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目的 
藉著對聖經中生活習俗的進深探索，使我們更容易了解聖經的啟示，並把很多似是而非

的解釋，逐步排除。 

課程結構 
每一個課題會分開舊約和新約兩部份，並且由課題的背景，進入到與經文的關連。 
每一個參與的同學都需要找其中一個題目的相關內容作一個 5-10 分鐘的報告。 

內容及課程大綱 
引子：榮辱社會觀(Honor-Shame Society)  
  挑戰與睿智回應(Challenge- Riposte) 
  從屬或排除觀(Ingroup and Outgroup) 

(1) 節期和宗教 

(2) 居所與聖經人物的交織 

 (i) 棚屋 – 創世記、出埃及、士師時代、新約時代 (馬太福音 9:9) 

 (ii) 房屋 – 埃及時代、士師時代(路得記)、新約時代 

 (iii) 王宮及希羅城市化 – 列王紀時代、被擄時代、新約時代 

(3) 交通工具(包括主要幹道路線及交通點)與社會活動的關係 

(4) 耕種、畜牧與漁業的農民作業與商貿活動間的挑戰 

(5) 飲食文化習慣(禁食、潔淨與不潔的習慣、不與罪人同坐-馬太福音 9:10ff) 

(6) 健康與疾病 

(7) 家庭觀(kinship/surrogate family)、嫁聚、鳏寡及生育 

(8) 喪禮的意義 

(9)衣服與聖經啟示的微妙關係 

(10) 政府政治架構及軍事活動的互動關係 

(11) 舊約新約名山大川四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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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首先，我們聖經的背景是一個農業社會 (The Agrarian World/Society)。 

按歷史記載，場景是一片被稱為肥沃半月彎(The Fertile Crescent)的東地中海地區(Eastern 
Mediterranean)，在後銅器及鐵器(8th B.C.E.)時代，因應人口增長，於是便促使更多農業技

術的發展。而人的思考結構也由只有生活實際事件考量，進入一個加入更多概念性

(abstraction/conceptual)的發展階段。 

因此，我們在聖經的記載中，我們見到不少昔日的農村社群，摻入了城市的發展。而隨著

城市化、宗哲化及神權政治的種種發展，我們會見到很多聖經的記載都反映著神的國度與

人種種制度的不同(撒母耳記 8:1-22)。 

另外，聖經中有很多內容，對於原本第一讀者群(The First Readers/High-Context Society)是
早有共識，所以作者不用多花解釋也能夠叫廣大讀者明白其意思。另一個情況，就是一些

內容只有一小撮內圈 (Inner Circle) 人仕才能明白的 Low-Context 記載，例如使徒行傳

11:26 在安提阿的記錄，因此，聖經作者必須作出詳細介紹。這都是我們要明白的解讀聖

經時的挑戰。 

對於不是生於聖經時代的我們，很多聖經中作者視之為已經有共識的內容，其實都成為了

我們陌生的事物及概念，這正是本課程要給大家提供突破的目的。以下就是三項常有的聖

經社群觀念 。 

(1)榮辱社會觀(Honor-Shame Society)  

- 要明白榮辱社會觀，首先要了解 3 個社會角色： 
  a.) Patrons (贊助人/支持者/庇護人/恩主) – 有勢力的人仕(往往是社會官伸， 
                                有財勢，可主導大眾)  
                              – 例子：約翰福音 19:12 

 b.) Brokers - 中介人(在有勢力的人仕及有需求的族群之間作出調解角色) 

 c.) Clients – 有需求的族群(平民百姓，需依附著勢力人仕而生活) 

- 當有需求的族群向有勢力的人任作出要求時，後者就會按友情度、個人認識、私心等決

定如何向前者作出回應。 
- 例子：路加福音 16 – 不義的管家 

- 正因為這種社會制度，因此，要維繫以上三組人的互惠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s)是十分

重要，而好的關係就是光榮(Honor)，破壞了的關係就會帶來羞辱(Shame)。 

- 例子：馬太福音 8:12  



- 光榮(Honor)又再分為天賜的(ascribed)及博得/贏得(acquired)，而後者又再與以下的挑戰

與睿智(Challenge-Riposte)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包括挑戰及反應，成為一場博奕，原本的

光榮會在眨眼間失去，尤其是全家人的光榮甚是重要。 
- 至於，羞辱(Shame)也分為負面(-ve)及正面(+ve)。當為了別人的光榮而自己甘心受辱，

這就是正面的羞辱/羞恥心。羞辱又與一個人的工作有關，例如以下的人往往被視為在羞

辱中：妓女、旅館工作人員、戲子/演員。 

- 有關古近東的羞辱觀，男性的羞辱是可以被扭轉，但女性的羞辱卻往往是永久性。 

(2) 挑戰與睿智回應(Challenge- Riposte) 

- 這是一種社會階級的名譽遊戲/競逐，往往都是在公眾場合中發生。 

- 例子：法利賽人在公眾場合中，公然挑戰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同吃飯。 

- 另一個關於挑戰與睿智回應的特色，就是被挑戰的人物往往是已經被認定有忠誠，因此

挑戰者的目的是要藉挫敗對方而推倒那被挑戰的人的忠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太福

音 4:1-11 的耶穌被魔鬼試探。當中耶穌憑著天父的說話睿智地回應魔鬼，這是一個很有

學習價值的屬靈功課。 

- 由此亦衍生一個對聖經人物屬靈狀況的了解，到底那些聖經人物才是對上主忠誠呢？例

如創世記 12:10-20 的亞伯蘭及埃及法老; 20:1-18 的亞伯蘭與基拉耳王亞比米勒; 22:1-19 的
亞伯蘭獻以撒。 

(3) 從屬或排除觀(Ingroup and Outgroup) 

- 首先有兩個關鍵詞：Coalition (聯盟)及 Faction (集團)，前者是一個不恆常的組織，是基

於某一些短期共同目的而締結；而後者卻是一個恆常的團體，當中往往是維繫於一個人物

作為整個集團的領袖。 

- 正因為有此分別，他們就必須同時分辨出從屬的成員，只要是不屬於其中一份子，排斥

就出現，以保持組織的穩定性。 

- 因此，從屬者往往是對集團有非常高的忠誠度，而因為彼此的認同，內圈人往往亦都是

最能坦誠交通的群眾。有沒有記得耶穌用比喻的目的就是一例(馬太福音 131-17)。 

-  舊約之中有以撒及以實瑪利(創世記 21:1-21)，後來又有雅各及以掃(創世記 25:19-34)的
經典例子，而這種從屬或排除觀亦經常發生在族群之間(創世記 21:22-34)。 

- 而在新約之中，這種從屬或排除觀更常常發生在耶穌傳道期間，尤其是在馬太福音中，

眾多的被稱為門徒的人群，常常繞著耶穌，但到底有多少真正是門徒/神的子民，馬太把

這個問題展示在他的讀者面前，以作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