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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与使徒行传导论 
 
历史背景  

耶稣出生后不久，大希律王就去世。他生前指定由儿子亚基老接续他

的王位，管治犹太和撒玛利亚（太 2:19~22）。亚基老效法了父亲的恶习，

却没继承父亲的长处，结果不出十年就被废黜。于是，罗马皇帝接连地直

接任命不同的省长或总督，管治犹太和撒玛利亚，其中包括耶稣在地上事

工时任总督的本丢·彼拉多。  
大希律把加利利（耶稣的生活和事奉，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地

方度过）和比利亚省分给另一个儿子希律·安提帕；福音书只略述过其人

（例：太 14:1~12；路 23:6~15）。安提帕的管治期颇长，但于主后 39 年被

黜，由大希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接续管治加利利和比利亚。两年后，罗

马皇帝革老丢，也就是亚基帕儿时的朋友，任命他兼作犹太和撒玛利亚的

分封王。亚基帕深受犹太人的拥戴，但统治期非常短暂。他迫害了好几个

使徒，又被奉为神明；死于主后 44 年（徒 12:1~4、19~23）。     
虽 然 ， 当 时 亚 基 帕 二 世 还 被 授 权 分 治 一 小 部 分 的 土 地 （ 徒

25:13~26:32），土地所有权又重返罗马总督的手上。其间，犹太人和罗马

人的关系越趋紧张，最终导致主后 66 年的反叛起义。这场战争使整个犹

太民族损失惨重，耶路撒冷也在主后 70 年遭到攻陷。   
 
新约叙事文体的特色  

按照犹太传统，除摩西五经外，旧约中篇幅较长的历史书（书、士、

撒上、撒下、王上、王下）称为「前先知书」。这些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

为国家建立资料库，而是传递先知的信息，当中既有责难，也有安慰；同

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不是要为我们提供全部历史的细节；而且，称它

们为耶稣或使徒的传记也不够合适。因为它们所记载的事件是经过细心筛

选和编排的，目的是为了传递福音的信息。  
因此，在阅读新约的叙事文体时，我们必须多下功夫，找出为何经文

以这样的方式，记载、描述和编排这些事件。起初看来并不太重要的细节

（例：徒 18:18 记载保罗所许的愿），其后可能会发现它是相当重要的（徒

21:20~24）。同样，若耶稣生平的某件事有不止一卷福音书记载，我们就可

以从不同的记述中，更深入且全面地认识这件事的意义。  
 
符类福音的问题  

即使只是概略地读四福音一遍，也能察觉到其中三卷（马太、马可、

路加）非常相似，当我们把这三卷书与约翰福音对照时，情况就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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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项重大事件之外，约翰福音记载的事件（例：3 章、9 章、11 章及

14 章）都没有在前三卷的福音书中出现。因此，前三卷福音书常称为「符

类福音」（它们都有同一个观点）。  
可是，若仔细比较，就会发现符类福音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有时，

记载一模一样；有时，字句却有分别。对于某些事件，记载的次序是一样

的；但大部分情况却非如此。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

些福音书是怎样写成的？这些作者有没有互相参考对方的作品？他们有

没有从别的资料中取材？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最常见的答案是：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完成的福音

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则是参照马可福音的基本大纲写成的（可 2:1~22；
参太 9:2~17；路 5:18~38）。然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一些共有的重要

材料，是在马可福音中完全找不到的（例：太 7:24~27；路 6:47~49）。于

是，学者假定这两卷福音书的作者使用了另一份现已失传的文献。这个看

法称为「两源论」。再者，马太和路加显然各自取材更多的资源，是他们

自己的福音书独有的。  
由于这个看法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就有人提出另一些理论。有人

认为，首先写成的是马太福音而不是马可福音；也有人提出，路加福音才

是最先写成的福音书。又有不少学者把焦点放在口述传统上，肯定口述传

统比书写的作品更早出现，这也就淡化了符类福音成书时互相参考的说

法。大多数新约专家都继续使用两源论作为研究的基础，但同时又承认有

许多问题仍待解决。  
虽然福音书研究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对于福音书真理的信

心，并非建立在学者能否整理出它们的成书过程，而是基于它们都是圣灵

的默示（提后 3:16~17）。参见《威斯敏斯德公认信条》一章五段；《比利

时信条》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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