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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希伯來書（7）耶穌與信徒的關係（來 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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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希伯來書 2:11-17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詩篇很多詩句都會指向基督和祂在世上的作為。希伯來書的作者引述詩篇 22篇指出，由於神

使所有信靠祂的人得著兒女的名分，因此耶穌稱他們為弟兄。 

 

面對死亡，有人慷慨就義；有人怕得要命；有人怨天尤人；有人微笑面對。親愛的聽眾朋友，

你面對死亡會害怕嗎？ 

 

根據羅馬書 6:5-11和哥林多前書 15章的記載，為了敗壞撒但的權能、戰勝死亡，耶穌必須降

世為人，成為血肉之軀才能受苦、復活，拯救那些死在過犯罪惡中的人，並且釋放他們。我

們成為屬神的人之後，就不用懼怕死亡，因為知道死亡只是通往永生之門。基督的復活戰勝

了死亡，使我們不用再懼怕死亡。人人都會死亡，但死亡並不是終結，而是進入新生命的開

始。所有活在死亡恐懼中的人，應該有機會認識基督得勝所帶來的盼望，你怎樣跟親友分享

這方面的真理呢？ 

 

主耶穌是這樣地愛我們，甚至用自己填平了人與神之間的鴻溝。今天，活在恩典時代的你，

不會忘了耶穌的愛吧？ 

 

舊約時代，大祭司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他的工作是按著律法定期獻祭，為百姓的罪向神代

求。耶穌基督現在成為我們的大祭司，以人的形體來到世上，因此，祂體察我們的軟弱，施

憐憫予我們，受死犧牲，一次為我們所有的過犯付上贖價，並繼續為我們在神面前代求。當

我們向基督完全委身時，便會從罪的轄制中釋放出來。因此，我們要完全信靠祂為我們所做

的一切。 

 

無辜的人受苦是個悲劇，可這種事不斷地發生。感謝神，有一天祂要施行公義。基督降世，

祂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勞苦。我們常在過年的時候看到很多人歸心似箭地返回老家過年，他們

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年，到了過年的時候，才能帶著辛苦工作賺來的工資回家。人們在車站搭

車，擁擠的狀況可以用慘不忍賭來形容。車站也不停地發出廣播說：“請看好自己的行李和

財物，不要隨便離開座位，免得回來時被人佔用了。”甚至還有人口失踪、有婦女突然在車

上生産的事。近年來擁擠的情況緩和多了，因為沒有車票的人不能進站。在羅馬帝國時期，

凱撒制定新的稅制，要每一個在羅馬統治區居住的人，回到自己的家鄉報名上册。雖然馬利

亞臨盆的時間已經近了，但是她還是要到伯利恆去。當她到了伯利恆，客棧裏沒有空的房間，

於是主耶穌基督就降生在馬槽裏。主能體會嬰孩臨時出生的境況。主耶穌以人的樣式降世。

祂能明白你和我的感受。無論你是誰、你在哪裏、你的情況如何，主都認識你、瞭解你，不

單因為祂是神，也因為祂曾經成為人的樣式，祂明白你和我的遭遇。 

 

當主耶穌在中東的時候，那裏的人過著悲慘的、貧窮的生活。 

 

“他與他的弟兄相同”，意思是主耶穌出自貧窮的家庭，主耶穌家族是很貧窮的，他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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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蹂躪下生活，他們降服在羅馬政府之下。主耶穌不是出生在皇宮，而是出生在馬槽裏。

祂和祂的弟兄一樣，是窮苦人群中間的一份子。如果你看到這個小男孩穿著舊衣服、在伯利

恆玩耍，你絕對認不出祂是誰。藝術家把祂畫得非常突出、非常明亮，其實祂可能和祂的玩

伴一樣、是臉上髒兮兮的小男孩。祂與祂的弟兄相同。强調基督的神性，會有低估祂人性的

危險。感謝神，我不是生在伯利恆，也不是成長在拿撒勒。即使在今天，這些城裏的小孩，

還是很窮，那麽，可以想像在主耶穌時代的光景了！耶穌基督成了一個真正的人，祂是在這

種背景下長大的。祂是乾地裏發出來的根。你所思所想的、你所遭遇的挫折，沒有一樣是祂

不知道、沒有經歷過的。因此祂才能够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更準確地說，“為百

姓贖罪”比“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更容易讓人明白。基督為你和我設立了施恩座，使我

們可以來到神面前。我們需要神的憐憫。神滿有豐富的憐憫，因為主耶穌設立了施恩座，你

可以來到那裏，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不知道你的情況怎樣，但我需要很多憐憫，當我用完

很多憐憫的時候，還有豐富的憐憫為你存留。基督為百姓的罪設立了施恩座，這是你惟一可

以得到神憐憫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希伯來書 2:18-3:1的內容。 

 

希伯來書 2:18記載：“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這句中的“試探”可以譯作“試驗”。主耶穌被試探，不只

是長達四十天、很特別的試探，祂一生都在受試探。我想仔細地讀這節經文，因為有人或許

會不同意我所要說的。這個問題與主耶穌受試探有關。 

 

“祂可能被試探勝過嗎？祂會墮落嗎？”答案是否定的。當我們說到一個人因為受試探而做

了錯事，其實是指我們有機會做錯事，我們想要做錯事。現在，做錯事的機會是個試探，但

是決定要做錯事屬於罪的範疇，當人決定要犯錯的時候，這本身就是在犯罪。主耶穌不會故

意犯罪，祂不是罪人，但是祂有機會犯罪。撒但知道主耶穌在禁食四十天之後，身體非常軟

弱，非常饑餓，於是開始試探主耶穌，對祂說：“你為什麽不把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呢？”如

果你去過那裏，你就知道那裏到處都是石頭！這就是試探。主耶穌是可以把石頭變成食物的，

但是祂沒有這樣做。祂的試探比你我的大多了。我告訴你，如果我可以把石頭變成食物，我

就會去做賣麵包的生意！主耶穌可以這樣做，但是祂沒有。主耶穌有機會這麽做，這就是試

探。祂沒有向試探屈服，祂不願被試探屈服；祂不會因為自己是神、有神的大能，就向魔鬼

屈服了。 

 

我要再問：“主耶穌會犯罪嗎？”答案也是否定的，祂不可能犯罪。那麽試探的目的在哪裏？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小時候，住在一條大河附近。在秋冬兩季，河水

很少，少到連屋頂上、木板上的釘子都不會生銹，但是一到春天和夏天，河上可以停一艘大

船。現在這個小鎮已經消失了，但是當我住在那裏的時候，有一條鐵路穿過這個小鎮，也越

過這條大河。有一年夏天鬧水災，洪水衝垮了鐵路的橋，這座橋是用木頭造的。於是鐵路公

司派人來改建成一座鋼鐵的橋，取代原有的木橋。當這座鋼鐵的橋完工時，他們開了兩輛消

防車到鎮上，停在新橋上面，鳴放警笛。我們那個小鎮，從來沒有人聽過兩個警笛一起響的，

於是我們都跑到橋那裏去。我們站在橋邊圍觀，鎮上有一個人問工程師說：“你們在做什麽？”

工程師回答說：“我們在試驗這座橋。”那個人接著又問：“這座橋會不會垮？”工程師笑

著說：“當然不會！”於是那個人又好奇地問道：“那麽，你們為什麽還要試驗這座橋呢？”

工程師回答說：“我們把這兩台消防車停在橋上，是要證明這座橋不會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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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受試探是要證明祂就是那位神。這很重要。其實，如果拿撒勒的耶穌犯罪，並不能證

明肉身的神會犯罪，只能證明拿撒勒的耶穌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這個試驗證明祂就是道成肉

身的神。因為祂就是神，所以祂不會犯罪。希伯來書的作者在 4:15說：“因我們的大祭司並

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這句中的“搭救”，意思是“救助、

幫助、協助”。因為主耶穌曾經受過試探，就能幫助其他受試探的人。當我們進一步讀這卷

書的時候，我們就看到祂是神的大祭司，就能明白主耶穌能幫助那些受試探的人。我希望，

研讀希伯來書可以讓我們認識到：我們有一位大祭司。祂是活的，祂坐在神的右邊，更重要

的是，我們隨時都可以向祂求助。有時我晚上失眠、翻來覆去總睡不著，那是因為心中有些

重擔，這時候，我就可以仰望神。我的大祭司在天上，祂認識我、瞭解我，我可以把重擔交

托給祂。當黑暗來臨、你和我走過死蔭幽谷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大祭司在那裏可以幫助我們。

不管發生什麽事，不管我們會面臨怎樣的試探，祂都能幫助我們。我擔心的是，我們沒有尋

求祂的幫助，我們忘了祂，想要靠自己單打獨鬥。親愛的聽眾朋友，我們隨時都可以尋求祂

的幫助，祂要你、我來尋求祂。 

 

希伯來書 3 章講述的是基督超越摩西。我們已經看過基督超越先知，並剛剛看完基督超越天

使。現在我們要看基督超越摩西。 

 

希伯來書 3:1 記載：“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

耶穌。” 

 

這一章原文從 1節一開始就用“因此”這兩個字（但和合本沒有翻譯出來）。有些新約作者習

慣用“因此”和“所以”這類的字，當作語氣的轉換或是連接詞，用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現

在擺在我們眼前的這節經文，“因此”的意思更豐富。這兩個字就像可以轉動的門一樣，既

可以往後打開，也可向前關起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個標誌，就像你在走進高速公路，或

走進一條主要幹道時，所看到的交通標誌一樣。這個標誌警告你：“要注意兩邊的車子。”

“因此”這兩個字，要我們回頭看作者已經說過的話，也讓我們往前看他將要說的話。 

 

原文是：“因此，聖潔的弟兄啊。”這裏的“弟兄”是指希伯來人。作者稱這群猶太人是他

的弟兄。在這節經文中，他們被稱為“聖潔的”弟兄，這並不是指他們所做的事。這裏的“聖

潔”代表了“分別為聖”，也就是說，他們是分別為聖歸給神的。他們是屬於神的。 

 

“同蒙天召”，這意味著以色列國有一個屬世的呼召。舊約聖經中所有給以色列的應許，都

和這個世界有關。神應許要從天上降下雨來，應許要賜給他們富饒的土地、豐富的收成。這

都是物質上的賜福，雖然神也應許要給他們屬靈的賜福。今天有一種想法認為，任何物質上

的東西，不可以用在屬靈的事上，這種觀念是錯的，因此，造成有些人不喜歡在教會裏提到

金錢。金錢有錯嗎？金錢可以用在屬靈的事上；當我們聽見有人為某件事禱告，卻從不拿出

金錢來支持那項福音事工，這就不對了。比方說，如果你為宣教事工禱告，你若想要你的禱

告蒙垂聽，你最好先用奉獻來支持宣教事工。否則，你的禱告就像去而不返的風一樣，毫無

果效。奉獻是很屬靈的，這是祭司的事奉之一，他們要獻上屬靈的祭。奉獻是獻祭的一種，

我們的讚美是另外一種獻祭。 

 

“同蒙天召的弟兄”，先有一個屬世的呼召，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被更新了，他們屬於“現在”

這個時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已經回轉歸向基督的以色列人。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得很清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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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經進到新的時代。過去，根據摩西的律法，他們獻上動物為祭，他們是該這樣做的。但

是現在他們不必再這樣做了，因為獻祭的制度已經成就在基督身上了，他們有了屬天的呼召。

屬世的呼召並沒有消失，但是改成屬天的呼召了，所以，他們是同蒙天召的弟兄。 

 

有一些在以色列的宣教士，試著要把這件事說清楚，好讓人們能够明白。當人們向猶太人作

見證時，往往會認為他們應該不要再繼續作猶太人。真不知道這種觀念是從哪裏來的。猶太

人也可以是基督徒。任何一個人從成為神的兒女時，仍然能保有原來的國籍。沒有人要我們

放棄國籍。一個猶太人信主之後，他還是猶太人。他要跟著神的啓示往前走，他現在是同蒙

天召的人了。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關心希伯來書寫作的對象是誰，也不關心希伯來書何

時寫成的話，這卷書信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有人建議我使用某位著名學者的注釋規則。這位

著名學者生活在主後 1324-1380 年間，雖然他是古時候的人物，但是他的注釋規則仍然很有

價值，沒有褪色。請聽他的注釋規則，他說：“你不只是需要留意聖經說了什麽、寫了什麽，

也需要留意是誰寫的，寫給誰的，用什麽文字寫的，在何時、何地寫的，寫作的目的是什麽，

在怎樣的環境下寫成的，還要考慮到寫作前和寫作後所發生的事；這樣就會使你對認識聖經

大有幫助了。”這位古代的學者說得太好了。如果把他的規則應用在希伯來書上，那麽要認

識希伯來書就不會有困難了。“同蒙天召”這句話若不應用在希伯來的基督徒身上，就完全

失去了意義。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這句中的“思想”在希臘原文意思是

“全神貫注、花時間、用心反復徹底理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字，我們要認識到必須要用

心、慎重地、深入地思想主耶穌這一位神。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的耶穌。”作者想表達什麽意思呢？從文字上的基本意義來

看，主耶穌是一位使者。我不認為在讀到“使者”這個詞時，要加進其他的意思。那麽，使

者是什麽意思呢？使者就是奉差遣的人。主耶穌奉神的差遣，降世為人。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的耶穌。”因為祂是奉神的差遣降世為人的，祂是使者，是

神的使者，是神的啓示。信徒要思想主耶穌，祂是從神來的使者，但是我們還要注意：“你

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大祭司的耶穌。”主耶穌的祭司職分，是這卷書信的主題。現在作者

只提到主耶穌大祭司的職分，但是當他回頭再提這一點時，才是他要討論的重點。我們要到

希伯來書 5 章才會讀到。大祭司和使者的職分是相反的。使者就像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替

神向人說話。可是大祭司好像是來自高速公路反方向的，他替人向神獻祭，他在神面前代表

人。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祂是誰？祂是主耶穌，這裏强調祂的人性。我要再提醒你，今

天人子在榮耀裏，祂在天上代表我們。感謝神，祂在天上，因為祂是我們的保惠師，為我們

辯護；祂站在我們這一邊。有時候，我擔心自己表達得不够清楚。但是感謝神，耶穌基督完

全瞭解我在說什麽，祂完全瞭解我的感受。主耶穌基督也瞭解你的感受。我們要慎重思考，

小心留意，我們有一位從神而來的使者，祂是我們的大祭司，祂已經與神同在，今天，祂在

天上為你我代求。這節經文真是太好了。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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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