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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耶穌時代的背景 

 

 

▲本課目的：在探討耶穌生平以前，先瞭解耶穌出生前後的時代背景。 

  

 

▲具體目標： 

1. 兩約之間猶太人的一個重要事蹟。 

2. 耶穌時代其政治、文化及宗教受誰的影響較深。 

 

 

▲本課金句：希伯來書 1:1-2a 

 

新標點和合本：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現代中文譯本： 

在古時候，上帝多次用多種方法，藉著先知向我們的祖先說話；但是在這末後的日

子，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向我們說話。 

 

 

▲本課大綱：一、兩約之間 

二、時代背景 

I. 羅馬的影響─政治 

II. 希臘的影響─文化 

III. 猶太的傳統─宗教 

三、耶穌生平大綱 

四、各福音書特色 

 

 

▲討論與分享(請擇題討論)： 

  

1. 談談你對本課程的期待。為什麼你會來參加「耶穌生平」這個課程？ 

2. 讀完兩約之間這段猶太的歷史，你有何感想？它對我們華人有何啟發？ 

3. 耶穌當時猶太社會的特色是什麼？我們現今社會的特色又是什麼？二者之間

有何異同？ 

4. 香港本身深具豐富的多元文化，你想，以何種方式和人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

較能成功？有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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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一、兩約之間 

  

聖經的舊約止於以色列亡國被擄與歸回，當時歸回的主要是猶大支派，後來又發展

出以遵守律法為主的猶太宗教，所以他們就被稱為猶太人。從那時起，一直到耶穌

的時代，可以說歷經了四個時期，總共有五百多年。這段時期通稱為兩約之間，亦

即新約與舊約之間。 

  

1) 歸回時期：這是波斯統治的時代，公元前 538-332 年。 

2) 熬煉時期：這是希臘統治的時代，公元前 332-167 年。 

3) 中興時期：這是馬加比革命的時期，公元前 167-63 年。 

4) 亡國時期：這是羅馬統治的時期，公元前 63 年-公元 70 年。 

 

二、時代背景 

 

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政治方面受羅馬統治，在文化方面則受希臘影響，再加上猶太

本身傳統的宗教，就形成耶穌所處之時代的背景。 

 

I. 羅馬的影響 ─ 政治 

 

羅馬對它所征服的地方，安定的省份由元老院管理，指派省長統治，常有暴亂的則

由皇帝直接派軍隊駐守，由提督、巡撫或地方長官管治。大希律靠其政治手腕被羅

馬皇帝委任為猶太人的王，他曾經要殺嬰孩耶穌，沒有成功。他死了以後，遺囑將

王國分給他三個兒子。 

 

亞基老： 

管理猶太、撒馬利亞和以土買等地，他不能稱為王，只能稱為總督(ethnarch)。 

 

希律安提帕： 

管理加利利和比利亞，他的地位是分封王(tetrarch)，權力比總督小。 

 

腓力： 

管理巴勒斯坦北部及東北部，包括特拉可尼，以土利亞等地。 

 

稅吏： 

替羅馬政府收稅的。通常皇帝只訂一個數目，全權委託稅吏辦理，稅吏常任意訛詐

人，多收的歸自己口袋，故為猶太人所痛恨。 

 

II. 希臘的影響 ─ 文化 

 

希臘文化隨著亞歷山大帝的東征而帶到巴勒斯坦，這些文化和當地文化結合，產生

了以希臘文化為主的混合文化，史學家稱之為「希臘化文化」(Hellenism)。當地的

城市，不但希臘式建築十分流行，希臘文也成為朝廷與民間通用的語言。這種情形

在羅馬統治以後，並未改變。希臘文化可以說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新約就

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所以它能夠很快地流傳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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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崇尚自由、民主與獨立的精神，其文學、藝術亦十分發達。

希臘人為了解答人生問題，產生了禁慾的斯多亞主義和享樂的伊匹鳩魯派；同時還

有智慧主義，新柏拉圖主義1，犬儒主義，懷疑主義等各個哲學門派。 

 

猶太的傳統 ─ 宗教 

 

希臘文化帶給猶太人的衝擊是，他們能否同時接受希臘文化，而仍然忠於他們傳統

的信仰。猶太人有的受希臘化影響較深，思想比較自由，比較追求物質享受，這種

人大多散居在各地；有的思想比較保守，抗拒希臘文化，這些人多居住在猶太本

土。耶穌當代猶太人的宗教集團和黨派可分下列幾種： 

 

祭司： 

祭司的職責原是獻祭、傳達上帝的旨意並教誨民眾。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以後，

沒有王，外邦人也不希望大衛王室抬頭，祭司的權力便逐漸擴張而擁有政權。馬加

比革命之後所建立的王朝更是祭司主政。但是在政治環境爭權奪利的風氣之下，祭

司也難保清高。而外來的統治者有時任意廢大祭司，另立新祭司，甚至還有人用錢

收買而得大祭司職。 

 

文士： 

文士原是抄寫律法的人，由利未人擔任，他們保存聖經，不遺餘力。以色列人被擄

分散在各處設立會堂時，文士研讀並解釋律法，在教導百姓遵行律法上扮演極重要

的角色。像以斯拉就是文士，又是祭司。但是後來祭司慢慢忽略律法，文士就與祭

司分開，而形成另一個專業。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的意思是「分別出來」，他們是與當政者不合而分離出來的一班虔誠人

士，約在公元前 150 年形成。他們遵行律法，相信死人復活。在耶穌出生前一世

紀，法利賽人中有兩位極具影響力的大拉比，形成法利賽的兩大學派，由希列

(Hillel) 和沙買(Shammai)所領導。希列生於巴比倫，後來遷居耶路撒冷，對律法採取

比較自由的態度。沙買這一派比較嚴格，他們反對那些傾向羅馬的政黨，同情並贊

助謀求國家獨立。使徒保羅的師傅迦瑪列(見徒 5:33-40、23:3)乃是希列的孫兒。 

 

撒都該人： 

撒都該人可能源自所羅門王時代的撒都，他們多為祭司階層的人，可以說是當時的

執政者與權貴。他們崇尚理性，只接受摩西五經，不相信死人復活，反對法利賽人

在律法之外又加上許多遺傳。其實撒都該人的興趣在於政治，多過宗教。 

 

以上四種人，文士和祭司是一種職業，法利賽和撒都該則為一種黨派。文士多半為

法利賽人，但亦有少數為撒都該人；祭司則多半為撒都該人，亦有少數為法利賽

人。此外，在新約聖經中還提到希律黨和奮銳黨。希律黨是擁護希律做王的人；奮

銳黨主張與羅馬對抗，不惜使用武力。但到公元第二世紀猶太覆亡之後，大部份的

黨派都消失無蹤，只有法利賽黨存留下來。 

                                                
1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是古希臘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學流派。柏拉圖的形式理論指出了我們所感覺到的

現實世界只不過是反射出了更高層次世界的陰影。柏拉圖主張在這個更高層次的世界裡存在著最理想的形式，

這種形式實現了真正的光明而不僅是陰影。我們所品嘗到的食物的甜美只不過是「甜美」的形式所反射的陰

影，而我們所見到的光輝四射的太陽也只不過是「光明」本身形式反射的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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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穌生平大綱 

 

耶穌的一生從降生，受洗，受試探，開始初期傳道，選召門徒，後來周遊加利利，

向北隱退，晚期在猶太地傳道，又到約旦河外的比利亞。最後走向耶路撒冷，被釘

十字架，第三天復活，四十天後升天。 

 

如果以時間來劃分，約翰福音曾標出時間，提到耶穌上耶路撒冷過節，我們方知耶

穌在地上一共傳道三年多。耶穌所過的第一個逾越節記載在約翰福音 2:13。5:1 記

載的是可能是第二個逾越節，也可能是稍後的住棚節。6:4 則記載第三個逾越節。

12:1 第四個逾越節時耶穌受難。 

 

四、各福音書特色 

 

四福音書記載耶穌的事蹟，重點各有不同。 

 

馬太福音有濃厚的猶太色彩，它引用舊約聖經最多，目的是要向猶太人證明，耶穌

就是舊約所預言的那一位。馬太福音比較不重視個別的人物，它側重在教導，收錄

最多耶穌的講道篇，約佔整本福音書的五分之三。此外，馬太福音是四本福音書中

唯一提及「教會」兩個字的福音書 (太 16:18、18:17)。馬太福音用「天國」，而不用

「上帝的國」。他強調的是「耶穌為君王」這個角色。 

  

馬可福音相傳是稱呼約翰的馬可，在做彼得助手時，將彼得所講述耶穌的事蹟記錄

下來。馬可福音簡潔扼要，只描述事實的經過，而不重視論題。它處理耶穌事蹟的

方式全是客觀性的，很少作評論。在馬可的筆下，耶穌風塵僕僕地，一個事件接著

另一個事件，有人說，馬可福音所刻劃的是「耶穌是僕人」這個角色。 

  

路加福音是保羅的醫生朋友路加所寫，是四本福音書中最具文學性的一本。路加福

音強調聖靈，強調救恩的普世性，也討論到許多重要的教義，像耶穌的位格，悔

改，得救，稱義等等。此外，路加特別注意到財務相關的事務，而且對個別人物，

特別是一般人所忽視的婦女、孩童、窮人、被藐視者等，有詳細的描述。在路加福

音的刻劃底下，耶穌是一個人子。 

  

約翰福音與其他三本福音書有顯著的不同，它未提及耶穌所說的比喻，有關耶穌所

行的神蹟也只提了七個。它特別強調耶穌的神性，但是在描述各樣事件時，同時也

顯出耶穌是一個完全的人。它屢次提及耶穌在耶路撒冷過節，並討論許多有關生命

的真道。 

 

以一個表來歸納四福音的特色：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對象 猶太人 羅馬人 希臘人 全世界的人 

耶穌角色 君王 忠僕 人子 上帝 

重點 著重主所說 著重主所作 著重主自己 別人與主辯論 

 

下週準備經文： 

i)馬太福音 1-2 章、ii)馬可福音 1:1、iii)路加福音 1-2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