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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文本鑑別

A. 參考書（中文）

 黃錫木，《新約經文鑑別學概論》（香
港：基道，1997）

 Alan Black，《新約經文鑑別學》，葉
雅蓮、黃龍光譯（新北市：華神，
2009）



新約的文本鑑別

B. 沿革
大部分異文出現在第三世紀結束前，就是
新約正典沒有正式被教會公認之前。抄本

類型有（1）亞歷山大（א，B， C），（2）

西方（D）5th C，（3）拜占庭(Byzantine)，
（4）該撒利亞。

拜占庭經文是被第四世紀教會編修過，所
以遜於最好的亞歷山大抄本。

第七世紀後，希臘文只在拜占庭帝國使用。



 Erasmus 1516 發表他所編的希臘文新
約聖經；依據一些晚期（十一世紀以
後）拜占庭抄本。

 1522 馬丁路德按這版本把新約翻譯為
德文。

 1522 年 Erasmus 出版希臘文新約的第
三版；是1611英皇欽定本（KJV）新約
部分的依據。這希臘文版本稱為 Textus
Receptus （「領受的文本」). KJV 的舊
約部分由馬索拉經文（ MT）翻譯而
成。



Textus Receptus (16th C)

Wystawa Biblii

Textus Receptus | muzeum

History - Textus Receptus Bibles

https://www.wystawabiblii.pl/en/textus-receptus
https://www.wystawabiblii.pl/en/textus-receptus
https://www.google.com/imgres?q=textus%20receptus%20images&imgurl=https%3A%2F%2Fwww.textusreceptusbibles.com%2FContent%2Fimages%2Ferasmus-bible.jpg&imgrefurl=https%3A%2F%2Fwww.textusreceptusbibles.com%2FHistory&docid=kHAXSEiBCwvFsM&tbnid=UEJo3zAHKJkhAM&vet=12ahUKEwjR8aWP58GNAxXWFFkFHQZCAasQM3oECBcQAA..i&w=520&h=187&hcb=2&ved=2ahUKEwjR8aWP58GNAxXWFFkFHQZCAasQM3oECBcQAA


 十六到十九世紀之間，發現重要新約古
代抄本，有些比 Erasmus 所使用的更古
（比 Textus Receptus 更古）

 1881 Westcott & Hort 出版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28年的
努力）

 W & H 稱一組極近亞歷山太類型的抄本
為『中性經文』，包含西乃抄本（א）
和梵蒂岡抄本（B）。兩者都是第四世
紀，都包含LXX。(和合本，NASB,  RSV,  
NIV, ESV)



Codex Sinaiticus (א)
發現於 Monastery of St. Katherine



路十一2 （包含沒有被採取部分）

 πατερ ἁγιασθητω το ὀνομα σου

ἐλθατω ἡ βασιλεια σου γενηθητω το 
θελημα σου ὡς ἐν οὐρανῳ και ἐπι γης 



Codex Vaticanus (B)
Codex Vaticanus - Textus Receptus

https://www.google.com/imgres?q=textus%20receptus%20images&imgurl=http%3A%2F%2Ftextus-receptus.com%2Fw%2Fimages%2Fthumb%2F9%2F97%2FCodex_Vaticanus_B%252C_2Thess_3%252C11-18%252C_Hebr_1%252C1-2%252C2.jpg%2F350px-Codex_Vaticanus_B%252C_2Thess_3%252C11-18%252C_Hebr_1%252C1-2%252C2.jpg&imgrefurl=http%3A%2F%2Ftextus-receptus.com%2Fwiki%2FUncial_03&docid=gKtN9J-yGVNKvM&tbnid=6xyYJI8Web2EkM&vet=12ahUKEwjR8aWP58GNAxXWFFkFHQZCAasQM3oFCIUBEAA..i&w=350&h=362&hcb=2&ved=2ahUKEwjR8aWP58GNAxXWFFkFHQZCAasQM3oFCIUBEAA




1930 以來的蒲草抄本

 1930 以來發現許多蒲草抄本（120+）

一般文本鑑別學者認為：蒲草抄本印證
了W & H 所編的新約文本的精確性



最古的 papyrus

 Rylands Library Papyrus P52

約十八31-33（部分）

 8.9 x 6 cm 

主後117 到138 之間

 1920 在埃及購買

 1934 內容的發表

存放在 U. Manchester 博物館



最早發現的 papyrus

 Papyrus 1

 1898在埃及發現

馬太福音的家譜

存在賓大博物館



C. 鑑別的原則

 Black，《新約經文鑑別學》，34-43。

黃錫木，《新約經文鑑別學概論》，
62-105。





外證原則

 1. 最古老抄本支持的讀法最可取

 2. 最廣大區域所接受的讀法

 3. 最多經文類型數量支持的讀法

（1）與（3）通常一致

抄本、譯本、教父的意見一致



例：馬可福音的結尾

 短的結尾（十六8為止）：א，B （第4
世紀）

 長的結尾：A, C, D （第5世紀）

 按照外證原則1，選擇短的結尾。



內證原則

 1. 偏好較短的讀法

 2. 偏好較難的讀法

 3. 偏好最符合作者風格和詞彙的讀法

 4. 偏好最符合上下文或作者神學的讀法

 5. 偏好與平行經文較不協調的讀法



今日的局面

極端保守主義：認為拜占庭經文類型
(Textus Receptus)最接近新約底本.

◦ 代表作：新英皇欽定本（NKJV）

理性折衷主義(Reasoned Ecleticism)：
Wescott & Hort, Metzger。
◦ 代表作：聯合聖經公會新約希臘文聖經

(IBSGNT, 1st ed., 1966)

◦ 解釋：B. Metzger,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1994)



D. 新約聖經的可靠性

抄本裡有幾十萬處異文；重要的異文有
2000處

 W & H：毫無疑問的經文佔新約聖經的
87.5%；除去串字和字序的差異外，尚
有疑問的經文，佔新約聖經的1.6%。可
稱得上對經文意義有顯著影響的異文，
也許是 0.1%。 (Wescott & 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vol. 2, 2d ed., p. 2.)



例：腓立比書

 文本裡大約112處有異文，但對信息沒
有影響＊

二5-9  有4處異文（看下一章）

—————

＊Moises Silva, Philippians, Wycliffe Exegetical 
Commentary, ed. Kenneth Barker (Chicago: 
Moody Press, 1988),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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