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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神學叢書

「活水皂輯系歹J 」序

完成了！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元始和終末。我要

把生命的水白白地賜給口渴的人喝。（默廿一 61

維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局：並且我賜給他的

水，將在他內成爲湧到永生的水泉。（若四 14 I 

l 「輔大神學叢書」出版的宗旨，是爲提升華文基督徒世界的神

學水準。自從 1973 年第 1 號《耶穌基督 史實與宣道》迄今四

十多年來，我們己經出版了 百多本學術性較強旳神學專書，

已相當程度地達成了我們的目標。當陝，我們仍不放棄繼續在

神學學術作品的出版上精益本情。

2 近年來，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也積極推廣普及化的大衆神學，希

望提升整個華文教會的神學水準。所以，我們在「輔大神學叢

書」中特關＼舌水專輯系列」 ，目標是為出版逍巳戔近、可讀

性高的中文神學或靈修作品，並為以巾文爲主來讀抨、豎修及

學習者，基備－些有用旳參考書 或編，或譯，或寫。

3 為了上述目標，我們特別組織［仁舌水編譯小組」 • 主要成員

包括在台灣及美國各地的天干教友。百要的工作重L丶，希望編

譯完成整套具有當代聖經學術基礎、大衆 (l的聖經詮釋 陸續

也將考慮與靈修及基礎神學的相關作品。



4 本專輯系列取名亡舌水」，謙恭地取自聖經中耶穌的應許。同

時也因看到時代的訊號與需要，願「在神及眞理中朝拜父」'

實現我們的天命聖召。

5 此外， ＼舌水」也源於老子「上善若水 c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道慮稈· 八章》 的靈感。尙善之

人，如水一般。水，善於茲養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屆處在衆人

所嫌惡之地，所以最接近「道」。

6 宇宙穹蒼中，沒有比水更為柔弱的了；但能攻堅的強物，也沒

有一樣能勝過它。弱能贏強，柔能克剛，天底下及有人不知道，

但，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水，趨下屑卑、集柔弱與堅強於一身、

不落形象卻又包羅萬象。這正是「活水」系列的理念和精神。

7 亡舌水」系列的象徵圖案，取自《若望默示錄》 「完成了！

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元始和終末。我要把生命的水

白白地賜給口渴的人喝」 默廿 6 。

8 太極陰陽生生不息、化育萬物、生機皿窮， 亡舌水」居其間，

不僅賦予生命與活力、調和陰陽，也將我們與萬物，連結於「阿

耳去」和「敖默加」 丶元始和終末的終櫥者天主本身。天地人

合 與共舞之美，也表達出當代具有東方色衫的靈修精神與奧

秘之情。

「泠水專輯系列」偏斡 盧德

敬註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韆；酇繼宗

樂近英

與繼宗的交往，有眞正旳感受是在他答應初譯《希伯來

書詮釋》之後。事工七的默契，使我和他之間朋友旳距離縮

短了。我們很少在一起吃喝，但是毎次見面總有I星惺枏厝之

感。

我和他都在 1940 年出生，同在 1964 年大學畢業，都王

修外國語文學系。有一次我們談到彼此的共同點，突炳悟到

我們高中畢業時曾考過同一大專入學考試的試題。這個相同

點，把我們「君子之交次若水」的友誼加農了。

繼宗的中文、英文俱佳。退休前在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的圖書館工作，也在該校的中文系教授翻譯課。2009

年「活水編譯小組」在美國招募初譯者時，繼宗知道 Neit

Collegeville Bible Commental)' 的中譯「聖經詮釋書」是為基

督信徒準備的聖經讀物勻將保存在天主教會數十年，而欣鈥

答應。

在《希伯來書詮釋》的導言中，繼宗寫道： 「雖然本害

作者有時呈現出書寫正式作品的筆風，將『解經 j 和『勸勉』

二者分開，但他也能逅走其間，使兩者看超來渾然一體丶天



Viii 希俑來書栓筠

衣無缝：『解經』引導著『勸勉』；「勸勉』更引導『解經』」'

看出纜宗的翻譯文采是一枝獨秀。

纜宗在 2010 年完成了《希伯來書詮釋》的初譯稿。 2013

年 6 月中旬驟趴離去，永返天鄉。

如今，他在天上聖殿的祭台前謳唱讚美的聖曲，留給我

們的是皿窮的懷念。

寫於 2015 年 12 月 2 日，加州



《希伯來書》導請

審訂者的話

胡國楨

有人說：假如你想把全部新舊約全書讀一遍，應該從新

旳的《希伯來書》開始。爲什麼？因為它可以作為救恩史旳

導言。編輯《平日彌撒經書》 ＼《感恩祭典》 I 每日讀經的人，

顯然就是採取這個觀點。他們把《希伯來書》安排在常年期

單數年的第一週至第四週；接著第五週的星期一，就從《創

世紀》 「太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創 1 繼續讀下去。

也有人說 應該是讀完全部新舊約各書之後才讀《希伯

來書》。為什麼？因為它是救恩史的總結論｀當你讀完全部

新舊約各書之後，它幫你達到救恩史的高峰。活水聖經詮釋

系列採取這樣的觀點，把《希伯來書》放在全套新約詮釋諸

書的最後一本來發行。

《希伯來書》可以說是整部《新舊約聖經全書》、也就

是整個救恩史的總結論。它的主題直接表明· 舊約時代的司

祭職及祭獻制度，現今已由新的大司祭耶穌基督一次而永遠

的十字架祭獻給取代了。因而，天主從古代藉先知、到如今

這末世時期藉著自己兒子，向人類所做的公開啓示已經完成



x 希亻0 來書 1全才睪

了，基督徒現在應該學習古代衆信仰僊範，堅守信仰。作者

引證舊約經書中對基督徒而言幾段最重要的經文，來說明這

個道理。他的說明共分二大步輥

第一步希 1~ 四 13'' 作者說明耶酥基督的身分。在希

一 2b-3 中，說祂是「萬有的承攢者」 參詠二 8'' 並坐在

天父右邊參詠~~01,' 這肯定了祂是舊約經文中所描這

的「默西亞」；又說天主「藉著祂造成了宇宙」 參箴八 30

智七 21'' 並且是天主光榮的反映，也是天主本體的眞像為钅

智L 26 1' 繼續天主的創世工程 I 「支撐萬有」 ，這肯定了祂

是「天主的智慧」或「天主的聖言」。接著在希一 4-5 中，

引用了詠一 7 、撒下七 14 .. 等，說明耶穌是「天主子」和

「默西亞」的身分。這些都足以說明：萬物都屬於基督權下（希

一 1~ 一 6' 祂所帶來的是值得期待的永匠安息 1 希二 7~四 13'0

第二步希四 14~+ 18 I' 作者說明基督是大司祭，以及

祂的祭獻的功能。舊約肋未族的司祭是由人間選出的，他們

為衆人贖罪，也為自己贖罪：基督卻是「照默基瑟德的品位，

永做司祭」 希五 6· 參詠一--04 '這表明「是天主」召叫

並立定基督為大司祭，且「在這到完全之後，舟一切服從祂

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希五 9 C 基督祭獻的特質是

永恒的、是屬天主的、是「更好的新盟約」之關鍵希辶 1~九

10 。基督永遠的救恩，是因為祂以自己的血作爲犧牲祭品而

完成的，這就是新盟約的功效希九 11~+1s, 0 



《希倍來書》導贛：審者打的篠 xi 

第三步希十 19~十三 25 I' 作者列出舊钓中旳信仰德範希

十一 1-40 l' 來鼓勵基督徒讀者效去他們， 「不要輕視上主的

管教」（希十一 5',' 並使信仰團體內「兄弟相愛之情應當常存」

，希十三 1-17 I O 

在新約諸書中，《希伯來書》最大的特色就是全篇幾手

全在引證舊約經文來證實自己的見解；引證的次數，明的、

暗的，總共約有百多次。而且，其中《耶肋米亞先知書》卅

一 31-34• 是新約聖經中引用最長的舊約經文 I 見希八 8-12''

藉此強調天主要與祂的子民訂立「新盟約」，而這新盟在耶

酥基督身上完成了。至於作者如何詮釋這些引文，把它們應

用到耶酥基督身上呢？他似乎比較多使用「預像解經法」

typology) 1' 而不是當時最亢行的「寓意解經法」 allegory 1 : 0 

不過，讀者要是直接拿千上現有的聖經譯本來參照，不

論是中文譯本卫］高本》及《和合本》，遠是英文譯本 -r,.;ew Amerzcan 

和ble及New Jerusalem Bible.'' 會發現《希伯來書》作者的引文，

好像與這幾本舊約文本的原句有些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

入。這是因為現在的聖經譯本，是由希伯來原文向接翻譯過

1 「預像解經去」 typology 是在新約及教父時代對舊約猶人經典作
詮釋時，常用的－種解經去，專門討論各種有關人物、事件或

制度的傳統在救恩史的架構下所表現的相應性。

2 「寓意解經法」 allegory 也是在新約及教父時代對舊约猶太經典
作詮釋時，常用的－種解經云，是「以另一內容丶圖像，來描

述或解釋或象徵某一事物」。



XII 希俑來芍銓桑睪

來：血《希伯來書》寫作時代，基督徒甚全猶太人常用的是

《七十賢士譯本》 Septuagint 。爲了讀者考察的方便，在本

中文詮釋書裏每次出現這狀況時，都在審訂者註中說明之。

例如：希一 6b 「天主的眾天使都要崇拜祂」 i 《思高本》譯文

是引自詠九七 7: 而希伯來的原文，《思高本》譯為「願所有

的神祇，都俯伏在祂面前叩首」，《和合本》譯為「萬神邢，

你們都當拜祂」｀。讀者請參考。

本中譯《希伯來書詮釋》的初譯者是鄭繼宗同道。在筆

者編審過的所有譯作之中，繼宗兄的翻譯功夫是一流的，而

且他的聖經常識也足夠豐富。當初我剛拿到他的初譯稿時，

相當訝異。他眞的是讀懂了作者的本意，所以可以用自己美

妙的中文，並配合他所擁有的聖經常識，把正確旳訊息傳遞

了出來，幾乎無一初譯者能一開始就做到這一點。很遺隱地，

當本書付梓時，繼宗兄已經躺在天父懷中了。

這是活水聖經詮釋系列第二本以遺著方式付梓的作品，

第一本是《新約公函詮釋》的初譯者之－陳文鋮姐妹，她初

譯了《雅各伯書》的部分。我們衷心期盼繼宗兄及文緘姐在

天之靈，為我們在天父及主基督面前代禱，讓启水小組的後

繼工作也能順利進行。

「不怕慢，只怕站」 ，希望這套詮釋書的舊約部分，也

能順利陸續出版。

3 見本詮釋書 17 頁的審訂者註 6



塵經新舊約各卷名稱及其簡稱對照表

舊約

天主教名稱 簡稱 基督教名稱 簡稱

創世紀＼、共 50 章 I 創 創世記 創

出谷紀\ 401 出 出埃及記 出

肋未紀 \.27 I 肋 利未記 利

戶籍紀 (361 戶 民數記 民

申命紀 1. 34) 申 申命記 申

若蘇厄書 (24 I 蘇 約書亞記 書

民長紀 I, 21 I 民 士師記 士

盧德傳 (4 l 盧 路得記 得

撒墓爾紀上 (31 , 撒上 撒母耳記上 撒上

撒慕爾紀下 124) 撒下 撒母耳記下 撒下

列王紀上 I, 22 I 列上 列王記上 王上

列王紀下 25 列下 列三記下 王下

編年紀上 1291 編上 歷代古上 代七

編年紀下 (36) 編下 歷代古下 代下

厄斯德拉上 (10 l 厄上 上人其斤才立且已 拉

厄斯德拉下\ 13 l 厄下 尼希米記 尼

（「厄斯德拉」亦稱「乃赫米雅」）

多俾亞傳 (14 I 多 X X X 

友弟德傳 (16) 友 X X X 

艾斯德爾｛專, 10 J 乂,, 上人員f斯占日E 斯

瑪加伯上 (16 l 加上 X X X 

瑪加伯下 (15 1 加下 X X X 



XIV 希俑來書 1全忿睪

天主教名稱

約伯傳 i 42) 

聖詠集 I 150) 

箴言 I 31 1 

訓道篇 (12)

雅歌 (8 I 

智慧篇 (19 l 

德訓篇 (51 1 

依撒意亞 166)

耶肋米亞 (52 I 

耶肋米亞哀歌 (5)

巴路克 i 6) 

厄則克耳 (48 J 

達尼爾 I 14) 

歐瑟亞 I 14) 

岳厄爾 (4)

亞毛斯 (9)

亞北底亞 (1)

約納 (4)

米該亞 (7)

納鴻 I, 3 I 

哈巴谷 3

索福尼亞 13'

哈蓋 (2)

囤加利亞 (14)

瑪拉基亞 (3)

稱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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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穏括召約各急名磊及其玷拉對照表 xv 

新約
天主教名稱 簡稱 基督教名稱 簡稱

瑪竇福音 128 瑪 馬人褔音 太

馬爾谷福音 1. 16 I 谷 馬可福音 可

路加福音\ 24 I 路 路加福音 路

若望福音\ 21 I 若 約翰褔音 約

宗徒大事錄\ 28 I 
尹 亻吏徒行傳 徒示

羅馬書 (]6 l 羅 羅囯書 糸=隹

格林多前書 (16 I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林前

格林多後書 (13 I 格後 哥林多後書 林後

迪拉達書 (6 I 迦 加拉太書 加

厄弗所書 1,6 I 弗 以弗所書 弗

斐理值書 (4 I 才文戶 腓立比書 腓

哥羅森書 ,.41 哥 歌羅西書 西

得撒洛尼前書 5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得撒洛尼後書\ 3 I 得後 帖撒羅尼迦虔書 帖没

弟茂德前書 I 6 I 弟前 提摩太前溈 提前

弟茂德後書 (4) 弟後 提摩太爰書 提後

弟鐸書 I, 3 I 鐸 提多書 多

費肋孟書\ 1 I 費 腓利鬥書 門

希伯來書 1 13 1 希 希伯來書 來

雅各伯書 (5) 雅 雅各書 雅

伯多祿前書 I. 5 1 伯前 哎得前書 彼前

伯多祿後書 I, 3 I 伯後 波清後書 彼後

若望一書 (5 I -++--右専豆 約翰一書 約壹

-++--右亡主月一一彗目圭 \ 1 \ 若貳 钓翰二書 約貳

若望三書 (1 l 若參 約翰三書 約參

猶達書 (1) 猶 猶大書 猶

若望默示錄\ 22 l 默 啓示錄 啓



希伯來書導禮

在新約各卷經書當中，《希伯來書》在修辭文采和神學論

據上的造詣，算是一枝獨秀。無論在口頭宣講上，或是在文字

寫作上，它可說是基督信仰講道詞中的最佳作品。其作者被尊

奉為宣講者的主保聖人，實在受之無愧！他將基督信仰「耶穌

基督店我們的罪而死」這個基本信念，以生動而感人的說服力

鋪陳於全書中。介紹此書的一種方法就是：將《希伯來書》描

述成一篇寫成文字的講道詞；它的來歷不明；書寫的目的是鼓

勵基督徒堅持信仰。

一篇寫成文字的講道詞

作者說他寫這篇作品，是為提出「勸惡的語」 希十二 22 I' 

也就是以通俗口語寫成的一篇講道詞。唯一能把《希伯來書》

的文學特徵歸類於書信或函件的，是在希十三 23-24 敘述的行

程計畫、祝福、囑託和問安。即使這些證據都有可能是後人添

加在講道詞上的，好使它能流傳於各個教會團體之間；更有可

能的是，有人希望把本書擠入保祿書信之列，而添加上去的。

《希伯來書》並不是一篇普通的講道詞；事實上，它是一

篇極富文學及修辭技巧的講道詞，說理簡明、深入淺出。它的

基本神學概念是：基督既是完美無缺的贖罪犧牲（祭品 ，同時



2 希位來書 1全縴

又是將自己做為犧牲來獻祭的司祭。這篇講道詞是以優美的希

臘文寫成，證明作者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學識淵博。從其中可看

出· 作者能把對旁徵博引舊約章句的「解經」 expositions 與激

發信德和善行的「勸勉」 exhortations 1' 二者交錯融匯在一起，

這點就可看出作者是個不可多得的優秀宣講人才。雖然他有時

呈現寫作正式作品的筆風，將「解經」和「勸勉」二者分開，

但他也能遊走其間，使二者看起來渾然一體、天衣肌縫： 「解

經」引導著「勸勉」 ; 「勸勉」更引導「解經」。他總是先說

明主題，重複關鍵字句，開頭和結束時使用相冏語氣〔 種稱作

「前後呼應」 (inclusion 的技巧〕。他也充分運用修辭學士不同的語

法〔頭韻 alliteration 1 、辯論 argument 、從小到大的訢進式陳遣 from lesser to the 

greater 罕堂 o 

當時希臘羅早文化中的修辭學手冊，清楚劃分有三類賓講

方式：辯論或法庭式的 1 forensic or judicial 使用於占庭中，對某人旳

控訴及辯護 ；議論式的 1, deliberative 使用於公開集會時，說服群衆採

取行動 I : 勸勉式的 epideictic 使用在公開紀含庄舌動屮，以讚美或責

備的口吻對團體價值加以肯定或譴責 。

《希伯來書》正好符合修辭學中勸勉式旳寅講方式。整篇

講道詞是在闡町郎穌基督是天主子和最高旳司祭，更褒揚救世

l 審訂者註 「頭韻去」 alliteration 是寫詩的一種技巧，在一群字
或 4行詩中，第－個字母或發音的重複使用，例如在「The sun sank 

slowly」這詩句中，每個字都以相同子音的「S」開頭 c



等言 3 

主和大司祭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還把天使、梅瑟、舊約的司

祭與默基瑟德做比較，以頌揚耶穌的偉大。作者在這篇講道詞

中，既讚揚、又貶抑信徒，為的是加強並激勵他們積極的信德，

並期望能重新喚醒信徒遲鈍的靈修生活，並旦想將他們由失去

基督信仰的危機中拯救出來。

《希伯來書》的基本大綱非常簡明易懂。第壹部分希 I 

～四 13 建立耶穌是天主子的優越性，耶穌的地位遠超過衆天

使、梅瑟。作者引用不同的舊約經文，以探討耶穌的重要性和

保存基督信仰的必要性。第貳部分希西 14~+ 18) 討論有關基

督成為大司祭的地位和祂全然的獻身。第參部分＼希十 19~十三

25 I 反映基督徒生活和他們面對追害時應堅忍到底的重要性。

當然，遠有其他詳盡的綱要可供參考。上遠簡單的三段論述，

並非全然合適，因為作者擅於處理體裁的轉接，使講道詞預備

到後來發展的不同主題上，也使「解經」及「勸勉」合而為一。

來歷不明

《希伯來書》的作者是誰？這一直是個爭議不斷的問題。

初期教會的教父奧利振\ Origen, 185-254) 曾說：「到底是誰寫了

《希伯來害》，只有天主知道」 2 。雖然希十三 23 提到「我們

的弟兄弟茂德」，暗戶這篇講道詞可能是保祿的作品；可是《希

2 審訂者註 奧利振的這句話，是引自教會史學家歐瑟比 Eusebms,
265-339 的《教會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i 一書，在該書的第陸篇廿

五章 14 節。



4 希亻6 來書栓釋

伯來書》餌論其中的語1去、文體風格和形式，以及神學理論，

在在都與保祿親自撰寫的書信迥然不同。而那些認為這篇講道

詞出自巴爾納伯｛參閱宗四 36 或阿頗羅＼參閱宗十八 24 手筆

的看去，充其量只是臆、測罷了。

這篇講道詞是匿名的，作者沒有在書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也從未批露任何個人資料。但我們還是可從某些可靠的陳這中

瘺則出作者的身分。作者運用舊約希臘文譯本聖經的手去靈

盾，並表現出他對猶太經書的詮釋技巧有很清晰的認識：他肯

定是個猶太人。雖然如此，作者確信天主戲劇化地、藉著耶穌

的降生、死亡、復盾、被舉揚升天，成就了一件新而有意義的

工程，使得天主和以色列子民藉著梅瑟在西乃山上所立的舊盟

約，以及所建立的i去律、典章和制度 I. institutions 1' 都被新約所

取代了。以前舊盟約中的一切，只不過是在基督內圓滿實現了

的「原型」 types 或「影像」 shadows\ 。作者以教師和靈修

導師的身分，向信徒提出勸勉。由於《希伯來書》是以多元文

體寫成的一篇講道詞，所以筆者本註釋書「白著者 Daniel Harrington 

神父＼推繭本詮釋書給那些想出書旳作者、徂者，或在教會講道

的人參考，同時也推薦給讀者、會衆、信徒團體及聽衆們。

《希伯來書》原初的收信人，看來都是猶太基督徒，他們

當初接受基督信仰時，也都很熱心。但是後來，他們的信仰搖

擺不定，在險境中就表現出挫折，失去了勇氣而墮落了，特別

是在他們面對苦難時＼參閱希十一 3寸 1 \。根據希十二 24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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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弟兄們問候你們」所言以及在羅冉的克萊孟 Clement of Rome, 

88/92-97/101 任羅旵主教 i 的《致格林多人第一書信》 ＼簡稱 《克

萊孟壹書》 (l Clement 】 i 中提到有關最早的《希伯來書》之證言

來推斷，我們不禁猜測說：《希伯來書》的收信人是在羅男的

猶太人信仰團體。然而這個推斷無上證明是否屬實。

《希伯來書》寫成的確切年代也皿法定論，推測約是主曆

50-100 年間的作品。書中並沒有提及主曆 70 年耶路撒冷聖殿

被摧毀之事，這點可能暗示《希伯來書》應該是更早約在主曆

50-60 年之間寫成的。作者寫作的主要目的，更是在詮釋聖經，

而不在為同時代發生的事作評論。有了這些注意事項後，假設

《希伯來書》大概在主曆第一世紀 50 年代後期或 60 年代初

期，為居住在羅馬的猶太基督徒團體所撰寫，就成為最有吸引

力的背景了。

《希伯來書》的宗教歷史背景也令人莫測高菜，難怪聖經

詮釋學界會有所謂「希伯來害的奧秘」 the m:, ,tery of Hebrews 1 旳

譴去。雖然作者對有些聖經經文旳解釋，似乎有點像亞歷山大

的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 猶太哲學家｀钓主前 20 年～主曆 50 年 的

作品，可是《希伯來書》作者著重的似乎是「預像解經1去」

typology'3' 而不是「寓意解經去」 allegory 1 4 0 

3 審訂者註 「預像解經去」 typolo鈐7 是在新約及教父時代對舊約
猶太經典作詮釋廿羌常用的一種解痙去，專門訂論各種有關人物、

事件或制度的啤統在救恩史的架構下所表現的相應沌。在基督徒

的預像解經去中，最重要的是 把舊旳中的許諾，都詮釋成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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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死海經卷》 (Dead Sea Scrolls 把默基瑟德描繪成一位

從天而來的人物；聖經學界原先認為這種說法啓蒙了希七。可

是現在聖經學界呈現出：這只不過是《希伯來書》作者針對聖

經有關經文，做出自己「基督論」的獨特解讀而已。諾斯主義

1 Gnosticism' 或稱「靈智派」 所形成的一些觀念，有時會在《希

伯來書》中呈現出來，但這不過是再次證明《希伯來書》作者

神學的原創力。

在新約各書卷中，只有《伯多祿前書》與《希伯來書》最

相似。《伯多祿前書》是一篇為散居和受難的基督徒所寫的講

道詞：勸勉他們從「上主受苦僕人」的耶穌基督身上學習，以

獲得鼓勵和希望。但是《伯多祿前書》的寫作對象大部分是外

邦基督徒，而《希伯來書》的寫作對象則以在羅馬的猶太基督

徒為主。

督身上噚到圓滿的實現，例如 「舊約聖殿中以牛羊血祭獻的大

司祭」是「以自己的血作祭廠的基苷大司筌」旳預像希 1口 1-22'C

4 審訂者註 「寓寶解經去」 allegor, 也是在新刃及教父時代對舊

約猶太經典作詮釋時常用旳一種「解荳去」｀是「以另一內容丶

圖像，來描述或解釋或象徵某一事物」｀例如 保祿論及亞巴郎

的兩個兒子依撒格和依市瑪耳及他們旳母親撒辣和哈加爾時，說

她們一個是新約的代表，一個是舊钓的代表，並且說「這都含有

寓意」 參閱迦四 21-24 。最早運用這種解經去，而且用得最廣乏

的，要算是斐羅了，他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創立了寓巻解經學派，

他個人的作品中也充滿著這種寓意解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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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基督徒堅持信仰

《希伯來書》是一篇早期基督徒持續不斷地對「基督岳我

們及我們的罪而死」做神學反省後的宣信。這樣旳僧信宣告，

也在保祿書信＼迦一 4, 三 I 3 ; 格後九 14 、 21 羅五 6' 十四 15 '以

及保祿之前有關基督信仰的一些正式宣信格式中出現請看恪

前十一 24' 十五 3 : 羅三 25-26 l 0 

《希伯來書》作者分享並發揚了基督的死亡成為犧牲祭

品的想去，和基督死亡的贖罪價值觀。然而作者最大的神學

貢獻，乃是「基督是大司祭」的觀點。根據早期的基督信仰傳

承如合十 45, I 四 24• 特別是十四 36 I' 耶穌是心甘情願地以自己

的死亡做為犧牲。既鈥以犧牲來獻祭的人就是「司祭」 ，所以

《希伯來書》作者竭力闡明：基督可以被稱為「司祭」，雖鈥

祂並非出自猶太司祭家族的肋未支派。《希伯來書》旳基本神

學論點即：基督一方面是完美皿缺的贖罪犧牲· 另一方面也同

時是把自己做為犧牲來獻祭的司祭。

為證明這一神學觀念，《希伯來書》作者認定「基督」是

解讀舊約經文的鑰匙關鍵人物 。作者並非意圖將舊約棄之不

顧，他只是證明舊約中的話語，一定要歸因或指向基督，否則

便毫無意義可言寸也最常引用的經文是詠二及詠一~o兩篇「默

西亞聖詠」，並且以詠八、詠九五，及其他聖詠做為勸勉之用。

《肋未記》十六章中的「贖罪節禮儀」 ，是《希伯來書》作者

用來建立「基督是犧牲丶又是司祭」理論的基本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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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再強調基督是天主子，祂的地位遠超越衆天使和梅

瑟之上。基督既是大司祭，又是完美無缺的犧牲，祂的救恩行

動 祂的死亡、復活和被舉揚升天可看成是單一事件 能赦

免我們的罪，使我們與天父和好，也能給我們永生的盼望。

當時《希伯來書》的讀者，很難全殊接受基督死於十字架

上成為完美餌缺之犧牲罕品的神學觀念。如果要那些人繼續

堅持基督信仰，就需要在他們的靈修上更新。所以作者再三針

對此類問題，提出嚴重警告和積極鼓勵的話語。作者最期望他

的「基督既是4羲牲丶又是大司祭」的神學論這，能供給信徒適

合的神學基礎，消除他們的疑慮及靈修上的愚蒙，並且重振他

們的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實踐。

最後，作者把基督描繪成一位前驅者（即在我們之前的先行

者 ，同時也是一位領袖，能引領其跟隨者走向與天主同在的

永匠生命。這位復活、被舉揚的基督，不只是我們現世的中保

（希九 24 1' 而且日後，祂還要再次顯現，帶給我們救恩 I 希九

28 。祂那完美無缺的犧牲，使得舊盟約的祭獻和衆司祭都不

再需要了。事實上，舊盟約裏的衆司祭及祭獻制度，我們充其

量把它們看成是「原型」 types 和「記號」 signs'' 在基督

內已經得到了滿全。

兩园難題

《希伯來書》在闡明基督信仰教會中的司祭制度嗎？本書

重點是在關注舊約中的司祭職與基督的司祭職，但並沒直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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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全體基督徒的「普通司祭職」 corrununal priesthooi' 參閱伯前

~_9; 默 6• 五 10• 廿 6 I' 也不在談論有關基督信仰教會中的「公

務司祭職」 1. ministerial priesthood'6 。即便如此，有很多基督徒認

為基督的司祭職是一個適當的隱喻，為用來措遠一般性的基督

徒生舌。在天主教及其他基督教宗派中，遠一直有一個傳統，

就是在基督司祭職裏找尋公務司祭職的典範與舌力根厙 c 可是

有些基督新教宗派 protestants 卻認為，基督司祭職已經終秸了，

後世不再能宣稱有司祭職了，因為基督祂那完美艇缺、「一次

而光永遠」的犧牲，使一切其他的祭獻和司祭職不再需要了。

問題是，《希伯來書》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保持著緘默：所以

讀者可以從這篇講道詞中，同時找到所有對於司祭職支特或反

對的不同立場的論點。

《希伯來書》有反猶太主義的傾向嗎？既然這篇講道詞的

作者及聽衆似乎都是猶大人，這個問題看來有欠公允，而且時

空錯置。事實上，《希伯來書》是在基督的光暄下來詮釋猶太

信仰的。如果及有以色列具權威的經書、憚大的英雄以及聖經

傳承中的制度，《希伯來書》就又有什麼內涵了。然而，比起

新約的其他作者來說，《希伯來書》作者可能更堅持「舊的盟

5 審訂者註所有受過況的天主「民苫通教友全都分享有基督旳司
祭職圩，梵 《教會憲章》稱所有基督徒都有旳這司祭職為「普

通司祭職」。參閱 《教會憲章》 10 號。

6 審訂者吐 相對於普通教友旳「苫通司祭職」，梵二《教會憲章》

稱聖職人員士教司鐸執事的司祭職為「公務司祭職」或「聖統

司祭職」。參閱 《教會憲章》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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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司祭職及祭獻制度」已經藉著基督而被取代了。今天的基

督徒讀者應靠重《希伯來書》的歷史猶］、背景，並在取用第

一世紀猶太基督徒的經典內容時，以謹滇的態度來小心處理其

中潛在的反猶太文句，不要走偏了正確的涵義。

如何讀《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是一篇穹成文字的講道詞，有著一連串的神

學論證· 所以最好能一氣呵成地讀完它。它的修辭詞彙和神學

論據，對現代的讀者而言，的確深奧難懂。因此，讀者們最好

仔細地跟隨著本詮釋書的導引硏讀。

如果讀者能去查考作者引用的舊約經文，或許更能欣賞作

者是如何從「基督論」的觀點來寫此書。讀者要主意作者所引

用的舊約是古希臘文譯本 Septuagint' 即《辶十腎士譯本》 ，與我

們現代通行由希伯來文翻譯來的經文有所出入7 。讀者可以用小

組共同誦讀的方式作最後的練習，一個訓練有素而虔信的小組

讀完全文大概只需 50 分鐘。這一練習可使曾經用心讀過《希伯

來書》的讀者，更能領略與欣賞作者所說旳· 「天主的語璀實

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刀的劍還鈪利」 希四 12 。

審訂者註 《巴高本》及＼、和合本 尸舊刃T二文，都是由希伯來

原文翻譯而來的，所以《希伯來書＼中旳舊刃引文，町能與《巴

高本》及《和合本》中的舊旳譯文有所出＾，有時出入可能還很

人。讀者應先有心理準備。例了可見 本論釋書 17 頁的審訂者註

6 及註 7 。



第壹部分

天主子與天主聖嚐

（一 1 ,--.__, 四 13)



耶穌刁是天主戶各示~白3堉峰：
｛一 1-14 I 

序言 l 一 1-41

夭王在古時，曾多次工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鬥的祖先

氙過話。 2 但在這末期內，吼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鬥說了諺。

夭王工了植為篙有的承繒者，工藉著祂這成了宇宙。 祂是夭

王光榮的反映，是夭王本體约異像，以目己大能的語支撐萬

有；蓄咆扞呤了罪茫之度，便在高夭上坐於「荳戚」约右邊。

4 吐所承受的名罕既夕大超越眾夭使的名字，所以祂遠旦過翠夭

便之上。

這段序言，是全篇講道詞的導言或序曲，作者呼籲讀者占

薏其主要的主題和耶穌在人類救恩史中的樞紐地位。作者使用

了修辭學的「頭韻去」 alliteration 1 1' 亦即在一群字中，每個

字都以相同字母開頭 '·past. ..... partial. ..... prophets 1 2 。在希 1-2a一

l 審訂者註 「頭韻去」是寫詩的一種技巧，在一群字或一行詩屮，

第一個字吐或發音的重複使用，例如在「The sun sank slowly 」

這詩句中，每個字都以相圖子音旳「s」開頭。

2 審訂者註 希一 1-2a 作爲《希伯來書》的第一個句子，在希墬
原文申包含了最重要的 5 個單字 「占 I\. 」 －多久」 「多種方式」

「衆先知」丶 嚥祖氕， 都是以希臘字母「m 開頭 相當於英文字弓

旳「p 」 。 New American Bible 的譯者很努刀，扭貫中的二涸字，

以「頓韻去」的方式譯出來了「 In limes past, God spoke in partial 

and various ways to our ancestors through the prophets; in these 

last days, he spoke to us through a son 」。希一 l-2a 的希腫凉

文，除了「古代」 past 丶「多次」 partial 及「衆先知」 prophets 

之外，還有「多種方式」及「衆祖先」兩個單字是以「n」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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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說明了耶穌如何繼續從事天主與以色列人的交往，並

把這交往帶到一定的高峰。作者從下列四類對比中，闡逮他的

神學創見：

(1) 雖然天王「在古時」說過話，如今「在這末期內」 耶穌

帶來的新紀元使天主國圓滿實現 I 也說了話；

(2) 雖然天主在古時「對我們的祖先」 I 歷史上的以色列說過

話，現在卻是「對我們」 基督徒團體說了話；

(3) 雖然天主在古時「藉著先知」 I 如梅琶、若蘇厄、達味，以及

其他衆先知說過話，但現在是「藉著自己的兒子」 耶穌

說了話；

(4) 雖然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說過話，現在

卻是「以全然肯定的口吻」 ＼藉著耶穌說了話。

在希一 2b-3 中描述耶穌這個人和祂的工程時，作者強調

耶穌就是「默西亞」，就是「智慧」。耶穌的「默西亞」身分，

是以《聖詠》第二篇默西亞必勝和第一~o篇默西亞是君于，

也是司祭發展出來的，並且貫穿了整篇講道詞。這兩篇聖詠起

源於宗教儀式，是在古代以色列君主加冕禮儀中所採用的。君

王的曰専白禮」是加冕禮儀中的一部分， 「默亞西」 Messiah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受傅者」。作者以宣告耶穌為「萬有的

承纘者」 參閱詠一 81 丶並坐在天父右邊，詠 --·011' 立刻

告訴我們：耶穌就是猶太人所盼望的「默西亞」。以色列歷史

可惜在英文的字粱中找不到以「p」開頭的相應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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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期盼的君王，在耶穌身上應驗了。

耶穌是「天主的智慧」的身分，建基在舊刃各類篇章所採

用的詞彙及主題之上：在其中， 「智慧」被措繪爲天主創造宇

宙的原動力, the agent of God in creation' 參閱箴、吧廿四智辶 C 

作者肯定：耶酥是天主創造宇宙時旳原動力 一藉箸祂造成了宇

宙」，並請參閱箴八 30 智辶 21 ,'祂是天主光榮的反映，也是

天主本體的眞像智辶 26,' 繼續天主的創世工程＼「支撐萬有」 。

耶穌是「天主的智慧」這主題，在其他新約書卷所保存的早期

基督徒讚美詩中，佔有顯著地位，最著名的可見：哥一 15-20 、

若一 1-18 。

《希伯來書》作者肯定了耶穌就是「默西亞」和「智慧」'

同時也介紹他最重要的主題：耶穌「滌除罪惡」的角色，是藉

著祂在十字架上祭獻性的死亡 sacrificial death 1' 及升上高天光

榮地坐在尊威天主的右邊。同樣地，在希一 4 中，作者接著又

宣告了另一項順勢發展下來的主題·耶穌的身分超乎所有天使

之上。這個主題，與耶穌超越萬有的「天主子」名號有關聯。

作者的工作就是說明：聖子為何有超越衆天使的地位。

耶穌超越天使＼一 5-14 I 

夭王曾向哪一口天使；；兄過：尸t是我约兒子，我今 E1 生了仃」？

或；；兄是： 「我要作佗的父荳， 1也要作我的兒子」? 6 再者，當
夭王引緬首生子進入世界的時侯，又蓬：「夭王的眾夭便都要

荸拜吼。」 7 巨合到夭使固鈥；見過： 「夭王使目己的天使為風，

使目己的僕使為火註。」 8 可是，蓋到自己的兒子卸謎： 「夭

王！仟约唧里，永達需存；佇占國的權杖，是公正的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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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亻『愛項正義，渭悮不去；名比天王， it 的天王，用歡愉的油

傅了佇，滕過竹約伴侶。」 IU 又說： 「上王！仔在起 fJJ 奠定了
丁地，上夭是 it 手的功惰； II 琽夭丈要毀咸，衎仃永遠存在；

萬物乂要如同衣裳一模破壞 C 户仔拜它鬥捲起好似外套，它們

乂如衣展，若要變換更新；但是勺訂 7\. 存下夏，亻「的壽命董盡

竺限。」］又向，那一乜夭斐詫乏： 「 :'cj!: 在我右邊，等我使 f午

約代畋，變作仃腳下的路板」? 1, 泛夭更豈下都是奉，我的神號

瓜遺兮那些要承受救芝的人服務孚？

有關《希伯來書》作者為何追切引出耶昧基督超越衆天使

的理論，並無定見。在《死為經卷》或其他早期旳猶大經卷中，

都提到敬重天使的說法；皿怪乎有些早期基督徒閂耶穌也視為

一位天使。或者，此一論點可能只是純為琿論而己。

《希伯來書》作者建立耶酥基督超越衆天使旳策略，是引

據一連串的舊約經句 I catena 「串鍊解抨去」 ｀。雖鈥這種使用

「串鍊解經去」的文學類型在當時猶太作家土甚為風行，但《希

伯來書》作者卻將此「串鍊解經去」應用到建立基督論的神學

觀點中。對作者而言，基督是開啓聖經的鑰匙，所有他引據的

舊約經句都是為論及、或是關於基督而引用的。作者共囯了三

組成對的引文希 -5 、 6-7 、 8-)2 I' 並加上詠一--01 這句單獨

的引文。

｀審訂者註 「串練解缸去」 catena 是在新約及教父時八對舊刃猶
太經典作詮釋時常用的－種「解繹去」 解經者針對某一主題，

將舊約中相關的經句全都引用出來，聚成一個「串鍊」。例如

《希伯來書》作者在此，針對「耶穌基督超越眾天使」這一主題，

引證了詠一 7 、撒下辶 14 、詠九七 7 、詠--0四 4 、詠四五 7-8 、

詠~o二 26-28 、詠~-"01 等的舊約相關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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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一 Sa 中以「串鍊解經法」的導言 「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訖

過」＼，其目的是為了證明「天主子」有超越的地位。在希一

14 中，作者以「眾天使豈不都是僕役」來結束其論點，正好和

希一 Sa 前後呼應 inclusion) ; 這種首尾呼應的句去，是以相同

的論證作為開頭和結束的。

希一 5 中的第一對引文 詠二 l及撒下七 1/ 提供耶

穌「天主子」和「默西亞」的身分： 「你是我的兒子……他要

作我的兒子」。作者在此假定：天主是發言者，並稱呼耶穌是

「天主子」和「默西亞」。古代以色列君主觀意識型態中的一

部分，是當新王登基時，就成了天主的「兒子」。當把這觀念

應用在耶穌身上， 「天主子」和「默西亞」這兩個稱號就成了

同義詞。

希一 6-7 中的第二對引文 申卅二 43/詠九七 l及詠~o

四/一－確立衆天使的地位低於「天主子」 e 作者假定：天主

4 詠 7b: 「上主針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5 撒卜七 14a : 「我要作他的父視，他要作我的兒子。」

6 審訂者註 《思高本》譯文「天主的眾天使都要崇拜祂」 希一 6b''
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十賢士譯本》的申卅一 43/詠九七 7,

與舊钓希伯來原文有很大的出入。詠九七 7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願所有的神祇，都俯伏在袍面前叩首」 · 《和
合本》譯為「萬神哪，你們都噹拜祂」。申卅二 43 希伯來原文的

句子 《思高本》譯為「萬國，你們應向祂的百姓祝賀」 ．《和

合本》譯爲「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

7 審訂者註 《思高本》譯文「天主使自己的天使月風，使自己的

僕役店火燄」 希一 7b',' 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十賢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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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天主的智慧」降生為人時（「當天主引領首生子進入世界的

時候」 所說的兩句話，是指著「天主子」說的：第一句話希

一 6b 說的是，衆天使的角色就是要朝拜「天主子」 ；第二句

話（希一 7b I 峒羣天使都是天主的器皿 I， 「使天使爲風·店火燄」。

希一 8-12 中的第三對引文一－詠四五 7-88及詠~o二

26-289一原來的經文是指天父自己，但此處卻被應用到「默西

亞」／「天主子」身上 I 「天主！林的御座 ；上主！你在起初莫定

了 」 。強調的是耶穌以「默西亞」／「天主子」的身分，

永遠統治祂的國度 「你的天主用歡愉的油傅了你· 而你永存不笈」 。

這些讚頌詞當然不能用在衆天使身上，作者將這些聖經頌揚天

主的詞句用於基督身上，來彰顯祂自己的權威性、永生性，甚

至天主性。

希一 13 中最後單獨、及有配對！的引文 詠~~0110

本》的詠~o四 4,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一些出入。詠 ·O四 4

希伯來原文的句戶 《思高本》譯為「 i 上主 1尸發出暴風，作你

的使困，祚以火燄，作你的隨員」 ，《和合本》譯為「 i 上王祚

以風启使者，以火燄丹僕役」

8 詠四五 7-8 「天主！存的御座，永遠常存：祚治國的權杖，是

公正的權杖。你愛護正義，憎恨不法：曷此天主，你的天主，用

歡愉的油傅了你，勝過你的伴侶。」

9 詠~o二 26-28 「上主！你在起初莫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

功績：諸天必要毀滅，而祚永遠存在：萬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樣破

壞 e 你將它們捲起好似外套，它們必如衣服，都要變換更新：但

是你卻永存不變，你的壽命無盡無限。」

10 詠~-~01 「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做你腳的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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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君王加冕時，天主向新復出 resurrected 、被高升 (exalted

的「默西亞」／「天主子」 n所說的話 I 坐在我的右逯／等我使你的仇

敵，變做你腳的踏板 I 。整本《希伯來書》旳中心思想是：耶穌的

死亡、復活和升天被舉揚是個偉大的事件。「串鍊解經去」結

束在希一 14, 是以一個註解說明天使的角色為天主旳僕人「奉

鋮的神」＼，為尋求救恩的人服務。

板。」

n 審訂者註詠一~01 裏所說的「默內亞」／「天主子」是指以色
列／猶大千國的君七。詠一~01 原本是在形容猶大王國新君王接

受加冕的典禮儀式所以．遣裏的 resu1Tected 及 exalted 是指前一

任君王 「默西亞」 「天工子」 駕崩後，另 位「默西亞」／「天 E

子」 新任君王的「新復出」及「被高升」；而不是指耶穌的「復

舌」及「升天被舉揚」。



蕉1勿屢潏仝基督模下~
丨二 1~三 6>

勸信友獻身及責任二 1-4

I 為此，我們乂直更啊，王重所肆的道理，免逞夸罰流所沖去。

丶如果藉著夭閔所博示户話，経生了汊力，凡違芷抗命的，習

得了公二 5月報復； 3 那麼，我們這些芝视這模偉大救芝的＼，

竺甿逕朊仔翌莞？這救乏庠是王苴自開始冝講的，是那些聾講

的人絡我們蓬實的， 4 又是天王以苲鑂丶奇事和各種異能，以

艾E尸也的旨意所 7t 百己约聖禕＇吋奇芝｀所一同證實的

在這篇講道詞中，作者多次一針見血地對聽衆寅說，並且

挑戰聽衆在他們自己的處境中，運用他在講道中所帶來的基督

訊息 e 甚至在他的勸勉中，作者也根據舊約及天主在耶穌身上

所賦予的救恩行動， 1主入了新的神學觀念。

做為個優秀的宣講者，作者在希二 1 中，從引證聖經的

「串錬解經上」裏跳了出來，進而說明基督徒生占的寶義，並

把他自己也包括在聽衆之中 「乓此，我們必須更應注重所聽的道

理」 ° 「我們所聽的道理」這句話所表明旳，可能是指廣乏的

福音訊息，或是指希一 5-14 應用在基督身上的聖經章節，或

是指耶穌就是天主聖言，或者上述二項都是。聽衆所面對的危

機，表現在「免得店潮流所沖去」這句話中，因為這句話能使

聽衆聯想到船皿去平安到達巷口的圖像。作者擔心他的聽衆可

能會與他們所接受的福音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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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二 2-3a 的警語，是從「天主子遠超過眾天使之上」 希

--4, 這個立論基礎發展出來的。這句警語是用辯論時「由弱漸

強」的修辭技巧所寫成的，並且預設：去律是在西乃山上，藉

著天使作為中介頒給梅瑟的參閱宗L 53 迦二 19 。如果藉著

天使頒給梅瑟的去律，都能夠憑罰每個人及每件過犯；那麼，

天主又將如何嚴厲懲罰「我們這些」忽視藉由基督賜下偉大的

救恩呢？作者的邏輯是· 藉由更偉大的啓示者＼基督 ，頒賜了

更煒大的啓示福音 ，因而艇論背離或不肯遵行，都將會給違

犯者帶來更嚴厲的懲罰。

在提出嚴厲的懲罰警告後，在希二 3b-4 中，作者提醒聽

衆基督所帶來之救恩的性質。洹救恩是耶穌 「王」 親自開始

宣講的，並且有宗徒作證，以及天主藉著奇蹟 「神蹟丶奇事和

各種異能」 和聖神的恩賜 《希伯來占》在這點「著學不多＼加以

證實。請由意：此處是以「三位一體的」狀態聖父、聖了、聖

神二位同時出現作為架構，來描進基督的救恩工程。

耶穌是人子二 5-9 I 

'3月囉，夭王是有把我們所計尹的耒東的世界，埭纂於夭箋之

下， 6 亻旦有－冏＼在聖豆某處曾達明詫： 「人算什塈，佇竟膠

令佗；＼子墓什箜，仃竟吾秤 1也？ 佇使化仕改之菸天使罪哈

化尊岸和光全雷巳冕〔令 1尼芝，台仃手的追化〕， 8 誓一切放在

化的腳下 c 」 「擇一切万又在化的腳丁」一句，是 ;7 夭王及有留

下一樣，不隸屬於化懽下的；但是現今我們還友有看見一切全

隸隠於他權 T C 9 我們卻看見了那乜「積役迸芒夭倢」的耶鈺，

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七榮约冠是；這璋是出於夭

王的芝寵· 閔祂為每個入宦到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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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省了耶穌帶來的救恩對信仰團體的芭義後，作者現在

再次開始「耶穌遠超過眾天使之上」 希一 4 的主題。根據舊

約聖經的傳承＼參閱申卅二 8 逢 f- 20-21' 十二 I, : 天主將現今

旳世界交給衆天使管轄。然而，根據早期的基督信仰：新世紀

或「未來的世界」 希二 5 已經在基督內、並藉著基督開始了。

但是希一 13 所引用的詠~~01 經文 「等我使你的仇敵，變做你

腳的踏板」 ，可能導致聽衆認為基督的國度仍是在未來。所以

作者在此堅稱：基督的國度不但現在已經開始、也在未來實現，

並且這個園度隨著耶穌的降生、死亡，以及升天被舉揚而開始

了。

《希伯來書》作者論述的主要聖經工具是詠八 5-7, 這原

是一篇默思人類偉大尊嚴的祈禱文中之一部分：

「世人算什麼，林竟封他懐念不忘？

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春顧周詳？

克使他稍微遜於天神，

以尊蕡光榮作他冠晃，

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

將一物放在他的腳下。」

聖詠作者 「某人 在某處」 l頌揚天主 「祚」 對人類

I 審訂者註 從詠八的整個上下文脈絡中來，聖詠作者是在大自鈥

的環境中頌揚天主· 「當我仰既杯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

佈溫的星辰月亮 」 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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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人 人子」 i 旳寵愛和開顧，並且觀察到人子的地位雖

稍微遜於衆天使，但天主遠是讓人類統冶管理大地的一切參

閱：創 ~26 、 28'0

作者為了忠於他的釋經原則· 基督是解讀舊約聖經的鑰匙

關鍵人物 ，因而假定：詠八中的「人子」就是指基督。在他

旳詮釋希二 Sb-9 中：天主已經把一切受造物全都置於人子基

督的統冶之下了。問題是，世人尙未覺察到基督的統冶· 雖紙

他們相信，基督日後會在天主國度完滿實現時統冶一切。目前

他們藉著信仰所能體險到的，是復启且被高舉了的基督 「接受

了尊崇和光榮的冠晃」 。祂的光榮是隨著祂的苦難及死亡而來的，

那時祂還「暫時稍遜於眾天使」－ 逼裏希臘又旳副』｀是指旿間先

伎秩序的「暫時」百j 言，並非指地位旳高儀 。

弔詭的是．基督在苦難中的謙抑自下，卻成了使我們全人

類被高舉得享光榮的機會。因此作者藉著「這原是由於天主的

恩龍，使祂月每個人曾到死味」這句話，說明基督的死亡是最

完美的贖罪犧牲，也開啟了全人類可能得救的一扇機會之門。

2 審訂者註這句譯自希 9 的希臘原文，《思高本》及《和合本》
的正文都把「暫時」這副詞長澤了 但《和合本》以小字附註說

明：「或譯 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 New American B巾le

譯作：「who for a little while was made "lower than the angels」·

Nell'Jerusalem B巾le 譯作： 「who was for a short while made less 

than the angels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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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人類聯合為一(_:_-_ 10-18 

Ill 其實· 那為萬物的絡向和萬物根月的夭王，既唔璋眾子進入

光榮，藉苦鞋來成全拯牧眾子的首領，也是道當的， JI 因為，

祝聖者粤茨祝聖者都是出於一月；為這侗喙故，耶蛛稱的們為

羌兄，工不以為氰，祝： "「我要向我的弟兄，冝揚亻『的聖名；
在集會中，我要讚埠 1t C 」又註：「我要依靠天王°」 l 丈說：

｀，我和天王所實哈戎的菩子。」'"那墅，孩子既紜都有同
伐护血肉，的E召樣也取了一丑约血鬥· 芍咒藉著門亡，毀戚那

握有死亡的懽勢者~ 鬼，巨工繻救那些因死亡的吧悔，一生

冨奴隸护!, C J6 萁實都知道，秕沒有穩掂天達，千穩肝了亞巴

郎的後裔。＇因此，祂四雷在各万面栩似弟兄鬥，好臣在問於

夭王的事上· 成為一個仁芍和芭信的犬司鎝· 以哺晴人芪的罪

茫。 h 袍既趺子見自涇過試探受了苦，也 L 能扶助受試探約人

《希伯來書》全書的立論基礎，在希二 10 中表明了：天主

「萬物的終向和根源」 i 使基督成為給全人類帶來救恩的開路先

鋒或勇士 1， 「首領」 ；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經過十字架，基督

就是如此「藉苦難來成全」 希二 !Ob) 這使命的。這個陳述，

掌握了耶穌在十字架上死亡的自我犧牲之獻祭意義，以及為全

人類而死的贖罪眞諦。因此，我們才能瞭解何以耶穌既是司祭

自我獻身 ，又是祭品 1 因爲祂是爲了我們及我們的罪而死 。

作者在希三 11-13 中，引用一連串的舊約經文，來證實基

督輿人類聯合為一，並且祂與天主間的特殊關係。基督 「祝聖

者」 和人類 「被祝聖者」 在天主及人性中，都分享著同一根

源。所以，基督才可以稱人類為「弟兄」。第一句聖經引文是

詠廿二 233 來自一首為義而受迫害者的禱詞，它也是《丐圏

3 詠廿二 23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集會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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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褔音》（谷十五 34 1 及《瑪竇福音》 瑪廿L461 中耶穌在十字

架上臨終之言4的出處。在作者的基督論神學架構中，耶穌（「我」

要在人類同胞之中＼「向我的弟兄」 宣揚、讚頌天主 「亦」 。

在第二句聖經引文依八 17-18 中｀基督 紅 宣誓依靠天

主＼「祂」 5' 並表明自己與其他人類等同 「看，我和天主所霏

給我的孩子」 I 6 。如此，基督是大主與人類之間旳連繫和中保。

「基督為何要降生成人？」這個經典問題在希二 14~18 中

提及。藉著分享了我們的人性，基督就能夠毀滅那握有死亡權

勢的魔鬼，並將我們從恐懼死亡而一生成為奴隸的困境中拯救

出來希二 14-15 。基督所拯救的對象，是所有「亞巴郎的後

裔」，不但包括天主的選民以色列，而且遠包括尊亞巴郎為父

的許多民族希二 16 !。只有成為完全的人，基督才能同時成為

我們的司祭 I， 「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 I' 又成為我們的祭品＼「以

補贖人民的罪惡」 i 。基督只有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之後，才能

要讚揚祚、°」
4 
谷十五 34 及瑪廿辶 46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月什麼捨棄

了我？」

5 審訂者註 《思高本》譯文「我要依靠天主」 希二 12b '是《希
伯來書》作者引自《L」賢士譯本》的依八 17' 與舊旳希伯來原

文有一些出入。依八 17 希伯來原文旳句子 《尼高本》譯為「我

只仰望雅各伯家的上主，我要等待范」 ，《和合木》譯為「我要

等候雅各家的耶和華；我也要仰望祂」°

6 審訂者註 《思高本》譯文「看，我和天主所償給我的孩子」 希

二 13 '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依八 18 。這句話的《匕十賢士譯

本》譯文，與希伯來原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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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受試探的我們。有翡基督是大司祭的概念，在希五～十章

中，將有更詳盡的論述。

基督超越梅瑟｛三 1-6 I 

l 所以，有分於夭上召選的啫聖弟兄啊！佇們閂袖，、芝鬥，我

們公二的欽使和大司祭耶鈺，，對那委扆秕的是門樣更信，正

如「悔琶在他的全家中」一樣。 3 吡本來比梅雙堪受更大地元

熒，社七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屋理當更受尊榮。 4 不錯，每

垕房屋都由一個人修建，但那創逵萬有的卻是夭王。；梅鬥在

夭王約全家中的確芝信，不過他只是臣墣，為結、芳「當要宣布约

事作證；（＇但基督卻是兒子，管理自己的家；祂的家社是我們，

只要我們保存由筐德所生的依诗和榮縁，【堅定不移，直到最

俊。】

作者在希三 l 中，回到直接對聽衆廣說。他提醒信衆：因

為他們是基督的「弟兄」 ，又是彼此的「弟兄」 ，所以他們都

有分於反映在天主聖者耶穌身上的聖德，也有分於蒙召與天

主一起共享永生。為確認耶穌是「欽使」 i 天土氏遣的那一位，只

有新約以此名號稱呼基督和「大司祭」 這個名號曾在希二 17 介招過

了，很決將成爲下文闡釋旳c:p.C,,'' 作者在希三 2 中把聿點放在耶穌

對「委派祂的天主」的忠信之上 c 作者遠引介了梅瑟這個人物，

以及梅瑟的特點是「在祂的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 戶 f二

7-8 I O 

梅瑟的這個描進，出自《戶籍紀》十二 7~8: 「但對我的

僕人梅瑟，卻不是這樣，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在

舊约的脈絡中，梅瑟是天主啓示的器皿，他的地位高於亞郎、

-、黎凐，以及其他所有領受天主啓示的衆先知。「家」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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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子民的以色列，而梅瑟則是伍訌「家」巾羞天主的「僕人」°

在希三 3-6 中，作者將基督和梅慧相比的目的，是要讚頌

基督，而不是要貶低梅瑟。他從兩方面進行比較 「房屋 J 希

二 3-4 和「臣僕」 希一 5-6 就如「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

屋理噹更受尊榮」，因而在建立天主子民這件事上，天主基

督是天主的代表理當比梅瑟更堪當受讚頌。又如在一個大家庭

中，兒子比僕人重要，因而在天主子民中，天主子基督遠比梅

瑟這「臣僕」更為重要。梅瑟「在天主的全家中」只不過是個

「臣僕」 ；而基督的地位卻是一個兒子， 「超越」全家之上。

由此看來，天主子耶穌旳忠信當然遠超越天主的臣僕梅瑟的忠

信之上了。

宣講者在希三 6b 中為本單元做結尾時，把基督徒團體當作

「家」或天王子民 「祂的家就是我們」 ，並警告信衆要藉著天

主子基督「保存由望德所生的依恃和榮耀，堅定不移，造到最

後」 ；否則，他們就不再是「天主的家」了。



1宣港期洁葯永恆安息，
1 三 7~四 13

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的不良示範=- 7-19 

一為此，皇神有話託： 「今夭佇們垓聽又祂的聲音， 8~ 要再、

硬了，像左板亂之時，像在嚤野中試探的那一天； 9 在那襄，

作們的祖宗以考检試探了我，雖祅見了我的作為， 10 共四十年

之久。所以我厭惡了那一世代，；；兄：他們心中時常迷惑，他門

了二墳我的道路， 11 所以我在怒中起羞蔬：化們絕不得進入我

的安門。」 12 弟兄們！仃們要 J, I丶、，免得仃們中有人起背信的

茫～，背離生活的夭王；］反之，只婆還有「今天」左，竹們

要夭夭互梠對勉，免得佇們有人因罪茫的誘惑而硬了～、， 10 因

為我們己成了有分於基臣的入，只要我們保存著是初懷有的信

／、，竪定不移，直到最後，］＜亡上所祝： 「今夭佇們誤聽尺芭

約磬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板氮之時，」 16 是誆聽了而起了

板亂呢？豈不是梅艾是埃及領出粟的眾人唱？＇－四十年之久，

夭王厭惡了誰呢？不是那些犯了罪，而牠們的屍首倒在 E厝戶中

的人鳴? 18 吼向誰起了誓，不准進入祂的安芝呢？下是向那些

背信的人嗚? 19 於是我鬥看出：他們不逞逕＼安芝，是因了背

亻言的緯：古文。

一個優秀的福音宣講人今經常會給聽講的信衆舉出一些正

面的、值得效法的典範，也例舉一些負面例子，讓他們避免重

蹈覆轍。為了挑戰信衆效法基督所表現的忠信，作者舉出古代

以色列子民從出離埃及，到進入客納罕地之前，在曠野漂流時

旳負面例子。

本段講詞，主要引用的聖經章節是詠九五 7b-l l 屢璘戶十

二 二l召來讀。這裏的經文引用合乎邏輯（以連接訶「爲此」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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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是天主親自發言 「聖神有話認」 。詠九五對信徒要忠信的

警告，是先邀請他們來朝拜天主，最明顯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聖

殿朝拜 I， 詠九五 l-7a1 。這勸勉本身，是在回憶以色列子民在曠

野中叛亂的故事參閱出十七 1-17 戶十四 21-2:< 0 「叛亂」發

生的地點，希伯來語叫做「馬撒」 \ Massah· 倉巴是「試探」 i 和

「默黎巴」 \ Meribah' 行思是「爭吵」 。

經文一開始，就呼籲信衆「今天」要聽從天主的聲音希

三 7b =詠九五 7b 。接著，再警告讀者要避免重蹈出離埃及那

世代 the Exodus generation i 1在曠野流浪四十年的叛亂行為 I 希三

8-9 =詠九五 8-9 。最後，天主飚起祂向那個世代所發的憤怒，

以及祂的決心：他們不得在客納罕地得到「安息」＼希二 10-11 = 
詠九五 10寸] I 0 

引用這段長的經文之後，作者在希三 12-15 中，把上這情

況應用到主曆第一世紀的聽衆身上。首先，在希三 12 中，作者

警告他們 不可像出離埃及那世代一樣，因為起了「背信的惡

心」，而「背離生活的天主」。接著，在希三 13 中，作者鼓勵

他們：每天都要像「今天」一樣， 「免得你們有人因罪惡的誘

惑而硬了心」。最後，在希三 14-15 中，作者再次警告他們：

能成為「有分於基督的人」 ，全賴他們能「保存著起初懷有的

l 審訂者註 本詮釋書翻譯 exodus 這個字，當上下文脈絡是指從出
離埃及直到進入應許之地這四十年旳「事件」時．譯作「出離埃

及」 · 當上下文脈絡是指《出谷杞》 「那本書」時，訓譯作《出

谷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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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堅定不移，直到最後」。這最後的警告和應用，乃是重

複詠九五 7b-8, 並以令人回憶的關鍵字 I 「今天」 ．．「聽從祂的

聲音」 「不要再心硬」 ．「叛亂」等 孔巴簪告信徒。

這樣的應用，正是一個舌用經文的好典範。就如《聖詠》

作者運用出離埃及那世代的負面例子，來激發與自己同時代的

人一樣；《希伯來書》作者也應用這個負面例子與這段聖詠經

文，來勸導與他同時代的早期基督徒。我們今天，無論何時宣

講《希伯來書》，要繼續活用這種運用聖經的作法，因為「天

主的語璀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 希四 12 \ 0 

然而，在這位宣講者的講道內容裏，還運用了另一修辭技

巧，就是使用修辭學上的疑問句。聽衆從他說話的口氣，並從

他提問的方式中，就可明白宣講者所期待的是什麼答案。前面

的兩個問題＼希二 16 和希三 17a I' 是由接著的兩個問題來回答的

（希三 17b 、 C \ ; 但最後一個問題（希二 18 I' 卻是用了一個肯定

句來回答（希三 J 9) 0 

第一對問句希三 16 I' 說明那些叛亂者是梅瑟從埃及領出

來的以色列子民；他們的「叛亂」是詠九五 7b-11 的主題。第

二對問句（希三 171' 指出天主發怒的對象，是那些試探天主並

背叛天主而犯罪的人。給這個背叛世代的懲罰，是讓他們死在

曠野中，不得進入客納罕福地「安息」 （戶十四 29-30 I 0 

第三對問句（希三 18 l' 斷言天主宣誓反對那些「背信」的

以色列子民，因而他們不得進入安息。最後的結論（希三 1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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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將以色列人之失敗歸咎於他們的「缺乏信德」 2 。作者在此

使用了兩次修辭技巧：首先，他把「背信」和「缺乏信德」連

結在一起，使兩者互為因果（戶十四 22-23·: 叭後，他多次重複

「安息」一詞，引導聽衆聯想進入客約罕地之後的生盾。

永恆安息的應許 1， 四 1-13

I 所以，幾時進入植安芝的芝訐仍呋存在，我們社囯存戎～、，

免得作鬥中有＼淫不到安門，｀因為我們也蒙受了喜訊，幸如
我們的祖先一樣；言是他們所聽到的話為佬們毫紐垕處因為牠

們肆的時悞及有懷著 1言德。 3 所以我們這些信了的人，丈
入安巴，社茹經上祝的：「我在怒中起誓；；兄：佗們毛不得進入

我约安芝。」其實夭王的化工亻之創世時己經完成了， 4 因為聖

三某處琦艾第七日祝： 「天王在第七夭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

俘，開始安芝。」＼＇旦這裹又說：「他們絕不得進入我的安門。」
6 那璽，既 I;大這安芝還保留著要一些人進入，而那些先聽到喜

訊的人，因背信沒有進入；一因此夭王重新指定了一個日子，

即一佰「今天」，社是在很久以後藉達呋所宣示约，如上邊誣

遲的： 「今夭仟門該茫從袍的罄音，不要再，、變了。」 8 仮倢

若蘇厄實在使祖先安巴了，此後天王便不會再跨叉別的一個日

子。 9 由此看京，為夭王的百姓，還 f呆留了一信安門的時日。 10

的確，誆進入了夭王的安夏，他也吡 f亭止自己的工作而安門，

正如夭王停止自己的工作百安芝－汪。口所以我严要努力進入

那安芝，免得有，\,8召十羨巴背懦丐只倒 "夭王町語璀實是生活
的，是有效力约，比各種雙刀的祠還冗利，直穿入璽魂和神魂，

阡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訶辨別丶中的門覺和芝令。 13 沒有一

侗受這物，在夭王面前不是明启約，菡物在 1也瞑前都是痘露眠

開約，式們丈孟向他交賬。

解釋完詠九五 7b~l l 出離埃及那世代的「背信」和「缺乏

2 審訂者註 《思高本》譯作「背信」 ，但希騰原文應譯為「缺乏

信德」。 New American B巾le 譯作「lack of faith」, New Jerusalem 

B巾le 譯作「refusal to believe 」 , 《和合本》譯作「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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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之後，宣講者在希四 1-2 把目光轉向信衆 「所以 , 

我們就 」 ，告訴他們：天主應許的「安息」目前仍然有存

在的可能世，勸誡他們要心存警惕，以免這應許落空。如同出

離埃及那個世代一樣，他們已經領受了「喜訊」 （與「禥音」同

－個字 。假如他們不以信德來回應，他們也將像出離埃及那個

世代一樣，冒著失敗的危險。他們應從出離埃及那個世代的負

面例子中學到：服從信德是最重要的。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希

望享受到進入天主應許的「安息」°

什麼是「安息」？安息不僅谨是出離埃及、到達客納罕地

後的生活而已。叮傕，它還包括早期基督徒 i 「我們這些信了的人」 I

都有機會成為天主子民的可能性。為了說明「安息」的意義，

作者在希四 3-5 中用了一種猶太人的解經技巧：若兩句經文有

同一個字，就可以用這個字在某一句中的竟義，來解釋另一句

中這個字詞的意義。作者所引主要經文的一部分，是詠九五 n

「我在怒中起誓訖：他們絕不得這入我的安息」 3 。創二 2 是另

一提到「安息」的經文： 「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

作，開始安息」 4 。當然，第二句經文是來自聖經中的創世敘述，

3 審訂者註 《思高本》詠几五 !lb 譯文是「他們絕不得逛入我的

安所」，這裏「我的安所」與 New Jerusalem B巾le 所譯「my place 

of rest」一致· 但 New American B巾le 和本詮釋書英文原作者，

都採「my rest 」 ，與《和合本》譯爲「我的安息」吻合。

4 審訂者註· 《思高本》希四 4b 的這句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

引自《七十賢士譯本》的創二 2·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一些出

入。創二 2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到第七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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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達了天主創世的計畫。把這兩句經文合起來，可暗示出：

「安息」有「和天主在一起的永生」之言。被天主拒絕賜給出

離埃及那個世代的「安息」，只不過是「安息」旳影像 shadow''

從天主完成創世工程、享受「安息」開始，怛這安息便一直為

相信的人存留。

在希四 6-8 中，作者再次清楚指明：天王應許的安息仍媯

有效，雖然出離埃及那世代因背信的緣故沒有得到。這段經文

中的關鍵字是「今天」 ，提醒我們：天主應許的安息仍然可能

存在，即便在出離埃及那世代背信之後的「今天」。作者在此

用了「《聖詠》的作者是達味」這傳統的看去＼參閱希四 7 \ 5 0 

達味生活在若蘇厄很久之後，而若蘇厄是最後帶領以色列子民

進入客納罕應許之地的領袖。如果若蘇厄已經把「眞正的安息」

帶給了以色列子民，達味就不可能說： 「今天」聽從天主的聲

音，如此就和天主一起享受「安息」。希臘文中，若蘇厄與耶

穌是同一個字。但天主子民在若蘇厄帶領下所能獲得的「安

息」 ，只不過是「眞正安息」的影像或象徵\ shadow or type 

如今天主子民藉著耶穌的帶領，可以進入「眞正的安息」。

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

程」 • 《和合本》譯爲「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 J.. 已經完畢，就

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

｀審訂者註 作者在希四 7 中明說：「我在怒中起誓説：他們絕不
得進入我的安息」 詠九五 n 這句話，是天主「藉達味所宣示

的」。這就表示 作者在此假定「《聖詠》的作者是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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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後在希四 9-10 中，才將心目中的「安息」加以說

明：「店天主的百姓，還保留了一個安息日的安息」｛｀希四 9) 6 0 

這個「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天主創世第七天的「安息日的安

息」參閱創二 2 I ; 它並不僅是在客納罕地的生活或甚至安息

日的遵守而已。反之，它是指與天主共融的「安息日的安息」'

就是開始於創世的第七天、直到永遠的那個「安息日的安息」

也就是與天主共享的滿全、一無所缺之生命。

然而，猶如希四 11 所清楚說明的：分享天主自己的安息，

需要做滇重的抉擇 I 「我們要努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與出

離埃及那世代一樣因背信而跌倒。

在希四 12-13 中，宣講者以反省「天主的語」和「天主的

全知」 ，為第壹部分、也是最大、最主要的部分做了總秸。天

主的話遠超越我們稱為《聖經》的這部書。因爲天主的話是由

生盾的天主發出的： 「天主的語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

希四 12 。宣講者在整篇講道詞中，總是很關注地指出：《聖

經》能夠對他這時代的人說出有效力的話。這些話不但見證了

過去，而且對「今天」更有意義。因而《聖經》向今天的人說

6 審訂者註 《巴高本》希四 9 旳譯文是「台天主的百姓，還保留

了一個安息的時日」。這裏「安息的時日」， New American B巾le

和本詮釋書英文原作者都採用「Sabbath rest」，這與《和合本》

譯爲「安息日的安息」吻合，但 New Jerusalem B巾le 則譯作

「 seventh-day rest」。顯陝「安息日的安息」比「安息的時日」更

符合希臘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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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所發生的效力，有如一把銳利的「雙刀劍」，可以直入人的

最深處 「遣穿靈魂和神魂丶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 ，並辨別心中的

感覺租思念 I 希四 ]2'o

希四 13' 主題從「天主的話」轉變爲「天主」本身：說得

更精確些，主題換成了「全知的天主」。字宙間艾有任何東西

能在祂面前遁形。在天主面前，人人都要像在去官面前似的，

一一交代清楚。作者希望敦促聽講的信衆，能為了要和天父共

享永生 「安息」 而加倍努力，並提醒他們如果不如此｀會有

的可能後果。



第貳部分

大司祭與基督約祭獻

（四 14,----.__,十 18)

作者在他講道的開始，開宗明義地確立耶穌天主子的身

分。在這講道詞的中央部分，他繼續說明天主子如何也是大司

祭。希四 14-16 的內容把前兩大部分 l銜接起來，好讓宣講者進

一步說明他有關基督死亡及復舌的救恩意義之論點。希十

19-23 再度大量使用同樣的字句和觀含，好讓宣講者能夠逐步

結束第貳部分＼使用「前後呼應」的筆1去 ，並且進入講道的第參

部分，也就是最後的部分。

I 
審訂者註 《希伯來書》共有三大主要部分 壹、大主子與天主

聖言希 1~ 四 13'; 貳、大司祭與基督的祭獻希四 14~I·1s

參、堅忍的基督徒生活希十 19~+.::..::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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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的神學思想 大司祭是罪人，要為自己的罪做補贖。耶

穌雖然自己「沒有罪過」，但在倫理及生理各方面都曾受過試

探參閱· 谷一 12-13 : 瑪四 1-11 : 路四 1-13',' 這是人類處境的一

部分。這位天主子既然是完全的人，所以能夠「同情我們的弱

點」。第二個勸勉＼希四 16) 鼓勵信衆「懐箸依恃之心」，放心

大膽地走近天主的寶座。作者的信念建基在我們與耶穌的新關

係之上，祂因自己死亡的祭獻和升天被舉揚，而成為「我們偉

大的大司祭」。雖然「天主寶座」的主題，也可能暗指審判及

譴責；現在，它藉著基督反而成了「恩龍的寶座」 天十賜恩的

所在 ，我們能從這寶座獲得天主的仁慈及恩寵。是基督，使那

些願意親近天主的·人得以「懐箸依恃之心，走近天主的恩寵寳

座」成為可能。

耶穌是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工： 1-10 I 

1 事實上，每巨大司祭是由人閏所選拔，奉派為人行關於夭王

的事，為奉賦供物和犧牲，以贖罪過， 2 好能同情摭知和迷途

的人，因為佗自己也在坍畦所糾纏 3 因比化芝樣為入民奉帆

嘖罪祭，也當＇鬥樣克自己奉獻。 4 誆也不得自己擅取這尊乜，
严屯蒙天王召選，有如亞巴郎一樣。 5 p召樣，基督也沒有自取

做大司臨的光榮，箭是向門子二過： 「竹是我的兒子，我今 El 生

了作」的那乜元熒了咆；（｀壅又如在另一處祝： 「亻『E召里大基雙

傅的品乜，永做司祭。」_當了也還左血肉之身時，以大罄衷號

和眠底，向那能救祂脱離死亡的夭王，獄上了祈禱和疇求，就

囯祂的虔散而獲得了何允。 8 祂翡紈是天王子，卸由所受的苦

鞋，崢習了展促， 9 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限是祂的人，

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月， 10 遂蒙夭王冝稱為按丑召默基芝遺品仁的

大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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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匝肋人耶穌怎麼能夠被稱為「大司祭」呢？古代以色列，

只有能追溯血緣屬亞郎後裔的肋未支派男子．才有資格當大司

祭。誠如作者在希七 14 中率直地承認：耶穌一是由猶大支派出

生的」，不可能擔任地上的猶太司祭職 作者在希五 1-10' 以

司祭職的兩個資格條件回答這個問題，又在希七 1-28 解釋特

殊的司祭職鬪由意希五 1-3 及希-l: 27-28' 這兩段經文的字句重複使

用 I I 。作者在希五 11--六 20 這段插入的勸勉中，逐步說明耶

酥這位特殊的大司祭，對基督徒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大司祭，首先應是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為五 I ,,'祂要以

自己身為人的身分，代表其他人來到天主面前，尤其當祂為他

們「奉獻供物和犧牲，以贖罪過」時。其次＼希百 2-3 I' 大司

祭必須要與其他人一樣，經歷過他們的軟弱，如此他才能「同

情無知和迷途的人」，所以當祂奉獻贖罪祭時，是為自己贖罪，

同時也為他人贖罪。其三（希五 4 \'大司祭和亞郎一樣，都是

「蒙天主召選」 參閱出廿八 J 1' 而不是「自己擅取這尊位」

的。比亞郎／肋未後裔更為重要的，是耶穌被選立為大司祭的資

格，在於祂具有中保的條件，也與其他人一樣，為天主所召選。

根據上述幾個條件，稱耶穌為「我們憚大的大司祭」是合情合

理的。

作者以「後來居上」\ reverse order 或「交錯對列」 1 chiastic 

l 審訂者註 希五 1-3 在描進一般的猶太大司祭希七 27-28 在描
臼耶穌這位特殊的大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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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的寫作技巧，應用在上選的幾個條件上。希五 5-6 中所

說天主選立基督為大司祭，是建基於作者最喜愛的舊約聖經章

節：詠二及詠一-o 。在此，作者假定：說話的那位是天主，

而說話的對象是基督。這兩首聖詠是以色列君王行加冕禮時所

用，又稱為「默西亞聖詠」。既然為作者和他同時代的基督徒

而言，瞭解聖經的隔鍵是基督，這兩個神諭自然就被理解為與

基督有關。第一個神諭月（二 7= 希五 5 指明基督是「天主的兒

子」 希一 5) ; 第二個神諭 I， 詠一-·04 =希ti 61 引出基督「照

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做司祭」的光照希辶再譁加訂論 。這兩段

引文，是從基督論的觀點出發，其目的在證明「是天主」召叫

並立定基督為大司祭。

希五 7-8 中所說基督與人類結合為一，是由於祂的苦難

一個宇宙性人類的經驗： 「祂由所受的苦難，學薯了服從」°

這個基督受難最生動的描述，使人憶起祂在革責瑪尼莊園裏的

故事谷十四 32-42 : 瑪廿六 36-46 : 路廿二 39-46 1' 這也可能包括

祂的苦難、死亡，以及祂確實在「血肉之身」中的整個生命。

作者提到「雷祂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的哀號和眼淚，向那

能救祂睍離死亡的天主，獻上祈禱和懇求」，如此就把耶穌與

許多舊約中的「哀禱聖詠」 詠－、五等特別是詠廿二的情境

連結在一起了。從作者基督論的觀點來詮釋聖經，基督是「哀

禱聖詠」的最佳發言人 而且，「祂的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

虔敬而獲得了俯允」，藉著祂旳復活以及被舉揚冼脫了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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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中保地位，根據希五 9-10 所說，遠勝過其他司祭，

而且「在達到完全之後，店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

根源」 o 「達到完全之後」是指基督達成了袍旳「目標」 goal 

—藉著祂的死亡和復活，使所有服從惶旳人有可能得到「永遠

的救恩」。其他司祭不能給人們「永遠的找恩」。舊約司祭充

其量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贖罪節時，帶著希望將衆人過去一年的

罪清洗。最後一節希h 10 預先說出第七章才要詳加論述的主

題：基督特殊的司祭職，因為祂是「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

祭」。



基督涑；要向成熟邁進
五口～六 20

《希伯來書》不僅是一部神學論文，更是一篇講道詞，其

間交織著聖經詮釋，以及對聽衆靈修狀凡旳神學反省。在希四

14"'--'五 10 和希七 1-28 兩大討論基督大司祭職旳經文中間，作

者發出要在靈修上成孰的呼籲 1 希五 11~六 12 I' 並保證天主的

恩許必會實現 I， 希六 13-20 I O 

希五 11 "'--'六 12 這大一段，主要是在呼籲信衆耍做個成孰

的基督徒，其中包括一段申斥希五 11~六 3 、 ·段嚴厲的警

告希八 4-8 I' 以及一段給信衆希望和鼓勵的話希六 9-12', 0 

申斥工 11~六 3

II 關於這事我們還有許多話要泛， 2 是銍以,"七· 三乞一'; J:11 

不入耳。"按時閆芝，仟鬥本了 Ii 玉戶了｀言是 I', 卫二要七

人來教導佇們夭王道理约了T) 式丟计；工且砹了/,, ;~ 吃奶，而不
能吃硬食的八 L1 凡吃奶尸，巴在還是佶嬰在，還不能障解義

灣的道理； 14 嘔悸成年人還能吃櫫食，因在 f咆們的官能回著練

習笈混了孰课，能以分毒善惡。 I 因此，讓我們擱下論基督的

1'lJ 綬教理，而弩力向成全的讓程選進；不乂再街工基茫，就是

講證悔改、死亡的行為、信頼夭王''及各種的冼遭丶覆手丶

死者虔活和永遠審判的道理。 如果夭王危許，我們吐這樣丟

作。

在申斥的第一部分希五[ 1-14 I' 作者承認基督的大司祭

識這個主題「難以就明」。但是他不認為「難以説明」是因為



退替徒要向咸粲邁逞＼五 I J~.", 20) 45 

教導的資原不足，反而把責任歸咎於信衆「回乓你們聽不入耳」 。

作者在希五 12, 繼續責備信衆在基督先生舌十艾有進步。按時

間說，他們應該已經可以做為別人旳導罪了· 可是事實上卻連

自身的基督信仰都遠需要從頭學起 他們遠摩臣在基督懦信旳

嬰兒期，還是「必須吃奶，而不能汔硬食的人」 俘者在希五

13-14• 把靈修不成孰者「不能暸解義德的這理」 ，與靈修成

孰的基督徒「能以分別善悪」做了對比。基督徒旳理想應該是

能將道理與行為合而為一。

申斥的第二部分希六 1-3 1' 作者挑戰信衆在神學教育和

在生活實踐上，要努力求進步。作者督促信衆不可只停留在「論

基督的初級教理」 • 當然也不能完全不管基本信仰的知識—

就像及有人能夠不從學習認字開始，就學會讀寫一般。希六

lb-2 中所說的初級教理就是：講論「悔改丶死亡的行启丶信賴

天主」 丶入教時的「各種洗禮丶覆手」 ，以及死後的「死者復

活和永遠的審判」旳道理。當他們成爲基督徒時，團體的成員

就已該學會：基督徒如何清楚地詮釋猶太信仰和生舌實踐。雖

陝他們似乎仍對某些舊習俗搖擺不定，可是作者希望藉教導他

們基督的大司祭職，以及捨己獻身的精神，而能「努力向成全

邁進」。身為優秀的牧者，他在希六 3 承認能否達到這個目的，

就全在於天主了（「如果天主准許」 I o 

髏厲警告二 4-8\

4 的確，那些荳一次被元~~'嘗邊天上約芝踢，成了窄分於聖



46 希亻i 來書 1全才睪

裨，＼［嘗過夭王甘美的言語，及未來世代門能的人， 6 如果背

棄了正道，再叫祂們自新悔改，是不訶能的，因為 f咆們贊自又

把夭王子釘在十字架上，公開加以凌辱。 7 就如一塊田地，時

有可水咯於其上，時受潤嬴：若出產有益於那種植者的菩菜，

紐乂蒙受夭王的祝福； 8 但若生出蒴棘乓藜來，就乂吱賡棄，

乂嬰受這咒，它的咭局就是焚壎。

希六 4-8 中的嚴厲警告（也請參閱希十 26-31 1' 是為了要

使信衆震驚，體認背棄基督信仰的嚴重性。他宣稱那些「被光

照嘗過天主恩賜，成了有分於聖神的人」若背棄了正道，再悔

改自新是不可能的。「被光照常過天主恩賜，成了有分於聖神

的人」 ，一般是指那些領受過入門禮儀的人而言那時入門禮儀

尙未分為「聖先、堅振、初領聖體」二聖事 I ; 「嚐過天主甘美的言語，

及未來世代德能的人」，是指那些聽到並接受了舊約及福音中

天主的話、並體驗到早期基督徒所經歷的徵兆及奇蹟的人。那

些背離基督信仰的人，等於再次把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並加

以凌辱。作者嚴厲警告的神學意義似乎是指 基督旳死亡使罪

得赦免成為可能；而那些拒絕這救恩意義旳人，必將無處可投

奔去悔改，也不能得到赦免。這嚴厲警告的修辭力量，乃在尋

求喚醒信仰團體，瞭解他們處境的嚴峻。

這信仰團體面臨困難的抉擇，表達在希六 7-8 中。作者在

此，以好的田地與壞的田地作對比 1， 參閱谷四 3-9 瑪十一 3-9:

因、 4-8 來向他們說明：好的田地會產出有益的蔬果，就必蒙

三主祝福參閱創~11-121: 壞的田地只會長出受詛咒的荊棘

；－閂藜參閱創三 17-18 I' 「它的結局就是焚燒」。這戲劇性

－三＼二一厘調· 舉棋不定的基督徒信衆，所面臨的抉擇是多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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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重要。他們會產出好果實，在基督內蒙受天主的祝褔嗎？或

是只會長出荊棘和英藜，並且像亞當一樣受到詛咒呢？

鼓勵的話二 9-12 I 

9 是，翌愛的諸竺！我 f門雖這樣沉，倍對 (t 戸，扛鬥苲写庁們

特有更好的表現，更近於救芝， 10 巴為天王 T 是 T 二丶義丐，芒

至於芝掉了仃們的善工和愛綱，郎佇們嵓了門巧名，在己去和

現在，在服事聖走的事上所表現約愛皇 C II 我門只戸仔在］每一

乜表現同樣的差丸，、，以達成佇們约希 :l' 一直到底。 12 這樣，

佇門不但不會考色，百且還會效，去那些因信遣和耐，｀百墮承芝

許的人。

作者藉嚴厲警告引起會衆由意之後，在希六 9-12 以柔和

的口吻說了一些鼓勵和勸慰的話。首先，作者在希六 9-10 表

示：他確信他這些親愛的朋友們「將有更好的表現，更近於救

恩」 ，因為天主一定會記得他們「在服事聖徒的事上所表現的

愛德」。接著，作者在希六 11- 12 表達他個人的關切 「我們只

願」 ，希望他們都能堅忍到底，並且在基督內達到望德的圓滿。

希六 4-8 的嚴厲警告，在希六 9-12 被轉換成了安慰的話語。

但作者在希六 12 指出：他們靈性上的懈怠仍然存在。如果他們

想得到天主的應許，就要效去他們靈性先祖們所表現出的「信

德和耐心」 這個主題將會在希十一中長篇論進。

天主所應許的保證六 13~20

13 雹天王啊許亞巴郎的時候，因為及有一個比天王大，而能指

著起晉约，亨克指著自己起醬， 14 t兄： 「我丈多多祝福亻t' 使仃
的後裔繁多。」邗這樣，亞巴郎固耐心等待，而獲得了芝許 c



48 希俑來書 1全桑睪

16 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超誓；以起誓作擔保，了咭一切爭琽。

1" 為此夭王阿直意向纜承芝許的人，充分詞示自己不可更政的旨

意，就以起擡來自作擔保， 18 好叫我們這些尋求避雞所約人，

因這雨種不可更改的事－—《在這些事上夭王至不會撒譫－—1屆

到一種強有力的鼓勵，去抓往那襬在目前的希望。）9 我們拿這

希望，當作靈魂的安全百又堅固的錯，屎屎地拋入帳幔約內

部。 20 作訂望的耶鈺己夸我們進入了那帳幔內部，按翌里大基雙

得品位做了永遠的大司祭。

希六 12 中所指出的「那些因信德和吋心而癢承恩許的

人」，給希六 13-20 提供了一個天主應許的保證；也準備在希

七 1-28 中，依據詠一--04 「你照默瑟德品位，永做司祭」'

反思天主對一位司祭的應許。

這保證的關鍵性聖經文本，是創廿二 16-17 : 天主因亞巴

郎聽命獻出獨子依撒格，而應許亞巴郎後裔繁多。根據希六

13-15 , 《希伯來書》作者指出了這文本中兩個關鍵點：應許

的內容，以及起誓時所用的方式 「指箸自己起詔 應許的內

容是「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後裔繫多」 起誓旳方式卻非常

獨特，因為天主是「指著自己起誓」 結果，亞巴郎因「吋心

等待」而獲得了天主所應許旳 主要不只是單單藉由依撒格得

到後裔，更是藉著基督得到更多旳没裔

在希六 16-18 中，宣講者繼璝反省創廿二 16-17 的誓言和

應許。希六 16 指出了兩個去律的基本原則·人類通常都會指著

比自己大的起誓（「所以天主會保佑我」 ：並以起誓來了結一切

爭端 「我向天主起誓」 1 0 災後在希六 17-18 中，作者回頭再引

用創廿二 16-17 說明天主應許的立場，不谨是以這應許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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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基礎，而且還包含先前的誓言。我們該信賴天主賜給亞

巴郎和他在基督內的後裔的應許，因為它是基於「兩件不變

的事」－—天主的話和天主的誓言。上這反巴叮官義，將在希七

中默想詠一~04 時，會更清楚展丁出來

最後兩節（希六 19-20 把聽衆再引回基督大司祭的主題上｀

這點在第七章將會有更詳盡旳訂論。這兩節也介紹了兩個非常

引人1主意的圖像：天主已在基督身上圓滿實現的應許，是一個

「靈魂的安全而又堅固的錨」 1 希六 19 1 ; 以及耶穌是「前嘔」

－先我們而去和天主共享永生的領袖［希六 20 .'。猶如《肋未

紀》十六章中的大司祭在贖罪節進入至聖所，基督也是如此，

祂已經在我們之前進入了天主在天上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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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七 1-28.'

作者在希四 14"'--"五 10 中論這了基督的司祭職，並在希五

11 "'--"六 20 勸誡了信衆之後，現在又重新回到他的神學主題·基

督司祭職是依照默基瑟德的品位。

在舊約書卷中，「默基瑟德」只在創十四 17-20 以及詠一

-04 中出現過兩次。這兩段經文是《希伯來書》作者論及基

督司祭職的卓越性和永匠性之聖經依據。雖跃早期猶太教和基

督徒著作中，有一些對默基瑟德的臆測：但本書作者在此只關

注用舊約中的這兩段經文，來支持他自己的神學觀點。從他運

用這兩段經文的方法，顯示出主曆第一世紀時，猶太人如何詮

釋聖經，以及基督徒的信念：基督是聖經的關鍵人物。

默基瑟德的司祭品位超過亞巴郎與肋未 'l: 1-10 

I 閂來這跃基慧灣是徹冷王，是至高者天王的司罕；雷亞巴郎

打敗眾王回來時，他來逕接，且視禥了佗。 2 亞巴郎吐由所有

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兮了化；他的名字跌基旻涇，第

一訶稱作「義傅之王」，化也可稱作「撒冷之王」，吐是「和

干之王」之意。｀亻應把父，摭廿，摭咲譜，生虻始，壽摭絡：

位好像夭王子，永久身為司祭。 4 佇們要昱勺：這人是多蘑偉
大，連聖祖亞巴郎也由上等約毆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帆哈了

f也！｀那些由肋未子了系中堉受司鱲的，囯夕大有合向人民，按圭
聿只 j艾什一之物，即向牠們的第兄，雖沃都是出自亞巴郎的腰

:':: ; (7 阿是不屬於他們世系的那一乜，卻收了亞巴郎的什一之

－｀工弓褔了那蒙受芝言午约。 7 從來，在丁約受在上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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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紐人可反對的。 8 在這裹那些堉受什一之牡叻，是有死生

人；卫左那裏領受什一之户的，合「是一乜；子明了需活著的人 c

9 工且訶詫：連那領受 1t-之物的肋耒，也藉著亞巴郎，又吶

了什一之物， 10 四為當跌基琶同這接互巳郎約時候，肋未還在

祖先的曖中。

在希七 1-10 中，反思創十四 17-20 的論點是在顯示~ 基

督司祭職遠超過猶太人的肋未司祭職。作者在希七 l-2a 中，介

紹默基瑟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並把隼點放

在下列兩個最重要的事件上：當亞巴郎打勝仗回來時，默基瑟

德祝福了他：亞巴郎就由上等戰利品中，拿出十分之－獻給默

基瑟德。

希七 2b-3 中，作者視默基瑟德為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在

希伯來文中旳意思可詮釋為「義德之王」 king of righteousness'1' 

或「有義德的君王」 righteous king 。同樣，他城市的名字是「撒

冷」 ＼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 ，這名字也和希伯來文中的「和

平」有關。默基瑟吧這「義德之王」與「和平之王」，就是基

督的一個預像。更有甚者，默基瑟德是在創十四 17-20 中突叭

出現的：沒有記載他的家譜！「無父丶無母丶無族譜」 ，也沒有

l 審訂者註 《巴高本》譯作「正義之玉」裏的「正義」 仁丁文 iustitza
英文 justice 一詞，是譯自希臘字 dikaiosyne 。其實· 初期教會使用

巾kaiosyne 這個字，是用來表達「人與天主間的正砸良好闊係」

nghtcousness'' 粵希臘羅馬文化中的「正義」不大一樣。園此舌

水聖經詮釋系列旳書都隨多數現代平經譯本，把英文 B勺

righteousness 這個字譯爲「義德」 參閱 孟水聖經詮釋系芷二

《迦拉達書詮釋》 9-10 、 39-40 頁，及《羅馬書詮釋》 25-3-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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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生卒年月日 「生無始，壽無終」 。這種肌從查核生死之人

的辯證，正好支特作者認為默基瑟德是耶穌基督預像的觀點。

但作者眞正關注的，仍是默基瑟德和基督卓越的大司祭職位。

作者在希七 4-10 中，依據創十四 17-20, 把隼點放在「祝

福」和「什－一·奉獻」這兩個舉動上。按照猶太人的習俗，由地

位高者來祝禕地位低者。按照猶太人習俗，猶太人的其他支派

都應做「什丑奉獻」或付稅，以支持肋未司祭支派戶十八 21~24 IO 

但根據創十四 17-20 , 亞巴郎從戰利品中拿出十分之一來獻給

默基瑟德什一奉獻 ，默基瑟德祝福了亞巴郎。既然肋未族系

出自猶太肋未司祭支派｀追朔他們的血統是亞巴郎的子孫，所

以這兩項舉動，根據《希伯來書》作者的理論：默基瑟德司祭

職的居先性和卓越性，遠高於肋未司祭。這好像在說：肋未族

在出生之前，就已承認了默基瑟德和基督的卓越性了。作者下

－步要證明：基督司祭職所承受的，就是默基瑟德的司祭職。

基督以默基瑟德的品位作司祭 L 11-19 

11 那磨，如杲藉著肋未司祭］氧能有成全一因為選民就是本著這

司祭賊接受了圭津一為什寔還項要興起另一乜，雯 B召旺基雙

遺品乜的司孚，門不稱為按丑召亞郎的品乜呢? 12 如今司祭臘一

雯更，法津也乂妹愛更， 13 因為這裹所諭到的那一乜，犀是屬

於另一支扆，由這一支派中，沒有一個人曾在祭壇前服務過。

14 且尸目我們旳王是由猶大支派出生的，閼於這一支派，悔雙從

耒提到司祭的事。 15 既紈有另一乜司祭，是按丑召里大基雙德的品

级興起的，那我們所計諭的就更顯明了， 16 因為笹之成為司祭，

工不是授丑§,Jlll 幺充所規定的法則，丙是按E召不可消戚的生命的傅

能，口因為有聖經縉它作證：「亻『E召里大基瑟得的品乜永做司祭。」
18 先怕的瑊命之廢呤，是由於它的門點和摭用， 19 因克法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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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不能成就什磨；同是如今引這了一伺更好的希筐，因著這

希筐，我鬥潭能茌近夭王°

希七 11-28 這一段在反省詠一-04 的意義，目的是要說

明「基督永店司祭」。本書文本直接引遣了《聖詠》的經文：

「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启司祭」 希辶 17 引自詠一--Q41 0 

在希七 21 中，這一神諭以「誓言」旳形式宣告出來· 「上主一

發了誓，他絕不反悔：你永店司祭」。作者堅信· 詠一-04

由誓言所保證「永店司祭」的應許，已經在基督身上應瞼了。

希七 1-10 已為默基瑟德司祭職建立了居先性和卓越性。

作者現在論辯：默基瑟德的司祭職，已經在基督身上應驗了，

而且基督的司祭職也已取代了肋未族的司祭職。創十四 17-20

敘述的事件，按時間先後而言，是發生在梅瑟土律和肋未司祭

職之前：而詠一-04 的神諭大約在達味三時代 ，又在梅瑟去

律和肋未司祭職之後。

作者在希七 n 中推理說：如果藉著肋未司祭職有「成全」

蔘閱希七 28 I' 那麼在詠一-04 中天主就不需要應許另一位

司祭了。作者在希七 12 評論說：「司祭職一變更，法律也必然

變更」。這是他論點的一部分，認爲基督代表了「更好的恩詐」

及「更好的新盟約」。

然而，要在猶太體系中稱基督為司祭，顯然會有阻力，因

為耶穌並不屬於肋未司祭支派，而是屬於出自達味王的猶大皇

族支派。作者在希七 13-14 中坦承了這一事實。那麼，又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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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耶穌為司祭呢？這事能夠成就，全在於耶穌從死者中復占

了。耶穌之成為司祭，是「按照不可消滅的生命的德能」 I 希

L 161 , 因而詠一~-04 「永月司祭」的應許，就得以實現了，

基督的司祭職也就取代了軟弱而不成全的肋未司祭職。因為基

督司祭職使人直接親近天主，帶來了「更好的希望」（希匕 18-19 1 

與天主共享永恆的生命。這是舊的肋未司祭職皿去企及的。

基督的司祭職是永存的（七 20-25

20 再者，耶鈺成為司墓是具有夭王誓言的，其化的司祭工及有

這種誓言就成了司墓。 21 耶鈺成為司擧，坪具有誓言，因為夭

王向 1應說： 「上王一發了誓，弛絕不再反悔；你永為司祭。」

"如此，耶鈺就成了更好的旦約的擔保人。 23 再者，肋耒人成

為司祭的，人數眾多，因為死亡回礙化們長久留任， 24 但是耶

穌因永遠長存，具有不可消近約司祭品仁。竺因比，凡由袍荒

接近夭王的＼，祂全能拯救，因為范需治著，為亻也們轉求。

基督永為司祭，根據希七 20-22, 不僅是因為天主的應許

「你永爲司祭」＼，也基於天主的誓言 「上主一發了誓，祂永不反

悔」 。關於這點，作者在希六 13-20 中還曾強調「兩種不可

更改的事」 天主的應許和天主的誓言。既然基督司祭職意謂

「法律變更」了＼希七 12',' 也帶來了「更好的希望」＼希i:.:191,

那麼耶穌也就成了「更好盟約的擔保人」 希七 22 。肋未人的

司祭職不會是永臣的，因為肋未司祭都有壽終的一日；而復活

／基督卻能永遠常存，因此祂的司祭職「不可消逝」希七 24 \ 0 

=:::: ~,', . 基督能和現在神父們樣常常在天主面前，為「凡由祂

丕萇乏天主的人」轉求（希辶 2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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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司祭職的屬天特質 1 l: 26-28 

"'這樣的大司萃纘適合於我們，祂是呈善约、摭辜的丶摭玷约丶
別於罪＼的丶高於琽夭的；、祂抵孟箋訂荃大司筮一樣，每日

要先為自己的罪， 1更為人民的罪，舉獻壩牲；因為秕奉嶽了 E

己，只一｀欠干為永遑完成了這事，｀因互去聿所工為大司罕的
人是有严黠约；可是在法律以度，以誓言所二子皇子，卻是成

全的，直到永逕。

作者在希七 26-28 結論中強調了基督司祭職的屬天特質：

祂是「聖善的丶無辜的丶無玷的丶別於罪人的丶高於諸天的」

希t:261 。祂在十字架上牒溉犧牲，代表了一次就成全了的祭

獻，因此祂匯需每天為自己的罪及他人的罪獻祭了。作者在希

七 27 以描述基督成全了的祭獻犧性，來總結他全部的神學理

論： 「因曷祂奉獻了自己，只一次而光永遠完成了這事」 1 希

L 27 。基督一方面是「司祭」 ＼｀奉獻祭品的那「位 ，另一方面

也是「祭品」 1 被奉獻的犧牲 ，而且祂的犧牲具有「只一次而

舟永遠完成了」的功效。在基督一次且成全了的祭獻之光照下，

不再需要其他祭獻了。

本章最後，作者從三方面論這基督司祭職的卓越性和永匠

性為t:2s, : 其一，｛去律僅可「立」大司祭，但是基督的司祭

職是來自詠一-04 伴隨天主誓言的神諭：其二，肋未人的大

司祭是「有弱點的」，而復活的基督是天主子， 「是成全的，

造到永遠」 ；其三，肋未人的司祭職是梅瑟去律的一部分，基

督司祭職比去律來得晚，不只與基督有關，也與詠一-04 有

關，是「更好的新盟約」之關鍵 這是第八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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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屬於天上的司祭職（八 )-6 I 

1 我們所諭迷的要點即是：我們有這樣一乜大司祭，祂已坐在

夭上「尊威」的寶垕右邊， 2 在聖所，即真會幕裹作巨僕；這

會幕是上王而不是人手所支搭的。 几大司祭都是為奉獻供物

和犧牲商立的，因此這一亻工也必頌有所奉默。 4 假使茫在地上，

祂就不乂雷司鉺，因為已有了按法律奉馱琪物的司祭。 5 這些

人所行的散禮，只是夭上事行的模臣與影子，襲如梅雙要裊遣

會幕時，曾獲得神示；；兄： 「要留＼－上王；；兄一啊一一按卫召在

山上指示亻『的式樣去作。」 6 現今耶穌己得了一個更卓絕的職

分，因為祂作了一個更好約，工建工在更好的巴芸之上的且约

的中保。

作者已依據詠一-04 確立了基督大司祭永存性的特質，

現在他要論述基督司祭職及其獻祭的地方是在天上。身為優秀

的宣講者，作者在希八 1 重申要點 I 「我們有這樣一位大司祭」＼

後，話鋒一轉，立刻接到下一主題（「祂已經坐上尊威的寶座」，。

在此， 《聖詠》一-01 經文 I 「上主針我主起誓詵：你坐在我的右

逵」 先前已在希一 13 引用過，作為論述的出發點。這論述的

另一出發點，即早期基督徒所深信的：眞正死了的耶穌，已從

死者中復盾了，現在與天主一起生活在榮耀中（「祂已坐在天主

尊威宵座的右邊」 'i 0 



退替走 3曰釓杓妁中係（八］～允 10 I 57 

希八 2~5 的兩個主題是「聖殿」 1' 及與基督司祭職有闥的

祭獻。基督執行司祭職所在的「聖殿」 ，是天主所建立，而非

由人所支搭而成的。所以，這個聖殿是「眞會籬」 ，地上的每

一個聖殿都只不過是天上聖殿的「模型和影子」而已。這正是

希八 5 的主題。

但在論及希八 5 之前，作者必須先在希八 3~4 討論基督祭

獻的屬天性質。假如基督是在地上，祂就不能獻祭了，因為按

照梅瑟法律的規定，祂是不能成為司祭的 1. 祂屬猶大支派而非肋未

支派 I 。但是當然，基督的祭獻是祂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而那些

在地上聖殿工作的司祭們，只是奉獻地上的供物給天王而已。

他們的聖殿只不過是「天上聖殿」 2的模型和影子（希八 5) 罷了。

作者的這番論調，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柏拉圖的教導：我們

所看到的世界，只不過是理想世界的模型與影子而已。然而，

這番論調還有一個可能的來源，就是《出谷紀》廿五 40: 當梅

l 審訂者註在此的這個希謄字，指旳可以是「聖殿」 sanctuary)' 

也可以是「聖所」 the Holy Place '《思高本》及《和合本》在

《希伯來書》中，都是有時譯爲「聖所」，有時又譯為「聖殿」，

值 New American 和ble 及 ~e\\'Jerusalem Bible 卻都律譯為

sanctuary 聖殿。由於本詮釋書英文本凉作者採用的參考本是 Nett

American B巾le' 因而我們的中譯文也就一津譯為「聖殿」°

2 審訂者註這涸希臘字，《思高本》丶《和合本》及 New Jerusalem 

Bible 都譯為「天上事物」，但 New American Bible 卻匱接譯作 the

heavenly sanctuary 天上的聖殿 。由尼本詮釋書英文本原作者採用

的參考本是 New American 和ble' 因而我們中譯文也就－律譯為

「天上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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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準備建造會幕時，天主給了他一個訓示： 「要留心，應一一

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式樣去做」（希八 5 l 3 。這概念是說天主在

西乃山上給了梅瑟建造會幕的「藍圖」或「原型」 (prototype 1 0 

基督行使司祭職的地點，天上的聖殿才是「眞正的聖殿」 ，其

他聖殿最多只是劣質的仿製品。在此，作者為基督的司祭職奠

定了「更好的恩許」 ，以及「更卓越」的特質，希八 6 的功能

是另一個摘要。這也是作者要介紹那個「更好的新盟約」主題

的轉接。

新舊盟約 i 八 7-13'

如果那第一個監约是沒有缺劻约，那璽，為第二佰社沒有箝

垃了。 8 其實夭王卸拐摘以芪沉：「看，時日擇到 上王；；兄——

我丈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二新約， 9 不像我昔日握包 1也們

的手，領祂們出雞埃艾時，與他們的祖先所訂立的星約一樣，

因為他們及有巨丶守我的且约，我也吐了 E召管 1也严了＿上王

説。 10 這是我在那些時日俊，與以色列家訂二的直約＿上王；；兄

－我要將我的法津万又在祂 f門的明惜中，寫在 1也們约、頭上；

我要做他門約天王，他們要儀我的人民。 11 那時，諧也不再鼓

訂自己的同鄉，譙也不再教訌自己的羌兄託：尸『婆二識上

王！』因為不證大小，人入都丈直；；：口成我。 12 因今我要寛芝祂

們的過兒，不再記憤他們的罪惡。」]]一蔬「新的」，就把先

怕的，宣布為舊的了；但凡是舊的和老約，都已甥近了戌亡°

這一段是新約聖經中，所引用最長的舊約經文。引用的經

3 審訂者註 《巴高本》的這段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
十賢士譯本》的出廿五 40'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一些出入。出廿

五 40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爲「要留神按照在山上指

示給你的式樣去做」 ，《和合本》譯為「要謹慎做這些物件，都

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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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自《耶肋米亞先知書》卅一 31-34 天主要與祂的子民訂

立「新盟約」。它的歷史背景是：主前六世紀初葉，耶肋米亞

先知有預感：耶路撒冷城和其聖殿，很決就會被巴比倫帝國佔

領和毀滅了。雖陝耶肋米亞先知常被稱爲「哀哭旳先知」 a prophet 

of doom 1' 但他也是一位「希望旳先知」 a prophet of hope 。他

的希望寄託在天上對祂子民旳巴（言及應許· 叮不是依靠猶大國

軍隊和君王的強盛。但所預言旳～新盟約」是盱望以色列能與

天主建立良好旳關係，那也是一個更成全、以色列還艾有經瞼

過的新關係。

作者在希八 7 以論這語句來介紹他所引用的經文： 「如果

那第一個盟約是沒有缺點的，那麼，光第二個就沒有餘地了 j 。

在這一點和希八 13 一樣，作者唯一想要町確表達的，就在應許

新盟約的「新」這個字上。雖然如此，耶卅一 31-34 中的其他

主題也很重要，特別是天主要更新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把新

盟約放在人旳心裏 「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明悟中，寫在他們的

心頭上」 ，並且寛恕他們的過犯。

在希八 13 結論的論述中，作者探究「新」盟約。根據作者

的看去，這個「新」就是「把先前的，宣佈曷舊的了」。他繼

續用更強硬的措辭說：「凡是舊的和老的，都已臨近了威亡」°

這是耶肋米亞先知的看法，因為他早已覺察到 大災難就要在

主前六世紀初期降到猶太子民身上。這是否也是《希伯來書》

作者的想法呢？若然，他是指什麼聖殿在主曆 70 年被毀了 I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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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舊約中的體制呢（司祭、聖殿、祭獻 等）？或是泛指猶太教？

又，為什麼是說「都已臨近了滅亡」，而非「已經滅亡了」？

地上的會幕 (.iL 1-10) 

I 第一個農約固砥也有行敬禮的規程，和屬於世界的聖殿， 2 因

為有支搭好了的帳冪，前邊的帳墓稱為聖所，襄面成有燈台丶

桌子和伍餅； 3 在第二層帳幔後邊，還有一個帳蓋，稱為至聖

所， 4 襄百設有金香壇和周圍包金的約愜，櫃內有盛「瑪汴」

的金罐，和亞郎開花約棍杖及約販。｀櫃上幸夭王榮編的「草
譖賓」，芝著贖罪蓋：關於這一切，現今太丈－－细講。 6 這

一切既如此安置了，司祭鬥就常這可邊的帳幕丟行敬禮； -至

於後邊的恨冪，谁獨大司築一年一 :x 進去，需帶上血，去為自

己和為人民的過祀奉麩。 8 聖神藉此指明：幾時前邊的帳藁還

存在，到夭上皇殿的道路就還沒有打開。 9 以上所這是現今時

期的筐表，表示所奉獻的供物和犧牲，不能使行歎遭约人，左

艮，、上，尋到成全， 10 因為這一切都是屬菸外表禮節的規程，只

著重食品丶飲料和各樣的冼禮，立定為等待改良的時期。

在論逕基督司祭職的聖殿是在天上之後，作者在此說明：

《出谷紀》廿五～廿六章所描進的「屬於世界的聖殿」僅是天

上「眞正聖殿」的影子或仿製品而已。作者在希九 11~+ 18 

中，要以猶大人贖罪節的禮儀卟力十六為例，為基督成全的祭

獻作更詳盡的描述。

希九 1-5 描寫了第一次盟约中，「屬於世界的聖殿」的「規

程」 I 希九 10 稱之為「屬於外表禮節的規程」 ：這：些；資料憤勺芽3原是：

《出谷紀》廿五～廿六章。作者在希九 2 談到「前邊的帳冪」

或「會幕」，及裏面擺設的「J:登台丶桌子和供餅」 o 「前邊的

帳籬」稱為「聖所」 (the Holy Place)' 「在第二層帳幔後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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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帳冪」稱為「至聖所」 1 the Holy of the Holies·; 只有在一

年一度贖罪節時，大司祭才可進入「至聖所」（希几 3-5) 0 「至

聖所」中的擺設有「金香壇和周圉包金的約櫃，揠內有盛巧納

的金瓘，和亞郎開花的棍杖」 ，以及天主和梅瑟立約時所用的

「約版」 ，這些比「聖所」內的擺設精巧又奇特。這段經文所

列之物是《出谷紀》和民間傳承所記載的，未必是第二聖殿 the

Second Temple'4內的實際狀況。鈥而，後邊帳幕內最重要的主角

是「贖罪之處」 1. "the place of expiation"' 常被譯爲「施恩座」 "the mercy 

seat''1 5' 這就是在贖罪節那天，司祭要在至聖所內灑血的地方

4 審訂者註· 本詮釋書英文作者存此用 the Second Temple 第－聖飈
究竟何指，不太清楚。按昭上下文脈絡來看，似干應是指「至聖

所」 the Hol) oft以 Holies 。可是這位英文作者在整本詮釋書中，都

隨著 New American Bible 及 New Jerusalem B巾le' 把與「至聖所」

相對的「聖所」 the Holy Place 稱作 sanctuary 聖殿 ，若佽，他存

此就該把「至聖所」稱作 the Second sanctuai-y 才符合他的慣用去，

可是在此他卻用了 the Second Temple 。 Temple 不可能只指其屮一

部分的「聖所」 ，而是指整涸大建築物，包括「聖所」 丶「至聖

所」及其他所有部分／在以色列歷史巾曾有過兩座聖殿 Temple • 

先前的一座是撒羅滿建旳，可稱為「第一聖殿」，它芷主前 587

年毀在巴比倫帝國軍隊的手上·之後，回歸聖地的選民於主前 516

年任原址重建完成另－座聖殿｀而後大呈落德加以整修，耶穌及

宗徒時代所稱的聖殿，就是這一座聖殿· 可稱爲「第二聖殿」丶

｀審訂者註 這個希嚙字，只有《思高本》譯作「贖罪蓋」，是我
們所有參考用的聖哼譯本中唯一如此譯的 本詮釋書英文作者用

的 Nc11'American B巾le 譯作 the place of expiation' 即「贖罪之處」

New Jerusalem Bible 譯作 the throne of mercy• 即「施恩之座」

《和合本》譯爲「施恩座」 ．《現代中文譯本》譯爲「赦罪的座

位」 ·吳經能的《新翌全集》譯為「恩座」。總之，這個希謄三

是一個地方，或一個座位，而不是一個東西，如「贖罪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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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十六 14-16: 羅三 25 I 。作者感覺到如果再延長這些敘述，會

導致聽衆分神，就在希九 5 突然中斷了這個敘遑 I 「關於這一切，

現今不必一一綽講」 '1 0 

為了更強調贖罪節禮儀的重要性，宣講者在希九 6-7 中，

把「前邊的帳幕」 「聖所」 和「後邊的帳冪」 （「至聖所」

所行的禮儀作了對比。在「聖所」中，許多司祭都可重複奉獻

贖罪祭；唯有大司祭可以一年一度進入「至聖所」中灑血，「丹

自己和人民的過犯奉獻」。

陴論贖罪節的祭獻多麼重要，若把它和基督成全了的祭獻

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 I 希九 10 l 。舊盟約中的這共禮儀和體制，

是聖神用來「預表」基督這位大司祭所做的成全祭獻，眞正能

打開「到天上聖殿的道路」 （希九 81 。舊約的禮儀和體制是屬

於「現今時期」的預表，所以羆法使他們個人存在的深處（「在

良心上」 達到成全。他們所行的禮儀只是屬於「外表禮節的規

程」，只適用於「等待改良的時期」，直到基督以自己的生命、

死亡、復活，並受舉揚而帶來的「新紀元」 o 「新紀元」一到，

這些規程就都失效了。這些規程都只是象徵和比喻，論及地上

的事物（食品、飲科、 1先絜禮等 ，也只開放給少數特選的人（司祭

們 ，並且這些事物在本質上都是不成全的。它們只是指向基

督經由十字架的死亡，為我們的罪所奉獻的完美羆缺的祭獻。

書在此採 New American B巾le 及英文作者的譯法· 「贖罪之處」°



基督完羨無缺葯祭獻
I 九 11~f- 181 

贖罪節禮儀的基本要素是：大司祭把動物祭品的血灑在至

聖所內。這樣做，是基於血是生命的象徵，也是取潔的一個原

動力：他們相信這樣做，可以去除以色列子民包括大司祭本人

過去所犯的罪，也為他們在新的－年，在天主面前革新生活做

準備。為《希伯來書》作者而言，基督既是最完美羆缺的大司

祭，同時也是完美無缺的祭品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祂的血，

只灑一次，就完成了一年一度所灑的動物祭品之血所不能完成

的傳大除罪事工。

基督寶血的贖罪功效九 11-14

II 可是基訃一至1j' 吐作了未萊乃芝的犬司祭，范 y三至了那更大、

更齊全的， T 是人手所這，不囑下入受這世界約士幕，［~ 不是帶

著公山羊和牛情的血，而是帶著自己的血，一大而為永遠進入

了夭上的聖閂，獲得了永遠的救贖。 13 假如公山羊和牛犢的血，

以及丑牛的次燼，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亢凈化 1應們得到

肉身的挈凈， 10 何瓦基督的血呢？祂藉著永生的呻· 已把自己

毫紐瑕疵的奉帆曇夭王，祂的血豈不更能上二爭戎們的艮心，呤

丟死亡 5月行為，好去事奉生占的夭王？

作者在希九 11-14 中肯定·基督這位「未來鴻恩的大司祭」

，這「即將來臨的新纪元」己經實現 s'I' 已經「帶著自己的血」 而

不是動物祭品旳閼 ，進入了那「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幕」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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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舉行了「一次而居永遠」完美無缺的祭獻，使我們得到

「永遠的救贖」。在希九 13~14 中，作者使用「由小觀大」的

修辭技巧，來褒揚基督的犧牲祭品有更大的功效。如果以動物

的血做地上的犧牲祭品，都可以使人「得到肉身的潔淨」功效，

那麼基督在十字架上完美餌缺的祭獻 I 「基督的血」）豈不更能

使人從罪污之中冼垕良心，使敬拜生活的天主成爲可能。基督

「帶著自己的血進入了天上的聖殿」 ，帶來洗凈罪污的功效，

使人有可能與天主建立起正確的翡係（這就是保祿所說的「成義」三

基督以寶血訂立新盟約九 ]5-22 I 

l《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以祂的死亡補贖了在先前的星約

之下所有的罪過，好叫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同許的永遠的產

業。 16 凡是遺囑，又頌提供立遺囑者的死亡 'I' 因為有了死亡＇

遺囑才能生效，綫時立遺囑者還活著，綱不混生效。 18 因此，

連先前的旦約也得用血開耐。 19 當日梅雙向全民眾按法律宣讀

了一切讜命之俊，紐用朱紅線和牛膝莖，蓺上牛犢和公山羊的

血和水，灑在約書和全民眾身上， 20 説： 「這是夭王向仃們所

命定的翦約的皿。」"連衹墓和為散禮用的一切器皿，祂也 E召

樣灑上了血； 22 工且按日召，主津，幾乎一灼酋是用血鬨所的，若

沒有流血，社及有敖免。

作者在希九 15-22 中力辯說· 基督的血「開創」了耶肋米

亞先知所預言的「新盟約」。基督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作了新盟約的中保（希九 15 l 。爲了在希九 16-17 中解釋他的這

個觀點，作者玩弄「約」 (testament 這個字的雙重意義：是「盟

約」 (covenant)' 又是「遠囑」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l 0 「遠噶」

必須等到人死之後才能生效；同樣，新盟約的應許也需藉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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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死亡，才生效力。其功效就是救贖在舊盟約下的罪污，同

時參與永佰產業的繼承。

如同在西乃山上頒給梅瑟的舊盟約，是將血灑在祭壇上而

生效摹閱出廿四 3-8 I' 同樣，新盟約也是藉著基督流在十字

架上的血而生效。作者在希九 22 中描述：血的功用是潔淨和赦

罪，所以他說「若沒有流血，就沒有赦免」（參閱肋曰一口 I o 

基督寶血的救恩功效＼九 23-28 I 

23 那麼，既§大連那些夭上事物的模型還必須這樣絜凈，而那天

上的本物，自鈥更需要用比這些更高貴的犧牲，'"因為基詧芷
非進入了一厘人手所造，為實體模型的聖殿，而是進入了上天

本境，今後出現在夭王酉前，為我們轉求。 25 f也缸囿再三奉獻

自己，好像弋司竿每年四帶著下是自己的血進入聖殿一樣，

26 否則· 仗創世以來，牠就《頂多次受苦受難了；可是現今，

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現了一次，以自己作犧牲，玲戚了罪過。

27 就如規定人只死一次，這以亻更就是審判； 28 同樣，基督也只

一次奉歎了自己，為除免大眾約罪過；將來祂要再次騌現，與

罪過紐閼，而是要向那些期待祂的人施行救恩。

作者在希九 23-28 的論辯說：基督帶著自己的血，在天上

的聖殿中走近天主，因而完全冼凈人類的罪污。但是基督的事

工不谨只是一個過去的事件（「一次而爲永遠」，參閱· 希九 12) 。

更正確地說，基督這位大司祭現在仍在天上繼續執行祂的司祭

職務· 「在天主面前，馬我們轉求」（希九 24' 。尤有甚者，基

督這位大司祭遠要在最後審判時「再次傾現」，來執行祂的司

祭職務。既然祂已經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洗淨了所有的罪過，將

來祂的使命是「要向那些期待祂的人施行款恩」。因此，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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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職可分三階段：冼爭人們的罪污（過去＼；繼續做我們的中

保 I 現在＼；施行最後救恩（將來 1 o 

舊約的祭獻不能赦罪＼十 [-41

l 法律既妖只有未來美物的影子，及有那些事物的異相，所以

繕不能因著每年雷獻的同樣犧牲，使那些頤萱脛近夭王的人得

到成全； 2 因為，如果那些行散禮的人，一次可為永遑皇凈了，

良、不再覺得有罪了，祭酞豈不吡嬰俸止嗎? J 可是，正回這

擘嶽才倢人每年 *E 起罪過來， 4 因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斷不能

陪免罪過。

希十 1-4 是《希伯來書》作者反思「基督是大司祭、也是

祭品犧牲」這個論題的結尾；他在此堅稱：梅瑟法律所規定的

「每年常獻的同樣棫牲」是無效的，它們充其量只是「未來美

物的影子，沒有那些事物的眞相」，所以它們不能使那些在贖

罪節獻上祭品犧牲的人得到成全希十 1 I 。事實上，每年重複

獻上這些祭品犧牲，就足以顯示它們沒有能力冼爭罪污＼希-+

2-3 。最後，作者在希十 4 斷言· 「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斷不能

除免罪過」。

基督的身體成了祭品犧牲十 5-10

｀為此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 「犧牲與豪祭，已非佇所要，蚪

幺合我預備了一個身體； 6 全燔祭和贖罪羣已非亻T 所喜， 7 於是我

説：看，我已交到！閼於我，書卷上己有記載：夭王！我京為

承行亻f 的旨意。」 8 蕾邊謊：「祭物和豪竿，全潘驾和贖罪祭，
己非亻『所要，已非仃所喜；」這一切都是按B召法律所奉戲的；

9 f七邊亻笆説：「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仔的旨意；」由比可見，

祉嗝除了那先前的，為要成立那以後的。 10 我們就是回這旨意，

藉耶穌基釐的身體，一次門為永遠的祭獻，，且到了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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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作者在希十 5-10 中論辯說 根據梅瑟法律所行

的許多祭獻，已被基督一次而完美皿缺旳祭獻所取代了。為了

支持這一觀點，他把詠四十 5-7 的經文放在基督旳口中， 「一

進入世界」降生成辶是在聲明基督旳使命和門獻祭旳卓越性。

作者在希十 8 中指明：詠四十所說旳祭品墳牲，是依據梅瑟去

律所規定的；然後在希十 9-10 中繼續將此類祭獻，與基督在

十字架上以自己身體所行的一次而成全的祭獻作對比。基督的

祭獻已經取代、甚至廢止了動物犧牲的祭獻。只有耶穌基督所

行的一次而成全的祭獻，可以聖化衆人。祂的祭獻是以忠信順

服天主旨意的精神而行的：「看，我已來到，曷承行你的旨意」 o

基督永遠的救恩 I+ [ [-14 

11 凡且，每一乜司祭，都是夭夭侍立著執行芍文禮· 工屢次奉戲

纘不能除去罪芝的同樣犧牲； 12 但是基督只奉獻了一次贖罪的

擡牲，以後便永遠坐在夭王右邊, 11 亻是今以後， P 等待將祂的

仇人旻作祂腳下的筠板。 14 固為祂只藉一次奉獻，社永遠 f更被

聖化的人得以成全。

就像按猶太去律所行的許多祭獻，都被基督一次而成全的

祭獻所取代了一樣，所以依據希十 11~14, 許多猶太司祭也被

唯一的司祭所取代。在梅瑟法律下，許多司祭重複舉行周樣旳

獻祭，卻閂去去除罪惡（希十 II' 。但是基督這唯一旳大司祭，

「只奉獻了一次贖罪的4義牲」 ＼祂在十字架上旳死亡 ，從此就受

到舉揚，「便永遠坐在天主右邊」＼耶祅的復占、升天這句話是詠

~01 的描述 。基督這一次而成全的祭獻，摘要地說；「只藉

一次奉獻，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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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盟約的效果（十 15-18)

15 聖神也哈我們作證，因為祂；；見過， 16 「這是我在那些時日後，

與化們訂立的盟約一上王；；見－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化們的

心中，立在祂們的閂惜中。」這話以後，又謊：！「化們的罪

過和他們的邪懇，我繹不再追令。」 18 若這些罪已經敖了，也

社用不著唷罪的祭歎了。

舊盟約的司祭，一再重複的祭獻，都無效力；而新盟約的

基督大司祭一次性的祭獻，卻帶來罪之赦。在希十 15-17 中，

新盟約的主題是引用《耶肋米亞先知書》卅一 31-34 。這新盟

約是「放在他們的心中，寫在他們的明悟中」］，這正好和基督

全然內在的順服一致： 「我來是承行你的旨恋」°

這新盟約洗滌人們的罪惡，使天主子民有一個新開始。基

督這一次而成全的祭獻，是如此有效力，不再需要更多其他的

祭獻了： 「若這些罪已經赦了，也就用不著贖罪祭獻了」 ＼希

十 18 。因此，舊盟約的祭獻制度，最多只像基督祭獻的一個

「影子」而已，現在已經被取代了。從今而後，所有的赦罪，

都必得和基督為我們所行的贖罪祭獻連結才有意義，其他祭獻

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1 審訂者註 《思高本》的本段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

十賢上譯本》的耶卅一 33•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一些出入。耶卅

- 33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

他們的柿誾裏，寫在他們的心頭上」 ．《和合本》譯為「我要將

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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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十 19-39

本段跟隨希五 11-.__,六 12 的寫作模式1' 由一個請求希十

19-25 l 、一個嚴厲警告（希十 26-31 l' 以及一些勸勉的話希十

32-珂組成。結尾則給信德做了一個註解，為希十一列出的信

德英雄榜作預備。

誠心懷有信望愛三超德十 19-25

19 所以，弟兄們！找門既 I;大懷著大膽约信丶，靠著印託的寶血

得以進入皇殿，、I) 即進入由祂兮我門問創式一缽又新又占，通

逞帳幔，即祂肉身的道路；叮百且我們既沃又有一二掌管夭王

家庭的偉大司祭， 22 我們就啊左冼凈丶璽，脱離邪僻的艮心'
和用凈水冼滌身體以後，懷著異誠的心，以完備的信傅去接近

夭王；』也啊靉堅持所明巧的望德，毫不動搖。因為啊訐的那

乜是恵信的； 24 也隱誤仗此關懷，厥發愛門，勉尉行善， 25 絕

不離棄我們的集會，就像一些人所習慣行的；反而围彼此勘

勉；仃們見那日子越近，就越該如此。

作者在希十 19-21 中，回憶希四 14-16 的用語，肯定了藉

基督的死亡、復活、受舉揚的事實，為自己的訴求提供了一個

神學立論的基礎：我們藉著基督的寶血，得以進入天上的聖殿，

更有位大司祭作為我們在天主面前的中保。

在希十 22-25 中的三項訴求中，呈現出信、望、愛三超德。

l 本詮釋書恰希苴 11~六 12 下的標題是「基督徒要向成熟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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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十 22 中，呼籲基督徒要「懐箸眞誠的心，以完備的信德」

來接近天主；這個呼籲的立論基礎是：基督成全的祭獻，帶來

了罪赦的救恩 這是經由冼禮的象徵儀式而體驗到的。在希十

23 中，呼籲基督徒要「堅持所明認的望德，毫不動搖」；這望

德是建基於天主的忠信及天王的應許之上。在希十 24-25 中，

呼籲基督徒要以愛德與同伴一起生活；這個呼籲的立論基礎

是：為基督徒團體所處清況的需要，鼓勵「彼此關懐，激發愛

德，勉勵行善」，以準備「主的日子」 （審判）來臨。而有人離

棄團體的集會＼希十 25 I' 正是作者所描選當時教會情況的另一

普遍現象。

背信的罪難得赦冤（十 26-31.1

26 因為如果我們同識其理之後，還故意芘背信的罪，就再沒有

另一個贖罪祭了。 27 只有一種等待審判的怕情，和勢將吞戚板

逆者的列火。 28 誰若廢棄梅旻志律，只要有两三個證人，佬就

該死，必不得憐慎； 29 那磨，你們想一想：那踐蝰了夭王子，

那自己藉以成聖的旦約的血當作了俗物，而又輕慢了賜芝寵的

聖裨的人，閂當受芝樣更厲害的懲罰节! 30 因為我們知道誰曾

覬過：「復仇在手我，我乂要報復；」又覬：「上王乂要審判

自己的百姓。」 JI 落在永生的夭王手中，萁是可怕！

希十 26-31 的嚴厲警告＼參閱希六 4-8 I' 再次論及領冼後

所犯最嚴重的罪 背信參閱希十 29) 。如果有人在接受基督

信仰之後，又再拒絕基督，那麼就再沒有任何有效的祭獻可以

除去他們的罪了，因為舊盟約的祭獻已被取代，而基督有效的

祭獻又被拒絕。因此，為這些人就只有生活在一種等待審判及

懲罰的「怕情」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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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罪之嚴重性，再次被作者以「由仃＼觀大」的修辭技

巧強調出來。按照《申命紀》十七 6 的規定，若是一個人崇拜

偶像或犯了褻瀆的罪，只要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D供，即可

將那人處以死刑：那麼那些「踐踏了天主子」、褻賁天主盟約

的血和輕慢聖神旳人，又應當受怎樣更嚴厲的懲罰呢？作者引

用《申命紀》卅二 35-36 中的「復仇在乎我；我必要報復」及

「上主必要審判自己的百姓」 2' 來強調天主審判的可怕。這嚴

厲警告，以全聖經中最令人畏懼旳一句話作為結尾： 「落在永

生天主手中，眞是可怕」 希十 31'0

應賴信德生活十 32-391

匕請 f尸門回芝先前約時日，那時作們才蒙光 8~' 社鬥受了苦祚

的嚴厲打擊： 'l 一方百，佇們富眾受嗤笑丶凌辱和磨鞋，另一

方面，仃們與這樣受苦的人作了同伴。 34 的確，佇們同情了監

禁約人，又床趺芝受了你們的財物被搶抨，因為佇們知道：亻『

們已獲有更審膏且常存的產業， ;5 所以千萬不要畏失那使你們

苛得大當報的勇敢信 i丶 0 l6 硐來仃們所需要的吐是堅芝，為使

仃們示行夭王．的旨章，百穫得那所囯許的。 p 「巴今還有辰短

約一會見，要末的那一位，就要克到，絕不遲嵒。 )8 我的義人

靠信德而生活，假使他退丐，他必不會中毘我心°」 19 我們主

不是那般這丐以致喪亡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靈魂的人。

2 審訂者註 《思高本》的本段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匕

十賢士譯本》的申卅二 35'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很大的出入。申

卅二 35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等到他們失足之時，

我必復仇報復：他們滅亡的日子石在已臨近，給他們預定的命運就

要來到」 《和合本》譯爲「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我；

因他們遭火的日子近了；那要臨在他們身上的必速迷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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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希六 9~12 一樣，希十 32~39 在嚴厲警告之後，也以柔

和的盼望和勸勉加以平衡。作者在希十 32~34 中力請團體回想

當初他們「才蒙光照」成為基督徒時所受的嚴重打擊；這些苦

難被描寫為：當衆受嗤笑、坐監、財產被掠奪等，可能反映了

第一世紀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盛行於羅馬的一些基督徒的困

境。這位宣講者的觀點是：這批新基督徒之所以能甘心樂意忍

受這些苦難，是因深信他們「已獲有更高蕢且常存的產業」＼希

十 34 I o 

作者在希十 35-36 中繼續勸勉這些人，在當時的情況下仍

要有信心堅忍到底，並且一定會得到天主的賞報。然後作者在

希十 37-38 中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廿六 20 的話： 「還有

很短的一會兒，要來的那一位，就要來到，絕不遲緩」 希十

37 1 3' 進一步以基督論觀點來表明基督的再臨；他並引用《哈

巴谷先知書》二 4 「義人靠信德而生活」 I 希十 38a 1 4' 來嘔策

3 審訂者註 這段經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十賢士譯本》

的依廿六 20• 但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很大的出入。依廿六 20 希

伯來原文的句子，《思高本》譯爲「我的百姓！去，進入你的內

室，關上門，隠藏片刻，等待盛怒過去」 ：《和合本》譯為「我

的百姓啊！你們要來進入內室，闕上門，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

去」°

4 審訂者註 這段經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七十賢士譯本》
的哈二 4b, 但與舊約希伯來原文稍有出入。哈二 4b 希伯來原又

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義人必因他的信賴而生活」 ，《和合

本》譯爲「義人因信得生」＼主意哈二 4b 裏的「信賴」或「信」'

並非「信德」之薏，而是「信用可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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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衆堅守信德。最後，作者在希十 39 以他和其團體者隣［「有信

德得以保全靈魂的人」做總結，藉此為希十一中所列的信德典

範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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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有信德以保全靈魂的人」 希十 39'> 的意義，作

者列出舊約對天主應許保持信德的英雄榜。同樣的聖經英雄名

錄，在《德訓篇》四四～四九章和《智慧篇》十 l"---'+ - 4 中

也可以找到。但希十一中的德範名錄，其不同之處在於強調「因

箸信德」。對《希伯來書》作者而言，信德是「未見之事的磑

證」，是對天主召喚的慷慨回應，對天主應許懷有希望的信賴，

以及面對痛苦和死亡時忠信的堅忍。

第一組德範的例證＼十~1-7

I 信灣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主。、巴之傳德，

先人們都曾得了褒揚。 因著信德，我鬥知道普世是藉夭王的

語形成的，看得見的是由看不見的化成式 C 0 因著信這，亞伯

爾向夭王奉麩了比加音更高貴的鎝品；因這信閂，亞泊爾被褒

揚為義人，因為有夭王為化的供品作全；因這｛言連，他雖死了，

卸仍發言。 5 因著信德，哈諾客被接去了，叫 1應不見死亡，世
人也找不著化了，因為夭王己斗名他接丟；阿克茨接去之前，已

有了中悅夭王的明證。 6 沒有信德，是不訶能中尼夭王：：？，囯

為凡接近天王的人，閂該信祂存在，且信祂對尋求祂的人是賞

報者。一囯著信遺，諾厄對尚耒見的事還了啓示，懷著散畏裊
造了方舟，為救自己的家庭；因著信涇，化定了世界的罪，且

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承嘈者。

希十一 1-2 中呈現一個信德的抽象定義，是較有計畫的陳

逕，可由下列德範的事蹟看出。亻莒恩牽涉到信賴天主的應許 i 「信



舊約中的信仰德範＼十一 1-40 .1 77 

德是所希望之事的 ，是未見之事的 」＼，是：異i百］易見直勺。問題

出在hypostasis 1 和elencho/這兩個希臘字上。這兩個字或是由客

觀的角度來瞭解可譯作 realization 實現〕 evidence 〔保蹬〕＼，

如同Veil'American Bible的譯去：或是應該用比較主觀的方去來理

解了譯作 assurance 〔證據〕 conviction 喧信是眞的〕 。當然，

信德同時牽涉到客觀及主觀兩個層面，下面的例證就可看出＼

第一組例證（希十一 3-7 與《創世紀》第一～十一章中旳

人和事不謀而合。創一＼希十一 31 描遑天主的創世工程，是藉

著天主話的大能形成的，我們能夠瞭解是「因著信德」 。天主

悅納亞伯爾的祭品，而不是加音的 i 創四 1-7'' 希十一 4 中歸

因說是因為亞伯爾的卓越信熄和義德。哈諾客被接升天創五

24 的理由，根據希十一 5' 是由於他偉大的信德。哈諾客的例

子，引導在希十一 6 中的一個信禮生活上的簡要反思：信德的

生活是中悅夭王的唯一生活；還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相信

l 審訂者註= hypostasis' 本詮釋書英文作者所用的 New American 

B巾le 譯作「realization 實現」，與《和合本》的「實底」譯去相

同· 值《思高本》譯作「擔保」，是與 New Jerusalem B巾le 的

「guarantee 保證」譯去相同。

2 審訂者註 h}postasis'New American Bible 譯作「evidence 證據」'
與《思高本》的「確證」及《和合本》的「殯據」譯法相同· 值

New Jerusalem Bible 譯作「prove : 確信是眞的」°

3 審訂者註 由上遠兩註腳的分析，可以看出： New American Bible 

是採純客觀旳角度， New Jerusalem B巾le 是採純主觀的角度：而

《思高本》及《和合本》則採既主觀又客觀的綜合角度，這是比

較符合本詫釋書芙文作者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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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並相信天主有賞報尋求祂的人的渴望。

在天主的創世工程、亞伯爾的祭品，及哈諾客升天這二個

事件上，作者供給的詮釋 I 「因著信德」 在舊約聖經文本中並

及有明確的證據4 。但在諾厄的例證上希十一 7 I' 作者給了聖

經中一個「因著信德」的有力例證。根據創六 8~22: 諾厄全憑

對天主應許的「尚未見的事物」的信賴，聽從天主的命令造了

方舟，他也因此獲得「救自己全家」的賞報。諾厄的信德行動，

不但對敗壞的世界是見證，也預示了亞巴郎的「因信成義」。

第二組德範的例證三一 8~22 I 

8 因著償澧，亞巴郎－蒙召選，就聽命往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

地方去了： 1應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裹去。 9 因著信涇，佗

旅居在所啊許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與有同樣恩許的承壇人

依徹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張幕內， 111 因為他期待著那有堅固基礎

的坡，此城的工程拜和建築師是夭王 0 11 因著信這，連百女撒

辣雖夕大過了適富約年齡，也蒙受了懷孕生子的能力，巴為她相

償那閂許者是巴信約。］＾為此，也一個入，且是由一個己乏贇

死的人，生了子孫，有如夭上的星展那門多，又如海岸上的』

乜那磨不訶膦欺。 13 這些人都懷著信芒硐了，沒钅項得所芝評

的，只由遠處觀望，表示歡迎明荳自己在世上只是外下人和哌

客。 14 的璀，那些；；見這樣話的入，表示目己是在尋求一侶家鄉。

15 如果佗們是懷令所離開的家郷，他們還有返回的鬢會； lb 其

實祂們如今所渴望的，實是一個更美麗竺家氟，即天上 5~ 家

鄉。為此，夭王自稱為他們的夭王， T 以德們立羞阜，巴為范

4 審訂者註雖殊這樣的解釋，在舊約聖經中佃1去找到明確的證據，
但猶太民族在「兩約之間時期」 主前第一－世紀到千曆第世紀中後期的

段時間中寫成的一此偽經裊，卻是非常流行。新約《猶達書》也

曾運用《哈諾客壹書》、《梅瑟升天錄》等偽經中的例證，加以

說明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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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絡化們預備了一星域。 I 因著傳吧，亞巴郎在受式探的時候，

醚上了依擴格，就是鄯承受了芝許的人，嶽上了自己的臠生

子； 18 閂京天王曾向佬；；兄過： 「只宅由依撒格所生的，才稱為

庁的後裔。」 19 他門天王也有倢.\}足死者中虔活的能力，為此

倢又把依撒格得了回來，以作預傀 '21' 因著信涇，依撒格也閼

於未東的事視褔了雅各伯和厄掀烏。 21 四箸信涇，臨死的雅各

伯視福了若雙約每一個兒子，也扶著苦芝的代翌朝拜了夭王°

,7 囯著信涇，睦認的若雙提及以色列子艮出雞埃艾约事，工對

祂自己的骨賅有所吩疳。

第二組聖經中的信德例證，在希十一 8-22 中提供了亞巴

郎和其他聖祖的故事。根據希十一 8-10, 「因箸信德」亞巴郎

離開家鄉，前往應許之地客納罕去＼參閱創十二 1-4'' 雖然他

出發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裏去。他還「寄居在帳籬內」，因為他

知道應許之地客納罕並不是個完美和最後的居所。相反的，它

是天主天上之城的標記或影像， 「因內他期待著那有堅固基礎

的城，此城的工程師和建築者是天主」 I， 希十一 10 。根據希十

-11-12, 因著信德，亞巴郎和撒辣相信了天主的應許（參閱

創十七 15-22 I : 雖然他們都已高齡，而且撒辣不孕，他們仍得

到名叫依撒格的兒子，他們的後裔將多如「天上的星辰」和「海

岸上的沙拉」。亞巴郎的信德來自天主， 「因月他相信那應許

者是忠信的」 ［希十~11 。

在希十一 13-16 中，作者暫停他的名錄，轉而藉亞巴郎和

撒辣，以及所有舊約中的偉大信德典範，來反思信德的特質，

就是「相信尙未圓滿實現」 1. as-yet-unfulfilled nature of the fai両的應

許，或末世性的應許。既然這些人「懐箸信德死了」，他們在

世時及享受到與天主同在的滿全生命 藉著基督的死亡、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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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以及被舉揚，使這事成為可能。他們仍然是「外方人和旅

客」 希十一 14 ; 參閱創廿三 4)' 在尋求一個家鄉。然而，他

們認清他們眞正的家鄉，不是他們離開了的故鄉 1， 他們還有返回

的機會＼，而是天主在天上為他們預備的那座城。這些有信德的

英雄們所盼望的，現在藉著基督而實現了。

希十一 17-22 用了進一步的例證，以發揮聖祖「相信尙未

圓滿實現」的應許之信德特質為主題。因著信德，亞巴郎獻上

兒子依撒格作為奉獻給夭主的祭品，不顧天主的應許得到繁多

的後裔是要經由依撒格的事實＼希十一 17-19 I 。按照作者的說法，

那促使亞巴郎甘心情願服從天主的命令，是相信天主可使死者

復活的信念，因而依撒格就是耶穌復活的預像。

依撒格和雅各伯給予子孫的祝福＼希十一 20-21 \'即他們期

待後裔的預兆。雅各伯臨終前「扶著若瑟的杖頭朝拜了天主」

創四七 3 lc 1 5' 加深了信德中「朝聖」的意味。若瑟遺命子孫

要出離埃及，並把他的骨骸帶出埃及的事實＼希十一 22 參閱

創五十 24-25 I' 顒示雖然他經驗到了「相信尚未圓滿實現」的

應許之信德特質，他相信會有更多的天主應許將要實現。

5 審訂者註 《巴高本》的本段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匕

十賢士譯本》的創四匕 31c'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很大的出入。創

四七 31c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為「以色列便靠著林

頭屈身下拜」：《和合本》譯為「於是以色列在林頭上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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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德範的例證 「 23-3] I 

23 因著信灃，梅旻一表生就屄化的父毋隱藏了三個月，因為 i也

們見嬰孩俊美，便不怡君王的玠令。 24 因著信德，梅鬥長大以

後，拒絕被稱為法郎公王的兒子， '5 佗寧哂同夭王的百姓一是

受苦，也不頤幸兒罪的暫時享受，~（｀因為佗以默西亞的氰辱比~

埃叉的寶藏更為寶嗇，因為化所正目的是夭王的賞報。－因著

信 ft' 德不署怕君王的憤怒，可離開了埃艾，巴為他好像看見

了那着了見的一乜，而堅定不移。＂因著信涇，他舉行了這越

節，行了尾血遭，免潯那消戚首生者緬兒以色列子民的首生

者。＇，）因著信亮，佗們度過了經海，如過旱坦；埃艾人一嘗試，

就被淹及了。 JO 因著信德，耶利哥城潽，被繞行七天之後，藍

倒塌了。 Jl 因著信傅，妓女辣哈布干安地接待了偵探，及有同

抗命的人一起戚亡°

根據希十一 23-31 , 聖祖們所表現的信德，也在梅瑟和出

離埃及的世代中彰顯出來。信德引導梅瑟的父母不服從法郎頒

布處死希伯來男嬰的命令，將梅瑟隱藏起來 i 希 I一 23 參閱

出~. 1-101 。信德引導梅瑟不把自己視爲埃及的主室成員，情願

與以色列一樣作為天主的子民＼希－丨一 24-27 參閱出－一 11-15,'

哪泊如此做意謂著會遭受到「默西亞的恥辱」的苦難 ,_:fr,,-~

26 I' 這是基督苦難的預像。信德引導梅瑟命令在埃及的以色

列長老們將逾越節羔羊的血，灑在希伯來人住處的門楣和門框

上 1， 希十一 28 參閱出十二 21-23 。他除了天主的應許外，這行

動並不保證以色列子民可以脫免「消滅首生者」之手。信德引

導梅瑟和以色列子民渡過紅海，堅信他們必安然傾患，而埃及

軍隊卻被奄沒 1 希十一 29; 參閱出十四 22-28 。信德引導若蘇厄

相信耶里哥的城牆會倒塌希十 30 參閱蘇六 12-21 。信德

也引導外邦妓女辣哈布保護以色列偵探，將她自己與天主子民

聯合希十- 31 ; 參閱蘇二 1-21' 六 22-25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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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德必有恩許 I， 十-·32-40

｀＇此外，我還要說什鬥呢？我的璀沒有足夠的時開再詮這基涇
tr 丶巴辣兗丶三松丶依弗犬、達味和撒慕爾以艾眾先知的事：

3 他門藉著 1言傅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芝許· 杜住獅子約

口， 34 囯釐1 列大的戚力，逕胱利劍·轉孖钅強，成為戳爭中的

英雄，擊潰外國的軍嵊。芯有些女人混了她們的死者虔占，有

荃人受了醋刑拷打｀不顾持茭釋哎，為獲晶更好的虔舌； 36 另

有些人遣受了虔辱和覲打，甚至鱗押和星埜， 3 被百頸砸死，

號劈死｀戌拷問，玻利可找死· 號著山羊皮到處流浪，受蕡乏，

，史麿難，受虐诗。 38 世界犀主不上 1咆們，他門逐在曄野丶山嶺丶

山月和地穴中孚流把定。 )9 這一灼＼雖呋巴著信涇笈尋了裹

揚，但是沒有戌得所芝許的， ,o 因夸夭王為我們早己荳備了一

槓更好訂事，只致苦沒有我們，位門絕得不到成全。

優秀的講道者都會知道何時該結束這個主題 「此外·我還

要詭什麼呢？」＼，所以在希十一 32-38 中，把天主子民後續的

歷史作了一個綜合。在他列出英雄名錄希十 32 之後｀希十

一 33-35a 中舉出許多信德必勝的例證，希十一 35b-38 中仍然

給了－些面對追害的堅召例證。這些英雄豪傑因著信德寧願忍

受苦難，「店獲得更好的復活」 1 希十一 35 。他們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為「世界原配不上他們」 希十一 38a I O 

雖媯這些豪清萬千的英雄都展現出超人的信德，但他們仍

砥沒有看見應許的實現希尸 39-40 。天主所應許的，原是赦

免罪過，以及與天主同在的永生，這是要藉基督的死亡、復活

並被舉揚才成爲可能。《希伯來書》作者藉敘遠舊約中英雄們

的信德，來和「我們」 1 基督浞作對比，並暗示「我們」已經

得到了天主的應許，比他們佔有優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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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堅守信德十 1-17 I 

I 所以，我們既钅如此眾多如雲约譫人，圍境著我鬥，社該鄄

下各種孱覧和叫還人的罪過，以堅芝的心，跑那擺在我們百芷

約碁程，｀雙目需玉視著信德的祖始者和完成者耶鈺：門為那
擺在植面訂的后、樂，启視了凌辱，鬥受了十罕菜，而今坐在夭

王寶工的右邊 仃們要需鬥，祂所以芝受罪人對純這樣的氖

乏，是恰生們次、英芝。 4 佇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

血的地步。；庁鬥竟全：：：了天王勸佇們，好像差方子女的語；；兄：

「我兒， T 要事三視上王的惑戒，也不要厭芝祂的譴貴，（囯為

上王慧戎壅所愛的，旺打祂所接管的每個兒子。」一為捲受仔
戎，仔們了設堅竺，因今夭王對侍仃們，就如對待子女；那有

兒子，做父茌的不竺戒佗呢? s 如奚佇們缺少眾入所共受约芍

哎，｛尸門社是私生子，百不是兄子。 9 再者，我們肉身的父翌

終戒我們時，我們尚且表示叢畏；伺凡靈性的父繹，我們不是

更；；芝月艮仗，以逕生活痍? 10 其實，肉身的父親只是在短暫的時

日內， E召他門约心意夾拖行透戒，但是夭王卻是為了我們的好

處，為叫我門分占袍的聖善。 II 困紈各種竺戎，在當時 1只手不
是樂事，門是苦事；可是，以度坪哈那些這樣受；；):J 呋的人，咭

出義德的和干果實。"為此，仃們啊該倬直痿翳的手和麻木的

膝； " {『門的鄢囯履行工直的路，叫腐子不要偏離正道，反叫

化能得痊倉 C 卫行門啊式主與眾人在平相處，盡力追求聖得；

若抵聖两，誆也見不到王； "又回忥瑾鴴，免得有人筑竺夭王

的芝寵，免得苦恨子長出來，而累艾你們，使許多人因此蒙受

玷污。 16 誰也太要成為玉亂和褻聖者，如同厄攘巴一樣， f也立

了一餐飯，竟出竇了自己長子的名分。 I 亻『門知道，虔文勺、
呋顾童承受祝福，也遣到了拒絕；雖流溴苦求，但沒有呈至艾

悔的餘垃。

希十一章所表揚的信德英雄們，如今成了基督徒「眾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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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證人」 1 希 l 二 l 。即使如此，聆聽他這篇講道詞的基督

徒信衆，仍需在掙扎和競賽中堅守信德和接受管教。在這場競

賽中，他們有耶穌作為「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之好典範（希

十 2 。對他們而言，特別有意義的是：基督甘心情願地忍受

苦難及十字架的凌辱、完全期待被舉揚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 I 參

閱詠一 -QJ 1' 在天國的榮耀中享受完全的喜樂。對耶穌而言，

十字架是在榮耀的盼望中，必忍受的試探。

在希十二 3-4 中，講道者在基督典範的光照下談論團體本

身的情況。基督「忍受罪人對祂的叛逆」 ，應該可以激發他們

不致「灰心喪志」 I 希十二 3 。更有甚者，他們旳清況雖然看

起來危急，實際上尙未到「流血的地步」 希 t·: . 4 1' 這暗示

他們還沒有面對殉道的苦難。

為使團體瞭解它目前的苦難，並勉勵他們堅守信德，作者

引用箴三 11-12 作他講道詞的內容，提供「我兒，不要輕視上

主的管教」 l的一個主題作為反思。他強調苦難在教育和栽培＼而

咋懲戒、處罰 t的價值。在希十二 5-6 引用的聖經經文中，哲

人勸告他的弟子 「我兒」 接受上主的管教，當成是天主閾愛

I 審訂者註 這個箴言的第 句話，《思高本》譯爲「不要輕視上

主的懲戒」。但 ,Yew American Bible 譯為「do not disdain the 
... d1sc1plme of the Lord 」 , New Jerusalem Bible 譯為「do not scorn 

correction from the Lord 」 ，二者都與《和合本》所譯的「不可看

輕主的管教」意義相近。所以我們遵行 New American B巾le 及多

數譯本的譯去，譯為「不要輕視上主的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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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記。在聖經的世界，父親有教養子女的至高責任＼特別是男

孩子 。在希十二 7-8 中2' 講道者第一次應用此古訓，暗示目

前的苦難乃是天主把基督徒看成合去「兒子」，祂有責任加以

管教。

講道者繼續在希十二 9-11 中3' 將我們世上父親的管教，

和天主的管教做了一個比較。如果被管教的兒女尙且「敬畏」

世上「肉身的父親」，那麼我們在苦難中，豈不更該敬畏「靈

性的父親」唱希十二 91 ? 更有甚者，從天主的管教能獲得的

益處 「分沾祂的聖善」與「結出義德和平安的果實」 在

這兩方面，目前和將來都可享用不盡，遠比肉身父親的管教所

能帶給我們的要更為豐厚。在培育天主子女的事上，上主的管

教絕對優於肉身父親的管教。

講道者不再繼續討論他們目前的苦難，而回頭談論門徒之

「道」。他在希十二 12-13 中，引用依卅五 3 及箴四 26• 來驅

策聽衆同心合力、以更新的精神力量， 「履行正道的路」，他

們應該除去阻礙靈性進步的一切。所以，根據希十二 14• 他們

必須努力追求從天父而來的「和平」及「聖德」 ，並且成為天

主在世上的見證人。他們應該提防分裂的「苦根子」 參閱由

廿九 17-]8 I' 以免傷害團體的生命希十二 15) 。他們也應從厄

2 審訂者註 《思高本》在希十二 7-8 中所譯的三個「懲戒」都應

改做「管教」°

審訂者註 《思高本》在希十二 9-11 中所譯的三個「懲戎」都應

改做「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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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為的負面例證中學習：厄撒為因及耐胜，並且只求短暫的滿

足，而出賣長子名分給雅各伯 I 參閱創廿五 29-34 I' 而無反悔

的餘地，無去得到依撒格的祝福（參閱創廿七 30-45 I 。作者很

技巧地以厄撒烏為例證，反復提出嚴重警告： 「如果背棄了正

道，再叫他們自新悔改，是不可能的」 1 參閱希六 4-8• 十 26-31 I O 

呼籲參與天上的敬拜禮儀 1 十二 18~24

18 仃們雨來工不是走近了那芍觸摸的山，那裏钅列火、濃雲丶

呈晴、晏風丶 19 彗筒的響磬以及；；兄語的磬音，當時那些聾見的

人，都懇求夭王不要再兮祂亻1H兄語， 211 因為祂門承擔不超所吩

咐的事： 「即使是一隻走獸蹋摸了這山，也回用石頸砸死；」

21 工且所顯現的是這麿苛怕，連梅琶也説：「我很是恐慌戢匽。」

2, 床而仃們卻埕近了回E 雍山和永生天王的城，夭上的耶路掀

冷，接近了千萬天使約盛會， 2) 和那些已蔑登錄在夭上的首生

者的集會，接近了審判眾人約夭王，接近了己護逞成全的義人

的靈魂, 24 接近了新約的中保耶託，以艾茫所，是的血：這血比

亞伯奮的血祝話祝的更好。

藉著基督大司祭在十字架上的祭獻，我們才能親近天主。

舊盟約的制度和禮儀所不能達成的事，基督已完成．使我們與

天主的正確關係（成義成為可能，並且參與了在天上敬拜天主

的禮儀了。

此觀點在希十二 18-24 中拓展，藉著西乃山象徵的舊祭獻

希十二 18-21 和熙雍山所象徵的新祭獻做了一個對比 I， 希十

22-24 。西乃山的敘追主要引自《出谷紀》十九章也講參閱

出廿 18-21 : 由四 101 。雖然出十九的清景令人敬畏，在《希伯來

書》中的負面詮釋描寫得非常恐囿。西乃山的經驗充滿了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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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作、火和角聲齊鳴的劇列圖像。它以一個命令爲號召出十九

12-13': 用石頭砸死任何觸摸山腳的動物，連梅瑟這位西乃盟

約的中保都說： 「我很是恐慌戰慄」 （申九 19', 0 

對照之下，願雍山所象徵的天上的新敬拜，是和半而喜樂

的。這裏的「熙雍山」，不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城，而是「天

上的耶路撒冷」 參閱默廿一～廿一 丶「永生天主的城」；城

裏住著「千萬天使」及「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 大概是指

舊钓中的聖者、信仰基督的殉道者，或已逝的基督徒＼ 丶審淳寸第巳、忙勺7(

主，以及新約的中保耶穌。亞伯爾的血為加音的罪做了見證，

並且向天喊冤＼參閱創四 10 I ; 而耶穌的血說話說得更好，嬴

得了罪過的赦免，並且帶來與天主完全的和好。

不可拒絶天上說話的那位 I 十二 25-29

25 佇們要謹鴴，不要拒弓；；兄話的那乜！如果從酊那些拒絕聽祂

在地上冝佈啓示的人，不能逕兒琶罰，何元我們這些背棄由夭

上沉語约那訌莞? 26 促皙植的罄音動搖了下地，如今祂卸閂許

沆： 「還有一次，我不但動搖下地，而且也動搖上夭。」,, 這

「還有一次」一句，是指明那些被動搖的事牝，因為是受這的，

又起昊化，好咀那些不可動搖的事物得以常存。 '8 為此，我們

既夕k是蒙受一亻罰不可動搖的四尼，社啊謹恩芝，藉此懐著虔誠

和散畏之 l靑，事奉夭王，叫范喜悅， 29 因為我們的天王實是吞

戚的 ?::i 火。

緊接著上這的對比的，是一個非常嚴厲旳訓誡歪十

25-29 1 。在熙雍山／天上耶路撒冷的新盟約中· 是天主在說話。

如果西乃盟約的子民拒絕聽梅琶的話｀都因池門的固執受到了

懲罰，那麼基督徒若不留L、天主和怛兄子天上旳聲音，豈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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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遭到懲罰嗎？＼希六 4-8' 十 26-31'-t二 15-17

一般而言，《希伯來書》作者關注的是「已實現了的末世

論」 realized eschatology 某督救恩行動已帶來了效果 及「空間性的

末世論」 1 spatial eschatology 談論天上和世間的關係＼ ；偶而也會涉

及一些當時「暫時性的末世論」 temporal eschatology' 如同希十

27-281 。在希十二 26-28 中，他引用了《哈蓋先知書》二 6:

「還有一次，我不但動搖下地，而且也動搖上天」 4 。在西乃山

頒賜舊盟約時，大地震動出十九 18) 。但，主前第六世紀的哈

蓋先知，論及的是涉及未來「上天和下地的震動」。天主未來

在末世的仲裁，必使「上天和下地震動」。然而，這末日的震

動，對堅守信德和敬奉天主的人而言，必定是個好的喜訊。結

果，「受造的，必超變化」 ！希十二 27 I 。天主的國會成為「不

可動搖的國度」 ，在那國度中敬拜天主的人，都能「懐著虔誠

敬畏之情，事奉天主，叫祂喜忧」。說完這句安慰和鼓勵的話，

講道者又加上一句總結式的評論： 「我們的天主實在是吞滅的

烈火」 希十一 29 申四 24 依卅三 14 I' 企圖把聽衆帶回他們所

面對的嚴肅挑戰中。

4 審訂者註 《思高本》的本段譯文，是《希伯來書》作者引自《L

十賢士譯本》的蓋二 6b' 與舊約希伯來原文有些出入。蓋二 6b

希伯來原文的句子 《思高本》譯爲「再過不久，我要震動天地

海陸」 ，《和合本》譯爲「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丶滄

海，與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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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活規範 I十十三 1-6

］弟兄相愛之情閂雷常存。＾不可芝了款待旅客，曾有入巴此於

不知不覺中，呎侍了夭使。 3 你們膺懷令被囚禁的人，好像與

他們同翌日禁；閂壞令受虐倖的人，好像作亻門也咒身受了一

樣。 4 在各下面，婚妞隱受尊重，床第直是摭玷的，因為品亂

和兒奸訂＼，夭王丈要裁判。 5 待人接打不璽愛錢；對現狀囝

知足，巴為夭王曾荳自說過：「我絕不離開仃，也絕不棄拴信。」

（丶所以我們亢攷、、犬謄地説： 「有上王保護我，我不畏懽；人

能對我［樣？」

在「兄弟相愛之情應當常存」 （希十三 1 I 的標題下，作者

鼓勵培養款待旅客、隣問、貞潔，和避免貪戀等德性。在每一

項上，他都提供了神學上的動機。

正如《宗使大事錄》和新約書信所展示的，早期基督徒之

間有魔遠的聯繫。款待旅客的美德，對於宣講的使者宗亻店和

其他旅客是很必要的。「不可忘了款待旅客，曾有人因此於不

知不覺中款待了天使」 希十二 2 I' 這句話的神學動機暗示《創

世紀》十八、十九章中亞巴郎和羅特的故事。直接注意「被囚

的人」和「受虐待的人」 （希十二 3 l' 是呼籲人類親如一體，

如自己也親身受苦一樣。

呼籲要「尊重婚姻」並「戒絕淫亂」 （希十三 4',' 是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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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必要審判犯姦者和淫亂者＼參閱格前五 13 弗五 51 。勸人

拒絕貪戀（希十三 5 I' 是平衡對天主的給予應知足。這個對信

賴天主態度的神學動機，如同天主自己的應許在《申命紀》卅

一 6 、 8 所表達的： 「我絕不拋棄你，也絕不離開你」。

在希十三 6 結尾的聲明中，作者引用詠一一八 6= 「有上

主保護我，我不畏懼；人能對我怎樣？」這一小段的教導有多

方面的動機：包括聖經的例證、整個人類親如一體、天主的審

判、對天主的信賴。作者在這些教導中，沒有世接求訴於基督

不太尋常，因為《希伯來書》的寫作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教會團體租崇敬天主（十三 7-171

7 佇門啊靉玘令那些曾哈亻T 們講過夭王的道理，作過作們領咕

约人，趺芝佗們的生死，好效法化鬥的信涇。 8 耶穌基賢昨夭、

今夭丶直到永遠，當是一樣。 9 不可回各種異端道理可偓離正

道；最好以巴寵來堅固自己的心，而不要以食物：那靠食物而

行的入，從未混到好處。 10 我們有一座祭壇，那些在恨幕內行

敬禮的人，及有權利吃上百的祭抃，目因為那些祭牲的血，由

大司舉帶到聖所內當作贖罪祭，祭牲的屍體虯逕在營外焚嶠

晝； 12 因此耶鈺為以自己的血聖化人民，社在城門外受了苦雞。

I 所以我們閂離開營墓，到牠那裹去，去分受祂的凌辱， 14 因

為我們在此及有當存的城邑，荷是豆求那將來的城邑。 15 所以

我們啊藉著耶穌，時需啥天王奉戯讚項的祭賦，社是震＼上我門

璿唇的佳杲，項揚祂的聖名 C 16 至於芝善和拖拴，也不可它記，

巴為這樣的舉獄是天王所喜械的。 17 你們直信服並釋從佇們的

領袖，因為牠們為了佇們的亶魂，需醛痧不寐，好像要代佇們

交眠的人；佇閂要使化們喜歡盡此職分，而不衷竺，囯為牠們

若有衷竺，為 it 們絕虻好處。

這段經文的開始與結束，都是關於「領袖」的教導（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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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十三 17'' 也包括穿插了一個祭獻的反思產十三 10-16 I o 

這些「曾給你們講過天主道理」的領袖，不懂包括在本書中實

際參與這次宣講的講員之外，還包括諸位宗徒，甚至希十一章

中讚揚的舊約中有信憶的英雄們。

希十三 8 「耶穌基督昨天丶今天丶直到永遠，常是一樣」

的聲明，聽起來好像是早期基督徒的信德宣誓，但同時也非常

契合《希伯來書》所強調的：基督是天主子民永固的領袖。宣

信之後，希十三 9 立刻警告信衆「不可因各種異端道理而偏離

正道」 o 「那靠食物而行的人，從未得到好處」這句話，指的

可能是舊約祭獻中的祭品，或猶太法律中的食品規條。然而，

如果《希伯來書》眞是直接寫給住在羅馬的猶太基督徒團體如

同很多聖經學者所認爲的 ，肼；麼此處可能暗指保祿宗徒在《羅馬

書》十四～十五章中所論及的「強者」和「弱者」之爭論。顯

而易見，作者站在「強者」的一邊。

由希十三 10 開始的這一段有關祭獻的插入經文希十二

10-16 I' 清楚劃分了舊盟約的祭獻和新盟約的區別。這裏提到

的「祭壇」，可能是指基督大司祭舉行祭禮的天上聖殿，而不

是指地上教會的建築物，或團體舉行的感恩祭。「那些在帳幕

內行敬禮的人」 仍殃在舊盟訂之下 ，當然沒有權利分享基督的

「祭壇」 （在新盟約之下＼。如果＼丶似乎眞是如此）最初的聽衆是猶

太基督徒，那麼這個聲明就表達在「舊盟約」的猶太教與「新

盟約」的猶太基督徒之間，有一個極明顯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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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十三 11-12 中，作者做了最後的嘗試，來說明基督的

死亡成為犧牲（祭品）的觀點。按昭《肋未紀》十六 27• 贖罪

節用祭牲的血行獻祭之後，這祭牲的屍體即應移到營外焚燒。

在耶酥時代，耶路撒冷聖城的城牆之內是禁止有任何屠殺行動

的。因此，耶穌是在城牆外的哥耳哥達小丘上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的。如此，根據希十三 12 唷且：「耶穌在城門外受了苦難」'

正符合了肋十六的格式或模式。基督的死是完美無缺的贖罪

祭。在這預像的光照下，作者邀請團體「離開營籬到祂那裏去」

＼希十三 13 l' 去分受耶穌十字架苦難的凌辱。此一行動肯定了：

他們眞正的聖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將來的城邑」 I'

因為世界上「沒有常存的城邑」 （希十三 14) 0 

什麼是這些猶太基督徒眞實的崇拜呢？從舊盟約的祭獻中

是找不到答案的。然而，根據希十三 15-16• 基督徒的崇拜是

優越地讚頌天王及好的行為。作者僅在此，將祭獻的觀念「靈

性化」 ，並把公開的敬禮行動（「給天主奉獻讚頌的祭獻」！及基

督徒的善工（「這樣的祭獻是天主所喜比的」＼相提並論［希十三 16) 。

在本書別處，作者專注於舊盟約祭獻的物質方面的祭品，並把

基督的死亡解釋成新盟約的成全祭獻。至於「給天主奉獻讚頌

的祭獻」是不是指感恩祭（彌撒），就不能確定了。

希十三 17 又回到「領袖」的主題，做為這一小段的結尾。

這裏的領袖，顯然是指本書宣講對象的基督徒團體裏執行監督

任務者。作者驅策信衆尊重並和這些領袖合作，只有如此，才



對羨喦徒妁一峨菽導＼十 J.__ J-25 I 93 

能對領袖和團體雙方都有好處。

最後的訢禱及問亻l貝 1， 十三 18-25

IS 請為我們祈禱！因為我們確信，我們有一個純正的艮心，顾

意在一切事上舉止完善。 19 我還懇切劻勉仃們格外行祈禱，使

我決回到信們那裹 c 、o 詛千安的夭王霫由死者中領出了那乜因

永遑旦約的血，作群羊偉大司牧的我們的王耶吐，"苛祂成全

仃們（子各種善工，好承行祂的旨意；顾夭王在我們身上，藉著

耶託基芷行吼眠中所墓昆的事！頤元榮鱔於~· 至於把窮之

世！閂鬥。 22 羌兄鬥！我對仃們容汴這對［的話，囷為我只是

簡略地哈仃們宜了這封信。、3 仃們要知這，佇們的弟兄弟茂閂

已被釋攷了；如果祂來的決，我就同他一起來看仃門。'"問悮

作們的琽乜堉咕和眾聖啶！意大利的弟兄們問侯佇們。"頤芝

寵與仃們眾人同在！

作者在希十二 18-19 中，首先為自己要求代禱。他確信他

自身的潔爭程度 「我們有一個純正的良心」＼，並且希望儘快能

親自與團體相會。很明顯，他很認得這團體中的每－個人，而

且也可能把自己當成是他們領袖群中的一個參閱希十三 17 I 0 

然後在希十三 20-21' 作者格式化地為這團體獻上一個禱

詞·首先，求天主讓他們能夠承行天主的旨意 1 希丨二 20-2la''

然後求天主讓他們做喜悅天主的事希十二 21b 。天主是他們

所行善事的原頭與終向。把耶穌描繪成「群羊偉大司牧」是儲｝

伯來書》獨有的特色 i也請參閱若「 11 伯前五 4 I' 因此「耶穌

的復活」及「永遠盟約的血」 ，就成了貫穿全書突出的主題。

在希十二 22 中，作者懇求這篇他自己寫成文字的講道詞和

勸慰的話，能有好評地被接受 「我勸你們容納這勸尅的語」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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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還低估自己地說「我只是簡略地給你們寫了這封信」 ，似乎

有點言不由衷了。作者在希十三 23 的個人消息中，提供有關弟

茂德的訊息，這是本講道詞與保祿唯一的連繫。假定這位作者

是保祿的工作夥伴，那我們就可以推論作者也認識弟茂德。或

者，提到弟茂德的那句話，是後人添加進去的，使讀者以為保

祿和作者的寫作圈是一道的。

希十三 24a 的問候，是針對團體的「諸位領袖」｛參閱希

十三 7 、 17 和「眾聖徒」 ＼指向基督徒的普通稱呼 。很多聖經學

者認為：希十三 24b 的「意大利的弟兄問候你們」 ，可支持收

信者是在意大利更可能是在羅門的基礎，作者可能正與一些意

大利僑民在一起在它人利外＼向收信者在羅馬的信仰團體＼致意。

然而，這句話很含糊，也可解讀成這篇寫成文字的證道詞，是

從意大利寄往外地的。

希十三 25 的最後祝福詞「願恩寵與你們眾人同在」 希十

::::_c: 25 1' 既可看成是格式化的禱詞＼弟三 15 I' 同時也表達作者

的神學理論，認為基督司祭職的犧牲，是最終極、也是最有效

地彰顯出天主對人類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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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 13 天主子及天主聖言 (13-35 頁）

l 當你讀了希一 1-4 的「序言」，你期待《希伯來書》作者在

整個寫作計畫中，會發展出哪些題材來？

2 根據希一 5-14 及二 5-9' 你會如何描遑作者詮釋舊約旳方

去？他的預設立場為何？他論進聖經有什麼邏輯根據？

3 作者根據《聖詠》九十五篇有關《出谷紀》在曠野中世代的

敘述，並採用其中一些負面的例子，反而引出基督徒之生命

及基督徒團體的正而性教導，那些教導是什麼？

4 《希伯來書》作者希望基督徒追尋何種「安息」？他如何引

用舊約經文來諗釋此一觀念？

5 天主聖言聖經是「雙刀的劍」，這是什麼意思？在你的

日常生舌中，曾經體驗過聖經確是如此嗎？

四 14"-'+ 18 大司祭與基督的祭獻 (37-68 頁）

1. 在希四 14~五 10 中，《希伯來書》作者根據什麼理由，奠

定基督大司祭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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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六 4~8 I 也講參閱希十 26-31 警告信衆不可犯什麼性質的

罪？此罪為何如此嚴重？

3 在《肋未紀》十六章敘述的「贖罪節旳禮儀」中，有哪些被

《希伯來書》作者用來發展「基督就是大司祭」的理論基礎？

4. 舊約聖經中描述默基瑟德的章節創」四 17-20 詠~~04,'

有哪些要點是被《希伯來書》作者用來做為基督司祭職的定

位基礎？你覺得這個論點能說服你嗎？

5. 天主與以色列子民的盟約被廢除了嗎？請你把《希伯來書》

作者的觀點，與保祿在《羅珥書》九～十一章中的看去作一

比較。這兩者是否一致呢？

6 舊約時代的天主子民，把祭獻的祭品、犧牲看成是「向天主

呈上禮品」，藉以與天主共融，消除罪污。上運觀點，如何

幫助我們明瞭《希伯來書》所說的「基督的死亡就是祭獻犧

牲」呢？

7. 在《希伯來書》作者眼中· 「血」象徵什麼？對你而言，「血」

又象徵什麼？

+19~ 十三 25 堅忍的基督徒生活 (69-94 頁）

1. 在《希伯來書》的敘述中，基督徒信仰團體遭受了何種苦難？

作者期盼團體成員在苦難中對基督的信賴，可以怎樣幫助他

們在教難中堅特信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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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希十一所列的信德榮譽榜中，哪些是信德中最重要的特

徵？哪些與你的信仰經驗相符合？

3. 把苦難看做是希十二 1-17 中所說旳「上主的管教」，對這

樣的理解，你如何回應？

4. 從希十二 18-29 及希十三 7-17 兩段經文中，可以引導出什

麼樣的基督徒崇拜圖像？

一般性討論題

1. 你認為《希伯來書》中哪些部分對你最有幫助或最有吸引

力？哪些部分最難懂或有問題？

2. 《希伯來書》有哪些地方與新約其他書信觀點相同？哪些不

同？在新約各書中，《希伯來書》有何獨特的神學觀點？

3. 你看出《希伯來書》中的基督，和四福音中的耶穌是並行一

致的嗎？

4 在《希伯來書》的光照下，你覺得我們的受苦和救恩，與基

督的苦難有何關聯？

5. 《希伯來書》作者如何平衡看待基督的人性和天主性？

6. 《希伯來書》作者如果來到你現在的教會，他會說些什麼？

你感到你們與《希伯來書》當時的信仰團體有類似的問題

嗎？基督是大司祭，同時也是祭品，這個觀點能給團體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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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呢？

7. 基督的司祭職對當今基督徒的生活和事工，有何意義？

8 如果我們說《希伯來書》反猶太，你認為公平嗎？書中哪些

理由，可支特此一論點？哪些反對這種看去？

9. 你覺得研習《希伯來書》對福傳工作有何助益？讀完《希伯

來書》之後，你認為該如何著手寫一篇優良的講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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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式祈禱的四步驟：

1. 體驗天主聖三的臨在：保持靜默，使用創造性感官來瞻想基

督聖容、迎接聖神來臨。 I 參閱瑪十八 19-20

2. 向天主感恩：發自內心地說「主，我成謝你，因為祚丶…．．」

等開放性的祈禱，具體而簡短，出聲感謝天主

已賜下的恩惠。 參閱斐四 4-7

3. 爲自己祈求寬恕：以「主，請你幫助我…．」等短句，具體

而眞誠地，祈求天主赦免罪過，解除痛苦。｛參

閱·雅五 J3-)6 I 

4 爲兄弟妞妺代禱：以「主，清你恩賜000…"」等短句，

帶著愛，簡明而通俗地為他人代禱。（參閱合

十一 22-25'



聖經在教會生活中

「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因店特別

在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聖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

席，取用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教會把聖經與聖傳，時常

當作信德的最高準繩，因店聖經是天主默感的，並且一勞永逸

用文字書寫下來，恆永不變地通傳天主的言語，而使聖神的聲

音，藉先知及宗徒們的言語發聲。所以教會的一讠J] 宣道，同綦

督宗教本身，應當受到聖經的養育與統轄。在天之父藉著聖經

恿愛地與自己的子女相會，並同他們交談。天主的語具有那麼

大的力量及德能，以致成烏教會的支柱與力量，以及教會子女

信德的活力丶靈魂的食槿丶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梵二

《啓示憲章》 21 號）

如何解釋聖經

「既然天主在聖經裏是藉人並用人的方式誌了話，講解聖

經的人月明暸天主願意同我們交談什麼，當注意尋找聖經寫作

人眞正願恋表達的是什麼，以及天主願意用寫作人的語噸示的

是什麼。

店探討聖經作者的本恋，在各種方法中，也當注志到『文

學類型 j' 因店藉各式各樣的歷史丶預言丶詩歌，或其他類型，

暕述的及表達的眞理彼此各有不同。故此，釋經者必需找聖經

作者在固定的環境中，按他們的時代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用當

時通用的文學類型，企圖表白及表白出來的意思。於是，烏正

殯了解聖經寫作者所欲陳述的，應注意到聖經寫作者時代所流

行的，以及當代偉用的感受丶説語和敘述的方式，也當注意到

同時代的人們，彼此往來慣用的那些方式。」 （同上•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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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硏讀：《希伯來書》

聖經讀本：中文聖經以《思高本》為主，輔以《和合本》，並

參照英文聖經 The New American Bible 和 The NeH 

Jerusalem Bible 0 

請勿使用那些只翻譯內容大意的聖經譯本。一旦面針困難字

句，或發生疑點時，這些譯本是沒什麼幫助的。最好選一本可

以自由在上面眉批或畫線的聖經讀本。

搭配的詮釋讀本：即本冊几舌水聖經詮釋系列· 新約卷十一．

《希伯來書詮釋》」。並於每一課開頭，即註明本

詮釋讀本的頁數。

1其他參考資料

《聖經辭典》 （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1975)

筆記本：自己有一本可以記下「綜合講解」的重點，外加

記錄自己旳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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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希一～二

第二課：希三 1 ,___, 五 10

第三課：希五 11 ,___, 七 28

第四課：希八 1,----.,,+ 18 

第五課：希十 19,----.,,十一 39

第六課：希十二～十三

痼人日常研讀

給 1至導 1: 103 

祈禱：第一步是祈禱。打開你的心神，向天主敞開。讀聖

經是聆聽愛你的天主的話。聖神是策動導引編寫聖經的

動力，使聖經能成形，要祈求這同一個聖神，使你止確

地瞭解所讀的這段經文，聖神會授下權能，讓你讀的經

文變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承諾．下一步是要有匠心堅持到底。每天的屬神食糧，就

像肉身需要食物一樣。這全部的課程，分成每日一單元，

請訂好一個讀經的時間表、讀經的地方，不要有打岔之

虞。一天約須用上 20 分鐘時間。要與天主訂好這約會。

祈薯：開始時，請先閱讀每一課程的聖經章節，繼而是聖

經中的註解，然後再讀這本《希伯來書詮釋》的相關部

分。這樣的準備工作，會給一個概略廣闊的視野，幫助

你在這上下文內容中，去深入每一段經文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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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省聖經時，問一問自己以下四個問題：

L 這段經文說了什麼？

慢慢讀，仔細回想。運用想像力，構繪一幅圖，進入那

景象中。

2. 這段經文有什麼意義？

閱讀聖經中的註解，以及這本《希伯來書詮釋》的相關

部分，來幫助你瞭解寫福音書的聖史，及天主想要用文

字來與你溝通的訊息。

3. 這段經文對我的意義何在？

默想這段經文。天主的話是活的、有效力的。天主今日

對我講了什麼？這段經文又如何應用在我今日的生活

中？

4. 我的下一步，可以做些什麼？

試著去發現天主在這段經文中，如何向你挑戰。與天主

相遇，包括了一個挑戰：即瞭解天主的旨意，並在日常

生活中密切地跟隨。

园

閱讀每日的問題及參考資料。這些問題是用來幫助你聆聽

天主的聖言，同時也預備自己做好一週的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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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問題可以簡單而確切地回答，只要參閱聖經及邁孓《希

伯來書詮釋》的相關部分（這段經文說了什麼）。有些則是導引你

更深地瞭解聖經如何應用在教會中、在聖事中、在社會上（這

段經文有什麼芒義＼。有些問題是邀請你，思考天主如何向你挑

戰，如何支持你去維護與天主的關係及與他人的翡係（這段經文

對我的意義何在 I 。最後，這些問題是領你由經文的光照中，去

細察你的行動（我的下一步，可以做些什麼）。

在筆記本中寫下你的回應，這會幫助你澄清及整理思想及

情緒。

每週的小組聚會

每週的小組分享，是這研經學習課程的核心。參與者聚在

一起，分享在讀經及指定問題上，所祈禱、閱讀和反省的結果。

討論的目的，是為加強及滋養個別組員的靈修，並在此團體中，

透過分享而得知天主如何用聖言對他們說話，進而影響他們的

每日主舌。每日的研經導引問題，會領導我們的分享；不必每

題都得討論。

所有的組員都有責任，形成有愛心、支持及互信的氣氛，

要尊重別人的官見及經驗，並且互相肯定及鼓勵。小組聚會前

後的祈禱，也有助於製造出開放性的、互信的環境，如此才能

使小組成員分享其內心深處的信德，並在學習天主的聖言中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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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研讀聖經的課程規劃，有一獨特的特性，即強調並信賴

天主的臨在，它透過每一個成員來工作。對天主臨在於聖言中，

臨在於每一個人身上，如此來分享自己的回應，定能產生驚人

的成長及轉化。

輔導員的綜合講解1

「綜合講解」的重點不在討論，而是在幫助參與者較能通

盤瞭解這一課的中心主旨，因此最好放在小組結束討論之後。

若有幾組同時在同一地點聚會，可以集合起來聽講。



第一詩杲

希＿～二（參閱本書 1-26 頁）

臺

L 在你開始學習本課程之前，請寫下一些你對《希伯來書》

已有的印象或原有的理解。這些可能是來自以往的學習，

或來自彌撒中所接觸到的有限的讀經。

2 為什麼本詮釋書的作者相信《希伯來書》的作者應該是「宣

講者的主保聖人」［見本詮釋書第 1 頁 I ? 你知道這位作者

是誰嗎？

3. a) 在希臘羅馬文化的世界中，修辭學的課程會教導哪三類

寅講方式？卫本詮釋書第 2 頁，）

b)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希伯來書》屬於哪一類？

戸

4. 請指出《希伯來書》的基本神學論點（見本詮釋書 7-9 頁 l 0 

在知道這一點之後，如何能有助於你的學習？並在連備功

課上，維持學習上都會有幫助。

5. 作者在《希值來書》一開始，就運用了哪四類對比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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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希一 1-21 ? 

6. 耶穌是天主啓示的最高峰 I， 希一 1-4 。除了耶穌生命的啓

示之外，天主還用了什麼別的方法來讓世界將祂的啓示代

代相傳 ?1 參閱戶十四 13-14: 依四十 1-5: 瑪十一 27; 若二 7-11

羅一 16-17 、 19-20 I 

墓

7. 《希伯來書》的作者是如何運用以色列歷史中的智慧文學

傳承來描述耶酥（希一 1-4) ? (參閱：箴八· 德廿四· 智七

也請參閱若一 1-18 : 哥一 15-20 l 

8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什麼方法來說明「基督超越衆天

使」的論點 I 希一 5-14 I ? 

9. 希一 Sb 引遠的經句：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

子」，原文來自撒下七 14 。原文如何有助於解釋「耶穌

是默西亞及君王」？

願

10 在希一 8-12 中，如何肯定了「耶穌是天主子」？

且希一 5-14 所引進來說明基督遠遠超越其他神祇的多處

舊約經文中，哪一段經文你最喜歡？

12. 宣講員在這篇講道中，希望跟隨基督的人都能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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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持信德［希二 I\ 。在我們的環境中，有哪些東西會使

我們遠離基督的救恩眞理？

蜃

13. 要使天主的訊息能在我們身七扎根，好像需要聽了又

聽，或是需要多重證據證實才行希二 3-4 。你何時有

過這種經驗？

14. 作者對詠八的運用＼希二 6-8)' 有什麼特色？

15. a) 在何種清況下「苦難能帶來成全」 i 希二 IO 1 ? 參閱

希十二 5-11 : 格後四 8-11 I 

b) 那麼，為什麼基督徒還是希望能免除苦難呢？ 參閱

瑪四 24, 1 一 2-5 : 路四 16-21 : 宗十 36-38)

戸

16. 既然邪惡仍存在於今日的世界中，那麼，耶穌「藉著死

亡，毀滅那握有死亡的權勢者－魔鬼」＼希=~14 1 有何意

義呢? I 參閱· 歐十三 14: 格前十五 21-25 、 53-56'

17 為什麼在天主的計畫中，必須使耶穌「在各方面都相似

我們」希二 [6-J8 I ? 參閱希四 15 ; 斐二 6-8 I 

18 在試探中，你曾經驗到耶穌的哪些協助（希二 18 I r) 



第＝准杲

希三 1~五 10 c參閱本書 26-43 頁）

廛丑回

l 在研讀了《希伯來書》兩章之後，你有什麼印象？本經書

與其他你所研讀過的聖經經書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之處？

2. 可用什麼方式來理解耶穌是-1立「欽使」 希二 ]-2 I ? (參

閱：若三] 7 I 

3. 在希三 2-6 卣，將耶穌與梅瑟做對照說明，這有何意義？

1, 參閱戶十二 6~8 I 

藁

4.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天主的家就是我們」 希

三 6)' 你能把這句話與你自己連繫起來嗎？在你有了這

樣的「自我瞭解」之後，你能學到更多東西嗎？ 參閱

希十 21 格後六 16: 弗二 19-22 : 弟前三 15

5, 為什麼《希伯來書》的講道者要把由埃及為奴逃出後在曠

野中流竄的人＼參閱出卅二 7-10: 戶十四 ，與當場聽他講

道的人連在一起講（希三 7-19 I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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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若天主的話永遠是強而有力的，且天主的應許永遠是巴

信的，那麼，為什麼在曠野中的流竄者卻沒有受益希

四 2-12) ? I 參閱谷四 1-9' 六 5-6 I 

b) 在我們生命中，有哪些障礙使天主聖言無法完全有效？

廛垂祠

7. 希四 3寸 l 是如何運用天主的「安息」？除此之外，天主

的「安息」可有其他意義？ 參閱申卅 ~7 詠九五 10-11

瑪十一 28-30 I 

8. 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是否已經體驗到了天主的安息？請描

這你的經驗？（參閱詠六二 2-9; 依卅 15 ; 瑪十一 28-29

9. 天主的話「比各種雙刀的劍還銑利」 希四 12 。你曾有

過這樣的經歷嗎？若有，請描這在你生命中這句聖言所帶

來的結果。，參閱詠一三九 1-61

圈

10. 把耶描這成「進入了諸天」 （希四 14 :,'這有什麼重大的

意義嗎? I 參閱希九 H 、 24: 肋十六 3-5

11. 請花點時間重讀希四 15-16 。若我們能用這方法來瞭解

耶穌，並以信德之心來接近天主，那麼，必會對你的祈

禱生活有所助益，也可幫助別人。你以為如何？



112 希亻6 來書紆痙指南

12. 《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出：藉著基督，天主的寶座已經成

了「恩蘢的贊座」 希四 16) 。在聖經各書卷中，還有哪

些地方曾描述過「天主的寶座」呢？＼參閱·詠九 8-9' 十

一 4-7' 四七 9-10 依六 1-3' 六六 I: 哀五 19-21 : 瑪五 34-35 : 

默廿二 1-5)

墓

13. 甚至在今日，還有哪些東西可能阻礙我們經歷天主的仁

慈及恩龐為四 16'? 蔘閱弗二 4-8 I 

14. 請粗略解釋一下以色列大司祭的來源。 I 參閱肋十六

32-34 : 戶八 21-22: 瑪廿六 57-67 1 

15 既然耶穌不是肋未族（參閱希七 14 J' 祂又怎麼能被稱

為大司祭呢（希五 4~10 1 ? 

戸

16. 耶穌， 「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

從」（希五 8 1 。在你所受之苦中，耶穌的「服從」及「忠

信」如何成了你的模範？（參閱斐二 8)

17. 怎麼說耶穌「達到完成」 ［希九 9, 了呢？



第三言杲

希五 11,..._,七 28 <參閱本書 44-55 頁）

匿

L 對你而言，在上週所學習的課程中，哪些是特別重要的？

為什麼？

2. 你何時發現需要再回到信德方面的「初級教材」＼希五 121?

你的努力是否讓你向「成全的課程」邁進呢？ 參閱格前

三 ]-3 I 

3 請列出希六 1~2 所強調基督徒「成全的課程」中之基本要

素。

墓

4. 希六 4-6 嚴重警告「背棄信仰的人」，而且在希六 7-8 中

更用了隱喻來闡明其嚴重比。按照你的經驗，這樣的技巧

在講道及教導中是否會產生效果？你能舉一個例子來，說

明某人如何用隱喻或比喻來闡明一項重點嗎？

5 若《希伯來書》的作者是在描寫你的堂區團體，他會寫下

哪些有關你們最值得讚許的特色希六 lOJ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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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舉出兩個你所認識的人，不論是還在世或已去世，他們

的信德及堅忍都值得你效法學習 I希六 12 I o 

藁

7. 天主向我們保證祂愛我們的「兩種不可更改的事」 ［希六

17-18 I 是什麼？

8 「錨」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希望象徵希六 18-19 。你生命中

的錨是什麼？

9. 你想在我們的世界中，哪裏是基督徒最需要表現望德的地

方？

圈

10 默基瑟德的名字及屬於他的城市撒令 ，以什麼方式有

助於成為基督的預像＼希七 1-3 !'? 1 參閱創十四 17-20 : 詠

一一二4 若十四 27; 羅三 21-22: 若壹二 l

n 根據希七 11-19 的論點，天主為何要重新選立一位「按

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司祭？

12. 默基瑟德的司祭職是永久性的希七 17 、 23-24 I ; 不過這

司祭職也涵蓋了兩個角色· 司祭及君王（希七 j I 。耶穌

如何滿全了這兩個角色的職責? I 參閱希二 17-18 , 四

14-15 : 若十八 36-38 羅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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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

13. a) 希七 4-5 論及「什一奉獻」，其目的何在？［參閱戶

十八 21-24

b) 在下列經文中，如何能擴大你對「什一奉獻」出現在

聖經中的理解？蓼閱肋廿七 30-33 : 申十四 22-29

14. 希七 18-19 中戶埽兌「更好的希望」，才留勺是什麼？ 參閱

弗一 J 8-21 I 

15 每當我們在彌撒中誦讀信經時，我們都懷著「耶穌在天

主的右邊為我們轉求」的信念。你有多少時候會想到「耶

穌正在爲我們轉求」 （希七 25 \ ? \、參閱羅八 34

國

16. 耶麻的祭獻犧牲，與其他司祭的祭獻犧牲有何差異希七

27 .• ?'· 參閱· 羅六 JO I 

17. 耶穌何時獻上祂的祭獻犧牲？（參閱迦三 13 ; 羅五 10 ! 

18. 所有受過冼的基督徒都分亨著基督的司祭職。我們有什

麼祭獻犧牲可以奉獻給天主的？＼參閱詠五十 14 、 23' 一

一六 17 羅十二］，伯前二 4-51



第四驃

希八 1 "-'+ 18 (參閱本書 56-68 頁）

匿

1. 上週的討論及綜合講解，如何幫助你瞭解所硏讀的經文？

2. 《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把「基督的司祭職」與「舊約中

的司祭職」做對比［希八 3-61 ? 

3 若世上的聖殿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與影子」 （希八 5 I' 

那麼，我們對教堂建築物應持何種正確態度？

墓

4. 瞭解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歷史，如何可以幫助你深入賞析

《希伯來書》中所引用的耶卅一 31-34? i 參閱希八 7-13

的相關詮釋文，本書 58-60 頁＼

5. 第一個盟約「已臨近了滅亡」 希八 13 I' 這說去有哪些

可能的意義？

6. 耶卅一 31-34 中的哪些辭艙，對此時此刻的你最具有意

義？為什麼？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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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7. a) 約櫃裏所存放的物件為九 4',' 會使人想起哪些以色列

宗教歷史上的事件？（參閱出七 16-17 ; 列上八 9'

b) 在你生命中，是否曾有一些天主特別干涉及餌顧的記

號，足以讓你視為具體的救恩象徵？

8 大司祭要在什麼慶節時才能進入至聖所＼希九 7 I' 其官義

為何？（參閱肋十六＼

9. 「那更大丶更齊全的帳幕」 希九 n 有什麼意義？ 參閱

希九 24'+ 201 

圈

10. 為什麼基督的祭獻犧牲，要比昔日祭獻犧牲的血更為有

效希九 12-14 、 25-26) ? I 參閱出卅 10 ; 鐸二 11-14 伯前

~17-19; 若壹一 7 丿

n 曾幾何時你經驗到：寬恕能帶來自由， 「好去事奉生活

的天主」 希几 14.'?

12. a) 根據猶太人傳統，先前的舊盟約是藉哪些中保而完成

的？蔘閱·創十五. --j八 1-15 出十九 1-81

b) 新的盟約又是藉哪位中保而完成的（希九 15 l ? I, 參閱

希八 6: 格後五 18 : 弟前二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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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13. 《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表達：基督的司祭職不只是一個

過去的事件，如今仍在進行中，而且未來還會持續進行

＼希九 24-28 1 ? \參閱依五三 12

14. 反省你自己的生命，你能否看得出耶穌一直都活躍於你

的過去及現在的生命中？深感於此之後，它如何有助於

你信賴耶穌的臨在，並相信祂會繼續關懷你的未來？

15. 希十 4-7 批評了以動物做為犧牲的祭獻，請把這裏的批

評與一些以色列先知所給的批評作一比較？＼參閱依一

11-16 : 歐六 6: 米六 6-8)

墓

16 《希伯來書》的這位講道者強調耶穌的忠信服從： 「看，

我已來到，爲承行你的旨志」 希十 9-10 I 。除了耶穌的

死亡之外，在福音故事中還有哪些可以幫助你看出耶穌

在世的整個宣講事工中也是如此「启承行天主的旨意」？

17. 當我們念耶穌所教的天主經主禱文 「願你的旨意奉行

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時，你用什麼方法洞察這句經文

的意思：要對天主忠信，天主的旨意才更能顯於人間？

18. 希十 17 引用《耶肋米亞先知書》的經句來說明耶穌的事

工：「他們的罪過和他們的邪惡，我總不再追念」 （耶卅

一 341 。有什麼方法可幫助你經驗到耶酥的寬恕及冶痘？



第五翳

希十 19"-'十一 40 c參閱本書 69-82 頁）

墓

1. 最近數週的綜合講解及討論，如何豐富地提升你對基督司

祭職的瞭解？

2. 信、望、愛是在希十 22~24 中被頌揚的三超德。在今日世

界中，你認為基督徒在這三超德中，最缺哪一德？那麼在

你所處的環境中，你要如何使這缺乏變成滿盈呢？

3. 「應該彼此關懷，激發愛德，勉勵行善」 ＼希十 24 J 。你的

信仰團體用了什麼方法來增長愛憶及彼此服務？

匯

4 請列出一些持續參與團體聚會、朝拜天主的盆處＼希十 25 \ 0 

5 《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強調無論背叛信仰或棄絕信德都

是重罪希十 26-311 ? 

6. 希十 31 說： 「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眞是可怕」。若按

《希伯來書》作者在其他章節說法的光照下來讀，你如何

瞭解這句話的涵義？（參希二 18' 四 16' 十 22-23, 十二 28-2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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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7. a) 「堅忍」在何時成爲你生命中重要的修養（希十 36) ? (參

閱：斐三 13~14 \ 

b) 在哪種博況下，你最可能「退綰」 （希十 391 ? 

8 信德及望德之間的豐富關係，在希十一 1 中說得最好：「信

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磑證」°

a) 聖經中，還有哪些其他有關信德之說去？（參閱羅四

20-21• 八 24-25 ; 格後四 18 ; 弗二 8 ; 雅二 261

b) 你能用辭菓或圖像來界定你生命中曾經歷的信德吧？

9. 第一組信德的範例（希十一 3-7) 取自《創世紀》四～十章，

也就是在所謂的以色列史前史之中。在這一組範例中，你

對哪一個信嗯的故事印象最深？

圈

10. 從以色列先祖世代的範例中，你如何為信德作一綜合結

論（希十一 8~22) ? 

且為什麼在信壞方面，不論為猶太人或基督徒來說，亞巴

郎都是最重要的典範人物＼希十- 8-10 、 17-191 ? (參閱

創十二 1-4' 廿二，迦三 6-9 l 

12. 在出離埃及的世代中［希十一 23-31)' 信德總是與他們的

得救以及服從的德性有關。若你也是為奴中的一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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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出谷紀》的故事對你是最大的信德挑戰？＼若能快

速讀一下《出谷杞》，可能有幫助！）

匯
13. 梅瑟決定認同奴隸這樁事，如何能成為我們在生命中作

選擇的指引＼希十一 26 I ? \參閱出二 11-14' 三 4-10 \ 

14. 希十一 32-38 描述的一系列事蹟，都是以色列歷史上有

信德的人在艱困環境中的行動，作者以「世界原記不上

他們」做為最後的結論。這一系列的堅忍故事，如何能

為他人建立起信心？

15. 在希十一中，天主曾應許、但沒有被那一系列清單收錄

的，是些什麼？根據《希伯來書》作者的觀點，天主應

許給他們的是什麼？

匯
16. 若你繼續為此系列清單寫下去，寫出那些「因著信德」

而生活的人希十－＼，你會寫誰？

17. 所有在希十一系列清單中的人，都在信德上有所行動：

亞伯雨獻上合宜的祭獻犧牲；哈諾客中悅了天主，諾厄

警告了他人：亞巴郎聽命天主獻出依撒格；依撒格祝福

了雅各伯和厄撒烏；雅各伯祝褔了他的後代；若瑟吩咐

以色列子民要出離埃及；梅瑟願與奴隸同甘苦。你會用

什麼樣旳行動來證明你的信德？



第六言票

希十二～十三（參閱本書 83-94 頁）

匯

1. 在前幾次有關信德的討論及綜合講解中，你希望能記住哪

些內容？

2. 請描述你在靈修操練中曾使用過的一些方法，為的是使自

己能「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 ＼希十

二 1-2 I O \參閱·格前九 24-27; 斐二 12-14

3. 什麼時候你為了未來能得益，而忍受了目前的十字架希

十二 2 I ? r, 參閱弟後二 2-7 雅一 12

墓

4. 《希伯來書》作者所瞭解的「上主的管教」 審訂者註請參

閱本詮釋書 84-86 頁是什麼意思？是懲罰嗎？還是教導和

培育的方法希十二 5-7 、 11 I ? 

5. 父母由聖經中有翡「管教」的經句，可以學到些什麼？這

「管教」可以用來教育兒女嗎 1 希十二 9-11 1 ? 1 參閱由四

9 箴十九 18-19 : 弗六 1-4: 哥三 20-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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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能想像家庭或團體會因怨恨而導致分裂的情況嗎？有

哪些實際方去可使我們得到平安及聖潔，而避免這樣的不

良後果希］二 14-15 I ? 

國

7 《希伯來書》作者為什麼在這段行文脈絡中使用厄撒烏的

故事希 I 二 16-17 I'? 參閱創廿五 29-34

8. a) 為何天主子民害怕經由西乃山走向天主＼希十 18-21 I ? 

＼參閱出十九 12-25 ; 申四 111

b) 根據希十二 22-24 的說去，基督徒走向天主與上追天主

子民的經歷有何不同？

9 《希伯來書》作者提到一個「不可動搖的國度」，也就是

說：即使萬有一切都動搖了，天國仍然屹立不搖＼希十二

26-281 。作者使用這個萬有動搖的圖像，來說明那些可有

可皿、不重要的事物全都毀滅消失了；請問你是否曾因為

失去了些什麼，才重新把目光再聚隼於眞正重要的事物之

上？

圖

10. 希十三 2-6 中提及的行為正是具體描述何謂「弟兄相愛

之情」 希十三 l 。在這些美德中；虯青好客、同情、貞潔、

慷慨，你堂區團體最能表現出來的是什麼？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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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請回顧：是否有神父、導師，以及其他的基督徒領導者，

曾經幫助過你，或影響了你希十三 7l ? 他們有哪些優

良特質值得你學習？

12. 作者說：要先「離開營幕」，然後才能到耶穌那裏＼希十

三 13'' 這是什麼意思？蓼閱戶十几 2-3 瑪廿一 38-39 : 

宗匕 58 I 

墓

13 哪些是你每日參與基督祭獻的犧牲祭品，這樣的祭品有

助於你與他人結合嗎 1希十二 J6 l ? I 參閱詠五十 14 : 羅十

二] 1 

14. 你上一次請求別人為你或為你的意向祈禱，是在何時希

十三 18-19) ? 請求別人為你祈禱時的感受如何？

15. 請讀希十三 20-21' 把它當作是為你所獻的祈禱文。這

祈禱文中的哪些字句，於此時特別觸動你？為什麼？

三
16. 《希伯來書》的中心隼點是那位「昨天、今天丶道到永遠，

常是一樣」的耶穌基督希十三 8 。耶穌的常存不變性，

如何引導你進入與祂更深的關係中？

17. 本次研經課程第一課的第一個問題，就讓你寫下一些對

《希伯來書》先前已有的看法。現在既然完成了《希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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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書》的研讀，那麼在這篇講道詞中，你發現了哪些道

理符合你先前已有的看去？

18. 本詮釋書英文原作者希望你能一氣呵成地讀完全篇講道

詞，這樣你才會有一個整體的感受見本論釋書第 JO 頁 。

請約好時間，安排一次這樣的聚會，每人可以輪流讀－

章。看看會有怎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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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翌：經嶧全釋睪系歹~-

「活水編譯小組」的主要成員，包括在台灣及美國各

地的天主教友；首要的工作重心，是希望編譯完成整套具

有當代聖經學術基礎、卻又大衆化的聖經詮釋。目前新約

詮釋共十八套，已全數出版如下，並將陸續完成舊約詮釋

書籍，敬請期待：

L 神叢 90 《隨著教會禮儀讀福音》

2. 神叢 92 《五旬節與聖神：復活期讀宗徒大事錄》

3. 神叢 93 《若望褔音及書信詮釋—簡要本》

4. 神叢 94 《聖經學導論》

5. 神叢 95 《路加福音詮釋—附硏經指南》

6. 神叢 96 《宗徒大事錄詮璹一附硏經指南》

7. 神叢 97 《瑪竇福音詮釋—附研經指南》

8. 神叢 98 《馬爾谷福音詮釋—附研經指南》

9. 神叢 101 《若望著作詮釋—附硏經指南》

10. 神叢 105 《迦拉達書詮釋—附研經指南》



11. 神叢 106 《羅馬書詮釋—附研經指南》

12. 神叢 114 《格林多前書詮釋—附研經指南》

13. 神叢 115 《格林多後書詮釋—附硏經指南》

14. 神叢 116 《保祿牧靈書信詮釋：弟茂德前書、弟茂

億後書、弟鐸書、費肋孟書》

15. 神叢 117 《保祿獄中書信詮釋—附硏經指南》

16. 神叢 118 《新約公函詮釋—附研經指南》

17 神叢 123 《若望默示錄詮釋—附研經指南》

18. 神叢 124 《希伯來書詮釋一附研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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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説 ： 假如你想把全部新舊約聖經讀一遍，應從《希伯來書》開始，

因為它可以作為救恩史的導言，也有人説·應將《希伯來書》列為讀經的最

後一卷，因為它是救恩史的總結論，助人達到救恩史的高峰。

《希伯來書》是一篇優良的講道詞，其主題直接而明確 ． 舊約時代的司

祭職及祭獻制度，現今已由新的大司祭耶穌基督一次而永遠的十字架祭獻給

取代了 ；天主從古代藉先知、到如今這末世時期，藉自己兒子向人類所做的

公開啟示已經完成了。為此 ， 基督徒應該學習古代眾信仰德範，堅守信仰。

本書在此救恩史的觀點下，逐章逐節詮釋《希伯來書》經文，最後並附

有 「小盤石聖經研讀課程 」 ，對個人或團體查經 ， 都提供了最新也最佳的讀

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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