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研讀

第十三課
沒有成長的一群

五:11 - 六:3



五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五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
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五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五14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六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
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

六 2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六 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希伯來書 五:11 - 六:3



引言

1) 看看以下一個虛構的故事：

某人最近添丁，感到非常高興。怎料，還沒有滿月，
他便氣沖沖來找你，面色蒼白，好像發生了嚴重的事
。他愁眉苦臉的對你說：「我的兒子真是很不妥，簡
直是個怪嬰！出生了差不多一個月，還未能寫上自己
的名字，不懂找飯吃，更談不上返工賺錢，整天都是
睡著，哭哭蹄蹄，簡直不似人形，我真的想把他拋棄
！」

當然，他的嬰孩並沒有不正常，這位父親才是不正常
，嬰孩需要時間去成長，若果一個嬰孩，不夠一個月
，便可以自己找飯吃，搵工做，他才是一個怪嬰！

同樣的，一個初信的基督徒，就好像一個嬰孩一樣，
需要時間去成長。只要他有成長，他就不是一個不正
常的基督徒了！



引言

2)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故事：

一天你在公園裏看到一個40多歲的母親，推著一個
嬰孩車，在公園散步。你看到嬰孩很趣緻，便逗他
玩著，並對他母親說：「你的 baby有多大？他很
趣緻呀！」但見母親面色一沉，憂心的對你說：「
他不是一個baby，他已經是20多歲了！」

當你聽到母親這樣回答，你會嚇了一跳，因為這個
26歲的男人，竟然好像一個嬰孩，全沒有長大。

或許，我們很少看見這樣的怪人，但在教會裏，卻
比比皆是。從屬靈的角度看，不少信徒可能信了主
也多年，但靈性卻好像一個嬰孩一樣，全沒有長進
！



引言

3)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極嚴厲的詞句來警告那些不長進的信徒。

按著信主的年日來計算，他們應該可作人的師傅。但事實上，他

們就好像嬰孩一樣，不懂得吃乾糧，只能吃奶，心竅不通，不能

分辨好與歹、善與惡、事與非、真與假。

原因何在？

一言蔽之：不成長！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

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
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14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

從這段經文看，我們看到一個不肯成長的基督徒有三大病徵：

第一是聽不進 v11「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
你們聽不進去」。

所謂「聽不進」，希臘文nothros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可
解作反應遲鈍，就好像父母叫孩子做功課，他們總是扭扭擰
擰，隔了差不多一分鐘才回答說：「什麼？等陣先！」何解
會有如此反應？很簡單，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電腦的螢幕上
，其他的東西都聽不進，以致反應遲鈍。

其實，nothros 有另一個意思，是指到一隻病貓，什麼也懶
得去做，懶得去聽，沒有反應，完全麻木過來，這是一種病
態。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續）

第一是聽不進
（續）

為什麼他們聽不進呢？作者說：「論到麥基洗德，我們
又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

這裏的意思，並不是指哪些道理艱深難明，非也！不錯
，聖經確有不少地方是有難明之處，但主原因倒不在此
，而是在那聽者的態度，正如彼得後書3章16節說，「
難明」並不是一個問題，「強解、無學問、不肯聽」才
是一個大問題。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得很清楚：論到基督為大祭司，是根
據麥基洗得的等次。雖然這些道理有點難明，但我們之
所以不在此繼續講下去，是因為你們聽不進！

不少基督徒都有這個問題：沒有反應。他們聽道後，只
有品評，沒有反應，是一個不長進的信徒之特色。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續）

不成長的第二個特色，就是「不吃乾糧，只能飲奶」。我
們看看v12-13節。

「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

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

吃乾糧的人！ 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

為他是嬰孩。」

希伯來書的作者斥責這些不長進的信徒，論信主的年日來

算，你們應該作老師了！但事實上你們現在仍是小學一年

級，

這裏所謂「聖言小學的開端」希臘文是stoicheia， 本是指

字母的開頭ABC幾個字，表示仍在初學的階段，好像是小

學一年級，中文譯做「開端」，即是我們今日所謂「初階

」。屬靈程度只屬初階。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

不成長的第二個特色，就是「不吃乾糧，只能飲奶」。(續）

作者更用一幅有趣的圖畫去描繪那些沒有長進的

信徒，

按年日，他們應該吃乾糧，誰料他們還是像嬰孩

一樣喝奶。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因為他是嬰孩。

「仁義的道理」是指基督教的教義，也即是14節

所說：能分辨好歹、是非，黑白、真假的能力，

這些都是病態的表現。



(一)   沒有成長的特色 五11-14（續）

我們再看看第三個特色：

v. 14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
，

就能分辨好歹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成長的三部曲：

第一個階
段

嬰孩喝奶的階段，靠別人的餵養。

第二個階
段

熟練仁義的道理，這是學習的階段，不住的鍛鍊
熟習，以致能分辨是非。

第三個階
段

成熟地步，已經長大成人，不是靠別人餵養，又
能分辨是非與黑白。



(二）成長路 六:1-3節

1） 看過了一個不肯成長信徒之特徵，我們會問道：究竟我們怎樣可以

成長呢？

試想想：你能否給一個嬰孩什麼烹飪大全，讓他自己自給自足，自

煮自食。答案是很明顯的：絕不可能！究竟成長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要看看希伯來書第六章1至3節。

六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

六 2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六 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二）成長路 六:1-3節 1)（續）

首先，我們要看看這段經文的文法結構。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

這一句，在希臘文的文法來說，是一個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這是一個很
鼓勵性，但又是催逼性的句子，英文可譯作let us leave the elementary 

teaching……….。
把這個句子翻譯如下
：

弟兄們，讓我們不要放棄，要加油，努力，一同離開道理的
開端。

好像是一個循循善誘的導師，又像一個疼愛子女的父母之語
氣。



(二）成長路 六:1-3節 (續) 

2） 作者強調我們要離開道理的開端，

所謂離開 就是不滯留在某一的境界上，更不是原地踏步。我們要竭力離
開，向著那完全的地步而進展。

所為完全 希臘文是teleiotes，這不是指完全無瑕、而是指達到目標。

所以，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兩個極重要的因素：

第一 要有目標，而且是一個正確的目標。

第二 要竭力。希臘文是一個被動詞passive voice，表明不是靠自己的
能力，決心和智慧；而是靠著主，聖靈在我們心中運行，推動我
們去成長。但不要誤會，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切都是被動，非也！
我們需要委身，這就是「竭力」的意思了！



(二）成長路 六:1-3節 (續)

3） 六1b「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2 各樣洗禮、按
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3 神若許我們，我
們必如此行。」

這段聖經引起一個疑問：這裏所謂「不再立根基」與「道理的開端」應該是同一
個意思的。什麼是根基/道理的開端呢？v.2-3就給我們以下的解釋：「懊悔死行
、信靠神、洗禮、各樣按手之禮、死人復活、永遠審判」都屬道理的開端之範疇
。那我們就感到疑惑了！以上每一個課題，都可以作過神學博士論文，怎會是道
理的開端呢？

如果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看這些課題其實是有一個邏輯性的過程
logical sequence，就讓我們詳細看看這個邏輯性過程是什麼：

**懊悔死行 - 信耶穌第一步就是：悔改認罪。所謂悔改者，是指改變我們的路向
，本來是向北行，發覺方向錯了，就調轉過來向南行，這就是悔改
了！
本來我們是向著一條死亡之路行走，因這條路會引致滅亡，所以我
們就調轉頭來，懊悔死行，向著永生之路走，這是救恩的第一步：
懊悔死行。



**信靠神 - 救恩的第二步: 就是信心倚靠神。
既然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條滅亡的道路，就懊悔死行，憑著信心接受耶穌
基督為我們的救主和主宰，向著永生之路走，又委身給祂，這就是信了。

**各樣水禮 - 信心的第三步。究竟這裏所謂「各樣水禮」是什麼意思呢？這裏所說的
「水禮」，是否與聖經所說信徒受洗的水禮一樣？不過，這不是同一個字
。這裏所用的一個字是baptismos，而不是baptisma 。後者是指基督徒的
水禮(新約聖經出現過19次)，前者只出現過3次，其中兩次都是指潔淨的
禮儀，所以不少解經家以為這不是指水禮，而是指猶太人的潔淨禮。

但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歌羅西書2章12節也是用baptismos一字，在這裏
明顯是指水禮。而不是猶太人的潔淨禮 。再者，從上文下理看，認罪 -

信主 - 洗禮是有一定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合理和邏輯性的過程，若果是
解作猶太人的潔淨禮儀，則失去了這種邏輯性的過程了！

有人問道：為什麼這兒要用眾數而不是單數呢？水禮應該是單數，猶太禮
儀才是眾數，但我以為信徒受洗禮時，是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受洗
的，用眾數的一字來形容這水禮也是非常合理的。

(二）成長路 六:1-3節 (續)



**按手禮 - 原文「手」這個字是眾數的，舊約有四種不同的場合集的按手：獻
祭、委任、祝福、和審判。到了新約，通常的按手禮都是指委任信徒
作某些事工，或是祝福。 (如按立牧師、按立長老、按立宣教士等等)

**死人復活 - 指將來的審判，正如約翰福音第五章29節說：「行善的復活得生，作
惡的復活定罪」。無論信徒/非信徒都會復活，接受神的審判/賞賜。
所以這應該是指著將來耶穌再來的時候之審判。但我們會問到：這與
下一句「永遠審判」豈不是重複了？我以為死人復活與將來審判是分
不開的，所以「將來的審判」是緊緊跟隨著「死人復活」。

** 從上述的描述，我們可以把一個基督徒的信仰過程分為三部分：

第一個階段：懊悔死行 + 信靠上帝 - 這是初階。
第二個階段：水禮 + 按手禮 - 入教。
第三個階段：復活 + 審判 - 將來。

(二）成長路 六:1-3節 (續)



** 如果我們再詳細看看這段經文，便發現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希伯來書的主題是：耶穌。

但在這個道理的開端程序中，基督這一個字從沒有出現過。而且這六個項目，
在猶太教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換一句話來說，這也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相通之處
：我們有理由相信：當那些信徒向猶太人傳福音的時候，他們便從這些共通點
作為起點，然後按基督教的神學立場對這些項再加以詳細解釋。但這些項目只
是入門罷了，沒有更深入討論基督教的道理，而不是猶太教的道理。正因如此
，希伯來書的作者就鼓勵信徒們離開這些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更完美的地步
。猶太教只是仰望彌賽亞的降臨，沒有體會到彌賽亞已經來臨了，他就是耶穌
基督，這個目標已經完成了，滿足了。

若我們只顧上述的六個項目，集中討論猶太教與基督教相通之處，沒有更進一
步認識這位已經來臨了的基督，他們的信心仍是在嬰孩的狀況，仍然徘徊在道
理的開端。

(二）成長路 六:1-3節 (續)



結論

我們中國信徒，認識了耶穌基督後，心中仍然存在著不少中國人固有的儒

家思想，或許這些思想與基督教的道理有點相似，譬如：

中國人重視人的良知，家庭倫理，孝道，謙讓等美德，這也正是基督教所

重視的。

又如佛家所重視的人生的虛空、生命的短暫、變幻，這與基督教看罪的世

界有點相似。

然而，若果我們沒有將福音的核心，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為我們的罪釘

在十字架上，救贖了我們，讓我們有永生的盼望的道理，更深的了解和實

踐，仍然逗留在道理的開端，我們就不會有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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