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將六~十章視為一個整體

來閱讀。

作者假裝自己是智慧國王撒羅滿，認為自己所有的一切不是

與生俱來，而是出自祈禱而來的智慧的恩典;教導訓練他的是佈

置宇宙的工匠(七 22 ) 

請讀這段經文。智慧如何顯現自己?人們認為她擁有所有的

美德，就像一個令人喜愛的事物(在七 22~23 的經文中，以七個

美德為一租車複出現三次，表示最完美的)。在聖經中，這些美

德有些是保留給天主的，其他也有些是被希臘的哲學家歸屬於鼓

動宇宙生命力量的神聖原則。你可以試著探討看看，但是千萬不

要太誇張，因為這不是非常明顯，而且也不頂重要。

當你沈思這些美德時，請特別想想智慧和天主之間的關係。

第 26 節經文是相當強烈的表達，對猶太人而言， I自像」指

向一種身分，一個存在。

當你沈思這些美德時，請你想想、智慧之於創造與人類的關係。

現在請你看創- 26~27 :天主按抽的肖像造了人。請看智二

23 。在智七 26 中，智慧是天主的白像，那麼意思是說，人將這個

智慧的特徵重新予以顯現囉?

請讀格後四 4; 哥一 15 ;格前十一 7; 格後三 18 ;哥三 10 。

關於耶穌，這些經文告訴了我們什麼?關於天主對人的召叫呢?

現在請你將這幾章再讀一遍，作為這個閱讀功課的結束。在

你閱讀經文的同時，在心中將「智慧」一詞改成「耶穌」。



七、希臘羅馬統治下的以色列

世+賢士﹒譯本 (LXX)

舊約聖經的第一本希臘文譯本被稱為「七十賢士譯本」

或簡寫成 LXX 。

這個名稱的由來是源自主前三世紀時，阿理斯提( Ariste

as) 所寫的一封希臘文信件。信中提到:有七十三個猶太學者

獨自作業，以七十三天的時間完成聖經翻譯土作，結果每個人

的譯本居然完全相同。如此強化了此本譯丈的神妙性，肯定它

是出白天主的默感。

事實上七十賢士譯本是出自不同的作者，在 250-150 年之

間完成。

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說希臘文，他們並不懂得希伯來語;

同樣地，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他們將聖經譯成阿辣美語(成

了塔爾古木， 179 頁) ，如此，在埃及就將聖經翻譯成希臘文。

這本譯文很可能原來是禮儀用的經文，與其說它是一本文學譯

作，不如說是聖經的改編版。它是重讀聖經所下的作品，是一

種本位化的嘗試。以下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依撒意亞說有一位

年輕的婦女懷了孕，她將要生下厄瑪奴耳(依七 14)。而在七

十賢士譯本中卻說: I一位貞女懷孕 J 並且為後來的基督徒

應用於瑪利亞身上(瑪-23)

這一本譯文相當重要。

首先，它使猶太信仰能夠適應希臘文化，並為這個信仰的

表連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語言。事實上，人們所通用的語言是

科尼語，但也染上希伯來色彩，因為他們借用了許多希伯來文

語句:到了寫作新約時，就是用這樣的語言來表達。

七十賢士譯本成了基督徒的聖經，同時它的綱目(192 頁)

也被採用;有時基督徒也會運用它詮釋聖經的方法，這樣就與

基督信仰的表達有密切的關連。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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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藉著聖詠集的研讀來結束我們的

「舊約聖經之旅」。

為什麼我們要把全部的聖詠放在這一章中

一起閱讀?先前我們都按作品的完成時期來研

讀，現在為什麼不按相同的方式來讀聖詠集

呢?一切只為了一個小小的理由:因為我們幾

乎很難斷定每一首聖詠的完成年代。這些經文

是輕由人們不斷閱讀、改寫而成，因此把它們

放在一起閱讀是比較明智的方法。

這些可以幫助你瞭解以色列人如何祈禱，也是我們結束旅程

很好的方式:這個民族生命經驗的主要特徵、他們所發現的天主、

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情勢，通通都流露在他們的祈福中。

天主在每個狀況中領導這個民族，聖詠是人們感受這份天人

經驗後對天主的回應，因此聖詠就是祈禱。

眼盲的豎琴演奏

者。

人類的吶喊

i
w控

正在讀頌太楊神的

埃及音樂家(主前

1000 年〉

「我們生來就帶著這本書」一位猶太詩

人這樣寫著。事實 t這本書不長，共有一百

五十首詩，是一百五十個關於我們的被叛和

忠誠、我們的痛苦和復活的反省。這不只是

一本書，它更是一個會說(會向你說話)

會受苦、會喊叫、會死亡、會復活、會歌

唱，站在永恆之門的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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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一切的吶喊都可以在聖詠中發現:面對自然界以及人類

愛情時所流露的欣羨之歌;面對痛苦、死亡以及遭受社會剝削時

的憂愁;面對俗世的荒誕以及天主的沈默時人類的反叛等等，這

些都是我們的吶喊，有如天主向我們發出的言語。教導我們，即

使是在最黑暗的時刻，天主仍然存在，透過我們的哭泣，天主與

我們一間嘶聲吶喊。因此，只要是真實地表達我們的生活實況，

不管是讚揚還是嘲諷，都是一種祈禱。

兩種語言形式

簡單說來，我們能將語言區分為傳遞訊息的語言(科學語

言) ，以及表達關係性的語言。舉例來說，有一個躺在床上的小

孩向他的媽媽喊叫說1"媽媽，我口渴了 J '那麼這個句子所用

的語言是哪一種?也許是訊息性的語言，也就是說， 1"我口渴了」

這樣的字眼正確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況。這個母親後來回答說1"起

來，自己拿杯水喝 J '那個小孩卻睡覺去了。因此，這些言語不

只是表達一種訊息，更透露出一種關係性;當小孩說1"我口渴」

或者「我很熱」時，他真正想說的是1"我需要你，需要你在我

身旁。」

用來傳達訊息的科學性語言通常是為了正確地表達意義的字

句，然而關係性語言就不同了。它想表達的另有其他:當一個母

親稱呼他的孩子為「寶貝」時，不是表達一種實況，而是顯露它

們之間的關係;同樣地，當聖詠裡稱天主為「我的聲石」、「我

的堡壘」時，也是一種表達關係的語言。

這兩種語言的區別對於研讀聖詠'甚至是整本聖經都是相當

重要的。事實仁，天主所說的話常常更是為了表達關係而不是傳

遞訊息，因此，如果說聖經想要教導我們什麼的話，可以說就是

使我們每一個人進入自己與天主的關係中。祂引導著我們。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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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語言是為了我們的理智，很少會使我們的內在轉化;如果

小孩真的只是口渴而己，那麼作母親的不會太擔心太多。但是關

係性的語言卻真的會改變對方也改變我們自己，如此「我口渴了」

這樣的一句話就會使母親起身，並流露出特別的母愛。

當我們面對一件事物或一個手勢時，我們內在科學性(理智)

的感官會使我們發問 I這是什麼意思? J 。如果一個自然科學

老師給一個學生看一朵花，那麼以下的問句就是正確的 I這是

什麼? J I 是屬於那一科的? J 但如果是一個男孩送給一個女孩

這朵花，那麼問題就很不同了......。

因此，當我們打開聖詠集，甚至是聖經中的每一本書時，我

們都要記得它所使用的是一種關係性的語言。有某些圖像或者表

達法並不需要藉由科學性的語言來瞭解，但卻需要把它當作一個

疑問來澄清;這些是以個人的經驗作為傳達訊息的出發點。相同

的詞語對不同的兩個人而言有不一樣的意義。一個鄉村農夫在型

田的時候，由於碰到露出地面的「石頭J '他的銷聲因此碰壞了;

而對一個登山運動員來說，石頭谷fJ代表不同的意義:在攀爬許多

凹凸不平的地表之後，最後終於成功地站在一塊堅硬的「石頭」

上。此外，這兩種意義在聖經中都可以發現。當人們失去對天主

的尊敬時，天主是這塊令人窒礙的「石頭 J 祂也是我們可以完

全信靠的「臀石」。

語言的時代性

聖詠中所使用的圖像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播種

者莊嚴的姿態」可能使我們的爺爺奶奶們覺得感動，然而對於普

遍使用牽引機以及機器撒種的時代而言，這樣的畫面並不其有任

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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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在它當的時代背景中發言，它不是屬於我們的時代，因

此有時候會引起一些困擾，然而聖經中的註解會幫助你們瞭解某

些象徵的意義。

聖經的詩歌形式也不盡相同，我們在前面曾經談過這一點( 63 

頁)。有時候你會十分喜歡它的表達方式，有時候你又會覺得相

當混淆，無論如何，就如你閱讀現代詩作時也會有相同的困擾。

聖詠的數目

希臘文聖經中(隨後跟進的拉丁文聖經與天主教禮儀亦同)

的聖詠篇數與希伯來聖經(現代多數的聖經採用此種)並不一樣;

當聖詠篇數不同時，禮儀中的數目字總是比較小。

因此，當別人給你關於聖詠的篇章時，你必須特別注意到這

些差別。

現今有越來越多的人採用希伯來文的聖詠編排法，因此，在

這裡我也跟隨這種方法。

有的時候會同時顯示兩個數字，比如詠 51 (50) ，那麼就是

說: 51 是希伯來文聖經的篇數，而 50 則指的是禮儀中的篇數。

文學體裁

專家們花費了很多氣力在研究聖詠的文學體裁，這些研究相

當幫助我們瞭解聖詠，甚至也幫助我們用聖詠來祈禱。我們和朋

友參加慶祝會以及參加喪禮時，我們所做的準備是不一樣的，因

此，暸解了聖詠的文學體裁就會知道如何準備自己和天主相遇。

學者們對聖詠體裁的區分在細節上也許有些出入，但大體上

有一致的看法。聖經裡聖詠集的引言將會告訴你分類的方式，以

及各篇聖詠所歸屬的文學體裁。



八、聖詠集 215 

本章首先將幫助你們進到聖詠的祈禱氛圍中，因此我們以主

題來分類，而不是以文學體裁來分類(雖然這兩種分類方式的結

果常常會，致)

我們並不想對聖詠集做全面的研究，只是單純的閱讀聖詠，

也訐是興趣所致，也許是因為它的神學意義或者困難度，無論如

何，我們將試著發現:這些占老的禱文如何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

某挂祈禱的主題

讚頌造物主及救贖者天主。

讚頌鄰近我們的天主:祂在抽的子民中(耶路撒冷、聖

殿) ，事實上祂寓居在祂的子民中(法律)

希望的祈禱:天主是玉，祂將以正義建立祂的國度，透過

祂的默西亞國王來完成，至於人間的國王只是一個象徵人物。

悔改和感恩的祈禱:對以色列人而言，這兩種是分不闊的。

為求生存的祈禱:包含了智慧人士所反省的主題一一我們

如何在在困頓的環境中生存巾

開始之前 I登聖殿歌 J (Psalms of Ascent) 能幫助我們

對聖詠有簡單的認識。

當我們研讀每一個主題時，先是一個大概的評論，後面是

我建議你該閱讀的聖詠篇別。

登聖殿歌:諒 120.......， 134

在聖詠集中立刻就可以找到特別的一組聖詠:十五首短歌，

相當活潑生動，每一首都有相同的主題。它們被稱為「登聖殿

歌 J '很可能是當人們慶祝三大朝聖節，在登上耶路撒冷時所吟

誦的詩歌。這些是聖詠 120~ 134 首(其中 132 首不是登聖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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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屬於這一組聖詠)

由於這些聖詠屬於不同家族的作品，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發現

聖詠的特徵，希伯來詩歌的形式，甚至是瞭解作者的宗教情懷。

請你現在以愉快的心情讀這些聖詠，然後從不同的角度再讀一

遍。

文學體裁

你能分別出這些聖詠各是屬於哪-個家族嗎?耶路撒冷聖經

以及普世譯本都遵循一樣的分類方式:信德的祈禱;請求協助的

祈禱，不管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感恩的祈禱;熙雍之歌的讚頌

詩~--些關於訓誨的詩歌，以及一首禮儀性的詩歌。

試著找出每個家族的特點，同時你會發現差別不是那麼大;

很可能同樣的一一首祈禱詩歌有祈求的含意，後來也可以變成是信

德的祈禱。

特T白宋詩歌

韻律

在古典的詩歌中，每」首都會有相同的音節，然而希伯來詩

卻不如此，音調有時會停在某一音節上，只有這些停頓點才算做

詩的韻律。因此每一詩節都是相同的數目(比如: 3+3) ，或是有

點變化(如: 3+2) 。下面是一個例子。

我從內心深處向你吶喊，上主!

請聽我的心聲。

請讓你的耳朵注意到

我的祈禱之聲。

Out ofthe depths 1 cry to thee, 0 Lord! (3) 

Lord, hear my voices. (2) 

Let thine hears be attentive (3) 

To the voices ofmy supplic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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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詩歌中，凡是黑體字的地方就是音調停頓的地方，如

此我們可以發現有一種 3 ' 2 ; 3 ' 2 交錯的韻律。

平行體

指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將相同的事物再重複一次。請你試著在

這些聖詠中找出幾個例子(比如詠 122， 8~9) 

連結字彙

有時句子的開頭是以繼續前一句詩的話作為開端，這樣這話

就成了二句詩節的連結點。比如詠 121 。

此人聖L言采卦乏字斤乖壽

我們清楚的知道祈禱沒有固定的方式，必須靠自己自由創

造，不管是個人的還是在團體中。此處我只能描繪出許多在某

些場合中可能的狀況。

當團體聚集在一起(當時祈禱的氣氛由一切構成:擺設、

圖像...... )時，有一個人大聲地朗誦聖詠'其他的人在心中默

唸:一次、二次、十次。在持續了許久的默福之後，每一個人

順次說出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詩句，不管是重複這句詩，或是以

自己的話說出來。這樣一來，很多聖詠的詩句、字彙、圖像不

斷地被人重複或者寫下來，充滿著個別獨特的生命力，如此賦

予聖詠新的意義也更新了祈禱。要注意，千萬不要害怕沈默無

聲的時候;這不是一片死寂，而是讓天主聖言變成弟兄姊妹的

話語在我們心中迴響，並激起我們回應天主的時刻。

有時候，有些人會自然地唱起大家熟知的短頌;有時候也

會參雜著福音的經句以表達出聖詠也是基督的禱詞。

有些聖詠集的版本在每篇聖詠的最後都會加上祈禱詞，這

些祈禱摘取了該篇聖詠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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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你可以從二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這些是什麼?它們透露出什麼樣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環境?

也許是使我們想起家庭生活:母親與孩子，主人和僕人;或是與

大自然密切相關的鄉村人家:看守者，弓箭，建築房于，農獲等

等;或是當一個鄉 F人初次發現大城市的豪華建築與緊密的人口

時，他那目瞪口呆的眼神。有時候聖詠也會表達一種甚至趨近恐

怖的普遍狀況，恐怖得差-點就要將我們活吞了。

特別嘗試看看它們所說的是什麼。

.在這些聖詠中所顯露的是什麼樣的天主面貌?這和人類有

什麼關係?比如聖詠 121 ， 8 所說的 I上主保護你出外，保護你回

來，從現在起一直到永遠的世代J 相當精確地表達了所謂的「防

護措施」的概念，天主存在於人類歷史的時空中。

﹒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在試探中，以及在痛苦中回應天主

的愛?有什麼樣的罪惡感?請你看看在他生活中的每時每刻，不

管是家庭的還是工作上的，他如何生活在與天主的結合中:對他

而言，每件事都是天主愛的記號。

﹒朝聖的意義是什麼?耶路撒冷以及聖殿，這個天主自我顯

現的地方，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31'口里經的朋1京

你也許會注意到這些聖詠擷取了厄則克耳和司祭史的精神:

對於臨在於聖殿的天主備極忠誠;也發現到它們如何與強調天主

臨在日常生活的申命典相容;如何採用第二依撒意亞用來表達創

造者天主、與人親近的天主的圖像;以及使我們想起多俾亞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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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聖宴。

更深的來看，登聖殿歌有四層意義。它們為現在登上耶路撒

冷而慶祝，但是這種朝聖是再度呈現歷史事件的好方法;第一 A次

的朝聖一一在出谷時從埃及地上來，以及充軍末期從巴比倫回歸;

如此，也是時日終結時，所有的人登上耶路撒冷的預先顯現(依

六十~六二)

基督龍的祈禱

耶穌如何以這些聖詠來祈禱?我們今天可以怎樣運用聖詠來

ffifT禱?

天主的實窮

在聖經中，貧窮有兩積意思，我們千萬不要搞混了。

貧窮首先是-種損失的狀況，是一種惡，甚至是種醜陋，

因為這表示天主的國尚未來到，還有不幸的人遭到不公義的對

待。充軍時期的先知就特別宣講天國的來臨.到那時再也沒有

貧窮的入了 (146頁)。後來路加的「真福」思想就採用了這個

傳統。

貧窮有時也是一種心靈上的態度，是人體會到自己的置乏

與無能時，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的態度，稱之為「內心的貧

窮」。這種貧窮(希伯來文是 anawim) 就是瑪竇「真福」言論

裡所說的貧窮。

心靈貧窮的觀念在索三 2相當清楚(132 頁) ，充軍回國後

這樣的思想漸漸發展，以致形成過蝕樸生活、遠離大司祭間政

治與宗教的爭端，度深度信仰生活者的特色，後來新約中的匣

加利亞、依撒伯爾、西默盎、亞納以及瑪利亞都是這樣的人。

登聖殿歌完成於充軍回國後，它所表達的就是這樣的精神。

這些貧窮人，心靈貧窮的人，他們的生活相當像樸.例如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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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大自然的村夫享受著謙遜的喜樂、家庭的歡樂、人際間的

友誼，以及一股深深的平安。這些聖詠的作者雖然不懂得華麗

的詞藻，然而他們所表達的圖像卻顯露出濃厚的宗教情懷:一

切都向他們訴說著天主，一切都是天主愛的訊息。這就是後來

耶穌在他的比喻中所使用的方法。

天主是與人親近的那一位，祂保護人所有的行動，看守著

他，並寬恕人所犯的一切罪過，而貧窮的人會以完全的信任與

依靠來自應天主。

這個天主就在抽的子民中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因此

貧窮人的生活就是一段朝聖歷程:以色列就是一支不斷前進，

走向天主臨在之所的民族。他們曾經從埃及走出來，也曾經從

巴比倫的流亡之地走回來;他們將持續地向前走，直到有一天

常所有的人再次相遇，融合在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喜樂，以及

因相同的天主而有的共融之中。

讚頌「創造者J 和「拯救者 J 天主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有渴望高聲歌唱的時刻，也許是覺

得世界太美好，也許是因為有人深深愛你，也許是剛和朋友盡釋

前嫌......同樣地，一個民族也會因興奮激昂而引吭高歌的時候，

比如國家代表隊贏了冠軍、國人得了諾貝爾獎等等。歌曲通常是

一個群體表達歡欣之情的方式，充滿著韻律和歡呼之詞，因此不

管什麼樣年齡的人，每一個人都適合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

稱頌之情。

在以色列中，大部分的聖詠對於讚頌都有所發揮，通常是以

單純的形式出現在讚美詩中，有時候也會出現在表達祈求的詩歌

中。這是聖經中的人物在面對天主持所表現出來的特徵之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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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他的處境如何，或是快樂，或是憂傷，或是受苦，或是犯罪，

凡虔誠信仰的人總是會認為自己生存於天主的臨在中，而祂是無

限美善，使人禁不住讚嘆不已。

這種讚頌不是理性運作的結果，而是一種由內而外自然而然

所表達出來的喜樂之情，因為他深深地體會到天主對他的愛 I 因

為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 J (依四三 4)

穿軍方文尋手3已且已

就我們所知，以色列人的第一個宗教經驗就是被釋放和被拯

救的經驗:天主是將他們從被奴役的景況中拯救出來的那一位。

除了聖詠以外的其他卷書中也保留了古老的詩歌，比如出谷紀中

米黎盎和眾人歡欣起舞時詠唱的詩歌(出十五 21) ，以及主前

1225 年左右，德波辣在大博爾 (Tabor) 山下所詠唱的凱麗歌(民

五)

藉由宗教慶典的舉行，人們讚頌天主的偉大奇妙，並在慶典

中重演天主過去曾顯的奇妙異事，好讓自己投入其中，彷彿親身

經歷這一切。藉此他們重新使自己意識到自己是天主所揀選的子

民，如此更新對盟約的信任，以及面對將來的希望:他們憶起了

過去天主的拯救行動，同時也邀請天主繼續以新的釋放行動來實

踐他的拯救計畫。

創造者3已主

以色列人隨後發現到:如果天主能介入他們的歷史，那是因

為祂是以色列的主人，是祂創造了這個世界。亞毛斯先知引用了

不少讚頌創造者天主的優美詩歌(亞四 13 ;五 8~9 ;九 5~6)

而第二依撒意亞也以此為其神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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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詩自勾結構

這些聖詠的結構相當簡單，首先是一個邀請，規勸人應多多

讚頌天主;接著是讚鎮之因的發揮(由於......因為......) ，藉此

強調天主在歷史中的作為或是描繪天主的特質;末了則採個人性

的方式稍加發揮，並常常是以某種歡呼或祝福語來結尾，比如:

「阿肋路亞 J (讚美天主)、「永世無窮」等等。

我們的祈禱

對我們而言，用聖詠來祈禱鐵定再簡單不過了，而唯 a的困

難可能是文化上的問題。比如有些圖像對我們而言可能顯得相當

陌生(雖然如此，創世紀的故事已經使我們對這些圖像有些熟悉

了) ;而我們可能也會不白覺地將自己的想像套在某些歷史事件

上，然而這些都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就像我們並不會因為無法完

全瞭解祖父母的生活而覺得和他們格格不入。同樣地，這些詩歌

雖然細節繁瑣，卻會堅定我們的信念而使我們深信:天主選民的

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而也就是在這些天主的奇妙工程中一一從

出谷紀到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新的出谷一一我們擁有自己的根。

里言末的標題

大部分的聖詠在開頭時都會有一兩句關於作者或詩歌體裁

的話語，通常我們很難瞭解它真正的意思。

在希伯來文中，若前置詞後面帶有一個名詞，通常意思指

的是這個名詞所代表的事物屬於這個前置詞，因此在聖詠中，

這種前置詞帶名詞的情形指的是這是某某人的詩，或者說，這

首詩是屬於某人著作中的一部分。一旦反覆閱讀之後，入們就

將這些詩套在幾位大人物的生活景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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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時也會提到為配合該首詩歌應該採用什麼調

性，或應如何詠唱等等，這些可能和詩歌的體裁相關。

"出谷紀中的天主(詠 114 ) 

邀請:阿肋路亞!讚美天主!

情節發展

223 

1~2 節:第→次出谷的宗旨。天主要使抽的子民成為自己的

聖戶斤，祂想居住在忠誠的人民之中(請參閱厄則克耳和納鴻先

生日)

3~4 節:第一次出谷紀中的奇能異事。

5~6 節:作者發言，並引導我們詢問關於這些奇事的問題。

7~8 節:第二次出谷的奇蹟:從巴比倫中獲得釋放。至少可

能有這樣的意義:作者從第二依撒意亞的作品中獲得靈感(依四

- 15 ;四二 15 ;四三 20) ，因而讚頌第二次的出谷。

耶穌的祈禱

對耶穌而言，他必能相當輕易地詠唱這首詩歌(因為在逾越

節禮儀中必會詠唱) ，這樣他便能慶祝自己將在耶路撒冷所完成

的出谷紀(路九 31)

基督徒的祈禱

今天我們能怎樣使用這首聖詠呢?新約已經說明了我們的生

命就是一種出谷紀(若;伯前;默) ，這對我們的存在有什麼意

義嗎?我們可以求助於基督，因為他是我們的轉石以及活水之源

(格前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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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受壓迫者的天主(詠 113 ) 

邀請:

1~3 節﹒誰被邀請來讚頌天主?在那裡?

情節發展

4~6 節:天主的哪些特質受到讚美?

7~9 節:請將這幾節和撒上二 1~10 、第二依撒意亞所說的

喜訊以及真福等做比較。這些詩節想要強調的是什麼?

耶穌的祈禱

這首聖詠是「哈肋耳 J (Hallel) 聖詠組(該組聖詠皆以「阿

肋路亞」為始)中的第一首，通常會在三大節慶中頌讀，因此自

然地，耶穌會在聖週四中詠唱(谷十四 26 )。他如何使這首聖詠

成為自己的祈禱?

基督徒的祈禱

天主是如何地想要表達自己的偉大?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詮釋

第 7~9 節的意思(關於貧窮者和受壓迫者的尊嚴) ?當我們今天

用這首聖詠祈禱時，我們能不以行動來實踐禱詞中所祈求的嗎?

"天主的榮耀(詠 8)

邀請:

第 2 節;第 10 節又重複第 2 節的詩句，做為本詩的結尾

情節發展

3~5 節:聖詠讚頌天主的偉大。也許一開頭的詩節應如此翻

譯:

我渴望在穹蒼之上讚頌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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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赤子乳兒之口更棒的稱頌林

無疑地，這些乳兒就是在清早歌唱的星辰(約卅八 7; 巴三

35) ;而人對天主的讚頌猶勝於它們。天主的庇護所就是天空，

正如創一所描述，創造就是天主戰勝了混沌。

6~9 節:第 5 節介紹了人，從現在起，人成了中心點，但天

主仍然是一一切動詞的主格。宣揚人的尊嚴就是讚頌天主的榮耀。

這首聖詠正使我們處在兩段創世紀(創二;創一)敘述的過

干呈中。

新約中常常引用這首聖詠(請參閱聖經的註解)

"創造:天主的榮耀(詠 104 ) 

作者從埃及讚揚太陽神的詩歌(完成於主前 1350 年)中獲取

靈感。前面我們所擷取的片段詩節可供讀者做為比較。因此，人

的祈禱可以變成對生活的天主的祈禱，就像我們每天的麵包能成

為基督的身體一樣。雖然如此，聖詠的作者仍然不斷地以信仰的

詞彙以及創一中的敘述做為他的祈禱。

邀請:第 1 節

情節發展: 2~30 節

首先輕鬆愉悅地閱讀這首聖詠，然後請和埃及讚美詩做個比

較:彼此之間有什麼關連嗎?再和創一中的敘述比較:你發現創

造世界的「日子」是如何銜接的嗎?

結尾 :31~35 節

這是個人的祈禱，充滿喜悅之情，同時也期待一個最終能脫

離罪惡的世界。

基督徒的祈禱

天主藉著基督並在基督內創造了一切(哥一 15~18) ，透過



226 舊約導覽

抽的氣息一一聖神，祂賞賜給我們生命;而麵包和酒就象徵著在

聖神內新的受造。

讚美我們身旁的天主

天主是歷史的主，是創造者，是一位截然不同的神。然而，

以色列人所讚美的天主化工中，最令他們永不斷讚頌的就是:天

主離人不遠，祂就在我們身邊。祂居住在自己的于民「當中」

耶路撒冷，以及聖殿(祂臨在之處，也是人們朝聖之地)。而且，

祂也居住在自己的子民「內 J r我今天吩咐你的這誡命，為你

並不太難，也不是達不到的......其實，這話離你很近，就在你口

裡，就在你心祖，使你遵行 J (申卅日在)。這裡我們蒐集了許

多專家學者們分類的各種不同類型的聖詠'比如:熙雍聖詠、朝

聖聖詠'以及訓誨聖詠。

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

有些聖詠特別讚頌人們為天主邀請的喜樂:做天主的賓客、

進到抽的家中、和她有一份親密關係等等。請注意以下所列的幾

種表達法 r與你同在」、「為你的賓客」、「住在你的家中」

「為天主所庇護」、「天主在我面前」、「在你的雙翼之下」等

等。

你可以閱讀詠 139 。

呆主臨在祂的皇殿中

耶路撒冷一一或說熙雍山，因為該城建立在此山上一一和聖

殿是天主顯現給自己子民的地方。當我們閱讀關於依撒意亞蒙召

的經文，以及司祭典關於天主在約櫃顯現的描述時，我們可以瞭

解到，以民面對天主顯現時所體會到的印象是多麼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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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每年會到耶路撒冷朝聖三次，就是在三大節慶時:

逾越節、五旬節，和帳棚節，藉此機會，他們再次經驗到自己是

環繞天主生活的一個團體。雖然如此，仍然存在著一項危險，就

是將天主的顯現視為一種魔力，並且不按照正義來生活。某些先

知，如耶肋米亞，就不斷地告誡人民;另一方面，流亡巴比倫的

經驗以及聖殿的毀滅都迫使以民暸解到，天主不會機械性地保障

以民;祂並不定居在某個地方，而是居住在一個忠信的民族中。

基督佳的祈禱:天主完全顯現在耶穌基督身上，他才是我們

真正的聖殿;而教會是他的身體，是為聖神所扶持。這些祈禱使

我們想起教會是一群走向天上耶路撒冷的民族;在那裡所有的邪

惡不復存在，因為天主是一切中的一切。

天主靠番自己對聿顯現

法律常常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就像「服從」一詞給人不舒

服的感覺一樣。

對以色列人而言，法律並不是許多命令條文。法律是話語，

是溫柔的話語;有如一個女人以微笑回應她的情人，然後突然像

個上司一樣嚴格地將工作分配清楚;更精確的說，法律就像一個

導遊一樣，指示我們攀爬山頂唯一的一條路線。因此， ，-以色列!

你要聽! J 、「以色列!你要聽，並且服從! J 等等這樣的話都

不過是在說，-我愛你......那麼你呢? J 

就字源學而言， ，-服從」、「委順 J ( ob-audire )就是站在

一個正在講話的人面前，好好地聆聽他，並且充分準備自己以接

收他所說的一切，如此他所說的話會在我們心中不斷反響，然後

從我們的內在會生出必要的回應。因此，就此意義而言，情人間

的對話就是一種彼此的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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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這點相當重要，這樣當你在閱讀這些委順的祈禱詞時，

才能瞭解為什麼那些虔信者無比溫柔地讚頌法律，就像詠 119 所

寫的一樣。

基督徒的祈禱: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以聖詠來祈禱;對我

們而言法律已經成了人形，變成了耶穌基督，他是藉著聖神居住

在我們心中的天主之言。這些古老的話語可以幫助我們不斷地告

訴他在我們心中所興起的各種感受。

猶太人禮喂中的一段禱詞

上主，我們的天主，你以聾富的慈愛愛了我們:我們的天

父，我們的君王，前、以無限寬大的憐憫對待了我們;因榕的聖

名，以及我們祖先對前、的信仰，都曾教導他們生命的律令，求

你也將恩寵賞給我們。我們的仁慈之父，求你憐憫我們，並使

我們從內心瞭解、聆聽、學習、教導，並在愛中細心完成前、妥

親中所有的訓誡之言。求你在你的律令中開啟我們的雙眼，好

讓你的妥辣深植我們心中，並使我們的心團結一致以敬畏前、的

聖名......都在萬民中揀選了我們，並使我們由於對你的忠誠而

靠近你的聖名。上主，你是何等美好!是你在愛中揀選了以色

列人，你的子民!

"上主，林全然知悉我(詠 139 ) 

誰不曾夢想過有一天自己能夠為人完全瞭解，不管自己的特

質和缺點為何，都能為人所愛?而就是那些虔信者相信自己完全

為天主所愛，並為祂所識。

然而這種親密性並非全然平靜，就像對耶肋米亞而言，也會

因為這種親密過於沈重而有想要躲避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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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節:請注意描寫關於「靠近」、「親近」的圖像和語

詞。承認我們自己是天主所賞賜的禮物也是一種謙遜:上主，我

感謝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

19~22 節:雖然如此，這位祈禱者仍然深受困擾:為什麼會

有惡的存在?如此他想出了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祈求天主將

一切相反祂的勢力去除殆盡。

23~24 節:最後兩句的祈禱讓人覺得感動:作者並非不十分

確定自己走在中悅天主的正道上，因此仍然祈求天主保護他。

基督徒的祈禱

天主藉著祂所愛的那一位將恩寵賜給了我們(弗~6) 。藉著

他，我們得以成為天主的義子，並藉著使我們呼號「阿爸!父啊」

的聖神，我們能瞭解基督和天父間的親密關係。此外我們也知道，

「于」會看守父所交託於他的人。

圖，我以整個的存在向天主踴躍歡欣(詠 84 ) 

這首朝拜聖殿的歌表達了對天主強烈的愛情。

請你找出一切關於「行進」、「居所」、「喜樂」等事物的

圖像和語詞。找出這些表達我們現實生活景況的詞彙是相當有益

的，如此慢慢地我們就能創作出適於我們今日所使用的禱詞。

基督徒的祈禱

現在真正的聖殿是耶穌基督，因此，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話

語來讚頌耶穌。

在整個歷史中，教會則是基督的身體，因此我們有如兄弟姊

妹般喜悅地生活在一起，雖然如此，我們仍須祈禱教會不斷地淨

化，好使她活出應有的本質，同時也祈求天主讓我們在教會內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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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努力奮鬥。

"我渴慕天主(詠 42 ，---43 ) 

這兩首原屬於同一首聖詠'由一句賦歌 (42， 6; 12;43 , 5) 

將之劃分為三個節數相等的段落。

一位在聖殿服務的人流亡到黎巴嫩，哀傷之餘唱出了他的痛

苦。打從流亡之日起，他所感受到的就是離天主越來越遠。

42， 2~6 :他渴望什麼(參出卅四 23) ?他的痛苦是什麼?使他感

到安慰的又是什麼?

42 , 7~ 12 :從流亡之日起，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向天主

祈禱。這首聖詠繼續了昔日古典的圖像。

的， 1~5 :祈禱詞 請你找出與「鄉愁」、「水」、「光

明」、「喜樂」、「救援」等相關的圖像和詞語。

圖，林的法律何等奇妙(詠 119 ) 

這首聖詠一共 176 節，全部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天主，

我愛你的法律」。這 176 節以每 8 節為一個單位，這 8 節頭一個

字的字母都相同，從第一個 8 節到最後一個 8 節是按照希伯來字

母的順序排列，因此一共有 22 個段落;而每一節一定會出現一個

關於法律的同義詞，如法律、誡律、諭令等等(一共有八種)

這首聖詠(最好是採取小段落的方式來祈禱)由於他的歌謠性質

而令人著迷，有如一個愛人向他的情人不下千次地訴說著他對她

的愛情，如此，聖詠的作者不斷地告訴天主他愛她;這位天主曾

經透過自己的話語使作者與祂如此親密: r上主，顧你時常與我

親近 J ,( 151 節)

在這段「發言的天主」和「聆聽的信友」間的對話中，我們

可以找到一些表達天主的圖像和語詞:法律就是向我親近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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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自祂的口，是祂所要訓誠的) ，雖然如此，法律仍然奧

妙不已。

同樣地，我們也能找到代表人類及其行動的圖像和語詞:他

轉向天主(探察、默想、喜愛、研究法律) ，他遵守、尋找法律，

也走在正道上......他應當回到天主身邊，因為過去他曾犯了罪過。

基督徒的祈禱

我們可以將這首聖詠中的「法律」改為「耶穌 J '然後用來

做為我們的祈禱詞，因為天主之言已經藉著聖神放在我們的心中

了，而這位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表達希望的祈禱:天主為王;人間的君王

這裡我們蒐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聖詠'但卻都是對王權的讚

美，只是一個是針對天主，另一個則是地上的國王。這些聖詠引

導我們注視著未來，直到最後天主藉著祂所建立的默西亞君王顯

現抽的面貌時一一祂是忠實、正義的君王。

上主禹王

從起初以色列人就相信，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國王，人間的

君王不過是她在地上的代表而已。

然而在流亡巴比倫以及後來的歲月裡'以色列人沒有國王，

因此他們漸漸發揮了對天主國度的信仰，第二依撒意亞於是表明

天主是君王，因為祂是創造者(四十 12~31) ，也是以色列的拯

救者(四-21 ;四三 15 ;四四 6) 。先知也邀請所有的民族一起

明認天主為王(四二1O~12) ，並且宣稱天主最終要建立自己的

王國(五二 7)



232 舊約導覽

有五首聖詠相當類似，都是以讚頌天主的國度為主題: 93 ; 

96 ; 97 ; 98 ; 99 。

這些聖詠充滿了喜悅之情，可能是在一個節慶的場合中，以

色列人、所有的民族(諸島嶼) ，以及宇宙間一切的事物都一同

參與、分享這份充斥全宇宙的喜悅。

詩中不斷重複依撒意亞的喜訊一一一福音，並宣報天主為王將

要終止一切悲慘和貧窮的時刻。

無疑地詠 47 也是出自相同的淵源，而詠 24， 7~ 10 則可能是

更早的作品，主要是讚頌天主的約櫃在達味時被供進了耶路撒冷;

1~6 節則是流亡時期才加入的詩節，充滿著萬民主義的觀點。

這些歌謠都是應禮儀場合的需求才誕生的;在禮儀中，天主

的國度開始在人間成為其實的。

基督徒的祈禱

藉著一宣講「真福」以及為貧窮人施行奇損，耶穌顯示天主的

國藉著他已經來臨了，然而這才是開始而已，門徒們必須加以實

踐。因此，這些聖詠就更強化了我們的期待與盼望 í願你的國

來臨 J '也邀請我們為天國的來臨而努力。

國玉的誕生

有七首 (2 ; 21 ; 45 ; 72 ;的; 101 ; 110) 甚至更多的聖詠是

讚美以色列的君王。

不同於其他的民族，以色列人從來不將自己的國王予以神化，

然而，就像納堂先知向達味宣告的，國王們一旦登基之後，在某

種意義上就成了天主之子，因此，他們為王的那一天，也就是天

主之子的誕生日。

也許這些聖詠中有些是相當古老的，但無論如何，人們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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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之後都一再地吟唱這些聖詠，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國王的日于裡。

如此一來，這些聖詠就成了人們新希望的寄託，使人們深深相信:

終有一天，天主要派遣默西亞君王建立自己的國度。

基督徒的祈禱

基督徒們相信耶穌就是那位默西亞君王，因此，他們也受邀

一同慶祝默西亞君王的奧蹟'並祈求他的王權越來越真實地實現

在人類中。

「一一 1 
基督的復活:這是耶穌基督以天主子 默西亞君王 i 

*斤~:句中 F斤引.用自勾首長 2

這首聖詠幫助我們l撩解以及表達:

宇宙之主的身分誕生的時刻(宗十三 32 ;羅- 3; 希- 5; 五

5; 默十二 5) 。因此，這裡並不提到他在白冷誕生的事蹟，而

「天主子」一詞並不涉及基督的神性，而是要說他被立為王以

及宇宙的主宰。

﹒基督的死亡:這個事實為人民中的首領人物所拒絕，而

他們就是聖詠上所說的「惡人 J 專門反對天主以及抽的受傅

者(宗四 23-31 ;瑪廿六 3-4)

.在末日基督還要再來:終有一天他將決定性地被封為宇

宙之主(默十九 15 ;廿一 1-5) 。這就是我們最終盼望的基

礎，而若望也保證我們將要分享他的榮耀(默廿一 7; 二 26)

"天主為王(詠 96)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看看這首聖詠(以及其他讚美王權的聖

詠)如何將第二依撒意亞的訊息以祈禱的方式表達出來，以下是

幾點相關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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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節:邀請普世大地高唱新歌(依四-10) ，天主將以民

從流亡之所拯救出來，在農民族面前施行了祂的正義與榮耀(依

四五 14~25 ;五二 10 ) 

4~6 節:此舉顯示只有天主是真神，其他的神祇只是虛無

(依四- 21~29 ;四三 9~13)

7~9 節:邀請眾民族一同讚頌天主(依四五 14 ) 

10~13 節:高聲宣揭天主是創造者(依四二 8) ;這些詩節

說明了為什麼天主最終將是一位公義的君王以統治大地。

請注意一些使我們想起「榮耀及創造」、「和平和社會正

義」、「普世的讚美」等等的圖像和語詞。

"我的兒子. . . . . .你坐在我的右邊(詠 2 ; 110) 

在此之前，也許請你先讀讀納堂先知對達味所說的神諭(撒

下七)
詠 2， 1~3 節:邪惡的君王們和人民聯合計謀要反對天主和抽

的默西亞(編上十七 14 ) 

4~6 節:天主嘲笑他們;他們共謀反抗天主的計畫真是可

笑。

7~9 節:默西亞軍君王想起了天主的計畫:當他登基為王的

那一天，天主使他成了自己的兒子。然而這個王國將要超越以色

列，現在它已經涵蓋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了，因此，這裡所說的並

不是一個人間的、地上的國王。

10~12 節:警告所有反對者:應當虔心敬畏上主!

詠 110 以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來陳述相同的主題:

﹒你坐在我的右邊:這個圖像由一個特定的位置標出，因為

國王的宮殿就在聖殿的右邊;因此，這裡指出:要給國王一個幾

近神聖的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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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司祭:就像其他民族一樣，對以色列人而言，國王同

時也是司祭，事實上，他是司祭之首，同時擁有這兩種職分而不

會混淆。

基督徒的祈禱

請看下頁附表中關於「新約中所引用的詠 2 及詠 110 J 

"相信不忠誠的天主(詠 89)

「設若天主不是真實的，這真是令人感到害怕的時刻;儘管

如此，我仍要愛祂。」這句話不僅可以應用在個人身上(像約伯

一樣) ，也可以應用於群體的情況上。

主前 587 年，王國滅亡了，但是天主曾經許諾要使達味王朝

直到永遠，那麼天主仍然忠誠嗎?祂是否發虛誓?

2~3 節:這是在夜晚中對愛以及天主忠誠的讚美，是一種全

然相信的表達。然而，顯然的似乎每件事物對此都表達反對，作

者因此堅持不斷在詩句中重複「忠誠」、「相信」等詞語

( Q.esed 、 emunah) : 2 ; 3 ; 9 ; 15 ; 25 ; 29 ; 34 ; 50 (請參考先

前我們所談關於「愛」的各種語彙)

4~5 節:天主憶起祂對達味的許諾。

6~19節:天主是創造者也是國玉，因此祂是全能的。祂沒有

理由不實踐自己的訐諾。

20~38 節:關於天主對達味及其後裔的許諾，其細節的描

述。

39~46 節:作者做一個大膽的信仰跳躍，質疑天主並不忠

誠。

47~52 節:痛苦地呼籲天主快快行動。

53 節:祈禱始於毫無隱藏的信仰之中，最終也以感謝之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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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天主的工程終究尚未完成。

基督徒的祈禱

首先我們應該學習一種態度:在祈禱、在全然的信仰和信賴

上反對一切否認天主的勢力。現在我們在耶穌的身主經驗到這樣

的態度:他在革則瑪尼和卜字架上的祈禱。

茅斤來司中F斤引 4用自句古長 110

耶穌在面對公議會審判時曾經將這首要詠應用在自己身 t

(也用了達七中關於「人子」的圖像)

耶穌坐在夭主的右邊:伯多祿在五旬節那天特別強調這項

肯定以便說明逾越節中所發生的一切(宗二 34) ，這個主題常

常在新約中反覆出現(宗五 31 ;七 55 ;羅八 34 ;哥三 1 ;弗-

20 ;格前卡五 25 ;伯前三 22)

致希伯來人書以第 4節做為論述的依據:耶穌是大司祭(希

五 6)

表達可斤求 J 末日「感恩」的聖詠

聖詠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屬於祈求式的聖詠，專家學者們

再加以區分為個人的和群體的求禱，兩者之間唯一的差別是求禱

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同時研究這兩種型態的聖詠。

這類的聖詠通常是由四個部分組成(其排列次序各有不同)

向天主祈求幫助;所處困境的陳述;天主必須俯聽祈禱的理由(特

別是基於天主的愛、抽的忠誠和榮耀，以及求禱者對天主的信

賴) ;最後是結尾，通常是一種充滿信心的祈禱，一種基於已被

俯聽所表達的感激之語，以及表示要施行感恩、祭獻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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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引起人向天主祈求的景況則是相當不同，比如:

﹒病入膏育者的祈求;

﹒受不義所壓迫者的哀禱;

.流亡者的祈禱;

﹒為以色列的勝利祈禱;

237 

﹒詛咒敵人的祈禱。這類的聖詠引出，種特別的問題，我們

必須另外再討論。

﹒罪人的懺悔詞。

基督徒的祈禱

以這種聖詠來祈禱既是容易叉顯困難。

我們可以輕易地使用它來祈禱，因為我們常常與他們有相同

的處境。

至於困難方面，則有以下幾個理由:

.這些聖詠常常採用《些我們很陌生的圖像，雖然有時候在

聖經的註釋欄裡會有所說明;即使如此，誦讀詩句也不一定要完

全瞭解它的意思啊!

﹒幸好我們不總是處在這些情況中!由於聖詠是一種普世性

的祈禱，因此有時候在誦讀它時，也會促使我們在祈禱中體會到

他人的困難。也就是說，聖詠中的「我」是一個集體性的「我」

那麼，我們就代表所有受苦是人的聲音了。

﹒有時候求禱聖詠也會使我們覺得不舒服，畢竟天主不是專

為彌補我們缺陷的「水泥工」。此話不假，但是情人問有時候也

會以互相要求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愛情關係;因此，向天主祈求

並不會免除我們的責任，反而藉此我們可以從愛中獲得繼續奮鬥

的力量。

﹒只表達感謝和信任的祈禱詞是相當稀少的，因為這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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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常常出現在求禱的聖詠中;所有的聖詠都有這些部分，只是

有時會加上一些對事件的反省1"請注意天主的能力和愛情，雖

然我們是罪人，祂卻仍能救我們脫離各種複雜險惡的環境。」

表達「詛咒」的聖詠

聖詠中的某些段落，甚至整首聖詠有時會使我們感到萱慚:

我們怎能祈求天主將敵人殺光，將他們的內臟掏出，甚至打落

他們的牙齒呢?基於此點，也許我們有兩種使用這種聖詠祈禱

的方法。

也許有時候我就是只能這樣祈禱，因為我在新約中找不到

與自己處境認同的經文(父啊，寬赦他們吧! ) .至少我能藉

著重複這些聖詠慢慢地歸向抽。這樣一來，也許謙虛地以聖詠

祈禱也能使聖經溫暖我們的心，然後有-天天主之言也能帶我

們來到十字架下。

但是藉著基督，這些祈禱改變了它原來的意義，並且被聖

化了。請你閱讀關於「神聖的復仇者」這一首思佈的詩(依六

三 1-6) :天主要壓碎祂的敵人，他們的血將灑染到抽的衣袍

上......當默示錄節錄了這一段詩敘述耶穌身染紅血時(默十九

13) .我們知道他承擔了世界的罪(格後五 21) .因此現在他

身上的血是自己的。

今天當我們使用這些聖詠來祈禱時，基督仍然繼續承擔世界

的罪，繼續受苦直到為這個世界而死，甚至藉著自己對它的愛來

驅散一切的邪惡。

和基督一同以這些聖詠來祈禱，我們說這是一種向天主祈禱

的方式1"將我和你的聖子放在十字架上，懲罰所有的惡、我所

犯的一切的罪過，以及一切我曾參與過的世界之罪。藉著你的聖

于，我願奉獻自己，好使一切在真理中獲得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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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詠 22)

2~3 節:向天主其求救助

4~12節:信友開始陳述為何天主應該俯聽他的理由:天主就

在我們身邊;祂曾解放我們的祖先;祂也會保護那些對祂忠誠的

人，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

13~22 節:以許多圖像來闡釋所處的景況。

23~27 節:感，粵、。不管是真的，還是自己的希望而已，他都

相信天主已經俯聽他的祈求了。他呼籲人們和他一起讚美天主，

並且邀請貧窮人 4起分享天主所給的盛宴。

直到目前為止都是個人的祈禱，後來 28~32 節所加的這一段

就是集體的祈禱。在這段裡「萬民歸向天主」的宣稱是基於第二

依撒意亞的訊息，並且和其他讚頌天主為玉的聖詠相符合。第 30

節所說死人應當朝拜天土，這樣的陳述應是以達十二為基礎，因

此祈禱就成了對永生的盼望。

基督徒的祈禱

依照瑪寶和瑪爾谷福音，耶穌在十字架上就是以這首聖詠中

的第一節來表達他的痛苦，而苦難史的敘述也採用了一些其中的

圖像。

這首聖詠既已成了基督的祈禱，那麼我們也可以和耶穌一起、

也在他內，用這首聖詠來祈禱。

"天主，將他們全殺了吧(詠 109 ) 

這首聖詠可說是所有詛咒聖詠中最不好的一首。有些學者試

圖緩和該篇聖詠的氣氛，於是就將這些惡語(第 6~19 節)解式

為敵人們對我們的污蠣之詞，雖然如此，我們最好還是接受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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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樣子，因為即使像耶肋米亞這樣的聖人也免不了要會有這樣

的祈禱(耶才→七 18 ;十八 21~23 ;廿 II ~ 12) 

要將這首聖詠區分為許多不同的部分是很容易的。

基督徒的祈禱

首先，我們應記住耶穌也像其他人一樣使用這首聖詠來祈禱，

因此，將它變成基督徒的祈禱是相當可行的，你也許可以在關於

「詛咒聖詠」的說明中找到一些靈感。無論如何，我們可不能任

意刪去它，或者將它從禮儀經文中剔除，因為這些仍舊是天主的

話。

圖，天主，求林憐憫我(垂憐曲) ，詠 51

3~4 節:向天主祈禱，以求罪之赦。

5~8 節:我曾犯罪得罪了你。

9~14 節:祈求天主潔淨他。

15~ 19 節:出於感恩的許諾:他所要獻上的祭品就是謙卑的

自己。

20~21 節:為耶路撒冷祈禱。這些詩節充滿物質性的祭獻，

和先前幾節似乎不太搭配，因此很有可能是後來加上的。

作者主要使用三種不同的語言來完成他的祈禱詞:關於「罪」

(請看附表的說明)、關於「潔淨 J '以及關於「愛 J (請參考

先前談過的「愛的語言 J )的語言。請你將它們找出來。這是否

使這首聖詠更加生動呢?

也請注意這首聖詠如何採用了厄則克耳先知的訊息:信友感

覺到自己屬於罪惡的民族(則十六;廿;廿三) ;他知道只有天

主能賜給他一顆潔淨的心(則卅六 26宜) ;這就是聖神的工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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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六 26ff ;卅七 14 ;卅九 29 ;四七)

這位信友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為求得天主的寬赦呢?

基督徒的祈禱

如果我們能和基督同心合意地以這首聖詠來祈禱，那麼我們

將能輕易地誦讀它。天主的愛完全地顯現在基督身上，聖神則傾

注在我們心中，這使我們能在全然的信賴中以聖詠來祈禱。

朋於「罪」的語言

失誤 (fault) 其字根為「錯誤」、「末中標的」之意。

因此犯罪就是失去天主，失去了快樂(第 4.5.6'7.9.

11 • 15 節)

反抗 (revolt) 就是違反他人的意顱，不管其對象為個

人，全人類或是天主。先知們常常用這樣的字眼來指責以民拒

絕順服天主(第 3 . 5 . 15 節)

乖張( perverseness ) :其字根為「歪曲」、「走岔路」之

意。罪人已經扭曲的心應當悔改(第 4. 7 • 11 節)

惡( evil) 這是關於「罪」最通用的字彙，指的是「邪

惡」以及「不道德 J (第 6 節)

祈禱是為了生活

在充軍之後，以色列的智者對於許多主題有更深刻的反省，

比如:對正義、法律的讚頌，以及關於賞報這個棘手的問題等等。

聖詠中也有不少類似這樣的主題。



242 舊約導覽

稱頌「正義 J '尊敬聖人

只要讀一讀竄言中關於賢婦的敘述(第卅一1O~31) 以及德

訓篇中對祖先的稱揖(德四四 ff) ，讀者就可以知道這些智者多

麼喜愛這樣的描繪圖像。

請讀詠 111 。這是對天主的讚頌，相當美妙動人(每一節第一

個芋，的字母都不同，是按照希伯來字母的順序排列)。現在讀詠

112 (和前一首聖詠結構相同)。你是否覺得驚訝:居然大部分讚

頌天主的聖詠同時也可以用來稱讚義人?或者你也可以看看詠 l

和詠 26 ( í 我要洗手表明無罪 J 第 6 節) :我們能真實地這樣

祈禱嗎?也許我們可以有兩種方法來使用它們做祈禱。

有如瑪利亞般地單純，歡|咒於上主在她身上所做的一切 í上

主為我行了奇事」。罪並不在於承認某人的特性，而是在於拒絕

看到這些特性，並為此光榮天主。

同時也懷著謙卑的心。我明瞭自己遠離天主已久;有好長一

段時間祂沒有在我身上實現早已為我預備的夢想。再次誦讀這些

聖詠就是將理想再次放在我們的眼前，承認自己尚未能做到，並

祈求天主幫助我們達到目標。

稱頌法律

我們已經看過詠 119 中稱揚法律的 176 個詩節，因此也可以

繼續讀詠 19 。

我們已經發現到，對以色列人而言，法律就是天主的話，就

是智慧(德廿四;巴四 1 )。後來在是禱將「法律是我的生命」過渡

到「基督是我的生命 J '他所做的不過是給同樣的事實一個更適

當的名稱。

對基督徒而言(後來我們會再回到這一點) ，法律並未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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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由於基督，我們現在更能明瞭法律的真義(路廿四 25) ，它

仍然是使我們心中火熱，使我們朝向基督的一條道路。

關於「賞報」的問題

「如果你行善，必有好賞報;如果你作惡，必會受懲罰」

這是申命紀中一再強調的原則，無論如何都不能抵觸這項原則，

然而，事實仁並非如此。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慷慨的靈

魂不斷地護衛這項原則，相信死後一切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這

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以色列人(直到很晚期)

絕不能接受死後仍有生命的說法，因此他們只好在孩子身上尋找

慰藉，希望他們能好好生活，或是將自己的厄運歸咎於社會群體，

就像一個人遭遇到不正義的對待時，我們總是會這樣對他說!那

是因為你祖父曾經犯罪才造成的。」然而厄則克耳(十八)、約

伯以及訓道篇郤抨擊這種輕率的說法。

大約有二十首聖詠談論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到約略

有四個主要階段以深化我們的信仰。

1.未曾意言龍至U白勾平安

人們肯定傳統的教導，並且顯得相當快樂(如:詠 138 )。如

果將他們所期望的轉換成屬神的語彙'我們能表達出一種來自天

上的希望嗎?

2.無法解釋的受苦

「如果天主存在，為何讓那些無辜的孩童們死亡? J 這樣的

聖詠(如詠 10 ; 94) 指出了一個令人傷痛卻又無解的問題。也許

有時候我們就是這樣祈禱，至少有很多人曾經這樣祈禱。也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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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祈禱就是為了挑戰信友的安全感，特別是那些常常太快就為

一切事找到解答的人。

3:1"言1rp中的平安

不敬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也有一說是這並不真確。無論如

何，人類的尊嚴是特別不同的，而天主無疑地會在我們所受的試

煉中獲得勝利(詠 49 ; 91 ;凹的

4.在愛中的喜樂

詠 73 是這一一單元的高峰，稍後我們將會研讀它。

一切都不需要多加解釋;儘管處在黑暗中，我們仍然完全相

信天主，因為我們相信祂愛我們，也相信自己對祂的愛。因此，

就在這種奇妙的信仰行動中，一種完全空虛自己、完全相信抽的

愛時，我們找到了最深的喜樂。

"人似牲畜做為祭獻(詠 49)

在你使用這首聖詠祈禱以前，可能的話，應當先閱讀訓道罵。

我們發現到兩者都帶有一種醒世的語調，常常打擊我們對理想和

夢想的期待: í人在富貴中，將與牲畜無異，都要死去 J (第

13 ' 21 節)

這首聖詠正好平息了長久以來人們對正義的歌功頌德，並且

邀請我們放棄以人的成就來尋找人性的尊嚴。訓道篇之所以如此

重要就在於楞棄一切虛假的解決之道，雖然它未必能提出更好的

方法。人類比任何他所用來裝飾自己的一切更加重要，這對每一

個信友而言，都是嚴謹而必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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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祈禱

我們不要太過自信，認為自己知道的比較多，或者以為基督

徒對於任何事物都有完整的解答。耶穌也會生活在我們的環境中，

他教導我們，雖然人能為每件事賦予一個正面的意義，但是他卻

是赤裸裸、毫無掩飾地感受這一切。他並且邀請我們、鼓勵我們

和他一起活出自己的生命。

"我永遠和你在一起(詠 73 ) 

這裡提到的是一位正直的信友毫無隱瞞地道出自己在信仰上

的挫折。他只是簡單地說 í我差一點就跌倒了。」

他所遭遇的挫折是這樣的:由於相信天主，也深愛天主，因

此努力度一個正直的生活，沒想到竟變得貧窮並遭人歧視;相反

的，那些不相信天主的人居然吃得又肥叉胖，衣著光鮮亮麗。那

麼，我為什麼要正直度日呢(第 13 節) ? 

這一切的確令人覺得傷痛，甚至難以承認，因此，這位信友

覺得自己在天主面前簡直就像是個大笨蛋一樣(實際上他所用的

字是「犀牛J ( behemoth) ，牠是以色列中最令人驚奇的動物)。

但是現在他瞭解到 í我總是和你在一起;你以你的雙手環

抱我;你將按照自己的計畫引導我;終有一天你會在光榮中收納

我。我已經擁有了你，我還要求什麼呢? J 

如此我們達到了一個高峰點:只有「愛」擁有那最後的一句

話，雖然聖詠的作者始終沒有說出這句話。這位信友並不需要說

明什麼，但是他去愛並且知道自己也被愛。而這一切促使他興奮

而堅定的說 í我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但是我如今實在太愛你

了，以至於將來我無法把握能繼續愛你......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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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彩的陶製j司馬(埃及，

主前 1800-2000 年) ，以
河馬的食物一一蓮花做裝

飾。聖經中 rBehemoth _j

字可指「 j司馬 J 或「犀

牛」



旅程結束

今年這趟「舊約之旅」己到了尾聲。另一本類似的書已經準

備就緒，將邀請讀者繼續進行「新約之旅」

在旅程末了和各位道別之前，也許值得回顧一下我們所學到

的東西。旅途中可能各位會想到一些問題。例如:既然我們現在

已經有新約了，為什麼還要讀舊約?聖經是天主的話還是人的話?

總之，從一個比較個人的立場看來，我必須告訴各位，簡而

言之，我希望你們學到的是「感恩」這兩個字。

走過這些地方之後

各位進入了聖經的世界，瞭解以色列的歷史和其他民族的歷

史，與其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相遇，閱讀或瀏覽過一些經文、

一些書，其中有些或許各位還想多看一下......。現在旅途告一段

落，各位可能覺得看了很多東西...... ，也忘了很多東西!這是正

常的，但不完全正確。

各位是不是忘了一些事蹟、年份、成書的時間?這些一點都

不打緊。當各位需要這些資料的時候，你很容易地可以在本書或

各位的聖經中找到。

因為一一也許這就是最大的好處吧一一各位學會了善用聖經，學

會如何找到經文、使用引言和註釋。

各位已經學會安置背景了。放進一些資料，特別是以色列歷

史上的重要時期，就像我們在頁做過的歸納，這些資料使各位更

能掌握以色列的生活，並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將聖經的每本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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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它該有的位置上。

各位還學會了某種接近聖經的方式，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各位不再感覺到初讀聖經時的天真的新鮮感，但卻能更真確

地瞭解聖經。各位看到聖經並不是直接轉播歷史實況，而是一些

信徒對歷史的詮釋。各位看到的是某些反射;讀一段經文的時候，

已不再先問 r 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J 而是問 r那些信徒告

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從中領悟出什麼樣的天主之言? J 

各位先注意的已不再是事蹟層面，而是寫作層面。

我們還有其他的發現:比較瞭解聖經的經文了，比較熟悉裡

頭的人物了，對天主的面貌有一個新的認識，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不同...... ，我們把這個做結論的樂趣留給各位。接下來要談」些

各位可能會間的問題。

為什麼還要讀舊約?

我們需要討論這個問題嗎?這趟旅行確實使我們肯定了舊約

的意義。現在只要看各位的發現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讀舊約?我們能提出三個主要的理由:要瞭解新

約必需先讀舊約;舊約是我們生活的明鏡;所預報的許諾尚未完

全實現。

1.要瞭解新約必需先讀舊約

看一本書先從它的「索引」看起，總是助益良多。如果索引

編得好，我們馬上就能對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但是先讀完每一章的內容後，我們發現到標題所帶出的含意往往

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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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ep是舊約的索引

聖經也是同樣的情形。新約中有許多詞彙不需多加解釋，因

為這些詞彙屬於當時的文化。就像我們談到「唐吉訶德」、「羅

馬宗座」或「西班牙自行車環國賽」時，這些詞彙所指的含意一

定和「一個坐在椅子上的人物J (椅子居然可以被稱為聖)或「一

趟觀光旅行」截然不同，因為這些詞彙屬於我們的文化，有一個

很豐富的上下文，有一段具體的歷史。(譯按:唐吉訶德是坐在

座騎上的;羅馬宗座在西文是 r Santa Sede 聖座 J 自行車賽者是

坐在座墊上的，這些人物都和椅于有關。)

耶穌或他的門徒所用的詞彙'有許多也是當時的宗教文化所

特有的，其含意和我們第一眼看到時所以為的，非常不同。那麼，

「聖經 J (舊約)就是他們這個文化的背景。因此，某些耶穌的

名號(默西亞或基督、達味之子、天主子、人于、受苦的僕人、

先知) ，某些說法，像葡萄園、婚姻、熙雍、水、噓氣(風、氣)

......等等，都像是章節的標題，都有豐富的含意，他們在以色列

的歷史中都有一個慢慢成形的過程。

但是談「索51 J 似乎太過物質化，我們比較好稱它為一個象

徵的世界。

-1固象散的世界

之前 212 頁我們曾說，語言分成兩種:一種是提供資訊的

「科學性語言 J '另一種是使用象徵符號的「關係性語言」。我

們曾經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這兩種表達方式。

如果我對一個小孩說 r這人很英勇。」這時我使用語言的

就是科學的、資訊的語言 r英勇」這個詞在字典上有一個具體

的定義，我把它用來描述這個人。這個詞清楚表達出人們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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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但是不增加我對這人的認知。如果我說 í這人是頭獅

子。」那麼我就是在用一種「象徵性語言 J 這個小孩決不會以

為這個人是一頭動物...... ，而且還有爪的(提供資訊的語言)

他會把所有關於「獅子」使他聯想到的各種特質應用到這個人身

上...... ，只要他所認識的獅子不同於他自己的布偶獅子!我們現

在碰到了象徵性語言的豐富性和限度:它使別人對我們講述的對

象有更豐富的認識，但只有具備同樣經驗的人才能體會同樣的意

思。如果這小孩不知道什麼是獅子，那麼就得先帶他到動物園或

電影院去看;只有當他對獅子也有同樣的經驗，才能以「獅子」

作為象徵性詞彙來對他描述。

舊約:象殼的世界

我們從剛才所說的種種，歸納出兩個有助於閱讀聖經的其體

結論。

我們看到舊約或新約上的一個詞的時候，先要問它是在傳達

一個訊息?或者它是一個象徵符號?若是後者，那麼就要問這個

詞使當時的人產生什麼樣的聯想?否則就會造成曲解。例如，對

於現代的基督徒而言， í天主子」有「強而有力」的具體意思，

而「人子」卻比較容易使人聯想到軟弱。然而，之前我們看過，

對以色列人而言， í天主子」就等於是「達味之子 J '雖然這因

此而成為一個重要的稱號，但畢竟還是屬於塵世的;相反的「人

于」在某些時候指的卻是達尼爾先知書上，那位天上派來、且天

主在末日要給他審判的權柄的人，也就是說，是屬神的;因此「人

子」這個稱號反而比「天主于」更為有力。

第二個結論是:我們閱讀舊約的時候，必不可輕易地把經文

上所指的人當作是耶穌。用一個例子來解釋吧。我們看達尼爾第

七章;如果一看到「人子」就說「這指的是耶穌 J '那麼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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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把一個毫無意義或不恰當的標籤套在他的身上(正如「獅子」

對於一個只認識自己布偶獅子的孩子而言)。因此首先要把耶穌

忘掉，尋找「人子」一詞在達尼爾先知書上的意義。一且發現「人

子」指的是一個集合名詞，代表整個信仰天主的民族為了天主捨

棄性命而最後被領入天主的光榮中，那時才能把「人子」應用到

耶穌身上。如此，我們對基督的認識才會豐富起來。

因此，為了瞭解新約，舊約是不可或缺的。這點很重要，但

畢竟還是在智識的層面。下面我們比較從生命的層面來看舊約為

什麼是我們人類生活的明鏡。

2.舊約，人性之鏡

我們可以說，透過各種期望和人性的經驗，天主使祂的人民

得以生存。因此，閱讀舊約就是對我們的人生進行深度的反省，

只要閱讀舊約我們就能體驗到這點，而耶穌和保祿也如此肯定。

讀著約

這趟旅程首次把舊約從頭看到尾，讓我們發現了不少經丈。

在熟悉單字、圖像和歷史，情況，這些必要過程之後，想必各位能

感覺到這些經文也反映出自己的生活。尤其在智慧著作中，特別

容易感覺得到:無辜的約伯們心自問為何遭遇這些痛苦;訓道篇

指出人性的荒謬;雅歌描寫震撼人心的情侶之愛;許多聖詠詩歌

中痛苦的吶喊或讚嘆，這些都是我們生活的一個部分，如同一面

鏡子呈現出來，使我們深思。而其他經文也有這個情形:出谷紀

的史詩和期待新的出谷紀，顯示出我們對於自由的渴望，我們切

望成為自由的人;先知們吶喊著要求正義及尊重窮人，正和我們

現今社會的需求完全一致;面對安提約古 (Antiocw肘，在瑪加

伯)的迫害而產生的暴力或非暴力反應，表達出我們今日的抉擇



252 舊約導覽

和他們當年模稜兩可的心態。還有更多的例子，但我們先在此打

住。

在這第一個層面上，所有人類，無論是不是信徒，都會有這

經驗。事實上，聖經是諸多偉大的人文著作之一，而描寫人類心

靈的傑作主要就是要描寫人類生命的精髓;聖經有它的表達方式，

就如同希臘史詩或巴比倫神話也各有其表現的方式。路加和保祿

告訴我們，這點對於信徒來說是更肯定。

從路刀口福音看耶穌自勾教賣方己去

逾越節那天，兩個門徒面帶愁容的走向厄瑪烏。「我們原指

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 J '此話意味著一個經驗和一個

希望的落空。耶穌並未責備他們。他很高興看到他們還懷著舊約

的希望，就帶著他們把聖經從頭到尾復習了一遍。此舉燃起他們

的心火，使他們在學餅的時候認出了復活的主。

我們也應當這樣。舊約的目的在於幫助我們重整人生中的許

多環節，此外，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它也會引導我們接近它

所預報的那一位。

以以色列的歷且為「模型 J (mock up ) 

保祿從神學的角度來表達這一點。他說發生在以色列的事件

都是我們的模型 (type '思高本譯為「鑑戒 J 格前十 6 ' 11) 。

希臘文 tupos 一般都譯為典型( model) 或典範 (example) 。但

是預象 (type) 和模範( model) 的意思正好相反，所以譯為模型

(mock up) 或式樣 (pattem) (服裝的)可能比較好。

在模範或典範的情況下，重要的是「模範 J (model) 而非複

製品。「模型」或「式樣 J (服裝的)的情況則相反。建築師依

照模型築起一棟大樓，裁縫師按著紙樣做出他想要做的衣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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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這棟大樓或這件衣服。「模型」或「式樣 J (服裝的)

是把人腦想像的東西提前實現出來。

以色列的情形很特別。他們歷史上發生的事件本身就具有意

義。但是對信徒而言，這些事件卻是他生命的先聲。天主在和以

色列對話的時候，也以某種方式想到我們。

這點能夠幫助我們避免把聖經當作道德教育的讀本。有一個

例子定能幫助各位瞭解這點。

耶穌在曠野史誘

很多時候我們會這樣子:耶穌受到誘惑時就抗拒誘惑，所以

我應該效法他。我們有這樣的架構:耶穌(模範 model) +我們。

這是沒錯，但這樣會把我們帶到某種道德主義(我們必須像耶穌

一樣行為端正) ，或者更糟的，使我們氣餒:當我面對一個太完

美的模範，我就會讚嘆說 I這不是為我的...... 0 J 

但是，瑪賢和路加指出，撒且讓耶穌再度體驗到生活在曠野

中的民族所面臨的主要誘惑。於是耶穌重新綜合了以色列的歷史，

但他使這段歷史成功了，他個人對撒且的答覆正是以民應有的答

覆(請參閱 I 你只需要...... J 125 頁)

以民在曠野中受到的誘惑正是我們的模型，仍是我們今日所

面對的誘惑。因此，耶穌經歷過的誘惑就是我們經歷的誘惑。我

們有了這樣的架構:我們的模型一一以色列+耶穌+我們。

耶穌首要的，並不是我們要複製的典型(或模範) ，而是我

們的生活在他內獲得成功，並且能夠、應該在他內生活。

3.許諾的時期仍舊持續

舊約大部分是許諾。例如，先知的經文，國玉的聖詠'預報

喜訊的默示錄:將來有一天，天主要來建立抽的王國;屆時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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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福的，因為貧窮將要被消間;邪惡、不正義、痛苦、死亡都

將被戰勝。

只要看看我們周遭(以及我們自己) ，就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尚未實現，因為邪惡、痛苦、罪依然存在。猶太人期待一位默西

亞來獨立、一舉為他們建立這天主的圓。基督徒承認耶穌是默西

亞，但是發現耶穌所做的只不過是開始建立天主的圈，而把實現

的任務留給門徒，讓他們在聖神的助佑下完成。

基督的到來並未取消這個期望，反而加深這個期望。過去，

舊約中的許諾有待耶穌完成;現在，這個訐諾則是有待基督徒完

成的計劃。

天主的話一一人的話

我們在 169 頁曾經提過這個問題，現在再談論這個問題，因

為可能各位讀完本書之後還會再問這個問題。

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通常都會相信(是信徒則相信，非信徒

則不信)聖經是「天主的話 J ; <聖經〉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聖

書，神聖之書。

經過了本書的研讀之後，可能有人會認為我們否定聖經的神

聖性。本書用分析的方法研讀聖經，就和閱讀一般的書籍一樣。

從以民、先知、智者和司祭的反省開始瞭解聖經形成的過程。最

後，聖經反而看來像是人的話。「天主對亞巴郎說......對梅瑟說

.• J '好像寫成下面這樣反而更好，-有些人說天主對亞巴郎

說......那些人詮釋為......他們把人的話神聖化了，說那是天主的

話。誰能保證他們說的是真的? J 

或許這要看看我們對於天主的話存有怎樣的概念。把它和「降

生成人」類比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使我們認識聖神對於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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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多麼重要，和聖神在信仰上的角色。

耶穌，降生成人的云主皇宮

我們發現，聖經居然是這麼明顯具有人的話語的樣貌的天主

之言，而產生的驚異、讚嘆之情，和耶穌當時的人所產生的反應

沒有兩樣。耶穌復活之後，他們才意識到他們曾經和天主子，降

生成人的聖言有過密切的關係。但他們看到、聽到的只不過是一

個人說出來的話。天主的話不是以非常明顯的、神奇的方式從天

而降，而是謙遜地成為我們中間的一位，必須靠信仰的眼光才能

發現它。

「其實，這話離你很近，就在你心裡，使你遵行。 J (申卅

14 )所以，天主的話就在人心裡'在人的實行之中，在人每天的

行動中，也在世界上發生的重大事件之中，我們要在這些事件中

拆解這天主之言的密碼。連在人的層面上，姿勢、物品都能傳達

一些訊息 I這件事情意義深遠，這個微笑含意很深。」我們也

要這樣子從言語、態度和人類的事件中拆解天主之言的密碼。

里神的角色

凡人都有可能把人的話說成是「天主的話」。誰保證聖經書

卷的作者們不會這樣做呢?

信徒既然承認聖經是天主的話，也就承認聖經是受靈感而寫

成的話，在聖經中看到聖神的行動。「那一位真理之神要把你們

引入一切真理，把祂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

們J '耶穌這樣告訴他的門徒(若十六 13 )。如果我們想像天主

的話是直接從天上掉下來的，那麼我們就是在辦棄聖神，也是辦

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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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言于是的角色

我們想要得到證明。我們就像猶太人向耶穌要求天上的明顯

徵兆一樣。而耶穌卻回答他們說 I你們除了約納的徵兆外，不

會得到任何其他徵兆;約納在尼尼微城宣講時沒有行任何奇蹟，

也沒有給任何證明;他只有宣講而已。城中的居民就從他的宣講

中聆聽天主要他們悔改的話。你們也一樣:你們從我身上聽到了

人講的話，看到了我是-個人，就要在這個人身上和這人所講的

話中，領會天主的奧秘。 J (參閱路十一訝， 30) 

這件事情的效果很重要。如果天主的話是直接從天而降，那

麼我們就只能覆述天主的話了。如果是信徒一代代謙遜地從人類

的事蹟中理解天主的話，那麼天主的話仍會在生活中各樣事情上

迎接我們。閱讀聖經的目的也許比較不是重複我們祖先在信仰中

的發現，而是做他們所做過的:在我們的生活和世界的生活中閱

讀這天主之言。

頌謝

經常在類似我們這樣的旅行結束後，有人會問我 I您在向

我們提議這趟旅的時候，腦子裡有什麼構想?寫這本書背後有什

麼樣的意識型態?您希望我們學到什麼? J 

不管間的動機是否友善，這個問題都是很重要的。這表示從

來沒有人客觀地閱讀聖經，就像任何其他方面的文本一樣。而我

們推薦這樣的旅程是有目的的。我現在不要說明我的「意識形態」

是什麼一一「意識形態」是在人不意識到的情況下影響人的;我

要比較謙遜地，不用無人稱的語氣而用「我 J '來告訴各位讀聖

經所帶給我的、而我也希望它帶給別人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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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1日芳是基督龍λ是聰明理智( intelligent )的?

我堅決相信，天主願意我們是聰明理智的，而且祂不要我們

讀聖經時還得犧牲我們的聰明理智。我們是三十世紀的人，無論

精確科學或人文科學都非常發達，我們要在二十世紀作基督徒，

就要同時看重信仰與科學。

因此，閱讀聖經帶給我的第一個好處就是，我們能夠同時是

基督徒又是聰明理智的。而這不是小事。舉個非常通俗的例子來

說吧(但是各位還可找著其他更多例子)。以前(現在還是嗎? ) 

信徒們看到天主創造天地的那段描寫，往往都會感到內在的分

裂:這些經文看來是在肯定一些事(世界是由天主直接創造的，

祂只花了六天......) ，既身為基督徒，就不得不接受經文上說的

事;但同時我們又是二十世紀的人，內心又有個聲音說，-去你

的!我才不信這些事情哩! J 有一種健康的讀經方法使我明白，

信仰和科學或歷史之間沒有什麼不相容。我們能夠完全屬於我們

這個時代，同時毫無任何自卑地相信。

JE1日芳是基督龍又是自由的?

人們經常以為基督徒都是神經錯亂的，關在鐵絲網裡'生活

中佈滿著一大堆信條和禁令。然而我們從整部聖經看來，天主希

望人是自由而負責的。

這點和一個人接近聖經的方式很有關係。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就明白了。有一次，我和一群來自各國的學生一起討論聖經教學

的方法問題:對於一個初學者，要採取什麼樣的順序向他介紹舊

約?大家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說按照「聖史 J (sacred 

history )的架構(創造一墮落一亞巴郎一梅瑟)來講解，也有人

說依循目前道理班所採用的方式(亞巴郎一梅瑟一創造)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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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從出谷紀講起，就和我們這趟旅行走過的順序一樣。其中有

個拉丁美洲的修女告訴我們說，.在我們國家，聖經在中學是一

門必修科目，所以我們有政府規定的教材，而這套教材採用了聖

史的順序。但是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小型的道理中心，教導願意

的老師先從亞巴郎講起，然後再講創世紀。」她叉說，.政府到

目前為止都還不知道我們這樣做。但是我們確信，一旦政府知道

了，問題就大了。」我們略加思索，就能明白何以如此。聖史的

架構是極端保守的.它特別強調天主是全能的，絕對的主人，祂

創造了人，而人只要服從祂就是了。沒錯，後來人背叛天主犯了

罪，但天主依舊是主人，因為祂懲罰人又寬恕人。理所當然一個

獨裁專橫的政府會喜歡這樣的架構:這樣人民就會不自覺地把這

樣一位絕對的天主和國家的領袖劃上等號。相反的，另一套順序

先從亞巴郎講起一一天主使祂的子民依循這條道路一一卻具有革

命性，使人發現天主是，位解放人的天主，祂要使每一個人都成

為自由而負責的人。

由此可見，閱讀聖經的方法的確對我們的宗教思想和行動造

成重大的影響;能促使我們成為馴順的公民或是負責任的人。

天主的人性

從上一段講來，可以說，正如智慧書所說的，天主是具有人

性，是謙卑的。天主是完全不一樣的，祂是歷史的主宰，宇宙的

創造者，超越的，無法接近的。現在是，將來還是。但是，祂首

先願意作一位接近人的天主，一步步與她的子民同行，無限度地

尊重人，不藉著奇蹟來強迫人相信，也絕不用祂的權柄來鎮壓人。

祂是一位喜愛人站著(非跪著)、喜愛人自由的天主，祂給人一

個世界，讓人去建設，讓人發展自己的歷史。

而且這位天主是忠誠的。我們已經看到聖經如何表達她對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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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的許諾:一次而永久的盟約，天主把祂的忠誠放在歷史的天

平上(以平衡人類的罪過，使人不致落入地獄)。這就是人最終

的決定性保障，使人完全自由:不論是聖人或罪人，都必定受這

位忠誠的天主所鐘愛。從人的經驗來看，我們相當清楚，當一個

人體驗到被愛，他就能有所作為;我們都需要有人把我們算作自

己人、信任我們。這就是信徒最大的、牢不可破的保障:知道不

論如何、不管他怎麼對待天主，天主都是愛他、信任他的。

因此，不論世界的歷史或教會的歷史，都會遇到波折、險惡

和挫折;但這些都不應使我們絕望。因為有看不見的、聽不到的

天主與人同行'信任著人。

~}~. 

如果必須把我們從讀聖經學到的基本態度歸納成一個詞，那

麼我會毫不猶疑地說:感恩。

有一位學者寫了一本書評論若蘇厄，他神妙地把這個態度濃

縮成這本書的標題: <征服的恩賜》。這句話道盡了一切。進入

客納罕地是一項征服;如果若蘇厄和人民沒有戰鬥，就不會征服

那塊地。他們佔領了那地方;但同時也認出那是一個恩寵。我們

先前讀到一段申命紀的經文 (126 頁) ，看到了一段歷史敘述一一

信經一一如何改變地上產品的意義。首先，以色列人能夠伸手收

穫他們的農作所得 I這些產物是我的」。而後聽到了天主如何

邀請祂的于民喜樂地承認，他們所有的產物和生命都是天主的恩

賜。「上主，萬有的主，願都受讚美，因這麵餅和葡萄酒，這是

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是我們從你的仁慈所領受的 J '天主教

禮儀中有一段禱文就是取自猶太人的格式。

我認為，聖經帶領我們瞭解到，一切都屬於人，人要自我實

現，建設這個世界，走出自己的歷史，而人本身就是天主給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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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禮物。

14 ) 

「我的天主，我向你致謝，因我被造，驚奇神奧。 J (詠 139，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J (路-49)

正在祈禱的管家厄比爾

﹒依 (Eb仕"的(雪花

石膏，瑪黎Ma口，主前

3000 年中葉)



如果你還要知道更多. . . . . . 

基於謹慎的緣故，在整本書中我只介紹了少數相關的參考書

或評論著作，因此你只需要找到一本好的聖經，然後伴隨這本導

覽來閱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更進-步地研究，以下的參考

書目也許能幫助你。

參考書籍

關於聖經的內容有兩本辭典蒐集了相當風父的材料 James

Hastings, Dictionary ofthe Bible , T. & T. Clark :以及五冊卜a套具有

圖解功能的 J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the Bible, Abingdon Press 。另

外，有兩本簡便的地圖相當適合我們的學習: Lucas Grollenberg, 

Shorter Atlas of the Bible, Penguin Books :以及 Oxford Bible Atl仰，

edited by H. G. M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兩本除了附有地圖

外，並有圖例說明。另有一些評論書籍，或是另外附在某本書中

成為單獨的一冊，或是屬於一整套的評論著作，比如 :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ies 簡單易懂，與事實相去不遠;而在美國由John

KnoxPress 所出版的 Lαryman's Bible Commentaries 可讀性很高;此

外，由 SCM Press and Westminster Press 所出版的 Old Testament Li

brary雖然比較艱深，但其曾定本卻相當值得閱讀。有些一大冊的

評論書也包含了許多主題不同的文章，我們從中選取最具代表性

的三本書 :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edited by R. E. Brown, 

J. A. Fitzmyer and R. E. Murphy, Geoffrey ChapmanIPredti間-Hall ; 

The New Catholic Commentary on Holy Scripture, edited by R. C. Ful

ler, Leonard Johnston and Conleth Kearns, Nelson; Peαke廿 C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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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η on the Bible, edited by M. Black and H. H. Rowley, Nelson 。止七

外，關於舊約的時代背景可以參考 Near Eastern Religious Texts 阿

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edited by Walter Beyerlin, in the Old Tes

tament Library ;以及 Ancient Near E的ter Tex缸， edited by J. B. Prit

cha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附有一本很好的 Ancient Near 

Eastern Pictures 指南)

一扭著作

以下是一些關於舊約聖經比較;有價值的研究報告:

Bemhard W. Anderson, The Living World 01 the Old Testament 

( American title Understanding the Old Testament) , Longmansl 

Prentic Hal l. 

G. W. Anderson, The History αnd Religion olIsra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 Bright, A 品istory olIsrael, SCM Press/Westminster Press. 

Alan T. Dale, Winding Qu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 H. Hayes, An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Study, SCM Pressl 

Abingdon Press. 

Henry McKeating, Studying the Old Testame肘， Epworth Press.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Darton, Longman & Todd. 

Robert Walton (ed扎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merican title Bible Study Source Book -Old Testament) , 

SCM Press/John Knox Press. 

周於特殊主題的會自

下列書籍和我們在這本導覽書中曾經談到的幾個主題有所關

連，按著我們所談論的主題列出相關的書目。



如果你還要知道更多﹒..... 263 

George W. Ramsey, The {1uest for the Ht廿torical ./srael， SCM Pressl 

John Knox Press. 

E. W. Hearton, SolomOl的λ0wmen, Thames & HudsonlUniverse. 

E. W. Hearton, The Hebrew Ki均:gdo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hard von Rad , The Message ifthe Prophe，衍， SCM Press店farper and 

Row. 

Walter Zimmerli, The Law and the Prophe，釘， Blackwell. 

J. Lindblom, Prophecy in Ancient ./srael, BlackwelllFortress Press. 

P. R. Ackroyd, Extle and l?estoration, SCM Press/Westminster Press. 

P. R. Ackroyd, ./srael under ßabylon and Per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engel, Jews， σreeks and ßarbarians, SCM Press/Westminster 

Press. 

D. S. Russell , ßelween the Testaments, SCM Pressl Fortress Press. 

D. S. Russell, The Jews汁。'm Alexander to Her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每一本書都能引導我們繼續研讀另一本書，因此閱讀始終是

沒有終點的。雖然如此，千萬不要萬記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要失

去當初你開始研讀時原來所具備的眼界!



聖經以外的猶太文學

舊約的最後幾部書都在主前一個世紀寫成(除了智慧書，不

算在猶太聖經之內)。在天主教會的聖經中，從大約主前 50 年寫

成了這本智慧書起，到主後 50 年新約的第一本書為止，也就是得

撒洛尼前書寫成之時，中間都沒有其他著作。一整個世紀都沒有

文學作品?不過，基督徒們特別關切這個世紀，因為耶穌就是活

在這個世紀。

事實上，這個世紀產生了非常多的文學作品，目前訐多聖經

學者在這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書寫成叉的恥口頭的「法律」

天主在西乃山上把法律交給了梅瑟。但是猶太人只把其中一

部分書寫成文，另一部分則透過口頭傳授(參 174 頁)

成文的法律 實質上就是「梅瑟五書 J (法律的五本書)

被「先知書」所光照，被「其他書」所默想。所有這些書構成了

聖經。

在成文法律方面，有許多書大約在主後寫成，其中有些是長

久以來即為人所知的，有些則是最近才發現的，如 1945 年在埃及

發現的納格﹒哈瑪地 (Nag Hammadi )文獻，還有 1947 年在谷木

蘭發現的文獻。

口頭傳統 正因為是透過口頭傳授的，所以比較難指出有哪

些傳統。猶太人有一些傳統與成文的法律並行，他們默想聖經，

把它應用於當下生活景況中，因此文產生了新的傳統。而許多時

候很難確定哪個傳統是在哪的時期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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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文獻

默末，隘的文獻

這些文獻中有很多是自古以來就為人所知的。例如:哈諾客

( Enoch) 的書、禧年紀 (Book of Jubilees) 、撒羅滿的聖詠、卜

二長老的盟約、梅瑟被提升天、厄里亞的默示錄、亞巴郎的默示

錄、第四本厄斯德拉一一拉丁本聖經、拉丁通行本 (vulgate) 都

含此書。所有這些書嚴格來講並不是默示錄，但全都有此傾向。

此種默示錄潮流特別是對於暸解新約有相當的重要性。

谷木蘭手抄本，聖殿卷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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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木蘭的文獻

從 1947 年起，在死海附近的一些洞穴中陸續發現這些文獻，

這些手抄本使我們知道厄色尼人 (Essenes) 的思想，一些虔誠的

猶太人在瑪加伯時期退居到谷木蘭的「修道院 J '一直到主後 70

年被羅馬人摧毀為止(參 190 頁)

關於這些文獻最好的入門書籍是: Geza Vermes, The Dead Sead 

Scrolls in English , Penguin Books 1970. 

其他文獻

此處至少要提出猶太史學家若瑟夫 (Flavius Josephus '大約

生於主後 30 年，第二世紀初殼)的著作，他在《猶太古史〉

(Jewish Antiquites ) 中重寫聖經中的歷史。還有哲學家准羅 (Phi-

10 of Alexandria '約生於主前 13 年，卒於主後 50 年) ，他寫了許

多書，力圖在他自己的希臘文化中表達他的猶太信仰。他寫作的

時期大約就是聖經形成的時期。

口博文學

我們也談談辣彼文學。在耶穌的時代有法利塞的經師，稱做

「辣彼 J (如:法學士家瑪里耳，參閱宗五 34) ，他們專精法

律，並解釋聖經，制訂實行法律的方式。主後 70 年耶路撒撒冷被

攻下之後，這些法利塞經師們便聚集在雅貝乃(Jabneh' 靠近現在

的臺拉維夫) ，重新整頓猶主義，拾回舊日的傳統。口傳文學並

非全都是經師文學，但確實是這些辣彼們所收集的。

接下來我們要列舉主要的選輯，有些名字可能各位聽說過

(如:塔耳慕得 Talmud) ，也藉此說明這些猶太信徒對於法律研

究省思的深入，幫助我們認識猶太主義和新約的形成過程。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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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受到和應用聖經同樣的培育。福音在成書

之前也歷經了一段很長的形成過程和口頭傳承，就和拉比傳統一

樣。

我們選用了「口傳文學」而非「辣彼文學」作為這部分的標

題，主要的目的在於強調一件事實﹒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選輯是以

書面的形式傳 F來的，但對猶太人而言，這些選輯實質上是口傳

的。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個音樂家把他的交響樂寫成了，但他寫

F來不是要給人讀的，而是要演奏給人聽的。所以，書寫下來只

是為了要讓記憶有一個依據的基礎。

口豆頁T專~;克

辣彼把他們自己所領受到的傳授給弟子們(參閱格前十五

1 )。這些傳統分為兩種 I哈拉卡」是用在行為 L的法律，生活

上的應用法則(字根halak意即「道路 J ) ; I哈加達」則比較是

用來建設百姓(參 180 頁)

主曆第一世紀末開始有人把這些口頭傳統有系統地撰寫下來。

第一批編寫成的傳統稱做「米市納」。在巴勒斯坦和巴比倫，辣

彼們都為這些「米市納」註解，這些註解構成了「革瑪辣」

(Gemara) 

「塔耳慕得 J (教誨)集合了所有這些傳統:以「米市納」

為基礎文獻，加上了「革瑪辣 J '然後再加上口傳輯錄之中未包

含的其他傳統托瑟斐特( Tosephta) 。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的「塔

耳慕得」是在第四世紀形成的;巴比倫的「塔耳慕得」比較完整，

是在第五世紀末完成的。

未干雇主束前

在經院或會堂中從事的聖經研究或註解，都蒐集到「米德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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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 J ( midrashim )中(參 180 頁)

塔廟寸木

「塔爾古木」是在會堂中把朗誦的希伯來文翻譯為阿辣美語。

這種傳統既是口頭傳授的，所以是一種改編和現代化。因此，藉

此瞭解基督時代人們對經文的詮釋是件相當有趣的事。

各位若要進一步瞭解，法文方面可以參考 du Cerfen 出版社陸

續出版的關於猶太的讀本、寓言以及傑出辣彼的研究。



僅
叩
肌
肉
農
村
弓
間
間
空
白

1

惚
山
于
眶
愷
•• 

mJ 

棚
叫
話
做
『

l
l

吋
且
一
韌


扭
自
個
這
也
叫
開
倒
閉
門
刊

U
M
-
-

一

苛
司

V
F
L
扎
t
t
L
』
失
。
哥
-
m
m
m
1
.

甘
心
-
o
'

，
宴
，
。
』
'
，
。
剖
，
'
。
自

i

呵
，
自'l

圖
臨
拉
圖

2
.
-
t
E

色
一
一
一
中
一
下

1

.
四
編
乃

E

O
-
-時
此
「
... 

IMi--JF 

•• 
;' 
•.••••. 

EZ 
制
德斯厄

269 

一
『

l
1
l
l
-
-

口
令

1
，
』... 

',.',

WA 

•• 

a佔
撒
e
a
-

-
叫
扭
扭
肌
體
…
…

J
m
J

F心

I
l
l
-

自
吋
叫
別
叫
‘
貝
t
i
t


:
﹒

l
L
U
k
a

龐
的

羅馬

333 

阿加得
蘇美

十--~十四
主戰

... 
1 日0日

朝

.. 

『
立l
'
-
E
m

一
十

第
朝
及
一

爾
五
挨
一

鳥
一

1 日日

耶
穌
基
督

上

叩
開
'
，
』
。
'
，
.
'
，
岫
早

瑪

令
時
岫m
u們
甜
甜
前

瑪加伯下

巴路克 3-4'"
- - - --戶
，還尼爾 , -4 億計l嗎 t 

'!Z'斯{吾爾傅，智慧篇

, - -

一- →哀雲嘲→一- -

300 -

訓道篇

-τ'1';盡有事
i 雅歌

----
帽戶司- -斗

但
紀
紀
紀
紀

惜
k
e昨
嬉A叩

劃
出
肋
戶
申

鯽
卅
卅

先
知

著
作

以色列展史和文學史年代表
這個年代表顯示的是 個概貌，因此不能從這裡開始本書的閱

讀。直的虛線將歷史分為好幾個一百年，從主前 2000 笠 直至』主後

100 年。
1 歷史:本表上半部
從左到右跨越整個年代表，在一列數字上面的長方形代表的是俟

及的歷史，一共區分為好幾個朝代。
在這長方形之上，按著年代依灰出現的是先後佔領中東I也區的各

個民族，分別為 美索不達米亞他區的民族(蘇美人、阿加得人、亞
迷人、波斯人、巴比倫人) ;小亞細亞地區的民族(赫特人) ;歐洲
地區的民族(希臘人、羅馬人) 0 

黑色的長方形線條代表以色列的歷史，在達味一一撒羅滿王國分
裂後，就同時有兩段歷史進行 北以色列王團(以撒瑪黎雅為首
都) ，以放南國猶大(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2 文學史﹒下半部分
這部分的年代表示按照聖經各書卷完成時期所編排的(有些只是

猜測而已)
一代表書的編排、歸類(如-法律、先知、著作) ;一- -代表

直至U成書前的口頭傳統，而..一一代表可能的年代。

600 年到 500 年間直行斜線方塊代表流亡巴比倫時期。
1000 年到 700 年間兩個橫向斜線方塊則代表北以色列主圈。其中

在法律部分有 JEPD字母，分別代表不同時期完成的作品。 H旨雅聞傳
統(在撒羅滿時代的耶路撒冷完成) ; E 指厄釋亨傳統(約 750 年左
右完成於北國) ; JE指雅厄合典(在耶路撒冷融合3雄風傳統和厄羅
亨傳統) ; D 指申命派傳統(北圍的經典核心海南圍所重視並加以編
撞車) ; p 指司祭派傳統(流亡巴比倫斯問及後來時期) 0 

這些傳統到了流亡之後就為人民所彙集，並旦形成3法律警(五
書) , 共區分為五部書卷創世紀、出谷紀、 älJ未紀、戶籍紀、申
命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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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書

希米記

民

出谷紀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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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天主教( 27 卷) 簡稱 基督教( 27 卷) 簡稱

瑪竇福音 (28 ) 瑪 太福音 太 Mt 

馬爾谷福音 (16) 谷 馬可福音 可 Mk 

路加福音 (24 ) 路 路加福音 路 Lk 

若望福音 (21) 若 約翰福音 約 Jn 

宗徒大事錄 (28 ) 刀ζ主可, 使徒行傳 徒 Ac Acts 

羅馬書(16) 羅 羅馬人書 羅 Rm Rom 

格林多人前書 (16)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林前 1Co

格林多人後書(13 ) 格後 哥林多後書 林後 2Co

迦拉達書 (6) 迦 加拉太書 3日 Ga Ga1 

厄弗所書 (6) 弗 以弗所書 弗 Ep Eph 

斐理伯書 (4) 斐 排立比書 排 Ph Phi 

哥羅森書 (4) 哥 哥羅西書 西 Co1 

得撒洛尼前書 (5)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1Th l Thes 

得撒洛尼後書 (3) 得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 2Th 2百les

弟茂德前書 (6) 弟前 提摩太前書 提前lTm

弟茂德後書 (4) 弟後 提摩太後書 題後 2Tm

弟鐸書(3) 鐸 提多書 多 Tt Ti 

費肋孟書(1) 費 排利門書 門 Phm Ph1m 

希伯來書 (13 ) 希 希伯來書 來 Heb 

雅各伯書 (5 ) 雅 雅各書 雅 Jm Jas 

伯多祿前書 (5) 伯前 彼得前書 彼前 lP lPt 

伯多祿後書 (3) 伯後 彼得後書 彼後 2P 2Pt 

若望一書 (5) 若一 約翰一書 約 lJn 

若望二書(1) 若二 約翰二書 約二 2Jn

若望三書(1) 若三 約翰二書 約三 3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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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連書(1)

默世錄 (22)

猶

默

舊約導覽

猶大書

啟示錄

猶 Jude

啟 Rv

軍魯賓， t散瑪黎雅阿哈布 (Ahab)

皇宮的象牙雕版(主前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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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儒學畫長和 2.5 公尺，寬約1.75 公尺，是幼發拉底河地區瑪雪皇宮殿(毀於主前 1760

年〉大廳中的裝飾畫，現存放於法國巴豈是羅浮宮博物館中。
這幅畫曾被稱為「授職壁畫」或「天堂壁畫」。

在本圈中央上側的方框內，晉吝﹒林 (Zimrin-Lin) 王正從女戰神伊施塔爾( Ishtar ) 
的手中接過代表權勢的權校和戒指。伊施塔爾的腳下有一隻獅子，這是她的象徵。國王

和女神都被環繞在神聖的氛圍中。

在下側的方框中可以看到有兩個女神，她們各自拿著一個水罐，各有四條水流從二

個水罐中流出。
壁畫兩側各有一棵樹，其中一棵有相當特殊的風格，另一棵則是棕擱樹的模樣。第

一棵樹有三個格魯貪看守:一個有雙伸展的雙翅，但卻像埃及的獅身人面雕像，另一個

是有翅膀的怪獸，最後 個似乎是有人頭的巨大動物。
這幅壁畫中很多的細節常常出現在許多關於人問天堂的故事裡，也就是說，這些故

事作者的寫作靈感都有相同的來源 「兩種形式的樹」、「四條河」、「格魯賓」等等

的圖像。然而聖經和這些故事比較之下，發現相當重要的差異國王並不是切的中心，

人類才是居於中心地位，因為是天主使之成為一切受造物的主人。



里經概言侖叢書

101018 

101038 

101041 

101053 

101055 

101062 

101070 

101073 

101077 聖經的寫作靈感

房志榮著

房志榮編著

房志榮、王敬弘合著

克蘭默著，沈載祺譯

羅蘭德富著，楊世蛙譯

海特著，王敬弘譯

王敬弘、劉寶眉合著

高慎、董時聖合著

李秀薇譯

張春申著



舊約導言賣叢書

101028 第二依撒意亞 詹德陸、張雪珠等著

101048 絕妙禱詞一一聖詠 喬治薯，房志榮、于士錚合譯

101050 約伯面對朋友及天主 劉家正等繃著

101051 ~E 簡介與詮釋 胡國橫等編著

101055 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 羅蘭德富著，楊世雄譚

101056 聖詠心得 魯益師著，黃懷秋譯

101064-1 舊約導讀(上) 房志榮著

101064-2 舊約導讓(一F) 房志榮著
月，“司

101068 舊約導覽 j少邦(架著，陳芳怡譯

101070 聖經十講 王敬弘、劉賽眉合著

耶助米亞先知
107047 劉家正等繡著

一一他的生活和信息

創世紀研究
房志榮編著101080 

I曾訂第五版

亞巴郎 布魯斯﹒費勒著

302034 
一一肥決月蟹和平之可能 鄭明萱譯

101081 聖經五十畫像 尚士則著，林崇慧譯

101082 天主與天主的肖像 直明﹒巴多祿茂薯，劉河北譯



新約導言實叢書

101039a !新約導論

10103ge !宗徒大事錄

101039f :保祿書信導論

101039g !迦拉達書及羅馬書

01039; :斐理伯書、厄弗所書、
:哥羅森書、費助孟書

101039; :弟茂德前書、弟鐸書、
.1 l 弟茂德後書

101039k :希伯來書

0391 雅各伯書、猶達書、
伯多祿前後書

101039m !若望福音及書信

101046d :聖經神學辭典 o青〉

101052 

101059 

101061 

101063 

:瑪竇、瑪爾谷、路加

;三部福音合觀

:宗徒書信主題介紹

:天國選民

:主內相聚

馬I欠錫著，蔣梅譯

伏拉根著，張雪珠譯

伏j天特茗/雷震j華譯

艾亨茗，楊世雄譯

蘇刺文薯，陳真譯

西班乃著，陳永萬譯

麥柯乃著，吳終源譯

梅東薯，吳終j原譯

布朗著，肅立明、陳永禹合譯

聖經神學辭典編譯委員會編譯

司密特著，永泉教義中心編

穆宏志著

閔穆茲薯，黃美基譯

間穆茲茗，黃美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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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5 

工01066

新約導言責叢書

閔裙茲茗，黃美基譯

黃慎秋著

穆宏志著

101067-2: 若望著作導論下冊 穆宏志著

101069 :新約導覽

最初的基督徒

101079 :一一現代圖文宗徒大事錯及宗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徒著作
陳芝音譯

自“‘
直呵，直圖 “‘.‘‘ 

102049 . ~剎那其盤 卜用 劉鴻蔭著

102050 :甜甜耳督下卅 劉鴻撞著

107046 :耶穌基蜜史實與官道 齊墨噩著，樂英祺譯

圓圓 圓

工07048 :保何時悍的吐酒、雪信R抽@ 房志榮編著

101074 

101078 

j少邦(架著，劉榮和譯

穆宏志著

恩理科﹒葛比亞提主編

常祈夫、陳德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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