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獨聖經 
第四課：１０月０４日 
（新約聖經的誕生） 

 
新約的正典(Canon) 

 主耶穌給門徒一個到普天下傳福音的使命，他們領受後便往各處傳道。他們傳道時所用之經典
就是一部舊約聖經。後來基督教在很短的年間內成為一個有力的運動，於是門徒在傳福音時開
始記錄神的作為，也藉著文字釋明或辯明基督教之信仰，因此便成為最初的幾部著作（參路 1：
1），這是新約非正典書籍之首現。 

 從公元 50-140 年，新約各卷書慢慢寫成，在某些特定的教會流傳，並且在聚會中誦讀。在
這段期間，我們看到耶穌的教導(提前 5:18)以及有關耶穌的死(林前 11:26)與復活(徒 10:36-40)
的見證，被使徒們引用，都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權威地位，不亞於舊約聖經。使徒所寫的書信，
從一開始，也被教會視為是對教義與實際生活教導的權威。 

 公元 140 年左右，馬吉安(Marcion)私自編訂一個新約正典目錄，他把許多卷與舊約有關聯的
都排除在外，只剩下去掉頭兩章的路加福音，以及十封保羅書信。馬吉安明顯地排斥舊約，他
這種作法促使教會人士群起反駁，亦啟發教會確立正統的新約正典，以抵制馬氏的影響。 

 從公元 200-400 年，教會對那幾卷書應該列入正典逐漸形成共識，而後在老底嘉(363A.D.)與
迦太基(397A.D.)兩次會議中作最後確認；前者確認只有新約正典中的書方可在崇拜中宣讀，後
者確認新約共有 27 卷。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會議有奧古斯丁的參與，自此之後，新約 27 卷
成為正典就很少再有爭論。在這過程當中，俄利根是第一個用「新約」來稱呼這些書卷的人，
而第一次列出 27 卷目錄的是亞他那修，年代在 367 年，他在復活節寫給亞歷山大教會的書
信中提到這 27 卷書。 

 監定神的說話真偽之標準可分為三點：1. 使徒之權威：雖然新約中有數本不是使徒所寫的（如
馬可福音，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但他們認為這三本是彼得與保羅在旁指引的。2. 初期教會
之公認。3. 教義之純正：特別在舊約亮光及使徒囗傳下要顯出毫無衝突，矛盾或不道德之處。 

 在新、舊約的間隔期，還有其他一些猶太著作流傳。《偽經》是一些從公元前２００年到公元
後２００年猶太著作的通稱。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亞當、以諾、摩西和以斯拉等人的名寫的，故
稱之為《偽經》。《偽經》以傳統故事、啟示性的異象、異夢等形式出現，其目的是要幫助正經
異常困苦的猶太人堅守信仰。由於其所記載的事有的怪誕離奇，更有明顯錯誤的教義，所以猶
太人拒絕將它們收入正典之中。除《偽經》外，當時流傳的還有十四、五卷《旁經》或《次經》，
反映了兩約之間的宗教、政治和社會情況，並有不少真實而有價值的教訓。由於其中有真理上
的錯誤，如准許人自殺、為死人祈禱，及歷史的錯誤，同時，它們本身也沒有宣稱是神所默示
的，所以猶太教和基督教不接受旁經為正典。但天主教會將大部分旁經納入其正典之中。 

 新約聖經的編排： 
福音書：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歷史書： 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 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 
其他書信：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 
啟示文學： 啟示錄。 

 基督教認為並不是教會選擇正典；而是這些正典的權威已經因為上帝的啟示而自己顯明出來，
教會只是「承認」它而已。 



《聖經》手抄本的可靠性 （節錄 游子吟） 
 
我們今日的《聖經》是根據歷史上保存下來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聖經》經卷的原稿已無處查尋。
那麼，我們今日的《聖經》是否與原稿一樣呢？也就是說，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
新約各卷在公元一世紀末完成。現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約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
本來自公元第四世紀，與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約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時間之短，都是別的古
典著作無法相比的，充分顯示了新約手抄本的可靠性。 此外，新約各手抄本的差異是非常小的。
除一些字的拼寫有些差異外，整本新約的二萬句話中，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問的。莎士比亞的作
品至今只有 300 年，但原稿亦均不復存在。其 30 幾個劇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處地方引起爭議，
這些差異都足以影響整個句子的意義。與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約《聖經》手抄本的高度準確、
可靠，令人肅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來文舊約手抄本的數量不如新約手抄本那麼豐富。在死海古卷發現前，人們擁有的
最早的希伯來文舊約手抄本是來自公元 900 年左右的“馬所禮經卷”（Massoretic Texts），與原
著相隔 1300 年。舊約手抄本流傳下來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猶太人對舊約手抄本的極嚴格要
求是一個重要原因。猶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猶太法典的規定以非常嚴謹的態度抄寫舊約經卷。如果某
一頁中發現任何一點差錯，整頁經文就完全毀掉。經卷抄寫後，經嚴格審查完全無誤後，抄本就被
當作正本一樣，一視同仁地在猶太會堂誦讀。  
 
馬所禮經卷是由專門從事編輯、校訂舊約經文的馬所禮人編成的。他們使用了整套極嚴密細致的查
驗方法，以避免在抄寫、編輯室中出現錯誤。同時，他們在經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號，以幫助讀
者正確發音（在此之前，希伯來舊約抄本中無母音），被視為當今標準的希伯來文舊約經卷。然而，
馬所禮經卷畢竟與舊約原本相隔 1000 多年。而且馬所禮經卷與公元前二世紀被譯成希臘文的七十
士譯本舊約相比，由於翻譯的原因，也有不少差異。馬所禮經卷是否與舊約原本一樣呢？多年來，
人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1947 年春天，在耶路撒冷東面的死海（鹽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為了尋找迷失的羊，將石
頭擲進死海西邊的岩洞里，結果其中一個岩洞發出石頭打破瓦罐的聲音。進洞後發現了很多皮質經
卷用棉布包著，裝在幾個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敘利亞東正教修道院的紅衣主教所收
購。查偉把部分經卷拍攝下來寄給霍普斯金大學的美國《聖經》考古權威亞布萊特教授，被鑒定為
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寫成的希伯來文舊約經卷！  
 
接下來的幾年，各國考古學家紛紛到死海地區發掘，一共發現了四萬多經卷碎片，有 500 份經卷是
由這些碎片拼成的。根據 C14 放謝性測年法、古文字鑒定法、出土的錢幣和“昆蘭社區”的習俗
等綜合鑒定的結果，證實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一世紀中葉的作品。其中，完整的<以賽
亞書>第 53 章抄本被專家們證實是公元前二世紀的作品。這個抄本中除幾處字的拼寫的差異外，
與馬所禮經卷<以賽亞書>53 章完全一樣！從死海古卷到馬所禮經卷，《聖經》被抄傳千年之久，
仍準確無誤！這樣，人們所擁有的希伯來文舊約抄本一下子提早了 1000 年，與舊約原本僅相差二、
三百年。  
 
綜觀上面所談，如果我們仍對《聖經》各書卷持懷疑態度的話，實際上是在貶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
位，因《聖經》還比它們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