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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希伯來書導讀：希伯來書的寫作對象是希伯來信徒， 

他們站在兩個重要觀點的交接處。律法制度已經結束， 

過去聖殿的獻祭制度曾經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卻毫無意義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但以理書 11:38-12:13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但以理書 11:36-39這段經文中所預言的事，有的已在過去發生，有的則要等到將來才得以應

驗。 

 

“保障的神”是指誰呢？某些人認為“保障的神”是指丘比特或宙斯，這顯然缺乏理據。這

段經文意指這王將以爭戰作為他的神。王史無前例地發起大戰，崇尚恐怖與血腥。因此，“保

障的神”很可能指向撒但。 

 

但以理書 11:40接近此書的尾聲了，從此處到但以理書的結尾，闡述的焦點是末日的敵基督。 

 

哪一座山可以被稱為“榮美的聖山”？“榮美的聖山”指錫安山或耶路撒冷城。 

 

在重重的大災難中，神的子民可會有出路？今天，在你我的困境中，我們可以憑什麽渡過呢？

親愛的聽眾朋友，你可曾仔細思考過這些問題呢？ 

 

在未來的歲月裏，神的子民將會有“大災難”。根據耶利米書 30:7和馬太福音 24章的記載，

舊約時期的先知耶利米和新約時期道成肉身的主耶穌，也曾這樣預言過。神應許的盼望使真

正的信徒可以承受巨大的苦難。 

 

在但以理書 12:2，作者清楚地指出義人與惡人的復活，顯然兩者的終極命運是大不相同的。

在當時，儘管每個以色列人都相信有一天他們會生活在復興的新王國裏，但有關復活的教義

並不普遍。這裏提及的那些得救者和失落者肉身的復活，與當時一般的信念相去甚遠。 

 

許多人極力想成為娛樂界的明星，卻發現明星生涯是短暫的。神告訴我們如何成為永恆的

“星”，就是要有智慧並把眾人引向神的公義。與他人分享我們的主，使我們得以成為神眼

中閃爍的明星。 

 

“封閉、隱藏”意味著將其安全妥善地保存，使所有時代的信徒都能藉此回顧歷史上神的作

為，並由此獲得希望。但以理並不理解異象中的時間、事件的真正含義。因為我們生活在末

世中，可能看到那些事件發生，但全書的真確意義，只有待世界歷史發展至頂峰時才能被理

解。 

 

“一載、二載、半載”，加起來是三年半。這可被看作實際的或虛擬的時間。 

 

神為何要“打破聖民的權力”？歷史上，“聖民的權力”似乎一次次地被打破。神允許這事

反覆發生的用心，在於粉碎叛逆祂的子民的傲氣和自滿，使他們接受神為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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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聽眾朋友，經過熬煉，你有沒有變得清淨潔白了呢？當受到試煉、迫害時，我們很難

理解。但是，如果我們願意從中學習，便可因此煉淨我們自己。當你經歷了一段艱難曲折之

後，要從中尋求經驗教訓，使之在未來有助於你。羅馬書 5:3-5記載：“不但如此，就是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設在聖殿中的“可憎之物”可能是指宙斯的祭壇，即安提阿哥曾獻猪為祭的地方。根據馬太

福音 24:15 的記載，也有人認為這預言將應驗在敵基督及其惡行上。但此處和本章前半部分

可能特指安提阿哥四世，而其餘部分則是關於末日的。 

 

關於但以理書 12:11-12中的兩個日期，可以作怎樣的講解呢？這些日數的計算，可能是關於

猶太人受安提阿哥迫害的時間，也可能是關於末日的。廢除常獻的燔祭，意味著不能再敬拜

真神，以及對信徒的鎮壓。對於這兩節經文中的日數，仍然眾說紛紜，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解

釋是什麽，因為神並沒有對此事有明確的啓示。重要的是對神子民的迫害終會停止。神控制

著這一切，神必戰勝邪惡。 

 

對神的子民而言，死亡只是“安歇”，因為還有復活的明天。神在異象中重申了復活的應許。

總有一天，但以理會看到這允諾的實現。他不曾花費餘生去揣測這異象的含義，卻安歇於神

大能的懷抱，期待有一天被提，並且得著與神同在的永生。神不會在此生中把一切都向我們

顯現。因此，要滿足於我們已知道的事情，直到神想讓我們知道得更多。神會告訴一切我們

所需要知道的。 

 

但以理曾經歷過國破家亡的流離，也曾坐上位高權重的職位，他最值得你我效法的是什麽呢？

在神眾多卓越的僕人中，但以理是出色的一位。出身貴族，於少年時代被擄流放，但以理卻

在異國他鄉堅守了對神的信心。他不惜個人得失，以畢生精力和超凡的智慧，為國王提供建

議和忠告。神揀選了但以理作僕人，來記錄被擄猶太人的經歷，以及有關未來的重要異象。

作為畢生順服於神的老人，但以理得到神的允諾，他將從死裏復活，並得到他在神不朽國度

中的福分。對神忠誠的獎賞是豐厚的，不一定在此生得到，但必在那未來的永生取得。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但以理書所有章節的領略與縱覽。結束了這一站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的遊

覽歷程後，從今天的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繼續帶領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巴士，

開啓下一站新約聖經希伯來書的研讀歷程，希望這段新的穿越聖經之旅，會讓你更加期待，

並帶給你更多的驚喜與得著。 

 

希伯來書非常重要，我認為其在新約聖經中的重要性和羅馬書一樣的舉足輕重，因此我常常

思想該怎麽好好地向身邊的親朋好友介紹希伯來書。我手上有很多本解經書，我決定用其中

四本書向你介紹希伯來書，因為每一位作者說的都很重要。他們說的都是我想說的。 

 

首先我要引用《神對人說話》一書的作者在書中的一段話，他說：“希伯來書有其特殊的價

值，一般認為這卷書對基督的敍述之廣僅次於福音書。舉個例子讓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曾有

一位學者說：‘人性中最偉大的一件事，就是為了要解決問題，在必要的情況下，人願意為

朋友捨命；有個英雄人物出現，他遲早會把自己的生命獻上，成為犧牲者，像蘇格拉底那樣

的人喝下毒胡蘿蔔汁，像基督那樣的人在加略山上被釘十字架。’我不想多說這類的事，但

是，要把基督放在這種地位上，簡直就是褻瀆。我們可以說‘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但是

說‘像基督那樣的人’，這顯然是與新約所描寫的不一致，而且暗示和基督的人性有矛盾，



 

3 

 

和新約中所說的基督不一樣。” 

 

有一位學者寫了一本專門研究希伯來書的參考書，書名叫《進入至聖所》。一開始，這位學者

强調的重點和其他人不一樣，他說：“從亞當到摩西，經過了二千五百年，從摩西到瑪拉基，

經過了一千一百年，這段期間，先知替神向人說話。但是在三千六百年之後，某些關於對神

的啓示只是部分地彰顯。經過了四百年的沉默期，當時機成熟時，神差派祂的兒子降世，聖

子完整地把神彰顯出來。”這是另外一個精彩的宣告。 

 

我要介紹的第三本關於希伯來書很精彩的引言，書名是《希伯來書研究》，作者在書中這樣寫

道：“希伯來書是新約中最重要的一卷書，因為書中提到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義，此外，書

中的邏輯和文字美不勝收。讀希伯來書就好像呼吸到天堂的空氣一樣。研究這卷書就好像吃

了屬靈大餐一樣。反復思想其中的教導，可以幫助人更認識基督教真理、更認識基督，使一

個不成熟的人漸漸成熟。這是‘走向完美之道’。希伯來書的主題是新約聖經中惟一提到我

們的主具有大祭司的職分，祂有基督至高無上的榮耀，也有神子和人子至高無上的榮耀。這

真是太精彩了！” 

 

現在我要引用第四本書，書名叫《走進希伯來書》。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聖經學者。當

我們讀希伯來書這封書信的時候，我希望能像這位聖經學者那樣，貼切地强調他的重點，他

在《走進希伯來書》這本書的引言，旗幟鮮明地澄清了以下幾個思想：第一，如果有人說教

會是地上的“真葡萄樹”，這是離道叛教的人大膽、又不敬虔的謊言。第二，教會是“橄欖

樹”，這是教會在宗教改革後大多數基督徒被蒙蔽的一件事，但是聖經教導是很清楚的，基

督自己是葡萄樹，以色列是橄欖樹。因為“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有很長一段時期，西方教會不接受希伯來書，原因在於：教會想要篡奪以色列的地位。他們

接納神和以色列所有的應許，賦予屬靈上的意義，把這些應許應用在自己身上，拒絕接受神

對以色列國的目的。因此你會看到，早期教會變成反猶太人、逼迫猶太人的教會！因此，如

果有人說神和以色列國的關係已經結束了，那真是大錯特錯了，我相信這封書信可以幫助我

們明白一個重要的真理，希伯來人就是希伯來人，當一個希伯來人成為基督徒時，他還是希

伯來人。任何人成為神的兒女以後，不是改變了國籍，而是進入一個被教會信徒所接納的群

體裏。今天，神按著自己的名，從猶太人和外邦人中呼召一群人出來。當這事成就時，神會

帶屬神的教會離開這個世界，完成神對以色列國的目的，應驗神給他們所有的應許；同時藉

著他們，應驗神對外邦世界所有的應許。 

 

希伯來書的作者不確定。雖然有些具有權威性的聖經版本標上“使徒保羅寫給希伯來人的書

信”，但是關於此書的作者是誰還是不清楚。修訂版的聖經和其他後來版本的聖經更正了這

個錯誤，標題只寫希伯來書。如果你熟悉聖經文學，你就知道大家對於這封書信的作者，看

法不一致，沒有共識。當我還是神學生時，我寫了一篇論文，討論希伯來書的作者，我試著

認為使徒保羅就是作者的立場。當我寫論文時，我以為問題解決了，世人會同意是保羅寫了

希伯來書！但是直到今天，對於作者的身分，還是和往常一樣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不論是

加爾文還是馬丁路德，都不接受作者就是保羅，過去有很多人也是這樣看的。另一方面，又

有很多人接受保羅就是作者。不管怎麽樣，作者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希伯來書是神所默

示的一部分。正如某位學者在探討希伯來書的作者時說的那樣：“我們最好還是承認自己的

無知。我們不知道誰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卻肯定知道此書的收信對象。”雖然無從查考希伯

來書的作者是誰，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書中內容的理解和查考。 

 

我們無從確知作者是誰，但研究書中的思想特點，將有助於我們對此書的瞭解。這卷書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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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定是一位非常熟悉舊約聖經、思想周密的基督徒，對自己所寫的文字，都經過嚴謹的

思考，確實掌握論證的方向。當他暫停其論證、對他的受信人勸勉一番時，又是那麽地細膩

與老練。縱使是强烈的預警，也都是為了使他的受信人得益。雖然這封書信未交代作者姓名，

但此書卻對早期教會和基督徒的神學立場，起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和教導作用。關於基督徒對

舊約聖經的研究，在新約聖經所有作者中，此書的作者顯然給了我們最清晰的討論。 

 

整卷書信受信人是猶太人。根據希伯來書 10:32-34的記載，因為有逼迫臨到他們，其間有些

定意離開基督教轉回猶太教。這些猶太人在哪裏呢？有的聖經學者主張他們在耶路撒冷或巴

勒斯坦或塞浦路斯。還有學者主張這書信是寫給羅馬的猶太基督徒。他們根據使徒行傳 23:11

的記載，指出神差遣保羅作羅馬猶太信徒的使徒。神要保羅在羅馬作見證，正如在耶路撒冷

作見證一樣。在這時候，羅馬已經有了七個猶太人大會堂。這些學者主張在羅馬最初期的基

督教會，與猶太教堂沒有任何來往，在那裏亦未向猶太人作布道工作。根據使徒行傳 28:22-24

的記載，被神選召的保羅在監獄的時候，曾向那些羅馬的猶太人講道。當時那些拜望保羅的

猶太人領袖，悔改信主後，回去就把福音傳給他們的各會堂。學者提到在這七個會堂中間，

或許有三四個變成了教會。這是保羅在他第一次坐牢的時候，神給他的工作，在主後 61-63

年，保羅已經離開了羅馬，當主後 64年初，保羅從尼哥波立回羅馬再到西班牙去時，彼得在

主後 63年已經來到羅馬。主後 64年的春天，保羅在羅馬會見彼得。這是在保羅動身去西班

牙以前的事。主後 64年七月，羅馬城被焚燒了，大逼迫在尼祿皇帝管治下發生，彼得看見臨

到教會的事，就在這時候寫了彼得前書。彼得作這事是代替保羅。因保羅已經離開羅馬到西

班牙去了，但後來彼得被釘十字架，保羅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亦被下監，終被處死，這是

主後 66年或 67年的事。因為保羅和彼得死了，又因為基督徒被看為犯法者，有些猶太信徒

在他們的信仰上就生了軟弱，且想回到猶太教去。根據學者的主張，正當這時候，亞波羅可

能寫了這卷希伯來書信。按照本書信的內容，顯出作者似乎是到過羅馬的人，不過在新約中

沒有明確提過亞波羅去過羅馬。但在新約中似乎也沒有什麽經文反對這主張。不過這也只是

學者的推論而已，神沒有明確啓示，我們也無從考究。我比較接受希伯來書的讀者，可能是

在羅馬的一群猶太基督徒所組成的一個家庭教會這個觀點。 

 

此書的內證較為支持主後 70年之前的成書日期，因為書中提到宗教獻祭和儀式，卻沒有提到

聖殿被毀一事；書中 12:4 則進一步提示，此書可能是在主後 65 年，尼祿王在羅馬逼害基督

徒之前的不久（但不是很久）寫成的。 

 

希伯來書的大綱大致如下：1:1-4是第一部分，即引言部分，主題是：神藉子說話。1:5-14是

第二部分，主題是：神子基督超越天使。2:1-4是第三部分，主題是：第一次警告及勸勉。2:5-18

是第四部分，主題是：基督乃救主及大祭司。3:1-11是第五部分，主題是：忠信的基督。3:12-4:13

是第六部分，主題是：第二次警告及勸勉。4:14-5:10是第七部分，主題是：仁慈的大祭司。

5:11-6:20 是第八部分，主題是：第三次警告及勸勉。7:1-28 是第九部分，主題是：像麥基洗

德的祭司。8:1-13 是第十部分，主題是：天上聖所與新約。9:1-28 是第十一部分，主題是：

地上執事的不足以及基督有效的獻祭。10:1-18 是第十二部分，主題是：影子與真像之比。

10:19-39是第十三部分，主題是：第四次警告及勸勉。11:1-40是第十四部分，主題是：堅忍

之信心的模範。12:1-13是第十五部分，主題是：信徒亦當堅守信仰。12:14-29是第十六部分，

主題是：第五次警告及勸勉。13:1-17是第十七部分，主題是最後的教導。13:18-25是全書的

尾聲，主題是：代禱與結語。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從下次節目開始，我們將分章節對希伯

來書進行查考與分享。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

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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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