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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  第五課  申命記 

簡介 

• 申命記大半是記載摩西在摩押平原一連串的教誨。 

•摩西帶領百姓，在從事征服應許之地的戰爭之前，與神更新所立的約。並且預備百姓面對他的死亡。 

歷史背景 

•申命記在形式上是記載更新與神之約的典禮。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再度肯定與神的盟約，全國都將

遵行祂的律法。（申二十九1～三十一29) 

•申命記也是摩西的遺囑與遺願。除了覆述早年的西乃之約，這卷書也預備以色列人即將面對的兩大

問題: 

1. 沒有摩西的日子。 

2. 征服迦南要進行的戰爭。 

•申命記講到摩西死後以色列當如何治理，論到士師與法庭、祭司與利未人、君王，和先知的制度。 

  （申十六18～十八22） 

•申命記規定了有關聖戰的種種律法。（申七、二十章） 

•申命記大部分出自摩西之作，也有些是後期編輯插入的。 

文學結構 
 從條約看申命記 

•學者克藍提倡的觀點為申命記的大綱與結構正像主前二千年赫特文化中的條約一樣。 

•條約與申命記 

一.前言（一1～5） 

二.歷史序（一6～三29） 

三.條款（四～二十六章） 

1. 基礎（四1～十一32） 

2. 細目（十二1～二十六19） 

四.咒詛與祝福、確立（二十七～三十章） 

五.後繼安排（三十一～三十四章） 

1. 傳召證人 

2. 公開宣讀的預備 

 從演說來看申命記 

•長久以來，申命記都被視為摩西在摩押平原對以色列人的三次講論，在講論之外又補上摩西之死的

記載。 

一.第一次講論（一～四章）：回顧過去 

二.第二次講論（五～二十八章）：瞻望未來 

三.第三次講論（二十九～三十二章）：摩西帶領全國更新所立之約。 

四.摩西之死（三十三～三十四章） 

神學信息 

 申命記中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立國的記號，就是一群與雅巍立約的子民，這使它與天下萬國有別。 

•這樣的關係要長存，必須代代更新，這約不只是法律式的詳細條文，而是一種活生生的關係，需要

雙方都付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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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是合一的整體，百姓的成員互為弟兄，有意忽略支派和其他特色帶來的區分。 

•申命記也視以色列為被揀選的國度，揀選的內容還包括君王、祭司和敬拜神的地點。 

•神以祂的權柄主動施恩，這份恩惠需要全國以愛和順服回報。 

 申命記中神的話語 

•申命記在以色列中重新肯定了「正典」的觀念，也就是一份作為標準的文集，用來治理以色列全國。 

•當初百姓曾在西乃山親自聽見神的聲音，但由於情境讓人戰慄，百姓要求不要再重複這個經驗，於

是神將傳達祂話語的責任交給人，首先是摩西，後來則由像摩西一樣的先知繼承。 

•先知與假先知的區別，在於先知信守神的約，並且所言必定不會落空。因此申命記本身也成為預言，

而餘下的申命記式歷史（約書亞記到列王紀），便應驗了先知的預言。 

 敬拜的集中 

•申命記不斷重複，以色列要在「耶和華你的神所選擇的地方」來敬拜，來對比迦南人隨意選擇作為

敬拜場所的「各地方」。 

•以色列的敬拜在眾支派中只有一個地點，約櫃是神同在的代表，以色列的敬拜總是集中在約櫃所在

的聖所。而在大衛之後，耶路撒冷成為被揀選之地，那裡的聖所是獨一無二的，是永久不再遷移的。 

•按神規定的地點和方式來敬拜祂，是以色列立約義務的一部份，也反映出以色列是神所珍愛、被分

別出來歸祂為聖的民族。 

 申命記中的報復與土地 

•申命記不斷以「你們列祖的神應許要賜給你們為業之地」來稱呼這地，強調神的主動，祂在恩典中

為以色列人的預備，正符合祂對列祖的應許。 

•以色列人前去得到該地，以及接下來保守該地，都是他們順服神命令的表現。順服神公義的命令，

不單讓他們得到該地為業，也會帶來昌盛與福氣；若不順服，則會引來災禍、疾病、死亡，並失去

該地。 

展望新約 

•申命記提到，有一天，神將興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十八14~22)。這卷書的結尾說，從來沒有一位

先知像摩西(三十四10)；猶太解經家受到一種簡單三段論法的影響，推演如下: 

1. 神將興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十八章) 

2. 到如今還沒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三十四章)，所以，我們必須期待這樣一位先知的出現。 

•猶太人遇到施洗約翰和耶穌，這個三段論法成為他們猜測的背景。彼得和司提反宣稱耶穌就是像摩

西的先知。 

•舊約講到神不常用父來稱呼，但新約卻經常這樣用，尤其在約翰福音，或許可以溯源於申命記： 

1. 「你們在曠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見耶和華你們的神撫養你們，如同人撫養兒子一般，直等你們

來到這地方。」(一31) 

2. 「你當心裏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八5) 

3. 「愚昧無知的民哪，你們這樣報答耶和華嗎？他豈不是你的父、將你買來的嗎？他是製造你、

建立你的。」(三十二6)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時，也直接用申命記來駁斥撒但(申六13、16，八3；太四1~10)。 

•以色列過去的失敗，是因無法遵行神的話；耶穌卻要按著神的話來生活。祂既是公義的王，就不可

以積聚財富，或自以為高過其他的弟兄，乃要按照神的誡命來治理。 

•神的靈曾遨翔在受造之物之上（創一2），也在曠野的以色列民當中（申三十二10～11），因此耶

穌要招聚祂的百姓在自己的翅膀下（太二十三37 ；路十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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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非常關心社會上容易受迫害、被剝削的人（申十五1、9），這一點也反映在耶穌關懷寡婦和

窮人的工作中。 

•以色列是列國中最小的，卻蒙揀選（申七6～7）；同樣，教會也是從軟弱、愚昧、卑微的人當中揀

選出來（林前一26～30）。以色列成為神寶貴的產業（申七6、十四2、二十六18;出十九5），新以

色列亦將是祂的珍寶（弗一14;多二14;彼前二9）。 

•新以色列在天上的錫安有一個集中的聖殿（來十二18～24）。神曾將祂的話在申命記中交代給摩西

（申五22～23）和先知（申十八14～22），如今教會也聚集，要聽神從天上傳來的話，就是祂話語

的傳講（來十二25～28）。 

•以色列在申命記中被刻畫為一體，是一神、一民、一地、一聖所、一律法；教會也受到勉勵要成為

類似的一體，因為只有一個身體、一個聖靈、一個盼望、一位主、一個信仰、一個洗禮、一位神，

就是眾人的父(弗四4~5)。耶穌也為祂子民的合一祈禱(約十七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