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约是如何形成的
高贵林国语教会



课程内容

• 新约书卷的分类

• 各卷书：作者及成书时间

• 整本新约：收集及排序

• 新约的启示性



新约书卷的分类

1、福音书（4卷）
• 马太福音
• 马可福音
• 路加福音
• 约翰福音

2、历史书（1卷）
• 使徒行传

3、保罗书信（13卷）
• 罗马书
• 哥林多前、后书
• 加拉太书
• 以弗所书
• 腓利比书
• 歌罗西书
•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 提摩太前、后书
• 提多书
• 腓利门书

4、普通书信（8卷）
• 希伯来书
• 雅各书
• 彼得前、后书
• 约翰一、二、三书
• 犹大书

5、预言书（1卷）
• 启示录



作者及成书时间

►教会产生的最初约30年，主要依靠口传，后逐渐有书卷产生

1、四福音：

• 马太福音：马太，50-60AD（或晚至85AD）

• 马可福音：马可（大部分内容据说源自彼得），50-58AD（或晚至70AD）

• 路加福音：路加，62-65AD（或有认为可提早至50AD，但可能性低）

• 约翰福音：约翰，80-95AD（背景：诺斯底主义、使徒约翰“不死”的传闻）

2、历史书：

• 使徒行传：路加，62-65AD（应随路加福音之后所写）

➢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徒1:1）

晚至85AD的可靠性较低：
• 不相信马太福音对70AD圣殿被毁的准确预言

更多证据指向写于70AD前：
• 圣殿税、撒都该人的敌对，etc.
• 优西比乌《教会史》5.8显示马太写作时正逢
保罗&巴拿巴宣教

• etc.



作者及成书时间

3、保罗书信
• 加拉太书：49-50AD，保罗第一和第二次宣教之间所写

• 贴撒罗尼迦前、后书：50-52AD，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写（徒15:36-18:22）

• 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53-57AD，第三次宣教之旅途所写（徒18:23-21:17）

• 腓立比、以弗所、歌罗西、腓立门书：57-62AD，保罗第一次被捕（徒22-26）及在罗马坐监两年，
这期间所写（徒28）

• 提摩太前书，提多书：62-67AD，保罗暂时被判为无罪，得以在地中海地区自由而行时所写

• 提摩太后书：67-68AD，第二次被捕、关进罗马监牢所写，不久后殉道

注：
• 各学者对保罗三次宣教、两次被捕坐监及殉道时间会有前后若干年的差别，故各书卷的写作时间也会有相应的差别

• 基本同意保罗约在第1世纪中期开始宣教之旅，并在公元70年前殉道

• 保罗第一次宣教：46-48AD或48-49AD

• 保罗第二次宣教：49或50-52AD

• 保罗第三次宣教：53-57AD

• 保罗第一次被捕、押往罗马坐监：57-62AD
（使徒行传结束于此处）

• 保罗被暂时释放：62-67AD

• 保罗第二次被捕，后再罗马殉道：67-68AD



作者及成书时间

4、普通书信

• 希伯来书：作者不明，但应该不是保罗或其他使徒（希2:3）、而是与使徒有密切关系之人（13:23-
24），60-70AD

• 雅各书：雅各（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不是12使徒之一），45-60AD（或40-69AD）

• 彼得前书：使徒彼得，58-67AD

• 彼得后书：使徒彼得， 67-68AD

• 约翰一、二、三书：使徒约翰，80-95AD

• 犹大书：犹大（主耶稣肉身兄弟，不是12使徒之一），60-70AD （或延后至80AD，但可靠性不大）

5、预言书

• 启示录：使徒约翰，80-95AD

有争议的书卷主
要在这两类

纠正：本片中关于雅各书作者的介绍有
误。片中提到雅各书作者乃基督肉身的
兄弟雅各，并非12使徒中的雅各，这点
正确；但片中提到雅各书成书时间不晚
是因使徒雅各殉道时间早、乃圣经记载
的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徒12:2），这点
是将“12使徒中约翰的兄弟雅各”与“基督
肉身的兄弟雅各”相混淆。特此纠正。



收集及编排

►内部异端：哪些书卷是神的启示、揭示真理

►外部逼迫：哪些书卷是必须保存、不可交出

各类书卷确认为正典的大致顺序：

1、保罗书信：公元1世纪晚期

• 保罗在世时即被教会传阅/保存（西4:16，彼后3:15-16，帖前5:27）

2、四福音：1世纪末-2世纪中后期

• 约翰福音比前三卷福音书（对观福音）的时间晚

3、使徒行传：与四福音同时期

• 四福音作为一个整体被确立后，与路加福音隔开

• 连接福音书与保罗书信

4、普通书信：公元1世纪中后期-4世纪中后期

5、启示录：公元1世纪晚期-4世纪中后期



收集及编排：两个阶段

100-199AD：

•异端促使“正典”观念开始形成

•使徒教父对书目提出个人观点

200-399AD：

•对“正典”的评判标准逐步统一

•对正典书目的分歧逐步达成共识

•官方正典书目最终确立



140/150AD
马吉安：
（可能是第一个想
要定义“正典”者）

• 删减版路加福音
• 10卷保罗书信

170/200AD
穆拉多利经目：
1) 四福音
2) 使徒行传
3) 13卷保罗书信
4) 雅各书
5) 约翰一书
6) 约翰二书
7) 犹大书
8) 启示录
9) 彼得启示录
10)所罗门智慧书

仅供私人崇拜之用：
1) 黑马牧人书

非官方，仅当时罗马教会所建议



收集及编排：两个阶段

100-199AD：

•异端促使“正典”观念开始形成

•各使徒教父对书目提出个人建议

200-399AD：

•对“正典”的评判标准逐步统一

•从分歧到逐步达成共识

•官方正典书目最终确立

爱任纽：

• 四福音
• 使徒行传
• 12封保罗书信
（除腓利门书）
• 希伯来书
• 雅各书
• 彼得前书
• 约翰一书
• 约翰二书

特土良：

• 四福音
• 使徒行传
• 13封保罗书信
• 希伯来书
• 彼得前书
• 约翰一书
• 犹大书
• 启示录



收集及编排：正典的标准

1、使徒性（apostolicity）

• 由使徒所写，或与使徒有密切关系之人所写、能反映使徒的权威

2、正统性（orthodoxy）

• 符合已有的教义：使徒们的教导（罗10:9，林前8:6/15:3-5等）» 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

• 呈现出重要的救恩真理与基督徒生活

3、大公性（catholicity）

• 被众教会普遍熟悉/接纳/认可

• 被众教会广泛用于公共敬拜（public worship）和日常门训（study/discipleship）

4、悠久性（antiquity）

• 写作时间不晚于100AD

• 有被众教会使用的悠久传统

►不能违反其中任何1条
►如果某一条无法确定，则必须满足其他3条

后来发展为信条/信经（creeds）：
如：古罗马信经、尼西亚信经等

“先知和使徒”的原则（弗2:20）



140/150AD
马吉安：
（可能是第一个想
要定义“正典”者）

• 删减版路加福音
• 10卷保罗书信

170/200AD
穆拉多利经目：
1) 四福音
2) 使徒行传
3) 13卷保罗书信
4) 雅各书
5) 约翰一书
6) 约翰二书
7) 犹大书
8) 启示录
9) 彼得启示录
10)所罗门智慧书

仅供私人崇拜之用：
1) 黑马牧人书

230/250AD
俄利根的书目：
1) 四福音
2) 使徒行传
3) 13卷保罗书信
4) 彼得前书
5) 约翰一书
6) 启示录

有争议
1) 希伯来书
2) 雅各书
3) 彼得后书
4) 约翰二、三书
5) 犹大书
6) 黑马牧人书
7) 巴拿巴书
8) 十二使徒遗训
9) 希伯来福音

330AD
优西比乌的书目：

1、普遍认可：
1) 四福音
2) 使徒行传
3) 13卷保罗书信
4) 彼得前书
5) 约翰一书
6) 启示录(有争议)

2、有争议(但熟知)：
1) 雅各书
2) 犹大书
3) 彼得后书
4) 约翰二、三书

3、伪作(但合乎正统)：

1) 保罗行传
2) 黑马牧人书
3) 彼得启示录
4) 巴拿巴书
5) 十二使徒遗训
6) 希伯来福音

4、拒绝（异端）：

1) 彼得福音
2) 多马福音
3) 马提亚福音
4) 安德烈行传
5) 约翰行传

393AD&397AD
希坡&迦太基大公会议：
1) 四福音
2) 使徒行传
3) 13卷保罗书信
4) 希伯来书
5) 雅各书
6) 彼得前后书
7) 约翰一、二、三书
8) 犹大书
9) 启示录

AD367：
亚他那修给埃及教会的信中提出

27卷新约正典书目：

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书目，而是让
一给普遍公认的传统拍板定案

非官方，仅当时罗马教会所建议

逐步达成共识、到官宣正典书目



收集及编排：争议书卷的确认

启示录
• 使徒性：是否出自使徒约翰存疑（但有不少教会&教父认可）
• 正统性：解读困难（但不违反基本教义）
• 大公性：使用度不够广泛，但流传度高，西部教会较早接纳
• 悠久性：2世纪中期前已被一些教父提及或引用

希伯来书
• 使徒性：作者不明
• 正统性：√
• 大公性：√
• 悠久性：√

雅各书
• 使徒性：雅各属于“使徒”群体（加1:19），且是基督肉身的兄

弟和教会“三大柱石”之一所写
• 正统性： √
• 大公性：流传度較高，东部教会较早接纳
• 悠久性：使用传统悠久

彼得后书
• 使徒性：是否是使徒彼得存疑，因风格与彼前相差大
• 正统性：√
• 大公性：使用广泛
• 悠久性：使用传统悠久

约翰二、三书
• 使徒性：是否出自使徒约翰存疑（但与约翰一书明显相似）
• 正统性： √
• 大公性：使用广泛
• 悠久性：使用传统悠久

犹大书
• 使徒性：犹大是否属于“使徒”有不同观点（犹1,17），但他是

基督肉身的兄弟
• 正统性：包含次经内容而遭质疑，但本身并无违反教义之处
• 大公性：流传度高，使用广泛
• 悠久性：使用传统悠久

►真正的“神的话语”，经得起漫长的历史考验



收集及编排：次经or伪经

新约的次经or伪经（ Apocrypha/Pseudepigraphy ）

• 时间太晚：2nd-4th 世纪

• 假借使徒或有关之名所写

o 类别：

▪ 福音书：如，彼得福音、希伯来福音

▪ 历史书：如，安德烈行传、约翰行传

▪ 普通书信：如，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

▪ 预言书：如：彼得启示录

• 教义有问题，or 缺乏先知及使徒的特质

►所有新约的次经/伪经，都不曾被任何主流宗派官宣为正典



新约的启示性：正典化

正典化：圣灵引导教会从撰写，到 辨识 & 确认 的过程

1、撰写：

• 不是跳大神、不是机械式地听写

➢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
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1-4）

• 不要偏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圣经完全是人的研究&撰写的作品！

2、辨识：

• 信仰群体的同感一灵
• 一些存疑的书卷，上帝使用足够的历史时间带领教会验证真伪

3、确认：

前提：不论人是否认可，正典书卷本身已是“正典”
• 是接受神的话语，以顺服神话语的权柄，及对我们的指导和塑造
• 并非根据人的意思，授予某些书卷以“神的话语”的地位

底本说

1、对观福音中为何有“重复”的内容？
2、各自“独有”的内容又是从何而来？

回答1：后写的书卷参考了先写的书卷
• 马可最先写成，马太、路加参考马可

回答2：
• 马太、路加还参考了底本Q

（古教父帕皮亚提到使徒马太曾用亚兰文，即当时的希伯来语，
写过一本耶稣的言论集 ---底本Q?）

→底本M：马太独有，路加所没有的内容
• 另一本耶稣言论集，由耶路撒冷信仰群体保存

→底本L：路加独有，马太所没有的内容
• 来自安提阿教会，及使徒彼得/保罗，希律安提帕的兄弟马念，
该撒利亚的腓力和其4个女儿，马利亚，亚利马太的约瑟等信
仰群体和见证人的资料

►圣灵的引导&默示包含：查询资料&写作

•即使有参考某些资料，也不违反圣经的启示性
•脱离圣灵的引导，人的查询和写作不可能成为正典



新约的启示性：

1、新约的自证：
• 新约书写的年代，仍有不少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还活着（林前15:6）
• 新约对旧约中预言的应验
• etc.

2、使徒教父的作品
• 100-150AD时期的许多教父在其作品中提及或引用新约经文

3、大量的抄本&残片
• 共5000多份
• 最早的完整抄本：西乃抄本（公元4世纪）
• 最早的蒲纸残片：约翰福音18:31-33,37（约130AD）

►相比其他古老著作，新约的可靠性强得多：
1）有完整抄本，2）庞大的抄本数量，3）最早的抄本时间更接近原稿时间

• 利维《罗马史》（约59-17BC）：35/142卷，20多份主要抄本，最早约公元4世纪
• 塔西陀（Tacitus）《历史》、《编年史》（100AD）：4.5/14卷、10/16卷，2份抄本，最早约公元9世纪
• 希罗多德《历史》（约488-428BC）：有完整版，约20多份主要抄本&残片，最早约公元1世纪
• 永乐大典（1407AD）： 800/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正、副本（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佚全球）



新约的启示性：抄本&译本

1、抄本（manuscripts）之间的差异：

• 无意的改动：拼写错误、遗漏、将别人的评注当作经文等抄写错误

• 有意的改动：“改进文体”，如：澄清史地方面的疑难，使教义更清晰，或调和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o 例如：“褥子”原文的希腊字不够优雅；圣哉！圣哉！圣哉！加至13个；感谢神or赞美神»感谢赞美神

2、译本（translations）之间的差异：

• 因语言/所依据的母本不同，而造成的翻译的差别

注：警惕！异端的翻译：为符合自己的错误神学，违反翻译原则

➢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1，和合本）

➢ 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地… 上帝发出的力量运行在水面上（创1:1，新世界译本，来源：https://www.jw.org）

耶和华见证人：反对三位一体



新约的启示性：抄本&译本

新约可靠吗？可靠

►上述差异主要在细节上，对圣经整体不构成妨碍：

• 大部分抄写错误、或译本的差异，可以通过上下文、或不同抄本/译本间的比较，分辨、还原出来

• 抄本/译本之间的差异对圣经的整体理解、及基要真理没有影响

• 抄本&译本的数量非常庞大，对于还原出最早先的版本十分有帮助（有时晚的抄本未必比早的版本差）

• 一些比较晦涩的原文字句，可以借助不同的译本确定/推测其含义

►上帝允许上述差异存在，表明：

• 上帝不操纵人

• 圣经也不被部分人所操纵

总结：在不操纵人的前提下，上帝保守自己的话语（圣经），以成就圣经所承载的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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