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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前先知書﹕誰是負心人？ 
 
I. 歷史書還是先知書？ 

A. 史書的精神 
� 歷史的意義﹕古代跟現代的分別 
� 「以銅為鏡，以史為鑑」、「孔子刪春秋，亂臣賊子懼」 
� 先知書﹕「過去」和「將來」的意義 
 

B. 「信息上」是歷史書還是先知書？ 
� 希伯來正典不稱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和列王紀為歷史書，而

稱它們為前先知書或信息上（Neviim Rishonim） 
� 根據希臘文最早的翻譯，Neviim  被翻譯作「先知書」（Prophet） 
� 一般認為先知論到將來，歷史論到過去，這是對 Neviim  的一個誤解 
� 歷史不在於單單保存過去的記錄而已，而是藉著回顧過去，幫助今天

的讀者明白上帝的心意，讓今天的人知道怎樣生活 
 

C. 舊約聖經對先知（navi）的定義 
� 上帝的代言人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
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申十八18】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是不上帝、你的哥哥亞倫
是替你說話的。       【出七1】 

 
� 上帝透過先知說話，也透過歷史說話；所以這部分的歷史記載被希伯

來文聖經納入「信息、先知」的主要部分 
 

D. 前先知書（信息上）﹕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讀呢？ 
� 不要從一個純歷史的角度看，要留意上帝藉歷史向我們說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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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先知書撮要 
A. 結構 

 
 
B. 約書亞記 

� 書一到十二章﹕記載以色列人打進迦南的經過；以戰爭為主，強調剛
強壯膽， 因以色列有上帝的同在。耶利哥城那一場仗就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 

� 書十三到廿二章﹕記載約書亞如何幫助十二支派分應許之地 
� 書廿三到廿四章﹕約書亞臨終的勸勉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同心合意與

上帝立約；留意在他們當中有一些未曾經歷出埃及的群眾（書廿三
7、12﹕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 

 
C. 士師記 

� 士師（judge）是什麼人？有部分的士師肩負起審判官的責任，替百姓
判斷是非；另外也有些士師是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拯救在迦南地遭
受欺凌的以色列人 

� 士師時期常常出現的循環規律 
− 百姓離開上帝，受到外族欺壓 
− 百姓回轉、依靠上帝，上帝興起士師施行拯救 

� 士師時期大概維持了三百多年 
− 那是一段政治不穩固， 道德腐敗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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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十七6、廿一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 這兩段經文記載了兩個故事 

� 米迦的故事（士十七至十八章） 
� 便雅憫幾乎滅族的危機（士十九至廿一章） 

 
D. 撒母耳記上 

� 撒母耳是以色列中最後一位士師，亦同時是祭司和先知 
� 撒母耳記上記載了以色列頭兩位王的事跡﹕掃羅和大衛 
� 它記載了士師時期的結束和王國時期的開始。當百姓要求一位君王，

如同其他列國一樣，這個呼求是明顯拒絕上帝的表現﹕ 
− 在西乃山立約時，上帝很清楚地要求屬祂的子民要與列國分別出

來（撒上八1-9） 
− 這和出埃及時金牛犢一事有相似的地方嗎？ 

 
E. 撒母耳記下 

� 中心人物是大衛，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半後，在耶路撒冷作以
色列王卅三年 

� 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部分 
− 撒下一至十章﹕大衛的勝利 
− 撒下十一章﹕大衛的犯罪 
− 撒下十二至廿四章﹕大衛家所發生的事和所面對的困難 

 
F. 列王紀上 

� 記載所羅門繼位後以色列的隱憂和國家分裂的源由 
− 王上一至十一章﹕所羅門王統治下的統一王國 
− 王上十二至廿二章﹕王國分裂 

� 南北國分裂的情形 
− 所羅門王在位期間雖然有他光輝的高峰期，但亦因大興土木引至

民怨積壓 
− 北國（十個支派）以「以法連」支派為首，忠於耶羅波安；耶羅

波安原本是所羅門王的臣僕，他受先知的吩咐起來叛變 
− 南國（兩個支派）忠於羅波安（所羅門王之子），以「猶大」和

「便雅憫」支派為主 
 

G. 列王紀下 
� 王下一到十三章﹕以利沙先知在北國以色列暗利王朝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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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十四到十七章﹕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 
� 王下十八到廿五章﹕南國猶大在希西加和約西亞王時的短暫復興 

 
III. 前先知書的主題 

A. 各書之間的連貫性 
� 古代跟二十世紀對歷史觀點的分別 
� 在王下十七7-18 裏，列王紀作者或編者對以色列亡國作了歷史評論 
� 其餘的前先知書都是以為基礎 

 
B. 重複出現的主題 

� 同一個主題信息在重要的歷史轉接時刻出現，而不是在每卷書的結
束，可見這幾本書的連貫性 

 
由 到 參考經文 內容 

入迦南 士師時期 書廿三至廿四章 約書亞臨終的遺言 
士師時期 王國時期 撒上十二章 撒母耳對以色列的教誨 
王國時期 建聖殿 王上八章 所羅門王的一篇禱文 
王國分裂 亡國被擄 王下十七章 編者的按語，討論以色

列為何亡國 
 

C. 前先知書的讀者 
� 以色列在前先知書的開始和結束，身在何處？（詩一三七） 
� 前先知書讀者的生活處境 
� 前先知書的作者、編者用意何在？（詩八十九） 

 
IV. 結論 

� 坦誠、深切的信仰反省把一個危機變為屬靈轉機 
� 以色列人沒有在傷痛中離開上帝去找答案，要多謝前先知書編者的堅

持；我們要學習他們的坦誠和貞忠，成為別人的祝福 
 
V. 功課 

A. 請讀以下幾段經文 
� 申廿七至卅章 
� 書五至六章 
� 撒上十三章、十五章和十八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