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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  第四課  民數記 

簡介 

• 民數記的卷名來自七十士譯本。雖然容易令人想到人口調查等類的事，但其中亦有神 

學含義，例如可拉黨的背叛、巴蘭的故事，都發人深省。 

• 猶太人稱此卷為「在曠野」，因為全卷的背景設定在以色列人離開西乃，進入巴蘭曠 

野，最後來到摩押平原的期間。 

• 民數記講述離開埃及的舊一代，提及在曠野所犯的罪，一直連到站在應許之地旁的新 

一代，為讀者帶來新的開始與希望。 

文學分析文體 

• 民數記的文體富變化，讓讀者經歷許多不同的文學形式： 

故事（四1〜3） 詩（二十一17〜18） 預言（二十四3〜9）     勝利之歌（二十一27〜30） 

祈禱（十二13） 祝福（六24〜26）   諷刺文（二十二22〜35） 外交信（二十一14〜19） 

民法（二十七1〜11）   宗教法（十五7〜21）  神的諭旨（十五32〜36） 

人口表（二十六1〜15） 聖殿檔案（七10〜88） 旅行記錄（三十三1〜15） 

• 這些風格大半存在於更大的範疇之內，也就是教導式的歷史，即整個五經的主要特色。 

文學分析結構 

• 依年代分 

1. 一1〜十11           從曠野漂流第二個月第一天至第十九天。 

2. 二十一10〜三十六13  曠野第四十年第五個月。 

3. 十12〜二十一9       未記日期，但在四十年之內。 

• 依地理分 

1. 一1〜十10           西乃的曠野 

2. 十11〜二十13        加低斯的曠野 

3. 二十14〜三十六13    從加低斯到摩押 

• 依主題分 

1. 一1〜九14           在西乃組織會眾 

2. 九15〜二十五18      旅程中的失敗與成功 

3. 二十六1〜三十五34   定居前的最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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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神學信息分 

一.舊一代的結束：神子民出埃及的第一代在曠野中的行進（一1〜二十五18） 

1.以色列聖民為行進的預備與出發（一1〜十36） 

a.行進的預備和禮儀的整頓（一1〜十10） 

b.行進的開始（十11〜十36） 

2.以色列聖民的悖逆、死亡，和拯救之循環，及希望的曙光與至終的失敗和死亡（十一

1〜二十五 18） 

a.重複的背叛與贖罪，每次第一代皆有人死亡，或受死亡的威脅（十一1〜二十29） 

b.第一代的結束：希望的曙光與最終的失敗（二十一1〜二十五18） 

二.新一代的興起：新一代神聖民的預備與組織，準備進入應許之地（二十六1〜三十六13）  

神學信息 

• 有關罪與審判（在曠野死亡的第一代;一〜二十五） 

1. 百姓與祭司反叛摩西。（十二、十六〜十七） 

2. 探子們的不信，除了迦勒和約書亞以外，百姓惹動神的審判，以致不得進應許之地。（十

三〜十四） 

3. 神仍舊視以色列百姓為祂的選民，原先巴蘭被摩押王巴勒召來咒詛以色列民，卻由於神

的干涉，而為以色列人祝福。(二十二〜二十四) 

4. 什亭事件（二十五），百姓與摩押女子行淫、拜巴力，受神以瘟疫擊殺，死了二萬四千

人，因非尼哈有神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神才止息憤怒。 

• 有關盼望和期待（新興的第二代;二十六〜三十六） 

1. 第一代死亡後，再沒有記載第二代有任何人死亡。出戰就得勝（二十八），危機得化解

（三十二）。又頒佈了未來在迦南地生活所定的律法（三十四） 

2. 雖仍有威脅，但全書的末了，仍充滿盼望，未來的應許成為主調。 

3. 民數記的重要性，在於「成為每一代神子民的典範」，亦即「邀請每一代都將自己置身

於新一代的情境中」。 

展望新約 

• 神仍然參與 

1. 神的子民犯罪悖逆，神還是沒有棄絕他們，因為神有立約之愛，所以一直參與在他們當

中。 

2. 新約的時代，神的子民繼續悖逆，神仍為他們預備基督耶穌裡的救恩。 

3. 神在我們當中施行救贖，並呼召我們以順服回應祂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