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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背景註釋導論 
 

序言 

  本書是要在單行本聖經註釋這個廣大的範疇中，滿足一個獨特的需要。不是分

論神學、文學結構、字義、學術史……等多元性的問題，我們的焦點只是為經文提

供背景資料的工作。 

  或許有人懷疑，背景資料對於經文的詮釋有什麼重要？我們從本註釋嘗試提供

的一切，究竟期望得到什麼益處呢？指出關乎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知識，並不能

左右聖經的神學信息，無疑是正確的。又有人說即使從歷史和考古學，能夠搜集證

明聖經史實的一切證據──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真實性──依然無法證明它是出

乎神的策畫；然而神的干預，正是聖經作者首要的重點。這說法也沒有錯。若是如

此，我們又為何要花上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試圖了解以色列的文化、歷史、地理、

考古背景呢？ 

  護教並非本書的宗旨。雖然其中的資料肯定一部分有助於護教的討論，主導我

們如何挑選和處理材料的，卻不是護教的動機。反之，我們的目標是試圖闡明以色

列的文化和世界觀。為什麼呢？作為信心的社群，我們研讀聖經時，是希望儘可能

從經文中抽取神學的內涵。這樣做的結果，是人往往將神學的意義，讀進其細節之

中。倘若不曉得以色列人的思想方式與我們有何不同，我們會傾向把自己文化上的

成見，以及固有的視角和世界觀，讀進經文裡面。由於古代近東世界經常有作為以

色列文化之窗的功用，它就變得十分重要。本書很多時候，能夠在以色列和古代近

東的思想方式上提供理解，使聖經的詮釋者能夠避免作出錯誤的結論。譬如一旦明

白了火柱、阿撒瀉勒之羊、烏陵和土明與古代近東在文化上的聯繫，我們就能從嶄

新的角度，了解這些事蹟的神學意義。 

  指出事物之間的類似時，我們並不受嚴格劃分之時代所桎梏。我們固然深知主

前第二千年紀中期烏加列鎮（Ugarit）所出現的文化因素，與主前第一千年紀中期以

色列人的想法可能沒有什麼關係。無論如何，我們的重點往往不過是表明某些思想

或概念，是存在於古代近東的文化之中而已。這種思想有可能代表古代世界之文化

基體的一些層面。我們將之提出，只是作為古代世界想法的例證而已。然而這種資

料必須謹慎運用，因為我們不能假定它在古代近東是均一的，不會隨著時代、地點，

或人種的差異而變遷。正如在今日若奢言「歐陸文化」，而不知義大利人和瑞士人

等等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就是愚魯的行為。我們一方面設法顧及這些因素，但另一

方面亦不會對所提供的資料作出嚴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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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問題，不是以色列人有否從鄰邦「假借」了什麼。我們不是要發現文學

的傳播途徑，也不覺得有必要證明以色列人對某個文獻有所認識，因此引用了類似

的主旨。我們又避免使用「影響」、「衝擊」一類的字眼，來形容資料的共用。理

由是我們不過將這些因素，視為古代近東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相同的文化遺產可能

反映在不同的文獻中，但以色列不一定對它們有所認識，也未必曾受其影響。這些

都不過是共有的文化基體的一部分而已。神啟示的必須步驟，是祂紆尊降貴，俯就

我們的人性，用人熟悉的語言和譬喻自我表達。祂多方採用當時文化的元素，有時

稍加改變而應用，有時甚至全面轉化、改革，來成就祂的旨意，是絲毫都不令人意

外的事。實際上，若情況相反才是出乎意料之外。約定俗成的慣例和理解，是溝通

不可或缺的條件。提到「日光節約時間」時，我們會假設對方知道這個完全屬於今

日文化之常例，毋需解釋。來自沒有習慣這樣提早鐘點之時代或文化的人，聽到這

句話自然會摸不著頭腦。要在熟悉我們的文化之後，他才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亦須如此，才能了解以色列的文獻。如此，要明白割禮對以色列的意義，明白

其古代近東的形式是很有幫助的。要體會獻祭對以色列的含義，比較並對照它在古

代世界的含義，亦很有助益。雖然在這方面尋求知識，有時會導致不容易解決的問

題，固守無知卻不能否定這些難題的存在。況且這些新知識，通常都能產生正面的

結果。 

  有時提供的資料，只是為了滿足求知慾。但身為教師的我們，發現我們一大部

分的責任，就是培養學生對經文產生求知慾，然後設法滿足他們這需要。這過程往

往都能使聖經世界活現在我們面前，幫助我們成為明察秋毫、見聞廣博的讀者。條

目中的說明資料，不一定是要幫助人詮釋經文，它的作用可能不過是提供與詮釋該

段經文有關的數據而已。例如約伯記三十八章註釋中所提到，關乎古代近東創世神

話象喻的資料，並非暗示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約伯的思想。這些數據不過用

作比較而已。 

  本書的對象是非專業人士，而非教育界或學術界。如果每段資料我們都要加上

註腳，以方便學者參考資料，求證於原著的話，本書就變得過分詳細，得分為多冊

印行，不合原來的對象──平信徒之用了。不提資料所出自的期刊或著作是很痛苦

的事，我們謹此向諸位學者致歉，並且盼望有限的參考書目，能夠引導有興趣的讀

者找到他們的著作。此外我們更極度小心處理屬於他人智慧財產的資料或概念，以

求維持完美的標準。以非專業人士為對象的另一個結果，是原始文獻的出處必須說

得含糊。在不能引述引文出處或刊物來源的情況下，我們只能以「巴比倫法律包括

了……」、「赫人的規條指定……」、「埃及浮雕顯示……」一類的字眼為滿足。

因為知道一般的平信徒讀者不會有機會，也沒有興致參考原著，並且引證的文獻有

很多對非專業人員而言，都是晦澀難尋的。所以我們集中精力提供的是有用的資料，

不是研究之途。雖然知道這樣做，會令有意查考出處，尋求進一步資料的人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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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惟有建議從所列的參考書目中追查資料。為了幫助讀者明白某些一再出現的用

語，我們在書末附加了詞彙解釋。內文中附加了星號（*）的用語，都可以在詞彙解

釋中找到。 

  這些資料間亦有可能令一般讀者惑然不解。我們的目標是提供資料，不是詳細

解說這些資料應當如何運用，或是它能證明或否定什麼。讀者經常問道：這些資料

我要怎樣應用才好呢？但這些資料往往都是沒有直接用途的，它的功用只是防止讀

者對經文作出一些不當的結論。例如有關以賽亞書四十章22節「地球大圈」的資料，

大概不能將讀者從如何解釋聖經為什麼使用舊式概念，來形容地球形狀的困境中解

救出來。但它卻提供了足夠的資料，使讀者能夠避免作出錯謬結論，誤以為經文的

字裡行間包含了現代科學的思想。廣泛一點來說，我們盼望即使某項資料在原來經

文中沒有直接的應用，讀者仍能逐漸理解以色列和舊約聖經，如何多方反映古代近

東的文化傳統。 

下面書目所列的，是一些我們在撰寫本書資料時，最覺得有幫助的著作。它不是「入

門書目」，因為其中有一部分是頗為專門，程度較高的著作。它也不是概括性的書

目，因為很多優秀，甚至被視為準則的作品，都沒有包括在內。然而，讀者對於書

中的題目，若是有意進一步尋找資料和論述時，如下的是關鍵性的著作。 

一般性參考書： 

Biblical Archaeologist. Now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Boardman, Joh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Botterweck, G. Johannes, and Helmer Ringgren, ed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nt. Grand Repids: Eerdmans, 1975-. 

Bromiley, Geoffrey, 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國際聖經百科全書》，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製作中，目前先以「單

條目小冊子系列」形式問世。 

Douglas, J. D., ed. 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 Wheation: Tyndale House, 1980.（本書條

目與內文與 IVP 出版的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完全相同，後者中譯即為《聖經

新辭典》。）《聖經新辭典》，中國神學研究院∕天道書樓聯合出版，上冊1993年，

下冊1996年。 

Freedman, D. N., ed.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Hallo, W. W., and K. L. Younger, eds. Context of Scripture. Leiden: Brill, 1997. 

Mazar, Benjamin, ed. Views of the Biblical World. Jerusalem: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59. 

_____, ed. World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Jerusalem: Masada, 1963-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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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s, Eric,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in the Near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ritchard, James, ed.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_______.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iner, Erica, et al., eds. 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Ryken, Leland,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 Varsity 

Press, 1998. 

Sasson, Jack.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ent Near East. New York: Scirber's, 1995. 

Stern, Ephraim,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Van der Toorn, Karel,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Deities and Demons in the Bible. Leiden: Brill, 

1995. 

VanGemeren, Willem,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專門討論某方面聖經背景的著作： 

Aberbach, Moshe. Labor, Crafts and Commerce in Ancient Israel. Jerusalem: Magnes, 1994. 

Ackerman, Susan. Under Every Green Tree: Popular Religion in Sixth-Century Judah. Harvard 

Semitic Monographs 46. Atlanta: Scholars, 1992. 

Aharoni, Yohanan. The Land of the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9. 

Amiet, Pierre. Ar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Abrams, 1980. 

Anderson, B. W. Gemstones for Everyma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6. 

Baines, John, and Jaromi*r Ma*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0. 

Beckman, Gary.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Atlanta: Scholars, 1996. 

Beitzel, Barry. The Moody Atlas of Bible Lands. Chicago: Moody Press, 1985. 

Berquist, Jon. Judaism in Persia's Shadow.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Borowski, Oded. Agriculture in Iron Age Israel.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87. 

________. Every Living Thing. Walnut Creek, Calif.: Alta Mira, 1998. 

Botte*ro, Jean. Mesopotam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Cansdale, George. All the Animals of the Bible Land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0. 

Chirichigno, Gregory. Debt-Slavery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Sheffield, U.K.: JSOT, 

1993. 

Clifford, R. J. Creation Account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Bibl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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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J. M. The Persian Empire. New York: Schocken, 1983. 

Crenshaw, James C. 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Cross, F. M.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ryer, Frederick H. Divination in Ancient Israel and Its Near Eastern Environment. Sheffield, 

U.K.: JSOT, 1994. 

Currid, John. Ancien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1997. 

Dalley, Stephanie. Myths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avies, W. D.,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sim. Vol. 1, The Persian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Dearman, Andrew.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srael.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2. 

Eshkenazi, Tamara, and Kent Richards, eds. Second Temple Studies.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4. 

Fisher, Loren R., ed. Ras Shamra Parallels 2.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75. 

Forbes, R. J.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9 vols. Leiden: Brill, 1964. 

Foster, Benjamin. From Distant Days. Bethesda, Md.: CDL, 1995. 

Frankfort, Henri. Before Philosophy. Baltimore: Penguin, 1946. 

Fritz, Volkmar. The City in Ancient Israel.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Gammie, John, and L. G. Perdue, eds. The Sage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0. 

Gershevitch, Ily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The Median and Achaemenid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wer, Ralph. The New Manners and Customs of Bible Times. Chicago: Moody Press, 1987. 

Grabbe, Lester. Judaism from Cyrus to Hadria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Haran, Menahem. Temples and Temple Service in Ancient Israel.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85. 

Hepper, F. Nigel. Bak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Plants.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Hill, Andrew. Enter His Courts with Praise.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Hillers, D. R. Covenant: The Histroy of a Biblical Ide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 

Hoerth, Alfred. Archae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1998. 

Hoerth, Alfred, Gerald Mattingly, and Edwin Yamauchi. Peo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Horowitz, Wayne.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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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en, Thorkild. The Harps That O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_______. Treasures of Darknes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Keel, Othmar. The Symbolism of the Biblical Worl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8. 

Keel, Othmar, and Christoph Uehlinger. Gods, Goddesses and Images of God in Ancient Israe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8. 

King, Philip. Amos, Hosea, Micah: An Archaeological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8. 

Kitchen, Kenneth A.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Warminster, U.K.: Aris & 

Phillips, 1986. 

Kloos, Carola. Yhwh's Combat with the Sea. Leiden: Brill, 1986. 

Kuhrt, Ame*ie. The Ancient Near East: 3000-330 B.C. London: Routledge, 1997. 

Lambert, W. G.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Lichtheim, Miria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Matthews, Victor. Manners and Customs in the Bibl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88. 

Matthews, Victor, and Donald Benjamin. The Social World of Ancient Israel, 1250-587 B.C.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3. 

________.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Laws and Storie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2d ed. New 

York: Paulist, 1997. 

Mazar, Amihai.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McNutt, P. M. The Forging of Israel: Iron Technology, Symbolism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Society. Sheffield, U.K.: Almond, 1990. 

Millard, Alan. Treasures from Bible Times. Tring, U.K.: Lion, 1985. 

Miller, J. Maxwell, and John Hayes. A Histro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6. 

Miller, Patrick D. They Cried to the Lord. Louisville: Fortress, 1994. 

Moore, Carey.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New York: Ktav, 1982. 

Moran, William L.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Morenz, Siegfried. Egyptian Relig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Nemet-Nejat, Karen Rhea. Dail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8. 

Oppenheim, A. L.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_________.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APS 46, no. 3.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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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Simon. Ugaritic Narrative Poetry. Atlanta: Scholars, 1997. 

Paul, Shalom, and William Dever. Biblical Archaeology. Jerusalem: Keter, 1973. 

Perdue, Leo G., et al., eds. Families in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Pitard, Wayne. Ancient Damascus.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87. 

Rasmussen, Carl. NIV Atla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9. 

Redford, D. B.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Reiner, Erica. Astral Magic in Babylonia.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5. 

Reviv, Hanoch. The Elders in Ancient Israel. Jerusalem: Magnes, 1989. 

Roaf, Michael.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0. 

Rogerson, John. Atlas of the Bibl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5. 

Roth, Martha.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 Atlanta: Scholars, 1995. 

Saggs, H. W. F. Encounter with the Divine in Mesopotamia and Israel. London: Athlone, 

1978. 

_____.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New York: Mentor, 1962. 

_____. 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4. 

Selms, Adrianus van.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Ugaritic Literature. London: Luzac, 1954. 

Shafer, Byron E.,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nell, Daniel.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adelmann, Luis. The Hebrew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Rome: Biblical Institute, 1970. 

Stillman, Nigel, and Nigel Tallis. Armi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Sussex, U.K.: War Games 

Research, 1984. 

Thiele, Edwin. 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3. 

Thompson, J. A. Handbook of Life in Bible Tim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6. 

Tromp, Nicholas. Primitive Conceptions of Death and the Nether World in the Old Testament.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69. 

Van der Toorn, Karel. From Her Cradle to Her Grave. Sheffield, U.K.: JSOT, 1994. 

___________. Sin and Sanction in Israel and Mesopotamia. Assen, Neth.: Van Gorcum, 1985. 

Vaux, Roland de. Ancient Israel.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Walton, John H.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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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feld, Moshe. 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Wiseman, D. J. Nebuchadrezzar and Babyl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Wright, Christopher J. H. God's People in God's La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Wright, David. The Disposal of Impurity. Atlanta: Scholars, 1987. 

Yadin, Yigael. The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Yamauchi, Edwin. Persia and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Younger, Lawson. Ancient Conquest Accounts. Sheffield, U.K.: JSOT, 1990. 

Zohary, Michael. Plants of the Bi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聖經註釋及其他參考書籍： 

創世記  

Hamilton, Victor. The Book of Genesis. 2 vol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1995. 

Sarna, Nahum. JPS Torah Commentary: Genesi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9. 

Wenham, Gordon. Genesis. 2 vol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7, 1994. 

出埃及記  

Beegle, Dewey. Moses: The Servant of Yahwe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Davis, John. Moses and the Gods of Egypt. Grand Rapids: Baker, 1971. 

Durham, John. Exodu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7. 

Kelm, George. Escape to Conflict. Ft. Worth, Tex.: IAR, 1991. 

Sarna, Nahum. Exploring Exodus. New York: Schocken, 1986. 

____. JPS Torah Commentary: Exodu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1. 

利未記  

Grabbe, Lester. Leviticus. Old Testament Guides. Sheffield, U.K.: JSOT, 1993. 

Hartley, John. Leviticu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ies. Dallas: Word, 1992. 

Levine, Baruch. JPS Torah Commentary: Leviticus.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9. 

Milgrom, Jacob. Leviticus 1-16. Anchor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Wenham, Gordon. The Book of Leviticu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民數記  

Ashley, Timothy. The Book of Number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Levine, Baruch. Numbers 1-20. Anchor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Milgrom, Jacob. JPS Torah Commentary: Number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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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am, Gordon. Numbers.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1.《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民數記》，校園書房出版社，2002

年。 

申命記  

Tigay, Jeffrey. JPS Torah Commentary: Deuteronom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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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很多理由支持當把摩西五經，視為獨立、單元性的作品，但研究每一本

書所需的背景資料，卻有很大的分別。故此我們的導論在此分別討論這五部經卷。 

創世記 

  創世記通常可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十一章，十二～五十章）。對明白第一

個部分最有幫助的背景材料，是古代近東的神話文學。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

和埃及的神話，都在「世界」和「人類受造」的題目上，提供了大量有關當代觀點

的材料。這些著作包括了《埃努瑪埃利什》史詩（Enuma Elish）和《阿特拉哈西斯

史詩》（Atrahasis Epic），以及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好幾個蘇美 *（Sumer）神話。來

自埃及的三個主要創世文獻，分別是來自孟斐斯（Memphis）、希流坡利斯（Heliopolis）

之金字塔文獻（Pyramid Texts），和希耳莫坡利斯（Hermopolis）之石棺文獻（Coffin 

Texts）。此外，美索不達米亞一帶還有幾個洪水故事，記載在《吉加墨斯史詩》

（Gilgamesh Epic）和《阿特拉哈西斯史詩》裡面。這些文學有助於觀察古代近東和

以色列觀念間的異同。相類之處能夠指出以色列及其鄰邦的共通點。有時記述的細

節是相類之處（如在方舟中放鳥），有時卻是在經文中我們可能沒有留意過的方面

（如萬物在被造時起名）。有些相似之處驅使我們懷疑自己有沒有將太多的神學意

義讀進經文之中（如以肋骨創造女人），有時我們卻會發現看出來的神學意義太少

了（如神在「天起了涼風」時來到園中）。大致來說，這些相似之處幫助我們從更

廣泛的角度，理解聖經的記述。 

  古代近東文學和聖經記載的歧異，能幫助我們體會以色列文化和聖經信仰的獨

特之處。這些歧異包括了具體的細節（方舟的形狀、洪水期的長度），和基本的概

念（將「世界是藉神話語造成」的聖經觀點，與「創世是與宇宙性神祇的誕生有關」

的美索不達米亞觀念相對比）。很多時候，這些歧異都和以色列的一神信仰有（直

接或間接的）關係。 

  相似和歧異之處在同一單元中出現，是很平常的事。人類（一）由泥土（二）

按神祇形像被造，都是古代近東常見的概念。然而以色列卻在這個觀念之上，加插

了獨特的意義，將它轉移到截然不同的層次。 

  這些異同之處，我們不是每個都能清楚或毋庸置疑地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學

者由於各有自己的假設，對其含義也有不同的見解。牽涉的問題通常十分複雜，每

位學者的結論可能都經過了大量的詮釋過程。故此提供資料，遠比提供令人滿意的

答案簡單。 

  最後，比較文學不但能夠為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部分經文提供對應的記述，更

能為整個部分的結構，提供對應的例證。美索不達米亞的《阿特拉哈西斯史詩》和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一樣，包含了創世的概論、三個威脅、一個解決。這些觀察資料

有助於文學方面的理解，使我們明白聖經這個部分是如何構成的。再者，這對應之

處若非虛構，家譜就有了不同的意義。家譜在聖經中出現，是反映「生養眾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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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創世的祝福。然而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詩》的對應段落中，人口的增長卻令諸神

苦惱，要試圖抑制。 

  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在文學上的對應案例比較難找。學者嘗試將不同的形容冠

諸族長記述之上（如傳奇〔saga〕、傳記〔legend〕等），可是現代的用語是不足以

全面包含古代文學之本質的，其誤導的危險與其助益相當。古代近東的文學中，完

全沒有與族長的敘述對應之案例。最為接近的材料來自埃及，如《* 辛奴亥的故事》

（Story of Sinuhe）等。但這記述只是描寫一個人的生平，不是幾代的人；它和遷居

以及與神的關係也毫不相干。此外，即使將約瑟的故事分割出來獨立討論，也難以

分類和比較。辛奴亥、* 溫納蒙（Wenamon）、* 阿希卡爾（Ahiqar）等故事（三個

都是描寫王室朝臣的生平和當世事蹟）雖然可以和它相提並論，其相似之處畢竟十

分表面。 

  理解這些記述的背景資訊，來自另一套的材料。這幾十章的經文描述族長及其

家族，從美索不達米亞，經過迦南，遷徙到埃及的立約過程。在敘利亞和美索不達

米亞古城（* 努斯〔Nuzi〕、* 馬里〔Mari〕、* 埃瑪爾〔Emar〕、* 阿拉拉赫〔Alalakh〕）

的發現好幾個檔案，都包含了關乎古代近東在主前第二千年紀（千年紀＝ 

millennium；第二千年紀即主前1000～2000年之間）的歷史、文化、習俗資料。這些

材料往往能對政治事務和當地的定居史，提供理解的線索，又能幫助我們明白當時

的家庭生活，解釋他們為何做出我們視為怪僻之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更能得到

幫助我們處理聖經材料的重要資訊。例如我們經常從聖經人物的身上，尋找是非對

錯的指引（這不一定是有效的做法）。但要明白他們做事的動機，和作決定的理由，

熟悉當代文化的社會規範十分重要。我們會發現族長的行為，部分是在某些我們已

經誤解，或易於曲解的規範影響下作出的。上述的檔案往往能夠提供糾正的資料。 

  這種分析所導致值得留意的結論之一，是族長及其家族的世界觀，和古代近東

當時共有的文化並沒有什麼分別。明白普遍的文化，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分辨經文之

中，具有神學意義和不含神學意義的元素。譬如對古代近東 * 割禮習俗的理解，能

夠提供有用的準則，幫助我們評估聖經中的例證。觀察火把和爐在古代近東 * 儀式

中的應用，或能開啟創世記十五章的內涵。即使是亞伯拉罕對神的理解，也能藉古

代近東典籍中的資料闡明。 

  神怎樣利用熟悉的事物作為與祂子民溝通的橋梁，是面對這一切資料時令我們

印象深刻的一點。我們愈熟悉他們所熟悉的事物，就愈明白經文。另一方面，我們

亦須知道創世記一書的宗旨，遠比古代近東任何的文學來得高超。兩者間有相似之

處，絕非表示聖經是古代近東文學再度包裝過後次級的二手貨。反之，這些背景材

料幫助我們明白，創世記是在具體的文化歷史背景內，與其中人物、事件息息相關

的獨特神學產品。 

出埃及記 



15 

 

  出埃及記一書從記述、律法，到建築指示都有，可說是集文體之大成。這些文

體全都巧妙地編織起來，記述將一個自以為被神離棄的民族，改變到終於了解自己

是神的選民，有神同在的一連串事件。故此可以提供幫助的，有很多不同的基本材

料。 

  不難想見，出埃及記與埃及史料的關係，比聖經任何一卷書都要密切。可惜事

件發生的日期未能確定，埃及史中有關時代的材料又頗欠缺，以致很多問題都不能

得到解答。故此，我們對埃及歷史文學的倚重，反而不如能夠提供地理文化資料的

一切史料這麼多。考證經文中提及過之城邑和地點的確實位置是十分困難的事，很

多疑點依然未能排除。然而隨著考古學家在重要遺址的挖掘，不少缺口如今已經一

一填補。 

  美索不達米亞各式各樣的法典，都可以和出埃及記律法的段落相提並論。這些

法典包括了吾魯因寧金納（Uruinimgina，或作吾魯卡金納〔Urukagina〕）之改革，

及 * 吾珥南模（Ur-Nammu）和 * 利皮特伊施他爾（Lipit-Ishtar）的法律等──這

都是主前第三千年紀後期至第二千年紀初期，片斷的 * 蘇美法律文獻。規模較大的

還有 * 埃施嫩納（Eshnunna）的法律，主前十八世紀之 * 舊巴比倫時期（Old 

Babylonian period）* 漢摩拉比（Hammurabi）的法律，主前十七世紀 * 赫人的法律，

和主前十二世紀中亞述（Middle Assyrian）的法律。法典前後的文字顯示這些法典的

用意，是向神明證實這位王是如何成功地在國中奠定和維持正義。因此，這些法律

是刻意突出王想像之中，最英明、最公正之判決的。今日的政客競選演說時，如何

在每條有分參與的法律上都設法居功，這些王也是怎樣儘可能地美化自己。 

  這些法律讓我們了解，支配以色列社會的實際法規從表面看來，和塑造亞述、

巴比倫社會的法律沒有很大的差異。其分別在於對以色列而言，律法是神自我啟示

的一部分。巴比倫和以色列同樣嚴格地禁止謀殺。然而巴比倫人不謀殺，是因為謀

殺破壞社會的順利運作，又違反文明的基本信念。但以色列不謀殺，卻是為了神自

己。法律看來一樣，但法制的基礎卻大異其趣。對以色列人來說，* 耶和華他們的

神是一切律法的源頭、一切社會規範的基礎。美索不達米亞君王蒙授的權柄，是辨

明和設立法律。神明是無善無惡的，不堅持人行為合乎道德，但卻要求人類持定文

明的價值觀，不作出目無法紀或野蠻的行徑。 

  由是觀之，西乃山所頒布的律法未必是新的法律。法規的本身，可能和以色列

住在埃及時所要遵行的法律十分相似，它更明顯地類似約束其他古代近東社會的法

律。前所未有的是，神以律法制度作為祂與以色列所立之 * 約的一部分，祂在其中

完成自我啟示。參較聖經律法和古代近東的法典，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法紀的概念，

以及律法的哲學與神學根據。 

  討論到出埃及記描述建造聖幕的部分時，明白古代近東神廟（活動式的建築與

否）的使用和建築，對我們也很有幫助。知道建造會幕之材料在當時文化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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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明白聖經中詳細的形容。譬如貂皮大衣、橡木書桌、真皮椅子、石造房屋在今

日社會中，都是高價的東西。除了材料以外，地點也有其價值；例如頂層公寓、兩

面臨街的辦公室、築在山頂的房子，都是現代人艷羨的地點。熟悉古代以色列人所

寶貴的材料和地點，就能領會經文某些細節的用意。我們往往會發現，這些都是文

化上而非神學上的用意。明白了文化上的因素，就能避免將外來的神學概念加諸經

文之上的錯誤。 

利未記 

  利未記一書寫滿了怎樣為神的分別為聖之臨在，保持神聖空間的指示。它包括

了獻祭制度的細節、給祭司的指示，和有關 * 潔淨的律法。古代世界相信 * 不潔

會構成適宜邪靈的環境，因此必須保持潔淨，他們所用的方法通常包括 * 儀式和咒

語。對以色列而言，* 潔淨是個包括了道德行為規例和禮節問題的正面價值標準。 

  對於理解利未記最有幫助的古代近東材料，是提供關乎獻祭、儀式、為祭司而

設的指示，及說明如何處理 * 不潔的資料。這一類的資料通常必須一點一滴地，從

無數史料中搜集回來。可是也有幾個重要的儀式文獻，足以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 

赫人文學有很多不同的儀式文獻，其中最有助益的是主前第二千年紀中葉的《廟宇

官員指南》（Instructions for the Temple Officials）。這份文獻詳述維護神殿，不致被

人擅入或褻瀆的方法。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史料亦有很多。 

  其中瑪克盧（maqlu）文獻有八片關於咒語的泥版，一片泥版則是討論與咒語有

關的儀式。大部分咒語都是用來抵抗邪術的能力。此外比較重要的系列還有關於潔

淨的書爾普（shurpu）文獻，關於王室洗濯的比特林基（bit rimki）文獻，和解咒用

的南布爾布（namburbu）儀式。 

  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反映了法術和占卜的背景，相信邪術、邪靈的力量、咒語在

社會中構成嚴重的威脅。雖然典型的以色列信念反對這種世界觀，兩者間對於 * 潔

淨和 * 不潔的概念也有顯著的不同，但無論如何，研究這些材料依然能夠揭露以色

列人與古代世界觀有哪些共同之處。聖經文學雖然從各種儀式中排除了法術的成

分，既定的步驟和描述的用語往往仍然保留主流文化的外貌或痕跡。 

  在禮儀、法術、* 潔淨的概念上，以色列人的信念和言行與我們的差距，當然

比與古代近東的差距更大。對他們在這方面世界觀的認識如此膚淺的我們，傾向於

將極度外來的神學概念和象徵，讀進他們的言行和規例裡面。這作法往往使我們產

生錯誤觀念，曲解本書的本質和教訓。學習認識古代近東的世界觀，能使我們避免

犯錯，並使我們對經文的理解，與當時的以色列人更接近。 

民數記 

  民數記一書的內容包括了行進與安營的指示，和以色列人在曠野幾近四十年所

發生事件的記錄。它又包括了好幾個關於儀式和律法的段落。很多有助於理解出埃

及記和利未記的史料，也能為民數記的背景提供幫助。此外，埃及史料中的路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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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助於考據以色列行程記錄中各地的位置。這些路線表來自幾個不同的史料，如：

* 碎陶咒詛文獻（Execration Texts。即在碗上寫上某些城市的名字，然後在詛咒儀式

中把它打碎；來自 * 中銅器時代〔Middle Bronze Period〕的第十二王朝）和刻在卡

納克（Karnak）、梅迪內哈布（Medinet Habu）等地廟宇中之地勢名單（* 晚銅器時

代〔Late Bronze Period〕）。後者將沿著某些路線行走所經過的地點逐一列出，是以

名單形式保存地圖。可圈可點的一件事，是某些聖經地點由於沒有某個時代的遺跡，

考古學家曾經懷疑其真實性；如今卻有同時代的埃及路線表，證明了它的存在。 

  民數記和摩西五經的其他幾卷書一樣，記載了一些關於以色列祭禮曆法的資

料。關於節期和祭禮曆法的資料，古代近東極為常見，因為曆法一般都是受祭司操

縱的。但無論如何，要辨明他們規律中的重要細節絕非易事，要找出這些曆法所規

定的傳統是怎樣形成，更加困難。雖然可能有文化交換和模仿的證據，試圖考證不

同文化的節期之間的關聯，總是一條危機四伏的小徑。 

申命記 

  申命記是按照國際協議的模式寫成。詳情請閱附論「盟約和古代近東條約」（230

頁）。這些古代盟約的主要篇幅，是詳細說明藩屬責任的條款部分。這些條款包括

了效忠等基本要求，以及進貢、收納占領軍等具體責任。此外又有不可收容逃犯或

與別國聯盟等禁令。藩屬更有責任協助宗主戍防，和尊重宗主的特使。 

  條款在申命記中以律法的姿態出現，詳細說明要求和禁令。部分解經家相信第

六至二十六章（或十二～二十六）的律法是按照十誡編排的。古代法典有引言和結

語作為文學上的架構（參出埃及記導論），盟約在此就是律法的架構。* 漢摩拉比

法典的架構，幫助我們明白這法典的用意不在立法，而是在於證明漢摩拉比的統治

是何等公正。同樣，申命記的文學架構使我們明白編排這些律法的目的。申命記不

是將律法編為法律，而是將之寫成盟 * 約。 

  古代近東的人一旦同意立約，接受其條款，就有責任履行約中的條件。這責任

是必須履行的，正如到了一處地方，就必須遵行當地的法律一樣，只是這責任不是

在司法制度下運作的。例如今日各國都有由本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對其公民有約

束力的法律。然而在此之外還有國際法。國際法往往是由國際性的機關，按照條約

格式的協議制定的，對協議的各方都有約束力。申命記的約束力亦同樣是與條約而

非法律有關（即根據立約而非立法）。即是說，以色列的責任是維繫盟約所描繪出

來的關係。他們既是神的子民（盟約），就必須按照規定行事為人（條款）。因此

我們讀律法時，不應視之為一地的法律（當然，它很可能也是當地的法律）。以色

列人守法，不是因為法律必須遵守。他們守法的理由，是因為律法反映神的本性，

又顯示祂認為他們當怎樣行事為人，才能保持與祂的關係。 

  申命記的另一個特徵，是它以摩西對百姓之勸誡的方式寫成。本書將摩西視為

立約的中保，因為作為神的使者或特使，他要訂立盟約的條件。* 赫人條約只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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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本文，任何關於頒布條約之特使的線索都付之闕如。其他文獻則容許我們略窺

特使所扮演的角色。條約通常都是由特使口頭宣告，但亦同時錄於筆墨，作為書面

的證據和檔案。摩西要百姓忠於盟約條款的訓勉，正與王室特使當說的話相仿。他

會提醒藩屬有分參與這協議是莫大的榮幸，設法避免損害這地位，才是明智之舉。 

歷史文學 

導論 

  古代近東有大量的材料可作例證，解釋舊約的歷史文學──其數量遠超可供解

釋舊約其他類型文學的材料。這些古代資源包括了可以分類為王室碑文、編年文獻，

與歷史性文藝。王室碑文提供君王成就的記錄，特別是戰績和建築工程。編年文獻

依次列舉歷史大事，從簡單的君王名單，到宮廷和戰爭的記錄都有。歷史性文藝大

部分是史詩一類的記述，憶述君王的經歷。這些文獻有時是碑文（刻在峭壁石面、

石碑浮雕，或雕像之上），但以寫於泥版之上者為多。有些編年史是記錄在小型的

方版上，有些則用大片的泥版，甚或筒形、柱形，或磚塊狀的多邊形泥柱。 

  事蹟必須化為文字，才能留於後世。然而必須有編纂者，才能將史蹟記錄為文

字。但編纂者有意無意之間，必然按照某些準則來工作。這一套的準則稱為修史原

則（historiography）。隨著文化甚至撰史人的不同，修史原則亦有歧異。撰史人認為

史料應該用何種格式、內容、結構來保存，當然會影響他的修史原則。但這不過是

表層的問題而已。往事有什麼重要性？編纂這些記錄有何目的？歷史事件怎樣發

生？有什麼因素和動力驅動歷史？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否依循某種的模式？其背後有

否意向？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於如何撰寫歷史，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不同的人，不同

的文化，對於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答案，更不言而喻。故此，所有歷史的記錄，都反

映了某種對於往事的觀點。無論什麼修史原則，都是由編纂者試圖回答的問題而決

定。就歷史而言，說有「正確」和「錯誤」的觀點是不當的，因為這樣做是假設有

一個共同而絕對的尺度存在。觀點、意識、感受只有存在和不存在之分，要冠以「正

確」、「錯誤」的標記永不如想像中的簡單。從這角度看，任何一套修史原則都當

稱為「歷史觀點」。在某一程度而言，所有史學著作都應視為社論。 

  研究修史原則時，首當發現的是作者撰寫的宗旨是什麼。不然在重構當代歷史

之時，便無法知道怎樣利用其作品了。十分重要的，是不要以為他們撰史的觀念與

現代西方人相同。現代人對於撰寫歷史的想法往往是為修史而修史（雖然有時事實

並非如此）。當代社會的一個優良信念，是認為將以往發生的事件記錄、評價，進

而存留後世，本身已經是當為之事。此外，尋求「事實真相」和因果關係的熱心，

也是現代人的特點。 

  在大部分的古代歷史中，「事實真相」的重要性似乎遠不及現今。大部分提供

歷史資料的典藉都是在王室贊助之下編寫的，效勞的對象是君王，不是客觀的歷史

學家。王室的聲譽遠比準確性重要。這種歷史現代人稱之為宣傳材料。古代近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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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材料無論是王室的碑文還是編年史，君王名單還是年表，背後總是有宣傳的用

意。和今日的競選演說一樣，真相對王室固然有用，但卻不是主要的目標。宣傳要

是合乎真相，功效當然更加宏大；但如果只有統計和零碎的「事實」，將就使用亦

無不可。這些文獻對於真相所採取的觀點，自然是最美化君王的角度。作者試圖藉

這些記錄回答的問題，是「這人為什麼可以算為成功的好君王？」這些人所用的策

略是否包括隱瞞事實和供應假情報，在大部分情況之下都無法肯定；但不利消息是

一貫缺乏的。如果敵對雙方都有某場戰爭的記錄，兩方面同時宣稱自己獲勝亦不足

為怪。君王篡改碑文，以自己名字取代先王（即使是自己父親，亦在所不惜）之名，

也是普遍慣例。古時的君王甚少承認戰敗，對他統治的批評都是來自繼任的君王，

後者的動機可能不過是鞏固自己的政權。古代文化的歷史絕大部分都是謀求私利的

事業。 

  以色列的歷史文學與編年文獻有很多相似之處，又包括了好些與王室碑文和歷

史性文藝相彷彿的例子。然而以色列文學的宗旨是神學性的。它和其他歷史文字一

樣，是選擇性的，背後亦有特殊的用意。其宗旨是記錄耶和華在歷史當中的作為，

祂如何掌管事態的發展，並不注重純為歷史之故而保存史實。在這些記錄之中，國

比王重要，並且神是其主要的焦點。以色列作為與神立約之民的身分和功用，是全

體歷史文獻的骨幹。故此，大部分古代歷史的宗旨，可說是為君王的成就提供建設

性的理解，而以色列歷史的宗旨，亦可說是為神的成就提供建設性的理解。 

  必須留意的另一點，是古代對神明在歷史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與現代西方文

化有很大的分別。截至啟蒙運動時代為止，持完全超自然世界觀的人十分普遍。神

明干預世事，和不能按自然現象來解釋的事件經常發生，都是廣被接受的信念。這

些觀念在啟蒙運動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運動所產生的歷史鑑定法堅持，不能用經

驗證實的，便不能接受為真相。這種新修史原則只能接受歷史之中自然的因果關係。

大體而言，這是現今西方文化所採取的看法。 

  我們周圍社會的世界觀，和古代史家的世界觀大相逕庭。古代作者會覺得今人

撰史的方法十分陌生，因為對他們來說，資料若不應用，單單列舉客觀事實和發生

的事情是毫無意義的。初民雖然不會否定歷史中自然因果的存在，卻會更加注重神

明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現代歷史學家面對以色列的修史原則，可能會有「它並

沒有提供可靠資料」的反應。反之，面對現代的修史原則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其反

應則可能是「它並沒有提供有價值的資料」。 

  因此研究啟蒙運動以前文化的修史原則時，了解驅動這種修史原則的世界觀，

並且尊重其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以色列修史原則所代表的世界觀，認為神引導

的工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這種看法遠超過單單承認超自然世界偶爾會介入人類事

務而已，在自然現象中，也能看見神的作為。實際上，這種看法堅持萬事都編織在

神的大計之中。這個大計，就是驅動歷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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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以色列的修史原則和鄰邦文化有很多共同之處。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記載雖

不自居為神明的啟示，對於神明的活動依然極表關注。然而美索不達米亞宗教的多

神本質，卻不能發展出「全部歷史是在神明一個大計掌管之下」的概念。頂多只有

當政王朝宣稱神明有建立維持這王朝的計畫。有些典籍回顧遠古，構想一個延伸到

今日的模式（如：魏德內爾〔Weidner〕和阿基圖兩個編年史）。這些文件所注重的

通常不是神明的作為，而是人對神明做了什麼。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假設，是神明積

極參與構成歷史的因果過程。他們相信神明有能力，並且亦會出手干預。但神明作

為的動因和所作的干預，卻是雜亂無章的，不是按照某種整體性的大計。以色列的

觀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一樣，也是視神為一切果效的動因，積極干預塑造世事。以

色列記錄歷史的用意，不是記錄所發生的事件，而是記錄神怎樣在歷史之中行事。

世俗歷史在以色列是不存在的。 

  按照古代超自然的世界觀，事件是啟示，是神明活動的結果。遺憾的是這些事

件不詮釋，人就不能知道神明作為的用意。要作出這種詮釋，以色列周圍的多神文

化不得其法。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只能靠自己辨識神明的動態。反之，以色列人不但

視事件為啟示，連歷史也包括在內。換言之，神不但選擇施行作為，更定意為祂的

作為提供詮釋，讓人知道祂為何做這些事，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這樣一來，耶

和華不但是事件的動因，更是這些事件之詮釋的來源。這一點用神學的用語來說，

就是歷史的一般啟示，得到了修史原則的補足。 

  總而言之，以色列與古代世界同樣相信歷史事件是啟示──神明施行作為的證

據。這是與現代西方修史原則構成強烈對比的態度。但以色列卻相信修史原則也是

啟示，這是與古今所有其他修史原則斷然不同的獨特見解。 

詩歌智慧文學 

導論 

  熟悉聖經詩篇的讀者，讀到某些埃及或巴比倫的材料時，都會覺得這些材料和

詩篇有某些相似之處。神明被人稱頌的屬性，驅使人禱告的問題，個人和團體所關

注的事務，甚至句子的口吻，都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所有古代近東的社會，都相

信神明有維持公正的責任，關心人類世界中正義是否得以伸張。這一點經常是讚美

的主題和祈求的根據。再者，疾病、欺壓、被棄、磨難，都是所有人共同的經歷，

都是希望能夠從中得到解脫的禍患。 

讚美詩和祈禱 

  以色列及其鄰邦在這一方面的文學雖然在表面上相似，兩者在世界觀上的深切

歧異依然可以察覺出來。當人祈求釋放或拯救，憐憫或恩典之時，他對於神界如何

運作，與人世有何互相影響方面的想法，都同時暴露出來。以色列及其鄰邦都相信

他們所受的苦難，是因為得不到神明的關注。初民典型的看法，是相信神明被人得

罪，所以才不關注人。按照他們的想法，道德行為在人對神責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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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輕微的，故此，他們往往假設受苦之人得罪神明之處，是不給予神明正當的關

注。崇拜者要發現自己所忽略的是哪些儀式，或在什麼地方得罪了神明，是沒有什

麼希望的。惟一能夠做的，只是消除神明的怒氣，不是矯正得罪神明之處。因此人

們很願意承認罪咎（犯了什麼錯都沒有關係），並且將祈禱、咒語、儀式集中在平

息神明怒氣（安撫神心）之上，以求復得神明的關注和保佑。 

  反之，以色列人則較不相信耶和華不關注是因為祂的怒火。他們坦承有時困惑

不解，神為什麼不起來幫助他們。在個人方面，他們通常不會貿然引咎，只是將祈

禱集中於求神伸冤之上。他們需要神為他們伸冤的原因，是他們所受的苦難很自然

會令人下結論說，神是因某些罪行懲罰他們。神對他們祈禱的回應，就是神不是惱

怒他們，他們也沒有犯下滔天大罪的證據。他們若是犯罪，亦了解到這是與道德上

的失敗有關，不是忽略了執行什麼儀式。他們期待神的恩典從祂本性中顯現，不以

為人能靠禮物、巴結換取，或藉法術把它引來。 

  縱使兩者之間有這麼基本的分別，古代近東文學對於聖經中詩篇的理解，依然

很有助益。聖經很多隱喻都是出自當時的文化背景。例如將神比喻作牧者、磐石、

盾牌，在美索不達米亞文獻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對應的案例。「心所願的」，「從坑

中救拔出來」，或以風為使者都有先例，有助於解釋以色列人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古代世界各處地方，都有數以十計的著作，可以大致歸入對神說話的大範疇裡

面。蘇美、亞述、埃及文獻全部都有很多的例證。烏加列和赫人沒有什麼讚美詩的

材料。美索不達米亞除了讚美詩歌以外，還有種類繁多的咒語文學。平息神明怒火

的厄謝瑪\b0 （ershemma），關於悲傷和災難的哀悼詩歌厄沙洪加（ershahunga），

祈求禱文舒伊拉（shuillas），懺悔禱文希古（shigus）和丁吉爾抄迪巴（dingirshadibba），

以及淨化禱文書爾普（shurpu），是其中之犖犖大者。埃及的讚美詩主要來自主前

第二千年紀，這些詩歌具有豐富的形容性讚美詞彙。其語句壯麗、樂觀、滿懷信心，

沒有什麼哀悼或祈求的成分（第十九王朝的代爾麥地那〔Deir el-Medina〕文獻和阿

納斯塔西第二蒲草紙〔Papyrus Anastasi II〕，是顯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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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十八世紀的蘇美語智慧書 

智慧文學 

  現代辭典對於智慧一詞的解釋，通常會包括常識、審慎、辨識力、判斷力、洞

察力、理解力等字眼。任何聖經智慧文學的讀者，都會發現以色列的智慧文學，也

包括了這些成分。但如果以為古代的智慧只限於知識、理智、學問、成熟的範疇，

卻是不正確的想法。其實智慧是更廣闊之問題的反映，目的是明白人類在宇宙中的

地位。智慧一語的最佳解釋，大概是在混沌中製造秩序，或在混沌中辨認出秩序。

藉著整理、保養、維持、運行宇宙，在混沌中製造秩序，就是（不論是以色列還是

外邦之）神（明）智慧的反映。這是創世主題在智慧文學中有這麼重要地位的原因。

智慧包括對自然界和人類世界、社會和文明、百姓和君王、神界和萬國的了解。人

類所面對的挑戰，是在自己世界的混沌中製造秩序，並在宇宙中辨認出神在其中安

置的秩序，從而得著智慧。倫理和禮節，哲學和心理以及明白世界（科學）和人心

（伸張正義）如何運作，都在這智慧的範圍之內。 

  埃及思想和來自伸張真理和正義的秩序，有最為密切的關係。瑪阿特（ma'at）

一語涵蓋了這方面自然、社會、政治的適切性。美索不達米亞文學極關注的，是透

過觀兆、唸咒，奉行儀式來明白秩序。智慧是內梅庫（nemequ）一語所表達的技巧。

美索不達米亞發現的很多箴言都和觀兆系列有關，可以歸為「觀兆─智慧」一類。

觀兆是根據觀察（對象通常是自然現象）作出結論（通常與命運或未來有關）。智

慧亦同樣是根據觀察（對象通常是人的行為）作出結論（通常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23 

 

舊約的智慧文學堅持只有敬畏耶和華（作為智慧的開端），才能在人生的混沌中製

造秩序。但另一方面，聖殿的禮儀也是維持秩序的方法。 

  古代近東的材料包括箴言、勸誡和訓誨，以及以對話、獨白、寓言形式出現的

哲學辯論。它所針對的題目和以色列的智慧文學有很多相似之處。特別好幾篇文獻

的內容，都是受苦之人探討自己受苦的原因。 

  將這一切「義人受苦」的著作聯繫為一的，是「神義論」（theodicy）的問題。

所謂「報應原則」的信念，在神的公義和人的苦難之間構成了張力。這原則一語以

蔽之，是認定義人興旺，惡人受苦。明顯公義的人竟然會受苦，若是同時接受「報

應原則」的可靠性，神的公義就要受到質疑。在以色列之外，這張力並不嚴重，原

因是他們並不深信神明有道德的品質。再者，在多神主義的背景中，取悅一位神祇

時得罪另一位是很普通的事。人無故受苦或對神公義的懷疑能夠削弱世界有秩序的

信念，是可以理解的事。人生遭遇危機時，誰都會覺得被混亂所圍困，失卻秩序。

美索不達米亞的智慧文學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往往是否定受苦之義人的存在。此外，

他們又願意接受神明是人所不能理解的。 

  最傑出的訓誨文學來自埃及，現存的十多篇著作，跨越了兩千多年（主前第三

千年紀初期至第一千年紀末期）。這些著作證明以色列的智慧文學如箴言，屬於一

種國際性的文學體裁（正如列王紀上在四30的宣稱）。古代近東訓誨文學的內容，

包括可見於箴言十至二十九章的簡練短句，和箴言一至九章那種較長的勸誡。《阿

曼尼摩比的教誨》（主前約1200年）和箴言二十二17～二十四22在對比方面最為接

近，兩者之間有好幾個類似的句子和主題。 

  傳道書是一篇列為「悲觀文學」的論文。亞喀得語的《悲觀對話》（Dialogue of 

Pessimism），以及埃及的《琴者之歌》（Songs of the Harper）和《人和他「巴」的

爭論》（The 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Ba；「巴」是魂魄的一部分），都是屬於

這個小分類的重要著作。這些作品以憤世嫉俗的態度對待人生。《悲觀對話》描述

兩主僕之間的一段對話。主人談到他有意進行的各樣大計。奴隸則列舉每個計畫的

利益。但主人每次都改變主意，決定不予實行。但奴隸對這決定亦表示贊成，同時

列數實行的各種弊端。討論的主題包括前往王宮、吃喝、出獵、成家立室、興兵作

亂、與女子相愛、獻祭、開設放債生意、籌辦慈善事業。作品的結局是主人最後請

奴隸建議當做什麼。他的答覆是：「打斷你我的頸項，丟進河裡，是一個好事。」

這一類文學的論據是強調尋找人生和事業的意義並不簡單。從混沌中抓出秩序很少

會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雅歌亦經常歸入智慧文學的一類。支持這分類的根據，在乎理解本書是以愛詩

作為智慧教訓（歌八6～7）的例證。主前第三千年紀蘇美神話文學中有關杜穆齊神

的段落中，有一些愛詩體裁的其他例證。但最為相似的則是來自士師時代的一組埃

及情歌（Egyptian Love Songs；埃及第十九和二十王朝，即主前1300～1150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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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歌通常是在節日中演出，很多與雅歌有共同的特點。然而這些情歌卻缺乏聖經

書卷認為不可或缺的智慧教訓：浪漫、愛情、性慾都能夠成為混沌的力量，必須約

束在秩序之下。 

  上述各點證明神將詩歌和智慧的體裁包括在對以色列的啟示之中時，並沒有開

創新的文體或討論前所未見的題材。祂用的只是古代近東人所共知的材料。祂用自

己子民所能明白的方法，清楚有力地對他們說話。因此，擴展我們對古代近東文化

學術的認識，只能加強我們對聖經的體會。 

先知文學 

導論 

  身為基督徒，我們認為只有一位神，而且認為預言含有從神而來的信息，所以

我們常以為聖經的預言是個獨有的現象。我們覺得聖經以外的預言是錯的，的確言

之有理，不過聖經預言屬於古代近東的悠久傳統卻是不爭的事實。聖經甚至藉著巴

蘭敘事，以及亞哈與耶洗別供奉的巴力先知，讓我們知道這一事實。 

  求神問卜可以是任何從人類範疇以外得到資訊的過程。在古代求神問卜有許多

方式（見：申十八章註釋），但在以色列國多屬非法，因為這些法術對神的觀念低

淺。預言是以色列人合法的求問神的方式，但以色列人的預言不是占卜，需要有特

別的經書（例如像是魔咒或是預兆經書）方面的知識與訓練，或是使用法術。以色

列人的預言是建立在神的直接啟示。論及先知，以及呈現先知信息的經文散見於古

代近東文學。在這些文獻裡，先知有時用其他占卜方式領受信息。 

  最重要的先知信息集是在馬里的皇家檔案裡發現的五十塊泥版，日期是主前第

二千年紀初（與創世記記載的事蹟同時期）。這些信件向國王報告當地官員從不同

神明得到的預言，就軍事與其他政策指示國王，間或也要求行使某些禮儀。 

  第二部集子是新亞述時期（主前七世紀）三十則神諭。主要神祇是阿爾貝拉的

伊施他爾，預言內容是預告國王諸事勝利與昌盛。有些神諭集錄於大型泥版上，作

為存檔，其餘則是一些較短的文章，都是單則神諭，內容簡短，從一句到最多一兩

個段落不等。 

  埃及文學裡面沒有聲稱是出於神的諭令，不過《伊普沃的警告》或是《奈費爾

蒂的異象》這些作品（一般認為兩部作品皆完成於主前第二千年紀初期）的確也有

對社會亂象的觀察，以及審判臨頭的警告，間或也提及秩序的恢復。所以說，這些

文章的信息模式也見於以色列的先知文學裡的信息。即使有相似之處，埃及卻沒有

其他古代近東地區的先知體系，最明顯的原因在於埃及神祇化身於法老，因此，神

不需要傳聲筒，他就在人當中。 

  我們所知的古代近東預言神諭，與以色列早期的預言類似。以色列的寫作先知

也被稱作「古典先知」，最早正是出現於主前第八世紀。之前的先知諸如拿單、以

利亞、以利沙，還有很多其他先知，都在舊約歷史書上留名，但是並沒有作品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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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他們則被稱作「前古典先知」。前古典先知與古代世界的先知最為相似。他

們的信息針對國王，與國家政策，或是與全國相關。由此而言，這些先知是國王的

官方顧問，但通常是非官方的。相形之下，古典先知對社會與信仰發出針砭，則是

對著人民說的。他們的信息雖然有祝福與譴責，不過是發給整個社會的。所以寫作

先知表達的被擄、毀滅、流放的警告，對這個時期，或對先知體系來說，是前所未

見的。 

  先知常常被認為是瘋子，因為在出神的境界領受信息極其不尋常。亞喀得文學

有一個先知的頭銜是 muh\ h\u，通常譯為「出神」。不過他們非常看重先知，認為

他們信息說出口，即已決定這些話會成真。先知的社會地位則無礙於他們的信息權

威。有些先知是聖殿人員，或是國王的參謀或顧問，但是先知出自平常人家也並非

不尋常。在巴比倫或亞述，先知的話要受確認，這是藉著占卜來完成。他們會求問

先知的信息是不是會被欣然接受，而占卜的祭司會從犧牲品的「內臟」找到答案。 

  很顯然古代世界各個文化都相信神會藉著某些人溝通。在古代近東，大多數的

先知是支持皇家的看法與主張。在以色列，先知卻往往是代表與文化抗衡的一股力

量。所以，先知通常密集出現於多事之秋。在前古典先知時代，摩西、底波拉、撒

母耳、以利亞、以利沙都是在有難之際挺身而出。在古典時代，先知則圍繞於三個

關鍵時期： 

  1. 北國滅亡、耶路撒冷被圍攻的亞述危機（主前760～700年：阿摩司、何西阿、

彌迦、以賽亞）。 

  2. 亞述、猶大與耶路撒冷滅亡的巴比倫危機（主前650～580年：哈巴谷、西番

雅、那鴻、耶利米、以西結）。 

  3. 被擄後，波斯掌大權，以及身分認同的危機（主前530～480年：哈該、撒迦

利亞、約珥、俄巴底亞、瑪拉基；但以理雖然在被擄時工作，但是可以算在這個時

期）。 

  寫作先知的神諭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定罪神諭告知百姓他們做錯了什麼事。審

判神諭描述神打算以什麼方式回應他們的罪狀。指示神諭（被擄前很少見）則告訴

百姓他們需要做什麼，以及當如何行動、思考。事後神諭則讓百姓知道神審判之後

的計畫。只有第四類型也出現於其他古近東預言，但是這些預言並沒有像以色列一

樣，搜集、「出版」，並且被納入正典。 

詞彙解釋 

亞達帕（Adapa） 蘇美城市伊亞神的一名祭司。其故事是他遭受愚弄，誤信不可吃

神明所賜食物的話，因而錯失了永生的機會。 

 

阿希卡爾（Ahiqar） 亞述王西拿基立（主前704～681年）的顧問。他被流放時寫了

一套有關「智慧人」和「愚昧人」的教訓，與部分聖經箴言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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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喀得（Akkadian） 主前二五○○年至五○○年之間，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和語言

的名稱。 

 

阿拉拉赫（Alalakh） 敘利亞北部的城市，位於安提阿平原南部，其全盛時期是在

主前第二千年紀初期。這地產生了無數記錄，描述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馬里、

努斯、赫人的文獻都提及過它。 

 

護身符（amulet） 掛於頸間的雕刻裝飾，佩戴的用意是驅邪、治病，或為物主帶

來好運。 

 

亞摩利人∕阿穆魯人（Amorite/Amurru） 主前第二千年紀時，住在美索不達米亞以

西，包括地中海岸的一個閃族民族。 

 

今名古用∕時代倒置（anachronism） 記載之中與事情發生的時代不合的細節或字

眼。這些現象通常理解為後世對經文的澄清或修正。 

 

亞拿特（Anat） 豐饒和戰爭的女神。在迦南和烏加列宗教中，是巴力的主要伴偶。 

 

安那托利亞（Anatolia） 大致相等於小亞細亞，即今日土耳其的地區。主前第二千

年紀中葉時，赫人居於此地。 

 

報喜（annunciation） 報告誕生的信息。 

 

次經（Apocrypha） 在兩約之間的希臘時代寫成的著作，共十四卷書。不屬猶太教

的正典，也不包括在基督教更正派（Protestant）的正典之內，羅馬天主教傳統則視

之為聖經的一部分。 

 

定言式法律（apodictic law） 以命令方式寫成，不附加解釋的法律。 

 

叛道（apostasy） 任何接受或容許崇拜假神的行為。 

 

驅邪（apotropaic） 用意為驅除邪惡的行動或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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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特（Aqhat） 達尼珥之子。他是一首烏加列史詩的主人翁，被描繪為傑出的獵

戶，因為拒絕把弓交給女神亞拿特，因而被她謀殺。其故事與列祖的記述和士師記

有若干對應之處。 

 

亞蘭（Aram） 美索不達米亞的西北半部，和地中海岸的地區，主前第二千年紀末

葉至第一千年紀初葉時，亞蘭人在此居住。 

 

亞舍拉（Asherah） 迦南的豐饒女神，巴力的伴偶。在聖經之中經常以聖樹林或聖

柱為代表。 

 

亞述（Assyria） 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以底格里斯河為中心的地帶，有好幾個興盛

的時期。最重要的一個是在主前一○○○年至六一二年之間。亞述征服了整個近東，

其法典（中亞述法典）和聖經律法有很多對應之處。 

 

亞施他特（Astarte） 迦南和腓尼基的女神，巴力的伴偶。與豐饒崇拜有關，並且

稱為戰爭女神。 

 

巴力（Baal） 迦南和烏加列的風暴和豐饒神祇。 

 

巴比倫（Babylon） 美索不達米亞的重要城市，位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最接

近之處。幾個時代之久，支配了該地區的歷史發展。 

 

銅器時代（Bronze Age） 主前三○○○年至一二○○年之間的時代（可再分為初、

中、晚銅器時代），其特徵是青銅器具的科技。 

 

封泥（bulla） 用來封緘蒲草紙文獻的黏土印記。其上的印章戳記防止竄改，並且

提供發信官員的文字和官階。 

 

條件式法律（casuistic law） 以「如果……則……」方式寫成的法律。 

 

銅石器時代（Chalcolithic Age） 主前四三○○年至三○○○年之間的時代，其特徵

是製造銅器的科技。 

 

迦勒底（Chaldean） 美索不達米亞史中的時代，介乎主前七○○年至五四○年之

間。即新巴比倫帝國和尼布甲尼撒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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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抹（Chemosh） 摩押的國神，經常被視作戰神。 

 

割禮（circumcision） 切除陽具包皮的宗教儀式。以色列人以此作為立約社群一員

的標記。 

 

同源語言（cognate） 閃族語系的各種語言，其詞彙和文法與希伯來語有很多共通

之處。主要的同源語言包括亞喀得語、亞蘭語、烏加列語。重要程度較低的其他同

源語言則是阿拉伯語、摩押語、亞捫語、亞摩利語、古衣索匹亞語（Ethiopic）、古

敘利亞語（Syriac）。用這些語言寫成的文學稱為同源語文學。 

 

書末標記（colophon） 加在文件或段落末尾的字句或片語，作為上文的總結，或

結束的標記。 

 

妾（concubine） 次等的妻子，結婚時可能沒有妝奩。除非父親公開立之為嗣，其

子女亦沒有繼承父業的權利。 

 

團體觀念（corporate identity） 整個團體被視作一個單位。全家人因家長的義行或

罪行而受賞、受罰，是這個法律原則的反映。 

 

約（covenant） 聖經中耶和華和以色列所立的合約協議，應許地和子孫，作為專一

崇拜和順服的條件。 

 

祭儀（cult） 宗教團體的組織和活動，包括獻祭等儀式。 

 

楔形文字（cuneiform） 蘇美人所發明，文字呈三角（楔）形的音節書寫系統。為

此後每個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化所採用，直至希臘人入侵為止。 

 

通俗文字（demotic） 埃及語言之聖文字書體（hieratic）的速記字體，可以上溯到

主前七○○年。聖文字書體是比以前之象形文字實用的草書體。 

 

占卜（divination） 藉著觀察自然現象（雲層結構、羊的內臟）或拈鬮，以求斷定

神明旨意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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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穆齊∕搭模斯（Dumuzi/Tammuz） 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名神祇，是女神伊施他爾

的伴偶，其死亡和被囚於陰間代表四季的變化。 

 

伊亞（Ea） 美索不達米亞的溪河之神，在洪水故事《吉加墨斯史詩》和巴比倫創

世史詩《埃努瑪埃利什》中出現。 

 

初銅器時代（Early Bronze Age） 主前三三○○年至二三○○年之間的時代，特徵

是城市開始出現，埃及初期王朝時代和蘇美的進步文明，以及青銅科技。 

 

伊勒（El） 伊勒是烏加列諸神系統的主神，也是神祇的統稱。這字可以加在地名

之上，作為某神彰顯其能力的地方。如：伯特利（即「神〔或伊勒〕的居所」）或

伊利伊羅伊以色列（即「神以色列的神」）。 

 

亞馬拿（el-Amarna） 法老亞肯亞頓（主前十四世紀）的首都。考古學家在此發現

了數以百計的王室公文，這些文獻顯示迦南這時期的局勢頗為混亂。 

 

以攔（Elam） 底格里斯河以東的國家，位於今日的伊朗。 

 

伊羅興（Elohim） 以色列之神的名字之一，譯本一般譯作神（God），但有時是指

其他神祇或超自然的活物。 

 

埃瑪爾（Emar） 銅器時代的城市（默克納遺址〔Tell Meskene〕∕巴利斯〔Balis〕），

位於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流域北部。在此出土的晚銅器時代文獻反映了主前十

四至十二世紀日常生活的情形。 

 

恩里勒（Enlil） 美索不達米亞的風暴之神，諸神之會的元首。在《吉加墨斯史詩》

中，也是洪水的策動者。 

 

埃努瑪埃利什史詩（Enuma Elish） 巴比倫的創世史詩。 

 

埃施嫩納（Eshnunna） 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位於今日巴格達（Baghdad）東面，

迪雅拉（Diyala）地區。主前二一○○年至二○○○年之間當地有一個短命王國，

其法典與漢摩拉比法典和聖經律法有若干對應之處。 

 



30 

 

埃坦納（Etana）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一個傳記的主人翁。他得到了一棵從

天而來的植物。這植物賜他豐饒，使他能夠生育一個兒子，繼承他的王位。古代好

些印章刻了他騎在鷹背上天的場面。 

 

起源故事（etiology） 試圖解釋名字、習俗，或現狀──如死亡或分娩之苦──的

故事。 

 

碎陶咒詛（execration） 咒詛仇敵的辦法之一。做法是將咒詛對象的名字寫在小偶

或碗上，然後把它打碎。 

 

驅邪（exorcism） 包含咒語和施咒，目的是從人或地中驅逐或消除邪靈的禮儀。 

 

豐饒崇拜（fertility worship） 古代世界首要的宗教活動之一。其禮儀配對男女的主

神，目的是保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牛羊多產。崇拜活動可以包括獻祭以及聖妓。

在以農牧為主的社會中，豐饒至為重要。 

 

殯葬禮儀（funerary） 與埋葬死人有關的儀式和物件。殯葬禮儀是祖先崇拜系統的

一部分。 

 

吉加墨斯（Gilgamesh） 蘇美烏魯克城的王，以及美索不達米亞文學中的英雄原型。

描述他生平的史詩包括尋求長生不死祕密的歷程，以及洪水故事。 

 

印章雕刻（glyptic） 雕刻藝術的一種，主要在印章中出現。特點為印章上之刻文

為反面，以致泥上或蠟上可以印出正面凸面的戳印。 

 

哈比魯（Habiru） 美索不達米亞用來形容無國籍者的用語。 

 

漢摩拉比（Hammurabi） 巴比倫王（主前1792～1750年在位）。他所編纂之法典與

聖經律法有若干對應之處。 

 

單一主神信仰（henotheism） 承認其他神明的存在，但往往堅持自己所拜之神是超

乎他們之上的宗教。 

 

赫倫（h]erem） 要求將所有人、畜、財物滅絕淨盡，作為奉獻給耶和華的祭之「聖

戰」或「查禁」（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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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羅多德（Herodotus） 主前五世紀的希臘史家。最著名的作品名叫《歷史》（約

主前445年），記載了波斯和希臘之間的戰爭（波希戰爭）的歷史，如：馬拉松之役、

塞莫皮萊之役、薩拉米斯之役等。 

 

海希奧德（Hesiod） 主前八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其主要作品《神譜》，是希臘文

獻中有關創世和神祇始源最早的記述。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古埃及人所發明的象形音節文字。 

赫人（Hittites） 於主前二○○○年之後移居到安那托利亞的印歐民族，所創立的

帝國於主前第二千年紀中期，與埃及爭奪敘利亞─巴勒斯坦的控制權。他們的法典

和聖經律法也有若干對應之處。 

 

胡利人（Hurrian） 主前第二千年紀中期，在美索不達米亞中部之美坦尼創立王國

的非閃族民族。 

 

圖像（iconography） 刻畫於古代文物之上的圖案、非文字的信息。這些形象包括

立體的雕塑、浮雕、繪畫、印章，甚至粗糙的塗鴉。這些圖像輔助文字所提供的資

訊，是重要的資料來源。 

 

原地（in situ） 這用語所指的，是出土文物被考古學家發現記錄時的「長眠之處」

或發現位置。 

 

鐵器時代（Iron Age） 古代近東史上主前一二○○年至三○○年之間的時代，其特

徵是鐵器的科技。 

 

伊施他爾（Ishtar） 美索不達米亞的愛情女神，在吉加墨斯洪水故事中出現之杜穆

齊神的伴偶。 

 

約瑟夫（Josephus） 主後一世紀的猶太史家。他的兩部巨著《猶太古史》和《猶太

戰爭錄》，詳細地描述了猶太人對於他們的時代和歷史的觀點。 

 

加瑟人（Kassite） 原本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山區的民族。主前一五九五年左右

征服了舊巴比倫王國，統治巴比倫至主前一一五七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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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雷特（Keret） 烏加列一個故事的主人翁。神明給予這位國王如何求得妻子及王

位繼承人的指示。這家庭危機只是全系列的其中之一，此外，還有患病以及他其中

一個兒子作亂等故事。 

 

拉加什（Lagash） 主前第三千年紀的蘇美城邦（現代之希巴〔el-Hiba〕），有幾

個都市中心，與吾珥、烏魯克、基什在該地區爭霸。 

 

拉撒（Larsa） 主前第二千年紀的蘇美城市，位於烏魯克東面十英哩，吾珥以北二

十英哩。 

 

晚銅器時代（Late Bronze Age） 主前一五五○年至一二○○年之間的歷史年代。埃

及的亞馬拿時代和新王國時代，安那托利亞的赫人帝國，以及海上民族的入侵，都

是這時代的大事。 

 

黎凡特（Levant） 地中海東岸地區，又稱敘利亞─巴勒斯坦。 

 

利皮特伊施他爾（Lipit-Ishtar） 美索不達米亞吾珥第三王朝的君王，他所編製的法

典和聖經律法也有若干對應之處。 

 

瑪爾杜克（Marduk） 巴比倫的主神。在創世史詩《埃努瑪埃利什》中，他擊敗查

馬特，成為諸神之會的元首。 

 

馬里（Mari） 位於幼發拉底河流域北部的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全盛時期介乎主前

二五○○年至一七○○年之間，產生了數以千計的楔形文字典籍，描述政治事件、

先知活動，以及敘利亞北部的遊牧民族。 

 

中銅器時代（Middle Bronze Age） 主前二三○○年至一五五○年之間的歷史年代。

以色列人列祖、舊巴比倫王國、埃及人控制敘利亞─巴勒斯坦，都在這個時期發生。 

 

美坦尼（Mitanni） 主前第二千年紀中期位於美索不達米亞中部的胡利人王國。 

 

一神崇拜（monolatry） 某人或某個團體專一崇拜某神，對於其他神明是否存在卻

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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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細耳人（Nazirite） 立誓禁戒飲食葡萄樹產品、接觸死人，以及修剪頭髮的以色

列人（男女都包括在內）。 

 

尼尼微（Nineveh） 亞述帝國的首都，位於底格里斯河上游。 

 

努斯（Nuzi） 主前十六至十五世紀之間的胡利人城市，很多家庭和商業的文件在

此出土。顯出當時的結婚和繼承的習俗，與列祖故事的描述相似。 

 

舊巴比倫（Old Babylonian） 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中的一個時期，介乎主前二○二五

年和一五九五年之間。最有名的君王是漢摩拉比（主前1792～1750年在位），他編

纂了一套法典，並且將所有城邦歸入他統治之下。 

 

神諭（oracle） 先知的宣講，或藉占卜所觀察到的神明旨意。 

 

阿西利斯（Osiris） 埃及的冥神。 

 

玷污∕不潔（pollution/uncleanness） 構成禮儀上之不潔的理由，是接觸或食用血等

不潔之物。必須執行消除不潔的儀式，使人從不潔回復到潔淨的狀態。 

 

偽經（pseudepigraphic） 冒稱為受尊崇之名人作品的文學。舊約的偽經假託是以諾、

以斯拉等人的著作，寫作日期是在兩約之間或以後的時代。 

 

儀式（ritual acts） 因宗教理由而執行的既定步驟，如獻祭等。 

 

禮儀娼妓（ritual prostitution） 以性活動為宗教典禮一部分的習俗。其目的是促進

豐饒或充實廟庫。 

 

海上民族（Sea Peoples） 來自地中海各處的混雜人等。大約主前一二○○年之前，

他們以僱傭兵的身分參加埃及和赫人的軍隊。此後他們對近東各處的文明展開集體

攻勢。所造成的混亂足使新民族有機會在迦南興起。 

 

辛奴亥（Sinuhe） 法老亞曼念紇一世（主前1991～1962年在位）屬下的官員，被貶

竄到迦南地，多年之後才獲赦歸回埃及。有關他的故事與創世記的列祖，和摩西的

故事有若干對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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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Sumer）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最南面的地區。主前三五○○年左右產生了全區

第一個真正的文明，發明了楔形文字書寫系統，又創作了無數神話。以後幾千年的

宗教，都是靠這些神話維持。 

 

感應法術（sympathetic magic） 在法術儀式中以物件代替實物。例如施法對象可以

是一個人的名字、頭髮，或血，也可以是所針對的人或物之形象。所根據的想法是

這人的實體能夠與這代表他的物件相連，或轉移到這物件上。 

 

混合宗教（syncretism） 採納其他文化的思想、習俗、信念，把它與原有的文化混

合。 

 

遺址（tell） 由連續有人在同一個地點居住所構成的文化層，所累積出來的人造山

丘。 

 

神的顯現（theophany） 神在人的面前出現，如火燒荊棘事件。 

 

神名構詞（theophoric） 人名中包含神名字的成分。以賽亞、以西結、耶路巴力、

尼布甲尼撒等神名構詞的名字，都同時作出與神明有關的宣告。 

 

妥得（Thoth） 埃及的月神。 

 

查馬特（Tiamat） 美索不達米亞的原始海水女神，淡水神祇阿普蘇的伴偶。在《埃

努瑪埃利什史詩》中的創世故事中，她是瑪爾杜克的敵手。 

 

烏加列（Ugarit） 敘利亞北部的港城，主前一六○○年以降，控制了地中海的貿易，

直至主前一二○○年被海上民族摧毀為止。在烏加列出土的幾個史詩有助於詮釋列

祖和定居時代的聖經故事。學者相信烏加列的文化和迦南文化十分相似。 

 

吾珥第三王朝（Ur III） 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中，主前二一二○年至一八○○年之間

的時代。王朝的開國君王名叫吾珥南模，其根據地是吾珥城。蘇美文化在這期間得

到短暫的復興。 

 

吾珥南模（Ur-Nammu） 吾珥第三王朝之君王，舒珥吉的父親。他編纂了一套法典，

與聖經律法有若干對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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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克（Uruk） 主前第三千年紀至第二千年紀初期的蘇美城市。曾經被吉加墨斯

所統治。 

 

烏特納皮什廷（Utnapishtim） 《吉加墨斯史詩》中洪水故事的英雄。 

 

溫納蒙（Wenamon） 埃及神祇亞孟的祭司（約主前1100年）。以特使的身分，奉

命向敘利亞和腓尼基沿岸的統治者購置御舟所需的原木。由於當時埃及國勢衰弱，

政治局勢在海上民族入侵之後又十分混亂，他的使命因而耽延。 

 

贊諾芬（Xenophon） 主前第四世紀初期寫作的希臘史家。他最有名的著作名叫《遠

征記》（Anabasis），其主題是小古列（Cyrus the Younger）與哥哥亞達薛西二世奪

位之戰。 

 

雅巍（Yahweh） 以色列的神的名字之一。有時譯作「耶和華」，在英譯本中用大

寫的「主」字（LORD）代表。 

 

圖表與地圖 

與舊約有關的主要泥版 

名稱 泥版數

目 

語文 發現者 發現地

點 

發現日

期 

內容 製作日

期 

（ 主

前） 

與聖經

的關係 

埃卜拉 17,000 埃卜拉

文 

馬錫阿 瑪迪克

遺址 

1976 王室檔

案，包

括多種

文獻 

二十四

世紀 

主前第

三千年

紀敘利

亞的歷

史背景 

阿特拉

哈西斯 

3 亞喀得

文 

不同部

分由不

同人發

現 

多人多

地 

1889 ～

1967 

創世、

人口增

長、洪

水的記

述 

1635 年

抄本 

對應創

世記的

記述 

馬里 20,000 亞喀得

文（舊巴

比倫語） 

帕羅特 哈里里

遺址 

1933 心利林

王的檔

案，包

十八世

紀 

提供當

代背景

資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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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多種

文獻 

最大規

模之預

言文獻 

埃努瑪

埃利什 

7 亞喀得

文（新亞

述語） 

拉雅爾

德 

尼尼微

（亞巴

尼帕藏

書） 

1848 ～

1876 

瑪爾杜

克擢升

為諸神

系統元

首的故

事 

七世紀

抄本 

對應創

世記的

創世記

述 

吉加墨

斯 

12 亞喀得

文（新亞

述語） 

拉桑 尼尼微

（亞巴

尼帕藏

書） 

1853 吉加墨

斯和恩

基杜尋

求長生

不死的

英雄事

蹟 

七世紀

抄本 

對應創

世記的

洪水記

述 

博加茲

凱 

10,000 赫人語

文 

溫克勒 博加茲

凱 

1906 新赫人

帝國的

王室檔

案 

十六世

紀 

赫人歷

史和國

際條約

的例證 

努斯 4,000 亞喀得

文（胡利

方言） 

奇厄拉

與斯拜

瑟 

約爾貢

特珀 

1925 ～

1941 

家庭記

錄的檔

案 

十五世

紀 

主前第

二千年

紀習俗

的史料 

烏加列 1,400 烏加列

語文 

謝弗爾 拉斯珊

拉 

1929 ～

1937 

烏加列

的王室

檔案 

十三世

紀 

迦南宗

教及文

學 

亞馬拿 380 亞喀得

文（西閃

族方言） 

埃及農

夫 

亞馬拿

遺址 

1887 埃及與

迦南藩

屬間的

公文 

1370 ～

1340年 

反映主

前第二

千年紀

中期巴

勒斯坦

的局勢 

巴比倫

年鑒 

4 亞喀得

文（新巴

魏斯曼 巴比倫 1956 新巴比

倫帝國

626 ～

594年 

記載597

年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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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倫語） 的宮廷

記錄 

撒冷被

攻取及

其他當

代歷史 

埃瑪爾 800 亞喀得

文 

瑪古朗 默克納

遺址 

1975 王室、

廟宇、

家庭檔

案 

十三世

紀 

家庭習

俗、宗教

儀式 

阿拉拉

赫 

500 亞喀得

文 

伍利 阿查納

遺址 

1939 王室和

廟宇檔

案，伊

德里米

法例 

十八～

十七世

紀 

條約和

合同提

供文化

背景 

與舊約有關的主要碑文 

名稱 語文 發現者 發現地點 發現日

期 

內容 製作日

期 

（ 主

前） 

與聖經的關係 

便尼哈

桑古墓

壁畫 

埃及象形文

字 

紐貝里 便尼哈桑 1900 克農霍特普

三世的陵墓

壁畫 

1920 繪畫閃族人在埃

及居住 

罕摩拉

比法典 

亞 喀 得 文

（舊巴比倫

語） 

戴莫爾

甘 

書珊 1901 巴比倫法律

集 

1725 古代近東法律的

例證 

梅雷他

石碑 

埃及象形文

字 

皮特里 底比斯 1896 梅雷他的戰

績 

1207 「以色列」一名

第一次出現 

示撒石

碑 

埃及象形文

字 

 卡納克廟

宇 

1825 示撒的戰績 920 羅波安被攻打的

外證 

「大衛

家」石

碑 

亞蘭文 比蘭 但 1993 

區 

九世紀 當代記錄中首次

提及大衛 

米沙石

碑 

摩押文 克萊因 底本 1868 摩押王米沙

的戰績 

850 主前九世紀摩押

和以色列的關係 

黑石碑 亞 喀 得 文

（ 新 亞 述

拉雅爾

德 

尼尼微 1845 撒縵以色三

世的戰績 

840 描繪以色列人進

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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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巴蘭文

獻 

亞蘭文 法蘭根 代爾阿拉

（疏割） 

1967 巴蘭有關諸

神議會不悅

的預言 

八世紀 與聖經中的著名

先見有關 

銀製卷

軸 

希伯來文 巴爾凱 欣嫩子谷

古墓 

1979 內有民數記

六24～26的

護身符 

七世紀 聖經片段的最早

抄本 

西羅亞

碑文 

希伯來文 農家小

童 

耶路撒冷 1880 希西家水道

竣工紀念 

701 希伯來語言的當

代例證 

西拿基

立稜柱 

亞 喀 得 文

（ 新 亞 述

語） 

泰勒 尼尼微 1830 西拿基立的

戰績 

686 形容耶路撒冷之

圍 

拉吉陶

片 

希伯來文 斯他爾

基 

杜韋爾遺

址 

1935 拉吉城堡軍

長的18封信 

588 巴比倫最後一次

圍攻時的情形 

古列圓

柱 

亞喀得文 拉桑 巴比倫 1879 古列容許重

建廟宇的詔

令 

535 反映猶大亦得益

的政策 

古代近東的法律文獻 

 名稱 時間（主前） 描述 

蘇美 （拉加什王）吾魯

因寧金納變法 

二十四世紀第三王

朝初期 

社會改革 

 （吾珥王）吾珥南

模法律 

二十一世紀吾珥第

三王朝 

殘缺不全現存31條法律 

 （伊辛王）利皮特

─伊施他爾法律 

十九世紀伊辛─拉

撒 

引言、結語，及38條法律的片

段：只有民事法律 

亞 喀

得 

埃施嫩納法律 十八世紀舊巴比倫 60段民事及刑事法律 

 （巴比倫王）漢摩

拉比法律 

十八世紀舊巴比倫 現存282條法律（35～40條磨

失） 

另加引言、結語 

 中亞述法律（提革

拉毘列色一世？） 

十二世紀中亞述 約100條法律記於11塊泥版

上，民事及刑事法律 

赫人 赫人法律（穆希利

一世或哈圖西利

斯一世） 

十七世紀舊赫人 約200條法律民事及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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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舊約有對應之處的古代近東文學 

文學作品 語文 日期（主前） 舊約書卷 對應之處 

阿特拉哈西斯

史詩 

亞 喀 得

文 

  ～1635 創世記 創世、人口增長，洪水與

方舟 

埃努瑪埃利什

史詩 

亞 喀 得

文 

  ～1100 創世記 創世記述 

吉加墨斯史詩 蘇 美 文

亞 喀 得

文 

  ～2000 創世記 洪水記述，備有方舟和雀

鳥 

孟斐斯神學 埃及文 十三世紀 創世記 藉說話創世 

漢摩拉比法律 亞 喀 得

文 

  ～1750 出埃及記 法律在形式和內容上近似

西乃律法 

亞頓讚美詩 埃及文   ～1375 詩一○四 主題和類比的遣詞造，素

材 

盧魯彼勒南默

基 

亞 喀 得

文 

十三世紀 約伯記 受苦者質疑神明是否正直 

巴比倫神義論 亞 喀 得

文 

  ～1000 約伯記 受苦者與友人討論神明是

否正直 

阿曼尼摩比的

教誨 

埃及文   ～1200 箴二十二17

～二十四22 

詞彙、象喻、素材、結構 

赫人條約（36） 赫 人 語

文 

第二千年紀 申命記；書

二十四 

格式和內容 

蘇美城市淪陷

悼詞（5） 

蘇美文 二十世紀 耶利米哀歌 句法、象喻、素材 

埃及情歌（54） 埃及文 1300～1150 雅歌 內容和所用的體裁 

馬里先知文獻

（～50） 

亞 喀 得

文 

十八世紀 前古典預言 討論類似的題目（軍事和

祭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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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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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主要城市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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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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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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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主前六二五～五二九年之巴比倫帝國 

 
主前六世紀之波斯及其他重要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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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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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河流和乾河 

 
埃及和西乃半島的河流和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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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目錄 

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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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加墨斯史詩的洪水泥版，41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2. 示劍在中銅器時代的城牆，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馬底巴地圖，5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哈羅珥遺址和貝督因婦女，6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別是巴遺址，62頁 (c) Dwight Bolen/BiblePlaces.com 

6. 希伯崙的麥拉比洞今貌，6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撒拉墓，6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古代的水井與水槽，6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彼特拉的古道大門，7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蘭塞三世的殯儀廟，7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出埃及記 

1. 蘭塞二世的神廟，98頁 (c) Daniel Gebhardt/BiblePlaces.com 

2. 稻草泥磚，9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法老冠冕上有蛇像，10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埃及愛神哈妥爾，10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埃及的亞皮斯銅牛，10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牛膝草，109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7. 蘭塞二世在加低斯戰役中勝利，11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穆薩山，12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鄰近穆薩山的拉哈平原，12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亞拉得的祭壇，12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別是巴的祭壇，1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主前十八世紀的漢摩拉比法典，1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皂莢木，137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14. 會幕中的約櫃與基路伯，13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會幕中的陳設餅桌，13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會幕祭壇中的網柵，14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會幕中的外院，14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大祭司的胸牌，14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9. 銅洗濯盆，1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0. 橄欖榨，1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1. 米開朗基羅的摩西雕像，15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2. 鳥瞰會幕，156頁 (c) Becky Bardon/BiblePlaces.com 

利未記 

1. 會幕與祭壇，15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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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幕中的香壇，1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後銅器時代的亞施他特飾版，175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4. 漢摩拉比法典，17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會幕中的祭司和金燈台，18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基色的柱石，18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民數記 

1. 從多珥遺址望向紫色染料廠，19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凱特夫欣嫩，19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鄰近哈洗錄的西乃曠野，19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亞門霍特普二世，20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馬索斯遺址，20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內比哈倫山，2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亞拉得在銅器時代的城牆，20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尼波山上的銅蛇標誌，21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賈盧珥遺址，21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從西面看迪班遺址，21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代爾阿拉遺址，21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迪班在鐵器時代的摩押神廟地基，22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亞嫩河，2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申命記 

1. 從亞嫩河谷向南望，23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從東面看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24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主前十一世紀刻有埃及文字的碎陶片，24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羅馬的攻城錘模型，2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棗椰樹，278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6. 從尼波山望向西北，27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約書亞記 

1. 約但河鳥瞰，28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梅雷他的勝利石碑，29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杜得模斯三世的城市名單，29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祭司吹角，29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耶利哥的護城牆，29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特珥遺址，29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亞馬拿書函（泥版），299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8. 基遍的水井及螺旋石階，30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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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內比桑威珥遺址，30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耶路撒冷 G 區，30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基色中銅器時期的泥磚門，30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夏瑣下城的乾壕，3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夏瑣在中銅器時期的武器，30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胡列谷中的胡列湖，31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從亞實突的欣城堡向西望，31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薩非遺址，31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亞拉得初銅時代的城門和鐵器時代的堡壘，31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從亞弗看沙崙平原及雅康河上游，31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9. 從東北鳥瞰米吉多，31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0. 鳥瞰伯示麥，32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1. 基色的所羅門式城門，328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22. 示劍在中銅器時代的城門，330頁\cs16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士師記 

1. 亞拉得在鐵器時期的神殿遺跡，33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亞實基倫臨近海邊的遺跡，33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在伯善的埃及民居及建築，33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黑色稜柱上耶戶進貢的貢品，343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5. 從西北鳥瞰他泊山，34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海法附近的基順河，3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從南面鳥瞰耶斯列平原及摩利岡，35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哈律泉的洞穴，35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從北面看代爾阿拉遺址，疏割，35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從西面望雅博河谷，35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詹梅遺址，35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從示劍望基利心山，36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從南面看比雷小鎮，3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示劍的巴力比利土神廟遺址，36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梅迪內哈布壁畫上的海戰，36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亞實基倫的遺跡受到海浪侵蝕，37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從伯示麥看瑣拉和以實陶，37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瑣拉的參孫墓，37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9. 從夏瑣看胡列盆地，37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0. 但城在中銅器時代的泥磚門，38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3 

 

21. 示羅廢墟，38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2. 掃羅的基比亞，38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路得記 

1. 亞嫩河以南的摩押平原，38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撒母耳記上 

1. 示羅安放會幕的地方，39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西弗的埃及首長官邸，39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用來分隔橄欖油的陶罐，40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米斯巴鐵器時代的城牆，41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鳥瞰密抹，41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梭哥，42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遠望亞西加，4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從亞西加望向以拉谷，42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主前五世紀哥林多式的銅頭盔，42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主前六世紀辛杜斯的銅頭盔，42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在以拉溪流中挑選石頭，43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亞杜蘭洞，43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西弗曠野，43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俯瞰隱基底，43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安提帕底主後一世紀的人行道，44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洗革拉，44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伯珊的羅馬遺址，44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伯珊正在挖掘中銅器時代的圍牆，4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撒母耳記下 

1. 基遍水利工程的隧道，45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基遍的釀酒地窖，45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耶路撒冷的階梯石構，45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華倫豎坑入口至通往水塔的隧道，45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從華倫豎坑中向上望，45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米吉多挖掘出的宮殿，46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利乏音谷，4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埃及神殿中的亞孟─銳與獅子的石像，46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迦百農會堂中有約櫃在輪子上的裝飾，46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重建載運約櫃的拉車，46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主前六世紀的鐵車模型，46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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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拉吉浮雕上的西拿基立，471頁 (c) Mark Borisuk/BiblePlaces.com 

13. 安曼衛城的防禦工事，47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拉吉浮雕上的戰俘，476頁 (c) Mark Borisuk/BiblePlaces.com 

15. 在汲淪溪谷的押沙龍柱，48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從西北看伯瑪迦，48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馬薩大的攻城土坡，490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18. 打糧的器具\cf0 ，495頁 (c) Becky Bardon/BiblePlaces.com 

列王紀上 

1. 從雅博河東望右邊的瑪哈念，49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傳說中的大衛皇陵，499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3. 從北面望薩非遺址的白色峭壁，50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來自米吉多的示撒石碑的殘餘部分，513頁 (c) Daniel Gebhardt/BiblePlaces.com 

5. 從東南面望毘努伊勒，51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在但城挖掘出的邱壇，51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法爾阿遺址的南面，52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從南面望向撒瑪利亞遺址，52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遠望迦密山脈，52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從東面鳥瞰耶斯列遺址，53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置於迦密山的以利亞雕像，53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從岸邊看珊瑚島，53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列王紀下 

1. 米克納遺址，54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摩押石碑，54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鳥瞰書念及耶斯列谷，54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夏瑣一間四室房屋的遺跡，54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多坍遺址，55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耶斯列遺址的挖掘，556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7. 黑色稜柱上刻著耶戶俯伏在地的情形，559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8. 從南面鳥瞰迦特西弗，5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夏瑣的柱像，56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推羅稜柱上刻著西拿基立打敗西希家，569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歷代志上 

1. 提革拉毘列色三世浮雕，581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2. 撒縵以色三世石像，58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歷代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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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列耶琳，59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所羅門的馬廄，59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大衛城的採石場\cf0 ，594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4. 珊瑚島上塔樓的古老地基，60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哈蘇雪遠征鵬特的浮雕，60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拉吉浮雕上西拿基立的寶座，606頁 (c) Mark Borisuk/BiblePlaces.com 

7. 在卡納克神廟的示撒城市名單，60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但城發現柱像的位置，61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從南面看瑪利沙，61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從米斯巴望向南面的耶路撒冷機場，61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刻有亞述納瑟帕二世的石碑，62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2. 埃及的帝王谷，62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從東面看甘拉，62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從南面鳥瞰拉吉，63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希西家水道，64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拉吉浮雕上的攻城土坡，642頁 (c) Mark Borisuk/BiblePlaces.com 

以斯拉記 

1. 拿波尼度的花崗石碑，65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尼希米記 

1. 希西家的寬牆，66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抄寫中的文士，671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詩歌智慧文學 

1. 主前十八世紀的蘇美語智慧書，69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約伯記 

1. 迦密山的橄欖樹林，70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壓榨橄欖的器具，70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拿巴提人的榨酒池，70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亭納的銅礦井，70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詩篇 

1. 巴珊的牛群，73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耶路撒冷的古城門，73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創世史詩，760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4. 被雪掩蓋的黑門山，76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羅馬文明博物館中的古代七絃琴，77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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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埃及貴族在沼澤出獵圖，78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以賽亞書 

1. 夏瑣的砲塔牆，815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2. 古人的手鐲，81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拉吉之下的葡萄園，81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圖坦卡門的金棺，82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哈蘇雪的半身像，827頁 (c) Daniel Gebhardt/BiblePlaces.com 

6. 從撒烈溪望向西南面，83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西羅亞下水道碑文，8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從房頂上看昔日的希西家水池，8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在拉吉發現的瓶子手把，850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10. 主前三世紀亞歷山大的大理石像，85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重建圍攻馬薩大的塔樓，858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12. 重建圍攻馬薩大用的彈弩，858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13. 放在彈弩上發射的石頭，85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來自尼尼微的西拿基立石灰浮雕，86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5. 打穀場以及打穀的器具，86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簸小麥，86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從南面看伊里芬丁，87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哈蘇雪吸吮女牛神哈妥爾的乳房，88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耶利米書 

1. 從黎凡特北端向南望，89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彼特拉山中的水壩，89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賀如司雕像，89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拉吉的攻城土坡橫切面，89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5. 王道上羅馬道路的殘跡，90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約但河，90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窯匠造模，908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8. 窯匠的轉輪，9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燒陶的陶窯，9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0. 尼布甲尼撒的圓筒形印章，92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昆蘭古卷瓶，923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12. 拉吉的戰壕顯示圍牆的改變，92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從西北面看拉吉，9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4. 拉吉書函，927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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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發現拉吉書函的城門口衛兵室，92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6. 伊里芬丁的遺址和神殿，93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7. 卡納克神廟的花崗岩稜柱，93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8. 拿巴提人的石碑，94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9. 基遍的酒窖，94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0. 從北面看波斯拉，94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1. 巴比倫伊斯他爾門上裝飾的馬，952頁 (c) Rachel Smith/BiblePlaces.com 

耶利米哀歌 

1. 亞實基倫鳥瞰，95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手磨石，95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以西結書 

1. 巴比倫年鑑，提及耶路撒冷陷落，959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2. 羅馬撞城錘車的模型，96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蘭塞三世殯葬廟牆上雕刻的非利士人，96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文士用的筆與墨盒，968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5. 迦南暴風神哈達站在牛背上，97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6. 羅馬時期的少年木乃伊，971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7. 埃及墓中發現的蘆葦和纖維造的涼鞋，97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8. 主前一世紀的《亡經》，98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9. 巴比倫伊斯他爾門上的龍，986頁 (c) Rachel Smith/BiblePlaces.com 

10. 卡納克神廟外觀，98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1. 巴比倫伊施他爾門上的獅子，1001頁 (c) Rachel Smith/BiblePlaces.com 

12. 用來量重的天平，101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13. 死海岸邊，1013頁 (c) Kim Guess/BiblePlaces.com 

14. 人可以在死海上漂浮，1014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但以理書 

1. 拿波尼度的石碑，1025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2. 拿波尼度的圓筒石碑上刻有伯沙撒之名，1025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3. 埃及點算手掌的浮雕，10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亞歷山大大帝的石棺上刻有戰事圖，1034頁 (c) Rachel Smith/BiblePlaces.com 

5. 哈斯摩寧宮殿模型，1045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何西阿書 

1. 亞柯的防禦工事及大砲，1048頁 (c) Daniel Frese/BiblePlaces.com 

2. 亞柯港今貌，104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約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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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臘的愛奧尼亞式柱頭，106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阿摩司書 

1. 迦密山的森林，106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俄巴底亞書 

1. 蘭塞二世的條約，107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彼特拉的山嶺，108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約拿書\cs16 

1. 巴比倫年鑑，提及尼尼微被毀，1082頁 (c) Doug Bookman/BiblePlaces.com 

2. 大魚吞下人的雕刻，108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彌迦書 

1. 通往拉吉城門的道路，108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示劍的石柱，1093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那鴻書\cs16 

1. 在寧魯德的亞述納瑟帕二世宮殿的牆刻，109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在科薩巴德的撒珥根二世宮殿的門口，1099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3. 西拿基立祈禱的浮雕，1100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4. 卡納克神廟群，110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哈巴谷書 

1. 主後二世紀的黑人漁夫嵌圖，1104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亞馬拿遺址的房屋模型，110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西番雅書 

1. 赫米斯的大理石像，11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橄欖榨，110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哈該書 

1. 主前一世紀希律所建之神殿模型，1112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撒迦利亞書 

1. 耶路撒冷的雅法門，1126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瑪拉基書 

1. 拿巴提女神像，1127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2. 典型的拿巴提人房屋遺跡，1128頁 (c) Dwight Bolen/BiblePlaces.com 

3. 拿巴提人的教堂遺址，1128頁 (c) 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舊約聖經背景註釋》版權頁： 

本書照片經Todd Bolen/Bible Places.com 授權使用。 



59 

 

Photograph producer: Pictorial Library of Bible Lands by Todd Bolen/Bible Places.comc2002 

Todd Bolen 

List on p.1156-1164  

 

本書的照片目錄最後有一段文字： 

有星號*的照片採自孫樹民夫婦的影碟，其餘皆採自 Todd Bolen 的光碟。 

── 華爾頓《舊約聖經背景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