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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九七六年初，圣经学会同仁开会商讨工作计划的

时候，当时的新主任，也就是甫卸任省会长的刘绪堂伸父提

议：学会要出版一种小型便宜的圣经辞典，因为学会出版的那

部具有两千六百多条的辞典，内容固然十分丰富详尽，但毕竟

太过笨重’只可作案头的参考书，却不宜随身携带，而且它的

价格也太贵了一一点，不是一般人所能购买的东西。为「使菜经

知识普及大众，随时可获得圣经的基本认识，一本小型、廉

价、方便的圣经辞典是必须的。当时大家都赞成和支持主任的

提议。事情很顺利地通过了。但是时光一闪就是两年’对上述

的提议竟无人问津，于是在 J九七八年笔者再次不避学浅才疏

之嫌’在全体学会同仁的赞同之下开始了这个工作。

由于笔者当时的正式工作并非这本小辞典’而是另有其他

繁重的职务，因此只可能在尽力找到的一些宅闲时间来从事这

个工作。如此年复一年的工作近三年之久，才终于将它完成’

真可说是在茶余饭后完成的一份工作！

这本小辞典只包括一千五百多条文。不过有关圣经的基本

观念和认识’可说应有尽有，是能应付一般人的需要了。而且

每个条文的结构力求简短明确，务使读者一目 f然’不但知道

它的主要内容，而且要容易记忆为主要目的。它尤其为→般对

圣经有兴趣的青年修士和修女应是 本有用的扶助书籍’其实

为大部份的神父们亦何尝不然！特别是在领导研讨圣经的机会

上，它似乎更应是随身携带的工具，以求随时查证，生；即得到



问题的答案。

为了使这个辞典易于携带，必须体积要小，但同时字体又

不可太小，因此为了能兼顾这两项要求，我们利用较薄的纸印

刷。在装订时力求坚固耐用，而且美观，其价格又尽量低廉’

以期达到普及利用的目的。

一本辞典是比较有长久性的书籍，因此笔者曾三番两次的

加以校对，其间还请了数位神父帮忙校稿和润色文章。虽然如

此，它仍然不是一本尽善尽美的作品。笔者惟一能自慰的是，

已克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为教会作出些许贡献，对我主

内的兄弟姊妹作出小小的帮助。笔者在此特别感谢我们年轻有

为的胡健挺神父，他为本书的中英文索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是本书的有功之臣。此外也感谢刘绪堂、李士渔、李长吟等神

父，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作了不少的牺牲。望天主报答他们的好

心，也求天主降福每位利用本书的读者！

值此方济诞辰八百周年大庆，圣年即将闭幕之际’笔者杰

作方济弟子’愧觉无以为报，乃将此小书献给圣父方济作为他

诞辰的卑微礼品和纪念，以略表寸衷！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圣方济瞻礼

忠高圣经学会

韩承良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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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爵保禄 Sergius Paulus 510 

色依尔 S巳ir 511 

色法辣得 Sepharad 512 

色威乃 Syene 513 

色委苛王朝 Seleucids 514 

色鲁恪 Serug 515 

色辣芬 Seraphim 516 

杂集 Hagiographs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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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厄格 Doeg 519 

多尔 Dor 520 

多尔卡 Dorcas 521 

多1年亚 τobias 522 

多f卑亚传 Book of Tobit 523 

多堂 Dothan 524 

多默 Thomas 525 

次正经 Deuterocanonical Books 526 

庆节 Feast 527 

齐默黎 Zimri 528 

充军 Exile 529 

羊门 Sheep-Gate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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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卷 Parchment 531 

羊战 Sheepfold 532 

关魂术 Medium 533 

米｝JU Micah 534 

米加耳 Michal 535 

米市纳 Mishna 536 

米加雅 Micaiah 537 

米肋托 岛1iletus 538 

米罗 Millo 539 

米该illi. 岛1icah 540 

米i麦亚书 Book of Micah 541 

米革龙 孔11gron 542 

米革达肋耳 孔1igdal－巳l 543 

米2在玛斯 Michmash 544 

米兹帕 Mizpah 当45

米息稚 Mysia 546 

米塔尼 Mitanni 547 

米黎盎 Mynam 548 

米德杨 Midian 549 

米德辣市 Midrash 550 

灯 Lamp 551 

灯台 Lamp-Stand 552 

忏悔二三咏 Penitential Psalms 553 

守门人 Door Keeper 554 

安多尼苛、安得i各尼科Andronicus 555 

安多尼堡 Antoma (Fortress)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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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 H Sabbath Day 557 

安息于在 Sabbatical Year 558 

安提约古 Antiochus 559 

安提约基稚 Antioch 560 

安提帕 Antipas 561 

安提帕特 Anti pater 562 

安提帕特 Antlpatris 563 

安提黎巴嫩 Antilcbanon 564 

安德肋 Andrew 565 

安慰 Comfort 566 

字 I寻： Alphabet 567 

许地 P1omised Land 568 

军旅 Legion 569 

农业 Agriculture 570 

收获 Harvest 571 

奸淫 Adultery 572 

好客 Hospitality 573 

红海 R巳d Sea 574 

约厄耳 Joel 575 

i''J ＋~ Book of the Covenant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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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少i去特 Jehoshaphat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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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纳 Jonah 583 

约纳书 Book of Jonah 584 

约纳达布 Jona dab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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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士 Joash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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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达肋纳 Magdalene 601 

玛红 Maon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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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弟亚 Matthias 605 

玛阿加 Maacah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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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 Manna 607 

玛纳恒 Manaen 608 

玛拉基亚 Malachi 609 

玛拉基亚书 Book of Malachi 610 

f马革j主拉 Magdaia 611 

玛革洛 Machaerus 612 

玛革培拉 Machpelah 613 

玛待 Me des 614 

E马哈纳因 Mahanaim 615 

玛索辣经文 Massoretic Text 616 

玛索辣经师 Massoretes 617 

玛基尔 岛fachir 618 

玛勒j少 Mareshah 619 

玛塔尼稚 Mattaniah 620 

玛塔提雅 Mattathias 621 

玛窦 Matthew 622 

玛窦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623 

玛辣 Marah 624 

f马撤 Massah 625 

玛黎 Mari 626 

玛默勒 Mamre 627 

违犯 Violation 628 

近人 Neighbour 629 

坟墓 Sepulchre 630 

花园 Garden 631 

芦苇海 Sea of Reeds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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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合香、没药 Myrrh 633 

苏撒纳 Susanna 634 

劳狄刻雅 Laodicea 635 

克尔 Kir 636 

克尔摩阿布 Kir of Moab 637 

克劳狄 Claudius 638 

克里特 Crete 639 

克罗帕 Cleo pas 640 

克雄 Kish on 641 

克黎约特赫兹龙 Kerioth-Hezron 642 

克黎雅塔殷 Kiriathaim 643 

克德龙 Kedron 644 

杜玛 Dumah 645 

杜勒欧洛颇 Dura-Europos 646 

杜辣 Dura 647 

村庄 Village 648 

巫术 岛1agic 649 

束缚 To Bind 650 

吾主！来叭！ Maran Atha 651 

否认 To Deny 652 

来l陆、再来 Parous1a 653 

抄本 Codex 654 

护符 Amulet 655 

护慰者 Paraclet巳 656 

报应 Retribution 657 

报复律 Law of Retaliation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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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人法 Anthropomorphism 659 

肖似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660 

肖像 Image 661 

时辰 Hour 662 

时间 Time 663 

旷野 Wilderness 664 

吴尔巳诺 Urbanus 665 

To Hem 666 

昕命 Obedience 667 

里外雅堂 Leviathan 668 

里狄雅 Lydia 669 

里息f马苛 Lvsimachus 670 

里息雅 Lysias 671 

里基雅 Lycia 672 

困苦 Trouble 673 

帐棚节 Feast of Tabernacles 674 

帐幕、会幕 Tabernacle 675 

帐幕制造术 Tent 岛faking 676 

男人 Man 677 

钉在十字架仁 To Crucify 678 

乱伦 Incest 679 

伯达尼 Bethany 680 

伯多禄 Peter 681 

伯多禄前后书 Epistle I and II of Peter 682 

佣工 Hireling 683 

含 Ham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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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兰 Hiram 685 

希耳 Hi el 686 

希耳克雅 Hilkiah 687 

希则克雅 Hezekiah 688 

希农 Hinnom 689 

希约 Chios 690 

希克索斯 Hyksos 691 

希伯来人 Hebrew 692 

希伯来书 Epistle to the Hebrews 693 

希伯来文 Hebrew Language 694 

希威人 Hivites 695 

希望、望德 Hope 696 

希腊人 Greek 697 

希腊主义 Hellenism 698 

希腊普通话 Koine 699 

谷木兰 Qumran 700 

谷地 Wadi 701 

犹大 Judah 702 

犹大玛力日伯 Judas Macchabaeus 703 

犹太 Judaea 704 

犹太人 J巳ws 705 

犹太基督徒 Jewish Christians 706 

犹巳耳 Jubal 707 

犹达 Judas the Galilean 708 

犹达（耶稣的兄弟） Judas, Brother of Jesus 709 

犹达书 Epistle of Jude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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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达宗徒 Judas Apostle 711 

犹达斯 Judas Iscariot 712 

狄达玛 Didrachmon 713 

狄约尼削 D10nysius 714 

狄约勒斐 Diotrephes 715 

狄纳 Dinah 716 

狄朋 Dibon 717 

角 Horn 718 

角石 Corner-Ston巳 719 

应毁灭之物 Anathema 720 

弃绝 Cast off, Excommunication 721 

弟茂德 Timothy 722 

弟锋 Titus 723 

沉香、芦芸 Aloes 724 

沐浴 Bath (to bathe) 725 

沙龙 Sharon 726 

沙耳玛乃色 Shalmaneser 727 

沙隆 Shallum 728 

启示 Revelation 729 

启蒙师 Custodian 730 

初果 First Fruits 731 

初期教会 Original Community 732 

灵魂 Soul 733 

肘 Cubit 734 

肝 Liver 735 

良心 Conscience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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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Wealth 737 

赤f本 Nude 738 

阿瓦、依a Avva, Ivvah 739 

阿贝乃尔 Abner 740 

阿贝冬 Abdon 741 

阿贝沙降 Absalom 742 

阿巴冬 Abaddon 743 

阿巴纳 Abana 744 

阿古尔 Agur 745 

阿阻则耳 Azazel 746 

阿臣黎雅 Azariah 747 

阿们 Amen 748 

阿尔瓦得 Arv ad 749 

阿尔农 Arn on 750 

阿尔希颇 Arch1ppus 751 

阿尔特米 Artenus 752 

阿市多1号’ priJ左托 Ashdod, Azotus 753 

阿市托勒特 Ashtoreth 754 

阿市刻隆 Ashkelon 755 

阿市革纳次 Ashkenaz 756 

阿市塔i各特 Ashteroth 757 

阿兰 A ram 758 

阿加波 Ag_abus 759 

阿加恪 A gag 760 

阿加得 Accad, Akkad 761 

阿加得文 Accadic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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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基慕 Alcimus 763 

阿耳斐 Alphaeus 764 

阿达尔（月） Adar 765 

阿协尔 Asher 766 

阳则卡 Azekah 767 

阿多兰 Ado ram 768 

阿多厄贝则克 Adoni-Bezek 769 

阿多尼责德克 Adoni-Zedek 770 

阿多尼雅 Adonijah 771 

间E马尔吉内 Amarna 772 

阿玛肋克人 Amalekit已$ 773 

阿玛责雅 Amaziah 774 

阿玛革冬 Armageddon 775 

阿玛撒 Amasa 776 

阿杜明 Adummim 777 

阿杜蓝 A dull am 778 

阿希加 Ah1car 779 

阿希甘 Ahikam 780 

阿希托费耳 Ahitophel 781 

阿希约 Ahio 782 

阿希约尔 Ac hi or 783 

阿希玛兹 Ahimaaz 784 

阿希i苦罕 Ahmoam 785 

阿希雅 Ahijah 786 

阿希慰肋客 Ahim巳lech 787 

阿纳尼雅 Anamas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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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特 Anathoth 789 

阿纳克人 Anakim 790 

阿孟 Ammon 791 

阿孟 Amon 792 

阿彼布 A bib 793 

阿彼兰 Abiram 794 

阿彼沙恪 Abishag 795 

阿彼纳达布 Abinadab 796 

阿彼胡 Abihu 797 

阿彼盖耳 Abigail 798 

阿彼雅 Abijah 799 

阿彼瑟 Abishai 800 

阿彼默肋客 Abimelech 801 

阿爸 Abba 802 

阿舍辣 Asherah 803 

阿苛 A echo 804 

阿苛尔 Achor 805 

阿革齐布 Achzib 806 

阿革？少犬 Achshaph 807 

阿革撒 Achsah 808 

阿事l}f,白 Arabia 809 

阿哈布 Ahab 810 

阿哈次 Achaz 811 

阿哈齐稚 Ahaziah 812 

阿哈雅 Achaia 813 

阿费克 Aphek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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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拉 Aquila 815 

阿格黎帕 Agrippa 816 

阿殷 Ain 817 

阿基士 A chi sh 818 

阿勒达 Aretas 819 

阿勒约帕哥 Areopagus 820 

阿得辣米特 Adramyttium 821 

阿颇罗 Apollo 822 

阿颇罗尼 Apollonius 823 

阿塔里雅 Athaliah 824 

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825 

阿斯纳特 Asenath 826 

阿斯摩乃王朝 Hasmonaeans 827 

阿斯摩太 Asmodaeus 828 

阿雅隆 Aijalon 829 

阿辣巴 Arab ah 830 

阿辣得 Arad 831 

阿辣辣特 Ararat 832 

阿撒 Asa 833 

阿撒夫 Asaph 834 

阿撒耳 Asahel 835 

阿黎玛特雅 Arimathaea 836 

阿黎斯托步罗 Aristobulus 837 

阿黎斯特雅 Aris teas 838 

阿黎斯塔苛 Anstarchus 839 

阿摩黎人 Amorites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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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默兰 Am ram 841 

阿默辣斐耳 Amraphel 842 

附录 Tosephtah 843 

附魔 Possessed by Demon 844 

妓女 Harlot 845 

忍耐 Pa ti巳nee 846 

纯朴 Simplicity 847 

纳巴耳 Nabal 848 

纳巴泰人 Nabata巳ans 849 

纳阻肋人 Nazarene 850 

纳市文件 Nash Papyrus 851 

纳因 Nam 852 

生内达布 Nadab 853 

纳齐尔（献身者） Naziritc 854 

纳阿曼 Naaman 855 

纳波尼杜 Nabonidus 856 

纳波特 Na both 857 

纳局尔 Nahor 858 

纳敖米 Naomi 859 

纳堂 Nathan 860 

纳i鸣 Nahum 861 

纳鸿书 Book of Nahum 862 

纳塔乃耳 Nathanael 863 

纳斐塔里 Naphtali 864 

4户 Ass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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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E马辣因 Zcmaraim S6h 

责玛黎人 Zema rites S67 

责拉 Zela 白 6:-1

责罗斐哈得 Zelophehad H币。

责波段 Zeboyim 870 

垃圾 Dregs 871 

耶肋米亚 J巳r巳mi ah 出 72

耶肋米、＇It H Book of Jeremiah 873 

耶肋米亚书信 Epistle of Jeremiah 问 74

耳r1步斯人 Jebusites 民75

耶且可 J巳ucho 876 

耶苛尼雅 Jechoniah 877 

耶胡 Jehu 878 

耶特洛 Jethro 879 

耶斐特 Japheth 民80

耶稣 Jesus 881 

耶稣F降阴耳l Descent into Hell 882 

耳r~稣升天 Ascension of Jesus 883 

耶稣苦难史 Passion of the Lord 8f\4 

耶稣的兄弟 Brothers of Jesus 885 

耶稣享年史 Infancy Gospel 88而

耶路撒冷 Jerusalem 887 

耶辣颇里 H1erapolis 888 

取i吉礼 Purification 889 

xxxv 



八副 条文目录

古7辣阻四 Chorazin 890 

若动；厄 Joshua 891 

若苏｝ [1_; 书 Book of Joshua 892 

若望 John 893 

若望书信 Epistles of John 894 

若望宗徒 The Apostle John 895 

若望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896 

若望默示录 Apocalypse 897 

者瑟 Joseph 898 

若瑟夫 Josephus Flavius 899 

若翰j先者 John the Baptist 900 

苦恼 Distress 901 

杯爵 Cup 902 

枪矛、标枪 Spear 903 

丧期 Mourning 904 

雨 Ram 905 

奇迹、异事 Miracle 906 

欧尼刻 Eumce 907 

欧瑟亚 Hosea 908 

欧瑟亚书 Book of Hos巳a 909 

拈阉 Lot 910 

拣i主、召选 Election 911 

拉丁古译本 Vetus Latina 912 

拉了通行本 Vulgate 913 

拉回禄 Lazarus 914 

拉到E Laban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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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基士 Lachish 916 

拉默客 Lamech υ17 

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 918 

叔拉米特 Shulammite 919 

叔能 Shun em 920 

叔默尔 Sumer 921 

t仔 Kidnev 922 

国家 State 923 

忠信 Fidelity 924 

帕兰 Paran 925 

帕尔瓦因 Parvaim 926 

帕尔默纳 Parmenas 927 

帕佛 Paphos 928 

帕特洛巴 Patrobas 929 

帕特洛斯 Patros 930 

帕特摩 Patmos 931 

帕塔辣 Patara 932 

帕提雅人 Parthians 933 

罗马 Rome 934 

罗马书 Epistle to the Romans 935 

罗特 Lot 936 

罗得 Lod 937 

凯撒 Caesar 938 

凯撒勒雅 Caesar巳a 939 

知善恶树 Tre巳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940 

牧人 Shepherd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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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p民 Pastoral Epistles 942 

和p十二 Peace 943 

1日 f;J Reconciliation 944 

(Ji／（叶 Bread of Presence 945 

他；（； Messenger 946 

｛｛二 Ul 11可~；； lb learn 947 

j{( I ：［赞 Ibzan 948 

！~二 1」： Is hi 949 

（京马、 1; 1 ¥,' Hyre anus 950 

（在叶i巳 n I sh baa! 951 

｛交 1 \T J ＇~ l手 Ishmael 952 

1\( iii i吁：1: Ishtar 953 

1在弗大 Jephtah 954 

(td}[j ；吃得 Ichabod 955 

！文 u11J 贝可 Jezebel 956 

阪ii: Jezr巳el 957 

｛古朴默稚 ldumaea 958 

｛农旦黎苛 Illyricum 959 

（众和↓尼珞 lconm日1 960 

（在：宇：一阳J 'f任 lturaea 961 

ft~泰 lttai, Ithai 962 

f((t存 .fl} ~j( Ithamar 963 

｛夜树 Trust 964 

it（现 Ira 965 

1京南市 !rad 966 

f\dli'1川U尔 Issachar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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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伯尔 Elizab巳th 96白

依撒恪 Isaac 969 

依撒意亚 Isaiah 970 

依j散，自： i]］／第二 Deutero Isaiah 。71

f在撒意亚第二 Trito Isaiah 。町、

依撒意｝让 15 Book of Isaiah U「飞

岳厄尔 Joel 

岳厄尔书 Book of Joel q「 ζ

货币 Coin 9眉f、

迫害 Pers巳cution

迦拉达人 Galatians 97?1 

迦拉j主节 Epistle to the Galafon, 97'l 

迦萨 Gaza 91':0 

欣（旷野） Sin l)~ ! 

彼布罗斯 Byblos 9目2

彼耳i又 Bi learn 983 

彼耳哈 Bilhah 。刘4

彼提尼雅 Bithynia 9~5 

合玛雅 Shemaiah 986 

舍根 Shcchern 987 

舍特 Seth 98民

合牛牛主 Gold Bull 98υ 

金科玉i担 Golden Ruic 。90

乳香 Frankincense 991 

贪婪 Avarice 99~ 

贫穷 Poverty 9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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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 Fox 994 

狗 Dog 995 

狗熊、熊 Bear 996 

底比斯 Thebes 997 

底格型斯i口I Tigris 998 

废书库 G巳mza 999 

夜 Night 1000 

夜更 Night Watch 1001 

放弃 Renunciation 1002 

妾、 1井居 Concubine 1003 

刻主 Inscription 1004 

要｜｜达尔 Kedar 1005 

要H玄机 Keila 1006 

亥！J 突辣 Keturah 1007 

刻德士 Kedesh 1008 

河马 Beh巳moth 1009 

河东地区 Transjordan 1010 

法利塞人 Pharise巳s 1011 

i去 a~ Pharaoh 1012 

法律 Law 1013 

波纳尔革 Boanerges 1014 

j皮责辣 Bozrah 1015 

i皮口台i欠 Boaz 1016 

波斯 Persia 1017 

怕情 Fear 1018 

宝座 Throne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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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祖 Patriarch 1020 

宗徒、｛吏徒 Apostle 1021 

宗徒（时代的）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1022 

宗徒会议 Jerusalem Council 1023 

宗徒教理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1024 

定罪 Condemnation 1025 

审判 Judgement 1026 

官吏、官员 Magistrates 1027 

穹苍 Vault of Heaven 1028 

试探、诱惑 Temptation 1029 

诗歌 Poetry 1030 

房舍 House 1031 

祈祷 Prayer 1032 

祈祷的时刻 Times of Prayer 1033 

建树 To Build up 1034 

建筑 Architecture 1035 

居所 Dwelling 1036 

居鲁士 Cyrus 1037 

弥额尔 Michael 1038 

降生成人 Incarnation 1039 

承认 Recognition 1040 

承继产业 Inheritance 1041 

经师 Scribe 1042 

经匣 Mezuzah, Phylacteries 1043 

终结 End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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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 Venom 1045 

城市 City 1046 

荆棘 Thorn-Bush 1047 

革乃撒勒 Genesaret 1048 

革巴尔河 Ch巳bar 1049 

革巴耳 Gebal 1050 

革力；雄 Gershom 1051 

革尔熊 Gershon 1052 

革达里稚 Gedaliah 1053 

革则尔 Gezcr 1054 

革多尔老默尔 Chedorlaom巳r 1055 

革责E马尼 Gethsemani 1056 

革叔尔 G巳shur !057 

革勒挝人反培肋提人 Cherethites and Pelethics 1058 

革鲁宾 Cherubim 1059 

革辣尔 Gerar 1060 

革辣撒 Gerasa 1061 

革黎斤 Gerizim 1062 

革摩t Chemosh !063 

胡尔 Hur !064 

胡耳达 Hulda 1065 

胡须 Beard 1066 

胡涂 Stupidity 1067 

胡瑟 Hushai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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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犹大 Kingdom of Judah 1069 

面、脸 Face 1070 

面颊 Jaw 1071 

按手礼 Laying of the Hands 1072 

拯救 Salvation 1073 

战争 War 1074 

战利品 Booty 1075 

星期 Week 1076 

显示 Epiphany 1077 

显圣容 Transfiguration 1078 

局合亚 Hoshea 1079 

昌斐辣 Hophra 1080 

局黎人 Horites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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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主

1 一文

Farthing 
罗马帝国币制最小的货币

（玛 5:26 ），马尔谷称之为「小

钱」（谷 12:42)

2 一代

Generation 
可币伯来人所谓的→代’在

圣经｝：有不同的意义’例如：

指直系后代电或较fil 的亲属

（创 1 0:1 ：户 1:20-42 ）’或同

时代的人 c n1J 1: i; 1s:16 ；户

32: 13 等 ） ：或人类代代相传

的历史（创9:12 ；民 3:2 ）’或

某 时代的社会风气（箴

30: 11 ：咏 14:5)

-- 1岛

3 二元论

Dualism 
二元论是主张两个原理极

！斗

端相对 ι的学说’有心理、伦

理、哲学和宗教等二元论。在

旧约中虽然多少有些受希腊哲

学→元it影响而来的二元论，

但不甚明显（见智 9: 15 等）。

比较明显的二元论见于若望及

谷木兰的著作中（见若－ 3:8、

9,24 ：、 4:6.13 等）

真次在若望福音中或明或

暗地充斥著二元论的说法，例

如：「光明来到了世界，世人

去［J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

的行为是邪恶的」（若 3: 19 ; 

参见 3:21; 8:12、44 等）

4 十二小先知

Twelve Minor Prophets 
「十二小先知」名目始自

圣奥斯定’并不为区别高 F ’

而只指其著作分量较少。公元

前二世纪·十二小先知著作己

臼成一集 υ 他们（王先知职务的

时代是介于公元前八至四世纪

之间；尽职的地区或在南国犹

大，或在北国以色列。参见各

;t知条。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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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二支派

Twelve Tribes 
古代支派的形成’或由于

血统，或由于联盟（出 12剑）。

以民的支派是由于血统，以及

宗教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太清

楚，是否最初也有政治的因素

存在，以政民长在各支派之间

所占的地位若何。每个支派普

通有数位长老，主管一切事务

（撒下 19:12 ）。达昧建立统一

王国，好似破除了以民十二支

派间的界限。其实不然，每个

支；＊早已根深蒂固的向心力，

l罔

6 十二宗徒训言
Didache 
是圣经时代之后的著作，

收集卡二宗徒传述主的训诲而

成。内容除讲述生命与死亡两

条路线之外，亦记述了圣死、

圣体、告解等圣事的礼仪，以

及教会的领导制度。此书引用

了许多圣经经文’为校对圣经

有相当的价值。

7 十字架

Cross 
现代的人谁都知道十字架

是很难彻底根除的。充军期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装饰品，但

后，十二支派表面上虽已不 最初它却是一种罗马人使用的

复存在，但是「十二」这个为

以民是与生俱来的数字观

念，却深深地仍印在人们的

脑海中，例如「十二宗徒」要

审判十二支振（玛 19:28)

后期的犹太人仍然对于他们

的伟人尽力标明他们出身的

支派（希 7: 14) 

可怕刑具。原意是谓「树木，

木桩」。行刑时将犯人以绳索

或钉子捆钉在十字架上’令他

疼痛难堪’最后窒息而死’或

等夜间野兽出来将他们咬死。

耶稣为了救赎全人类就死在这

样的苦架上。谁想作耶稣的门

徒’亦必须背负自己的十字

架，就是该忍受世间的痛苦。

作耶稣门徒的应以十字架为荣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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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6: 14 ）。卡字架是耶稣基

督得胜的标志（若3:14J5) ' 

是基督徒 fl~生吊于夭主的因缘

f 迦 2:19,20)

8 十城区

Decapolis 
指十座联盟自治的城区。

卡座城，除史托且可1里外，皆位

于约但河东岸。其巾的居民多

为外邦人‘文化深受荷腊的影

响，政治贝lj 处于罗马的保护

F ’实行自治’有臼己的语言

（希腊语）、宗教、年历和法

if! ＇杂居其中的犹太人虽享有
宗教内由，去［l 尼公民仅利。十

坡的数目在历史上多少有些出

人。新约三次提到「十城区」

L 士马 4丑 ; 谷 5:2引； 7:31-37) 。

9 十诫

Decalogue 
并非圣经名词，平在上称

为「卡句话」（出 34:28 ；市

4:13; 10：刑。内容国然卡分古

老’但现有的形式应是出于晚

民 10

期作者的编辑（出 20: l-17 ：申

5:6之 l ) ＇有人谓是在以 if:！分

南北朝之后的事。原始的形式

定是很短的十句话，现有的

形式是后人引伸的结果 c 原是

绝对肯定句：「你应作甚么，

不口］作甚么」 ’ i一时乎是 fri i '* 
11］：「削果你作甚么…… J 。

此足以证明它的内容是非常古

老的俨参见牙1；同敬礼、安息

日、爱、父母、凶杀、婚姻、

私产、誓愿。

10 七

Seven 
是古代中东各民族惯用的

一个数字，它的来源可能是基

于阴历片亮的四个盈亏i沂段、

每一阶段为仁天。故以「七」

来指 -tJ]事物的圆满结束。圣

经仁有杀加音的获得七倍报

复’杀拉默客的七十七倍（包1J

4:15.24 ）。匕又叫（出 25:3 l-

37) ’意谓t主具有完备的光

明。此外有安息日（出3l:l5 尸

安息年（出 23:10.l l j ’喜年等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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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25：肘，皆以「七」字为根 乐，遂渐渐将它放弃’另从事

据。这个数字在新约内亦屡见 新的翻译。新约的作者在引用

不鲜（谷 16:9 ；玛 l 8:21 等）。 旧约时，大都利用了七十贤士

11 七十贤士译本

Septuagint 
指圣经第一部译本’即希

腊译本。来源基于→种传说’

谓埃及王仆托肋米二世时，有

七十二位贤士，用七十二天时

间’将全部圣经自希伯来文译

成希腊文。因为当时在埃及有

不少犹太侨民，他们只讲希腊

文，对自己的国语希伯来文却

不甚了了’为此必须将圣经译

成希腊文。事实上学者咸认

为，这番翻译工作并不是七十

二天’而是用了将近一百年的

时间，即自公元前第三至第二

世纪，才告完成。翻译的价

值，书与书之间各有千秋，例

如小先知书是很不够理想的译

作。

犹太人原本十分重视这个

译本’但因教会亦利用它来研

读圣经，犹太人心中大为不

译本。

12 七书

Heptateuch 
按希腊原文是指「包括七

书的抄卷」’以之总称圣经最

初七书’即五书、苏、民。这

七本书的结构、内容和文学类

型甚为相似，故学者合并称之

为「七书」’犹如梅瑟五书之

称为「五书」

13 人

Person 
人是天主的受造物（创

1:27 等）’且是他特别珍爱的

受造物（咏8:6-9 ）。他是一整

体，并不是如我们所说，由灵

魂和肉身组成的合体。圣经上

「灵魂」「肉身」二字不是指整

个人的一部份，而是指整个人

的本体’说他有灵魂’即谓他

是个有灵的生物；说他有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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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谓他是个变化无常的物 圣子的降来拯救了这个世界

体。二字并用时，是指人本体 （人类），却也审判了这世界

的两面，而不是本体的两分；

是可互换意义相同的两个概

念，常见用于并行诗体内（参

见咏 63:2)

他的感觉和情欲的中，中是

肝和肾。几时提到「肉」很少

单纯地指人的肉体而言（约

2:5 ）。人与天主及人与万物

之间的原来良好和谐的关系，

因 人的罪恶和过失受到了破

坏扰乱（包1J3:5,6,16-19;

8:21) 

连在新约巾，人亦仍然被

视为整体，而不是出于部份的

合体（玛 10:28 ）。他的存在充

满矛盾，因为人看来聪明，却

糊涂（恪前 1:20 ）；自以为守

法有功可恃’却不能得救（弗

2:8,9 ）。人之所以能否得救，

完全赖天主的仁慈，因为无人

可以确保无罪。人出于这个世

界（若3：刑，却倾向于这个黑

暗世界之外的光明，可惜不能

逃出黑暗（若 3:19 ）。天主借

（若 3:17,19 ）’依照人接不接

受信仰的光明与否。

14 人子

Son of Man 
在旧约中通常所指是

「人」’多少带点软弱可怜之

意（依 51 :12 ；则 2章）；但达

7:13,14 的「人子」却由天主获

得了尊严的地位。达书直接所

指固然是以民，但由上下文看

来’似乎又不可能只指以民，

以民之外实另有所指，大部份

学者强调，所指是默西亚。

在新约中「人子」有时亦

只指「人」（希 2:6 ）。但在福

音中耶稣爱自称为「人子」（玛

8:20 等）’竟然有八十二次之

多，暗示他就是所预许的默西

亚，是全能的主（谷2:28)

将要受苦受难，死而复活（谷

9:31; 10:33 ）’再降来审判世

界（谷 13:26,2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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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兽交合

Bestiality 
见于古代中芽、（肋 18:23-

25 ）’其由来可能号子源于宗教

迷信，以为借此叶以获得家畜

二1二产，所以大部份 111-1-\'.: i去典，

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处罚。悔

瑟法律却明文禁止这种「迫性

邪恶」’违者处以死刑（肋

20:15.16) 

16 儿子

Son 
儿子在以民的脑海中是

家族传宗接代的保障，是邦

国父母之光（咏 127:3 等；包rJ

16:5 ）。儿子对父母有必须克

尽孝道的责任（出 20：口）。长

于有与生俱来的特权（申 21 :15 

等）’却也特别是天主的所有

物（出 34:20 ）。「某个家族的

儿子」指示人对改家族的隶

属性，如：「以色列于民」’

原文作「儿子」：或者指某人

的命运’例如「死仁之 r J 、

「义恋之子 、 I 阳千之］二」等

（撒 t. 20:31 ：路 10:6)

17 匕首党

Sicari/ 

二田l

是犹太人中激烈份子所组

成的→个党泣，盛行于耶稣时

代，专门与罗马人作付，外出

必身怀匕首，见有机口j乘’便

将压迫犹太人的罗马人’或他

们的问路人杀死。他们热诚虔

敬守法，殷切期望默西亚快快

来临，拯救人民于水火 c 宗

21 ：到记载曾有四千匕首党人

暴动，未能成辜的事口

18 乃巴约特

Nebaioth 
人名’依l有玛耳的长子

（创25:13; 28：圳，又是阿兰北

部民族的一个游牧部落（依

60:7) 

19 乃尔

Ner 
人名’撤乌耳大将间贝 ）］

尔的父亲（撒 r.14:50,5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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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4 ）。意：；同「光明」

20 乃尔加耳

Nergal 
神名’！且是巴比伦的太阳

神’后来渐渐成了管制疾病以

及战争的神明，与他的夫人！丘

勒布基｝JU 耳女椰同被视为阴间

的主宰 c 1iJ下 l 7:29-32 曾言反

他）J＇被供奉 rrt散玛黎稚的高丘

庙宇内。

21 乃尔加耳沙勒贵尔

Nergal-Sharezer 
人名’；吉、谓「乃尔加耳

（神）保护国才三」’拿步高国王

的 员大将’ 11Wfr可乃步［r卫士束当

率军在耳II京抢掠杀戮，极尽阪

坏之能事（耶 39:3)

22 乃弗塔尔、乃弗泰

Nephthar 
种浓厚且易燃的液体，

是为重新点燃圣火的原料（加

下 l :36 ）；但是它的字意学者

尚不能确定。

23 乃步臣辣当

Nebuzaradan 

20 25 

人名’；言、谓「乃步（神）赐

给了后裔」。拿j步 l苟同王的卫

队长和大臣，率领音f)T尽行破

坏了耳｜：京（列 f 25:8 20 ; J:j[l 

41 ·IO; 43:6; 52: 12-26,30 ）’释

放了被囚禁在罕狱巾的耶肋米

亚无知l（耶39:11-14: 40:1-6 ）。

24 乃阿颇里

Neapolis 
城名’意谓「新城」’是

斐理伯1世新辟的海港城市，在

马其顿东。保禄第二次出外传

教时，曾途经此地（宗16:11 ）。

今名卡BL拉。

25 乃苛

Necho 
埃；反国王（公元前 609-

593 ）’登极后不久， ~E述垂

危，极需救助，乃苛毫不迟

疑’字军自If柱。在路过默基多

时1九大国王约史雅克出兵相

阻·结果约史雅不但大败，而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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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战死沙场（列下23:29 ）。乃 27 乃革布
苛后来知道约阿哈次在犹大称 Negeb 
王，甚为不满，立即将其撤 地区名，意谓「干旱之

换’另立厄里雅金为王’并赐 地」’位于巴力斯坦南部’由

名约雅金（歹lj下 23:31-36 ）。 于雨量太少’又没有水泉河

公元前605 年乃苛被拿步高在 流’故非常干燥’毫无出产可

加革米士打败（耶 46:2 ）’只 言’为此人口很稀少。也正因

好退居埃及’不再干涉己力斯 此，它的边界从来未划分清

坦的政治（列下 24:7)

26 乃波

Nebo 
意谓「高处」’是圣经上

不同的地名：

(1 ）巧波山：位于摩阿布

地区’高 810公尺。梅瑟曾由

山顶遥观圣地的美景（申

32:49) 

(2 ）摩阿布的城市，曾一

度属勒乌本支派（户 32:3,38 ; 

编上 5:8 ），但不久后又为摩

阿布人所夺回（耶48:1,22 ）。

( 3 ）犹大支派的一城市

（厄上 2:29; 10:43 ）。

楚。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些游

牧民族’诸如耶辣默耳人、刻

尼人、革勒提人及加肋布人等

（苏 15:21-32 ；撒上 27: 1 O; 

30: 14 ）。在罗马帝国时代，

曾企图改造它的环境，使其有

所出产’但自从阿刺伯人占领

之后，便再度被弃置荒废。自

1948 年以来，犹太人再度在

这里从事开垦，将干旱著名的

乃革布加以绿化，至今己获得

了显著的成效。

28 乃胡市堂

Nehushtan 
意即「铜蛇」’原为梅瑟

所制，为救治被毒蛇咬伤的人

（户 21 :4－训， m后来却被百姓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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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为神明（列F 18:4 ）。 之地’曾在稣撒首都作了波斯

国王的官员（厄下2: I ）。回国

29 乃费托亚 后被委任为犹大省长。厄下一
Nephtoah 书可以说是他的回忆录，记述

水泉名’在耶京之西’是 了他不少生平事迹。

犹大与本雅明支派的分界点

（苏 15分， 18:15 ）。 32 乃赫米雅书

Book of Nehemiah 
30 乃塔尼雅 本书与厄上是不可分割

Nethaniah 的’其中所记载主要是关于耶

人名’意谓「天主赐予」 京在乃赫米雅领导之F的重建

( 1 ）刺杀革达里雅的凶 ( 1-6章）。乃氏特别操心号召

于’依市玛耳的父亲（列下 犹太群众向耶京移民（ 7, I I 

25:23, 25 ；耶 40:8,14,15 ）。 章）。乃氏向百姓公开宣读上

(2 ）犹大国王约沙法特的 主的法律（ 8-10 章）。本书载

官员，曾下乡宣传上主的法律 有许多人名和地名目录。

（编 F 17:8) 

33 乃黎

31 乃赫米雅 Neri 

Nehemiah 是耶稣族谱上的一位祖先

人名，意谓「上主施慰」’ （路 3:27,28 ），他是默耳希的

哈加里稚的儿子’属犹大支派 儿子’沙耳提耳的父亲。

（厄上 2:2 ）。充军后领导犹太

人重建耶京城垣’重整社会道

德，是位德高望重的伟大领袖

（厄下 3-5 章）。他生长于充军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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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三位一体奥义

Mystery of Trinity 
这端道理清楚明显的陈

述，在旧约和新约中都JC处可

寻，但在旧新二约内却有1、j夭

主二位，体奥理不少提示或暗

示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新约中

更为明显。不过这种说法与外

教信邪神有两性而形成家庭的

三位说法（父亲、母亲、儿

子）’是迥然不同的。

圣保禄明言基督的圣宠，

天主的慈爱，圣神的恩赐（恪

后 13: 13 ）’或谓圣神赐予圣

宠，主赐予职分，功效米白天

主（恪前口才四川，或i目召选、

救援、祝圣是天主至父、圣

子、圣神的工程（弗 I :3-14 : 

伯前 1 :2 ）。授洗礼仪中王三

名字的式文’是教会对天主圣

二信仰的表示（玛28:19 ）。非

常明显的证据！止于去2:33 ，若

15:26 °天主三 1~！ - i本的道理

比较清楚地见于苦书：基背与

二I ill I 

圣父同是斗，丰（ I: I; I 0:30,38 、

14: 11; 17:11,21 ）’在主父内

( 14:9 ，见斐 2：肘’借著基督

遣发圣神（ 14:16,17,26: 16:7-

11, 13,l 4 ）。此外’ 1果禄亦有

关于天主圣三的言论，如：格

后 1:21,22 ；罗 1 :7: 8:9-11 ；弗

4:3-6 ；怦 3:4-7 ：斐 2:1 l 。

35 三松

Samson 
人名’意谓「太阳之二子」’

七大民长中最后的 位’圣经

用了四章篇幅米记述他的事迹

（民 13-16章）。所记多半是民

rsJ 流传，尽人皆知的奇怪事
件，作者不过只将它们编在一

起，例如与培肋舍特欠人｜可恋

爱，斗智清谜’英勇抗敌’ f丰

倒培肋合特女子德里拉石榴裙

F ’以及最后将培月111号特人集

会的大厅推倒等事迹。他是位

献身于主的人，他幸自天阔的神

力，一次又→次地表现了天主

如何在扶助以民 c

“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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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馆

Three Taverns 
地名，位于古阿主雅大道

之旁。罗马信友听说保禄即将

到来，曾沿此路来到三馆相

迎。在罗马之南，离罗马约四

十九公里（宗 28:15)

37 工作

Work 
工作对外教人来说，是F

贱奴隶的职务，连在圣经上也

视之为上主诅咒J＆罚的结果

（包1J 3: 17-19 ）。工作不但使人

觉得辛苦难当，而且多次也徒

劳无益，毫无收获（咏90:10;

训112: 11 ）’且阻止人寻求智慧

（德 38:24-39: 11 ）。但在救援

的时代’人们「不再徒然操

劳」（依 65:23)

从另 方面来说，它原是

人类的天职（包1) I :28 ）；天主

自己也在操作：创造天地（创

2:2 ）’照管葡萄园（依5:7) , 

还不时在工作（若 5: 17 ）。天

主也委托人工作（创 2:5,15 ; 

JA 38 

箴 18:9 ）。工作是为了天主’

而不是为人（哥3:23 ）。工作甚

至是天主的恩赐（咏 128:1,2 ）。

主人应给予工人合理的工资，

不应压迫剥削（申 24:14,15;

耶 22: 13 ）。学苔亦应当学习

一种操劳的职业（宗 20:34;

得后 3:8，圳’因为耶稣自己亦

是匠人（谷 6:3 ）。但最主要的

还是寻求夭主的国（路12:31 ）。

人不应为生活过度忧虑 (f马

6:25皿34 ），也不应过度贪求财

富（路口 15-20 ；希 13:5 ）。

好吃懒做的人诚町耻（得前

4:11,12 ；得后 3 :6-8, I 0田 12 ）。

济贫的正常途径是工作（弗

4:28 ）；就连下贱的工作’人

亦应当为爱天主’而乐于操作

实行（弗6:7 ；哥 3:23 ）。家庭

主妇的工作很有价值（弟前

5:10) 

38 工作、服役、事奉

Service 
这个观念的范围颇为广

阔。首先有奴隶的服使（出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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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路 17:8 ；玛20:26,27 ）’

臣仆的服役（创 15: 13 ；出

1:11;2:23; 13:3 ；民 3:8 ），以

及属下对长上的服务（撒上

18:5,30; 19:4 ；撒下 14: 19, 

20 ）。人对天主或邪神的附属

性’亦用服役这个观念来表

达’即事奉天主’或事奉邪神

（出 23 :33 ；申 28:64 ；撒上

7:3,4; 12:10 ）。但是只有对天

主的事奉才是合法正当的（民

10:6,16 ）’因为只有天主是真

神’故此人在事奉天主时不可

三心两意（出 20:5; 23:24,33 : 

苏24:14,15,1们’要诚心远离

罪恶（咏2:11; 100:2; 102:23), 

完全归向天主（编上 16: 11 ）。

向天主服务尽职的肋未支派的

人和司祭是由民间选出来的特

殊人物（申 18:5 ），他们执行

的是高尚神圣的服役。

新约要求人事奉天主（玛

4:10; 6:24 ；路4:8 ；罗 12: 11 : 

哥 3:24 ）’必须如同耶稣一样

（玛 20: 2 8 ：谷 10:4 5 ；路

22:27 ）。服役是耶稣真正门

二二年i田l

徒的标记（玛 20:26,27 ；谷

10:43-45 ）。作长上的，即是

作众人的仆役（谷9:35; 10:44 : 

路22:26 ；若 12:2 ），因为服役

是实爱的表现（格前 16: 15 ; 

默 2:19 ）。以前人是罪恶的奴

隶（罗 6:6－肘，但自从耶稣完

成了救赎的工程之后’人成了

天主的义子’可自由事奉天主

（迦 3:28; 4:4-7 ），为正义、和

平（罗 14:17,18 ）、为爱德而

服务（迦 5: 13 ；希 6:10 ；伯前

4:10 ）。保禄以自己是基督的

仆役而自豪（罗 1:1 ：斐 1:1) ' 

他的同伴同为基督的仆役（哥

4:12 ，得前 3:2 ，弟前 4:6)

天主招募人服役（罗 1: 1 ；格

前 1: 1 ：迦 1: 15 ），尤其为圣言

服役（宗6:4 ；罗 1:9; 15:16), 

为新约服务（格后 3:6)

圣经上提及的职务皆与服

役、服务分不开’例如可祭职

（编上24章），民长职（民2: 16-

1 9 ），君王职（撒上 l 0:6; 

26: 16 ），先知职等等（列上

11 :29-39 ：依 3:2 ）。新约的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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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都与基督有关，是以基督的

全权去完成某一项使命（谷

3:14-18; 6:7 ，玛 10:40卜是基

督借著教会的服务留在教会内

（弗 4:10,11 ：罗 12:6-8 ；格前

12:28,29 ）。教会内的职务既

然以服役为本’就没有高低贵

贱的分别，因为这种服役只是

耶稣自己对人类服务的延续

（谷 10:43-45; 16:15 ：若 13:12-

17 ；宗 1:17,25 ）。服役职权的

传授是借著有服役职权的人的

祈祷和付手礼（宗 6:6; 13:3 : 

弟前4:14 ）。参见宗徒、长老、

先知、教师、主教、执事。

39 41 

马人之手’是「十城区」之

一。在新约时代，此处有个人

数颇为众多的犹太团体，也很

早在这里建立了基督教会。此

城与保禄有著莫大的关系（宗

9) 

40 大马士革文件

The Document of 
Damascus 

是 1896 年在旧开罗座

古会堂「废书库」中发现的希

伯来文抄本的残卷，于 1910

年出版’与谷木兰文件颇为相

似，可能是公元 50-68 年间的

39 大马士革 作品。文件中的大马士革可能
Damascus 是指谷木兰而言’因为它与此

古代交通和商业的重镇， 团体的运动有著密切的关系。

周围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崇

奉黎孟神（ )'lj下 5:1剖，为达

昧时代阿兰王朝的首都（依

7:8 ），曾多年与以民兵连祸

结，战斗不停。公元前732 年

被亚述王提革拉特巫肋色尔三

世所占领：公元 64 年落入罗

41 大司祭

High Priest 
大司祭是以民司祭团中的

首长。他在以民的历史上曾经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以民

辗转于旷野的时代’他主待会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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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中的宗教敬礼：其后在耶京

圣殿中亦然。出 28-29 章清楚

记载了大可祭应穿著的祭服’

以及他应遵守的献祭规律。因

为他是亚郎大可祭的继位人’

他实际上就成了以民的精神领

袖。自从1散罗i芮将厄贝雅塔尔

大二J祭革职之后’匣多克足他

的后代便成f耶京圣殿中大司

祭的候选人（罗iJJ二 2:27,35 ）。

大可祭是天主与百姓之间的中

间人，代替百姓祭献，赔补人

民的过犯；尤其在股罪节日’

大叶祭吏斐单独进入主圣所，

举行赎罪祭，为自己为人民赎

罪（肋 16 ：见希 9:7 ）。自从

以民丧失君主政权之后，大司

祭更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利’尤

其在叙利亚反罗马管辖犹太人

的时代，大可奈简直成了这些

帝国君王于中的工具、 f鬼｛插手1日

f，~：物。在耶稣的时代，大可祭

亦有权主持公议会，但自耳~京

圣殿毁坏之后，犹太人的这种

司祭职务也就渐渐消除了 c

42 大麦

Barley 

工L用1

巴力斯坦的农作物，除了

小麦， ij先成最多的是大麦。大

麦比较容易耕种’又较早成熟

（卢 I :22 ）。但它的价格去［J低

于小麦 C §rJ F 7:1 ：默 6:6)

是穷人的主要食物（卢 2: 14-

17; §rj i、·4:42 ；若 6:9 ）；有时

也用来饲养牲畜（夕rj上 5:8 ; 

民 7:12-15)

43 大鱼

Sea Monster 
国文作「塔寸f j ’指种

凶恶时’｜白’向来与天主为敌的

海怪。思高圣经有不同的翻

译’例如1大鱼（包lj 1:21 ）’海

怪（咏 148:7 ；约 7: 12 ）’里外

雅堂（ fi'\27: 1 ）’龙（耶51:34) ' 

巨龙（依 5 1: 9 ）’毒龙（咏

74:13 ），鳞鱼（川 29:3; 32:2 )’ 

蛇（出 7:9, 12 ），随上下文而

足。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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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理石

Marble 
圣地特产之 ，尤其耳＼＼京

的大理有最为有名，是旧日建

筑土宫殿字不可或缺的材料

( E街上 29:2 ：歹rj t 5: 17: §rj下

曰： 13;22：“。诗歌仁以之比

喻入体美（歌 5:15)

45 大博尔

Tabor 
是依次勒耳平原东北部一

座孤立的山’约lis公尺高，

1的散加尔、贝rj步隆与纳斐塔里

三支 DK 以之为分界 ｝；~ （苏

19:22 ）。上述三主：ii( 曾在此

集合，准备与，白、色部决战（民

4:6,12,22,24 ）’而大获全胜

（、民 5 ） ο 历来是宗教中心（申

33:18,19 ），向欧 5: 1 对之有一微

词。据传说，在这座山土耳＼＼稣

改变了容貌（玛 17: 1-13 等），

也在这山上升了天（玛28:16 ）。

44 47 

46 万军的上主

Lord of Hosts, Lord of 
Sabaoth 
是仁主的 ］） 个名称即军

旅之才气。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因

为古代的以民向来探信’以民

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天主自

己·后来圣经则视夭主为大车

之主（依6:3 ）。此各亦见于新

约中。

47 上主的仆人

Servant of Jahve 
是依 42:1-4; 49:1-6; 50:4-

9; 52: 13-53: 12所歌颂赞扬的一

位人物 d 为此学者｝~将上述的

圣经段落合称为「仁主仆人的

诗歌」

新约时代教合将这篇诗歌

用在耳｜：稣基督的身上（宗8:26-

40) 

向些学者将这篇诗歌贴介

在数位以民历史的人物身上，

如梅蒜、耶肋米业、则鲁巴 IJ)

耳等 c 也有人将它用；在整个以

色列民族身仁。

I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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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上主的日子

Lord’s Day 
为以民原是个伟大可向往

的日子，因为在「上主的日

子」’天主要拯救以民，不但

安享太平，而且还要战胜万

邦’成为一枝独秀的强国。由

于许多以民陶醉在这种美好的

幻想中’而忘却实行正义’谨

遵上主的诫命’先知亚毛斯便

开始报告「上主的日子」将是

可怕黑暗的日子（ 5: 18-20 ）。

岳书则将它描写成上主审判和

实行正义的日子（见岳 3: l-5; 

宗2:16-21 ）。在新约中’「上

主的日子」与主耶稣再度来临

的日子相提并论（斐 1:6 见路

17:24 ）。它亦称为「最后的日

子」（若 6:39 ），或「主日」’

即星期日（默川0)

49 上主的嫉邪

Jealousy of Jahve 
圣经以嫉邪是天主本性的

特征之一’因为他是唯一的真

神’不容有其他的神存在（列

－＿幽

上 14:22 ）；邪神应被弃绝（出

20:3 ）。上主与以民之间的盟

约有如婚约，因此以民是天主

独占的产业，以民有责任只敬

礼天主（出 19:5; 20:4土 34:14 ）。

先知们认为天主嫉邪来自他的

圣洁（依 48: 11 ；贝lj 36:22-28; 

39:25 ） ’尤其是他的神圣不

可侵犯的名号。嫉邪是天主爱

的表现（依 9:6 ：、 26: I l ；贝rj

36:5‘6）。天主处处为以民著想

（依63:15 ；岳 2:18 ；阻 8:2) • 

处处打击以民的敌人（依42:13;

59: I 7, 18 ；则 5:13; 36:5,6; 

38: 19-23 ）’对以民施以拯救

（依 9:1-6 ），对耶京加以保护

（依 37:30-35)

新约不再提上主的嫉邪’

只是若 2:13-17 描述耶稣对天

主充满热忱。｛呆禄自觉对天主

充满热忱（宗22:3 ；迦 1:14).

这热忱使他传教救人，热心服

务（罗 11:13,14; :i!l!!4:17-20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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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上池

Upper Pool 
耶京的 个水池。按列下

18: 17 希则克雅国王在这里接

见了亚述王散乃黑黎布遣来的

使者’令国王投降，交出耶

京。也在同样的这个地方’依

撒意亚先知鼓励阿哈次国王不

要畏惧强敌来犯（依7:3-9 ）。

51 口唇

Lip 
保护口腔和牙齿，是以我

国有「唇齿相依」之说。在圣

经上其意义有二：

( I ）原意指讲话（歌 4:3,

门， 5: 13; 7: 10 ）、耻笑（咏

22:8 ）、亲吻（箴 24:26)

(2）借意指人虚伪假善

（依 29:13 ；参见玛 15:8)

52 山中圣训

Sermon of the Mount 
是耶稣在一山岗上传授的

（玛5-7章；路6:17-49 ），故称

为「山中圣训」。所谓「山中

50 52 

圣训ii 」是作者将耶稣在不同地

方’不同环境之下，发表的言

论收集在一起，并不是耶稣在

山上→次连续发表的言论。

先论「真福八端」’后论及梅

瑟法律’并强调耶稣来不是

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法律（玛

5: 17 ）。关于梅瑟法律’他矫

正补充了当时经师的解释’要

求人不但要外表上奉公守法，

而且要从内心对天主怀有纯正

完备的服从（玛5:21-48 ）；只

外表祈祷守斋，行施舍的善功

是不够的，必须具备内心真正

虔诚的精神，才可以享真福’

作天国的子民。

「山中圣训」最主要的部

份’除了上述的「真福八端」

外·尚有对立的言论部份：

「你们一向听古人说过·…··我

却告诉你们……」（玛 5 :21-

48 ）’「天主经 _i( 玛6:7-15 ）’

以及法律的「金科玉律」（玛

7:12 ；路 6:31)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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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山羊

Goat 
圣地主要家畜之一，头长

颈短，双角并生，毛长，多呈

黑色’属洁净动物’故其肉可

食，亦叮作祭品（申 14:4)

是游牧民族致富的财源（包lj

30:25-34 ）。因其肉可食，其奶

可饮，皮可作皮囊或皮服，毛

可制造帐幕或窗帘（创 21:15 ; 

出 35:6,23,26 ）；又因其力大

好斗’成了蛮人恶霸的象征

（则 34:17 ；玛 25:32)

54 山谷

Valley 
指二山之间窄狭低派的地

带而言。圣经 t记载了不少圣

地山谷，如本希农（苏15:8 ）’

依费塔赫耳（苏 19:14,27)

袋狼或谓责i皮殷（撒仁13: 18) ' 

盐谷（撒下 8:13 ）’责；去达等

Lil 谷（编下 14:9 ）。有时译作

「平原」’因其地势长而宽

广’如一平原，故译作平原’

往往为军事必争之地。

i回i

55 干年国说

Millenarianism 
一种根据默20: 1-6牵强附

会而来的说法，认为在末日审

判到来之前，基督和他的随

从’要在世为王一千年。教父

中犹斯定、依肋乃等人主此

说’但热罗尼莫、敖黎革乃、

奥斯定等加以强烈的攻击和反

驳，认为是无稽之谈。主此说

的人忽略了默书中的许多象征

意义：「千年同」（ 1000 = 10 

× 10 × 10 ）意即圆满完整的神

国’而不是指未来要发生的

事，更不是指未来的年代。

56 乞丐

Beggar 
行乞在人们的心理上，总

是可耻的下贱事（路 16:3 ）。

圣经也以此来诅咒敌人（咏

109:10 ）’并劝人尽力躲避这

种挨家乞食的可耻行为（德

40:29 ）。但事实上在任何时

代，社会上总有一些可怜的老

幼残疾，无依兀靠，只有以求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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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度日的人，在耶稣的时代更

不例外｛路 l 8 :35 ；玛 9:27;

20:30) 

57 门非斯

Memphis 
城名， j,'r: f埃夜尼罗河F

i厉的左岸，距开罗有二十八公

里之j量，它不归是埃及的军事

重地’而］且也是许多国王的墓

地所在处’是4以 l吉i 陀l 育为数不

少的金字塔。圣经称之为诺

夫（耶 2:16: 44:1; 46:14.19; 

则 30:13.1圳、或者摩夫（欧

9:6) 

58 门徒

Disciple 
门徒这个名词主要见于新

约’它的意义颇为ft三：

d）从师去敦的人（ J＇~ I 0 

24 ：路 6:40)

(2) 接受某人的道理’并

按照道理而生泊的人（到 22:

16:t:2:1s) 

( 3 ） 狭义地说来是指耶稣

·' 7 尹飞）

的跟随；肖， j[tt是那 i :f汽门

也（玛 10:1: 28:16 ），此外jf

有大批的迫的者（忏 2: 15 ：比

7:11 ）。路 10: 1-12 特日H!t I生明；

七卡干二f可 J11t c 

(4 ）去 it大事；公所 l1:l的门

饨，大都是指那些回头进敦信

奉耶虾、的人而言，就是划在

天主教所称的教友（宗 6: I: 

9: 19) .基 l:J 教所说的「于1言

？£」。

59 女人

Female 
我们不要忽略；在经的时代

是毛男轻女的时代’以反圣经

的作者皆是男人’ ~1此我们不

必奇怪，圣经上没有关才女人

的系统it说，只有穿插其间的

些个月lj观念：也不用奇怪圣

约有也表m轻视女人的态度、

( l ）余人完全属男人百辖

（创 3: I 们，连她的受j主都不

例外（色lj 2: \ 8-24 ）：女人是男

人的助于（创 2: 18) 0 久人的

誓愿’如果没有丈夫或）（来的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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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便无效（户 30:4-l 7 ）。女

人的法律地位很低（申21:14) , 

只要死者留 F了儿子，女儿不

论已婚或未婚都无权继承产业

（户 27:8 ；参见约 42: 15) 

(2 ）但在圣经上却也记述

了－些出类拔萃的妇女，如厄

娃、撒辣、黎贝加、辣黑耳

等’这毕竟是偶然的例外。妇

女受人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为人

母不可旁贷的荣耀（见列上

1:15-21:『 28-31; 2:13-21 ）。天

主有时用母爱来表示他对以民

的爱护（依66:13 ）’或以母亲

来代表诸德之闹的智慧（德

24:24 ）。妇女的贤惠堪受赞

美（箴 31:10-31)

( 3 ）女人可参加民间和宗

教的庆典，但主持礼仪却是男

人的事（申 12: 12 ；巴 6:27-

29 ）。视女人为男人的所有物

（出 20:17 ：申 5:21 ）：丈夫死

后家庭不由妻子’而由长子来

治理一切。

(4 ）耳I＼稣提高’甚至可说

恢复了妇女的地位：首先有不

了→幽

少妇女跟随资助了传教的耶稣

（路 8:2,3 ）；复活后，首先显

现给她们·要她们去传报复活

的喜iR （谷 16:1-8 ）；怜悯赦

免淫妇的过J8 （若 8: 11 ）；认

定税吏和妓女反而先进入天国

（玛21:31,32 ）；与妇女单独在

井边长谈（若 4:1-26 ） ’令人

不胜惊异（若 4:27)

( 5 ）妇女同样领受天主圣

神（宗 21 :9 ）’协助传教’从

事福利的工作（宗 9:36 ）。女

人多次作圣教会的象征（迦

4:26 ，默 12:1 ）。新约时代人

在基督内，不再分男女，而成

了→个（迦 3:28 ）。女人对保

禄的传教工作作出了1~大的贡

献（宗 16: 13 －凹， 18:26 ，罗

16:3 ：恪前 16:19 ）：妇女也讲

说预言（格前 l I :5, 14:34,35 ）。

60 女儿

Daughter 
根据古代东方民族强烈特

殊的种族思想，女儿自幼常属

于父亲权TC 包lj 29:21 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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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l因

30:4 等），只有在结婚后才不

属父亲管辖。女儿为承继家

业’不可随意嫁人（户 36: I-

12 ）’又能被出卖当作奴姆

（出刀，：7-11 ）。儿媳亦称女儿

（包1)24:48：、卢 l 11 ）。寓意的说

法指示一座城（依 I :8; 62: II ) , 

或一地区（耶 46:11,19,24)

61 女执事

Deaconess 
罗 16:1 及弟前3:1 l 似乎提

到了女执事·但是很难确定这

些女执辜的权限和职务电以及

她们在教会内的地位。同样，

弟前5:9,1 O言及的寡妇亦是如

此。

62 马尔谷

Mark 
他的原名是若望马尔谷

（宗 12: 12 ）。初期的信友在他

母亲的家中聚会祈祷。他是巴

尔纳伯的表弟（哥 4:10 ）’二

人曾同时出外传教’并同保禄

结伴而行，但未能贯彻始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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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f果禄而去（宗 12:25;13:5 『 13;

15:37 等）。据传说他借同伯

多禄和保禄屑于罗马多时（哥

4:10：，费 24：，伯前 5: 13 ）。他是

第二部福音的作者。

63 马尔谷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谷书是四部福音中最短’

也是最古老的一本。它仅有

750 节，其内容多著重于耶稣

的作为和奇迹，很少提及耶稣

的言论‘所以对训诲信友似乎

无太大用途。并且它的全部内

容几乎已完全包括在玛书和路

书之中，是以自古以来·教会

内便有第二福音是「玛书的缩

写」之说。所以它在教会内很

少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自第

十九世纪发生了「对观福音」

的问题之后，人们才j主意到谷

书是本非常重要的福音著作’

因为它是最古老的产品，于是

人们对谷书有了迥然不同的观

念和评价。



? 
、l 
f 

牲者曾是｛自多禄的秘－ts随

员，于是Jt,,Ut记忆之所夜将伯

多禄白主；耳i；阳、生平的报告记录

了卡米。 i士 ff口Jl叹发现谷节与

的乡干在写作中的门气是非常吻

合的 作斤地特别；中悦怕多柯：

沟茵的J也 1;, ( 1 16-18,29-31; 

3:16 ：向 5:37 等）’ （B.对 lrH~禄的

缺，点也直占不讳（ 8:33 ：号 14:37『

66-72 ＂：＇主）’是以有人亦称它

为「｛日 t{l'c 而斤」’ 1!1/j＇自 I f臼

多丰ofe 回忆录」。｛白主jf丧亦对它

表示 （特别的爱护’称他为

「于」（伯市J 5: 13) 

由福古的用i吉、 Rl恪、内

容和目的来看’我们叮以断定

本书写作的地点应是罗马·这

也与教会历来的传说完全符

ft 0 至于写作的时间，学ofT意

见各异，我们IJJ 以况它最晚在

公儿 70 年前训’已哎节，因它

付耳l：京被罗斗人在 70 年上毁

灭的事’只宁未提：普i虽比较

可靠的意见是’E写于 55 至 62

年间，甚至目前有人认为它bx

朽的时代lii-Ef' J1 55 年。

二J田！

谷书的写作风格虽倾向平

铺直叙’ flJ叙事生动、 ii'ii发具

体、细致客观 c 文千虽不崇尚

雕琢，却也通顺畅达。其目的

显然在于指明，耳｜：稣就是夭主

f ＇是默因业 c

术书写作的对象一定不是

犹太人，因为它对圣地的地理

和风恪必加解样（ 1 :9: 7:2-4 ：『

1 I: I; 14: 12 ：、 l 5:42 等） 咱这对

犹太人是多余之举、

关于它的内容分析我们可

简单说明如卡：

前言： ( ！.卜 13)

(1 ）且｜：稣在加电肋哑的传

教工作（ l :14 6『6)

( 2) 耳！；稣 1’E加哩 !J力E以外

的所为 （ 6:7-10:52 ) 

( 3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

迹（ 11:1-16:8)

附）j~ ’（ 16:9-20) ..有人

i自这个附录不是马尔谷牛二人的

子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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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马其顿

Macedonia 
是希腊－ll 方的 个地区

名’它自公元前 146 斗 bY: 了罗

马的行有。；在宗 1δ9 啕 l 0 记

载’（尿禄在梦中获1导指币，米

此地传教。纣果在这一区保际

建立了不少的教主. 1者如：斐

坷伯、得撒j各尼、贝勒阳等 c

保保数次来此传教（ ~20:1). 

亦在此受了不少痛苦（格后

7：们’但他亟 ）J赞扬马其顿

信友的大方（恪后 8: 1-6) 

四由

65 天

Heaven 
圣经上 1~r称的「天」就是，

太阳、月宪、旦旦所存在的

天’与我国平民百姓对「天 l

的观念毫无二致（创 1:8 ）。有

时亦指飞鸟生存飞翔的宅问

（在rJ I :20 ） 。但是它最普通的

涵养却是指大主同其天使圣人

hi 66 

所居住的地方而言。天’是卡

二主的’下：应：地·旦他的脚突

( 1欠 66:1 ：玛5:34 卜战称他为

「天 t的I：于夭 E 」（也1J 24:7 ; 

编 F 3<1:23) ~qi; r11 白衣叫眈

数的大 Ir~ ’围绕若他的’ i座

l j主 7: ］（））’ llJ~ll!J 他的天容 (I＇~

18:] l) i ）（土的f ·f;: 要 HJc

主在天L主届，｝抖。！他们大｜

丰厚的 ？7i ili （抖 5: ! 2) ~［） .rfl. 

7~ 他 fl］水久的住所（恪币

5: l ） 。耳1；稣复 iifr 后 n天·咆

在圣义的右边（谷 16：凹，宗

1:9-11 ) c 了大一l 在吊伯米原

文t虽然↑贯以 :r,放出现，们在

希腊译本反莉约仁却常用单

数。

66 天主

God 
圣经强调除非天主向人启

示自己’人是不能完全了解犬

主的。天丁t: 并斗、月三 个抽象的

观念，而是具体的有｛.｛L恪的冲

明。 1也有实际的作为， (VrJ~n他

创造大地，与以民 1H;J • f J-01 

23 . 



67 

以民的历史等。所以几时圣经

上提到天主’常是与以民的历

史，及与以民团体或个人的经

验有密切关系的，例如出埃

及，进圣地’建立君主政权’

宗教仪式，充军和归来’对救

世主的期望以及默西亚的来临

等。虽然天主是具体及有位格

化的神明’却禁止以民塑造天

主的肖像（出 20:4)

在新约时代天主借 自己

的儿子显示给我们（希1:1,2 ）’

信友可称天主为父’因为他们

都是基督的兄弟（迦 3:26 ）。

只有天主自己是美善的（谷

10:1 8 ），他是造物主（谷

13: 19 ），掌管者（路 12:24) ; 

与天主同处的是和平（罗

15:33 ），希望（罗 15: 13) 

忍耐（罗 15: 5 ）’忠诚（罗

11:29 ）’真实（若 3:33 ）。他

俯昕祈求的人（玛 7:11 ）。连

信友也不会完全了解天主的本

性本体（恪前 2: 11 ）。信友应

爱慕天主（谷 12:30 等）

四画

67 天主子

Son of God 
「天主子」或「某某神明之

子」在古代的东方是相当普遍

的称呼，尤其是帝王之类的人

物’更喜欢以神明之子自居，

如此渐渐将自己神化’逼使百

姓拿自己来当神恭敬，诸如埃

及的法郎及罗马的凯撒就是。

旧约中的以民国王也多次被称

为「天主子」（见撒下 7:14 ）。

但是谁都知道他只是天主的代

理人，而绝不是神明的化身。

后期以民的一些君王圣咏’所

讨论的虽然是君王’骨子里却

在指示未来的默西亚（咏

2,45 吨72,110 ）。有时整个以民

亦被称为「天主子」（欧l 1: 1 ）。

新约中「天主子」的说法

多用来指示耶稣与天主圣父的

关系（见玛4:3 ）。耶稣的这个

头衔最初只是暗地里或偶然地

加以利用（玛 16:16,17 ），后

来却公开正式地利用‘且为此

而被判死罪（谷 14:6L62)

它不但指示耶稣对圣父的眼

24 . 



囚画

从，而且更进一步地指示耶稣

崇高至尊的地位（哥 1:15 等：

希 4:14 ）；它指示耶稣来自圣

父（若 5:17-23 ）’圣父与他同

在（若 16:32 ）’过后竟成了初

期教会的信条（若→ 4:15 ）。

68 天主的义怒

Anger of God 
圣经对天主的描述完全采

取了拟人的方式，例如说天主

笑（咏2:4 ）’爱（欧 l 1:1) ' 

快乐（申28:63 ）’恨（亚5:21) ' 

以及天主震怒等。天主的义怒

是由人的罪恶招致来的’例如

人破坏天主的盟约（出 32 ；申

11: 13,17 ）噜拒绝天主的拯救

等（户 2: I: 13:25-14:38 ）。先

知报告天主的震怒和惩罚，因

为人无视天主的伟大爱情（依

9:7-20：，耶4: 1-4 ）；天主义怒的

结果，可能使人遭受饥饿、病

苦、战败等的打击（户口 JO;

撒下 24:13-17) 。先知们所说

的「上主的日子」’大都是指

上主震怒的日子而言。洗者若

6自

翰也报告了上主义嚣的审判

（玛 3:7 ）。同样耶稣在比喻中

也提到过它（玛 18:32 等；路

14:21-24 ）。上主震怒的原因

可能是魔鬼（谷 I: 2 5 ；路

4 :41 ）’人的固执于恶（玛

11 :20-24 ），心硬（路 15:28)

以及对圣父的轻视（玛 21:12,

13,23-45 ）等。表示上主义怒

的方式有火焰（玛 5:22 ；恪前

3: 13 ）’义怒的「大榨酒池」

（默 14: 19 ）等。

段圣保禄的意见’上主的

义怒是天主正义和圣德的表现

（罗 3:5 ；得前 1:10 ），表现的

时刻将在上主的日子上，亦就

是「上主义怒的日子」（罗

2:5 ）。因为世人皆生来就有

罪，所以皆是天主的义怒之子

（罗 1:18-3:20 ）；天主却对世人

表现了无限的仁慈（罗9:23 ）。

旧约法律不能使人脱离上

主震怒之罚（罗 4:15 ），耶稣

却一身担负起了全人类的罪过

（若 1 :29 ：格后 5:21 ）；所以谁

若回头改过，并以信心投靠耶

25 . 



的 72 四囚

稣，必能脱免上主义怒的惩罚 「厄罗音」（强有力者）这

（若 3:36 ，得前 l 10 ）。 个名称多以发数出现’但是所

指却是唯一的真天主’虽然它

69 天主的子女 有时也指多数的邪神（民

Chidren of God 9: 13) 

旧约视全体以民是天主的

儿子（欧 l 1: l ：见罗 9:4 ）。基

督徒都是夭主的子女，是基督

的同继承人（罗 8: 16,17 ）’是

基督的弟兄（若→ 3: 10 ）口夭

主的子女自然应称呼天主为

父，为「阿爸」（迦 4:6)

70 天主的名字

Names of God 
本来在1日约中天主的唯一

真名只有一「雅威 J →词；但是

在这之外以民压用了许多其他

的名字来称呼天主。与其说是

名字’倒不如说是给予天主的

头衔更为正确’诸如强有力

者、万军的 l二主、永生的天

主、全能的天主、永恒的天

主、主宰、圣者或圣主、忌邪

者、天义、牧人、磐，百、正义

的上主、慈悲宽1 ：的犬主等。

71 天主的旨意

God’s Will 
天主的旨意就是万物受

迫、生仔、得救的根源（约

38:2 ，咏33: l J ）。人的思想和

意愿本是倾向于恶的，但是它

几时与天主的旨意相契合（若

6:38 等）’口j以改变主意而从

善如泣（格后 8: J 0) c 耶稣的

使命是完成圣父的旨意（玛

26:42 ：路 22:42 ）’以能使人

成圣（弗 l ；三 l 1 ）。谁满全了

天主的旨意，使口］称为耶稣的

弟兄（谷 3:31-35 等）

72 天主的话

Word of God 
所谓之天主的圣言基本上

就是天主启示的一部份’这个

启示借著先知传达与人（编 I→

26 . 



四川

17:3 ：耶7: I ）。关主借自 ι圣

言的启示干预以民的！力史（耶

5:14;23:29 ）’颁布了法令（十

i戒）和律法（申 5:5; 30: 19 ；撒

下 12:9 ）。天主用自己的言活

造成了宇宙（色rJ I ）’人类（创

I :26 ）’并支持人的生命（申

8:3 ：智 16:26 ）’它也是救J圭

和新生的来源（咏 l 19: 25, 

107,144) 

在新约中天主的圣言再度

被－ 1立先知宣扬出来（路2:29;

3 :2 ）。耶稣＆他门饨的话语

借奇迹来加以证实，证明他

真实不伪（谷2:10 ，宗 14:3 ）。

这个言语就是救援和生命（宗

5:20; 13:26 ）’是真理和神力

（弗 1 13 ；恪前 l 18 ）’是天主

德能的表现（谷 1 :22 ）’使信

友获得新生（若 6:63 ）。宗徒

们是宣传圣言的法定人士（哥

1 :25 等；宗 4:31 ）。世人应将

阳止自己昕天主圣言的贪心取

消（谷 4: 19) 

73 

73 天主的羔羊

Lamb of God 
羔羊远在梅瑟之前己是祭

品（创 4:4; 22:7 ）。梅瑟法律

更规定羔羊是祭主最主要的牺

牲品。它多次是无非和孤苦的

象征（依 53:7)

若翰指耶稣是「夫主的羔

羊」（若 1 :29-36 ）’因为他是

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出 l 2:3-

28 ；恪前 5:7 ；若 19:36 ）’又

因为他是羔羊般的「上主的仆

人」（依 53:7 ：见玛 8: 17 ：路

22:37 ；宗 8:32 等）

默书称耶稣为羔羊达二十

八次之多：他是待宰的羔羊

(5:12;7:14 等），是天主宝座

上的羔羊（ 5: 8, 12 ‘ 13; 6: 16; 

7:9,10; 13:8 等）’因为他以自

己的血救赎了普世（ 7: 14 ；若

3:14; 8:28 ；伯首1J l: 19 ）。他是

羔羊式的默阴亚，不是耀武扬

威的君王。这与犹太人有关默

西亚的期望和观念完全是背道

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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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天主的照顾

Providence 
虽然应个JW. .J:: F 见于圣

经’但它的事实却随处可见，

例归天主赐人以生命和繁娼的

能力（创 1:22,28 ; 11\ 42:5) , 

照刷－切的受适之物（约38 ; 

咏 104) 0 夭主便而需 r:--1；年（自lj

27:28 ：咏65: I 0-14 手）’装 t/fi

田间的罢了草百合（玛6:28-30 ; 

路 12:27,28 ）’拣选了以民（申

7:6：穹 14:2 ；咏 33: 12 ）’白埃及

抵救「他们’领他们过旷野占

恼地（包lj 15:7; 17:8) 0 就是对

世间的其他民族也没有放弃不

帧（亚9:7) ’天主和1 月1他们未

完成自己的计划（依 7: 18; 10: 

5-14) ＇夭主对个人的照顾也

是元恨不至的’主m亚巳郎、

依撒恪、稚各伯的历史便是很

好的例子。此外1主指定每人

的寿数 （ t~ 14:5 ），破坏恶人

的计划（约 5:12 I 剧，使人受

苦以增加幸福（约5:17-27 ；箴

3: l l ：罗 8:2白）

与天主的照旧iii密切相连的

同l面

另一个观4缸，是天主的Hi定计

戈l卜它指出天主在打主意（ j夜

J 9: 17 ; ljf, 49:20 ），他自永远

就 f1=好 ｛计划（依 25 l ）。 E

＊－父的旨意在营治着f11/＼稣生命

中的切（谷 9:11.寄：却 1:5-

9 ），使全体受造之物获得救

援（罗 8:28 等） ＇天主的fu！；ζ

并不｜轧止天专召叫人走齐全完

备的ill路（箩 5: 12 ）。罪恶不

可能来自天工’因为他是主善

全芜的天主’是与罪恶势不同

、工的 0 它可能来自人的自由意

志（巾 l l :26-28 ，耶 21 :8) 

它使人提高警惕（约 3 .l: I 5-

30 ）’作为前车之鉴，主｜！审判

的日子一切罪恶将荡然无存。

75 天主经

Lord ’s Prayer 
这是耶稣亲自教给门徒的

一段经文（玛6:9-13 ；路 11 :2-

4 ）句玛书的记载显然有编辑

之嫌’使之巨 ）；系统化。路加

特别注意耶稣的祈砖牛一沽，所

以保存了天主经的本来面貌 c

28 . 



山雨！

但是叫书记载的天主经却 fuJ来

被教会采用，是比较长的经

文，它包括七项祈求，前三Jfii

与大主的神国有关，后四项则

是人生的需要。

76 天主显现

Theophany 
是在II::!约时代大于小时向

人显现的方式，使人（以民）

知道天主的确存在，并十分战

近他的特选百姓（出 I 9: 12-24; 

20:18 21 ）。原来按自古以来

的传说，人根本就不能见大主

的’如果见了’必死Jc疑（出

33:20 ；民 6:22 : ftc 6:s ）。虽
然如此’圣经仍然记载 f天子

显现与人的各种方式’例如天

主借人形显现（创 18 ）’借天

使（包rJ 16: 10 等：户 22 :3 J -

35 ）。最著名的，Jf.fl见当然是西

月山十天主借火焰（出 3: 1 

等）、烟雾、地震（出 l 9:1川

和狂风暴雨（出 19:19:20:18)

的显现 f ' 使人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一切显现的记载中，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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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知们的异像和梦境巾，从

来没有记录过天屯的外貌和形

态（依 6:1 等：则 I :4 ：吨 2:9) c 

天主的显现大都与云彩有 密

切的关系。

77 天主亲在

Presence of God 
II::!约时代的以民很少想到

天主的Jc所不在性’足以常有

天主「居住」在某某地方的说

法，例如·居住在以民中间，

以民之外是邪沛的住所（民

11:24 ），在圣！｜｜上（四月山’

国勒布山， ｝J口尔默 J{山，熙难

山等）。古草的圣地亦是大主

喜爱居住的地方’例如：贝特

耳（创 12:8 ），贝尔舍巳（ EIJ 

21:32 ）’耶京圣殿（编 r 7:1 等）

以及约柜之上（撒下 6:2 ）。不

过天主的「居住！不是静止

的，而是说他在那些地方特别

去不他天主’悖的威严和l权能，

是有所作为的「居住」’在天

主面前毫无隐瞒之可能（耶

23:24 ：咏 139:4-12 ），他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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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使及他全能的右手无所不

在川在8: 11 ）。 1苦著他的神（出

34:14等）及其言语（耶 l丘 J 6) 

处处都在。当然天主原来的住

所是在夭七，从那里他照顾世

人（创 1I:5 ：、 28: 12 电 13 ，出

19: 18) 

78 天后

Queen of Heaven 
是亚述和巴比伦所非常崇

敬的依市塔尔女神的别名，亦

曾受以民的敬拜，为先知所不

齿（耶 7:18; 44:17-25) 

79 天使

Angel 
是天主适的一种神休，其

名有「使者」之意，故此我们

称其为天使。他们在天主的化

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往，他

们的职务是赞美及服事天主

（依 6:2 ）。被上主遣发来人世

间传报消息（路2:10 ）’并保护

和拯救天主的忠仆（咏 91:11 ; 

宗 12 ’：7 ）。他们有不同的等级

四illu

（总领天使’掌权者，炽爱天

使等见哥 I: 16 ） 。我圣教会对

天使也举行敬礼并依靠他们’

基督教却将他们置之不理’毫

无敬礼可言’甚至有人怀疑他

们的存在。这与我天主敦的信

念迥然权同 c

80 天国

Kingdom of God 
「夭国」这个名词在新约

中，尤其在对观福音中可说是

屡见不鲜的。在旧约中这个观

念亦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它

另一方面强调，天主已经称王

执政（咏 103: 19 ）’但于此同

时却说终有→日天主要真正地

成为万物的君王’意即目前仍

有一些反抗的恶势力在阻止

天主称王’但是当救援完成

之门’就是夭主称王之时（依

52:7 ），是建国之No

对观福音论天国的教导’

是这个夭国业已借著耶稣的道

理和行动开始存在‘己成为事

实（玛 4:17 ：谷 l 15 ）。尤其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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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所显的许多奇迹更是天国

业己到来的朋证，就如耶稣自

己所说：「如果我仗赖天主的

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己来到

你们中间了」（玛 12:28)

耳I＼稣讲过不少关于天国的

比喻’骂中有些是在说明天国

正在开始萌芽，例如芥子的比

喻（玛 13:31 等），它苗壮茂

盛的时代还是将来的事。 1日是

它确实己开始存在，却是不容

置疑的事实（路 17:21 ）。它终

有一日要成为圆满无缺的神国

（路 9:27 ）。这与末世论是密

切相连的，且具有同样的意

义。 10友的当务之急是寻求这

个天国（玛 6:33 ）’促成它的

来｜恼和实现。就是毫无保留地

来京行天主的旨意，视天国之

民 l 白2

己的王权交付与天主圣父（恪

前 15 :24-28 ）。天国在若望的

著作中也w少见，并JL作者多

次将它与水生相提并论。

81 夫黎基雅

Phrygia 
地区名’位于小亚细亚南

部，由夫黎基雅民族而得名。

这甲有过不少的名城，和教会

的中心：劳狄刻雅’哥罗森，

耶辣颇里等（见哥 4:13 ）。这

个民族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属波

斯帝国，公元前第二世纪贝lj又

属罗马帝国管辖。自公元前二

百年左右开始有犹太人来此居

住。保禄曾在这一区传教（宗

16:6; 18:23) 

外的一切皆是元关紧要的琐 82 元首
事。 Ethnarch

夭国在其他；新约部份的出 官职名’意谓「民间长

现比较少见，但并不是完全没 官」’是希腊及罗马帝国时代

有’例如宗书及保禄的书信便 的官衔。大司祭息、孟曾得此头

惯将天国与耶稣基督密切相 衔（加上 14:41; 15:1,2 ），其次

连。至lj世界的末日基督要将自 还有阿尔赫劳（玛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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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处思高译本作「总

"' ＂＇ζ 目」 L下

83 无花果

Fig 
是属桑科的 A种植物，口｜

大，是圣地很普遍的植物（户

13:23: 20:5 ：申 8:8 ：民 9:10) 0 

Ji丰福生活的象征（罗lj t5:5: 

户口：23 ）。它的城芽报告春

之将至（歌 2:13 ：玛 24:32 ）。

每年有两次的收获。它的干村

是上主居罚的表征川农 34:4 : 

亚 4:9 ，岳 1:7 军）、立果的果

实可以生吃、 F食或作成饼’

亦可作药材（于lj上 5:5 ）。主~约

中也多次提及至IJ 'l'.; （玛 7: 16 ; 

谷 l I :12 ：默 6: 13) 

84 云彩

Cloud 
二彩几、f }t：阳！干天主思现

不口I或缺的东西，它表示天主

的亲在（列」－.8:10 ；贝1JJ0:3，肘’

或表 ~f天主审判的行为（吕

2:2 ; J马 26:64 ; :Jlj: I :7 ）。夭主

rq1m1 

｛吉云彩及火柱寻｜领了旷野中的

以民（出口，：21.22: 14:19.24 ) : 

它是天主施加保护的明证（出

40:34.38) 0 在珩约中片有在

耶稣 .JQ.A: 窑（谷 9:7,8 等）’及

耳［＼稣升天时才有云彩的出现

（去 1:9)

85 木匠

Carpenter 
按传说这是耶稣和若瑟的

职位，由于它是 J种微不足道

的 fl~贱职业，所以耳｜；稣的纳臣

肋同乡竟然不欢迎应是「欠锦

庄乡」的耳II稣（玛 13:55 等；

干干 6:3 6 J 

86 五旬节

Pθntecost 

宫的原文！~希腊文，意i冒

「第50夭」’~［！逾越节之后的第

50天所庆况的节 fl （出 34:22 : 

申 16:10 ）。这个节日的原意，

是以民应将新收的大麦奉献给

天主’以感谢丰收（出 23:16:

34:22 ）。这是应当休假并大事

. 气
，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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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的日子（月）J 23:21 ）。后期 哈摩辣、阿得玛、责波股、贝

的扰太人将此节日与西乃盟约 拉（ QtJ 14:2,8 ）：贝拉亦名左

的建立连在一齐庆祝。 哈尔。这五个城市的国土起来

单i督徒在这个节｜！上妃，在 联盟对抗外来之敌。由于其目

大F圣神的降临（宗2: 1-21 )’ 民骄奢浑逸，而受到天主下降

因为在这天，圣神借著暴风 夭火的惩罚（创 19 ）。它们｛＼l.

卢与火舌的形像降临在宗徒的 于死诲的南端 c

身 J：’改变了宗饨的心灵’坚

固了他们的意志，开始 f教会

的序幕。

87 五卷书

Meghiloth 
是「卷」、「册」的复数

方式，是圣经中的术语，专指

以民在大节 FU：所公共诵i卖的

丑卷书而言，~［J 逾越节的稚

歌’立旬节的卢德传’「阿

布」月（ 5 月）的哀歌’帐棚

节的刘11 l直篇’以及「背陵节」

的艾斯德尔传。

88 五城

89 历史

History 
圣经的历史书籍与现今人

写历史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

圣经历史的作者向来不注意历

史文件彼此是否符合’而只是

将许多不同的文件凑合并排起

来’就算尽 r 自己历史学者的

责任。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报告

是非历史性的’只是他们写书

的主要口的不是为历史而写历

史，却是有其他更高尚神圣的

日的，历史只是附带的产品而

已。他们又惯将许多历史事庄

的发生直接归于大尘。再说他

Penta polis 们也不注意史事发生的时间、

这个名词一次见于圣经 地点和次第；对我们认为重要

（智 l 0:6 ）’所指是索多玛、 的大事三言两语，一点即过，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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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琐碎的小事却长篇大论，不

厌其烦地详细记载。义爱玩弄

数字，因此圣经！二的数字大都

没有数学上的价值。他们富于

幻想’喜爱夸大其辞。这 J切

是我们在讨论圣经史书时所必

须注意的事工页。

90 历法

Calendar 
埃及古来所用的历法是阳

历，巴比伦则是阴历。过两个

文明古国对以色列向来有著巨

大的影响力，所以以民所用的

是根据太阳和月亮的合壁历

法。大致说来是每年有按阳历

的三百六十五天’月则十二或

十三个不等；因为月的日数有

时是三十天’有时是二十九

天，故有闰月的必要。每年之

始是在春天「尼散」月的第

天（现今的三、四月间）。月

圆是每月之始。以民的历法与

我国农村的旧历或阴历十分相

似。以民最古的历表是在革贝lj

尔出士的一个历法文件，载有

四画

农作的季节，这又与我国的二

十四节气相似。

91 厄乌提蜀

Eutychus 
人名’意谓「幸运的或侥

幸的」’是特洛阿的一位青

年’昕保禄讲道时不慎摔死’

保禄显奇迹使他死而复生（宗

20:7 12) 

92 厄贝尔

Eber 
人名’意谓「在那边」或

「在对面 l

( 1 ）闪的后代’舍拉之于

（包lj 10:21,24 ）。 f也享年四百六

十四岁而终（创 l 1:14-17) 

具有希伯来（创 l 1:16-26) 

阿刺伯（创 10:25-30 ）及阿兰

血统（创 l I :29 ）。此名亦见于

耶稣的族谱中（跻 3:35)

( 2 ）阿摩克家族的领袖，

是约稚金大可祭时代的司祭

（厄下 12:20)

( 3 ）加得支派的一位家族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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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编上 5: 13,16) 

93 厄贝得默肋客

Ebed-Melech 
人名·意用「默肋客沛的

仆役J ’或者「国王的仆人」。

J安耶 38:7-13 的记载、曾向j奈

德克雅罔王为耶肋米亚先知求

情，而拯救 f危在旦夕的先

知己耳［j肋米亚先知向他顶报，

当耶京被毁欠的时候’他必二三

安然无殃（耶 39:15-18)

94 厄贝雅塔尔

Abiathar 
人名’意谓「父亲是慷慨

大方的」’是阿布默肋客司祭

之 －f c 当f散乌耳残杀i书布所有

的司祭时，他是唯－幸免于难

？于（撒仨 22 20 ） ，带苦「厄弗

得」去投奔达昧（ t散卡 8:17) 。

后来却反对达昧的继承人撒罗

i向嘈支持同多尼'flE （夕lj上 1 :7 『

19; 2:22 ） ’终被撤罗满撤

职，充军号三间纳托特（夕lj 上

2:26) 

95 厄巴耳

Eba/ 

93 97 

是舍根北部的一路山，高

约九百四十公尺’算是圣地的

高山之 3 按申 l 1:29 这是一

座宣布世咒的山。若苏厄在这

个！ IJ 上宣读了仁主的法律（苏

8:30-35) 

96 厄本厄则尔

Ebenezer 
{1 名’意谓「扶助的碑

石」。大概是为纪念独得扶助

](1]洼的石碑，是有宗教纪念性

的地方（撒上 6: 18 ），位于米

兹帕附近。按撒上 7: 12 的记

载’；散慕尔曾在这里竖立了一

块石碑’以纪念克服培肋含特

人的胜利。但在撒I二 4:1; 5:1 

却谓在这里上主的约中巨被挤肋

舍特人抢劫而去。

97 厄东

Edom 
f[l：东原是依撤恪的长子厄

撒乌的另｜｜名，~立他的后代被称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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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厄牙、人，他门所居住的地区

称为厄东区 c 此名有「红色」

的意思（ ~1)25:30;36:!,8,19 ）’ 

此地区在巴力斯坦之东南’时1

克海至M卡巴海湾之间。 fE东

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世1J36:31-

3 9 ）。他们向撒乌耳时代开

始，不断与以民发生战争’终

于被达昧所征服 0散下8:13) c 

直至约三国王时代’才又脱离

j’沈大的统治（ flj i'-8:20-22 ）。

完全的烛立却是在犹大王阿哈

i欠时代，｛同不久又被巴比｛［；王

拿步高所克服（耶27:49:7-22 ）。

耳｜：京失陷后他们曾趁火扪劫’

占据「犹大的部份土地（则

35:10 ：‘ 36:5 ）。至犹大玛］JD ｛白

时代再度将IQ:东人们败（加上

5:3 ）巳厄东人以智慧苦利；（耶

49:7 ：巴 3:2223 等）。其言语

是闪语系的种，相似荷（A来

i百 c 宗教则是多神教。

98 厄市苛耳

Esh col 
人名’是i[!IBRri的位盟

四画

友（色lj 14: 13) 

山谷名，：~j自「葡萄串」。

当前若打发侦探圣地的人来到

此处后’砍了一枝子葡萄带同

去（户口：24 ）’以 i1t圣地的确

是流奶；在茧的富庶地区 c 这个

山俗距离赫 Dl 龙不埠。

99 厄市陶耳

Esh tao/ 
是属于丹麦派的地区 7i

（苏 19:41 ：民 18工川 1) ’后

来属于扰大主派（编上2:53)

rt: 民 13:2,25 ：‘ 16:31 的记

载是三松的葬身之地。百位7

舍斐拉平原’在耶京之东二 1

公ijl, 0 

100 厄兰

Eran 
人名’主谓「守卫者」。

是厄弗辣因玄派厄三家族的创

始人（户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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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厄弗所

Ephesus 
是小亚细亚西岸的 个城

市。日前 2 日 LI 包耳闪克，是卡

耳其的 个废墟’占城 c 它位于

肥沃的干原中’自足东严［交通

的要道丰｜｜冉、tv重镇，亦是宗教

和文化中心二是新约时代举 jH·

苦各的 ）＼ .ln~ ，此处阿尔特斗斗会

神的大殿更是世界七大奇景之

一。！原禄第二次外出传教时，

曾在此作短暂的逗留；第三次

外出传教·在此居留达二年之

久’收到 m好的放架，建古T

j虽大的教主｜主｜体。圣 CJ:在此逝

世只是传说’不足为凭。

102 厄弗所书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是保禄的四封「狱书」之

一。有些学者认为它不是j'户抽

给厄弗所人写的－封信’因为

信的内容是宠统的道理’几乎

没有任何针对厄弗所教会的具

体指示 ο 此外有些古老和有价

]()] ］（）丁

值的于抄本，竟然没有「在厄

刊所的」一词 （ l: I ）。是以绝

大名数的学苔认为它是一封写

给数个教主的主：函’诸如］耶辣

颇里教会、劳j大刻稚教会等

（哥 4: 13,16 ）’当然厄弗所教

主： 1月t包括在其［ri］ ο 弗书与哥书

颇有柑似之处，它的主题是．

乌兰教会应当与她的头主耶稣基

督相连台，她不分犹太人与外

邦人，｜叫为她是普世的教会。

对实际教友牛 i币的括后有

5:22-33 所提示的婚姻的神圣

忡，即丈夫和J妻子之间的关系

和任务。

虽然近代有不少的学者百

认本书是惧禄的苦作’但是所

;\/lj 孕的理由 Jt: ＋址得强而有

力，足以仍然未能将传统的主

张， ft~ f果禄是本书作者的意见

推翻。这个传统意见并不否

认·（果禄可能利用于他 ＼ 5 ，而

此书加j示了 些臼己的意见

（例如 3:5) 0 它写于保禄第

次在罗马坐监的时代（公；L; 6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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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6 同l罔

103 厄弗得 月二个吕叫厄弗辣大的地

Ephod 方在本稚明支派的辣玛附近

按出 28:6-14 的记载’它 （色1]35:16-19 ：耶 31: 15 ）。曾

应是－件无袖长衫，以细麻或 有人将七述两个不同的地方泪

毛布作成’有不同颜色的金线 为－谈。

加以点缀，腰间系以绣花带

子’垫肩处有两块红玛E面’胸 105 厄弗辣因

部有胸牌和口袋·袋内有讲说 Ephraim 
神i俞用的「乌陵」和「突明」l 。 是约但河西边 ti l 氏的信

这是只i任大可祭在 tL仪中用的 称，由在此居住的支派和l支派

服装。 的始祖厄弗辣因而得名。他在

但是另有一种「 Iii 弗得」 ？页受雅各伯的祝福时，获得了

是撒慕尔（撒t2:18 ）和达咪 优待（创 48:8-20 ）’因此处处

俗人（撒下 6: 14 ）所用过的， 占了默纳协的上风。此支派在

与前者不同。还有敬邪神用的 以民间也有举足轻重的势力。

「厄弗得 j （民 8:27 ）。此处所 倡导分裂的雅洛 IJ1 罕 ~il属此支

说可能是邪神偶像，它与前者 iJ[( （列主 12:25 ）。先知们多次

迥然不同。 提到l它的名字’其在北国的？在

要性可见斑。

104 厄弗辣大

Ephratha 106 厄耳卡纳

地名’慧、谓「肥沃、多 Elkanah 
产」’是扰大自岭城的古名 人名’意谓「天主创造

〔创 35: 1肘。雅各伯的妻子辣 了」。是撒慕尔的父泉、厄弗

黑耳被埋葬在它的附近（创 原因地区的族弗人‘家 f:t 辣

48:7) E马’属肋未后代，娶妾二人，

38 . 



四iIDi 107 111 

一名亚纳’一名培尼纳：前者 仆。厄吕玛
是撒慕尔的母亲（撒仁 1 1- Elymas 
2:20 ：编上 6:19 ）。 见巴尔耶稣。

107 厄耳玛丹

Elmadan 
人名’是科散之义’厄尔

之 r ，只见于耶稣的族谱中

（路 3:28)

108 厄耳科士

Elkoshite 
地名，是纳i鸣先知的出生

地，于是在圣经｜：厄耳科｜：人

便成了纳i鸣先知的代名词（鸿

I: 1 ）’但是它的确切位置已

无从证实。

109 厄耳特衷1J

Eltekeh 
是丹支流境内的一照肋未

城（苏 19:44; 21:23) 

111 厄则克耳

Ezekiel 
人名’意谓「上主是坚强

的」。是位先知，出身司祭家

族，是步齐的儿F ，于公元前

五九七年被掳往巴比f仑，充军

五句后被上主立为先知。为鼓

励反安慰充军的百姓，他向以

民报告充军及耶京的陷落是上

主Jf义的Ji[;罚，但同时亦报告

充军的苦难岁月是会结束的。

他任先知达二十年之久。

扫名，是先知书中冲视最

多的本书。其内容是：先知

的被召（ 1-3 ），对犹大的惩罚

( 4-24 ），对异民的恫吓（ 25-

3 2 ），劝勉悔改并预许救援

( 33-36 ），死骨神视（ 37) 

哥恪的灭亡（ 39 ）’最后的审

判（ 40-48 ）。它的中心思想是

上芋，的神圣。他是以民的天主

( 11 :20 ），他要抓救百姓，领

39 . 



11~ 114 

他回归故里（ 16:55 ）。作者描

述f新圣殿的样式（ 40 ~宇），

并讲论了对天主的敬礼（ ~6 

章）幻关7这本书的内容仍有

不少｜问题存在。诸如，它是否

是一人的作品’或者多人言论

的收集？ J［氏是否是本书真正

的作者？希腊译本的经文’较

原著短小了 J仨少。

112 厄肋阿臣尔

Eleazar 
人名’意谓「夭主扶助

( l ）亚郎的第三个儿于

（出 6:23 ）’以民的一位领袖

人物（肋 20:26)

( 2 ）是达昧的三杰之一，

阿局 l]]i 人多多的儿子（撒下

23:9) 

( 3 ）是位忠、司守法的犹太

人，当安提约古阳ttt边害1Jtf(

人时，从容致命（加下 6: 18-

31 ) 

40 

113 厄肋番廷

Elephantine 

pql田j

是尼罗河中的 个小岛，

在阿算城的正东面 3 公 JL;jjfj五

世纪在此有一个犹大团体居

住， f主有上主的圣殿， i王遗留

下了火1tt的草纸文件，但没有

圣经记载的文件 c 由 j主些文件

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明了’当时

散居他方的犹大侨民的生活情

形。

114 厄色尼

Essenes 

是犹太人的 个宗教团

体，大概是哈里、特觉人的延

续。关于厄色尼人圣经仁没有

记载’故此我们所依据的都是

经外的历史文化。他们严守法

律句妇j于沐浴，过贫穷独身的

团体生活。已娟的厄色）己人必

须住在团体之外，是为团体的

赞助拥护人 c 促成这团体建立

的原因’可能是耶芽、司祭不检

点的生活所致，是以他们为了

抗议’不进一寻二百2 ’不举行祭



冈州

献’不准发誓。他们人人平等

博爱，是后｜日天主教修会团体

的雏型和西I驱。在许多方面二

者是卡分相似的 3

115 厄玛鸟

Emmaus 
是耶稣复活当天显现给两

位门徒的一个村庄（路 24: 13-

35 ）。但有两个叫！白马乌的村

庄．

( I ）阿木瓦斯·是耶京同

北偏西位于 24 公黑处的 个

村庄。是土耳加伯兄弟时代的战

场之一（加上 3:40; 4: 1-26 ）。

( 2 ）古仰贝·在J:fll京西北

十→公里处， rl伞好是路书所记

载的「六十斯1a1大」的距离 D

目前学者们的公见’认为古｛卑

贝是耶稣显现给二位门徒的村

庄。此处建有→座雄伟的大

殿，以纪念耳I＼稣显现的事迹。

116 厄玛奴耳

Emmanuel 
意谓「天主与我flj伊l在」 0

41 

115 117 

当件j国犹大上阿哈次腹背受

敌，危在旦夕的时候’依撒意

4巨先知提醒他’不要害怕’却

要依靠天主。可惜同王信心全

失，先知乃给他半个贞女生子

的记弓，这个贞女的儿子叫作

Ji1J马奴耳（依 7: 14) 

学吝咸认为先知所指的是

默西亚， j主在新约 i-.亦获得了

iIE明 (J马 1:22,23 ；谷 6:3 ；路

1:31; 2:6,7; i!l!!4:4 等）。厄玛

奴耳是犹大君王（依8:8 ），一

切敌人要向他屈服（ 8：叭 JO ）’

他是和平之王（ 9:5,6 ）。这一

切都在默西亚耶稣基督的身上

应验了 c

117 厄克巴塔纳

Ecbatana 
是昔门王马待王国的首都’

亦谓是国玉的夏宫所在地（厄

上 6:2 ）；它位于现今的波斯

境内。圣经仁提及这个城的次

数不多，诸如这理阿一世在这

甲觅得居鲁士 i在许重建耳15 Jr[
圣殿的七谕（厄r_6:1-s)



118 122 

阿撒法得王巩固了它的城防

（友 1:1 ）’年轻的多俘亚在这

里找到了自 ι的新媳（多 7: I 

等）

118 厄里

Eli 
人名’意谓「上主是伟大

的」’是史罗的司祭’与撒慕

尔的童年’反对抗培肋舍特人

的战争有过密切的关系（撒 I二

1:3 ：『 4: 18 ）；被视为以民最后

一位民长（撒上 4: 18 ）。他有

两个不问的儿于’未得好死

（撒上2:12-27 ：『 3: I 0-4: 11 ）。他

本人在昕王｜！两个儿子被杀的凶

讯之后’亦跌倒在地’与世长

辞（撒上 4:18 等 j

119 厄里厄则尔

Eliezer 
人名’意t'Fl 「我的天主是

助佑」。圣经上有此名者达十

一人之多，要者有：

(I) .IJI 巴郎的仆人（创

15:2) 

四画

(2 ）梅瑟的儿子（出 18:4 ）。

编上 23: 15,17载有他的族语，

是 A个肋未家族的始祖。

(3 ）一位先知，曾力斥犹

大王约i少法特与北国，＇11[;君 pnf哈

齐稚联盟之不当（编 F 20:35-

37) 

120 厄里乌

Elihu 
人名’意谓「他是天主」’

是约伯友人中的主要发言人。

他企图调和约伯反其友人的辩

论，强调政！世的痛苦使人洁净

灵魂，以获得夭主的祝福 3

121 厄里乌得

Eliud 
人名’意谓「夭主是尊严

的」’是阿敌之子·厄肋阿[ifi

尔之父（玛 1:14,]5)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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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画

率军征西iJ ’连年用兵，使得

国库己空时，曾来此城企图抢

劫极其富有的纳纳稚女神庙。

123 厄里亚

Elijah 
人名，意谓「我的天主是

雅威」’是提市贝人， ~f:lz 伟

大的先知。尽职于北国阿哈布

国王以反ft（则贝耳王后时代，

并且是他们誓不两立的敌对

者 Q 圣经关f他曾作了长篇大

it:的记载’尤其是他所显的讲

多奇迹，更是不厌其烦地被记

录了下来（列上 17- JI] f 2) ' 

他的重要性在于他不向强权低

头，却以大无畏的精神保护了

上主的宗教’不遗余力地攻击

了北国邪神的敬礼’并杀了大

批的邪神司祭（夕lj上 18) 。他

逃亡至局勒布的事迹是与以民

出埃皮’和天主在四月山的显

现是密切相连的（罗1]£1例。

按JIJf 2:11 f也被提升天去了，

但他还要再来（拉3:L23,24 ） ο

这种先知再来的传说’在后期

！二占 I~飞

的犹太人中是颇为感：nrn （惶

48:10-12 ），直至新约时代亦

然（谷 9:13 ：若 I :21 ; ’ f'i I ｛~ 

翰成 f他的替身。他是2、难中

的解救者（谷 15:35.36 ti\ 

27:47 ‘ 49) 

124 厄里法次

Elphaz 

人邑’；意义卡i羊 r1 号

人，是约伯的二三位朋友二 ’ 

前来安慰苦难中的主＇.JI:!

( 2: 11 ） 。曾二次发A ‘ J;J 强

调约伯的苦难是由本身的罪恶

而来的（ 4; 5: 15: 22 常）、但

这是错误的说法’天主主自加

以纠上！（斗2:7.8)

125 厄里里

Elishah 
人名，，~I自「天才：皂救

皮」卫~i冒「灭土救助了 飞皂

北同以色列的先知，厄IP J!i 「［＇.J

弟子、助于和继位人！ <ilj [, 

19:16.17‘ 19 ），是沙；去抖的 JL

子。家境富裕，追随 （ Jci: 吁：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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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久’最后正式出来尽职’成 主属嘈曾离开白冷逃荒主摩阿

为光飞11 斗号子的领袖（歹！J下2: 13- 布，并死在那里。他的妻子名

16 '1 ‘ ill）过 i干多奇迹（ §!J 下 叫纳敖米（见卢）

2: 19-24 :‘ 4:1-44: 5:1-27 :‘ 6: 1-23: 

7:20 ：吨 13: 14之 I ）。跻 4:27 亦记

载了他治好纳阿号的奇迹。对

主教的改革具育相当大的影n11才

力飞 )i!J 下 3:12; 13:14-19) 

126 厄里雅金

Eliakim 
人名’主、谓「天主建立

f也」

( I ）希 1f克 ii之子’是希

贝lj克啊！国王的家宰，是位受人

爱戴的人物（ )i!j下 18: 18 ; I仅

36:3: 22:20-24) 

( 2 ）约史 'flE的儿子’？皮埃

及；去郎巧巧色为南困扰大的君

王’并改名叫约雅金（夕!J 下

23:34 ：编下 36:4)

127 厄里默肋客

Efimelech 
人名’ £i、 i自「我的天主皂

君王」‘是此大支派波阿i欠的

128 厄林

Elim 
地吕’主i同「捋树」’是

u民过红海走向四月旷野的第

→站（出 15:27 ；尸 33:9 ） 。这

m是多水之区，故亦有棕树生

长（出 15:27)

129 厄拉

Efah 
人各‘主义不 i羊。是北国

以色列的第四位田二t；一阿撒之

f ，建都于提尔臣。他由于行

为不检，为圣经所不齿。为王

仅反年（公元前886-885 ）便

被手下齐默黎所杀’其家族亦

同归于尽（ )iiJ上 16:8-14)

130 厄拉特

Ela th 
是阿卡巴海湾的→个海港

城市，原属厄东人所有，位于

44 . 



四1Wi l 斗 I I j气

红海东北海岸。此名的主义不 （申 2: 10,11 ) 

太清楚（见包l]36Al ） ο 有关它

i主.IJJY，的时代，圣经 lA有不同的

记载（ )lij i二 9:26 ：列 l、 14:22) c 

立历来是个商业和交通的草

地电足以在这币发生过不少战

争’达昧将它占？页’ j散罗i芮在

此适、工码头和山海船队（罗IJL

9:2(1) 0 ~（J兰王时代它再归厄

尔所有，但小久仙D-H尤大王

国（列F 14:22: 16:6 ：编卡

26:2) 

131 厄拉撒尔

Ellasar 
城吕，是F口［黎约吝王的首

邵（创 14:1 ）·他曾经是革多

尔老默尔的联盟之牛’却被业

巴郎突击战败（创 14: 1-16) -

比城的位置己无人能知。

132 厄明

Em in 
民族名，意谓「可怕的」·

是居于摩阿布旷野’中的一个

强大民族，属阿纳克巨人！在

133 尼帕夫辣

Epaphras 
人名·忌、谓「被拒盟的」’

是保禄比较 I'll助于，曾注、J 了

哥罗森、劳j大克雅占主耶现自in里

的教会（哥 1:7: 4:12 ；费23 ）。

134 厄帕洛狄托

Epaphroditus 
人名，言：11'1＇被想望的」’

是斐理（臼教主的－ Ii!: f言友’曾
是保禄传教的助于（斐 2:25-

30 ：、 4: 18) 

135 厄彼翁人

Ebionites 
~教合初期的作泞，作1J~n

f五月）J 巧军·村最初 个j:I[太基

督徒用体的称呼：这个扫JI本主

要目于约 jn 河东岸。此 g 的

来源是希伯来 Y:_ ’意向「穷

人」。足证最初的犹太（卢／仅大

都来门中下层的社会阶级’是

贫苦大众 但是基于新约的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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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呢 d二：‘反~福八端的教导（路

。~u : f马 5:3). ~1、包阶：被认

为 i止光荣的头m,

136 厄衷1］龙

Ekron 
是i古月U舍特人的城市，只

有 在公元前 150 年才被犹大人

所，11 饵’［~ll J斗力［Jj白约纳’主由 ~Ji

I Jj ill 大 f_ F 接受过来的赠礼
r 1JuJ· 10:89l 

虽然民 1: 18 ；撒上7:14均

曾记枝’以民在民长时代占领

(!Ii 主lj龙。但这种说法太过笼

tic ‘ 1、民叫~1＇；啕因为节少在亚

l刊耳1;25:20 日＜（

凹画

25:4 ，编上 1 :33 ）。此部落所

居之地亦称厄j去， 1主于阿甲IJ{自

:It 音rs,

138 厄革隆

Eglon 
人名’摩阿布人的国王嘈

欺压以民达卡八年之久，终

被厄胡得民长所杀（民 3: 12-

30) 

地名’巴 jJ斯坦的南方城

市，按苏 15:39 应在扫墓士附

近，被若苟、厄所占领（；苏 10:3-

35) 

J.tlti ！甘J ~丰t~i 人 ti个重耍的j成计］ Ehud 
「在这「F 人们所敬乱的邪 人名电：~i冒「同意」’是

伸~巴耳WI i去。 位民长（民 3:12-30 J ’他曾

将摩阿布国王厄革隆杀死，因

137 厄法 而拯救了受人压迫的同胞，使

Ephah 以民享受太平达 80 年之久。

人？气 rn地名’主i冒「黑

暗＿I •是米德杨人的 个舌［）

；吉＝这个部洁的始祖就是厄

；去， 1也是］Ji 巴郎的孙子（ Q1J 

140 厄威耳默洛达客

Evilmerodach 
人名’主谓「默洛i主客

46 . 



四［国j

（神）的人」。是巳比伦王拿步

高的儿子相继位者（公元前

562-560 ）。他将坐监 37 年之

久的犹大干Jf[)苛尼雅加以释

放，且恃之以贵宾之礼（ JI）下

25:27-30 ；耶 52:31-34)

141 厄兹雍革贝尔

Ezion-Geber 
是阿卡巴海湾的 个海港

城市。撒罗j荷曾在此建造商船

( }71）上 9:26 ）。约沙法特王亦

建过商船队’但出师不利，全

部毁于暴风雨（列上 22:29;

编下 20:35-37) 0 (El 是也溢的

确切地点至今不能确定。

142 尼派乃托

Epaenetus 
人名’意谓「 IJJ赞美者」。

是罗吁帝国亚细亚省第一个进

教的合｜、教人，甚受（呆禄的重视

及爱戴（罗 16:5)

143 厄娃

Eve 

1 ll 1-l 气

是世 ibJ ；自－个女人的白

子’力口厅、亚伯尔＆舍特的 J:J

主（创 3:20; 4: I ,2,25 ） 』t ~v; 

可能来自｜尘命」→ Wl （宦ij

3:20 ）。所谓她出于11［气的肋

骨，只是民间传说，旨在指示

一人完全千等。这个名字 ~t-iH

约巾并不多见（多8θ ），在 1斤

约中也只是偶然提 l/z. （ 怕！1i

11:3 ：弟前2:13 ，格前l i’ 12 卜

144 厄敖狄雅

Euodia 
女人名，君用「 ntvun、［ 1

的女丁＼」，是斐埋 1口教；二［牙I 11~ 

的位热＇L＇妇女。但t1l1，守 ！） Jiz也

Pl欣J是林共同勉 ）J 向苦‘ Ji ＇时

扬二人刘~11\ i'r I专扬的热火（子
4:2,3) 

145 厄特巴耳

Eth baa! 
人名’，吉、义干、汗， ft it冬

的国王’其女阪 1;111 DJ I1 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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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扩lj 二E阿哈布为妻 (Jlj [-_ 

16:31) 

146 厄诺士

Enosh 
人名，；言：i目「人」或「人

类｜’是洪水之前一位圣祖’

台特之子（包rj斗：26 ：编土 1:1) 0 

1:ftW/ 白此人开始·人们Pf求

天主的主妇。

147 厄勒客

Erech 
足 1111:'. 叔默 iG王同的首

~／5. 为立 1七经济的中心· ilir 
~｝J 发扣的；11r畔。创 l 0: 10 利：E

、人J }i巨默洛特的→座城市。在这

里人！门机敏于管天主的问明阿

奴’反苦名的女冲（夜市塔尔 c

148 厄堂

Ethan 
人名’主i目「长寿

( J ) J:it大的后代’出寸圳

模黑家族，以智慧起众而苦而：

( YIJ 1-_ 5: 11 ；编 t 2:6) 

同riili

( 2 ）肋未人默辣黎子孙’

是达味仪仗队员之－（编 1-

J 5: 17 ）已有人i白这阿个 J［堂

应同为一人 c

149 厄隆

Elon 
地名’主i目「橡树」’是丹

支派所n'r导的城市（；可；19:43) c 

人名’是纳依叽赞的 － 1立

民长，管理以民凡十年之久

（民 12:1U2 ! 

此外还有肚撒乌的岳父

（色rJ 26:34: 36:2 ） ο 贝1j1t 臣的第

二个儿子（创 46:14)

150 厄提约至雅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在lt:J约中此吕f~奴比亚地

区·即今日三苏丹（在1]2:13) , 

位于埃皮之南，是雇士的希

腊吕，故此只见于新约（宗

白’：27) 。有「黑面」之章，指此

地的居民是黑种人。此处主地

肥沃 C I仅 43:3 ），商业发达（眩

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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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4 ），足以埃及不时对它

虎视眈眈， H多次据为己帘。

公J己前 1000 年左右它是独立

的王国， 670年有亚述大军的

人佳。先知曾多次提到雇士人

（亚9:7 ：依 18:1,2 ）’他们曾是

以民的奴隶（撒F 18:21 ）’并

在耶京王百内尽职（耶38:7 ）。

151 厄斯里

Esli 
人名’意谓「分离」成「保

罔」，是充军后纳吊的儿子，

见于耶稣的族语（路 3:25)

152 厄斯德拉

Ezra 
书名，厄斯f草拉』U7赫米

稚二书通称为）区l♀i德拉上 F

书’是编年纪的延续。厄 1：下

本是一卒书，｛旦后期的传说由

于厄 I＇川的记载，／1;将之分

成两卒书来看f斗。现在的学者

多将它与编上F相提并论，作

为一本书来讨论’因为这几本

书的时宁、术语、特包、风

l ：气 1 I ＇斗马

中丹、笔法，以及历史的特征及

其宗教道德的观念，都是非常

相似的。

此－著作的日的是在说明

充军之后以民的复兴’以及圣

殿的重建’如此应验了上主的

许诺。成目的时代应是公元前

兰百年左右。

人名，意谓「协助」’是

犹太教史I的. {\z理想人物，

大司祭和百姓的首领（厄上

7: 1-5 ）’且精通法律（厄土

7:6 ；厄卡 8 ）。尽职于波斯王

朝，曾受阿塔薛西斯罔王的委

任，代表赴耶京丰~察，在耶京

解决了一些民众的婚姻难题

（厄［ 9:3-5 ）。厄上书就是

以他为著作的中心人物，不过

只记载了他生平的几件大事。

153 厄蓝

Elam 
是巴比伦地区的一个地方

和民族名。它的首都建于稣

j散，由于不能同机默尔及阿加

得相对扰，而附属于这网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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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民族。白公元前13 世纪，

又与巴比伦手U\)]ii主发生连年不

断的战争，足以其边界曾数度

改变·立的文化既不是闪语系

的文比’又千二是印欧语系的文

化，而是亚洲文化飞

创 14 章所说的辛多尔老

默国玉是否与这个民族有关，

是非常有疑i'o］的难题。在1J10:22

有关厄蓝所说亦语窍不详，，

我们所确知的消息是，厄

蓝于公元前700 年间与巴比伦

联盟对抗亚述，被亚述打败’

而成为此后者的属国，实后又

属波斯玛待王国管辖。稣撒城

的毁坏要归咎于后期的阿申lj伯

人。

r己屡次被称为外邦民族

（低 l 1:1 l ：贝1)32:24 ）。亦曾与

巴比｛｛＇；对抗（（在 21:2 ）’与犹

大为敌（依22:6 ：耶49:34-39)'

722 年之后曾有厄蓝人迁f4二撒

玛黎雅居住（厄仁4:9 ），犹太

人后来亦移民来此（宗2：叭。

内［Qlj

154 厄辣斯托

Erastus 
人名’主i冒「可爱的」。

保禄传教的助于（宗 19:22) , 

原是恪林多城的司库’主管财

政（罗 16:23 ）。弟后 4:20 提

到一位留在格林多域的厄辣斯

托教友·是否同为→人，学者

，在见各异 ο

155 厄撒乌

Esau 
人名’主、谓「多毛者」’

是依撒恪与黎 Ul加的儿子吗稚

各伯的孪生兄弟：措人的代表

人物（包lj 25:27-34 ）。他的后

代就是厄东人’而他们所居住

的地区则称为厄东地区（ ft1J 

36: 1-1 圳。 ｝［£东人按圣经的见

解应附属于以色列民族（包1J

25:21 等； 27 c章 j

156 厄撒哈冬

Esarhaddon 
人名’主、谓「亚述（神）赐

给 f →位兄弟」’是业述帝国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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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王（公兀前681-669 ）。他

曾将 A些外}j民族迁移至撒玛

黎稚居住（ IE上4:2 ）’并H逼

使南国犹大王默纳舍缴纳贡

税。

157 厄德勒

Edrei 
地方名，是巳商的重镇，

其国主放恪曰：在此处阻拦以民

llrT佳丽地的去路，却被梅瑟打

败（户 21 :33-35 ：见申 l :4; 

3:UO ）。此地被戈1J5H台半个

默纳协支派（苏 l 3:31 ) 

157 1 气。

步高向外扩张势力，打发他的

子 F大将敌罗斐月四征’入侵

以民国境，他－路势如破竹，

所向无敌（ 1-3 ）。只有小小的

以民觉敢屯兵拜突里雅加以抵

抗（ 4-7 ）。过无疑是以卵击石

的愚蠢行刀’任1百姓坚信天主

会伸子相助的’尤真是友弟德

巨大声疾呼’劝百姓全心信赖

七主（ 8‘9 ）’她更亲自深入虎

穴将敖氏杀死，解救了百姓的

急难 （ I 0-1川。最后是篇赞

歌（ 16) 

谁都知道书中所述主要的

的不足历史’而是在指明恶势

158 友弟德 力不能与天主对抗，天主对向

Judith 他祈求的人，是必会施以援于

友弟德是位热心的犹太寡 的。

妇，她就是友书中的主人翁。 至］它著作的年代’学者

这卒书的原文业已丧失’目前 咸认为应是公元前二世纪末或

所有者只是它的希腊i手本。犹 ，世纪初］的作品。

太人与某仔教人七多不以它为

正经典籍’但天主教却向来承 159 太古史

认它是在圣神默感之下写成 Primeval History 
的。 包lj前 l 1 章被称为太古史，

本书的内容是说 1fii.述王拿 它白天主创造天地人类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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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叫亚巴 ~I：为止，包括大地宇

宙的造化（创 l I: 2.肘’原祖

父母的受毡 c e1J 2:4-n ’伊甸

乐园（创 2:8-17 ）’犯罪（包1J

3 ） ’屠杀兄弟（创肘’洪水

（包1]6) .巴贝耳塔的建i直没言

it\ 的 i昆乱（仓1) 11 ) 这个太古

史的第段落可说是臼哑当受

jg至洪水灭世，由i苦厄开始它

的第二阶段，直至与天主立约

结盟（ €1J 9) 

学者们咸认为太古史的目

的主要在解释人生在切的种种

不同环境和疑难。例如：句女

之间的爱情（ 2:24 ），生子痛

苦的由来（ 3才 6 ）’劳力的艰

辛（ 3: 17 等），罪恶及死亡的

来源（ 3:22 等）’长蛇爬行的

原因（ 3:14 ），形形式式不同

语言的由来等（ 11 :9) 0 ）：＼古

史并不是以科学的方式，来给

人报告过去的历史；它主要所

强调的是’人虽然罪大恶愤’

1x罪于天’仍未受到天主的舍

弃。

气2

160 太阳

Sun 

凹画

太阳在以民的脑海中是天

主创造的「两个大光体」之－

( 1},t/ l: 16 ：咏 74: 16 ） ο 既是天

十一的受造物’（更绝对不可对之

加以眼拜（巾 4:19;17:3 ）。倒

是对太阳的敬礼在各古老文明

的国家，诸如埃皮、巴比伦

等·却是理所当然的事。它有

可怕的热量（德 34:3.肘。它

几时黯然元光就是灾难和l终局

的象征（默 6:12) ＇：在经自觉

地认为地球｜前定 1~动‘太阳却

环绕地球一巾i1丁’这原是尼可厚

非的说法叮

161 比拉多

Pilate 
是代表罗马驻守圣地的高

级官员， Bil 罗马总督（路3:1),

在职凡 JO 年之久（ 26-36) 

根据历史的记载，他是个心便

如铁，刚悔自用，喜5元常，

于 D：阴险以夜无坚定信念的

人 c 再加上他｜句来藐视犹太



四画

人’所以同邵里的犹太居民向

来不能和睦相处，且激起了数

次的群众暴动：诸如他动用圣

殿财物·修建水道’将早帝的

标啊！在耶京悬挂，在革黎斤山

杀害大批的平民百姓等，吉日激

起了或大或小的暴动。对我们

信友最严重的尖策，是他竟在

可祭长和经帅等人的压力之

f ·将耳！：稣置于最惨痛的死
刑。基于七述种种他终被撤职

查办·并充车至法国’在那里

可能自尽而终。

162 比喻

Parable 
它原有「肖像」或「表象」

之意·在旧约巾不太多见，但

在1、l观福音口I说是屡见不鲜的

i井说方式 c 这是耶稣特别喜爱

的讲道方式。使人昕来易懂，

同时使那些居心不良的恶人昕

而不懂。

耶稣所讲的比喻’战福音

的记载有 34 个之多，其中义

叮分成两大类·即教义比喻和

16~ \h_i 

伦理比喻。教义比喻又分犬围

的比喻’例如撒种（玛 13: 1-

9.18-23 等）’种子自长（谷

4:26-29 ），芥子（玛 13 :31 ‘ 

32 ），酵母（玛 13:33 ）’宝贝

(J马 13 :44 ）’珍珠（玛 l 3:45, 

46 ） ’芳 ＋ （玛 13:24-30.36-

43 ），撒网（玛 13:47-50) 0 关

于天国的成员也有数个比喻

（玛 21 :28-32.33-46 ：路 14: 16-

24 ：玛22:1-14 ）。还有天国的

建 .II （路 12:35-40 ：玛 25: I-

30) 0 伦理的比II命贝lj有 iS X't天

主的职责（路 l 1:5-7: 13:6-9 『

18:1-14 ）’论对人的本价（路

10:29-37 ；玛 18:23-35 ：路

14:7-11; 15:3-32 ）’及论善用

财产（跻 12: 16-22; 14:28-30; 

16:1-9.19-31) 

163 切肋叙利亚

Celesyria 
原指黎巴嫩与安提黎巴

嫩，黎巴嫩和赫尔孟二山之间

的，个j[J 谷地带（苏 l 1:171' 

但在川上 10:69 ：加下 3:5: 4:4; 

53 . 



In-+ I州四l面

8:8 ：『 l 0: 11 却是指色委苛王国 ( 2 ）拉基士瓦片：于 1935

最南部地区而言，即今之贝卡 年以后出土，共有 21 件’是

( Beqa) 0 也车用立体。

164 瓦士提

Vashti 
女人名，意谓「美丽的」

是j皮斯王薛西斯的王后’天生

丽质，明艳照人，却因为j主背

回王的命令、而受到按弃’ rn

艾斯德尔米代替 （ 她的地位

（艾 I :9-2:7) 

165 瓦片

Ostracon 
这是考古学I的术语，指

那些由地下挖掘出来，并写有

文字或图案，可供参考及研究

的陶器片而言＝它给我们指出

古希伯来文的书法，反开ISB,t人

fl ］生沾自甘情形。圣地重要的陶

片有

( l ）撒玛黎雅瓦片 r 
1910 年出士，是些公元前 783

至 742 年间的行政及商业的纪

录，共有 75 件。

( 3 ）革 ijjlj 尔瓦片：于 1929

年出t ，是圣地所见最古老的

希伯来文电是个农作日历。

(4 ）贝特舍默士瓦片’于

1930 年出土’是非常古老的

文件，内容不详。

( 5 ）敖斐耳nL片：于 1924

年出士’ Jf:公元前七世纪的作

品’可惜已不能辨认。

166 日

Day 
普通所指是与黑夜对立的

白天（包lj l :5 ）’ JL时指 24 小

时的 l天时，常用「白天黑夜」

（出口：21 ：撒 t 30: 12 等）

白天开始的时刻是早晨（民

19:4-9 ）。！古来可能由于 l 日之

始在黄昏之故’多用「黑夜白

大」来指每 FJ 的 24 小时（申

28 :66 ）、这与安息日的开始

有 莫大的关系。白天又按照

自然现象分成不同的名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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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的时刻，例归：黎明、

早晨、中午、太阳荫下、茧

昏、傍晚等。

167 中保

Mediator 
是天主与人们之间的一个

巾｜同人物。是个非常重雯的位

置。但是这个名词句l完全不见

于 I fl约中’虽然它充j芮「中保

的作为和事实，洁如悔瑟、天

使、光油、 1二主的仆人等都是

中保人物，就是在新约中这个

名词出现的次数亦不多（希

7:22; 8:6; 9:15 :‘ l 2:24 ：迦

3: 19 ）内，ι之所指几乎只是基

督，因为只有他才是夭主与人

类间的真正中保 c

168 中悦

To be Pleased 
圣经上提J是中悦天主的事

物’可说是不H't 枚举，例直口

祭日l （肋 19:5 ）、忻祷（罗rj上

3:10 咏 19: 15 ）、善人的生命

（箴 l I :20 ），以及某某一个民

］（）「 170

族等（咏 44:4 ）’都可能是天

主所中悦的 D 夭主尤其对自己

的受j辛苦（眩 42:1 ）’对自己

的唯一±－＋表束了巾悦欢乐的

心情（玛 3:17; 17:5 ）。信友生

活的主要目的下外就是力回乐

？丁夭主的旨意，以中悦天主

（恪后 5:9)

169 贝丹

Bed an 
人名’意义不详，是乌兰

的儿子，马基尔的后代’被夕lj

r默纳协支派的旅i普吕单上

（编上 7:17)

170 贝尔则特

Beerzath 
犹大支派城’在耳I＼京之北

二卡公里处，是犹大JQ, Jm伯对

巴基德作战’英勇杀函，壮烈

牺牲的地方（加「 9:4 ） 口有人

认为它同苏 9: l 7 的 111 i奋斗于同

为地。

55 . 



171 174 

171 贝尔舍巴

Beersheba 
1成笃’主j胃「七人之井＂ , 

是客纳罕地的每个宗教巾，七

点’与圣也有 ffi＇ 切的关系

（创 21 :14『 31 33 ：、 22:19; 26:23; 

28:10; 46:1 5) 0 属犹大支派

（苏 l 5: 28 ）’被以民所占领

（撒上 8:2 ：亚 8: 14 ）。充军后

JJC大支抵人士在此重整家园

（厄下 l l :27) ＇圣经仁惯将圣

地南北的两座圣城相连’而有

「从丹直到i 贝尔舍巴」的说法

（民 2 0: 1 ; t散仁 3 :20 ：；散下

3:10 等）

172 贝耳

Bel 
是巴比伦的主冲（！在46:1 ; 

耶 50:2: 51:44 ；巴 6:3-4 ：达

14: 3 ）’他的真吕是默洛达

客，是巴比伦帝国将他宣传成

名的 c

同！IHI

173 贝耳沙匣

Belteshazzar 
人名，意i目「贝耳（神）保

护国王的性命」’是巴比伦王

纳；ft尼杜的长 F c 按达 5:22

是一拿步高｜可王之子，！且与事实

不合。达6章还记载正当此！到

王饮酒作乐之际’ ，ZJ!,、有怪于在

墙上写字 c 只有达尼尔能够解

释怪字的意义。事实士纳波尼

杜是一巴比 ft最后的国王（公元

前 555-538) ’ f也的JLf DU少

耳臣自代对执政。

174 贝耳特沙E

Belteshazzar 
人名’意谓「贝耳（神）保

护国王的性命」。在被拿步高

掳往巴比伦的犹太俘虏中’有

何名叫达尼尔的贵族青年『

被人将名字改成贝耳特沙 [rfi_

（达 1 :3 7; 2:26: 4:5) 0 这是古

东方人的习俗，以示占有和王

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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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贝里雅耳

Belia/ 
是凶神恶煞的代名词，圣

保禄称他为万恶的首领，是假

里轩的化身（恪后 6: 15) 

176 贝纳雅

Benaiah 
人名’；言： i冒「主千二建筑

了」’是约纳达的儿子’达昧

的三｜勇士之 （撒下 23:20-

23 ：编上 l 1 :22-24 ），又是卫

队长（撒下 8: 18 ）’第二军军

长（编l. 27:5.6) 0 是撒罗满

的拥护者’且惟命是从（列上

I :8.38; 2:34、46 ）。继约阿布为

全军之长（ <frU: 2:35) 

177 贝责尔

Bezer 
按申 4:41-43 的记载’是

河东二座避难城中的一座。

175 I XO 

属基川红人的地方，被戈rj归木

难明支rn c 苏 9:17; 18:25 ，撒

下 4:2 ）。充军之后此城的居

民归来军整家园（厄上2:25) 0 

f良可能圣母圣若瑟发现耶稣失

踪的地方就是这里（路 2:43

46 ）’但也不能十分确定。

↑ 79 贝洛雅

Be roe a 
两座城名’主：谓「善被灌

i既的」

( I ）叙利亚北部的城市’

今名阿勒翩 c 按加下 13:4 的

记载’默月劳大司祭在此城被

人谋杀。

( 2 ）马其顿的一座城市，

今名伟黎雅 J 保碌同息技曾在

此传教’大收宏效（宗 17:10-

14 ）。保禄的一包助手索帕特

尔在此地出生（宗 20:4)

180 贝突耳

178 贝洛特 Bethuel 
Beeroth 人吕’；吉谓「夭主的（王

城名’意用「水井」’是 所」’是纳国尔同米耳加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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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1:'12 

的幼子’亚巴郎的侄子’黎贝

加反拉班的义亲（包1J 22:2() 23: 

24: 1529: 28:2,5) 

城名’属西默盎支派（编

仁4:30 ；苏 19:4 ；撒上30:27 ）。

181 贝特臣达

Bethesda 
是耶京东北角卜的一个水

池’因靠近「羊1、］」’故亦称

羊池（若5:2) 0 有五个走廊，

长约 Yi二才公尺，在／＼－ 1 －公

尺’ j示约｜－三公尺。水池的主

要H 的是为收集北部的雨水，

再经过地下水道寻｜往圣殿的广

场内‘作为宗教的；先j古仪式之

用。在这里有许多病人等候水

动：水动之后第一个下水的便

可我痊愈（吕 5:2 4 ）。耶稣曾

在这里治好一个 38 年的峰子

（若 5:5 9 ）。此水池的遗址己

出占据此地的白衣会神父作了

考古的挖据。；在它的东南有一

纪立圣母诞生的大殴，建f十

’卡车东证的时代’称为二t iJI纳

堂’皆属天主教所有。

一
曲

叫
叫I‘

们
υ
L

182 贝特耳

Bethel 
城名‘主谓「天 i:: 的住

所」’是客纳罕的古城（苏

8: 17 ）’原名路i欠（创 28: 19; 

35:6 ），后来以民称之为贝特

耳（民 I :22-26 ）。位于耶京之

北 i八公里处·是耶京及合根

之间的必经之路。上主的约

中巨曾驻守此处（民 20:26,27;

21:2 等） ，，属本 'fl明主派（有；

18:22) 

耶i备贝罕一世（公元前

932 911 j 在这 ri:i＿建江了全牛

牛卖像，以与耶京圣殿分庭抗体

(JiJ上 12:2白，29 ）：这里曾是圣

汩的圣地（创 12:8 ：电 13:3.4:

28:10-22; 35:6-l 当）。’ι虽然曾

被冲j 因此大所占领（编下

J 3: J 9 ），但 个世纪之久却

一直为~L国以色列所占据 c 先

生日们对它不遗余力的加以攻击

(\fl' 3:14; 4:4; 5:5; 7:10斗 7)

约史雅田正在实行宗教改革的

时候，将它尽行破坏（罗tj 下

2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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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贝特玛阿加

Bθth-Maacah 

是位于巴力斯坦北部阿兰

人的一个城国 ct散下 20: 14. 

I 5 ），被大马士革王所征服

（夕iJt.15:20 ）’后来又被亚述

王提革拉特主肋色尔兰i让戈lj 归

自己的版图（ 3irtf 15:29) 

184 贝特狄贝拉塔因
Beth-Diblathaim 
是摩阿布的地名，耶肋米

亚先知自预言’已将要j直受破坏

和灭亡（耳1148:22 ）。默沙国王

的文件上亦曾提及叮

185 贝特阿辣巴

Beth-Ara bah 
是距离耶F哥不远的地方

名（苏 15:6)

186 贝特舍默士

Beth-Shemesh 
城名、意谓「太阳之家」：

( I ）原是客纳罕城函，在

这里特别敬礼大阳神。在培肋

rn::; I~ ：＇： 

舍特人归还约柜的历史上，曾

提及此城（撒上 6:9 15) 

( 2 ） 纳斐塔里支派境内的

座古1成（苏 19:38 ：民 I :33 ）。

u >!Rt散tu尔文it<亦有城

市以此为名（苏］9:22)

187 贝特法革

Beth phage 
忖岳’主谓「早熟无花果

之家」’是伯达尼附近的一个

小村，在耶京之东句是耶稣骑

驴荣进耶京的陆方 (:f马 21: 1-

7) 

188 贝特蜀龙

Beth-Horan 
地名‘主1青「蜀 j主神之

家」，是两个同名的姊妹城·

有上卡之分，位于耳｜：京西北 c

( 1 ）上贝特局龙是本稚明

与厄弗辣囚两个支派的边界

城’是进入巴力斯坦高原的关

口（苏 16:5: 10:1 O‘门）

(2) f 贝特局龙位于j国道

的脚下（苏 16:3 ）嘈撒罗j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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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建筑了防御工事（列上

9:17 ：编 FR:5 ）。这阿个城的

高度距离约有二百公尺 p

189 贝特培敖尔

Beth-Peor 
以民在j度过约但河西进之

前’曾在它对面的谷地轧背居

住（申 3:29 ） 。远w＿也是梅瑟

的葬身之地（申 34:6 ）。属 f

勒乌本支v~ （苏 13:20)

190 贝特勒蜀布

Beth-Rehab 
是达昧时代阿兰人的 个

城国（户口，：21 ：民 18:28 ：撒

f 10:6) 

191 贝特族尔

Beth-Zur 
城名’意谓「岩石之屋」’

是犹大支派的城市，在耶京之

南（苏 15:58 ）。制j哈贝罕曾在

此地修建防御工事（编下

11 :7 ）。充军之后更增加了它

的重要性，是一区之首城。玛

r~tlni 

加伯兄弟战争的时代变成电固

的佳垒，易守难JY: （加 tA:29-

35,61: 6:7,26) 

192 贝特商

Beth-Shean 
是古客纳罕城’距ho EJ:t肋

;ii; i胡不远。以民最初未能将它

克服（苏 17:16; E€; 1:27) ct散

乌耳败于培肋合特人，暴骨；少

场之后，曾被人将尸体悬挂在

这个城墙上什散仁31: 10 ）。 j散

罗J荫？以占领并 ~lj人十三太守

！天（列主 4:12 ）。后改但叫吏

托颇里（友3:10 ；川下 12:29 ） ’

是「十城区」的一座城市 c

193 贝特赛达

Bethsaida 
村名’意 i自「捕鱼之

地」。位于加里肋亚湖的Jt边

（谷 6:45 ）’后名为犹里亚。

这里是伯多禄、安德肋及斐f]l

f白的家乡（若 1:44; 12:21 ）。

由于它的无信曾受到l耶稣的诅

咒（ flb11:21 ）：增饼奇迹后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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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打发门徒前来此地（谷 尔谷’后嫁与内己的叔父卡尔

6:45) c 耶稣在这理治好了一 齐斯。此任丈夫死后’又与亲

个瞎子（谷 8:22-26 ）。 兄弟阿恪黎帕乱伦同居，甚至

同罗马大将提托’据说也有过

194 贝特辣 一段浪漫史。

Petra 
城名’意谓「岩石」’是

纳巳泰人的首都，位于死海东

南十公里处。目前只留下片

R大的废±1／：’有j国宁、宫殿手｜］

坟墓等。由此废址仍能看到它

往日的辉煌。它不可与圣经中

的培特辣 i昆为 谈（于lj 下

14:7) ’盖此后者的希伯来名

叫色拉。

195 贝勒尼切

Berenice, Bernice 
两位女人名，意渭「传报

胜利的女人」

( I ）仆托肋米二世非拉德

尔n1~之女，叙利 i]]/ 士安提约市

二世德阿斯之妻。达 l I :6 称

其为「南方国王的女儿」

( 2 ）黑落德阿恪黎帕J二世

的姊妹，放荡不羁，先嫁与马

61 

196 贝勒基雅

Barachiah 
人名’意谓「 t主祝面

了」。按玛 23:35 的记载，他

的儿子贝｜！加黎雅曾在圣所与全

播祭坛之间，被人谋杀身亡。

这位则加黎雅不可能是编下

24:20 『 21 所说的川加黎雅先

知，亦更不是小先知中的［ijl加

利 ~v , 

197 见证、致命

Martyr 
这原是法律仁的术语，是

说某人在法庭上卢明自己所见

所闻，这就是见证’他本人就

是证人（户 5:13; 35:30 ）。这

是法庭 t－.不可或缺的人物（出

23: 1-3 等）。假见i!E能造成莫

大的损失，是枉法犯生己的恶行



JlJ以~（）（）

(}lj上 21:9-13 ），是以受到悔

~＇：法律的严厉禁l上（ !±120: I 剧’

并处以严罚（申 19:16 等）

为使l析案有放’应至少有二个

或二个互相吻合的 i1l:：人（申

19: 15 ；玛 26:59 等），妇女则

不是台洁的证人。作证时要呼

求天主的圣名，或者要发苦’

以指天誓日的方式证明自己所

言~r伪 L 创 31 :50 ；罗 1:9 ；恪

后 1 :23 ）’如此在断案时天主

自己将是邪：~人的 iLE 人（拉

3:5 ），反义人的袒护者（撒仁

12:5 ‘ 6 ）。几时以民作恶’天

主将是他们恶行的 i1E 人（巾

31 :19 ：苏 24:22 ）。以民是夫

主选定的t1E人’他们应当证明

天主的真实和唯一性（依 43:9

等； 44:7 等）

宗徒们是新约时代救憬喜

讯的证人（路24:48 ；宗2,32 ）’

他们不只应以言语’ I而I':＠以

生活来为丽7号作训：。谁不惜以

自己的生命来为基督作证’他

的见ilE必然是信实不欺，真实

可靠的见证（宗 22却：默 2:13,

同l国

17 ：’ 6 ）。这样的证人被圣教会

称为致命圣人。

198 牛膝草

Hyssop 
种生长在墙头或石缝中

的植物（列上 5: 13 ）’被以民

用作礼仪上撒洒的工具（出

I 2:22 ; }lj上 5: 13 ：肋 14:4

等）

199 气昧

Odor 
警香迷人的味道是上主视

福的明iiE （包1]27:27 ），也是X

主悦纳人祭献的表现（出

29:18 ；弗 5:2)

200 手工

Handworker 
子工是任何民族不可或缺

的’就连在游牧时期的以民亦

不能例外。到了君主政权成立

之后，国王汗始大＞＇斗士木，子

工业工人更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列上 5:2032 ）。圣经上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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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专门的技术工人’诸如石

f 、瓦匠、木匠、窑匠、链

工、陶工、织工、面包匠等。

他们多是小型的家庭工阮，有

时也在国王的大型工场内工作

（编仁 4:21 等） c 若瑟及耶稣

牛二人亦是匠人’可能是木匠

（玛 13:55 ：谷6:3 ）。保禄是帐

幕的制造者（宗 18:3 等）

201 手指

Finger 
它的原应自然是指人身的

1、肢体（出 29:12 ：肋 4:6:

箴 7:3 ：撒下 21 :20 ）。但有N

f安借应指示思想（箴 6: 13 ）或

物体的厚度（耶52:21 ），亦指

天主的威能（咏8:4 ，出 8: 15 ; 

31:18 ）；在新约中亦然（玛

12:28 ：路 l 1:20 ：谷 7:33)

202 长子

First Born 
长子在诸东方民族中是有

特殊地位和特别权利的，例如

在分家产时长子应得双份（巾

201 203 

21: 17 ）’他还具有管理家人

的权柄（创 27:33-36 ）。所谓

的长子并不一定需要告其他的

弟弟存在，因为这是个法律的

权利名词；亦称为首生子。首

牛一子属于天主，故应赎回（出

34:20 ）。天主称以民是臼己

的长于（出 4:22 ）。耶稣被称

为玛利亚的首生子（路2:7) , 

他亦被称为万物的首生子，以

反死者的首厅tf( 哥 1: 15,18 ; 

默 I :5 ），是众多兄弟中的首

生于（罗 8:29)

203 长老

Elder, Presbyter 
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

都会加以敬重和尊崇的，以民

白不例外；尤其以民原属于大

家庭主义的游牧民族，对长是

吏；是尊崇有力n ，远在梅瑟时代

就有长老的存在（出 3:16 『 18,

12:21 ）。他们在行政治安上

成 f梅瑟的得力助手（出 l 7:5; 

18:18-27 ）。尤其那将选出来

的七 1-位长老，更是德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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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以民间的领导人物（户

11:16-24 ）。他们成了社会 t

举足轻重的人士，足他们首先

要求建-;z；君主政权（撒「~8:4) ; 

给达昧加冕（撒下3:17) ’支持

锁变的阿贝沙I在（撒 F 17.剧。

在充军时代他们成γ民间的权

威人物，发号施令、管理一

切，在后期的公议会中’他们

简亘成了不可或缺的中坚份

204 仁慈

Mercy 

四画

这个名词的主义非常广

泛’ i击凡怜悯（出 33:19 ），慈

悲（路6:36 ），慈善（米6:8 ）’

恩宠（咏 89:2 ），仁爱’仁慈

（耶 3 I :3 ），以及施舍，在！原

文上都用l司个字（ h<!scd ）来

表示。

天主对个人和以民全体是

子。 怜协l仁爱的（出 22:26：确 34:6) ' 

新约巾的长老与监督有同 但是人不应妄用天主的t慈

佯的意义（宗 20:17『28 ：弟自ff

3:2 ：‘ 5:7) 。他们是宗徒的助

于，由宗徒来委任（宗 14:23 、

20:28) ＇每教区都有数位

长老米市1责教务（宗 14:23;

15:2.4，剧。他们是牧者（宗

20:28.32 ），行政员 Of. 16-

9 ），教师（宗20:28吨 32 ；弟前

5: I 7 ）‘伦理的旦护者（俘 1:6

9 ：弟前 3:1-7 ）’圣事的分施

者（雅 5: 14) 

（耶 I 3 ：守 14 ，德5:6 ）。天主仁慈

的最大表现，是1苦苦；基督将救

援的恩宠赐给了自己特边的百

姓（跻 I :54 ）。他是阴恩宠的

父$（恪前 I :3 ）’是以人们亦

｝，＼［彼此表现慈悲何善良（路

6:36) ：这是天主的要求（玛

9:13: 12:7) 

耶稣是仁爱慈悲的（谷

1:41; 6:34 等： 10:47-51 等）

他是慈悲的大叫祭（希2:17 ）。

将来在审判时天主要对大

慈大；w的人表示慈爱（玛 5:7:

稚 2: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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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什一之物

Tithes 
口d 祭和朋J未人是专务圣殿

工作’而不事生产的。为了维

挥他们的生活，以 Af. 圣殿的费

用，以民有责任将出产的十分

之奉献出来 t创 14:20 ：亚

4:4 ）。此外国 E的生活费用

也由这「什→之物」中提取(jft

l二 8:15-17)

206 仆托肋米

Ptolemy 
这是希腊大帝Jf历山大在

埃及所遣、〉的王朝中数位国王

的称呼：

(l ）仆托肋米一世索特尔

（公元前 305-285 ）。原是ijJi.历

山大的护卫长，在埃＆实行姐

立·与色委克上朝为敌。埃泣

的希腊王朝亦名拉 ，＇！f王朝。

( 2 ）仆托肋米／＼世非罗默

托（公J巳前 180斗 45 ）。为了对

抗色委克王朝’与罗斗联盟’

因玉本身没有 l、大的作为。主l

犹太人表示 f友善的态度， i任

205 207 

许他们在埃及的梁托颇f!l. fl量

连自己的圣殿成为侨民的宗教

小心。此时的放尼稚囚ttJ-J-~ 司

祭正好逃难埃及’他便成了这

个宗教中心的首脑人物（见加

上 10:15－到）

(3 ）仆托肋米八世’是加

上 15: 16-21 信件的接受人。

207 仆役

Deacon 
在圣经主多次有「仆役」

这个各闹出现’例如广主人的

仆役」（谷 9:35; 10:43 ；玛

20:26; 22: 13等）。外敦的执政

者亦被称为「天主的仆性」（罗

13: 1-4 ）。敦友是基督或夭主

的仆役（若 12:26 ：恪Jli I I :23; 

6:4 ）。寓意的说法则有某种

势力的仆役. i者自nJ散始（恪后

门： 14,15 ）’福音（弗 3:6,7 : 

哥 1:23 ）’罪恶（迦 2:17)

害iJt员（罗 15:8 ）及新约的仆役

（掐）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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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仇恨

Enmity 
在旧约中以民的仇敌·是

指一切欺压难为上主百姓的民

族（包1J 22:17 ：出 15坤， 23:27;

月｝J 26:8) ＇这些与以民作对的

民族也就是天主的仇敌（出

23:22 ：民8:23,34 ；撒 l二 12:24;

户 10:35 ：咏 66:3) ..个人的敌

人则是庆病和］灾殃， x•J它们只

有尽力加以躲避（德6:5: 19:8 : 

箴 24:17,18 ）。

｜日约对敌人仇恨咒骂的态

度，固然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

取之为训的’但我们必须了解

他们的环境，而有一所谅解。事

实上旧约时代爱仇的例子也是

比比皆是的（创 33:3,4; 45:1-5; 

50: 15-21 ：户 14: 10-12 ：撒上

24：卜8、 26:1-12; t散 F 18:5 ; 

flj下 6:22,23 ，耶 18:20 等） 0 

新约时代仍有仇恨的1年在

（玛 13 :25 ；路 23: 12 ；宗 12

等） ι 但是耳fj稣带来f 条爱

仇的新诫命［玛 5:43-48 ）。信

四画

友应仇恨的是世俗魔鬼及肉情

（玛 13 :39 ）；与它们同流合

污，就是与天主为敌（罗F 10; 

斐 3:18 ）。

209 分封侯

Tetrarch 
这个希腊包iii）原是指一固

的四个王侠之→而言’但是到

了罗马帝国时代，它的范围已

被缩小，指一省的四个主侯之

而言（玛 14:1 ；跻 3: 1 ，宗

13: I ) 

210 分娩

Child Birth 

希伯来妇女健康’故能顺

利 5H免， 11~不一定需要收生婆

（出 l :16、 19 ），当然难产的例

子也是有的（依 37:3 ；夕lj 下

19:3 ）。 Wi:生婆并不是种正

式的职业·多次是亲友邻居来

充H: C 包1) 35: 17 ：咱 38:28 ；撒上

4:'.W ）。这与我国乡间的情形

十分相似。生于是喜事，犹如

在中国，故斗1二友都自rr来道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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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1)21:6 ；卢 4:1 l ；路 1 :58 ）。

分娩虽然顺利，但仍是 t-

7J痛苦的事（包lj 3 ：守 l刑’是以

它是大难来临的象征（依13:8 ; 

耶 6:24：、 13:21 等）

2什公议会

Sanhedrin 
它是犹太人最高的行政机

构 c 虽然远在月加伯时代就曾

被提及（加上 l 1:23: 12:6) 

18 它不是米白天主的 个组

织。它的主席是在职的大口］

祭，成员则是司祭和长老，后

来才加入了；去利塞人的代表共

七十人。它的权势在撒罗默女

王时代’可说盛极一时，但是

到了大黑落德时代’已渐渐式

微·毫无生气了。到了罗马帝

同时代，才 X.1斩次抬头，因为

罗马人不愿干涉犹太人的内政

之故。

它的任务是维持公共秩序

（若 18:3,12 ）’办理切宗教

案件。自公元 70 年耶京陷敌

毁灭之后，扰太人之所以仍能

67 

211 213 

团结臼泊’要归功于这才tt主

持公议会的经引1ri1门。

212 公函

Catholic Epistles 
是仁封书信的总名称：即

雅、！自前后， 'ti二 4 、一」、二及

犹、这七封信的名称·不是依

收信人的名字，而是依发｛言人

的名字加以i只另lj ＇这与保碌的

书信·迥然不同。此外它们的

性质是刊全教会所发的’而不

是到某一教会的信鼠，故此称

为「公雨」。

213 父亲

Father 
这个名词在圣经｜’除了指

示生身的父亲之外，也指恒父

（包1]28: 13 ）、族；£（包1J 10:21 ）、

祖先（创 48:21 ：肋 26:39 ）而

言。（也是家庭中的首脑人啊

（创 12: I ）’享有几乎绝对的主

权（包1)24:2等：出 21:7) ’他也

是家中的可祭（创 8:20 ），上主

降福的分施吝（创 27:3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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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巾 32:7 ：依 38:1例’又

是子女的培育者（後23:22);

他特别是信仰的借镜和愤范

Cft(s1:2 ：苦 8:39 等）。弟子

也必须恭而敬之称自己的师傅

为父亲（列T 2:12 ）’但这种

说：去遭到耶稣的拒绝（玛

23:9) 

rn约称天主为以民的父亲

（申 32 ：’6 ：依 63: 16 ），同样对

国王（撒下 7:14 ，咏 89:27) , 

热心llJ 善人（德 23: 1 ）’以及

亦被称为贫穷人的父亲（｜咏

68:6 ）代在新约中天主首先是

耶稣的又亲（玛 26:42; N~ 

2:49 :‘ 10:22; 22:29 等） ' i住同

耶稣联合在起’亦可称天主

为白己的父亲（玛 6:26 ：‘ 7:7

14 ：谷4:35-41 等）。天主1阴予

人的巨大旦、王军是天主圣神（路

11: 13 ：若 15:26)

214 凶恶

Evil 
这个名i司在圣经上的意义

非常n乏，凶恶与美善是两个

四H国

极端j ，原来天主所造的－切’

都是美好纯洁的（创 1:31 ） 。

但是由于原罪凶恶进入「世

界。圣经t固然没有针对凶恶

作追根穷源的探讨，却间接地

指出「凶恶的来龙去脉。人间

之所以充满痛苦疾病死亡，便

是凶恶存在的明证。凶恶的来

源固然是人自己（创 39:9 ：依

55:7 ），但归根结蒂却是来自

＊主（依 45:7) ，是为天主的

思罚（耳［＼ 16: l 0-13 ) 

手斤约对于凶恶的观点，与

1日约大致相同。只是它更进－

步强调凶恶特别在世界末日要

横行无忌（弗川6 ）。那些不

信和弃绝耶稣的人将一生与邪

恶为伍 (ill!l 1:4 ；罗 7: 19 ）’信

友去｜］借 基督可以战胜一切相

恶（罗 12:2 l) 

215 月

Month 
我国的月份来自 1 月亮」

一词’活伯来人亦然，称月份

为「耶辣黑」’即月亮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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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希伯来人如r"1我国至今仍 Jl；如同太阳（依30:26 ），或者

然盛行于民间的阴历，是以月 完全消失（默 21:23 ) 

亮的盈亏周期来测定月份的；

犹如我国的阴历，他们规定每

月有 30 天或 29 天不等。由米

市纳著作我们知道，「新月」

之出现要由公议主米规定，并

负责向群众报告。充军后他们

亦只是以数字来称呼不同的月

份（ I 月’ 2 月’ 3 月等），和

我国完全一样。

216 月亮

Moon 
月亮在圣经 L占有相当重

要的位置’它除了是月份的标

准之外’还是光明的来源’更

是丰收、生长、雨露、健康 ».＿

死亡的原因。当新月开始时是

以民盛大宴会的良好时机。古

代的中东各民族都有敬礼月亮

神明的习俗，以民却明知它是

天主的受造物（创 1: 16 ），故

不是神明。在世界的末口它将

不发光（谷 13:24 ）’要变成血

红的颜色（默 6:12 ）；它将发

217 丹

Dan 
人名，意谓「天主对我公

道」（创 30:6 ），即「伸冤一之

意。稚各伯的第五个儿子，由

膊女｛皮耳H台 j沂生（包IJ30:J-6 ）。

支派名’这是由丹的巨代

所构成的一个小支J匠，也是个

地方名。雅洛Dl罕在这里建主

了北国以色列的朝圣地点，是

为宗教的胜地（ R: 18:27-29；夕lj

t 1 2 : 2 9 : JIJ f~ I 0 : 2 9 ：亚

8: 14 ）。它被视为以民最北的

城市’有产由丹直到 IJl 耳舍

巴」的说法（民 20: I ：撒上

3 :20 ，撒 f 3: I O ，列上 5:5

等）。贝城是最南方的城市。

218 乌E

Uzzah 
曾帮助达昧将约和迁入耶

京，由于大意，擅自触动了约

柜，而受到夭主的思罚，当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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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撒 r 6:3- 7 ；编 t 13: 10) 0 千年、它被 1、人l 语系民族所占

219 乌尔

Ur 
是巴比伦南方的寸、宗教

城市. 1己所崇敬的主袖是月亮

神「斤大」’周国修建 F不少的

市庙’大部保存地 F ’被考古

学者发掘出士。

这些庙宇的特点是多数修

建在人为的山丘t ，由四个不

同的方向拾级而上，以达庙

顶。

它的黄金时代始于公元前

三千年左右：它的财富则来自

波斯湾及幼发拉的三角洲的赐

予。

它是亚巴郎的家乡，圣经

t多以加色 f人的乌尔称之

（包1J 11:27-31; 15 自： 7)

220 乌加黎特

Ugarit 
J,'fl: 是排尼基人的一座古

城’位于叙利亚的北部海岸、

亦名辣斯商木辣。自公元前两

据·公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纪间

是它政治、文化、军事的黄金

时 f-t ＇它的外交政策，首先亟

力讨好埃及’后来接受蜀黎人

的影响，再重新透过希克索斯

人倾向埃及’同时与赫特人保

持了友好关系，因为后者就在

乌 IJO黎特的北方边界仁， E虎

视眈眈，｛寻机而动。到了公元

前十二：ttl纪，这个光辉伟大的

民族’终于被排山倒海而来的

「海洋民族」所淹没，不复当

年。

考古学者在这里数次的发

掘，获得了重大的收获；出土

的文物计有：宫殿、庙宇、神

像、雕刻、陶器反其他Z术作

品。尤其重要的发现是以叔默

尔、阿加得、埃皮和乌tm黎特

文写成的书籍及其他文学作

品。其中有象形文字，也有模

形文字。它本来的语言是客纳

罕地区的 种方百；模形文却

是由字母组合的文字。这些出

土文物为使人了解旧约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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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人情及其各种环境，是非

常有益的资料。在宗教方面他

们确信有一位主管各种神明的

主神存在，他名叫厄耳，主管

其他次等巴耳、达页、死神及

海神等；女神中则有阿合辣、

阿纳特等。此外在记录中还提

到贝lj 14:14,20 ：‘ 28:3 所道及的

达尼尔及依27:1 所记载的「里

外雅堂」。由主所述我们可以

知道乌域的宗教是不折不扣的

多神教，是与以民所信仰的惟

a神教迥然不同的。除此之

外，谁也不能否认以民的确受

过乌加黎特不少的文化影响’

尤其在诗文上的影响力更为显

著。

221 乌齐雅

Uzziah 
人名’意谓「上主是我的

力量」’南国犹大王阿臣黎雅

的另lj 名 OIJ下 14:21,22:15:1

等；编下 26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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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乌来

Ulai 

221 22-l 

是J巨蓝地区靠近稣撒城的

一条河泣。就在这条河的河畔

l→达厄尔见到了上主赐给他的

异像（ ；主 8:2,16)

223 乌陵和突阴

Urim and Thummim 
这两个名词在原文上有

「光明及全备」之章，是两个

相对又同时相连的物体。它的

效用是使人知道上主的旨意

（巾 3 3: 8 ）。有时亦单独出

现’例如l 只有「乌陵－（户

27:21 ：撒上 28:6 ）。大概「突

明」有不言而喻之意。它普通

被挂在大司祭的胸牌上（出

28:30 ；肋 8:8 ）。它的作用很

可能与我国南方！由于巾的「阴

阳板」或「佛杯」，；有异曲同

工之妙 c

224 乌黎耳

Uriel 
人名’意谓「夭主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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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要1J11ar夺人的族长， i主

H未时代人（到Iii t 15:5 ‘门－ 15,25-

29) c 

( 2 ） 优大王阿彼稚的外祖

父（编下 13:2)

225 乌黎雅

Uriah 
人名，主；i冒「上主是我的

光明」｛是注日在军中的一位勇

士’他的妻子巴特合巴被达味

诱奸，他本人则被达昧设计害

死（撒下 l l 章）

占1 1主飞黎雅是南国1尤大

王 F口I哈次时代的－位可祭（列

下 16:10 ；依 8:2)

226 六书

Hexateuch 
这是些现代学者隅给圣

经最初六本书的总名称’ ~Ill茸茸

瓦书和古苏厄朽。他们认为这λ

木书的文学类型反其内容是完全

相lriJEl<} ＇故应白成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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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六栏本

Hexapla 

四画

是奥黎革］］教父的本最

重要的著作。他于公元240年

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就是将

旧约以六栏并排书写问1址。这

六栏是：希伯来原文圣经，以

希腊文书写的希伯来圣经，按

有阿桂拉的希腊译本，旦、玛

雇斯译本’七 1－贤 t译本，最

后有德敖多齐放译本。这本tF.

著为解经批判学原有rn大的帮

助’可惜日前仅存者只是些断

编残简。

228 文书、上谕

Edict 
是占时国王宣布他旨意的

种文体 3 艾 8:8 有波斯不可

废除的文书（见达 6:8)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亦出过

边上i俞·令百姓苍记户口

（路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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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文体类型批判学

Form Criticism 
这是种现代研究主经的

方法’其目的是找出圣经文1¥

的形式’然后再按照这种文学

形式的规律来对圣经加以解

释，诸如哀歌、诗文、抒情、

比喻等文体形式 c 将上述不｜司

的形式与其他当时同类型的文

体米加以比较’找出圣经的真

意。为达到这个白的又必须f

解作者当时社会的情形，作者

的生洁背景及其心理的状态：

也要知道作者的目的及写作的

对象。这是任何r ~位研究圣经

的人所不时l或缺的知识。

230 认识

Knowledge 
旧约每提到对天主的认

识’并不指用智推理的认识而

言，的j是由历史的经验中对天

主的体验而言（依 41:20 ：咏

9: 11 ）。在新约中人借著基督

而认识天主（恪前4:6) 0 基督

给信友们打斤 l’认识夭主的大

229 2~ 1 

门（恪前 2: IO ）。但这也不是

推理的认识（若 I :5,6) 

由于认识某人就是与某人

有一定程度的密切关系，是以

在圣经 t'B成「男女房事交椅

的委婉说法（创 4: 1-17 ；路

1:34) 

231 火

Fire 
火对人生是不可或缺的东

阿。以民很古以来就有安息、日

不得生火；青命的禁令（出

35:3) c 因为牛火颇费人力，

故大都留F火种（创 22:6 ：撒

下 14:7 ）。穷人大都用树枝、

牛冀甚至人粪来生火（有lj 上

17:12 ；箴26:20等 j c 放火焚烧

庄园是法律所严禁的（出

22:5 ；肋20:14 ）’但对敌人却

是报复的正常行为（申 13:17:

苏 7:15 ；耳［l 32:29) 

火在祭礼上也很重要（肋

1:7; 4:12 ：列＇~ 18 :28 ：耶

33: 18 等）。它是天主威严显

示的象征（创刊 17 ；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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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8 ），是天主的火舌（即｜冯

电，咏 29:7; I 04:4 ），也是上

主义恶的表现（咏 79:5 ：‘ 18:8“

9) 

在新约中多与末世的思罚

相连（玛 3:10-12: 5:22: 7 ：川

等）：是圣神出净人灵的象征

（玛 3: 1 l ：路 12:49 ），也有悠

罚的意思（恪前3:13 ：伯前 l ’7

等）

232 户口登记

Census 
罗马帝国为「确保属民按

时按人缴纳赋税，每过几年便

要调查次尸口’就是令属 f

居民皆登记户口’ 51•常是十同

年就要举行一次。那时一切的

属民’要全家返归原籍登记家

庭的人数。以后就要技照这次

爸记的户口向皇帝纳税。按扰

太人史家若一瑟夫的记载，在奥

古斯都作罗马皇帝的时代’从

未作过尸口登记’这就与路

2: 1 的记载有所不得了’因此

有不少学者怀疑路Jm记载的真

四回

实性。再说当时季黎诺也不是

叙利亚的总督，而只是皂帝在

东方的代表’这更增加了学者

的怀疑。但是这种疑难是不难

解决的，因为除了全面性的户

口登记之外，亦不时有地区性

的，为时很长的登记。很可能

在路加所说只是在大黑落德版

图之内的－种有限度的户口调

查，而不是遍及全帝国的普

奇。那么就在这个机主仁若2兰

和l玛利亚必须回归原籍向冷去

报名t册。而此时耳r1稣诞生的

日期到了’路书可能主安在说

明’耳11稣的诞生与登记户口的

事奋关（路 2:1-7 ）’对于是台

百分之百地符合历史的客观环

境·则不是作者的责任和自

233 户籍纪

Book of Numbers 
是梅瑟Ji书中的第四本 ζ

这个书名的来源取自 1 4 章＆

26 章的户口纣录。户书之内

容既有法律又有史事，述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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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西乃旷野至福地边缘的一

段时期内所发生的事迹。可清

楚地将它分成四个部份：

( 1 ）以民辗转于西乃旷野

( 1-10) 

(2 ）自西乃至卡德士中间

的事迹（ 11-19)

(3 ）在卡德士及河东地区

之间（ 20-25) 

( 4 ）在摩阿布的高原区

( 26-36) 

其间还有一些有趣的插曲

记载’诸如以民怨声载道

( 11 ），米黎盎及亚郎的嫉

( 12 ），以及巴郎的故事（ 22-

24) 

户书并不是一本继续出书

和肋书的书籍’它是个独立的

记载’它的内容与前二书有不

少相似的地方。它的来源大概

是一种民间流传的古老文件，

被后人搜集成书，是较晚的作

品，但它的内容却是非常古

老，甚至不少是梅瑟时代的资

料。

234 心

Heart 

2~4 

圣经提及人「心」的地方

不下千次之多，可见以民对人

体的这个器官是如何的重视。

但是在圣经上「心」并不只是

身体的一个器官，亦不是人情

感的中心，而是内在的「我」

（伯前 3:4 ）；只有天主才可以

看透认得它（撒上 16:6 ；咏

7:10 等）。它扬善斥恶（列上

2:44; 3:9 ），它正直、忠诚、

谦逊（申 5:29 ；列上 l I :4) 

但是有时它也轻浮、虚伪（咏

5: I 0 ；德 19 :4 ）、骄傲、嫉

妒、喜、怒、哀、乐（申

17:20 ；肋 26:36 ；撒上 1 :8 ; 

撒下 17:10 ；贝1J28:2 ；路 1:51 ; 

宗 7:54 ；伯后 2:14 等）

心是爱情的象征（申 6:5;

10:12; 3/U F 23:25 ；玛 22:37

等），它也有反省及决断的动

作（列上 8:17 ；训 8:9：，德 38 ; 

路 21:14 ）。人心有时亦「硬

化」’而自作主张，违背天主

的意愿（申 15:7 ：依4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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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铁71之心」（格后 3: 14 ）。

古有忠、出（ /ifi3:l 们’能俯（卢

也能怀疑（约34:10 ），也能受

蒙蔽（ j点 6:10 ，谷 3:5; 6:52 ) ’ 

H 且它也自i己忆性能（申 4:9,

32:7 ；箴 4:21 〕

此外它也是宗教生活的动

力（撒上 12:20) ' riJL( 行善’

也 υl 以作主、（！！咏20:5 ；箴6:21 : 

士l~ 5:28 ）’义可以洗心革而（咏

51:12 .耶 24:7 : ~liJ I I: 19) 电它

更是圣间所居住的地方（恪后

1:22 ；罗 5:5)

235 巴力斯坦

Palestine 
自教会初期以来，信友使

习惯称’巴力斯坦为圣地，以纪

志在救赎史上于此处所发生的

大事。它的面积大致上说来’

包括地中海反叙利亚和r,nJijirjj自

中间的’片土地。北有黎巴

嫩，南主死海的南端。这个名

称始臼第1工 l业生己’在这之前它

有过极个不同的名称诸如客

纳罕地、阿摩黎人地区、以色

,Yrj地或犹太地等，的i巴力斯坦

一名导源于培肋含特地（见苏

13:2) 

在它的中间＃由－it 而南；玩

的 )j号重斐河流·约1日问。它

造成三个湖泊’即默龙j胡、加

里月IJ 亚洲压死海 3

立’的地形臼 >J; r币内j斩J欠由

高原 i旧下降至四部的地＇Pl每平

j泉。在数万年之前 i欠巨大的

地震将它由北｜而南一分为二·

中间是世界特有的约但河谷，

使它由北方一干多公尺的民

山，的1下降至死海附近的地

小海水平线之F数目公尺之

多二

它由西而东的地开二是：；住

i每千j豆、河西高原地带、约但

河谷、河东’高！旱地区再东向

就是叙利亚大旷野区。地中海

平原的宽度不走’出／＼至二二十

公里’长约~s－八十公里 J 这

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且奋

数条小i时，堪称为圣地的18.米

之乡。 jUJ西高原地区宽在五十

±六十公里之间，高度；在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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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口公尺之间。出产远不如

前者，以简萄橄榄及牲畜为

主。约但河谷地区是世界独一

无二的奇特现象，己如前述。

河东高原区的高度在λ百至八

百公尺之间 c 这里！且是古代的

森林地怪’可惜时过境迁，早

已不复见。

巴力斯坦的气候’大致上

说来属地中海区的亚热带气

候，夏季干燥无雨’冬季才是

fl币的季节。但是由于圣地的

地形变化颇大，因此它的雨量

和气温的高低也就因地而异。

236 巴力斯坦的考古

Archaeol ogica/ 
Excavations in 
Palestine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存留地

下的文物，来研究人类过去的

历史。圣地的历史虽然旱就存

在，但桌正有规则及按步骤的

考古发掘’只不过是近百年来

的事 G 所发掘的对象大多是废

墟堆、坟墓、或古建筑物’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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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借著这些出士的文物，来

证实圣经上的记载。圣地考古

必须要知道的事项是：

( I ）废墟堆的形成不是偶

然的，而是人为的’是一代一

代不同的民族经过许多个 I丘

吉己’断断续续在 4 个地方生活

居住的结果，他们阳F了不同

的文化层。按照居住时间的长

短，便留下或薄或厚的文化

层，有时数个，有H数十个之

多。愈F层愈古老，上层则是

近代居民留下的遗迹 c

( 2 ）挖掘的目的不是为寻

宝’而是为研究这个届住区过

去的历史，是以每一层所留下

的文化遗迹都必须要加以细心

的研究和保存。

( 3 ）陶器的形状和色泽随

著文化的变迁 1TIT有所改变，｛自

著’卢们我们可断定某文物的时

代。另对考古学有帮助的」；二

具是具有放射原素的碳（简称

「四号碳）’它可以断定二千

年以前的某种有机物体的年

代。此外钱币也非常有用，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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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波斯时代之后的产物。 更易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确

目前圣地考古发掘的方式 定圣经的历史年代’使圣经与

有两种：一种是平面形的’就 其他东方文化互相比较参考，

是将一个考占的文化废墟由上 使古东方的历史更相连贯’且

顶开始全面地挖掘’先使最上 使人改正过去对圣经错误的见

一个文化层出土。将这一层的 解。

←一切出土文物加以登记、照

像、描绘、作图及iNIJ量它的面 237 巴厄沙

积。一切完事之后，再向下挖 Baa sh a 
进入另一个文化层，以同样的 人名，其意不详。北国以

步骤进行’如此直至最底的无 色列的第三位国王（公元前

人居住过的处女层为止。另一 910-887) 。原是纳达布国王的

种方式是先在废墟仁挖」个深 大将，乘国王出征之际，将国

深的洞，顶先考究它共有多少 王家人尽行杀害，而寨夺了王

个文化层，对它有了相当的认 位。建都于提尔臣’是位足智

识之后，再下子进行全面的发 多谋，能征善战的国王’曾与

掘。 南犹大连年战争，占领了不少

在圣地有不同的团体在作 城镇。南国为了自保，只有向

考古的工作’要者有：法国 大马士革王求救；国王果然出

的圣经学院，德国的福音教圣 兵北国’巴厄沙只好退居提尔

地考古学社，以色列的考古探 臣闭关白守（列上 15:16-30;

测学社，美国的东方考古学 16: 1-7 ：编下 16:1-6)

院’方济会的圣经考古学会

等。 238 巴比伦城

目前考古学为研究圣经己 Babylon 
成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使人 城名，意谓「天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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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是巳比伦帝国的首都’ 它在新约上是罗马的代名词

位于幼发拉的河边。创 l I :9 （伯前 5: 13 ：默 14:8; 17:5) 

将之解释成为「诅乱」的意

思。使这座城举成名的是哈 239 巴比伦帝国

慕辣彼国王，他在这里建筑了 Babylonia 
巨大的庙塔，奉默洛达客为国 巴比伦是位于幼发拉的及

神。巴城在历史上虽然数度遭 提格里斯河下游的一片广大肥

到严重的破坏，但仍不失为一 沃的地区，约有三万平方公

个重镇。拿步高国王在此大兴 里，属今日的伊拉克所有。上

土木’将它修建成一座美轮美 述两条大河于每年的三至六月

矢’富i'18堂皇的名城。波斯王 间按时泛滥，造成一片肥沃的

届鲁士将它攻陷占领。希腊帝 土地’故出产丰富。基于这个

国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更将它 原因’它是人类最古文化的发

立为帝国的首都，但是自此之 掘地之一。它的重要城市有息

后它的情形大不如前，且每况 帕尔（Sippar）、谷答（Kutta）、克

愈下。终至几乎完全自历史上 西（Kish）、波尔息、帕（Borsippa）、

消声匿迹’变成一个没没无闻 尼普尔、乌鲁克、乌尔、厄黎

的小村落。 杜等。它远在公元前三万年左

但它在考古学上去！］占有非 右已有人烟存在，自公元前

常重要的地位。德国的考古学 5000 年已有历史文物可考，

者于 1899-1917 年间’在这里 公元前 4000 年间有叔默尔人

掘出了著名的依市塔尔门、游 入侵，曾一度使它的文化衰

行街道、默洛达客神殿、庙 退’但不久之后，它又以新文

塔、堡垒和花园等。 化的姿态出现，尤其在建筑及

在圣经上巴比伦是天主敌 雕刻艺术上’较前更为光辉灿

对者的代表（依 13: 1 ）’所以 烂。公元前 3000 年间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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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字母）’于是有文件的

纪录，成为1正式历史时代的开

始。这些文件尤其见于宫廷的

皇家年鉴。

二t JC前 2350 年间阿Im 悍

的撒尔贡在这里创立了属闪族

系民族的第→个帝国，是人类

历史上的创举？恒 167年之后

此国哀亡，由雇特~｝建王国，

以乌尔 J'] I言都，给月亮神建筑

f高大的增庙 c 公元前卡九世

纪有阿摩黎人入侵’ i主主了巴

比1仓第」个世袭的王朝。它最

著名的国王要算是哈慕辣彼

（公元前 1728-1686 ）’他扩充

田上’吞并亚述和玛黎，版图

之大为前所未有。可惜他后继

无人，使其丰功伟业尽付东

；在。 （ti 它仍能句延残喘i也维峙

至公元前 1530 年’才被赫特

人所灭亡。此后又有东方山区

民族的人侵’至公元前门 50

年它的文化和国势终于一落千

丈，自此政治的中心渐向J七

千名电 JJ!j主人崛起，又有阿兰人

的作乱，造成巴比伦长期的i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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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状态，至公元前 625 年才建

豆起来巴比伦的莉王朝，这是

纳波颇拉撒执政的时代，歪拿

步高因王B;Jft （公元前 605-

562 ） ，它宦达F黄金的巅峰

时代。他的版图扩充至波斯湾

及死海，攻陷破坏了耶京（公

元前 597 皮 586 年）’并将大

批的犹太人掳往远方充军。它

最后的国王是纳j皮尼科（公元

前565-538 ）。公兀前539；皮斯王

朝居鲁士将巴比ft帝罔消灭。

240 巴贝耳塔

Tower of Babel 
有关巴贝耳I苦的 i己载’见

于创 l 1 :1-9 ：是说原来全人类

本是和谐相处的， （fl 史纳尔人

去/J 妙＊ll、天川’企图建筑→座摩

天的高塔、天主却使他们言语

分歧，『ii 各走东西，分散天

F 巳学乎？关于这段记载的解释

颇费了一番周折，至今未能同

满解决。「摩天高塔」不1:irnl{

字而解，只是种说法，是说

座 w i茵的塔而已（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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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19 ）。其次关于语言的

也乱，也不必一定要讲成是上

主的E罚’而｛良－PJ能是作者见

到人类分居不同的地方讲若不

同的语言，于是想给这个它本

身经过vr多世纪演变的结果一

个合理的答案，便说是天主分

散了他们的语言，令他们各奔

前程，分居世界各地。许多学

者的困难是他们过于强调此段

记述的历史性，而忽略Fl::主

要的伦理教训·几时人们集体

地来发骄傲，违反天主’天主

也将他们集体地加以魁罚。

241 巴尔

Bar 
是阿辣美语’意谓「儿

子」。圣经上有许多与此字组

合的人名：巴尔耶稣、巴尔纳

伯、巴尔撒巴、巴尔多禄茂

等。

242 巴尔多禄茂

Bartholomew 
人名’意谓「多禄茂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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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十二宗徒之一 c 在宗

徒名单上，他的名字常)ilj-f斐

理伯之后’且只以其父名名

之。他很可能就是若 I :45 句“

所说的纳塔乃耳（玛 10:3 ；谷

3:18 ；路 6:14 ；宗 l : 13 ）。传

说他曾在印度传教，后来在亚

美尼亚为主致命，被人剥皮，

斩首及倒钉在十字架｜二。

243 巴尔齐来

Barzillai 
按撒下 17:27-29的记载’

是达昧的拥护者。当达昧逃应

阿贝j少｜莲的追迫肘，了急难巾

获得了他｜可其他人的慷慨捐助

及大批的给养。充军后他的后

代因未能证实自己的出身’而

未能尽可祭的职务（厄上

2:61.62) 

244 巴尔纳伯

Barnabas 
人名，；吉谓「安f[J_之于」

（宗 4:36 ），是生f塞浦路斯

岛的一个富人，保保原由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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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会（宗9:26-30;11: 19-26)’ 

后竟成了保禄传教的得力助

手，并荣膺重托，将大批捐款

送往耶京，救济那里的贫穷教

会（宗 9:27,28; 13-14 章）。曾

代表宗徒视察安提约基稚的教

会。二人同被选为外邦人的宗

徒（宗 13:2,3 ）’同赴耶京参

加会议（宗 15:2,3 ）’重返安

城传教等。归因小小的纷争二

人就此分道扬镶，各奔东西

（宗 l 5:36-39 ），但保持了友i宜

（恪前9:6 ；迦2: I ）’其结局不

详。

245 巴尔耶稣

Bar-Jesus 
人名’意谓「耶稣之子」。

是个术士’也是假先知。他的

希腊名叫厄吕玛·是色尔爵保

禄总督的好友，并阻止总督昕

信保禄宗徒的道理（宗 13:6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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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巴尔提买

Bartimaeus 
人名，意谓「提买的儿

子」’是耶稣在耶里哥的路上

医好的－个瞎子（谷 1 0:46-

52) 

247 巴尔撒巴

Barsabbas 
两个人名，意渭「撒巴的

儿子」

( I ）号称犹斯托的若瑟，

为宗徒候选人，代替丧亡的扰

达斯（宗 1:21-23)

(2 ）是同保禄、巴尔伯纳

及息拉带著宗徒会议的谕文同

赴安提约基稚的犹达（宗 15:22-

32) 

248 巴耳

Baal 
邪神名’原意谓「主上、

主人或占有者」。比如家主、

牛主、井主等（出 21:28,29 ; 

民 19:22,23 等）’都以「巴耳」

来表示。但若加以冠i司则成了



四画

邪神的专用名词。客纳罕人是

信多神教的民族，各处都有神

明，且皆以「巴耳」来称呼，

就如我国的山神、土地神、风

神、雨神等，有同样的说法，

故此亦以多数出现。

在以民间首先有阿哈布、

依则贝耳、阿塔里雅等国王和

王后倡导巴耳的敬礼（ §lj t 
16:31 等； 18:18 等， 19:1 等；列

下 l 1: 18 ）。厄里亚先知和耶

胡却不遗余力地攻击邪神巴耳

的敬礼（罗lj t 18:19-40 ；列F

10: 18-27 ）。巴耳神的女伴是

阿市托勒特或谓阿舍辣。

249 巴耳贝克

Baalbek 
城名’意谓「山谷之神」’

是昨尼基人重要的宗教中心’

在这里向巴耳哈达得神顶礼膜

拜。色委苛王朝时代称之为厄

里约颇里，意谓「太阳城」。

曾有各种不同的巳耳神明在此

受人敬礼。到了希腊时代更有

则乌斯、阿弗洛狄特及赫尔默

249 2负 l

斯三位神在此出现。它位于山

区，是古代交通的中心点’今

属黎巳嫩’有一万二千居民，

大都是回民。圣经未提此城。

250 巴耳则步

Baalzebub 
神名’意i冒「苍蝇之神」。

法利塞人称其为魔鬼的最高首

领（谷 3:22 等）’是撒殆（谷

3:23 ；路 11: 18 ）’是地狱之王

（玛 12:24,26 ）。在旧约中它是

厄刻隆城的神明，以色列王阿

哈齐雅曾向他求问命运（列下

1 :2-16) 

251 巴耳塔撒

Balthasar 
按巳 1 :11,12 的记载是拿

步高国王的儿子。充军的以民

曾写信给留居巴力斯坦的同

胞’请他们为国王及国王的儿

子巴耳塔撒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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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巴色玛特

Basθmath 

女人名’意谓「香料」．

( 1 ）厄撒乌的妻子，是赫

何人贝厄黎的女儿（ fZ1J26:34 ) , 

亦名阿达（创 36:2-4) 0 f日这

位阿达是依市玛尔的女儿，是

以这里发生 f学者不能解决的

问题：巴色玛特与阿达是否同

为人？

( 2 ）撒罗j荫的女儿，同纳

斐塔里支iJf(的大守阿希玛兹结

婿 C:VIJJ'4:15l

253 巴阿纳

Baanah 
人名’应谓「阿纳之子J 0 

此人同自己的兄弟勒加布台力

将撒乌耳的儿子依 rlI 己耳示

死。此举使达昧王大发忿怒，

下令将二人就地正法（撒下

4: 1-12) 

254 巴阿拉

Baa/ah 
t~iz 名’手少有三个城巾，

~41ffii 

在圣经｜：具有此名’要ri·是犹

大支派的 陈城市，位于犹太

及本雅明支派的边界上，容纳

罕人原称其为克黎牙ti'特耶阿陵

（苏 15:9、 10 ：编 L 13:6) 

255 巴拉克

Balak 
摩阿布的国王’自邀请巴

~II术士前来m咒以民，以求不

战而胜（尸22-24章：民 I 1:25 ; 

米 6:5 ）’默 2:14 亦曾提到这

段历史。

256 巴郎

Balaam 
人名’是位术士’贝敖尔

的儿子’曾被摩阿布王巴拉克

请去世吨以民（户 22-24 章：

申 23:5 吨6 ：厄 F 13:2) c {Fl.就

在此时他变成了天主的先知，

不1日没有i,fl 咒以民，日预言以

民将发扬广大，百战百胜，所

向元前’且有默西亚要出白这

个民族。但在户 31 :8 、 16 及苏

13:22 巴 ~I＼却是引诱以民敬拜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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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神的人，是以新约中亦将他 259 巴特舍巴

戈rj人引人作恶的导Urti之中 ＜ iu Bath-Sheba 
后 2: l5 ：归； 2: l .+) . 人吕‘意 i'1'4 「富贵豆Z ＇栏目时

257 巴胡陵

Bahurim 
是水:fli；日~ l:Z犹大支iJR边界

Jj]j 一个小＋、卜在橄1览山北部

不远的地方 I 撒下 3: 16 ）。达

昧逃难时曾在此处受到撒乌耳

家族中的史米破口大可（撒下

16:5-13 卜伯达咔胜利后，此

史米去IJ 向 i主 11,j二二j~ f斤原谅 Ul!ZT

19:16 ; 1iJ上 2:8 ＇；字） " j主昧的

是使亦白在此处的井中躲藏

（撒 F 17: l 俨）此处亦是达昧

的勇士阿i欠J＇？，委特的家乡（编

上门：33 : I刷散 F23:3IJ

258 巴特

Bath 
器皿名’用来衡量液体，

约合四十丘公升（夕i)l 7:26 

38 ：编下 2叶， 4:5 ; f夜 5:10 : 

贝1)45:10,14)

的女人」。原是赫特人乌黎雅

的妻子’被达昧i秀女十成孕。达

l味且杀人灭口’纳为己有（撒

卡 11: 1-27 ），伴子版罗j芮（撒

卡 l 2:24) c 巳氏千元 U计使

撒罗满成为国毛的继位人（列

上 l 11-35) 

260 巴基德

Bacchides 
人名’意i目「巴克之于」’

是色委占1：王朝的大将。曾在安

提约古if日 i芷厄斗立法 J］及德默特

J;ft 世索特JJ：执政时·率军进

J＼£犹太，主问』中主慕 ）'.I 大可

奈。又在厄拉撒将犹大及约纳

章：玛川伯打败，忧大并于是设

中壮烈牺牲（加上 9: 1-18) 。

但他的内度（二次）出证圣地

却成了约纳堂子 F的败将，只

有情和 F事（加上 7:8-20 ：吨 9: 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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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巴商

Bashan 
地区名’意i冒「肥沃的平

原」’是约但河东岸’雅波克

河上游的一片美好土地，尤以

丰茂的草原著称（米 7:14 ；耶

50:19 ：鸿 l：肘。它的牲畜（申

32:14 ；咏 22:13 ），树林 U&

2:13 ；则 27:6 等）’狮子和豹

子（申 33:22 ）亦脸炙人口。它

曾是达昧王国的版图，后属北

国以色列’最后属阿兰人所有

（列下 10:33 ）。亚述王提革拉

特主肋色尔三世亦曾将其占

领；其后又有纳巴泰人成为这

里的主人’最后为大黑落德所

占据。

262 巴斯卦羔羊

Paschal Lamb 
这是为过逾越节不可或缺

的牲畜，本来只可用不满，岁

的羔羊（出 12:3-6 ），但申 16:2

却说牛亦可作为牺牲。

263 巴路克

Baruch 

四画

人名，意谓「应受赞颂

的」’是耶肋米亚先知的助于

和秘书（耳ll 36:4-32; 32: 12-16; 

45: l ），并陪伴先知前往埃及

（耶 43:6 ）。有一本只以希腊

文保存流传下来的小书，被认

为是他的著作。此书的序言

（巳 l : 1-14 ）’在历史上颇有问

题。接是充军同胞的忏悔祷

访ij ( 1: 15-3:88 ）’劝告 (3:9“

4：肘，哀祷（ 4:5-5：圳’最后

附有「耶肋米亚书信」（第 6

章）

264 巴辣巴

Barabbas 
人名，意谓「父亲（师傅）

的儿子」’是阿辣美文的固有

名词。原是耶稣时代无恶不作

的土匪大盗，比拉多原有意将

他与耶稣交换，好释放耶稣

（谷 15:6-15等；若18:39,40 ）。

有人以为巴辣巴是反抗罗马帝

国的政治犯。逾越节释放犯人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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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除了圣经之外，不见

于其他文件。

265 巴辣克

Barak 
人名’意谓「闪电」。按

民 4:6-5:15 的记载，是阿彼诺

罕的儿手’属纳斐塔里支派，

刻德士地方人。他受女先知德

波辣民长的邀请率军与雅宾王

的大将息色辣作战’大获全

胜。

266 以色列

Israel 
圣祖雅各伯的别名’因圣

祖曾在培尼耳与天神搏斗’获

得胜利’天神给他改名以色列

（创 32:29 ；欧 12:4,5 ）’因此

出于雅各伯的后代便称为以色

列人（创 46:8 ；出 l ’ l ；申

4:44 ）。但是这个名字的意

义’却很少为人所知，学者的

意见亦各异。

到了南北朝时代，南国称

为犹大，以色列一名则专用来

265 267 

指北方的十个支派。公元前

721 年，北国灭亡’于是以色

列一名又用来指南方犹大（耶

10: 1 ；依41: 14 ），再后且用来

指由充军之地归来的百姓（厄

上 9:1; 10:5 ；厄下 9: 1,2; 

1 1: 3 ）。为后期的犹太人来

说，「以色列」这个名词特别

提醒他们是天主的选民，亚巳

郎的后裔’所以他们只在隆重

的机会上（祈祷、庆典），才

自称为以色列百姓’普通则以

犹太人臼居。在新约中’「以

色列民族」成了亚巴郎恩许后

裔的代名词，而「犹太民族」

则专指亚巴郎的血统后裔（罗

9:6-13) 

267 以色列国

United Kingdom of 

Israel 
以色列民族基于血统和宗

教’固然相当统一（苏24 ）’

但在政治方面去ri 向来各行其

事’互不相关。撒乌耳有了君

权’仍未能奠定统一’只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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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尽心竭力励精泊之后，才算

建立 f 个独、E自主，统→巩

固的王国。 J散罗 j药虽再接再

厉，夕单精竭力谋求保持并发展

父业，但十二支lJf(丘不相容的

潜仔力量，仍然继结存在’终

于在撒罗满死后，一变不叮收

拾’分成 i苟且两国’南国犹

大，北有以色列。

自此以后’一切君王的评

价，皆以达昧l茸王为标准’以

他为雅威的 fl;'.权人，国王的伟

大就在于此（见咏 3 ；圣咏 2:

18 ：同 72 ）：但同时也有他应守

的原则，就是绝对不可事奉邪

神，不然他就是个败坏的昏

君。以民虽然对国王表示 （最

高的敬；亩，（｜｜从来不拿他当神

崇辞’因为以民真正的君五’

仍是天主。这种观念在充军之

后，当君主政仅不再存在的时

候·表现的更为明确真实. L均

为那时以民只有宗教精神领袖

一一仁主、天主（依 4 l: 21: 

43:15) 

南国犹大的君王向来由于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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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占昧家族（列下 8: 19 ）：北国

以色列却未能贯彻由 个家族

出来执政、’ fll夺权的事层出

不穷。拓、i主君王应是夭主的事

（列上 2: 15 ；编上 28:4,5)

选出来的君王由于加冕和

傅：由，与大主发生了更为峦切

的关系 U~k下 7:1川’傅过油

成为冲圣不口］侵犯的人物（撒

上 24:7 ）。国王应特别关心天

主的圣殴（纣d'22 29 ）.以及

宗教的敬礼（列下 23 ）’甚丰

有时 JF要克尽司祭的职务（ ylj 

i二 9:25) c f也被奉为民族的救

星（列下 L1:5 ），穷人的J户］］

(I咏 724.12 ）’面的的画j收cm

1、 5:2)

在新约中耶稣亦被奉为君

王 (l马 2:2 ：若 12: 15 ：见谷

15:26 ；封 27:42 ，若 18:37) 。

但是耶稣向来将这种外衷的权

势置之不用（玛斗，9 ‘ 10 ；若

6: 15 ）。复活的耶稣是万王之

王（默 l :5 ) ' f言友是他的国民

( f白面T 2:9 ：默 1:6)



四画

268 以色列遗民

Survivors of Israel 
且在充军之前依撒意亚先

去口便曾刊l言’以色列的 批遗

Ei!:将要改过迁善，回头归向上

主（ 10:21 ）。这种说法不是借

以聊以自慰的，而是充满币

望，曙光毕露，舒畅心怀的预

言，因为天主对以民的许诺就

必要在这批弱小微不足道的遗

民身上实现（臣 8: I L12) 

269 以国分裂

Division of the Kingdom 
撒罗满死后（公元前932),

达昧千辛万苦建主的统 王

国，竟然一分为二：北国以色

列，南国犹大 0 -it罔先以提尔

臣，后以撒玛黎雅为首都； 1丰j

国仍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北国

第一位君王是雅洛贝罕一世，

再j因是勒哈贝罕。内开始两国

使水火不相容，连年战争，但

日久夭长， i未知斗争以有两败

俱伤，于是开始E相往来，缔

结盟约，联姻届婚。寻三于宗

2布拉 ni 

教，北国一向保持独立，在丹

».贝特耳建筑 f自己的圣所，

敬拜金牛’奉行邪神敬礼，圣

经对此严词谴责’难逃思罚

（歹rj I一 12:28,29; 14:7-14) 0 :it 
固自始便成了多事之秋，拭君

篡位，层出不穷，南国却保持

了一脉相传的达昧王朝。分裂

的主因是支派之间｜乌］来就不

院， i主咪死后无人再能维系大

统之故。

270 孔雀

Peacock 
本名iii］ 见于圣经两处，可

能是外来语（ yrj上 10:22 ：编下

9:21 ）。是撒罗满自外地运来

的珍禽异兽之一种。

271 书卷

Book 
古代的书卷多为轴卷本’

其材料则是纸草纸或羊皮，￥.

长）J形，两端各有袖，诵i卖时

只要继续辗转卷轴，露出要i卖

的行即呵。「生命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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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圣经（出 32:32,33 ：连

12: 1 ）。在新约中「生命册」主

要见于默书（ 3:5; 17:8; 20:12, 

15; 21:27) 。就如在旧约中的

「生命册」多指现世的生命’

新约中的「生命册」贝lj指永生

（见路 10:20 ：斐 4:3 ：希 12:23

等）

272 书信

Epistle 
大致上说来旧约中的书信

比较少见，已知者有达昧关于

乌黎雅的信（撒下l 1:14,15) ' 

厄里亚给约兰国王的信（编下

21:12-15 ），耶肋米亚的两封

书信（ 29:1-29 ；巴 6章）。其

次在加上下二书中亦有些犹

太、叙利亚、罗马及斯巴达人

的往来信件。

新约中共有书信 21 封’

其中 14封是保禄的书信，另7

封是公函，此外还有宗徒会议

的书函（宗 15:23-30 ），以及

给七个教会的信件（默 I :4 ）。

按习惯信首有写信及收信人的

四画

名字，问候语，接是信的正

文，最后结尾多是最后的问候

或忠告。

273 水

Water 
水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

西’尤其在巴力斯坦更是如

此，因为那里是干旱缺雨的地

区。所以水在圣经上被描写为

很重要的东西。它是幸福和妥

保无虞的象征（则 47:1 ）。天

主是活水的源泉（耶 17: 13 )’ 

在它的周围义人过著安适的生

活（咏 1 :3 ；耶 17:8 ）。耶稣亦

臼言是活水（若4:13,14 ），谁

信从他，便可得到生命的活

水（若 7:37,38 ）。圣洗的水

代表人的新生命（若 3:5 ；宗

8:36 ）。倾倒乱流的水是人生

虚无和短暂的象征（咏22:15;

撒下 14:14 ）。估恶不俊的坏人

犯罪犹如痛饮凉水（约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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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水井

Well 
水井与水泉和蓄水池不

同；它在缺水少雨的巴力斯

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

一点由许多与水井有关的地名

足可见到’诸如贝尔舍巳、贝

洛特、贝洛雅等’都来自水井

名。耶稣曾在雅各伯水井边向

~7-l 27而

表’也是完备的标志’以之

形容天主（出 24: 10 ）’夭使

（达］（）：6），新耶路撒冷门在

54: 11,12 ）。出 28: 17-20 记载了

大司祭胸牌上各种宝6 。其次

压有人在乐园用作服饰的宝tJ

（则 28: 13 ）反新耶京作基石的

宝石（默 21:19,20)

撒玛黎雅妇人讲道（若4:6 ）。 276 未录主言

水井的借意用途是指妻子（箴 Agrapha 
5: 15 ）和爱人（歌 4:12钳 15 ）。 是指不见于福音中的耶时

五画

275 玉石

Precious Stones 

圣地不产玉石’故圣经中

言及的玉石皆舶来品。它的用

途有二，作为装饰品（则

16: 11,12 ）及建筑的材料（编上

29:2,3 ；则 28:12,13 ）。以民对

玉石的认识不够清楚，故在圣

经上多次有鱼曰 j昆珠之嫌。它

是美丽的象征，是权威的代

91 

言论。这些言论见于正经之内

的只有宗 20:35 ’其他则散见

于不同的抄本、 f为经以及例期

教父的著作内。不过这些所谓

主言’很多次只是正经中耶稣

某一句话的解释、演绎或修

订。另外有些甚至是出自异端

的著作’犹太人的书籍，回敦

的经典。但这也都是很晚，

七、八世纪以后’无甚价值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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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末世论

Eschatology 
涉及的问题有：时代的终

结’基督的再来’死亡与复

的’最后的审判，以及个人和

时界的未来。旧约中的末世论

主要是tE＇憧憬著默西亚的美好

时代， i者 ftQ t十jt类反、占福地、

盟约等’都与末世论有关。

折约中的末世it:则比较复

杂。由于默间亚的到来开始了

寸、新的时代’就是「天国」

的来｜恼。它虽然已在世t开始

存在，但压不是因满无缺的天

固，那是将来的事。众人因

耳｜；稣的死亡反复活’都可以进

入这夭闹，期｛年苦基督的再来

（斐 3:2021 ）’如他一样复活

（恪前 15:20-23)

教会初期的信友曾紧张地

等待基督的再来（得前 I: JO) ' 

宗徒们亦然（得前 5: 1-10 ）。

教友的希望就是末日的复 i~

f 得前 4:13 ；恪前 15 章）。山

J半月斤述我们可以知道新约中的

末世rt;有两个部份其是历

五阳i

史的事实’其二是未来的事

实，而教会和信友的生活怡好

正在这两个事实之间（迦6:1 斗－

17 ；恪后 5:17)

278 正义

Justice 
天主是正义的（包1JJ8:25 ）’

意i冒天主，忠实可靠（依26:4) , 

抖守盟约，赐人恩宠（咏

103:17,18 ；耶 9:23 ），打击反

对正义的凶恶敌人（依 l 0:22, 

14:1,2 ；罗 10:3 ）。谁按照天主

的计划行事，便是正义的人

（约 17：叭。默西亚尤其是这

种人，所以他最正义（依

11 :4.5 ）。以民几时j主反t主

的计划’便丧失f i正义 C 1V 

5 :7 ）。为此圣经仁正义绝少

含法律 t的意义，其主主要所

指是人与天主’反人与人之间

的正当关系而言。

但在耳｜：稣时代有乖卡普遍

的新观念，人们耳始强调正义

与守法的关系，以忠守法律即

是正义。夭J二借著耶稣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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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斐 1: I I j ，所以信友不

是借著守法·而是借著对耶稣

的｛言语（罗 3:28 〕，借者夭主

的圣宠及仁慈而成义（择

3: 7 ）。成义的人由此而获得

出于爱的新生命（罗 6:4 ）。耳1;

稣本人完成「全义（玛3:15) , 

也要求人渴慕全义（玛 5:6) ' 

信友固然应行正义（苦

2:29 ）’但国满的义他j王未赐

与世界’世界尚在等待全义

（伯后 3: 13) 

279 功劳

Merit 
人生在1叹的行为有功或有

过’全凭天主判断（约 34:11 ; 

路23:41 ）。受人迫害欺凌的善

人，固然可以向天主祈求，将

窘 1在戈1J 为自己的功劳（咏

28:4 ；耶50:29 ）’但是仍要屈

服于天主的安排（耶 14:7 ：达

9:5-19 ）。后期的犹太人认为

自己有功劳便应获得天主的赏

报。但是这种观念在新约中是

无处可寻的，新约强说j人的作

~7'! 2~ I 

为算不了什么’主要全凭大主

的恩克（玛20: 1-1扣。伦理在

宗教力面的功好之说·在4斤约

中是完全没有的’或至少是完

全无能为力的（跻 17:7-1 （））。

圣保禄更攻击人靠功劳成义’

而强调只有天主的仁慈 fll恩

爱，才是一人因信得救的基本原

因’不是人丰；身的功劳（罗

3:24.28: 4:4; 9 ：守 12 ：代 l 1:6) 

280 甘这刻

Candace 
是历史 tr~：提约巫雅女主

共有的名称’）it 女口；去 N1; ＆~. 

撒，但在宗8:27 ；去ll成了个固

有人名。

281 世界

World 
世界是天主的受造物（包rJ

I: a;)< 19:2-7 ）’而他j~化的

最高峰是人的受造（创 I :26-

2:24 ） ο 世界的美 pjpj辉煌是云

主伟大无比的明证（咏l将］（）：

依6:3 ）’是天主向人显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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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厅式 它原是美好完备的受

j丘之物（自1J 1:31 ）。虽然按创

2-3 室的记载，罪恶、已进入了

世界，它仍然没有完全变坏，

l:JJ或好或圳、，甚至死亡’仍

然脱离不了天主的统治（约

5:8-20 ：依屿，：7) 。它并不永

久仔在（在1] ii: 22 ） ’终有一

！！，就是在七主的审判之日，

将衣复存在（ ji( 24: 17-23) 

Jli 约亦强调世界来白天

主’是借若圭子耶稣而受造的

( :r,: 1:3 啕 10 ；恪前 8:6 ）。它的

丰质并不邪恶（罗 14:14,20;

当1 前4:3 、4 ）『由于人的过把和

背信弃义’以放魔鬼的毒恶计

i某·世界才变成与天主相抗衡

。刊~x才 3 既然门徒向世界宣传

福音真理，他们就成了世界的

盐」和「光」（玛 5: I 3 、 14;

28:19 ；路 24:27) 0 按保禄的

见解，世界本己不堪捉拔造

就，但｛苦苦耶稣的苦难和圣

死’它〉〈变成了此明灿烂、充

满希坦、获得救援的世界（罗

I: 18-3:20; 8:3 ‘ 13 、 18.20,21 ) 

±1画

信友可以借著信德战胜勾引他

作恶犯法的魔鬼（罗 8 3 5 -

39 ） ο 若望明言世界虽为天主

所造，它却向来反对天主（若

8:12 ：啕 15:22-25 ）。世界的罪恶

就是它的不信（若 16:9 ），因

此要受天主的审判（若 3: 17 

等： 12:31 ）。人的丧亡来自

魔鬼（若 8:44 ），虽已由世界

被赶了出去（若曰：31 ），但仍

能为害人灵。耶稣是照世的真

光’进入了这个世界（若8:12,

12: 3 5 ），为光照世入（若

15:18.19 ；若一 1 :5-10 ），使人

超越世界，战胜一切困难（若

.~ 4:4-6) 

旧约除了由于圣洁法律’

令人放弃戒避某些世物之外

（肋 11 ；申 14:3-21) .没有其

他令人弃绝世界的意念。保禄

却极力劝人要放弃世界及它的

一切所有之物，以能全心地跟

随基督（恪前7:31 ；斐 2:4-13;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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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艾农

Aenon 
地方名‘意谓「多水泉之

地」（若 3:23 ）。若翰在这里给

人实施了洗礼。它距撤林不

远，撒林即今日的撤勒废墟。

282 2火气

284 古民族的分布

Table of Nations 
亦称为世界各民族的目

录。创 10 将咐 l's] 切民族划

归为HP国的后代。谁都知j亘古

不是科学的历史文件，，ι主要

的目的是在指明天1：对话 ！［£ 反

283 艾斯德尔传 其三个儿子的祝幅完全问主 （
Book of Esther （创 9: 1 ）。在这一切民族中，

这是一卷记述犹太人在波 受天主拣远的只有 A个，就是

斯帝国统治之下免道迫害死亡 以色列。

的经书。至今犹太人在每年的

「普陵节」上仍然要公开诵读

此书，以资纪念’并感谢天主

借 艾斯德尔拯救了垂死的犹

太百姓。它的内容是在技斯王

薛西斯一世执政时，哈曼首相

设计消灭犹太人’其毒计却被

摩尔德开揭穿’摩民｛更请自己

的 1it.妹艾斯德尔在国王面前说

项，使犹太人得免于死。哈曼

却得不偿失，被国王正法。此

书写于公元前 300-80 年间。

285 本性、自然

Nature 
虽然圣经所f古拉的并作自

然科学， {B其作者对大自然界

的奥挝、伟大，却屡次叹为 1比

止，光荣赞美适生万物的天主

（咏8吨 19:29 等） σ 大自然界的

一切，使人对天全一表爪五体投

地的钦佩和景仰（约 38-41 ; 

箴 8:22-31 ：玛 6:26,28,29)

对如何来解释大自然界的奥

理，旧约的作者是小大关心，

不很重视的。

新约的作者将自然本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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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作为主1j分得更为清楚 c

t!J i可 切生物，连天主自己都

有自己的丰；性（伯后 1:4; 2:1二，

罗 ！：2627 ：恪前11:!4 ：稚川） 0 

但在自然卒性之上’却有超自

然界的fr在＝这超自然界是夭

主的作为，圣宠的境界·与人

的4王性完全不同。人生来就是

不讨天主喜爱的义悲之子（弗

2:3 ）’不能领受夭主圣神（恪

前 2: 14 ）’必须借 Cf:神和17／（重

生（若 3:5咱们’才可以参与有

分于天主性体的生活（伯后

l ：斗， 弗 2:6 ：中各前 15:44 49 ）。

286 本哈这得

Bθnhadad 

阿兰的数位国王：

( 1 ）卒哈达得世，大马

士革王’曾经与北国以色列王

巴厄沙联盟攻打犹大，其后又

联络南国犹大王阿撒进攻以色

列（夕1JJ: 15:16-21 ；编下 16:1-

雪 1

( 2 ）本哈达得二1比，曾组

主f(反亚述联盟’但被亚述王j少

五 i~I司

耳玛乃色三ttt所败。又进攻以

色列’亦徒劳无功（ y1J t20: I-

34) 

( 3 ）本哈达得三世被亚述

打的溃不成车’因此再也无力

骚扰以色列（列 F 13:24,25 ） ο 

287 本都

Pontus 

m小亚细亚的黑海东面南

部地区’是M桂拉的出生地

（宗 18:2 ）。公元前 65 年成了

罗马的行省，有不少的犹太人

和基督徒住在此处（宗2:9 ，伯

前 l l) 

288 本雅明

Benjamin 
人名兼支派名’意谓「右

手之于」’亦有「南方之F」或

「吉祥之子」之意。是辣黑耳

所生（宦1J 35:16四川））’雅各伯

特别宠爱他（创43:29-34; 44: J-

34 ）。生子｜－人’为十二支派

之斗的始祖（创 46: 21 ；户

26:38-41 等）。雅各伯临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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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他’预言他是「掠；~8~针

j良 J 创 49:27 ）。的确这支派

的人，大都憬悍善战’醉，中事

业（民 20: 12-16 ；撒 t· 22:6-

19 ）。占领圣地后分得了耳｜：早

哥、基耳！JU耳、辣玛及米结帕

等重要城镇，介于厄弗辣l司与

犹大之间（苏 18: 11 28 ）。巾

于以民的第一位同干i tBT这一

支派，在以民间有f举足轻重

的~.m \Cf·地位（撒上 1-21 ），不

大片心受达昧的统治（撒 F

2: 12-31 ）。但在以民分为南北

肉同之后，去p由于地理和经济

的关系，一 fi1JH民主：jJ二味王朝点

（列上 12:21 ；编 F 11:1 ）。圣

保禄足属于本雅明文派的人

（罗 l l l ：斐 3:5)

289 匣尔法特

Zarephath 
是j至冬南方的 A个城市，

战 §rJ I 17:7-24 的记载’厄里

亚先知曾在此以奇迹救济了

个可怜的寡妇（见路 4:26) c 

289 291 

290 IT!!加利亚

Zachariah 
人名’与贝lj加黎稚相同’

意谓「 Lt.己记忆」

C 1 l I 《二小无知巾的一

位，由充车之地巴比伦归来

（厄上2 : r~r 12 ！ ，与哈盖是

同时代的人，二人口原力鼓励以

民’ 伞定要将上主的圣殿重建

起来。

( 2 ）是若翰的父亲， f在撒

伯尔的丈夫，是位司祭咱屡阿

彼雅4祭班（路 l 12,13,18,40『

59『67:3)

291 臣加罪ljSJE书

Book of Zachariah 
本书可分成两个部份．

1-8 皮弘14 c 

最初几章写于公元前 520

年，第 7 ：章写于公元前 518 年

间。全 H主要包括了八个神

视：骑红马的天使（ I :7-17) ; 

四个角及四个工匠（ 2:1-4);

手拿绳墨的人（ 2:5-12 ）；对耶

J及1巨大可祭的控告（ 3: I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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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灯台两棵橄榄树（ 4:1-14); 293 臣多克

飞卷（ 5: I 4 ）；坐在厄法中的 Zadok 
女人（ 5:5-11 ）：四辆马车（ 6:1 人名，意谓「正直的」’

8 ）。按阻书的解释’以民自 是位大司祭’首先拥护达昧称

充军之地回归家园，便是默西 王（编上 12:27.28 ） ο 是达咪

亚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诸 和撒罗满忠贞不二的可祭和助

先知所预报过的。 子（撒下 15:24-29 等）。他同

本书的第二部份（ 9-14) , 纳堂先知拥护撒罗满为达昧的

以诗体写成。它也可再清楚地 继承人，以打击野心勃勃的阿

分成两个段落： 9-1 l 及 12 多尼雅’还暗地里给撒罗满傅

14 ：前者劝人要等候救援时代 了油（列上 l :7‘ 8,32-45 ）。因

的来l闹，后者则强调耶京将是 此后来被撤氏立为大可祭；其

万民所归的中心。关于本书的 后大司祭一职皆出自他的家

著作时代，学者仍在争论不 族’直至玛加伯时代（ flJ 上

休’没有定见。 2:27-35) 

其次还有：耶鲁沙的父亲

292 匣加利亚歌 （列下 15:33)

Song of Zechariah 
按圣经的记载是洗者若翰 294 匣凯

割损之后，他的父亲阻加利亚 Zacchaeus 
所唱的一首歌曲（见路 1:67 一位耶里哥城的税吏长

79 ）。它的前半段是对上主的 （路 19:1-10 ）。耶稣曾亲赴他

歌颂’后半段则是论及婴儿若 家中作客。

翰所要负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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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左罕

loan 
后腊文称为塔尼斯’是尼

罗二王角洲最占老最著名的城市

（户 13:22 ：依 19:ll.!3;30:14;

贝lj 30:14) 

296 左法尔

Zophar 
约f白二友之一（约 2: I l ‘ 

l l:l; 20:1, 42:9) 

297 左哈尔

Zoar 
约但平原的一座城市（创

13:10 ）’亦吕贝扭（包rj 14：工8 ）。

罗特曾来此避难（创刊：22,

23,30 ）。依 J 5:5 ；耶48:4 以之

为摩阿布地区的城市 J 确切的

机置已无法考究。学者认为由

于地震己陷入死海，不复存

在。

298 2E乃晗斯

Phinehas 
人名’主；谓「黑色的」：

2甘5 2LJ8 

( 1 ) ll!: 肋阿匣尔的儿子，

亚郎的孙子（ ti] 6:25 ） ’是位

热心正义的司祭，英勇护教，

获得天主保证’他同他的子孙

永为上主的可祭（尸 2 5: 6-

18 ）。梅瑟领导群众对米德杨

人作战时，他成了举足轻重的

领导人物（户 31:6-13 ）。进入

福地，人民委任他去约1日河东

调丘宗教事务（苏22 ） ’驻守

贝特耳看守何护t主的约柜

（民 20:27,28)

( 2 ）「巳里的儿子（撒上

I: 3 ），目陪同约柜前赴战场

攻打培肋舍特人（撒 t_ 4:4 

11 ），但不只胜利全无’而且

连约柜也丧失敌手’其本人则

暴骨沙场（撒上 4 ）。圣经认

为他同他兄弟局弗尼行为不

检·囚而j受到天主的思罚（撒

上 2:12-1722”36;3:11-14)

( 3 ）由充军之地 l归来的 J

位司祭（！丘上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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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至息狄雅

Pisidia 
是小亚细亚南部的多山地

区，这里的民族悍善战，向

不屈服’直至公元前 25 年才

被罗马人征服。这里住有不少

犹太侨民，保禄曾在他们中间

展开传教的工作（宗 13: 14-51; 

14:23-25) 

300 至通

Pith om 
是以民在埃及为奴时修建

的一座仓库城（出 I: 11 ）。以

民修盖的另一座仓库城是辣默

色斯，两城的确切地点至今仍

未能确定。

301 至斯加

Pisgah 
山峰名’位于死海及摩阿

布高原之间，属乃（皮山’以民

曾在它的山谷间逗留（户

21:20 ）’巴拉克领巴郎登此山

峰，窥视以民营地欲加以咒骂

（户 23:14 ）。梅瑟临终前亦由

Ji：函

此山峰远观了福地全境（申 3;

17;34:1-5) 

302 至雄；可

Pi sh on 
按创 2: I l 记载它是乐园

四条河流中的第一条。在德

24:35 37 .它与底格里斯、幼

发拉的、约但、尼罗及基红相

提并论。确定它的位置己事非

可能。

303 石、磐石

Stone, Rock 
谁都知道巴力斯坦是多石

之区。它对农田是有害无益的

东西（依5:2 ）。它可用来作磨

石，也可用来作砸死人的工

具。立作偶像的石柱是绝对禁

止的（列下23: 14 ）。石是死气

沉沉，竖硬无情的象征（玛

3:9 ：贝lj 11: 19 ）。宝石是高贵

富有的表现（默 21:19,20)

耶稣臼比为角石（谷

12:10 ：弗 2:20）；耶稣的教会

是用生活的石头建立起来的

nv o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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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前 2:4,5)

304 石柱、立像

Massebah, Pillar, 
Statue 
原是客纳罕人竖立起来的

一些巨大石柱，用来作为宗教

的敬礼。它们代表所敬礼的邪

神偶像：石柱多用来代表男

神’如巴耳等；木桩和树干则

用来代表女神’如阿舍辣等。

圣经虽严禁对这种邪神的敬

礼，但以民仍然竖立了不少有

纪念性的石柱（创 35: 14 ；撒

上 7:12等），有的是为感恩，

有的则是胜利的纪念碑。

305 石榴

Pomegranate 
圣地盛产石榴’而且巨大

美丽（申 8:8 ；户 13:23 ；岳

I: 12 ），是以有不少的地名与

这种果实有关，例如黎孟（意

谓石榴；苏 19: 13 ），恩黎孟

（苏 15:32 ）’加特黎孟（苏

19:45) 

304 307 

306 龙

Dragon 
是t古时代的神话巨兽。

亚述、巳比伦、排尼基都有这

种传说，以民白不例外（咏

74:13 ；依51:9 ：约7:12等）。

有时与塔宁、长虫、毒龙及里

外雅堂j昆为一谈（依 2 7: 1; 

30：“。总而言之，它是与天

主的权威作对的牛鬼蛇神之类

的怪物（达 7:7,8, 19-27 ）。默

示录以龙来象征撒F单，即「那

远古的蛇」（ 12:3-17; 13:2人l 1; 

16:13; 20:2) 

307 打猎

Hunting 
圣经I二有关于尼默洛得

（创 10:8-12 ），厄撒乌（创27:3-

40 ）’三松（民 14:5-18 ）及达

昧（撒上 17:34-36 ）打猎的记

载。猎取的对象不外是鹿、玲

羊、野牛及野羊等（申 14:5 ）。

出猎时，有时是独自一人，有

时则成群结队（耶 16: 16 ），步

行或骑马驾车。武器有投石

l o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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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弓、箭（眩 7:24 ）及镖枪 ~tr发出去的（户口：26,27 ）。

等’ i l主则有网（耳1; 5:26,27) 

和圄套（约 18:9 ，德 27:22) ' 

当然还有陷阱（撒f23:20; I月t

19:4,8 ）。打猫的目的’除了

铲除有害的禽兽外（出 23:29;

撒 l.17:34,35等）’也是为寻克

野昧供食用（ g1j 27:3,4) 

308 卡帕多细雅

Cappadocia 
是小亚细亚的罗马行省。

按司~ 2:9 的记载’圣神降临的

那一夭· LE Ill~京曾有 tlt来自

此处的犹太人。伯前 l: 1 证实

这哩有基督徒。

309 卡德士巴尔乃亚

Kadesh-Barnea 
地名’主谓「圣地、圣

所」’是巴力斯坦南方的边界

（申 1: l 9 ：户 20: 16 ）。据传说

亚巳郎曾在此地驻足（包1J

20: I ），以民在进入福地之

前，亦曾在这带辗转度日，

并且侦探许地的探子也是从这

310 ~t 

North 
四方之 ·圣经谓人们在

等待来自北方的天主的审判卜一

一惩罚（依 14 : 3 1 ; I[I\ 1 I 4; 

4:6) 

311 北国以色列

Kingdom of Israel 
撒罗i芮先后原来统一的王

国，竟一分为二，北方有以稚

洛贝罕为民的十个支慌，占有

大半的人民和土地，形成了以

色列国。南方的犹大国则只剩

下了微不足道的七地和人民。

北方的以色列国始于公元前

932 年’亡于公元前 721 年。

在这局短的二百余年的历史

中，北国不但受尽了外来的打

击和］欺压，而且内部也向来四

分五裂’谋杀叛变，篡夺王位

的事层出不穷。其间只有敖默

黎和耶胡两玉朝传至二代以

l ’其他皆－两代而终，其内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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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斗争之情形可见 J斑 c

雅 j各贝罕卢世建吉II 于舍

根，建都后 f久’在贝特耳及

f'l建立了宗教•11心’各奉－金

牛棋为神明 n 其后迁都至提尔

匣（列 1- 15:21 ）’在那里建都

的国王有巴！Iii少（ )1iJ l二 15:33) , 

厄拉t 列上 16:8 ）及齐默黎（列

上 16:9,15 ）。此时有大马士革

王的人佳’使北国丧失了河东

的一大片士地。由公元前886-

721 年北固定都撒玛黎雅，新

都首任国王放默黎励精图治‘

开始向外发展，征服了摩阿

布，可漆冬王通婿’而陷入了

邪神崇拜（列上 16:23-34)

于是厄里业先知出来大声疾

呼’维护稚威宗教信仰的纯洁

（列上 17-19)

公元前 841 年耶胡篡位成

功，铲除前任王室’革新宗

教，受到先知「d w 哩的支抖

（列下 9-10 章）。北国渐渐走

向康庄之道，尤其到了耶洛贝

罕λ世时代（公元前 7 8 3 -

743 ），更达到了巅峰的极盛

三 I~

时代’社会高度繁荣’可惜人

民生活奢侈， l~.元宗教信仰热

诚，先知亚毛斯及［伏击亚于是

出来宣讲，匡救B·t弊（欧 8-10

章： 3-6 章）。此时亚述帝国

开始向外扩展势力，北国以~

371J 为了自保j茎与大马士革联盟

对抗亚述＇（U非业述之对于唱

大马士革全军需i生’国家灭

亡’以色列国虽仍存在，去｜］丧

失了北方及河东 大片土地，

批百姓被掳去充军。至此以

色列仍然不自量力，继续与亚

述作对’侄｜｜向南方鞭长莫及的

埃及。结果亚述大军再度来

犯， j散尔贡二1业亲率大军’于

公元前 721 年将被玛黎雅攻

破，壳为平地’绝大多数居民

充军他方’一些外邦民族迁米

北固定居’填补空缺。自此北

~I 以色列便完全自历史仁灭

亡，不复在在

312 占 i、

Divination 
是古今中外不能臼民间铲

103 . 



3U ~ 31 + 

除的一种迷信，目的是在于探

讨人生灰黯不明的未来。采用

的方法不一，如观察行云（申

18:10 ；耶 27:9 ），里辰（达

2 2 7 ）’牲畜的肝脏（则

21 ’： 26 ），探问亡魂（撒上28:3-

19 ）以及睡在坟场，由亡者探

得消息等（依 65:4) c 虽然梅

瑟法律明文禁止占卡（申 18:9-

13 ），但在以民间从未根除

（歹lj下 17 ：’ 17) 。新约亦反对占

卡（宗 16:16-18)

313 占有物

Property 
人对自己财物的占有权向

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民在

进入圣地之前的占有物以禽兽

为主（创 13:2; 26:14 ：户

31 :9 ；申 3: 19 ），因为他们那

时所过的是游牧生活。进入圣

地之后则是土地和房产（户

35:2; y1Jt.21:2.3) .钱财（创

23:16 ；耶32.圳’因为这时已

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不动产要

尽力保留在家族内，不可外流

五l田i

（罗rj 仁 21 :3 ）。先知也禁止侵

占他人的土地（依5：剖，是以

大地主的形象向来未曾在以民

的历史J：出现：土地操之于平

民家族之于。为保障人的占有

权，绝对禁止更换地界（申

19:14; 27:17 ，箴 22:28 ：约

24:2 ，欧 5:10 等）。喜年及安

息年的建立，其目的就是使土

地物产重归原主（肋 2 5: 8-

16.29四川 : 户 36:4 等） 。 对「 主

权」十诫中也有明文规定（出

20:15-17 ，申 5: 19-21 ）整个以

民是天主的占有物（出 19:5 ; 

申 4:20; 9:26 ；撒t 10:1 ；撒

下 20:19; 14:16 ：列上 8:51,53

等）

新约虽然赞扬贫穷，却没

有推翻私有权。初期教会的共

产生活也只是罢花一现式的陈

迹（宗 2:45; 4:34,35; 5: I ) 

314 占据许地

104 . 

Possession of the 
Promised Land 
以民占据许地的事实具有



五画

四个重点：占地、形成十二支

派、天主的照顾以及历史地理

的记述 c 圣经固然将占领许地

的事描述成卡二个支派团结一

致的行动，并且一鼓作气将恼

地全部占据了F来。但这只是

苏书作者的构想，事实上却不

是那么简单。以民之进入圣地

所用的主要方式，是和平共存

的于法。他们固然曾经打过几

场战争，但除此之外’却是渐

次前进，先向无人地带迁移，

再进入人口惆密的地区。十二

支派也不是一跳而成的，而是

渐渐由分裂、集合、吸收、扩

张而成的。 m可能在圣地早已

有些相同血统的人居住苦而与

进侵的以民联合，组成不同的

支派，终于出现了比较有组织

的十二支派。占据福地的记述

主要亦在彰显和宣传天主对以

民的仁慈爱戴 c 是天主自己将

他们自埃皮的为奴之地救出’

帮助他们进入恼地。

315 卢德

Ruth 

'15 317 

摩阿布地区的一位女子，

嫁给某逃荒的犹大支派人，因

此成为达昧的祖先，是这昧祖

父的母亲，亦见于耶稣的族谱

之中（玛 1 :5) 

316 卢德传

Book of Ruth 
卢书所记载的这段事迹发

生在民长时代。某一犹大支派

逃荒摩阿布的家庭’发生不

幸，家中的男子相继死于异

地。年老的寡妇纳敖米’只好

同属于摩阿布族的儿媳返回故

里白冷。卢德对婆母以及以民

天主的忠诚受到莫大的赏报。

白冷贵人亲属i皮阿次根据梅瑟

的立嗣法律娶她为妻’因此她

成为达昧的祖先（玛 1:5)

317 旧约

Old Testament 
这是圣经大部份书籍的总

名称。这些书籍是在许多不同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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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久时代写成的。它的文学

类型也各自有别，有诗歌、散

文、记亨、格言等文体。但是

这 ~'f多不同类型的书籍却旬争

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在宣告

盟约的惟 A真天主’并暗示和

预报未来的人类救主默西亚。

318 归化、回头

Conversion 
圣经上的归化有两种：

( 1 ）外教人的归化：先知

们己曾预言’将有 ~f:l ’外教

人要成群结队来。］向l二主（依

11:10-12; 42:4 ‘ 6 等，盖

2:7,8) ＇他们真正的归化始自

保禄宗使（罗 11: I 3 ；宗 9:5

等）。外教人必须弃绝邪闸’

才可以归正、因为邪冲走虚无

不实的（宗 14:14 ：确 26: 18 等），

是万恶的根源（罗 1:18-32 ）。

目前犹灰人不承认耶稣为天主

子’为人类的救主’但终有

日他们要重新归心向主（罗

11 :25-27 等）

( 2 ）罪人的回头，是指人

力画

从理智、意志、心灵、精神、

心理等方面的坦诚彻底的革新

而言。早在旧约时代就有回

头、补赎的礼仪’诸如禁食

u散上 7:6 ，岳 i 14 ）’哭泣或

穿苦衣u散下 12:16 ），往头上

撒灰等（厄下9: I ） ：同时又要

承认自己的罪过（肋5:5 ）’ ii有

念一定的补赎经文（达9:4-19)

及圣ll;jc 。 i兼诚的忻祷可以获得

天主的怜悯（撒下 12 ）。但这

些外在的礼仪很容易变成形式

主义’是以先知要求内心的改

革（｜！”门： 19; 18:31 ），这是与

夭主和i 好的惟 法门（耶

31 :33 则 i l’ l例。洗苦若翰继

续先知的呼吁’要求人们回头

改过，洗心革面’因为这是进

入天国的必要条件（玛 3:7-

8 ），是主再度来临的准备（谷

13:28,29 ：路 17:20,21 ；恪前

6: 1-3) 

319 归侬犹太教者

Proselyte 
是指那些生iiS居住在犹太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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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间’接受犹太宗教’行过

;i;1J损的外教人而言。 1每瑟法律

令人要善待他们（出 2 2: 2 0-

23 ），他们有权参与犹太人的

盛会庆典’并守安息日（出

12:48; 20: 10 ：户 15: 15,16 ；申

5:14; 16:10-14: 29:9-14) 

320 目录

List 
手经上有形形色色的目

录，例如官员、将领等的目录

u散下20:23-26: 23:8-39 ；列 t·

4 ），地方夜边界目录（苏 13-

19 ）’被征服的国王目录（ ;JJ; 

12 ），家族 .flJ部落目录等（厄

1· 2:3-67 ，厄 f 7:6-68) 

在新n中有耶稣的族语目

录（玛 1: 1-17 ：路23-38 ，宗徒

名单（谷 3: 16-19 ）’七执事名

单（宗6:5 ）’代为致候人士一名

单（罗 16:3-16 ；哥4:10-17 ）’

以反毛病和r1德行名目（罗 1:29【

31 ；弗5:3-5 ；迦5:19-23 ）等。

321 申命纪

Deuteronomy 

气20 ~21 

梅瑟五书最后 A部的书

包，有「重申前命」之意。书

内明言是梅革同以民仍然辗转

F河东摩阿布地区时重申的法

律（ 1: l 5 ），以之功梅瑟死前

的遗嘱（ 34 ） ο 共中有 l i成的

重复（ 5:6-21 ），也有新的法律

(17:14-20 ）；但大部份是训诲

和劝告，总结是梅瑟的祝福和

咀咒（ 27: 11-28:68 卜附录（ 31-

34 ）’是最后的 11「Qy 0 申书犹

如在其他四书’亦未提及耶京

的各字，不过去口表示了夭主要

选择他要居住的地方，且强调

了敬礼及圣殿的唯一性。这是

申书的新理论和原则，而这个

原则实贯彻了整个旧约时代。

不少学者基于这个原则，强调

约史雅国王时代，殿内发现的

律法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申命

纪（如fF 22:8 ）。根据这新发

现，国王大刀阔斧实行了宗教

改革。在这改革中’国王完全

按照申书的规定行事。自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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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申书对以民的宗教更发生

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在君主时

代’就是在先知时代亦然，甚

至连圣经的历史书籍’都或多

或少地按照申书的思想相精

神，作了重新的估价和编辑，

如苏、民、撒上、撒下、罗lj

上、 flj F等’尤其民2:7-13 。

322 申命纪传统

Deuteronomic 
Tradition 
申命纪一书的思想几乎在

全部旧约中具有强大的影响

力。学者咸认为苏、民、列

上、列下，甚至于撒上、撒

下，以及耶书和则书都或多或

少在申书精神和思想的影响之

下完成的。

就连较晚问世的编上、编

下都与申书有关。它的中心思

想是上主的法律；以民的充军

就是违法的结果。

108 

323 叶瑟

Jesse 

五画

人名’意谓「上主的人」。

是达咪的父亲，白冷地方人。

生有八个儿子’两个女儿（编

上2:13-16 ）。他的生平历史与

达昧密切相关。他的名字见于

耶稣的族谱中（玛 I :5,6 ；路

3:32 ）。默西亚因为是达昧的

后裔，亦被称为「叶瑟的根

苗」（依 1 1: 1,10 ：罗 l 5: 12 ）。

达味被称为「叶瑟的儿子」而

不名（撒上 20:27,30; 22:7,8,9 

等）

324 兄弟

Brother 
这词的含义在以民间非常

广泛·主要是指同义同母所生

的儿子（创 4:8-10 ）。其次是

指向父异母所生的儿子（创

20:12 ：肋 18:9－门：撒下 13:2-

5 ）。此外，同族的人（肋

19:17 ；申 15:3,12 ），朋友 (j散

下 l :26 ）’工友（编 f 31:15 ; 

厄t 6:20 ），难友（创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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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2:11 ）等，亦称为兄弟。

这种兄弟关系是由于他们

间是亚巴郎的后裔（若8:39) ; 

但在信仰上这却不是犹太人的

特权（玛3:9 ）。借著新生的信

仰，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罗

4:9-12 ）。兄弟之爱是天主子

女的特征（若－ 3:10-12 ）’因

为耶稣为所有的人死了（弗

2:13斗 8 ）。信友应爱有同一信

仰的家人（迦6:10 ；伯后 I :7) ' 

并爱近人如爱自己（路 10:30-

37 ）。信仰耶稣的人是亚巳郎

的真子女，他们彼此是兄弟

（迦3:7,29 ；宗2:29,37 ）。承行

天主旨意的人是耶稣的兄弟

（谷 3:31-35 ）。人应当容忍兄

弟的软弱（罗 15: I ）。圣保禄

警告在基督团体内有假兄弟存

在（迦 2:4 ；恪前 5: 11 ：恪后

11 :26 ）。在天主内四海皆兄

弟（得前 1 :4 ）；凌辱兄弟是凌

辱基督（格前 8:12)

可25 327 

325 由圣殿驱逐商人

Cleansing of the 
Temple 
按四福音记载，耶稣曾在

盛怒之下’将圣殿庭院的商人

悉数驱逐，因而触怒了圣殿的

负责人。因为他们与奸商结党

营私、谋图暴利、斯骗人民、

亵渎圣殿（谷 l I: 15-19) 

326 史托颇里

Scythopolis 
是贝特商的希腊名（加下

327 史米

Shimei 
人名’意谓「上主倾昕

了」。圣经上具有此名的人物

达二卡多人，我们不必尽述，

只提及比较重要与达昧发生关

系的史米。他是撒乌耳国王的

官员，向来对达味不满’故曾

对逃难的达味咒骂投石，达昧

逆来顺受（撒下 16:5-13 ）。暴

乱平息后，史米自首请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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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仍然保全了他的生命（撒下

19:17-24 ），但任死前去fl嘱咐

撒罗满要报父仇’处决史米：

撒罗j芮｛玄父遗嘱’使他白发染

血，下入阴府（ )irj t~ 2:8 ‘ 9,36-

46) 

328 史沙克

Shishak 
埃及第二「二朝法郎（公

;l;前945-727 ( 725 ）或 950-929

或 940-915 ） ’干预以色列内

政，煽风点火·促其尽快分

裂’保护边往f吴放的以色列暴

乱份子难洛叽罕（ )irj 1- 11:26-

40 ）。其后吏亲率大军进政南

国犹大，抢劫耳｜；京，逼使犹大

王勒口台贝罕称臣纳蜕（夕lj 上

14:25-28 ；编干 12：川 2)

329 史纳尔

Shinar 
地名’指巳比伦或全部美

索不达米亚（创门2 ；达 1:2 ）。

tiill!i 

330 史罗

Shiloh 
属J[f 锦辣因支派的城市’

在合根和 IJl特斗，之间（民21:19) , 

是以民建立君主政权以前的宗

教中心’竖在主萃’放置约柜

的地方（苏 18: l; 19:51 ；撒 t

3: 3 ）。厄月2 司祭在这里服

务， 1散慕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

青年时代 p

331 史罗亚

Shiloah 
指水池’亦指地不足水隧

道，二者完全相连「史罗亚隧

道将某红水泉的水，号 i至史罗

亚蓄水池中。地 f;j\jfi长约半

公果，是1Jt大国王苟则克稚升

凿的（ §rj 下20: 20 ：编 F32

30 ） 。水池长十六公尺’宽四

至五公尺。耳［＼稣曾令瞎子来此

水；也洗眼（若 9: 1-1 l ) c 公元

1880 年考克学者在水池人口

处，发现了 块十分有价值的

古碑，其上以占荷伯来文携主lj

了开出隧道的历史 ο

“
υ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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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史孟

Simon 
j尤大支派人·生于 F口j 男；

农、陵纳、本口台南和提隆（编

上 4:20)

333 史默红

Simeon 
哈陵的儿子’充军川来后

听从J区斯德拉命，将外邦妻子

休弃（厄上 10:31 ) 

334 生命

Lite 
为以民来说，生命不是个

抽象观念，而是具体的事实，

因为他们所注意的不是生命的

哲学意义’而是生命的实际现

象’共口气息呼吸、动作（约

I 1 :20 : Yllj 3 7: 8-10 ；若 4: 10, 

II ）、血液（肋 17:14 ）等。生

命来白天主，也只有天主才可

以收回（申 32:39 ：咏 104:29 啕

30 ：默 15:7 等）。天主按照人

的行为对恃人’令他长命旦x:短

命（申 6:24 ；贝lj 18:32 ）。短促

_;,;= J:l4 

及病弱的生命常州为天主的惩

罚，青年人夭亡E是如此。生

命足元价之宝（约 2:4 ，玛

6:25 ）’可惜它变幻二IC常（咏

39:6 ；甘116:12; j夜 40:6-8)

邪冲偶像无生命，不能动作

（咏 l 15:4-8) 

死后的生命tw何？ Ir!约时

代的人所知有限。后期受到l希

腊哲学影响，圣经作者才开始

进一步推论来世的生命（见智

3: 1-9 ）到了新约时代圣经的作

者对生命有了更为详尽的认

识。大致上说米对观福音多少

仍然i且随｜日约的观念，但是同

时强调来生， ti 将生命与天主

的国 EL相连合：进人生命就是

进入天国（谷 9:43 ）。谁为耶

稣丧失生命’便可获得永远的

生命（谷 10:30 ；玛 10:39 ）。

保禄直言耶稣是我们的生命

（哥 3:4) 0 基督徒己获得生命

（恪后 4:10-14) 0 归真正的生

命仍只自耶稣再度来临时才开

始（哥3:4 ）。若望指明信友现

已获得了生命’而且是永远的

. l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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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若 5:24 ）。这生命出 的弟弟要娶家嫂履行哥哥生儿

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若一 育女的责任，使其不致绝后。

I :2 ）’他是这生命食粮的赐 这个习俗亦进入了梅瑟法律

予者（若 6:35) （包1] 38:8 ：见卢）。由这种婚

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应属亡

335 生命树 兄名下’继承亡兄家业（申

Tree of Life 25:5-10 ）。不愿守法尽责的弟

是伊甸乐园中间的一棵 弟应受到公开的羞辱（申

树，食其果，人便可长生不 25:9 ），这个法律在耶稣时代

老。原祖犯命之后’天主派了 仍然存在（玛 22:23-27)

天使防守此树（包1]2:9; 3:24 ）。

这好似在说人在犯罪之前，是 337 自冷

可以摘食此树之果，以保持长 Bethlehem 
生的。这种长生之果’或者长 城名，意谓「面包之家」。

生之草的题材’在古东方的文 隶属犹大’位于耶京南七公

化中屡见不鲜，例在日在默尔的 里’海拔七百五十公尺的一山

基耳加默市（Gilgamesh）的创世 岗上。圣经关于它最早的记载

诗就言及「生命草」。中国和 见于创 35:19 ’谓辣黑耳死后

印度亦有同样的记载。既然犯 葬于它的路旁。是达昧（撒上

罪后的人类再也不能摘食生命 16:1 ‘ l 1-13 ）与达咪的元帅约

果’便只有死亡了。 阿布的家乡（撒下2:18, 32 ）。

米 5: I J ：预言以民的救星将

336 代兄弟立嗣律 出生于自冷达昧家中（依门： 1-

Levirate 5,10-13 ）。

这是古东方rn 普遍的一种 耶稣诞生于此（路 2: 4-

习俗。人娶妻后无子而亡，他 7 ）。路2:7 ：所谓的客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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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露天周围有墙的庭院。此外

多天然石灰岩山洞； lj:~稣诞生

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

岩洞（路 2:7)

则步隆支~地内亦有－－地

名曰白冷’二者写法完全相

同。思高为了区别起见’将后

者依原文读音译作贝特肋恒

（苏 19: 15 ），一些学者以之为

民长依贝赞的出生地（民 12:8-

10) 

338 印、图章

Seal 
古代的图章与现在的签字

有同样的效果（列上 21:8 ）。

它被用在文件’书信或陶器上

（依8: 16 ；约3 8: 14 ；玛27:

66 ）。不用时可以挂在颈上

（创 38:18.25 ；歌 8:6 ），或带

在手指上，犹如戒指（创

41:42 ；耶 22:24 ）。考古学者

由地下挖出了不少这种文物，

它们有两种形状，即轮板章和

平板章。圣洗圣事是天主在信

友身上盖的印章（格下 1:22 ; 

338 340 

弗 l : 13) 

339 外邦归化的基督徒

Brothers of Gentile 
Origin 
教会初期对非犹太的基督

徒有不同的称呼，「外邦归化

的弟兄」（宗 15:23 ），「信教

的外邦人」（宗 21:25 ）’或简

称「外邦人」（罗 16:4 ；弗

3: 1 ）’只就这些名称我们就

可以知道，在初期教会内，犹

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是有

著莫大区别的；但是日后犹太

民族分散各地，这种区别也就

逐渐消失了。

340 包皮

Foreskin 
在圣经上有两种意义，即

男性阴茎上的包皮（创34:14;

出 4:25 ；撒上 18:25-27 等），

以及借意指心灵的包皮，即

「心受割损」’有弃邪归正之

意（申 10:16; 30:6 ；耶4:4等）。

在新约中大都用来指未受害lj损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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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言（＊ 11:3 ：罗2:25-27; ( {!:1J 41 草等）

3:30 ：格前 7:18J9)

341 饥荒
Famine 
圣经仁所提及的饥荒主要

是由于天旱缺雨所造成的（肋

26:19 ；亚 4:6,7 ）。但是有时

也是人为的，尤其在战争围城

的时候（列下 6:25 等）。为了

不使饥荒发生’只有雨水还不

够’最重要的是这些雨水下在

远合的季节；早雨应在卡、十

一月间，晚雨则在三、四月

间。以民确信时而是上主的恩

惠，而干旱则是上主远罚的明

t1E （罗lj t 17: 1 ；贝lj 5) 

造成饥荒的另－种原因也

叮能是冰雹、自皇虫或者注 i监

（出 9:31; 10:15 ）。饥荒造成的

后果是使人疾病丛主（列主

8:37 ；耶 21:9 等） ο 矶市发生

后人们惟有迁地他屑’亚已郎

基于这种原因逃往埃及（ {!:1J 

26: J ）。但是埃及亦曾发生过

大荒年·幸有若 ;;z：、加以解救

342 主、主人

Lord 
任何稍具有权力的人都能

被称为主人（创 24：肘，有地

方的主人（创刊：30 ）’民族的

主人（列上22: 17 ）；国王更被

称为主人（撒上 2 8: 8 ；宗

25:26) 

天主创造了以民（依

34: 1 ）’是天地的主人（苏

3:13 ：弟前6: 15 ）’因为他创造

了天地万物（创 l ；依42:5 ）。

为新约时代的信友只有 个

主，即耳11稣基杳（格前8:6) , 

耶稣在世时也的确多次被人称

为主（若 13:13-17 ：玛 8:2 ；谷

7:28 ；路 7:6 ；若 5:7)

343 主的言论集

Sayings of the Lord 
这个名词出于荷腊文「 Lo

gion 」’原指「启示的活」（宗

7:38 ）或「沛 i俞」（罗 3:2)

以帕~雅为主的一些教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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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曾有一部「主的言论集」存

在。我们固然不否认，有不少

的耶稣言论是没有笔之于书·

而留传于后世的。但是现存的

所谓「主的it集」’有许多地

方是黑白白沽，真伪莫辨，与

圣经言论完全不合的，是以没

有多大的价值。

344 主的复活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这是自教会创立以来， i要

首先尽力宣传的一件肯定救援

的大事（恪前 15:12-19 ）’是

新约的中心·是根本证明耶稣

是＊主子的神迹。不少学者认

为有关耶稣复活的叙述，彼此

不甚连贯符合，且没有一个复

活现场的见证人。我们所知者

只是耶稣被埋葬之后，他的坟

墓第二天成f空的’残布卷放

在一边·培塞墓门的大有自己

滚开，接就是耶稣的显现，

这些显现发生于四十天内，即

自被钉的第二天至耶稣升天。

斗斗斗 可斗（斗

保禄确信耶稣在大斗士革向他

的显现’是与其他显现毫无二

致的（格前 15:22-24 ：罗

6:4,5 : 8: 11 ） 。新约记载耶稣

复活的地方有：恪前 15:3-7:

玛 28 ；路 24 ；若 20 ；谷 16:9-

20 ° 

345 闪

Shem 
是i苦厄的二个儿子之

（包1]5:3; 6:10 ）。洪水之后再次

提到他的孝远（自rJ9 ：守 18-2~ ）。

就是基于这个芋，L、’他在圣经

上经常名列前茅，受人赞扬。

他的后代被称为闪语系民族。

他的名字亦l~于耶稣的族谱中

（路 3:36)

346 闪族人

Semites 
亦称闪语系民族·是诺厄

的长子闪的后代（包归：3; 6:10 ）。

他们似乎不是同属一个血统的

民族’而是数个不同的民族组

合而成’只是他们的言语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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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语泉’称为闪语系。他们 畏］（主和躲避罪恶的提示，大

il~J,旨在中东各个不同的地区： 加冲淡了 （ 7: 18,26; 8:2 ）。他对

东南区的语言是属闪话的阿加 来世的永生幸面似乎仍然毫无

得话’西南［生却是客纳罕语。 所知’因为他认为人死后便成

j主个i8 系的民族对人类有不少 r －个虚无缭渺的’在地下阴
的贡献·首先字母是他们发明 间生活的阴魂 （ 9:10; 11 ：别。

的·↑住一神i（＇.；的宗教也由他们 作者大惑不解的疑难，只有借

所山’即犹太教、基督教和l伊 著新约的启示’才获得了圆满

斯兰教（即回教 j 的解决 c 本书的问世时代应在

公元前二ttU己间。

347 讪｜道篇

Koheleth, Ecclesiastes 348 司祭

是自主、书中的一本，是 Ull Priest 
.ill者的教导。作者自称是达昧 是夭主与人之间的中人。

的儿子，是以民的国王。人们 他的职务有终身、定期或临时

自然地联想到作者就是撒罗 之别’虽为世人所边，却具有

涡。但这只是作者伪托的说法 上主天赋的权力。古代社会

阳已二作者以深沉的语气强调 中’司祭平常也是支i辰、宗族

「万事皆虚」（ I :2 l ，他认为人 或部落的首领，到了后来，材，

生以及人民的操劳皆是徒劳无 会的结构’及人民的生活开始

益的E往事（ 1: 17♀： l I ）’人生甚 复杂化’司祭才有了专任的职

至是无荷望无意义的 （ I :9 ） ο 务和地位。以民的司祭市1J就是

所以f也不厌其烦地重述，人生 这样形成的。出于哑郎的家

应作的事就是享受（ 2: 2 4: 族’为首的称为大司祭。

3:22 ）。但达一切悲观和物质 在新约中惟有耶稣是大司

享受的思想’却同时被作者敬 祭’是夫主圣义所掐定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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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人类，奉献了自己作赎罪 宫殿和神庙。

祭（希书；罗3:25）。新约的司

祭与全人类有关，因为新约是

与全人类建立的（伯前2:5.9 ; 

罗 12:1 ：希 13: 15) 

349 尼尼微

Niniveh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老

大城，它的废墟至今犹存’供

人凭吊。在有史以前圣经就己

提到它的存在（创 10: 11 ）。它

曾是哈慕辣彼国王的重镇， iJE

述帝国的首都。先知预言过他

的毁灭（鸿 1-3 ；索2:13-15) c 

果然在公元前612 年它受到l 巴

比伦和玛待人的联合攻击，全

城遭到彻底的破坏·化为废

墟，成了以民敌人受思罚的象

征。约纳书中所述是关于尼尼

｛放得救的事。天主借约纳先知

的i直遇和作为来指明，天主不

但是拯救以民的天主，而且也

是照顾外邦人得救的天主。

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了很

多地 F文物，其中有图书馆、

350 尼加诺尔

Nicanor 
人名， Eh冒 i 胜利者」

( l ）叙利亚色姿苛王朝安

提约古四世及德默特琉一世手

下的大将·非常痛恨犹太人’

曾两次进攻圣地，企罔将犹太

人消灭’首次战败，第二次身

亡（加上 3:38-4:15: 7:26-50: 

加下 8:8-29; 15 ：卜36)

。）教会初期求徒j主山的

七执事之一（宗 6:5)

351 尼苛劳党

Nico/aitans 
若望时1~ .个具有宗教件

质属诺斯士的党跃，尤其盛行

于厄弗所及培尔）JOI章地方教合

内（默2’ 6,14.15 ）。默书的作

者极）J警告信友，要对这个党

源的人士避之若现，因为它是

个淫乱的组织（鄂、 2：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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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尼苛颇里

Nicopolis 
城名’意谓「胜利城」。

庄大维于公元前 31 年的阿克

兴战性胜利后建立此城。保碌

曾邀请弟悻尽连前来此城（捍

3: 12 ）。圣经提及此城仅这－

次。

353 尼苛德摩

Nicodemus 
人名’意谓「庸中佼佼

者」。耶稣时代→位著名的公

议会会员， i去利塞人和群众的

领袖；曾来度访耶稣（若 3: l-

11 ）。替耳［＼稣诽护（若7:50) , 

出钱出力安葬了耶稣（若

19:39 ）。由上种种我们可以

断定，他早已私下作了耶稣的

门徒。

354 尼罗河

Nile River 
旧约原文称尼罗河为「大

i可」（亚 8:8 ：耶 46:7，剖，或

「；每i f/11J32:2 ）。对埃及而言，

ft面1

具有非常重大意义’是埃及的

命脉’天主曾使之变为莫大的

灾祸’来f岳罚埃及（出7:17-24

依 19: 5-1 o ：则 30:12: iJJk78. 

44 ） 。全长六千四百七十公

里，是世界最长的河流。

355 用业hIE 国 .rj、

Nippur 
巴比1t地区的一座城市’

充军以民的居留地。贝！J l:l.3, 

3:15所说的革巴尔M就在附近。

356 尼默洛得

Nimrod 
圣经记载的 位传奇人物

（包1J 1():8-12 ；编仁 l :l O ；米

5:5 ），雇t的儿子’含的后

代，世界上第一强人。他的王

国包括巴比伦、厄勒客及阿加

得城’还建立了尼尼微、勒局

波特、加拉，及勒森城。

357 尼默睦

Nimrim 
是摩阿布地方的绿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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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泉」之意。先知曾预言 迹（ 3:7 16) 

它的水泉将由上主的惩罚而干 。）附录（ 17 21) 

j固（依 15:6; .11"~48:34) 本书的记述有点在rj板’记

述每位民长时，恪式总是一成

358 民长 不变：以民犯罪’上主思罚，

Judge 敌人边苔’百姓回头呼救，上

是民长生己一书内所记载的 主派遣民长，打败敌人，国泰

J些在以民成立君主政权之前 民安等。作者和年代的问题至

的民族英雄领袖人物。事实上 今未能解决’不过走在以民成

大小民长的区别可说是微乎其 立君主政权之前’殆JC疑义。

1放’不是就其行事的意义’而

是就其记载的详略。 360 民族

见载的民长有·敖特尼 People 
耳、厄胡得、沙默加尔、德波 民族是谓有同样风俗、语

辣、巴辣克、基德红、托拉、 言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区所组成

雅依尔、依弗大、依贝、厄 的团体（创 l 1:6 ；箴 l I l肘’

隆、阿贝冬、二松等。 间或也指家族（民 I :35 ） 。一

切非属以民的民族皆称为外邦

359 民长纪 民族（肋26:33 ）。以民因为是

Book of Judges 天主特选的民族’白视为天主

记载民长事迹，共有 21 的产业（出 19:5,6 ：申 7:6咱们。

章’可分为三段． 大主也以j慈父的心肠对待了自

( 1 ）引言：若苟：厄死亡、 己的百姓（出 4:22,23 ），甚至

以民当时的宗教和政治状况 犹如一位丈夫对待自己的妻子

( I: I 『3:6) （欧 1-3 ）。但是以民自视过

(2 ）正文：民长的英勇事 高’竟对天主背信弃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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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要同自己特边的民族重建 要人物是梅志’他成了以民的

立新而永久的盟约（耶 3 l :31 建立者。圣经止不断提及他，

34 ；贝lj 门：20) ，借以对其他 直至新约时代亦然。耶稣是新

的民族显示自己的慈爱。依 的梅瑟’是真正的巴斯卦羔

9: 1,2: l l 等处所预许的忠、许， 羊。

｛苦苦耶稣基督完全应骑了。借 它大概的来龙去脉不外

著耶稣所倾ik［的主血而建立的 是：雅各伯半游牧性的家族，

新约’以及人们对他的信仰， 由于饥在不得不离开客纳罕而

天主建立了 个包括以民和世 去埃及逃荒。他们居住在哥笙

归j →切民族在内的新民族（恪 地带，由于上主特别照顾. ~l 

前 l I :25,26 ），这个扣民族就 渐E壮，激起了埃及人的疑

是耶稣建立的教会。这教会自 惧，使迫使他们作苦工’修筑

觉自己是II~约所预期的夭主的 新的城市和防御工事 G 以民在

民族’同时也自知］自己是在走 重压之下’生活苦不堪言，只

1uJ 最后因满的路上迈进（希 有脱离埃及，另谋自力更生之

3:7斗7 ；默 21 :3 : 22:3-5) 道。就在辣默色斯二世（ 1301-

1234 ）执政期间，以民在七主

361 出谷纪 的特别保护之下离开了埃及。

Exodus 迫赶他们的埃及士兵遭受了灭

记载以民历史上最重要的 顶之祸：这就是以民过红海的

段事迹’闪为以民只在出离 奇迹巳但他们过红海的确切地

埃及后，才成为天主的百姓。 点’己无法考定，学者意见不

天主以他大能的于臂压服了心 A 。同样关于以民出走的路

高气傲的埃及人’救出了自己 线，也不十分确定’主要去巴

的百姓‘引领他们经过旷野进 力斯坦的路线有二：其是沿

入了幅地。在这段事~中的主 海:1tt ，是较短易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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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穿过旷野较远难走的路 要饮品’古代的以民自不例外

线。按圣经记载’以民所走似 （创 18:8 ，申 32: 14 ；德 39:

乎是第二条路线。以民在旷野 31 ；箴 27:27 ）。人将奶保存

中逗留了四卡年的这个「四 在皮囊里（民 4:19 ）’用来制

十」数字，是圣经k屡见不鲜 乳酷（创 18:8 ；申 32:14 ）。是

的一个整数，似乎不必按数字 丰收的象征（包1]3:8 ），也是美貌

解释为四十年。出境的人数， 和i且柔的象征（歌4:11;5:12 ）。

男人就有六十万（出 l 2:37 ; 新约以奶象征纯洁美好的道理

户 2:32; 26:51 ）。这个数字按 （恪前 3:2 ；希 5: 12,13) 

学者的意见似有象征的意义，

因为「以色列子民」一词’依 363 奴仆

希伯来原文字母所代表的数目 Servant 
是「 603 」。 是指本身毫无自由’而受

以民出离埃及的时代应是 役于他人的低下阶层的人。旧

公元前第十三世纪间’但在这 约不时提醒以民不要忘记’他

之前已有以民陆续离开了埃 们自身曾在埃及受人鞭策，作

及。有关这一历史上的事实， 人的奴隶（申 16:12 等）。新

仍有不少不易解决的问题， izD 约中尤其圣保禄，多次强调奴

出离埃及的支派和人口究有多 役的身份与主耶稣与人们的自

少？在甚么时候？或走了甚么 由地位完全不合。若望亦有同

路线？由于记载和传统之不 样的观念（ 8:34-36 ）。

同’学者很难断定轨是孰非。

364 奴隶

362 奶 Slave 
Milk 奴隶制度可说古代到处都

羊奶、牛奶为游牧民族重 有’以民亦不例外。以民的奴

121 



Jh号 斗白白

隶大都是些战俘（户 3!:35) 0 

奴隶可以贩卖（贝1J27: 13 ）‘口j

以责罚，但绝不可伤害（出

21:20,21,26,27 ）。如果身为奴

隶的是本国同胞，那么在喜年

或六年后一定要将他无条件释

放（肋 25:40,54 ：出 21 :2) 

这些奴隶大都是无力还

债，定罪窃犯或自愿、卖身为奴

的人（申 15:2 ，出21:5,6; 22幻。

梅瑟法律绝对禁止强力压边或

任意虐恃他们（出 21:2-11 ) 0 

家中的奴隶要受害lj损（包1]17:12 ）’

参加逾越节（出 12:44 ），守安

息日（出 20:10 ），后来甚至可

以继承产业（箴 17:2 ）。由 l二

主规定的释放，在→定的情形

下是非实践不可的（申 15: 12-

18 ; 21: I 0- 1 4 ) 

国王和贵族的奴隶是颇有

地位和l荣誉的（撒 l工民： l 1-18 

等），像这样光荣的头r~r . 1l日
｜二主的梅女，基督的奴仆（路

1:48 ；罗 1: I ） ι 教会向来对奴

隶和自由人视同仁’在基督

内同为兄弟姊妹（费 16 ：迦

tiiffi1 

3:28 ：格前 12: 13 ：哥 3: 11 ; 

若 17:20-23 ) 

365 奴祖

Nuzu 
美索不达米亚的→座古

城’考古学者曾在此从事发

掘，证明它远在公元前四千年

己有人烟，十四、十五世纪间

是局黎人的文化中心。出主的

文件有四干多件，出于朝迂及

弘人档案，陶片上书有行政反

法律的纪录 c 由这些文件’学

者发现了不少解决旧约难题的

结索，尤其是有关梅瑟法律部

份的难题，如族长时代的生活

以及他们对婚姻不旺，长F权

利的转让’无子嗣过继，奴仆

继承产业等问题的想法。

366 加贝罗

Gabael 
人吕’意 i冒「天主受尊

崇」（依 5: 16 ），是加彼黎的儿

子’托彼特在Jl~待地区的亲属

（多4:20 ）。按多 1:14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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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彼特在他那里存放了不少的 (3 ）一比长二十’宽五至

金钱’于是打发自己的儿子L ［－五公里’由j散2月黎雅延至海

将钱取回巳 ；去港·山东南而四北的山脉。

臼古以来是宗教的胜地。厄里

367 加巴达 亚先知与m先知曾在此比i式，

Gabbatha 看谁所敬是真天主（罗!J t二 18:20-

地名’意i自「 l亩地、高 46 ），结果全部假先知惨败被

处」’希腊文则有「石铺地」之 杀。厄里安无知也曾在远山 t

主（若 19: 13 ） 。位于耶京城 的山洞中居住过一个时期（列

内，比拉多曾在此判定了耶稣 F 2:25 ）。这座 tlJ 很美 l'll'l ( i& 
的死罪’所以应在耶京总督府 3 5: 2 ）’是天主降福的表现

内（谷 15: 16) 0 按著名学者的 （耶46:18 ：歌7:6 ）；但是它的

公论，它在现今耶京鞭刑合院 估卜凋零却是天主惩罚破坏的

与雍女会院的中间地带。 象征（ i在33:9 ; ill'_ 1:2 ：鸿 1 :4 ）。

368 加尔默耳 369 加耳诺

Carmel Ca/no 
地吕也是 1!1 名’主i同「果 叙利亚四－IL 部的一座城

树园」 市。依 10:9 ；亚 6:2 曾指出力H

( 1 ）客纳罕地的 古村 耳i若是i主fit<罚此城的榜样，

庄’若苏厄占领之后，划分给 以警戒犹大。但究为何事故，

沈大支派（苏 12:22 ：、 15:55) 0 我们却不得而知。

它至今犹存’＆ti: 拗； l;J 龙不Qt c 

( 2 ）犹大支派I知音II旷野的 370 加边辣

一 1'J;1J、山（撒I二 15:12 ）’达昧 Gadara 
曾藏身其间（撒上25:2,5,7.40 ）。 城名’位于约但M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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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亚湖东南的一座城市，

属希腊化「卡城K」’同固有

温泉’是旅游胜地。在这里耶

稣治好了两个 ~fl 魔的人（玛

8:28 34 ）。参见革撤辣。

371 加肋布

Caleb 
人径’意i冒「狗 J 或「可

鄙的人」’后亦成为家族字；

（编上 4:15: 6:41 j o 刀口用J布曾

帮助若坏 fl!: 攻占及划分福地

（户 32:1],12; 34:19 ，苏 14:6-

15 ：『 15: 13-1例。 i也是属犹大支

派耳1：孚乃的儿子·十h瑟打发的

｛负伤；之 （户 13:6)

372 加色丁

Chaldea, Cha/deans 
地区名：只指巴比（（＇.： 南方

靠近波斯湾的地区， f[c!_后来用

来指全巴比伦（耶 24:5)

民族名：意义不同’所指

互异’成指属闪族的阿兰人

（罗IJ 干 24:2 ）’或属阿兰种的

一个民族（达 I :4; 5:30 ：弓 9: 1 ) c 

瓦面l

有时亦用来指可奈、天文家».

占 l、术士（达 2:2.4; 3:8『48 ） ο

373 加玛里耳

Gamaliel 
人名’意谓「天主赏flij’

我」’犹太著名经师，保碌是

他的高足（宗 22:3 ） σ 伯 t禄

和若望被捕之后，幸有他1年公

议会从中周旋，才~＇；释放（宗

5:34-39 ），上已见他是位很有声

望的议员。按教会的传说’他

后来领洗人教‘并有些圣人言

fr:lz将他列入圣人n岁I}'

374 加里肋亚

Galilee 
地区’主、谓「圄」或「范

围」。指刀n I(!，肋亚湖反约（旦河

西部的 个地区·面积兽数度

变亩’大致说来，东同是四卡

五至五 1公电宽’ m北是九十

至一百公电长’北部多山’南

部低平’土地肥沃，出产丰

富。

；这里m 早就有人俐，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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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者现身于的好地方。以民 为尼禄皇帝所杀。

在到达昧时代才真正将之占

领，完全统 。为巩固边疆还

修建f不少防御工事。此区的

居民豆杂’玛加1白时代曾令犹

太人迁往南方的 j儿太 i；居住

（力n t 5:14-23; 11:63 『64)

新约时代，由于耶稣的关

系’它声价十侣’是多次被提

及的地方： 1日在耳1；稣死后很少

被人提反（宗 9: 31 吨 l 0: 3 7 ：吨

13 :31 ）。耶京失陷后’不少

经｜！可J皮贵族ill来此地避难，尤

其｝,l\庇黎雅及包佛黎斯克变成

犹太解经学的中，L、 C

375 加里雍

Gallia 

人名’罗马阿哈稚n省总

督’犹大人乘其上任未久’生草

无言§！｝告之际’在他面前拉告保

禄， y.而加电雍聪明中几智，谓

只管政治，不问宗教，不安

理这宗案件（宗 18: 12 17) " 

ii］惜他在位不久，便冈健康

关系辞职。后｜大｜涉嫩造反，

376 加纳

Cana 
jJU里肋亚的一个忖庄·只

见于若望福音’是耶稣变水 J'1

i国（若 2: 1-11 ）’及纳塔巧耳

的出生地（若 3: 1 ) c 确在何处

下能断 IE · I日比较可靠的地

点’是生内阻肋以~t八公用处，

仍名加纳的村庄。

377 加革米士

Carchemish 
美索不达米亚四部的座

古城’位于幼发拉的M田中·今

名耶精1tJ路斯’是商业重镇，

南北交i垦的枢纽，赫忏人的文

化中心’后来成为亚述的 行

省（依 10:9 ）。公元前 605 年

埃及王乃苛在此被巴比le王打

败（编下35:20 ：耶46:2-12 ）。

378 加音

Cain 
人名’叮能有「获得 l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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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之意，亚当及厄娃的

长 J- （包1]4: I ）。由］他弟弟的

祭献受到天主悦纳，他自己反

而遭到拒绝，于是心生毒计将

弟弟杀死。｜吁此受到天主和良

心的严责，整日东奔西跑’：＃

立不安，过飘流 1~定的生i

（创4 ）。不少学者认为二位兄

弟的事迹，是在说明人类两种

古老的生活’即游牧和务农生

活的来源和特质。

379 加特

Gath 
城名’意谓「榨酒地」’

是客纳罕的→座古城’己见于

阿玛尔纳文件中，但实际位置

仍不易确定。巨人哥肋雅是加

特人（撒上 17:4 ：撒下 21: J 9向

22 ）。它的居民也有阿纳克人

（苏 l l :22) 0 培肋合特人五个

联盟城，其中之一是加特·日

后对以民大事骚扰（苏13:3 ）。

达昧白两次监往加特，免j重撒

乌耳毒于陷害 ct散上 21: 1 l-16; 

27:J-7) 0J主昧称王后去r1将之

五l面

占领成为自己的版图（编上

I 8: 1 ）’其后划归阿市多得

（编下26:6) ＇公元前 71 l 年 .'f.J

亚述王撒尔贡二 Ht占领后，使

i肖迹于历史。

380 加侮额尔

Gabriel 
天使名，意谓「夭主的

人」’或「天主的力量」。在

旧约中只见于达 8: J 5 ‘ 16 。他

能飞行（ 9:21 ）’曾给达尼尔

解释异像（ 9:21-27) 

在新约中先显现给臣加利

亚预报若翰诞生（路 1 : 1 1 -

20 ），后又~现给童贞圣母玛

利亚 ftvl报耶稣诞生（路 l :26-

38) 

381 加得

Gad 
支派、神及人名’意谓

「幸运」：

( l ） 支 i E ：是雅得伯第仁

F名和由他而来的支派名（ -EIJ 

30:9-J J ）。这一支派悻悍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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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49:19 ；申 33:20,21 ：编上

12:9-16 ），分得了约1旦；可东的

七地（则 48:27,28 ）。其基地

曾被大马士革王哈阻耳所侵占

( fl] f 10:32,33 ），后又被阿摩

黎人所并吞（耶49:1-6 ）。但在

世界末日它将重新与其他支派

分占土地（贝1]48:27 ：默7:5) 0 

( 2 ）神名·南北闪语系民

族的共同神明。为了获得他

的助佑，有许多地方以此神之

名为名’例如巴耳加得（元；

11: 17 ）。

(3 ）人名 先见者及达昧

的参谋（撒下 24:11-15 ）’曾

撰写达昧的言行录（编上

29:29 ），并编制了宗教的礼

仪（编T 29:25) 

382 召选

Calling 
是天主与人之间往来关系

最明确的表现。实际上与「拣

选」同王异曲，没有什么分

别。天主召叫人回头改过（耶

3:12-25 ）’召选人扣负某种任

382 

务（依6 ；耶 1 ；依42:6;48:15 : 

撒上3:4-10; 10:17 ：撒下16:18;

列仁 8:16 ），或接受某种恩惠

（创 12 ：依 41:8,9; 43:1 ）。他

召选人完全自由行事，并不看

人的才能功德。

天主召j主了以民’｛苦著害lj

损（创 17:9-14 ）及盟约与以民

密切相连（出 19:5,6 ），如此

以民成了天主的所有物（申

7:6 ），大主的百姓（申 4:20) , 

葡萄园（依 5:1-7 ），儿子（出

4:22 ）’新娘（欧2 ）’团体（户

20:4 ）和仆人（依 41 :8 ）等。

借召选天主赐人以祝福、保

护、帮助（依 42:2,3 ），但人

亦有在天主面前当尽的义务

（亚2:6-16 ）。天主的选民在充

军之后只乘lj F残余的一部份

（依 10:22 ），这个观念在谷木

兰团体中非常明显’他们以自

己是上主的团体，是受j幸者。

新约有若翰及宗徒们的被

召选（谷 I :3 ）。这种召选不只

是为了个人自身的利益，而）t

；民是为 f他人的得救；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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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蒙召获救（步 8:23 ；恪前

I :9) , (I王为 i克｛导J让辰嘈人必

须改z、迁善、忠；成事主、奉公

守法（谷 1: 14,15 ）’还要时时

与主主合作 L 玛22: 12) c 人有

本身的自由’面对天主的百

选’人必须要自作抉择’是否

愿意按受天主的召 i主：召这并

不等于救援·二岳不叮相提并

t~ c 玛 3:7-10 ：路 13:23-30) 0 

日边的目的常是为人服务’这

就是宗徒、执事；、长茬们的使

383 皮囊

Waterskin 
是用牛皮手皮作成，用米

~饮料’如水（包1J21 :1斗）、奶

（民 4:19 ）或j四川散t 1:24 ，撒

f 16: 1 ）的器皿 3 新J自应装在

新皮囊11'. ’因为旧皮早已失去

韧性，新i国尚在发醉，容易将

IR皮囊股破（玛 9: 1 7 ：谷 2:

22 ；路 5:37)

384 圣史象征

Symbols of the 
Evangelists 

力函

是四部福作者的象征（默

4:6等；则 1: 10 ）二自公JL 第四

世纪才正式确定了：鹰代表若

望，狮子代表马尔谷， t-1-t 去

路力日’天使代表玛窑；并且在

公敦的艺术 L-li~有它的讲法。

385 圣地、圣所

Holy Places 
占1－＼＇.以民称天 j二居住的地

方’或者天主显过奇迹异能的

地方为圣地。请克｜！西月山、卡

德士，甚至约柜与帐幕、圣所

等所在地皆是。但是在以民占

据圣地在 fr±i-之后，渐渐将敬礼

t J二天主的地点集中在耶路撒
冷的圣殿巾，而｜：述各地点己

不再是Ii许 1tiJ天主奉献祭礼的

地方，这种信念在新约中亦然

（玛 5:35 ：宗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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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圣言

Logos 
这是个希腊词句，其含章

颇为广泛·言、 i占、言语、

远、法律、原则、理智、思想

等。若望将之直接利用在耶稣

身上（若 l’ 1-14 ；若一 l I ; ;r" 
19: 13) c 绝大多数的学者将

之译作言或圣言，我国亦有人

不太正确地译作道。若望强调

最初就有圭言， 1(1j 日它就是取

了人性降来世界的那一位 2 他

有创造的能力，万物是借著他

而造成的。所以他的降来人

世’无疑就是为冉度施展他造

化的能力；他将圆满救援的恩

宠给世人带来。可惜世人i生在

了解他，因此也没有接纳他，

t.~ －rn：绝了他。

1刊(l .~肖υ

388 圣事

Sacrament 
圣事的观念反其神学的意

义’是新约时代之后的产品。

拨茹约的教导’整个新盟约时

代的全体子民，具有可祭的特

质。但是新约也才是了 些与救

援有关的圣事’诸如最后晚

甏、圣t先、教会等就是。

389 圣咏集

Book of Psalms 
这是由 臼1工十篇宗教诗

歌所组成的 本诗集。它们巾

有ii十篇是没有沽名的「孤儿

诗」’其余的一厅篇大都是达

昧的著作’或谓是归于达昧名

下的著作，共七三篇。每篇的

标题是由编辑梓附加t去的 c

这些圣咏的收集很可能己在国

二豆时期开始’在达眯本人就曾

是即！负盛名的诗人及歌唱者

（撒上 16:16-23 ），直至公兀前

数国年才终止。讨论和断定每

篇的作者及民著作的时代，是

非常困难棘子的工作。有些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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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看来似较晚的产品，实际上

它却包含若十分古老的部份；

另外有些圣咏是重复的，例如

咏 14 与 53 同。这种变化的原

因，主要是为了因应当时宗教

礼仪的需要’而将古老过时的

圣！泳加以修改的原故。

圣咏的种类可说是五花八

门’非常繁杂的：

赞美诗（ 8; 9：穹刀， 77; 98: 

100 ：、 105)

感恩诗（ 66; 116; 136 ) ; 

哀祷诗忡， 7; 13; 22 ：『 31;

38;51;63 ：、 86; 130) 

吃诅i寺（ 35: I 8; 69:23-29; 

109:6-20) 

此外压有些是自成一集的

诗组，诸如「亚肋耳」圣咏

(113-118) 

朝圣诗（ 120-134) 

沓极诗（ 47; 93; 96; 97; 98 啕

99 ）。有些是被新约证实为默

西亚诗篇的著作（ 2; 22; 49; 

72) 

币：画｜

390 圣经

Holy Scripture 
圣经是由新旧约组成的圣

书。是在天主圣神的默感之

下，由圣作者写成的。它与其

他任何的书籍不同’因为它是

天主与人类往来，主持掌握人

类历史的记录。由于它包括了

人类一段很长的历史时代，所

以在研究个月lj不同的圣经书册

时电必须要意它的历史背景。

指示圣经的外文有二．一

是 Bible ’来自希腊文’意谓

「书」’有「目中之书」’独一奇

特的意义：其二是 Scriptu陀’

来自拉丁文’有「文字」或「著

作」之章，这个名词在新约中

多指旧约而言（若 2:22 ：迦

3:22 等）

391 圣经书目

Canon of the Bible 
原文来自希腊文，有「芦

苇」之章，演变而成为尺、

杖、规则以及信德的准绳（弟

后 3: 14-17 ），因此它亦代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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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日，即作为圣经取舍的原

则 在圣神默感之下所成的书

是圣经， f气然使被拒之圣经书

目之外。这个书目的规人走在

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千同百

折’在重重困难之下’ j终于

在 1546 年的脱利腾大公会议

中加以宣布：全部IH新约共有

73 卷，即 l~I 约 46 ’新约 27

卷。犹太人的圣经书目与天主

教有刑’他们只承认 39 卷为

旧约圣书。这 39 卷中最早最

~耍的自然是法律书。大约于

公元前 458 年已是公认的经

书，这主要归功于厄斯德拉。

其次被收集人书目的经书有先

知书’这其间包括部份历史

书’诸如苏、民、撒上下、 1jlj

上 F ’这些亦被称为前先知

书；后先知罚’民｜］现今所有的

书籍，大约在公兀前200 年左

右才被采纳的：其他的平书被

列入杂集中。

新约书 H 的形成比较简

单，国为它们都是宗徒时代的

作品’共有 27 卷。有许多证

l3l 

λ92 

据显示它们是自始便被视为圣

经书籍的’其中有宗徒的书信

（得前 5:27 ; 1白后 3:15,16 ；哥

4: 16 等），其次育宗徒时代教

义们的著作’他们将新约中的

每一本书都可11止过，并证实4ι

们是圣冲默感的书籍。远在公

元一世纪教会己全部接受了新

约的书目’再无甚么首正经与

次正经的分别。

十六世纪分裂的基督教旧

i古董捏，拒绝承认 I Li约中的次

1丘经，亦将新约中的希、雅、

犹反默四书自圣经书目中剔

除’只将其作为附录印在圣经

之后。反观天主敦白 1546 年

的脱和l腾大公主i义之后，在承

认全部 73 卷的态度上是坚决

的、一致的’丝毫不容怀疑

的。

392 圣经公会

Bible Societies 
是基督教的→些圣经机

构，其目的是将圣经译成不同

的现代语言’并在不同的地区



斗叶飞

加以扩大宣传。这种组织脱胎

f十八世纪的一些圣约组织和

运动 c 接在欧洲各国成之了

圣经公尘’ J~扩展至 ~iJi'I以反

全世界。至日前为止圣经公会

己挥全部圣经译成二百种由

言，部份翻译有→千多种 i吉

岳。 1946 年成 \I. 了世界性的

圣经联合公会。犬1：教近代亦

成、工「不少国籍性的圣经组

织，世界性的机构则有「世界

圣经协会」’真H 的和性质与

基督教的圣经公会大同小异、

这个机构的中心i':l:'l 德国的司

徒加（ StutHi:art) 

393 圣经年代

Biblical Chronology 
关于年代的记算最早的亚

述人是以国主、首相或宫远的

名字作依 1)3的；其后有巳比伦

丰Ill类反的时代’他们多以所发

生的量要大事为低据，并将这

些大事（在次分列成表，便成「

记算年代的良好方式。在这之

后，出现了国王的年鉴’于是

五l时

国王成了推算年代的绝好方

；去：

( l ）的国王登极的那→天

开始·算为新的纪且’亦是新年

的开始，’ι自然与常年有别。

(2 ） 由登极的那 J夭开始

至常年的新年可IS 夭，不音其

间有多少O·t 日，算是「为王的

第 'l' 」‘这叫作提前算法’

与我国乡间寿数加虚岁的算法

完全一样。

\3 ） 由登恨那一天至常年

新年那－夭’算是执政的开

始’而「为王第年」的算法

贝｜！由建恨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汗

始，这叫作推后算法。

但是以民成立君主政权以

前的年代算法如何·无法得

知。君主政权成立及分为南北

朝之后，史家r仨圣经内多以南

国犹大及北国以色列诸国王执

政年代的长久为依据：比如石！J

上 6:37,3R 有撒罗满第四年及

第十 A年的记载。在圣经上即

有年代的提前算法（罗!J t 15:1 

9 ），亦有推后算法（耶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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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4 ）。但是南北间国君王

的正确年代·是颇为棘于的问

题’至今没有定论。

充军之！币的年代先后以巴

比伦及波斯国上的执政年代 'J.1

低据（盖 l 1 ; Jijl_ 1: 1.7 ）’其

后在希腊时代则以色委苛干朝

的建立为起点’即公元前 312

年的秋夭。

394 圣经伦理学

Biblical Ethics 
伦理学的目的是教导人俑

规蹈矩’！主奉公守法的牛活，

使人按照本性的理智所能了解

的法律的j生活。这同伦理神学

不同’因为后者是由启示所知

道的法律。古代的伦理学，主

要是建立在白然法律上的 种

学问，因为他们都没有 个启

泣的宗教、比较1主要的伦理法

有叔默兰的利彼特恢市塔尔法

(LipitishtarJ ’阿加 f导人的厄市

奴纳法（Eshnunn时’巴比伦人

的哈~辣彼；去（Hammurabi)

等。但只有以民所信仰的宗教

J9」~（）当

是启示的宗教’其伦理iL完全

与众不同，因为它是来自上主

启示的悔态法律、

新约触反到ft}f甲的问题，

1U主保憬的书（言’但是不厌其

详地畅谈伦理道德，甚至将德

行和毛病加以列表出米’虽然

如此嘈新约却没有具有系统的

伦理学。再说犹太人多注重守

；主律的外去’而缺乏真正守法

的精神，故（吏耳［I稣大为不涡。

基督徒伦理道德的理想生沽’

是建筑在天主的友谊和圣宠上

的。

395 圣经批判学

Biblical Criticism 
这是辨别圣经真伪的学

问，其原则有二： 是外在的

证据’ Rll 历史的传授， 是内

在的证据，即作品的文笔、语

言、风恪、用i,'1］、内容及时代

背景 c 外在的lit据重要过内在

的证据，但一者必须要相辅相

成’这是圣经批判！学不可或缺

的。手经辗转传抄数千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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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其间于民之误是不可能避

免的 c 这~~所说的圣经批判

学，目的就在于找出它原来的

真面貌。

396 圣经抄卷

Biblical Manuscripts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长经

的保存和传播只有低赖于抄文

件。成千上万的古老子抄文

件，被分门另lj 类的保存了下

来。它们依照年代、内容、翻

译、品质、大小楷等的分别’

被保存于欧美各国著包的博物

馆中。这些抄卷大都残缺不

全，比较完整和有价值的抄卷

要算是数种新约的希腊文抄

卷：（ l ） 梵蒂岗抄本是第四世

五1\IJ1

(6 ）客拉洛蒙塔i苦抄本｜东极少

数的部份外’包括了全部新

约。此外还有数千小楷抄卷’

不必尽述。

397 圣经作者

Hagiogapher 
是指在天主圣神的默感之

下写作圣经书籍的人而言。但

是它并不只指那些正式直接写

书的人’而是连那些修改、 ±w1

删、 j主释、搜集或编辑圣经的

人，亦都包括在内’因为他们

亦都是在圣神的默感之下而工

作的。由此看来，圣经作者与

普通作者的性质是大异其趣

的。

纪的作品。几乎包括全部新 398 圣经词汇合引
约，保存于梵蒂岗的博物馆 Concordance of the 
中。。）西乃抄本包括全部新 Holy Scripture 
约。 (3 ）亚历山大里 w抄本’ 这是研究圣经的一种简易

亦属第四世纪抄本，几乎全部 程序。它的构造是一将圣经上所

新约。（ 4) Jjf 弗棱抄本·保存

了绝大部份的新约。（ 5 ）盯阻

抄本只包括了四福音；有1宗书。

用的词句’按照次第、内容、

资料，分门月lj类地排列下来’

并指出它们圣经中的出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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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就是圣经用i司的索引’使

人w快找出某一用词在主任中

的｛江青：叩这是为研究圣经不可

或缺的工具 u

有些「合寻｜」是将圣经中

的每个词句都记录在内，日

种是只将比较重要「词汇」录

取下来，是比较轻便的研经甘

籍。

399 圣经译本

Biblical Versions 

关于圣经的译本可分两方

而来说：

古译本： ( I ）旧约有希腊

译卒，亦称「七十贤卡译

本」’这是最古茬也是最重要

的译本：其次有阿球美、叙利

亚、苛仆特、哥德、拉丁、厄

提约王雅、亚美尼亚文等译

本。（ 2 ）新约贝lj有叙利亚、拉

丁、苛仆特、哥德、亚美尼亚

文等主要译本。

现代七千本：圣经足全世界

翻译最多的 A本著作，至目前

为止，至少已有一千－：：：百种语

YJ9 

言的圣经译文。并且有不少语

言巳一而再’再而工地接受了

圣经的翻i干 e 在中国远在公元

635 年已有景教流行的传播’

同时景教传教士亦传入并至少

部份地翻译成中文圣经，可惜

’ι己失传。 1294 年为j齐全士

孟高维诺·正式将天主教的圣

经传入中国’并且翻译γ咏书

及新约全书。 ｛El_这只是罢花一

现，便中断了传教的工作。

200 年后圣H济沙勿略来华传

教’自此再未中断。但可惜在

最初j除了→些教义、经文等

外，并没有圣经的正式中文翻

译。

第 4 本中~￥圣经大约于

1700年问世·是巴塞（ Basset)

神父的作品。译作不全’只是

部份新约 c 第一本旧新约的全

部中文圣经是贺清泰神父

(Poirot ）的贡献，了 1800年问

世。十九世纪末两位国籍神

父，王多默及辛方济 于翻译

了音l;f分的新约’没有成功。

1931 年又有巴鸿刷（ Bat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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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新约合编。 1923 年卡

士杰神父（ Bousquet ）出版了

公函和默扫译本。 1949 年 J'k

守仁神父出版了新约全书 c J 

述的－切译本大都是译自拉丁

文，又没有组织和系统。真正

译白原文’又是全部革开旧约的

圣经’是方济会思高圣经学会

对天主教会的巨大贡献，「

1968 年正式出版［o]tLI: 0 

基督教首先由来华传教的

马礼逊（ Morrison ）于 1810-

1824 年间出版 f圣注全书。

U<37 年又有新译本问世，称

为新选诏书。 1843 年有更完

善的代表译本出版’ 1859 及

1862 年出版了新约全书和1旧

约新译’其后还有其他的译本

问世 G 最重要和j在行最广的要

算是国语和l合译本’于 1919

年出版。基督教的译本虽然不

少，可惜大都是由英文现者拉

丁文翻译成中文的，又多出于

西人之二f ：圣经原文由国人完

成的译本则不多见。近来他们

有！忠于原文译本的需要、已在

ht画

从事这种i；作『并且于 1975

每己出版了莉约全书的新译

本；他们正在继续翻译／fl约的

经典‘于 1979 年出版·过是

可喜的现象 u

400 圣经委员会

Biblical Commission 
这是教~良卡二之世于

1902 年所成立的’ .fl,. ：台最高

权威的二三在机构。委员会中有

恒机主教及世界著名的圣经学

者，全部属圣职人员；总部设

在罗马。其目的有二→

(l ）保仔圣经的完整’给

予正确的解释；

( 2 ）推动和倡导对圣经的

研讨 u

401 圣经学院

Biblical Institute 
是教会f 1909 年成主的

一个高级学府，专门为教会造

就圣经人才。是天主教除了圣

经委员会之外，惟一可以授予

圣经学位的机构。它出版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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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手经杂志’可惜近来－ 403 圣经神学
种业已暂时停刊’即 Verbum Biblical Theology 
Domini ；其他两种是Biblica 反 这科学问的目的’是；｜守圣

Orientalia 0 经中的神学观念作以系统的介

402 圣经版本

Biblical Edition 
这里所指是圣经原文的版

本。

( I ）旧约：最有权威及流

行最普遍的要算是R Kittel, 

Kahle 所出版的希伯来文圣

经，目前已可说是一枝独秀的

版本。

( 2 ）新约：最早和l最工整

的版丰；是 Tischendorf 于 1869-

l 8 7 2 年间的希腊文新约全

集。此外有 Westcott ‘ Hort

( 1881 年）的版本，还有飞飞＇e1ss

( I 8 94-1 900 ）的版本’ V. Scden 

(1902-1913) ,N巳stle ( 1898) 

等人的版本。近代有 Merk

(1956 ）以及 Aland 和 Black

( 1966 ）等人更为标准的版本

「司世。

绍。普通是首先提出一个主题

或观念，比如，造化、末世

论，或者智慧、自由、罪恶

等，然后就圣经对这些主题或

观念的道理，加以分析和陈

述。并日在分析和陈述的时

候，学者惯将旧约和新约分开

讨论。这是必要的’因为二者

启示的时间和背景是迥然不同

的，是有进展性的。

404 圣经原文
Biblical Language 

IR约中除了晚期的两本著

作’智书和加下是以希腊文成

书’又有片段以向辣美文写成

之外’其余各书皆以希伯来文

成自问i址。至于新约除玛书的

原文为阿辣美文之外’其余全

部为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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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圣经章节

Chapter Division of 
the Bible 
很早以来人们使基于礼仪

用途的方便，将圣经分成段

落：古老的译本中都有段落的

分别、而我们现在所有的章篇

则是 1206 年斯德望蓝塘的功

劳 ν 而对新约首先分节的人是

罗伯特斯德理 n 虽然他的分法

有点草率及不合情理’但为了

统－起见仍然沿用至今 3

407 圣经解释学

Biblical Exegesis 

瓦』目J

这个名词在希腊原文t本

来是可以用为任何一种古书的

解释的，（旦渐渐成了圣经学的

专fH{7,词。这个学间的目的不

外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解释

圣经的主义，所以它与神修学

和讲道学的主义完全无关。它

首先所需要的工具是语言学·

就是从圣经原文的主义来确定

它的主意（希伯来、阿辣美、

希腊文），其次是根据古代的

406 圣经概论 译本来l>P住懂的词句或意义，

Introduction to the 来加以比较何解释。另 个解

Bible 经的步骤是明 f它的文学类

是与圣经知识有夫的学 型’又要知道作者的时代反其

科，它主要所讨论的是）些圣 生活的政治历史背景，它的文

经的基本问题’诸归圣经的经 化、风俗、人情等。作者本人

文、默感、书目、 j;,!f 2干、文 的性格以及他所接触的人，有l

意、著作的人和］时间地点等。 讲话著作的对象等，亦都是解

这是－切愿意研究圣经的人所 经学所必须知道的。→个重要

必须首先具备的圣经常识。 的原则是解经学者不可太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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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解经学者不能不知

道的学问，是自今年米圣经考占

学所得到的结论。它们对圣经

的讲解将有莫大的禅益和帮

助。天主教的学者→定要在教

会当局的指导下来解释圣经。

408 圣神

Holy Spirit 
原文有空气、风或呼吸之

意。它在圣经中与人的生命密

切相连，被视为生命的基础，

因为凡是有呼吸作用的’便有

生命。人的呼吸按照人的心情

时快时慢。圣经多次将夭主以

拟人的说法’所以天主亦有

」（）执｜（认J

神是人生命的来源（创 2:7 : 

则37:1 ” 14 ） ο 它将更新人的｛，、

灵’降临在默西亚及元工111门的

身仁（依 28:6;6l:I-4l 0 IH约

中从；米未将天主的神视为个

体’却多次将之视作大于具有

｛＞！格化的能力（路 1:35) 0 ;fir 

2甘利用 f旧约同样的说it ’（旦

亦表现大二十－的神是天主圣二一：的

第二二fi'Z （玛 28:19) 0 j主种说：去

尤其在茬书及11：禄的著作巾屡

见不鲜 c 天主的神不同 j异物

体、能力、气息’而是「安慰

者圣f申」’是与圣父圣于同伴

同体的第三位。

神，亦呼吸’当然神和风给人 409 圣墓

4种神妙莫测的感觉亦是原因 Holy Sepulcher 
之句。在最初天主的神降在水 这是阿黎I马特稚人￥i￥埋

面，开始他造化的作为（包1J 葬1日稣的地方（谷 15:42-47) , 

I :2 ）。同样圣经亦将一些人 是在岩石上所出成的寸、新

特殊的作为Y:CI功于神，例如二三 墓，原是若~：、为自己 i仕岛的

松（民 14:6 ），以皮一些伟人的 君士坦丁因干j旦成功无误l也找

作为；他们被认为时常处在神 到在这个神圣尊贵的坟墓、 Ji

的支配之 F ’诸如梅瑟、若进； 在其旁修建了大时吨以货主己

厄、达昧、厄里亚等。夭主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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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0 圣殿卷集

Temple Scrolls 
是在谷木兰团体的影响之

1、市｜｜成的羊皮抄卷。它的内容

包括法律及另外附加的 些规

条，并ll'oz集了过节日的习俗，

以夜有关圣殿建筑、清洁等事

Z页。

411 圣殿宝库

Temple Treasure 
tlf＼以民每年进京朝圣

次，过是j主愿、即祭、缴纳殿

税的良好~，j 机’此外有些寡

妇、 t瓜儿或富人惯将自己的财

富托圣殿人员保管。于是为了

所忖这些需要，在圣殿之旁建

有特别房舍称为主库（ 1JO 下

3: 10.1 J ）。这些宝库在君主政

权消欠之后＇ （更也成f保存国

主的仓库 c 它多次是强盗抢劫

的对象（ 371）上 14: 26 ：列下

12:17.19 :‘ 14:14: 24:13 ：加 1-_

1 ’： 21 等）

五 rl!iJ

412 对观福音问题

Synoptic Question 
既然前三部福音由许多角

度看来，都彼此相似’人们便

开始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互相关

系，以及每部福音的来源’这

就是所谓「对观福音问题」。

如将它们彼此作－比较，我们

可以发现其间有不少相同和各

异的地方，例如：它们的布局

和结构是完全一样的’皆是以

走向耶京的行程为耶稣生平记

事的出发点：此外它们的内容

资料也很相似：谷书所记载的

资料几乎有百分之九十，在玛

书中有迹可寻 c (I~是另 方面

三部市青著作的目的又各有千

秋，旦不相i束。此外也有盹段

落颇长的记载是每部福音所独

有的，例如「耶稣童年史」’

谷书似乎只记载了耶稣的事

迹，却没有耶稣的言论（谷4

3-34; 13:2-27 ）。有时谷书所

没有的记载’去[J同时见于玛转

手ll路书。 rn久以来学者们孜孜

不倦地在研究对观福音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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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彼此之间的影响问题’

但至今仍没有 A 个确切的答

安 ρ
7f也

413 幼发拉的

Euphrates 
是贯通全美索不达米E地

区的一条大inf i玩’长达二千七

百八｜公里’最宽之区克达四

百公尺，是－条者名的大河，

沿岸有私少占老文化的城市。

圣经上以宫是「乐园」中

的问 J.:i可（孟之一（包lj 2:14) 

许地北方的）ll 界（包lj 15: 18 : 

出 23:31 ：申 1:7) 。但这只是

象征性的说法（撒下 8:3 ：列

上5: 1 ) ＇它有时只简称为叮叮」

（厄t 8:36: Ji巳下 2:7,9)

7之画

414 刑罚、惩罚

Punishment 
以民的JtiJilJ nJ说是五花八

门，多采多姿的。但是也有它

的演变有l进展，例如最有j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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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渐渐才有「同态复 IJL

i主、赔款等’到了最后也~ 1"{ ＂！鸟

Ud:80处分 2 也受死刑的jJJ［＇.帆

＇？ ，要吾有： j虽奸（肋 21 :9. 

20:10 ：「扫 22:23.24 ），人兽相

交（肋20:13,15.16 ）’乱伦（用j

18:7 ：向 20:1乙 14: 27:20 ）’ 1~·、j'

安，包、日（户 15 31-3川’咒＇.＇~

上主的人（肋 24 10-16 ），敬

拜邪神（肋 20:2 : r扫 17:2-5 吨

18:20: 23:7-11 ）’打邪术者

（肋 20:27 ）’使齐飞／：J ( fj[J 

20:9 ；「十Ul 17 ：印 2 l: 18-

21 ）’扫带人口（出 21:16 ）和

蓄意杀人（出 21 :20 ）等 c

此外还有充车（ tH 21: 13 J 

及刷刷的设立（中 25:1-3)

罚款有两种. l'i直f1Jti'B'J 决断而］

罚的款数＆明文圳过的罚款 u

最后 种是卖身为奴的思罚

（「十JI 21:2 ：‘ 22:2 ） ο 这些 i［［、罚的

日的不外是使人回 ~'L.;i'飞过，补

偿所触犯的法律，取得法律上

的洁净，就连大主降下来的

惩罚，亦不外是为了同一的

目的。新 r".J也特别强调它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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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反相好的主义二

4·15 地、大地

Earth 
i王个名叫在圣经 i气具有不

同的思议吁问自E指干旱的陆地

问］言 I JI~ 23: l 5 ）电或者指耕种

的 u也（玛 13:8 ）『地区的j言

I I＇~ 2: 12 J 

己主要所 m 圭il 足「大

地！ .就是人们所居住的世

界：以民以为大地是个扁平的

！因盘，！可国以水为界 t 咏

24:2 ：撒上2:8 、）·大地之 F 育

'.'i::d~ 水的「 j采；娴」（色1J 7: I l ‘ 

~： 2 ：出 20:4 ：日133:13 等 ） c 

)(i也是同定的‘有地 F的样子

米住；忏它（撒 I 2：古：｜咏 24:2:

n 38斗.9：刷’耶京是大地的

中 ,C，、 ,r'.i, ( D!IJ38:12 ）’大地是天

+fi'J 啊！在（（百 66: I : '$ 7:49 : 

玛 5:3引’天芋是大地的主宰

（［山 4:14 ：男一 l 1:4 ＂！宁）’天主将

大l也i吗？台 i呛人居 ft （包1] 1:28 : 

咔门 5: l 6 ）。大地是切切

町‘臼然木忡以 lil'W ：~的渊源

r飞l回i

（住1J3:17 ；恪前 15:47-49 等）。

大地充满冲秘的生命力

（包1J2.久 l 9 ）这个力量却因者罪

恶而消弱（色1J 3:17 等）’主IJ 世

界的末｝！它将恢复原状（依

30:23 ）’将有「新地」出现（默

21 :I ）’占茸的大地将被消灭

（伯后 3: 10) 

大地是天主的产业，是他

的脚凳（玛 5:35 ）口天主：1号

部份！－＿±也赐给了自己的选民

（苏 1-12 章。）

信友是「地上的盐」（玛

5: l 3 ）’应当米调剂世人的生

活，但他们在世界上却应当如

行政一升空（希 l 1: 13 ) 。 「仁

天」、「下地」（阪 1:2 ），或

者「｜：天」、「下地」及「海

洋」（咏 146:6 ）’是指整个宇

宙 1(1jf'i c 

4才 6 地产

Land, Property 
地产这个观念只有在以民

进占圣地，并在苦功；厄的领导

之下划分了土地之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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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13-21 ，户 26:52-56 ）。事

实 k只有天主才是土地真正的

主人（苏22: 19 ），他将一片美

好肥沃的土地许给了圣恒，但

实际上赐予了他的选民以色列

（苏 23: I ）。先知们曾不遗余

力地攻击那些当时的大地主

（耳I\ 5:8 ；米 2:2)

417 耳朵

Ear 
它是人身体的器官（出

21 :6 ），也是宗教礼仪所触动

的部分（出 29:20 ：肋 14: I 斗

等）。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却

听上主的启示（约 42:5 ：德

17: 11 ）。天主也侧耳倾昕，

与人交往，（户 14:28; iJJJc 

17:6 ）。倾昕天主的人要同天

主建立盟约，而获得慈惠 (1~

55:3 ）。天主掩耳不听，就是

背叛j主命的表现（耳目 7:24)

未受割损或者堵塞的耳朵’是不

受上主教诲的明证（耳［16:10:

玛 13: 14' 1 5 ：谷 4: 12 ：宗

28:27 ）。默西亚时代的显兆

斗］~」｜（）

之 就是开白人的耳朵（依

35:5 ，玛 l I :5) 0 I非所、不｜忻t1I

~!J!. 人对他的教导不要充耳不！可

口号 l ]: J 5 ：谷4:923 ；路8白：

默 2:7)

418 苟勒克谷

Valley of Sonθk 
地名’三松民长的爱人馆

里拉出生于此（民 16:4) ：位

丁扰 f~ 支版的盆地干！束中（材、

15:33) 

419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人名，总i冒「人的保护

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1

然是大 ill'.历 I [J 大（公元前 356-

323 ）。他是带腊大帝同的自rJ

立人。在学经中直接J是及他的

地方只有加｜二 l 1-9 ，日汗牛、他

的地方则有达 2:33-40: 7:6-23 确

8:5-8; J 1:13 °关于他与犹 t 人

在耳｜：京和圣殿的关系，有「｜多

不足为凭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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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亚历山大巴拉

Alexander Balas 
关于他的身世知者甚少，

只知他忽然于公元前 153 年，

臼称是安提t'.J 111 四 tLI 国王的儿

子， j是［1iJ 德黑1：特吭一世展开

11·夺五位的战争。犹太人的锁

袖约纳宜支持他的斗争·而获

得严少的恩惠。 1日亚氏终归失

曰：，并于公元前 145 年被人斩

首（ )JLI _t I 0: 1-11: I 9 ) 

421 亚历山大里亚

Alesandria 
这是：JI历山大皇帝在埃

泛的尼罗兰角洲地带建立的

月二；趴在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

命朽。这是位于欧、亚阿大陆

之！同的一座立；化、艺术和经济

的屯霞，其重要性仪次 f 罗

马。这WfiiHt~大批的犹太侨

民’他fr、 l有自 ι的文化、宗教

和n此tJl向 n 在这里他们将圣

经翻译成希腊立’并试图以希

WH气d芋’来解释扰太人的遗传今道

用 公元 64~ 年被问刺伯人所

／气 l国

占领之后，它使→颐不振，失

去往日的辉煌。

'* 18:24 ：、 19:1 ；恪前 l :12, 

3:4-6 所说的幅丘吉传者阿颇

罗就在此j成诞生 ο 圣教会于公

元第」世纪初，为「反驳当时

的异瑞邪说’在这里建立f第

阵仰学院’而j最出名的代表

人物要算是敖黎革乃。｜日约六

仨本的伟大著作便是这个学院

的产品。

422 亚巴郎

Abraham 
足以民－...大圣祖中的第

位’圣经上对他的记载颇为详

尽（创 11 :17-25:10 ）。历史中

的亚巳郎应是哈兰地厅人，比

较晚期的传说贝｜！强调他原籍是

加色 f人的乌尔城。 H台兰地区

不少的地厅’是与亚巴町的亲

属同名的。他原是阿三民族的

后裔·但渐渐脱离关系’而’白

)j戈一支。但这脱离关系的事

实，并不足二偶然的，而是在士

主的安排之F演变而成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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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 ）。 '1Ji. 巳 fl［）昕主命前往客

纳罕’在客纳罕地的含恨地

方·获得天主大方的许诺： i11

给他大片的仁地，及无数的后

代（包lj 15 章）。他在数个不同

的地方为主主建立了祭台，这

些地方成了后期以氏的圣地 c

他的主什散均死后，为她在赫

贝龙附近买 （ 块墓地，是为

亚巴郎在圣地的第一块不动产

（创 23 章） 0 f也生活的年代不

其确实，学吾也，言见纷纭，将

他置于公元前十九至十兰 ttt挝

之间’比较稳重的说法我门认

为应在公元前 1850 年间。圣

沮亚巴f!I：遵主的二是命’向容纳

罕地迁移。毛i？上惯称亚巴自｜：

为「以氏的注乡、」（依 51 :2 I址

玛3:9 ，若8:39 ）’或谓是上主

许诺施恩的对象（路 l : 5 5' 

77 ），是信德的榜样（罗 4 见

j国 3：例，「天主的朋友」川大

41 :8 ：雅 2:23 ）’耶稣去［J大过

哑巴 Bil （若 8:52-58)

423 亚毛斯

Amos 

-+23 -+2斗

人名’是阿玛责稚的缩

写，意谓「上主仨忏」’是位

先知，但不是职业性的（亚

7: 14 ）。特科亚地方人 U\i.1:1;

7: 12 ），此地在白 i争之南十公

里处 3 他毛主命在北国雅洛 D1

罕一」世时 IU.z职。此时北国因

泰民安，歌舞升干（亚 7:12 号

13; 6: 13 ；见 5:11; 3:15; 6:4-

w ，是以他大声疾呼，揭发

北国的弊端（亚 3:9:4:1;5:10:

6:1;8:4-6 ）’尤其对贝特耳邪

神敬礼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攻

击（亚 2:8; 3:14; 4:4 ：弓 5:5:

8: 14 ）。亚毛斯向大部份都是

此一先知的言论和著作。

424 亚北底亚（人）

Abdias 
意谓「上主的仆人」’是

颇为普遍的人只’其中最著名

的一位’便是亚－it底l[j／先知，

并有今本书是H i于这位先知名

下的。但是关于他的生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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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几乎毫无所知，有人将他

与列上！ 8:3-16 所记载的敖巴

狄雅相提并论，但二人事实上

毫无关连。

425 亚北底亚（书）
Book of Abdias 
这是全部圣经中最垣小的

一本书’只有 21 节 3 其主题

是诅咒厄东，预报他必要灭

亡’优大却要获救。苦作时代

有两种说法’一说出于公；c ~If 

第九世豆’就是当厄东与犹大

国王约兰（乍对冲突的时候；另

→说是在公元前六世纪间’就

是当耶京被巴比伦王拿步高破

坏之后。它常是与上主作对的

民族的象征’是以先知多次向

他传报仁主的惩罚。

426 亚当

Adam 
人名’原有「人」的意

思’故此是「人类」的总称。

但是在创 4:25-5:5 的恒谱上，

它却成了男性的固有人名，即

／、二 l用｜

人类的元沮。他是按照大主的

肖像而造成的（ f!:1J 1 :26,27) : 

他的肉身出了士、灵魂却直接

来白天主（创2:7) 。夭主j主f

\w当ζ后，又造「j巨娃，成为

前者的助于（创 2:18之4 ） 。他

们一人所尘的儿子有力口音、亚

伯尔和合特（创4:1,2; 5:3) 0 

亚当前了 930 岁而终（ ft1J 

5:5 ）。亚当除了在圣经的史

前史被提皮之外， f二见于早

期的圣控之中，但在新约内

他却屡被提及或被影射（

夫→妻布lj ：士马 19:4-6 ：恩宠

的道理：罗 5:12-21 ）。他是

基督的预像（罗 5: 14 ） ‘新万

物的创造由新亚当 基督

－一！而开始。所以所有的信

友应脱去 IR 人一一旧亚当

一而成为（穿上）新业当

（罗 5守 14 ；哥 1: 15; 3 从 l 0 ）。

427 亚肋路亚

Alleluia 
是IH约礼仪上的欢呼词，

意谓「请（f]＼们赞走上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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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及「贺三纳」有同样的

性质。在IR约中除了多 13: 18 

之外，只见于三咏内（ 3: 104; 

105; 106；门 2 ），在新约内只

见于默 19: 1-6 ° 

428 亚伯尔

Abel 
人名，有「气息」或「转

眼即失」的意思。按创 4:2 之

记载是亚当及厄娃所生的第二

个儿子； 4:8 谓亚伯尔被他的

哥哥加音所杀（见智 10:3 ）。

天主悦纳了亚伯尔的祭献，却

拒绝了加音的祭献。在新约中

亚伯尔是为信仰而致命吝的典

型（玛23:35 ：希 11 :4 ）’又是

正义的模范（若－ 3: 12) 

429 亚纳

Anna 
人名’；在谓「上毛怜悯」：

( 1 ）厄耳卡纳的两个妻 F

之一，撒慕尔的母亲（撒上

1 : I ）。原不生育，借著沂祷

获得上主开恩，除了生撒慕同

-+28 -+30 

尔之外’还生了其他的 F女

（撒上 2:21 ）’并作诗歌颂扬

上主 0散上 2: 1-10 ）’是「我

的灵魂颂扬上主」的样板（路

1:46-55) 

(2 ）耶稣圣婴被奉献于圣

段时的 1立年苍的女先知（路

2:36-38) 

(3 ）一些伪经亦称：王母的母

亲名叫 ilE纳。这个传说国生有实

据为凭，但在一教会的宗教敬礼及

艺术｜主口占有重要的地位。

430 亚纳斯

Annas 
人名，是阿纳电雅的缩

写’主；i冒「夭主是慈祥的」。

犹太人的大司祭（公元6-15) ' 

为季理诺总营所委任。他声势

思赫，曾力保五个儿子及女婿

先后继任为大可祭。他在圣经

上出现－－：＿次：路 3:2 若翰之出

现；若 l 8: 13 弓 19-24 审问耳15

稣；宗 4:6 审讯伯多禄反若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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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亚细亚

Asia 
在圣经 hi［细亚运个名词

并不是地球五大洲的各称之

’而是指色委苛王朝的领土

（加上 8:6 ），或者罗马帝国的

行省，即小亚细亚 L 宗 6:9) : 

再不然就是只指小\]Ji细亚的海

岸地区而言（宗 2:9)

432 亚细亚省省长

Asiarch 
是罗马帝国 •II细亚行省的

官职名（宗 19:3 l ）’但他实际

的职务则不得而切。

433 亚述

Assyria 
i]j/述原是一座城名’但因

这座城变为当时政治宗教的中

心，遂成为－个民域名。这个

地区由巳恪达向~ti申歪1t湖，

是个f大肥沃的平！点。

亚述帝国的问史非久远，

自有历宅的时代耳始，直至公

元前第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存

／、l田｜

在著；中间有 116 位国王。远

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亚述人

就是苦吕的商人。他们直接承

受了，）；Si_默尔及巴比伦的古代文

化，并将它发扬光大。它开始

兴盛的时期始于公元前 1750

年，这要归功 f它的同王撒木

息、哈达得＝他占领了玛黎，在

两个大河之间建立了王国，并

自此向合｜、发展。不久受到了巴

比伦国王哈慕辣彼的阻力，又

有米塔尼及赫特人的兴起’特

构成亚述向外扩展的阻碍力

量。亚述为在这几个强大民族

之间争取独立生存’是以环境

逼使它成为－个能tlE善战的强

悍民族。到了公元前「三世纪

它再度乘机向北、西、再j王方

面发展’且占领巴比伦’其版

图北至梵湖，西歪地中海，是

为中 ilV述的兴盛时代。在这之

后有→段if!:乱衰弱的时期。至

哈达得米辣黎二tti•时代（公元

前 909-889 ）’ lfl/. 述再度兴

起，是为新亚述帝国时代。但

是．此时亚述1才得属民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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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段也开始变成残酷无情。

它为了防止属民的暴动和反

抗，惯将他们成群结队地充军

至远方。第－个进攻以色列的

亚述L足，沙耳玛J＇； 色三世（公

元前 858-824 ）。北国君王耶

胡只好向亚述称臣纳贡。；是革

拉特不肋色尔三世（公元前

745-727 ），曾被南国犹大王

阿哈次邀请前来助战，打败叙

利亚和以色列的联军（罗rj ~ 

15:19,20; 16:7-18 ：依 7 章）。

提氏的儿子沙耳玛乃色五世

（公元前727-722 ）包围撒玛黎

稚，而撒尔贡二世（公元前

722-705 ）则攻陷撒城（列 F

17:6 ）。散乃黑黎有J （公元前

705-681 ）在南国犹大王希则

克雅执政B't围困了耶京，但未

能攻破（列下 18:13-16 ）。散

氏去ll在亚述的年鉴、壁画及雕

刻仁大事宣传，他如何地进攻

了巴力斯坦，尤其对拉基士的

攻陷更是绘影绘声地大加宣

传。业述在厄撒哈冬（公元前

680-669 ）及 i]I'J 巴尼帕耳（公

4_i4 -1.''i 

元前 668-626 ）时代’可说达

到了黄金时代的最高峰，其版

图自波斯湾及阻格罗斯

(Zagro:,)JIJl豆，直达南方的埃

及，又由亚吏尼业的山区自：至

阿束rj 伯旷野。就文学和｜艺术方

而言，此时也是亚述历史主最

辉熄灿烂的时代’建有尼尼敝

巨大的图书馆。

但后来巴比伦主纳波颇拉

撒＆波斯主国兴起，亚述同势

日哀 c 先是首都业述陷入敌子

（公元前614年）’后来陪都尼

尼微也不能自｛果（公元前612 ）。

伟大的亚述帝国终于灭亡，新

兴的巴比伦帝国乃取而代之。

434 亚述巴尼帕耳

Assurbanipal 
是亚述帝国的一位君王

（公元前 883-859)

435 亚郎

Aaron 
人名’可能有「受光照

者」之章，是梅瑟的兄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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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6:20 ）和助于（出 7: l: 

17:10-13 :‘ 19:24) ＇曾制造了

主丰将作上主的象征来崇拜

（出 32:1-6,22-24 ），并对梅瑟

的私人生活表示不满（户口： I-

15 ：见宗 740,41) 0 死在昌

尔 1!1 f二’未能进入福地（户

20:22-29, 33.38.39 ；申

32:50) 

不过按圣经的另一个传

夜’ i冒亚郎是家族之长、又是

以氏的首任大司祭（出 28:29、

39 ，肋 8-1 (J ）。在圣经 j·以民

的司祭品位·多次与亚8f5家族

相提并论（咏 l l 5: I O 『 I 2: 

118:3 ：见路 1:5 ) 户 6:24 26 

这段圣经被你为「亚郎的祝

福」。耳fl稣已将\]jifl[）的司祭品

fii:取而代之｛希 7：门 － 19)

436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是由西里反克里特两个海

岛之问的海闹。保禄曾在这个

海面↑：；票泊。

437 权能

Power 

六画

圣经多次称颂上主无限的

全能（民 5:4,5 ：咏 19、 104 ；依

40:10：、 44:62等：跻 1:49 ）；上

主就是权能（谷 14:6 等），他

却也将此权能赐给人们（咏

86:16 ；依 l 1:2 ：若 19: 10,1 l I 。

当然救主默内亚分得了这种权

能·他管市｜｜恶魔（路4:3：『 11却），

他赦免罪恶（谷2: IO) ·他医治

疾病（谷5:30 ）’他教导众人（谷

I :22 ） ’他还具有审判的权柄

（若F ’： 27 ）。耳！：稣也将 J·述的权

能分施给了自己门徒（谷。：7;

宗8:17等：恪后 13: ［（）），好能

支持和证明他们的宣讲（宗

19: 20 ：罗 15: l 7 啕 l H ：得前

J:5 ，恪后 12:9.10 ）；真实福音

的本身就带有，种能力（格前

1:18 ：恪Jci4:7 ；斐4: ]] ) ' r.卢在

信友身上发＊哎果（若 I: 12 ; f白

后 l :3λ ；弗 6: l （））。与权能对

立的只有罪恶（罗 6:1斗田23 ）。

耶稣显的奇迹亦多次被称为

「奇能」（谷 6:5 ：路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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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西乃

Sinai 
是四月半岛南部的一座高

山，圣经多次捏及它，尤其在

出 19-20 更是屡见不鲜。在这

里犬主思现给悔瑟’颁布了上

主的法律即川成。只由圣经的

记述11(;\ft断：ζ它的确切也置。

但是山公元 1 、四世纪的朝圣

刽录看’它应是现今叫乃半岛

南峭的悔瑟山，｛旦亦有人谓是

加大利纳山’或是色尔巴 E}

山。

439 西班牙

Spain 
这个I吹了！什山南端的国家自

数次见于毛经内（加上8:3 ：罗

15:24,28 ）’是罗马帝同的版

图，先知们所提怪产黄金的塔

尔史士（耶 10:9 ，贝1]38:13) , 

相传所指就是rnβ·JI牙。保禄曾

表示有意去西班牙传教（罗 15:

24,28 ）’后来如愿己偿。

151 

440 西满、息孟

Simon 

.JJx 斗斗。

人名’意l同「七主倾l听」：

( 1 ）忠、正：玛塔提稚的五

个儿子之俨， JE智多谋，英勇

过人（ 110上 2:65) ＇其两位兄

弟死后便亲自在耶店、执政，修

建~占 iiE~工事’并同色委苛王朝

修好，因而成为独、工的王国，

身兼国王和大可奈之职（加上

13:23-42 ）。最后却在出~时

被杀（阳上 16: 11-16) 

(2 ）宋健之 l之西 i商｛自 J;

禄，见「伯多ll" 」条。

( 3 ）卡二宗使之一’号称

「热诚者」（路6: 15 : J马 10:4 ）。

(4) 位对耶稣必恭必敬

的法利塞人‘ i古耶稣去家中吃

饭（路 7:36-50)

(5 ）伯达尼忖的一位械病

人，耳II稣曾在他家中坐席（ l马

26:6-13) 

( 6 ）基勒巧的犹太人，曾

帮助耶稣背｜？架（玛27:32 ）。

(7) 西满术士，撒玛黎雅

人，领洗入教后企罔以金钱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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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权（宗 8:9-24)

44才西默盎

Simeon 
人名’意谓「士，主倾听」：

( 1 ）稚各f白白肋阿所生的

第二个儿子（包1J29:33; 35:23 )’ 

是一个支派的始祖。！也曾杀人

流血，受到父亲的责斥（创

49:7 ）。在梅瑟的祝福中则完

全没有提及到他（申 33) 0 这

个支派没有任何作为。

( 2 ）一位热心的老人，当

耶稣被献于圣殿时’他曾经怀

抱了小耶稣，并热切地赞颂了

天主（路 2:25-35)

442 压迫

Oppression 
在历史上，以民所念念不

忘的压迫，惟有在埃及所受的

欺凌侮辱最为重要（出 l 『：6:5) , 

是天主自己将它从这个苦难中

拯救出米（出 3:7-10; 13:1-

16 ）。基于这个历史的惨痛经

验’以民绝对不准压迫外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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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居客（出 23:9 ），更不许

可压迫自己的同胞，且要时时

秉公行事（依 1: 17 ）。谁欺压

孤儿寡妇，必招致上主的义怒

和监罚（出 22:21-23 ），且使

自己对上主顶礼膜拜的善行无

济T事（低 1: I 0-17) 

443 成义

Justification 
这是保禄多次用的术语，

在辩论的时候多用此句，尤其

是当他强调由圣宠而获得的真

正义德’远i国 i立法利塞人的义

德之时。人既然生来就有罪

过，所以不可能自己救援自

己，只有借着二天主亲自的干

预，人才可以得救。所以新约

中的成义，不外就是天主的工

程。但是这并不是说，为f促

成义德’人可以袖手旁观。首

先人必须要有信德（罗3:28) , 

遵行法律是其次的事。（果禄并

不是在说只有12f德，就 － t)J问

题都迎刃而解’不必吏善功。

其实这并不是保禄的忠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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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是钊对犹太人的信念而言，

他们认为只要行割损，守梅瑟

法律便可以十拿九隐地得救

了。保禄的意思是芮先要有信

悟’又要有本身的善u~行口｜］

守法。

444 有福

Blessed 
切获得救援的人都是自

？面的’但是得救的先决条件是

1吉德（玛 16:17 ；路 l 1:28) ' 

并且要坚持信德（雅 l : 12) , 

谨小慎微地等候主的来临（路

12:37) 

445 灰

Ash 
灰在圣经上是消极悲哀的

象征（撒下 13: 19 ; f点到：5 ; JJllJ 

27:30 ；玛 l l :21) ＇亦表示谦

卑自 F的意思（创 18:28 ；德

10：叭’在礼仪七口j 用采取沾

（户 19 ；清 9 13) 

」－＋－＋ －＋－＋「

446 百夫长

Centurion 
这个称呼在圣经上屡见不

鲜（出 18:21,25 ：户 31 :14‘岖，

申 1:15 ：撒上22:7 ，亨！J下11:45 ）。

顾名思议，指管理百人的酋

长而言。但f义地也指判官或

族长而言。到了玛DD伯时代才

变成军人的官阶名（加上3:55 ）。

莉约亦名次提到它（宗 10:1;

21:32 ：玛日：路 7:2,3 等）。

447 百合花

Lily 
圣经中的百合多涵诗主、或

神学色彩，科学意义的百合是

见不到的，因为它是个十分笼

统的名词’包括四十多种圣地

百合’尤其见于雅歌；亦见F&

6:28 ：路 12:27 °它也是建筑

物上的装饰品（列上7:19,26 ）‘

更是圣咏的歌调标题 「洞寄

百合」（ 45:1; 60:1; 69: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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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这尼尔

Daniel 
人名’意谓「天主是我的

审判者」’是达尼尔书中的主

人翁。他原是一位犹太青年俘

虏’生活于巴比伦的王宫中。

虽然曾经饱尝痛苦和磨难，却

对自己的宗教和真神天主’表

现了赤胆忠心的信仰。获得解

释梦境，辨认异文的奇思。

六l回l

时正是安提约市四世迫害犹大

人的时代。国王意孤行，逼

j且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而

接受希腊的文化。作者为达目

的将达尼尔标立出来；他虽然

年青’又身处异域’却以大无

畏的情冲保存了自己的信仰，

战胜了犹太宗教的敌人。知道

作者的目的之后’就不必惊

奇，本书有些与历史年代不相

符的地方。例如：按正确历史

449 达尼尔书 记载贝耳沙阻不是拿步高的儿
Book of Daniel Tc 5: 1 ）’接他王位的国王也

本书由其主人翁而得名’ 不是达理阿（ 5:30 ：吨 6: 1 ）等。

属先知书。它的内容是 1-6 由此可见作者完全没有注意本

章述说达尼尔反其青年同伴在 I~内容的历史性。达 12:2J 大

巴比伦宫哇内的牛j首： 7-12章 概是圣经中最早有关复活的道

记载了四个异像； 13-14 两章 理。在9: 1-3,24-27有些象征数

被称为附录，记载苏撒纳的遭 字的记载，是不应照字而解

遇，以及达尼尔与贝尔和大龙 的。达书第 2 章内的数个国

的斗争。这个附录及一二青年的 家，可能指亚述、玛得和技

赞美歌（ 3:52-90 ）嘈只以希腊 斯、大亚历山大帝国、色楼苛

文流传后世。本书大部份的内 王因而言，这是作者当时政治

容应是公元前六五年左右所 的背景 c

发生的事’作者的目的在于1毕

回同胞对天主的信仰， I~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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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耳玛提雅

Dalmatia 
是罗马行省之→，在阿得

里哑海东岸’现属！丰j斯拉夫所

有。有人认为罗 15:19 所说的

｛夜里黎苛就是达耳玛提稚。（果

禄的弟子弟辞曾前往那 f!!. （弟

后 4: IO) 

45才这玛

Drachma 
希腊钱币，在黑落德及罗

马总督的时代曾经通行于巴力

斯坦。它等于一个「德纳」（罗

马帝｜｜），亦就是二点五公分的

银子。

452 这玛奴边

Dalmanutha 
是加月2肋亚湖边未被确定

的一个地点。耶稣在第二次增

饼之后，同门徒乘船回到那ft!.

去（谷 8: 10 ）。亦名玛加丹（玛

15:39 ），或玛格达拉。

453 达贡

Dagon 

斗50 -+:i斗

原是培肋舍特人的主要神

明（民 16:23 ；撒上 5: I 5 ；编

上 l 0: I 0 ）’但在巴比伦、亚

述、 ij］［.尼基和巴力斯坦都有人

向他顶礼膜拜。

此神明的来源有人说是

「鱼」’有人说是「五谷」或「麦

子」。主张来自「鱼」的说法

似乎更符合圣经的记载（撒上

5:4) 

454 这昧

David 
人名，意谓「被锺爱

的」’是以民的在｜王（公元前

1012-972 ）：叶瑟最小的儿子，

生于自冷（撒上 16:11: 17:12.13 

等），属犹大支源。关于他被

推为主的记载（撒上 16 ：撒下

2）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他是撒

乌耳的随员，会弹琴，他甚受

百姓的拥护’是约纳堂的密

友。撒乌耳却视其如眼中钉，

怕他：李取王fIL ；达味只有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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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途径。在旷野中招兵买

马，投靠培肋含特人。撒乌耳

死后，他在赫 l月龙被拥JJ 为犹

大的国 E 。经过不少战斗之

后’终于成「全以色列的君王

（撒下 2:8 5:5 ）。他将亲自征

服占领的耶京作成政治和宗教

的中心，使QL) 竹丑裂的十二支

派团结→致 c E东征西讨，攻

城夺地，占据－（ 不少培肋舍

特、摩~nJ布、阿摩黎及厄东人

的地区，扩大了以民的领七。

在他老待时发生了继位的斗争

（撒 F 13: 15 ：鸣 19:9 等）’结果

撒罗满获胜。他家庭的不少丑

事’如杀害乌黎雅‘并与乌氏

的妻子巳特舍巳通奸等’在这

位伟大的国主身上投 F了不少

的阴影’但是他所建汪的王

国，在以民的历史上却是理想

的伟大王国。他与默内\lV有一著

家族血统上的峦切关系。他作

过一些诗歌（撒F 1: 19-27 ) , 

几乎 半的圣咏 Ul f他的名

/;1囚

455 这昧墓

Tomb of David 
按列上 2:10 ：厄下3:16的

记载，达昧死后被葬在耶路撒

冷。有人说就在耳［j京犹太人所

强调的「达昧墓」’是毫无根

据的传说，并且这种传说只始

臼公元 70 年。

456 达陡

Thaddaeus 
人名’意谓「勇敢的 J ’

是耶稣卡二宗徒之一（玛10:3 ; 

谷 3: 18) ，与在路 6: 16 ；宗

1: 13被称为扰达者为同－人。

有关他的三十一平和结局我们知青

甚少 c

457 达理阿

Darius 
是三位波斯因王的名字’

有「支持天主者」的主思。

(1 ）达理阿一世（公元前

522-486 ）：他平息了全同的暴

乱之后电 i主、y f稳l司的政十J..'

E励精图ii'！’ i但路、连十齐、 ilJ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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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道、提倡农业，并大兴土 罚（贝！J 18:20 ；肋 20:8-21 ；罗

木’使国势日强，实为雄才大 5:12-17) 。除了肉身死亡之

赂的君王。 外’还有神’性的死。这种死亡

( 2 ）达理问二世（公元前 的根源是背信弃义和作奸犯

424-404 ）：只见于［［下12:22 c 科（若 5 :24 ；罗 8:6 ；格自1J

( 3 ）达Jlj!阿＝世（公元前 15:21 ）。借著耶稣的平死世

336-330 ）：是波斯最后的一位 人与天父和好，并且中申性的死

君主’败于亚历山大之于（加 亡亦被耳r1稣征服（若 5:24 ；若

上 1: l ），被人来lj死。 3:14) 

458 死亡 459 列王纪

Death Books of Kings 
在IR约中死亡只是生命的 是旧约史 1'1巾的部份，

中断停止，而不是灵魂和肉身 它原来只有卷，但是自希腊

的分离（户 6:6 ）。跟著人吓出 i幸木始，将之分成两册，而有

的最后一口气，人的生命力也 :fiJ J· 下之另lj ；拉丁通行本则将

便消失净尽（创 35: 18) 0 人死 撒上下亦别人列玉兰己’成为

后要进入阴间，在那里过度无 一、二’因此我们这里所讨论

声元息奄奄待毙的生活（依 的列i二下便成了列伞、四。

14:9 ）。进入坟墓就是进入阴 列上下的内容是记载自达

府（箴 1:12 ；贝lj 32:18) 昧死后，仁宰南北两国命运的

死无脏身之地是莫大的耻 君玉历史，直至犹大灭亡为

辱和惩罚（耶 16:4) 0 触均死 止’也就是自公元前 972-586

尸使人沾染不洁’就连停尸的 年的以民君政历史。

房间亦变成不洁的（户 19: 11- 作富在记载每位君王的历

16 ）。死亡是罪恶的结果和flt 史时，有既定的恪式：登极的

157 . 



斗白（） 六皿

日期，执政的久暂，生活的年 了「撤罗满实二是」（罗iJ l二 14: 19 『

岁’盖棺的论定，埋葬的地点 29 ）：当然除此之外作吝还利

反｛口l人继｛宣称王。但是，在这 用了不少其他的历史资料，所

个既定的恪式中’作者还有他 以与其称为作者’倒不如称其

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国王的 为编辑者更为名副其实。编辑

处世为人，尤其是他对上主的 的时代定在耶京毁灭之后（公

盟约、宗教、圣殿的热火，以 元前 586 ）。夕rj朽的目的在指

及他对巴耳邪州是否从事 f敬 明以民甚至全人类的历史’都

礼。这对国主的评价有若莫大 在天下的掌握之下’天主指挥

的关系。大体上说来，北国以 安排一切。

色列的国王都没有获悍好评，

因为他们是分裂出去的败坏份 460 死后的生命

手’且多敬拜邪神。再者本 1~ Life After Death 
还有－种倾向，就是对奉公守 古代的以民虽不知道人死

法’忠于上主的善良君王，不 后将是甚么情形，但他们似乎

情扩大篇幅来加以描述，但那 确信，人死后并不是 了百了

些对 t主法律漠不关心的国 （包rJ 3 7:35 ：耳目 31: 15 16 ，约

王’只被轻描淡写， ＼白、即 7:21 ：咏 39: 14 ）。人死后不ii'.:

过’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他 好坏都要进入阴府’在那里过

可能有过丰功伟业的建树，作 着寞无聊’黯淡j己光的生活。

者也多不屑一顾。 后期的民民才将阴间的善人与

除了君王的历史之外，作 恶人分开 Ul1J 32: 17-32 ）。智

者还加插了几个颇长的史外记 3: 1-9 对灵魂魂的不死不灭作

述’诸如厄里亚及厄月1曳的事 了最清楚的说明，是为旧约中

迹，以及在圣殿发现法律书的 最前进的思想。

事迹等。作者在取材方面利用 到了新约时代才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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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启 j云 f 灵魂不死不减的道

理，不＇7＇惟是’而且还启呆了

肉身复活的真理工人死后降落

阴府’在那哩有善恶之分（士马

12:40 ；宗 2:27,3 l ；罗 l 0:7 

等）。善人死后的处所称为

「乐园」（路 23:43)

461 死海

Dead Sea 
圣经上称之为路特海（包rJ

19:23-29 ）’「盐；每」（创 l斗’ 3 ; 

申 3: 17 ：苏 l 8: 19 ） 及「东i每」

（则 47:1扣。 1长有八十五公

里，宽五十五公里’面积为九

百四十五平元公里，水深至四

白公尺，其水平面己在地中海

水平之下 lllJ 百公尺。含盐量达

百分之二十五’是世i8J仪有的

现象。它的主；在是约但河，其

他还有几条不重要的小河。在

它的西北海岸上有谷木兰团体

的旧址。

462 托乌

Toi, Tau 

461 464 

是哈玛特的一位右王 ct敢

于今 8:9‘ 10 ）’他曾打发自己的

儿子哈多兰千苦苦礼物’向达昧

祝贺道禧（编上 18:9,10)

463 托布

而b

是约（fl.河东的北方地区

名， ｝~f夜弗大逃避迫害的地方

（民 l I :3,5 ）。这里的居民帮助

阿孟人与达昧对抗(jj散 F 10:6-

13) 

464 托加尔玛

Togarmah 
人名·意 i冒「粗糙不平

的」’是哥默尔的后代（包lj

10:3 ：编上 l 肘。它也是地区

包，即j托加尔玛民族所居住的

地方（则27：守 14 ）。他们以出产马

匹驴子反战车若称（贝1]2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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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托拉

Tola 
人名’意i冒「小虫」

（］）依撒切尔的长子，托

拉家族的创始人（创 46: 13 ; 

尸 26:23 ：见编上 7:2)

( 2 ）依撒加尔支派人电曾

任民长23年之久（民 10:1,2) c 

466 托彼特

Tobit 
人名’意谓「 t主美善」’

是多（卑亚的父亲’多｛军亚是多

书中的主人翁。

467 托彼雅

Tobiah 
人名，意谓「上主美善」‘

是阿孟族，曾与巧赫米稚作

对，联合桑巴拉阻止犹太修建

耶京城墙（厄下2:10, 19）。他

与不少富甜显贵的犹太人有亲

属关系，是一以他在犹太人巾的

影响师为强大，直至玛归伯时

代（厄下 6:17 ，力n F 3:1 l ) 0 

当乃赫米稚不在时’他竟在圣

F、［旧｜

殿内修建了自己的居室，当乃

赫米雅返来后将他逐出圣殷

（厄F 13:4-9) 

468 托斐特

Topheth 
地名·，意i冒「点火设备」’

是木希农山谷中的一个地点·

就在耶京附近。在托斐特以民

曾将自己的子女投入火中’奉

献给摩肋客邪神（ JiJ下23:10 l c 

耶肋米亚先知不遗余力的攻击

它’称它为「屠杀 i'i 」（耶

7:31.32) 

469 托辣

Torah 
这是个希伯来名词，慨括

地指法律而言（创 26:5 ），尤

其指梅瑟法律（申 4:44 ），或

指全部悔豆、五书。到了新约＆

晚期的犹太主义时代，「托

辣」 fll:.i丘－步指全部｜日约（若

10:34 ；罗 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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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执事

Deacon 
来自帚腊文’有「仆役」

之意。但是J斐 I: I ；弟前

3:8句口的记载，是指教会内的

一种职务和l阶级而言，被称为

执事。是监督或长老的助于，

为尽此职务应有 定的特长和

品恪（弟前 3: 1,13 ）。这个职

务的来源可能是宗 6:2 的 'fr

执，至少应导源于宗徒时代，

殆无疑义。

471 光明

Light 
光明与生命是不可分割

的’没有光明就没有生命，那

是可怖的凄惨景象（依13:10 ）。

光明与生命白干可以米使相提并

论（约 3:20 ）；它是救援（咏

4:7) ：它尤其是天上的特征

（玛 17:2 ）’是天使的标记（默

15:6 ）。光明是天主的受适之

物（创 I :3-5 ）。元明与黑暗是

对立的，这种观念尤其见于若

望的著作中（若 3: 19 ：『 1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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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I :5 等；罗 13:12)

472 光荣

Glory 
这个名词在圣经七的含章

非常之广，它与「尊敬」｜分

相似，其次它在原文上还有财

富、权势、光明、显赫的意义

（见创31:1-45:13 ; ll;Jc49:17) 0 

＊主的光荣多借自然界的现象

表达，诸如云彩、闪电、烈

火、强光、地震、海啸等（见

出 24 ：“－ 18; 33:18 等，贝lj

I :4 ）。光荣是唯独天主的所

有物’他不使任何人分字他本

身的光荣’因为它与他的神圣

无站性是不口］分割的（耶42:8 ：剑

48: 11 ）。光荣多次与土主的

名号相提并论（咏 6 6: 2; 

79:6 ）。天主为显示自己的光

荣也有定的地方，例如在会

幕（山 40:34 ），圣殿（列上

8: 10,14 ）与熙雍（依 60: 1-3; 

62:2) 

光荣在新约中同样有尊

敬、卢望、权势等意义（路



斗n -\75 

2:9 ：句 9:31.32 ；宗 22:11 ：伯后

1: 17 ）。「归光荣于天主」（宗

12:23 ：罗4:20 ），就是承认和

崇拜天主的尊严。天主的光荣

隐藏在降生成人的基督身仁

('ff 1: 14 :‘ i I :4-H忡。因著耶稣

的诞生’天主获得了光荣（路

2: 14 ）’但是这个光荣只有借

著信德才可以看得出来（若

2: 11 ）。信友可以分沾耶稣的

光荣（玛 l 3:43 ：斐 3:21 ，罗

5 :2 ），信友的最终目的不外

是为获得永远的光荣（恪后

4才 7 ；得前 2: l 2 ）：罪人圭｜］与

天主的光荣完全无价（罗

3:23) 

473 光荣颂

Doxology 

八 1町J

弟前6: 16 ＂号汁。它的对象多是

天主圣父，有时亦提到圣子’

却向来未提到圣神。只育主教

会的光荣颂才加入了圣神

「愿此荣归于父、及子、及圣

神」 ο

474 吕考尼雅

Lycaonia 
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

位于某里基雅和托鲁斯大山之

间’东有卡帕多细雅’因有夫

黎基稚。是个高原地区’由于

缺水及气愤寒冷’故出产很

少’百姓多靠畜牧为生。保禄

曾来此传教，跑边此区的各

城，但效果不佳（宗 I 3: 5 1-

14:26) 

是圣经｜二→种简短的赞 475 吕斯特辣
词，用来称杨天主的光荣。普 Lystra 
通说来. '2常是「赞颂词」的 是月考尼稚的一座城市。

部份（路 1：“；罗 1:25 ；格

后 1:3 等）。归是这类的赞i司

有些是比较冗长的（弟前

l: 17 ；罗 l 1:36 ；弗 3:20.21 ; 

保禄曾传教于此，还治好了这

里的一位阪子 J 城民↑京愕之

余’奉保丰求和他的同伴巴尔纳

｛白为神明’欲顶礼膜拜，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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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严加拒绝。保禄在此受人迫

害·几乎丧尖性命（宗 14:6-

20 ）。第二次远 i寸传教时保禄

曾 18地1:游’并在此招收了弟

茂德为自己的助于（宗 16: I-

3) 

476 团体

Community 
在圣经上团体就是天主的

f民百姓。属于过个团体的惟

一方式只有借 家族和支派的

血统传承。闭体最主要的团持

表现是公共的宗教敬礼（列上

8:55 ：咏 111: 1 ) 

在新约时代仁主子民的团

体与教会相提并论，甚至只用

←A个名词来表示（ Ecclesia ）。

它指示家庭团体（罗 16:5)

地方同体（格前 1:2 ）’数个团

体的联盟结合（格后 8: l ），以

反许多团体的合 （哥 1:18 : 

弗 I :22) ，团体中的每 个成

员彼此都是在基督内的兄弟姊

妹（罗 16:1)

477 则加黎雅

Zechariah 

」7内斗7自

人名’意谓「上J二己记

忆」

( 1 ) :fl主沿 IJl 罕~ ~t 的儿

子，以色列王，为1少除求害某

位。在位仅及半年（公兀前743

年，列F 14:29; 15:8-12)' 

( 2 〕大司祭约 t［达的儿

子’因忠于天主而被人杀害

（编下 24:20 ）。耶稣曾提及到

他，并l冒（也在圣所；IC 卓被杀

（玛23:35 ：路 l 1:51) ..此外毛

经仁以此为名的人｜：’不f二

卡多人，不必尽述。

478 则步隆

Zebulun 
人名·置i冒「居室」或「领

袖」’是雅得f白白肋阿所生的

第六个儿子（创30:20 ）。他的

后代被称为贝lj步隆支iJ~ 0 l'J 民

进占圣地币，他们计得自） L 

地，位于纳肋周围’在加里肋

亚湖与地中海之间。这里土地

肥沃’出产丰富’又是山地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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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前fJ，约但河东的交通孔道

( (?( 8:23 ）’是以他们向来与

外族战触树繁（申 33: 18,19 卜

厄阵民长是这个支派的人（民

12: 11 ）。 j主个支流与纳斐塔

里支派的人民’曾经联合抗

敌’在f！~iJU辣的号召之下’大

建奇功，将息色辣打败（民

4:4-24 ）。其后便很少再提到这

个支派百姓的事迹 (9!1J48:26:

见默 7:8)

479 则鲁巴贝耳

Zerubbabel 
人名’意谓「出生于巴比

伦者 l ’即在充军之地出生

斋。他是j尤太人的领袖’曾 J束

？页一 1tt 充军的犹太人回归故

旱，并重建圣殿和家园。与他

同时代的哈盖及自1加利亚先知

尽力帮助了他（厄上2:2 ：、 3:2立

5:2 ：厄下 12:1 等）

480 肉

Flesh 
「肉」在圣经 l二的主义非

，丁 1£国

常广泛。首先指人身体的外表

（创 2:21 ：出 4:7 : I?各 24:39 : 

恪前 15:39 ）’也指人的全身

（恪前 5:5; 7:28 ：恪后 12:7 ）’

位恪化的人（若 1:14 ；弟前

3:16 ，若→斗：2 ）‘义指由个人

所组成的团体（宦1]2:23,24 ：谷

10:8 ；恪前 6:16 ）’或者亲属

（创 29:14 ，民 9:2 ）及民族（撒

T5:1 J 。有时它也指整个的

人类（依40:5 ：耶25:31 ：若→

72 ；迦 2:16 ）。它迁指人生对

天主的关泉，如：人生之短促

(ff( 40:6 ）’人性之软弱（依

31 :3 ）’不可靠（耶 17:5)

是有死的（德 14:1 们，只由肉

身之本性人不可能认识天主的

曳秘（玛 16: 17 ）’抵抗不住诱

惑（到 26:41 ）’它的所思（恪

后 5:16 ：恪前 2: 1-16 ），所行

（斐 1 :22,24 ），都是现世及人

4~性事物。

「肉」常是天主的敌对

者，总不思念天主的事理’它

所希坦只是现ti士的益处（恪后

11: J 8 ）’它的」切皆与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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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驰（恪前2 口， 6:2 ；恪

后 4:4 ; il!!! 4:3 ，哥 2:8,20)

它犯罪（罗 7: 14 ）成为天主的

敌人（罗 8:7)

「肉」与「神」是水火不相

容的（若3:6; i白前 3: 18 ）。这

个观念’尤其清楚地见于保禄

的著作中。它犹如4个有 fil格

和能力的人（罗 8:5 等；哥

2:1 剖’与天主的冲誓不两立

（迦 5:17,24 ）；它有权力（迦

5: 19 ）’有要求（罗 8: 12) 

但是「肉」之本身并不是罪

恶，因为耶稣也取了人的肉体

而生活在世界上（罗 8:3 ：恪

8 ；后 5: 16) 

481 肉身

Body 
灵肉对豆的观念来自希腊

哲学。在圣经上人不是由灵魂

和肉身组成，而是人就是肉

身，就是灵魂（咏63:2; 84:3 ）。

在们常说的「灵魂的得救」’

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强调整

个人的得救。但是由于希脑哲

481 >82 

学的影响’在一些旧约晚期的

作品中，我们已 wJ以发现肉身

和II灵魂对立的形式（训 12:7 ; 

智 8: 19,20; 9: I川’征新约中

亦然（玛 10:28)

在新约中肉身多次代表生

活的人（恪前6:19 ；罗8:23 ）。

复活后人的肉身将有仨大的变

化，将是充满神性的肉体。肉

体之本身不是坏的’因为它是

天主洼的’｛日是它有向恶的倾

向。｛呆禄惯用「基督奥体」来

指示圣教会。这个奥体具有许

多的肢体（恪前 12:12-27 ：罗

12:4，引’基仔是这个奥妙身

体的头。（哥 l :18 ：弗 l :2223) c 

482 年

Year 
以民犹如我国的农民，足

以月亮之盈亏来推演！对算的。

一年分十二月， 月贝lj一二十九

天或三十天不等，如此每年气

百五十－二至丁丁二月六卡天不定’

是以每隔两τ一年使用 J次「问

摩尔」月，而该年便有卡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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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在圣地最明显的两个季节

，~冬夏二芋，春秋的去来则不

甚fl明。

483 年周

Week of Years 
这是达 9:24-27 所姐有的

名词。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星期

并不是由七天而是由七年所构

成的。是以有些现代的译本己

私再作「旦期」译，而直接译

成年。作者在用过种说法来指

示－个恨长的时期。厂七「」

或「七」 ft圣经上常具有象征

的主；义。

484 年龄

Age 
长命和高寿是l主的恩赐

（咏 21 :5 字）。使我们感到惊

讶的’是圣祖们的年龄竟是如

此的长久， i高如亚当、合特、

默突合拉、亚巴 flf)等电都是非

常罕见的长寿人物。而事实上

考古学家已证实’那时他们的

寿命远较现代的人为烦。由此

牛 ττ7

／、幽

可见那些同寿fy 龄的数字是没

有数学价值的，只在说明他们

是上主所爱的人，而那些上主

厌恶的人却要甲亡夭折。另♂

方面圣经的作者多次将被代的

人归纳成－人代’如此这人

的年龄就要增加延长了。

？在年人的智慧和人生的经

验在圣经上是备受重视和推崇

的（肋 19:32 ：箴 16:3 l ；弟前

5: L2 ）。年老力衰的人应受照

回（德3:12-15 ）。人不论如何

高寿终不免→死’生命的确如

云炯过眼（约 7:6『7)

485 先知

Prophet 
先知亦名「先见者」（撒上

9：圳，其桌，吉、是「代替天主或

伸明讲话的人」’所以「先知」

一词颇欠妥当。他们应当不伯

任何困难和威胁，来讲述上主

传达给他们的真理，甚致7舍

弃性命’亦应在所不惜。他们

传达上主消息的方式有两种，

其一是，绘影绘声’引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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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使人触目惊心的言语：其 先知主要任务是接受大主

二是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诸 的启示’并将这启示宜讲出

如当众打碎瓦罐 19:1,10 ）’或 来，使人们知道并且遵守。他

者赤足而行等（ f京 20:2) 们宣讲的内容主要的是用约，

实际上所有的先知并不是 口姓应当重视，并忠信地革守

只有留下著作的那十儿位，没 与l工主iT立的盟约。一切相反

有著作的先知可能更多，诸如 盟约的行为，先知们都会辞i'"'

厄里亚、 rn：里曳、纳堂等就 义正地加以斥责的，例如l过多

是。著作先知中有大小之别， 的地产，尤其是以不义子段所

这并不是指他们的地位，而是 抢来的财富，对邪神的敬礼

指他们留F的著作的大小多少 等。先知不惜以可怕的惩罚来

而言。如此我们有问位大先 恐吓那些违法犯主己的恶人。

知，卡二位小先知。 他们明知自己确是被天主

先知们来自社会中种种不 所召叫的先去u ’因此极力攻击

同的阶级。 那些鱼目 j[L珠的假先知 Cf点

撒 t 19:20-24记载有批 6 ；耳目 28 ）。他们不但预报凶

出神说妙语的先知，他们是先 险的事，而日也顶报吉祥的好

知的弟子。先知真假之分：真 消息’例如厄玛奴耳「上主的

先知是天主亲自召叫’代表天 仆人」等。当然他们所预报的

主发言的人；假先知是自己冒 最好消息，是直接有关默内亚

充的骗f ’他们虚报平安（耶 及熙；西亚时代的预言。按新约

23:25,26; 29:9) 0 元知他不只 的证实，耶稣就是先知l们所陨

限于男子’也有些女先知出 言的那位默西亚，因为在耶稣

现。例如：米黎盎、胡耳达、 身上应验了先生H们的预言（月

德波辣等。他们大都生活清 5:17l 。这种说法尤其见TI＇~

贫’靠百姓的救济维生。 窦福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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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巅峰时代是公元前

八五仁世纪间，亚毛斯、欧瑟

亚、依撒意亚、米i交亚、耳1：肋

米亚、索福尼亚反纳jl号都是这

俨时代的先知。这并不是说在

此时间之外便没有先知，例如

11£ 贝lj克耳就是无军时代的大先

知〔

教会的初期时代亦有先知

的职务存在（宗 4:31 ）。先知

的被召边是上主的神恩：亦有

女先知出现（宗 21:9)

486 舌

Tongue 
圣经对舌头这 1、器官 ruJ 米

不甚恭敬，间为它表示人内心

的邪恶（箴 10:31 ：咏52:4），又

是说谎欺咋的器官（咏120之3 ; 

箴26:28 ：德5:15-17: 28:1 川，

是一把利剑’→条鞭子（德

28: !4-16 ：约 5:21 ) ’是 1年射

的弓’有毒的箭（耶9:7 ）‘能

造成损伤口使人致死（德

28:13-16 ；箴 I 8:21 ：咏64:9;

耶 18: 18) 

六函

它亦曾借意地指示海湾

（）京立作 i每舌，苏 15 :2 ; f?x: 

11: 15 ），金条（原文作金击、

苏7:21,24 ）以及火舌（依5:24 ; 

宗 2:3)

新约对舌头也没有好评

（雅 1:26: 3:1-12 ；伯前 3: I 0 

等）

487 休止；色拉

Selah 
这个希伯来字多见于圣咏

达七卡一次之多， τ三次见于哈

书。它的主义很难断定，是以

有些学者多不将它翻译。思高

圣经跟七十贤士译本电作「休

止」 i萃，意即暂时停唱主咏的

意思。

色拉是原文的音译，是个

地方名（民 1 :36) 

488 休书

Bill of Divorce 
以民的男子是有权休妻的

（申 24:1-4 ），女人却无此权·

这是古代重男轻女的明证。耳I\

16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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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将这种权力消除，认为它是 了教会向外邦人发展的先声。

权宜的措施（谷 10:2-12)

490 传授

489 传教 Tradition 
Mission 谁也不能否认圣经上有各

以民 lnJ来没有对外邦人传 式各样的传授’例如，有以人

敦的毛！惯，而是万邦诸国要前 名：亚巴郎、随瑟、厄里亚

来投奔以民（（京2:3 ）。不过后 等，以宗教地区·贝特耳、舍

期的犹太人是的确有传教行动 根、耶路撒冷等，以礼仪地

~n c 玛 23: 15 ) 点·会幕、圣殿等，以历史事

完全进入犹太敦的外邦 迹：出埃＆、四乃盟约，占圣

人，称为「 vc1 f夜者」。他们将 地等为中心的传授。

遵守犹太教的一切法律。犹太 这些形形色色的传授，原

宗教的赞助者称为「敬畏大主 是以口传的方式留传F来的，

的人」’他们只遵守犹太教的 过了一段相当时期之后，有人

部份规定，诸如守安息日，不 将这些民间 r1 传的往事，搜集

吃不洁的食物’缴纳圣殿税 整编起来’成了不同来源的圣

等。 经典籍，例如梅瑟五书。

基督教会初期传教的对象 至于先知书的传授性质我

是犹大人（玛 15:24,26) 0 (S_ 们可以清楚地见于依 8: 1-4; 

是犹太人拒绝 f这个由耶稣所 耶36: 1-8 °到了充军之后的时

创立的新兴宗教。按圣经的记 期’犹太人对传授的意义和重

载向天F万民传教的使命是来 安更加倍地予以1¥:视，认为它

白天主的命令（玛 28: 19 ；宗 是米白天主的真理’堪与法律

IO: 15:9,10 等）。外邦人伟大 相提并论。就是基于这种信念

的传教宗徒是圣保禄，他开创 才有了大批圣经成书之后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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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著作。例如「米得辣市」、

「塔尔古木」、「塔尔慕得」

等。耶稣对法利塞人牵强附

会’言过其实地重视传授的态

度’曾加以驳斥（玛5:20-48 ）。

耶稣自己的言行、死亡及复活

在初期的教会中开创了崭新的

传授（宗2:14 39 ；罗 1:3 『4 ；格

前 l 1:23-26）。初期的福音’言传

者就是依仗著这些由耶稣开始

的传授，得以有权而无误地宣

讲天国的真道（恪前l 1:23,24 ）。

这些新约时代的传段，由新约

经典的成 t5历史上，亦可以清

楚地见到。例如宗徒们的传授

（弟前6:20 ），来自耶稣的福音

（若 16: 13 等）。教会内的传授

并不是教义本身基本实质的改

变增添，而是不同时代对同 e

道理更为清晰明确的解释。

492 伪经

Apocrypha 

六四

原文有「隐藏、暗密」的

意思，是指那些以圣经为题

材，并且命题类似J圣经，但却

未被教会承认的古老著作。基

督教以「伪经」来指天主教所

说的「次正经」书籍。

伪经出现于公元前后两个

世纪中，学苦大部按其内容’

将之分成！日约及新约（为经两

种。伪经的产出是由于信友们

的好奇心以及宗教的热诚’目

的在弥补一些圣经上的「漏

洞」’如耶稣的童年生活，宗

徒们的结局等。它们可以帮助

我们更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

并且在教会的礼仪上曾发生了

莫大的影响力。

493 伊甸

491 伍兹 Eden 
Uz 地方名’意谓「年福、快

是约怕的故乡，但它的确 乐」（创 2:8 ）。曾有学者企图

切位置已完全无法考究（约 找寻它确切的地点’但终归失

败，因为圣经的描述过于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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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过它确实在世界的某一

个地方存在过’似乎是圣经的

作者毫不怀疑的事实。它有四

条河流作为灌溉之用，其中两

条是尽人皆知的幼发拉的及底

格里斯，主雄和基红河则不为

人所知’先知们认为伊甸只是

肥沃丰收的象征（贝lj 36:35 : 

岳2:3 ；依51 :3 ）。后期的犹太

人认为伊甸是善人灵魂所居住

的地方。

494 伊璧妈鲁派

Epicureans 
是希腊伦理哲学的4个派

别’它的始祖伊壁坞鲁生于公

元前 341 年。倡导人生最高的

理想就是享乐，因此亦被称为

「享乐派」。人的官能是真理

唯一的来源’否认灵魂的永

存。保禄在雅典曾｜司他们发生

辩i仑（宗 17: 18) 

495 自由

Freedom 
圣经上所it及的自由有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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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

( I ）人身的自由：就是外

在的或谓政治上的自由。天主

白为奴之地的埃及拯救了以

民’还其自由之身（申 7:8 ）。

圣经提醒人要释放奴隶（出

2 l :2,26 ，申 15:12-14 ）。哀歌

是一－篇感人肺腑，对自由丧失

的哀吊。玛加伯兄弟亦曾为自

由而战（加止 1 ’：41-49; 2:19; 

力0下 3:1; 6: I ）。耶稣是全人类

的救星，赐人以解放与自由

（玛 28:19 ：路 24:27)

( 2 ）意志的自由：就是内

在的自由；它是人伦理行为的

基础。原祖父母具有这种自由

（创 2: 17 ），即使在犯罪之后

也没有完全丧失。是以以民可

以自由选择生命或死亡（申

30: 19 ）。先知劝人善用自由

（依 1:19 ：耶 11 :8 ），新约亦强

调人有自由意志（玛 23:37 ; 

恪后 5 :20 ）’不能强迫（宗

13:46; 18:6 ）。天主的圣宠并

不侵犯人的自由（宗9:5;22:14;

迦 1:19 等）。犯罪是将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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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出卖给魔鬼（玛 13: 19 ；若

13:27) 

( 3 ）基督徒的自由：这是

基督的恩赐（若 8:31-36 ）’它

使我们脱离原罪（罗6: 17-20 ）及

本罪的束缚（罗 7: 14 ），脱离

水死（默2: I 7: 20:6J4 ）及恶魔

奴性（玛 8:28 ：、 12:22; 17: I 民

等），甚升1脱离法律的束缚（步1

6: 14 ; i!m 3 :23 ) c flcl 自由不是

放纵（伯前 2:16)

496 自由人

Freed Men 
考占学者在耶Jf:敖斐耳的

南端发现的一座会堂，被证实

是；if; 6:9 所说的「自由人」的

金字 c 这些自由人大都是被罗

马所释放的扰太奴隶。

497 血

Blood 
为以民来说、血是生命的

原因或寓所（肋 17: 11 ），或者

就是生命（包1]9:5 ：申 12:23 ）。

所以广流人的血」就是杀害人

六画

的意思（肋 19:16 ，申 27:25 ）。

血和｜勾亦有罢花一现，转眼即

尖的意思 C1.WJ4:18 ），或者是

指人的本性（玛 16:17 ：格前

I 5: 5 0 ）。血是天下的所有

物’属于夭主护卫之下（包1J

9:6) 0 jtlJI ；在人血者干犯天主

的权利（创 37:22 ；撒下 12:5-

12 ）。 Jfn 1击只有用血米住j王

( €1J9:5 ‘6 ；而 21:12,23 ），因为

无辜者的血向天主呼号（世1J

4: I 0 ）。凶手被称为「血人」

（思向本作「杀人王」见撒下

16:7) ’是被血染污的人（耶

2:34 ：依 l : 15 ）’他不会有心

灵的平安（包1]4:12-16 ）。义人

的血不（旦使凶手忐忑不安（民

9:24 ；撒 L 25:26,27 ），就是

他的家人也会坐卧不宁（申

22:8 ）。们l流先知的血空是罪

上加非（玛23:30-35 ，脐 l 1:50 『

51) c 所以阳也就Jilt f 天主中·

判和l忠罚的象征（！妇 4:9: 7:14 

21:jt(343 啕 6 3. I -6 ；贝rj

14:1 圳’故此梅瑟严禁百姓

吃动物的血（巾 12:16.2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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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庄祭献l具白－很大的象

征意义， fi}著它口I以获得非之

攸（肋 17: 11 ）。在况圣可祭和

祭坛的礼仪上，官白句特别的神

力（出29: 15-26 ）；它是一人与天

主之间友谊的象征（出 12: 13 

27) 嘈是缔结盟约的象征〔出

24:4-8 ），又是团体取陆的象

证（肋 4:5)

498 行为

Action 
兀主的工程中首要者应惟

造化之五（包1]1:31 ：咏 139:14)'

以反对他特选百姓的引领指导

! ＇十j 3:24 ；依 60:21 ) 0 耳［＼稣来

此世界的目的，就是为完成二主

义的工作（若4:34; 17:4 ），耶

稣的工作吸引人们对他起敬且

畏’；1::1、I他崇拜估仰（若5:36、

14:12; 15:24 ）。人的工作是虚

幻 1、实，转眼 H~ 尖的飞咏

90: 17 ）’是邪恶放任的（若

3: 1 9) .是属J 肉情的（迦

5’ 19 ） ；人也不能借出律成义

l、罗 3:20 ）’却能变成虑伪 f;

-ILJ?l -JL)l) 

实的假E f （玛 23:3,5)

美好的工作并不是人的功

倍，而是夭主圣宠的站果（恪

前 15: 10 ，弟前 l 12 、 l川’国

此它［＇sj J呈一促 ill：了天主的光荣

（玛 5: 16) 0 美好的善行是人

信德的去现（罗 2:14-24) o 大

主审判l人时将不按人的巧言花

话’而足；在照人的真实善朽

（玛 16:27 ：恪前 3 l 3.14 ；恪

后 l l:l 5 ，默 2:23)

499 行星

Planets 
以民对天文学的认识向来

非常贫乏’远不能与邻国埃

及、亚述和巴比伦相比，甚至

连客纣r予人也不如－他们认为

研究大文是虚妄的韦’是卑贱

可耻的 t 低 47:13 ；耶 10:2 ）。

只有业 5 :26 载有克汪里，可

能是指上星 r~i 言 ο16:: 14: 12 所

说的「晨星」可能指金军：包1J

37:9，门则 υI能指黄道十二宫

而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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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全孀祭

Holocaust 
是一种将牺牲完全烧毁的

祭献（撒上7:9 ；申 13:17;33:10;

肋 6:15 ），这就是以民在圣殿

中所举行的晨祭和晚祭，其次

也有私人所献的全婚祭（见肋

12:6-8; 14:10-31; 15:29,30 ；户

6:10,11) 

501 会堂

Synagogue 

六四

处可见’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

地区，就连耶京也修建起来了

会堂。这些会堂的修建大都有

各个不同的团体，自行负责，

例如「自由人的会堂」（宗

6:9 ）。这些遍布各处的会堂

成f支持犹太主义的中心，使

犹太人不致于完全数典忘祖’

放弃自己民族固有的宗教传

统。它们在教会初期亦成了宗

徒们传教的对象和出发点’尤

其伯多禄更是如此（宗 12:14 ; 

这个希腊名词有「集会」、 见谷 l :39 ；路4:16-21 ）。甚至

「聚会」的意思，渐渐成了一 于我们口I以说没有这些会堂的

个专指诵经、祈祷、昕讲的地 存在，教会初期的传教工作，

方的术语’在圣经上屡见不 将不知从何处著手呢？如此一

鲜。自公元前 586 年圣殿被破 来这些会堂中的犹太人成了首

坏’以民被充军之后，举行祭 沾福音恩惠的人’可惜他们没

祀己事非可能。同样这种祭祀 有善加利用时机，接受天主的

的行动在散居外邦的犹太人中 喜讯（玛 10:6 ）。会堂是长方

亦成了梦想：这对犹太人是心 形的大厅，一定要面朝耶京

理和精神上的莫大损失。于是 （达 6: 10 ），内有藏经柜、讲

为了弥补这莫大的遗憾，人们 台、长方木凳、有壁画和雕

开始在各处修建了会堂’作为 刻。

举行上述宗教仪式的地点。在

耶稣的时代这种会堂己可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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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合－

Unity 
在新约内多次强调信友的

合一’这似乎是信友生活的本

质，更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圣

保禄强调一切都在基督内受造

（哥 I I 6 ）。基督是新的亚

当，是新民族的创始者。这个

民族不再受罪恶、死亡、法律

的支配，而是圣宠，生命、复

活、成义的承担者（罗 5: 12-

21 ：恪前 15:45-49 ）。信友应

借著信仰与圣洗与基督联合，

分享他的圣死与复活（罗 6:3-

11 ）’并穿上新亚当基督（迦

3:27) 

若望指出信友与基督的联

合’以及信友之间彼此的联

合’应以耶稣与天父的合一作

梅样（若 10:30;17:11 ）。葡

萄树及其枝干的比喻’指明耶

稣与他的教会是分不开的（若

15:5 ）。教会的责任是借著自

己的生命、行动和所结的果食

来给耶稣作证；他是首脑人

物’是教会的头（哥 I: 18) ' 

502 

教会则是他的百姓（｛自前2：叭，

建筑物（弗 2:21 ）和身体（罗

12:5 ，格前 12: 13) 

基督是惟一的羊群的惟－

牧者（若 10:16 ），这个羊群借

著→个主’一个信仰’一个圣

洗（弗 3:17 ：、 4:5; ~2:20) 

一个圣神（恪前 12:4 ）’一个

福音（迦 1 :6,7 ）’一个饼（格

前 10: 17 ）而生活存在。羊群

就是基督惟一的教会，这个教

会在圣神的引导之下，要为人

民服务，分施神恩（恪前 12:4-

I i 。她借著举行圣体圣事完

成信友的合一（格前 l 1 :23-

29 ），向世人介绍和宣传基督

（罗 8:29 ：希 2:11,17 ）。她借

真理之神使教会合一成圣（若

17: 17, 19 ）。合一的美果是平

安（弗 2:14 ）。教会的合一只

有借著对天主的认识（恪前

13:12 ）’和对基督的屈服（格

前 15:28 ）才得以实现。教会

的合－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圣

保禄尽力驱除一切使团体分裂

的事物（宗 6: 1-6 ：恪前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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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于定要保存精神的rt 认为包lj书是梅瑟的著作，但是

（斐 1:27 ：弗－+:3 ）。 近代的学苦却认为创书是数个

503 创世六日工程

Hexameron 
它的原文是希腊文， J~ff] 

已将它m明白的译成中文。顾

各忠义’ i卖苦使知.＠’这是指

Q1J 1: 1-2:7 所记载的天主六日

包ljj主大地）j物的工程而言。

504 创世纪

Genesis 
这是后腊译者对梅瑟五刊

第一本的称呼。它m适当地指

山本书的内容，即是天地的j主

成以皮毛汩的历史」

前门章是有关全人类的

历史： j主化 t rn 、伊甸乐园、

加音及 \JI伯尔、洪水之前的人

类、古代民族的族情、巳 IJl 尔

i苦的事迹，接若干就是 1斗目亚巴

郎、依撒恪及雅各｛白的历史

( 12-36 章）’最后部份（ 37-

50市）颇为详尽地记述了若瑟

的历史。按向占以来的传统咸

卷集的缀ft 。这些岳集的时代

都较梅瑟为晚，不过确切不格

的站论至今仍不1于在’仍有待

学者们去解决。大致上说来，

创书JiV:ff: 以民臼恨占以来的民

间传说，后来有人将这些传说

编辑成书。这些传说有的是关

于今人类的（ 1-1 l 章），有的

只是与以民育关的’当然比前

者更为详尽（ 12-50 ）。作者在

苇神的默感之下’搜集整理「

这些资料、使真成为一本可观

的经 1~ 0 

包lj书与新约’尤具与圣保

禄的苦作有苦颇：与密切的关

系：亚当的罪过~！台言：全人类，

死I二是罪恶的结果；只有第二

个币当，基督’寸可以将全人

类自罪恶反死亡中拯救出来。

本将颇为强调盟约的存在，天

主与i苦厄？主主了盟约’又与］］！＿

巴郎、工约 G 此盟约数次重莉i建

立’直至~~稣到来，建立圣体

圣事咱成在新的永久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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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创造

Creation 
按圣经的记载’宇宙间的

俨都是天主的全能化工。这由

主经对天主创造事迹的记载口l

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创造」

~［司在希伯米原文 l；只可能用

f天主’指明只有天主可以创

造。在全部圣经中强调天主造

化的地方，时说是层见叠出，

俯拾即是 Cf在 45:18 ；咏 33:6 ：‘

104 ：厄下 9:6 等）

天主的化上是美善的（创

1:31 ）’因为它是从夭主而来

的。作者固然知道时间存在著

i干多凶神恶煞的妖魔鬼怪’以

及为非作歹的不良份子， fB.是

从来没有将之归咎于天主。足

以圣经巾的二兀论是不再在的 c

新约亦继续强调，是天主

创造了一切（希 l 1 :3 ）’更具

体说是借著基督创造了万物

L 恪前 8:6 ），借著基督完成了

新的造化（恪后 5:17) ，是以

我们正在等待著「新天和新

地」的实现（伯后 3: 13) 

505 

有关创造的记载’见世1J

2斗－24 °在创造之前’世间毫

无所有’只是不毛之地反可怕

的干旱旷野。天主在其间开辟

f一个乐园，将亚当丰fl [[f娃安

置在其间。 1同在这个乐回叶l'

）阜

比较i羊尽的 i己载址于创 1: 1 
- 

2:7 。在j主里大主用了六天的

时问完成了包1J；主的工丰旦；前三

天与后二二天的工程是相对的 U

天主只用句ir51更完成了种

包lj造的工程。这里所说的「六

天」完全没有时间或科学的主

义，而只有斗中学的日的’即是

说切的一切皆来自天下全能

的化；1二。除了天主之外，没有

其他的冲明和神力，能与天主

敌对：没有奇形怪状的巨兽，

没有牛鬼蛇沟，更没有随魅魁

陋。 j主今切都是多神教所造成

的异端邪说。天主在完成‘切

的工程之后’便停工休息’这

大就被以民称为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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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肋未人 507 肋未纪

Levites Book of Leviticus 
肋未原是雅各f自由肋阿所 是梅瑟五书中的第三

生的第三个儿子，是司祭支派 本。肋未纪不是原文的书

的始祖。他对舍根居民的残酷 名’而是自古以来各译本皆

手段（ {trj 34 ）’使父亲大为不 沿用的名称。其实这种称呼

满（创 49:5-7 ）。但是梅瑟在 是有根据的’因为本书的内

其祝福上’却对这个支ilR另眼 容为有关可祭和祭祀的法

相看（申 33:8-11 ）。他们因为 律。而主持祭祀的合法人选

是服事上主的支派，故此未获 就是肋未人’故以此支派名

得土地’由全以民来供养他 名之。

们。肋未人亦有等级之别，有 本书可以分成几个部份：

普通肋未人、司祭和大司祭之 有关祭祀的法律（ 1-7) ’论

分。只有亚郎的后裔有权作可 可祭（忌10 ）’洁与不i吉之分

祭’而他们的长子有权作大司 ( 11-16 ）及圣洁法律（ 1 7 -

祭（申 17:9,18) 27) 。最后这一部份又可分

达昧曾将他们加以严密的 成’论食品（ 17 ），性交（ 1肘，

组织（编上 23-26 章）。他们 伦理道德（ 19-20 ）’司祭与

分得了四十八座城市：十三座 节日（ 21-23 ）’敬礼（ 24 ）及

为司祭城’三卡五座为肋未 安息年（ 25 ）。曾有一时学者

城，分布于整个巴力斯坦（户 们一口咬定肋书是晚期的著

18:24 ）。他们利用百姓所献 作，但近年由于圣经及考古

的什一之物来维持生活（户 学的进步’学者们发现它的

18:26) 历史背景是非常古老的。

178 . 



六l国 当08 512 

508 肋阿 510 色尔爵保禄

Leah Sergius Paulus 
女人各咽意谓「野母牛」嘈 人名，是驻守塞浦路斯岛

是拉班的大女儿（创 29: 16 ‘ 的罗马总督，被保禄所归化。

17) 。雅各伯受骗娶之为妻’ 「他是个聪明人」’并希望「昕

生于勒乌本、西默盎、肋未、 天主的圣道」（宗 13:7) 。自此

犹大、依撒加尔和则步隆，成 总督进教的事迹之后，宗书的

为后世所称的「肋阿系支 作者便以保禄来称呼回头的扫

WJ 。她死后被葬于玛革培拉 禄（宗 13:1-13)

的山洞中（创 49:31)

511 色依尔

509 色巴，舍巴 Seir 
Seba, Sheba 是人名和l山名，意谓「多

是圣经上的两个人名，色 毛的」

巴是雇士的后代’舍巴是辣阿 (1 ）局黎人的族长，他们的

玛的于－.f1J1 （创 l 0:7 ）。他们居 土地被厄撒乌所占（包IJ36:20,

住的地方也就变成色巴和舍巴 21 ）。

地区’前者大约在厄提约巫稚 ( 2 ）是局黎人（创 14:6 ）及

境内，后者在现今沙地阿束rj 伯 后来的厄东人所居住的山区名

南端。舍巳的女王曾前来拜见 （民 5:4)

撤罗j芮（夕rj上 l 0:1-13 ）。这里

是金银、香料、宝石等的出产 512 色法辣得

地（则27:22 ）。考古学者在这 Sepharad 
里发掘不少古代的文物’足证 是以民将被充军前往的地

是古代文明之邦。 方（北 20 ）。这是什么地方？

却不得而知’有人i冒在小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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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犹太人却传说是现今的四

班牙 c

513 色戚乃

Syene 
城各，意谓「商场 J ’是

埃及南部的边界城’只见于圣

经贝rj 29: l O; 30:6两个出处。它

就是现今的阿算城，在这甲L不

久之前埃及人在苏联的支持之

下’修建 f 廖举世闻名的大

水坝。

514 色委苛王朝

Seleucids 
是马其顿二E朝的扩展’始

向亚历山大 3 白公元前 321 年

始，它占据一 f叙利亚大部份的

土地，以安提约某雅为首都，

曾经度统泊巴比｛E ，它向来

与埃及的仆托肋米五朝誓不两

立’斗争连年’结果许久以来

势均力敌，不分上 F 。色委苛

王朝尽 ）J 向犹太地K扩展势

力，以强硬的手段压j皇犹太人

的抗暴行动，并将企图与犹太

六四l

人联盟的帕捏稚人打败，使犹

太人孤掌难鸣。但是自公兀mr

130 年它的势力走向 F坡’被

莉兴的罗马帝国所代替，叙利

政吏于公元前 64 年成了罗马

行省。它主要的国王有：

（！）色委苛♂世尼加托

尔．他是王朝的创：古人（公元前

321-281 ）。达门：5提及过他。

( 2 ）安J足约占气世（公元

前 223-187 ）：他问埃及作

战’获得胜利’收回失地切肋

叙利亚。

( 3 ）色委可四世非罗帕托

尔（公元前 187-175 ）：他开始

时承认扰太的独立特权（加下

3 : 3 ），但后来由于经济困

难，企罔抢劫耶京圣殿的宝

藏，却未如愿以偿。

( 4 ）安提约占~q世厄石法

乃（公元前 175-163 ）：他极力

推行希腊化运动，在耶京修盖

f不少具有希腊文化色彩的建

筑物。虽然在战场上战肿了埃

及’却由于罗马的干涉，未能

字受胜利的果实 c

180 . 



一
曲

515 色鲁恪

Se rug 
人各’是闪族人，勒伍的

儿子’并生F纳昌：1;rn1111 :20-

2 3) ＇此名见于耶稣的族 if'li

L 路 3:35 ）’是亚巳郎的曾沮

父。

516 色辣芬

Seraphim 
天使中的一种’意谓「炽

烈」’故7J｝、名「，以爱的天使」。

是依 6:2 所记轮的有六个翅膀

的夭使。他Ii If辛立在l主的言：

！中：前’赞颂称扬上主。

517 杂集

Hagiographs 
这是昂腊文的名词，有

－圣经」、一圣书」、「圣著作」

之意’是指｜日约中法律、先知

集之外的第二集经书而言

它包括： l咏、箴、约及五卷

经（歌、卢、哀、甘｜｜、艾）’

以及达、也上、厄下和编

l二、编 F J 基督教区将｛'5训篇

'i l'i 'i I K 

加入这一集中 J

518 名字

Name 
以民视吕千为其代表的人

（耶 14:9 ），；圭白名字的人根

本就不Zl'i+ ( iJll 6:10 ）’或者
是 f、足轻重的人（约 30:8) ,, 

对某某人·地方~事物命名’

意即对它有支配占有一的权柄

（包1]2:18-20 ：撒下 12:28 ；夕rj

F23:34:24:J71 ，毁坏某人的

包丰，忠、即使也臼吁史 1· ；冉l,

匿 j豆（申 7:24: 9: 14: 25: 19: 

29:19 ：苏 7:9 军）。某人之各

被录于天国册上唱主、即他大干

有价（路 10:20 ：默20:12 『 15) c 

在人生历程t遇有t i大变

故肘，亦有更改名字的习惯

( fi1J17:5.15: 32:29：，斗 l :45 ）。人

（门 i延生时的环境亦是命名的来

；原（创 20:6 ：啕 25:22-26: 29:32. 

3 3 ）。假某人之名来发号施

令，主；mp r阪某人的权柄来行事

（撒 1-. I 7:45 ：吨 25 :5,9 ，眩 4: 1 

寺 ） ＇大主的圣名是也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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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敬畏的（咏 5:12; 69:37; 

依 56:6 ；编上 16: 35 ：撒下

22:50 ，申 28:58)

519 多厄格

Doeg 
人名’意谓「怯懦」。是

厄东人’曾为撒乌耳的牧人或

侍卫长。将达昧向i苦布的司祭

求助的事告密与撒乌耳（撒上

22：以 10 ），结果可祭被他所杀

（撒上 22: 18) 

520 多尔

Dor 
地名’意谓「居室」。是

一座客纳罕古城’地中海东岸

的港口’在加尔默耳山南十五

公里’本属阿协尔支；辰，后来

又划归默纳协支源（苏17: l l ; 

民 1:17 ），被达昧或撒罗满所

占领（§iJ上 4: 11 ）。其后归亚

述及色委苛所管辖’后来更直

属罗马权下。

六画

521 多尔卡

Dorcas 
女人名，意谓「母玲羊」’

是希腊文，此名的阿辣美文叫

塔彼达，希伯来文是漆彼雅。

约培城的一位教友，她慷慨好

施’受人爱戴。她死后伯多禄

使她复活起来（宗9:36-42 ）。

旧约中有约阿士国王的母

亲’名叫漆彼雅（歹lj下 12:2 ）’

亦有本雅明支v匠的一位男子’

亦名漆彼雅，意谓「公玲羊」

（编上 8:9)

522 多悔亚

Tobias 
人名’意谓「上主美善」’

是托彼特的儿子，又是多书中

的要角人物。

523 多傅亚传

Book of Tobit 
虽然谁也不否认，多书的

原文是希伯来文或阿辣美文，

但是流传至今的版本却只有希

腊文，是以不见于希伯来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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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不承认 景的小说色彩。本书的目的在

它是正经典籍。本书的内容是 告诉人善有善报的道理’以反

述说一位被充军至尼尼微的犹 热心祈祷的效果。

太人的遭遇，他奉公守法，热

心事主’勤作爱德的善工’天

主却给他打发灾难来试探他，

使他→夜之间变成瞎子（多

I: 1-3:6 ）。另一个受天主试探

的人是女青年撒辣，她孝顺母

亲’热心祈祷咱却备受魔鬼的

折磨’先后死了七个丈夫（多

3:8 ）。于是天主打发了辣法

耳天使前来解救这两位受苦的

好人。天使先陪伴年轻的多伸

亚，使他顺利平安的到达亲戚

撒辣的家中’娶撤辣为妻’将

折磨善人的恶魔赶走（ 3:7-17,

5-8 章）。天使还指示给多1卑

亚…－种药品’医治好老托彼特

的眼睛（ I l 章）。此后天主特

别降福了托彼特，使他安享晚

年（ 13 章）

本书的著作时期大概相当

迟后，可能是公元前200年左

右的作品。 E不是→本正式的

历史记载’颇带有真正历史背

524 多堂

Dothan 
是撒玛黎稚北部的一个地

方。它在圣经上曾经数次出

现：在若瑟（创37:17 ），厄里

奥（列下 6:13 ）反友弟德（友

3:9; 4：们的历史记述上，提到

了这个地方名。

525 多默

Thomas 
人名’意谓「双生」。希腊

文的狄狄摩有同样的意义。是

十二位宗徒之一’他的名字只

见于宗徒目录之上（玛 10:3 ; 

等宗 l 13 ）。他向耶稣表示了

至死不渝的忠信（若 l I :6) ' 

但也表示了他的信德仍然不甚

稳固（若 14:5 ）。受到复活后

耶稣的责斥，发出了全部新约

中最美丽的证言：「我主！我

天主！」（若20:24-29 ）。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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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叙利亚北部及印度地区，最

后为主捐躯、舍生致命。

526 次正经

Deuterocanonical 
Books 
这是天主教主对旧约中几

卷典的称呼、日［l 多、友、智、

德、巴、加上及to f七岳。有

关这 JL卷书的正经性，在过去

曾发生过［口l毡，原来它们不见

于希伯来文的圣经书国内， .!'t

版本亦只有帚脂）Ci·＇，故此果？

督教否认它们的正经性’称之

为｛为丝。天主教却承认它们的

lE经性，但基于 t；主纷争称之

为次正经书籍，实质上与圣经

是毫无分别的。

新约中的次正经则有希、

:iiE一、扰反默四卷。

527 庆节

Feast 
以民有不少的庆节’有私

人家庭的（创29:22 ）’也有全

民的庆节；庆节的背景各有不

7、 Wll

同，有的是来自农业，例如帐

棚节，有的与盟约奋关，或者

是有些来自民俗的庆节，例如

珩＇.f ；当然最多的庆节是与宗

教敬礼有关的节十l 。充军之而

有广普段」节及重建圣殿节的

庆典 ο 但是这些旧约的节日对

新约tH代的信友己失去了意义

（迦 4:10，门）

528 齐默黎

Zimri 
人名’主、谓「上主提助

于」’是以色列第五｛11. 君王

（公元前886年 ） ' f也夺权事位

之后’却不受百姓和军队的欢

迎‘他们日立敖默黎为君王。

如此齐默黎利；王七夭之后便投

绩自尽（夕rj上 16:6-23)

民他还有以此为吕的人‘

例如四默盎的族长（ t'125:14 ）‘

本雅明支1J1（人（编 l二8:36 ）；犹

大支报贝lj 辣黑的儿 f ( f扁｜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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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充军 586 年’绝大多数的南国犹

Exile 大百姓被掳往巴比伦去充军

)jf~罚半个战败的民族· （耶52:28等．声lj 卡 24:14等），

并防止它东山再起，亚述帝同 遗留的百姓造反不成，只有成

发明了充军的方式。其后的巳 群结队逃 l：埃皮（耶 40:7-43:

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 7 ）。向此以民国破家亡，没

曰，都或多或少的利用 f这种 有｜手l王’没有圣战，在至波斯

最有效的方法，来对待白己属 王周一鲁士于公！l: 前 538 年下令

F被征服的民族。 1尤大人回国重整家园。

以民亦未能幸免于这种思

罚。它先后两次被人充车）71 530 羊门

方，过苦肖乡背井， 'Zi人篱下 Sheep-Gate 
的凄惨生活。这两次的充军对 是耶京的占城门之→，从

以民的打击是非常沉革的’ [:kl 前奉献于圣殿的羊只大都由此

为他们向米以大主的特边于民 门进入圣殿’时而得名。大黑

自居’又问天主订有永久的盟 1吉德为了方便 i先 i崔奉献的羊

约，本以为是副j U妥保无虞 群、在它的右边修建了一个水

的。 池（若 5:2 ）。此水池被Jci· 人错

公元的 722 年亚述王将北 误地称为「羊j也」

国以民尽量迁走，义从他方移

米外fl：人’占据撒月黎雅地区 531 羊皮卷

的空 i；（：之地 I. \ilj下 17·利’造 Parchment 
成种混血民族。但是被迁走 是用牛、羊等动物的皮制

充军的以民却完全被人同化绝 成的纸张’以代替易坏的纸草

迹。 纸。开始这种用途的地方是培

巴比伦充车发生于公元前 尔）JOI李城，是以人们便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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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来称呼这种纸张。因为它 因为这是轻视天主（依8:18等），

坚固耐用’又可以两面书写， 使人远离天主的行为（肋20:

故很快人们便用它来抄写书 6 ；编仁10:13 ）。

卷’当然在书写之前它是需要

经过细心泡制的，它对圣经的 534 米加

抄卷作了莫大的贡献，新约亦 Micah 
有所提及（弟后 4:13) 人名，意谓「谁似天主」：

( I ）民长时代一位居于厄

532 羊枝 弗辣因区的人士’他自创宗

Sheepfold 教’擅立神像’并邀请一位肋

是夜间牧童聚集和保护羊 未人作他的司祭。丹支派的人

群的地方’在圣地至今犹见， 民将他的神像抢去’供奉在丹

其形式呈方形或圆形’墙高一 城（民 17; 18 ）。丹城于是便

公尺强’使野兽和盗贼不能随 成为后来北国的传教中心。

意进入’夜间有牧童守夜看 (2 ）默黎巴耳的儿子’约

羊。耶稣自比牧童’他的教会 纳堂的孙子（编上 8:34,35;

是群羊聚集的羊战（若10章）。 9:40,41 ）。

( 3 ）约史雅国王时代人，

533 关魂术 曾代表国王去请教女先知胡耳

Medium 达（编下34:20 ；列下22: 12 ）。

这是一种求神问卡的迷信

法术，是梅瑟法律严厉禁止的 535 米加耳

（肋 19:31 ）。这是人们多次在 Michal 
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头所采取的 人名’意谓「谁似天主」’

方式（撒仁28 ）。圣经禁止探 撒乌耳的幼女 ct散 14:49 ），曾

询亡魂的原因（申 18:19 ），是 被许给达昧为妻，但后来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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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言（撒上 17:25; 18:17,19 ）。 名。他们的教理至公元五、六

她救助达昧脱离父亲的毒手 阶纪才被人整理完毕’并笔之

（撒上 19:11-17 ）’父亲在盛怒 于书’成为现今「米巾纳」的

之下，将她嫁给帕耳提（撒上 主要部份。

25:44 ）’终被达昧索回（撒下

3:13-36 ）。她曾耻笑在约柜前

唱歌跳舞的达昧·受到达昧的

责斥和报复（撒 F 6:20-23 ）。

536 米市纳

Mishna 
它有「阻习」之意。是经

师们口传的圣经教理’它的仔

在是由于不少梅瑟的法律部

份，因年深月久以及沧海桑田

的变迁，已不敷应用’有必须

加以重新解释的必要’以应付

新的环境及人事。

这些口传教理出现的时期

可分为二’其一以公元 70 年

为止，其二由 70 至 212 年为

止。前一期的著作不多，要者

只有希耳及沙买二位经师的遗

著。第二期的著作较多’有五

位经师的传授’其中尤以阿刻

巴及默依尔二人的传授最为著

537 米加雅

Micaiah 
人名’意谓「谁似上主」：

( 1 ）是阿哈布国王时代

( 874句852 ）的 P位先知。对他

的生平我们几乎－无所知’只

知道在阿哈布国王从事开仗

时，（白先去日皆以奴颜姆膝的态

度i色媚国王，谓国王一定会大

获全胜。唯有真先知米加雅据

实预报战争必会失败：果然言

中·国主且暴骨沙场（ flj 上

22:3-37) 

( 2 ）约沙法特国王打发出

去教导白‘姓的→校长官（编下

17:7) 

(31 耶肋米'lt先知时代’

曾陷害先知·使约雅金回王将

先知的预言朽付之→炬（耶36

11-1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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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米肋托

Mi fetus 
地名，位于小亚细亚的两

岸，是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重

筒，后遭毁坏，大亚历山大国

＝刊号宾主哇，由罗马来接收，

使之恢复了原米的面貌 c ！呆禄

曾在此建E （教会（宗 20:15 ‘

17-38) 0 保禄还将患病的特

洛斐摩留在此处休养（弟后

4:20) 

539 米罗

Mi/lo 
有「高台」或「填地」之

意。它是指撒罗满在耶京修建

的」个防御工干里而言（罗lj J-

9:15,24: 11:27) , wr能就是堵

率提洛培雍衍裂口的一道助

堤，实情则不得而知。

540 米该亚

Micah 
人吕’意谓「 i在似t主」。

是十二位小无知巾的第六位’

对他的生平我们所知者甚少。

六l固

他应是公元前第八世纪后半期

的人物’是依t敌意亚同时代的

人，摩肋合特地方人（ l: I ） ο 

臼F J本者作’即米该亚书。

他是个单纯诚朴的人’~与普

通平民百姓往来’似乎向未离

开过扰大，但他对北固亦不曾

忘怀，这可由他的著作中略知

541 米该亚书

Book of Micah 
本书只有短短的七章’其

中有警告（ 1-3 ) , }l)ji午（ 4: I-

5:8 ）’再度警告（ 5:9-7:7) , 

最后的预许和终结（ 7:8-20 ）。

由 1：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先知在其书内作了两次的

警告恫赫’以反两次的预许恩

赐’故可以合情合理地分成[Tl]

个部份。木书以高雅优美的诗

文写成’可惜经过积年累月的

油传之后，日前己呈残缺的状

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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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米革龙

Migron 
地名·意i目「山坡」’属

牛、稚明支派（低 10:28) c 但恨

准确定它的正确位古 3

543 米革这肋耳

Migdal-el 
地方名’意谓「楼塔」

是圣经上不少地方的名字‘出ll

苏 19:38 ° 

544 米革玛斯

Mich mash 
村名’主 i冒「！崽峦的地

方」’属本雅明支派C1td0:28),

约纳堂曾夜袭屯居此地的培肋

舍特人（撒上 13-14章卜充军

归来’ 4王1；在明支iJR人士在此重

吧：专家同（！巨 f2:8 ‘ JR:JJ:3J)c

玛加｛白兄弟收复此地（加上

9:73 ）。它位于耳r；京之北十三

公里处，至今犹汗 c

545 米兹帕

Mizpah 

5斗二 ).4r, 

城名，；吉、用「了 tJ:!J告」』

ITT此可切它的地势定是目 l自｜的！

下的险雯地点’！离牛、雅口片主 ifr(

（污、 18:26 ），曾是政治宗教的中

心（民20 I) ＇犹太 fl；可J散在此

修建了防御工字（ 3/U I二 15:22) c 

Z古达用1；在此执政肘，被其lnJ

胞杀害（ §lj下25:23-25 : ~·日 40-

41 章） .玛 ！JU f自时代它仍然是

重要的车事据点（加上3:46) ' 

546 米息雅

Mysia 
是（ii:于小亚细亚最西北的

个地丘’曾为罗马行省的 4

部份。它的重镇有阿索（宗

20:13.14 ），阿得辣米特（宗

27:2 ＼’特洛 l呵（示 l 6:8. \I: 

20:5 『 6 ：恪后 2: l 2 ） 及培尔加］

陪（默川 l、 2:12) 0 保林曾问

次米此地传教（宗 I 6: 7. 8 呜

20: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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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米塔尼

Mitanni 
是位于幼发拉的河上游的

－个国家，兴盛于公元前十六

至十二三世纪间’它的人民属局

黎人’后来被赫特人灭亡。

548 米黎盎

Myriam 
人名’意谓「主母」。是

梅瑟及亚郎的姊妹（户26:59 ）。

她虽年幼’却聪明伶俐’照顾

了自 ι的弟弟怕瑟（出 2:3-

10 ）。此后消迹于圣经’直至

以民过红海后，才见她击鼓聚

众，歌唱舞蹈赞美天主（出

15:20,21 ）。曾出言反抗梅瑟’

因而受了J~罚（户口章）。她

死后葬在卡德J: （户 20: 1 ）。

549 米德杨

Midian 
人名如民族名’意谓「判

断」或「争论」’是亚巴郎的

儿子（创 25:2 ），以游牧为生

（包1]25:5.6 ）；他的后代却以经

2、 l田l

商著称（创 37:28,38 ；依

60：刑。悔瑟曾逃难于他们中

f's] （出 2: 15 ），并成家立业（出

18: 1 ）。向后来与以民交恶’

对甫进圣地的以民大事骚扰

（民 6: 1-6 ）。他们原居住在阿

卡巴海湾之东的旷野地区’渐

次向北迁移，入侵厄东、摩阿

布及巴力斯坦 c

550 米德辣市

Midrash 
它的原文有「研究」和「解

释」之意，是指犹太后期诸经

师的讲解而言，演变而成为

「圣经注释」。这－类的著作

虽然很多，但大致上可将其分

成两种：

( l ）历史性的著作；

(2 ）法律性的著作。

这种著作的目的，是自由

地利用过去圣经上的人物、事

物、或法律’加以解释、寻｜

伸、增i乖、描绘’使圣经的本

身吏为清楚、明确、易解’实

际地符合于作者时代的昕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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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更易获教。

551 灯

Lamp 
圣经上的灯多指油灯而

言。它的构造十分简单’与过

去我国民间所用的油灯大同小

异。它的用途自然是为照亮，

故此人必须将它放在灯台上

（玛 5: 17 ：谷 4:21 等）。离间

行路有时亦拿著油灯（路

15.们，自然也有它礼仪上的

用途（巴 6: 18 ）。它象征天主

的照顾（约29:3 ；咏 18:29) ' 

人的生命（箴20:27 ）‘天主的

圣言（咏l 19:105 ；伯后 1: 19) , 

法律（箴 6:23 ）；眼是人身体

的灯（玛 6:22 ：路 l 1:36) 

552 灯台

Lamp-Stand 
是托撑油灯用的台子（谷

4:21 ）’使其高灯下亮’光照

家中的人。敬礼上用的七叉灯

是有象征意义的（出 25:31-40;

27:20-21 等）。大黑落德所建

191 

551 气当4

造为圣殿用的十分美丽宝贵的

~灯台’成了罗马军人的战和！

品被运往罗马。

553 忏悔圣咏

Penitential Psalms 
是圣咏中的一个组合，共

包括七篇圣咏（白、32;38 ‘： 5 1 『

102;130;143 ）。这些圣咏特别

向天主表示痛苦忏悔的心情’

但并不是说除此七篇之外，就

没有其他含有忏悔成份的圣

咏，时为圣咏的内容是颇为复

杂的 G

554 守门人

Door Keeper 
圣经上有不同种类的守门

人，例如有看守城门（列丁、

7) ，百股门（撒下 l 1:9 ：艾

2:21 ）咱尤其是有看守圣殿大

门的人’而且这是个非常重要

的职务cm:t.2:70 ：厄下7:45) .. 

很叮能圣殿的守门人在举行礼

仪时，也参加歌咏团的歌唱

（见编上 9:33 ：向 1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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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安多尼苛、安得洛

尼科
Andronicus 
人名’意谓「战胜人的

l

」、
、

1 

（））~包委苛主朝的 位

高级官员’曾受默乃芳之贿

赂’斗寄放尼T在二世大可奈杀

害。但他自己怀劫数x!ti1鸟·被

’必提约占四tU 国二！：：. i正法（ JJU f 
4:33-38) 

( 2 ）是曾被保禄所赞誉的

」 f:.o尤大信使（罗 16:7) c 思

l吉i 本为：避免与前者ilti苔’译成

「安得洛 ft'.. 科」’原文是一

样。

556 安多尼堡

Antonia (Fort陀ss)

是耶京当号：股西北方的 座

坠垒，用来保护圣殿的安全 c

最早提夜它的是111: F 2:8 ’重

建于 llnJ斯摩 J'J王朝时代：大J骂

：苔德更将之fl、建’成为一座宫

股式的堡牟·并命名安多尼

｛旱’以纪念他的罗马恩人马尔

7＼让：11

谷安多尼。耶稣时代这里驻有

罗马士兵，以监视圣殿（宗

21:31-36: 22:24) 

557 安息日

Sabbath Day 
是指每周的~七天而言，

这是人畜应当休息的一大（出

20:8斗 l ；申 5: 12-15 ）。（木息的

原因却有｜坷种不同的说法，前

者称因为天主第仁天停止了造

化的工作，后者则谓因为夭E

白为奴之地拯救了以民 J 关于

它的来源学者至今没有定论’

有人认为它米自居住在旷野中

的主lj尼人的习俗，土豆i自来自巳

比伦人的信念，他们认为每周

的第仁天是不占样的 天’甚

么都不应作·却要以祈恃f0祭

献来避免邪恶的为害。

安息日在星期五日落之后

开始，王星期六日；在为止。原

来它是休养生息，娱乐欢庆·

以反祈恃默姐的一天·但人们

渐渐强调该日不口I从事任何工

作，对其他目的去il忽略 f 0 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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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充军之后，人们更是同峦

详尽· 4 生f1、苟的指于遵守安

息、日’甚至连说都不fr；京食’

结果安忌日成了犹」、民族的奇

特标，ι 。耶稣间把守了安息

日. j安照惯例在这一天进入会

主f斤惰， IH 对犹太经归l关于安

息日的曲解表呆了？皮大的不满

玛 12:7 ：谷2:23 ：若5: 1.2 ）。

教主初期也遵守了’矢，息日’虽

然她犹如圣保禄明知犹太人的

节日只不过是真E节 If 的阴影

I 叶 2:1 队 17) 0 结果教会i斩t斩

采取了星期日以代替安息 ff . 

因为这 天是耶稣由死者中立

目的日子 ι

558 安息年

Sabbatical Year 
按照悔:'it、法律的规定’每

七年要过 A 个安息年（ JJ1J 

25 ) ＇七个安息年之后的次年

l；第五卡年）’是为「喜年」

在安息年或喜年期间’连田地

相葡萄园都要休息（出 23:10.

ll) .一切的奴隶要获得无条

'i'i~ 气59

件的自由［申 l丘 l 1-6 > , rn明
显地这种规定是很难在巴力斯

坦之外加以遵守的。

559 安提约古

Antioch us 
人名’主谓「顽强坚间

的」’是叙利亚、色类苛王朝

的数位同军各

( I ）安氏四世厄 j~ i去乃

（公元前 17予164) 是个残忍

的君王’曾抢劫耶京圣股的财

物’义逼迫犹太人敬礼邪伸，

结果激;g±马加伯兄弟的抗暴斗

争（力ru工 I: I 0-64) 

( 2 ）安民力、世欧帕托尔

（公元自11163-161 ＞ ：他与犹大

月1JU I自建立 flJ平条约，被侄子

德默特琉所示（加七6:17-7:4;

J:ruT 10:9-14:2) 

( 3 ）安氏七世，且得太

L 公元前 139－口创：他在旦、孟

F~力u伯的扶助之F ，将某夺二巨

位的特黎丰战败，但过河拆

际，竟又反对息孟（加上 15-16

丰）。最后与若望依尔君i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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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建立和平。 称为黑落德安提帕。

(2 ）培尔加摩教会的斗主

560 安提约基雅 致命人士’但对他的身世却毫

Antioch 无所知（默 2: 13) 

圣经上的数个城名－

( I ）叙利亚的首都，建于 562 安提帕特

公元前 300年，是个商业繁荣 Antipatris 
的大城，东西交通的要道，又 城笆’是大黑落德为纪念

是中国和罗马通商的必经要 他的父亲安提帕特’在占阿费

地。很早就有基督徒在此出 克城的废墟 t所建的→座城市

现’并且「基督徒」一名就开始 （见苏 12:18)

于此地被人叫起来（宗 11: 19-

26 ），是古代教会传教事业的 563 安提帕特

中心点（宗 13:1-3; 14:26-28; Anti pater 
15:35-40; 18:22 ）。后来此城 人名，意谓「父亲的肖

被人破坏’成了个没没无闻的 像」。是稚松的儿子，曾被约

小村庄。 纳堂玛加伯打发往罗马及斯巳

(2）是主息狄雅的一座 达，去从事友谊的外交联络

城’保禄曾在此传教收到良好 （加上 12:1-23: 14:22) 

的效果（宗 13: 14-49) 

564 安提黎巴嫩

561 安提帕 Antilebanon 
Antipas 是与黎巴嫩山平行的一道

安提帕特的缩写’是新约 山脉’它南部最高的部分称为

时代的两个人名： 赫尔孟山。它在旧约中有不

( I ）大黑落德的幼子，通 同的名称（申 3:9 ；耳I\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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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29:6 ；歌 4:8)

565 安德勋

Andrew 
人名’，吉谓「英雄、豪

杰」’是因满伯多禄的哥哥’

居于葛法翁（谷 I :29 ）’以捕

鱼为生（玛 4:18 ）’是耳｜：稣是

最初j门徒之 （玛 4:18 ‘ 19) , 

后成为宗徙（玛 10:2 等）。在

这之前曾是若翰的门徒（若

I :35-42 ）。毛经特别三次提到

他·

(1 ）第 i欠增饼（若6:8.9)

( 2 ）曾问耶稣关于王殷破

坏的事（谷 13:3 、4)

(3 ）代表希腊人求JUm稣

（若 12:22)

其他关于他的传闻，皆是

无历史根据的臆说。

566 安慰

Comfort 
圣经劝人要同哀悼的人哀

悼（德7:38 ：见罗 12: 15 ；格前

12:26 ：恪后门：29 ）。托彼特

予h引币67

（多 l : 19 ）反约 1白的三位朋友

都是安慰人的美好榜样作恒：l 1-

13 ）。但是人们最大的安慰米

自天主（咏 9:1圳’他以圣言

（咏门 9: 5 0 ）’以慈爱（咏

119:76 ）来安慰他的羊群（咏

23:4 ）。以民充军时天主借著

依撒意\[[I等先知安慰了受苦的

以民（低 40-66)

567 字母

Alphabet 
字母表的创始者是昨厄基

人，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山这种字母演变而来的有希腊

文、拉丁文，以及后期的欧洲

字母 c 不过现代的学者认为可

能阿加得人所用的模形文字’

亦具有字母的倾向， ti!:早过排

尼基字母。考古学者所发现的

最早的字母文件’要算是彼布

罗斯及鸟JJU黎特的文件’是公

元前卡八至十五世纪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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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许地

Promised Land 
是天主许给以民祖先的土

地（创 12:6,7 ）。这个许诺只

有在真正地占领了巴力斯坦之

后，才算应验了。这块土地是

上主的产业，只有洁净（苏

7 ：如j下 17:7,23 ）及有信仰的

人才可以占领（依 7:9)

以民之所以能够妥保无虞

地在这块土地上居往，是上主

的恩赐（撒下7: 1 ）。耶稣作了

更高超的许诺，他许给人天

国，天国是天主子女的产业

（罗 8:17 ；弗 5:5 ）’在那里他

们将获得安息（希 4: 1-11) 

569 军旅

Legion 
是罗马军制单位，它以六

千步兵，一百二十骑兵’以及

为数不少的勤务兵所组成。谷

5:9 ；所说的魔鬼「军旅」不可

按字而解’只谓鬼数众多而

己。同样玛 26:53 ；所说的十

二个「军旅」天使，亦是在说

许多的’或无数的天使。

570 农业

Agriculture 

7、四l

大多数的文明古国，咸认

农业是神明教给人类的维生之

道，诸如我国的神农氏’希腊和

罗马帝国的德默太尔（Demet巳r)

及切勒斯（C巳res）’都是神话中

的务农神明：圣经亦不例外

（依 28:26 ：德 7: 16 ）。以民的

祖先原是游牧民族（创 12:16;

13 章 j ’但很早他们便知道农

业的可贵（创26: 12 ）。尤其当

以民在埃及时更学会了农业的

技术，这为他们将来在客纳罕

的定居生活具有非常大的意

义，亦可说是定居生活的准

备。以民的耕田皆是上主的产

业（肋25:23 ）。农业是高贵的

操作’尤其在「流奶流蜜」的

土地上（出 3:8 ），它更是使百

姓不受冻饿的保障：所以梅瑟

曾订立了不少保护农业的法律

（肋 25章：申 15:1-18; 19:14; 

见依 5:8-10 ）。古中东丰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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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敬礼非常普遍，但是以民

却没有接受这个神明，而认为

田地之丰收与否，端视人是否

奉公守法，是否天主降福（申

28:11-42 ；歹lj t 8:35,36 ）。农

业的定居生活与以民的社会和

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关系，诸

如君王政权的建立及大地主的

产生（依5:8 ；亚5:1 l ：米2:2）。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农

业己是非常发达，无怪乎耶稣

在宣讲中用了许多农业的比

喻。

571 收获

Harvest 
巴力斯坦五谷的收获多在

四至六月之间’由于地区、气

候之不同，故451:割的时间亦不

完全一致。收割时所用的农具

是镰刀（申 16:9 ），并且将无

用的茎秸尽量留在地里’作为

~~田之用。然后将麦捆摆在打

禾场上，晒干后用牛驴或打禾

机来操作，将麦粒与糠;ftt分开

（申 25:4 ：依 28:27;41:15)

571 572 

再以簸卖或者木掀顺风扬i争禾

场’将麦粒收藏（咏 1:4 ；玛

3:12 ：路 3:17) 。这个禾场上

扬净糠秋的动作成了天主审判

世人的象征（默 14:15)

572 奸淫

Adultery 
凡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

在婚外与第三者发生性行为就

是奸淫。这是梅瑟法律严加禁

止的（出 20:14 ；申 5: 18 ）’犯

此罪者应被砸死（肋 20:20;

见申 22:22 ）。耶稣恢复了婚

姻的神圣性’不但应是夫

妻制（玛5:32; 19:9等），而且

绝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甚至

连思想和意愿奸淫都不可（玛

5:27,28) 

天主与以民所立的盟约，

有如婚约’几时以民对天主不

忠，而敬拜邪神’多次被称为

奸淫（依 57:3,8 ；耶 3:8,9 ；则

23:37,43 ：欧2:4-15; 3: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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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好害

Hospitality 
占代一切闪语系民族的好

客是尽人皆知的’犹太人更视

素不相识的行旅为高贵的宾

客，家主育责保护他的安全。

这是因为行旅在外的人，大都

是无依兀靠’生活没有保障之

故。好客之德甚受圣经的重

视，诸如亚巴郎款待天使（创

18:1-8 ）『或者罗特好客的记

载，都是以民｜问家喻户晓的好

事（包1J 19:6-9) 

好客在新约时代依然重

要，由许多有关耶稣作客的记

载足资证明（路 I 0:38-42; 14: I ; 

玛21: 17）。作客的宗徒们亦将

获得同样的待遇（玛10:9 ）’并

~l耳II稣自己对这种待i邑感同身

受（玛25:35斗。）。保禄强调主

教应是好客的人（弟前3 :2) 0 

j节 13:2亦劝人要善待客人。

574 红海

Red Sea 
这是位于埃及和i阿刺伯之

／、国i

间的一个内海，故亦称阿事1］伯

海。它长约 F四百五十’宽

A百ii t~英哩。它的海岸接连

亚洲和非洲，但是圣经上所说

的「芦苇海」是否就是这里所

谈的红海’颇成问题。它很可

能只是指北方的两个海湾而

言’ ~il 阿卡巴（列上 9:26 ）及

苏彝士海湾（出 15:4 ）’这两

个海湾将整个西乃半岛包围了

起来。以民出埃及过红海的地

方，可能就在北方的这一区’

因为这里水浅，而且多j胡泪地

带。

575 约厄耳

Joel 
人名’意谓「上主是天

主」

( 1 ）撒慕尔先知的长子’

曾在贝耳舍巳作民长，与真兄

弟贪污作弊，使百姓大为不

满，要求建立君主政权（撒上

8: 1-5) 

( 2 ）肋未人革尔陈子孙的

族长，曾参与迎接约柜进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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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大典（编 t 15:7.门 ,17 ）。

576 约书

Book of the Covenant 
所指是个法律部份的出

集（出 20:22-23:33 ）。被称为

「约书」的原因是，因为在这

里包括 f夭主与以民之间盟约

的建豆（ 20:22 ）’其中也有关

7敬礼天主的地点（ 20:23-26) 

以及应庆祝的节日（ 23:12-

19 ）。它部份的琐碎资料口j能

是m古老的’甚至梅瑟时代传

流下来的’但是日久夭长，其

中亦有不少资料是后人所加添

编辑成书的。

577 约兰

Jo ram 
两位国王的吕字，，5 1冒

「上主是高屈的」

( l ）以色列寸1日昂兰Ci±:

此国王原名约兰·思高译本为

避免与犹大王约兰也淆起见’

将之译作耶局兰）。是阿哈布

与外邦女依则贝耳所生的儿

'.76 )77 

F ’继父为王（公元前852-

842 ）’自1致力于宗教改革’但

未能根除对巳耳的敬礼（歹lj下

3: 1-3 ）。其姊妹阿塔里雅与南

国约兰王站娟·因此两国紧张

的元系大有改善’且进 步，

二国与厄东联盟近攻摩阿布

人，但1巳矿Jrm 归（罗rj 卡 3: 2 I -

2 7)οfl; ~i 又与哈臣耳王作

战’负伤而退，更是乏善可

l冻’还在养伤期间，被子F倒

戈的大将耶明所杀（列下8ρ ：

编下 22:5-7) 

( 2 ）南国犹大的第五位国

玉’约沙法特的长子，称E凡

八年，与-It国耶马兰是同时代

的人（公元前自48-841 ) ：与M

塔里~；在结婚，寻致臼姓对邪神

的崇拜（ :71）下8:18) ＇曾出兵进

JJ厄东，但毫无战果口l言（列

下8:22 ）。厄东从此独虫，接

若有里贝纳的叛变’国王竟无

能为力（ 3111 f8:20-22 ）。

。）边l床时代的圣殿守E

（编上 26:25-27)

（的一位司祭’曾帮助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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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法特国王推行宗教的革新

（编下 17:8 咱9)

578 约史雅

Josiah 
人名’意谓「上主治愈」’

是犹大的第十六位国王，默纳

协之孙’阿孟之子。两位先人

皆是今人不齿的恶君’他本人

却是获得历史好评的理想君王

（公元前64亿609 ）’堪与达

味、希则克雅先后媲美（列下

22: 1,2 ；德 49:5 ）。他利用亚

述帝国灭亡的良好时机，从事

内部整顿，争取民族绝对的自

由，改革腐败的宗教。由于法

律书的发现’更坚强了他革新

宗教的决心（罗lj下 22 ）。当埃

及法郎乃苛出兵援助垂危的亚

述时，约史雅国王不知何故，

竟白不量力，出兵阻拦。但那

能是埃及大军的对于？结果不

但在默基多全军覆没，而且暴

骨沙场（列 f23:30 ）。这实在

是以民莫大的损失，因为他死

后’以民再度生灵涂炭，宗教

y、！llll

败坏’世风日下（列下23: 10-

32 ）。

579 约但河

Jordan 
是巴力斯113.的最大河况。

它犹如名字所示，是终年河水

；而在不息的河吨，但对航行和

灌溉却毫无褥益。它自圣地北

方的吓尔孟大山脚F发源，主

源名叫帕尼阿斯。它直线长

105 公里’但由于河床蜿蜒曲

折’实际长度竟达 320 公里。

沿途造成三个湖泊，即默龙、

加里肋亚及死海。它由 329 公

尺的高度，南下至死海下降至

水平线之下392 公尺，共i十 F

降 700 多公尺’其河水之j市主、

可想而知。进入约但河的支

流，有雅尔慕克及雅波克河。

它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条奇

怪的河流，在圣经上占有重要

的位置。圣经提及它的地方竟

达 179 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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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约伯

Job 
人名和书名’：意谓「攻击

者」’或「被攻击的人」’他

是约伯传的主人翁，也是一位

热心事主及家境富裕的人。魔

鬼在天主的许可之下前来磨难

他，使他倾家荡产，家破人

亡，他自身又病而难，凄惨至

极。这个磨难的目的是要证实

约伯是否是真正热心守法的人

( 2:5 等）。终于雨过天晴，约

伯重新过其丰陆的生活

(42:10) 

本书这位不知名的作者，

堪称为大哲学家及宗教思想

家唱并且他的文词笔调也非常

生动逼真，引人入胜。作者利

用约伯的遭遇来纠正当时人们

错误思想：「善人在世必享

福，恶人必受罪」。或谓作者

愿意将善人在世受苦的这个事

实’来与天主的正义互相吻

合。他的三位朋友，厄里法

次、彼耳达得、左法尔，坚信

天主是信实不欺，赏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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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辞严的天主’因此目前约

伯所受的痛苦必是上主惩罚其

罪恶的结果。约伯虽然明知自

己是无辜的’但是有口难言，

忍无可忍，因此有时抱怨天

主’有时又求天主出来主持正

义。一位名叫厄里乌的智者挺

身而出，仗义执言（32-37章）。

他解释现世痛苦的教育意义’

责斥了三位友人’却也指明约

1自应自我反省，不要一味强调

自身清白无罪。最后天主亲自

显现，责斥三位友人之外’并

证实约伯无罪’因而恢复了他

过去的幸福’且加倍恩宠待承

了他。

581 约沙法特

Jehoshaphat 
人名’意谓「上主判断」。

圣经上有数位具有此名的人

物，但要者只有犹大的第四位

国王（公元前 870-848 ）。他

是阿撒王的儿子，在登恨之前

已代病父摄政五年之久（列上

22:41,42 ）；使自己的JL F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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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北固有外邦血统的公主结

婚’因此两个和平相处。他尽

力从事宗教改革’是以获得圣

经作者的好评（编F 17-20 ）。

由于上主的帮助在战场 t节节

胜利，是以国势大振（编 f20:l-

28）。曾与北国联合建造商船’

但未能成事（列t22:49,50 ）。

582 约沙法特谷

Valley of Jehoshaphat 
按岳4:2,12 的记载，上主

在末日将这个山谷中审判j天下

万民，是以它亦名「审判谷」

（岳 4: 14 ）。自第四世纪开

始，人们咸认为圣经t的约沙

法特谷就是耶京城东边的克德

龙谷’导致这个狭窄的山谷两

边布满了坟墓，等候世界末日

的审判， ffi 是这种说法，是毫

无根据的’因它只是象征名词

（上主审判），而不是地理名

词。

583 约纳

Jonah 
人名’意谓「鸽子」

八四l

( 1 ）阿米奈的儿子，是与

亚毛斯同时代的先知。曾预言

雅J各贝罕二世要收复阿兰人所

侵占的失地（列下 14:25 ）。他

叮能就是约纳先知书中的主

角。

(2 ）伯多禄的父亲（玛 16:

I 7) 。但有时亦被称为若望

（若 1:42; 21:15-19) 

584 约纳书

Book of Jonah 
这是小先知书中的第五

本。有人曾主张：本书的主角是

约纳先知，但事非可能，因为

二者相距达三个世纪。本书是

晚期的作品，它的一大特点

是，它完全没有预言，而只是

在讨论一种新颖的伦理观点。

本书的主角为了逃避上主的使

命，想、远走高飞不了了之。天

主却以死亡的威胁来惩罚他，

使他陷入大旬的腹中（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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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12:40 等）

约纳在经过这次惊｛.、动魄

的灾难之后，恭顺地昕大主的

命，前往尼Jt:.v放传教，劝人悔

改，果然那里的百姓皆间头改

过’没受监罚。此时约纳反觉

得于心不甘，痛惜天主没有惩

罚这批外邦人。天主又用了

懊神秘的植物，米使他明了为

主妻么天主没有迫不及何地施以

单罚（ 4:6 等）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排斥

扰太人宗教思想的狭窄’不知

天主办：同样爱护非犹太血统的

外邦民族；赐给他们痛悔改过

的机会，免得遭受上主止义的

思罚。

585 约纳达布

Jonadab 
人名’ Ji:!•：谓「上主表示慷

慨大厅」

( I ）是达昧的侄子，为人

反猜， i危计多端’是阿军人农的

损友（撒下 13:3,5)

( 2 ）是勒加有i 人的祖先

58声 587

（耶 35:8-10 ），亦是耶胡的同

党（罗lj f 10:1523) 

586 约纳的儿子

Son of Jonah 
是耶稣对西满伯多禄的称

呼，所以是宗徒之长的另lj '8 
uq16:17J 

587 约纳堂

Jonathan 
人名，主、谓「上主赐与」。

毛经 t具有此名的人不F十个

之多，兹择其要者列主苍白日下

( 1 ）革尔雄的儿子，梅瑟

的孙子（民 18:30)

( 2 ）撒乌耳的长子，是达

昧亲帘的的朋友（撒上18等卜

等与父亲同时在基耳波亚山 _t

阵t：：（撒上31:2 ：编上 10:2 ）。

( 3) j主昧的兄弟史默亚的

儿子，曾将侮辱以民的巨人打

死（撒T 21:2021 l 

（的一位与约沙法特国王

同时代的肋未人，曾参与宗教

改革的事务（编下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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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司祭阿贝雅塔尔的 (2 ）耶昌阿士（原文本作

儿子’当阿贝沙隆叛变时’曾 约阿士， 1旦旦、高译本为了不使

帮助达昧瓦解敌对者的势力 读者提淆起见’称此后者为耶

（撒下 l 5:36; 17:15-22 ：列上 局阿士）。他是北国以色列的

1:41-49) 第卡二位国王（公元前7 9 8-

783）。他整军经武’将阿兰人

588 约阿± 王本哈达得＝世打败（ JI］下

Joash 13:22-25 ）。他为儿子向犹大

两位国王的名字’意谓 王阿玛责雅的女儿求婚，被后

「上主赐予」 者拒绝。因王大怒’乃挥兵南

( 1 ）南国犹大的国王（公 下’入侵耶京，将圣殿抢劫一

元前 835-796 ）。当他的母亲 空（列下 14:6-14)

阿塔里雅垂帘听政，并以最残 圣经上以此为名者还有下

酷的手段将达昧王朝的一切后 列二人：

裔赶尽杀绝的时候，约阿士是 ( l ）默纳协支派人，是基

惟一的漏网之鱼。当他还很年 德红民长的父亲（民6:11-32 ）。

轻时’便被约雅达大可祭拥立 ( 2 ）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儿

为王（罗lj下 l 1: 1-12 ）。国王原 子’曾将米加雅先知加以囚禁

w热心事主’尽力扫除邪神敬 （列上 22:26-28)

礼，可惜在大可祭约雅达死

后’他本人竟对巴耳邪神顶礼 589 约阿布

膜拜（编下 24:17”22 ）。为了 Joab 
对阿兰王表示敬意，以求苟且 人名’意谓「上主是父

偷安’不惜将圣殿的宝藏拱于 亲」’是边昧的外甥及军中大

奉献。导致民怨沸腾，终被子 将’曾以i危计将阿贝乃尔杀死

F所杀 (jrj下 2:18,19,21) （撒下 3:27 ）。他是位常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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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撒下 12:27 ）。他手段凶 至埃及，且死于充军之地（列

狠，杀死达昧的叛子阿贝沙隆 下 23:33,34)

（撒下 18:14 ），以及他的对头

阿玛撒（撒下20:1肘’最后由 591 约拒

于他支持撒罗满的敌对者阿多 Ark of the Covenant 
尼雅继父位称王’终被撒罗满 顾名思义便知道它是指1工

所杀（列上 2:28-35) 主的结约之柜而言，它远在以

民辗转于旷野的时代’便成了

590 约阿晗次 宗教敬礼的中心和对象。它使

Jehoahaz 人忆起百姓出离埃及和进占圣

是两位国王的名字，意i胃 地的历史（苏3λ6章）。它是

「上主拿取」 用皂英木制造的柜子，长一百

( 1 ）北国以色列的第十 一十二点五公分，宽和高各六

位国王（公元前814-798 ），是 十七点五公分；里外包以纯

耶胡的儿子和继位人（罗lj 下 金，周围有花边和金环（出

10:35 ）。因敬拜邪神，受到l 25:10-22; 37:1-9 ）。但是仅就

天主的惩罚，即阿兰人的大事 上述的记载’我们很难断定出

迫害（ glj下 13:7 ）；国王终于 约柜的真正面貌来，也不知它

回头改过’天主昕其所求’使 是否与埃及和客纳罕敬神的游

他的儿子雅洛贝罕二世重振国 行时所用的木箱有关。再说上

威（列下 14:25-27) 述的记载很明显地是事后的追

( 2 ）南国犹大的第十七位 忆和幻想的描述’因为在旷野

国王（公元前 609 ）。他登极 中的以民不可能在那种环境之

只有三个月，便被埃及法郎乃 下’造就出如此精巧的约柜来

苛革职，另立他的长兄厄里雅 的。按申 10: 1-5 的记载’约柜

金为犹大王。他本人则被充军 的主要用途，是为保存十诫的

205 . 



5吵2 )9可

石饭。十诚是天主与以民结盟

、工；去的结晶。梅瑟死后天主与

以民亲在和传j丰旨意的地方就

是约柜的上}j （户 l 0:35 ；撒

I二 4:7) ＇它陪伴著百姓东1正

因讨，攻城夺地’使西姓所向］

无敌（户 10:33-36 ）。以民以

最崇高的敬礼来对待约柜（撒

下 6:7 ），它是上主天主的脚

凳（撒 f 6:2 ：；如j下 99:15 ：咏

19:5 等）

达咪除了由 j二对宗教的热

诚之外·还基于政治的理由将

约恒搬住耶东（撒下6）’后被

安置在圣殿内（页rj t6:19; 8:1-

9 ）。公元前587年圣殿被毁，

约中巨不知所终， EX谓被耳I＼肋米

亚藏在山j向中（力H F 2:4-8 ）。

592 约培

Joppa 
是巴力斯坦靠近地中海的

一座古城，距台拉维夫不远，

今名雅法。若苏厄将之戈rJ给丹

支ViZ C 苏 19:46 ），但未能将之

占据。直至达昧和撒罗满时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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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民才将此城完全占领，

并利用它的港口输入物品（编

T2:15 ：厄上3:7) 。其后重新

陷入敌手’直至月加伯时代’

才再度将之收复（加上 10:69-

85; 12:33,34 等）

按；长 9:43 的记载 1白多禄

曾在此作了颇长的逼留。在这

里复活了塔彼达（宗 9: 3 6-

41 ）’并且了异像（宗 10 ）’

借此异像的指示，给外邦人开

启了教会的大门：臼此冉元犹

太和外邦人的区别。

593 约堂

Jotham 
人名’意谓「上主显示正

义」

( l ）是耶鲁巳耳即基德红

的儿子，他的长兄阿彼默肋容

为了争夺王位，将七十多位主

兄弟杀死’惟约堂得免于难。

后来他以讥讽的口气讲说寓

言，以证其哥哥强夺玉仪之不

吁（民 9:1-21)

( 2 ）南国犹大的第十寸立



／、面七四］

国王（公元前740-735 ）。登极

之前曾很久代病；£执行王仪

L列F 15:5 ）。 [J;J 为他曾坚fLi

参加大马士革与北国以色列的

反亚述联盟’而毛主IJ前者严重

的骚扰和磨难。在i1也始终未受

到正由的攻击便与世长辞了。

他的儿子和继位人阿哈次却首

当真冲地遭受了侵袭 c

594 约雅金

Jehoiakim 
人名’意谓「愿大主白

举」’是犹大的第十八1V:国王

（公元前609-59们；约史雅的

儿子 3 埃占主；去 ~r; 巧可将他的弟

弟约阿哈次罢耻之后，令他出

来执政，并给他改名叫约稚金

（列下 23:34,36,37 ）’他当时

己万岁。自此成了埃及的属

王。此后有巴比伦王拿步高的

大军斥境，在实力旦、味，寡不

敌众的形势之下’约雅金只角

向巳 lt伦称臣进贡。但心有不

甘，仍然暗中倾向埃及，这是

耳Ii肋米 ill'.先知所极力阻止的。

气叶 J 596 

但国王对先知的责i束 I'll: 若罔

｜词，且变本如厉地对先知加以

迫害。措果巴比伦大军再度入

侵之前，他与世长辞’年仅

36 岁’由民子耳II苛尼雅继位

斩、王（列~· 24:6 ）’但终免不

f巴比伦的单罚。

七画

595 玛加丹

Magadan 
是耳｜：稣第二次增饼j司所去

的地方，在加里肋亚湖边（ l~ 

15:39 ）。谷8:10称其为达玛奴

塔，还有些手抄本吕其为玛格

达拉。

596 J马加伯

MaccabeθS 

人名嘈意谓「执锤苦」。

原是玛l吉提稚可祭的第三个儿

子犹大的别名，竟成 f Ji f古兄

弟的统称’甚至后来一切反对

希腊文化’为自己宗教而战的

人，都被称为j马加伯 c 这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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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历史的记载见加上下。 皮德默特琉二世，致使约纳堂

此时的巴力斯坦处在色委 有隙可乘 ο 约氏死后由其弟兄

苛王朝的重大压迫之下’犹大 息孟继位（公元前 142-134 ）。

玛加f白起而反抗，在山区开始 息孟对敌人软硬兼施，重新获

招兵买马，率众与色委苛王朝 得民族自由（加上13:33”51) ' 

斗争周旋。国王虽数度打发军 并被委派为犹太人终身的大司

长前来镇压’但皆为犹大所 祭和领袖（加上 14:41 ）。他实

败’连里息雅摄政王都元计可 际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目[l 阿

施 c 犹大于 164 年收复耶京， 斯摩乃王朝。这个王朝亦受

重整圣尉’重建祭坛，举行了 到罗马人的认可（加 t 15: 16-

盛大的宗教庆典（加上4:59: 24 ）。他的继位人是他的儿子

加下 10:1-8 ）。这个庆典王今 若望依尔卡诺一世（公元前

犹存，称为圣殿重建节。犹大 134-103；见加上 16:21-24)

乘胜以政治手段来寻求宗教臼 圣经有关玛加伯兄弟的记述到

由’民族独立的保证（加上7) 。 此为止、但由圣经之外的文件

他死后一切由其兄弟约纳堂出 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王朝终于

来支撑（公元前 160-142 ）。约 在公元前37年，被足智多谋，

氏获得大可祭职务（加上 10: 阴险可怕的黑落德劫夺而去。

20 ），其后更为百姓和宗教争

取了自由（加上 10:65 ），只是 597 玛加伯上下

在政治上仍属色委苛王管辖。 Book I and II of 
他之所以能不以武力而只以外 Maccabees 
交手腕’获得民族和宗教自由 这两本书由犹大玛加伯而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色委苛王 得名：

朝发生了内哄，有两个对立的 ( 1 ）加k所记载的年代大

国王继承人一一一亚历山大巴拉 约为公元前 175-134 ’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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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委苛王朝的迫害。犹太人先 致命的事迹而言。他们被叙利

后在玛塔提雅及其儿子犹大、 亚的色委苛国王逮捕，国王逼

约纳堂及息孟的领导之下的反 迫他们违背犹太法律·遭到义

抗、斗争和胜利，终为犹太民 正辞严的拒绝，结果兄弟七人

族及其宗教争取了一定的自由 和母亲先后为主捐躯。这段记

和独立。 载强烈地指出犹太人对死后

( 2 ）加下好似是本更大 复活的信念和希望（加下 7:9,

著作的节录（加下 2:9,31) 11, 14 、23,29,36 ：吨 12:43; 14:46 

它部份地记载了同－时代的事 等）

迹（公元前 175-161 ）。但它所

注重的不是个人英雄的事迹， 599 玛尔大

而是全体忠于上主百姓的命 Martha 
运’以及圣殿的千秋和演变。 女人名’意i冒－主母」’

加上著作成书的时代应在 伯达尼村庄人’是拉臣禄及玛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加下较前 利亚的姊妹，生来性好动’曾

者晚出几十年，由于两者皆以 非常忙碌地来款待耶稣（路

希腊文流传后世，是以基督教 I 0:38-42 ）。拉臣禄死后她首

不承认它们的正经性’天主教 先跑出来迎接耶稣（若 l I: 19-

虽指明它们属于次正经，但坚 28,39 ）。在另」个宴会机会

决肯定二者是在天主圣神的默 上’也是她出来伺候客人（若

感之下写成的。 12:2) 

598 玛加伯兄弟 600 玛耳蜀

Maccabee Brothers Maleh us 
是指加下七章所记载的七 是大司祭的一个仆人’耶

位兄弟和他们英勇的母亲抗暴 稣在山园被捕时’伯多禄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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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地起来反抗，将他的耳朵 （撒J-23:24-26 ），是纳巴耳的

砍了下来（苦18:10 ）。按路22:51 家乡（撒上 25:2-8)

耳l；稣立即使他的耳朵复原。

601 玛达肋纳

Magdalene 
是位被耶稣i台奸的妇女·

成了耶稣的追随者（路 8: L 

川。曾站主在耶稣的苦架之

下（谷 15:40 等）’并参加了

耶稣的葬礼（召 l 5:47 等）

复活后的耶稣首先显现给她

（苦20: 11-18 ）。她并不是的达

尼的那位以香料涂抹耶稣的妇

女（路 7:37-50 ）。不少人将她

们两位也为 A 谈。

602 玛红

Ma on 
人名和地名’意谓「目

空」或「避难所」 P

（！）加肋布的后裔，属j尤

大支派（主席l l二 2:45)

( 2) 5t大支流的→库 Lli 城

（苏 15:55 ）’位于赫贝龙之南

十二，公里处。达日未曾逃难至此

603 玛利亚

Mary 
人包‘主i冒「主母」或「为

主所宠爱的」

( l ) 1:(1；稣的 ffl:亲’仅就圣

约的记载很难使人f解她的整

个生平（谷 3:31; 6:3) c 福音

中只有路白在耶稣的董年史

中’对圣母作了比较详尽的记

载’诸如加｛早有1Jj尔天使称呼她

为「充满恩宠者」电并向她报

告她将以 1JJ: 女之身怀孕生 f'

她的儿子是人类的救星，是至

高全能者之子（路 1 :26-38 ）。

在她前往会见其亲属依撒伯尔

时’她发表了那篇万占长存，

脸炙人口的绝妙好辞 「我的

灵魂i明扬仁主i E各 1 :46-55 ）。

在这篇歌词中她述说了 i二主对

她所作的伟大奇事。幸与瑟发现

圣母怀孕，由于不知其所以

然’忧心如焚，幸有天使在梦

中给他解疑（玛 1:18-25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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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烟消云散。在同若瑟前往

白冷登记户口的时候，耶稣基

督诞生了（路2:4-7 ）。她将一

切有关小耳fl稣的所见所闻默存

在心中，反覆思索（路2:19 ）。

她将小耶稣献于圣殿时，老西

默盎预报要有利刃穿透她的，中

灵（路2:34『39 ）。若瑟同她带

著小耶稣逃亡埃及’归来后定

居在纳阻肋（玛2:13-23 ）。她

的儿子十二岁时在耶京迷失，

1日二天后又找到了（路 2:41-

50 ）。耶稣开始传教时，在加

纳由于圣母的要求，扭了第一

个奇迹 ct:2:1-11 ）。此后圣

母便很少再出现，直至耶稣死

时才又有圣母侍立在十字架

F ；那时耶稣将圣母托付给若

望（若 19:25-27 ）。五旬节那

天圣母同宗徙们 起正在晚餐

厅中祈祷时’天主圣神降临了

（宗 1: 14 ）。除「上述新约对

圣母玛利亚凤毛麟角的记载之

外，还有不少伪经补遗式的记

述，但大都是些无凭无掘的传

说而已。圣母为天主教的信友

4责 60~

们是诸德之模范； 她有坚固的

｛吉德（路 1:38-45 ；若 2:5)

不移的望德（若2:5 ），深挚的

爱德（路 1:56 ；若 2:3) .热心

祈祷（路 1:46”55; 2:19,51 ）反

谦诚的昕命（路 1 :38 ）。其次

圣母对种种美德无不苍峰造极

（玛 12:46-50 ；谷 3:31-35 ；路

8:19-21; 11:27,28) 

( 2 ）玛利亚玛达肋纳：见

玛达肋纳条。

( 3 ）马尔谷的母亲：她慷

慨地将自己的家作为最初信友

们祈惰聚会的地点（宗12:12 ）。

(4 ）雅各伯和若瑟的 l寻

亲：是加里肋亚地区的千立妇

女（玛 27:55 ：谷 6:3; 15:40; 

路 24:10 ）。曾同圣母侍立在

十字架下’并在复活的当天早

t获得了耶稣的显现（玛27:55,

61: 28:1-8 ；路 23:5 等）

(5 ）克罗帕的妻子亦是

曾侍立在卡字架 f的一位热心

妇女（若 19:25)

(6 ）拉回禄的姊妹：伯达

尼村庄人’性情好静’曾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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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佼傅抹了耳［＼稣的头和1足（路 10:

3 8-42 ；若 12: 1 －白：玛 26:6-

13 ; tt- l 4:3-9) 

604 玛利亚的赞词

Magnificat 
谁都承认这篇圣母的赞

词’是圣经中最美丽的诗歌之

一（路 1 :46-55 ）。这个歌词有

不少地方使人忆起旧约的背

景’尤其亚纳的~Ui谢诗（撒上

2: 1-10 ；见撒 t 1:11) c 不过

它并不是的一人诗歌的抄袭，而

是完全独具一恪的诗词。它的

内容要点有三；

( l ）玛利亚感谢天主赐与

自己的恩宠（路 l :46-50) 

( 2）赞颂上主举炀卑微的

人’压制］骄傲的人（路1王1-53);

u j 称颂天主既i午必践的

忠信（跻 1:54.55 ) 

605 玛弟亚

Matthias 
人名’是「玛塔；是雅」的

缩写’；在谓「上主的赐予」。

七画

J安宗 1:26 的记载’他填补了

扰边斯的空缺，被选为宗徒。

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毫

无所闻。

606 玛阿加

Maacah 
圣经上屡见本鲜的人包和

地名’意i目「压 F」或「糊涂

的」。

( l j 达昧的妻妾之”阿

贝沙隆反塔玛尔的母亲（撒下

3:3; 13:1,22) 

。）勒哈贝罕的妻子·是

阿贝沙隆的外孙女（编下l 1:20. 

21 ）。她的儿子阿彼雅（列上

15:2 ）’皮孙子归iJt散曾相继作

犹大的国王（罗Lt 15:10,13; 

编下 13:2)

(3 ）地方及民族名：是赫

尔孟山之南的一个地区 con;

13: l 1 ）’位于黎巴嫩及安提

黎巴嫩中间的最南方，这一区

的居民是阿兰人（苏 13: 13 )’ 

它是 个部落名叫玛阿 11日人

( fi:r/ 22:23,24 ）。他们曾数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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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昧交战（撒下 10:6)

607 玛纳
Manna 
是天主赐与旷野中以民的

一种食物的名字’它甘甜可口

（户 11:7电8 ：出 16:4-35 ）。直至

以民进入恼地，天主才停止了

这种天上的食粮（苏 5: 12 ）。

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意谓

「那是甚么？」因为以民从未

见过这种食粮’是以出奇的发

问，而这个问活竟成了rι的吕

字。圣经不时提到这个奥秘的

食粮（咏 78:24,25 ：吨 105:40 ）。

若 6:32,35 记载耶稣曾提及玛

纳，并谓真正天立的问粮是他

自己的身体。耶稣所指是他要

。07 布 10

是安J是约基雅教会的一位无知

和教师，他曾同黑落德在－起

受过教育（宗 13: I ) 

609 玛拉基亚

Malachi 
人名’意谓［我的使者」’

是十二小先知中最后的 位、

1日这个名字是汗就是本书的作

者，颇成问题，因为本书所记

是1 主向「我的使音」（ 3: I ）的

讲话，并不 定指作辞而言，

只是后世的人将二者相提并论

j昆为一谈。究竟玛拉基亚为foI

许人士’我们－无所知’只可

推断他在公Jclltr五世纪的前半

叶民行了先知的职 7于 3

建主的圣体圣事。玛纳曾使不 610 玛拉基亚书

少的唯理学者’企图以自然的 Book of Malachi 
方式来加以解释’但都未能使 这本书并不是玛拉基雅所

人信服。 写嘈而是一位元但作者的作

品。它共有六篇天主与先知之

608 玛纳恒 间的对话：谈话的内容是：

Manaen c 1 ）上主对以民的爱
人名’意i冒「安慰者」’ 门：2-5)

213 . 



。 l l 614 

(2 ）责斥司祭的疏忽渎

职·预言天主要废除他们的祭

献，而悦纳万民纯洁的祭品

( l :6-2:9) 

UJ 责斥离婚之不当与同

外邦女H古悟的危险（ 2:10-16):

( 4 ）报告审判之将妻来！｜臼

(2:17-3:5) 

( 5 ） 农作物之收成不好是

天主的惩罚（ 3:6-12)

( 6 ）上主的判断是正直公

道的（ 3:13-21)

( 7) 最后预报厄l!!_ill' 先知

要在上主到来之前·来l陆人问

「 3:23 等：见路 1:17)

611 玛格达拉

Magdaia 
是玛利亚玛达肋纳的家乡

（玛 27:56,61.) ’有「楼塔」之

意。玛 15:39 的月加丹可能是

玛格达拉之误’谷 8: l 0 的达

到奴塔亦然。它是加里肋亚湖

边的→个沟村今’至今犹存。

七i目l

612 玛革洛

Machaθrus 

是个堡垒的名字、为亚

历山大雅乃乌斯于公元前 88

年所建·位于死海东岸八公里

处。公元前 56 年毁于罗马人

之子。大黑落德在它的原址上

大兴土木，修建了宫殿和监

狱 u 由他的儿子黑落德安提帕

分封侯来接管·据传说苦翰就

是在这里被安提帕斩了首级

（谷 6:21-28)

613 玛革培拉

Machpelah 
是 4块有山洞的田地，属

于赫特人厄斐龙，亚巴郎将它

买 F作为基地（ {1:1J 23 :9、 17,19:

25:9 等）。撒辣（包1J 23：圳、

\[Ii_ 巴郎（包1J 25分）、 1京撤格、

黎贝加压肋阿都被葬在这 IB

( fi1] 49:30J 1 ) 

614 玛待

Me des 
民族皮地区名。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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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f伊朗北方的高原区，原是

亚述的属民’但日渐强盛，公

元前 715 年歼始建国，以厄克

巴塔纳为首都。经过励精图治

之后，开始威胁亚述的安全。

＼［［述虽出兵征讨，己无济于

事’玛待已成 l’当时的强国，

并将iJE述帝国泊灭。可惜’ι的

国寿并不长久’它的罔王问斯

提雅革被波斯王战败，其国士

尽被吞并，是为j皮斯大帝国的

开始。

615 玛晗纳因

Mahanaim 
城名，；自；i冒「两块田地」’

是约但河东部的边界城市（苏

13:26,30 ），是为司祭城（苏

21:38) 01散乌耳的儿f j在市

巴耳曾在此居住了两年之久

（撒下 2:8, 12,29 ）。达眯亦来

此避难（撒下 17:24 ）。在撒罗

战时代它是十二太守之→的驻

：于地（夕lj l二 4:14)

。 l 5 61 白

616 玛索辣经文

Massoretic Text 
这个名词的窟义至今未有

确定，可能有「传统」之意。

原来圣经原文只有子音，没有

母音。日久夭长恨容易对它的

发音生出偏！：＇：，因而 7二点。于

是在八至 1· tu： ~c期间，有一批

经师｜司心协力地将圣经原文的

发音’用i司、把写等加以规律

的戈lj定，使其一成不变地下传

后代。这种经过修饰规 ~lj之后

的原文，便称为I~索辣经文。

事实仁远在公元七世纪之

前，犹太经师己开始从事这种

玉作，且获得了相当美满的成

绩，只是它未为西方的学者所

知 c~时从事这种工作的经ij1fi

共有三个派别·或谓三个学

院 0 ~[l 巴比伦派，巳力斯坦

i辰，；是！比黎雅派·最后这一派

H后来居 l二。

目前最著名及最为普反；在

行的玛索辣经文的印木，要首

推 1929年首次出版的「克特耳

希伯来文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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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玛索辣经师 619 玛勒沙

Massoretes Maresh ah 
那些从事研究和缮写玛索 城名’意谓「重要的城

辣经文的人’被科为玛索辣经 市」’属犹大支派（苏15:44),

I）币。这些经师中功绩最为卓越 位于死海之四五十公里处，是

的一批’是提庇黎雅的经师学 个军事重地（编下 l I :8; 14:8-

校」他们十分谨慎地固定了每 14 ） ο 自充车时代开始落入外

个千的发音方式’创造了前所 邦人于中，先属依杜默雅，后

未有的母音符号，结果使圣经 属色委苛王朝，很快变成一个

原文成为 A成，怀变的，妥保无 完全希腊化的城市’公元前

虞的经立：其中功德最高的有 63 年始属罗马管辖。

斗二问协尔及本纳斐塔里经师。

620 玛塔尼雅

6才 8 玛基尔 Mattaniah 
Machir 人名’意谓「上主的朋

人名，意 i胃「孤儿」或「被 与」。按列下 24: 17 的记载’

遗弃者」 这是南国犹大最后→位国王漆

( l ）是默纳协的 JL子（包lj 德克雅的原名。

50:23 ；户 26:29 ）。他的后代

大都在基肋阿得地区居住（、户 621 玛塔提雅

32:39,40 ）’是UJ马基尔亦被称 Mattathias 
为某胁阿f导的父亲（户26:29 ）。 人名’意i霄仁主的赐予」’

。）阿米耳的儿F ’曾将 是厚、「地方的－位可奈。他英勇

约纳堂的儿子默黎巴耳收养在 果敢地率领五个儿子·反抗欺压

家巾（撒 f 9:4,5 ）’并救衍了 犹大人民和宗教的色委苛王

逃难时的注II未（撒下17:27-29 ）。 朝’时在公兀前 167 年。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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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加伯兄弟运动’以及后来阿 623 玛窦福音
斯摩乃王朝的创始者。

两位在耶稣族谱上出现的

人士，亦 gnq玛塔提雅（路3:25.

26) 

622 玛窦

Matthew 
人名’意谓「上主赐予」’

是第→部福音的作者。他本人

是阿耳斐的儿子，原是一位税

吏（谷2叼 14 ）’故此必定受过

高等教育，且是社会仁有权势

的人物（路 5:29) 。他在葛法

翁关税处尽职时，受到耶稣的

召叫’成了门徒（玛 10:3 ）。

作者对巴力斯坦的风土人情、

地理、政治、宗教等非常熟

悉，他并且为人善良谦和，毫

不做作，坦承自己是不太名誉

的税吏（玛 10:3 ）。后来他传

教远方，为主致命。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这是新约中的第→本经

书，在古代的教会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它的原文是阿辣

美文’可惜业已失传；今存者

只是希腊译本。目前许多学者

咸认为玛书并不是最古老的福

音，而是在它之前已有谷书的

存在，并且作者在写作玛书时

利用了谷书作为蓝本。但是它

的篇幅远超过谷抖，这是因为

玛书增加了童年史、五个大言

论集以及逾越节的事迹所致。

他惯将耶稣的言行，依照

一定的数字编排，通常有「三」

或「七」数字。例如；三次受

试探（ 4:1-11 ）’全德的三例

( 6:1-18 ）’三戒（ 6:19-7:6) ' 

三次预言受苦 （ 16:21; 20:18, 

19 ）：并将耶稣的族谱分成三

组，每组十四代，而十四就是

二乘七的得数。

玛书的目的有二：

(1 ）指明耶稣就是古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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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预言的默西亚；

( 2 ） 针对当时的邪说谬论

加以反驳：

证明耶稣的复活是不容置

疑的事实（ 28:11-15 ）；耶稣

应验了先知关于处女生子的预

言（依 7: 14 ）’因王神的德能

生于童贞女（ 1: 18-25 ） ，耶稣

不是耀武扬威的国王’而是受

苦受难的救主（ 1 刀， 8: 17) : 

耶稣的死亡不是咎由自取’而

是为救人类（ 8: 17; 26:24.54 ‘ 

56; 27:9 ）等。

本书的对象应是巳力斯坦

的犹太信友们’这由’E的古

拉］、结构、文体’尤其由它不

断引用圣经的事实，可以得到

确切的证明。他对犹太人的风

俗→概不加解释（ 1:21: 15:1-3: 

27:62;24:15等）’因为是多余

的。

本书的纯构非常紧；奎清

楚，是很有系统的作品。作者

除f序言、小号｜之外’将主体

分成五卷，每卷又分成叙事吉15

丰II 言论剖，使人对耶稣的rJ实

和言论可以一目了然 G

624 玛辣

Ma rah 

七国l

地包’主谓「酸苦的 l ’

是叔尔旷野中的一个水泉名。

它的水是苦的’百姓不能下

咽’开始埋怨，悔瑟将它变成

可U的甜水（出 15:22-25 ) 

纳放米逃难时丧失丈夫和

两个儿子’内称名叫玛辣，意

即「苦命人」（卢 1 :20) 

625 玛撒

Massah 
地方名，意i冒「诱惑」’

是亲旷野中的地方。在这里以

民无水解i蜀，使 l」出忠言，对

仰起；不满，于是有击石山水的

奇迹（出 17:7) 。它常与默黎

巴相提并论·很少单J虫出现。

626 玛黎

Mari 
是巴比伦的－庄重镇’位

于幼发括：的iaJ的自l岸’即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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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黎黎废墟。考古学者已先

后在此作i1十六次的挖掘考

查’其重要性可见 a斑。它的

黄金时代是公元前 250 0 年

间。自公元前 2000 年它属阿

摩黎人，公元前 1800 年间它

被哈慕辣彼王攻陷占领，其后

（更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考古学者在这里的收获是

为数万片左右的出板文件，它

以懊形文字写成。这些出土文

件对此城及其固的历史、社会

flj政治车事等研究，作了非常

巨大的市献。有不少的希伯来

人名出现在这些文件上，诸如

本雅明、达昧等。是以虽然圣

经上没有提及此城’但它对圣

经的研究，却作r莫大的贡

献。

627 玛默勤

Mamre 

是巳力斯坦的圣地’位于

南方’距赫贝龙不远。亚巳郎

曾在此居住’并修建了祭坛

f 创 13: 18 ）。在这里圣祖三次

627 629 

获得 f l二主的显示（创 15) , 

制定了割损礼（ 17) ，知道依

撒恪要诞生的喜讯（ 18 ）。由

此看来这里是亚巴郎的久居之

地。

628 违犯

Violation 
违法犯纪的行为在圣经中

是屡见不鲜的（艾3:3 ：玛15:2 : 

路 15:29.30 ）’何是这些过犯是

可以借著爱德加以掩饰的（箴

10:12 ）。虽然这些违法的行为

是对天主不昕命的表现，是绝

对要受天主惩罚的（申 17:2-

5 ；牙（£ 2: I 0-13 ）’但是人们也

确知，只要人肯洗心革面，痛

改前非’天主是乐意宽恕的

（则 18:30-32)

629 近人
Neighbor 
普通说来是指日常所接触

的所有人而言；进一步指自己

的亲友和家人’尤其是同宗同

族的人们。对近人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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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约中有明文规定（出 20:13-

17 ，肋 19:9-18 ；甲 15:2 ）。开

罪于近人龙异就是违3~上主的

阳约（出 22:21 等，依 10:1,2:

业 2:6等）哩是应受思罚的（ ti!.

3 :5 ）。外方人如果在以民家

巾作客，使被视为近人（肋

19:34 ）飞爱慕近人是一仲具

有宗教性的义务，这种义务连

对仇人亦不同例外（肋 l 吵· 13-

18 ；箴 25:21,22 ；耶 15: 11 ）。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照行旧

约的爱德，这种习 lb'被耶稣所

废除 (J马 5:43 ）。按新约的教

导，所有有急需的人’都是我

们的近人（路 I 0:25-27 ），爱

近人就是爱夭主的表现（谷 12:31

等：雅 2:15.16 ；若 ·4:2021 ） ’

是｛占友所必须实行的（罗 13 ：’日

等：迦 5: 14 ）。事实 l二它就是

夭 4:爱人的主占果（玛 12: 18 : 

若3:16 ；罗 5:5 ：弗 I :5 ：吨 2:4) : 

天主将j主个爱情在耶稣的身上

完全表露（若 13: l 、 34: 14:21; 

15:9 ），耶稣就是基于这个爱

情甘心舍生致命（罗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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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 5 ：恪前8: 11 ）。所以信友

应对同信仰的人’对所有圆颅

方趾的人·连对仇人表示自己

的爱情（玛 5:4 斗等；若

13:34,35 ：罗 12:9 ‘ l o ：迦

6:1.2.10 ）。这种爱情尤其应在

宽宏大量，广施慈爱的态度上

表现出来（跻 6:36 ）’更应以

实际的行动，以散川才发粟博施

济众的行为表现出来（玛5:42 : 

罗 12:13‘ 20 ：格后 9:1 等：若

3:17) 

630 坟墓

Sepulchre 
犹太人死后数个小时便要

出殡，主持葬礼的当然是死者

的子女（玛 8:21 ）。犹太人的

坟墓形式各异：有一bi同墓，大

都是些天然的:Pir"l ’改造成为

坟墓（包1J23:19 ）；自井墓’就

是由地｜二向下挖掘的井式的阳

穴（夕lj f21:’ 18 ）：有在岩石仁

凿成的石室墓（依 22: 16 ：玛

27:60 ）；还有 fj屋粟，它与

前者相似，只是面积比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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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埋葬的死人自然比较多。

平常是大家庭或家族才有这样

的坟墓，见于君主政权的末期

时代（创 49:29-33 ）；迁有 4

种是圣经上所称的「平民公墓」

（耶 26:23 ；列F 23:6 ），这大

慨是指穷人或行旅反元家可归

的人的坟墓而言。犹太人尽力

将坟地修建在城市或村庄的外

边，以免i占染不洁。

631 花园

Garden 
普通说来’只有地位崇

高，有钱有势的人才有花园

（列下 25:4 ）。花园白围墙并

有门锁（歌 4: 12 ），又需要大

量的水米浇灌（依 I :30 ）’其

间除了花草之外’亦种有蔬

菜、果树及胡桃（申 l I: I 0 ; l:]}: 

6: 11 ) c 也有相似公园的花园

f 达 13 ）。国主通常死后就葬

在花园中（ §ljf 2 1: 2 6 ：若

1941 ） υ 美丽的乐园是以民

军兴的象征（贝lj 3 6: 3 5 ：默

22:12) 

631 6斗4

632 芦苇海

Sea of Reeds 
有人将它译作红海。芦苇

海是以民出埃及后，在夭主奇

迹的照顾之下，由干旱之地通

过的海厌。但它俯在甚么地

方，贝rj不得而知’学者大多认

为它在红海的北瑞。

633 苏台香、没药

Myrrh 
是梅吉、在会幕中所用的一

种香料（出 30:34 ）。犹太人也

用来作涂抹尸首用的香料；它

也是使人昏迷和麻醉的药剂

（谷 15 :23 ) c 思高木作没药

（茬 19:39)

634 苏撒纳

Susanna 
女人名’意谓「时合花」：

（！）是j占 13章的主人翁’

她天生 8fii质， i水清王洁’两个

老淫虫由于未能满足肉欲的邪

念，便将她加以陷害，手lj其死

刑。在这生死仔 i二的关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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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仗义执言’以智谋拯救了

无罪的苏撒纳，处罚了两个居

心不良的老人。

( 2 ）是跟随和服事耶稣的

一位热心妇女（路 8:3)

635 劳狄刻雅

Laodicea 
是夫黎基稚的一座重镇，

建于公元前第三世纪。是个十

分富有繁华的城市’尤以眼药

著名（默 3:17,18 ）。保禄曾给

此城的教会写过一封信，可惜

业巳尖传（哥 4: 16 ）。在默

3: 14-20 她是受讥笑最厉害的

城市，因为她不冷不热。保禄

似乎没有亲来此地传教。她的

教会大概是厄帕夫辣建立起米

的（哥 4:12,13)

636 克尔

Kir 

637 克尔摩阿布

κirof Moab 

仁画

是摩阿布的一座坚城，是

交通及军事重地’位于死海之

东二十公型处。按罗lj下 3:26 『

27 之记载，以色列及犹大未

能将之克服’是因为它的国王

默沙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杀

子祭神，以振士气。今名凯辣

克。

638 克劳狄

Claudius 
罗马的第四位皇帝。按照

阿加波的预言，在此帝王的执

政时代，将有大饥荒发生（宗

11 :28 ）。按宗 18:2的记载’这

位君王为了避免骚扰，将所有

的犹太人自罗马城赶走。其中

的受害人有问桂拉和他的妻子

普黎史拉。

地区名，位置不详，只知 639 克里特

道当亚述王提格拉特巫肋色尔攻 Crete 
破大马士革之后，将它的居民充 是希腊群岛中之最大者’

军至克尔（列下 16:9; IJl'.1:5 ）。 东西长－百六十英里，南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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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卡五英里’全岛共有三

千二百二十六平方英里、远在

公元前 3000 年即有人居住。

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行省。五

旬节那天在耳［＼京有来自克里特

岛的犹太人（宗 2:11 ）。保禄

上诉罗马，途中曾沿此岛的南

岸航行，以避狂风（宗 27:7-

13 ）。保禄在这里传过教，并

建立了教会。在给弟锋的信上

还引用某「先知」的话，来描

述克里特人（锋 1:5-12)

640 克罗帕

Cleopas 
( 1 ）是耶稣复活当天前往

厄玛乌去的两位门徒之一，复

活起来的耶稣显现给他们（路

24: 13-35) 

(2 ）玛利亚的丈夫（若 19:

25 ）’按古来的传说他是若瑟

的兄弟’故此是耶稣的叔父’

但无据可考。

布40 64.C\ 

641 克雄

Kish on 
i莫名’在加尔默耳山的东

南方（列上 18:40 ），即现在的

慕加塔河。河水很少，而雨季

较多，且能成灾。它由海法的

东北处流入地中海。它所造成

的沼泽地带使巴辣克大获全胜

（民 4:7,23 ：‘ 5:21 ）。厄里亚在

此河畔令人将一批假先知杀死

（罗lj 上 18:40)

642 克黎约特赫兹龙

Kerioth-Hezron 
两个城名，意谓「城市」：

( 1 ）犹大最南方的城市

（苏 15:25 ）。大概出卖耶稣的

克黎约特人犹达斯’就是在这

里出生。

( 2 ）摩阿布地区的城市

（耶 48:24 ）’建有军事堡垒和

宫殿（亚 2:2)

643 克黎雅塔殷

Kiriathaim 
两个城名’意谓「双城」：

223 . 



。斗斗 白斗白

（］）厄明人的城市，在约

但河东（包lj 14:5 ），为l归勒乌

牛二支VR C 户 32:37) 。后来落入

摩pnf布人手（耶48:1 ：则25:9 ）。

( 2 ）苏 21:32 的卡尔堂就

是编上 6:61 的克黎雅塔段。

644 克德龙

Kedron 
是耶京与橄榄山之间的一

个山谷（厄下2:15 ；若 18: 1 ）。

平常是个干旱无水的山谷’但

在雨季却将大量的雨水送往死

海（撒下 15:23; rffi.14：别。自

君五时代日［l成了人们所喜爱的

墓地。阿撒及约史雅囡王在宗

教改革时，曾将大批敬礼邪神

偶像的用具在此焚烧（列 t

15: 13 ：夕1J F 23:4) 

645 杜玛

Dumah 
人名’ J;l:j在市玛耳的后代

（包1J 25: 14 ）。也是个部落和地

区名’位于阿刺伯和叙利亚旷

野的交界处。

一
幽

卜
L

646 杜勒欧洛颇

Dura-Europos 
是幼发拉的河中游西岸的

一！但城，为色委苛→tl:t尼加托

尔（公元前305-280 ）所洼’并

以自己出生地名欧罗颇来给它

命名。其后：客人帕提雅人之

子，更于公元 156 年归属罗马

帝国，是一帝国版罔最东方的城

市。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土

的文物，有合堂，座，保存的

相当完整’是很白价值的出土

文物。’仨建于公；l; 200 年’

245 年曾被装修改建。最使人

惊讶的是有不少完美的壁画出

土，大都以兰经的题材为主。

本来犹太人是禁止画像的’所

以在这早发现了最占老的例

外’其次还有 A座基督徒的教

堂出士，有领洗的水地’但这

座教堂除了圣j先池之外’似于

与其他的建筑没有分别。室内

的壁画多以福音的记述作题

材，义写有天主和耶稣基督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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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杜辣

Dura 
地名’彦渭「城墙」’是

巴比f｛＇.；民的 A个平原 c 在这里

拿步高国王为自己造了一尊金

像’令人崇拜（达3: l ）。达尼

尔拒受此命’而被理罚。它确

切的地点’下得而知 ο

648 村庄

Village 
在圣经中城市、乡镇和村

庄的分别是不太明显的’村庄

rn可能就是城边的［豆 u&;1s:

45 ） ’或者某一言’户的土地。普

通忖月1是没有围墙的’它的房舍

大部以木材及；尼草所~.成 ο 它

的宗教和经济生活是与城巾－有

著峦关系的。另有一种是半游

牧民族的活动村庄’他们居住

在帐幕内，周国有楼墙或荆

棘‘防止野兽入侵。

649 巫术

Magic 
以民曾经大受埃及、巴比

h」 7 (1斗9

｛｛＇.；以及客纳罕AR术的迷惑，足

以圣经仁不时捉到巫术，甚至

在新约时代亦不例外， i士实在

我们的时代亦何尝不然？由j

它是源远流长的民l's］陋习咱足

以很难区别它主花八门的分

类，要者有：占｜、、巫术、妖

术、魔术、邪术反迷术等，主

于它们实行的方式以及效果’

这里不能尽述，也不是般人

所能了解的。

手台上尤其是梅瑟法律，

严禁百姓占卦问｜、（肋 19:26,

31 ；申 18: I 0.11 : 1仅 47:13 ）。

可是事实七以民不时陷入 n主

种迷｛言’诸如撒马耳（撒上

28 ）’问哈布国王时代的北国

（列仁 16:19-34 ），以反默纳↑办

国 _l时代的南国犹Jc （列下

21:5 ：摘下 33:6) ＇天主1二 A,j

派遣忠实的同王和先知，施行

宗教改革并铲除这种招致天主

愤奴的恶斗（夕rJ F 23:24 l 。实

行巫术的人应被处死（出 22:

17 ；肋 20:6,27) ' ｛自多禄、保

禄即曾对巫术加以责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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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3,18-24; 13:6-12; 16:16 二种意义（见默 22:20)

18) 

650 束缚

To Bind 
除了它本身的字意之外，

在圣经上有不少借意的说法，

比如婚姻的束缚（罗 7:2 ；格

前 7:27,39 ）’魔鬼的束缚（路

13: 16 ; ！默 20:2 ）。它的反面是

释放。释放亦有借意的说法，

比如楼房的拆毁（若 2:19 ，弗

2:14,15 ），法律的解除（玛

5:19 ；若 5:1们，魔鬼权势的

消除（若~3：肘。束缚与释放

多次有禁止或许可之意，它既

然是两个极端，是以也代表事

物之全部’比如伯多禄的全权

（玛 16: 19) 

651 吾主！来吧！

Maran Atha 
这是阿辣美文，只见于恪

前 16:22 °其意义有二：「吾

主己来临」或者「吾主！来

吧！」。现今的学者多支持第

652 否认

To Deny 
世间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是

屡见不鲜的’否认的原因可能

是怕情’例如伯多禄（玛 26:

70 等）：可能是错误的引导

（弟前 5:8 ；若~2:22等），或

者由于对耶稣生平言行的歪曲

事实而来的（锋 1: 16 ）。耶稣

切愿人们皆以大无畏的精神来

承认他（玛 10:33 ）；凡否认耶

稣的，耶稣也否认他（路12:9 ）。

耶稣也要求弟子否认自我即弃绝

自己而真心爱他（谷 8:34 等）。

653 来 I[奋、再来

Parousia 
是指耶稣光荣的再度来临

而言（王马 16:27; 26:64 ）。耶稣

再来的目的是主持正义的审

判，并建立天主完整无缺的神

因。他的来｜陆是突然而至的

（玛24:27『43 ）。圣体圣事是使

人准备耶稣再度来｜陆的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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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前 11:26 ）。古代的初期教

会曾错误地认为它是末日将主

的时代（格前 10: 11 ），以为主

就要返来（斐 4:5 ；雅 5:9)

甚至以为「主的 H子」已经来

临了（得后 2:2 ）；保禄也针对

这一点给人出过不少有益的构

想，例如：有关婚姻（恪前

7 上8 、25-29 ），财产（恪前

7:30,31 ）等的主意。但是因为

当时人们虽然在焦急地等恃著

耶稣的再度来｜恼，去11见他迟迟

不来’于是人们试图寻找各种

理由’来解释耶稣迟来的原因

（得前5:2,9等：得后2:1 等）。

654 抄本

Codex 
是古代圣经书籍的于抄文；

65斗 656

是这种形式的文件’而不是卷

轴抄本。

655 护符

Amulet 
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作成

的不同形式的小小物品’依照

人迷信的心理，认为将这些物

品佩带在身上可以驱邪避祸，

是以人们多将它作装饰品带在

身上（歌4：例。圣经上提到「衣

隧」’但是没有指明它神学的

意义（户 15:38-41 ；玛 23:5 ）。

它多次与敬拜邪神的恶事相提

并论（创 35:4 ）。圣地所发现

的护符多是舶米品，由这些货

品的来源’可以断定以民与外

人通商的地区。

件。它原来是以扁平的木板涂 656 护慰者

上蜡I的成’可在上面书写文字

或纪录，然后将其叠放起来，

就是一本书的形状，与卷轴圣

经迥然不同。它的材料除了上

述的木板之外’亦有羊皮纸或

主氏草纸。绝大多数的圣经抄卷

Paraclete 
这个名词只见于若书’并

且只在耳~稣诀别的言论中出现

（若 14:16,26; 15:26; 16:7) 。另

J欠见于若~ 2:1 °它与其原

来希腊文的意义’己大相i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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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盖这E所J旨是夭主圣神。

达111圣神多以人格的形式出现

（若 l 6: 13 ）’很少只以无人格

能力出现（若 14:17 ’ f£此一

次 ） c 他是基督之外的另一位

( i: 14: 16 ）。但他的工作和使

命却与耶稣相辅相成。

657 报应

Retribution 
按古东方民族的观念，报

用不外是将被损坏干犯的法

律，加以弥补，使受损害的人

得到补偿（出 21 :23 等；肋 24:

19 ）；它与血仇血恨的法律是

密切相连的（户 35: 19 等）

天主不但向胆敢与自己作对的

以民个别施以报复（出

23:27 ：苏 24: 12 ）’就是对全

体不忠的以民也决不会放过

（户 25:3甸肘。因著一人的过祀

或功劳’有时不只他个人’就

连他周围的人也要受｝$罚或受

赏tlH 撒 r6:12 ：苏7:5-1224,

25 ）。但是这个团体报复的想

法，受到先知们的纠正：个人

七i血

要为白己的生 i?i 负责（耶

31 :29,30 ），天主要按每人的

功过而施行赏罚（耶31:16 ：依

59: 18 ）。但是普通说来天主

的惩罚报复常是有日的的，就

是为使人回头改过（亚 5: 11-

15 ），因而获得罪之赦（耶

18: 1-8 ）。大主自己是公正不

倚的判官’在他的手中既有报

复的 ｝$罚，又有赏ti民的恩赐

（德 l 1:26 『27 ：号 17:19,23 ）。但是

有时善人没有好报，不但贫病

加身’而且受著欺凌，又与犹

大人的传统观念相抵触了（若

9:1二等）

大致上说来’疾病、贫

困、灾难等，一向被视为原罪

的遗毒，却不是个别罪恶的思

罚。上主的f/l; 罚有时是为试探

和磨练人的信德（希 12:3-11 ）。

天主定会信赏必罚（玛

16:27 ；迦6:7,8 ；弟后4: 14 ）。

谋图个人私利荣誉的善功在天

主面前是毫无价值的（玛 6:1-

6 ：路 14:12 等）。依仗祖先功

绩而提高身价的企罔也是徒劳

228 . 



阳
川

•]

:fG益的愚蠢行为（在古·33-40 ） ο

耶稣许给门佳厚重的负报（谷

10:29甸30) ＇赐给他（门内心的

平安（玛 11 :28,29 ）’ ;Jc远的

生命，但如果犯罪，则是水远

的死刑（玛 25 :46) 

新约虽然承认行圳世的报

应（恪前 l 1 :30 ），去fl强调审判

之日的货善罚恶（恪tei5:10 ）。

大 lfl 己就是善人的但在（路

17:7-10 ），使人分沾天干 Q{J恩

宠（罗 6:23 ） ’分享基督的光

荣（哥 3:4)

658 报复律

Law of Retaliation 
亦称同态复仇法·意即侵

害人者’ fl受被害人同样的报

复。关于这点圣经 t1己载的

十分清楚：「若有损害’就向

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 ·U子j王子·以脚还脚’以

烙 j主烙，以 1万还伤’以疤还

疤」（出 21 :23-25 ）。这是原始

民族的一种简单公平的普通法

律。 j亘在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哈

。当币 65'! 

慕辣｛皮 i去典就白这种报复的条

文｛1在。耶稣将它推翻。（玛

5:38-42) 

659 拟人法
Anthropomorphism 
｜甘｜同任何宗教都有人神同

形说’以民臼干三例夕1、；故此旧

约中不 D·J 提在天主的脸面、

耳、目、口、唇、鼻、子、

足、心等（出 33:23 ：申 8:3 ; 

约 l I :5 ：依 37: 17 ，罗lj l二 15:5

等） ＇此外亦提到天主的爱好

和情！苔，如仁慈、怜悯、爱

情、恼怒等：大主j王说话、聆

昕、思想、计划、愿望、爱

阳、命令、行走、居住巧（包1J

6:6 ：出 I 5 7 ；申 2 8: 6 3; 

32:35 ）。这种拟人说的 H

的·干4外是以人性易解的说

法，来表达天主不可思量的

真、善、美。甚至到了耳｜：稣的

时代’这种说法虽然已渐减

少， f~I 并未完全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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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肖似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这是在新约中屡见不鲜的

观念。 1自前 2: 19 23 使清楚地

指明，一切的信友都应肖似基

督，他是信友的榜样’信友因

此被蒙召，信友必须追随基督

的足迹，「他没有犯过罪，他

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他受辱

骂’却不还骂；他受虐恃’却

不报复」。同样保禄也多次x)J

勉信佳，要效法主耶稣的一切

美德（斐 2:5 等；弗 5:2 ：罗

15:2J ：格后 10: l ：希 12:2 ）。

当然在福音中劝人师法基

督的地方E是俯拾即是，例

如，信友应效法基督甘心服务

的精神（玛20:25 28 ：路22:24

27 ），人们当放弃现世的一切

来跟随基督，作他的门徒（玛

4:19; 9:9; 19:17 ）’他的门徒

应为即将来临的迫害和苦难作

好准备（玛 10:25J8 等： 16:24

等）’耶稣还以身作则，给人

注下应效法的榜样（若 13.于

18 ）和人应向耶稣及他的教导

七l回｜

屈服（若 8:12; 10:27) 等。

661 肖像

Image 
有关肖像的问题似乎只见

于旧约，而且多以积极的态度

排斥之，尤其是对f邪神的偶

像（户 33:52 ，见默 13:14,15) , 

雕刻的偶像（申 4:16 ），兽像

等（出 32:4 ；见宗 7:41 ），更

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梅瑟

法律清楚的禁止制造天主的形

像（出 20:4.5,23; 34: 17 ）。后

来先知们警告百姓，切勿对任

何偶像顶礼膜拜（欧 2:10 ，依

2:8; 10:10.1 i ；耶 2:26.27 ；宗

17:29 ）。由此可以明了 1可以

以民的宗教没有任何对天主的

表像。可是以民周围的民族却

充斥着二各式各样的偶像，这就

造成了以民有样学样的危险

（罗iJ t 12:28,32; 13:34 ：欧

8:5.6; 13:2 ；罗 1 :23 ）。偶像之

为害并不在于偶像之本身’而

是在人的心理’因为古东方的

民族惯将神的肖像与神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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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 i炎’因此木石之像变成

了神的本身。另一方面禁止偶

像敬礼的用意，也在－n肖除迷

信与魔术之为害。这个禁令甚

至影响到初期的教会’吁时教

会也绝对禁止具有任何nm稣的

表像，但渐渐教会准许人们用

象征的表像来代表耶稣，比如

以善牧、善师等像作耶稣的代

表. Fl 的不是在使人对这物质

的作品加以崇拜， jTlj是在帮助

人激起更大的宗教热诚，更为

明了教会的奥秘，更为恭敬那

像所代表的天主、予：母或圣

人二

以民不应敬礼毫无生气的

偶像的另 原因’可能与天主

造人的事迹有关。天主按照自

己的肖像造了人，人是天主活

的肖像（ fr1J 1 :26,27) .人的无

限尊贵就在于此（咏 8:6-9 ）。

所以人应当尽力将天主的形像

表现出来，成为天主在世相称

的有形代表（不是木七的肖像，

见德 17:1 田 14 ）’再度获得不死

不灭的永生（智 2:23)

231 

662 

到了新约时代天主肖像的

观念E有进一步的发展：耶稣

基督是天主圣父的真肖像（哥

1 :15 ；格后 4:4 ：希 I :3 ）。哥

3:10谓人人有责按照天主的肖

像来革新自己·成为新人’又

要变成新亚当耶稣基督的肖像

（格前 l 5:49 ；罗 8:29 等）。所

谓成为耶稣的肖像，或i冒肖似

基督’此言非他’就是与耶稣

同死同生’一起受难受死’…

起复活升天。

662 时辰

Hour 
古代的以民每天只分早

晨、中午、晚上’并且一日不

是始臼半夜’去iJ始自晚上。

J夜分三更（咏 90:4 ）。

在耳／＼稣时代’人们将白天和黑

宦各分成十二个时辰（玛 26:

40 ；亏~23:23 ，若 l l ’： 9 ），如此

每小时为一个时辰（玛20:12 ）。

天主给人规定了时刻，是

「人子 J 所不知道的（若一－ 2: 

18 ；谷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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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时间

盯me

IR约对时间问题从来没有

作过哲学的推理工作，只把时

间视为人类历史的要目之~＂

时间是天主创洁的（包1J8:22 ）’

是天主赐与人类的恩惠（咏

90:3-12 ；约 1 :21 ） ：大主是时

间的主人飞依5:19：、伯 1\§'3:4 ）。

「永远」不是时间的消失，例

如天主是永远的’因为他是时

间的主人，有全权处理和支配

时间的权力（咏 90:4 ；依 41:4

等）；就连他的言语和扶助也

是永远的川农 40：白， 5 l ：剧。圣

经上多用「万四无疆」（出

15: 18 ）’或「从开始到农远」

来表达天主的永生性（耶

7:7) 

新约中对时间有不同的表

达方式’例如：长短、时机、

天日、小时等。天主是时间的

主人（弟前 1: 17 ），使时间无

满意义（弟后 l：肘，分给万民

（宗 17:26 ），时间是人们所不

七 l由｜

能支配的（宗 1:7) 。表示天主

；］＜. 存不朽的方式有：「直到永

远」（路 I :33 ），「至于无穷之

世」（迦 1:5 ），它在天主面前

「 I J Jw 卡年， F年如→ fL

Cir斗后 3:8 ）。上述的说法对基

督同样有放（希 13:8 ；默 l :17, 

18 ）。耶稣的来｜｜白开始 （ A 个

新的时代（谷 l 15 ），就在这

个时代天主的国降临主lj 人间

（路 l I :20 ）。不完备的现世

（路 16：别是与完美的来世相

对主的（谷 10:3。） 0 i果碌砚时

间是天主计划的不断实现：基

督在时期届满之际来到世界土

（迦 4:4 ）。时间是「在斤世之

前，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

的」（恪前 2:7 ）。保禄也提到

时间的短暂（恪前1:20:3:18 ）、

愚蠢及邪恶（迦 l肘’所以人

应当醒悟（玛 24:42-44 ：见恪

后 6:2 ：罗 13: 11 ）。「 H 子」多

与审判或救援有关（玛 26:29;

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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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旷野

WildemθSS 

圣地的旷野并不是我们姐

像中赤地千里的不毛之地，而

是些缺币的山岗 I言j原地带，其

间有植物生长，也有野兽存

在。它主要位于厄东及！李问布

地区（巾 2:8 ; 3/trf 3:8) 0 圣

经也提到西乃旷野（出 19:1 ; 

肋 7: 3 8 ）’反犹大旷野（民

I: l利。旷野多次是充军或避

难的地方（ {t1J21:14 ; !JO 仁2:29),

也是牛鬼蛇神出没之反（玛

12:43 ）。天国喜讯开始传播

的地方就是旷野（洗者若

翰）’耶稣受洗之后’也去到

旷野中祈诗守斋准备自己传教

的工作（玛 4: I) 

665 吴尔巴诺

Urbanus 
人名，有「文质彬彬」的

吉、思。是罗马的一位教友’曾

受到保禄的特意问候（罗16:9 ）。

币6-+ 667 

666 昕

To Hear 
圣经上的「昕」并不是道

昕途说的听，而是真正的聆昕

或静听、细昕，「天主昕见」

意思是说天主苇昕（苏10:14 ）。

几时人听见某人或某事’意谓

人必须从中采取教训’或者按

照所昕的而行（耶 26:3-5 ，路

6:47 ）。聆听是获得信仰的不

二法f J （罗 10: 14) 

667 昕命

Obedience 
圣经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名

词来表达昕命这个行为’所有

者是「聆昕」（耶 7:23 ），「回

答」（低 66:4 ），「作」（出 7:

6 ）。所以圣经上的昕命并不

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人

与人之间往来的关系；对天

主昕命的原因来自盟约的约

束（申 10:12, 13 ）。新约时代

的信友亦应昕天主的命令（月

7:24 ）。昕命的基础是信德，

如此在他人身 t见到上主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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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因而昕命于负责管理的人

t （路 10:16 ，哥 3:20,21)

基督的昕命不但是为给人立美

表（斐2:5 ）’亦是受高举的原

因（斐 2:8,9) 0 

668 里外雅堂

Leviathan 
是古东方冲话中一个可怕

的海中怪兽。这个吕字多见于

诗歌篇中（！去27:1 ；咏74:14;

约 40:25 ）。在约 40:25 「里外

稚幸」被用来指鳞鱼。

669 里狄雅

Lydia 
女人名，是位敬畏天主的

人’她在提树E提辣城以主布为

生’受保禄的！恶化，率领全家

领洗入教’并请保禄和巴尔纳

伯住在她的家中（宗 16:14,15 ‘

40) 

670 里息玛苛

Lysimachus 
是耶京大司祭默乃芳的弟

七画

弟’曾 1~ 1于大 CiJ 祭职（加下

4:29 ）。他妄用职权’宣卖圣

殿的宝藏，激起百姓的愤怒，

他则用残酷的手段来加以镇

压，结果被人杀死（加下4:39

42) 

671 里息雅

Lysias 
圣经上的两个人名，；意i冒

「解决忧虑的人」

( I ）咯芳狄里，且雅是加

入罗马籍的犹太人（宗 2 2. 

28 ）’带军驻守耶京的安多尼

堡。公元 58 年他将保禄在耳｜：

京逮捕并解往凯撒勒雅电如此

他救了保禄一命，免遭耳［I京暴

民的毒于（宗 21:31 40; 22:24-

30:23:1035) 

( 2 ）色姿苛玉朝的要人’

受到安提约击四世的重刑’任

职国务总理，并代国王率军出

征（ )JOt3I-36 ）。带领六万大

军去攻打扰太，却被犹大玛加

伯fl 败（｝JO 1~ 4:26-35 ）。他心

有不甘，曾气度tH兵’但皆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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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而归’只好同扰太人讲和。 10 ）、假先知（川lj 14 ）、耶京

不久之后由于内乱’被政敌德 （则 21 ）、外邦人（ u11J 38 J 及

默特琉世所杀（ }JU t. 6: 1 7 - 世界（依 24 ，达 12:1 ! , JliH 

7:4 ），时在公元前 162 年。 天主施以救援’困苦便会 f＇＞止

672 里基雅

Lycia 
是小亚细亚南部的靠海地

区，北有夫黎基雅，东有旁非

黑雅，周围多山’曾有大批犹

太侨民在此居住。罗~保护犹

太侨民的通谕，亦传达至此

（加上 15 :23 ）。保禄传教曾两

次路过此地．第→次是远行传

教归来时（；去 21: I ），第二次

是在被解往罗马时（宗27:5 ）。

673 困苦

Trouble 
圣经上困苦的来源固然来

自天灾、病痛或迫害，但它最

根本的来源、却是人的罪过（默

6 章； 8:6-1 l ：罗 8:19-23)

天主知道人的困苦，而施以拯

救（出 3:7 ；咏 4:2 ）；天主打

发了困苦去难为法郎（出 7-

（依 65: 16 ）；人在困击中 F刀

不同向邪神求在~ （列 F I : 2-

17 ；依 44: 17 ）。基督战胜了

困苦（罗 8:35 等：跻21 :8-19 : 

格后 12:9 ）。困苦促使人自呈阳

（玛 24:44 ）。人子再度米llirr 之

前将有困苦灾难（玛 24:29-

33) 

674 帐棚节

Feast of Tabernacles 
这是犹太人f:J年秋式1ifrH

的大庆节，约在现今的十月

初， j~主七大〉有关此节目的

记载见肋 23:34田36,39斗3 寺。

原是在秋lj立之后，！忌即T：. 主所

赏赐丰收的 J.:思，所以 f｛农民

的节日。后来去｜］加入另 个主

向’就是为纪念和感谢大主’

保护和指号｜当年辗转；在ll(ljlj：巾

的以民祖先。所以为 f追忆但

先的生活，他们］七天之久~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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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气 人丁「

开 Jf} ~宇’亿在临时以刚枝张梢

的张辱 Lfl （， 肋 23:43 ） 。这些市I~

幕 f!f\米内在郊野中建造‘｛日目

iliJ 尔可在街市、尸场或庭院巾

·l!E拮 3 这是个充满民族色彩手！！

满怀：寻乐的节H J 每夭早上育

路大的inr厅’百姓且走且摇于

中的训枝或权榈树口｜。在耳1：稣

时代的耶路撒冷更是张灯结

彩’大事庆祝，连可祭都要参

加游行。与1七天更1号史罗亚（｜甘

泉水取来，洒在圣殿的祭坛上

（苦 7:37: 8:12) ＇第八天是独

立的庆节， ffJU站束全年的 J

切j庆典， ih卖毕 f梅王，flJ 书，

自下个安息、日重扣臼包1Jtlt~己汗

始i而读 c

675 帐幕、会幕

Tabernacle 
游牧民族的居宝是活动的

市长幕‘ υfl'J随时拆除张搭。当

Ufl!:{t旷野辗转时，也就夫主

作了－个这样的帐幕，称为全

幕。它；吉日未著天主与以［~时时

间了＋『并阳 l'Hcl司 jfr退。会幕

而
叫

！
十
〕

是天主的居室（出 26 ：守 l ）’也

是法律手1 版相约柜的保存处

（出 25:16 ）’吏是天主显现及

传达神渝的地方（出 25:22;

33:7 I l ；户 12:5 ）。内部的 i9:

备，俨然就像小型的圣殿，有

献百二台、（虫叮、灯台等。它的

内部是至王：所，是约柜的所在

地。

676 帐幕制造术

Tent Making 
（果禄曾提及自己的谋生技

术是制造帐幕。在传教的时代

为了避免加重10友的负担，

保禄的确从事了这种工作（宗

18:3 ：恪前4:12 ；恪后 12:1 川。

677 男人

Man 
以民归其他－切古东方民

族，将交涉、行政及宗教的事

物，视为男人的事，女人不能

插手其间，例如可祭职及首生

权等 D 但是以民妇女并不阳其

他民族一样大受社会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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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卜
L

因为她与男人有同等的权利，

她同样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

的（包1J 1:27 ：『 2:23 ) ＇虽然 ~II

此，女人总足斗、能与男人等言；

齐观的。圣经几时提到「人」’

常是指男人而言，我l玉l '!'Fi可尝

不然？天主从未l＇~女人的形像

出现过 P 在法it＇上男人的 1Z 千1)

亦大于女人’例如离婚的法

律；他被视为强壮有力的， i孟

胜过女人（约 3 8: 3 ；的前

3:7) 

在新约中 方面按照耶稣

的教训｜｜，男女是完全乎等的，

毫无区别的（迦 3:28 ）；有不

少妇女跟随传教的耶稣，并给

耶稣服务，同样在教主内’女

人亦有一定的地位和n职务 c 归

是另一方面以民根深蒂固的占

代传统，仍没白；在新约时代完

全消失，仍有i｝：第先后之分，

例如：天主、男人、欠人（恪

前 l I :3θ ）：女人的存在是为

了男人的需要’男人是女人的

头等。但保禄同时也强调，女

人不能没有男人’骂人亦不能

1、＼

没有女人（恪前 l I: 11 ) 0 j主虽

然是男女生存的基本原则，（8

事实 Li斩 i斩~人，1111t 了仨人的

权利’久人 bY: r 男人的附属

川。 f)J期的犹太基背徒四烈反

对保禄的原因之伞’就足！＋；！为

保悻｜分公正地争取了们久的

以平lj ’提高 J’但欠的地 f＼！，二

Ni: c 

678 钉在十字架上

To Crucify 
人ff］多认布达种陆卅｜！是＇l'-'

＇＆人发明的’但事实 Jj豆；在罗

马人之前的问f巴基人已利用过

这种刑具，罗马人只是加以古

温和l FA 而已 3 因为这是一种惨

绝人寰的酷刑·足以T二； ir Jij J 

罗马公民，｜盯只用j没有罗马

公民权的外方人及奴隶。 1丁吁rj

H才将 5E'.人的子足固定在十干架

上 J 多次 j［＇.人先受鞭开lj 'f吏具’

肉破血流，而失去气力。受钉子

之前又有令犯人背著 ~7架游

街；y;众的习俗 c Qn果犯人在刑

架上久久刊饨’便有上只米~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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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们只 l

i主他的）j)J旁，或者打断犯人的

U.腿’使｝主速死（若 19: 3 1-

34 ） 。十字架多坚也在稠人广

众之处’ f史看热闹的人来任忠

（每辱受 jflj 的犯人（若 19 :28, 

29) 0 5l!人死后家人或朋友可

以4'x:尸掩埋（ ::f'i 19:38-40) 

千 rrn王 b:l 7架的 J]ij端， Ht

犯人的罪状 c

679 乱伦

Incest 
乱伦的行为是圣经 ti血厉

禁止的（肋 18:6-1 自； 20:11-21 ）。

不 fl j 血哀之间的乱伦绝刻不

口l 就是 lj父亲的安亦不能结

娼（！的 18:8; 20: 11 ），同样同

父 M母戎汗同母异义的兄弟姊

妹之间亦不能纯婚（肋 18:9 啕

20: 17) •.什→陷前 5: 1-5 圣保碌

辞严义 i巨 j也责 rf f乱伦的h

为。乱伦是；f-敦和l伦理的过

512 ，具实这禁令是 4切古文明

同家！听不可缺少的 c 三毛~？.中乱

1£的例子有：创 19:30-38 ：『 35

22 :‘ 49:4 : 38 草等 c

680 伯达尼

Bethany 

七四

村庄名，意谓「穷人之

家」’或「阿纳尼雅之家」·

( 1 ）是橄榄山东城的一个

小村庄’位于耶京与耶里哥之

间的公路上。充军后本雅明支

派人士在此重整家园（厄下 11:

3 2 ）。这里是拉回禄、玛利

亚、玛尔大的家乡（路 10:38;

若 i 1: 18 ），也是病病因满的家

（谷 14:3)

(2 ）约但河东岸的一个村

庄，是若翰给人付洗的地方

（若 l :28: 10:40) 

68才伯多禄

Peter 
人名’有「磐石」之意，

是耶稣的十二位宗徒之一’又

是：去徒之长。生于贝特赛达，

原名叫西j芮（若 1:42 ）’与兄

弟安德肋以捕鱼为生（若1:44;

路 5:10 ）’曾结过婚’住在岳

母的家中， ~11 葛 i去翁（谷

1:16,21,29,30 ）。耶稣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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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画

见伯多禄，便改了他的名字，

自最初他同若望和雅各伯是耶

稣的兰位爱徒（路 8: 5 I ；玛

17:1 ：谷9:2 ）。耶稣给他显了

一个捕鱼的奇迹，使他自瞪口

呆’全心全意地跟随了耶稣

（路5:4-11 ）。其后耶稣又准许

他在水面t行屯（玛 14:22

31 ）’益形坚固了他的信德。

五饼二鱼之后，耶稣预许圣体

圣事’舆论哗然，众皆离去，

1白多禄代表宗徒们向耶稣表J1'

至死的忠信（若 6:60-69 ）。在

斐理伯的凯撒勒雅代表宗徒们

承认耶稣是天主之于（玛 16·

l 币、 19 ），耶稣乘机许给他天

固，即教会的权柄。在晚餐厅

内一知道不让耶稣给他洗脚，

就与耶稣无份’马仁求耶稣连

子带头都要给他洗（若， 13 :4 

IO ）。受难前夕夸下海口，死

也不背弃耶稣，到了紧要关头

却兰次发誓不认识耶稣（玛

26:69田75 ）。在山园中不假思

索’为保护耶稣竟举刀砍了大

可祭的仆人的耳朵（月 26:51

r，~ I 

54 等） ..见耶稣被憾，中有小

甘，义因为胆小，只好「 jjf;j主

地跟著耶稣」 (J马 26:58 ，寄： ） c 

复活后在to ff!.肋亚海迦｜，，主

主lj耶稣正式的委托『它理教会

（若 21:15-17)

内上所述’ lU门可以断定

在福音中被提及最~（l~宗比惟

有伯多禄→人。 Jci;l欠他的作伯

阳直，近似有~无谋，却！ι，L、

赤胆地对待了耳1；稣。最后他自

己和他的同 f干部知道也）｛宗使

之长，有代表他人口一事il. I亏的

权柄。

宗 11亦｝j f肉多中工竹了不少

的记载。他领受圣神盯『 - nj 

斗）t ‘而］围观的1"1羊众i井一nM甲

（宗 2:14-41) ＇在圣1~1 门！」；台

好了胎生的病子（宗3 4:22 卜

他成了耶京初期教会的当然 r'l

领（宗 3: 1-26 ：惆 4 才－ 20 ：吨 5: I -

IO ）’他是外出传教的第 人

约培＆~JlJ散勒雅（宗 10:5

48 ）。大难各伯被杀之后， f(I

多禄「性别的J也方 1~ （ 」（；矢

口 1-17) ，时在公元44\f 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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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宗｛走尘i妃’讨论外邦人宇生者

是 ~l需要守梅瑟法律时，伯多

i，古最有H!tf象不诀，最后支持了

保碌的主张：外教人入教不必

守悔型、（扣在 1、

i~ 传说（il 多禄最后主衍了

'J,',' L斗的教会’并在罗马为主致

命，时在公元白5 年、考占学

者在罗马伯多禄大叶之F掘出

( 他的基穴’证实 I 述的传说

！去；正确［！可巳

682 伯多禄前后书

Epistle I and II of Peter 
f白白iJ盯－书是属于「公

l刊的书信：

ff i 前 I~ ：在这用作者企罔

H刷 (cij友们，要恒心向善，不

平号；为Jf~ 1Li 的打击中时坐折而灰， e,、

‘这些打才J是他们回头人

~i听仅可避免的 οfl司是当他们

()1, 至成 i't得重主之后、他门的

地l ,'F ,f(:非常崇高的·他们成「

卫工的子民’也成f 自由人，

不再是奴隶。学者大吉｜：承认此

书信的作者均是j(j 多林·口J能

田
•]

在撰写时他利用了息尔瓦i苦 u

著作时间在伯多禄死前不久’

即 65 年 c

f白后 I~ ：这封信与前者不

论在用词、主制和内容方面’

都大有区别，是以有些学者否

认它出自伯多禄的于一笔。作布

在i!. 里？反力反驳 ~;fill邪说·这

种学说在扰乱人心’颠倒黑

白’认为耶稣不会再来审判众

人、作者力 ：＜｝］教友不要跟随邪

说，却要电J午jf远随福音的教

导、

反对本书是 1自多禄作品的

学者，认为它是公元 150-180

年间的作品。天主教的学荷甸

的认为是公元 70-80 年间的作

品，是由 1白氏弟 F编辑而成

的 ζ 保守的学者强调它山自伯

氏的亲笔著作’因此认为它成

书的时代在公元 60-65 厅间。

我们觉得第二仲说法（公元

7 0- 8 （）句 j's] ）、比较 T;Ji 为可

取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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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佣工

Hireling 
佣工并非奴隶’他可自由

选择自己的正作，并获取应得

的酬劳。圣经上有外地回工与

本地1用工之分（包1J 29: 15 ；肋

22:10 ；市 24:14 ）。酬劳又有

以年计（肋25:10 ：依 16: 14 ）及

以 EHi"之别（肋 19:13 ：申 24

15 ）。他们的工作好似以农＞［~

为主（卢2:3 ；列下4:18 ）。对

于他们薪金的限额，圣经上没

白明文规定。他们的处境颇为

恶劣’是先知保护的对象（耳I\

22: 13 等）

684 含

Ham 
人名，其意不详，是诺厄

的儿子（创 5:32 ：甸 9:24 ）。按创

刊：6卢20 之记载是北非洲、阿

束｜｜伯及客纳罕i吉民族的始剖。

后米更具体的强调他是埃反人

的祖先（咏 105:23 ：、 106:22 ）。

他因讥笑父亲醉酒而受生lj 父亲

的证咒（创 9:22-27) ＇生有四

241 

个儿子（包lj 10:6) 

685 希兰

Hiram 

08另 686

人名’意谓「兄弟是尊贵

的」

(1 ）提j备的国王（公元前

979-945 ），是i却未及撤罗满

同时代的人’并且彼此有友好

往来的政治和商业关系。曾为

修建耶京圣股出力不少（撒下

5:11 ; jlj上 5:16-26 ；编下 2:2-

15) 

(2）提；备的一位技术人

员’ jg具有犹太血统，受雇于

j散罗 j芮（列上 7:13,14)

686 希耳

Hie/ 
人名，意谓「天主是我的

兄弟」’ Dl特耳地方人，生于

北国阿哈布国王时代（列上

16:34 ），他违反若元；厄的禁

令（ ,ry; 6:26 ）’重新修建了耶

旱哥城’因此受了天主的思

罚，使其二 f先后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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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 希耳克雅

Hilkiah 
人名·意i自「我的名份是

天主」。在充车以前曾有不少

以此为名的以色列人，其中最

著名的要算是’在犹大国王约

史雅执政时的 位希耳克雅大

司祭。他在上主的圣殿内发现

了j法律书。这一事实强烈地支

持了国王对宗教改革的行动

（列下 22 章）

688 希则克雅

Hezekiah 
人名’意谓「仁主是我的

力量」’是犹大的国王（公元

前 721-693 或谓 716687) ＇是

位热心聪明的好国王（编下

29 ）。在两大强国埃及和亚述

之间’力求中立，多注意内部

宗教的改革，废除邪冲破礼，

免使百姓步北国灭亡的后尘

（公元前722年）。但后来却经

不住人们的催迫，参加了反亚

述的联盟咱亚述王散乃黑黎布

亲率大军，将耳r；京包围，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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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开门投降，称臣纳贡（列

下 18:1 斗‘ 16 ）。但另一传说则

谓， I二主显奇迹救了国王‘使

敌人自乱阵营，抱头鼠窜 c 总

之’他是位好国王’圣经上对

他多夸赞之词。

689 希农

Hinnom 
山谷名’在耶京之内南附

近（坊、 15:8; 18:16 ）’是犹大

国王阿哈次及默纳合杀子祭邪

神的地方（列下 16:3; 21:6 )’ 

就是因为这种恶行招惹了仁主

的义嚣’天主要惩罚以民，并

称之为「屠杀谷」（耶 7:31-34,

19:6; 32:35) 0 是一个污秽不

堪的地方（ li\:39:1; 66:15,24 ）。

其后居然渐被白染成 f大主审

判的地忘，成了地狱的表象。

新约称之为革厄纳，是地

狱的明显象征0马5:22,29; 10:28; 

18:9; 23:15,32 ；谷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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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希约 f-t→切讲阿辣美语的犹太人被

Chios 称为希伯来人（宗 6: 1 ：恪后

是爱琴海中的个岛屿， 11 :22 ：斐 3:5 ）：这也是保禄

在斯米纳之西’宗 20:15 曾提 的自称（恪后 l 1:22) 

到它的名字。 公元前 19-12 世纪间在中

东的叙利亚、埃及、巴力斯I日

691 希克索斯 及个亚细亚有一个称为哈比鲁

Hyksos 的民族，有人谓希伯来民族就

是由数种民族i昆杂而成的 是由哈比鲁分裂出来的’但是

百姓，他们于公元前 1700 年 这种学说至今没有科学的证

顺利地侵入埃攻’ j丰统治它直 实。是以关f希伯来民族的来

主IJ 公元前 1580 年，史称希九 i原问题至今仍是个十分棘手，

索斯王朝。他们英勇善战‘又 没有确实答案的难题。

使用当时最新式的武器即战车

阳战马，所以能势如破竹，所 693 希伯来书

向元敌。目前许多圣经学者皆 Epistle to the Hebrews 
同意’若瑟的历史大约就发生 至今学吝仍在议论纷纷也

于这个联盟民族的时代。 不能确定’是准写了届封书

信。按教会的传统至少本书的

692 希伯来人 神学思想出自保禄’执笔者为

Hebrew 何人则不得而知·因为在整书

这是外人对以色列人的称 信中没有提及保禄的名字。其

呼（包1J 3 9: 14. I 7: 41 : I 2 ，出 实际了结尾略带书信的方式之

1:16-19 ；撒上 13:19 等），以 外’全书都没有 f~信的恪式。

民自己很少用这个名称（包lj 作者的目的是警告信友不要懒

40:15 ；出 2:7 等）。在新约时 情、失信和l背教．同时鼓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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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要在信、望、爱三f患上坚捋

到底。在这些警告中日劝脑中，

作者用了充份的神学理论初证

据。

有些学者认为作者给罗马

的教友写了这篇公函式的道

理。关于作者我们至少吁以说

如果不是圣保禄本人’则定是

宗徒的一位门徒，他不｛El_热心

出众，忠心教会，而且还是

位博学多｜司的文化人士’尤其

他的希腊文堪称为全部新约之

冠。它写作的时－期大约在公元

70 年之后 c

694 希伯来文

Hebrew Language 
这是闪族在中东的西北区

所用的方言。自公元前5世纪

这些语言却受了很大的外来影

响力，变成阿辣美文，不再是

纯粹的希伯来文。它的书写原

来只用子音，直至公元 1000

年左右，犹太经师才创造了母

音，使其有固定的发音咱这就

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希伯来文。

244 

695 希威人

Hivites 

七囚

是巴力斯坦的七个原始民

族之－（出 3:8 啕 17 ；申 7: 1; 

20: 17 ）’原居于合根附]Ji （包1J

33: 18; 34:2 ），以欺咋的手段

与若苏厄订立了E不侵犯的盟

约（苏 9 章）。其实他们曾经

散居圣地各处。 m:t散乌曾娶千古

威女子为妻（包1]36:2 ’思高本

作主主黎人）

696 希望、望德

Hope 
「希望」在圣经上常是对

未来且将要到来的救援的期

望。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想

或奢望’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筑

在天主信实不欺，既许必践的

忠诚上的（咏71 ：恪前 1 :9) ' 

所以它与坚持和忍耐完全是两

回不同的事实。这个期望的实

现是与天干神国的来｜陆及耶稣

基督的重现，完全不能分割的

（迦5:21 ：恪前6:9, 10: 15:50; 

得前 I :3,l O ：斐 3:20 ：希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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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个具有确实根据的希

望，使｛言友们感到心身揄快，

精神百倍，勇往直前（罗 12:

12 ：恪后 3:12 ）。 1日是那些没

有希望的人，就不可同日而语

了（弗 2: 12) 

697 希腊人

Greek 
远在耶稣降生前数个世

纪，「希腊人」这个名词己不

只是指希腊地区居住的百姓，

rfi1＼！！指市具有希腊文化的民族

（恪前 1:22 ：见宗 17:15-21 ）。

在基督徒的团体内没有希腊人

反犹太人的分别（迦 3:28 ）。

698 希腊主义

Hellenism 
所谓之「希腊主义」是指

亚历山大国王，以t在枯拉朽之

势，在中东所建立的希腊共荣

圈而言。 j主个共荣固不只包括

了希腊军事武力的攻城夺地，

更重要的是它文化的人恒。这

个攻势在亚氏的继位人的大力

697 69民

支持之下，的确收到了良仔的

成果。它使当时中东区域人民

的城市、乡镇、法律、习俗、

语言、宗教、文化、外交、商

业等’无不深受它的影响，而

完全希腊化 c

这个希腊主义的中心，便

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11:城，此

外还有十分希腊化的圣地的

「 1城区」。但是这个希腊文

化在巴力斯坦的推行’却不是

毫不费力的。犹太人基于宗教

和传统的理由，拒绝接受希腊

文化，即玛加10战争’以及后

期法和l宰人的反抗。

但是初期的基督教会却正

是在那些希腊化犹太人中间，

找到了理想的传教对象’以反

适合的传教环境，因为当时的

巾东是清一色的希腊文化，这

十分有利于基督教会向外发展

的进行 c 并且新约的撰写不但

利用了希腊文字’而H希腊文

化的一些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

式，也无形中被新约的作者所

采用’尤其是若塑和Ji果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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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希腊普通话 有人在谷木兰居住。最初只是
Kaine 个简陋的堡垒·后因地去L 1' 

这是希腊帝国时代所用的 佳，被人放弃。直至公元前第

一种普通话，也可以说是官 二世纪·才有一个庞大的宗教

话。它由于亚历山大国王大事 团体，为了躲避肚俗的烦杂扰

扩展国仁，被传至很远的埃皮 攘，才搬来这偏僻的地方居

和！中东各地’有l：它为官 i6 。因

为各地的民族仍然保存了它们

的方言士语’但在全帝国所通

行的语言却是这种措腊普通

话，堪称为当时的世界语言，

因为连在罗马也都十分流行。

新约就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

是以它对初期福音的传播以反

教会的建立，成f 良好的工

具，作了很大的贡献。不过虽

然新约是用希腊普通话写成，

它去｜］仍然带有不少帚伯来语

风，尤其见于马尔谷的福音

中。其实这也是自然的现象，

因为新约的作者皆是地道的舌

伯来人。

住，这就是厄色尼团体。公元

前 31 年这里发生了空前的浩

劫， 个巨大的地震将这世外

桃源摧残殆尽。公元前4 年！巴

色尼人在此重建「家园」。可

是好景不常，公元 68 年罗马

大军排山倒海而来’将这里的

隐修人士，大加屠杀。十三批与

甘「兀争的人士，在赴难之前忽

忙地将他们多年以来所珍藏、

搜集和制作的各种抄本，隐藏

在附近的山洞中。这些犹太旷

野中的 Lll旧是非常干燥的’竟

将上述抄本保存了两千年之

久，直至 1947 年在偶然的情

况之 F ’被人发掘出来。自此

谷木兰又突然成了名噪 A时，

700 谷木兰 学者竟趋的考古地点。历数年

Qumran 之久，考古学者在这更挖掘出

远在公元前 500 多年’己 当时全部房舍的遗址’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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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陶器房、面包火炉、厨

房、饭厅、抄书室、聚会室、

储藏室、洗衣室及厕所等，俨

然就是后来会院的雏型；此外

还有水渠和水池。考占学者证

实，这里是清一色的男性用

体。

出士的文件皆来自十个

山洞，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第

一、四、十一这三个山洞。除

了全部依书之外，其他每本圣

经皆有片段的文件出士。此外

还有上万件的有关这个团体生

活规律的残缺文件出士，学者

们在尽力将它们加以研究和发

表。

701 谷地

Wadi 
这个名词多次见于巴力斯

坦的地理上，是个阿刺伯名

词。普通说来它是指山谷而

言，尤其是指那旧季时输导大

量雨水的山谷。它平时去fl全无

ifrt水可言，在旷野中这种谷地

多次是行旅所乐意跟随的途

701 70~ 

径。这就是耶 15:18 用来形容

自己心灵状况的谷地。

702 犹大

Juda 
雅各f白的第四个儿子’由

肋亚所生（包1J 29:35; 35:23 ）。

此名有一种民间的解释谓「j主

次我要赞颂上主」。他性格

高贵（包1J 37:26,27 ）’富判断

力（ 43:8-10 ）’为人很实际

( 43:3，川，且有说服人的本领

( 44: 18-34) 

犹大亦是以民支派的始

恒’这个支派拨雅各｛白的预言

要目十二支派的首位’而且百

姓众多（创 38 ：户 32: 12) 

达咪出生于j主个支派’更增加

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撒罗j向

死后犹大 名便成了分裂之后

｜有同的名称’以耶路撒冷宫为

的首都。北国7二公元前 722 年

被亚述灭亡之后，犹太还存在

了→个半世纪之久，直至公元

前 587 年代被巴比伦人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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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犹大玛加伯

Judas Macchabaeus 
f马力H伯一名有 l 执锤者」

之意’是玛塔堤雅的第三个儿

子 c 他足智多i束，英勇善战

（力H t. 2:4 ），倡导爱国护教战
争’反对安提约古四世国王

（公元前 166-160 ）。结果他解

放了耶京，恢复了圣殿的礼仪

（加上 3: 1-4:61 ）。但犹太人毕

竟是个人少势弱的民族，为了

自｛果’犹大只好与罗 .I~ 建立友

好夭系，对抗叙利亚。但这个

联盟未能生效，犹太便战死沙

场（加上 5-9 章）

704 犹太

Judaea 
是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地

区名称，专指巴力斯坦犹太人

所居住的地区而言。包括四个

区域：即河西的扰太、撒玛黎

雅、加里肋亚及河东的培勒

雅。自此在这些地方居住的

人’便被称为犹太人，大都是

由充车之地归来的以民，但是

国卡〕
实际上它的地区是因著环境的

变迁，多次有所改变的，时大

时小。黑落德王将它的版图扩

充至最大革围 c

705 犹太人

Jews 
这个名称最初是指南国的

犹大的居民而言（罗1Jf25丑）；

有时亦指犹太区的自姓而言

C lliT 3:33,34 ）：尤其是自巴
比伦充军之后’这个名词取代

了向米所用的以色列人。「犹

太人」不但是指有同一血统的

民族，而也在指向属于个文化

和宗教的国姓。好似最初利用

这个名称并不是犹太人自己，

而是非犹太人的外邦百姓’来

牵强附会地力日在他们身＿t. 0 犹

太人自己乐意用以色列这个名

称’因为它使人忆起，他们是

天主特边的子民。这个名称的

不同用法直至耶稣的时代仍然

如此，这 点我们可以在谷

15:2 及 32 可以清楚地看到 c

若望似乎在用「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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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词来指示耶稣的敌对

者，即那些不信和槟弃耶稣的

人（苦 2:6 ：‘ 5:16 ：『 l 8:36) 巳由

此看来这个名称’自始就不是

一个尊重性的吕称， j主种古代

遗留 F米的反J苔，很容易进入

了西欧诸国的文化和宗教’人

们几时提到j 「犹太人」’云不

期然地有一种反感鄙视的心

理’这种心理直车我们的时

代’仍然未完全泊失。

公元前 536 年自巴比伦回

国的犹太人·曾经励精图治，

且获得了部份的自由独豆。 1Ll

是在希腊文化运动的压迫之

下’犹太人已是走投无路，于

是到1m伯兄弟起而倡导爱国护

教战争，免得全民族遭受灭亡

之祸。希腊施予的压迫过去之

后’又有罗马势力的干预，虽

然在大黑落德时代犹太人获得

70前

散天下’无家口I归。过的是寄

人篱F的悲惨生洁，达两千年

之久 ι 于公元 1948 年，才在

自己原来部份的国土上，建言：

f以色列共和国。

犹太人既然自公元 70 年

分散天 F ’何时来到我国居住

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

一而足，我们口I以肯定地说，

庄宋朝时代（公元%0-1278 卜

约有七卡户犹太人居住在我国

河南的开封。他大都来自波

斯’但这批今已完全被我国高

度的文化吸收同化了。真正大

批进人我国的犹太移民，是牛二

世纪的事，既是西欧 1933-

1940 迫犹事件开始，走投无

路的犹太人，才有两万八f人

左右前来我国的各大城市居

住。

了相当的自由 但终究是罗马 706 犹太基督徒

的属民。犹太人数次起义抗 Jewish Christians 
暴，皆无济于事，最后一次革 这个名词是指教会初期那

命事件竟使全国人民解体’时 些回头信奉基督的犹太人而

在公元 70 年。自此犹太人分 言，以别于那些由外邦归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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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710 七回

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仍然遵守 亚省的加玛拉地方’所以史家

他们传统的规则，诸如害lj损， 若瑟夫多次以「加里肋亚人犹

i吉与不洁的食物（宗 21 :21; 达」称之。他终遭到杀身之

10: I肘，守斋（宗 13;2,3) , 桐，而其党:J:J则作鸟兽散（宗

守安息日等（宗 2:1; 18:4) 0 5:37) 

他们中不少的人坚决要求一切

由外邦归依入敦的人’亦必须 709 犹达（耶稣的兄弟）
遵守上述的梅瑟法律。保禄贝1J Judas, Brother of 
不同意这种苛求’结果引起了 Jesus 

轩然大波。为解决这个难题召 按谷 6:3 的记载耶稣有 A

集了宗徒会议’问题虽然没有 位兄弟名叫犹达。当然这里所

圆满的结果，但暂告平息。后 说不是耶稣的亲兄弟，而是堂

来犹太人入教者愈来愈少’问 兄弟或表兄弟之类的关系，见

题才在不了了之的情况之下’ 「主的兄弟」。

被搁置下来。

707 犹巴耳

Jubal 
是雅巴耳的兄弟’二人同

是拉默客的儿子’「他是所有

弹琴口大策者的始祖」（它1J4♀1 ）。

708 犹边

Judas the Galilean 
是专门反抗罗马人倡导作

乱的首领。因他出生于加堕肋

710 犹这书

Epistle of Jude 
这是七封「公函」中的最

后－封’全书只有短短的 25

节，但仍是一封完整合恪的书

信。作者自称是主的仆性及雅

各伯的兄弟，所以是耶稣的一

位门徒。他没有明言谁是收信

人，但很清楚地看出来’它是

写给数个由外邦回头的基督徒

用体的信。内中警告信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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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异端邪说的传播’更要躲

避异端人的生活方式（ 4,8.12

节），因为他们 定会受到上

千二严厉的惩罚。 f言友们应当热

心祈祷，多行爱德及慈善事业

( 14,15.20-22 节）。它真正的

作者好似是比犹达宗徒吏晚的

→位人士（ 17 节），大概是第

一世纪末的一位不知名的作

者’假借犹达宗徒的名义发表

了这封针对现实情况的信件。

711 犹这宗徒

Judas Apostle 
是十二宗徒中的一位，只

见于路6:16 ，若 14:22 ；宗l 13 。

他是雅各伯的兄弟。据传说他

曾在阿来lj伯、叙利亚及波斯传

教，但不能证实。他是否是犹

达朽的作者’亦大有问题 c

712 犹这斯

Judas Iscariot 
耶稣的十二位宗徒之一

（谷 3: 19 等），常被列在最后

的位置。他主管宗徒团体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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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他以二兰卡块银钱出卖了自

己的师傅基督，结果悔恨之余

投续白尽。人们用那血价换来

的三｜‘块钱买了一块 t地名叫

哈亥lj达玛，即 rm田之意（玛27:

3-10 ；宗 l 18) 

713 狄这玛

Didrachmon 
希腊'tR 币，只一次在圣经

中出现（玛 17:27 ）。价值相等于

两个「达玛」’是→切成年犹太

人每年应向圣殿缴纳的税捐。

714 狄约尼削

Dionysius 
人名，雅典人，是阿勒约

帕哥的官员。受保禄宣讲之影

响而信从基督（宗 17:34 ）。按

传说他成了雅典的第一位主

教，但无历史证据可凭。

715 狄约勒斐

Diotrephes 
人名’意谓「受教于则乌

斯神者」’是教会的领导人



716 719 

物’可能是执事或主教’但由

于他：

( I ）否认若望的权威，并

出言不i扯，

( 2 ）不招待传教上’

。）还惩罚招件传教七的

人，而受到j若望宗徒的严责

（苦第二二书信）

716 狄纳

Dinah 
女人名’意谓「争论」’

是雅各伯由肋向所生的女儿

（创 30:21 l 。进入圣地后被舍

根所奸污’她的哥哥西默盎和

肋未为妹报仇，讨杀舍根所有

的男子（创 34:1-29 l 

717 狄朋

Dibon 
摩阿布地区的城名’在死

海之东’阿尔农河之北，因战

阿摩黎人所占领（户 21:30 ）。

后被划归加得支派（户 32:3.

34 ；；丹、 13:17)

718 角

Horn 

七 l用1

圣经提及缠在灌木中的绵

羊角（创22: 13) ＇牛核角（咏

69: 32 ）；野牛的角是尼险的

（咏 22:22 ）。以角抵人的牛要

受罚（出 21:28-32 ）：角可作

盛油器皿（撒上 16: 13 ; ]71］ 上

1 :39 ）：角是权势及冲力的表

征（申 33: 17 ；撒上 2:1)

719 角石

Corner-Stone 
角石不i日使两壁相连’而

且支持整个建筑物，免使它倒

塌’占2此安放角石是值得庆祝

的大事（厄上 3:10.11 ，约 38:

6 ）。民间的长官，在原文 t

亦被称为角而（撒上 14:38 ：依

19: 13 ）；默西亚亦然（依 28:

l刑。耶稣将角石的用意贴含

在自己身上 （ I咏 l 18:22 ；玛

21:42 ：谷 12:10 ：路20: 17) ; 

宗徒们亦为此作iiF （宗 4:1 l ; 

弗 2:20 ，伯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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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应毁灭之物

Anathema 

是圣经上的术语’意i冒凡

是献于天主的祭物，不论是

人、牲畜、旧产或物件、城池

等’不能再用作时俗的用途，

而应将之毁灭’完全归于天主

（肋 27:28,29 ；户 18: 14 ；贝lj

44:29) 

亦有惩罚之意，特别是那

些敬拜邪神偶像的人，应当受

死·有时是单独的个人（出22:

19 ：肋 27:29 ；申 7:26 ）’或者

是全城的百姓（申 13:13-19):

目的大概是为使恶魔的力量’

消失净尽’不能再为害于人。

这种刑罚后来改变成充公财

物，＆将人自团体中革除（ 111: 

_t 10:8 ；见玛 18: l 7 ；恪前

5:11: 16:22) 

在作战胜利之后。llJ将胜利

r\b 完全破坏’不取丝毫（户

21:1-3 ，才可、6-7章；列上l I: 17 : 

撒上 l 5 ），但有时亦有例外

( lfJ 2:35; 20: 14 ：苏 6:17-25 『

8:2; 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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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 l 

广义的说法则有咒骂之意

（宗 23: 14 ；见恪前 12:3 ：迦

1 :8 同9)

721 弃绝

Cast off, 
Excommunication 
在法律方面多用来表示休

妻的行为什t(54:6 ; ]1:~4:30) , 

或弃恶择善的行为（依 7: 15 、

16 ）。它与天主的拣选有密切

的关系，所以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人弃绝天主（出 32·

I : j散 L 8:10,1例，拒绝接受

大主的话（依30: 12 ）及他的法

｛卡（则 5:6)

其二是天主弃绝人（撒上

15:23; 11日 6:27,28 ；列下 15·ι

29 :‘ 25:1-21) 0 天主的拣选并

不保证人不再受弃绝（亚 5: 18 

等：9:7) 。拣选并不是得救的

保证。大主与被弃允军的以民

主新建立了受边的盟约（ j次41:

9 ；则 20:13 等）。耶稣受到有

长的弃绝（谷8:31 ：路 17:25 ）。

保禄虽然说明夫主愿意拯



7c2 72气

救一总的人（弟前2:4 ）’人却

有臼由破纤天主救援的计 ~lj ’

而使夫主对他加以按弃一（玛25:

1-46 ，默 20:1们’犹4日不忠的

以民（号19:1-11:36)

722 弟茂德

Timothy 
人名’意谓「敬畏天主的

人」。他的父亲是个外邦人’

母亲却是一回头人教的犹大热心

妇女，名叫陈；厄刻，是日斯特

辣人。弟＆德受过母亲良好的

教育’被选为保禄的传教助于

（宗 16:1 8; 18:5; 19:22; 20:4 

等） 0 （也不辞辛劳帮助了保

禄，解决了不少的困难’受到l

宗徒极度的重视（得前3:2-6 ; 

恪前4: 17 ：斐 2:19-23 ）。成了

J~ 弗所的首任主教（弟前 l ’： 3 ; 

弟后 I :6) 0 关于弟茂德前后书

见牧函。

723 弟锋

Titus 
是由外邦回头入教的人，

ti田J

成了保禄的得意弟子，不但陪

lei］ 保禄传教，而』li王同他一起

去耶京参加宗徒会议 f 迦 2: I-

3 ）。后被保禄打发去恪林多

城，重重F那里的教会（恪后7:13『

8:6 ）。最后被委任为克里特岛

的主教（锋 I :5 ）。有封保禄

写给他的信件， IJ;!, 「牧函」 C

724 沈香、芦套

Aloes 
是 a种具有清香迷人气昧

的植物（咏 45:9 ；箴 7: 17 ；若

19:39) 

725 沐浴

Bath (to bathe) 
新生的婴儿要加以洗涤

f 贝lj 16:4.9 ），女人为美容化妆

更需要洗澡（卢3:3 ；则23埠。）。

在丧期结束时要沐浴 ct散下

12:20 ）。考古学者在巳 ｝J斯坦

发现了 4些沁浴的设备’诸

如：在大黑落德的玛撒达堡垒

内’竟然有蒸气洁的设备，在

革则尔亦有洗澡室的发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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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l也握主lj在皇宫、在园等处

臼来水的设备（撒 F 11 :2 ：达

13:15,17 ，夕lj下 5:10.12 等）

都是与洗澡有关的设施。其次

i士提到了灰水、雪水电甚至

「肥皂」的使用（约 9:30 ；耶

2:22 ）。其他礼仪方面的各种

洗刷等见「洗涤」条文。

726 沙龙

T26 728 

儿子（公元的 726-722 ）’他率

大军包围北国首都撒玛黎雅，

所三年之久，竟未能破城而身

先死。他的继位人撒尔贡二世

终将撒城攻破占领（罗1JTI7:3-

7) 

j少氏三世（公元前 858-

824 ），虽曾 f1f lf \t耶胡国王的税

赋’圣经却未提及他的名字。

Sharon 728 沙隆

是巴力斯坦白部的一个沿 Shall um 
i＃平原’南起台拉维夫，北至 人名，意谓「赏报」

加尔默耳山’长 85 公里’宽 ( 1 ）北国君主’在位仅及

15-25 公里。上地肥沃，出产 月，使被默纳恒所杀。他本

丰富（ 1id3:9: 35:2 ：歌2:1) ' 人也曾将则加黎雅国王杀化’

亦是畜牧的 J_IJUJJ、地区（依旧· 而慕夺了他的王位（列下 15:8-

I 0 ） 。宗 9:35 亦提到沙龙平 15) 

原。 ( 2 ）南国君王’约史稚的

727 沙耳玛乃色

Shalmaneser 
政述的国王中，以沙耳玛

乃色为名的有五位之多，｛Fl_与

圣经有关的只有一位’即第五

世。他是提革拉特主肋色尔的

儿子’继位称王后名叫约阿哈

J欠压｜王（列下23:30 ）。此外还

有不少不太著名的人物，亦以

此为名者，见编上7:13 ；编仁

2:40λ1 ；编 l 9:17-19 ：编F

2 8 I 2 ；厄上 7:2 ；列下

22:14 ：耶 3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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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启示

Revelation 
整部圣经的内容不外就是

天主对人的启示’借著这个启

示隐而不见的天主将自己显现

给人类(f在45:15 ：弟前6:16),

向人类表示自己的旨意。这个

启示的方式是完全合于人性，

使人的理智易于接受和理解。

在旧约中天主借著造化的

工程启示于人（厄 F 9:6 ：咏

19:2-5; 104 ），又借著云彩（出

13:21 ）’火（出 3·刀，雷电

（出 19: 16 ）’风暴（列 _t19: 1 l ‘ 

12 ），将自己显示与人。人们

也自动地借著神i俞寻求天主的

启示，真次还有神视及梦境

（包1J28:10-16; 37:5-1 l ：户口：6

等），以及天主亲自显现和交

谈，亦都是启示的方式（创

15:1 ：出 20 ：撒仁川。天主

也以自己的行动使以民获得天

主的启示，他使百姓认识（出

6:2,3 : v11J 20: 1-5 ）’他讲话（出

25: 22 ），他臼埃及拯救百姓

出离为奴之地（出 12: 17 ；、 20·

七归｜

2）’他显奇迹异能（罗iJJ:.18:30

-39 ）’他安慰自己的百姓（眩

52:9:“· ]3) 0 天主启示最应

于的工具是诸位旧约中的先

知，天主借他们的口将自己的

启示传达于人。天主以言语与

以民订JL f盟约（出24:3-8) , 

召叫了自己的仆人（撒上 3 ; 

依 6:8 ；耶 1 :2) .将以民与其

他民族分开（申 4：肘。天主启

示的内容是：他自己（创35:7 ; 

撒上 3: I I ）’他的名号（出

3: 14 ；依 64:1,2 ），他的威严

（依40:5 ），他的正义（依56：＼）’

他的计划（创 4 I : 2 5 ；出

33: 12 、 13 ；撒士 16:3 ），伺是

也表示了耶京的罪Z刊！但1:19) 0 

以民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

都有责任传述上主的启示，使

众人皆知天主的旨意（出 18:16、

20; 12:25 等：依 12:4 ），并且

传报给每个时代的人。

但是天主最明E精确的启

示，却是耳｜：稣基督自己。 1也就

是天主的圣言（若 I 14.Pi )’ 

他是来白天主的光明（若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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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来了新的生命。耶稣开启 务，这种职务在f照顾主人年

了天国的奥秘（谷4:1 l 等；玛 幼的子女。保禄就借用这个形

13:35 ）。他表达 ｛天主的爱 像，指出｜日约的法律就如「启

情（若 4:7 等），由于此爱 蒙VrT1 」’样，赐与那些压未成

情天主使人认识了解他（若 熟的人（迦 3:24,25)

14:9 ：见苦 5:36; 9:4; 12:49; 

14: 10 ）。他借著死亡及复活 731 初果

完成了救赎（罗 16:25, 26 ；弗 First Fruits 
3:9 等） 世间一切务农的民族都有

宗徒们的主要职务，就是 以初熟之果来敬神的习惯。圣

向人类传报天主的启示（迦 经对这…点也早有记载（包lj

1: 16 ：弗3:3 等），其实一切的 4:3,4 ；出 34:26 ），并且连祭

基督徒都有同样的责任。传报 献初果时所用的经文圣经上都

启示的方法主要的并不是言 有记录（申 26:5 10 ）。这个祭

语’而是日常的生活行为（罗 献的目的是在承认并感谢天主

12:6-21; 13:8-10;14 ）。人的智 的恩惠。它原是自动白发的祭

慧不足以明 f夭主的启示（恪 献’后来却成了命令（肋 23:9-

前 l 18-25 ；格后4:3，肘’而是 14 ：贝1]44:30 ）’成了对天主应

只有借著信德（罗 1: 17 ）。天 献的税务’用来养活司祭和肋

主的启示将借著耶稣的再度来 未人（肋 23:10-20 ）。基督由

临获得圆满（路 l 7:30 ；若一 于复活成了死者的初果（恪前

3:2) 15:20,23 ）。

730 启蒙师 732 初期教会

Custodian Original Community 
这在古代原是奴隶的职 过是指在耶京初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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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主

的基督团体而言。这个初期教

会的基石是十二位宗徒。他们

表身体验了耶稣的复活升天’

以及圣神降临的奥迹（宗2 ）之

后，便开始宣传福音’推广和

建立了这个初期的耶京教会。

伯多禄被迫离开此处教会之

后，使自雅各伯宗徒来主持教

务（宗 12:17; 15:13 ）。稚各伯

被杀之后，它的主权落入教会

长老的手中（宗 15:4 ）。这个

最初教会的原则是：必须与犹

太人的宗教生活互相联系（宗

2：“）’部份财产归公（宗

2:44吨45 ）’彼此以兄弟子足之

情相待（宗4:32,35 ），又必须

借著毛洗、圣餐，以及等候耶

稣再度来临的心情’具有同一

的归属合A感。最初它被人视

为一个犹太人旁门左道的邪

教，是以受到正统犹太权威的

压迫和欺凌（宗 4:1 31; 5:17-

42 ）。初期教会成长的同时，

在耶京也出现了’个移居他邦

的犹太人的团体，它的领导人

物就是圣斯德理。这些人在受

七画

主IJ迫害的重大压力之下，不得

不舍弃耳｜：京，走向他方另求发

展，于是开始了撒玛黎雅、大

马士革及安提约基稚等处的教

会（ *8:5 等； l 1:19 等）。不

久之后又在保禄椎动之F开包1J

了外教人回头之后所建立的教

会’这些由外教归化的信友由

于不愿意遵守扰太人的传统法

律，而激起了耶京教会的猜

疑。这种使人难堪的猜疑和气

愤，借著耶京的宗使会议获得

圆满的解决，开创了大进步咱

走向外邦人地区传教的光明前

景（宗 15 ）。保禄曾竭力企图

将外邦人和犹太人所组成的两

种教会言归于好’但效果不彰

（格后 8-9章：迦2:10 ），却导

致伯多禄和保禄二位宗徒之间

的短暂误会（迦2: 11-1肘。当

犹太战争开始的时候（公元前

66-70 年），耶京初期教会的

信友， 1背同他们的主教逃往约

1日河东地区去了，得免于难。

这是耶稣事先嘱咐过他们的

（路刃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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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灵魂

Soul 
这个名 i司在希伯来原文的

意义非常广泛，是以不叮概以

「灵魂」来翻译。原来E可能

指咽喉（依 5: 14 ），咐，自、（撒

f 1:9 ），生命力（耶38: 16) ' 

生命（出 21 :23) .人口（包1J

46:26 ），动物（包lj ]:24 ），或

者吃命所在处的血成（肋 17

14) 

她有生命动力的表现，例

如她饥俄（咏 107：圳，渴望天

主（咏42:6,7 ）’倾向于恶（箴

I 0:3) ·她白喜乐（咏 35:9 ）‘

爱情（创 44:30 ），希望（咏

130:5 ）、恼恨（咏 l 1 :5 ）的感

情等。

灵魂是不口J与肉身分隔而

泊、自存在的。死亡不是灵魂和

肉身的分离’而是生命力的流

散’一个死亡的灵魂f 户6：剧，

将毫无生命力量地在阴间过其

苟延残喘的生活（依 14:9 ）。

到了智慧书的时代·作者才在

希腊哲学的影响之下’开始提

f飞气
、
－

「
／

叫7
飞
牛

、
1

{il
/ 

及不死的灵魂和l 奋死的肉身

（智 3: I: 15:8) 

734 肘

Cubit 
本是仁下臂相连的关-p部

位，古东方人却用作长度名

词， j旨由大拇指尖端至关节处

的长度而言。但这个长度在以

民的历史七，向来未能统－ ' 

例如申 3:1 l 的肘是零点四六

公尺’则40:5; 43:14 的肘则约

合零点五二公尺。

735 肝

Liver 
以民虽然不知道肝的生理

功用，但知道它的确在人体中

存在 c 它被视为生命的所在处

（箴 7:23 ），是感觉和思考的

器官（哀 2: 11 ）。以民对心和

肝几乎很分，是以在翻译圣经

时，多次不可直泽作肝，而应

作「心」详。肝是祭品的主要

部份（出 29:13,22 ；肋 3:4

等）。鱼肝能驱魔并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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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6:4-8 ：『 8:2 ）’其实驱睫的

是天主自己（多 12:14)

736 良心

Conscience 
希伯来文仁没有－个指良

心的专用名词， flti主并不是说

旧约没有良心这个观念和事实

（见创 3:8-13 ）。 1日约多次用

「心」米代替良心（撒上 24:6;

25:31 ；约 27:6 等 j

在新约中只有 1时圭和路加

1苦用了活脂名词，首先提到 ｛

良心（宗 23:1:『 24:16) 0 外教

人以良心未代替法律（罗2:14吨

15 ）。良心是保禄忠实的见证

（罗 9:1 ：恪后 I: 12 ）’是人行

事生活的标准（恪前8:4-13 ）。

737 财富

Wealth 
财富原来被视为f主的祝

福（创 l 3:2: 24:35 ；申 6: II 

等），们到了先知时代富人却

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

欺凌弱小，压迫穷人（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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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米 3:2 ：假 5:8-24 ）。由

新约的启示，人知道了财富的

危险，能使人失足跌倒’但也

能使人利用它行善事（路 8:2,

3; 19:1-10 ，若 12:5 ）。财富足

许多罪恶的来；原（路 15: 13 ; 

宗5: 1-10 ）。财富转眼即失（路

12:16-20 ）’使人难进天同（玛

13:22 ；谷4:19 ）。耶稣特爱穷

人（路 6:20 ；玛 l 1:5 ）。财富

使人心硬阳铁，不乐意实行爱

德’所以耶稣和保禄劝人不要

太军视财富（路12泪；玛6:19;

弟前 6:9,17-19)

738 赤体

Nude 
它原指人们的洁净无罪

（创 2:25 ）’但这种天真无邪

的处境，向F罪恶已不复存在

（包1]3:7,10 ）。它在圣经上多次

指人们罢花一现’转眼即尖的

生命（约 1:21 ：甘115: 14 ），指

人无依兀靠的贫穷（申28:48 ）。

它被视为莫大的耻辱（依20:3 、

4 ；米 l 们，所以向穷人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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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衣的行为是伟大的爱德的表

现（依 58:7 ：玛 25:36 『 38, 43, 

44) ＇人在天主面前是赤裸

的，因为丝毫不能隐瞒（希

4: 13) 

739 阿瓦、侬瓦

Avva, lvvah 
是亚述帝国的一陆城市’

亦名依瓦（列下17:24-3 l:、 18:34 ：句

19:13 ；眩 37: 13 ）。亚述王撒

尔贡二世曾将此城的居民迁往

撒玛黎雅’去填补北国以民充

军后所遗留下的空缺。

740 阿贝乃尔

Abner 
人名’意谓「父亲是光明

的」’是撒乌·~的侄子及元帅

（｛散 F 14:50,51; 17:55) ＇他i主

反达昧的旨意，将撒乌耳的儿

子立为以民的国±（撒下 2:8-

3: I ) ，及至大势己去’乃改

过臼新，投奔达昧’但为约阿

布及阿彼瑟兄弟二人所暗杀

（撒下 2: 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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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阿贝冬

Abdon 

7Y:Y 7cl2 

有「隶属」的意思，是圣

经数人的名字，比如 ·f.\r: 不太

著名的民长就以此为名（民

12: 13, 15 ）。也是阿协尔支据

地区的个城名（苏 19:28: 21: 

30) 

742 阿贝沙隆

Absalom 
人名’意i冒「父亲是？安

的」’是达昧的第三个儿子，

由革叔尔王的女儿玛阿力11所生

（｛散 f 3:3 ） 。关于他的为人、

悻恪及对王位的追求·在撒F

13-19 章作了详尽的叙述。 J安

这个记载，他以替妹妹执仇为

借门’将有权继承王位的长兄

阿默农杀死，因为他强奸 f 自

己的亲妹妹塔I马尔。 ill~!J:主兰市

叔尔国士处，得到约问布的从

中斡旋，获得父亲的宽恕’ Tin

回归故里 c 他为人聪明白E 「’

深得民心。于是在众人拥护之

下’在赫贝龙自立为王，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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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向耳I~京迸发，企图正式夺

中＇：！. 0 达 n-k仓惶出走 c 幸有j主｜床

的元的忠贞不L ，与阿贝沙陪在

约Mi口［东的山林区中展开一I战

争 z 虽然j主昧曾明文禁止于｜、将

士杀害阿氏’ m这个命令竟全然

无效，而］被约阿布杀死。

743 阿巴冬

Abaddon 
是希伯米文的音译，指毁

灭、丧亡、不吉祥的地方，或

i自地下的阴府（约26:6; 28 守： 22;

31 ’： 12 ；咏 88:12 ；箴 15: 11 ）。

在约 2 8: 22 己位恪化；在默

9: I l 被称为「深渊的使者」。

744 阿巴纳

Abana 
是大马士革的主要i盯在之

－（罗ff5:12 ）’今名巴辣达；可 c

745 阿古尔

Agur 
人名’意i冒「搜集者」’

义名雅刻’是！在市玛尔的后裔

ti1H1 

玛萨族（包1]25:14 ：编上 I :30 ）。

箴 30:1-33 所说的阿古尔，是

阿刺伯半岛北部的一位智者或

贤i丁。

746 阿臣则耳

Azazel 
按肋 16 的记载，在赎罪

节日上大可祭要选定－只公山

羊为「阿l且则耳」’当众覆子

于山草头t ，以象征以民的斗f

过己被这只为「阿臣贝lj耳」的

公山羊取而代之；然后一人牵

羊放淫旷野，｛干骂自生自灭。

「阿｜时则耳」的意义很难断

定·有人作「使罪恶远离的公

山羊」。耶稣时代这种礼仪仍

然每年举行。

747 阿臣黎雅

Azariah 
人名’意谓「 t主救助」’

是阿玛责雅之于’犹大国王

（公元前779-738 ）。编 f 26:1-

23 ；称之为乌齐雅。打败入侵

的培肋舍特、阿刺｛白皮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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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而国泰民安，尽力发展

农业，是以人民生活富裕安

宁。｛旦到了晚年由7越权执行

可祭职务’致使上主忿怒’受

到了惩罚，生了航病（编下

26:16-21) 

748 阿们

Amen 
原是希伯来文’被希腊、

拉丁及一切欧洲语言所采取，

成了 切天主教、基督教’其

至回教祈祷中的术语，意谓

「是，仁主」（耶 l 1:5 ），或者

「盼望是这样」（耶 28:6 ）。它

在旧约中表示同意某人（户 5:

22 ：申 27:14-26 等）’亦是颂

词的结尾（咏 41:14; 72:19; 

89:53 等），是宗教礼仪的开

幕词（编上 16:36 ；厄下8:6 ）。

在新约中的用途非常之多，尤

其是耶稣曾多次用了这个词，

以表示「实在、确实」之意（跻

9:27; 12:44; 21:3 等）；亦用于

礼仪中（格前 14:16 ；默 5: 14 

等）。尤其用于经文（罗 1:25 ：『

7斗~ 7当（）

9:5 等），旨在恳求天主j的仓

自己的许诺’俯昕信友的祈

祷。中文经文的站束i司常是

「｜呵 ff］」或作 l 阿孟」、「 iJ1i

孟」’都是这一辞的对音。

749 阿尔瓦得

Arv ad 
是filfi叙利＼［［海岸不远的一

座属昨尼基人的城市和小岛

（创 10:18 ；则 27:8, 11 ）：加上

15:23 称其为阿辣多。

750 阿尔农

Amon 
河流名’是摩阿布和阿摩

黎的边界（户 21:13 ）’又是勒

乌本支派的南方边界（苏 13:

16 ）。发源于叙利E及阿束ij{白

旷野，穿过高山峻岭之后’由

；在注入死海。以民在进入福地

之前曾先在此河的上游地带渡

过（户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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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阿尔希颇

Archippus 
人名嘈意 i胃「与｜｜马人」’

是保禄的合作苦（费 2 节）

哥罗森的教友（哥 4:17)

752 阿尔特米

Artemis 
女神名，其；吉、不详，是活

腊和罗马帝国时代最受人崇敬

的多产之神。尤其在厄弗所更

大受T:i 性的顶礼膜拜。建有多

采多姿’月二JllZ伟大的庙宇啕是

为世界七大名胜之~ 0 铸造此

女神银寇的匠人，曾联合起来

唆使百姓反对保禄（宗 19:23-

40) ＇人们有时将她与月亮女

神及打猎女神泪为谈。

753 阿市多得’阿左托

Ashdod, Azotus 
1成名’ ｛1'L于迦萨东北约二

十→三公！在‘ ~2地中海仅五公里

之 :ii主 η 原是阿纳克人的城市

（苏 l 1:22 ）。自公元前十二世

纪为培肋合特人所占据，成为

七l田I

联邦的首都，建有著名的达贡

神庙，被掳的约柜曾放此庙中

（撒上 5: 1-8 ）。后来先后被亚

述和埃及人占领，至公元前二

世纪才被犹大月加伯占领（加

t5:68 ）。公元前63 年成为自

由城·斐理f自执事曾来此传布

福音（宗 8:40)

754 阿市托勒特

Ashtoreth 
是整个古中东各民族所敬

礼的多产女神，她的来源应是

机~~尔加得时代。是阿什Jt2f特

（住1] 14:5 ）反漆冬的城神（ yljj二

11 :5 ：列下23: 13 ）。她在巴比

伦的名称是依旧塔尔，她的敬

礼则是与淫乱分不开的。她的

名字在圣经 l二有如巴－耳，常是

以多数出现（民2：曰： 10:6 ：撒

七 7:4)

755 阿市刻隆

Ashkelon 
域名，位于地中海沿岸

（耶 47:7 ）’迦萨之 ~1t二寸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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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处，是古代客纳罕人的城国 驻守于此（苏9:10; 12:4; 13:12、

及海；住。早于公元前十九世纪 3 I) 

的文件中已有所提及，公元前

1280 年被埃及法郎辣默色斯

二世占领。自公元前 1200 年

开始成为培肋舍特人的五个都

城之…（苏 13:3 ）’且多次是

先知攻击的对象（亚 l:s ; 1m 
25:20; 47:5,7 ）。在希腊帝国

时代’此处居民曾大事骚扰犹

太人（加上 10:86; 11:60 ）。此

城可能是大黑落德的故乡。

756 阿市革纳次

Ashkenaz 
按创 i 0:3 的记载，是耶

斐特的孙子。何在耶 51 :27 却

与阿辣辣特及明尼相提并论，

应是距iJI. 美厄亚不远的地方

窍。

757 阿市塔洛特

Ashteroth 
城名’意渭「阿市塔洛特

（女神）的住房「」’是客纳罕地

的…座古城，巴商国王敖恪曾

758 阿兰

A ram 
属闪语系的一个民族，居

住于叙利 \[Ji 及幼发拉的河之

间。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

阿玛尔纳书信及亚述国王提革

拉特I;肋色尔一世的年鉴上。

圣经上称他们为阿兰人’阿兰

是闪的儿子（创 10:22 ）。雅各

伯曾被称为「飘泊的阿兰人」

（见申 26:5 ），拉到f亦然（宜。

25:20; 28:5; 31:20,24 ）。由此

可见以民的祖先是与这个民族

有著密切关系的。

在达昧及撒罗满时代曾有

几个阿兰王国的建立（见撒下

8:3-14 ：吨 10:6 ）。但这些王国渐

渐皆被亚述所消灭’至公元前

732 年连大马士革王国亦不复

存在。但是阿兰人却在iJI述王

国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阿兰

不但成了当时向界的用话，后

来更成了国际语言。以民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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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竟忘记了自己固有的希伯 761 阿加得

来文’而沿用巴比伦帝国的阿 Accad, Akkad 
兰文；这也是耶稣时代的用 按创 10:10 是尼默洛得地

话。直至公元第七世纪阿刺伯 方的一座古城。在撒尔贡一世

人侵入之后，阿兰文才逐渐衰 时代，曾是附加得王国的首

做 c 都’位于巳比伦之北。此城于

759 阿加波

Agabus 
是宗徒时代的一位先知’

原籍耶京（宗 l 1:28 ）’大概与

凯撒勒雅的那位阿加波同属一

人（宗 21:10)

760 阿加格

A gag 
阿I马勒克人的君王，曾败

于撒乌耳手下，而被撤慕尔在

基耳加耳所杀（撒上15:1-33 ）。

在户 24:7 亦提及一位名叫阿

加恪的君王，但此处以乎是君

王的当地名称’犹如埃及的法

郎’罗马的凯撒’中国的隆下

或皇仁。

公元前2170年被古提人（Gutt1-

Guttei）完全毁坏，不复存在。

在新巴比伦帝同时代，整个帝

国的版图被称为「阿加得地

仄」。

762 阿加得文

Accadic 
是闪族东方地区的利！方

言，介于亚述与巴比伦语言之

间，书写时所用的文字是樱形

文字。

763 阿耳基慕

Alcimus 
人名，：在i冒「愿天主建

立」’是位完全希腊化的犹太

人。被叙利亚的德默特琉一世

国王立为耶京的大可祭，什l是

犹大玛加伯却不承认他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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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与他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的祖先。

l 加上 7 章： 9:54-57 ；加下 ( 2 ）以民的十二支 Vf( 之

14:3-13 ）。 J 在纳斐塔里支派之西，

764 阿耳斐

Alphaeus 
人名，意义不详。

( t ）税史肋未（即1马窦）的

注亲（谷 2:14)

( 2 ）次稚各伯的父亲（玛

10:3 ；谷 3: 18 ；路 6: t 6 ；宗

1: 13) 

765 阿边尔（月）

Adar 
为犹太人教历第十二月，

现今阳历二三月间（厄上6:15 ; 

文 3:7 ‘ 13 ：向 9:15 ：加上 7:43 ）。

766 阿协尔

Asher 
人名和支派名，意谓「有

面气的」

( 1 ）按创刊：20是雅各伯的

第八个儿子’由姆女齐耳帕

所生（包1]30:1川，是某一支派

j击地中海岸自加尔默耳山至漆

冬城（苏 19:24-31 ）。但事实上

这片广大的地区并没有完全被

阿协尔支;'J［（占领。这个支派的

后期历史已不太清楚；女先知

亚纳出于这一支派（路2:36 ）。

767 阿则卡

Azekah 
应是合斐拉地区的地名电

位于赫贝龙西北二十七公里

处。在这里苦苏厄曾将客纳罕

的联盟国王打败（苏 10:10) . 

这里也是培肋含特人聚集同撒

乌耳开战的地方ct散仁 17:1) 0 

勒哈贝罕在这里建筑了防御工

事（编下 l 1:9 ），拿步高将之

占领。充军之后’犹太人在此

重整家园（厄下 l 1 :30) 

768 阿多兰

Ado ram 
人名，意谓「主是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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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达昧反撒罗j荫的行政

人员’有时亦被称为阿多尼

J’ 9 他曾受勒哈 01 罕国王之

托，去调停北方支Vt(不满的情

绪’但所托非人，他正是北为

百姓最厌恶的监工人员，因此

被人砸死（撒 I; 20:24 ：列上

5:28 ：、 12: 18) 

769 阿多尼贝则克

Adoni-Bezek 
人吕，是客纳罕I也贝贝lj 克

君王，为人残酷暴虐，被优大

支if［（车人掳去并力OU杀害（民

770 阿多尼责德克

Adoni-Zedek 
人名’意用「主 ;r, Jf 义

的」’是客纳罕地耳II 京的国

王 ι 当他昕 J'IJ若苏J［辉煌的战

绩嘈并与基贝红人讲和之后’

使联络另外四个阿摩黎王’去

包围基川红。（旦被若二月；厄以迅

舌’不及掩耳的手法打败，并被

杀是、首后众（；可、 10: 1之7)

m川
山

IrL 

771 阿多尼雅

Adonijah 
人包，；意渭「上主是主

人」’是达昧的长子’在约阿

什i l>H时彼雅i吉尔可奈的扶四j

F ，曾企图在应I床未死之前继

承；1二位（列 r. I :9 ）。他的反对

者有鉴］二此，便仓促之间催逼

迫昧，将撒罗i内立为国王 c 阿

氏害怕被杀，边往会幕内’抱

住祭坛的角，获得宽恕（列上

1 :5-53 ：见出 21:口号14 ）。但他

野心未死’又企图娶j丰睐的妾

问彼i少恪为妻，以获得登极为

王的权利，但是得不偿失， －），；

J散罗满所杀（列主2: 13-22.25 ) 0 

772 阿玛尔纳

Amarna 
( 1 ） 历史·原是地侣，位

于开罗反跻克索尔之间，兽是

埃及的首都，并在此倡导附

敦的太阳神敬礼。由于阿默i苦

非斯四世j去~I：大重视宗教， rln忽

视了国家的行政，所以很快便被

人夺权’首都亦迁回原来的底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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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去。于是’古在县花一现的辉煌 两立的仇恨’导源于以民出埃

之后’便又沉寂下去。 及后就昌一先与这个民族发生 r

。）文件 阿默i若非斯在 冲突’因此播卡了 i位仇的种子

这里建立了但大的文库，于 （出 17:8斗 6 ）。撒乌耳及达昧

1887 年出土，成为十分重要 曾将这个民族打得一败涂地

的文物。共有377个文件，大 ct散上 15 草； 27:8 ：句 30:1-20;

都是刻在教t皮或龟片上的信 撒下 8: 12) 

件，是与当时埃及各属回来往

的信件，为研究当时的地理、 774 阿玛责雅

历史、文化、语言具有莫大的 Amaziah 
帮助。当时所用的外交用语是 人名’意用「上主］£坚强

阿IJO得文，是模形文字。由此 的」。犹大因王（公元前 796-

文件我们知道当时巳 ）J斯且是 781 ）’曾将厄尔人战败’收

P4分五裂，拥城割据，各自为 复失地’并开放港口’作为经

政的时代’有不少的小王国存 商之用：国势j斩强，乘胜向北

在。由此可见埃及统治巴力斯坦 国以色列挑战’却得不偿失，

的权势，只是有名无实而已 η 大败之余还被生擒；而耶京则

受纠北因口总力的摧残和i破坏。

773 阿玛肋克人 后被释放，恢复王位。由于叛

Amalekites 变’只得由耶京出ill ，但在拉

民族名’，在义不i羊，是三三 主主 i。终为乱党所杀（夕rj f 14: 1-

地南方的’个游牧民族。他们 21 ：编下 25:1-28)

曾不时趁火打劫地向圣地进攻

怆夺（撒仁30: 14 ），所以向来 775 阿玛革冬

是以民的敌人（申 25:17-19 ）。 Armageddon 
圣经的记载将这两个民族誓不 按默 16: 16 是二个淫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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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地方，在这里策动天下的 或「血色小路」之意，是犹太

君王向天主挑战。有人以为它 与本雅明支派的边界线（苏

就是默基多城（见民 5:19 ：歹rj 15:7; 18:1竹，位于耶路撒冷

下 23:29 ），但这个反动的势 与耶里哥之间。此名之来源、可

力却不能与天主相敌，结果一 能由于此地的山石多呈红色之

败涂地·不堪收拾。 故。这种情形至今犹见，尤其

在「善心的撒玛黎雅人」地方

776 阿玛撒 附近更为明臣。

Amas a 
人名’意谓「上主支持 778 阿杜蓝

他」 Adu/lam 
( 1 ）是达昧的姊妹阿彼盖 地名，意谓「关闭的地

耳的儿子（编上 2: 17 ）’阿贝 方」。是苦苏厄时代的→个城

沙隆的将帅（撒下 l 7:25 ）。被 国（苏 12: 15 ）。达味在逃避撒

达昧宽恕之后’立为元帅，以 乌R的迫害时’曾来此地避难

代替约阿布（撒下 19:1刑， ！8 （撒上 22: 1) 

来被约阿布所暗杀（撒下20:7-

13) 779 阿希加

(2 ）哈德来的儿子’厄弗 Ahicar 
辣因的族长’曾释放了战败之 是亚述国王散乃黑黎布及

后的犹大俘虏（编下 2 日： 1 - 厄撒哈冬的大臣。在失宠于国

18) 王之后’又以自己的明智重新

获得国玉的信任。这位阿希加

777 阿杜明 是中东，尤其是埃及和希腊文

Adummim 学小说中的主角’曾有不少关

山路名’有「红色小路」 于他的故事在；在传著，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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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则被认为是托彼特的侄 伴了约柜（撒下 6:3,4)

子。

780 阿希甘

Ahikam 
人名’意谓「兄弟高举了

自己」’是约史稚国王的一位

官员啕在耶京尽职（罗1J下 22:

12 ）。在约史稚的儿子约雅金

为国王及迫害耶肋米亚先知

时，阿希甘曾对先知加以保护

（耳r126:24 i 

781 阿希托费耳

Ahitophel 
人名’意义不详，是达咪

的高级参谋（撒下 16:23 ），却

与背叛父亲达昧的阿贝沙隆同

；在合污，支将叛乱。结果失

败，见大势已去’无颜见人，

T＇；投续自尽（撒下 17:23)

782 阿希约

Ahio 
当上主的约柜被迁往耶京

时，这位阿希约曾经一路上陪

271 

783 阿希约尔

Achior 
人名，意谓「兄弟是光明

的」’是阿孟人的统帅，曾企

图劝阻敖罗斐乃进攻以色列，

未能成功。后来他归依了以民

的宗教（友 5:5-24; 6:1-16; 14: 

6-10) 

784 阿希玛兹

Ahimaaz 
人名’意义不详，是达昧

时代目多克可祭的儿子’当阿

贝沙隆叛变时’曾任达昧的传

信员（撒下 15:36; 17:17-21 ）。

785 阿希诺罕

Ahinoam 
人名，意谓「我的兄弟是

可悦的」’是圣经上几位妇女

的名字。要者是达昧的一位妻

妾，生子阿默农（撒下3:2) , 

曾被阿玛肋克人俘掳’又被达

味追回（撒上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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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 阿希雅

Ahijah 
人名’意谓「上主是我的

兄弟 J 0 比较著名的一位是史

罗的一位先知，曾以象征行为

fft、言稚洛贝罕要统j台以 El':北方

的｜个支派飞归l上 11 :29-36 )’ 

也预言了他家族的败亡（列土

14:5-16) 

787 阿希默肋客

Ahimelech 
人名’庄周「兄弟是因

王」’是i吉布地方 ci］~~阿帚突

布的儿子，｜翌日击中救济闲厄中

的达昧（；散 l~.21:1-10 ），为撒

乌耳所不容，将他＆全家尽h

杀害，只有一个儿子仨免于

难’投奔达昧（撒 t22:6-23) 0 

788 阿纳尼雅

Ananias 
人名’意谓「天主坪恩」’

亦作「哈纳尼稚」。圣经 l二有

此名者颇不乏人，要者有：

( 1 ）耳15京初期教会的一位信

仁 l函

友，曾与妻子撒斐辣欺骗圣神

而受罚（宗 5: I-10 ）。

(2 ）大马士框的位教友，

曾给保禄覆子并被他治好了眼

睛（宗 9:10-19 ） ο

(3 ）耶京的大可取公元47-

59 ） ’曾过堂审讯保禄〔宗22:30-

23:10 ）’并在斐理斯总督面前

控告保禄（ 24:1-9)

789 阿纳托特

Anathoth 
j成名’主主、谓「阿纳女神的

处所」’是耶京北部斯考蒲山

边的一座古城，至今犹存。属

本雅明支U匠，被戈rj 为「肋未

城」（苏 21: 18 ；编上 6:45 ） 。

／［贝稚塔尔可祭被撤罗满革职

后，被充军至此（罗rJ t2:26 ＞ 。

是耶肋米亚先知的出生地（耳II

l:I :‘ l 1:21; 32:7,8 ）。充军后被

重新建立（也上 2:23)

790 阿纳克人

Anakim 
在申2:10 ；他们被描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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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一个民族，却被若苏厄 神名’是埃皮底比斯的护

几于消灭殆尽（苏 l 1:21,22 ）。 城＋申’这是｜口约中惟一提及的

791 阿孟

Ammon 
是阿兰民族的一个分支，

！＿；元前卡二世纪间，他们散R

tr.'ffl'i皮克河的上游，以辣巴为

昌都（撒下 10-12 章：编上20:

！”3 ）。创 19:37,38 证明他打］是

罗特的后代。由此可见这个民

谈与以民有着；血统上的关系，

可是他们去ri 多次与以民开战斗

争，且数次被以民打败。 f去弗

大民-j( （民 10:7-11 :33 ）。撒乌

L丰（撒上门章），达昧（撒 f 12: 

26-31 ），约i少法特（编下20: 1-

30 ）以及犹大玛加伯等都曾战

在阿孟人 c

792 阿孟

Amon 
人名，意谓「熟练的」’

）£ 南国犹大的君王（公元前

629-638 ）’被具属下刺杀身

亡（列下 21:19-26)

埃及神明（耶 46:25)

793 阿彼布

A bib 
意谓「成熟的麦穗」’原

是客纳罕人的月名，以民加以

沿用’是为教历第一月，国历

斧，／；月，共有三十夭，即现今

的气四月 l'sj 。这个月的十四日

是巴斯卦的预备日’十五日是

「 l主的节日」’也是无酵节

周的开始’十六日是向上主祭

献丰JJ熟小麦的日子（出 13:4 咱

23:15; 34:1 8 ；肋 2:14: 23:10-

12 ，申 16: I ) 

794 阿彼兰

Abiram 
人名’意i自「父亲是崇高

的」

( I ）属勒乌本支低，与兄

长达堂联合科辣黑造反，抗拒

梅瑟的权威’而受到显罚（户

16: I ；咏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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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希耳的长子（列上

16:34) 

795 阿彼沙格

Abishag 
是叔能村庄的一位美丽少

女，曾服侍老年的达味。达昧

死后’他的儿子阿多尼雅企图

娶她为妻（列上 1:3,4,15; 2:13-

25) 

796 阿彼纳这布

Abinadab 
人名’意谓「父亲是厚道

的」

( 1 ）一位克黎雅特耶阿陵

地方的居民，曾将约柜在自己

的家中保存这十二年之久’直

至达昧将之迁往耶京 ct散上

7:1 ；撒 f 6:3) 

(2 ）撒乌耳的一个儿子，

与父亲同时暴骨沙场（撒上

31:2) 

797 阿彼胡

Abihu 

七画

人名’意谓「他是父亲」’

是亚郎及厄里舍巴的次子（出

6:23 ；户 3:2 ），与其他的三位

兄弟同被祝圣为司祭。由于触

犯了礼仪的规则’无子而终

（出 6:23; 28: 1 ：肋 10: 1) 

798 阿彼盖耳

Abigail 
人名’意谓「我的父亲欢

欣喜乐」’是纳巴耳的妻子。

纳巳耳死后，达昧便娶了阿彼

盖耳为自己的妻子（撒上25:2-

42) 

圣经上另一位叫阿彼盖耳

的女人却是达昧的姊妹（撒下

17:25) 

799 阿彼雅

Abijah 
意谓「上主是父亲」’是

数位圣经人物的名字，诸如：

( I ) I有国犹大的君王（公

元前 9日－911 ），曾战胜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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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君王雅洛贝罕（列上 撒辣的美貌而纳之为妻。夜间

15: 1-8 ：编下 13:1-23) 得知撒辣实际上是亚巴郎的妻

(2 ）撒慕尔的次子’曾与 子，乃将之归还亚巴郎（包rj

长兄约厄耳二人做贝尔舍巴的 20-21 章）

民长（撒上 8:2,3 ）。 (2 ）民长基德红的儿子，

( 3 ）第八班司祭的首长； 将其兄杀掉之后，在舍根自立

若翰的父亲臣加利亚就是这… 为王。结果三年后死于非命，

班的成员（路 I :5) 被一块磨石砸死（民 9章）

800 阿彼瑟 802 阿爸

Abishai Abba 
人名’主义不详，是责鲁 这是阿辣美语对父亲的亲

稚的儿子’达味的外甥，约阿 热称呼：是耶稣第一次用了这

布及阿撒耳的兄弟（编上2:16)' 种称呼来表示自己与天父的亲

是达昧忠勇的武士（撒上26:6- 密关系（谷 14:36 ）。接受希腊

9 ；撒下 2:18-24; 21:17 ）。曾 文化的初期信友，将这个称呼

与其兄约阿布共谋暗杀撒乌耳 希腊化而加以利用（罗8:15 ；迦

的元帅阿贝乃尔（撒下 3:23- 4:6 ）。这也十分符合我国的说

2 7 ），因此受到达昧的诅咒 法，尤其南方的百姓’更惯以

（撒下 3:28-30) 「阿爸」来称呼父亲。

801 阿彼默肋害 803 阿舍辣

Abimelech Asherah 
人名’意谓「我的父亲是 是客纳罕及时t尼基地区的

君王」 多产女神名’巳耳神的女伴。

( 1 ）革辣尔国王’因羡慕 她的神像曾见于耶京（列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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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3 ） 、以色列（列 i二 16:33 ）以

及撒月黎稚的巳耳树股内（列

下 10:25 ），有时甚至被供奉

于耶京雅戚的圣殿之内（罗｜］下

21:3 吨7) 。这个女神是以→种

木棒、木怔、木f象之类的东西

米ff象征。申 7:5; 12:3 命令以

民要将它拆除、；烧掉·并绝对

禁止树亿这种神像（申 16:21)'

804 阿苛

A echo 
客纳罕地的一座海港商 11~

重慎，位于力ll尔默耳之北十二

公里’提洛之南四十公里。

此城名己见于阿玛尔纳文件

中。向未被以色列人所克服

（民 1:31 j ’只是在名义仁戈1J

ljC［问↑办尔支；JJH 苏 19:30) ＇在

J古脂帝同时代被称为仆托肋

矢’ jHI）力H I El 兄弟时代曾多次
提及此城（加1- 5:15,22,55; 

10:1J9,55吨60 等）。保碌夕｜、山传

教时亦曾途经此地（宗21:7 ）。

805 阿苛尔

Achor 

仁画

山谷名，有「灾难、恐

惧」之意。位f耶京及约但j可

之间的山区，即耶旦时之南。

阿卡及其全家在这ilHE 砸死

（苏7在）。（8 是这个灾难和恐

惧之谷将要成为「帚望之门」

（（在 65: 1 ()) 

806 阿革齐布

Achzib 
( I ）地 rr1＇每岸的~＠：城

市电在阳J苛之_:jL 门虽被划分给

阿协尔支派·但未能被以民所

征服（民 1:31 ) 

(2 ）属犹大支派的→座城

市（苏 15:44)

807 阿革沙夫

Achshaph 
客纳罕地区的一座囡王城

市，见于阿E马尔纳文件，被若

坊、j巨所征服（苏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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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阿革撒

Achsah 
人名，意谓「脚上的姐

带 I ’是加肋布的女儿。 ｝J自肋

布将她~）月与自己的兄弟放特尼

耳为妻，作为w.酬（苏 15: 16-

19 ；民 1:11-15)

809 阿刺伯

Arabia 
地名’是个很大的半岛，

位于亚非两大洲之间，原是闪

族人民的故乡。但他们很早便

开始向著两大问况之间的美索

不达米亚平原迁移。半岛的气

候手燥·植物不易牛长，全埠

几于无一条河流、因此造成百

姓外移的主因。圣经称这旱的

目民为依市玛耳人（包1J 25: 12-

14 ）旦旦刻突抑、人（创 25: I) 

但他们主要工J游牧民族

（侬 13:20 ；耶3:2) 0 他们的地

区是叙利亚、阿中ljj白夜乃革布

南力的旷野地带（编卡 17:11 : 

1京21:13 ：耶25:24) c 这些「东

方之F」（创 29:1 ：民 6:3) , 

80且× 10

是最旱实行民族迁移的百姓

（罗lj上 IO: l引叮虽然他们曾同

撒罗满通商［上来’（日向未被视

为以民的敌人（编下 9:14 ：厄

f2:1别。在约兰王执政时’

他们曾入侵雨田犹大，近人耶

京，极尽抢劫破坏之能事（编

下 21:16,]7) 。在波斯帝同时

代’他们的屈地成为帝国 1丁

省，与犹大为邻（厄F4:I J 。

后来他们建主王国，即纳巳泰

王国（ fJD 卜 5:8)

810 阿晗布

Ahab 
人名，；吉谓厂父亲的兄

弟」’是北国以包列的国王

（公元前 874-852 ），放默黎之

子，是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

使国泰民安，丰衣足食（ lj1Jt 

22:39 ）。与自国犹大联盟打败

阿兰联车’ ti立复大片国土（夕lj

1:20:1-1川。口H音对宗教的热

诚儿乎等于零’纳外邦女 J-1京

则贝尔为后，而引人邪冲敬礼

（罗lj上 16:30-33) 0 终于在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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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作战时暴骨沙场（罗lj 上 顶礼膜拜（列下 16 章）

22:1-40 ）。

811 阿晗次

Achaz 
人名，主：i\'f 上主攫取」’

是南国犹大的君王（公元前

735-715) ＇他的政策是向亚

述一面倒的政策。大马士革的

勒斤王联同北国以色列的默纳

恒王，向他施加压力’参与反

亚述的联盟，不为所动。上述

两个盟国乃兵戎相见，这就是

著名的叙利亚厄弗辣因之战。

此时耶京被围，危在旦夕，国

王乃向亚述求救，亚述王提革

拉特主肋色尔三世果然驰兵相

救，打败联军。但阿哈次必须

出重金以报亚述王的义举·且

不惜以圣殿的宝藏作为进贡的

礼品。他蔑视了依撒意亚先知

的劝告（依 7 章）·因此变成

亚述的属国。这是以民历史上

一位丑恶昏愚昭著的国王，他

轻浮迷信’崇拜邪神’不惜

杀亲生子向亚述邪神摩肋客

812 阿晗齐雅

Ahaziah 
两位国王的名字’意谓

「上主攫取了」：

( 1 ）犹大国王（公元前

841 ）’是约兰及阿塔里雅之

子（列下 8:26) , 21 岁登极‘

不及一年便被耶胡所杀（ jlj下

9:27-29 ）。曾与北国国王耶局

兰联盟抗拒大马士革王哈阻耳

（编下 22:5 ）’但出师不利’

耶局兰重伤不泊，阿哈齐雅亦

被北国大将耶胡所杀。

( 2) Jt国以色列君王（公

元前 853-852 ）咱是阿哈布之

子（列上 22:40,52,54 ）。因他

承袭先人之恶表电敬拜邪神，

为圣经所不齿（列上 22: 53 ‘ 

54 ）。由于重跌受伤’竟向厄

刻龙的邪神巴耳则步求愈’为

厄里亚先知所斥，并预言他很

快将死，果然言中（歹ff l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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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阿晗雅 罗马。至格林多城谋生’以制

Achaia 造帐幕为业，与保禄同行，是

原是希腊北部的 州、公 以保禄曾在他家中长期居留

元前 146 年被划为罗马行省， （宗 18:2,3 ）。然后同妻子陪伴

首都是格林多城。是保禄传教 保禄至厄弗所（宗 18: 18,19) , 

的中心点之一’并且很快使福 在那里接受阿颇罗’给予宗教

音传遍了阿哈雅（得前1:7,8 ）。 教育（宗 18:26) ：最后终又返

回罗马去居住。保禄在书信上

814 阿费克 曾向他们致候（罗 16:3)

Aphek 
城名’意义不i羊，可能有 816 阿格黎帕

卢堡垒」或「小河床」之意。是 Agrippa 
圣经t所记载的几个客纳罕的 圣经上共有两位曾任犹太

城名。要者为若苏）巨所攻陷的 君王的阿恪黎帕’即一世和二

问费克城（苏 12: 18 ）’位于约 世、二人属父子关系：

培（现今台拉维夫附近）东北 ( I ）阿恪黎帕一世：是阿

约卡瓦公里处。曾是培肋舍特 黎斯托步罗的儿子’大黑落德

人扎营之地（撒上4:1,2 ）。大 的孙子，在罗马受教，与加里

黑落德在这里的废址上修建了 古拉为葵逆之交：生活奢华无

安提帕特城（宗23:31 ），以纪 度’结果债台高筑，不堪被迫

念自己的父亲。 债之苦’遂一走了之。回到东

方’仍不务正业，只得再回罗

815 阿桂拉 马’遂被捕入狱。此时他时来

Aquila 运转’其好友加里古拉成为罗

人名，本都地方的犹太 马皇帝，他亦水涨船高’立即

人’同妻子普黎史拉被逼离开 被封为犹太王。他为了讨好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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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 rfif杀害了雅各伯宗徙， i主

捕 f伯多禄（宗 12: 1-19 ）。死

于公元 44 年。

( 2 ）阿恪黎帕二t!l ：是一

世之子’幼年亦在罗马受教

育’义王死时他只有十六岁，

未准回国执政，圣地由叙利亚

的罗马督导代营。至公元 50

年他才获准回国掌权，并假罗

马人的恩赐大力扩展了自己的

版图。他的政策是趋炎附势，

唯罗马之马首是瞻’甚至不惜

出卖同胞的利益’以讨好罗马

人。他的宗教生活儿等于零’

又荒淫无度，丧尽廉耻’与亲姊

妹同居。他是犹太人最后的一位

君王’死于公元 100 年左右。

817 阿殷

Ain 
城名’意谓「水泉」或「眼

睛」·属回默盎支派（元： 19:7)

或者犹大（苏 15:32 ）。圣经上

有许多有「恩」字的地名’都

是由此字而来。是「阿殷」的

简写。

818 阿基士

Achish 

七阿

人名·意义不详，是力11特

地方培肋舍特人的国王。当达

昧被撤马耳逼迫得走投无路

时，曾获得阿基士的保护（撒

l~ 2 l : 11-1 6: 2 7: l -2 8: 2 ：见 )ii]

t. 2:39) 

819 阿勒达

Aretas 
人名’意谓「五金行工

人」’是纳巳泰民族几位国王

的包字。

820 阿勒约帕哥

Areopagus 
原是指雅典城西的座山

岗而言，在这个山岗上建有阿

勒斯神的大庙，故此其意即为

「阿勒斯神的山岗」。由此名

而演变出一个雅典最高级的贵

族团体组织’专责处理法律事

件。保禄第二次外出传教时曾

来雅典，并在这个高级团体的

面前发表演讲，强调认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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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远足胜过希腊人所寻

求的智慧（宗 17: 13-34) 

821 阿得辣米特

Adramyttium 
是小亚细亚的 4个海港，

保禄曾乘由此开出的船只前往

米辣（宗 27:2)

822 阿颇罗

Apollo 
人名，是阿颇罗尼的缩

写，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位

扰太博学之士’曾先后在厄弗

所占主恪林多宣传福音（宗 18:

24『 19: 1 ）’收放宏大，竟可与

伯多禄、保禄相媲美’因而发

生系派之争（恪前 1: 12 ）。他

受到保禄的称赞（恪前3:4 ）’

并被称为「兄弟」（格前 16:

12 ）。最后他在克里特岛传教

（锋 3: 13) 

神名’是希腊神话中的音

乐家反水子们的主保冲抵，在

得耳弗斯（Delphos）有他的大

庙。

821 82斗

823 阿颇罗尼

Apollonius 
人名，应；谓「奉献与阿颇

罗（神）的人」’是几包色委

苛土朝的知名人物’其中尤以

默乃斯太的儿子为著。他是切

肋叙利亚的总督，曾口交使赫略

多洛劫取耶京圣殿的财主（加

下 3:4-7)

824 阿塔里雅

Athaliah 
人名’意谓「上主显示了

自己的高贵」’是北国以色列

王阿哈布的女儿，嫁给犹太王

的旦为妻（列下8: 16,25 吨 26 ）。

其夫及子阿哈齐雅皆深受她恶

劣的影响（编下 22:3,4 ）。其

子阿晗齐雅国王死后，她便自

己垂帘听政，并将玉族后裔赶

尽杀绝，只有约阿士幸免于难

( }irj F I I : I ,2 ）。但她终被司祭

推翻，并遭杀身之祸（编下2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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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波斯国王（公元前 465-

424) .在他执政时厄斯德拉

及乃赫米雅曾是高级官员（厄

下 5:14)

826 阿斯纳特

Asenath 
女人名嘈意谓「奉献于纳

特女神的人」’是埃及翁域的

司祭颇提斐辣的女儿，嫁给若

瑟为妻’生子默纳协及厄弗辣

因（创 41:45.50-52)

827 阿斯摩乃王朝

Hasmonaeans 
是犹太历史作者若瑟夫对

玛加伯兄弟的后代所建立的王

朝的称呼。这个名词的来源和

意义不详，此王朝建于公元前

135年，亡于公元前36年。这

年罗马大将庞培攻占了耶京。

它的执政国王先后共有五位。

目
LL 

828 阿斯摩太

Asmodaeus 
是犹太民间传说的恶神，

他曾将撤辣的七个丈夫杀死

（多 3·肘。此名可能与波斯人

的恶神厄市玛达瓦（Eshmadawa)

相同’或者是同一神明，但无

法证实。

829 阿雅隆

Aijalon 
城名，有「鹿区」之意，

是座古客纳罕城，位于耶京西

北约 20 公里处’是由海边至

高原地区的必经之地。远在阿

玛尔纳文件上即己提及’其重

要性可见－斑。被划归丹支

派’是「肋未城」之一（苏19:42;

21 :24 ）。勒哈贝罕曾在此修建

防御工事（编下 l 1:10 ）。现在

名叫雅罗（Yalo）’是个阿刺伯

村庄，但于 1967 年此村完全

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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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阿辣巴

Ara bah 
地名，有「旷野」之意‘

是指巴力斯坦因大地震造成的

由北而南的一道谷地而言，即

约｛旦河谷地（申 4:49 ，苏 l 1:16, 

12:1立 18: 18 ；撒下2:29; 4:7 ; 

列下 25:4 ：耶 39:4; 52:7 ）；有

时亦指阿辣巴海一－死海（申

3:17:4:49 ；苏 3:16; 12:3 ：列

下 14:25)

831 阿辣得

A rad 
是赫贝龙之南二十七公

里’贝尔舍巳之南三十五公里

处的一个废墟。原是客纳罕人

的城国’败于以民之子，其城

市完全被破坏无遗（户 21 :1-3; 

33 :40 ）。数年前现今的以色

列共和国，在这个废墟上建立

了一座颇为现代化的城市，仍

采用了原来的城名阿辣得。

~－＇（） ~；之

832 阿辣辣特

Ararat 
是指现今亚美尼业的 个

山区而言（列｜、－ 19:37 : f页 37

38 ；耳目 51 :27) 。由于对圣经

的误解，许多人以为它是 个

独IL的山峰，是it ！区的方舟搁

浅的地方（创 8.肘’是以曾有

数个探阶队去寻找 i苦 f区的方

舟，当然一事无成’ l犬｜为它所

指是一个山区或山脉。 ~v；主王

散 Tj黑黎布的两个儿子，阿得

辣默肋客及i少勒责力；，将父 E

刺杀后逃来此处（列 fl9:37) ' 

833 阿撒

Asa 
人 z; .是阿J散耳的缩写，

意谓「天主创造了」’是南国

犹太的第二位［ri王（公元前

911-870 ），阿彼柑之 （ c 是位

宗教改革者’废除了 11；神 （1<1敬

礼，恢复了王时的隆重礼仪

（列上 15: 11-15 ：编下 14:1-5:

15:8-18 ）。受北［可以色列的压

迫，而与大马 I 币联盟’ J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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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flj ’暂时脱离亚述的统治

（州上 15：“－22 ） 。但口的内尼先

知 J(>j 上述的联盟大表不满’因

而忧国主凶禁在J'ik（编下16:2)'

834 阿撒夫

Asaph 
人名，；吉、谓「天主聚集」

lil: 1 天主怜悯」。贝勒基9%之

F ’月）J未人（编仁 6:24,28 ）。

按三肩上 15:17-19: 16:5-7 ：编下

5: 12的记载‘是达昧反撒罗满

时代圣殿的音乐指挥官。归他

名节的圣咏共有卡二篇（ 50; 73-

83) 

835 阿撒耳

Asa he/ 
人名，：在wr天主制造了」。

达昧的外甥，是他姊妹责

~稚的儿子’约阿布及阿彼萃

的弟弟 3 被称为达昧的「三十

需士中的位」（撒｜ξ2才 2-

23) c 被阿 lfl 乃尔所杀。

仁 l团

836 阿黎玛特雅

Arimathaea 
地名’在耶京西北二十二

英里的罗得附近’是贵族参议

员若瑟的家乡，他曾向比拉多

求得许可，相称J也埋葬了耶稣

的尸体（玛 27:57 ；谷 15:43 ; 

若 19:38)

837 阿黎斯托步罗

Aristobulus 
人名’意谓厂最好的参

谋」‘是侨居埃皮的一位犹大

人，是位宗教人士。在加下

l: I 0-2: 18 有封写给他的信

的。

838 阿黎斯特雅

Aristeas 
人名’意谓「杰出的统治

者」。据传说应是埃及国王仆

托肋米二世非拉德尔用卡的高级

官员。他于公元前250年受国

王之托，自耶京邀请了七十二

位圣经翻译人员，将圣经自帚

伯来文译成希腊文 c 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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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据 υl考的传说，｛同圣经第」 有阿！李黎人的血统（ VlrJ 16:3 ] c

次译成其他文字’却是不可争

辩的事实。 841 阿默兰

839 阿黎斯塔苛

Aristarchus 
人名’意谓「最好的统治

者」’是再撤洛尼地方人（宗

20:4 ），曾是保禄宗徒传教的

助于（去 19:29 ）’又同吃过

监（费 24 节）

840 阿摩黎人

Amorites 
民族名’意义不详’原屑

于客纳罕地区，见于包1J10:I6;

的民族名单。大约在公元前网

千年，他们进攻叔默尔，并不

断向高度文化的美索不达圭

亚、叙利亚及巳力斯坦人侵。

曾在巴比伦、玛黎及彼有i罗斯

建在了不同的王国。他们之势

力如此强盛，致使在以民进入

圣地前， 切在那里居住的民

族统称为阿摩黎人（包lj 15:]6 ; 

亚 2:9, 10 ）。以民的祖先亦具

Am ram 
人名’意i自「宗族是 （！；j 坷

的」’按山 6:20 之记载Ji: tiJ 
瑟、亚郎及米黎盎的父亲。

842 阿默辣斐耳

Amraphel 
人名’章义不确’可能｛｛

「阿慕鲁之子」。是史纳尔的

国王’曾联络周阳的数位国

王，在巴 ｝］斯坦横行:k忌‘终

被亚巴郎打败（创刊 1-9) 

843 附录

Tosephtah 
是在米市纳完成之后’犹

太人又收集和增加的 些宗教

的传授和规律，称之为「附

录」。这些广附录」的收集时

期在公元 、二世纪间，其间

有不少是与犹太人的日常生活

和风俗习惯有关的记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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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附魔

Possessed by Demon 
附魔就是恶魔占据某人的

身体，直接控制他的五官’「可

捉影响他的明悟’使他身不由

己门马9:32J3: 12:22 ；待 1:26) 0 

i5H盾的记载在I Fl约上间然有’

阳 ft 见（撒上 16: 14-16) 

tr fili约巾同｜｜屡见不鲜。福音｝：

可！占恶魔难为摧残受附的人

（谷 I :26 ）。它使人的肢体力

大亢穷（路 8:27-31 ），使人变

成聋哑和瞎子（玛 12:22 ）。耶

稣治好「 VF 多附魔的人（玛

斗：24 ）’只用一句话便把恶魔

远山（谷 9: 17-27) 。现在的

也学 ff认为圣经 i记载的许多

附魔的例子，不外是目前人们

所说的精神病而已 c 时］二f当时

人 ff J);ni只 1'足，｛副主认是恶魔

作去 c (LU是 :Cl .方面谁也不能

开认福音的记载是可靠确实

的，是耶稣使命的中心点·战

胜恶璋的势力’建立天主的神

囚。马I~魔的奇迹正好是他战1午

»IS魔的标记（玛 12: 2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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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妓女

Harlot 

七 l田l

妓女在圣经上有两种’一

种是以卖淫为生的普通妓女，

一种是宗教敬礼上的庙妓。前

者固然受性会卑视，后者却有

崇高的社会地位。

以民间早有妓女存在（宜。

38: 15-23 ：苏2:1 ，民 16: l ；列

上 3: 1肘。梅瑟法律虽然明文

禁止（肋 19:29 ；申 23:18)

但以民充耳不闻，故先知们痛

心疾首（耳r~ s :7 ：欧 4: 14 ：亚

2:7) ；智慧书亦然（箴 6:26;

7:6-27; 23:27,28 ）。当然外邦

人的庙妓’更是以民法律所绝

对不容许的（申 23:1肘，她是

宗教改革的对象（列_t 15:12; 

22:47 ：罗Jj f 23:7) 

妓女象征的意义是指以民

对禾主的不忠（阪 1:21; 57:7-

13 ；耶 2:20 ：贝Jj 16-23 等）

亦指外邦人的城市u鸣3: 1-7 : 

依 23:15-18)

新约时代仍有妓女（玛

21:31,32 等）’保禄对此曾口



t画

i宋笔伐（罗 l :24,25 ：恪前 5:9-

12 ：格后 12:21 ：迦 5: 19,20: 

弗 5:3,5 等） ο （言友不可与妓女

乱交的理由是：信友是基督奥

体的肢体，是圣神的百股（恪

前 6:15-20 ）。巴比伦（罗马）

被称为淫妇（默 17-19)

846 忍耐

Patience 
忍耐是一种伦理美德，是

人生不可缺少的德行（箴

19: l l j ，它是智者之举（箴

14:29 ），是人勇敢的表现（箴

l 6:32 ） ζ 它远胜过傲慢（甘ii

7:8 ）。它并不是一种逆来顺

受的消极德行’而是积恨地使

人坚持夺斗到底，以战胜切

困难。

新约同样劝人要忍耐，尤

其圣保禄更是苦口婆心地劝人

要坚丑（哥3: 12,13 ；弗4: l.2 : 

迦 5:22; 6:2 ：得前 5: 14 ；罗

12:12 ：格前 13:4 ：锋 2: 1) 

信友些忍的榜样有亚巴郎（希

6: 12-1 川、先知及约伯（雅

8-fh KI~ 

5:7同 8 ）夜耳｜：稣自己（伯前 2:20

等）

847 纯朴

Simplicity 
予：经将纯朴 ·t;次与忠怡和

赤诚相提并论。立是人与天主

之间应有的德 (i(>,:.\'t:l.2!'

是对基督适当的心态（节后

l l ：川’亦是团体内应甸的美

德（宗 2:46 ）；就是宽大的心

怀，真诚的爱情（恪盯 8:2;

9: 13 ）’对人的大方（罗 12：们’

及甘心的服务（弗 6:5 ：哥

3:22) 

848 纳巴耳

Nabal 
人包，直1冒「昏愚之萃’

屑于玛红旷野’拥有大tit牲

畜，但为人悻吝，把绝向ill难

的达昧伸出援助的于电（屯 (bo来

甚为不涡。幸有妻子阿彼孟耳

出面求情’ -Ji＇奉献大批礼品＇，’

才平息 n丰昧的↑Ct枉。纳巴耳

不久先去’达咪j茎娶 F口Jil!i:盖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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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妻 ct散上 25)

849 纳巴泰人

Nabataeans 
是个属闪系的民族，他们

于公元前四、五世纪间，将厄

东人驱逐之后’使鹊巢鸪占’

于H'ct:un辛辣建立了首都，控制

有 1丰g _jt交通的商业大遇，成为

当时声称最为口赫的民族。

圣经曾数次捉到这个民族

l tn I二 5:29 ：甸 9:35) ＇以及他们

的回王（甘DT5:9 ；恪后 l 1:32 ）。

他们 向与此大人算是保持了

礼尚往来的友好关旱 3 于公元

106 年他们被罗马皇帝特谏雅

i!HT1月1[' lt t地被戈rj归罗马行

i击、飞他们的问家虽已灭亡， J·~ 

（［ 贝特辣首都自1干了大批惊人

的艺术作品 c 他们的建筑具有

衍阳风恪’也7仨丢了埃及fD胖

尼引人的艺术。他们的语言是

M辣主与阿南J f白的混合语，皆

！可奈语言。

-m LL 

850 纳E肋人

Nazarene 
这－if:福音对耶稣的称呼’

且屡见不鲜（玛 2:23 ：啕 26:69,

汀，谷 1:24; 10:47; 14:67 ：路

4:34 ：『 18:3 7 ：若 18:5,7 ：确 l 9:19 

等） 0 仅就这一点已足以证

明·耶稣的确是在－It方加里肋

亚的纳[iii＿肋村长大的。宗24:5

称保禄是「纳回肋教派的魁

白 4 。但在教会内这个称呼 u!IJ

被「基督」尊号取而代之。

851 纳市文件

Nash Papyrus 
这是在死海边的谷木兰文

件被发现之前 （ 1947 年），所

有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手抄文

件一应是公元；在二阿兰己的作

品，被发现的地方是埃夜，载

有天主十诫以及犹太信经的开

端（申 6:4)

852 纳因

Na in 
城名’意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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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里用J亚南方的小村，位于

纳臣肋东南。在这里耶稣复沾

了一位寡妇的独子（路7:11-17 ）。

853 纳这布

Nadab 
人名’意谓「 j二主欢欣喜

「兄」

(I) ill'郎的长子（出6:58 ; 

卢 3:2 ），由于同阿彼胡朋比

为奸’亵i卖司祭职’受到上主

的显罚，先于非命（肋 l 0:1-

7l 

(2 ）雅洛 !fl罕 tit的长子

亨iJ上 14 ），继位称王（公元

吁iJ910-909 ）’不反 l 年便被巴

LJ: i少推翻’全家俱遭杀身之

1'11＼.这是天主的 f/I;罚，因为他

多厅不义（列上 15:26 ，见夕rj

上 14:7-10: 15:25-31) 

854 纳齐尔（献身者）

Nazi rite 
它的原意是「被隔离者」

或「受况圣者」。这些献身者

由于特殊的誓愿，自动地约束

85-1 856 

自己不喝酒、不饮醋、不剪

发、不触动尸体，并吉凶：要特

别事奉天主（见户 6: 1-21 ）。

当誓愿满期之后’要奉献祭

品，作为献身日期届满的象

征。二松及j散慕尔是知名的终

身「纳齐尔i 民13 ；撒上l II ）。

耳Ii稣时代的献身者至少应为期

兰卡夭。如果献身者是穷人，

无从 v;得祭品奉献，比较富有

的人叮以解囊相助；保禄在耶

京就曾应宗徒之请’作过这种

善事（宗 21:23,24)

855 纳阿曼

Naaman 
是大马上革间兰玉的一位

军长，身患挥洁、病’在群医束手

无策之际’被厄里曳先知治好

（夕lj下 5 ，见路 4:27)

856 纳波尼杜

Nabonidus 
人名’主义不详。是新巴

比｛｛＇.；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公

元前 556町539 ）。此人不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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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他为了向阿事｜！伯扩展和 ( 2 ）亚巴郎的兄弟（创 l I: 

巩固他的势力，移居该区的太 25,26 ；苏24:2 ）’居住在美索

马城达 8 年之久。在这 8 年中 不达米亚地方（包1]24:10 ），是

由太子贝耳沙阻来代为摄政， 阿兰十二支派的始祖（创 22:

管理巴比伦。他本人于公元前 20-24) 

539 年被居鲁士打败，巴比伦

帝国亦随之而亡。 859 纳敖米

Naomi 
857 纳波特 人名’意谓「上主是我的

Na both 甘怡」’本雅明支VIK人 ll2:里默

此人在依次勒耳地方以种 肋客的妻子。原先居住在白冷

植葡萄谋生。国王阿哈布竟向 地方，但为了逃荒全家前往摩

纳氏无理索取这块土地。纳氏 阿布。旦成为敖尔帕和卢德的

当然心有不甘、毅然拒绝。国 婆母（卢 l 章）

王在其王后依则贝耳的策划之

下’竟诬告纳氏作假见证的罪 860 纳堂

名’因此被人砸死。厄里亚先 Nathan 
知辞严义正地向国王预报，他 人名’意谓「上主赐予」：

将因冤枉好人的罪过而倾家荡 ( 1 ）是达昧时代的先知，

产，家破人亡（罗lj J三 21) 曾三次进i束达味。他受天主的

委任，告诉i主昧， t主不愿叫

858 纳昌尔 他为自己修建圣殿（撒下 7: I-

Nahor 17 ）；指明达昧强占乌黎雅的

人包’意谓「作轩声者」： 妻子是非法的行为什散 F 12:1 田

( 1 ）亚巴郎的祖父（创 l 1 15 ）：第三次是先知推荐撒罗

22-24) 满为国王（列上 1: 1-40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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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知的生平’我们一无所 义隆重地指出亚述大帝国的彻

知。 底沦亡（ 3 章 j ’ B,t在公元前

(2 ） 达昧的第三个儿H撒 612 年。本书苦作的时间应在

下 5:14 ；玛 1:6、7 ；路 3:31 ) ' 

861 纳鸿

Nahum 
人名’是「乃赫米；Ji 」一

吕的缩写，意谓「主主安慰」。

是十二小先知1中的一位，厄耳

科士地方人 （ I: I ）。他留下了

一音fl小小的著作。关于他的身

时，我们知者甚少。

862 纳鸿书

Book of Nahum 
本书只有短短的 3章，标

题己清楚地指出：是针对亚述

在其首都尼尼做所发出的神

i俞，旨在报告它不久就要崩溃

消失（ 1:9-14; 2:4-3:19 ）。作者

先描述｜二主的公义元私（ I 守 1-

8 ）’中间加插了一段上主对

犹大所表示的慈悲仁爱（ I: 12 

i 『 3 ），接著指出尼尼傲的灭

亡（ 2 章）’最后以上主的名

291 

662-612 年间。

863 纳塔乃耳

Nathanael 
人名·意1冒「」；主的赐

予」，是加里肋亚省的加纳村

人（若 21 ：刀，曾｜百l斐理伯前

来拜见耳II稣。在他初荫的怀疑

消失之后，变成了耶稣的门徒

（若 1:45-51 ）。见巴尔多禄

j克。

864 纳斐塔里
Naphtali 
人名，其意义见创 30: 8 

的解释，是雅各 1自由彼耳哈所

牛的第二个儿子（也rj 30:7 ）。

按创49:21 反申 33:23之记载’

他是一个同名支派的始F且’这

个支派占据 j’加里肋亚的东部

地区，靠近加里肋亚湖的南

岸，是个山区地带。周围有阿

协尔，贝lj 步隆及 f&t散加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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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德J皮辣赞歌就是在歌唱纳

斐塔里支ilK 对息色辣的胜利

（民 5)

865 驴

Ass 
圣地原有不少野驴（依32:

14; .l!f\2:24; ~＜JI 1:12 ）’经驯

服之后竟成了以民心爱的动

物。它是商队运输的工具〔包1J

42:26 ）’可以用来耕种（申

22: IO ），驮重（包1J 22:3 ），甚

至可以当作坐骑（民 1:14)

但向来不用作祭品（出34:20 ）。

耶稣为表示他身为默问：匠的地

位，曾骑著驴光荣地进入了耶

京（谷门：2-7 ，若 12:14.15 ：见

匮 9:9)

／＼画

866 责玛辣因

Zemaraim 
是本雅明支 v匠的地方名

（苏 18:22 ），也是个山名，在

这座山上阿彼雅将雅洛贝罕

七i臼i八i归i

打败（编下 13:4)

867 责玛黎人

Zema rites 
圣经在创 l 0: 18 及编上

1: 16的民族名上提及过的一个

民族。

868 责拉

le/a 
地名’本雅明支派的一个

地方名（苏 18:28 ）’撒乌耳死

后被埋在这里 ct散下21: 14 ）。

869 责罗斐哈得

Zelophehad 
默纳协支ilK人士，由于只

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所

以以民的法律必须稍作更改，

使妇女也有继承家业的权利

（户 26:33; 27:1-10; 36) 

870 责波殷

Zeboyim 
城名：

(1)1ii城区」中的－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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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0:19 ）’位于死海南岸。 时便被召选作先知（耶 l ’： 4-

( 2 ）本稚明支踞的一个山 7) 。他放弃了家庭、妻子，

区城市。（厄下 l 1:34) 以克尽先知的职务 （ 16:2) 

(3 ）犹太旷野中的一座城 历四十年之久。他一生受尽了

｜币，旦、高译作「袋狼山谷」。（撒 千辛万苦’他首先帮助约史和

t 13:18 ）。 国王革新宗教’废除邪神的敬

礼（页。下 22:8-13 ）。在约史稚

871 垃圾 国王死后’开始了他一生最痛

Dregs 苦的时期；因为他在宗教方面

「垃圾」和「废物」在希腊 必须维护正义’以及雅威宗教

文学上不但相提并论，而且时 的纯洁；必须要责斥同王和权

常同时出现。专指那些作为人 责人士的荒淫无道，及违法犯

奈的牺牲而言，普通是些贫贱 生己的恶行。在政治方面则又必

个民’被人以美衣玉食招待一 须反抗潮流，提醒国王和臣民

番之后’便被杀死祭神’以赎 要顺应巴比伦的统治，不可倾

百姓之罪。保禄自称是垃圾， 向埃及’以免遭受巴比伦的报

意即自己甘作牺牲品，为百姓 复。结果一切徒劳无功，只有

睽罪（恪前 4:13) 自寻苦恼。教父们多将他视作

耶稣受难的预像。

872 耶肋米亚

Jeremiah 873 耶肋米亚书

人名’意谓「1：主高举」’ Book of Jeremiah 
是四大先知之一，生于耶京之 这是一本篇幅颇大的书，

北的一个名叫阿纳托特的村 计有 52 章。大致上说来， I -

庄。父亲名叫希耳克雅’是位 25 章是先知针对百姓、国王

可祭（耶 I: 1 ）。他还十分年轻 及先知们的责斥言论，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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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天主的盟约不忠不信，结 邪神偶像的愚昧和l虚幻。在希

果招致上主的惩罚、耶京沦 腊译本上它被置于哀歌之后，

亡’百姓充军 c 26-45 章的内 但在拉丁通行本则位于巴路客

容是预言新时代，新盟约及默 书之后，是为巴书的第6章。

西亚的到来；其间也有不少先 基督教认为它是伪书。

知个人生平的事迹。 46-51 章

的主旨是在向埃及、巴比｛｛＇.；等 875 耶步斯人

发出恫吓及上主正义ff[;罚的警 Jebusites 
告。最后一章指明耶京的毁 是以民进入圣地之前·原

j不咱犹大的灭亡。 居于巴力斯坦的土著民族。他

在本书内有时是先知本人 们主要以耶京及其周围为其居

发言’有时则是他的秘书巴路 住的中心。这个民族的来源不

克的言论（见 19;26-29;36-45 甚清楚’有人认为他们是客纳

章）’甚至还有第三者的言 罕的后代（创 10:16 ）。以民进

论。这些言论的收集是颇为杂 人圣地后’许久未能将他们克

乱及不按时间次第的。虽然如 服，直至达昧时代才终于将他

此，它仍然是本十分宝贵的 们的城堡一 日后的占领耶京

书，它对以民的历史和宗教作 （撒下 5:6-10)

f莫大的贡献。

876 耶里哥

874 耶肋米亚书信 Jericho 
Epistle of Jeremiah 城名’主；i冒「月神之城」’

它的原文己经失传，目前 是巴力斯坦也可能是全中东最

只有希腊文的记录。它外表好 古老的城市，位于死海之北十

似是耶肋米亚先知写给充军百 公里处’ li'ti东边的约但河有八

姓的信件，它的内容却是耻笑 公电之逞。这是以民过i可后所

294 . 



/\.1目l 可77 878 

占领的第一座重镇（苏 6) 克雅为犹大国王（列下 24:6-

被划分给本雅明支iJ~ （苏 18: ]7) 。他在巴比伦过囚徒生活

21 ）。厄里史将它的坏水变成 达 37 年之久，直至厄威耳默

好水（列下2: 19-22 ）。旧约时 i各达客Btj 代（公元前562-560 ）’

代的耳II里哥位于现今的苏耳tEI 才恢复自由，且获得善待（耶

废墟，新约耶稣时代的耶城， 52:31-34) 

却在旧城的西南边约二英里

处。这里是黑落德的冬宫所在 878 耶胡

地。但这两座旧城者自己无人居 Jehu 
住’现今有人居住的耶城位于 人名’意谓「他是上主」：

前二城的东南不远的地方。这 ( l ）→位先知，他曾经以

里水源丰富，是以出产很多， 大无畏的精神责斥 （以色列王

尤以亚热带水果为著。耶稣在 巴！巨 i'J、（罗lj上 16: 1-4 ）及犹大

此j台好了瞎子（玛20:29-34 ）’ 王约1少法特（编下 19:2,3 ）。

接受了悦吏阻凯的邀请（路19: 。）北国以色列的第十位

1-10 ）。 君王（公元前841-814 ）。他原

是问口合作I ＆耶局兰国王的大

877 耶苛尼雅 将’被先知傅j由走为国王（列

Jechoniah 下 9:1-10 ）。他篆位之后以极

人名’意谓「｜二主建立」’ 残酷的子段，将同王的家族，

是犹大的第十九位国王’约稚 尽行灭绝（罗rjf9:21-37 ）。此

垒的儿于。年IX.十九岁便登极 外他尽力将邪神的敬礼铲除，

为王（公兀前 597) 。但在一位 尤具对巴耳邪神更是铁面无情

只有三个月零十天便被巴比伦 地加以扫除。但是他残酷的手

王拿步高推翻，并将之掳往巴 段’却受到后期先知的批评

比伦坐监，另立他的叔父漆德 L 欧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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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 耶特洛 在旧约时代原是个非常普通的

Jethro 名字（德 51: I ）。由于耶稣基

人名，意谓「天主大开宏 督的降生成人，它却成了→个

恩」’是米德杨人的一位司 普世尽人皆知的名字。这个名

祭’家境富裕’有成批的羊 字在我国曾有不同的译法：第

群’是梅瑟的岳父（见出 3: I; 七世纪译作「移鼠」、「黠

4:18; 18:1,2等）。但有时亦叫勒 数」’十六世纪作「热所」’

乌耳’意谓「天主是朋友」（出 十六世纪末才终于有了我们现

2:18 ）。为甚么一人有两个，甚 在所称的「耶稣」

至于工个名字（民1:16-4:11 ；见 圣经之外有关耶稣的历史

户 10:29 ）’则不得而知。 记载是很稀少的，但也并不是

完全世有，例如外教史家塔西

880 耶斐特 陀、稣厄托尼、普林尼及若瑟

Japheth 夫等’都曾提及过耶稣的事

人名，意谓「美1'11'1 」’是 迹，足证他的确是位，真正的历

诺厄的第三个儿子’与长兄闪 史人物’而不是无知百姓及信

同受到父亲的祝福（创 6: 1 O; 友幻想捏造出来的，虚而不实

9:27 ）。按创 10章的记载，他 的人物。这个事实是现今任何

是印度欧罗巴人的始祖’居于 人都不敢再加否认的。

巴力斯坦的北部和西部。 当然有关耶稣生平最丰富

的记载’是教会内保禄的书信

881 耶稣 以及四部幅音’但是，很明显

Jesus 的是上述教会内有关耶稣的记

这是降生成人天主圣子的 载’其目的并不是在撰写耶稣

名字’意谓「雅威（上主）是 的历史生平，而是「叫你们信

救援」’或谓「雅威施救」。 耶稣是默西亚，天主子；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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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

命」（若 20:31)

「耶稣是默荫亚＝基督」。

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自古已被

连按在 4起。有关耶稣最早的

记述要算是保禄的书信（ 51 、

52年间）。但是保禄并没有亲

眼见到耶稣，却见了光荣的主

（恪前 9: I ：迦 I: I 5, 16 ：宗

9 ）；强调他生于达昧家族（罗

I :3 ；迦 4:4 ） ’他昕命死在十

字架上（恪前2:2 ；恪后 5:14 ; 

迦 2: 19 ）’且死而复活（恪前

15:4 ）’还显现给多人（恪前 15:

5-7) 

福音的记载较保禄的著作

为晚·这些记载不是传记，也

不是回忆录’而是对耶稣的信

仰表现’所以只根据四福音的

报告，若想、写作一本i仑耶稣生

平的书籍是根本不可能的。

耶稣大约降生在公元前4

年（以耶稣诞生为元年的说法

是错误的），而在公元30或33

年的四月被害而死。耶稣生死

日期的记算是与不少历史事实

881 

有密切关系的，例如在那→年

统计了户口？在那一年耶稣开

始了他的传教生活？传了几

年？对现福音暗示一年’若望

却暗示耶稣传教三年之久。就

是耶稣死的日期也有出入’若

望谓耳目稣死在「厄散」月卡四

日’其他三福音却暗示是十五

日。

耶稣在纳臣肋长大成人，

被人称为若瑟及玛利亚的儿

子’如同若瑟一样是位匠人

（谷 6:3 ）。他在受了若翰的洗

礼之后，开始宣讲天国借著他

的到来已经临近了（谷 I: 15 ）。

他此后一切的言行都是针对

「天国」这个主题而发的，例

如他的宣讲、奇迹、召收门徒

等。

1呆禄书信和四福音所宣传

的固然是他们信仰中的耶稣，

但这并不是说是他们幻想捏造

中的耶稣。作者完全根据历史

的事实给我们描写了他们信仰

所归的耶稣’只有一个耶稣，

信仰中的耶稣就是历史中的耶

297 . 



白白2 883 八［IE!

稣’不然这些向古以来有关耶 以确信耶稣曾经下降冥府的

稣的记载将完全是毫无意义的 原因，是因为教会毫不怀疑

东西。 地相信，耶稣的确为人类的

耶稣是「：天主子」这个观 救援而死亡了’并且去了一

念，是在福音中慢慢表现出来 切死人要去的地方一一阴府

的。首先对观福音对这个称呼 或「占圣所」 c 只是耶稣没有

好似讳莫如深，若望则比较明 在那电久居，第二天便又自

显地强调耶稣是天主圣父全能 死者中复活了起来；是以基

的表现，是白天主而来的：是 督「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

「天主之子」（若 l :14,18) 0 保 （默 l : 18 ）。教会因为相信在

禄称耶稣为「主」（罗 I :3 ）。 阴间的善人反恶人是彼此隔绝

关于耶稣与天主圣父的关系以 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只去了

及耶稣内在的天主性及人性等 善人居住的「占圣所」’向他

问题’作者很少提及，这是后 们报告自己的圆满胜利。

来教父及神学家们的工作。圣

经作者所主要宣传记载的是耶 883 耶稣升天

稣所完成的救眼大业。 Ascension of Jesus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882 耶稣下降阴府 的一件大事。是路加给我们在

Descent into Hell 宗 1 :4-12 作了颇为详尽的叙

这是宗徒信经里的一个 述·耶稣复活后多次显现给门

信条：「我信其（耶稣）降地 徒’其后在第四十天’将门徒

狱」。但是这个地狱并不是恶 聚集在橄榄山上’当 众人的

人受苦受罚的地方’而是概 面他被举升天’有云彩接了他

括地指阴间’指→切人死后 去。然后有两位天使下来向那

要去的地方而言。教会之所 些目瞪口呆的人群报告’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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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乘云降米。臼此开始了教

会的时代。

884 耶稣苦难史

Passion of the Lord 
耶稣苦难史按一般学者的

意见，面然有其历史的核心为

基础，但更主要的却是初期教

会对耶稣苦难的回忆和默想。

ft另一目的亦是在指明耶稣就

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默西亚，因

为他实在受了苦难圣死（见路

24:26 ；谷 8:3 l 等：咏 22 ；谷

15:34; 15:28,29 等）。四位圣

史的作者皆颇为详尽地记述了

耶稣的苦难史’它的综合次第

和方式不外如下：

(1 ）山园祈涛：耶稣极度

惶惧忧虑，以致；在出了血汗’

三位爱徒竟未能同师傅分担

「至死的忧闷」（玛 26:38 ）。

(2 ）宗教法庭：在>]JI.纳斯

与盖法大司祭的家中，受尽轻

慢凌辱’讥笑戏弄’ j王挨了掌

击之苦。在这里伯多禄三次背

弃了耶稣，愈增他心灵的痛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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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这个宗教法庭 公议会

一二勉强匆忙地走了耳11稣的死

罪，因为他自称是天主之子。

( 3 ）政治法庭：犹太人的

宗教法庭虽然有权定人的死

罪’却无执行死刑的权力’必

须要有罗马总督的批准才可以

行事’是以耶稣第二天清早1亘

在比拉多总督府出现。比拉多

明知耶稣无辜被控，虽亦有心

救助耶稣还其自由之身’也尝

试了数种办法，其中之4是将

耳II 稣交给黑落德安提帕去处

理’但无济于事，平白地使耶

稣受了一场侮辱。怯懦自私的

比拉多终于受不了犹太人的压

力，在使出最后一著’将耶稣

严予鞭打之后’走了耶稣的死

罪。在这里耶稣竟然不如一个

杀人放火的 l有把巴辣巴。

(4 ）死在十字架上：耶稣

背著十字苦架，游行示众，饱

受欺凌耻笑；传说二次跌倒在

地，基勒乃人西j芮帮助耶稣背

十字架：还有妇女跟随受苦的

耶稣，一路哭啼不停。终于主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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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城外的汗lj场需耳哥j主地方， 甚么，没有定论；在肯定耶稣

在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小 是圣母独生子的条件之下’读

时之后’耶稣便断气死了。 者可自由取舍。最普通的意见

是·耶稣的兄弟是圣母的姊妹

885 耶稣的兄弟 所生的儿子（若 19:25 ：谷 16:
Brothers of Jesus l ；路 24:10 ；玛 27:56 ）。

福音内提到耶稣的兄弟姊

妹（谷 6:3 等）。教会对它的 886 耶稣童年史
解释向来是耶稣的亲属（表兄 的fancy Gospel 
弟），因为圣母是卒世童贞， 耶稣的童年史见于玛I :18-

因圣神的功能怀孕了耶稣：圣 2:23 ：路 1 :5-2:52 。按许多圣

母无意出嫁（路 1:34 ）；只有 经学者的意见’童年事迹的记

耶稣一人被称为玛利亚的儿子 载，其主要的目的不是在于为

（谷 6:3) 0 圣母如果有其他的 使耶稣生命中的这段历史’永

儿子，耶稣不会在终临时托若 垂青史而写’而是在于向全世

望照顾圣母（若 19:2627 ）。 界人类宣告’耶稣的确是天主

耶稣是玛利亚的首生子（路 子’是人类的救星，是先知们

2:7,23 ）’但是「耶稣的兄弟」 所预言的默西亚。当然这并不

对耶稣的态度，向来是长兄对 是说福音上的这段记载不是历

小弟的爱护态度（谷 3:2L3!; 史，而是虚构。它的确是一段

6:3 ；若 7:3 ）。此外犹太人对 历史的记载‘只是它的目的和

兄弟的观念包括甚广，诸凡侄 取材与现在的历史书大异其

子、侄女、表兄弟、堂兄弟、 趣。

同族、同支派，甚至朋友及同 上述两位圣史（玛、路）

行’都以「兄弟」来称呼。至 的记载是各行其事，互不相关

于耶稣与其兄弟的实际关系是 的’因此是两个浊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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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某些学者企图将两 亚纳。又将耶稣诞生的时间戈lj

个记载j昆合为一’而编织出比 入世间的政治环境，即帝国调

较1,fi为完整的耶稣的童年史。 查户口的事（ 2:1-5)

这是缘木求鱼的妄想，甚至是 玛 l 及 2 章记载耶稣童年

舍本逐末的不智之举’因为根 史的目的’是在指明耶稣是真

本是不可能的事。 正的默西亚’是「达味之子」。

路书在i己述耶稣童年史 但是他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主’

时，用了巧妙的对比法，将若 也是世界全人类的救世主’这

翰和耶稣的诞生事迹，一段一 一点由贤士来朝的记载，可以

段地并列起来，首先谈论约 清楚地看到。以民久所希望的

翰，接著叙述耶稣，例如：若 默西亚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之

翰诞生的预报（ 1 :5-25 ）’预报 后’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黑

耶稣诞生（ l :26-38 ）；两个母 落德的迫害、逃难埃及、残杀

亲会面的插曲（ l :39-56 ）：若 婴孩等事迹。

翰的诞生与；~lj损（ 1:57-80)'

耶稣的诞生与割损（ 2:1-21); 887 耶路撒冷

最后记述献耶稣与圣殿（ 2:22- Jerusalem 
40 ） ’以及卡二岁讲道，耶稣 耶路撒冷这个城名向来未

初次显示自己的天主性（ 2:41- 有在五书内出现过，只是在创

52 ）。路加利用这种子法来描 14: 18 有撒冷的记载。圣经以

述耶稣童年史的目的，无疑是 外的阿玛尔纳文件的记录，是

在证明：耶稣远远超过了若 公元前十四世纪的产品，上面

翰。除此之外，他还采纳了三 载有乌鲁撒里木（ Urusali-

段美妙的赞颂诗（ l :46-55,68- mu ），就是我们这里论及的

79; 2:29-32 ），插入 f两位热 耶路撒冷。耶京城为以民重要

心的犹太代表人物’西默盎和 的城市，是达昧自耶步斯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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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夺得此城之后的事。达昧将 教、回教及天主教（基督教）。

他亲自攻占的这座城市建立为 现今回民简称它为圣城而不

以民的首都是有一目的和原因 名。

的。他既然是全体以民的国 耳［）京位于圣地的高原地

王，便不应对任何支派有所偏 带，在海拔七百多公尺的山岗

爱，他必须在以民向来未曾占 建筑起米的。周围有两个山谷

据过的城市建立自己的首都， 包围著它，即东边的克德龙谷

免得有厚此薄彼之嫌。达昧将 及南边和西边的希农谷，是应

约恒迁来此城，以增加它宗教 易守难攻的坚劫，飞；只有它的北

的地位’如此使耶京成为政治 边无险可守。

和宗教的中心。当圣殿修盖完 罗马人于公元 70 年占据

毕之后’它更是声价十倍’成 耶京之后’尽力使它外教化，

了以民的圣城。由这一点我们 将帝国的邪神像搬入耳f）京’令

可以明了’为甚么在充军之 人膜拜。公元 637 年阿刺伯人

后，虽然达昧王朝已不复存 占据耶京’并在圣殿｜日址上修

在’但是耶京仍然是以民最重 建了他们著名的奥玛尔大寺，

耍的城市’是众心所归的地 成了回国的朝圣中心。自

方。就算是在充军异域，寄人 1517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篱下的以民’仍然对耶京表现 耶京成了士耳其的属地。其后

了十分的向往及渴慕，这由咏 归约旦国王管理。 1948 年开

137 白叮以清楚地见到。耶京 始成新旧两城’新城属犹太

和l他的圣殿虽然在公元 70 年 人’旧城则仍属约E的阿刺伯

被罗马人尽行破坏无遣，但是 人来管辖。 1967 年犹太人将

它仍然是犹太人的神圣地方。 全城霸占过去，以迄于今，归

目前更有二种不同的宗教在争 还无日。

夺这个古来的名城，即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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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耶辣颇里 的’例如生病、性交、生产、

Hierapo/is 月经及触动死尸等。其次一些

城名，意谓「圣城」。古 动物或食品亦会使人沾染不

代曾有数座以此为名的城市， 洁。这些不洁与我们现代所有

最著名重要的一路，要算是夫 的伦理观念毫无关系，因为过

黎基雅地区的耶城’距圣经上 些都是法律上规定的不洁。

提及的哥罗森及劳狄克雅城不 另一种不洁则是道德良心

远。它为培尔加摩的国王厄乌 上的不洁，这与人的圣德和成

默乃斯（ Eumenes ）所建，时 全；有著莫大的关系。这种纯洁

间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帕主雅 在圣经上多用「圣洁的手」（咏

曾任此城的主教职。 18:21 ）、「无罪」、「无辜」

等来表示（咏 26:6 ）。不过我

889 取洁礼 们不得不承认’这两种不洁的

Purification 区别在圣经k多次是不易区别

这个礼节的目的是将人有 的’因为它们多次被相提并

意或无意所沾染的法律上的不 论， j昆为一谈。

i吉取消，取洁的方式’大都以

象征性的水洗礼，其次有洒血 890 苛辣臣因

礼’也有火炭取洁的记载（依 Chorazin 
6:6,7 ）’当然压有不少以祭献 是加里肋iJl!湖北部二公里

取洁的方式。如果器皿染上不 处的一座城市。耶稣曾传教于

洁，能打碎的打碎，不能打碎 此，但同贝特赛达和葛法翁同

的要洗净磨光（肋 15: 12 ）；战 样遭受了耳［＼稣的咒骂（玛 l 1: 

利品亦要取i古（户 31:21-23 ）。 20-23 等）。考古学者在这里

沾染不洁的机会可说俯拾 将它的会堂和一些民房发掘出

即是，多次是人所不能避免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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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若苏厄

Joshua 
人名’意谓「上主是救

援」’这是梅瑟给他起的名字

（户口 l肘。他很早就受到梅

瑟的垂青重用（出 17:8-16 ）。

曾陪伴梅瑟上西乃山会见天主

（出 24: 13 ）。在进攻福地之前

正式被任命为以民的领袖（户

27:18-23 ）’当时已是七十岁

的老人’他果然不辱使命，率

军占领，并划分了许地，一百

八回l

已完全被以民占领了，事实上

不然，他们只是进入了圣地，

真正的占领还要经过许多年代

才可以完成。民长纪清楚地说

明了这一点。

本书不论在内容和结构皆

与梅瑟五书有别’因此「六

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本

书的著作时代至少应在达味之

前，因为耶京还被耶步斯占据

（苏 15:63; 18:16) 

一卡岁时安然去世（苏 2 4: 893 若望

29,30 ）。他甚受后期以民的崇 John 
拜（德 46: 1-12 ：希 l 1:30 ）。 这是个希腊文人名，在

892 若苏厄书

Book of Joshua 
书名之来源是由于若苏厄

是本书的主人翁之故。第」部

份（ !: 1-12:24 ）记载攻占圣地

的事迹：第二部份（ 13:1-22: 

34 ）则是圣地的划分；最后描

写了宗教的情形（ 23:1-24:

34 ） 。由于本书的笔文颇为言

简意眩，使人相信全部圣地业

圣经仁，尤其在新约中屡见不

鲜，其中最负盛名者有若望宗

徒及洗者若翰。它的意义是

「上主宽宏大量」。

894 若望书信

Epistles of John 
七封公函内有三封是若望

的书信。第一封信最长’但是

它却没有其他新约书信的恪

式，因为既无发信人，亦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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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更无书信中不可或缺的

致jr引司；它的笔调也是宣道教

海的口气。按照教会自古以来

的传统’它的作者是圣若望宗

徒。同时如果我们将若书与若

望的福音比照一下’我们可以

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这更证明本书信是若望的著

作。写作的地点是厄弗所，不

过这也只是传说而已。成书的

时间则在一世纪末。本书在短

短的序言之后，作者讨论三个

问题：天主是光明，我们应接

近他：天主是父，我们是他的

子女；天主是爱，我们应忠于

这个爱情。其间还有一些避恶

行善的劝言。这封信的特点是

作者强调人与人之间应有兄弟

般的爱情。

第二及第三封信的作者是

H甘5 S<J白

相似’劝人避恶，尤其要躲避

虚幻的异端邪说；第三信是描

写一世纪末某一教会光明及黑

暗的不同面貌。

895 若望宗徒

The Apostle John 
人名’意谓「上主宽宏大

量」’是载伯德及撒罗默的儿

子，长雅各伯宗徒的弟弟。他

是耶稣首批被召叫的门徒之→

（谷 I :19,20 ）。在若望福音内

他从来没有被提过名·而是以

「耶稣所爱的那一位」来代

替。耶稣临死时他曾侍立在卡

字架下，耶稣复活后他又是第

一位宗徒跑向耶稣的空墓。按

最古老的传说，他于第二世纪

初死在厄弗所。

位「长老」’而这位长老按 896 若望福音

许多人的见解就是年老的圣若 Gospel According to 
望宗徒。他给某一教会写了第 St. John 
二封信，称其为「当选的主母 第四福音是否为耶稣的爱

和她的子女」；第三封则写给 徒若望所写，曾经是个非常棘

加约。第二封的内容与第一封 子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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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望的于笔。但是他们所列

举的证据’竟然未有一个有足

够的份量’可以使我们放弃教

会古来的传统：若望宗徒是第

四福音的作者。他自己也明言

「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就

是第四幅音的作者（若21:24 ）。

这部福音犹如在它之前的三部

对观福音记载了耶稣的生平，

尤其他传教的生活、苦难、死

亡及复活：并且他还负起了补

遗的责任，将前人所遗漏或略

而不提的’有关耶稣生平的事

迹记录了F来。仰是他在写作

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和

八画

载’却有寓意的解释‘例如

「善牧」与「葡萄树 J ( 10; 15 

章）

若望十分小，L、谨慎地撰写

了自己的福音，他所用的资料

皆是取自巴力斯坦的可靠资

料’并且不是笔之于书的资

料’而是人们记忆的回想。他

的目的在于证明「耶稣是默西

亚、天主子」’并且使那些信

从主耶稣的人「赖他的名获得

生命」（若 20:31 ）。作者的对

象大概是些非犹大人的信友·

因为他多次指责犹太人如何对

耶稣的道理漠不关心’并且加

独特的个性’是与对观福音不 以拒绝。此外对犹太人的节

完全相同的。例如他将耶稣的 日，或者犹太人的专用名词’

生平作为主要集中在犹太地区 作者必加以解释’因为外邦人

（对现福音在加里肋亚） : 1m 对犹太人的节日习俗是不甚了

稣传教的时期是两年多至三年 解的。

（对观福音一年）：将耶稣死 支持若望宗徒是第四福亩

的日子放在「尼散」月的「四 作者的学者，咸认为他的著作

日（对观福音十五日）。若望 时代应在公元 90-95 年间，而

没有记载耶稣金科玉律似的短 著作的地点是在厄弗所。

句道理·却记录了长篇反省式

的高谈阔论，没有比喻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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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 若望默示录

Apocalypse 
是新约的最后本书·大

概成书于公元 95 年左右；成

认为其作者与第四福音的作者

同为一人。默书自称作者名叫

若望（默 1:4,9:22：剖，是位先

知（ I: 1-20; 22：圳’又为信德

之故被充军主帕特摩海岛

( 1: 9 ）。作者用默示录的体

裁，以象征及罔案解说的方式

写了这本书，其目的是为安慰

i者小亚细亚受迫害的教会。它

的中心思想是：借著耶稣的圣

洗与复活，恶势力已被战败

( 12: 10 ）；是以信友定会如耳目

稣一样，战胜恶魔的权势

( 12:9,12-18 ）。信友已是出死

人生，黑白分明’所以是世界

攻击的对象（ 2:13;6:9-11) ; 

他们是天主的仆人（ 7:3 ）’他

们好似已被世界压倒 （ I 1 : 7 -

10 ）’天主却使他们起死囚生

(11:11,12 ）。他们是天主的司

祭（ 5:10;20：剧，是天主羔羊

的初熟之果（ 14:4 ），并以信

897 898 

德证实天主 x.J I世界的胜利

( 3: 10:‘ 14: 12 ）。夭主是历史的

操纵者（ 4:6-11; 14:6-20 ）’是

以教会要向上主讴歌（ 1:6,7; 

5: 13; 15:3 片； 19:1-7 ）。默书指

明教会的道路虽然崎山区不平，

但它所等待的却是天上耶京的

光辉灿烂的美景（ 21-22章）。

当世上的假基督被扫除净尽之

后，便是天主与人类盟约的圆

满结束。

898 若瑟

Joseph 
这是在旧约中颇为普遍的

人名，意谓「愿（夭主）增多

（子女）」

(1 ）圣祖若瑟：是雅各伯

及辣黑耳的儿子。关于他的生

平创 37-50 章’作了甚为详尽的

记载，这段冗长的记录是完全

与埃及的风俗人情及历史背景

相符合的，是以毫无疑问，它

不是凭空捏造的故事，而是有

历史根据的记述。若瑟在埃及

的飞黄腾达，与后来以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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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历史，有苦莫大的关系。

他享年 l 10 岁而终’最后被葬

在含恨地方（苏 24:32)

( 2 ）玛利亚的净配若瑟：

他出于达昧家族·父亲名叫雅

各伯或厄里（玛 I :16; j珞 2:4 ：‘

3:23 ）乙他生来贫困，以子艺

维持生泊（玛 13:55 ）’ 1£3 f也奉

公守法，是f立「义人」（玛

1: 19 ）。他曾在耶稣的「童年

史」中’多次被提及’但后来

却突然中止，不再为人所道’

可能业已死亡。他在宗教汇术

中多被绘画成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但毫无圣经和历史的根

据。

( 3 ）阿黎玛特稚的寓’人若

瑟（玛 27:57-60) ＇见阿黎玛

特稚。

( 4 ) 位被称为耶稣的

「兄弟」的人亦名若瑟’是次

雅：各 f白的弟弟（玛曰：55)

( 5 ）若态巴尔撒巴（宗

1 :22) ＇见巴尔1散巴。

( 6 ）若瑟巴尔纳伯（宗

4:36 ）’见巴尔纳（白。

八面1

899 若瑟夫

Josephus Flavius 
是犹太历史家，生于公元

37 句。 66 年当犹太战争开始

时，他原是在加里肋亚对抗罗

马人的指挥官，不旋踵间，成

了罗马人的俘虏·并为了确保

生命极力与罗马人合作。他的

著名大作是犹太战争七册及犹

大古史。

900 若翰

John the Baptist 
原文与若望相同’天主教

为将二人区别起见’称宗徒为

若望，而耶稣的前驱为若翰。

他是因加利亚和依撒伯尔所生

的儿子（路 1:5 等），耶稣时

代的 A位宣道者。曾有不少

的青年慕名而来，成了他的门

徒。他们侍奉老师直至他致命

死去。大约在公元 27-28 年间

他离开家乡，去到约但谷南部

的山区，度→种精修刻苦的生

活’他的服装及生活方式’使

人联想到古代著名的先知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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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他宣讲悔改的道理，使人

准备迎接最后的审判；亚且预

告有 位比他更强的人要来，

他本人连给他解鞋带都不敢

当。他不但给人宣讲’而且正

施以洗礼’是以教会自古以来

便称他为「洗者若翰」。他对

那些向来仗恃亚巴郎’自信必

会得救的犹太人明言，除非他

们真心悔改’否则必将遭到永

远的思罚（路 3:8 等）。耶稣

自己在传教之始也接受了若翰

的j先礼。

其后当若翰被黑落德·

安提帕逮捕入狱之后，他亦曾

与耳I）稣接触（路7:18-35 ）。史

家若瑟夫记载’若翰坐监及被

杀的地点是死海东岸的玛革洛

堡垒（见谷 6:17-29 ）。他的不

少弟子在老师死后成了耶稣的

门徒。自 1947 年谷木兰的文

物渐渐出土以来，若翰与谷木

兰的厄色尼团体是杳有关，便

成了许多学者争相探索的焦

点’但至今仍未有定论。

。（）］ 902 

901 苦恼

Distress 
苦恼犹如急难和惊怕多次

来自夭主的单罚（依 8:22 ）’

是天主试探人的JT式（多 3:1-

6) 0 1言友在目前的世界上，

是不时会遭遇苦恼烦闷的 0马

13:21 ；得前 3 :3,4 ）。基背自

己在世上亦遭受’ f莫大的磨难

和痛苦。它使人忆起并渴望夭

主（依26:16 ）’使人忍耐及恒

心不渝（罗 5:3止 12:12 ，雅 l

2,3) 

902 杯爵

Cup 
这是以民在 u 常生洁夜中L

f义上常用的器皿，其构造和型

式各有不同，所用的材料亦各

异，有木、七r!!Y: 各种金属所作

成的杯ct散下 12:3 ；包1)40:11 ; 

罗rj /·. 10:21 ）。在礼仪上多用

来盛水作洗洁之用（谷 7:4 ; 

玛 23:25,26 ）。象tif的主义有

「主的杯」’日11 「祝雨之杯」（恪

前10:16,21 ），厂魔鬼的杯」（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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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2 J ）’即丧亡之路途。

「杯」有吉凶祸福的象征（咏

11 :6; 16:5; 23:5 ）。「安慰之

怀」是由友对哀协者的慰劝

（箴 31 :6 ：耶 16:7 ）。「举起救

恩的杯」（咏 l 16: 13 ）是感，因、之

意；「震怒之杯」（依 51: 17. 

22）’或「忿怒之杯」（耶25:15

18 ）表示天主严厉的审判。天

主也使善人饮痛苦之杯，以增

加来世的光荣（玛20:22; 26: 

39,42）。耶稣两次求天父免去

他的苦难之杯（玛26:39,42 ）。

903 枪矛、标枪

Spear 
圣经上的枪有长短之别。

长枪原只是肖iJ尖的木棒（鸿 3

3 ），后来才加上金属枪头（撒

上 19:9.10; 20:33 ）；不用时可

以插在地上（撒上 26:7) 。短

枪用为短距离的搏斗或投掷

（苏8:18 ：耶6:23 ）。罗马士兵

用长矛刺透了耶稣的肋旁（若

19:34) 

904 丧期

Mourning 

八幽

对亲人朋友的死亡是任何

人都会觉得悲痛伤心的’以民

白不例外。当他们昕到死亡的

噩耗之后，马上会撕破衣服，

穿上一件粗糙的麻衣，脱鞋赤

足而行’剃去头发，头上撒

灰，以子巾遮面，席地而坐’

不言不语’再不然就是呼天抢

地地大哭一场；不沐浴’不傅

油’取消一切装饰品。停尸的

家中不再生火煮饭，饮食由邻

人朋友送来，还要守斋七天，

有的达一月之久。有的还乘机

作出哀歌及挽联（撒下 1:23-

26; 19: I 等）。有的还请些以

吊哭为职业的妇女来陪哭（列

t 13:30 ; )ilj f 6:30 ；亚 5: 16 

等；耶 22:18; 16:6 等）。有的

在悲伤至极的时候竟以刀子割

伤自己，这是梅瑟法律所禁止

的（肋 19:27,28 ：申 14:1 ：依22:

12) 

新约时代的习俗与以前大

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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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稣向来未责斥过人们的

悲剧，他自己也曾为朋友的死

亡而流泪痛哭（若 l 1:35 等），

并为了寡妇独生子的死亡而大

动慈心（路 7:11-17)

905 雨

Rain 
巴力斯坦不但缺乏水源’

而水也不丰富，圣地的雨水大

都下在冬天’即卡月至第二年

四月间；夏夭很少 fr丰j （撒 t

12 17,18 ）。又有早雨、冷雨

反晚｜剖之分：自十月至十一月

中下的雨称为早雨’冬天十二

月下的雨是冷雨，第二年三四

月间的雨称为晚雨（亚4:7) 。

906 奇迹、异事

Miracle 
奇迹在旧约中并不是使人

目瞪口呆的，而是夭主1~自然

的作为。天主以奇迹解救了在

埃及为奴的百姓（出 3:20; 7:3 

等）’以奇迹式的现象引领在

旷野中的以民（出 16:4 ; 13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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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奇迹多次是先知报告的

明证’证实先知所言不伪（撒

上 l 0: 1-9 ：罗lj 下 19:29 ：贝lj

4 ）。耶稣显过不少奇迹，在

旷野中增饼（谷6:30-44 等）’

治病（谷 I :40-45 等）’驱逐魔

鬼（谷 5: 1-20 等）及复活死人

（谷5:21-43等：路7: 11-17 ：名

11 :33-44 ）。耶稣的奇迹证明

他是天主子（谷4:3541 ），耶

稣从来未显过为使人目瞠舌桥

的奇迹（谷6:5 ；路23:8-12 ）。

只有满怀信心的人（谷 I :40. 

6:54 等），并诚心向耶稣祈求

的人’才可以见到奇迹（玛

8:2; 15:25 ）。耶稣为使门徙顺

利地克尽宣讲福音的职务，赐

给了他们显奇迹的异能（谷

3: 14-15 ；宗2:43; 4:30 ），好使

人信从他们的话（罗

15: 18, I 9 ：格后 12: 12 ; i1l!! 
3:5) 

907 欧尼刻

Eunice 
女人名’意谓「美好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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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j 」’是弟茂f里的母亲，为人

忠诚善良（弟后 I :5 ）’丈夫是

外邦人（宗 16: I) 

908 欧瑟亚

Hosea 
人名，意谓「上主施救」。

他是十二小先知＇P的一个’且

名居首位。他的身世我们不得

的j知’只知道他在北国以色列

灭亡之前，曾经履行先知的职

务（公元前 750-730)

909 欧瑟亚书

Book of Hosea 
在二十二小先知中欧瑟亚是

惟一出生于北国以色列的先

知。他的主要使命是警告百姓

不要敬拜邪神。为达到这个目

的，在其书中的第－部分，他

述说自己不幸的婚姻：他的妻

子竟是个妓女，是以他给白己

的儿 f赳了象征性的名字。虽

然妥子不贞，先知仍然爱慕

她，仍然希塑和她破镜重圆。

这在指明天主爱慕自己的百

八四

姓，犹如一位善心的丈夫热爱

自己的妻子，虽然百姓（妻

子）不贞不忠，敬拜邪神’天

主仍然爱慕他’希望他洗心革

面’重归天主的怀抱（ 1-3章）。

第二部份（ 4-14 章）是先知对

百姓责斥的言词，可惜这→部

份的原文颇呈残缺不全之状。

910 拈阉

Lot 
这是在以民间表达天主圣

意的唯一方式（箴 16:33 ），多

用于战利品的分配（鸿3:10) , 

圣地的划分（户 26:55 ），死者

的衣服（咏22:19 ；见玛27:35)

及司祭职务的轮油等（编k

24:5 『6)

它在新约中有同样的意

义，例如玛弟亚的被选（宗

I :26) 

911 拣选、召选

Election 
以民确知自己是天主特别

召选的子民（申 14:2 ），所以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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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论在宗教或政治上具有颇 I译本而言，所以拉丁通行本

大的保障（米4:5 ）。由以民的 亦包括在内。它的历史是不能

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一概而论的，必须要按照每本

个挤、选的存在，例如圣祖之被 译文来加以讨论。我们不能确

召（创 12:1-3 ：耶 l 1:5 ：则 28: 定它们的来源和时间，大概是

25 扒出离埃及等（出 19:5,6 ; 在罗马帝国时代’因为有很多

申 5:2 ）。天主的召选不只是 ｛言友不懂希腊文，故此只有将

针对全民族的行为’而亦有个 圣经译成拉丁文。翻译地点大

人的召边，例如梅瑟和亚郎 概是北非、法国和意大利北

（户口：20-23 ；德45:1-4 ），国 方，时间可能始自公元 180 年

王等（撒上 10:10-24 ）；召选 间。他们不是由希伯来原文，

出于天主绝对的自由意志。 而是由希腊文的七十贤士译本

在新约中召选是天主旨意 译出。为研究拉丁通行本的形

的表达（玛20:23 ；罗9:11,15) , 式是为有用的参考工具。

是上主仁慈的表现（罗9:16) ' 

亦是他恩宠的表现（罗11:29 ）。 913 拉丁通行本

上主的召选多次亦有末世论的 Vulgate 
主义（玛2:14-15 ；罗8:33-37 ）。 是指普通通行的圣经版本

教友必须努行善以坚定自己的 而言。这些译本是公元四世纪

蒙召（伯后 1:10 ，哥 3:12) 开始陆续翻译成拉丁文的圣

经。这并不是个有系统的工

912 拉丁古译本 作，而是零星收集起来的翻译

Vetus Latina 工作’例如旧约（咏、智、

这是个十分笼统的名词’ 德、巴及加上下除外）是热罗

泛指圣热罗尼莫的一切拉丁译 尼莫自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

本，以及在圣人之前所有的拉 的，但是四福音已不是热氏的

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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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而是他将业已存在的拉

丁译本稍加整理而已。新约的

其他部份可说与热氏根本兀

关。教会在脱利腾大公会议中

声明拉丁通行本的译文是可靠

无误的。自 1907 年始教会托

本笃会士完成热罗尼莫的鉴定

本’它经过i午多年代的工作之

后，终于 1977 年完成问世

了’这是 J页十分巨大和有价

目的任务。

914 拉匣禄

Lazarus 
人名’是「天主救助」的

缩写－

( I ）是在耶稣比喻中那个

无依无靠贫困多病，坐在富人

门口祈求哀矜的人（路 16：四－

31 ) 

( 2 ）是伯达尼村玛尔大及

玛利亚的兄弟’三人皆是耶稣

的朋友’多次款待了途经伯达

尼的耶稣（若 l 1: 1-44 ）。拉阻

禄病重身亡之后’第四天被耶

稣复活了起来。

915 拉班

Laban 

八画

人名’意i冒「白色的」’

是阿兰地方人，雅各伯的舅

父。为人自私狡惰’雅各伯逃

难他家时，受了他不少的欺凌

压迫（创 18-31 章）

地方名，是梅瑟发表他第

一篇演讲的地方。位于约但河

东岸（申 1: I ）’就是现今的里

本，在阿曼之南 12 公里处。

916 拉基士

Lachish 
是圣地舍斐拉平原中的古

城，远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埃

及文件上己提及到它的名字。

若苏厄将之占领（苏 1 0: 3 -

35 ）：勒哈贝罕在此修建了防

御工事（编下 11:9 ）；犹大王

阿玛责雅在此地被杀（罗lj 下

14:9 ）。它是拿步高王所占领

的圣地的最后城市（耶34:7 ）。

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 21 个

泥板古希伯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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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拉默害 920 叔能

Lamech Shunem 
人名，其意不详。按圣经 城岳’原是f!Xt散加尔的边

的→种记载他是加音的后裔 界城（苏 19: 18) 0 j却未最年轻

（创 4:18-22) .按另种记载 的妾阿彼ij、恪，就在这里出生

却是一舍特的后裔’是i若厄的父 （列上 l :3,15; 2:17-22 ）。先知

亲（创 5:24-32 ）。拉默客的歌 厄里曳曾受到一位叔能地方妇

词（包1]4:23,24 ）充满仇恨和报 女的招待（列干 4)

复的心理，旨在指明加音的后

代是败坏邪恶的一群。 921 叔默尔

Sumer 
918 非拉德非雅 J灭默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地

Philadelphia 区的 个古老文化民族’但不

城名’意谓「兄弟之爱」： 属于闪系语言。远在亚巴郎之

( 1 ）里狄雅地区的城市， 前他们已被阿摩黎所克服·内一

在斯米纳之东←百二卜公里 多城国政权失去了它们自由独

处。默书有一封信写给此城 立的特权 e 虽然在政治和军事

( 1: l l; 3:7-13) 方面叔默尔未能与人抗衡、 ffcJ_

( 2 ）阿孟子民的首都辣巳 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却是非常

（撒下 l I: I ），十城区之一城， 之深刻的，尤其阿加f导和巴比

即现在的约1旦首都阿曼。 f仑的文化，特别受到叔默尔文

化的熏陶，而发扬光大的。

919 叔拉米特

Shulammite 922 肾

是雅歌上新娘的名字，意 Kidney 
谓「获得和平的」（歌 7: l ）。 为以民来说肾及其周围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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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是动物身仁最宝贵的东

西’是祭一队天主的珍品（出

29: 13,22 ：肋 3:4 ‘ l 0, 15 ：依

34:6 ）。它与人的生命也有峦

切的关系，足一生命的所 ff 处

（咏 139:13 j节 11 印t六腑） ＇~ 

H白天kj口［以协］恶此~~格地

方（咏 7: 1 O‘ 26:2 ：耳I> 11 :20 吨

17: 10: 20: 12 ：默 2:23 ）。此外

肾j王代表良心（咏 16:7 ，耳目

12:2 ），也是喜乐、 J1fi 苦及千古

型的所在处（ i在 2 3: 16 ：咏

73:21 ：约 16:13: 19:27 ：加L

2:24 ） 。这与我国所说「肾中

轩」的说：去甚为近似 r

923 国家

State 

以民国家的建议始自十一

支凉的团结，这和ji团结的因素

主要是宗教’其次是血统和语

言，以及外米的侵袭。以民正

式团结达国内进人§.地之后

怡。撒乌耳之成为以民的第→

位因主·民不过在军权上有了

略为统指阵的形式而已’互

H 一
』、

/ 

正的统建同始自达｜味（公兀

而J 1012-972 ）。他整顿（ I与

政，又打败了外在的敌人，使

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康门：大

道。可惜的是由来已久的支派

与支i!R间的勾心斗角，己是根

深蒂｜剖’牢不干iJ f政（撒 1,- 5:4 『

5 ）。虽然如此‘国家在达味

大刀阔斧l也治J甲之卡，又在国

t不断地向外发展的形式之

下’ k述的手.:lJ巨 tf完没有互l111

去现出来’而维持了暂时表面

的阳谐，成为半个强大的田家

（撒 i、 8: 1-14 ）。撒号＇ 1芮再J走向

）万维持和｜发展「同家光怀灿烂

的同面。们在J散岁j芮死后’形

势忽然大变电 一泣不可收怡，

美好的国家 分为二 0 _Jt田和

公元前 722 年灭亡，而且｜的寿

命比较长久， 1日也终于不F公元

前 586 牛亡国。数百年之后fl~

加的兄弟在连年战争之后’终

于伏得了短暂的独立臼由 c it 
后黑；吉德虽、建立了广大辉悍的

j尤太 E固， i；口己身不出己’完

全在受；可罗马帝国的操纵 r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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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1、l田家政权的观立与

其他民族是大有不同的，他们

向来所信任和憧憬的是「神权

政体」’天主自己是他们真正

的丑土。田家的吁在是因巧盟

约的内然站果。国家之只亡!l~

哀与以氏之E忏忠于盟约有

消切的关系 c

f斤约完全没有提反以民国

家的存在，因为当时在圣地是

罗马的夭F ，但是基督徒对国

衣的观念以在连同的原则，虽

然从新约中不能获得明显具体

的指爪’但由基本的教！于中，

均＇1J 以习｜叶Ji'fj 不少有用的原则

来，由其它关于伦理、贫穷、

杠沪、自 rti 、和平、正义、良

心、战争、友爱、报复等的教

字’获益［~fl戈 c ffl；稣关于纳税

户ij题的言论（谷 12: 17 ），以及

他在比N：多面前所表现的态度

（且 19:11 j ’说明 (fJ友对罔

家应尽的责任’以及昕命的限

度。宗徒打Jt且明言首先要听天

↓的命·然JG 1P斤人的命（宗

5:29) 

924 忠信

Fidelity 

υ2-+ '!::2 声

忠信来白天主的恩惠和慈

爱，是天主爱人的明证（创

24:27 ：出 34:6 ；中 32:4 ）。天

主的忠、f言使人放心大胆地fiX~

他（格 rllf IO: 13 ：恪后 l 18) ' 

使人确信必能获救（恪前1:9 ; 

得前5:24 ：斐 1:6) c i主使人回

头们向天主’依赖天主电囚为

天＋ f言：实不欺 ο

925 帕兰

Pa ran 
是四月半岛内」U部的－个

地l至包， if.~ 卡德士不远 c 是个

十分「早可怕的旷野 o n台 ｝JU尔

同他的儿子 1京市士马耳被逐之

后，便来此地时住（创 21:

21 ）。以民亦曾来此扎’首居留

（户 IO: 12 :‘ 12: 16) ' Ji 由此地

打发挟子去侦探容纳罕恬；

（户 13:326 ）：达昧！ff白米此

避难（撒 I 25:1 J 0 qi 33:2 有－

rµ［］二山之说’可能就在此区之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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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帕尔瓦因

Parvaim 
地名’只一次见于圣经

（编下 3:6 ），是说装饰撒罗满

圣殿的金子是自此处运来的。

它究系何地，不能确定。

927 帕尔默纳

Parmenas 
人名’意谓「坚忍者」，

是耶京的七位执事之一（宗

6:5) 

928 0自佛

Paphos 
是塞浦路斯岛的海港城

市，在该岛的西南岸仁。是罗

马帝国时代的一座重要城镇。

保禄第一次外出传教时曾途经

此地（宗 13:6-13)

929 帕特洛巴

patrobas 
罗马的一位教友，曾受到

保禄特地的问候（罗 16: 14 ）。

.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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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帕特洛斯

Patras 
是先知书中屡见不鲜的地

名，应在上埃及地区，亦就是

埃及的南方（依11:11 ，贝1]30:1肘。

93才帕特摩

Patmos 
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

长十英里’宽六英里。默书的

作者充军至此海岛，在这里他

完成了自己的著作（默 1:9 ）。

这里自第四世纪便建有毛若望

合院，以纪念若望宗徒充军此

地的事边。

932 帕塔辣

Patara 
是里基雅的一座海港城

市’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安塔

里亚西南约－百四十公里处。

是罗马人修建起来的一座海

港城市。保禄曾途经此地（宗

21: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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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帕提雅人 展了摧残和破坏：公元前 63

Parthians 年庞培将耶京占据之后， i王将

是伊朗地区的－个民族。 大批犹太俘虏送往罗马，成为

他们于公元前第二世纪获得独 廉价的奴隶，由此可知很早使

立后，便建 .::r 了独立自主的主 有大批的犹太人，离开圣地而

国。他们向来与罗马人为敌’ 侨居在罗马’或其他外邦人的

故此曾进攻耶京，使黑落德走 地区内。当然罗马的犹太奴隶

上逃亡之路。他们并支持阿斯 在经过相当时日之后，变成了

摩乃王朝最后的继承人称王’ 自由人，这些人就是初期教会

即安提革话，但仅及三年（公 传教的对象’他们也就成了罗

元前 40-37) ，便又被黑落德 马教会的基本成员。但在克劳

夺回王位。帕提雅人亦败于罗 狄皇帝（公元的－50 ）将罗马的

马手下’公元第二世纪完全消 一切犹大人驱~出境之后，罗

卢匿迹。 马的教会使由清一色的外教回

头者所组成。但是当时在罗马

934 罗马 回头进敦的犹太人’可能为数

Rome 卡分有限，所以当保禄王IJi:主罗

罗马是西欧古代文化的中 马（公元 61 年）’向他们传扬

心。关于它的城市和居民在旧 基督教会时’他们对教会竟然

约书籍中，自达至加上下便不 茫然不知’只知道它是个「到

断有所提及。犹大玛加伯i者兄 处受人反对的道门」（宗 28:

弟为了臼保·开始门司罗马帝 22) 

国的友好往来（加上8: 1-17) , 到了尼禄皇帝执政时，教

却最后招来了罗马帝国主义的 会进入多事之秋，开始受人迫

入侵和压迫；其后更将全巴力 害；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宗徒之

斯I日j]日以占领’数度对耶京施 长伯多禄’及外邦人的伟大宗徒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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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禄先后在罗马为主捐躯。

935 罗马书

Epistle to the Romans 
这封书信是证明罗马教会

业已于公 JC后 57 年仔在的最

1,1田j

赐给 切相信的人的。成义的

恩宠LIJ纯粹是信德的纯果， Lj

人奉公守法的行为毫无关注 c

这个成义的恩宠己见于旧约之

中，亚巳即便是→例。它给人

情米和平及与天主和 i皆相处的

早皮最可靠的证据。在这里保 境界’使人永不去灰心丧右’

禄告诉罗马教会’由于他本人 颓丧失望 c 亚当约 I~：人带来非

传教事业繁杂沉重·仍未克分 ，＇［；’基督均圣化人类。保禄继

身与罗马教二三接触。但是如今 组强调，基督不（I＝！使人获得：w.

他在东方的传教工作’暂时告 之放’而且使人脱离，~J髦的羁

一段落·等他将捐款送往耳［j／~ 绊。使人过度正常的信灰尘

之Vi ，司望（更 wj以同厅途经罗

马 i孟空间班牙（罗 15: 14 ）。但

是他仍然害怕计划不能实现’

所以反时以最长的信件与罗马

联络。在店里他将千日 r1 头传

授的道理，提~［＜］击领地给罗马

｛言友笔记出来’使他们分手。

他首先强调幅古是使人得

救自J JJf{ l*I ’因为估著它电天主

使每个奇信德的人h!i: 义（ 1:16, 

1 n ° I苦苦基督’天1赐人义

{'R\fll牛命，使人免除审判’避

免罪恶’与天E和｜好往来。过

个得救的恩典是会毫尤l差别地

j舌。如此人们可以成为夭主的

子久，并对未来有所保障。大

主能将－切；If,事变成善事’连

j尤i、人的；S,f21，白义都不例外：

可惜犹太人；::k:；击、不信并弃绝基

督，虽然如此，夭主并没有将

他们弃之刊烦。天主拣j主了外

邦人民作为天主的主＇fr子民，以

激起犹J；：人的＆意，因此力求

回头改过。就是为了这个缘

故，保丰）｛继续处心积虑地I击l犹

太人传教’虽然他导意会到他

对犹太人的宣讲，将；：；如风j立

耳咱暂时毫j已过果（ 9-1 l 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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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呆禄接著劝人在教会内要j立刻

苦牺竹的牛的·要彼此相爱，

连对长官上 wJ 亦要表示爱德

( 12-13 草） ο 保献之所以在此

特另lj 强调爱悟，是韦；出有间

的’就是在罗马教会内发吁： f

弱肉强食’仗势欺人的现象 J

l果中录在 l 5 市 111述说了他传教

的行程和 lt ~rj ; 16 帝保禄不

厌其详地列举他愿意致候的人

名，并提醒罗马信友，要躲且

那些似是而非·左道旁门的邪

说。在 i呆禄所fJ:fi灵的大批人群

巾’皆是些仅见经怜的’ i划生

也明的平民百姓，足i1七这些人

}'2 tr东方经保碌劝解回头之

日’搬来罗马居住的人士 c

936 罗特

Lot 
人名’意j目「 jJft 盖」或「｜自！

帕」’是、IV 巴郎的侄于（包lj

l 1:27 ：确 12:s J , I也随同哑巴郎

迁往客纳平地去， fB 在那电网

家的牧羊人互相争夺水草’不

断发生冲＇）~ , 'J.1 r ,Q、事’「人’

321 

飞）λ（飞。王7

一人分子各奔东白。其后罗特

陷入flf一联盟之手·幸有亚巳

即将之救问（ (i1J 14:12.!6) 

也丰赖业巳郎的转求得免寸索

多士马城的大灾难（包1Jl9:1-29 ）。

岁特在新约巾被视为义人的模

范（伯后 2:7、们

罗抖的主子由f好奇和不

昕活·在逃避安i佳时变成了盐

柱（包lj 19:26) ，他自己被视为

摩阿布在阿孟人的始担，但这

两个儿子的诞生却是来臼乱伦

的交合（ (irJ 1 。：30-38)

937 罗得

Lad 
城名’豆i自｜争m 」 0 ｛立

「舍斐J!LT·坤、·属牛~m明支w

（编上 8: 12 ）‘无车后此支流

人｜将之重建（厄上 2:33 ：厄

下 7:37) , 1F 希腊帝国时代称

为里达，新约 i让用此名（示

9:32 35 ）。 fjl l现今稚法西南

约十七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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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凯撒

Caesar 
原来只是一个家族的姓

名’却渐渐演变成罗马皇帝的

普遍尊称，犹如我国的「圣

上」、「陡 F 」或埃及的「 j去

郎」一样。圣经上所提过的凯

撒有下列数位

(I ）奥古斯都（公元前 27

至公元 14年）’在他的执政时

耶稣诞生在白冷（路 2:1)

(2 ）提庇留（公元14-37 ）’

在他称帝的时代若翰和耶稣开

始了传教生活（路 3: I ：见玛

22:17,21 ：路 23:2 ；若 19:12,

15) 

（门口客劳狄（公元41-54 ）’

他在位时发生了大饥荒（宗

11:28) ：他将一切犹太人自

罗马逐出（宗 18:2 ：见 17:7 ）。

(4 ）尼禄（公元 54-66) ' 

保禄上诉的凯撒就是这一位

（宗 25:10-12 ；见 26:32; 27:24; 

28:19) 

；＼、 l回l

939 凯撒勒雅

Caesarea 
以罗马皇帝为名的城市。

( 1 ）海边的凯撒勒雅’亦

名巴力斯坦的凯撒勒雅：位于

台拉维夫之北五十公里，；每法

之南兰十余公里，是大黑落德

为光荣并讨好罗马皇帝所建的

海港城市’曾是圣地最重要的

港口。伯多禄在这里给第－位

由外教归依的自夫长科尔乃略

授洗入教（宗 10:-11:11 ）：七

执事之一的斐理伯是此地人

（宗 8:40;21:8 ）：保禄在此坐

监达两年之久（宗23-35章）。

(2 ）斐理伯的凯撒勒雅，

原名帕尼阿斯’是约但河的发

惊地，｛\,if！默龙湖之北工二十公

里。黑落德斐理f白分封侯，于

公元前3年建都于此，并大兴

土木，为了讨好罗马皇帝反为

臼己留姓扬名，称为为斐理伯

的凯撒勒雅，伯多禄在此明认

主是默西亚，并被~为教会的

磐石（谷 8:27-3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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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 知善恶树 牧者’耶稣就是被天主圣义打

Tree of Knowledge of 发来的牧者’他来是为找寻以

Good and Evil 色列迷失了的羊（玛 15:24 ）’

伊甸乐园中两操和I中一棵 因为人们的确犹如亢牧之羊

的名字。天主曾禁止亚当和厄 （谷 6:34 ）。他是真正的「善

传吃它的果子。可惜女人禁不 牧」’他为羊群不惜舍生致命

住蛇的诱惑’自己吃了禁果， （若 l 0: 11 16 ；玛 18: 12-14 

叉口交使她的丈夫亚当吃食。事； 等）。他的确被人杀害了（玛

后二人发觉自己露体，羞愧难 26:31,32 等）’但是他复活后

当 ι 育人将此不甚怡：当地解释 要聚集奔逃四散的羊群（谷

为人性欲的发作。「善恶」一 14:27 等）。最后在公审判时

词是用两个极端来包捂全部的 他仍要以牧童的身份出现（玛

说：去，意即「全部的知识」（包rJ 25:31-35 ）。最初的教会十分

2:9 ：、 3:3-24) 乐意地接受了耶稣善牧的这个

形象 3

941 牧人

Shepherd 942 牧函

「牧人」除了本身的意义 Pastoral Epistles 
之外（创 31:38 40 ），在古代 这是一组书信的总名称，

的中东非常普遛地被用来指示 即弟前、弟后反锋。由于它们

国王或长官，即百姓的牧者、 的内容多与牧职有关，故称

救星或英雄。圣经上描写牧人 「牧函」。弟前及择是有走教

最精采的地方’要算是则 34 会的敬礼，教堂的秩序，如何

（见耶 33 ）。则书的作者说， 来反驳异端邪说，及如何来照

居心不良的牧童’任由羊群受 顾｛言友灵魂。保禄并在此指

攻击摧残。上主是以民真正的 明’他的寿数已尽，必须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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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继续他来竟之志 c 弟后

口I说是保禄的神性遗嘱’由这

几封书信住我们明了教主初］期

在小IJHHHF及克罗斗争岛的组织

及.jt生洁情形’故此亦是非常

宝贵的历史主门。

(H 是关于它的性者［口l毡’

白水世纪以来发生了不少的争

执 G 争执的电点在于它的支笔

用时，它所描述的教会组织，

以及所驳斥的学说·与保？求的

其他书信迥然不同 是以问禄

不可能是牧函的作者。但是这

种论i周·我们不能使去’！天！为

这三封节（占完全是私人性质，

Mr.与其他＼5 i言有可rj ：再苦谁也

不能否认牧民巾有很多资料的

确是一非保禄莫属的’是以现今

绝大多数的学者戚 i人保？乎是牧

函的竹舌。著作的时间，$前

千｜｜择 10:在 63-65 q-：问，弟后较

fl免，大约在 67 年 r

943 和平

Peacθ 

这是个非常广泛的观立’

/\lllJ[ 

毛纤｜的和平是指美好、健

康、幸福、 1员！满元缺及充满i11;

力的生活的l 言 ε 所以和平的反

面不是战争，而是恶j豆、疾州

有11、f r 这种观念；在犹太人和

阿束ljf白人中间F今j)[ 1于·罕今

他们见面问安的目仍是「祝你

和千＇ （撒F 18 28) -io] 0 

当然和干的表现方式是无

战争（ j散仁7:14 ；路 14:32 ；熙、

6:4 .I ＇是安眠（咏 4 9 ）及死

·cc f!:rJ 1s:1 s ）。耶鲁平没有带来
和午（玛 10:34 ）。生病使人 ，1;

安（存 5 3-t) •. 它是7f <1；盟约

天下的思、惘（户 6:26) : t住问

大主在－ ~：己’ i住就有 ta千（附

26已： 1玄 52:7) c 默西亚被称

为「和平之王」（ j在 9:6) • 

在基督1J才有 tll平（跻2:14:

若 14:27 ：‘ 16:33 ：宗 l 0:36-

3刺’因为借苦基督人类与夭

τ再度和好（！币2:17) ' ＇！在督的

讯息是和平（弗2:17; 6:15 ），人

w维护和干（士马5:9; ~ 12:18: 

f[J前3:11 ) ＇以行动；米｛11! .ill: 手ll于

（雅 2:15.16: f夜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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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和好

Reconciliation 
lf:l 约时代的「和好」主要

是赔偿他人所受的损失（山

22: 1-16 ）’不恼恨内己的家人

和同族（肋 19: 17.18 ）及不 :X·J

flL人报复（出 23:4咱们 。宗教

方面的「相好在7贴补过11!.

( H~ 32:30 ）’小对罪过在念不

忘（巾 21:8 ）反宽姐、罪过（耶

18:23) ：真i欠；先 i古礼、中兄王

儿都是属于和好范网之内的仪

式（月！＼ 3:22: 33:8: 1在 6: I 0) 0 

即使在和好之后， 11?.过罪的人

仍然背负吉他毕恶斗、苦的后果

（出 34:7 ：耶 30: 11) ＇和灯常

来自大在（ ({(44:22 ：米7: 18 )’ 

他 t~ ｝二主仁慈的财 r （出

34:6 ; #; 2: 13 ），足他1、l t组织j

忠实的去土地（户 14:19 ）。大丰

j生责任匀、施和1好的恩惠，（II.是

人阳果梢改前二｜扣，洗心革面，

归 I句｜：仁，是有权向天主要求

扣好恩典的（耶 14: 7 ；出 9

27 ；编 F 12:6) c 天主可以借

司统（肋 14:19 ）’ f昔著特别的

。-1-1

忻砖’将平｜］好的恩惠兮施于人

（出 9:27 等； 32:32 等）’互E VF♂ 

天主也 υj以不借任何人或行为

而且战将此恩典分施 j人（出

33: 1 吵，伙 43 25 ）。眼罪和好

的仪式多用牲畜的血米表j丰 J

mfi：：非的最理想时哀1J'"1 热是在以

L＼＇.既定的眈非节日上（肋 16) c 

和好是默内亚时代的特f止（耳｜：

31:34 ）’是上主仆人」「＇~使

命（！在 53 : Lrti 12:10-14 > 

.fl(新约的记载：天tt 因

著耳II 稣的毛死与世界E新手r1

好’向世界表现「他的仁爱

（玛 26:28 ：弗 2: 13 17 ；恪后

5:19 ；若 4:7) 是以人与天

j的和i好与耳｜：稣的圣名紧紧相

连（才； 10:43 ：罗 5: 11 ）’是他

转才己的站果（者 l 斗：23 等）

为获得 Li和好的恩赐，人必

须望甘心合作才叫以（格后

5:20 ）。和好的效呆是·爱慕

j丘人（伯前4:8 ），在大主的光

明 •Ii t_ ）舌（丑 1:7) ，及随时

宽恕他人（玛 18:23 35 ；路

门，:4 ）士和好是敬干LJC 丰不可

325 . 



945 948 

或缺的条件（玛 5:24 ）。只有

通过和好才可以借著圣洗圣事

与天主联合（宗22:1剧，获得

信仰（宗 10:43 ；罗 4 ）’及成

义（罗 5:2 ；弗 3:12 ）。这一切

都是耶稣的功绩使然（希7:27 ）。

945 供饼

Bread of Presence 
是指应当时常放在供桌上

的十一二块饼而言，这张供桌放

置在天主的圣，所内。每个安息

日要更换一次；只有司祭才可

以吃食（肋 24:5-9 ）。达昧曾

在逃难时，在阿希默肋客司祭

的允许之下’吃过这种供饼

（撒上 21: 1-7) 

946 使者

Messenger 
是传报口信或者书信的

人’尤其在军事和政治的往来

上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苏6:25;

民 9: 31 ；撒上 19:1 1 ；撒下

12:27; 18:19-32 ；歹lj下 14:8 ; 

依 14: 3 2 ）。多次是全权代

八l因

表’代表其主人与对方商谈业

务（苏2章： 9:3-15 ）。宗徒们

亦被称为使者。天主亦有自己

特别的使者 天使。

947 侬贝肋罕

lb/earn 
城名，意谓「民族的迷

惑、败坏」’是依撒加尔支派

地区内的城市，距舍根有 30

公里之遥，被划分给默纳协支

派（苏 17:11,12 ），但未能立

即加以占领（民 1 :27 ）。是后

来北国王则加黎稚的丧命之地

（列下 15: 10 ）。编上 6:55 称为

彼耳；叉’友 7:3 贝lj 称为贝耳

玛。

948 依贝赞

lbzan 
人名’意义不详，曾任以

色列民长达仨年之久，是则步

隆支派的贝特肋恒人，曾令自

己的子生与外邦人通婚（民

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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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侬史 亦是耳阳的大司祭，同属玛加

lshi 伯王朝。他执政的年代是 76-

人名’意谓「（天主）施 67 及 63-40 ，结果被大黑落德

救」： 处死。圣经上未有提及他的名

( l ）赫兹龙的后代’生子 字。

舍商（编上 2:31)

( 2 ）犹大支派人，生子左 951 侬市巴耳

赫特（编上 4:20 ）。 /sh baa/ 
(3 ）西默盎支派的一位家 人名，意i~＇羞辱之人」’

长，生有四子（编上 4:42 ）。 是撒乌耳的儿子。由于其名带

有「巴耳」邪神名’故改作依

950 侬尔卡诺 币i皮舍特（编上 8:33; 9:39 ）。

Hyrcanus 撒乌耳死后他的大将阿贝乃尔

圣经上的几个人名： 立依氏为王（撒下2:8,9 ），与

( 1 ) 位名叫托彼雅的后 达味对立。但是由于达昧己正

裔，是个十分富有的人，曾将 式被传油为，在宗教上自然占

不少财产捐献与圣殿的宝库 了上风，再加上他对敌人的节

（加下 3: 11 ）。 节胜利，使人不能不对他心

( 2 ）若望依尔卡诺一世， 服’而渐渐放弃依市巳耳拥护

是耶京的一位大可祭’属玛加 达味。他手F的两个随从为了

伯家族（ 135-104 ）。他与从事 邀功’更将依氏斩首，奉献给

希腊化运动的撒杜塞人关盟’ 这味。这使达味非常震怒’将

打败撒玛黎雅，并占领了依杜 两个凶子就地正法，并适当地

默雅’开始了一段犹太人光辉 埋葬了依氏的头 ct散 'f 4:1-

灿烂的历史（加上 16:19-24 ）。 12) 

( 3 ）若望依尔卡诺二l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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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侬市玛耳

Ishmael 
人只’，言i自「天主垂l听」’

是亚巳tl[＼由姆女晗加:5J－；）听生的

儿子。后来 1［巴郎1i~J1E妻撒辣

亦怀孕’生 ffld散恪 c 白此两

个女人再也不能和干相处＇ \l]7_

巴日i；只钉在能沛 f佳i屋及天中的

指示之 F ，将哈加尔问她的儿

子！夜市玛耳边出家 i' J 。母 f二

人在旷野中受到王主的照顾

（创 2 I ) 0 假 I~ H：长大成

人，生 r十二人，是阿甲ljf自十

二二 Jt;'Jf.B;J始泪。圣经称他们为

依市玛叫人’阿草1Jf1’1 人至今敬

拜他为自己民族的始祖 ο ！于按

ft, t且将他和他母亲哈切尔的遗
体’葬在回民宗教的中心地麦

加，！其人膜拜 J

953 侬市塔尔

Ishtar 
是阿加得民族的战争及爱

情女神。她与西万l'i、l族口姓所

苦i局敬忱的 f,oJ合辣神是完全相

！司的。

954 侬弗大

Jephtah 

;\ i山

人名’：意i目 l 里 ］＼. 主板丰t

我」’是以氏的→位民长，＇t

I基肋阿 j'.j 地方’他（［民长，二

后，无IGH~~〔了 i'I久以来也迫

以民的 jioJ ；；＼：反摩间有J 人 lh] 

！也出战之前的誓愿’必Al将白

己的亲生 l;z＂ 儿祭献夭主，作为

胜利的感恩？，~飞见民 I 0: I 7-

12:7 ）；也就是说将生儿杀生

信主。他是否真的举行f 人

奈、丛不~·~ i 分确定’缸瓦 i2

t口（PJ ’我（门不 wf以用现代高度

伦理的标准，来iltt'f古人的1r

)'.] d 他的信德受到（果碌的赞价

（苟 l I :32 ! 

955 侬加波得

Ichabod 
人名『主、i自「没有 it荣 4 ’

是±乃响到i的儿子，厄型的孙

f 。 11二当厄 m及王 7）哈斯战死

沙场’约中巨被人愤夺而去之

际’也是他母亲临盆主子之

时。母亲生 ff在氏之后便与时

328 ' 



/\.i田｜

长时，临死前给他起了即！富含

意的名字依加波得：「光荣L2

远离了以色列（撒L斗21 ）。

956 侬则贝耳

Jezebel 
是JN:济和漆冬国王厄忏巳

耳的女儿，嫁给北国以色列王

阿哈布为主（公元前875-854 ）。

她克在以民境内倡导邪冲巴耳

的敬礼’激起不少先知l的反

感’结果不少忠贞人士为这位

女后所杀。 Jt£ 叹：IF先知更以大

无畏的精神向她挑战， Jt：以上

主的VE.罚加仁警告（罗IJj二 18) 0 

强占纳波特葡萄园的恶行，也

是fl（贝IJ D1 耳的杰作」（列 l二

2 l ）。耶切造反成功‘尽力斗夺

回土的家族产除。 f在则贝耳被

人 ~d 窗口掷｜、，她的尸首被拘

只所；在食（歹ff 9:30-37) 

957 依次勒耳

Jez reel 
圣经t.l叫个人名和地吕，

意i问「夭主播种」

9~毛、吗？飞1

人名：

( 1 ）犹大支派人，是胡尔

的后代（编L 4:3) 

( 2 ）欧主＼］］／先知同哥WI:尔

所生的儿子’此名大概有象征

意义（欧 1 :4) 

地名·

( l ) f的散加尔支派的城市

（污、 19: 18 ），位于同名的盆地

地厌（亦 17:1剧。足以民进入

圣地之后才修建起来的’它具

114二：丰价值（罗rj下 9: 17 ）‘阿

H台币i王更将其土宵修建于此

( )iiJ上 l 8:45 、46 ）。纳波特受害

的地力就在这里（安iJ J- 2 I 

章），后米国王全家反王后依

则贝尔皆被耶胡杀吉于此（夕iJ

f9:l0-37) 

( 2 ）它是三角形的肥沃

平原’东有约但沟’北连｝JO

里肋亚山区，南边 vlrJ 与撒玛

黎雅为邻，亦被称为默基多

平原（编 f 35:22 ）。多次是

历史上的战场（民 6:33 ；加上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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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 侬杜默雅

ldumaea 
这是古厄东的希腊罗马

名’尤其用于充军之后，用来

指厄东地区及厄东人。这地区

基于政治的演变’已不能与厄

东地区完全相符合。黑落1.W王

朝的建立者就是由这个地方出

身的。

959 侬里黎苛

11/yricum 
地名’位于马其顿的北

方。罗 15: 19 曾提及这个地

方，旨在指明它是保禄传教所

到最远的地方。

960 侬科尼雍

八画

（宗 14: 1-6 穹 19-22 ）。但是这

里的教会继续兴隆昌盛（宗

16:2) c 保禄曾再次来此从事

鼓励巩固的工作（宗 18:23 ）。

961 侬突勤雅

lturaea 
圣地东北的－个地区

名’在加里肋亚j胡东北及赫

尔孟山之南’由原来在此居

住的百姓而得名。公元前105

年阿黎斯托布罗一世征服此

地，并强迫居民接受害lj损及

犹太化。其后属罗马管辖，

最后是斐理伯分封侯主管此

区（路 3: 1 ）。它以后的历史

则无人知悉了。

/conium 962 侬泰

是土耳其目前的商业重 的剖， lthai

镇’有人口十三万之多，位于 人名，是加特支派人，

中部高原地区的边沿。大约在 达昧的忠实随从 0 ＇吁阿贝沙

公元 46 年保禄曾率领同伴来 隆叛变时’他表现了忠町的

此传教（宗 13 :51 ）’成绩斐 行为（撒下 15: 19-22) 

然，却激起了犹太激进份子

的反感’将保禄自依城赶i£

330 



八四

963 依塔玛尔

lthamar 
人名，意谓「海滨」或「棕

榈树区」’是亚郎的第四个儿

子（出 6:23 ：户 26:60 ）’与父

亲及兄长同被祝圣为可祭（出

28: l ）。曾帮助修建会幕（出

38:21 ）’其后更负起全部的

司祭职务（户 3:4; 4:28-33; 

7:8) 

964 侬赖

Trust 
圣经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依

赖（恪后 7:4 ，迦 5:10 ）。人也

可能1点赖丰富的钱财（路 16.

11 ），或职位（迦 2:7 ：得前

2:4 ），但这些依赖多次是不

可靠的。真正依棘的基础是大

主的忠诚，国为他信实不欺，

既许必践（咏 22:6 ；德 2:11 ; 

达 3:40) ＇是以人不应太依靠

不可靠的人（咏 2 0: 8 ：耶

17:5 ）’更不要仗恃钱财（路

10:4 ）’却要多依赖耶稣（玛

9:2 ；谷 4:40 ：‘ 6:50 ）。保禄也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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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人要信帧耳｜：稣并期得他的

再度来临（哥 1:27 ；弟前 I: I : 

锋 2: 13 ）。同时刘吃穿不要过

于忧虑（玛6:25-34 ；恪前7:32-

35) 

965 侬辣

Ira 
人名’；白、谓「小驴」

( l ）达昧时代的可祭，雅

提尔人（撒下 20:26)

( 2 ）忏科亚人’是达1咪的

勇 1~ （撒T 23:26) 

(3 ）达咪的另一位勇七（编

上 11:40)

966 侬辣得

/rad 
人名’意谓「飞逝的」

「迅速的」’是哈谐客的儿子

及默胡稚耳的父亲（ {tr]4: 18 ）。

967 依撒加尔

/ssachar 

人名’意谓「天主赐予挝

酬」（见创30: I肘，是雅各伯的



υhx 'J'O 

第九个儿子，肋阿的第 Ii. 月台

（创 30:16-1圳’他也是ffl散加

jr~ 支斥的始m· 圣m准备｛已曾

指出了这个立派的特性（包1J

49: 14J5 ：是JI~壮驴…··服役的

叹隶）气它所占据的圣地位置

｜归、不洁，只可以说它在｜月｜］步

降反吉1\1 主塔里的南方’史性内协

的北方 ！｝.约｛ 1::1. 河自＜JVL＼厅。

968 依撒伯尔

Elizabeth 
人名’主谓「天主的昔

日 ’是洗苔苦翰的母亲·阻

力口和Jill＇的妻子反圣母玛业利的

亲属（路 1:5-57) • t也是口J ;;i 
家峡的后代’与 11rn1；的妻尹币l

f斗（出 6:23)

注：忠民i译本’将Jo n之

机直接由 Tu f白来文译成厄里合

巴。

969 侬撒格

Isaac 
人扫’主i冒「［也笑 J • !i'Y: 

i冒「 J，~天主芙」’是以民二大

八L闹j

王 iJJ 之 ’~［巳郎的儿子’稚

各伯的父7~ 巳他的古j亲撒湾原

是市胎的 l~J：久，但在大主特咪

的恩允之下，生 （依撒恪。亚

巴 §I：的正主既己生子‘他的悔

女口6'1Jn尔反其出亚巳郎所生的

儿 ff京市玛耳’便被逐出了家

1、］（在lj21:9-2J ）户天主 ）~试探

＼！［巴郎’民1 日lj 他示自己的独生

f 1耐散格~·~商人天主（创 22: I-

14 .I 二斗fd{o r* f f也娶妻生 j’

的事作了阴为详尽的记载（ ft1J 

Z斗、 25:19-26)0 大主特别降恼

了他（在lj 2币 1-6 ）。在新约中

依t~z恪被称为「 f吉思、许所生的

儿f ~ （罗 9:7-10)

有人 i冒天主终于禁止哑巴

Br；杀 r祭主的记载’ υ！能在意

味 天主不喜爱人祭‘自此之

届 I~＇！.以羔羊来作全懦r,~ ’代替

人！；二（肋 l 8:21) 

970 侬撒意亚

Isaiah 
人名·意i冒「 ! 十年是，fl

J运－，是阿！李益的儿子’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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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知日中的 忱。生于公元片11

770~i!二左右，有附个儿丑 7:3 ）’

妥 （ Ji二女先知（ 8:3 ) c 公元前

740 牛’日II 与斋7在国王死的月15

一作’他 （I异像巾被｜主 {111叫

为先夫II (6:1-7 ），内此之后在

耳｜：京尽职达四｜年之久，与米

i实•W反欧圭亚Jt 工1111仙寸 ft ：！力

经三代国主，即约’丰、阿II台 i欠

占4手ff V!1J 克雅 J

此时代的政治背景颇为

复杂，首先有强国业述计始

实们向外扩展的政策。于是

各小国纷纷起米组织抗拒业

述的联盟〈这种形势对犹j、

非滔不利，无知力 j}J 国＋.t川

口姓，不要依靠人力， ffc! 要

依’民上主的救助’不要吉怕

i击小｜玉｜向犹大所施的压力（ 7 

半）’亦不妻希望埃人止出兵；4

助扰大的：2、难，打败」王军压

境的作述（ 30: 15 ）。字 f久’ t公

元前701年散纳黑黎布对耶，rji~

侵略时’所遭到的几乎是全

军覆没的惨败，确实证明了

先知的论点是Jf 确 j乙误的’

吐71 吐72

f Jt )l 知的名声大噪，地位
U 而升他的确也给南困扰大

作了很多好半，不论在宗教

和政治方面’他曾是以民！力

'kt 半且轻重的人物 c 按巳

比伦的培耳束语的记载’ l~~

在我尘的传统’ M i言 f也是白

默纳 1办民｜二巨时代被人杀；吉 3

971 侬撒意亚第二

Deutero Isaiah 
11 RiJι变成圣经件学上的

专用名 rnJ ，来指不（欠书的第二一

部份，即40 至66丰‘称只j「第

二j耐故意、I~书」 c 又 ff 人才~56

至 66 在柿：lj 「第 τ：＿ ii~ t散应.J[

书」。

972 依撒意亚第三

Trito Isaiah 
rH久以来人们使；玉，吉、到，

依 I 39 和 40 66阿个部份是迥

然 1~1司的，咸认 1-39 是虫； 1正

1点撒；言； Jli.先知的著作’ 40-66

却是充寄：之后的著作，其作者

称为依撒意、w第二二。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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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tc末有一人发现40-55与56-

66 又是同个不同的部份，也

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找出

了所谓的依撒意~第三来作为

56-66 的作者。不过我们强调

这不是一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973 侬撒意亚书

Book of Isaiah 
Jc 主ll集中的第一本书。 1tt

书 向被分成三个不同的部份

( 1-39: 40-55 ：‘ 56-66 ）。自第十

八世纪末叶，始有不少学者认

为只有 1-39 是先知本人的著

作，其他两个部份与依氏无

关 c 同为彼此之间在文i司、语

言、毛i用、内容及历史背景上

的差别太大之故’是以有了｛｛（

J敬意 '1v 第一、第二及第三之

说 c 但是这种主张仍未成为定

论’无怪乎仍有尔少夭主敦的

学者根本就不重视这个理论，

或最多只承认有依二，而尤1点

三之说。读者可以任作取舍。

才又扣的内容大致 twJ作如

F的分析：依1-39 ：向犹大宣

八l町

i民神i俞（ 1-12 ）’其中有i'~葡

萄阳的歌词（ 5: 1-7 ）’被召叫

作先知的叙述（ 6:1-9:7) ’对

外邦民族的恐吓（ 13』23 ）’依

氏的默示录（ 24-27 ）’对犹大

的预许和冲i命（ 28-35 ）皮历史

附录（ 36-39 ）。臼第 40 章以

后的著作被称为「安慰书」’

在这之前的 39 章则是预言

集。 J- 主是救主（ 40-48 ）’论

在斤熙雍（ 49-55 ) ’劝言（ 56-

59 ）’论新耶路撒冷〔 60-66 ）。

虽然现代有不少学者欲将

依书分剖，向是它现今的形式

( 1-66 章 j 在公元前二世纪业

己存在，这由谷木兰的山土文

物中的整部民书足资证明。

974 岳厄尔

Joel 
人名，意调「 ii成是天

主」，是十二小先安11 中的

1-;r 0 关于他的生平’除f他的

选作中留下的一点纪录之外，

我们可以说→无所知。按传说

他执行无知任务的时代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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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世纪间，但是他的著作却 但人们渐渐发现这是非常笨拙

Jo/是公元民Ii四世纪间的产品， 的行为’是以有币制的使用，

两种意见如何可以妥协，至今 ~fl 用♂定重量的金属作单位，

仍是斗斗解的难题。不过我们可 来交换一定的货物。创 23:15,

以确定他是培突耳的儿子（岳 16 即提到亚巳郎以金银购地

I: l ），并且是巳力斯坦南国 的事迹。更清楚的记载见于撒

犹大的→位先知。 上 9:8 ’但还不是全国通行的

货币。

975 岳厄尔书 货币之通行于圣地是充车

Book of Joel 之后的事。可惜考古学者所发

这是一本只有四章的小 现的波斯帝国时代的货币’只

书’可以明确地分成两个部 是Jxl毛麟角，等到j希腊帝国建

份。第部份（ 1-2 章）作者借 立之后’货币才到处通行。其

著巨大的鲤灾劝勉百姓要回头 后f马加伯及:p：哩！玄尔卡i苦皆有

！句善’因为自皇灾就是夭幸的思 自己的货币通用于二三地’自此

罚’是以民的罪恶招致来的。 犹太人算是有了自己独用通行

第二部份（ 3-4章）作者预许较 的货币（｝JO t 15:2-8 ）。到了

好时代的来｜｜伍，即默四 ＼!Ii. G才 黑；在德时代’钱币更为普遍地

代’那时虔诚的犹太人必将领 流行起来。

受神恩及财富；选民的敌人lll

要被压制。 977 迫害

Persecution 
976 货币 天主是以民敌人的迫害者

Coin （申 30:7 ），但是如果以民背

世间一切古代民间的交 信弃义，天主也将对它加以迫

易’原只是以货易货的方式。 害（民 2:11,23 ）。圣经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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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基于宗教热诚而受人迫害

的好人·例如：达咪 ＜ tll"z t 

l 吵： 9 号）’热心的善人（咏

3l:16) , J\:;';;nJ[fl}!. 亚（罗rj t_ 
19 ），亚毛斯（ 7:1017 ）’耶

肋米亚（ 11: 1 白 12:6 I ＇月1JD 旧

时代的致命圣人（力r1 t. i 57-

6斗： IJnF67i在）。义人之受

迫吉『是来自天主的试探’：二

〕飞主~）＂lj 的准备·是天国即将

来临的证兆（达 7:25 等） τ 在

新约中耶稣是受人迫害者，枉！

正是闪着迫吉，他圆满「天义

的旨意｛古 5: 16 ：得rl口’ 15)

耳fjfrtf；、 Ii~ 门饨归他所建 E的教

云，就削他斗三人 样·也 l要＇i

人 j虫’苦和悟准（玛 1 () 23 : ~兰

tU ）：其实迫古平0磨难是与

教会不叮于t,WI号’它是组成权

主的基本安素之 （跻 2 l 

12 ：结 103 门 .12 ） ο （ Ii 是受）fl

Z的人却是真ir 有福的（ J!+ 

5:10,l 1 ） ’因为他使人问（以某

日（恪后 4:9 等）’并使人无

涡喜乐（刑 5:12 ：恪前斗 12)

既 f!j•飞归此·无陀乎Ji[；烁的在门

'\iltli 

徒要为迫害自己的人祈祷了（玛

5:44) 

978 迦拉达人

Galatians 

是保禄书｛言的W~f古人’他

们所居住的地区就称为迦拉

达。 j丰｜丑多克耳特人（Celts）。

他们来臼西欧，于公元前一 278

年迁来小亚细亚居住。在这里

有 1'e5）：的某督徒团体·；是

保惊写信的对象’他们曾在这

电建立了自己的迦拉达王国。

979 迦拉达书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际标写给迦拉达人的一封

书信 c 这里是保禄ff H敦的地

厅（迦 4: 13) 二有哩1地的软

友主张辛教后旧f0Zj草守悄瑟法

律，尤n;r;~ 勾J是毛古lj损礼（迦

:' :2: 6: 12) ' （呆拟在 ii；上强

调啕如果成义不是来自刘某俘

的节仰，｜可是米内守悔；在 ；2、

律’那么基i于是徒然无益j也死

去「（迦 2:21 ) ,. i旦事实上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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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己巾旧法律中将信Ji释放

了！卡米（ 3: 1: 5: L2) ，这是→

封充满争论和辩护的f~ ＇ f呆

t:it在这里亦极 ）J辩护了他臼

己的宗饨职位（ l:’ i 1-24) c 它

的苟作时代’同在公元如牛

！同 J

980 迦萨

Gaza 
j成名’主谓「坚间的城」’

是容纳1学人的占城，亦是何

业和军事的重地，［！；［为它是

埃及的门户。过里的居民是

身材魁伟的问纳克人 or 11: 

22 ：中 2:1 l ：户 13:22 ）。埃

及法郎灾特摩息：世间统治

此地（公兀前 1504-1450)

f散罗 j芮将此城占领，手Ht建

成以民的 ））1 界城 I↑l （夕rj l 

5:4) W述人虽然曾数度将

之征服’｛R终凶鞭长克及·

未能久保 c 波斯人对迦萨的

占领i直至lj 同样的困难 c 公元

自iJ 332 年亚历山大将之犁为

乎地，封建新城。公元前 61

飞J8() 982 

年属罗马营，公元前 30 年 ~lj

归黑：吉德版罔。

t;在新约中只有次被人

提反（宗 8:26 ）。至今迦萨仍

有其不可 if\: 灭的重要伴’

1967 年：在人以色列人手中。

981 欧（旷野）

Sin 
旷野名’是以民山肖埃及

后第七个扎背的地方。位于四

月半岛的东北部（见出 16: l) ; 

有人认为E就是西乃旷野。

982 彼布罗斯

Byblos 

5£'1 ＇东最占老的城市之

一’ i亘在公元前五下年已有人

咽。位F贝鲁特之北约二 1 ：公

屯， H前只是千个没没无闻的

小忖庄 3 从西fJ 牌是个｜而业重

镇，与埃及通向往来 if丁淆频

繁。是以很久以来Rll处在埃及

的势力范围之下’其后被亚述

占领，再脱离'1Ji.述而独立，终

「被以色列占领（苏 13:5 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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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耳）。第八世纪再度属亚述 马行省。保禄曾企图来此传

管辖；公元前 537 年被波斯帝 教，但未能成功（宗！ 6:7 ） π

国占据。在希腊及罗马帝国时 1自前 l:l 谓此处育一基督徒团

（＂＼＇.：却成了宗教圣地。 体，但好似不甚发达。

983 彼耳汉 986 舍玛雅

Bi/earn Shemaiah 
城名’意谓「贪得无厌」’ 人名’意渭「上主f顷昕

位于约但河西岸，属默纳协支 了」

lJ匠，被划分给肋未人（编上 ( 1 ）犹大的位先知’曾

6:55 ）。 警告国王勒哈贝罕’切勿以武

力对付北方的十个支派，因为

984 彼耳晗 分裂是天主所安排的（列上

Bilhah 12:22-24 ）。

女人名’意谓「元忧无 (2 ）耶肋米亚先知的敌对

虑」’是辣黑耳的姆女，也是 者，是位假先知，曾要求将耶

雅各伯的妾’曾生子丹及纳斐 氏囚禁（耶29:24-32 ）。此外还

塔里（包1J30章）。其后雅各伯 有许多以此为名的’无足轻重

的儿子勒乌本曾毫无廉耻地将 的圣经人物，达三十人之多。

她侮辱，犯了乱伦之罪（包1]35:

22) 987 舍根

Sichem 
985 彼提尼雅 城名’意谓「肩膀」、「山

Bithynia 坡」’是厄弗辣因山区的城

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个 市，位于厄巴耳及革黎斤二山

地区’自公元前 65 年划为罗 之间。这里是古圣祖居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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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包1J 12:6.7 ），在这里建

亿了祭坛（创 33:18-20 ）。若

主、被葬在此（苏24:32 ）。以民

占据圣地后它成 r宗教和政治

的中心，亦是联合各支派最理

想的地点。以民在这里与上主

革n盟约（ 0;24:1-28 ），国家

分裂之后，这里成了北国的第

’个首都（列上 12)

988 舍特

Seth 
人名’意谓「上主义赐给

了在一个儿了1 ’是亚当不II厄

娃的儿子（创业25,26; 5:3,4 ）。

他的i延牛（丘奸代替了无辜被杀

的兄弟业伯尔 c 他生 f厄诺

十二’ 912 岁而终（创 5 :6-8 ）。

他的名字见于耳I~稣的族谱（路

3:38) 

989 金牛模

Gold Bull 
在古代的中东牛是多产、

力量及生命的象征，是埃及、

巴比伦和排尼基人的高等神

988 991 

明。圣经对这种邪神却不屑一

顾（出 32:4 ：列上 12:28 ；欧

8:5 等： 13:2 ）。以民曾对这种

牛牛卖当神明崇拜’使上主大为

不悦（夕lj l 12:25-33) 

990 金科玉律

Golden Rule 
这是玛 7: I 2 的那句「儿你

们愿意人给你们作的’你们也

要照样给人作」。这是人恃人

处世的一句金科；k律似的恪言

（见路 6:31 ）。这也就是我国

孔子以的悦的方式所说的：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

思，只是圣经的说法是积极

的’所以吏为高面。这句话用

在信友身上不外就是要对人人

施行爱德的意思。

99才乳香

Frankincemse 
是以民献香祭坛上所不可

或缺的材料（出 30:3437)

紊祭（肋 2: I ）和伏饼亦都需要

香料（肋 24:7 ）。按圣经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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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是出自舍巴地区（依60:6 ） 。

贤士来朝拜耶稣圣婴时亦献上

了乳香作为礼品（玛 2: 11 ）。

又象征信众的祈祷犹如馨香上

升至天主台前（默 5:8)

992 贪婪

Avarice 
圣经仁为解释贪多务得的

心理’没有特殊的专用名词。

但对这个毛病的存在，却清楚

的指明，谓天主斥责贪婪（出

2 0: 1 7 ；约 3 1 24 吨 25 ：咏

62: 1 l ；箴 l l :28 ；依 5 :8-10 

等）。新约中有犹达斯、阿纳

尼雅、撒斐辣的实例作为惩戒

（玛 26:14-16 ；宗 5:1-11 ）之

外’又有耶稣明确的教训（玛

6:24 ；路 16:13等）；是神职人

员应亟力避免的（弟前 3:3 ; 

锋 l :7) 

此外贪婪不能使人，L

f导（箴 15:16 ；训112:26 等）

却使人心硬如铁，对他人漠不

关心（撒＿t25:1 l ；厄下5:7) ’

远离天主（箴 30:8,9 ，玛 16:26

八阐

等），内心痛苦（箴27:20 ；依

5 6: 11 ）’出卖兄弟（加下

10:20-22 ），压迫病苦之人（箴

22:7 ；则 18:12,13 ）’使人不

能进入天国（罗 1:29-32)

993 贫穷

Poverty 
旧约视贫穷为人生的不

幸。贫穷的由来不尽相同，可

能是个人的过犯（箴 6:9 ” I I; 

24:30-34 ）、命运（列上 17:1-

16 ） ’富人权贵的压榨（依

5:8 ；耶 5: 2 7 ；亚 5: 1 l ：米

2:1,2; 6:10,1 I ）。但天主常是

穷人的护卫者（咏 10: 14,17; 

14:6; 68:6 ）。充军之后，贫穷

有了新的含章，与谦逊和虔诚

相提并论 （ r咏 18:28; 70:6; 

86:!,2 ；匣 9:9 ）。贫穷人因为

没有个人生活的保障’又不是

投机份子’所以很容易受权贵

恶霸，甚至受宗教特权人物的

欺压。在新约中贫穷的观念再

进一步，而有「神贫」的说法

（玛 5:3 ）。尤其路加对贫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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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特别的爱护’对达贵权

势却表示轻视（路 6:24-26 ：‘

12: 15,33,34; 14:33 ）。保禄提

念耶稣的贫穷，作为信友的榜

样（恪后 8:9 ）巳→个教会团体

可能外表贫穷，内里却富裕充

实（默 2:9;3:17 ）’谷木兰团

体的成员亦自称为「贫穷人」。

994 狐狸

Fox 
巴力斯坦有数种不同的狐

理存在，尤以北部的森林区为

最。它昼伏夜出，觅食虫鼠、

飞鸟和家禽等，有时成群结队

地穴居于废墟中，故圣经多以

其群集之处称为荒凉之地（依

13:22; 34：日；耶 9:10 ）。耶稣

也两次提到狐狸（玛 8:20 ：路

9:58: 13:31-33) 

995 狗

Dog 
远在公兀前六千年已有狗

的存在’且已成为家畜，成了

看守羊群的有益动物（约 30·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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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依56: l 0,11 ）。狗虽是人类

最宠爱的动物’却也是挨骂最

多的一种：狗腿、狗眼、狗

肺、走狗等成了人们的口头

语。

圣经叫它为娼妓的象征

（申 23:19 ；默22: 15 ）。它们为

了争食而彼此斗争咬伤（出

11:7;22:30 ：德 13:22 ）’是可

厌的不洁动物（列仁 14: 11 ; 

列下9:10.39等），是骂人的用

语（撒上24:15 ：列下8:13 ：依

56:10, I l ；箴 26: 11)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犹太

人是不爱狗的民族，这种传统

亦见于新约中（玛7:6; 15:26 ; 

路 16:21 ：宗 15:6 等）

996 狗熊、熊

Bear 
在今夭的巴力斯坦己w少

见到狗熊。它的种类颇多，旧

时亦产于圣地。多食水果、青

草、青菜、粮食、野蛮、鸡蛋

以及小动物等。一只饥饿的熊

可能伤及人的性命（列下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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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5:19 ），尤其是饲养小熊的母

熊更是凶恶可怕（？散 fl7:8 ；箴

17:12 ：欧 13:8 ）。圣经多次以

熊来取譬设喻（歹lj t 2:24 ：依
59:11 ；哀 3:10 ：达 7:5 等）

997 底比斯

Thebez 
城名’古埃及文叫作活阿

孟，主、谓「问孟（神）城」’

在开罗之南七百公里处。公元

前 1600-663 年间此处是埃及

的首都’繁荣昌盛达于极点，

尤以卡尔纳克及Bi克索尔的大

庙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诸法郎

的山谷坟地，也是脸炙人口的

知名胜地。底比斯也是全埃及

的宗教中心。公元前661 年埃

＆被＼［］！＿述玉＼［述巴尼帕耳所占

领（鸿 3:8 ：比耶 46:25 ：贝lj

30: 14) 

998 底格里斯河

Tigris 
j可名’意谓「急流」’是

美索’不达米亚地的一条大河’

八幽

亦被称为伊甸乐园的一条河硫

（创2:14 ：德24:35 ）。友 1:6;

达 10:4 ；多 6:1 都曾提到它。

它全长 l 150 哩’沿岸有不少

重要的古代城市’例如：亚

述、尼尼微等。

999 废书库

Geniza 
！原文有「密’主、保险室」

之，毡，是建筑在会堂之旁的」

个小室，用来存留所用过的经

书或其他宗教用品，免被人亵

渎。等到这些物品堆积太多

时，便送往坟场加以掩埋。

1896 年在开罗附近发现

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废书库’其

中有不少的圣经子抄本。

1000 夜

Night 
天主创造 f黑夜（创 l :5, 

16 ），为使它表扬 l二主的伟大

全能（咏 19:3; 92:3 ）。夜尤其

是夭主向人默启同显示的理想、

时刻（包lj 28:11,12 ：甸 32:2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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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j t二 3:5 等；路 2:8,9 ：宗 16:

例’也是祈祷的好时刻（咏

134 : fi~26:9 ；路6:12 ）。但是

由于它黑夜元光，却也是恐怖

的时刻（咏 91 :5 ）‘是死亡罪

恶的象征（约 17:2; 18:6. 18 : 

见若 9:5; 13:30 ，土马 26:34)

也是审判突然降米的时发lj （谷

13:35 ；得前 5:2 ）。基督却战

胜了黑夜（罗 13:12 ；得前 5:5

军） ο 到最后将再也没有黑夜

的来｜｜臼（默 21 :25) 

1001 夜更

Night Watch 
古代的巴比伦人惯将 夜

始成六更，每更两小时；以民

却将之分成三更（出 14:24 ; 

民7:19 ；撒上11 :1 1 ：咏90:4) 0 

ffi约跟随罗斗人的习俗分为四

吏，每更三小时’始自下午六

点王明早六点终（玛 14:25 : 

谷 6:48; 13:35 ）。

]()()] 1011; 

1002 放弃

Renunciation 
放弃食品、饮料、行！封

号字，在圣经仁是补赎痛苦以及

准备与天主往来的表圳 (tl::l

19:15; 34:28 ：撒仁 31:13)

充军之后犹太人多用这种补眈

克音来博取天主的恩惠（友

5,6 ; f武 58:3 ）。新约时代的人

沟 （夭因而放弃婚姻、家庭、

财产和私意（谷 10: 17-3 l 等：

恪前 7:32』35)

1003 妾、娇居

Concubine 
虽然基本上以民应保持一

夫一妻制的婚姻（创 2:24)

但事实上去11有不少一夫多妻制

的例子’充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是需要繁多的后代：

其二是为了表王家时的富

恼，因而纳妾。请 4日亚巴自1;

（创 25: l ）’稚各伯（ {irj 3 5 : 

22 ）’撒乌耳 ct散f 3:7 ）‘达

昧（撒F 5: 13 ）’撒罗满（列

上 l 1:3 ）等皆是。一夫多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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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也得到梅瑟法律的认可， 助他一臂之力，将围困它的

但应遵守一定的规则（肋 18:17- 培肋舍特人打败。但撒乌耳

18 ）。 率兵来攻时’达昧只得由此

1004 刻文

Inscription 
是些雕刻在硬物上的文

件’诸如石头、陶片或陶板

等。这些古老的文件，对过去

历史的考究，作出了非常巨大

的贡献，是考古学者最为重视

和寻求的文物。

1005 刻达尔

Kedar 
是在叙利亚及阿刺伯旷野

中居位的一个游牧民族（依21:

16; 60:7 ：耶 2:10; 49:28 ；贝iJ

27:21 ）。在创 25:13 他们被划

归依市玛耳族人。

1006 刻侬拉

Keila 
是犹大平原地区的座坚

城（苏 l 5:44 ）。以民进入圣地

后未能立即将之克服’达昧曾

城出走（撒仁 23:1-13)

1007 刻突辣

κeturah 

f安创 25: 1,4 是亚巴郎的

妾，是六个阿剌伯民族的祖

先（ 25:2) 

1008 刻德士

Kedesh 
是力om＿肋哑地区的一座

肋未城’也是避难城（苏

20:7; 21:32 ）。被划分给纳斐

塔里支派（苏 12:22; 19:37 ）。

是巴辣克的出生之地（民

4: 6 ）。被亚述王提革拉特

巫肋色尔三世所占领（罗iJ F 
15: 29 ）。它的位置就在默

龙湖西北不远的地方。

1009 河马

Behemoth 
古时是尼罗河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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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于约40: 15-24 ’被视为上

主造化的杰作。目前的尼罗河

中己无此笨重巨大的动物存在

（重达三千公斤）

1010 河东地区

Transjo时an

这是整个约但河东部地区

的总名称，包括死海、雅尔慕

克及雅波克二河’以及阿尔农

河东部地区’亦就是指巴商、

基肋闷得、摩阿布及阿孟地区

而言。耶稣时代的河东地区被

提及的有培勒雅占主卡城区。

1011 法和i塞人

Pharisees 
这是个阿辣美文名词，意

谓「被分开隔离的」 Q 不过这

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多少有

点标奇立异的意思。他们的来

源不甚清楚’可能导摞于虔诚

爱国的哈息待党（加上2:42 ）。

在女王亚历大辣时代’他们的

党派到达了黄金顶峰时代’简

直可以左右大局，发号施令

1010 1011 

（公元前 76-67)

他们本人虽极力推行宗教

事务’却不是司祭。但他们大

都是博学多闻，尤其对圣经是

专门人才，是以在百姓的心目

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

成了平民百姓的领袖。虽然如

此，他们向来不干涉政治，只

问宗教’是撒杜塞人的死对

头。他们在解释梅瑟法律时，

爱好咬文嚼字，教人一丝不苟

地按字遵行。他们又强调祖先

的传授禁令’具有与圣经同样

的约束力，甚至更强。他们与

撒杜塞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

相信灵魂的存在及来日的复

沽，以及天使的存在。福音多

将法和l塞人和经师相提并论，

是同等类型的人物（玛 5:20;

12:38 ；谷 7:5 ；路 5:30)

福音将他们的理想和实际

作为严格地分开’耶稣曾辞严

义正地责斥他们的骄傲（路

18: 10-14 ），贪财（谷 12:40 ）’

虚荣（玛23:5等），及伪善（玛

15:3-7 ）。由于耶稣所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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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道理’以及内心的虔诚正

直不合他们的理想，他们便对

耶稣采取了敌对的态度（玛 5

等：谷2:7,24: 3:6; 8:11; 11:18 :‘ 

12: 13 ）。他们串通大司祭将

耳11稣定了死罪（玛 26:3 ：谷

14:53-64) c 耶稣所攻击的是

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本

身。他们中有人请耶稣吃饭，

耶稣也毅然前往（路 14: 1 ）。

尼苛德摩及阿黎玛特雅人若瑟

是法利塞人’但也是耶稣的朋

友（若 3: 1 ；路 23:50,51 ；若

19:38,39 ）。

1012 法郎

Pharaoh 
是埃反国王的尊称，犹如

我国的「毛上」、「陆F」’

罗马的「凯撒」等’有异曲｜司

工之妙。它的原意是「大寓

所」’即国王的宫殿，进而指

国王本人。他们被视为神明的

代表，或者就是神明的化身。

被圣经提及的法~II有乃苛（列

下 23:29,33-35 ；耶 46:2 ），局

Aiffii 

斐辣（耶44:30 ）’史沙克（列

上川 :40: 14:25 ）：未被提名的

法郎：有强占撒辣的法郎（包1J

12:15-20 ）’高举若瑟的法郎

（创 40-47 ），压迫以民的法郎

（出 1 :8-22 ），以民出埃及时的

法郎（出 5: 1 ），撒罗满的岳父

（列上 3: 1 ），默勒得的岳父

（编上 4:1 们’给哈达得政治

庇护的法郎（列上 l 1:14喇22 ）及

保护雅洛贝罕的法郎（列上

11:40) 0 j去郎－名’在新约

中亦有提及（宗 7:10,13,21 ; 

希 l 1 :24 ）’并谓他是天主手

中的五具（罗 9:17)

1013 法律

Law 
在！日约中几时提到j 「法

律」这个名词，主要是指五书

上的梅瑟法律而言。除了法律

这个名词之外，还有许多法律

其他代名词，见咏 l 19 °法律

就是上主的旨意（出 20: 2 ” 

17 ），是与盟约有著密切关系

的。他包括了天主全部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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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此法律和伦理是完全不

同分割的。以民的法律并不是

卢成不变的呆板律书，而是随

者时代的转变’继续向前进展

的。它对游牧生活中以民的管

理’和对定居吁：j 中以民的约

束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它是因

时制宜’随时改变的。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五书中清楚地见

到。梅瑟在；去律的制定f也多

少受了外族；去律的影响’尤真

那些开明的先进民族。

以民法律的主要部份有：

( I ）天主十诫（出 20:2-

17 ；申 5:6-12)

( 2 ）盟约的法律（出20:22-

23: 19) 

(3 ）礼仪十诫（出 22:29嘈

30; 23:12 ‘ 15-19) 

( 4 ）申命纪的法律（申

12:1; 16:17) 

( 5 ）圣洁法典和时j祭经典

（出25-29章；肋8:10 ：户28-29

单）

到 J’新约时代梅瑟法律成

了刻板式的教条，是铁面无

I 0 J .+ I() I 气

情’不阳的荷的重担 ο 耶稣的

「山中圣训」清楚的说明了这

点，并企罔使它完美高尚化

（玛 5:17啕48 ）。它不再是一个

民族的法律’而是与全球人类

有关的律法，是天中亲自教导

给人的法律，是耶稣给世人带

来的启示和得救的；去［＇］（见玛

5:22,28,34,39,44 ）。归IR约的

在律在雨青的法律面前已完全

失去了效用（罗 10:4)

1014 波纳尔革

Boanerges 
;ifo雅各伯和若坦宗徒的夕｜、

号，茧， i冒「雷在之子」（谷 3

17 ）。此外号的来源可能由于

二人性情特别~.、烈暴躁之以

（谷 9:39 ：路 9:49,54)

1015 波责辣

Bozrah 
城名’主、i冒「不口J攀登之

地」’是厄东人的首都’是约

巳布王的出生地（创 36:33 ; 

编 L 1 :44 i 。是先知以神谕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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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和恐吓的对象（依 3 4: 6 电 胜玛待人之后’建立了强大的

63:1 ；耶49:13,22 ；亚l 12 ）。 波斯帝国而统治天下。他准许

1016 波晗次

Bo oz 
人名’意谓「敏捷」’有

「捷足先登」之意，是撒耳孟

的儿子，是白冷的体面人物，

成了卢德的至亲。卢德原是摩

阿布的外邦女子，青年守寡。

因与波哈次有亲属关系，被纳

为妻室，以尽立嗣的义务（卢

2:1-4:22 ：编上 2:11,12) 0 二

人生子敖贝得’即达昧的前辈

（码 1 :5 角6)

撒罗满圣殿中的→个石柱

亦名波哈次（列上 7:21 ：编下

3:17) 

1017 波斯

Persia 
是伊朗最重要的民族，他

们原散居在伊朗的乌尔米雅湖

的西部地区，国势不振’不足

轻重。但是他们伟大的国王居

鲁士（公元前558-486 ），在战

充军的犹太人回国重整家园

（厄 l二 l : 1, 11 ）。达理阿世更

供献了金银帮助犹太人重建耶

京圣殿，使其于公元前515 年

完成（厄上 6:6-16 ）。波斯帝

国经过近二百年的统治之后’

走向下坡，为大亚历山大所

败’时在公元前 333 年。

1018 怕情

Fear 
圣经对怕情、惧怕和敬畏

向来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别。

( I ）首先由于人的将来和

救援是未知之数’因此胆颤心

惊寻求其保险获救的方法。但

如果事与愿违，人便会觉得垂

头丧气。己领洗入教的人则确

知可以获救（若－ 4: 18 ；罗

8: 15 ）’至少他将满怀得救的

希望而生洁（罗 4: 18 ）’不必

惧怕任何的迫害（宗 18:9,10 ; 

伯前 3: 14) 

(2 ）几时人受到天主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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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顾、拣选等恩宠，在最初

一刹那，人会觉得担心害怕’

不知所措；这种结果尤其属于

天主显现的范围（见创28:17;

出 20: 18,19 ；路 1:12,13,30;

2:9 ；玛 9:8 ：谷 8:6 等：默

1: 17) 

( 3 ） 基督徒对天主未来的

审判亦有－种自然的怕情（玛

10:28 等；希 10:26,27 ）。

1019 宝座

Throne 
它是权威的象征。「达昧

的宝座」不外就是天主预许给

达昧家族要统治以色列的权柄

（撒下 7: 16 ） 。天主的宝座高

高在上（咏 l 1:4; 103:19 ）’或

谓苍天就是天主的宝座（依

66:1 ）’耶京亦然（耶 3: 17) ; 

天主的万军侍立在他的宝座之

旁（歹lj上 22:1叭。按旧约的记

载，大地（依66 ）’约柜（编

上28:2 ），熙雍（哀 2: 1 ）是天

主宝座前的脚凳。达 7:9 及后

期的犹太人认为，天主要在他

1019 1020 

的宝座上实行他公正无私的审

判。

新约对「」：主宝座」的观

念具有同样的主义’且更加引

申耶稣要占据默西亚王位的宝

座（路 1 :32 ），他将以世界判

官的身份出现（玛26:64 ），坐

在他的宝座上审判万民（默

20:11 等），并同他的弟子治

理整个以民（玛25 :31 ）。耶稣

与天父同享王权（希 1:5-13 ）。

他要在宝座上接受天庭的敬礼

（默4:5-10 ）。这个宝座是新生

的泉源（默 22: 1 ）’是新耶路

撒冷的中心（默 22:3)

1020 宗祖

Patriarch 
在创书的最初几章记载了

不少宗祖的名字，这个祖谱的

记录取材于不同的时代、范

围、家族及环境。是将许多不

同的家族记载联合起来’组合

在一起而成的传统文件。所以

它不是一家’族的祖谱，而是

许多家族的缀集。但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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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毫元价值的文件。详见

亚己民币、依撤恪、牙在各伯及其

「二1\z儿子的条文。

1021 宗徒、便徒

Apostle 
这纯粹是基督教会的术

语’有「宗徒、使徒、受遣

者」之意。他们］共有十二÷人，

是耶稣在加里肋亚传教时亲臼

拣边的（谷 3: 13 ）。他们的名

字依次见f玛10:2-4 ：谷3: 16-

19 ；路 6:14-16 ：宗 1: 13 c 他

们被耶稣遣发出去先向以色列

民族宣传福音 c r"b 1o:s 角6 ：谷

3:14 ，路9:2 ）。这个 1工一数字

并未因犹达斯的丧亡而减少

（宗 I: 15-26 ）。卡二是个象1II

数字’使人忆起以氏的十二位

圣祖，＆十二支派。如此卡二

宗徒便成「新以民的基础（路

6: 12 ）。宗饨的观念亦被用为

耳［＼稣（希 3: 1 ），但主要是指报

信的使者、传教士（若 13:16 ; 

格后 l 1:5,13 ，默2:2) c f呆禄同

称并称他的同伴为宗饨（迦

八l国

I: I; 2:8 ，恪后 8:23 ）。最初的

宗教礼仪由宗徒来主持（宗

20:7-11 ），也只有宗徒口I以建

、工和领导教会（宗 8:14 ：恪后

13: I 0 ）。他们是大主的助于

（恪前 3.圳，他们不是主人，

而是仆役（谷 l () :44 ；恪 Jd

1 :24; 4:5 ）’但信友有责任服

从他们的命令（恪llrT14:27 ）。

但事实上且在新约时代’

尤其在路及宗二十j 1t1, I~ 

徒」 ；可（更特别指由十一」人所

构成的那个小团体而言（宗

1:26 ；默21: 14 ）。成为宗饨的

主要条件是：受耶稣的直接拣

j主（见「），是耶稣死［二及复

活的见ilE；人（宗 l 泣， 22: 17,18; 

26: 16 ）。保禄在特别情形之

下成了正式的宗徒，因为他见

f复活的耶稣（宗 9:1-19)

并接受了传教的使命。

1022 宗徒（时代的）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是自十七世纪开始所通用

的名词，用来指示紧接宗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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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后的批教会作家。这些

教义中有人曾是宗徒们的门徙

（罗马的克肋函、依纳爵、颇

里川颇（ Polycarp ）等）。他们

著作的内容有书信、笃（命圣人

录、教合法律、宣讲、护教学

等 3

1023 宗徒会议

Jerusalem Council 
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形

式的会议’而只是安提约基雅

教会的代表（仅禄、巴尔纳伯

代表外教归化老的教会）’与

耳｜：京教会的代表（仍留耶京的

宗徒代表犹太归化者的教

会）’亦称为耳目京会议（迦2: I

IO ；宗 15:4-35)0 举行了公元

49年间’是为基督教会的第一

次大公会议。

IW讨论的事项是：由外教

归化的信友是否必须接受犹太

人的割损礼。两方面争执不

下’各持己见。最后 1白多禄以

宗徒之长的身份将问题解决，

采取 f折衷的办法：外教人人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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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必受割损礼，｛叫虫「戒避

奸淫，戒食结邪神之物、血和l

窒死之物」（宗 15:27)

1024 宗徒教理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Jil:it:i借宗徒的名义所写的

一本书’出于公兀三世纪的叙

利亚北方某小教会。其内容是

有关礼仪与道德生活的规律，

诸如婚姻、主教、教会财产的

管理、寡妇、洗礼、日课和告

解等。作者在时it这些问题

时，多倾向于犹太人的规律，

是以作者本人很叮能就是 个

扰太人士。

1025 定罪

Condemnation 
是世间法庭所宣判的断案

（若8: 10 ; r扫 25: 1 ）。天主有时

亦发出定人罪刑的恐吓，但是

它可以用改过迁善的行为 0马

12:41,42 ），以信心（希 11:7)

加以回避的：耶稣的 1' J徒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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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小心’不要轻易判断他人

（路 6:37 ；罗 2: 1 ）。新约也提

到永远地狱的判刑（玛 23:33

谷 9:43,44 ）。罗 2:5 等指出它

是不肯作补赎的自然结果’谷

16:16 则谓它是无信的结果。

1026 审判

Judgement 
天主是正义的保护及监管

者，所以他也是最高的判官。

他是实行报复和惩罚的审判者

（创 6:5 等『 19 ；达 7:26 ）。他

尤其耍，在末日的审判中实行他

的正义（依 13:6 ；得前5:2) , 

那时将是他忠实子民的凯旋日

子（亚 5:18 等）。虽然人们不

能设想天主将在甚么光景之下

施行审判， fE[审判的事实是不

容置疑的。默示录的文体将末

日的审判描写成火灾的景像’

并且有痛苦发生（达 7:1 l ；默

20:9,10 ；得后 1:8 ）。人们知

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天主的

（玛 3:7 ；默 14: 15, l肘。信友

面对上主世界末日审判的义怒

八四

可以投奔耶稣我们的救主（得

前川0 ）。那时耶稣将自任判

官（玛 25:31-46 ），审判的标

准将不是宗教的热心神工’而

是对人的爱德。

天主对个人行为也要加以

审判和赏罚（咏 33: 13 、 14 ；箴

24: 12 ）。人死后便立即接受

个人的私审判（路 16:19-31 ）。

1027 宫吏、官员

Magistrates 
这个名词，在圣经上虽然

多次出现’但意义不太确定’

是以在译文上往往要斟酌上下

文的情形，而作不同的翻译，

如·厄上 9:2 ：厄下 2: I 6; 

5:7,17汀’： 5; 12:31; 13:1 l 等处译

作官员、首长或贵族；在耶

51 :23,28,57则作军官或监督；

在则 23:6,12,23 ；达 2:48; 3:2; 

4:10则译作公卿或首领。在新

约中多指世俗的官员而言（路

22 :4,52 ；宗 4:1; 5:24; 16:2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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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穹苍

Vault of Heaven 
原文有「锤击金属而成薄

片」之意（出 39:3 ；户口：4;

耶 10:9 ）。按以民及所有古东

方民族的观念，穹苍是遮盖大

地的圆顶（依40:22 ），是天主

在第二天造成的（创 I: 7 ,8, 

l 4 ）；天主将星辰摆在穹苍

（创 l 14 18 ）’将部份的水置

于穹苍之上（创 l :6,7 ）。「水

闸」开放’就有雨蓓在地上

（包1j7 ：门， 8:2 ）；「水闸」关闭，

就有旱灾（路 4:25 ）。它有时

亦比作一面铜镜（约37: 18 ）。

1029 试探、诱惑

Temptation 
这个名词在旧约范围比较

狭窄’只有试探或考验的意思

（包rj 3:1-16; 22:1-14 ）。天主试

探人的昕命（出 16:4 ）、品恪

价值（智3:5 ）、真实（德4:18 ）、

敬畏主的心情（出 20:20 ），尤

其是人对盟约的忠贞（出 16:

4 ；民 2:22 ）。试探人的工具

1028 1030 

是魔鬼（约 1:6-12; 2:1-8 ），压

迫欺凌（申 8:2 ），或者假先知

（民 2:22 ）。试探也可能来自

人的方面，例如旷野中的以民

（出 17:2 ），犹大王阿哈次（依

7: 12 等）

新约中的「试探」观念比

较广阔’有引诱和诱惑之意。

犹如旧约中的记载’它可能来

自魔鬼（得3:5 ；见路22:31) ' 

或来自人（格前 10:22 ：迦 6:

l ）。人的私欲肉情尤其是诱

惑的来漉（罗 7:14-25; 8:10 

等）。但天主不许可超过我们

力量的诱惑（玛6:13 ；路11:4 ）。

试探虽然是使人修德成圣的方

法（雅 1:2,12 ），却并非来白

天主’而来自人的私欲（雅 l

14) 

1030 诗歌

Poetry 
在圣经中我们所见到的只

是些片段的诗歌，但它在以民

间曾是非常普遍的文艺创作’

殆无疑义；这由歌、咏、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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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智书及约书的著作足资证 见’最多是在庭院周围修建数

明。 个平排的房间，在庭院中有水

它主要的规则有严同的并 井、牲畜、仓房以反烤炉之类

iJ体’即叠义、反证、综合二 的设备’到了罗马时代’开始

种并行体，以渐进、上升、比 有楼房的建造（宗 20:8、9)

较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现，2: ' 
E不太注重音韵及音节的长短

高底’刽］重视思想的并行。还

有’种比较呆板的字可诗，是

每句或每段每 个希伯来字母

作开始。

1031 房舍

House 
巴力斯it[ 房舍的主要目

的’不是为居住，而是为了御

防风雨、日晒反自卫’甚乍：夜

晚睡！！民也多在房顶 t· 而千二在

屋内。普通说来圣地的房舍大

都是单层的平房’只有→［f可较

大的居室 u 造房舍的材料则是

石头或经过门晒的干砖，因为

木料是奢侈的舶来品。所谓地

板是用粘t作成：窗户只是一

个或数个没有玻璃的洞口。具

有数俨居室的房舍贝lj 比较少

1032 祈祷

Prayer 
Ht间所有民族都有臼己的

宗教初祈祷，以民臼不例外。

祈祷是投靠神明的→种方式’

它包括人生各方面的表情’有

祈福求财的祈伴（咏 12目）

有；j<:情的代诗（出32:11-14 ）’

补赎的哀祷（厄上 9:6-15)

感恩赞颂的祈祷（咏 7: I 8; 

136 ）。但多次以民的忻祷是

主述各种意向的混合祈祷。

耶稣曾多次祈祷（路 5:

“：见若大司祭的忻祷）’并

教他的门徒祈恃（天主经）。

借若耶稣之名的祈祷是更为有

过的（希 4: 16) ' f言友的祈祷

应具有信心（帚 l 16 ）’依恃

（谷门： 24 ）’但心（路 1 !: 5-

13 ），谦逊（路 18:9-1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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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处（玛 6:5咱们’又要先与他

人和好（玛6: 14,15 ），还要有

正义（伯前 3: 12 ）等。

犹太人→天三次祈祷（达

6:10 ：咏55:18 ），即早晨、中

午、晚上。圣教会采取咏

119:164 ：的说法， rn久以来

将可锋的大日课分成七个时

辰，使司锋代表教会每日「七

次赞美上主」。

1033 祈祷的时刻

Times of Prayer 
圣殿祈祷的时刻是早晚两

次，即晨祷手日晚祷，同时并奉

献祭品。但是亦有记载说明以

民每日三次祈祷（达 6:1 l ；咏

55: 18 ）。新约中提到第六及

第九时辰的祈相宗3 :l; 10:3,9 ）。

1034 建树

To Build up 
在新约中教会团体的建

设，多以房屋的建筑米比拟

（格前 3:13-16 ）。 切均应为

团体的建树作出供献（恪前

10.马 .1 I 0.16 

14:3-6,26 ），信友并且要彼此

劝勉鼓励（得前 5: 1 1 ）。弗

4:4、口， 16 贝rj提到基督奥你的建

树。

才 035 建筑

Architecture 
以民的建筑术是极为落伍

简陋的’是以不得不仿造埃

及、亚述、希腊的模式。大致

上说来其房舍以方f~者为多，

人畜同居的房舍则不多见。居

室之外有梯，口I攀｝二平坦的屋

顶乘凉、休息或祈诗。居京大

都没有窗户的设备。

比较富有的人家反贵族则

有数个屋室及庭院的设备。其

他关于圣殿、城市及坟墓的建

筑，另有专文讨论。

1036 居所

Dwelling 
以民的居所有两种， 6种

是帐幕，一种是房舍。虽然以

民明知天主高居住在天七（咏

2:4; 14:2 ）’但仍将天主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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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问自己的 sj中同居共处，尤

其是当以民在旷野中辗转流浪

的时候（出 25:8 『9 ；户 9: 15-

23 ） ’或者在占领圣地之后

（则 9:3 ：列上 8 ） ’天主更与

l’J 己的选民以色列寸步不离。

以民确知天主是如此的伟大元

限，任何世间的建筑物’就连

耳f＼京宏伟 fJj圣殿’都不能将他

容纳得 F的（ JI} t8:16.27 ：撒

1ζ7:13) 

新约依然承认’圣殿是天

主的时所 (J马23:21 ）：但是亦

红人同夭主在 赳居住的说法

（行 14 2 : ,'l!f:21 :3 ：见贝1]37:27,

2们。真实人本身就是天主圣

神的居所（罗 8:9 等），是天

主圣父和耶稣｜司来居住的地方

（苦 l 斗： 23)

1037 居鲁士

Cyrus 
人名’，.~t冒产牧者」’是

iJ~斯大帝国的包lj始人。他原是

玛吁人的属王，去Pf公元盲IJ

558 年战胜了玛恃因王阿斯提

八画

雅革’而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进军里狄雅和巴比伦王国时’

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终于开

创了伟大的1皮斯帝国。他是位

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对属民的宗教尽力容忍和支

持，释放了所有的俘虏，其中

有充军的犹太人’使他们回国

重建圣殿和家园（厄f !: 1-4: 

6:3-5 等）

1038 弥额尔

Michael 
天使名’意谓「谁似天

主？」他是保护以色列民族的

总领天使（边 10:13.21:吨 12:1 ）。

他曾同红龙怪兽战斗’并获得

胜利（默 12:7 ）。圣教会亦尊

敬他为新约子民的护守天使。

1039 降生成人

Incarnation 
「降生成人」本不是圣经上

的说法’但其意义和事实却完

全见于新约巾。耳［＼稣的降生成

人并不被视为天主救赎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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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而是救赎工程的顶点，

因为按斐2:6等；苦1:14基督且

在降生之前、己自永远存在 ο

耶稣是新的创造（恪后

5:17) ，只有在基督内人们于

可以获得救援。耳ll稣人性与他

的天主性是不可分开的。所以

谁若只从人性 A方面米研究基

督，将是与福音的精神完全背

道而驰的。

1040 承认

Recognition 
这电所说是圣经上与天主

有关的「承认」。以民因为承

认天主对盟约的忠实，而用感

恩、之赞词来称颂天主’诸如梅

瑟（出 15: 1-18 ）’达昧（编上

16:8 36 ）。人因为承认夭主的

无限威力，所以确知天主要救

自己脱离敌人的阴谋诡计（咏

3:9 ；申 12: 10 ） ο 为能真正承

认天主必须具有谦卑自下的心

情（达 9:4-16 ）。耶稣在世仁

承认了大主（玛 l I :25 ；若

14：门－ 13 ）’他也要求世人承

］（）斗（） ］（）斗 l

认他（玛 10:32 ）、这就是人们

对耶稣的信仰（若一 2:23 ）。

1041 承继产业

Inheritance 
圣经上继承产业的观念，

rLW们现有的山律观点百为广

泛，活凡－VJ接受他人财物的

行为（工资除外），皆以「承

受」未去示。 切都是天主的

所有物，所以人所有的一切都

是天主托付于人的 3 以民是夭

主的产业（咏33: 12 ）’ Lt也（出

15:17 ），法律（咏 l 19:111) , 

子女（咏 127:3 ）‘甚专上主自

己（巾 10:9 ；则 44:28 ）都是天

主赐予的产业。以民｛肯苦征服

或借抽签的方式亦 υj继承土

地、农田或房舍（厄下 9:25 ; 

户 26:52-56)

与今口法律相同的地方‘

IJliJ有长子有继承1.7.倍产业的织

份（申 21: 15- J 7) ，女儿亦可

乐受家业，（问只可与同支~的

男子结婚，免得家资外流（户27·

1-1 l ）；没有提到l遗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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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内基督是天主圣父

的产＇Iv C 希 1:2 ）’信友是基督

的兄弟［罗仕］ 7) 伫信友承受

天固的产收（玛 2 l :43 ：弗

l :13 啕 14: f自古IT l :3 、4)

1042 经师

Scribe 
这个头衔首见于！巨斯德拉

时代’是指那些博学多闻， 7惰

i亘法律的人而言：他们既是神

学家’又是法律家，在社会上

占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对梅瑟

法律的解释’很快被人们所采

纳’并尊为桂i VII来传技，而加

奉行 ζ 他们中并没有同心同德

的团结力’因此渐渐形成不同

的派别，洁如i圭和j塞人、撒杜

宰人’以及厄色尼人等E 1~相

干的团体和党j辰。

,;;rr约多将他们与法丰lj塞人

相提并论（谷 7: 1 ）’因为在耶

稣时代他们已大多数成为法利

主党员。耶稣由于按弃；去利塞

人，间接地对他们去示了不满

（见谷 14:1,2 ）；但并不是一切

Aiffir 

经师皆是基督和其教会的敌人

（宗 5:34 ）。耶京被罗马人于

公元 70 年毁欠之后’司祭团

不复存在，负责教导百姓的人

士只剩了经师’以迄于今。

1043 经匣

Mezuzah, Phylacteries 
这个原文字的术i吾有「｜、］

框」之意（出口：72223 ：申 6:9

等） ο 它是 － if( 长方形的小羊

皮纸，上书申 6:4-9; 11 :13 21 

的经立’卷好放入小盒中’置

于门框’出人家门必须于触口

亲这个经匣，以示对上主法律

的尊敬（申 6:6,9 ）。后期的犹

太人吏将之戴在额上，或捆在

于臂上，以达不时眼看及心爱

上主法律的目的·这种习俗至

今犹存。这是犹太人按字守

i去嘈矫揉造作的又一表现。

1044 t’欠吃士，吉.... 

End 
在圣经上多用来指示一个

时代的结束（创29:21 ）’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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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或好或坏的时代的开始

( §1jt_ 8:24,25 ：编下 36:21,

22 ）。某些事物的终结和实

现，足iiE天主是信实不欺，既

许必践的天主（苏21 :43 皿45 ）。

天主不断地向选民作出恩i'r

（罗lj上 2:4 ；依 7:1 17; 9:1-6 

等）’直至基督时代的到来

（谷 1: 15 ） ο 它使古代的法律

圆满结束（罗 13: 9, 10 ; iili.! 
5: 14) 0 基督既然是一切受造

物的终向「弗 1 :23 ）’那么信

友也必须在他内获得圆满的终

结’进入永远的尤荣（伯前5:10 ; 

希 10:14 ）。

九画

1045 毒药

Venom 
圣经只提过一次服毒自杀

的事’而这个服毒的人却不是

犹太人（加下 l 0: 13) 0 是来自

一种含有毒素的植物（欧

10:4 ：哀3:5 ）’其果实有苦味

（咏 69:22 ）。圣经亦提到毒葡

Iii斗当 I 0~17 

萄、毒水、毒蛇、毒箭等（中

32:24,32.33 ，耶 8: 1-l ：约 6:4

等）。它亦具有象征的意义

( 1［ ~6: 12 ；稚3白：谷 l 6: 18 ）。

1046 城市

City 
人民的生泊是渐次市Ii茸

的’由j鱼猎进入游牧’山游牧

而务农’由务农而进入城市的

生j舌。巴力斯坦城市的出现’

是公元前二千多作的事。城市

是军事、政治、纠济和仪 ）J的

集中区；但是城中最云主要的 rlJ

心却是各个民族的神明庙宇。

城市在古中东的由来，原是为

了保护族神庙宇而l来的 ο 后期

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城巾’在圣

I也是不多见的；所有者大多是

相当古老的城镇，诸如耳fl 用

哥、耶路撒冷等。

1047 荆棘

Thom-Bush 
是一种丛生有刺的植物，

有时被视为灾难或上丰忠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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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创 3: 18: f:& 7:23-25: 

34: 13 ），亦可用作烧柴（甘｜｜

7:6,7 ：依 33: 12 ）。西巧山苔

火的荆棘与宗教敬礼有著密切

的关系‘是天主显现的明证

飞出 3:2 等，申 33:16)

耶稣受难O>j 所戴的茨冠是

用ft么植物所编成的，已无从

考究。不少现代的学者认为茨

冠很可能不是开lj具’而是戏弄

耶稣的恶作剧’就如给他披上

紫主I袍→样。但教会自第二世

纪使传说那是耶稣的斤lj具之

1048 革乃撒勒

Genesaret 
( 1 ）湖名：即 ho fll. 肋亚

沟j 0 它的原名是基乃勒特湖

（尸 34:1 l ；苏 12:3 ）。在新约

中多被称为加里肋亚（玛4:18;

15:29 ：若6: 1 ），提！庄黎雅（若

2 l: 1 ）式者革 ｝］撒勒j胡及出

f 路 5: 1 ）。这是约但jrif造成的

第二二个大湖，南北长二卡－公

型’东西宽卡四公里，水深达

九画

四十五公尺’是个美丽的淡水

湖·盛产鲜美的鱼类。它与耶

稣的→生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玛 4: 18,21; 14:22-33 ；若

6:21) 

(2 ）地名：是湖西北角上

的一－块肥沃的平原。增饼后耶

稣曾来此地（ f~ 14:3 ；谷6丑）。

革月撒勒湖便由此而得名（路

5: 1 ) 

1049 革巴尔河

Chebar 
是古巴比伦附近的一条小

河，充军的以民曾沿此小河长

久居住（贝lj 1:1,3; 3:15,23) 

并在这里见到异像（贝rj I: 3, 

10:20、 22 ） 。考占学者业已i1E

实，它是一条人工运河，除了

灌溉之外，亦可i亘航小船。

1050 革巴耳

Gebal 
是反对以民的联盟民族

（咏 83:8 ）’但学者对这个民

族的千秋所知甚少。革巴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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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古城名（罗lj上 5:32)

1051 革尔雄

Gershom 
人名：

( 1 ）由充军之地归来的一

位亚郎家族的后代，他带来大

批礼物献给耶京圣殿（厄仁

8:1,2) 

( 2 ）肋未的长子（出6:16 ; 

户 3: I 7 ），他生有两个儿子

（出 6:17 ：编上 6: 1,28) 

1052 革尔熊

Greshon 
梅瑟的长子（出 2:22; 18: 

3 ）。圣经上解释他名字的意

思是：「我在外方作了旅客」。

1053 革这里雅

Gedaliah 
人名’意谓「 t 主伟

大」

( 1 ）是耶京官员的后代，

阿希甘的儿子，被巴比偷帝国

立为犹太遗民的酋长。但是两

361 

1051 1054 

个月之后被暴动的犹太人所

杀。这批犹太人由于害怕巴比

伦的报复，使挟持著耶肋米亚

先知逃往埃及避难去了（耶

40,42 ，列下 25:22,26 ）。

(2 ）帕市胡尔的儿子’是

耶肋米亚先知的死对头（耶

38: I) 

1054 革则尔

Gezer 
城名’意谓「禁地」’是

巴力斯坦南方的客纳罕古城，

是通往埃及的重镇。以民名义

上占领此城后（苏 10:33 ）’将

之划分给厄弗辣因支派（苏

16:3,10 ；民 1 :29 ）；事实上以

民向来未能占据此坚城。被埃

及法郎赠送给撒罗j荫，撒罗j芮

在这边界城市修建了防御工事

（列上 9: 17 ）。它是肋未人的

司祭城（苏21:21 ：编＿r6:s2 ）。

玛加伯时代在这里多次发生了

战争（加上 4: 15; 9:52 ：、 14:7;

16:1; 19:21 ）。考古学者曾在

此作了详尽的考古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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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革多尔老默尔

Chedorlaomer 
国王名’意i月 j(r 力OJ马尔

女神的仆役」’是厄蓝的国

王’曾联盟进攻约但河东部地

区，将罗特（手掳l而去。 E巴 Ri)

急起直迫，人赃并获，全胜而

们（也1J l剧。但是圣经的这段

记述至今仍未能证实’因为在

厄屹年鉴 i：根本就没有这么 A

位国王｛

1056 革责玛尼

Gθthsemani 

是耳［）稣受难而l夕’恳、切祈

祷，心惊胆颤，而油出血汗的

地方（谷 14:32 ，玛 26:36 ：昔

比： I ）；也在这个地方被人逮

捕’解住盖；去衙门（谷 14:32-

50 等） c 它是橄愤山仁的→个

庄园。

1057 革叔尔

Geshur 
是 boll!肋亚湖东岸阿兰人

的 个敝小王国。 i却未娶了此

旧
川

L Y 

地［｝：］王塔耳买的女儿玛阿加为

妻‘生子阿贝 i少｜左（撒下 3:3 ：‘

13:37: 15:8) 

1058 革勘提人及

培肋提人
Cherethitesand 
Pelethites 

他们是属 f±汗用］舍特人的

民族，曾是达昧的卫兵（撒 F

8 · 1 8: 1 5. I 8. 2 0: 7 . 3/IJ J· 

1 :38.44 ；编上 18:17)

1059 革鲁宾

Cherubim 
这是古代E述地区的千种

神话神明。他们犹如我国庙前

的哼哈二将’主要是把守殿门

的一」等神明纠主旦采取了容纳

’手地的民间神明，将他们安置

ι1轩饲乐园的门口「防守主lj 生

命树去的路」（创 3: 2 4 ; vJ1J 

28 才 4, 16 ），将他们的像雕刻

在圣殿的大门上（歹Jj t::. 6:23-

29.32 ）。他们扶持显现的天仁

（撒下22: 1 l ；咏比： l 1) ，是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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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亲在的明证（撒上 4:4 ；歹lj

下 19: 15 ）。厄则克耳在神视中

见到他们给天主作成一个活动

的’带有车轮的宝座（ 10子28 ）。

1060 革辣尔

Gerar 
巳力斯坦南方的城市（创

10: 19 ）。亚巳郎及依撒恪都

曾在此处居住过（创 26: 1.6,8 

等）。以民进入圣地时将它的

国王在约何河西战败（苏 12:

13 ）。它位于目前圣地南方的

巧革布地区，但不太确定。

1061 革辣撒

Gerasa 
是约但河东的一座城市’

属「十城区」希腊文化的城

市。它位置适巾’周围t地肥

沃，有人谓它是亚历山大亲自

修建的， fl3 另有人谓它建城的

时代应晚于亚历ilJ大。耶稣曾

过海来到此地（谷 5: 1 ；路 8:

26,37 ）’并在这里治好了附魔

的人。

1062 革黎斤

Gerizim 

1060 I 063 

是含恨西南方的一座山，

高八百二十八公尺。按苏8:33

及申 l I :29; 27:1 2 的记载，是

座宣读仁主祝福的山。在这山

顶上撒玛黎雅人建有一座大

殿’于公元前 107 年被若望依

尔加诺所破坏’因为犹太人认

为只有耶京才是敬畏天主的地

方。这1、问题也出现在耶稣与

撒玛黎稚妇女的交谈之中（若

4: 19-24 ）。天主教于公元五世

纪曾在这里修建了「天主之

句： 1 堂。

1063 革摩士

Chemosh 
是摩阿布人敬礼的主神

L列上 l I: 7.33 ：歹1J F 23:13) · 

是以摩阿布人亦称「革摩士的

百姓」（户 21:29 ：耶 48:7 ）。

按列下 23 的记载革摩士的敬

礼曾由撒罗满引人以民之间，

主约史稚国王时代才被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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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胡尔

Hur 
人名’ fJ、谓「小孩子－

( 1 ）是梅瑟的 j立亲信，

他曾经同亚郎帮助梅瑟，高举

双手祈祷’以求打败阿玛肋克

人（出 17: I 0-13 ）：他亦曾代

替梅瑟行政。

( 2 ）犹大支iJR鸟黎的父亲

（出 31 :2 ：、 35:30)

(j ）梅瑟所杀的E个米德

杨sn~.子之一（户 31:8)

1065 胡耳边

卡lulda

人名’意用「老鼠」’是

耳I＼，？：、圣殿职员 i少隆的妻子’也

是 f\i 女 5t划。约史1；在国土发

现法律书之后，曾向她请教’

她回答目：法律书l的一切惩

罚及灾难都将实现，但同王将

会幸免 (3/lj下 22:14-20 ：编下

34: 19-28) 

1066 胡须

Beard 

九 lf!ll

它是男性美及男性尊严的

象征，是以古1］剃胡须是不光彩

的事（｛散F 10:4,5 ；攸 7:20 ; 

~［） 48:37 ）’因此剃须成了哀

’同的表现（依 15:2 ：耳fj 斗 1 :5 : 

则 24: I 7 ) 0 111：人的胡 f是侮

辱的行为（ i点 50:6 ），们在京

剧之间却是亲热的表不（撒 F

20:9) 

1067 糊涂

Stupidity 
糊涂是缺乏怦慧、秩序相

谨慎的表现（德 21:22 等）

也指示人无能为力，兀计可施

的处境（依 19:11; 25:8 ）’是

自视过高的表现（箴 28:26 : 

德 21 :28 ）’它可成为罪恶根

源（创 31:28 ：耶 29:23 ）。不

认识大于（咏 14:1 ; Ij'日4:22) ' 

远肖天主（申 32:6,21 ），以及

敬拜邪神等（耶 5:21-24 ），皆

是糊涂至极的事。糊涂阳 1r. 人

准备自己，欢迎再度来临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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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I归5: 1-13 ：路12:16-21 ）’

去jJ 导人胡言乱语（弗 5:4 ；弟

后 2:23 ：择3:9 ）。｛呆凉将糊涂

与外教人相提并论，因为他们

皆不认识大主（罗 1 :21.22; 2: 

20 ：恪前 15:36 ）。十字架的

道理被世陆人视为糊涂愚蠢，

因均它不台乎人们的卒性后求

（恪前 1: 18 、 19 ：电 2:14)

1068 胡瑟

Hushai 
人名’是「天主 f见我的I正

义而iOO均我 ·Cf 」的缩写， j主昧

的朋友。当阿川沙降叛变时，

他曾援助过达昧，使他不但脱

险而且将叛党制服 （ J散F 15 

32,37 ：吨 16:16 『 18)

1069 南国犹大

Kingdom of Judah 
j散罗j前列届以民的统一士

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犹大

的存在年代是自公兀前 932-

586 年，比~t国几乎延长了

个半世纪之多 Ut国亡于公元

10布1' 111币。

前 722 年）。南［Jf] 保存 J’固有

的首都1111.J?：’它的君主皆州白

达昧的家族，这→点与北国迥

然不同。最初的几位君王曾尽

心竭力地要征服北固，恢复统

的王｜耳 c 但因心劳日拙，只

好从事南北友好往来的政策，

例如约沙法特国王使是帜极准

动｜丰］北和平共存的人。

南国第一位君王是勒哈贝

罕’其后有阿彼＇fjf 、阿j散、约

；少法特及约兰。在约兰执政

叫’已无法统治 lei东’只好让

它独立。阿哈齐雅在位｛又一

年，接苦1if:阿ii§= !Ji~；在女王的残

暴统治’其后终被推翻’ 1!1 约

阿：i一来继位：此时大马主革」I二

国渐强’约阳 l~ 只有向之际臣

纳贡。阿同责雅在：1立很久，他

打败也东，去p败TJt田u 色列

子下。口可臣黎邪：＊1玉之后，励

精图泊，很快使国富民强’进

入升平的黄金时代，他的权力

达于厄拉特A之间卡巳湾。后米

国王病章，由其F约堂接政 η

此时ft（撒意E汁始履行先知的

. 365 . 



10凸9 九l国

职务’亚述帝国在一度衰败之 好国王，此时有耶肋米亚、索

后，亦重新振作富强起来。阿 福尼亚及纳鸿先知来协助国

哈次国王受北国及大马士革的 王’实行宗教改革，他力主将

威胁’被逼参加反抗亚述的联 敬礼仁主的礼仪集中在耶京；

盟’阿氏坚拒参与，却也不听 在圣殿发现了法律书，可能就

｛交撒意亚先知的话而依恃夭 是申书。可惜国王自不量力，

主’反而自作主张向亚述求 竟欲阻止埃及王乃苛的军队过

救。因而招致亚述王提革拉特 境’结果在默基多大败，且暴

王肋色尔三世对圣地的干预， 骨沙场。约阿哈次在位仅二个

使南国愈形成为亚述的附庸属 月’便被埃及王乃苛撤职’由

国，连在宗教上也染上了邪神 约稚金来称王执政。由于他倾

敬礼的恶习。希则克雅国王大 向埃及’而受到巴比｛仑的惩

刀阔斧地实行宗教改革，并获 罚。耶苛尼雅在位仅三个月，

得依撒意亚及米该亚先知的大 便被巴比伦王撤职充车’另立

力协助，他还为了自卫修建了 其叔父漆德克雅为犹大王。可

史罗亚地下水道’可惜后来他 惜漆氏不久之后重蹈故辙’不

竟不顾先知的劝告’愚蠢地参 昕先知耶肋米亚的劝告’参加

加了反亚述联盟’公元前 701 反巴比伦联盟’埃及企图前来

年亚述王散乃黑黎布率军进攻 救助。结果巴比伦王兴师动

耶京。正在危如累卵之际’敌 众’于公元前 586 年攻破耶

军发生了重大的天灾，只好收 京’将首都和圣殿尽行破坏，

兵而归。默纳协国王只好再度 绝大多数的犹太百姓被俘充

向亚述称臣’他以残暴的手段 军。委派f革达里雅来管理劫

来压迫平民百姓’又尽力提倡 后的犹大地区’但三个月后革

邪神敬礼。阿孟在fl[二年，继 氏被反巴比伦份子谋杀’这批

位者是约史雅。这是位理想的 人自知劫数难逃，使胁持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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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米亚先知·畏罪ill往埃及去

了。

1070 面、脸

Face 
脸面在圣经上有不同的；在

义：

( 1 ）是人心灵状态的表示

（创4:5; 40:7 ；撒t 1: I剖，亦

代表个体的人（咏42:6; 43:5 ）。

。）天主的面多次代表天

主本身（出 33:14J5 ；咏31: 13; 

80: 17) ’或大主显现的表~

出 33:20,23 ；依 6:5 ，格前

13: 12) 

( 3 ）有些固定的说法，仔1J

i日 F寻求天主的面」’意即天主

的仁慈（编上 16:1 l ；咏24:6) : 

天主掩面 J 意i冒天主试探某

人（约 13:24 ；依 59: 2）：「天

主促面」意谓天主发怒，不再

平听所求之意（肋 20:3,5 ；耶

21 :10 等）：在天主面前俯伏

在地，主谓对天主尊严或惧怕

而五体投地（肋 9 2 4 ：玛

17:6 ；路 5: 12) 

1071 面颊

Jaw 

1070 1072 

它有时是力量和权势的象

征（咏3:8 ）。打某人的面颊不

但是伤害他的身体，而且更是

有伤他的人恪尊严（米4:14 ）。

先知受人侮辱（列上 22:24:

编下 18:23 ），是 t主仆人遭

受欺压的方式（依 50:6 ）；耶

稣在受难时亦受了同样的耻辱

（谷 14:65 等）’耶稣的门徒亦

然（伯前2丑。）’甚至不惜将

另→面颊给人掌捆（玛5:39 ）。

1072 按手礼

Laying of the Hands 
是犹太人惯用的一种象征

行为，用来隅人以祝福（包1J

48:14 ；谷 10: 13-16 等），权柄

（户 27: 18 ），神力（申 34:9:

宗 8:17,18 ）等 e

在新约时代按手礼特别用

来赐人以管理教会的权柄（宗

6:6 ；弟前 4: 14; 5:22 ），有时

亦用来治病（路 4:40)

古时代举行祭礼前亦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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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品上（肋 1 :4 ：、 3:2 ）’或者

在贱罪的活公山羊的头上（肋

16:21) 

1073 拯救

Salvation 
在旧约上「拯救」这个观

念是颇为广泛的。有时是指暂

时急难的拯救（民 15: 18『 19;

撒上 l 0: 18 ），有时是指长期

磨难中的拯救’ f91JP日大主白埃

及为奴之地（出 14 ：门、 14;

15:2 ）’或者自充军之地（依

45:17 ：句 46:1 川，以及自罪恶的

深渊中拯救了以民（依38:17 ; 

耶 31 :34 ：贝lj 18:21,22) c 天主

拯救以民的主要目的，在于使

它成为自己的百姓和产业（申

15:15 ：出 19:5)

新f(J巾有关拯救的记载，

与旧约大致相｜司，只不过更多

强调拯救之来源是耶稣基好’

他｛苦苦自己的苦难圣死及复活

拯救 f食人类（罗4:25 ：‘ 5:10 ; 

恪前 15: 17) 。他以自己的圣

血从魔鬼为奴的于中赎回 f罪

九l国

人（俘 3:24.25 ：弗 1:14 ；伯前

1: 18 等），使罪人变成耶稣的

属下产业（锋 2:14 ：希 9: 12 『

1 5 ），可天 t:重始新的盟约

（希 12:24: 13:20,21 ）。基督臼

t主的诅咒（迦 4:5 ）、义怒

（得前 1: I 0 ）之中，以及从人

的小义中（择 2:14 ），从罪恶

的奴役中（罗 6:16,17) 拯救「

整个世界（迦＼·斗）

1074 战争

War 
战争时说是与人类有生俱

来的，以民白不例外。们是以

民主的战争常是以宗教为出发

点的，他们的战争被称为「 l二

下的战争」（出 17: 16 ；户 21:

14 ；撒上 25 :28 ）’天主是以

民的「战士」（出 15:3 ; ff( 

42: 1 川’军队是「上主的军

旅」（出 12:41 ：苏 5: 1肘，是

以他们的战争常是「圣战」（耶

22:7 ；岳4：川。既是圣战，所

以他们的开战之前必先要圣洁

白己（撒 t21:6 ；撒 fl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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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备战」（耶 6:4 ：米 3:

们，土兵不过是夭主手中的

工民（耳I\ 6:4; 22:7 ）：上下＇· ;)':i 

自指挥战争（依 13:3 ），是以

约柜有时亦随军出证（尸 1 ()· 

35 ，申 20:4 ；撒七 4:6 ：撒下

5:24 ）。以民的敌人就是上主

的敌人（民 5:31 ） σ 在战场上

以民必须要镇定并依赖「主

（出 14:13 ，巾 20:3 ）’敌人必

主闻风而逃（出 15:14-16)

战利品店全归于天主（户21:2.3;

撒t 15:21) 

以民的战术’可说除了进

占圣地时之外’ 1tf也多是白卫

[j'.J战争，是以在边界和要塞上

注有防御L事。开战的时期多

在春天’有宣战之举（ :vu l、 14

8 ）。以号角声来招兵集训（撒

上 13:3 ：亚3:6 ）’并以旗号或

:kJ巴或打发使者向各地的白rP1

f专报敌人的入侵（依 13:2 ；民

7 24 ）。作战时有奇袭埋伏之

举（苏 10:9 ；民 20:30-44 ) 

j主育虑战及 ·7)- lf备进攻的方式

L撒F 18:2 ）。围城之后的第

I (l75 

)y_l 作是是截断城中的水源

（民 7:7) ’然后以三梯或筑，土

斜搜攻城墙（撒下 20: 15 ，贝lj

4: 2 ），并放火烧城门（民

吵，52) c .Int 内的军队贝lj 时 r:'.'i ili'U 

下放前抛h ’阻止敌车前进

（撒F 11:21,24 ）。军人虽有军

傣（编f 25:6 ）’但主要的报

酬却是破城之后的战和j P't （尸
31 :26-30) 

且｜：稣被称为何平之王」’

故此在新约中若有足足战争，

多是朱证或寓忘的说法 3

才 075 战利品

Booty 
i忧 t1J~l1不言而喻，是战争

胜利之后所获得的敌人的财

物。户 31 :26-30规i主要半分战

平lj 品， J才生给士兵·一半给未

参战的百姓。再由士兵所得的

战利品中抽出五时分之一’作

为对 l一主的献仪。由岳的的战

平！J品中抽出五十分之→，作为

肋未人的生油费用。不过以民

多次将战和l品视为「应毁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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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得拿取分文（肋27:28 ‘

29 ；申 7:16 ：户 21:2,3 等）。

民长和达昧时代军长有权多取

（民8:24,25 ；撒上30:20-25 ）。

1076 星期

Week 
在日和月之间的一种计时

方式（创 2:2,3 ；肋 23:3 ）。圣

经提及节日或庆典时多次以星

期来计算，例如七天的婚礼

（肋 23:4-44 ：艾 I :5 ），七天的

丧事（创50: 10 ）。由此可见自

古以来’七天个星期的时间

计算法就已存在的。

1077 显示

Epiphany 
整部圣经的内容，就是天

主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显示，以

iiE他是惟一全能及掌管万物的

真神。而这些显示的最高峰’

却是主耶稣的降生成人。旧约

中有关夭主显示的记载’可说

比比皆是’例如圣祖（创 18;

32:25 等）’以民（出 3; 33:20 

九11E1

等）’依撒意亚（依 6 章）

新约中尤其若书指明在耶稣身

上完成的真正显示：他的诞

生、奇迹、讲道、苦难、圣死

及复活等，都是他光荣的显示

（若 I :14; 2: 11 等）。保禄亦提

到耶稣的显示（弟后l 10 ；驿2:

11; 3:4 ：希 9划等）

1078 显圣容

Transfiguration 
对观福音记载 f耶稣在某

」座高山上显圣容的事迹（玛

17:1-13 ；谷 9:2-13 ；路 9:28-

36 ；见伯后 l ：“自 18 ），就是当

时耶稣改变了他的容貌，显现

了他无限光荣的天主性。在那

一座山顶上。已是很难考证的

问题。不过自古以来的传统，

耶稣显圣容的地方是大博尔

山。 f昔著这个奇迹耶稣坚固了

三位爱徒的信心。

1079 蜀舍亚

Hoshea 
人名，意谓「愿上主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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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郎。圣经上对局斐辣的记载一

（］）农的儿子萄舍亚’梅 点即过（耶 44:30)

瑟给他改名为若;jj•；厄（户 13.久

16) 

(2 ）阿团齐稚的儿子，他

在达昧时代是 f［弗辣因支派的

首领（编上 27:20)

(3 ）是北国以邑列最后的

一位国王（ 732-724 ）。他将培

卡黑国王谋杀后，自己称王

（列下 15:30 ）。他之所以能顺

利称王’完全归功于亚述帝国

的许诺和支持。但是局合亚竟

白不量力，参加了反抗亚述的

大同盟’结果亚述派军围困北

国京城撒玛黎雅，三年后将之

攻陷啕导致北国以色列的灭亡

（列下 17:1-6; 18:9-12 ）。

1080 昌斐辣

Hophra 
是埃及的一位法郎，他在

位凡十九年（公元前 588-569

年）。其后他的利比亚军队将

他的王位推翻，且杀了他，推

举自己的统帅阿玛息为埃及法

371 

1081 蜀黎人

Horites 
按创 14:4 记载，原是色

依尔山区的一个部落民族，其

后被厄东人驱逐出境，或者加

以消灭（申 2:12,22)

1082 哈巴谷

Habakkuk 
是十二小先知中的第八

位’尽职于公元前第七世纪末

叶。但是关于他的身世我们几

乎一无所知。由他的著作中我

们知道，他用了两章的篇幅来

与天主对话交谈，抱怨天主为

甚么对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

迟迟不1！日以惩罚。天主许下要

打发加色T人作他惩罚的工具

( 1:6 ）。作者接著义抱怨外邦

人竟前来欺侮天主的百姓。天

主回答义人应当恒心坚持，保

存信心’才可以得救（ 2:4 ）。

这句话在新约中激起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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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可说成 f人碍救的协议

（罗 l: 17 ：迦3: 11 ：希 10:38 ）己

最盯则是无知的祈碎，祈求天

主迅速降罚恶人 c

达 i斗：33-39 ；所提及的

位哈巴谷先知，与这里所说的

著作先知，不可由为一谈。

1083 日台兰

Haran 
是圣祖亚巴郎时代的~m

名城，位7美索不i主米亚地区

的西北部’是交i画和商业中心

地点’也是月亮神「欣」的敬

礼憾地：这也曾是哑巴郎所做

礼过 1·1st申明（；对； 24:2 ）。哈三

是亚巴郎开始向］圣地迁移的足

点（ Qrj 12:4,5 ）。

1084 晗臣尔

Hazar 
许多圣经上的地名带有这

个名词，它的原意是：庭院」。

例如，哈！币尔叔阿耳’ .(E:e11狐

狸窝（庭院）

九rllli

1085 日台臣尔厄南

Hazar-Enon 
地名，圣经只→次捉到l

E ’认为宫是圣地」t方的边界

（贝lj 47:16) 

1086 晗臣尔玛蚕特

Hazar-Maveth 
是阿事IJf白半岛的南部地区

（创 10:26 ），此地感产乳i号。

1087 日台臣尔阿达尔

Hazar-Addar 
地名’接户 34:4的记载，

是巴力斯坦福地的南方边界。

1088 哈臣耳

Hazael 
人名’主：谓「天主看到l 」’

是大马士布：城阿兰人的杰出tt;

王（ 841-797) 。他*1-大马士革

主本哈达得杀死之后，臼立为

_'£ c 天 l＇曾利用他来惩罚以民

敬拜邪冲的罪过（罗IJr_ 19:1s-

17 ；如ff 8-1引，使其不断与

犹大利u、色列作战（列 f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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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1 8 ）。亚述虽然将他战 旧约’撒辣却是新约的象征。

败，却未能对其 i之久管辖，囚

为＼[V)f发牛 f内部的危机。 才 091 日台加这

1089 日台臣宗塔玛尔

Hazazon- Tamar 
是阿摩黎人的城市（包1J

14: 7 ）’大概{ilf死海的南

部’在三届l下20:2将之与思革狄

相提 jj：论 c 不过学者们认为阿

个名称并不是指｜司一个地方 c

1090 日台加尔

Hagar 
女人名，是亚巳郎妻子撒

王取的埃＆姆女（包1) 16: I) ’成

了亚巴郎的安’并生子1京市玛

.le} ’撒辣心生＆息，乃教｜］麦亚

巳郎才等口合力H尔母子逐出门外

创 16) 0 叶子二人在旷野中

的 f绝境，幸干了天主报业生了他

ff] （创 21:9-31 ）。并使侬 rhl马

耳的）古代成 f 千个强大的民族

自J 25:12-15) 

（果禄在 YI 斗 24-31 以’同意

的方式将哈加尔比作己废除的

Haggada 
是犹太人的一种圣经注释

著作，是以宣讲的体裁写成’

4者以对话交谈的方式出现：

与Ji:fl丰县得有｛苦密切的关系。

1092 哈达得

Hadad 
神但：容纳罕地区的位

占老丰申明，具有崇高的地位。

人们为了｜白l真表示尊敬，多称

民；人J巳耳，而避免呼唤他的真

包哈达得。

人名：仪市玛耳的儿子，

故此是非巴郎的后代（包lj 25: 

15 町编上 l :30) c ！£包1J36:31-

39 的名单上有两位厄东的君

主亦名哈达得。达昧的一位厄

尔敌对者’在达日未先后倡导厄

东独、〉；（罗rj l二 l I: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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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哈达得黎孟

Hadad-Rimmon 
这个名字只见于匣 12：门。

许多年以来，人们以为它是默

基多地区的 个城名’但是最

近人们发现它是两位客纳罕神

名的连称，即哈达得及黎孟

神。

1094 晗达德则尔

九画

115-118 篇，然后就往橄榄山

园祈祷去了（玛 28:30)

1096 日台农

Hanun 
人名’其意不详，是阿孟

人国王纳哈士的儿子。他无理

地向代表达昧前来慰问父丧的

使者加以凌辱，使达味深为不

满，因此而宣战将哈农打败

Hadadezer （撒下 JO ：编上 19)

人名，意谓「哈达得（神）

是救助」’是阿兰人的一位国 1097 晗玛特
王’曾大败于达昧（撒下 8:3- Ha math 
JO ）。 是叙利亚中北部的－个城

1095 晗肋耳

Halle/ 
这是犹太人对咏 113-118

篇的称呼。这几篇圣咏皆冠以

「亚肋路亚」’主、即「请赞美上

主」’因此这组圣咏便历来被

称为「哈肋耳圣咏」。按谷

14:26 等的记载’耶稣在晚餐

中亦曾依照犹太人的习俗同宗

徒们唱完了它的第二部圣咏

国。它的国王托乌企图与达昧

联盟（撒下 8:9,10 ），后来又

与北国以色列联盟抗拒哑述，

但被亚述王沙耳玛及色三世打

败，其居民被充军至撒玛黎雅

（罗lj下 17:24 ）；而撒玛黎稚的

战败居民则被迁往哈玛特去充

军（依 I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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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晗纳乃耳 采取编辑的 4些法律条文。不

Hananel 过它不太重视法律的理论，却

是耶京城北墙上的一个堡垒 注重实际。它由于环境和时代

的名字’意谓「上主垂怜」（厄下 的变迁，是有所变动增删的，

3:1; 12:39 ；耶31组； Ii[ 14:10 ）。 所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

它的目的是以天主的旨意为依

1099 晗纳尼雅 归’来约束和管治百姓的行

Hananiah 为。这些圣经之外的法律部份

人名，亦作「阿纳尼雅」’ 被录于「米德辣市」内。

意谓「 t主开恩」。圣经上有此

名者达15人之多，要者有： 1101 晗侬

( I ）犹大王乌齐雅的将官 Ai 
（编下 26:11) 地名，意谓「废墟」。原

( 2 ）漆德克雅国王的父亲 是客纳罕人的一座城市，被若

（耶 36: 12) 苏厄攻陷’并加以彻底的破坏

( 3 ）耶京城墙举行落成典 （苏 7-8章）。它位于贝特耳西

礼时’参与大典的一位司祭 南约两公里之适。公元前三千

（厄下 12:41) 年左右便有人烟存在于此，是

(4 ）驻守耶京堡垒的官员 圣地的古城之－。

（厄下 7:2)

1102 哈彼鲁

1100 哈拉卡 Habiru 
Halacha 大概是一些被歧视的游

它原有「行走」或「步法」 民’当指惯作土匪、奴隶、

之意’演变而成为「法规」。 雇佣军的蛮夷族类而言，已

是犹太人自圣经中或由传统所 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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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小东出现；并不是→个 成军（民 4:2、 13, 16) 

统－血系和！文化的民族。他

们的名字己于玛黎、阿I马尔

纳等文件l；出现。有些学者

将哈彼鲁人与希伯来人相提

并论’但缺少足够的证据。

1103 哈刻达玛／血田

1105 日台洛得

Ha「od

是个水泉名，基德红民长

在出征之前曾驻守了此，并在

这里选拔 f将要出征的战士

（民 7: 1 ）；亦是达昧~ f1／~战士

Haceldama I Field of 的出生地（撒 f-23:25) c 它位

Blood 于基耳波亚山的西北脚下。

是耶京附近的一快旧地，

用来埋葬外邦死人之用。这是

以耶稣的血价所购买的旧地，

故有血团」之各（玛27:3-10;

宗 1:19) 0 圣坠的作者将它可

犹达斯的惨死联合在起，旨

在指明出卖耶稣的行为是如何

的鄙劣堪I哇，其结局又是归｛可

的凄凉悲惨 3

1104 晗洛舍特哥因

Harosheth-Hagoiim 
地名，意谓外邦人的哈洛

合特，是息色辣大将的驻扎地

点。他被以民首领巳辣克和民

长德彼辣打得i菩1ti玩水， j贵不

1106 日台梓尔

Hazor 
是容纳罕地区的古城’位

于默龙湖之两五公里处 3 远在

f马黎占主阿E哈尔纳的古文件 i：巳

惶及至lj它的存在。原是稚宾士

的首都，被若苏厄所克版（元；

11:1-11; 12:1叭，将之戈1J)t~台

纳斐塔里支流（苏 19:36 ）。撒

罗满在此修建了咯间的防御工

事（州立 9: 15) 

1107 晗患待党

Hasidaeans 
党源名’原指奉公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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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事主的人士，在玛加伯时

代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成 f

A个宗教团体（加上 2:42)

并极力帮助 n马加伯兄弟的抗

暴斗争。很可能后来的法和j塞

人反Jl£色尼人’寻源于这个党

i)[( 0 

1108 晗诺客

Enoch 
人~’：宫附「怦吝」

( 1 ） 加青的长子，生于i苦

得地力。圳青为纪念此r称

｝中j城为晗诺在：（包lj 4:16、 17) 。

( 2 ) Jjf）勒得的儿子’他活

了二白’λ十五岁，「然后不见

了’因为夭主将他提去」（ {ti)

5:18,21-24 ）。他生洁的岁数

正与阳历一年的夭数相 lriJ 即

365 岁，较其他圣1且只j短。

(_l ）米德杨的第二个儿 f

（创 25:4 ；编 L 1:33) 

(4 ）勒乌本的长子（包1)46

9 ：山6:14) c 

J 1()8 I I I 0 

1109 日台诺客书

Book of Enoch 
这是旧约伪经巾最宝贵的

本著作，内容是有关哈i苦客

升大的行程，以及他有关以民

＆全人类的前途命屋所获得的

启示 c 新约曾提及此书（犹

14.15节）。它著作的时代 DJ能

是公元前二世纪左右， ~11玛加

伯兄弟抗暴时代的著作。最古

老的版本见于厄提约不雅（原

文木己失）’至今厄提约~雅

教会仍然视它为正经；但这种

信念却不被其他教会所接纳。

1110 日台曼

Haman 
人名’主i冒「显赫的」。

在艾书内是摩尔德开的死对

头。曾设毒计贾，将波斯帝国内

的 切扰太人斩草除根（艾

3: 10 ）’却得不偿失，招致了

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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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晗盖

Haggai 
人名’意谓「在庆节上诞

生的」’是十二小先知之一’

任职时期仅及一年’ ~ri在达理

阿王一世的第二年时（公元前

520 年）；是耶京的先知。他

的任务是借同阻加利亚先知向

回国归来的充军犹太人大声疾

呼，要尽快地将上主的圣殿修

建起来（厄上5:1; 6:14 ；盖 1: 1-

15 ）；他预言未来的圣殿是崇

高美丽（ 1:15-2:9 ），它将被人

站污（ 2:10-14 ），人们要从它

那里获得祝福（ 1:15;2 ：“－
19 ）；并预言则鲁巴贝耳必

要受到天主特别的照顾’因

为他是达昧的后裔（ 2:20-23 ）。

1112 晗慕辣彼

Hammurabi 
人名’意谓「太阳神治

愈」’是巴比伦的国王（公元

前 1728-1686 ）。关于他生存

和执政的年代，学者们意见各

异。它本来是个弱小的王国，

九l田l

但在经过他励精图治之后，竟

能向外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

强国，他的著名杰作有水利工

程及大力发展农业的创举，但

是更为著名的是他刻于石碑上

的法典。这是考古学者于

1901 年在稣撒挖掘出士的，

个重要文件。它所包括的范围

非常广泛，是以对圣经以及古东

方其他民族的法律研究有著莫大

的帮助；现被保存于巴黎的国家

博物馆中。

1113 晗摩辣

Gomorrah 
是死海南端的五城之一

（创 14:2 ；智 l 0: 6 ）。按创

刊：24 等的记载’它同其他四

座城市’由于恶贯满盈，受到

天火的惩罚。

1114 重写的羊皮卷

Palimapsest 
这是个希脂文名词’有

「重新刮净」之意，是说将一

些古老抄写过的半皮卷，洗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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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干之后，再次利用来抄写圣 大将敖罗斐乃’而拯救自己同

经、书籍或文件。有些圣经的 胞的英勇事迹。

抄卷，诸如厄弗棱抄卷等，就

是用这种方法来完成的。 1117 看

To See 
1115 重生 圣经上对「觉察」和「； E

Varn-Anew 主」多用「看见」来表示。天

就如世界有重生（玛19-28) ' 主看到一切事物（约28:24 ）。

人亦有借著圣洗而获得的重生 人只可以有限度的「看见 J 天

（择 3:5 ）。 1呆禄几时提到再造 主’而不会死（出 33:20 ）：人

化的工程时’不外就是指重生 只能「看见 J 天主的光荣（出

而言（恪后 5:17 ；迦 6: 15) 16: 7 ）及天主的面容等（包rJ

或i冒重新被生（若 3:3”8) c 重 32:30) 

生常是米白天主德能的工作· 到了新约时代’人可以在

是赐与人的恩宠，对此人是完 耶稣身上看到天主的奥秘（丑

全无能为力的。重生的目的~ 1: 18 ：『 14:9 ）；日睹并相信耶稣

为了得救，为了肖似基督，就 基督及他所显的奇迹，尤其他

是（音著对弟兄的友爱来效法基 的复活。人在来生可以清楚地

1H 苦’ 4:7; 5:1 等），并尽力 看到夭主（恪前 13:12 ： λ 一

引导他人避恶行善（若 5:18 ）。 3:2) ' （也人获得救援（玛 13: I 白：

若 2:23)

1116 拜突里雅

Bethulia 1118 科尔乃畸

是友弟德的家乡城市。友 Cornelius 
6-15章描述了在这里发生的事 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迹，尤其是友弟德计杀巴比伦 驻守在凯撒勒雅‘是位敬畏天

379 ' 



1119 1121 

吏的人’在圣教史上是第 111: 

回头的外救人。宗 10-1 l 辛所

记述的科尔乃略领；先近敦的事

迹，在清楚地指明，教会的大

门自始便给外教人敞开。

才 119 科尔班

Corban 
；言：i目「南大与天主圣殿的祭

品」（肋 39 次；户 38 次，贝lj

20:28; 40:43 ）。后期的犹太

人，为逃避孝敬父悖的责任’

将财产官布为「科尔班－’便

再也不能用米瞻养年茬贫困的

父叶。这是法和l塞人的i危诈作

法，因此受到耶稣的责斥（谷

7:8-13) 

1120 科辣黑

κorah 

人名’意用「秃头」

( 1) J~撒鸟的儿子’厄东

地｜泛的族长（创 36:5, 16‘ 18 ; 

搞上 I :35 ）’或谓J~氏的孙于

(fi1J36:16) 

( 2 ）赫贝泣的儿子，属Jm

九illJj

肋布家族（编 1·. 2:43 ) 

(3 ）肋未人，是梅瑟的堂

兄弟（出6:21,24）’曾联合叛党

作乱’而受到仁主惩罚（户 l肘。

( 4 ）科谏黑的后裔，圣咏

的作者或1咏唱者（咏42 ：『 44-49

篇）

1121 香草、香料

Balsam 
一忡容易i疑间的存液’由

灌木之果实或香草提取而成

（歌5: 1,13: 6:2 :‘ 8: 14 ）。撒罗满

曾大量栽种于耶里母及忠、革狄

地方；亦是合巴女主对撒罗满

奉献的i~见礼（罗rj t 10:10) ; 

多有于国二E的仓库中（列F

20:1 3 ；依39:2 ）。是提洛的主

要商品（贝1J27:22 ）。它的用途

是多方！苟的， i者如傅抹尸体

（编卡 16:14 ：谷 16:1 等），作

化妆品（歌4:10-16 ；依3:24 ）’

亦可作药品及礼仪上焚香的香

料（什j 25:6 ：『 30:24 ；编上 9:2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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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香柏

Cedar 
市j1巨大美观的树木（ ft( 

2:13 ）’树荫甚大（贝lj 17:23) ' 

是非常著名的植物（贝lj 31 :3-

7) ’圣经多次提到它（夕iJ下

14:9 ：咏 92: 13 ）。它的木材十

分贵重，曾是达昧和撒罗满修

建宫殿和手殿时的必需木料

（撒下 7:2 ：列上 6: 16-20 ），也

是第一次建殿时的必需材料

（厄上 3:7) ：此外它的水村在

以民的取洁礼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肋 14:1-9号48-53)

1123 复活

Resurrection 
是使个死去的人重新恢

复生命。厄里\lV.及厄里曳复吊

了死人，使人们相信他们是天

主的真正先知（列上 I 7: I 7-

24 ）。同佯耶稣复活死人，使

人们知道默西亚的时代业已到

来（月 1 1:3 等；谷5:21-43 ；路

7:1 l 斗 7 ：若 l I: 1-44 ）’并且证

明自己就是生命的主人。宗徒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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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j亦（苦苦复活死人的奇迹，米

证明白己所传的福音是真理之

言（宗 9:36-42; 20:7-12) 

1124 保禄

Paul 
为研究保禄的牛平’我们

所能依据的资料，几乎只有他

的书信和宗朽。书信又有先II~

之分，首先可以立被利用的，

是那些毫无疑问，出自保禄 f

~的书信’诸如：罗、 f各自if

后、迦、斐、得前后及费。有

时在书 {IT与宗书之间略有白

人，当然是书信比较 1fi 优势，

有优先被应用的价值 c

1呆惊生的转扳点’ J盯｜丁

吁以肯定地说，是他同头的那

个时候。他由基督佳的迫害者

（宗 8:3 ：恪前 15:9 ）’突然转

变为满腔热火的宗徒。基督自

己借苦惊人的思币，赐给了他

信德并nnLJ 了他（宗9:3-6 ：迦

1:12-16 ）＇这个奇迹式的显现

与耶稣复活后，对宗徒们的显

现是毫元二致的（恪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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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这个在大马士革路 YLiS

奇渣’征服了保禄（宗22:6) ' 

使他俯首 IJJ占耳地成了天主得心

应手的信徒 ＇ i可这并不是说保

憬毫兀内心的斗争，便成了天

主驯服的宗 l毛。

关于他回头之前的事迹’

我们阳道’他在塔尔索出生

（宗 21:39 ），属散居他方的本

稚明支派（罗 l 1:1 ）’他比耶

稣年轻数岁 既然他生来就是

罗马公民，那么他的家世在塔

尔索→定是相当富裕和有声望

的（宗 16:37 ）。他的犹大名字

11q 扫禄·中目等于罗马的保禄－

1'; i、宗 13:9 ）’是以宗书 x'J 扫

禄转对保禄的解说是不太正确

的。他自幼年受了严恪的宗教

教育（斐 3:5、肘’曾是著名经

师加玛 ff ！丰的徒弟，并加入了

法和j塞党Ci':22:3 ；迦 1:1肘。

他对犹太宗教和法律非常熟悉

贯通·并且 'l...是热心积极的宗

教f)J F ’事事不甘后人 c 这与

他后来激烈破坏教主的事迹，

有前后因果之关系。

九l罔

由于他的出生地是个著名

的海港重镇，使他自小便学会

了当时的官话一一希腊文一

并且深入的明了希腊的文化、

宗教、哲学以及罗马帝国的种

种行政机构。他还学会了－一种

借以糊口的子艺，制作帐幕

（宗 l 8:3 ；得前 2:9 ）。他的身

体似乎不大健康，生有多年的

老病’但他本人没有说明是甚

么病症（迦4:13 等：恪后 12:7

等）。回头之后便去了阿刺伯

（迦 I: I 7 ） ’可能去到那里的

纳巴泰人中间传教去了。其后

重返大马士革，在这里受到迫

害，只有走上逃亡的征途（宗

9:24) c 如此回头三年之后去

了耶路撒冷’第一次见到了宗

徒之长伯多禄；然后去了叙利

亚和基里基雅，在那里又度过

数年的时光（迦 l: 18-21 ；宗

9:30) 

宗 i~给我们颇为清楚地报

告了保禄外出传教的路程’根

据这些报告我们可以正确地给

制出保禄的传教行程，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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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这只是保禄传教路线的一部

份’作者没有意思写作保禄的

全部生平，何况保禄传教的i雷

动起自也的确是既广阔又遥远

（格后 l I :23-26 ：罗 15: 19) 

按宗书之记载保禄同巴尔纳伯

第一次结伴外出传教’所经过

的地区有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

（宗 13: 1-14 ）’时在公元48年

之前。回到安提约；基雅之后，

发生了巨大的争执，一些犹太

基督徒的激进份子，要求外教

回头人教者’必须要遵守梅瑟

法律’尤其是割损礼。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保禄同巴尔纳伯

同赴耶京，在那里举行了宗徒

会议 c 结果会议按照保禄的意

见准许外教回头者免守梅瑟法

律（宗 15: 1-30 ；见迦 2: 11-

14 ），时在公元49年。此时保

禄被公认为外邦人的传教宗使

（迦 2:7)

接著（果禄叉开始了第二次

的远行传教，大约在 50-53 年

间。这次同行的有息拉，后来

加入了弟茂德。他们先辗转于

112-l 

小亚细亚，然后近入欧洲地区

（裴理伯、得j散；各尼、雅典、

恪林多），再经过厄弗所回到

安提约基雅（宗 15:36-18:22 ）。

第三次的远行传教保禄著

重于希腊教会的建立。他在j巴

弗所逼留了竟达二4年之久。在

这里获得了非常美满的成果

（宗 19:1; 20: 1 噜恪前 16:9)

同时使他的同伴在周围地区亦

开建了教会，吉i；罗森、劳狄刻

雅及耶辣颇里的教会都是此时

建立起来的（见哥 I :7: 2: 1 啕

4: 13 ）。至此暴发了逼言：保禄

的运动，他只好离开厄弗所·

途经马其顿，来到了恪林多城

（宗 20:3 ）。在这里募集了大

批的捐款’带往耳｜：京，救助那

里的教会。那年的五旬节保碌

主iJ j主耶京（宗 20:16-21:19 ）。

这次怡教的时间最长，约 fl

53 ＇手 58 年。保禄在耳｜：京被人

逮捕（宗 21 :27-34 ）’在凯撒

勒雅坐监达两年之久’经j力两

任总督，即斐理斯及斐斯托。

由于他上诉罗马，于 60 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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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往罗马’在皇帝面前去审

（主23:23-28 ）。又在罗马坐监

达两年之久（宗川 16-31 ) 

自二这两年内｛也享有相当的自

由’可以见客传教’并写信

（囚书）。至此新约关于 1呆禄

的 Ji(述2号止了。 i果禄获得了完

全的自由’去到帝国的西方

（归到t牙）传教二直至第二次

被捕，于 67 年在罗斗为主致
／』
l↑~ . 

保禄写过不少的信件，可

惜部ffritv己轶尖，所存者仍

有较大的问Jt ：罗、怕前后、

迦：自监狱中写的书店有：

弗、斐、哥、费：两封得撒i各

尼书’二主「牧雨 L 弟前后、

悍）， －封｛帚｛自来书，此后若

是i1l f果禄所写·颇有问题。

什 25 信德

Faith 
｛古蓓在lt:l约中是1、lk主昕

命平日f夜忏 l!~表现，并不只是理

智的作用 c 11言 l.'f'.的中要范是亚巳

郎（宜。 15:6) 0 J,、I天主的信德

Ju画

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假使你

们不肯相信’你们必然不能存

立」（ f大 7:9)

在了斤约内耶稣要求人要有

i古德（谷9:23-24 ）’因为怀疑

会阻止奇迹的发生（玛 17:20;

10:32,33 ）。教会最初的团体

是借着信1.~、成立起来的（宗 2

44; 16:30,3 l ；罗 10: 17 ：恪自l

154': ）。 ｛ti梧的问个主斐成份

是用智的屈服（格后 5:7) 'Zf夜

恃的信心（岁6:8 ）。它是人生

基本要素之 ，因为使人获得

救援的，不是法律的功德， mi

是信德的态度（罗 3:28 ：迦

2:16 ）们若望强调只有借若对

耶稣的信仰’人才可以得救

（昔 3: 15 ‘ 16 ：吨 5:24 ：句 6 ：斗。『47,50 、

8:52: I 1 :25,26) 

1126 段落

Pericope 
这是m圣经的段落而言·

尤具用于宗教的做礼上。但久

以米犹太人便＞－］惯将圣经分成

段落，在不同的节日上公斤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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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卖，诸如·梅瑟五书定要三

年－声，即三年内将五书连续

不断地在安息 L1 及节口上诵读

完毕。为达到过个目的便必须

作出统盘计划，将n书分成iE

仔二年读完的段落；读完后重

和 JF~白。这个l. f'F并不十分简

单、因为 方面耍顾及段落的

长恒，另一方面又要著重宙的

主义和思想’免得成为断篇残

｜可似的分段；教会在二三祭和日

潭中也必须要将圣百分成段落

未使用。 tt：二大公会议之后有

莉的反吏为理想的分段。

1127 叙利亚

Syria 
这个从未在｜口约七出现过

的名词，白人谓来自「阿

兰」’又有人谓来自「亚述」’

二者都有充足的支持用由。这

个J也区？；称出日公元前四世

纪，指幼发i 1'1 的i可反地巾海、

托鲁斯山＆巳力斯坦之间的一

大片土地而言’即现今的叙利

亚、黎巴嫩政土耳其东闹的整

1127 112~ 

个地区。自公元前 l 000 年

怡’在这＆区内先后建立了不

少阿三人的城邦玉固，以及大

马士革王｜茧’亦称叙利、IE 王

同，（日是独立向主的时代毕竟

仨长， w快便沦为巴比伦帝国

的属1 ’时在公元前 605 年。

在希腊文 It时代·叙利iii.处于

色委可与仆托肋米两个王朝连

年斗争的夹缝之间，处境非常

狼狈：公元前 64 年成为罗马

1丁省，以安提约生在'fff为省会。

新约中所说的叙利亚，就是指

这个罗马行钧、而言（路2:2 ）。

1128 食物

Food 
以民的某 i王食物非常简

甲，只有面包和水’有时也吃

点水果’只有在庆节上才有肉

rn酒’或者奶、蛮和鱼。按法

律肉食又有i击与不i古之 51( 申

14:3-21 ：肋 l 1 :2-23 ） 。为以民

来说吃饭是团体的行动，故不

准n扰（咏41:10 ；谷 14:20 ）。

它亦是与天主往米·或者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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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的象征（依25:6 ；玛 8:11;

19:28; 22:2-12 ）。逾越节晚餐

与信友们的圣宴，都具育宗教

的意义’尤其后者是与天主密

切联合的行为。

1129 食品法令

Food Laws 
是与宗教有关的」些法

令，禁止人吃食法律认为不洁

的食品，于是动物被划分成两

种，即i吉与不洁的动物（见该

条）。宰杀动物时也有一定的

礼规。因此不洁的动物，及不

按礼规宰杀的动物，绝对不可

吃食（肋 11章）。此外动物的血

和肥脂肪亦不可吃食（肋3:17)'

1130 胜利

Victory 
以民一切战争的胜利皆归

功于天主，归埃及的全军覆没

（出 15:21 ）。即然如此以民不

必惊慌，只要依赖天主，便会

百战百胜。是以在旧约中有不

少用来赞美上主的凯旋歌词

九画

（见出 15: 1-21 ；民 5 等 ） ＇新

约中的胜利常是耶稣基督战胜

仇敌的胜利（哥 2:15 ）。他战

胜了死亡，并摧毁了罪恶（恪

前 15:54,55 ）’这也是一切信

友的胜利。

1131 独身

Unmarried Persons 
在旧约时代未能结婚的女

人觉得是莫大的耻辱（依4:1 ）’

就如结婚而不能生育一样。玛

19:12所说的「被人阉的」’人

们总认为是在身体上人为的缺

陷’其实人之不能结婚也可能

是由于错误的心理教育而形成

的。在新约中独身生活是颇受

重视的（宗 21 :9 ：恪前 7:8,25,

38 ），但并没有反对婚姻的表

示（弟前 4:3 ）。默 14:4 则谓

独身生活是追随基督的最好方

式。

1132 1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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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以「狱函」的名称，顾名忠

义，是指保禄f皮囚H所写的书

信·即弗、哥、斐、费四书

信。保禄被囚共有两次，每次

两年；第一次在凯撒勒雅（宗

24:27 ）’第二次在罗马（宗28:

30) c ftf巾指出 l二述四书信是

在同一被囚环境之 F写成的

弗 6:21 ，哥4:7-10 ，费23 ）。

而；三是在那－ l欠被凶时写的？

气荐，吉见各异。它们的内容除

了费书主张解放奴隶外’其他

皆在dit高深的教会学和民肾
一，飞
十

1133 饼

Bread 
是切占东方民族的某本

食品 0 It饼的材料有两种，一

种是大支咱比较用在宜（民7:13 ; 

否IJT 4:42 J ；另→种是小麦，

是仁等人家的食品。以民的每

个家庭主妇都会制作面饼（包1J

18:6 ；撒上 8: 13 ；耶 7:18 ：玛

13:33 等） 0 作出并不难’将

面团发酵之后，在烤炉上烤

ILH 

熟’就可以用于来噎食了（ ff\

58:7) 0 t被视为上主的恩

隅，是人恢复体力的要素（咏

104:14,15 ：罗lj t. 19:6-8 ）。人

缺少协便不能生目（亚4:6)

缺t并是t主的惩罚（耶 5:17 ; 

DltJ4 ：凶，］ 7) ：丰富充足的饼食

则是大主祝福的明证（咏 37·

25; 132:15 ：箴 12: 11 ）’是默

西亚时代的特征（依 30 :23 ：句

33: I 6 等） ＇它也育象征的主

义’诸如与路人分食而饼是好

客（在iJ 18:6 ：列上 17: l3 ），与

人共食是友谊（咏 41 :10 ；若

13: 18 ）：施食穷人是仁爱（依

58:7 ：贝lj 18：“）：含泪而食是

痛苦（咏 80:6 ；依 30:20 ）；高

兴吃食是快乐 C Ull9:7 ）。收割

及仓促时吃未发酵的恃（卢 2

14 ；创 19:3 ）。祭t并也是未发

酵过的（列上7瑞；编下13:11 ）’

这种饼亦是以民出埃及的主己，2

（出 12:8,1L39) ＇它是夭主王

言的象征（亚 8: 11 ）’亦是上

主智慧的表征（箴 9:5 ) 

珩约中有「日用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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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谷 6:32-44 等），是天主的

圣言（玛4:4 ）。基督是天上的

神粮（若6:32,33 ）’生命之粮

（若6:35,48 ），真实的食粮（若

6:32,33 ）’吃这种食粮的人必

会获得永生（若 6:51)

1134 哀歌

Book of Lamentations 
是哀悼耶京陷入敌手惨遭

破坏的五篇诗歌，是犹太人每

年的「阿布」月必公开诵读的

一本经书。它描写上主正义的

思罚，以及以民不幸的命运；

要求百姓回头改过，以补赎痛

悔的心情，向天主祈求宽恕和

祝恼。自古以来’它被视为耶

肋米亚先知的著作。事实上第

一篇可能出臼先知之于·其他

四篇的作者则不得而知。

1135 度量衡

Measures 
圣经中的度量衡是个非常

棘手的问题。其原因有二：

( 1 ）以民在历史上向来未

九画

有过统一的度量衡，甚至在同

一时代亦都因地各异，不能统

( 2 ）它完全没有→个标准

制度，可以用来与现今各国通

行的度量衡相比较。基于上述

困难，只可以将以民历代所用

的及圣经所提及过的度量衡加

以列表’ 1其读者参考（见「圣

经辞典」度量衡币制表）

圣经伫「上主深恶假秤」

（箴 l I: 1; 20: I 0,23 ；米 6: 11 ; 

申 25:13-16 等），「却喜爱法

码准确」（箴门： I; 16: l l ）的

警句’是屡见不鲜的。梅瑟同

样在法律中也对以民耳提面

命’一切度量衡定要准确真

实，不可骗人（申25:13-16;

肋 19:36 ）。

1136 施舍

Almsgiving 
旧约不但重视施舍’而且

提倡和推崇这个善行（依58:7‘

10 ：贝lj 18:7,16 ：箴 19:7; 31 自： 20

等）。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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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献祭（多 4:7-11 ）。在｜日

约中多次强调，只有对本族本

国的穷人，才有责任施舍（肋

25:44) 

耶稣将施舍的动机提高和

圣化’给弟兄中最小的个所

作的好事，就是对他（耶稣）

所作的（玛25 :40 ）；夏劝人变

卖所有，施舍穷人（路 12:33

等）’不要为虚荣而施舍（月

6:2-4) 

（果禄亦曾到处捐款救济耶

京的贫穷教会（宗 24:17 ；恪

前 16:3 ；恪后 8-9 两章）

什 37 亲（旷野）

Zin 
是以民i1t入圣地面I曾经扎

营的地方，是个旷野地区（户

口21 ） ’位于西月半岛的东

北部。它起自客纳罕南部的卡

德士至另 个名叫帕兰的旷

野嘈是个广大的地区（户 20:1,

27: 14 ），也是个可怕的地区

（户 20:5)

llJ7 1139 

1138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这是个被包委苛王朝所利

用的地理名词，指幼发拉的及

底格里斯两河的中间地区’巴

比｛仑的:1t部盆地，亚美足亚的

南部地区以及托鲁斯山脉而

言。圣经称之谓阿兰纳哈辣因

（创 24: IO ）’或帕丹阿兰（包rJ

25:20; 28:2立6 ）’或者简称帕

丹（ ftrJ 48:7) 

1139 总领天使

Archangel 
是个名词·意i冒「天使的

首领」（得前 4:15,16 ）。是天

主特别委派负重大使命的天

使。在犹9节只称弥额尔是总

领天使。但是远在旧约时代已

有关于弥额尔天使的记载（达

10:13; 12:1 ）’以及辣法耳天

使的事迹（多 12: 15 ），并称其

为七位侍立主前的天使之一

（默 8:2 ）。但教会自古以来的

传统嘈亦将辣；去耳反加1卑额尔

二位天使与前者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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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总督

Procurator 
总督是代表罗马皇帝在外

管理属地属民的高级官员。他

的阶级共有两种，其一是普通

的总督’所管的地区狭小’人

口亦少’却是多事之区。其

是督导使’他不论在职权、辖

区、和地位权利方面都高过前

寄。这就是路 2:2 所悦的叙利

亚总督（督导使）

1141 总督府

Praetorium 
这个拉丁名词有两种主

义：其是指在外指挥作战的

车师驻扎地，其二是指罗马省

长的所在地。他们也多数有调

动军队的权力。总督行使职权

审断案件时，不能在自己的内

室举行’必须要坐在他的古照

上发言才有效 c 因此这个宝座

的所在地，就是总督府。

在新约中提及总督府的地

Ii有：

( 1 ）比拉多在耶京的行

九四

营，在那里他审断了耳｜：稣的案

f斗（若 18:28-33; 19:9 ；谷 15:16

），若 19：日特别指出定耶稣

死罪的地方叫作「石铺地」。

希伯来立；叫「加巴达」。这个

地方在当时似乎是尽人皆知

的，它可能就在总督府的广场

l二’至少是个公开断案的地

方，大概就是在当时的安多尼

堡垒中。

( 2 ）黑落德在凯撒勒雅的

王宫，｛果禄曾在此无辜地被囚

达两年之久（宗 23:35)

1142 迷信

Superstition 
是人对神或者对自然界反

超自然界的一种不合理的态

度，认为某人的事物或言词具

有特殊的神力，而事实上只是

空想。这种迷信的来泪，普通

走出于无知，或者对未米不知

之事的惧怕’因此而寻求某种

护符，以求内保。犹太人的典

型迷信之一’是认为只斐耶京

的圣殿存在，便可高忱兀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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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击事JllP\遂，有惊无｜俭（耶7:4 ; 

米 3:11 ) 

1143 追源学

Etiology 
j阜源学在圣经 l二多次是对

某种风俗习尚（ €1]32:31-33 )’ 

fl 仪（出 20: 11 ) ＇某建筑过

某一政治的背景（苏 9 章）

甚至某一山丘（苏 8 章）革的

解释。在圣经上的山现多次

是：「直到今天…·」或者「当

你们的 r女在发｜门l 时－…·」

剖 19:37.38 ：苏 6:25 等 j

1144 洁德

Chastity 
这个德性使人戒避 切不

正常的’非法的性行为’以及

不洁的思想。 1日约中的洁德大

部指法律的洁净而言（肋 7:19;

10:10 等）。它的对象不只是

人，而且连地方、衣物都包括

在内 L 肋 4:12 ）’故此并不是

→种德行。

新约中j占德的含意也很广

11 L; 11-+5 

i乏’诸如诚实、懊范、完整、

忠喝、端庄等，都被称为由

晤。这是切信友应有的美

f息，是毛神宫殿斗、可缺少的条

件（宗 24:25 ：迦 5:22 ；恪前

6: 15-19 ：锋 1:8 ：弟前 3:8,9;

斐 4:8 ：们后 l们。信友应犹

如－位圣洁无i目的。1女，将自

己奉献与净配耶稣基督（格后

l l :2) 

1145 洗礼

Baptism 
洗礼在各个宗教中是不

能缺／炉的，尤；民以民臼知所恭

敬的是唯一真神，并i<'l j主位真

神建亿 f盟约；他是冲圣不可

侵犯的圣的神明，因此在lf:f约

中有关洗忱的规定是不惮其

烦·层出不穷的（见肋 I 2 -

16 ；户 1圳， J'IJ 了耶稣时代这

祖传的、洗干L更是元；八门，不

口j胜数的（谷 7: 1-5) 

苦翰开始了一种与众不同

的洗礼’是使人获再罪之赦，

并使人准备迎接默由亚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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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只接受一次的洗礼（谷 稣！岂切明确的命令（玛28:19 ）。

I :2-8 ）。但这个洗礼仍然不能 圣j先并不保证人成圣进入天国，

使人进入天固，必须要经过水 人必须自己努力使圣洗赐与人的

和圣神的洗礼才可以（若3:5 ; 超性生命的种子发芽、生长、开

宗 1:5 ）。耶稣亲自领受了若 花结果’以进入天固。

翰的洗礼’以证实它是正确的

洗礼（玛 3:14,15 ），并证明天 1146 洗涤

主圣父同自己的圣子耶稣基督 Washing 
是密切相连的（谷 1 :9-11) j先i吉礼见于一切宗教。圣

在新约中的圣j先是人以信 经上有沐浴全身（肋 15:5 ；若

f惠完全归向耶稣的一个步骤， 9 : 7 ）’洗手（谷 7:3 ；玛

自此人们开始正式过度信友的 15:20) , i先足（若 13 ），洗衣物

生活（宗 2:38 等）。它是天主 （肋 13:6 ）等宗教的洗涤规

借著外表的行为和标记，在人 定。这是使人重新获得法律洁

身上所实行的内在的心灵转 净的方法（肋 15 ）。至lj f耶稣

变’这是因耶稣之名受洗的效 的时代饭前饭后的洗手（谷

果（宗 10:48 ；罗 6:3 ）。它使 7:2等）’还有象征的意义（玛

人借著圣神而重生（锋3:5) , 27:24 ）。给客人洗足是好客

使人有份于基督的圣死而复活 和知礼的表现（民 19:21 ；见

（罗 6:4 ）’并获得罪恶的赦免 且在 7:44 ）。耶稣借给宗徒们洗

（罗6:1-23 ），使人变成「新人」 足的行为，给我们立了谦逊服

（迦 3:27 ），充满正义和圣德 务的楷模（若 13:2-17)

（罗 6:1-14 ：格前6: 11 ）。借著

圣i先圣事人变成教会中的一员 1147 洗脚

（宗 I 0 ）’使人参与基督的奥 Washing of the Feet 
体（弗4:1-7) 。给人授；先是耶 古东方民族大多赤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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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者仅穿一种简单的凉 家八口’还有一些禽兽乘坐大

鞋，是以每次出门回家后必须 船没有丧亡（创 6-9 章）。关

要洗脚。好客的人定要为来 于洪水很明显地有两种传说’

客备水j先脚（路 7:44 ）。这是 作者只将两种说法拼凑在一

卑贱的事情，耶稣就为了给人 起’结果在一些细小的节目上

立谦逊的表样，给宗徒们j先「 发生了矛盾的现象’例如禽兽

脚（若 13: 1-17) 的数日，创 7 :2,16 ；洪水时期

的长短及洪水的来源·包lj

1148 洛革耳泉 7:11,12,24; 8:8-14 。其实在圣

En Rogel 经之外几乎每个占老民族都育

泉名’意谓「 j票i先者的水 自己洪水灭世的传说，甚至连

泉」。它在耶京东南不远的地 非洲的黑人’以及南北美洲的

方’不过对它确切的地点学者 印第安人’以及澳洲的土人，

仍有辩论。大致上说来应在克 亦都有这种自古以来的传说。

德龙山谷间·在放斐耳西南· 我们中国和印度，甚至于蒙古

是阿贝沙隆号召造反的地方 亦都何尝不然！夏禹王治水的

（撒上 17:17) 。阿多尼稚亦曾 传说’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

在此饮酒作乐，因i某继承达昧 当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

的王位 ()11] t 1:9) 等地区亦毫不例外。上述全世

界各地有关洪水的传说还有不

1149 洪水 少共同点，例如．

Flood ( l ）洪水是自然因素造成

按圣经的记载’天主为了 的；

惩罚世人’降下了巨大兀比的 ( 2 ）全世界都被淹没’只

洪水’将全世界淹没，使一切 有少数人幸免于难，

生物皆同归于尽，只有诺厄一 。）洪水过后的人类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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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二述少数得救的人；

(4 ）报告灾难结束的是A

只飞禽：

(5 ）洪水是上大的 fl[;罚。

洪水在新约巾是圣；党的象征

（伯前 3:21 ) 

1150 举扬

Exaltation 
在IR约中举扬人的是天主

自己（撒 L2 ’： 7 ），是他赐人权

位（撒上 2:10 ；约 5: 11 ）。谁

在天主的道路上行屯，便会受

举扬（咏37:34) ＇天主可以自

由地举扬任何人（达 5: 19) 

举扬是 f主审判的结果（咏 7;

5：别，个人或团体的受举扬’

皆应归功于天主（依52: 13 ）。

在新约中天主举扬某人的

方式’与旧约完全一样（路

l丑， 14:11; 18:14; l')23:l2 ）。

受举扬的原｜云｜多次是人的谦逊

（稚 4:10 ：伯前 5:6) ＇但是最

主要的举炀却是耶稣某ff之被

举主lj 天 l ，坐在采父的右边，

并要乘二降来的记载（宗2:33;

九l国

5:31 ；谷 16: 19 ；罗 8:34 ；弗

1:20 等）。某督的被举扬亦是

信友要受举扬的日月证（若3:14;

8:28; 12:32,34 ）。基督被举扬

在一切受i量物之上，他的名号

超过J切名号，在他身上完成

了奇迹异能（斐 2:9, I o ；宗

4:30 ）。借著基督被高举的名

号，人们要领受圣神（宗2:38) , 

要获得罪之赦（宗 10:43 ）以反

水生的救援（宗 4:12)

1151 官告

Annunciation 
在圣经上通告、白’告的对

象不外是上主的和平、救援和

天罔（出 9:16 ；假 40:2 ）’他

的正义和真诚（咏9:12; 19:2 )’ 

他的权威’宽恕和垂昕（达

9:9, I O ；多 13:4 ；加下 3 :23-

36 ），以及他的名号的伟大等

（出 3:15-22; 13:1-16 ：德 17:8

专：厄下 9:5)

新约中的安告始自若翰

（谷 l 14,15 ；希 2:3 ）’也令宗

徒们继续他宣传的工作（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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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 I :3,5 ） ο 没有宣传，

天主的救惯将对人无市于事

（谷 1:38 ；恪前 I :17) ，但是只

有受委任的人’才可以合法地

宣讲天主的喜讯（玛 12:18 ：罗

10:15) 0 耶稣宣告的对象是天

主的救援（土马 I :5 ），是要求人

必须改过迁善（玛 3:1.2) .是

天主的神国（玛 4:23 ）’是天

主的言语（谷 4:33 ）。宗（，日］

宣讲的主要对象却是耶稣的苦

难主死与复活（恪前 15:1-8 ; 

弟 rlir 3: 13 ）’是罪的放免（罗

I: 16 ；格后 5:19,20) .以及死

者的复活（恪前 15: 12-1圳和主

耶稣的再度来｜出（宗3:20,21 ; 

1白后 i l刑。宗徒们当然也强

调自己是宣讲的叮~证人（宗

I :8,21,22 ；若→ I: I 等 ） " I王传

的方式不只是以言语，而且也

URf义和庆典（恪前1 1:23-26 ）。

听众必须安乐意爽快地聆昕

（宗 16: 14 ）’它是信仰不可或

缺条件（罗 10: 14 -18 ），是信与

不信的分水岭（谷16:16）’是使

人成为天主子女的不二注门

1152 

（雅 l : 18 ），是眼罪的唯→途

径（恪前 15: I ) 

首先雯向以色列宣讲，然

后才向万民报告福音（玛 l 0:5 啕

6: 28: I 叭。奇迹是帮助人信

仰宜i井的好方法（见J马 4:23 : 

宗5: 12-16) 0 宣讲使人获得并

革:fJr天主的生命（罗 15:18,19),

它是喜乐的泉源（得前 1:6 ）。

1152 宣福辞

Beatitude 
因为主福辞在圣经 j－屡见

不鲜’于是成了 种特殊的文

学体裁。它的恪式皆大同小

异：「作某某辜的人……是有

福的，因为……」’它多见于

毛咏集’达 26 次之多。新约

中宜福辞的例子亦为数不少’

其中以玛 5:3-12 ；最为著名’

它是山中圣训的一部份，即真

福八端。路书只报告ir真福四

端（ 6:20句23 ）’而这~Ljft市又与

真祸四精针锋相对（ 6:24-26) 0 

'J）＼见若 I 3 I 7 『 20 2 9 ；罗

4:7 、8;14:22 ；犹 ICU l 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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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宦官

Eunuch 
这个名词在圣经上所指是

那些生来性无能或是被阉割的

人（智3:14 ；玛 19:12 ）’国王

的亲信（创 37:36; 39: 1 ；列上

22:9 ；列F 8:6; 23:11 ），军中

的官员（列下25: 19 ），宫廷的

职员（艾 1 ：四、 2:3,14; 4:4）等是。

他们有不少是君王子女的教

师。有些人为了天国而臼阉。

1154 宫殿

Palace 
是贵族或高官的居处，多

是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的建

筑。圣经上提到了撒罗满的宫

殿，位于耶京圣殿的附近，由

许多美丽高级的房舍所组成，

尤其以黎巴嫩林宫、法郎公主

宫等最为著名（列J:7:1-12 ）。

其次有北国阿哈布国王的宫殿

（列上 21: 1 ），以及耶稣时代

耶京大司祭的宫殿。马26:3 ）。

儿画

1155 害纳罕

Canaan 
是个地区名称，意义不

详。远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的

埃及文件上，已有这个名字出

现。不过它的地域和边界却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原来只是件

尼基地的代名词’主要指约但

河之西的沿海地带而言。在圣

经上它是天主许给选民以色列

的福地（创 17:8 ；出 6：肘，是

「流奶流蜜」的地方（出 3:8;

33:3 ；则 20:6)

这个地区位于两大强权之

间’因l埃及和巴比伦。是交通

孔道，也是强权势力所争夺的

地区。所以它自古以来在各方

面受著两个强权帝国的影响。

它是人类字母的发源地，在文

化和宗教方面曾对人类有了莫

大的贡献。

1156 突巴耳

Tubal 
人名’意谓「生产」或「出

品」’是耳r5斐特的后代’诺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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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孙子（创 10:2 ：编上 1:5 ）。 不一定常指未来的事物’而多

1157 突巴耳加音

Tubalcain 
按创 4:22 的记载是拉默

客由漆拉所生的儿子，是制造

各种铜器者的始祖。

1158 语言神恩

Gifts of Tongues 
它原来发生于格林多的教

会中，并被视为天主圣神的作

为（恪前 12-14 章）。保禄要

求将这种所谓之语言解释出

来’不然它对教会团体，将是

毫无意义的动作（恪前 14:26-

29) 

1159 说妙语

Prophesying 
它本身固然指某先知突然

超尘拔俗，进入神魂超拔之后

的状态而言（撒上 10:5,6 : }Jlj 

J·. 22:10 等）’但是它亦不甚

正确地被用来指示中任何一种

先知的预言、警告或劝谕。它

次是目前的事实’因为先知的

主要职责不是讲说未来，而是

传达天主的任何旨意。

1160 神圣

Holiness 
这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名

词，与天主有著直接密切的关

系，它的意义：

( 1 ）天主是神圣的，所以

人们都要敬畏赞颂他（出 15:

11 ; !!'}'. 4:8) 

(.2 ） →切与天主和宗教敬

礼有关的人、地、事物，亦都

是神圣的（出 3:5; 28:33 ：肋

2 l:8) 

(3 ）天主是盟约的天主’

是以色列的圣者（！在 1:4 ）；以

民（新约时代的信友）是天主

的圣民（出 19:6 ；伯前2:9 ；恪

前 I :2) 

(4 ）天主是惟一的圣者，

他不能容忍其他的邪神。

(5 ）天主的神圣性是信友

成圣的榜样（肋 l l ’: 44; 19:2 ）。

397 . 



1 1 ( 1 1 

( 6 ）；所约中明言基督是圣

者（路 1:35)

1161 神话

Myth 
过个字j仁在原文仁育许多

不同的主义，诸如语言、箴

言、对话、辩论、历史、小

说、故事、传奇、神 i&以及荒

诞的故事等。在这里我们既然

称它为神话，那么便必定与神

明有关。由于它的意义非常广
泛， i＆： 很难立下它的定 I 。不

j二Z j;二1立 l l妃，才迁’ J与「1 J wJL,( i兑卡申

i[li是将一些人与人之间发生的

事叫、行动和l反应电利用在冲

明的身上，例如天主神明彼此

开战’对这个战争的描述’与

人们战争的记述是大同小异

的’所不同者是神明的能力更

大过人类，因为他可以比较不

受自然法律的限制’口I以呼风

唤巾’撒豆成兵、这是人所不

反之处。神 ~ri;之存在是有其一

注：目的的’它不是无的放矢的

凭唁捏造。它多次是在解说

九；因

种习俗、历史或宗教敬乱的形

式，例如某神叮以Wf风晚雨，

因此人们便开始对他顶礼膜

拜。神话的结构多次是如此精

采美妙，它对所述之事物绘声

绘影，使当时的人很难分辨它
的真｛为二

谁也不能否认圣经尽力将

神币的成份扫除 d 例如占东方

有关诸神创造天地的神语，毛

经尽力躲避「多神论的神话色

彩， 1日因许多神话已在民间流

传很久，王三廷在采纳民间历史
资料时’ iU 可能台白宫；lL_; ，~；之

间录取f神话的成份’或者至

少神话的外衣。

在新约Lf l 圣伯多禄丰l!f呆禄

反对各种 f中话’因为古违反真

JijJ （弟前 6:3 ：弟后 4:4 ），是

「无恪之谈」（弟前 1 :4-6,7 ：弟

后 2:16 ，怦 1 :4 ; 1白后 1: 16 ）。

但是自第十八世纪始，有些学

者 口咬定·福击是充满神话

的著作，要想真正了解福音，

必须要先将它的神 i,I; 扫除净

尽 c 这种学说虽曾盛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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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阳县花现’ it斤 i）；被人放弃

和遗忘。

1162 神视

Vision 
赐人神视的是天主自己

( \l]/7 1,4,7 ；耶 1: 11 ）’是先知

们特有的恩宠（依 6:1m1:s-

10 ：贝lj 1-3 ）。伸视是种超

越人术自色的能力，借若这种奇

特的现象·天主将自己显不与

人 ι 它使先知！门知道未来的事

L 耳I\ 24 ；亚 7: l-9) 

新约中的神视比较少见，

但并f、足完全没有’诸如耶稣

受洗之后的现象（玛 3 : 1 6 ‘ 

17 尸以反耳｜；稣显圣容的奇迹

就是（谷 9；二 LO ）。此外还有

斯德~（宗7:55) ' f白~禄（宗

I 0: l l-16 J ’保禄的神砚（宗

26: 12-1别。最后默示录全书

是在神悦的 Jt照之下完成的 c

1163 神恩

Charism 
古希腊文的原意是恩赐之

1162 116斗

章，是说天主的f申 HJ某某→个

人’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发生的

功能和作用。它尤其是默西亚

时代的恩赐（岳 3:1,2 ）。它并

不一定是甚么惊人的奇迹大

事，就在日在教会初期所发生的

一样（宗2:4 ）’而是每一位信

友，（苦苦圣i先王事，都与此神

恩有份。神恩的基础是对他人

的爱德（恪前 12:26-13:13)

而不是对个人的私益；是对团

体的服务’而不是与教会的权

威相对立的 c

1164 神通法

Kabala 
这个名词是指一套神通学

的书籍而言’是｜二世纪以后

的产品。它的特征是以神秘的

解说·数字的编排放宫的乘除

）］口减，或者词句的倒置等，再

不然就以魔术、占星、卡卦的

方式来企图发掘圣经中奥秘的

道理，以及向全球人类推广圣

经的主义初价值。至今在耶路

撒怜的局伯来大学中’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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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法」讲座的设立。

1165 神谕、断语

Oracle 
古往今来的一切民族，无

不急切地愿意知道自己的未

来’或与自己切身事物的结

局’故此求神问卡的事·到处

可见’以民自不例外（户27:21 ; 

苏 9:14 ；民 I :1; 18:5 等）。这

里所说的神谕即是以民的天主

给求问者的答覆。

梅瑟是传报神谕的法定人

（出 18:15,19; 29:41,43; 30:36 

等），其后有司祭和大司祭

（市 33:8 ）’直至撒乌耳及达

昧时代，照行如仪（撒 t 14: 

36-42; 23:2-4 ：‘ 28:6 ）。后来有

先知兴起，他们成了唯一传达

天主神谕的合法人士（撒下

7:1-7 ；依 38:1-4 ；列上 20: 13-

28 ；耶 21: 1-3 等）。获得 t主

神谕的方式有「乌陵」、「突

明」、「厄弗得」、上主的直

接启示、梦境或奇＼恩。先知时

代之后，神i俞已不复见。

一
回

－t
』

) 

1166 神像、式辣芬

Theraphim 
是古代以民占｜、用的术

语’其意不详。按民 l 7 5; 

18:17 ；欧3:4它同「厄弗得」是

宗教圣地的附属品；但是则

21:26 ：阻 l 0:2 去｜］更清楚地

说·宫是用来i'1取天主旨意的

工具。它也指邪神偶像（罗iJ下

23:24 ）’或者家神（创31: 19-

1167 祝圣圣殿节

Consecration of the 
Temple 

这个节日的来源’是王马力日

伯兄弟他们是胜利之后，将耶

京圣殿打扫干净，并修建了全

孀祭台（加上4:54响59 ），时在

公元前 165 年。自此之后便兴

起了这个新的节日，－连八天

庆祝’以迄于今。它也纪念最

后 次在灾难中度过的帐棚节

（加下 l 0:6 ）’同时并纪念第

一次重新在圣股点燃灯烛的隆

重仪式’故此它也称为「光明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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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加上 1:18-2:18 ；见若

10:22-39) 

1168 祝福

Benediction 
「祝福」和「咒骂」这两个

完全对立的动词，为以民来

说’不是静止的’却是充满活

力，必定生效，且继续不断应

验的’因为它来白天主的口

（咏 33:6 ）’是天主德能的表

现（创 12:3 ：‘ 49:25 ）。夭主祝

福受适之物，使其繁衍生殖

（创 1 :22,28 ）；祝福圣祖和百

姓（创 12:2) 0 分施祝福的除

了天主之外，也可能是天主的

代理人，例如雅各伯对儿子的

祝福：包1J 48-49 章；梅瑟对百

姓（申33:1-29）’达味及司祭等

都曾祝福过人（撒下6: I 8 ）。

圣经上亦有人祝福天主的说

法，它的意思是：承认天主的

全能伟大、仁爱慈善’因此对

天主表示称颂和赞扬：故此不

可作祝福译，应作颂扬或称

谢。祝福的恪式’最著者是亚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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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的祝福（户 6:24-26 ），是基

督教会所惯用的方式。

耶稣以同样的意义祝福了

他的门徒（路24:50 ），祝福了

小孩子（谷 10:16 ），祝福了饼

（谷6:41:、 14:22 ）：每次祝福的

时候，总是先向天父表示称谢

赞扬。他还将祝福和诅咒完全

对立化（玛 25:34,41 ) 

1169 梓巴

Zobah 
是阿兰人的城国（撒上

14:47 ）’被达昧所攻占（撒下

8:3-12 ：罗1Jt 11 :23) 

1170 屋顶

Housetop 
巴力斯坦的房顶多为平

顶’支持屋顶的橡木多是未经

雕听过的树干。在 t面铺以干

草，再放｝层泥，晒干之后就

成为颇为坚固的屋顶。

屋顶为犹太人具有颇为重

要的意义：人们在那里居留

（民 16:27 ：撒下 l l 川、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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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9:25 ）’在那里敬礼邪

神（列干 23:12 ）’崇捍星辰

L 索 l :5 ），支搭｜怅幕过l帐棚节

（厄下 8 l 6 ）‘唱哀歌（耳I\

48:38 ）。阿贝；少隆在屋顶的

帐棚内亲近了父亲达昧的妾

（撒 F 16:22 ）。屋顶也是默想

和祈祷的好地方（宗 10:9 ）。

1171 费肋孟

Philemon 
是哥罗森城的富裕信友，

他的－位奴隶不辞而别，逃往

罗马，在那里受保禄感化进

教：保禄写信给费肋孟，请他

收下’并善待已是兄弟的敖乃

息摩，即他逃走的奴隶。

1172 费肋孟书

Epistle to Philemon 
这是最韧的一封书信，却

是最动人肺腑的由衷之言，其

目的是请费肋孟以兄弟之情收

下ill走的敖乃息摩奴隶（ 10,12‘ 

17节）因为他不但领洗入教，

而且还是保禄的得 ）］ J.JJJ子（ 19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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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所以要以兄弟之情来待

他（ 16 节） ..在这里表现f基

背徒对奴隶应有的态度 3 学者

成认为它由自 1￥禄本人的子

笔’是全部新约中怖 的私人

信件；写于公元 61-63 年间，

地点是罗马 c

1173 贺三纳

Hosanna 
它的原意是「求你救败」

（咏 l 18:26 ）。是百姓向上主

或者君王所用的呼喊之词（撒

下 14:4 ）。但是在以民的文学

上渐渐变成－句经文或者欢呼

之词。当耶稣荣进耶京时’百

姓使用了这句话来向他表示衷

心的欢迎（玛 21 :9,1 引。教会

在礼仪中也用了这句意味深长

的欢呼词。

1174 孩子

Children 
以民对孩子非常重视’因

为婚姻的主要目的、便是为生

｛虫子（住1)24:60 ）。孩子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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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明证、是丰福的保障、

是幸福的圆满（咏 127:3-5 穹

128:3 ）；是天主的货报（出

!:21: 23:26 ）。天主许人生子

是天主拣选的明证（宦rJ 15 ‘: 5; 

22: 17 ）。不能生育的妇女是

可怜的’她的精神生活是非常

痛苦的。

十画

1175 敖乃息摩

Onesimus 
人名’意谓「有用处」或

广有价值的」’是哥罗森城费

肋孟责人教友的奴隶。放氏作

（－－件对不起主人的亏，L、一事，

畏罪潜逃罗马’投奔保禄。受

保禄的感化而回头进敦。保禄

打发他回去，日斤候主人的发

：苔，并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短

信，替敖氏求情，希望费肋孟

基于1言友兄弟的爱德，善f守其

回头的奴隶（费10节：哥4:9 ）。

1175 1177 

1176 敖贝得

Obed 
人名’主谓「仆人」。这

个名字在圣经 i二屡见不鲜，要

者有j皮阿次同卢德所生的儿

子’他是叶萃的父亲’故此是

j主昧的祖父（卢 4:17,21,22;

见玛 1 :5 ；路3:32 ）。：骂他以此

为名的人见编」二 2: 3 7 ‘ 3 8; 

11:47; 26:7 ：编 f 23:1 ° 

1177 敖贝得厄东

Obed-Edom 
人各·意i冒「厄尔神的仆

人」：

( l ）加特人，曾将约tP:放

在臼己家中保存了三月之久，

直到达昧：｜等它迁往耶京 (j散F

6:10-12) 

( 2 ）圣殿的歌咏员及守卫

（编I二 15: J 8-24; 16:5 ），是耶

杜通之＋ （编 i二 6:38)

。） 大家族之长’负责

守卫圣殿’是达昧时代人（编

上 26:4-8,15)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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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殿理财人员（编F 16-25 ）’以求免灾。撒罗满

25:24 ）。 就在这里为上主修建了圣殿

L编下 3: l) ＇它在耶京的摩黎

1178 敖巴耳 雅山上，面对古时的耶步斯

Oba/ 城’亦即是后来的达昧城。

人吕’亦作）［巴耳，是约

克堂的后代（创 10:28 f午放巴

耳），同人名在编i ←仁 1:22 去［J

作厄巳耳。

昌黎人色依耳的一个后代

亦名厄巳耳（包1J 36:23 ，编 1

1 :40) 

1179 敖尔帕

Orpah 
人名’主；谓「顽强」’是

纳敖米的儿媳妇，卢德的抽埋

（卢 1 :4 ）。她听信婆母的劝告

留在摩阿布’没有同往白冷

（卢 1 :3-14) 

1180 敖尔难

Oman 
耳Gi最斯人·是耶京打禾场

的主人，边｜味将它买了下来’

作为建立祭坛之用（撒下 24.

1181 敖尼雅

Onias 
是希腊化的希伯来人名，

意谓「 t主怜悯了」

( l ）敖尼雅一世大司祭

（公元前 323-300) ＇在他任期

内大 1]]/_J牙山大进入耳｜：京，并受

到敖氏的热烈欢迎（加上

12:7 『8,19-23)

( 2 ）敖尼雅二世大可祭（公

元自rj246-221 ）’义人息孟的儿

子（德 50: I ）。

( 3 ）敖尼雅三世大可祭

（公元前 198-172 ）句是息、孟二

世的儿子，亟力反对希腊文化

的传人’并阻止赫略多洛抢劫

圣殿的宝藏。结果被色楼苛王

安提约占四世肖lj职，使其兄弟

任大司祭。这位就是对布腊文

化推崇备至的雅松大可祭’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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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却被人以残酷的手段害死

（加下 3-4 章）

(4 ）敖尼雅四世、圣经未

提反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逃

命埃及，并在那里修建「一应

圣殿（见依 19: I 8 、 19)

1182 敖罗斐乃

Holofernes 
人名·意谓「幸运吝」

他是友书中的重要人物。按圣

经的记载，他是亚述拿步高的

大将，曾率军远征’直j亘犹太

的拜突里雅。堂堂 名大将却

在犹太地区被一位名叫友弟德

的妇女所杀，详见友弟德传。

1183 敖蜀拉与敖葛里巴

Oho/ah and Oholibah 
是两个象征名字’放因拉

象征北国首都撒玛黎雅，敖局

里巴象征南国首都耶路撒冷。

她们被视为两个淫荡不贞的姊

妹（则 23 ）’意即她们背弃了

天主’敬拜了那神 c

1184 敖恪

Og 

118~ 11 Xh 

人名，意义不详’是巴商

地区阿！李黎人的国王。他虽然

强大无比，但仍眠于梅瑟子卡

（申 1:4; 3:1-10; 4:47; 29:6; :n: 
二 10：句 9:10 等）。他多次与息红

王相提并论（苏 2: I 0 ）。他执

政的时代则不能确定。

1185 敖特尼耳

Othniel 
是以民的第位民长·妻rj

纳 i欠的儿子（编／－＿ 4: 13 ：民

!: 13 ) 0 t当他顺利地占领了克

黎稚特色费尔城叫’因为有

功，娶得了加肋布的女儿为妻

（民 l :I 卜 I 5 ；苏 I 5 ：归， 19)

他将以民自厄东王雇商黎沙塔

股的蹂躏之下拯救了出来（民

1186 敖难

Onan 
人名·意i＼自「强壮的」‘

是犹大的儿子。他在哥哥婚后

405 . 



11 ~7 1190 

j[ f而终，本应履行「代兄立

嗣」的职务’娶其寡嫂，为其

兄传宗接代。但是敖难竟不守

此法律，因而受到上主的惩

罚，使其撒于人寰（创 38: 1-

10 ）。后世的伦理学者惯称于

淫自决之罪为「敖难淫行」是

不太正确的。

1187 敖斐耳

Ophel 
丘陵名’意谓「凸出体」’

位于圣殿之 l苟，房、为耶步斯

城，在其上建有达昧城（撒f

5:6) 0 它在圣经上是个固有

的地名（（夜32:14 ）。约堂及默

纳舍国王先后修复过这里的城

墙（编下 27:3; 33:14 ）。充军

后重修此处，供圣殿职员居住

（厄节 3:26,27 ：粤 l 1:2 l ) 

1188 敖斐辣

。1fra

城名

( I ） 本雅明支派的座城

市（苏 18:23 ，撒上 13:17) 。

卡 l国

( 2 ）基德红民长的家乡及

葬身之地（民 6: 11,24; 8:32 ）。

1189 敖默黎

Omri 
人名’主义不详，是北国

以色列的第六个国王（公元前

885-874 ）。他原是位军长，

被拆j立为王（列上 16:16,23-

2 8 ）。他机智多谋，勇敢善

战，先后打败了提贝尼反摩阿

布’并在国内大兴土木’建撒

玛黎雅为北国的新首都，是（主

伟大的君王。他曾使自己的儿

子阿0合布皮提洛的公主结婚·

以增强对外的邦交往来。

1190 埃及

Egypt 
位于非i俐的东北部’是 i 、

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二

。它得力于浩瀚壮阔的尼平

河，是以文化自古即特别气

达。远在石器时代已有人烟t

文化存在于此。但是其真正三

历史时代，始于公元前三千二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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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自此之后数千年之久， 47:6-7 ）。希克索斯人被逐出

即成了古东方举足轻重的强权 埃及之后，便在巴力斯坦定居

大国，与北方的亚述、巴比 ft F’来 3 埃及人见向来是自己属

相主；辉映，平／）－秋色。在埃反 地的己力斯坦’被敌人所占’

的占王朝时代（公元前 3200- 心有不甘’使数次出兵进攻巴

2400 ）’便与北方海岸的彼布 力斯坦及叙利亚·以收复失

罗斯城有政治和注济上的住 地。终于在公元前 1480 年

来，大概此时地中海东部沿岸 上，埃及法郎中t特摩西在巴力

的诸重要城市海港，己皆处于 斯坦的默基多:tffi:大获全胜。但

埃及的势力范围之内’其中就 是这个属地的主权，到了阿玛

有巴力斯坦沿岸诸城。这种关 尔纳时代’又受到了挑战，只

系到了中王朝时代，更形频繁 得再度放弃。

宙切（始自公元前2400 年）； 公元前十五反十囚世纪是

尤其它的高度文化尽力向这一 以民居住埃及的时期。他们自tr

区扩展推广。这 4时期的文件 来埃及的原因’是为了逃荒。

己清楚的记载了一些巴力斯坦 这种事实也早在历 'ti.文件上有

的城市’诸1m阿市在lj隆、耶路 明文记载’ i冒埃及的尼罗河三

撒冷等。 角洲地带是逃避荒年的好地

公元前第十八世纪希克索 方。以民所居住的哥笙就在这

斯人兴起，进占埃及达 150 年 一厌。以民的出离埃及应在辣

之久。他们的入侵埃及和终于 默色斯二世时代（公元前1300-

失败被逐，给巴力斯坦造成了 1230）。在这之后不久默乃弗

颇大的影响。首先在这个时期 大法郎的文件上咱第次提到

内’有雅各在｜（以色列）全家 了以色列民族的布在。 j主味之

迁入埃及居住，并在埃及形成 所以能够顺利地建立强大的以

了强大的民族（创 46:28,34; 民王国’主要是由于埃及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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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弱不堪’无暇外顾之故。毫

无疑问，埃及的文化对以民发

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达昧、撒

罗i芮及其继位沓的许多行政方

式，是由埃夜采取来的：许多

以民圣经中的智慧咱也并不是

与埃反毫无关系的著作。但是

在宗教主的影响力却是微乎其

傲。

公元前 930 年史沙克法郎

曾进兵巳力斯坦·企图克服纷

纷独立的属民’但战绩并不理

想。在这之后其他的强国，诸

如 ff［述反阿兰等兴起’开始左

右巴力斯上口的政局，而埃及渐

衰。直至亚述灭亡之后’埃及

法郎才再度强盛，于608 年率

军通过巴力斯坦北仁之际’与

犹大王约史雅在默基多交战，

以军大败，国王亦暴骨沙场。

自此巴 ］］斯坦又成f埃及的属

士。但是仅仅数年之后’巴tt

11'.:王拿步高，率军出征’直逼

埃皮的北方边境。公元前 525

年埃及便被波斯帝国征服。后

来自公元前 323 至 198 年埃及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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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了希腊帝国的领士，属仆

托肋米的拉哥王朝管辖，巴力

斯坦亦然。王城亚历山大里亚

的确成了当时希腊文化的中

心，是最为光辉灿烂的城市：

大批的犹太移民迁来屑住。他

们在这里将圣经首次译成了希

腊文化，~［l七十贤士译本。

玛 2:13-23 记载的圣家逃

难埃及的事迹，有些学者认为

是另有用意的’是在说明，犹

如梅瑟曾是以民的救星，扮演

了出谷i己的历史，耶稣是全人

类的救星’将领导人类出离黑

暗罪恶的i矣及←恶魔的掌

握。

1191 埃及十灾

Plagues of Egypt 
这是白天主打发来的惩

罚，为使埃及首长允许以民出

离为奴之地；被称为十大灾难

（出 7:14-11:10;12:29-33 ）。除

tl主目的之外，这些灾难也是

为表示上主的权能（出 9: 14 

等）’为！！才化人心（出 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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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罚人罪（出9:17,18 ；户 l I: 

33 ）。有时灾难之来临也是警

告人’要避恶行善（耶 15:3) , 

为试探善人（咏73: 14默9; 15: 

1; 16 ）。

埃及十大灾难的次第是·

( 1 ）河水变红（出 7: 14-25) ' 

(2 ）虾蟆（ 8:1-11) , (3 ）蚊

子（ 8:12-15 ）’（ 4 ）狗蝇（ 8: 16-

28 ）’（ 5 ）兽疫（ 9:1-7), (6) 

瘟疫（ 9:8-12)' (7 ）冰雹（ 9: 13-

35), (8 ）蛙虫 10:1-20) ' (9) 

黑暗（ 10:21-27) ' ( 10 ）杀长

子（ 12:29,30) 。由 I二述可见

到，十灾是渐次而进的’且一

次比一次严厉。虽然有些学者

企图以自然现象来解释灾难的

发生，但这种说法我们完全不

能苟同。我们固然不能否认，

有些灾难是与埃及的自然环境

有关的，但灾难的开始与终

止，发生的时刻’及其长短与

轻重等，都是以上主的使者梅

瑟的命令为依据，那就不是自

然现象可以解释的了：正因灾

难不纯粹是自然现象，所以心

1192 1194 

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法郎不得

不承认「这是天主的手指」（出

8: 15 ’即天主的能力）’而允

许以民出离国境。

1192 埃及河

Wadi of Egypt 
是古代介于埃及与客纳罕

之间的边界河流。只有在雨季

才有流水，平时是干润的溪床

（户 34:5)

1193 载伯德

Zebedee 
人名’意谓「上主的恩

赐」’是加里肋亚湖上的渔夫

（谷 I :20 ），雅各伯和若望宗

徒的父亲（玛 4:21 ：、 20:20)

他的妻子撒罗默曾侍立在耶稣

卡字架旁（玛 27:56)

1194 恐吓

Threat 
在圣经上恐吓的意义有时

是惩罚（宗4:21,29 ）、报复（包rJ

29:42 ），或者是迫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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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 ：但是义人对恐吓不必

害怕，因为天主会保护他们

（咏37:1三 13 ）。人为的恐吓在

天主而前是可笑无用的（欧7

16 ）。夭主却以恐吓来宣告他

的审判（咏 38:4 ；耶 1 0: 10; 

11 才 7) ，但天主的恐吓是可以

用祈祷来转移的（出 33: 13 龟

14 ）。耶稣对恶魔施以恫吓（谷

3:12 ：路4:41 ）’并加以驱除。

1195 耻辱

Shame 
耻辱有时是人为的（咏55

13-15) .有时是环境造成的电

例如荒胎不育（路 l :25 ），有时

却也是咎由自取（箴 19: 26 ：依

45才 6 ；耶3 ’： 25 ）。耶稣遭受「

卡字架的耻辱（希12:2) ＇善人

在世亦要受耻辱（ 1*22: l ；恪

前6:8) ' f日这只是暂时的（斐

l:20 ：见罗 10: I l) ' 

hi[ij 

德’阻挡人救灵魂的事’皆称

为 ！/H; 衷，或j同绊脚石及障碍

物。它也可能来白天主·那是

恶人丧亡的征兆，是善人所受

的磨练反试探（依吕· \4,15 ：耶

6:21 : r111J 3:10 ）。在新约中它

多次是耶稣的福青所造成的结

果（路 2:34 ）；那些不因倒音

而跌倒的才是有福的（玛门乙

剧。但事实仁许多人跌到了‘

连伯多禄都不例外（玛 26:69-

75 ）。我们平常恨容易将恶表

看作是伦理的陷阱’其实’不

然，它常是与人的信仰信德育

密切关连的。所以主；恶表的后

果是非常严重的（ l马 18:6)

当然恶表也是引人犯罪的原因

（玛 9:43-47)

1197 真珠

Gum, Resin 
它真正的本质很难确定’

学者大都认为它是 种育香

1196 恶表、绊脚石 昧的胶汁’皇黄色、注明，产

Scandal 于阿刺伯南部。屈、高译本在

在圣经t一切使人丧失信 创 2:12 反户 l 1:7 皆作「真珠」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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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珍珠」

1198 真理

Truth 
在圣经上不是－个单纯的

哲学抽象名词，而是人与天主

往来所获得的具体经验。因为

天主是信实不欺的，所以他是

义人的投靠者（咏 91 :4 ）。人

与人之间的真理是指人的可靠

真诚而言（出 18:21 ）’就是言

行一致的人（列上22: 16 ）。人

与天主之间的真理表达方式

是人事奉天主（苏24:14 ）’

按照天主的法律而生活行动

（列！可 20:3 ）。犹太人深知天

主自己就是真理。真理和谎言

是对立的。真理在新约中同样

有可靠、诚实的意义（罗3:7）。

圣保禄在传教时不时提示福音

的真理，并令人 定要遵从这

个真理（迦2:5; 5:7 ），以获得

救援（得后 2: 13 ）。真理是与

耶稣密切相连的（若8:40、45) ' 

1也就是真理（若 14:6 ）。所以

人必须要以信德及爱德来昕从

411 

1198 12创）

耶稣（若 18:37 ），并为真理作

证（若 15:26,27; 16:13 ）。只有

借著对真理的认识，团体才可

以合一团结（弗 4: 15,16) 

1199 索多玛

Sodom 
是「五城」中的一座（创

刊 19; 14:2,3 ）。由于奢华腐

败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是圣

经上多次警告人的例子（申

29:22 ；依 l 分， 13:19 ；耶49:18

' 50:40 ；亚 4:1 l ；咏 l 1:6 ；玛

10:15; 11:23,24 等）。歪F它

的地理位置因为「五城」相连，

似乎应在死海的南端。见「五

城」

1200 索斯特乃

Sosthenes 
格林多城犹太侨领和合堂

长，曾在罗马长官面前控告保

禄，却枉费心机，未被受理

（宗 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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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索福尼亚

Zephaniah 
人名电击、 1冒「上主保护

f」’是小无知巾的 位’纳

i鸣先如同H、I代的人，日｜］公元前

匕世纪的后期〈我们除了由索

1: 1 'Kn 垣（也是出身贵族，可能

是热心爱国的司则克稚国玉的

后商之外对他的生平 J无所idl'

1202 索福尼亚书

Book of Zephaniah 
索书可以明显地分成王个

音llffr : 
( l ）以审判来恐H干扰大和

J:fll 京（ 1: 1-2:3) 

( 2 ）以灾难警告四周百姓

( 2:4-3:8) 

( 3) tj二对以民及 71、句：民

族的恩许（ 3:9-20) 

学者大部忌认本书的确是

索福尼亚克切的著作、当然 Ft

中有些资料是充军时期’或者

充军之后另外附加的。本刊以

生动j国真的主i间’将审判之日

描写成 t主义峦的 iJ 子。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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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反而的对家足以民内；见过高

的傲气’以及敬卦邪州之罪

恶 q 他劝人要尽力征天主面前

公正廉洁’ i菲利Ii且j啊！地在上二L

面前行走。

1203 格林多城

Corinth 
希腊古城’位于恪↑;tt地

峡的内部’是海｜→交通的最

鼠。公元前九四纪r11J 己有人情

住在此。公元前 146 年曾，＆＇. §lj

罗马人的严重破坏’但是 A 百

年之后又被重新itJ7·.起来’｜而

成了很重要的名城，是文化、

经济、商业、运动反财富的巾

心（恪前 9:24,25 ）’但也是个

道德j｛＇.；亡，名声：良倍的城市’

有不少的犹大人侨居在此。足

罗马行？可阿哈稚的布会。（果禄

给i主里的教会写过｜坷封长1言。

1204 格林多前后书

Epistle I and 11 to 
the Corinthians 

f呆禄在恪林多城住过卜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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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在这个j直德低落的社会

中’竟E立足了非常有宇：飞的教

会（宗 18:9,10 ）。保禄旦他往

传教，却与此城的教会以书信

的方式，或者借苦中间人， i击

4日弟 J克｛息反弟拌’保持了联

军。恪前后就是多封书信中仪

f了的两封。

恪前是｛果以在当 7 年上，

自厄弗 JiJr 答覆询问的一封信

（恪 1'1iJ 7: l ) c 恪城教乞所询问

的事对！是有关：婚姻、吃祭

肉、公开的敬礼、妇女的服

装、圣替、作见证、组织，以

反死人复j后的问题。在答覆 t·

述的难题之余，（呆禄史；劝勉恪

城（言友要精诚团结，不可分党

分涯。本书10最著名的－章是

论在爱德的第 13 章 c

保禄的恪前书在恪城发生

的效呆 Ji不理想 c 保禄f匹夫；五

亲自的一往识青问题的症纣 0 j豆

同厄弗rvr后便又写了书，称

为一血泪书」（格后 2:4; 7:8) ' 

叫弟样亲自送去。但这封信业

已失传。信件发出之后’保禄

120气 1206

f吏离开f巳弗所城（有人i自ii);；＼在），

前往斗其韧。在那里遇见自恪

城归来的弟择，得知恪城敦会

的美j芮放呆，心中大喜’使马

｜：弓「恪后一书。

格后主要论及fll好以反 tl

自己辩护’论皮自己为人处 tit

的态度，并反驳敌人的诽谤 c

一书写作的时间’口I能在同

牛’即恪前写于 57牛的春天’

恪后写于57年的秋天。小u学

者意见各异 c

1205 哥尔基雅

Gorgias 
E安提约·c1J 四甘l：厄d：；去 ）］

因五的于下大将’先后两次被

犹大玛JJLI 伯战败（加上3:38) c 

1206 哥耳哥这

Golgotha 
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玛 27:33 等）’有「髓楼」之

意。位I耶京城＃｜、不屈的地方

（若 19:20 ）。有些教义强调哑

当的骨骸就埋葬在这里’但不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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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尽信。这是→个小山丘’曾 i言’写了这封书信’时在公元

一度被教会的敌对者埋没’但 63 年。

是君士坦丁大帝又将之重新掘 在书中保禄力jlf基督崇高

出，修盖了宏伟的圣殿，；1纪 的地位，他是万物的起源、中

念耶稣在此地被钉和死亡。 心和i终向（ 1:15-2:3 ）：力斥贬

抑基督地位的邪说（ 2:4-23) ; 

1207 哥肋雅 信友是基督奥体的肢体（ 3 I-

Goliath 25 ）：劝勉信友之后报告了自

是培肋舍特著名的巨人， 己的近况’并向哥城信友致（｜芙

加特地方人。他单独出来向以 (4:1-18) 

民挑战，以民没有一个敢出来

应战’惟有这昧自告奋勇，只 1209 哥罗森城

用几块小石子即将巨人打倒， Co/ossae 
斩首示众’以民大获全胜，而 是夫黎基雅西南的卡E繁

j主味也→举成名（见撒 J-_ 17 华城市（现今属土耳其）’距

章） 劳狄刻雅不远，在其东南约二

十五公里处。保禄曾给这皂的

1208 哥罗森书 教会写过一封书信，即哥罗森

Letter to the 书。这里的信友大都是由外教

Co/ossians 回头进教的。

保禄从未到过哥罗森（哥

2: I ），此处的教会大概是由 1210 哥格和玛哥格

其门徒厄帕夫辣所建（哥 1:7; Gog and Magog 
4:12,1川。这个教会发生了很 人名：是玛哥恪地区默合

大的危机，有走入歧途的危 克及突巴耳人的领袖，以民的

险，于是保禄应厄帕夫辣之 仇敌（贝lj 38:2 ）。这是个神秘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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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将在世界末日向天主

的百姓以色列进攻，但将i直受

惨败。在默书中曾多次提及此

人（ 20:8 ; I兑 16:16; 17:16; 19: 

17‘ 18) 

地区名：这个地区应在小

亚细亚’其确切的地点则不得

而知。

1211 哥笙

Goshen 
地l兰名：

(I ）雅各伯全家南下埃皮

之后，类受法郎的爱戴而获得

的牧羊地区（创 45: 1 O; 46:28-

34 ）。这个地区大约在尼罗三

角洲的东北部电土地肥沃的地

区。

( 2 ）属于犹大支派的 个

山区城市（苏 10:41; 15:51) , 

由于赫贝龙西南。

1212 哥蓝

Golan 
加里肋亚湖东部的一座城

市，位于巳商地区（申 4:43 ; 

1211 1214 

苏 20:8 ：‘ 21:27 等）。但其确切

地点’己不得而知，而其周围

地区被称为哥拉尼提斯’即由

此城而得名。

1213 原始和终末

Alpha and Omega 
这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

及最后一个字。圣经上多次用

这两个字母来指示天主， i冒天

主是世界及人类历史的原始和

终末（默 1:8;21:6 ：见依 41 :4; 

44:6; 48: 12) 0 在默 22: 13 用

「阿耳法」（原始）及「敖默加」

（终末）米指被举扬的耶稣基

督（见默 1: 17 ：电 2:2)

1214 原始福音

Protoevangelium 
意即第一个喜讯’是指宜。

3:15 的经文而言：「我要把仇

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

她的后裔之间’她的后裔要踏

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

跟」。这是指耶稣基督和他的

母亲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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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原罪

Original Sin 
广 l京号召」 !PITT 名，且义·不是

个人所担的本罪’的j是原祖父

J寻追留下来的过 j巴。在rn约中

1、j即r： ~µj生布明~iwtn有系挠的讨

论＇ f日是谁也不能否认，有些

多少暗示原毕的经文（ ~~4:17.

l斗:4 .即＇j( 51 :7: 58:3-5; 143:2 , 

箴20:9 等）。在新约内 l;jrJ 非常

明确的中述·尤其在岁；在一F ~ 

中，对原罪的论述口I说是极其

明显 η 原罪这个吕i&J不见于圣

经’ J泪 ill f见7 奥斯定的神学著

作中 3

1216 哲学

Philosophy 
］主个名词扎一次见于圣经

（哥 2:8) c 由其仁 F；主可以前

楚地知道·这里所指并不是迫

木穷原的真正哲学，而是一种

虚诈的巧辩。保体并不轻视哲

学，却极力反对骗人的邪说i危

珩。桌正的哲学·不是欺人的

玩艺（宗 17:22-29) ＇不过保

h函

标也强调ttt俗的智主不会引人

走向墓抒（恪自i川.18-31 ) 

1217 热诚派

Zealots 
是1i1 一些走极端的犹大热

诚份子！听组成的团体。他们以

白罗斗帝国主义于巾，解救自

己的同胞：！＇.） ι 任；有时也犹如

F~川伯兄弟，基「宗教的热诚

而下tITT宗教训扎的事项（加｜

2:54 等）。公元 66-70 年间’

他们不自量力，鼓动百姓｛！［，ii

才郑’与罗马展开毫尤希望的

战争’这不啻以卵投石，结果

阪泳、岖，不堪收怡，圣±1& ta 
手：股尽毁于罗马车队之于产指

J斗’这次战争的是罗 ＇＆ 大将提

托 σi主个：＃，＼ i成派的反罗马运动

舟、见于宗 5:37

1218 监督

Bishop 
它主要见士到约中’是指

教会｜才If丰内的行政巾’言（宗

20:28 ，弟前 3:1 ）’就是今日

斗16 . 



十幽

主敦的职权。｛果林｝｜二夕rj出监督

应具备的条仲（弟前3: 1 7 ，样

1:6-9 ）’共有十二个不 wj或缺

的条件 ι 此外又应当有仪表及

好声望’不可是新教友’应爱

真用＆1~＼心公正 c

1219 党派

Sect 
1±圣经上大都指不同的宗

教团体而言。每个党派都有白

己特殊的信条和法律，是党员

所必须遵守的。 t口此党派与党

Ji(之间’非恒手干不相i某’而且

多次边成抗衡对峙的局面。初

期的教会被人称吁k； 「纳阻肋」

教；Ji( （；才~ 24:5) 

1220 因之位
’G，、~’』、

Endor 
城名’意用「多尔的水

泉」’属默纳协支iJ1( （有； 17: l l 

）’在大｜等尔山东南约囚公

里。撒乌耳；曾来此求问于招魂

的女巫，扫口Li （ 巳死去的撒呆

;J；＇此手为大主所不悦，结果

121 c) 1221 

撒 I马耳］二~！！：耳j皮业山 l暴骨沙

场（撒 t- 28:7-25) 

1221 恩许

Promise 
圣经中的恩许以反它的应

验，洁’是与人类的救援有著密

切关系的、被赐旦、~n的可能是

个人，如业巳郎（色1JJ5.J7) 、

达昧（撒 F 7J ’也可能是全

民族（出 1 9-34 ：肋 26 ：申

28 ）。恩仆的付象可能是土地

（创 12:1-3『竹’盯商（ Q1J 17:1-

8 ），祝福（创 22:17.l8 ）’或

者是福地的占领（出 3:8 ：申

26:8 ‘ 9 ：凡 s:n.7) , R约2的主口1己

的思汗，后米 lli获得I保证和

坚固（依 9 1-7) ，日得以实现

（跻 I :32.33 ） ο 对全以民的且

许是有条件的，端视以民对天

主的盟约是否忠实（出 24:3-8;

34:10-17 ）：如果他们对盟约

不忠，恩i'I 便无出实现（民

2:20-23 ：耶 18:9-10 ）’或者只

对敬旦上主的人予以实现（拉

3: 17, 18) .再不然就只在一小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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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人身上得以应验（依

1:9 ：耶 5: 18 ：则 6:8 等）

充军之后的恩许’不再是

土地或后裔，而是救援的时代

（依2:1-5 ；耳~12:1 ），是人心的

悔改（耳目31 :33,34 ；贝ljJ I: 19) · 

是圣神的赐予（依 44:1-5 ，岳

3: 1,2 ），是罪恶的赦免 U&

53) 

因为大主信实不欺，敬畏

天主的人可以放心地向上主呼

求许慈惠（咏42:9; 77:9 ）’求

天主宽恕、己罪（出 32: l l-13 : 

厄下 9 ）。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上主的…切恩许：耶稣自己也

对他的教会恩作出了许（玛

16:18, 19 ），并向他的门徒许

下天国的来临（玛25:34 ），生

命（玛 19: 29 ）’喜乐（路

6:21 ）’报酬（路 6:23 ）’面

见天主（玛 5:8 ）’圣神（路

24:29 ；若 16:13 等）。天主子

女的头衔使人获得恩许的圆满

（罗 9:8、9 ）’成义（罗 4:23.24)

及自由（迦 4 ）。新约中的恩

许虽然没有附带条件（迦 3: 15 

418 

十 l国i

等），却要求人的信心（罗4:13-

l 6 ） ’耐心的等待（希6: I 2 

等），以及热切的希望（活4’ I)

和圣德的基础（恪后7:1 ） ο

1222 恩宠

Grace 
在希伯来文上有数个不同

的字眼，皆指示恩宠（包1J 19: 

19 ，箴 31:30 ；咏 45:3 等）

或者与恩宠相似的意义。原意

本是指天主的忠实及乐 F助人

的态度 3 天主忠实及施恩宠的

原因是与以民所建立的盟约

（咏 89:9)

借著耶稣基督’天主表现

了他最大的忠实，赐下了他最

丰厚的思：天主与人之间良好

关系的基础（迦2:21 ；罗3:24 ）。

i果禄书信的问候词中的恩

宠，有爱戴恩爱之意（恪前

1 :3 ）：有时也是「福音的喜

讯」（宗 13:43 ）。在新约中恩

宠平常不是指天主赐予的某卢

具体恩惠，而是指天主对人慈

爱优厚的态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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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恩革狄

En-Gedi 
是犹大旷野中的一个水

泉，意谓「野山羊泉」（撤主

24:1 等），是死海西岸的一个

绿iJ+I地区（则47:10 ）。 i主味在

逃避撒乌耳的迫害时，曾在此

处的一个Ll Ii同内躲藏（撒上24

章）

1224 圆满、完备

Perfection 
这个包i司在圣经t有「无

瑕」（出 12:5 ）’「完整」（恪

前 13: JO ）及「成长」的意思（编

仁 25:8 ）。旧约中被视为完备

的人有亚巳 ~lie 创 17: I ）、诺

厄（创 6:9 ）及约伯（约 2:3.

8: 20 ）。天主圣父的圆满无

缺，在耶稣的身上昭然若揭地

表现了出来（斐2:6 ；哥2:9) , 

尤其在耳目稣的爱情（玛 5 :43-

48 ；若 13: l ）、仁慈（路6:36 ）、

昕命（斐2:8 ）以及他的苦难中

彰明昭著地表现了天主的完备

无缺（希 2:10 ）。与耶稣互相

419 

1223 1225 

联合的人，同样有责任仰慕并

争取更大的圆满和成全（玛

5:48 ）。这种成全应特别在信

德（雅 2: 22 ）、听命（若一

2:5 ）、在彼此之间的爱情和

怜悯上（路 6:36 ：哥 3:14 ）表

达出来。在修德成圣、齐全完

备的道途上，虽然信友多次觉

得无能为力（若一 l：别，但他

仍要依恃天主的圣宠（若－

2:5 ），同耶稣齐步向前（弗

4: 13) 

1225 钱庄

Money Changer 
出 30: 11-16 及厄下 10:32,

33 命令一切成人要准时缴纳

殿税，普通是在夹耶京朝圣时

缴税，这个税钱必须是古犹太

人自己的钱币才可以。是以那

由希腊这个税钱必是古犹太自

己的钱币才可以 D 是以那由希

腊或罗马帝国侨居之地归来的

人，一定在钱庄兑换钱币’然

后才可以缴纳’ f是在圣殿外

庭院中便有了钱庄的存在（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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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等：月25:27 ：若 2: 14) 0 人巴 f］斯坦之前，已 111埃及学

1226 钱财

Mammon 
j豆大概 )f:个阿辣美立的名

词。 :j~ 人所有的财富而言。在

旧约中很少见到此字。耳1：稣用

它来指明物质的豪华：吁：：一沾所能

造成的，＊＊•它使人们轻视贫

穷’不过极7、主，不爱慕他人

( J马 6: 19-24 ）。它好似有权势

的恶霸来统治人，止，来反对天

？二（路 l 6: 13 ）’对它过 1 贪求

使人迫民j夭主（路 16:9、 l I) , 

习TM铁矿的利用（ MJJ26:19;

户 35: 16 ：申 4:20: 19:5) 0 但

在圣地最初j受阻于培肋舍特人

（撇 l二 13:19-22 ） ’·~~专达日禾H·J

f"t 才正式大量利用铁未作武器

和器具（撒 F 8: 8 ~字：编上

22 :’ 3; 29 7) 

在毛经「铁的象征主义E

武力、电强手Pcrl)J （邱 28:48 ：‘

2:9 ：约 19:24 ：箴 27: 17 ' Ii\ 

48:4 等）

1229 特贝兹

Thebez 
1227 拨 城 2 ，主 i冒「光先」。位

Cymbal 丁含恨之北十丑公里处的－陆

这是以民在宗教礼仪中用 城市。基德虹的儿子阿彼默肋

的种乐器｛撒 r,- 6:s ：厄上 客惜只J'HJ此j成川、被城中

3:10 等） c 个女人抛 F I是磨有砸死（民

1228 铁

Iron 
荠纳罕的目民在公元前

1200 年前，还不知道铁器的

存在’所有只是铜器 3 以民进

420 

9:50 ：撒下 11:21 ) 

1230 特乌这

Theudas 
人名，是乱党的首领’ l'J

妖月革鬼怪的邪术’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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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百人民起来反抗罗斗帝国， 旷野巾的结洲。

去［J 被罗 I &1t犹太的总督基法多

.boU逮捕’ Ji：处以死刑。他是

否就是宗 5:36 所记载的那位

叫乱的特乌达。己w难断在。

1231 特尔突罗

Tertullus 
人名，是作柏:iill罗马法律

的人’大可祭 pnJ纳出稚的 irt

师，曾在凯撒勒稚的法庭上出

席控；~ i阳王（去 24: 1-8) 

1232 特耳阿彼布

Tel-A bib 
if: 犹太充军自姓所启住的

地方，位于吊巳尔M畔，距尼

普尔不:iL♀ c 厄则克耳光知回来

此看望充军的同胞（贝1]3:15 ）。

1233 特玛

Te ma 
地名’ ）£阿束｜｜伯＿Jt部的城

市（低 21: 14 ：耶 25:23 ；约

6: 19 ）。居民大都是依 rb 玛耳

的后代（创25: 15 ）。是个沙漠

421 

1234 特科亚

Tekoa 
是j)C)(J[J氏的一座旷野城

市（苏 15:59 ：编f 20:20) 

位于自冷之南 8 公里处的－个

山岗｜（编上 2:24; 4:5) 0 勒

哈川平在这毕修建了防ifrP_L '$!• 

（纣I下 11:6 ：耶。 I ）’充军之

后此城的届民重返家机.］（厄｜、

3:5.27) －这里是亚毛斯＇i'c 灿

的家乡（ iJl7. 1: 1 ）’也是达昧

位勇士皮 A位 ft干干阿 D！；少隆向

达R术水情的妇人的家乡（撒 F

23:26：『 14:2-9)

1235 特洛阿

Troas 
是爱琴海岸的一！￥ 占城

f果禄在他第二次反第二次i21h

传教？丁程中’曾问度来此传教

（宗 16:8-1 l弓 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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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特洛斐摩

Trophimus 
人吕’意谓「有滋养的」’

是厄弗所教会的一位信友’曾

帮助保禄作传教的工作（宗

20:4：甸 21:27-40 ；弟后 4:20)

1237 特曼

Teman 
人名和地名，是厄撒乌的

孙子（创 36:11,15,42 ），也是

厄东人所居住的地忽耶49:20) 0 

但是正确的位置已很难确定，

亚 l 12 说是在波责辣附近，

北 9 则说在厄撒乌山上’哈

3:3 又说在帕兰山区。约伯的

朋友厄里法次是特曼地方人。

1238 特辣克

Thracia 
这是马其顿及黑海之间的

一个地区名。这里的百姓曾参

与帚腊和罗马帝国的军旅服务

（加F 12:35) 

1239 特藏蜀尼

Trachonitis 

十画

是加里肋亚i胡东部的一个

地区（路 3: 1) 

1240 特辣黑

Te rah 
人名’意谓「 LU羊」’是

纳局尔的儿子’亚巴郎的父亲

( Q1J l l :25-32 ；苏24:2 ） 。原在

巴比伦南方的乌尔居住’后迁

往哈兰，并死在那里，享年

205 岁。其名见于耶稣的族谱

（路 3:34)

124↑特黎丰

Tryphon 
人名’意谓「奢侈豪华

的」。原是色委苛王朝亚历山

大巴拉国王的→员大将（加上

11:39 ）’亦是安提约古六世

的监护人（加上 11:54 等）

但他在亚氏国王死后杀死幼年

的继位人安提约古六世，篡位

为王（公元前 142” 137) 。德默

特琉二世安提约古七世起来与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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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对’结果连年战争（加上

14: l; 15: 10-14 ）。他还将犹太

人的首领约纳堂以背信负义的

借口加以杀害（加上 12:39-51 甸

13:23 ）。最后他终于在安提

约古七世的穷追不舍的政战术

下’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加上

15:10-39) 

1242 借出

Lend 
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借给

别人是件好事（咏 l 12:5 ：玛

5:42 ）。梅瑟法律禁止向自己

的同胞收取利息（申 23 :20, 

2 I ），但可以向借贷的人要求

抵押品（申 24:10,1 I ）。如果

这抵押品是维生所需’那么在

天黑之前必须归江、原主（出

22:25 ）。信友亦不应收取长

利，更不可放高利贷（见路

6:34,35) 

1243 健康

Health 
健康是人所重视和希求的

12斗2 12+6 

东西（德30:14-17; 31:1-4,19,29 

等）。圣经所载许多天主赐人

健康的奇迹，足以证明。因此

健康也是默西亚时代所要出现

的征兆。

1244 息红

Si hon 
人名’意谓「垃圾」或「石

屑」’是问摩黎人的国王’建

都于赫市朋。按户 21:21-3();

申 2:26-37 的记载’当以民进

攻巳力斯坦时’将息红和敖恪

两位国王打败。

1245 息耳瓦诺

Silvanus 
这是息拉一名的拉丁文。

1246 息色辣

Sisera 
客纳罕王雅宾的军长，被

德波辣及巴辣克在克雄河畔打

败。他本人被 位以民妇女所

杀（民 4-5 章）。亦是充军后

献身者的家族名（厄上 2:53 ; 

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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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下 7:55)

1247 息拉

Silas 
这世阿海美草撒乌耳一

扫’希腊拉丁化之盯的方式，

亦作息耳』L谙 c 是~I；京知名的

信 f:i. ’曾代表京使会议｜古］安捉

约基雅教会 1＆ 告消息（宗

15:27 ）’并陪伴保禄外出传

教（宗 l 5:40} 

1248 息哈尔

Sychar 
j散玛黎稚的一个地方名’

~Li:~在各｛口泉不 jz!; （轩在5 ） 。过

去人们皆将息哈尔与舍根司为

谈，事实i完全是两个 F同

的J也力。

1249 拿步高

Nebuchadnezzar 
人名’意i冒「拿步高（神）

请保护边疆」 c 此名在圣经中

有不同的写；去，思高译 4、为了

方便起见 律作拿步高。 i主里

十一 i~il

我们安讨论的是拿步高第 。

他是纳j皮顺1\7 t鼠的儿子’继父

位称王（公元前605-562) ' 他

在登极的第一年与埃反法~I：川

苛开战’日在加革米士大获全

性，名震－ B寸（编下 35:20 : 

耶46:2 ）。本来他足有余力将

坎及消欠的，但就在此时他？在

7、口 x：王业已撒F人茧，于是急

忙f!E 阶jJ 问束，主吁大局，并于

是年奄极利；王 r 此大国干约稚

金不得不放弃他｜自l来依靠的埃

占4 ‘成为巳比 f合国王拿步 1\':1 的

藩属（扩lj下 24: I ）。但伞年之

后他克造反’ m致拿步高的严

厉悠罚（耶 46: 1 J-26 ) : r 公

;2 由~ 598 >1~Ifl＼；主；被 11:1 • v「多百

姓 f皮仔充车巴比伦（列下24:8-

16 卜、：u主德克稚为优大国王

c 511rr-2417) 0 ；至氏并未«t:、于

巴比伦，致使义有公元前 588

及 586 年的内次r;j:,i！［；罚－巴比

伦两次出 ~~u尤大，终将耶京和

王熙尽？丁破坏’绝大多数的百

姓充军 iZJ; /;FJ(J 巴比伦（编 F

36: 11-2（刊。在巴比伦的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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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田｜

i：’宇：步声J被誉为和平之二丘’

正义之主’是默j各达客（冲）

的手下牧者。

才 250 爱宴

Love Feast, Agape 
是希腊字，！泉1/;i爱情’在

宗佳时代成了专指「爱宴的

固白名词 c 它的来源是根据耶

稣的iJii r 你们应行此礼’为纪

念我」而来的（路 22:19 ：宗

2:46 ）’即是举行圣体圣辛的

奥迹。由于在最初信友除了领

圣休之外’也的确举行果餐’

以表彼此相爱，故称为「爱

宴」（格前 11 :20-23 ) 

1251 爱情

Love 
天主与以民建立了盟约’

而这盟约的基础就是夭主对以

民的爱：这是几于 A切的先知

所极力强调的。但是夭主的爱

情也施恩德予众生灵身上，他

是人类的大义。

新约清楚地指明，一切的

1~气（） 12'i2 

爱皆来自大主’夭主先爱了

人’天下本身就是爱（若~4.

16 ）。这个爱使人分享天主的

4－：性以及得知耶稣某督的日~

（罗 5:5 ；若 14:21 ）。我们对天

主的爱不外就是知恩的表现

（若. 4:10,11) 

圣经教导的中心点就是甲：

稣所立的爱夭主及爱人的双重

命令（玛 22:38 40 ）。这个爱

德的使命其实早己见于1日约之

'i ＇（申 6:5 ：肋 19: 18 ）。保禄利；

爱就是法律的圆满（罗 13:8) c 

保禄特别强调爱德的重要性，

他在恪而第 13 章，写了一篇

赞扬爱德绝妙好辞，堪称为

「爱德的雅歌

1252 怂
习习

On 
fi、lf 尼罗三角洲的座古

城（则 30:17) ’即后腊名的厄

里约邸！用， ~fa~ll 「太阳城」。

原来这里自古以来是太阳神敬

礼的中心（依 19:18 ：耶43:13 ）。

它位于开岁之 .1t 12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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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纪念圣家逃难埃及的老

桑树。古圣若瑟的妻子是翁城

司祭的女儿（包阳：45,50幽20 ）。

1253 高丘

High Places 
这个名词在圣经上主要是

指宗教敬礼的离丘祭坛而言。

这种在高丘上向邪冲顶礼膜拜

的习俗’远在以民进入圣地之

前，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巴力

斯坦。以民承袭了这种陋习’

亦开始在高丘上向天主举行敬

礼（列上3:4 ）’尤其在耶京圣

殿建立之前更是如此。就是在

圣殿落成之后，高丘敬主的习

俗亦未根除（列上 18:30; \ 9· 

10,14）。但在充军之后’这种

外邦人的习俗才终于在以民间

完全杜绝 c 圣经上有不少反对

高丘的言论（列下 3:8)

1254 高利贷

Usury 
以民之间的借贷是完全许

可的，但不可收利息（申 15:7

卡 1国

等； 23:20 ）’因为任何利息

都被视为高利贷，是完全相反

民族同胞之爱的。

1255 病症

Sickness 
圣经上对病症的描述甚

多，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记

述。只在新约中就有耶稣或宗

徒们所治好的瞎子、瘸子、聋

子、瘫子、淋痹及瘸病等（若

5:3 ；玛 8:16; 11:5 ；路 7:22:

宗 5:15; 19:12; 28:9等），此外

还有些是附魔的病人（玛9:32,

12:22 等）

大致上说来’犹太人犹如

其他古东方民族一样’惯将病

症归咎于鬼神的灾祸’或天主

的惩罚（出 4：门 ,12 ；户口：9-

13 ：撒 t 16:14; iJJ}( 38:3-9; 

依 1:5,6等）。疾病有时来白天

主（肋 26:16 ：申 28:22 ），有

时来白天使（撒下 24:16‘ 17;

列下 19:35 ）’有时出白天主

的义悲 ct散下6:7) ’有时来自

恶魔的毒害（约2:7) ’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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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l同

黑暗的势力（撒上 16: 14 ：欧

13:14 ；约 18: 13 ：咏 91 :6) 

有时是罪恶的组果（依 53:4 : 

若 5: 14 ）。那么’病愈只可能

来白天主（出 15:26 ；欧 6:1 ; 

贝lj 34:4 ；咏 6 3 等）。获得病

愈的方法是祈惰L列下20:3等；

咏38:4 ：德38:9等卜守斋（撒

下12:16,17）、献祭0!38: 11 )’ 

但有时亦提醒人去寻求高明的

医生（德38:12 ）。圣经；＜）J人要

细心照顾病人（德 7:39 ），保

禄劝勉神职人员要特别看JrHQ

明济病人（宗20:36 ）。公审判

的标准是，谁看望了病人，就

是看望了耶稣（玛 25:36,39 句

40,43 ）。要给病人傅油（雅

5:14,15) 

1256 旁非里雅

Pamphylia 
是小亚细亚南方的m海地

区，其重要城市有培尔革及问

塔肋稚。｛呆禄曾经来此传教

（宗 14:24.25)

1257 酒

Wine 

12卢布 1257 

圣地因为盛产葡萄·所以

是出酒的地方’也正因此’圣

经1~多次提到i由这种饮料；是一

使人快乐的因素（咏104: 15 )’ 

是吃饭坐席时不 wJ缺少的东西

（撒上 25:36 ；若 2: 1-11 ）’又

能帮助病者痊愈（路 10:34;

弟前 5:23 ）。有时基于宗教的

热诚·人可以 f1 iJJ戒酒（户 6:

1-4 ：民 13 ：路 l :15) 0 圣经也

多次警告人，万J妄用］主种饮品

（箴23:31-35 ）：凡醉酒的人’

不能进入天国（迦 5:21 ）。圣

经说的酒多次有借意，是指葡

萄树而面。以民亦被比作葡萄

树’是天主亲口 l人埃反g植而

来的（咏90:9 l 川，是天主，中

爱的筒萄园什么 5: I斗）

新约中耳1；稣用葡宙树来表

·10耶稣与门饨的峦切关系（古

巴 1-8 ），多次手｜｜用葡萄园来

作为讲比喻的资料（玛 20: 1-

16; 21 :33-46 ）’又用葡萄j国和

面饼建立了圣休圣事（格前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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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谷 14:23 等）。

1258 海洋

Sea 
毛主手上每次提到「沟」

多指地中海而言，称之为「大

海」（苏 i 斗穹 9:1: 15:12A7等尸

「山海」（申门：24; 34 2 ）、「士1

月！J舍特海」（ LH 23:31 l ；还有

被称为「盐i~i 」自HE ，每（包lj

i 斗 3 ：巾 3:17) .介：称斗；；f手（网lj

47: 18 ＇车），还有红海幸llJJO 早一

月IJ亚海（、申 33:23 ）：珩约巾贝lj

~－ 'IV1号里亚海（宗 27:27)

圣地处于阿海之间一地

中海、中u每←一是以有－从这

；每主lj 那i主t J 自 ＇.Ji兑；去（咏 72：白；

德 44:23 等） c 以民对航海缺

少在后，亦怀；也兴趣二以民认

为海E天主的 ft工（出 20：门；

！巴卡9:6 ）。天丰市｜｜裁了；每 ii’，

给 l:,'_\'.lj 出界纯（创！：9.1 （）等）。

海洋多次是凶神恶煞的象征，

是与天于对立的势力（达7:3 : 

型飞 13: l ) 

十 i:n1

1259 海洋民族

People of the Sea 
这是敖个印度与欧；+1-1 语系

民族的忌、名称。他们以排山 fr1J

；母之势，山西方经水附和陆路

向东方侵略。所过之处，尽成

焦！牛’叙利 \JV 、巴力斯坦、埃

皮，以及~甲村海岛吉Ii受到他

们的侵袭，许多4日殿庙宇都被

破坏，赫特人的王国也被他们

消灭 他们远在阿默i若非大世

占4均默包斯二世i.U阳J代（公

元自if 1410-1234 ）’ ~II 己开始

进人j美反·成为埃反的雇佣

军。 ill 罕. －~束默 8斯王世时 1\

t 公 J ［；前 l 197－门 64 ）‘他们企

图武装入侵埃反而受到挫败 F

但是此日寸j主种民族中的 个吕

叫拮肋古特的部落’ Ln成功J也

占据了巴力斯坦的西部盯海平

原·给HIJ!iJIJ进入圣地不久的以

色列人造成颇大的骚扰 n

1260 家庭

Family 
家庭这个名ilIJ fl[I约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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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l用l

为厂父家」（也1j 12: 1 ）’国为父

亲是－家之主。父死 1!1长f主

持家务（创 24:60 ：咏 127:3-

5 ）。家庭的成员比it们现在

的观，左 111: 为「泛， i者 Jl 父付

亲、子女、又去的实反其 （

女『甚写三i主仆人、姆女、客人

及1! 1）［（都包括在｜斗。父亲是家

庭的司引（约 l川。占代的以

民实行大家庭制度‘尤其在游

牧时期更是如此，颇有J与国！ fl

性会中五代同堂的现立 c 主iJ ( 

若政时期，家庭的汪叫才比较

结＇J' c 理想的婚姻是夫妻

制的’义京的仪威鼓’而国台

对手共的生杀之仪（创 19:8.

38:4 平）。母亲的地位比具他

的民 ）］支为高（箴 I: 8; 6:20 :‘ 

31:10-31) 

新约时代已变成小家庭的

制度，旦成员几乎只限 j二父母

求和子女，当然富饨的家庭亦

有仆姆（玛 I 0:25.35 ）。父亲

对 r女非常关心（路8斗二等；

9:38 等， 15: 11-31 ）。犹大人

的家庭共有非常inc峦的组织，

12hl 

以此能经f导起散居！也方，j丰两下

年之久的；Jt:折’ i盯仍侃了了一了民

族的本性。

圣（呆 t:R给与家庭种百深

刻的宗教主义’它川江以某岳和

社会作愣样（弗 5:22,23 ：哥

3:18.l9 > : Jj I刊 n}J ；二 l:j Lj子 iJ..

的夭系（ :JI! 6: 1 9 ：哥 3 :20 

25) c 家庭是教会的象征·教

会是天主的大家庭（恪市j3:9 ; 

升； 2:21:角斗 12) 0 权主的子生是

天主的白姓（玛 1:21: 2:6 ：宗

18:10 ，罗 9:25.26 等） c flJI职

人员在大主｜叮之j洼中FU于 ）~~ Jt 
古（恪 fllT 4: 15 : 十行后 6: 13 : 得

前 2:7J l 等）

1261 诺厄

Noah 
人毡’总谓 ’矢忠、」’或

者按ff1J 5 :29 有安慰」、「欢

欣」之意 u 是拉默客的儿了

（创 5:28 ）’六 Cf 岁时遭遇了

大水之灾（包1J 7：’圳，幸免7

1佳，其后还j吕 f三百丘十岁，

享"I儿国五十岁向终（色1)9:28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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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 ；共 ;j(之前的话）［与洪水

之后的话）［｝＇ 1 ／ 若两人： u前他

是义人’后来去11醉酒不价 (QrJ

9:18-27) 。这 1'l王大的区别，

学者归咎于两个有关洁厄的不

同文件 ν

1262 诺厄的方舟

Ark of Noah 
是16'厄在天主的指示之F

所建造的巨大船只，用来拯救

目己家人及部分币与不洁的动

物，免得使他们j!受洪水的淹

没（色1J 6-9 章） 0 1自前 3:20 认

为这个方舟是信友受况的预

像 c f马 24:38 ：路 l 7:27 ：希

11:7都提夜过方啡的事 c 按寓

意的解说·方舟是教会的象

征 c

1263 诺布

Nob 
地名，；吉谓「小山」或「丘

陵」 ο 是达昧逃难的地方，在

此受到可祭盛情的照顾’~：Dt斗

此遭受到撒「当耳的报复（；散 J二

十l国

21:2: 22:9-19) ＂近攻耶京的

亚述敌人曾驻军于业目依］（):32 ）。

充车后本雅明支派在此重整家

园（厄F 11:32 ）叫它在耶京之

北仅三公里处 c

1264 诺斯士派

Gnosticism 
这是个活腊文名词’有

「知识」之意。这是教会初期

时代的 种宗教性质的运动。

它将许多希腊与东方各民族的

观念联合泪杂在－走斗。其目的

是企图从这许多汇合的观念

巾’找出一种神秘的知识，而

这种神秘的知识’可以使人获

得救援，并且使人神化自己 c

i住得到这种神秘的知识，便是

高尚超脱的，而普通的般信

友，贝｜］被视为有血肉的普通常

人。圣保禄曾极力反对这种学

说（哥 2:8 ；弟前 6:3-21 ) 

1265 诽谤

Calumny 
是对人无正当理由的怀疑

430 . 



1画 I O(,(i I ~｛， l) 

和 l判断（肋 19:16 ；耶9:4 9 ）。 信友’成为夭主的 f一女·亦有

这是不应在信友间发生的事 份分享天主的1w能（苦川 2 ）。

（稚 4: 11 ） 。它是对天主的忡

逆反叛（罗 1 :30 ；弟后 3:3) 0 

1言友们应当知道，为了他们信

仰的原故’他们要受世人的诽

谤（宗 19:9 ：伯前 2:12 ）。但

这对他们是有益无害的事（玛

5: 11,12) 

1266 也响
同匕）J

Power 
一切能力皆未白天主（咏

比： 40 ：弓 l 19 ：川崎 13 启 3 ；默

2:26 ） 。天主是全能无限的’

他本身就是德能（依 12:2 ，咏

59:1 o ：谷 14:62 ）。他以大能

有l咯强的手臂自埃及领出 ｛ 自

己的百姓以色列（出 32:11) , 

他亩以大能的话适生了万物

（耶 10:12 ：咏 65:7 ：吨 74: 13) 

就连世间的权能也来自天主

（罗 J 3: l ) o 夭主的德能特别

用来拯救tLI 人（恪后 13:4 ）。

耳II稣具有天主的仅能（路 24:

19 ；弗4:19,20 ）。领洗入教的

431 

1267 桑巴拉特

Sanballat 
人名’；在谓「欣（月亮神）

赐予生命」’是波斯帝国时

代，撒玛黎稚的省长。他千元

百计与乃赫米稚作对’力阻耳｜；

京圣畏的重淫，并且不惜诉i商

武力，来实现他阻挠和扰乱犹

太工轩的 111:'.!Jr 厄｜、－ .. :l:J-5 :‘ 6: l-

14) 

1268 预备日

Preparation Day 
这个日子指星期力；而霄，

在过一天人们应当将一切＇／，（，~、

日所需之用物食品准备好。

1269 预像、预像论

Type (Bible Th创ogy)

预像是表j占圣经意义的

种方式、旧约中的人物、吓

境、 j直j昌、事件等，都可以借

著启/F(I~光，变成新约中人物



1270 1272 

：斗的同像 普通讯来二者必须

是E相相对力的’例： 1日、新

节日约「恪前 10:6 ），市老和新颖

的王Ji111 羊毛 9:24 l · E:H 石头中1走

出的活水‘与人生命的泉招肖！；

稣用白相对立（恪 1币 1 0:4) ' 

f f1 料币’立的1、t ,'; ( L~ 5: ) 4 J 

男＇1'Jl芷德的可奈职与耳F稣的悴

r~/i （、荷 7 章）’地上与天七的

耶路撒冷（ jJJi] 4:26 I 

十一画

1270 培卡希雅

I 1iHI i· 面｜

（ 」’是北国以色列的第十八

忱国£（公元前 737-732 ）’勒

玛咀稚的儿子（ §lj f 

15:27.30 : 1在 7:4.5.8 ） η 他原

是培卡~－~任同王的军官、 4二而

J主反’杀死j_k]王’甚1宣称玉’

j8_f之 611" ！久； j；羊皮人 R斤杀（？”

下 15:27) ' f也 ~j 叙利亚的勒

斤王联盟 J;j忧南国扰大的同王

pnf P台次’是对「叙利亚一 I[

句：均问战争」的前因电阿日台次

不甘Ir；弱，要求 ；w一述上提革tJI

特主肋色尔前来救助 c 果然北

国大败’不少人 it'4'：他方，而

可； 1主贝lj 获得解围·主 i呆尤！芸

Pekahiah （夕lj 下 16:5-9 ：依 7: 1-9) 0 培

人名’意1月 I t ~二看见 卡黑~＇王终被局舍业的乱党所

了 f Jt It国以色列的第 17 位 杀（ Jiff 15 30吨 31) . -It国已

叶圣 t 公元前 738田737 ） ο 是阳、 是日喜穷途 3

~f!J悦目 L之子’在（＞I: f:l. J{( 2 订一

f空怜lf;卡黑所在（ J/IJF 15:23- 1272 培尔加摩
26 ）、 Pergamum

城？，’是米，口、性的古城和

1271 培卡黑 首都。在斯米纳之北，距爱琴

Pekah ；每仅卡公里’ J也势｜夺雯·交通

人包’：吉、 i由「 t J二看见 便利’商业工业都很发达 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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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们川始利用羊皮来作纸 j少克十一个儿f1ti最小的一位

张 c 111时’仨原是个朝圣之地， 〔 f肩 l: 8:25-28) 

囚为贝：j 乌斯邪神大斤Ti 建筑在

此。也正是基7这个!Jf（时’ )ll）；、

2:12们称它为「撒F单的主J伞；J 0 

1273 培尔革

Perga 
城名，是旁非里稚的省

会，亦是交通要i中， filfi:海岸兴

有二卡公里， I果憬第一次j孟n

传教肘’曾两次未过此地（宗

13: 13 ：吨 l--l:25)

1274 培奴耳

Phanuel 
J也名和人吕，意谓「大主

的容貌」

( l ） 是雅得伯同天主悔斗

的地方（创 32:25-33) c 稚洛

U1 罕曾在此修建防悯i事（夕lj

上 12:25) 0 位置大约在稚i皮

克河之－1L , 

( 2 ）犹大支派人’是胡尔

的后 it （编上 4:4)

( 3 ）本稚即］支派人，是i少

433 

1275 培肋舍特

Philistine 
这是圣地的种非闪族系

的民族。居住在毛t也曲部的海

且，以迦萨、阿市多｛导、阿市

勿｜｜圣、 Jm料及厄刻龙五城为根

据地 c 公元前十四世IJc时他们

从过 ii!. 向外发展，几乎占据 （

节个巴力斯坦。直至达眯时代

以民才将他们再度居山圣地

（撒f 5:17 等；日 I J 。从此圣

经便很少再提及培肋合特人

（歹lj下 18:8 除外）’可能他们

已遭到圣地闪族人的同化，而

放弃白己的同明和文化。

他们原来并非居于圣地，

恨可能是陪同海洋民族的大if

n ，由四方的加非托尔岛（见

亚 9:7 ：耳I~ 47:4 ’可能是现今

的克 f闪击岛）’ fuJ ~盖地j王军人

i丑又

但是近代的学汗，基于考

占学的发现’强调这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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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居地应是塞浦路斯，因为

出土的陶器导源f塞岛之故。

1276 培敖尔

Pear 
这是→座山名’位于巧波

山以北（户 23:28 ；申 34:6 ）。

在山上建有庙宇’此庙神亦称

为巴耳培敖尔（申 3:29; 4:46 ; 

苏 13:20)

1277 培勘兹

Perez 
人名’意谓「钻穿」或「撒

破」’是犹大同儿媳乱伦所生

的儿子（包lj 38 ）’是这昧的祖

先（卢 4:18-22)

1278 培勒雅

Pera ea 
约但河东的一个地区（谷

3:8 ；若 l :28 ），位于培拉及玛

革；各堡之间。居民大都不是犹

太人，但在黑落德时代去[l属犹

太人管辖。公元 85 年被划归

叙利亚的罗马行省。

1279 教师、法学士

Teacher 

i一～画

教师在圣经上的意义非常

广泛’所有指导人们敬畏天

主’传达天主旨意的人，皆被

称为教师（出 24: 12 ：编下

26:5 ）：连天主自己都被称为

教师（依 30:20 ；约 36:22)

耶稣亦被称为老师或师傅，因

为他聚集了门徒（若 J 3: 13 ）。

此外还育犹太经师（路 2:46:

若3:10 ） ’洗者若翰（路3:12 ）’

－般犹太人（罗 2:20 ）’基督

徒（希 5: 12 ），皆被称为教

师。保禄自称是外邦人的教师

（弟前 2:7)

1280 教会

Church 
原文是希腊字’意i冒「上

主的殿宇」。但在圣经上所指

的既不是教堂，亦不是教堂内

举行的礼仪，而是由信仰基督

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天主自由

地召叫人属于这个团体（罗 8

28等）．而加入这个团体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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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圣j先圣事 c f注主已经为这

个团体定主了目标，以占主达到

目标的途径’可是正设在边到

既定的目标·仍在向苦这个目

标奔走。

教会并不只是一个抽象观

念，而是具体存在的组织，在

过个组织内信友与天主、（言友

与信友之间’有苦；密切相连的

关系。因此被称为「天主的子

民」（伯前2:10 ），是斯的盟约

集团，是奥妙的导体（罗 12:4-

8 町恪前 12 12-31 ），基督足这

个奥体的头（哥 I : I 8 ；弗

1 :22,23 ）。是由各地的个别教

会组合而成的（恪前 1 :2 ）。教

主内的－切成司都有权取肘现

成的宝藏：月I＼稣基督所赐予的

无价之宝’目［J圣言、指导、美

表、圣事、爱情、服务、新牛

以及罪之赦免。

教会的结构原来并不是严

峦结实的：最初的形式是长老

领导地方教会，长老则由主教

7f三领寻。而」切的地方教会皆

与宗徒们密切相连电昕取宗徒

12~1 1282 

们的宣讲相指示。教会参与光

荣教会的生活，歌颂赞美天

主’但同时又在tit 界上为基督

作证，及＞1人民服务。

1281 基贝亚

Gibeah 
地方各’主i冒「高地」、

「高丘」

( l ）本雅明支派的城市

（苏 18:28 ）’撒乌耳的出生地

I. Jli1£上 10:26: 22:6 ），也是他称

干执政的地方：但是白耶京成

为以民的首都之后，此城1f渐

渐自历史上消失。直至巴比伦

及罗马人入侵圣地战争时，才

再被人提及。

( 2 ）犹大的基贝亚 cw~ 1s: 

57) ’为合瓦所生（编 t2:49 ）。

1282 基贝红

Gibeon 
城名’意i冒广 Lli I王」’是

容纳罕的古老城市，原有希威

人在此居住（元；门： 19 ）。他们

曾以i危计欺骗若苏厄’的l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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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苏 9: 1-27 ）。它直至撒 ( 2 ）是先知学校的所在

罗满时代变成宗教的中心胜地 地’与厄里亚及厄里安有苦密

（列上3·牛15 ）。考古学者在这 切的关系（列下 2:1; 4:38) 

里作了详细的考究。

1283 基贝通

Gibbethon 
城名，意i冒「波浪」’是

培肋舍特人的－座城市。原划

分给丹支派（苏 19:44 ）’后让

与肋未人（苏21:23 ）。事实上

以民向来未能将之克服占领

（列上 15:27: 16:15-17) 。此城

位于厄刻龙之东五公里处。

1284 基耳加耳

Gilgal 
地名，意谓「圆圈」

( 1 ）以民征服圣地时的卢

个重镇，位于耶里哥与约但河

之间（苏 4:19 ）。以民过河之

后，曾在此建立纪念石碑（苏

4 :20 ）。是历史上的宗教胜

地，可惜后来成了邪神敬礼的

中心，为先知所不齿（欧4:15 ：鸣

9:15 ；亚 4:4: 5:5 ；米 6:5)

1285 基耳波亚

Gilboa 
是依次勒耳平原东部的一

座山，长 13公里’宽9公里。

这是撒马耳败于培肋舍特人之

手而自杀的地方’他的三个儿

子亦暴骨沙场（撒上 2 8 :4; 

31: 1 『8 ，撒 F 1:6;21:12 ；编上

10;1,8) 

1286 基廷

κittim 

是个·r贯于航海的民族，定

居在塞浦路斯海岛（｛（（ 23:1,

12 ；则 27:6 ）；后来亦指地中

海北岸的居民而言（耶 2: 10) 

。在创刊；4 他们被视为耶斐

特的第四个儿子雅汪的后代。

在加上 l :1 及 8:5指马其顿人电

达 l l ’： 30 则指罗马人而言。是

以它的含章及所指向来不甚一

足。

436 . 



｜一画

1287 基肋阿得

Gilead 
是约（旦河东的山区。此名

被创 31 :45-53 解释为「立约证

据的石堆」，另 种说法则是

「坚硬不平」’指山区而言。

以目的两个支派，加得及勒 （~

本分得了这里的土地（户 32: I-

33 ：申 2:36 ）。圣经曾多次提

及这个地方’但是自充军之后

它使没没无闻了。

1288 基红

Gihon 
j可名及泉名’意谓「喷涌

而出者」

( 1 ）是乐团四条河流之

一一’灌溉整个厄提约~雅地区

（包1J 2: 13 ）。自占以来人们多

将之与尼罗河相提并论。

( 2 ）耶京附近 4日常流不

息的水泉’位于耶京东南的克

德龙山谷中。阿刺伯人和基督

徒皆称之为玛利亚水泉。

1289 基里基雅

Cilicia 

1287 1290 

是小亚细亚的地区名。此

名w早即见于历史文件。公元

前 66 年成为罗马行省，其后

获得独立自治。这里曾有不少

的犹太人侨居（宗6:9 ）。首都

是塔尔索城，是保禄宗徒的出

生之地。

1290 基勘乃

Cyrene 
是北非地中海边的一座城

市，自公元前 75 年变成罗马

的属地，自此居有大批的犹太

侨民（加上 l 5:23 ）。帮助耶稣

背卡字架的那位西满，就是基

勒乃人（谷 15:21 ：玛27:32 ）。

五旬节那天在耶京也有不少来

自基勒乃的犹太人（宗2: 10 )’ 

并有自 ι的耶京会堂：是他们

开始了对斯德望的迫害（宗

6:9 ）。在最初回头人教的犹

太人巾’有不少是基勒乃人，

他们还帮助保禄作过传教的工

作（宗 l 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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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 基督

Christ 
来臼希腊文，有「受傅者

」之意，是希伯来文「默西亚」

才可的主译。耶稣的门徒以此

名来称呼耶稣0~16:16等 ） 0 

多次与默两亚相提并论’联合

使用（玛 1: 16; 41 :17 ；谷 l :I; 

若 I :41 ；宗 2:31 甸 5:42; 9:34 

等）。有时后来肩上’成了耶

稣的代名词（宗 l I :26) ＇过去

天主教有不同的称呼法：墓和l

斯晋、基多等’目前己通用

「基督」一名 c

1292 基督圣血

Blood of Christ 
这是新约中的说：去’是沿

用旧约对血的重视观念·而来

指示耶稣以真圣死而救赎世人

的工程 υ 基督奉献自己生命倾

；在白己的 l匾，目的就是为使人

获得罪之赦（谷 l 0: 45 ：罗

3:24,25) ，消除天主的义怒

（罗 5: 9 ）’赔补罪过的欠缺

（弗 I :7 ；哥 i :20 ），是为建立

｜→i回」

完美无缺的盟约（耶 3 I: 3 I 

等；恪前 l I :25 ）。基督的圣

血是赎回人灵的代价（伯前 l

18 ‘ 19 ：恪 fl!J 7:23 ：『 6:20 ）’是

建立教会的基础（宗 20:28;

弗 2: l3) 

借苦耶稣的圣血，人们得

以脱免罪污（希 9:14 ），免受

审判 Ci迦 3: 13 ）’并获得新的

和平（哥 1:20) ＇以及进入天

国的确切希望（希 9 J'言）。使

人与耶稣E相联合（恪前10:16甸

17 ，若hN等）：尤其在圣体

圣IJ!•中人与天主密切相连，合

而为 。

1293 基督的族谱

Genealogy of Christ 
耶稣族谱的记载有二： H

l: 1-17 ；路3:23-38 °两者的i欠

第颇为不同，前者民i:l!E巳郎降

至耶稣，后者则由耶稣升至亚

当。 E马妻很不自然地将耶稣的

族i普分成三组，每组十四代；

组与组之间以民族历史立的两

件大事分汗，即达昧二E朝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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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伦充军。当然过种作法是十

分勉强夜不合历史根据的，并

且巾问自然有不少的「代」被

迫取消 f 。在这个族语中作者

还故意插入了四个外邦女人的

吕字，以i1E耶稣是晋世人类的

救主。

路加福音可能受了保禄的

影响’视！！［）稣为第二个亚当，

所以作者由耶稣上溯与亚斗相

连（路 3:38)

1294 基督徒

Christian 
J＠！名思义’是指基督的门

徒和追随者而言。此前］不是自

犹太人，而是由外教人兴起，

并且具体地在安提约基雅城出

现（宗门：26; 26:28) ；除此之

外只见于伯前 4: 16 °自第÷二

世纪开始此名己广传于普世，

沿用至今。

1295 基德红

Gideon 
人名，主谓「受伤之于」。

129-1 12% 

在民 6 门 －~US 关于基德红的

变召和英勇的作为作了详细的

i己二是 c 斗时米 i告中罗J 人欺压以

民，他成为民长后，拯救了受

苦受辱的同胞。他生于放弗辣

地方，是约州士之子 c 由于他

］；：用 f 「厄弗得」’种 F了丧

亡的原因（民 8:27 ）。但是另

一种传说，说他过著安祥的老

年生活，生于 70 人’死后与

列祖同眠。以民对他的生半无

不歌颂 （ ft(9 13 ：咏 83: 12 ：希

1 I :32.33 ) 

1296 梦

Dream 
这足夭主~1 人预告、默

示、警告和1命令的一种 h式

（山 20:3 6 ：民 7: l 3 ‘ 14 ；玛

I :20.24; 2: 12,13.19,22 ）’有时

天主也借著梦境来安慰人（宗

16:9 ）’但是梦境是需要人米

加以解释的（创 41: 1-32 ；达

2:24-46 ）。解梦的人是与天主

密切往来·获得天主特别恩宠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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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 勒斤

Rezin 
人名嘈意i同「适章、愉

快」’是大马士革王朝的最后

一位君王。他曾联合北国进攻

南国犹大王阿哈次，因为阿哈

次正确地拒绝了参加他们的反

亚述联盟。结果亚述王提革拉

特石肋色尔三世，率军打败盟

军. i舌捉勒斤，且就地正法。

自此大马士革王朝使自历史 t

消声匿迹。

1298 勘乌本

Reuben 
是稚各伯反肋阿所生的长

子（包1]29:32 ）。创35:22: 49:3,4 

记载’由于他奸污了父亲的妾

彼耳哈，而失去了长子的名

份。他是勒乌本支派的始祖；

但是这个支派在以民的历史

上，向来无足轻重。并且人口

也比较稀少（申 33:6 ），故此

无甚建树。

1299 勒加布

Rech ab 

十一向l

人名和党派名’意谓「骑

士」

( 1 ）达眯时代的一个匪

首，属本雅明支派。他联同盟多

伴刺杀了撒乌耳的儿子依市巴

耳，企图向达昧邀功’却被达

昧就地正法（撒f 4:!-12) 

( 2 ）约纳达布的父亲，约氏

支持了耶胡的叛变，杀死了不少

敬邪神的人（罗IJ F 10: 15-27 ）。

( 3 ）党派名．以民中的→

个团体。他们基于宗教理由‘

不过定居生活’不务农生产‘

不饮酒（耶35:6-14 ）。按编上

2:55的记载’他们是刻尼人哈

玛特的后代嘈视游牧生活是以

民的模范标准生活。

1300 勘宗

Rezon 
人名，意谓「首领」。原

是－群乌合之众的首领，后来

乘撒罗满王朝衰弱之际’在大

马士革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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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 :23-25 ）’时在公元前950

年左右’这是阿兰王国的开

始。

1301 勒晗贝罕

Rehoboam 
人名’主谓「（天主）扩展

「百姓」’是以民南北国分裂

之后，南国忧大的第一位国

王。他是分裂的直接近因， ｛g

5t裂的种子早已在孕育著。他

十守本国的不少城市加以巩固，

以抵御北国和埃及的进攻 G 列

［二对他的评价颇为低落’分裂

后不久，埃及法郎史沙克乘机

向两国进攻（列上 14:25,26 ）。

1302 梅瑟

Moses 
人名’意义不详。关于梅

茸的生平，惟一资料的来源是

圣经，其他一切历史和考古的

资料，最多只能帮助我们了解

悔瑟时代的背景；其实就是圣

经的记载亦不是梅瑟的全部生

平，因为作者好似主要所记载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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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以民如何在梅瑟的领导之

F ’获得了自由，出离了埃

及’并如何在他的指引之节’

在旷野中辗转度过了漫长的岁

月。

有关梅瑟生平的记载主要

见于出谷纪至 20:10 苏 24:5 几

本书中’在圣经的其他部份则

很少提到他。由上述记载我们

知道，他在埃及由希伯来父母

出生。他奇迹式地幸免于难’

没有被人按照国王的命令杀

死。他在埃及的宫廷中受到良

好的教育（宗 7:22 ）。但是他

并没有数典忘祖’他尽力保护

自己的同胞；因此而杀了一个

埃及人，只好逃难’住在米德

杨人中间’过了漫长的岁月，

且成家立业’娶了司祭耶特洛

的女儿为妻’生了两个儿子。

就在此时天主召叫了他，叫他

去拯救在埃及受苦受难的以民

同胞。此时迫害他的法郎业己

去世，梅瑟便回到埃及’且进

入宫中向法郎要求出境的许

可’好使百姓在旷野中祭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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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天主 2 但是法郎铁面无 主。重新再提及和赞美梅瑟是

情’严加拒绝，理由是害怕以 后期犹太人的事，称赞他是以

民与我同血统的其他川系民族 民的立法者。

互相联合而进攻埃皮。梅瑟无 新约倾向后期犹太人的说

奈’只好假子f十大灾难，终 法’对梅右；推崇备至，诸如只

使i去郎勉强同意， iii'午以民离 用「梅瑟」来代替「梅瑟法

境出国。如此以民便开始了旷 律」。正因如此，耶稣将自己

野中四十年的生活。在这期间 与梅若相提并论：就如梅瑟是

悔~；、给百姓制定了宗教及社会 旧约于一民的救星、领袖和l立法

的法律，并笔之于书，这就是 者’耶稣是新约子民的救星、

圣经所称的法律书·或i冒梅瑟 领袖和立法者 (f马 5 ：希·4) 0 

五书。 40 年之后，百姓 ff始

向约但河边迁移，准备过i口I进 1303 梅瑟五书

占福地。由于梅瑟曾怀疑上主 Pentateuch 
的宽仁，便受罚不能进入福 原是个希腊名词’指圣经

地。进攻许地的艰巨工作，由 的前 1i本书而言。它自成→

他的仆人若苏厄来承担（户 体，故以「五书」来命名；但

20:2-13) 0 梅瑟在乃波山顶观 是这个名称’很少见于公元

看了幅地伟大壮观的形势之 160 年之前。在这之前犹太人

后，使撒于人寰，享年一百二 称其为「法律书」、「梅瑟的

卡岁（ f扫 31: 16-34:7 ）。他的墓 法律书」或「天主的法律书」 3

I也无人知悉。 内容主要分为二类：其一

圣经称梅瑟是夭主锺爱的 是历史’其二是法律。在历史

仆人（咏 I 05:26; I 06:23 ）。但 部份i己了亚巴郎的被日’及以

是先知们很少提及他，且将指 民的来历。但在这之前圣作者

导以民的工程直接归功于天 先用了 ft1J I l 章的篇幅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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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的史前史，直至三位大 世纪以来圣教会以反犹太人咸

圣祖：－HJ见，并记述了他们的生 认为梅瑟就是立书的口在 J 作

平；＇￥ i1r 0 出谷主己强 v可以民如何 吝e , I旦臼卜三世纪始，这个由

在1矣＆谋生、受欺压、被释 来己久的传统观右开始被人怀

歧，并在两月旷野与上主建立 疑’酋先胡高认为申书不口］能

盟约的事迹。月！J未纪综合地陈 是梅瑟的作品’而应出于若元；

述了有关宗教的评多琐碎法律 l[i之 F 。十八世纪息孟吏斩钉

条文’以及肋未支派的下秋事 载铁地认为五朽是后人搜集编

迹。户籍纪继续记载以民辗转 辑的结果，应是厄斯德拉时代

旷野，终于到达福地东部摩阿 的产品，们是他也不否认其中

m地区的事迹嘈在这里以民的 白些法律正历史资料，是自梅

救旱与世长辞。申命纪的原意 在时！-ti在传下来的电尤其是创

是「第二部法律」’可说是瓦 世纪的记较‘是非常占老的。

书的重复补遗之记。除此之外 自此人们开始了分析五书的先

E记载以民进入福地之前，重 声和l兴趣。阿斯杜克等基于五

向J：下一誓许忠贞，重立盟约。 +n·J夭主称呼之不同，将它给

最后记述梅瑟远观福地，不得 成尔同的文卷：！巴罗音卷、雅

进入而死于ji~东地区。在瓦节 戚在，后人更增加了司祭卷和l

的法律部份’我们也可以分成 申命立己卷。如此共有主要的四

盟约部份：例阳天主与i苦厄、 个大文件’它们组成 f五书。

亚巳郎以及t予以民在西乃所建 但这只是举其牵营大苔’ j:t~次

寸’的盟约；另外还有法律的组 正有许多其他学者所「发现」

合部份·例如十诚、盟约；去 和厂创造」的 i1＿ 花八门的文

律、司祭i去以及祭献法等。 卷’不而且’不可胜数，故

梅瑟是否为本书的作者？ 在此从赂。

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间题。许多 圣教会对上述学者们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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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尤其对五书由四个主

要文件组成的说法，固然从来

没有排斥’但也没有全部接纳

主述五光卡色的臆说，尤其不

能同意学者对五书出世很晚的

说法。教会向来坚持五书的主

要的部份的确出于梅瑟之子及

时代’其他次要部份则是由于

时代环境的变迁，为后人所加

者：尤其是法律部份’其间不

少细节，由于事过境迁己不合

实际’有必须订正的必要。近

代由于科学昌明，以及圣经考

古学之发达·更证明了教会向

来坚持的意见是合情合理，是

有事实根据的。目前学者已不

再趋向极端’认为五书中的一

切，皆非梅瑟的手笔。 1981

年的 10 月 28 日’一批犹太学

者竟完全否认了五书中四个卷

集的存在。这是个非常惊人的

消息！

1304 掩面

To Hide the Face 
人在天主面前遮掩面孔是

卜归l

敬畏的表现（出 3:6 ）。天主却

由于人的恶行，对人掩面不顾

（申 31:17,18 ：依 8:17) 。虽然

耶稣给人带来了大放光明的启

示，可是他的福音对外教人’

仍是掩蔽不露的（玛 l 1 :25-

30 ）。信友们却要面对面地看

见天主（恪前13:!2 ；恪后3:18 ）。

1305 救主

Saviour 
是对耶稣基督的称呼（路

2: 11 ） ’因为是基督带来了人

类的救援（宗 5:31 ；斐 3:20 ）。

1306 救援、救恩

Salvation 
虽然天主的国已经来临，

但在世上仍有许多疾病、灾

祸、死亡、战争等不幸的事

件。这些只有在世界末日’才

可以完全被除尽。圣经上所说

的救援，大抵是指天主救人脱

离 t述种种的不幸而言（创

3:6-8 ；罗5:12-14; 8:18-22 ，恪

前 15:17-22 ：弗 1 :3-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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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获救完全出于天主的仁

慈；天主圣子完成了救赎人类

的事业；人类只有借著重生才

可以获得真正永远的救援。

1307 虚无

Vanity 
这个名词所指是一切无意

义、无价值、有害无益的东

西。在圣经上被称为虚无的，

诸如邪神 c srJt. 16: 13 ）’人

（咏 39:6 ）以及人的意向等（箴

21 :6 ）。如｜｜道篇的作者更变本

加厉地视世间的一切皆属虚无

(I :2 ）。保禄指明那些不敬天

主的人所有的思想都是虚无荒

谬的（罗 1 :21 ）’并谓一切的

受造之物被屈伏在现世的虚伪

之 F ，希望获得解脱（罗

8:20) 

1308 虚伪

Hypocrisy 
｜日约中虽无虚伪这个词’

却指责它的可耻可恨（德19:22

-25 ，箴 26:23-28 ）。在新约中

1307 1310 

耶稣十分严厉地责斥了法利塞

人的虚伪假善（玛巴：7-9; 22: 

18 ：谷7:6 ；依29:13）。他们济

贫是为了受人赞美（玛6:2）。外

表作补赎，内里却污秽不堪

（玛 6:6 ）。保禄亦劝信友们应

信实不欺’应革除－切虚伪假

善（弟前 4:2 ：弟后 3:5 ：见伯

前 2: I) 

1309 眼睛

Eye 
眼睛在圣经上除了最基本

的功用一一观看事物一一之

外，也是表达人内心情感的工

具。比如思乡（申 28:65 ）’善

心（箴22:9 ）’＆意（箴23:6;

谷 7:22 ）等’眼中的喧仁是最

宝贵的东西（咏 17:8)

1310 眼瞎

Blindness 
这是圣经上多次提及过的

病症（出 4:1 l ；肋 19:14 ，申

27:1 8 ；撒下 5:6-8 ；玛 20:30

等）。它多次是天主惩罚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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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创 19: I l ，申 28:2829 ；宗

13: 11 ）。瞎眼的痊愈是上主持

大慈悲的表现（多 l 1:11-14). 

但在新约时代则是救援开始的

明证（玛门：5 等：谷 l 0:52 ; 

若 9:32 ）。在宗教上脐眼是说

人之冥顽不灵’不认识仁天的

征兆，因此不免要呈上主的 if!;

罚（依 6i主．谷 4:10-12 ，见罗

11 :25 ） ο 耶稣称当时的法手lj

塞人是瞎子（玛 15: 14) 

1311 晚餐

Dinner 
是指耶稣受难前夕，与宗

徒们在耶？王所吃的最后晚餐。

圣经关于这个晚餐的记载’己

颇为丰富地带有教会初期礼仪

晚餐的色彩（玛 26:20-30 ；谷

14:17-26 ；路 22: 14-20 ：恪前

11 :23-25 ）。毫无疑问耶稣所

吃的这个晚餐，就是犹太人的

逾越节晚餐。不过亘具有一个

新的意义’是新的逾越节晚

餐’是新盟约的晚餐：在这里

耶稣自己要作牺牲’为众人倾

｜画

i玩自己的血。信友应当为纪在

耶稣的苦难rm不断地重复学行

这个 fl{义，不只是为追忆和怀

念的目的而「举行这事」’实

际｝：更是重新履行和实现1111稣

的苦难和牺牲。古代的教合称

这个礼仪为「分饼」或「恩恩」

之祭。过就是我们的圣体圣

事’是爱情的标志，是救眠的

保证’是主耶稣再度来临的预

告。圣经学者对「过是我的

礼」及「过是我的血」这两句

话的解释，颇为纷纭；事实上

这不是圣经学识所能解释的问

题，而是 1言德的时题 c

才 312 蛇

Serpent 
在古代的东方它是一种不

大受欢迎的动物· 方面flj 为

蛇，'.11::使人恐惧而又为害生命的

仇敌’是凶恶的象征；另→方

面因为蛇是生气勃勃·精力充

沛，不断繁殖生存的象征、又

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

蛇的这种两面性’在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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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可清楚见到。创3: 1-15所

记载的蛇，使人失足跌倒’违命

犯罪，它是魔鬼的化身。梅瑟在

旷野中举起的制蛇（户 21：圳，

却是救援的象征。直至IJ 希贝lj 克

雅国王时代，被安置在耶京平一

般中，供人眼f十瞻仰（列 F

[ ~:4 ）兰若望将耶稣与被举起

的钢蛇相提并论（若 3: 14 ）。

虽然如此’人们x,J 蛇总是感到l

厌恶 0马 7:10; 10:16) 

1313 偶像崇拜

Idolatry 
与以民建立盟约的天主是

唯 A真神’所以除他以外其他

切的神明都是虚假不实的’

对他们的敬礼是不应当的’是

名副其实的偶像崇拜（出20:3-

5 ; /jjJ 19:4 ：申 4:35; 5:7-9) 0 

偶像崇拜的对象口］能是「可朽

坏的人、飞禽、走兽和 i阻虫」

（罗 l :23 ），或者真他无灵之物

（咏31:7 ，耳1:2:5; 18: 15 ；纳

2:9 ），也可能是鬼神（申 32:17;

咏95:3 ：句 97:7; [ 06:37 ：巴4:7 ）。

13 ↑4 假基督

Antichrist 

1313 Ul'.i 

是指 .tf[j稣基督的对头而

言’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社会

的组织和用体。予保碌称「罪

人 J 、「丧亡之子」。 切反

对夫主及敬礼天主的人，都是

（段基督（ ｛导后 2:3-12) 0 若望

亦提到他（若－ 2: 18,22; 4:3 ; 

若干二 7 节）。们关于他最明显

的描述要算是默 13 章’ 1也是

个连立世界王国的怪兽，他同

撒F单皮！目光知是｜百！彩，但最后

的胜利属于基督（默 I 9: I 1 -

20 ；见谷 13:22 等）

1315 偷盗

Thief, Theft 
天主十诚明文禁止人偷盗

c tH20:15 ：申 5: 19 ）’但商盗

犯所受的filf;罚却j副主其他市东

方民族为轻，比 QQ巳比伦克育

处以死刑的例子。拐布’人口的

才应处以死刑（出 21:16) ，夜

间打死盗贼无罪（出22: 1.2 ） 。

主要的惩罚在于赔偿’如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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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五倍，羊类赔四倍（出21:37 的麻烦，只得他往。其后在宗

-22:7 ；撒 F 12:6 ），后来加至 徒的第三次行程中’可能旧地

七倍（箴 6:30,31 ）。 重游，在外邦人中展开传教的

1316 得撒洛尼（城）
工作，这次成绩甚佳，并建立

了稳固的教会。这两封信可能

Thessalonica 写于公元 52 年’写信的地点

是马其顿的一座著名商业 大概是格林多城’当时与他一

城市’位置适中’水陆交通四 起的有息拉和弟茂德。

通八达。公元前 108 年被罗马

人占领， 46 年变成自由城

市，有自己的长官治理一切

（宗 17:6,8)

保禄曾来此城在犹太会堂

中传教，但因不堪犹太人的迫

害，同息拉往贝洛雅去了（宗

17: 10 ）。后来第三次外出传

教时可能再度经过此地。

前书：保禄感谢得城的信

友’因为他们恒心不渝，保持

了自己的信德，并向他们报告

自己传教的进展情形。再度PT

Py过去口传给他们的道理’尤

其是有关个人成圣的问题。接

著讨论了亡者信友的结局，他

们在耶稣再度来临时将分享基

督的灿烂光辉。但是主的再来

却是突然的’是以信友必须要

1317 得撒洛尼前后书 提高警惕。但也不必心院意

Epistle I and II to the 乱，更不必手足无措。

Thessalonians 后书前书有关主再度来

这两封书信是保禄最早期 ｜惰的道理，可能讲的不够完

的著作。宗徒在第二次外出传 整’或者信友们曲解了宗徒的

教时，来到得撤洛尼城的犹太 意思。他们认为主就要随时再

会堂，传教达数个星期之久， 来，是以对服务作事都无精打

非但效果全无’且招致了不少 采，甚至事事袖手旁观’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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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基督的再度光l恼。于是宗

徒马上又写了后书，以矫正得

城信友的错误观念，严责他们

不可长此以往，并讲出那句尽

人皆知的名句：「谁若不愿意

工作，就不应当吃饭正 3:10 ）。

在第2章内宗徒更清楚地讲解

了「末世的预兆」’使信友有

所适从。

1318 象牙

Ivory 
可作成贵重的装饰品，诸

如宝座（列上10:18 ），宫殿（列

上22:39 ；咏45:9 ：亚3: 15 )’ 

床（亚 6:4 ）等。象牙的来源地

自古以来就是非洲。在雅歌中

作者以象牙来比喻新郎的身体

和他的颈部（ 5:14; 7:5 ）。

1319 象征数字

Symbolic Numbers 
犹如在古中东的一切民族

间’数字不但有数学上的价

值，亦有象征的性质，以民自

不例外，比如：两个等于「一

u 18 -· 1320 

对」或「许多」（申 32:30 ；依

40:22 ），七个等于「更大的数

目」（申 7:1 ；玛 18:2 l ）’十个

等于「非常巨大的数字」（创

31:7 ；路 15:8 ：默 2:10 ），四

十等于「漫长的时期」或「－

f-t 」（户 14:22,34 ；民 3: 11 ）。

此外「三」字也有它的象征意

义（列上 17:21 ；出 23:14 ；申

17:6 ：创 18:2 ：户 6:4 等）

「囚」是圆满的代表（创2:10 ; 

则 14:21 ；谷 13:27 ）；「七」在

以民的礼仪和启示上亦有象征

意义（肋 4:6-17 ；耶 15:9 ；达

4: 13-29 ；默 1:12,16 ）。「十二」

是宗视和以民支派的数字（出

24:4 ），亦是供饼和宗徒们的

数字（肋24:5 ；玛 I 0:2; 26:4 ; 

宗 6:2 ），更是受选者和完结

的象征数字（默7:4等； 14:1 ; 

等 21:12,14, 16,20,21) 

1320 祭坛

Altar 
在圣经上祭坛所指’多为

祭献天主的地点，但是广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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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也指天主特别显现的地

方。远在圣祖时代，以民就有

为「主建立祭坛的习尚（ {irJ 

12:8;26:25; 33:20 ）。达味在打

禾场l二为上主建筑了祭坛（撒

下 24:25 ）’撒罗满则在耶京

圣殿修建了庄严巨大的祭坛

（列上 7:48 ：、 8:64 ），雅滔叽罕

同样在丹及贝特耳建过祭坛

( fU. 12:32 ！ ，编下 32: 12 强

调全民族应只在一个祭坛上献

坐飞
牙飞

新约中的祭坛与耶稣的牺

牲有密切的关系，指圣体圣事

（希9:28 ：『 13: 10 ），是主rr约的祭

袱，是十字架上祭献的重演

（路 22:19-22)

以民原来的祭坛是用泥土

所作（出 20:24) .很少提石头

祭坛（民 6:20 ；撒上 6: 14 ）。

坛的问个角是最神圣的地方’

走上主 I［圣强和l 力量的象征（出

21:14: 27:2 ）。谁抱住一角使

得到天主的保护（ 7iJtI:50 ）。

r· I用l

1321 祭祀

Sacrifice 
以民对天主所奉献的宗教

祭祀，种类颇多’仅就圣经所

记载的牵牵大者略述 QQ f: 
全孀祭：这是流血的火

祭，是将杀死的牲畜毫无保留

地为天主烧成灰烬’这也是最

崇高的祭干巳：是每大早晚两次

的祭礼方式（肋1:3等：户28训。

自主罪祭：阿吕思义’这是

为赔补罪过所献的祭干巳。牲畜

的肉可以留给司祭家人食用’

只将内脏反肥i由焚烧献主（肋

3:5 ：‘ 7:16,17.31 等）

感恩祭：（肋 19:5 等）。

和平祭：（撒上门： 15 : 

用J 3) 

赎过 2号：（肋 5: 16 ,21-

26 ：户 5:7,8 ：吗 15:22-31)

取币＊~：几时人受到法律

所禁止的拈污’或者愿期已i芮

就是奉献取洁祭（肋 12:6 等：

户 6:10 等）

素祭：（肋 2‘ 6:7 等）

香祭·（出 30:34-37 ：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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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13) 

由于祭祀是人与天主、人

与人之间互相往来’构成个

团体的标记’必须发自内心的

真诚，只有外表装模作样的祭

献礼仪，而无真心实窟，以及

由这种情感发出来的自然行

为，诸如济贫、爱人、谦虚

等，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先知

们所虱力呼吁强调的（亚4:4,5 ; 

欧 4: 8-14 ；依 l 11-1 7 ；耶

6:20,21 ）。在充军之后人们固

然照旧奉献祭品，但渐渐更强

调人应实行的善工（箴 16:6) , 

内心应有的正义（德 3:30 ）以

及对天主的敬畏（德2:6 ），这

些才是对天主所作的真正祭

献。

耶稣固然没有排斥旧约的

祭祀（谷 1:44 ；玛 5:23,24 ；路

2:42 ），却犹如诸先知加强了

内心条件的要求（玛 9：口，谷

12:33 ；见欧 6:6 ）。耶稣本身

是新盟约的祭品（弗 5:2)

他犹如真正的巴斯卦羔

羊，牺牲 f自己的生命（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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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恪前 5:7 ）。这个完美兀

缺的牺牲、祭献，使人类与大

主和好如初（罗 3 :25 ，若

2: 2 ）。他作了独一无J的祭

献， ｛t页流了自己的血（弗 1:7 ）。

他由于昕命甘心接受了死亡

（罗 5:6,8,10 ；斐2：别。由于他

的崇高祭祀，奉献了自己的生

命，他将旧约的一切祭祀全部

废除了（希8：刷’给人类带来

了新的救援（希 9泞， 12-15 、 18

等）。信友几时死于罪恶，亦

变成中悦天主的祭品（罗 12:1 ）。

1322 祭餐

Sacrificial Meal 

祭祀是缔结盟约’及国王

登极必有的仪式（创 26:28 等；

31 :46,54 等；撒上 11:15 ）’因

为这种祭祀是人与天主团结和

好的表现（出 24:1,2 等）。但

是表示这种团结的有力方式，

却是将－部份祭品献与天主’

另一部份则由司祭，献礼的家

人朋友来共同享受，同席宴饮

（肋 19:5-8 ；撒上 9: 12 呼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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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耶稣晚餐圣宴是教会最 中国家族的观念并驾齐驱，后

崇高的祭tEC 恪前 10: 16-22 ）。 先辉映。

1323 族弗

Zuph 
是厄弗辣因山区人厄耳卡

纳的祖先，厄耳卡纳则是撒慕

尔的父亲（撒上 l: J ) 0 它也是

个好地厅（撒上 9:5)

1324 族谱

Genealogy 
以民的祖先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社主是由干而仁的 c

个人在社会上是否有权位’端

看他是~？真正属于某个民族、

支派或家族而走。基于这种理

由族语在以民的历史上是非常

重要的东西 u 所以以民在充军

归来后，凡是不能证明自己族

谱的人’皆被视为陌生路人

（！巴 2:59-62)

以民最早的族谱见于出埃

及的时代，除了官方的纪法之

外·也有些私人家庭的族谱；

在这 J点上’以民可以与我们

圣经上的♂些族谱是非常

简略的，多次只记载了 些比

较重要的人物，其他的中间份

子便被省略过去。省略的原因

之一’是古代以民很喜欢数字

的游戏·为了构成一定的数

字，便不得不将一些人名放

弃。例如耶稣的族谱，由亚当

至呆督只记载了三个↑A 四代

（玛 1: 1-17) 。「 14 」在希伯来

文字母的数字价值上又正好是

达昧的名字。如此三次「 14 J 

等于二次「达昧」’意即在指

明耶稣是真达昧，即真正的默

西亚。

1325 商业

Commerce 
由于以民所占的地区没有

理想的港口’是以与外人通商

的事向来不甚发达。即使有，

也多是国王主持的政府事业

ct散罗 j荫， 3/IJ t 9:26; 10: 11 ; 

阿哈布，罗rj l二 20:34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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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向业也只限于市场上以 约捉皮→些为 F关国的原因，

物易物的贸易往来，尤其在城 而甘心放弃婚姻的人（玛19:12 ）。

市及乡村之间的交易，更是如

此。但在充军之后，在犹太人

散居他邦之后，才渐渐成了著

名的商人。他们的出口货物多

为农作物’诸如：谷类、油、

酒、蜂蜜等（贝1]27:17) ；人门

的货品则有宝石、象牙（ )ilj上

10: 2 ）、木材、鱼类（厄下

13: 16 ）、首饰、布匹等（贝lj

27:7) 

在新约中很少提及商业的

事，只有耶稣讲了一个贩卖珍

珠的商人的比喻（玛 13 :45' 

46 ）；还有耶稣自圣殿中逐出

了一ttt商人（玛 21: 口，13)

1326 阉割

Castration 
梅瑟法律绝对禁止对人或

对牲畜｜制割去势。－个王；势的

人不能成为天主子民的一份子

（肋2:24 ，申 23:2 ）。虽然如此

圣经仍然提到宫中的太监（艾

2:3J4 ；依56:3,4 ；宗8:27 ）。新

1327 盖法

Caiaphas 
是大司祭若瑟的另lj 名（公

元 18-36 年）。在审判l耶稣时

他曾主恃了公议会的判决（土马

26:3,57 等 ） 0 按若 l 8: l 3 记

载，他的前任是’↑贯于玩弄权术

著称的亚纳斯，也是他的岳父。

他们大可祭职务的委任和削｜涂’

皆操之于罗马帝国圣地行政官员

的于中。

1328 混沌

Chaos 
是 4些古老文件描述天主

造万物之前的状态所用的字11]

（包lj 1:2 ）。包lj 书有关适夭地的

描述是种幻想的说法，就是

从己存在的万物现状，幻想它

没有存在之前的状态。称其为

「 j昆 j屯空虚」：但这是甚么状

态，贝lj无人知道，因为那时甚

么都还未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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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淫乱

Debauchery 
是法律所禁止的切不正

当的性行为’例如：通奸、乱

伦、同性恋、人兽交合或音与

行经中的妇女性交等，皆是梅

瑟法律所严厉禁止、重刑！$罚

的’有时甚至是死刑（肋20:9-

21 ）。新约大都是指外邦人放

荡不羁的野合而言（罗 1:24 : 

格后 12:21 ）嘈或者就是迦5:19

所说的淫乱、不洁、放荡。新

约并将通奸与敬拜邪神相提并

i{'.;0马5:32 : 若8:41 ; 里大2:21 ）。

1330 淮罗

Philo 
亚历山大里亚的准罗，是

位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及历史家

（公元前 30 至公元 40 ）。他曾

细心研究了希腊的文化，并利

用希腊讲解古代冲话的方法，

来解释圣经t的难题。希腊人

为使神话中神明的事JJr符合于

当时的哲学’惯用寓意的方式

来解说冲活’同样淮罗亦仿效

十画

这种寓意说，来解释旧约经

书。这个学说后来在亚历山大

电亚的圣经学院中发生了莫大

的影响力 c

1331 深渊

Abyss 
按古代以民的宇宙观，深

渊 1-V: 于地球的下面深处（申

32:22 ；依 38: l川，是个阴暗

（伎 26:19 ）及受罚的地方（依

5: 14 ）’是世人一去不复返的

地方（咏 16:10 ）’又是远离天

主（咏 6:6：‘ 30:10 ）及不被人记

忆的地方（咏88:13 ）。既然上

主是深渊和阴间的主子’所以

热心的人可以向天主祈求’以

能自深渊中获得拯救（咏

49:16 ）。由此可见深渊是人仍

然可以获救的地方，雨地狱却

是人在受审之后永远受罚的地

方’这与新约的见解完全相同

（玛 l 1:23 ：默 9: 1 ）。它是假基

督受 J[!j;罚和监禁的地方（默

20: 1-3 ）。基督进入深渊的说

法见于罗 1 0:7 ：伯前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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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谋杀

Murder 
圣经将无心的误杀；与蓄意

的出示清楚地分开 c 112 i吴杀罪

的人可以逃人避难城而］白保，

但是蓄意的谋杀犯却元处口I

逃，他必须要血债血还（出

21:23 ）。有屿谋杀是为了政治

或自私的目的所致（撒下 3:27

等） 0 十诚续止杀人，耶稣更

进→步强调这一禁令（玛

5:22) 

1333 祸哉

Woe 
这是一种痛苦、悲伤、抱

怨的表示，其对象是自己（民

6:22 ：撒上 4:7『川、耶路撒冷

（耶 13:27) ’以民及它的首长

（依 5:8-22 ；耶 23:1 ；则 34:2)

或者异邦民族（依 10: 5 ；耶

48:46 ）。路 6:20-26 记载 f耶

稣的四个称丽和四个祸哉；耶

稣也指明那些不悔改的城市是

U.i~ !3J1 

有祸的（玛 l 1 :20-24 ）。｜口l样

法和l塞人亦是有祸的（玛23:13-

36 ）内在审判之日要昕生Jj 「 1月

哉」之卢（默 8: 13 :‘ 12: 12. 

18:10,16) 

1334 婚姻

Marriage 
在旧约中被悦为人生的自

然正常状态，是l)X才婚姻在帅、

文上没自个专用的名词。谁

不结婚’便是违犯造物主大主

的意旨（创 2:24) ’因为他不

与天主合作，尽传宗接代的责

任。后代是天主的祝福和恩赐

（包1JJ7:16 ；咏 127:3 ）’是人求

之不得的大恩（创25:21 ），借

著后1~ 子孙，天主j芮全自己的

许诺（创 17:8 ）。不能生育是

莫大的耻辱（创 16:4 ）’或者

是天主的总罚（依 47:9 ）。以

民与天主的联合·多次以娼姻

的形式来加以表示（见欧、歌

及耶 2:2)

在新约中对婚姻有阳卡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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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等候默西亚来临的时

代已成过去，故此犹太人对结

婚生子的事，已不归旧约时代

那么重视。

c 2 J I卢友生活在过渡的时

期，厂末日」不久就要来ii白：

婚姻对人迎接「末日」的准备

可能是阻饵。

( 3 ） 信友的婚姻按照耳j）稣

的教导（谷 10:6-8 ），并以耶

稣与教会的婚姻方式作为榜样

（弗 5:23-32) 0 夫妻之间的

爱，应是基督之爱的反映（弗

5:25) c 夭主与人的结合亦犹

如l婚姻的结合（默 19:7,8: 21:9、

22: 17 ）’所以婚姻是不可拆

散的（谷 10:9 等）。但天主胜

过妻子（路 18:29 ）’复活后人

们不娶不嫁（谷 12:25 ）。 1呆禄

好（以1、I婚姻有所鄙视， {fl人不

应误解恨禄（恪前 7: 1-9 ）’因

为他强调婚姻是天主的恩隅

（恪前 7:7) 。见离婚、代兄立

嗣律、童贞、通奸。

1335 颇提斐辣

Potiphera 

| l四十 1Rli 

人名，意谓「太阳神的恩

赐？」’是翁I成（厄里约颇里）

的可织，成了若瑟的岳父（在1)

41 ‘45) 

十二画

1336 塔尔古木

Targum 
是指由希伯来文译成阿辣

美立的旧约而言‘它的意义就

是「翻译」或「译释」’因为

它同时亦对比较难懂的地方’

以普通平民化的语言加以解

释。由于地区和时间之不同，

而有下列不同的「塔尔古木」

版本。

( l ）古木兰的残片’其中

有肋书反约书的片段记录。

( 2 ）翁克罗斯本，是梅瑟

五书的译本。先以口传的方式

见于巴力斯坦，后来于公元五

世纪在巴比伦笔之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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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的译本，亦称巳 按列上 10:22 ；依 2:16; 60:9 当

力斯坦的「塔耳古木」’但都 时航海通商用的大船，皆称为

是些圣经片段记载以及解释。 塔尔史士船。

(4 ）约纳堂译本’内容有

先知书。 1338 塔尔索

(5 ）伪约纳堂译本’取材 7画rsus 
耶京及翁克罗斯的译本而成。 是罗马帝国时代基里基雅

(6 ）有关约书、箴书及咏 的省会。原是排尼基人所建的

书的译本。 城市，其后在包委苛王朝时

上述这些不同的译本为研 代，强行被改造成希腊化的城

究耶稣时代的语言一一阿辣美 市（加下 4:30 ）：是保禄时代

文’以及探讨当时的宗教环 的一座名城（宗21 :39 ）。这里

境，是非常有用的书籍。 就是保禄的家乡城市（宗22:3) ' 

1337 塔尔史士

Tarshish 
地名，圣经记载它是个远

在西方的城市（创 10:4 ；依

66:19 ；咏 72:10 ）；它确切的

位置己不为人所知。很多人将

它与西班牙的塔尔太索斯相提

并论。它是是富裕繁华的城市

（则 38:1川，向提洛输出大量

的眼、铁、铅和锡（耶 10:9;

则 27: 12 ）；曾是约纳先知逃

避困难的处所（纳 1:3; 4:2 ）。

他回头后曾在这里居住了一段

时期，才被邀出外传教（宗

9:30; 11 :25 ）。

1339 塔尔堂

Tartan 
是亚述的一位军官’他曾

率领大军将耶京包围起来（列

下 18: 17 ；依 20:1)

1340 塔尔塔克

Tartak 
是个不见经传的邪神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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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下 17:31)

1341 塔耳买

Ta Imai 
人名’意义不详·

( 1 ）赫 1月龙的阿纳克人（户

口’泣，苏 15:14 ：民 l !OJ 

( 2 ）是革叔尔的国王’达

昧的岳父，他曾保护「逃难的

阿贝沙隆（撒T3:3：『口，：37 ：编

上 3:2)

1342 塔耳慕得

Talmud 
按宇章有「研究」 fO 「教

训｜」的意思。原来一些犹太经

师曾经专门致力于圣经的研

读·他们将研究的心得笔之于

书，用为日常生活的指南口这

部著作积少成多，到了公兀

200 年左右，（要定型成书’称

为「米市纳」。其后二百年间

所有对「米市纳」的增补和比

解，另行成书，称为「革玛

辣」 n 「米市纳 J 及「平玛海 l

的综合就是「 i菩耳慕得」 ζ 这

｜二副｜

些著作主要出自巴力斯坦和巳

比伦。巴力斯坦的「塔耳慕

得 J 完成较早，于公元 400 年

完成；巳比伦的著作完成H l!JJ 

较晚’大约在公元 500 年前

后。这些著作借同圣经成了犹

太人的基本信条，以迄于今。

它所包括的m围不只是E书，

而且也有智慧书，是为明了圣

经十分重要的五具。

1343 塔冷通

Talent 
是以民和古中东最大自＜1 i主

量单位·但这个单位’却京是

统’习、变的单位：例在H乌加黎

特的「塔冷通」等于 50 个「米

纳」’巴比伦贝｜！等于 60 个「米

纳」。大致 t说来它在34至39

公斤之间。在新约仁「塔岭

通」被用为货币，约合600（）个

「达玛」’见度量衡。

1344 塔玛尔

Tamar 
女人名’意i冒「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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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城名

( l ）犹大的儿媳，她的丈

夫厄尔死后，嫁给厄尔的弟弟

敖难为妻（创 38)

(2 ）达昧的女儿，曾被其

同父异母的兄弟阿默农所强奸

（撒下 13:1-29)

。）阿 D！沙隆的女儿（撒

下 14:27)

C4 ）域名：是客纳罕的南

方城市，撒罗j芮在此修筑了防

御工事（列上 9:18)

1345 塔里塔吉木

Talitha Cumi 
这是福音中耶稣 i见过的一

句阿辣美语，作者完全保存了

它原来的色彩面貌。它的意思

是「女孩子，我命你起来！」

就用这句 iti耶稣显了 个复活

死人的奇迹（谷 5:41)

1346 塔纳客

Taanach 
是客纳罕的古代京都（苏

12:21 ）’位于默基 fr之南八

1345 1349 

公里处。虽然被划分给默纳协

主派（苏 17:1 1、 21:25) ' ｛日向

来未能真正将之占领，这是后

来达味时代的事（例上4:12 ）。

1347 塔彼这

Tabitha 
女人名’意谓「拎羊」‘

是约培的一位热心女教友，不

幸病重死去·圭／l被伯多禄复活

起来（宗 9:36-42)

1348 塔特乃

Tattenai 
是j主理阿一世国王所委派

的总督’曾经监督耶京圣殿的

重建工程（厄上5:3丘 6:6『 13) 0 

1349 塔普亚

Taappuah 
地岳和人名：

( 1 ）是臼冷西边的一座客

纳罕城市（苏 15:34)

。）阿摩黎人的古城’被

以民占领’位于厄弗辣因及默

纳协二支派的边界上（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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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J j 人；~ ：赫贝龙的儿了二，

属加肋布后代（编上 2:43)

1350 塔黑培乃斯

Tahpanhes 
是埃及尼罗河二牛角洲的

j运城市。当残余的犹太人将拿

步高所委任的长官革达里雅杀

害之后，为避免己比（它的报

复， f更挟持耶肋米亚光头llJ韭仁

此城（耶 43:7-9: 4斗 1 . V!IJ 

30:18) 

1351 塔慕次

Tammuz 
神名’意谓「生命的儿

子」 C J点是牧民之神·后来竟

被奉为植物神’主管→切农作

物Li~ ＇t＿长和丰收 c 他与闪用系

民族的阿冬 f中有峦切的关系，

又传说是 1在市塔尔女神的丈

夫，但这都是些神 ii＼传说。贝lj

8:1 斗i自－些归女在圣殿~tl'l J 

哀悼塔慕次，足iiE此邪神的做

中LUM雪流传至圣地的心目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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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

1352 塔德摩尔

Tadmor 

I I归l

与｜旧耳米谢！司属地，是

叙利亚旷野中的 个绿洲城［有

（见编1、 8:4) c ylj t二 9:18 所说

的f散罗满庄塔玛a~所述的防御

工事’！以、F不是我们这电所说

的塔德摩尔或i冒帕耳米帕，而

是死；每附近的→个地点。

1353 喜乐

Joy 
自；［］二的喜乐来白天主（咏

的：9 ：路 I :47) 。虽然欢乐的

j丘因可能是事业之成功（申

12:7 ）’成苦物（中失而复得（ lh\ 
15:4-10 ）’再不然就是宗教节

H 的次乐（咏 43:4 ）’其他事

物在人所造成的喜乐（哥｜］上

4:20 ；进 5: l 刺。爱德的结果

是喜乐（＋备前 13:6 ），它与外

在的环境无关（恪后 7: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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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喜年

Jubilee Year 
它的原意来自「 iii 羊

角」’是大节日 t以民必PX的

fR吾乐器。喜年是每半个山纪

才过次的庆节，为期作。

在这 年中一切被i创立的旧地

町归正原主，这是宣布自由的

一年（肋 25: 10) 

1355 斯多噶派

Stoicism 
这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建立起来的－个哲学派别，它

啕切不移地咯信神明的照顾，

己近似宿命论者。 1果禄在传教

H、l亦在有意无意之间’和ll+J斯

￥喝派的一些术语’并承认其

中含有一些真Jlj[ （宗 J7)

1356 斯米纳

Smyrna 
是小＼［］／细亚西部的一个海

港城市。公元 ~iJ 300年间是它

的黄金时代’是1J、亚细亚最富

陆的城巾。若望曾给这里教会

13气斗 L~ ：＂ K 

写这一封信（默 2:8－门）

1357 斯德望

Stephen 
人名’意谓「花冠」’是

教会最初的七位执事之一。宗

书记载了他的被ill; ( 6:5 ）’受

人控告，他在公议会前门若悬

河似的演讲’以及他为主捐躯

的英勇事迹，当时扫禄（保

禄）缸场’ H灰赞同（ '* 6:8-

8: l ）。由于教难和迫害初期

的耳ll京信友皆 ~Lj敌奔ti鸟’如此

便在他方展开传教的工作。宗

诧们仍居留耶京。日前在耳l\:J?:

有两处纪念斯德理致命的地

点，建有两！坚毛堂。

1358 葛法翁

Capernaum 
城名’；意谓「纳间之

忖」’ Jf:hom肋亚西北岸边的

一座重慎，这里设有税斧同

（玛 9: 9 ），并有罗·~车队驻

守，义是因满1自多f录攻：！d忠肋

的故乡’也是耳ll稣传教的中心

461 



U50 13时 才工画

点和根据地，故有「自己的 筑挖掘出土’供人凭吊。

城」的说法（玛 9:1 ）。耶稣在

这里显过不少奇迹（路 4:23 ; 

见谷 2: 1 ；若 4:46-53 ：‘ 6: 17-

21) .可惜百姓皆漠不关心’因

而受到耶稣的诅咒（玛11:23 ）。

1359 散乃黑黎布

Sennacherib 
人名’意谓「欣神增多了

我兄弟」’是亚述帝国的君王

（公元前 704-681 ）。撒尔贡二

世之子（列 F 18:13 ：吨 19:16,20,

36 ）。他曾率领大军进攻叙利

亚和排尼基。当然弱小的犹大

非其对于，希则克雅国王只有

纳税进贡’俯首称臣（列下

18:14-16 ）口 3/IJT 18:17-19:37记

载他的军队在另一次进攻犹大

时， ，＇EJ、有天军助战’将他的军

队杀得抱头鼠窜的事，很难找

出历史的证据来。史载他曾经

盛极－时’建立了尼尼微城作

为新的首都。就在尼尼微的一

座大殿内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所

杀。考古学者已将他的雄伟建

1360 散民

Diaspora 
是希腊文名词’有「驱

散、分散」之章，是由希伯来

立的「俘虏、充军」演变而来

的（申 30:4 ）。它也有使人惊

慌恐吓的用途（申 28:25 ：耶

34:17 ：达 12: 10 ）。但后来它

特别指居于异民中间的少数犹

太人民而言’尤其是在巴比

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叙

利E 、希腊和罗马的犹太侨

民。借着这些散居地方的扰太

人’天主的圣名在异邦中被宣

扬开来。在这些散居的犹太人

中也开始了基督教会的传扬。

1361 敬礼

Cult 
旧约将人对天主的敬礼视

为理所当然的义务；人必须向

天主顶礼膜拜，祈求宽忠或者

寻间将来’这是以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的 J平。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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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主盟约向以民作出的要求。 律书。圣殿中的祭献在充军后

其实如果我们将以民的宗教习 虽已恢复正常’但是渐渐已失

尚·与其他当时的民族宗教来 去了它的重要性。这种情形尤

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间 其见于耶京之外的以民团体。

有许多节目是大同小异的。只 甚至不少宗教团体虽然严守悔

是以民更注重伦理道德以及圣 瑟法律’但不再举行祭献’谷

洁的法规，并将 切与伦理不 木？气就是这样的 A个团体。当

合的习俗弃之不！颅，诸如占东 然在充军之后’各地迅速建立

为盛行的宗教卖淫等。 起来的会堂中，更是只有读

以民进入圣地，开始务 经、祈祷嘈再无祭献的存在。

农，定晤之后，对其宗教的礼 公元 70 年耶京圣殿受到

（义有了重大的改霞。最初还没 彻底的破坏，白此」切犹太人

有可祭职的建立，那时是每个 的祭献礼完全终止了，以迄f

家长或族长来代行可祭的职 今。耶稣并没有按弃犹太人的

务。进入圣地之后才有了正式 宗教敬礼’他本人曾在会堂中

的可祭人员，来代替百姓举行 讲道，又参加过耶京朝圣的行

宗教的礼仪。尤其在耶京的圣 歹lj ；但是他所特别强调的，不

殿建立之后，它渐渐成了以民 是宗教的献祭敬礼，而是爱德

宗教的惟敬礼中心。这在以 的i戒命（玛 5:23,24 ）。初期的

民分南北朝以后更见显著。国 基督徒团体，亦未放弃圣殿中

王对维护圣殿及宗教纯洁的责 的敬礼（见宗3:1 及 17:24,25 ）。

任亦愈来愈大，先知们曾不遗 耶稣超越并终止了旧约的

余力地来攻击宗教 k所发生的 敬礼（希 I 0: 11-14 ）’他的门

弊端（亚 5:21-25 ; ［孜孜6 ；依 徒开始实行新的敬礼’这种新

11:10-16 等）。充军之后」种 敬礼以「相聚擎饼」 一圣体

宗教t的重大新义务是公读法 圣事一一为中心点（宗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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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传报l：羊的喜讯，为宗教 主主督（宗 17:4)

实际生活的行动。

1362 敬畏天主

Fear of God 
敬畏之情并不是对某种内

神恶煞’邪恶势力的惧怕’而

是对仁主天干以子k的心情，

以合于理性；态度所表现的感i~

畏威之情。这是对天主一种尊

敬和光荣的表现’在圣经 I IE: 
常与欢呼之声联合在一屈的

（咏 4 7: 3 ）。敬畏天主的原

网，因为天主是神圣不可侵扭

的（出凹’l I ) 

1363 敬畏天主的人

God-Fearing 
Persons 

是些半归化犹 k宗教的

外邦人’他们固然f言仰↑住

真神，也遵守部份的犹太宗

教法律·｛间并没有完全犹太

化，亦没有接受犹太宗教的

一切规律。最初曾；有不少这

种「敬畏天主的人」。｜依了

1364 朝圣

Pilgrimage 
战以民法律一切成年男子

应在每年的三大节日卡，前往

耶京朝圣’即i自越节、五旬节

反帐棚节（出23: 17 ；叶1 16) ; 

但不必定要三次前往， 次

亦算j芮全 f责任（撒上 l :3 ; 

路2:41 ）。侨屑在外的犹太人

至少应一生中一次前往耶京朝

圣 c 按先知的预言j主外教人都

要首途耶京朝拜唯 的真天主

（依 2: 1-5 ）。新约也数度提至｜｜

朝圣的事（路 2 : 4 l ：若

7:2;10:22等）。有两个圣咏集

子是毛为朝圣团写作的。

1365 朝拜

Adroation 
按原文有俯首至地，表示

敬拜之：言’是最崇高的敬礼’

因此在宗教 I：只可以用于天

主’以表示对天主无限权威和

能力的承认（创 24:26,52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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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 I咏 95:6 ）。任何真他受

造之物都不得接受此礼（山

2 0 5 啕 34: 14 ：月 4 守 1 0 ，宗

10:25) 

在社交方面贝lj；有用于国王

（撒下 9:6-8; 14:22,33 l 或个人

（创刊·2; 33:3 ；出 18:7 等）二

者在外表上毫无二致，但人心

的意向是主要的成份。新约中

)(;t耳｜；稣亦表示朝拜（斐 2:10;

希 1:6 等）

↑ 366 棕树

Palm-tree 
这足中东非常普遍的树

木’是一以多次在圣经巾被提

及：仔1J un是圣殿中的装饰木材

（列 l二 6:35 ；贝lj 40:26 ），是过

帐棚节不可或缺的植物（肋

23:40 ），耶稣荣：址：耶庄、时欢

迎的人群于中拿苦棕树叶（若

12: 13) .它是智慧完备的象

征（德 24:18 ；咏 92:13 ）’也

是美丽的标志（歌 7:8)

1.'h向 U67

1367 硬心

Harden the Heart 
这是人对天主的 仲心理

状态。王~I> r.，七硬的人育i矣＆

f去那（出 4: 2 I ) ’，息红（ 4J 
2:30 ），培月JJ舍特人（撒上6’利，

尤其是以民政他们的一些领袖

（列 1· 12:15 ：编 I' 36: 13 ）。心

E更有时来自：＊主’为表现大幸

的威能门村 4:21) c 心硬的人

连三旦、五官都对夭主失去作用

( 1{(6:9-13 )‘ l!;J ~这种人元，七

悔改忡阳：7,lO J ’沟fitli j生罪恶

有日凶恶的压力都不再感觉（耶

2:23,25 ）’结果一切j悔浅的念

头都将受到阻力（业4:5-12 卜

珩约怪！；进→步以心h史来指

不外教人对福音的态度。他不

愿聆昕天主的喜讯’所以也拒

绝救援的恩宠（谷 4: 12 ；若

12:37-40 ）。圣保禄谓人几时

m罪’渐渐变成心硬的人（罗

l :24 ）‘冥顽不灵（罗 l l :8 ）。

如此只有少数的残回部份获悍

救援（罗 9:27: 11:1 l 等：咀低

4:3 ）：天仁的意思却是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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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的人’连心硬的人都不例

外（罗 l I :25-32) 

1368 焚香檀

Altar of Incense 
是用为焚香祭的台子，原

来设置在会幕中（出 30:1 ）’

后来搬入圣殿内（路 1:11 ）。

很明显地可以知道出 30: 1-5 关

于这个祭坛的描述，是颇为迟

晚的著作，致使我们很难意会

到它原来的真实面貌。

1369 提贝尼

Tibni 
人名’意谓「稻草人」’

是基纳特的儿子（列上

16:21,22 ）。他曾经企图继齐默

黎称王，掌管北国以色列的国

是，但被敖默黎击败。

1370 提尔臣

Tirzah 
人名和地名’意谓「高

兴」、「快乐」

(1 ）责罗斐哈得的五个女

十二画

儿之一，父亲兀子而终，提氏

要求梅瑟准许她继承父业（户

26:33; 27:1-11) 

( 2 ）原是客纳罕地的古城

（苏 12:24 ），划归与默纳协支

流（苏 17:3 ）。在撒玛黎雅之

前曾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在

这里执政的君王有巴厄沙、厄

拉、齐默黎（为政七天）及敖

默黎（列上 15:21,33; 16:23 ）。

137才提尔哈卡

Tirhakah 
人名，是埃及第 25 王朝

的第三位法郎（公元前 689-

663 ）。这是努比亚人所建立

的王朝。他曾经尽力支持巳

力斯坦各弱小王国抗拒强大

的亚述帝国，却被 i!E述实行

「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攻入

埃及北方。占据 f大片的土

地’并将提尔哈卡自埃及的

首都底比斯逐走。他虽度

夺回失地，不久又被亚述巴尼

帕耳玉逐出酋都。 flj 下 19:9;

依 37:9 曾提到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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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提市贝 1375 提希苛

Tish bite Tychicus 
是约但河东基肋阿得地区 人名，意i冒「偶然发生

的一座城市（列上 17: 1 ）’是 的」或「出乎意料之外的」’

「巨里亚先知的家乡（罗lj上 17:1; 是保禄传教事业上的助于和l同

21.17) 伴（宗20:4 ，弗 6:21 ，哥4:7) 。

1373 提托（大将） 1376 提庇留

Titus Flavius Tiberius 
是罗马皇帝外斯帕仙的 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

儿子’在进攻耶京的战争中 （公元 14-37 年）。在他执政的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结果于ci 第 15 年上. i先者若翰开始了

公元 70 年破耶京北门而人’ 他的传教工作 L路 3 1) 

将圣城和圣殿尽行破坏，并

将圣殿中的器皿带往罗马展 1377 提庇黎雅

览’且游街欢呼’庆祝耶京 Tiberias 
的失陷。其后于公元 79 年继 是位于加里肋亚湖西岸的

承父位’为罗马皇帝。 一座城市，曾是加里肋亚的省

会’致使其旁边的加里肋亚

1374 提达耳 湖’亦被人称为提庇黎雅湖。

Tidal 黑落德安提帕在此大兴土木，

是哥因人的君王’曾组织 为取悦罗马皇帝提庇留，乃以

联军进攻「五城」’大获全 皇帝之名命名此城。这是个充

胜；是亚巳郎同时代的人（创 份希腊化的城市，是以犹太人

14: 1-9) 对它大都不屑一/IT页。圣经也很

少提反它（若 6:23 ）。但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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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70 年耶京尖陷后，大批的

优大文人贵族却搬来此城避

难，成了犹太宗教初文化中

,L、。

1378 提洛，左尔

Tyrus, Zor 
提in· 1币腊各：左尔，希

1白米名。是地中海东岸 座古

代H1r尼基商业城市，一度成为

海上王国，向来与以民保升友

好关系（罗rLt5:15-32 ；编 l~

14: I 2) 0 升提冶企罔在政

治、文化、宗教上大力影响以

民时， j直到了先知们极力反对

（攸 23 章，业 I·以 I 0 ）。对 ·Ill

述和巴比1£ 向来采取敌1、j 态

度，从不屈服。到了亚历山大

大帝时代’它终于被克服·成

为希腊帝国的一附庸小国。罗

马帝国时代屯新获得了自治特

权。新约中玛 15:21 ：谷 3:8 ; 

宗 21:3.4 等言及提洛 c

I l旧｜

1379 提革拉特王肋色尔

Tiglath-Pileser 
是 1f)I述的教1立国王乞’与

圣经有关的只；有提革拉特主肋

色尔二iit （公元前745-727 ） 。

他足百多i束，能征善战’扩展

了同家的领土’征服l’许多的

人民’其中有问：2人的一切王

国，大马士革王勒斤及北国以

色夕n默纳恒’ iill只好向他称

臣纳贡（亨I) r· 15: 19 ）。公元前

734 年他带兵垣征培肋舍特地

区，占据 f埃＆.边境上的迎

撤。本有言向埃及进攻，但他

的－个属王，南同犹大的阿哈

次向他求救 3 同二五立即回兵北

向，打败了北国以色列，并将

它许多的居民充军远方的E述

（列卡 15:29 ：‘ 16 ：守 7.1 o ：编 t

5:6.26 ：编下 28:20 ）；选 ＼f 昌

舍亚为其」L田的藩王（ ,flJI、

15: 30 ）。此时他成 f叙利亚

和巴力斯坦的惟主宰。圣经

l二有时亦称他「背耳 i ylj 卡 15

19: 兰布1 r 5:26 : 1大 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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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提雅提辣

Thyatira 
足里J大稚的城巾’在培尔

加摩尔南’位于交通大革之

旁，是以雨业发达，尤以出产

的紫主I布最为百：名。这旱的

位贩卖紫红布的妇女？可先归 fi,

入教’并收rn 1果禄住在自己家

中（宗 16:14) ＇若望曾给这里

的教合写过一封公闲（默2: 18-

29) 

1381 提斐撒

Tiphsah 
足1 发fi'Lf!SinJ畔的座城

市电？于被指为是撒罗j芮帝国的

北力边界城 i ylj上 5:4)

1382 提摩太

Timothy 
人名，；吉用户敬畏天」的

人」 3 阿~·民族的 －｛立强悍善

战的；j寻烦’但不是叫加伯 ！It大

的敌手（加 t- 5.孔 l l 『 34,3 7 啕

40 ）。由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

心理’尽力对犹太人进行骚扰

( }JO f'- 12: I 0 ) 

1383 提默纳

Timnah 

l 斗向（） l:ig斗

城各，；吉i自「部份」或「（fr

'ifyj _J 

( l ）犹大支派的北方边界

城市，距 I;！特合默 t不远（苏

15:10: 19:43 ，民 14: 1 ；编F

28: 18 ’手）

( 2 ) j儿大的另城叶J （苏

15:57 ）’可能与创 38才 2-14 月7

记载的提默纳黑｜日｜。它确切的

位置未能断定 ο

1384 提默纳（人名）

Timna 
人名. ;\_ii、 i冒「不可接近

的＇ : 

( l ） 厄里法次的妄’生子

阿玛肋克，是为后期强大民族

pnf.f马肋克人的始m c 121136:12: 

见户 24:20 ：出 I 7 :8-16 ：申

25:17.19 ）。她本人是昌黎人色

低尔的女儿（创 36:22)

(2 ）厄东的」位族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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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撒乌的后代（编t 1:51 ，包1J 永存不替的新天地（罗 8: 18-

36:40 ）。 23 ；默 21 l响5,23 ）。正是基于

这个永远常存的希望，人们才

1385 提默纳赫勒斯 可以在这千变万化，瞬间即失

Timnath Heres 的世界上’知道应当如何自处

厄却辣因山区的 4座城 （玛 6:19 ；恪前 7:31)

市，是若苏厄的葬身之地（民

2:9 ）。苏 19:50 称其为提默纳

特色辣黑。

1386 暂时

Temporariness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

验，就是世间的一切转眼即

失，且－去不复返（咏 102:26,

27 ：依40:6 等）。这要归咎与

原祖的犯命之罪（创 3:19 ：咏

90:7 ）。面对永远常存的天

主，一切邪神都要烟消云散’

不能久长（耶 10: 15 ）。一切的

受造之物都要如白孟苍狗似地

消失（谷 13 :31 等．罗 8:20,

21 ；若一 2:17 ），就连人的生

命也只是犹如罢任一现（撒下

14:14 ：咏39:6‘7 ：雅 1:9等）。

虽然如此，天主却许下了一个

1387 雅厄耳

Jae/ 
女人名’意谓「野山羊」’

是要lj尼人柿、贝尔的妻子，曾将

雅宾国王的大将息色辣计杀

（民 4:17-22 ）’因而受到德波

辣的赞扬（民 5:24-27)

1388 雅贝乃耳

Jabneel 
城名’意谓「夭主准许建

筑」

( 1 ）犹大北部的城市（苏

15: 11 ） ’亦称雅贝乃（编下

26:6 ）’即希腊时代的名城稚

木尼雅。

(2 ）纳斐塔里支尿的边区

城市（苏 19:33 ），位于约但jllf

畔’在加里肋亚湖以南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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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

1389 雅贝士

Jabesh 
城名’意i冒「干燥的」’

是基肋阿得地区的一座城市。

以民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曾大加

屠杀’又将它的四百名处女嫁

给本雅明支源（民 21 章）。撒

乌耳解救过这个城民的急难

（撒上 l I: 1-11 ），为了感激这

一功德，撒乌耳同二子阵亡

后，稚。1士的居民前来收尸，

并加以安葬（撒上 31:8-13 ）。

1390 雅巴耳

Jabal 
人名’意义不i羊，可能有

「河流」之意。是拉默客由阿达

所生的长子，是「住在帐幕内

畜牧者的始祖」（创 4:20)

1391 雅臣尼雅

Jaazaniah 
人名’意谓「上主俯昕」：

( 1 ）依尔米雅的儿子’在

471 

1389 1392 

耶肋米＼［先知时代’是勒加布

人的首领（耶 35:3)

( 2 ）玛阿加的儿子，是革

达里雅时代的一位军长 G 当革

氏被杀之后，他曾联合一批重

要人物，往见先知耳［＼肋米亚’

商量逃往埃及的事（列下

25:23 ；耶 40:8)

1392 雅备伯（圣祖）

Jacob 
人名·意谓「！星天主保

护」。但是圣经上对这个名字

也有两种通俗解释（创 25:26;

27:36 ；欧 12:4 ）。他是以民的

主要三大圣祖之一’生有十二

个儿子，是为以民十二支派的

始祖。圣经仁对他及其他的儿

子作了颇为详尽的叙述（包1j

25-50 ）。他与他的孪生哥哥

厄撒乌的性恪迥然不同，他性

情植和’天资聪敏’作事牢

稳，又能持之以恒。

他与厄撒乌不和，还在母

胎时己发生了互不相让的斗

争’实为后来两个民族不和的



1 斗93

预兆（包lj 25 :22,23 ）。真正交

J匠的原因是因为他骗取了长子

的名份阳之袤的问福（色1j

27) 。稚各伯只有逃难避祸于

舅父t:t.班的家中 J 在受 j’不少

欺凌之后’终于在夭主的眷顾

之下成家立业’甚至飞黄腾

达。后来重归故束，兄弟二人

和l好。在归来的路t与天使拂

斗’ f(J]被改吕为以色列’实：~］

后来以色列百姓称日子的来源 c

归来后定居 r合根地区。在这

'Ii.的生活不是→帆风顺’女儿

j大纳被人强奸，爱子轩;'&f：、被出

卖等’只是圣祖生命中辈辈大

者的遭遇 c 后来遇上荒年’逃

到！埃及，受到苦瑟的照刷’而

死于埃及。

先 J-u 书中多用以色列

名，来指示他的后代是个独立

的民族。圣保碌称他为：大主的

自由选挥’主立即没有i主长子厄

撒马’去ll 拣i主「他（罗 9: I 0-

13) 

卡一工 l面

1393 雅备伯

James 
这里所要Hit的雅各伯是

新约中所tRo及的数f\I人物：

(I ) （长）雅各 fo ：是载（自

德和撒罗默的儿子’若望的兄

弟‘二人同为耶稣的去徒（玛

斗：21,22; 10:2 等） · *'UI；同 i白

多禄及若望受到耶稣的特别恃

踵’成为特别证人（跻 8:51 ; 

到 17: l ‘ 26:37 ） ο 他被阿恪黎

帕世所杀（宗 12:2 ），时在

公元 44 斤 c

( 2 ) ( ；欠）雅得伯：是阿耳

斐的儿子 0斗 10：川、 (Ii在J斗

27:56 有「难得 1内的母亲玛利

亚－的记载。｜均处的雅各伯是

否同为 人？天主教的学者多

干张为同 人，东正敦和基督

教的人士则认为应是两个雅各

伯

这个稚各伯是厂主的兄

弟」 (J马 13:55 ）。耶稣复洁后

特可lj,~J见给他（恪前 15:7)

！果碌归化而亦特去见他 （ i!JQ 

1: l圳’（自多禄特别Jf[( 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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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脱险的事（宗 12:17) 。

他｜可｛自！； i求主持了耶卑、宗使主

i::Z （宗 15 ）。他任耶京主教i占

30 年之久，］公儿 62 年左右

为主捐躯玫命。

1394 雅备伯井

Jacob ’s Well 
是耳r；稣与撒玛黎雅妇女谈

话的地方（若4:5 ‘6) c 旧约中

没有在接提及它的打在（包1j

33: 18 ：苏 24:32) 0 它至今犹

存，其｜二建有古老的小圣堂‘

属尔正教会所有。

1395 雅备伯天梯

Jacob ’s Ladder 
这个古；同来自创 28：口之

i己述，是说雅各伯在ill避兄长

f11:t散乌的毒手时，夜间露宿贝

特导’梦见一个 Jl)f大古地的梯

子’并有天使上去F来。

I ;LJ_j I zυ7 

按教会告边的意见·真作者是

「主的兄~」雅各 fEl ( I: l ；迦

I: 19 ）。它的内容主题是：真

正的喜乐在于忍受患难（ I :2-

8 ）、贫穷（ I: 9-11 J 、试接

(1:12-18 ）等；实际行动所表

现的f言德（ 1 :26.27; 2: 1 斗－26 ）’

对口舌的约束（ 3: I －口）’天主

的R帘页及真正义审判lj （斗：13-5:11) ’

且后 if: 夜祈荷叶13 I 自）

本书的对象是「散居的十

支iJR 」‘大概是指侨居在巴

)J斯坦地仄之外的基督徒而

言。写作的时间至今未有定

论。不少学者主张写于公元

60 号~ 62 年间’写作的地点似

乎是耶路撒冷。

1397 雅备伯祝福

Jacob ’s Blessing 
过是创 49:3-27 收集在一起

的段祝福经文。作者将之以圣

祖稚各伯的名义发表。实际上它

1396 雅备伯书 是经过许多年代之后的事，因为

Epistle of James 祝福中所描写的各支版的环境是

过是七封「公函」之一’ 进入圣地之后才有的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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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 雅汪

Javan 
此人告见于包1) 10 ：’ 2,4 所记

载的古民族名单内’是耶斐特

的第四个儿子（见编上 l: 5' 

7) 。先知书上屡用此名来指

示希腊人或希腊的约尼稚人

（依 66:19 ；贝I) 27:13 ；达 8:21;

11 :2 等）

1399 雅松

Jason 
希腊文人名’可能有「健

康的赐予者」之意：

(1 ）基勒乃人雅松，是f马

加｛自战争的历史记载者。加下

就源于他的著作（加下 2:20-

32) 

。）大司祭敖尼雅三世的

弟弟’他以贿赂谋取了大可祭

的职位’尽力使犹太人希腊

化’以求取色委苛王安提约古

厄~法乃的欢心，但后来仍不

免客死异域’且暴尸原野（加

下 4:7-26; 5:1-10) 

( 3 ）得撒洛尼的一位信

卡二画

友’曾收留保禄和息拉，因此

遭受池鱼之殃（宗 17:5-9 ；见

罗 16:21)

1400 雅典

Athens 
自古以来卡分重要的文化

中心，却向来很少发生政治的

作用，尤其在新约时代’更是

如此。保干录宗徒曾来此宣讲传

教（宗 17:15-34)

1401 雅侬尔

Jair 
人名’意谓「（天主）大放

光明」

( l ）默纳协的儿子，曾打

败阿摩黎人，占据不少城市

（户 32:41 ；申 3:14 ）。但编上

2:22却说他是色古希的儿子。

( 2 ）是位不大著名的民

长，在位 22 年’生有 30 个儿

子，死后葬于卡孟（民10:3-5 ）。

(3 ）摩尔德开的祖先，本

雅明支派人（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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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雅依洛

Jairus 
葛j去翁城的生堂长，耶稣

曾将他己死去的女儿复活起来

（玛 9:18 ，谷 5 :21-43 ，路8:40-

56) 

1403 雅波克

Jabbok 
巴力斯坦重要河流之一，

约fBM的东部支流’在死海北

部约 40 公 ftl，处·与约但j口I

台。它发源于古代的辣巳（即

今日之阿曼）｜附近（申 2:37 ; 

苏 12:2 ）。稚各伯曾渡过此

河’并在河畔与天神搏斗’而

得名以色列（创 32:23-29)

1404 雅威

Jahve 
是以民在｜日约中对大主最

普遍的称呼。它是惟一直接用

于以民天主的称呼，是与以民

建立盟约的天主的名号。其他

如「至高者」、「全能者」、

「永生者」等，是比较笼统的

1-102 1-1（）气

神明称呼。「稚威」的意义’

虽见于出 3: 14 ：「我是自有

者」’但是夭于它真正的含

意，学者仍在争论不休。

1405 雅洛贝罕

Jeroboam 
~t国以色列两位国王的 ι

字’意谓「愿百姓繁多」

( l ）雅消贝罕~ttt （公元

前 931-910 ）：他在撒罗满时

代己是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

（列上 l 1:28 ）’却为撒氏所不

容（列上 l I :40 I 。他利用人民

反抗犹大的心理，倡导分裂，

受尽国王的边害，逃难埃及’

直至撒罗 i雨先后他才＊山再

起。受环境之助竟能 J举成

功’将以民统的政权一分为

二’并占据 f绝大多数的土地

和人民。他为了他以民不但在

政治上，而且在思想 l~宗教敬

礼上，亦都要各白为政，／WE

丹及 Dl特耳修建了邪冲庙宇，

以对抗耶京的圣贱，并阻止百

姓前往耶京朝圣。这种作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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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到圣任作者的大事攻击

< 1H 12:26-30) 

(2)'fft洛贝平二世（公元

前 783- 743 ）：他是耶局阿 t

之子’北l:t:J 历史！二最屯要＆最

r)~ 盛名的 （汪国王（列干

1-1: l 6.23 .1 。他将以色列带进

了黄金的巅峰时代’就连南国

犹大也不得不臣服f北面的权

威之下， llJU属国。他j},f-, f自

l’不少的河东地区’其版时之

k±/J: 与这｜床王国媲美。可惜j三

只是黄昏时分的灿烂，其内部

已开始败坏’尤其是社主上的

弊端丛／牛： il!i毛斯先知l ＇~J对此

加以严厉攻击 c

1406 雅津

Jachin 
人名’意渭「愿天主抵

救」

( 1 ）西默在的第四个儿子

（创 46:10 ：出 6: 15 ），但有时

排行第二（尸 26: 12) 

( 2 ）达叫：时代的一位可祭

i二（纳上 24:17)

卡土 IHll

U ）耶京圣股市J的阿个铜

柱之 , R!l 右边的那一个（列

上 7. 1 5 2 2 ‘ 4 I, 4 2 ：列下

25:16.l 7) 

1407 雅斯提雅革

Astyages 
玛待最后的位君王’大

约在公元前550 年左右’被他

属下的居鲁士国王战败。

1408 雅歌

Song of Songs 
此书但在：希伯来原文上有

「歌中之歌」’或谓「最美丽优

雅的歌词」之意，故中文适当

地译成「稚可夫」。这木圣书是

犹太人在庆恍逾越节时’必然

要诵l卖的一本小书’它包括不

少民间的恋哥大l!Y:~占婚大典用的

歌词。对于这些外表看来是爱

情之歌的诗词，学者们有非常

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必有一这里

细讲。

它的作者有人基于标题

( 1: 1:、 3:9-11 ）和f专统，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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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f散罗满罔玉。主］’仨的主

义，我们可以强调i间，｜涂 J’它

表雨的世俗音义之外’另有其

i禾奥神苇的主义轩在’即是男

久之间的爱情成了天主与以民

或吾与善人灵魂之间爱情的标

记（耶 2:2; 3:1-13 ）。飞 r·ι

成书问世的时代，至？仍是个

未解之谜。

1409 雅慕克

Yarmuk 
约但河东部一条仨i夜，在

力o Ell II力亚的湖南方不远的地方
与约(tj川江，台，在丘上术提及

Jl:l::)iif 0 

1410 斐理伯

Philip 
人吕·，古i目「爱 ＇'1 的人」句

是圣经｜－多次见到的人名：

l I ）韭理伯二世：是马民

顿的国王·他的儿 r大亚历山

大是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和军事

家·是活脂大帝国的创始者

（力U t I: 1) 

1-109 14 Ill 

(2 ） 斐理｛白E世，亦7土上＇＇J

其帆的因王；二rd'针是主lj 他败于

罗马人于干（加 I: 8:5 J 

( 3 ）安提t<rtr凹由的学友

（加 r· 6:1-1 ：加下。：29)

( 4 ）犬黎基雅人’被安提

约市lflj tt！委任工J扰大总督； ii 七

人性情可是呆’ J三t'f 委派他们人

（圳卡 5:22)

( ~ .1 黑；存倍的儿于’行为

不怡，与亲侄女同目，日11 ！黑 l在

j大雅， IB" 米黑：在｝k ~位合他而

去’同另一位,j{ ＇，（站恪（玛

14:3-12) 

（币 I !tH侯斐用！白’是黑

：吾［辜的 5）一个儿子 u 他曾将其

罚Ii台I里得井井有茶，使人民

安居乐业 c wJ惜他的私生 i1~ t 
不足为人迢，同臼己的亲侄

女’ ~II riiJ ［国所说的黑落H'fffi1:1

女儿撒罗默同屑。他的分封！丈

区见于路 3: I 0 

( 7) 斐E吧！口宗饨，他的名

字数次见于圣经中（玛 10:3 : 

谷 3: 18 ：路 6:14 ：宗 i 13) 0 

贝忏赛i主人， f自多恃和安德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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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可乡’被召 ljkz:为耶稣的门徒

（二百 1 :43-48 ) ' f也将纳塔乃耳

介绍给 m；稣 2 耶稣有意试探

他，向他讨取主意（苦 6: 5-

7 ) ' 批希腊人请他引见耶

稣（若 12:21,22 ） ι 要求耶稣

将 Y: 父显现给他（若 14:8 ）。

后在犬黎基邪传教‘在耶辣颇

用为主致命。

( 8 ）执事：斐理f白·是教会

初期的七 f\?: i九事之→（宗6:5 ）。

宗 8:5.队 12.13 记载他在撒玛黎

雅传教’并使厄提约束稚的太

阳归化（宗 8:26-40) ＇后来居

住在海滨的凯撒勒雅，照阿了

第；τ二次传教 v l 来的保禄（宗

21 白）

1411 斐理伯书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这是于'Jr台 'b其何地区斐理

伯城教会的一封信’作者是保

禄，时在 61-63 年间’即当保

l1l在罗马华：监时’写了这封书

信（宗 28 ）。斐城是第一座接

1 二l田l

受保禄宣讲的欧洲城市（宗

16 ）。保禄特别爱护这个教

会’却也为它i置了不少的困

难。（果禄坐监时此城一位教友

代表全体向保禄送去了礼物’

这位教友，也是保禄的朋友，

名叫厄帕洛狄托。但厄氏到达

罗马后’叮能水1：不服，竟j冗

府难起。这使斐城的信友悬念

非常。保禄写此｛言的日的是在

告诉斐城信友’厄氏在迟迟1:1:

行的原因’他的病况’以正自

己对斐城信友的关心，是如何

的感激。这时在狱中的保禄充

满喜乐，及重获自由的信心。

信中警告教友斐小心躲避犹太

人的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处心

积虑地要破坏斐城教会 c

1412 斐理伯（城）

Philippi 
是马具；顿地区的主要城

市，保禄于公元 51 年第一次

踏土欧洲的土地时至lj此传教，

并 E幸运了教会（ ~f?l6:l2-4肘，

H特别爱护了这个教会（斐

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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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向 8;4:10-18)

此城建于公元前 700年 c

360 年±a尔索曾将其改建·称

为达通城。公元前 168 年成为

罗马属地，此后改为行省，实

商业、文化、军事重地。犹太

团体1F!小’无自己的会堂。

1413 斐理斯

Felix 
亦名马尔谷安多尼，原是

奴隶，被释获得自由及罗马公

民权，且成了犹太的总督（公

元 52-60 ）。与犹太王阿恪黎帕

一世的女儿得售拉再婚（宗

24:24 ）。他对暴动的犹太

人’尤其是对「匕首党」加以

残酷的欺凌。曾将保禄无故押

监两年之久（宗23 :23-24:27) ' 

终被尼禄皇帝撒撤职，由斐斯

托继fl 。

1414 斐斯托

Festus 
亦名颇尔基约’被尼禄皇

帝任命为犹大人的罗马总督

icJI"' I 一↓ lh

（公兀 60-62 ）。为人正直清

廉。他对无罪的保禄，不IPIJI犹

太人的反对，企图加以样放 υ

但保禄要求上iff皇帝’ f吏斐民

无能为力，只好打发保禄去罗

马受审（宗 25: 13-26 32) 

1415 黑落狄雅

Herodias 
阿黎斯托步号｜司贝勒尼切

所生女儿，先是嫁给自己的亲

叔立斐理伯为妻·后来不甘寂

寞与另一位身为分封侠的安提

帕叔父同居。若翰就是死于这

个女人的毒计 (f吗 14: 1-12 ）。

撒罗默是她的女儿，生得美丽

动人，犹如黑落德家楼的一切

女人，貌美；£荡。

1416 黑落德

Herod 
人名，；自 i自「比雄的后

I~ 」。这个人吕包括了整个黑

落德王朝的重要人物。这个王

朝的建立人来自 I~东地区’ !lX

谓依杜默雅地区 ο 它的居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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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 J虫_11s:ru姓，但自主； 7已

Hff 125 平被告望 1-cca~ 卡诺所占

领，并被边接受犹太人的宗

教。黑7各德才二朝在罗马人的管

辖之下’泊理 j’巴力斯坦的扰

灰人二它的主要人物有：

( l) ,'\\1; i吉德→世：亦称大

;:r＼：在 f11!,( c 他二「四岁时受命治

Jlj!JJil 甲肋亚节，成绩不佳‘却

j已被任命为切月）］ ，）＇＞（平Jj i!E (I）总

苔，终于在公元 40 年得宠于

岁＇＆皇帝，被任命只J J尤 ）.＼ 同

巨。虽然在1丛期间罗马的帘国

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再加上有

帕J足和人对日； -f国的人白电归

是 J旦落 f忠冗其足智多谋的头

脑’ ilU It' I骨间的口舌’以反他
阴险；王ir的 f段·和他贿赂尘

n的；吃耻行为’竟能 i主 JXJ 化

c' ，＇‘安；j主 JU 关。不但保持 (f也

IJ'.J t~ f江， hH扩展 （ 他的［Ij

I ‘计有J儿 ）＼ 、撒：fl｝黎 'fll 、巳

lit 巧牙tr 及埔勒m υ 领士之大堪

与达眯反！散罗满的版罔后先辉

映。但是他属 F的优 l二百姓对

他却是怨声载道’恨之入’哥 3

才’！用｜

尤其他以 Ht残酷的手段来杀

害数位犹太阿斯摩！＇1王朝后裔

的事，且中有他的妻子、儿

子、岳母和妻弟等＇ f吏犹太人

对他完全失了信心阳尊敬。其

次他对反抗他的目性的残忍’

1、l j毛腊文化的崇拜’以及对犹

太宗教的漠小关心’亦是百姓

对他非常不满的原因。但子无

寸侠的平民’对他只有敢~不

敢言。虽然他在耶京给犹太人

修盖了 座金碧辉煌的主殿，

百姓却没有受他的欺骗‘向他

去取好！至s ，为这样的一位儿乎

史k前例的暴扫’残杀自怜的

itt弱小婴儿，是完全算不得

甚么的（玛 2 ）。他死于公元

前4年’罗马皇帝将他的国七

7r为」’由三个儿 f来分区

治理 c 他们不再具有国王的头

衔·而被称为分封 fl竟 J

( 2 ）黑i吉德安提｜怕：他是

加里用］业及I古柏稚的分封侯

（公兀前 4 至公元 39 年）’与

百姓相安无事’修筑 n是庇黎

雅外邱城市：将自己的站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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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休弃，而与自己同义异 1:1的

兄弟斐Jftl_ 伯的妻子照洁伙:ff叶L

f仑同居。 :6：翰对他这下贱的行

为加以正顾历色的斥责 ο 圣人

却遭到这 1、无~1Uz人的毒手，

被斩首狱'it 0 耳｜；稣久居il的纳

臣月）j就在他的精仄 3 但耶稣I句

未与他i某血口只有在｜｜面死之

前，安氏正在耳目京， ttt主多支l

T摆脱麻烦·将耶稣／之给安提

rp[f l::处理。他命令u飞 UL吏凌

辱耳1；稣之后·又j呈交罗马总督

lt拉多（ ff~ 23:6-16 ）。但 f公

兀 39 牛客死充军之地。

( 3 ）黑吉德阿尔~辛苦7 1也

虽然按照父亲大黑落但遗嘱应

是继位的犹大国玉’ IE3 未能如

愿以信， 17ri 且是优太、撒玛黎

:ff主及眩杜默稚的分封使（公兀

iJIJ 4 至公元。年）。他为自己

在耶里哥ft't遣了一阵峰壮宏伟

的宫殿。他的残忍无道与他父

拦不竹轩驻：却没有义 ,fil陆明

强劲的才能，自性对他，主止好

感（玛 2:22 ）。结果被皇帝撤

帜盒办，充军主：维也纳巾夕七 r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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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黑落德斐用（自 圣经

多对他简称韭理伯（谷 6:17;

月 14:3) ＇他是个心平气和，

毫无野心的人。原与妻子黑落

狄雅在罗马居住＇ !fl.妻子不甘

寂寞’竟 F草：求去，与他的小

拟安提帕乱 1{~ ［口j 居 3

cs> 5HH芙斐用伯（公元
前4至公JC36年）·他所分的

地区是依变到J'.ll 、持辣占主尼、

哥蓝尼、巴 .ft\= ))'ff主及奥郎j己

（路 3: I ） ’ JL 乎是沾→色的夕1、

主｜；人l又域。他为人中11善有礼·

是以能将自己的辖民治理的井

井有条’人民皆安居乐业，大

得罗马的欢心。他在境内重建

f贝将赛边，命名为犹里雅；

又扩建帕厄难斯，命吕为凯撒

勒稚’还修盖了 些罗马神

庙，以求取罗马帝国的欢心。

可｜昔｛也不顾廉耻’克与他年龄

忌殊的3；侄女撒罗默结婚！司

届。撒罗默是黑落伙稚的女

儿，实在有其母必有其女了。

( 6 ）黑落德阿恪黎帕－

1比：是大黑洛德的孙 f ·臼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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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同自己的胞妹乱伦结合（宗

26 ）。他是扰太人的最后一位

君王，死于元公 JOO 年左右。

自此犹太人家破人亡，流浪天

下’开始过其寄人篱下的悲惨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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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于罗马’行为不检，债

台高筑，幸赖朋友加里古拉之

救助电稳渡难关。后来这位加

氏竟成了罗马的皇帝’于是阿

恪黎帕也顿时身价百倍’不但

成了犹太人的国王，并且获赠

大片土地（公元41-44 ），主管

全巴力斯坦。他尽力求取百姓

的欢心，竟罔顾正义将雅各伯

宗徒杀死，并囚禁了伯多禄

（宗 12:1-19) 0 公元 44 年他暴

病身亡（宗 12:20-23)

( 7 ）黑落德阿恪黎帕二

世：是阿恪黎帕~j茸的儿子，

亦曾在罗马受教育。父亲死后

由于年纪太轻’没有被皇帝任

命为国王’而将巴力斯坦戈1J归

叙利亚的总督管辖。至公元

50 年才正式委任他主管犹太

人的行政； 55 年更宣布其为

国王’管理很大的属区。他完

全不理犹太人的死活’惟罗马

人的马首是胆’甚至与罗马人

联合压迫犹太人，而导致公元

66 至 70 年间的大战。他的手L

生活更是毫无廉耻道德可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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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黑暗

Darkness 
黑暗总是给人一种恐怖的

感觉，这对知识低落的人来说

也是如此（亚 5: 18 ；咏 23:4 ; 

玛6 22,23 ）。黑暗是魔鬼的处

所（弗 6: 12 ）’并且它是大主

所j主的（咏 104:20 : f点45:7) c 

黑暗亦是远离夭主的象征（若

1:4,5 ；罗 13: 12,13 ：弗4:18 ）。

世界的真光J:tfj稣基督己战胜了

黑暗（若 8:12)

1418 智慧

Wisdom 
智慧被视作生活的艺术。

圣约盛赞厄东人（耳1149:7 ）反

埃占主人（包1]41:8 ；夕rj 上 5: I 0 ）的

智慧。但是真正的智慧却是对

大主的敬畏（箴 1:7 ；约28:28 ）。

关于轩慧的论述有颇为专门的

智慧书（约、箴、甘｜｜、？甲、

德）

新约论». 到天主的智慧

（罗 l 6:27) ＇借著基督这个智

慧降临豆lj 人世（恪前 1:24 ）。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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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智慧显现的方式却是人）听

不齿的十字架（恪前1:21-25 ）。

十字架是大主隐密的智主

（哥 2:3 ），他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显示与人（恪前13:9,10、12) c 

她是天主圣神的恩赐（恪前

2:13 ；弗 1:8,17) 。但是为获得

她，人必须向天主祈求（雅

1:5 ）。守正不阿的五度是信友

真智茧的明i正（哥 3: 16) 

1419 智慧篇

Book of Wisdom 
它被称为「撤罗满的智

~」们但是这种犹太人；在传已

久的称呼，现今已没有学者承

认它的真实性’因为它与撒罗

i芮根本毫兀关连。它著作的时

代晚过撒罗满几达八个世纪，

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苔作

的地点大概就是埃及的亚历史

山大里亚城。它清楚地分成三

个部份：

( I ）劝人）J求智慧’因为

他对人生有很大的助益（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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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智慧在撒罗满身

上的作为，致被人称为「智慧

之父」（ 6-9 章）

( 3 ）说明并强调智慧是人

类生活的指南’她尤其是犹太

民族的导师。那些向邪神人像

顶礼膜拜的人’受到天主严厉

的惩罚（ 10-9 章）

作者的目的是警告那些侨

居异域的犹太人’千万不要受

希腊哲学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

宗教。本书的笔调和口气相似

新约中的著作，尤其与若望和

保禄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1420 税

Tax 
自以民建立君主政权之

后，也就有了纳税的需要。充

军之后百姓只缴纳股税，用来

维持圣股敬礼及服务人员的生

活费用。耶稣自己亦缴过殿税

（玛 17:24-27 ）。由于圣殿不收

外邦钱币，所以必须要将罗马

和希腊钱币换成每人应缴纳的

「狄达玛」。耶稣时代的犹太

十二回

人要向罗马缴纳人口税，每人

－个「德纳」（玛 22: 15-22 ：罗

13:6,7 ）。罗马帝国为了有效

地征收人口税’必须每过几年

调查一次人口。

1421 税吏

Tax-Collector 
税吏原是犹太平民，受罗

马人利用’专营替罗马征收税

赋。他们被视为卖国的民族罪

人’因为他们帘助外人，来压

迫自己的同胞（路 I 9:9 ）。他

们多次与外邦人、罪人，和淫

妇相提并论（玛 5:46; 9:10,11; 

10:3; 18;17 等）。耶稣却多次

与税吏往来’接受他们的邀请

（路 18:10,14; 19:1-10) 

1422 1毒油

Anointment 
在古中东以纯油或者以混

合香料的i由来傅抹身体，是非

常普遍的习俗。在宗教方面它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借著傅泊，天主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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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传授与人，例如国王（撒

上9:16 ）’大可祭（出 29:7) ' 

可祭（出 29:21 ）’先知（列上

19: 1 肘，甚至于祭献器皿的

傅油等即是（出 20:23-29 ）。

人类所等1号的默两亚即是

受｛毒者。此外傅汕也是快乐的

表现（咏 45:8 ：玛 6: l 7 ） ’它

美化人体（艾 2:12 ）民治病症

（侬 1:6 ；见教会中的病人傅油

fl ：雅 5: 14 ）：它更是好客的

高度表现（路 7:46)

1423 集会

Congregation 
是指至友亲朋，或志同道

合的人的联合团体而言（约

19:19 ；耶 15:17) ’例如：有

民族的大联合（创 49:6 ；贝lj

13: 9 ）及军人的集合等（民

21 :5 ‘ 8 ）。借意的说法则指天

主所召集拣选的百姓而言（肋

23:2 等歹rj l二 8 厄下 9 ）。被充军

至远方的民族，再被天主集合

起来’同归家园，重新瞻仰天

主的光荣（则 36:24; 39:27 ）。

1-12~ 1 斗2斗

后期的犹太人所建立的公议会

反主髦，就是真正的集合团

体。

耶稣也多次向聚集起来的

群众讲道〔谷3:20 ；玛 13:2) 0 

法手rj塞人也聚集起来反对耶稣

（玛 22:41 ）。以耶稣为中心而

聚集起米的团体，就是他的教

会（玛 16:18 ；宗 9:31 ；恪前

1:2 ）’也指地方教会而言（宗

5:11 ：格前 4:17) 。信友的集

会就是耳目稣亲在的明证（玛

18;20 ）嘈在这个集会中有讲

道、主餐、祈祷和领受圣神的

仪式（宗 4:31; 12:12 ；恪前

11 : 1 别。末日的审判及天上

的荣光也要以集会的方式出现

（玛 25:32 ；默 19: 1) 

1424 奥古斯都

Augustus 
人各，意谓「卓绝的」

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前31

至公元 14 ）。在他执政的时代

耶稣基督诞生在白冷〈路2:1) 0 

他在位的时期很长，而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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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升平盛世，国泰民安的时 ( 3 ）是天主的启示（达

代。 2: 18 ）；默示录中的神视（默

1425 奥利振

Origen 
是教会内的一位局腊作家

（公元 185-254 ）。先在亚历J]J

大里 \]]7＿从事教育＿＿［作，后转往

凯撒勒稚，死了「提洛 c 他对圣

经最大的贡献是圣经六仨本’

此外还有圣经释义及讲道，以

反一些辩证护教及反驳希腊哲

学的著作。

1426 奥秘

Mystery 
这是个希腊文名词，在毛

经t具有不同的意义：

( 1 ）我们现今所说的隐秘

的私事（多 12:7)

( 2 ）上主的作为（智2:22) ' 

这些作为在降生成人的智慧身

上圆满地完成了。耶稣给宗徒

们讲的道理（谷4:11 ）；是耶稣

基督本身（哥 2:2 ：格前 2:7

等）。

I :20; 17:3 等）

( 4 ）是婚姻深奥的意义

（弗 5:32 ）：是罪恶的阴谋（得

后 2:7 ）。

( 5 ）宗教上秘密的祭礼

（智 14:23)

1427 街道

Street 
圣地各城市的街道原是弯

曲、狭窄以及高低不平的通

道。但是到了希腊和罗马帝国

时代，人们开始修建平直宽广

的街巾’且尽力加以装饰。 i天｜

为它人多聚中，所以是施教的

理想地方（路 13:26 ）。新耶京

的街道是光辉灿烂的（默21:

21) 

城市之外的道路大多可便

和l商旅或行军。最初它们也是

狭窄的土路，到了罗马时代才

修建了！早固的石头马路。

街道（道路）也有它的象

征意义’指示人在天主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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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咏 I: 1,6 ）。人的行为只

有 1苦苦与耶稣峦切的联合，才

可成为正直兀f匠的（宗 18:25 ; 

若 14:4 ）’因为主耶稣向己就

是道路（若 14:6)

142s mF尼基

Phoenicia 
地区名’它几乎占据了整

个叙利业的海岸。这里的水源

j口［溪特别多，因此城与城之间

的交通非常不便，唯 方便的

马输是海路。是以排！已基向来

形成 些城国’诸如彼布罗

斯、提洛、；王冬、鸟加黎特

等，据城自治’各不相it 。他

1门的共同点是，皆善于航海远

ffj虽商。这里是两种字母的发

据地，即 （＆ 加黎特的模形文

字，及彼布罗斯的斜体字HJ o 

他们所敬礼的最高冲明是

巳耳神。 t安创 10: 15 的记载，

样尼基人是属！对系民族的自（

姓。耳目稣曾前来提洛和漆冬

（玛 15:21 ）。保禄在其传教行

程上亦途经此地（宗 21 :3) 

1429 蛮夷

Barbarian 

1428 1-1'0 

这→名词来内印度的梵

文’原有厂笨口结舌」的意

思、演变成一切讲说非希腊语

卢的外F国人（咏 l 14: I ：恪前

14:11 ：去28:2，肘 。圣经上更称

一切非属天主百姓的民族为蛮

夷（耶 l 0:25 ：得前 4:5 ；罗

1: 16) .或 :7f、邦民族（罗 3:29 : 

j皿 2:7) 0 当然’ι也指那些未受

过教育的粗人而言（贝lj 21:31 : 

bu f s:22: 10才； 15:2)

1430 痛苦

Suffering 
圣经确知人生在世是悲欢

离合，痛苦丛生的，其间有痛

苦、凶恶、疾病、死亡以及灾

祸，这→切都被视为罪RH:的思

罚。约 1白的三位友人清楚地表

现了这种欢念。它自：到耳II稣的

时代仍然存在（若 9:2 ）。但是

痛苦并 F完全是消极的，因为

一人可为全体百姓的得救而受

苦（依40:2; 53 丰）。在新约巾

487 . 



14.11 14.B 

耶稣为全人类遭受了痛苦，一

切信友要分担耶稣的苦难（斐

1:29,30 ：伯前 4:13,14) 0 受苦

是喜乐的泉源（哥 1:24 ），故

我国有「苦尽甘来」之说。

1431 童贞，贞女

Virginity, Virgin 
旧约时代的以民都十分重

视婚姻（例如民 l I :37 ）’对于

守童贞的生活却漠不关心·毫

不重视。尤其对自愿的独身生

活，更是大惑不解。当然结婚

之前的男女应当守身阳王’这

百姓所重视和法律所要求的

（月tJ 21: 13-15 ；申 22: 13-29 ）。

后期的犹太人中’虽然有些宗

教派别，是主张不婚不嫁的’

例如厄色尼人就是。但他们不

婚的动中凡不是由于重视贞洁，

而是要过克苦精修的生活。

到了新约时代才开始有劝

人「为了天国」’或者为了「挂

虑主的事」’而一甘心守身如

玉’过童贞生活的忠告（玛

19:12 ；格前7:34 ）。为信友们

I ·.1面i

来说，过度这种童贞生活的

人，是那些「堪得来世，及t甚

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路

20:35 ）。由此看来「草贞」在

天主的国里是个光荣显耀的头

衔。这也是古代以民与基督徒

互相矛盾的地方。

1432 蕾陵节

Purim 
是犹太人每年「阿达尔」

月的 14 及 15 两日所隆重庆祝

的节日（现今之二月初）。这

个节日的来源是在纪念客居于

波斯的批犹太人’如何在上

主的照顾之下’逃避了敌人的

阴谋，得以保全性命。这段事

迹载于艾书。第一次提及这个

节日的地方是加下 15:36 ° 

1433 普提法尔

Protiphar 
人名，埃及文意义可能是

「法郎的恩惠」’是法郎的内

臣兼卫队长。他大概由｛夜市玛

耳人手中买下了若瑟’作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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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创 37:36：啕 39: 1 ）。后因昕

信妻子的诬告之言，将若~；投

入狱巾（古1J 39: 1-20) 

1434 尊敬

Honour 
这个名词用在人身上是对

某人的尊敬（宗28:10 ）’对天

主来说是人承认大主的光明伟

大及威严（苏 7: I 9 ：编 l

16:28 ，若 9:24 ：宗 12:23 ）。只

有天主有权利享受光荣和尊敬

（岁 l l :36 ）。天主维护自己的

光荣（拉 1:6 ）。人所享受的荣

否是夭主的恩赐（恪前3:13; fb}: 

8:6 ）’是人高尚的地位（创

45: 13 ），因为人是天主的肖

像 u 人应对父母（出 20: 12 )’ 

老人（肋 19:32 ）’国王（伯前

2: 17 ）’寡妇（弟前 5:3 ）’主

人等表示尊敬（弟前6: 1 ）。信

友们也应彼此尊敬（罗 12:10 ）。

为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放弃

自私自尊之心（若5:44; 12:43 ; 

迦 5:26 ：斐 2:3 ）’及自高自大

之情（宗 13:46; 16:37 ）。

1435 道路

Way 

1434 1436 

百除了是城市和村镇之间

的连系之外，亦有它借意的用

法，例如，它指人生命的道途

（咏 35:5 ）’沿著这个道途人

们走向天主那里（出口：21) ; 

人们可以拣选它或者放弃它

（约23:1 l ；拉2:9 ）。所以先知

们不时苦口婆心地劝人干乃斐

躲避不正之这（耶 25:5 ），一

要守正不阿沿」五途前进（耶

31:21 ）。因此义人不时向天主

祈求’好能认识正道（咏

27:11,119) 

若翰呼吁人们要给救主准

备道路（谷 I :3 等）；耶稣是

导向天主的道路（若 14:6)

他给我们指明了走向天父的新

道路（希 10:19,20)

1436 逾越节

Passover 
是以民的三大节日之→。

它的存在本早过出谷生已。因为

它原来是向天主奉献初生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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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初熟之果的节日，后来与出 23:6 ）。它在新约中亦另有解释

书的生己述相连起来。 （恪前 5:7咱们。

它有两个主要部份’即祭

献羔羊皮吃无酵饼（出23: 15 ; 

申 16:1-8)

以民应于每年的「尼散」

月初十’挑选未满 岁的小羊

出来，于 14 日黄昏将之宰杀’

把血抹在门框上，以纪念在埃

及幸免于死难的事迹。并且要

站著快吃，不准有剩余的肉

食，不然应将之烧掉。所以事

先要按照人门的多少及需要宰

杀羔羊＝在这机会l~家 l之有责

任向f女解释这个节日的意义

（出 12:34.39 ；申 16:3 ）。耶稣

同宗徒们所吃的最后晚餐’就

是逾越节晚餐（谷 14:12,16) 0 

耶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

（恪前 5:7)

「尼散」月的 15 至 21 日是

以民的［无酵节」’要向天主

奉献初熟之果，就是新近收成

的大麦。这七天内吃的饼要用

新麦作成，且不准发酵（出

12:15,18、 19 ：啕 23:15 ；申 16:3 ；肋

490 

1437 温柔

Mildness 
i且柔和良善犹如谦逊之

德‘使人乐意服属于天主或人

的权 1' 0 她是上主持选的盟证

（索 3: 12 ）’是默西亚的特征

（阻 9:9) : 1m稣自称是良善心

谦的（玛 1 1 :29 ），并称这种人

真是有福（玛5:5 ）。保禄认为

这是信友应有的美德（迦6:1 ）’

是圣神的效果（迦 5’：23)

1438 渴

Thirst 
；圣地是缺水之区，是以百

姓特别强调口渴的痛苦。占据

水井、水源、多次是纷争的导火

线（宦1J 13: 7 等： 26: 1 5 ：户

20: 17 ：『 21:16-18) 0 多次天主

亲自来解救人的口渴之苦：哈

!Jo ji\ c 创 21:15-19 ）’二松（民

15:18-20 ）’旷野中的以民（出

17:5-7 ）。这天主的大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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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永远不可忘记的 (fE; 下

9:15.20 ）。实在 ~J jl,,\ 难忍时’

可以摘食邻人的葡萄解渴（申

23 :25 ）。解救人的饥渴是慈

善事业（依21:14; 58:7,10 ：则

川大16 ），难忍的口渴有时是

天主监罚的结果（申 28:48 ; 

依 65: 13 ） ο 救援来临的时代

将再无饥渴之苦（依41: 17 『 18:

49; 10 ）。

在新约内解人之渴也是ii'

举（玛25:35.37『42,44 ）；末日

审判时将以此为货报的标准。

连伞杯凉水都有其酬报 （ l马

10:42 ）。保禄教人亦要设法解

f!L人之渴（罗 12:20 ）。「饥渴

慕义的人」将得饱民（玛5:6;

路 6 :2 l ）。耳［＼稣是活水（若

4:10-15; 6:35 :‘ 7:37) ’谁t大此

沾水，将永不得渴 c

1439 游牧民族

Nomad 
这些民族大都与他们的牲

畜生活在旷野或高原中。主经

指他们的牧羊地也是亲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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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阿刺｛白地区（编下 9:14 ；耶

3:2; 25:24 ：贝lj 27:21 ）。这些

民族至今犹存者有贝杜音民

族。他们原来所放牧的牲畜以

骆驼为主（耶妇）；他们既不

懂耕田，又不知n中植葡萄园，

不届房舍而是住在临时张搭的

帐幕中’无定居之所。

古代的圣祖实际上已不是

纯粹的游牧民族。他们所畜养

的是较小的动物·如芋群；他

们所居住的地方也不是真正的

旷野’而是城市村镇的四周

（官1)30:37-43 ）。他们已在j~i$1i

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的农业生

j舌（包lj 13:5; 26: 12; 33: 19) 

游牧民族的习俗伦理的确在以

民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

影响：他们家族砚，在特强，团

结瓦助，也才分仔客，是以后

来以民有避难城的建设：（8＿是

他们对不义的欺凌也表示莫大

的报复之情。他们问竟有妓女

存在（创 38: 15-35 ；苏 2: 1 ）。

首生长子的权利是可以推让给

幼年儿子的（包lj 27:30-37) 



1440 十归l

力日音及亚伯尔的历史在说明， 纳罕地居住的民族，除了厄

牧民的生活是更理想及中悦天 东、摩阿布、阿摩黎人之外

主的生活。业己过著定居生活 （耶 9:24,25 ）’大都无割损的

的加音’由F嫉妒杀死了亚｛自 习俗（撒上 14:6) ＇至于亚述

尔（创4:11-16 ）。事实上却是 和巴比伦人有否割损之礼’则

定居的人民，受到游牧民族的 不得而知，亦无文件可考。

排挤，诸如以民之进入圣地， 以民最初用的割损刀似

而实行定居的生活便是很好的 子就是－块锐利的石片（出

例子（民6-8 ）。由于他们与大 4:25 ） ’足见它很早已盛行。

自然为伍’无定居之所，所以 在其他民族问害lj损礼大都被视

他们的宗教是比较自由放任， 为成年或青春年华的表征，在

具有个人倾向的宗教。他们多 以民间却是与上主建立盟约的

注重每个具有宗教纪念性的地 纪念。借著这个盟约和割损之

点，并以盟约为他们宗教的中 礼’以民的男婴成为上主子民

心。先知咸认为以民游牧时代 的一份子（创 17:9-14 ，见肋

的宗教生活是理想高尚的，是 13:3 ）。那些非属以民血统的

更忠于天主的生活（耶 2:2; 外邦人’如果愿意参加以民的

欧 2:16 等； 13:4-6) 逾越庆节’必须先领受割损之

礼（出 12:48 ）。主礼行割损的

1440 割损礼 人大都是家长。在耶稣时代，

Circumcision 婴儿诞生后第八天行害lj损礼

割损礼就是男性割包皮的 时，亦要命名（路 I :59 ）。教

一种手术和礼仪。它在古代的 会初期曾有人主张·外教的归

中东是颇为盛行的·埃及是实 依者应接受害lj损，但这个提案

行害IJ损的民族’可能以民就是 受到宗徒会议的否决（宗 15

在埃及学得了这种习俗。在客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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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上「未受割损的」’

具有应受轻蔑卑视之意（肋

19:23 ；出 6:12,30 ；耶 6:10 ；宗

7:51 等）。受过割损与否的

人，亦指有信仰或者无信仰的

人而言（当然是对真天主的信

仰，见申 10:16 ：耶9:25 ；斐3:3

等）。保禄强调教会的洗礼及

新的盟约己代替且超过了古代

的割损礼（哥 2:11,13)

1441 寓言

Fable 
是借著植物或动物的言

谈行动，来说明一种真理（民

9:8-15 ；列下 14:9 ；恪前

12: 12-30 ）有时是用来嘲笑人

的一种说法（耶 24:9 ：弟前

1 :4; 4:7 ：伯后 I :16) 

1442 寓意说

Allegorical lnterpre
tation 

这是圣经的一种含章。原

文之意有「指桑骂槐」的意

味。它是利用某」字意的象征

1441 ］斗斗3

性来发掘字的本意之外的意

义，尤其见于诗文中。比如以

葡萄树之生长来描述以民的繁

衍（咏 80:9-19 ：见依 5: 1-7 ; 

罗 l 1:17-24 等）。它的解释方

法应是：当我们发现圣经中除

了表面的、直觉的、易解的字

意之外，骨子里仍有更高深、

更奥秘、重难懂的真理存在

时，而加以对它说明解释，提

淑其中的教训，这就是寓意的

圣经解释法。

1443 谦逊

Humility 
是－·种德行，就是人自知

软弱无能，又满身罪恶，所以

在天主面前表示卑躬自下的态

度（罗 12:16 ，雅 4:10 ：伯前

5:6 ）。它也可能是贫穷、病

弱、灾难等的纯果（创 39:32;

申 26:7 ：咏 9:14 ；路 1:48等）。

但这种结果如果不是自取其

咎，来自罪恶，便是天主友爱

的表示（友 8:27 ），是光荣的

前奏（格后7:6等：咏34: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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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良善心谦的（路

14:8-14等）。它是为获得上主

恩惠最好的准备（德3:20 ）’

是智慧之源（箴 l 1:2 ）。在新

约中它是接受天主圣宠的必须

条件（雅 4:6 ; 1向前 5:5 ）’人

对人亦应谦逊 C1向前5:5 ），对

他人要自叹弗如（斐 2:3 ；恪

前 15:8 『9 ；弗 3:8 ：月 20:26,27

等）。谦逊与悔改是分不开的

（咏 51:19 ；依 57: 15) 

1444 雇商黎沙塔殷

Cushan-Rishathaim 
是厄东的国王’首期；j古以

色列F民达八年之久，直至天

主兴起敖特尼耳民长，解救了

以民的疾苦（民 3:8-11 ）。学者

们曾企图找出这位厄东王的身

世历史，但至今 A兀所获 c

1445 强盗

Robber 
打家却J舍的土匪强盗，可

说是自古就有，以民自不例

外。尤其在民长时代这种抢劫

卡二四

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民9:25;

11:3 ）。达味逃难时亦曾以抢

劫为生（撒 t. 22:2 ），此外还

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撒下4:2;

编 f21:17; 22:1 ）。！fl\稣慨叹主

殿成了贼窝（玛21 :13 ），并被钉

在二盗之 i'Bj （玛26:55 ：吨 27:38 ）。

1446 登极节

Thronefeast 
虽然有些学者主张以民曾

u君王登极节。但是对它的性

质和l来历去ll大都茫然不知，至

少所知者不大清楚，因为这种

节日见于巴比伦。一些学者认

为亦必见于以氏之间’是用来

为庆视上主为王的节目，并提

出几个君王圣咏作为此说的支

峙，如｜咏斗7;93;96;99 。

（旦有人说｜：述圣咏是指地

上若干登极而言，与上主无

关。

1447 编年纪

Chronicles 
是两本旧约经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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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本称之为编［·编下。二书

的目的是记述自业当开始的历

史。不过达味之前的这段漫长

岁月’作吝只用了族谱的记述

为式，来加以简介（编 L 1-9 

章）’却非常详细地记述了达

昧的言行（编上 I 0-29 ）’以及

撒罗满的作为（编下 1-9 ）；其

次是由方犹大国土的历史（编

F 10-36 ）电但对北同以色列

的历史却略巾不提。这种记事

方式的日的，在士指I坷’大主

将做不足道的以氏，看成一个

犹立白主的伟大国家，它的模

m国玉是达昧’它宗教的巾，b

是耶京的圣殿。是天主自己赐

予它权威、光荣和凯旋。耶京

和圣殿被人破坏的主l址是，因

为国王和自姓背弃了天主。所

以本书评断国王的标准，常是

国王是否忠于天主，是否尽力

提倡和维持了圣殿的敬礼。作

者不时引证其他的圣经著作，

告诉人在那里可以获得更详尽

的资料（编下 26:22: 27:7) 

作者尤其利用了撒t撒 F及371J

144~ 

上列下的资料，甚至有时全文

照录过来。

1& wf能编年纪的作者亦撰
写了厄上厄下二书。如此他将

以民的历史臼业当引伸豆耶京

的宗教闭体’及其独立的首

都，至其被人破坏，而i再度在

厄仁下的时代重新建立起来，

成为一条连贯的历史线索。术

问于何时问世，很难确定，大

概于公元前第二世纪初它在被

人整理编辑之后［口l世。

1448 编辑历史

History of Redaction 
这是一种研究圣经的科学

方法，就是不伺庄岩、圣经书籍

的个别细小节目’而亦要研究

它如何被编辑在－起，有其么

尿则，如何使书巾的段落彼此

E相配合等。不过这是圣经专

家的工作’非一般人所能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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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画

-1 ？.画

为纸草纸。它的制造是将纸草

的长茎打碎，抽出它的纤维，

平铺在地上’作为经’上面涂

1449 蓄水池 胶液’再用同等数量的纤维横

Cistern 铺其t ’作为埠’压平晒干之

是为储存雨水用的池子 后’就成了宝贵的书写工具之

（申 6:1 l ；编下 26 ：‘ 10 ）。谁拥

有个人的蓄水池’是富贵有钱

有势的明证，也是安居乐业的

象征（列下 18:31 ）。若有人掉

进不加盖的水池或井里‘其主

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出 21:33,

34 ：路 14:5 ）；但人或仇家

（包1)37:20,24 ：耶38:6-13 ），甚

至于尸体有时亦被投入井内或

蓄水池中（耶 41:7)

1450 蒲草

Papyrus 
士氏革的误i辛·多丛生于沼

泽地带’高及四公尺。从前在

埃及可说是遍地皆是（出 2:3 ; 

依 3 5: 7 ）’但目前已几乎绝

迹。它可用来作舟船（依

18:2 ），筐篮（出 2:3 ）。但最

大的用途却是用来作纸张，称

496 

在埃及曾发现了成千上万

的这种十分古老的文件，与圣

经有关的蒲草纸文件有厄肋番

庭及谷木兰等文件。

1451 棋形文字

Cuneiform Writ.的g
这是公元前四千多年叔默

尔人发明的文字。由于它外形

似箭’亦称箭头文字。书写时

将文字以削尖的芦苇剧划在软

泥板上’将泥板晒干或烤干就

成了模形文件。叔默尔之后的

阿加得人继续利用这种文字，

且将之发扬光大。直至后期的

强大帝国巴比伦，仍旧沿用这

种奇怪的文字’并且遗留了大

批的文件，成了今日考古学者

珍贵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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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替合
罗Z穹、J:

Prohibition 
旧约梅瑟法律上的禁令是

颇为繁杂众多的’要者有：不

可敬拜偶像（出 2 0 4 ；申

5:8 ）’以及十诫中的一切禁

令（出 20:2-17 ；申 5:6-21)

此外不可触及西乃山（出 19:12,

13 ）’一切圣物不可作为世俗

的用途安息日（出 20:8等）、

帐幕（出 29:44 ）、约柜（撒下

6:6,7 ）、圣殿中的至圣所（罗lj

上 8:6,10,1 i 等）。上述一切不

可让任何周围的外邦民族触及

或享用’它们是以民独有的特

权（肋 IO: 1) 

许多旧约中的禁令’在新

约中以积极的形态出现（玛

5:22-43 ）；保禄亦育同样的见

解（格前 l 1:1-16 ）’因为信友

事实上只要遵守主耶稣的一条

诫命一→爱的诫命－一就足够

了（迦5:14 ；若12:49; 15:12 ）。

1453 禁食

Fast 

14当2 一 1454

禁食是一种在天主面前自

i兼自卑的表示。有全部禁食忌

饮或部份禁食忌饮之分，有时

连禁避行房都包括在内（出

19: 15 ）。禁食的原因可能是

不幸（撒下 1:11,12 ；岳2:12) ' 

悲伤（撒上刀， 13 ），准备接受

启示（出 34:28 ）’或者是为了

表示回头（岳 2: 12) 0 以民还

规定了禁食的日期（臣7：引。

但禁食的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依58:3-7 ），所以目的必须要

纯正。耶稣传教之前先禁食准

备（玛 4:2 ：路 4:2 ）。他的门

徒亦然（玛9: 14,15 ；宗 13:2,3 ）。

1454 雷鸣

Thunder 
雷鸣不但是天主造成的’

而且就是天主的声音（约37:2-

4 ；亚 1:2 ；咏 29:3 ）、震怒（约

36:33 ）、报复惩罚（撒上2:10;

撒f 22: 14,15 ）的方式。

在新约中也与上主声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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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是并论（若 12:28,29），是天主

尊成的表示（默 l :10 ：吗 4:5 ）’是

末日审判的前奏（默 10:3,4,1 l 啕

16:1 队 19 ；见依29:6 ）。

1455 感恩

Thanks Giving 
在旧约希伯来文中·没有

个表示感恩或感谢的专用名

词和动1"l ·却］用「赞美」、「称

颂」之词来表达感恩的心情，

就是用祭品（亚4:5 ；耶 17:26;

33: 11 ）或感恩歌来表示谢意

（咏 48:66: 118: 124 等）。后

在七十贤士译卒I出现了希腊

文的 E u~haristi a 反动词

Eu ch 』 ri st e i 口（友 8:25 ：艾

8:12 ：加下 1: I l『 2:27 ：百1 18:2 

等）：在新约中它更是屡见

不鲜。耶稣感谢天父（玛

门：25 ；路 10:21 ），玛利亚（路

1:4655) 'l旺加利亚（路 I :68) 

亦感削天主。痊愈的人感谢耶

稣（路 17: 18 ），法利案人自高

白大的感恩词（路 I 8: 1 I ) 

感恩的心情在保禄的苦作

才三JIBJ

中尤为重要’它是书信的开端

（罗 I :8.9 ：恪前 1:4-6 ）。天主

要人知恩报爱（得前5:1剖’它

是宗教热诚的表现（罗 1:21) ' 

是人对天主恩赐的答礼（格后

4: 15 ）。教友应不断地感谢夭

主的恩惠（恪后 9: 14 吨 15 ：斐

4:7 ：弗 2:7：‘ 3:19)

1456 感恩祭

Thank Offering 
是在耶京圣殿内所奉献的

祭恒。普通是将畜牲的肥肉部

份焚烧献与天主，将前胸和右

肩的肉送给司祭’其余音15价则

由献祭的人和他的亲友共同吃

食；如果未能吃完，应在第三

天：｜守剩余部份加以焚烧。感恩

祭可能是赞颂、求恩、或自由意

愿的祭献。这个名词在希伯来

原文 t有「和平二祭」的意思（肋

3: 7:11-2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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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 盟约

Covenant 
盟约在原文上有「条约」

在「合同」的意思。有个人之

间的合同，也有团体间的合同

（撒上 18:3 ，也lj 26:28 ）。旧约

中的盟约是天主与自己的百姓

所立的合同（出凹， 20 ：吨 24; 33 ‘ 

34章）。盟约的订立始于亚巳

郎（创 9:9-17 ），是与天主的

召边不可分割的。盟约的特征

是天主要忠诚地爱护百姓，百

姓要奉公守法’惟天主的命令

是从。此盟约将不断地以宗教

的仪式来重复和纪念。到了以

民充军的时代’盟约似乎中断

废除IC 贝lj 16:1-52 ），自此人

们开始希望新盟约的建立（见

贝lj 16:59-63 ）。这个希望尤其

见于谷木兰的厄色尼团体巾。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盟约不只是

天主与百姓之间的合同，而亦

被强调为天主的恩赐。

基督废除了旧的盟约（格

后 3: 15等；迦4:24,26 ），建立

了新的盟约（谷 14:24 等：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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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斗气7 ｜ ιl声。

前 14:25 ，格后 3:6) c 基f于是

新盟约中的 Jc ci] %飞（希 3: l-6; 

7:2-28: 8:6) 

1458 路加

Luke 
是保禄的得力助手（弟J8

4: 11 ）口生于外教家庭嘈职业

医生（哥 4:14 ）。他是第二福

音的作者·在（果碌第二次j~ 行

传教时，他曾与 i果禄形影不离

地结伴同行’这由他以｜：我

们」的吕义记载的 fT 多事证，

可以清楚地知道（宗 16: 10-

18) ＇保禄第二次出外传教

时，路加又陪伴了他的茬师

（宗20:5-16; 21:1-17) ：在罗马

照顾了坐监的保林（宗27：、 28:1-

16 ；哥 4’ 14 ：费 24 节；弟后

4:11) 

1459 路加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路加按当时希腊文人的习

俗，将自己的两部著作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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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题献给荷腊责人德；IN 斐

罗。本书包招 r 1111稣一生的重

要言h ，作者将这言行向全世

界的人卖报告，使他们知道天

主的恩宠业已到来（锋：？.： 11 

14) c 作者以优雅精致的帚腊

立撰写了这部福音：它大致上

和玛书和谷书是互相吻合的，

只是作者好似在有意无意之

间’对前二部福音’实行了补

选的工作。 E在加在苦作之始使

用了精美的文笔，写了两章耶

稣的童年史 u 接着他描述耶稣

在加里肋亚地区的言行，其后

就耶稣赴耳［＼ j主的事迹（ 9: 51-

18: J 斗）’以及耶稣的受苦、

死亡和复洁升天的重要大事作

了记载。

由斗王书之始我们可以清楚

见到’作者在从事写作之前’

曾与耶京的教会取得密切的联

系，探讨了」切有关耳I＼稣生平

的资料，并以谷书为蓝本，小

心谨慎地从事了他的写作。既

然谷书曾是路书的蓝本，而谷

朽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 55-62

I.与画

年｜间，那么路书苦作的时代使

所在公兀 62-65 年1日］。由于路

加：u耶京于公元 70 年上灭亡

的事完全没有提反，可以断走

它的成书时代定是公元 70 年

之前。至于写作的地点，至今

毫无定论，叮能是罗马。

路书的特点是它强调救赎

的偏反件，这由下列数点可以

见到l ：耶稣的族谐，不只限于

扰太j皇民的小圈子，而是由全

人类的始不且亚当开始；作者故

意将耶稣与撒玛黎雅人往来的

事，加插在福音中（ 9:51-56 ‘

10:30-37; 17:11-19 ）；并在耶

稣的童年史中·特别强调芸芸

众生普T 获救的观念（ 2: 14 『

31.32 ）；正指令宗徒住训万民

( 24:47) 

路书的另一特点是，耶稣

特别恩停罪人：荡子的比喻

( 15 ），因凯的回头（ 19: 1-1圳，

罪归的悔改（ 7:36 50 ），宽赦大

盗（ 23:43 ）等。对病人、穷人

和妇女，耳［＼稣也多次另眼相看

( 5:30-32; 7:12-15,36-50;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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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5:8-10 等）

1460 遣发

Sending 
天主为了与他的创造物互

相往来’除了自己直接的显现

之外’还打发→些使者’去向

人类传报他的旨意，例如天使

（路 l :26 ），亚巴郎（创 12: 1 

等），梅瑟（出 3: 13 等），先

知（编 F 24:19 ；依 6:8,9)

若翰（谷 1:2 等）。但是到了

时期己满的最后（希 l剖’天

主遣发「他的唯 A圣子（罗

8:3 ），来到这个世界上，向

人类传报天主的喜讯，宣告天

主的真理（若 12:49 ）’给人带

来救援和生命（若3:17; 5:24 ）。

耶稣也继续遣发了自己的门徒

向全世界传报幅音（若 17:18 ; 

玛 28: 18 等），同时还遣发了

天主圣楠，作为门徒的助于

（若 15 :26 ）。教会白最初以迄

于今，便不断遣发传教使者71、

出宣讲天国的福音（宗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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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罪

Sin 

l 斗60 l 斗而 l

罪虽然是圣经中最主要的

一个观念，却找不出一套有系

统的有关罪的教导。创 2-3 单：

将罪说成是对夭主i成命的 j主

JE" '2破坏了天主造化的秩序
和目的，带来了死亡。它变成

一个强权势力，在世界发号施

令’但是这个悲势力却不是山

天主而来’是人自取其咎，自

己造成的。于是罪恶成 f天主

与人之间的鸿沟和障碍（依

59:2 ）。犯罪是对天主的蔑视

和忘恩负义（撒下 12:7从 10 ）。

新约对罪恶与｜日约的观念

完全相同。雨音多次提到人应

改过迁善，回头认罪（路5:8 : 

谷 10:18 等），因为人本身就

是邪恶淫乱的种类（谷8:38) ; 

由于罪，也他们都陷入了死亡

（路 13 :3,5) ＇若望更it!: 一步

说’罪恶使世界充满黑暗（若

I :5 ）：世界因为拒绝接受天

主的圣言，｜而变成邪恶可厌的

世界（若 I: 11; 8:23; 9:39) 



l 斗62 1-16_; 

世界之陷入罪恶，完全是咎由

自取（告 15:22,23 ）’因为它

没有fti从耶稣（若 i 6:9) 

（呆禄可能受’包lj 2-3 章的影

响’规罪恶为有位恪的古老势

力（罗 5:12-21 ）。由于亚当失

足跌倒’罪恶进入 f世界：罪

恶造成的站果便是死亡（罗

6:23 ）。不只是个人’而是整

个世界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怜

处境。保禄在里十分清楚地暗

示了原罪的存在。人虽然生来

就有来自亚当的站污’但是他

本人也m了罪过·招致了夭主

的义怒’这是自身要完全承担

的（罗 3:23 ）。但是基督犹如

新的亚当，来到！世界，使人重

获生命·重新与大主和好（恪

前 15:21,22 ）。旧的犯罪的人

（亚苛）应穿立新人（基督），

就是应遵从稣的教导’洗心革

面’重作新人（罗 6:6 ）。罪恶、

同死亡是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

（罗 5:19; 11:32 ）。战胜罪恶的

方法只有回头迂善，战胜肉情

（迦 5 1 7 ），克服贪欲（罗

十三il!ii

8:6,7 ）’拒绝罪恶的牵连（罗

7:18,23) 

1462 毁灭、丧亡

Destruction 
它的来源可能是人自己

（箴26:28 ）’可能是天主审判

的结果（依 10:22; 60:12 ）。它

的实现可能借著天主自己（创

6:7) ，天主的天使（出 12:23)

或者借敌人（依 13:4,5 ）。人

们由于无法无天地为非作歹，

而成为败坏的人（合同： l 1 ） 。

达 9:27 指出毁灭和丧亡是世

界末日审判的预兆；但是在救

援的日子，它已不复存在（依

5:25) 

新约视对耶稣的背信弃

义’或者国步自封，臼甘堕落

的行为’是丧亡的原因（玛

10:28 ：恪前曰：得前5:3 ）。

1463 稣苛特

Succoth 
地名’意谓「茅屋」

( 1 ）是以民出离埃及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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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扎营的地方（出 12:37 ; 

户 33:5，刑，其位置不详。

( 2 ）约但河东部的一座城

市。雅各伯逃难归米曾在此处

建筑「茅舍」（创 33: 17 ）。占

领圣地后被划分给加得支派

（苏 13:27 ）。此城居民因不愿

帮助基德红民长，而受到惩罚

（民8:5-9,14” 16 ）。撒罗满在此

修建了市rj铜器厂（列上7:46 ）。

它位于雅波克河北部约三公理

处。

1464 稣撒

Susa 
它原是厄蓝王国的首都，

后来更成了巴比伦和波斯帝国

的重要城镇。哈慕辣彼的著名

法律便是被考古学者在这里发

掘出士的。目前它只是伊朗地

区一个没没无闻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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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公元前 525 年在此I也埃

及被波斯国王居鲁士扫败，并

将埃反戈rj 人波斯帝国的版图。

1466 新月

New Moon 
是新月亮开始的第一天，

这是件重要的大事，｜叫为它不

但与历法有关，而且与以民的

宗教生活亦同样有关。列 F

4:23 ：依 1: 13, 14 ：亚 8:5 指

明’新月与安息、日具有同样的

价值和意义’是必须遵守的－

Im同安息日 样。不但要集会

（依 1:13,14 ），而日还要献祭

（撒仁 20:5,29 ）：家庭要举行

盛宴（撒上20: 18.24 ）。户 28:11-

15 规定了应献之祭。

1467 新年

New γear 
这是每年的大庆节之一。

庆日始自七月（提市黎月）的

第 A 日。在这一天要吹羊角为

号’作为全民向天主的哀祷，

及求天主忆及亚巴 fl［：祭献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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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同时要唱大圣咏及毛歌。

→连庆祝两天’第二天开始为

期！天的补赎·洋uw主罪大礼

作为结束、

1468 新约

New Testament 
这个包词始自德都良；他

开始以「新约」来称呼教会初

期所书写的一批杏集。这批书

籍自始便被用来证明’是耳［＼稣

订立了斩的盟约。它们有四部

福音、宗使大事录、二「封书

的以及一本先知书·即默示

录。

1469 新的

New 
凡是没有被用过的东西就

是莉的（巾 20:5 ：撒 t6:7 ；加

L: 4:47 ：玛 27:60 ）。在！是「衍

生 l的主义似于是圣经所特别强

调的：民族的革新川在43:1圳，

盟约的主订（耶 31:31 ）’新

的精神（贝lj l 川 9)

新约则指出耶稣开始了一

十三国

个新的时代 f E马 13:52 ；谷 1:27;

2:22 ：吨 16:17 等；恪前 5:7) 。他

为订立新的盟约献仁自己的性

命（跻 22:20 ；格前 l I :25) 

是以他也是新创造的开始（罗

12:2 ）。这个新创造借著圣i先

在信友们身上生效（罗 6:4) . 

并借着天主的冲重生（样3:5 ; 

恪后4:16; 5:17 ；弗4:23,24 ）。

因此信友变成新约的仆役（恪

后 3:6 ）’并在世界末日获得

真正圆满的新生（依 65: 17 ; 

默 3:12 ：『 2l:1.5)

1470 新娘

Bride 
犹太女子结婚的年胎约在

13 岁’很少有超过 13 岁的 D

己订婚的处女与已婚者没有太

大的分别’只是没有同居。订

婚女子的不贞与己婚妇女的通

奸相提并论（申 22:23-27)

结婚的庆典是一屯耍的事顷，

定要大事铺张庆祝的（加上

9:37 ）。已订婚的女子在圣经

上多次是天主百姓以色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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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依 62:5 ）。以民与天

主所订立的盟约，与婚约无异

（欧 2: 16 ） ο 盟约的初期时代

好似新婚的快乐时代（依2:2);

天主爱慕百姓，就如新郎爱慕

新娘一样，并尽力装饰她’使

她美丽动人（则 16:8-14)

新娘也是天主完整百姓，

即新熙雍的形像（依 5 4: 5; 

62:4 ）。耶稣将这个意义加以

伸引（玛 9:15 ：若 3:29 ；恪后

11 :2 ）；圣教会一一天上的耶

路撒冷 将犹如新娘般那么

美丽（默 21:2,9)

1471 意大利营

Italian Cohort 
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特种部

队，相等于－军的十分之一，

即五百人左右（见谷 15:16;

宗 21:31)

1472 塞浦路斯

Cyprus 
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海

岛’它向来与希腊和埃及以及

l斗71 1474 

小亚细亚地区发生著密切往来

关系’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有

犹太人来此侨居 L 见加上

15:23 ；加下 4:29; 10:12,13; 

12:1,2 ）。

公元前 58 年变成罗马的

属地。它是巴尔纳伯的故乡，

也是第一次教难时信友们避难

的地方（宗 11:19,20 ）。此处

的罗马总督鱼尔爵保禄被保禄

所归化（宗 13:6-12)

1473 福侬贝

Phoebe 
人名，意谓「光明耀目

的」’是耕格勒教会的一位女

教友。 1呆禄在信中特别问候了

她，并请罗马信友要妥善地招

待她（罗 16:1,2 ）。她是当时

的女执事。

1474 福音

Gospel 
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其

一是指使人赏心悦意的好消

息，其二是指书。在新约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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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指好消息’到了宗徒时代

之后才亦用来指书。「福音」

共有四部，即玛、谷、路、

若 c 它们自古以来便被教会认

为是神圣不可侵担的’经天主

圣神的默感所写的书籍。前’王

部被认为「对观福音」’因为

它们的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之

故。若朽与其他福音的内容则

固然不同，它多强调耶稣的天

主性及天主第二位圣子的特

性。在1［＼＼稣蒙难之前惟被凹

福音记载的事工页’只有增饼的

奇迹。对现面音多注重传扬夭

主的主意及人Jill奉公守法的道

理’若书多重思考及神学的道

理。这样一来恰巧两者相辅相

成’发生了取长补短的作用。

若想认识lfl＼稣必须将四部福音

照i卖无误。

对现福音的出发点与目的

却不尽｜司 0 l马书的对象主要是

犹太人，所以力证耶稣就是默

西亚，并对旧约的经文详征博

引 c 谷书强调耶稣救世的能

力，所以尽力引用奇迹以资证

十一问｜

明 c 路指耳！：筒、是良善，L、澈的牧

者，穷苦病人的朋友’罪人的

低靠 c 至于苦书贝lj尽力于彰明

耳l：稣是天二主圣义的肖像 u

四位圣史中并无 人愿意

写部耳1：稣言行的全部纪录。

除玛窦和若望之外·他们中~

/j（谷可能也见过耶稣’或至少

由伯多禄昕过一些有关耶稣的

事迹。路加未见过耳［＼稣，他只

有周i咨博访’从许多与耶稣有

过来往的人中探取消息，其中

尤以圣母玛利亚是最可靠的传

报人。这‘些有关耶稣生平言

论的j肖息’ m可能最初只是 ll

头传播著 c 但是这种口传和｜言’

i井的资料似乎白最初便有 个

既定的大纲，其于这个共同的

大纲便出现了「对观福音」彼

此相同的结构。但这并不是说

对观俑音具有完全相似的次

序。所以要想知道耶稣生干完

备的历史，应将四部福音平排

并列，作彼此比较和截长补短

的研读。四福音的著作时代皆

由于第世纪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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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 福音对现

Gospels' Synopsis 
由于玛、谷、路二部福音

的内容、结构，甚至于文词彼

此非常相似，故此称为「对观

福音」。为了使人对这三部福

音一目了然，自第十八世纪便

有人将它们平排并列印在一

起，称之为「福音对观」

1476 福音合编

Diatessaron 
书名，这本书的构造是以

四福音的叙述，无重复、无遗

漏地·按时间无后的次第·将

耶稣的言行合编而成。它的作

者是塔齐雅诺’作于 170年前

后，以希腊文写成。

1477 殿宇、圣殿

Temple 
按申 12:5-18 的规定’只

有耶京的圣殿才是祈涛祭祀天

主的惟合法地点。在这之前

的旷野时代’以民原有一座可

以移动的会幕，内中保存著上

1475 1477 

主的约柜。在巳力斯坦定居

后，便仿效会幕的形式，建造

了固定的圣殿。这个以砖石木

料修建的圣殿曾经在以民的历

史上三建三毁’早已荡然无

存。

( I ）撒罗满圣殿：撒罗满

登极后第四年’开始修建一→庄

富丽堂皇的圣殿，工程历七年

才告完成（歹lj上 6-8 ：编 F 3-

4 ；耶 52 ；则 40-42 ）。殿址在

耶京东北角的摩黎雅山丘七。

木料和匠人由提洛王希兰供

给。圣门朝东，大殿呈长方

形·内分三部：庭院、圣所和

至圣所。庭院又分为二’即内

院亦称司祭院’其间有全精祭

坛、铜海和十个盆架；另－部

份是外院’是百姓聚集的地

方。圣所内有焚香祭坛，是司

祭每天进入焚香的地方’还有

十个灯台和供桌·其上有供

饼。在至圣所内有约柜。圣殿

入口处有两个十公尺高的铜

柱，一名雅津’一名i皮阿次。

圣殿旁有三层厢房’用为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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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用具。此：在殿毁 f公元前

586 年。

( 2 ）贝lj鲁巴贝耳圣殿：充

军归来的犹太人再接再厉’企

图重建王殿，几经Jtt万之后，

终于在公；l:前 516 年上将圣殿

完成（厄上 3 6 ：盖 2:2-9)

’己的结构大体上完全与前者一

样，只是远不；如前者亩’ 8ri¥

皂，至二JS.J~r内最高价｛丘，代表

大主亲在的约tfi已不复见，十

个灯台亦付｜凋如’只有个七

叉灯fl （加上 1:21; 4:49,51 ）。

后来遭遇破坏，为玛加f白兄弟

重建。

( 3 ） 黑落德大陆：这是最

伟大辉煌的平民生’远胜过前两

个圣殿‘但是犹太人不承认它

是黑落德的功绩。它的结构当

然与前者大同小异，只是更为

雄伟’例如仅圣殿的广场扩充

了就有倍之多。为 f圣殿的

安全及监视圣殿的行动，在西

北角上还修建了安多尼堡垒，

常有士兵驻守。但这座圣股完

工于公元 64 年’｛又数年后便

｜飞回

被罗马士兵尽h破坏了，时在

公元 70 年。

1478 殿顶

Pinnacle of the 
Temple 

是耶京圣殿东南角上的一

个顶 l二’算是圣殿最高的地方

了。尤其闪为在它的F面就是

很深的克德龙山谷’臣的它更

为高耸变出。魔鬼曾企图叫耶

稣白这甲一跳下去，以获得人门

的喝采（玛 4:5 ：路 4:9) c 这

是耶稣受i武部中的 段事迹，

不必按字而讲。

1479 嫉妒

Jealousy 
山于恶魔的嫉妒’死亡进

入（ Ill：界（轩 2:24 ）：嫉妒出

于人的本性（罗 1 ’：29 ；迦 5:19-

20 ） ’完全是tti俗之见反魔鬼

之计（雅 3: I 立 l们。见到他人

成功押意， i更感到痛心疾首’

恼恨不已（撒上 18:9 ）。它是

仇恨的根源（创 37:4 ），是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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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的动机（创4:3 等）。耳｜：稣就

是由于嫉恨被杀（玛27:18 ：谷

15:10 ）’他的福音被拒绝（宗

13:45; 17:5 ）。嫉妒破坏个人

（创 4:1; 30:1; 37:1 l 等；撒上

18:8,9 ；德40:4-5 ）及团体的生

活（恪f§" 12:20 ，斐 l 15 ；弟前

6:4 ）。它与无私的爱德水火不

相容O!fr20:1 5 ；弟前6:3 弓4 ）。

｜日约指出躲避嫉妒的方法是：

大方的心灵’远肖嫉妒成性的

人’保持知足的心情（箴

14:30：向 23:6 ；德 14:10;31:14)

新约则谓人应当以圣神的新生

（迦 5:22,24 ）’以智主（稚

3:17,18) 'Jt以爱德来克胜嫉

妒的毛病（恪前 13:4 等）

十四画

1480 赫贝尔

Heber 

14日（）］↓S2

族（户 26:45)

( 2 ）刻尼人赫贝尔’与妻

子搬往要rJt惠士去居住·其妻雅

厄耳曾杀死旦、色辣（民4:ll,l7,

21;5:24) 

1481 赫贝龙

Hebron 
城钙，意i同「结约联盟」’

是圣地最古老的城市之.~ . ),ij( 

来名叫克黎雅特阿尔巴（苏

15:54 ）。在耳｜；京之南约三，.

六公里。位于海拔高五十公尺

的丘陵地带，周国遍地是吏H日

葡萄园。 j主ID 原来的届民是阿

纳克（民 1:20 ; ~万； l l :21 ）。达

味在耶京建都之前曾驻此地

ct散 f 5:5) 

这里也是阿贝沙隆自立为

王的地方’勒哈贝罕国二七曾在

此修建防御 ζ事。王马加 1白兄弟

时代遭到 f严重的破坏。

人名’意谓「同志」： 1482 赫尔孟

( 1 ）贝黎雅之子（ QrJ 46: Hermon 
17) ’是间协尔支派的重要家 JIJ 名，主：谓「祝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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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提黎巳嫩山的东南 c 它的 现今土耳其的波卡次科 1夜地

最高峰达二千七百五十九公 方，首都是哈突撒斯。它的血

尺，是长年积雪的大山；也是 统是由印度日耳曼及中东民族

巴力斯坦北方的天然边界（见 j昆合而成。到了公元前十四世

申 3:8) t己开始向外发展，打败巴比

伦’占领巳力斯坦之后，更出

1483 赫市朋 兵进攻埃及’其国势之强可见

Heshbon 斑。圣经t多次提及它，可

城名’意谓「计账、算 见它在历史上与以民发生过不

账」’是约但河东岸的 A座古 少的关系。

城。它原属摩阿布人（户 21:25.

26 ）’被摩阿黎人抢占过去 1485 赫略多洛

（户 21:34 ）。终被戈lj归勒乌本 Heliodorus 
支派（户32:3.37）。其后被摩阿 人名，意谓「太阳神的恩

布王默j少所克复（耶48:45 ）。 赐」’是色委苛王朝’非罗帕

大黑落德曾在此建筑防御工 托尔国王的总理大臣。公元前

事，以防入侵之敌。公元世 176 年曾经试图抢劫耶京圣殿

纪有不少信友住在此’且是主 中的宝库’却被j~＿主的天使加

教座堂区。 以阻止和思罚，只有空于而

回 ο 国王不信他在耶京的遭

1484 赫特人 遇，结果赫氏将国王毒死（加

Hittites f3:7-40) 

这是公元前卡四至十二世

纪间的一个强大民族’曾经左 1486 熙雍

右古中东的政局，完全不啻于 Zion 
埃及和巴比伦。它的发源地是 在以民之前它原是指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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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方向上的一个山头而言。

在这个山头上耶步斯人建筑了

罕不可破的坚城，为达昧施以

诡计所占领。达味在这里修盖

了自己的宫殿，称为达味城

（撒下 5:7 ；编上 l I :5 ）。其后

以它指圣殿山，耳ll京的居民和

整个耶京城而言（咏 48: 13 ; 

亚 6: I ）。它被称为「天主的

城」（咏 48:2,3 ；耶 31 :38) 

「上主的城」（依60:14 ）’「圣

山」（咏 2:6 ），「天主的居所」

（咏 9: 12 ）。在充军和充军之

后的时代’熙雍是以民获得新

救援的象征（咏 14:7; 2:3-6 ）。

天主由熙雍显示自己（亚！：2 ）’

施予救助和祝福（咏 l 28:5; 

134:3 ）。新约也在引证时数次

提及到它0马21:5 ：若 12:15 ; 

罗 l 1 :26 ）。它是获得救援者

的居所（希 12:22 ）’是世界末

日得救的象征（默14:1) 0 

1487 酵母

Leaven 
谁都知道酵母的作用是甚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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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以民自古以来即对它加以

利用。 1日为过逾越节所用的面

包却不准用发过酵的面粉（出

12: 15 ）。它在新约中是天主

神国向外扩展力量的象征（玛

13:33 ）’但也是毒素的象征

（谷 8:15)

1488 营词

Oath 
起誓的目的是为证实或坚

强某一个真理或事实（包1]47:31;

50:5 吨6,25 ），或者呼求天主作

为某种许诺的证人（创 50:5-

7 ；苏 2:12-14 ），就是以天主

或邪神的名而起誓（默 16:9;

依 48: 1 ）。盟约的缔结大都是

与誓言分不开的（创 21: 3 I; 

26:28-31 ；苏 9:15 ）；同发愿和

审判亦有密切的关系（出22:7-

10 ；肋5:21-24 ），还有订主合

同时也要发誓（创21:23-31 ）。

有时发誓同许诺相提并论（包tj

24:7 ；申 1:8,35 ）。附带著对

自己诅咒的誓词更为有放（撒

上 14:44; 20:13 ：撒下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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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苦的方式有：借著「主（列

上 I :30; 2:42 ）’以上主的名

ct散 L20:42 ）’借著万军上主

（依 19: 18 ）’借著信实不欺的

天主（低65: I刷’以上主的生

命（民8:19 ：撒上 14:39 ‘45) . 

以天主为证人或判官（创31:50.

53 ；撒上20:23 ：耶42:5 ）’以

某人的生命（撒上 I :26; 20:3 : 

撒 F 1 s:21 ）等而发誓。天主有

时指著自己起誓（创22:16 ；一、IV

6:8 ; 依45:23 ；耳II日， 14) ’ 旦旦

吾 l；自己的威严（业 4:2 ：咏

89:36 ）’以雅各伯的尊严（亚

8:7 ）’以自己崇高的名（耳｜：

“：26 ）而发誓。发誓的姿态

有主手向天（申 32:40 ），以子

置于对厅的跨F ’ Ull 生殖器

（色rJ 24:2; 47:29 ）’或者送给对

方某种礼品（创21:30 ），分割

一具兽尸（在rJ 15: I O 吨 11: 1m 

34: 18 ），饮招致咒骂的；J（（户

5:22 ）。以邪神之名起苦是罪

恶的行为（苏 23:7 ；亚 8:14;

索 I :5 ：耶 5:7; 12: 16 ）。不可

妄呼上主的名发誓（出 20:7;

十四画

肋 19:12 ；申 5: 11) c 上干Ji 誓

i司的监护者（申 7:8)

1489 管家

Steward 
这个名词在圣经｝指国王

的代理电宫廷的家宰或家庭的

管理人（列上4:6 ；依 36:2,3 ; 

艾 I: 8 ）。他在新约中的比喻

中作为聪明、忠诚、机警的梗

阻（路 12:42; 16:1-8) 0 保保

视自己各其他的宗徒们为大主

奥秘的管理人，因为天主托他

们来保管福音的真理（恪前

4:1,2 ：锋 I :7 ）’间样每位信友

是天主恩宠的保管人（伯前

4:10) 

1490 鼻

Nose 

是用来喘气反嗅间的器官

（亚 4: 10 ）’但多次也指示人

生不可或缺的生活器官（包rJ

7:22: j衣2:22 ）。原来天主就是

向这个器官中吹了一口气’使

人成为生活的动物（创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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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ij( 104:29,30) 

1491 豪郎

Hauran 
地名’ fi'(f约但j口j东岸的

_j［部，被认为是以色列国的北

方边界（贝1]47:1刷’是亚述帝

国的行省 J

1492 辣巴

Rabba 
原是向＇L孟人的首都’距雅

i皮克河的发源地不远：是现今

约 ~i国王的首都间是 c 由于此

地的政府人士侮辱了达昧的使

者’达昧基于义愤打发予下大

将约阿布’将此城包围·不久

且将之占领（撒－卜 10:4; 11:1; 

12:27-29 ），使其居民变成达

味的奴隶。但是不久之后他们

又重获独立自由。

公元前三1廿纪变成千古腊吃

的城市’改名为非拉德~~稚。

自公元前63年属于「十 ·.lb＼区」。

1493 辣古耳

Raguel 

14吐 1 1494 

人名’，ii": i同「天主的朋

友」’是托彼特的亲戚’住在

厄克巴ta~内城，属纳斐培！t!_支

抵。有女儿名叫撒碟’成了多

傅亚的妻子（多 3:7; 6:1 l、 7:2

专）

1494 辣玛

Ramah 
城名，意tl'l 「高原」

( 1 ） 本雅明支派的城市

（苏 l 8:25 ）’在耶京之」七九公

旱 υ 辣黑耳的坟墓就在此地

（耶 31: 15 ）。以民分南」t网国

时’它成了两者之间的边界城

市（编 F 16:1-6) ; Jj~li!J 米亚

先知在这里被释放（耶40:1 ）。

口）厄弗辩＇ [Z;f JIJ 0<. 的辣

玛，是J散慕尔先安口的家乡和l葬

身之地 (j,敢上 7:17 ：‘ 2: 11 ）。 υI

能就是圣经他处所说的辣玛塔

拉｜（撒 t 1:1 ；加t 11:34) 

也就是新约时代的阿黎玛特稚

（谷 15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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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阿协尔支派的城市 ( 6:4 ）和代祷者（ 12:15 ）。他

（苏 19:29 ）’位于加里肋亚西 在天主的指示之下（ 12:14' 

北·可能就是纳斐塔里支派的 18 ），战胜了邪魔（ 8:1-9)

辣玛（苏 19:36 ）。 并治好了多｛卑亚父亲的病

1495 辣玛塔因

Ramathaim 
见：辣玛。

1496 辣彼

Rabbi 
是希伯来及阿辣美文对长

土的尊称，意为「我的师傅」。

耶稣曾多次被人称为「辣彼」

（玛 26:25,49 ；谷 9:5; 11 ·刀，

14:45 等）。自公元第一世纪

始，此称呼专用于巴力斯坦的

法律学士，有时亦称「辣步

尼」（谷 10:51 ，若 20:16)

1497 辣法耳

Raphael 
天使名’意谓「天主医

治」。他在多书中被描述成一

位陪伴青年多傅亚旅行的天使

cs·肘，同时也是他的护卫者

(11:7-13 ）。

1498 辣晗布

Rahab 
人名’意谓「宽阔的」’

是耶里哥的一位妓女。她收留

并隐藏了前来圣地侦探的两个

以色列人（苏 2: 1-21) 

为此之故当以民攻破耶城

时’她和她全家得以保存性命

财产（苏6:17-25 ）。新约则赞

赏了她的信德和英勇果敢的行

为（希 11 :31 ；雅 2:25) 0 f马窦

将她列入耳~稣的族谱中（玛1:5）。

1499 辣黑耳

Rachel 
人名’意谓「绵羊」（包lj

31:38: 3215 ）’或者「羔羊」

（依 53:7 ：歌 6:6 ）’是拉班美

丽的女儿·稚各伯圣恒的爱

妻。可惜她荒胎不育’只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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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姆女代她生了丹反纳斐塔

里（创 30:1-8 ）：最后她自己

生子若瑟’可是在她生第二个

儿子本雅明的时候，竟i六i难产

而与世长辞’被葬在「白冷的

路旁」（创 35: 16-20) 

1500 辣摩特

Ra moth 
城名，意谓「高原」’位

于基肋阿得’在雅波克j可之

北。撒罗满的第六区太守曾驻

守于此（罗lj上 4:13 ）’亦曾是

用J未城兼避难城（苏21 :38 ）。

大马士革的阿兰人曾加以占

领， 1L国以色列王阿哈布誓死

抵抗’企图将之夺回’而战死

沙场（列上 22: 3 ” 28 ；列下

8:28 ）。耶胡在此地被先知传

傅油为北国国王（列下 9: 1-

14) 

1501 辣默色斯

Ramses 
是埃及辣默色斯法郎二世

时代的阜宫处F斤，其意即是

l'iOO l'i02 

「辣默色斯的王宫」’时在公

元前 1301-1234 年。它和主通

是以色列人作奴工修的两座埃

及仓库城（出 1:11; 12:37 ；户

33:3 ）。这里也是最后以民集

合撤出埃及的地点（出 12:37 ）。

它可能就是后来的塔尼斯城。

1502 煽惑

Seduction 
在圣经上「煽惑」一词常

是引人作恶的导火线（创 3: I-

13 ，箴7:1021 ）。人必须不时

提高警惕，小心预防假道学、

邪神敬礼、无信与罪恶的煽惑

（耶 10: 15 ；亚 2:4 ，路 21:8 ; 

罗 16: 18 ）。引诱人远离上主

是罪不容诛的恶行（出

23:24,33 ：罗lj 上 21:25,26 ；厄

下 13:26,27 ）。事实上以民南

北两同的灭亡，耶京及圣殿的

毁坏，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他

们受邪神敬礼的煽惑，而远离

天主所应受的惩罚l （罗lj 上

12:26-30; §lj 下 21:11-16;25

章）。煽惑的来源可能是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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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申 13章）’也可能是民族

百姓的领袖（依 3:12; 9:1 乡）。

耶稣警告人要小心｛目光知（谷

13:5 吨 6 ） ’因为他使人否认耶

稣是默四亚（若~ 2:22) 0 在

＇！＇）＇. 书中的主要煽~者是魔鬼

（默 12:9 ：‘ 20 ：’ 3.10) ' ff~ 基督的

先知（默 13:12: 19:20 ），及「巴

比伦－（默 18:23 ）。反过来说

世界亦将耳I~稣（玛 27:63 ：若

7: 12 ）及他的门徒视为煽r3者

（恪）舌 6:8)

1503 漆冬

Sidon 
城名’意 i自「捕鱼之

地」，是由1尼基的占城’在：阿

f马尔纳文件上已有所提及。它

li'P:阿协尔王源的地区不远（苏

19:28 ），以民向来未能将之

占领。北国阿口合布娶了此城的

公主f＆则贝耳为妻’以达到友

好往来的目的（列 J~l6:31 ）。

它的吐i敌是距它不远的提治

城’在新约中提j各和 j案子指

示两个城市，也指它们周围

｜问l国

的地区（玛 l 1 :21 ）。保禄曾

特地途经此地拜访他的朋友

（宗 27:3)

1504 漆拉

Zillah 
k人名’罩、 i冒「阴影」或

「庇护 J ，是拉默存的：在二位

妻子，生子＇＊巴耳IJD 音，女 IL

名叫纳阿玛 （ ~1)4 ：守 19-23)

1505 漆衷lj拉格

Ziklag 
是客纳宇：南方的城市’它

的国王阿基士曾大方地收回

了ill避撒乌曰：的达昧（撒上27-

6 ）。达昧曾数次带若他的随

从，由这里出发去,ii[;戒南方的

J些支流Cf散 t27:8-12 ：编上

12 1-22 ）。此城原被划分给［呵

默盎（苏 19:5 ）’过苦犹大支

派（苏 15:31 ）。宫的位置已很

难确定·大致说来，应在赫贝

龙至迦萨的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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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漆颇辣

Zipporah 
女人名’意j自「麻雀」’

是米德杨可祭的女儿，梅瑟的

妻子（出 2: 16-22；在25 等 ） c 

q丁 f革尔熊（出 2:22 ）及！巳里

厄则尔（出 18:4)

1507 漆德克雅

Zedekiah 
原名玛塔尼稚。被巳比｛｛＇.；

二丘拿步高封位为王后，赐名i奈

德克雅（公元前 597 年）。他

是南国犹太的最后 1\z 君王

（夕ljf 24: l 7吗 25:7 ；耳［l 3 7: l; 

52: 11 ）。耶肋米 11r先知l虽曾

极力劝jl]' [CE］王’千万不要背弃

巴比伦， 116投奔埃及’小然将

得不偿失。可惜不幸被）t知言

巾，国王参加了反巴比伦联

盟，招致拿步高同王出兵进攻

犹大，攻破耶京’破坏圣殿之

余’在1残酷地对恃了国二七及其

家人’造成以民公；c前 586 年

大充军的大灾难（夕lj下 25:6 ‘

7) 

l'i06 I 当08

1508 寡妇

Widow 
仁：民的寡妇要有一段阳长

的时间为比去的丈夫带孝（撒

F 14:2 ）。如果她没有儿子，
那么她存权利用「为兄立嗣

法」’来与丈夫的弟弟结婚生

子；不然口l 以自动回娘家去

（见卢 1:8 ；包1)38: 11 ）。重新再

婚的丰固然口］能，但毕竟少

见。就是囚 :AJ这个原故‘她在

社会t多次是无依无靠的可怜

人。圣经特别强调对他要特别

加以保护、扶助’使他获得法

律的半等待遇等（用 14:29; 

耶 22:3 ）。｜；于一自己将是寡妇

孤儿的保护者（见出 22:21 ; 

申 10: 18 ）。新约也十分注重

这点，劝人安照顾孤寡（宗

6: I 等）’并在她们的痛苦中

安慰帮助她们（雅 1:27 ）。弟

前5:9-16更描述了寡妇可作的

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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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 增饼

Miracle of the Loaves 
四部福音都至少→次记载

了增饼的事迹（谷6:32-44 ；玛

14: 13-21 ：路 9: 10-17 ；若 6: 1-

15 ）。谷书和玛书还记载了另

一次增饼的事（谷 8: 1-10 ，玛

15:32-39 ）。学者们大都相信

谷和玛的第记载应是同 事迹

的两种不同传说。奇迹的意义

在指明耶稣是新玛纳的分施

者’这一点在若 6:26-59 ；可

以清楚地看到。

1510 橄榄山

Mount of Olives 
位于耶京之东，由北而南

行的山’海拔八百公尺’共有

三个山头。山顶有突尔村’耶

稣升天处，及厄助敖纳大堂：

山之东麓有贝特法革（谷 l 1:1 

路 19:29 ）’西有耶稣哭耶京

处及革责玛尼山园。

十E画

这昧在这山顶上祭献过天

主（撒F 15:32 ），哭泣著赤足

走过此山头，以逃避阿贝沙i聋

的追捕（撒下 15 叼： 20 ）。在此山

南部的山头上撒罗满为其外教

妻妾修盖邪神殿字’后被约史

稚所毁坏（夕iJ下 23: 13 ）。耶稣

多次在此处的山园中过夜（若

8: I ：路 21:37 ）；此处也是前

往伯达尼和耶里哥的必经之地

（玛21:1 ：谷 l I: I ；路 19:29) : 

在这个山上的一个山洞中耶稣

教过门徒「天主经i路21:37 ; 

玛 24:3: 26:30 ）。至今仍有不

少宗教的地点在此。

1511 瞰榄树

Olive Tree 
这种树是地中海市岸的特

产（申 28:40 ）。由于这种树的

根不断生出新的枝芽，因此是

多子的象征（咏 128:3 ）。保禄

借用橄榄枝与野橄榄枝，来

表示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

关系（罗 I J :17-24 ）。这种树

木在圣地可说到处皆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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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也多次在圣经上被采用

和提及。

1512 醋

Vinegar 
是一种带有酸味的葡萄

酒’可以同水i昆合作为农人工

作时的饮品（卢 2:1的。但因

含有酒性’故「纳齐尔」人不

许饮用（户 6:3 ）。纯醋非但不

能解渴’且使人口渴难忍（咏

69:22 ；若 19:29 ），又刺激牙

齿（箴 10:26; 25:20 ）。在钉耶

稣时士兵欲给耶稣用醋调合的

饮料，大概不是麻醉剂而是解

渴用的日常饮品（玛 27:48 ; 

谷 15:36 ：路 23:36 ）。罗马士

兵行军时必随身带著这种酸

醋。

1513 酵酒

Drunkenness 
圣经上有不少劝人戒酒的

警句（依 27:7胃口，箴 23 :29-

34 ），指出醉酒之为害。按市

21:20,21 醉汉是应被砸死的。

1512 1514 

新约亦劝人戒避杯中物（罗

13:13 ：格前5: 11 ），因为它阻

止人进入天国（格前 6:10 ）。

默 17:2 更将醉汉与敬拜邪神

相提并论，定要受天主的惩罚

（依 19:14 ）。醉酒使人淫乱，

与圣神誓不两立（弗5:18,19 ）。

1514 撒乌耳

Saul 
人名’意谓「恳求而得

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公元前 1030-1010 ）。属本雅

明支派，被撒慕尔傅i由成为以

民正式的国王（撒上 10: 1 ）。

除了他「魁梧英俊」之外（撒

_t 9:2 ），可能也是由于他英
勇善战，打败阿孟人（撒上

11 :5-11 ），因而得到人们的拥

护爱戴，被选为国玉。他称王

后仍然定居在家乡基贝亚。促

成以民要求君主政权的主要原

因’是培肋舍特不断的欺凌迫

害（见撒上 13:1-23 ）’以民希

望在一位君王的领导之下，团

结御敌。但是他却没有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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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统一政权建立起来，而是继

他王位的达昧真正统 （十二二

支派，成为团结的国家。

撒乌耳虽再接再厉，与培

肋舍特人作战，却未能获胜 c

另二方面他与撒慕尔先知的关

系亦；愈形恶劣，并且与达昧发

生了正面的冲突 ct散 l二 13: 13 ：『

15:19,20; 18:15 ）。结果由于

他违背夭主的命令，而被按

弃。最后在与培肋舍特人作战

时，身受重伤（撒上 31:4)

与儿子同时.~骨沙场。 i扫 i丰味

追悼他的哀歌上可以看到，达

味本人对他是非常尊敬崇拜的

（撒下 1:17-27)

1515 撒尔贡

Sargon II 
亚述的数位君王，与圣经

有关的特别是撒尔贡二世（公

元前 722-705 ）。他将沙耳玛

乃邑五世进攻撒玛黎稚的战争

加以结束，破城而人’使北国

完全沦亡，并且自历史Jj肖声

匿迹，使亚述的声势至lj达了黄

十们回j

金时代的 l网点。但是圣经却向

来未有明文提及过他的名字。

1516 撒尔德

Sardis 
是里狄雅的酋郁’盛产羊

毛而成名’义因交通便利，故

商业发达。先后被波斯和罗马

占领’公元 17 年遭受了巨大

的地震后，为罗马皇帝提庇留

所重建。若望曾致 t5此处教

会，并严责信友的，恶习（默

3: 1-6) 

1517 撒玛黎雅

Samaria 
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建筑

在 400 尺高的山头上，是敖罢工

黎国王的i~作（公元前 885-

874 ；见列 l 16:24 ）’他的JL

f 阿哈布更将之扩建（安lj 上

16:32 ）。耶胡慕位后将这吧

的邪神庙宇尽行拆除。这！也城

市在遭到欧色亚）'C知咒诅不久

之后（ I吹 8:5, 6 ）’便被亚述包

罔达1年之久，终于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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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年上’全城遭到敌人的尽

情摧残破坏。它大部份的居民

被俘虏充军，周国的外邦民

族，前来填补空缺，与本地人

通婚，而有后米1散玛黎雅人的

出现。它当然很快又重新被人

修建起来。到了玛加伯兄弟的

时代’它又遭到严屯的破坏。

直至黑落德时代它达到l历史仁

最辉煌的时代。黑氏给它改名

叫舍巴斯特，以纪念罗马皂常

奥击斯都。

1518 撒玛黎雅人

Samaritans 
这个名字指撒玛黎稚地区

的居民而言。自公元前 722 年

的充军大迁移之后，这里进来

大批外邦民族’他们与残余的

以民人杂居通婚’生出了一种

新的混血民族，史称撒玛黎雅

人。他们实行由台宗教’即将

稚威和邪神宗教兼收并蓄（列

下 17:19-33 ）。充军仁国之后，

他们没有归向耶京，去rm：革黎

斤山t修建了自己的圣所（加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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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6:2 ）。这座圣所虽然于公

元前 107 年遭到若望依尔卡诺

的破坏，但它时至今日仍是撒

玛黎雅人的宗教敬礼中心，是

他们的圣山’每年一定要来此

山顶庆祝逾越节（见若4却）。

他们与忧太人誓不两立，

水火不相容’成为世仇（德

50:27-28) , E不往来（若4:9 ）。

耶稣对他们去[J 一视同仁（路

17:16-19; 10:30-37) 。宗徒昕

主命来此传教（宗 1 :8; 8:5-8 ）。

他们只承认悔瑟丘书是惟一的

圣经。

1519 撒杜塞

Sadducees 
是耶稣时代的－个社会团

体，它的成员多注重政治的问

题。与法利塞人誓不两立，水

火不相容。就是在信仰问题

｜－，二者亦各行其事，互不相

让。他们一反法和l塞人的信

念，只按照梅瑟法律行事；对

祖传的教条，弃如敝展’故此

他们也完全不信复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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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没有天使或神灵的存 1521 撒罗满

在。他们确信人之幸福与否’ Solomon 
全在乎本人的行为（谷 12:18 ; 撒罗满是达味由巴特舍巴

路20:27 ：宗23:8 ）。它的党员 所生的儿子（撒节 12:24 ）’是

由司祭和贵族所组成’他们在 以民历史上最伟大的－位君王

阿斯摩乃王朝及黑落德执政的 （公元前 970-931 ）。他和同父

时代，竭尽全力，企图保全自 异母的兄长（达昧的长子）阿

己的权利’却遭到以法利塞为 多尼雅争夺王位’在母亲巴特

首的平民百姓的反对。 舍巴’先知纳堂，大司祭阻多

耶稣时代的公议会几乎完 克以及军人大将贝纳雅的支持

全由他们所把持和操纵。但在 之下’稳夺王权，继父称王。

这之后便走向下坡，被法利塞 在达咪没有死亡之前便被阻多

人取而代之。有人认为这个名 克大司祭傅了油，正式成了国

字的来源是撒罗满时代的臣多 王（列上 1 ) 0 t散罗满将政敌

克司祭，或者来自「正义」一 A 个个地加以铲除（列上

词’不能确定。 2:24,25) 

撒氏将以民带进了光辉灿

1520 撒冷 烂的黄金顶点时代’但也不能

Salem 不承认，是达昧给他奠定了巩

是默基瑟德国王和可祭的 固的基础’因此他从来没有打

城市，意谓「平安i包1]14:18 ）。 仗的需要’却与他国友好往

许多学者认为它是耶路撒冷的 来’例如与埃及联婚（列上

缩写（咏 76:3 ）。有人则谓它 3:1;9:16 ）’透过舍巴女王的

位于舍根附近。事实上关于它 关系与阿刺伯交往（列上 10: 1-

的确切位置问题，是根本不能 13 ），与排尼基人通商互惠

解决的。 （列上 9:10-14 ）。在内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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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兴土木，修建了雄伟的耶

京圣殿（列上 5:16-6:38 ）’玉

色’（列 t.7:1-51 ）’并修建和

巩固了不少的城市，建造了通

商的海船（ flj上 9:26 ）’重新

划分了以民的区限，成为十二

太守区，以求达到征收税赋的

目的。这切固然使以色列国

辉煌一时，却在民间种下了不

满的情绪。尤其他本人穷奢极

侈的生活，更使百姓不满 (Jrj

上5:2,3,6等： I 0:4- I 2,23等）。

在以民的传说中’毫无异议’

撒罗满的富贵，以及他过人的

智慧是睦炙人口的（列上3:28;

5:9-14; 10:23 ）：但是他对邪

冲敬礼的放任态度，却受到了

圣经的责斥（列上 l I :4-8) 

他王国的辉煌只是罢花一现’

他死后不久伟大的王国便一分

为二， 发不可收拾。

1522 撒罗默

Salome 
女人名’意谓「和平的」：

( 1 ）载伯德的妻子，长雅

l 气22 1523 

各f白及若望的母表（玛 20:20吨

21 ：谷 15:40,41; 16:1) 

( 2 ）黑；苔狄雅由第－ ff丈

夫斐理伯所生的女儿。在她的

要求之F ，黑落德安提帕令人

将若翰斩首狱中（谷6: I 7-28) • 

1523 撒慕尔

Samuel 
人名’主谓「他的名字是

天主」’或作通俗的解说「天

主垂听了」（撒上 I :20 ）。是厄

耳卡纳和业纳的儿子（撒上

1:19-27 ）’被奉献于天主。臼

幼在圣所内长大，甚得天主的

x'f:..心（撒上 2:11 ‘ 18.21,26 ) 

被召作天主的先知（撒上3:4 ）。

他 方面对君主政权的建立表

示不满（撒上 8:5-22 ）’另一

方丽又表示f同意甚至于悦纳

（撒上9:15-10:1 ）＇但他终 I二｜可

以民的第一位..A+J散乌耳分j宣

扬惊，而倾向这l床叫散上 15-16

章）

撒慕尔是以民历史！：：. 位

非常突出的重要人物，他身兼

523 . 



152」 i 气 2 （） 十 nilBI

数职，既是先知’又是司祭， 难断定’不过大致 t可以说

还行使「民l己的职权 9 是在f国分裂之后（公元前

9 3 2 ) .南国犹大灭亡之前

1524 撒慕尔纪上下 （公元前 586)

Book I and II of 
Samuel 

在希伯来原文；上本无上f

集之分’是荷脂和拉丁i手术将

之外为阿听’称为列上 F ：而

原来之否lj£纪上下’贝｜］被料、为

列二二、四。

本书所论是以民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历史’更具体

地说’是自最后 J f立民长（ ~p 

J散慕尔）至达昧国主的一段历

史撤L 1-1 0 记载了服慕尔

身为先知和民长的历史：撒慕

尔纪I →书记述γ撒乌耳国主

的事迹’及他与达昧冲突的前

因后果’直至撒马耳战死沙

场：撤 F记载了 j主昧如何科；

王·巩固政权，争取圣殿地力l

等 f 本书采取了 JI( 多不同来源

的资料’被编辑者加以细心的

整理而成的 u 当然作者并不是

撤慕尔本人飞作于其么时代很

1525 撒辣

Sara 
人名’意谓「公主」或「皇

后」. ：！圭亚巳郎的妻子 （ t11J 

11 :29-31 ）。原名 p~ 撒硕伏，

改名为撒辣（创 l 7:15 ）。曾经

两次以ill/.巳郎的妹妹出现，可

能是一事向报的结果（创 12：日，

20:2 ；见 26:7 ）。她婚后甚久

不育’最后生 n页i午之子！在撒

恪（创 21:2.3) .因此她h~ （

一个民族的时亲（依 51:2 ）。

死后被葬在玛恪培拉的洞穴中

（仑山3: 1-l 0 ）。她由于信德（希

l I: 11 ） 是天主子民的时亲（罗

9:9) 

1526 黎贝加

Rebecca 
人名’意谓「套索」。贝

突耳的女儿（创22:23) , f削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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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的妻子（创 24:67. ）。许久

以来 f;\'.R台不生，却 4下f生了

两个儿子，即J［撒 I飞和雅各伯

（它rj 25 :24-28 ）。她协助了爱子

稚各伯获取了长子的名份和祝

福（创 27:1-29 ）’并「l保护｛也

不受厄撒乌的侵害（宫rj 27:41-

28:5 ）。她死后被埋在玛＜'j'i:J)';

t江的山洞中（在1J 49:31 ) 0 罗

9:10提及她的名字和她的象征

性。

1527 黎贝拉

Rib/ah 
I也名’意自「增加」或「繁

殖」’是放龙特河东岸的－个

军事：草地。埃及法郎乃苛曾在

这里囚禁了犹大王约阿哈次

（罗1门、 23:33 ）。公元前 587 年

巴比ff＇.：国王拿步高’在这里将

许多耶京的贵族俘房就地正

法，连j奈德克稚同玉的儿F都

未能幸免；国玉自己则被人割

去了两只眼睛（列 f25:6.7,20『

21 ：耶39:5玩 52:9, I 0,26,27 ）。

1528 黎巴嫩

Lebanon 

15~7 15~ ＇） 

LI I 名’意谓厂白色的」

ilJ能由山顶的 I三年帜号而得

名。是应由西南向东北伸展的

大111 ’全长一百 l二十公里。在

它的东南有一串平行的 111 脉‘

叫作安提黎巴嫩1!1 。有时将二

者曰：l~~j,:~ （苏 1:4) c 它的主

峰叫王马克月耳，高达 －： r 月

二十六公尺。’卢被视为圣地的

北方夫然边界（申 1:7 ）’盛产

葡萄（欧 14:8 ）’在二怕木（罗rj 「

5:13 ）’是为修建耶k圣殿主要

木材供应地（更rJ I' 19:23 l 

1529 黎孟

Rimmon 
袖手气’主i自「起众之于」咱

是ill'.述、巴比伦、叙利业所特

别敬礼的神明，不过有时其称

呼小｜司，例如在叙利亚被称为

阿达得黎孟（ [rfi. 12: 11 ）。

地名’忌；i冒产石榴树」。例

如纳臣肋之北的黎孟（苏 19:

13 ）：恩黎孟（苏 15:32：、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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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箴言

Proverbs 
原文标题有成语、格言、

警句、箴言、谚语之意。是以

本书的宗旨不外是指示人生修

身处t址，齐家之道 u 这类格言

在古今中外的各文明因是非常

之多的’尤其古代的埃及更以

此著名’例如仆塔局特仆的世II

诲箴言，阿尼箴言，默黎卡勒

王的箴言，以及阿门摩I苦的节II

i每篇等就是。

本书的内容大致上可分

为： 1-9 章，对智慧的赞赏，

智慧的效果； 10:1-22：时’人

生处世的原则， 22: 17-24:34 ’ 

对人的容忍及i仑懒惰； 25-29

章，基本的规律； 30: 1-14 、

天主的伟大智慧咱人们的微不

足道： 30: 15-35 ：数字恪言；

31:1-31 ：对国王的建议反对智

慧妇女的称赞。它是训诲诗中

的代表作，淋漓尽致的表达了

以民的智慧，的确是一一部不朽

之作’是人生处世的最好指

南。

↑ 531 德尔贝

Derbe 

才五l画

是吕考尼雅的城市’公元

41 年略芳狄皇帝将之为l人罗

马迦tlL达行省。保禄第→及第

二次远行传教时，曾途经此地

（宗 14:6,7,20.21 ：电 16: 1 ) 

1532 德训篇

Ben-Sirach, 
Ecclesiasticus 

是智慧书的 A卷，它的内

容有：

( 1 ）是智慧恪言的卷集

( l 卜42: 14 ）：这一部与箴言

阳为相似。作者以教导人伦理

道德的口气，劝人要善尽宗教

的义务，并按照智慧的原则来

善度一生。其间有些是属于祈

祷及感恩歌的部份（ 4: 11-19; 

14:20-15:10 ），还有些赞颂词

「 24:3-22)

(2 ）它的第二部份（42:15-

51:30 ）所包含的是对造化中智

慧的赞美，以及对以民历史中

伟人的歌功颂德（ 44: 1-5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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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祈祷（ 50:27等）及附录

(51:1-30) 

本书写作的时代应在公元

前 180-170 年间。作者是息辣

的孙子（或儿子），名叫耶

稣。他足→巴力斯坦」位研究智

慧的经师。 w久以来本书只以

希腊文出现 c 但是白 1896 年

至今，学者己发现了它五分之

二的希伯来原文残卷。

1533 德行

Virtue 
德、1于是伦理圆满和成全。

圣经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德行的

言论’却有不少形容德行的说

法，尤其在智慧书中臣是屡见

不鲜’ ar说全智慧、书不外是劝

人行善修德，避恶弃邪的书

籍。智慧的人即是有德行的

人’而（阮忠要从敬畏天主开始

（德］： 16 ：箴 I :7; 8 ：口， 9: 10 

等）

在新约中耶稣告诉了人行

善的方法（玛 19: 16-19; 22:36-

40 ）’即是要遵守天主的诫

15 与＂； !S"'h 

命。保禄指出在三德中最大的

是爱悟，（恪前 13:13 ）。默 2:19

列出爱、信、服？子和日坚忍四种

德行。其他种种不同的德行见

于恪后 6:4-6 ：弟 ~tr 6: 11 ：伯

后 1:5-7 ；迦 5:22.23 c 四枢德、

DJIJ早已见于智 8:7 。

1534 德玛斯

Demas 
人包·意到J 「平民」’是

罗马的教友，保禄的同伴（哥

4:1斗，费24节）巳可能与弟后

4: I 0 所说的「 f.f玛斯因爱今

世’己离弃我（保禄）」’同为

一人。

1535 德里拉

Delilah 
女人名’可能意谓「嵌市

塔尔神的赞颂」 u 按民 16:4-22

的记载是二松的爱人巳

1536 德彼尔

Debir 
人名，意谓「后边」’是

- RJ
/ 气

，
与

声
、ν



］尹二7 l 气」I)

!Ei 辛隆的国王（苏 10:3)

I成名’是乃革布地区的城

市， t巨稍：盯龙千三j草’但它确切

的地点已无从考究 u 从自if 名叫

克黎雅特色贵’尔（；在 15: 15 : 

民 l: 11 ) ＇被立为避难城（苏

21: 15 ；编J: 6:43) 

在j九大与本稚l何主I)［＼之间

的 U'i :ill 界城，亦吕德彼尔
（苏 15:7)

1537 德波辣

Deborah 
三个女人名’主、j自（蜜蜂）：

( 1 ）黎 Ui 圳的乳母（创 24:

5叭 35:8)

( 2) ！；；无知和民长’她以

天主的名义召叫巴辣克出来，

率领纳斐l苔丘I ＆贝rj 步隆支派的

子弟兵，与且、色坤的大车去：

II戈 c 胜利之后德波辣f乍凯旋

歌，以资士己在：（民 5 章）

( 3 ）托i皮特的祖吨’多（卑

ilJI 自（J 曾祖f寻（多 1 :8) 

1538 德敖多齐敖

丁heodotion

才五l函

据传说他是个希腊人，在

归依犹太宗教之后’大约于公

元 150 年间’修订了古希腊译

本，口!lt才使土i手本 3

1539 德敖斐罗

Theophilus 
人名，，Ui自「天主的朋

友」 τ 应是位E贵的人救

者’ ~＆加将他的阅本著作奉献

给他’并谦悲的称他为「尊

长」、「钩座」（路 1:1 ；宗 l :1) 叮

1540 德默特琉

Demetrius 
人名’意谓了属于德默特

（女神）的人」

(!Ji~默特琉~jlt索特尔

（公 Jl:前 162-150 ）’是色委苛

王朝的tL-J气’他杀君摹（立‘并

用武力强行立阳耳基慕：与大司

在。曾数度与玛加f白兄弟交战

（加上 7: 1-1 （）『 50 ；力H F 14: I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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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而 1541 l 气斗气

( 2 ） 德默特硫二世（公元 1542 摩尔德开

前 145-13也 129－口5 ），是前者

的儿子＝称 fl币与帕t~稚人作

战’被｛予坐监j主卡牛之久，才

又恢豆了王位。由 1情弱无

能·终被人暗杀（加 t 10:50: 

l 斗。 1-3 ) 

( 3 ）厄弗所的银flf ，曾 ~y

合群众暴动，抗拒保禄’因为

他怕！盯录对真ill:的宣传·主影

响他的商业（宗 19:23-20:2 ）。

1541 摩丁

Modin 
城吕’意义不 i丰 P 位于耶

京！坷 ~L f'.(J 二十五公 lj:!. 处的地

方 J J ＇＆刀口的兄俐的父亲月I菩提

雅’常：l'.f （逃进教难’举家迁

米此地， JI在此~高 日子’但

寻爱同护教的反色委苛战争

（加仁 2: 1 ）。但I马氏 :f久便与

世＋长辞’他的未竟之业tll 其打

个儿子继续。他被葬在摩 J地

方（加上 2:70:9:19)

529 

Mordecai 
人名’意i自「属默洛达客

（神）的人」。是本雅明支派

人，收艾斯德尔为养女（艾2:5-

7) 。他破获刺杀国王的阴

谋’向民l王报告’犯人被就地

正it （艾 2:21-23 ）。其后开罪

于晗是大臣’哈是为了报复要

将波斯国内的切犹灰人赶尽

杀绝 ο 摩氏得其养女艾斯德尔

之助，救了百姓’ ！$罚了恰是

（艾3:1-10) 0 自此犹太人每年

要大事庆祝这个获救节日’即

普陵节」。

才 543 摩肋客

Moloch 
邪神名’他的原名是「摩

罗客」·但是以民为了表示对

他的厌恶反感，给他改名叫

「摩肋客」（即可憎之物）。这

个邪神的敬礼是非常残忍的，

竟将人的儿女作为祭品奉献。

小幸它必曾传人以民之间’就

在耶京的本希农谷中曾经有人



1544 一 l 5-16 十五i面十六［回j

行此祭礼（列下 l 1:7 ）。其次 前 854 年）。但不久之后却成

圣经提及和斥责这种敬礼的地 了亚述的属国，其后更属纳巴

方有：肋 18:21:『 20:2,5 ；列下 泰入管辖。

23: 10,13 ：耶 32:35 等）

1545 摩黎雅

1544 摩阿布 Moriah 
Moab 是亚巳郎应向天主祭献自

地区和民族名’意义不 己烛生子依撒格的地方（ 'Erl22: 

详。它在约但河及死海的东 2）。编下3: 1它被称为建殿的

部’其东边的界线则是阿事ljf白 圣山摩黎稚，二者是否同为

的旷野，是个不太广大的地 地’不能确定。如此摩黎雅的

区。这里的居民是与以色列有 确切地点亦仍是未解之谜。

血统关系的摩阿布人。圣经谓

他们是由乱伦所生的民族（包1J

19:30-38 ），足见以民向来对 十六画

他们不齿。他们远在以民进入

圣地之前’已有了自己的国家

和君王’并曾设法诅咒过境的 1546 薛西斯

以民（户 22-24 章）。以民进 Xerxes 
入圣地之后’两个民族之间的 此处所论是薛西斯→世

冲突夏是屡见不鲜；他们的国 （公元前485-465 ），是达理阿

王厄革隆被厄胡得民长所杀 一世之子。他曾经征服埃及，

（民3:12-30）。由圣经上看来摩 克胜巴比f仑’却败于希腊人之

阿布似乎向来对以民屈居F 手。于公元前465 年为叛党所

风·成为以民的属国。至其国 杀’由其子阿塔薛西斯一世继

王默沙时代才获得独立（公元 位。艾书中的主人翁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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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薛西斯一世（艾l l; 词，也可能是朗诵或默念的赞

6:2) 0 词，仅就这一点就与圣咏大异

其趣·因为圣咏普通是用来歌

1547 赞词 唱的诗词，并有乐器伴奏。它

Praise 的结构有序言、 1E文’又有结

是受适之物为赞颂、光 尾词，例如梅瑟的「凯旋歌」

荣、祝福土主所用的歌词或i寺 （出 15: 1-21) 

句。一切的受造物（咏69:35 : 

达3:52-90 ）’天使（咏 103:20句

21 ），以及全体人类（民 5:2 ; 

多 8:15; 13:3 : I咏 22:24; 50:14 

等）’都有赞顶上主的责任。

而且圣经对上主发出的赞i司可

说比比皆是，尤其绝大多数的

圣咏’都是对天主的赞词。赞

颂的对象是天主’以及天主的

仁慈、大能、全知、尊戚、圣

德、美善反正义等。

1548 赞颂

Hymn 
是以民用来赞颂上主全

1549 默乃，特刻耳，

培勒斯
Mene, Tekel, Peres 

按达 5:25-28 记载，正主1

贝耳沙臣国王饮酒作乐的时

候， 4忽然有一只神秘的子在墙

上写了这三个字。除 f达尼尔

之外，无人可以解释这三个字

的意义：「默乃」意即「夭主

数了你的国作，使它完结」，

「特刻耳」意即「你在天秤上被

衡量了’不够分量」；「培勒

斯」意日｜］「你的国被瓜分了」。

能、伟大、尊严、救援以及默 1550 默示录文体

西亚美好时代的歌词。有时用 Apocalyptic Genre 
为公开的敬礼，有时则用为私 这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

人的祈祷。它可能是歌唱的赞 一世纪之间’最普遍流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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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学类型。它的结构是以目 或司祭等皆以「受｛毒者」来称

前困苦艰难的局势’使人联想 之’因为在祝圣的仪式中是必

到未来光天化日的幸福’因为 须要用油来涂抹其身的（见撒

最后的胜利终究属于天主’及 下 2:4; 19:22 ；月1J2I:l0 等）。

属于善良的人。这种文学利用 只是到了旧约时代的末期，默

宇宙观的形像、数字的含章、 西亚－1可被利用在人类所期待

字母的象征’又利用原始巨兽 的救主身上。就是基于这种末

以及天使等，来描述世界末日 期的用途，才使人们追忆至先

的景象，那时将有困苦、审 知的时代’才特别注意到先知

手lj 、祝福和国咒’又有古代伟 们一切有关默西亚时代的预

人的出现，诸如亚当、哈诺客 言。但是如果我们稍为留意先

等。在圣经上这种文学并不多 知有关默西亚的言论’便可以

见，亦比较不太故弄玄虚， 发现，他们多将默西亚描写成

见：则 1:4-28; 10: 1-22; 37:1- 耀武扬威，声势口赫的伟大人

14; 40-48 章；依 24-27 章； [iii 物’他的时代将是歌舞升平，

9-14 章；岳 3-4 章；达仁12 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依7:14 ; 

章’新约中则有谷 13 章等， 米5 ；耶 33 ；臣 9:9,10等）。到

得后2:1-12 ’其次还有一些短 了默西亚即将来临的时期，犹

小的句子’尤其见于默书。 大人更变本加厉地将他渲染成

为 位伟大的政治人物，是

1551 默西亚 达昧的儿子’继位人（撒下7

Messiah 1 6 ）；他将打败罗马帝国主

在原文希伯来文上的意义 义，复与国家民族’建立巩固

是「受傅者」（耶 22: 14 ；依 的以民政权’成为天下无敌的

的 I ）‘与希腊文的基督有同 强国。但是这种幻想式的期望

样的意义。古时被祝圣的君王 与救主默西亚的特别使命，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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啻天渊之别。无怪乎当时许多

的犹太人’走至他的门徒咸对

他感到灰心丧志，弃他而去。

耶稣自己为了不使他同时代的

人对他存有虚妄的幻想，认为

他的确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默西

亚，除非在不得己的时候’很

少自称是默西亚（玛26:63,64 ; 

1552 1554 

困在此岛达三个月之久’受到

t人的款待。保禄乘机在此治

病和传教讲道（宗 28:1-10 ）。

1553 默沙

Mesha 
人名’意谓「救援者」’

是摩阿布的国王’建都于克尔

谷 14:61 ，但；路 22:67-69 ）。 （依 15: 1 ）。他脱离以色列而

以民之所以在它日久天长 独立。以南北两国联盟进攻克

的漫漫历史上’始终保存了它 尔城，就在城快要失陷的关

对默西亚的信念和期望，其原 头，默沙在城墙上杀了祭神，

因在于以民对上主盟约的坚信 因而转败为胜（列下3:9-27) ' 

不移’确信自己是仁主特j立的

子民’也确知k主向来在过去 1554 默沙碑文
的历史上指导和引领了它’所 Mesha Stele 
以一定也会来拯救它。 这是默沙王在公元前 850

年所建立的石碑’以纪念战争

1552 默里边 的胜利’所记与编下 20:1-30;

Malta ?U下 3:4-27颇为吻合。考古学

是地中海域的一个大岛， 者于 1868 年在狄朋将它掘，

约有二百四十七平方公里’位 出，被保ff在巴黎的国立博物

于西西里（意大利）之南约九 馆中。

十六公里；是古代昨尼基人通

商西班牙的必经之地。保禄被

解往罗马的途中’曾因风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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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 默纳协

Manasseh 
人各及支 i辰包·意义不

详。

人名：若~由阿斯纳特所

生的长子’！巨辣因的长兄（包1J

41:51 ）。雅各伯临死之前将他

们二人过继为己子（创48:5) ' 

与其他儿子有同样的继承权。

按创 48: 13 等的记较，他被j§l

放弃了长子的名份。

支派名·这是由默纳协的

后代所组成的以民十二支派之

一’多次与厄泉弗辣因支lJf(相

提并论（尸 2:20; 7:54 ）。它原

在约ltil吁阿分得了大片士地，

但渐渐为它南方的邻人’厄弗

辣因支派所迫挤而使土地缩

小 c 但是它在河东仍然占有大

片领 t ，尤其是巴商和基肋阿

得的 t地尽为他们所育 c 大致

仁说来，这里支派的边界向来

是模糊不清的。

1556 默纳舍

Manasseh 

十／＇ 1同

南国犹大的第十二位国王

（公元前 693-639 ）’是希则克

稚的儿子（ Jl]f 21:1-17) ，他

是亚述三位国王的属下’应每

年进贡纳脱。是以在政治和l宗

教上大受亚述的压力和影响。

他 1~ （1-l 容忍而且提倡了邪神的

敬礼·并使巫术盛行全国（功l

f21:5,6;32:1 l ：则 8:16 等）：

是位上主所不喜悦的恶君，曾

被掳住亚述充军（编T 33:11-

20 ）。但不久又重返犹大，晚

年良心发现，企图纠正宗教的

币端’ 1日为时己晚。

1557 默纳恒

Men ahem 
人名，意谓「安慰者」已

是::lL国以色列的第十六位君王

（公元前 743-738 ）。是 JJ日狄的

儿子，提阻尔地方人。他将沙

隆国王杀死之后’自主为王’

依靠亚述帝国来巩固自己的王

权。死后由他的儿手培卡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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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 3/IJf 15: 13-22 ) 

1558 默洛这害，玛尔杜克

Merodach, Marduk 
他原是巴比伦的城柿，渐

渐变成国神。在历史上他的意

义演变颇大嘈甚至名字也不统

（耶 50:2 ：达 14:1之2 ） ’有

时被称为巴耳’有时则作贝

耳。他主要的殿字在巴比伦。

他被视为「混吨空虚」（创 1 :2) 

的战胜者，是诸神之神‘是世

界的创造者。

1559 默洛达害巴拉丹

Merodach Baladan 
人名’意谓「默洛j主客仰

赐予 f一个儿子」。按历史记

载他曾在巴比伦称王，但不久

被亚述王撒尔贡二世所驱逐。

但在撒尔贡死后他重新称王，

终于公元前 700 年被亚述王散

乃黑黎布所灭。他曾派人游说

犹太王希则克雅组织反亚述联

盟（夕lj下20:12-19: l\1)39:1-8 ）。

1 元气 g - 15h1 

1560 默突舍拉

Methuselah 
人名’意谓「镖怆子」 EZ

「强人」’是洪水之前的 位

江l宗。哈i苦客的儿子’拉默客

的又亲，字年九百六十九岁，

是f1'c茸名长的人物咱1J5:21-27 : 

路 3:37)

1561 默基多

Megiddo 
是巴力斯坦」t方最重要的

军事要塞，位于约｛fcl＿河西三个

五公里处，亦是南北交通的枢

纽，向来是兵家争必之地。埃

及许多古老的文件提到｜它的白

字’足见其重要性是臼 r~－己然

的。以民进入圣地后，未能立

即克复默基多（苏 17: 11 ）。到

了撒罗满时代才开给在此修建

重雯的防御工事（列上 4: 12: 

9: 15 ）。约史稚国王曾在此迎

击埃及法郎乃苛的军队’不幸

战死（罗1J F 23:29 ‘30 ）。至罗

马人时代它似乎已被人放弃，

罗马军营设在它的南方，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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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这里作了长期的考察， 这是教父们的普遍信念。

重要的发现有巨大的乌房’画I

以养马四百多匹 c 人们多谓此 1563 默感

马房属撒罗满的工程’但事实 Inspiration 
上’它是较晚的建筑’大概为 圣经之所以与其他书籍有

阿哈布国王所建。 别，主要在于圣经是在天主的

默感之下写成的（弟后 3: 16, 

1562 默基瑟德 17 ；伯后 I :20,21 ）。天主对圣

Melchizedek 经作者的默感，其性质并不是

人名’意谓「我的君王是 说’天主利用圣经作者好比利

正义」。虽然圣经上提及他只 用任何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一

有三次（创14:18-20 ：咏 l 10:4 ; 样。作者在天主的默感之下，

希 7: 1-10 ），但是他在神学上 并没有失去他本身过去所受的

却是意义重大的人物。他在创 教育，所有的文化思想、感

书的出现是常突然的，与t下 触，甚至于他个人的特性、心

文完全不相连。按创一四他是 理、情感等’皆完全保存下

撒冷的君王·又是司祭’当亚 来。作者只是将这些特性才

巴郎凯旋归来时，受到默氏的 能，加以自由运用’使之与天

祝福’他奉献面了饼和葡萄酒 主密切地合作’来完成天主所

作为祭品。咏 l 10:4 预言默西 委托的著书立论的使命。作者

亚将如同默基瑟德一样，永作 也并不 定需要知道’自己负

可祭。希7: 1-10 则清楚地说明 有I二主的委托，在接受著t主

默民是默西亚的预｛象，既是君 的默感。所以他的著作完全是

王又是司祭’且无族谱’故此 他本的书，但同时也是天主的

是永远的可祭（希 7:3 ）。他所 书，因为作者在天主的默感之

献的饼酒是圣体大祭的预像’ 下写了那本书，它是人与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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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结果。既然天主参与了

某本圣经书籍的著作’那么，

很自然的，它是不会有任何错

误。但是这种不能错性只限于

圣经作者在默感之 F所说的

话’与他在默感之外的言谈论

说完全无关。圣经本身表示这

种默感的地方也恨多（出 24:

12 ：耶 36:8 ；因 7: 12 ；若 10:

35 ：伯前 1: 12 等）

1564 默辣布

Merab 
是撤乌耳的大女儿，按撒

上 18: 17 等曾被许与达昧作妻

子（另一种傅说则是米加耳），

但未能既许必践（撒上14:49 ）。

］＇；币4 1566 

后他们分了十二座城市（苏

21:7,34-38 ）。他这个家族在

肋未支派中堪称重要的一族。

友弟德的立亲亦名默辣黎（友

8: 1;16:6 ）。

1566 默黎巴耳

Meribbaal 
人名，直谓「巴耳是仁主」：

（！）撤乌耳的儿子’当基

贝红人向达眯索取撒乌耳的血

债时，达昧只好将撒氏的后裔

七人交出，其中有默黎巴耳。

此七人全部被杀〔撒下21:1－别。

(2 ）约纳堂的儿子，撒乌

耳的孙子（撒下4:4 ）。达昧将

他收养在自己的宫廷中’一来

为监视他作乱’二来为向他己

1565 默辣黎 死去的父亲’达昧的密友表示
Merari 恩爱（撒下圳。后来默氏与

人名，意谓「苦味」或「坚 他的仆人发生不和，达咪为 f

强」’是肋未的第三个儿子 息事宁人，将撒乌耳的家产平

（创 46:1 l ；出 6: 16 ），生有二 均分给二人（撒下9:1,13; 16:1-

子（出 6:19 ）。他的后代变成 4: 19:15-31) 

→个庞大的家族，专在会幕中

尽职（户 3:33-37) ＇进入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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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 默德巳

Medeba 
城名’意义不详，是河东

摩阿布地区的城市，在：死海之

东二十公里处。以民将之占据

（户 21 :30 ）’但不久又脱肖以

民而独立 0 1'l:至玛加伯兄弟时

代才属于1尤太人的权下。

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 f一

座「童贞圣 f:t 」大殿’是公元

六世纪的遗迹。其次还有一幅

彩石镶嵌地图’是为研究古代

圣地地理与地形非常宝贵的文

件和资料。

1568 避难城

Asylum 
这是在一切古东方民族问

皆有的设置，在以民间尤其受

人重视，其目的不外是企图将

报仇雪恨的残酷手段加以缓

和。出 21 ：日；户 35: 15 指明，

进难城只对那些错手杀人的凶

犯有效’进入之后可（果不死。

但是那些蓄意杀人的；／［；人，却

无处可逃。圣F斤祭坛的角石亦

十六［田｜十八画

有避难的力量（列I二 1:50 ）。

自从将祭献的中心集中于耶京

圣殿之后， 1更拣选了一些其他

的城市作为避难城。

十八画

1569 癫病

Leprosy 
圣经上用了两章的篇幅来

描写各种不同的皮肤病（肋 13-

14章），颇病只是其中的一种

而已。作者的目的在使人清楚

地分辨沾与不洁的区别。｛El_诊

断的方式是完全不科学的’而

且负责检查的竟然不医生’而

是可祭（肋 i 3: 1-40 ；谷 l :40-

44 ）。由此可见它与宗教有直

接的关系。而且人得了此病，

也只有天主自己才可治愈（列

下5: I-7 ），它并多次被视为上

主的惩罚（户 12:9, 10 ；撒下

3:29 ；列下 5:2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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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 鞭刑

Scourge 
犹太人原来是实行棍打忠

罚的民族（申25 :23 ; )ilj 下 I 1: 

24 ） 。阳在希腊JX罗马帝国时

代鞭刑进入「圣地（！JU f7:1 ）。

耶稣受过鞭刑（玛 27:26 ），保

1 'h'J i 气 71

求’醒悟和祈持是不可或缺的

（谷 14:34-38 等；哥 4:2 ）。尤

其是团体的主脑人物不时警醒

（希 13: 17 ）’以抵抗恶魔的侵

去（的前 5:8)

禄亦然（格后 l 1:24 ）。犹太会 二十画

堂亦采取了这种惩罚的方式

~ E马 10:17;23:34 ；谷 13:9 ；宗

5圳 2219 ） ι 凡罗马公民吉同 1572 魔鬼
权要求豁免服刑（宗 22:25 ）。 Demon 

十九画

1571 警醒

Watch 
天主不8.j警醒看守著白己

的话（ 1111 1: 12 ) , i主意著善和

恶（耶31:28 ）：新约则强调人

应当时常醒悟，准备基督的再

来（玛24:42等）’并准备永生的

事务（路 12:37,38 ：默 J 6:15 ） ο 

为完成耶稣对自己弟于的要

世间一切的民族都相信有

魔鬼的存在。圣经几于在开章

明义之切，也提到了魔鬼（创

3: 1-6 ）’但以后却尽量避免提

及他，免得百姓向他 l员礼膜

拜：直至充军时代开始再次提

到他的存在’被称为「撒蝉」

（约 1 :7，剖，或「阿斯摩太」（多

3:8,l 7 ）。到了新约时代’人

们才放心大胆地论及他的存在

和作为。

尤其在福音中魔鬼与耶稣

传教生活几乎是分下汗的‘他

附人身体（谷 5: 1-13 ），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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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玛 9:32; 12:22 ，谷 9:17,

25 ）’他们的首领是贝耳则步

（路 l l: 15 ）。耶稣是全权在握

的驱魔者（谷 i :32,33 ）’他要

摧毁魔鬼的王国，而建立天主

的神国（玛 12:28 等）。若望

将魔鬼与世或世界相提并论

（若 12:3!; 14:30; 16:1 l ；若，

仕的，它与天主的神国完全誓

不两豆’它是肉欲（若 3:6,

6:63 ），是黑暗（若 1 :5; 12:35 ）。

基督战胜恶魔（若 12:46 ）。保

禄亦称魔鬼为「世界」或「今

世」（格前 2:6 ；格后 4:4 ）’为

邪恶的时代（迦 l :4 ）。但信从

基督的人，己死于世俗，魔鬼

已不能力日害他们’因为他们是

天主新造物中的一份子（格前

8:6 ）。事奉天主的人，不再

受外教和世俗的牵连。一切受

魔术所驱使的行为’都被斥为

迷信（哥 2:18-22)

540 . 

二十画



参考书日

参考书目

I) Davis J., Dirtionary of the Bible, London, 1944 

2) Enciclopedia dt' la Biblia, 6 vols, Barcelons, 1963-1965 

3 ） εncic/opediα Cattonrca, Roma, 1948-1954 

4) Galling K., Biblisches Reα/lexikon, Tuebingen, 1937 

6) Hagen M’ Le.可ikon Biblic 11, 3 vols ’ Roma, 1905-1911 

到 Hastings J ., E11cyclopedia o.l Religions a11d Ethics, 13 vols, 

Edinburgh, l 925-1926 

7) Harper's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1952 

8) Haag H., Bibel Lexikon, Einsi巳dln-Zuerich, 1968 

9) Hastings J., Dictionary of tht' Apostolic church, Edinburgh, 1926 

11) Kleines Swttgarter Bibel Lexikon, Stuttgart, 1970 

l 0) Kittel G., 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zum N. T, Stuttgart, 1933 

12) Mackenzie J., Dictionaη of the Bible, London Dubtin, 1965 

13) Nolli Gianfranco. Lessico Biblico. Roma, 1970 

14) Rienecker F., Lexikon zur Bibel, Wupertal 啕 1960

15) Spadarnra F., Diζionario Bihlico, Roma. 1963 

16)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白lia, 5 vols, Chicago, 

1915 

17) The Late叫Jeter's Dictionarr of the Bible, 4 vols, N巳wYork, 1962 

18) Vigouroux F.,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Paris ‘ 1926-1928 

19）外国地理译名，教育部’商务’民国四十六年

20）动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民国十 年

21）地质矿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一九三三年

22）植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民国九年

541 



A 英中索引

英中索引

A 

Aaron 1[[i~~ 435 

Abaddon 阿巴冬 743 

Abana 阿巴纳 744 

Abba 阿爸 802 

Abdon 阿贝冬 741 

Abel 亚伯尔 428 

Abiathar Jli l!L 雅塔尔 94 

A bib 阿f皮布 793 

Abigail 阿彼主主耳 798 

Abihu 阿彼胡 797 

Abijah F可1皮雅 799 

Abimelech 阿彼默肋客 801 

Abinadab 阿彼纳ib:布 796 

Abiram 阿1皮！／ 794 

Abishag ｜呵彼？少恪 795 

Abishai 阿f皮瑟 800 

Abner 阿贝厅尔 740 

Abraham 亚巴良｜： 422 

Absalom 阿川u少隆 742 

Abyss 深淋｜ 1331 

Ac cad 阿力Qf寻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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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A 

Accadic 阿加得文 762 

Ace ho 阿苛 804 

Achaia 阿哈雅 813 

Achaz 阿哈次 811 

Achior 阿希约尔 782 

Achish 阿基士 818 

Achor 阿苛尔 805 

Achsah 阿革撒 808 

Achshaph 阿革沙夫 807 

Achzib 阿革齐布 806 

Action 行为 498 

Adam 亚当 426 

Adar 阿达尔（月） 765 

Adoni-Bezek 阿多足贝则克 769 

Adonijah 阿多尼雅 771 

Adoni-Zed巳k 阿多尼责德克 770 

Ado ram 阿多兰 768 

Adoration 朝拜 1365 

Adramyttium 阿得辣米特 821 

Adriatic Sea 1应得里亚i每 436 

Adullam 阿杜蓝 778 

Adultery 奸淫 572 

Adummim 阿杜明 777 

Aenon 艾农 282 

Agabus [l可力Ui.皮 759 

Agag 阿加中各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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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英中索引

Agap巳 爱宴 1250 

Age 年龄 484 

Agrapha 未录主言 276 

Agriculture 农业 570 

Agrippa 阿格黎帕 816 

Agur 阿古尔 745 

Ahab 阿哈布 807 

Ahaziah 阿哈齐雅 812 

Ahicar 阿希加 779 

Ahijah 阿J毛雅 786 

Ahikam 阿希甘 780 

Ahimaaz 阿希玛兹 784 

Ahimelech 阿希默肋客 787 

Ahinoam 阿希i若罕 785 

Ahio 阿希约 782 

Ahitophel 阿希托费耳 781 

Ai 晗依 1101 

Aijalon 阿稚隆 829 

Am 阿殷 817 

Akkad 阿加得 761 

Alcimus 阿耳基慕 763 

Alexander Balas 亚历山大巴拉 420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 419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i[fi 421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寓意说 1442 

Alleluia 业肋路亚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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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斗！ A 

Almsgiving 施舍 I 136 

Aloes i冗香、芦 .it 724 

Alpha and Omega 原始和终末 1213 

Alphabet 字母 567 

Alphaeus 阿耳斐 764 

Altar 祭坛 1320 

Altar of Incense 焚香坛 1368 

Amalek1tes 阿玛肋克人 773 

Amama 阿JI)尔纳 772 

Amasa 阿1号；散 776 

Amaziah 阿月贡雅 774 

Amen 阿f门 748 

Ammon 阿孟 791 

Amon 阿孟 792 

Amorites 阿摩黎人 840 

Amos 亚毛斯 423 

Amram 阿默兰 841 

Amraphel 阿默辣1二耳 842 

Amulet 护符 655 

Anakim 阿纳克人 790 

Ana mas 阿纳尼雅 788 

Anathema 而毁灭之物 720 

Anathoth 阿兰内托特 789 

Andrev. 安德肋 565 

Andronicus 安多尼苛、安得i各尼科 555 

Angel 天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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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员；中索引｜

Anger of God 天主的义怒 68 

Anna \lJZ纳 429 

Annas 亚纳斯 430 

Annunciation fl士’ "ff 1151 

Anomtment 傅油 1422 

Anthropomorphism 拟人法 659 

Antichrist ｛段基督 1314 

Antilcbanon 安提黎巴嫩 564 

Antioch 安提约基雅 560 

Antiochus 安提约古 559 

Antipas 安提帕 561 

Ant1patcr 安提帕特 562 

Antipatris 安提帕特 563 

Antoma (Fortress) 安多尼堡 556 

Aphek 阿费克 814 

Apocalypse 若望a默示录 897 

Apocalyptic Genr巳 默示录文体 1550 

Apocrypha 伪经 492 

Apollo 阿颇罗 822 

Apollonius 阿颇罗尼 823 

Apostle 宗徒、使徒 1021 

Apostolic Fathers 宗徒（时代的）教父 1022 

Aquila ｜叫桂 tif: 815 

Ara bah 阿辣巴 830 

Arabia 阿事11{白 809 

Arad 阿辣得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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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 r＇索 SI A 

A ram 阿兰 758 

Ararat 阿辣辣特 832 

Archaeolgical Excavations in Palestine 巴力斯坦的考占 236 

Archangel 总领天使 1139 

Archippus 阿尔希颇 751 

Architecture 建筑 1035 

Areopagus 阿勒约帕哥 820 

Aretas 阿勒达 819 

Anmathaea 阿黎玛特稚 836 

An starch us 阿黎斯塔苛 839 

Ansteas 阿黎斯特雅 838 

Aristobulus 阿黎斯托步罗 837 

Ark of the Covenant 约柜 59! 

Armageddon 阿玛革冬 775 

Amon 阿尔农 750 

Artaxerxes 阿塔薛西斯 825 

Artemis 阿尔特米 752 

Arv ad 阿尔瓦得 749 

Asa 阿撒 833 

Asahel 阿撒耳 835 

Asaph 阿撒夫 834 

Ascension of Jesus 耶稣升天 883 

Asenath 阿斯纳特 826 

Ash 灰 445 

Ashdod 阿市多得 753 

Asher 阿↑办尔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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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erah 阿舍辣 803 

Ashkelon 阿市刻隆 755 

Ashkenaz 阿市革纳次 756 

Ashteroth 阿市塔洛特 757 

Ashtoreth 阿市托勒特 754 

Asia 亚细哑 431 

Asiarch 亚细亚省省长 432 

Asmodaeus 阿斯摩太 828 

Ass 驴 865 

Assurbanipal 亚j在巴尼帕耳 434 

Assyria 1［］／.述 433 

Astyages 稚斯提雅革 1407 

Asylum 避难城 1568 

Athaliah 阿塔里雅 824 

Athens 雅典 1400 

Augustus 奥古斯青·~ 1424 

Avarice 贪婪 992 

Avva 阿瓦 739 

Azariah 阿臣黎稚 747 

Azazel 阿臣贝rj耳 746 

Azekah 阿贝rj l三 767 

Azotus 阿左托 753 

B 

Baal 巴耳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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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lah 巴阿拉 245 

Baalbek 巳耳贝克 249 

Baalzebub 巴耳贝lj步 250 

Baanah 巳阿纳 253 

Baasha 巴厄沙 237 

Babvlon 巴比伦城 238 

Babylonia 巴比伦帝国 239 

Bacchi des 巴基德 260 

Bahurim 巳胡陵 257 

Balaam 巴郎 256 

Balak 巴拉克 255 

Balsam 香草、香料 1121 

Balthasar 巳耳塔撒 251 

Bapt1s日1 i先礼 1145 

Bar 巴尔 241 

Barabbas 巳辣巴 264 

Barachiah 贝勒基雅 196 

Barak 巴辣克 265 

Barbarian 蛮夷 1429 

Bar-Jesus 巴尔耶稣 245 

Barley 大麦 42 

Barnabas 巴尔纳伯 244 

Barsabbas 巴尔撒巴 247 

Bartholomew 巴尔多惊茂 242 

Bartimaeus 巴尔提去 246 

Baruch 巴路克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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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中索＇：！ I

Barzillai 巴尔齐来 243 

Basemath 巴色玛特 252 

Bashan 巴 ilii 261 

Bath 巴特 258 

Bath (to bathe) 沐浴 752 

Bath-Sheba 巴特舍巴 259 

B巳ar 狗熊、熊 996 

Beard 胡须 1066 

Beatitude 百福辞 1152 

B巳dan 贝丹 169 

Beeroth 贝 i各特 178 

Beersheba l,J~ 尔舍巴 171 

Beerzath 贝尔贝rj特 170 

Beggar fι→」百Jτ 56 

Behemoth 河马 1009 

Bel 贝I~ 172 

Belia! 贝里稚耳 175 

Belshazzar 贝耳；少臣 173 

Belteshazzar 贝耳特；少臣 174 

Benaiah 贝纳稚 176 

Benediction 祝福 1168 

Benhadad 本ilif达得 286 

B巳njamin 本雅明 288 

Ben-Sirach 德训篇 1532 

Beremce 贝勒尼切 195 

Bernice 贝勒尼切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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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B 

Beroea 如l i各雅 179 

Bestiality 人兽交合 15 

Bethany 伯达尼 680 

B巳th-Arabah 贝特F口15'束巴 185 

Beth-Diblathaim 贝特狄川l J主塔因 184 

Beth巳i 且l特耳 182 

Bethe吕da P！特臣j丰 181 

Beth『Horan l!！特局龙 188 

Bethlehem 自冷 337 

Beth-Maacah iJ! 特均阿力日 183 

Bcth-Peor 川l特J音敖斗〈 189 

Bethphage 贝特法草 187 

Beth-Re hob 贝特勒局布 190 

Bethsaida 贝特赛i丰 193 

Beth-Shean 贝特商 192 

Beth-Sh巳m巳sh l!！特合曹大士 186 

Bethuel 贝突耳 180 

Bethulia 拜突里雅 1116 

Beth-Zur IJ！特族尔 191 

Bezer IJ! J;±＼尔 177 

Bible Societies 圣经公会 392 

Biblical Chronology 二已经年代 393 

Biblical Commission 圣经委员会 400 

Biblical Criticism 圣经批判学 395 

Biblical Edition 圣经版本 402 

Biblical Ethics 圣经伦理学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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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中索51

Biblical Exegesis 圣经解释学 407 

Biblical Institute 圣经学院 401 

Biblical Language 圣经原文 404 

Biblical Manuscripts 圣经抄卷 396 

Biblical Theology 习毛经神学 403 

Biblical Versions 圣经译本 399 

Bil巳am 彼耳j叉 983 

Bilhah 彼耳哈 984 

Bill of Divorce 休书 488 

Bind to 束缚 650 

Bishop 监督 1218 

Bithynia 彼提尼雅 985 

Blessed 有福 444 

Blindness 眼瞎 1310 

Blood 血 497 

Blood of Christ 基督圣血 1292 

Boanerges 波纳尔革 1014 

Boaz 波晗次 1016 

Body 肉身 481 

Book 书卷 271 

Booty 战利品 1075 

Born-An巳W 重生 1115 

Bozrah 波责辣 1015 

Bread 饼 1133 

Bread of Presence 供饼 945 

Bride 新娘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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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BC 

Broth巳I 兄弟 324 

Brothers of Gentile Origin 外邦归化的基督徒 339 

Build up, to 主主树 1034 

Byblos f皮布罗斯 982 

c 

Caesar 自［；散 938 

Caesarca 凯撒勒稚 939 

Caiaphas 盖i去 1327 

Cain 力口音 378 

Caleb 加肋布 371 

Calendar Jfii去 90 

Calling 召选 382 

Calno 加耳i若 369 

Calumny 诽谤 1265 

Cana 力u~内 376 

（、anaan 容纳罕 1155 

Candace 甘jb~lj 280 

Canon of the Bible 圣经书日 391 

Capernaum 葛i主翁 1358 

Cappadocia 卡帕多细雅 308 

Captivity Epistles 狱函 1132 

Carchemish 加革米士 377 

Carm巳l 力H尔默耳 368 

Carpenter 木匠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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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中索性｜

Cast off 弃绝 721 

Castration 阉割 1326 

Catholic Epistles 公｜采｜ 212 

Cedar 吾柏 1122 

Celesyria l刀肋主义利亚 163 

Census 卢口沓 it!. 232 

Centurion 百夫长 446 

Chaldea 怕也丁 372 

Chaos j昆；也 1328 

Chapter Division of the Bible 圣经章节 405 

Chansm 神思 1163 

Chastity i古德 1144 

Che bar 革巳尔河 1049 

Chedorlaomer 革多尔茬默尔 1055 

Ch巳mosh 草席：土 1063 

Cherethites and Pel巳thies 革勒提人及J音肋m 人 1058 

Cherubim 革鲁衷： 1059 

Child Birth 分娩 210 

Children 孩子 1174 

Children of God 天主的宁女 69 

Chios 希约 690 

Chorazin 苛辣四因 890 

Christ 基督 1291 

Christian 基督徒 1294 

Chronicles 主制作纪 1447 

Church 教会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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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c 

Cilicia 基军基牙ft 1289 

CJrcumcis1on 害1Jtl;) 礼 1440 

Cistern 蓄了）＼. j也 1449 

℃Jtv 城市 1046 

Claudius 克丑’狄 638 

Cleansing of th巳 1巳mp le 由平股驱逐商人 325 

Cleo pas 克罗帕 640 

Cloud z王杉,,-,/ 84 

Codex 抄木 6步4

Coin 货币 976 

Colossac 哥罗森 (J成） 1209 

Colossians, Letter to the 口向TJ I夕＇＂＇ 本片／之k h 1208 

Comfort 安慰 566 

Commerce 商业 1325 

Co 111111 unity ！才 11本 476 

Concordance of the Holy Scripture 圣经词汇合引 39民

Concubin巳 妾、饼居 1003 

Condemnation J::牛E二， 非口n 1025 

Congregat10n 集会 1423 

Conscience 良心 736 

Cons巳cration of the Temple 叫王毛殿节 1167 

Conversion 归化、同头 318 

Corban 科尔班 1119 

Corinth 恪林多（城） 1203 

Corinthian队 Epistle 1 and II to the 恪林多前日中i 1204 

Cornelms 科尔 T1略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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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英中索 'ii

Corner-Ston巳 的石 719 

Covenant l\i｛ 约 1457 

Covenant句 Book of the 约 1'1 576 

Creation 创造 505 

Crete 克Ef!.特 639 

Cross 个字架 7 

Crucify，确 to 钉在十字架 i 678 

Cubit 月才 734 

Cult 敬礼 1361 

Cuneiform 飞lv'ntmg 模形文字 1452 

Cup 杯爵 902 

Cushan-Rishathaim 应向黎i少J苔殷 1444 

Custodian 启蒙1J1li 730 

Cymbal 4友 1227 

Cyprus 塞浦路斯 1472 

Cvrcne 基勒 T'J 1290 

Cvrus 店售上 1037 

D 

Dagon 元、I主贝~－ 453 

Dalmanutha ib:l＇）仅j丰 452 

Dalmatia 达耳王＇b担雅 450 

Damascus 大斗士革 39 

Damascus Docum巳nt 大马士革文「｜： 40 

Dan 丹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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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1＇索 ＇］／ D 

Daniel 达尼尔 448 

Daniel. Book of 达尼尔／＇； 449 

Darius it;.ffjl阿 457 

Darkness 黑暗 1417 

Daughter 女儿 60 

David 达味 454 

Dav 日 166 

Deacon 执事 470 

Deacon 仆役 207 

Deaconess ！；：执事 61 

Dead Sea 死海 461 

Death 死亡 458 

Debaucherv 淫乱 1329 

D巳bir i舍、 i皮今： 1536 

Deborah i舍、波辣 1537 

D巳calogue 十）成 9 

Decapolis 十城（主 8 

Delilah 德里fi'i 1535 

Demas 1,1!:},J寻；Ui「 1534 

Demetrius 德默忏琉 1540 

Demon 魔鬼 1572 

Deny, to 再认 652 

Derbe 德尔 Dl 1531 

Descent into Hell 耶稣下降阴府 882 

Destruction 毁火、丧亡 1462 

Deuterocanonical Books 次正经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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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英中索引

Deuteronomic Tradition 申命纪传统 322 

Deuteronomy 申命纪 321 

Deutero Isaiah 依撒意、亚第二 971 

Diaspora 散民 1360 

Diatessaron 福音合编 1476 

Dibon 狄朋 717 

Didache 十二宗徒 iJll言 6 

Didrachmon 狄j主玛 713 

Dinah 狄纳 716 

Dinner 晚餐 1311 

Dionysius 狄约尼削 714 

Diotrephes 狄约勒斐 715 

Disciple 门徒 58 

Distress 苦恼 901 

Divination 占｜、 312 

Division of the Kingdom 以国分裂 269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宗徒教理 1024 

Doeg 多厄格 519 

Dog 狗 995 

Door Keeper 守门人 554 

Dor 多尔 520 

Dorcas 多尔卡 521 

Dothan 多堂 524 

Doxology 光荣领 473 

Drachma 达玛 451 

Dragon 龙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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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梦 1296 

Dregs 垃圾 871 

Drunkenness 醉酒 1513 

Dualism 二元论 3 

Dumah 杜时 645 

Dura 杜辣 647 

Dura-Europo吕 杜勒欧洛颇 646 

Dwelling 同所 1036 

E 

Ear 耳朵 417 

Earth 地、大地 415 

Eb al JtI 巴耳 95 

Ebed-mel巳ch 厄贝得默肋客 93 

Ebenezer 厄本厄贝。尔 96 

Eber 厄贝尔 92 

Ebionites 厄彼翁人 135 

Ecbatana 厄克巴塔纳 117 

Eccl巳siastes 训道篇 347 

Ecclesiasticus 德 iJll篇 1532 

Eden 伊甸 493 

Edict 文书、七i俞 228 

Edom 厄东 97 

Edrei 厄德勒 157 

Eglon 厄革隆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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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英 1j1索引

Egypt 埃及 1190 

Ehud 厄胡得 139 

Ekron 厄刻龙 136 

Elah 厄:fl~ 129 

Elam 厄蓝 153 

Elath J[:ji[特 130 

Elder 长老 203 

Eleazar 厄肋阿臣尔 112 

Election 拣j主、召j主 911 

Elephantine 厄肋番注 113 

Eli 厄里 118 

Eliakim 厄里难金 126 

Eliez巳r 厄里厄贝lj尔 119 

Elihu 厄里乌 120 

Elijah 厄里亚 123 

Elim 厄林 128 

Elimelech 厄里默肋客 127 

Eliphaz 厄里法；欠 124 

Eli shah ！岳里吏 125 

Eliud 厄里乌得 121 

Elizabeth 依撒伯尔 968 

Elkanah 厄耳卡纳 106 

Elkoshite 厄耳科士 108 

Ellasar 厄拉撒尔 131 

Elmadan 厄耳玛丹 107 

Elon 厄｜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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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E 

Eltekeh 厄耳特刻 109 

Elymais 厄里买 122 

Elymas J［ 吕王斗 110 

Em in 厄明 132 

Emmanuel 厄玛奴耳 116 

Emmaus 厄玛乌 115 

En Rogel 洛革耳泉 1148 

End 终结 1044 

Endor 恩多尔 1220 

En-Gedi 恩革狄 1223 

Enmity 仇恨 208 

Enoch 晗i若客 1108 

Enoch, Book of 哈i若客书 1109 

Eno sh 厄i若士 146 

Epa巳netus 厄派乃托 142 

Epaphras 厄帕夫辣 133 

Epaphroditus 厄帕洛狄托 134 

Ephah 厄法 137 

Ephesians, Epistle to the 厄弗所书 102 

Ephesus 厄弗所 101 

Ephod 厄弗得 103 

Ephraim 厄弗辣因 105 

Ephratha 厄弗辣大 104 

Epicureans 伊壁九鸟鲁派 494 

Epiphany 显示 1077 

Epistle 书信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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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英 1｛，索引

Eran 厄兰 100 

Erastus 厄辣斯托 154 

Erech 厄蔚J客 147 

Esarhaddon 厄撒哈冬 156 

Esau 厄撒乌 155 

Eschatology 末世论 277 

Eshcol 厄市苛耳 98 

Eshtol 厄市陶耳 99 

Esli 厄斯里 151 

Essenes 厄色尼人 114 

Esther, Book of 艾斯德尔传 283 

Ethan 厄堂 148 

Ethbaal 厄特巴耳 145 

Ethiopia 厄提约不雅（埃塞俄tUJil 150 

Ethnarch 元首 82 

Etiology 追源、学 1143 

Eucharist (Cfr. Last Supper) 圣体圣事 386 

Eunice 欧尼刻 907 

Eunuch 宦官 1153 

Euodia 12:敖狄稚 144 

Euphrates 幼发拉的 413 

Eutychus 厄乌提局 91 

Eve 12:~主 143 

Evil 凶恋 214 

Evilmerodach 厄威耳默洛达客 140 

Exaltation 举扬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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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EF 

Excommunication 弃绝 721 

Exile 充军 529 

Exodus 出谷纪 361 

Eye 眼H青 1309 

Ezekiel 厄则克耳 111 

Ezion-Geber 厄兹雍革贝尔 141 

Ezra 厄斯德拉 152 

F 

Fable i骂声 1441 

Face 丽、！险 1070 

Faith 信德 1125 

Family 家庭 1260 

Famine 饥荒 341 

Farthing 一文

Fast 禁食 1453 

Father 父亲 213 

Fear 怕情 1018 

Feast 庆节 527 

Felix 斐理斯 1413 

Female 女人 59 

Festus 斐斯托 1414 

Fid巳lity 忠信 924 

Field of Blood 血回 1103 

Fig 无花果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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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英中索SI

Finger 手指 201 

Fire 火 231 

First Born 长子 202 

First Frmts 初果 731 

Flesh ｜勾 480 

Flood 洪水 1149 

Food 食物 1128 

Food Laws 食品法令 1129 

Foreskin 包皮 340 

Form Criticism 文体炎型批判学 229 

Fox 狐j里 994 

Frankincense 乳香 991 

Freed Men 自由人 496 

Freedom 自由 495 

G 

Gabael 加贝罗 366 

Gabbatha 加巴iti 367 

Gabriel 力口 1卑歇尔 380 

Gad 加得 381 

Gadara 力oi!i 讶： 370 

Galatians 迦拉达人 978 

Galatians, Epistle to the 迦拉j主中i 979 

Galilee 加里用J亚 374 

Gallio 加里雍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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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号｜ G 

Gamaliel 加码里耳 373 

Garden 花园 631 

Gath 加特 379 

Gaza 迦萨 980 

Gebal 革巴耳 1050 

Gedaliah 革达里雅 1053 

Genealogy 族谱 1324 

Genealogy of Christ 基督的族谱 1293 

G巳neration 一代 2 

Genesaret 革乃撒勒 1048 

Genesis 创世纪 504 

Geniza 废书库 999 

Gerar 革辣尔 1060 

Gerasa 革辣撒 1061 

Gerizim 革黎斤 1062 

Gershom 革尔雄 1051 

Gershon 革尔熊 1052 

Geshur 革叔尔 1057 

Gethsemani 革贵玛尼 1056 

G巳zer 革则尔 1054 

Gibbethon 基贝通 1283 

Gibeah 基贝亚 1281 

Gibeon 基贝红 1282 

Gideon 基德红 1295 

G1到ts of Tongues 语言神恩 1158 

Gihon 基红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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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英中索引

Gilboa 基耳波＼］］／ 1285 

Gilead 基肋阿得 1287 

Gilgal 基耳加耳 1284 

Glory 光荣 472 

Gnosticism 诺斯士派 1264 

Goat 山羊 53 

God 天主 66 

God‘ Fear of 敬畏天主 1362 

God, Kingdom of 天国 80 

God, Names of 天主的名字 70 

God-F巳aring P巳rsons 敬畏天主的人 1363 

God ’s Will 天主的旨意 71 

Gog and Magog 哥格和玛哥恪 1210 

Golan 哥蓝 1212 

Gold Bull 金牛牧 989 

Golden Rule 金科玉律 990 

Golgotha 哥耳哥达 1206 

Goliath 哥肋稚 1207 

Gomorrah 哈摩辣 1113 

Gorgias 哥尔基稚 1205 

Goshen 哥笙 1211 

Gospel 福音 1474 

Gospels' Synopsis 福音对观 1475 

Grae巳 恩宠 1222 

Greek 希腊人 697 

Gum 真珠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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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号｜ H 

H 

Habakkuk 哈巴谷 1082 

Habiru l晗彼鲁 1102 

Haceldama 哈刻达玛 1103 

Hadad 哈达得 1092 

Hadadezer 日台j主德则尔 1094 

Hadad-Rimmon I!台边得黎孟 1093 

Hagar n台加尔 1090 

Hagg ad a 哈加达 1091 

Haggai H合苛 1111 

Hagiographs 杂集 517 

Hagiographer 圣经作者 397 

Halacha 哈拉卡 1100 

Halle! 哈肋耳 1095 

Ham 才自、 684 

Haman l啥曼 1110 

Hamath 晗玛特 1097 

Hammurabi 哈慕辣彼 1112 

Hananel ｜晗纳月耳 1098 

Hananiah 口台纳尼雅 1099 

Handworker 子工 200 

Hanun 晗农 1101 

Haran 配＂ft ＇τL二 1083 

Harden the Heart i更｛，、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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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英中索才i

Harlot 妓女 845 

Harod 口合洛得 1105 

Haro sh巳th-Hagoum 哈j各舍特哥因 1104 

Harvest 收:1X 571 

Hasidaeans 口合息待党 1107 

Hasmonaeans 阿斯摩月王朝 827 

Hauran 豪良15 1482 

Hazael 哈阻耳 1088 

Hazar H台臣尔 1084 

Hazar-Addar 哈［旦尔阿达尔 1087 

Hazar-Enon 口合臣尔！丘南 1085 

Hazar－岛1aveth H合团尔玛委特 1086 

Hazazon-Tamar 哈匣宗培月尔 1089 

Hazor [f台样 ：1.; 1106 

Health 健康 1243 

Hear. to 昕 666 

Heart ,L、 213 

Heaven 夭 65 

Heber 赫贝尔 1480 

Hebrew iHfs米人 692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文 694 

Hebrews, Epistle to the j古今伯来书 693 

H巳bron 赫贝龙 1481 

Heliodorus 赫略多i各 1485 

Hellenism 希腊主义 698 

Heptat巳uch 七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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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H 

Hermon 赫尔孟 1482 

Herod 黑洛德 1416 

Hero di as 黑落狄雅 1415 

Heshbon 赫市朋 1483 

Hexameron 创世六日王程 503 

Hexapla 六栏本 227 

Hexateuch 六书 226 

Hezekiah 希则克雅 688 

Hide the Face, to 掩面 1304 

Hie! 希耳 686 

Hierapolis 耶辣颇里 888 

High Places 高丘 1253 

High Priest 大司祭 41 

Hilkiah j毛耳克雅 687 

Hinnom 希农 689 

Hiram T刁·，在今注ττL 685 

Hireling （用工 683 

History 历史 89 

History of Redaction 编辑历史 1448 

Hittites 赫特人 1484 

Hivites 希威人 695 

Holiness 神圣 1160 

Holocaust 全蟠祭 500 

Holofemes 敖罗斐乃 1182 

Holy Places 圣地、王震所 385 

Holy Scripture 圣经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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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英中索号｜

Holy Sepulchre 圣墓 409 

Holy Spirit 圣神 408 

Honour 尊敬 1434 

Hope 希塑、望德 696 

Hophra 局斐辣 1080 

Horites 蜀黎人 1081 

Hom 角 718 

Hosanna 贺二纳 1173 

Hosea 欧瑟 1lJZ 908 

Hosea, Book of 欧瑟亚书 909 

Hoshea 局舍亚 1079 

Hospitality 好客 573 

Hour 时辰 662 

House 房舍 1031 

Housetop 屋顶 1170 

Hulda 胡耳达 1065 

Humility 谦逊 1443 

Huntmg f T1昔 307 

Hur 胡尔 1064 

Hushai 胡瑟 1068 

Hyksos 希克索斯 691 

Hymn 赞颂 1548 

Hypocrisy 虑伪 1308 

Hyrcanus 依尔卡i若 950 

Hyssop 牛膝草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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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b learn 依贝用j 兰｛ 947 

Ibzan 依JJ~ 赞 948 

Ichabod 依力Hi皮得 955 

Iconmm 依科尼雍 960 

Idolatry 偶像崇拜 1313 

Idumaea 依杜默雅 958 

Illyricum 依里黎苛 959 

Image 肖像 661 

Imitation of Christ 肖｛以1美督 660 

Incarnation 降生成人 1039 

Incest liU仑 679 

Infancy Gospel 耶稣童年史 886 

Inheritanc巳 承生帐户业 1041 

Inscription 刻文 1004 

Inspiration 默感 1563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三已经概论 406 

Ira 依辣 965 

I rad 依辣1号 966 

Iron 铁 1228 

Isaac 依撒恪 969 

Isaiah 依t散，在 11E 970 

Isaiah, Book of 依f散，言； ifE书 973 

Isaiah, Deutero 依撒意亚第三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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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英巾索引

Isaiah, Trito 依J散意亚第丁 972 

Ishbaal 依巾巳_If 951 

lshi if＜ 史 949 

Ishmael 依市叫耳 952 

Ishtar 依市塔尔 953 

Israel 以色列 266 

Israel, Kingdom of 北仕l以色列 311 

Israel, United Kingdom of 以色列国 267 

lssachar 依撒力日尔 967 

Italian Cohort 意大利背 1471 

Ithamar 依塔玛尔 963 

Itta1 依泰 962 

Itura巳a 依突勒稚 961 

Ivory 象牙 1318 

Ivvah 依瓦 739 

J 

Jaazaniah 稚阻尼雅 1391 

Jabal 稚巳耳 1390 

Jabbok 稚j皮克 1403 

Jabesh 牙ff.1)1 士 1389 

Jabn巳el 雅fJU7耳 1388 

Jachin 稚津 1406 

Jacob 难各伯 （圣祖J 1392 

Jacob’s Blessing 雅各ffl祝福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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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Jacob’s Ladder 雅各伯天梯 1395 

Jacob’s Well 稚各｛白井 1394 

Jae! 雅厄耳 1387 

Jahve 雅威 1404 

Jair 稚依尔 1401 

Jairus 雅依洛 1402 

James 雅各伯 1393 

James, Epistle of 雅各伯书 1396 

Japheth 耶斐特 880 

Jason 稚松 1399 

Javan 雅？王 1398 

Jaw 面颊 1071 

Jealousy 嫉＆ 1479 

Jealousy of Jahve 上主的嫉邪 49 

Jebusites 耶步斯人 875 

Jechoniah 耶苛尼雅 877 

Jehoahaz 约阿哈次 590 

Jehoiakim 约雅金 594 

Jehoshaphat 约沙j去特 581 

Jehoshaphat, Valley of 约1少法特谷 582 

Jehu 耶胡 878 

Jephtah 依弗大 954 

Jeremiah 耶肋米以 872 

Jeremiah啕 Book of 耶肋米亚 -p; 873 

Jeremiah, Epistle of 耶肋米亚书信 874 

Jericho 耶里哥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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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 'i ＇东 ＇］

Jeroboam 现n各 J!~ 罕 l-HJ5 

Jerusalem 耶路撒冷 887 

Jerusalem Council 宗徒会议 1023 

Jesse 叶瑟 323 

Jesus 耶稣 881 

Jesus, Brothers of 耳目稣的兄弟 白85

Jethro 耶特j各 879 

Jewish Christians 犹太基督徒 706 

Jews 犹太人 705 

Jezebel 依贝rj贝耳 956 

Jezreel 依次事J耳 957 

Joab 约阿布 589 

Joa sh 约阿土 588 

Job 约1自 580 

Jo巳l 岳厄尔 974 

Joel 约厄耳 575 

Joel, Book of 岳厄尔书 975 

John 丰6亡三月E 893 

John the Baptist 若翰i先者 900 

John, Epistles of 若理机信 894 

John, Gospel According to St. 若望福音 896 

John, the Apostle 若塑宗徒 895 

Jona dab 约纳达布 5日5

Jonah 约2内 583 

Jonah, Book of 约纳书 5~斗

Jonah, Son of 约纳的儿子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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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牛’主司｜

Jon日than 约纳营 587 

Joppa 约J音 592 

Jo ram 的兰 577 

Jordan 约但；可 579 

Joseph 若瑟 898 

Josephus Flavius 若瑟夫 899 

Joshua 若苏厄 891 

Joshua 『 Book of 若苏厄书 892 

Josiah 约史稚 578 

Jotl1am 约1)t 593 

Joy 喜乐 1353 

Jubal 犹巳耳 707 

Jubilee Year 喜什 1354 

Judah 犹大 702 

Judaea 犹太 704 

Judah啕 Kingdom of 南国犹大 1069 

Judas Apostle 犹)Ji宗徒 711 

Judas lscanot 犹达斯 712 

Judas Macchabaeus 犹大玛加1白 703 

Judas the Galilean 犹j丰 708 

Judas, Brother of Jesus 犹达（耶稣的兄弟） 709 

Jude. Epistle of 犹j丰 ti 710 

Judge 民长 358 

Judgement 审判 1026 

Judges. Book of 民长纪 359 

Judith 友弟德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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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占L叶T 斗、 ~I

Justice 」正义 271< 

Justification 成义 443 

K 

Kabala 神通；L !164 

Kadesh-Bamea 卡德j：巳尔乃 ~Ji 309 

Kedar 刻达尔 1005 

Kedesh 刻德士 j(I （）汽

Kedron 克德jι 644 

Keila 刻侬拉 1006 

Kerioth-Hezron 克黎约特林兹 Ji:: 642 

Keturah 刻突辣 !007 

Kidney 'Ir 922 

Kings, Books of 列王纪 459 

Klf 克尔 63币

Kir of Moab 克尔摩阿布 637 

Kiriathaim 克黎雅l荠殷 643 

Kish on 克雄 641 

Kimm 基廷 !286 

Knowledge 认识 230 

Koheleth llil道篇 3斗7

Koine J毛. ~吕普通 t~ 699 

Ko rah 科辣黑 I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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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中索非i L 

L 

Laban 拉到E 915 

Lachi>h 拉基土 916 

Lamb of God 天主的羔羊 73 

Larncch 拉默客 917 

Lamentations. Book of 哀歌 1134 

[amp 灯 551 

Lamp Stand 叮台 552 

Land 地产 416 

Laodicea 劳狄刻推 635 

Law 法律 1013 

Law of Retaliation 报复律 658 

Laying of the Hands 饺子礼 1072 

Lazarus tJJ:ITJI禄 914 

r . .cah IJ,IJ 阿 508 

Lt:a飞巳n 酵母 1487 

Lebanon 黎巴嫩 1528 

Legion 车旅 569 

lend. to 借出 1242 

Leprosy ＃商、病 1569 

Le飞iatban 里外雅堂 668 

Le、iralt' 代兄弟立嗣律 336 

[ E飞. it cs 肋未人 506 

Leviticus. Book of 肋未纪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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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 'i ＇咛 iJ 

Life 生命 334 

Life After Death 死后的生命 460 

Light 光明 471 

Lily 百合ft 447 

Lip 口唇 51 

List 月二支 320 

Liver 月下 73、 5- 

Lod 罗得 甘37

Logos ：平言 3日7

Lord 主、主人 3斗2

Lord of Hosts lf军的上主 斗。

Lord of Sabaoth 巧立正的 l；主 斗。

Lord’s Day 上主的扫了 斗市

Lord’s Prayer 天主主主 75 

Lot 拈｜电 910 

Lot 罗特 93(J 

Love 爱情 1251 

Love Feast 走在 1250 

Luke E备力日 1458 

Luk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路加幅音 l斗59

Lycaonia 昌考）2稚 474 

Lycia 里基稚 672 

Lydia 里狄1；任 669 

Lysias 里息稚 。71

Lysimachus 里息王：3苛 670 

Lystra 吕斯特辣 斗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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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十 J 索＇71 M 

M 

\!aacah 玛阿加 606 

l\1accabec Brothers 王马加（白兄弟 599 

飞lJccabces J号力日 1自 596 

\faccabccs, Book I and II of 时加伯｜一下 597 

l\1acedoma t古其顿 64 

I\ Tacha1?1 us 玛革洛 612 

Machir 月基尔 618 

J\!;iιhpebh 玛革J古拉 613 

ilfagadan 玛加丹 595 

\1agdala 玛革达拉 611 

\1agdalenc 玛i!二月｝J纳 601 

Magic 4区斗之 649 

1\1a111strates 官吏、官员 !027 

J\fagnificat 玛利i[[i 的赞词 604 

Maha口aim 均哈纳同 615 

\lalachi 玛拉基亚 609 

Malachi. Book of 玛拉基业书 610 

\1alchu:, 玛耳坦j 600 

凡faI ta 默里i's: （马耳他） 1552 

Mmnmon 钱财 1226 

凡1am1e 玛默勒 627 

Man 男人 677 

Manacn .f＇］ 纠斗 fr] 608 

580 . 



M 英中索引

Manasseh 默纳协 1555 

Manasseh 默纳舍 1556 

Manna 均生｜斗 607 

Ma on 王守主工 602 

Marah 王＇b辣 624 

Maran Atha 吾主！来吧！ 651 

Marble 大理石 44 

Marduk 玛尔杜克 1558 

Mareshah 均勒i少 619 

Mari 于b絮 626 

Mark 口＇｝ /J句、’ 兰口’;: 62 

Mark, Gospel According to St. 马尔谷福音 63 

Marnagc 婚炯 1334 

Martha 玛尔大 599 

岛1artyr 见；ii 、致命 197 

Mary 玛利、IJi 603 

Mass ah 1马撤 626 

Masse bah 干i柱 304 

Massoretes 玛索’辣经帅 617 

Massoret1c Text 月索辣经文 616 

Mattaniah 士生塔尼稚 620 

Mattathias 叫i苔提稚 621 

Matthew 』斗窦 622 

Matthew, Gospel According to St. 均窦福音 623 

Matthias 玛弟业 605 

Measures Ht量衡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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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索引 如f

Medeba 默德巳 1567 

Medes 玛待 614 

Mediator 中保 167 

Medium 关魂术 533 

Meghiloth 五卷书 87 

Megiddo 默基多 1561 

Melchizedek 默基瑟德 1562 

Memphis 门非斯 57 

Menahem 默纳恒 1557 

肌1ene, Tekel, Peres 默乃，特刻耳，培勒斯 1549 

孔1erab 默辣布 1564 

Merari 默辣黎 1565 

岛1ercy 仁慈 204 

Meribbaal 默黎巳耳 1566 

肌1erit 功劳 279 

岛1erodach 默f各达客 1558 

沁1erodach Baladan 默洛j丰客巴拉月 1559 

岛1esha 默沙 1553 

Mesha Stele 默沙碑文 1554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138 

Messenger 使者 946 

如1essiah 默西亚 1551 

Methuselah 默突舍拉 1560 

Mezuzah 经匣 1043 

Micah 米加 534 

Micah, Book of 米该亚书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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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览中索~I

Micah, the Prophet 米 i吉亚 540 

Micaiah 米加稚 537 

Michael 你额尔 1038 

Michal 米加耳 535 

Michmash 米革玛斯 544 

Midian 米德杨 549 

Midrash ＊德辣市 550 

rvligdal-el 米革达肋耳 543 

M1gron 米革龙 542 

Mildness i品柔 1437 

Miletus ＊肋托 538 

Milk 仍 362 

Millenanamsrn 下年｜玉i 说 气气

Millo 米岁 539 

Miracle 奇迹、异事 906 

Miracle of the Loaves I的并奇迹 1509 

Mishna 米市纳 536 

M1ss1on 传教 489 

M1tanm 米塔尼 547 

Mizpah 米兹帕 545 

Moab 摩阿布 1544 

Modin 席了 1541 

Moloch 摩肋客 1543 

Money Changer 战庄 1225 

Month 月 215 

Moon 月亮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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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索才｜ M-N 

孔1ordccai 摩尔德开 1542 

Moriah 摩黎稚 1545 

扎1oses 梅立 1302 

Mount ofO!iv创 十敢榄山 1510 

Moummg t是期 904 

Murder l、甘本 Ji' 、 1332 

孔1vriam 米黎1Zit 548 

Myrrh 办、台香、 i达纠J 633 

Mysia 米息:f住 546 

Mystery 现挝、 1426 

Mystery of the Trinity 二1\'z 体现义 34 

孔1vth ？申话 1161 

N 

Naaman 纳阿是 855 

Nabal 纳巳耳 848 

Nabataeans 纳巴泰人 849 

Nabonidus 纳；皮尼杜 856 

Naboth 3内 i皮特 857 

Nadab 兰r~:ib布 853 

Nahor :f-1可吕？］〈 858 

Nahum 纳；I% 861 

Nahum『 Book of 到i;r月 tS 862 

Nain 纳队l 852 

Nam巳 名字：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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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7在中芳：号｜

Naomi 纳放米 859 

Naphtali f-JY\tt苦w 864 

Nash Papyrus 三内巾立才牛 851 

Nathan 纳堂 860 

Nathanael 的塔 J)l丰 8。3

Nature 本性、自然 285 

Nazarene 纳臣月:JJ 人 850 

Na21nte 纳 ff ;J< I 献身者） 853 

Neapohs 乃阿顺早 24 

N巳baioth 月巴约特 18 

Nebo 17；；皮 26 

Nebuchadn巳zzar 拿步高 1249 

N巳buzaradan 月步E辣与 23 

Nee ho l'J苛 25 

Negeb 乃革布 27 

Nehemiah )'J赫米1住 31 

Nehemiah句 Book of J'J赫米'J1i:ii; 32 

Nehushtan 月削市堂 28 

Neighbour 近人 629 

Nephthar 巧弗塔尔、巧部泰 4、4，〕, 
N巳phtoah J1贺’ f｛亚 29 

Ner ) 'J 尔 19 

Nergal J'l尔加到一 20 

Nergal-Sharczai ）＇；尔 IJQI丰 i少勒责尔 21 

Ncn ) ＇；黎 33 

Nethaniah 巧I善尼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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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巾索引 N 

New 新的 1469 

New Moon 新月 1466 

New Testament 新约 1468 

New Year 新年 1467 

N1canor 尼加［托尔 350 

Nicodemus 尼苛德摩 353 

Nicolai tans 尼苛好觉 351 

Nicopolis 尼苛颇里 352 

Night f戈 1000 

Night Watch 夜里 1001 

Nile River 尼罗 )iiJ 354 

Nimrim 尼默陵 357 

Nimrod 尼默i各得 356 

Nin iv巳h 尼尼 i改 349 

Nippur 尼普 jj\ 355 

Noah 诺厄 1261 

Noah, Ark of ：若厄的 ｝I舟 1262 

Nob 洁布 1263 

Nomad 游牧民族 1439 

North ~t 310 

Nos巳 鼻 1490 

Nude 赤14' 738 

Numbers, Book of 户籍纪 233 

Nuzu 身又桐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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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东引

。

Oath 誓i司 1488 

Obadiah 亚北！良、Iii 424 

Obadiah Book of 、fl＇.北底业节 425 

Oba! 改巳耳 117民

Obed 改贝 f导 1176 

Obed-Edom 敖贝得厄尔 1177 

Obedience 日斤命 667 

Odor 气味 199 

Ofra 故去均 1188 

Og 攻中各 1184 

Oho\ah and Oholibah 敌局拉与放局里巳 1183 

Old T巳stamen! ｜日 ！；~ 317 

Olive Tree 十敢悦十付 1511 

。mri 改默黎 1189 

On 斗，代斗二、 1252 

Onan 放刘t 1186 

。ncsmrns 敖 ｝ '1 息！擎 1175 

Om as 放尼稚 1181 

Ophcl 敖~1j 1187 

Oppression n；迫 442 

Oracle 扣￥ i俞、凶i i苦 1165 

Ongen 奥利振 1425 

Ongmal Comrnumty 初期教会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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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巾索：才｜ OP 

Original Sin 原罪 1215 

Orn an 敖尔对！一 1180 

Orpah 敖句：帕 1179 

Ostracon 瓦片 l 向片，＇ 165 

Othniel 放忏尼耳 1185 

p 

Palace 宫 Jj1,£- 1154 

Palestine 巴力斯坦 235 

Pa limps巳st 重＇f:'J 的羊皮在 1114 

Palm-tree 棕树 1366 

Pamphylia 旁 1P. 里雅 1256 

Pap hos 中自佛 928 

Papyrns ；自革 1450 

Para bl巳 比喻 162 

Paraclete 书、1慰者 656 

Pa ran 帕气： 925 

Parchment 羊皮卷 531 

Parm巳nas 帕尔冉、纳 927 

Parousia 米！自、肉来 653 

Parthians 帕提邪人 933 

Parva1m 帕尔瓦因 926 

Paschal Lamb 巴斯卦羔羊 262 

Passion of the Lord 耶稣苦难 rt: 884 

Pas so飞er 逾~自节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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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英中索引

Pastoral Epi吕tlc岳 牧｜毛j 942 

Patara 帕塔辣 932 

Pat1enc巳 忍耐 846 

Patmos 帕特j宰 931 

Patriarch 宗祖 1020 

Patroba吕 中i'i特洛巴 929 

Patras ip白特洛斯 930 

Paul 1呆以 1124 

Peac巳 tri-l 943 

Peacock f L雀 270 

Pckah 培卡且i 1271 

I>ckahiah l市卡希如 1270 

Penitential p,a[rns 忏悔孚：咏 553 

Pentapolis 五城 88 

Pentateuch 梅瑟五＼＇i 1303 

Pentecost 丸句节 86 

Pcnu巳i 地奴耳 1274 

People 民族 360 

People of th巳 Sea ；每 i丰民族 1259 

Pe or J吉放 ~J< 1276 

Pera ea J音前n作 1278 

Perez i击勒豆豆 1277 

Perfection 国以j 、元价 1224 

Pcrga J吉尔革 1273 

P巳rgamum 培：＇.J '. TJIJ 摩 1272 

Pen cope f又IL 干J诠,_.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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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索引 p 

Persecution 迫害 977 

Persia 波斯 1017 

Person 人 13 

P巳t巳T ｛白多惊 681 

Peter, F pistlc l and II of f自多以前后书 682 

Perra 川｛牛辛辣 194 

Pharaoh ；去自15 1012 

Pharis巳es ；去利率人 l 011 

Philadelphia 非拉｛＇~ i~雅 918 

Philcmon 费用J ,fu 1171 

Phi lemon『 Epistle to 费肋孟机 1172 

Philip 斐理｛白 1410 

Philippi 斐7电f内（ J成） 1412 

Philippians. Epistle to the 变f里伯书 1411 

Philistine I击肋舍抖 1275 

Philo ｝住罗 1330 

Philosophy 科学 1216 

Phinchas 2E 月哈！斩 298 

Phoebe 福依贝 1473 

Phoenicia 月1尼基 1428 

Phrygia 夫黎基稚 81 

Phylacteries 经匣 1043 

Pilat巳 比拉多 161 

Pilgrimage 胡三良 1364 

Pillar 有性 304 

Pinnacle of the T巳mp！巳 股Jrjj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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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莫 1j1 东寻 i

Pisgah 利斯加 301 

Pis hon 耳； tili ；可 302 

Pisidia 主息j大难 299 

Pith om 71；通 300 

Plagues of Egypt 埃及「灾 1191 

Plan巳ts 行且 499 

Pleas巳d、 to be 中悦 168 

Po巳try 诗歌 1030 

Pomegranate 千｛恪J 305 

Pontus 本音｜； 287 

Possessed by Demon 附魔 844 

Possession of th巳 Promised Land 1c~ -If.~~牛地 314 

Potiphar 普提；去尔 1433 

Potiphera 顺捉主辣 1335 

Povettv 农＇：Ii 993 

Power 仅能 437 

Power 能 ｝J 1266 

Praetorium 总督府 1 l 斗 l

Praise fνt1J: l、二叫卢 1547 

Prayer 祈许 1032 

Precious Stones 主石 275 

Preparation Day 预备 IJ 1268 

Pr巳sbvter t三茬 203 

Prescnc巳 of God 天1二二示在 77 

Pri巳st 4 祭 348 

Primeval Historv 大山也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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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索引 PR 

Procurator 尼、营 1140 

Prohibition fj才、、、 λ王＼{ 1452 

Prmrnse le?}、 l'r 1221 

Promised Land i干J也 568 

Property 占有物 313 

Prophesying i兑妙语 1159 

Prophet 元j;p 485 

Pro吕elyte 归依犹太轨 ｛； 319 

ProtocvantZ』，elium 原始隔音 1214 

Proverbs 1530 

Providence 天土的照帆 74 

Psalms. Book of 圣咏集 389 

Ptolemy 仆托朋米 206 

Punishment JlrJ 罚、 J&; (rj 414 

Purification 取i占礼 889 

Purim 守！fl之 1；父土•l • J 1432 

Q 

Q 天盯 78 

Qurnran 谷斗、三 700 

R 

Rabba 妹巳 1492 

Rabbi 放i皮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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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f在 1j1·；；－；才｜

Rachel 1束：黑可； 1499 

Raguel 了束古区 1493 

Rahab 悚｜｜什布 1498 

Ram 同 905 

Ramah ？束土＇ l 1494 

Ram且thaim t束玉i』j苔 l共l 1495 

Rarnoth f束摩特 1500 

Ramses 7束咬色惭 1501 

Raphael 了束 i主耳 1497 

Rebecca 写~ ~l :u 1526 

Rechab 革IJIJ日（p' 1299 

Rcco巳rntton 承认 1040 

Reconciliation 和H 944 

Red Sea 红iH 574 

Rchoboam 勒 II台川平 1301 

Remnant of Israel 以色列过民 268 

Renunciation 吹介； 1002 

Resin f骂王珠 1197 

R巳surrect10n 复 i舌 1123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飞的复i占 344 

Retribution :jfl hV: 657 

R巳uben 勒马本 1298 

Rev巳la ti on J，十爪 729 

Rezin 勒斤 1297 

Rezon 勒2号 1300 

Riblah 当号贝 ti'i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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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索引 RS 

R1mmon 茸二p了i元ll三L 1529 

Robber 强盗 1445 

Rock t};Ji 303 

Roman队 Ep1stl已 to the 罗马 111 935 

Rome YT飞7I 934 

Ruth ！’q~ 315 

Ruth ‘ Book of 卢性、传 316 

s 

Sabbath Dav 安息口 557 

Sabbatical Year 安息、年 558 

Sacrament 平事 388 

Sacrifice 祭祀 1321 

Sacrificial Meal 祭餐 1322 

Sadducccs 撒杜客人 1519 

Salem 撒冷 1520 

Sal om巳 撒岁默 1521 

Salvation 拯救 1073 

Salvation 救援、救恩 1306 

Samaria J散土I~黎雅 1517 

Samaritans 撒王＇b黎利F人 1518 

Samson 二松 35 

Samuel J散慕句； 1523 

Samuel 、 Book I and II of 撒莱尔吉己t 1~ 1524 

Sanballat 桑巴拉特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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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涟中寻cSI

Sanhedrin ~＼、、L义＼＇／ ~汇＼、 211 

Sarah j散辣 1525 

Sardis J散尔德 1516 

Sargon II ；散尔以 1515 

Saul 撒乌L七 1514 

Sav10ur 救主 1305 

Saymgs of the Lord 主的言论集 343 

Scandal ,'![ct兰、抖j因i f1 l 196 

Scourge 鞭厅川 1570 

Scribe 生1' ~j!J 1042 

Scythopolis 史-fHN里 326 

S巳a i'h寻 i丰 1258 

Sea 岛1onster 大鱼 43 

Sea of Reeds 芦节iilj 632 

Seal Ep 、图章 338 

Seba 色巴 509 

Sect 党派 1219 

S巳due ti on 煽f主 1502 

See, to 看 1117 

Self 色依尔 511 

S巳lab 休｜｜一‘色 j'\'.i 487 

Seleucids 色委苛王朝 514 

Semite吕 ！对族人 346 

Sending 遣发 1460 

Sennacherib 散乃黑黎有J 1359 

Sepharad 色i去辣｛导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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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索 LJI s 

Septuagint 七十贤士译本 11 

Sepulchr巳 坟墓 630 

Seraphim 色辣芬 516 

Sergius Paulus 色尔爵保M 510 

Sermon of the Mount 山中圣训 52 

Serpent 蛇 1312 

Serug 色鲁恪 515 

Servant 自立仆 363 

Ser飞rant of Jahve t主的仆人 47 

S巳rvice r 11丁、 Hli役、事奉 38 

Seth 合特 988 

Seven 七 10 

Shall um ：少 l'i 632 

Shalmanes巳I i少耳巧巧也 727 

Shame l辱 1195 

Sharon 沙龙 726 

Sheba 合巴 509 

Shcchcm 含恨 987 

Sheepfold 芋，战 532 

Sheep-Gate 羊门 530 

Shem 闪 345 

Shemaiah 舍玛雅 986 

Shepherd 牧人 941 

Shiloah 史岁亚 331 

Shiloh 史罗 330 

Shimei 史米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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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共中东司｜

Shimcon 史默红 333 

Shimon 9:孟 332 

Shinar 也纳尔 329 

Shishak 'i'. I少克 3~8 

Shulammitc 权j;'i米抖 919 

Shun cm 叔能 920 

S1cam 匕首党 17 

Sickness 病症 1255 

Sidon ；，卖.； 飞夜之L 1503 

Si hon 息去丁 1244 

Silas 息拉 1247 

Silvanus 白、耳瓦iι 1245 

Simeon 四默在 500 

Simon 同i南、旦、~→ 440 

Simplicity 纯朴 847 

Sin 斗间仨 1461 

Sin 欣（｜！！！好） 981 

Sin 新 IJ矣反安家） 1465 

Sinai 西 f} 438 

Siscra 忠、色宁束 1246 

Slave 奴隶 364 

Smvma 斯米纳 1356 

Sodom 索多上马 1199 

Solomon t散罗 i构 1521 

Son JL 了 16 

Son of God 天主子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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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中东 'JI 日

Son of Man 入于 14 

Song oC S仆ngs 稚哥？： 1408 

Sorek, Vallcv of 苟勒克谷 418 

Sos then巳约 手；斯 1"JJ'J 1200 

Soul ;,1ζ鬼 733 

Spam 阿拉牙 439 

Spear 枪矛、十.，~怆 903 

State 田家 923 

Statue 业｛象 304 

Stephen 甘／〓忡／忡＇JI![坦寸 1357 

Ste飞飞ard ~ct家 1489 

Stoicism 斯多喝派 1J55 

Stone {j 303 

Str巳et 街道 1427 

Stupidity 胡 ii 1067 

Succoth 稣占7忏 1463 

Suffering 痛苦 1430 

Sumer 权默 ~j: 921 

Sun 太阳 160 

Superstition 边（言 1142 

Susa 自手才散 1464 

Susanna JH散抽 634 

Svchar 息口市：1; 1248 

Syene 色威）） 513 

Svmbolic Numbers 象征级于 1319 

Symbols of the Eνangelists 三晨全： 1象征 384 

598 ' 



S T 英中东训

Synagogue 1二〉二、 早二E今 501 

Synoptic Problem 对A,lt福百（rrJ 也j 412 

Syria 叙利亚 1127 

T 

Taanach 塔纳客 1346 

Tabt'rnacle 帐幕、会耳 675 

Tabt'rnaclcs, Feast of r!1K 间Hi'J 674 

Tabith t苦｛皮j丰 1347 

Table of Nations 出民族的分布 284 

Tabm 大 I冉尔 45 

Tadmo1 t苔德摩：F 1352 

Tahpanhes J苔 ~f,\±音 ）） 斯 1350 

Talent 塔i令通 1343 

Talitha Cu1111 塔里塔古木 1345 

Talma1 塔耳兰J二 1341 

Talmud j荠耳慕得 1342 

Tam日r t苦.Fb尔 1344 

Tammuz 1芹慕 i欠 1351 

Tappuah I吉普亚 1349 

Targum 士？干：：＇！＼山水 1345 

Tarshish 塔尔史 t 1337 

Tarsus 塔尔索 1338 

Tartak 塔尔塔克 1340 

Tartan J~ 十苯 jJ＼＇＂垦'4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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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素'71 T 

Tattenai 塔特7] 1348 

Tax 税 1420 

Tax-Collector 税吏 1421 

Teacher 教师、 i去，、f」 1279 

Tekoa 特科亚 1234 

Tel 明Abib 特耳阿f皮布 1232 

Terna 特冯 1233 

Teiηan 忏曼 1237 

Temple 股字、安毛殿 1477 

Temple Scrolls 圣殿卷集 410 

Temple Treasure 圣殿？！罕 411 

Temporanness 全if1H 1386 

Temptation 试探、诱惑 1029 

Tent Making 帐幕制造术 676 

Terah 特辣黑 1240 

Teraphim 神像、式辣芬 1166 

Tertullus 特尔交罗 1231 

Tetrarch 分封佼 209 

Thaddaeus :i.i:;I比 456 

Thank Offering 感是I、祭 1456 

Thanksg1V1ng 感恩、 1455 

Thebes J民比Wr 997 

Thebez 特 l;J 兹 1229 

Theodotion 德、放多好敖 1538 

Theophany 天主显现 76 

Theophilus 德敖艾岁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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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英中东号｜

Thessalonians, Epistle I and II to the 得？散洛尼前后 b 1317 

Thessalonica 得撒i各尼（城） 1316 

Theudas 特乌i主 1230 

Thief r月4 次皿 1315 

Theft 阳f丘λ1）且、＇：；恒t 1315 

Thirst i局 1438 

Thomas 多默 525 

Thorn-Bush 荆棘 1047 

Thracia 将辣克 1238 

Threat ；恐吓 J 194 

Three Taverns 二馆 36 

Throne 宝座 1019 

Thron巳feast 登t反节 1446 

Thunder 雷鸣 1454 

Thyat1ra 提稚提辣 1380 

Tiberias 提！比黎稚 1377 

Tibenus 提庇回 1376 

Tibni 提川l尼 1369 

Tidal 提达耳 1374 

Tiglath-Pileser tJJ革拉特有)j)j 色尔 1371 

Tigris j底格里斯；11J 998 

Time f1't 1＼可 663 

Times of Prayer 祈涛的 H•t主1J 1033 

T1mna 提默纳（人名） 1384 

Timnah 提默纳 1383 

Timnath Her巳S 提默rr~赫勒斯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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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索司｜ T 

Timothy 弟JJZ德 722 

Timothy 提摩太 1382 

Tiphsah 提斐撒 1381 

Tirhakah 提尔哈十号 1371 

Tirzah 提尔［们 1370 

Tishbe 提 rii J;~ 1372 

Tithes 什之物 205 

Titus 弟锋 723 

Titus Fla飞l ius 提托 1 ）－：~夺） 1373 

Tob 托布 463 

Tobiah Jf;彼稚 467 

Tobias 多傅亚 522 

Tobit Jf;f皮特 466 

Tobit, Book of 多｛卑JH lz 523 

Togarmah :f｛；加句：王l'J 464 

TOI Jf; I与 462 

Tola 托拉 465 

Tomb of David 达昧主 455 

Tongue 舌 486 

Topheth JEX特 468 

Torah ;JU草 469 

Tosephtah 附录 843 

Tou 托乌 462 

Tower of Babel 巴贝耳塔 240 

Trachonitis 特辣局尼 1239 

Tradition f金投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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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lJ 贝巾索 ~I

Transfiguration 、E11＇ι ＞，ζ B- 107吕

Transjordan ；口Iftd也R J(J l () 

Tree ofK.nowledgc of Good and Evil 加善，＇i!.1.<l 吵40

Tree of Life 生命Pl 335 

Trito Isaiah {(d散，岳、 E：第一： 972 

Troas 特i各F可 1235 

Trophimu' 忏j各主「章 1236 

Trouble 困苦 。73

Trust 依赖 964 

Truth 真理 l 19i\ 

T1yphon tfr黎丰 1241 

Tubal 交巳Ji 1156 

Tubalcain 失巳H Im [r 1157 

Twelve Minor Prophets 十二小；tJ;q 4 

Twelve Tribes 十 1支；＇JI( 5 

Tychicus ·h曰E 付c:; ＇~牛」 !375 

Typ巳（ Bible Theology) f反像、 fr）！（象论 1269 

Tyre 提i各 ]378 

u 

Ugarit 马力i1 染忏 220 

Ulai 乌米 222 

Umty 1寸L 一一 502 

Unmarried Persons j虫身 l !3 l 

Upper Pool 「；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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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去 j i Li-V 

〔γr 俨。］） :1, ’ 219 

t'r队\11\i、 ＇；~ ~J; 8 ii< 白65

Uriah 乌黎7什 225 

l! riel ！’U黎耳 224 

L'rim aml -r hurrn口im ［＇专院和交明 223 

Usur飞l l乌干ij 贷 1254 

Uz 491 

Unah 218 

U7Ziah 马齐才在 221 

v 

Vallι、 Lilt'" 54 

飞1a111ty l挂无 1307 

飞1asht1 Ll. L J是 164 

飞1ault of lka飞·en 穹 ii 1028 

Venom 每手）］ 1045 

飞＇etu岳 Latm且 k J 占 i.-i~ 本 912 

飞1ictorv 月生平rJ 1130 

Yi!Lw:c 村庄 648 

~1mcgar 内市 1512 

Violation !:17-5巳 628 

飞11rgm r）：（欠 1431 

飞v irgmily 单； 0T 1431 

Virtue i忠行 1533 

丸’1,ion 冲训 1162 

Vulgate j;'i J j逼？］才三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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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 'J＇ 叶’去

明f

Wadi Gζ ； 1出h 701 

认以ii of Egypt J）；在；可 1192 

War 1义／fr 107-1 

飞飞ashim: i元i条 ! i 斗（、

飞Nashing of the Fe巳l ；先l~li 1 l 斗7

飞/Vatch l57i 

认＇al巳r ;j' 、 飞寸飞

飞Natcrskin j仨袅 A、， 1【、＇＿，气

、电Y峦j i(;IJ各 i 斗35

Wealth 9!l 出 737 

Weck 平均 1076 

Week oCYear＇毛 'ti古j 48:1 

\Vi巳 II 水井 27斗

Widow 右； ~j 15(1目

Wilderness :u fJ!r 6白斗

飞可inc ；四 1257 

飞Nisdom 天日II 4，山二二、 l 斗 l 日

Wisdom『 Book of 矢＋才口 u 机er·可! 1419 

Woe U33 

如，·md of God j、 i IJ~ i青 「l A气c 

Work I fl i7 

World W'i手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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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J 寻~ 'li X-Z 

x 

Xerxes 悴西斯 1546 

y 

Yarmuk 雅慕克 1409 

Year 气二 482 

z 

Zacchaeu丛 臣自l 294 

Zadok Efi 多克 293 

Zarephath E尔法特 289 

Zealots 热i成派 1217 

Zebed巳E 载f白德 1193 

Zcbov1111 责；皮殷 870 

Zebulun Y!IJ步隆 478 

Zechariah 贝rj加黎稚 477 

Zechariah E加利、w 290 

Z巳chariah 确 Book of ［咂加利亚书 291 

Zechariah啕 Song of 臣加利、Iii歌 292 

Zedekiah ；奈德克桦 1507 

Zela 贡拉 868 

Zclophchad 责岁斐哈得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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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i ＇斗、

Zemaraim 责王jb辣 l封 866 

Zemaritcs 贡I可黎人 867 

Zephaniah 索福尼亚 1201 

Zephaniah, Book of 索精尼、Iii 扣 1202 

Zerubbabel 贝rj~~· 巳贝吓 47υ 

Ziklag i＊主忖亿中斗 1505 

Zillah ；奈 t·" 150斗

Znnn ）运［：：咀J严sz、 528 

Z111 采 1111 ljlJI l 137 

Z10n [\i日继 1486 

Zipporah j案自归于束 l:'\06 

Zoan 主乞l 295 

Zoar 左H合尔 297 

Zobah 样巳 1169 

Zophar 主；去♂I' 296 

Zor ;,;;r; 1378 

Zuph 族弗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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