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是救道的根基，真理的淵源，也是猶太經典最重要的部分；它內藏神律法之昭示，故稱 
為律法書（Torah）（書8:34）、 耶和華的律法書（代下17:9；尼8:18）、 摩西的摩西五經律法
（王上 
2:3；但9:11-13；尼1:8；瑪4:4）或摩西的書（尼13:1 ；拉3:2；6:18；可12:26）。 
早在約200A.D.時，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已把聖經首五卷歸為一組，稱為五經 
（Pentateuch）。 除小部分是後人所附加的筆跡外，此首五經乃摩西之手筆。 摩西為作者的外證 
首在與主同時代之希臘哲學家菲羅（Philo）和猶太歷史家約瑟夫（Josephus）的著作中可證實。 
猶太法典他勒目（Talmud）也有以摩西為作者的斷言。 此外，新約（如太12:5；19:7；22:24； 
可7:10；10:5；12:26；路2:22-23；16:31；20:28-37；約5:46；9:28-29；徒15:12；羅10:5；加 
3:10）等等都指出摩西實為五經之筆者。 
 
二、摩西五經的神學 
在神學方面，摩西五經載有六個重要教義(注4） ，簡述如下： 
A、神的創造 
聖經開宗明義宣告神偉大的創造，在六日之內萬物皆成，在第七日安息，這是神故意藉此教導人 
每周思念萬有靠他而立（西1:17）的訓誨（創2 :3）。 其實，神只用半句話便可創造任何事物 
（參來11:3）。 創世記第一章並不是神話，也全無違反科學的詞語。 人是神創造的高峰，除人 
以外，連天使在內，再無更偉大的創造（參詩8篇的正意分解）。 聖經的開始便宣告無神論、多 
神論、泛神論、進化論、宿命論、不知論等的荒謬。 這裡的敘述是宣告性非辯證性；肯定性非 
猜疑性；歷史性非哲學性（注5）。 

B、神的揀選 
舊約的中心是以色列民族，神從萬族中揀選此民族，全是他全知中最完善的計劃，神以他們使地 
上萬族得福（創12:1-3）。 這是神的揀選，他揀選的方法或條件永遠是一個謎。 
C、神的立約 

神與人的立約（創9:9；15:18；17:4；出24:7）有三個要素：(1)以神的恩慈為主動的根源（參創 
9:11；出6:7 ）；(2)以神的啟示為安慰的動力（參創15:1；17:1；出3:14）；及(3)以人的順從為得 
福的途徑（參創17:10；出20:8）。 
D、神的律法 

律法是神心意的顯明，指出神是真神，是道德的神，是聖潔的神，是賜福的神（參出20-23章； 
利17-26章；申5,12-26章） ，這是神管理他聖潔子民的立國大憲章，亦是其立國的「獨立宣言」
（參出19）。 



E、神的救贖  

以色列出埃及 的事迹在以后的历史中占极重要的地位，他们常存感恩的心追念此段旷世的神迹

（诗78，81等篇），甚至连外邦民族也因此事诧异（书2:10-11）。以 色列出埃及的事蹟在以後的

歷史中佔極重要的地位，他們常存感恩的心追念此段曠世的神蹟（詩78，81等篇），甚至連外邦

民族也因此事詫異（書 2:10-11）。 那次是神垂 听他们在痛苦中祈求的结果（出3:7）。那次是神

垂聽他們在痛苦中祈求的結果（出3:7）。 当他们受外族 侵侮时（如巴比伦、罗马等），他们常

以此事为盼望将来更大救赎的根由，更以此为祈望弥赛亚早日来临的基础（参赛51:9-11），而耶

稣自己也借此事喻自 己的救恩（路9:31）。當他們受外族侵侮時（如巴比倫、羅馬等），他們常

以此事為盼望將來更大救贖的根由，更以此為祈望彌賽亞早日來臨的 基礎（參賽51:9-11 ），而

耶穌自己也藉此事喻自己的救恩（路9:31）。  

F、人的罪性 F、人的罪性  

从创3章叙述 人的堕落始，五经中把人败坏的罪性赤露敝开（参创6:5；出9:24,34等），只有怜悯

为怀的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备好的救恩（弗1:4；多1:2；提后 1:7）才使人生有价值及意义。從創3章
敘述人的墮落始，五經中把人敗壞的罪性赤露敝開（參創6:5；出9:24,34等），只有憐憫為懷 的神

在創世之前所預備好的救恩（弗1:4；多1:2；提後1:7）才使人生有價值及意義。  

 

三、摩西五经的综览（著作日期从略） 

  创世记 出埃及 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作者 摩西 摩西 摩西 摩西 摩西 
日期 1420B.C. 1420B.C. 1420B.C. 1400B.C. 14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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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世記  

作者：摩西 （否认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文字早在十二世纪犹太学者Abraham Ibn-Ezra之著作上出

现，此后在摩西五经之研究上各国学者大展身手，有反对，有支持；证明摩西为作者之理由甚

丰，在此不便赘述（注6） 。作 者：摩西（否認摩西寫摩西五經的文字早在十二世紀猶太學者

Abraham Ibn-Ezra之著作上出現，此後在摩西五經之研究上各國學者大展身手，有反對，有支持；

證明摩西為作者之理由甚豐，在此不便贅述（注6） 。  

日期：1420B.C.（注7） 。日期：1420B.C.（注7） 。  

地点：西乃山麓旷野。地點：西乃山麓曠野。  

目的：引述 以色列在神的救恩计划内之历史与地位。目的：引述以色列在神的救恩計劃內之歷史

與地位。  

主旨：萬物之始源（以色列之起始）。  

歷 史背景：  

以色列在埃及所受的虐待蒙神垂聽，神興起了萬世偉 人摩西，使他們脫離苦境，當時約為

1450B.C.。摩西故意繞道而行（出13:17-18a；14:1），旨在訓練他們信靠神的信心，使他們日後

在迦南地居住時可以獨立。在那冗長漂流的歲月中，摩西常默想神的作為，及後他把神給他的啟

示記錄下來，免得日後失傳，後世忘卻神恩浩大無疆。 摩西五經大部分（除了申命記的33-34章或

其他）是在那時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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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埃及记 

作者：摩西（参上卷）。 

日期：1420B.C. 

地点：西乃山麓旷野。 

目的：引述以色列蒙神救赎作他国度之子民（参19:5-6）的经过及目的。 

主旨：以色列从奴隶之国度进入神的国度。  

历史背景：与创世记同。 

 

图析： 

    拯救 之原因 以色 列的繁茂 1上 1     
以     以色 列的痛苦 1下   神   
色 1   摩西 的诞生 2   选 捆

列 ｜ 拯救 者之预

备 
摩西 的推辞 3 2－4 民   

在 12   摩西 的顺服 4   的 绑

埃   拯救 之过程 摩西 向法老求 5－6 5－ 受   
及     摩西 向法老争 7-12 12 苦   
以   往红 海 准备 离开 13上 13 神   
色 13   离开 13下   大 拯

列 ｜ 过红 海 过红 海之役  14 14－ 能   
出 18   过红 海之歌 15 15 的 救

埃   往西 乃 在路 上的  16-17 16－ 彰   
及     与岳 父同工 18 18 显   
以     诫命 19-20 19 神   



色   赐给 诫命 典章  21-23 － 律 教

列 19   律例 24-31 31 法   
在 ｜ 打碎 诫命 亚伦 妄造牛犊 32 32－ 的 育

西 40   摩西 怒摔法版 33 33 颁   
乃   重赐 诫命 再造 法版 34 34－ 布   
      谕民 造幕 35-40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