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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的傳道者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

指著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傳 1:9‐10）。儘管如此，我們仍提供聖

經地區研習為「老話題，新方法」。	

在沒有聖經地區的背景下研習聖經歷史是困難的，就好像下棋沒有棋盤，或告訴別人怎麼駕車穿過大城小街

卻沒有地圖在手。每一段聖經經文可能要給予我們一個教訓，但常常留給讀者大量沒有關聯的事件，而無法

融入到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裡。研習聖經之地（聖經歷史的「棋盤」）的架構為我們提供了進入聖經真實世界

的通道，藉此糾正了這種狀況。作為聖經的讀者和釋經者，這樣的研習對我們益處頗多。列舉如下：	

a.		我們可以在思索聖經經卷人物的決定時，發現他們或好或壞的動機。	

b.		我們可以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看聖經的事件，就好像一片片的拼圖拼成一幅完整的大圖。	

c.		 我們可以更充分地領會聖經作者想要傳遞的信息，並作為我們將這樣的信息在 21 世紀的生活當中演繹

出來的前奏。	

簡之，這個聖經歷史「棋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背景，讓我們可以更廣泛並深入地明白經文，以及在當時的

環境下經文所要傳達的信息。這就是由聖經背景事工（Biblical	 Backgrounds,	 Inc.）所撰寫、以斯拉培訓網絡

（EquipToServe	Christian	Networks）編譯的《聖地涉獵研習系列》所希望達到之目的。	

	

a. （Regions	on	the	Run，注意在頁 3 的目錄，並在閱讀以下內容時翻閱該書）	

	 這本書奠定了整個研習的基礎，書的首數頁介紹了聖經之地的天氣、聚居點、大道和帝國中心（頁 6‐
9）。研習的核心是讓讀者熟悉聖經歷史「棋盤」上三個主要的地區：北部政治舞臺、南部政治舞臺和

中部政治舞臺（頁 10‐29）。三幅地圖分別介紹了每個政治舞臺的環境、地區和附設顯示交通流向之箭

頭的路線。這些研習包括「透過歷史作考察」來強調地緣政治的議題。這些考察運用著跟主要歷史時

期一致的副標題來穿越歷史。它們也出現在書的封底內頁之「四千年縱覽圖表」中。將此折疊式底頁

展開，那圖表顯示著順序的歷史年代，方便讀者常作參考。把圖表放在右手邊，而地圖放在左手邊，

讀者可以毫不費力地學到有關各個歷史時期的內容。	

	 《聖地涉獵》還包括了兩頁簡明的歷史概要：「耶穌時代的中間之地」（頁 30‐31），以及包含五張參

考地圖的六頁「福音書的地區概覽」（頁 32‐37）。書末以兩張歷史圖表、一張凸顯這片土地之地形差

別的彩色立體地圖作結（頁 38 至封底）。	

b. （Regional	Study	Maps）	

	 大型的《地區研習地圖》（尺寸為 22x17 吋/56x43 厘米）為讀者當要研習所揀選的事件，提供了「虛

擬實境」。學生的標記作業提升了地圖，並且展示了地形如何影響這些事件及事件的結果。讀者與聖

經人物一起試圖穿越天然障礙，或穿越攻佔和穩守的戰略地區，在這個過程中共同面對這片土地的地

理挑戰。	

c. （Regional	Study	Guide）	

	 《地區研習指南》將《聖地涉獵》所呈現的土地的地區架構，跟各幅《地區研習地圖》裡特定事件的

研習結合起來。標記練習可以讓我們更仔細地研習聖經中展開的個別事件，並且我們往往會對經文的

含義產生新見解。	

《聖地涉獵》、《地區研習地圖》和《地區研習指南》乃以斯拉培訓網絡從原作者取得中文翻譯及出版權，

它們受版權保護，未經授權，不能以任何方式複製或儲存。有別於英文版的售賣方式，中文版的《地區研習

地圖》和《地區研習指南》必須一同購買，可聯絡以斯拉培訓網絡（info@equiptoserve.org）訂購。購買後

會以電郵發予《地區研習指南》電子書。由於種種原故（地名更改、考古新發視、英文版更新等）導至內容

有修訂必要，購買《地區研習指南》後，可於 www.bible‐backgrounds.com，用註册電郵登入下載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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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研習指南》的作業包括對《地區研習地圖》的標記指示、穿插著對聖經的討論和閱讀作業。討論充當

學生在地圖上所做標記的解說。每一張標記完的地圖都成為繼續研習的地理性或歷史性基礎。每次的地圖研

習都是對特定的歷史事件的一次陳述，闡明被標記的單元所要表達的目標。這些地圖在今後的研習中，用途

廣泛，學生可以繼續在這個「棋盤」的背景下查考聖經經文。	
	

	（Colors	and	Codes	Used	for	Marking）	

以下是為完成《地區研習指南》的標記作業所必須的顏色筆清單。最好不要選用太深的顏色。每一種顏色的

使用解釋如下。	
1.	 黃色氈尖筆用以標記重要的名稱和路線	
2.	 綠色（明亮的中色調）氈尖筆用於「猶大」	和「以色列」	的相關資料（除了對北國以色列的研習）	
3.	 亮藍色（不要太深的色調）氈尖筆用於非以色列民族的國家之相關資料	
4.	 紅色氈尖筆用於標記某類對峙：戰事或者被攻佔的城市	
5.	 橙色（明亮的，不要太深的色調）氈尖筆用於各種用途	
6.	 黑色細圓珠筆用於寫名稱和註釋	

	

（Highlighting	Names	and	Routes）	

所有的 HL	指示要求讀者用黃色加亮路線或名稱。這些標記引出一些與在地圖上研習的話題尤其相關的內容。

當標記城市名時注意不要把城市點全部塗成黃色（除非要求這樣做），因為這裡隨後可能會要求塗上其他的

顏色。	

	（Sweeping	Arrows）	 	

這些箭頭形象的展示行動和方向。行動的走向會沿著或靠近相關的路線做箭頭（而不是直接畫在箭頭上）。

這些箭頭要避開城市名。必要時箭頭可以穿過山地，也可進入有水的區域。箭頭的頭部要畫得足夠大以標示

明確的方向。畫得有美感當然更好。在地圖上標記之前用筆幹尾部先作練習。下面的例子展示了箭頭的自由

運行。	

	

	

	（Flight	and	Chase	Arrows）	

這些箭頭比較特別。從戰事中逃走的軍隊用適當顏色的短箭頭表示。較小的雙頭追趕箭頭（直接緊隨逃走箭

頭）用適當的顏色表示追趕的軍隊。具體可見以下的例子，不過是用兩種顏色。	

	
	

	

	（Confrontation	Mark）	

對峙標誌表示戰爭發生的地點。使用紅色，像一個大的星號＊。	
	

（Add	Your	Own	Useful	Note）	

可以在每張地圖上加入對你自己有用的標記。以下是兩條有用的建議。	

1.		在每個事件相關地圖的海域或空處寫上數字或者縮寫的標題	

2.		在你所作的每個主要箭頭上，寫下主要的人物名稱和註釋，比如相關參考內容。	
	

	（Abbreviations）	

ANET《古代近東文獻》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	ed.	J.	B.	Pritchard,	Princeton,	1969		

TLB	《中間之地》The	Land	Between,	James	Monson,	Jerusalem,	1983	

RR		《聖地涉獵》Regions	on	the	Run,	James	Monson,	Illinois,	USA,	2014	

本書中引用聖經中的文句，乃由原作者翻譯或意譯成英文，再譯成中文，引用 ANET 已獲得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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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 	
本單元介紹在八個歷史時期內的聖經地方，為日後的研習作好準備。我們選用「中間之地	 」這名稱，是要強

調出這片土地位於西面的海洋和東面的沙漠這兩種地理勢力之間，又位於南面的埃及和北面的亞蘭及米所波

大米	 這兩大人類聚居點之間。連接這兩個重要聚居點的地理走廊，貫穿了中間之地，並避開了沙漠和海洋。

正因為這個原故，任何發生在中東（我們目前的主題）之事件，遲早都會影響中間之地。	

	

		/	ME	

1. 打開地圖，在地圖上找出非洲	 、歐洲和亞洲這些地名。注意各種海洋的名稱和位置，特別是地中

海、紅海	 和波斯灣以及處於它們之間的土地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同時注意橫跨北部的彎彎曲曲的山

脈和南方的大沙漠。	

2. 在這個較大範圍內，找出下列地域：地圖中央藍色方框內的「中間之地」；尼羅河南端的「埃及」；

「米所波大米」（其北段名稱的阿拉伯語為 al‐Jazira），以及横跨米所波大米最北端的「亞蘭」（亞蘭

曾經是亞蘭王國的中心）。	

3. 注意在主地圖下有在	 ‐1570	至	 +325	達兩千年期間的八個歷史地圖。首先，我們會研習這八個地圖，

以作為我們所有接續的工作提供背景。	

	

（ /	ME	 ）	

本研習共有三重目標：1）介紹此兩千年的歷史；2）為《地區研習指南》的歷史事件研究提供背景的資料；

3）將這些地圖上的特徵、地區和城址連結到主地圖。因此，我們建議你在研習本指南中的每件歷史事件前，

先返回以下的討論部分來重溫事件的背景。《聖地涉獵》（以下簡寫作	 RR）頁40，也有這段歷史的相關討

論。	

這八個時代地圖旁邊的註釋概述我們在下面的討論，這些討論中會以粗體顯示。具有號碼的註釋乃是與時代

地圖中的箭頭有關的，並且這個數字也會出現在頁邊。當你循著閱讀這些說明和箭頭，是會有助益的。稍後

你在《地區研習指南》所研究的事件，亦會列在頁邊。在討論所出現的粗體名字（遺址、地區或山川）會出

現在時代 及/或 左主要地圖（八幅時代地圖上面的大地圖）上。在我們的討論中，「土地」乃指「中間之

地」。 

1. 		‐1570	至	‐1125	

	（附於	RR	封底內，下稱「四千年」）	

在此圖表下端找出「埃及掌權/亞蘭的敵對帝國」時期，注意埃及北方的對手（米丹尼及赫人）。

請留意在這段時期位於圖表中央的中間之地所發生的事件（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出埃及，以及

約書亞 時代及 士師時代早期  的遷移聚居。在「四千年」圖表正中間，有關族長至士師的故事之五

種歷史時序 (或可譯作「年代觀」），本系列作者以第一種歷史時序為立場）。就在 -1570	之前，外族

人（埃及人稱為「喜克索人」）控制了埃及，但埃及的新王朝（第十八）最終把他們驅逐出境。 

──1.	 	（主地圖下的第一個小地圖）	
1. 用藍圈圈住：埃及、米丹尼、赫人，	
2. HL	名稱：迦薩	、米吉多	、加低斯（「加低斯」應更正為「基低斯」如ME及「四千年」圖表）		

‐1570	之前的一個世紀，外族人經由 入侵並統治 。埃及驅逐這些入侵者後，經由

地區進入中間之地，並將迦南建立為省。那時本土領袖謀反反抗 的掌權，法老陶特姆

斯三世（Thutmose	 III）征戰終於奪回土地。在具有戰略性的 打勝仗後，他有能力再奪回通

往 地區的眾路線（奪取米吉多等於是奪取上千個城市）。後來其他法老繼續征戰，以致埃及

統治了這片土地逾三個世紀之久。	

隨著 進入亞蘭地區，新的威脅來到了。陶特姆斯三世再次出征，在迦南迎戰這個

崛起的勢力。隨著 ，迦南的壓力也因而減少。與此同時，由於法老王阿肯那頓

c.‐1570 

1 

12 
 

c.‐1468 

 

 

2 

3 

 

c.‐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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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亂了當時的宗教狀況，又把新的首都設在現代的城址亞瑪拿，埃及內部衝突四起。迦南的動盪

越發加深，本土的領袖徒勞地寫信給埃及的統治者，投訴其他城市的領袖正在擴展他們的控制權

力和歡迎外族進入。	

根據圖表上第一種觀點有關以色列人由 帶領出埃及，持這種見解的人接受陶特姆斯三世就是

以色列人為奴時當權的法老，而他的兒子阿蒙何帖二世則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當權的法老。有關

這個觀點的其中一個爭論是：以色列人有可能是更早出埃及，以致他們有足夠時間建立起以色列

人的聚居點，從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直到埃及把以色列人視為值得注意的敵人（下

文）。在法老阿肯那頓（上文）統治期間，埃及並無干涉中間之地的事務， 因

而可以很好地拓展。	

隨著赫人在亞蘭地區的勢力逐漸壯大，埃及新王朝（第十九）的法老王蘭塞二世北伐迎戰。他在

著名的一役，促成了 ，使該區域成為了穩定的邊疆。在蘭塞接下來一段

漫長的統治期間，埃及再次被認為理所當然地控制了中間之地，而 也肯定大大

地拓展了。事實上，蘭塞二世的兒子莫奈他在一個 是埃及在迦南的真正敵人。

這顯示了以色列人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居住在這片中間之地。	

法老王莫奈他逝世後，埃及經歷了至少二十年的動盪（‐1200 之後），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讓

王耶賓在中間之地的北部崛起。他嘗試阻擋正在擴大的以色列民族，與以色列的兩位早期的士師

底波拉和巴拉對抗，卻落得災難性的下場。	

在埃及新王朝（第二十）法老王蘭塞三世的帶領下，埃及繼續進攻迦南，可是卻遭到「 」

了整個地中海東部（從陸路和海路入侵）， ：赫人因內部鬥爭而勢力削

弱，已經屈服了，而埃及則從沿海侵略中僅得倖存。於是，埃及在迦南的勢力減弱，並在數十年

間其軍隊退到尼羅河避難。最終，帝國統治的勢力在迦南地區銷聲匿跡長達三個世紀之久。	

	

2. 		‐1040	至	‐740	

、 （RR	頁39，下稱「五百年	」）	

在「四千年」圖表的中間部分找到埃及掌權上面的藍色部分，注意這事件剛好在	 ‐1100 之前結

束。隨著帝國統治的終結，中間之地的各個王國現在可以自由崛起與競爭。埃及帝國衰落，王國

時代開始。這正是士師時代晚期（圖表的中央）及以色列王國崛起的時候（橙色/綠色圖框，興起

和衰落）。橙色代表以色列（北部的以色列支派），綠色代表南部的猶大。	

現在請翻到「五百年」圖表（頁 39），原來「四千年」圖表那小小的中央部分可以加上更多資料

去擴大來看。頁 38 有討論關於這個圖表，是這段重要期間的另一個有用的概述。當你閱讀下面的

內容的時候，請對照「五百年」圖表。	

──2.	 （主地圖下的第二個小地圖）	
1.			HL	名稱：推羅、耶路撒冷、撒瑪利亞城、大馬色	
2.	 HL	名稱：腓尼基人	

	

注意本地圖是，從 後容許 而起的。 快速發展船

運，滿足當時地中海一帶對東方昂貴貨品的市場需求。可是，腓尼基人也需要內陸的貿易夥伴。

各個王國因此爭相搶奪及控制那些通往腓尼基港口 的領土和貿易通道。推羅只是一塊離開大

陸的小島，但卻非常重要。就是在這種處境下，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先知給他們一位領袖，好像

別的王國一樣有的王。以色列的歷史從此改變。	

圍繞掃羅、他與非利士人的爭戰、他的兒子約拿單的信心、 的興起和 新首都的故

事，可說是聖經裡面描述得最栩栩如生的一些部分。從這段充滿活力生動情節的時期，我們可以

學到許多功課。最後，大衛統治了一個強大的王國，繼而傳承給他的兒子 。	

所羅門死後，他的兒子羅波安的政策（由年輕且缺乏經驗的大臣推出）導致以色列北部支派向南

部的猶大及其首都耶路撒冷發起叛變。本來已經分裂的南北結盟現在變成了兩個以色列王國，分

c.‐1360 
 
 
 

Cf.   

 

 
20 

21 

 

 

 

4 

5 

c.‐1286 

 

c.‐12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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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68 

 

 

 

 

2 

c.‐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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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7      c.‐968 

   c.‐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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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ME 	
	RR	（即《聖地涉獵》）頁6‐7：中間之地	

上文所引用的那主要大地圖是為八個歷史時期的小地圖作參考的。我們現在就開始在那大地圖上引用下列的

四項事件做標記，就是從亞伯拉罕的日子到羅馬統治的時代。事件1：亞伯拉罕的旅程，是發生在「時代地圖

1」（埃及掌權）的數個世紀之前，但本單元的其他三項事件，以及本指南的所有其他事件，都按時間順序列

在上文各個時代的討論部分的左側頁邊，並以該事件編號標明。一個有助於研習事件 2	 至事件 24	 的好方法，

就是記下每次「討論」開頭的參考日期，再憑藉該日期在上述八個歷史時代小地圖之「討論」部分找出事件

的背景資料。	

1）	亞伯拉罕從米所波大米和亞蘭到中間之地再到埃及的中東旅程，實際上是一條國際路線。	

2）	沿著地中海東面海岸的腓尼基眾港口便是來自東部沙漠的陸路商隊與橫跨西部海域航線的中東交匯點。	

3）	本土國家，比如希西家王統治下的猶大國，渴望通過控制部分中東的貿易網，而從商品交易中獲取經濟

利益。然而，腓尼基眾港口的商業活動同時也吸引著亞述政權的注意，亞述的軍隊沿著中間之地的大道

征戰，侵略本土國家，比如以色列國和猶大國。	

4）	在耶穌出生的時候，羅馬帝國已經控制著埃及、亞蘭（當時被稱為「敘利亞」）和穿過中間之地的大

道。耶穌就曾經沿著這些帝國路線從埃及回到中間之地。	
	

	1： — 	
ME	 	

1.	 HL	地區名字：米所波大米、亞蘭、埃及（只HL每個單字）	

2.	 HL	城市名字：吾珥、哈蘭、示劍、	伯特利和別是巴	

3.	 HL	河流名字：底格里斯河（亞述的南面）和幼法拉底河（吾珥的西面；馬里的北面）	

當你閱讀下文並找到下文中出現的已標記地名時，請保持ME地圖在你的視線範圍內。	

圖表：「四千年」（請在圖表上找出粗體的名稱）	

《聖地涉獵》中的圖表可被用做「歷史圖解」。本研習中的每一個新「事件」往往打開了圖表上相關部分的

討論。記得在圖表上找出下文中出現的粗體名稱。採用這種方法，你會熟悉圖表上的許多部分和歷史事件發

生的時序。打開《聖地涉獵》封底內頁的「四千年」圖表，找到主圖表以及圖表下的時間軸。流覽圖表周圍

的標題和文字，並且注意時間軸如何圖像化地概述主圖，可能對研習會有助益。	

從時間軸上可以看到 在‐2000之處，與在主圖中間的歷史時序#1、#2和#3的「 」二字處於同一

時期。看看‐3200	至‐2200	的一千年在圖表的底部被稱為開始，探索一下亞伯拉罕以前的繁榮世界。	

從圖表上的藍色區域及時間軸上顯示在亞伯拉罕的時代，眾帝國多次的興衰，早已發生於 下方的埃

及（圖表的下半部）和上方的 。	

那被稱為「開始」的千年是於一段混亂時期下結束的，這從圖表‐2200處的那一條垂直的 清楚可見。

迄今還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那時發生了甚麼，但米所波大米和埃及的帝國在「 」籠罩中東時瓦解，

一個新千年（‐2200	至	‐1200）慢慢展開。我們所要關注的是「 」（‐2200	至‐1600）之時期。	

閱讀	

RR	頁40有兩個簡短的部分，它們會討論在這些世紀裡中間之地發生了甚麼。	

請閱讀「‐3200	至	‐2200『開始』」和「‐2200	至	‐1600『新的開始』」及相關的文字介紹。	

圖表：「四千年」（請在圖表上找出粗體的名稱）	

根據「四千年」圖表的歷史時序#1，可以知道在米所波大米南部的城市吾珥在其第三個朝代（

）曾經十分繁榮，正是亞伯拉罕全家住在那裡的年代。如果此歷史時序屬實，在吾珥發現的古代文獻就可

以讓我們一瞥亞伯拉罕全家在移居哈蘭之前，所居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這座城市曾經在

早期繁榮過，但隨後在 的 及其繼承人的統治下衰落。亞甲敗落後吾珥的復興（吾珥第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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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帶來了一個穩定和擴張的興盛時期，以其建築（包括巨大的金字塔型廟）、文學和已知的最遠古法律條

文而聞名。亞伯拉罕的家族可能對吾珥第三王朝（約‐2000）的創立人，兼環繞蘇美和亞甲地域的統治者吾珥

南慕    （Ur‐Nammu）的政績十分熟悉：	

隨後偉大的戰士、吾珥的君王、蘇美和亞甲的君王吾珥南慕，藉著那位名叫「納拿」（月圓之神明）

本城（吾珥）之主的大能，依照烏圖的真言，建立了土地的權益（而且）驅除詛咒、暴力和爭鬥。

（ANET	523）。	

吾珥南慕的繼承人述繼（Shulgi），以擴建和管理來和平地開始其統治，但不久後就發動了一系列的征戰來保

護邊界不受外敵的威脅，其中包括位於吾珥西北部「 」（被稱為「西方人」）的威脅。	 這些戰爭打

開了朝向西方的重要貿易大道，從波斯灣甚至可能遠至印度邊界帶來進口貨物。	 述繼在自我頌揚的詩歌中寫

道，	

我述繼，一個偉大的王，我至高無上。	

因為我是個大有能力、因強壯的腰而喜樂的男人，	

我擴闊了道路，修直了這片土地上的大道，	

我營造了安全的旅行，修建了「大屋」，	

在四圍修建花園，建造休息的地方，	

安置和善的人民。	

（以致）從下邊（波斯灣）來的人，從上邊（米所波大米北部）來的人，	

都可以在它的陰涼（陰影）下休息，沿著大道行走夜路的旅客，	

可以在那兒找到庇護之所，就像住在構建精良的城裡一樣。（ANET		585）	

因此，吾珥第三王朝時期的王國成為跟東西兩面建立了堅固商業往來的繁華大都會。然而，吾珥的文學及宗

教生活仍根植於當地米所波大米的傳統。歌頌米所波大米神祗的古老詩歌談到生命的起源，皇室詩人復興了

吉加墨施（譯注：傳說中的蘇美國王）的傳說，並讓其聞名於世。本傳說的主角吉加墨施目睹了他朋友恩吉

度的死亡和腐爛，便踏上了尋求永生的旅程。在途中，他被勸誡放棄他的追求，改而享受現在的生活。	

吉加墨施，你要漫遊到何方？	你所追求的永生，永遠也不可能找到。	

因為當眾神祇創造人時，就命定了他的死亡，眾神祇亦把生命掌握在他們的手裡。		

吉加墨施啊，日夜吃喝快樂吧！	

以歡樂的宴席填滿每一天，不分晝夜地跳舞玩樂吧！	（參照	ANET		90）	

吉加墨施不為所動，堅持地尋找，最後發現永生源於一種海草。他把千辛萬苦所得一塊這樣的海草放在身邊

稍作休息，結果卻被一條蛇吃掉了，吉加墨施開始痛哭。	

以下要閱讀的章節所展現的是亞伯拉罕的父親從吾珥移居到哈蘭，以及隨後亞伯拉罕被召離開哈蘭到「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假如吾珥第三王朝確實是這些旅程的原始文化環境，那麼亞伯拉罕全家踏上最終為世界

帶來永生信息的信心之旅，其意義十分重大。	

閱讀	

創世紀11:31‐12:10;	13:1	

在	ME	地圖上做標記	

4.	 在米吉多和迦薩中間用黑色細字寫「迦南」（「迦」字寫在米吉多和亞弗之間，「南」字寫在基色和迦薩

之間）	

5.	 畫綠色橫掃箭頭	=	亞伯拉罕的旅程	

a.	 從吾珥的城市黑點到哈蘭，沿著幼發拉底河途中經過馬里。	

b.	 從哈蘭到示劍，從旁經過大馬色，停在拉巴的西邊。	

c.	 從別是巴經過加低斯到達尼羅河三角洲的吐密勒窪低。	

d.	 一個於「箭頭c」之南並跟它平行的綠箭頭，這綠箭頭將亞伯拉罕帶回到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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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四千年縱覽圖表」	

如果「四千年縱覽」圖表中的歷史時序	 #1	 屬實的話，亞伯拉罕的父親告別了一個繁榮的文化和蓬勃發展的經

濟，沿著幼發拉底河谷向西北行了1000公里（或600哩）到達哈蘭（後來被稱作「亞蘭」），有可能就是沿

著吾珥王述繼重修的主要幹道。此次旅程可能與吾珥王朝向西北擴張是同一時期，或者反映出某個混亂的時

期大批居民遷移出吾珥，而該混亂時期隨著數十年後吾珥被毀而終結。	

亞伯拉罕在哈蘭得到神的呼召：「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聖經》記載

了亞伯拉罕的旅程，但甚少提及當中的細節。不過，《聖經》保留了對亞伯拉罕充滿信心的生命描繪，後來

在希伯來書中總結出一段精彩的陳述：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

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來11：8）	

歷史時序 	 #1	 也與亞摩利民族向整個地中海東部的擴張相符（見「四千年」圖表上

）。亞伯拉罕從哈蘭進到迦南（大約650公里/400哩），但隨後一場嚴重的饑荒迫使他帶著家眷離開迦南

去到水源豐富的埃及以求生計（約320公里/200哩）。在那裡亞伯拉罕遭遇了中東另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及

其社會結構、文學、宗教和讓人歎為觀止的巨大金字塔（亞伯拉罕到達埃及時金字塔已經存在了數個世

紀）。歷史時序#1將亞伯拉罕到埃及置於動盪不安的 ，這標誌著以亞洲勢力入侵尼羅河三角洲

地區的一段時期。	

在創世紀13章我們讀到亞伯拉罕帶著他的家眷返回迦南，在那裡他住在帳篷裡過著半遊牧的生活，隨著季節

遷移於剛剛建立的 	 II	 之城邦附近的牧區。亞伯拉罕發現自己生活在一片相對貧瘠土地的南面邊

緣，而這土地是夾在當時資源豐富的兩大文化中心米所波大米和埃及之間。	

亞伯拉罕屢次的旅程大大地鼓舞了後來的希伯來人，因為穿梭於這片「中間之地」的商隊帶來了關於遠方的

米所波大米和埃及兩大文明的信息。這使得他們就更加讚賞這句經文：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

了。」	

	

	2	： 	— 	

圖表：「四千年縱覽」和「以色列王國：五百年縱覽」	

我們對ME地圖的學習在時間上向前跨進了約1400年，到了約‐600的時代。從這圖表可以看到在這幾個世紀裡

帝國之間的爭競，以及隨著埃及新王國的衰落，中間之地的國家終於可以自由地崛起並相互競爭。大部分本

土國家之間的爭競是為了控制陸路貿易大道並獲取其帶來的經濟利益。	 腓尼基沿岸的港口都是陸路和海運貿

易的交匯點。請在圖表中部「鐵器時代」字眼的上方找出「腓尼基人」一詞。腓尼基港口的重要性可由	RR	頁
38地圖A中推羅的位置看出。	

在‐750後的數十年，亞述帝國的崛起迅速地終結了本土王國相互爭競的時期，但腓尼基港口則要等到‐600巴

比倫軍隊來臨時才最終衰亡。這一連串災難性事件的次序被列於	 RR	 頁39「以色列王國：五百年縱覽」圖表

下方的右框內。這為我們討論推羅穿越中東並遠涉地中海的經濟貿易網提供了背景。	

在ME地圖上做標記	

1.		HL	城市名：推羅	

2.		用藍圈圈住城市名：推羅	

討論	

推羅的海島堡壘作為一個最好的實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細小而有序的腓尼基港口如何善用自己的地理位

置，從利巴嫩群山叢林茂密的山坡下那狹窄而又安全的海岸線，將貿易網拓展至四方八面。正如它成功的聚

攏了許多商業夥伴，推羅的衰亡也深深地影響了橫跨中東和地中海一帶的地區。	

當巴比倫加緊對中間之地的掌控時，以西結以一首很長的哀歌預言了推羅的衰亡（結27）。以西結在約雅斤

王流亡到巴比倫的第十一年提到推羅（結26：1），這就將他的預言置於‐586。此時猶大已經被擄（圖表的‐
586之處指向巴比倫的綠色箭頭，位於藍色巴比倫帝國的版圖內）。推羅為了耶路撒冷的淪陷而歡騰，正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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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推羅所發出晦澀難懂的評論：「阿哈，那作眾民之門的已經破壞，向我開放；他既變為荒場，我必豐

盛。」	這引發了以西結的回應。	

以西結的哀歌有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提到推羅引進用以裝備商船的所有資源（結27:3b‐11）；第二部分

則宣佈一個震撼的消息，就是推羅將會像船在大海中覆沒那樣消失（結27:25‐36）。哀歌的這兩個部分之間

簡單詳述了推羅影響深遠的貿易集市（結27:12‐23），從中我們可以一瞥推羅在中東的市場策略。	

閱讀	

以西結書27章	

此次閱讀中與以下標記相關的經節，會加放在每一句指示的末端。在閱讀本章的過程中你或許可記下這些內

容。	

在ME地圖上做標記（用幼黑筆；如有需要，可以堆疊）	

3.	 ME地圖遠處西部的海中：「 ：銀、鐵、錫、鉛」（12節）	

4.	 雅典和士每拿之間：「 ：人口、銅器」，迦基米施的西北：「 ：人口、銅器」（13節）	

5.	 哈圖薩的東部（上中）：「 ：馬並騾子」（14節）	

6.	 羅底下方的海域：「羅底和它的島嶼：象牙、烏木」（15節；譯註3：這裡的「羅底」是採納希臘文	 	 rdn
的翻譯，而不採納希伯來文ddn的翻譯，r/d	 互換是常見的抄寫錯誤；20節則採納希伯來文的	 ddn	 譯作

「底但」	

7.	 哈蘭以上：「 ：各類的寶石、刺繡、紫色布和細麻布」（16節；這是按《和修》版本；其他版本將

「亞蘭」譯為「以東」）	

8.	 該撒利亞西南部的海域中：「 ：麥子、蜜、油和乳香」（17節）	

9.	 大馬色的東南部：「 ：酒、羊毛」（18節）	

10.	 以拉他的東南部：「 ：馬鞍毯子」（20節）	

11.	 度瑪的西南部：「 ：羊羔、公綿羊和公山羊」（21節）	

12.	 地圖底部紅海的東部：「 和 ：香料、各類的寶石和黃金」（22節）	

13.	 亞述和瑪代之間：「 和 ：紫色刺繡的袍子、刺繡和地毯」（23,	 24節；譯註：23節的	 klmd
「基抹」這裡按《他爾根》的	klmdy	譯作「瑪代全地」）	

14.	 從剛才標記的各地市場，畫六條藍色箭頭（中長度）以大致方向指向推羅。	

這段關於推羅交易夥伴的詳述表明了推羅在中東和地中海世界廣泛的影響力。推羅交易夥伴名單的覆蓋範圍

極廣，從西部海洋（他施）跨越到東部沙漠（底但、阿拉伯、基達），再到遙遠的東南部（示巴、拉瑪）和

更遠的東北部（亞述、瑪代）。關於建造船隻的經文段落也列舉了從示尼珥、利巴嫩、巴珊、基添、埃及和

以利沙島而來的其他物資。作為腓尼基海運貿易首領的推羅，成為地中海最大的海運勢力並沿其海岸建立了

許多殖民地。北非海岸的迦太基是推羅最著名的殖民地，即使在推羅被毀之後，迦太基仍繼續對西方世界發

揮其影響力。	

這段對推羅影響力的深度和廣度的簡單回顧，展示了連接中東和地中海兩大世界的巨大貿易網是如何被相對

較小的腓尼基眾港口所控制著。當推羅最終毀滅的時候，這些國家都不敢相信這個事實。約五百年來，推羅

就好比一隻經濟引擎推動著商業的發展，這經濟引擎的沒落就相當於現代股市的崩盤。許多國家為推羅哀

哭，因為「你（推羅）由海上運出貨物，就使許多國民充足；你以許多資財、貨物，使地上的君王豐富」

（結27:33）。但是，考慮到推羅大量的財富和來勢洶洶的更強大的列國，以西結知道推羅註定要毀滅了。他

知道推羅雖冠為腓尼基海岸的皇后，「全然美麗」，亦註定會像海中遭遇東風的大船一樣被毀滅。閱讀以西

結書26‐28章，我們可從先知以西結的預言中窺探這場災難的其他原因；此災難的消息曾迴蕩於中東和地中海

沿岸的眾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