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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時代表 
時代 年代 事件 

舊石器時代  18,000 BC 以前  

中石器時代  18,000-8300 BC  

新石器時代  8300-4500 BC  

銅石器時代  4500-3300 BC  

初青銅器時代  3300-2000 BC  

中青銅器時代  2000-1550 BC 亞伯拉罕 
晚青銅器時代  1550-1200 BC 約書亞 

鐵器時代  1200-586 BC 士師-列王 

巴比倫時代  586-539 BC 但以理 

波斯時代  539-332 BC 以斯拉、尼希米 

希利尼時代  332-63 BC 亞歷山大 

羅馬時代  63 BC-324 AD 耶穌、新約 

拜占庭時代  324-638 AD 康士坦丁 

 

時代 年代 事件 

銅石器時代  4500-3300 BC 建造耶利哥、有人定居耶路撒冷 

青銅器時代  3300-1200 BC 亞伯拉罕、約書亞、亞瑪拿書信 

鐵器時代  1200-539 BC 大衛、所羅門、希西家、尼布甲尼撒 

波斯時代  539-332 BC 古列、所羅巴伯聖殿 

希利尼時代  332-141 BC 亞歷山大、多利買、馬喀比 

哈斯摩尼時代  141-37 BC 馬喀比王/祭司=哈斯摩尼 

希律時代  37 BC-70 AD 龎貝、希律、建造聖殿 

羅馬時代  70-324 AD 聖殿被燒毀、巴爾科赫巴叛變、哈德良 

拜占庭時代  324-638 AD 康士坦丁、尤利安、波斯人 

穆斯林時代：  

奧美雅 , 

阿巴實 , 

發踢密 , 

塞爾茲克突厥  

638-1099 AD 638-哈理發奧瑪、691-磐石穹頂清真

寺、701-阿爾阿克沙清真寺、750-阿

巴實、969-發踢密、1009-阿爾哈欽拆

毀聖墓堂、1077-塞爾茲克突厥人、

1096-教皇烏爾班二世 

十字軍時代  1099-1187 AD 高弗瑞佔領耶路撒冷、鮑德溫王 

阿尤弼時代  1187-1250 AD 蘇丹薩拉丁 

滿美露時代  1250-1516 AD 拆毀耶路撒冷城牆 

鄂圖曼時代  1517-1917 AD 1517-蘇丹塞利姆和平地佔領耶路撒

冷、1537-蘇萊曼大帝重建耶路撒冷城

牆、1541-金門被封閉、1898-世界錫

安主義組織創立人赫茨爾與德皇威廉

二世在耶城城牆外會面。 

現代  1917 AD-現在 1917 年英國攻佔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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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印鑑 Lamelech Seal Impressions 
 

在瓶罐把手上有古希伯來文的字”LMLK”，被稱為 lamelech. LMLK這字

的意思是「屬於王的」。它大概是猶大王的皇家印記(insignia)。在這些

刻文中常常包括城市的名稱，這有助於準確地鑑定發掘的地點。以下表

列了前 20 個發現這些皇家印鑑的地點及其發現的數量。大多數的地點

是來自南方的猶大國(共 71 個)，而在北方的只有 4 個地點。 

 

415  拉吉 

281  耶路撒冷 

163  拉馬特‧拉希爾(Ramat Rahel) 

92   基遍 

88   米斯巴 

71   伯示麥 

39   摩利設迦特 

37   基色 

24   伊勒布爾季廢墟(Khirbet el-Burj, 現代耶路撒冷西北市郊) 

19   瑪利沙 

17   亞西加 

15   亭拿 

14   基比亞 

13   帖爾埃拉尼(Tel Erani) 

13   希伯崙 

13   梭哥(希伯崙西北的阿巴德廢墟, Khirbet Abbad) 

11   伯夙 

9    亞拉得 

8    圖特河(Nahal Tut) 

6    迦特(城) 

 

 

 

 

 

圖為瓶罐

上的把手 

，其上沒

有皇家的

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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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斯列谷三十五戰 
(下表取自 Eric H. Cline 的書《哈米吉多頓之戰》，第三頁，密歇根大學，2002) 

日期 對手 地點 

2350 BC 佩皮一世 v. “加西爾之首”叛軍 耶斯列谷 

1479 BC 圖特摩斯三世 v. 迦南人 米吉多 

1430 BC 阿蒙霍特普二世 v. 耶斯列谷中住民 耶斯列谷 

1360-1350 比里迪亞 v. 拉巴尤 米吉多 

1125 BC 底波拉和巴拉 v. 西西拉 他納/他泊山 

1090 BC 基甸 v. 米甸人/亞瑪力人 摩利岡/隱多珥 

1016 BC 掃羅和約拿單 v. 非利士人 基利波山 

925 BC 舍順克一世(示撒) v. 米吉多 米吉多 

841 BC 耶戶 v. 約蘭和亞哈謝 耶斯列 

609 BC 尼哥二世 v. 約西亞 米吉多 

218 BC 安提阿古三世 v. 多利買四世 他泊山 

55 BC 加比尼烏斯 v. 亞歷山大 他泊山 

67 AD 維斯帕先 v. 猶太叛軍 他泊山 

940 AD 伊赫什德 v. 阿巴實 (無勝利者 ) 萊均 

946 伊赫什德 v. 漢達尼德 萊均/阿克賽 

975 拜占庭 v. 發踢密 ,  他泊山 

1113 馬杜 v. 十字軍 他泊山 

1182 撒拉丁 v. 達布爾里亞人 達布爾里亞 

1182 撒拉丁 v. 十字軍 福貝萊特 

1183 撒拉丁 v. 十字軍(無勝利者) 隱札魯特 

1187 撒拉丁 v. 十字軍 他泊山 

1217 十字軍 v. 穆斯林 他泊山 

1247 阿尤弼 v. 十字軍 他泊山 

1260 滿美露 v. 蒙古人 隱札魯特 

1263 滿美露 v. 慈善騎士團 他泊山 

1264 慈善騎士團/聖殿騎士團 v. 滿美露 萊均 

1735 扎希爾·奧馬爾 v. 納布勒斯-薩克爾聯軍 艾羅達 

1771-1773 扎希爾·奧馬爾 v. 萊均 萊均 

1799 拿破崙 v. 鄂圖曼 他泊山 

1918 艾倫比 v. 鄂圖曼 米吉多 

1948 以色列 v. 阿拉伯 米斯瑪·哈梅克 -  

1948 以色列 v. 阿拉伯 薩林,吉多,萊均 

1967 以色列 v. 阿拉伯 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 

1973 以色列 v. 敘利亞 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 

???? 上帝 v. 惡魔 哈米吉多頓 

Eric H. Cline 所著的書《哈米吉多之戰》在線上：http://book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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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斯列谷隘口 

沿著國際沿海大道(Via Maris)向北行，旅行者必須從亞弗開始向東，

離開海岸，準備通過迦密山山脈的四個基本隘口之一，進入耶斯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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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形切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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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地形切面圖 

 

 

 

因著與當代主要大道距離的緣故，耶路撒冷原來的位置沒有被選在其他

地方。事實上，它是遠離位於沿海平原及外約但的國際大道。在舊約時

代，最近的主要地方道路是在耶路撒冷的西邊約 0.8 公里(南方山脊路

線)，以及在北方超過 8 公里(從基色到耶利哥)。該地最大的優勢是藉著

東部和南部的丘陵及山谷所造成的天然防禦，再加上猶大山地的崎嶇深

谷，因著急速攀升的高度，使從西部難以靠近。耶路撒冷座落在猶大山

地高處的一座崎嶇山崗上，當地的道路並不是四通八達，並且有天然防

禦的山谷圍繞著。這意味著外國的侵略者路經以色列地時，往往完全避

開耶路撒冷。後來成為大衛之城的耶布斯城，原位於摩利亞山南部的山

脊上，被稱為古代的中心。這片岩石的山脊(又稱東山脊)成為麥基洗德、

耶布斯及大衛的城。它低於北面的摩利亞山，也低於西部較大的西山，

比東部的橄欖山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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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地形圖 

 

 

耶路撒冷有三個山谷：欣嫩谷、中央山谷及汲淪溪谷。還有三個山脊：

西山脊(連結錫安山)東山脊(連結摩利亞山)及橄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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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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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型輪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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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型輪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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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至各地的距離和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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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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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Glossary 

方塊石(Ashlar) – 六面切割的石塊，不用灰泥即可堆疊。石塊的正面通常

是突起，其邊緣有鑿刻，輪廓分明。 

雙重城牆(Casemate Walls)– 兩層較薄而平行排列的牆壁，其間有空隙。

可快速建造，費用較低。而且居民可住在兩牆之間，直到戰爭時，可

快速地把碎片石塊堆積其間，鞏固城牆。 

傾析池(Decantation Pool) – 在釀酒過程中，可用於傾出葡萄酒而不干擾

沉澱物的池子。 

第一聖殿期(First Temple Period) – 所羅門聖殿的時期(970-586 BC) 

濕壁畫(Fresco) – 一種繪畫技術，把混合的顏料和水塗畫在一層新鮮並且

濕潤的薄層上，薄層是用石灰灰泥，石膏或蠟造成。 

防禦斜坡(Glacis) – 位於城牆外人造的土坡，在防軍的火力下，可阻擋來犯

的攻擊者爬上這陡峭而滑的斜坡。 

漓三半島(Lisan) – 將死海北部和南部盆地分隔的陸地。這是阿拉伯語，意

為「舌頭」。這半島是位於約旦境內，它把死海北部與南部的淺水區

分開。 

小劇場/音樂廳(Odeon) – 在古希臘文化中的一種劇場，比演戲的劇場小。

通常它是有屋頂的。詩人和音樂家在此表演他們的技藝，往往是為比

賽獲獎而演出。 

刻文陶片(Ostracon , Ostraca) –刻有文字的陶器碎片。 

碼頭/堤(Quay) – 與河岸或海岸平行的結構，用以船隻停泊裝卸的地方。 

士非拉(Shephelah) – 靠近沿海平原或低地的山麓丘陵地。 

帖爾/廢丘(Tel) – ‘tel’原是阿拉伯語，意為土堆或山丘。因著天然或人為

的災害，例如地震、火災及戰爭，把城中的建築和城牆摧毀，剩下一

堆瓦礫。通常人們無法清除所有的碎片，城便荒涼成為土堆，最後被

雜草、灌叢及其他植物所覆蓋。這樣的土堆被稱為「帖爾」。在許多

情況下，人們直接在廢墟之上重新建造。 

窪低/旱溪(Wadi, Nahal) – 河床或河谷，除了雨季之外，都是乾旱無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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