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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希伯来圣经教科书”系列的特式：一、勾勒这部经典的写作背景、文本结构。二
、精解这部经典文本的重要思想内核，阐述各卷书所包蕴的神学涵义与人文意义。三、
介绍这部经典解读的不同进路，概述国外圣经研究的**成果和评经方法。四、在深入解
析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跨文化的、汉语式的圣经解读。五、每部教材各章节后均附有思
考题和进阶文献，供学生研习，以及读者参考。游斌著的《希伯来圣经导论(希伯来圣经
教科书)》是其中一本。本书介绍以色列的历史（主要是民族简史）、宗教、风俗制度、
古代西亚文化的影响、希伯来圣经的形成、托拉（Torah）、先知书（Nevi’im）、圣卷
（Kethuvim）等经卷的结构、特色、神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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