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历史书各卷框架



创世纪

脉络框架

• 第一部分：普世历史（1-11章）

• 创世叙事（1-2章）：

• 六日创造与安息（1:1-2:3）

• 伊甸园与人类的使命（2:4-25）

• 堕落与后果（3-5章）：

• 人类犯罪、逐出伊甸园

• 该隐杀亚伯、拉麦的暴力之歌

• 洪水审判（6-9章）：

• 挪亚方舟与彩虹之约

• 巴别塔事件（10-11章）：

• 人类联合反抗神，语言变乱，族群分散

• 第二部分：以色列民族历史（12-50章）

• 亚伯拉罕之约（12-25章）：

• 呼召与应许（12:1-3）

• 以撒出生与献祭（22章）

• 以撒与雅各（26-36章）：

• 雅各骗取祝福、与神摔跤得名“以色列”

• 约瑟史诗（37-50章）：

• 约瑟被卖埃及、解梦升迁、拯救家族

• 雅各临终预言十二支派命运（49章）

• 约瑟的宽恕：“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50:20）



创世纪
• 作者：摩西

• 成书时间：约公元前1446-1406年（摩西晚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 写作背景：1. 历史背景：以色列民族在埃及为奴、出埃及、旷野漂流，以及后来建立王国、经历分裂和亡国的历
史，促使他们追问“我们是谁？神与我们有何关系？”；2. 神学背景：对抗周边多神崇拜（如迦南的巴力信仰、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确立一神论和立约之民的身份；3. 被掳归回后的编修：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86年）后，
以色列人需要重建信仰认同，《创世记》的最终编订可能在此时期完成

• 写作目的：
1. 神学目的：

• 宣告独一真神对宇宙的主权，否定多神论（创1-2章）。

• 解释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根源（创3-11章）。

• 确立以色列作为“应许之民”的合法性，通过亚伯拉罕之约（创12:1-3）、雅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指向神的救赎计划。

     2. 民族目的：在被掳与外邦压迫中，重申神对土地、后裔和祝福的应许（创15:18-21；17:1-8）



创世纪

• 核心主题
1. 创造与秩序：神从混沌中建立秩序，赋予人类“治理全地”的使命（创1:28）。
2. 堕落与救赎：人类因悖逆失去伊甸园，但神立约拣选亚伯拉罕家族开启救赎（创3:15；12:3）。
3. 拣选与应许：神通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显明祂对特定族群的保守与计划。
4. 罪的普世性与恩典：从亚当到巴别塔，罪蔓延全人类；但神始终以恩典介入（如挪亚方舟）

• 神学意义

《创世记》奠定了整本《圣经》的根基：

    1. 从创造到新创造（《启示录》21-22章）的救赎叙事框架。

    2. 立约神学的核心：神主动与人建立关系，应许最终通过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实现救赎（加
3:16）。

    3. 强调人的责任与神的恩典之间的张力，为后续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埋下伏笔。



出埃及记

脉络框架

第一部分：在埃及的压迫与拯救（1-15章）

• 为奴的以色列人（1章）：法老压迫与摩西出生（2
章）。

• 摩西蒙召（3-4章）：荆棘火焰中神的启示（“我

是自有永有的”，3:14）。

• 十灾与逾越节（5-13章）：神权能对决埃及诸神，

羔羊之血预表基督救赎。

• 过红海（14-15章）：海水分开的神迹与米利暗之

歌（15:21）。

第二部分：旷野的试炼（16-18章）

• 吗哪与鹌鹑（16章）、击磐出水（17章）、叶忒

罗的建议（18章）。

第三部分：西奈立约与律法（19-24章）

• 立约准备（19章）：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

• 十诫颁布（20章）：道德律法的核心。

• 约书与典章（21-23章）：民事与礼仪律法。

• 立约仪式（24章）：血洒百姓与长老见神。

第四部分：会幕与敬拜（25-40章）

• 会幕设计（25-31章）：约柜、灯台、祭坛等象征

神的临在。

• 金牛犊事件（32-34章）：百姓悖逆与摩西代求，

重申圣约。

• 会幕建造（35-40章）：百姓甘心奉献，最终“耶

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40:34-38）。



出埃及记
1. 作者：摩西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1446-1406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于西奈旷野写作）

3. 写作背景

• 历史背景：

•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约400年（参创15:13），摩西蒙召带领他们出埃及（约公元前13世纪）。

• 事件背景包括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压迫

• 神学背景：

• 确立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身份（出19:5-6）。

• 对抗埃及多神信仰（十灾直接挑战埃及诸神）。

4. 写作目的

• 彰显耶和华是救赎主：通过十灾和过红海的神迹，显明神胜过一切权势（出14:31）。

• 立约与律法：西奈之约确立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律法（十诫、典章）规范信仰与生活。

• 神圣临在：通过会幕的建造，表明神与人同住（出25:8）。



出埃及记

5. 核心主题

• 救赎与自由：从奴役到自由的历程，预表基督救赎全人类脱离罪权（路9:31；林前5:7）。

• 圣约与责任：西奈之约要求以色列人以顺服回应神的拯救（出19:5-8）。

• 神圣临在：会幕象征神住在子民中间，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约1:14）。

• 反抗与信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抱怨与神的信实形成对比（出16-17章）

6. 神学意义

• 救赎的典范：出埃及事件成为《圣经》救赎叙事的原型（如《以赛亚书》43:16-21；《启

示录》15:3）。

• 律法与恩典的平衡：西奈之约强调顺服，但金牛犊事件显明人需要神的赦免（预表新约的恩

典）。

• 基督的预表：

• 摩西作为“中保”（加3:19）预表基督（来3:1-6）。

• 逾越节的羔羊指向耶稣的牺牲（林前5:7）。

• 会幕的“帐幕”成为道成肉身的象征（约1:14）。



民数记
脉络框架   《民数记》以地理变迁为线索，分为三大段落：

第一部分：西奈山的准备（1:1-10:10）

• 人口统计（1-4章）：数点20岁以上男丁，利未人的职责。

• 洁净条例（5-6章）：处理不洁、疑恨与拿细耳人之愿。

• 会幕奉献（7-9章）：各支派献礼，守逾越节。

• 起行前的指示（10:1-10）：银号的使用。

第二部分：旷野漂流中的危机（10:11-21:35）

• 百姓的抱怨（11章）：贪恋肉食，神降鹌鹑与瘟疫。

• 领袖的挑战（12章）：米利暗与亚伦质疑摩西。

• 探子的背叛（13-14章）：十二探子回报，百姓恐惧，神罚漂流40年。

• 可拉党的叛乱（16-17章）：挑战祭司权柄，地裂吞灭叛逆者。

• 铜蛇事件（21:4-9）：百姓被火蛇咬，仰望铜蛇得救（预表基督，约3:14-15）。

第三部分：摩押平原的预备（22:1-36:13）

• 巴兰的预言（22-24章）：摩押王巴勒雇巴兰咒诅以色列，反被神转为祝福。

• 新的律法（28-30章）：献祭条例、许愿之例。

• 战胜米甸人（31章）：审判拜偶像的危机。

• 约旦河东分地（32章）：流便、迦得支派的选择。

• 最后的安排（33-36章）：回顾旷野路程，划定迦南边界，设立逃城。



民数记
1. 作者：摩西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1446-1406年（摩西晚年，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前）

3. 写作背景

• 历史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奈旷野漂流近40年（民14:34），因叛逆被神禁止进入应许之地。

• 神学背景：强调神的圣洁与审判（如可拉党的灭亡，民16章），以及信实（尽管百姓叛逆，神仍保守

约）。

4. 写作目的

• 神学目的：

• 揭示神的主权与圣洁：祂审判叛逆（如探子事件，民14章），也施恩保守（如铜蛇救赎，民21:4-9）。

• 确立祭司与利未人的职分（民3-4章；18章），规范敬拜与献祭。

• 重申应许之地的合法性（民34章），激励百姓信靠神的带领。

• 群体目的：

• 警告悖逆的后果，呼吁群体顺服（民14:22-23）。

• 通过人口统计（民1章；26章）和支派划分，强化以色列作为“有组织的圣约子民”的身份。



民数记
5. 核心主题

• 叛逆与审判：以色列人屡次抱怨（民11章）、质疑领袖（民12章）、拒绝进入迦南（民14
章），招致神的刑罚。

• 神的信实与忍耐：尽管百姓失败，神仍供应吗哪（民11章）、维持盟约（民23-24章巴兰预

言）。

• 圣洁的群体：通过律法（如拿细耳人条例，民6章）、洁净礼仪（民19章）和营地秩序（民2
章），塑造分别为圣的生活。

• 领导权的传承：摩西的局限性（民20:12）、约书亚的任命（民27:18-23），预示新领袖

的兴起。

6. 神学意义

• 信徒生命的预表：旷野漂流象征信徒在世“客旅”的身份（来3:7-19），需凭信心走向应许。

① 基督的预像：铜蛇预示基督被举起（约3:14），代赎罪孽。

② 摩西为百姓代求（民14:13-19），预表基督的中保职分（提前2:5）。

• 圣洁与顺服：神的子民需在生活、敬拜中分别为圣（彼前1:15-16）。

• 神的信实超越人的失败：即使以色列人反复叛逆，神仍守约引领（民23:19；提后2:13）。



约书亚记
第一部分：进入与征服迦南（1-12章）

• 预备进入（1-5章）：

• 神呼召约书亚“刚强壮胆”（1:6-9）。

• 探子与喇合的故事（2章），约旦河停

流（3-4章），百姓行割礼（5:1-9）。

• 征服战役（6-12章）：

• 耶利哥陷落（6章）：绕城七日，城墙

倒塌。

• 艾城的失败与胜利（7-8章）：亚干犯

罪影响全体，后重整得胜。

• 基遍人的诡计（9章）：以色列人与之

立约。

• 南征北战（10-11章）：击败五王联

盟与夏琐王。

• 总结征服名单（12章）。

第二部分：分配应许之地（13-22章）

• 领土划分：

• 约旦河东（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13
章）。

• 迦南本土（14-19章）：犹大、以法莲、便

雅悯等支派。

• 设立逃城（20章）与利未人的城邑（21
章）。

• 支派冲突的化解（22章）：河东支派筑坛引

发误会，最终和解。

第三部分：约书亚的临终劝勉（23-24章）

• 最后的警告（23章）：勿与迦南人混杂，免

遭审判。

• 示剑立约（24章）：约书亚呼吁百姓“拣选

事奉耶和华”（24:15），重申西奈之约。



约书亚记
1. 作者：约书亚，部分内容由后人（如祭司以利亚撒或非尼哈）补充

2. 成书年代：约书亚去世后不久（约公元前1375年）

3. 写作背景

• 以色列人结束旷野漂流，在约书亚领导下渡过约旦河，开始征服迦南（约公元前13-12世纪）。

• 迦南城邦（如耶利哥、艾城）处于青铜时代晚期崩溃期，政治分裂，为以色列人进入提供机会。

4. 写作目的

• 彰显神的信实：实现亚伯拉罕之约（创15:18-21），显明“耶和华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
空”（书21:45）。

• 强调选民的责任：土地是神的恩赐，但需以顺服律法为条件（书1:7-8；23:6-13）。

• 整合十二支派：强化“以色列共同体”的认同（书18:1-10）。



约书亚记
5. 核心主题

• 应许与征服：神主动赐地，以色列凭信心争战（书1:3-5；6:2）。

• 圣洁与分别为圣：必须彻底清除迦南偶像（书7章亚干犯罪），保持群体的圣洁。

• 神的领导权：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者（书1:1-9），但真正的统帅是耶和华（书5:13-15）

• 安息的预表：征服完成后的“安息”（书21:44），指向基督带来的终极安息（来4:8-11）

6. 神学意义

• 救赎历史的延续：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显明神的拯救计划步步推进。

• 信心的行动：以色列的胜利非靠武力，而是顺服神的策略（如耶利哥绕城）。

• 基督的预像：

• 约书亚（希伯来文“耶书亚”）的名字与耶稣（希腊文“救主”）同源，预表基督带领信徒进入属灵安息。

• 喇合蒙救恩（书2章），象征外邦人因信加入救恩（来11:31；雅2:25）。

• 群体圣洁的呼召：提醒信徒在属灵争战中“攻克己身”（林前9:27），远离世俗玷污。



士师记
脉络框架 《士师记》可分为三大段落，以“螺旋式堕落”为线索：

第一部分：引言——失败的征服与背约（1:1-3:6）

• 军事失败（1:1-36）：各支派未逐出迦南人，埋下隐患。

• 神学解释（2:1-3:6）：天使宣告违约后果，概述士师时代的循环模式。

第二部分：士师叙事（3:7-16:31）

• 六位大士师（长篇叙事）：

• 俄陀聂（3:7-11）：击败美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

• 以笏（3:12-30）：刺杀摩押王伊矶伦。

• 底波拉与巴拉（4-5章）：击败迦南将军西西拉，底波拉之歌赞颂神（士5章）。

• 基甸（6-8章）：以300人击败米甸人，后制造以弗得导致偶像崇拜。

• 耶弗他（10:6-12:7）：许愿献女儿，击败亚扪人。

• 参孙（13-16章）：拿细耳人力士对抗非利士人，最终与敌同归于尽。

• 六位小士师（简短提及）：珊迦、陀拉、睚珥、以比赞、以伦、押顿（3:31；10:1-5；12:8-15）。

第三部分：附录——道德崩溃的巅峰（17-21章）

• 宗教混乱（17-18章）：米迦私设偶像，但支派迁移并建立偶像中心。

• 道德灾难（19-21章）：利未人的妾被凌辱致死，引发支派内战与便雅悯支派濒临灭绝。



士师记
1. 作者：可能是先知撒母耳或王国早期的作者

2. 成书时间：约公元前1050-1000年（撒母耳或大卫统治初期）

3. 写作背景

•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未完全驱逐外族（士1:27-36），陷入与迦南人、非利士人等周边民

族的长期冲突（约公元前1200-1050年）。

• 社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缺乏中央政权，依赖临时领袖（士师）应对外患。

4. 写作目的

• 揭露人性的堕落：以色列人反复背约、效法迦南恶俗（如拜巴力、道德混乱），招致神的审判

（士2:11-15）。

• 显明神的怜悯：尽管百姓叛逆，神仍兴起士师施行拯救（士2:16-18）。



士师记
5. 核心主题

• 循环的堕落模式：犯罪（离弃神）→ 审判（外族压迫）→ 呼求（悔改）→ 拯救（兴起

士师）→ 短暂平安（士3:7-11）。

• 人的软弱与神的恩典：士师多为有缺陷的领袖（如基甸多疑、参孙情欲失控），却仍被神

使用。

• 社会与道德的崩溃：宗教混合主义（拜巴力与耶和华混杂）、支派内战（如便雅悯支派几

乎灭绝，士19-21章）。

6. 神学意义

• 人性与救赎的镜子：揭示人类无法靠自身维持圣约，需神介入拯救（参罗7:18-19）。

• 基督的预像：

• 士师的“不完美拯救”指向基督这位“终极士师”（徒13:20-23）。

• 参孙的牺牲（士16:30）预表基督舍命击败罪恶权势（来2:14-15）。

• 群体圣洁的呼召：提醒信徒“不要效法世界”（罗12:2），在属灵争战中倚靠神。



撒母耳记上

 脉络框架：《撒母耳记上》可分为三大段落，聚焦领袖更迭与神权
治理：

第一部分：撒母耳的兴起与士师时代的终结（1-7章）

• 撒母耳的出生与蒙召（1-3章）：

• 哈拿祷告得子（1:10-20），撒母耳在示罗成长，听见神的
呼唤（3章）。

• 以利家的衰亡（4-7章）：

• 约柜被掳与非利士人的灾难（4-6章），撒母耳成为士师，带
领复兴（7章）。

第二部分：扫罗王朝的建立与失败（8-15章）

• 以色列求立王（8章）：百姓拒绝神作王，撒母耳警告君主制的
弊端（8:10-18）。

• 扫罗受膏与早期胜利（9-11章）：被膏为王，击败亚扪人
（11章）。

• 扫罗的悖逆与废弃（13-15章）：

• 擅自献祭（13章），违命保留亚玛力人物品（15章），神宣
布“厌弃他作王”（15:23）。

 

第三部分：大卫的崛起与扫罗的衰亡（16-31章）

• 大卫受膏与初露锋芒（16-17章）：

• 被撒母耳秘密膏立（16章），击败歌利亚（17章）。

• 扫罗的逼迫与大卫的逃亡（18-27章）：

• 扫罗嫉妒追杀大卫，大卫两次不杀扫罗（24章；26章）。

• 扫罗的结局（28-31章）：

• 扫罗求问交鬼妇人（28章），战败自杀（31章），王朝

终结。



撒母耳记上

1. 作者：撒母耳主导，但书中记载了撒母耳之死（撒上25:1）及之后的事件（如大卫流亡、扫罗

之死），因此可能由拿单、迦得等先知（参代上29:29）补充完成

2. 成书时间：约公元前1050-930年（撒母耳晚年至所罗门统治初期）

 

3. 写作背景

• 以色列从士师时代（部落联盟）过渡到君主制（公元前11世纪末）。

• 外患加剧（非利士人威胁，撒上4章），内部缺乏统一领导，催生对中央王权的需求（撒上8:5）

4. 写作目的

1.揭示神的至高主权：祂废立君王（撒上15:23）、拣选大卫（撒上16:7），显明“耶和华看内

心”。

2.批判世俗化王权：以色列求王“像列国一样”（撒上8:5），背离神作王的理想（撒上8:7）。

3.展现恩典与救赎：尽管扫罗失败，神仍预备大卫家族，指向基督的永恒国度（撒下7:12-16）。



撒母耳记上

5. 核心主题

• 神的拣选与人心的对比：扫罗的外在优势（高大英俊）与大卫的内在忠诚（撒上16:7）。

• 顺服胜过献祭：扫罗因擅自献祭（撒上13:8-14）和违背灭绝亚玛力人的命令（撒上15章）被弃

绝。

• 神的信实与人的失败：扫罗的嫉妒与疯狂（追杀大卫，撒上18-26章）对比神的保护与大卫的忍

耐。

• 约与共同体：大卫与约拿单的盟约（撒上18:1-4；20章），预示神对群体的信实。

6. 神学意义

• 基督的预像：

• 大卫作为“合神心意的王”（撒上13:14），预表基督——大卫的子孙与永恒君王（太1:1；路1:32-
33）。

• 约柜的故事（象征神同在）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约1:14）。

• 信仰与权力的张力：提醒信徒“不是倚靠势力，乃是倚靠我的灵”（亚4:6）。

• 神的护理：即便在扫罗的迫害中，神仍保守大卫，显明祂在混乱中掌权（诗37:23-24）



撒母耳记下

第一部分：大卫的统一与兴盛（1-10章）

• 哀悼扫罗与约拿单（1章）：大卫为扫罗作哀歌，

显明宽容品格。

• 登基为王（2-5章）：

• 希伯仑作犹大王七年（2章），击败扫罗家

（3-4章），受膏为全以色列王（5:1-5）。

• 攻取耶路撒冷（5:6-12），迁约柜入城（6
章）。

• 大卫之约（7章）：神应许大卫的国位永存，兴起

一位君王（弥赛亚）

• 军事扩张（8-10章）：击败非利士、摩押、亚兰

等，扩展疆域（8:1-14），恩待米非波设（9章）。

第二部分：大卫的犯罪与后果（11-20章）

• 奸淫与谋杀（11章）：大卫与拔示巴犯罪，设计杀害
乌利亚。

• 先知拿单的指责（12章）：比喻审判，大卫悔改，但
孩子夭折。

• 家族连环悲剧（13-18章）：

• 暗嫩玷污他玛（13章），押沙龙复仇杀暗嫩（13:23-
29）。

• 押沙龙叛变（15-18章）：大卫逃亡，押沙龙战死，大
卫哀哭（18:33）。

• 王权恢复的艰难（19-20章）：支派矛盾与示巴叛乱

第三部分：附录——大卫统治的总结（21-24章）

• 饥荒与赎罪（21章）：扫罗后裔被处决，平息神的怒
气。

• 勇士名录与大卫颂歌（22-23章）：颂赞神是“我的
岩石，我的救主”（22:2）。

• 数点百姓的罪（24章）：大卫骄傲统计人口，招致瘟
疫，购亚劳拿禾场建坛（预表圣殿选址）。

脉络框架：《撒母耳记下》可分为三大部分，聚焦大卫的统治与危机：



撒母耳记下
1. 作者：先知撒母耳、拿单和迦得的著作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970-930年（大卫晚年至所罗门统治初期）

3. 写作背景

• 大卫统一以色列十二支派，建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年），击败非利士

人、摩押人等外敌（撒下5-10章）。

• 大卫王朝的内部危机：宫廷阴谋（暗嫩与押沙龙，撒下13-18章）、王权继承斗争（撒下

15-19章）。

 4. 写作目的

• 确立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的国位“永远坚定”（撒下7:16），指向基督的永恒国度（路

1:32-33）。

• 揭示恩典与审判的平衡：大卫悔改得赦免（撒下12:13），但罪的后果无法免除（家庭破裂、

国家动荡）。

• 批判权力滥用：通过大卫的失败，警告领袖不可凌驾于律法之上。



撒母耳记下
5. 核心主题

1.盟约与应许：大卫之约是《圣经》救赎史的关键节点（撒下7章），奠定弥赛亚盼望的根

基。

2.罪与恩典：大卫的堕落（撒下11章）与悔改（撒下12章）展现神的赦免与公义的交织。

3.权力的腐蚀性：宫廷斗争（押沙龙叛变）、家族悲剧显明人性在权位中的脆弱。

4.神的信实超越人的失败：尽管大卫犯罪，神的应许仍坚立（撒下7:15；诗89:30-37）。

6. 神学意义

• 基督的预像：

• 大卫作为“受膏者”预表基督（弥赛亚），其永恒国度的应许在耶稣身上实现（徒2:30-
36）。

• 亚劳拿禾场的祭坛指向基督的十字架——终极赎罪之地（代上21:26-22:1；约19:17-
18）。

• 悔改与救赎的典范：大卫的忏悔诗（诗51篇）成为罪人归向神的模板。

•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神的应许不废，但人需以敬畏之心活出使命（撒下7:22-24）。



列王纪上

第一部分：所罗门的统治（1-11章）

• 权力过渡（1-2章）：大卫临终立所罗门为王，清除政敌（亚多尼雅、

约押）。

• 所罗门的智慧与建殿（3-8章）：

• 求智慧断案（3:16-28），与推罗王希兰合作建殿（5-6
章）。

• 圣殿奉献礼（8章）：约柜入殿，所罗门祷告（8:22-53）。

• 堕落与审判（9-11章）：

• 神二次显现警告（9:1-9），所罗门娶外邦妃嫔、拜偶像

（11:1-8）。

• 国家分裂的预言（11:9-13），所罗门去世（11:43）。

第二部分：王国分裂与早期诸王（12-16章）

•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12章）：

• 民众求减负被拒，北国十支派反叛（12:16-20）。

• 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12:25-33），埋下北国灭亡的祸根。

• 南北国诸王简史（13-16章）：

• 南国（犹大）：罗波安、亚比央、亚撒（15:9-24）。

• 北国（以色列）：拿答、巴沙、以拉、心利、暗利、亚哈
（16:29-34），持续行恶“效法耶罗波安”。

第三部分：以利亚与亚哈的对抗（17-22章）

• 以利亚的使命（17-19章）：

• 宣告旱灾（17:1），供养撒勒法寡妇（17:8-16），复活其
子（17:17-24）。

• 迦密山对决巴力先知（18:20-40），逃亡何烈山（19章），
膏立以利沙为继任者。

• 亚哈的罪行与审判（20-22章）：

• 亚哈贪夺拿伯葡萄园（21章），预言其家族灭亡（21:17-
24）。

• 亚哈战死（22:34-38），约沙法（犹大王）与亚哈谢（以色
列王）的统治简记。

脉络框架：《列王纪上》以王朝兴衰为主线，可分为三大段落：



列王纪上
1. 作者：可能是先知耶利米或其门徒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560-540年（耶利米晚年或被掳巴比伦期间）

3. 写作背景

• 所罗门统治（公元前970-930年）：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建圣殿（王上6章），但后期因偶像崇

拜和苛政导致国家分裂（王上11-12章）。

• 王国分裂（公元前930年）：罗波安（南国犹大）与耶罗波安（北国以色列）对峙，北国陷入持续

偶像崇拜（如金牛犊事件，王上12:25-33）。

• 先知运动兴起：以利亚对抗亚哈与耶洗别的巴力崇拜（王上17-19章）。

4. 写作目的

• 解释国家灾难：南北国的灭亡非因神无力，而是因持续悖逆（王上9:6-9）。

• 高举独一真神：通过以利亚与巴力先知的对抗（王上18章），否定偶像崇拜。

• 重申圣约原则：君王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遵行律法（参申17:14-20）。



列王纪上
5. 核心主题

• 圣殿与神的临在：所罗门建殿象征神与人同住（王上6:13），预表基督道成肉身（约2:19-
21）。

• 智慧与堕落的悖论：所罗门虽得神赐智慧（王上3:5-14），却因放纵私欲背离神（王上
11:1-13）。

• 分裂与合一：王国分裂暴露人性的骄傲（罗波安的刚愎，王上12:13-14），唯有神的应许
能维系终极合一（王上11:36；弥5:2）。

• 先知的使命：以利亚作为“神言的代言人”，挑战权力腐败，呼召百姓归正（王上18:21）。

6. 神学意义

• 圣殿的象征与基督：所罗门圣殿的荣耀指向基督的身体（约2:21）和教会作为“圣灵的殿”
（林前3:16）。

• 先知的预表：以利亚被视为弥赛亚先锋的预像（玛4:5；太11:14），其事迹激励信徒为真理
争战。

• 君王的鉴戒：所罗门的兴衰警示权力与财富的危险，唯基督是“和平的君”（赛9:6），带来
永恒的国度。

• 神的信实：尽管南北国陷入败坏，神仍藉大卫后裔（耶稣）实现救赎（太1:6-16）。



列王纪下

第一部分：北国以色列的衰亡（1-17章）

• 以利沙的继承与事工（1-8章）：

• 以利亚升天（2:11-12），以利沙行神迹（治水、

增油、复活孩童）。

• 指导君王（如膏哈薛治亚兰，王下8:7-15）。

• 耶户的革命与局限（9-10章）：

• 灭亚哈家族，清除巴力崇拜（10:18-28），却未

弃金牛犊之罪（10:29）。

• 北国末期的混乱（11-17章）：

• 暗利王朝终结，亚述入侵（17:1-6）。

• 神学总结：北国灭亡因拜偶像、行邪术（17:7-
23）。

第二部分：南国犹大的挣扎与改革（18-23章）

• 希西家的复兴（18-20章）：

• 废邱坛、毁铜蛇（18:4），退亚述军（19:35-37）。

• 患病得愈，巴比伦使节来访（20:12-19）。

• 玛拿西的恶行（21章）：

• 重建偶像，使犹大陷罪（21:9-15），成为灭亡的伏笔。

• 约西亚的改革（22-23章）：

• 发现律法书（22:8-13），废除偶像，重守逾越节（23:21-
23），但未能扭转神的审判（23:26-27）。

第三部分：南国犹大的灭亡（24-25章）

• 最后的君王：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相继臣服巴比伦
（24:1-17）。

• 耶路撒冷的毁灭（25章）：

• 圣殿被毁，民众被掳（25:8-21）。

• 尾声：约雅斤被释（25:27-30），保留大卫之约的希望。

脉络框架：《列王纪下》以南北国覆灭为主线，可分为三个部分：



列王纪下
1. 作者：可能是先知耶利米或其门徒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560-540年（耶利米晚年或被掳巴比伦期间）

3. 写作背景

• 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攻陷撒玛利亚，北国灭亡（王下17:5-6）。

• 南国犹大的衰亡：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圣殿，犹大亡国（王下25:8-
21）。

• 重要事件：以利沙的先知事工（王下2-13章）、耶户改革（王下9-10章）、希西家与约西亚的宗
教复兴（王下18-23章）。

4. 写作目的

• 揭示审判的必然性：即使短暂复兴（如约西亚改革），因累积的罪恶（王下21:10-15；24:3-
4），审判终临。

• 肯定先知的权威：以利沙等先知作为神言的传达者，显明神在历史中的主权（如王下19:20-34）。

• 保留希望的火种：末章提到犹大王约雅斤被释（王下25:27-30），暗示大卫家族未完全灭绝，指
向未来的复兴。



列王纪下
5. 核心主题

• 神的公义与怜悯：审判临到悖逆者，但始终存留余民（王下19:30-31；25:27-30）。

• 先知的角色：以利沙继承以利亚的使命，行神迹（如复活死人，王下4:32-37）、引导君王
（如膏立耶户，王下9:1-10）。

• 圣殿的兴衰：从所罗门圣殿的荣耀到被毁（王下25:9），预示新约中“人手所造的殿”被基
督的身体取代（约2:19-21）。

• 君王的善恶对比：恶王（如玛拿西，王下21:1-18）与善王（如希西家，王下18:1-8）的
统治决定国家命运。

6. 神学意义

• 审判与盼望的张力：圣殿被毁并非神的失败，而是洁净与重建的起点（参该2:9；启21:22）。

• 基督的预表：

• 以利沙的复活神迹指向基督的救赎大能（路7:11-17）。

• 约雅斤被释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启新约（太1:11-12）。

• 余民神学：被掳的“余数”成为神复兴计划的载体（赛10:20-22；罗11:5）。

• 历史的镜鉴：提醒信徒“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加6:7），顺服是蒙福的唯一道路。



以斯拉记

第一部分：所罗巴伯与圣殿重建（1-6章）

1. 居鲁士谕令与回归（1章）：第一批回归者携

带圣殿器皿返程。

2. 重建的起步与阻挠（2-4章）：

3. 统计回归名单（2章），立圣殿根基（3章）。

4. 撒玛利亚人阻挠工程，波斯王下令停工（4
章）。

5. 重启与完成（5-6章）：

6. 先知哈该、撒迦利亚激励复工（5:1-2）。

7. 大流士王确认居鲁士谕令，圣殿于公元前516
年竣工（6:15）。

第二部分：以斯拉与宗教改革（7-10章）

1. 以斯拉的使命（7-8章）：

2. 亚达薛西王授权以斯拉回归（7:11-26），

携带金银与律法书。

3. 回归队伍名单与平安抵达（8章）。

4. 改革危机与行动（9-10章）：

5. 以斯拉为通婚问题痛悔祷告（9章）。

6. 民众认罪，与外族妻子离异（10章），恢

复群体圣洁。

脉络框架：《以斯拉记》以两次回归事件为主线，分为两部分：



以斯拉记
1. 作者：以斯拉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450-430年（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后）

 3. 写作背景

• 波斯帝国政策：波斯王居鲁士（公元前539年）允许被掳的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拉1:1-4）。

• 回归与重建：

• 第一波回归（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带领重建圣殿（拉1-6章）。

• 第二波回归（公元前458年）：以斯拉回归，推行宗教改革（拉7-10章）。

• 社会挑战：与外族通婚导致信仰混杂、圣殿礼仪中断、经济困顿。

4. 写作目的

• 神学目的：

• 见证神的信实：应验先知预言（耶29:10），促成子民回归与圣殿重建。

• 恢复圣约关系：以律法为核心，重塑群体对神的忠诚（拉7:10）。

• 维护群体纯洁：禁止与外族通婚（拉9-10章），防止信仰妥协。

• 民族目的：

• 巩固回归群体的凝聚力，对抗同化压力。

• 通过历史叙事，确立第二圣殿时期的宗教与政治合法性。



以斯拉记
5. 核心主题

• 重建与复兴：从圣殿到信仰生活的重建，象征神同在的恢复。

• 神的护理与主权：波斯王的支持（如居鲁士、大流士）显明神掌管万国（拉1:1；6:22）。

• 律法的中心地位：以斯拉作为“敏捷的文士”（拉7:6），以律法教导和管理群体。

• 分离与圣洁：与外族割席，确保信仰传承的纯粹性。

7. 神学意义

• 圣殿的象征：第二圣殿的建立预表基督道成肉身（约2:19-21），成为神与人同在的终极实

现。

• 律法的预工：以斯拉的教导为法利赛传统和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奠定基础，同时凸显基督“成全

律法”的超越性（太5:17）。

• 群体的呼召：信徒作为“圣洁的国度”（彼前2:9），需在世俗中持守分别为圣的生活。

• 神的信实：从被掳到归回，显明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拉1:1；林后1:20）。



尼西米记

第一部分：城墙重建（1-7章）

• 尼希米的蒙召与回归（1-2章）：

• 听闻耶路撒冷荒凉，禁食祷告（1:4-11）。

• 获亚达薛西王授权，返程勘察城墙（2:1-
16）。

• 重建工程与抵抗（3-6章）：

• 分工修建各段城墙（3章）。

• 应对外敌威胁：嘲笑（4:1-3）、攻击
（4:7-23）、诡计（6:1-14）。

• 解决内部经济压迫（5章）。

• 竣工与防卫（7章）：安置人口，设立城门守卫。

第二部分：信仰复兴（8-10章）

• 以斯拉宣读律法（8章）：

• 全民聚集听律法书，痛哭后欢庆住棚节
（8:13-18）。

• 认罪与立约（9-10章）：

• 追溯救赎史，承认列祖之罪（9章）。

• 签署誓约，承诺遵守律法（10章）。

第三部分：改革与整顿（11-13章）

• 人口安置与祭司名单（11-12章）：

• 迁入耶路撒冷居民，确保圣城活力（11:1-
2）。

• 记录祭司与利未人家谱（12:1-26）。

• 城墙奉献礼（12:27-47）：盛大游行与感恩敬

拜。

• 尼希米的二次改革（13章）：

• 驱逐与外族通婚者（13:23-28）。

• 洁净圣殿（13:4-9）、恢复什一奉献

（13:10-14）、严守安息日（13:15-
22）。

脉络框架：《尼希米记》以城墙重建与宗教改革为主线，分为三大部分：



尼西米记
1. 作者：尼西米

2. 成书年代：约公元前430-400年（尼希米完成第二次耶路撒冷之行后）

3. 写作背景

• 历史背景：

• 波斯帝国统治：亚达薛西一世（公元前465-424年）允许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担任犹大省长（尼2:1-8）。

• 耶路撒冷的危机：城墙被毁（尼1:3）、外敌威胁（参巴拉、多比雅等反对者，尼2:10；4:7-8）、经济压迫（尼5:1-
5）。

• 宗教与社会问题：与外族通婚（尼13:23-27）、祭司腐败（尼13:4-9）、安息日被忽视（尼13:15-22）。

• 神学背景：

• 延续《以斯拉记》的“圣洁群体”主题，强调通过遵守律法重建身份。

• 回应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的呼召，将信仰实践与公共生活结合。

4. 写作目的

• 神学目的：

• 见证神的护理：神感动波斯王支持重建，显明祂掌管历史（尼2:8；6:16）。

• 恢复群体合一：通过重建城墙与宗教改革，强化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 实践社会公义：谴责高利贷与压迫（尼5章），呼吁信仰与生活的统一。



尼西米记
5. 核心主题

• 领导力与行动：尼希米作为“行动派领袖”，兼具祷告（尼1:4-11）与策略（尼2:11-
18）。

• 群体协作：各阶层（祭司、工匠、平民）共同参与重建（尼3章）。

• 对抗与坚韧：面对外敌讥讽（尼4:1-3）、阴谋（尼6:1-14），以信心与智慧应对。

• 律法与复兴：通过宣读律法（尼8章）、守节期（尼8:13-18）、签署誓约（尼10章），重
建信仰生活。

6. 神学意义

• 祷告与行动的平衡：尼希米“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4:17），为信徒提供侍奉的典范。

• 群体的呼召：城墙不仅是物理防御，更是“属灵界限”的象征，提醒信徒抵挡世俗侵蚀（林后
6:14-18）。

• 基督的预像：

• 尼希米作为“重建者”，预表基督修复人与神的关系（弗2:14-16）。

• 律法的宣读指向基督“道成肉身”的终极启示（约1:14）。

• 公义的社会实践：信仰需落实为对弱势的关怀（雅2:14-17）。



路加福音

序言：历史与使命的宣告（1:1-4）

• 路加自述写作方法：详细考察、按次叙述（1:3）。

第一部分：婴孩与预备期（1:5-2:52）

• 施洗约翰与耶稣的诞生：

• 天使向撒迦利亚（1:5-25）和马利亚（1:26-38）报信。

• 马利亚的尊主颂（1:46-55）、耶稣降生与牧羊人朝拜（2:1-
20）。

• 童年耶稣：圣殿中与教师对谈（2:41-52）。

第二部分：加利利事工（3:1-9:50）

• 预备与呼召：

• 施洗约翰传道（3:1-20），耶稣受洗与家谱（3:21-38）。

• 受试探（4:1-13），拿撒勒会堂宣告使命（4:16-30）。

• 神迹与教导：

• 医病赶鬼（4:31-44）、呼召门徒（5:1-11）。

• 登山宝训的“平原讲道”（6:17-49）、独特比喻（好撒玛利亚

人，10:25-37）。

第三部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9:51-19:27）

• 门徒训练与天国的教导：

• 差遣七十人（10:1-24）、马大与马利亚（10:38-42）。

• 迷失的羊、失钱、浪子的比喻（15章）、财主与拉撒路（16章）。

• 教导祷告（11:1-13）、法利赛人的虚伪（11:37-54）。

• 救恩的紧迫性：

• 医治十麻风病人（17:11-19）、税吏撒该的悔改（19:1-10）。

第四部分：耶路撒冷事工（19:28-21:38）

• 荣入圣城：骑驴进耶路撒冷（19:28-40）。

• 圣殿冲突：洁净圣殿（19:45-48）、与宗教领袖辩论（20章）。

• 末世讲论：预言圣殿被毁与末日征兆（21:5-36）。

第五部分：受难与复活（22:1-24:53）

• 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22:14-20）。

• 受难叙事：客西马尼园祷告（22:39-46）、彼得不认主（22:54-62）、

十字架上的救赎（23:26-49）。

• 复活显现：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24:13-35）、向十一使徒显现

（24:36-49）、升天（24:50-53）。

脉络框架：《路加福音》以地理与救赎进程为线索，分为六大段落：



路加福音
1. 作者：路加（保罗的同伴，西4:14），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希腊裔医生，也是唯一明确提

及的外邦人新约作者（参西4:10-14）

2. 成书年代：约公元60-65年（保罗仍在罗马被囚期间）

3. 写作背景

• 读者对象：

• 明确提及献给“提阿非罗大人”（路1:3），可能是一位罗马官员或赞助人，代表外邦读者群体。

• 目标受众为外邦基督徒，强调耶稣是“万民的救主”（路2:32）。

• 社会与宗教背景：

• 早期教会面临犹太传统与外邦文化的张力，需澄清耶稣的救恩是否涵盖外邦人。

• 路加特别关注边缘群体（穷人、妇女、罪人、撒玛利亚人），反映教会向普世扩展的使命。

• 神学背景：

• 回应希腊化世界对“救赎”的哲学追问，将耶稣塑造为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救主。

• 强调圣灵的工作与祷告生活（路加福音提及祷告次数远超其他福音书）。



路加福音
4. 写作目的

• 作者自述：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4），旨在为外邦信徒提供一份可靠、有序的耶稣生平记录。

• 神学目的：

• 普世救恩：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路2:10-11；3:6），打破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

• 逆转的价值：神的国颠覆世俗权力，高举谦卑者（路1:52-53；6:20-26）。

• 历史的救赎：将耶稣生平嵌入罗马帝国与世界历史框架（如路2:1-2；3:1-2）。

• 圣灵与祷告：圣灵引导耶稣事工（路4:1, 14），信徒需恒切祷告（路11:5-13；18:1-8）。

5. 核心主题

• 耶稣的普世性：救恩临到外邦人（路4:25-27）、税吏（路19:1-10）、撒玛利亚人（路10:25-
37）。

• 怜悯与赦免：突出耶稣对罪人的接纳（浪子回头，路15:11-32；十字架上的强盗，路23:39-43）。

• 妇女的角色：记载多位女性（如马利亚、伊丽莎白、寡妇、女先知亚拿），打破当时文化偏见。

• 贫穷与财富：警告财富的危险（财主与拉撒路，路16:19-31），呼吁分享（路3:11；14:12-14）。

• 喜乐与赞美：全书充满颂歌（尊主颂、撒迦利亚颂）与感恩（十个麻风病人，路17:11-19）。



路加福音

6. 神学意义

• 普世救恩的奠基：路加强调外邦人、边缘群体在神国中的地位，为新约教会的大使命铺路

（徒1:8）。

• 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将耶稣的生平置于具体历史中，回应希腊罗马世界对真实性的

追求。

• 圣灵与祷告的典范：为信徒提供灵性生活的榜样，激励教会倚靠圣灵的能力。

• 社会关怀的呼召：路加的“优先关怀穷人”主题，挑战教会实践公义与怜悯（雅2:5-6）。

《路加福音》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份“救恩的邀请函”：耶稣的降生、受死与复活，为

全人类——无论种族、性别、阶级——开启了神的国度。其细腻的叙事与神学深度，使之

成为连接犹太传统与外邦世界的桥梁，至今仍在呼召人“亲眼看见救恩”（路2:30）。



使徒行传
 脉络框架：《使徒行传》以地理扩展为线索，对应耶稣的预言（徒1:8），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建立（1-7章）

• 复活显现与升天（1章）：耶稣嘱托门徒等候圣灵。

• 五旬节与教会诞生（2章）：圣灵降临，彼得讲道，三千人归主。

• 初期教会的见证（3-5章）：

• 彼得医瘸腿者（3章）、使徒被捕与释放（4章）、亚拿尼亚夫妇事件（5章）。

• 司提反殉道（6-7章）：首位殉道者，开启逼迫与福音扩散。

第二部分：教会在犹太与撒玛利亚的扩展（8-12章）

• 腓利的传道（8章）：撒玛利亚归主、埃提阿伯太监受洗。

• 保罗归主（9章）：大马士革路上蒙召。

• 彼得向外邦人传道（10-11章）：哥尼流全家归主，耶路撒冷教会确认外邦人可受洗。

• 希律逼迫与教会蒙保守（12章）：雅各殉道、彼得奇迹出狱。

第三部分：教会在外邦的扩展（13-28章）

• 保罗的第一次传道旅程（13-14章）：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医治瘸腿者，14:8-10）。

• 耶路撒冷会议（15章）：确立外邦人无需行割礼。

• 保罗的第二次传道旅程（16-18章）：腓立比（吕底亚归主、狱中神迹）、雅典（亚略巴古讲道）。

• 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程（19-21章）：以弗所骚乱（19:23-41）、预言耶路撒冷受难（21:10-14）。

• 保罗受审与赴罗马（21-28章）：

• 在耶路撒冷被捕（21章）、凯撒利亚受审（24-26章）。

• 海上遇险（27章）、罗马软禁中传道（28:30-31）。



使徒行传
1. 作者：路加

2. 成书年代：约公元62-64年（保罗首次在罗马被囚期间，徒28章未提保罗殉道或耶路撒冷被毁）

 

3. 写作背景

• 读者对象：

• 主要面向外邦基督徒（如提阿非罗），强调福音超越犹太界限，进入罗马帝国。

• 回应早期教会内外挑战：犹太教逼迫、罗马政权压迫、诺斯底主义萌芽。

• 社会与宗教背景：

•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张力：初期教会需澄清自身与犹太传统的关系（如割礼争议，徒15章）。

• 罗马帝国的多元环境：基督教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传播，需适应并挑战其价值观。

• 神学背景：

• 延续《路加福音》的“救恩历史”主题，展现圣灵如何引导教会完成“直到地极”的使命（徒1:8）。

• 强调教会的合一性（徒2:42-47；4:32-35）与普世性（徒10-11章）。



使徒行传
4. 写作目的

• 历史目的：
记录使徒时代教会的诞生与扩展，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证明基督教是神救赎计划的高峰。

• 神学目的：

• 圣灵的主导性：圣灵是教会事工的动力（徒2章五旬节；13章差遣保罗）。

• 福音的普世性：救恩临到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徒1:8；10章哥尼流归主）。

• 教会的使命：信徒是“基督的见证人”，需在逼迫中持守信仰（徒5:41；20:24）。

• 神的主权：逼迫与患难反成福音传播的契机（徒8:1-4；16:25-34）。

5. 核心主题

• 圣灵的能力：圣灵充满信徒（徒2:4；4:31）、引导决策（徒15:28）、赋予恩赐（徒6:3-5）。

• 教会的增长：从耶路撒冷（徒2:41）、安提阿（徒11:26）、直到罗马（徒28:30-31）。

• 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通过耶路撒冷会议（徒15章）确立“因信称义”原则。

• 逼迫与 PERSEVERANCE：司提反殉道（徒7章）、保罗屡遭患难（徒9:16；14:19-22）。

• 保罗的使徒性：通过神迹（徒14:8-10；19:11-12）与教导（徒17:22-31；20:17-35）确立其权威。

6. 神学意义

• 圣灵时代的开启：五旬节标志新约教会的诞生，圣灵内住每位信徒（林前3:16）。

• 教会的普世使命：大使命（太28:19-20）在《使徒行传》中实践，激励今日教会继续传扬福音。

• 合一与多样性：犹太传统与外邦文化的融合，为当代教会处理文化差异提供典范。

• 苦难中的盼望：保罗的囚禁与传道显明“神的道不被捆绑”（提后2:9）。

• 未完成的结局：以保罗在罗马自由传道收尾，暗示福音将继续扩展，直到基督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