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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概 論 - 背景 

第一課 - 舊約與新約 - 兩約之間的歷史簡介 

舊約與新約，兩約之間的時期，一個佔了近三千年權威地位的近東文化傳統，不斷地在改變，權

力中心也不斷在調整。 

在聖經歷史中，自從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及後期波斯王國統治猶大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個獨

立的國家，淪為一系列強大帝國的次要屬地。從舊約最後一卷書 - 瑪拉基書（約主前 432

年）直到主耶穌降生（主前 5/4 年）之間，這段期間相距約四百多年，這段時期歷史稱之為

「沈默期或靜默期」（Silent Period）；事實這段時期一點都不靜默。在這四百多年有轟轟烈

烈的革命戰爭，有鐵騎奔馳下的管轄，有流不盡的血和汗，都深深影響着整個新約時代。

同時，雖然神在這段期間沒有任何聖經默示或啟示臨到猶大人；但事實，神正在預備祂的

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所應許的彌賽亞（救主）的降生。 

讓我們先了解一些舊約、新約（兩約之間）的背景，例如：名稱、語言、巴勒斯坦的地理環境、

舊約與新約（兩約）之間的歷史等。 

名稱 

許多時，我們會被這幾個名稱混淆，例如：以色列人，還是猶大人，還是猶太人！ 

以下是一些背景： 

（1）希伯來人 Hebrew  

在舊約聖經共出現（約 35 次） 

創 14：13，39：14，40：15，43：32 - 共 4 次）；（出 1：15、16、19（2 次），2：6、7、11、

13，3：18，5：3，7：16，9：1、13，10：3，21：2–共 15 次）；（申 15：12）；（撒上 4：6、

9，13：3、7、19，14：11、21，29：3–共 8 次）；（耶 34：8、14–共 2 次）；（拿 1：9） 

在新約聖經共出現（約 2 次）- （林後 11：22；腓 3：5）是在使徒保羅的個人見證裡。 

（2）以色列人 Israelite 

自從神給“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創 32：28）開始，舊約和新約聖經，大部分

都是用“以色列人”來代替“希伯來人”。 

在舊約聖經共出現（約 1005 次） 

創（4 次）；出（117 次）；利（50 次）；民（176 次）；申（23 次）；書（106 次）；士（127

次）；得（1 次）；撒上（66 次）；撒下（45 次）；王上（51 次）；王下（48 次）；代上（40

次）；代下（55 次）；拉（11 次）；尼（15 次）；詩（5 次）；賽（10 次）；耶（15 次）；結（16

次）；但（1 次），何（8 次）；珥（1 次）；摩（9 次）；彌（4 次）；亞（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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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聖經共出現（約 39 次） 

太（1 次）；路（2 次）；約（3 次）；徒（13 次）；羅（12 次）；林前（1 次）；林後（3 次），來

（2 次）；啟（2 次）。 

（3）猶大人 The people of Judah 

自從以色列聯合王國分裂，成為南、北國後：南國猶大稱為猶大人；而北國以色列仍稱

為以色列人。 

後來（主前 722 年）撒瑪利亞城被亞述國攻破，北國以色列敗亡，淪為亞述帝國一省，

十個支派失落了。亡國的以色列人被大批流放至外地，這便是以色列人大流散的開

始，而當地的撒瑪利亞人亦與亞述人通婚，因此被南國猶大人視為不潔之民。 

猶大人在舊約聖經共出現（約 217 次） 

撒上（3 次）；撒下（12 次）；王上（5 次）；王下（10 次）；代上（6 次）；代下（39 次）；拉

（7 次）；尼（15 次）；帖（57 次）；賽（3 次）；耶（42 次）；結（2 次）；但（6 次），何（1

次）；珥（3 次）；摩（1 次）；俄（2 次）；亞（1 次）；瑪（2 次） 

在新約聖經英文 The people of Judah，中文翻譯是猶大家，出現（1 次）- （來 8：8） 

（4）猶太人 Jewish 

（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最後也被强大的巴比倫攻陷敗亡，大批猶大人被俘虜到巴比

倫，那時起南國猶大人被名為“猶太人”，只指猶大和便雅憫支派。失落的十個支

派已經混雜，撒瑪利亞人已不是純粹的以色列人。 

因此，在新約聖經裡“猶大人”的名字已被“猶太人”取代，共出現（約 198 次）      

太（5 次）；可（6 次）；路（4 次）；約（71 次）；徒（77 次）；羅（12 次）；林前（8 次） 

林後（1 次）；加（6 次）；西（1 次）；帖前（2 次）；提多（1 次）；啟（4 次）。 

語言 

在新約聖經時期，當時在民間普遍使用的三種語言，就是：希伯來文，羅馬文，希利尼

（希臘）文。「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

用希伯來，羅馬，希利尼，三樣文字寫的。」（約 19：20）還有亞蘭文和拉丁文。 

而當時猶太人中有兩種不同類別，一是希臘化猶太人（Hellenists），他們是說希臘話，受

希臘文化影響較大，他們的名字也是希臘名字；另一種是傳統的猶太人（Hebraists），他

們說的是希伯來話或亞蘭文，守猶太人的傳統習俗。一般來說，前者比後者開放，隨從外

族習俗，但仍接受猶太人信仰，在（徒 6：1）便看到信徒之間的爭執，其實不單語言，

還有文化、習俗等分歧。 

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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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地理環境通常以彎月形肥沃地帶來描述。伊朗與亞美里亞的高源在東北，小亞細亞與

地中海至西乃、埃及在西南。由東邊的米所波大米至西部敘利亞及巴勒斯坦，形成一

個像新月的地帶。 

米所波大米 - 米所波大米是兩河之地，因有希底結河與伯拉大河。兩河之流域南部有巴比

倫，北部為亞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亞伯拉罕原住在迦勒底的吾珥，即為巴比倫

的西南部；後來神呼召他出來，曾留居哈蘭，是在米所波大米的上端。雅各也曾在此

寄居（創 11：24，28 章）等。以色列北國敗亡後，亞述王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安

置在歌散的哈博河邊（王下 17：6），也在那裡附近。 

敘利亞及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與埃及、米所波大米不同，沒有大河都是一些小河小溪，唯

一的主流是約旦河（加利利海約在海拔 210 公尺），流入死海（海拔下 400 公尺）。北

部有利巴嫩高山，向南便是約旦河流域，地形一直向下傾斜，（申 8：7）的描寫「那

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來」，正是此景的寫照。約旦河的發源地為利巴嫩高

脈的黑門山；利巴嫩山谷（書 11：17）或稱為亞文平原（摩 1：5）。 

西部高原山上全年積雪，中部高原是加利利地區，向南有米吉多平原，向西通往大海，向

東也是平原，稱為（約旦）河東之地。由中部向南是猶大的山區，到南地的最南端為

別是巴。中部山區的重要地點為迦密山，向東是以法蓮山區，環抱着基利心山和以巴

路山，向南有猶大山區。耶路撒冷為重鎮，高度比基利心山稍低，為海拔 770 公尺。

猶大山地再向南，為極荒蕪的原野。 

巴勒斯坦因地勢而常旱，由五月至九月無雨，靠春雨與秋雨滋潤地土，產生穀物果類。 

（一）舊約與新約（兩約）之間的歷史（主前 400 年 - 6 年）1 

巴勒斯坦在這四百多年經歷過不同的政權管轄，這段極複雜的歷史，簡述如下： 

（1）希臘時期（主前 331-168 年） - 波斯亡於希臘（主前 331 年）- 亞歷山大大帝佔據了

巴勒斯坦（主前 331-323 年）給以色列文化帶來更大的衝擊，亞歷山大大帝身亡（主

前 323 年）- 多利買勝西流基，埃及接管以色列（主前 323-198 年）；西流基勝埃及，

接管以色列（主前 198-168 年）   

（2）猶太國獨立時期（主前 168-63）- 馬加比推翻西流基王朝 

 
1 新約編輯：鮑會園，《中文聖經-啟導本》（香港︰海天書樓，1989），頁 1316-1320。 

   總編輯：鮑會園，《新約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香港：更新傳道會，基道書樓有限公司，1992），頁 2-3。 

   馬有藻博士，《新約概論》（台北市：中國信徒佈道會，198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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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馬時期（主前 63 年開始）- 羅馬大將軍龐培接管以色列（主前 63 年）- 大希律登

位（主前 37 年）- 主耶穌時期（主前 5/4 年 -主後 30 年）- 主耶穌降生（主前 5/4 年） 

- 使徒時期（主後 30 年 - 100 年）- 耶路撒冷被毀（主後 70 年）。 

（1）希臘時期（主前 337 – 167 年） 

舊約結束時，波斯國（主前 450  -  330 年）為當時世界大國。波斯諸王屢次想向西擴展版

圖，小亞細亞的眾多小國常受到他們的侵襲和欺凌而向希臘求助。 

希臘於（主前 490 年）初嘗大勝波斯的戰果，事後波斯與希臘經百多年大小戰爭，至（主

前 332 年）波斯被英武的希臘亞歷山大大帝所殲滅。 

（i）

亞歷山

大大帝

統治時

期（主

前 331 

– 323

年） 

主前 333 年，亞歷山大大帝戰勝波斯駐馬其頓軍隊後，他以打敗波斯國之餘威，南征

北伐。他的軍力，所向無敵，戰無不勝，更征服歐、亞、非三洲，於是希臘便

成為古世界的首一大國。主前 330-328 年 - 是亞歷山大大權鼎盛時期 。 

亞歷山大極力提倡，要建立以希臘語言和文化為中心的世界，他深信希臘文化能使

世界統一。他的繼承人也都以實行此政策為己任，到處建立希臘商業和文化中

心（稱希臘化 Hellenism）給猶太人帶來極重大的衝擊。 

古代希臘稱自己國家為「希利」（Hellas），稱自己為「希利尼」人（Hellenes），

他們稱希臘化為（Hellenization），而這個時代也稱為 The Hellenistic Age。這時

代一直至羅馬統治才結束，但事實，就是羅馬統治期間，希臘文化仍然影響着

整個羅馬帝國。 

亞歷山大一生對猶太人好感，給他們許多優惠和權利。他容許猶太人遵行律法，甚

至每當安息年免他們納貢或納稅。他在埃及建立亞歷山大城之後，鼓勵猶太人

定居於此，並賦予他們與希臘國民相同的權利。據說因有一次他兵臨耶路撒冷

時，大祭司耶杜亞以「但以理書」相迎，並向他指出內中的預言即亞歷山大，

從此他便給猶太人格外的優待。希臘的統治為日後舊約譯成希臘文（七十士譯

本，約主前 250 年）鋪了路。 

亞歷山大因好勇驍戰，又酒色過度，死於巴比倫（主前 323 年），年僅 33 歲。亞歷

山大死後，因子太幼（有說無子），版圖遭手下諸將軍爭奪分割，經 30 多年混

戰，終於給四大將軍所瓜分： 

（a）南部（埃及） - 多利買（Ptolemy），今翻譯為托勒密。 

（b）北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巴比倫，米所波大米） - 西流基（Seleucus）。 

（c）東部（土耳其小亞細亞） - 賴心馬克土  （Lysimachus） 



7ministry.org 新約概論-背景 - 第一課 - 舊約與新約 - 兩約之間的歷史簡介 – P. 5 

（d）西部（馬其頓本土和希臘）-   卡仙大（Cassander） 

（ii）

多利買

統治時

期（主

前 323 

– 198

年） 

與聖經歷史有關的是西流基（北部-敘利亞）和多利買（南部-埃及），此後一百年，

他們和他們的後人常常發生軍事性的衝突，彼此一直在爭奪巴勒斯坦的控制

權。而以夾在中間的巴勒斯坦為戰場，以色列人民夾在兩虎相鬬之中，叫苦連

天。一次多利買戰勝西流基後，便把巴勒斯坦歸入多利買的版圖，成為瀋屬

國。總括來說，多利買王朝對猶太人尚存好感，體諒猶太人的宗教情懷。 

主前 198 年 - 西流基王安提阿哥三世（Antiochus III）在一場大戰中擊敗多利買（埃

及）軍，獲得巴勒斯坦的統治權，把猶太瀋屬國奪為己有。從此埃及治理巴勒

斯坦一百多年的歷史至此結束，猶太人便在另一個征服者管理下呻吟。 

（iii）

西流基

統治時

期（主

前 198 

– 167

年） 

西流基王安提阿哥三世（又稱「大安提阿哥」）奪取巴勒斯坦後，早期大致繼承多利

買王朝的寬容政策，但後期他用高壓使猶太人繳納重稅，使猶太人苦不堪言。 

他的繼承人安提阿哥四世性情兇狠固執，奸險失信，驕慢狂傲，自稱為「神顯現」

（Epiphanes），猶太人卻譏笑他為「瘋人」（Epimanes）。他於（主前 175 至 164

年在位）改變政策，他嘗試以一極度希臘化的政策來整頓他那衰殘的國度，把

耶路撒冷改為希臘文化的城市。當時，雖有一部分上層階級猶太人已同化於希

臘習俗，但大多數猶太人對此措施甚為憤怒。 

主前 192 年 - 他與多利買（埃及）兵交戰，在耶京謠傳他陣亡的消息，全京歡喜若

狂，並暴動推翻一切「希臘化」的人物和文化。當安提阿哥四世從前線回來，

便立刻報復，肆意屠殺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被害者有十萬之多。 

主前 168 年 - 他又進軍埃及，埃及得新興的羅馬幫助只得敗回，於是遷怒於猶太人，

猶太人被殺害和被擄賣作奴隸的甚多。後來他更瘋狂施禁令，不准許猶太人守

安息日，行潔淨禮及守一切摩西的律法，違者一律處以極刑。是年（主前 168

年）12 月 25 日，更在聖殿中強迫猶太人將一頭母豬獻作燔祭，強迫祭司吃其

肉，又把肉湯灑於內殿週圍，毀壞內壇，並以希臘神像丟斯（Zeus）代替。 

主前 167 年 - 瑪他提亞（馬加比的父親）與五個兒子反叛安提阿哥，史稱馬加比革命 

（2）猶太時期（馬加比至哈斯摩時期）（主前 167 – 63 年） 

多利買王朝給予猶太人宗教上的寬容，但西流基王朝則將希臘化政策強加於猶太人。當時

猶太人在安提阿哥四世的威嚴下只有忍辱吞聲，但另有些敬虔忠勇之士，寧死不肯違

背聖約，他們逃到山區潛藏起來，伺機行事。 

安提阿哥四世的「希臘化運動」，聖經抄本被迫摧毀，外邦規條強制執行，違者殘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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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傳到耶京西面一小村落「莫丁」。那裡隱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祭司，他名瑪他提

亞（Mattathias）。當他看到西流基官員在村內建造希臘神像，並強迫全村人向偶像下

拜，暴虐無理的壓迫終於引起反叛，大發義憤。他先揮刀將那官員殺死，並將一些向

偶像下拜的猶太人殺掉。然後與他的五個兒子（名為猶大（馬加比），西門，約翰，

以利亞撒和約拿單）逃到山中，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組成游擊隊，向西流基王朝展開

了長達百年的光榮革命血戰史。 

（i）

馬加比

王朝 

（主前

167-143

年） 

投奔瑪他提亞的義勇軍日益增多，他們常與西流基（敍利亞）作突擊游擊戰，雖以

寡敵眾，但仍常得到神奇的勝利。 

瑪他提亞智勇雙全，善於戰術，常操勝券，被稱為「執鐵鎚者」（Maccabee）。在他

的領導下，猶太人常敗中得勝，收回耶路撒冷，並刻意在（主前 165 年 12 月 25

日）把重建完成的聖殿重新獻給神，在殿中滿佈燭光，是為「燭光節」或「修

殿節」（約 10：22），紀念神所賜的勝利，巴勒斯坦便重回到猶太人手中。 

此後，馬加比軍進行防禦，鞏固國防的事工。一面重建京都，一面進剿約但河東西

的小國（例如：亞捫、以東、非利士），以雪仇恨。另一面向羅馬進行外交關

係，訂立軍事同盟，以期樹立外援。 

但猶太內部親希臘（西流基）的人也不少。因此，在（主前 162 年）時西流基大舉南

侵，以親希臘的猶太份子作內應，把猶太人殺得片甲不留。 

馬加比族領袖們逃到山林間，以瑪他提亞的第五子約拿單為首領，與西流基展開游

擊戰，後於（主前 150 年）時把猶太政權奪回。此後，馬加比族不斷與西流基

（敍利亞）交戰，在一次戰役中約拿單被殺，瑪他提亞的第二子西門便獨自挽

救國運，重整軍力，勵精圖治。 

（主前 143 年）與西流基（敍利亞）訂立協議，爭取全面性的自由，成為猶太國。 

（ii）

哈斯摩

王朝 

（主前

143-63

年） 

自（主前 586 年）亡國後，猶太現今首次成為獨立國，國號稱為「哈斯摩」

（Hasmonean），紀念他們先祖的功德，哈斯摩是瑪他提亞曾祖父的名字。 

主前 142 年 - 耶路撒冷獲得潔淨，猶太人獲得獨立。 

主前 142-134 年 - 哈斯摩王朝開始，西門馬加比繼任大祭司。西門內外卓越的成就都

有史書和經書（次經馬加比書）記載。在他統治下，國泰民安。獨立後二年他

召開國民大會，被選為終身祭司長。從此祭司與君主之職在馬加比族內世襲相

傳，可惜他於（  主前 135 年）遭他親埃及的女婿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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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被害後，他的兒子許爾堪一世接位  （主前 135-105 年），西流基（敍利亞）趁機

重掀戰爭。許爾堪一世連戰連敗，差點國破人亡，幸得羅馬出頭訂立喪權辱國

的條約，此後他臥薪嘗膽，圖謀復國大計。 

主前 129 年 - 敘利亞與撒瑪利亞（撒瑪利亞廟於主前 128 年被毀），南陷以東，並立

以東人安提帕特為當地官長（他的兒子就是新約的大希律），在短短數年間恢

復了舊日國度的光輝。 

當許爾堪一世在進行收復失地爭戰時，國內親羅馬與反羅馬份子互相爭鬥。親羅馬

份子多為貴族和中上階層人士，是撒都該人的前身；反羅馬份子則是敬虔的人

（Chasidim 或 Hasidim，意：敬虔），是法利賽人的前身，他們深得人民擁護。 

許爾堪死後，他的兒子亞利多布一世繼位（主前 103 年）。他生性凶殘，殺害親母和

兄弟，在位只一年，被他的妻子撒羅米亞歷山登大（Salome Alexandra）毒死。

死後他的弟弟亞歷山大占尼士（Alexander Jannaeus, 主前 104-78 年）登位，娶了

他的寡婦之嫂（撒羅米亞歷山登大）為妻。他為人比他的兄長更暴戾兇殘，常

慫恿撒都該人與法利賽人鬥殺。他死後他的妻子（撒羅米亞歷山登大）執政，

以他的長子許爾堪二世為祭司長，但遭他的次子亞利多布二世反對。（主前 66-

63 年）許爾堪二世與亞利多布二世內戰，猶太人的內部不和，導致王朝日漸衰

弱。長子是法利賽派，他的弟弟則是撒都該派，此後兩兄弟的黨派常自相殘

殺，成為馬加比族英勇史上一極大污點。 

當時羅馬勢力日益強盛，侵略東方諸國之意日強，它西滅西班牙後便開始東侵，經

過一連串的勝利，羅馬盡滅小亞細亞的加拉太、北非，及亞米利亞。 

  主前 64 年 - 羅馬大軍鎮壓猶太北部的敘利亞，不久結束了西流基王朝。翌年（主前

63 年）羅馬將軍龐培（Pompey）把耶路撒冷攻陷，擄回羅馬為奴的猶太人成千

上萬。從此猶太國的獨立喪失，直至 1948 年復國，猶太國亡近二千年之久。 

（3）羅馬時期 （主前 63 - 100 年） 

主前 63 年 - 羅馬大將軍龐培攻佔耶路撒冷，征服哈斯摩王朝後，羅馬統治開始，猶太人

從此在羅馬管轄下度日。龐培將巴勒斯坦諸省納入羅馬版圖。當時羅馬是元老管治體

制，自龐培後，猶太便劃分為總督（即巡撫）管轄的省分，以東人安提帕特為人奸詐

狡猾，善於奉承，因此使羅馬立他為猶太的省長，並立許爾堪二世為祭司長。 

主前 60 年 - 高廬總督朱理安，與他的養子屋大維和同僚安東尼馬可組織三頭組政，而自

己為三頭之頭，稱號該撒（Caesar 意皇帝），掌握羅馬政府的軍事、行政與司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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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成為羅馬帝國的首任皇帝，使羅馬的共和元老制或參議員制，徒具虛名，並命全

國奉他為神。龐培極不滿朱理安獨攬大權，因此兩者常有激烈的相爭。 

主前 48 年 - 兩虎相爭，龐培戰敗逃到埃及為當地人所殺。朱理安乘勝進軍埃及，翌年

（主前 47 年）滅了多利買王朝。在朱理安進軍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時，有一次他險遭

消滅，以東人安提伯特派兵救援解危，事後朱理安任他為猶太之王。他得朱理安的批

准，使他的兒子法西勒為耶路撒冷市官，次子大希律（太 2：1）為加利利省長。 

主前 44 年 - 朱理安遭白魯突和迦西阿突派人暗殺。此後白魯突取腓立比一帶為己有，而

迦西阿突則佔據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朱理安死後，屋大維、安東尼和雷比達三人共同

執政，是為第二次三頭政府 。 

三年後，主前 42 年 - 他們出兵進剿白魯突、迦西阿突聯軍，在腓立比城滅了他們。當時

奉迎迦西阿突的大希律忽見風轉舵，以經濟暗助安東尼一臂之力，因此在（主前 37

年）被正式封為猶太王 。其後這三頭卻成為死敵。 

主前 31 年時 - 屋大維與前躲在埃及的安東尼，於希臘的阿提安作殊死戰，安東尼兵敗，

埃及遂歸入羅馬行省版圖。屋大維凱旋歸羅馬，獨自當政，推行和平政策，注重人民

福利，深得民心。羅馬參議院（或元老院）賜他尊號亞古士督（Augustus），意蒙神

福佑者（路 2：1）。他把軍、行、立、財、司、外等六大權獨欖一身，在羅馬史上

為一非常傑出的人物，至（主後 14 年）才讓位。 

當基督降生時，全巴勒斯坦都在大希律統治下。 

大希律（主前 37 - 4 年）- 大希律在（主前 37 年）被封為猶太王，統治猶太全國；大希律

始建聖殿（主前 20 年）；大希律訪亞基帕（主前 16 年）；大希律死（主前 4 年），由

亞基老繼位。 

主耶穌時期（主前 5/4 年 - 主後 30 年）- 主耶穌降生（主前 5/4 年），主降生後大希律差人

屠殺伯利恆約二歲的男孩；主耶穌在地上事奉約三年；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贖恩

典時約 33 歲。 

使徒時期（主後 30 年 - 100 年）- 耶路撒冷被毀（主後 70 年）。 

大希律的家譜 

大希律是以東人安提帕特（Antipater）的次子。安提帕特曾任官長，後成為猶太的省

長，後朱理安任他為猶太之王，當時他立次子大希律（太 2：1）為加利利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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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 

希律腓力二世（分封王）- （主前 4 年 - 主後 34 年） 

亞基老（分封王）-（主前 4 年 - 主後 6 年） 

亞利多布（聖經沒有提及） - 死於（主前 10 年） 

希律安提帕（分封王） -（主前 4 年 - 主後 39 年） - 希羅底第二任丈夫；處死施洗約翰

（太 14：1-12；可 6：14-29）；彼拉多把主耶穌送到他那裡受審（路 23：7-12） 

希律腓力一世（沒有作王） - 死於（主後 34 年） - 希羅底第一任丈夫（太 14：3；可 6：

17） 

安提帕特 - 猶太巡撫（總督）（主前 43 年） 

第三代 

希律卡爾西斯 

希律亞基帕一世（猶太的王，統治猶太全國）-（主後 37-44 年） - 殺死雅各，把彼得下在

監裡（徒 12：1-24），後為主的使者所殺（徒 12：20-23） 

希羅底（先嫁叔父希律腓力一世，後又嫁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 

第四代 

土西拉 - （主後 52-59 年） - 嫁猶太巡撫（總督）腓力斯，腓力斯日後審問過保羅（徒

24：24） 

希律亞基帕二世（猶太的王） - 他與腓斯都審問保羅，保羅曾在他面前自辯（徒 25：13-

大希律（主前 3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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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 

百尼基（希律亞基帕二世之妹，保羅自辯時，她隨兄在場（徒 25：13）） 

莎樂美（希羅底與希律腓力一世所生的女兒，向希律安提帕要求施洗約翰的人頭（太

14：1-11；可 6：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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