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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词典丛书繁体版序

一 )大约二十年前 , 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 , 根据圣经和少

数参考书 ,开始编译简要资料。1989 年以后 , 相继于天津各

出版社出版了五本简体字的圣经词典丛书 ,共约 54000 多冊 ,

供各界读者使用。

二 )2001 年将上述词典略加修订 ,合并为三本 , 即 :

1) 圣经人名词典

2) 圣经地名词典

3) 圣经语彙词典

并于 2002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 )由于海內外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 , 上述三本词

典引起了一些海外侨胞的兴趣。但是有些人士不习惯简体

字 ,因此现在出版繁体字版本 , 以便交流参阅。

四 )有些字词的演变 , 现今常有不同的习惯写法和笔划 ,

为了各地读者都能方便查找 , 便把以这些字词为首的条目分

别编入不同的笔划栏目內。例如 :

1) 人名 ) 以实玛利 ,

(地名 ) 以弗所 ,

(语彙 ) 以弗得 ,

都编入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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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有人习惯书写为 :

以  实玛利 ,

以  弗所 ,

以  弗得 ;

所以把这些条目也同时编入四划中。

3) 但上述笔划不同的字词在正文中仍是同一词条 , 也在

同一书页上。

4) 另外 ,有些字典把“阝”算作三划 , 有的字典卻算作二

划 ;有些字典把“辶”算作三划 , 有些字典把它写作“�”而算为

四划 ,例如“迦”和“�”。凡带有这些偏旁的条目都分别编入

不同笔划栏目中。其馀类推。

五 )一百多年前翻译通用的 ( 和合本 ) 圣经时 , 所译的地

名 ,例如 :

1) 约但 ,

2) 希伯仑 ,

3) 利巴嫩 ,

4) 义大利等一直在圣经中使用至今。

但现在的书文报章中已译为 :

1) 约旦 ,

2) 希伯仑 ,

3) 黎巴嫩 ,

4) 意大利等新译名。

本书中论及圣经的记述时 , 便仍沿用圣经中的译名。而

涉及近代史地时 ,则使用近代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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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本丛书前 , 原拟书名为 :

1) 圣经人名录 ,

2) 圣经地名录 ,

3) 圣经语彙略解。

那时计划出版本丛书的出版社建议改用圣经词典 , 这样

便一直使用这一书名至今。但本丛书沒有详细的资料 , 实在

沒有词典那样高度的水平。其疏浅不足之处 , 恳请各位读者

多予赐教指正。

编著者

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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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修订版前言

(一 ) 本书是根据十年前拙编《圣经新约地名词典》与《圣

经旧约地名词典》修订而成的一本辞书。在西方国家的著作

中 ,常常不加注释地引用圣经里的原句 , 因而涉及到一些古代

的地名。这些地名的希伯来原文和希腊文原文都有各自的词

义 ,或者暗示它与某些人物事件的特殊关系 , 故此编译修订本

书 ,供各界读者参考使用。

(二 ) 本书共收入圣经中常见地名约 400 个 , 并以这些地

名为纲目 ,说明其地名的原文意义 , 介绍某些近代译名或其他

名称 ,简述必要的地理资料 , 列举圣经中有关的主要章节记

载 ,敍述该地与圣经中其他地方、人物、事件的关系 , 以便读者

对这一地名有较全面的了解。

(三 ) 本书附有简易的示意地图 104 幅 , 对本书中的每一

个地名 ,都注明了它在某图中的位置 , 便于读者查找参阅。对

圣经记述的与某些重要事件、人物、迁移、战役有关的若干地

名 ,则特别展示一图 , 以便读者一目了然。

(四 ) 大约二十年前开始编译本书部分书稿时 , 所参考的

重要资料之一乃是 1925 年出版的《圣经百科全书》( In terna-

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 。后来编译工作时断时

续 ,书稿且须修订充实 , 因而最近又参考了下列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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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tlas of the Bible Lands( by H arry Thomas Frank )

( 2 ) Bible Atlas ( by Yohanan Aharoni and Michael

Aviyonah)

(3 ) The Geography of the Bible ( by Denis Baly)

(4 ) New Bible Dictionary ( by J .D .Douglas etc .)

(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6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世界地理卷 )

(7 )《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卷 )

(8 )《圣经 (启道本 )》

(9 )《圣经人地名意义彙编》( 陈瑞庭编著 )

(五 ) 本书的附图并不是精确的地理图 , 而只是简单的示

意图。在绘制或选用一些示意地图时 , 发现有两点情況是需

要说明的 :

(1 )有些地名虽是圣经中重要的村镇 , 但其地区卻很小 ,

又因历史的变迁 ,该处早已成为无人居住的荒地 , 所以其确切

的地址很难查考。其中有些地方的遗址尚有些考古学者的论

证为据 ,但有些地方的旧址 , 许多资料都坦率申明乃是推断而

来的。对这些村镇或城市的所在地 , 本书绘制或选用的示意

图中亦难有新颖的见解。

( 2 ) 有些地名各种资料的图示及论述多有出入。甚

至在同一本名家的参 考书中 , 对同一地名的位置 , 即有

前后两种不同的绘示或介绍。本书对这些所见不同的地

名位置 , 只 有根 据圣 经记 载并 参考 各家 所长 而重 新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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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本书编译者的水平有限 , 参考书籍又很不足。书

中缺点、错�实属难免 , 恳请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 给予指

正。

编著者

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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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一 ) 本书引用圣经各卷的略语缩写如下 :

 汉语经卷名称   略语   英语经卷名称  略语

旧约圣经

1 å.创世记 (创 ) Genesis (Gen .)

2 å.出埃及记 (出 ) Exodus ( Ex .)

3 å.利未记 (利 ) Leviticu s ( Lev .)

4 å.民数记 (民 ) Numbers ( Num .)

5 å.申命记 (申 ) Deuteronomy (Deut .)

6 å.约书亚记 (书 ) Joshua ( Josh .)

7 å.士师记 (士 ) Judges ( Judg .)

8 å.路得记 (得 ) Ruth ( Ruth)

9 å.撒母耳记上 (撒上 ) Ⅰ Samuel (Ⅰ Sam .)

10 �.撒母耳记下 (撒下 ) Ⅱ Samuel (Ⅱ Sam .)

11 �.列王纪上 (王上 ) Ⅰ Kings (Ⅰ Kgs .)

12 �.列王纪下 (王下 ) Ⅱ Kings (Ⅱ Kgs .)

13 �.历代志上 (代上 ) Ⅰ Chronicles (Ⅰ Chr .)

14 �.历代志下 (代下 ) Ⅱ Chronicles (Ⅱ Chr .)

15 �.以斯拉记 (拉 ) Ezra ( Ezra )

16 �.尼希米记 (尼 ) Nehemiah ( Neh .)

17 �.以斯帖记 (斯 ) E sther ( Esth .)

18 �.约伯记 (伯 ) Job ( Job)

19 �.诗篇 (诗 ) Psalm s (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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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箴言 (箴 ) P roverb s ( P rov .)

21 �.传道书 (传 ) Ecclesiastes ( Ecc .)

22 �.雅歌 (歌 ) Song of Songs ( Song)

23 �.以赛亚书 (赛 ) Isaiah ( Is .)

24 �.耶利米书 (耶 ) Jeremiah ( Jer .)

25 �.耶利米哀歌 (哀 ) Lament ations ( Lam .)

26 �.以西结书 (结 ) Ezekiel ( Ezek .)

27 �.但以理书 (但 ) Daniel (Dan .)

28 �.何西阿书 (何 ) Hosea ( H os .)

29 �.约珥书 (珥 ) Joel ( Joel)

30 �.阿摩司书 (摩 ) Amos ( Amos )

31 �.俄巴底亚书 (俄 ) Obadiah (Obad .)

32 �.约拿书 (拿 ) Jonah ( Jon .)

33 �.弥迦书 (弥 ) Micah ( Mic .)

34 �.那鸿书 (鸿 ) Nahum ( Nah .)

35 �.哈巴谷书 (哈 ) H abakk uk ( H ab .)

36 �.西番雅书 (番 ) Zephaniah (Zeph .)

37 �.哈该书 (该 ) H aggai ( H ag .)

38 �.撒迦利亚书 (亚 ) Zechariah (Zech .)

39 �.玛拉基书 (玛 ) Malachi ( Mal .)

新约圣经

1 å.马太福音 (太 ) Matthew ( Mt .)

2 å.马可福音 (可 ) Mark ( Mk .)

3 å.路加福音 (路 ) Luke ( Lk .)

4 å.约翰福音 (约 ) Joh n ( Jn .)

5 å.使徒行传 (徒 ) Acts ( Acts )

6 å.罗马书 (罗 ) Roman s ( Rom .)

7 å.哥林多前书 (林前 ) Ⅰ Corinthian s (Ⅰ C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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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å.哥林多后书 (林后 ) Ⅱ Corinthian s (Ⅱ Cor .)

9 å.加拉太书 (加 ) Galatians (Gal .)

10 �.以弗所书 (弗 ) Ephesian s ( Eph .)

11 �.腓立比书 (腓 ) Philippians ( Phil .)

12 �.歌罗西书 (西 ) Colossian s ( Col .)

13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前 )
Ⅰ Thessaloni-

ans
(Ⅰ T hes .)

14 .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后 )
Ⅱ Thessaloni-

ans
(Ⅱ T hes .)

15 �.提摩太前书 (提前 ) Ⅰ Timothy (Ⅰ T im .)

16 �.提摩太后书 (提后 ) Ⅱ Timothy (Ⅱ T im .)

17 �.提多书 (多 ) Titus ( T it .)

18 �.腓利门书 (门 ) Philemon ( Phlm .)

19 �.希伯来书 (来 ) H ebrews ( H eb .)

20 �.雅各书 (雅 ) James ( Jas .)

21 �.彼得前书 (彼前 ) Ⅰ Peter (Ⅰ Pet .)

22 �.彼得后书 (彼后 ) Ⅱ Peter (Ⅱ Pet .)

23 �.约翰一书 (约壹 ) Ⅰ Joh n (Ⅰ Jn .)

24 �.约翰二书 (约贰 ) Ⅱ Joh n (Ⅱ Jn .)

25 �.约翰三书 (约叁 ) Ⅲ Joh n (Ⅲ Jn .)

26 �.犹大书 (犹 ) Jude ( Jude )

27 �.启示录 (启 ) Revelation ( Rev .)

(二 ) 圣经章节表示法举例 :

(1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可缩写为「约 3∶16」。

(2 )「罗 12∶1」表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3)「太 6∶9—13」表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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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地名条目目录

(以首字笔划为序 )

三  划

大海  T he Great Sea 1⋯⋯⋯⋯⋯⋯⋯⋯⋯⋯⋯⋯⋯⋯⋯

大河  T he River 1⋯⋯⋯⋯⋯⋯⋯⋯⋯⋯⋯⋯⋯⋯⋯⋯⋯

大玛努他  Dalmanutha 2⋯⋯⋯⋯⋯⋯⋯⋯⋯⋯⋯⋯⋯⋯

大马色  Damascu s 2⋯⋯⋯⋯⋯⋯⋯⋯⋯⋯⋯⋯⋯⋯⋯⋯

大数  Tars us 5⋯⋯⋯⋯⋯⋯⋯⋯⋯⋯⋯⋯⋯⋯⋯⋯⋯⋯

三馆  T hree Taverns 7⋯⋯⋯⋯⋯⋯⋯⋯⋯⋯⋯⋯⋯⋯⋯

士班雅  Spain 8⋯⋯⋯⋯⋯⋯⋯⋯⋯⋯⋯⋯⋯⋯⋯⋯⋯⋯

士每拿  Smyr na 8⋯⋯⋯⋯⋯⋯⋯⋯⋯⋯⋯⋯⋯⋯⋯⋯⋯

四  划

巴比伦 (城 )  Babylon 9⋯⋯⋯⋯⋯⋯⋯⋯⋯⋯⋯⋯⋯⋯⋯

巴别  Babel 11⋯⋯⋯⋯⋯⋯⋯⋯⋯⋯⋯⋯⋯⋯⋯⋯⋯⋯

巴旦亚兰  Paddan Aram 12⋯⋯⋯⋯⋯⋯⋯⋯⋯⋯⋯⋯⋯

巴戶琳  Bahurim 14⋯⋯⋯⋯⋯⋯⋯⋯⋯⋯⋯⋯⋯⋯⋯⋯

巴兰 (旷野 )  Paran 18⋯⋯⋯⋯⋯⋯⋯⋯⋯⋯⋯⋯⋯⋯⋯

巴力夏琐  Baal H azor 18⋯⋯⋯⋯⋯⋯⋯⋯⋯⋯⋯⋯⋯⋯

巴末  Bamoth 19⋯⋯⋯⋯⋯⋯⋯⋯⋯⋯⋯⋯⋯⋯⋯⋯⋯

巴珊  Bashan 20⋯⋯⋯⋯⋯⋯⋯⋯⋯⋯⋯⋯⋯⋯⋯⋯⋯⋯

比东  Pith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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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哈希录  Pi H ahiroth 24⋯⋯⋯⋯⋯⋯⋯⋯⋯⋯⋯⋯⋯⋯

比拉迦谷  Beracah , Valley of 25⋯⋯⋯⋯⋯⋯⋯⋯⋯⋯⋯

比逊  Pishon 25⋯⋯⋯⋯⋯⋯⋯⋯⋯⋯⋯⋯⋯⋯⋯⋯⋯⋯

厄巴大  Gab batha 26⋯⋯⋯⋯⋯⋯⋯⋯⋯⋯⋯⋯⋯⋯⋯⋯

什亭  Shittim 26⋯⋯⋯⋯⋯⋯⋯⋯⋯⋯⋯⋯⋯⋯⋯⋯⋯⋯

以巴路山  Ebal , Mount of 59⋯⋯⋯⋯⋯⋯⋯⋯⋯⋯⋯⋯

以便以谢  Eben Ezer 60⋯⋯⋯⋯⋯⋯⋯⋯⋯⋯⋯⋯⋯⋯

以伯莲  Ibleam 61⋯⋯⋯⋯⋯⋯⋯⋯⋯⋯⋯⋯⋯⋯⋯⋯⋯

以得来  Edrei 62⋯⋯⋯⋯⋯⋯⋯⋯⋯⋯⋯⋯⋯⋯⋯⋯⋯

以东  Edom 62⋯⋯⋯⋯⋯⋯⋯⋯⋯⋯⋯⋯⋯⋯⋯⋯⋯⋯

以法莲  Eph raim 65⋯⋯⋯⋯⋯⋯⋯⋯⋯⋯⋯⋯⋯⋯⋯⋯

以法他  Eph ratah , Ephrathah 66⋯⋯⋯⋯⋯⋯⋯⋯⋯⋯⋯

以弗所  Ephes us 66⋯⋯⋯⋯⋯⋯⋯⋯⋯⋯⋯⋯⋯⋯⋯⋯

以哥念  Iconium 69⋯⋯⋯⋯⋯⋯⋯⋯⋯⋯⋯⋯⋯⋯⋯⋯

以革伦  Ekron 70⋯⋯⋯⋯⋯⋯⋯⋯⋯⋯⋯⋯⋯⋯⋯⋯⋯

以拉谷  Elah , Valley of 71⋯⋯⋯⋯⋯⋯⋯⋯⋯⋯⋯⋯⋯

以拉他  Elath 72⋯⋯⋯⋯⋯⋯⋯⋯⋯⋯⋯⋯⋯⋯⋯⋯⋯

以拦  Elam 73⋯⋯⋯⋯⋯⋯⋯⋯⋯⋯⋯⋯⋯⋯⋯⋯⋯⋯⋯

以利哩古  Illyricum 74⋯⋯⋯⋯⋯⋯⋯⋯⋯⋯⋯⋯⋯⋯⋯

以琳  Elim 74⋯⋯⋯⋯⋯⋯⋯⋯⋯⋯⋯⋯⋯⋯⋯⋯⋯⋯⋯

以马忤斯  Emmaus 75⋯⋯⋯⋯⋯⋯⋯⋯⋯⋯⋯⋯⋯⋯⋯

以色  Ezel 75⋯⋯⋯⋯⋯⋯⋯⋯⋯⋯⋯⋯⋯⋯⋯⋯⋯⋯⋯

以色列  Israel 76⋯⋯⋯⋯⋯⋯⋯⋯⋯⋯⋯⋯⋯⋯⋯⋯⋯

以实陶  Eshtaol 79⋯⋯⋯⋯⋯⋯⋯⋯⋯⋯⋯⋯⋯⋯⋯⋯⋯

以土利亚  I turaea 80⋯⋯⋯⋯⋯⋯⋯⋯⋯⋯⋯⋯⋯⋯⋯⋯

以土买  Idumaea 80⋯⋯⋯⋯⋯⋯⋯⋯⋯⋯⋯⋯⋯⋯⋯⋯

以坦  Etam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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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旬迦别  Ezion Geber 81⋯⋯⋯⋯⋯⋯⋯⋯⋯⋯⋯⋯⋯

以云  Ijon 82⋯⋯⋯⋯⋯⋯⋯⋯⋯⋯⋯⋯⋯⋯⋯⋯⋯⋯⋯

五  划

本都  Pontus 28⋯⋯⋯⋯⋯⋯⋯⋯⋯⋯⋯⋯⋯⋯⋯⋯⋯⋯

古利奈  Cyrene 29⋯⋯⋯⋯⋯⋯⋯⋯⋯⋯⋯⋯⋯⋯⋯⋯⋯

古实  Cu sh 30⋯⋯⋯⋯⋯⋯⋯⋯⋯⋯⋯⋯⋯⋯⋯⋯⋯⋯⋯

加大拉  Gadara 31⋯⋯⋯⋯⋯⋯⋯⋯⋯⋯⋯⋯⋯⋯⋯⋯⋯

加低斯  Kades h 32⋯⋯⋯⋯⋯⋯⋯⋯⋯⋯⋯⋯⋯⋯⋯⋯⋯

加低斯巴尼亚  Kades h Barnea 35⋯⋯⋯⋯⋯⋯⋯⋯⋯⋯

加各  Karkor 35⋯⋯⋯⋯⋯⋯⋯⋯⋯⋯⋯⋯⋯⋯⋯⋯⋯⋯

加拉太  Galatia 36⋯⋯⋯⋯⋯⋯⋯⋯⋯⋯⋯⋯⋯⋯⋯⋯⋯

加利利  Galilee 37⋯⋯⋯⋯⋯⋯⋯⋯⋯⋯⋯⋯⋯⋯⋯⋯⋯

加利利海  Galilee , Sea of 41⋯⋯⋯⋯⋯⋯⋯⋯⋯⋯⋯⋯⋯

加略  Kerio th 43⋯⋯⋯⋯⋯⋯⋯⋯⋯⋯⋯⋯⋯⋯⋯⋯⋯

加帕多家  Cappadocia 43⋯⋯⋯⋯⋯⋯⋯⋯⋯⋯⋯⋯⋯⋯

立拿  Libnah 44⋯⋯⋯⋯⋯⋯⋯⋯⋯⋯⋯⋯⋯⋯⋯⋯⋯⋯

尼波 (山 )  N ebo, Mount of 45⋯⋯⋯⋯⋯⋯⋯⋯⋯⋯⋯⋯

尼哥波立  Nicopolis 46⋯⋯⋯⋯⋯⋯⋯⋯⋯⋯⋯⋯⋯⋯⋯

尼尼微  Nineveh 47⋯⋯⋯⋯⋯⋯⋯⋯⋯⋯⋯⋯⋯⋯⋯⋯

尼亚波利  N eapolis 49⋯⋯⋯⋯⋯⋯⋯⋯⋯⋯⋯⋯⋯⋯⋯

示巴  Sheba 50⋯⋯⋯⋯⋯⋯⋯⋯⋯⋯⋯⋯⋯⋯⋯⋯⋯⋯

示剑  Shechem 51⋯⋯⋯⋯⋯⋯⋯⋯⋯⋯⋯⋯⋯⋯⋯⋯⋯

示罗  Shiloh 55⋯⋯⋯⋯⋯⋯⋯⋯⋯⋯⋯⋯⋯⋯⋯⋯⋯⋯

示拿  Shinar 56⋯⋯⋯⋯⋯⋯⋯⋯⋯⋯⋯⋯⋯⋯⋯⋯⋯⋯

他备拉  Taberah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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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泊山  Tabor 57⋯⋯⋯⋯⋯⋯⋯⋯⋯⋯⋯⋯⋯⋯⋯⋯⋯

他纳  Taanach 58⋯⋯⋯⋯⋯⋯⋯⋯⋯⋯⋯⋯⋯⋯⋯⋯⋯

他施  Tars hish , T harshish 59⋯⋯⋯⋯⋯⋯⋯⋯⋯⋯⋯⋯

[以巴路山 ]  Ebal , Mount of 59⋯⋯⋯⋯⋯⋯⋯⋯⋯⋯⋯

[以便以谢 ]  Eben Ezer 60⋯⋯⋯⋯⋯⋯⋯⋯⋯⋯⋯⋯⋯

[以伯莲 ]  Ibleam 61⋯⋯⋯⋯⋯⋯⋯⋯⋯⋯⋯⋯⋯⋯⋯⋯

[以得来 ]  Edrei 62⋯⋯⋯⋯⋯⋯⋯⋯⋯⋯⋯⋯⋯⋯⋯⋯

[以东 ]  Edom 62⋯⋯⋯⋯⋯⋯⋯⋯⋯⋯⋯⋯⋯⋯⋯⋯⋯

[以法莲 ]  Eph raim 65⋯⋯⋯⋯⋯⋯⋯⋯⋯⋯⋯⋯⋯⋯⋯

[以法他 ]  Eph ratah , Ephrathah 66⋯⋯⋯⋯⋯⋯⋯⋯⋯⋯

[以弗所 ]  Ephes us 66⋯⋯⋯⋯⋯⋯⋯⋯⋯⋯⋯⋯⋯⋯⋯

[以哥念 ]  Iconium 69⋯⋯⋯⋯⋯⋯⋯⋯⋯⋯⋯⋯⋯⋯⋯

[以革伦 ]  Ekron 70⋯⋯⋯⋯⋯⋯⋯⋯⋯⋯⋯⋯⋯⋯⋯⋯

[以拉谷 ]  Elah , Valley of 71⋯⋯⋯⋯⋯⋯⋯⋯⋯⋯⋯⋯

[以拉他 ]  Elath 72⋯⋯⋯⋯⋯⋯⋯⋯⋯⋯⋯⋯⋯⋯⋯⋯

[以拦 ]  Elam 73⋯⋯⋯⋯⋯⋯⋯⋯⋯⋯⋯⋯⋯⋯⋯⋯⋯⋯

[以利哩古 ]  Illyricum 74⋯⋯⋯⋯⋯⋯⋯⋯⋯⋯⋯⋯⋯⋯

[以琳 ]  Elim 74⋯⋯⋯⋯⋯⋯⋯⋯⋯⋯⋯⋯⋯⋯⋯⋯⋯⋯

[以马忤斯 ]  Emmaus 75⋯⋯⋯⋯⋯⋯⋯⋯⋯⋯⋯⋯⋯⋯

[以色 ]  Ezel 75⋯⋯⋯⋯⋯⋯⋯⋯⋯⋯⋯⋯⋯⋯⋯⋯⋯⋯

[以色列 ]  Israel 76⋯⋯⋯⋯⋯⋯⋯⋯⋯⋯⋯⋯⋯⋯⋯⋯

[以实陶 ]  Eshtaol 79⋯⋯⋯⋯⋯⋯⋯⋯⋯⋯⋯⋯⋯⋯⋯⋯

[以土利亚 ]  I turaea 80⋯⋯⋯⋯⋯⋯⋯⋯⋯⋯⋯⋯⋯⋯⋯

[以土买 ]  Idumaea 80⋯⋯⋯⋯⋯⋯⋯⋯⋯⋯⋯⋯⋯⋯⋯

[以坦 ]  Etam 80⋯⋯⋯⋯⋯⋯⋯⋯⋯⋯⋯⋯⋯⋯⋯⋯⋯

[以旬迦别 ]  Ezion Geber 81⋯⋯⋯⋯⋯⋯⋯⋯⋯⋯⋯⋯

[以云 ]  Ijon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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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呂家  Phrygia 93⋯⋯⋯⋯⋯⋯⋯⋯⋯⋯⋯⋯⋯⋯⋯⋯

艾  Ai 83⋯⋯⋯⋯⋯⋯⋯⋯⋯⋯⋯⋯⋯⋯⋯⋯⋯⋯⋯⋯⋯

六  划

[艾 ]  Ai 83⋯⋯⋯⋯⋯⋯⋯⋯⋯⋯⋯⋯⋯⋯⋯⋯⋯⋯⋯⋯

安  On 85⋯⋯⋯⋯⋯⋯⋯⋯⋯⋯⋯⋯⋯⋯⋯⋯⋯⋯⋯⋯

安东尼亚楼  Antonia , Tower of 86⋯⋯⋯⋯⋯⋯⋯⋯⋯⋯

安提阿  Antioch 87⋯⋯⋯⋯⋯⋯⋯⋯⋯⋯⋯⋯⋯⋯⋯⋯

安提帕底  Antipat ris 90⋯⋯⋯⋯⋯⋯⋯⋯⋯⋯⋯⋯⋯⋯

多珥  Dor 91⋯⋯⋯⋯⋯⋯⋯⋯⋯⋯⋯⋯⋯⋯⋯⋯⋯⋯⋯

多利买  Ptolemais 92⋯⋯⋯⋯⋯⋯⋯⋯⋯⋯⋯⋯⋯⋯⋯⋯

多坍  Dothan 92⋯⋯⋯⋯⋯⋯⋯⋯⋯⋯⋯⋯⋯⋯⋯⋯⋯⋯

[弗呂家 ]  Phrygia 93⋯⋯⋯⋯⋯⋯⋯⋯⋯⋯⋯⋯⋯⋯⋯

各各他  Golgotha 94⋯⋯⋯⋯⋯⋯⋯⋯⋯⋯⋯⋯⋯⋯⋯⋯

吉珥  Kir 96⋯⋯⋯⋯⋯⋯⋯⋯⋯⋯⋯⋯⋯⋯⋯⋯⋯⋯⋯

吉珥哈列设  Kir H areseth 97⋯⋯⋯⋯⋯⋯⋯⋯⋯⋯⋯⋯

吉甲  Gilgal 98⋯⋯⋯⋯⋯⋯⋯⋯⋯⋯⋯⋯⋯⋯⋯⋯⋯⋯

老底嘉  Laodicea 103⋯⋯⋯⋯⋯⋯⋯⋯⋯⋯⋯⋯⋯⋯⋯⋯

米底巴  Medeba 105⋯⋯⋯⋯⋯⋯⋯⋯⋯⋯⋯⋯⋯⋯⋯⋯

米甸  Midian 105⋯⋯⋯⋯⋯⋯⋯⋯⋯⋯⋯⋯⋯⋯⋯⋯⋯

米矶仑  Migron 106⋯⋯⋯⋯⋯⋯⋯⋯⋯⋯⋯⋯⋯⋯⋯⋯

米吉多  Megiddo 107⋯⋯⋯⋯⋯⋯⋯⋯⋯⋯⋯⋯⋯⋯⋯⋯

米利巴  Meribah 109⋯⋯⋯⋯⋯⋯⋯⋯⋯⋯⋯⋯⋯⋯⋯⋯

米利大  Milita 111⋯⋯⋯⋯⋯⋯⋯⋯⋯⋯⋯⋯⋯⋯⋯⋯⋯

米利都  Miletus 112⋯⋯⋯⋯⋯⋯⋯⋯⋯⋯⋯⋯⋯⋯⋯⋯

米伦  Merom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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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  Millo 114⋯⋯⋯⋯⋯⋯⋯⋯⋯⋯⋯⋯⋯⋯⋯⋯⋯⋯

米匿  Min nith 116⋯⋯⋯⋯⋯⋯⋯⋯⋯⋯⋯⋯⋯⋯⋯⋯⋯

米斯巴  Mizpah , Mizpeh 116⋯⋯⋯⋯⋯⋯⋯⋯⋯⋯⋯⋯⋯

米斯利弗玛音  Misrephoth Maim 121⋯⋯⋯⋯⋯⋯⋯⋯⋯

米所波大米  Mesopotamia 122⋯⋯⋯⋯⋯⋯⋯⋯⋯⋯⋯⋯

米推利尼  Mitylene 125⋯⋯⋯⋯⋯⋯⋯⋯⋯⋯⋯⋯⋯⋯

西布伦  Zebulun 125⋯⋯⋯⋯⋯⋯⋯⋯⋯⋯⋯⋯⋯⋯⋯⋯

西订 (谷 )  Siddim , Valley of 126⋯⋯⋯⋯⋯⋯⋯⋯⋯⋯⋯

西顿  Sidon 126⋯⋯⋯⋯⋯⋯⋯⋯⋯⋯⋯⋯⋯⋯⋯⋯⋯⋯

西珥  Seir 128⋯⋯⋯⋯⋯⋯⋯⋯⋯⋯⋯⋯⋯⋯⋯⋯⋯⋯⋯

西古提 (人 )  Scyth ian 130⋯⋯⋯⋯⋯⋯⋯⋯⋯⋯⋯⋯⋯⋯

西拉  Sela , Selah 130⋯⋯⋯⋯⋯⋯⋯⋯⋯⋯⋯⋯⋯⋯⋯⋯

西拉 (井或池 )  Sirah , Well of or Ciste rn of 131⋯⋯⋯⋯⋯

西拉哈玛希罗结  Sela H ammahlekoth 132⋯⋯⋯⋯⋯⋯⋯

西流基  Seleucia 133⋯⋯⋯⋯⋯⋯⋯⋯⋯⋯⋯⋯⋯⋯⋯⋯

西罗亚池  Siloam , Pool of 133⋯⋯⋯⋯⋯⋯⋯⋯⋯⋯⋯⋯

西罗亚楼  Siloam , Tower of 134⋯⋯⋯⋯⋯⋯⋯⋯⋯⋯⋯

西乃 (山 )  Sinai 135⋯⋯⋯⋯⋯⋯⋯⋯⋯⋯⋯⋯⋯⋯⋯⋯

汛  Sin 137⋯⋯⋯⋯⋯⋯⋯⋯⋯⋯⋯⋯⋯⋯⋯⋯⋯⋯⋯⋯

伊甸  Eden 138⋯⋯⋯⋯⋯⋯⋯⋯⋯⋯⋯⋯⋯⋯⋯⋯⋯⋯

伊矶伦  Eglon 140⋯⋯⋯⋯⋯⋯⋯⋯⋯⋯⋯⋯⋯⋯⋯⋯⋯

印度  India 140⋯⋯⋯⋯⋯⋯⋯⋯⋯⋯⋯⋯⋯⋯⋯⋯⋯⋯

吕彼亚  Libya 195⋯⋯⋯⋯⋯⋯⋯⋯⋯⋯⋯⋯⋯⋯⋯⋯⋯

吕大  Lydda 196⋯⋯⋯⋯⋯⋯⋯⋯⋯⋯⋯⋯⋯⋯⋯⋯⋯⋯

吕高尼  Lycaonia 197⋯⋯⋯⋯⋯⋯⋯⋯⋯⋯⋯⋯⋯⋯⋯

吕家  Lycia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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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划

[艾 ]  Ai 83⋯⋯⋯⋯⋯⋯⋯⋯⋯⋯⋯⋯⋯⋯⋯⋯⋯⋯⋯⋯

庇哩亚  Beroea 141⋯⋯⋯⋯⋯⋯⋯⋯⋯⋯⋯⋯⋯⋯⋯⋯

庇推尼  Bithynia 142⋯⋯⋯⋯⋯⋯⋯⋯⋯⋯⋯⋯⋯⋯⋯⋯

庇耳拉海莱  Beer Lahai Roi 143⋯⋯⋯⋯⋯⋯⋯⋯⋯⋯⋯

别是巴  Beer Sheba 144⋯⋯⋯⋯⋯⋯⋯⋯⋯⋯⋯⋯⋯⋯

别加  Perga 147⋯⋯⋯⋯⋯⋯⋯⋯⋯⋯⋯⋯⋯⋯⋯⋯⋯⋯

别迦摩  Pergamos 148⋯⋯⋯⋯⋯⋯⋯⋯⋯⋯⋯⋯⋯⋯⋯

伯巴拉  Beth Barah 149⋯⋯⋯⋯⋯⋯⋯⋯⋯⋯⋯⋯⋯⋯

伯大尼  Bethany 150⋯⋯⋯⋯⋯⋯⋯⋯⋯⋯⋯⋯⋯⋯⋯⋯

伯大巴喇  Bethabara 154⋯⋯⋯⋯⋯⋯⋯⋯⋯⋯⋯⋯⋯⋯

伯法其  Bethphage 154⋯⋯⋯⋯⋯⋯⋯⋯⋯⋯⋯⋯⋯⋯⋯

伯和仑  Beth Horon 154⋯⋯⋯⋯⋯⋯⋯⋯⋯⋯⋯⋯⋯⋯

伯拉 (大 ) 河  Eup hrates 156⋯⋯⋯⋯⋯⋯⋯⋯⋯⋯⋯⋯⋯

伯利恆  Bethlehem 157⋯⋯⋯⋯⋯⋯⋯⋯⋯⋯⋯⋯⋯⋯⋯

伯利合  Beth Rehob 163⋯⋯⋯⋯⋯⋯⋯⋯⋯⋯⋯⋯⋯⋯

伯墨哈  Beth Merha 164⋯⋯⋯⋯⋯⋯⋯⋯⋯⋯⋯⋯⋯⋯

伯毘珥  Beth Peor 165⋯⋯⋯⋯⋯⋯⋯⋯⋯⋯⋯⋯⋯⋯⋯

伯赛大  Bethsaida 165⋯⋯⋯⋯⋯⋯⋯⋯⋯⋯⋯⋯⋯⋯⋯

伯珊  Beth Shan , Beth Shean 168⋯⋯⋯⋯⋯⋯⋯⋯⋯⋯⋯

伯善  (即是伯珊 , 请参看上列「伯珊」条。) 169⋯⋯⋯⋯⋯⋯

伯示麦  Beth Shemesh 169⋯⋯⋯⋯⋯⋯⋯⋯⋯⋯⋯⋯⋯

伯特利  Bethel 171⋯⋯⋯⋯⋯⋯⋯⋯⋯⋯⋯⋯⋯⋯⋯⋯⋯

伯亚文  Beth Sven 174⋯⋯⋯⋯⋯⋯⋯⋯⋯⋯⋯⋯⋯⋯⋯

但  Dan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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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加波利  Decapolis 177⋯⋯⋯⋯⋯⋯⋯⋯⋯⋯⋯⋯⋯⋯

杜拉  Dura 177⋯⋯⋯⋯⋯⋯⋯⋯⋯⋯⋯⋯⋯⋯⋯⋯⋯⋯

何把  Hobah 179⋯⋯⋯⋯⋯⋯⋯⋯⋯⋯⋯⋯⋯⋯⋯⋯⋯

何珥山  Hor 180⋯⋯⋯⋯⋯⋯⋯⋯⋯⋯⋯⋯⋯⋯⋯⋯⋯

何珥玛  Hormah 181⋯⋯⋯⋯⋯⋯⋯⋯⋯⋯⋯⋯⋯⋯⋯⋯

何烈 (山 )  Horeb , Mount of 183⋯⋯⋯⋯⋯⋯⋯⋯⋯⋯⋯

汲沦溪  Kidron , Brook of 186⋯⋯⋯⋯⋯⋯⋯⋯⋯⋯⋯⋯

利巴嫩 (山 )  Lebanon , Mount of 187⋯⋯⋯⋯⋯⋯⋯⋯⋯

利百地拿  Liber tines 188⋯⋯⋯⋯⋯⋯⋯⋯⋯⋯⋯⋯⋯⋯

利比拉  Riblah 189⋯⋯⋯⋯⋯⋯⋯⋯⋯⋯⋯⋯⋯⋯⋯⋯

利乏音 (谷 )  Rephaim , Valley of 190⋯⋯⋯⋯⋯⋯⋯⋯⋯

利非订  Rephidim 191⋯⋯⋯⋯⋯⋯⋯⋯⋯⋯⋯⋯⋯⋯⋯

利合  Rehob 192⋯⋯⋯⋯⋯⋯⋯⋯⋯⋯⋯⋯⋯⋯⋯⋯⋯⋯

利河伯  Rehoboth-ir or Rehoboth 193⋯⋯⋯⋯⋯⋯⋯⋯

利基翁  Rhegium 194⋯⋯⋯⋯⋯⋯⋯⋯⋯⋯⋯⋯⋯⋯⋯

利希  Lehi 195⋯⋯⋯⋯⋯⋯⋯⋯⋯⋯⋯⋯⋯⋯⋯⋯⋯⋯

[呂彼亚 ]  Libya 195⋯⋯⋯⋯⋯⋯⋯⋯⋯⋯⋯⋯⋯⋯⋯⋯

[呂大 ]  Lydda 196⋯⋯⋯⋯⋯⋯⋯⋯⋯⋯⋯⋯⋯⋯⋯⋯⋯

[呂高尼 ]  Lycaonia 197⋯⋯⋯⋯⋯⋯⋯⋯⋯⋯⋯⋯⋯⋯

[呂家 ]  Lycia 197⋯⋯⋯⋯⋯⋯⋯⋯⋯⋯⋯⋯⋯⋯⋯⋯⋯

每拉  Myra 198⋯⋯⋯⋯⋯⋯⋯⋯⋯⋯⋯⋯⋯⋯⋯⋯⋯⋯

每西亚  Mysia 198⋯⋯⋯⋯⋯⋯⋯⋯⋯⋯⋯⋯⋯⋯⋯⋯⋯

沙仑  Sharon 199⋯⋯⋯⋯⋯⋯⋯⋯⋯⋯⋯⋯⋯⋯⋯⋯⋯

吾珥  Ur 199⋯⋯⋯⋯⋯⋯⋯⋯⋯⋯⋯⋯⋯⋯⋯⋯⋯⋯⋯

希伯来 (人 ) ,希伯来 ( 话 ) , 希伯来 (的 )  H ebrew 200⋯⋯⋯

希伯仑  H ebron 201⋯⋯⋯⋯⋯⋯⋯⋯⋯⋯⋯⋯⋯⋯⋯⋯

希底结 (河 )  H iddekel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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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波立  H ierapolis 205⋯⋯⋯⋯⋯⋯⋯⋯⋯⋯⋯⋯⋯⋯

希腊  Greece 205⋯⋯⋯⋯⋯⋯⋯⋯⋯⋯⋯⋯⋯⋯⋯⋯⋯

希兰  H elam 207⋯⋯⋯⋯⋯⋯⋯⋯⋯⋯⋯⋯⋯⋯⋯⋯⋯

希利甲哈素琳  H elkath H azzurin 207⋯⋯⋯⋯⋯⋯⋯⋯⋯

希利尼 (话 ) ,希利尼 ( 人 ) , 希利尼 (的 )  Greek 209⋯⋯⋯⋯

希实本  H es hbon 209⋯⋯⋯⋯⋯⋯⋯⋯⋯⋯⋯⋯⋯⋯⋯

陀伯  Tob 239⋯⋯⋯⋯⋯⋯⋯⋯⋯⋯⋯⋯⋯⋯⋯⋯⋯⋯

陀斐特  Topheth 239⋯⋯⋯⋯⋯⋯⋯⋯⋯⋯⋯⋯⋯⋯⋯⋯

八  划

拔摩  Patmos 210⋯⋯⋯⋯⋯⋯⋯⋯⋯⋯⋯⋯⋯⋯⋯⋯⋯

彼西底  Pisdia 211⋯⋯⋯⋯⋯⋯⋯⋯⋯⋯⋯⋯⋯⋯⋯⋯⋯

波斯  Per sia 212⋯⋯⋯⋯⋯⋯⋯⋯⋯⋯⋯⋯⋯⋯⋯⋯⋯⋯

东海  T he East Sea 215⋯⋯⋯⋯⋯⋯⋯⋯⋯⋯⋯⋯⋯⋯⋯

非拉铁非  Philadelphia 215⋯⋯⋯⋯⋯⋯⋯⋯⋯⋯⋯⋯⋯

非利士  Philis tia 216⋯⋯⋯⋯⋯⋯⋯⋯⋯⋯⋯⋯⋯⋯⋯⋯

非尼基  Phenice 220⋯⋯⋯⋯⋯⋯⋯⋯⋯⋯⋯⋯⋯⋯⋯⋯

姑珥  Gur 220⋯⋯⋯⋯⋯⋯⋯⋯⋯⋯⋯⋯⋯⋯⋯⋯⋯⋯⋯

姑珥巴力  Gur Baal 221⋯⋯⋯⋯⋯⋯⋯⋯⋯⋯⋯⋯⋯⋯

佳澳  Fair H avens 221⋯⋯⋯⋯⋯⋯⋯⋯⋯⋯⋯⋯⋯⋯⋯

居比路  Cyprus 221⋯⋯⋯⋯⋯⋯⋯⋯⋯⋯⋯⋯⋯⋯⋯⋯

拉巴  Rabbah 223⋯⋯⋯⋯⋯⋯⋯⋯⋯⋯⋯⋯⋯⋯⋯⋯⋯

拉吉  Lachish 226⋯⋯⋯⋯⋯⋯⋯⋯⋯⋯⋯⋯⋯⋯⋯⋯⋯

拉玛  Ramah 227⋯⋯⋯⋯⋯⋯⋯⋯⋯⋯⋯⋯⋯⋯⋯⋯⋯

拉末  Ramoth 230⋯⋯⋯⋯⋯⋯⋯⋯⋯⋯⋯⋯⋯⋯⋯⋯⋯

拉西亚  Lasea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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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大拉  Magdalene 230⋯⋯⋯⋯⋯⋯⋯⋯⋯⋯⋯⋯⋯⋯⋯

帕大喇  Patara 231⋯⋯⋯⋯⋯⋯⋯⋯⋯⋯⋯⋯⋯⋯⋯⋯⋯

帕弗  Paphos 231⋯⋯⋯⋯⋯⋯⋯⋯⋯⋯⋯⋯⋯⋯⋯⋯⋯

帕提亚  Parthia 232⋯⋯⋯⋯⋯⋯⋯⋯⋯⋯⋯⋯⋯⋯⋯⋯

所多玛  Sodom 233⋯⋯⋯⋯⋯⋯⋯⋯⋯⋯⋯⋯⋯⋯⋯⋯

所罗门廊  Solomon�s Porch 234⋯⋯⋯⋯⋯⋯⋯⋯⋯⋯⋯

帖撒罗尼迦  T hessalonica 236⋯⋯⋯⋯⋯⋯⋯⋯⋯⋯⋯⋯

[陀伯 ]  Tob 239⋯⋯⋯⋯⋯⋯⋯⋯⋯⋯⋯⋯⋯⋯⋯⋯⋯

[陀斐特 ]  Topheth 239⋯⋯⋯⋯⋯⋯⋯⋯⋯⋯⋯⋯⋯⋯⋯

欣嫩子谷  H innom , V alley of 240⋯⋯⋯⋯⋯⋯⋯⋯⋯⋯

亚比利尼  Abilene 241⋯⋯⋯⋯⋯⋯⋯⋯⋯⋯⋯⋯⋯⋯⋯

亚比乌  Appius , Forum of 241⋯⋯⋯⋯⋯⋯⋯⋯⋯⋯⋯⋯

亚波罗尼亚  Apollonia 242⋯⋯⋯⋯⋯⋯⋯⋯⋯⋯⋯⋯⋯

亚伯伯玛迦  Abel Beth Maacah 242⋯⋯⋯⋯⋯⋯⋯⋯⋯

亚伯米何拉  Abel Meholah 243⋯⋯⋯⋯⋯⋯⋯⋯⋯⋯⋯

亚伯什亭  Abel Shittim 244⋯⋯⋯⋯⋯⋯⋯⋯⋯⋯⋯⋯⋯

亚大利  A ttalia 244⋯⋯⋯⋯⋯⋯⋯⋯⋯⋯⋯⋯⋯⋯⋯⋯

亚大米田  Adramyttium 244⋯⋯⋯⋯⋯⋯⋯⋯⋯⋯⋯⋯

亚当城  Adam 245⋯⋯⋯⋯⋯⋯⋯⋯⋯⋯⋯⋯⋯⋯⋯⋯⋯

亚底亚 (海 )  Adria 245⋯⋯⋯⋯⋯⋯⋯⋯⋯⋯⋯⋯⋯⋯⋯

亚杜兰  Adullam 246⋯⋯⋯⋯⋯⋯⋯⋯⋯⋯⋯⋯⋯⋯⋯⋯

亚珥拔  Arpad 248⋯⋯⋯⋯⋯⋯⋯⋯⋯⋯⋯⋯⋯⋯⋯⋯⋯

亚弗  Aphek 249⋯⋯⋯⋯⋯⋯⋯⋯⋯⋯⋯⋯⋯⋯⋯⋯⋯

亚该亚  Achaia 252⋯⋯⋯⋯⋯⋯⋯⋯⋯⋯⋯⋯⋯⋯⋯⋯

亚割谷  Achor , V alley of 253⋯⋯⋯⋯⋯⋯⋯⋯⋯⋯⋯⋯

亚柯  Acco 253⋯⋯⋯⋯⋯⋯⋯⋯⋯⋯⋯⋯⋯⋯⋯⋯⋯⋯

亚拉巴  Arabah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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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拉伯  Arabia 256⋯⋯⋯⋯⋯⋯⋯⋯⋯⋯⋯⋯⋯⋯⋯⋯

亚拉腊山  Ararat , Mount of 257⋯⋯⋯⋯⋯⋯⋯⋯⋯⋯⋯

亚兰  Aram 259⋯⋯⋯⋯⋯⋯⋯⋯⋯⋯⋯⋯⋯⋯⋯⋯⋯⋯

亚嫩河  Arnon , River of 260⋯⋯⋯⋯⋯⋯⋯⋯⋯⋯⋯⋯⋯

亚罗珥  Aroer 261⋯⋯⋯⋯⋯⋯⋯⋯⋯⋯⋯⋯⋯⋯⋯⋯⋯

亚利马太  Arima thaea 262⋯⋯⋯⋯⋯⋯⋯⋯⋯⋯⋯⋯⋯

亚力山太  Alexandria 262⋯⋯⋯⋯⋯⋯⋯⋯⋯⋯⋯⋯⋯⋯

亚略巴古  Areopagus 264⋯⋯⋯⋯⋯⋯⋯⋯⋯⋯⋯⋯⋯⋯

亚玛  Ammah 265⋯⋯⋯⋯⋯⋯⋯⋯⋯⋯⋯⋯⋯⋯⋯⋯⋯

亚玛力 (人 )  Amalekites 266⋯⋯⋯⋯⋯⋯⋯⋯⋯⋯⋯⋯

亚扪 (人 )  Ammon 267⋯⋯⋯⋯⋯⋯⋯⋯⋯⋯⋯⋯⋯⋯⋯

亚摩利 (人 )  Amorites 269⋯⋯⋯⋯⋯⋯⋯⋯⋯⋯⋯⋯⋯

亚实基伦  As hkelon , Ashqelon 270⋯⋯⋯⋯⋯⋯⋯⋯⋯⋯

亚实突  As hdod 271⋯⋯⋯⋯⋯⋯⋯⋯⋯⋯⋯⋯⋯⋯⋯⋯

亚述  Assyria 272⋯⋯⋯⋯⋯⋯⋯⋯⋯⋯⋯⋯⋯⋯⋯⋯⋯

亚锁都  Azotus 273⋯⋯⋯⋯⋯⋯⋯⋯⋯⋯⋯⋯⋯⋯⋯⋯

亚朔  Assos 274⋯⋯⋯⋯⋯⋯⋯⋯⋯⋯⋯⋯⋯⋯⋯⋯⋯⋯

亚特律加宁  As ht eroth Karnaim 274⋯⋯⋯⋯⋯⋯⋯⋯⋯

亚文  Aven 274⋯⋯⋯⋯⋯⋯⋯⋯⋯⋯⋯⋯⋯⋯⋯⋯⋯⋯

亚西加  Azekah 275⋯⋯⋯⋯⋯⋯⋯⋯⋯⋯⋯⋯⋯⋯⋯⋯

亚西亚  Asia 276⋯⋯⋯⋯⋯⋯⋯⋯⋯⋯⋯⋯⋯⋯⋯⋯⋯

亚雅仑  Aijalon 277⋯⋯⋯⋯⋯⋯⋯⋯⋯⋯⋯⋯⋯⋯⋯⋯

迦巴  Geba 293⋯⋯⋯⋯⋯⋯⋯⋯⋯⋯⋯⋯⋯⋯⋯⋯⋯⋯

迦巴鲁  Chebar 294⋯⋯⋯⋯⋯⋯⋯⋯⋯⋯⋯⋯⋯⋯⋯⋯

迦百农  Capernaun 295⋯⋯⋯⋯⋯⋯⋯⋯⋯⋯⋯⋯⋯⋯⋯

迦基米施  Carchemish 296⋯⋯⋯⋯⋯⋯⋯⋯⋯⋯⋯⋯⋯

迦拉  Calah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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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底  Chaldea 298⋯⋯⋯⋯⋯⋯⋯⋯⋯⋯⋯⋯⋯⋯⋯⋯

迦密  Carmel 299⋯⋯⋯⋯⋯⋯⋯⋯⋯⋯⋯⋯⋯⋯⋯⋯⋯

迦拿  Cana 302⋯⋯⋯⋯⋯⋯⋯⋯⋯⋯⋯⋯⋯⋯⋯⋯⋯⋯

迦南  Canaan 303⋯⋯⋯⋯⋯⋯⋯⋯⋯⋯⋯⋯⋯⋯⋯⋯⋯

迦萨  Gaza 307⋯⋯⋯⋯⋯⋯⋯⋯⋯⋯⋯⋯⋯⋯⋯⋯⋯⋯

迦特  Gath 310⋯⋯⋯⋯⋯⋯⋯⋯⋯⋯⋯⋯⋯⋯⋯⋯⋯⋯

迦特希弗  Gath H epher , Gittah H epher 311⋯⋯⋯⋯⋯⋯

耶布斯  Jebus 320⋯⋯⋯⋯⋯⋯⋯⋯⋯⋯⋯⋯⋯⋯⋯⋯⋯

耶利哥  Jericho 321⋯⋯⋯⋯⋯⋯⋯⋯⋯⋯⋯⋯⋯⋯⋯⋯

耶路撒冷  Jer usalem 324⋯⋯⋯⋯⋯⋯⋯⋯⋯⋯⋯⋯⋯⋯

耶末  Jarmuth 340⋯⋯⋯⋯⋯⋯⋯⋯⋯⋯⋯⋯⋯⋯⋯⋯⋯

耶斯列  Jezreel 341⋯⋯⋯⋯⋯⋯⋯⋯⋯⋯⋯⋯⋯⋯⋯⋯

九  划

哀嫩  A enon 278⋯⋯⋯⋯⋯⋯⋯⋯⋯⋯⋯⋯⋯⋯⋯⋯⋯

俄斐勒  Ophel 278⋯⋯⋯⋯⋯⋯⋯⋯⋯⋯⋯⋯⋯⋯⋯⋯⋯

革哩底  Crete 279⋯⋯⋯⋯⋯⋯⋯⋯⋯⋯⋯⋯⋯⋯⋯⋯⋯

革尼撒勒  Gennesaret 281⋯⋯⋯⋯⋯⋯⋯⋯⋯⋯⋯⋯⋯

革尼撒勒湖  Gennesaret , Lake of 281⋯⋯⋯⋯⋯⋯⋯⋯⋯

革尼土  Cnidus 282⋯⋯⋯⋯⋯⋯⋯⋯⋯⋯⋯⋯⋯⋯⋯⋯

哈腓拉  H avilah 282⋯⋯⋯⋯⋯⋯⋯⋯⋯⋯⋯⋯⋯⋯⋯⋯

哈基拉  H achilah 283⋯⋯⋯⋯⋯⋯⋯⋯⋯⋯⋯⋯⋯⋯⋯

哈兰  H aran 284⋯⋯⋯⋯⋯⋯⋯⋯⋯⋯⋯⋯⋯⋯⋯⋯⋯⋯

哈列  H ereth 285⋯⋯⋯⋯⋯⋯⋯⋯⋯⋯⋯⋯⋯⋯⋯⋯⋯

哈律 (泉 )  H arod 286⋯⋯⋯⋯⋯⋯⋯⋯⋯⋯⋯⋯⋯⋯⋯⋯

哈马  H amath , Hamah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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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 H armagedon 289⋯⋯⋯⋯⋯⋯

哈洗录  H azeroth 290⋯⋯⋯⋯⋯⋯⋯⋯⋯⋯⋯⋯⋯⋯⋯

红海  Red Sea 290⋯⋯⋯⋯⋯⋯⋯⋯⋯⋯⋯⋯⋯⋯⋯⋯⋯

[迦巴 ]  Geba 293⋯⋯⋯⋯⋯⋯⋯⋯⋯⋯⋯⋯⋯⋯⋯⋯⋯

[迦巴鲁 ]  Chebar 294⋯⋯⋯⋯⋯⋯⋯⋯⋯⋯⋯⋯⋯⋯⋯

[迦百农 ]  Capernaun 295⋯⋯⋯⋯⋯⋯⋯⋯⋯⋯⋯⋯⋯⋯

[迦基米施 ]  Carchemish 296⋯⋯⋯⋯⋯⋯⋯⋯⋯⋯⋯⋯

[迦拉 ]  Calah 297⋯⋯⋯⋯⋯⋯⋯⋯⋯⋯⋯⋯⋯⋯⋯⋯⋯

[迦勒底 ]  Chaldea 298⋯⋯⋯⋯⋯⋯⋯⋯⋯⋯⋯⋯⋯⋯⋯

[迦密 ]  Carmel 299⋯⋯⋯⋯⋯⋯⋯⋯⋯⋯⋯⋯⋯⋯⋯⋯

[迦拿 ]  Cana 302⋯⋯⋯⋯⋯⋯⋯⋯⋯⋯⋯⋯⋯⋯⋯⋯⋯

[迦南 ]  Canaan 303⋯⋯⋯⋯⋯⋯⋯⋯⋯⋯⋯⋯⋯⋯⋯⋯

[迦萨 ]  Gaza 307⋯⋯⋯⋯⋯⋯⋯⋯⋯⋯⋯⋯⋯⋯⋯⋯⋯

[迦特 ]  Gath 310⋯⋯⋯⋯⋯⋯⋯⋯⋯⋯⋯⋯⋯⋯⋯⋯⋯

[迦特希弗 ]  Gath H epher , Gittah H epher 311⋯⋯⋯⋯⋯

客西马尼 (园 )  Gethsemane 312⋯⋯⋯⋯⋯⋯⋯⋯⋯⋯⋯

南地  N egeb , Negebh ( the South) 313⋯⋯⋯⋯⋯⋯⋯⋯⋯

毘珥 (山 )  Peor 315⋯⋯⋯⋯⋯⋯⋯⋯⋯⋯⋯⋯⋯⋯⋯⋯

毘拉心山  Perazim , Mount of 316⋯⋯⋯⋯⋯⋯⋯⋯⋯⋯

毘努伊勒  Penuel 317⋯⋯⋯⋯⋯⋯⋯⋯⋯⋯⋯⋯⋯⋯⋯

毘斯迦山  Pisgah 318⋯⋯⋯⋯⋯⋯⋯⋯⋯⋯⋯⋯⋯⋯⋯

亭拿  Timnah 318⋯⋯⋯⋯⋯⋯⋯⋯⋯⋯⋯⋯⋯⋯⋯⋯⋯

洗法谷  Zephathah , Valley of 319⋯⋯⋯⋯⋯⋯⋯⋯⋯⋯

洗革拉  Ziklag 320⋯⋯⋯⋯⋯⋯⋯⋯⋯⋯⋯⋯⋯⋯⋯⋯⋯

[耶布斯 ]  Jebus 320⋯⋯⋯⋯⋯⋯⋯⋯⋯⋯⋯⋯⋯⋯⋯⋯

[耶利哥 ]  Jericho 321⋯⋯⋯⋯⋯⋯⋯⋯⋯⋯⋯⋯⋯⋯⋯

[耶路撒冷 ]  Jer usalem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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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末 ]  Jarmuth 340⋯⋯⋯⋯⋯⋯⋯⋯⋯⋯⋯⋯⋯⋯⋯⋯

[耶斯列 ]  Jezreel 341⋯⋯⋯⋯⋯⋯⋯⋯⋯⋯⋯⋯⋯⋯⋯

约比哈  Jogbehah 343⋯⋯⋯⋯⋯⋯⋯⋯⋯⋯⋯⋯⋯⋯⋯

约但河  Jordan River 344⋯⋯⋯⋯⋯⋯⋯⋯⋯⋯⋯⋯⋯⋯

约帕  Joppa 346⋯⋯⋯⋯⋯⋯⋯⋯⋯⋯⋯⋯⋯⋯⋯⋯⋯⋯

逃城  Refuge , Cities of 373⋯⋯⋯⋯⋯⋯⋯⋯⋯⋯⋯⋯⋯

挪伯  Nob 366⋯⋯⋯⋯⋯⋯⋯⋯⋯⋯⋯⋯⋯⋯⋯⋯⋯⋯

[敍加 ]  Sychar 417⋯⋯⋯⋯⋯⋯⋯⋯⋯⋯⋯⋯⋯⋯⋯⋯

[敍拉古 ]  Syracuse 418⋯⋯⋯⋯⋯⋯⋯⋯⋯⋯⋯⋯⋯⋯⋯

[敍利亚 ]  Syria 418⋯⋯⋯⋯⋯⋯⋯⋯⋯⋯⋯⋯⋯⋯⋯⋯

十  划

毕示大  Bethesda 378⋯⋯⋯⋯⋯⋯⋯⋯⋯⋯⋯⋯⋯⋯⋯

部丟利  Putedi 379⋯⋯⋯⋯⋯⋯⋯⋯⋯⋯⋯⋯⋯⋯⋯⋯⋯

埃及  Egypt 348⋯⋯⋯⋯⋯⋯⋯⋯⋯⋯⋯⋯⋯⋯⋯⋯⋯⋯

埃及河 (或尼罗河、尼罗河分流、埃及小河 )

 Egypt , River of 351⋯⋯⋯⋯⋯⋯⋯⋯⋯⋯⋯⋯⋯⋯⋯⋯

埃及小河  Egypt , Brook of 353⋯⋯⋯⋯⋯⋯⋯⋯⋯⋯⋯

埃提阿伯  Ethiopia 354⋯⋯⋯⋯⋯⋯⋯⋯⋯⋯⋯⋯⋯⋯⋯

高大  Cauda 355⋯⋯⋯⋯⋯⋯⋯⋯⋯⋯⋯⋯⋯⋯⋯⋯⋯⋯

哥拉汛  Chorazin 356⋯⋯⋯⋯⋯⋯⋯⋯⋯⋯⋯⋯⋯⋯⋯

哥林多  Corin th 356⋯⋯⋯⋯⋯⋯⋯⋯⋯⋯⋯⋯⋯⋯⋯⋯

哥士  Cos , Coos 358⋯⋯⋯⋯⋯⋯⋯⋯⋯⋯⋯⋯⋯⋯⋯⋯

格拉森  Gerasa 358⋯⋯⋯⋯⋯⋯⋯⋯⋯⋯⋯⋯⋯⋯⋯⋯

马其顿  Macedonia 359⋯⋯⋯⋯⋯⋯⋯⋯⋯⋯⋯⋯⋯⋯⋯

马加丹  Magadan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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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比拉  Machpelah 361⋯⋯⋯⋯⋯⋯⋯⋯⋯⋯⋯⋯⋯⋯⋯

拿弗他利  N aphtali 363⋯⋯⋯⋯⋯⋯⋯⋯⋯⋯⋯⋯⋯⋯⋯

拿艮  N acon 363⋯⋯⋯⋯⋯⋯⋯⋯⋯⋯⋯⋯⋯⋯⋯⋯⋯⋯

拿撒勒  N azareth 364⋯⋯⋯⋯⋯⋯⋯⋯⋯⋯⋯⋯⋯⋯⋯

拿因  N ain 366⋯⋯⋯⋯⋯⋯⋯⋯⋯⋯⋯⋯⋯⋯⋯⋯⋯⋯

[挪伯 ]  Nob 366⋯⋯⋯⋯⋯⋯⋯⋯⋯⋯⋯⋯⋯⋯⋯⋯⋯

旁非利亚  Pamp hylia 367⋯⋯⋯⋯⋯⋯⋯⋯⋯⋯⋯⋯⋯⋯

秦国  Sinim , Land of 368⋯⋯⋯⋯⋯⋯⋯⋯⋯⋯⋯⋯⋯⋯

书珥  Shur 369⋯⋯⋯⋯⋯⋯⋯⋯⋯⋯⋯⋯⋯⋯⋯⋯⋯⋯

书念  Shunem 370⋯⋯⋯⋯⋯⋯⋯⋯⋯⋯⋯⋯⋯⋯⋯⋯⋯

书珊  Shus han 371⋯⋯⋯⋯⋯⋯⋯⋯⋯⋯⋯⋯⋯⋯⋯⋯⋯

[逃城 ]  Refuge , Cities of 373⋯⋯⋯⋯⋯⋯⋯⋯⋯⋯⋯⋯

特庇  Derbe 374⋯⋯⋯⋯⋯⋯⋯⋯⋯⋯⋯⋯⋯⋯⋯⋯⋯⋯

特拉可尼  Trachonitis 375⋯⋯⋯⋯⋯⋯⋯⋯⋯⋯⋯⋯⋯

特罗亚  Troas 375⋯⋯⋯⋯⋯⋯⋯⋯⋯⋯⋯⋯⋯⋯⋯⋯⋯

夏罗设  H arosheth 377⋯⋯⋯⋯⋯⋯⋯⋯⋯⋯⋯⋯⋯⋯⋯

夏琐  H azor 377⋯⋯⋯⋯⋯⋯⋯⋯⋯⋯⋯⋯⋯⋯⋯⋯⋯⋯

十一划

[麦比拉 ]  Machpelah 361⋯⋯⋯⋯⋯⋯⋯⋯⋯⋯⋯⋯⋯⋯

毕示大  Bethesda 378⋯⋯⋯⋯⋯⋯⋯⋯⋯⋯⋯⋯⋯⋯⋯

[部丟利 ]  Puteoli 379⋯⋯⋯⋯⋯⋯⋯⋯⋯⋯⋯⋯⋯⋯⋯

得撒  Tirzah 380⋯⋯⋯⋯⋯⋯⋯⋯⋯⋯⋯⋯⋯⋯⋯⋯⋯

基阿  Chios 381⋯⋯⋯⋯⋯⋯⋯⋯⋯⋯⋯⋯⋯⋯⋯⋯⋯⋯

基比顿  Gibbethon 382⋯⋯⋯⋯⋯⋯⋯⋯⋯⋯⋯⋯⋯⋯⋯

基比亚  Gibeah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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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遍  Gibeon 385⋯⋯⋯⋯⋯⋯⋯⋯⋯⋯⋯⋯⋯⋯⋯⋯⋯

基博罗哈他瓦  Kibroth Ha ttaavah 388⋯⋯⋯⋯⋯⋯⋯⋯

基顿  Gidom , Chidon or Kidon 389⋯⋯⋯⋯⋯⋯⋯⋯⋯⋯

基拉耳  Gerar 390⋯⋯⋯⋯⋯⋯⋯⋯⋯⋯⋯⋯⋯⋯⋯⋯⋯

基立溪  Cherith , Brook of 391⋯⋯⋯⋯⋯⋯⋯⋯⋯⋯⋯⋯

基利波 (山 )  Gilboa , Mount of 392⋯⋯⋯⋯⋯⋯⋯⋯⋯⋯

基利心 (山 )  Gerizim , Mount of 392⋯⋯⋯⋯⋯⋯⋯⋯⋯

基利家  Cilicia 395⋯⋯⋯⋯⋯⋯⋯⋯⋯⋯⋯⋯⋯⋯⋯⋯⋯

基列  Gilead 396⋯⋯⋯⋯⋯⋯⋯⋯⋯⋯⋯⋯⋯⋯⋯⋯⋯⋯

基列拉末  Ramoth Gilead 398⋯⋯⋯⋯⋯⋯⋯⋯⋯⋯⋯⋯

基列雅比  Jabesh Gilead 401⋯⋯⋯⋯⋯⋯⋯⋯⋯⋯⋯⋯

基列亚巴  Kiria th Arba 402⋯⋯⋯⋯⋯⋯⋯⋯⋯⋯⋯⋯⋯

基列耶琳  Kiria th Jearim 402⋯⋯⋯⋯⋯⋯⋯⋯⋯⋯⋯⋯

基色  Gezer 404⋯⋯⋯⋯⋯⋯⋯⋯⋯⋯⋯⋯⋯⋯⋯⋯⋯⋯

基述  Ges hur 405⋯⋯⋯⋯⋯⋯⋯⋯⋯⋯⋯⋯⋯⋯⋯⋯⋯

基顺 (河 )  Kishon , River of 405⋯⋯⋯⋯⋯⋯⋯⋯⋯⋯⋯

基训  Gihon 407⋯⋯⋯⋯⋯⋯⋯⋯⋯⋯⋯⋯⋯⋯⋯⋯⋯⋯

基伊拉  Keilah 409⋯⋯⋯⋯⋯⋯⋯⋯⋯⋯⋯⋯⋯⋯⋯⋯

坚革哩  Chenchreae 410⋯⋯⋯⋯⋯⋯⋯⋯⋯⋯⋯⋯⋯⋯

密抹  Michmash 411⋯⋯⋯⋯⋯⋯⋯⋯⋯⋯⋯⋯⋯⋯⋯⋯

梭哥  Soco, Socoh 412⋯⋯⋯⋯⋯⋯⋯⋯⋯⋯⋯⋯⋯⋯⋯

梭烈  Sorek 413⋯⋯⋯⋯⋯⋯⋯⋯⋯⋯⋯⋯⋯⋯⋯⋯⋯⋯

推罗  Tyre 414⋯⋯⋯⋯⋯⋯⋯⋯⋯⋯⋯⋯⋯⋯⋯⋯⋯⋯

推雅推喇  T hyatira 416⋯⋯⋯⋯⋯⋯⋯⋯⋯⋯⋯⋯⋯⋯⋯

[敍加 ]  Sychar 417⋯⋯⋯⋯⋯⋯⋯⋯⋯⋯⋯⋯⋯⋯⋯⋯

[敍拉古 ]  Syracuse 418⋯⋯⋯⋯⋯⋯⋯⋯⋯⋯⋯⋯⋯⋯⋯

[敍利亚 ]  Syria 418⋯⋯⋯⋯⋯⋯⋯⋯⋯⋯⋯⋯⋯⋯⋯⋯

—02—



十二划

[坚革哩 ]  Chenchreae 410⋯⋯⋯⋯⋯⋯⋯⋯⋯⋯⋯⋯⋯

答比匿  Tahpanhes 421⋯⋯⋯⋯⋯⋯⋯⋯⋯⋯⋯⋯⋯⋯⋯

腓立比  Philippi 422⋯⋯⋯⋯⋯⋯⋯⋯⋯⋯⋯⋯⋯⋯⋯⋯

腓尼基  Phoenicia 423⋯⋯⋯⋯⋯⋯⋯⋯⋯⋯⋯⋯⋯⋯⋯

黑门山  H ermon , Mou nt of 425⋯⋯⋯⋯⋯⋯⋯⋯⋯⋯⋯

疏割  Succoth 426⋯⋯⋯⋯⋯⋯⋯⋯⋯⋯⋯⋯⋯⋯⋯⋯⋯

提备斯  T hebez 427⋯⋯⋯⋯⋯⋯⋯⋯⋯⋯⋯⋯⋯⋯⋯⋯

提比哩亚  Tiberias 427⋯⋯⋯⋯⋯⋯⋯⋯⋯⋯⋯⋯⋯⋯⋯

提比哩亚海 ;即「加利利海」

 Tiberias , Sea of 429⋯⋯⋯⋯⋯⋯⋯⋯⋯⋯⋯⋯⋯⋯⋯⋯

提哥亚  Tekoa 429⋯⋯⋯⋯⋯⋯⋯⋯⋯⋯⋯⋯⋯⋯⋯⋯⋯

寻  Zin 430⋯⋯⋯⋯⋯⋯⋯⋯⋯⋯⋯⋯⋯⋯⋯⋯⋯⋯⋯⋯

雅比聂  Jabneel 431⋯⋯⋯⋯⋯⋯⋯⋯⋯⋯⋯⋯⋯⋯⋯⋯

雅博  Jabbok 431⋯⋯⋯⋯⋯⋯⋯⋯⋯⋯⋯⋯⋯⋯⋯⋯⋯

雅典  A then s 432⋯⋯⋯⋯⋯⋯⋯⋯⋯⋯⋯⋯⋯⋯⋯⋯⋯

雅各井  Jacob�s Well 433⋯⋯⋯⋯⋯⋯⋯⋯⋯⋯⋯⋯⋯⋯

雅完  Javan 434⋯⋯⋯⋯⋯⋯⋯⋯⋯⋯⋯⋯⋯⋯⋯⋯⋯⋯

犹大  Judah 434⋯⋯⋯⋯⋯⋯⋯⋯⋯⋯⋯⋯⋯⋯⋯⋯⋯⋯

犹太  Judaea 438⋯⋯⋯⋯⋯⋯⋯⋯⋯⋯⋯⋯⋯⋯⋯⋯⋯

十三划

暗妃波里  Amphipolis 440⋯⋯⋯⋯⋯⋯⋯⋯⋯⋯⋯⋯⋯

蛾摩拉  Gomorrah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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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撒利亚  Caesarea 441⋯⋯⋯⋯⋯⋯⋯⋯⋯⋯⋯⋯⋯⋯⋯

该撒利亚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444⋯⋯⋯⋯⋯⋯⋯⋯

路司得  Lyst ra 444⋯⋯⋯⋯⋯⋯⋯⋯⋯⋯⋯⋯⋯⋯⋯⋯

义大利  I taly 446⋯⋯⋯⋯⋯⋯⋯⋯⋯⋯⋯⋯⋯⋯⋯⋯⋯

十四划

歌罗西  Colossae 446⋯⋯⋯⋯⋯⋯⋯⋯⋯⋯⋯⋯⋯⋯⋯⋯

歌珊  Gos hen 449⋯⋯⋯⋯⋯⋯⋯⋯⋯⋯⋯⋯⋯⋯⋯⋯⋯

赫 (人 )  H it tite 450⋯⋯⋯⋯⋯⋯⋯⋯⋯⋯⋯⋯⋯⋯⋯⋯

玛代  Media 452⋯⋯⋯⋯⋯⋯⋯⋯⋯⋯⋯⋯⋯⋯⋯⋯⋯⋯

玛基大  Mekkedah 454⋯⋯⋯⋯⋯⋯⋯⋯⋯⋯⋯⋯⋯⋯⋯

玛哈尼但  Mahaneh Dan 454⋯⋯⋯⋯⋯⋯⋯⋯⋯⋯⋯⋯

玛哈念  Mahanain 455⋯⋯⋯⋯⋯⋯⋯⋯⋯⋯⋯⋯⋯⋯⋯

玛迦  Maacah 456⋯⋯⋯⋯⋯⋯⋯⋯⋯⋯⋯⋯⋯⋯⋯⋯⋯

玛拉  Marah 457⋯⋯⋯⋯⋯⋯⋯⋯⋯⋯⋯⋯⋯⋯⋯⋯⋯

玛利沙  Mareshah 457⋯⋯⋯⋯⋯⋯⋯⋯⋯⋯⋯⋯⋯⋯⋯

玛撒  Massah 458⋯⋯⋯⋯⋯⋯⋯⋯⋯⋯⋯⋯⋯⋯⋯⋯⋯

玛云  Maon 459⋯⋯⋯⋯⋯⋯⋯⋯⋯⋯⋯⋯⋯⋯⋯⋯⋯⋯

幔利  Mamre 461⋯⋯⋯⋯⋯⋯⋯⋯⋯⋯⋯⋯⋯⋯⋯⋯⋯

琐巴  Zobah 463⋯⋯⋯⋯⋯⋯⋯⋯⋯⋯⋯⋯⋯⋯⋯⋯⋯⋯

琐珥  Zoar 464⋯⋯⋯⋯⋯⋯⋯⋯⋯⋯⋯⋯⋯⋯⋯⋯⋯⋯

琐希列  Zoheleth 465⋯⋯⋯⋯⋯⋯⋯⋯⋯⋯⋯⋯⋯⋯⋯⋯

十五划

摩弗  Memphis , Moph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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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利岗  Moreh , Hill of 467⋯⋯⋯⋯⋯⋯⋯⋯⋯⋯⋯⋯⋯

摩利橡树  Oak of Moreh 467⋯⋯⋯⋯⋯⋯⋯⋯⋯⋯⋯⋯

摩利亚  Moriah 469⋯⋯⋯⋯⋯⋯⋯⋯⋯⋯⋯⋯⋯⋯⋯⋯

摩押  Moab 470⋯⋯⋯⋯⋯⋯⋯⋯⋯⋯⋯⋯⋯⋯⋯⋯⋯⋯

舖华石处  Pavement 475⋯⋯⋯⋯⋯⋯⋯⋯⋯⋯⋯⋯⋯⋯

撒狄  Sardis 475⋯⋯⋯⋯⋯⋯⋯⋯⋯⋯⋯⋯⋯⋯⋯⋯⋯⋯

撒拉米  Salamis 476⋯⋯⋯⋯⋯⋯⋯⋯⋯⋯⋯⋯⋯⋯⋯⋯

撒勒法  Zarephath 477⋯⋯⋯⋯⋯⋯⋯⋯⋯⋯⋯⋯⋯⋯⋯

撒冷  Salim , Salem 478⋯⋯⋯⋯⋯⋯⋯⋯⋯⋯⋯⋯⋯⋯⋯

撒玛利亚  Samaria 479⋯⋯⋯⋯⋯⋯⋯⋯⋯⋯⋯⋯⋯⋯⋯

撒摩  Samos 484⋯⋯⋯⋯⋯⋯⋯⋯⋯⋯⋯⋯⋯⋯⋯⋯⋯⋯

撒摩尼  Salmone 485⋯⋯⋯⋯⋯⋯⋯⋯⋯⋯⋯⋯⋯⋯⋯⋯

撒摩特喇  Samothrace 485⋯⋯⋯⋯⋯⋯⋯⋯⋯⋯⋯⋯⋯

橄榄山  Olives , Mount of 486⋯⋯⋯⋯⋯⋯⋯⋯⋯⋯⋯⋯

挞马太  Dalmatia 487⋯⋯⋯⋯⋯⋯⋯⋯⋯⋯⋯⋯⋯⋯⋯

十六划

[橄榄山 ]  Olives , Mount of 486⋯⋯⋯⋯⋯⋯⋯⋯⋯⋯⋯

[挞马太 ]  Dalmatia 487⋯⋯⋯⋯⋯⋯⋯⋯⋯⋯⋯⋯⋯⋯

锡安 (山 )  Zion 488⋯⋯⋯⋯⋯⋯⋯⋯⋯⋯⋯⋯⋯⋯⋯⋯

隐多珥  Endor 490⋯⋯⋯⋯⋯⋯⋯⋯⋯⋯⋯⋯⋯⋯⋯⋯⋯

十七划

赛耳底  Syrtis 489⋯⋯⋯⋯⋯⋯⋯⋯⋯⋯⋯⋯⋯⋯⋯⋯⋯

[隐多珥 ]  Endor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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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哈歌利  En H ak kore 491⋯⋯⋯⋯⋯⋯⋯⋯⋯⋯⋯⋯⋯

隐基底  En Gedi 491⋯⋯⋯⋯⋯⋯⋯⋯⋯⋯⋯⋯⋯⋯⋯⋯

隐罗结  En Rogel 492⋯⋯⋯⋯⋯⋯⋯⋯⋯⋯⋯⋯⋯⋯⋯

十九划

罗德  Lod 493⋯⋯⋯⋯⋯⋯⋯⋯⋯⋯⋯⋯⋯⋯⋯⋯⋯⋯⋯

罗底  Rhodeo 494⋯⋯⋯⋯⋯⋯⋯⋯⋯⋯⋯⋯⋯⋯⋯⋯⋯

罗马  Rome 494⋯⋯⋯⋯⋯⋯⋯⋯⋯⋯⋯⋯⋯⋯⋯⋯⋯⋯

二十一划

兰塞  Rameses 500⋯⋯⋯⋯⋯⋯⋯⋯⋯⋯⋯⋯⋯⋯⋯⋯⋯

二十三划

髑髅地  Skull , Place of 501⋯⋯⋯⋯⋯⋯⋯⋯⋯⋯⋯⋯⋯

二十五划

盐谷  Salt , Valley of 501⋯⋯⋯⋯⋯⋯⋯⋯⋯⋯⋯⋯⋯⋯

盐海  Salt Sea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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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劃

大海   ( The Gr ea t Sea)

1 . 其他名稱:

1 )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

2 ) 海。( 民 13∶29 ; 徒 10∶6)

3 ) 西海①。( 申 11∶24; 珥 2∶20)

4 ) 非利士海, 意指非利士地沿海一帶( 出 23∶31) 。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1—2 格。

3 . 地理情況: 大海即是地中海, 長 3300 公里, 由西西里到非

洲間最窄處其寬度仍約 120 公里, 面積共 75 萬平方公

里。大海對迦南的沿岸氣候影響很大, 夏季天氣炎熱, 清

晨時海風吹到迦南中部的山嶺地帶。傍晚山風下來即成

為涼爽的空氣。沙崙沿海一帶的平原, 景色優美, 花草樹

木無不宜人。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的業地, 西邊即以大海為界( 民 34∶6 ) 。

2 ) 約帕乃是進入大海的重要海口, 約拿逃避耶和華之

命, 即是由約帕坐船而西去他施的( 拿 1∶3) 。

3 ) 先知書中曾多次提到大海( 賽 23∶4, 60∶5; 耶 31∶35; 結

47∶10; 但 7∶2) 。

大河   ( The River )

〔參看本書「伯拉( 大) 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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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瑪努他   ( Dalma nutha )

1 . 地名原意:「微薄之分」、「暗中的讒言」。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三行第 4 格抹大拉的位置。

3 . 地理位置: 大瑪努他在加利利海的西岸, 位於提比哩亞以

北約 5 公里。參看太 15∶39 和可 8∶10 兩處聖經記述可

知, 大瑪努他即在馬加丹附近。而多數學者認爲, 馬加丹

乃是抹大拉的另一名稱。

4 . 聖經記載: 耶穌來到加利利海邊, 有許多人也到了他那

裏, 求耶穌給他們治病, 耶穌就治好了他們。但眾人已經

3 天和耶穌同在一起, 也沒有吃的了。耶穌便用 7 個餅

幾條小魚, 使 4000 人吃飽, 還剩下零碎裝了 7 個筐子。

眾人散後, 耶穌和門徒就上船, 來到大瑪努他境內 ( 可

8∶10, 參看太 15∶39) 。

大馬色   ( Dama scus)

1 . 地名原意:「審判官」。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大馬士革。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6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及舊約聖經記載:

1 ) 大馬色在黑門山東面的山坡上, 乃是現今敍利亞的首

都大馬士革。

2 ) 大馬色高出海面約 700 米。古時城中有亞罷拿河, 城

南不遠有法珥法河( 王下 5∶12 ) , 土地肥沃。大馬色自

古也是通商交通的中心, 有 3 條大道連接各地 ( 請參

看附錄三第 79 圖) 。

①向西南延伸的大道可到地中海海岸的推羅, 再沿著

海岸南行經過該撒利亞、約帕、迦薩通往埃及。

②向南途經鹽海( 死海) 東方各地而通往亞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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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向東經過沙漠地帶可通往古代巴比倫地區。

3 ) 大馬色的歷史悠久, 舊約聖經曾有多處記述了它的興

衰。歷史資料也說明了大馬色屢次被埃及人、亞述

人、波斯人侵佔的史實。公元前 333 年希臘皇帝亞歷

山大征服了敍利亞, 大馬色開始受到希臘文化的影

響。公元前 64 年, 大馬色又被羅馬攻佔。耶穌降生

後福音傳入了大馬色。羅馬人以基督教爲國教時, 大

馬色的信徒日漸增多。公元後 635 年阿拉伯人佔領

此城後, 自 661 年至 750 年時, 大馬色定爲阿拉伯帝國

倭馬亞王朝的京都。該城的倭馬亞清真寺, 即是由原

來的基督徒禮拜堂改建而成的。十字軍東征戰爭中,

大馬色成了阿拉伯人與十字軍爭奪之地。13 世紀之

後, 大馬色又一度毀於蒙古人的入侵。自公元 1516

年起更被土耳其侵佔了 400 年。1920 年則被法國佔

領。1946 年敍利亞獨立後, 定爲首都。現在的大馬士

革( 即大馬色) 不僅是敍利亞國內的交通中心, 也是國

際空運的重地。有鐵路通往約但與霍姆斯等地。霍

姆斯乃是與約但、伊拉克、科威特等國貨運的轉運點。

4 ) 如今市區分爲舊城區與新市區, 1982 年時統計, 市區

人口共約 103 萬餘人。新城相當繁華, 舊城則多有古

蹟。舊城內由東北到西南有一條街道, 即是使徒行傳

中記述的「直街」( 當年保羅曾住在直街的猶大家中) 。

5 ) 亞伯拉罕搶救他的侄兒羅得時, 曾追趕以攔王等人的

退軍, 直到大馬色旁邊的何把 ( 創 14∶14—15, 參看附

錄三第 3 圖說明 4 的標誌) 。

6 ) 大衛曾戰敗大馬色的亞蘭人, 並且在大馬色設立駐防

營地( 撒下 8∶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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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後來利遜在大馬色作了亞蘭王( 王上 11∶23—25) 。

8 )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曾用聖殿和王宮的金銀, 賄請

大馬色的亞蘭王便哈達攻擊以色列。北國以色列許

多城邑都遭受到他的蹂躪( 王上 15∶18—20, 請參看附

錄三第 46 圖說明②、③、④) 。

9 ) 以色列的第 7 位國王亞哈曾三次與大馬色的亞蘭王

爭戰。亞哈一再戰勝亞蘭王時, 竟把亞蘭王放走。第

三次作戰時, 亞哈即在戰場上身亡 ( 王上 20∶1—43,

22∶1—40, 請參看附錄三第 50 圖及其說明) 。

10 ) 先知以利沙曾到大馬色預言哈薛將作亞蘭王 , 並且

說哈薛會苦待以色列人( 王下 8∶7—15 ) 。其後哈薛

果然作 王 , 大 肆攻 擊 以 色列 人 和 猶 大 人 ( 王 下

10∶32—33, 12∶17—18, 請參看附錄三第 53 圖及其

說明 ) 。

11) 以色列的第 13 位國王耶羅波安二世曾一度收復大馬

色( 王下 14∶28, 請參看附錄三第 55 圖說明①) 。

12) 猶大的第 12 代國王亞哈斯背逆耶和華, 大馬色的亞

蘭王與以色列王共同去圍攻耶路撒冷, 並且出兵攻

取了原屬猶大國轄治的以拉他 ( 王下 16∶5—6, 請參

看附錄三第 57 圖說明②—④, ⑤—⑥) 。

13) 猶大王亞哈斯四面受敵, 求助於亞述。亞述王攻佔

了亞蘭人的大馬色。亞哈斯到大馬色去會見亞述

王, 竟把大馬色的神壇圖樣帶回, 在耶路撒冷按圖建

壇, 代替聖殿的祭壇( 王下 16∶7—18 , 請參看第 58 圖

說明①—④) 。

14) 先知以賽亞、以西結、阿摩司等人都曾論述到大馬色

( 賽 7∶8; 結 27∶18; 摩 1∶3—5) 。

—4—



5 . 新約聖經記載:

1 ) 使徒時代, 大馬色已經住有許多猶太人, 且有許多猶

太人信奉了基督( 徒 9∶2) 。

2 ) 掃羅( 即保羅) 不僅在耶路撒冷「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

兇殺的話」, 而且掃羅還向大祭司求得了文書, 要到大

馬色去搜捕信徒, 把這些門徒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加以

迫害。掃羅快到大馬色的時候,「忽然從天上發光, 四

面照著他。他就撲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

掃羅! 你爲什麼逼迫我?』他說: 『主啊! 你是誰?』主

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其後, 掃羅眼睛暫時

失明, 被人領進大馬色, 住在大馬色直街猶大的家裏。

在大馬色有個信徒名叫亞拿尼亞, 他不避危險去找到

掃羅, 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

穌, 打發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掃羅立時

眼睛就能看見, 起來受了洗。以後掃羅便在大馬色猶

太人聚集的各會堂裏宣講耶穌的救恩。因此大馬色

的猶太人要殺害掃羅, 掃羅便離開了大馬色( 徒 9∶2—

25) 。

3 ) 以後掃羅改名叫保羅, 在多次證道時都提到了他在大

馬色的經歷( 徒 22∶6—16, 26∶12—18) 。

大數   ( Tar sus)

1 . 地名原意:「羽翼」,「淺籃子」。

2 . 其他名稱: 現今的大數譯名爲「塔爾蘇斯」①。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7 圖第一行第 2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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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1 ) 大數是小亞細亞東南居奴士 ( Cydnus) 河畔的一個有

名的城市, 現在土耳其境內。距離地中海約 16 公里,

是當年基利家省的省會。那時城外約 5 公里處, 河流

擴展成湖, 可以停泊船隻。陸路上經基利家山隘, 又

有通往各地的大道, 因此成爲政治、商業、文化中心。

2 ) 公元前 850 年以前, 大數城被亞述王所佔據。亞述衰

落後, 又成波斯的屬地。公元前 333 年, 希臘皇帝亞歷

山大攻佔此地後, 又從此地進攻波斯。公元前 104 年,

成爲羅馬的領土, 定爲省城, 使城內居民都享有羅馬

的公民權。亞古士督大帝時, 大數成爲文化名城, 當

地有著名的學校, 且有各種學派的學術活動。聲望之

高, 一度超過了雅典和亞歷山大。保羅出生在此城,

因此獲有羅馬公民權。保羅自幼受此城的文化影響,

其本人也是博學多識的。因此保羅不僅可以在雅典

和當地有名的學派辯論 ( 徒 17∶16—18) , 甚至他的講

道竟使雅典亞略巴古的官長信從了基督 ( 徒 17∶19—

34) 。由於大數當年的學術聲望, 所以保羅說他出生

於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徒 21∶39) 。

3 ) 現在「塔爾蘇斯」市( 即古時大數 ) 仍是農業和紡織業

中心。近代統計人口約 57000 餘人。

5 . 聖經記載:

1) 保羅出生在大數, 且成長在該城( 徒 22∶3) 。因爲大數

人都有羅馬公民權, 所以保羅說他生來就是羅馬人

( 徒 22∶28) , 爲他以後的傳道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 徒

22∶25—29, 16∶37—38) 。

2 ) 保羅早期在耶路撒冷未信耶穌之前, 當他反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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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曾有一定的權勢( 徒 26∶9—11) 。當他悔改並成爲

基督徒之後, 在他又到耶路撒冷傳講基督時, 有些猶

太人卻想要殺他( 徒 9∶28—29 ) 。因此耶路撒冷的聖

徒便把保羅送回他的故鄉大數 ( 徒 9∶30) 。保羅這樣

被人認爲一無所成地歸來, 難免要受到家人鄉鄰的冷

落。但保羅在大數幾年間所受的熬煉, 卻使他在其後

的福音工作中,「以純潔、知識、忍耐、仁慈, 更藉著聖

靈、真摯的愛、真理的信息, 和神的大能」, 來表明自己

是「神的僕人」( 林後 6∶6—7 新譯文, 參看林後 6∶4) 。

3 ) 保羅在大數經受了數年的造就之後, 巴拿巴前往大數

尋訪保羅, 並且邀請保羅同去安提阿。保羅從此開始

了長期的福音工作( 徒 11∶25, 參看其後的各章) 。

三館   ( Thr ee Tavern s)

1 . 地名原意:「三家村店」。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一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三館是阿皮安道 ( Appian Way) 中的一個市

鎮。在羅馬城南方約 50 公里。

4 . 聖經記載: 當年保羅被押解到羅馬時, 羅馬的信徒竟走了

50 公里地來到三館迎接保羅。保羅在耶路撒冷是無故

被猶太人捉拿的( 徒 21∶27—30 ) 。連羅馬的軍官也認爲

保羅被猶太人捕捉只不過是因爲信仰上的辯論, 並沒有

該受拘禁的罪名( 徒 23∶29) 。但保羅卻在該撒利亞被監

禁兩年之久( 徒 24∶26—27) 。經過羅馬巡撫和猶太王室

領袖的會審, 他們也認爲保羅並沒有被囚之罪而應予釋

放( 徒 26∶30—32) 。但是保羅終於從該撒利亞被囚押在

船上, 繞行於地中海數千公里而來到羅馬。保羅作爲一

個遠道而來的多年囚犯, 竟受到了羅馬信徒隆重遠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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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和關切, 說明了他在教會中的聲望, 實在不是羅馬的

捆鎖所能局限的( 徒 28∶14—15) 。

士班雅   ( Spa in)

1 . 地名原意:「缺少」。約相當於現今的「西班牙」。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2 圖第一至二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聖經中提到的士班雅包括了現今的西班牙和

葡萄牙。

4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時, 他曾在哥林多的信徒該猶家中

寫了羅馬人書 ( 羅 16∶23 ; 徒 19∶29 ; 林前 1∶14 ) 。在這封

寫給羅馬信徒的信中, 保羅兩次提到, 他希望經過羅馬到

士班雅去傳道( 羅 15∶23, 28) 。有些學者推論, 保羅被囚

於羅馬又經釋放後, 他曾到士班雅去宣講過基督的救恩。

士每拿  ( Smyrna )

1 . 地名原意:「沒藥」( Myrrh) 」。

2 . 其他名稱: 又譯作「士麥那」, 即現今土耳其的「伊茲密爾

( Izmi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3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士每拿位於小亞細亞西部的海濱。公元前約

1100 年時, 爲希臘佔據。公元前 627 年又被呂底亞人侵

占而將城毀滅。公元前 300 年左右, 希臘人重建此城。

士每拿外有海港, 內通要道, 是小亞細亞的繁盛地區。現

今它已是土耳其西部的伊茲密爾省的省會伊茲密爾市,

乃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附近仍有許多古蹟, 因而也是

旅遊度假勝地。據 1980 年統計, 該市人口爲 53 萬餘人。

5 . 聖經記載: 士每拿教會是啟示錄中所說的亞西亞的七個

教會之一。死而復活的基督論到士每拿教會說:「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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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 ( 你卻是富足的) , 也知道那自稱

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你的話。①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是撒但一會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

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 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

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 啟 2∶8—10)

四 劃

巴比倫( 城)    ( Babylon)

1 . 地名原意:「混亂」或「巴力的大門」。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三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它是古代巴比倫國的都城, 位於現今的伊拉克

境內。公元前 2000 多年時就有記載在此城地區建造巴

別塔。伯拉河 ( 即幼發拉底河 ) 流經此城, 附近土地肥

沃, 是古代文化發源中心之一。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時

期的巴比倫城已佔地一萬公頃, 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

市。但該城現已成爲一片廢墟。近代伊拉克中部的巴比

倫省內, 尚有古代巴比倫城的遺址。目前伊拉克正對這

座城市加以修復。

4 . 聖經記載:

1 ) 洪水以後, 挪亞的曾孫寧錄開始建造巴別城( 即巴比

倫) ( 創 1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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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挪亞的後代「在地上分爲邦國。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

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 在示拿地遇見

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裏」( 創 10∶32—11∶2 ) 。示拿地區

乃是當年寧錄建造巴別的地方 ( 創 10∶9—10 ) 。這些

後來住在示拿的人們竟想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頂

通天, 爲要傳揚他們的名。耶和華神在那裏變亂了他

們的口音, 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使他們從那裏分

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座城叫巴別, 巴別乃是「變亂」的

意思( 創 11∶3—9 ) 。

3 ) 後來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位時, 多次攻打耶路撒

冷, 把猶大人擄到巴比倫去作奴隸, 最後放火焚燒耶

路撒冷, 猶大國從此滅亡 ( 王下 24—25 章, 36 章; 結

12∶13, 17∶12) 。

4 ) 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作奴隸之後, 在流離困苦的生活

中, 還時而受到巴比倫人的戲耍, 他們竟叫這些猶大

人唱讚美耶和華的聖歌來供他們取樂, 因此這些猶大

人就更加思念耶和華往日對他們的眷顧, 更加思念當

年在耶路撒冷城中錫安山上敬拜耶和華的聖會。那

時有人曾寫過一些動人的詩篇。例如:

  我們①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

因爲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

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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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

耶路撒冷阿! 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記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

我所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詩 137∶1—6 ) 。

5 ) 先知以賽亞和耶利米等人都曾預言巴比倫必要滅亡。

公元前 606—561 年是巴比倫的極盛時期。但先知們

早就預言說: 因爲巴比倫人的驕奢淫逸和拜假神的

罪, 巴比倫的榮華必像所多瑪、蛾摩拉二城傾覆一樣,

成爲荒場, 無人居住。這些預言, 在公元前 536 年波斯

王古列進攻巴比倫時, 果然應驗。現在往昔的世界第

一大城已蕩然無存, 只有它的遺址供後人尋思 ( 賽 13

章, 14∶1—23, 46∶1—2 , 47 章; 耶 50—51 章; 詩 137∶8) 。

6 ) 使徒約翰曾敍述他見到的異像說:「那大城裂爲三段,

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 要把

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啟 16∶19 ) 。約翰又說

他在異象中看見一位天使, 那位天使「大聲喊著說: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 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處, 和各

樣污穢之靈的巢穴。』」( 啟 18∶1—2)

巴別   ( Babel)

1 . 地名原意:「變亂」、「混亂」、「巴力的大門」。

2 . 其他名稱: 即後來的巴比倫城。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6 圖第四行第 3 格中巴比倫的位

置。

4 . 地理情況:

1 ) 巴別乃是示拿平原上的一座城。 ( 示拿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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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 示拿一帶後來

成爲巴比倫建國的基地。巴別即是後世的巴比倫

城。

2 ) 考古學家發現, 巴比倫 ( 即古時巴別) 一帶, 古代多有

瀝青。其遺址附近且發現有許多古代人用來集會的

廟塔( Ziggurates) 。這些廟塔是層層升高的建築物, 每

層之間都有階梯可以攀登, 高度猶如山丘。有些聖經

學者認爲, 聖經中記述的巴別塔可能即是類似這種廟

塔的建築。但建塔人既想要使「塔頂通天」, 巴別塔自

當遠遠高於考古挖出的廟塔遺蹟。

5 . 聖經記載: 洪水之後, 寧錄在示拿建國, 並且往亞述去建

造了尼尼微等城( 創 10∶8—12) 。其後, 他們又在巴別用

燒透的磚塊作石頭, 用瀝青柏油當灰泥, 想要建城建塔,

使塔頂通天, 爲要顯揚他們自己的名聲。耶和華察看到

他們的所作所爲, 認爲他們乃是要與耶和華神相爭相抗,

於是耶和華變亂了人們的口音, 使他們的言語不通而停

工, 遂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座城名叫「巴別」, 而希伯

來文中,「巴別」乃是「變亂」的諧音( 創 11∶1—9) 。

巴旦亞蘭   ( Pa ddan Ar am )

1 . 地名原意:「亞蘭平原」、「亞蘭台地」、「高昂的贖價」。

2 . 其他名稱:

1 ) 簡稱巴旦( 創 48∶7) 。

2 ) 有時意譯爲「亞蘭平原」。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巴旦亞蘭是伯拉大河上游的一片平原。位於

大馬色東北, 乃是米所波大米平原的北部地區。哈蘭即

是巴旦亞蘭的一個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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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聖經記載:

1 ) 亞伯拉罕蒙耶和華神呼召, 離開本地本族到迦南地去

時, 他首先離開米所波大米的吾珥, 途經巴旦亞蘭的

哈蘭, 並曾在那裏暫時居住( 徒 7∶2—4; 創 11∶31) 。後

來又從哈蘭起身到了迦南( 創 12∶1—5, 請參看附錄三

第 2 圖說明①、②、③各項) 。

2 ) 亞伯拉罕老年間, 差遣他的老僕人爲他的兒子以撒到

本地本族去娶親。老僕人到了米所波大米, 爲以撒娶

回來利百加( 創 24∶1—67 ) 。利百加即是住在巴旦亞

蘭的彼土利的女兒, 是拉班的妹妹( 創 25∶20) 。

3 ) 以撒和利百加的兒子雅各, 爲了躲避他哥哥以掃的惱

怒, 便聽從父母的話, 前往巴旦亞蘭的哈蘭去, 到母舅

拉班的家中去居住( 創 27∶41—28∶5) 。

4 ) 雅各在巴旦亞蘭的哈蘭, 爲母舅拉班前後工作了 20 年

( 創 31∶41 ) 。他娶了拉班的女兒利亞和拉結爲妻, 並

且在巴旦亞蘭生兒養女( 創 29∶16—30∶24, 46∶15) 。雅

各後來被耶和華改名叫以色列 ( 創 32∶28) 。雅各 12

個兒子的後裔便是以色列人( 出 1∶1—9) 。

5 ) 雅各在巴旦亞蘭時起初並未想到與利亞成婚 ( 創

29∶1 6—25 ) , 但婚後利亞卻爲雅各生養了利未、猶

大等人( 創 29∶34—35 ) 。利未乃是摩西的祖先 ( 出

2∶1—1 0 ) , 猶大乃是大衛的祖先 ( 太 1∶3—6 ) 。而

且耶穌的養父約瑟也是屬於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 路

2∶4 ) 。

6 ) 雅各後來離開了巴旦亞蘭又回到了迦南 ( 創 31∶17—

18, 33∶18 ) 。雅各回迦南後, 神再次向他顯現, 並且賜

福與他( 創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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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戶琳   ( Bahur im )

1 . 地名原意:「低地」、「青年」。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7 圖第四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巴戶琳是一個小村莊, 在耶路撒冷以東的橄欖

山附近, 位於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大路上。

4 . 聖經記載: 在巴戶琳發生過幾件令人深思的事件:

1 ) 掃羅王使已嫁給大衛的女兒米甲改嫁後, 米甲又與其

後夫在巴戶琳離別重新成爲大衛的妻室。

①當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人罵陣時, 掃羅王

曾說若有人能殺死歌利亞, 就把自己的女兒給他爲

妻( 撒上 17∶25 ) 。後來大衛擊殺了歌利亞 ( 撒上

17∶9—51) , 又殺了 200 個非利士人作爲聘禮而娶了

掃羅王的女兒米甲, 米甲深愛大衛 ( 撒上 18∶20—

28) 。

②掃羅嫉妒大衛, 派人到大衛的住處去殺害大衛。米

甲卻在深夜裏把大衛從窗戶中縋到屋外, 救了大衛

的性命( 撒上 19∶11—12 ) 。

③大衛被掃羅逼走逃亡之後, 掃羅便將自己的女兒米

甲給了帕提( 即帕鐵) 爲妻( 撒上 25∶44) 。

④大衛歷經苦難後, 在希伯崙被眾人擁立爲猶大人的

王, 且將治理全以色列。那時大衛向掃羅的兒子、

當時的以色列王伊施波設提出, 應當把米甲歸還自

己爲妻( 撒下 2∶11, 3∶8—14 ) 。

⑤伊施波設不敢拒絕大衛的要求, 便派人把米甲從她

的後夫帕提那裏帶走, 送往希伯崙。帕提深愛米

甲, 便一直跟著她, 一面走一面哭, 哀哀地相送。到

了臨近伊施波設統轄的便雅憫邊界巴戶琳時, 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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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設的元帥押尼珥叫帕提回去, 帕提無奈而歸 ( 撒

下 3∶15—16 ) 。

⑥米甲重新成爲大衛的妻室後, 曾因大衛迎接耶和華

的約櫃時與以色列眾人一起歡呼跳舞而輕視大衛。

大衛反駁了米甲的一些諷刺話。米甲終生未曾生

育( 撒下 6∶12—23) 。

2 ) 大衛逃避叛亂的兒子押沙龍時, 在巴戶琳忍受了示每

的謾罵侮辱。

①大衛在耶路撒冷成爲猶大和全以色列的王之後( 撒

下 5∶5) 曾犯罪又娶了拔示巴爲妻。此事耶和華甚

不喜悅。他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

( 撒下 11∶1—27, 12∶11)

②其後大衛的兒子押沙龍叛亂, 一時之間勢派甚

大, 大衛帶著全家人和眾臣僕倉惶逃出耶路撒

冷, 急忙過了汲淪溪 , 一面走一面哭 , 蒙頭赤腳地

上了橄欖山 ( 撒下 15∶12—30 ) 。當大衛走到橄

欖山東側的巴戶琳時, 掃羅家族的示每出來, 在

大衛對面的山坡上 , 一面走一面罵, 並且用石頭

和土灰投擲大衛等人。大衛的臣僕氣忿地要去

殺死示每 , 但大衛卻勸阻說 :「我親生的兒子尚

且尋索我的性命 , 何況 這便雅 憫人 ( 示每 ) 呢 ?

由他咒罵吧 ! 因爲這是耶和華吩咐他的 , 或者耶

和華見我遭難 , 爲我今日被這人咒罵 , 就施恩與

我。」( 撒下 16∶5—14 )

③大衛平息了押沙龍的叛亂返回耶路撒冷時, 示每在

大衛未到巴戶琳之前, 就趟過約但河去迎見大衛,

俯伏認罪。大衛的臣僕再一次要殺死示每, 但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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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寬恕了他( 撒下 19∶15—23) 。

④大衛死後, 示每因爲違背所羅門的命令, 終於被殺

( 王上 2∶36—44) 。

3 ) 押沙龍叛亂時, 兩個給大衛報信的人在巴戶琳躲過追

捕, 使大衛及時離開險境。

①押沙龍叛變後, 大衛和跟隨他的家屬及臣僕一路逃

跑, 十分疲乏。當他們還在約但河西岸休息的時

候, 押沙龍已率叛逆大軍進入了耶路撒冷。兩者相

距僅約數 十里, 大衛 的處 境已 極其 危險 ( 撒下

16∶14—15) 。

②大衛的謀士亞希多弗已歸附了押沙龍, 他請求押沙

龍由他挑選 12000 精兵, 連夜追殺大衛, 使全國歸

順押沙龍( 撒下 17∶1—3) 。

③大衛的朋友戶篩裝作投降押沙龍( 撒下 15∶32—37,

16∶15—19) , 他勸告押沙龍說, 亞希多弗這次的計謀

不妥。因爲大家都知道大衛是個英雄, 他身邊的部

屬也都勇敢善戰。現在他們心中正十分惱怒, 如同

被人搶走了熊崽的母熊, 必會拚命地爭戰。一旦少

數追兵被殺, 人們就會認爲押沙龍一派的人失敗

了。戶篩勸告押沙龍, 要從最北部到最南方, 把所

有的以色列人都召集到一起。待軍兵如同海邊的

積沙那樣眾多時再與大衛決戰。這樣必將以多勝

少, 確保萬無一失( 撒下 17∶6—13) 。

④戶篩又立即找到那時忠於大衛的祭司撒督和亞比

亞他二人, 叫他們打發人去, 把亞希多弗急欲進軍

的險情和自己的緩兵之計急速告訴大衛, 勸說大衛

「今夜不可住在曠野的渡口, 務要過河, 免得王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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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他的人都被吞滅。」( 撒下 17∶15—16)

⑤祭司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和亞比亞他的兒子約拿

單( 撒下 15∶36 ) , 在押沙龍的叛亂中不敢進城怕人

看見, 而是等候在城外。有一個使女出城來, 把戶

篩的話告訴了亞希瑪斯和約拿單二人, 他們便去給

大衛報信( 撒下 17∶17) 。

⑥但是當時恰好有一個少年人看見了他們, 就去告訴

了押沙龍。約拿單和亞希瑪斯急忙跑到巴戶琳某

人的家裏。那人的院中有一口井, 他們下到井裏,

那人的妻子把井蓋好, 又在上面舖上了碎麥秸。押

沙龍所派的追捕人員來到了巴戶琳, 搜查到那一家

的時候, 卻找不到約拿單和亞希瑪斯, 這些追捕的

人便回耶路撒冷去了。約拿單和亞希瑪斯從井裏

出來, 立即到大衛那裏去報告險情。於是大衛等人

連夜過河, 到了天亮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未過約但

河( 撒下 17∶18—22) 。

⑦由於耶和華定意破壞希亞希多弗的計謀, 要降禍於

押沙龍, 押沙龍決定採用戶篩的謀略 ( 撒下 17∶14 ) 。

亞希多弗一看押沙龍不肯依從自己的謀算, 知道必

會失敗, 便歸回自己的家鄉, 留下遺言, 上吊而死

( 撒下 17∶23) 。

⑧正是因爲兩個報信的人在巴戶琳的井中未曾遭難,

大衛便得以早脫險境, 到了瑪哈念, 重整軍旅 ( 撒下

17∶27—18∶4) 。押沙龍戰死後( 撒下 17∶15) , 大衛返

回耶路撒冷時, 乃是在吉甲附近渡回約但河西岸的

( 撒下 19∶15) 。大衛等人, 從該處去往耶路撒冷時,

很可能會再次經過巴戶琳( 撒下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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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 曠野)    ( Par an )

1 . 地名原意:「洞穴地區」、「裝飾」。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二、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巴蘭曠野地勢較高, 地域也較遼闊。由於曠野

之間的界限難於劃分, 又因古代地名歷時太久更難找確

據, 故此各家對巴蘭曠野的圖示也略有出入。但根據聖

經記述, 可知巴蘭曠野下列幾點情況:

1) 南方與西乃曠野和哈洗錄相鄰( 民 10∶12, 12∶16) 。

2) 北方與別是巴曠野相接( 創 21∶14—21) 。

3) 東方與西珥山相連( 申 33∶2) 。

4) 西方與書珥曠野相近( 創 25∶17—18) 。

5) 加低斯即在巴蘭曠野之內( 民 13∶26) 。

6) 加低斯又在尋的曠野, 從而說明尋的曠野乃是巴蘭曠

野的一部分( 民 20∶1, 參看民 13∶26) 。

4 .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達加低斯巴尼亞之後, 因

爲聽信 10 個報惡信的探子, 向神發怨言, 故此被神刑罰,

飄流曠野 38 年, 大多都是在巴蘭曠野繞行 ( 民 13∶1—

14∶31; 申 2∶14) 。

巴力夏瑣   ( Baa l Ha zor )

1 . 地名原意:「巴力樹」、「夏瑣的主人」、「號筒的主」、「劃

地爲主」。

2 . 其他名稱: 帖爾阿書爾( Tell Asu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7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巴力夏瑣乃是押沙龍的牧人爲他剪收羊毛之

地。該地靠近以法蓮, 在伯特利東北約 6 公里。

5 . 聖經記載: 大衛的妻妾較多, 子女成群 ( 代上 3∶1—9; 申

17∶17 ) , 他們未能遵行耶和華的話, 子女間發生了姦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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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殺事件。而仇殺一事正是在巴力夏瑣發生的, 此事的

前後經過如下:

1 ) 大衛的長子暗嫩, 戀愛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的美貌,

甚至憂思成病。暗嫩有一個爲人狡猾的朋友向他獻

計: 叫暗嫩裝病, 以便騙請他瑪來給他料理飲食 ( 撒下

13∶1—5) 。

2 ) 於是暗嫩裝病躺臥不起。當大衛來看暗嫩的時候, 暗

嫩趁機請求大衛叫他瑪來服事他的飲食。大衛毫未

察覺暗嫩的詭計, 便同意叫他瑪到暗嫩的屋裏去爲他

預備食物( 撒下 13∶6—7 ) 。

3 ) 他瑪去到暗嫩的住處爲暗嫩烤餅。但是把餅烤熟之

後, 暗嫩卻叫他的僕役們都出去, 讓他瑪把餅拿進他

的臥房親手遞給他吃。他瑪未曾警覺這一惡意, 以至

遭受強暴而失身( 撒下 13∶8—14) 。

4 ) 隨後, 暗嫩卻又極其恨惡他瑪, 他命令他的僕人們將

他瑪趕出門外。他瑪在悲痛中被她同母所生的哥哥

押沙龍問明了真情原委。押沙龍勸慰他瑪不要聲張

此事, 但他因此事對暗嫩卻極其痛恨 ( 撒下 13∶15—

22) 。

5 ) 大衛聽見這一醜事後非常惱怒。然而他對這樣一件

大事竟未作任何處理( 撒下 13∶21 ) 。兩年之後, 押沙

龍在巴力夏瑣歡慶剪獲羊毛時, 按慣例要邀請親朋貴

友來參加宴會。押沙龍再三請求大衛叫暗嫩等眾弟

兄都到場歡飲, 卻趁機在巴力夏瑣的盛宴上, 殺死了

暗嫩( 撒下 13∶23—29) 。

巴末   ( Bam oth)

1 . 地名原意:「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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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名稱: 巴末巴力( 書 13∶17) , 意爲「巴力的高處」。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巴末是以色列人繞行曠野後, 進入迦南前, 曾

經宿營的一片高地。位於亞嫩河以北, 鹽海以東。巴末

的東北即是尼波山與毘斯迦山。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以前, 經過巴末地帶到達毘斯迦山

頂之後, 與亞摩利人爭戰, 殺了希實本王西宏, 奪取了

他的城邑。其後又殺了巴珊王噩, 也奪取了他的城邑

( 民 21∶19—35 ; 申 2∶24—3∶10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

的說明�13 及第 13 圖中以色列人攻取希實本、以得來

及巴珊的示意 ) 。後來又起行, 在摩押平原, 約但河

東, 對著耶利哥安營( 民 22∶1) 。

2 ) 摩押王巴勒因爲以色列人數眾多而非常懼怕。於是

召請術士巴蘭來咒詛以色列人。巴勒領著巴蘭到了

「巴力的高處」, 使巴蘭觀看以色列營的邊界。經文中

所說的「巴力的高處」便是「巴末巴力」也就是巴末

( 民 22∶41 ) 。

3 ) 巴蘭叫摩押王在巴末那里①築了壇, 本是要遵照巴勒

之意詛咒以色列人的。但神卻使他的詛咒變爲對以

色列人的祝福( 民 23∶1—12; 尼 13∶2) 。

巴珊   ( Bashan )

1 . 地名原意:「貧瘠之地」、「他們的恥辱」、「多產」、「沉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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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及其他資料:

1 ) 巴珊在迦南東北部地區。地處約但河東的北部。古

時曾建有巴珊國, 其國家滅亡之後, 當地仍稱爲巴珊。

該地區土地肥沃, 盛產橡樹( 結 27∶6 ; 賽 2∶13) , 牧草茂

密, 牛羊成群( 詩 22∶12; 申 32∶14 ) 。歷史資料曾介紹

該處谷果豐裕, 乃是羅馬帝國稱霸時的糧倉之一。耶

穌在世時, 這一地區正由羅馬皇帝任命的希律家族管

轄。

2 ) 公元 635 年之後, 巴珊日趨凋敝, 其地約在現今敍利亞

的亞德拉省內。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前, 曾與巴珊王在以得來爭戰。巴

珊王噩被擊殺之後, 以色列人佔有了他管轄的城邑

( 民 21∶33—35, 參看第 13 圖) 。這些城邑後來分給以

色列的瑪拿西半個支派爲業。 ( 書 13∶29—30, 請參看

第 15 圖「東瑪拿西」所得之地①)

2 ) 以色列建國又分裂爲南北兩國後, 北國以色列王亞哈

最後與亞蘭王作戰身亡。巴珊一帶乃漸歸亞蘭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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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資料有不同的圖示:

〈1〉有人認爲 , 巴珊王噩乃是巴珊南方諸城的一個王。以色列人所

取得的巴珊城邑 , 僅屬巴珊王噩的轄地 , 而「巴珊全地」也是僅指「巴珊

王噩的全地」。故此有些圖示中 , 東瑪拿西的業地乃是約但河、雅博河、

雅穆河三河之間的地區, 僅佔有巴珊南部疆域。

〈2〉也有的圖示 , 東瑪拿西的業地西界約但河 , 南臨雅博河 , 東部的

邊界由雅博河上游北上; 但到了雅穆河上游時 , 未劃北部邊界 , 似在說

明北方邊界不詳。



轄( 王上 22∶1—37, 對照參看附錄三第 50 圖說明 3 ; 王

下 10∶32—33) 。

3 ) 其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又收回了巴珊地帶。聖

經上說:「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 從哈馬口直到亞拉

巴海。」這一地區即包括了巴珊一帶( 王下 14∶23—25,

參看附錄三第 55 圖說明 2) 。

4 ) 後來亞述國強盛起來, 攻擊以色列遍地, 擄走以色列

人, 滅了以色列國。原屬以色列的巴珊地區, 當即納

入亞述的版圖( 王下 17∶5—6 , 23, 請參看附錄三第 58、

59 兩圖) 。

5 ) 以色列的詩人在詩歌中, 曾講述耶和華顧念以色列人

戰勝巴珊王噩一事( 詩 135∶11, 136∶20 ) 。

6) 以色列的詩歌裏且有詩句說:「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

困住我」, 用來預示耶穌受難時, 那些把他釘死在十架

上的人是何等的凶惡( 詩 22∶12) 。

7 ) 先知那鴻則用巴珊樹林的衰殘來說明, 耶和華若究察

罪孽, 是無人能站立得住的( 鴻 1∶4) 。

比東   ( Pithom)

1 . 地名原意:「籬笆」、「窄路」、「完整的口」、「東 ( Tum) 的

房屋」。(「東」是古代當地人所祭拜的一種偶像。)

2 . 其他名稱:

1 ) 比東另有新譯名叫皮索姆。

2 ) 羅馬帝國時期稱它叫以羅( Ero) 。

3 ) 有人認爲比東城處於歌珊地帶, 所以也叫歌珊城 ( 創

46∶28) 。

4) 比東舊址處現被稱爲特爾·瑪斯苦他( Tell-maskhut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二行第 1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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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1 ) 比東是古埃及歌珊地帶的一座積存貨物的城市, 位於

尼羅河下游之東。近代考古學家在特爾·瑪斯苦他

挖掘出比東的舊址。從當地挖出的石碑碑文上看來,

該城的修建時期正是埃及法老虐待以色列人的年代。

2 ) 該城附近且挖掘出一所古代當地偶像「東」的廟宇。

在廟宇的東北, 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地下室內又隔

成許多方室。方室之間無門可通, 顯示方室都是從上

方出入的。考古學者根據當地的拉丁碑文, 考證出這

一地下室即是古代埃及法老的物資倉庫或軍用糧倉。

3 ) 該地下室的牆壁厚達 3 米, 都是用近似土坯的粗磚砌

成的。粗磚的外面又塗有一層稍薄的膠泥。所用的

粗磚有的摻有雜草, 有的卻沒有雜草, 恰與聖經記述

的情況吻合。①

4) 歷史記述, 波斯攻佔埃及後, 波斯王大流士②一世修建

了一條由尼羅河通往紅海的運河。比東即成該運河

南岸的一個城市。由尼羅河通往紅海的運河, 從現今

的埃及首都開羅( Cairo) 起始, 一直通航到現今蘇彝士

運河上的伊斯梅利亞市( Ismailia) 。而比東的舊址, 即

在現今的伊斯梅利亞市以西的不遠之處。

5 . 聖經記載: 古時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以後, 他們生養眾多,

極其強盛。因此埃及王法老便叫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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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古時埃及制磚 , 近似中國農村製作土坯 , 乃是在泥中調入雜草

或禾秸 , 做成磚坯形狀 , 然後曬乾使用 , 加入草秸 , 乃是爲使磚坯更加黏

牢堅固。( 參看出 5∶6—14)

「大流士( Darius) 」爲近代譯名 , 聖經中譯作「大利烏」。



強迫他們作苦工, 把他們看做奴隸, 甚至叫督工的人既不

給他們草秸, 又要他們自找雜草和泥, 且要做出同樣數量

的磚來( 出 5∶6—14) 。法老強使以色列人修建了兩座屯

積貨物或糧食的「積貨城」。其中一座名叫蘭塞, 另一座

即是比東。只是埃及人越苦害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卻越

發人丁興旺起來( 出 1∶1—12) 。

比哈希錄   ( Pi Hahiroth )

1 . 地名原意:「葦塘」、「草場」、「貯水地帶」、「峽口」、「忿怒

的燃燒口」。

2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1 圖第二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比哈希錄的原址現在已很難查考。根據聖經記

載, 它乃是以色列人出離埃及時過紅海前最後的一個宿營

地。它和巴力洗分、密奪兩城都相距不遠。但是這三個城

市的確切地址, 各家的推論卻多有差別。聖經中所說的紅

海, 其範圍與現在的紅海∶懸殊很大。古時紅海僅指亞喀

巴灣、蘇彝士灣及蘇彝士運河附近的湖泊沼澤地區。而以

色列人過紅海後走了三天到達了瑪拉( 出 15∶22—23) 。根

據聖經所記的這一行程計算, 比哈希錄等地當在現今蘇彝

士運河以西數十公里之內的地區, 而當年以色列人過紅海

之處, 當是現在蘇彝士灣北方的苦湖一帶。

4 . 聖經記載及有關資料:

1 ) 猶太曆正月十五日, 就是逾越節的次日, 以色列人這

些昔日的奴隸, 在埃及人面前昂然無懼地從蘭塞起

行, 經過比東, 疏割到了以倘( 民 33∶1—6 ) 。

2 ) 從以倘本來有條很近的經過非利士地即到迦南的海

邊通道( 請參看第 11 圖第一至二行第 2—3 格) , 但是

該通道都有埃及駐軍防守。耶和華神恐怕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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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與埃及大軍的爭戰而後悔, 便引領以色列人繞道

而行, 走紅海曠野的道路( 出 13∶17—18) 。

3) 因此, 以色列人雖然已經到了以倘( 出 13∶20) , 耶和華卻

又吩咐以色列人轉回到比哈希錄安營( 出 14∶1—2) 。

4 ) 埃及法老的追兵臨近以色列人時, 耶和華神使紅海的

水乾了。以色列人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從比哈希錄起

程步行走過了紅海。而法老的軍兵, 耶和華卻把他們

推翻在海中( 出 14∶5—31, 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說明中

①、②、③、④各條內容) 。

比拉迦谷   ( Ber acah , Valley of)

1 . 地名原意:「福分」、「祝福」、「稱頌」。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51 圖第二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比拉迦谷在希伯崙到耶路撒冷的大道上。

4 . 聖經記載: 猶大的第 4 代國王約沙法, 由於東方各族人入

侵, 便在耶路撒冷求告耶和華。其後東方各族人互相殘

殺。約沙法獲勝之後, 猶大眾人在比拉迦谷齊聲歌頌耶

和華( 代下 20∶1—26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1 圖的說明) 。

比遜   ( Pishon )

1 . 地名原意:「滿溢」、「暢流」、「增加」、「噴出」。

2 . 其他名稱: 有人認爲, 比遜河即是現今的卡侖河 ( Ka-

ru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4 格中卡侖河的位置。

4 . 地理情況: 卡侖河 ( 或即古時的比遜河 ) , 乃是由瑪代山

流入波斯灣的一條河流。地當現今伊朗的西部。名城阿

巴丹( Abadan) 即在該河洩進波斯灣入海口數十公里處。

5 . 聖經記載: 耶和華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 把亞當夏

娃安置在那裏。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個園子, 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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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分爲四道, 第一道河名叫比遜, 在那裏有金子、珍珠和

紅瑪瑙 ( 創 2∶8—12) 。洪水之後, 聖經中即再未提到比

遜河, 因此其確切地址不詳。

厄巴大   ( G abbatha )

1 . 地名原意:「高地」、「高起」、「小丘」。

2 . 其他名稱:「舖華石處」。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2 圖第二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厄巴大」乃是希伯來文的譯音, 意指希律王

宮前的空地, 即「舖華石的高處」。希律宮前的空地。

5 . 聖經記載: 猶太人捉拿耶穌後, 將他從該亞法處解送到彼

拉多那裏。其後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兵丁用荊棘冠冕

戴在他頭上, 給他穿上紫袍, 又用手掌打他。猶太人喊著

說:「釘他十字架」。彼拉多帶耶穌出來,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舖華石處, 希伯來話叫厄巴大, 就在那裏坐堂審問耶

穌( 約 19∶1—13) 。

什亭   ( Shittim )

1 . 地名原意:「皂莢樹」。

2 . 其他名稱: 亞伯什亭, 意思是「荊球花類的草地」。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什亭 ( 即亞伯什亭 ) 乃是燥裂不毛的山谷, 獨

產皂莢樹, 位於摩押平原約但河之東, 隔河與耶利哥城相

對, 爲以色列人之駐軍要地。以色列人出埃及後進入耶

和華所賜之迦南地以前, 經歷了 40 年的曠野旅程, 最後

一次安營即在此地。以色列人在此地爲進入迦南作了準

備, 他們在這裏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百姓在此地因中

了巴蘭的計謀犯罪得罪神, 而受到神的刑罰。

5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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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摩押王巴勒起意僱傭術士巴蘭來咒詛以色列民, 但耶

和華使巴蘭的咒詛變爲祝福。巴蘭乃設計謀使摩押

女子引誘以色列人犯罪。那時「以色列人住在什亭,

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因爲這女子叫百姓來, 一

同給她們的神獻祭, 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 跪拜她們

的神。以色列人與巴力毘珥連合, 耶和華的怒氣就向

以色列人發作。」幸虧非尼哈有愛神忌邪的心, 爲以色

列人贖罪, 瘟疫就止住了。「那時遭瘟疫死的, 有二萬

四千人」( 民 25∶1—13) 。

2 ) 瘟疫之後, 以色列民在什亭作了第二次人口調查。

「以色列全會眾, 按他們的宗族, 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

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計算總數」( 民 26∶1—2 ) 。並按支

派承受地業( 民 26∶52—55) 。

3 ) 以色列人在什亭核點民數以後, 摩西求告耶和華, 立

一個人治理會眾。耶和華對摩西說, 約書亞是心中有

聖靈的, 可以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於是以色列

人順從神的命令, 確立約書亞接續摩西的事工 ( 民

27∶15—23 ) 。

4 ) 耶和華在什亭曉諭摩西, 規定了獻祭及許願的律例

( 民 28—30 章) 。

5 ) 約書亞從什亭暗暗地派了兩個探子, 去窺探即將攻打

的耶利哥城( 書 2∶1) 。兩個探子從耶利哥回到什亭,

向約書亞回報了耶利哥的情況之後, 以色列眾人就從

什亭出發, 渡過了約但河, 進入了迦南美地( 書 2∶23—

4∶19) 。

—72—



五 劃

本都   ( Pontus)

1 . 地名原意:「海邊的城」。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一行第 4—5 格。

3 . 地理情況: 本都是羅馬帝國在小亞細亞半島上設立的一

個省。位於黑海南岸, 南面與加拉太省毘連, 西面與庇推

尼省比鄰。相當於現今土耳其境內屈雷山脈以北地區,

乃是介於山、海之間的狹長平原。當地土壤肥沃, 森林茂

密。

4 . 聖經記載:

1 ) 耶穌復活升天後, 五旬節到了, 門徒們在耶路撒冷聚

會的時候, 聖靈從天降臨, 他們被聖靈充滿, 用別國的

語言, 講論神的道。當時有來自本都等 15 個地區的虔

誠猶太人到耶路撒冷來守節, 他們聽見門徒用他們的

鄉談說話, 就非常驚奇( 徒 2∶1—2) 。那一天領受基督

救恩的人就受了洗, 門徒約添了 3000 人 ( 徒 2∶41 ) 。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 這 3000 個新信徒中便有來自本都

等地的猶太人。他們守節之後回歸到自己居住的本

地區時, 便是當地最早的基督徒。

2 ) 以製造帳棚爲業並且曾和保羅同住作工的亞居拉, 便

是生在本都的猶太人( 徒 18∶2—3) 。

3 ) 早在使徒時代, 福音已在本都地區傳揚開來。所以使

徒彼得寫信給分散在小亞細亞五省的眾教會時, 首先

便提到了居住在本都的信徒( 彼前 1∶1) 。雖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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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那裏廣傳福音, 但這些不知名的福音使者的工

作果效, 卻是永不朽壞、永不衰殘、永存在天上的 ( 彼

前 1∶4) 。

4 ) 歷史資料記述, 本都各地教會雖曾經歷了一些苦難,

但在耶穌降生後 100 餘年時, 福音已更加興旺。

古利奈   ( Cyr ene)

1 . 地名原意:「牆」、「管束至上」。

2 . 其他名稱:

1 ) 古時另有譯名爲「庫瑞涅」。

2 ) 現譯爲「昔蘭尼」。

3 ) 如今只遺有「捨哈特」村。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4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古利奈是北非的一個城市。地當埃及以西, 現

今在利比亞境內, 離地中海約 15 公里。該地土質良好,

農產富饒。耶穌降生前後, 古利奈已爲羅馬帝國領土。

該城現在已是一片廢墟。舊址上只遺有一個捨哈特村,

位於蘇爾薩港西南約 12 公里處。

5 . 聖經記載:

1) 耶穌受難前背著十字架去往各各他的路上,「有一個

古利奈人西門, 從鄉下來, 他們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擱

在他身上, 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路 23∶26; 可 15∶21;

太 27∶32)

2 ) 耶穌復活升天後, 門徒在五旬節的時候, 聚集在耶路

撒冷。當時也有靠近古利奈的呂彼亞 ( 即現今利比

亞) 一帶地方的猶太人來守節。他們聽到使徒們爲耶

穌作的見證, 可能有人接受了福音, 又返回自己原來

居住的地方, 把福音的種子也帶到了當地 ( 徒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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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41) 。

3 ) 司提反殉道後, 門徒四散到安提阿等地傳福音。有古

利奈人來到安提阿宣講耶穌的救恩 ( 徒 11∶20—21 ) ,

路求就是其中的一個( 徒 13∶1) 。

古實   ( Cush )

聖經中同名叫古實的地方有兩處:

Ⅰ. 埃及南方的古實。

Ⅱ. 基訓河旁的古實。其確切位置已難查考。大約在伯拉

大河與希底結河兩大流域附近。聖經記載洪水之前, 有

基訓河環繞古實全地。基訓河乃是滋潤伊甸園的四條

河流之一。但洪水之後, 聖經再未記載此處的基訓河與

古實地( 創 2∶13 ) 。

今把埃及南方的古實簡介如下:

1. 地名原意:「黑」。

2. 其他名稱:

1) 埃提阿伯。

2) 埃塞俄比亞。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四行第 2—3 格。

4. 地理情況:

1) 古實原是一個人名, 乃是挪亞的孫子, 含的兒子( 創

10∶6) 。古實的後代被稱爲古實人( 代下 12∶3) 。古

實人居住的地方便被稱作古實地( 結 29∶10) 。古實

乃是希伯來文。新約時代按希臘語即改叫埃提阿伯

( Ethiopia, 徒 8∶27, 請參見經文中的小字) 。

2) 古實在非洲東部的尼羅河上游, 當地天氣乾旱缺

雨, 古時比較貧瘠。舊約中共有 40 餘處提到古實、

古實人、古實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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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經記載:

1)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 做耶和華眼中看爲善看

爲正的事, 國中太平, 諸事亨通。後來, 古實王謝

拉率領大軍百萬, 深入到瑪利沙來攻擊猶大人。

當時猶大國只有 50 餘萬軍兵。亞撒呼求耶和華

「幫助軟弱的勝過強壯的」。耶和華使猶大人戰敗

古實人, 亞撒的軍兵一直追趕他們到了基拉耳 ( 代

下 14∶1—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45 圖及其說明) 。

2) 古實又叫埃提阿伯。使徒時代, 腓利曾經在曠野

引領了一個埃提阿伯的太監, 接受了基督的救恩

( 徒 8∶26—39, 參看「埃提阿伯」條) 。

加大拉   ( G adar a )

1 . 地名原意:「陌生人來」

2 . 其他名稱: 現今遺址叫做「烏姆蓋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80 圖第三行第 5 格。

4 . 地理情況: 加大拉在加利利海東南約 9 公里。其地界直

到加利利海岸, 格拉森等鄉鎮都在它的境內。該處古時

是以色列國的屬地。以色列滅亡後, 亞述、巴比倫、波斯、

希臘先後入據該地。耶穌降生前後, 當地是羅馬帝國的

領土, 屬於低加波利 ( 今後「德卡波利斯」, 即「十城聯

盟」) 中的一個城市。公元 7 世紀時, 阿拉伯國家攻佔此

地, 其後又幾經列強爭奪, 居民日益稀少, 現在已成廢墟。

經考古挖掘, 發現當地原有一座長方形的猶太人會堂, 三

座大劇院, 且有柱廊、廟宇等遺址。

5 . 聖經記載: 耶穌來到加大拉 ( 境內的格拉森 ) 人的地方,

遇見有被鬼附的人, 就把鬼趕出來, 治好了被鬼附的人

( 太 8∶28—32; 可 5∶1; 路 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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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低斯   ( K adesh )

1 . 地名原意:「神聖」、「分開」。

2 . 其他名稱:

1 ) 加低斯巴尼亞。

2 ) 又稱「安密巴( Enmishpat) 」( 創 14∶7 ) , 意思是「審判

泉」。

3 ) 也叫米利巴( Meribah) ( 民 20∶13—14) 。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1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加低斯所指稱的不同範圍與地點:

( 1 ) 作爲城鎮, 被稱爲加低斯城( 民 20∶16) 。

( 2 ) 作爲曠野, 被稱爲加低斯曠野( 詩 29∶8) 。

( 3 ) 作爲水泉, 被稱爲米利巴加低斯的水 ( 結 47∶19,

48∶28) 。

2 ) 加低斯位於尋的曠野中( 民 20∶1 ) 。不少學者認爲, 尋

曠野乃是巴蘭曠野北部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聖經

上也稱它叫「巴蘭曠野的加低斯」( 民 13∶26) 。

3 ) 加低斯在以東的邊界上 ( 民 20∶14—16) 。從西乃山

( 即何烈山) 經過西珥山到加低斯, 共有 11 天的路程

( 申 1∶2) 。

4 ) 加低斯距離亞伯拉罕長期居住的希伯崙, 只不過約

100 公里, 距離以撒、雅各居住過的庇耳拉海菜、別是

巴等地, 僅只有幾十公里( 請參看附錄三第 4 圖) 。

5 . 聖經記載:

1 ) 以攔王基大老瑪等四王, 曾長驅遠征到加低斯一帶。

其後他們又返回到鹽海南端的西訂谷, 便在那裏與所

多瑪等五王交戰( 創 14∶5—9,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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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②) 。

2 ) 亞伯拉罕的妾夏甲, 因爲她的主母撒萊苦待她而出走

逃跑。在加低斯附近見到了耶和華的使者( 創 16∶6—

14 ) 。

3 ) 亞伯拉罕遷往南地去時, 也曾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之

間的基拉耳( 創 20∶1 ) 。

4 ) 以色列人出離埃及後, 曾在加低斯安營 ( 民 13∶3,

6 ) 。摩西從 12 個支派中各派一個族長作爲探子去

窺探迦南地。他們窺探希伯崙等迦南全地。40 天

後 , 回到了加低斯 , 向摩西、亞倫和以色列會眾回報

迦南地的情況。其中有 10 個探子說迦南乃是吞喫

居民之地, 那裏的城邑堅固, 迦南人身量高大 , 遠比

以色列人強壯 , 因此不能進攻迦南。但另 2 個探子

即猶大支派的族長迦勒和摩西的助手約書亞 , 卻極

力地對以色列會眾說 , 迦南乃是極美的流奶與蜜之

地 , 因爲有耶和華同在, 也不要怕那地方的居民。但

是由於 10 個探子所報的惡信 , 以色列人大發怨言,

甚至要另立一個首領, 再回到爲奴之地的埃及去 ; 而

且還要打死迦勒和約書亞。因此耶和華責罰以色列

人說: 凡 20 歲以上向神發怨言的以色列人 , 必不得

進入迦南, 而將死在曠野, 惟有迦勒和約書亞才能進

迦南去。並且特別稱讚迦勒, 說他另有一個心志 , 專

一跟從耶和華神。耶和華發怒使那 10 個探子死在

耶和華面前, 並且說以色列人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

40 年( 民 13∶25—14∶38 ) 。本來加低斯已是迦南南

端之地。然而那些 20 歲以上的以色列人, 竟不信耶

和華的權能, 而怨天尤人, 以致失去了近在眼前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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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之地。約 40 年後 ,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 , 由約但

河東進入迦南, 又攻到了加低斯 ( 書 10∶41 ) 。猶大

支派的老族長迦勒那時已經 85 歲了, 他去到吉甲,

與約書亞重提當年在加低斯的往事, 即分得了他曾

窺探過的希伯崙爲業 ( 書 14∶6—14 , 參看民 13∶22 )

而猶大支派的地業卻直「到尋曠野的最南端」( 書

15∶1 , 根據原文新譯) 。加低斯當然也在這一疆域之

中 ( 參看民 20∶1 ) 。

5 ) 當年以色列人未進迦南之前, 他們在加低斯, 先是對

耶和華神失去信心, 丟棄了及時進入迦南的時機。其

後又不聽摩西的勸阻, 竟想憑著血氣之勇去與迦南人

和亞瑪力人爭戰。當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並沒有出

營的時候, 以色列人擅自出戰, 因而被迦南人和亞瑪

力人戰敗於何珥瑪, 又退回到加低斯 ( 民 14∶39—45,

申 1∶41—46, 請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說明�14 —�15 ) 。

6 ) 可拉黨的背叛 ( 民 16∶1—50 ) 與亞倫的杖開花 ( 民

17∶1—13) , 這兩件事也都發生在加低斯附近一帶。

7 ) 以色列人繞行曠野多年之後, 又回到了加低斯。摩西

的姐姐米利暗即死在這裏( 民 20∶1) 。

8 ) 當以色列人停留在加低斯的時候, 由於沒有水喝, 會

眾又向摩西、亞倫爭鬧。耶和華本來曉諭摩西「招聚

會眾, 在他們面前吩咐磐石發出水來」。但摩西、亞倫

招聚會眾到了磐石前面, 摩西卻說:「你們這些背叛的

人聽著! 難道我竟是應該叫磐石流出水來給你們喝

的嗎?」①於是摩西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 就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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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了出來。但是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爲你們

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爲聖, 所以你們必不

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你們的地去。」( 民 20∶2—12)

不久, 亞倫即死於何珥山 ( 民 20∶23—29) 。摩西雖然

率領以色列人已經到達了約但河東岸, 迦南美地已經

隔河可望了, 但是卻死在了摩押地區( 申 34∶1—5) 。

加低斯巴尼亞   ( K adesh Ba rnea )

1 . 地名原意:「神聖」、「逃亡者的沙漠」、「遊蕩之子被分

開」。

2 . 其他情況: 加低斯巴尼亞即是加低斯, 請參看上述「加低

斯」條。

加各   ( K ark or )

1 . 地名原意:「挖掘」、「基礎」、「除根」、「深地層」、「打下

來」。

2 . 其他名稱: 或即卡卡( Karka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1 圖第四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加各在約但河東, 位於約比哈的東南方。

5 . 聖經記載:

士師時代, 以色列人被交在米甸人手裏 7 年。他們呼求

耶和華, 神就吩咐士師基甸去攻打米甸人, 僅用 300 人吶

喊吹角。耶和華使米甸全營的人用刀互相擊殺, 以色列

人追趕殺敗他們, 基甸和跟從他的 300 人雖然疲乏, 還是

追趕米甸人的兩個王西巴和撒慕拿。跟隨他們的軍隊都

在加各, 約有 15000 人。已經被殺的約有 120000 拿刀

的。基甸由挪巴和約比哈東邊從住帳棚人的路上去, 殺

敗了米甸人的軍兵, 並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慕拿, 驚

散全軍( 士 8∶4—12, 請參看附錄三第 21 圖及說明�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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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   ( G alatia )

1 . 地名原意:「高盧族地」。

2 . 其他名稱:「加拉提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加拉太是相當於小亞細亞半島中部的一個區

域, 在現今的土耳其境內。約在公元前 280 年間, 歐洲的

高盧族數萬人佔有此地。希臘文中,「高盧族人」或「高

盧之地」即稱爲「加拉太」。由於歷史上的戰事頻仍, 加

拉太的境界多有變易。羅馬統治時期, 加拉太成爲羅馬

的一個省份。當時, 以哥念、路司得、特庇、彼西底的安提

阿諸城皆在加拉太省內。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一次外出佈道的地方大多都在加拉太。約在

公元 45—48 年間, 保羅在加拉太建立了下列教會:

①彼西底的安提阿教會( 徒 13∶14—49) 。

②以哥念教會( 徒 14∶1) 。

③路司得教會( 徒 14∶8—21) 。

④特庇教會( 徒 14∶20—21) 。

保羅和巴拿巴並在加拉太許多地方傳講福音 ( 徒

14∶6—7) 。

2 ) 保羅第二次外出佈道時, 又經過了加拉太一帶的地

方, 約在公元 50 年( 徒 16∶6) 。

3 )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 又挨次經過加拉太地方, 堅固

眾聖徒, 約在公元 54 年( 徒 18∶23) 。

4 ) 保羅曾寫信給加拉太各教會, 講述保羅自己曾逼迫殘

害教會( 加 1∶13 ) , 又悔改、奉獻、蒙召而傳講福音 ( 加

1∶4 , 10, 15—16) ; 講述因信稱義的道理以及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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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和功效( 加 3∶11, 24, 5∶24) 。其寫加拉太書的時

間, 約在公元 57 年。

5) 保羅論到捐獻錢財、幫助聖徒一事, 曾勸勉哥林多的信

徒, 要按照加拉太眾教會所領受的去作( 林前 16∶1) 。

加利利   ( G alilee)

1 . 地名原意:「周圍」、「環行」。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至三行第 3—4 格。

3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① :

1 ) 加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最北部的地區, 相當於現今以

色列的北部。長約 90 公里, 寬約 37 公里。其沿加利

利海邊的地帶, 土地肥沃, 山明水秀, 風景宜人, 也是

古代通商要地。古時該地即分爲上、下加利利兩部

分, 如今仍有上、下加利利之分。上加利利多有狹谷、

隘路、山峰。下加利利則多丘陵低地。目前上加利利

的首府是采法特 ( Zefat) 。下加利利的首府即是拿撒

勒( Nazareth) 。

2 ) 古時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 巴勒斯坦) 時, 迦南人曾在加

利利地區防禦固守。約書亞攻取迦南後, 仍有一些迦

南人留居於加利利。公元前 10 世紀, 大衛和所羅門在

位時, 加利利屬於古以色列的領土。以色列分裂爲

南、北兩國後, 加利利仍受以色列 ( 北國) 統治。公元

前 700 年時, 以色列 ( 北國) 亡於亞述, 加利利地區許

多以色列人也被擄到亞述。波斯稱霸於世時, 波斯王

古列元年, 被擄去的猶太人得以歸回故里, 但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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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混雜, 當地猶太人仍爲數不多。耶穌降生以前,

加利利已隸屬於羅馬帝國。

3 ) 耶穌降生前後, 希律家族統治加利利等地區的情況:

①耶穌降生時, 大希律被分封爲猶太地區的王①。

②耶穌全家到埃及避難時, 大希律死去( 太 2∶19 ) 。

③耶穌一家由埃及返回以色列地時, 大希律的兒子希

律亞基老作了猶太王, 耶穌全家便往加利利去了

( 太 2∶22) 。希律亞基老在公元 6 年被羅馬皇帝廢

棄。

④耶穌一家定居加利利的拿撒勒時( 太 2∶23 ) , 大希律

的另一個兒子希律安提帕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 路

3∶1) 。

⑤耶穌受難前被羅馬巡撫彼拉多審問時, 彼拉多聽說

耶穌是加利利人, 屬於希律安提帕統治之地, 便把

耶穌送往希律安提帕處受審( 路 23∶6—12) 。

⑥耶穌受難後, 希律安提帕被廢去王位, 流放外地而

死。大希律的孫子希律亞基帕一世成爲分封的王。

那時希律亞基帕一世下手苦害教會中的幾個人, 刀

斬了耶穌的門徒雅各。但不久希律亞基帕一世即

被蟲咬死( 徒 12∶1—2 , 20—23 ) 。

⑦其後大希律的曾孫, 希律亞基帕二世繼續被分封爲

王。使徒保羅便曾被希律亞基帕審問過( 徒 25∶13—

26∶32) 。

4 ) 加利利是耶穌傳道的主要地區之一, 聖經記載的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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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農、哥拉汛、伯賽大、拿撒勒、迦拿、拿因、米吉多

( 即哈米吉多頓) 都在加利利境內。

5 ) 加利利地區古時還出現過許多名人。例如: 以色列人

的士師以比贊、以倫、陀拉; 士師時代的將軍巴拉; 先

知約拿、以利沙、何西阿等人。耶穌的 12 個門徒也大

多是加利利人。

6 ) 公元 636 年後, 加利利被阿拉伯國家征服, 其後即窮困

不堪。1882 年以後, 以色列人在加利利建立了一連串

的居留地。1947 年聯合國制定了對巴勒斯坦地區的

分治方案, 擬將加利利各地分別劃歸以色列人和巴勒

斯坦人。但 1948—1949 年阿以戰爭後, 以色列人佔領

了加利利全境。至今該地區仍在爭議中。

4 . 聖經記載:

1 ) 加利利許多地區原屬以色列人拿弗他利支派分佔之

地 ( 書 19∶32—3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5 圖, 對比第 80 圖

第二至三行第 3—4 格) 。

2 ) 以色列王所羅門爲了建造聖殿, 曾請推羅王資助他香

柏木、松木和金子。同時把加利利的 20 座城邑給了

推羅王( 王上 9∶10—11) 。

3 ) 以色列王比加年間, 亞述王攻佔了加利利和拿弗他利

全地, 並 且把 這些地 方的居 民擄到 了亞述 ( 王下

15∶29) 。

4 )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 ( 路 1∶26—

27) 。馬利亞的丈夫約瑟也是拿撒勒人 ( 路 2∶4 ) 。耶

穌雖然降生在伯利恆, 但是自幼生長在加利利的拿撒

勒( 太 2∶21—23; 路 2∶39) 。

5 ) 耶穌選召的門徒多是加利利人( 可 1∶16—20; 太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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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約 1∶43—44) 。

6 ) 耶穌 30 歲以前居住在加利利。30 歲時出來傳道 ( 路

3∶23) , 大部分時間仍是在加利利醫病、趕鬼、行神蹟、

教訓門徒和眾人( 參看四福音。耶穌在加利利及其他

地區傳道所到之地, 請參看附錄三第 83—90 圖) 。

7 ) 耶穌在加利利諸城中傳道很久, 但當地人仍不肯悔

改。所以耶穌預言哥拉汛、伯賽大、迦百農諸城都將

毀滅( 太 11∶20—24) 。

8 ) 耶穌在加利利預言他要被交在人手裏, 他們要殺害

他, 第三日他要復活( 太 17∶22—23) 。

9 ) 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時, 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這些

人「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 跟隨他、服事他的那些

人」( 可 15∶41; 路 23∶49) 。

10) 耶穌被埋葬在墳墓中時,「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

的婦女, 跟在後面, 看見了墳墓, 和他的身體怎樣安

放。」( 路 23∶55 ) 過了安息日①, 在禮拜日清晨, 那些

從加利利來的婦女買了香料, 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但天使告訴她們說: 耶穌已經復活了 ( 可 16∶1—3; 太

28∶1—6) 。天使並且對那些婦女說:「你們可以去告

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裏你們要見他。』」( 可 16∶7 ) 後來保羅傳講耶穌

復活的時候說:「那從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

日看見他, 這些人如今在 民間是他的見證。」( 徒

13∶31)

11) 使徒時代, 加利利有些地方已經建立了教會,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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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凡事敬畏主, 蒙聖靈的安慰, 人數就增多了。」

( 徒 9∶31 )

加利利海   ( G alilee, Sea of)

1 . 其他名稱: 加利利海在新約中又名「提比利亞海」〔今譯

作「太巴列海( Sea of Tiberias) 」〕, 或「革尼撒勒湖」。在

舊約中則叫「基尼烈湖」〔今譯作「金奈勒特湖」( Lake of

Chinnereth) 〕。加利利海形狀如同梨, 也像一個豎琴, 而

希伯來文「基尼烈」即是豎琴的意思。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至三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1 ) 加利利海在加利利省東部。其西北岸邊即是革尼撒

勒地區的草原。西南岸上又有提比哩亞城鎮。它的

不同名稱即是由此而來。聖經中「湖」和「海」常可並

用, 故此可稱它爲「湖」, 也可稱之爲「海」。

2 ) 加利利海長約 20 公里, 寬約 10 公里。它的水源來自

黑門山的清泉, 又從約但河向南流出, 實際上是一片

淡水湖。而且湖水不斷地更新, 岸邊草木繁茂, 風平

浪靜時, 湖中映照著白雲、藍天、青山、綠樹, 風景十分

宜人。但水面低於地中海約 200 餘米。一旦西風吹

來, 被東岸的山林擋住, 即會形成狂風怒浪。

3) 加利利海中魚種繁多, 沿岸居民多以捕魚爲業。其沿岸

城市名稱也多與魚業有關, 例如迦百農意爲「魚庫」, 提

比哩亞意爲「魚廠」。加利利海中有一種特殊的魚, 牙齒

鋒利, 能咀嚼硬物, 口中有一小囊, 可存食用之物, 以便

隨時充飢。聖經記載彼得曾釣上一條魚來, 從魚的口內

取出了一塊錢, 交納了丁稅( 太 17∶27 ) 。有些註釋認爲

的或即這一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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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猶太歷史學家記述, 加利利海岸上曾有哥拉汛、伯賽

大、迦百農等 9 座城鎮。但現在僅有提比哩亞 ( 即太

巴列城) 延續至今。其他城邑已皆成廢墟, 只有考古

學家尚能發現一些遺址。

4 . 聖經記載:

1 ) 耶穌當年在迦百農行了神蹟以後, 許多法利賽人和希

律一黨的人要殺害耶穌。耶穌和門徒便退到加利利

的海邊去。但是卻有許多困苦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作的大事, 就從猶太、耶路撒冷、

以土買、約但河外、推羅、西頓、低加波利來到他那裏,

他就治好了許多人 ( 可 3∶5—10 ; 太 4∶25, 請參看附錄

三第 14 圖) 。

2 ) 有一天晚上,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上了船, 要門徒們把

船渡到那邊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們同行。海裏忽然

起了暴風, 甚至船被波浪掩蓋, 耶穌卻睡著了。門徒

叫醒了他, 說:「主啊! 救我們, 我們喪命啦! 」耶穌醒

了, 斥責風和海, 風和海就平靜了。眾人希奇說:「這

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可 4∶35—41, 參

看太 8∶23—27)

3 ) 有一次耶穌叫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 他自己上山去

禱告。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裏。那時船在海

中, 因風不順, 被波浪搖撼。夜裏四更天, 耶穌在海面

上走, 往門徒那裏去。門徒看見, 以爲是個鬼怪, 便喊

叫起來。耶穌說:「你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彼得要

求耶穌應允他從水面上走到耶穌那裏去, 但彼得在海

面上行走時, 只因風大而害怕, 幾乎沉下去。耶穌伸

手拉住他。他們上了船, 風就住了。船上的人都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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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太 14∶22—23)

4 ) 在靠近迦百農的海邊, 彼得遵照耶穌的吩咐, 從海中

釣上一條魚來, 並從魚的嘴中, 取出了一塊錢, 交納了

丁稅( 太 17∶24—27) 。

5 ) 耶穌復活後, 在海邊向門徒們顯現, 3 次垂問彼得:「你

愛我嗎?」並囑託彼得牧養羊群 ( 即看顧信徒 ) ( 約

21∶1—19) 。

加略   ( K er ioth)

1 . 地名原意:「城」、「村」、「建築物」。

2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80 圖第九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1 ) 聖經中有兩個加略, 一個在新約, 另一個在舊約。新

約中提到的加略在猶太南部。

2 ) 舊約中提到的加略乃是摩押的一個城鎮( 耶 48∶24 ) 。

4 . 聖經記載:

1 ) 出賣耶穌的猶大或即生於新約中所提的加略。猶大

和他的父親西門都被稱爲加略人 ( 太 26∶14, 10∶4; 約

6∶71 ) 。

2 ) 舊約中所提的加略築有堡壘( 耶 48∶41 ) , 且建有宮室

( 摩 2∶2) 。

加帕多家   ( Cappa docia)

1 . 地名原意:「駿馬」。

2 . 其他名稱: 現譯作「卡帕多西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二行第 5 格。

4 . 地理情況: 加帕多家位於小亞細亞半島東部的高地。現

在土耳其境內。北界本都, 東界伯拉河 ( 即幼發拉底

河) , 南界敍利亞、基利家, 西界加拉太。當地多有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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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得名。公元前 6 世紀爲波斯管轄。公元前 190 年以

後與羅馬結盟, 成爲羅馬的僕從國。公元前被羅馬佔領,

直到公元後 11 世紀爲止, 加帕多家一直是東羅馬帝國的

藩屬與屏障, 成爲羅馬帝國抵禦阿拉伯人的前沿陣地。

5 . 聖經記載:

1 )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 有些住在加帕多家的猶太人

到耶路撒冷來守節, 因此聽到了基督的福音 ( 徒 2∶10,

37—38) 。

2 ) 彼得曾寫信給小亞細亞的聖徒, 其中便包括寄居在加

帕多家的基督徒( 彼前 1∶1—2 ) 。

立拿   ( Libnah )

聖經中有兩處同名叫立拿的地方。

Ⅰ. 曠野裏的立拿: 此處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在曠野的一

個宿營地( 民 33∶20—21 ) 。

Ⅱ. 猶大地的立拿:

1. 地名原意:「白」。

2. 其他名稱: 或即今「帖爾·波內特( Tell Bornat) 」。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立拿是猶大支派屬地的低原城邑, 靠近非

利士的邊境, 在拉吉附近, 當年也是一個軍事要地。

5. 聖經記載:

1) 約書亞殺死迦南地的五王後,「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

從瑪基大往立拿去, 攻打立拿。耶和華將立拿和立

拿的王, 也交在以色列人手裏。約書亞攻打這城, 用

刀擊殺了城中的一切人口, 沒有留下一個; 他待立拿

王像從前待耶利哥王一樣。」( 書 10∶29—30, 請參看

附錄三第 14 圖⑥、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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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猶大支派、西緬支派從地業中把希伯崙, 就是�

殺人的逃城和屬城的郊野, 給了祭司亞倫的子孫;

又給他們立拿和屬城的郊野, 」成爲利未支派所得

48 座城之一( 書 21∶9—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16 圖

第四行第 1 格的圖示) 。

3) 約沙法的兒子約蘭作猶大國第 5 代的國王時, 他

娶了亞哈的女兒爲妻, 與亞哈家一樣, 行耶和華眼

中看爲惡的事。在「約蘭年間, 以東人背叛猶大,

脫離他的權下, 自己立王。」約蘭就率領軍長和所

有的戰車, 去攻擊以東人, 但被以東人打敗。以東

人就脫離了猶大權下。那時, 立拿人也背叛了猶

大,「因爲約蘭離棄耶和華他列祖的神。」( 王下

8∶16—22 , 21∶5—10)

4) 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在位時, 亞述王曾攻打立

拿( 王下 19∶8; 賽 37∶8, 請參看附錄三第 62 圖 5) 。

5) 猶大家第 17 代國王約哈斯及最後一位國王西底家

的母親哈慕他, 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兒( 王下 23∶31,

24∶18) 。

尼波( 山)    ( Nebo, Mount of)

1 . 地名原意:「傳令者」、「先知」。

2 . 其他名稱: 通常認爲即現今的「吉拜·恩·尼巴( Jebel en

Neb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尼波山在約但河東, 位於鹽海 ( 即死海 ) 北端

以東約 15 公里。乃是摩押北部的一座山嶺。其最高峰

即是毘斯迦山。海拔約 800 餘米, 站在山頂, 即可遠眺迦

南境地。公元第 4 世紀時, 在此山頂建有宏偉的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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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這一古蹟。

5 . 聖經記載: 摩西晚年的時候, 耶和華吩咐摩西上到尼波山

去, 觀看神要賜給以色列人爲業的迦南地。但耶和華卻

對摩西說:「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因爲你們在

尋的曠野, 加低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爲

聖, 得罪了我。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遠遠地觀

看, 卻不得進去。」摩西在神面前謙卑服罪, 毫無怨言。

便在未死之先, 爲以色列人祝福。後來摩西從摩押平原,

登尼波山, 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毘斯迦山頂, 觀看了神

應許給以色列人的地業, 便安然死去( 申 32∶48—34∶5) 。

尼哥波立   ( Nicopolis)

1 . 地名原意: 希臘文含意是「得勝的城」。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尼科波立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2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多數學者認爲聖經中提到的尼哥波立, 乃是羅

馬皇帝亞古士督爲了紀念他的軍事勝利而建造的。此城

位於馬其頓的西南端, 建於公元前 30 年。現今尚有該城

的遺蹟。

5 . 聖經記載: 保羅曾寫信給提多說:「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

基古到你那裏去的時候, 你要趕緊往尼哥波立去見我。

因爲我已定意在那裏過冬。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

羅送行, 叫他們沒有缺乏。」( 多 3∶12—13 ) 短短數語, 說

明了保羅當時在歐洲的福音工作已有開展, 福音已從馬

其頓東北部的腓立比傳到了馬其頓西部的尼哥波立。據

考證, 保羅初次把福音由亞洲傳到歐洲時, 約在公元 1 世

紀 50 年代初期( 參看徒 16∶9—12) 。而保羅寫提多書時

約在公元 1 世紀 60 年代中期。僅隔十餘年, 福音即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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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頓突破重重困難而傳開了( 參看徒 16∶12—18∶18 ) 。

尼尼微   ( Nineveh )

1 . 地名原意:「安逸的後代」、「女神的居所」。

2 . 其他名稱:

1 ) 古名「寧努瓦( Ninua 或 Ninuwa) 」。

2 ) 又名「寧納( Nin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6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尼尼微城最初是古代巴比倫人建造的 ( 創 10∶10—

11) 。

2 ) 它位於希底結河( 即底格里斯河) 東岸, 在希底結河及

其支流撒伯河之間, 當地應和現今伊拉克的摩蘇爾市

隔河相望。

3 ) 尼尼微人祭拜女性假神以斯他 ( Ishtar) 作爲他們的

「護城之神」。有人認爲, 該城以「女神的居所」命名爲

尼尼微, 或許由此而來。

4 ) 公元前約 1300 年, 尼尼微城成爲亞述帝國的首都。約

在公元前 700 年左右, 其城市建築已極其宏偉。城牆

寬達 45 米, 周長約 12 公里, 佔地約 700 公頃。城牆開

有 15 座巨大的城門, 城外有護城河, 城內有號稱「舉

世無雙」的宮殿, 佔地 34200 平方米, 曾經極盛一時。

但歷代亞述王常與鄰國爭戰, 前後斷續達數百年之

久。戰勝之後, 便大肆屠殺、酷待俘虜。他們常把俘

來的人斷手、截足、剜目、斬首, 所以被稱爲「流人血的

城」。( 鴻 3∶1 ) 公元前 612 年之後, 巴比倫、波斯等國

圍攻尼尼微兩年有餘, 久攻不下。但第三年時, 突然

大雨不止, 山洪暴發, 河水漲過兩岸, 沖毀了尼尼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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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城牆。攻城的士兵即從城牆的缺口攻進尼尼微。

亞述王恐怕自己被俘受辱, 便聚集妃嬪, 在宮中放火

自焚。許多宮女同時被燒死, 全城遂即被毀, 幾成廢

墟。1820 年考古學家開始發掘此地, 逐漸發現其古代

的規模。20 世紀 70 年代後, 考古修復工作仍在伊拉

克境內進行中。①

5 . 聖經記載:

1) 由於尼尼微人祭拜假神等等罪惡, 耶和華說:「他們的

惡達到我面前。」但耶和華給了尼尼微人一次悔改的

機會。約在公元前 775 年寫出的約拿書中, 記述了耶

和華差遣約拿前往尼尼微傳道的過程。起初先知約

拿因爲尼尼微人罪惡甚重, 不肯前往尼尼微, 反而坐

船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了大風,

同船的人得知風浪乃是由於約拿違背耶和華的命令

而起的, 便把約拿投入海中。耶和華安排了一條大魚

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約拿禱告耶和華,

耶和華吩咐魚, 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耶和華再次

指示約拿到尼尼微去傳道。他順從了耶和華, 便到尼

尼微去宣講神的話。尼尼微人信服神, 痛切悔罪。於

是神見他們離開惡道, 就未降災與他們 ( 約拿書全

卷) 。

2 ) 公元前 721 年亞述王滅了以色列國, 把以色列人擄到

了尼尼微等地 ( 王下 17∶5—23 ) 。猶大國也被迫向亞

述進貢, 交納大量的金銀 ( 王下 18∶13—16 ) 。對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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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微人的罪惡, 約在公元前 620 年時, 先知那鴻預言

說:「耶和華不輕易發怒, ⋯⋯他必以漲溢的洪水淹沒

尼尼微。」( 鴻 1∶3, 8)

3 ) 那鴻同時還預言說, 尼尼微人將「像枯乾的碎稭, 全然

燒滅」( 鴻 1∶10) 。並說:「尼尼微啊! 那打碎邦國的上

來攻擊你⋯⋯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貴冑。他們步行絆

跌, 速上城牆, 預備擋牌。河閘開放, 宮殿沖沒。王后

蒙羞, 被人擄去。宮女捶胸, 哀鳴如鴿。」( 鴻 2∶6 ) 還

說:「你的門閂被火焚燒。」( 鴻 3∶13 ) 又說:「火必燒滅

你, 刀必殺戮你。」( 鴻 3∶15)

4 ) 耶穌曾引述約拿的神蹟而責備猶太人不肯悔改信靠

基督。耶穌說:「當審判的時候, 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

世代的罪。因爲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

看哪! 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含義是說, 約拿向

尼尼微人傳道後, 當時那一代的尼尼微人尚且還肯悔

改; 但耶穌比約拿更大, 而當代的猶太人卻仍不肯聽

從他, 豈不更要被定罪嗎? ( 請參看太 12∶41)

尼亞波利   ( Nea polis)

1 . 地名原意:「新城」。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尼亞波利是馬其頓東北部的一個海口, 在腓立

比東南方約 15 公里。新約時代尼亞波利及全馬其頓都

隸屬羅馬帝國統轄。

4 . 聖經記載:

使徒保羅外出傳道時, 可能有三次路過尼亞波利。

1 ) 第一次是保羅和他的同工離開亞洲的特羅亞, 最初在

歐洲登陸時到過尼亞波利( 徒 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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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第二次是保羅再去馬其頓時, 按當時的交通情況, 應

當會再次經過此地 ( 徒 20∶1—2, 請按照附錄三第 99

圖所示的尼亞波利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100 圖第一行

第 2 格所表明的保羅行程) 。

3 ) 第三次是保羅從腓立比乘船返回亞洲的特羅亞時, 可

能會又經過此地( 徒 20∶6 , 請參看第 100 圖) 。

示巴   ( Sheba )

1 . 地名原意:「誓言」、「七」。

2 . 其他名稱: 其大部地區約相當於現今的也門一帶。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示巴人乃是古時非洲古實人的一族, 因此有人認爲,

示巴人最初乃是居住在埃及南方古實人所在之處。

但大多數人則認爲示巴人曾在阿拉伯半島的西南端

建國, 約相當於現今的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和也門民主

人民共和國一帶。

2 ) 實際上, 由於示巴人善於經商, 其居住地區難免有流

動分散的特點。而且, 也門西南端僅隔一個十分狹窄

的海峽①即到非洲古實人的南方。亞非兩洲大陸在此

相距僅約數十里, 中間還橫有一個島嶼, 幾乎彼此相

連。這樣示巴人跨越兩洲兩地往來, 實屬極其便利。

由此可見, 以上兩說並無不合之處。

3) 示巴當地出產黃金、乳香( 詩 72∶15; 耶 6∶20 ) 。示巴人

常將一些名貴貨物從非洲、印度等地運到以色列和敍

利亞銷售。所羅門王的海上商隊經營貿易之後 (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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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28, 10∶22) , 成爲示巴商人的競爭對手。

5 . 聖經記載:

1 )「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 就

從示巴來到耶路撒冷會見所羅門王,「用難解的話來

試問所羅門」。「所羅門王將她所問的都答上了, 沒有

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示巴女王對所羅門王說:

「我在本國裏所聽見論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實在是真

的。」( 王上 10∶1—7) 她與所羅門互贈禮品而返( 請參

看附錄三第 40 圖 4) 。

2) 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以西結, 論到推羅說:「示巴和拉

瑪的商人與你交易。他們用各類上好的香料, 各類的

寶石和黃金, 兌換你的貨物。」但推羅終被滅亡 ( 結

27∶22—34) 。

示劍   ( Shechem )

1 . 地名原意:「勤勉」、「早起」、「肩負」、「山坡」。

2 . 其他名稱:

1 ) 公元 72 年受希臘語的影響, 改稱尼亞波裏 ( Neapo-

lis) , 意思是「新城」。

2 ) 近稱那不路斯( Nablus)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示劍在耶路撒冷以北約 65 公里。在撒瑪利亞

東南約 10 公里, 示劍城在高原山谷之間, 不但水源充足,

土地富饒, 而且也是交通樞紐。此地正當基利心山與以

巴路山之間, 是從地中海沿岸通往約但河東西大道上的

重要城鎮。同時在南北交通大道上也居要沖之地( 請參

看附錄三第 72 圖) 。

5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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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亞伯拉罕初到迦南時, 耶和華即在示劍向亞伯拉罕顯

現, 亞伯拉罕遂即在示劍向耶和華築壇獻祭。這乃是

他爲神所築的第一座祭壇( 創 12∶6—7, 請參看第 2 圖

中的③及其說明) 。

2) 示劍本來屬於哈抹( 創 34∶2) 。當雅各帶著全家妻室子

女從巴旦亞蘭返回迦南時, 曾在示劍城東邊支搭帳棚居

住, 並且用 100 塊銀子買了支搭帳棚的地方, 還在那裏

築壇獻祭。由於哈抹的兒子玷辱了雅各的女兒底拿, 雅

各的兒子們便用詭計殺了哈抹的兒子及全城的男丁, 又

擄掠了該城的婦女、孩子和財物。其後雅各全家即離開

示劍, 遷居到了伯特利( 創 33∶18—35∶6) 。

3) 後來, 雅各的兒子們在示劍放羊時, 雅各打發他心愛的

兒子約瑟到示劍去看望他的哥哥們。那時約瑟的哥哥

們已經轉到了示劍北方數十公里的多坍放牧。約瑟便

趕到多坍去看望他們, 他的哥哥們竟把他賣給過路的商

人, 他被帶到了埃及而成爲奴隸( 創 37∶12—36) 。但耶

和華恩待約瑟, 13 年之後, 約瑟成爲埃及的宰相 ( 創

41∶39—44) 。約瑟臨終前, 切切地立下遺囑要把自己的

骸骨葬回迦南( 創 50∶25) 。400 年後, 以色列人出埃及

時, 乃是帶著約瑟的骸骨起程的( 出 13∶19) 。以色列人

漂流曠野 40 年, 一直帶著約瑟的遺骨。他們進入迦南

之後, 最終把約瑟的遺骨安葬於示劍, 即是雅各從前用

100 塊銀子所買的支搭帳棚的地方 ( 書 24∶32, 請參看附

錄三第 8 圖說明③, 及④中的⑤) 。

4) 約書亞初進迦南攻取艾城以後, 立即在以巴路山和基利

心山之間( 即示劍一帶) , 遵照摩西生前的吩咐, 宣讀神

的律法( 書 8∶33—35, 請參看申 11∶26—30, 27∶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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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約書亞攻取了迦南許多城邑以後, 再一次將以色列的

眾支派聚集在示劍。他召聚以色列的長老、族長、審

判官和官長們來, 向他們述說神從以色列的列祖開

始, 一直眷顧以色列人的歷程, 並且與眾民重申專心

事奉耶和華的信念( 書 24∶1—18) 。

6 ) 示劍也曾被劃定爲逃城之一( 書 20∶7) 。

7 ) 基甸的兒子亞比米勒曾在示劍作王:

①以色列的士師基甸有許多妻子, 共有 70 個兒子。他

的妾乃是迦南當地的示劍人。她生了一個兒子名

叫亞比米勒。基甸死後, 以色列人竟去敬拜巴力,

且在示劍設有巴力的廟宇。亞比米勒利用自己具

有從母系而來的迦南人的血緣關係, 鼓動示劍的迦

南人擁護他。他用巴力廟中的錢, 僱傭了一些匪

徒, 殘殺了他的同父異母的 70 個弟兄, 只剩下基甸

的小兒子約坦躲藏起來, 倖免於難( 士 9∶1—5 ) 。

②後來亞比米勒被示劍人擁立爲王。約坦便站在基

利心山頂上, 向示劍人大聲喊著說了一個寓言。他

說, 有一次眾樹要擁立一棵樹作王管理它們, 就先

請橄欖樹作它們的王。橄欖樹說:「我豈肯止住供

奉神和尊重人的油①, 飄摇在眾樹之上呢?」其後, 眾

樹木便請無花果樹作它們的王。無花果樹說:「我

豈肯止住所結甜美的果子, 飄搖在眾樹之上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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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時以色列人常用橄欖樹所結的橄欖搾出橄欖油來調製聖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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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眾樹木又請葡萄樹作它們的王。葡萄樹說:「我

豈肯止住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①, 飄搖在眾樹之上

呢?」最後眾樹去請荊棘作它們的王。荊棘不僅厚

顏無恥地答應了作眾樹之王, 而且還威脅眾樹說,

若是全體樹木不誠誠實實地歸服它, 它就要發出火

來, 焚毀森林, 一直燒滅利巴嫩的香柏樹②。因此約

坦說, 願火從亞比米勒發出來燒滅示劍人, 也願火

從示劍人中發出來燒滅亞比米勒( 士 9∶6—20 ) 。

③約坦講完了寓言, 便逃跑到比珥躲避起來。亞比米

勒作王三年之後, 神使惡魔降在亞比米勒和示劍人

中間, 示劍人又改而跟從迦勒與亞比米勒爭戰。結

果亞比米勒率眾攻入示劍城, 放火燒了示劍人藏身

之處的巴力廟衛所。但亞比米勒在攻進另一城邑,

正要用火焚燒該城一座堅固的塔樓時, 卻被樓上的

一個女子拋下一塊磨石, 擊破了亞比米勒的腦骨,

傷勢甚重。亞比米勒不願落得個死在女子手中的

恥辱名聲, 便叫他的隨從用刀刺殺了自己。這樣,

神就報應了亞比米勒, 也報應了示劍人。約坦的咒

詛果然歸到了他們身上( 士 9∶21—57) 。

8 ) 所羅門王死後, 以色列人要在示劍擁立所羅門的兒子

羅波安爲王, 只是要求羅波安不要像所羅門那樣, 要

寬待百姓少作苦工。但是羅波安不肯應允百姓,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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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葡萄釀酒使神、人喜樂。

約坦所講的寓言含義在於說明 , 荊棘從來就不會結果子 , 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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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德妄自尊大一樣。如今示劍人竟擁立他作王 , 將來必受其害。



表示要更加嚴厲地對待他們, 因此以色列人背叛了羅

波安, 打死了羅波安的大臣。羅波安急忙逃回耶路撒

冷, 只能在那裏作猶大國的王。而以色列人卻另外擁

立了耶羅波安爲以色列國的王, 暫時定都於示劍。以

色列國從此分裂爲南北兩國( 王上 12∶1—25) 。

示羅   ( Shiloh)

1 . 地名原意:「安息」、「和平」、「安靜之地」、「澆灌之地」。

2 . 其他名稱: 近名「西衣侖廢墟( Kh. Seilu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示羅城在以法蓮境內, 迦南地的中央, 在伯特

利東北約 15 公里。城被建造在小山崗上, 城的四周都是

高山, 東有大泉, 從伯特利到示劍的大路由這裏經過。約

書亞曾選擇示羅設立會幕, 爲耶和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

現在該地的遺址處, 仍有一些遺蹟散見於山谷之內。

5 . 聖經記載:

1)「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 把會幕設立在那裏,

那地已經被他們制伏了。」( 書 18∶1) 。

2 ) 約書亞與祭司以利亞撒並以色列各支派族長在示羅

的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抽籤分地給各支派 ( 書 19

章) 。

3 ) 敬虔的以色列人每年一次上到示羅獻年祭, 敬拜萬軍

之耶和華( 撒上 1∶3, 21) 。

4 ) 因耶和華的約櫃在示羅會幕中, 所以示羅乃是先前耶

和華爲自己的名選立的居所( 耶 7∶12 ) 。

5 ) 撒母耳的父母曾把他送到示羅的殿中, 侍立在耶和華

面前作先知( 撒上 1∶24 , 28, 2∶18, 3∶21) 。

6 ) 祭司以利的兩個兒子行惡得罪耶和華神, 並把約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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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羅抬到戰場, 後被非利士人擄去, 神的咒詛臨到示

羅( 撒上 3∶12—14; 4∶3—4, 11; 7∶17 ; 耶 26∶6, 9) 。

示拿   ( Shina r )

1 . 地名原意:「兩條河流」、「獅吼之地」。

2 . 其他名稱:

1 ) 巴比倫。

2 ) 巴別。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示拿乃是寧錄起始建國之處 ( 創 10∶9—10 ) ,

也即是巴比倫地( 但 1∶2 , 參看王下 25∶13) , 該處地勢平

坦, 遂在其地建造了巴別塔( 創 11∶2—9) 。

5 . 聖經記載:

1 ) 示拿王暗拉非曾與以攔王等四個王聯合起來攻戰到

鹽海一帶, 並且在鹽海的南方戰勝了所多瑪等五王,

擄走了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 ( 創 14∶1—12, 請參看附

錄三第 3 圖 2 的示意) 。

2 ) 先知以賽亞、但以理、撒迦利亞等都提到過示拿一地

( 賽 11∶11 ; 但 1∶2; 亞 5∶11) 。

他備拉   ( Tabera h)

1 . 地名原意:「焚燒」、「飼養之地」。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他備拉是西乃曠野中的一個地方, 在西乃山北

約有三天的路程。

4 .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離開西乃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 百

姓發怨言。「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 耶和華聽

見了就怒氣發作, 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 直燒到營的邊

界。」「那地方便叫作他備拉, 因爲耶和華的火燒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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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 民 11∶1—3 )

他泊山   ( Tabor )

1 . 地名原意:「高地」、「山嶺地」、「不平之地」、「你要潔

淨」。

2 . 其他名稱:

1 ) 近代譯名爲「搭博爾」。

2 ) 又譯作「大泊」。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他泊山在耶斯列平原東北約但河以西。爲一孤立的

山峰, 在西布倫和以薩迦交界的地方。西距拿撒勒約

10 餘公里。此山海拔近 600 公尺, 呈一觸目之奇景。

爲以薩迦支派所得的土地。

2 ) 他泊山有「之」字形的盤山道路。登山並無困難。山

上景色秀麗, 風光明媚, 滿山樹林, 環境安靜, 非常適

宜基督徒的靈修禱告。故此有人認爲聖經記載的耶

穌登山變像之處即是他泊山, 而不是黑門山。持此論

者大多以爲: 黑門山距離耶穌經常傳道之地較遠, 路

途不便; 而且黑門山高達 2840 公尺, 攀登也有困難; 同

時黑門山頂常年多有積雪不化, 彼得很難啟齒在該處

搭棚爲耶穌居住。但仍有不少學者持守傳統的論證,

認爲耶穌登山變像乃在黑門山。其結論尚有待今後

的探討。

5 . 聖經記載:

1 ) 當年巴拉曾召聚西布倫人和拿弗他利人過他泊山, 殺

敗迦南王耶賓的將軍西西拉( 士 4∶4—16, 請參看附錄

三第 19 圖⑥、⑧等項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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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米甸的西巴和撒慕拿兩個王曾在他泊山殺了基甸的

弟兄, 但基甸倚靠耶和華, 以少勝多, 終於擒獲米甸的

兩個王而把他們處死( 士 8∶18—21) 。

3 ) 先知何西阿, 向以色列的祭司、王家和百姓的首領發

出警告, 責備他們在他泊山等地利用百姓的無知誘民

犯罪, 必受審判( 何 5∶1) 。

他納   ( Taa nach)

1 . 地名原意:「沙地」、「城垛」、「雉堞」、「她要折磨你」。

2 . 其他名稱: 亞乃。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6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 他納原系迦南人的一個王城, 在米吉多南

邊幾公里處 , 此地處於高崗之上 , 且是由巴比倫到埃

及的貿易大道必經之地 , 因此他納與米吉多同爲軍事

重鎮。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 列人進入迦南後, 他 納王爲約 書亞所殺 ( 書

12∶21) 。

2 ) 約書亞曾將此城分給瑪拿西支派。後來又分與利未

人哥轄的子孫爲業。但是住在其中的迦南人並未被

趕出( 書 17∶11 , 21∶25; 士 1∶27) 。

3 ) 女士師底波拉使巴拉率領以色列人與迦南諸王爭戰,

並在米吉多水旁的他納打敗迦南人。底波拉和巴拉

爲此曾寫了一首名詩歌讚頌耶和華 ( 士 5∶1, 19—21,

請參看附錄三第 19 圖說明⑨、⑩) 。

4 ) 所羅門王年間, 設立了十二個官吏, 管理他納等以色

列的城邑。並要求這十二個人, 每年各人有一個月供

給王家的食物( 王上 4∶7—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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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施   ( Tar shish, Thar shish)

1 . 地名原意:「硬」、「堅實」、「岩石的」、「克服」、「她要撕

碎」。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3 圖第二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他施是挪亞的重孫他施及其後代居住之地

( 創 10∶1—5) 。其確切地區不詳, 有些學者認爲, 他施當

在今西班牙靠近地中海的沿岸地區, 或者即是當地的一

個港口。在舊約時代, 他施距離古以色列建國的迦南, 已

屬極其遙遠的地帶。

4 . 聖經記載:

1 ) 所羅門王曾有一支遠航的他施船隊 , 三年一次 , 裝

載金銀、象牙、猿猴、孔雀回來。 ( 王上 10∶22 ) 這些

船隻, 很可能是在古時紅海邊上 ( 今亞喀巴灣) 的以旬

迦別製造的( 王上 9∶26—27, 請參看附錄三第 40 圖中

的③) 。

2 ) 猶大王約沙法與以色列王亞哈謝交好, 二人也曾合夥

在以旬迦別造船, 要往他施去( 代下 20∶35—36) 。

3 ) 先知約拿時, 耶和華曾差遣約拿到東方的尼尼微去傳

道。但是約拿卻躲避耶和華的呼召, 從約帕坐船往西

方極遠的他施而去( 拿 1∶1—3 , 參看附錄三第 73 圖) 。

後來經過耶和華神的管教和引導, 約拿才又遵從神命

到尼尼微去傳道( 拿 1—3 章) 。

以巴路山   ( Ebal, Mount of)

1 . 地名原意:「石」、「赤裸」。

2 . 其他名稱: 咒詛之山。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以巴路山位於示劍以北, 高出海面約 9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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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劍以南的基利心山相對而峙立。山谷之間, 高山圍

繞猶如巨大的牆壁, 形成了天然的聚音廣場。以巴路山

的山頂寬闊, 景色宜人。登山遠眺, 可以遙望到沙崙平

原、地中海水、迦密山巔、約但河東等處。

5 . 聖經記載: 約書亞由約但河東進入迦南攻取艾城後, 按照

摩西生前的吩咐, 將以色列人召集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

山之間, 再次宣讀耶和華的律法。將祝福的話陳明在基

利心山上, 將咒詛的話陳明在以巴路山上。並且在以巴

路山上, 用沒有動過鐵器的石頭, 爲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把摩西的律法寫在石頭上( 書 8∶28—35 , 參看申 11∶26—

29) 。

以便以謝   ( Eben Ezer )

1 . 地名原意:「幫助之石」。

2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25 圖第一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以便以謝距離亞弗城不遠, 但其確切位置則尚

無最後的定論。

4 .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出去與非利士人打仗, 安營在以便以謝, 非利

士人安營在亞弗。」「以色列人敗在非利士人面前, 非利

士人在戰場上殺了他們的軍兵約有四千人。」( 撒上 4∶1—

2 ) 以色列人戰敗後, 他們以爲是未將約櫃抬來,「於是百

姓打發人到示羅, 從那裏將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

華的約櫃抬來。」非利士人又與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

戰敗, 被殺的人甚多。「神的約櫃被擄去, 以利的兩個兒

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殺了」( 撒上 4∶3—11, 請參看附

錄三第 25 圖①—④及其說明) 。

5 . 以便以謝也是一個石碑的名字, 此碑爲撒母耳所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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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士人要與以色列人爭戰, 撒母耳呼求耶和華, 耶和華使

以色列人大勝非利士人, 所以撒母耳樹立了這一石碑作

爲紀念。此碑在伯特利之北。聖經記載說非利士人聽見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非利士人首領就上來要攻擊以

色列人。以色列人懼怕非利士人, 而請撒母耳不住地呼

求耶和華神救他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耶和華應允他,

「驚亂非利士人, 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撒母耳

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 給石頭起名叫以便

以謝, 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撒上 7∶7—12) 。

以伯蓮   ( Iblea m)

1 . 地名原意:「破壞」、「吞吃人民」、「得勝之地」。

2 . 其他名稱:

1 ) 比連( 代上 6∶70) 。

2 ) 又名隱干寧( En-gannim) 。

3 ) 即現今的晉寧( Jenin) 。

4 ) 或稱爲比拉麥廢墟( Khirbet Bilameh)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52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以伯蓮在耶斯列城的南方。撒瑪利亞城的北

方, 原屬瑪拿西支派的領地( 書 17∶11) 。

5 . 聖經記載: 猶大的第 6 代國王亞哈謝, 乃是亞哈的外孫,

他像亞哈家族一樣, 作耶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他和北

國以色列的國王約蘭( 即他的舅父 ) 聯合起來, 去與亞蘭

王作戰, 約蘭受傷後便到耶斯列城去醫治。亞哈謝到耶

斯列去看望約蘭的時候, 耶戶篡位射死了約蘭, 亞哈謝逃

跑到以伯蓮附近時也被耶戶擊傷, 亞哈謝逃到米吉多後,

即死在該處( 王下 8∶27—9∶27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2 圖中

的說明②, 以及亞哈行程的示意路線) 。

—16—



以得來   ( Edr ei)

1 . 地名原意:「能力」、「要塞」、「大牧場」、「播種之地」。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德拉( Der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3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以得來在基尼烈湖 ( 即加利利海) 以東約 45

公里。當地土壤肥沃, 適宜農耕。現在考古學家在該處

發現一個地下的居住區, 乃是鑿石而成的, 學者認爲可能

是古代戰亂中, 人們的避亂之處。

5 . 聖經記載: 當年以色列人在約但河東, 先擊殺了希實本王

西宏, 又在以得來與巴珊王噩交戰, 並在此地殺了巴珊王

噩和他的兒子們( 民 21∶33—35 ) 。其後, 該地分給瑪拿

西支派爲業( 書 13∶31) 。

以東   ( Edom )

1 . 地名原意:「紅」。

2 . 其他名稱:

1 ) 近譯作「埃多姆」。

2 ) 古時又名西珥( 創 32∶3) 。

3 ) 新約時代受希臘文影響, 稱爲「以土買( Idulmae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 以東乃是以東人居住之地。聖經記述亞伯拉罕的兒

子以撒生了一對雙生的兒子。先出世的名叫以掃, 後

出世的名叫雅各。以掃輕視長子的名份, 把長子的位

分賣給了雅各。因此雅各便作爲長子而承受了耶和

華對亞伯拉罕應許的福分。耶和華給雅各賜名爲以

色列, 故此他的後裔以色列人即成爲耶和華神的選

民。而以掃又叫以東, 他的後代便叫以東人。以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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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西珥山一帶, 因此他們居住之地以東也叫西

珥。

2 ) 以東地在鹽海以南, 直到亞喀巴灣北岸的以拉他和以

旬迦別等地, 東邊乃是一片沙漠, 西邊即是亞拉巴谷

地。以東地區南北長約 120 公里, 東西寬約 5 公里。

該地區多有陡坡峭壁, 山坡上又多有岩石洞穴。由於

當地不宜農田畜牧, 以東人大多從事與外族的經商和

貿易, 因此地域疆界也時有伸縮變動, 而境內的巖洞

則成爲他們的住室、貨倉和墓穴。

3 )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曾請求以東人允許借路穿過以東

地區, 走向約但河東, 再進迦南。但是以東人不許, 以

色列人便向南繞行, 直到以旬迦別, 再轉向北方進到

鹽海的東北地區, 當時兩族人並未爭戰 ( 請參看附錄

三第 12 圖) 。

4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以東人與以色列人卻常有戰

爭。公元前 300 餘年時, 希臘統治了迦南及以東, 以

東遂改稱爲以土買。公元前 165 年, 獨立的猶大祭司

馬克比( Maccabees) 政權攻佔了當時作爲以東首府的

希伯崙。公元前 126 年, 全體以東人被迫受了割禮①,

歸化爲猶太人。其後, 羅馬帝國統佔了迦南和以東

地, 而封立了以東血統的大希律 ( Herod the Great) 爲

猶太王。大希律即是耶穌降生時的希律王 ( 路 1∶5,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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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繞行曠野時, 曾要求以東人准許就近借路,

以便通過以東地到約但河東, 但是以東人嚴詞拒絕並

未應允( 民 20∶14—22, 21∶4) 。

2 ) 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時, 即曾與以東人爭戰並打敗

了他們 ( 撒上 14∶47, 請參看附錄三第 28 圖 4 的示

意) 。

3 ) 大衛作王時, 又在鹽谷擊殺了以東的一萬八千人 ( 撒

下 8∶13) 。

4 ) 大衛的元帥約押率軍在以東住了六個月, 除滅了以東

的男丁。那時以東王的幼兒哈達卻逃到了埃及, 受到

了埃及法老的厚待。哈達長大成年後, 便常與所羅門

爲敵( 王上 11∶14—15 ) 。但以東仍在所羅門的統治

下, 所以他得以在以東地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 ( 王上

9∶26, 請參看附錄三第 39 圖、第 40 圖) 。

5 ) 直到猶大的第 4 代國王約沙法時, 他仍能在以旬迦別

停靠船隻, 那時以東沒有王, 而是由猶大人設立總督

( 王上 22∶41 , 47—48 ) 。其後以東地有了國王, 但是以

東王仍須隨同猶大王等一起出征( 王下 3∶9—27 ) 。

6 ) 猶大的第 5 代國王約蘭年間, 以東王背叛了猶大 ( 王

下 8∶20—22) 。

7 ) 猶大的第 9 代國王亞瑪謝時, 在鹽谷擊殺了一萬以東

人, 並且攻取了西拉 ( 王下 14∶7, 請參看附錄三第 54

圖說明①—③) 。

8 ) 猶大的第 10 代國王亞撒利亞 ( 即烏西雅王 ) 在位時,

又收回了以東地的以拉他, 重新修建該地, 把它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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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猶大的版圖( 王下 14∶22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5 圖) 。

9 ) 其後亞蘭人攻取了以拉他, 把當地的猶大人趕了出

去。以東人又住到了以拉他 ( 王下 16∶6, 請參看附錄

三第 57 圖⑤、⑥及其說明) 。

10) 歷史記述, 以東地後來改名爲以土買。在耶穌降生

前, 以東人歸化爲猶大人, 同被羅馬滅亡。

以法蓮   ( Ephr aim )

以法蓮的原意是「加倍豐盛」、「雙灰堆」。

以法蓮在聖經中有時意指以法蓮地區, 有時則指以法蓮

城。

Ⅰ. 以法蓮地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三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 以法蓮乃是以法蓮支派居住之地, 在迦南

中部, 位於耶路撒冷以北, 示劍之南。境內除以法蓮

山地外, 再無高大的山嶺。

3. 聖經記載:

1) 基甸與米甸人爭戰時, 曾要求以法蓮人把守約但

河渡口, 截斷米甸人的退路, 而捉住了兩個米甸首

領( 士 7∶24—25) 。但以法蓮人卻與基甸爭吵, 抱

怨基甸未曾招他們去一同與米甸人爭戰。由於基

甸用智慧的話向他們解釋, 以法蓮人才消了怒氣

( 士 8∶1—3 ) 。

2) 耶弗他擊敗亞捫人後, 以法蓮人又認爲耶弗他沒

有叫他們同去作戰, 竟然要攻打耶弗他。結果被

耶弗他擊敗( 士 12∶1—6, 請參看附錄三第 22 圖⑥

及其說明) 。從聖經記載中看來, 其後以法蓮即一

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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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以法蓮城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三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 以法蓮城在耶路撒冷以北, 位於伯特利東

約 5 公里。是以法蓮地境內靠近曠野的一個城鎮。

3. 聖經記載: 耶穌受難之前, 由於大祭司該亞法等人要

殺害他, 他便帶著門徒暫時退居到以法蓮城, 後來, 便

毅然進入耶路撒冷準備受難( 約 11∶47—12∶19) 。

以法他   ( Ephr atah , Ephra thah )

1 . 地名原意:「糧倉」、「肥沃」、「多結果實」、「灰堆」。

2 . 其他名稱: 伯利恆( 創 35∶19)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 圖第二行第 3 格中伯利恆所在之

處。

4 . 地理情況:

1 ) 以法他在撒冷 ( 即耶路撒冷) 以南約 8 公里, 土壤肥

沃, 地勢險要。

2 ) 以法他又名伯利恆, 乃是耶穌降生之地, 因此至今成

爲許多基督徒前來瞻仰、旅遊的勝地。

5 . 聖經記載:

1 ) 雅各的妻子拉結死後被埋葬於以法他的路旁 ( 創

35∶16—20, 參看附錄三第 7 圖�14 及其說明) 。

2 ) 摩押女子路得, 跟著信奉耶和華的孤苦婆婆來到此

地, 因而蒙恩( 路得記) 。

6 . 關於伯利恆的情況請參看「伯利恆」條。

以弗所   ( Ephesus)

1 . 地名原意:「欽佩」、「滿意」。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二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以弗所位於小亞細亞的西岸, 在卡斯特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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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地中海僅約 5 公里。當年乃是陸海交通要道, 一度是

亞西亞省的省會。商業發達, 與敍利亞的安提阿和埃及

的亞力山太同稱爲地中海東岸的三大城市。以弗所崇拜

許多鬼神。當地巨大的亞底米 ( 戴安娜) 女神廟, 被稱爲

當時出名的建築之一。他們祭拜此神的時日, 亞西亞省

各地都有人被吸引前來參加。考古學家證實, 該城當年

曾有一大型的劇場( 戲園) 。估計可容 2 萬餘人。

4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的歸途中, 曾與百基拉、亞居拉

等人, 從哥林多來到以弗所。保羅曾在以弗所的猶太

人會堂中, 和猶太人談道辯論。眾人請他多留些日

子, 但保羅可能急欲回到耶路撒冷或安提阿去, 未曾

同意留下, 只是說:「神若許我, 我還要回到你們這

裏。」於是保羅乘船離開了以弗所, 卻把百基拉、亞居

拉留在以弗所, 繼續福音工作( 徒 18∶18—21) 。

2) 百基拉、亞居拉留住以弗所期間, 亞波羅曾到以弗所來,

在猶太人的會堂中講論耶穌的事, 傳講主的道。亞波羅

很有學問, 心裏火熱, 很能講解聖經, 只是他僅曉得約翰

的洗禮。百基拉、亞居拉便把亞波羅請到家中, 把神的

道給他講解得更加詳細完備, 以便亞波羅能夠更好地作

教會工作。其後, 亞波羅到了哥林多、亞該亞等地, 幫助

了許多信徒( 徒 18∶24—28; 林前 3∶6) 。

3 )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時再次來到了以弗所。他在當

地猶太會堂中一連三個月講道, 勸導眾人。因爲有些

人毀謗基督的道理, 保羅便叫信徒和他們分開。他自

己來到推喇奴的講堂, 天天講論, 達兩年之久 ( 徒

19∶1—10) 。保羅並且在信徒家中談道 ( 徒 19∶1 ) ,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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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人( 徒 19∶12 ) , 日夜流淚地勸戒眾人, 前後共有三

年之多( 徒 20∶31 ) 。

4 ) 保羅在以弗所期間, 不僅建立了以弗所教會, 設立了

一些長老( 徒 20∶17—18 ) , 而且也把福音傳往以弗所

附近的亞西亞省各地( 徒 19∶10) 。所以保羅在以弗所

給哥林多的信徒們寫信時說:「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

們安」, 而那時以弗所教會的一些信徒即在百基拉夫

婦的家中聚會( 林前 16∶19 ) 。

5 ) 由於保羅在以弗所傳道,「主的道大大興旺, 而且得

勝」( 徒 19∶20 ) , 這樣信奉基督的人日漸增多, 祭拜亞

底米偶像的人便日益減少。有一個依靠製造亞底米

銀龕發財的銀匠, 便鼓動他的同行和眾人起來反對保

羅。他們拿住與保羅常在一起的人, 一同擁進當地的

戲園。眾人紛紛亂亂約有兩個小時。後來, 城裏的行

政官員出來安撫眾人, 大家才都散去。亂定之後, 保

羅勸勉了以弗所的信徒們, 便辭別他們, 前往馬其頓

去了( 徒 19∶23—20∶1 ) 。

6 ) 以弗所的聖徒特羅非摩, 曾陪同保羅到了耶路撒冷

( 徒 21∶29, 參看徒 20∶4) 。直到保羅殉道前還提到過

特羅非摩的名字, 可知他是長期隨同保羅工作的人

( 提後 4∶20 ) 。

7 ) 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時, 在監獄中書寫了給以弗所

教會的信件( 弗 1∶1, 4∶1) 。

8 ) 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獲釋後, 曾到馬其頓去傳道,

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 以便幫助當地的教會 ( 林前

1∶3) 。以弗所那時在亞西亞眾教會中, 已是一個影響

很大的教會。因此保羅在寫給提摩太的信中, 諄諄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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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他應當如何忠心地作好教會各方面的工作。那時

保羅已經年過 60 歲, 提摩太跟隨保羅傳道也已十餘年

之久。①老年的保羅在信中對提摩太這一代人的教導

期望, 如聞其聲, 如見其容( 提摩太前書全卷) 。

9 ) 保羅給提摩太寫第二封書信時, 提摩太仍在以弗所。

故此保羅在信中提到了阿尼色弗在以弗所時對他的

服事。而且在信末問安時, 再一次提到阿尼色弗一家

人( 提後 4∶19) 。從此可知, 提摩太後書不僅是保羅在

殉道前寫給提摩太個人的, 也是要讀給以弗所教會眾

聖徒的( 提後 4∶22) 。

10) 以弗所教會後來雖然勞碌、忍耐、不能容忍惡人, 甚至

也曾試驗出那自稱是使徒卻不是使徒的人, 然而神責

備以弗所教會說, 他們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啟

示錄中提醒以弗所的信徒, 要回想是從哪裏墜落的, 並

且要悔改, 像先前的愛心一樣( 啟 2∶1—7) 。

11) 歷史資料記述, 老約翰離開拔摩海島被囚之地以後,

他的晚年是在以弗所度過的。有考證認爲, 約翰福

音、約翰壹書、約翰貳書、約翰叁書、啟示錄, 都是老

約翰在以弗所書寫的。

以哥念   ( Iconium)

1 . 地名原意:「影像」、「降服」。

2 . 其他名稱: 又名「哥尼亞( Koni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8 圖第一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以哥念現屬土耳其。哥尼亞乃是穆斯林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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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後而更改的地名。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外出傳道時,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

受到逼迫, 便來到以哥念。他們進了猶太人的會堂講

道, 使許多人作了基督的信徒。但有些不信從耶穌的

猶太人, 煽動異邦人, 使他們厭惡信徒。保羅和巴拿

巴卻在以哥念仍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膽講道」。由於

信徒日漸增多, 猶太人和他們的官長要凌辱使徒, 想

用石頭打他們。保羅等人知道了, 就離開以哥念, 避

往路司得( 徒 13∶50—14∶7) 。

2 ) 保羅和巴拿巴在路司得治好了一個生來是瘸腿的人。

當地人以爲他們是神靈, 要向他們獻祭。保羅二人竭

力勸阻, 要眾人歸向真神。而有些猶太人又從以哥念

來到路司得挑唆眾人, 用石頭打保羅, 幾乎致死。後

來二人即到特庇去傳道。但是不久, 保羅二人又冒著

危險, 回到了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這些他們先前受

逼迫的地方。他們堅固當地信徒的心, 勸他們持守所

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艱

難。」他們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 才離開那裏 ( 徒

14∶8—23) 。

3 ) 保羅殉道前給提摩太寫信時, 曾提到保羅在安提阿、

以哥念、路司得所遭受的逼迫苦難。勉勵提摩太不避

困難, 立志在跟從基督的道路上, 敬虔度日 ( 提後

3∶10—12) 。

以革倫   ( Ekr on)

1 . 地名原意:「遷移」、「被拔根」、「滅絕」、「歸化」。

2 . 其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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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近譯爲埃克隆。

2 ) 即今「愛爾泰凱( Eltekeh) 」。

3 ) 亦即「埃勒·穆寬那廢墟( Khirbet al-Muqann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8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以革倫是非利士的一個大城, 在亞實突東北約

15 餘公里。約書亞攻佔迦南時, 未曾佔取此城, 直到約

書亞死後, 猶大支派才征服此地。以革倫乃是祭拜別西

卜的地方。

5 . 聖經記載:

1 ) 約書亞年紀老邁時,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其中包括以

革倫( 書 13∶1—3 ) 。

2 ) 約書亞死後, 猶大征服了以革倫和以革倫的四境 ( 士

1∶18 ) 。

3 ) 大衛殺歌利亞之後,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追殺非利士

人, 直到迦特和以革倫 ( 撒上 17∶50—52, 請參看附錄

三第 30 圖⑥的示意及說明) 。

4) 耶利米等先知遵神的命曾指責以革倫與非利士地數城

之重罪, 並預言其將受刑罰( 耶 25∶20; 摩 1∶8; 番 2∶4) 。

以拉谷   ( Elah , Valley of)

1 . 地名原意:「橡樹」。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埃斯·散特窪地( wadies-Sant)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0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此谷在猶大之南, 梭哥與亞西加中間, 爲一綿

長數十公里的山谷。其西端有平原, 乃是大衛殺歌利亞

之處。

5 . 聖經記載: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來與以色列人爭戰

「掃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營, 擺列隊伍, 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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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歌利亞身材高大, 披戴盔甲,

手持鐵槍, 多次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 致使掃羅和以色

列人驚惶害怕, 不敢應戰。大衛倚靠耶和華自請出戰。

在此谷以機弦甩石打死了歌利亞, 並「將他的刀從鞘中

拔出來殺死他, 割了他的頭」( 撒上 17∶2—51, 請參看附

錄三第 30 圖及說明) 。

以拉他   ( Elath )

1 . 地名原意:「橡樹」、「棕樹林」、「偉大」。

2 . 其他名稱:

1 ) 伊勒巴蘭( 創 14∶6) 。

2 ) 以祿( Eloth) ( 王上 9∶26; 代下 8∶17 , 26∶2) 。

3 ) 以拉( 創 36∶41 , 參看創 36∶43) 。

4 ) 即今亞喀巴( Akab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以拉他是古時紅海①的一個海口, 在亞喀巴灣

的頂端, 爲亞拉巴路的起點。靠近巴蘭曠野, 屬於以東境

界。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繞行曠野時, 曾照耶和華的吩咐, 從紅海的

路, 往曠野轉向北去。他們離開了弟兄以掃子孫所住

的西珥, 從亞拉巴的路, 經過以拉他、以旬迦別, 轉向

摩押曠野的路去 ( 申 2∶1—8,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

④—⑦的示意及說明) 。

2 ) 猶大的第 12 代國王亞哈斯登基後, 作耶和華眼中看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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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事。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攻打耶路撒冷,

攻取了以拉他, 歸於亞蘭, 把猶大人從以拉他趕了出

去, 以東人就來到以拉他, 住在那裏( 王下 16∶1—6, 請

參看經文中的小字註釋, 並請參看附錄三第 57 圖①—

⑥的說明) 。

以攔   ( Elam )

1 . 地名原意:「隱藏」、「青年」、「永久」。

2 . 其他名稱:

1 ) 又譯作「埃蘭」。

2 ) 古波斯地區。

3 ) 今屬伊朗。

4 ) 今名胡齊斯坦( Khuzista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 以攔是伊朗西南部的古國。約相當於現今的胡齊斯

坦地區, 在波斯灣頭, 底格里斯河下游北岸。

2 ) 以攔建國較早。公元前 7 世紀, 亞述侵入以攔。公元

前 550 年, 波斯帝國統治該地。公元前 330 年, 波斯爲

希臘的亞歷山大所滅。亞歷山大死後, 其希臘文化仍

影響於該地。公元後第 7 世紀, 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

伯人統治了該處。經過多年的列國爭奪, 19 世紀初,

英、俄爭相侵入這一地區。1925 年建立了巴列維王

朝。過去西方把這一地區稱爲波斯, 1935 年, 根據伊

朗政府的要求, 改稱爲伊朗。1978 年, 反對西方化的

宗教領袖與國內群眾一起示威。1979 年國王被迫出

國, 建立了以什葉派領袖爲首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5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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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亞伯蘭住在迦南時代, 以攔國王曾聯合另三位國王攻

打所多瑪等五王, 並戰勝了他們。同時也將住在所多

瑪的亞伯蘭之侄羅得擄去。亞伯蘭於是率家中壯丁

三百餘人殺敗以攔國王基大老瑪, 將侄兒追回 ( 創

14∶1—17 ) 。

2 ) 先知耶利米預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我必折

斷以攔人的弓, 就是他們爲首的權力。⋯⋯我要在以

攔設立我的寶座, 從那裏除滅君王和首領。到末後,

我還要使被擄的以攔人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49∶35—39 )

3 ) 五旬節時, 從以攔來的猶太人到耶路撒冷來守節, 便

聽到使徒見證的基督救恩( 徒 2∶5—11 ) 。

以利哩古   ( I llyr icum )

1 . 地名原意:「喜悅」。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一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以利哩古位於亞底亞海( 今亞得里亞海 ) 的東

部。羅馬統治時期是個省分, 在馬其頓北面。那時當地

尚未開化, 生活十分艱苦。現在在南斯拉夫境內。

4 . 聖經記載: 保羅說, 他傳道從耶路撒冷開始, 一直到以利

哩古境界( 羅 15∶19) 。

以琳   ( Elim )

1 . 地名原意:「大樹」、「棕樹」。

2 . 其他名稱: 可能是今「哈蘭代勒窪地 ( Wadi Gharandel, 或

Ghurundel)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以琳在蘇伊士東南約 90 公里, 其地棕櫚樹很

多, 又盛產水果, 水源充足, 爲沙漠中的綠洲, 是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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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過了紅海以後, 第二次安營的地方。

5 . 聖經記載: 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從紅海往前行, 到

了書珥的曠野, 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 到了瑪拉因水

苦而不能喝。「摩西呼求耶和華, 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裏, 水就變甜了。」「他們又到了以琳, 在那

裏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樹, 他們就在那裏的水邊安

營。」( 出 15∶22—27, 請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⑦)

以馬忤斯   ( Emma us)

1 . 地名原意:「溫泉」、「渴望」。

2 . 其他名稱:「音瓦斯( Imwas)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2 格。

4 . 地理位置: 位於巴勒斯坦, 是耶路撒冷西北方約 12 公里

的一個村莊。

5 . 聖經記載: 耶穌受難、復活以後, 有兩個門徒往以馬忤斯

去。耶穌在路上向他們顯現, 和他們一起走進以馬忤斯,

一同吃飯。但兩個門徒一直未曾認出是耶穌。當耶穌拿

起餅來, 祝謝之後, 擘開遞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才認出耶

穌來。但耶穌忽然不見了。他們就回耶路撒冷去, 見到

11 個使徒, 便向他們述說耶 穌向他們 顯現的事 ( 路

24∶13—35) 。

以色   ( Ezel)

1 . 地名原意:「離去」、「離別」、「區別」。

2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第一行第 3 格中基比亞所

在之地。

3 . 有關資料: 以色乃是一塊岩石的名稱, 在基比亞附近。

4 . 聖經記載: 當年掃羅起初要殺大衛時,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

卻深愛大衛, 而想救他脫離掃羅的迫害。約拿單叫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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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從前遇事所藏的地方, 在以色磐石那裏等候他。約

拿單便爲大衛去向掃羅求情。但掃羅十分惱怒, 約拿單

知道掃羅決計要除掉大衛, 便來到大衛藏身的以色磐石

那裏, 把掃羅定意要殺大衛的惡念告訴了他, 二人痛哭而

別。大衛遂即離去, 輾轉於各地的曠野、樹林、洞穴之間

逃避掃羅的追逼( 撒上 20∶1—42, 請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

③及其說明) 。

以色列   ( Isr ael)

1 . 地名原意:「神的王子」、「與神同治」。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4 圖第三行第 3 格, 並請對照參考

第 3、4、7、8 等圖。

3 . 地理情況:

1 ) 以色列作爲地名在聖經中的不同含義:

①有時表示國名, 例如被稱爲「以色 列國」( 撒上

15∶28; 王下 17∶21) 。

②有時表示地名, 例如被稱爲「以色列地」( 創 49∶7 ; 結

40∶1 ) 。

2 ) 以色列詞義變化的沿革:

①以色列原是人名。根據聖經記載, 當年雅各堅持求

神祝福。神稱許雅各, 便賜名給他叫以色列 ( 創

32∶26—29 ) 。

②以色列也是民族名稱。雅各 ( 以色列 ) 的後代即被

稱爲以色列人( 出 1∶1—9) 。

③以色列入長期以來也叫希伯來人。當年亞伯拉罕

是渡過伯拉大河來到迦南的。當時表示「渡河而

來」的用語即是「希伯來」( 創 14∶13) 。因而亞伯拉

罕的嫡系兒子以撒和孫子雅各的後代以色列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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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爲希伯來人( 出 1∶13, 參看出 1∶15—22) 。

④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今巴勒斯坦) 後, 以色列的各支

派, 各據有自己的居住地區(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15

圖) 。後來以色列人建立了以色列———猶大聯合王

國, 國名即叫以色列( 王上 2∶11 ; 代下 13∶5) 。

⑤以色列———猶大聯合王國分裂後, 北國仍叫以色列

國, 南國則叫猶大國。

⑥以色列國亡國後, 以色列國所在之地, 按其原有地

區分別稱謂, 例如撒瑪利亞 ( 約 4∶5) 、撒瑪利亞地

( 俄 19) 、拿弗他利、西布倫、加利利等 ( 太 4∶12—

15) 。

⑦猶大國亡國後, 猶大國所在之地仍被稱爲猶大 ( 拉

1∶2—3 ) , 或猶大地( 太 2∶6) 。

⑧以色列國和猶大國相繼滅亡之前, 其人民被分別稱

爲「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而它們亡國之後, 雖仍

有「以色列人」與「猶大人」之分, 但卻時而互相代用

( 拉 1∶5, 參照對比拉 2∶3, 70, 4∶1—2) 。接近新約時

代之際,「以色列人」與「猶大人」幾乎已作爲同義詞

來使用了。

⑨耶穌降生前, 巴勒斯坦一帶受希臘語言的影響, 舊

約時代的希伯來語「猶大」, 逐漸在語音上轉化爲希

臘語的「猶太」。實際上乃是同一詞根詞義。耶穌

降生後, 希伯來人、以色列人、猶太人幾乎已是同一

意義了。

3 ) 以色列的疆域歷代多有變化, 古時建國初期幾乎相當

於迦南( 即巴勒斯坦) 的全部地區。分裂之後的以色

列則僅有北方的撒瑪利亞、加利利等地區。在與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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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戰中, 其領土也多有變化。至耶穌降生時, 以色

列則泛指最初建國的全地, 或僅指滅亡時期的境地

( 太 2∶20 ) 。

4 ) 以色列人的興衰, 與耶路撒冷的興衰時有關聯。其歷

史資料, 請參看本書「耶路撒冷」條。

5 ) 以色列亡國 2000 餘年後, 於 1948 年 5 月 14 日復國,

1982 年統計人口約近 400 萬, 83. 5% 爲猶太教徒,

12. 9% 爲穆斯林, 2. 3% 信仰基督教。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建國初期, 在分裂之前有三位國王:

①掃羅( 撒上 9—31 章) 。

②大衛( 撒上 16—撒下 24 章) 。

③所羅門( 王上 2—11 章) 。

2 ) 以色列———猶大王國分裂之後, 北國以色列共有 19 個

王, 都祭拜偶像。而祭拜偶像乃是耶和華眼中看爲惡

的事。

( 1 ) 耶羅波安( 王上 12—14 章) 。

( 2 ) 拿答( 王上 15∶25—32) 。

( 3 ) 巴沙( 王上 15∶27—6∶11) 。

( 4 ) 以拉( 王上 16∶6—14) 。

( 5 ) 心利( 王上 16∶15—20) 。

( 6 ) 暗利( 王上 16∶21—28) 。

( 7 ) 亞哈( 王上 16∶29—22∶50) 。

( 8 ) 亞哈謝( 王上 22∶51—53, 王下 1∶2—17) 。

( 9 ) 約蘭( 王下 3∶1—27 , 9∶14—26) 。

( 10) 耶戶( 王下 9—10 ) 。

( 11) 約哈斯( 王下 1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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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約阿施( 王下 13∶10—25, 14∶8—16) 。

( 13) 耶羅波安二世( 王下 13∶13, 14∶23—29 ) 。

( 14) 撒迦利雅( 王下 15∶8—10) 。

( 15) 沙龍( 王下 15∶13—16) 。

( 16) 米拿現( 王下 15∶14—22) 。

( 17) 比加轄( 王下 15∶23—26) 。

( 18) 比加( 王下 15∶25—31) 。

( 19) 何細亞( 王下 17∶1—7) 。

3 ) 舊約關於以色列的記載、預言從略。

4 ) 新約中關於以色列國的經文見於徒 1∶6, 弗 2∶12。

5 ) 新約中關於以色列地的經文見於太 2∶20。

以實陶   ( Esh ta ol)

1 . 地名原意:「有回聲的路」、「空虛的路」、「迷亂堆」、「願

被請求」。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以實瓦( Eshw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3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以實陶是猶大高原上的一個城鎮, 和瑣拉相距

僅約 2 公里。參孫一生大部活動都在以實陶附近一帶。

5 . 聖經記載:

1 ) 參孫出生後, 耶和華賜福與他, 在瑪哈尼但, 就是瑣拉

和以實陶中間, 耶和華的靈才感動他( 士 13∶25) 。

2 ) 參孫被非利士人捉住後被戲弄。參孫求告耶和華賜

他力量以報剜他眼睛的仇, 遂抱住托房的兩根柱子盡

力屈身, 房子倒塌, 壓死非利士人的首領和房內的眾

人。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人, 比活著所殺的還多。他

死後葬在瑣拉和以實陶中間, 在他父親瑪挪亞的墳墓

裏( 士 16∶2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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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利亞   ( I tura ea )

1 . 地名原意:「被圍困」、「超限度」。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行第 5 格。

3 . 地理情況: 位於敍利亞西南, 著名的黑門山即在以土利亞

境內。

4 . 聖經記載: 施洗的約翰出來傳道時, 希律的兄弟腓力乃是

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分封的王。不久, 耶穌受洗後, 也即

出來傳道( 路 3∶1—3) 。

以土買   ( Idumaea )

1 . 地名原意:「紅」、「以東的領土」。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九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位於巴勒斯坦東南, 現在約但境內。希臘、羅

馬稱之爲以東國。

4 . 聖經記載: 耶穌在世傳道時, 因法利賽人和希律一黨的人

要殺害他, 他和門徒便退到加利利海邊去。但是遠近各

方的人們聽到他的名聲, 卻從各地來到他那裏信從他。

其中便有從以土買而來的人 ( 可 3∶6—8 , 請參看附錄第

84 圖) 。

以坦   ( Etam )

1 . 地名原意:「野獸之穴」、「他們貪食」、「鷹棲之地」、「好

戰者之地」。

2 . 聖經中提到以坦時, 有下列經文:

Ⅰ. 西緬支派的以坦鎮( 代上 4∶28—32) 。

Ⅱ. 參孫棲居的以坦洞穴( 士 15∶8—11, 參見附錄三第 23

圖第二行第 3 格) 。

Ⅲ. 羅波安重建的以坦城 ( 代下 11∶6, 參見附錄三第 42

圖第三行第 2 格 ) 。即現今的「埃勒·霍廢墟 ( K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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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el-Hoh) 」。

3 . 有的學者①認爲, 羅波安重建的以坦即是西緬境內的以

坦, 但西緬支派的地業位於希伯崙的西南方 ( 請參見附

錄三第 15 圖) 。而羅波安重建的以坦則在希伯崙的東

北方( 參見附錄三第 42 圖) 。這一說法似難成立。

4. 有的學者②認爲, 參孫棲居的以坦, 當是西緬支派的以坦或

羅波安重建的以坦二者之一。若參看附錄三第 23、42 兩

圖所示。羅波安重建的以坦很可能即是參孫棲居的以坦。

5 . 上述以坦的地理情況及有關聖經記載, 請參看各有關示

意圖及其說明。

以旬迦別   ( Ezion G eber )

1 . 地名原意:「大力者的脊骨」、「巨人的脊骨」。

2 . 其他名稱: 可能即今「帖爾·埃勒·何雷發赫 ( Tell Al-

Kheleifeh)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以旬迦別在古時紅海雙灣的東北部岸上, 乃是

亞喀巴灣北端的一個港口。靠近以拉他, 位於以東的邊

界。以旬迦別常與以拉他並稱, 兩地同爲「亞拉巴路」的

起點。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繞行曠野時, 曾要求以東人准予借路到約但

河東去。但是以東人堅決不肯, 以色列人便離開了西

珥, 從亞拉巴的路經過以拉他, 以旬迦別, 轉向摩押曠

野的路去( 申 2∶1—8,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④—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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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明) 。

2 ) 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以祿的以旬迦別製造

船隻, 希蘭差遣熟悉泛海的船家與所羅門的僕人一同

坐船航海。他們到了俄斐從那裏得了 420 他連得①金

子, 運到所羅門王那裏, 又從俄斐運了許多檀香木和

寶石來( 王上 9∶26—28, 10∶11, 請參看附錄三第 40 圖

說明③) 。

3 ) 猶大的第 4 代國王約沙法也曾在以旬迦別停泊船隻,

但是他的船在以旬迦別都失事破壞了( 王上 22∶48) 。

以雲   ( I jon)

1 . 地名原意:「毀滅」、「堆」。

2 . 其他名稱: 即今帖爾·迪賓( Tell Dibbi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6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以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一個城鎮, 在古時以色

列國的東北方, 位於由大馬色通往以色列的要道上。

5 . 聖經記載:

1 )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 和以色列的第 3 代國王巴沙

常常爭戰。巴沙曾在拉瑪築壘設防, 要切斷猶大國對

外的交通要道。亞撒便用聖殿裏的金銀賄請亞蘭王

攻打以色列。亞蘭王聽從了亞撒的話, 派軍長去攻破

了以雲等地, 迫使以色列王巴沙停止修建拉瑪, 撤回

到得撒( 王上 15∶16—21, 請參看附錄三第 46 圖①—

⑤及其說明) 。

2 ) 以色列的第 18 代國王比加年間, 猶大王亞哈斯四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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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 乃求助於亞述王。亞述王先攻佔了亞蘭人的大馬

色, 又進而侵入到以色列的以雲等地 ( 王下 15∶29, 請

參看附錄三第 58 圖) 。

六 劃

艾   ( Ai)

1 . 地名原意:「一片廢墟」、「守望者保護之地」。

2 . 其他名稱:

1 ) 亞葉( Aiath) ( 賽 10∶28) 。

2 ) 亞雅( Aija) ( 尼 11∶31) 。

3 ) 今稱泰勒( Tyle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艾城是古時迦南的戰略名城, 位於伯特利東南約 6

里。該城正當古時大道要衝, 其最高之處可以望見約

但河平原, 甚至可以遠眺鹽海。

2 ) 公元前 3000 年時已有人居住於艾城。但公元前 2000

年時該城被毀。其後該地又重新建城。因此約書亞

進入迦南後, 此城乃是必爭之地。

3 ) 以色列人攻佔艾城後, 該城又被焚毀。在約書亞書寫

進入迦南的歷程時, 艾城仍是一片荒地( 書 8∶28 ) 。

4 ) 由於艾城的地形地勢在古時十分重要, 後人再次重建

該城, 當地附近且成爲亞述王屯儲軍需物資之地 ( 賽

10∶28) 。

5 ) 但艾城的遺址, 現已蕩然無存。有些考古學家認爲,

—38—



伯特利( 即現今以色列與約但有領土爭議的拜占廷)

附近, 其銅器時代的遺址即是當年艾城的所在地。該

地遺蹟面積廣闊, 被稱爲泰勒。經 1933—1935 年的挖

掘, 該處已發現一所古廟, 或即是古時迦南人祭拜偶

像之地。①

5 . 聖經記載:

1 ) 亞伯拉罕初到迦南時, 先在示劍地方爲耶和華築壇獻

祭。後來到了艾城與伯特利中間, 便支搭帳棚, 爲耶

和華築了第二座祭壇( 創 12∶5—8) 。其後亞伯拉罕躲

避饑荒, 一度下到埃及。當他從埃及又返回到艾城與

伯特利中間時, 在他從前支搭帳棚、築壇獻祭的地方,

再次求告耶和華的名( 創 13∶1—4, 請參看附錄三第 2

圖的說明④、⑤兩條) 。

2 ) 後來, 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 即以色列) 全家寄居到埃

及的歌珊地區 ( 創 46∶28—47∶6 ) 。430 年後摩西帶領

以色列人出離了埃及 ( 出 12∶40—51 ) , 約書亞又率領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 書 3∶10—17 ) 。以色列人因遵行

耶和華的吩咐, 一舉佔領了耶利哥, 但在初次攻打艾

城時, 卻由於亞干犯罪取用了不當貪愛的物件, 竟敗

退了下來( 書 7∶1—6, 19—22) 。

3 ) 以色列人對付罪行之後, 再次攻打艾城。約書亞先選

了 3 萬人在艾城的後面埋伏, 又挑了約 5000 人埋伏在

艾城的西面, 即艾城與伯特利的中間。約書亞則率領

其餘軍兵從北邊向艾城進攻。當艾城的王與其軍民

傾城出戰的時候, 約書亞卻裝作戰敗而逃。艾城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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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的迦南人緊追約書亞等以色列人不捨, 以色列的

伏兵即趁虛進入艾城。約書亞回軍與伏兵夾擊艾城

人, 盡滅其眾, 並且將艾城焚毀( 書 8∶1—28 ) 。

4 ) 先知以賽亞提到亞述王曾來到亞葉, 並在附近一帶屯

放軍用物品。亞葉即是艾城( 賽 10∶28) 。

5 ) 尼希米書中提到的亞雅, 也是艾城( 尼 11∶31) 。

安   ( O n)

1 . 地名原意:「方尖塔」、「力量」、「太陽」、「惡毒」。

2 . 其他名稱及含義:

1 ) 希臘人稱之爲「希呂波立( Heliopolis ) 」, 意思是「太陽

城」, 因爲安城人祭拜太陽神。

2 ) 耶利米稱之爲「伯示麥 ( Bethshemesh) 」, 意思是「太陽

神的殿」( 耶 43∶13) 。

3 ) 以賽亞則稱之爲「滅亡城 ( The City of Destruction) 」,

取意是說拜偶像的必將滅亡。① ( 賽 19∶18) 。

4 ) 以西結書中稱之爲「亞文② ( Aven) 」( 結 30∶17)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 圖第四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安城是埃及的古城, 位於尼羅河東的沙洲上。其遺址

約 10 平方公里, 在現今的開羅城東北 15 公里處, 距離

尼羅河僅約 5 公里。

2 ) 古時安城人祭拜太陽神。當地的太陽神廟中附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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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培養院和醫藥學校。當時人們認爲安城祭司乃是

埃及人中知識最淵博的學者, 因此古代到埃及去求

學的希臘哲學家等人士 , 都要到安城的祭司培養院

或醫藥學校去訪問就讀。有人認爲 , 埃及法老把安

城祭司的女兒賜給約瑟爲妻, 也是對約瑟的推崇和

籠絡。

5 . 聖經記載: 約瑟被他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們賣到了埃及, 作

了 13 年的奴隸和囚犯後, 法老封立約瑟爲宰相, 並且把

安城祭司的女兒亞西納賜給約瑟作妻子。亞西納給約瑟

生了兩個兒子, 即是瑪拿西和以法蓮, 神使約瑟在他受苦

的地方昌盛( 創 41∶39—52) 。約瑟深信耶和華神定會引

領以色列人回到神應許亞伯拉罕之地, 所以他臨終前立

下遺命, 定要以色列人把自己的骸骨搬回迦南地 ( 創

50∶24—25) 。後來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路途雖

多艱辛, 卻仍帶著約瑟的骸骨起程 ( 出 13∶19) 。以色列

人進入迦南後, 最終把約瑟的骸骨埋於示劍( 書 24∶32 ) 。

安東尼亞樓   ( Antonia , Tower of)

1 . 其他名稱: 譯作安東尼堡。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1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位於耶路撒冷聖殿的西北方, 即是聖經使徒行傳中所說

的「營樓」, 因爲該樓乃是羅馬在耶路撒冷的軍營堡壘。

4 . 聖經記載: 保羅曾被關押在這一營樓中。保羅原是和猶

太教大祭司等人共同逼迫基督徒的人。後來保羅信奉耶

穌並且熱誠傳揚耶穌是救主, 故此激起反對耶穌的猶太

祭司們的憤怒。猶太人在聖殿中拿住保羅想殺害他。當

時營樓中帶兵的千夫長, 在混亂中便把保羅帶進了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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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營樓內( 徒 21∶27—34) 。後來保羅被准予站在營樓

的台階上向猶太人分訴, 實際上乃是向猶太人傳講耶穌

是救主, 同時說明自己是無辜而被拘捕的 ( 徒 21∶39—

22∶21 ) 。

安提阿   ( Antioch)

原意是「追逐反抗者」。

聖經中記述有兩個安提阿城:

Ⅰ敍利亞的安提阿城( 請參看附錄三第 98 圖第二行第 4

格。)

Ⅱ彼西底的安提阿城( 請參看附錄三第 98 圖第一行第 2

格。)

今分述如下:

Ⅰ. 古敍利亞地區的安提阿, 保羅曾長期居住此地, 並常從

此地外出佈道。

1. 地理情況: 安提阿另有譯名叫「安條克」或「安蒂奧

克」。本來是敍利亞的一座城市。有人認爲即是現

今屬於土耳其的安塔基亞市 ( Antakiyeh) , 位於土耳

其境內沿地中海臨近敍利亞的地方。安提阿在耶路

撒冷北方約近 500 公里, 距地中海約 25 公里, 原是海

陸通商 要地。耶穌降 生前 64 年, 羅馬元 帥龐培

( Pompey) 攻克該城, 設立敍利亞省, 而以安提阿爲省

會, 當時規模僅次於羅馬和亞力山太兩城, 乃是羅馬

帝國的第三大城市。福音傳到當地後安提阿教會非

常興旺。公元 70 年時, 耶路撒冷被毀, 安提阿一度成

爲東方教會的中心。

2. 聖經記載:

1) 司提反殉道以後,「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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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徒, 直走到腓尼基( 現在的黎巴嫩一帶) , 和居

比路( 現在的塞浦路斯) , 並安提阿 ( 當時在敍利亞

境內) 。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但有

些人,「他們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

穌。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徒

11∶19—21) 。

2) 安提阿信從耶穌的人數很多,「這風聲傳到耶路撒

冷教會人的耳中, 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

提阿爲止。」他到了那裏「勸勉眾人, 立定心志, 恆

久靠主。」「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徒 11∶22—

24 ) 。

3) 巴拿巴又往大數去找到保羅, 帶著保羅到了安提

阿。他們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許多人。耶穌基

督的門徒被稱爲「基督徒」, 就是從安提阿開始的

( 徒 11∶25—26) 。

4) 安提阿的教會曾主動捐獻錢財, 無條件地饋贈給

耶路撒冷一帶的聖徒, 並派巴拿巴和保羅送往耶

路撒冷( 徒 11∶29—30) 。

5) 保羅第一次外出各地傳道, 乃是從安提阿起程( 徒

13∶1—3) , 又回到安提阿居住了較短暫的時間 ( 徒

14∶24—28) 。

6)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間更長一些, 也是從安提

阿起程( 徒 15∶35—41) , 再回到安提阿住了些日子

( 徒 18∶19—23) 。

7)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仍是從安提阿出發的 ( 徒

18∶23) 。

8) 彼得( 又稱爲磯法) 曾來到安提阿, 但有些地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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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當。保羅曾在安提阿當面指出彼得的過失

( 加 2∶11—14) 。

9) 安提阿教會雖然興旺, 但是卻出了一個異端分子

尼哥拉。尼哥拉原是安提阿人, 曾在耶路撒冷被

選爲執事( 徒 6∶2—5) 。後來尼哥拉墮落成爲一派

異端的首領( 啟 2∶6) , 並且擾亂了其他地方的教會

( 啟 2∶15 ) 。

Ⅱ. 彼西底的安提阿, 是保羅外出佈道時多次經過的地方。

1. 地理情況: 它位於彼西底省和弗呂家省的交界處。相

當於現今土耳其的中心地帶。耶穌降生後的一段時

間, 它屬於加拉太省, 是羅馬統治時期的軍政要地。

有軍用大道連接其他地區, 交通比較方便。當年保羅

便沿著這些大道到各地去傳道。保羅幾次外出佈道,

經常路過此地。有考證認爲此城遺址現在土耳其雅

瓦斥鎮( Yalvatch) 附近。

2. 聖經記載:

1) 保羅第一次外出佈道來到安提阿時 ( 徒 13∶13—

14 ) , 曾到猶太人聚集的會堂裏去宣講說: 神爲人

「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穌」( 徒 13∶14—23) 。過了

7 天, 安提阿「合城的人, 幾乎都來聚集, 要聽神的

道」( 徒 13∶44) 。保羅放膽講道後,「於是主的道,

傳遍了那一帶地方」( 徒 13∶46—49) 。只是有些猶

太人卻挑唆另外一些人, 逼迫保羅等人, 把他們趕

出了安提阿( 徒 13∶50 ) 。但保羅到其他地方傳道

後, 歸途中不避艱險又到安提阿去堅固門徒的信

心( 徒 14∶21—22) 。其後經過了彼西底、旁非利亞

回到了敍利亞的安提阿, 即保羅曾長期工作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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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徒 14∶24—26) 。

2) 保羅第二次外出佈道時, 曾經路過弗呂家、加拉太

一帶地方( 徒 16∶6) 。安提阿是當地交通中心, 保

羅必會經過此地( 參看附錄三第 99 圖) 。

3)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時, 又「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

呂家地方, 堅固眾門徒。」保羅第一次在安提阿佈

道時幾乎全城的人都曾去聽道。由此推論, 保羅

第三次佈道在路經加拉太、弗呂家兩地區時, 不可

能繞過安提阿這一交通要道而不去看望當地信徒

( 徒 18∶23, 參看附錄三第 100 圖) 。

4) 保羅在自知即將殉道之前, 曾寫信勸勉他帶領的青

年傳道人提摩太要努力宣道, 並且提到保羅在安提

阿所受的逼迫苦難, 激勵提摩太( 提後 3∶10—12) 。

安提帕底   ( Antipatr is)

1 . 地點原意:「背叛祖國」、「代替其父」。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六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安提帕底鎮位於撒瑪利亞境內。南距耶路撒

冷約 60 公里, 北距該撒利亞約 39 公里。

4 . 聖經記載: 當年猶太人因爲嫉恨保羅, 曾在耶路撒冷的聖

殿中拿住保羅。猶太人正要殺死保羅的時候, 卻被羅馬

的駐守官兵把保羅關進了營樓( 徒 21∶27—34) 。但是猶

太人中有 40 個人「同謀起誓說: 『若不先殺保羅, 就不吃

不喝。』」他們擬訂了詭計, 設下了埋伏, 想在官兵押解保

羅的路上, 突然謀殺保羅 ( 徒 23∶12—15 ) 。當地駐兵的

軍官得知他們的密謀後, 認爲保羅有羅馬的國籍, 又沒有

什麼該死該綁的罪名, 而且按當時的法律也是不能任意

殺死一個羅馬人的 ( 徒 23∶25—30 ) , 於是這個軍官便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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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派了 200 個步兵和 70 個馬兵, 於當夜 9 點立即出發,

把保羅由耶路撒冷連夜護送到該撒利亞的巡撫那裏聽候

審斷( 徒 23∶23—24) 。兵丁們帶著保羅一夜之間走了一

百多里來到了安提帕底。第二天又讓馬兵護送了約 35

餘公里裏到了該撒利亞。這才使得保羅免於被猶太人殺

害( 徒 23∶31—32) 。在聖經中只有在這裏提到安提帕底

一次, 但是卻可看出保羅當時危急的處境和轉危爲安的

過程。正如保羅日後在他的書信中所說的:「似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 卻是不至喪命的。似乎憂愁,

卻是常常快樂的」( 林後 6∶9—10) 。

多珥   ( Dor )

1 . 地名原意:「世代」、「居住」。

2 . 其他名稱:

1 ) 多拉( Dora)

2 ) 近譯作多爾。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2 圖第二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多珥是古時迦南在地中海邊上的一個港鎮。位

於迦密山的南方, 多珥的遺址在該撒利亞以北約 12 公里。

多珥盛產貝類, 是推羅人用來製造紫色染料的原料。原來

一度是古時以色列的屬地, 後來, 先後被亞述、波斯、羅馬

攻佔。耶穌降生前, 在馬克比治理下的猶太國短期獨立時

代, 被稱爲多拉。後來此地逐漸衰落。20 世紀時一再挖

掘, 發現遺址中有古港、圓形劇場、堡壘、禮拜堂等古蹟。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多珥被分爲瑪拿西的地業 ( 書

17∶11) 。但迦南人仍住於該地( 士 1∶27) 。

2 ) 以色列建國後, 多珥是所羅門王的一個屬地 (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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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 。

多利買   ( Ptolema is)

1 . 地名原意:「多沙之地」、「熱沙灘」。

2 . 其他名稱:

1 ) 今譯作「托勒密」。

2 ) 也被稱爲「托爾梅塔」。

3 ) 古名「亞柯( Acco) 」, 今仍有人沿用這一名稱。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多利買是腓尼基海濱的重要城鎮。在地中海

東岸。乃是位於推羅城南方的一個海口。

5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 最後要去耶路撒冷時,

從推羅來到多利買, 並且和那裏的信徒一起住了一天, 再

上該撒利亞, 去到耶路撒冷( 徒 21∶7) 。

多坍   ( Dothan )

1 . 地名原意:「雙井」、「兩蓄水池」、「雙重律令」、「兩種病

症」。

2 . 其他名稱: 近譯作多森。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多坍是示劍與撒瑪利亞北方數十公里的一個

鎮。在迦密山與基利心山之間。古時當地既有適宜放牧

的草場, 又是由約但河東的基列通往海濱、去向埃及的通

商大道。

5 . 聖經記載:

1 ) 當年雅各的兒子們曾在示劍和多坍牧放羊群。雅各

叫他心愛的兒子約瑟去看望約瑟的哥哥們。但是, 約

瑟的哥哥們幾乎把約瑟殺害在多坍。後來, 他們把約

瑟賣給了過路的商人。約瑟即被商人從多坍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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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爲奴隸( 創 37∶12—36) 。13 年以後, 約瑟成爲埃

及的宰相( 創 41∶39—44) 。約瑟的哥哥們到埃及去買

糧度荒時, 弟兄們才流淚痛哭地相認 ( 創 45∶1—15 ) 。

其後, 雅各全家下到埃及居住, 度過了荒年( 創 46∶8—

28, 請參看附錄三第 8 圖說明③、④) 。

2 ) 當年亞蘭王與以色列人爭戰。由於先知以利沙幫助

以色列王, 亞蘭王的計謀屢屢不能得逞, 於是亞蘭王

派遣大軍夜間圍困多坍, 要捉拿以利沙, 以利沙的僕

人十分懼怕, 以利沙便禱告神, 神就使他的僕人看見

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著以利沙保護他。以利沙又求

神使亞蘭人的眼目昏迷, 就把這些亞蘭人領到以色列

的都城撒瑪利亞而把他們圍困起來。以色列王要擊

殺這些被困的亞蘭人, 以利沙勸說以色列王用飲食款

待這些亞蘭人, 並且把他們遣送回他們的本國去。從

此, 有一段時期, 亞蘭軍兵不再侵犯以色列的境地 ( 王

下 6∶8—23 , 請參看附錄三第 49 圖說明�14 、�15 ) 。

弗呂家   ( Phr ygia)

1 . 地名原意:「曬焦之地」、「不毛之地」。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名爲「弗裏吉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弗呂家原是小亞細亞中部的一個古代國家。

地處高原, 且多山脈。羅馬帝國統治時期, 它僅是一個地

區名稱。在使徒時代, 希拉波立、歌羅西、老底嘉、彼西底

的安提阿都在弗呂家境內, 約相當於現今土耳其的安納

托利亞高原以南地區。

5 . 聖經記載:

1 ) 五旬節時, 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到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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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其中便有來自弗呂家的人 ( 徒 2∶5—10 ) 。那時聖

靈降臨, 使徒們高聲傳道,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3000 人

( 徒 2∶14—41 ) 。這 3000 信徒中, 便可能有弗呂家等

地的人。這些信徒回到自己原來所居住的地方, 福音

也便帶到了那些地方。

2 ) 保羅周遊佈道時, 曾經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

( 徒 16∶6) 。

3 )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時, 又「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

家地方, 堅固眾門徒」( 徒 18∶23) 。

各各他   ( G olgotha)

1 . 地名原意:「頭顱」、「髑髏」。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2 圖第一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1 )「各各他」系希伯來文的譯音。原意是「頭骨」或「頭

蓋骨」, 作爲地名即譯爲「髑髏地」。它由希伯來文意

譯成希臘文, 再由希臘文音譯成英語乃是「 Calvary」。

漢語譯文中, 有的把它音譯作「卡窪利」, 也有的譯作

「加略( 山) 」。但漢語聖經則意譯爲「髑髏地」。

2 ) 此地被稱爲「髑髏地」的原因可能有兩點:

①該處本是一個小山頭, 乃是個刑場。山上常能見到

零散的髑髏, 故此得名。

②當年這一小山的地形或山上巨石的形狀即如人的

頭骨, 因而得名。

3 ) 各各他在耶路撒冷的舊城之外 ( 來 13∶12) , 與舊城相

距不遠( 約 19∶20 ) , 離大道較近 ( 參看太 27∶39 ) , 乃是

從鄉間到耶路撒冷的必經之路( 可 15∶21 ) 。

4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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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耶穌被捉拿之後, 兵丁鞭打他、戲弄他, 猶太人喊著要

釘他十字架。彼拉多就將耶穌交給了他們, 他們強迫

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要把他帶到各各他去, 把他

釘十字架( 約 19∶1—17) 。

2 ) 當時「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 就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

父親, 從鄉下來, 經過那地方。」兵丁就強迫西門代替

耶穌背著他的十字架, 到了各各他 ( 可 15∶21—22 ) 。

這位爲耶穌背過十字架的西門的妻子, 和他的兒子魯

孚都成爲很好的信徒, 保羅寫信時還特意地問候他們

( 羅 16∶13 ) 。

3 ) 耶穌在各各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後, 爲釘他的人們禱

告說:「父啊! 赦免他們, 因爲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

得( 路 23∶34 ) 。」耶穌被釘的時候, 約在上午 9 點 ( 可

15∶25) 。

4 ) 在各各他和耶穌一同釘十字架的, 還有兩個強盜, 一

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 路 23∶33 ) 。其中有一個強盜

譏誚耶穌說:「你不是基督嗎? 可以救自己和我們

吧?」另一個強盜就馬上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

的, 還不怕神嗎?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 與

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 耶穌) , 沒有作過一件不

好的事。」他便求告耶穌說:「耶穌啊! 你的國降臨的

時候, 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

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路 22∶39—43) 。」

5 ) 耶穌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受苦共約有 6 個小時之久。

後來一段時間, 從正午約至下午 3 點, 遍地都黑暗了。

聖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耶穌大聲喊著說:

「父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 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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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了( 路 23∶44—46 ) 。

6 ) 當時有個人名叫約瑟, 也是耶穌的門徒, 只因爲怕猶

太人, 就暗暗地作門徒 ( 約 19∶38) 。約瑟求准彼拉多,

便領去耶穌的身體。又照著猶太人的規矩, 把耶穌的

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裏好, 就近把耶穌安放在約瑟

自己的新墳墓裏。這個墳墓就在各各他山的一個園

子中( 約 19∶38—42, 參看太 27∶60) 。

吉珥   ( K ir )

1 . 地名原意:「要塞」、「牆」、「城」。

2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64 圖第二行第 3 格中尼尼微所在的位

置。

3 . 地理情況: 吉珥曾是聖經中多次提到的地方。亞述國滅

亡亞蘭國之後, 即把亞蘭都城大馬色的居民擄到了吉珥,

足證吉珥是亞述城邑或省區。有的學者認爲, 吉珥的原

意是「要塞」或「城市」, 乃是意指亞述的首都尼尼微①。

4 . 聖經記載:

1) 先知阿摩司曾在亞蘭人非常強盛、屢次侵犯以色列時預

言說, 亞蘭的首都大馬色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神必不免

去他們應受的刑罰, 因爲他們曾用打糧食的鐵器②酷待

基列人。但耶和華卻要降火在亞蘭王哈薛③的家中,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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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參見《聖經( 啟導本) 》第 604 頁。

打糧食的鐵器, 本是古時的農具。乃是在木板之下裝有鐵齒,

使牲畜拖拉著它輾過稻穀或麥穗, 以便脫去穀殼或禾秸。很可能亞蘭人

曾用這種器具輾壓過基列人。

哈薛與便哈達作亞蘭王時, 經常侵犯外族。他們在位時約在公

元前 842—775 年間 , 其權勢極盛一時。



滅哈薛的兒子便哈達①的宮殿, 耶和華要剪除他們掌權

的人, 亞蘭人必被擄到吉珥去( 摩 1∶3—5) 。②

2 ) 亞哈斯作猶大的第 12 代國王時③差遣使者去請亞述

王援助, 救他脫離亞蘭王和以色列王的攻擊, 並把耶

和華殿裏和王宮府庫裏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爲禮物。

亞述王應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大馬色, 並殺了亞蘭王,

把居民擄到吉珥( 王下 16∶5—9) 。當時亞蘭曾一再侵

犯以色列和猶大兩國, 卻在以色列和兩國之前, 先被

亞述滅亡( 參看附錄三第 61 圖說明①) 。

吉珥哈列設   ( K ir Har eseth )

1 . 地名原意:「陶土的堡壘」、「摩押的堅固要塞」④。

2 . 其他名稱: 今名「克臘克( 或克拉克, Kerak)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9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吉珥哈列設是摩押的首都。位於鹽海南端的

東方, 在由大馬色通向以旬迦別 ( 亞喀巴灣北岸) 的南北

大道上。( 請參看附錄三第 72 圖 ) 古時鹽海南部曾發生

一次強烈的地震, 至今仍存有因地震而燃燒的瀝青殘渣。

該城名爲吉珥哈列設, 很可能是因其城牆中帶有瀝青或

燒煉的陶土而得名。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的第 9 位國王約蘭在位時, 差人去見猶大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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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哈薛與便哈達作亞蘭王時, 經常侵犯外族。他們在位時約在公

元前 842—775 年間 , 其權勢極盛一時。

阿摩司書約寫於公元前 755 年。

亞哈斯作王時約在公元前 741—前 726 年。

有人認爲 , 吉珥哈列設的含義中有「瀝青要塞」之意。



以東王, 要一同去攻打摩押王。他們繞行了 7 日, 因

無水喝, 求助於先知以利沙。耶和華的靈降在以利沙

身上, 施行神蹟, 使三王的軍民牲畜有水喝, 並將摩押

人交在他們手裏。「以色列人往前追殺摩押人, 直殺

入摩押境內, 拆毀摩押的城邑, 各人拋石填滿一切美

田, 塞住一切水泉, 砍伐各種佳樹, 只剩下吉珥哈列設

的石牆; 甩石的兵在四圍攻打那城, 摩押王見陣勢甚

大, 難以對敵, 就率領七百拿刀的兵, 要衝過陣去到以

東王那裏, 卻是不能; 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子,

在城上獻爲燔祭。」( 王下 3∶24—27)

2) 先知以賽亞預言摩押的傾覆時說:「我們聽說摩押人

驕傲, 是極其驕傲; 聽說他狂妄、驕傲、忿怒, 他誇大的

話是虛空的。因此, 摩押人必爲摩押哀號, 人人都要

哀號; 你們摩押人要爲吉珥哈列設的葡萄餅哀歎, 極

其憂傷。」( 賽 16∶6—7)

3) 先知耶利米預言摩押必受懲罰:「摩押的災殃臨近, 他

的苦難速速來到。凡在他四圍的和認識他名的, 你們

都要爲他悲傷。」「因此, 我要爲摩押哀號, 爲摩押全地

呼喊; 人必爲吉珥哈列設人歎息。」( 耶 48∶16—17∶31)

吉甲   ( G ilgal)

1 . 地名原意:「滾」、「滾去」、「輪」。

2 . 其他名稱: 或即現今的「卡巴·埃爾·馬伕謝廢墟 ( Khir-

bet el-Mafie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吉甲在鹽海北方的約但河西岸, 隔河與什亭相

對, 距離耶利哥僅約 5 公里。吉甲乃是以色列人過約但

河、進入迦南後的第一個宿營地。其後, 約書亞有很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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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即以吉甲爲根據地, 而出擊攻佔其他各城。

5 . 聖經記載:

1 )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民即將進入迦南時, 以色列人都離

開什亭, 來到約但河, 就住在那裏, 等候過河。耶和華

叫約書亞吩咐抬約櫃的祭司,「到了約但河的水邊上,

就要在約但河水裏站住。」「抬約櫃的祭司要走在百姓

前頭」。當祭司們到了約但河,「腳一入水, 那從上往

下流的水, 便在極遠之地, 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裏停

住, 立起成壘; 那往亞拉巴的海, 就是鹽海, 下流的水

全然斷絕。」「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

上站定, 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百姓從約但

河裏上來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東邊安營。」他們從約

但河中取來了 12 塊石頭, 約書亞把它們立在吉甲。

這些石頭是爲了告訴他們的子孫, 以色列人曾走乾地

過了這約但河。因爲耶和華神在以色列人前面, 使約

但河的水乾了, 等著他們過河來, 如同神從前使以色

列人過紅海走乾地過去一樣。「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

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以色列百姓永遠敬畏

耶和華神( 書 3—4 章) 。

2 ) 百姓過了約但河, 約書亞在吉甲按耶和華的吩咐, 第

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因爲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在

曠野的路上所生的眾民, 都沒有受過割禮。「國民都

受完了割禮, 就住在營中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癒了。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 『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

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書 5∶2—9)

3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 在耶利哥

的平原守逾越節。」次日, 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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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遵照耶和華先前的吩咐, 吃了無酵餅和烘的谷 ( 利

2∶14 , 23∶56) 。「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

再有嗎哪了。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 書

5∶10—12) 。

4 ) 基遍的居民聽見了約書亞殺滅耶利哥和艾城眾人的

事, 就設詭計, 假充遠方人的使者, 拿著舊口袋, 穿著

舊鞋及舊衣服, 並帶著長了霉的乾餅, 到吉甲營中見

約書亞, 說他們是從遠方來的, 要和以色列人立約。

以色列人受了他們些食物, 並沒有求問耶和華, 約書

亞就與他們講和立約, 並且起誓應允不殺害他們 ( 書

9∶3—15) 。

5 ) 當 5 個亞摩利王攻打基遍時, 基遍人就打發人往吉甲

的營中去見約書亞, 請求他的幫助。於是約書亞和他

一切的兵丁、勇士都從吉甲上去, 猛然臨到亞摩利人

那裏。耶和華使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潰亂。耶和華

聽了約書亞的禱告, 使日頭在天空停住不急速下落約

有一日之久。因耶和華爲以色列爭戰, 約書亞就在基

遍大大的殺敗亞摩利人, 並奪了他們的地。其後, 約

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又回到吉甲的營中 ( 書 10∶12,

15∶42—43) 。

6 ) 當年窺探迦南的探子、猶大人的族長迦勒, 來到吉甲

見約書亞, 求他將耶和華當年應許給他的山地給他,

因爲他專心跟從耶和華, 並相信耶和華必照所應許的

與他同在, 他就能把亞納族人趕出去。於是約書亞爲

迦勒祝福, 並將希伯崙給他爲業( 書 14∶6—14) 。

7 ) 先知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師, 他每年到伯特利、

吉甲、米斯巴巡行, 並在這幾處審判以色列人 ( 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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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 。

8 ) 由於以色列人的一再堅持請求, 先知撒母耳在吉甲招

聚以色列人, 正式宣告以色列人建國, 並且認同掃羅

爲以色列王( 撒上 11∶14—15) 。但是撒母耳同時對以

色列人說:「其實, 耶和華你們的神是你們的王。」因此

以色列請求立王的事, 乃是在耶和華面前犯了大罪。

撒母耳又說:「你們雖然行了這惡, 卻不要偏離耶和

華, 只要盡心事奉他。⋯⋯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

的子民, 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你們若仍

然作惡, 你們和你們的王必一同滅亡。」( 撒上 12∶12—

25 )

9 ) 早先, 撒母耳膏掃羅爲王之後, 曾對他說:「你當在我

以先到吉甲, 我也必下到那裏獻燔祭和平安祭, 你要

等候七日, 等我到了那裏, 指示你當行的事。」( 撒上

10∶1—8) 但是,「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

日, 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掃羅就勉強獻上燔祭。

剛獻完燔祭, 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對掃羅說: 『你

作了糊塗事了①, 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

令。若遵守, 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 直

到永遠。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撒上 13∶8—14)

10) 掃羅王戰勝以色列的宿敵亞瑪力人之後, 又一次違

背了耶和華的命令。他竟憐惜亞瑪力王亞甲不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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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以色列人的律例 , 獻祭的聖事活動 , 應由祭司負責主持。

掃羅雖然是國王 , 但只是國家行政元首 , 卻不能擅自主持或指揮敬拜耶

和華的事工。掃羅理應通曉這一道理 , 但卻明知故犯 , 實際上是輕視耶

和華律法的罪行。



滅他, 也愛惜他們上好的牛羊, 不肯滅絕。因此「耶

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 『我立掃羅爲王, 我後悔了,

因爲他轉去不跟從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

甚憂愁, 終夜哀求耶和華。撒母耳清早起來, 迎接掃

羅。有人告訴他掃羅到了迦密, 在那裏立了紀念碑,

又轉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裏, 責備他不

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掃羅爲自己辯白說, 他自己實

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 只是「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

中取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獻與耶和華。」撒母耳

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他

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背逆

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 頑梗的罪與拜偶像的罪相

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厭棄你作

王。」掃羅雖說自己有罪, 但他並無悔改的行動, 只求

撒母耳在以色列人面前抬舉他。撒母耳在吉甲耶和

華面前將亞瑪力王亞甲殺死, 便回自己的故居去了,

他直到死的日子, 再沒有見掃羅, 但他常爲掃羅憂傷

( 撒上 15 章) 。

11)「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 以利亞與以

利沙從吉甲前往。」以利沙跟隨先知以利亞到了伯特

利、耶利哥, 總不離開他。最後以利沙跟隨他到了約

但河邊。「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用以打水, 水

就左右分開, 二人走乾地而過。過去之後, 以利亞對

以利沙說: 『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 你要我爲你作什

麼只管求我。』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

我。』」「他們正走著說話, 忽有火車火馬, 將二人隔

開, 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見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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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 自己十分悲傷難捨。之後, 他拾起以利亞身上

掉下來的外衣打約但河的水, 水也左右分開, 以利沙

就過河回來了。那些年輕的先知們看見就說:「感動

以利亞的靈感動以利沙了。」此後, 先知以利沙大有

能力, 行了許多神蹟奇事。( 王下 2 章) 。

12) 先知何西阿宣告耶和華對以色列的審判說:「耶和華

說: 『他們一切的惡事都在吉甲, 我在那裏憎惡他們,

因他們所行的惡, 我必從我地上趕出他們去, 不再憐

愛他們, 他們的首領都是悖逆的。以法蓮受責罰, 根

本枯乾, 必不能結果。即或生產, 我必殺他們所生的

愛子。我的神必棄絕他們, 因爲他們不聽從他; 他們

也必飄流在列國中。』」( 何 9∶15—17 ) 。

13) 先知阿摩司呼籲以色列悔改時說:「耶和華向以色列

家如此說: 『你們要尋求我, 就必存活, 不要往伯特利

尋求, 不要進入吉甲, 不要過到別是巴; 因爲吉甲必

被擄掠, 伯特利也必歸於無有。要尋求耶和華就必

存活。』」( 摩 5∶4—6) 。

14) 先知彌迦責備以色列人忘記神恩, 說:「我的百姓啊,

你們當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設的謀, 和比珥的兒子巴

蘭回答他的話, 並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遇見的事, 好

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爲。」( 彌 6∶5) 。

老底嘉   ( Laodicea )

1 . 地名原意:「古堡」、「公共人士」。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3 圖第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1 ) 老底嘉是小亞細亞地區弗呂家省的一個城市。約在

公元前 261—前 246 年間, 敍利亞王安提阿古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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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ochus Ⅱ) 建造了此城, 爲了紀念其妻子老底嘉,

這一新城市即被命名爲老底嘉。當年此城乃是幾條

要道上的交叉點, 實業繁榮, 盛產上等黑羊毛和弗呂

家眼藥。公元前 190 年, 羅馬設置亞西亞省, 老底嘉一

躍而成爲富足的城市。

2 ) 公元後約 60 年時, 當地發生地震, 老底嘉與歌羅西、希

拉波立數城盡都被毀。但老底嘉人自以爲富足, 當地

且多有銀行、商家, 因此不求羅馬的資助, 自行修復了

本城。但自公元後 11 世紀, 阿拉伯國家攻佔該地後,

十字軍東征時, 屢有戰事發生, 至 13 世紀土耳其人統

占該地時, 已漸沒落。現在只有遺址供考古學者挖掘

研究, 廢墟中發現有羅馬劇場、大墓園、引水渠等。據

考證, 老底嘉城外 10 公里處有一著名的熱泉, 但經引

水渠流經本城時, 已成爲不冷不熱的溫水, 偶或飲用,

令人作嘔。遺址上尚有古時基督徒崇拜聚會的堂所

古蹟。

4 . 聖經記載:

1 ) 從保羅的書信中引證可知, 老底嘉的教會與歌羅西的

教會關係比較密切。可能都是以巴弗勞苦傳道而建

立的( 西 4∶12—13) 。

2 ) 保羅曾有書信寫給老底嘉, 並且叫歌羅西的信徒也誦

讀那封書信( 西 4∶16 ) 。但此信早已失傳了。

3 ) 耶穌降生後約 90 餘年時, 聖靈感動約翰, 叫他寫信給

亞西亞的 7 個教會, 其中便有老底嘉教會 ( 啟 1∶11 ) 。

在信中論到老底嘉教會時, 那「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爲

元首的( 主) 說: 『我知道你 ( 老底嘉教會 ) 的行爲, 你

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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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啟

3∶14—16) 。信中又說:「你說: 『我是富足, 已經發了

財, 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 ( 老底嘉教會 ) 是那困

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這說明了老底嘉人只有

世俗的富足, 靈命卻非常貧窮 ( 啟 3∶17) 。信中還說:

「我勸你( 老底嘉教會) , 向我買⋯⋯眼藥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這說明老底嘉人雖然以醫藥聞名於世, 但

只能醫治肉身的眼睛, 卻看不見屬靈的奧秘( 啟 3∶18) 。

米底巴   ( Medeba )

1 . 地名原意:「靜水」。

2 . 其他名稱: 現今其荒址名叫「瑪底巴( Madab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6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米底巴是摩押的一個古鎮, 後來分給流便支派

爲地業( 書 13∶9, 15—16) 。該地在鹽海以東, 位於拉巴

和亞羅珥之間。其遺址在希實本以南約 10 公里處。

5 . 聖經記載:

1 ) 摩西帶領以色列民打敗了亞摩利人的王西宏, 奪取了

他們的全地, 直到亞嫩河, 從挪法直延到米底巴, 都爲

以色列人所佔據 ( 民 21∶24—26, 30—32) 。後來摩西

把米底巴的全平原分給了河東的流便支派( 書 13∶15—

16) 。

2 ) 大衛王年間, 亞捫人知道大衛憎惡他們, 便用銀子雇

了戰車和馬兵安營在米底巴前。亞捫人也從他們的

城裏出來聚集交戰。大衛差派約押帶領全軍把他們

打敗了( 代上 19∶6—19) 。

米甸   ( Midia n)

1 . 地名原意:「競爭」、「競爭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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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米甸是阿拉伯曠野西北部古時米甸人居住的

地方。其北方和以東毗鄰, 西方與南方以海岸爲界 ( 約

相當於現今的亞喀巴海灣兩岸) , 其東方界限不定。南

北約長 260 公里。米甸人多以畜牧、行商爲生。古時以

色列人出埃及後, 直到士師時代, 與米甸人的接觸相當頻

繁。

4 . 聖經記載:

1 ) 當年, 雅各( 又名以色列) 的兒子約瑟, 曾被他的哥哥

們賣給了米甸的商人。這些以行商爲生的人便把約

瑟帶到了埃及 ( 而這些人也被稱爲米甸的以實瑪利

人, 請參看創 37∶25—28) 。

2 ) 雅各( 以色列) 和他的全家因爲饑荒而寄居到埃及( 創

46∶7 ) 。400 年後, 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摩西雖然有

幸被法老的女兒收養在王宮裏 40 年, 但他因想要解救

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 幾乎被法老殺掉而逃往米甸

( 出 2∶5—15 ) 。

3 ) 摩西在米甸曠野牧放羊群約 40 年。經過多年的磨煉

之後, 神在何烈山向摩西顯現, 召呼摩西把神的選民

以色列人從埃及爲奴之地領出來( 出 3∶1—10 ) 。

4 ) 耶穌受難後, 司提反殉道前證道時, 曾提到了摩西在

米甸寄居 40 年, 其後又被神差遣, 率領以色列人出離

埃及去往迦南( 徒 7∶29—36) 。

米磯崙   ( Migr on )

1 . 地名原意:「高峰」、「懸崖」、「推翻」。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帖爾·米爾亞( Tell Miryam)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6 圖第四行第 1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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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① : 米磯崙在基比亞的北方, 且在迦巴、伯亞文、

密抹附近。該地屬於便雅憫的地業。

5 . 聖經記載:

1 ) 非利士人聚集極多的步兵與車輛馬兵在密抹安營, 要

與以色列人爭戰 ( 撒上 13∶5 ) 。「掃羅在基比亞的盡

邊, 坐在米磯崙的石榴樹下, 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

在敵軍強大的兵力下, 約拿單和跟隨他的少年人, 同

心暗暗地過到非利士人的防營裏, 靠耶和華爲他們施

展的能力終於打敗了非利士人( 撒上 14∶1—23) 。

2) 先知以賽亞預言亞述軍要入侵以色列, 他說:「亞述王

來到亞葉, 經過米磯崙, 在密抹安放輜重。」( 賽 10∶28)

米吉多   ( Megiddo)

1 . 地名原意:「軍區」、「群集」、「會晤所」、「約會」、「烙印

者」。

2 . 其他名稱:

1 ) 哈米吉多頓。

2 ) 近譯作美吉多。

3 ) 帖爾·美吉多( Tell Megiddo)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米吉多是迦南的軍事重鎮, 位於耶斯列谷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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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當地既是交通咽喉要道( 參看第 14 圖 ) , 又是迦密山

區的隘口, 乃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

5 . 聖經記載:

1 ) 士師時代, 迦南諸王曾在米吉多與以色列人爭戰而大

敗( 士 5∶1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9 圖說明⑨—⑩) 。

2 ) 所羅門王時, 修固了米吉多作爲軍事要地 ( 參看王上

9∶15及附錄三第 39 圖) 。

3 ) 猶大的第 6 代國王亞哈謝, 因爲亞哈的兒子約蘭王病

了, 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當耶戶坐車來要殺約蘭王

時, 他們事先並不知道。「以色列王約蘭和猶大王亞

哈謝, 各坐自己的車出去迎接耶戶, 在耶斯列人拿伯

的田那裏遇見。」耶戶開滿了弓射中約蘭, 他就仆倒在

車上。耶戶叫軍長把他拋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間, 正

應驗了耶和華對亞哈所說的預言。猶大王亞哈謝見

這光景就逃跑, 耶戶追趕他, 並且把他擊傷, 他逃到米

吉多就死在那裏( 王下 9∶16—27) 。

4 ) 猶大的第 16 代國王約西亞年間, 埃及王法老尼哥要上

到伯拉河去攻擊亞述王, 約西亞出去抵擋他, 並改裝

要與法老尼哥打仗。在米吉多平原爭戰中, 約西亞在

車上受了重傷而死。他的臣僕將他葬在耶路撒冷, 猶

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爲他悲哀, 並唱哀歌追思約西亞

( 王下 23∶29—30; 代下 35∶20—25 , 請參看附錄三第 63

圖及說明③、④) 。

5 ) 先知撒迦利亞預言, 將來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必爲他所刺的哀哭。「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達臨門的悲哀。」( 亞 12∶10—11)

6) 耶穌的門徒約翰在啟示錄中對將來的事預言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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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

事, 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爭戰。」「這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 希伯

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 啟 16∶13—16 )「哈米吉多

頓」, 原文即「米吉多」。

米利巴   ( Meriba h)

聖經中同名被稱爲米利巴的地方有兩處。

Ⅰ. 利非訂的米利巴

1. 地名原意:「爭競」、「爭競之水」。

2. 其他名稱: 瑪撒。( 出 17∶7)

3.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中利非

訂所在地。

4. 地理情況: 利非訂在西乃半島西南部的沙漠地帶, 以

色列人在此安營後即去往西乃山, 利非訂的米利巴,

乃是摩西遵照耶和華的話擊打磐石出水之處。因爲

以色列人曾向摩西爭鬧, 故而得名。

5. 聖經記載:

「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按著站口從汛的

曠野往前行, 在利非訂安營。百姓沒有水喝, 所以與

摩西爭鬧說: 『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就呼求耶和華,

耶和華吩咐摩西擊打磐石, 就有水從磐石裏流出來,

給百姓喝。「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 又叫米利巴,

因以色列人爭鬧。」( 出 17∶1—7 ) 這次以色列人得有

水喝, 乃是摩西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擊打磐石而流出

水來的。後來摩西曾作詩說:「你們不可硬著心, 像

當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曠野的瑪撒。那時, 你們的祖

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爲。」( 詩 9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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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尋曠野的米利巴

1. 地名原意:「爭競」、「爭競之水」。

2. 其他名稱: 即加低斯巴尼亞。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二行第 3 格中加低斯的

所在地。

4. 地理情況及有關論述: 加低斯巴尼亞位於巴蘭曠野北

部的尋曠野中。以色列人因爲在那裏沒有水喝又向

摩西爭鬧。因此該地名叫米利巴。在尋曠野的米利

巴, 雖然以色列人再次得有水喝, 但卻是摩西違背耶

和華的命令擊打磐石兩次而流出水來的。

5. 聖經記載:

1) 摩西領以色列人在曠野繞行將近 38 年之後。「到

了尋的曠野, 就住在加低斯, 米利暗死在那裏, 就

葬在那裏。會眾沒有水喝, 就聚集攻擊摩西、亞

倫。」百姓向摩西爭鬧發怨言說:「你們爲何把耶和

華的會眾領到這曠野, 使我們和牲畜都死在這裏

呢?」那地方不好撒種, 也沒有果樹, 又沒有水喝。

耶和華向摩西、亞倫顯現, 曉諭摩西說:「你拿著杖

去, 和你的哥哥亞倫招聚會眾, 在他們眼前吩咐磐

石發出水來, 水就從磐石流出, 給會眾和他們的牲

畜喝。」摩西、亞倫就招聚會眾到磐石前。摩西說:

「你們這些背叛的人聽我說: 『我爲你們使水從這

磐石中流出來嗎?』」摩西舉手, 用杖擊打磐石兩

下, 就有許多水流出來, 給會眾和牲畜喝。摩西因

爲沒有尊耶和華爲聖, 不是遵命吩咐磐石流出水

來, 而是擊打磐石兩下, 且說了急躁的話, 就受了

虧損, 不得進入迦南地。這磐石流出的水「名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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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巴水, 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華爭鬧, 耶和華就在

他們面前顯爲聖」( 民 20∶1—13) 。

2) 以色列全會眾從加低斯起行, 到了何珥山。耶和

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亞倫要歸到他列祖那裏, 他

必不得入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因爲在米利巴

水, 你們違背了我的命。」亞倫就死在何珥山頂( 民

20∶22—29) 。

3) 摩西領以色列人經歷了 40 年曠野的路程, 擊殺了

亞摩利二王之後, 到了約但河東安營。在摩押平

原, 耶和華吩咐摩西上到亞巴琳山中的尼波山, 觀

看神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但摩西卻不得進到迦

南地去, 他要死在摩押地, 因爲他們在尋的曠野當

會眾爭鬧的時候, 違背了耶和華的命, 沒有在湧水

之地, 會眾眼前遵耶和華爲聖。這水就是尋的曠

野加低斯米利巴水( 民 27∶12—14; 申 32∶48—52) 。

4) 大衛的詩中也提到說:「他們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

和華發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虧損。是因他們惹動他

的靈, 摩西用嘴說了急躁的話。」( 詩 106∶32—33)

米利大   ( Milita )

1 . 地名原意:「蜜」、「避難所」。

2 . 其他名稱: 現今稱爲「馬耳他」( Malt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01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米利大是地中海上的一個海島, 在非洲以北約

275 公里, 在今西西里島以南約 75 公里。全島長約 26

公里, 寬約 14 公里。面積雖小, 但卻是地中海上的交通

要道。軍事地位也很重要。此島開始屬於腓尼基, 後來

屬於希臘。公元前 218 年, 羅馬佔領此島。現在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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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馬耳他共和國。據 1980 年統計, 人口約 33 . 5 萬人。

以天主教爲國教。天主教徒約占 97. 3% 。另有 1. 2% 的

人爲基督教聖公會教徒。

5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解去羅馬的途中, 海船遇到了風浪。

全船 276 人幾乎喪命。後來到了一個眾人不認識的海

灣。順風靠近岸邊時, 船又擱了淺。押解犯人的兵丁恐

怕囚犯們洑水逃跑, 要把他們都殺掉。但軍官要救保羅,

不准他們任意而行。最後眾人都得以登陸上岸。他們得

救之後, 才知道那個島名叫米利大。那時米利大島長的

父親正在患病躺著。保羅治好了他, 受到島上土人們多

方的尊敬。保羅眾人在米利大島上過了三個月, 才又繼

續乘船往意大利航行( 徒 27∶37—28∶11) 。

米利都   ( Miletus)

1 . 地名原意:「紅」、「愛好」。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0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米利都是古希臘著名的商業城市。位於以弗

所南方約 59 公里。公元前約 494 年, 波斯一度佔領此

城。後來被亞歷山大奪回, 但城市日趨衰落。公元前 2

世紀時, 成爲羅馬的屬地。現在該處已是一片荒丘, 少有

遺址可尋。

4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末期, 雖然自己知道去到耶路撒

冷時會遇到危險 ( 徒 20∶22—23 ) , 但是他仍然想在五

旬節趕到耶路撒冷( 徒 20∶16) 。他從馬其頓返回的途

中( 徒 20∶3 ) , 乘船到了米利都( 徒 20∶15) 。

2 ) 米利都距離以弗所僅約 50 公里。保羅便打發人往以

弗所去, 請那裏的教會長老們來到米利都( 徒 2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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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這些長老們的談話, 情詞懇切, 真摯動人。談

話以後, 保羅跪下同眾長老一起禱告。眾人失聲痛

哭, 依依送別保羅離開米利都, 前往耶路撒冷 ( 徒

20∶18—28 ) 。

3 ) 保羅離世前給提摩太寫信說∶「特羅非摩病了。我就留

他在米利都。」( 提後 4∶20 ) 特羅非摩是亞西亞的聖徒,

曾和保羅一起 冒著危險去到耶路撒冷 ( 徒 20∶4,

21∶29—30 ) 。現在特羅非摩病了, 而米利都人能夠接

待他, 顯明瞭米利都的聖徒能替保羅分擔憂難, 也是

樂於助人的。

米倫   ( Merom)

1 . 地名原意:「高」、「高峰」。

2 . 其他名稱: 近譯作「梅龍」。( 英譯又作 Meron)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聖經中提到的「米倫水」, 另有譯本譯作「米倫

溪」。該水溪位於約但河上游的西方, 水流走向東南而

注入基尼烈湖( 即加利利海 ) 。據考證, 米倫水很可能即

是現今以色列北部的梅龍泉一帶。當地附近有米倫山

( 今名梅龍山) , 山高約 1208 米, 乃是 1967 年以色列未擴

國界前的境內最高點。米倫溪的東方即是古時米倫湖的

所在地, 米倫湖長約 6 公里, 寬約 5 公里, 湖面高出地中

海將近 90 米。可能正是由於當年約書亞和迦南諸王都

要爭奪這一制高點, 因而會戰於此。現今的梅龍泉水

( 即在古時的米倫水溪一帶) 終年仍湧水不斷, 近年來已

形成了一些以色列農戶的居住點。

5 . 聖經記載: 約書亞當年殺敗了迦南地區南方的諸王,「並

奪了他們的地, 因爲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爲以色列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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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回到吉甲的營中」。夏瑣王耶

賓聽見這事, 就打發人去見北方山地及高原和西邊山崗

諸王, 又去見東方和西方住迦南地的七族人, 就是耶和華

吩咐約書亞要滅絕的。「這些王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

人數多如海邊的沙, 並有許多馬匹、車輛。這諸王會合,

來到米倫水邊, 一同安營, 要與以色列人爭戰。耶和華對

約書亞說: 『你不要因他們懼怕。明日這時, 我必將他們

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殺了。』」「於是約書亞率領一切兵丁,

在米倫水邊突然向前攻打他們。」「將他們擊殺, 沒有留

下一個。」( 書 10∶41—43, 11∶1—9,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

及其說明�13 、�14 )

米羅   ( Millo)

聖經中同名叫米羅的有兩處。

Ⅰ. 示劍近處的米羅

1. 地名原意:「填滿」、「人建的高崗」、「壁壘」。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三行第 2 格與第 10 圖第

二行第 2 格中示劍所在之地。

3. 地理情況: 有的學者考證, 示劍的巴力比利土廟廢墟

所在處, 乃是由人工填築的高地, 聯繫到米羅的原文

意義, 因而推論示劍的這一高地即是米羅的舊址。

4. 聖經記載: 米羅人曾與示劍人一起擁立惡人亞比米勒

作王, 因此約坦預言說, 亞比米勒將像荊棘的野火一

樣燒滅米羅等人( 士 9∶6—20 ) 。

Ⅱ. 耶路撒冷的米羅

1. 地名原意:「堡壘」、「填滿」、「高崗」。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 圖第三行第 2 格中耶路撒冷

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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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情況: 米羅在耶路撒冷。但根據米羅一詞的原

意, 學者們的見解不盡相同。

1) 有人認爲米羅即是耶路撒冷的一個堡壘。①

2) 有人認爲米羅乃是大衛攻佔耶路撒冷後, 填築東

面山邊的斜坡而成的石壘。②

3) 有的聖經新譯本, 則把耶路撒冷的米羅分別譯爲:

「山東邊的那塊地」「填平城東的窪地」,「東邊那

塊填平的窪地上的堡壘」。

綜覽上列論述, 可知米羅乃是大衛城的防禦建築

所在地, 而耶路撒冷一再擴建後, 原來的大衛城

( 和其中的米羅一地 ) 已成爲耶路撒冷的東部城

區。

4. 聖經記載:

1) 大衛在猶大作王七年半, 後受膏作以色列和猶大

的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到了耶路撒冷, 攻取錫

安的保障。「大衛住在保障裏, 給保障起名叫大衛

城。大衛又從米羅以裏, 周圍築牆。大衛日見強

盛, 因爲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 撒下 5∶1—

10 ; 代上 11∶3—9)

2) 所羅門繼承王位後, 就爲耶和華建造聖殿, 並建造

米羅, 又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 ( 王上 9∶15, 24,

11∶27) 。

3) 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 又在耶路撒冷城外築

了一城, 以堅固大衛城的米羅。並且製造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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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器、盾牌( 代下 32∶5) 。

米匿   ( Minnith )

1 . 地名原意:「分派」、「分割」。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2 圖第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米匿是亞捫的一個鎮, 距希實本約 5 公里。

4 . 聖經記載: 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師時,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

身上。「於是耶弗他往亞捫人那裏去, 與他們爭戰, 耶和

華將他們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殺敗他們。從亞羅珥到

米匿, 直到亞備勒基拉明, 攻取了 20 座城。這樣, 亞捫人

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 士 11∶29—33, 請參看附錄三第

22 圖說明③、④)

米斯巴   ( Mizpah , Mizp eh )

米斯巴的原意是「守望塔」。

同名叫米斯巴的地方共有 6 處。

Ⅰ. 雅博河旁的米斯巴

1. 其他名稱: 迦累得, 意思是「見證的石堆」。

2. 所在位置及地理情況: 米斯巴在雅博河附近的基列山

一帶, 確切地址不詳。有的資料①認爲, 雅博河旁邊

的米斯巴, 即是下列Ⅱ中所說的「基列的米斯巴」。

若這樣, 其位置當在附錄三第 22 圖第二行第 3 格。

該處乃是拉班追上雅各而又堆石立約之地。

3. 聖經記載: 雅各在巴旦亞蘭爲他的舅舅拉班工作了

20 年後,「耶和華對雅各說; 『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

到你親族那裏去, 我必與你同在。』」於是雅各帶著妻

子兒子, 以及他在巴旦亞蘭所得的牲畜和財物,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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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舅父拉班家往迦南地去。拉班得知後, 帶領他的眾

弟兄去追趕。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間神在夢中對

拉班說, 不可對雅各說好說歹。拉班與雅各立約, 雅

各就拿一塊石頭立作柱子, 眾弟兄也拿石頭來堆成一

堆, 這石堆作爲二人之間的證據, 雙方互不越過石堆

去害對方。「因此這地方名叫迦累得, 又叫米斯巴。」

( 創 31∶3, 17—52)

Ⅱ. 基列的米斯巴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2 圖第二行第 3 格。

2. 地理情況: 基列的米斯巴是約但河東的一個城鎮。原

屬迦得支派的地業。

3. 聖經記載: 在士師時代,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爲

惡的事, 去事奉外邦的假神, 離棄耶和華, 不事奉他。

耶和華便將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和亞捫人的手中,

他們擾害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 18 年。以色列人哀

求耶和華, 認自己的罪, 並從他們中間除掉外邦神, 事

奉耶和華。「耶和華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難, 就心中擔

憂。當時亞捫人聚集安營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

安營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眾首領彼此商議, 說:

『誰能先去攻打亞捫人, 誰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領

袖。』基列人耶弗他是個大能的勇士。」只因他是妓女

的兒子, 曾被他弟兄趕逐而逃到陀伯地。後來當亞捫

人攻打以色列的時候, 基列的長老去陀伯請耶弗他回

來, 做基列民的領袖, 去與亞捫人爭戰。於是耶弗他

回來,「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領袖、作元帥。耶弗他在

米斯巴將自己的一切話, 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

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來到基列的米斯巴,

—711—



從米斯巴去攻打亞捫人。耶和華將亞捫人交在他手

中, 他就大大殺敗他們 ( 士 10∶6—18, 11∶1—33, 請參

看附錄三第 22 圖及說明) 。

Ⅲ. 黑門山的米斯巴

1. 其他名稱: 或即「奎來特·埃斯撒貝拜 ( Qalat es-sub-

eibeh)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米斯巴在米倫水的東北, 位於黑門山腳下,

被稱爲米斯巴地、米斯巴平原或米斯巴谷。多數學者

認爲①, 米斯巴即是現今班尼亞斯 ( Banias) 西北 3 公

里處的奎來特·埃斯撒貝拜。

4. 聖經記載: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攻取迦南的許多城,

殺敗了那些地的諸王。夏瑣王耶賓打發人去見北方

山地和東方、西方的諸王和其他的各族人, 其中包括

黑門山根米斯巴地的希未人。這些王會合他們的眾

軍馬匹車輛, 來到米倫水邊一同安營, 要與以色列人

爭戰。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約書亞率領

一切兵丁, 在米倫水邊攻打擊殺他們, 追趕他們直到

東邊米斯巴的平原 ( 書 11∶1—8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說明�14 、�17 、�18 ) 。

Ⅳ. 猶大的米斯巴

1. 其他名稱:或即現今的「撒非耶廢墟( Khirbet Safiyeh) 」。

2. 所在位置與地理情況: 米斯巴是猶大低地的一個村

鎮, 確切位置不詳。但有些學者認爲米斯巴即是撒非

耶廢墟。而該廢墟在貝特·吉布林( Beit Jibrin)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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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里處。

3. 聖經記載: 米斯巴是分給猶大的地業( 書 15∶38) 。

Ⅴ. 便雅憫的米斯巴

1. 其他名稱:

1) 或即現今的「帖爾·恩·內斯巴( Tell en-Nasbeh) 」。

2) 也可能是現今的「尼比·塞姆威爾( Nebi Samwil)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6 圖第四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米斯巴是便雅憫支派境內的一個城鎮。在

基比亞以北, 位於伯特利的西南方。米斯巴的地勢較

高, 因此在古時的爭戰中, 常須佔取些地。經學者們

考證, 認爲今有兩處可能是古時的米斯巴:

1) 帖爾·恩·內斯巴。此地位於耶路撒冷以北約 13

公里, 在一個孤立的山頭上。

2) 尼比·塞姆威爾。此地在耶路撒冷西北 7 公里處,

海拔約 895 米, 高出附近的地面亦可達 150 米。

近來學者們顯然較多地贊同前一種論證, 即米斯

巴乃是現今的思·內斯巴。學者們從考古學的角

度, 提出了不少的論據; 而且就語音學的規律而

言, 由「米斯巴」發展變化到「內斯巴」, 也僅只是幾

個輔音字母的常規變異而已。

4. 聖經記載:

1) 當以色列沒有王的時候, 有一個以法蓮山地的利

未人, 他的妾回到了伯利恆的父家, 他又去伯利恆

接妾回來。途中到了便雅憫的基比亞城住宿時,

其妾受到城中匪徒們的凌辱而致死。這個利未人

便將妾的屍身馱回家後, 將屍身切成 12 塊傳送到

以色列的四境。於是以色列眾人都出來聚集在米

—911—



斯巴耶和華面前, 拿刀的步兵共有 40 萬, 一同上到

米斯巴, 攻擊基比亞城。便雅憫人也從各城出來

聚集與以色列人爭戰。但便雅憫人終於全被殺敗

( 士 19—20 章) 。

2) 士師以利死後, 撒母耳作以色列的士師和先知, 以

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

「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 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

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 專心歸向耶和華, 單單地事

奉他。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

就除掉了外邦神, 單單事奉耶和華。撒母耳又使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爲他們禱告, 並審理他們

的爭端。「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

巴。」就上來要攻擊他們。「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

耶和華就應允他。」「當日耶和華大發雷聲, 驚亂非

利士人, 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從

米斯巴出來, 追趕非利士人, 擊殺他們直到伯甲的

下邊,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

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 說: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

我們。』從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 撒上 7∶2—13)

3)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 修固了米斯巴, 以便抵禦

北國以色列( 王上 15∶22, 請參看附錄三第 46 圖說

明⑥) 。

4) 先知「耶利米鎖在耶路撒冷和猶大被擄到巴比倫

的人中,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他從拉瑪釋放以後,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護衛長說:「你可以回到

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那裏去, 現在巴

比倫王立他作猶大城邑的省長。你可以在他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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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民中。」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見亞希甘的兒子基

大利, 在他那裏住在境內剩下的民中( 耶 40∶1—6) 。

Ⅵ. 摩押的米斯巴

1. 其他名稱: 或即現今的「儒姆·埃爾·麥示瑞法( Ru-

jmel-Meshrefeh)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四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及其他資料: 米斯巴在鹽海以東的摩押境

內。摩押本是大衛的曾祖母路得的故鄉 ( 得 1∶4,

4∶13—17) 。當年大衛逃避掃羅時, 曾把自己的父母

送到此地來避難。有人論述說, 大衛當時年僅 20 餘

歲( 參看撒下 5∶4) , 而且自己長期處於流離失所的逃

亡生活之中, 但卻能如此顧念雙親, 孝敬父母, 確實是

遵行了耶和華的誡命, 而承受了耶和華應許的福分

( 出 20∶12) 。

4. 聖經記載: 大衛逃避掃羅時, 曾逃到亞杜蘭洞, 他的弟

兄和他父親的全家也都下到他那裏。「大衛從那裏

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對摩押王說: 『求你容我父母搬

來, 住在你們這裏, 等我知道神要爲我怎樣行。』大衛

領他的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衛住山寨多少日子, 他

父母也住摩押王那裏多少日子。」( 撒上 22∶1—4, 請

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說明⑦)

米斯利弗瑪音   ( Misrephoth Ma im)

1 . 地名原意:「水的焚燒」。

2 . 其他名稱:

1 ) 可能即今利塔尼河( Litani River) 。

2 ) 或是「埃爾·穆示利弗廢墟( Khirbet el-Mushreifeh)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一行第 2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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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米斯利弗瑪音位於地中海沿岸地

帶, 當與西頓略有一段距離。有的學者認爲「穆示利弗」

這一地名, 在發音上便保留了「米斯利弗瑪音」的語音。

另有論證認爲, 米斯利弗瑪音附近地帶, 即是現今黎巴嫩

的利塔尼河。

5 . 聖經記載:

1 ) 約書亞領以色列人進攻迦南地時, 夏瑣王耶賓聯合北

方等諸王, 來到米倫水邊要與以色列人爭戰。「耶和

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 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

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 到米斯利弗瑪音, 直到東邊米

斯巴的平原, 將他們擊殺, 沒有留下一個。」( 書 11∶1—

9,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說明�14 、�16 )

2 ) 約書亞年紀老邁, 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 還

有許多未得之地。⋯⋯山地的一切居民, 從利巴嫩直

到米斯利弗瑪音, 就是所有的西頓人, 我必在以色列

人面前趕出他們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將這地拈

鬮分給以色列人爲業。」( 書 13∶1—7)

米所波大米   ( Mesopotamia )

1 . 地名原意:「夾河陸地」。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美所不達米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一至二行第 3—4 格。

4 . 地理情況:

1 ) 羅馬地理專家認爲, 伯拉河( 即幼發拉底河) 和希底結

河( 即底格里斯河) 之間, 全境都是米所波大米地區。

無論山嶺高原, 或是巴比倫的窪地, 都在米所波大米

境域。其中高地頗爲肥沃。靠近底格里斯的低處平

原, 水流不暢, 多有沼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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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於地理條件良好, 米所波大米也是古代文明發源地

之一。巴比倫、亞述都在這一區域建國。

3 ) 約在公元前 1894—前 1595 年, 在巴比倫建立了巴比

倫國第一王朝, 統一了兩河流域。其後巴比倫數次被

亞述攻陷。直到公元前 7 世紀才興起了新巴比倫帝

國。

4 ) 亞述位於米所波大米北部, 首都爲亞述, 後來遷到尼

尼微。亞述時盛時衰, 公元前 10 世紀以後, 逐漸擴張

領土。公元前 746—公元前 609 年成爲新亞述帝國,

北征烏拉爾圖, 南下巴比倫, 並曾一度統治埃及。公

元前 721 年, 古以色列國亡於亞述。以色列人相繼被

擄去爲奴。公元前 600 餘年, 瑪代與巴比倫聯盟, 攻陷

尼尼微, 亞述滅亡。

5 ) 公元前 626—公元前 539 年, 迦勒底人在米所波大米

建立了新巴比倫帝國, 以巴比倫城爲其首都。巴比倫

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經常出征敍利亞和巴勒斯坦。公

元前 606 年, 尼布甲尼撒侵入耶路撒冷, 擄走了猶大國

的王室、官吏和居民。除了極貧窮的人之外, 盡都俘

到巴比倫去, 使猶大國淪爲一個省分。但 70 年後, 公

元前 536 年時, 巴比倫被波斯所滅, 巴比倫淪爲波斯的

一個省分。波斯王古列下令, 猶大人等可以歸回耶路

撒冷。不久波斯亡於希臘, 希臘分裂後, 巴比倫於公

元前 141—前 129 年, 又並入伊朗東部的安息國。羅

馬帝國的勢力伸展到近東之後, 米所波大米遂成爲羅

馬與安息的爭奪地區。

6 ) 公元 4 世紀, 羅馬宣佈以基督教爲國教。公元 3—7 世

紀時, 米所波大米乃是羅馬與波斯薩珊王朝久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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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7 世紀時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區。8 世紀時巴格達

成爲首府。1258 年蒙古的成吉思汗一度攻陷巴格達。

1534 年土耳其人又佔領巴格達, 並統治米所波大米地

區約 200 年之久。當時從巴格達到波斯灣之間的平原

被稱爲伊拉克地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英國佔領了

伊拉克地區。1921 年 8 月, 英國宣佈費薩爾一世爲伊

拉克國王, 仍屬英國統治。1932 年 10 月伊拉克獨立,

米所波大米( 今稱作美索不達米亞) 大部地區都在伊

拉克境內。據 1984 年統計, 伊拉克共約 1500 萬人。

1977 年統計約 95% 的居民信伊斯蘭教, 4. 6 % 信仰基

督教。

5 . 聖經記載:

1) 耶和華曾在東方的伊甸設立了一個伊甸園 ( 創 2∶8 ) 。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 從那裏分爲四道。」

( 創 2∶10) 其中有兩道河即是希底結河與伯拉大河( 創

2∶14) 。故此有些聖經學者認爲, 伊甸園於洪水滅世之

前, 即在亞洲的米所波大米一帶。

2) 亞伯拉罕本來居住在迦勒底的吾珥( 創 11∶31 ) 。迦勒

底的吾珥位於米所波大米的南部, 在伯拉河的下游。

所以司提反說:「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

大米」。後來由於神的呼召, 亞伯拉罕便離開本地米

所波大米, 進入迦南( 徒 7∶2—4 ) 。

3 ) 亞伯拉罕老年間, 曾請他的老僕人到自己的本地本族

中去, 爲他的兒子以撒娶妻 ( 創 24∶1—4 ) 。他的老僕

人到了米所波大米( 創 24∶10 ) , 爲以撒娶回了利百加

( 創 24∶66—67 ) 。

4 ) 五旬節時, 也有從米所波大米來的猶太人, 到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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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來守節, 聽到了彼得的講道。其中可能有人相信了

基督, 又把基督的道理帶回到米所波大米去( 徒 2∶5—

9, 2∶37—41) 。

米推利尼   ( Mitylene)

1 . 地名原意:「縮減」。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名爲「米提利尼」。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0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米推利尼是現今希臘愛琴海東部累斯博斯

( Lesbos) 島上的一個城市。不僅有兩個海港, 且有炮壘

防護。公元前 428 年, 該島以米推尼人爲首叛離雅典。

雅典人攻克了米推利尼, 虐待當地居民, 但未毀其城。不

久又先後被波斯和馬其頓人侵佔。新約時代隸屬於羅

馬, 並被羅馬特許成爲一個自由城市。現今此城及所在

的島嶼均屬希臘領土。

5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在返回的途中, 曾在亞朔

與他的同工會集。又從亞朔上船來到米推利尼。並且從

米推利尼航行到米利都( 徒 20∶14—15) 。

西布倫   ( Zeb ulun)

1 . 地名原意:「住處」。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二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西布倫是古時以色列人西布倫支派居住之地。

約相當於新約加利利省的西南部。

4 . 聖經記載: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 就退到加利利去。以後

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 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 在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

的話說: 『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約但河

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 看見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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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 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太

4∶12—16)

西訂( 谷)    ( Siddim , Valley of)

1 . 地名原意:「陷谷」、「犁溝」、「田地」、「耕作者」。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 西訂谷乃是聖經所記的四王與五王交戰之

地。學者多以爲西訂谷原在死海的南端。所多瑪、蛾摩

拉等城即在此谷附近 , 但現在都已埋於死海的海底。當

地的水中至今留有許多硫磺、瀝青的殘渣。經學者考

證, 古時該地蘊藏有石油及天然氣, 公元前 2000 年前

後, 西訂谷一帶發生過強烈的地震, 使石油與天然氣噴

發燃燒 , 毀滅了西訂谷附近的城鎮, 其後又沉入死海南

部的淺水中。

4 . 聖經記載: 古時, 以攔王基大老瑪及其盟國共四個王, 遠

途而來攻打所多瑪、蛾摩拉、瑣珥等城的五個王。這四王

與五王, 他們雙方在西訂谷擺陣交戰。所多瑪王和蛾摩

拉王戰敗而逃。西訂谷有許多柏油坑。有些士兵掉在坑

裏, 其餘的人都逃往山上。基大老瑪等四個王, 擄掠了所

多瑪、蛾摩拉的財物、糧食。當時, 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

正住在所多瑪, 羅得及其妻室和經營的財物也被同時擄

去( 創 14∶1—12 ) 。

西頓   ( Sidon)

1 . 地名原意:「漁獵」。

2 . 其他名稱: 撒依達( Sayd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一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1 ) 西頓是腓尼基的一個港口。由防波大堤把近海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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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連接到大陸, 從而成爲貿易中心。

2 ) 其海運事業遠達希臘沿海一帶。後來逐漸被革哩底

( 克里特) 島和推羅取代了它的航海優勢。

3 ) 公元前 9 世紀時, 亞述統治西頓地區。公元前 600 年

左右,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佔該地, 其後波斯、希

臘、敍利亞、埃及相繼統治這一地區。公元前 64 年西

頓落入羅馬手中。

4 ) 公元後 637 年, 阿拉伯人佔據西頓, 遂改名叫撒依達。

十字軍東征時, 西頓處於十字軍及阿拉伯人的拉鋸地

帶, 數度易手後, 終歸土耳其管轄。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 劃歸黎巴嫩, 成爲黎巴嫩南部的行政中心。1982

年統計, 約有 8 萬人。

5 . 聖經記載:

1 ) 西頓乃是古代迦南的北部邊界( 創 10∶19 ) 。

2 ) 西頓也是約書亞爲以色列人拈鬮分地時, 亞設支派應

得之地( 書 19∶24—28 ) 。但亞設支派沒有趕出西頓的

迦南人, 因此屬於亞設支派的以色列人便住在他們中

間( 士 1∶31—32) 。士師時代, 以色列人由於祭拜西頓

的假神, 失去了神的眷顧拯救, 因此備受西頓人的欺

壓( 士 10∶10—13 ) 。

3 ) 所羅門王年老的時候, 不聽從神的話, 寵愛許多外邦

人的女子, 其中即有西頓的女人。她們誘惑所羅門的

心去隨從別的神, 其中即有西頓的女神亞斯他錄。因

此招來神的忿怒( 王上 11∶1—5 ; 王下 23∶13) 。

4 ) 以色列王亞哈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爲妻。

他事奉巴力。在撒瑪利亞修建巴力的廟, 又建造女神

亞舍拉。巴力即是西頓祀拜的日神。亞哈把西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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僞神引入以色列國, 這在耶和華眼中乃是極大的罪惡

( 王上 16∶29—33) 。

5 ) 公元前將近 700 年時, 先知以賽亞即預言西頓的居民

必不得再有歡樂 ( 賽 23∶12 ) 。公元前 7 世紀末, 先知

耶利米預言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征服西頓等城( 耶

27∶3—6) 。

6 ) 波斯王古列年間, 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獲准重返

耶路撒冷。所羅巴伯親自帶領以色列人修建聖殿, 這

時西頓人曾供給以色列人建造聖殿的木料, 以換取糧

食等物( 拉 3∶1—7 ) 。

7 ) 耶穌當年在加利利一帶地方宣講福音, 醫病趕鬼。有

許多人從各處來到他那裏, 其中即有從西頓而來的人

( 可 3∶7—8, 請參看附錄三第 84 圖) 。

8 ) 耶穌曾往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進了一個人家, 不願意

別人知道, 但卻隱藏不住。他在那裏醫治了一個迦南

婦人的被鬼附的女兒( 可 7∶24; 太 15∶21—28 ) 。

9 ) 推羅、西頓需要從希律王統轄的猶太地區供應他們糧

食。希律對推羅、西頓人十分驕橫。推羅、西頓便派

人來講情、求和。希律因此更加驕傲自大。當他穿著

王服, 坐在王位上向百姓滔滔講論的時候, 因爲他竊

取神的榮耀, 立即被蟲咬死( 徒 12∶20—23) 。

10) 保羅被押解到羅馬去的時候, 離開該撒利亞出發不

久, 便到了西頓。押送囚犯的軍官寬待保羅, 准許他

往朋友們那裏去, 受到了當地友人的照應。保羅在

西頓的朋友們, 當即是該地的信徒( 徒 27∶1—3) 。

西珥   ( Seir )

聖經中記載有兩個西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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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以東地區的西珥山

1. 地名原意:「崎嶇」、「有毛的」、「猶如山羊」。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三至四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西珥是從鹽海 ( 即死海) 南方到紅海亞喀

巴灣以北的山地。長約 150 公里, 寬約 30 公里。西

珥山附近地區被稱爲西珥( 地) 。以掃及其後代曾住

在這裏, 以掃又名以東, 所以這一地區又叫以東地

( 創 32∶3, 36∶8—9; 民 20∶19—21 ) 。而西珥山則通指

亞拉巴東部的山區。

4. 聖經記載:

1)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曾住在西乃山 ( 即何烈山 )

旁, 領受耶和華神的律法 ( 出 19∶1—25 ) 。其後,

他們又從西乃山( 即何烈山) 起行, 經過西珥山區,

到達加低斯巴尼亞。其間乃是 11 天的路程 ( 申

1∶2 ) 。

2) 以色列人離開加低斯巴尼亞後, 曾在西珥山繞行

了許多的日子( 申 2∶1) 。

3) 耶和華神曾將西珥山賜給以掃爲業( 書 24∶4 ) 。

4) 西珥人曾與摩押人、亞捫人三路大軍一同攻打猶

大國, 一直侵入到隱基底。起初猶大王約沙法非

常懼怕, 便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祈求耶和華的幫

助( 代下 20∶1—3) 。耶和華神對他們說:「不要因

這大軍恐懼驚惶, 因爲勝敗不在乎你們, 乃在乎

神。⋯⋯這次你們不要爭戰, 要擺陣站著, 看耶和

華爲你們施行拯救。」( 代下 20∶15—17 ) 約沙法帶

領猶大人前去迎敵擺陣的時候, 設立了歌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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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軍隊前面唱詩讚美耶和華。耶和華派伏兵①

來擊殺摩押人、亞捫人和西珥人。先是摩押人和

亞捫人聯合攻擊西珥人, 後來摩押人與亞捫人又

互相殘殺, 以致三路軍兵, 屍橫遍地, 全軍覆沒。

而猶大人卻兵不血刃而大獲全勝 ( 代下 20∶20—

26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1 圖及說明) 。

Ⅱ. 猶大邊界的西珥山, 乃是猶大邊界的一個山嶺, 在基列

耶琳的西邊。以色列人進迦南後, 這一西珥山乃是猶大

支派分得的地業( 書 15∶10) 。

西古提( 人)    ( Scythian )

1 . 簡介: 聖經中「西古提」一詞旁邊的符號並不是地名標

誌。乃是表示「西古提人」是個民族的專有名稱。西古

提人古時居住在黑海和裏海一帶, 原是高加索山脈以北

的遊牧民族。該民族凶猛好爭鬥, 時常南下入侵其他民

族。有資料認爲帕提亞人即是西古提族最重要的一個支

派。請參看本書「帕提亞」條。

2 . 聖經記載: 保羅說, 信靠基督的信徒, 就如同新造的人。

這新人會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的主的形像。這樣, 並不分

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開化的人、野

蠻的西古提人、作奴隸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

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 西 3∶9—11)

西拉   ( Sela , Selah )

1 . 地名原意:「岩石」、「絕壁」、「石城」。

2 . 其他名稱: 約帖( Jokt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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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54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西拉是以東的首都, 在死海 ( 即鹽海) 南約 80

公里, 地近曠野。

5 . 聖經記載: 猶大王亞瑪謝登基後, 進到鹽谷, 殺了一萬以

東人, 攻佔了他們的都城西拉, 把西拉改名叫「約帖」( 王

下 14∶7) 。「約帖」的原意本是「被 ( 耶和華 ) 神制服」的

意思。但是亞瑪謝得勝之後卻狂妄自大, 竟然把當地西

珥的神像帶回, 並且把它當做自己的神明, 向它叩拜燒

香, 因此激怒了耶和華神 ( 代下 25∶14—16) 。後來亞瑪

謝又蓄意向以色列王挑釁作戰, 結果竟被以色列王戰敗

擒捉而成爲俘虜( 代下 25∶17—23) 。

西拉( 井或池)    ( Sir ah, W ell of or Cister n of)

1 . 地名原意:「流動者」、「借入」、「轉向旁邊」。

2 . 其他名稱: 或即現今的「撒拉泉 Ain Sarah」

3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34 圖第四行第 1 格中希伯崙所

在地。

4 . 地理情況: 西拉是個井或蓄水池的名字, 在希伯崙西北約

5 里之處。

5 . 聖經記載: 西拉井是以色列的元帥押尼珥被約押派人追

回的地方, 其後押尼珥即被約押謀殺。當時大衛在希伯

崙僅作猶大支派的王時, 以色列的元帥押尼珥來到希伯

崙歸降大衛, 並且要去招聚以色列眾人來擁立大衛作全

以色列的王。大衛剛剛把押尼珥送走, 大衛的戰將約押

便從外地回到了希伯崙。他極力地對大衛說押尼珥乃是

詐降, 約押便瞞著大衛派人去追趕押尼珥。在西拉井追

上了他, 又把他帶回到希伯崙。約押把押尼珥領到希伯

崙的城門旁, 假裝要和他說機密話, 卻刺透他的肚子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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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了他。早先約押的弟弟亞撒黑追逼押尼珥時, 曾被押

尼珥刺殺於戰場上。這樣約押便認爲是報了殺弟之仇。

大衛聽到這一消息後, 痛心地說願殺害押尼珥的罪歸到

約押的頭上。① ( 撒下 3∶20—28, 請參看三第 34 圖及其

說明) 。

西拉哈瑪希羅結   ( Sela Ham mahlekoth )

1 . 地名原意:「逃脫的絕壁」、「分開( 隔離) 的磐石」。

2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第三行第 2 格瑪雲所在

地。

3 . 地理情況: 西拉哈瑪希羅結在瑪雲的曠野, 當是距離瑪雲

城鎮不遠的一個山崗。當年掃羅在這一山崗上追索大

衛, 雖近在咫尺, 雙方僅隔一個山頭, 卻始終未能追見大

衛, 因而得名。

4 . 聖經記載:

掃羅追趕大衛想殺害他, 有人告訴大衛, 他就去到一個多

有巖石的小山②, 住在瑪雲的曠野。掃羅聽見便在瑪雲

的曠野追趕大衛。掃羅在山這邊走,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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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約押謀殺押尼珥 , 乃是耶和華的律法諸多不能容許的罪惡。希

伯崙本是一座逃城, 凡是�傷人命者逃到此城 , 即可住在這裏聽候審判,

而不許被�殺者的親屬在此地殺人報仇( 書 20∶1—9) 。況且, 早先約押

的弟弟亞撒黑在戰場上窮追押尼珥不捨 , 乃是意在追殺押尼珥以顯耀自

己。押尼珥曾一再勸告亞撒黑離開自己 , 但亞撒黑卻不肯罷休, 因而被

殺 , 這也是不能與無理而故意殺人者比擬的( 撒下 2∶19—23) 。因此大衛

認爲約押是有罪的。只是約押正在掌握軍權, 無法制裁( 撒下 3∶39) 。所

以大衛臨終前, 乃遺命所羅門 , 除滅約押。( 王上 2∶5—6, 31—34)

撒上 23∶25, 和合本譯文爲「他就下到磐石」。有的英文譯本作

「He went to a rocky hill」, 即「他去到一個多有岩石的小山」。



在山那邊走。忽有使者來報告掃羅說: 非利士人犯境搶

掠, 請王快快回去。於是掃羅才不追趕大衛, 而回去攻打

非利士 人, 因此 那地方 名叫西 拉哈瑪 希羅結 ( 撒上

23∶25—28) 。

西流基   ( Seleucia )

1 . 地名原意:「白光」。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作「塞琉西亞」。

3 . 地理情況: 西流基位於敍利亞西北, 是靠近安提阿的一個

海口城市, 距離安提阿約 24 公里, 地勢險要, 乃是交通要

地。至今該地仍有兩個碼頭, 一個名叫保羅, 另一碼頭名

叫巴拿巴。可能即是由於保羅、巴拿巴外出傳道時, 路經

此地而命名的。西流基的地理位置請參看附錄三第 98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聖經記載:

1 )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外出傳道時, 即是從安提阿先到

西流基, 又從西流基坐船到居比路( 即現今的塞浦路

斯) 去的( 徒 13∶4) 。

2 ) 保羅、巴拿巴第一次傳道後, 坐船返回安提阿時, 必將

經過西流基( 參看徒 14∶26 , 及附錄三第 98 圖) 。

3 ) 巴拿巴帶著馬可再次外出傳道時, 由安提阿坐船往居

比路( 塞浦路斯) 去, 也必會經過西流基 ( 徒 15∶39, 參

看附錄三 98 圖) 。

西羅亞池   ( Siloam , Pool of)

1 . 地名原意:「流動之水」、「奉差遣」。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1 圖第四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西羅亞池位於耶路撒冷城內東南部的低處, 是

個長方形的川流不息的蓄水池, 可供飲用。尼希米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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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被擄後歸回耶路撒冷時, 又修建了耶路撒冷的

城牆, 其中有一段乃是在西羅亞池旁, 緊接著王家花園的

那段城牆( 尼 3∶15) 。猶太歷史學家約西弗( Josephus) 有

考證說, 當年的西羅亞池乃是鑿石而成的。池水的泉源

來自俄斐勒山東坡岩石中的一個洞穴。水泉名叫基訓泉

( Gihon Spring) , 又叫童女泉( Fountain of the Virgin) 。泉

水穿過希西家開鑿的隧洞 ( 王下 20∶20 ) , 俯流而下注入

西羅亞池。池水流動緩慢, 漸漸洩入汲淪溪, 即灌溉谷中

的花園。新約時代, 池水多作治病或洗滌用水。當年開

鑿的西羅亞池長約 19 米, 寬約 6 米, 深約 6 米有餘。①

4 . 聖經記載:

1) 先知以賽亞論到以色列人背逆耶和華的訓誨, 竟像厭棄

西羅亞緩慢的水流一樣。因此預言說神將使亞述王的

大軍, 如同大河翻騰, 猛然衝來, 漫過一切的水道, 淹沒

猶大地區, 漲溢氾濫, 直到人的頸項( 賽 8∶5—8) 。

2 ) 耶穌曾醫治一個瞎眼的人, 叫他往西羅亞池子裏洗一

洗眼睛。他一洗之後, 回頭就能看見了( 約 9∶7—11) 。

西羅亞樓   ( Siloam , Tower of)

1 . 所在位置: 位置可參考附錄三第 71 圖第四行第 3 格西羅

亞池處。

2 . 地理情況∶據考證此樓即在西羅亞池附近, 現已成爲廢

墟。

3 . 聖經記載∶耶穌曾經對人們講過∶「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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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羅亞池的原來長、寬、深度各種資料說法懸殊甚大。本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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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死 18 個人。你們以爲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

人更有罪嗎?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

如此滅亡。」( 路 13∶4—5 )

西乃( 山)    ( Sinai)

1 . 地名原意:「密佈叢林」。

2 . 其他名稱:

1 ) 何烈山。

2 ) 神的山。

( 以上名稱請對照參看出 3∶1; 18∶5; 19∶2, 11)

3 ) 今譯作西奈。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此山共有三個山峰, 最高峰海拔 2285 米。猶太教、伊

斯蘭教、基督教( 包括信奉基督的天主教和東正教) 都

以此山爲聖地。

2 ) 公元後 527 年羅馬皇帝猶斯廷尼安 ( Justinian) 在西乃

山東坡建立了加他林 ( Catharine ) 修道院。院內遍地

種植無花果、橄欖、松柏等樹木。其後, 由於種族及宗

教的矛盾衝突, 此院屢經毀壞, 又屢經修復。院內的

圖書館藏書甚多, 大多是希臘文、亞拉伯文、敍利亞

文、埃提阿伯等文字的古抄寫本。公元 1844 年至

1859 年間, 提森道夫 ( Tischendorf) 在該館內找到了耶

穌降生後 400 年時抄寫的經卷及古書。① 公元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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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些經卷及古書都是用最好的犢皮紙以秀麗的書法抄寫的。

其內容包括了新約的全部及部分舊約與巴拿巴等人的書信。這些抄

本 , 現分別存於英國博物院及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內。



年, 路易斯( Lewis) 夫人發現了耶穌降生後 5 世紀時抄

寫的亞蘭文福音書一部。這些書卷都是十分珍貴的。

3 ) 埃及獨立後, 西乃及西奈半島原屬埃及。公元 1967 年

經過六天戰爭之後, 以色列管轄了此地。1979 年西乃

又歸還埃及。現在這裏仍是某些人朝聖和旅遊的勝

地。

5 . 聖經記載:

1 ) 摩西在米甸曠野牧養羊群 40 年時, 有一天他到了神的

山, 就是何烈山( 亦即西乃山) 。神呼召摩西回到埃及

去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爲奴之地領出來。「神說: 『我必

與你同在,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 你們必在這

山上事奉我。』」( 出 3∶1—12)

2 ) 摩西回到他的岳父那裏與他告別之後, 隨即帶著妻子

和兩個兒子回埃及去。摩西的哥哥亞倫蒙神指示去

到西乃曠野迎接摩西。他們也是在神的山 ( 即西乃

山) 那裏相會的( 出 4∶18—27) 。

3 )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離埃及後, 來到了西乃山安營

( 出 19∶1—2) 。耶和華臨到西乃山頂上, 並且把摩西

召上山去面諭摩西( 出 19∶20—22) 。摩西下山後向以

色列人傳講了神的十條誡命, 其後又講述了神曉諭以

色列人的一切律例、典章、法度、細則、條律 ( 出 19∶25,

40∶35) 。

4 ) 先知以利亞在迦密山被神重用, 除滅了巴力的先知之

後, 亞哈王的妻子耶洗別定意要殺害以利亞。以利亞

一度曾坐在羅騰樹下求死。但神的使者卻把他指引

到神的山, 就是何烈山( 即西乃山) 。神在這座山上又

托付給以利亞三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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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膏立哈薛作亞蘭王;

②膏立耶戶作以色列王;

③膏立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以利亞的工作 ( 王上 19∶1—

16 ) 。

5 ) 耶穌受難後, 司提反殉道前在講道時也曾提到, 摩西

當年在西乃山的曠野領受了神的使命。他率領以色

列人出了埃及後, 又在西乃山的曠野把神的聖言傳給

了以色列人( 徒 7∶30—38) 。

6 ) 保羅認罪、悔改、接受基督作救主之後, 曾到過亞拉伯

( 加 1∶17 ) 。當時西乃山的所在地即稱爲亞拉伯 ( 加

4∶25) 。保羅悔改信奉基督之前, 曾在猶太著名學者迦

瑪列門下受教, 通曉嚴謹的西乃山律法, 他原來是逼

迫基督徒的 ( 徒 22∶3—4) 。保羅在亞拉伯西乃山旁的

一段時間裏, 當會更加深刻地認識到, 人是無法自我

完善的( 羅 3∶9—10 ) , 而只有接受耶穌的救恩才能成

爲「新造的人」( 林後 5∶17) 。

7 ) 當年許多加拉太人信奉了基督的救恩之後, 仍舊堅守

猶太教的各項律法細則。因此保羅寫信給加拉太人

說, 西乃山的誡命、律法、典章、條例, 乃是神與以色列

人所立的律法之約 ( 加 4∶24—25 ) 。但沒有一個人能

因爲完全遵行西乃的律法而被神稱義。西乃的律法

只是爲了使人知道自己有罪 ( 羅 3∶20) 。這樣西乃的

律法就像是個訓蒙的師傅, 要引導人到基督這裏來接

受他作爲救主, 使人「因信稱義」( 加 3∶24) 。

汛   ( Sin )

1 . 地名原意:「荊棘」、「泥潭」。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三行第 2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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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地理情況: 汛曠野與尋曠野乃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汛曠野在以琳和西乃中間 ( 出 16∶1 ) , 約相當於現今

西奈半島的西南部, 在德伯特蘭勒區 ( Debbeter-Ram-

leh) 。

4 .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於猶太曆法正月十五日離開埃及。

( 民 33∶3) 過了一個月, 在二月十五日到了汛的曠野安

營。這時以色列人缺乏糧食向摩西爭鬧, 於是耶和華

從汛的曠野開始, 每天把日用的嗎哪從天上降下來, 賜

給以色列人, 共歷 40 年之久( 出 16∶1—35) 。

伊甸   ( Eden)

1 . 地名原意:「樂園」、「喜樂」、「極樂」、「平原」。

2 . 其他名稱: 神的園( 結 28∶13, 31∶8) 。

3 . 所在位置: 或在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處。

4 . 有關資料: 關於伊甸的情況, 聖經中自從記述洪水之後,

對它的記載甚少。因此它的舊址至今尚難確定, 今根據

一些聖經學者的著述, 簡單介紹如下:

1 ) 聖經中論到伊甸園時, 曾說它「在東方的伊甸」( 創

2∶8) 。聖經中所說的東方, 多指迦南以東的地方, 例

如:

①亞伯拉罕老年間, 把他庶出的兒子們打發到東方去

( 創 25∶6) 。

②雅各到了米所波大米的上游時, 聖經上說他「到了

東方人之地」( 創 29∶1) 。

③耶穌降生時,「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 太 2∶1) 。

故此,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一致認爲, 伊甸必在迦南的

東方。

2 ) 聖經記述說, 伊甸地區有四道河流, 即是比遜河、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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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希底結河和伯拉河( 創 2∶10—14 ) 。伯拉河即是現

今的幼發拉底河, 希底結河即是現今的底格里斯河,

這兩條河都在米所波大米, 即現今的美索不達米亞。

由此推論, 伊甸當即在該處一帶。

3 ) 基訓河, 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不少的學者認爲, 這裏所

提到的古實並不是非洲的古實, 而是在希底結河東邊

的古實①。而基訓河, 可能即是現今的迪亞拉河 ( Diy-

ala) 。②

4 ) 比遜河, 或即是現今的卡侖河( Karun) 。③

5 ) 另有論證說, 以西結書中曾多次提到伊甸 ( 結 28∶13;

31∶8—9, 16—18; 36∶35 ) 。而以西結書多是先知以西

結在迦巴魯河邊所見到的異象( 結 1∶1) 。迦巴魯河乃

是巴比倫東南部供灌溉用的人工水渠。根據當地的

傳說, 距離迦巴魯不遠處的以利都( Eridu) 即是伊甸的

舊址。④

5 . 聖經記載 : 耶和華神把亞當、夏娃安置在伊甸園中。當

時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本來耶和華曾吩咐亞當

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

惡樹上的果子 , 你不可吃, 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

是那古蛇魔鬼卻故意改變耶和華的原話, 試探夏娃說:

「神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夏

娃被魔鬼所誘惑 , 竟與它款款而談, 並且把耶和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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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新聖經詞典》第 4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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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聖經手冊》第 238 頁。



話, 隨便增刪字句 , 任意減輕耶和華所定爲「必死」的警

戒。夏娃說, 耶和華說過, 伊甸園當中那棵分別善惡樹

上的果子 ,「你們不可吃 , 也不可摸, 免得你們死。」夏娃

把耶和華的原話由「必定死」改成了「免得死」, 魔鬼則

進一步對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夏娃和亞當相繼違

背了耶和華的吩咐, 因而被趕出了伊甸樂園 ( 創 2∶16—

17 , 3∶1—4, 24 ) 。

6 . 另有一個同名叫伊甸的地方 ( 王下 19∶12; 賽 37∶12 ; 結

27∶23 ) , 或即是伯伊甸( 摩 1∶5 ) 。此地在伯拉河中部, 現

名比特·阿丁尼( Bit Adini) 。

伊磯倫   ( Eglon)

1 . 地名原意:「犢」、「小仔」。

2 . 其他名稱: 即今「帖爾·埃勒·黑斯( Tell el-Hesi)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四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伊磯倫在迦南的西南部, 位於拉吉以西。原是

亞摩利人的一個邦國的王城。

5 . 聖經記載:

伊磯倫王曾與其他四個邦國的王聯盟與約書亞作戰 ,

結果兵敗而死 , 約書亞攻取了伊磯倫後, 分給猶大支

派爲業 ( 書 10∶5—35 , 15∶21 , 3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⑨ ) 。

印度   ( India )

1 . 地名原意:「你們獻上感謝」、「你們逃逸」。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5 圖第三至四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即現今的印度西部地區。

4 . 聖經記載: 波斯帝國極盛時期, 從印度( 河) 直到古實, 統

管 127 個省( 斯 1∶1,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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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劃

庇哩亞   ( Ber oea )

1 . 地名原意:「浸水」、「被宰殺」。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庇哩亞是馬其頓西南部的一個城市, 在帖撒羅

尼迦西面約 75 公里。相當於現今的希臘境內。在羅馬

統治時期, 馬其頓被劃分爲 4 個區, 庇哩亞一帶乃是其中

的一個區。

4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佈道時, 他和西拉二人一度被下在腓

立比的監牢裏。他們被釋放後, 又到帖撒羅尼迦去傳

講耶穌乃是世人的救主( 徒 16∶12—17∶3 ) 。由於猶太

人聚眾鬧事反對保羅, 當地的門徒們「隨即在夜間打

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那地方的人喜歡接受真

道,「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

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又趕到庇哩亞,

聳動攪擾眾人。當時信徒們只好又送保羅往海邊去,

並從海邊又把保羅送到了雅典。只是西拉和提摩太

都留在庇哩亞, 繼續幫助當地的信徒( 徒 17∶5—15) 。

2 ) 保羅最後一次到耶路撒冷去, 曾帶著馬其頓等地聖徒

的捐獻, 要饋贈給耶路撒冷的貧苦聖徒 ( 徒 24∶17; 羅

15∶25—26) 。去耶路撒冷之前, 保羅在馬其頓,「走遍

了那一帶地方, 用許多話勸勉門徒」。那一帶地方當

也包括庇哩亞在內( 徒 20∶1—2) 。和保羅同去的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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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人所巴特, 可能即是庇哩亞教會差派的贈款代表,

足見這時庇哩亞的聖徒已經逐漸增多, 且有愛心顧念

別處的教會事工了( 徒 20∶4 ) 。

庇推尼   ( Bithynia )

1 . 地名原意:「激烈衝動」。

2 . 其他名稱: 今譯爲「比希尼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一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庇推尼位於小亞細亞西北部, 地處黑海沿岸,

使徒時代是羅馬統治下的一個省, 庇推尼境內多有山嶺

狹谷, 地勢非常險要, 羅馬皇帝底俄克利田 ( Diocletian)

曾把本省的大城尼可米太( Nicomedia) 定爲東都。

5 . 聖經記載及歷史記述: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佈道時, 曾與西拉和提摩太想要往庇

推尼去傳道, 但耶穌的靈卻阻止他們, 他們便離開亞

洲的每西亞、特羅亞等地, 而進入歐洲的馬其頓去傳

講福音( 徒 16∶7—12) 。

2) 耶穌的靈雖不許保羅去庇推尼傳道, 而使他到歐洲去傳

揚救恩, 但卻並非棄絕庇推尼人。耶穌升天時曾囑咐門

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可 16∶15—16) 。後來「門徒出去, 到處宣傳

福音。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蹟隨著, 證實所傳的道」( 可

16∶20) 。有些門徒便曾到庇推尼去宣講基督的救贖, 使

庇推尼的一些人也悔改成爲基督徒。所以彼得寫信給

小亞細亞半島的聖徒時, 提到了庇推尼的蒙耶穌的寶血

拯救、藉著聖靈成爲聖潔的信徒們( 徒前 1∶1) 。聖經沒

有講明誰去庇推尼傳道作工, 但這一節經文卻顯明了他

們的勞苦並未徒然( 林前 1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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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歷史記述公元 111—113 年間, 羅馬的法律學家伯力尼

( Pliny) 作庇推尼的總督。當時該地區信徒甚多且常

遭逼迫。伯力尼奏告羅馬皇帝, 稱譽基督徒的品德行

爲, 從而緩解了逼迫, 保護了基督教會。

庇耳拉海萊   ( Beer Lahai Roi)

1 . 地名原意:「永生上主顧念我的井」。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 圖第四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庇耳拉海萊原是曠野中的一個水泉, 後來以撒

也曾在這一地區居住, 此地在從別是巴去往埃及、書珥道

路旁的曠野中, 位於加低斯的西方。

4 . 聖經記載:

1 ) 亞伯拉罕的妻子撒萊把她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亞

伯拉罕爲妾。但夏甲懷孕後竟輕視主母撒萊, 撒萊便

苦待夏甲, 夏甲沿著通往書珥和埃及的大道, 逃向了

自己的故鄉。耶和華的使者在書珥路上的曠野水泉

旁遇見了夏甲, 叫她仍要回到她的主母撒萊那裏, 並

且說耶和華要使她的後裔繁多, 她將生一個兒子, 名

叫以實瑪利。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夏甲就稱那

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爲看顧人的神。因而說:「在這裏

我不是也看見了那顧念我的神了嗎?」( 創 16∶13 原文

新譯) 所以那口井便叫庇耳拉海萊①。夏甲聽從了耶

和華使者的話, 又回到了主母撒萊那裏, 給亞伯拉罕

生下了以實瑪利( 創 16∶1—16) 。

2 ) 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早先曾在庇耳拉海萊居住或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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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羊。一天傍晚他正在田間默想的時候, 亞伯拉罕

的老僕人爲以撒帶來了利百加給他爲妻 ( 創 24∶62—

67, 請參看附錄三第 5 圖說明 6) 。「那時以撒已經遷

移到庇耳拉海萊的曠野, 住在迦南南部。」( 創 24∶62 原

文新譯)

3 ) 亞伯拉罕死了以後, 神賜福以撒, 以撒在靠近庇耳拉

海萊的地方居住 ( 創 25∶11, 請參看附錄三第 5 圖說

明⑧) 。

4 ) 有些聖經學者推論, 以撒和利百加乃是住在庇耳拉海

萊時, 得到了雙生兒子以掃和雅各的。因爲:

①創 25∶11 的經文原意是:「亞伯拉罕死後, 神賜福給

他的兒子以撒。以撒住在庇耳拉海萊附近。」( 新譯

文) 此處並非是說亞伯拉罕死後, 以撒才住在庇耳

拉海萊附近。以撒早就 在庇耳拉 海萊住過 ( 創

24∶62) 。

②亞伯拉罕在希伯崙又娶了一妾( 代上 1∶32) , 並且生

有子孫( 創 25∶1—4) 。以撒在他的生母撒拉死後,

他和利百加夫妻二人, 未見有與亞伯拉罕同居一城

的經文記載。只有在亞伯拉罕死後, 聖經才記載

說: 他的兩個兒子以撒、以實瑪利把他埋在希伯崙

的麥比拉洞裏( 創 25∶8—9) 。

別是巴   ( Beer Sheba)

1 . 地名原意:「誓約井」、「七井」。

2 . 其他名稱: 也被譯作別示巴, 近代譯名爲貝爾謝巴。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別是巴在猶大南地的曠野地區, 靠近非利士人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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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東北距希伯崙約 45 公里。因爲亞伯拉罕、以撒

曾在此處掘井, 並且和非利士人的基拉耳王立約, 因

此當地被稱爲「誓約井」, 其希伯來語是「別是巴」。

2 ) 現今的貝爾謝巴( 即別是巴) , 乃是以色列蓋夫地區的

中心城市和南部區首府。1982 年統計約有 11 萬人。

5 . 聖經記載:

1 ) 當亞伯拉罕寄居在非利士人之地時, 曾到別是巴挖了

一口井, 而當地人霸佔了它。當地的王亞比米勒看出

亞伯拉罕所作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便與亞伯拉罕起誓

立約, 要互相厚待。亞伯拉罕並且在別是巴栽了一棵

垂絲柳樹, 在那裏求告耶和華的名 ( 創 21∶22—33 ) 。

亞伯拉罕在別是巴曾居住一些時日( 創 22∶19 , 參看第

4 圖說明③、⑤) 。

2 ) 有一天, 亞伯拉罕的妾、埃及人夏甲所生的兒子以實

瑪利, 取笑撒拉所生的兒子以撒。① 因此亞伯拉罕的

妻子撒拉定要夏甲母子二人從家中出去。夏甲帶著

年約 15 歲②的兒子以實瑪利離開亞伯拉罕後, 他們在

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所帶的水也用盡了。母子二

人便相對而坐, 放聲大哭。這時耶和華的使者向夏甲

顯現, 應許以實瑪利的後裔要成爲大國。神使夏甲的

眼睛明亮, 她就看見了一口水井, 便去用皮袋盛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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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給以實瑪利喝。其後以實瑪利住在巴蘭的曠野, 夏

甲從埃及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 21∶9—21) 。

3 ) 以撒因爲饑荒也曾一度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寄居, 漸

漸地到了別是巴, 耶和華在別是巴向以撒顯現, 以撒

就在那裏築壇求告耶和華的名。當地非利士人的王

也來和以撒起誓立約, 就在那一天, 以撒的僕人來向

以撒告知挖井的事說: 已經得到水了。他就給那口井

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座 城便叫做別 是巴① ( 創

26∶1—33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 圖說明②、④、�11 各項) 。

4 ) 雅各 曾跟 隨他 的父 親以 撒到 別是 巴居 住過 ( 創

26∶23) 。當他騙得長子的名分後, 爲了躲避他的哥哥

以掃, 便由別是巴出發到哈蘭去娶妻 ( 創 28∶10 ) 。其

後, 雅各又回到迦南。當他老年間下埃及度荒時, 路

經別是巴曾向神獻祭, 神在別是巴向雅各顯現說要使

雅各( 即以色列) 的後裔在埃及成爲大族( 創 46∶1—4,

請參看附錄三第 7 圖說明④、⑤、�16 各項) 。他們下埃

及之後,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養眾多 ( 出 1∶1—12 ) 。他

們住在埃及共有 430 年, 而從埃及出來的時候, 除了

婦女和孩子, 步行的男子即有 60 萬人( 出 12∶37—41) 。

5 ) 撒母耳年紀老邁時, 曾立他的兩個兒子在別是巴作士

師( 審判官) 。但是他的兒子不遵行撒母耳所遵行的真

道, 他們貪圖財利, 收受賄賂, 屈枉正直( 撒上 8∶1—3) 。

當時的士師並不是世襲的制度( 參看士師記) 。而且

在撒母耳年少時, 作祭司的老以利也曾有兩個不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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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爲非作歹( 撒上 2∶22—24 ) 。那時, 神曾親自向少

年撒母耳說過, 因爲以利知道自己的兒子作孽, 自招

詛咒, 卻不禁止他們, 故此神要刑罰以利的全家。但

在幾十年之後, 當撒母耳步入老年時, 竟把自己兩個

敗壞的兒子立爲士師, 實爲失當( 撒上 3∶11—13) 。

6 ) 先知以利亞, 在迦密山使以色列人重新認識到惟有耶

和華是真神, 同時殺了巴力的眾先知。因此祭奉巴力

的王后耶洗別定意要殺害以利亞。當以利亞逃避耶

洗別時, 曾到過別是巴的曠野, 甚至在羅騰樹下求死。

那時耶和華的使者向以利亞顯現, 使他重新得力量,

奔向神的山, 即是何烈山 ( 王上 19∶1—8, 請參看第 48

圖說明⑥、⑦、⑧各項) 。

7 ) 古時以色列的南部國界即在「別是巴」一帶, 而其北部

國界則在「但」這一地區。聖經中論到全以色列時, 常

提到「從但直到別是巴」( 撒下 3∶10, 17∶11 等多處經

文) 。或是說「從別是巴直到但」( 代上 21∶2 等處經

文) 。

8 ) 別是巴是耶和華先後向多人顯現的地方。但因以色

列人硬著心祭拜偶像, 卻受到了先知阿摩司的責備

( 摩 5∶5) 。

別加   ( Perga)

1 . 地名原意:「衛城」。

2 . 其他名稱: 今譯名爲佩爾吉。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8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別加原來是羅馬統治時期所屬旁非利亞省的

一個重要海港, 距海岸約 15 公里, 從別加出發的船隻, 可

以通過格斯得河 ( Cestris) , 經過亞大利進入地中海。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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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加乃是海陸交通要道。相當於現今土耳其境內安塔

利亞( Attalia) 港的北部。安塔利亞即是亞大利。由於公

元 1084 年亞大利被定爲省城, 別加的海運乃爲亞大利所

取代。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巴拿巴、馬可等人第一次外出佈道時, 曾「從帕

弗開船, 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那稱呼馬可的約翰卻

在別加 離開保羅 和巴拿巴, 回耶路撒 冷去了 ( 徒

13∶13) 。

2 ) 在馬可離開別加的前後, 顯然由於保羅等人的傳道,

別加已經有人要悔改而相信基督。故此, 當保羅和巴

拿巴離開別加到別處去傳講福音後, 在返回的路途

中, 他 們又「來 到 旁非 利 亞, 在別 加講 了 道」( 徒

14∶24—25 ) 。

3 ) 正是由於馬可從別加的離去, 便導致了保羅第二次外

出佈道時, 與巴拿巴意見不一。保羅本想與巴拿巴

「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羅因爲

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 不和他們同去作工,

就以爲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起了爭論, 甚至彼此分

開。巴拿巴帶著馬可, 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羅揀選了

西拉 ⋯⋯ 走遍敍 利亞、基利家 堅固眾 教會。」( 徒

15∶36—41)

別迦摩   ( Pergamos)

1 . 地名原意:「高地」、「大結合」。

2 . 其他名稱: 現在叫做伯迦瑪( Bergam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03 圖第二行第 2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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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別迦摩位於小亞細亞的每西亞境內, 相當於現今的土耳

其西部, 該城西距地中海僅 20 餘公里。羅馬統治時期別

迦摩一度是亞西亞省的省會, 當時曾以美術文學著稱。

城內有 4 座著名廟宇, 其中丟斯的廟壇高達 4 丈, 是古代

世界奇觀之一。

5 . 聖經記載及有關記述:

1 ) 使徒約翰寫給亞西亞教會的書信( 啟示錄 ) 中, 把別迦

摩列爲亞西亞的 7 個教會之一( 啟 1∶11) 。

2 ) 歷史記述, 羅馬逼迫基督教會時, 第一個被殺害的基

督徒安提帕便是在別迦摩殉道的。聖經記載神稱讚

別迦摩教會的話說:「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

們中間、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 你還堅守我的名,

沒有棄絕我的道」( 啟 2∶12—13) 。有人認爲, 此處經

文中所說的「有撒但座位之處」、「撒但所住的地方」,

指的即是該城受假神的影響較大。

3 ) 別迦摩的信徒中,「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也有人

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因而受到了神的

責備( 啟 2∶14—15) 。巴蘭被彼得列在假先知之中( 彼

後 2∶15, 參看彼後 2∶1) , 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爲也是神

所恨惡的( 啟 2∶6 ) 。所以神警戒別迦摩的這些信徒應

當及時悔改( 啟 2∶16) 。

伯巴拉   ( Beth Bara h)

1 . 地名原意:「可以涉水而過的地方」、「渡口」、「進餐之

處」。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1 圖第四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伯巴拉的確切位置不詳。但聖經記載基甸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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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米甸人時, 曾差遣人到以法蓮山地, 要求以法蓮支派的

人一起攻擊米甸人, 並且要「爭先把守約但河渡口, 直到

伯巴拉」。由此可知, 伯巴拉必是位於以法蓮東方的約

但河西岸上的一個渡口。

4 . 聖經記載: 以色列的士師基甸, 以精選的 300 人( 士 7∶7 ) ,

戰勝了米甸 13 . 5 萬人的大軍 ( 士 8∶10 ) , 並且由以法蓮

支派的人把守約但河邊的伯巴拉等渡口, 截斷了米甸人

渡河逃跑的歸路。米甸人初戰時被殺的有 12 萬人。很

可能都是在伯巴拉等渡口被堵截消滅的 ( 士 7∶24—25,

8∶10) 。

伯大尼   ( Betha ny)

1 . 地名原意:「苦難之處」、「無花果之家」或「棗園」的意

思。

2 . 其他名稱: 另有譯名叫「貝瑟尼」。

聖經中有兩個伯大尼:

Ⅰ. 橄欖山旁的伯大尼 ( 參看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3

格)

Ⅱ. 約但河外的伯大尼 ( 參看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4

格)

今分述如下:

Ⅰ. 橄欖山旁的伯大尼

1. 位置: 伯大尼乃是一個小村莊, 離耶路撒冷約 3 公

里, 在耶路撒冷到外地的大路上。聖經記載耶穌曾

在伯大尼使死去的拉撒路復活, 後來這一村莊被稱

爲拉撒路裏, 延續至今。現在橄欖山的東南坡上, 仍

存有這一小村的舊址, 人口約 3000 餘人。該村在

1949—1967 年時屬約但管轄。曾有許多基督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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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瞻仰。

2. 聖經記載:

1) 伯大尼的馬大、馬利亞、拉撒路姐弟三人是耶穌素

日所喜愛的門徒。有一次耶穌到了伯大尼, 馬大

把他接到家裏。她妹妹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安靜地

坐著聽他講道。馬大伺候的事多, 心裏忙亂, 想請

耶穌吩咐馬利亞來幫助她。耶穌對她說:「馬大,

馬大! 你爲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

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

去的。」( 路 10∶38—42)

2) 伯大尼的拉撒路患病後, 他的姐姐馬大和馬利亞

曾打發人去請耶穌。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 乃

是爲神的榮耀, 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耶穌在

所住的地方( 約但河外 ) 又停留了兩天, 便過河到

伯大尼去。在路上耶穌知道拉撒路已經死了, 便

對門徒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

他。」耶穌到了拉撒路的墳墓那裏, 那墳墓是個洞,

有一塊石頭擋著墓門。耶穌叫人把石頭挪開。拉

撒路的姐姐馬大對耶穌說:「主啊, 他現在必是臭

了。因爲他死了已經四天了。」耶穌說:「我不是對

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人們把石

頭挪開之後, 耶穌舉目望天禱告, 禱告完了, 就大

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拉撒路就復活出來

了。那些來看望馬利亞的猶太人, 看見耶穌所行

的神蹟, 就多有信他的( 約 11∶1—45) 。

3) 逾越節前六天, 即耶穌受難前一週的禮拜五, 他又

一次來到伯大尼。在那裏, 門徒在被耶穌治好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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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病的西門家中預備筵席, 馬大、馬利亞、拉撒路

都在席中。馬利亞趁耶穌坐席的時候, 拿出一瓶

極貴重的真哪噠香膏來, 打破玉瓶, 把膏澆在耶穌

的頭上, 用膏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

屋裏就充滿了膏的香氣。那個將要出賣耶穌的猶

大生氣地說: 何必這樣枉費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

賣 30 兩銀子賙濟窮人。耶穌卻說:「她在我身上

作的是一件美事。因爲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

向他們行善, 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

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爲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

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無論

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爲

紀念( 約 12∶1—8; 可 14∶3—9)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

耶穌在伯大尼, 就來到那裏, 不但要見耶穌, 也是要

看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 好些猶太人因此相

信了耶穌是他們的救主( 約 12∶9—11) 。

4) 耶穌受難前的那個禮拜天 ( 再過五天就是耶穌被

釘十字架的日子) , 耶穌是從伯大尼進入耶路撒冷

的。他先打發兩個門徒往對面村子牽來一匹驢

駒。耶穌騎在上面, 在人群的歡呼聲中, 進了耶路

撒冷城。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 奉主

名來的, 是應當稱頌的。」( 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

思, 在此乃是稱頌的話, 可 11∶1—11; 路 19∶28—

40 ) 耶穌入城後, 進了聖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

的人, 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

凳子。對他們說, 經上記著說: 『我的殿必稱爲禱

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爲賊窩了。』在殿裏有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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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瘸子到耶穌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們 ( 太 21∶12—

14 ) 。」到了晚上, 耶穌便和 12 個門徒出城, 在伯大

尼住宿( 太 21∶17; 可 11∶11) 。

5) 耶穌受難前的最後幾天, 耶穌每日在殿裏教訓人,

每夜都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 路 21∶37; 可 11∶19) 。

6)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 也是在伯大尼的對面升天

的。升天之前, 他多次向門徒顯現,「開他們的心

竅, 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

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並且人要

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

萬邦( 路 24∶45—47) 。」耶穌復活後,「將自己活活

地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 徒 1∶3) 。」耶穌又「領

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 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

福的時候, 他就離開他們, 被帶到天上去了 ( 路

24∶50—51) 。」

Ⅱ. 約但河外的伯大尼

1. 位置: 這一伯大尼在聖經古卷中叫做伯大巴喇。伯大

巴喇的意思是「渡口之屋」。關於它的地理位置, 多

數學者認爲它在距離耶利哥不遠的約但河東岸。①

2. 聖經記載:

1) 施洗的約翰曾經在伯大尼爲耶穌作見證說:「我給

他解鞋帶也不配。」( 約 1∶27—28)

2) 次日,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 就說:「看哪! 神

的羔羊, 背負世人罪孽的⋯⋯我曾看見聖靈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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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從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約 1∶29—32)

3) 再次日, 施洗約翰的兩個門徒信從了耶穌。這兩

個門徒中有一個人是安得烈, 安得烈便找到自己

的哥哥彼得, 領他也信從了耶穌。以後耶穌又選

召了腓力和拿但業作門徒。這幾個人都是耶穌在

伯大尼或伯大尼附近呼召的 ( 約 1∶35—51, 請參看

附錄三第 82 圖) 。

伯大巴喇   ( Betha bar a)

地名的意意是過渡之地」或「用餐之地」。伯大巴喇即是約

但河東的伯大尼。請參看約 1∶28 小字註釋, 參閱本書「伯

大尼」條。

伯法其   ( Bethpha ge)

1 . 地名原意:「鮮無花果之家」。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它是位於耶路撒冷東邊、挨近橄欖山的一個村

莊。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聖經上常把伯法其和

伯大尼同時並稱。

4 . 聖經記載: 耶穌受難前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時, 便是在伯法

其和伯大尼打發門徒牽來驢駒, 而後又在人群的歡呼中

進城的( 可 11∶1—11; 太 21∶1; 路 19∶29 ) 。

伯和崙   ( Beth Horon )

1 . 地名原意:「穴洞房屋」、「空虛之地」。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伯和崙是位於以法蓮與便雅憫交界處的兩個村

鎮, 即上伯和崙與下伯和崙。兩村相距 3 公里, 上村高於

下村約 240 米, 皆屬於以法蓮地區。下伯和崙在耶路撒冷

西北約 18 公里, 控制著從地中海西岸到約但河的交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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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也是南北要衝的關隘。因此成爲歷代以來兵家爭戰之

地。自從約書亞進軍迦南之後, 迦南、以色列、非利士、埃

及、敍利亞、羅馬以及十字軍等各族各國軍旅, 經常行經此

地, 直到公元 300、400 年之前, 伯和崙才逐漸衰落。

4 . 聖經記載:

1) 上、下伯和崙乃是以法蓮的孫女兒 ( 即雅各的曾孫女

兒) 捨伊拉修建的( 代上 7∶23—24 ) 。

2 ) 約書亞戰敗亞摩利的 5 個王之後, 曾追擊他們的軍

兵, 經過伯和崙的上坡路, 當亞摩利的軍兵逃跑在伯

和崙下坡的時候, 耶和華從天上降下大塊的冰雹, 砸

在亞摩利人的身上。甚至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

所殺的還要多( 書 10∶9—11,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中

的⑤, 由基遍攻向伯和崙的圖示) 。

3 ) 非利士人到密抹入侵以色列時, 曾分兵三隊向東、西、

北三方攻擊以色列人。其中向西侵襲的一隊, 即是往

伯和崙方向進攻的( 撒上 13∶5 , 17—18, 請參看附錄三

第 27 圖及其說明⑧) 。

4) 所羅門王時多有內政及邊防的建設。他修建或加固了

許多城邑, 其中便有下伯和崙作爲駐防城( 王上9∶17, 參

看附錄三第 39 圖中耶路撒冷西北方的伯和崙) 。

5 ) 當埃及王示撒進攻猶大時, 不僅攻入了耶路撒冷等

地, 根據考古資料, 伯和崙等城當亦落入埃及人手

中。① ( 代下 12∶2—5)

—551—

① 根據考古學者發現的碑文記述 , 示撒由耶路撒冷向東北攻到

毘努伊勒 , 向西北直攻到米吉多等地 , 伯和崙位於耶路撒冷和米吉多之

間 , 必難倖免。請參看第 43 圖及注。



伯拉( 大) 河   ( Euphra tes)

1 . 地名原意:「多結果實」、「豐饒」、「突進」。

2 . 其他名稱:

1 ) 舊約亦稱大河( 出 23∶31 ) 。

2 ) 今譯爲幼發拉底河。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 伯拉河是亞洲西部最主要的河流, 全長 2670 公里, 與

底格里斯河( 聖經譯爲希底結河 ) 並稱西亞兩大著名

河流。沿岸土地肥沃, 是重要的農產區, 也是古代文

化發源地之一。

2 ) 伯拉河起源於亞西亞的山地 ( 今土耳其境內) 。它先

向地中海方向流往敍利亞平原, 又折往東南經過迦勒

底( 即巴比倫一帶, 今伊拉克境內) , 最後匯入波斯灣。

3 ) 舊約聖經記載亞伯拉罕曾離開迦勒底 ( 古巴比倫地

區, 參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 , 先到了伯拉河

上游東岸的哈蘭( 創 11∶31 , 參看附錄三第 2 圖第一行

第 3 格) 。又從哈蘭渡過伯拉河進入迦南 ( 今巴勒斯

坦) 。迦南當地人稱呼亞伯拉罕是「渡河而來的人」。

古時「希伯來」一詞的原意乃是「渡河」、「越過」, 故此

亞伯拉罕被稱爲「希伯來人」( 創 14∶13) 。

4) 希伯來人在古迦南初建以色列國時, 其極盛時代的東北

地區國境即以伯拉大河爲界( 王上 4∶21) 。那時的以色

列東北地區在古代稱爲亞蘭, 後來被稱爲敍利亞( 請參

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 3 格) , 即現今的敍利亞領土。

5 . 聖經記載:

1 ) 亞伯拉罕曾離開迦勒底, 先到達伯拉大河上游東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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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蘭, 又從哈蘭渡過伯拉大河而進入迦南。因此當地

人稱其爲「渡河而來的人」。又因古時「渡河」一詞的

語音近似「希伯來」, 所以亞伯拉罕及其後代即被稱爲

「希伯來人」( 創 14∶13) 。

2 ) 古代以色列國極盛時期的東北邊界即是伯拉大河( 王

上 4∶21) 。

3 ) 有 4 條河從亞當夏娃居住的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

伯拉大河即是其中的一條( 創 2∶7—14) 。

4 ) 聖經也記述了挪亞的後代形成了不同的邦國, 且曾在

此河附近發生過戰爭。例如, 瑣巴王爲了鞏固在伯拉

大河地區的統治, 曾與以色列王大衛爭戰。大衛取勝

後即在當地設有營防( 代上 18∶3—6) 。

5 ) 先知耶利米曾預言埃及王法老尼哥將與巴比倫王在

伯拉大河激戰, 並將以失敗而告終( 耶 46∶1—2) 。

6 ) 啟示錄預言, 捆綁在伯拉大河的 4 個使者將被釋放。

伯拉大河將乾如平地, 要給眾王預備道路, 他們將聚

集爭戰( 啟 16∶12—14) 。

伯利恆   ( Bethlehem) ( 常指猶太地的伯利恆)

1 . 地名原意:「糧倉」。

2 . 其他名稱:

1 ) 以法他。( 創 35∶19 )

2 ) 大衛的城。( 路 2∶4)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5 圖第四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 猶大地的伯利恆也叫以法他( 創 35∶19) 。北距耶路撒

冷約 7 公里, 高出海面約 750 米。它位於猶大的山區,

卻又在交通大道之旁, 故此十分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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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伯利恆的土壤肥沃, 適於農作物生長。當地現在仍有

一個小山坡名叫「波阿斯禾場」, 即是當年波阿斯堆放

麥子的地方 ( 得 3∶7 ) 。波阿斯乃是大衛王的曾祖父。

耶穌的家譜中也曾提到過波阿斯( 太 1∶1—6) 。

3 ) 伯利恆的郊區, 直到鹽海( 即死海 ) 的西岸, 遍地皆是

青草。且有兩條溪流匯入鹽海, 可謂山明水秀。大衛

幼年時正是在這裏牧放羊群( 撒上 16∶11 , 17∶15) 。

4 ) 伯利恆乃是耶穌降生的地方。有些資料①記述此地

說: 伯利恆鎮內的耶穌降生之處, 已於公元 2 世紀由

查士丁認定, 後來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母親海

倫娜建立了聖誕堂。該堂是現存的最古老的基督徒

聚會堂所之一。若干年來, 這一城鎮成爲許多基督徒

的靈修之地。哲羅姆曾在這裏建立了一座「隱修院」,

並且在此地把舊約譯成了拉丁文本。1923—1948 年

間此鎮屬巴勒斯坦托管地。阿以戰爭後, 此地於 1950

年劃歸約但的古茲省。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 劃入以

色列所轄的約但河西岸地區。現在此城是與耶路撒

冷聯繫密切的農產品集鎮, 也是許多基督徒前來瞻仰

和旅遊的勝地, 它並與拜特賈拉和拜特胡薩爾兩地結

爲聯合城市。聯合城市的人口約有 2 . 7 萬人。

5 . 聖經記載:

1 ) 古時雅各( 即以色列) 帶著他的妻子拉結等人, 從伯特

利起行, 到伯利恆( 即以法他) 去。路途上拉結臨產十

分艱難。她生下便雅憫後便死去了。雅各把她的遺

體埋葬在伯利恆的道旁, 並且在她的墳上豎立了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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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 以示記念( 創 35∶16—20 ) 。以色列人( 即雅各的

後裔) 十分珍視這一墓地。至少約 900 年後到建立以

色列國時期, 拉結的墳墓仍被以色列人保留著, 並且

是一個有名的勝地( 撒上 10∶1—2 ) 。

2 ) 路得本是祭拜假神的摩押地區的女子, 她的丈夫死在

摩押之後, 路得卻願跟著信奉真神耶和華的孤苦婆婆

拿俄米, 回到拿俄米的故土伯利恆去過艱苦的生活。

路得對她的婆婆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

我的神。你在那裏死, 我也在那裏死, 也葬在那裏。」

她們二人最後定居在伯利恆( 得 1∶16—18) 。路得信

靠耶和華神的虔誠與孝敬婆婆的美德, 被伯利恆的富

戶波阿斯十分敬重, 多方關照 ( 得 2∶1—16) 。後來波

阿斯在伯利恆娶了路得爲妻。他們的曾孫即是大衛

( 得 4∶13—22) 。

3 ) 以色列人所敬重的國王大衛出生在伯利恆 ( 撒上

17∶12) , 所以伯利恆也被稱做「大衛的城」( 路 2∶4 ) 。

大衛幼年時, 即在伯利恆郊外的草地上牧放羊群 ( 撒

上 16∶11, 17∶15) 。當神厭棄了以色列的第一個國王掃

羅時, 先知撒母耳奉神差遣到了伯利恆, 用膏油膏立

了大衛, 預示他將要繼承掃羅作以色列人的王 ( 撒上

16∶1—13 ) 。

4 ) 和大衛一起患難與共爭戰多年的 3 名大將亞比篩、約

押、亞撒黑, 都是大衛在伯利恆的親戚 ( 代上 2∶3—

16) 。亞撒黑死後即葬在伯利恆( 撒下 2∶32) 。

5 ) 大衛與非利士人作戰時, 大衛在山寨, 非利士人的營

房即安在伯利恆( 撒下 23∶13—14) 。那時大衛思念故

鄉, 很想能喝到伯利恆城門旁的井水。於是便有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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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 闖過了非利士人的營盤, 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

中打了水來, 獻給大衛。但是大衛卻不肯喝。大衛禱

告神說:「耶和華啊! 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 這水好像

他們的血一般, 我斷不敢喝!」大衛把水當做了祭物獻

在耶和華的面前。由此可見大衛和他的戰士們的關

係是何 等親切, 也 可看出他 們向神的敬 虔 ( 撒下

23∶13—17 ) 。

6 ) 以色列王國分裂爲以色列和猶大南北兩國之後, 猶大

王羅波安爲了抵禦以色列, 便加固修築伯利恆等城

( 代下 11∶5—6) 。

7 ) 耶穌降生前約 700 年時, 先知彌迦便預言, 將有一位爲

神掌權的天國君王在伯利恆降生。而且說這位君王

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 5∶2) 。

8 )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相繼亡國、被擄又歸回故土時, 有

些人便居住在伯利恆城( 拉 2∶21; 尼 7∶26) 。

9 ) 耶穌降生前, 猶太人居住的地區已成爲羅馬的屬地。

羅馬皇帝亞古士督曾有旨意下來, 叫羅馬領土內的所

有人民都各歸各城去報名上冊登記戶口。那時耶穌

的母親馬利亞作爲一個童貞女已經由聖靈懷了孕。

她的未婚夫約瑟按照天使的指示也已把馬利亞娶了

過來,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由於約瑟本是大衛一族一

家的人, 便和馬利亞從他們二人的居住地拿撒勒起

身, 到故鄉大衛的城伯利恆去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

的身孕已經很重了, 但客店裏又沒有地方, 產期到了,

便在馬棚裏生了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

( 路 2∶1—7) 。馬利亞和約瑟遵照天使的吩咐, 給嬰兒

起名叫耶穌。( 耶穌本是希伯來文的譯音, 原意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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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拯救」, 因爲天使曾預言說:「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裏救出來。」) 馬太福音記述說:「這一切的事成

就, 是要應驗主藉先知( 以賽亞 ) 所說的話, 說: 必有童

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爲以馬內利。」(「以馬內

利」譯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 太 1∶18—25 ) 。後

世人們規定把 12 月 25 日作爲紀念耶穌降生的「聖誕

節」, 只是此事聖經並無記載。後世並且決定把耶穌

降生的當年定爲公歷的元年①。

10) 耶穌降生的當天夜晚,「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

人, 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

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福

音②, 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爲你們

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

布, 臥在馬槽裏, 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

兵, 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

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

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 看看

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 就

尋見馬利亞和約瑟, 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既然

看見, 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路 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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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某些學者考證 , 當初訂立公歷元年時, 在年代上略有�差。大

約是把耶穌降生後三五年內某年�定作了公歷元年。

和合本聖經此處所譯的「報給⋯⋯信息」一詞 , 其希臘文原意

爲「宣佈好消息」或「傳講好信息」。這一詞語在其他許多經文中 , 例如

路 3∶18、路 4∶18、路 4∶43 等處 , 都譯作「傳福音」。



11) 耶穌降生在伯利恆時, 正當希律被羅馬皇帝分封爲

猶太人居住地區的王。「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

路撒冷, 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 我們

在東方看見他的星, 特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

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

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 問他們說: 『基督 ( 救主 ) 當生

在何處?』他們回答說: 『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有先

知記著說: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

是最小的。因爲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就差博士往伯利恆去

尋訪那個嬰孩, 並且要求他們找到之後來給希律報

信。博士們到伯利恆找到了嬰孩耶穌和馬利亞, 就

俯伏拜那小孩子, 並且向他獻上了黃金、乳香、沒藥

等禮物( 太 2∶1—11) 。

12) 博士們拜見聖嬰耶穌後,「因爲在夢中被主指示, 不

要回去見希律,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他們去後,

天使指示約瑟說希律企圖殺害耶穌, 叫他帶著耶穌

和馬利亞逃往埃及。約瑟一家逃往埃及後, 希律發

現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十分惱怒, 差人把伯利恆四境

兩歲以裏的男孩全都殺害了。這就應驗了先知耶利

米的話:「在拉瑪聽見號啕大哭的聲音, 是拉結哭她

兒女, 不肯受安慰, 因爲他們都不在了」( 太 2∶12—

18) 。耶利米預言中所說的拉結, 乃是以色列人的宗

祖雅各( 即以色列) 的妻子。拉結死後正是埋葬在伯

利恆的( 創 35∶19, 關於耶穌降生於伯利恆又逃往埃

及的經歷, 請參看附錄三第 81 圖) 。

6 . 西布倫的伯利恆: 是拿撒勒西北約 10 公里處的一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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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請參看附錄三第 80 圖第三行第 3 格拿撒勒的所在

地。以色列人進迦南後, 各支派按著宗族分地, 西布倫人

分到的地界中便有伯利恆 ( 書 19∶15 ) 。在士師時代, 伯

利恆人以比贊作以色列的士師 7 年, 死後也葬在伯利恆

( 士 12∶8—10 ) 。

伯利合   ( Beth Rehob )

1 . 地名原意:「街道之家」、「開闊的家捨」。

2 . 其他名稱: 利合。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6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伯利合是亞蘭地區的一片土地, 靠近約但河上

游, 在哈馬的西南, 而在但的東北。伯利合北鄰瑣巴人居

住之地, 南方不遠即是瑪迦。伯利合區域內有一伯利合

城, 乃是亞蘭的一個城鎮, 但是其確切位置, 至今尚未能

考證斷定。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出離埃及到了巴蘭的曠野之後, 耶和華曉諭

摩西, 要從以色列的 12 個支派中各選一個首領, 派遣

這 12 個人前往迦南去窺探當地各方面的情況。這 12

個探子在迦南地窺探了 40 天, 他們由巴蘭曠野北上,

從尋的曠野, 到了伯利合 ( 即利合 ) , 直到北方的哈馬

口, 走遍了迦南地。然後回到了加低斯, 把窺探的結

果, 向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回報( 民 13∶1—26) 。

2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以後, 12 個支派各自分得了一些地

業。其中, 但支派的人分得了瀕臨地中海的約帕一帶

地區( 書 19∶40) 。然而, 亞摩利人卻強迫但支派的人

住在山地, 不容他們下到平原( 士 1∶34) 。因此但支派

的人只有北上尋找可居之地( 士 18∶1) 。後來, 他們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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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拉億城, 並且把它改名叫「但」。但城 ( 即是原來

的拉億 ) 乃是「和伯利合同在一個山谷的城鎮」( 士

18∶27—28 , 部分語句系根據原文的新譯文) 。

3 ) 當年亞捫人的王拿轄死後, 其子哈嫩繼位, 大衛王爲

了和亞捫人友好相處, 曾派使臣去慰問剛剛喪父的哈

嫩。不料哈嫩卻偏聽亞捫某些首領的妄論, 認爲大衛

的使臣乃是來窺探虛實, 意在攻佔該地, 哈嫩竟把大

衛的使臣剃去一半鬍鬚, 割掉半截衣服使他們受辱而

歸。此後, 哈嫩自知已與大衛結怨, 就從伯利合、瑣

巴、瑪迦、陀伯等處招募僱傭了一些軍兵來與大衛爭

戰, 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撒下 10∶1—19) 。

伯墨哈   ( Beth Mer ha )

1 . 地名原意:「遠離之處」。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7 圖第三行第 1 格中耶路撒冷的所

在位置, 及該圖說明②。

3 . 地理情況: 伯墨哈在耶路撒冷郊外的邊遠處, 靠近耶路撒

冷城東的汲淪溪, 在耶路撒冷和橄欖山之間, 有些聖經新

譯版本中, 沒有譯出伯墨哈這一地名, 而是譯作「在城郊

邊遠之處」, 或「在城郊最後一座房子」。

4 . 聖經記載:

大衛的兒子押沙龍叛變之後, 大衛急忙逃出耶路撒冷城

外, 到了伯墨哈就停了下來。① 伯墨哈雖是一個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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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在最後的一座房子停留下來) 」。



所在, 但大衛卻在這裏作短暫的停留, 聚集了一些甘心與

他同生共死的人們( 撒下 15∶13—21) 。

伯毘珥   ( Beth Peor )

1 . 地名原意:「孔隙所在」、「破口之處」。

2 . 其他名稱: 巴力毘珥( Baal-peor) , 意思是「巴力( 所趁的)

孔隙」。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3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伯毘珥是摩押地的一個城鎮。位於約但河東,

在尼波山與毘斯迦山之北, 靠近毘珥山, 與耶利哥城隔河

相望。

5 . 聖經記載:

1 ) 當年, 以色列人曾在伯毘 珥對面的 谷中安營 ( 申

3∶29) 。巴勒則領著巴蘭上到毘珥山, 窺望曠野中以

色列人的營地( 民 23∶28—24∶2) 。後來巴蘭教導巴勒

( 啟2∶14) , 使摩押女子引誘以色列人淫亂, 並且跪拜

她們的偶像, 使以色列人犯罪而受到神的刑罰 ( 申

4∶3, 參看民 25∶1—9) 。

2 ) 摩西老年間, 在伯毘珥對面的谷中, 再次向以色列人

陳明神的法度、律例、典章( 申 4∶44—46) 。

3 ) 摩西死後, 即安葬於伯毘珥對面的谷中( 申 34∶6 ) 。

伯賽大   ( Bethsaida )

1 . 地名原意:「捕魚之鄉」或「撒網之地」。

2 . 其他名稱: 也被叫作「阿拉拉擠」( al-Araj)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1 ) 本書認爲聖經中所提的伯賽大, 乃是位於約但河流入

加利利海之處、跨越約但河兩岸的城鎮。其境界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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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海的東北岸向南延伸到加利利海的東岸曠野。

由於加利利海及其海灘一帶屬於加利利地帶, 所以伯

賽大有時也稱爲加利利的伯賽大。伯賽大的曠野青

草繁密, 沿海則是漁民捕魚之地。

2 ) 許多學者對伯賽大的考證論述各有所見:

①第一種論述認爲有兩個伯賽大城: 一個在約但河流

入加利利海處的東北岸, 另一個則在加利利境內另

一較遠地區。持這一論點的學者又有兩種見解:

A. 聖經中提到的伯賽大, 指的都是約但河東的伯賽

大, 並非意指加利利的另一個伯賽大。

B. 聖經中提到的伯賽大, 乃是分別指的兩處伯賽

大。

②第二種論述, 認爲聖經中提到的兩個伯賽大實際上

只是一處。只因它跨越了約但河兩岸, 有少部地區

在約但河西岸, 故此有時被稱爲加利利的伯賽大。

③第三種論述約同於第二種論述, 且認爲加利利海本

屬於加利利境界。因此其東岸海灘仍應屬於加利

利, 所以有時稱爲加利利的伯賽大並無不可。

④本書綜合第②、③兩點論述, 認爲如本詞條第 1 ) 、第

2) 兩點所說的地理情況, 則聖經中的記載當盡可解

釋清晰。

5 . 聖經記載:

1 ) 耶穌的門徒彼得、安得烈、腓力都是伯賽大人 ( 約

1∶44) 。據學者考證, 伯賽大內住有希利尼( 希臘 ) 人,

腓力這個名字便是希利尼文。很可能腓力通曉希利

尼話, 所以有些希利尼人想要見耶穌時, 便先找到了

伯賽大的腓力( 約 12∶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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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伯賽大和迦百農緊緊相鄰 ( 請參看附錄三第 80 圖第

二行第 4 格 ) 。彼得和安得烈雖然是伯賽大人 ( 約

1∶44) , 但是住處卻距離迦百農的會堂很近①, 所以耶

穌帶著雅各、約翰一出迦百農會堂, 便進了彼得和安

得烈的家( 可 1∶29 , 參看可 1∶21) 。

3 ) 耶穌聽到施洗的約翰被殺之後, 就退到伯賽大的野

地②裏去( 太 14∶9—13; 路 9∶10 ) 。但眾人聽見後, 就

從各城裏步行跟著耶穌到了曠野( 太 14∶13; 路 9∶11 ) 。

於是耶穌便向他們講論神國的道。日頭快要平西的

時候( 路 9∶12) , 耶穌叫眾人坐在草地上 ( 約 6∶10 ) 。

耶穌顯出神蹟, 用五個餅兩條魚使 5000 人得以吃飽

( 路 9∶13—17) 。

4 ) 五餅二魚使 5000 人吃飽的神蹟之後, 耶穌便叫門徒上

船先渡到對岸的伯賽大。③ 而他自己叫眾人散開之

後, 便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 耶穌便在海面上走到

門徒們的船上, 渡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上岸( 可6∶45—

53) 。

5 ) 後來, 耶穌在伯賽大, 又醫好了一個被人帶來的瞎子

( 可 8∶22—26) 。

6 ) 但耶穌警戒伯賽大人說:「伯賽大啊! 你有禍了。因

爲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

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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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認爲 , 可能彼得由伯賽大遷來迦百農居住。

多數學者認爲 , 此地乃是加利利海東北沿岸的海邊野地。

對岸的伯賽大 , 即伯賽大在約但河西的地區。地處加利利海

西北岸上的革尼撒勒地方。



西頓所受的, 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 路 10∶13—14 ) ! 」耶

穌在伯賽大行了許多神蹟, 而許多伯賽大人卻不肯悔

改, 一方面是因爲只求神蹟不重救恩, 正如耶穌所斥

責的:「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 太 16∶4) 。」另一

方面乃是有人以信耶穌爲得利的門路, 正如耶穌所說

的:「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了神蹟, 乃是因吃餅得飽

( 約 6∶26) 。」

伯珊   ( Beth Shan , Beth Shea n)

1 . 地名原意:「安全的家捨」、「精明人的家」。

2 . 其他名稱:

1 ) 伯善。

2 ) 西拖波利( Scythopolis)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2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伯珊即是伯善( 撒上 31∶12; 王上 4∶12) 。乃是

屬於瑪拿西支派的一個城鎮。位於加利利海之南, 在耶

斯列谷連接約但河的地區, 因此形成爲耶斯列谷東南端

的咽喉要道。古時由埃及通往大馬色, 伯珊也是其間的

交通重鎮。新約時代伯珊被稱爲西拖波利( 或譯作西提

波裏) 。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瑪拿西支派分得了伯珊 ( 即伯

善) 等城邑( 書 17∶11) 。但是並沒有趕出當地的居民,

及至以色列人強盛了起來, 就使原住在伯珊等城的迦

南人服苦作工( 士 1∶27—28) 。

2 ) 以色列於古時建國後, 其第一代國王掃羅背逆耶和

華, 逼走了大衛, 後來非利士人入侵, 掃羅終於在基利

波山陣亡。非利士人割下他的頭來, 把他的屍身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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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伯珊城牆上, 以顯耀他們的勝利( 撒上 31∶1—10, 參

看附錄三第 32 圖) 。

伯善   ( 即是伯珊, 請參看上列「伯珊」條。)

伯示麥   ( Beth Shem esh)

同名叫伯示麥的有四處:

Ⅰ. 迦南地的伯示麥, 是聖經中多次提到的一個城鎮。

Ⅱ. 以薩迦的伯示麥, 是以薩迦東界的一個城邑。在他泊山

與約但河之間。乃是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以薩迦人分

得的地業( 書 19∶17—23 ) 。

Ⅲ. 拿弗他利的伯示麥, 是拿弗他利分得的地業( 書19∶32—

38 ) 。但是拿弗他利支派分取此城之後, 並未趕出當地

的居民。拿弗他利人即住在該地的迦南人中間, 而伯示

麥的居民便成了勞苦服役的人( 士 1∶13 ) 。

Ⅳ. 埃及的伯示麥 ( 耶 43∶13 ) 。因爲埃及的安城人祭拜太

陽, 伯示麥的原意又是「太陽神的殿」。所以有人認爲

埃及的伯示麥即是埃及的安城。關於安城的情況, 請參

看本詞典「安」這一詞條。

以上第Ⅱ. Ⅲ. Ⅳ三地的伯示麥情況從略, 現重點介紹迦南

的伯示麥於下。

1 . 地名原意:「太陽之家」、「日宮」、「太陽神的殿」。

2 . 其他名稱: 伊珥示麥( Ir-shemesh) , 意爲「太陽城」。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6 圖第四行第 1 格, 另見於第 25

圖中⑧。

4 . 地理情況: 迦南的伯示麥位於梭烈谷中, 在猶大邊界,

靠近非利士人居住的地區。

5 . 在歷史上的歸屬轉移:

1 ) 伯示麥原來本是猶大支派分得的地業( 書 15∶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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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於猶大支派分地較大, 因此伯示麥乃被轉交給但

支派, 改名爲伊珥示麥, 而成爲但支派的地業 ( 書

19∶40—41 ) 。

3 ) 其後, 利未人分地時, 伯示麥又被分給了利未人( 書

21∶1—3, 16) 。

4 ) 後來, 當以色列與猶大聯合王國分裂爲南、北兩國

時, 伯示麥又歸屬於猶大國( 王下 14∶11) 。

5 ) 但是, 以色列、猶大、非利士三方時常在伯示麥一帶

爭戰。當猶大國日漸衰弱時, 伯示麥即被非利士人

侵佔( 代下 28∶18 ) 。

6 . 聖經記載:

1 ) 當年以色列人尚未建國之前, 非利士人戰敗了以色

列人, 擄走了耶和華的約櫃 ( 撒上 4∶10—11 ) 。非利

士人先把耶和華的約櫃運到亞實突, 放到了非利士

的假神大袞廟中。但大袞的偶像竟撲倒在約櫃前

面, 甚至偶像的頭和手都折斷了, 亞實突人也長了

惡瘡( 撒上 5∶1—6) 。其後, 耶和華的約櫃被運到非

利士的任何地方, 當地人都遭受到耶和華的刑罰

( 撒上 5∶7—12 ) 。這樣, 耶和華的約櫃被擄到非利

士 7 個月之後, 非利士人決定把約櫃送回到以色列

人的伯示麥去。當時伯示麥人十分歡喜, 當天便向

耶和華獻上了燔祭和平安祭。但是, 由於有些伯示

麥人違背了不准觀看聖所及約櫃的命令 ( 民4∶20 ) ,

他們竟然擅觀約櫃, 因而被耶和華擊殺了 70 人 ( 撒

上 6∶19 ) 。後來約櫃又由伯示麥送到了基列耶琳,

過了 20 年, 以色列人盡都仰望、傾向耶和華 ( 撒上

7∶1—2 , 請參看附錄三第 25 圖及其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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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猶大的第 9 代國王亞瑪謝戰勝了外族以東人之後,

心高氣傲, 即想和以色列王約阿施爭戰。約阿施原

曾勸告他在本國內安居, 不要自取禍患, 但是亞瑪

謝不肯聽從, 執意要使兩國的軍兵相見於戰場。結

果, 亞瑪謝在伯示麥一敗塗地而被約阿施擒獲, 成

爲高傲人的警戒( 王下 14∶7—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54 圖及其說明) 。

伯特利   ( Bethel)

聖經中同名叫伯特利的地方有兩處:

Ⅰ. 猶大地的伯特利。 ( 撒上 30∶27 ) 此城又名比土力 ( 書

19∶4, 有的英語聖經音譯作 Bethul) 。亦即彼土利( 代上

4∶30, 有些英語聖經音譯作 Bethuel) 。猶大地的伯特利

確址已不詳。

Ⅱ. 耶路撒冷以北的伯特利。

1. 地名原意:「神的家」、「上主之室」、「神殿」。

2. 其他名稱:

1) 早先, 迦南人稱之爲「路斯( Luz) 」( 創 28∶19) 。

2) 伊勒伯特利( El-Bethel) ( 創 35∶7) 。

3) 遺址現名「巴亭( Beitin) 」。

4) 又稱「拜占廷( Byzantine) 」①。

5) 也有論證說即是現今以色列的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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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爲 , 伯特利即是現今以色列所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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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伯特利位於耶路撒冷以北約 18 公里, 在示

羅之南, 東距艾城僅約數公里。從出土文物中可以證

實, 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初進迦南時, 用伏兵攻取艾城

的事件, 即在伯特利不遠之處。

5. 聖經記載:

1) 亞伯拉罕遵從耶和華的呼召, 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千里迢迢來到迦南之後, 先在示劍爲耶和華築壇。

繼而來到伯特利東邊的山, 支搭帳棚, 又爲耶和華

築壇, 求告敬拜耶和華 ( 創 12∶1—8) 。其後遭遇饑

荒一度下到埃及。不久返回伯特利從前支搭帳棚

的地方, 也就是起先築壇的地方, 又在那裏求告敬

拜耶和華( 創 13∶1—4, 以上行程請參看附錄三第 2

圖) 。

2) 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 由於貪愛世上的牛群羊群

和平原的牧草, 竟硬著心腸離開了亞伯拉罕。羅

得從伯特利往東遷移, 漸漸挪移帳棚, 最後到了罪

大惡極的所多瑪城( 創 13∶5—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說明①) 。

3) 雅各騙取了長子的祝福之後, 爲了躲避他的哥哥

以掃的怨恨報復, 便孤身一人從別是巴逃往巴旦

亞蘭去。路上經過伯特利地帶時, 因爲太陽落了,

便拾起一塊石頭, 枕在頭下躺臥而睡。夜裏他夢

見一個頂天立地的梯子。梯子上有神的使者上去

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應許雅各把他躺臥之

地賜給他的後裔。耶和華並且說, 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雅各的後裔而得福。雅各睡醒之後, 清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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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便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殿」

的意思( 創 28∶10—19) 。20 年後, 雅各帶著他的全

家妻室子女, 浩浩蕩蕩地從巴旦亞蘭返回迦南時,

再次來到了伯特利築壇, 同時向他的家中人述說

神的恩典。耶和華在伯特利再次向雅各顯現賜福

與他, 並且給他改名叫以色列 ( 創 35∶1—15, 關於

雅各前後兩次來到伯特利的路程, 請參看附錄三

第 7 圖及其說明⑤、�13 ) 。

4) 士師時代, 女先知底波拉的家即在伯特利附近。

她把巴拉召到伯特利, 叫巴拉整兵攻打耶賓王的

將軍西西拉。在巴拉的請求下, 女先知底波拉和

巴拉一同離開伯特利去召聚軍兵, 終於戰勝了西

西拉和耶賓王( 士 4∶4—24) 。

5) 由於便雅憫支派中一些匪徒的淫行, 以色列眾支

派曾聯合起來與便雅憫人爭戰。那時耶和華的約

櫃正在伯特利。以色列人常到伯特利來求問耶和

華。爭戰之後, 便雅憫全支派的人, 幾乎完全滅絕

( 士 20∶18—48) 。

6) 先知撒母耳每年都要巡行到伯特利等地, 審判以

色列人( 撒上 7∶16 ) 。

7) 以色列與猶大分裂之初, 北國的以色列王耶羅波

安暫時定都在示劍, 耶羅波安恐怕北國的以色列

人到南國猶大的耶路撒冷聖殿去敬拜神, 他便鑄

造了兩個金牛犢。把它們一個安放在伯特利, 一

個安放在更北方的但城。耶羅波安迷惑百姓說,

他所造的金牛犢即是率領以色列人出離埃及的

神, 引誘百姓們就近在伯特利祀拜金牛犢。耶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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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安並且在邱壇那裏建殿, 把不屬利未人的凡民

立爲祭司。這樣便使歷代的以色列王都陷在拜偶

像的大罪之中( 王上 12∶25—33) 。

8) 那時, 有一個神人奉耶和華的差遣, 來到伯特利斥

責耶羅波安, 當時耶羅波安正站在邱壇旁要燒香。

神人顯出神蹟, 使耶羅波安的手一度枯乾。他並

且預言說, 將來大衛的家族中, 即南國猶大的王室

中, 必生出一個兒子, 名字叫約西亞, 他必將伯特

利的邱壇祭司殺死在邱壇上, 將來邱壇上面還要

焚燒人的骨頭。但是這位神人, 後來竟聽從了一

個只循世俗人情甚且口出謊言誆哄他的老先知,

卻違背了耶和華的吩咐, 因而這位神人在離開伯

特利回去的路上被獅子咬死( 王上 13∶1—32) 。

9) 耶羅波安以後約 300 年時, 猶大王約西亞將伯特利

的邱壇都拆毀焚燒, 打碎成灰, 又將邱壇的祭司殺

在壇上, 並且在壇上燒人的骨頭。這完全應驗了

當年那位神人的預言( 王下 23∶15—20) 。

10) 先知阿摩司曾一再斥責伯特利祀立偶像的罪惡,

預言神必將刑罰( 摩 3∶14, 4∶4, 5∶5, 9∶1 ) 。

伯亞文   ( Beth Sven)

1 . 地名原意:「空虛之家」、「偶像之家」、「罪惡之家」。

2 . 其他名稱: 原文作「亞文( Ave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7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伯亞文在伯特利東南, 密抹之西, 靠近艾城曠

野, 乃是便雅憫北界的一個鎮。當地人崇拜偶像, 故此被

稱爲「偶像之家」, 希伯來話即叫「伯亞文」。

5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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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當年非利士人大舉入侵以色列, 由 3 萬輛戰車組成的

大軍深入到伯亞文東邊的密抹安營。以色列人見自

己危急窘迫, 便藏躲在山洞、叢林、石穴、井坑等隱密

處。只有 600 左右的以色列人戰戰兢兢地跟隨著掃羅

王迎戰。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認爲, 耶和華使人得勝不

在乎人多人少。約拿單以奇兵出襲非利士人, 非利士

人在慌亂中竟自相殘殺因而大敗。那些原來投靠了

非利士人爲他們效勞的希伯來人, 現在卻反轉過來,

追隨掃羅和約拿單與非利士人爭戰。那些原來躲藏

起來的以色列人, 如今也紛紛出來一起擊打非利士

人, 以色列人乘勝追殺非利士人先到了伯亞文, 後來

又直追到亞雅崙( 撒上 13∶5—14∶31; 這一歷史戰役的

過程請參看附錄三第 27 圖的說明⑤—�12 ) 。

2 ) 由於伯亞文祭拜偶像, 先知何西阿警戒這一罪惡說:

「伯亞文的邱壇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 必被毀滅。

荊棘和蒺藜必長在他們的壇上。他們必對大山說:

『遮蓋 我們 ! 』對 小 山說 : 『倒 在我 們 身上 ! 』」( 何

10∶8)

但   ( Dan )

1 . 地名原意:「審判官」。

2 . 其他名稱:

1 ) 拉億( 士 18∶29 ) 。

2 ) 利善( 書 19∶47 )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但城是迦南地最北面的城邑, 原名叫拉億。以

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但支派的人分得了靠近地中海的約

帕附近地業( 書 19∶40, 參看附錄三第 15 圖) 。然而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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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摩利人卻強迫但支派的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們到平

原上來( 士 1∶34) 。因此但支派的人北上尋找居住之地

( 士 18∶1) 。其後, 但支派的人佔取了拉億, 即把它改名

叫但城( 士 18∶27—28) 。

5 . 聖經記載:

1 ) 當年, 亞伯拉罕爲了搶救侄兒羅得, 曾經追趕以攔王

基大老瑪等人的軍隊, 先追到但, 又追過了大馬色, 救

回了羅得, 追回了他的財物, 以及婦女和其他被擄去

的人( 創 14∶14—16,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說明④的路

線) 。

2 ) 但城原名拉億也叫利善, 只是「但人的地界, 越過原得

的地界。因爲但人上去攻取利善, 用刀擊殺城中的

人, 得了那城, 住在其中, 以他們先祖但的名, 將利善

改名爲但」( 書 19∶47) 。

3 ) 以色列古時建國的疆城, 最南的城邑是別是巴, 最北

的城邑即是但城。聖經中論到以色列全境時, 常說

「從但直到別是巴」( 撒下 3∶10, 17∶11 ) , 或「從別是巴

直到但」( 代上 21∶2, 代下 30∶5; 請參看附錄三第 10

圖) 。

4 ) 以色列分裂爲南北兩國之後, 北國以色列的王耶羅波

安, 恐怕北國的以色列人到南國的耶路撒冷聖殿去敬

拜耶和華, 便鑄造了兩個金牛犢, 叫以色列人就近祭

拜。這兩個金牛犢一個安置在伯特利, 另一個即安置

在但, 從此使北國的以色列人陷入極深的罪惡之中

( 王上 12∶26—30 ) 。

5 ) 以色列國巴沙作王時,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賄請亞

蘭王便哈達進攻以色列。便哈達即攻陷但城等地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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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5∶16—20, 請參看附錄三第 46 圖及其說明②、③、

④) 。其後, 以色列國王耶羅波安二世收復了( 但城及

其以北的) 大馬色、哈馬地區( 王下 14∶28, 請參看附錄

三第 55 圖) 以色列的第 18 位國王比加年間, 亞述王

從東方進攻以色列北方各地。但城以西諸城盡被攻

陷, 當地的以色列人也被擄到了亞述 ( 王下 15∶29, 請

參看附錄三第 58 圖說明⑤) 。

低加波利   ( Decapolis)

1 . 地名原意:「十城之區」。

2 . 其他名稱: 現今的譯名是「德卡波利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四行第 5—6 格。

4 . 地理情況: 低加波利是位於加利利與撒瑪利亞以東的一

片地區。從黑門山的東南方, 沿約但河谷以東, 直到比利

亞北部。是大馬色和亞拉伯之間通商必經之地。當年曾

是科埃來敍利亞 10 個城邦的聯盟, 所以被稱爲「低加波

利」( 十城之區) 。

5 . 聖經記載:

1 ) 耶穌剛開始傳道的時候, 走遍了加利利各地, 當時有

許多人從加利利、耶路撒冷、低加波利、約但河外來跟

著他( 太 4∶25) 。

2 ) 在格拉森有一個被鬼附著的人, 極其痛苦, 耶穌治好

了他的病。他就在低加波利一帶「傳揚耶穌爲他作了

何等大的事, 眾人就都希奇」( 可 5∶1—20) 。

3 ) 耶穌從推羅經西頓、低加波利來到加利利海, 治好了

一個耳聾舌結的病人( 可 7∶31—37) 。

杜拉   ( Dura )

1 . 地名原意:「周圍」、「住所」、「城牆」、「營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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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6 圖第四行第 3 格巴比倫所在地。

3 . 地理情況: 聖經記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杜拉平原曾

立了一座 27 米高的金像。有的考古學者考證說, 該杜拉

平原即在巴比倫城內。① 而且有人認爲該平原即是巴比

倫塔與尼布甲尼撒王宮之間的平地。② 公元 1854 年, 考

古家奧波特 ( Oppert ) 於該處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雕像底

座, 認爲可能便是當年尼布甲尼撒所立金像的殘餘部分。

4 . 聖經記載: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個巨大的金像, 立

在杜拉平原, 並要爲它舉行開光之禮。尼布甲尼撒爲此

召聚了各部門各省的官員來, 同時下令說, 奏樂聲一響,

大家都須俯伏跪拜所立的金像。凡不跪拜的, 必立時被

扔在火窰中。那時, 有 3 個被派管理巴比倫省事務的猶

大人, 他們的名字叫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他們因爲

信奉耶和華爲獨一無二的真神, 不肯跪拜偶像, 當即被捆

綁起來, 扔在火窰之中。因爲火窰甚熱, 那抬沙得拉、米

煞、亞伯尼歌的人, 都被火焰燒死了。但是火窰之中卻見

有 4 個人行走, 第四個人看來好像是神子。布甲尼撒急

忙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從火窰中出來。卻見這三個

人, 除了捆綁他們的繩子被燒掉以外, 他們的身體、頭髮、

衣裳毫無損傷, 也沒有火燎的氣味。於是尼布甲尼撒說: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

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 他們不遵王命, 捨去己身, 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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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 現在我降旨, 無論何方何國何

族的人, 謗瀆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神的, 必被凌

遲。」尼布甲尼撒並且提升了他們三個人的職位 ( 但

3∶1—30) 。

何把   ( H obah )

1 . 地名原意:「隱匿處」、「充滿深情」。

2 . 其他名稱: 有人認爲即是「帖爾·埃勒撒利黑 ( Tellel-Sa-

lihiye)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 圖第一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何把乃是以攔等四王戰勝所多瑪

等五王之後, 退軍經過之地。何把的確切位置各家說法

不一。有的學者認爲①何把在大馬色西北約 90 公里處。

另有學者認爲, 當時以攔等米所波大米地區的四個王, 他

們退軍的路線只能由大馬色向東北方向後撤, 再返回他

們的本土。故此推論何把不可能竟在大馬色的西北方。

近來有考證認爲② , 何把即是大馬色東北方 20 公里處的

帖爾·埃勒撒利黑地區。

5 . 聖經記載: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住在平原, 漸漸挪移帳棚

到所多瑪。以攔等四王與所多瑪、蛾摩拉等五王在西訂

谷擺陣交戰。所多瑪和蛾摩拉王戰敗逃跑, 四王就把所

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財物、糧食都擄了去。當時亞伯蘭

的侄兒羅得正住在所多瑪, 他和他的財物也同被擄去。

亞伯蘭聽見他侄兒羅得被擄, 就率領 318 個壯丁在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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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敗敵人, 直「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 將被擄掠的一切

財物奪回來, 連他侄兒羅得和他的財物以及婦女人民也

都奪回來。」( 創 14∶1—16)

何珥山   ( H or )

聖經中有兩個地方同名叫何珥山。

Ⅰ. 以東地邊界上的何珥山:

1. 地名原意:「山」、「祖先」。

2. 其他名稱:「摩西拉( Moserah) 」( 申 10∶6 ) 。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何珥山在以東的西部邊界上。其確切位置

尚無定論, 但必定是在加低斯的東方, 或稍偏東北的

方向。

5.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從尋的曠野加低斯起行, 到了以東邊界的何

珥山。耶和華在這山上「曉諭摩西、亞倫說: 『亞倫要

歸到他列祖那裏, 他必不得入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

地, 因爲在米利巴水你們違背了我的命。你帶亞倫和

他兒子以利亞撒上何珥山, 把亞倫的聖衣脫下來, 給

他兒子以利亞撒穿上, 亞倫必死在那裏歸他列祖。』

摩西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 三人當著會眾的眼前上

了何珥山。」亞倫就死在何珥山頂。亞倫死後, 以色

列人又從何珥山起行 ( 民 20∶22—28, 請參看附錄三

第 12 圖說明②) 。

Ⅱ. 迦南地北境上的何珥山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9 圖第一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及聖經記載: 何珥山瀕臨地中海, 在哈馬的

西方, 聖經記載耶和華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業,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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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界乃是從地中海起, 劃到何珥山, 再劃到哈馬口及

其東方的一些地帶( 民 34∶1—9) 。

何珥瑪   ( H orm ah )

聖經中同名叫何珥瑪的地方有兩處。

Ⅰ. 加低斯與何珥山北方的何珥瑪:

1. 地名原意:「毀壞」、「毀滅」、「荒涼」。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何珥瑪地區位於迦南的南部。

在加低斯與何珥山以北。地當鹽海的西南方。聖經

記述以色列人曾先後兩次在何珥瑪與迦南人交戰。

第一次作戰時, 以色列人憑血氣之勇, 由加低斯冒然

出戰而失敗。第二次作戰時, 以色列人大多已是在曠

野幾十年的磨煉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安營於

何珥山時, 因倚靠耶和華而戰勝了迦南人。

4. 聖經記載:

1)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至巴蘭曠野安營, 打發 12 個探

子去窺探迦南地。這 12 個人回來後 , 除了迦勒與

約書亞外, 都回報那地的惡信, 以致全會眾向摩西

發怨言 , 使耶和華發怒說 : 凡被數點從 20 歲以外

向我發怨言的 , 必不得進入應許之地。「這些報

惡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華面前。」「當摩西將

這些話告訴以色列眾人, 他們就甚悲哀。」他們

說:「我們有罪了, 情願上耶和華所應許的地方

去。」但摩西警告他們不要上去, 因他們不跟從耶

和華, 耶和華就不在他們中間了, 恐怕他們上去被

仇敵殺敗。他們卻不聽 , 擅敢上山頂去。「然而

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沒有出營。於是亞瑪力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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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來擊打他們, 把他們殺

退了, 直到何珥瑪。」( 民 14∶36—45 , 參看附錄三

第 11 圖說明�14 —�15 )

2) 以色列人繞行曠野 38 年以後 , 他們全會眾從加

低斯起行到了何珥山。「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

王, 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 , 就和以色列人

爭戰 , 擄了他們幾個人。以色列人向耶和華發願

說: 『你若將這民交付我手 , 我就把他們的城邑盡

行毀滅。』耶和華應允了以色列人。」「他們就把

迦南人和他們的城邑盡行毀滅。那地方的名便

叫何珥瑪。」( 民 21∶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

說明②、③)

Ⅱ. 洗革拉南方的何珥瑪:

1. 地名原意:「毀滅」、「忠誠」。

2. 其他名稱: 洗法( 士 1∶17) 。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四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何珥瑪是迦南地比梭溪旁的一

個城鎮。原屬猶大支派( 書 15∶21, 30) 。後來改屬於

西緬支派( 書 19∶1, 4) 。

5. 聖經記載:

1)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在約書亞年紀老邁時, 他們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 書 13∶1 ) 。約書亞死後, 耶和

華吩咐猶大支派先去與迦南人爭戰 ( 士 1∶1—2 ) 。

猶大支派的人對他們的弟兄西緬支派的人說:「請

你們同我們到我們拈鬮分得的地方去, 一起和迦

南人爭戰。以後我們也同你們到你們拈鬮分得的

地方去( 爭戰) 。」於是西緬支派的人便和他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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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爭戰) ( 士 1∶3 新譯文 ) 。猶大支派的人攻取了

耶路撒冷、希伯崙( 士 1∶8—10) 。猶大支派和西緬

支派的人又一同擊殺了住在洗法城的迦南人, 將

城盡行毀滅, 於是那城的名字便叫「何珥瑪( 意思

是毀滅) 」( 士 1∶17) 。

2)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逼時, 曾用從亞瑪力人手中奪取

的掠物當做禮物, 送給支持他的猶大長老和人民。

其中便有住在何珥瑪的猶大人( 撒上 30∶26—31) 。

何烈( 山)    ( Horeb, Mount of)

1 . 地名原意:「乾旱之地」、「不毛之地」、「浪費者」。

2 . 其他名稱:

1 ) 神的山( 出 3∶1) 。

2 ) 西乃山( 出 18∶5, 19∶11)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何烈山在現今的西奈半島南部。共有三個山

峰, 其中最高的摩西峰將近 2300 米。許多信奉基督的教

派以及猶太教、伊斯蘭教等都以此山爲聖山。加他林

( Catharine) 修道院即建立在東山坡上。院內的圖書館藏

有希臘文、敍利亞文、阿拉伯文等多種文字的古代抄寫書

卷。近 100 年左右, 不少學者從這裏發現到四、五世紀時

的新、舊約抄本, 並把某些抄本轉存到英國博物院與德國

萊比錫大學圖書館內。現今何烈山與西奈( 即古西乃)

半島都屬埃及領土, 成爲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 也是一些

人的朝聖之地。

5 . 聖經記載:

1 ) 耶和華曾在何烈山呼召摩西去率領以色列人出離埃

及。摩西爲其岳父牧羊時, 有一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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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山。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告

訴摩西他所站之地爲聖地。並說:「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華說: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所發的

哀聲我也聽見了。」「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

手, 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故

此耶和華要打發摩西去見法老, 並將神的百姓以色列

人從埃及領出來( 出 3∶1—10 ) 。

2 ) 以色列人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按著站口到了利非訂安

營, 百姓沒有水喝就與摩西爭鬧, 並發怨言試探耶和

華。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摩西, 摩西就呼求耶和

華。「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手裏拿著先前擊打河水的

杖, 帶領以色列的幾個長老, 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我必

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 你要擊打磐石, 從磐

石裏必有水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

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 出 17∶1—6)

3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 就

來到西乃的曠野。」耶和華從西乃山 ( 即何烈山 ) 呼喚

摩西, 叫他告訴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們都看見了, 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 就

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 因爲全地都是我的。你們

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爲聖潔的國民。」( 出 19∶1—6)

耶和華叫摩西和百姓自潔、預備好了, 到第三天耶和

華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 並召摩西上到山

頂。摩西將神吩咐的一切話告訴百姓。「眾百姓見雷

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 就都發顫, 遠遠的站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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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說: 『求你和我們說話, 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

說話, 恐怕我們死亡。』」「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向以

色列人這樣說, 你們自己看見我從天上和你們說話

了, 你們不可作什麼神像與我相配。』」( 出 19∶7—11,

20∶1, 18—23 ) 耶和華從火焰中對以色列百姓說話, 頒

布了十條誡命, 使百姓只聽見聲音卻沒有看見神的形

象, 免得百姓仿造神像來拜。摩西在離世前又再三囑

咐以色列民說:「你們要分外謹慎, 因爲耶和華在何烈

山, 從火中對你們說話的那日, 你們沒有看見什麼形

象, 惟恐你們敗壞自己, 雕刻偶像。」( 申 4∶12 , 15—16)

4 ) 摩西在何烈山上四十晝夜, 耶和華神曉諭摩西律例典

章( 出 24∶18) 。然後把兩塊法版交給他, 上面的十條

誡是神親自用指頭寫在石版上的。「百姓見摩西遲延

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裏對他說: 『起來, 爲我

們作神像, 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亞倫將百姓拿來

的金環鑄了一隻牛犢, 並築壇獻祭 ( 出 32∶1—6; 詩

106∶19 ) , 以致惹耶和華神向百姓發烈怒, 要將他們滅

絕。摩西便爲百姓懇求耶和華, 才使神不把所說的禍

降於百姓。後來摩西下山手裏拿著神寫的那兩塊法

版, 看見金牛犢、又看見人跳舞, 就發烈怒把兩塊版扔

在山下摔碎了, 又「將他們所鑄的金牛犢用火焚燒, 磨

得粉碎, 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並且聚集了忠

於耶和華的利未人, 照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所說的, 叫

他們在營中往來, 在拜牛犢的百姓中殺死約 3000 人。

第二天, 摩西又懇求耶和華神, 赦免他們的罪, 方得到

神的應許, 繼續引領他們往迦南去( 出 32∶7—35) 。

5 ) 耶和華吩咐摩西, 再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摔碎的一

—581—



樣,「摩西就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的一樣。清晨起來,

照耶和華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 手裏拿著兩塊石版。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裏, 宣告耶和

華的名。」說:「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

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耶和華說我要立約,

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出 34∶1—10 ) 摩西下山

後, 把這兩塊石版放在約櫃裏。「約櫃裏惟有兩塊石

版,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 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

時候, 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 王上 8∶9 ; 代下 5∶10) 以

色列民進迦南之前, 摩西在約但河東又囑咐百姓說: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與我們立約, 這約不是與

我們列祖立的, 乃是與我們今日在這裏存活之人立

的。」( 申 5∶2—3)

6 ) 先知以利亞率百姓殺了事奉巴力的 450 個先知後, 聽

說亞哈王的妻子耶洗別要殺他, 就起來逃命, 在曠野

的一棵羅騰樹下坐在那裏求死, 就躺在樹下睡著了。

天使兩次拍他起來吃飯, 並說:「你當走的路甚遠。」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 仗著這飲食的力, 走了四十晝

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何烈山。」他就住在山洞中。耶

和華的話臨到他, 叫他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 並告

訴他說:「我在以色列人中爲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

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王上 19∶1—18)

汲淪溪   ( K idron, Br ook of)

1 . 地名原意:「黑溪」、「污濁溪」。

2 . 其他名稱:

1 ) 又稱「約沙法谷( Valley of Jehoshaphat) 」。

2 ) 今稱「隱納溪谷( Wadi en-N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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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9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汲淪溪發源於耶路撒冷以北的高山上。水流

向南經過耶路撒冷城東與橄欖山之間的狹谷, 在耶路撒

冷的東南方與欣嫩谷相會, 然後洩入鹽海。汲淪溪在乾

旱缺雨之時可以徒步過, 甚至成爲空谷。但溪水漲溢時,

則須通過聖殿東南方的古橋跨越此溪。

5 . 聖經記載:

1 ) 大衛逃避他的兒子押沙龍的叛亂時, 乃是經過汲淪

溪, 而逃進橄欖山的( 撒下 15∶16—23) 。

2 ) 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時, 將耶路撒冷祭拜偶像的

祭壇等物盡都 除去, 拋 在汲淪溪中 ( 代下 29∶16,

30∶14) 。希西家死後, 他的兒子瑪拿西作王, 又重新修

築了巴力的祭壇, 製作木偶, 敬拜天上的萬象 ( 代下

33∶1—3) 。瑪拿西的兒子亞們繼續祭祀偶像, 而且所

犯的罪越犯越大, 最後被他的臣僕殺死( 代下 33∶21—

24) 。亞們的兒子約西亞作王時, 再一次清除偶像及

其祭物, 把它們在汲淪溪旁燒掉 ( 王下23∶4—6 ) 。又

拆毀打 碎假神的祭 壇, 把灰 倒在汲淪溪 中 ( 王下

23∶12) 。

3) 耶穌被出賣的那一夜, 過了汲淪溪, 進了客西馬尼園禱

告。不久, 猶大便帶著兵丁來捉拿了耶穌( 約 18∶1—12) 。

利巴嫩( 山)    ( Leba non , Mount of)

1 . 地名原意:「白山」、「極白」、「雪白」。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黎巴嫩。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8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1) 利巴嫩山是大馬色西北方的一個山脈。山巔上終年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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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雪( 耶 18∶14) 。即或無雪之處, 山頭上的灰石也多

呈淡白色, 因而被叫做「利巴嫩」, 意思即是「白山」。

2 ) 利巴嫩山南起推羅以北的里昂底( Leontes) 河, 沿地中

海岸, 經過西頓的東方, 一直向北延伸, 全長約 150 公

里。山上叢生聞名於世的香柏樹 ( 王上 4∶33 ) 。故此

聖經中提到利巴嫩時, 常與它的香柏樹有關。

5 . 聖經記載:

1 ) 當年所羅門建造聖殿時所需用的木料, 即是由推羅王

希蘭, 命人將利巴嫩的香柏木紮成筏子, 從海上運送

給所羅門的( 王上 5∶1—9 ) 。

2 ) 以色列的詩人, 曾用利巴嫩的香柏樹意喻敬奉耶和華

的義人: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

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

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裏。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詩 92∶12—14 ) 。

3 ) 先知何西阿論到向耶和華認罪悔改的人們時, 他說:

他必如百合花開放,

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

他的枝條必延長,

他的榮華如橄欖樹,

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何 14∶5—6 ) 。

利百地拿   ( Libertines)

1 . 地名原意:「解除奴役的自由人」。

學者們對利百地拿有兩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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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認爲利百地拿不是地名, 乃是指在羅馬爲奴被釋而

得以自由的人。這些人有一些加入了猶太教, 所以

耶路撒冷專爲他們設置了一個會堂, 稱爲「利百地拿

會堂」( 徒 6∶9 ) 。有的新譯本聖經經文即把這一會堂

譯成是「自由人會堂」。

( 2) 認爲利百地拿是一個地名, 即是北非的呂彼亞人所

居之地。可以理解爲,「利百地拿會堂」即是北非的

「呂彼亞人的會堂」。當時分散在各地的猶太人都有

自己聚會的會堂。而司提反殉道前, 曾有利百地拿

會堂的人, 連同北非的古利奈、亞歷山大會堂的人,

以及亞洲幾處會堂的人, 共同起來和司提反辯論。

但他們都無法反駁司提反的講論, 就買出人來誣陷

司提反( 徒 6∶9—11) 。呂彼亞的位置, 請參看附錄第

78 圖第四行第 2—3 格。

利比拉   ( R iblah )

同名叫利比拉的地方有兩處。

Ⅰ. 黑門山附近的利比拉: 聖經記述, 利比拉乃是耶和華爲

以色列人劃定的東界上的地區之一( 民 34∶10—12 ) 。

Ⅱ. 哈馬以南的利比拉:

1. 地名原意:「肥沃土地」、「爭戰止息」、「豐收」。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4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利比拉是哈馬以南的一個古代軍事要地,

地勢非常險要。位於大馬色的西北。至今尚有利比

拉的舊址, 在黎巴嫩的巴勒貝克( Baalbek) 東北約 50

公里處。當地既有奧朗特河的水源, 又有黎巴嫩山的

森林, 且有伯拉河西方的肥沃土地。因此該地屯防軍

兵足可長期駐守。而古時的利比拉又是數條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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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衝, 在利比拉南面約 5 公里處, 又有高大的山嶺作

爲屏障, 只有狹窄的隘口作爲通道。因此當地進可以

攻, 退可以守, 乃是一個天然的要塞。

4. 聖經記載:

1) 猶大的第 17 代國王約哈斯作王僅 3 個月, 他行耶

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埃及王「法老尼哥將約哈

斯鎖禁在哈馬地的利比亞, 不許他在耶路撒冷作

王。」又罰猶大國大量銀子、金子, 並把約哈斯帶到

埃及, 他就死在那裏( 王下 23∶32—34 , 請參看附錄

三第 63 圖⑥、⑧及其說明) 。

2) 巴比倫王把猶大的第 19 代國王約雅斤擄到巴比倫

去以後, 另立西底家爲猶大王。西底家即是猶大

國最後的一代國王。後來西底家背叛了巴比倫

王,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便來圍困了耶路撒冷。

日久天長, 城內絕糧, 乃被攻破。西底家棄城逃

跑, 巴比倫的軍隊追趕他, 把他擒拿之後, 便把他

帶到了利比拉。那時巴比倫王正在利比拉, 他在

西底家眼前殺了西底家的兒子們, 並且剜了他的

眼晴, 用銅鏈鎖著, 把他帶到了巴比倫去。從此猶

大國隨即滅亡( 王下 25∶1—7) 。

利乏音( 谷)    ( Repha im, Va lley of)

1 . 地名原意:「巨人」、「強壯」、「死者」。

2 . 其他名稱: 巨人谷。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5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利乏音谷是一個肥沃的山谷。地處在耶路撒

冷欣嫩子谷的西南方, 位於耶路撒冷與伯利恆的交錯之

處。恰當猶大與便雅憫兩支派的邊境上。古時利乏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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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耶路撒冷與伯利恆之間全部地區的稱謂。

5 . 聖經記載:

1 ) 大衛在亞杜蘭洞裏的時候, 非利士的軍隊曾在利乏音

谷安營。「那時大衛在山寨, 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

恆。大衛渴想說: 『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裏的

水打來給我喝』。」有「三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

盤, 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裏打水, 拿來奉給大衛。他

卻不肯喝, 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 說: 『耶和華啊, 這三

個人冒死去打水, 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 我斷不敢

喝。』」( 撒下 23∶13—16; 代上 11∶15—19)

2 ) 掃羅王死後, 大衛在希伯崙作王 7 年半, 後來到耶路

撒冷作全以色列民的王。「非利士人聽見人膏大衛作

以色列王, 非利士眾人就上來尋索大衛。大衛聽見就

下到堡壘。① 非利士人來了, 布散在利乏音谷。」大衛

求問耶和華說:「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嗎?」耶和

華應允他, 把非利士人交在他手中, 他就擊殺了非利

士人。第二次「非利士人又上來布散在利乏音谷, 大

衛求問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 在他前頭去攻打非利

士人的軍隊; 卻叫大衛轉到非利士人的後頭, 從桑林

的對面攻打他們。大衛遵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作戰,

打敗了非利士人, 從迦巴一直追趕他們到基色 ( 撒下

5∶17—25, 以上在利乏音的兩次戰事, 請參看附錄三第

35 圖及其說明③—⑨) 。

利非訂   ( Rephidim)

1 . 地名原意:「休息地」、「支持物」、「鎮壓物」、「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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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名稱:

1 ) 也譯作「哩非停」。

2 ) 或即現今的「瑞非以得溪谷( Wadi Refayid) 」。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利非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的一個宿營地, 位

於汛曠野和西乃山之間。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民出埃及過了紅海, 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

咐, 按著站口從汛的曠野往前行, 在利非訂安營。百

姓沒有水喝, 就向摩西發怨言說:「你爲什麼將我們從

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擊打磐

石, 從磐石裏必有水流出來, 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

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 出 17∶1—7) 。

2 )「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摩西、亞倫

與戶珥都上了山, 摩西手裏拿著神的杖站在山頂上。

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 和亞瑪力人爭戰。

「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垂手, 亞瑪力

人就得勝。」「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 一個在這邊, 一

個在那邊, 他的手就穩住, 直到日落的時候。約書亞

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出 17∶8—16)

3 ) 以色列人離了利非訂, 在出埃及地滿了 3 個月的那一

天,「來到西乃的曠野, 就在那裏的山下安營。」( 出

19∶1—2)

利合   ( Rehob)

同名叫利合的有三處。

Ⅰ. 但支派居住的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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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寬闊之家」。

2. 其他名稱: 伯利合。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6 圖第二行第 3 格中伯利合的

所在地。

4. 地理情況: 利合( 即伯利合) 在迦南的北部, 靠近約但

河上游, 在但城、大馬色與瑣巴之間。

5. 聖經記載:

1) 以色列人從西乃山到了加低斯巴尼亞, 他們對摩

西提出要先打發人去窺探迦南地 ( 申 1∶19—24 ) 。

耶和華吩咐他們每支派打發一個作首領的共 12

人, 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從尋的曠野到利合, 直

到哈馬口」, 過了 40 天他們窺探那地回來, 雖證實

那地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 但卻懼怕當地的居民。

除了迦勒和約書亞, 其他 10 個人都報惡信, 以致全

會眾哭號發怨言, 得罪耶和華( 民 13∶21—33) 。

2) 大衛王時代, 亞捫人招募伯利合和瑣巴的亞蘭人,

在郊野擺陣, 與以色列軍隊爭戰而被打敗 ( 撒下

10∶6—8) 。

Ⅱ. 亞設支派居住的利合: 亞設支派分得此地之後, 沒有把

利合城的迦南人趕出去, 而是和迦南人合居在該城( 書

19∶24—25, 28; 士 1∶31—32) 。

Ⅲ. 由亞設支派分給利未人的利合: 亞設支派分得此地後,

又把它給了利未人居住 ( 書 19∶30, 21∶30—31; 代上

6∶75, 請參看附錄三第 16 圖第一行第 2 格中圖示的利

合) 。

利河伯   ( Rehoboth-ir ) or ( Rehoboth )

聖經中譯作利河伯的地方有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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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寧錄所建的利河伯( Rehoboth-ir)

1. 地名原意:「擴張」。

2. 地理情況: 其故址在希底結河畔, 約在尼尼微以南 75

公里處。

3. 聖經記載: 聖經中只在創 10∶11 中記述一次。

Ⅱ. 以撒所挖的水井利河伯( Rehoboth)

1. 地名原意:「寬闊之地」、「街道」。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 圖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利河伯是以撒的牧人在基拉耳谷中最後挖

掘的一口活水井。其地距別是巴西南約有一天的路

程。

4. 聖經記載: 亞伯拉罕在世時所挖的水井, 被非利士

人堵塞了, 以撒又挖了出來 ,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

的牧人競爭。「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 , 他們

不爲這井競爭了 , 他就給那井起名叫利河伯。他說

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 , 我們必在這地昌盛。」

( 創26∶18—22)

利基翁   ( Rhegium)

1 . 地名原意:「裂口」。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 2 行第 1 格。

3 . 地理位置: 利基翁位於西西里海峽之東, 在亞平寧半島的

西南, 與現今的墨西拿相對, 而在其南約 9 公里處。利基

翁起初是希臘的殖民地。公元前 387 年爲敍拉古王丟尼

修( Dionusius) 所滅, 並把該地居民賣爲奴隸。使徒時代,

利基翁是羅馬帝國的重要陸海交通要地。它北距部丟利

僅 270 公里, 距羅馬約 480 公里。

4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解到羅馬的中途, 先到了敍拉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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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停泊三天。又從那裏來到利基翁。過了一天, 起了

南風, 即去到部丟利( 徒 28∶12—13) 。

利希   ( Leh i)

1 . 地名原意:「牙床骨」、「要柔軟」。

2 . 其他名稱: 拉末利希( 士 15∶14, 17)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3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利希在猶大地區, 其地勢較高。當地山巒起伏

猶如牙床, 或即因此而得名。另外, 參孫在此地用驢腮骨

爲武器, 擊殺了 1000 非利士人, 也許此地因此而命名爲

利希。利希在耶路撒冷以西, 有人認爲約在現今的馬拉

西南 3 公里處。

5 . 聖經記載: 參孫作以色列人的士師, 他向非利士人報仇,

大大擊殺他們, 以後就下去住在以坦磐石的穴內。「非

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 布散在利希。」目的是要捉拿參

孫。猶大人因懼怕非利士人, 於是有 3000 人到以坦磐石

穴內, 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 將他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參孫到了利希, 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耶和華的靈大

大感動參孫, 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 他的綁繩都

從他手上脫落下來。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 就伸手拾

起來, 用以擊殺一千人。」然後, 他「就把那腮骨從手裏拋

出去了。那地便叫拉末利希」。參孫甚覺口渴, 就求告

耶和華。「神就使利希的窪處裂開, 有水從其中湧出來,

參孫喝了精神復原, 因此那泉名叫隱哈歌利。」(「隱哈歌

利」的意思乃是「呼求者之泉」) ( 士 15∶7—20) 。

呂彼亞   ( Libya )

1 . 地名原意:「傾注」、「窘迫」。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作利比亞, 又名叫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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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四行第 2—3 格。

4 . 地理情況 : 呂彼亞是非洲北部的廣大地區, 界限不甚分

明。耶穌降生前後, 此處屬於羅馬的領土。呂彼亞的

東方爲埃及。羅馬人把呂彼亞劃分爲東、西兩省。東

部叫呂彼亞瑪瑪利加 , 西部叫古利奈加。古利奈加的

省城即是古利奈。 ( 參看附錄三第 6 圖第六至七行第

1—5 格 ) 呂彼亞區域幾乎全爲沙漠地帶, 其間只有少

數水草地區分佈各處 , 間或有棕樹生長。此地人民性

情勇敢, 然而古時散居四方不易聯合。目前的利比亞

國基本上是當年呂彼亞地區。1982 年統計 , 人口約

340 餘萬。98 . 1 % 信仰伊斯蘭教。1. 7 % 信仰基督教,

其中當有真實的基督徒。

5 . 聖經記載:

1 ) 在舊約時代,「呂彼亞」又叫「弗」( 耶 46∶9; 結 30∶5,

38∶5 , 見經文中小字註釋) 。

2 ) 五旬節時, 從各地到耶路撒冷守節的猶太人中, 便有

來自呂彼亞的人( 徒 2∶10) 。

呂大   ( Lydda )

1 . 地名原意:「爭鬥」、「劇痛」。

2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80 圖第六行第 2 格。

3 . 地理位置: 呂大是鄰近約帕的較大村莊。

4 . 聖經記載:

1 ) 呂大在舊約中被稱爲羅德( Lod) ( 拉 2∶33) 。

2 ) 彼得周遊各地傳道時, 曾到過呂大。那時呂大已經有

了聖徒。彼得醫治了一個癱瘓病人以尼雅, 使當地許

多人信服了基督 ( 徒 9∶32—35。彼得初期的傳道行

程, 請參看附錄三第 96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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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高尼   ( Lycaonia)

1 . 地名原意:「狼地」。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名爲「利考尼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二行第 3 格, 並請參看和合

本聖經所附 No. 6「使徒行傳地圖」的相應部位。

4 . 地理情況: 呂高尼原是小亞細亞中南部的一個國家。其

國界常有變動。保羅到此地佈道時, 該地已爲羅馬帝國

的領土。路司得和特庇二城即在呂高尼境內。

5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一次外出佈道時, 和巴拿巴在以哥念住

了多日。以哥念人有的信從了基督, 但另有些猶太人卻

要凌辱保羅和巴拿巴。於是他們二人就躲到呂高尼的路

司得、特庇二城和周圍的地方去, 在那裏傳福音 ( 徒

14∶3—7) 。關於保羅、巴拿巴在呂高尼的路司得和特庇

兩城傳道的情況, 請參看本書「路司得」條和「特庇」條。

呂家   ( Lycia )

1 . 地名原意:「狼」。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名爲「呂基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呂家是小亞細亞南部濱海的一個省。北界迦

利亞、弗呂家及旁非利亞。地勢崎嶇, 多有高山突出海

面。有通商大道, 均由海濱直達內地。波斯及希臘等國

曾相繼統轄此地。公元前 188 年曾陷於羅馬人之手。帕

大喇與每拉皆在呂家省內。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在返回的途中, 曾乘船路過呂家

省的帕大喇。又從帕大喇往腓尼基, 去到耶路撒冷,

請對照參看附錄三第 100 圖第三行第 4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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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保羅被押送到羅馬的途中, 再次來到呂家, 並在呂家

省的每拉往意大利去( 徒 27∶1—6 ) 。

每拉   ( Myr a )

1 . 地名原意:「哭泣」。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名爲「米拉」。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三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每拉是呂家( 今譯作呂基亞) 的一個城市。鄰

近帕大喇, 但古時不如帕大喇繁華, 其後商業逐漸興盛,

從埃及和居比路來的商船都停泊在每拉, 漸漸即成爲省

會。每拉距海濱約 3 公里, 位於小山上, 山旁有溪谷。

5 . 聖經記載: 保羅被送到羅馬去的途中, 先乘船到了呂家的

每拉。又在每拉換乘海船到意大利去( 徒 27∶5) 。

每西亞   ( Mysia )

1 . 地名原意:「山毛櫸產地」。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密細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每西亞是小亞細亞北部的一個省。西、北兩面

臨海。東面與庇推尼、弗呂家相鄰。亞朔、特羅亞、亞大

米田等城都在每西亞境內。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佈道時, 初經此地, 但未停留, 而是越

過了每西來, 下到特羅亞。隨即從特羅亞乘船到歐洲

的馬其頓去傳道( 徒 16∶7—12) 。

2 ) 保羅再次來到每西亞, 乃是要在每西亞的亞朔與同工

們會合, 一起到耶路撒冷去( 徒 20∶13—16) 。

3 ) 啟示錄中提到的亞西亞的七個教會, 其中有別迦摩,

別迦摩也在每西亞境內( 啟 1∶11, 請對照參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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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 圖第二行第 2 格與第 99 圖第一行第 2 格) 。

沙崙   ( Sha ron)

聖經記載: 聖經中有兩個地方同名都叫沙崙:

Ⅰ. 約但河東的沙崙, 乃是迦得族居住之地( 代上 5∶11—16) 。

1. 地名原意:「平地」、「公正」。

2. 其他名稱: 也譯作「沙倫」。其他記述從略。

Ⅱ. 約但河西的沙崙:

1. 地名原意:「平地」、「公正」。

2. 其他名稱: 也譯作「沙倫」。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9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沙崙位於約帕的北方, 乃是濱海的平原地

帶。長約 75 公里, 寬約 15 公里左右。此地土質良

好, 水源充足, 適宜橡樹、橄欖、葡萄及農作物生長。

遍地的青草, 可以放牧。玫瑰或水仙等花盛開時, 景

色更爲光艷奪目。

5. 聖經記載:

1) 所羅門的雅歌中曾使用過「沙崙的玫瑰」這樣美麗

的詩句( 歌 2∶1) 。

2) 先知以賽亞預言, 以色列人復興的時候, 沙崙將成

爲牧羊的場地( 賽 65∶9—10) 。

3) 耶穌受難後, 使徒彼得周遊四方傳道時, 曾到過沙

崙地區的呂大。在該處, 彼得治好了一個癱瘓的

人, 使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們看見了他, 就歸服了

基督( 徒 9∶32—35) 。

吾珥   ( Ur )

1 . 地名原意:「光」、「瀝青之母」。

2 . 其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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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古稱「烏路( Uru) 」。

2 ) 後稱「烏路瑪( Urumma) 」。

3 ) 又譯作「烏爾」。

4 ) 現也稱「泰勒穆蓋耶爾」。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吾珥位於伯拉大河下游的西岸, 是古代的重要

城市。歷史學家認爲, 該城最初是由從北部遷來的移民

建立的, 公元前二千多年時, 曾是南部米所波大米的都

城。後來巴比倫曾在這一區域建國。公元前四世紀時,

因伯拉大河改道, 吾珥一帶土地沙漠化而漸荒蕪。其遺

址在巴比倫舊城東南約 450 里。在此地出土的古代王室

墓地的文物, 反映了古時此地的富裕狀況和高度發達的

文化藝術。在亞伯拉罕的時代, 吾珥是祭拜偶像的城市。

其中月神南那廟, 乃是用磚構砌的三層建築物, 很像帶有

台階的金字塔。現在伊拉克境內, 幼發拉底河接近波斯

灣約 250 公里處, 有一個「烏爾站」。或即是因爲靠近吾

珥而得名的。

5 . 聖經記載:

1 ) 吾珥乃是亞伯拉罕的故鄉( 創 11∶31 ) 。

2 ) 亞伯拉罕順從耶和華的呼召, 離開自己的本地、本族、

父家( 創 12∶1) , 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創 15∶7 ) , 後來又

進入迦南( 徒 7∶4 ) , 這乃是聖經中的一件大事。舊約

和新約中都曾屢次加以講述( 尼 9∶7—8; 來 11∶8—9) 。

希伯來( 人) , 希伯來( 話) , 希伯來( 的)    ( Heb rew)

有人�解聖經中「希伯來」一詞旁邊的符號, 錯認爲是個地

名。其實「希伯來」的原意是「渡河而來」, 意指亞伯拉罕等

人乃是( 由哈蘭 )「渡過伯拉大河而來」( 到迦南 ) 的人 (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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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亞伯拉罕的嫡系後裔即被稱爲「希伯來人」( 出

3∶18; 徒 6∶1; 林後 11∶22; 腓 3∶5 等經文) 。他們的語言即被

稱爲「希伯來話」( 約 5∶2, 19∶13; 徒 21∶40 ; 啟 16∶16 等經

文) 。有時意爲「希伯來的」( 出 1∶16; 申 15∶12) 。

希伯崙   ( H ebr on )

1 . 地名原意:「同盟」、「友誼」、「聯合」。

2 . 其他名稱:

1 ) 古名「基列亞巴( Kiriath-arba) 」( 創 23∶2) 。

2 ) 也叫「幔利( Mamre) 」( 創 23∶19) 。

3 ) 又譯作「希伯倫」①

4 ) 今名「哈里爾 ( Alkhalil) 」, 意思是「神的朋友」( 賽

41∶8 )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 圖第四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希伯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聞名的城邑之一。此城在

耶路撒冷以南約 30 公里。距伯利恆約 20 公里, 在猶

大山地的一個山坡上, 海拔約 900 公尺。附近泉水充

足, 園林繁茂。亞伯拉罕曾在此城北郊 2 公里處幔利

的橡樹下居住。希伯崙乃是亞伯拉罕經常生活出入

之地。

2 ) 亞伯拉罕曾在希伯崙買了麥比拉洞埋葬妻子撒拉。

後來麥比拉洞遂成爲他的家族墓地。亞伯拉罕、以

撒、利百加、雅各、利亞等以色列人的先祖都前後葬在

此地( 創 23∶17—20, 25∶9 , 49∶31, 50∶7—13 ) 。因此猶

太教徒把希伯崙尊爲四大聖城之一。希律王爲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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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猶太人的心理, 曾在希伯崙郊區建築了兩個高大的

紀念性建築物。一個在麥比拉洞, 一個即在幔利的橡

樹那裏。

3 ) 伊斯蘭教徒由於崇敬亞伯拉罕, 也把希伯崙當做聖

地。阿拉伯人統占此地時, 曾在麥比拉洞上方建了一

座「真主之友易卜拉欣易①清真寺」。並且從 1267 年

起, 只許穆斯林前來此地朝聖, 伊斯蘭教以外的其他

任何人都禁止到此朝覲、遊覽, 共歷 700 年之久。直

到 1967 年, 希伯崙重歸以色列統轄後, 亞伯拉罕等人

的墳墓, 以及與上述古人生平有關的景地, 才向所有

的朝聖者和旅遊者開放。

5 . 聖經記載:

1 ) 亞伯蘭與侄兒羅得分手後, 耶和華應許將他舉目向東

西南北所看到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亞伯蘭就搬

了帳棚, 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 在那裏爲

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 創 13∶18, 請參看第 2 圖說明 6、

7) 。

2 ) 亞伯蘭從幔利的橡樹那裏前往大馬色左邊的何把。

將被擄的侄兒羅得和他的財物, 以及婦人、人民也都

奪了回來, 在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之後又回

到希伯崙( 創 14∶13—24,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說明 4、

5) 。

3 ) 當亞伯拉罕住在希伯崙的時候, 經歷過幾件大事:

①神應許他的後裔像天上的星辰那樣眾多, 並且把迦

南賜給他們爲業( 創 15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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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亞伯拉罕收納了使女埃及人夏甲爲妾, 生了以實瑪

利( 創 16 章) 。

③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立約, 定了割禮, 並叫他把原名

「亞伯蘭」改爲「亞伯拉罕」( 創 17 章) 。

④亞伯拉罕接待了天使, 神應許老年的撒拉要生一個

兒子。撒拉聽見後, 心裏暗笑說:「我已經衰老了,

我的丈夫也老了, 我怎會有喜呢?」①但神卻對亞伯

拉罕說:「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創 18∶1—14 )

⑤亞伯拉罕曾六次求告耶和華不要毀滅所多瑪 ( 創

18∶16—33 ) 。

4 ) 亞伯拉罕一度離開希伯崙, 到了基拉耳、別是巴等地

( 創 20—22 章 ) 。其後又回到希伯崙, 向赫人買了麥

比拉洞及附近的田地。後來麥比拉即成了希伯來人

的祖墳( 創 49∶31 , 50∶7—13) 。

5 ) 亞伯拉罕老年間住在希伯崙, 又經歷了幾件大事:

①差派老僕人到故鄉的本族人中去爲兒子以撒娶妻

( 創 24 章) 。

②又娶了基土拉, 生了米甸等人( 創 25∶1—6) 。

③老死於此地( 創 25∶7—10) 。

( 以上 3) 、4) 、5 ) 各項經歷過程,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說明)

6 )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曾派探子到希伯崙等地窺探 ( 民

13∶22) 。

7 )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希伯崙王等人與以

色列人爭戰, 結果希伯崙王等人在基遍戰敗, 在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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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被殺。約書亞進而奪取了希伯崙等地的城邑 ( 書

10∶3—26 , 36,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說明⑤、⑥、⑩) 。

8 ) 希伯崙被立爲六個逃城之一 ( 書 20∶7 , 請參看附錄三

第 16 圖) 。

9 ) 大衛的戰將約押, 用詭計在希伯崙的城門洞中殺死了

降將押尼珥( 撒下 3∶20—27, 請參看附錄三第 34 圖說

明 2—6) 。

10) 掃羅死後,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 7 年零 6 個月, 在

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猶大王 33 年 ( 撒下 5∶3—5, 請

參看附錄三第 35 圖 1、2) 。

11) 大衛的兒子押沙龍在希伯崙背叛大衛, 自己稱王, 並

從此地發動叛亂 ( 撒下 15∶7—12 , 參看附錄三第 37

圖①) 。

12) 以色列分裂後, 南國的猶大王羅波安重新修固了希

伯崙等城, 以防戰事 ( 代下 11∶5—10 , 請參看附錄三

第 42 圖) 。

希底結( 河)    ( Hidd ekel)

1 . 地名原意:「急流」、「迅速」、「光隙」。

2 . 其他名稱: 即現今的「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希底結河發源於古時亞西亞山地, 即今土耳其

境內東部的高山峻嶺之間, 古時希底結河和伯拉大河原

本是分別入海的, 後來, 由於多年的流沙形成了兩河下游

的三角洲, 所以希底結河流到 1800 公里後, 已與伯拉大

河匯合而成爲阿拉伯河。阿拉伯河再經 60 公里即注入

波斯灣。希底結河上游蜿蜒穿行於 1800—3000 米的高

原地帶, 接近波斯灣時海拔已僅 50 米, 每年春季, 高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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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化的大量雪水急流而下, 希底結之名( 意爲「急流」) 乃

由此而來。希底結流經尼尼微時即匯成大河, 公元前

612 年, 巴比倫與波斯圍攻亞述的尼尼微兩年不下, 第三

年山洪暴發衝入到尼尼微城內。亞述王見大勢已去, 便

強迫其妃嬪宮女與自己一起焚宮而死。現今尼尼微遺址

仍在挖掘中, 而伊拉克的名城巴士拉, 即在希底結與伯拉

河合流後的阿拉伯河西岸。

5 . 聖經記載:

1 ) 希底結河是滋潤伊甸園的四道河流之一( 創 2∶14) 。

2 ) 但以理曾在被擄之地的希底結河邊見到了異象 ( 但

10∶4—7) 。

希拉波立   ( H ier apolis)

1 . 地名原意:「 ( 僞神) 聖地」。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3 圖第三行第 3 格老底嘉和歌羅

西的位置。

3 . 地理情況∶它位於小亞細亞, 在老底嘉以北約 9 公里, 歌

羅西西北約 17 公里。古時該地祭拜各種鬼神。現在土

耳其境內。

4 . 聖經記載∶保羅說, 基督耶穌的僕人以巴弗曾爲老底嘉和

希拉波立的信徒們多多地勞苦過。顯然以巴弗曾在老底

嘉與希拉波立一帶辛勤地傳過道( 西 4∶12—13) 。

希臘   ( G reece)

1 . 地名原意:「起泡」、「不穩」、「卑賤的人」。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4 圖第二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1 ) 希臘是古代西方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其哲學、文字、

藝術、神話都影響於後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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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希臘本是一個地區的名稱, 後來該地建國, 遂成爲國

名。由於歷史的發展變異, 其疆域版圖的變動也很

大。起初希臘僅相當於現今巴爾幹半島上的局部地

區。公元前 750 年, 希臘地區各城邦形成了鬆散的聯

盟。公元前 338 年, 馬其頓人統治此地。特別是希臘

的亞歷山大大帝率兵遠征到小亞細亞半島、埃及、中

近東, 直到印度。國土擴及歐、亞、非三大洲。所到之

處, 希臘文化即影響到該地。相傳亞歷山大深受但以

理書第 8 章的影響, 故此對猶太人也有諸多優待。亞

歷山大在極盛時期夭折。死後, 他的四個將帥割據了

所佔的領土。公元前 146 年, 羅馬人征服了希臘本土,

把當地劃歸爲亞該亞省, 其東北部則劃歸馬其頓省。

即如附錄第 104 圖所示。

3 ) 現今的希臘共和國仍以信奉基督的東正教爲國教。

1984 年統計將近 1000 萬人。

4 . 聖經記載:

1 ) 希臘即是古時的雅完 ( 但 8∶21 中小字註釋) 。雅完乃

是挪亞的孫子, 雅弗的兒子 ( 創 10∶1—2 ) 。雅完人居

住之地請參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一行 1 格。

2 ) 公元前約在 6 世紀時, 先知但以理說∶他「見有一隻公

山羊從西而來, 遍行全地, 腳不沾塵。這山羊兩眼當

中, 有一非常的角。⋯⋯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 正強

盛的時候, 那大角折斷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

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但 8∶5—8) 但以理又說∶「那

公山羊就是希臘王。兩眼當中的大角就是頭一王。

至於那折斷了的角, 在其根上又長出四角, 這四角就

是四國, 必從這國裏興起來, 只是權勢都不及他。」(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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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2)

3 ) 舊約聖經中提到希臘之處, 尚有下列經文:

①但 10∶20

②但 11∶2

③珥 3∶6

④亞 9∶13

4 ) 新約聖經中曾提到, 保羅在第三次外出傳道時, 在馬

其頓走遍了那一帶地方, 用許多話勸勉門徒, 然後來

到希臘, 並在那裏住了三個月。此處所說的希臘即是

亞該亞省等地方( 徒 20∶1—2 ) 。

希蘭   ( H ela m)

1 . 地名原意:「堡壘」。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6 圖第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希蘭在約但河東的北方, 位於大馬色以南。

4. 聖經記載: 當年大衛王, 曾在希蘭戰勝亞蘭王哈大底謝。

當時的亞蘭已經相當強大, 它的勢力已經伸展到伯拉大河

的東方。在希蘭戰役之前, 亞蘭軍與大衛的戰將約押在第

一次的戰鬥中本已失敗 ( 撒下 10∶9—13) 。但是亞蘭王卻

把伯拉河東的亞蘭軍調了來, 又集結大軍, 由他的將軍朔

法統帥, 第二次進攻大衛。大衛率領以色列軍, 東渡約但

河, 來到希蘭迎戰。結果, 以色列軍殺了亞蘭人 700 輛戰

車的馭手和 4 萬馬軍, 並且擊殺了亞蘭的將軍朔法。從

此, 原先臣服於亞蘭的諸多藩屬小國, 改而歸順以色列, 使

大衛鞏固了東北邊境上的防務( 撒下 10∶15—19) 。

希利甲哈素琳   ( H elka th Ha zzurin )

1 . 地名原意:「刀刃之田」、「刀劍之地」。

2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33 圖第三行第 1 格中基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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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

3 . 地理情況: 希利甲哈素琳乃是基遍池旁的一塊平地, 位於

耶路撒冷西邊約 13 公里處。

4 . 聖經記載及有關記述: 掃羅死後, 家族日衰。他的元帥押

尼珥最初曾扶持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在瑪哈念作以色列

的王。而大衛則被猶大支派的人們擁立, 在希伯崙作猶

大王。這樣, 南北各有一王, 形成了對峙的局面, 那時, 押

尼珥率領伊施波設的部下, 由瑪哈念南下基遍。而大衛

的戰將約押則率領大衛的部下, 由希伯崙北上, 與押尼珥

的部屬相會在基遍池①旁。他們雙方的隊伍各自坐在基

遍池的兩邊。押尼珥對約押說:「我們各派幾個年輕人

出來打鬥玩玩吧!」②約押說:「可以!」於是雙方各派出

12 個人來交手拚鬥。他們互相揪住對方的頭髮, 用刀劍

刺進對方的肋旁, 最後未分勝負, 雙方的鬥士卻都仆倒在

地, 死在一起。因此那個地方便叫作「刀劍之地」。其希

伯來話, 即是「希利甲哈素琳」。其後, 跟著便是雙方全

體軍兵的激烈混戰, 押尼珥戰敗而逃。約押的兄弟亞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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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遍池是在基遍當地比較出名的水池。1956 年考古學家在基

遍挖掘出一個巨大的岩石蓄水井池。它的直徑約 11 米 , 深達 25 米。

沿著水池的巨石內壁, 鑿有一個螺旋形的石路 , 由地面盤旋而下直到池

底 , 整條石徑共有 79 個石頭台階。看來當年該處水位較低 , 在地面上

水泉乾涸時 , 取水蓄水都較困難 , 故此鑿出這一巨大的井池 , 並鑿出井

內的道路 , 以便人們上下取水。學者們推論這一遺蹟 , 可能即是當年押

尼珥與約押相會的基遍池。

引號內直接引語 , 乃是撒下 2∶14 部分語句的新譯文 , 其口氣說

得好像很輕鬆。實際上乃是雙方各派出少數人來作生死的格鬥 , 以定

雙方的勝負。



黑窮追押尼珥不捨, 反被押尼珥刺死。後來雙方罷兵, 但

從此約押與押尼珥結下了殺弟之仇( 撒下 2∶8—30, 請參

看第 33 圖及說明) 。

希利尼( 話) , 希利尼( 人) , 希利尼( 的)    ( Greek)

1 . 聖經中「希利尼」一詞旁邊的符號並非地名的標誌, 僅只

表示它是個專有名詞而已。「希利尼」乃是由「希臘」

( Greece) 一詞轉化而來的。它的意思是:

1 ) 希利尼的( 徒 17∶12 ; 約 19∶20) 。

2 ) 希利尼話( 徒 6∶1, 9∶29, 21∶37; 啟 9∶11 ) 。

3 ) 希利尼人( 可 7∶26; 約 7∶35; 徒 11∶20 等經文) 。

希利尼人有兩種含義:

( 1) 居住在希臘境內或又遷至他處的希臘人。

( 2) 說希臘語的猶太人( 徒 6∶1 , 9∶29) 。

2 . 公元前 300 餘年, 在希臘帝國統治歐、亞、非的極盛時期,

其皇帝亞歷山大極想把希臘文化傳播於世界各地。猶太

人當時也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很大。當時希臘語通行各

地, 猶如現今的英語舉世通用一樣。新約全部聖經都是

用希臘文書寫的。馬太福音最初雖然使用的是希伯來

文, 但約在公元 60 年時, 馬太福音即譯出了希臘文本。

所以大家公認, 新約聖經的原文乃是希臘文。

希實本   ( H eshbon )

1 . 地名原意:「工具」、「理」。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希實本在死海東北邊約 30 公里之高地上, 爲

迦得的南境。本爲摩押的一座城, 後被亞摩利王西宏所

奪, 改爲京都( 民 21∶26 ) 。摩西曾率領以色列人將其奪

取。此城門旁有一大水池, 其遺蹟至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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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從曠野往毘斯迦的山頂, 亞摩利王西宏不容

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以色列人用刀殺了他, 得

了他的地。以色列人奪取並住在亞摩利人的城邑, 就

是亞摩利王西宏的京城希實本及它的一切鄉村 ( 民

21∶21—25) 。

2 ) 以色列人奪取希實本後, 流便人重新建築此城 ( 民

32∶37) 。

3 ) 以色列人分地時, 摩西按著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給他們

產業。其中希實本城就歸流便支派( 書 13∶15—17 ) 。

八 劃

拔摩   ( Pa tm os)

1 . 地名原意:「我的死傷」。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帕特莫斯」島。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3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拔摩是愛琴海中靠近土耳其半島的一個小島,

長約 15 公里, 寬約 10 公里。島上遍地岩石, 當年十分荒

涼, 乃是流放囚犯之地。島上草木很少, 但卻有棕樹生

長。該島隔海與以弗所、士每拿、撒狄等地遙遙相望。近

者僅距離一百餘公里, 遠者也不過數百公里。

5 . 聖經記載及有關資料:

1 ) 根據某些歷史資料記述, 約在公元 80 年後到公元 96

年期間, 當羅馬皇帝第二次迫害基督徒時, 耶穌的門

徒約翰老年間曾被流放在拔摩島十餘年之久。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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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 在這一海島上, 神曾把以後將要發生的事啟示

給約翰, 而在他離開拔摩島後, 便寫下了啟示錄 ( 啟

1∶1, 1∶9) 。據考證, 約翰福音和約翰壹、貳、叁書也是

他離開拔摩以後書寫的。

2 ) 約翰在拔摩海島上時, 常常想念對岸以弗所、士每拿、

別迦摩、推雅推拉、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等教會的

聖徒。他在寫給這 7 個教會的書信 ( 即啟示錄) 中說: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

度、忍耐裏一同有分。」( 啟 1∶9 , 參看啟 1∶4 )

3 ) 當約翰十餘年生活在孤苦的拔摩海島上時, 島上的棕

樹, 當會時時提醒約翰回憶當年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

冷之際, 歡呼的人群「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耶穌的

情景 ( 約 12∶13 ) 。棕 樹枝常被用來表示歡慶 ( 利

23∶40) 。約翰也注意到, 將來各國、各族、各方的眾聖

徒身穿白衣站在寶座前向神歡呼的時候, 這些人手中

也是拿著棕樹枝的 ( 啟 7∶9 ) 。在四福音中, 只有約翰

特別提到人群拿著棕樹枝歡呼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其他三卷福音書都未提及棕樹枝一事。說明約翰在

拔摩的苦難之中仍常能想到聖徒歡樂的時日( 參看路

19∶36—38; 可 11∶8—10; 太 21∶8—10) 。

彼西底   ( Pisdia )

1 . 地名原意:「公理的勸導」。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8 圖第一行第 1—2 格。

3 . 地理情況: 當年彼西底地區原屬加拉太省, 後來又和附近

一些地區合併爲獨立的彼西底省。安提阿即成爲彼西底

的省城。彼西底相當於現今土耳其境內阿克謝希爾以南

地帶。歷史記述, 古時當地居民尚武好鬥, 甚至希臘亞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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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皇帝進攻彼西底時, 也曾遭到當地人的抵抗襲擾。

其後該地處於希臘或羅馬的統治之下, 常有偷盜搶劫事

件發生。掃羅等人當年傳道時, 須經過此地, 必然經歷許

多艱難。

4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一次外出傳道時, 曾和巴拿巴二人由別加出

發, 經過彼西底, 到了該地的安提阿城( 徒 13∶14) 。

2 ) 保羅第一次外出傳道返回的旅途中, 從路司得、以哥

念啟程再次到了彼西底的安提阿( 徒 14∶21 ) 。

3 ) 保羅多次外出傳道, 屢屢經過彼西底的安提阿 ( 參看

本書「安提阿」條) 。保羅說他「屢次行遠路, 遭江河的

危險、盜賊的危險」( 林後 11∶26) 。有人認爲保羅所說

的「盜賊的危險」, 指的即是多次路過彼西底的艱險經

歷。

波斯   ( Persia )

1 . 地名原意:「馬的土地」。

2 . 其他名稱:

1 ) 古波斯國又稱爲愛珥亞拿( Airyana) 。

2 ) 今稱伊朗( Iran) 。

3 ) 波斯最初建國之地約在今伊朗高原的法爾斯 ( Fars) 、

波西斯( Persis) 、波斯巴利( Persepolis) 一帶, 古時這一

地區, 聖經稱之爲以攔( Elam) 。

4 ) 波斯極盛時佔有中亞、北非以及東歐部分地區, 歷史

上稱之爲波斯帝國。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4 格以攔附近地區, 及

第 65 圖中所示波斯帝國版圖。

4 . 地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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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波斯是現今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古代國家。該處沿波

斯灣一帶地勢甚低, 氣候炎熱, 離海灣較遠處則地形

較高, 然而高原中卻多水道, 所以很多地方土地肥沃,

出產富足。但是臨近沙漠處則因缺水而影響了當地

的農產。

2 ) 公元前 500 餘年時, 波斯王古列 ( Cyrus, 今譯作居魯

士) , 先後打敗了瑪代①、亞述、巴比倫等當時的強國而

稱雄於世。

3 ) 古列死後, 他的兒子岡比西斯二世 ( Cambyses Ⅱ ) 繼

位, 征服了埃及。岡比西斯死後, 大利烏一世 ( Darius

Ⅰ, 今譯作大流士一世) 奪取政權。他繼續征戰, 擴大

領土。西到東歐的馬其頓, 東到中亞的印度河, 連同

北非的呂彼亞 ( Lybia, 即今利比亞 ) 一帶, 盡皆納入波

斯帝國的版圖。

4 ) 波斯帝國時期的幾位國王, 多與猶大人歸回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有關②。他們是:

①古列( Cyrus, 公元前 538—529) ;

②岡比西斯③( Cambyses, 公元前 529—522 ) ;

③大利烏一世( Darius Ⅰ, 公元前 521—4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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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瑪代( Media) , 或譯作米底、米底亞。

許多聖經學者認爲 , 記述猶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和聖殿的以斯

拉記第 4 章第 6—23 節 , 乃是把後來所發生的事件插入到前面來敍述

的。另外 , 波斯歷代諸王多有名字相同的 , 歷史上有時註明一世或二

世 , 但聖經中並未記出一世或二世的區別 , 因此各家解釋有些出入。其

詳細解說 , 本書從略。

聖經中未曾記有岡比西斯此人。有人認爲拉 4∶7、11、23 所記

的亞達薜西 , 乃是岡比西斯的另一個名字。但有人認爲此說論據不足。



④亞哈隨魯一世①( Ahasuerus Ⅰ, 公元前 485—465) ;

⑤亞達薛西一世②( ArtaxerxesⅠ, 公元前 465—425 ) ;

⑥亞哈隨魯二世( Ahasuerus Ⅱ, 公元前 424) ;

⑦大利烏二世( DariusⅡ, 公元前 424—405 ) ;

⑧亞達薛西二世③( Artaxerxes Ⅱ, 公元前 405—358 ) 。

5 ) 公元前 330 年, 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戰敗波斯。波斯

帝國的領土基本上都完全變成了希臘的疆域( 請參看

附錄三第 75 圖) 。

6 ) 公元後 7 世紀時, 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統治了古

波斯( 今伊朗高原) 一帶。其後列強交相爭奪此地, 至

1925 年建立了以巴列維爲國王的波斯王國。1935 年

改稱伊朗。1979 年國王被迫出國, 即建立了伊朗伊斯

蘭共和國。

5 . 聖經記載: 舊約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各卷經文

所記的事件, 都發生在波斯帝國幾代國王年間。猶大人

等被擄到巴比倫等地之後 70 年, 波斯王古列下詔通告全

國, 使猶大人等歸回耶路撒冷重新修建聖殿 ( 拉 1∶1—

11) 。那些早先移居到撒瑪利亞及猶大地區的外族人,

他們既祀拜自己信奉的偶像, 又表示也敬拜耶和華。如

今猶大人等回國建殿, 這些外族人先是要求和猶大人等

聯合起來共同建造聖殿, 但建殿的猶大人以及其他支派

的以色列人, 拒絕了他們參與建殿的聖工 ( 拉 4∶1—3 ) 。

—412—

①

②

有考證認爲亞哈隨魯一世即是薛西斯一世( Xerxes Ⅰ) 。

③  有些學者認爲 , 是亞達薛西一世批准以斯拉、尼希米回國

的 , 因他的繼母是王太后猶太人以斯帖。有些學者則認爲以斯拉、尼希

米回國可能在亞達薛西二世在位年間。



於是這些外族人便用各種方法阻撓建殿的工作。他們先

後在幾位波斯王在位時, 或賄賂官吏, 或奏告國王, 說一

旦猶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完畢, 即會背叛波斯。由於移居

到以色列地區的外族人的干擾, 以色列族中猶大等各支

派的人們的建城建殿工作, 遇到了許多的困難, 直至被迫

停工。亞哈隨魯王時, 波斯各地的猶大人一度且有滅族

的危險, 當時的波斯王后、猶大女子以斯帖, 冒死進見亞

哈隨魯王, 乃使猶大人轉危爲安。猶大等各支派的以色

列人, 先後在所羅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人的率領下, 終

於重新修整了耶路撒冷的城牆和聖殿, 並且恢復了敬拜

耶和華的盛會 ( 詳細過程參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

帖記) 。

東海   ( The East Sea )

聖經中提到的東海即是鹽海( Salt Sea) 。或稱做死海( Dead

Sea) 。請參看本書中的「鹽海」條。

非拉鐵非   ( Phila delphia )

1 . 地名原意:「兄弟之愛」。

2 . 其他名稱: 今名叫「阿拉捨希爾」( Alashehi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3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非拉鐵非是古時小亞細亞的一個城市。在撒

狄東南約 25 公里, 南距老底嘉約 50 公里。現在土耳其

境內。城區於公元前 189 年建成, 是當地平原十城之一,

也叫「低加波利」(「低加波利」的意思即是「十城之

區」) 。耶穌降生前後, 此城住有許多猶太人, 所以城內

建有猶太人聚會的會堂。現在該地仍存有非拉鐵非古城

的一部分。

5 . 聖經記載: 非拉鐵非是亞西亞 7 個教會中的一個 (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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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聖靈曾感動使徒約翰寫信給這七個教會 ( 啟

1∶10) 。其中論到非拉鐵非教會說:「我知道你的行爲, 你

略有一點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棄絕我的名。看

哪! 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那

撒但一會的, 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 乃是說謊

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

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

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我必快來, 你要持守

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啟 3∶7—13 ) 。

非利士   ( Philistia )

1 . 地名原意:「遷居」、「陌生陸地」、「滾動」。

2 . 其他名稱: 另有譯名爲腓力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9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非利士乃是非利士人( Philistine) 入居迦南南部沿海地

區之後而命名的。非利士人本來是含的後裔( 創10∶6,

13—14; 代上 1∶8, 11—12) 。他們原來居住在迦斐托

島。聖經譯名爲革哩底島, 即現今的克里特島 ( 請參

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二行第 2 格迦斐托所在地 ) 。其

後, 非利士人由迦斐托島遷出( 耶 47∶4 ; 摩 9∶7 ) 。他們

先後曾侵擾迦南、敍利亞沿海的一些城市, 並且在約

帕和迦薩間的海岸一帶定居。因此當地即被稱爲非

利士。

2 ) 非利士人曾在該地建國稱王。但地區甚小, 南北長約

50—60 公里, 東西寬僅 25—30 公里。當地土地肥沃,

然而沿海之處沙丘較高, 不宜耕種, 全境南部地勢高

於北部約 30 米。因爲北部冬季雨水較多, 窪地山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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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河流, 所以該處村鎮多建於高地。而南部地區, 因

爲地高缺水, 所以居民多在低處定居以便取水, 故此

形成爲山谷地帶的村落。

3 ) 非利士人長期壟斷著煉鐵技術, 不肯傳授以色列人,

因此以色列人時常受到非利士人的制約。考古學者

曾在非利士的遺址中, 挖出許多公元前 1000 多年時的

鐵器。但在迦南其他地區卻未曾發現同一時期的鐵

製品。1927 年, 考古學家彼利 ( Petrie) 在非利士發現

了古時造劍用的煅燒爐。該爐就當代的技術標準而

論, 被考證認爲是比較先進的。

4 ) 根據聖經及考古發掘出的碑文記載, 非利士人祭拜偶

像大袞, ( 撒上 5∶2) 也祭拜亞斯他錄( 撒上 31∶10) 。非

利士臨近海邊, 大袞可能即是非利士人崇奉的「水神」

或「魚類之主」。亞斯他錄乃是迦南各族人認爲掌管

生育的女神。他們祭拜亞斯他錄的方式非常下流。

有人把亞斯他錄稱爲「淫奔猥穢的女神」。聖經中說,

迦南地的神乃是以色列人的網羅( 士 2∶3) 。

5 ) 古時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屢屢爭戰。但到公元前數

百年間, 由於亞述、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

國先後爭雄稱霸於世, 非利士和以色列都曾相繼淪爲

上述強國的藩屬或領土。

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進入迦南後攻佔了許多城邑, 但是非利士的全

境及其 5 個名城卻未能佔領( 書 13∶1—3) 。

2 ) 參孫降生時, 非利士人欺壓以色列人已有 40 年 ( 士

13∶1 ) 。參孫勇力過 人, 曾一 再殺 傷非利 士人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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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15∶14—15 ) 。但是由於參孫迷戀一個女人大利

拉①而被非利士人捉去剜了雙眼叫他在監牢中推磨

( 士16∶4—21) 。古時推磨通常是女奴幹的粗重工作,

( 出 11∶5 ) ②現在竟叫參孫推磨, 對他乃是極大的羞

辱。後來, 當非利士人聚集在大袞廟中戲耍參孫的時

候, 參孫求告耶和華神再給他一次力量, 他推倒了廟

柱, 使廟宇倒塌, 與眾多的非利士人同歸於盡 ( 士

16∶23—30 , 請參看附錄三第 23 圖說明③—⑩) 。

3 ) 耶和華的約櫃一度被非利士人擄去, 由於耶和華降災

於非利士人, 過了 7 個月, 非利士人只好把約櫃送還

給以色列人( 撒上 4∶1—7∶2, 請參看附錄三第 25 圖) 。

4) 撒母耳作士師的時候, 曾制伏了非利士人( 撒上7∶10—

14) 。

5 ) 掃羅作以色列王的初期, 非利士人由 30000 輛戰車組

成了入侵大軍, 一直進逼到以色列的腹地伯亞文, 而

跟隨掃羅出戰的以色列人才只有 600 人, 更因非利士

人素日不讓以色列人學會煉鐵技能, 就是連以色列人

平時使用的鋤、犁等農具都須到非利士去請他們修

理。所以這次兩軍對壘時, 只有掃羅和他的兒子約拿

單有刀槍, 其他的以色列軍兵只能用三齒叉、斧子等

物作兵器出戰。然而約拿單卻倚靠耶和華, 用奇兵戰

勝了非利士人 ( 撒上 13∶5—14∶23; 請參看本書「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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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爲大利拉很可能即是亞斯他錄廟裏的娼妓之流的人

物。

和合本聖經出 11∶5 中的經文「磨子後的婢女」, 另有新譯文爲

「在磨房裏作奴工的婢女」。



文」條, 及附錄三第 27 圖的說明⑤—�12 ) 。

6 ) 後來非利士人再次入侵, 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亞全身披

掛, 天天罵陣, 以色列人都不敢出戰。少年大衛倚靠

耶和華, 卻用機弦甩石打入歌利亞的額內, 割了他的

頭, 使以色列人打敗了非利士人 ( 撒上 17∶1—53, 請參

看附錄三第 30 圖) 。

7 ) 其後, 非利士人曾侵入到基伊拉。大衛當時被掃羅逼

迫, 正在逃亡期間, 但仍去打退了非利士人, 解救基伊

拉人( 撒上 23∶1—5 ) 。

8 ) 大衛被掃羅處處追逼無奈時, 曾到非利士的迦特王那

裏去寄居避難( 撒上 27∶1—4) 。

9 ) 掃羅逼走了大衛之後, 非利士人又一次侵入到基利波

山地。掃羅和他的 3 個兒子都戰敗而死。非利士人

割下掃羅的頭來, 到非利士四境傳報這一消息; 又把

掃羅的軍裝放在非利士人的亞斯他錄廟裏, 顯耀他們

的勝利; 並且把掃羅的屍身釘在了伯珊的城牆上 ( 撒

上 31∶1—10) 。

10) 大衛作以色列和猶大王的初期, 非利士人企圖來消

滅大衛。大衛在巴力毘拉心和利乏音谷, 先後兩次

戰敗了非利士人( 撒下 5∶17—25, 請參看附錄三第 35

圖及其說明 3—9) 。

11) 所羅門作王時, 非利士成爲以色列的藩屬而向他稱

臣進貢( 王上 4∶21 ) 。

12) 所羅門王死後不久, 非利士人駐兵於基比頓, 以色列

與非利士的戰爭又頻頻發生( 王上 15∶27, 16∶15) 。

13) 猶大的第 4 代國王約沙法遵行耶和華的道, 國勢增

強, 非利士人曾來進貢 ( 代下 17∶10—11 ) 。猶大王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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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 代下 26∶5—6) 、希西家( 王下 18∶8 ) 等人, 都曾

與非利人交戰。

14) 先知書中也曾多次提到非利士地與非利士人( 賽2∶6;

結 25∶15; 摩 6∶2; 番 2∶5; 亞 9∶6) 。

非尼基   ( Phenice)

1 . 地名原意:「棕樹」。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非尼基是希臘南端革哩底島 ( 即現今的克里

特島) 的一個海口, 是船隻避風的地方。

4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送到羅馬去時, 乘船途中經過佳澳港

口。保羅認爲當時已不適合繼續航行, 就勸阻眾人, 惟怕

會遇到危險。但是押送他的軍官和船主等人, 都不信從

保羅所說的, 想要開船盡可能趕到非尼基去過冬。那時

微微起了南風, 他們以爲得意, 就起錨前行。但不多幾

時, 狂風大作, 全船幾乎遇難( 徒 27∶8—20) 。

姑珥   ( G ur )

1 . 地名原意:「寄居」、「小犬」。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52 圖第三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姑珥是靠近以伯蓮的一個地名。在耶斯列、撒

瑪利亞、米吉多 3 個城邑的中間。

4 . 聖經記載: 猶大的第 6 代國王亞哈謝本是敬畏耶和華的

大衛的後代。但是他卻娶了祭拜巴力的以色列王亞哈的

女兒爲妻, 並且作耶和華認爲是惡的事。亞哈謝不自量

力, 竟與亞哈的兒子約蘭一起去與當時非常強盛的亞蘭

王作戰。結果, 約蘭負傷歸回耶斯列治病, 亞哈謝又到耶

斯列去慰問約蘭( 王下 8∶27—29 ) 。正當這時, 以色列的

大臣耶戶起來反對亞哈家族。耶戶射殺了約蘭之後,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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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謝遂即逃跑。但耶戶把他追到姑珥的坡上, 便擊傷了

亞哈謝。當亞哈謝逃到米吉多時, 這個與惡人不分彼此

的人, 終於死在了那裏( 王下 9∶21—27) 。

姑珥巴力   ( G ur Ba al)

1 . 地名原意:「巴力的住處」。

2 . 所在位置: 可能在附錄三第 55 圖第四行第 3 格之處。

3 . 地理情況: 姑珥巴力在猶大地東南方的沙漠之中, 是亞拉

伯人居住的地區, 但其確切位置已不可考。

4 . 聖經記載: 猶大的第 10 代國王烏西雅登基時, 年僅 16

歲, 他作耶和華眼中看爲正的事, 耶和華就使他亨通。他

戰勝非利士人, 拆毀了非利士的一些名城, 烏西雅並且出

擊住在姑珥巴力的亞拉伯人。由於耶和華的幫助, 當時

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 國勢也很強盛 ( 代下 26∶3—15,

請參看附錄三第 55 圖④及其說明) 。

佳澳   ( Fa ir Havens)

1 . 地名原意:「良港」、「良好庇蔭處」。

2 . 其他名稱: 今也譯作「費爾黑文」。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四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佳澳是革哩底島的一個良好海港, 位於該島南

部海岸。佳澳的西方有兩個小島, 其中之一即是高大島。

佳澳雖可避風, 但冬季不宜。

5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解往羅馬的中途, 曾乘船經過佳澳

( 徒 27∶8) 。

居比路   ( Cypr us)

1 . 地名原意:「佳美」、「公正」、「愛」、「花」。

2 . 其他名稱: 現今的譯名是「塞浦路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三行第 4—5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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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1 ) 居比路是地中海東北部的一個海島, 即現今的塞浦路

斯, 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島, 距基利家約 60 公里, 距敍

利亞 90 公里。此島長 165 公里, 寬 90 公里。撒拉米、

帕弗都在本島上。當地盛產水果、蔬菜、木材, 商業也

很發達。古時該島產銅, 希臘文的銅字, 即由此島之

名而來。但現今銅礦已近枯竭了。

2 ) 此島先後曾被巴比倫、埃及、亞述、波斯、希臘等國攻

佔。在列強的爭奪中, 埃及曾三次進佔該地。公元前

58 年該島納入羅馬的版圖。公元 1571—1878 年土耳

其人佔領本島。現在此島已獨立成爲塞浦路斯共和

國。居民分爲希臘及土耳其兩大民族。希臘族人多

信奉東正教。土耳其人則多信奉伊斯蘭教。據 1980

年統計, 人口 66 萬餘人。東正教徒約占 76. 2% , 伊斯

蘭教徒約占 18. 5% , 天主教徒約 1. 3% , 基督教聖公會

教徒 1 % , 其他約 3% 。

5 . 聖經記載:

1 ) 使徒時代曾幫助過保羅的巴拿巴便是居比路人 ( 徒

4∶36 ) 。

2 ) 司提反受難後, 有些基督徒曾到居比路來傳道 ( 徒

11∶19) 。

3 ) 居比路的信徒, 也曾到安提阿去傳道( 徒 11∶20) 。

4 ) 保羅第一次外出佈道時, 曾與巴拿巴到了居比路的撒

拉米和帕弗, 使羅馬派駐當地的最高行政官士求保羅

信奉了基督( 徒 13∶4—12) 。

5 ) 後來巴拿巴和馬可又來到居比路, 看望當地的信徒

( 徒 15∶3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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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保羅日後曾兩次乘船經過居比路附近的海面。但或

是遠遠望見居比路, 或是貼著居比路的背風岸航行,

卻未曾登陸( 徒 21∶3, 27∶4) 。前一次是因保羅不願在

路上耽延, 希望五旬節時能趕到耶路撒冷( 徒 20∶16 ) 。

後一次則是因保羅由於傳道而成了囚犯, 正被押解去

羅馬, 只能緬想居比路的信徒了( 徒 27∶1 ) 。

拉巴   ( Rabba h)

同名叫拉巴的有兩個地方。

Ⅰ. 迦得地的拉巴

1. 地名原意:「偉大」、「人口眾多」。

2. 其他名稱:

1) 菲拉得爾非亞( Philadelphia) 。

2) 今名安曼( Amman) , 即約但的首都。

3.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8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1) 拉巴原是亞捫人的屬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

前, 擊殺了巴珊王噩, 攻取了此城。那時巴珊王噩

的棺槨①尚在拉巴 ( 申 3∶3—11 ) 。拉巴位於希實

本的東北 20 公里之處, 在約但河東約 30 公里, 地

當雅博河的發源處附近。摩西去世之前, 把拉巴

分給了迦得支派爲業 ( 書 13∶24—25 , 請對此參看

附錄三第 15 圖和 28 圖) 。

2) 其後, 拉巴又爲亞捫人取得, 並且定爲亞捫的都

城。但在大衛作王以後, 他的元帥約押又長期圍

攻拉巴。終於由大衛率軍攻克此城。而赫人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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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正是當約押圍困拉巴時, 被大衛的密令謀殺於

此地的。

3) 耶穌降生前, 拉巴成爲羅馬帝國的屬地。當羅馬

的執政官安東尼宣佈他的幼子多利買·菲拉得爾

法( Ptolemy Philadelphus) 統管敍利亞區域時, 拉巴

正是他的轄地。因此他按照自己的名字把拉巴改

名叫菲拉得爾非亞。公元 635 年, 阿拉伯將領蘇富

揚攻佔此地, 其後該處即逐漸衰微, 舊地名亦漸廢

去。本世紀初, 此處已僅是一個村莊。但近代的

安曼 ( 即古時拉巴 ) 發展非常迅速, 已成爲約但的

國都。

5. 聖經記載:

1) 亞捫王拿轄死後, 其子哈嫩在拉巴即位①大衛爲了

與亞捫繼續修好, 便派使臣們前去弔喪慰問。但

是亞捫的首領們疑忌大衛的使臣乃是前來探聽虛

實意欲征服亞捫的。哈嫩便把大衛的使臣們剃去

一半鬍鬚, 割去他們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們受辱而

歸。哈嫩隨即招募亞蘭等地軍兵備戰。大衛派遣

約押率軍出擊亞捫。亞捫人出來在拉巴城門前擺

陣, 所招募的亞蘭軍等在郊野擺陣。約押挑選精

兵打敗了亞蘭軍, 亞捫人便逃進拉巴城內。於是

約押率軍返回耶路撒冷( 撒下 10∶1—14) 。

2) 過了一年, 大衛又派約押率領以色列人出戰, 他們

打敗了亞捫人, 圍攻拉巴。這時大衛仍住在耶路

撒冷( 撒下 11∶1 ) 。這期間大衛犯罪以致拔示巴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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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大衛從拉巴陣前召回了拔示巴的丈夫烏利

亞, 意欲掩飾自己的罪行。但向神和大衛都極其

忠心的烏利亞, 想到耶和華的約櫃和約押等將士

軍兵都在田野的帳棚裏, 自己始終不肯回家與妻

子同房。因此大衛寫了一封信, 叫烏利亞親手帶

給元帥約押, 而信中卻寫的是:「要派烏利亞前進,

到地勢極險之處, 你們便退後, 使他被殺。」約押見

信後, 便在圍攻拉巴的時候, 把烏利亞派在敵人兵

力最強的地方, 因此烏利亞死於拉巴城下 ( 撒下

11∶1—17) 。爲此先知拿單責備大衛說, 大衛既藐

視耶和華, 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大衛的家。大衛

一生向耶和華神十分敬虔, 只是所犯的這一罪行,

卻「 叫耶和華的 仇敵大得 褻瀆的機會」( 撒下

12∶9—10 , 14) 。但是, 大衛在神面前寫了沉痛的認

罪詩之後, 即把它交與伶長。說明了大衛肯於對

付罪惡, 以便把神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 使罪人歸

向神, 從而傳揚讚美神的話( 詩 51∶13 , 15, 詩題) 。

3)「約押繼續攻打亞捫人的京城拉巴, 即將攻取其

地。約押派人去向大衛說: 我攻打拉巴, 已經奪取

了水源。現在請你要聚集其餘的軍兵來, 安營圍

攻這城。恐怕我攻下此城, 人們會因此城而顯耀

我的名聲。於是大衛聚集眾軍, 前往拉巴, 攻取了

這城。」( 撒下 12∶26—29, 部分語句是意譯的另一

譯文)

4) 先知耶利米預言亞捫人必受刑罰。他說:「耶和華

說: 『日子將到, 我必使人聽見打仗的喊聲, 是攻擊

亞捫人拉巴的喊聲。拉巴要成爲亂堆, 屬他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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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要被火焚燒, 先前得以色列地爲業的, 此時以色

列倒要得他們的地爲業。』」「拉巴的居民哪, 要呼

喊, 以麻布束腰, 要哭號。」( 耶 49∶2—3)

5) 先知阿摩司預示亞捫受罰說:「耶和華如此說: 『亞

捫人三番四次地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我卻要在爭戰吶喊的日子, 旋風狂暴的時候, 點

火在拉巴的城內, 燒滅其中的宮殿, 他們的王和首

領必一同被擄去。」( 摩 1∶13—15)

Ⅱ. 猶大地的拉巴: 拉巴是猶大山地的一個城邑 ( 書

15∶60 ) 。古址在伯利恆西南約 20 公里。

拉吉   ( Lachish )

1 . 地名原意:「堅固難攻」、「人的行姿」。

2 . 其他名稱: 今名「帖爾·阿杜威爾( Tell ad-Duwei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2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 拉吉是猶大平原南部的一個城鎮。接近非利士的邊

境, 在希伯崙以西約 25 公里, 距離非利士的迦薩也約

有 25 公里。拉吉不僅是由非利士進入猶大的必經之

地, 同時該處也扼守著從迦南通往埃及的要道, 因此

成爲古時的軍事交通重鎮。

2 ) 近年來在當地挖出了拉吉的遺址。其地乃是由層層

的城牆設防的大城, 其面積竟超過了當時的名城耶路

撒冷和米吉多。而且城牆寬厚, 外面砌石, 中間填土,

十分堅固。另外, 從該處發現有許多歷史文獻, 也頗

有考古價值。

5 . 聖經記載:

1 ) 當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拉吉等地五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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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國王聯合起來與約書亞作戰, 他們戰敗之後, 終

於被殺。( 書 10∶1—27 ) 約書亞當即攻取了拉吉 ( 書

10∶31—32,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⑧) 。

2 ) 以色列分裂後, 南國猶大的國王羅波安修復加固了拉

吉等城( 代下 11∶5—9, 請參看附錄三第 42 圖) 。

3 ) 猶大的第 9 代國王亞瑪謝時, 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

他, 亞瑪謝曾逃往拉吉, 但終於在拉吉被殺 ( 王下

14∶19) 。

4 ) 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 14 年時, 亞述王西拿基立

大舉入侵猶大, 沿著地中海海邊的大道, 攻到了拉吉,

並且從拉吉派出大軍到耶路撒冷, 企圖威逼猶大人投

降( 王下 18∶13—29, 請參看附錄三第 62 圖②—③, ④

及其說明) 。

5 ) 公元前 586 年猶大國滅亡時,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先

攻陷了耶路撒冷。拉吉乃是最後被巴比倫攻佔的兩

座堅固城邑之一( 耶 34∶7) 。

拉瑪   ( Rama h)  意思是「高地」。

聖經中共記載有六個不同的地區都叫拉瑪。它們是:

1 . 拿弗他利支派地區的拉瑪( 書 19∶36) 。

2 . 亞設邊界的拉瑪( 書 19∶29) 。

3 . 南地的拉瑪( 書 19∶8) 。

4 . 基列拉末的略稱拉瑪( 王下 8∶29; 代下 22∶6) 。

5 . 撒母耳的出生地拉瑪( 撒上 1∶19—20 ) 。

6 . 新約提到的拉瑪( 太 2∶18) 。

以上所列前四處的拉瑪從略。今把撒母耳的故鄉拉瑪及

新約提到的拉瑪分述如下:

Ⅰ. 撒母耳的出生地拉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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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5 圖第三行第 2 格中以法蓮界

內的示羅位置。

2. 地理位置: 位於以法蓮山地, 靠近示羅的地方。

3. 聖經記載:

1) 拉瑪是撒母耳父母的家鄉, 撒母耳出生於此地( 撒

上 1∶19 , 2∶11) 。

2) 撒母耳的父母每年都從拉瑪前往示羅去向神獻祭

和禮拜( 撒上 1∶3) 。

3) 撒母耳每年自拉瑪起程, 周遊伯特利、吉甲、米斯

巴去巡視以色列人( 撒上 7∶16—17) 。

4) 掃羅初次在拉瑪, 由僕人引導, 會見了撒母耳 ( 撒

上 9∶6—10) 。

5) 掃羅違背耶和華的命令, 撒母耳與掃羅絕交後, 退

居在拉瑪, 再也沒有見過掃羅( 撒上 15∶34—35) 。

6) 以色列的長老到拉瑪要求撒母耳爲以色列立王

( 撒上 8∶4) 。

7) 大衛逃避掃羅迫害, 逃到拉瑪來見撒母耳, 述說掃

羅苦害大衛的事, 撒母耳和大衛就到拿約去居住

了( 撒上 19∶18) 。

8) 撒母耳死後葬於拉瑪( 撒上 28∶3 ) 。

Ⅱ. 新約提到的拉瑪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3 格。

2. 地理情況: 這一拉瑪乃是便雅憫境內的一個城鎮。在

耶路撒冷以北約 9 公里, 位於大路之南。現在的拉瑪

村莊在該處高踞於灰石山巔, 地質堅硬。村西有古蓄

水池, 南面有一口良好的古井。

3. 聖經記載:

—822—



1) 拉瑪屬於便雅憫支派居住的一個城邑 ( 書 18∶21—

25 ) 。

2) 當士師時代以色列人沒有王的時候, 有一位女先

知底波拉作以色列人的士師, 住在拉瑪和伯特利

中間。在那裏有一棵棕樹。底波拉便常在拉瑪附近

的棕樹下面, 審理以色列人們的事端( 士 4∶4—5) 。

3) 有一個利未人帶著他的妾行路, 原想在拉瑪或基

比亞住宿, 後來住到了基比亞。他的妾被當地人

侮辱致死, 引發了以色列人各支派間的一場戰爭

( 士 19∶13, 全過程參看士 19—20 章) 。

4) 撒瑪利亞王巴沙擬將拉瑪城修築起來抵禦猶大王

亞撒的攻擊。以後被亞撒識破此計劃, 就奪取巴

沙用來築城的材料, 並用奪取的材料建造迦巴和

米斯巴以抵禦巴沙( 王上 15∶17—22; 代下 16∶5) 。

5) 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擄去之後,

護衛 長尼 布撒 拉旦 在拉 瑪將 耶利 米釋 放 ( 耶

40∶1) 。

6) 先知耶利米預言說:「在拉瑪聽見嚎啕痛哭的聲

音, 是拉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 因爲他們都不在

了。」( 耶 31∶15)

7) 新約聖經記載, 耶穌降生後, 希律王殺盡伯利恆一

帶兩歲以內的男孩。馬太說:「這就應了先知耶利

米的話。」( 太 2∶16—18 ) 拉結的墳墓就在伯利恆

( 創 35∶19) 。伯利恆在耶路撒冷以南約 8 公里, 距

拉瑪約 15 公里。聖經中說在拉瑪聽見拉結的哭

聲, 顯示了伯利恆男嬰被殺後的悲哀, 恰如先知耶

利米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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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末   ( Ramoth)

拉末乃是基列拉末的略稱( 參看王下 8∶28—29) 。

有關拉末的情況, 請參閱本書「基列拉末」條。

拉西亞   ( Lasea )

1 . 地名原意:「蓬亂」、「不知根源」。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四行第 2 格。

3 . 地理位置: 是革哩底( 今克里特) 島南岸的一個城鎮。在

佳澳海港以東約 8 公里。

4 . 聖經記載 : 保羅被押解去羅馬時 , 乘船被風攔阻 , 就貼

近革哩底的背風岸航行。經過撒摩尼對面, 沿岸行駛

來到一個地方名叫佳澳。拉西亞城即在佳澳附近 ( 徒

27∶6—8 ) 。

抹大拉   ( Magdalene)

1 . 地名原意:「塔」、「偉大」。

2 . 其他名稱: 另名「米大爾( Migdal) 」。又名「馬加丹 ( Ma-

gada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80 圖第三行第 4 格。

4 . 地理情況: 抹大拉是加利利海西岸上的一個村鎮。古名

米大爾。多數學者認爲即是馬加丹的另一名稱。此村在

提比哩亞以南約 5 公里。

5 . 聖經記載: 抹大拉有位女信徒名叫馬利亞。因爲福音書

中記有同名叫馬利亞的婦女數人, 所以常稱呼「抹大拉

的馬利亞」, 以便與其他同名的婦女有所區別。耶穌曾

醫治過抹大拉的馬利亞, 從她的身上趕出七個鬼去。她

常和其他的女信徒, 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他的門徒

( 路 8∶1—3) 。抹大拉的馬利亞還曾和其他女信徒, 從加

利利跟隨耶穌到耶路撒冷來服事他 ( 太 27∶55—56) 。當

—032—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她們一路痛哭跟隨耶穌到了各

各他( 路 23∶27 ) , 又在十字架附近, 遠遠地站著, 直到耶

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候 ( 路 23∶44—49) 。她們親眼看

到安葬耶穌的情況 ( 路 23∶55—56) 。耶穌復活後, 曾先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 可 16∶9 ) 。保羅後來講道論及

耶穌復活的時候說:「那從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

多日看見他。這些人如今在民間是他的見證。」( 徒

13∶30—31)

帕大喇   ( Pa ta ra )

1 . 地名原意:「散佈災殃」。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0 圖第三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帕大喇是古時呂家 ( Lycia, 今譯作呂基亞 ) 的

一個濱海城市。是通往內地各城鎮的主要口岸。

4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三次外出佈道返回時的途中, 曾經經過

帕大喇, 又乘船往腓尼基去( 徒 21∶1—2 ) 。

帕弗   ( Pa phos)

1 . 地名原意:「熱」、「受苦」。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作「帕弗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8 圖第三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帕弗位於居比路 ( 即今塞浦路斯 ) 的西南

端。當地有新、舊兩個帕弗鎮。聖經中提到的帕弗乃

是新帕弗鎮。它地處海濱 , 位於舊帕弗鎮的西北約

10 餘公里。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和巴拿巴帶著馬可第一次外出傳道時, 在帕弗遇

見了羅馬駐在該地的最高行政官士求保羅。士求保

羅是個通達人, 他請了巴拿巴和保羅來, 要聽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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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士求保羅的門客以呂馬反對巴拿巴和保羅。他

勸士求保羅不要信奉真道。保羅斥責以呂馬, 以呂馬

竟致暫時眼目失明。士求保羅十分驚奇, 便信了基

督。其後, 保羅等人便從帕弗又到了別加 ( 徒 13∶4—

13 ) 。

2 ) 巴拿巴和馬可再次出來傳道時, 又到了居比路島。很

可能再次到帕弗來看望當地的信徒( 徒 15∶39 , 參看徒

15∶36) 。

帕提亞   ( Pa rthia )

1 . 地名原意:「誓約」。

2 . 所在位置①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 圖第一行第 3—4 格中瑪

代的位置。

3 . 地理情況: 帕提亞是古時種族名稱。帕提亞人也稱爲西

古提人。帕提亞人居住之地也被稱爲帕提亞。位於裏海

以南。在瑪代以北。其東西疆界, 由於歷史的變革、戰事

的勝負、國家或民族的兼併同化, 因而地域多有變異。帕

提亞國極盛時期的領地, 幾乎從印度的西方直到底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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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帕提亞的位置各種資料有不同的見解:

〈1〉和合譯本聖經底頁所附的「羅馬國地圖」中, 帕提亞顯示在瑪

代的西北。

〈2〉《聖經百科全書》( 第 914 頁 ) 的「瑪代」條中認爲 , 帕提亞在瑪

代以東。

〈3〉The Lion Handbook to the Bible 的插圖中顯示 , 帕提亞在瑪代的

東北( 中文譯本第 551 頁) 。

〈4〉《聖經人地名意義彙編》第 282 頁認爲 , 帕提亞乃是「自印度到

底格里斯河之地」。

〈5〉本書資料乃是根據以上各家所見綜合整理的。



斯河( 古稱希底結河) 西岸, 約相當於現今的伊朗地區。

其衰微之際, 則先後歸屬於波斯和希臘等國。帕提亞擺

脫了希臘的束縛後, 擴張國境。在公元前 2 世紀時, 甚至

與羅馬互爭領土。因此各家學者對其疆界見解不一。使

徒時代, 在帕提亞地區已有猶太人寄居。

4 . 聖經記載: 五旬節時, 有來自帕提亞地區的猶太人到耶路

撒冷來守節。他們聽到了彼得等人的證道講述。很可能

其中有人接受了基督的福音, 又把基督的救恩帶回帕提

亞地區( 徒 2∶5—11, 2∶37—41) 。

所多瑪   ( Sodom )

1 . 地名原意:「焚燒」、「上腳鐐」。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所多瑪與蛾摩拉是聖經記述的兩座罪惡城市。

其遺址在現今以色列境內, 約在死海南端附近的利桑半

島以南的淺水之下。所多瑪、蛾摩拉與押瑪、洗扁、瑣珥

合稱爲「平原五城」( 請參看創 14∶2 ) 。考古學家證實, 約

在公元前 2000 多年時, 所多瑪、蛾摩拉地區土壤肥沃, 注

入死海的淡水河流, 足以維持當地的農作物。青草繁茂,

也適宜牧放牛羊。另有學者考證, 公元前約 2000 年前

後, 自約但河谷至東非贊比西河流域的大裂谷中, 死海地

區發生地震。而當地蘊藏的石油與天然氣乃噴發燃燒,

毀滅了所多瑪和蛾摩拉。至今當地水下, 仍滿佈硫磺與

瀝青的沉渣。鹽海南部的淺水中, 且有古樹殘幹冒出水

面, 樹幹表面裏著鹽層。當地鹽丘上的鹽柱, 處處可見。

所多瑪、蛾摩拉的原來位置,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第三行

第 2 格中鹽海南端的水域。

4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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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當年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由於牛羊增多, 他的牧人竟

和亞伯拉罕的牧人爭占牧場。亞伯拉罕對羅得說:

「你我不可相爭。⋯⋯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 請你離

開我。你向左, 我就向右。你向右, 我就向左。」羅得

貪圖所多瑪、蛾摩拉一帶土地肥美, 選擇了約但河的

平原, 並且往東漸漸挪移帳棚, 直到所多瑪。所多瑪

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創 13∶5—13) 。

2 ) 羅得住在所多瑪時, 發生了一場九王的混戰。在戰亂

之中, 羅得的全家及財物都被擄去。亞伯拉罕打敗敵

人, 救回了羅得全家, 爲他奪回了財物。但羅得仍不

悔悟, 繼續留住在所多瑪城內( 創 14∶1—23) 。

3 ) 由於所多瑪、蛾摩拉罪惡甚重, 耶和華決心毀滅這兩

座城市。只有羅得和他的妻子與兩個女兒被天使領

出了城外。當羅得一家逃到瑣珥時, 耶和華將硫磺與

火降到了所多瑪與蛾摩拉。那地方煙氣上騰, 如同燒

窰一般, 兩城的人、畜、草、木、盡都毀滅了。羅得的妻

子不聽天使的勸告, 懸念自己在城中的財物, 竟回頭

顧盼, 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創 18∶29—19∶29) 。

4 ) 耶穌曾責備迦百農等地的人心剛硬, 不肯悔改。他

說,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懲罰比他

們所受的還要輕一些呢 ( 太 10∶15, 11∶23—24, 部分詞

語新譯) 。

5 ) 彼得曾引述所多瑪的毀滅, 警戒世人說: 神「判定所多

瑪、蛾摩拉, 將二城傾覆, 焚燒成灰, 作爲後世不敬虔

人的鑒戒。」( 彼後 2∶6)

所羅門廊   ( Solomon’s Por ch )

1 . 地名原意: 意指耶路撒冷聖殿中的一段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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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1 圖第二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公元前 900 餘年時, 所羅門在亞伯拉罕獻以撒

的摩利亞山地建造了聖殿( 代下 3∶1) 。殿中曾建有一個走

廊( 代下 3∶4) 。公元前 600 年前後, 巴比倫王幾次掠取殿

中的聖器, 終於將聖殿摧毀( 王下 24∶13—25∶17) 。公元前

536 年, 即波斯王古列元年, 古列下詔通告全國, 叫耶和華

的子民返回耶路撒冷重修聖殿( 拉 1∶1—11) 。公元前 175

年, 敍利亞大帝安提阿古·愛比法尼斯( Antiochus Epiph-

anes) 再次破壞聖殿。其後, 猶太的馬克比王朝短期獨立

期間, 聖殿稍得修復。但公元前 54 年, 聖殿的寶物又被羅

馬官員克拉蘇掠奪。公元前 37 年, 分封的王大希律爲了

討好猶太人, 大舉修整聖殿。並且倣傚所羅門的建築, 也

重修了殿中的走廊, 被稱爲「王廊」, 或「所羅門廊」。

4 . 聖經記載:

1 ) 修殿節的時候, 耶穌曾在聖殿裏所羅門的廊下行走。

猶太人圍著他, 問他是不是神所應許給世人的救主。

但是當耶穌責備猶太人不信從他的時候, 猶太人卻又

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並且要捉拿他, 只是耶穌卻避開

他們走了( 約 10∶22—39) 。

2 ) 耶穌受難後, 彼得在聖殿的美門那裏治好了一個瘸腿

的人。這個人和彼得、約翰一同進了聖殿, 走著、跳著

讚美神, 來到了所羅門的廊下。眾百姓都認得那人是

素常坐在美門口求賙濟的瘸子, 就非常驚奇地跑到那

裏觀看。彼得看見, 就向眾人傳講福音, 祭司們和看

守聖殿的人員因此拘押了彼得、約翰。但聽道的人信

從基督的, 單說男子, 就有 5000 之多( 徒 3∶1—4∶4) 。

3 ) 使徒時代, 信徒們經常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所羅門的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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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信徒以外的人都不敢接近他們, 但一般民眾卻都

尊重他們。那時,「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 連男帶

女」數目很多( 徒 5∶12—14) 。

帖撒羅尼迦   ( Thessalonica )

1 . 地名原意:「勝利」、「勝過律法的攪擾」。

2 . 其他名稱: 現今名叫「薩洛尼卡( Saronic) 」, 也叫「塞薩洛

尼基( Thessaloniki)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 帖撒羅尼迦是馬其頓的一個重要海港。位於投馬克

海灣( Thermaic Gulf) 北端。投馬克海灣即現今的薩洛

尼卡海灣( Saronic Gulf) 。此城在腓立比西南, 原來是

個無名的小鎮。公元前 315 年, 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

他屬下的馬其頓王卡桑德 ( Cassander) 擴建此地爲城

市, 並以他的王后( 即亞歷山大的妹妹) 帖撒羅尼迦命

名此城。公元前 146 年, 馬其頓成爲羅馬的一個省分,

帖撒羅尼迦被定爲省城。此地是陸海交通要道, 可以

通往腓立比、雅典、哥林多等重要城市。

2 ) 現今的薩洛尼卡( 即古時的帖撒羅尼迦) 隸屬於希臘,

不僅是進、出口貨物並集散商品的港口, 而且也是巴

爾幹半島上的戰略要地。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 他和西拉曾在腓立比被打,

被囚禁了一夜。他們出了監牢, 勸慰了當地信徒, 離

開了腓立比之後, 經過一些城市, 來到了帖撒羅尼迦。

保羅一連三個安息日進到當地猶太人的會堂裏去, 傳

講耶穌是猶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主。當地有些猶太人、

—632—



希利尼人和一些尊貴的婦女信奉了基督。但那些不

信的猶太人招聚了一些市井匪類, 聳動人眾, 叫喊保

羅、西拉是「攪亂天下的」。他們誣陷保羅、西拉「違背

該撒的命令, 說∶『另有一個王耶穌。』」但是這些市井

匪類未能找著保羅、西拉。於是當地信徒隨即在當夜

護送保羅、西拉離開帖撒羅尼迦, 到庇哩亞去 ( 徒

16∶40—17∶10) 。保羅這次在帖撒羅尼迦傳道期間, 曾

有腓立比的聖徒一次兩次地派人去供給保羅的生活

費用 ( 腓 4∶16 ) 。而保羅仍時以製造帳棚爲業 ( 徒

18∶3 ) , 他常以自己的雙手作工, 供給自己和同工的需

要( 徒 20∶34 ) 。他在帖撒羅尼迦傳講福音時, 常常辛

勤勞碌, 日夜作工, 爲的是不給當地信徒帶來負擔 ( 帖

前 2∶9; 帖後 3∶8) 。保羅這樣地傳道作工雖然辛勞, 但

是卻大有功效。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不久給那裏的

聖徒寫信時說∶「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你

們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 就是在各處

也都傳開了。」( 帖前 1∶8)

2 ) 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 在庇哩亞傳道時, 庇哩亞

的許多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又相信了基督。庇哩亞距

離帖撒羅尼迦僅約 75 公里。那些反對保羅的帖撒羅

尼迦人, 得知保羅在庇哩亞傳道的果效, 就又到庇哩

亞來攪擾眾人。於是保羅便又從庇哩亞去到雅典傳

道( 徒 17∶13—15 ) 。這些反對保羅的人如此地追逼

他, 一方面說明了傳道工作的艱辛( 帖前 2∶2 ) , 另一方

面也說明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們, 已經成爲馬其頓 ( 包

括腓立比和庇哩亞等地)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 ( 帖前

1∶7) , 而這正是反對保羅的人所懼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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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羅被迫倉促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 心裏思念當地的信

徒, 常想再到帖撒羅尼迦去看望他們( 帖前 2∶17) 。但因

有撒但的阻擋( 帖前 2∶18) , 也可能是怕返回該城後, 又

給帖撒羅尼迦的聖徒們帶去難處( 參看徒17∶6—9) , 因

此保羅到了雅典以後, 只好叫他的青年助手提摩太從庇

哩亞去看望帖撒羅尼迦的信徒 ( 帖前3∶1—2) 。提摩太

由帖撒羅尼迦回到保羅身邊時, 保羅正在哥林多。保羅

從提摩太的述說中, 得知帖撒羅尼迦的信徒經歷了諸般

的患難和誘惑, 而信心和愛心仍很堅定( 帖前 3∶3—6) 。

保羅在哥林多曾連續給帖撒羅尼迦教會寫了兩封書信,

即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保羅在信中說, 保羅等一些傳

道人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 因著帖撒羅尼迦聖徒的信

心, 就得到了安慰( 帖前 3∶7) 。

4 )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的途中, 曾先經過馬其頓到了希

臘( 徒 20∶1—2 ) 。其後又 由希臘返回 馬其頓 ( 徒

20∶3—4) 。帖撒羅尼迦乃是馬其頓的重要城市又是交

通要道。保羅早就想再到帖撒羅尼迦去( 帖前 2∶18 ) ,

這樣, 保羅很可能又先後兩次到過帖撒羅尼迦。

5) 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亞里達古( 徒 20∶4 ) 曾隨同保羅傳

道, 他在以弗所被人捉拿加以控告( 徒 19∶29) , 又冒著

危險與保羅同去耶路撒冷 ( 徒 20∶3—4, 參徒20∶22—

23) 。保羅於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捉拿後, 當他被羅馬

巡撫派人押往羅馬時, 亞里達古也伴隨著保羅同行。

( 徒 27∶1—2) 這位帖撒羅尼迦的聖徒亞里達古和保羅

同到羅馬以後一同坐監 ( 西 4∶10 ) 。保羅說亞里達古

乃是和他同工的人( 門 24 ) 。

6 ) 保羅初次被囚於羅馬又經釋放後, 再次到過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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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1∶3) 。這時的保羅已經年過 60, 飽經憂患, 但

仍爲福音奔走於各地( 多 1∶5) 。從帖撒羅尼迦前、後

書中保羅關切當地教會之情看來, 保羅在馬其頓期

間, 將會第四次再來到帖撒羅尼迦看望當地的教會。

請參看附錄第 102 圖。

7 ) 帖撒羅尼迦教會之外, 必然會有誘人的罪惡。所以在

保羅殉道前的危難之際, 底馬因爲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保羅往帖撒羅尼迦去了( 提後 4∶10) 。

陀伯   ( Tob )

1 . 地名原意:「好」。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2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陀伯位於約但河以東, 在基列拉末東北約 24

公里。該地已在以色列國境以外。

4 . 聖經記載:

1 ) 基列所生的耶弗他是個大能的勇士, 因母親是妓女而

被歧視逐出家門, 且剝奪了承受產業的權利。他逃到

了陀伯, 成了一群匪徒的首領 ( 士 11∶1—3) 。亞捫人

攻打以色列的時候, 基列的長老到陀伯去, 把耶弗他

請了回來作領袖, 終於戰敗了亞捫人( 士 11∶1—33, 其

過程請參看附錄三第 22 圖) 。

2 ) 亞捫王哈嫩觸怒大衛王之後, 即在陀伯招兵 12000 人,

又聯合亞蘭人出兵攻打大衛。但卻以失敗而告終 ( 撒

下 10∶6—14) 。

陀斐特   ( Topheth)

1 . 地名原意:「火爐」、「獻祭的地方」、「焚燒之處」。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8 圖第四行第 1—2 格欣嫩子谷所

在地。

—932—



3 . 地理情況: 陀斐特是欣嫩子谷中的一個高地。① 位於耶

路撒冷城的西南。

4 . 聖經記載:

1 ) 先知耶利米時代, 耶路撒冷居民在欣嫩子谷建築陀斐

特的邱壇, 好在火中焚燒自己的兒女, 作爲燔祭獻給

巴力。「耶和華說, 因此日子將到, 這地方不再稱爲陀

斐特和欣嫩子谷, 反倒稱爲殺戮谷, 因爲要在陀斐特

葬埋屍首, 甚至無處可葬。」( 耶 7∶31—32, 19∶5—6)

2 ) 約西亞作猶大王的時候, 作耶和華喜悅的事。他命人

拆毀並廢去陀斐特的邱壇, 不許人在那裏把自己的兒

女當做火化祭物獻給假神摩洛( 王下 23∶4—10) 。

欣嫩子谷   ( H innom , Valley of)

1 . 地名原意:「悲傷」、「使自己倦睡」、「獻祭的地方」。

2 . 其他名稱:

1 ) 欣嫩谷。

2 ) 陀斐特。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9 圖第四行第 1—2 格。

4 . 地理情況: 欣嫩谷是耶路撒冷西南的一個狹谷, 長僅約 3

公里。其走向是從城西先向東轉, 然後向南繞行而迴旋,

與東邊的汲淪小溪相會。此谷靠近耶路撒冷的哈珥西門

( 參看附錄三第 68 圖) , 乃是猶大與便雅憫兩支派地業

的分界線( 書 15∶1, 8 ; 18∶11, 16 ) 。古以色列分裂爲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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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時期, 曾有人在此谷內向偶像焚燒幼兒獻祭, 所以欣

嫩谷也被叫作陀斐特。陀斐特原意即是「焚燒之處」或

「 ( 祭) 壇」。

5 . 聖經記載:

1 ) 當猶大國亞哈斯、瑪拿西二人作王時, 欣嫩谷乃是祭

奉假神之地。他們二人甚至把自己的兒女作爲燒化

祭用火焚燒獻給摩洛( 代下 28∶3, 33∶6) 。

2) 後來猶大王約西亞使人毀掉欣嫩谷的焚燒之壇陀斐特,

不許人在那裏把自己的兒女經火獻給摩洛( 王下 23∶10) 。

3 ) 先知耶利米、以西結都責備以色列家及猶大家在欣嫩

谷祭拜摩洛的罪惡( 耶 7∶32 ; 結 20∶31) 。

亞比利尼   ( Abilene)

1 . 地名原意:「草原地帶」、「無王」。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作「阿比林」。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一行第 5 格。

4 . 地理情況: 亞比利尼地區在大馬色西北約 27 公里。當年

屬於羅馬管轄。它的首府叫亞比拉( Abila) 。

5 . 聖經記載: 羅馬皇帝提庇留在位第 15 年, 希律作加利利

分封的王, 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那時, 施洗的約

翰出來在曠野傳道( 路 3∶1—3 ) 。不久, 耶穌到約翰處受

了洗, 也開始出來傳道( 路 3∶21—23) 。

亞比烏   ( Appius, Forum of)

1 . 地名原意:「革老丟①的市場」。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一行第 1 格。

3 . 地理位置: 亞比烏是羅馬城東南方的一個城鎮。距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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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約 60 公里。當年聞名的亞比烏大道( 或譯作「亞比安

大道」) 即從此鎮通過。

4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解往羅馬的途中, 從意大利的部丟利

上岸後, 經過了亞比烏和三館時, 羅馬的信徒們步行了

60 公里, 來到亞比烏迎接他。另有些羅馬信徒則步行 50

公里到三館來迎接他, 使保羅很得安慰。請參看本書

「三館」條( 徒 28∶13—15 ) 。

亞波羅尼亞   ( Apollonia)

1 . 地名原意:「太陽」、「屬於亞波羅」。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1 格。

3 . 地理情況: 亞波羅尼亞是馬其頓的一個城鎮。位於當年

羅馬治下的軍事交通大道之旁。地處暗妃波里與帖撒羅

尼迦之間。距暗妃波里約 45 公里, 離帖撒羅尼迦約 58

公里。

4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 他和西拉曾在腓立比

遭到拷打和監禁( 徒 16∶22—24 ) 。他們二人被釋後, 離

開了腓立比, 經過了暗妃波里和亞波羅尼亞, 又到帖撒羅

尼迦去傳道( 徒 16∶40—17∶1) 。

亞伯伯瑪迦   ( Abel Beth Ma acah)

1 . 地名原意:「窄路居所的平原」。

2 . 其他名稱:

1 ) 亞伯瑪音( Abel Main) ( 代下 16∶4) 。

2 ) 伯瑪迦的亞比拉( Abel Beth Maacah) ( 撒下 20∶15) 。

3 ) 今名帖爾阿比爾( Tell Abill)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6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亞伯伯瑪迦位於古以色列國的東北部。在米

倫湖西北, 當時是個大城市。此城居民智慧過人。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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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距離北國首都撒瑪利亞較遠, 所以和以色列北方相

鄰的敵國屢次侵犯此城。

5 . 聖經記載:

1 ) 大衛王在剛剛平定他的兒子押沙龍的叛亂之後, 便雅

憫人示巴又聚眾叛變。大衛恐怕示巴比押沙龍的危

害更大, 就派他的部將去平定示巴之亂。約押和舊日

的戰將率軍把示巴圍困在亞伯伯瑪迦( 也就是伯瑪迦

的亞比拉) 。當約押的軍兵用錘撞城, 要使城倒塌的

時候, 城內有一個聰明的婦人, 用她的智慧勸說眾人。

城內的人便殺了示巴, 使戰亂平息下來 ( 撒下 20∶1—

22 , 請參看附錄三第 38 圖說明①、③) 。

2 ) 猶大的第 3 代國王亞撒曾賄請亞蘭王便哈達攻打以

色列, 便哈達聽從了亞撒王的話, 派軍長去攻擊以色

列的城邑, 便攻破了亞伯伯瑪迦等地 ( 王上 15∶20, 請

參看附錄三第 46 圖說明②、③、④) 。

3 ) 以色列的第 18 代國王比加年間, 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

入侵以色列, 奪取了亞伯伯瑪迦等地, 並且把這些地

方的居民都擄到了亞述去。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

擄( 王下 15∶2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8 圖說明①、⑤及第

59 圖) 。

亞伯米何拉   ( Abel Meholah)

1 . 地名原意:「舞蹈的草場」。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9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亞伯米何拉在約但河西, 約在基尼烈湖與鹽海

中間, 地當以巴路山東方, 正是沿河的平原地帶, 適宜農

田耕作。

4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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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士師時代, 基甸以 300 人戰勝米甸等軍 135000 人, 當

追擊米甸人時, 曾路經亞伯米何拉( 士 7∶22, 參看附錄

三第 21 圖說明⑦) 。

2 ) 亞伯米何拉乃是先知以利沙的故鄉 ( 王上 19∶16, 請

參看附錄三第 49 圖說明①) 。先知以利亞呼召以利

沙時, 以利沙正在耕地, 可能即是正在亞伯米何拉的

農田中 ( 王上 19∶19—21 , 請參看附錄三第 48 圖說

明⑨) 。

亞伯什亭   ( Abel Shittim)

1 . 地名原意:「荆球花類的草地」。

2 . 其他名稱: 什亭( Shittim) 。

3 . 地理情況及聖經記載: 參看本書「什亭」條。

亞大利   ( Atta lia )

1 . 地名原意:「溫和的父親」。

2 . 其他名稱: 現今譯作「安塔利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8 圖第二行第 1 格。

4 . 地理位置: 亞大利是旁非利亞省的一個城市。位於小亞

細亞的南岸, 面臨地中海。現在土耳其境內。

5 . 聖經記載: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外出傳道後, 在返回的途

中, 來到了旁非利亞的亞大利城。在那裏坐船, 又回到了

安提阿( 徒 14∶24—26) 。

亞大米田   ( Adra myttium )

1 . 地名原意:「雖死猶存」。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一行第 2 格。

3 . 地理位置: 亞大米田位於小亞細亞的西北部。是一個靠

近愛琴海邊的城市, 也是每西亞的一個古城。

4 . 聖經記載: 保羅從該撒利亞被押送到羅馬城去的時候,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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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犯的官兵及保羅等人所乘坐的海船, 即是亞大米田

的船( 徒 27∶1—2) 。

亞當城   ( Adam )

1 . 地名原意:「紅土」。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亞當城在約但河東, 雅博河南, 正當兩河相會

之地, 在耶利哥以北, 兩地隔河相距約 30 公里。亞當的

東面不遠處, 即是雅博渡口。

4 . 聖經記載 : 當年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河時 , 那時

河水漲過兩岸。抬約櫃的祭司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

以色列人走在約櫃後面 , 相距約 1000 米。他們遵照耶

和華神的吩咐 , 抬約櫃的祭司們首先向約但河水走去。

當他們的腳一入水中 , 那從上往下流的河水, 便在亞當

城那裏停止流動, 水位逐漸增高而匯成了直立的水堤,

水流在那裏全然斷絕了。於是以色列百姓, 在耶利哥

的對面, 從沒有水的河床中過了約但河, 而抬耶和華約

櫃的祭司們則一直站立在河中的乾地上。等眾百姓盡

都過了河 , 抬約櫃的祭司們才從約但河中走上對岸 , 他

們的腳掌剛落到岸邊的旱地上, 約但河水又開始流通,

水勢仍舊漲過兩岸 ( 書 3∶1—4∶1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說明①、②) 。

亞底亞( 海)    ( Adria )

1 . 地名原意:「沒有樹木」。即是現今「亞得里亞海 ( Adriat-

ic) 」取名的由來。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二至三行第 1—2 格。

3 . 地理位置: 亞底亞海原指的是古意大利半島東方、南方一

帶的海域。其後, 希臘南方的海面也一同叫作亞底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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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得里亞海即是取名於亞底亞海的。但由於歷史上的稱

謂變化, 近年來亞得里亞海的含義, 已僅限於意大利、南

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之間的海灣。而越過了奧特朗托海

峽, 其南方的海面已被稱爲愛奧尼亞海。

4 . 聖經記載: 保羅被押解往羅馬城的途中, 其乘坐的海船在

革哩底( 今克里特 ) 島與高大島之間遇到了狂風。只好

落下蓬帆隨風漂流。船上人等由於處境極其危險, 大家

都已絕望了。這時保羅得到了神的應許, 便勸慰大家說,

神必會使全船的人最後脫險。到了第 14 天夜間, 海船在

亞底亞海漂來漂去, 船上眾人已經 14 天不吃飯了, 保羅

便勸說大家共同進食。後來該船在靠近一個島嶼的海灘

上擱淺。全船人登岸得救之後, 才知道那個海島名叫米

利大( 即現今的馬耳他) ( 徒 27∶13—徒 28∶1) 。

亞杜蘭  ( Adullam )

1 . 地名原意:「人民的正義」、「對他們的見證」。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阿杜拉姆」。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亞杜蘭在伯利恆與迦特之間, 東距伯利恆約

20 公里, 西距迦特約 15 公里, 亞杜蘭城處於猶大的低窪

地帶, 古時迦南人住在該城( 創 38∶1 ) 。約書亞佔領迦南

時, 亞杜蘭與其他城市皆被攻克, 亞杜蘭王同時被殺( 書

12∶7, 15) 。亞杜蘭洞乃是當地的一些洞穴, 大小不一, 高

低不整, 分散於荒野之中。當年大衛隱於此地, 雖然不易

被掃羅查覺, 但數百名貧苦大眾聚集在大衛那裏, 其衣食

的艱難當可想見。

5 . 聖經記載:

1 )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捕時, 曾躲到亞杜蘭洞匿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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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也都不得不離家背井投奔於此

地。當時還有許多窮困無路可走的數百人, 也聚集到

大衛那裏, 散居在亞杜蘭洞穴一帶 ( 撒上 22∶1—2 ) 。

大衛作爲他們的領袖, 既須保證這些人的溫飽, 又不

能暴露在外, 以免掃羅來捕殺, 處境之艱險, 不言而

喻。但大衛卻在亞杜蘭洞堅定地作詩說:

神啊!

我心堅定, 我心堅定!

我要唱詩, 我要歌頌!

我的靈啊, 你當甦醒起來!

琴瑟啊, 你們當清醒過來!

我要把太陽也早早地喚醒!

主啊!

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

在列國中歌頌你!

( 詩 57∶7—9 , 部分詞句爲新譯文)

( 大衛逃避掃羅的行程請看附錄三第 31 圖)

2 ) 大衛作王的初期, 又一次率軍來到亞杜蘭, 進而戰勝

非利士人 ( 撒下 5∶17—20, 撒下 23∶13; 請參看附錄三

第 35 圖說明④—⑥) 。

3 ) 古以色列分裂爲南北兩國後, 南國的猶大王羅波安爲

了鞏固防務, 修築或加強了 15 座城鎮的堡壘①, 其中

便有亞杜蘭城 ( 代下 11∶5—11 , 請參看附錄三第 42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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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珥拔   ( Arpa d)

1 . 地名原意:「伸展」、「強壯」、「塌倒」。

2 . 其他名稱:

1 ) 今譯作「阿爾帕德」。

2 ) 現名「帖爾裏法特( TellRifat)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0 圖第二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亞珥拔在哈馬北方, 原來是亞蘭人的一個城

邑, 屢次被亞述攻佔。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 曾於公

元前 742 年圍攻該城兩年, 到公元前 740 年時, 終於攻克

亞珥拔。因此亞述的將帥常用侵入此城一事自誇自詡。

現在的帖爾裏法特 ( 也譯作泰勒裏法特, 即亞珥拔) , 在

敍利亞西北部。位於敍利亞的名城阿勒頗( Aleppo) 西北

方約 30 公里處。

5 . 聖經記載:

1 ) 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在登基第 14 年時, 亦即亞

述王攻克亞珥拔等城 20 餘年之際, 亞述王西拿基立趁

餘威入侵猶大, 並派出了三名大臣①率領大軍, 進逼耶

路撒冷, 企圖威協猶大人投降。亞述的大將在城下喊

話恫嚇猶大人。他誇耀亞述人曾攻克了亞珥拔等許

多當時出名的城邑。並且狂妄地說, 各國邦城的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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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救當地人避開亞述的攻擊, 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

撒冷人逃脫亞述王的手嗎 ( 王下 18∶1—35) ? 希西家

聽見這話之後, 便派人去求先知以賽亞爲殘存的猶大

人揚聲禱告。以賽亞預言說, 耶和華必驚動亞述王的

心, 亞述王要聽見風聲歸回本國, 耶和華必使他在那

裏倒在刀下( 王下 19∶5—7 ) 。希西家也向神禱告說,

亞述諸王誠然曾把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裏, 因爲它本

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但猶大人卻堅信耶和

華是獨一無二的真神。所以希西家求告說:「耶和華

我們的神啊! 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 使天

下萬國都知道惟獨你耶和華是神! 」( 王下 19∶15—19)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

人。」亞述王急忙拔營回到他的都城尼尼微去。有一

天他在自己敬奉的偶像廟裏叩拜, 竟被他的兒子殺

死, 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 ( 王下 19∶35—37, 關於亞述

王恫嚇猶大人喪兵而返一事, 請參看附錄三第 62 圖說

明) 。

2 ) 先知以賽亞、耶利米都曾提到過亞珥拔 ( 賽 10∶8—9,

耶 49∶23 ) 。

亞弗   ( Aphek )

地名原意是「強壯」、「堡壘」、「被約束」。

同名叫亞弗的地方共有四處。

Ⅰ. 加南人的王城亞弗

1. 其他名稱:

1) 近譯爲「阿費克」。

2) 即新約時的安提帕底( Antipatris) ( 徒 23∶31) 。

3) 即現今的「拉撒拉音( Ras al-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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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名「拉虛哈愛音( Rosh ha-Ayin)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5 圖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亞弗位於約但河西的沙崙平原。東距示

羅, 東南距米斯巴都不甚遠。在約帕港 ( 即今特拉維

夫, Tell Aviv) 東北約 18 公里。以便以謝當在亞弗附

近。因爲當年非利士人安營在亞弗, 以色列人曾把耶

和華的約櫃抬到以便以謝與非利士人爭戰, 後來約櫃

竟被非利士人擄去。

4. 聖經記載: 祭司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 不認識耶和

華。以利年甚老邁, 雖曾警戒他們, 但卻未有行動對

他們加以管束制止。他的兒子們也並不聽從父親以

利的話 ( 撒上 2∶12—25 ) 。後來非利士人安營在亞

弗。以色列人安營在以便以謝。初次交戰, 以色列人

即敗在非利士人面前( 撒上 4∶1—2) 。但是以色列人

回營後, 並未思念以利的兒子們已使百姓們犯了罪

( 撒上 2∶24) , 反而認爲按往常的慣例, 抬著約櫃同行

即可順利 ( 參看民 10∶33—36; 書 3∶17, 6∶8—9 ) 。而

且, 他們把約櫃抬到戰地時, 竟是讓祭司以利的兩個

作惡之子跟著約櫃一同前來的 ( 撒上 4∶3—4 ) 。這

樣, 當再次交戰的時候, 非利士人不僅大敗以色列人,

殺了以利的兩個兒子, 而且連耶和華的約櫃也擄到了

非利士地去( 撒上 4∶10—12, 請參看附錄三第 25 圖說

明①—④) 。

Ⅱ. 書念與耶斯列間的亞弗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2 圖第二行第 3 格。

2. 地理情況: 亞弗是耶斯列平原上的一個城鎮。位於書

念以南, 在基利波山的西北。當年非利士人聚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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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營於此地, 與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前爭戰, 以色列

的第一代國王掃羅即死於這一次的戰事中。

3. 聖經記載: 非利士人大舉入侵以色列, 將他們的軍旅

聚集到亞弗, 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營 ( 撒上

29∶1) 。後來以色列在基利波戰敗。非利士人緊追掃

羅和他的兒子們, 將掃羅的三個兒子殺死。掃羅被弓

箭手追上射傷甚重。掃羅怕被非利士人凌辱, 便自己

伏在刀上而死 ( 撒上 31∶1—4, 請參看附錄三第 32 圖

說明⑤、⑦) 。

Ⅲ. 約但河東高原上的亞弗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50 圖第三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 亞弗在基尼烈湖( 即加利利海) 的東邊約 9

公里處。乃是從亞蘭通往以色列大道上的一座城鎮。

也是亞蘭人屢次和以色列交戰的地方。

3. 聖經記載:

1) 以色列的第 7 位國王亞哈曾經先後與亞蘭人三次

作戰。亞哈第一次在撒瑪利亞初勝亞蘭王 ( 王上

20∶1—22) 。第二次在亞弗殺了亞蘭人步兵十萬。

其餘的亞蘭人逃入亞弗城, 城牆塌倒, 又壓死了二

萬七千亞蘭人, 亞蘭王無奈投降亞哈, 亞哈竟和亞

蘭王稱兄道弟放了他回去( 王上 20∶26—34 ) 。亞

哈第三次與亞蘭人作戰時, 即受了重傷而死 ( 王上

22∶1—35, 請參看附錄三第 50 圖及說明) 。

2) 先知以利沙向以色列的第 12 代國王約阿施預言,

以色列人必在亞弗攻打亞蘭人( 王下 13∶14—19) 。

Ⅳ. 分給亞設支派的亞弗。

約書亞年紀老邁時,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其中就有亞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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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13∶1 , 4) 。這些未得之地仍分給了各支派。亞弗乃

是亞設支派分得的地業( 書 19∶24, 30) 。

亞該亞   ( Acha ia )

1 . 地名原意:「煩惱」、「慟哭」。

2 . 其他名稱: 又譯作「阿哈伊亞( Achae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二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亞該亞曾是希臘的一個省。但羅馬戰勝希臘

後, 常用亞該亞作爲希臘全地的名稱。而以哥林多爲其

首府。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 在亞該亞的哥林多住了 1 年

零 6 個月。到迦流作亞該亞省行政長官的時候, 許多

猶太人起來攻擊保羅, 把保羅拉到迦流那裏去控告

他。但是迦流卻認爲猶太人所控告的僅只是他們信

仰上的分歧而未予受理( 徒 18∶11—16) 。保羅進入歐

洲傳道之後, 腓立比的官吏曾不分是非地拷打監禁過

保羅( 徒 16∶19—24) 。帖撒羅尼迦的市井匪類, 到地

方官那裏控告信徒「違背羅馬皇帝的命令」,「攪亂天

下, 使地方官非常驚慌( 徒 17∶1—8 ) , 因此保羅隨即在

夜間離開了帖撒羅尼迦( 徒 17∶10) 。但是保羅在哥林

多雖然也被誣告, 而由於迦流不肯過問 ( 徒18∶15) , 保

羅便又在亞該亞的哥林多住了多日( 徒18∶18) 。

2 ) 保羅離開亞該亞以後, 亞波羅曾到該省去傳道, 幫助

當地的信徒( 徒 18∶24 , 27) 。

3 ) 保羅在寫哥林多後書時, 特意指明, 該信不僅寫給哥

林多教會, 也是寫給亞該亞省各處的聖徒的 ( 林後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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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亞該亞各地的聖徒樂於捐獻, 他們的熱心曾激勵了許

多其他地方的信徒( 林後 9∶1—2 ) 。

亞割谷   ( Achor , Valley of)

1 . 地名原意:「擾亂」、「連累」、「災難」。

2 . 其他名稱:

1 ) 有人意譯爲「災難谷」。

2 ) 可能即現今的「埃爾·布奎亞( El·Buqeia) 」。

3 . 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14 圖第三行第 3 格耶利哥所在

之處。

4 . 地理情況: 亞割谷乃是耶利哥附近的一個小山谷, 地處猶

大支派的北界。

5 . 聖經記載: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猶大支派的

亞干, 因爲取了應當毀滅的物件而得罪了耶和華神, 以致

以色列人在艾城人面前戰敗。所以約書亞和以色列人便

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把亞干及其所有的都帶到亞割谷去,

用石頭打死了亞干, 又用火焚燒了他所有的。因爲亞干

曾使以色列人受到了連累和災難, 所以那個山谷名叫亞

割谷。其後, 以色列人再次與艾城人作戰, 便攻取了艾城

( 書 7∶1—8∶29) 。

亞柯   ( Acco)

1 . 地名原意:「多沙」、「包圍」、「他的窘困」。

2 . 其他名稱:

1 ) 又名「亞可裏( Acre) 」。

2 ) 即新約時代的「多利買( Ptolemais) 」。

又被譯作「托勒密」或「托爾梅塔」。

3 ) 亞柯灣即現今的海法( Haifa) 灣。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2 圖第一行第 2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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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亞柯是地中海沿岸的一個港口, 位於多珥與推

羅之間, 在推羅之南約 40 公里。此地曾分給亞設支派,

但是並未將亞柯的迦南居民趕走 ( 士 1∶31 ) 。公元前 3

世紀時, 埃及的多利買王朝佔據了亞柯, 遂改名叫多利

買。亞柯的沿海附近一带被稱爲亞柯平原, 平原的南邊

即是迦密山。著名的基順河即是流經亞柯平原而入海

的。

5 . 聖經記載: 舊約聖經中只有一次提到亞柯 ( 士 1∶31) 。在

新約時代, 保羅外出傳道曾路經多利買( 徒 21∶7 ) 。多利

買即是古時的亞柯。

亞拉巴   ( Ara bah )

亞拉巴的原意是「不毛之地」、「焚燒殆盡」。

聖經中提到的亞拉巴, 有時意指亞拉巴海, 有時意指亞拉巴

地。

Ⅰ. 亞拉巴海

1. 其他名稱:

1) 鹽海( 創 14∶3 ; 申 3∶17) 。

2) 西訂谷( 創 14∶3 ) 。

3) 東海( 結 47∶18) 。

4) 阿拉伯人稱爲「羅得海」。

5) 即今「死海( Dead Sea)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 圖第三至四行第 3 格。

3. 其他情況: 請參看本書「鹽海」條。

Ⅱ. 亞拉巴地:

1. 其他名稱: 今死海南方稱爲「阿拉伯谷地( Wadi el-Ar-

abah) 」。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 圖第四行第 2—3 格, 參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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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三第 12 圖第三至四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亞拉巴地區, 原來是指約但河域直到亞喀

巴灣的河谷地帶。北邊從基尼烈湖( 即加利利海 ) 開

始( 申 3∶17; 書 8∶14 ) , 經鹽海 ( 即死海, 亦即亞拉巴

海) 地區, 直到以旬迦別。後來則多指死海以南的地

區。至今, 從死海的南岸到亞喀巴灣的北端仍叫阿拉

伯谷地。聖經記述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到了加低

斯以後, 本來已經到了迦南地的南境。但因違背了耶

和華的命令, 而未能及時進入迦南, 便在亞拉巴曠野,

漂流了 38 年之久。亞拉巴曠野乃是一片缺水的沙

漠。當地的谷地或旱谷, 有雨則成小溪或綠洲, 而無

雨的乾燥季節, 只是一片窪地①而已。此處既無人居

住, 也少有行人經過, 可以想見當年以色列人漂流此

地之苦。

4. 聖經記載:

1) 當年, 摩西在加低斯巴尼亞打發了 12 個探子去窺

探迦南地( 申 1∶19—24 ) 。但那 12 個探子中, 除了

迦勒和約書亞外, 其他的人回來所報的乃是惡信,

以致以色列人發怨言得罪耶和華, 而不能及時地

進入迦南( 申 1∶34—40, 請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中

�14 、�15 及其說明 ) 。他們在加低斯住了些日子,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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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語中的 wadi 或 wady, 即特指亞拉伯一帶及北非的「窪地」、

「旱谷」、「綠洲」或乾涸的河道。



轉回從紅海①的路往曠野去, 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

日子。後來耶和華說他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 申

2∶1—3) 。以色列人便離開了西珥,「從亞拉巴的路,

經過以拉他、以旬迦別, 轉向摩押曠野的路去。」( 申

2∶8,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④—⑦及其說明)

2) 摩西曾在約但河東的曠野、疏弗對面的亞拉巴, 向

以色列眾人重申耶和華在西乃山所頒布的律法

( 申 1∶1—5 ) 。

亞拉伯   ( Ara bia )

1 . 地名原意:「沙漠」、「曠野」、「混合」、「陰暗」。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阿拉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4 圖第四行第 3—4 格。

4 . 地理情況: 舊約中提到亞拉伯時, 多指亞拉伯人。新約時

代, 亞拉伯人居住之地乃被稱爲亞拉伯地區。原來意指

大馬色附近及西乃半島, 其後擴及亞拉伯沙漠, 即東臨波

斯灣、南界印度洋、西濱紅海的阿拉伯半島, 亦即現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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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紅海:

〈1〉古時的紅海 , 僅指現今的紅海北部 , 即蘇伊士運河一帶的蘆葦

海、蘇伊士灣、亞喀巴灣等水域 , 有些學者認爲此處所說的「紅海」乃是

亞拉巴南方的「亞喀巴灣」(《聖經( 啟導本) 》第 296 頁) 。

〈2〉有的聖經英語新譯本 , 即把此處的「紅海」直接譯成爲「亞喀巴

灣」。譯文乃是:「We finally turned and went into the desert, along the road

to the Gulf of Aqaba. 」( 大意是:「我們後來調轉了方向 , 沿著去亞喀巴

灣的道路 , 走入曠野。」)

〈3〉民 21∶4 的經文說:「他們從何珥山起行 , 經紅海那條路走 , 要繞

過以東地 , 百姓因這路難行 , 心中甚是煩燥。」由此看來 ,「往紅海那條

路」, 可能即是往亞喀巴灣去的道路。



沙特阿拉伯所在地。

5 . 聖經記載:

1 ) 舊約經文從略。

2 ) 五旬節時, 有從亞拉伯來的猶太人到耶路撒冷守節,

便聽到了使徒講論的基督的救恩( 徒 2∶5—41 , 請參看

第 95 圖) 。

3 ) 保羅悔改信道初期, 曾到亞拉伯去靈修 ( 加 1∶17) 。一

般資料都認爲, 即是去到亞拉伯的西乃山一帶。

亞拉臘山   ( Ara ra t, Mount of)

1 . 地名原意:「高地」、「聖地」、「創造」、「咒詛反轉」。

2 . 其他名稱:「烏拉爾圖( ? ) ( Urartu)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 圖第一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 根據一些聖經學者的著述, 亞拉臘山的有關資

料如下:

1) 它位於黑海與裏海之間, 在古時亞述以北, 小亞細亞

之東。約相當於現今土耳其東北的邊境上。亞拉臘

山有兩個山峰, 高者 5000 多米, 爲大亞拉臘山; 低者約

3000 餘米, 爲小亞拉臘山。兩山相距約 10 餘公里, 都

是由火山噴發而形成的山區高原。山峰高處有積雪,

冰川耀目, 遠遠望去十分雄偉壯麗。此處的積雪線,

隨著不同的季節而有所變化, 雪水融化時, 山地上生

長有優良的牧草, 另是一番景色。此外, 又有四條河

流發源於此。向南流去的兩條即是伯拉大河( Euphra-

tes, 幼發拉底河) , 和希底結河 ( Hiddekel, 又名底格里

斯河 Tigris) ; 向東流去的兩條乃是阿拉斯河 ( Aras) ,

和庫勒河( Choruk) 。在四河發源之處, 形成了高原沖

積地帶, 因而也有利於谷果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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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記述, 亞拉臘山乃是挪亞方舟在洪水漸退時的停

留之處, 不少學者曾去那一地帶作考古研究。據當地

的傳說, 該地山坡上有一個村莊, 乃是挪亞建造祭壇

和開闢葡萄園之處。

5 . 聖經記載:

1 ) 挪亞的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後, 洪水的水勢漸消。兩

個多月後, 山頂都現出來了。又過了 40 天, 挪亞開了

方舟的窗戶放出一隻烏鴉去。那烏鴉飛來飛去, 直到

地上的水都乾了。他又放出一隻鴿子去, 但遍地都是

水, 鴿子找不到落腳之地, 就回到方舟那裏, 挪亞伸手

把鴿子接進了方舟。他又等了 7 天, 再把鴿子放出

去, 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了他那裏, 嘴裏叼著一個新擰

下來的橄欖葉子①, 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後來

挪亞的一家都出了方舟, 並且爲耶和華築壇獻祭,「耶

和華聞那馨香之氣, 就心裏說: 『我不再因人的原故咒

詛地, ⋯⋯滅各種的活物了。』」( 創 8∶4—21)

2 ) 挪亞在亞拉臘山一帶還栽種了一個葡萄園( 創 9∶20) 。

3 ) 亞述王西拿基立曾派他的臣僕率領重兵圍困耶路撒

冷, 並且口出狂言褻瀆耶和華 ( 王下 18∶17—35 ) 。但

先知以賽亞卻勸慰猶大人, 並且預言說:「耶和華如此

說: 『你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 不要懼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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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橄欖葉子:

〈1〉聖經學者認爲 , 橄欖樹不能生長在高山之上, 鴿子叼來橄欖葉

子 , 說明洪水已退到了低處。

〈2〉現在常用叼著橄欖枝的鴿子來表示和平 , 大家普遍認爲 , 其起

源乃是根據這一記載而形成。



必驚動他的心, 他要聽見風聲, 就歸回本地。我必使

他在那裏倒在刀下。』」( 王下 19∶6—7 ) 後來耶和華的

使者在亞述營中殺了 18. 5 萬人。亞述王西拿基立就

拔營回去, 住在尼尼微。有一天, 亞述王正在他祭拜

的偶像廟裏叩拜, 他的兩個兒子用刀殺了他, 就逃到

了亞拉臘地去( 王下 19∶35—37) 。

亞蘭   ( Ara m)

1 . 地名原意:「高地」、「被高舉」。

2 . 其他名稱: 新約時代稱爲敍利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9 圖第二行第 2—3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 聖經中提到的亞蘭, 常有下列派生詞或復合詞, 各有

不同的含義:

①亞蘭人: 指的乃是閃的兒子亞蘭的後代 ( 請參看附

錄三第 1 圖第三行第 3 格) 。

②亞蘭地: 指的乃是亞蘭人居住之地。古時亞蘭地的

疆域, 大約相當於伯拉大河西岸、奧朗特河上游、大

馬色以南這三者之間及其附近的地帶。

③亞蘭國: 指的是由亞蘭人在當地建立的王國。其首

都爲大馬色, 亞蘭國強盛時則常常入侵以色列人,

當其衰微時則成爲以色列的附庸或屬地 ( 請參看附

錄三第 36 圖、第 39 圖) 。

2 ) 在羅馬帝國時期, 亞蘭被定名爲敍利亞省。新約時代

乃稱當地爲敍利亞, 古時的亞蘭, 已是現今敍利亞國

的領地。

5 . 聖經記載: 聖經中提到亞蘭、亞蘭人、亞蘭王的地方約有

100 餘處, 今略舉幾段經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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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巴蘭原來住在伯拉大河邊的毘奪, 摩押王巴勒曾經差

派使臣拿著卦金去召巴蘭來咒詛以色列民, 巴蘭曾題

詩說:「巴勒引我出亞蘭」( 民 23∶7) 。

2 ) 大衛作以色列的國王時, 瑣巴王哈大底謝曾往大河

去, 要奪回他的國權。大衛擒拿了他的馬兵 1700, 步

兵 2 萬, 大馬色的亞蘭人來幫助哈大底謝, 大衛就殺

了二萬二千亞蘭人。「亞蘭人就歸服他、給他進貢」

( 撒下 8∶3—6 ) 。

3 ) 亞蘭常與以色列國打仗, 常擄掠以色列國的男女 ( 王

下 5∶2) 。

4 ) 其他經文從略。

亞嫩河   ( Arnon, River of)

1 . 地名原意:「急流」、「喧嘩」、「歡呼」。

2 . 其他名稱: 阿里哈(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二行第 3 格。

4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 亞嫩河是鹽海 ( 即死海 ) 東邊的一條溪谷。由東向西

流入鹽海。其上游經常乾涸, 下游的兩岸懸崖陡壁,

高達 10 餘米, 水流甚急, 臨近死海處, 寬約二三十米。

此河現在約但境內。

2 ) 亞嫩河將摩押地分爲南北兩部分, 亞嫩河以北之地,

曾一度被埃及佔據。其後埃及本土受到外族侵襲, 乃

撤回其駐迦南的駐軍。亞摩利人①則趁機進占巴珊以

—062—

① 有的參考資料認爲 , 佔據巴珊的亞摩利人即是巴珊王噩 , 而佔

據希實本等摩押北部地區的 , 即是亞摩利人希實本王西宏。(《聖經百

科全書》第 701 頁)



及希實本等摩押北部地區。當年以色列人繞行曠野

安營於亞嫩河時, 巴珊王噩和希實本王西宏這兩個亞

摩利人正佔據著亞嫩河以北的地方, 所以聖經說: 亞

嫩河是從亞摩利的境界流出來的, 是在摩押和亞摩利

人搭界的地方( 民 21∶13 ) 。

3 ) 以色列人攻佔亞嫩河以北的地區後, 該處成爲迦得和

流便兩個支派的地業( 請參看附錄三第 15 圖) 。

5 . 聖經記載: 以色列人未入迦南以前, 曾安營在亞嫩河那邊

( 民 21∶13, 請參看附錄三第 12 圖說明�11 ) 。而摩押王巴

勒召來巴蘭咒詛以色列人時, 巴勒曾往摩押的京城去迎

接他, 他的京城也是在亞嫩河旁的( 民 22∶36 ) 。

亞羅珥   ( Aroer )

亞羅珥的原意是「廢墟」、「貧乏」、「圍住」、「封入」。同名

叫亞羅珥的地方有三處。

Ⅰ. 亞嫩谷邊的亞羅珥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2 圖第四行第 3 格。

2.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亞羅珥是亞嫩河北邊的一個城

鎮。在鹽海東方約 20 公里處, 原來是亞摩利王西宏

的屬地( 申 2∶32—36 ) 。以色列人攻佔此地之後, 把

它分給了流便支派, 但亞羅珥卻是迦得支派的人們又

重新建造的( 民 32∶33—34, 請對照參看附錄三第 22

圖與第 15 圖) 。

3. 聖經記載: 以色列的第 9 代國王耶戶, 雖然殺滅了祭

拜巴力的亞哈王全家, 但只是不盡心遵守耶和華的律

法, 並且仍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 耶和華才使亞蘭

王攻擊以色列的境界, 直到靠近亞嫩谷邊的亞羅珥

( 王下 10∶31—33, 個別詞語參用了新譯文, 請參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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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三第 53 圖①、②及其說明) 。

Ⅱ. 猶大地的亞羅珥

1.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四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 亞羅珥是猶大地的一個城鎮, 在別是巴東

南約 20 公里。

3. 聖經記載: 當大衛逃避掃羅的追逼時, 曾居住在洗革

拉( 撒上 27∶1—6) 。但在大衛一度暫離洗革拉時, 該

地竟被亞瑪力人所擄掠 ( 撒上 30∶1—2) 。大衛追擊

亞瑪力人, 並且奪回了他們所擄去的財物。大衛從掠

物中取出了一些, 送給支持他的猶大長老們, 其中即

有亞羅珥的長老( 撒 30∶17—20, 26—28) 。

Ⅲ. 拉巴前的亞羅珥: 乃是迦得支派分得的地業( 書13∶24—

25 ) 。

亞利馬太   ( Arim athaea)

1 . 地名原意:「高地」。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六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亞利馬太是猶太地區的一個城鎮。

4 . 聖經記載: 耶穌被釘十字架斷氣之後, 有一位尊貴的議士

約瑟, 向彼拉多求來耶穌的身體, 葬在約瑟自己的新墳墓

裏。這位議士約瑟便是亞利馬太人。他也是耶穌的門

徒, 只因爲怕猶太人, 就暗暗地做門徒 ( 太 27∶57—60; 可

15∶43; 約 19∶38) 。

亞力山太   ( Alexandr ia)

1 . 地名原意:「人的保衛者」。

2 . 其他名稱:

1 ) 今譯作「亞歷山大」。

2 ) 舊名「拉庫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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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阿拉伯語稱作「伊斯康德裏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4 圖第四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1 ) 亞力山太位於埃及海濱的尼羅河口。東南距現今的

開羅約 206 公里, 原名拉庫提斯。公元前 332 年, 希臘

皇帝亞歷山大在拉庫提斯的基礎上, 大規模地加以擴

建、改建。完工之後, 即以自己的名字稱它爲亞力山

太。並把它定爲埃及的首府, 直到公元 642 年爲止。

2 ) 亞力山太城周圍約 20 餘公里, 當年極其宏偉壯觀。城

內有劇場、宮室、廟宇、花園、炮壘、船塢、碼頭、石碑等

多種建築。不僅是當時歐、亞、非三洲的海陸交通要

道, 也是軍事、政治、文化、商業的中心。亞歷山大大

帝死後即葬於此城。

3 ) 由於亞歷山大大帝主張各族共處, 因此當年亞力山太

城內劃分有希臘人、埃及人、猶太人各自的居住地區。

希臘人地區有藏書樓、博物院。埃及人地區有他們的

宗教廟宇。猶太人地區由 71 位猶太長老組成了猶太

議會。設立了許多會堂。通曉舊約聖經的猶太文士

及學者也在此讀經著書。公元前 200 餘年時, 希臘語

文通行於地中海沿岸的歐、亞、非等地, 猶如現今世界

通用英語。當時新約尚未書寫。舊約都是用希伯來

文書寫的, 對讀者有一定的局限。於是猶太 70 位文

士便在亞力山太把舊約由希伯來文翻譯成希臘文, 即

是有名的七十士譯本 ( Septuagint) 。這一譯本在耶穌

降生前後已經普遍地使用。其後, 對使徒們到各地廣

傳福音也是頗有助益的。

4 ) 使徒時代, 基督的福音已經傳到了亞力山太。而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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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逐漸由此地又傳遍了埃及和埃提阿伯( 今埃塞俄比

亞) 等地。公元後 400 餘年時, 住在亞力山太的虔誠

基督徒, 抄寫了全部聖經, 被稱爲「亞力山太古抄本」

( Codex Alexandrinus) 。這一抄本自 1627 年即存於英

國博物院內。

5 ) 公元 500 年以後, 亞力山太逐漸衰落。公元 641 年, 阿

拉伯人奪取了此城。後來又被土耳其人佔領。1498

年葡萄牙人發現了繞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去往印度、

亞洲等地的新航線。亞力山太的商業地位及交通作

用日益下降。1777 年, 該地一度淪爲一個次要的漁業

城鎮。1882 年, 成爲英國的殖民地。埃及獨立後, 亞

歷山大( 即古時的亞力山太) 又成爲埃及的第二大城

市和主要海港。1979 年統計, 其市區人口爲 246 萬餘

人。

5 . 聖經記載:

1 ) 與保羅同期的傳道人亞波羅即生於亞力山太, 而且是

個有才學的人。他「最能講解聖經。⋯⋯已經在主的

道上受了教訓, 心裏火熱。」( 徒 18∶24—25 )

2 ) 司提反殉道前曾在耶路撒冷與來自亞力山太會堂的

猶太人辯論真道。司提反依靠聖靈賜予的智慧講話,

眾人都難於反駁( 徒 6∶8—11 ) 。

3 ) 保羅被押解往羅馬城去的時候, 曾兩次乘坐亞力山太

的船隻( 徒 27∶6 , 28∶11 ) 。

亞略巴古   ( Areopa gus)

1 . 地名原意:「亞略山」、「戰鬥之峰」。

2 . 其他名稱: 今譯爲「阿雷奧帕古斯」。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99 圖第二行第 1 格中雅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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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

4 . 地理情況:

1 ) 亞略巴古是雅典城城內的一座名山。

2 ) 亞略巴古也是雅典初期貴族會議開會的場所。貴族

會議起初可能是幫助國王謀劃、議政, 後來則成爲確

定死刑的法庭。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即在此法庭被

判爲死刑。由此可見, 該處的官吏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

3 ) 亞略巴古也是當年哲學家、詩人、戲劇家、藝術家經常

聚集之地。他們在這裏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 講述自

己的主張, 誦讀自己的作品, 議論別人的名著。在保

羅第二次外出傳道經過雅典時, 曾被帶到亞略巴古來

講論基督耶穌的道理。

5 . 聖經記載及有關資料:

1 ) 當年, 因爲保羅在雅典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 以彼古

羅和斯多亞兩派的學者便把他帶到亞略巴古山上, 請

他詳細講述這一「新道理」( 徒 17∶16—20) 。

2 ) 保羅在亞略巴古山上有力的講道中, 從希臘的哲學、

詩歌、雕刻藝術、宗教生活等方面講起, 一直深談到基

督的永生之道。

3 ) 保羅講道之後, 雖然有人譏誚他。但是卻有些人信奉

了基督, 其中即有亞略巴古的官員丟尼修。這些信徒

當是雅典教會的起始( 徒 17∶32—34) 。

亞瑪   ( Amma h)

1 . 地名原意:「頭」、「肘」。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3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亞瑪是便雅憫境內的一座小山。位於由基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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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約但河的大道上。

4 . 聖經記載: 當年押尼珥和約押各率軍兵相會於基遍池邊,

他們先是各派 12 名勇士搏殺決鬥以定勝負, 後來則雙方

全軍混戰。約押的弟弟亞撒黑在追趕押尼珥時被押尼珥

殺死, 約押追趕押尼珥到了亞瑪山乃收兵而回 ( 撒下

2∶12—30) 。

亞瑪力( 人)    ( Amalekites)

1 . 地名原意:「山谷居民」、「滅亡之民」、「好戰」。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8 圖第四行第 1 格, 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第四行第 1 格, 對照附錄三第 11 圖第二行第 4 格。

3 . 有關資料: 亞瑪力人是個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他們原

是以掃的後代( 創 36∶12) 。他們經常游牧棲居的地區乃

是迦南的南地( 民 13∶29) , 且在山谷之中( 民 14∶25) 。有

些亞瑪力人曾到以法蓮山地居住, 因而該處也被稱爲亞

瑪力山地( 士 5∶14, 12∶15 ) 。但聖經曾記述說, 東方的以

攔等國四個國王遠征到加低斯時, 即攻佔了亞瑪力的全

部領土。① ( 創 14∶7, 請參看附錄三第 3 圖) 。而加低斯

即在南地境內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5 圖 ) 。由此可知, 大

部分亞瑪力人常居之地, 當在附錄三第 28、31、11 各圖中

示意之處。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安營在利非訂的時候, 亞瑪力人

曾來到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約書亞照著摩西所

—662—

① 創 14∶7 中 , 聖經和合本所譯的「殺敗了亞瑪力全地的人」, 有

的英語譯本作「conquered all the land of the Amalekites」( 攻克了亞瑪力

人的全部土地)



說的, 率領以色列人在山下爭戰, 而摩西在山上舉手

向耶和華求告。因此約書亞得以取勝 ( 出 17∶8—15,

請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⑨及其說明) 。

2 ) 其後, 以色列人到了加低斯的時候, 由於不聽摩西的

勸阻, 冒然出去與亞瑪力人和迦南人作戰, 乃在何珥

瑪被亞瑪力人等戰敗( 民 14∶39—45, 請參看附錄三第

11 圖�14 —�15 及其說明) 。

3 ) 在士師時代, 亞瑪力人曾幫助摩押王伊磯倫攻打以色

列人, 佔據了棕樹城耶利哥( 士 3∶12—14) 。其後又協

助米甸人攻入以色列境內, 毀壞全地 ( 士 6∶3—5) ( 上

述情況請參看附錄三第 17 圖, 第 18 圖①, 第 20 圖②

等處說明) 。

4 ) 掃羅王時, 曾去打亞瑪力人。掃羅得勝之後, 雖然自

己立了紀念碑, 但卻因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而被耶和

華厭棄( 撒上 15∶1—26, 請參看附錄三第 29 圖) 。

5 ) 在猶大的第 13 代國王希西家時, 西緬支派的人, 殺滅

了亞瑪力人( 代上 4∶43) 。

亞捫( 人)    ( Ammon )

1 . 地名原意:「含糊」、「忠誠」、「先天的」。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2 圖第一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及有關資料:

1) 亞捫人是羅得的兒子便亞米的後代( 創 19∶38 ) 。該族

人以放牧和農耕爲業, 他們居住之地在鹽海的東北方

( 參看附錄三第 9 圖) 。該地區位於約但河東, 處於亞

嫩河和雅博河兩河的上游之間, 而其東邊乃是一片遼

闊的沙漠。其地勢從西南斜向東北, 長約 30 公里, 寬

約 15 公里, 邊界很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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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古時亞捫人信奉摩洛( 王上 11∶7 ) , 甚至殺死幼兒向摩

洛獻祭。在以色列的士師時代, 亞捫人則經常入侵以

色列人 ( 請參看附錄三第 17 圖 ) 。其後雙方多有戰

爭。

3 ) 亞捫人建國後, 以拉巴爲其京城, 拉巴即是現今約但

的首都安曼( Amman) 。

4 . 聖經記載:

1 ) 亞捫人曾幫助摩押王伊磯倫入侵以色列( 士 3∶13) 。

2 ) 其後, 以色列人竟去事奉亞捫人等異族的偶像。耶和

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把他們交在亞捫人等的手

中。亞捫人渡過約但河, 侵入到以色列的腹地, 以色

列人就甚覺窘迫 ( 士 10∶6—9 )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

華, 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耶弗他便殺敗了亞

捫人( 士 10∶10 , 11∶29—33, 請參看附錄三第 22 圖) 。

3 ) 掃羅作以色列的國王時, 亞捫人入侵到基列雅比, 終

於被掃羅擊敗 ( 撒上 11∶1—11 , 請參看附錄三第 26

圖) 。

4 ) 大衛作以色列的國王時, 亞捫王哈嫩, 無端羞辱大衛

派去與他修好的使臣, 並進而招募僱傭軍與大衛爭戰

( 撒下 10∶1—14 ) 。後來大衛即攻佔了亞捫的京城拉

巴( 撒下 12∶26—31) 。

5 ) 而大衛的兒子所羅門, 在廣納妻妾妃嬪之時, 竟娶了

亞捫的女子拿瑪, 拿瑪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羅波

安。羅波安不肯敬畏耶和華, 又不能體恤民情, 在他

登位之初, 便失去了北方的 10 個支派, 國家即分裂爲

南北兩國( 王上 14∶21 , 參看王上 12∶1—24 ) 。

6 ) 猶大的第 4 代國王約沙法時, 亞捫人又會同摩押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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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族, 侵入到猶大的隱基底。約沙法定意尋求耶和

華, 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亞捫人、摩押人等, 他們又彼

此自相擊殺。猶大人便在比拉迦谷稱頌耶和華, 凱旋

而歸( 代下 20∶1—30, 請參看附錄三第 51 圖及其說

明) 。

亞摩利( 人)    ( Amor ites)

1 . 地名原意:「山居者」、「能說會道的人」、「公開」。

2 . 其他名稱:

1 ) 迦南( 人) 。

2 ) 近譯作阿莫裏特( 人) 。

3 . 亞摩利人居地所在位置: 參看附錄三第 13 圖第一至四行

第 1—3 格及其附近地帶。

4 . 有關資料:

1 ) 亞摩利人通常意指:

①迦南居民;

②山間居民( 不同於平原居民) ;

③作爲一個種族的統稱。

2 ) 亞摩利人是古時的一個遊牧民族, 公元前 2000—1600

年間散居於米所波大米、亞蘭地區、迦南等地。那時,

亞摩利人的勢力相當強大。後來赫人的勢力勝過於

亞摩利人, 亞摩利人乃逐漸縮居於約但河兩岸的山

地; 從聖經的記述中可知, 亞摩利人當時曾居住於下

列各地:

①希伯崙( 創 14∶13 ) ;

②迦南( 創 48∶22 ) ;

③約但河東, 從亞嫩河直到黑門山( 申 3∶8—10) 。

④耶路撒冷一帶( 書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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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人進迦南之前, 曾在約但河東岸, 擊殺了兩個

亞摩利王( 即巴珊王噩和希實本王西宏) , 並且佔據其

地( 申 3∶8—10 ) 。

2 ) 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 所攻下的艾城, 當

地居民也是亞摩利人( 書 7∶5—7, 8∶26) 。

3 ) 約書亞攻佔的迦南西南部的一些城邑, 也是亞摩利人

的王城( 書 10∶5—37) 。

4 ) 約書亞攻佔迦南的北部時, 當地的亞摩利人也被擊殺

( 書 11∶1—8) 。

5 ) 所羅門作以色列的國王時, 亞摩利人的後裔成爲作苦

工的奴僕( 王上 9∶20—21) 。

亞實基倫   ( Ashkelon , Ashq elon )

1 . 地名原意:「市場」、「遷移」、「醜行的火」、「我將被稱

量」。

2 . 其他名稱:

1 ) 又譯作「阿什凱隆」。

2 ) 今名「阿斯奎倫( Asqalon)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7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 亞實基倫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城邑之一。位於地中海

岸上, 南距迦薩 ( 即今加沙 ) 約 20 公里。該處原是古

埃及的軍事駐防地, 扼據由埃及通過海邊大道去往亞

蘭、亞述的要衝。

2 ) 亞實基倫乃是古代各種偶像的會集處, 其中魚身女神

( Derceto) 尤爲當地居民所崇拜。亞實基倫也是大希

律的故鄉, 所以希律在位時, 特意擴建該城。城址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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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臨海, 城牆建於岩石山頭, 使該地地形險要。但正

是由於它是一個軍事重鎮, 便在歷代的爭戰中, 使當

地居民常經苦難。

5 . 聖經記載:

1 ) 亞實基倫曾被猶大支派攻取( 士 1∶18) 。

2 ) 其後亞實基倫又歸非利士人統佔 ( 士 14∶19 ) , 大衛作

王時, 該城仍在非利士人手中 ( 撒上 6∶17, 參看撒下

1∶20 ) 。

3) 由於亞實基倫多有假神之罪, 先知阿摩司、耶利米、西番

雅都曾譴責過她( 摩 1∶8; 耶 25∶20, 47∶5, 7; 番 2∶4, 7) 。

亞實突   ( Ashdod)

1 . 地名原意:「要塞」、「堅固」、「劫掠者」。

2 . 其他名稱:

1 ) 希臘統治其地後改名「阿佐圖斯」。

2 ) 新約時代名爲「亞鎖都」。

3 ) 近譯作「阿什杜德」。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7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1 ) 亞實突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之一。在亞實基倫東北約

25 餘公里, 距地中海不足 5 公里。羅馬帝國時期, 該

地屬於敍利亞省。中世紀時則衰落而成爲一個村莊。

2 ) 1948 年起, 該地劃入以色列的西南部, 1956 年, 重建此

城, 新城位於舊城址西北約 5 公里的海岸上, 成爲以

色列的 3 個國際海口之一。1982 年統計, 人口約

66000 餘人。

5 . 聖經記載:

1 ) 在約書亞時, 亞實突已劃歸猶大支派, 但卻未曾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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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13∶1—3 , 15∶46—47) 。

2 ) 在士師時代的末期, 亞實突仍在非利士人手中。非利

士人擄走耶和華的約櫃後, 曾把約櫃存放在亞實突的

大袞廟中。因而大袞的偶像都站立不住, 一再仆倒折

斷; 耶和華並且重重地刑罰亞實突人 ( 撒上 5∶1—7, 請

參看附錄三第 25 圖⑤及其說明) 。

3 ) 猶大的第 10 位國王烏西雅時, 他定意尋求神, 耶和華

神就使他亨通。烏西雅出去攻擊非利士人, 才佔領了

亞實突( 代下 26∶4—6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5 圖③及其

說明) 。

4 ) 先知阿摩司、耶利米、西番雅在預言中都曾提到亞實

突( 摩 1∶8; 耶 25∶20; 番 2∶4) 。

5 ) 先知撒迦利亞預言說日後混血人種①將住於亞實突

( 亞 9∶6) 。

6 ) 亞實突在新約時代被稱爲亞鎖都, 腓利曾走遍那一帶

地方, 在各城鎮宣傳福音( 徒 8∶40) 。

亞述   ( Assyr ia )

1 . 地名原意:「平原」、「平地」、「成功」、「步驟」。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0 全圖。

3 . 地理情況及其他資料: 亞述是古時米所波大米北部的一

個王國, 其首都爲尼尼微。公元前 14 世紀前, 曾有一段

時間是巴比倫的屬國。其後亞述獨立, 又幾經興衰。公

元前 9 世紀時, 開始了新的擴張。公元前 8 世紀中葉至

7 世紀後期, 亞述把埃及、迦南、波斯灣一帶的地區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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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來。但公元前 612—前 609 年時, 巴比倫與瑪代聯

合起來打敗亞述, 尼尼微盡遭摧毀。古時的亞述, 現屬於

伊拉克的北部地區。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的第 18 位國王比加年間, 亞述王攻打以色列,

奪取了以雲、基低斯、加利利等地, 並將這些地方的以

色列人擄到了亞述去( 王下 15∶29 , 請參看附錄三第 58

圖說明⑤及第 59 圖) 。

2 ) 以色列的第 19 位國王, 即是最後的一個國王何細亞年

間, 亞述王又來攻擊以色列, 圍困其都城撒瑪利亞三

年。最後攻佔了撒瑪利亞, 再次擄走了以色列人, 以

色列由此滅亡( 王下 17∶1—41, 請參看附錄三第 60 圖

的說明) 。

3 ) 猶大的第 13 位國王希西家時, 亞述王西拿基立派大軍

進至耶路撒冷, 威逼猶大人投降。但耶和華差遣使者

一夜擊殺了 18. 5 萬亞述人, 亞述王西拿基立回到尼尼

微後, 被他的兩個兒子殺死 ( 王下 18∶13—19∶37 , 請參

看附錄三第 62 圖) 。

4) 先知那鴻曾預言亞述的京城尼尼微必將荒涼( 鴻 3∶7) 。

亞鎖都   ( Azotus)

1 . 地名原意:「堡壘」。

2 . 其他名稱: 舊約時代該地叫作「亞實突( Ashdod)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七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亞鎖都位地古代巴勒斯坦的西南部, 是當年非

利士人的五大城市之一, 距地中海僅約 5 公里。

5 . 聖經記載: 腓利爲埃提阿伯的太監施洗之後, 主的靈便把

腓利提去。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了腓利。他走遍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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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地方, 在各城宣傳福音, 直到該撒利亞 ( 徒 8∶38—40,

腓利的傳道行程請參看附錄三第 96 圖) 。

亞朔   ( Assos)

1 . 地名原意:「接近」。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0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亞朔是每西亞的古城, 位於小亞細亞的西北

部。臨海建城, 地勢險要。現在土耳其境內。

4 . 聖經記載: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在返回的途中, 路加等人

由特羅亞先上船去到亞朔等候保羅。保羅這樣安排, 乃

是因爲他自己要步行由陸路從特羅亞到亞朔去。保羅在

亞朔與路加等人相會之後, 便一同坐船來到米推利尼

( 徒 20∶13—14) 。

亞特律加寧   ( Ashteroth Ka rna im)

1 . 地名原意:「腓尼基的雙角女神」。

2 . 其他名稱: 今譯作「阿斯特樂」。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 圖第一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亞特律加寧是約但河東的一個城邑, 乃是祭拜

偶像亞斯他錄女神之地。

5 . 聖經記載: 以攔王基大老瑪等四個東方國王進攻約但河

東的諸城時, 曾在亞特律加寧殺敗利乏音人( 創 14∶5) 。

亞文   ( Aven)

亞文的地名原意是「虛空」、「無價值」、「邪惡」、「剛愎」。

同名叫亞文的有三處。

Ⅰ. 埃及地的亞文

1. 其他名稱: 安城。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四行第 1 格。

3. 聖經記載:

—472—



先知以西結特用「亞文」一詞( 意爲「空虛」) , 指明埃

及祭奉的偶像, 都是虛幻無用的( 結 30∶17) 。

4. 其他情況: 請參看本書「安」條。

Ⅱ. 伯特利的另一名稱———「亞文」

1. 亞文的其他名稱:

1) 伯特利。

2) 伯亞文。

2.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7 圖第三行第 2 格。

3. 聖經記載: 先知何西阿因爲以色列人拜偶像, 所以稱伯

特利爲伯亞文( 原文作「亞文」) 。他說:「伯亞文的邱

壇, 就是以色列人取罪的地方, 必被毀滅。」( 何 10∶8)

4. 其他情況: 請參看本書「伯亞文」、「伯特利」兩條。

Ⅲ. 大馬色山地的亞文

亞文屬於以色列的北部, 位於利巴嫩山腳下的平原上。

亞文城中有巴力大廟, 乃是迦南北部地區祭拜太陽神的

中心點。先知阿摩司說:「耶和華如此說: 『大馬色三番

四次的犯罪, ⋯⋯我必折斷大馬色的門閂, 剪除亞文平

原的居民⋯⋯。』」( 摩 1∶3—5)

亞西加   ( Azekah )

1 . 地名原意:「採石場」、「掘完」、「四周圍繞」。

2 . 其他名稱: 可能即現今的「帖爾·埃茲·札哈瑞耶 ( Tell

ez-Zahariyeh)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42 圖第二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亞西加是猶大平原中間的一個城鎮, 在梭哥的

西北約 5 公里。當年約書亞在基遍殺敗亞摩利諸王, 並

追趕他們曾到此地。

5 . 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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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書亞殺敗五個亞摩利王,「追趕他們在伯和侖的上

坡路, 擊殺他們直到亞西加和瑪基大, 他們在以色列

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侖下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

上降大冰雹在他們身上。直降到亞西加打死他們, 被

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還多 ( 書 10∶5—

11) 。

2 ) 大衛擊殺歌利亞之前, 非利士人即安營在梭哥與亞西

加中間( 撒上 17∶1 , 請參看附錄三第 30 圖) 。

亞西亞   ( Asia )

1 . 地名原意:「東方」、「泥土」。

2 . 其他名稱: 聖經有些新譯版本也譯作「亞細亞。」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8 圖第二行第 4 格。

4 . 地理位置: 新約聖經中提到的亞西亞, 指的乃是羅馬帝國

的一個行省, 包括小亞細亞的大部, 即每西亞、呂底亞、弗

呂家、拔摩海島等地。公元前 129 年建立省區時, 先以別

迦摩爲其省城, 後來省城移到以弗所。

5 . 聖經記載:

1 ) 五旬節時, 曾有來自亞西亞的猶太人到了耶路撒冷,

聽信了彼得傳講的福音( 徒 2∶5—41, 請參看附錄三第

95 圖) 。

2 ) 司提反殉道前, 曾和亞西亞等會堂中不肯信從耶穌的

人們辯論( 徒 6∶8—9 ) 。

3 ) 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 聖靈曾暫時禁止保羅等人在

亞西亞講道。保羅等人即隨從神的呼召, 前往歐洲的

馬其頓去傳講福音( 徒 16∶6—12) 。

4) 保羅第三次外出傳道時, 曾在以弗所停留很久,「叫一

切住在亞西亞的, 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 都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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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道。」( 徒 19∶10 , 請參看徒 19∶22, 26 , 27) 當保羅離

開以弗所再往歐洲傳道後, 於返回的途中在亞西亞的

米利都請了以弗所的長老們來交談。保羅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 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 在你們中間

始終爲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謙卑, 眼中流淚, 又因猶

太人的謀害, 經歷試煉。」( 徒 20∶17—19)

5) 保羅曾對哥林多的聖徒們說:「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

遇苦難, 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

了。」( 林後 1∶8)

6 ) 當亞西亞等地的教會遭受到百般試煉的時候, 彼得曾

寫信給亞西亞等地的聖徒, 勸勉他們( 彼前 1∶1, 6 ) 。

7 ) 啟示錄乃是老約翰在亞西亞的拔摩海島被囚之後, 寫

給亞西亞七個教會的書信( 啟 1∶4, 9) 。

亞雅崙   ( Aijalon )

1 . 地名原意:「鹿場」。

2 . 其他名稱:

1 ) 亞雅倫

2 ) 遺址今名「帖爾·埃勤·闊卡( Tell el-Qoq�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6 圖第三行第 1 格。

4 . 地理情況: 亞雅崙是分給利未人的一個城鎮, 位於基遍、

基色與基比頓三城之間。

5 . 聖經記載:

1 ) 亞雅崙本是但支派的地業 ( 書 19∶40—42 ) , 但是並未

趕出其中的居民( 士 1∶35 ) 。後來成爲利未人的城邑

( 書 21∶3, 24) 。

2 ) 約書亞曾在亞雅崙谷一帶, 打敗亞摩利的五個城邦之

王( 書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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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掃羅戰勝非利士人時, 也曾追擊他們直到亞雅崙 ( 撒

上 14∶24—31, 參看附錄三第 27 圖�12 的示意及說明) 。

4 ) 古以色列分裂爲南北兩國後, 南國猶大的第一位國王

羅波安曾修固亞雅崙等城以便抵禦北國以色列 ( 代下

11∶5, 10, 請參看附錄三第 42 圖) 。

5 ) 猶大的第 12 位國王亞哈斯祭拜假神, 受到了外族的侵

襲。非利士人即攻取了亞雅崙等地( 代下 28∶1—18) 。

6 . 聖經中記有另一個亞雅崙, 乃是西布倫的一個城鎮 ( 士

12∶12 ) 。

九 劃

哀嫩   ( Aenon)

1 . 地名原意:「泉水」或「讚美」。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四行第 4 格。

3 . 地理情況: 哀嫩靠近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以北約 50 餘

公里。位於約但河西。因爲臨近水源, 所以當地溪流較

多。

4 . 聖經記載: 被稱爲耶穌的「開路先鋒」的約翰, 曾在曠野

傳道說:「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那時便有許多人

「到約翰那裏, 承認他們的罪」( 太 3∶1—6 ) , 約翰便在哀

嫩的溪水中給他們施洗( 約 3∶23) 。

俄斐勒   ( O phel)

1 . 地名原意:「腫脹」、「小土崗」、「土地的凸出處」。

2 . 其他名稱: 或即是大衛城, 又名「錫安的堡壘」。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69 圖第二行第 3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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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理情況: 俄斐勒在耶路撒冷城內。有人認爲俄斐勒地

段便是原來的大衛城, 也就是「錫安的堡壘」①( 撒下5∶7,

請對比參看附錄三第 67、68 兩圖) 。另有人認爲俄斐勒

所指的, 乃是原來的大衛城北部, 位於聖殿南面的東山上

( 請參看附錄三第 69、70 兩圖的對應位置) 。

5 . 聖經記載:

1) 猶大的第 11 代國王約坦在耶和華面前行正道, 並且加

固、擴建了俄斐勒一帶的耶路撒冷城牆( 代下 27∶3—6) 。

2 ) 猶大的第 14 代國王瑪拿西被亞述的將帥擄到巴比倫

去以後, 他在急難的時候, 極其自卑地懇求耶和華, 耶

和華使瑪拿西又歸回了耶路撒冷, 仍坐王位, 瑪拿西

這才知道惟獨耶和華是神。此後, 瑪拿西在大衛城

外, 從谷內基訓西邊, 直到魚門口, 建築了高大的城

牆, 環繞俄斐勒, 加強了耶路撒冷的防禦力量。同時

又清除外邦人的神像與耶和華殿中的偶像, 吩咐猶大

人事奉耶和華( 代下 33∶11—16) 。

3 ) 猶大人亡國被擄到巴比倫之後, 到了波斯興起的時

候, 又得以先後歸回耶路撒冷。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城牆時, 毘大雅和提哥亞人又修建了俄斐勒附近

的城牆( 尼 3∶25—27) 。

革哩底   ( Crete)

1 . 地名原意:「說謊」、「肉體的」。

2 . 其他名稱:

1 ) 今譯作「克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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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又名「乾地亞( Candia)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四行第 2 格。

4 . 地理情況:

革哩底是希臘東南的一座海島, 現屬希臘, 使徒時代屬於

羅馬。它位於愛琴海和地中海的連接之處。島上多山,

但平原地帶土地肥沃, 人煙稠密, 是地中海上第四大島。

5 . 聖經記載:

1 ) 保羅在提多書中曾說他把提多留在革哩底, 是要提多

把「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 並在各城設立長老 ( 多

1∶5 ) 。提多書是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得到釋放後,

在第二次被囚之前書寫的, 顯然那時革哩底各地已經

建立了教會。

2 ) 革哩底教會的建立, 可能出於下列情況:

①五旬節時, 有些革哩底的猶太人到耶路撒冷去守

節。其中有人聽到使徒講道而悔改信主。這些人

把福音帶回革哩底, 從而形成了革哩底的教會 ( 參

看徒 2∶5—42 ) 。

②保羅第二次外出傳道時, 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

個月, 將神的道教訓當地聖徒( 徒 18∶1—11 ) 。以後

到了以弗所, 起先一連三個月勸化眾人 ( 徒 19∶1—

8) , 前後共在當地傳道三年之久( 徒 20∶31) , 使主的

道大大興旺( 徒 19∶20 ) 。哥林多、以弗所都離革哩

底不遠。( 參看 99 圖) 那時有可能或是藉著某些信

徒, 或是藉著保羅一次未經記載的遊行佈道而開始

了革哩底的教會工作。

③保羅被押送到羅馬的途中, 曾經坐船貼著革哩底的

沿岸航行, 到達了該島的佳澳。保羅曾勸船上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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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該處過冬。但押送囚犯的軍官及船主卻執意

到革哩底的非尼基過冬。他們開船不久, 遇到了大

風, 全船幾乎喪命 ( 徒 27∶7—15) 。所以, 這時的保

羅是很難在島上傳道並建立教會的。

④保羅到達羅馬第一次被囚又獲釋放之後, 很可能帶

著提多到革哩底傳道而建立了該島的教會。但保

羅又有事工因而離開革哩底。故此保羅把提多

「留」在革哩底, 把「沒有辦完的事」辦理完畢 ( 多

1∶5, 參看附錄三第 102 圖, 本書同意這一推論) 。

3 ) 保羅對提多講到革哩底人的謊言等惡行時, 認爲應當

嚴嚴地責備( 多 1∶12—13) 。

4 ) 保羅後來又打算讓亞提馬或推基古去到革哩底接替

提多的工作( 多 3∶12) 。

革尼撒勒   ( G ennesa ret)

1 . 地名原意:「豎琴」、「王子的花園」。

2 . 其他名稱: 現今叫「金諾薩( Ginnosar)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80 圖第二行第 4 格沿海岸邊之地。

4 . 地理情況: 革尼撒勒指的乃是加利利西北岸邊的地區。

長約 4. 5 公里, 寬約 1. 5 公里。在迦百農的西南方。當

地盛產果樹。

5 . 聖經記載: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的時候, 來到該地。有許多

人帶著病 人來求 耶穌醫 治, 耶 穌就治 好了他 們 ( 太

14∶34—36; 可 6∶53—56) 。

革尼撒勒湖   ( G ennesa ret, La ke of)

1 . 地理情況: 即加利利海, 參看「加利利海」條。

2 . 聖經記載:「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 眾人擁擠他, 要聽

神的道。」他見有兩隻船在海邊上, 有一隻船是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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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上了他的船, 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離岸, 耶穌就坐

下, 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 就對西門說:「把船開到

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彼得他們下了網, 圈住了許多魚,

網險些裂開。彼得等人都非常驚訝。耶穌對彼得說: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彼得等人就撇下所有的跟從

了耶穌 ( 路 5∶1—11 ) 。耶穌受難後, 五旬節時彼得等人

一次講道, 信徒便新添了 3000 人 ( 徒 2∶41 ) 。再一次講

道, 信徒又添了 5000 多人( 徒 4∶4) 。

革尼土   ( Cnidus)

1 . 地名原意:「年紀」、「時代」、「激怒」。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01 圖第三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它位於小亞細亞西南部的海濱。與哥士島隔

海相望, 相距僅 15 公里。

4 . 聖經記載: 保羅被囚送往羅馬的途中, 曾坐船經過此地

( 徒 27∶7) 。

哈腓拉   ( H avila h)

1 . 地名原意:「環行」、「痛苦」。

2 . 所在位置: 附錄第 1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哈腓拉幅員十分遼闊, ①根據聖經記述, 洪水

前後, 它的東方臨近比遜河 ( 即現今的卡侖河 ) 區域 ( 創

2∶11) 。它的西方臨近迦南 ( 創 25∶18 ) 。由此可見, 哈腓

拉當在亞拉伯的中部, 而東西延伸較爲遙遠。

4 . 聖經記載 : 以色列建國初期, 掃羅王常常攻打國境四周

的仇敵( 撒上 14∶47—48 , 請參看附錄三第 28 圖 ) 。那

時先知撒母耳對掃羅傳述耶和華的話說, 先前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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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埃及的時候, 亞瑪力人曾無故地攻擊以色列人 , 所

以叫掃羅去攻打亞瑪力人 , 以絕後患。掃羅戰勝亞瑪

力人後, 從哈腓拉一直追趕他們到埃及前面書珥的曠

野 ( 參看附錄三第 29 圖說明① ) 。掃羅擒獲了亞瑪力

王亞甲, 卻未遵從耶和華的話行事 , 因而遭到了耶和華

的厭棄( 撒上15∶2—26 ) 。

哈基拉   ( H ach ilah)

1 . 地名原意:「暗色」、「暗山」。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二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聖經記述, 哈基拉山乃是大衛在逃避掃羅的追

逼時一度藏身之地。它的確切位置, 至今尚無定論。但

哈基拉肯定在西弗曠野 ( 撒上 26∶1—3 ) , 也離瑪雲較近

( 參看撒上 23∶19 , 24—26 ) 。而且, 掃羅尋索大衛時, 先

在隱基底與大衛相遇( 撒上第 24 章 ) 。其後大衛即轉向

瑪雲曠野① ( 撒上 25∶1—3) 。不久即棲身於哈基拉山。

由此可見, 哈基拉山當在西弗、瑪雲、隱基底三處之間, 如

本書第 31 圖所示。

4 . 聖經記載: 大衛在隱基底的洞中僅只割下了掃羅的衣襟,

本已顯明了他並無傷害掃羅之意 ( 撒上 24∶1—22 ) 。但

是當大衛棲居在哈基拉山時, 掃羅卻又率兵去尋索大衛,

安營在哈基拉山旁的道路上, 大衛窺見掃羅睡覺的營帳,

便在夜間帶著他的戰將亞比篩潛入掃羅的營房。那時他

們發現掃羅正在沉睡, 他的槍就插在頭旁的地上, 亞比篩

想要用槍刺死掃羅。大衛卻勸阻了他, 僅只把掃羅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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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槍和水瓶帶走。由於耶和華使掃羅及其軍兵都沉沉而

睡, 大衛與亞比篩得以安然回到自己的營地。大衛站在

山頂上, 大聲呼叫並斥責掃羅的戰將, 說未能保護好掃羅

的安全, 並且拿出掃羅的槍來, 再一次向掃羅表明自己並

無傷害掃羅之意。掃羅也由哈基拉山退軍而回( 撒上第

26 章) 。但掃羅仍有搜捕大衛之心。大衛深怕掃羅再次

加害自己, 遂逃出以色列境, 而到迦特去請求寄居。掃羅

得知這一消息後, 才不再尋索大衛 ( 撒上 27∶1—4 ) 。後

來非利士人犯境, 掃羅戰敗而亡, 連自己的屍身都被敵人

釘在城牆上示眾( 撒上 31∶8—10 ) 。後人評論說, 若是當

年掃羅在哈基拉能受到感動而回心轉意, 若是大衛能像

先前那樣仍是掃羅部下領軍的官長( 參看撒上 18∶5 ) , 大

衛既曾多次戰敗非利士人, 掃羅何致會敗在非利士人手

下, 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 參看撒上 17∶49—52, 18∶27,

23∶1—5) 。

哈蘭   ( H ara n)

1 . 地名原意:「山居者」、「多山」。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 圖第一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哈蘭是古敍利亞東北部的一個城市。位於伯

拉大河 ( 即幼發拉底河 ) 上游的東岸。在吾珥西北將

12000 公里。在迦南東北約 650 公里。是古代軍事和商

業重鎮。至今尚存有它的遺址。

4 . 聖經記載:

1 ) 古時亞伯蘭 ( 即亞伯拉罕) 和他的妻子撒萊與侄兒羅

得等人, 離開了迦勒底的吾珥, 要繞行約 1500 公里, 往

迦南地去。他們先走到哈蘭, 就住在那裏 ( 創 11∶31) 。

以後又從哈蘭起身, 渡過伯拉大河( 即幼發拉底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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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了迦南( 創 12∶4—5 ) 。

2 ) 亞伯拉罕老年時, 曾請他的老僕人到亞伯拉罕的本地

本族去, 爲自己的兒子以撒娶妻。他的老僕人到了拿

鶴的城, 爲以撒娶來了利百加( 創 24∶1—67 ) 。利百加

本來和她的哥哥拉班等人同住在一起 ( 創 24∶28—

30 ) 。聖經又記述說拉班住在哈蘭 ( 創 27∶43) 。因此

一般學者都認爲「拿鶴的城」即是「哈蘭」。

3 ) 以撒和利百加的小兒子雅各騙取了長子的位分, 雅各

的哥哥以掃想要日後殺死雅各。故此利百加勸告雅

各, 逃往哈蘭他舅舅拉班那裏住些日子 ( 創 27∶30—

45) 。雅各步行約 650 公里去往哈蘭( 創 28∶10) , 雅各

爲了娶拉班的女兒拉結爲妻, 前後爲拉班工作了 14

年( 創 29∶18—30 ) 。雅各的妻妾共爲他生了 12 個兒

子。雅各曾被神改名叫以色列, 他的後裔即是以色列

族。雅各的 12 個兒子的後代即是以色列人的 12 個支

派。

4 ) 當猶大王希西家在位時, 亞述王的使者說, 亞述曾毀

滅了一些城邑, 其中便有哈蘭( 賽 37∶9—12) 。

5 ) 哈蘭人早與推羅城有通商關係( 結 27∶25 ) 。

6 ) 司提反殉道前, 在猶太公會當眾申訴時, 也提到了亞

伯拉罕一度住在哈蘭, 又從哈蘭去到迦南這一史實

( 徒 7∶2—4) 。

哈列   ( H er eth )

1 . 地名原意:「刀割」、「叢林」。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1 圖第二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哈列是猶大境內的一片森林, 靠近亞杜蘭洞和

基伊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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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聖經記載: 大衛逃避掃羅的逼迫時, 曾一度藏身在亞杜蘭

洞。他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也都到了他那裏。後來約

有 400 個困苦人投奔了他, 大衛便作他們的領袖。不久,

大衛把父母送到了摩押王那裏寄居, 摩押乃是大衛的曾

祖母①。其後, 先知迦得勸告大衛不要住在山寨。大衛

便和跟隨他的 400 人都進入了哈列森林裏去棲身( 撒上

22∶1—6, 請參看附錄三第 31 圖說明 6—8 ) 。

哈律( 泉)    ( Ha rod)

1 . 地名原意:「顫抖」。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20 圖第二行第 2 格。

3 . 地理情況: 哈律本是一處泉水的名稱, 後來形成爲地名。

哈律泉( Spring of Harod, 或 Well of Harod) 在基利波山北

面的山巖下, 泉水潔麗而景色幽雅。西距耶斯列城僅約

3 里, 東向流入伯珊的狹谷中, 至今哈律泉仍是宜於旅遊

之地。

4 . 聖經記載:

1 ) 當年在士師時代, 曾有米甸等東方軍隊約十三萬五千

人②入侵以色列, 進駐到耶斯列平原( 士 6∶33 ) 。以色

列一方只有三萬二千人跟隨基甸。基甸處處倚靠耶

和華, 便在哈律泉旁安營準備作戰。然而耶和華卻認

爲以色列人數太多, 他叫基甸宣告於眾: 凡是膽怯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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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可以離開陣地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退去, 只

剩下了一萬人去迎戰東方的十三萬五千人, 兩軍人數

似更懸殊。但是耶和華認爲以色列的人數還是太多,

便叫基甸帶著這一萬人到哈律泉去喝水, 以便試驗他

們。當時兩軍對陣, 相距很近, 戰事隨時都可觸發。

大多數的以色列軍兵見到泉水, 竟俯伏於地, 不顧一

切地跪下喝水。只有 300 戰士警惕地站在那裏, 用手

捧著水喝。耶和華命令基甸只留下這 300 名精選的

士兵作戰, 遣散了其他的 9700 人。結果, 耶和華神使

這 300 精兵大勝東方的 13. 5 萬人。米甸的兩個王也

被以色列人俘獲( 士 7∶1—8∶12, 請參看附錄三第 20、

21 兩圖及其說明) 。

2 ) 掃羅陣亡之前, 非利士人入侵到書念( 撒上 28∶4) 。掃

羅率領以色列軍在耶斯列的哈律泉安營對壘 ( 撒上

29∶1 ) 。掃羅本來曾屢次戰勝過非利士人 ( 撒上13∶1—

14∶46, 請參看附錄三第 27 圖及說明; 撒上 14∶47, 請參

看附錄三第 28 圖⑥; 撒上 17∶1—52, 請參看附錄三第

30 圖及說明) 。但是這次看見非利士人卻心中發顫而

懼怕( 撒上 28∶5) 。當掃羅求問耶和華得不到回答時,

他並未知罪悔改而迫切地懇求耶和華神, 反而違背神

的誡命, 竟去求助於一個交鬼的婦人 ( 撒上 28∶5—8) 。

其後, 掃羅兵敗, 慘死於陣上。在同一個哈律泉旁的

兩次戰事、兩種結果, 常使後人追思不已 ( 撒上 31∶1—

3, 參看附錄三第 32 圖及其說明) 。

哈馬   ( H ama th , H ama h)

1 . 地名原意:「要塞」、「怒氣的包圍」。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39 圖第一行第 3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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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地理情況: 哈馬是古代的名城, 在大馬色以北約 75 公里,

位於奧朗特河( Orontes River) 東岸。哈馬國曾是古時以

色列的領土或藩屬。亞蘭人強盛時則據有大馬色和哈馬

等地。其後, 哈馬的興衰變化即混入亞蘭的歷史中。古

亞蘭的所在地今屬敍利亞。至今, 哈馬城仍是敍利亞國

哈馬省的省會, 並且是農產品的集市中心, 當地花卉也很

出名。1981 年統計, 哈馬城人口約 17 萬餘人, 哈馬省約

七十餘萬人。

4 . 聖經記載:

1 ) 洪水之後, 挪亞的兒子含生了迦南等人 ( 創 10∶6 ) 。

迦南的後代被稱爲迦南人, 迦南人的各部族分地而

居 , 其中哈馬 部族 居住 之地 即稱 爲哈 馬 ( 參看 創

10∶15—18 ) 。

2 )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摩西派遣 12 個探子去窺探迦南。

這些探子從迦南南方尋的曠野出發, 直到迦南最北部

的哈馬口, 走遍了迦南全地 ( 民 13∶1—25) 。耶和華曉

諭摩西說, 耶和華賜給以色列人地業的南界是埃及小

河, 北界即是從何珥山到哈馬口的東方 ( 民 34∶1—8) 。

聖經上提到的「從哈馬口直到埃及小河」, 即是意指以

色列的全境( 王上 8∶65) 。

3 ) 大衛王殺敗瑣巴王時, 哈馬王曾派遣他的兒子向大衛

獻上金銀器皿, 問安祝福( 撒下 8∶3—11 ) 。那時這一

小王國哈馬已成爲以色列的附庸( 請參看附錄三第 36

圖) 。

4 ) 所羅門王佔領了哈馬和瑣巴地區, 並且修建了哈馬境

內所有的儲存貨物的城市 ( 代下 8∶3—4, 請參看附錄

三第 39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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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古時以色列國勢削弱時, 許多邊遠的附庸和屬地漸漸

背離以色列。但到北國的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時,

又收回了哈馬等邊界之地( 王下 14∶28, 參見附錄三第

55 圖②) 。

6 ) 後來, 亞述王攻取了哈馬( 參看王下 18∶34, 19∶13) , 又

攻陷了撒瑪利亞( 王下 17∶6) 。亞述王把一些以色列

人遷移到哈馬居住 ( 賽 11∶11 ) , 又把一些哈馬人等遷

入到撒瑪利亞, 因此使撒瑪利亞人的信仰、人種、血統

日益複雜混亂( 王下 17∶24 ) 。

7 ) 埃及的法老尼哥, 曾把猶大的第 17 代國王約哈斯鎖禁

在哈馬地區, 另立約雅敬作猶大王。他又把約哈斯帶

到埃及, 猶大的國勢日益衰敗不堪( 王下 23∶33—34) 。

8 ) 先知耶利米、以西結都曾提到過哈馬 ( 耶 49∶23; 結

48∶1 ) 。

哈米吉多頓   ( Arm ageddon , H arm agedon )

1 . 地名原意:「屠殺的山」。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79 圖第二行第 2 格米吉多的位置。

3 . 地理情況: 哈米吉多頓位於加利利境內, 即古時的米吉多

城。它在拿撒勒西南約 15 公里, 是迦密山區的入口, 靠

近撒瑪利亞, 乃是古代的交通要道, 也是歷代軍事必爭之

地。

4 . 聖經記載:

1 ) 士師時代, 迦南諸王曾在米吉多與以色列人爭戰而大

敗( 士 5∶19 ) 。

2 ) 猶大王亞哈謝傷亡在米吉多( 王下 9∶27) 。

3 ) 猶大王約西亞與埃及王法老尼哥在米吉多交戰, 約西

亞被殺於此地( 王下 2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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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知撒迦利亞預言:「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

吉多平原之哈達臨門的悲哀。」( 亞 12∶11)

5) 啟示錄預言說:「鬼魔的靈施行奇事, 出去到普天下眾

王那裏, 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那

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 希伯來話叫做『哈米

吉多頓』。」( 啟 16∶16 )

哈洗錄   ( H azer oth)

1 . 地名原意:「鄉村」、「包圍」。

2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四行第 3 格。

3 . 地理情況: 哈洗錄在西乃曠野與亞喀巴灣之間, 位於西乃

山東北約 50 公里處。

4 . 聖經記載:

1 )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後在曠野中行進, 從基博羅哈他瓦

走到哈洗錄, 就住在哈洗錄( 民 11∶35) 。

2 ) 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與哥哥亞倫在哈洗錄曾毀謗摩西,

因他娶了古實女子爲妻。耶和華聽見了就在雲柱中

降臨, 站在會幕門口, 召亞倫和米利暗出來, 指責他們

毀謗神的僕人, 並使米利暗患大麻瘋。亞倫向摩西認

了罪, 摩西哀求耶和華醫治米利暗, 這樣米利暗被關

鎖在營外七天。百姓因此沒有往前行路, 直等到把米

利暗領回營來。其後百姓從哈洗錄起行, 又在巴蘭的

曠野安營( 民 12 章) 。

紅海   ( Red Sea )

1 . 地名原意:「蘆葦之海」、「結束」。

2 . 其他名稱: 蘆葦海( Sea of Reeds) 。

3 . 所在位置: 附錄三第 11 圖第二至第四行第 1—4 格。

4 . 地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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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位置请参看附录三第 104 图第四行第 2—3 格。

2) 对经中所提的红海与现今的红海区域不同。古时的红

海所指的乃是现在的亚喀巴湾、苏伊士湾、红海北部以

及苏伊士运河地带的湖泊等水域。

3) 当地被称为红海 ,可能有下列几点原因 :

①岸上多有红土 ;

②居民皮肤棕红 ;

③海藻在部分地区呈现绛红色 ;

④希伯来人因该地芦苇丛生 ,故称之为「芦苇之海」; ⑤

此地是亚、非两洲陆路交通的咽喉。早在开凿苏伊

士运河以前 ,该处即是由红海通向地中海的要地。

5 .圣经记载 :

1) 摩西遵照神的命令 ,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 到了红

海边上 ,埃及法老的军兵在后面紧紧追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 , 就向耶和华哀求。

这时神使海水分开 ,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到了对岸。

埃及的军兵也下海追去 ,但神卻叫海水合上 , 淹沒了

埃及全军。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诗赞美

他。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著眾妇女击鼓跳舞 , 应声

歌颂耶和华 (出 14∶8—15∶21 )。

2) 以色列的诗人曾作诗纪念这一神蹟说 :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 (神 ) 的奇事 ,

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然而 (神 )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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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斥责红海 ,海便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脫离恨他们人的手 ,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沒他们的敌人 ,

沒有一个存留。

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

歌唱赞美他 (诗 106∶7—11)。

3) 先知以赛亚也在诗歌中提及以色列人过红海一事。

他说 :

耶和华的膀臂啊 !

兴起 ! 兴起 !

⋯⋯⋯⋯

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 ,

使海的深处变为赎民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 ,

歌唱来到锡安 (赛 51∶9—11 )。

4) 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曾在红海边上制造船只 , 对外航

行通商 (王上 9∶26—28 )。

5) 司提反殉道前 ,最后一次申诉讲道时 , 也提到了以色

列人过红海的奇事神蹟 (徒 7∶36 )。

6) 保罗说 :「弟兄们 !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 我们的祖

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

洗⋯⋯。」保罗认为此处显明以色列人经过红海 , 即

是预示一次洗礼 (林前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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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 以色列人「因著信 , 过红海如行

干地。埃及人试著要过去 , 就被吞灭了。」( 来 11∶

29 )

迦    (Geba)

1 .地名原意 :「山」。

2 .其他名称 :

1) 撒下 5∶25 中的迦巴 ,或即基遍 ( 参看代上 14∶16 )。

2) 士 20∶10 中原文为「等大眾到了便雅悯的迦巴」。译

文中把这一「迦巴」译成了「基比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7 图第四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迦巴是便雅悯支派属地中的一个城镇 ( 书

18∶11 ,24) 。在耶路撒冷以北约 9 公里 , 当时乃是行军

作战常经之地。

5 .圣经记载 :

1) 扫罗作王的第二年 ,非利士人要与以色列人爭战 , 聚集

了战车 3 万辆 ,马兵 6000 人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

深入到以色列的腹地密抹安营。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

单原来有 3000 以色列人跟随他们。但以色列人见自

己危急窘迫就纷纷逃藏在各处 , 馀下的百姓也都是战

战兢兢地跟随著他们。及至他们住到迦巴迎战时 , 扫

罗数点随眾 ,已仅约 600 人。而且那时以色列全地沒

有铁匠 ,不能制造武器 , 两军对阵的时候 , 只有扫罗和

约拿单有刀枪 ,其他的人都沒有刀枪。有一天 , 约拿单

对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 , 我们不如潛入到非利士人

的防营那里去突袭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 不在乎

人多人少。于是约拿单二人从两个山峰的隘口过去 ,

一个山峰北面朝向密抹 , 一个山峰南面朝向迦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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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爬上了隘口 ,杀倒了非利士的防守兵 20 人。非利士

人突然惊慌起来 , 混乱之中竟互相击杀。扫罗遂即率

兵攻打敌军。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 , 追击非利

士人先到了伯亚文 , 跟著又追杀非利士人一直到亚雅

仑 (撒上 13∶1—7 , 15—16 , 14∶1—31 ; 请参看附录三

第 27 图及说明④—⑥ , ⑩—�12 )。

2) 犹大国的第三代王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 , 常常爭战。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并修筑拉玛 , 意欲切断

出入犹大国的要道。亚撒王将耶和华圣殿、王宮府库

里所剩的金银 , 让臣仆送往亚兰王便哈达那里求援。

便哈达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 , 并攻破数城。以

色列王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拉玛了。于是亚撒王宣告

犹大眾人 , 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

头 ,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迦巴和米斯巴。这样迦

巴和米斯巴即成为坚固的军事重镇 ( 王上 15∶ 16—

22 ,请参看附录三第 46 图及其说明 )。

迦 鲁    (Chebar )

1 .地名原意 :「长度」、「大河」。

2 .其他名称 :革巴珥。

3 .所在位置 :附录第 66 图第四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迦巴鲁河是古时巴比伦地区的一条供灌溉用

的人工河渠。它在巴比伦之北从伯拉河叉出 , 流向巴比

伦的东南 , 注入希底结河。在该渠河畔的尼浦珥 ( Nip-

pur )一带 ,挖掘出一些历史文物 , 证实当地古时有犹太人

开设的商店 ,以及贸易往来的记录 , 说明当年曾有犹太人

居住在该处。以西结与约雅斤王是同时被掳的 ( 代下

36∶10 ) , 所以他说 :「我们被掳⋯⋯」( 结 33∶21 ) 以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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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妻子 (结 24∶15—18) , 而且有家庭 (结 8∶1) 。当

年以西结被掳至此地之后 , 即是与被掳的人住在迦巴鲁

河边的 (结 3∶15 )。现今该处 (即古迦巴鲁河附近 )有一

个村庄 ,阿拉伯文名叫「齐尔费尔 ( Kilfil )」, 恰相当于希

伯来文的「以西结」。犹太人相传该村即是以西结居住之

地 ,甚且认为 , 他死后也是葬于其地的。

5 .圣经记载 :以西结书中所记的许多異象 , 都是以西结在迦

巴鲁河边见到的 (结 1∶1 , 10∶15 )。

迦 农    (Capernaun)

1 .地名原意 :「安慰之乡」或「鱼库」。

2 .其他名称 :现在称之为「帖尔胡姆村 ( Tell Hum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二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

1) 迦百农原是加利利海西北岸上的一个城市。城中设置

有稅关 ,并且有罗马军队的驻防营。耶稣开始传道的

初期 ,从拿撒勒迁来此地居住 , 常常由迦百农出发到各

地去传道 ,又时而回到迦百农来。

2) 但该城现已毀灭无遗 ,当地只存一帖尔胡姆村 , 约相当

于昔日迦百农的地区。学者约西弗 ( Josephus )曾考证

有两处可能是迦百农的旧址 ,但终难判别断定。

3) 在靠近伯赛大〔又名阿拉拉挤 ( al-Araj)〕的旧址处 , 曾

有一座宏伟的犹太人会堂 , 但权威人士认为这一会堂

不可能即是当年的百夫长所建 ( 路 7∶2—5 ) , 而是公

元 3、4 世纪时 ,在当年会堂的原地上重新建造的。最

近 ,在当地渔民住宅区中 , 挖掘发现了一所基督徒聚会

处所 ,是由一位渔民的私人住宅改建而成的 , 据考证 ,

当是公元 1 世纪时所建 , 从而推论当年在该住宅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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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建立了迦百农的教会。

5 .圣经记载 :

1) 耶稣出来传道不久 , 便离开拿撒勒 , 到迦百农去居住

(太 4∶12 )。以后耶稣周游传道再进入迦百农时 ( 可

2∶1 ) , 即被称为「来到自己的城里」(太 9∶1)。

2) 耶稣在迦百农城附近的海边 , 呼召了渔夫彼得、安得

烈、雅各、约翰作他的门徒 (可 1∶16—20 )。并且在迦

百农的稅关上选召了稅吏利未 ( 即马太 )来跟随他 ( 太

9∶9 )。

3) 西门彼得和他兄弟安得烈的家就在迦百农 , 耶稣曾在

他们的家中治好了彼得的岳母 (可 1∶29—31 )。

4) 耶稣在迦百农还医治了罗马军营百夫长的仆人 ( 太

8∶5—13 )。

5) 耶稣在迦百农的犹太人会堂医治了一个被污鬼附著的

人 (可 1∶21—28 )。又使一个瘫子得以起来行走 (可 2

∶1—12) 。

6) 耶稣曾经用许多道理教训迦百农人 , 但他们仍不肯悔

改 ,所以耶稣预言迦百农必将毀灭 ( 太 11∶23—24 )。

迦 米施    (Carchemish)

1 .地名原意 :「羔羊的要塞」。

2 .其他名称 :近译作「卡尔基米什」。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4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迦基米施是古时赫人的东方首都 , 该城扼守著伯拉河

西岸的战略渡口 ,地当水陆交通要道 , 既是军政重地 ,

也是商业大城。今在其遗址中挖掘出不少古时的石

碑、雕像等文物 , 其城廓周长约 2400 米 , 足证迦基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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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古时殷富繁华的大城。

2) 公元前 717 年 ,亚述王撒珥根攻陷迦基米施 , 赫人的王

国 (史称赫梯帝国 ) 也即灭亡 , (参看赛 10∶9 ) 该地遂

为亚述所有。公元前 609 年 , 埃及的法老尼哥欲攻此

城 ,途经迦南的沿海大道时 , 击杀了犹大的第 16 代国

王约西亚。公元前 605 年 ,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大败

埃及于此地 ,从而占领了迦基米施。其后波斯、希腊、

罗马等国相继称霸 ,迦基米施亦分别隶属于上述列强。

现今该地的遗址在敍利亚境內 , 靠近阿勒颇省的傑拉

布卢斯一带。

5 .圣经记载 :

1) 犹大的第 16 代国王约西亚修完了耶和华神的殿 ,「有

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迦基米施。约西

亚出去抵挡他。」尼哥王差遣使者劝约西亚不要干预神

的事 ,但约西亚未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 , 而来到

米吉多平原爭战 ,被弓箭手射中受伤 , 出阵后回到耶路

撒冷就死了 (代下 35∶20—24 , 请参看附录三第 63 图

说明①—④ )。

2)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

哥的军队 ,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迦基米施 , 是巴比

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

所打败的。」( 耶 46∶ 2 , 请参看附录三第 64 图说明

①—② )

迦    (Calah)

1 .地名原意 :「坚定」、「老年」。

2 .其他名称 :

1) 或译作「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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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现今的「尼姆鲁德 ( Nimrud)」。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6 图第 2 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迦拉是含的后代宁录所建的一座大城。位于

希底结河东岸 ,在尼尼微南方 40 公里处。其遗址上有大

塔庙 ,该建筑物为有台阶的棱锥体 , 与巴比伦塔相似。內

部用砖砌成 ,外层用石块修筑 , 高约 36 米 , 旧城遗址仍有

跡可寻 ,环城有 108 座残存的古时堡垒。城外还有护城

的濠沟 ,总面积约有 6600 馀亩。在出土文物中 , 最闻名

的是公元前八九世纪时的象牙雕刻制品 , 共约 1000 馀

件 ,乃是当前世界上最丰富的牙雕宝藏。最初的考古学

家曾一度认为迦拉或即是尼尼微大城的南部 , 后来则认

为该城在尼尼微之南约 20 公里 , 最近的考古资料认为 ,

加拉与尼尼微两地的确切遗址相距约 40 公里。

5 .圣经记载 :含的孙子宁录 , 是世上英雄之首 , 也是个英勇

的猎戶。他的国起初包括巴别 ( 即巴比伦 ) 等地 , 他从这

里往亚述扩张 , 又建造了尼尼微、迦拉等城 ( 创 10∶6—

11)。

迦 底    (Chaldea)

1 .地名原意 :「恶魔般的占卜者」。

2 .其他名称 : 希伯来人古时称它为「卡斯丁 ( Kasdim )」, 意

指古巴比伦的南部。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 图第三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及圣经记载 :

1) 迦勒底地区在伯拉大河下游 ,是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

位于现今伊拉克的南部。由于历史上列国的战爭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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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更易 , 圣经中有时把迦勒底与巴比伦相互代用。

例如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伯沙撒即被称为迦

勒底王 (但 1∶1 , 5∶30 ,参看但 5∶1—2 )。

2) 亚伯拉罕原来居住在迦勒底的吾珥 , 后来由于耶和华

的呼召 ,离开迦勒底而渡过伯拉河进入迦南。亚伯拉

罕的后裔即被称为希伯来人 ( 创 12∶ 1—5 , 14∶13 ,

「希伯来人」的原意就是「渡河而来的人」)。

迦    (Carmel)

圣经中提到的迦密分别为两处不同的地方。

Ⅰ .迦密山

1 .地名原意 :「丰产的田园」、「可耕地区」、「神的葡萄

园」。

2 .其他名称 :

1 )今译作「卡梅尔」。

2 )阿拉伯人称之为「以利亚山」。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0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迦密山靠近地中海边 ,位于基顺河之南 , 而

在沙仑平原与米吉多平原之北。其山势由海滨伸向

东南而连接撒玛利亚山地。迦密山长约 25 公里 , 宽

在 7 公里左右 , 高达 500 米。故此站在山顶即可俯视

平原的景色 , 遙望海上远处的云天。迦密山地势陡

峭 , 山路险峻 ,但古时遍山林木 , 风景极其优美 , 因此

以色列人常把迦密和沙仑作为华美秀丽的意喻 ( 歌

7∶5; 赛 35∶2)。

5 .圣经记载 :

1 )先知以利亚遵照耶和华神的吩咐 , 去见以色列王亚

哈 , 指责他行恶离弃耶和华 , 随从他的妻子耶洗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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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巴力的罪 , 致使以色列国遭受三年半的大旱

災。为了使以色列民识别假神巴力 , 以利亚对亚哈

王说 :「你当差遣人 , 招聚以色列眾人 , 和事奉巴力

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 并耶洗别所供养事奉亚舍拉

的那四百个先知 , 使他们都上迦密山去见我」。其

后 , 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 ,在迦密山各自筑坛献祭。

巴力的先知从早晨到午后求告他们的神 , 毫无效

果。而以利亚祷告耶和华 , 显出了神蹟 , 使以色列

眾人认识到只有耶和华是神 , 从而除掉了那 450 个

巴力的先知。随后 , 以利亚上到迦密山顶 , 俯伏祷

告 7 次 , 求耶和华神降雨。起先 , 只有一小片不过

手掌那样大的云彩 , 从远处的海边上升了起来。但

是 , 霎时间就风云黑暗 ,降下了大雨 , 解除了数年的

干旱 ( 参见王上 18∶1—45 , 请参看附录三第 48 图

说明④ ) 。

2 )先知以利沙也曾一再到过迦密山 (王下 2∶25 , 4∶

25 , 参看附录三第 49 图说明⑥、⑩ )。

Ⅱ .迦密城镇

1 .地名原意 :「丰产的田园」、「可耕的地区」。

2 .其他名称 : 今名「卡米珥废墟 ( Khirbet el-Karmil)」。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31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迦密乃是犹大山地的一个城镇。该地区适

宜牧放羊群。当地人以羊为主要的肉食 , 以羊毛为主

要的财富。每当剪收羊毛的时候 , 即如丰收农产的节

日一般 , 乡邻共同欢庆 ,牧场的主人例行设宴待客 , 不

仅与亲友及牧羊雇工一起祝贺 , 甚至救济贫困 , 款待

过往行人。现今在希伯仑东南约 10 公里处 , 仍有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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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遗址。

5 .圣经记载 :

1 )扫罗王战胜亚玛力人之后 , 因为贪爱亚玛力人的牛

羊美物 , 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 使先知撒母耳为此

十分忧伤 , 与此同时 , 扫罗卻在迦密为自己立了记

念碑 ( 撒上 15∶7—12 )。古时当地国王立碑多是

为了显耀自己的功绩 , 但是撒母耳卻对扫罗说 :「悖

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 顽梗的罪与拜虛神和偶

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 耶和华也厌

弃你作王。」( 撒上 15∶23 )后来 , 扫罗屡次犯罪 , 最

终战死于基利波 , 甚至他的尸身也被非利士人钉在

城墙上予以示眾 , 足见扫罗为自己立碑一事不仅无

用 , 而且愚妄 (撒上 31∶8—10 , 请参看附录三第 29

图说明② ) 。

2 )刚愎凶恶的大富戶拿八在迦密放牧有 4000 只羊

群。起先大卫率领 600 人逃避扫罗的追逼时 , 曾在

迦密日夜保护过拿八的牧人们。因此 , 当拿八在迦

密剪收羊毛的喜庆日子里 , 大卫从玛云的旷野 派

了 10 个仆人去见拿八 , 谦恭地请求拿八随手取点

东西帮助大卫及其部属。拿八不仅毫无资助 , 反而

恶语伤人。大卫便带著 400 个人去向拿八问罪 , 由

于拿八以恶报善 , 大卫決心要在当天便杀灭拿八全

家的男丁。拿八的妻子亚比该是个聪明俊美的妇

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 , 未曾告诉拿八 , 就急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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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们先给大卫送上许多食物 , 自己跟著也出发去

迎见大卫。她骑著驴正下山坡的时候 , 见到了大卫

及其部属等人 , 便急忙下了驴 , 叩拜请罪。大卫由

于亚比该的见识 , 便決定不再前去追讨拿八的恶

行。亚比该回到家里 , 见拿八正在大摆盛宴如国王

的筵席 , 自以为丰收欢快 , 而喝得酩酊大醉。第二

天拿八醒了酒 , 亚比该将全家险些被杀一事告诉了

拿八。拿八吓得魂不附体 , 身子僵硬如同石头一

般。过了 10 天 ,耶和华击打拿八 , 他就死了。大卫

听说拿八死了 , 就聘娶了亚比该为妻 ( 撒上 25∶

1—42 ,请参看附录三第 31 图中�11 、�12 、�13 的示意 )。

迦    (Cana)

1 .地名原意 :「获得」、「热心」。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迦拿是由拿撒勒通往提比哩亚之路上的小村

庄 ,在拿撒勒东北约 10 公里。圣经中共有四次提到迦

拿 ,但都称为「加利利的迦拿」。因为另有一个「基利敍利

亚 ( Coelesyria) 的迦拿」, 在拿撒勒北方仅 10 公里。故此

圣经特称「加利利的迦拿」, 以便有所区别。该处多有芦

苇 ,一片山村景色。

4 .圣经记载 :

1) 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显示了第一个神蹟 ,以水变酒 , 他

的门徒就信他了 (约 2∶1—11)。

2) 耶稣还在迦拿治好了一位大臣的儿子 , 使这位大臣的

全家都信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显示的第二个

神蹟 (约 4∶46—54 , 耶稣先后两次到达迦拿之间的行

程 ,请参看附录三第 83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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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的门徒拿但业乃是迦拿人 ( 约 21∶2 )。拿但业起

初是怀疑耶稣的神能的 ( 约 1∶45—46 )。耶稣连续在

他的故乡显明神蹟 ,拿但业自当坚固信心 ( 约 2∶11)。

迦    (Canaan)

1 .地名原意 :「低地」、「交易」、「被屈辱」。

2 .其他名称 :今名巴勒斯坦。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迦南沿海一带曾被非利士人由革哩底 (今克里特岛 ) 侵

入定居 ,因此迦南也被称为「非利士人之地」( 番2∶5 )。

2) 希腊语中「非利士人之地」即是「巴勒斯坦」。公元前 5

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 Herodotus ) 首先称迦

南地区为巴勒斯坦。公元 1 世纪时犹太历史学家约西

弗 ( Josephus )即沿用此名。以后的学者便习惯于使用

巴勒斯坦的名称。

3) 但古时迦南地包括巴勒斯坦及毘连的腓尼基一带。迦

南地西部位于地中海与约但河之间 , 而其东部在约但

河东并无明确边界 ,北接亚兰 ( 现敍利亚 ) , 南止埃及溪

的一南北狭长地区。约但河自北而南纵贯全境 , 除地

中海沿岸及约但河流域为平原外 ,其馀多为山地。

4) 境內的约但河发源于黑门山下 ,向南入加利利海 , 再直

下至死海。死海为世界最低的內陆湖 , 低于海面 392

米。约但河与地中海沿岸间为山地 , 由北向南依次为

黎巴嫩山脉 ,加利利丘陵 , 撒玛利亚山脉 , 以法莲丘陵

及犹大山脉。

5) 巴勒斯坦的自然区划 ,最北为加利利 , 这一地区北为利

坦尼 ( Litani ) 下游 , 南部为斜跨海岸至约但河谷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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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加利利北高南低 ,地势起伏不定 , 河川流向无明确

分水岭。加利利平原腳下为耶斯烈平原 , 其南接迦密

山脉 ,耶斯烈平原通过基顺隘口与艾克口 ( Acco )平原

及约但狭谷相通 ,为一宜农地带。

6) 中部为撒玛利亚和以法莲高原。由沙仑的平原向上升

高 ,最高达 1015 米。由耶斯烈平原有大路将撒玛利亚

与示剑相连。示剑可控制基利心山与以巴路山间通

道 ,向南沿分水岭可达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与以法莲

的西部盛产橄榄及葡萄 ,东部为牧场。

7) 巴勒斯坦南部的自然区划如下 :①沿海非利士平原 ; ②

舍非拉 ( Shephelab )低地 ;③犹太山区 ; ④犹太旷野 ; ⑤

內格夫地区。犹太的內格夫荒地有广阔牧场。高原为

有名的葡萄产地 ,舍非拉平原大量种植榖物。

8) 公元前 2000 多年时 , 亚伯拉罕由迦勒底的吾珥 , 经过

北方的哈兰 ,渡过伯拉大河进入迦南 , 因此被叫做「渡

河而来的人」。「渡河而来」在当地古时的语言中即是

「希伯来」。所以亚伯拉罕首先被称为「希伯来人」( 创

14∶13 )。其后裔即是希伯来宗族。也有人认为 , 亚伯

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乃因其祖希伯 (创 11∶17 )。希

伯来人一度因饥荒而寄居埃及。400 年后希伯来人的

男丁已达 60 万 , ( 出 12∶37) 。由民族领袖摩西带领

出离埃及 ,又由约书亚率领进入迦南。 (约书亚记 ) 以

色列人认为 ,迦南乃是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

的「流奶与蜜之地」(创 12∶1—5 , 50∶24; 出 13∶5) 。

9) 公元前 1000 多年时 , 以色列人在迦南建国。公元前

933 年 ,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仍叫以色列

国。而南国则叫犹大国。公元前 721 年以色列国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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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公元前 586 年犹大国亡于巴比伦。两地居民也

大量被掳去为奴。波斯称霸时 ,波斯王古列元年 , 犹大

人等又返回迦南故居。公元前 331 年 , 希腊皇帝亚历

山大征服了迦南。受希腊语音影响 ,犹大渐改称犹太。

公元前 65 年罗马帝国又侵入该地 , 并于犹太等地设立

分封的王。后来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阿拉伯人攻

占迦南后 ,十字军又屡次东征爭夺 , 其后迦南即成为土

耳其领地 ,当时巴勒斯坦居民已大多为阿拉伯人。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 , 迦南由英国托管统辖。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 , 1947 年 11 月 29 日 , 联合国決议在巴勒斯坦

分别建立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家。1948 年 5 月 14 日

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之后 , 第二天即爆发了以色列与阿

拉伯人的战爭。其后又连续发生了 1956 年、1967 年、

1973 年三次中东战爭。阿拉伯人认为 , 以色列人在战

爭中强占了巴勒斯坦地区及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土地近

10 万平方公里 , 使得大量阿拉伯难民逃往其他阿拉伯

国家。1949 年联合国估计难民已达 72 万馀人。这一

爭端至今仍未得到调解。

10 )据 1948 年统计 ,该地区人口约 450 万人 , 居民主要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由于历史原因及宗教信仰 , 双方

矛盾十分尖锐。有资料 介绍说 :「巴勒斯坦亦称为

『圣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它都有不同

程度的神圣感。犹太教称其为『以色列的土地』、神

赐予的土地、惟一的圣地、民族独立的中心。基督

教认为它是耶稣及眾使徒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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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则把与先知穆罕默德有关的地方都作为圣

地。」这样 , 这一地区的问题就更为复杂而难以解

決。

5 .圣经记载 :

1) 耶和华对亚伯兰 (即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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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著耶和华的

吩咐去了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 创 12∶1—5 )。

2) 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迦南时 ,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

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但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 就

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 , 毀灭他们一切錾

成的石像 ,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 , 又拆毀他们一切的

邱坛。你们要夺那地 ,住在其中 , 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

为业。』(民 33∶50—53;出 34∶10—13)

3)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赶出去的有迦南人、赫人、希未人、

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 这七国均比

以色列强大 (申 7∶1)。

4) 约书亚在迦南攻取的地区疆域 ,以及以色列 12 个支派

所得之地 ,参看约书亚记 11 章 16 节至 21 章 45 节的

记载。具体地界参看附录三第 15 图。

5) 旧约圣经中提到迦南将近 130 次 ,章节及经文从略。

6) 新约圣经中提到迦南共 3 次 :

①有一次耶稣到了推罗、西顿境內。有一个迦南妇人

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 ,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由于她的信心 , 耶稣成全了她的请求 ( 太 15∶21—

28 )。

②司提反殉道前 ,曾讲述迦南全地遭遇災荒 , 雅各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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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色列 )全家即下到埃及去寄居 ( 徒 7∶11—15)。

③保罗传道时 ,曾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 , 灭了迦南

地的七族人 ,又分得迦南地为业 ( 徒 13∶17—19 )。

迦    (Gaza)

1 .地名原意 :「强壮」。

2 .其他名称 :现今译为「加沙」。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及有关资料 :

1) 其位置也可对比附录三第 80 图第八行第 1 格。

2) 迦萨是旧约时代非利士五大古城中的一个。距地中海

只有 3 公里 ,位于沿海约帕南方 60 公里。此城建于山

上 ,四周平原 , 土地肥沃。因该城处于敍利亚和埃及沙

漠的边界 ,地当两国行旅和军队必经的大道 , 所以形成

为重要的城镇。

3) 迦萨起初原是迦南人居住的地区 , 后来以色列族的犹

大支派攻取了该城及其四境。非利士人也曾据有迦

萨 ,其后即成为列强爭夺之地。公元前 332 年希腊的

亚力山大大帝进军于此 ,迦萨居民力图抵御 , 战爭中该

城多有损坏 , 战后希腊军兵对该城又大肆掳掠焚烧。

亚力山大死后 ,希腊被他的 4 个将军瓜分为希腊、小亚

细亚、敍利亚、埃及四国。迦南地处敍利亚与埃及之

间 ,先属敍利亚统辖 , 后为埃及的属地。但公元前 198

年 ,敍利亚的安提阿古大帝再次攻取迦南 , 进驻迦萨。

公元前 175 年 , 安提阿古爱比法尼斯王 ( King Anti-

ochu s Epip hanes )決心用残酷手段消灭犹太人及其宗

教 ,公元前 168 年他毀坏耶路撒冷 , 污秽圣殿 , 在耶和

华的坛上献豬 ,卻把他们自己的神坛安置于耶和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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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 ,焚毀旧约圣经 (当时尚无新约 ) , 施用严刑、死刑

强迫犹太人放弃信仰。因而激起犹太人的反抗 , 爭战

之中 , 迦萨这一军事要地遭受损坏甚大。但公元前

165 年犹太人竟战胜了极其强大的敍利亚军 , 建立了

马克比 ( Maccabees ) 家族世袭的祭司政权 , 形成了约

100 年的独立 , 并占据了迦萨地带 ( 参看附录三第 76

图中迦萨的相应位置 ) 。公元前 63 年罗马征服了迦

南。公元前 57 年罗马将军庞培 ( Pompey) 且曾资助迦

萨居民重建此城。

4) 耶稣降生后 ,福音也曾传入此地。但后来又渐成为伊

斯兰教的活动地区。穆罕默德的曾祖即埋葬于迦萨。

伊斯兰教的沙裴派创始人沙裴也在此城出生。公元

635 年 ,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 , 迦萨即成为伊斯兰教重

要中心。十字军东征时 ,迦萨一度衰落。1187 年十字

军失败后 ,迦萨又恢复了伊斯兰教的统治。1917 年迦

萨被英国占领。1947 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计

划 ,加沙 ( 即迦萨 )划归阿拉伯国家。1948 年埃及进占

此地。1956 年 11 月西奈战爭中 , 加沙被以色列占据。

不久以色列从此处撤出 , 1967 年以色列再次攻占此

地 ,其后即一直在以色列的军事管制之下 , 现在加沙乃

是以色列加沙和北西奈军管区行政中心。1948 年设

立加沙地带以来 ,加沙一直是阿拉伯游击队袭击以色

列军的频繁之地。据 1971 年统计 , 此地共有 118300

人。

5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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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迦萨这一地名 ,最早见于洪水之后 , 乃是迦南人居住之

地 (创 10∶19)。

2)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曾进攻到迦萨 ,但其后时间不久 ,

又回到原来的营地 (书 10∶41—43)。

3) 约书亚死后 ,犹大支派为了扩展疆土 , 便攻取了迦萨与

四境 (士 1∶18 )。

4) 以色列的士师参孙本来力敌千人 ( 士 15∶15—16 )。

但是他到非利士人居住的迦萨 ,竟接近娼妓 , 险些被人

杀害 (士 16∶1—3)。

5) 参孙又迷恋了一个妇人大利拉。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

人买通了大利拉 ,要大利拉哄骗参孙 , 使参孙说出自己

怎样才会失去身上的能力而被擒获。起初 , 大利拉迷

哄参孙三次 ,希望参孙说出如何使自己失去能力而被

捆缚。参孙三次未说实情而幸免于难。但参孙此时仍

不悔悟 ,继续迷恋大利拉。大利拉第四次迷哄参孙时 ,

参孙终于说出了自己获有能力的秘密。大利拉使参孙

枕著她的膝盖睡觉的时候 , 叫人来剃除了参孙头上的

发绺 ,使他失去了先前的能力而被非利士人捉住。非

利士人挖去了参孙的眼睛 , 把他带到非利士人居住的

迦萨 ,用铜鍊拴住他 , 使他在监里推磨。后来参孙的头

发渐渐长起来 ,又重新得到了能力 , 而迦萨的非利士人

卻想在他们的假神大袞庙中戏耍参孙。参孙求告神再

赐给自己一次力量 ,便推倒了该庙的两根柱子 , 以致庙

宇倒塌 ,使自己与许多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士 16∶4—

30 )。

6) 当年非利士人曾掳去了以色列人敬奉的耶和华的约

柜 ,他们并且把神的约柜放在他们的假神庙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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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降災于非利士人。后来非利士人将约柜送回以色列

人时 ,非利士人居住的迦萨等城还同时献出了赔罪的

礼物 (撒上 5∶1—7 , 6∶1—4 , 17)。

7) 犹大王希西家依靠耶和华而尽都亨通。他曾反击非利

士人 ,直追到迦萨和迦萨的四境 ( 王下 18∶5—8 )。

8)公元前约 755 年时 , 先知阿摩司曾预言 :「耶和华如此

说:『迦萨三番四次地犯罪 ,我必不免去它的刑罚。⋯⋯

要降火在迦萨的城內 ,烧灭其中的宮殿。』」(摩 1∶6—7)

9)在新约时代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 :『起来 , 向南

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腓利去到那里曾向非洲埃提阿伯 (即埃塞俄比亚 )的一

个总管银库的太监传道。该太监受洗后 , 非常喜乐地

把福音带往埃提阿伯 ( 徒 8∶26—34 , 请参看本书「埃

提阿伯」条及附录三第 96 图 )。

迦    (Gath)

1 .地名原意 :「搾酒处」。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加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5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迦特乃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古城之一 , 在亚实突东南方约

40 里。

5 .圣经记载 :

1) 非利士人曾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去 , 辗转放到迦特。但

耶和华降災于迦特人 ,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了以革伦 ( 撒

上 5∶8—10 , 请参看附录三第 25 图⑤、⑥、⑦及其说

明 )。

2)大卫击杀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即是迦特人 ( 撒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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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大卫遭受扫罗的追逼时 , 曾先后两次到迦特来避难。

第一次遭到了迦特人的疑虑 , 大卫因而又逃到了亚杜

兰洞去 (撒上 21∶9—22∶ 1) 。第二次迦特王把洗革

拉赐给了大卫 ,于是大卫在非利士地居住了一年零四

个月 (撒上 27∶1—7 , 大卫两次去到迦特的行程请参

看附录三第 31 图⑤、�15 )。

4) 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 , 南国的犹大王罗波安修

固了许多城邑 ,其中即有迦特。这时的迦特当属犹大

国统辖 (代下 11∶5 , 8 , 10 ,请参看附录三第 42 图 )。

5) 犹大的第 8 代国王约阿施在位时 , 亚兰王哈薛攻占了

迦特 ,且想从迦特进攻耶路撒冷 , 约阿施把圣殿和王宮

里的金子送给了哈薛 ,哈薛才不再来攻打耶路撒冷 ( 王

下 12∶17—18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3 图③及其说明 )。

6) 当犹大国衰弱时 , 迦特当即被非利士人重新占有。但

犹大的第 10 代国王乌西雅在位 , 又日渐强盛时 , 则再

次攻取了迦特 ( 代下 26∶6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5 图③

及其说明 )。

迦 希弗    (Gath Hepher ,Gittah Hepher )

1 .地名原意 :「井池的酒搾」。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56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迦特希弗是西布伦支派属地边境上的一个小

镇 ,位于耶稣的故乡拿撒勒东北约 3 公里之处。在新约

时代 ,拿撒勒和迦特希弗都属于加利利地区。

4 .圣经记载 :

1) 先知约拿乃是迦特希弗人 (王下 14∶25)。

2) 耶稣降生后长期居住在拿撒勒 , 因此被称为拿撒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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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23 )。当耶稣在世时 ,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出于

对耶稣的嫉恨 , 竟然说 :「加利利沒有出过先知。」( 约

7∶52) 实际上先知约拿的故乡即在加利利 , 因此有些

圣经学者认为 ,当年的宗教领袖祭司长等人为了加害

于耶稣 ,已经到了不顾事实任意而言的地步。

客 马尼 (园 )    (Gethsemane)

1 .地名原意 :「搾油」。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2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客西马尼园位于耶路撒冷城东 , 过了汲沦溪 ,

在橄榄山的山麓。「客西马尼」是「搾油」的意思。因该园

內盛产橄榄树 ,古时以色列人常用橄榄搾出油来调制圣

香膏 , 用 它塗 抹 会 幕、法 柜 等 物 使 之 分 别 为 圣 ( 出

30∶22—29 )。现在该园确切地址已不可考。但是天主

教会和俄罗斯的东正教会都认为 , 橄榄山西坡的橄榄林

即是该园的遗址。

4 .圣经记载 :

1) 客西马尼园是耶稣和门徒们经常在那里聚集祷告的地

方。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这一所在 (约 18∶1—2)。

2) 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 ,虽然他已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 但

是吃过最后的晚餐之后 , 他仍然照常往橄榄山去。来

到客西马尼 ,耶稣叫门徒们坐在那里 , 自己带著彼得、

雅各、约翰一起去祷告。那时耶稣心中极其难过 , 就对

彼得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 你们在这里

等候儆醒。」耶稣稍往前走 ,就俯伏祷告说 :「父啊 , 你若

愿意 ,就把这 ( 苦 )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 只要

成就你的意思。」(可 14∶32—36;路 22∶39—42 , 部分

词语新译 )耶稣祷告时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 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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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 , 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

血点 ,滴在地上。」( 路 22∶43—44 ) 耶稣祷告完了 , 便

回到彼得、雅各、约翰那里 , 卻见他们睡著了。耶稣

对彼得说∶「怎麼样 ? 你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吗 ?

总要儆醒祷告 , 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

肉体卻软弱了。」( 太 26∶40—41 ) 第二次又去祷告 ,

回来时见门徒仍在睡觉。耶稣第三次离开门徒去独

自祷告 , 回到门徒那里就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

睡觉安歇吗 ? ⋯⋯起来 , 我们走吧 ! 看哪 ! 卖我的

人来了 !」( 太 26∶42—46 , 最后一句为新译文 ) 说话

之间 , 卖耶稣的犹大带著许多人来捉拿耶稣。犹大给

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 , 谁就是他 (耶稣 )。」耶

稣便这样被犹大出卖 ,被捉拿去受审 ,钉了十字架 (可 14

∶43—46)。

南    (Negeb , Negebh) (the South)

1 .地名原意 :「干旱」、「旱燥的土地」。

2 .其他名称 :

1) 古本圣经译作「南境」或「南方」。

2) 音译常作「尼革」。

3) 近代音译为「內盖夫」、「內格比」、「纳吉」。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四行第 1 格 ( 尼革及尼革以

南地带 )。

4 .地理情況 :

1) 和合本圣经中所译的南地 , 其所指的范围大小略有不

同之处。

①一般说来 ,南地乃是特指犹大支派境內的南部地区。

其地在加低斯以北 (请参看附录三第 15 图第四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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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 )。

②有时 ,南地除指迦南的南部 ( 亦即犹大的南部 )以外 ,

也指迦南以外的「南方」地区 (英译作 the South )。

即包括了从亚拉伯到西乃的地带。

③但犹大支派及其以后的犹大国 , 在屡次与外族的爭

战中 ,其疆域范围时有伸缩。当大卫和所罗门作王

时 ,其国土已扩展到迦南南方之地 , 直到亚喀巴湾 ,

该地区先成为以色列的附庸 (参见附录三第 36 图 ) ,

继之则划入以色列的国土 (参见附录三第 39 图 )。

因此「南境」与「南方」的界限即逐渐难于区分。

2) 南地 (包括迦南的南方 ) , 雨水稀少 , 土地干燥 , 溪流常

常成为干谷 , 圣经中有时把南地译作旷野。加以该

地山脉连绵不断 ,峰岭层层相接 , 交通十分困难。

3) 但是 ,有些学者论述 , 当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 过了红

海以后 ,其威名远震 , 当时已使迦南人惊慌丧胆。圣经

中曾记述迦南地的喇合对两个探子说 :「我们听见你们

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

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 , 心就害怕起来 , 一想到你

们 ,就沒有人再有勇气了⋯⋯」(书 2∶10—11 , 部分语

句为新译文 )。当年以色列人初到加低斯的时候 , 已经

到了迦南的南境。那时 ,若趁著过红海的馀威 , 立刻由

南地进攻迦南 , 当会像迦勒所说的 , 是「足能得胜」的

(民 13∶30 )。但是以色列人卻失去了这样一个大好

的时机 ,乃致绕行旷野 40 年之后 , 才由约但河东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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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 ,又攻到南地的加低斯一带 ( 书 10∶41 ,请参看附

录三第 14 图�12 及其说明 ) 。

5 .圣经记载 :

1) 亚伯拉罕曾多次经过南地 ( 创 12∶9 , 13∶ 1 , 3 , 20∶

1) 。

2) 以撒和雅各也曾居住在南地 (创 24∶62 , 37∶1)。

3) 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 所差派的 12 个探子 , 也

是从南地上山地去 ,进而窥探迦南全地的 (民 13∶17 ,

22 )。

4) 有一些亚玛力人也住在南地 (民 13∶29)。

5) 西缅的一些地业 ,也在南地 ( 书 19∶8)。

6) 以色列的诗人 ,曾有诗歌描述被掳的犹大人等又归回

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诗人说 :

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

我们好像作梦的人。

⋯⋯⋯⋯

耶和华啊 !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淚撒种的 ,

必欢呼收割 !

那带种流淚出去的 ,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

(诗 126∶1—6 )

毘 (山 )    ( Peor )

1 .地名原意 :「孔隙」。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3 图第三行第 3 格中伯毘珥、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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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山所在的位置。

3 .地理情況 :毘珥是摩押境內的一座小山。位于约但河东

岸 ,与耶利哥隔河相对 , 距离希实本仅约 5 公里。毘珥山

虽然不出这一方圆数公里左右的狭小地带 , 但其确切所

在尚难断定。圣经记述以色列人击杀希实本王西宏与巴

珊王噩之后 , 来到「摩押平原 , 约但河东 , 对著耶利哥安

营」( 民 22∶1 )。那时 , 以色列人乃是「住在伯毘珥对面

的谷中」( 申 3∶29)。这期间摩押王巴勒领著巴兰 , 先后

在巴力的高处、毘斯迦山顶、毘珥山顶窥视以色列人 ( 民

22∶41 ,23∶14 , 23∶28 )。可见毘珥山必在伯毘珥、毘斯

迦山附近。

4 .圣经记载 :摩西领以色列民进迦南之前打了胜仗。在摩

押平原约但河东 , 对著耶利哥安营 ( 民 22∶1 )。摩押王

巴勒见以色列民比他强盛 ,遂用卦金召了术士巴兰来 , 为

他咒诅以色列民。「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毘珥

山顶上」( 民 23∶28 )。但耶和华卻使巴兰只说祝福以色

列民的话。

毘 心山    ( Perazim, Mount of)

1 .地名原意 :「裂口」。

2 .其他名称 : 很多人认为即是「巴力毘拉心 ( Baal Pera-

zim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5 图第二行第 4 格中巴力毘拉心所

在地。

4 .地理情況 :此山位于耶路撒冷南边的利乏音谷 , 在伯利恆

北方不远之处。

5 .圣经记载 :

1) 当年 ,非利士人听见大卫作以色列王 , 就上来寻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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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大卫来到巴力毘拉

心 ,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 , 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

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力毘拉心。」

后来非利士人第二次来攻打大卫。大卫遵从耶和华的

吩咐 ,转到非利士人的后面去攻击他们 , 从基遍一直追

打他们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

列国都惧怕他 (撒下 5∶17—25; 代上 14∶16—17。其

征战过程请参看附录三第 35 图的说明③—⑨ )。

2) 后来 ,先知以赛亚曾以上述的事蹟激励以色列人要相

信神的权能。他说 :「耶和华必兴起 ,像在毘拉心山上。

他必发怒 , 像在基遍谷。好作成他的工 , 就是非常的

工 ,成就他的事 , 就是奇異的事。」(赛 28∶21)

毘 伊勒    ( Penuel )

1 .地名原意 :「神之面」、「得见神之面」。

2 .其他名称 :另有译名作「便以利」或「便奴利」。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 图第一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毘努伊勒位于约但河东雅博渡口处 , 在疏割和

玛哈念之间 ,西距疏割约 10 公里。有许多人把它看为圣

地。

5 .圣经记载 :

1) 耶和华叫雅各离开母舅拉班 , 回到他亲族那里去 ( 创

31∶1—3 ) , 雅各祈求耶和华救他脫离其兄以扫之手 ,

在雅博渡口渡河前一夜 ,有一人来和他摔跤 ,「那人说 :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 要叫以色列 , 因为你与神与人

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 ,

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 ,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创

32∶2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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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来有人在此地修了一座城楼 , 基甸攻打米甸人时路

过此地 ,求毘努伊勒人给饼吃 , 遭到拒绝 , 当基甸打败

米甸人后就「拆了毘努伊勒的楼 , 杀了那城里的人。」

(士 8∶8—17 ,请参看附录三第 21 图说明⑩、�12 )

3) 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的国王时 , 又建筑毘努伊勒 ( 王上

12∶25 )。有人认为毘努伊勒当时乃是北国以色列的

新首都或陪都。请参看附录三第 47 图说明②。

毘 迦山    ( Pisgah)

1 .地名原意 :「峰」。

2 .其他名称 :有人认为即是尼波山 ( 申 3∶27 , 34∶1)。

实际上毘斯迦山乃是尼波山的一座高峰。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2 图第一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毘斯迦山在约但河东岸 , 与耶利哥隔河相对。

乃是死海东北摩押平原尼波山上的一座高峰 , 海拔约

800 米。站在山顶上 ,可以鸟瞰迦南地及死海一带。

5 .圣经记载 :

1) 摩押王巴勒曾领术士巴兰上了毘斯迦山顶 , 请巴兰咒

诅以色列人 (民 23∶13—14)。

2)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 ,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毘

斯迦山顶。」耶和华将应许之地指给他看 , 并说「我必将

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你卻不得

过到那里去。」摩西即死在摩押地 (申 34∶1—5)。

亭    ( Timnah)

圣经中有两个亭拿 :

Ⅰ .犹大北部边境上的亭拿

1 .地名原意 :「约束」、「份」。

2 .其他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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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纳。 ( 书 15∶10 )

2 )亭拿他。 ( 书 19∶43 )

3 )今译作「提姆纳 ( Timna )」。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3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亭拿在耶路撒冷西方约 20 馀公里 , 距琐拉

西南 约 数公 里。原是 犹 大支 派 的一 个城 镇 ( 书

15∶10) ,后为但支派所得 (书 19∶43 )。亭拿现今译

作提姆纳 , 铜矿产量很大 ,现已是以色列的炼铜城市。

5 .圣经记载 :

1 )参孙曾下到亭拿 , 娶了当地一个非利士女子为妻。

后因这一女子又改嫁他人 ,参孙于是点著火把 ,烧了

非利士人的庄稼、禾捆和葡萄园 (士 14∶1—15∶5)。

2 )犹大王亚哈斯背逆耶和华 , 非利士人曾侵入到伯示

麦、亚雅仑、梭哥、亭拿等地 (代下 28∶18)。

Ⅱ .犹大山地中的亭拿。系他玛从犹大怀孕之处。确址不

详 ( 参见创 38∶12—18 )。

洗 谷    ( Zephathah, Valley of)

1 .地名原意 :「守望塔」。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5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洗法谷在犹大国南部 , 位于迦萨和耶路撒冷中

间。靠近玛利沙。

4 .圣经记载 : 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来

攻打犹大人 , 和犹大王亚撒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

阵。亚撒王呼求耶和华神。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

亚撒王和犹大人面前 (代下 14∶9—13 , 请参看第 45 图

说明 )。

洗 拉    ( Zik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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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空泉」、「流动」、「里在悲伤中」。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1 图第三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洗革拉是在迦特和别是巴之间的一个城镇 , 是

犹大支派最南边与以东交界的城市之一 ( 书 15∶21 ,

31 )。

4 .圣经记载 :

1) 扫罗追赶大卫 ,大卫逃往非利士地 , 投奔迦特王亚吉。

大卫和他的妻子并跟随他的人及其眷属 , 都住在亚吉

那里。大卫求亚吉在京外的城邑中给他一个地方居

住。当日亚吉即将洗革拉赐给他 , 因此洗革拉属于犹

大王 (撒上 27∶1—6)。

2) 此城后为亚玛力人所攻陷 ,将城內掳掠一空 , 连大卫的

妻子也被掳去。但大卫夺回了劫去的财物及被掳去的

人畜 ,沒有失落一个 ( 撒上 30∶1—20)。

耶 斯    (Jebus)

1 .地名原意 :「打谷场」、「被践踏」。

2 .其他名称 :

1) 耶路撒冷。

2) 撒冷。

3) 大卫城。

4) 锡安。

3 .所在位置 :参看附录三第 35 图第二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 耶布斯即是耶路撒冷 , 由于耶布斯人住在其

中 ,所以当时也称之为耶布斯 ( 书 15∶63; 士 19∶10 )。

5 .圣经记载 :大卫作王以后 , 曾攻打耶布斯 , 由他的战将约

押由地下水道进入城內而占领了该城。其后该地即常被

称为大卫城、耶路撒冷 , 而不再使用耶布斯这一地名 (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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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1∶4—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5 图 )。

6 .关于此城的其他情況 ,请参看「耶路撒冷」条。

耶 哥    (Jericho)

1 .地名原意 :「芳香」、「香城」。

2 .其他名称 :

1) 棕树城。

2) 今译作「傑里科」。

3) 现称为「帖尔·埃斯·撒勒坦 ( Tell es-Sultan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耶利哥在约但河谷南部 ,位于约但河西岸 , 距离盐海北

部入海口约 8 公里 ,在耶路撒冷以东约 28 公里。

2) 耶利哥是由约但平原进入西部山区的渡口要塞。城內

有泉水流入约但河水系。由于当地气溫较高 , 农作物

成熟较早。此地盛产棕树 ,因而也被称为「棕树城」( 申

34∶3) 。现在的傑里科 (即古时的耶利哥 ) ,于 1950 年

时 ,随同约但河西岸地区并入约旦国。但 1967 年又被

以色列占领。由于阿以战爭 , 人口大量流失。1967 年

时统计仅有 6829 人。

5 .圣经记载 :

1) 耶利哥是以色列人由旷野西渡约但河进入迦南时首先

占取的城。渡河前约书亚曾派二人 侦察该地 ( 书

2∶1 )。但以色列人夺取耶利哥时并未用战爭。他们

遵从耶和华之命 ,由七位祭司吹著羊角走在约柜的前

面。祭司们的前面为带兵器的人 , 约柜的后面有后队

随行。他们每日绕行耶利哥城一次 , 然后回营住宿。

六天都是如此。第七天 ,他们绕城七次 , 到第七次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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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时 ,以色列百姓大声呼喊 , 城墙就塌陷了。以色列

人便进入城內 ,将城夺取 , 灭尽了城內的男、女、老、少

和牛、羊等牲畜 ( 书 6∶2—21 )。耶利哥城內 , 只有喇

合全家 ,由于「喇合因著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 就

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来 11∶30—31)

2) 其后 ,以色列人作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 神就使摩押

王伊矶伦攻击以色列人 ,并且占据棕树城耶利哥 18 年

(士 3∶12—14 )。

3) 当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时 ,约书亚曾叫眾人起誓说 : 若

有「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

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 ,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书 6

∶26 )以后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候 ,「希伊勒重修耶利

哥城。立根基的时候 ,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 ,

丧了幼子西割。」(王上 16∶34)

4) 耶和华用旋风接先知以利亚升天时 , 以利亚行程最后

也是由耶利哥渡过约但河的 , 在渡河前耶利哥的先知

门徒也预知此事 ,只是他们未像以利沙那样紧紧地跟

随以利亚渡过约但河 (王下 2∶1—7 )。

5) 以利亚被接上升后 , 以利沙回到耶利哥 , 该城人向他

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 , ⋯⋯只是水恶劣 , 土产不熟而

落」, 以利沙用一新瓶装盐 , 将盐倒在水中并说 :「耶和

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从此那水质变好了

(王下 2∶19—22 )。

6) 犹大王亚哈斯时代 , 犹大人因拜巴力 , 而被亚兰王打

败。许多犹大人被掳到大马色。后来犹大人又被以色

列王打败 ,大遭杀戮 ( 代下 28∶1—6 )。以色列的军队

并且俘掳了他们的同胞弟兄犹大人 20 万 , 要把他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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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撒玛利亚去。先知俄德责备以色列人说 ,「因为耶和

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 , 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

里 ,你们竟怒气冲天 , 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 , 强

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

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 ? 现在你们当听我说 , 要将

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代下 28∶8—11) 于是以法莲

的几个族长出来 , 阻止把犹大人带进撒玛利亚城。最

后这些被俘的犹大人终于被释放送回到棕树城耶利

哥。当时的耶利哥正处于以色列国临近犹大国的边境

上 (代下 28∶12—15 )。7 ) 犹大国最后的国王西底家

在位第 9 年时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围困耶路撒

冷一年半之久 ,终因百姓无粮 , 城被攻破。西底家逃离

时 ,在耶利哥被俘 , 犹大国即被灭亡 (王下25∶1—7) 。

8) 耶稣曾讲到有一个人 , 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在路

上被强盜打个半死。祭司和利未人都未管他 , 惟有一

个撒玛利亚人照应了这位受伤的人 (路 10∶30—37)。

9) 耶稣在靠近耶利哥的路上 , 曾医治了盲人巴底买和与

他同在一起的另一个盲人 ( 太 20∶ 29—34; 可 10∶

46—52 ;路 18∶35—43)。

10 )耶稣进了耶利哥 , 稅吏长撒该急于要看看耶稣是怎样

的人 , 便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耶稣看出他的信心 , 便

要住在他的家中。当时的犹太人都认为稅吏是罪人 ,

因而私下议论说 , 耶稣怎麼竟会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接待了耶稣 , 并且站著对耶稣说 :「主啊 ! 我把所

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 , 就还他四倍。」耶稣

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并且说他来就是为要寻找

拯救迷失的人 ( 路 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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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撒冷    (Jerusalem)

1 .地名原意 :「平安居所」、「根基」。

2 .其他名称 :

1) 撒冷。

2) 大卫城。

3) 耶布斯。

4) 锡安。

5) 罗马帝国一度给它改名为「哥罗尼亚」, 不久即废弃不

用。

6) 古时称之为「姆法罗斯 ( Omphaios )」, 意为「地的中

心」。

7) 古时又称乌路撒林 ( Urusalim)。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四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耶路撒冷位于现今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其纬度与盐

海北岸相平。距盐海西北角约 25 公里 , 距地中海约

50 公里。耶路撒冷城建于山地。城中有锡安山 , 东北

部圣殿所在地为摩利亚山 (又称圣殿山 ) , 西北为各各

他山 ,城外东方则为橄榄山。全城西北高而东南低。

高处海拔约 826 米 , 低处约 620 米。城外东侧为汲沦

溪两岸形成的汲沦谷 , 西南方有欣嫩谷。两谷在城外

东南 方 会 合 , 会 合 处 有 一 个 隐 罗 结 泉 ( En-rogel

Spring) (书 15∶7—8 )。耶路撒冷有两处主要的水源 ,

其中一处即是隐罗结泉。另一处为汲沦溪上游的基训

泉 ( Gihon Spring ) (代下 32∶30 )。此泉又名童女泉

( Fountain of Virgin ) , 泉水通过一条暗道流入城內。

当年大卫的军兵即是进入这条暗道 , 攻入锡安堡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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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5∶8)。后来希西家另凿隧洞 (王下 20∶20 ) , 把

基训泉水引入西罗亚池 , 池水又缓缓流动著洩入汲沦

溪內。

2) 耶稣在世时的耶路撒冷 : 当时的城区既不同于古时的

撒冷 (创 14∶18 ) , 也不同于以色列建国时的大卫城

(撒下 5∶9) , 更不同于现今的耶路撒冷。当年城內东

北部为圣殿所在地 ,而希律王宮紧靠西城墙內中部 , 大

祭司该亚法住宅在王宮之南。据认为 , 该亚法住宅之

南的一所楼房 ,即是耶稣与门徒最后晚餐之处。城外

汲沦溪东侧的客西马尼园 ,为最后的晚餐后 , 耶稣率门

徒出去祷告并被捕之地。再向东则为橄榄山 , 圣经记

述耶稣即在此处被接升天。城外西北方的各各他山是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所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71 图。

3) 现今的耶路撒冷分为旧城区与新城区两部分。旧城区

东北部为穆斯林阿拉伯人居住区 ; 西北部为基督徒居

住区 ;西南部为亚美尼亚教会区 ; 东南部为犹太人居住

区。新城区多有现代文化建筑。1982 年统计共约 41

万馀人。

5 .圣经记载 :

1) 耶稣降生前 ,耶路撒冷历代的修建、破坏及重大事件 :

(1 )公元前约 2000 年时 , 撒冷王麦基洗德曾带著饼和

酒迎接得胜归来的亚伯 拉罕 , 并为他祝福 ( 创

14∶17—19) 。

(2 )当年 ,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从神的指

示 , 便把自己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 , 带往摩利

亚山地去 , 要把他献为燔祭 (创 22∶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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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色列人进迦南时 ,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 , 曾

联合另外四个王企图抵抗以色列人。约书亚率

领以色列人将 他们杀 败 , 但并 未进占 该城 ( 书

10∶1—27) 。

(4 )约书亚年迈时 , 遵从神的旨意 , 将耶路撒冷分归犹

大支派所有。约书亚死后 , 犹大支派的人请西缅支

派的人同去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攻取该城后 , 杀了

城內的人 , 卻又放火烧城而去 ( 书 13∶1 , 15∶1—

10; 士 1∶1—8 )。那时耶布斯人仍住在该城 ( 士

1∶21 )。所以当时的 耶路撒冷也叫耶布斯 ( 书

15∶63 , 15∶8) 。

(5 )公元前约 1000 年时 ,大卫攻占耶路撒冷 , 并且在此

修城 , 定为首都 ( 撒下 5∶6—10 )。大卫在位共 40

年 , 其中的后 33 年都住在耶路撒冷 ( 撒下 5∶4—

7 )。大卫所建的城墙范围较小 , 其后屡次毀坏 , 多

次重建 , 其规模、范围与位置多有变动。

(6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480 年 , 所罗门王 4 年 2 月开

工 , 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至 11 年 8 月 , 历时 7 年

完成 ( 王上 6∶1 , 38 )。所罗门是在亚伯拉罕献以

撒的摩利亚山上建殿的 (代下 3∶1 )。其后圣殿屡

遭破坏 , 又多次修复、重建 , 但其旧址位置一直不

变。

(7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5 年 , 埃及王示撒一度攻占耶

路撒 冷 , 尽 夺 圣 殿 及 王 宮 的 宝 物 而 去 ( 王 上

14∶25—26) 。

(8 )犹大王约阿施的时候 , 亚兰人攻击约阿施 , 并且来

到耶路撒冷 , 杀了民眾的许多首领 , 又掠去许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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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代下 24∶23—24 )。

(9 )其后 , 同名也叫约阿施的以色列王又擒住犹大王亚

玛谢 , 并且拆毀了耶路撒冷的一段城墙 ( 代下 25∶

23—24) 。

(10) 犹大王希西家时 , 亚述王西拿基立来攻打耶路撒

冷 ,并且用狂言恶语侮辱犹大人 , 自恃必胜。因此

希西家请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当夜耶和华的

使者出去 , 击杀了 185000 名亚述军兵。次日清

晨 ,亚述王见此情況就拔营回去了 ( 王下18∶13—

19∶36 )。

(11) 犹大王玛拿西在位时 ,作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到耶路撒冷攻击他。他在

急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 ,神使他转危为安 , 他才知

道惟独耶和华是神 ( 代下 33∶1—13 )。此后玛拿

西又在早先的大卫城外 , 修建了高大的耶路撒冷

城墙 (代下 33∶14)。

(12) 犹大王约西亚在耶路撒冷作王时 , 出城抵挡埃

及王 , 被埃及王击杀于米吉多。埃及王并且掳

去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 另立约雅敬为王 , 作

为他们的傀儡 , 间接地控制了耶路撒冷 ( 王下

23∶29—35 ) 。

(13) 约雅斤在耶路撒冷作犹大王的时候 , 巴比伦王尼

布甲尼撒围困了耶路撒冷。约雅斤投降巴比伦

后 ,巴比伦人毀坏了圣殿中的金器 , 掳走了约雅斤

及其亲属与臣民 ,拿去了圣殿与王宮的宝物 ( 王下

24∶8—16) 。

(14) 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 9 年 ,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723—



全军来攻耶路撒冷 ,将城包围。两年半后 , 因城中

无粮而被攻破。尼布甲尼撒掳走了西底家 , 犹大

国由此灭亡。不久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来到耶路

撒冷 ,焚烧了圣殿、王宮 ,拆毀了四围的城墙 , 掳走

了大批的犹大人。圣殿里的大量圣器尽被掠去

(王下 25∶1—21 )。

(15) 公元前 536 年 ,波斯王古列灭了巴比伦 , 定为古列

元年 , 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 天上的神嘱咐他 , 在犹

大的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宇 ( 拉 1∶1—2 )。因此

被掳的犹大人等得以重返耶路撒冷 ( 拉 2∶ 1 )。

由所罗巴伯等人胜过种种困难 , 重新修建了圣殿

(拉 3∶8 , 5∶2 , 6∶15 ) , 此次所建的殿常被称为

第二圣殿。

(16) 公元前 444 年 , 即亚达薛西王 20 年 , 尼希米回到

耶路撒冷 ,重新修建了城墙 ( 尼 2∶1—6∶15)。

附 : 其他史料的重要记述 (一 )

〈1〉公元前 332 年 , 希腊皇帝亚历山大攻占了巴勒斯坦。由

于但以理书中关于希腊的预言 ( 但 8∶5—8 , 20—22 ) ,

亚历山大对以色列人非常宽厚。他放过了耶路撒冷 , 并

且准许犹太人自由居住于亚历山大城 , 享受免稅权。

〈2〉公元前 323 年 , 亚历山大死后 , 他手下的四个将军割据

了希腊帝国的属地。耶路撒冷原来属于敍利亚。至公

元前 301 年改属于埃及约 100 年 , 这期间以色列人尚能

安居乐业。

〈3〉公元前 198 年 , 耶路撒冷再次隶属于敍利亚。以色列人

遂即受到虐待。公元前 168 年 , 敍利亚王安提阿古·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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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尼斯 ( Antiochus Epiphanes ) 毀坏了耶路撒冷 , 在

耶和华的祭坛上献豬 , 在圣殿中祭祀偶像 , 残杀以色列

人 , 因而激起了以色列人的反抗 , 建立了以 马克比

( Maccabees )家族为世袭祭司的宗教政权 , 取得了暂时

的独立约 100 年之久。在此期间 , 耶路撒冷和圣殿稍得

修整。

〈4〉公元前 63 年 , 罗马的庞培 ( Pompey ) 攻陷了耶路撒冷 ,

城墙再次被毀。庞培又派安提帕特为犹太总督 , 统辖

耶路撒冷等地。安提帕特本是雅各 ( 以色列 ) 的哥哥以

扫的后裔 , 乃是以东人。

〈5〉公元前 37 年 ,安提帕特的儿子大希律被罗马分封为犹

太王。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 , 形式上受了割礼 , 自称为

以色列人。另外 , 为了取得以色列人的拥护 , 又大兴土

木 , 重新大规模地在原址上修建圣殿。历史上为了便于

区别以前建造的圣殿 , 常称其为第三圣殿。但希律为人

多疑 , 生性凶残。耶稣降生时 ,伯利恆两岁以內的男婴 ,

就是希律杀害的。

2) 耶稣在世时 ,在耶路撒冷的经历与事工 :

(1 ) 耶稣在婴儿时 , 按犹太律法 : 所有头生的男孩都当称

为圣归给神 ,由他的父母抱到耶路撒冷圣殿为他行

了奉献礼。这时一位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的人名叫西面 , 他受圣灵感动来到圣殿见到耶稣 , 就

称颂神说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 就是你在

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 为要作外邦人启示的光 , 和你民

以色列的荣耀。」(路 2∶22—32 ,部分语句新译文 )

(2 )耶稣 12 岁时随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 父母已经

回去 , 耶稣自己卻留在圣殿里 , 坐在教师中间 ,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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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 一面问 ,人们都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当父母回

来找他时 , 耶稣回答说 :「为甚麼找我呢 ? 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麼 ?」(路 2∶41—51 ,部分新译文 )

(3 )在逾越节的时候 , 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初次洁淨圣殿

( 约 2∶13—25 ) 。犹太人的官员尼哥底母夜里来见

耶稣求教 , 耶稣便和他谈论永生之道 (约 3∶1—21)。

(4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 耶稣再次到耶路撒冷去。

在毕 士大 池旁 , 医治 了一 个 病了 38 年 的 人 ( 约

5∶1—18 )。

(5 )在犹太人的住棚节期间 , 耶稣又一次来到耶路撒冷 ,

上圣殿去教训人。节期的末日 , 耶稣站著高声向眾

人说 :「人若渴了 ,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 , 就

如经上所说 ,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 7

∶14—39)

(6 )耶稣在耶路撒冷期间 , 急于要杀害耶稣的法利赛人

等 , 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住的妇人来 , 叫她站在眾人

当中。法利赛人等问耶稣说 :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 , 对

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们狡猾地再三询问

耶稣当如何处理这个妇人。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

沒有罪的 ,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那些人听见这话

就都出去了。当只剩下那妇人仍然站在那里时 , 耶稣

对她说 :「沒有人定你的罪吗 ? ⋯⋯我也不定你的罪 ,

去吧 !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约 8∶1—11 )

(7 )耶稣在耶路撒冷讲道时还说 :「我是世界的光 , 跟从我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约8∶12 )

(8 )耶稣并且在耶路撒冷还治好了一个生来的盲人 (约 9

∶1—41 )。耶稣在讲道中又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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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 并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我是好牧人 , 好牧人

甘愿为羊舍命。」( 约 10∶10—11 , 新译文 )

(9 )修殿节时 , 耶稣也正在耶路撒冷 , 当他在圣殿里的所

罗门廊下和人谈道时 , 犹太人想要捉拿他 , 他卻避开

他们躲走了 ( 约 10∶22—39 )。

(10)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要到了 , 他就定意往耶路撒

冷去受难 ( 参考路 9∶51 )。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

他对门徒们说 :「看哪 ! 人子 (耶稣自称 ) 要被交给祭

司长和文士 ; 他们要定他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太 20∶17—19)

(11) 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 , 是骑著驴驹进城的。有

大群的人前呼后拥 , 并呼喊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

颂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 全城都惊动起来了 ( 太

21∶1—11; 可 11∶1—10)。

(12)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 即大希律重新修建的

殿 ) ,赶出了那里所有作各种买卖的人。耶稣对他们

说 :「经上记著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 你们倒

使它成为贼窝了。』」又有许多儿童在殿中喊著说 :

「和散那 (颂赞 ) 归于大卫的子孙 !」因此祭司长和犹

太教的经学家等人很忿恨 , 极力想要除掉耶稣 ( 太

21∶12—15; 可 11∶15—18 )。

(13) 耶稣被害以前 , 深为耶路撒冷歎息。并且预言说 :

「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场。」(太 23∶37—38 )耶稣并且

指著大希律所建的圣殿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 将来

在这里必沒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 每一

块都要拆下来。」( 太 24∶1—2 新译文 ) 耶稣还预言

说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 , 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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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它荒涼的日子近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

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 21∶20—24 , 部分

语句为新译文 )

(14) 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在礼拜日 , 该周礼拜

五即受难。受难后第三天复活。最后这几天的经

历 ,请参看附录三第 16 图。

(15) 耶稣被卖、被审、被钉十架、复活的经历都在耶路撒

冷。升天之处也在耶路撒冷附近橄榄山的伯大尼对

面。这些经历请参看附录三第 93 图。

(16) 耶稣复活之后 ,曾多次向门徒们显现。其中数次 , 都

在耶路撒冷 :

A .向马利亚等先后显现 ( 约 20∶ 11—17; 太 28∶

9 )。

B .向西门彼得显现 (路 24∶34;林前 15∶5 )。

C .多马未在场时 ,先向 10 个门徒显现 (约 20∶19—

25)。

D .多马在场时 , 又向 11 个门徒显现 ( 约 20∶ 26—

29 )。

(17) 耶稣升天之前 ,对门徒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 基督必

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

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

这些事的见证。」(路 24∶46—48 ) 耶稣又嘱咐门徒 ,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 (徒 1

∶4—5 )。耶稣升天后 10 天 , 圣灵即于五旬节时降

在门徒们的身上 (徒 2∶1—4 )。

3) 使徒时代 ,彼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与事工 :

(1 )彼得在五旬节时 , 和 11 个使徒见证耶稣的复活 , 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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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国来的犹太人得以听到救恩。当天有 3000 人受

洗。其中从天下各地而来的新信徒 , 当他们回到原居

住地区时 , 将会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徒2∶1—42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95 图 )。

(2 )彼得在圣殿里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 接著便向前

来围观的人讲道。听道的人们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 ,

仅男子即有 5000 人之多 (徒 3∶1—4∶4)。

(3 )由于彼得在圣殿中的讲道 , 彼得和约翰被拘押一夜。

第二天受到犹太公会的审问。公会的人们恐吓他们

不许再传讲耶稣。但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 , 不听

从神 ,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 你们自己酌量吧。」公

会的人们无奈 , 只好把他们恐吓一番而释放了 ( 徒

4∶1—21) 。

(4 )由于信从基督的人越来越多 ( 徒 5∶13) ,彼得与眾使

徒又被囚禁。「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 , 领他们出

来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

听。』」使徒正在殿中讲道时 ,又被带到公会 , 受到拷打

而被释放回去 ( 徒 5∶17—42)。

(5 )希律杀害雅各以后 , 彼得第三次被囚于耶路撒冷。希

律想要杀害彼得的前一夜 , 天使救出了彼得 , 彼得便

往别处传道去了 ( 徒 12∶1—17)。

4) 使徒时代 ,圣徒们在耶路撒冷所受的逼迫 :

(1 )彼得三次受到拘押 ( 徒 4∶3 , 5∶18 , 12∶4 )。

(2 )眾使徒受到拘禁和拷打 ( 徒 5∶18 , 40 )。

(3 )司提反被石头打死 ( 徒 7∶57—60)。

(4 )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 , 多人被下监、被刑讯、被杀害

( 徒 8∶1—3 , 26∶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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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人 , 雅各被他刀斩 (徒 12∶

1 )。

(6 )保罗本是逼迫信徒的 ( 徒 26∶10—11 ) 。保罗悔改

信奉基督以后来到了耶路撒冷 , 当地的犹太人卻要

杀他 ( 徒 9∶ 28—29 ) 。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

时 , 终于被犹太人捉住 , 险些丧命 ( 徒 21∶27—31 ,

23∶12—24 ) 。

5) 使徒时代 ,圣徒从耶路撒冷外出传道的情況 :

(1 )五旬节时 , 各地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犹太人 , 当他们

返回各地时 , 将会传讲基督的福音 ( 徒 2∶5—41 , 参

看附录三第 95 图 )。

(2 )司提反殉道后 , 由耶路撒冷分散的圣徒到各处去传道

( 徒 8∶1—4)。

(3 )腓利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 (徒 6∶1—6 ) , 后来离

开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等地去传道 ( 徒 8∶5—13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96 图 )。

(4 ) 彼得、约翰先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去传道 ( 徒

8∶14—25 )。后来彼得又周游各地传道 ( 徒 9∶32—

10∶48 , 请参看附录三第 96 图 ) , 其后再次返回耶路

撒冷 ( 徒 11∶2)。

(5 )巴拿巴曾从耶路撒冷先到安提阿去传道 ( 徒11∶22—

26) ,又从安提阿与保罗外出到各地传道 (徒 13∶1—

13 , 参看附录三第 98 图 ) 。

(6 )马可从耶路撒冷随同巴拿巴和保罗先到了安提阿 ( 徒

12∶25) ,以后即随同巴拿巴、保罗、彼得等人传道 ( 徒

13∶2—5 , 15∶39 ;提后 4∶11; 彼前 5∶13) 。

(7 )西拉先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 (徒 15∶22,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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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后西拉即与保罗一同外出传道 (徒 15∶40) 。

6) 保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 :

(1 )保罗未曾悔改信奉耶稣之前 , 在耶路撒冷百般迫害信

徒 ( 徒 7∶58—60 , 9∶1—2 , 22∶4)。

(2)保罗悔改信奉耶稣之后 ,再到耶路撒冷时 ,犹太人便要

杀害他 ,因此保罗只好逃离耶路撒冷 (徒 9∶28—30)。

(3 )保罗又一次来到耶路撒冷 , 乃是受安提阿教会之托 ,

与巴拿巴一起 , 给耶路撒冷的圣徒送来馈赠的款项

( 徒 11∶27—30 )。

(4 )保罗另一次到耶路撒冷来 , 也是受安提阿教会的委

托 , 和巴拿巴同来和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们交谈。

后来共同认为 , 犹太族以外的各族基督徒 , 沒有必要

遵守犹太人的割礼等条例 ( 徒 15∶1—15)。

(5 )保罗从欧洲传道归来时 , 又曾特意到耶路撒冷去 , 问

候当地的教会和圣徒。 (徒 18∶21—22)。

(6 ) 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 , 乃是冒著危险而来的

( 徒 20 ∶ 2 2 , 2 1∶ 10—1 4 ) 。保罗这次来到耶路

撒冷被犹 太 人 捉 拿后 , 果 然 几 乎被 害 ( 徒 21 ∶

2 7— 31 , 23∶12—24 ) 。后 来被 囚 于 该撒 利 亚 两

年 , 又被押解到罗马城 ( 徒 2 4∶ 2 6—2 7 , 27∶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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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其他资料的重要记述 (二 )

〈1〉公元前 37 年 ,大希律大举修建耶路撒冷 , 在旧城之外又

接连建筑或扩大建筑了第二城墙。城廓煥然一新。公

元前约 20 年 ,大希律开始重建圣殿 , 计划雄伟 , 工程浩

大。到耶稣在世时 , 圣殿并未完全竣工 , 但其规模已甚

壮观。公元后 42 年 (或 43 年 ) , 希律亚基帕继续修建城

墙及圣殿。他在第二城墙之外 , 又建筑了第三城墙。并

用大理石和精金建造华丽的殿宇 , 公元 64 年正式完工

后 , 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山顶上盖著白雪」, 大大超过了

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圣殿。但仅仅 6 年之后 , 犹太人

企图反抗罗马。罗马元帅提多 ( T itus ) 乃于公元 70 年

率领大军前来攻打耶路撒冷。恰当犹太人的逾越节日 ,

大军到达城前。城內犹太人又有內爭 , 前后犹太人惨死

者竟达 60 万 围城第 15 日后 , 第三城墙失守。围城第

24 日 ,第二城墙被攻破。到第 72 日时 , 安东尼亚楼被

罗马军兵攻占。圣殿即面临威胁。 再过 12 日后 , 犹

太教的日祭等圣事活动被迫停止。到第 105 日 , 圣殿被

毀。到第 134 日时 , 满城一片火光。房屋完全焚烧 , 城

墙拆毀殆尽。提多只留下了耶路撒冷西北角的一段旧

墙以及希律的三个塔楼未毀 , 借以屯驻防守其地的第十

营军兵 , 也是用来显示提多灭城的威力。耶路撒冷被毀

后 , 废墟上毫无人烟。其后的 50 年间 , 历史上再未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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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发生过任何事件。犹太历史学家约西弗 ( Jo-

sephus )说 ,那段时期的耶路撒冷 , 犹如从来无人居住过

的荒场一样。其后 , 只有残馀的一段西墙 ,存留至今。

〈2〉这次提多焚毀圣殿 , 其破坏之重乃是前所未有的。有人

记述说 , 由于希律建殿时 ,为了显示他所建的圣殿华贵 ,

石块缝隙处曾以真金装饰。所以罗马军兵为了抢夺饰

金 , 殿墙尽被推倒 , 以便刮取每块石头上的馀金。又有

人记述说 , 公元 363 年罗马帝国尊崇基督教时 , 皇帝朱

维安 ( Jovian)曾企图重建圣殿 , 便把提多破坏圣殿的石

头挪开 , 以便重建殿宇。但朱维安在位仅一年 , 其建殿

计划也再未进行 , 反使该处竟成为散石遍地的所在。

〈3〉公元 132 年 , 早在罗马帝国尊崇基督教之前 , 罗马人曾

再修此城。但卻改用了罗马名称 , 把它叫作哥罗尼亚

( Colonia ) , 以便显示它是罗马的属地。罗马人并且在

所罗门、所罗巴伯、大希律建造圣殿一直未变的原址上 ,

建造了一座罗马神庙。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 ( 即当

时的哥罗尼亚 ) ,违者处以死刑。哥罗尼亚这一地名延

用了数百年之久。直到公元 313 年 ,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 Constantine )宣称自己信仰了基督之后 , 不准犹太人

进城的禁令才渐废除。该地也逐渐恢复了耶路撒冷这

一地名。

〈4〉公元 326 年 , 君士坦丁的母亲在伯利恆和橄榄山各建礼

拜堂一座。这期间 , 先前的罗马神庙被废除。公元 336

年 , 君士坦丁自己也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圣墓礼拜堂。第

4 世纪末 , 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耶路撒冷成为重要

的圣地。居民不论是否真诚相信耶稣 , 都要接受洗礼 ,

形成了 200 馀年真伪难辨的兴旺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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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元 613 年 , 波斯王乔斯罗二世 ( ChosroseⅡ ) 攻陷耶路

撒冷 , 礼拜堂同时被毀。公元 629 年 , 罗马皇帝希拉克

留 ( H eraclius )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数载。公元 637 年 ,耶

路撒冷又归阿拉伯王奧马 ( Omar)统辖。不久 , 阿拉伯人

即在摩利亚山的圣殿旧址上建造了清真寺与园顶石屋

(其后即建成为山顶上的岩石殿 ) ,从此以后 , 耶路撒冷多

数时间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之下。

〈6〉公元 1077 年 , 土耳其统辖耶路撒冷 , 对基督徒更加限

制。公元 1099 年 , 十字军攻占此城历 88 年 , 圣墓礼拜

堂稍得修葺扩建。公元 1187 年 , 耶路撒冷先后改属于

埃及与敍利亚。1247 年 ,又归埃及统治。1517 年 , 土耳

其再次入据耶路撒冷 , 从此辖管此地共 400 年。

〈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都成为英国统

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以色列重新建国。 但在耶

路撒冷的问题上 , 其爭议十分尖锐。

〈8〉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双方对耶路撒冷的爭议

A .耶路撒冷是基督受难之地 , 至今仍有基督的圣墓礼

拜堂、耶稣当年钉十字架时走过的道路、圣雅各礼拜

堂、大卫塔等古蹟。故此基督徒对耶路撒冷极为崇

敬向往。但圣经中从未叫基督徒爭占此地。虔诚的

信徒都盼望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启 21∶1—

2)。然而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卻都把耶路撒冷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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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爭的圣地。

B .以色列人认为巴勒斯坦 ( 古迦南 ) 乃是耶和华赐给他

们的。耶路撒冷是古时以色列与犹大联合王国的首

都。以色列与犹大亡国后 , 特别是罗马帝国摧毀耶

路撒冷和圣殿后 , 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 , 但两千

多年来一直希望返回故乡重新建国。耶路撒冷历经

战乱后 , 其古老的旧城已仅仅残馀一段西墙。近年

来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经常来此朝圣 , 络绎不断。

他们朝圣时不禁长时间地在墙边流淚祷告 , 甚至日夜

有人在此哀泣 ,因此该墙又称为哭墙。1947 年联合国

決议把耶路撒冷定为国际城市。1948 年 5 月 14 日以

色列人复国。在当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爭后 , 以色

列人进入了耶路撒冷新城。约旦国则控制著耶路撒冷

旧城。但以色列于 1967 年占有了全部耶路撒冷。

1980 年即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而阿拉伯国家则

坚決反对。现在只有以色列的议会移到耶路撒冷。各

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及以色列的一些政府部门仍在特拉

维夫。许多有关耶路撒冷的问题仍在爭议中。

C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则认为 , 耶路撒冷乃是伊

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神秘夜行目的地。也是伊斯兰教

最庄严的圣地之一 , 公元第 7 世纪以后 , 阿拉伯人

断续统治巴勒斯坦时 , 便在耶路撒冷圣殿旧址上建

立了清真寺、岩石殿。至今耶路撒冷旧城的穆斯林居

—933—

① 伊斯兰教徒认为 , 在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的摩利亚山岩石上 ,

亚伯拉罕所献的儿子乃是以实玛利。故此当阿拉伯人统治耶路撒冷

时 ,他们在圣殿的旧址上建造了伊斯兰寺殿。



住区中 ,仍包括有圣殿区。以色列人曾多次拟议在原

址上重建圣殿。而阿拉伯人又坚決反对以色列人对耶

路撒冷的主权。因此许多的问题十分难于调解。

耶    (Jarmuth)

地名原意是「高地」、「他被高举」。

同名叫耶末的有两处。

Ⅰ .希伯仑西北的耶末

1 .其他名称 :

1 )今称「帖尔·亚末特 ( Tel Yarmut )」。

2 )也称「亚末克废墟 ( Khirbet Yarmuk)」。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4 图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 耶末乃是迦南人的一座王城。位于犹大中

部的高原地带 , 在由海滨通往耶路撒冷的大道上。

4 .圣经记载 :

1 )耶末王加入五王之联盟 , 以攻打约书亚 , 在基遍战

败 , 被约书亚杀死于玛基大 (书 10∶16—26)。

2 )以色列人将此城攻取后 ,分给犹大支派 (书15∶35)。

Ⅱ .以萨迦境內的耶末

1 .其他名称 :

1 )拉末 ( Ramoth) (代上 6∶73 )。

2 )利篾 ( Remeth) (书 19∶21)。

3 )埃及人称之为「亚末他山区 ( the hills of Yarmuta )」。

4 )有人认为乃是现今的「霍卡夫·黑亚但 ( Khorkav-

hayyardem)」。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6 图第二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及圣经记载 :

耶末在约但河西不远之处。本是以萨迦的地业 ,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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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利未人的城邑 ( 书 21∶27—29 )。

耶 列    (Jezreel)

地名原意是「神的苗圃」、「神所播种」。耶斯列有时意指耶

斯列平原 ,有时意为耶斯列谷地 , 有时意指耶斯列城镇。

Ⅰ .耶斯列平原 ( Plain of Jezreel )

1 .其他名称 : 以斯德伦或伊斯代伦 ( Esdraelon)平原。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0 图第二行第 2—3 格。

3 .地理情況 : 耶斯列平原乃是加利利以南的广大平川地

带。由基顺河的上游沿基顺河两岸斜向西北 , 直达地

中海附近 , 长约 25 公里 , 宽约 12 公里左右 , 此地土质

肥沃 , 宜于农耕。地当基利波山 ,他泊山、迦密山三者

之间 , 且是迦南的腹心地区 ,所以在战略上也很重要。

古时南北的交通干線与东西的通商大道都须经过此

地 , (请对照参看附录三第 75 图 ) 因此耶斯列平原在

军事、商业和农田水利上都属要地。

4 .圣经记载 :

1 )士师时代 , 米甸等东方人入侵以色列时 , 便是深入

到耶斯列平原安营的 ( 士 6∶33) 。但是耶和华的

灵降在基甸身上 , 基甸以 300 名精选的以色列勇士

战胜了米甸等族 13 万 5 千人 ( 士 6∶34—8∶10 ,

请参看附录三第 20 图及其说明 )。

2 )当以色列的第 13 代国王耶罗波安三世在位时 , 先

知何西阿预言说 , 由于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 , 耶和

华必使以色列国灭亡 , 那时耶和华要「在耶斯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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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折断以色列的弓」 。 ( 何 1∶2—5 ) 何西阿预言

后仅数十年 , 到以色列的第 19 代国王时 , 以色列即

被亚述国所灭 , 以色列人相继被掳去为奴 ( 王下

17∶5—23 )。

Ⅱ .耶斯列谷 ( Jezreel , Valley of)

1 .其他名称 : 肥美谷。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4 图第二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有人认为耶斯列谷乃系耶斯列平原的东

部 ;或是由耶斯列平原流入约但河的溪谷地带 , 由于

此处土地肥美 ,故又名「肥美谷」。也有人认为耶斯列

谷即是耶斯列平原的另一称谓。

4 .圣经记载 : 汉语圣经和合本中未见「耶斯列谷」的译

文。英语译本中则有的地方译为「Plain of Jezreel」

( 耶斯列平原 ) ,有的地方译为「Valley of Jezreel」( 耶

斯列谷 ) 。

Ⅲ .耶斯列城 ( City of Jezreel)

1 .其他名称 :

1 )今又译作「伊茨雷埃勒」。

2 )现又名「集尔因 (Zirrin)」。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0 图第二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

1 )耶斯列城在以萨迦境內 ( 书 19∶17—18 ) , 距离基

利波山不远 , 乃是耶斯列平原东部的要道。附近有

两处水泉 , 水源充沛 , 盛产葡萄。圣经记述当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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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拿伯的葡萄园靠近亚哈的王宮 , 亚哈诬害了拿

伯 , 又占有了他的葡萄园。由耶斯列的城门口即可

遙望通向约但河的大道。

2 )以色列的第 7 代国王亚哈和他的儿子约兰都曾以

此地为都城 ( 王上 18∶45—46 , 王下 8∶29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47 图 9 及其说明 )。

4 .圣经记载 :

1 )扫罗战死之前 , 非利士和以色列的军兵都是在耶斯

列安营的 ( 撒上 29∶1 , 11; 该次战事过程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32 图 )。

2 )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祷告得雨之后 , 便在亚哈王之

前 , 先到耶斯列的城门 ( 王上 18∶45—46 , 参看附

录三第 48 图⑤及其说明 )。

3 )亚哈使用诡计杀害了耶斯列城的拿伯而夺取了拿

伯的葡萄园。先知以利亚遵照耶和华的吩咐 , 去到

耶斯列拿伯的葡萄园里 , 指责亚哈 ,并且预言说 , 狗

在耶斯列的城墙外 , 必吃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的肉 ,

狗也要舔吃亚哈的血 ( 王上 21∶ 1—23 , 参看附录

三第 48 图十的说明 )。

4 )耶戶篡位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时 , 在耶斯列射杀了亚

哈的儿子约兰 , 又叫人把耶洗别从窗戶中扔到地下

摔死 , 耶洗别果然被狗吃得只剩下了手、腳和骨头

( 王下 8∶29—9∶35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2 图 )。

5 .另有一个耶斯列城在犹大境內 ( 书 15∶ 56; 撒上

25∶43 )。现今其遗址在希伯仑附近的希比特·塔腊

玛。

约 哈    (Jogbe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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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高地」、「他将被高举」。

2 .其他名称 :即今「犹备哈特 ( Jubeihat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1 图第四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约比哈是约但河东的一个城邑 , 乃是迦得支派

的地业 (民 32∶35)。在雅博河以南 , 位于亚当城的东南

方。

5 .圣经记载 :当年基甸大败米甸人 , 并穷追不舍 , 终于经过

约比哈 ,在加各地区追获了米甸的两个王 , 惊散了他们残

馀的军兵 ( 士 8∶10—12 , 请参看附录三第 21 图�11 的示

意及说明 )。

约 河    (Jordan River )

1 .地名原意 :「水池」、「降下者」。

2 .其他名称 :有的和合本圣经新版本译为约但河。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一至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约但河是世界上最低的河流。由北至南 , 直贯巴勒斯

坦 ,全长约 350 公里。

2) 其源头彙集了黑门山与黎巴嫩山之间的几条溪流 , 流

入湖烈盆地 ( Hules Basin) 。古时湖烈盆地是一片沼

泽 ,但低处则形成浅湖。约但河由湖烈浅湖南下约 25

公里则进入加利利海 (又名提比哩亚海 ) 。这段水位由

海拔 68 米降至 - 212 米。变化虽不险峻 , 但水面落差

较大 ,故此名为约但 (「降下者」)。约但河出离加利利

海南端后 ,沿岸丛林茂密 , 最终流入盐海 (即死海 ) 。由

加利利海至盐海 ,其直線距离仅 100 多公里 , 但河道蜿

蜒 ,卻达二 , 三百公里。在盐海以南 , 约但峡谷延伸为

亚拉巴谷 ,地势升高到 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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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约旦河 (即圣经中所译的约但河 )西岸地区 , 是近代以

色列与约但两国爭议的焦点之一。1950 年约但河西

岸地区并入约旦国 ,但 1967 年以色列又占领此地。双

方各执一词 ,皆无相让之意。

5 .圣经记载 :

1) 以撒的次子雅各因骗取了对长子的祝福 , 逃避其兄以

扫的报复 ,离家出走。多年后带著妻子儿女及家产返

回本地本族时 ,在雅博渡口过约但河。并在此被神改

名为以色列 , 因他与神与人较力 , 都得了胜 ( 创 32∶

10 ,22—23) 。

2)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是在耶利哥对面渡过约但

河的 ,那时河水正涨过两岸。约书亚照耶和华的吩咐 ,

抬约柜的祭司走在百姓前面 ,他们腳一入水 , 上流河水

便在极远之地亚当城那里停住 , 立起成垒。于是以色

列眾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民眾尽都过了约但河 ( 书

3∶5—17 )。

3) 先知以利亚被接上升之前 , 以利沙跟随他一同在耶利

哥渡过约但河。渡河时以利亚将外衣卷起打水 , 水就

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以利沙回来时也用以利亚的

外衣打水 ,同样地走了过来 ( 王下 2∶5—8 , 14 )。

4)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患了麻疯 ,求治于以利沙 , 以利沙打

发一个使者对他说 :「你去在约但河中沐浴七回 , 你的

肉就必复原 , 而得洁淨。」乃缦遵此而行 , 他就洁淨了

(王下 5∶1 , 9—14)。

5) 施洗的约翰出来传道时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但河

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 , 在约但河

里受了他的洗。耶稣也从加利利来到约但河受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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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 (太 3∶5 , 13—15 )。

6) 但约翰曾在约但河外为耶稣作过见证说 ( 约 1∶ 28 ) ,

约翰只是在耶稣以前出来传道 , 以便「预备主的道 , 修

直他的路」。约翰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 耶稣 ) 能

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可 1∶1—8 , 参看约 1∶23—28)「次日 , 约翰看见耶稣

来到他那里 , 就说 :『看哪 ! 神的羔羊 , 背负世人罪孽

的。』」( 约 1∶29)

7 ) 当法利赛人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要除灭耶稣的时

候 , 耶稣便出离城市 , 退到加利利海边上去。但是有

许多远方的人听见他的名声 , 就从约但河外等地来

到耶稣那里信从他 ( 可 3∶6—8 , 请参看附录三第 84

图 ) 。

约    (Joppa)

1 .地名原意 :「美丽」、「高」

2 .其他名称 :即现今的「特拉维夫—雅法 ( Tel Aviv Jaffa 或

Tel Aviv Yafo)」。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三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1) 约帕在迦南 (今巴勒斯坦 ) 中部。是沙仑平原南端的港

口城市。东去耶路撒冷仅约 40 公里。

2) 公元前 66 年 , 罗马入据此城 , 划入敍利亚省。约帕后

来改名叫雅法。公元后 1920 年 , 特拉维夫脫离雅法而

成为另一城镇。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进驻于雅法 , 城

內原有的阿拉伯居民几乎全部迁出。1950 年特拉维

夫又与雅法合并 , 正式名称为「特拉维夫—雅法」。现

在以色列国政府机构、各国使馆都设在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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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时 , 人口将近三十三万人。

5 .圣经记载 :

1) 所罗门建造圣殿时所用的香柏木、松木、檀香木 , 都是

在黎巴嫩扎成木筏 ,从海上浮运到约帕 , 再由约帕转运

到耶路撒冷的 (代下 2∶8 , 16) 。所罗巴伯重建圣殿所

需的木料 ,也是如此经约帕运来的 ( 拉 3∶7 )。

2) 耶和华曾命令约拿到东方的尼尼微去传道。但起初约

拿未肯遵从神的命令 ,竟在约帕登船 , 而逃往西方的他

施去躲避耶和华 (拿 1∶1—3 )。

3) 使徒彼得住在约帕附近的呂大时 , 约帕有一个女信徒

名叫大比大 ,希腊语名叫多加 ( 意思是羚羊 ) , 这位女信

徒因病而死 ,为此有人去求彼得。彼得来到约帕后 , 有

许多寡妇哭著向彼得诉说多加生前的善行和美德。彼

得叫眾人出去 ,然后跪下祷告。祷告后转身对著死人

说 :大比大 , 起来 ! 她就睜开眼睛 , 一见彼得便坐起来

了。彼得把多加活活地交给当地的圣徒。「就有许多

人信了主。」此后 ,彼得在一个皮革匠西门家中又住了

多日 (徒 9∶32—43 )。

4 ) 当彼得住在约帕的时候 ,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罗马兵

营的小军官 , 名叫哥尼流。哥尼流虽 然不是犹太

人 , 但卻敬畏耶和华神。他得到天使的指示 , 便派

人到约帕去请彼得到哥尼流的家中来传道。按照

犹太人的规矩 , 彼得作为一个犹太人 , 是不许和異

族人密切来往的。但是在哥尼流所派的人未曾到

达之前 , 彼得即在约帕见到了異象。在異象中 , 有

声音叫彼得吃一些犹太人认为不洁淨的食物。邀

请彼得的人找到他的时候 , 圣灵又指示彼得要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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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彼得接受了邀请 , 带著几 个约帕的信

徒 , 一同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中。哥尼流的亲

属密友等人 , 都因彼得的证道 , 而悔改信奉了基督

( 徒 9∶43—1 0∶48 ) 。

十  划

埃    (Egypt)

1 .地名原意 :「双重难关」、「科普特人之地 ( Coptic Land)」。

2 .其他名称 :古时又名卡米特 ( Kamt )。

3 .所在位置 :见附录第 2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1) 圣经中论到的埃及基本上相当于现今的埃及地区。

2) 埃及古名卡米特 ,意思是「黑色的土地」。

3) 圣经中提到埃及与埃及人等有关词语共 700 多次。由

此可见 ,以色列人与早期基督徒的福音工作都和埃及

有较多的关系。

4) 埃及境內的尼罗河 ,发源于南方的埃塞俄比亚 ( 即圣经

中提到的埃提阿伯 )。尼罗河下游入海处形成了肥沃

的三角洲 ,也有利于古代文化的发展 , 使埃及成为世界

文明古国之一。

5)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洪水之后 , 挪亚的儿子含的某些后

代即散居在北非、东非一带。例如 : 埃及又曾被称为

「含地」,古埃及的语言被称为「闪—含语」。含的儿子

古实可能即是东非古实人的先祖。含的孙子示巴的后

裔可能即是东非与阿拉伯半岛上的示巴人。而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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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埃及王曼斯即是含的另一个儿子麦西 (参看创 10∶

6—20) 。

6) 考古学家在一位名叫巴巴 ( Baba ) 的埃及人坟墓中发

现了一块石碑。碑文上刻写著有关遍地饥荒的记载。

1912 年毕特利富棱德爵士在埃及的安城发掘出约瑟

的宰相府废墟。而圣经记述埃及王曾把安城祭司的女

儿给约瑟为妻 , 并且封立约瑟为宰相 ,命他储备粮食度

过了罕见的荒年 (创 41∶42—57 )。两者相互吻合。

7) 历史记述 ,耶稣降生前埃及曾几经兴衰。耶稣降生时

埃及已沦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耶稣受难后约

300 年 ,罗马帝国一反过去逼迫教会的做法 ,由安抚笼

络 ,进而干预利用。罗马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后 , 举凡罗

马属地的居民形式上大多参加基督教礼仪而成为教

徒 ,埃及的亚力山太 ( Alexandria ) 且成为当时政教混

合组织的活动中心之一。

8)但在公元 4 世纪以前 ,纯正的基督福音即源源不断地传入

埃及 ,使许多埃及人虔诚地信奉耶稣为救主 , 成为真实的

基督信徒。4 世纪中叶 ,埃及当地语言受希腊语的影响而

形成科普特语 (Coptic Language )。当时已有人译出了科

普特文译本圣经 ,在埃及各地教会中广泛使用。

9) 公元 639—642 年 ,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 , 伊斯兰教传

入该地。现今埃及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但仍有一些

人信奉基督。

5 .圣经记载 :

1) 耶稣降生前约 2000 年时 , 以色列人的宗祖亚伯拉罕曾

因饥荒一 度下到 埃及 , 但不久 即又离 开该 地 ( 创

12∶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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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瑟曾被他同父異母的哥哥们卖到埃及 , 屡经磨炼之

后 ,约瑟卻成为埃及的宰相 , 储备了大量的粮食 , 使当

代人度过了荒年。由于当时的饥荒甚重 , 约瑟的父亲

以色列带领全家到埃及去寄居 , 他们的后代即是以色

列人 (创 37—47 章 )。

3)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 400 年后 ,人口生养眾多 , 极其强

盛。因此埃及王法老便吩咐埃及人奴役苦待以色列人

(出 1∶1—14 )。摩西出生于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

但出生后卻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然而摩西坚

信以色列人所敬奉的独一真神 ,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 ) 同受苦

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来 11∶24—26 )。摩西终于率

领以色列人出离了埃及 (出 2∶1—12∶41 )。后来以

色列人在迦南地区 (现今的巴勒斯坦 ) 建立了以色列国

(撒上 10∶17—24)。

4) 其后 ,当所罗门作以色列国王的时候 , 曾娶了埃及王的

一个女儿作妻子 (王上 3∶1 )。圣经上说 , 所罗门年老

的时候 ,因为異族妃嫔的诱惑而在耶和华之外又去随

从假神 (王上 11∶3—4 ) , 以致耶和华神向他发怒 ( 王

上 11∶9—10)。

5) 当以色列北方的異族侵占以色列和犹大地区时 , 有些

以色列人想求助于埃及。先知耶利米曾预言 , 那些迁

去埃及定居的 ,将来必遭患难 ( 耶 44∶7—9) 。先知以

赛亚则说 :「祸哉 , 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 , 是因仗赖马匹

卻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赛 31∶1)

6) 当年埃及王法老尼哥进攻亚述 , 犹大王约西亚卻去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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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法老尼哥。结果法老尼哥在米吉多杀死了约西亚

(王下 23∶29)。

7) 耶稣刚降生不久的时候 , 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希律要杀

害他。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 , 曾带著婴

儿耶稣暂时到埃及避难 ( 太 2∶13—15 )。但不久即从

埃及出来 , 回到了以色列地区 (太 2∶ 19—21 )。圣经

上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何西阿的预言 : 神从埃及召出他

的儿子来 (太 2∶15; 何 11∶1) 。

8) 司提反殉道前在最后一次讲道中 , 也曾提到以色列人

寄居埃及 (徒 7∶15 ) , 遭受苦难 (徒 7∶34 ) , 神曾差派

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的苦境 (徒 7∶35—36 )。

但是 以 色 列 人 卻 弃 绝 耶 和 华 神 , 心 里 归 向 埃 及

(徒 7∶39) ,因此以色列人受到了神的刑罚 (民 14∶

26—33)。

9)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并且说 :「主指责他的百姓 (以色列人 )说 :『日子将到 ,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著他们

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

为他们不恆心守我的约。』」同时又说 : 耶稣便是这个更

美的新约的中保 (来 8∶6—9 )。

埃 河 ( 或尼罗河、尼罗河分流、埃及小河 )    ( Egypt,

River of)

1 .地理情況及所在位置 :

1) 对于圣经中提到的古埃及河 ,现今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

①认为古埃及河即是尼罗河。其位置请参看附录三第

2 图第四行第 1 格。

②认为古埃及河乃是尼罗河的东部支流培琉喜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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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u siac) 。埃及古代名城培流喜阿姆 ( Pelusium)

的遗址正当尼罗河最东边的入海口。坚持这一说法

的学者认为古埃及河或即指这一地带。其位置请参

看附录三第 2 图第三行第 1 格中歌珊以西的河流。

③认为古埃及河即是埃及小河 , 埃及小河的位置请参

看附录第 36 图第四行第 1 格。

2) 主张古埃及河乃是尼罗河东部支流的学者们认为 : 耶

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后裔之地 , 乃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

大河 (创 15∶18 )。以色列人后来曾居住在歌珊地带

共 430 年之久 (创 47∶6; 出 12∶37—40 )。而歌珊地

带恰在尼罗河最东边的入海口处沿河区域。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2 图、第 6 图中歌珊及安城的所在地。) 因此

推论古埃及河乃是尼罗河东部的支流。

3) 主张埃及河即是埃及小河的学者们认为 : 所罗门极盛

时期的以色列国疆域 , 乃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

(王上 8∶65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9 图 )。先知论到以色

列人的全部居住之地 ,也是「从 (伯拉 ) 大河直到埃及小

河」( 赛 27∶12 )。故此认为古埃及河即是埃及小河。

2 .圣经记载 :

1) 埃及河乃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南部边界 ( 创

15∶18 )。

2) 先知以西结曾预言埃及河边的埃及人将遭遇患难 , 以

致人烟稀少。本来埃及于公元前 600 馀年时曾称霸于

世 ,当时的埃及王法老尼哥曾远征到伯拉大河去攻击

亚述 ,途中杀了犹大王约西亚 ( 王下 23∶29) 。埃及王

由亚述回军时又囚禁了犹大新王约哈斯 , 另立犹大王

约雅敬作为傀儡 (王下 23∶33—35 )。公元前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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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年间先知以西结预言说 , 巴比伦的刀必临到埃及 ,

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并且预言说由于埃

及人死伤甚眾 ,以至于无人行经埃及河 , 致使埃及河清

彻见底 ,像油一样平靜地缓慢流动 , 遍地荒废淒涼 ( 结

32∶11—14 )。巴比伦击败埃及后 ( 王下 24∶7 , 参看

附录三第 64 图④—⑤ ) ,波斯又强大起来 , 统占了埃及

等国 (代下 36∶20 , 23; 请参看附录三第 65 图 )。

埃 小河    (Egypt, Brook of)

1 .其他名称 :

1) 古时也叫西曷河。 (书 13∶2 )

2) 或即现今的埃阿里斯溪谷 ( Wadi el-Arish )。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6 图第四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埃及小河乃是埃及东北边境上一条南北流向

的沙溪。一般历史学者认为 , 此河乃是古时埃及与以色

列的分界線。埃及小河南端起源于西乃半岛高原 , 北向

流经沙漠地带 ,在迦萨以南约 75 公里处洩入地中海。西

乃半岛上 ,类似这样的沙溪 , 通常仅是干涸的水道。所以

埃及小河全长虽有 210 公里 ,卻只有在雨水较大时 , 才会

形成水势甚急的河流。

4 .圣经记载 :埃及小河乃是以色列人的南部边界。圣经中

共有 7 次提到埃及小河 ,多与以色列的疆域有关 , 这些经

文是 :

1) 民 34∶5

2) 书 15∶4

3) 王上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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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下 24∶7

5) 代下 7∶8

6) 赛 27∶12

7) 结 47∶19

埃 阿伯    (Ethiopia)

1 .地名原意 :「黑」。

2 .其他名称 :即今埃塞俄比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 图第四行第 2 格的古实所在地。

4 .地理情況 :

1) 埃提阿伯是新约圣经中的希腊语译文 ( 徒 8∶27 ) , 而

在旧约圣经中 , 希伯来文称它为「古实」( 赛 18∶ 1 )。

旧约共有 42 处论及古实、古实河和古实人。

2) 耶稣降生前约 2000 年时 , 埃及一度统占了古实 , 所以

有人认为埃提阿伯是埃及境內南部的荒芜地带。实际

上它是在埃及境外南方的一片贫困地区。当地天气干

旱 ,不少地方会连续数月滴雨不落。这在古时以农为

主的居民来说实属困难。

3) 在耶稣降生前后 ,当地中北部建立了王国。农业、畜牧

业也有发展。公元 4—6 世纪时 , 基督的福音迅速而广

泛地传入该地。公元 7 世纪时又传入了伊斯兰教。据

统计 , 1980 年时 , 约有 57% 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宗教信

仰方面仍属于基督教中的某些教派 , 其中当有不少真

正的信徒。约 10 年前以色列人发现埃塞俄比亚境內

有人信奉犹太教 ,乃派拉比去访查 , 证实他们信奉摩西

五经 ,严守旧约。因此把他们接到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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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经记载 :

曾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 ( 徒 8∶1—5 ) , 使许多「撒玛利

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徒 8∶6—14 )。正当那里福音兴旺

的时候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 :『起来 ,向南走 , 往那

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徒8∶26 )。

这一旷野山路离撒玛利亚城约有二百里左右 , 是通往非

洲的要道。腓利走到那里以后 , 遇见「一个埃提阿伯人 ,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 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

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著 , 念

先知以赛亚的书」( 徒 8∶ 27—28 )。这个太监虽然去做

礼拜 ,卻不明白耶稣的救恩 , 于是他便请腓利上车 , 和他

一起坐车 ,向腓利请教。腓利就根据太监所念的那段经

文 ,对他传讲耶稣受难正像被杀的赎罪羔羊一样。「二人

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哪 ! 这里有水 ,

我受洗有什麼妨碍呢 ?』腓利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

以。』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

站住 ,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 腓利就给他施洗。」以

后 ,这个在埃提阿伯有大权的太监便欢欢喜喜地走路回

非洲去了 (徒 8∶30—39 )。在这以先 , 虽然也有来自非

洲的人听过福音 ( 徒 2∶10—41 ) , 但这个埃提阿伯女王

的银库总管 ,卻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受洗之后又去到非

洲不毛之地的人 (徒 8∶27—28 )。

高    (Cauda)

1 .地名原意 :「可悲」。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1 图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高大岛是革哩底岛 (即现今的克里特岛 ) 西南

的一个小岛。有人认为高大岛即是现在的加大多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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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经记载 :保罗被囚送往罗马的途中 , 到了革哩底的佳澳

之后 ,保罗曾劝眾人暂时不要继续前行 , 以免遇到危险。

但是眾人不肯听从 ,开船后不久 , 即遇上了狂风。先是贴

著高大岛背风航行 ,后来就只好任凭船只随风飘去了 ( 徒

27∶14—17 )。

哥 汛    (Chorazin)

1 .地名原意 :「秘密」。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二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哥拉汛是位于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城镇。在迦

百农以北约 3 公里。该地现已比较冷落 , 但还残存有一

些断墙荒井供人抚今忆昔。

4 .圣经记载 :耶稣在世时 , 曾在一些城镇中行了许多異能神

蹟 ,但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 其中便有哥拉汛城的人。那

时耶稣责备他们说 :「哥拉汛哪 ! 你有祸了 ! ⋯⋯因为在

你们中间所行的異能 , 若行在推罗、西顿 , 他们早已披麻

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 , 当审判的日子 , 推罗、西顿

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 太 11∶20—22 )

哥 多    (Corinth)

1 .地名原意 :「装饰」、「饱足」。

2 .其他名称 :现在的译名叫「科林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二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1) 哥林多古城位于哥林多地峡上 , 即在现今的伯罗奔尼

撒半岛毘连巴尔干半岛的蜂腰地段。地处雅典以西约

80 公里 , 离东海岸的坚革哩约 12 公里 , 离西海岸仅约

2 公里 ,是海陆交通要道。

2) 哥林多在公元前 8 世纪时已是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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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338 年后 , 哥林多成为列强爭夺之地。公元前

146 年该城被罗马军人摧毀。公元前 44 年 ,罗马皇帝

重建此城 ,使它成为罗马帝国在亚该亚的驻防要地 , 哥

林多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年 , 保

罗和亚居拉、百基拉同在此城制造帐棚以供养自己 , 宣

讲福音 ,恰当哥林多盛极一时的年代。

3) 哥林多自中世纪晚期以后再次开始衰落。公元 1458

年 ,土耳其攻占此地 , 哥林多竟一度沦为一个乡镇。

1858 年古城因地震损毀 , 又重建新城。1896 年开始发

掘古城遗址 ,证实古城哥林多曾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

现今的新城名叫科林斯 , 在古城哥林多东北约 10 里 ,

有公路直通雅典。几度兴衰之后 , 科林斯在地理位置

上已失去了它以前那样的重要性。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时 , 离了雅典 , 来到哥林多 , 遇见

了从罗马来的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 , 就投奔了他们。

保罗和他们同住作工 , 并且宣讲福音 , 他竭力证道 , 使

「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 就相信受洗。」保罗在那里停留了

一年半之久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 徒 18∶1—11)。

2) 保罗到过哥林多三次 (林后 12∶14) :

①第一次到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 徒 18∶ 1—

11 )。

②第二次到哥林多可能是在第三次布道途中 , 停留在

希腊的 3 个月期间 (徒 20∶1—3)。

③第三次到哥林多去是在哥林多后书中提到的 (林后

13∶1) 。

3) 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过三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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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次写信是在书写哥林多前书以先 (林前 5∶9)。

②第二次写的信即是哥林多前书 (林后 1∶1—2 )。

③第三次写的信乃是哥林多后书 (林后 1∶1)。

4) 亚波罗曾到哥林多帮助过当地的信徒 (林前 3∶6 , 参

看徒 19∶1)。

5) 提摩太曾到哥林多帮助过当地的信徒 (林前 4∶17 )。

6) 提多曾到哥林多帮助过当地的信徒 ( 林后 7∶ 13—

15 )。

7)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 下列经卷都是保罗在哥林多书写

的 :

①罗马书

②帖撒罗尼迦前书

③帖撒罗尼迦后书

④提多书

哥    (Cos, Coos)

1 .地名原意 :「山峰」、「国家的牢房」。

2 .其他名称 : 现在的名字叫做「司炭久」( St anchio )。或译

作「科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0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哥士是个小海岛。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南方。

该岛长约 30 公里 , 宽约 9 公里。岛上产有酒、麦、丝、绸

等物。当时乃是商业中心 , 岛上住有许多犹太人。 又

有资料 认为 : 此岛现名译作科斯 , 虽与土耳其隔海遙遙

相望 ,但卻属于希腊领土。岛上的首府被称为科斯市 ,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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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统计 , 全岛二万馀人 ,半数住在科斯市中。

5 .圣经记载 :保罗第三次外出布道 , 在返回的路上 , 自米利

都往敍利亚去的时候 , 曾路经哥士向耶路撒冷而去 ( 徒

21∶1 , 参看徒 20∶17—38 , 徒 21∶2—4 )。

格 森    (Gerasa)

1 .地名原意 :「末后的报酬」。

2 .其他名称 :

1) 今译作「克扎 ( Kerza )」。

2) 也叫「克撒 ( K ersa )」或「格吉撒」( Gergesa )」两处资料

皆见于 H alley�s Bible H andbook 一书中马可福音第 5

章第 1—15 节注释。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三行第 5 格。

4 .地理情況 :有两处资料皆见于 Halley�s Bible H andbook

一书中马可福音第 5 章第 1—15 节注释。认为格拉森乃

是加大拉境界的一个特别的村庄 , 而格拉森在加大拉城

北 ,接近加利利海。该村南边紧靠海岸处 , 即是下临深海

的山崖。现在该处尚有克扎 (即格拉森 ) 的遗址。

5 .圣经记载 :耶稣和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 人的地方。一

下船遇见一个被鬼附著的人从坟地里出来。沒有人能制

伏他。耶稣吩咐那鬼从那人身上出来 , 那人的病就被治

好了。鬼被赶进豬群 ,使两千头豬闯下山崖 , 投在海里淹

死了 (可 5∶1—13)。那个被治好的人 , 就在低加波利传

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可 5∶20 )。

马 顿    ( Maced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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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扩展」。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一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马其顿本是希腊北方的一个古代王国。起初

疆土很小。公元前 359 年 , 腓立普二世 ( PhilipⅡ ) 即位

后 ,兼并了附近各族 , 势力逐渐强大。腓立比城即是腓立

普二世建造的。公元前 338 年 , 腓立普二世成支配整个

希腊的领袖。公元前 336 年 , 腓立普二世拟率兵攻击波

斯的前夕 ,被他的妻子杀害。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即位后 ,

率师东征 ,进军小亚细亚半岛。他击败波斯王大利乌 , 灭

掉了波斯 ,又攻占了腓尼基、埃及、巴比伦等地。兵力所

及 ,直达印度 , 盛极一时。但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

后 ,他的大将分占了征服的领土。其后马其顿被罗马打

败 ,乃逐渐沦为罗马的一个省。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时 ,圣灵一再拦阻他在亚洲讲道 ,

有一次他在夜间的異象中 ,见到一个马其顿人 , 站著求

保罗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 !」保罗听到马

其顿人这一呼声 ,认为这乃是神在召他们到欧洲的马

其顿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于是保罗带著西拉、提摩

太、路加 , 从亚洲的特罗亚启航 , 乘船到了腓立比。腓

立比乃是马其顿地区的头一个城。这是圣经记载的第

一次有为主祈祷传道的人到欧洲去布道 ( 徒 16∶6—

15 )。

2) 保罗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哩亚等地传讲

了福音 ,又往亚该亚的雅典、哥林多等地去传道 , 其后

返回安提阿 , 结束了第二次布道的行程 ( 徒 16∶11—

18∶22 ,请参看附录三第 99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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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罗第三次外出布道时 ,再一次到了马其顿 , 走遍了那

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信徒。然后从马其顿又到了希

腊 (徒 20∶1—2)。后来又第三次到了马其顿 , 从那里

返回亚西亚去 (徒 20∶3。其行程经历请参看附录三

第 100 图 )。

4) 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 , 曾写信给马其顿的

腓立比教会。信中一再表示 ,他希望在被释放后 , 再次

到马其顿去的心愿 (腓 1∶26 , 2∶19—24 )。保罗起初

在马其顿的时候 ,人地生疏 , 多有艰险 , 保罗说那时他

身体也不得安宁 ,环境中多有患难 (林后 7∶5 )。他不

仅遭到了 诬陷攻 击 , 而 且还被 人拷打 监禁 过 ( 徒

16∶19—24 )。但是保罗在罗马被释放后 , 从他写给提

摩太的第一封书信中可以证实 , 保罗第四次又到了马

其顿 (提前 1∶3)。

5) 保罗曾称赞马其顿的眾教会说 :「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

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 , 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厚恩。」(林后 8∶2 ) 马其顿人虽然自己贫

困 ,但仍愿把捐献馈赠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 罗

15∶26 )。

马 丹    ( Magadan)

1 .地名原意 :「塔」、「伟大」。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三行第 4 格抹大拉的位置。

3 .地理位置 :许多人都认为「马加丹」乃是「抹大拉」的另一

名称。

4 .圣经记载 :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 曾用 7 个饼和几条小

鱼 ,使 4000 多人吃饱 , 其后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该处与大玛努他相毘连 (太 15∶32—39;可 8∶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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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拉    ( Machpelah)

1 .地名原意 :「双倍」、「羊圈」。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 图第二行第 3 格中希伯仑的所在

地。

3 .地理情況 :

1) 麦比拉是希伯仑境內的一个地名 ,圣经中称之为「麦比

拉田间」( 创 23∶19 , 49∶30 ) 。同时也是一个洞穴的

名称 ,叫做「麦比拉洞」( 创 23∶9 , 25∶9)。

2) 麦比拉因成为亚伯拉罕的宗族墓地而被犹太教、基督

教 (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 ) 以及伊斯兰教公认为是圣

地 ,公元 1 世纪时的犹太历史学家约西弗 ( Jesophus )

就曾记述说 ,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墓碑都是用最美丽

的洁白石块制成的 , 工艺极其精致 , 并且论述说 , 这些

墓碑都是古时所建的。公元 333 年也有历史著作记述

到麦比拉 ,说它乃是四周用石头建筑的方形院墙围起

来的优美墓地。公元 600 年时的殉道者安东尼亚斯

( Antonius )和公元 698 年的亚卡尔夫 ( Arculf) , 他们

的作品中也记敍到麦比拉墓。公元 985 年母卡达西

( Mukaddasi)提到坟墓的四周有巨石垒筑的围墙 , 工

程浩大 ,似非古时的人力所能胜任的。

3) 阿拉伯人统治希伯仑时期 , 在麦比拉洞上筑有一座清

真寺 ,严禁伊斯兰教徒以外人士前来观瞻。近年来以

色列人占有了希伯仑 ,麦比拉也已开放 , 可供一切伊斯

兰教徒、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前来

朝圣。现今麦比拉的墓地长约 60 米 , 宽约 34 米 , 四周

的青石围墙厚约 1 米许 ,使前来瞻仰者肃然起敬。

4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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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拉死在希伯仑 ,亚伯拉罕为她哀哭后 , 为了要埋葬死

人 ,便向赫人以弗仑谈妥 , 用秤称了 400 舍客勒 银子

给以弗仑 ,买了麦比拉洞。「于是麦比拉幔利前以弗仑

的那块田 ,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 都定准归与

亚伯拉罕。」(创 23∶16—20)

2) 雅各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们 , 将来要把他葬在迦南地

幔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他说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

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

利百加 ,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雅各死后 ,「雅各的儿

子们 ,就遵著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 , 把他搬到迦南地 ,

葬在幔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 创 49∶ 29—33 , 50∶

12—13 )。

拿 他利    (Naphtali )

1 .地名原意 :「角斗」。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二至三行第 3—4 格中的加

利利 ,并请对照第 15 图第一至二行第 2—3 格拿弗他利

的相应位置。

3 .地理情況 :古时以色列人拿弗他利支派居住的地方即叫

作拿弗他利。约相当于加利利省的三分之二。

4 .圣经记载 :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 , 就退到加利利去。离开拿撒勒以

后 ,到了迦百农 , 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 , 在西布伦和

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西

布伦地 ,拿弗他利地 , 就是沿海的路 ,约但河外 , 外邦人的

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 坐在死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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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著他们。」( 太 4∶12—16)

拿    (Nacon)

1 .地名原意 :「枪」、「齐备」、「设立」。

2 .其他名称 :基顿 ( 代上 13∶9)。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5 图第三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拿艮是一片收打粮食的场地 , 位于由基列耶琳

通向耶路撒冷的大道上。可能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带。

5 .圣经记载 :

大卫在耶路撒冷初登王位的时候 , 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基

列耶琳 ,大卫与眾人商议 , 決定要从基列耶琳 , 把约柜运

到耶路撒冷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 人们沒有在约柜前求问

过神 (代上 13∶1—5)。按照耶和华的法度 , 神的约柜应

当由利未族的哥辖子孙们用肩来抬运 , 而且不可用手抚

摸干犯圣物 ,不然即会死亡 (民 4∶1—15 )。但是在运送

约柜这样一件大事上 ,他们竟无视神的命令和警戒 , 卻把

约柜放到牛车上 ,由乌撒等二人赶著车运送约柜。到了

拿艮的禾场 ,因为牛失前蹄 , 乌撒就伸手去扶约柜。由于

这样一再轻忽 , 以致触犯了耶和华的法度 , 乌撒乃被击

杀 ,死在约柜的旁边 ( 撒下 6∶2—7)。

拿 勒    (Nazareth)

1 .地名原意 :「丛林」、「隔开」、「分枝」。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1) 此地古时为加利利的一个城镇 , 位于提比哩亚西南偏

西约 22 公里 , 迦百农西南约 30 公里。村中多有无花

果树、橄榄及香柏树 , 风景绝佳。耶稣从幼年间起 , 直

到 30 岁前 , 一直居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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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历史资料 记述 , 耶稣降生前 , 拿撒勒即在罗马帝

国的统治之下。其后数百年仍属罗马管辖。第 7 世纪

时 ,阿拉伯国家逐渐强盛 , 相继攻陷了敍利亚、耶路撒

冷、埃及等地。罗马帝国发动了多次十字军东征 , 进攻

阿拉伯国家。双方连年作战 , 拿撒勒时常处于两者爭

夺的中心地带。1263 年拿撒勒毀于阿拉伯人。约 400

年后又被重新修建。16 世纪初 , 土耳其人入据巴勒斯

坦。拿撒勒的基督徒全被驱逐出境。大约 100 年后 ,

法赫鲁丁二世 ( Fakhr ad-Din Ⅱ , 约在 1572—1635 ) 在

黎巴嫩当政。那时基督徒才获准返回拿撒勒。现今该

市是以色列北部地区的首府 , 是其境內最大的全阿拉

伯人城市 ,是加利利地区阿拉伯人的地方市场和贸易

中心。1957 年在该城东面的丘陵地带新建了市郊犹

太区。现今拿撒勒的居民在信仰上以基督徒为主。市

內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礼拜堂等建筑物 , 成为名胜古

蹟。1982 年时 , 人口约为 44900 人。

4 .圣经记载 :

1) 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城镇 (太 2∶23 )。耶稣的母亲

马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都在拿撒勒居住 (路 2∶39 )。

耶稣也是在拿撒勒成长起来的 ( 路 4∶ 16 ) , 并且居住

了将近 30 年 ( 路 3∶23;可 1∶9) 。所以当时人称耶稣

为「拿撒勒人耶稣」(太 21∶11;可 1∶24 )。

2) 拿撒勒的居民起初还尊重耶稣 ( 路 2∶52 , 4∶22 )。后

来耶稣在此传道 , 两次被当地居民拒绝 ( 路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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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可 6∶1—6 )。正如耶稣所讲的 :「沒有先知在自己

家乡被人悅纳的。」(路 4∶24 ) 由于拿撒勒人当时不肯

听从耶稣 , 因此耶稣就沒在那里多行異能 ( 太 13∶

58 )。

3) 耶稣的门徒拿但业 , 在未被耶稣召为门徒之前 , 曾说 :

「拿撒勒还能出什麼好的吗 ?」( 约 1∶46 )。可见拿撒

勒在古时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地方。马太记述说 : 耶

稣自幼即居住在此地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 他将称

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太 2∶23 )

拿    (Nain)

1 .地名原意 :「愉快」、「美丽」、「磨难」。

2 .地理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四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耶稣在世时 , 此地本是一个城镇。现在的拿因

已成为小黑门山西坡上的一个村落。它位于撒勒以东约

8 公里处 ,风景幽雅。

4 .圣经记载 :耶稣往拿因城去的时候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

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 ,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

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 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

同著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 , 对她说 :『不要

哭。』于是进前按著槓 , 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 :『少年

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 , 并且说话。耶稣便把

他交给他母亲。眾人都惊奇 , 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

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路 7∶11—16 ) 全部圣经只有

这一次提到拿因 ,记述了耶稣在此地行的神蹟。但这事

的风声卻传遍了犹太 (路 7∶17 )。

挪    (Nob)

1 .地名原意 :「高地」、「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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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名称 :即现今的「阿吐尔 (a t- Tur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1 图第一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挪伯在耶路撒冷东北的橄榄山上 , 乃是祭司居

住的城邑 ( 撒上 22∶ 19 ) 。挪伯与耶路撒冷相去不远。

先知以赛亚曾说 ,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 , 抡手即可攻击耶

路撒冷 ,足见两地相距很近 ( 赛 10∶32 )。

5 .圣经记载 :

1) 当年扫罗定意要杀害大卫 , 大卫曾逃到挪伯祭司亚希

米勒那里。大卫因为饥饿 , 便吃了从耶和华面前撤下

来的陈设饼 (撒上 21∶1—6)。

2) 大卫又向亚希米勒求问武器。但是亚希米勒说 , 挪伯

的圣所那里只有歌利亚的战刀 , 除此以外再沒有别的

武器 (撒上 21∶8—9)。原来 , 大卫早先曾用歌利亚的

刀杀死了歌利亚 ,而这把战刀作为战利品 , 即放在挪伯

的圣所中 ,用以显示乃是耶和华帮助大卫战胜了歌利

亚 ,而把它献在耶和华面前的。如今大卫既向亚希米

勒求问武器 ,亚希米勒便把这一战刀交还给大卫使用

(撒上 22∶8—9 ,参看撒上 17∶50—51 , 请参看附录三

第 31 图④及其说明 ) 。

3) 后来扫罗得知亚希米勒把战刀给了大卫 , 便杀了亚希

米勒的全家和挪伯城的祭司 85 人 ; 并且还屠杀了挪伯

城所有的男女居民 ,甚至连孩童和吃奶的也尽都杀灭。

只有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脫 , 投奔到大卫那里

(撒上 22∶9—20 )。

旁 利亚    ( Pamphylia)

1 .地名原意 :「民族混合」。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潘非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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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8 图第二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旁非利亚是古时小亚细亚南岸的一个非独立

自主的国家。它先后隶属于呂底亚、波斯、马其顿及罗

马。是当地土著人、外地移民与希腊人混居的地区 , 也是

亚洲各种宗教的集中地。别加是它的海口重镇。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巴拿巴带著马可 , 第一次外出传道时 , 他们到了

旁非利亚的别加。但马可竟从此地离开保罗和巴拿

巴 ,自己回耶路撒冷去了 ( 徒 13∶13 )。

2) 保罗与巴拿巴第一次外出传道归来的路上 , 又一次来

到旁非利亚 , 并且在别加讲了道 , 返回安提阿 ( 徒

14∶24—26 )。

3) 由于马可在旁非利亚的别加离开保罗和巴拿巴 , 因此

当他们第二次外出传道时 , 看法不同 , 甚至彼此分开 ,

分头去传道 (徒 15∶36—41)。

4) 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中途 , 再次乘船经过旁非利亚

南方的海面。但是他已身不由己 , 不能登岸再去看看

他以前讲道的地方。那时保罗已至老年 , 只有为他以

前工作的地方默默祷告了 (徒 27∶1—5)。

5) 早在五旬节时 ,也曾有寄居在旁非利亚的犹太人到耶

路撒冷去守节。他们听到彼得的讲道后 , 当会把基督

的福音带回旁非利亚 (徒 2∶5—11 , 2∶37—42)。

秦    (Sinim, Land of)

1 .地名原意 :「中国」、「中国的」。

2 .其他名称 :圣经音译作「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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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名考证 : 多数学者认为圣经中提到的秦国即是中国。

因为 :

1) 古时以色列亡国后 , 以色列人分散于世界各地。公元

前 3 世纪时已有部分人居住在中国的考证。

2) 公元前 3 世纪时 , 秦始皇统一中国。古时世界各国即

称中国为「秦」。

3) 公元前 3 世纪时 , 恰好有 70 位圣经学者 , 开始把希伯

来文的旧约圣经译成当时世界通用的希腊文。先是翻

译摩西五经 ,后来又陆续完成了其他经卷。这一译本

即是著名的七十士译本。其后公元 2 世纪时 , 又有人

译出了旧拉丁文圣经译本。公元 382—404 年。通俗

拉丁译本也翻译了出来。这些当年的译本以「希尼」的

字音来表示「秦」,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4) 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 ,现代英语中的 Sinitic( 中国的 ) ,

以及构词前缀 Sino ( 表示中国的⋯⋯ ) , 都是由 Sinim

(发音近似「希尼」或「秦」) 这一词语转化而来的。

5) 综观上述各点 ,大多数的中外学者都认为 , 中文和合本

圣经把「希尼 ( Sinim)」译为「秦国」十分恰当。

4 .圣经记载 :

先知以赛亚预言说 , 将来要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湧进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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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弥赛亚的国度 ,并且在那里获得生命与亮光 , 他传讲耶

和华的话说 :

我必使我的眾山成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看哪 ! 我的子民会从远方来 ,

从北方来 ,从西方来 , 从秦国而来⋯⋯

(赛 49∶11—12 ,部分经句系新译文。)

书    (Shur)

1 .地名原意 :「墙」、「壁垒」。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1 图第二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圣经中提到的书珥旷野乃是书珥沙漠。在古

埃及歌珊地的东方 ,加低斯巴尼亚的西方 , 是巴兰旷野西

北方的另一广大旷野。但当地乃是古代埃及通往亚述的

要道。书珥旷野北边沿地中海的大路上 ,经常驻有埃及的

重兵。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即居住在这一旷野。

4 .圣经记载 :

1) 夏甲在去书珥的路上曾得以见到耶和华的使者。当年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因不能生育 , 便将她的埃及使女夏

甲给亚伯兰作妾。夏甲怀孕后轻视主母撒莱 , 撒莱便

苦待她。夏甲从她的主母那里逃出来 ,沿著通往书珥、

埃及的路上走去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书珥路上的水

泉旁遇见她 ,叫她回到主母那里 , 服在撒莱的手下。天

使并且说她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起名叫以实玛利 , 并且

应许她的后裔要极其眾多。夏甲从书珥的路上回去之

后生了一个儿子 ,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 创 16

∶1—15) 。

2) 以实玛利子孙后代的住处在眾弟兄的东边 , 从哈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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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埃及前的书珥 (创 25∶18)。

3) 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后 ,到了书珥的旷野 , 在旷

野里走了三天 ,竟找不著水喝。后来他们经过玛拉 , 到

了以琳 , 在那里有 12 股水泉 , 70 棵棕树 , 他们就在那

里的水边安营 (出 15∶22—27)。

4) 古时以色列建国初期 ,扫罗王曾击打亚玛力人 , 从哈腓

拉直到埃及前的书珥 (撒上 15∶7 )。

书    (Shunem)

1 .地名原意 :「休息之地」。

2 .其他名称 :苏兰 ( Sulam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9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书念是在耶斯列平原以北约 5 公里的一个村

镇。介于耶斯列和他泊山之间 ,在以萨迦境內 , 离迦密山

约 20 公里 , 耶斯列平原乃是以色列历史上有名的战场。

5 .圣经记载 :

1) 扫罗王战死之前 ,非利士人曾设营于书念 , 要与以色列

人打仗。扫罗则聚集以色列眾人 , 在基利波安营。扫

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 ,心中发颤 , 竟去求助于一个交鬼

的妇人。结果扫罗被非利人杀败而死 (撒上28∶4—7 ,

31∶1—4 ;请参看附录三第 32 图的说明 )。

2) 列王时代 ,先知以利沙在书念 , 受到一个大戶妇人的接

待。后来以利沙行出神蹟 , 使她的儿子得以从死里复

活 (王下 4∶8—37 , 参看附录三第 49 图说明⑨、⑩、

�11 )。

3) 大卫王年纪老迈时 , 他的臣仆给他找了一个童女亚比

煞奉养、伺候他。这个童女便是书念人 ( 王上 1∶1—

4) 。大卫死后 , 他的儿子所罗门遵照大卫之命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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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多尼雅卻想要使书念的女子亚

比煞作自己的妻子。亚多尼雅因此被所罗门治罪而死

(王上 2∶10—25 )。

书    (Shushan)

1 .地名原意 :「百合花」。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6 图第四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

1) 书珊是古时以拦国的首都 , 在波斯湾以北将近 250 公

里处。亚述国在公元前 7 世纪时曾入侵以拦。公元前

550 年 ,波斯帝国兴盛起来 , 书珊也曾是波斯的都城 ,

数代国王曾设冬宮在此地。当时已有不少犹大人居住

在书珊 (斯 4∶16; 尼 1∶1—2) 。

2) 亚述王亚斯那巴 ( Osnappar ) 攻陷书珊时 , 曾将当地人

迁移到撒玛利亚居住。后来这些人便上书波斯王指控

尼希米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乃是谋反活动 ( 拉4∶9—

12 )。

3) 大利乌王在书珊建造王宮时 , 乃是使用利巴嫩的香柏

树 ,埃及等地的金银 , 印度的象牙等物 ,宮室极其豪华。

公元前 331 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取了书珊 , 财宝

即被夺取殆尽 ,书珊亦渐衰落。现在已成一片废墟 , 仅

有一些挖出的文物 ,尚能证实它往昔的富庶。

4) 许多学者都认为 ,先知但以理死后即葬在书珊城。

4 .圣经记载 :

1) 尼希米是被波斯王任用的一个被掳的犹大人。在亚达

薛西王 20 年时 , 尼希米在书珊城的宮中会见从犹大来

的几个人 ,问及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脫的犹大人和耶

路撒冷的光景 (尼 1∶1—2 )。后来便求王差他往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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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祖所在之地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 蒙王允准得以归

回 (尼 2∶1—8 )。

2) 波斯国的亚哈随鲁王在书珊城的宮內登基 (斯 1∶2)。

3) 书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 , 他抚养他叔叔的女

儿以斯帖 ,因她父母死了 , 末底改收她为自己的女儿。

当王的谕旨传出招聚许多美貌的处女到书珊城时 , 以

斯帖因容貌俊美也被招到书珊城女院。亚哈随鲁王第

七年十月 ,以斯帖被引入宮见王 , 并被立为王后。王手

下的宠臣哈曼十分憎恨犹大人 ,乃设计谋 , 要献重金给

王而求准他杀灭犹大人的谕旨。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

以及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禁食祷告 , 终于使哈曼和他

的随从反被他自己的阴谋所害 , 他所定的杀害犹大人

的亚达月十三日 , 反而成了犹大人欢庆胜利的吉日。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 ,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 ,在书

珊城 ,犹大人杀灭了五百人」(斯 1—9 章)。

4) 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伯沙撒王第三年 , 但以理又见到

一个異象。在異象中 , 他发现自己在以拦省的书珊城

中。他见到一只公绵羊 , 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它任

意而行 ,自高自大。任何动物都不能抵挡它。但以理

又见到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遍行全地 , 腳不沾尘。这

只公山羊触倒了公绵羊 , 沒有人能救它。这只公山羊

原来有一个奇特的角 ,当公山羊触倒绵羊 , 正当强盛的

时候 ,那个奇特的大角折断了 , 又在角根上长出四个角

来。天使长加百列向但以理解释这一異象说 , 那只公

绵羊就是玛代和波斯王。那只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公

山羊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至于大角折断后又长出的

四只角 ,这四角就是四国 , 必从这个 (希腊 ) 国里分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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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但 8∶1—22)。

逃    (Refuge , Cities of)

1 .所在位置 :六座逃城请见附录第 16 图。

2 .圣经记载 :

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但

河 ,进了迦南地 , 就要分出几座城 , 为你们作逃城。使

�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逃避报仇人的

城 ,使�杀人的不至于死 , 等他站在会眾面前听审判。

⋯⋯在约但河东要分出三座城 , 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

座城 ,都作逃城。』」(民 35∶9—14 )

2) 约但河东的三座逃城是 : 比悉、基列拉未、哥兰 ( 申

4∶41—43)。

3) 约但河西的三座逃城是 : 基低斯、示剑、希伯仑 ( 书

20∶7)。

特    (Derbe)

1 .地名原意 :「刺」、「硝皮匠」。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8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特庇是小亚细亚呂高尼东南部的一座城市。

使徒时代 ,该城属于罗马的加拉太省。在以哥念、路司得

的东南方 ,距以哥念约 70 公里。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一次外出传道时 , 曾和巴拿巴一同进到以哥念

的会堂里去传讲基督。当时 ,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

很多。但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 挑动眾人反对保罗

和巴拿巴。城里的人就分成了两派。由于那些不信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等要用石头打死保罗和巴拿巴 , 他们

就离开以哥念 ,避往路司得和特庇去。并在该两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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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其周围的地方传讲福音 (徒 14∶1—7)。

2)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传道时 ,当地人十分尊崇他们。

而有些犹太人从以哥念等地赶来 , 挑唆眾人用石头打

保罗 ,以为他已经死了 , 就把他拖到城外。但保罗卻苏

醒过来 ,第二天便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对那里的人传扬

福音 ,使当地许多人成为基督的信徒 (徒 14∶19—21 )。

不久 ,保罗和巴拿巴又从特庇回路司得去 , 坚固信徒

们 ,劝他们持守所信的道 ( 徒 14∶21—22 )。

3)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时 ,又来到了特庇与路司得。拣选

了青年圣徒提摩太 , 带著他一起周游布道 ( 徒 16∶1—

3)。

4) 特庇的信徒该犹曾陪同保罗 ,冒险去往耶路撒冷 , 同作

教会的事工 (徒 20∶3—5 ,参看徒 20∶22—24) 。

特 可尼    ( Trachonitis)

1 .地名原意 :「崎岖地带」。

2 .所在位置 : 特拉可尼地区在大马色的东南 , 参看附录第

80 图第二行第 5—6 格。

3 .圣经记载及有关记述 :

施洗的约翰出来传道时 , 希律的兄弟腓力作特拉可尼分

封的王 (路 3∶1 )。历史记述腓力后来娶了他的侄女撒

罗米为妻。撒罗米乃是希罗底的女儿 , 即是为希律跳舞

而杀害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女子。约翰原是由于责备希律

娶了他的弟妻希罗底而被囚禁的。从此可以看出希律家

族成员中婚姻混乱的情況 ( 参看太 14∶ 1—11。注意 ,

太 14∶3中所提的腓力乃是希律的另一个兄弟 )。

特 亚    ( Troas)

1 .地名原意 :「特洛伊 ( Troy)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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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名称 :又译作「特洛阿斯」、「特洛阿德」、「特洛阿特」。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特罗亚是小亚细亚西北部每西亚的海口。此地伸向爱

琴海 ,乃是亚洲最西面的地段 , 距离欧洲近在咫尺。现

今在土耳其恰纳卡莱省。

2) 古特罗亚在特洛伊 ( Troy ) 以南不远。特洛伊即是古

代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计」发生之地。该传说谓∶希

腊人围攻特洛伊 10 年不下 , 佯装退兵 , 留下一个空心

的大木马 ,內藏精兵。特洛伊人出于好奇 , 把木马拉进

城內。但木马內的伏兵出来打开了城门 , 迎接希腊的

主力攻入城內。

3) 特罗亚海港现已不复存在 ,已成一片废墟。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时 , 曾越过每西亚为基督的福音

来到特罗亚 ,工作已经有所开展。但保罗在異象中见

到一个马其顿人 , 请保罗到欧洲的马其顿去传道。于

是保罗便从特罗亚乘船去往欧洲的马其顿 , 到那里去

传讲福音 (徒 16∶8—12; 林后 2∶12) 。

2)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 ,在归途中又到了特罗亚 , 在那里

和同往耶路撒冷去的各地圣徒相会 , 并且在特罗亚住

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 (即礼拜日 ) 圣徒们擘饼聚会的

时候 ,保罗和圣徒们讲论直到半夜。有一个少年圣徒

犹推古 ,因为困倦而摔到楼下致死。但保罗为他祷告

后 ,继续谈道 , 直到天亮。有人把那个少年活活的领

来 ,大家甚得安慰 ( 徒 20∶5—12)。

3) 保罗与特罗亚的信徒加布交往较密。他留住在特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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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曾把自己的外衣和书卷留在加布的家中 ( 提后 4

∶13 )。在保罗自知即将离世的时候 (提后 4∶6 ) , 仍

要提摩太把留在加布那里的外衣和书卷带来。从此可

以看出 ,保罗虽然学识渊博 (徒 26∶24 ) , 但仍好学不

倦。而且 ,即或在殉道前的囚禁期间 (提后 1∶8 ) , 仍

是从容攻读 ,生活有序的 ( 提后 4∶11 , 13 , 18)。

4) 有人推论 ,保罗最后一次到特罗亚时 , 乃是在他初次被

囚于罗马经释放之后 , 又周游传道而到达此地的。很

可能保罗即是在特罗亚再次突然被捕 , 又仓促被带离

此地 ,所以连日用的外衣也未能穿著或拿取 ( 请参看附

录三第 102 图 )。

夏 设    (Harosheth)

1 .地名原意 :「木刻」。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9 图第三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夏罗设在基顺河岸边 , 是迦密山脉的隘口 , 也

是从海滨通往米吉多东方各城的要道 , 夏罗设距离米吉

多约 24 公里。

4 .圣经记载 :

1) 迦南王耶宾在夏琐作王时 ,欺压以色列人 20 年。耶宾

的将军西西拉便屯兵于夏罗设 (士 4∶2—3 )。

2) 以色列的女士师底波拉与巴拉 , 召集了一万人与西西

拉爭战。西西拉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他的全军 ,

从夏罗设出来 ,到基顺河与以色列人作战。耶和华使

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 , 西西拉下车步行逃

跑 (士 4∶4—15)。基顺古河把西西拉的军队冲沒 ( 士

5∶21) 。巴拉追赶西西拉的军队直到夏罗设。西西拉

的全军都倒在刀下 , 沒有留下一人 ( 士 4∶16 ,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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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第 19 图及其说明 ) 。

夏    (Hazor )

同名叫夏琐的地方有四处 :

Ⅰ .迦南的王城夏琐

1 .地名原意 :「村庄」、「城堡」、「吹号筒」。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4 图第一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夏琐是迦南北部一座防守坚固的大城。位

于加利利的东北 , 米伦湖的西南。考古学家发现 , 古

时的夏琐 , 人烟稠密 ,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4 .圣经记载 :

1 )当年 , 约书亚征服了迦南地的南部后 , 夏琐王听见

这事就打发人去见玛顿王等诸王。这些王和他们

的眾军都出来 , 要与以色列人爭战。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当时

约书亚夺了夏琐 , 用刀击杀夏琐王 , 又用火焚烧夏

琐城 ( 书 11∶1—11 ,请参看附录三第 14 图说明中

的�13 、�14 、�18 ) 。

2 )其后 , 在士师时代 ,另一夏琐王欺压以色列人 , 但终

于被以色列人制伏 ( 士 4∶2—24 )。

Ⅱ .犹大极南的城镇夏琐。地点欠详 , 或在希伯仑以南 18

公里之处。又名加略希斯伦 , 是犹大支派最南边与以东

交界的城邑之一 ( 书 15∶21 , 25)。

Ⅲ .便雅悯的村镇夏琐。大约在耶路撒冷西北 12 里 , 是便

雅悯境內的一个村庄 ,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又返回故乡

时 , 有些便雅悯人便住在夏琐 (尼 11∶31 , 33 )。

Ⅳ .亚拉伯的城邑夏琐。在迦南的东方 , 是亚拉伯沙漠中的

一个城邑。先知耶利米曾预言此地的结局说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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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夏琐的居民哪 ! 要逃奔远方 , 住在深密处。因为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 , 起意攻击你们。⋯⋯

夏琐必成为野狗的住处 , 永远淒涼。必无人住在那里 ,

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耶 49∶30 , 33 )

十一划

毕 大    (Bethesda)

1 .地名原意 :「慈悲处所」。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1 图第一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毕示大是耶路撒冷城內一个水池的名字。位

于耶路撒冷的东北部 , 靠近羊门。池水游动的时候可以

治病。

4 .圣经记载 :「在耶路撒冷 ,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 希伯来话

叫作毕示大 , 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著瞎眼的、瘸腿

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 ,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

子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 , 谁先下去 , 无论害什麼病就痊愈

了。在那里有一个人 ,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著 ,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

『先生 , 水动的时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 我正去的时

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 ,拿你的褥

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后来耶

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

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约 5∶2—14)

部 利    ( Puteoli )

1 .地名原意 :「硫磺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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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1 图第一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 部丟利是当年意大利的一个海口。位于现

今的那不勒斯湾南岸 ,和那不勒斯城相去不远 , 距罗马约

有 210 公里。此海口修建于公元前第 6 世纪 , 当年由埃

及和东方乘船到意大利去的客商都须在这里登陆。

4 .圣经记载 :

保罗当年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 ,曾在部丟利上岸 , 并且

在部丟利见到了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邀请保罗等人

在部丟利停留了 7 天。以后保罗等人便又去往罗马 ( 徒

28∶13—14 )。

得    ( Tirzah)

1 .地名原意 :「愉快」。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7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得撒在耶路撒冷以北将近 50 公里处。风景十

分秀丽 ,甚至名闻遐迩。雅歌中即有这样的诗句说 :「你

美丽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 歌 6∶4 )。得撒原来是

有迦南人在其间作王的一座城邑。后来约书亚率领以色

列人进入迦南 ,击杀了迦南的诸王 , 其中便有得撒王。这

些迦南诸王的属地 , 即分给了以色列的各支派为业 ( 书

12∶7 , 24 )。

4 .圣经记载 :得撒是北国以色列数代的首都。

1) 以色列与犹大联合王国分裂后 , 北国以色列第一代的

国王耶罗波安 ,先是建都于示剑 , 不久又建毘努伊勒为

都城 (王上 12∶25 )。后来则迁到得撒为首都。耶罗

波安和他的儿子拿答 , 先后都是在得撒作王的 (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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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20 )。

2) 耶罗波安王朝传到第二代拿答时 , 拿答即被叛臣巴沙

杀害 ,巴沙篡位后仍以得撒为国都 ( 王上 15∶27 , 33)。

3) 巴沙死 后 , 他的儿 子以拉继 续在得 撒作王 ( 王 上

16∶8 )。

4) 巴沙篡位后 ,他的王朝也仅传了两代。巴沙的儿子以

拉又被军权在握的大臣心利谋杀篡位 , 王都仍在得撒

(王上 16∶8—15 )。

5) 心利篡位后 ,作王仅只 7 天 , 那时以色列的军民拥立元

帅暗利作以色列王。暗利率军围困了得撒 , 心利乃在

居住不过 7 天的王宮中 ,放火自焚而死 , 暗利便于得撒

登基作王 (王上 16∶15—23)。

6) 暗利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以后 ,购买了撒玛利亚山 , 在山

上建造了撒玛利亚城 ,乃由得撒迁都到撒玛利亚 ( 王上

16∶24—28 ) ( 关于以色列国数次迁都的情況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47 图及其说明 ) 。

附 : 以色列国后来历代国王被杀害篡位的情況 :

〈1〉暗利的儿子亚哈敬拜巴力 ,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和约兰相

继作王。但约兰及亚哈的全家都被耶戶杀死 , 耶戶作了

以色列的王 ( 王下 9—10 章 ,请参看附录三第 52 图及其

说明 ) 。

〈2〉耶戶家族连续五代作以色列王 , 到撒迦利雅作王时 , 被

沙龙杀死篡位 ( 王下 15∶8—10)。

〈3〉沙龙作王以后 , 米拿现由得撒到撒玛利亚 , 把沙龙杀死

而篡位 ( 王下 15∶14 )。

〈4〉米拿现相传仅两代 , 他的儿子比加辖作王时被比加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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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位 ( 王下 15∶25 )。

〈5〉比加被何细亚杀死篡位 ( 王下 15∶30 )。

〈6〉何细亚作王仅 9 年 , 即被亚述王囚禁起来。当时的京城

撒玛利亚被攻陷 , 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 , 以色列国从此

灭亡 ( 王下 17∶1—6 )。

基    (Chios)

1 .地名原意 :「开」。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希阿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0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它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岛屿 , 长约 50 公里 , 宽约

30 公里。距士每拿约 18 公里 ,气候溫和宜人。

5 .圣经记载 : 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时 , 坐船经过此岛

(徒 20∶15)。

基 顿    (Gibbethon)

1 .地名原意 :「高」、「傲慢」。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6 图第三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基比顿原来是但支派境內靠近海边平原上的

一个城邑 ,后来分给利未人为业。

4 .圣经记载 :

1) 以色列按支派分地业时 ,从但支派的地业中 , 把基比顿

和属城的效野给了利未人 ( 书 21∶ 23 )。后来此地又

被非利士人占据 (请参看附录三第 47 图 )。

2)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儿子拿答 ,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的事。在拿答和以色列眾人正围困基比顿时 , 巴沙背

叛拿答 ,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拿答 , 篡了他的位 ( 王

上 15∶25—28 )。

3) 24 年后 , 巴沙的儿子以拉 , 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王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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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臣心利背叛他 ,将他杀死 , 并篡了王位。心利在得

撒作王七日 ,那时以色列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

顿 ,听说心利背叛 , 又杀了王 , 以色列人当日就立元帅

暗利作以色列王。暗利率领以色列人从基比顿上去 ,

围困得撒。心利见城破失 ,就放火焚烧宮殿 , 并自焚而

死 (王上 16∶8—18 )。

基 亚    (Gibeah)

圣经中同名叫基比亚的地方有三处。

Ⅰ .便雅悯的基比亚

1 .地名原意 :「山」

2 .其他名称 :

1 )神的山 (撒上 10∶5 )。

2 )其遗址今名「塔勒富勒」。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5 图第三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及有关记述 : 基比亚是便雅悯境內的一座小

城 , 在耶路撒冷以北约 6 公里 , 位于通往伯特利及北

方城镇的大道上。有时此地被称为「便雅悯的基比

亚」(撒上 13∶2 ) 。有时它又被称为「扫罗住的基比

亚」( 撒上 11 ∶ 4 )。扫罗的 家乡即 在此地 ( 撒 上

10∶26) 。扫罗作王之后 ,也经常住在基比亚城 ( 撒上

15∶34 , 22∶6 , 23∶19 )。基比亚乃是扫罗战胜非利

士人的一个重要基地 ( 撒上 13∶2 , 15 )。但因扫罗生

前谋害基遍人 , 要灭绝他们。所以扫罗死后 , 基遍人

乃把扫罗的 7 个子孙吊死在基比亚的山上 ( 撒下

21∶1—9) 。

—383—

① 撒上 10∶5 中所提到的「神的山」, 有人译为「神的基比亚」。



5 .圣经记载 :

1 )当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时候 , 各人任意而行。以色列

人攻讨基比亚城 , 追杀便雅悯人 , 几乎使以色列中

缺了一个支派。起初 , 基比亚城中的匪徒要污辱一

个过路的利未人 , 房主不得已把那个利未人的妾交

出去 , 被匪徒们凌辱强奸致死。那利未人就把她的

尸身切成 12 块 , 使人拿著传送到以色列全地。于

是以色列眾人聚集在米斯巴 耶和华神面前 , 彼此

联合如同一人 , 准备攻击基比亚 , 因为基比亚人在

以色列人当中作了一件凶淫丑恶的事。攻城之前 ,

以色列眾支派打发人去 , 要使便雅悯支派「将基比

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 , 好治死他们 , 从以色列中除

掉这恶。便雅悯人卻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

的话」(士 19 章 , 20∶11—13) 。他们反而从各城里

出来 , 聚集到基比亚与以色列人打仗。另外还有基

比亚人的 700 精兵。他们在基比亚的郊野交战。

战爭的头一日和第二日 , 以色列人被杀败阵。他们

在耶和华面前哭号、求问。耶和华应允说 :「我必将

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士 20∶28 ) 第三日 , 以色列

人设计诈败 , 引诱便雅悯人离城后 , 以色列的伏兵

便急忙闯进基比亚 , 用刀杀死全城的人 , 并在城內

放火。便雅悯人惊惶往旷野逃跑 , 被以色列人包围

杀死 , 只剩下 600 战士逃到临门磐。以色列人虽打

了胜仗 , 卻为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而后悔 , 又为

这些剩下的便雅悯人无妻而担忧。他们查出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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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比人沒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 , 遂攻打基列雅

比 , 找到了 400 个未嫁的处女 ,把她们带到迦南地 ,

并叫仅剩的便雅悯人回来 , 把这些基列雅比的女子

给他们为妻 ( 士 20—21 章 ) 。

2 )扫罗未作王时住在基比亚 ( 撒上 10∶26 , 11∶4 )。

扫罗作王以后 , 也常住在此城 ( 撒上 13∶ 15 , 15∶

34 , 22∶6 , 23∶19 )。

3 )在约书亚时代 , 基遍人曾与以色列民立过和约。扫

罗作王时背了约 , 谋害基遍人。耶和华因这流人血

的罪 , 使大卫王年间有一连 3 年的饥荒。基遍人要

大卫王把扫罗的子孙 7 人交给基遍人。然后把他

们吊死在扫罗的家乡基比亚的山上 ( 撒下 21∶1—

9 )。

4 )亚述王曾入侵犹大国 , 进军到基比亚一带。他们经

过米矶仑 , 安放辎重于密抹 ,过了隘口 , 直到迦巴住

宿 , 使近在咫尺之间的基比亚人惊惧而逃。 ( 赛

10∶28—29) 。

Ⅱ .犹大山地的基比亚 : 乃是一个城镇 , 在希伯仑南方 ( 书

15∶57) 。

Ⅲ .以法莲境內的基比亚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即葬于此

地 ( 书 24∶33 )。

基    (Gib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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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借助于附录三第 26 图可以看出 : 基比亚、密抹、米矶仑、隘口、

迦巴 ,都是相距不过数十公里 , 甚至是数公里之內的城镇。

书 24∶33 中 ,和合译本所译的「以法莲山地⋯⋯的小山」, 原

文直译当是「以法莲的基比亚」。



1 .地名原意 :「小山」、「属于山」、「山域」。

2 .其他名称 :今名「吉卜」或「阿及」( el-jib)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基遍乃是古时迦南的大城 , 如同当时城邦之国

的都城一般 (书 10∶2 )。此城在耶路撒冷西北约 10 公

里处 ,附近有橄榄树林和地下泉水 , 东距艾城不远。经考

古学者证实 ,基遍古时制酒业相当发达 , 确属一座规模较

大的古城 , 1956 年时 , 美国的普瑞查德 ( Pritchard ) 教授

在这一地区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岩石水池 ,据考证认为 , 即

是当年有名的基遍池 (请参看本书「希利甲哈素琳」条 , 及

该词条页末的腳注 )。

5 .圣经记载 :

1) 基遍乃是迦南地的希未人居住之地 ( 书 11∶19 )。本

来耶和华很早就曾吩咐以色列人 , 要把希未人等除灭

淨尽 , 不可和他们立约 ( 申 7∶1—2 )。后来约书亚占

领了耶利哥 ,除了喇合一家 , 耶利哥人尽被杀灭。其后

又攻取了艾城 ,除灭艾城人。基遍人恐怕自己也将灭

绝 ,乃设诡计 , 装作极远之地而来的使者 , 要与约书亚

订立和约。以色列人沒有求问耶和华 , 就被骗与他们

起誓立了约。过了 3 天 ,才知道他们是近在基遍的人 ,

乃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虽然以色列人因为已经起

过誓立了约 ,只好容许基遍人存活下来 , 但是由于他们

的欺骗行径 ,卻被咒诅定罪 , 成了为以色列的会眾及耶

和华的祭坛劈柴挑水的人 (书 9∶3—21)。

2) 耶路撒冷等城的 5 个亚摩利王 , 因为基遍的居民与以

色列人立了和约 ,这 5 个亚摩利王就联合起来攻打基

遍。基遍人求救于约书亚 , 约书亚不背前约而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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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遍人。耶和华将五王的眾军交在约书亚的手中 , 神

从天上降下大冰雹来打在亚摩利人的身上。「被冰雹

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

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 ,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 , 在以

色列人眼前说 :「日头啊 ,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 , 你要

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留 ,月亮止住 , 直等国民向

敌人报仇。」「日头在天当中停住 , 不急速下落 , 约有一

日之久。在这日以前 , 这日以后 ,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 ,

沒有像这日的 , 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爭战。」(书 10∶

1—14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4 图 )

3) 扫罗的父母原来曾居住在基遍 (代上 8∶29 )。后来 ,

在扫罗作王前后 , 扫罗则经常住在基比亚 ( 撒上 10∶

26 ,11∶4 ,13∶15 , 15∶34 ,22∶6 )。在扫罗作王期间 ,

他背离了以色列人与基遍人所立的约 , 而想杀灭基遍

人。故此 ,当扫罗死后 , 在大卫作王时 , 耶和华使以色

列人遭受了 3 年饥荒。大卫求问耶和华之后 , 召了基

遍人来 ,问他们怎样才可以赎罪。在基遍人的要求下 ,

扫罗的 7 个子孙被基遍人吊死在基比亚的山上 (撒下

21∶1—9 )。

4)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作以色列王、大卫作犹大王时 , 他

们两家的将帅军兵曾在基遍池旁相遇 , 先是双方各派

出 12 个人来搏斗決胜 , 继之则两家全军混战。结果 ,

伊施波设的元帅与军兵战败而逃 ( 撒下 2∶1—19 , 请

参看本书「希利甲哈素琳」条 ,并参看附录三第 33 图及

说明①—③ )。

5) 大卫曾战胜非利士人 ,并追赶他们从基遍直到基色 ( 代

上 14∶16 , 参看附录三第 35 图及说明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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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押沙龙叛变其父大卫后 ,亚玛撒被押沙龙立为元帅 ( 撒

下 17∶25 )。当大卫重整军旅 , 在他的元帅约押率眾

出战叛军的时候 ,大卫仍有爱怜逆子之心 , 当眾嘱咐约

押等人 ,不可加害押沙龙。但在押沙龙战败 , 他的长发

被树枝绕住仍然活著的时候 ,约押竟刺死了押沙龙 ( 撒

下 18∶5—15)。押沙龙死后 , 大卫立亚玛撒为元帅代

替了约押 (撒下 19∶13)。后来在平定示巴的叛乱时 ,

约押与亚玛撒在基遍相会 ,约押假装要与亚玛撒亲嘴 ,

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 , 左手用刀刺入亚玛撒的

肚子 ,杀死了亚玛撒 ( 撒下 20∶8—10)。

7) 所罗门初登王位时 ,因为还沒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 百

姓们仍旧在邱坛上献祭。有一次 , 所罗门王到基遍在

极大的邱坛上献祭时 ,耶和华向他显现 , 对他说 :「你愿

我赐你什麼 ,你可以求。」所罗门只求智慧 , 可以判断眾

民 ,能辨明是非。「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悅。」神

不但赐他智慧 ,连他沒有求的富足、尊荣也赐给他 , 是

列王中沒有一个能比的 (王上 3∶4—14)。

8) 跟随所罗巴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人中 ,有基遍人 95 名 ( 尼 7∶ 6—8 , 25 ) 。基遍人也

曾帮助修建被毀的耶路撒冷城墙 (尼 3∶7)。

基 罗哈他瓦    ( Kibroth Hattaavah)

1 .地名原意 :「贪婪的坟墓」。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1 图第四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基博罗哈他瓦是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后 , 在旷

野中沙漠地带上的一个宿营地。

4 .圣经记载 :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前行 ,耶和华从天上降吗哪养活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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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些人大起贪欲之心 , 厌弃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

华 ,试探神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

候 ,不花钱就吃鱼。」「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 除这吗哪

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沒有别的东西。」他们各在各家的帐

棚门口哭号说 :「我们在埃及很好。」「我们为何出了埃及

呢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虽赐他们肉吃 , 卻使他们心

灵软弱并击杀他们。耶和华使风刮起 , 把无数的鹌鹑从

海面刮来 , 飞散在营的四围 , 多得周围约有一天的路。

「百姓起来 , 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为自己

摆列在营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 , 耶和华的

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 用最重的災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

便叫作基博罗哈他瓦 ,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

心的人。」(民 11∶4—34 )

基    (Gidom, Chidon or Kidon)

汉语圣经中把两处发音近似的地方都译成了基顿 ,它们是 :

Ⅰ .米斯巴东方的基顿 ( Gidom)

1 .地名原意 :「砍下」。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5 图第三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 基顿是一个村镇 , 在基比亚与临门之间。

在米斯巴及伯特利东方约 5 公里处。

4 .圣经记载 : 便雅悯的基比亚匪徒 , 在以色列中行了凶

淫丑恶的事。以色列眾支派打发人去要便雅悯人把

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 , 但便雅悯人不肯。于是便雅悯

人与以色列人在基比亚前摆阵 , 战事凶猛。耶和华使

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以色列人追赶他们追到基

顿 , 又杀了 他们 2000 人。那日 便雅 悯死 了共 有

25000 人 (士 20∶1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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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乌撒被击杀之地基顿 ( Chidon , Kidon )

1 .地名原意 :「标枪」、「矛」、「盾」。

2 .其他名称 :

1 )拿艮 ( N acon) (代上 13∶9 )。

2 )毘列斯乌撒 ( Perez-Uzzah ) , 意思是「乌撒的干犯」

或「乌撒的惩罚」。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5 图第三行第 4 格中拿艮所在

的位置。

4 .地理情況 : 基顿是一个打麦场地的名字 , 在基列耶

琳和耶路撒冷之间。可能在靠近耶路撒冷西边不

远之处。

5 .圣经记载 :

在扫罗年间 , 以色列人沒有在神的约柜前求问神。大

卫作王以后 , 与首领们商议決定把神的约柜运回来。

「大卫率领以色列眾人上到巴拉 , 就是属犹大的基列

耶琳。」「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 放在

新车上 , 乌撒和亚希约赶车。」「到了基顿的禾场 , 因为

牛失前蹄 , 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 ,

因他伸手扶住约柜而击杀他 , 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

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 , 就称那地方为毘列斯乌

撒。」( 代上 13∶1—11)

基 耳    (Gerar)

1 .地名原意 :「暂停之地」、「寄居地」、「反芻」、「拽去」。

2 .其他名称 :「帖尔耶米 ( Tell Jemmeh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基拉耳是非利士平原上的一个城镇 , 在迦萨南

方偏西约 13 公里。20 世纪 30 年代时 , 考古学者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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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彼特瑞 ( W .M .Flinder s Pet rie ) 发现了此地的出土

文物与古蹟 ,证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 (恰当亚伯拉罕在

世时期 ) , 基拉耳的农作物相当丰裕。

5 .圣经记载 :

1) 亚伯拉罕向南地迁去 , 曾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中间的

基拉耳。他在此居留的时候 ,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 , 他

以为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 , 会因他妻子的缘故杀他。

撒拉也确实是他同父異母的妹子 ,后来才作了他的妻。

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接了去 ,还沒有亲近她 ,

神在梦中告诉他 ,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 神拦阻基拉

耳王沒有犯罪得罪神 , 并把撒拉归还亚伯拉罕 ( 创 20

∶1—13) 。

2) 按圣经记载的顺序看来 ,撒拉老年间生了以撒 , 又赶走

了使女夏甲 , 都是在基拉耳发生的事 ( 创 21∶1—14 ,

请参看附录三第 4 图说明② )。

3)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时代 ,迦南的南地又有饥荒 , 以撒

就往非利士人的基拉耳去并住在那里。他心里想 , 恐

怕基拉耳人为他妻子利百加的缘故杀他 , 因她容貌俊

美。基拉耳人问他 , 便说那是我的妹子。险些使基拉

耳人陷在罪里 (创 26∶1—11 )。

4) 以撒住在基拉耳 , 耶和华赐福给他 , 他就昌大成 , 了大

富戶。非利士人嫉妒他 , 把他父亲在世时所挖的井都

填满了土 ,以撒就离开那里住在基拉耳谷。以撒的仆

人又重新挖井 ,得了活水井。基拉耳的牧人与他们多

次发生爭 竞。后来以撒离开那里上 别是巴去 ( 创

26∶12—23 ,请参看附录三第 5 图说明⑨ ) 。

基 溪    (Cherith, Brook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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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峡」、「开凿」、「壕沟」。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8 图第二行第 3—4 格。

3 .地理情況 ;基立溪是约但河东方流入约但河的一条小溪。

溪水南岸即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乡提斯比 ,地处基列境內。

4 .圣经记载 :以色列王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 比他

以前的列王更甚。先知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布神的刑罚。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 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使当地有三年

半干旱无雨的災害。「以利亚照著耶和华的话 , 去住在约

但河东的基立溪旁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 , 他也喝溪

里的水。」直到溪水干了 , 耶和华又引道他往别处去并供

养他 (王上 16∶29—33 , 17∶1—6 )。

基 波 (山 )    (Gilboa, Mount of)

1 .地名原意 :「沸泉」、「湧出」。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二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基利波山在耶斯列平原之南 , 长约 12 公里 , 宽

约 5 公里左右 ,高约 500 米。此山自西北而走向东南 , 在

约但河与基顺河之间 , 乃是两条河流的分水岭。山势西

坡倾斜 ,而东北两侧则崎岖难行。当年扫罗王即战死于

此地。

4 .圣经记载 :扫罗作王时代的最后一次战爭在基利波。「非

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 , 扫罗聚集以色列人在基利波

安营。」扫罗虽屡经战事 , 这次卻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

怕 ,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 , 耶和华卻不回答他。于

是扫罗改了装去找交鬼的妇人 , 希望能召已死的先知撒

母耳来。撒母耳对扫罗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已经

从你手里夺去国权」,「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

的手中。」并预言说他和他的眾子必死 ( 撒上 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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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爭战 ,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

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仆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

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 3 个儿子。扫罗被弓箭手追

上射伤甚重 ,为了免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刺他、凌辱他 ,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样 , 扫罗和他 3 个儿子都

战死在基利波山上 (撒上 31∶1—8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2

图 )。

基 心 (山 )    (Gerizim, Mount of)

1 .地名原意 :「荒地」,「多岩石」、「割下者」。

2 .其他名称 :

1) 祝福之山。

2) 今译作「盖里济姆」。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基利心山位于示剑之南 , 与示剑北方的以巴路山遙遙

相对。基利心山海拔 880 馀米 , 林木茂盛 , 眾树丛生 ,

但也有荊棘野草间杂其中。

2) 撒玛利亚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撒玛利亚地区之后 , 即在

基利心山上另外建造了圣殿 , 以便与耶路撒冷对立。

公元前 129 年时 ,该殿被毀 , 但撒玛利亚人仍以基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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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1)。



山为圣山 , 甚至有些撒玛利亚人 , 至今仍在基利心山

上守节。

5 .圣经记载 :

1) 以色列人在过约但河进入迦南地之前 , 摩西将耶和华

神的话吩咐以色列百姓 :「你们过约但河 , 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 墁上石

灰 ,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申 27∶ 2—3 )

「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 , 将咒诅的话陈明在

以巴路山上。」( 申 11∶29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 你

们过了约但河 ,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约瑟、便雅悯

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

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

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申 27∶11—13 ) 约书

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攻取艾城后 ,「在以巴路山上 ,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并「将摩西所写的律

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眾人「都站在约柜两旁 , 在抬

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 ,一半对著基利心山 , 一

半对著以巴路山 ,为以色列民祝福 , 正如耶和华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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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时撒玛利亚人受耶罗波安制造金牛犊对抗耶路撒冷的影

响 ,他们认为耶和华乃是取用基利心的泥土造的亚当。他们认为基利

心山不仅是亚伯献祭之处 , 也是洪水之后挪亚献祭之处。甚至他们认

为亚伯拉罕献以撒 ,雅各梦见天梯后献祭也都在此处。尽管上述见解

在摩西五经中沒有记载 ,或者恰与摩西五经所记不符 , 但是撒玛利亚人

一方面承认摩西五经 , 一方面又坚持必须在基利心山向神敬拜。而犹

太人卻认为须在耶路撒冷向神敬拜。新约圣经中记载耶稣曾对一个撒

玛利亚的妇人说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 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

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参见约 4∶21—24 )。



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

的话 ,照著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书 8

∶30—34 )

2) 基甸 (耶路巴力 ) 有 70 个亲生的儿子 , 他的妾也给他生

了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米勒。在其父基甸死后 , 亚比米

勒雇了些匪徒 ,杀死了基甸的 70 个儿子 , 只剩下基甸

的小儿子约坦躲藏起来 , 幸免被杀。示剑人和米罗人

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 , 他就去站在

基利心山顶上 ,向眾人大声宣讲了一个眾树要拥立一

树作王的寓言。大意是说 , 当一些多结善果的树木被

请作王时 ,它们都不肯作眾树的王。它们认为自己怎

能停止不结荣神益人的果子 , 而飘搖在眾树之上呢 ?

但是当眾树请荊棘作王的时候 ,荊棘欢然接受 , 并且威

胁眾树要服在它的荫下 ,不然荊棘就要起火 , 直到烧灭

利巴嫩的香柏树。约坦并且在基利心山上引申这一寓

言 ,咒诅示剑人等拥立亚比米勒必有恶果。亚比米勒

管理以色列人 3 年之后 , 示剑人以诡诈对待亚比米勒

(士 9∶1—23)。亚比米勒率军攻取了示剑 ,杀了其中

的居民 ,放火烧了示剑人的藏身之地 , 但在亚比米勒进

攻另一城镇提备斯时 , 卻死在该城的楼门之下。约坦

的咒诅果然都归到了他们的身上 (士9∶44—57 )。

基 家    (Cilicia)

1 .地名原意 :「滾」。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西利西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8 图第二行第 4—5 格。

4 .地理情況 :在耶稣降生前后 , 基利家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

省。它东面与敍利亚接壤 ,西面与旁非利亚为邻 , 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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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地中海 ,北方则为加拉太和加帕多家 , 是从亚西亚到敍

利亚去的必经之地。基利家西部多山 ,东部则为平原 , 其

首府大数即在东部地区。公元前 14 世纪时 , 基利家东部

原是独立地区 ,其后则相继为亚述、波斯、希腊等国统治。

公元前 1 世纪时 , 罗马的大将庞培占领此地。公元 964

年时 ,基利家的东部又为阿拉伯人占领。后来屡遭列强

爭夺。终于在 1515 年成为土耳其的领土。

5 .圣经记载 :

1) 使徒保罗生于基利家的省城大数 (徒 21∶39 , 22∶3 ,

23∶34 )。

2) 司提反殉道前 ,曾与来自基利家等地犹太会堂的人们

辩论。但「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 眾人抵挡不

住。」(徒 6∶8—10)

3) 保罗最初在耶路撒冷传道时 ,犹太人想要杀害他 , 他便

回到了基利家的大数 ( 徒 9∶28—30 )。并且在基利家

境內 ,「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加 1∶21—23)。

4) 后来保罗、巴拿巴、西拉等人 , 带著耶路撒冷教会的书

信 ,同往基利家等地 , 去看望当地的信徒 ( 徒 15∶22—

25 )。

5) 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时 ,他和西拉走遍了基利家 , 坚固

眾教会 (徒 15∶41)。

6) 保罗在耶路撒冷无故被犹太人捉拿以后 , 他以一个罗

马人的公民权 , 向罗马巡抚要求上告于该撒 ( 罗马皇

帝 ) ( 徒 26∶30—32 )。因此他被押解 , 乘船去罗马。

该船沿著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 经过了基利家前

面的海 ,或许保罗得以遙望自己的家乡 ( 徒 27∶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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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Gilead)

圣经中同名叫基列的有三处 :

Ⅰ .约但河东的基列

1 .地名原意 :「多岩石」、「见证之堆」。

2 .其他名称 :

1 )阿拉伯语叫「解列 ( Jalad )」。

2 )新约时该地称为「低加波利 (Decapolis )」, 意为「十

城之区」。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3 图第二至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基列乃是从摩押平原北界、盐海的北端 , 直

到雅穆河之间的山地。雅博河由中间自东而西把基

列分为南北两部分 , 此地树林闻名于世。且出产乳

香、橄榄、葡萄。境內可作耕种之地较少 , 但青草甚

多 , 适宜牧放牛羊。基列山、基列城都在这一地区。

先知以利亚的故乡提斯比 , 即在基列的基立溪南方

( 参看附录三第 48 图 ) 。古时的基列约相当于现今约

但的西北部。

5 .圣经记载 :

1 )雅各给他的舅舅工作 20 年后 ,不辞而别 , 离开巴旦

亚兰地区返回迦南。拉班从后追赶 , 在基列山追上

了雅各 (创 31∶22—23 )。后来双方立约而别 ( 创

31∶43—55) 。

2 )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 , 便攻占了基列 , 把南半部给

了流便、迦得两个支派 , 把北半部分给了玛拿西支

派 ( 书 13∶15—31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5 图 )。

3 )士师时代 , 亚扪人入侵基列。耶弗他杀败亚扪人 ,

攻取了 20 个城镇 ( 士 10∶6—17 , 11∶1—33; 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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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第 22 图 )。

4 )扫罗王死后 , 扫罗的元帅押尼珥拥立扫罗的儿子伊

施波设在玛哈念作以色列王 , 治理基列等地。玛哈

念即在基列境內 ( 撒下 2∶8—9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3 图说明① ,及附录三第 34 图说明① )。

5 )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叛变大卫之后 , 大卫逃到玛哈念

整军作战 , 后来押沙龙战死于基列境內的树林中

( 撒下第 15—18 章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7 图说明

⑥—⑨ ) 。

6 )亚哈王时 , 亚兰人占据了基列的拉末。亚哈意欲夺

回基列的拉末时 , 许多奉迎亚哈的先知 , 顺口向他

说吉言。惟独米该雅预言此战亚哈必将阵亡。亚

哈十分恼怒直言的先知米该亚 , 竟把他下在监里受

苦。结果亚哈终于在基列拉末战死 ( 王上22∶3—

38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0 图说明③ ) 。

Ⅱ .约但河西的基列山

1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58 图第三行第 2 格。请对照参

看附录三第 20 图第二行第 2 格哈律泉所在位置。

2 .地理情況 : 此山在耶斯列平原附近 ,靠近摩利岗 , 在哈

律泉旁。

3 .圣经记载 :

1 )基甸率领 3 .2 万以色列人 , 安营在哈律泉旁 , 要与

13 .5 万米甸人等作战时 , 耶和华认为以色列人数

过多 , 叫基甸向以色列人宣告 :凡是惧怕胆怯的 , 可

以离开哈律泉旁的基列山 , 退下战场去。于是有

2 .2 万人离去 , 只剩下了 1 万人。其后 , 又从其中

精选出 300 人 , 打败了米甸等军兵 13 .5 万人 (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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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这一爭战全过程请参看附录三第 20、21

两图 ) 。

2 )以色列的第 18 代国王比加年间 , 亚述王攻取了以

云、夏琐、基列等地 , 长驱直入 , 侵占了拿弗他利全

地 , 并且把当地的居民掳到了亚述。这乃是以色列

人初次被掳 ( 王下 15∶29 , 参看附录三第 58、59

图 ) 。以色列到其第 19 代王何细亚时 , 即被亚述灭

亡。

Ⅲ .约但河东的基列城 : 此城在基列地区之內。先知何西阿

说 , 基列城乃是「作孽之人的城 , 被血沾染 , 强盜成

群 , ⋯⋯祭司结党」, 是施行杀戮和邪恶的 ( 何 6∶8—

9 )。

基 拉末    (Ramoth Gilead)

1 .地名原意 : 基列意为「多岩石」、「见证之堆」。拉末意为

「高地」、「珊瑚」。

2 .其他名称 :「基列的拉末」。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2 图第二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基列拉末是约但河东的一座大城。属于原来

的基列境界 ,故名基列拉末或基列的拉末。此城处于由

大马色通往盐海 ( 即死海 ) 东方的大道上 ( 请参看附录三

第 72 图 ) 。当以色列人与大马色的亚兰王爭战的时候 ,

此地遂成为军事要地。

5 .圣经记载 :

1) 摩西在约但河东 , 曾分定 3 座逃城。其中即有为迦得

人分得的基列拉末 (申 4∶41—43 )。约书亚率领以色

列人进入迦南后 ,又把基列拉末这座逃城和属城的郊

野 ,分给了利未支派米拉利的子孙 ( 书 21∶34—38;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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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80 ,请参看附录三第 16 图 )。

2) 亚兰国常与以色列国爭战 , 占据了基列拉末。以色列

王亚哈对臣仆说 :「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末是属我们的

吗 ? 我们岂可靜坐不动 , 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 ?」

犹大王约沙法去会见以色列王亚哈时 , 亚哈问他说 :

「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吗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

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 我的马与你

的马一样。」约沙法并且对亚哈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

华。」于是亚哈王招聚了善于媚世取宠说吉言的先知约

有 400 人 ,「问他们说 :『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

可以』他们说 :『可以上去 , 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

里。』」但是另有刚正直言的先知米该雅卻说 : 这乃是耶

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那些先知的口 , 引诱亚哈王上基

列拉末去阵亡 ,因为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亚哈王 ( 王

上 22∶1—23; 代下 18∶2—22 )。以色列王亚哈和犹

大王约沙法不听米该雅的直言警戒 , 到了基列的拉末

以后 ,亚哈改装上阵 , 卻被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他的

甲缝里。亚哈王受了重伤 ,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

到了晚上他就死了 , 葬在撒玛利亚。有人把他的车洗

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狗来舔他的血 , 正如耶和华借先知

以利亚所说的话 (王上 22∶29—28; 代下 18∶28—34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0 图及说明③ )。

3) 犹大的第 4 代国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的恶王亚哈「不分

彼此」, 曾与亚哈一起出战到基列拉末。11 年后 , 约沙

法的孙子亚哈谢登基作了犹大王。亚哈谢乃是恶王亚

哈的外孙 ,他倣效亚哈一家的恶行 , 听从亚哈一家人的

谋算 ,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 又往基列的拉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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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兰人爭战。约兰在战爭中受了伤 , 便只好回到耶

斯列城去医治所受的伤。而亚哈谢卻到耶斯列城去看

望约兰。这样 ,亚哈谢便在耶斯列遇害而道致死亡 ( 代

下 22∶2—7 )。

4) 先知以利沙曾吩咐一个年轻的先知 , 往基列的拉末去

寻找耶戶 ,膏他作以色列王。那少年先知到了那里 , 将

瓶里的膏油倒在耶戶的头上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 你要击杀

你主人亚哈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眾先知

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

(王下 9∶1—8 ) 耶戶从基列拉末出去 , 在耶斯列人拿

伯的田地那里 ,开弓射死约兰。又叫人把亚哈的妻子

耶洗别从窗戶中扔下来 ,狗在耶斯列的田间吃她的肉。

正应验了耶和华对亚哈家所说的预言。当耶戶在耶斯

列射杀约兰时 ,亚哈谢因去看望约兰也正在当地 , 而且

还和约兰一起出迎耶戶 ,所以当耶戶射死约兰之后 , 便

也击伤了亚哈谢。亚哈谢逃到米吉多后 ,即死在那里 ,

成为与恶人同谋合夥者的警戒 (王下 9∶11—37 , 请参

看附录三第 52 图及其说明①、② )。

基 雅比    (Jabesh Gilead)

1 .地名原意 :「干」、「堆积见证」、「多岩石」。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2 图第四行第 4 格。

3 .地理情況 : 基列雅比是约但河东基列地区的一个城镇。

从约但河西岸即可望见此镇。这一城镇旁边有一条很小

的溪流洩入约但河 , 溪水也叫雅比。由基列雅比的西北

方渡过约但河 ,仅约 20 馀公里即到伯珊。

4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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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士师时代 ,以色列各支派的军兵 , 为了一利未人的妾在

便雅悯地基比亚被强奸致死 , 就与便雅悯人爭战。以

色列支派中的基列雅比的人未加入与便雅悯人的爭

战 ,以致全族被杀 , 仅留有 400 个未嫁处女活命 , 后来

把她们嫁给剩馀的便雅悯人为妻 ( 士 19—21 章 )。而

扫罗王乃是这些便雅悯人的后代 , 所以他和基列雅比

人是有血缘关系的 (撒上 9∶1—2 )。

2) 扫罗初为王时 ,亚扪王拿辖围攻基列雅比 , 雅比人要求

立和约服事亚扪人 ,但拿辖王要剜每个雅比人的右眼 ,

以此凌辱以色列人才肯立约。扫罗听见此事后数点

30 万以色列人 , 3 万犹大人 , 分为三队攻入亚扪人的营

地击杀了他们 , 解救了雅比人 ( 撒上 11∶1—11 , 参看

附录三第 26 图说明 ) 。

3) 扫罗及 3 个儿子在基利波山战死后 , 他们的尸身被非

利士人钉在伯珊的城墙上。基列雅比居民中的勇士

们 ,走了一夜路到了伯珊 ,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城

墙上取下 ,送到雅比那里 , 用火烧了 , 将他们的骸骨葬

在雅 比 的 垂 丝 柳 树 下 ( 撒 上 31 ∶ 11—13; 代

上 10∶11—12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2 图说明⑧、⑨ )。

4) 大卫得知埋葬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 , 就差人向基列雅

比人表达谢忱 , 也为此厚待他们 ( 撒下 2∶ 4—6 )。之

后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 , 迁葬在便雅悯

的洗拉 ,扫罗父亲基士的坟里 ( 撒下 21∶12—14 )。

基 亚巴    ( Kiriath Arba)

1 .地名原意 :「亚巴之城」、「四之城」。

2 .其他名称 :希伯仑 ( 创 23∶2;书 14∶15)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 图第三行第 1 格中希伯仑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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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4 .地理情況与圣经记载 :见本书「希伯仑」条。

基 耶琳   ( Kiriath Jearim )

1 .地名原意 :「树林之城」、「市镇之城」。

2 .其他名称 :

1) 巴拉 (代上 13∶6 ) ,意为「属于巴力」。

2) 基列巴力 (书 15∶60) , 意为「巴力城」。

3) 巴拉犹大 (撒下 6∶2 ,参看撒上 7∶1) ,意思是「犹大的

主人」。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基列耶琳原是迦南地基遍的 4 个联合城镇之

一。由于基遍人与以色列人立了和约 , 以色列人乃和平

占领该城 (书 9∶ 17 )。基列耶琳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 ,

后来分给了犹大支派作为他们的地业 (书 15∶1 , 60)。

5 .圣经记载 :

1)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战败 , 神的约柜被

掳去。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抬进他们的假神大袞庙里 ,

耶和华重重地惩罚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遂将神的约柜

送回到以色列境內的伯示麦。车到了伯示麦人约书亚

的田间就站住了 ,利未人将约柜放在一块大磐石上。耶

和华因伯示麦人擅观他的约柜而击杀他们 70 人 , 他们

打发人去见基列耶琳的居民 ,让他们把约柜接去 (撒上 6

∶1 ,10—21)。基列耶琳人就下来 , 将耶和华的约柜接

去 , 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约柜在基列耶琳历 20

年之久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撒上 7∶1—2, 请参

看第 25 图及说明 )。到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时 ,他与以

色列的首领商议 , 并聚集利未人 , 要把神的约柜从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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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琳运来。只因他们未照耶和华的吩咐用槓抬 ,而照非

利士人的做法把约柜放在新车上。到了基顿 (即拿艮 )

的禾场 ,因牛失前蹄 ,赶车的人乌撒伸手扶住约柜 ,而遭

耶和华击杀 (代上13∶1—10)。

2) 犹大的第 18 代国王约雅敬登基后 , 作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当时 ,有基列耶琳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 , 奉

耶和华的命说预言 , 照先知耶利米的一切预言攻击耶

路撒冷城和犹大。约雅敬王就想要把他治死 , 乌利亚

就逃往埃及 ,但约雅敬打发人从埃及将乌利亚捉回杀

死 (耶 26∶20—23)。

3) 后来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约雅敬 , 将他带到

巴比伦去。此后犹大人三次被掳到巴比伦 , 耶路撒冷

城墙被拆毀 ,耶和华的圣殿被焚烧 , 这就应验耶和华借

耶利米所说的话 , 直到满了 70 年 (耶 29∶10 ) 。到波

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激动古列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

全国」, 要「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古

列王并且说 :只有耶和华是神。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

去 ,剩下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于是犹大

和便雅悯的族长并祭司利未人都起来 , 上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和华的殿 (拉 1∶1—6) 。从前被掳到巴比伦的

犹大人 ,同著所罗巴伯回耶路撒冷的会眾共有 42360

名。其中有基列耶琳人、基非拉人、比录人共 743 名

(拉 2∶25 )。

基    (Gezer)

1 .地名原意 :「一份」、「陡峭」。

2 .其他名称 :

1) 迦萨拉 ( Gaze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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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译作「盖泽尔」。

3) 今译作 :「泰勒盖泽尔」。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6 图第三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基色是迦南的一个城邑。位于基比顿和亚雅仑

中间偏北之处。从挖掘出的文物看来 ,此城历史悠久 , 当

年城墙高大 ,建有宮室 ,且有迦南的偶像、庙宇和邱坛。此

外还有巨大的隧道和水池 ,足证古代曾是比较繁华的一座

迦南王城。但数千年来 ,此城屡次兴建 ,屡被摧毀 ,乃逐渐

被瓦砾堆沒 ,其最深处已埋入地下约有 10 米之多。现今

此地名叫泰勒盖泽尔 ,在以色列境內的拉姆拉附近。

5 .圣经记载 :

1) 以法莲子孙所得的地业 ,其中即有基色。但「他们沒有

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迦南人卻住在以法莲人中间 , 成

为作苦工的仆人。」(书 16∶9—10 )

2) 非利士人听见大卫作了以色列王 , 就来寻索大卫。大

卫求问耶和华 ,就遵著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 攻打非利

士人 ,从迦巴直到基色 ( 撒下 5∶17—25;代上 14∶8—

16 ,请参看附录三第 35 图说明⑦—⑨ )。

3) 先前 ,埃及王法老曾上来攻取基色 , 并用火焚烧 , 杀了

城內居住的迦南人 , 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作妆

奁。后来 ,所罗门在建造宮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同时 ,

也建造了基色作为驻防城 ( 王上 9∶16—17 ,请参看附

录三第 39 图 ) 。

基    (Geshur)

1 .地名原意「桥」、「傲慢的旁观者」。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6 图第二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基述是亚兰人的一个小国。位于约但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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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岸 ,在玛迦的西南方。

4 .圣经记载 :大卫曾娶过许多妻子 , 其中有一个名叫玛迦 ,

乃是基述王的女儿。玛迦在希伯仑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押沙龙 ( 撒下 3∶2—3 )。后来 , 玛迦又生了一个女

儿名叫他玛。但他玛竟被大卫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暗

嫩所奸污。他玛的胞兄押沙龙乃杀死暗嫩 ,而逃往基述 ,

在那里住了 3 年。其后大卫想念儿子押沙龙 , 准许押沙

龙回来。押沙龙由基述回到耶路撒冷后 , 先是住在自己

的家里两年 ,后来即设法又拜见其父大卫王 , 取得了大卫

的宽恕。但是不久 ,押沙龙即笼络民心而背叛了大卫 ( 撒

下 13—15 章 ) 。

基 (河 )    ( Kishon, River of)

1 .地名原意 :「弯曲的」、「硬地」、「使入陷阱者」。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9 图第三至四行第 1—2 格。

3 .地理情況 :基顺河在迦南地区 , 是仅次于约但河的第二条

重要河流。此河从耶斯列平原流向西北 ,在迦密山北面 ,

经过窄小的峡谷而注入地中海 ,由于河道弯曲 , 所以名叫

「基顺」(意即「弯曲」)。河中多有淤滩 , 两岸崎岖难行。

下游的河滩之畔 ,生长有棕树。山崖下的水边则有深茂

的丛林。干旱季节 ,上游甚至干涸见底。但水涨之时 , 因

为沙滩的阻滞 ,竟能氾滥于耶斯列平原 , 使附近成为一片

泥泞的沼泽。圣经记述 , 当年西西拉率领铁车 900 辆与

以色列人爭战时 ,竟致全军覆沒 , 西西拉只身下车逃跑。

而以色列人于该次战役胜利之后 ,他们的赞歌中曾有「基

顺古河把敌人冲沒」的诗句 , 足证基顺河的水势与该次胜

利有关。

4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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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色列人立王前的士师时代 , 曾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 ,而被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耶宾甚至派他

的将军西西拉 ,率领大军进驻于基顺河南岸的夏罗设 ,

近在以色列的腹地 ,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他大大欺

压以色列人二十年 ,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当女先

知底波拉作士师时 , 耶和华神叫她召巴拉去与耶宾王

的将军西西拉作战。耶和华并应许说 :「我必使耶宾的

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

去 ,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士 4∶1—7 ) 但因巴拉坚

持要求底波拉与他同去 , 说「你若不同我去 , 我就不

去。」耶和华因巴拉不相信神的话 , 而使巴拉得不著荣

耀。他攻打并杀败了敌军 , 惟有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

只身逃跑。耶和华使他死在一个名叫雅亿的妇人手

中。底波拉和巴拉作歌说 :「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沒 , 我

的灵啊 ,应当努力前行。」( 士 4∶8—5∶21 , 请参看附

录三第 19 图及说明⑦—�12 )

2) 当亚哈作以色列王时 ,他离弃耶和华的诫命 , 娶了西顿

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 ,并随从她去拜假神巴力 , 惹动耶

和华神的怒气。耶洗别又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因此耶

和华使以色列遭災三年半不降雨 (王上16∶29—33 , 17

∶1) 。后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亚说 :「你去 , 使

亚哈得见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见了亚哈

王 , 他召聚以色列民和耶洗别所供养事奉巴力的 400

个先知 ,在迦密山上分坛献祭。耶和华神降火烧了以

利亚的祭物显出神蹟来。「眾民看见了 , 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 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

巴力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脫。」眾人就拿住他们 , 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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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 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祷告耶

和华 ,天就降下大雨 (王上 18 章 , 参看附录三第 48 图

说明④、⑤ ) 。

基    (Gihon)

圣经中同名叫基训的有两处。

Ⅰ .伊甸园的基训河

1 .地名原意 :「河流」、「发出」、「飞溅」。

2 .其他名称 : 或即现今的迪亚拉河 (Diyala )。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 图第二行第 3 格中迪亚拉河的

位置。

4 .地理情況 : 圣经中只在创世记里提到过基训河一次 ,

洪水以后 , 一直再未提到此河 , 因此关于它的地理情

況很难查考。传统的论述认为基训河是非洲尼罗河

上游东边的一条支流 , 因为这一支流靠近古实地区。

但有不少新的资料认为 , 圣经中提到的基训河边的古

实 , 并不是非洲的古实 , 而是希底结河 ( 今底格里斯

河 ) 东边的一个地区。故此认为基训河乃是现今波斯

湾北方的米所波大米 ( 今美索不达米亚 ) 区域的一条

河流 。另有资料则推论 ,基训河可能即是现今巴格

达东北方的迪亚拉 ( Diyala )河。

5 .圣经记载 :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 把

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

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二道河名叫基训 , 就是环

绕古实全地的。」( 创 2∶8—13 )

Ⅱ .耶路撒冷的基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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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喷出」、「飞溅」。

2 .其他名称 : 童女泉 ( Fountain of the Virgin)。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69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基训泉乃是耶路撒冷城东汲沦溪上游的一

个水源 , 距离耶路撒冷东南的隐罗结只有半公里左

右。基训泉水可由天然暗道流入城內供人饮用。当

年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时 , 他的战将约押 , 即由此暗道

进入耶 布斯人的堡垒 , 从而被提升 为元帅 ( 代上

11∶4—6 , 参见撒下 5∶6—8)。后来 , 在犹大国第 13

代的国王希西家时 , 亚述王西拿基立侵入犹大 , 定意

攻打耶路撒冷。希西家便堵塞了基训等处的泉源及

暗道 , 意在断绝敌人的水源。另外卻开凿隧洞作为水

道 , 把基训泉水引入城西的西罗亚池 , 以便贮水备用

( 代下 32∶1—4 , 30)。现今在希西家修凿的水道中 ,

仍有流水可见。

5 .圣经记载 :

1 )大卫晚年时 , 本已定意立所罗门继续他的王位 , 只

是尚未晓谕眾人 ( 王上 1∶17 , 20 )。大卫的儿子亚

多尼雅卻自以为 : 押沙龙死后 , 他在眾弟兄们当中

年纪最大 , 将来必会作王。因此亚多尼雅出入气派

很大 , 而大卫又未加管束 ( 王上 1∶ 5—6 ) 。有一

天 , 亚多尼雅邀请了他的眾多弟兄和王室的重臣 ,

在隐罗结旁欢宴 , 惟独沒有邀请所罗门以及忠于大

卫的臣僚。大卫得知这一消息后 , 便召见了祭司撒

督、先知拿单和大将比拿雅 ,使他们率领眾人 , 护送

所罗门骑著大卫的骡子 , 直到基训泉 , 在那里拥立

所罗门登基作王。当时人群在基训泉高声吹号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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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笛欢呼 :「愿所罗门王万岁 !」那时 , 在仅有半公里

之远的隐罗结旁 , 亚多尼雅请客的筵宴刚刚完毕 ,

大家听见所罗门在基训泉被立为王的欢呼声 , 又听

说大卫已经为此称颂耶和华 , 认同了所罗门的王

位 , 亚多尼雅等人便都惊惧而散 (王上 1∶9—49)。

2 )希西家王时曾「塞住基训的上源 ,引水直下 , 流在大

卫城的西边」(代下 32∶30)。

3 )希西家的儿子玛拿西作王时 , 曾「在大卫城外从谷

內基训西边 , 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 ,环绕俄斐勒 , 这

墙筑得甚高」(代下 33∶14)。

基 拉    ( Keilah)

1 .地名原意 :「堡垒」、「使懦弱者被疏远」。

2 .所在位置 :附录第 31 图第二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基伊拉是犹大高原上的一个城邑 (书 15∶33 ,

44 )高出海面约 400 馀米。此城镇距离亚杜兰不远。

4 .圣经记载 :当大卫逃避扫罗的寻索追逼 , 隐藏在犹大地区

的哈列丛林中时 , 有人告诉大卫 , 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

城 ,抢夺当地的庄稼。大卫遵照耶和华的指示 , 率领著跟

随他的人 ,杀败非列士人 , 解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但这样

卻暴露了大卫即在基伊拉城。当扫罗得知这一消息后 ,

便招聚部属要去攻打基伊拉。大卫听说扫罗要往基伊拉

来剿灭全城 ,又从神得到启示 , 深知基伊拉人将会背弃大

卫而把他交给扫罗 , 于是大卫便和跟随他的人起身逃出

了基伊拉 , 躲进西弗旷野的山地里 ( 撒上 23∶1—13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31 图说明⑧—⑩ ) 。

坚 哩    (Chenchreae)

1 .地名原意 :「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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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二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坚革哩是亚该亚地区哥林多城的东海口。是

离哥林多约 14 公里的城市。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离开哥林多坐船往敍利亚去的时候 , 因为他许过

愿 ,就在坚革哩剪了头发。 其后保罗到了以弗所 , 眾

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 保罗卻不肯。于是开船离开以弗

所 ,在该撒利亚下船 , 去到耶路撒冷 (徒 18∶18—22)。

2) 保罗向罗马信徒举荐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非比说 :「请

你们为主接待她 , 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

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 也帮助

了我。」(罗 16∶1—2)

密    ( Michmash)

1 .地名原意 :「隐藏」、「留下贫穷」。

2 .其他名称 :即现今的「墨麦斯 ( Mukhmas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6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密抹是便雅悯境內的一个小镇。位于伯利特

利的东南 , 在耶路撒冷北方约 12 公里。当地海拔 600

米 ,处于由伯利恆去往耶利哥、吉甲等地的要道上。现在

的墨麦斯 (即古时的密抹 ) , 已是一个坍塌了的村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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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苏威尼旱谷 ( Wadi Suweinit ) 堤埂的北面。

5 .圣经记载 :

1) 扫罗登基作以色列的王第二年的时候 ,「就从以色列中

拣选了 3000 人。2000 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 ;

1000 跟随约拿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要攻击非利士

人的防营。「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爭战 , 有车三

万辆 ,马兵 6000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 就上来在伯

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

抹的隘口。」(撒上 13∶1—5 , 23 )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

拿单和拿兵器的少年人 , 沒有告诉别人就从隘口过到

非利士防营那边。这隘口两边 ,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 ,

一峰向南与迦巴相对。约拿单相信耶和华必施展能

力 ,将他们交在他手里。二人同心进入非利士防营 , 杀

倒非利士兵 20 人。于是营中防兵战兢 , 非利士人用刀

互相击杀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以色列人击

杀非利士人 ,从密抹直到亚雅仑。」( 撒上14∶1—31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27 图及说明 )

2) 先知以赛亚论到亚述王进入犹大境內的情形说 , 亚述

王经过米矶仑 ,在密抹安放辎重 ( 赛 10∶28 )。

梭    (Soco ,Socoh)

圣经中有两个地方都叫梭哥 :

Ⅰ .犹大低地平原上的梭哥

1 .地名原意 :「丛林」、「约束」。

2 .其他名称 : 即现今的「书威卡达拉斯废墟 ( Khir bet

Shuweikat a r-Ras )」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42 图第三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梭哥在以拉谷旁的山上 , 位于伯利恆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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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 公里。就古时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疆界而论 , 在

扫罗王的年代 , 此城靠近非利士的边界。

5 .圣经记载 :

1 )当年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到了梭哥。以色列人在

以拉谷安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早晚都出来罵

阵 , 历 40 天之久 , 以色列人卻无人敢于应战。大卫

从伯利恆到两军阵前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时 , 便用机

弦甩石击杀了歌利亚 (撒上 17∶1—2 , 17—52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30 图及其说明 )。

2 )所罗门作王时 , 派了 12 个官吏管理梭哥等以色列

的城市 , 他们每年各有一个月要供给王和王宮所需

的食物 ( 王上 4∶7—10 )。

3 )犹大王罗波安年间 , 为了防卫而修筑加固了梭哥等

城 ( 代下 11∶5—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42 图 )。

Ⅱ .犹大南部的梭哥

1 .地名原意 :「丛林」、「约束」。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57 图第三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 梭哥是犹大南部的一个城邑 (书 15∶48 )。

在希伯仑西南约 15 公里。

4 .圣经记载 : 犹大王亚哈斯背逆耶和华 , 常受外族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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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非利士人即曾深入犹大南部 , 侵占梭哥等城。

( 代下 28∶18 )。

梭    (Sorek)

1 .地名原意 :「精选的葡萄树」。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3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梭烈乃是非利士地的一个山谷 , 在耶路撒冷西

南约 20 公里。山谷蜿蜒 , 谷中的溪水即洩入地中海內。

参孙的故乡琐拉 ( 士 13∶2 , 24 ) , 与梭烈谷相距不远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23 图 ) 。

4 .圣经记载 :英勇一世的参孙 , 后来竟喜爱、迷恋了一个屡

次诓哄、出卖他的妇人大利拉。这个大利拉的家乡即在

梭烈谷 (士 16∶4 ) 。大利拉一再诱骗参孙 , 让他说出自

己勇力的根源 ,并且叫他说明如何才能捆绑制伏他。参

孙执迷不悟 ,终于受害被非利士人擒获 ( 士 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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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利士人侵占的梭哥 , 究竟是哪一个梭哥 ,现有两种见解。

1 .有人认为 ,圣经记载说非利士人侵占了「犹大南方的城邑」(代下

28∶18) ,其中即有梭哥。故此认为非利士必定是侵占了犹大南部的梭

哥。

2 .另有人认为 , 非利士人侵占的是「犹大南边和西边山腳下的城

镇。他们也占领了伯示麦、亚雅仑、基底罗、梭哥、亭纳、瑾锁⋯⋯」(代

下28∶18 ,原文新译 )。由瑾锁向南 10 馀公里即到亚雅仑 , 亚雅仑向南

10 馀公里即到伯示麦 ,由伯示麦向南数公里即是犹大平原上以拉谷旁

的梭哥 , 所以《麦克米伦圣经图集》( The Macmillan Bible Atlas) 第 145

图则显示非利士人入侵到犹大平原上的梭哥。实际上犹大平原的梭哥

在伯利恆 (耶路撒冷)西南 24 公里 ,犹大南部的梭哥在希伯仑西南约 15

公里。两处梭哥相距很近(请参看附录三第 57 图 )。非利士人入侵时 ,

两处梭哥恐怕都难幸免。



推    ( Tyre)

1 .地名原意 :「岩石」、「受苦难」。

2 .其他名称 :

1) 又译作「提尔」。

2) 今名「苏尔 ( Sur)」。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及有关资料 :

1) 推罗在地中海东岸 ,位于迦密山的北方 , 在西顿以南约

40 公里。该地包括了岸上的陆地与附近的岛屿。公

元前 6 世纪时 ,巴比伦王从大陆上围攻推罗 13 年之久

才攻破此城。但推罗王早已把城內财宝转移到离岸一

里多的海岛上。巴比伦王因进城毫无所获 ,盛怒之下 ,

乃下令将城完全拆毀。公元前 332 年 , 希腊的亚历山

大大帝从海上围攻岛上的推罗新城 , 并且把陆地上旧

城废墟中的砖石、旧木、废土完全填入海中 , 修筑了一

条堤坝 ,把海岛与陆地连接起来 , 占领了推罗。

2) 推罗古时与各地多有贸易来往 , ( 结 27 章 ) 原先曾与以

色列十分友好 (王上 5∶1—18 ) , 但后来卻与以色列为

敌。约在公元前 830 年 , 先知约珥预言耶和华神必报

应推罗人 ( 珥 3∶4—7 )。公元前约 600 年时 , 先知以

西结预言尼布甲尼撒将攻击推罗 , 其城必不能再被建

造 (请参看结 26∶7—19 )。

3) 公元后 638—1124 年 ,推罗为阿拉伯人占领。公元 12

世纪时又属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13

世纪末推罗毀于战爭。不久 , 该城的城墙日益荒涼而

埋沒在沙土中。现今该地名为苏尔 , 是属于黎巴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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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的一个城镇 , 据 1982 年统计 , 仅有人口 23000

人。

5 .圣经记载 :

1) 推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赛 23∶6—7)。

2) 在大卫的时代 , 推罗王希兰即敬爱大卫 (王上 5∶1 )。

所罗门作王以后 ,推罗王希兰供给所罗门修建圣殿所

用的香柏木、松木和金子 (王上 5∶10 , 9∶11 )。推罗

王希兰的工匠也来帮助建殿 (王上 5; 18 , 7∶13—45 )。

因此所罗门曾把加利利的 20 座城赠给了推罗王希兰

(王上 9∶11 )。

3) 推罗曾是眾民的商埠 ( 结 27∶ 3 )。推罗人善于经商

(赛 23∶ 8 )。当年它与各地多有贸易往来 (结 27 全

章 )。

4) 历史记述推罗人曾与以色列人联盟抵御亚述。但后来

推罗投降了亚述并与以色列人为敌。因此约在公元前

755 年 , 先知阿摩司预言说 , 推罗既然「不记念弟兄的

盟约」, 神必不免去它的刑罚 ,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內 ( 摩

1∶9—10 )。约在公元前 830 年 , 先知约珥则预言说 ,

推罗人等既然把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敌方 , 神也

必使报应归到推罗人的头上。 (珥 3∶4—7 )公元前约

600 年时 ,先知以西结预言 , 尼布甲尼撒将攻击推罗。

并说他的马蹄将践踏推罗的街道 , 他将用刀剑杀戮推

罗人 (结 26∶7—11 )。

5) 耶稣当年传道来到加利利海边时 , 有许多人听见耶稣

的名声 ,便从各地来到他那里。其中即有从推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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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可 3∶7—8 , 请参看附录第 84 图 )。

6) 当年耶稣传道时 ,推罗和西顿的人们由于住处较远 , 并

不能像加利利海滨城市的居民一样 , 他们不能经常听

到耶稣的教诲或经常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蹟。因此 , 耶

稣告诫那些听了道而不信的人们说∶「当审判的日子 ,

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太 11∶20—

22 )。

7) 耶稣曾到推罗、西顿的境內去 , 进了一家 , 不愿意人知

道 ,卻隐藏不住 ( 可 7∶24 )。由于当地一个迦南妇女

凭信心再三地恳求 ,耶稣治好了她的被鬼附的女儿 ( 太

15∶21—28 )。

8) 使徒时代 ,推罗已经建立了教会。保罗第三次外出传

道后 ,在去到耶路撒冷的中途 , 曾在推罗上岸。保罗等

人找著了当地的信徒 , 就在推罗住了 7 天。那里的圣

徒曾劝保罗不要到耶路撒冷去 , 惟恐会遇到危险。但

是保罗仍是要走完他当走的路程。当保罗等人起程前

往耶路撒冷时 , 推罗的信徒们及其家庭的妻子、儿女

们 ,远送保罗等人到了城外的海边。大家跪在海岸上

祷告 ,彼此辞别。直到保罗等人上了船 , 推罗的信徒才

转回家中去。保罗在推罗和信徒们 7 天的交谈 , 竟是

形成了如此深厚的情谊 (徒 21∶3—6) !

推 推喇    ( Thyatira)

1 .地名原意 :「烧香」、「苦难气味」。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3 图第二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

推雅推喇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镇。在每西亚省南方不远

(请参看第 99 图第一行第 2 格 )。乃是由别迦摩到撒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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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居民以染紫色布匹而闻名。该地至

今尚有信徒。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 ,初到欧洲的腓立比时 , 该城有一

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呂底亚即是推雅推喇城的人。她

和她的一家相信耶稣作为她们的救主 ,并且受了洗 , 形

成了腓立比的教会 (徒 16∶12—15)。

2) 推雅推喇教会也是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之一。耶稣的

灵叫约翰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

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

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道我的仆

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 吃祭偶像之物。⋯⋯我是那察看

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至

于你们推雅推喇其馀的人⋯⋯你们已经有的 , 总要持

守 ,直等到我来。」( 启 2∶18—29)

敍    (Sychar)

1 .地名原意 :「酩酊」、「负担」。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五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敍加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城镇。在现今的巴勒

斯坦北部。该地离示剑不远 , 介于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

之间。

4 .圣经记载 :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的路上 , 必须经过撒

玛利亚。到了敍加城地区 , 靠近雅各给约瑟的那块地 , 在

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在井旁休息的时候 ,和一个前来打水

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谈道之后 ,那妇人顾不得她用来打

水的罐子 ,只身匆匆进到敍加城內 , 对眾人说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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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救

主吗 ?」那城里因此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并且请求

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

稣向当地人所讲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说 :「我们亲

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约 4∶1—42 )

敍 古    (Syracuse)

1 .地名原意 :「誉满敍利亚」。

2 .其他名称 :现今译作「锡拉库萨」。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1 图第二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敍拉古位于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东岸 , 是个重要

的港口。公元前 400 年左右敍拉古人的势力扩展到了意

大利的南部。一度建立了敍拉古帝国。公元前 289 年该

帝国解体。公元前 211 年 ,罗马人日渐强盛 , 攻占了敍拉

古。其后在历次战爭中 , 该地几经易手。现在的锡拉库

萨 (即敍拉古 ) ,乃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萨省省

会。

5 .圣经记载 :保罗被押解往意大利的途中 , 所乘的海船几乎

沉沒。历经艰险登上了米利大岛 (即现今的马耳他岛 )。

其后又从米利大乘船到了敍拉古 , 并且在敍拉古停泊了

三天 ,又从敍拉古开船前往意大利 ( 徒 28∶1—14)。

敍 亚    (Syria)

1 .地名原意 :「高地」。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4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1) 敍利亚在旧约中被称为亚兰。新约时代的敍利亚 , 东

临伯拉大河和敍利亚沙漠 , 西临地中海 , 北至基利家 ,

南接巴勒斯坦。南北长约 400 公里 , 东西宽约 2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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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2) 敍利亚最早为巴比伦管辖的属地。其后又为埃及人统

治。大卫作以色列的国王时 , 敍利亚境內分为若干小

国。其中以大马色和琐巴最强 , 但都曾被大卫征服。

公元前 732 年 ,亚述攻取了敍利亚 , 划为亚述的一省。

公元前 605 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又入据此地。公

元前 333 年 ,希腊的亚历山大占领了敍利亚。不久 , 亚

历山大死后 ,他的大将西流库·尼卡特 ( Seleucus Ni-

cator )割据此地而建立了敍利亚国 , 并以安提阿为其

首都。公元前 65 年 , 罗马的将军庞培 ( Pompey ) 进军

敍利亚 ,改为罗马帝国的一省。

3) 公元后 634 年阿拉伯人进入敍利亚 ,建立了统治政权。

公元 877 年又被埃及吞并。公元 1516 年 , 土耳其的奧

斯曼帝国占领敍利亚后 , 一直统领该地到第 19 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敍利亚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地。

1941 年敍利亚独立 , 国名为阿拉伯敍利亚共和国。以

大马士革 ( 即古时的大马色 ) 为首都。现国境长约近

500 公里 , 宽约 460 公里。1984 年统计约有 1000 万

人。其中伊斯兰教徒约占 87 .7% , 基督教各派教徒约

占 12%。

4 .圣经记载 :

1) 耶稣降生时 ,居里扭正在作敍利亚的巡抚。由于民眾

必须各归各城报名上冊 , 耶稣因而降生于伯利恆 ( 路

2∶1—7) 。

2) 耶稣传道时 ,走遍加利利 ,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 传天国

的福音 ,医治百姓的各种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北

方的敍利亚地区。敍利亚那里的人便把各样的病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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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耶稣那里 ,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太 4∶23—24 , 请参

看附录三第 84 图 ) 。

3) 古时敍利亚国 ( 即古代亚兰国 ) 的元帅乃缦曾患了大

麻疯病 , 他请求先知以利沙的医治 , 由于乃缦的信

心 , 因此得以痊愈 ( 王下 5∶1—17 ) 。后来耶稣在本

乡传道 , 竟被人轻视而不相信他。耶稣当时说 :「先

知以利沙的时候 , 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但

內中除了敍利亚国的乃缦 , 沒有一个得洁淨的。」这

些话乃是指明 , 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是不能得救的 ( 路

4∶27 , 参看路 4∶24 ) 。

4) 使徒时代 ,敍利亚某些地方已经有了一些信徒 , 并且建

立了教会 (参看徒 15∶23 , 41 ) , 安提阿乃是其中较兴

旺的教会。请参看本书「安提阿」条。

5)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返回时 , 又来到了敍利亚的安提

阿 (徒 18∶18 , 22 , 请参看附录三第 99 图第二行第 4

格 ,并请对照第 78 图第三行第 5 格 )。

6)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后 ,原本也是想经过耶路撒冷 , 再

返回敍利亚的安提阿去的 ( 徒 20∶16 , 20∶3 , 21∶3 )。

但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即被犹太人捉拿、诬告 ( 徒

21∶27—36 ) , 后来囚禁在该撒利亚两年 ( 徒 23∶31—

24∶27 ) , 又被押送去罗马 (徒 27∶1—28∶16 )。

7)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曾讲述过 ,他信奉基督的初期 , 在耶

路撒冷和彼得同住了 15 天 , 以后又到了敍利亚和基利

家境內 ( 加 1∶18—21 , 请参看附录三第 97 图及其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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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划

答 匿    ( Tahpanhes)

1 .地名原意 :「此地为首领」、「你要用哀怜充满了手」。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4 图第四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答比匿是埃及东部的一个大城 , 也是从埃及通

向迦南和亚述的一个重镇。位于尼罗河下游最东一个支

流的东岸 ,靠近入海之处。公元前 568 年巴比伦王进攻

埃及 ,答比匿应是首当其冲的城市。

4 .圣经记载及历史记述 :

1) 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之后 , 巴比伦王指派基大利作为

犹大地区的省长 ,基大利安抚犹大残军的军官们说 , 只

要顺服巴比伦 ,就可以安然无虑。但其中一个军官以

实玛利卻夥同他人杀死了基大利 (王下 25∶22—25 )。

以实玛利等人逃奔到亚扪人那里 ( 耶 41∶ 15 )。当时

在犹大人中居首的约哈难等人 , 深怕巴比伦王来报复

屠杀 ,又不顾先知耶利米的劝告 , 竟带著耶利米等犹大

人逃到了埃及的答比匿去避难 (耶 43∶5—7 , 参看附

录三第 64 图说明�12 ) 。

2) 先知耶利米到了答比匿于公元前 626—586 年间预言

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必要来进攻埃及 , 同样地杀

伤掳掠 (耶 43∶8—11 )。耶利米并且论到逃到埃及答

比匿等地的犹大人说 :由于犹大人祭拜了假神 , 所以耶

和华神才刑罚他们 ,即或是逃到埃及避难的犹大人 , 神

也同样向他们降災 ( 耶 44∶1—3 )。神怎样刑罚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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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的犹大人 , 也照样刑罚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 耶

44∶13 )。

3) 历史记述 ,数十年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果然再次侵

入埃及。

腓 比    ( Philippi )

1 .地名原意 :「腓立的城」或「爱马」。

2 .其他名称 :「菲利皮」。另有新名「菲利普阿」。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此城是马其顿东北部的一个城市。离海港尼亚波利只

有 14 公里 , 离暗妃波里约 50 公里。

2) 腓立比古时被称为葛勒尼弟 ( Crenides ) ,早在公元前 7

世纪时此城已经建成。公元前 359 年 , 马其顿皇帝腓

立普二世扩建这一城市 ,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它为「腓

立比」。公元前 146 年之后 , 罗马帝国又把马其顿划为

自己的一个行省 ,而把腓立比作为罗马的驻防城市。

3) 现在的菲利普阿 (即古时的腓立比 ) 在现今希腊的卡瓦

拉州境內。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时曾见到異象 ,在異象中 , 有一个

马其顿人呼求保罗到欧洲的马其顿去 , 传福音给那里

的人听 (徒 16∶9—10 )。于是保罗就从亚洲的特罗亚

坐船出发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 ,

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 ,在那里住了几天 ( 徒16∶11—

12 )。

2) 由于保罗的证道 , 居住在腓立比的妇女呂底亚首先全

家信奉基督而受洗。在她的家中便形成了腓立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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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徒 16∶13—15)。

3) 保罗在腓立比从一个使女的身上赶出了附在她身上的

鬼。因此使她的主人们无法因她的法术再得财利。她

的主人们便揪住保罗和保罗的同伴西拉 , 把他们带到

官长那里。官长吩咐人打了他们许多棍 , 就把他们下

在监里 ,两腳上了刑具。约在半夜 , 保罗和西拉祷告唱

诗赞美神 ,忽然地大震动 , 监牢的门都开了 , 眾囚犯的

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传福音给狱卒 , 狱卒的全家都

信了神 ,得到了救恩的喜乐 ( 徒 16∶16—34 )。

4) 到了天亮 ,官长释放了保罗和西拉。他们出了监 , 先到

呂底亚的家中去 ,劝慰那里的信徒 , 然后就离开了腓立

比 (徒 16∶35—40)。

5)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从马其顿返回亚西亚时 , 又到过

腓立比。再从腓立比坐船去到特罗亚 (徒 20∶5—6)。

6) 保罗曾接受过腓立比教会无条件的馈赠。在帖撒罗尼

迦和罗马 , 保罗都曾接到过腓立比教会的供给 ( 林后

11∶9; 腓 2∶25 , 4∶ 16—18 )。但是保罗从未接受过

腓立比教会的指示或差派。他说他乃是「基督耶稣的

仆人」( 腓 1∶1 )。

7)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非常

关心那里的信徒。新约腓立比书就是保罗被囚于罗马

时写给腓立比圣徒的书信 (腓 1∶1)。

腓 基    ( Phoenicia)

1 .地名原意 :「棕树之乡」。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4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1) 古时的腓尼基地区包括了迦南、西顿等地 (创 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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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49∶13 )。耶稣降生后 ,新约圣经中提到的腓尼基 ,

指的乃是推罗、西顿的境界 ( 太 15∶21; 可 7∶24; 路

6∶17) 。推罗今译作「提尔」, 西顿今译作「赛达」。据

考证 ,新约记述的腓尼基 , 约相当于现今的黎巴嫩以及

黎巴嫩与敍利亚、以色列毗邻的地区。

2) 腓尼基当地的农作物 ,经常不足供给本地居民的需用 ,

因此常须邻境相助 (徒 12∶20 ,参看王上 5∶11 )。

3) 古代腓尼基的语言属于闪族语系。腓尼基语的 22 个

字母表 ,早在公元前 15 世纪时已在当地居民中使用。

语言学者大多认为希腊字母即来源于腓尼基字母 , 其

后又影响了西方的各种语言文字。

4) 历史记述 ,古代腓尼基人曾与以色列人多有贸易往来

(王上 5∶10 , 9∶10—14 )。公元 8 世纪后 , 该地曾先

后被亚述、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占领。耶稣降生时 ,

腓尼基乃是罗马帝国的属地。

4 .圣经记载 :

1) 司提反殉道后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居比路

和安提阿 ,继续传讲基督的道 ( 徒 11∶19 )。

2) 保罗第一次外出布道归来 ,最后回到了安提阿。有些犹

太信徒和保罗、巴拿巴爭论 , 外邦信徒要不要像犹太人

那样遵守传统的割礼。于是保罗、巴拿巴二人受了安提

阿教会的委托 ,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到了耶路撒冷 ,与

那里的使徒和长老一同交谈。在那次会议上 , 确立了外

邦信徒不需要受割礼的決定 ( 徒 15∶1—11)。

3)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结束后 , 決意回耶路撒冷。就在

米利都离别了眾人 , 开船去到哥士 ,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大喇 ,遇见一只船 , 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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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敍利亚去 , 在推罗上岸和那里的门徒住了七天 ( 徒

21∶1—4 )。

黑 山   (Hermon, Mount of)

1 .地名原意 :「高峰」、「热心致力」。

2 .其他名称 :

1) 西连 ( Sirion) (申 3∶9)。

2) 示尼珥 ( Senir ) (申 3∶9) 。

3) 西云山 ( Sion) (申 4∶48 )。

4) 今译作「赫尔蒙 ( 山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一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它在黎巴嫩和敍利亚的边界上 , 位于大马士革

以西。为地中海东岸的最高点 , 海拔将近 3000 米 , 南北

蜿蜒 30 公里。山上终年积雪 , 山坡土壤肥沃 , 山腳下为

约但河两条主要源头的发源地。该山在巴勒斯坦地区被

以色列人尊为圣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声称信奉基督之

后 ,此山更被当做圣地。1967 年 6 月的阿、以战爭之后 ,

其西坡与南坡约 25 平方公里的地区 , 被划入以色列占据

的戈兰高地。

5 .圣经记载 :

1) 黑门山原为巴珊王噩的属地 ( 书 12∶5 ) , 约书亚率领

以色列人战胜迦南人时 ,已杀了巴珊王噩 , 夺取了黑门

山 (书 12∶1 )。

2) 大卫的诗歌赞美黑门山说 :

看哪 !

弟兄和睦同居 ,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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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 133∶1—3 )。

3) 以色列人的其他诗歌中 ,对黑门也多有歌颂、赞美的词

句 (诗 89∶12;歌 4∶8) 。

4) 耶稣曾带著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他

在山上改变了形象。一般学者认为 , 这一高山即是黑

门山 (太 17∶1—8)。

疏    (Succoth)

同名叫疏割的有两处 ,今分别介绍如下 :

Ⅰ .雅各居住过的疏割

1 .地名原意 :「牲口棚」、「棚」。

2 .其他名称 : 英语新译本作「Sukkoth」。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7 图第一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及圣经记载 : 疏割位于约但河东 , 雅博渡口

以北。雅各会见哥哥以扫以后 , 就往疏割去 , 在那里

为自己盖造房屋 , 又为牲畜搭棚 , 因此那地方名叫疏

割 ( 就是「棚」的意思 ) ( 创 33∶17 )。

Ⅱ .以色列人安营的疏割

1 .地名原意 :「牲口棚」、「棚」。

2 .其他名称 :

1 )英语新译本作「Sukkoth」。

2 ) 可能即是现今中东的「帖尔马士古达 ( Tell el-

Mas khuta )」。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11 图第二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疏割在古时红海的北方 , 约相当于今苏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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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运河地区。位于苦湖的西北。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时安营停留的第一处。

5 .圣经记载 :

耶和华灭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后 , 法老才允许摩西率

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

去 , 并安营在那里。除了妇人孩子 , 步行的男人约有

60 万 ,以后他们又从疏割起行 , 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倘

( 出 12∶29—37 , 民 33∶5—6 )。

提 斯    ( Thebez)

1 .地名原意 :「光明」、「显著」。

2 .其他名称 :近称土巴斯 ( T ubas)。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0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提备斯是示剑东北约 15 公里的一个城镇。位

于由示剑去往伯珊的大道上。

5 .圣经记载 :在士师时代 , 以色列的著名领袖基甸因为妻子

眾多 ,生有 70 个儿子。他又娶了一个示剑的女子为妾 ,

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亚比米勒。这个带有迦南血统

的亚比米勒靠示剑城迦南人的支持 , 用巴力庙里的钱僱

用匪徒 ,把同父異母的 70 个兄弟杀死 ,自立为王 , 用武力

强迫以色列人受他的统治为时三年。但当他攻取提备斯

时 ,有一个女人从城楼上拋下磨石把他打成重伤。亚比

米勒不愿被人说他死在一个女子的手中 , 便叫他的随从

用刀把他刺死在提备斯的楼门之下 (士 9∶50—55 )。

提 哩亚    ( Tiberias)

1 .地名原意 :「鱼厂」。

2 .其 他 名 称 : 又 译 作「太 巴 列」, 也 叫「塔 巴 哩 亚

( Tabari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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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二至三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提比哩亚位于加利利海西岸。距离约但河的

入海处约 17 公里 , 距约但河的出海口约 9 公里。此城是

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于公元 18 年建造的。希律为了讨

好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留 , 即以皇帝的名字命名该城为

提比哩亚 ,使它成为加利利省的省会。公元 70 年时 , 耶

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人摧毀。其后 , 提比哩亚即成为巴

勒斯坦犹太人的主要城镇。犹太教公会和犹太教的拉比

学院也迁入此城。其后 , 提比哩亚与耶路撒冷、希伯仑、

加利利的撒费得 ( Safed) 并列为犹太人的四大圣地。现

今也是以色列境內的旅游胜地之一。1982 年统计 , 此城

约有 29000 人。现名塔巴哩亚。

5 .圣经记载 :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用五个饼两条鱼使 5000

人吃饱之后 ,眾人要强迫他作王。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

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上了船 , 要过

海往迦百农去。门徒们搖橹约走了约 5 公里多路 , 耶稣

在海上步行走到了门徒的船边。门徒们接他上了船 , 随

即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天 , 那些吃饼得饱的眾

人发现耶稣和门徒已不在海边上。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

比哩亚来 ,停靠在耶稣曾分饼给眾人吃的附近。这群人

就上船往迦百农去找耶稣。找到耶稣后 , 耶稣卻对他们

说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蹟 , 乃是因吃饼得饱。不

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从而说明 ,耶稣并不是要在世上作王 , 乃是要赐给人永远

的生命 (约 6∶15—40 )。

提 哩亚海 ;即「加利利海」    ( Tiberias,Sea of)

1 .地理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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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位置请参看附录三第 80 图第二至三行第 4 格加利

利海。

2) 其他情況请见于本书「加利利海」条。

2 .圣经记载 :「加利利海 , 就是提比哩亚海」( 约 6∶1 )。耶

稣复活以后 ,曾在提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耶稣和

门徒们在提比哩亚海边吃完了早饭 , 曾三次垂问彼得 :

「你爱我吗 ?」而且三次嘱托彼得喂养小羊、牧养羊群。耶

稣并且对彼得说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腰带 , 随意往

来。但年老的时候 , 你要伸出手来 , 别人要把你捆绑起

来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些话 , 是指明彼得要

怎样死来荣耀神而说的 (约 21∶1—19。18 节中引号內

的经句乃是新译文 )。

提 亚    ( Tekoa)

1 .地名原意 :「堡垒」、「搭起帐棚」、「号筒」、「戳刺」。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2 图第三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提哥亚是耶路撒冷以南约 15 公里的一个城 ,

距伯利恆南 9 公里 ,此城四周有牧羊的草地 , 故多年为牧

人所居住的城镇。

4 .圣经记载 :

1) 押沙龙因为杀害了他的胞兄暗嫩 , 得罪了父亲大卫王

而畏罪逃到了基述。大卫想念押沙龙时 , 约押想挽回

大卫的心意。约押在提哥亚那里找来一个聪明的妇人

晉见大卫。她假装居丧 ,穿著孝服 , 对大卫说她是个寡

妇 ,有两个儿子 , 其中一个儿子杀死了另一个儿子。全

家人都要把这个杀人的儿子处死。但是这样她就会失

去仅存的一个儿子。所以她请求大卫断案帮助。当大

卫应允保证她的儿子一根头发也不会损伤的时侯 ,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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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趁机劝解大卫把押沙龙召回来。因此押沙龙得以重

回耶路撒冷居住 (撒下 14∶1—23 )。

2) 犹大王罗波安为了保障国土 , 曾修筑了许多坚固的城

邑 ,提哥亚便是其中的一个 ( 代下 11∶6 , 参看附录三

第 42 图 ) 。

3) 犹大王约沙法与东方各族人爭战的时侯 , 在提哥亚的

旷野 ,于两军阵前激励犹大人。在百姓颂赞耶和华的

歌声中 ,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

人、摩 押 人 和 西 珥 山 人 , 他 们 就 被 打 败 了 ( 代

下 20∶20—24 ,请参看附录三第 51 图说明③、④、⑤ )。

4) 提哥亚也是先知阿摩司的家乡 (摩 1∶1 , 请对比参看

附录三第 56 图 ) 。

寻    ( Zin)

1 .地名原意 :「荊棘篱笆」。

2 .所在位置 :附录第 11 图第二行第 3—4 格。

3 .地理情況 : 寻是个旷野名称 , 接近迦南的南部 ( 民 13∶

21 )。加低斯巴尼亚即在这一旷野中 ( 民 20∶1 )。其东

方是以东之地 ,其南方是巴兰旷野。实际上寻旷野即是

巴兰旷野北部的一部分 (民 13∶26)。

4 .圣经记载 :

摩西差遣 12 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 他们即是从寻旷野出

发的。他们窥探迦南 40 天后 , 又回到了巴兰旷野北部

(寻旷野的 ) 加低斯巴尼亚 ( 民 13∶3 , 21—26 )。其后以

色列人绕行旷野 38 年 , 再次到了寻旷野的加低斯 ( 民

20∶1) 。

雅 聂    (Jabneel)

圣经中有两个雅比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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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犹大支派的城镇雅比聂

1 .地名原意 :「神的建筑物」。

2 .其他名称 : 雅比尼。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55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雅比聂在约帕以南 15 公里 , 距离海岸约 6

公里 , 位于从约帕到亚实基伦的沿海大道上。现今仍

存有此城的遗蹟。

5 .圣经记载 :

1 )犹大支派按著宗族分得的地业 , 其中有雅比聂城

( 书 15∶11 )。

2 )犹大王乌西雅登基后 , 出去攻击非利士人 , 拆毀了

雅比尼 ( 即雅比聂 )城 ( 代下 26∶3—6 )。

Ⅱ .拿弗他利边境的城镇雅比聂 ( 书 19∶33 )。有人认为即

是现在的叶玛 ( Yemma )。在加利利海的西南方。

雅    (Jabbok)

1 .地名原意 :「湧出」。

2 .其他名称 :今名「扎尔卡 (Zerqa )」,或译作「庶卡」, 也译作

「雅卡」。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 图第一行第 4 格。

4 .地理情況 : 雅博是一条小河的名字 , 为约但河东边的一

条支流 , 在死海以北 30 公里 , 向西流入约但河。此河

源于拉巴亚扪、雅博河为亚扪与亚摩利及迦得族之分

疆界線。此河将基列山划为两部。其南部以前为西宏

王所据 , 后分与迦得族。北部则为噩王所据 , 后归玛拿

西半族为业。

5 .圣经记载 :

1) 当年雅各遵耶和华的吩咐 , 从母舅拉班那里回本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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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去。「雅各打发人先往西珥地去就是以东地 , 见他哥

哥以扫」。并「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

扫」。「他夜间起来 , 带著两个妻子 , 两个使女 , 并十一

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

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那人向雅各说 :「你的名不

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

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 意思说 :

「我面对面见了神 ,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后来雅各在此

地见到他哥哥以扫 ( 创 32 章 , 请参看第 7 图说明⑨、

⑩ )。

2) 以色列人征服亚摩利王西宏时 ,得了他的地 , 从亚嫩河

到雅博河 ,直到亚扪人的境界 ( 民 21∶24 )。

雅    (Athens)

1 .地名原意 :「不定的事」、「( 手艺女神 ) 雅典娜 ( A thena ) 的

城」。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二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

1) 雅典是希腊的古城。公元前 490 年 , 雅典人以其英勇

爱国的军队战胜波斯大军。公元前 476 年 , 雅典联合

了希腊的许多小城邦建立了雅典同盟 ,实力逐渐强大。

其后 ,雅典兴建了许多华丽的楼阁 , 并以许多的雕像装

饰全城。其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也闻名于世。柏拉图

( Plato)、亚里士多德 ( Aristo tle ) 等学者经常在雅典进

行学术活动。市內有阿哥拉 ( Agora ) 广场 , 可以自由

地在广场上发表演讲。城內的亚略巴古山也是名山 ,

请参看本书「亚略巴古」条。

2) 公元前 404 年 , 雅典被希腊的另一城邦斯巴达 ( S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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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战败 , 从此逐渐衰落。公元前 4 世纪时 , 雅典被罗

马帝国划归马其顿省。但由于其学术文化卓越 , 罗马

使它稍有自治权。

3) 公元后 1204 年 , 雅典被十字军占领。1456 年 , 又被土

耳其攻取。1833 年 , 希腊独立 ,雅典成为首都 , 1981 年

时统计 ,雅典人口为 88 万馀人。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经过雅典时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

就心里焦虑。他不仅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宣讲基督 , 而

且每天也在市內的广场上向行人讲论 ( 徒 17∶16—

17 )。

2) 保罗被雅典的学者带到亚略巴古山 , 保罗在该处讲道

之后 , 亚略巴古的官员丟尼修等人信从了基督 ( 徒

17∶18—34 )。

雅 井    (Jacob�s Well )

1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五行第 3 格示剑地。

2 .地理情況 :雅各井在敍加境內 ,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

那块地方 (约 4∶5—6 )。当年雅各及其子孙和牲畜都饮

用这口井的水 ( 约 4∶ 12 )。雅各井口的直径为 3 米 , 原

来深达 25 米 , 因为多年来游人投石为戏 ,井已逐渐变浅。

3 .圣经记载 :

耶稣当年传道路过敍加时 , 曾坐在雅各井旁休息。有一

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前来打水。耶稣便向她说 : 喝了这些

地上的井水 ,总归还要再渴。但是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 直湧到

永生。」当这个妇人请求耶稣把这种湧到永生的水赐给她

的时候 ,耶稣便把她素来所作的事都说了出来。这个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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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丟下水罐子跑进城里 , 向当地人见证说耶稣或许就

是大家盼望的救主 ,从而使当地许多人信奉了耶稣 (约 4

∶5—42 , 请参看本书「敍加」条及「撒玛利亚」条中的「撒

玛利亚人」一项 ) 。

雅    (Javan)

1 .地名原意 :「起泡」、「泥土」。

2 .其他名称 :即后来的「希腊」。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 图第一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雅完地区乃是雅弗的儿子雅完的后代居住之

地 (参看创 10∶2 )。雅完乃是希腊国的古时称谓。

5 .圣经记载 :

1) 先知以赛亚时 ,雅完作为西方遙远的異族之地 , 尚未听

到耶和华的名声 ( 赛 66∶19 ) 。一直到新约的使徒时

代 ,当地人还祭拜「未曾认识之神」( 徒 17∶23 )。

2 ) 先知但以理在異象中得知 , 雅完王 ( 即希腊王 ) 必将

强盛。而且头一个王死后 , 该国要分裂成四国 ( 但

8∶21—22 )。

犹    (Judah)

1 .地名原意 :「赞美」。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七至八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与有关资料 :

1 ) 其位置约相当于附录三第 15 图中盐海以西的犹大、

便雅悯所占之地。请对照附录三第 76 图参考犹大

的疆界。

2) 犹大作为地名在圣经中的不同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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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时表示国名 ,圣经中曾提到 :

A .神坚固了「犹大国」(代下 11∶17) 。

B .有些人「入了犹大 ( 国 )籍」(斯 8∶17 )。

C .⋯⋯「作犹大 (国 )王的时候」。 (赛 1∶1) 。

②有时表示地名 , 圣经中曾多次提到「犹大地」( 撒上

22∶5; 摩 7∶12;耶 39∶10) 。

3) 犹大作为地名来说 , 其词义变化不大。但是犹大地区

所表示的范围在各个历史阶段卻大小不同。今就其词

义、疆域、称谓简述于下 :

①犹大本来是个人名 , 乃是以色列 (即雅各 ) 的儿子。

其后裔即是以色列族的犹大支派 ,常被称为犹大人。

以色列人占据迦南后 , 犹大人分得了盐海以东的广

大地界。早在以色列人建国之前 ,该处即被叫作「犹

大地」( 请参看路得记第 1 章第 7 节 )。

②以色列人建国初期 ,各支派联合一致 , 共同拥护扫罗

作第一代国王。扫罗对外作战阵亡后 ,国势很弱 , 他

的儿子伊施波设继续作以色列王 (撒下 2∶8—10 )。

但是犹大支派的眾人 ,拥立大卫作了犹大王 , 初次形

成了短暂的犹大国 (撒下 2∶1—4 )。

③以色列王伊施波设被他的部下杀死后 , 以色列眾支

派的长老来拜见大卫 ,共同拥戴大卫作以色列的王。

圣经上说 ,大卫先是作犹大王 7 年零 6 个月 , 后来又

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 年。这时犹大支派的地位

已显然高过了其他支派 (撒下 5∶4—5 )。

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死后 , 以色列—犹大联合王国

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犹大国据有犹大和便雅

悯两个支派的领地 ,以耶路撒冷为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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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以色列国虽拥有其他支派的地区 ,但其第一代国王 ,

惟恐他的臣民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从而倾

向于犹大国 ,他便造了两个金牛犊称之为神 , 让他的

臣民就近敬拜。这样一来 , 反而更使以色列各支派

中的敬虔人都去到耶路撒冷居住。这样就使犹大国

人民 ,在对耶和华的信仰上 , 比起以色列人来更为真

纯。圣经上说 , 这样就坚固、增强了犹大国的实力

(代下 11∶17)。

⑥其后犹大国屡次对外爭战 , 疆界多有变化。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了犹大国 , 犹大人

被掳到巴比伦等地。原犹大国所在地即被称为「犹

大」或「犹大地」。

⑦犹大地区其后相继被巴比伦、波斯、希腊、埃及、敍利

亚统治。一度被定名为犹大省。公元前 167 年虽曾

短期独立 ,但由于语音的变化 , 历史上已称它叫犹太

国。公元前 63 年罗马帝国侵入该处 , 公元前 37 年

大希律被罗马分封为犹太王 , 仅只是傀儡。耶稣在

世时 ,彼拉多作该处的巡抚 (路 3∶1 )。犹太已经成

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名称了。

4) 犹大人、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意义与关系 , 请

参看本书「以色列」条中「以色列词义变化沿革」一项。

5) 犹大国与犹大地也多与耶路撒冷的兴衰遭遇有关。请

参看本书「耶路撒冷」条。

4 .圣经记载 :

1) 以色列—犹大联合王国分裂后 , 犹大国共有 20 位国

王。除第 3、4、8、9、10、11、13、16 诸代国王外 , 其他诸

王都有祭拜偶像的恶行。历代的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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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波安 ( 王上 14∶21—31 )

(2 )亚比央 ( 王上 14∶31—15∶8)

(3 )亚撒 ( 王上 15∶9—24;代下 14—16 章 )

(4 ) 约沙法 ( 王上 15∶ 24 , 22∶ 41—50; 代下 17—20

章 )

(5 )约兰 ( 王下 8∶16—24;代下 21 章 )

(6 )亚哈谢 ( 王下 8∶25—9∶28; 代下 22 章 )

(7 )亚他利雅 ( 王下 11∶1—16;代下 22—23 章 )

(8 )约阿施 ( 王下 12 章 ; 代下 23—24 章 )

(9 )亚玛谢 ( 王下 14∶1—14 , 25 章 )

(10) 亚撒利雅 (乌西雅 ) (王下 15∶1—8)

(11) 约坦 (王下 15∶32—38;代下 27 章 )

(12) 亚哈斯 (王下 16 章 ;代下 28 章 )

(13) 希西家 (王下 18—20 章 ;赛 36—39 章 )

(14) 玛拿西 (王下 21∶1—9;代下 33∶1—20 )

(15) 亚们 (王下 21∶19—26)

(16) 约西亚 (王下 21∶26—23∶30;代下 34—35 章 )

(17) 约哈斯 (王下 23∶31—33 ,代下 36∶1—4)

(18) 约雅敬 (王下 23∶36—24∶7; 代下 36∶5—8 )

(19) 约雅斤 (王下 24∶8—17; 代下 36∶9—10)

(20) 西底家 (王下 24∶17—25∶7; 代下 36∶11—21 )

2) 旧约中关于犹大国、犹大地的经文从略。

3) 施洗约翰的父母即住在犹大的一座城里 ( 路 1∶39—

40 ,57—65) 。而依人来看 , 耶稣也是以色列的儿子犹

大这一支派的后裔 (路 3∶23—34 )。

犹    (Judaea)

1 .地名原意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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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七至九行第 2—3 格。

3 .地理位置及简介 :

1) 公元前 300 馀年时 , 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其所到之

地 ,处处传播希腊文化。到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沿岸

时期 ,希腊语已通行于各地。希伯来文的「犹大」受希

腊语文的影响逐渐转化为「犹太」。其词意都是「赞

美」。词根相同。读音也近似。只是拼写的词形略有

变化而已。

2)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全部旧约只见有使用

「犹大」一词的经文 ,未见有使用「犹太」的译文。

3) 耶稣降生前 ,马克比王朝的短期独立时代 , 曾被某些历

史学者称其为「犹太国」。这就意味著犹太的词义已有

所延伸 ,即犹太意指古以色列建国时的全部疆域 ( 请参

看附录三第 76 图 ) 。

4) 新约地名中 ,有时用「犹大」, 有时用「犹太」, 甚至在同

一段经文中 ,在意指同一地区时 , 即有「犹大」、「犹太」

替換使用的现象。例如 :撒迦利亚的家在「犹大 (山地 )

的一座城」( 路 1∶39) , 及至他哑口很久又突然说话的

时候 ,这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路 1∶65)。

5) 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先后亡国 , 人民被掳到外地之

后 ,在波斯王古列年间归回的以色列人中 , 大多都属于

犹大支派。因此以色列人与犹大人乃逐渐成为同义

词。及至「犹大」的语音转化为「犹太」时 , 在新约圣经

中 ,即未再使用「犹大人」,「以色列人」便常被称为「犹

太人」。

6) 路加多次提到的「犹太」,就地区名称而言 , 其含义似已

包括了古以色列人占有的全部迦南地区 (请参看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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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徒 2∶9 , 10∶37)。其他经卷中 ,「犹太」则仍多意

指巴勒斯坦南部地区。

4 .圣经记载 :

1) 施洗约翰的母亲和耶稣的母亲是亲戚 (路 1∶36 )。约

翰的母亲怀他六个月时 ,耶稣的母亲由圣灵怀了孕 ( 即

怀了耶稣 ) ( 路 1∶26—38) 。那时希律正作犹太王 ( 路

1∶5 )。

2) 当希律作犹太王的时候 , 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发现到一

颗奇異的星辰 ,他们就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打听说 :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 我们在东方看见

他的星 ,特来拜他。」博士们所说的「生下来作犹太人之

王的」正是耶稣基督 , 希律听见了心里非常不安 ( 太 2

∶1—3 )。希律欺骗博士们找到耶稣后来向他报信。

但「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 不要回去见希律」, 因此

博士拜见幼婴耶稣后 , 便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希律

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十分恼怒 , 竟将伯利恆四境两

岁以內的男孩都杀害了 (太 2∶8—16)。

3) 耶稣出来传道时 , 彼拉多在作犹太巡抚 (路 3∶1—2 ,

参看路 3∶21—23)。耶稣受难 ,也是彼拉多下令杀害

的 (约 19∶16)。

4) 耶稣被钉十字架时 , 犹太巡抚彼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

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 拿撒勒人

耶稣⋯⋯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 (希腊 ) 三种文

字写的。」(约 19∶19—20)

5) 旧约圣经认为 ,以色列人 ( 即犹太人 )乃是神的选民 ( 赛

48∶12 )。而在新约时代 , 基督徒即是神的选民 , 是圣

洁蒙爱的人 ( 西 3∶12 ) 。耶稣受难之前 , 彼拉多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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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

界。」(约 18∶33—36 ) 圣经记述说耶稣基督乃是万主

之主 , 万王之王 ( 提前 6 ∶ 15 )。乃是万世之王 ( 启

15∶3) 。

6) 圣经中提到犹太的其他经文从略。

十三划

暗 波里    (Amphipolis)

1 .地名原意 :「河流环绕之城」。

2 .其他名称 :近代译名为「安菲波利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一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它位于马其顿 , 在腓立比西南近 50 公里处。

相当于现今希腊境內的东北部。距爱琴海约 5 公里 , 仍

有古代防御工事和罗马水道工程的遗蹟。

5 .圣经记载 :

保罗和西拉二人由腓立比往帖撒罗尼迦去布道时 , 曾经

过这个地方 (徒 17∶1 )。

蛾 拉    (Gomorrah)

1 .地名原意 :「淹沒」、「废墟」、「束缚」。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 图第三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及圣经记载 :蛾摩拉常与所多玛相提并论 , 现已

毀灭。其旧址当在盐海南端的水底。圣经记载耶和华神

因为蛾摩拉罪恶甚重 ,曾将硫磺与火 , 降到所多玛与蛾摩

拉 ,当地遂完全毀灭 ( 创 18∶ 20 , 19∶ 24—28 ) 。其详细

情況请参看本词典中的「所多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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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利亚    (Caesarea)

1 .地名原意 :「该撒的城」或「割开」。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

1) 它是位于撒玛利亚西部海滨的一个港口城市。在地中

海沿岸。地当迦密山以南约 65 里 , 约帕以北约 45 公

里 ,东距耶路撒冷约 75 公里。在罗马统治时期 , 该撒

利亚曾是巴勒斯坦的省会 , 罗马派驻该地区的巡抚即

驻扎于此地。故此该撒利亚也是当时的交通、政治、军

事要地。

2) 此城原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 ,常有民族矛盾 , 甚至引

起战爭。公元约 640 年 , 阿拉伯人攻占此地。中世纪

时又毀于十字军东征的战爭中 , 遂成一片泥沙地带。

但其遗址 ,现已为考古学家发现并挖掘出来。原城高

大 ,城內且有圣殿、剧场、沟渠等遗蹟。据考证 , 许多古

蹟乃是大希律作王时所修建的。大希律为人奸诈凶

残 ,当初修建圣殿等处所 , 只是为了讨好犹太人。耶稣

降生时他曾欺骗博士 ,让博士们找到耶稣后报信给他 ,

以便杀害耶稣。及至发现博士找到耶稣后 , 乃直接归

回东方并未报信给他 ,希律便勃然大怒 , 杀尽了耶稣降

生之地的男婴 (太 2∶1—16 )。人称希律为人无道 , 他

所经营的业绩也已成为一片废墟 ,仅供游人慨歎而已。

4 .圣经记载 :

1) 福音是先传入撒玛利亚地区 , 而后又传到该撒利亚去

的。司提反殉道后 ,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

都分散到各地去居住并在当地传道 (徒 8∶1—4 )。耶

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利到了撒玛利亚城 , 使当地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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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了福音 (徒 8∶5—12 )。以后使徒彼得、约翰也

到了撒玛利亚城 ,并在撒玛利亚地区的许多村庄传扬

福音 (徒 8∶14—25 )。腓利离开了撒玛利亚城 , 曾往

通向迦萨的旷野 , 向一个非洲的太监传道。最后便沿

途传道到了该撒利亚 (徒 8∶26—40 , 本段內关于腓利

与彼得的行程 ,请参看附录三第 96 图 )。

2) 腓利到了该撒利亚后 ,即居住在该城作教会工作 , 并传

讲福音 (徒 21∶8 )。

3) 保罗初信基督之后 ,曾到耶路撒冷 , 想与他过去屡次加

以逼迫的基督徒交谈。后来便在耶路撒冷放胆宣讲耶

稣乃是世人的救主。但有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保罗 , 耶

路撒冷的信徒便把保罗送到了该撒利亚 , 并由该撒利

亚转回保罗的故乡大数 (徒 9∶26—30 )。

4)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 , 名叫哥尼流」(徒 10∶1 )。哥

尼流乃是义大利兵营中的一个小军官。他打发人到约

帕去 ,把彼得请到该撒利亚自己的家中来讲道 , 他的全

家和许多亲友便都接受了耶稣的救恩 , 形成了该撒利

亚的教会。这乃是以色列人以外的早期建立的外族教

会。从此福音即传往世界各地、各族、各方 (徒10∶1—

11∶18 ; 彼得初期的传道行程 , 请参看附录三第 96

图 )。

5) 大希律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一世 , 在耶路撒冷杀了雅

各 ,囚禁了彼得 , 后来彼得被天使救了出来 , 希律亚基

帕一世便残酷地杀死了看守彼得的人。这个希律后来

离开犹太 , 住到了该撒利亚 ( 徒 12∶1—19 ) 。希律在

该撒利亚作威作福 ,自高自大。他窃取神的荣耀 , 把自

己的讲论当做神的声音。「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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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该撒利亚本是大希律建造的 , 他

的儿子卻暴死于该城 (徒 12∶1—24 )。

6)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返回安提阿时 , 在该撒利亚下船

登陆 ,又往耶路撒冷看望当地的教会 , 其后回到安提

阿。这是圣经所记述的保罗又一次来到该撒利亚 ( 徒

18∶22 )。

7)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返回时 ,再一次来到该撒利亚 , 并

且在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腓利的家中住了些日子 ( 徒 21

∶8—10) 。当地及外地的信徒都明知保罗若再去耶路

撒冷 ,必会遇见苦难 , 便流淚痛哭地苦苦劝阻他。但是

保罗卻说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 就是死在

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其后又过了几日 , 有几位该撒

利亚的信徒 , 愿意陪伴保罗同去耶路撒冷迎接患难。

这时的该撒利亚信徒 , 已由腓利、彼得传道时初信福

音 ,进而成为能同福音使者同甘共苦的圣徒 (徒 21∶

10—16 )。保罗从该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 , 果然无故被

人抓住殴打 , 几乎被人扯碎 ( 徒 21∶30 , 31—32 , 23∶

10 ) , 终于被关锁在营房之內 (徒 23∶10 ) , 险些被人谋

杀 (徒 23∶12—15)。

8) 后来保罗又被押送到该撒利亚去受审 ( 徒 23∶23 ,

33 ) , 长期被监禁起来 ( 徒 24∶27 )。该撒利亚的信徒

便常去看望并供养他 (徒 24∶23)。

9) 保罗被关押在该撒利亚 ( 徒 25∶4 ) , 先后受到了罗马

巡抚腓力斯 (徒 23∶26) 、非斯都 ( 徒 25∶6 ) 和亚基帕

王二世的审问 (徒 25∶13 , 23) 。但保罗在该撒利亚受

他们审问的时候 ,一方面申诉自己的无辜 , 一方面也借

此机会向他们讲明基督的福音 ( 徒 24∶24—25 ) ,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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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他们相信、接受基督的救恩 ( 徒 26∶ 27—29 )。最

后 ,保罗也是从该撒利亚被押送到罗马去的 (徒 27∶

1) 。

该 利亚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1 .地名原意 :「割开」。

2 .其他名称 :现今名叫「班尼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80 图第一行第 5 格。

4 .地理情況 :它位于约但河发源地的东侧 , 在黑门山腳下。

该城南、北、东三面环山 , 西方则面对约但上游的溪流。

旧址在敍利亚与黎巴嫩的交界处 , 现在仍残存有它的城

墙。但该地已成为荒涼的村庄 ,名叫班尼亚。

5 .圣经记载 :耶稣在世时宣讲天国的道理 , 使贫穷人有福音

可听 ,卻对假冒为善的宗教上层人士法利赛人等多次指

责。因此多次引起当代人的议论 : 这位耶稣到底是谁 ?

有一次「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內 , 就问门徒说 :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 有人

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

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 是

永生神的儿子。』」( 太 16∶13—16 ) 当耶稣见到他的门徒

对他认识这样清楚之后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 他必须

上耶路撒冷去 ,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 并且被

杀 ,第三日复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和门徒们的谈

话 ,形成了他传道行程的一个转折点 ( 太 16∶21 )。

路 得    ( Lystra)

1 .地名原意 :「分解」、「赎回」。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8 图第一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路司得是呂高尼的一个城市 , 位于以哥念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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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9 公里处。该城建在兀立的山头上 , 乃是军事要地 ,

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市之一。

4 .圣经记载 :

1) 保罗第一次到路司得传道时 , 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

人。路司得人竟把保罗和巴拿巴当做神明 , 要向他们

献祭。保罗和巴拿巴对他们说 :「我们也是人 , 性情和

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虛

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这样

眾人就不再给他们献祭。但是有些犹太人从别处来挑

唆路司得人 ,用石头打保罗 , 以为他死了 , 便把他拖到

城外。不久 ,保罗卻苏醒过来 , 第二天便离开路司得往

特庇去传道 (徒 14∶6—20 )。

2) 保罗第二次到路司得 , 是在他于特庇传道之后。虽然

保罗第一次到路司得时险些丧命 , 但是他仍然又回路

司得去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恆守所信的道 , 保罗对当

地信徒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

罗并且在路司得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 徒 14∶ 21—

23 )。

3) 保罗第三次到路司得时 ,拣选了提摩太 , 带著他一同去

传道。提摩太即是路司得或特庇的一个青年信徒 ( 徒

16∶1—5 )。

4) 保罗第四次经过路司得 , 乃是在他第三次外出布道的

途中。保罗曾挨次经过弗呂家一带地方。而路司得即

是弗呂家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保罗在那里再一次坚

固眾信徒 (徒 18∶23)。

义 利    ( Italy)

1 .地名原意 :「犹如牛犊」。即是「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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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4 图第一至二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圣经中提到的义大利即是今译的意大利。使

徒时代属于罗马帝国。罗马城即在该半岛上。

4 .圣经记载 :

1) 义大利军营的百夫长 (小军官 ) 哥尼流 , 驻守在该撒利

亚。他本不是犹太人 ,但是卻全家敬畏神 , 多多賙济百

姓。他差了两个家仆一个士兵 , 请来了彼得。彼得在

他的家中讲道的时候 , 哥尼流和他的亲朋密友以及一

切听道的人都很受感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

都受了洗 (徒 10∶1—48 )。

2) 制造帐棚的百基拉、亚居拉夫妇 , 本来居住在义大利的

罗马 ,后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了他们。

由于保罗是一面制造帐棚供给自己一面传讲福音的 ,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 和他们同住作工 , 共同兴旺福音

(徒 18∶1—4)。

3) 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囚两年之后 , 又被押解到义大利的

罗马城去 (徒 27∶1 )。乘船历尽艰险 , 才最终到达义

大利的罗马 (徒 28∶16)。

十四划

歌 西    (Colossae)

1 .地名原意 :「惩罚」、「怪異」。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8 图第二行第 4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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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情況 :

1) 歌罗西是小亚细亚半岛上弗呂家境內的一个城市。位

于以弗所去伯拉河的大道上 , 在老底嘉、希拉波立、彼

西底的安提阿诸城之间。西距老底嘉约 15 公里 , 北距

希拉波立近 20 公里 , 乃是古时的交通要地。

2) 此城住有许多犹太人 ,此处教会初建时 , 与以巴弗和提

摩太在当地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但当地人卻崇拜天

使 ,对信徒也不无影响。公元前 481 年波斯王薛西一

度占领歌罗西 ,公元前 401 年波斯王古列又进军此地。

后来老底嘉、希拉波立相继兴盛 , 歌罗西即日渐衰落。

公元 12 世纪时 , 该城教会被土耳其人破坏 , 该城也成

为废墟。现在土耳其境內当地还有当年礼拜堂的遗

蹟。其他古蹟也有所发现。

4 .圣经记载 :

1) 和保罗同作传道工作的以巴弗 , 曾在歌罗西教会的初

建时期传讲福音。故此推论 , 歌罗西教会可能是以巴

弗建立的。保罗曾对歌罗西的圣徒说 :「这福音传到你

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 并且结果增长⋯⋯正如你们

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你

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他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西 1∶ 6—8 ) 。保罗又说 : 以巴弗「常为

你们竭力地祈求 ,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 得以完

全 ,信心充足 , 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

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

(西 4∶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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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旬节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歌罗西人从弗呂家到过耶

路撒冷 ,五旬节的 3000 名新信徒中也可能有歌罗西人

(徒 2∶10 , 2∶41 )。

3) 有人认为 ,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时 , 曾经经过弗呂家一

带的地方 (徒 16∶6 )。第三次外出布道时 , 又挨次经

过弗呂家地方 ,坚固眾圣徒 (徒 18∶23 )。保罗在以弗

所住的前两年之间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 无论是犹

太人 ,是希利尼人 ( 即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 徒19∶1 ,

10 )。」而歌罗西城即在亚西亚的弗呂家境內 , 因此推

论 ,保罗可能到过歌罗西传道。而歌罗西书 2 章 1 节

中的敍述 ,并不足以说明保罗未曾去过歌罗西 ( 参看西

2∶1 )。保罗曾为歌罗西受苦 , 并以此为乐 (西1∶24 ) ,

并请歌罗西的圣徒纪念保罗受的囚禁 (西4∶18 )。保

罗曾替许多人向歌罗西教会问安 , 并且打发一些人到

歌罗西去 ,从此看来 , 保罗和歌罗西教会的感情是相当

密切的 (参看西 4∶7—17)。

4) 以巴弗被称为歌罗西那里的人 ( 西 4∶12 )。阿尼西母

也被称为歌罗西那里的人 (西 4∶9 ) 。阿尼西母曾是

腓利门的奴仆 ,当然腓利门也是歌罗西那里的人 ( 参看

门 10—12 )。

5) 保罗曾特意警戒歌罗西教会 ,严防敬拜天使的邪说 ( 西

2∶18) 。

6) 使徒时代 ,新约圣经还沒有全部书写彙集成经卷。信

徒们聚会时 ,常常传阅或诵读使徒们的书信。因此保

罗请歌罗西教会和老底嘉教会 , 交換书信 , 交替诵读

(西 4∶16 )。

—944—



歌    (Goshen)

圣经中同名叫歌珊的地方有三处 :

Ⅰ .埃及地的歌珊 , 以色列人曾寄居于此地 400 馀年。

Ⅱ .犹大南境的歌珊 , 位置不详 , 乃是约书亚进迦南初期攻

占之地 ( 书 10∶41 , 11∶16)。

Ⅲ .犹大山地西南的一个镇 , 位置不详 , 乃是犹大支派所得

之地 ( 书 15∶51 )。

今把埃及地的歌珊介绍于下 :

1 .地名原意 :「边疆」、「拉近」、「吸引靠近」。

2 .其他名称 :

1 )兰塞 ( 创 47∶11 , 参看创 46∶34 )。

2 )琐安 ( 诗 78∶12 )。

3 )或译作「坷山」。

4 )近译作「戈申」。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6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1 )歌珊地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上 , 离安城不远 , 土

地肥沃富庶 , 适宜畜牧 ,至今仍富饶如昔。

2 )歌珊乃是雅各 (即以色列 ) 到埃及去度荒寄居的地

方。该地区也叫兰塞 ( 创 47∶6 , 11 )。后来雅各的

后代以色列人生养眾多 , 并且日益强盛。埃及王法

老便苦待以色列人 , 叫他们修建了两座积货城 , 其

中一座即是兰塞城 ( 出 1∶11 ) , 历史记述埃及王兰

塞二世 ( RamsesⅡ ) 的宮殿即在此地。故此其后

便逐渐以兰塞为地名而代替了歌珊。

—054—

① Ramses Ⅱ ,近代译名为「拉美西斯二世」。



5 .圣经记载 :

1 )雅各全家初到埃及的时候 , 由于雅各的儿子约瑟正

帮助埃及度过饥荒 , 所以埃及的法老 , 便叫雅各全

家住在全国最好的地方歌珊地 ( 创 47∶6)。

2 )数百年后 , 埃及有位新王登基 , 他对约瑟的功绩毫

无所知 , 便指派监工的人 ,强迫以色列人服苦作工 ,

如同奴隶 (出 1∶7—14 ) , 后来摩西率领以色列人

出离埃及 , 即是从歌珊地的兰塞城一带出发启程的

( 出 12∶3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1 图说明① )。

赫 (人 )    (Hittite)

1 .地名原意 :「恐惧」、「恐怖」。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赫梯 (人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1) 圣经记述赫族人乃是挪亚的重孙赫的后代 ( 创 10∶1 ,

6 , 15 )。赫人居住的区域广阔 , 自迦南北方直到伯拉大

河上游一带。哈马和迦基米施等重要城邑都属赫人之

地。

2) 赫人以山、川、日、月、雷、雨、风、云等事物为神明而加

以祭拜。其国王不仅是政法军事上的专断者 , 而且还

自命为神明的代理人 , 因此信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的

以色列人 ,和赫人之间 , 在信仰上处处难以相容。

3) 公元前 1320—1294 年间 , 赫人王国与埃及为了爭夺亚

兰 (即敍利亚 ) ,曾进行了一次古代史上最大的战爭 , 被

称为卡疊什战役。其后赫人与埃及订立和约。公元前

717 年 ,亚述王攻占了迦基米施 , 赫国也即灭亡。现在

该地区分别为属于敍利亚和土耳其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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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经记载 :

1) 希伯仑也曾有赫人居住过。亚伯拉罕在希伯仑所买的

麦比拉洞 ,即是从赫人手中购得的 ( 创 23∶1—20)。

2) 以撒和雅各 , 都是在本乡本族的女子中娶妻的 ( 创

24∶1—4 ,28∶1—4 )。但是以扫卻娶了两个赫人的女

子为妻。她们常使以扫的父母心里愁烦 ( 创 26∶34—

35)。

3) 摩西差遣 12 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时 , 曾发现有赫人住在

迦南的山地 (民 13∶29)。其后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

入迦南后 ,赫族等人曾力图抵抗约书亚 (书 9∶1—2 )。

当约书亚与北方的夏琐王作战时 ,赫族人等也曾帮助夏

琐王出战 ,但都被约书亚打败于米伦湖边 (书 11∶1—

9) 。

4) 以色列人各支派分得迦南为地业之后 ,竟住在赫人、迦

南人等異族中间。这些不曾知道与迦南人爭战的以色

列的后代 , 竟与異族子女联姻 , 并且还事奉他们的偶

像。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 使他们受到

異族的辖制 ,直到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 耶和华

才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士师俄陀聂 , 使他战胜了異族人

(士 3∶1—11)。

5) 所罗门王也曾娶了赫人等许多外族的女子为妃嫔 , 违

背了耶和华的教道 ,干犯了神的震怒 ( 王上 11∶1—9 ,

参看申 17∶17 )。

6) 但是 ,赫人中也有弃绝偶像、敬奉耶和华的人 , 被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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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的乌利亚便是这样的一个赫人 (撒下 11∶3 )。

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曾被大卫召进宮去同房而怀了

孕。大卫为了掩饰这一罪行 , 便从战场上召回乌利亚

来 ,劝诱他回家洗腳安睡。但是乌利亚认为 , 按惯例 ,

在出战时神的约柜当时正安放在战地的帐棚里 , 出征

的将士军兵们也都在田野间安营 , 而自己岂可回家吃

喝与妻子同房呢 ? 所以他一直和大卫的仆人在宮门外

同住 ,也不肯回家住宿。当大卫打发乌利亚重返战地

去的时候 ,大卫给元帅约押写了封信 , 叫乌利亚亲手带

去 ,信中说 :「要派乌利亚前进 , 到阵势极险之处 , 你们

便退后 ,使他被杀。」大卫竟是这样用诡诈的方法 , 杀害

了极其忠心的乌利亚 , 而娶了他的妻子拔示巴。后来

大卫虽然向神认罪而不至于死 , 但是大卫的罪恶卻不

能不受到神的刑罚 (撒下 11∶14—12∶14)。

玛    ( Media)

1 .地名原意 :「中间之国」、「标准人士」。

2 .其他名称 :

1) 米底。

2) 米底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 图第一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玛代是古时的国名 ,在以拦以北 , 在里海、帕提亚以南。

长 900 公里 , 宽约 370 公里 , 总面积 34 万平方公里。

但其国势强大时 ,远远超过这一疆域 , 尤其在西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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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更为广阔。

2) 玛代境內多是高出海面 900 米的高原。但山谷间地质

肥沃 ,牧草茂密 , 所产的玛代马匹 ,十分著名。

3) 有考证认为 ,公元前 2000 馀年时 , 玛代即已占领巴比

伦而建国。公元前 9 世纪时 ,亚述日益强大 , 玛代乃俯

首纳贡。公元前约 650 年 , 玛代与巴比伦联盟围困尼

尼微而攻取该城 ,遂使亚述灭亡。公元前约 536 年时 ,

古列战胜巴比伦 ,成为玛代波斯国王。古列元年 , 古列

下谕使先前被掳出的犹太人等返回耶路撒冷。公元前

4 世纪玛代归属于希腊。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 ,

玛代先与敍利亚合并 , 继而归入帕提亚国。玛代几次

的兴衰 ,可能即是不同学者对玛代与帕提亚的地理位

置所见不同的原因。请参看本书「帕提亚」条的注释。

5 .圣经记载

1) 玛代人乃是挪亚的儿子雅弗的后代 (创 10∶1—2)。

2) 公元前 721 年 ,亚述灭了以色列国 , 把以色列人掳到亚

述各地。曾把一些以色列人安置在玛代的城邑中 ( 王

下 17∶6)。

3) 约在公元前 700 年时 ,先知以赛亚曾预言 , 耶和华神将

激动玛代人攻击巴比伦。巴比伦虽然在列国中荣极一

时 ,但必像所多玛一样被毀灭 , 永无人烟 ,无人居住 ( 赛

13∶17—20 )。

4) 约在公元前 627—560 年间 , 先知耶利米也预言 , 耶和

华定意攻击巴比伦 , 所以他激动玛代君王的心 ( 耶

51∶11 )。使玛代人攻打巴比伦 , 巴比伦将成为荒地而

无人居住 (耶 51∶28)。

5) 约在公元前 605—536 年间 , 先知但以理曾对巴比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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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讲解尼布甲尼撒的奇梦。但以理根据该梦

预言 :巴比伦之后 , 必别外兴起一国。历史证实这一国

即是玛代波斯 (但 2∶39 )。

6) 但以理又对巴比伦王伯沙撒预言 :「神已经数算你国的

年日到此完毕。⋯⋯就是你的国分裂 , 归与玛代人和

波斯人。」(但 5∶26—28 ) 伯沙撒被杀后 , 玛代人大利

乌取得巴比伦王位 (但 5∶30 )。

7) 耶稣受难后 ,在五旬节时 , 有些寄居在玛代的以色列人

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他们听到了彼得等人讲述的福

音 ,可能其中有人信奉了基督 , 又把基督的道理带回到

玛代 (徒 2∶5—11 , 2∶37—42)。

玛 大    ( Mekkedah)

1 .地名原意 :「牧者之地」、「烙印之地」。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4 图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玛基大是迦南地的一个城邦之国的王城 , 位于

犹大低原 ,约在耶路撒冷与地中海之间。

4 .圣经记载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后 , 曾与迦南南部

的 5 个王爭战。「约书亚在基遍大大地杀败他们 ,」直到

亚西加和玛基大。那 5 个王逃跑藏在玛基大洞里 , 约书

亚叫人把大石头滾到洞口 ,派人看守。等他们杀败敌人 ,

安然回到玛基大营中后 ,约书亚说 :「打开洞口 , 将那五王

从洞里带上来 , 领到我面前。」「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

死。」将尸首「丟在他们藏过的洞里 , 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

口。」「当日约书亚夺了玛基大 , 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

「他待玛基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 书10∶10 , 10

∶16—28 )。

玛 尼但    ( Mahaneh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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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名原意 :「但的军营」。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3 图第二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玛哈尼但是耶路撒冷西方的一个地点 , 位于以

实陶和琐拉之间 ,大约距离以实陶仅约 3 公里 , 距离琐拉

也不过 5 公里。

4 .圣经记载 :

1) 参孙的父亲玛挪亚 , 是但族的琐拉人。耶和华的使者

向他妻子显现说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孩子

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 , 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脫

离非利士人的手。」「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

叫参孙。孩子长大 ,耶和华赐福与他。在玛哈尼但 , 就

是琐拉和以实陶中间 , 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士 13

∶2—5 ,13∶24—25)

2) 当以色列中沒有王时 , 但支派的人寻地居住 , 他们有

600 人要到拉亿城去 ,「从琐拉和以实陶前往 , 上到犹

大的基列耶琳 ,在基列耶琳后边安营 , 因此那地方名叫

玛哈尼但。」(士 18∶1 , 11—12)

玛 念    ( Mahanain)

1 .地名原意 :「两座营盘」、「两队军兵」。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7 图第二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玛哈念在约但河东的雅博河北方。位于迦得

与东玛拿西领地的交界处。玛哈念所处的地形险要 , 所

以扫罗的元帅押尼珥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为王时 ,

即以玛哈念为临时的都城。而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

之乱时 ,也在玛哈念重新集结忠于他的军兵。以法莲森

林即在玛哈念附近 ,该处森林便是押沙龙战死之地。

4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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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雅各蒙耶和华指示 , 带著他的妻子儿女离开巴旦亚

兰 ,归回迦南地时 , 在路上神的使者遇见了他。雅各看

见他们就说 :「这是神的军兵」,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玛

哈念 (创 32∶1—2 ,请参看附录三第 7 图说明⑧ )。

2) 玛哈念原是迦得支派的地业 ,后来又分给了利未人 ( 书

21∶38 ;代上 6∶80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6 图 )。

3) 扫罗王死后 ,大卫在希伯仑作了犹大人的王。而扫罗

的元帅押尼珥 ,则把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到玛哈念

去 ,在那里拥立他作王 , 治理以色列人 (撒下 2∶1—4 ,

8—11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3 图、34 图 )。

4) 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叛逆的势派很大。大卫和跟随他

的人便逃离耶路撒冷 , 来到了玛哈念 ( 撒下 15∶12 ,

14 ,17∶24) 。大卫在玛哈念派遣他的军兵出战 , 押沙

龙败逃时死于附近的树林中 (撒下 18∶1—15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37 图 ) 。

5) 所罗门作以色列的王时 , 他「在以色列全地立了 12 个

官吏 ,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 , 每年各人供给一

月。」「在玛哈念有易多的儿子亚布拿达。」他是 12 个官

吏中的一个 (王上 4∶7 , 14 )。

6) 书拉密女是极美貌的 , 玛哈念的跳舞也可能是很吸引

人的。雅歌的作者 , 所罗门王写道 ,「你们为何要观看

书拉密女 ,像观看玛哈念跳舞的呢。」( 歌 6∶13)

玛    ( Maacah)

1 .地名原意 :「窄路」、「沮丧」、「凹陷」。

2 .其他名称 :亚兰玛迦 ( 代上 19∶6)。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6 图第二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玛迦是亚兰人的一个城邦小国。在大马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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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基述的东方。古以色列国衰弱时 , 玛迦等地即独立自

主行事。以色列人强盛时 ,则成为以色列的附庸 ( 参看附

录三第 36 图 ) ,或纳入以色列的版图 ( 参看附录三第 39

图 )。

5 .圣经记载 :

1) 以色列人将约但河东的亚摩利人和两个王杀灭并得了

那地 ,「玛拿西的子孙睚珥占了亚珥歌伯全境 , 直到基述

人和玛迦人的交界。」(申 3∶8 ,14)摩西便将玛迦留给玛

拿西半支派为业。但是「以色列人卻沒有赶逐基述人、

玛迦人 , 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书 13∶11 ,13)。

2) 到大卫王时 ,亚扪人招募亚兰人及玛迦王的人一同与大

卫的军兵爭战。后被以色列人打败 (撒下 10∶6—8)。

玛    ( Marah)

1 .地名原意 :「苦」、「他背叛了」。

2 .其他名称 : 或即现今苏伊士湾东北方的安哈瓦拉 ( Ain

H awarah)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1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玛拉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后的一个安营

地 ,在书珥旷野以南 , 位于古代红海 (今苏伊士湾 ) 的海

滨 ,距离现今的苏伊士湾北端约 70 公里。

5 .圣经记载 :摩西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往前行 , 在书珥的旷

野走了 3 天找不到水喝。到了玛拉 ,那里的水苦不能喝 ,

所以那地名叫玛拉。百姓向摩西发怨言 ,「摩西呼求耶和

华 ,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 , 他把树丟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并应许他们行耶

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 耶和华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

病加在他们身上 (出 15∶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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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沙    ( Mareshah)

1 .地名原意 :「山颠」、「隘口之首」、「忘卻傲慢」。

2 .其他名称 :

1) 帖尔·散答含拿 ( Tell Sandahanna )。

2) 帖尔·玛利沙 ( Tel-Mares ha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2 图第三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玛利沙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城邑。由于该地靠

近非利士的边境 ,地势又较险要 ,乃成为犹大的军事重镇。

5 .圣经记载 :

1) 玛利沙及其郊野 , 都是犹大支派的产业 ( 书 15∶44 )。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后 , 以色列国分为南北

两国。罗波安为南国犹大家的王。他住在耶路撒冷 ,

修筑伯利恆、玛利沙、希伯仑等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

城。又在各城安置军长 , 预备粮食、油、酒、盾牌和枪 ,

且使城极其坚固 (代下 11∶5—12 )。

2) 罗波安的孙子亚撒作犹大王时 , 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

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邱坛 , 打碎偶像。

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诫命 ,「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

固城 ,国中太平数年沒有战爭 , 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后来「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 , 战车三百辆 , 出

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 ,

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 ,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

神。」「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 , 古实人

就逃跑了。」犹大人卻夺了许多财物 ( 代下 14∶1—6 ,

14∶9—13 , 请参看附录三第 45 图及其说明 ) 。

3) 以色列的第 8 位国王亚哈谢行恶太甚。犹大王约沙法

卻与他合夥造船。那时玛利沙人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

—954—



言说 :「因你与亚哈谢交好 ,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

来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施去了。」(代下 20∶35—37)

玛    ( Massah)

1 .地名原意 :「试探」。也有「引诱」、「他发昏」之意。

2 .其他名称 :米利巴 ( 出 17∶7)。

3 .所在位置:附录三第 11 图第四行第 3 格中的利非订所在地。

4 .地理情況 :玛撒是利非订当地的一个地名。由于以色列

人在当地试探耶和华 ,因此摩西给该地起名叫「玛撒」。

5 .圣经记载 :

1) 摩西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前行 , 安营在利非订。百姓因

为沒有水喝就发怨言试探耶和华 , 几乎要拿石头打死

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击打磐石 , 从磐石里就流出水

来 ,使百姓可以喝。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 , 因以色列

人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 出 17

∶1—7 )。

2) 摩西临终前特别嘱咐以色列民说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

华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

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看为善的 ,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 并可以

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 申 6∶

16—18 )摩西回顾在旷野这 40 年的历程时曾警戒以色

列民说 :「你们在他备拉、玛撒、基博罗哈他瓦 , 又惹耶

和华发怒。」「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 申 9∶22)

玛    ( Maon)

1 .地名原意 :「住所」,「巢穴」。

2 .其他名称 :

1) 马安 ( M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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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因废墟 ( Main Kh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1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玛云是犹大山地的一个城镇 ( 书 15∶55 )。其

附近的山岭野地则称为玛云旷野 (撒上 23∶25 )。当地

山径崎岖 , 峰迴路转 , 故此十分适宜大卫的逃亡避难生

涯。其狭谷斜坡间牧草茂密 , 当地人也常在此处牧放羊

群。

5 .圣经记载 :

1) 扫罗作王时 ,因眾人赞扬大卫 , 就恼怒他 , 定意要杀死

大卫 ,大卫就逃避了。「扫罗天天寻索大卫 , 神卻不将

大卫交在他手中。」扫罗说 :「他若在犹大的境內 , 我必

从千门万戶中搜出他来。」「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

大卫。有人告诉大卫 , 他就下到磬石 , 住在玛云的旷

野。扫罗听见 ,便在玛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

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

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 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

他的人 ,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 , 说 :『非利

士人犯境抢掠 ,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 ,

回去攻打非利士人。」这样才使大卫幸免于难 (撒上 23

∶14 ,23—29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1 图�11 ) 。

2) 大卫逃避扫罗由隐基底去到玛云旷野 时 , 听说玛云

的大富戶拿八正在迦密剪羊毛。大卫的仆人们曾和拿

八的仆人们在一起 , 并且在旷野保护过他们。因此大

卫便差他的仆人去求拿八随手取点东西赐给仆人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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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撒上 25∶1 中和合译本所译的「巴兰的旷野」, 在希腊文的七

十士译本中译作「玛云的旷野」。此处乃是根据七十士译本引述的。



卫。但拿八以恶报善 ,并用恶语回答大卫的仆人 , 大卫

本想带人去杀拿八 , 后经拿八的妻子亚比该前来向大

卫赔罪求情 ,才阻止大卫亲手报仇。「过了十天 , 耶和

华击打拿八 ,他就死了。」耶和华伸了拿八羞辱大卫的

冤 (撒上 25∶2—39 )。

幔    ( Mamre)

1 .地名原意 :「能力」、「肥沃」。

2 .其他名称 :

1) 幔利就是希伯仑 (创 23∶19)。

2) 即现今的拉墨·爱尔卡特 ( Ramet el-Khatel )。

3 .所在位置 :附录第 4 图第二行第 3 格中希伯仑所在之地。

4 .地理情況及有关论述 :

1) 圣经记述 , 幔利原是一个人名 , 乃是亚伯拉罕的联盟

者。亚 伯 拉 罕 曾 经 居 住 在 幔 利 的 橡 树 那 里 ( 创

14∶13 ) , 而幔利的橡树乃在希伯仑 ( 创 13∶18 ) , 后来

幔利的橡树一带即成为一个地名 (创 23∶17 , 25∶9 ,

49∶30 ,50∶13) ,而且幔利已是希伯仑的另一名称 ( 创

23∶19 )。

2) 亚伯拉罕所买的墓地麦比拉即在幔利的东边。 ( 创

23∶17 ,25∶9 )

3) 关于幔利的橡树 所在之地 , 历代学者有下列见解 :

①公元 4 世纪时 ,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 Constan tine )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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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 23∶17 中 ,和合本圣经所译的「幔利前」,应为「幔利东边」。

近来有些新译本已采用「幔利东边」为新译文。

橡树 :有的学者认为乃是一棵古树 ; 有的学者认为确实是橡

树 ;有的学者则把「橡树」译作「圣树」。



定 ,希伯仑北部的一棵橡树乃是亚伯拉罕的旧居之

处。他把该树用院墙围住 , 并在该地建造了一所基

督徒聚会用的会堂。后来 ,其遗蹟即称为「亚伯拉罕

故居」。

②公元 16 世纪以来 , 学者多认为亚伯拉罕居住之地的

橡树 ,实际上是在希伯仑西北约 1 公里馀。该橡树

的根部树干 ,周长数米 , 树荫直径可达 20 馀米。

③近代学者考证 ,幔利的旧址 ( 即拉墨·爱尔卡特 ) 在

希伯仑的北郊 4 公里之处。而圣经中所记的「幔利

的橡树」, 也可能指的即是其附近数公里的橡树。

④虔诚的基督徒则认为 : 敬拜神应当以神为主。而古

人的确切住所不应是基督徒注意的首要所在。摩西

死后并沒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申 34∶6 )。但摩西一

生的事工与经历 ,卻时时激励人、教道人、警戒人 ( 诗

90 篇 )。耶稣当年曾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过 : 人

们敬拜天父 ,「也不在这山上 , 也不在耶路撒冷。

⋯⋯神是灵 ,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 4∶21—24 )。

5 .圣经记载 :

1) 罗得离别亚伯兰 (即亚伯拉罕 ) 以后 , 耶和华对亚伯兰

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 凡你所

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 直到永远。」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 , 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

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创 13∶14—18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2 图⑦及其说明 )。

2) 亚伯拉罕 99 岁时 , 他和他的儿子及家里所有的男丁 ,

都遵耶和华的命 , 一同受了割礼。之后 ,「耶和华在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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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橡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亚伯拉罕看见有

三个人以为是过路的 , 就很热情诚恳地留他们歇息歇

息 ,洗洗腳、吃了饭 , 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 , 他们就吃

了。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 我必要回到你

这里 ,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

听了心里暗笑 ,因她的月经已断绝了 , 亚伯拉罕的年纪

也已老迈。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麼暗笑

说 :『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

事吗 ?」(创 17∶24—27 , 18∶1—15 ) 耶和华按著他的

话眷顾撒拉。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 到

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 起名叫以

撒 (创 21∶1—3)。后来以撒晚年就居住在幔利 , 且死

在这里 (创 35∶27—29)。

3) 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买了幔利前的麦比拉那块田 ,

和田间的洞作坟地。他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 , 雅各和

利亚都葬在那里 (创 23∶19—20 , 49∶31 )。

琐    ( Zobah)

1 .地名原意 :「丛木」、「驻地」。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9 图第一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琐巴是古时以色列东北方的一个小王国 ( 撒上

14∶ 47 )。位于大马色的东北 , 哈马以南 , 在奧朗特河

( Oront es )和伯拉大河之间。琐巴地区良田肥沃 , 盛产葡

萄 ,铜矿也很丰富。古代以色列衰弱时 , 琐巴王则独立自

行其是或与之为敌。当以色列强盛时则成为以色列的附

庸 (请参看附录三第 36 图 )或者成为以色列的属地 ( 参看

第 39 图 ) 。亚兰强盛时 , 琐巴归属于亚兰。以色列亡国

后 ,琐巴则常受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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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琐巴地区乃是敍利亚的领土。

4 .圣经记载 :

1) 古时以色列建国初期 , 扫罗曾打败琐巴王等外族仇敌

(撒上 14∶47 ,请参看附录三第 28 图① )。

2) 大卫王时 ,琐巴王与亚兰王联合与大卫作战。大卫胜

过了他们 ,从琐巴地区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 , 所罗门

便用这些铜制造了圣殿里的铜器 ( 参撒下 8∶3—12;

王上 7∶13—47 , 18∶3—8 )。

3) 其后 ,亚扪人与大卫交恶 , 招募了些琐巴人等与大卫作

战。结果 ,又被大卫战败 ( 撒下 10∶6—19)。

琐    ( Zoar )

1 .地名原意 :「小」、「降低」。

2 .其他名称 :原名比拉 ( Bela )。 (创 14∶2)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琐珥是盐海 ( 即死海 )南端西订谷旁的一座城 ,

与其附近的所多玛等地统称为平原五城。琐珥是五城中

最小的城镇 ,琐珥城后的小山上有个山洞 , 据认为即是圣

经记述的罗得及其两个女儿棲居之地。

5 .圣经记载 :

1) 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迁居到所多玛后 ,所多玛、琐珥等

平原五城的五个王背叛了以拦王基大老玛。于是 , 以

基大老玛为首的米所波大米地区的四个王 , 率军攻到

盐海东边 ,并且南下进攻直到亚喀巴湾。其后 , 又转向

西北攻打加低斯等地 ,更由加低斯回军攻击所多玛、琐

珥五城。所多玛、琐珥等城的五个王与基大老玛等四个

王会战于西订谷 ,即是有名的四王与五王之战。结果所

多玛、琐珥等五王战败 ,罗得及其财物都被基大老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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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掳去。其后罗得幸被亚伯拉罕率人抢救回来 (创 14

∶1—16 ,请参看附录三第 3 图及其说明)。

2) 当所多玛诸城毀灭的时候 , 罗得为琐珥城代求得免毀

灭。罗得也逃入该城 (创 19∶20—23)。

3) 所多玛毀灭后 ,罗得因为怕住在琐珥 , 就同他的两个女

儿从琐珥出去住在山洞里。他的两个女儿竟有意地叫

罗得喝酒大醉之后 , 先后与罗得同房而怀孕。大女儿

生的儿子起名叫摩押 ,乃是摩押人的始祖。二女儿也生

了儿子 , 他的后代乃是亚扪族人 (创 19∶30—37)。

4) 摩西临终前 ,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 ,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

对的毘斯迦山顶。耶和华把包括琐珥在內的应许之地

都指给他看 (申 34∶1—3)。

5) 在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时代 , 琐珥仍然存留于世。

两位先知都曾提到过琐珥 (赛 15∶5 , 耶 48∶34 )。

琐 列    ( Zoheleth)

1 .此名原意 :「蛇石」、「爬行物」。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8 图第四行第 3 格隐罗结所在地。

3 .地理情況 :琐希列是个大磐石的名字。在耶路撒冷东南。

挨近隐罗结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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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经记载 :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雅 阴谋自立为王。

他在琐希列磐石那里 , 宰了牛羊肥犊 , 宴请他的诸弟

兄 , 就是大卫王的儿子们 , 以及所有作王臣仆的犹大

人 , 借此笼络人心 , 意欲称王 ( 王上 1∶5—11 ) 。但先知

拿单及时晉见大卫 , 当即确立耶和华喜爱的所罗门为

王 , 使亚多尼雅的谋算未能得逞 ( 王上 1∶22—49 , 参撒

下 12∶24 ) 。

十五划

摩    ( Memphis, Moph)

1 .地名原意 :「善者的居所」、「成为公正」。

2 .其他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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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卫最早得的几个儿子 (撒下 3∶2—4) ,其情況如下 :

〈1〉第一个儿子暗嫩 , 因为奸污了同父異母的胞妹他玛 , 而被他玛

同母所生的哥哥押沙龙 (即暗嫩的胞弟 )所杀 (撒下 13∶1—33)。

〈2〉第二个儿子基利押又名但以利(代上 3∶1) ,圣经未有其他的记载。

〈3〉第三个儿子押沙龙先杀了胞兄暗嫩 , 后来又背逆父亲 , 并且企

图篡位追杀大卫 , 结果兵败而死 (撒下 15—18 章 )。

〈4〉第四个儿子亚多尼雅企图违抗大卫爭夺所罗门的王位 ,失败之

后 ,终于被杀 (王上 2∶19—25 )。圣经学者认为 , 摩西因预知以色列人

进迦南后会要求立王建国 , 所以摩西生前曾论到所立之王应遵守的法

度 ,其中有一条即是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 , 恐怕他的心偏邪」(申

17∶17)。而大卫娶妻甚多 ,生子甚眾 , 乃是违背了这一律令。因而家

室之中乱伦谋位的事件一再发生 , 甚至自己险些丧命于亲生儿子的手

中 ,也是咎由自取 ,自酿苦酒所致。



1) 即挪弗 ( Noph )。

2) 近译作孟斐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 图第四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 摩弗位于尼罗河下游东岸。公元前 2686—

2160 年间 , 摩弗曾是古埃及王国的都城。当地附近有著

名于世的狮身人面像和许多金字塔。巴比伦王攻陷耶

路撒冷后 , 一部分犹大人曾逃奔于摩弗。罗马时代的摩

弗城 , 长约 12 公里 , 宽约 6 公里 , 房屋壮丽 , 庙宇高大。

自从亚历山大城建成之后 , 摩弗乃渐衰落。本世纪初

时 , 该地虽然城墙倾圮但还有些残跡 , 而现今城屋庙宇

都已荡然无存 , 只有一片废墟供学者挖掘考古 , 供游人

抚今忆昔。其遗址在米特鲁哈伊纳村附近。

5 .圣经记载 :

1) 先知何西阿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审判 , 以色列民

虽将埃及的摩弗作为投靠之地 ,但终为葬身之地。「看

哪 ,他们逃避災难 , 埃及人必收殓他们的尸首 , 摩弗人

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何 9∶6)

2) 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 , 都曾论说到埃及的挪弗

(即摩弗 ) ( 赛 19∶13; 耶 2∶ 16 , 44∶ 1; 结 30∶13 ,

16 )。

摩 岗    ( Moreh, Hill of)

1 .地名原意 :「教师岗」。

2 .其他名称 :

1) 小黑门山。

2) 吉拜尔·达希 ( Jebel Dahi)。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20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摩利岗是耶斯列山谷北端的一个小山。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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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一次提到此地 , 就是基甸以精选的 300 人战胜了

10 馀万米甸人 , 成为一次影响甚大的战事。

5 .圣经记载 :士师时代 , 以色列人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7 年 , 以色列人因米甸

人的缘故 , 就呼求耶和华 , 耶和华差遣约阿施的儿子基

甸 ,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求了一个证据 , 耶和华就应允

他。「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基甸和跟随他的人

早晨起来 ,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 ,

靠近摩利岗。」耶和华使基甸率领 300 人杀败了 13 .5 万

米甸人 , 并且追杀了他们的两个王 ( 士 6∶ 12—17 , 34 ,

7∶19—25 , 8∶10—12。请参看附录三第 20 图说明②—

④ ,及第 21 图说明⑧—�11 )。

摩 橡树    (Oak of Moreh)

1 .地名原意 :「教诲 (之处的 ) 橡树」。

2 .所在位置 :附录第 2 图第三行第 2 格中的示剑所在地。

3 .地理情況 :摩利橡树乃是示剑附近的橡树或橡树林。古

时常以大树作为圣事工作所在地的标志。例如 , 女士师

底波拉 ,便常在伯特利附近的棕树下面审断以色列人的

事端 (士 4∶5 ) ; 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 , 和

示剑的摩利橡树那里 , 都曾筑过坛求告耶和华 (创 12∶

6—7 ;13∶18) 。

4 .圣经记载 :

1) 耶和华要亚伯兰 (即亚伯拉罕 ) 离开他的本地、本族 , 往

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就照著耶和华的吩咐 , 将

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的财物、人口 , 都带往迦南

地去。「亚伯兰经过那地 , 到了示剑地方 , 摩利橡树那

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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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为耶和华筑坛 (创12∶1—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2 图中的说明③ )。

2) 摩西在约但河东把祝福与咒诅的话 , 陈明在以色列百

姓面前。并嘱咐他们进入迦南地后 , 要把这些话陈明

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 , 这二山在约但河西 ,「在住

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 靠近摩利橡树。」又

吩咐百姓要在那地谨守遵行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申 11∶26—32)。

3) 约书亚在临终前 , 将以色列的眾支派聚集在示剑。劝

告以色列民要除掉外邦神 , 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 , 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

例典章 ,」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

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 所旁边。」作立 约的见证 ( 书

24∶1 , 23—27 )。

摩 亚    ( Moriah)

1 .地名原意 :「被拣选的」、「出现」、「耶和华看到」。

2 .其他名称 :

1) 阿珥楠禾场 (代下 3∶1)

2) 圣殿山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 图第二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根据圣经记述 , 摩利亚山在古时的撒冷 (即耶

路撒冷 )。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到了大卫作王

的时代 ,该地成为耶布斯人阿珥楠 ( 即亚劳拿 ) 的禾场。

大卫曾用足价买了阿珥楠禾场 , 在那里筑坛献祭。后来

所罗门即在该处建造了圣殿 ,因而被称为圣殿山。

5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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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对他说 :「你带著你的儿子 , 就是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 往摩利亚地去 , 在我所

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照神的

吩咐 ,带著以撒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 就在那里筑坛 ,

把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 要杀他

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阻止他下手 ,

并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耶和华为他预备

了一只公羊 ,代替他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给那地

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 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 创

22∶1—14 , 请参看附录三第 4 图说明④ )

2) 大卫被激动数点以色列人。「神不喜悅这数点百姓的

事 ,便降災给以色列人。」大卫向神认罪 , 承认自己的愚

昧 (代上 21∶1—8 )。耶和华降瘟疫使以色列人死了

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 耶和华

后悔 ,就不降这災了 , 吩咐灭民的天使说 :『夠了 , 住手

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

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 , 就祷告耶和华 , 认罪 (撒下

24∶15—17 )。耶布斯人亚劳拿即是阿珥楠 ( 参看代上

21∶15 ) ; 阿珥楠的禾场即是摩利亚山 (代下 3∶1 , 请

参看附录三第 67 图阿珥楠禾场所在地 ) 。

3) 后来 ,大卫照著先知迦得奉耶和华之名所说的话上去 ,

用足价向亚劳拿买了阿珥楠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 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

垂听国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大卫

说 :『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

(代上 21∶27—31)

4)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 ,「在耶路撒冷 , 耶和华向他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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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 ,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预备好了 ,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代下 3∶1)「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宮 , 20 年才

完毕了。」(代下 8∶1 ,请参看附录三第 68 图圣殿所在

地 )

摩    ( Moab)

1 .地名原意 :「父亲的后代」、「由父 ( 而生 )」。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 图第三至四行第 3 格中的摩押平

原及摩押两地。

3 .地理情況 :

1) 摩押人居住之地 ,其北部被称为摩押平原 , 南部则称为

摩押或摩押高原。摩押全地位于盐海 ( 即死海 ) 的东

方。

2) 摩押平原曾一度被亚摩利人侵占。以色列人击杀亚摩

利王西宏后 ,该处乃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的宿营之

地 (民 22∶1 )。以色列人所到过的尼波山、希实本、亚

伯什亭等地 ,都在这一地带。

3) 摩押高原多有山岭 , 许多山峰海拔约在 1300 米左右 ,

超过了盐海西方犹大山地的高度 , 许多城市都是在险

峻的山坡上建造的。

4) 摩押曾有一段时间建立了王国 , 其国都乃是吉珥哈列

设 ,现今的摩押地区已属于约但国的领土。

4 .圣经记载 :

1) 罗得的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押 , 就是摩

押人的始祖 ( 创 19∶ 3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9 图及说

明 )。

2) 以色列人在西珥山绕行的日子夠了 , 就照耶和华的吩

—274—



咐 ,从亚拉巴路北上转向摩押旷野去 ( 申 2∶1—9 )。

因摩押王不允许他们经过 , 就「绕著以东和摩押地 , 从

摩押地的东边过来 ,在亚嫩河边安营 , 并沒入摩押的境

內 ,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士 11∶16—18 )耶和

华吩咐以色列百姓要从靠近摩押境界的亚珥经过 , 不

可与摩押及亚扪人爭战 , 因耶和华已将那地赐给罗得

的子孙为业 ( 申 2∶16—19 ; 民 21∶11—15 , 参看附录

三第 12 图⑩—�11 的示意 ) 。

3) 以色列人击杀了约但河东的亚摩利二王 , 得了他们的

全地 ,就在摩押平原约但河东对著耶利哥安营。摩押

王巴勒因惧怕以色列民眾多 , 便两次差摩押和米甸长

老拿著卦金往大河边的毘夺 , 到比珥的儿子巴兰本乡

召巴兰来 ,为他咒诅以色列民。巴勒往摩押京城去迎

接巴兰 ,并为巴兰筑坛献祭。然而耶和华不肯听从巴

兰 ,卻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 , ( 民 22—23 章 )

巴兰又为摩押王巴勒设计谋 , 叫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

民犯淫乱 ,拜摩押的假神 , 以致惹耶和华发怒 , 使以色

列人遭瘟疫 ,死了 2 .4 万人 ( 民 25∶1—9 )。

4) 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 , 要将以色列全会眾按他们

的宗族 ,从 20 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

祭司以利亚撒 ,就在摩押平原照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了

兵丁的总数 ,共有 601730 名 (民 26∶1—4 , 51 )。

5) 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摩

西就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与各支派所出的

兵丁同去。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吩咐与米甸人打仗 ,

杀了所有的男丁 ,和米甸人的五王 , 并用刀杀了比珥的

儿子巴兰。将所掳的人、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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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的营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全

会眾 (民 31∶1—12 )。

6)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 :

①要吩咐以色列人 ,在过约但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 就要

从他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 , 毀灭他们的偶像

和邱坛 ,并要按家室、按人口拈阄分地为业。若不赶

出那地的居民 , 就必在他们所住之地被扰害 ( 民 33

∶50—55 )。

②晓谕以色列人 ,归他们为业的迦南地的四境边界范

围 , ( 民 34∶1—15 ) 以及他们进迦南后分地为业之

人的名字 (民 34∶16—29)。

③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 把一些城给利

未人居住 ,并从其中设立六座逃城。要给利未人的

城共有 48 座 ( 民 35 章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6 图 ) 。

以上都「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 约但河边、耶利哥对面 ,

借著摩西所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民 36∶13 )

7)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 ,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毘

斯迦山顶。」耶和华把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指给他看。

并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

之地 ,说 :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

看见了 ,你卻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

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 伯毘珥对

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以色列

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申 34∶1—8)

8) 当士师俄陀聂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矶伦强盛 , 攻击以色列

人。」「于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伊矶伦十八年。」「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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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

救者」, 就是以笏。他杀了摩押王伊矶伦之后 , 就领以

色列人杀败摩押人。「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

了。」(士 3∶12—30 , 请参看附录三第 18 图 )

9) 大卫王攻打摩押人 , 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大

卫王将从摩押和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 , 献给

耶和华 ( 撒下 8∶ 2 , 11—12 )。大卫作诗歌颂耶和华

说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诗 60∶8 , 108∶9)

10 ) 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

洛 ,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邱坛。」耶和华向所罗

门发怒 , 将国从所罗门的儿子手里夺回 , 十个支派分

给他的臣子 , 后来成为北方的以色列国 , 仍给所罗门

的儿子留一个支派 , 后来成为南方的犹大国 (王上 11

∶6—13 ,请参看附录三第 41 图所罗门死后国土分裂

的示意情況 ) 。

11 )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 , 每年给以色列王进贡 ,「亚哈

死后 , 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因此以色列王约兰差人

去见犹大王约沙法 , 要去攻打摩押。又与以东王一起

同去。行军路程中 , 三个王因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沒有

水喝 , 不禁哀歎。幸有先知以利沙 , 靠耶和华的灵解

救了他们 , 并将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当摩押人被以

色列人打败逃跑后 ,「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 , 直杀

入摩押境內 , 拆毀摩押的城邑。」(王下3∶4—25)

12 )先知阿摩司论到摩押受罚时说 :「耶和华如此说 :『摩

押三番四次的犯罪 ,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必

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 , 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

戮。」( 摩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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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先知以赛亚论摩押的默示说 :「一夜之间 , 摩押的亚珥

变为荒废 , 归于无有 , 一夜之间 , 摩押的基珥变为荒

废 , 归于无有 ,⋯⋯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号 , 人人都要哀

号。⋯⋯我心腹为摩押哀呜如琴。⋯⋯耶和华说 :

『三年之內 ,照雇工的年数 , 摩押的荣耀 ,与他的群眾 ,

必被藐视 , 余剩的人甚少无几。』」( 赛 15∶1; 16∶7 ,

11 , 14 )

14 )先知耶利米预言摩押必受惩罚 :「摩押的災殃临近 , 他

的苦难速速来到 , 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 , 你们

都要为他悲伤。说 :『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 , 何竟

折断了呢』。」「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 , 处处有人

哀哭 , 因我打碎摩押 ,好像打碎无人喜悅的器皿 , 这是

耶和华说的。」( 耶 48∶16—17 , 38)

舖 石处    ( Pavement)

1 .地名原意 :「厄巴大」。

2 .其他名称 :也译作「舖石地」。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92 图第一行第 1 格希律宮前的空

地。

4 .位置及简介 :舖华石处是指古代圣殿或王宮外舖有石板

的场地。由于历代王宮的地址多有变动 , 因此其场地也

不固定。新约圣经中提到的舖华石处 , 可能指的乃是希

律王宮前的空地。该处或即是经常审讯罪犯的地方。所

罗门的王宮建于圣殿的南面 ,而希律王宮则远离圣殿 , 地

当耶路撒冷的西部。

5 .圣经记载 :

1) 所罗门当年建造圣殿完工之后 , 便召集以色列会眾来

到殿前。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台上 , 当著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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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眾跪下 , 向天举手祷告 ( 代下 6∶ 12—13 ) 。当耶和

华的荣光在殿上显示时 ,以色列眾人看见 , 就在舖石地

俯伏叩拜耶和华 (代下 7∶1—3 )。

2) 耶稣受难之前 ,罗马的巡抚彼拉多把耶稣带到舖华石

处 , ( 希伯来话叫厄巴大 ) , 就在那里坐堂 , 审问耶稣

(约 19∶13)。

撒    (Sardis )

1 .地名原意 :「遗留之物」。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萨迪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3 图第二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 撒狄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位于特摩罗

( Tmolus )山下 , 在帕多路 ( Pactolu s ) 河畔。遗址在土耳

其马尼萨省內 , 靠近现今的伊茲密尔城。公元前约 546

年 ,撒狄被波斯王古列占领。其后此地即设有波斯总督。

公元前 499 年 ,雅典人焚毀撒狄 , 因此激起了波斯与希腊

的战爭。公元前 334 年撒狄隶属于希腊。公元前 214 年

隶属于敍利亚。公元前 133 年归属于罗马 , 此城乃成为

罗马治下的呂底亚省的行政、司法中心。公元 17 年 , 此

地又毀于地震。后经重建仍是较大的城市 , 但其后即逐

渐衰落。现在的撒狄已成为一个小村庄 ,仅有数戶人家。

遗址上发现有古时的城堡、戏院及基督徒礼拜堂数处 , 但

多已残缺。

5 .圣经记载 :

启示录中论到撒狄的教会时 ,说撒狄教会按名是活的 , 其

—774—

① 有新的资料认为 , 舖华石处乃是圣殿西北角上一处舖有石头

的地方。该处在彼拉多衙门附近。请参看附录第 93 图。



实是死的。其行为在神面前沒有一样是完全的。然而在

撒狄还有几名圣徒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

衣与神同行 (启 3∶1—6 )。

撒 米    (Salamis)

1 .地名原意 :「溶解」、「搖动」。

2 .其他名称 :今译作「萨拉米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8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撒拉米是居比路 ( 即现今的塞浦路斯 ) 在古时

的主要城市。位于该岛的东部海岸 , 在现今的法马古斯

塔以北 ,距离安提阿的出海口岸西流基仅 190 公里。撒

拉米因其港口良好 ,当年是居比路对埃及、腓尼基等地出

口贸易的要地。但几经战乱 , 又一再地震 , 此城日渐微

小 ,约在公元后 648 年 , 撒拉米被阿拉伯人所毀。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巴拿巴和马可第一次外出传道时 , 从安提阿出

发 ,经过西流基 , 并从那里坐船到了撒拉米。他们不仅

在撒拉米的各会堂传道 ,而且又走过居比路全岛 , 直到

帕弗 (徒 13∶4—6)。

2) 巴拿巴本是居比路人 ( 徒 4∶36 )。马可乃是巴拿巴的

表弟 (西 4∶10 )。巴拿巴带著马可第二次由安提阿出

发到居比 路去时 , 肯定 是要在 撒拉米 登陆 的 ( 徒

15∶36—39 )。

撒 法    ( Zarephath)

1 .地名原意 :「炼化场地」。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9 图第二行第 2 格西顿所在地。

3 .地理情況 :撒勒法乃是西顿的一个村镇。

4 .圣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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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年先知以利亚的时候 , 干旱甚重。耶和华神指示以

利亚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度荒。那寡妇的家

中 ,当时罈里只剩下一把面 , 瓶里只剩下一点油了 , 但

她卻凭著信心接待了以利亚。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

亚吃用了许多日子 ,罈里面的并不減少 , 瓶里的油也不

短缺。后来寡妇的儿子病重而死。以利亚求告耶和

华 ,神使她的儿子又活了过来 ( 王上 17∶8—24)。

2) 当耶稣在世被本乡人轻视、拒不接纳时 , 耶稣说 :「以利

亚的时候 ,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 遍地有大饥荒 , 那

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沒有奉差遣往她们

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

里去。」意思是说 ,当年荒旱甚重 , 但眾多的寡妇并未都

蒙神眷顾。而只有撒勒法的那个寡妇接待了以利亚 ,

因此蒙神赐福 (路 4∶25—26 )。

撒    (Salim,Salem)

圣经中有两个地方 , 不仅原文发音近似 , 而且意思都是「平

安」。中文圣经都译成为「撒冷」。今分述如下 :

Ⅰ .哀嫩附近的撒冷 ( Salim )

1 .地名原意 :「平安」、「和平」。

2 .位置及简介 :

在约但河西 , 请参看附录三第 80 图第六行第 4 格。

3 .圣经记载 :

约翰曾在靠近撒冷的哀嫩施洗 ( 约 3∶23)。

Ⅱ .麦基洗德作王的撒冷 ( Salem)

1 .地名原意 :「平安」、「和平」。

2 .位置及简介 : 犹太历史学家约西弗 ( Josephus ) 认为 ,

这一撒冷城即是耶路撒冷古时的简写。请参看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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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图第七行第 3 格中耶路撒冷的位置。

3 .圣经记载 :

1 )当年 , 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及其全家、财物都被敌

人掳去。亚伯拉罕杀败敌人 , 把罗得的一家及其财

物又夺了回来。那时 ,「撒冷王麦基洗德带著饼和

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就把

所得 的 , 拿 出 十 分 之 一 来 献 给 麦 基 洗 德 ( 创

14∶17—20) 。

2 )古时犹太的诗人歌颂神说 : 神「在撒冷有他的帐幕 ,

在锡安有他的居所」(诗 76∶2 )。

3 )新约圣经中论到麦基洗德 , 说他是仁义王 , 又名撒

冷王 ,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 来 7∶2—3)。

撒 利亚    (Samaria)

圣经中提到撒玛利亚时 ,有时指的是撒玛利亚城 , 有时指的

是撒玛利亚地区 ,有时则指明为撒玛利亚人 , 今分述如下 :

Ⅰ .撒玛利亚城 ( City of Samaria )

1 .地名原意 :「守望」、「守望塔的平安」。

2 .其他名称 : 后又名「撒巴斯提亚」。

3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80 图第五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古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后 , 北国以色列起初

以示剑为首都 ( 王上 12∶25 )。后来迁都于得撒

( 王上 15∶33 )。最后以色列王暗利买下了撒玛利

亚山 ( 该山地当现今以色列境內盖里济姆山与以巴

路山之间的大道西北。)。暗利在撒玛利亚山上建

造了撒玛利亚城 , 定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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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33) 。

2 )撒玛利亚四境山路崎岖 , 易守难攻 , 地势险要。它

海拔 100 馀米 , 可以俯视沙仑平原的景色 , 遙望地

中海沿岸金黃的沙滩和海中碧绿的波涛。其地理

条件似乎可以作为平安守望的城池 ( 请参看附录三

第 80 图第五行 3 格 ,对比第 79 图第三行第 2 格的

沙仑及海滨 ) 。然而历代以色列王都在此城中祭拜

各种偶像犯罪。也多次招致邻国的侵袭。因为它

位居山上 , 当年亚兰人围困撒玛利亚时 , 城內粮食

断绝 , 妇 人 们甚 至 互換 子女 , 煮 食 充饥 ( 王 下

6∶24—29 )。

3 )公元前 721 年亚述攻破此城 , 以色列国灭亡。亚述

人掳去了大批的以色列人 ( 王下 17∶ 5—8 ) , 卻将

许多異族人移居到撒玛利亚 ( 王下17∶24 )。公元

前 331 年 , 希腊皇帝亚历山大占据此地 , 居民半数

被杀 , 馀下的居民又被迁往示剑。另外卻把许多亚

兰人、马其顿人迁到此城居住。所以当地居民混

杂 , 深受犹太人厌恶。

4 )公元前 167 年之后 , 犹太出现了短期独立的马克比

王朝 ( 参看附录三第 76 图 )。他们攻打撒玛利亚

时 , 将城毀灭。以后罗马大将庞培 ( Pompeii ) 重建

此城。耶稣降生前 , 希律被罗马人分封作王时 , 又

对此城加以修葺。但现今已只有遗址可寻。近代

考古学家已在此城旧址上 , 发现了暗利、亚哈、希律

等人的建筑遗蹟 , 供人游览深思。

4 .圣经记载 :

1 )暗利在撒玛利亚城建都后 ,他的儿子亚哈继位。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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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与其妻子耶洗别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力庙 , 设立

了假神亚舍拉偶像 (王上 16∶30—33) , 卻杀害耶和

华的眾先知(王上 18∶4)。由于亚哈的罪行累累 ,先

知以利亚曾预言 , 将来狗要舔食亚哈的血 ( 王上

21∶19)。后来 ,亚哈于作战时受了重伤 , 在战车上

流血身亡。有人在撒玛利亚的池旁洗他的战车 , 那

个池子本是妓女洗澡的地方 ,洗刷战车时 , 果然有狗

来舔吃亚哈的凝血 (王上 22∶34—38)。

2 )亚兰王曾围困了撒玛利亚城 ,城內饥荒甚重 ,危在旦

夕 (王下 6∶24—30)。先知以利沙规劝眾人要听耶

和华的话 (王下 7∶1 )。耶和华显出神蹟使亚兰人

逃跑 ,撒玛利亚得以转危为安 (王下 7∶6—7 ) , 并从

亚兰的营房中取得了大量的粮食 (王下 7∶16—20)。

3 )先知以利沙奉耶和华之命 , 立耶戶为以色列王 , 耶

戶在撒玛利亚将亚哈的儿子和全家杀绝灭尽 ( 王下

10∶1—17 )。他用计杀除了所有的巴力的先知 , 并

毀掉了祭拜巴力的祭器 ( 王下 10∶18—28 )。

4 )先知们曾有多次记述撒玛利亚城的邪恶 , 并预言它

当受的报应 ( 赛 8∶4; 耶 23∶13; 何 7∶1 , 13∶16;

摩3∶12 ;弥 1∶6)。

5 )犹大王亚哈斯背离了耶和华的道 , 竟铸造巴力的

像。因此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王比加的手中。以

色列人掳走了 20 万犹大人及许多财物 , 要把他们

带到撒玛利亚。后来因为先知俄德的劝阻 , 以色列

人才把掳来的人放了回去 ( 代下 28∶1—15)。

6 )何细亚作以色列的王时 , 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城 , 把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 (王下 17∶1—6 ) ,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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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族人迁移到撒玛利亚城居住 ( 王下17∶24 )。

7 )耶稣受难后 , 腓利曾到撒马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有

一个人名叫西门 , 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行邪术 , 妄

自尊大 ,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但后来这些人卻

听信了腓利所传的神国的福音 , 信从基督 , 悔改受

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耶稣 , 受了洗礼 ( 徒8∶4—

13) 。

8 )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

道 , 就到撒玛利亚去看望那里的圣徒。当他们从撒

玛利亚城返回耶路撒冷时 , 便在撒玛利亚地区的许

多村庄传扬福音 ( 徒 8∶14—25)。

Ⅱ .撒玛利亚地区 ( Country of Samaria )

1 .地名原意 :「守望」、「守望塔的平安」。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80 图第四至五行第 2—3 格。

3 .地理情況 : 撒玛利亚地区原来即意指古以色列北国。

由于它的首都撒玛利亚城建造在撒玛利亚山上 , 故此

该国及其领域亦被称作撒玛利亚。古以色列灭亡后 ,

撒玛利亚即成为该地区的名称而延续下来。其疆域

的大小因时代的不同而異。新约时代 , 约但河西岸约

分为三部分 , 南部为犹太地区 ,北部为加利利地区 , 中

间即为撒玛利亚。

4 .圣经记载 :

1 )古时撒玛利亚地区发生的事件 , 多与北国首都撒玛

利亚城有关。请参看本词条上列第Ⅰ项中有关的

圣经记载。

2 )古以色列亡国后 ,由于各族人迁入本地混杂居住 ,故

此異邦的偶像邱坛也湧入本地 (王下 17∶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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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犹大王约西亚敬畏独一的真神耶和华 , 他不仅在耶

路撒冷修整了圣殿 ( 王下 22∶1—5 ) , 清除了偶像

( 王下 23∶1—6 ) ,而且也废去了撒玛利亚的邱坛 ,

杀掉了邱坛的祭司 ( 王下 23∶19—20 )。

4 )耶稣升天之前 , 嘱咐门徒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 , 你们就必得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 犹太全

地和撒玛利亚 ,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足见耶稣并

未弃绝撒玛利亚及其居民 ( 徒 1∶8 )。

Ⅲ .撒玛利亚人 ( Samaritans )

1 .简介:撒玛利亚人最早乃是意指居住在撒玛利亚的以

色列人。由于占据撒玛利亚的北国以色列常与南国的

犹大爭战。犹大人与撒玛利亚人在历史上即曾有嫌

隙。古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后 , 大批以色列人被掳到外

地。亚述王卻把巴比伦等異族人迁到了撒玛利亚居

住。这些異族人各有他们祭拜的宗教和偶像 , 他们与

遗留在撒玛利亚的少数以色列人杂居。因此犹大人乃

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信仰混乱、血统混杂的混合种族。

犹大人亡国被掳 70 年后 ,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修城建殿

时 ,撒玛利亚人曾百般阻挠破坏 ( 拉 4∶1—24)。甚至

犹大人等必须要一手修建城墙 ,一手拿著兵器防备 (尼

4∶16—18)。犹太人认为 ,撒玛利亚人在有利可贪时

即声称与犹太民族有血缘关系 ,而一旦遇有患难则宣

告与犹太毫不相干。撒玛利亚人一面说他们敬拜耶和

华独一的真神 ,而同时卻又在圣殿中祭奉異邦的宗教

偶像。公元前 120 馀年 , 当犹大出现短期独立的王朝

时 ,马克比的军队曾拆毀了撒玛利亚人的殿堂。直到

耶稣降生时 ,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隙很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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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很大 ,双方是素无来往的 (约 4∶9)。

2 .圣经记载 :

1 )耶稣曾在撒玛利亚地区的敍加城外 , 和一个撒玛利

亚妇人谈道 , 使许多撒玛利亚人认识到耶稣是救世

主而信奉了耶稣 ( 约 4∶1—42 )。显明他愿意万人

得救 , 明白真道 (提前 2∶4 ) , 不愿有一人沉沦 ( 彼

后 3∶9)。

2 )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时 , 曾嘱咐他们 :「外

邦人的路 , 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 , 你们不

要进。」( 太 10∶5)这并非是弃绝撒玛利亚人 , 而是

由于当时的民族习惯 , 惟恐撒玛利亚人不肯接待犹

太人。耶稣虽曾使许多撒玛利亚人悔改相信他 ( 约

4∶ 40—41 ) , 但是有些撒玛利亚人仍是不接待他

( 路 9∶52—53)。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曾想从天

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 , 但耶稣卻责备雅

各、约翰说 :「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灭掉人的性

命 , 而是要救人的性命」( 路 9∶54—56)。

3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被强盜打

得半死。有个祭司 ( 圣职人员 )看见了他 , 卻沒有管

他。有个利未人 ( 圣工人员 ) 看见他也沒有管他。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照应他。从此说明

无论任何人 , 只要悔改爱神 ,又爱邻舍如同自己 , 就

必得永生 (路 10∶ 25—37 ) 。尤其感人的是 , 耶稣

称赞这个顾念伤患者的撒玛利亚人时 , 恰恰是在他

被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们拒不接待之后 , 这就更

加显明了耶稣的宽容、忍耐与爱心 ( 参看路 9∶

5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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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稣升天前曾叫门徒们把福音直传到地极。他提

到了三个具体的地方 , 其中就有撒玛利亚 ( 徒

1∶8) 。对照耶稣所说的「天国的福音 , 要传遍天

下 , 对万民作见证」一语 , 就可以看出耶稣同样地怜

恤撒玛利亚人 , 并未弃绝他们 (参看太 24∶14)。

撒    (Samos)

1 .地名原意 :「高」、「多沙的悬崖」。

2 .其他名称 :现今译名为「萨摩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0 图第二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撒摩是靠近以弗所海湾口的一个小岛。与大

陆仅隔一个狭窄的撒摩 (即萨摩斯 )海峡 , 面积约 475 平

方公里。岛上森林茂密 ,山峦层疊 , 物产富饶。该岛也是

连接海陆的交通枢纽 ,很早即与黑海沿岸、埃及、呂彼亚、

哥林多等地有贸易往来 , 一度商业市场十分繁华。新约

时代该岛是划归亚西亚省的罗马属地。现今乃是希腊领

域中距离土耳其最近的岛屿。1981 年统计 , 岛上共约四

万馀人。

5 .圣经记载 :保罗第三次外出传道的返回途中 , 曾乘船在此

岛靠岸 (徒 20∶15)。此地距离以弗所很近 , 但保罗并沒

有从撒摩直奔以弗所 ,惟恐在那里耽延太久 , 不能在五旬

节赶到耶路撒冷。因此保罗由撒摩越过以弗所 , 到了米

利都 ,而在米利都请了以弗所的长老们来 , 谆谆劝勉他们

(徒 20∶16—38)。

撒 尼    (Salmone)

1 .地名原意 :「披著服装」。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1 图第四行第 2 格。

3 .地理情況 :撒摩尼是革哩底 ( 即今克里特 ) 岛极东部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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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地名至今未曾更改。

4 .圣经记载 :保罗当年被押解去罗马时 , 所乘的船曾贴著革

哩底岛的背风岸 ,从撒摩尼的对面行过 ( 徒 27∶7)。

撒 特喇    (Samothrace)

1 .地名原意 :「特喇的高山」、「碎布的标记」。

2 .其他名称 :现译作「萨莫色雷斯」。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9 图第一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撒摩特喇是爱琴海东北的一个小岛。此岛本

是一片高山、高地 , 面积仅 22 平方公里。高山名叫「特喇

( Thrace)」。又译作「特拉加」, 今译作「色雷斯」。而「撒

摩 ( Samo)」乃是「高地 ( Height )」或「高山 ( Mount )」的意

思。本岛名为「撒摩特喇」,实际意思乃是「特喇高山」( 或

高地 )。该岛在使徒时代为隶属于罗马的自由邦。今属

希腊。1981 年统计人口为 2871 人。

5 .圣经记载 :保罗第二次外出传道时 , 曾在異象中听到马其

顿人的呼声 ,请求保罗由亚洲到欧洲去传道。他离开亚

洲的特罗亚 ,坐船先到了撒摩特喇 , 撒摩特喇已是欧洲的

岛屿。保罗遂即从撒摩特喇前行到马其顿那一带的主要

城市腓立比。在那里 , 保罗开始了在欧洲的开荒布道工

作 (徒 16∶9—12 )。

十六划

橄 山    (Olives, Mount of)

1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92 图第二行第 2 格。

2 .地理情況 : 此山在耶路撒冷东面。向南延伸 , 长约 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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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橄榄山的主峰 , 远远高出耶路撒冷城。从约但河东

数十里外 ,即可遙遙望见橄榄山顶。橄榄山西侧 , 即是汲

沦溪。伯大尼、伯法其都是橄榄山的山村。客西马尼园

乃是橄榄山西侧山腳下的一个园子。橄榄山经常遭受猛

烈的西北风吹袭 ,甚至树干都倾向于东南。而耶稣受难

前的一周期间 ,卻常是在这里的村庄住宿 , 在山下的园內

祷告。

3 .圣经记载 :

1) 当年以色列的王大卫 ,由于他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他 , 他

便带著全家和臣仆 , 逃出耶路撒冷 , 过了汲沦溪。「大

卫蒙头赤腳上橄榄山 , 一面上一面哭 , 跟随他的人 , 也

都蒙头哭著上去」( 撒下 15∶13—23 , 30)。

2) 耶稣受难前 ,他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 先到了橄

榄山。耶稣在那里骑上驴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 , 进入了

耶路撒冷 (太 21∶1—11 )。

3) 耶稣受难前一周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到

橄榄山的伯大尼去居住 ( 路 21∶37 , 参看可 11∶11—

12)。

4) 耶稣受难前三天 , 他在橄榄山上 , 面对圣殿坐著 ( 可

13∶3)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 什麼时候有

这些事 ?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预兆呢 ?』」耶稣

在橄榄山上 ,向门徒们预言了将来的预兆 , 并且用许多

比喻 ,教训门徒 ( 太 24∶3—25∶46)。

5) 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 , 和门徒们共进逾越节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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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他们唱了诗 ,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太 26∶30 )。

夜晚在山下的客西马尼园中 ,耶稣三次俯伏在地 , 恳切

地祷告 (太 26∶36—44)。祷告之后 , 即被犹大带了人

来把耶稣捉去而受难 (太 26∶47—50)。

6) 耶稣复活之后 ,他带著门徒再一次来到橄榄山的伯大

尼对面 ,就举手为门徒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 , 耶稣就

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 路 24∶50—51) 。耶稣升

天之后 ,门徒们从橄榄山上下来 , 便回耶路撒冷去聚集

祷告 (徒 1∶12 , 14)。

挞 太    (Dalmatia)

1 .地名原意 :「欺骗」。

2 .其他名称 :现今译名为「达尔马提亚」。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4 图第一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 :挞马太位于现今的亚得里亚海 ( Adriatic Sea )

的东岸 ,并包括沿岸一带的岛屿。乃是古时以利哩古的

一部分。地处巴尔干半岛上。公元前 4 世纪时 , 希腊人

开始在此地定居。其后经过多年战爭 , 于公元前 155 年

归属于罗马 ,巴尔干半岛地区民族问题比较复杂 , 历史上

常有爭战 ,挞马太也多次转手 , 隶属于不同的国家。1947

年达尔马提亚 ( 即古时的挞马太 ) 全部成为南斯拉夫领

土 ,行政上被划为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个区。

据 1971 年统计 , 此处人口约 50 万。但现今南斯拉夫內

部爭端又起 ,其未来的地理图应如何绘制 , 尚无从预测。

5 .圣经记载 :

1) 保罗说 ,他为了外邦人 ( 即犹太以外的各族人 ) 同得救

恩 ,而成为基督耶稣的仆役 (罗 15∶16 )。甚至他从耶

路撒冷 ,直走到挞马太、以利哩古地区 , 到处传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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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音 (罗 15∶19)。

2) 提多曾多年伴随保罗传道 ,当保罗离世之前 , 提多去到

挞马太。很可能是在当地贫困地区 ,继续讲道 ( 提后 4

∶10 )。

锡 (山 )    ( Zion)

1 .地名原意 :「光明」、「显耀」、「干焦之地」。

2 .其他名称 :

1) 郇山。

2) 大卫城。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71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

1) 锡安与耶路撒冷原来住有耶布斯人。大卫攻取了耶布

斯人在锡安的堡垒 ,便住在堡垒之內 , 给它起名叫大卫

城 ,并在周围修筑城墙 ( 撒下 5∶6—10 )。

2) 后来大卫把耶和华的约柜迁到当地 ( 撒下 6∶ 10—

12 )。

3) 关于锡安山的地理位置 , 各家说法不一。但综览圣经

记载 ,可知锡安山必是耶路撒冷城內的一座小山。有

的学者认为 ,锡安山的南端 , 限于耶路撒冷城南的欣嫩

子谷。它的西北地段则连接各各他山。山的东侧即是

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所在地 , 也即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

摩利亚山地 (代下 3∶ 1 , 请参看和合译本圣经后面的

地图第 5 图 ,「耶路撒冷」简图 ) 。

4) 圣经中常以锡安山意指耶路撒冷或犹太人的家乡 , 甚

且有更丰富更深奧的含义。

5 .圣经记载 :

1) 旧约圣经中有关锡安的经文共有 100 馀处之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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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约翰、保罗写的经卷中也常引用旧约中记载锡安的

经文。

2)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 圣徒「乃是来到锡安山 , 永生神的

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 12∶22)。

3) 启示录的作者说 :我又观看 , 见赎罪的羔羊基督站在锡

安山 (启 14∶1 )。

十七划

赛 底    (Syrtis)

1 .地名原意 :「流沙」。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1 图第四行第 1 格。

3 .地理情況 :赛耳底是地中海內靠近非洲北岸的一个多有

危险的沙滩。

4 .圣经记载 :当年保罗乘船被押解去罗马的途中 , 在经过革

哩底岛的海面时 ,遇到了狂风。船只贴著高大岛的背风

岸航行。船上的水手们又怕海船撞在赛耳底的沙滩上 ,

就落下了篷帆 ,让船随著风势飘流。船上的人们多日见

不到太阳和星辰 ,又有狂风大浪催逼 , 大家连得救的指望

都绝了 ,眾人多日都沒有吃什麼。这时保罗得到神的启

示 :神必保守全船人的性命。于是保罗以神对他的默示

来劝慰眾人 , 终于使船上的人全部脫险 ( 徒 27∶ 14—

44 )。

隐 珥    (Endor )

1 .地名原意 :「居住之泉」、「多珥的泉源」。

2 .其他名称 :今称为「恩得珥 ( En-d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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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2 图第一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隐多珥原是以萨迦支派的一个城镇。后来归

为玛拿西支派 (书 17∶11) 。位于书念和基尼烈湖之间 ,

约在书念东北 6 公里处。

5 .圣经记载 :

1) 玛拿西支派分得隐多珥后 , 卻不能赶出当地的居民。

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 (书 17∶11—12)。

2) 按照耶和华的律法 ,人若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 , 就要

把他剪除 (利 20∶6 )。扫罗初登王位时 , 也曾不容在

国內有交鬼行邪术的人 ( 撒上 28∶3) 。但是扫罗作王

之后 ,一再违背耶和华的吩咐。当非利士人深深侵入

到以色列的腹地书念时 ,扫罗心中惧怕 , 竟叫他的臣仆

给他寻找一个交鬼的人。当他得知在隐多珥有个交鬼

的妇人时 ,他便改了装束 , 夜里去见那个妇人 , 求她用

法术帮助他 ,结果在与非利士人的爭战中扫罗重伤而

死 (撒上 28∶4—8 , 31∶1—6 , 请参看附录三第 32 图

及说明 )。

隐 歌利    (En Hakkore)

1 .地名原意 :「求告者的泉源」。

2 .所在位置 : 附录三第 23 图第二行第 3 格中利希所在之

处。

3 .有关资料 :隐哈歌利乃是利希的一个泉水的名称。根据

圣经记述 ,此泉乃是因为参孙求告耶和华有水湧出而得

名的。

4 .圣经记载 :参孙击杀了 1000 个非利士人之后 , 因口渴而

求告耶和华 , 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 , 有水从其中湧出

来 ,参孙喝了精神复原 , 因此那泉名叫隐哈歌利。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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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19 )

隐 底    (En Gedi)

1 .地名原意 :「山羊泉」、「小山羊的泉源」。

2 .其他名称 :哈洗逊他玛 ( H azazon Tamar ) (代下 20∶2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31 图第二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隐基底是盐海 ( 即死海 )西岸中部的一个城邑 ,

原来住有亚摩利人 (创 14∶7) 。后来分给犹大支派为业

(书 15∶21 , 62 )。此地风景极佳 , 多有溫泉和棕树 , 盛产

葡萄 (歌 1∶14 )。到中世纪时 , 当地已成荒漠 ,只有少数

阿拉伯人居住其中。隐基底城西的山中 , 有很多洞穴。

大卫逃避扫罗时 ,即曾藏在山洞之內。

5 .圣经记载 :

1) 当年扫罗得知大卫躲在隐基底的山野时 , 即挑选了三

千精兵去寻索大卫。那时扫罗进到一个山洞里去大

解 ,大卫卻正藏在那个山洞的深处。本来大卫举手即

可杀死追逼他的扫罗 ,但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 , 而不肯

杀害扫罗。只是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衣襟 , 以示自己

对扫罗并无相害之意 (撒上 24∶1—12 , 请参看附录三

第 31 图�12 及说明 ) 。

2) 犹大的第四代国王约沙法时 , 亚扪人、摩押人、西珥人

攻入隐基底。约沙法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使亚扪、摩

押、西珥等人自相击杀而逃 (代下 20∶ 1—24 , 请参看

附录三第 51 图及说明 ) 。

隐 结    (En Rogel)

1 .地名原意 :「漂布者的泉水」、「旅行者的泉水」。

2 .其他名称 :今称「约伯井 ( Job�s Well)」。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68 图第四行第 3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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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理情況 :隐罗结是一个水泉的名字 , 位于耶路撒冷城外

东南方 ,乃是汲沦谷中的一个水泉 , 在犹大和便雅悯两支

派的交界处 ,与欣嫩子谷和琐希列磬石相近。

5 .圣经记载 :

1) 隐罗结乃是便雅悯支派的地业 (书 18∶11—16)。

2) 押沙龙背叛其父大卫时 , 忠于大卫的约拿单和亚希玛

斯在隐罗结那里等候探听消息。当时 , 谋士亚希多弗

力劝押沙龙 ,选派精兵连夜追赶大卫 , 以便趁他疲乏无

备时 ,一举将他杀害。约拿单和亚希玛斯得知这一消

息后 ,便急忙去告知大卫 , 于是大卫当夜过了约但河 ,

避开了险境 (撒下 17∶1—17 , 21—23)。

3) 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雅谋窃王位 , 在隐罗结旁琐

希列磐石那里 ,宴请大卫的许多王子和大臣。但是正

当他们得意欢宴的时候 , 大卫卻叫祭司撒督、先知拿

单、战将比拿雅等人 , 在基训泉拥立所罗门为王了。隐

罗结和基训泉相距不远 , 亚多尼雅等眾人遙遙听到以

色列人欢呼「所罗门王万岁」时 , 乃惊惧而散 (王上 1∶

5—49) 。

十九划

罗    ( Lod )

1 .地名原意 :「裂缝」。

2 .其他名称 :即新约时代的呂大 ( Lydda )。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41 图第三行第 2 格。

4 .地理情況 :罗德是便雅悯支派属地中的一个城 , 在约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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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约 15 公里。当年沿地中海岸有一条南北交通大道 , 可

以延伸通到埃及与巴比伦 ; 又有一条从海滨到约但河的

东西交通大道 ,可以连接约帕和耶路撒冷。而罗德距离

这两条大道的交点很近 , 古时商队 , 必须经过此地 , 所以

罗德甚为繁华。后来海陆交通都有新的发展 ,罗德 ( 即后

来的呂大 )乃日渐衰落。

5 .圣经记载 :

1) 便雅悯支派以利巴力的儿子「沙麦 , 建立阿挪和罗德二

城 ,与其村庄。」( 代上 8∶12)

2)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 他

们的子孙在波斯王古列年间 , 同所罗巴伯等人回到耶

路撒冷和犹大各地。其中「罗德人、哈第人、阿挪人共

七百二十五名。」(拉 2∶33; 尼 7∶37)

3) 使徒彼得到各地传道时 ,曾居住在罗德 ( 希腊时代称此

地为呂大 )的圣徒那里。彼得在那里「遇见一个人 , 名

叫以尼雅 , 得了瘫瘓 , 在褥子上躺臥八年。彼得对他

说 :『以尼雅 ,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 起来 , 收拾你的褥

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呂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

他 ,就归服主。」( 徒 9∶32—35)

罗    (Rhodeo)

1 .地名原意 :「犹如玫瑰」。

2 .其他名称 :今译名叫「罗得」。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00 图第三行第 3 格。

4 .地理情況 :罗底是爱琴海中的一个海岛。在小亚细亚半

岛的东南方。此岛长 65 公里 , 宽 30 公里。岛上出产丰

富 ,灌溉极便。但境內多有山岭 , 最高的山峰 ,约 1300 馀

米。该岛首邑也叫罗底。由于本岛位于航道的要地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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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业发达。公元前 189 年以后 ,罗底成为罗马的盟国 ,

颇为罗马效力。公元 1522 年 , 罗底为土耳其征服。近年

此岛已属希腊所有。

5 .圣经记载 :保罗第三次外出布道的返回途中 , 先到了哥士

岛 ,又到了罗底岛 , 从那里又去到呂家省的帕大喇 (行程

路線请见附录三第 100 图 ) ( 徒 21∶1)。

罗    (Rome)

1 .地名原意 :「能力」。

2 .地理情況及有关资料 :

1) 罗马帝国的疆域请参看第 77 图。其首都罗马城的位

置及城区请参看附录下列各图 :

①第 78 图第一行第 1 格 ;

②第 101 图第一行第 1 格 ;

③第 102 图第一行第 2 格。

2) 罗马于公元前 753 年由其第一代国王罗母勒 ( Romu-

lus) 建国。当时国家土地很小 , 以后逐渐强大 , 兼并邻

国。第 7 代国王他昆纽·苏伯布 ( Tarquiniu s Super-

bus )厉行虐政 , 于是人民叛离 ,废除君主 , 建立共和 , 政

权操纵在少数贵族手中。平民再三要求 , 始获议政权。

在共和时期 , 罗马扩张国界 ,占有了意大利全境。公元

前 190 年 , 罗马战胜敍利亚王大安提阿古 ( Antiochus

the Great ) , 夺取了小亚西来数城。其后 , 由于其他民

族甘心归服罗马 , 其疆界乃逐渐延伸。公元前 63 年 ,

犹太地区许多分封的王 , 其设立和废弃都是由罗马皇

帝決定的。罗马的国境在最大时 , 东西约 4500 公里 ,

南北约 3000 公里。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人。

3) 许多罗马皇帝在位时 , 都发生过一些有关基督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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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详见本词条「圣经记载」栏內的经文引述。老约

翰写完启示录离世之后 ,从第 2 世纪起 , 当下一代的传

道人及圣徒继续在罗马境內传讲福音时 , 由于基督徒

不跪拜偶像 ,其中也包括罗马皇帝的图像 , 这样便招致

了若干代罗马皇帝的怀疑 , 他们认为基督徒对罗马不

忠 ,因而断续逼迫基督徒达 200 馀年之久。但到 4 世

纪初 ,基督的福音卻在长期的迫害中 , 几乎传遍了整个

罗马帝国。 当时基督教会长期处于不合法的被取缔

的处境 ,无法统计确切的信徒数字 , 但有资料估计说 ,

那时基督徒的人数 , 几乎已相当于罗马帝国全体人口

的一半 。

4) 公元 313 年 ,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地位 , 突然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 Constan-

tine )宣称 , 他曾于公元 312 年 10 月 27 日看见了一个

光明的十字架。它闪耀于天空 ,上面写著「靠此得胜」。

其后他果然在爭战中打了胜仗。因此他自己皈依了基

督。他下了一道谕旨 ,释放先前被捕的信徒 , 发还了沒

收的教会财产 ,并且要求全国人民都要信仰基督。公

元 325 年 ,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了基督教领袖人物

的会议。 (历史上称为「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 或「尼

西亚公会议」。)会上制定了基督教的组织法规、信条教

义、崇拜礼仪等事项。当会眾对教义爭持不下时 , 君士

坦丁即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裁決。史学家一致认为 ,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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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坦丁这一做法乃是政权干预教会信仰的开端 。公

元 392 年 ,罗马皇帝狄奧多西 ( Theodosius ) 宣布基督

教为罗马国教。公元 325—787 年之间 , 共召开了 7 次

「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都是由历代罗马皇帝召开的。

虔诚的基督徒都认为 ,无论君士坦丁、狄奧多西等人是

否为真正的信徒 ,也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 , 但他们下令

全国信教并且以皇帝的名义裁決教义 , 这种做法都是

不符合圣经教道的。从那时起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內 ,

真假信徒难分 , 政论、教义难辨。有些人借机趋炎附

势、惟利是图 , 并以宗教领袖的名义联合政权、参与政

爭。这样就造成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恶果。

5) 公元 11 世纪时 , 罗马的基督教首领被尊为教皇 , 执意

欲统治世界各地的教会。而东方的耶路撒冷、小亚细

亚半岛、希腊等地的教会 , 拒绝接受罗马教皇的辖管。

公元 1054 年 , 东、西方教会终于分裂。东方等地的教

会认为 ,福音本是由东往西 , 从耶路撒冷开始 , 经过小

亚细亚、希腊半岛才传到罗马的。当时东方的教会认

为他们自己乃是正统的教会 , 故此称为「东方正统教

会」或「东正教」( Eastern Or thodoxy )。而以罗马教皇

为首的西方教会被称为罗马教或天主教 ( Catholi-

cism) 。东正教逐渐传布于东欧、帝俄等地 , 曾被沙皇

定为国教 ,也曾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日本、美洲等地传

教。

6) 罗马各地天主教內的虔诚基督徒 , 越来越感到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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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教条违背了圣经。16 世纪时 , 大量的基督徒反

对天主教发售赎罪券等做法 , 脫离了天主教。这些基

督徒要求一切按照圣经行事。他们认为信徒的灵魂得

救乃是「本乎恩 , 也因著信」。悔改认罪不必要通过天

主教的神父。人人可以直接从圣经中领悟基督的道

理 ,而并非只有神父才有讲解圣经的垄断权。这些基

督徒组成了以基督为救主的教会。他们被称为基督教

( Christianity)。在西方 , 他们也被称为新教 ( P rotes-

tantism )。自从 16 世纪以来 , 他们已从欧洲向外传讲

福音 ,而使信徒遍及美洲、亚洲、非洲等地。

7) 西方学者认为 ,古罗马的天主教、各地的东正教和基督

教 (新教 ) 乃是信奉基督的三大教派。 虔诚的基督徒

则认为 ,基督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內部 , 都有信奉基督

教的真实信徒 ,也都有有名无实的假信徒。正如耶稣

在世时所讲的比喻 :天国好像人把麦种撒在田地里 , 而

撒但卻把稗子也撒在其中。它们长起来时外形近似而

不易辨别。但主人收割的时候 ,将把稗子焚烧 , 卻把麦

子收在仓里 (太 13∶24—30)。

8) 现今的罗马城乃是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城西部的高

地 ,即是天主教皇的教廷所在地梵蒂冈。天主教一直

是古罗马和今意大利的国教。直到 1984 年 2 月 , 教皇

和意大利才签署了新协定 ,宣布政教分离 , 各自享有独

立自主权。但意大利人仍大多信奉天主教。据 1984

年统计 ,罗马人口为 283 万人。城市现在分为古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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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两部分。古城中仍有圣彼得大教堂等宏伟建筑

物。新城中也有不少倣效罗马古城而修建的大小教

堂。有人认为 ,现在罗马城的「新阿皮亚路」, 可能与当

年保罗被押进罗马的「亚比安大道」,都在同一路線上。

3 .圣经记载与历史记述 : ( 许多罗马皇帝在位时都发生过有

关基督教会的一些事件 )

1) 亚古士督 ( Augustus ) 在位时 , 他曾通令罗马境內人民

都须各归各城 ,报名上冊。马利亚与约瑟来到伯利恆

时 ,耶稣降生于该地 (路 2∶1—11 )。

2) 提庇留 ( Tiberius ) 在位第 15 年 , 彼拉多被提庇留派往

犹太作巡抚。希律被分封为加利利的王。那时约翰出

来施洗传道。不久耶稣受洗后也出来传道 , 当时耶稣

年约 30 岁。仅约 3 年 , 犹太人即向巡抚彼拉多诬告耶

稣背叛该撒 (即反对提庇留 ) , 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受

难 (路 3∶1—3 , 3∶21—23 , 23∶2; 约 19∶12 )。

3) 革老丟 ( Claudius )年间发生了饥荒。保罗和巴拿马受

安提阿教会的委托 , 把捐献的款项 , 带往耶路撒冷 , 赠

给当地的圣徒 (徒 11∶27—30)。

4) 革老丟在位时 ,他所封立的希律王 , 下手苦害教会中的

人 ,刀斩了雅各 , 囚禁了彼得 (徒 12∶1—3)。

5) 革老丟曾下令叫犹太人离开罗马城 ,因此百基拉、亚居

拉夫妇从罗马迁到了哥林多。保罗到哥林多时 , 便投

奔了他们 ,和他们同住作工 ,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 徒 18

∶1—11) 。

6) 尼祿 ( Nero) 于公元 54—86 年在位。那时 , 在保罗被

押解到罗马以前 , 罗马已经有了信徒 ( 徒 28∶ 15—

16 )。保罗所写的罗马人书中曾说 , 罗马的教会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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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基拉夫妇家中聚会 (罗 16∶3—5)。

7) 尼祿年间 ,保罗被押解到罗马。保罗临近罗马的时候 ,

罗马城的一些信徒曾走出约 50 公里去迎接他 ( 徒 28

∶14—15 )。他首次被囚在罗马时 , 被允许和一个看守

兵另住在一起 ( 徒 28∶16 )。他在罗马自己租的房子

里 ,住了足有两年 , 凡来见他的人 , 他都接待 ,「放胆传

讲神国的道」( 徒 28∶30—31 )。

8) 尼祿以暴力迫害基督徒。保罗和彼得奔波传道一生之

后 ,都先后殉道于罗马 (提后 4∶6—7; 彼后 1∶ 13—

15)。

9) 维斯帕先 ( Vespasian)于公元 69—79 年时在位。约在

公元 70 年他派兵毀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由于圣殿

的砖石缝隙间有饰金可取 , 所以罗马兵丁爭相搜刮掠

夺 ,以致沒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 太 24∶2)。

10 )豆米仙 ( Domitian)在位时约在公元 81—96 年。他逼

迫信徒 , 曾把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上 (启 1∶9)。

二十一划

兰    (Rameses)

1 .地名原意 :「太阳神」、「罪恶的旗手」。

2 .其他名称 :

1) 又名琐安。

2) 或即现今的「撒埃哈甲 ( San el-H ajar)」。

3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1 图第二行第 1 格。

4 .地理情況:兰塞位于埃及尼罗河下游的歌珊地区 , 是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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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迫以色列人建造的一个屯积货物的城邑 (出 1∶11)。

5 .圣经记载 :

1) 约瑟在埃及作了宰相 , 神命定 7 年的饥荒遍满天下。

那时法老吩咐约瑟把父亲和兄弟全家接到埃及来奉

养。「约瑟遵著法老的命 ,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 就是兰

塞境內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

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 ,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 创

47∶11—12 )

2) 约瑟的父亲以色列带著全家共 70 人下埃及居住 , 直到

约瑟和他弟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有不认识约瑟的

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他见以色列民比他们还多 , 又比

他们强盛 ,满了那地。就用巧计待以色列人 , 他恐怕以

色列人多起来 ,日后若遇什麼爭战的事 , 就联合仇人攻

击埃及。「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 , 加重担苦害

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 , 就是比东和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 他们越发多起来 , 越发蔓延。」( 出

1∶5—12 )「过了多年 , 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埃及

因作苦工就歎息哀求 ,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记念他

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 知道他们的苦情 , 就差摩西去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 出 2∶23—25 , 3∶7—10 )。耶和

华因法老的心刚硬 , 施行了 10 种災害 , 击杀了埃及人

的长子。「正月十五日 , 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 以色列人

从兰塞起行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 , 昂然无惧地出去。那

时 ,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 ,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

所击杀的 , 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民 33∶ 3—4 )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

地出来了。」「除了妇人孩子 , 步行的男人约有 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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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2∶37—41)

二十三划

髑 地    (Skull, Place of)

(请参看「各各他」条 )

二十五划

盐    (Salt , Valley of)

1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54 图第四行第 3 格。

2 .地理情況 :盐谷是盐海南方的一个小山谷。附近的山地

中有盐数层 ,长约 7 .5 公里。

3 .圣经记载 :

1) 大卫作王的时代 , 他的战将亚比筛曾在盐谷击杀以东

18000 人 (代上 18∶12) 。

2) 犹大的第 9 代国王亚玛谢在位时 ,曾攻打以东人 , 在盐

谷击杀了他们 10000 人 , 并进而攻占了他们的都城西

拉 (王下 14∶7 , 请参看附录三第 54 图①—③及其说

明 )。

盐    (Salt Sea)

1 .其他名称 :

1) 死海 (Dead Sea )。

2) 亚拉巴海 (书 12∶3 )。

3) 东海 (结 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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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订谷 (参创 14∶3 )。

5) 阿拉伯人称为「罗得海」。

2 .所在位置 :附录三第 15 图第三至四行第 3 格。

3 .地理情況 :

1) 盐海的水源主要来自由北而来的约但河 , 另有几条小

的溪流也洩入盐海。由于海水有入无出 , 因此多有积

垢 ,不似加利利海清秀宜人 , 所以当地人有句格言说 :

「当作加利利 , 不要作死海。」

2) 盐海的水面在海拔以下约近 400 米 , 其最低的海底则

在海拔以下将近 800 米。南北长约 80 公里 , 东西宽约

15 公里左右。因为盐海沒有出口 , 所以被称为死海 ,

又因若干年来海水蒸发 , 积留下大量的盐分及其他盐

类矿物质 ,所以又叫盐海。有资料说 , 盐海中的盐分 ,

可供 40 亿人使用 2000 年 , 海水的含盐量约在 25% ,

因为比重甚大 ,所以人们可以像臥在海绵上一样 , 躺在

水面上游泳。

3) 盐海的西岸边 ,有一条狭窄的通道 , 现已修成了高级公

路 ,但其东岸则悬崖峭壁无法通行。故此学者推论 , 当

年罗得渐渐挪移帐棚到盐海南端的所多玛时 , 乃是沿

著盐海西岸而南下的。

4) 名城隐基底即在盐海的西岸上。

5) 盐海的南部海水较浅 ,海底沉积有沥青和硫磺 , 有些圣

经学者考证 ,被毀灭的所多玛等城即在该处的海底。

4 .圣经记载 :

1) 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 其东南部即以盐

海为界 (民 34∶3 , 12)。

2) 先知以赛亚也曾论及盐海 (赛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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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本书地名以英文字首为序条目表

A

Abilene  亚比利尼 241⋯⋯⋯⋯⋯⋯⋯⋯⋯⋯⋯⋯⋯⋯⋯

Abel Beth Maacah  亚伯伯玛迦 242⋯⋯⋯⋯⋯⋯⋯⋯⋯⋯

Abel Meholah  亚伯米何拉 243⋯⋯⋯⋯⋯⋯⋯⋯⋯⋯⋯

Abel Shittim  亚伯什亭 244⋯⋯⋯⋯⋯⋯⋯⋯⋯⋯⋯⋯⋯

Acco  亚柯 253⋯⋯⋯⋯⋯⋯⋯⋯⋯⋯⋯⋯⋯⋯⋯⋯⋯⋯

Achaia  亚该亚 252⋯⋯⋯⋯⋯⋯⋯⋯⋯⋯⋯⋯⋯⋯⋯⋯⋯

Achor , V alley of  亚割谷 253⋯⋯⋯⋯⋯⋯⋯⋯⋯⋯⋯⋯

Adam  亚当城 245⋯⋯⋯⋯⋯⋯⋯⋯⋯⋯⋯⋯⋯⋯⋯⋯⋯

Adramyttium  亚大米田 244⋯⋯⋯⋯⋯⋯⋯⋯⋯⋯⋯⋯⋯

Adria  亚底亚 (海 ) 245⋯⋯⋯⋯⋯⋯⋯⋯⋯⋯⋯⋯⋯⋯⋯

Adullam  亚杜兰 246⋯⋯⋯⋯⋯⋯⋯⋯⋯⋯⋯⋯⋯⋯⋯⋯

A enon  哀嫩 278⋯⋯⋯⋯⋯⋯⋯⋯⋯⋯⋯⋯⋯⋯⋯⋯⋯⋯

Ai  艾 83⋯⋯⋯⋯⋯⋯⋯⋯⋯⋯⋯⋯⋯⋯⋯⋯⋯⋯⋯⋯⋯

Aijalon  亚雅仑 277⋯⋯⋯⋯⋯⋯⋯⋯⋯⋯⋯⋯⋯⋯⋯⋯

Alexandria  亚力山太 262⋯⋯⋯⋯⋯⋯⋯⋯⋯⋯⋯⋯⋯⋯

Amalekites  亚玛力 (人 ) 266⋯⋯⋯⋯⋯⋯⋯⋯⋯⋯⋯⋯⋯

Ammah  亚玛 265⋯⋯⋯⋯⋯⋯⋯⋯⋯⋯⋯⋯⋯⋯⋯⋯⋯

Ammon  亚扪 (人 ) 267⋯⋯⋯⋯⋯⋯⋯⋯⋯⋯⋯⋯⋯⋯⋯

Amorites  亚摩利 ( 人 ) 269⋯⋯⋯⋯⋯⋯⋯⋯⋯⋯⋯⋯⋯⋯

Amphipolis  暗妃波里 440⋯⋯⋯⋯⋯⋯⋯⋯⋯⋯⋯⋯⋯⋯

Antioch  安提阿 87⋯⋯⋯⋯⋯⋯⋯⋯⋯⋯⋯⋯⋯⋯⋯⋯⋯

Antipat ris  安提帕底 90⋯⋯⋯⋯⋯⋯⋯⋯⋯⋯⋯⋯⋯⋯⋯

—605—



Antonia , Tower of  安东尼亚楼 86⋯⋯⋯⋯⋯⋯⋯⋯⋯⋯

Aphek  亚弗 249⋯⋯⋯⋯⋯⋯⋯⋯⋯⋯⋯⋯⋯⋯⋯⋯⋯⋯

Apollonia  亚波罗尼亚 242⋯⋯⋯⋯⋯⋯⋯⋯⋯⋯⋯⋯⋯

Appius , Forum of  亚比乌 241⋯⋯⋯⋯⋯⋯⋯⋯⋯⋯⋯⋯

Arabah  亚拉巴 254⋯⋯⋯⋯⋯⋯⋯⋯⋯⋯⋯⋯⋯⋯⋯⋯

Arabia  亚拉伯 256⋯⋯⋯⋯⋯⋯⋯⋯⋯⋯⋯⋯⋯⋯⋯⋯⋯

Aram  亚兰 259⋯⋯⋯⋯⋯⋯⋯⋯⋯⋯⋯⋯⋯⋯⋯⋯⋯⋯

Ararat , Mount of  亚拉腊山 257⋯⋯⋯⋯⋯⋯⋯⋯⋯⋯⋯

Areopagus  亚略巴古 264⋯⋯⋯⋯⋯⋯⋯⋯⋯⋯⋯⋯⋯⋯

Arima thaea  亚利马太 262⋯⋯⋯⋯⋯⋯⋯⋯⋯⋯⋯⋯⋯⋯

Armageddon , H armagedon  哈米吉多顿 289⋯⋯⋯⋯⋯⋯

Arnon , River of  亚嫩河 260⋯⋯⋯⋯⋯⋯⋯⋯⋯⋯⋯⋯⋯

Arpad  亚珥拔 248⋯⋯⋯⋯⋯⋯⋯⋯⋯⋯⋯⋯⋯⋯⋯⋯⋯

Aroer  亚罗珥 261⋯⋯⋯⋯⋯⋯⋯⋯⋯⋯⋯⋯⋯⋯⋯⋯⋯

As hdod  亚实突 271⋯⋯⋯⋯⋯⋯⋯⋯⋯⋯⋯⋯⋯⋯⋯⋯

As hkelon , Ashqelon  亚实基伦 270⋯⋯⋯⋯⋯⋯⋯⋯⋯⋯

As ht eroth Karnaim  亚特律加宁 274⋯⋯⋯⋯⋯⋯⋯⋯⋯

Asia  亚西亚 276⋯⋯⋯⋯⋯⋯⋯⋯⋯⋯⋯⋯⋯⋯⋯⋯⋯⋯

Assos  亚朔 274⋯⋯⋯⋯⋯⋯⋯⋯⋯⋯⋯⋯⋯⋯⋯⋯⋯⋯

Assyria  亚述 272⋯⋯⋯⋯⋯⋯⋯⋯⋯⋯⋯⋯⋯⋯⋯⋯⋯

A then s  雅典 432⋯⋯⋯⋯⋯⋯⋯⋯⋯⋯⋯⋯⋯⋯⋯⋯⋯

A ttalia  亚大利 244⋯⋯⋯⋯⋯⋯⋯⋯⋯⋯⋯⋯⋯⋯⋯⋯⋯

Aven  亚文 274⋯⋯⋯⋯⋯⋯⋯⋯⋯⋯⋯⋯⋯⋯⋯⋯⋯⋯

Azekah  亚西加 275⋯⋯⋯⋯⋯⋯⋯⋯⋯⋯⋯⋯⋯⋯⋯⋯

Azotus  亚锁都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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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al H azor  巴力夏琐 18⋯⋯⋯⋯⋯⋯⋯⋯⋯⋯⋯⋯⋯⋯

Babel  巴别 11⋯⋯⋯⋯⋯⋯⋯⋯⋯⋯⋯⋯⋯⋯⋯⋯⋯⋯⋯

Babylon  巴比伦 (城 ) 9⋯⋯⋯⋯⋯⋯⋯⋯⋯⋯⋯⋯⋯⋯⋯

Bahurim  巴戶琳 14⋯⋯⋯⋯⋯⋯⋯⋯⋯⋯⋯⋯⋯⋯⋯⋯

Bamoth  巴末 19⋯⋯⋯⋯⋯⋯⋯⋯⋯⋯⋯⋯⋯⋯⋯⋯⋯⋯

Bashan  巴珊 20⋯⋯⋯⋯⋯⋯⋯⋯⋯⋯⋯⋯⋯⋯⋯⋯⋯⋯

Beer Lahai Roi  庇耳拉海莱 143⋯⋯⋯⋯⋯⋯⋯⋯⋯⋯⋯

Beer Sheba  别是巴 144⋯⋯⋯⋯⋯⋯⋯⋯⋯⋯⋯⋯⋯⋯⋯

Beracah , Valley of  比拉迦谷 25⋯⋯⋯⋯⋯⋯⋯⋯⋯⋯⋯

Beroea  庇哩亚 141⋯⋯⋯⋯⋯⋯⋯⋯⋯⋯⋯⋯⋯⋯⋯⋯⋯

Beth Barah  伯巴拉 149⋯⋯⋯⋯⋯⋯⋯⋯⋯⋯⋯⋯⋯⋯⋯

Beth Horon  伯和仑 154⋯⋯⋯⋯⋯⋯⋯⋯⋯⋯⋯⋯⋯⋯

Beth Merha  伯墨哈 164⋯⋯⋯⋯⋯⋯⋯⋯⋯⋯⋯⋯⋯⋯

Beth Peor  伯毘珥 165⋯⋯⋯⋯⋯⋯⋯⋯⋯⋯⋯⋯⋯⋯⋯

Beth Rehob  伯利合 163⋯⋯⋯⋯⋯⋯⋯⋯⋯⋯⋯⋯⋯⋯

Beth Shan , Beth Shean  伯珊 168⋯⋯⋯⋯⋯⋯⋯⋯⋯⋯⋯

Beth Shemesh  伯示麦 169⋯⋯⋯⋯⋯⋯⋯⋯⋯⋯⋯⋯⋯

Beth Sven  伯亚文 174⋯⋯⋯⋯⋯⋯⋯⋯⋯⋯⋯⋯⋯⋯⋯

Bethabara  伯大巴喇 154⋯⋯⋯⋯⋯⋯⋯⋯⋯⋯⋯⋯⋯⋯

Bethany  伯大尼 150⋯⋯⋯⋯⋯⋯⋯⋯⋯⋯⋯⋯⋯⋯⋯⋯

Bethel  伯特利 171⋯⋯⋯⋯⋯⋯⋯⋯⋯⋯⋯⋯⋯⋯⋯⋯⋯

Bethesda  毕示大 378⋯⋯⋯⋯⋯⋯⋯⋯⋯⋯⋯⋯⋯⋯⋯⋯

Bethlehem  伯利恆 157⋯⋯⋯⋯⋯⋯⋯⋯⋯⋯⋯⋯⋯⋯⋯

Bethphage  伯法其 154⋯⋯⋯⋯⋯⋯⋯⋯⋯⋯⋯⋯⋯⋯⋯

Bethsaida  伯赛大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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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hynia  庇推尼 142⋯⋯⋯⋯⋯⋯⋯⋯⋯⋯⋯⋯⋯⋯⋯⋯

C

Caesarea  该撒利亚 441⋯⋯⋯⋯⋯⋯⋯⋯⋯⋯⋯⋯⋯⋯⋯

Caesarea Philippi  该撒利亚腓立比 444⋯⋯⋯⋯⋯⋯⋯⋯

Calah  迦拉 297⋯⋯⋯⋯⋯⋯⋯⋯⋯⋯⋯⋯⋯⋯⋯⋯⋯⋯

Cana  迦拿 302⋯⋯⋯⋯⋯⋯⋯⋯⋯⋯⋯⋯⋯⋯⋯⋯⋯⋯

Canaan  迦南 303⋯⋯⋯⋯⋯⋯⋯⋯⋯⋯⋯⋯⋯⋯⋯⋯⋯

Capernaun  迦百农 295⋯⋯⋯⋯⋯⋯⋯⋯⋯⋯⋯⋯⋯⋯⋯

Cappadocia  加帕多家 43⋯⋯⋯⋯⋯⋯⋯⋯⋯⋯⋯⋯⋯⋯

Carchemish  迦基米施 296⋯⋯⋯⋯⋯⋯⋯⋯⋯⋯⋯⋯⋯⋯

Carmel  迦密 299⋯⋯⋯⋯⋯⋯⋯⋯⋯⋯⋯⋯⋯⋯⋯⋯⋯

Cauda  高大 355⋯⋯⋯⋯⋯⋯⋯⋯⋯⋯⋯⋯⋯⋯⋯⋯⋯⋯

Chaldea  迦勒底 298⋯⋯⋯⋯⋯⋯⋯⋯⋯⋯⋯⋯⋯⋯⋯⋯

Chenchreae  坚革哩 410⋯⋯⋯⋯⋯⋯⋯⋯⋯⋯⋯⋯⋯⋯⋯

Cherith , Brook of  基立溪 391⋯⋯⋯⋯⋯⋯⋯⋯⋯⋯⋯⋯

Chebar  迦巴鲁 294⋯⋯⋯⋯⋯⋯⋯⋯⋯⋯⋯⋯⋯⋯⋯⋯

Chios  基阿 381⋯⋯⋯⋯⋯⋯⋯⋯⋯⋯⋯⋯⋯⋯⋯⋯⋯⋯

Chorazin  哥拉汛 356⋯⋯⋯⋯⋯⋯⋯⋯⋯⋯⋯⋯⋯⋯⋯⋯

Cilicia  基利家 395⋯⋯⋯⋯⋯⋯⋯⋯⋯⋯⋯⋯⋯⋯⋯⋯⋯

Refuge , Cities of  逃城 373⋯⋯⋯⋯⋯⋯⋯⋯⋯⋯⋯⋯⋯

Cnidus  革尼土 282⋯⋯⋯⋯⋯⋯⋯⋯⋯⋯⋯⋯⋯⋯⋯⋯⋯

Colossae  歌罗西 446⋯⋯⋯⋯⋯⋯⋯⋯⋯⋯⋯⋯⋯⋯⋯⋯

Corin th  哥林多 356⋯⋯⋯⋯⋯⋯⋯⋯⋯⋯⋯⋯⋯⋯⋯⋯

Cos , Coos  哥士 358⋯⋯⋯⋯⋯⋯⋯⋯⋯⋯⋯⋯⋯⋯⋯⋯

Crete  革哩底 279⋯⋯⋯⋯⋯⋯⋯⋯⋯⋯⋯⋯⋯⋯⋯⋯⋯

Cu sh  古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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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us  居比路 221⋯⋯⋯⋯⋯⋯⋯⋯⋯⋯⋯⋯⋯⋯⋯⋯

Cyrene  古利奈 29⋯⋯⋯⋯⋯⋯⋯⋯⋯⋯⋯⋯⋯⋯⋯⋯⋯

D

Dalmanutha  大玛努他 2⋯⋯⋯⋯⋯⋯⋯⋯⋯⋯⋯⋯⋯⋯

Dalmatia  挞马太 487⋯⋯⋯⋯⋯⋯⋯⋯⋯⋯⋯⋯⋯⋯⋯⋯

Damascu s  大马色 2⋯⋯⋯⋯⋯⋯⋯⋯⋯⋯⋯⋯⋯⋯⋯⋯

Dan  但 175⋯⋯⋯⋯⋯⋯⋯⋯⋯⋯⋯⋯⋯⋯⋯⋯⋯⋯⋯⋯

Decapolis  低加波利 177⋯⋯⋯⋯⋯⋯⋯⋯⋯⋯⋯⋯⋯⋯

Derbe  特庇 374⋯⋯⋯⋯⋯⋯⋯⋯⋯⋯⋯⋯⋯⋯⋯⋯⋯⋯

Dor  多珥 91⋯⋯⋯⋯⋯⋯⋯⋯⋯⋯⋯⋯⋯⋯⋯⋯⋯⋯⋯

Dothan  多坍 92⋯⋯⋯⋯⋯⋯⋯⋯⋯⋯⋯⋯⋯⋯⋯⋯⋯⋯

Dura  杜拉 177⋯⋯⋯⋯⋯⋯⋯⋯⋯⋯⋯⋯⋯⋯⋯⋯⋯⋯

E

Ebal , Mount of  以巴路山 59⋯⋯⋯⋯⋯⋯⋯⋯⋯⋯⋯⋯⋯

Eben Ezer  以便以谢 60⋯⋯⋯⋯⋯⋯⋯⋯⋯⋯⋯⋯⋯⋯⋯

Eden  伊甸 138⋯⋯⋯⋯⋯⋯⋯⋯⋯⋯⋯⋯⋯⋯⋯⋯⋯⋯

Edom  以东 62⋯⋯⋯⋯⋯⋯⋯⋯⋯⋯⋯⋯⋯⋯⋯⋯⋯⋯⋯

Edrei  以得来 62⋯⋯⋯⋯⋯⋯⋯⋯⋯⋯⋯⋯⋯⋯⋯⋯⋯⋯

Eglon  伊矶伦 140⋯⋯⋯⋯⋯⋯⋯⋯⋯⋯⋯⋯⋯⋯⋯⋯⋯

Egypt  埃及 348⋯⋯⋯⋯⋯⋯⋯⋯⋯⋯⋯⋯⋯⋯⋯⋯⋯⋯

Egypt , Brook of  埃及小河 353⋯⋯⋯⋯⋯⋯⋯⋯⋯⋯⋯⋯

Egypt , River of  埃及河

 (或尼罗河、尼罗河分流、埃及小河 ) 351⋯⋯⋯⋯⋯⋯⋯⋯

Ekron  以革伦 70⋯⋯⋯⋯⋯⋯⋯⋯⋯⋯⋯⋯⋯⋯⋯⋯⋯

Elah , Valley of  以拉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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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m  以拦 73⋯⋯⋯⋯⋯⋯⋯⋯⋯⋯⋯⋯⋯⋯⋯⋯⋯⋯⋯

Elath  以拉他 72⋯⋯⋯⋯⋯⋯⋯⋯⋯⋯⋯⋯⋯⋯⋯⋯⋯⋯

Elim  以琳 74⋯⋯⋯⋯⋯⋯⋯⋯⋯⋯⋯⋯⋯⋯⋯⋯⋯⋯⋯

Emmaus  以马忤斯 75⋯⋯⋯⋯⋯⋯⋯⋯⋯⋯⋯⋯⋯⋯⋯

Endor  隐多珥 490⋯⋯⋯⋯⋯⋯⋯⋯⋯⋯⋯⋯⋯⋯⋯⋯⋯

En Gedi  隐基底 491⋯⋯⋯⋯⋯⋯⋯⋯⋯⋯⋯⋯⋯⋯⋯⋯

En H ak kore  隐哈歌利 491⋯⋯⋯⋯⋯⋯⋯⋯⋯⋯⋯⋯⋯

En Rogel  隐罗结 492⋯⋯⋯⋯⋯⋯⋯⋯⋯⋯⋯⋯⋯⋯⋯⋯

Ephes us  以弗所 66⋯⋯⋯⋯⋯⋯⋯⋯⋯⋯⋯⋯⋯⋯⋯⋯

Eph raim  以法莲 65⋯⋯⋯⋯⋯⋯⋯⋯⋯⋯⋯⋯⋯⋯⋯⋯

Eph ratah , Ephrathah  以法他 66⋯⋯⋯⋯⋯⋯⋯⋯⋯⋯⋯

Eshtaol  以实陶 79⋯⋯⋯⋯⋯⋯⋯⋯⋯⋯⋯⋯⋯⋯⋯⋯⋯

Etam  以坦 80⋯⋯⋯⋯⋯⋯⋯⋯⋯⋯⋯⋯⋯⋯⋯⋯⋯⋯⋯

Ethiopia  埃提阿伯 354⋯⋯⋯⋯⋯⋯⋯⋯⋯⋯⋯⋯⋯⋯⋯

Eup hrates  伯拉 ( 大 ) 河 156⋯⋯⋯⋯⋯⋯⋯⋯⋯⋯⋯⋯⋯

Ezel  以色 75⋯⋯⋯⋯⋯⋯⋯⋯⋯⋯⋯⋯⋯⋯⋯⋯⋯⋯⋯

Ezion Geber  以旬迦别 81⋯⋯⋯⋯⋯⋯⋯⋯⋯⋯⋯⋯⋯⋯

F

Fair H avens  佳澳 221⋯⋯⋯⋯⋯⋯⋯⋯⋯⋯⋯⋯⋯⋯⋯

G

Gab batha  厄巴大 26⋯⋯⋯⋯⋯⋯⋯⋯⋯⋯⋯⋯⋯⋯⋯⋯

Gadara  加大拉 31⋯⋯⋯⋯⋯⋯⋯⋯⋯⋯⋯⋯⋯⋯⋯⋯⋯

Galatia  加拉太 36⋯⋯⋯⋯⋯⋯⋯⋯⋯⋯⋯⋯⋯⋯⋯⋯⋯

Galilee  加利利 37⋯⋯⋯⋯⋯⋯⋯⋯⋯⋯⋯⋯⋯⋯⋯⋯⋯

Galilee , Sea of  加利利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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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  迦特 310⋯⋯⋯⋯⋯⋯⋯⋯⋯⋯⋯⋯⋯⋯⋯⋯⋯⋯

Gath H epher , Gittah H epher  迦特希弗 311⋯⋯⋯⋯⋯⋯

Gaza  迦萨 307⋯⋯⋯⋯⋯⋯⋯⋯⋯⋯⋯⋯⋯⋯⋯⋯⋯⋯

Geba  迦巴 293⋯⋯⋯⋯⋯⋯⋯⋯⋯⋯⋯⋯⋯⋯⋯⋯⋯⋯

Gennesaret  革尼撒勒 281⋯⋯⋯⋯⋯⋯⋯⋯⋯⋯⋯⋯⋯⋯

Gennesaret , Lake of  革尼撒勒湖 281⋯⋯⋯⋯⋯⋯⋯⋯⋯

Gerar  基拉耳 390⋯⋯⋯⋯⋯⋯⋯⋯⋯⋯⋯⋯⋯⋯⋯⋯⋯

Gerasa  格拉森 358⋯⋯⋯⋯⋯⋯⋯⋯⋯⋯⋯⋯⋯⋯⋯⋯⋯

Gerizim , Mount of  基利心 (山 ) 392⋯⋯⋯⋯⋯⋯⋯⋯⋯⋯

Ges hur  基述 405⋯⋯⋯⋯⋯⋯⋯⋯⋯⋯⋯⋯⋯⋯⋯⋯⋯

Gethsemane  客西马尼 (园 ) 312⋯⋯⋯⋯⋯⋯⋯⋯⋯⋯⋯

Gezer  基色 404⋯⋯⋯⋯⋯⋯⋯⋯⋯⋯⋯⋯⋯⋯⋯⋯⋯⋯

Gibbethon  基比顿 382⋯⋯⋯⋯⋯⋯⋯⋯⋯⋯⋯⋯⋯⋯⋯

Gibeah  基比亚 382⋯⋯⋯⋯⋯⋯⋯⋯⋯⋯⋯⋯⋯⋯⋯⋯⋯

Gibeon  基遍 385⋯⋯⋯⋯⋯⋯⋯⋯⋯⋯⋯⋯⋯⋯⋯⋯⋯

Gidom , Chidon or Kidon  基顿 389⋯⋯⋯⋯⋯⋯⋯⋯⋯⋯

Gihon  基训 407⋯⋯⋯⋯⋯⋯⋯⋯⋯⋯⋯⋯⋯⋯⋯⋯⋯⋯

Gilboa , Mount of  基利波 (山 ) 392⋯⋯⋯⋯⋯⋯⋯⋯⋯⋯

Gilead  基列 396⋯⋯⋯⋯⋯⋯⋯⋯⋯⋯⋯⋯⋯⋯⋯⋯⋯⋯

Gilgal  吉甲 98⋯⋯⋯⋯⋯⋯⋯⋯⋯⋯⋯⋯⋯⋯⋯⋯⋯⋯

Golgotha  各各他 94⋯⋯⋯⋯⋯⋯⋯⋯⋯⋯⋯⋯⋯⋯⋯⋯

Gomorrah  蛾摩拉 440⋯⋯⋯⋯⋯⋯⋯⋯⋯⋯⋯⋯⋯⋯⋯

Gos hen  歌珊 449⋯⋯⋯⋯⋯⋯⋯⋯⋯⋯⋯⋯⋯⋯⋯⋯⋯

Greece  希腊 205⋯⋯⋯⋯⋯⋯⋯⋯⋯⋯⋯⋯⋯⋯⋯⋯⋯⋯

Greek  希利尼 ( 话 ) , 希利尼 (人 ) ,希利尼 ( 的 ) 209⋯⋯⋯⋯

Gur  姑珥 220⋯⋯⋯⋯⋯⋯⋯⋯⋯⋯⋯⋯⋯⋯⋯⋯⋯⋯⋯

Gur Baal  姑珥巴力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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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achilah  哈基拉 283⋯⋯⋯⋯⋯⋯⋯⋯⋯⋯⋯⋯⋯⋯⋯⋯

H amath , Hamah  哈马 287⋯⋯⋯⋯⋯⋯⋯⋯⋯⋯⋯⋯⋯

H aran  哈兰 284⋯⋯⋯⋯⋯⋯⋯⋯⋯⋯⋯⋯⋯⋯⋯⋯⋯⋯

Armageddon , H armagedon  哈米吉多顿 289⋯⋯⋯⋯⋯⋯

H arod  哈律 (泉 ) 286⋯⋯⋯⋯⋯⋯⋯⋯⋯⋯⋯⋯⋯⋯⋯⋯

H arosheth  夏罗设 377⋯⋯⋯⋯⋯⋯⋯⋯⋯⋯⋯⋯⋯⋯⋯

H avilah  哈腓拉 282⋯⋯⋯⋯⋯⋯⋯⋯⋯⋯⋯⋯⋯⋯⋯⋯

H azeroth  哈洗录 290⋯⋯⋯⋯⋯⋯⋯⋯⋯⋯⋯⋯⋯⋯⋯⋯

H azor  夏琐 377⋯⋯⋯⋯⋯⋯⋯⋯⋯⋯⋯⋯⋯⋯⋯⋯⋯⋯

H ebrew  希伯来 (人 ) , 希伯来 (话 ) ,希伯来 (的 ) 200⋯⋯⋯

H ebron  希伯仑 201⋯⋯⋯⋯⋯⋯⋯⋯⋯⋯⋯⋯⋯⋯⋯⋯

H elam  希兰 207⋯⋯⋯⋯⋯⋯⋯⋯⋯⋯⋯⋯⋯⋯⋯⋯⋯⋯

H elkath H azzurin  希利甲哈素琳 207⋯⋯⋯⋯⋯⋯⋯⋯⋯

H ereth  哈列 285⋯⋯⋯⋯⋯⋯⋯⋯⋯⋯⋯⋯⋯⋯⋯⋯⋯

H ermon , Mou nt of  黑门山 425⋯⋯⋯⋯⋯⋯⋯⋯⋯⋯⋯

H es hbon  希实本 209⋯⋯⋯⋯⋯⋯⋯⋯⋯⋯⋯⋯⋯⋯⋯⋯

H iddekel  希底结 ( 河 ) 204⋯⋯⋯⋯⋯⋯⋯⋯⋯⋯⋯⋯⋯⋯

H ierapolis  希拉波立 205⋯⋯⋯⋯⋯⋯⋯⋯⋯⋯⋯⋯⋯⋯

H innom , V alley of  欣嫩子谷 240⋯⋯⋯⋯⋯⋯⋯⋯⋯⋯⋯

H it tite  赫 (人 ) 450⋯⋯⋯⋯⋯⋯⋯⋯⋯⋯⋯⋯⋯⋯⋯⋯⋯

Hobah  何把 179⋯⋯⋯⋯⋯⋯⋯⋯⋯⋯⋯⋯⋯⋯⋯⋯⋯⋯

Hor  何珥山 180⋯⋯⋯⋯⋯⋯⋯⋯⋯⋯⋯⋯⋯⋯⋯⋯⋯⋯

Horeb , Mount of  何烈 (山 ) 183⋯⋯⋯⋯⋯⋯⋯⋯⋯⋯⋯

Hormah  何珥玛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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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bleam  以伯莲 61⋯⋯⋯⋯⋯⋯⋯⋯⋯⋯⋯⋯⋯⋯⋯⋯⋯

Iconium  以哥念 69⋯⋯⋯⋯⋯⋯⋯⋯⋯⋯⋯⋯⋯⋯⋯⋯⋯

Idumaea  以土买 80⋯⋯⋯⋯⋯⋯⋯⋯⋯⋯⋯⋯⋯⋯⋯⋯

Ijon  以云 82⋯⋯⋯⋯⋯⋯⋯⋯⋯⋯⋯⋯⋯⋯⋯⋯⋯⋯⋯

Illyricum  以利哩古 74⋯⋯⋯⋯⋯⋯⋯⋯⋯⋯⋯⋯⋯⋯⋯

India  印度 140⋯⋯⋯⋯⋯⋯⋯⋯⋯⋯⋯⋯⋯⋯⋯⋯⋯⋯

Israel  以色列 76⋯⋯⋯⋯⋯⋯⋯⋯⋯⋯⋯⋯⋯⋯⋯⋯⋯⋯

I taly  义大利 446⋯⋯⋯⋯⋯⋯⋯⋯⋯⋯⋯⋯⋯⋯⋯⋯⋯⋯

I turaea  以土利亚 80⋯⋯⋯⋯⋯⋯⋯⋯⋯⋯⋯⋯⋯⋯⋯⋯

J

Jabbok  雅博 431⋯⋯⋯⋯⋯⋯⋯⋯⋯⋯⋯⋯⋯⋯⋯⋯⋯⋯

Jabesh Gilead  基列雅比 401⋯⋯⋯⋯⋯⋯⋯⋯⋯⋯⋯⋯⋯

Jabneel  雅比聂 431⋯⋯⋯⋯⋯⋯⋯⋯⋯⋯⋯⋯⋯⋯⋯⋯

Jacob�s Well  雅各井 433⋯⋯⋯⋯⋯⋯⋯⋯⋯⋯⋯⋯⋯⋯

Jarmuth  耶末 340⋯⋯⋯⋯⋯⋯⋯⋯⋯⋯⋯⋯⋯⋯⋯⋯⋯

Javan  雅完 434⋯⋯⋯⋯⋯⋯⋯⋯⋯⋯⋯⋯⋯⋯⋯⋯⋯⋯

Jebus  耶布斯 320⋯⋯⋯⋯⋯⋯⋯⋯⋯⋯⋯⋯⋯⋯⋯⋯⋯

Jericho  耶利哥 321⋯⋯⋯⋯⋯⋯⋯⋯⋯⋯⋯⋯⋯⋯⋯⋯⋯

Jer usalem  耶路撒冷 324⋯⋯⋯⋯⋯⋯⋯⋯⋯⋯⋯⋯⋯⋯

Jezreel  耶斯列 341⋯⋯⋯⋯⋯⋯⋯⋯⋯⋯⋯⋯⋯⋯⋯⋯⋯

Jogbehah  约比哈 343⋯⋯⋯⋯⋯⋯⋯⋯⋯⋯⋯⋯⋯⋯⋯⋯

Jordan River  约但河 344⋯⋯⋯⋯⋯⋯⋯⋯⋯⋯⋯⋯⋯⋯

Joppa  约帕 346⋯⋯⋯⋯⋯⋯⋯⋯⋯⋯⋯⋯⋯⋯⋯⋯⋯⋯

Judaea  犹太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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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ah  犹大 434⋯⋯⋯⋯⋯⋯⋯⋯⋯⋯⋯⋯⋯⋯⋯⋯⋯⋯

K

Kades h  加低斯 32⋯⋯⋯⋯⋯⋯⋯⋯⋯⋯⋯⋯⋯⋯⋯⋯⋯

Kades h Barnea  加低斯巴尼亚 35⋯⋯⋯⋯⋯⋯⋯⋯⋯⋯⋯

Karkor  加各 35⋯⋯⋯⋯⋯⋯⋯⋯⋯⋯⋯⋯⋯⋯⋯⋯⋯⋯

Keilah  基伊拉 409⋯⋯⋯⋯⋯⋯⋯⋯⋯⋯⋯⋯⋯⋯⋯⋯⋯

Kerio th  加略 43⋯⋯⋯⋯⋯⋯⋯⋯⋯⋯⋯⋯⋯⋯⋯⋯⋯⋯

Kibroth Ha ttaavah  基博罗哈他瓦 388⋯⋯⋯⋯⋯⋯⋯⋯

Kidron , Brook of  汲沦溪 186⋯⋯⋯⋯⋯⋯⋯⋯⋯⋯⋯⋯

Kir  吉珥 96⋯⋯⋯⋯⋯⋯⋯⋯⋯⋯⋯⋯⋯⋯⋯⋯⋯⋯⋯⋯

Kir H areseth  吉珥哈列设 97⋯⋯⋯⋯⋯⋯⋯⋯⋯⋯⋯⋯

Kiria th Arba  基列亚巴 402⋯⋯⋯⋯⋯⋯⋯⋯⋯⋯⋯⋯⋯

Kiria th Jearim  基列耶琳 402⋯⋯⋯⋯⋯⋯⋯⋯⋯⋯⋯⋯

Kishon , River of  基顺 ( 河 ) 405⋯⋯⋯⋯⋯⋯⋯⋯⋯⋯⋯

L

Lachish  拉吉 226⋯⋯⋯⋯⋯⋯⋯⋯⋯⋯⋯⋯⋯⋯⋯⋯⋯

Laodicea  老底嘉 103⋯⋯⋯⋯⋯⋯⋯⋯⋯⋯⋯⋯⋯⋯⋯⋯

Lasea  拉西亚 230⋯⋯⋯⋯⋯⋯⋯⋯⋯⋯⋯⋯⋯⋯⋯⋯⋯

Lebanon , Mount of  利巴嫩 (山 ) 187⋯⋯⋯⋯⋯⋯⋯⋯⋯

Lehi  利希 195⋯⋯⋯⋯⋯⋯⋯⋯⋯⋯⋯⋯⋯⋯⋯⋯⋯⋯⋯

Liber tines  利百地拿 188⋯⋯⋯⋯⋯⋯⋯⋯⋯⋯⋯⋯⋯⋯

Libnah  立拿 44⋯⋯⋯⋯⋯⋯⋯⋯⋯⋯⋯⋯⋯⋯⋯⋯⋯⋯

Libya  呂彼亚 195⋯⋯⋯⋯⋯⋯⋯⋯⋯⋯⋯⋯⋯⋯⋯⋯⋯

Lod  罗德 493⋯⋯⋯⋯⋯⋯⋯⋯⋯⋯⋯⋯⋯⋯⋯⋯⋯⋯⋯

Lycaonia  呂高尼 197⋯⋯⋯⋯⋯⋯⋯⋯⋯⋯⋯⋯⋯⋯⋯⋯

—515—



Lycia  呂家 197⋯⋯⋯⋯⋯⋯⋯⋯⋯⋯⋯⋯⋯⋯⋯⋯⋯⋯

Lydda  呂大 196⋯⋯⋯⋯⋯⋯⋯⋯⋯⋯⋯⋯⋯⋯⋯⋯⋯⋯

Lyst ra  路司得 444⋯⋯⋯⋯⋯⋯⋯⋯⋯⋯⋯⋯⋯⋯⋯⋯⋯

M

Maacah  玛迦 456⋯⋯⋯⋯⋯⋯⋯⋯⋯⋯⋯⋯⋯⋯⋯⋯⋯

Mahaneh Dan  玛哈尼但 454⋯⋯⋯⋯⋯⋯⋯⋯⋯⋯⋯⋯⋯

Mahanain  玛哈念 455⋯⋯⋯⋯⋯⋯⋯⋯⋯⋯⋯⋯⋯⋯⋯

Macedonia  马其顿 359⋯⋯⋯⋯⋯⋯⋯⋯⋯⋯⋯⋯⋯⋯⋯

Machpelah  麦比拉 361⋯⋯⋯⋯⋯⋯⋯⋯⋯⋯⋯⋯⋯⋯⋯

Magadan  马加丹 361⋯⋯⋯⋯⋯⋯⋯⋯⋯⋯⋯⋯⋯⋯⋯⋯

Magdalene  抹大拉 230⋯⋯⋯⋯⋯⋯⋯⋯⋯⋯⋯⋯⋯⋯⋯

Mamre  幔利 461⋯⋯⋯⋯⋯⋯⋯⋯⋯⋯⋯⋯⋯⋯⋯⋯⋯

Maon  玛云 459⋯⋯⋯⋯⋯⋯⋯⋯⋯⋯⋯⋯⋯⋯⋯⋯⋯⋯

Marah  玛拉 457⋯⋯⋯⋯⋯⋯⋯⋯⋯⋯⋯⋯⋯⋯⋯⋯⋯⋯

Mareshah  玛利沙 457⋯⋯⋯⋯⋯⋯⋯⋯⋯⋯⋯⋯⋯⋯⋯

Massah  玛撒 458⋯⋯⋯⋯⋯⋯⋯⋯⋯⋯⋯⋯⋯⋯⋯⋯⋯

Medeba  米底巴 105⋯⋯⋯⋯⋯⋯⋯⋯⋯⋯⋯⋯⋯⋯⋯⋯

Media  玛代 452⋯⋯⋯⋯⋯⋯⋯⋯⋯⋯⋯⋯⋯⋯⋯⋯⋯⋯

Megiddo  米吉多 107⋯⋯⋯⋯⋯⋯⋯⋯⋯⋯⋯⋯⋯⋯⋯⋯

Mekkedah  玛基大 454⋯⋯⋯⋯⋯⋯⋯⋯⋯⋯⋯⋯⋯⋯⋯

Memphis , Moph  摩弗 466⋯⋯⋯⋯⋯⋯⋯⋯⋯⋯⋯⋯⋯⋯

Meribah  米利巴 109⋯⋯⋯⋯⋯⋯⋯⋯⋯⋯⋯⋯⋯⋯⋯⋯

Merom  米伦 113⋯⋯⋯⋯⋯⋯⋯⋯⋯⋯⋯⋯⋯⋯⋯⋯⋯

Mesopotamia  米所波大米 122⋯⋯⋯⋯⋯⋯⋯⋯⋯⋯⋯⋯

Michmash  密抹 411⋯⋯⋯⋯⋯⋯⋯⋯⋯⋯⋯⋯⋯⋯⋯⋯

Midian  米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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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on  米矶仑 106⋯⋯⋯⋯⋯⋯⋯⋯⋯⋯⋯⋯⋯⋯⋯⋯

Miletus  米利都 112⋯⋯⋯⋯⋯⋯⋯⋯⋯⋯⋯⋯⋯⋯⋯⋯

Milita  米利大 111⋯⋯⋯⋯⋯⋯⋯⋯⋯⋯⋯⋯⋯⋯⋯⋯⋯

Millo  米罗 114⋯⋯⋯⋯⋯⋯⋯⋯⋯⋯⋯⋯⋯⋯⋯⋯⋯⋯

Min nith  米匿 116⋯⋯⋯⋯⋯⋯⋯⋯⋯⋯⋯⋯⋯⋯⋯⋯⋯

Misrephoth Maim  米斯利弗玛音 121⋯⋯⋯⋯⋯⋯⋯⋯⋯

Mitylene  米推利尼 125⋯⋯⋯⋯⋯⋯⋯⋯⋯⋯⋯⋯⋯⋯⋯

Mizpah , Mizpeh  米斯巴 116⋯⋯⋯⋯⋯⋯⋯⋯⋯⋯⋯⋯⋯

Moab  摩押 470⋯⋯⋯⋯⋯⋯⋯⋯⋯⋯⋯⋯⋯⋯⋯⋯⋯⋯

Moreh , Hill of  摩利岗 467⋯⋯⋯⋯⋯⋯⋯⋯⋯⋯⋯⋯⋯

Moriah  摩利亚 469⋯⋯⋯⋯⋯⋯⋯⋯⋯⋯⋯⋯⋯⋯⋯⋯

Myra  每拉 198⋯⋯⋯⋯⋯⋯⋯⋯⋯⋯⋯⋯⋯⋯⋯⋯⋯⋯

Mysia  每西亚 198⋯⋯⋯⋯⋯⋯⋯⋯⋯⋯⋯⋯⋯⋯⋯⋯⋯

N

N acon  拿艮 363⋯⋯⋯⋯⋯⋯⋯⋯⋯⋯⋯⋯⋯⋯⋯⋯⋯⋯

N ain  拿因 366⋯⋯⋯⋯⋯⋯⋯⋯⋯⋯⋯⋯⋯⋯⋯⋯⋯⋯

N aphtali  拿弗他利 363⋯⋯⋯⋯⋯⋯⋯⋯⋯⋯⋯⋯⋯⋯⋯

N azareth  拿撒勒 364⋯⋯⋯⋯⋯⋯⋯⋯⋯⋯⋯⋯⋯⋯⋯⋯

N eapolis  尼亚波利 49⋯⋯⋯⋯⋯⋯⋯⋯⋯⋯⋯⋯⋯⋯⋯

N ebo, Mount of  尼波 (山 ) 45⋯⋯⋯⋯⋯⋯⋯⋯⋯⋯⋯⋯

N egeb , Negebh( the South)  南地 313⋯⋯⋯⋯⋯⋯⋯⋯⋯

Nicopolis  尼哥波立 46⋯⋯⋯⋯⋯⋯⋯⋯⋯⋯⋯⋯⋯⋯⋯

Nineveh  尼尼微 47⋯⋯⋯⋯⋯⋯⋯⋯⋯⋯⋯⋯⋯⋯⋯⋯

Nob  挪伯 366⋯⋯⋯⋯⋯⋯⋯⋯⋯⋯⋯⋯⋯⋯⋯⋯⋯⋯⋯

O

Oak of Moreh  摩利橡树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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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s , Mount of  橄榄山 486⋯⋯⋯⋯⋯⋯⋯⋯⋯⋯⋯⋯

On  安 85⋯⋯⋯⋯⋯⋯⋯⋯⋯⋯⋯⋯⋯⋯⋯⋯⋯⋯⋯⋯⋯

Ophel  俄斐勒 278⋯⋯⋯⋯⋯⋯⋯⋯⋯⋯⋯⋯⋯⋯⋯⋯⋯

P

Paddan Aram  巴旦亚兰 12⋯⋯⋯⋯⋯⋯⋯⋯⋯⋯⋯⋯⋯

Pamp hylia  旁非利亚 367⋯⋯⋯⋯⋯⋯⋯⋯⋯⋯⋯⋯⋯⋯

Paphos  帕弗 231⋯⋯⋯⋯⋯⋯⋯⋯⋯⋯⋯⋯⋯⋯⋯⋯⋯

Paran  巴兰 (旷野 ) 18⋯⋯⋯⋯⋯⋯⋯⋯⋯⋯⋯⋯⋯⋯⋯⋯

Parthia  帕提亚 232⋯⋯⋯⋯⋯⋯⋯⋯⋯⋯⋯⋯⋯⋯⋯⋯

Patara  帕大喇 231⋯⋯⋯⋯⋯⋯⋯⋯⋯⋯⋯⋯⋯⋯⋯⋯⋯

Patmos  拔摩 210⋯⋯⋯⋯⋯⋯⋯⋯⋯⋯⋯⋯⋯⋯⋯⋯⋯

Pavement  舖华石处 475⋯⋯⋯⋯⋯⋯⋯⋯⋯⋯⋯⋯⋯⋯

Penuel  毘努伊勒 317⋯⋯⋯⋯⋯⋯⋯⋯⋯⋯⋯⋯⋯⋯⋯⋯

Peor  毘珥 ( 山 ) 315⋯⋯⋯⋯⋯⋯⋯⋯⋯⋯⋯⋯⋯⋯⋯⋯⋯

Perazim , Mount of  毘拉心山 316⋯⋯⋯⋯⋯⋯⋯⋯⋯⋯⋯

Perga  别加 147⋯⋯⋯⋯⋯⋯⋯⋯⋯⋯⋯⋯⋯⋯⋯⋯⋯⋯

Pergamos  别迦摩 148⋯⋯⋯⋯⋯⋯⋯⋯⋯⋯⋯⋯⋯⋯⋯

Per sia  波斯 212⋯⋯⋯⋯⋯⋯⋯⋯⋯⋯⋯⋯⋯⋯⋯⋯⋯⋯

Phenice  非尼基 220⋯⋯⋯⋯⋯⋯⋯⋯⋯⋯⋯⋯⋯⋯⋯⋯

Philadelphia  非拉铁非 215⋯⋯⋯⋯⋯⋯⋯⋯⋯⋯⋯⋯⋯

Philippi  腓立比 422⋯⋯⋯⋯⋯⋯⋯⋯⋯⋯⋯⋯⋯⋯⋯⋯

Philis tia  非利士 216⋯⋯⋯⋯⋯⋯⋯⋯⋯⋯⋯⋯⋯⋯⋯⋯

Phoenicia  腓尼基 423⋯⋯⋯⋯⋯⋯⋯⋯⋯⋯⋯⋯⋯⋯⋯

Phrygia  弗呂家 93⋯⋯⋯⋯⋯⋯⋯⋯⋯⋯⋯⋯⋯⋯⋯⋯⋯

Pithom  比东 22⋯⋯⋯⋯⋯⋯⋯⋯⋯⋯⋯⋯⋯⋯⋯⋯⋯⋯

Pi H ahiroth  比哈希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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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dia  彼西底 211⋯⋯⋯⋯⋯⋯⋯⋯⋯⋯⋯⋯⋯⋯⋯⋯⋯

Pisgah  毘斯迦山 318⋯⋯⋯⋯⋯⋯⋯⋯⋯⋯⋯⋯⋯⋯⋯⋯

Pishon  比逊 25⋯⋯⋯⋯⋯⋯⋯⋯⋯⋯⋯⋯⋯⋯⋯⋯⋯⋯

Pontus  本都 28⋯⋯⋯⋯⋯⋯⋯⋯⋯⋯⋯⋯⋯⋯⋯⋯⋯⋯

Ptolemais  多利买 92⋯⋯⋯⋯⋯⋯⋯⋯⋯⋯⋯⋯⋯⋯⋯⋯

Puteoli  部丟利 379⋯⋯⋯⋯⋯⋯⋯⋯⋯⋯⋯⋯⋯⋯⋯⋯

R

Rabbah  拉巴 223⋯⋯⋯⋯⋯⋯⋯⋯⋯⋯⋯⋯⋯⋯⋯⋯⋯

Ramah  拉玛 227⋯⋯⋯⋯⋯⋯⋯⋯⋯⋯⋯⋯⋯⋯⋯⋯⋯⋯

Rameses  兰塞 500⋯⋯⋯⋯⋯⋯⋯⋯⋯⋯⋯⋯⋯⋯⋯⋯⋯

Ramoth  拉末 230⋯⋯⋯⋯⋯⋯⋯⋯⋯⋯⋯⋯⋯⋯⋯⋯⋯

Ramoth Gilead  基列拉末 398⋯⋯⋯⋯⋯⋯⋯⋯⋯⋯⋯⋯

Red Sea  红海 290⋯⋯⋯⋯⋯⋯⋯⋯⋯⋯⋯⋯⋯⋯⋯⋯⋯

Rehob  利合 192⋯⋯⋯⋯⋯⋯⋯⋯⋯⋯⋯⋯⋯⋯⋯⋯⋯⋯

Rehoboth-ir or Rehoboth  利河伯 193⋯⋯⋯⋯⋯⋯⋯⋯⋯

Rephaim , Valley of  利乏音 (谷 ) 190⋯⋯⋯⋯⋯⋯⋯⋯⋯

Rephidim  利非订 191⋯⋯⋯⋯⋯⋯⋯⋯⋯⋯⋯⋯⋯⋯⋯

Riblah  利比拉 189⋯⋯⋯⋯⋯⋯⋯⋯⋯⋯⋯⋯⋯⋯⋯⋯⋯

Rhegium  利基翁 194⋯⋯⋯⋯⋯⋯⋯⋯⋯⋯⋯⋯⋯⋯⋯⋯

Rhodeo  罗底 494⋯⋯⋯⋯⋯⋯⋯⋯⋯⋯⋯⋯⋯⋯⋯⋯⋯

Rome  罗马 494⋯⋯⋯⋯⋯⋯⋯⋯⋯⋯⋯⋯⋯⋯⋯⋯⋯⋯

S

Salamis  撒拉米 476⋯⋯⋯⋯⋯⋯⋯⋯⋯⋯⋯⋯⋯⋯⋯⋯

Salim , Salem  撒冷 478⋯⋯⋯⋯⋯⋯⋯⋯⋯⋯⋯⋯⋯⋯⋯

Salmone  撒摩尼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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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Sea  盐海 502⋯⋯⋯⋯⋯⋯⋯⋯⋯⋯⋯⋯⋯⋯⋯⋯⋯

Salt , Valley of  盐谷 501⋯⋯⋯⋯⋯⋯⋯⋯⋯⋯⋯⋯⋯⋯

Samaria  撒玛利亚 479⋯⋯⋯⋯⋯⋯⋯⋯⋯⋯⋯⋯⋯⋯⋯

Samos  撒摩 484⋯⋯⋯⋯⋯⋯⋯⋯⋯⋯⋯⋯⋯⋯⋯⋯⋯⋯

Samothrace  撒摩特喇 485⋯⋯⋯⋯⋯⋯⋯⋯⋯⋯⋯⋯⋯⋯

Sardis  撒狄 475⋯⋯⋯⋯⋯⋯⋯⋯⋯⋯⋯⋯⋯⋯⋯⋯⋯⋯

Scyth ian  西古提 (人 ) 130⋯⋯⋯⋯⋯⋯⋯⋯⋯⋯⋯⋯⋯⋯

Seir  西珥 128⋯⋯⋯⋯⋯⋯⋯⋯⋯⋯⋯⋯⋯⋯⋯⋯⋯⋯⋯

Sela , Selah  西拉 130⋯⋯⋯⋯⋯⋯⋯⋯⋯⋯⋯⋯⋯⋯⋯⋯

Sela H ammahlekoth  西拉哈玛希罗结 132⋯⋯⋯⋯⋯⋯⋯

Seleucia  西流基 133⋯⋯⋯⋯⋯⋯⋯⋯⋯⋯⋯⋯⋯⋯⋯⋯

Sharon  沙仑 199⋯⋯⋯⋯⋯⋯⋯⋯⋯⋯⋯⋯⋯⋯⋯⋯⋯⋯

Sheba  示巴 50⋯⋯⋯⋯⋯⋯⋯⋯⋯⋯⋯⋯⋯⋯⋯⋯⋯⋯

Shechem  示剑 51⋯⋯⋯⋯⋯⋯⋯⋯⋯⋯⋯⋯⋯⋯⋯⋯⋯

Shiloh  示罗 55⋯⋯⋯⋯⋯⋯⋯⋯⋯⋯⋯⋯⋯⋯⋯⋯⋯⋯

Shinar  示拿 56⋯⋯⋯⋯⋯⋯⋯⋯⋯⋯⋯⋯⋯⋯⋯⋯⋯⋯

Shittim  什亭 26⋯⋯⋯⋯⋯⋯⋯⋯⋯⋯⋯⋯⋯⋯⋯⋯⋯⋯

Shunem  书念 370⋯⋯⋯⋯⋯⋯⋯⋯⋯⋯⋯⋯⋯⋯⋯⋯⋯

Shur  书珥 369⋯⋯⋯⋯⋯⋯⋯⋯⋯⋯⋯⋯⋯⋯⋯⋯⋯⋯

Shus han  书珊 371⋯⋯⋯⋯⋯⋯⋯⋯⋯⋯⋯⋯⋯⋯⋯⋯⋯

Siddim , Valley of  西订 (谷 ) 126⋯⋯⋯⋯⋯⋯⋯⋯⋯⋯⋯

Sidon  西顿 126⋯⋯⋯⋯⋯⋯⋯⋯⋯⋯⋯⋯⋯⋯⋯⋯⋯⋯

Sinim , Land of  秦国 368⋯⋯⋯⋯⋯⋯⋯⋯⋯⋯⋯⋯⋯⋯

Siloam , Pool of  西罗亚池 133⋯⋯⋯⋯⋯⋯⋯⋯⋯⋯⋯⋯

Siloam , Tower of  西罗亚楼 134⋯⋯⋯⋯⋯⋯⋯⋯⋯⋯⋯

Sin  汛 137⋯⋯⋯⋯⋯⋯⋯⋯⋯⋯⋯⋯⋯⋯⋯⋯⋯⋯⋯⋯

Sinai  西乃 (山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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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ah , Well of or Ciste rn of  西拉 (井或池 ) 131⋯⋯⋯⋯⋯

Skull , Place of  髑髅地 501⋯⋯⋯⋯⋯⋯⋯⋯⋯⋯⋯⋯⋯

Smyr na  士每拿 8⋯⋯⋯⋯⋯⋯⋯⋯⋯⋯⋯⋯⋯⋯⋯⋯⋯

Soco, Socoh  梭哥 412⋯⋯⋯⋯⋯⋯⋯⋯⋯⋯⋯⋯⋯⋯⋯

Sodom  所多玛 233⋯⋯⋯⋯⋯⋯⋯⋯⋯⋯⋯⋯⋯⋯⋯⋯⋯

Solomon�s Porch  所罗门廊 234⋯⋯⋯⋯⋯⋯⋯⋯⋯⋯⋯

Sorek  梭烈 413⋯⋯⋯⋯⋯⋯⋯⋯⋯⋯⋯⋯⋯⋯⋯⋯⋯⋯

Spain  士班雅 8⋯⋯⋯⋯⋯⋯⋯⋯⋯⋯⋯⋯⋯⋯⋯⋯⋯⋯

Succoth  疏割 426⋯⋯⋯⋯⋯⋯⋯⋯⋯⋯⋯⋯⋯⋯⋯⋯⋯

Sychar  敍加 417⋯⋯⋯⋯⋯⋯⋯⋯⋯⋯⋯⋯⋯⋯⋯⋯⋯⋯

Syracuse  敍拉古 418⋯⋯⋯⋯⋯⋯⋯⋯⋯⋯⋯⋯⋯⋯⋯⋯

Syria  敍利亚 418⋯⋯⋯⋯⋯⋯⋯⋯⋯⋯⋯⋯⋯⋯⋯⋯⋯

Syrtis  赛耳底 489⋯⋯⋯⋯⋯⋯⋯⋯⋯⋯⋯⋯⋯⋯⋯⋯⋯

T

Taanach  他纳 58⋯⋯⋯⋯⋯⋯⋯⋯⋯⋯⋯⋯⋯⋯⋯⋯⋯

Taberah  他备拉 56⋯⋯⋯⋯⋯⋯⋯⋯⋯⋯⋯⋯⋯⋯⋯⋯

Tabor  他泊山 57⋯⋯⋯⋯⋯⋯⋯⋯⋯⋯⋯⋯⋯⋯⋯⋯⋯

Tahpanhes  答比匿 421⋯⋯⋯⋯⋯⋯⋯⋯⋯⋯⋯⋯⋯⋯⋯

Tars hish , T harshish  他施 59⋯⋯⋯⋯⋯⋯⋯⋯⋯⋯⋯⋯

Tars us  大数 5⋯⋯⋯⋯⋯⋯⋯⋯⋯⋯⋯⋯⋯⋯⋯⋯⋯⋯⋯

Tekoa  提哥亚 429⋯⋯⋯⋯⋯⋯⋯⋯⋯⋯⋯⋯⋯⋯⋯⋯⋯

T hebez  提备斯 427⋯⋯⋯⋯⋯⋯⋯⋯⋯⋯⋯⋯⋯⋯⋯⋯

T he East Sea  东海 215⋯⋯⋯⋯⋯⋯⋯⋯⋯⋯⋯⋯⋯⋯⋯

T he Great Sea  大海 1⋯⋯⋯⋯⋯⋯⋯⋯⋯⋯⋯⋯⋯⋯⋯

T he River  大河 1⋯⋯⋯⋯⋯⋯⋯⋯⋯⋯⋯⋯⋯⋯⋯⋯⋯

T hessalonica  帖撒罗尼迦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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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ree Taverns  三馆 7⋯⋯⋯⋯⋯⋯⋯⋯⋯⋯⋯⋯⋯⋯⋯

T hyatira  推雅推喇 416⋯⋯⋯⋯⋯⋯⋯⋯⋯⋯⋯⋯⋯⋯⋯

Tiberias  提比哩亚 427⋯⋯⋯⋯⋯⋯⋯⋯⋯⋯⋯⋯⋯⋯⋯

Tiberias , Sea of  提比哩亚海 ; 即「加利利海」 429⋯⋯⋯⋯

Timnah  亭拿 318⋯⋯⋯⋯⋯⋯⋯⋯⋯⋯⋯⋯⋯⋯⋯⋯⋯

Tirzah  得撒 380⋯⋯⋯⋯⋯⋯⋯⋯⋯⋯⋯⋯⋯⋯⋯⋯⋯⋯

Tob  陀伯 239⋯⋯⋯⋯⋯⋯⋯⋯⋯⋯⋯⋯⋯⋯⋯⋯⋯⋯⋯

Topheth  陀斐特 239⋯⋯⋯⋯⋯⋯⋯⋯⋯⋯⋯⋯⋯⋯⋯⋯

Trachonitis  特拉可尼 375⋯⋯⋯⋯⋯⋯⋯⋯⋯⋯⋯⋯⋯⋯

Troas  特罗亚 375⋯⋯⋯⋯⋯⋯⋯⋯⋯⋯⋯⋯⋯⋯⋯⋯⋯

Tyre  推罗 414⋯⋯⋯⋯⋯⋯⋯⋯⋯⋯⋯⋯⋯⋯⋯⋯⋯⋯

U

Ur  吾珥 199⋯⋯⋯⋯⋯⋯⋯⋯⋯⋯⋯⋯⋯⋯⋯⋯⋯⋯⋯

Z

Zarephath  撒勒法 477⋯⋯⋯⋯⋯⋯⋯⋯⋯⋯⋯⋯⋯⋯⋯

Zebulun  西布伦 125⋯⋯⋯⋯⋯⋯⋯⋯⋯⋯⋯⋯⋯⋯⋯⋯

Zephathah , Valley of  洗法谷 319⋯⋯⋯⋯⋯⋯⋯⋯⋯⋯⋯

Ziklag  洗革拉 320⋯⋯⋯⋯⋯⋯⋯⋯⋯⋯⋯⋯⋯⋯⋯⋯⋯

Zin  寻 430⋯⋯⋯⋯⋯⋯⋯⋯⋯⋯⋯⋯⋯⋯⋯⋯⋯⋯⋯⋯

Zion  锡安 ( 山 ) 488⋯⋯⋯⋯⋯⋯⋯⋯⋯⋯⋯⋯⋯⋯⋯⋯⋯

Zoar  琐珥 464⋯⋯⋯⋯⋯⋯⋯⋯⋯⋯⋯⋯⋯⋯⋯⋯⋯⋯⋯

Zobah  琐巴 463⋯⋯⋯⋯⋯⋯⋯⋯⋯⋯⋯⋯⋯⋯⋯⋯⋯⋯

Zoheleth  琐希列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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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

圣
经
中
以
色
列
的
历
代
国
王
和
先
知
︵
在
位
年
间
都
是
公
元
前
的
年
代
︶

以
色
列
犹
大
联
合
王
国
时
期

列
 
 
王

1 ï.扫罗 ( 1053—1013) (撒上 9 至 31 章 , 代上 10

章 )。

王位 :登基时年四十岁 ( 撒上 13∶1)。

功绩 :曾战胜摩押、亚扪、以东、非利士、亚玛力

人。

恶行 :①违命勉强献祭 ( 撒上 13∶8—15)。

②爱怜亚玛力王喜好上好牛羊 ( 撒上 15

章 ) 。

③多次背信 ( 撒上 18∶17—29 , 19∶6—

24 ,23 章 , 26 章 ) 。

④杀大祭司全家 ( 撒上 22∶11—19 )。

⑤交鬼招魂 ( 撒上 28 章 , 代上 10∶ 13—

14) 。

结局 :父子四人同时战死 , ( 撒上 31∶1—13 , 撒

下 1∶6—16)。

先
 
 
知

撒母耳 (1069—1020 ) (撒上 1—16 章 , 25∶1 ) 是

以色列人最后一位士师 ( 撒上7∶13 ) , 又

是列王时代最早的先知 ( 撒上 9∶ 9—

16 )。

①膏立扫罗 (撒上 10∶1 )。

②膏立大卫 (撒上 16∶6—13 )。

③祷告而使天打雷降雨 ( 撒上 12∶16—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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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以
色
列
犹
大
联
合
王
国
时
期

列
 
 
王

2 �.大卫 (1013—973 ) ( 撒上 16 至撒下 24 章 , 王上 1 至

2 章 ,代上 11 至 29 章 )。

王位 :登基时年 30 岁 , 在希伯仑作王七年半 , 在耶路

撒冷作王 33 年 (撒下 5∶4—5 , 王上 2∶11) 。

功绩 :①杀歌利亚 ( 撒上 17 章 ) 。

②追杀亚玛力人 ( 撒上 30 章 ) 。

③胜非利士人(撒下 5∶17—25,代上 14∶8—17)。

④再胜非利士人与摩押人等 ( 撒下 8 章 , 代上

18 章 )。

⑤惩罚亚扪人和亚兰人(撒下 10 章 ,代上 19 章)。

⑥攻陷亚扪京都(撒下 12∶26—31,代上 20∶1—

3)。

⑦为建圣殿预备金银材料 ( 代上 29∶1—9 )。

⑧写诗篇多篇。

恶行 :①犯奸淫杀害乌利亚 ( 撒下 11 章 ) 。

②擅自核算民数 ( 撒下 24 章 , 代上 21 章 ) 。

结局 :与列祖同睡 , 葬于大卫城。

先
 
 
知

迦得 ( 1025—971 ) ( 撒上 22∶ 5 , 撒下 24∶ 17 , 代上

21∶9—27 , 代下 29∶25 )。

①告诉大卫去往犹大 (撒上 22∶5 )。

②大卫核算以色列民而犯罪时 , 奉命告诉大卫

三災可选其一 (撒下 24∶11—14)。

拿单 (990—971)

①告知大卫不可建造圣殿 (撒下 7∶2—17)。

②指责大卫犯罪必定受报 (撒下 12∶1—15 )。

③扶立所罗门登位 (王上 1 章 ) 。

④记述所罗门生平 (代下 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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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以
色
列
犹
大
联
合
王
国
时
期

列
 
 
王

3 �.所罗门 (973—933) (王上 2 至 11 章 ,代上 28 至 29

章 ,代下 1 至 9 章 ) 。

出身 :大卫王之子 ( 代上 29∶ 22 ) , 作王 40 年 ( 王上

11∶42 ,代下 9∶30 )。

功绩 :①建造圣殿 ( 王上 5 至 8 章 ,代下 2 至 7 章 ) 。

②制定祭司班次与利未人职责 (代下 8∶14—

15) 。

③著作 :「作箴言三千句 , 诗歌一千零五首⋯⋯

讲论草木⋯⋯ 又讲论飞禽走兽 ⋯⋯」( 王

上 4∶32—33 )。

④求智慧善判是非 ( 王上 3∶8 , 16—28)。

恶行 :纳外邦女子为妃嫔 , 晚年不专心事奉耶和华

( 王上11∶1—13) 。

结局 :与列祖同睡 , 葬于大卫城。

先
 
 
知

( 拿单与亚希雅作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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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1 á.耶罗波安 (933—911) (王上12∶25—

14∶20 ,代下 10 章 , 13 章)。

恶行 :①在但与伯特利制设金牛犊 (王

上 12∶25—33)。

②设立凡民作祭司 , 私定节期 ,

在坛上烧香。

③不听神警责(王上 13∶1—10 )

结局 :与列祖同睡(王上 14∶20)。

2 �.拿答 ( 911—910 ) (王

上 15∶25

—32 )。

出身 : 耶罗波安之子

(王上 15∶25)。

结局 :被巴沙所杀(王上

15∶28 )。

先
 
 
知

亚希雅( 940—910) (王上 11∶29—31 ,12∶15 ,14∶2—16)。

①预言耶罗波安得十支派(王上 11∶29—31)。

②预言耶罗波安全家遭災(王上 14∶6—18 )。

易多( 931—911) (代下 9∶29 , 12∶15 )。曾记述所罗门、罗波

安、耶罗波安及罗波安之子亚比雅生平(代下 13∶22)。

示玛雅( 931—911) (王上 12∶22—24 , 代下 11∶ 1—4 , 12∶5 ,

15)。曾劝罗波安勿夺回十支派。

犹
大
国

王

1 á.罗波 安 ( 933—916 ) ( 王上 12 章 ,

14∶21—31 , 代下 10 至 12

章 )。

出身 :所罗门之子 , (王上 14∶21 )。

王位 :四十一岁登基(王上 14∶21)。

恶行 : ① 不 听 老 年 人 劝 告 ( 王 上

12∶13—14)。

②国一坚定就离弃神拜偶像行

恶 (代下 12∶1)。

▲在位第五年埃及王示撒攻来 , 夺去

宝物(王上 14∶25—28)。

2 �.亚比央 (915—913)

出身 : 罗波安之子 (王

上14∶31—15∶

1 ,代下12∶16)。

王位 : 作王三年 (王上

15∶1—2)。

恶行 : 行其父所行之恶

(王上 15∶3)。

结局 : 葬在大卫城 ( 王

上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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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第一次篡位

3 Ü.巴沙(910—887) (王上 15∶27—16∶7)。

出身 :以萨加人亚希雅之子 (王上 15∶

27)。

恶行 :杀耶罗波安全家 , 卻行耶罗波安

所行之恶道(王上 15∶29)。

结局 :与列祖同睡 , 其子孙全家被杀 (王

上 16∶11)。

▲亚兰王便哈达一世进攻以色列 (王上

15∶16—20 )。

4 7.以拉 (887—886) (王

上 16 ∶ 6—

14)。

出身 :巴沙之子 (王上

16∶6)。

恶行 :醉酒、拜假神 (王

上 16 ∶ 9—

13 )。

结局 : 被叛臣心利所

杀 (王 上 16 ∶

10)。

先
 
 
知

亚撒利雅( 911—885) (代下 15∶1—8)。曾勉励亚撒王清除偶

像 , 重修圣殿。

耶戶( 890—848) (王上 16∶1—4 , 7 ; 代下 19∶1—3 ,20∶34 )。

①曾责备以色列王巴沙。

②又劝勉犹大王约沙法。

哈拿尼( 890 后 ) (代下 16∶7—10 )。

先知耶戶之父 (王上 16∶ 1)。因责犹大王亚撒仰赖亚

兰王而被囚狱中。

犹
大
国
王

3 á.亚撒 ( 912—872 ) (王上 15∶9—24 ,代下 14 至 16 章 )。

出身 :亚比央之子(王上 15∶8)。

功绩 :①效法大卫所行的善 , 除去娈童及一切偶像

(王上 15∶11—12)。

②大胜古实百万大军 (代下 14∶9—13)。

③修筑迦巴和米斯巴 (王上 15∶22)。

④将他父 已分别 为圣的金 银器 皿奉入 圣殿 ( 王 上

15∶15)。

恶行 :①求亚兰王攻打以色列 (王上 15∶18—20 )。

②腳患病 ,不求神 (代下 16∶12 )。

③邱坛未废(代下 15∶17)。

附注 :晚年腳病 ,其子约沙法可能已实际作王 (代下 1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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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第二次篡位 第三次篡位

5 á. 心 利 ( 886 ) ( 王 上

16∶15—20 )。

出身 : 以 拉之 大臣 , 仅

作王 七日 ( 王上

16∶9—15)。

恶行 : 行神看为恶的事

(王上 16∶19)。

结局 : 在宮中自焚而死

(王上 16∶18)。

6 à.暗利 ( 886—875 ) (王上 16 ∶ 21—

28)。

出身 : 以 色 列 人 的 元 帅 ( 王 上

16∶16)。

功绩 :买下撒玛利亚山 , 并建造撒玛

利亚城 (王上 16∶24)。

恶行 : 行 恶 较 列 祖 更 甚 ( 王 上

16∶25)。

结局 :与列祖同睡(王上 16∶28)。

先
 
 
知

雅哈悉( 853 前后 ) (代下 20∶14—19 )。曾勉励犹大王约沙法

靠神得胜。

以利以谢( 853 后 ) (代下 20∶37 )。曾责备约沙法不应与北王

亚哈谢交好。

犹
大
国

王

4 á.约沙法 (874—850 ) (王上 15∶24 , 22∶41—50 ,代下 17 至 20

章 )。

出身 :亚撒之子(王上 15∶24)。

功绩 :①行大卫所行的善。除去一切邱坛、木偶、娈童。差祭司

攜律法书在各城教训百姓 (代下 17 章 )。

②禁食祈祷 ,胜过强敌(代下 20 章 )。

恶行 :①与亚哈结亲同攻拉末 (代下 18 章)。

②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 (代下 20∶36—37)。

结局 :与列祖同睡 ,葬于大卫城(代下 21∶1 )。

附注 :还在位时儿子约兰已登基 (王下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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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7 á.亚哈 ( 875—854 ) (王上 16∶29—22∶50 )。

出身 :暗利之子(王上 16∶29)。

恶行 :①行恶较耶罗波安更甚 (王上 16∶30 )。

②纵容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王上 18∶4)。

③为巴力建庙 ,设立巴力先知 (王上 16∶32 ,18∶19)。

④使以色列全国遭旱災三年半 (雅 5∶17 ,王上 18∶1 )。

⑤擅自释放应处死的亚兰王 (王上 20 章 )。

⑥杀害拿伯夺其葡萄园 (王上 21 章)。

结局 :战死 ,洗战车时有狗来舔他的血 (王上 22∶37)。

▲亚兰王便哈达一世屡攻撒玛利亚(王上 20∶1—34 )。

先
 
 
知

以利亚 (865—850 ) (王上 17 至 19 章 , 王下 1—2 章 )。亚哈在

位时作先知 , 到亚哈谢死时升天。曾祷告使天旱三年

半 ,又借祷告使天降火降雨 , 并在迦密山捕杀巴力先知。

米该雅( 854 前后 ) (王上 , 22∶13—28 , 代下 18∶4—34 )。因预

言亚哈王战死 ,被囚狱中。

犹

大
国
王

(犹大王约沙法仍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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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8 ß.亚哈谢 (855—854) (王
上 22 ∶ 51—
53)。

出身 : 亚哈之子 ( 王上
22∶51)。

恶行 :①行其父之恶 (王
上22∶52 )。

②三次捉拿以利
亚(王下 1 章)。

结局 :跌伤而病死 (王下
1∶2、17 )。

9 à.约兰 ( 854—843) (王下 3∶ 1—27 ,
9∶14—26)。

出身 :亚哈之子 ,亚哈谢的兄弟(王下
3∶1 ,王上 22∶51)。

功绩 :①除亚哈所造之巴力柱像 (王
下 3∶2 )。

②联合以东和犹大攻打摩押
(王下 3∶6—27 )。

恶行 :贴近耶罗波安的罪(王下 3∶3)。
结局 :被耶戶射杀(王下 9∶24)。
▲亚兰王哈薛一再入侵 (王下 8∶

11—13 ,28 ,29;10∶32—33)。

先
 
 
知

以利 ( 855—800) (王上 19∶19—21 , 王下 2 至 13 章 )。
①亚哈王时以利亚作先知 , 经亚哈谢、约兰、耶戶、约哈斯
到约阿施王为止。②见以利亚升天 (王下 2∶ 1—12 )。
③治好耶利哥的水 (王下 2∶ 13—14 )。④使三王挖沟得
水(王下 3∶ 6—20)。⑤使先知门徒遗孀的油增多 (王下
4∶1—7)。⑥使乃缦的麻疯得医治 (王下 5∶1—17 )。⑦
使书念妇人之子复活 (王下 4∶8—37 )。⑧解除野瓜毒性
(王下 4 ∶ 38—41 )。⑨ 用 20 个饼 使百人吃饱 (王 下
4∶42—44)。⑩使斧头从水中漂起 (王下 6∶1—7 )。�11
使亚兰军被围 (王下 6∶ 8—23 )。�12 预言撒玛利亚解围
(王下 6∶ 24—7∶20 )。�13 预言哈薛作亚兰王 (王下 8∶
7—15)。�14 差门徒膏耶戶作以色列王 (王下 9∶ 1—13)。
�15 预言以色列三胜亚兰人 (王下 13∶14—21)。

犹
大
国
王

5 ×.约兰(850—843) (王下8∶16—
24,代下 21 章)。

出身 :约沙法之子。
恶行 :①娶亚哈之女为妻 (王

下 8∶18)。
②行恶道(王下 8∶18)。
③建邱坛(代下 21∶11)。
④残杀兄弟(代下 21∶4)。

结局 : 被非利士人掠去妻儿
宝物 , 坠肠而死 ( 代下
21∶16—19 )。

6 š.亚哈谢 ( 843 ) ( 王下 8∶ 25—
9∶28 , 代下 22 章)。

出身 : 约兰的儿子 ( 王下 8 ∶
25)。
王位 :作王一年(王下 8∶26)。
恶行 : ①行亚哈之恶 (王下 8∶

27)。
②与亚哈之子约兰交好

(王下8∶28—29 )。
结局 : 被耶戶所杀 ( 王下 9 ∶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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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第四次篡位

10 �.耶戶 ( 843—816 ) (王下 9 至
10 章 )。

出身 :约兰的元帅(王下 9∶2 )。
王位 :篡位登基(王下 10∶36)。
功绩 :①杀巴力先知与祭司 (王

下 10∶18—28 )。
②杀耶洗别与亚哈全家

(王下 9∶30—10∶11 )。
恶 行 : ① 拜 金 牛 犊 ( 王 下

10∶29 )。
②为人诡诈残忍 ( 王下

10∶1—28)。

11 S.约哈斯 ( 820—804 ) (王下
13∶1—9)。

出身 :耶戶之子(王下 13∶1)。
恶行 : ①不离开耶罗波安的

罪 , 受亚兰王欺压
(王下 13∶2—3 )。

②敬拜亚舍拉 (王下
13∶6)。

▲亚兰王哈薛与便哈达二世
攻打约哈斯与约阿施 ( 王
下 13∶3—7;22—25)。

先
 
 
知

俄巴底亚( 841—830)。可能于耶戶在位初期作先知。预言以
东受罚。

约珥( 840—830)。可能在亚他利雅篡位时作先知。预言神审
判日要到。彼得曾在五旬节时引用 (珥 2∶28—32)。

犹
大
国
王

7 á.亚他利雅 ( 843—837 ) (王
下 11 ∶ 1—16 ,
代 下 22 至 23

章 )。
出身 : 以色列王亚哈之女 ,

犹大王约兰之妻 ( 王
下 8 ∶ 18 , 26 ∶ 11 ∶
1—3 )。

恶行 : 剿灭王室篡位 (王下
11∶1 ,3 )。

结局 : 被杀 于宮 中 ( 王 下
11∶15 ,16)。

▲圣经未记她登基。七、八
王朝都始于 843 年。

8 f.约阿施 ( 843—803 ) (王下 12 章 ,
代下 23—24 章)。

出身 :亚哈谢仅存之子 ,登基时仅
七岁 (王下 11∶1—3 ,21)。

功绩 : ①作神看为正的事 (王下
12∶2 )。

② 毀巴力庙 ( 王下 11 ∶
18)。

③ 下令 重 修圣 殿 ( 王 下
12∶4 ,5)。

恶行 :①将圣物送给亚兰王(王下
12∶18 )。

② 后 来 拜 偶 像 ( 代 下
24∶17—19)。

③杀祭司撒迦利亚 (代下
24∶20—22 )

结局 : 被臣仆叛杀 ( 代下 24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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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12 �.约阿施 (806—790) (王下 13∶10—25 , 14∶8—16)。

出身 :约哈斯之子(王下 13∶10)。

功绩 :败亚兰王三次 ,收回失地(王下 13∶18—19 ,25)。

恶行 :犯耶罗波安的罪行 (王下 13∶11)。

结局 :葬在撒玛利亚(王下 13∶13)。

▲他在父王未死前已登基 (王下 13∶1 比较 13∶10 )。

先
 
 
知

约拿( 790—770)。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与犹大王亚玛谢

在位时作先知。

①预言耶罗波安二世收回失地(王下 14∶25)。

②到尼尼微传道 (拿 2 章 )。

无名神人。勉励亚玛谢王专心靠神 (代下 25∶7—13)。

犹

大
国
王

9 á.亚玛谢 ( 803 - 775 ) (王下 14∶1—14 ,代下 25 章 )。

出身 :约阿施之子(王下 14∶1)。

功绩 :①行神看为正的事但不专心 (王下 14∶3—4 )。

②败西珥人(代下 25∶11—13)。

恶行 :①向以色列王挑战失败 (王下 14∶8—14)。

②将西珥神像带回 (代下 25∶14)。

结局 :被叛臣所杀(代下 2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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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13 �.耶罗波安二世

(790—749 ) ( 王

下 13∶ 13 , 14∶

23—29)。

出身 : 约阿施之子

( 王 下 14 ∶

23)。

功绩 : 收回边界的

失地 ( 王 下

14∶25)。

恶行 : 不离开耶罗

波安的罪 (王

下 14∶24)。

14 T.撒迦利雅 (748)

出身 : 耶罗波安二

世之子 (王下

15∶8 )。

王位 : 作王六个月

(王 下 15 ∶

8)。

恶行 : 行神所看为

恶之事 (王下

15∶9 )。

结局 : 被沙龙叛杀

(王 下 15 ∶

10)。

第五次篡位15 ™.沙龙 (748 )

(王下 15 ∶ 13—

16)。

出身 : 雅比之子 ( 王

下 15∶13 )。

王位 : 作王一个 月

(王 下 15 ∶

13)。

恶行 : 背 叛 ( 王 下

15∶15)。

结局 :被米拿现所杀

( 王 下 15 ∶

14)。

先
 
 
知

阿摩司( 780—740)。在以色列王约阿施晚期 ,犹大王乌西雅早

期时作先知 (摩 1∶1 )。因警告以色列人 , 神的审判日

要到 , 而受伯特利祭司亚玛谢的攻击(摩 7∶10—17 )。

何西阿( 760—720)。用他本身对不贞妻子的爱 , 说明神对以色

列人的爱 (何西阿书 )。

犹
大
国

王

10 �.亚撒利雅 (乌西雅 ) (787—735) (王下 15∶1—8 ,代下 26 章)。

出身 :亚玛谢之子(王下 15∶1)。

功绩 :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代下 26∶4)。

②收回以祿 ,予以重建(代下 26∶2)。

③击毀非利士大城 , 并使亚拉伯人、亚扪人等给他进贡

(代下 26∶6—8 )。

④增加各项国防建设 , 国势强盛 (代下 26∶9—15)。

恶行 :强盛之后 ,擅进圣殿烧香 ,终身患大麻疯 (代下 26∶ 16—

22 )。

—335—



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第六次篡位

16 �.米 拿 现 ( 748—738 ) ( 王 下

15∶16—22)。

出身 :迦底之子 (王下 15∶17)。

恶行 :①行耶罗波安的恶行 (王下

15∶18)。

②剖开孕妇(王下 15∶16)。

③用银子求亚述王稳定王

位 (王下 15∶19—20)。

▲亚述入侵 (王上 15∶19 , 29 ; 代

上 5∶26 )。

17 ‚.比加辖 ( 738 - 736 ) ( 王

下 15 ∶ 23—

26)。

出身 : 米拿现之 子 ( 王 下

15∶23 )。

恶行 : 行神看为恶的事 (王

下 15∶24 )。

结局 : 被比加叛 杀 ( 王 下

15∶25 )。

先
 
 
知

俄德(代下 28∶8—15 )。曾责备以色列人不该掳掠犹大人。

以赛亚( 745—695)。在犹大王乌西雅晚年开始作先知直到希

西家王晚期为止 (赛 1∶1 , 6∶1 )。经常出入宮廷 ( 赛

37∶5 ,21 ,38∶1)。曾预言基督降生、受死、作王及平安

国度情形 (赛 7∶14 ,9∶6—7 ,53 章 , 65 章 )。

犹
大
国

王

11 �.约坦 (749—734) (王下 15∶32—38 , 代下 27 章 )。

出身 :乌西雅之子(王下 15∶32)。

功绩 :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王下 15∶34 )。

②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王下 15∶35 )。

③建造城邑营寨高楼 (代下 27∶4 )。

④胜亚扪人使他们进贡 (代下 27∶5)。

恶行 :邱坛未废(王下 15∶35 ,代下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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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度
分
裂
时
期

以
色
列
国
王

第七次篡位 第八次篡位

18 �.比 加 ( 736—730 ) ( 王下

15∶27—31 )。

出身 : 利 玛 利 之 子 ( 王 下

15∶27 )。

恶行 : 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王下 15∶28—29)。

结局 : 被何细亚叛杀 (王下

15∶30)。

▲比加可能与米拿现同时作
王。

▲亚述入侵 (王下 17∶3—6 ;

18∶9 )。

19 È.何细亚 ( 730—721 ) (王

下 17∶1—7)。

出身 :以拉之子(王下

17∶1 )。

恶行 : 行神看为恶的事 (王

下 17∶2)。

结局 : 以色列国至此沦亡。

(王下 18∶9—12)。
▲被亚述灭亡 , 以色列人被

掳 (王下 17∶6)。

以
色
列
国
灭
亡

先
 
知

弥迦( 740—700)。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在位时作先

知(弥 1∶1 )。曾预言基督降生在伯利恆 (弥 5∶2)。

犹
大
国

王

12 �.亚哈斯 ( 741—726 ) (王

下 16 章 , 代下

28 章 )。

出身 :约坦之子 (王下 16∶

1)。

恶行 :①使儿女经火 (代下

28∶2—4 )。

②为亚兰王所败 , 被

北国杀十二万人

(代下 28∶5—6 )。
③求亚述帮助 (代下

28∶16—21)。

④毀圣殿器皿 (代下

28∶22—25)。

13 k.希西家 (726 - 697) (王下 18 至

20 章 , 代 下 29 至 32

章 ,赛 36 至 39 章 )。

出身 :亚哈斯之子(王下 18∶1)。

功绩 : ①效法大卫行正事 ( 王下

18∶3 )。

②修殿守节 , 领道复兴 ( 代

下 29∶3—36)。

③清除偶像 (王下 18∶4 )。

④靠神击退西拿基立 (赛 37

章)。

恶行 : 将宝物给巴比伦使者观看

(赛 39∶1—8)。

▲求寿蒙允 (赛 38∶1—8)。

▲亚述入侵 (王下 19∶20—30 )。

—535—



犹
大
独
一
王
国
时
期

先
 
 
知

西番雅 ( 639—608 )。希西家的元孙 ,促使对约西亚王复兴。预

言犹大人因罪受罚 ,终必复兴 (西番雅书 )。

那  鸿( 630—610)。预言尼尼微倾覆 (那鸿全书 )。

耶利米( 626—586)。约西亚王时开始作先知 (耶 1∶2 ) , 被掳

到巴比伦时止。因预言以色列将被掳 70 年而多受迫害

(耶 25∶11—12)。常为同胞罪恶忧伤 (耶 9∶1)。预言同

胞受罚后将蒙拯救 (耶 50∶33—34)。

哈巴谷( 618—608)。预见难免亡国 ,卻因耶和华的拯救而欢欣

(哈 3∶17—18 )。

犹

大
国
王

14 �.玛拿西 ( 697—642) (王下 21∶ 1—

18 ,代下 33∶1—20 )。

出身 :希西家之子(王下 20∶21)。

功绩 : 晚年悔悟 , 重修圣殿祭坛 , 修建

大卫城墙 (代下 33∶14—17)。

恶行 :①行恶事(王下 21∶2)。

②筑巴力坛 , 作木偶 , 敬拜天上

万象 (王下 21∶3—7 )。

③使儿女经火 , 行邪术 , 交鬼 (代

下 33∶6 ,9 )。

④多流无辜人的血 (王下 21∶

16)。

15 <. 亚 们 ( 641—640 )

(王 下 21 ∶ 18—

26 ;

代 下 33 ∶ 21—

25)。

出身 : 玛拿西之子。

恶行 : 行恶拜偶像 ( 王

下 21 ∶ 20—

22)。

结局 : 被臣仆叛杀 ( 王

下 21∶23)。
16 �.约西亚 ( 639—608) (代下 34 至 35

章 )。

出身 :亚们之子(王下 21∶26)。

功绩 :①行神看为正的事 (王下 22∶

2)。

②除邱坛木偶柱像 ( 代下 34∶

3—7 )。

③拆 毀 伯特 利 的 祭 坛 ( 王 下

23∶15—20)。

④修葺圣殿 , 领 道复兴 ( 代下

34∶8—35∶19)。

恶行 :晚年违命与埃及王爭战而死 (代

下 35∶20—25)。

17 <.约哈斯 (608 )

(代下 36∶1—4)。

出身 : 约西亚之子 , 作

王三个月 (王下

23∶30—31)。

恶行 :行神看为恶的事

(王下 23∶32)。

结局 : 死于埃及 (王下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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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犹
大
独
一
王
国
时
期

先
 
 
知

但以理( 605—536)。从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开始作先知 , 到犹大

人从巴比伦回国止共约七十年 (但 9∶1—2 )。他的主

要信息是借異象的启示 ,说明外邦国权的相继倾覆与耶

和华国度最终实现。

以西结( 590—565 )。在约雅斤王第五年开始说预言 ( 结 1∶

3 )。被掳后二十五年仍作先知 (结 40∶1 )。

哈该( 520—505)。劝勉百姓恢复建殿工程。

撒迦利亚 ( 520—488 )。预言基督临世 ( 亚 6 ∶ 12—13 , 11 ∶
12—14 , 12 至 14 章 )。

玛拉基( 439—400)。责备以色列藐视圣事 ,预言大而可畏的日

子以前 , 以利亚要先到来 (玛 4∶4—6)。

犹
大
国
王

18 �.约雅敬 ( 608—597 ) (王下

23 ∶ 36—24 ∶ 7 ,

代下 36∶5—8)。

出身 :约西亚之子。

恶行 :行神所看为恶的事 (王

下 23∶37)。

结局 : 被掳到巴比伦 (代下

36∶6 )。

▲公元前 606 年犹大人初次

被掳。

19 È.约雅斤( 597 ) (王下 24∶8—

17; 代 下 36 ∶ 9—

10)。

出身 :约雅敬之子 , 作王三个月

零十天(代下 36∶8—9)。

恶行 : 行神看为恶的事 ( 代下

36∶9 )。

结局 :被掳 (代下 36∶10)。

▲犹大人再次被掳。

20 �.西底家 ( 597—586 ) (王下

24 ∶ 17—25 ∶ 7 ,

代 下 36 ∶ 11—

21 )。

出身 :约雅斤的叔父。
恶行 :行神看为恶的事 (代下

36∶12)。

结局 : 被掳到巴比伦 (王下

25∶5—12)。

▲犹大灭亡 ,犹大人三次被掳。

犹
大
国
灭
亡

▲犹大人公元前 606 年初次

被掳 , 70 年后 , 公元前 536

年 ,开始归回耶路撒冷。

—735—



附录三 :圣经地名示意图

第 1 图  圣经记述的古代民族

第 2 图  亚伯拉罕从吾珥到迦南

第 3 图  亚伯拉罕抢救罗得

第 4 图  亚伯拉罕救回罗得后的行止

第 5 图  以撒一生行止

第 6 图  雅各一生行止略图

第 7 图  雅各行止部分详图

第 8 图  约瑟一生的行止

第 9 图  圣经记载的迦南附近各族各国

第 10 图  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迦南

第 11 图  以色列人出埃及初期行程

第 12 图  以色列人绕行旷野的行程

第 13 图  以色列人进迦南前攻得的地区

第 14 图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各地

第 15 图  以色列各支派分得迦南

第 16 图  逃城及利未人的城邑

第 17 图  士师时代外族侵犯以色列

第 18 图  以笏击败摩押人

第 19 图  底波拉与巴拉击败西西拉

第 20 图  基甸击败米甸人

第 21 图  基甸追击米甸人

第 22 图  耶弗他战败亚扪人

第 23 图  参孙抗拒非利士人

第 24 图  路得由摩押到伯利恆时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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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图  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又被归还

第 26 图  扫罗击败亚扪人入侵

第 27 图  扫罗、约拿单击败非利士人入侵

第 28 图  以色列建国 ( 扫罗王 )时的疆域

第 29 图  扫罗攻击亚玛力人

第 30 图  大卫击杀歌利亚

第 31 图  大卫逃避扫罗流亡各地

第 32 图  扫罗被非利士人战败而死

第 33 图  大卫与伊施波设两家臣仆決斗

第 34 图  押尼珥被约押刺杀

第 35 图  大卫作犹大和以色列王初期的战爭

第 36 图  大卫作王时的以色列国领域

第 37 图  押沙龙叛乱追逼大卫

第 38 图  约押和亚比筛平定示巴的叛乱

第 39 图  所罗门极盛时期的疆域

第 40 图  所罗门和邻国的贸易交往

第 41 图  南北两国分裂后的疆域

第 42 图  犹大王罗波安修筑的城邑

第 43 图  埃及王示撒攻击犹大等地

第 44 图  犹大王亚比雅战胜耶罗波安

第 45 图  犹大王亚撒战胜古实人

第 46 图  犹大王亚撒贿请亚兰王攻打以色列

第 47 图  北国以色列王位与都城的更替

第 48 图  先知以利亚的事工与行程

第 49 图  以利沙经历之地

第 50 图  亚哈与亚兰王的三次战爭

第 51 图  约沙法战胜东方各族的入侵

—935—



第 52 图  耶戶杀灭亚哈家室眾子

第 53 图  亚兰王攻击以色列与犹大

第 54 图  亚玛谢战胜以东人败于约阿施

第 55 图  乌西雅与耶罗波安二世伸展国土

第 56 图  几位先知生长工作之地

第 57 图  亚哈斯背逆耶和华四面受敌

第 58 图  犹大王请求亚述王攻打以色列

第 59 图  以色列人初次被掳到亚述

第 60 图  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

第 61 图  犹大邻国的兴亡

第 62 图  西拿基立入侵犹大丧兵而返

第 63 图  犹大在埃及与巴比伦的爭战中遭受苦难

第 64 图  巴比伦灭亡犹大掳走犹大人

第 65 图  波斯灭亡巴比伦下令犹大人回国

第 66 图  犹大人等返回耶路撒冷

第 67 图  大卫时的耶路撒冷

第 68 图  所罗门时的耶路撒冷

第 69 图  希西家时的耶路撒冷

第 70 图  尼希米时的耶路撒冷

第 71 图  耶稣降生时的耶路撒冷

第 72 图  犹大人被掳时的迦南交通要道

第 73 图  约拿的经历

第 74 图  阿摩司预言遭难的各地

第 75 图  希腊減掉波斯统治迦南等地

第 76 图  马克比时代短期独立的犹太国

第 77 图  新约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

第 78 图  新约时代的地理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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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图  巴勒斯坦古时交通大道

第 80 图  新约时代迦南地区划分

第 81 图  耶稣传道前的经历

第 82 图  耶稣受洗开始传道

第 83 图  耶稣到耶路撒冷又回加利利

第 84 图  耶稣的神蹟和教训吸引了各地的人到他那里

第 85 图  耶稣在各地传道 ( 一 )

第 86 图  耶稣在各地传道 ( 二 )

第 87 图  耶稣在各地传道 ( 三 )

第 88 图  耶稣到犹太地区去

第 89 图  耶稣在犹太等地的事工

第 90 图  耶稣最后去耶路撒冷

第 91 图  耶稣最后数天的事工

第 92 图  最后的晚餐之夜耶稣被卖

第 93 图  受审、受难、复活

第 94 图  耶稣升天前的嘱托

第 95 图  五旬节时犹太人散居各地示意图

第 96 图  腓利、彼得的布道路線

第 97 图  保罗信奉基督初期行程

第 98 图  保罗第一次外出布道

第 99 图  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

第 100 图  保罗第三次外出布道

第 101 图  保罗被押解去罗马

第 102 图  保罗被释放后最后一次布道可能经过之地

第 103 图  启示录中论到的七个教会

第 104 图  圣经地名与现今地名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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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圖說明]

①在希伯崙:

1 . 得神應許( 創 15 章) 。

2 . 收夏甲爲妾( 創 16∶1—4) 。

[ * 夏甲一度逃走路遇天使而回( 創 16∶7—14 ) ]

3 . 以實瑪利生( 創 16∶15—16) 。

4 . 定割禮( 創 17 章) 。

5 . 接待天使, 爲所多瑪祈求( 創 18 章) 。

②到基拉耳:

1 . 稱妻爲妹( 創 20∶1—18 ) 。

2 . 得以撒( 創 21∶1—7) 。

3 . 打發夏甲出走( 創 21∶9—21 ) 。

③在別是巴與亞比米勒立約( 創 21∶22—33) 。

④到摩利亞獻以撒( 創 22∶1—18) 。

⑤返回別是巴居住( 創 22∶19) 。

⑥住回希伯崙:

1 . 撒拉去世, 買地葬妻( 創 23 章) 。

2 . 爲以撒娶妻( 創 24 章) 。

3 . 娶基土拉( 創 25∶1—6) 。

4 . 死后與妻同葬于麥比拉洞( 創 25∶7—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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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圖說明]

①出生于基拉耳( 創 21∶2—5) 。

②長大在別是巴( 創 21∶31—32) 。

③到摩利亞, 順從父親以身獻祭( 創 22∶1—14) 。

④回別是巴居住( 創 22∶15—19) 。

⑤隨父到希伯崙, 母親亡故( 創 23 章) 。

⑥從庇耳拉海萊回來。在南地娶利百加( 創 24∶62—67) 。

60 歲時得雙生兒子( 創 25∶26) 。

⑦75 歲時在希伯崙葬父( 創 25∶8—10) 。

⑧住在庇耳拉海萊附近( 創 25∶11) 。

⑨逃荒到基拉耳因富有遭嫉妒( 創 26∶1—14) 。

⑩挖井至利河伯( 創 26∶15—22) 。

�11 到別是巴( 創 26∶23)

1 . 築壇求告耶和華( 創 26∶24—25) 。

2 . 與亞比米勒立約( 創 26∶26—33) 。

3 . 爲兒子們祝福( 創 27∶1—40 ) 。

4 . 命雅各去哈蘭娶妻( 創 28∶1—2, 10) 。

�12 在希伯崙:

1 . 再見雅各( 創 35∶27) 。

2 . 死後葬于當地麥比拉洞( 創 35∶29, 參創 49∶29—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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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圖說明]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 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候, 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對他

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

離開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 神使他從那

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在這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産業, 連

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 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爲

業; 那時他還沒有兒子。神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 那裏

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 苦待他們四百年。’神又說:‘使他們作

奴僕的那國, 我要懲罰。以後他們要出來, 在這地方事奉

我。’神又賜他割禮的約。于是亞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給

他行了割禮。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嫉妒約瑟, 把他賣到埃及去, 神卻與他同在, 救他

脫離一切苦難,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 有智慧。法

老就派他作埃及國的宰相兼全家。後來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

饑荒, 大受艱難, 我們的祖宗就絕了糧。雅各聽見在埃及有

糧, 就打發我們的祖宗初次往那裏去。第二次約瑟與弟兄們

相認, 他的親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約瑟就打發弟兄, 請父親雅

各和全家七十五個人都來。於是雅各下了埃及, 後來他和我

們的祖宗都死在那裏; 又被帶到示劍, 葬於亞伯拉罕在示劍用

銀子從哈抹子孫買來的墳墓裏。”( 徒 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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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圖說明]

①出生在庇耳拉海萊( ?) ( 創 25∶26) 買得長子名分( 創 25∶29—

34) 。

②隨父到基拉耳( 創 26∶6) 。

③隨父到利河伯( 創 26∶22) 。

④隨父到別是巴( 創 26∶23) 騙得長子的祝福( 創 27∶18—30) 。

⑤逃往哈蘭路經伯特利見到天梯( 創 28∶10—19) 。

< 由伯特利到哈蘭的路綫聖經未詳細記載 >

⑥到哈蘭娶妻、生子、致富( 創 29∶4—創 30∶43) 。

⑦由哈蘭逃回時在基列山被拉班追上( 創 31 章) 。

⑧在瑪哈念遇見天使( 創 32∶1—2) 。

⑨在毘努伊勒與神較力得勝( 創 32∶24—31) 。

⑩在毘努伊勒南方與以掃相會( 創 33∶1—16) 。

�11 在疏割建屋搭棚( 創 33∶17) 。

�12 到示劍築壇, 其衆子計殺示劍人( 創 33∶18—創 34∶31) 。

�13 到伯特利築壇, 被賜名爲以色列( 創 35∶1—15) 。

�14 去伯利恆途中拉結死去( 創 35∶16—20) 。

�15 到希伯崙, 再見父親, 事父至終( 創 35∶27—29) 。

兒子約瑟被賣到埃及( 創 37∶1—34) 。

�16 逃荒去埃及, 路經別是巴得神應許( 創 46∶1—4) 。

�17 到歌珊再見約瑟, 死於該地( 創 49∶33—創 50∶8) 。

< 被衆子葬於希伯崙的麥比拉洞( 創 50∶13) >

—155—



—255—



[ 第 8 圖說明]

①出生於哈蘭( 創 30∶22 - 24) 。

②隨父返回迦南的希伯崙( 創 31∶17—18、創 35∶27) 。

< 途中得弟喪母( 創 35∶16—20) >

③遵父命探視哥哥們到示劍附近的多坍( 創 37∶12—17) 。

④被哥哥們賣到埃及( 創 37∶26—28)

1 . 在護衛長家中由奴隸成爲管家( 創 39∶1—6) 。

2 . 被主母誣害由管家成爲囚犯( 創 39∶7—20 ) 。

3 . 爲法老解夢由囚犯成爲宰相( 創 40∶1—創 41∶44) 。

4 . 解救以色列全家度過荒年( 創 42—46 章) 。

5 . 死於埃及, 葬回迦南的示劍( 創 50∶22—26, 出 13∶19, 書

24∶32 ) 。

—355—



—455—



[ 第 9 圖說明]

[ 聖經記載的各族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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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圖說明]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

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 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

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領他們出

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

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現在以色列人的

哀聲達到我耳中, 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

打發你去見法老,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

來。”摩西對神說:“我是什麽人, 竟能去見法老, 將以色列人

從埃及領出來呢?”神說:“我必與你同在,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

出來之後, 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 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

據。⋯⋯耶和華是我的名, 直到永遠, 這也是我的記念, 直到

萬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 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

的神, 就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向我顯現, 說:

我實在眷顧了你們, 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你們。我也說: 要

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 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

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 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

( 出 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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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圖說明]

①從蘭塞往疏割( 出 12∶37—42) 。
②從疏割到以倘( 出 13∶20) 。
<由以倘去非利士地和迦南的道路雖近, 但該處是駐有埃及軍兵的要
道。耶和華恐怕以色列人遇到戰爭又回埃及去 , 所以領他們繞道而行
( 出 13∶17—18) >
③從以倘轉回到比哈希錄和密奪一帶( 出 14∶1—9, 民 33∶7) 。
④—⑤以色列人過紅海( 出 14∶10—31) 。
⑤到書珥曠野三天無水( 出 15∶22) 。
⑥到瑪拉苦水變甜( 出 15∶23—26) 。
⑦到以琳有 12 股水泉( 出 15∶27) 。
⑧到汛的曠野天降嗎哪( 出 16∶1—36) 。
⑨到利非訂( 出 17∶1)

1. 擊打磐石出水( 出 17∶2—6) 。
2. 戰勝亞瑪力人( 出 17∶8—16) 。
3. 葉忒羅爲摩西獻策( 出 18∶1—27) 。

⑩到西乃山( 出 19∶2)

1. 摩西傳述神的誡命、律例( 出 20∶1—出 31∶18) 。
2. 亞倫制作金牛犢( 出 32∶1—35) 。
3. 建立會幕( 出 25∶1—出 31∶17, 出 35∶4—出 40∶38) 。
4. 守逾越節( 民 9∶1—14) 。
5. 核點以色列人( 民 1∶1—2∶34) 。

�11 離開西乃到他備拉、基博羅哈他瓦
1. 神火焚燒( 民 10∶33—民 11∶3) 。
2. 設立長老( 民 11∶16—26) 。
3. 貪欲招災( 民 11∶4—34) 。

�12 到哈洗錄( 民 11∶35)

1. 摩西娶妻( 民 12∶1) 。
2. 米利暗患麻瘋病( 民 12∶1—15) 。

�13 經巴蘭曠野( 民 12∶16) 。
�14 到加低斯( 民 13∶25—26, 申 1∶19)

1. 差 12 人窺探迦南( 民 13∶3—33, 民 14∶36—38) 。
2. 發怨言不得進迦南( 民 14∶1—45) 。

�14 —�15 被亞瑪力人打敗 , 由何珥瑪退回加低斯( 申 2∶41—46)
1. 可拉黨背叛( 民 16∶1—50) 。
2. 亞倫的杖開花( 民 17∶1—13) 。
< 漂流曠野約 38 年( 申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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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圖說明]

①繞行曠野多年又回到加低斯( 民 20∶1)

1 . 米利暗死去( 民 20∶1) 。

2 . 摩西擊打磐石兩次( 民 20∶2—13 ) 。

3 . 以東人不許過境( 民 20∶14—21) 。

②到何珥山亞倫死去( 民 20∶22—29) 。

③戰勝迦南人由何珥瑪返回何珥山( 民 21∶1—4) 。

④往紅海( 亞喀巴灣) 繞行, 摩西舉蛇( 民 21∶4—9 ) 。

⑤從亞拉巴路經以拉他( 申 2∶8 ) 。

⑥到以旬迦別( 申 2∶8 ) 。

⑦從以旬迦别轉向摩押( 申 2∶8 ) 路經撒摩拿安營( 民 33∶41 ) 。

⑧到普嫩( 民 33∶42) 。

⑨到阿伯( 民 21∶10, 民 33∶43) 。

⑩到以耶亞巴琳、撒烈谷( 民 21∶11—12 , 民 33∶44) 。

�11 到亞嫩河那邊( 民 21∶13) 到底本( 民 33∶45) 。

�12 到亞門低比拉太音( 民 33∶46) 。

�13 經巴末( 民 21∶19—20) 到尼波山( 民 33∶47)

< 即到毗斯迦山( 民 21∶20) >

1 . 殺亞摩利王西宏( 民 21∶21—30) 。

2 . 殺巴珊王噩( 民 21∶31—35) 。

�14 到摩押平原( 民 22∶1)

1 . 巴勒召巴蘭咒詛以色列人( 民 22∶2—24∶25) 。

2 . 巴蘭引誘以色列人犯罪( 民 25∶1—18 , 民 31∶16) 。

3 . 核點民數( 民 26∶1—65 ) 。

4 . 立約書亞繼續摩西事工( 民 27∶16—23) 。

5 . 殺米甸五王及巴蘭( 民 31∶1—8) 。

6 . 摩西登尼波山遙望迦南( 申 32∶48—52) 。

7 . 摩西爲以色列人祝福( 申 33 章) 。

8 . 摩西逝世( 申 3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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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圖說明]

耶和華對我說:“你們起來前往, 過亞嫩谷, 我已將亞摩

利人希實本王西宏和他的地, 交在你手中, 你要與他爭戰, 得

他的地爲業。從今日起, 我要使天下萬民聽見你的名聲都驚

恐、懼怕, 且因你發顫傷慟。”

我從基底莫的曠野, 差遣使者去見希實本王西宏, 用和睦

的話說:“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 只走大道, 不偏左右。你

可以賣糧給我吃, 也可以賣水給我喝, 只要容我步行過去, 就

如住西珥的以掃子孫和住亞珥的摩押人待我一樣, 等我過了

約但河, 好進入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地。⋯⋯”

那時, 西宏和他的衆民出來攻擊我們, 在雅雜與我們交

戰。耶和華我們的神, 將他交給我們, 我們就把他和他的兒

子, 並他的衆民都擊殺了。我們奪了他的一切城邑, 將有人烟

的各城, 連女人帶孩子, 盡都毁滅, 沒有留下一個。惟有牲畜

和所奪的各城, 並其中的財物, 都取爲自己的掠物。從亞嫩谷

邊的亞羅珥和谷中的城, 直到基列, 耶和華我們的神都交給我

們了, 沒有一座城高得使我們不能攻取的。⋯⋯

以後我們轉回向巴珊去, 巴珊王噩和他的衆民都出來, 在

以得來與我們交戰。⋯⋯

於是耶和華我們的神, 也將巴珊王噩和他的衆民, 都交在

我們手中; 我們殺了他們, 沒有留下一個。那時我們奪了他所

有的城, 共有六十座, 沒有一座城不被我們所奪。這爲亞珥歌

伯的全境, 就是巴珊地噩王的國。⋯⋯

那時我們從約但河東兩個亞摩利王的手, 將亞嫩谷直到

黑門山之地奪過來。( 申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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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圖說明]

①離開什亭過約但河( 書 3∶1—17) 。

②在吉甲安營( 書 4∶19) 。

③奪取耶利哥( 書 6∶1—20) 。

④攻取艾城( 書 7∶2—8∶24) 。

⑤進占基遍( 書 9∶3—27) 。

⑥攻占瑪基大( 書 10∶1—28) 。

⑦攻占立拿( 書 10∶29—30) 。

⑧攻占拉吉( 書 10∶31—32) 。

⑨攻占伊磯倫( 書 10∶34—35) 。

⑩攻占希伯崙( 書 10∶36—37) 。

�11 攻占底璧( 書 10∶38—39) 。

�12 攻到加低斯、迦薩等地( 書 10∶41) 。

�13 回到吉甲( 書 10∶43) 。

�14 在米倫溪邊攻打北方諸王( 書 11∶1—7) 。

�15 攻到西頓( 書 11∶8) 。

�16 攻到米斯利弗瑪音( 書 11∶8) 。

�17 攻到米斯巴( 書 11∶8) 。

�18 奪了夏瑣( 書 11∶10) 。

�19 擒殺押煞王( 書 12∶1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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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圖說明]

①迦南王耶賓在夏瑣作王欺壓以色列人 20 年( 士 4∶2—3) 。

②迦南王的將軍西西拉屯兵於夏羅設( 士 4∶2 ) 。

③女士師底波拉在伯特利旁差人去基低斯召巴拉( 士 4∶6 ) 。

④巴拉從基低斯到伯特利( 士 4∶6 ) 。

⑤底波拉與巴拉同往基低斯( 士 4∶9 ) 。

⑥巴拉召聚一些以色列人上到他泊山( 士 4∶10—12) 。

⑦西西拉全軍由夏羅設到基順河爭戰( 士 4∶13) 。

⑧巴拉率軍下山迎戰( 士 4∶14) 。

⑨巴拉與迦南軍兵會戰於米吉多、他納( 士 5∶15—20) 。

⑩基順河水冲没西西拉全軍( 士 5∶21) 。

�11 巴拉追趕敵軍到夏羅設( 士 4∶16) 。

�12 西西拉只身逃往撒拿音被雅億釘死( 士 4∶11, 17—21) 。

�13 西拉追趕西西拉到撒拿音( 士 4∶22) 。

�14 消滅夏瑣的迦南王( 士 4∶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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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圖說明]

①基甸在俄弗拉:

1 . 神的使者呼召( 士 6∶11—26 ) 。

2 . 拆毀巴力的壇( 士 6∶27—32 ) 。

②米甸等軍共 13 萬 5 千人 ( 士 8∶10) , 過河 ( 士 6∶33、參看第

17 圖) 進占耶斯列( 士 6∶33) 、摩利崗( 士 7∶1) 。

③基甸聚集以色列人( 士 6∶34—35) 。

④基甸率軍進駐哈律泉( 士 7∶1 ) 。

1 . 使膽怯的 2 萬 2 千人退去( 士 7∶4—7 ) 。

2 . 使跪下喝水的 9 千 7 百人退去( 士 7∶4—7 ) 。

3 . 以精選的 300 人戰勝米甸全軍( 士 7∶8—21) 。

  願神興起, 使他的仇敵四散; 叫那恨他的人, 從他面前

逃跑。

他們被驅逐, 如烟被風吹散; 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 如

蠟被火熔化。

惟有義人必然歡喜, 在神面前高興快樂。( 詩 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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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圖說明( 上接第 20 圖) ]

⑤、⑥、⑦米甸人潰逃路經西利拉、他巴、亞伯米何拉( 士 7∶22) 。

⑧基甸渡河追擊米甸人( 士 7∶24—8∶5) 。

⑨、⑩基甸路經疎割、毘努伊勒( 士 8∶5—9) 。

�11 基甸經約比哈在加各俘獲米甸二王, 擊潰全軍 ( 士 8∶10—

12) 。

�12 基甸凱旋再經疎割、毘努力伊勒( 士 8∶13—17) 。

�13 基甸回到俄弗拉死后葬於該地( 士 8∶26—32) 。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實爲糧。

又要以耶和華爲樂, 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義, 如光發出; 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

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 心懷不平。

當止住怒氣, 離棄忿怒; 不要心懷不平, 以致作惡。

因爲作惡的, 必被剪除; 惟有等候耶和華的, 必承受地

土。( 詩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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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圖說明]

①耶弗他在陀伯聚集匪徒( 士 11∶1—3) 。

②亞捫人攻打猶大、以法蓮後安營在基列( 士 10∶9—17) 。

③耶弗他被請去米斯巴作領袖( 士 11∶4—11) 。

④耶弗他殺敗亞捫人攻取亞羅珥、米匿等 20 城( 士 11∶32—

33) 。

⑤耶弗他回米斯巴( 士 11∶34) 。

⑥耶弗他擊退以法蓮人( 士 12∶1—6) 。

  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 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因爲惡人的膀臂, 必被折斷; 但耶和華是扶持義人。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們的産業, 要存到永遠。

他們在急難的時候, 不至羞愧; 在饑荒的日子, 必得飽

足。

惡人卻要滅亡。耶和華的仇敵, 要像草地的華美, 他

們要消滅, 要如烟消滅。( 詩 37∶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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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圖說明]

①參孫在瑣拉附近被耶和華的靈感動( 士 13∶24—25) 。

②參孫到亭拿娶妻( 士 14∶1—18) 。

③參孫到非利士的亞實基倫擊殺 30 人( 士 14∶19—20) 。

④到亭拿燒了非利士人的麥田和橄欖園( 士 15∶1—5) 。

⑤參孫住到以坦的岩石洞( 士 15∶8) 。

⑥非利士人入侵到利希( 士 15∶9) 。

⑦參孫在利希擊殺一千非利士人( 士 15∶10—20) 。

⑧參孫到迦薩親近妓女險被殺害( 士 16∶1—3) 。

⑨參孫在梭烈迷戀大利拉被捉後剜去雙眼( 士 16∶4—21) 。

⑩參孫被帶到迦薩推磨、戲耍、與許多非利士人同歸於盡。

( 士 16∶2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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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 圖說明]

①亞捫人入侵到基列雅比( 撒上 11∶1) 。

②雅比人到基比亞等地求救( 撒上 11∶2—4) 。

③掃羅召集以色列人到雅比攻入亞捫營中( 撒上 11∶5—11) 。

④掃羅追殺亞捫人( 撒上 11∶11) 。

⑤亞捫人逃散( 撒上 11∶11) 。

  惡人的罪過, 在他心裏說:“我眼中不怕神。”

他自誇自媚, 以爲他的罪孽終不顯露, 不被恨惡。

他口中的言語, 盡是罪孽詭詐; 他與智慧善行, 已經斷

絕。

他在床上圖謀罪孽, 定意行不善的道, 不憎惡惡事。

耶和華啊! 你的慈愛上及諸天; 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你的公義好像高山; 你的判斷如同深淵。耶和華啊!

人民、牲畜, 你都救護。

神啊! 你的慈愛何其寳貴!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蔭

下。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 得以飽足; 你也必叫他們喝

你樂河的水。

因爲在你那裏, 有生命的源頭; 在你的光中, 我們必得

見光。( 詩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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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圖說明]

①掃羅戰敗亞捫人後遣散以色列人, 自率二千人駐於伯特利

山( 撒上 13∶2) 。

②約拿單率一千人駐於基比亞( 撒上 13∶2) 。

③約拿單擊敗非利士人在迦巴的駐軍( 撒上 13∶3) 。

④掃羅召集以色列人到吉甲( 撒上 13∶3—4) 。

⑤非利士人大軍侵入密抹安營( 撒上 13∶5) 。

⑥掃羅在吉甲違命獻祭後, 僅約 600 人隨他到迦巴 ( 撒上

13∶16) 。

▲非利士人在密抹分三路出擊以色列:

⑦一隊往俄弗拉去( 撒上 13∶17) 。

⑧一隊往伯和崙去( 撒上 13∶17) 。

⑨一隊往邊境去( 撒上 13∶18) 。

⑩約拿單襲擊密抹隘口使非利士軍潰亂( 撒上 13∶23—14∶16) 。

�11 掃羅率以色列人追殺非利士人到伯亞文( 撒上 14∶20—23) 。

�12 以色列人追擊非利士人直到亞雅崙( 撒上 1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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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圖說明]

神啊! 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 所許的願, 也要向你償

還。

聽禱告的主啊! 凡有血氣的, 都要來就你。

罪孽勝了我; 至於我們的過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這人便爲有福。

我們必因你居所, 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拯救我們的神啊! 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 你本是

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諸山:

使諸海的響聲和其中波浪的響聲, 並萬民的喧嘩, 都平靜

了。

住在地極的人, 因你的神蹟懼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

呼。

你眷顧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 你

這樣澆灌了地, 好爲人預備五谷。

你澆透地的犁溝, 潤平犁; 降甘霖, 使地軟和; 其中發長的

蒙你賜福。

你以恩典爲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以歡樂束腰,

草場以羊群爲衣, 谷中也長滿了五谷。這一切都歡呼歌

唱。( 詩 6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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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 圖說明]

①大衛險遭掃羅殺害逃離基比亞( 撒上 19∶10—12) 。

②到拉瑪向撒母耳訴說苦情( 撒上 19∶18—24) 。

③回基比亞與約拿單盟誓而別( 撒上 20∶1—42) 。

④到挪伯從亞希米勒處得到戰刀( 撒上 20∶1—9) 。

⑤到迦特因懼怕而裝瘋( 撒上 21∶10—15) 。

⑥到亞杜蘭洞聚集 400 人( 撒上 22∶1—2) 。

⑦到摩押( 其曾祖母路得的故鄉) 暫居( 撒上 22∶3—4) 。

⑧聽從先知指示到猶大的哈列( 撒上 22∶5—23) 。

⑨遵從耶和華解救基伊拉( 撒上 23∶1—6) 。

⑩因基伊拉人負義, 逃到西弗( 撒上 23∶7—14) 。

�11 在瑪雲曠野險被捕去( 撒上 23∶24—28) 。

�12 在隱基底洞裏割下掃羅衣襟( 撒上 24 章) 。

�13 去迦密時亞比該迎來謝罪( 撒上 25∶2—42) 。

�14 在哈基拉山區取走掃羅的槍( 撒上 26 章) 。

�15 從哈基拉又逃奔迦特( 撒上 27∶1—4) 。

�16 住在洗革拉 16 個月( 撒上 27∶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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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 圖說明]

①非利士人來到書念安營( 撒上 18∶4) 。

②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哈律泉旁安營( 撒上 28∶4, 29∶1 ) 。

③掃羅到隱多珥求交鬼的婦人( 撒上 28∶5—24) 。

④掃羅當夜返回營地( 撒上 28∶25) 。

⑤非利士軍聚集到亞弗( 撒上 29∶1) 。

⑥大衛被疑返回洗革拉( 撒上 29∶2—30∶31) 。

⑦非利士人在基利波殺敗以色列人( 撒上 31∶1) 。

⑧掃羅的屍體被釘於伯珊城牆( 撒上 31∶2—10) 。

⑨掃羅被葬於基列雅比( 撒上 31∶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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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5 圖說明]

①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 撒下 5∶5 ) 。

②大衛攻取耶布斯( 耶路撒冷 ) 爲都城 ( 撒下 5∶6—13 ) , 作以

色列和猶大王( 撒下 5∶5 ) 。

③非利士軍來尋索大衛( 撒下 5∶17) 。

④大衛下到亞杜蘭堡壘( 撒下 5∶17, 23∶13) 。

⑤非利士進軍利乏音谷、伯利恆( 撒下 5∶18 , 23∶13—14) 。

⑥大衛在巴力毘拉心初敗非利士人( 撒下 5∶20) 。

⑦非利士人二次來到利乏音谷( 撒下 5∶22) 。

⑧大衛轉到非利士人後面出擊( 撒下 5∶23) 。

⑨追趕非利士人從基遍、迦巴直到基色 ( 撒下 5∶25, 代上

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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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圖說明]

神啊, 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 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 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 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爲民中的困苦人伸冤, 拯救窮乏之輩, 壓碎那欺壓人

的。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萬代。

他必降臨, 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霖滋潤田地。

在他的日子義人要發旺, 大有平安, 好象月亮長存。

他要執掌權柄, 從這海直到那海, 從大河直到地極。

住在曠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敵, 必要餂土。

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貢, 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

諸王都要叩拜他, 萬國都要事奉他。

因爲窮乏人呼求的時候, 他要搭救; 沒有人幫助的困苦

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 拯救窮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爲

寶貴。

他們要存活, 示巴的金子要奉給他; 人要常常爲他禱告,

終日稱頌他。

在地的山頂上, 五榖必然茂盛, 所結的榖實, 要響動如利

巴嫩和樹林; 城裏的人, 要發旺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 要留傳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萬

國要稱他有福。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稱頌的!

他榮耀的名, 也當稱頌, 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

阿們! 阿們!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祈禱完畢。( 詩 7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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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 圖說明]

①押沙龍在希伯崙叛逆稱王( 撒下 15∶1—12) 。

②大衛及其臣僕從耶路撒冷逃至郊外伯墨哈, 又進入橄欖山

( 撒下 15∶17—30) 。

③押沙龍進入耶路撒冷( 撒下 15∶37 ) , 戶篩勸他不要緊追大

衛( 撒下 17∶6—14) 。

④大衛在巴戶琳忍受示每的咒駡( 撒下 16∶5—14) 。

⑤大衛在渡口得知戶篩的計謀連夜過約但河( 撒下 17∶24—

22) 。

⑥大衛到瑪哈念聚集軍兵( 撒下 17∶24—18∶2) 。

⑦拉巴、羅底巴、羅基琳人到瑪哈念擁護大衛 ( 撒下 17∶27—

29) 。

⑧押沙龍安營在基列擬與其父爭戰( 撒下 17∶26) 。

⑨大衛分兵三隊出戰, 押沙龍陣亡( 撒下 18∶1—15) 。

—106—



—206—



—306—



—406—



—506—



—606—



—706—



—806—



—906—



—016—



[ 第 46 圖說明]

①以色列王巴沙在拉瑪築壘設防要切斷猶大國的道路 ( 王上

15∶17) 。

②猶大王亞撒拿出耶路撒冷聖殿的金銀( 王上 15∶18) 。

③亞撒差人把金銀送到大馬色請亞蘭王攻打以色列 ( 王上

15∶18—19) 。

④亞蘭王攻入以色列的以雲、但、基尼烈、拿弗他利全境 ( 王

上 15∶20 ) 。

⑤以色列王停止修築拉瑪回到得撒( 王上 15∶21) 。

⑥猶大人把修築拉瑪的物料運到迦巴、米斯巴去築壘設防對

抗以色列( 王上 1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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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7 圖說明]

①第一代國王耶羅波安建都示劍( 王上 12∶25) 。

②耶羅波安又建毘努伊勒爲都( 王上 12∶25) 。

③耶羅波安又與其子拿答先後在得撒作王( 王上 14∶17—20) 。

④巴沙殺死拿答篡位定都得撒( 王上 15∶27—33) 。

⑤巴沙的兒子以拉在得撒繼位( 王上 16∶8) 。

⑥叛臣心利殺死以拉在得撒作王七天( 王上 16∶8—15) 。

⑦暗利迫使心利自殺後在得撒登基( 王上 16∶15—23) 。

⑧暗利購築撒瑪利亞定爲都城直到以色列滅亡 ( 王上 16∶24,

王下 17∶6) 。

⑨亞哈和約蘭曾以耶斯列作陪都( 王上 45—46, 王下 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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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8 圖說明]

①以利亞在撒瑪利亞警告亞哈將有乾旱( 王上 17∶1) 。

②藏在基立溪靠烏鴉叼餅爲生( 王上 17∶2—7) 。

③撒勒法的寡婦接待以利亞而得福( 王上 17∶8—24) 。

④在迦密山使以色列人認識耶和華而殺死巴力的先知 ( 王上

18∶16—46) 。

⑤禱告得雨奔赴耶斯列( 王上 18∶45—46) 。

⑥躲避耶洗別的殺害逃到別是巴( 王上 19∶1—3) 。

⑦在曠野的羅騰樹下求死( 王上 19∶4) 。

⑧天使喚醒後到何烈山聽到耶和華的微小聲音 ( 王上 19∶5—

18) 。

⑨呼召以利沙作先知( 王上 19∶19—21) 。

⑩到耶斯列人拿伯的園中預言亞哈、耶洗别的死狀 ( 王上

21∶17—29) 。

�11 到撒瑪利亞預言亞哈謝其病必死( 王下 1∶3—17) 。

�12 以利沙跟從以利亞從吉甲到伯特利( 王下 2∶1—3) 。

�13 又從伯特利到耶利哥( 王下 2∶4—5) 。

�14 二人從耶利哥過約但河, 以利亞升天( 王下 2∶6—12) 。

—516—



—616—



[ 第 49 圖說明]

①可能從故鄉亞伯米何拉開始跟從以利亞( 王上 19∶16—21) 。

②—③跟隨以利亞從吉甲經伯特利、耶利哥過約但河, 見以利

亞升天( 王下 2∶1—12) 。

④治好耶利哥的水( 王下 2∶13—22) 。

⑤到伯特利( 王下 2∶23—24) 。

⑥到迦密山( 王下 2∶25) 。

⑦到撒瑪利亞( 王下 2∶25) 。

⑧在以東曠野使三王挖溝得水( 王下 3∶6—20) 。

⑨可能在撒瑪利亞( 王下 5∶3 )

1 . 使先知門徒遺孀的油增多( 王下 4∶1—7) 。

2 . 使乃縵的大麻瘋得潔净( 王下 5∶1—27) 。

⑨—⑩—�11 先到書念, 又從迦密到書念使當地婦人的兒子復

活( 王下 4∶8—37) 。

�12 來到吉甲:

1 . 解除野瓜的毒性( 王下 4∶38—41 ) 。

2 . 用 20 個餅使 100 人吃飽( 王下 4∶42—44) 。

�13 到約但河使斧頭從水中漂起( 王下 6∶1—7) 。

�14 —�15 在多坍使敵軍眼目昏迷被引進撒瑪利亞的包圍中 ( 王

下 6∶8—23 ) 。

�16 在撒瑪利亞被圍極困時預言次日危困即解 ( 王下 6∶24—

7∶20) 。

�17 到大馬色預言哈薛作亞蘭王( 王下 8∶7—15) 。

�18 ( 可能從撒瑪利亞 ) 差遣年輕的先知門徒到基列拉末膏立

耶户作以色列王( 王下 9∶1—13) 。

�19 ( 大約在撒瑪利亞 ) 臨死之前預言以色列將三次戰敗亞蘭

人( 王下 13∶1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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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 圖說明]

①—②亞瑪謝進到監谷戰勝以東人( 王下 14∶7) 。

③亞瑪謝攻取西拉帶回當地神像叩拜 ( 王下 14∶7, 代下

25∶14) 。

④—⑤亞瑪謝到伯示麥, 被以色列王約阿施擒捉( 王下14∶8—

13) 。

⑥以色列王拆毀耶路撒冷一段城牆, 掠走金銀人質 ( 王下

14∶13—14) 。

  除了我耶和華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爲自己雕

刻偶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事奉他。因爲我耶

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 ( 出

20∶3—5 )

好氣的人, 挑啓爭端; 暴怒的人, 多多犯罪。人的高傲

必使他卑下。( 箴 29∶22—23)

遠離紛爭是人的尊榮。愚頑人都愛爭鬧。( 箴 20∶3)

驕傲在敗壞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箴 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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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7 圖說明]

①亞哈斯在耶路撒冷鑄造巴力像( 代下 28∶1—4) 。

②—④, ③—④亞蘭王、以色列王共同圍攻耶路撒冷 ( 王下

16∶5) 。

⑤—⑥亞蘭王利汛打敗猶大人攻取以拉他( 王下 16∶6) 。

⑦以色列王比加殺戮猶大人並擄走 20 萬人帶往撒瑪利亞

( 代下 28∶6—8) 。

⑧先知俄德勸告以色列人把猶大俘虜送回耶利哥 ( 代下

28∶9—15) 。

⑨—⑩以東人攻擊並擄掠猶大人( 代下 28∶17) 。

�11 —�12 非利士人攻取猶大南方城邑( 代下 28∶18) 。

< 亞哈斯求助於亞述反受欺凌 ( 王下 16∶7—9, 代下 28∶16,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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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 圖說明]

①希西家在耶路撒冷敬奉耶和華國勢復興( 王下 18∶1—7) 。

②—③亞述王西拿基立入侵到拉吉( 代下 32∶9) 。

④亞述王派大軍往耶路撒冷壓境誘降, 希西家禱告耶和華

( 王下 18∶17—19∶19 ) 。

⑤—⑥亞述王攻打立拿( 王下 19∶8) 。

⑥—⑦天使擊殺亞述軍, 餘衆退回尼尼微( 王下 19∶20—36 ) 。

  來啊! 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

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 用詩歌向他歡呼。

因耶和華爲大神, 爲大王, 超乎萬神之上。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屬他。

海洋屬他, 是他造的; 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來啊! 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

下。

因爲他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他草場的羊, 是他手下的

民。( 詩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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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 圖說明]

①—②巴比倫打敗亞述( 番 2∶13) 。

埃及軍穿過猶大去與巴比倫爭霸( 代下 35∶20) 。

③—④猶大王約西亞阻擊埃及王於米吉多戰死( 代下35∶20—

24) 。

⑤埃及軍在迦基米施被巴比倫戰敗( 耶 46∶2) 。

⑥埃及王退軍路經利比拉囚禁猶大王約哈斯( 王下 23∶33) 。

⑦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另立約雅敬爲猶大王( 代下 36∶4) 。

⑧猶大王約哈斯被擄到埃及( 王下 23∶34) 。

⑨—⑩巴比倫進攻猶大, 約雅敬改事巴比倫( 王下 2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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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4 圖說明]

①—②巴比倫王在迦基米施初勝埃及( 耶 46∶2) 。

③巴比倫王進軍耶路撒冷擄去但以理等猶大人( 王下 24∶1,

但 1∶1—6) 。

④—⑤巴比倫再勝埃及( 王下 24∶7) 。

⑥巴比倫人再到耶路撒冷要帶走猶大王約雅敬 ( 代下 36∶5—

7 原文新譯) 。

⑦—⑧巴比倫人又到耶路撒冷擄走猶大王約雅斤 ( 代下

36∶10) 和先知以西結( 結 33∶21) 。

⑨—⑩巴比倫人攻陷耶路撒冷擄走猶大王西底家 ( 王下

25∶1—7) 。

�11 耶路撒冷及聖殿被燒毀, 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爲奴, 猶大滅

亡( 王下 25∶8—21) 。

�12 部分猶大人逃往埃及的答比匿等處( 王下 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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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6 圖說明]

①—②腓利到撒瑪利亞傳道( 徒 8∶1—13) 。

①—③彼得、約翰到撒瑪利亞傳道( 徒 8∶14—24) 。

③—④彼得、約翰由撒瑪利亞歸回耶路撒冷( 徒 8∶25 ) 。

⑤腓利到通向迦薩的路上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道( 徒 8∶26—

39) 。

⑥腓利經過亞鎖都( 徒 8∶40) 。

⑦腓利到該撒利亞傳道( 徒 8∶40, 徒 21∶8—9) 。

⑧彼得周流四方時到呂大去傳道( 徒 9∶32—35) 。

⑨彼得到約帕傳道( 徒 9∶36—43) 。

⑩彼得到該撒利亞外邦人中傳道( 徒 10∶1—48) 。

�11 彼得回耶路撒冷( 徒 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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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7 圖說明]

①往大馬色去追捕信徒, 路上聽見耶穌的聲音( 徒 9∶4) 。

②到亞拉伯去靈修( 加 1∶7 ) 。

③到耶路撒冷見彼得( 加 1∶18) 。

④返回故鄉大數( 徒 9∶28, 30) 。

⑤到基利家、敍利亞傳道後, 去到安提阿( 加 1∶20, 徒 11∶25) 。

⑥往耶路撒冷去送捐獻( 徒 11∶30) 。

又返回安提阿( 徒 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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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8 圖說明]

①保羅、巴拿巴、馬可由安提阿出發傳道( 徒 13∶1—3) 。

②經過西流基( 徒 13∶4) 。

③到撒拉米的會堂傳道( 徒 13∶5) 。

④經過居比路( 塞浦路斯) 全島( 徒 13∶6) 。

⑤在帕弗使方伯( 總督) 悔改( 徒 13∶6—12 ) 。

⑥到別加, 馬可離開保羅回耶路撒冷( 徒 13∶13) 。

⑦到彼西底的安提阿講道給全城的人, 被迫出境 ( 徒 13∶14—

50) 。

⑧到以哥念傳道被凌辱( 徒 14∶1—5) 。

⑨到路司得治好瘸腿人, 當地人要向使徒獻祭。猶太人卻幾

乎把保羅打死( 徒 14∶6—20) 。

⑩往特庇去使多人信從耶穌( 徒 14∶20—21) 。

�11 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 堅固信徒選立長老( 徒 14∶21—

23) 。

�12 到旁非利亞( 徒 14∶24) 。

�13 在別加講道( 徒 14∶25) 。

�14 —�15 從亞大利坐船回敍利亞的安提阿( 徒 14∶2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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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9 圖說明]

①—②保羅、西拉由安提阿出發( 徒 15∶36—41 ) 。

③—④保羅到特庇、路司得, 帶領提摩太一起傳道 ( 徒 16∶1—

5 ) 。

⑤—⑥經每西亞邊界到特羅亞得見异象( 徒 16∶6—9) 。

⑦到腓立比傳道, 被打、下監, 獄卒得救( 徒 16∶10—40 ) 。

⑧到帖撒羅尼迦傳道( 徒 17∶1—9) 。

⑨到庇哩亞傳道( 徒 17∶10—14) 。

⑩到雅典在亞略巴古講道( 徒 17∶15—34) 。

�11 到哥林多傳道 18 個月( 徒 18∶1—17) 。

�12 到堅革哩( 徒 18∶18) 。

�13 到以弗所( 徒 18∶19—21) 。

�14 到耶路撒冷問教會安( 徒 18∶21—22) 。

�15 回到安提阿住了些日子( 徒 1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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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0 圖說明]

①—②—③由安提阿出發到加拉太、弗呂家等地區堅固衆門

徒( 徒 18∶22—23) 。

④保羅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流淚傳道( 徒 19∶1—41, 20∶31) 。

⑤再到馬其頓走遍那一帶地方( 徒 20∶1—2) 。

⑥在希臘( 亞該亞) 一帶傳道三個月( 徒 20∶2—3) 。

⑦到特羅亞於七日的第一日聚會到半夜( 徒 20∶6—12) 。

⑧到米利都召聚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們談話( 徒 20∶13—38) 。

⑨經過哥士等地到推羅住了七天( 徒 21∶1—6) 。

⑩經過多利買到該撒利亞的腓利家中, 衆人勸保羅勿去耶路

撒冷( 徒 21∶7—14) 。

�11 保羅到耶路撒冷被捉拿受關押( 徒 21∶17—2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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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1 圖說明]

①—②保羅( 由耶路撒冷) 被押送到該撒利亞關押了兩年( 徒

23∶31—35, 24∶27) 。

②—③保羅( 由該撒利亞) 被押解去羅馬, 途經西頓受到友人

照應( 徒 27∶1—3) 。

④到每拉改船航行( 徒 27∶5—6) 。

④—⑤經革尼土等地到佳澳, 保羅預言船將遇難 ( 徒 27∶7—

10) 。

⑥船主等人在南風中起錨開船, 貼近革哩底航行 ( 徒 27∶11—

13) 。

⑦遇狂風在高大島旁任船飄去( 徒 27∶14—17) 。

⑧飄行到米利大島衆人得救, 保羅受到尊敬( 徒 28∶1—10) 。

⑨到部丟利( 保羅等人) 與信徒同住七天( 徒 28∶14) 。

⑩到亞比烏和三館受到羅馬信徒的遠出迎接( 徒 28∶15) 。

�11 到羅馬保羅被軟禁兩年租房傳道( 徒 28∶1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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