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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研经指引 

第 5 讲：旧约概论 
 

 

导论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

“研经指引”。在过去几堂课我们为如何学习圣经打好了基础，我们考察了圣经的权威、可

靠性、神学的两种重要分类（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以及在日常学习中最有用的方法（归

纳查经法）。有了这些基础，现在我们要开始本课程的第二部分，开始考察圣经的各个部分

以及各自的解释类别和规则。今天我们要首先来讨论如何学习旧约。不过，在讨论如何学习

旧约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讨论一下旧约的构成。 

 

学习旧约：分类与组织 

 

旧约包括三十九卷书卷，可以分成四个大的类别：摩西五经（创世记至申命记）、历史书

（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诗歌与智慧文学（约伯记至雅歌）以及先知书（以赛亚书至玛拉

基书）。我们现在的圣经译本就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排列组织的，而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所

以，比如，约伯记可能是旧约中最古老的书卷，但它并不是放在最前面。在它之前有十七卷

书卷。旧约由许多不同的作者写成。其中一些是同时代的人，比如哈该和撒迦利亚。其他人

之间相隔的时间则相当长，比如玛拉基作书的时间是在摩西作书之后差不多一千年。圣经作

者的职业各有不同。大卫和阿摩司是牧人，约书亚是战士，所罗门和大卫是国王，撒母耳

（他写了士师记和路得记）是一位祭司，以斯拉是一位文士（圣经教师），但以理是一位重

要的政府官员。旧约文本反映了作者的多样性，但同样也展现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不同文

本间的这种全然的连续性、不存在断裂或冲突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完全归因于神的创作，以

及神在千年中对祂话语的保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讨论更详细的内容，包括旧约的主题和解

释规则。 

 

学习旧约：两个重要主题 

 

旧约中的耶稣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最好把圣经看作一个单一的大叙事或故事来理解。尽管分为新旧约、

各书卷、章和节，但圣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目的是叙述神在拯救祂的子民和审判祂的仇敌

的过程中所显出的荣耀。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和掌权中可以看得最为明显，而

要正确理解这些，就必须将基督作为旧约中的弥赛亚来看待和研究。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和最

重要的主题。当你坐下来学习旧约时，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理解，这些圣经文本的主要

目的是作为理解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的上下文。如果耶稣没有来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神

子民的赎价，那么旧约就只不过是一堆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故事，无关紧要。但是，如

果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学习旧约对于那些声称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因

为正是在旧约中我们看见了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的线索，在旧约中我们了解到祂是如何从起

初就在为拯救祂的子民工作。这常常被称为“圣经的红线”：祂就是创世记所应许踩伤蛇头

的女人的后裔；祂就是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羔羊；祂就是利未记中的赎罪祭；祂就是民数记

中的铜蛇；祂就是申命记中摩西之约的成就；祂就是路得记中赎地的亲属；祂就是以赛亚书

中的受苦仆人。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拿出旧约的每一卷书卷，然后阐述表明耶稣是圣

经的中心人物和统一的主题。并且，承认这一点，是对这些书卷进行认真研究的前提。关于

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出发点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24:25-27，在这里，我们看到复活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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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加入了两个门徒去往以马忤斯的旅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

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

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现在再看路加福音 24:44，基督向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

话都必须应验。’”在这里，耶稣教导说，他是理解旧约的关键和核心。事实上，因为门徒

没有看到这一点，耶稣责备了他们。这表示，这一点是主希望祂的门徒了解的知识。从这个

主题开始探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和前提。 

 

旧约中的约 

 

旧约中的另一个关键主题是约。一般而言，一个约是一项两方或多方之间关于缔结彼此关

系、公平相待的协议。在神立约的许多事例中，祂处于主权者的地位，而祂的子民则处于臣

仆的地位。在这些约中，神为双方规定要求。请翻到出埃及记 19:4-6：“我向埃及人所行的

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

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

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

救出，带领他们到西奈山下，开始对他们说话。圣经的这部分常被称为“摩西之约”，在这

里神规定了对祂的子民以色列的要求。如果他们“实在听从祂的话，遵守祂的约，神就会祝

福他们，作属祂的子民。在圣经中，这种条件式的约──要求双方履行各自条件的约──重

复了若干次，构成了知识和神学方面的基础，表明了人应当向自己的创造者所承担的责任、

人完全无能力持守自己的约，以及由于人的失败，最终人需要一位救主，将人从神正当的愤

怒中拯救出来。 

 

创世记 12: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再翻到创世记

15:5-6：“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又对他说：你

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两段中，我们看到的是

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约有什么不

同？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神在成就这个应许的过程中是决定性的行动者。这种无条件的约

也可以在神与挪亚所立的约中看到，祂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还有与大卫的约，主

应许大卫的后裔会永远统治。在所有这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尽管人有罪、无能力，但神

仍然有恩典、慷慨地供应祂的子民。这样，就搭好了神差遣祂儿子来拯救子民的布景，正如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教导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

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

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美好的连续性，以及我们神荣耀的信实？你们有没有看到，祂总是恩慈

地对待祂所爱的人？当我们通过一些镜片来观察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比如通过旧约以及

神所表现出来的无论子民如何无能力也要拯救他们的意愿来观察，就会感受到更大的冲击

力。这些约──包括有条件和无条件的──通常是与一个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

等）所立，而这个人代表了整个团体。通过成为立约者所代表团体的一部分，更大的人群加

入到约中。而这位代表应该是对约保持忠诚的理想型，是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榜样。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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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神设立了耶稣作为带来新约的那一位，同时也作为我们在神面前

完美的代表，这是何等的美好！ 

 

这些主题──耶稣是弥赛亚以及约──只是推动旧约叙事发展诸多主题中的两个。其他可以

研究的主题包括一神论、神的属性、拣选、旧约末世论等等。尽管你不需要完全彻底地掌握

涉及这些主题的所有知识，才能读旧约并从中受益，但是，在成为基督徒并不断成长的过程

中逐渐熟悉这些主题可以丰富我们对圣经的学习。 

 

旧约的解释原则 

 

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学习旧约的十三项解释原则：一、旧约叙事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二、

旧约叙事通常阐明别处以命题形式教导的教义。三、叙事记录所发生的事，但不一定是应当

发生的事，或每一次都应当发生的事。因此，不是每一个叙事都有可以辨认的道德教训。

四、叙事里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好榜样，情况经常恰恰相反。（在这里强调，读

旧约的时候，最好不要马上把自己与“英雄”联系起来，反而要和“坏人”联系。对于我们

这些远离基督的人，他们的背叛和罪具有远为更大的代表性）五、旧约叙事中的大多数人物

一点也不完美，他们的行为也是如此。六、叙事的结尾不一定说明发生的事是好是坏。我们

应该能够根据神在圣经里直接、明确教导我们的来判断。七、所有的叙事都是经过选择的、

不完全的。它们不一定记载所有的相关细节。叙事所记载的，乃是受默示的作者认为我们应

该知道的一切重要的事。八、叙事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回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它们有特

殊、明确、限定的目的，而且只处理某些问题，其他的问题则留给别处，以别的方式处理。

九、叙事的教导可以是明示的方式（清楚地说明），也可以是暗示的方式（清楚地暗示，但

没有实际说出来）。十、最终，神是所有圣经叙事的主角。十一、将旧约律法视为神向我们

启示的话，而不是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十二、诗篇和箴言中的应许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代

表了对忠心子民的祝福以及对罪的咒诅。十三、旧约预言通常会有多重应验，其中的意义很

少会有穷尽理解。 

 

总结 

 

对基督徒而言，旧约是一个宝藏。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历史：神向祂子民的信

实，人需要救主，弥赛亚的应许，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耶稣教导说，要

理解祂，我们就必须理解旧约。任何人，如果要真正研究圣经，就必须研究旧约。我们应当

为神在这些书卷中的供应而赞美祂，并通过沉浸在其中、在圣灵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地学习来

荣耀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