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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綜覽 

 

第一課 新約的背景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Testament) 

 

I。 新約的希伯來背景 

         

在巴比倫被虜到希律王統治的這一段期間，耶和華的名聲在各國間散佈。 在主前

六十三年，巴勒斯坦被征服，羅馬將領龐培攻陷耶路撒冷並進入聖殿。 在接下來的歲月

裡巴勒斯坦地區一直被羅馬所指派的統治者所管理。 在新約的福音書中與使徒行傳裡有

講述一部份這些統治者的功過， 尤其提到的是希律王的家族與總督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 

 

只要是猶太人去的地方，他都會帶上他所相信的兩個真理: 一神信仰與律法書。  

律法書是其生活上道德倫理的準則。 這些思想不只經由口傳，當舊約在主前250-150年左

右被翻譯為希臘文(稱為七十人編譯的舊約，Septuagint)時， 只要是能閱讀的人都可以

接觸到這些思想。 

 

最早大概起源於主前六到五世紀，猶太會堂的興起是在各國間建立猶太教的另一個

因素。 從巴勒斯坦到各外邦國家的城市裡開始有這樣的集會堂，在其中有讀聖經，禱

告，與崇拜各項活動。 對距耶路撒冷的聖殿遙遠的猶太人來說，那是集會的中心; 對於

周圍的人來說，那是對耶和華的名的經常的見證。 

 

在基督降生的兩世紀前，猶太教主要有兩個支派稱為撒都該(Sadducees)與法利賽

(Pharisees)。 撒都該人主要是祭司階級，他們掌控了政治的力量。 所以雖然撒都該的

人數比法利賽少，他們較有財富與影響力。 神學上他們反對法利賽人的超自然主義(馬太

福音22:23，使徒行傳23:8)。 法利賽人是宗教領袖，神學上是為正統的，他們認為天使

與靈魂存在，人死了最後會復活，並且有永生。 

       

在舊約與新約之間這一段時期，一些以色列人的希望與追求可以在一些被認作是經

外書(apocryphal: 神秘的，隱藏的)與偽經(pseudepigraphal: 偽書，假作有名人的著作)

裡看到。 這些共大約有二十五本書並不被猶太人認為是屬於正典。 雖然它們不算聖經， 

這些書記載了猶太人的歷史，思想，與未來的期望。 在被敘利亞， 尤其是安條克四世

(Antiochus IV)， 壓迫的期間，這些書喚起了對耶和華重新的敬畏，與對彌賽亞將完成

的救贖的期望。 

 

II。 新約的希臘背景 

       

在基督降生的三百年前，馬其頓王菲利浦得了一子。 這小男孩亞歷山大將成為古

代最偉大的軍事人物。 在他滿二十歲之前， 亞歷山大大帝開始征服世界。 由馬其頓開

始，東征直到印度河， 他不止征服了土地財富，也同樣的征服了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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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對世界有兩個貢獻: 傳播希臘文化與希臘文字。 他在所到之處設立希臘

文化中心。 希臘人的文化被各地的人吸收。 希臘文逐漸成為了當時世界的通用語，並成

為了將來福音的良好傳播媒介。 

       

亞歷山大的影響創造了一個希臘文化(Hellenism)， 這是指一個包含藝術，科學，

政治，與哲學的各方面的成就。 希臘文化中最有名的是哲學成就，從大約主前六世紀開

始。 從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到斯多亞(Stoics)與以彼古羅

(Epicureans)，(行傳17:18) 希臘人用思考去探索生命與宇宙的秘密。 

       

柏拉圖被許多人認為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他教導說，這世界與其所包含的

至多不過是偉大永恆真理的一個影子或是表現的集合。“真理(Ideas)”從日常的道理

(ideas)表現出來; 而屬靈魂的可以在世俗之中微微的察覺; 那”唯一的(One)”是眾多的

根本。 

       

相反的，柏拉圖最傑出的門生亞里斯多德教導說真理就在個體本身之中， 而不是

像柏拉圖所認為的在其外。亞里斯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幾乎是所有人類學科的專家。他的

寫作尤其在十三世紀後對基督教思想有重要的影響，就如同柏拉圖對中古世紀的影響一

樣。 

       

到了新約的時代，古典哲學的黃金時期已結束。斯多亞學派與以彼古羅學派主要研

究的也只是一些不重要的問題(使徒行傳 17)。前者是由芝諾(Zeno)在主前三世紀所創，

著重順自然生活，對世間變化的忍耐，而說人死之後，會被一個包含萬物的世界之靈

(World Soul)所吸收。以彼古羅是芝諾的同期人物，他與他的跟隨著是一個完全的唯物主

義者。他不認為有一個死後的世界，而只注重目前簡單的生活，追求快樂並避免痛苦。 

他說當人死之後，構成人的原素，包括身體與靈魂，不再是一個個體，而完全分散。 

       

在當時除了那些猜測的哲學之外，神祕宗教也給予人們生命的答案。大概除了米特

拉斯教(Mithraism)之外，其他的一些信仰都是假宗教之名，作不道德與放蕩酒色的行

為。 

 

III。 新約的羅馬背景 

       

在主前二世紀一個新的世界強權—羅馬，從地中海世界中興起。其軍事豪腕先後擊

碎了迦太基與希臘，然後向小亞細亞前進。當基督降生的時候亞古士督(Augustus Caesar)

皇帝完全控制了地中海地區。 

       

羅馬的統治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歷史關係在第三個福音—路加福音中有最好的敘

述。有三個相關的章節: 

       

1:5開始—那是在偉大的希律王當政的時侯， 有著祭司職份的撒迦利亞接到他兒子

約翰將出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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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開始—那是在羅馬皇帝亞古士督(27 BC.—AD.14)在位時，約瑟與馬利亞出發前

往猶大的伯利恆， 而後耶穌基督降生(比較彌迦書5:2)。 

       

3:1開始—這是在羅馬皇帝提庇留(Tiberius Caesar， AD.14-37)當政的第十五

年，本丟彼拉多(AD. 27-37)作猶太巡撫的時候，施洗者約翰開始在猶大的曠野傳道。 

       

雖然說羅馬的統治在很多層面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其中有兩點對基督教的興起

特別重要: 帝國的法治與秩序(羅馬盛世，Pax Romana)，與讓旅行比以往更容易與安全的

道路系統。 當在第一世紀基督教傳教士要從耶路撒冷外出傳教的時候，相當和平的環境

與良好的道路無疑是一大幫助。更值得注意的是羅馬政府對基督教的態度。他們認為基督

教是猶太教的一支，所以對其是最友善的，或者不反對的。 (比較使徒行傳 18，迦流)。 

這是在使徒行傳的敘述的情況。 

 

舊約與新約中時期的歷史 

 

I。 波斯時期(538BC.—332BC.) 

      1. 波斯王古列准許被擄人民回歸。538 BC. 

      2. 所羅巴伯重建聖殿。537 BC. 

      3. 以斯拉重整猶太教關於法律的部份，開始收集解釋，成為第二個律法;  

         研究預言文獻。458 BC. 

      4. 尼希米重建城牆。446 BC. 

      5. 撒瑪利亞分裂。撒瑪利亞人在基利山敬拜。 

      6. 不拜偶像，猶太會堂取代聖殿崇拜，注重安息日，口語更換為阿拉姆語  

         (Aramaic)。 

 

II。 希臘時期(332BC.—167BC.) 

      1. 332BC.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 

      2. 322-198 BC. 托勒密(Ptolemy)鞏固對巴勒斯坦的控制。 

      3. 198-142 BC. 西流基(Selucids)長期控制巴勒斯坦地區。 

 

III。 馬加比家族起義(Maccabean Revolt 167BC.—142BC.) 

      馬塔西亞斯(Judas Maccabees，又名Bem Mattathias家族族長)。 

      兒子猶大在164BC.的十二月重新奉獻聖殿(猶太聖日 修殿節 Hanukkah， 

         the Feast of Lights)。 約翰10:22，得到宗教自由。 

      兒子約拿單取得鄉村地區的控制權，並被承認是大祭司。有些不承認的人退出 

         並成立古姆蘭教團(Qumran community)。死海經卷。 

      兒子西門獲得政治自由。 

 

IV。 哈斯蒙(Hasmonean)獨立時期(142BC.—63BC.) 

      法利賽人與哈斯蒙人的衝突開始。 哈斯蒙派願意被希臘化，變成撒都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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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真流斯(Alexander Janneus，103-66BC.)拓張猶太領土。 

 

V。 羅馬時期(63BC.—AD.135) 

      64BC. 龐培進入至聖所(Holy of Holies)。 

      37BC. 羅馬指定了一個外地的王來治理巴勒斯坦，他是一個叫希律的混血以東人。 

        他與哈斯蒙的王的女兒結婚。他擴建聖殿以得民心。他是耶穌出生時的王。 

        他遺囑吩咐把王國分割給他的三個兒子。 

      亞基老(Archelaus)—猶大與撒瑪利亞，4 BC.-AD 6，馬太福音2:22。  

        他被羅馬免職，放逐去法國。 

      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加利利，佩拉伊阿(Perea)的統治者，  

        4BC.—AD.39，致施洗約翰於死地，他被羅馬放逐去法國。 

      腓力(Philip)— 巴勒斯坦的東北區，4BC.-AD.34，自然死亡¸ 路加福音3:1。  

      希律亞基帕一世王(AD.37-44，其父是老希律王另外一个儿子Aristobus，其母是 

        老希律王妹妹的女儿)殺害使徒雅各(使徒行傳12:20-23)。 

      一世之子為亞基帕二世(AD.50-92)，使徒行傳 25。 

      AD.6 羅馬罷免亞基老並併吞猶大。彼拉多為巡撫 (AD. 26-36)，其後為腓力斯 

        (Felix，徒傳 23:26))與非斯都 (Festus，徒傳24:27)。 

      AD.66， 第一次猶太人造反，羅馬軍隊被趕出。 

      AD.67， 羅馬再次征服巴勒斯坦。 

      AD.70， 羅馬攻陷耶路撒冷並摧毀聖殿。 

      AD.73， 馬塞大(Masada)被攻下。 

      AD.115-116， 第二次猶太人造反，這次是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地方。 

      AD.132-135， 第三次猶太人造反，被羅馬撤底消減，之後很長時間猶太人無法 

         進入耶路撒冷。 

 

希臘羅馬時期的猶太文學 

 

      經外書: 在七十人希臘文舊約聖經與拉丁文聖經中(Latin Vulgate)包含這十四本

書，而不在希伯來舊約裡。偽經包含了所有經外書之外的舊約與新約中間這一段時期的文

學作品。天主教在其聖經中接受大部分經外書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