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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第二講講義 

 

一、回顧與延伸：「歷史書」的定義與功能 

 第一講回顧：歷史書並非「史實還原」，而是具有神學詮釋觀點的敘事文體。 

 本講目標：探索希伯來聖經對歷史書的分類與詮釋角度。 

 

二、希伯來聖經的三大分類與歷史書的位置 

三大分類：妥拉、先知、聖卷（著作） 

 妥拉：摩西五經 創、出、利、民、申 

 先知： 

前先知書：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 

後先知書：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十二小先知 

 聖卷（著作）：詩篇、箴言、約伯記、傳道書、耶利米哀歌、路得記、以斯帖記、以

斯拉－尼希米記、歷代志 

 

＃思考：為何約書亞至列王紀被歸為「先知」呢？ 

因是以「先知」的眼光與角度來詮釋以色列的民族歷史記憶，以「先知」的觀點來詮釋歷

史事件的神學意義，而非單純記錄。 

 

＃那什麼是「先知的眼光」呢？ 

先知非僅為預言未來，而是更關注當下事件的神學詮釋。 

例子：列王紀下 14:23–27（耶羅波安二世） 

表面上國運昌盛，我們有可能誤以為君王行上帝的正道，但實則是因上帝憐憫百姓。 

 

三、申命記史觀與歷史詮釋 

士師記 2:8–16：以色列人悖逆 → 上帝交予列邦 → 憐憫中興起士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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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件背後的解釋重點，在於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非軍事或政治原因。 

這種觀點不同於古近東的「神戰勝論」：以色列戰敗不是因為神無能，而是因百姓悖逆。 

 

四、聖卷中的歷史書（路得記、以斯帖記、以斯拉－尼希米記、歷代志）： 

歸類於「聖卷」而非「先知書」 

風格上較缺乏「行耶和華眼中為正／惡」等神學語句 

更強調個人故事或禮儀性的重建（例如：聖殿、族譜） 

 

五、「申命記歷史」的概念 

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被學者統稱為「申命記歷史」（Deuteronomistic 

History） 

核心觀點：遵命蒙福，違命遭禍，以申命記神學為詮釋框架。 

 

六、歷史脈絡與文化背景預備：進入約書亞記之前 

 約書亞記背景時間：青銅時代晚期，主前 13世紀左右。 

 當時以色列尚未進入鐵器時代（參見約書亞記 17:16、士師記 1:19）。 

 接續摩西五經（特別是申命記）所開展的救贖歷史。 

 承接亞伯拉罕之約：得地作為「成為大國、萬民得福」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