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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
神的日蝕

七：20-28



20 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21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誓
，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司。」

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23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24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25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26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
，就把這事成全了。

28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 是立兒子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遠
的。

希伯來書七 20-28



引言： 一個拉比的故事

美國猶太裔諾貝爾和平得主Elie Wiesel講過一個非常有趣

的故事，發人深省：

有一個猶太教的拉比，他辛勤教導神的律法，付上自己的

生命去安慰和扶立那些傷痛者，日日如是，令他感非常疲

累。他不是身疲，而是心疲，心疲比身疲更難受，每當他

看到世上的疾苦、不平、欺詐、鬥爭，而他面對這一切一

切又顯得這樣無能無助，他感非常憤怒、痛苦和沮喪。

他實在忍受不了，於是便決心離開牧養的崗位，遠走他方,

希望找一處寧靜的地方，在那兒他不用再去接觸這些傷痛

的人士。



引言：一個拉比的故事 (續)

翌日，他脫下拉比袍，離開會堂，尋索他那個樂園。

當他走到一條村落，正要在樹下稍稍休息，忽然看到對面有一位老婆婆，躺
在地上呻吟。他看到這位老婆婆孤單可憐，就動了慈心，上前安慰她，老婆
婆已經病入膏盲，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拉比決定陪她走人生最後的一程，
那老婆婆心得安慰，就用微弱的聲音問拉比說：「先生，請你告訴我，神為
什麼容讓我活在這個殘酷的世界？在我一生中，沒有半點幸福，快樂，所
看到的，所經歷的儘是痛苦、不平，究竟這樣做人有什麼意思？」

拉比聽了很痛苦，想不到離開自己的崗位後，竟也逃避不到這個老問題。最
後，他痛苦的對婆婆說：「對不起，我沒有答案，然而，你既然已經活著，
也沒有其他可選擇的，倒不如勇敢地接受這一切，勇敢地活著吧！」那婆婆
聽了後好像心頭放下了大石，而帶著笑容，安詳地離開了人世間！當拉比安
葬了婆婆後，心很痛，就自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是啞的，我也不願意
再開口教訓和安慰人！」



引言： 一個拉比的故事 (續)

又隔了兩天，拉比來到另一條村，看到一個年青的婦女，抱著一個初生的嬰
孩,躲在一角飲泣，拉比上前問過究竟，才發現嬰孩氣息微弱，奄奄一息，
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拉比動了慈心，料理那個垂死的嬰兒，那年青的婦人
含著淚問：「先生，請你告訴我，為什麼神竟會容讓一個無辜的嬰孩這樣受
苦。這位「啞」的拉比委實也無言以對，就只有搖搖頭，流著淚，默默為
嬰孩祝福，然後安葬了他，帶著極沉重和痛苦的心情離開了！走前，他自
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不但是啞的，也是聾的，什麼也聽不到！」

最後，這位又啞又聾的拉比來到一個山洞，那兒沒有人，沒有痛苦，沒有人
需要他的安慰和教導，整天只有他一個人，寧靜在山上渡日。一天，他在山
洞前看到一隻受了傷的小鳥，他就動了慈心，用草藥為牠治療，醫治牠。自
此小鳥常飛到山洞前，與拉比渡日，他非常快樂，以為這是世外桃源，不料
一天，一塊大石從天而降，把小鳥壓死了！拉比目睹這悲劇，非常震驚和心
痛，於是他自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不但是啞的、聾的，而且更是瞎眼
的，我什麼也說不得，聽不進，看不到！」



引言： 一個拉比的故事 (續)

這位又啞、又聾、又盲的拉比，一個人自閉在山洞中

,什麼也做不到。想了一會兒，他開了自己的耳、口

及眼，收拾簡單的行裝，返回會堂，去繼續做他牧養

的工夫！

我作了牧師幾十年，非常認同Wiesel所講這個又啞又

聾又盲的拉比的故事,所以我現在仍是在牧養中！

Weisel 講這個故事的意義何在？猶太人是經歷許多

憂患的一個民族，希特拉統治德國的時候，超過六

百萬的猶太人被殺，不少猶太人問道：上帝在哪裏

？

著名的猶太哲學家 Martin Buber 稱 : 這是神的日蝕, 

他掩面不看 !



希伯來書寫成的時候, 正是以色列歷史最黑暗的一頁。

羅馬提多將軍率領軍隊圍攻耶路撒冷，差不多一百萬

猶太人死於這場戰爭中。不但如此，聖殿被毀, 猶太

人不得再進入耶路撒冷。

國家沒有了！

聖殿沒有了！

獻祭也沒有了！

對猶太人來說，將來怎麼面對呢？這正是希伯來書作

者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希伯來書作者的答案是什麼呢？一言蔽之：「信」

，



希伯來書11章33-40節有這樣的話：

「他們因著信, 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

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 戰爭顯出勇敢, 打退

外邦全軍。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又有人忍受嚴刑, 不肯苟且得釋

放,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

樣的磨練。被石頭打死, 被鋸鋸死，受試探、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

處奔跑，受窮困、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

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這些人都是因著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

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是因著信，他們征服一切苦難。究竟這信仰的基礎在哪兒？ 這正是希
伯來書第七章20-28節的主題。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20 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21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
說：「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司。」

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1)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這論述似乎有點古怪，「起誓」與我們有何相幹？
但從當時的猶太人背景來說，這與我們有極大的關係。

首先，希伯來書寫成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猶太人剛被大屠殺，城牆被
毀，聖殿也遭破壞，祭司的制度崩潰，究竟以色列的前途是怎樣的呢？
本以為可以起義復國，但如今國既復不成，甚至連獻祭的機會都沒有！
整個宗教陷於危機當中，以色列民族也不知前途如何，這是當時猶太人
的一大問題。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續)

1)

續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 你們把信心建基在聖殿、獻祭和律法中
, 是大錯特錯。他說:「至於那些祭司 (利未制度的祭司) 原不是起
誓立的」在這裏我們暫時不討論「起誓」是什麼意思, 稍後才作詳
細的討論。

但作者告訴我們。利未制度的祭司，是一些看得見，滿有律法色
彩的制度，這不是我們的靠山，是沒有保障的。神從沒有為此起
誓過，而且這些都是過去的，已逝去的。沒有聖殿，沒有利未的
祭司制度, 並不等於絕路和絕望，因為聖經從沒有保證過這些都會
永遠長存的。

同樣我們今天也如那些猶太人一樣，把我們的保障放在一些明知
會有一天逝去的東西上，無論是職業、金錢、健康、社會地位，
這一切都不是永恆的，沒有保證的，但我們卻以此為我們的靠山
。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續)

2) 什麼才是我們的靠山呢？

詩篇110篇第4節告訴我們：「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
司的。」我們就要看看猶太人起誓的文化了！

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34節有云：「只是我告訴你們，什麼誓都不
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使神的座位。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
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
京城。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
。你們的話，說是就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在多說，就出於那惡者。
」

由此看來，耶穌似乎反對人起誓，是就說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
惡者。但為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卻又說：「耶穌為祭司是真的，因為
神是向他起誓，以他為祭司。如此看來，聖經似乎有點自相矛盾！」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續)

2)
(續)

非也！我們要了解詩篇110篇第4節所講起誓的意思。

在希伯來書中，「以起誓來作保證」這話，一共出現過三次：

希伯來書第三章11節 「神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
入我的安息。」

希伯來書第六章13節 「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指著
自己起誓說：論子孫我必賜福給
你。」

希伯來書第七章20-21節 「神起誓立耶穌為永遠大祭司。
」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續)

2)
(續)

這三樣都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與「約」有關係。

當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 就起誓立此約, 並賜福給他和他的子孫所留下的應許
。

希伯來書第三章11節就是神與摩西立約。以色列人不守約, 神就起誓說:「他們永
不可以進入這應許地。」

同樣的, 在詩篇110篇4節也是一個約的形式, 所以v22 提到耶穌就成了更美的中
保。

原來在上古的中東，那些人立約，是以起誓作為保證。所以神起誓，是表明他
一定會實現這些應許，永不落空。事實上希伯來書的作者為強調這一點，還加上
這一句：「他決不改變心意」。

神擔保些什麼？就是：耶穌永遠為大祭司，作為我們與神的橋樑，把我們帶到
主的跟前，引進到永生的盼望。



(一)  耶穌為祭司 - 起誓而立 v.20-22 (續)

3) 所以，v22告訴我們：「既是起誓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
保。」

何謂中保？首先我們要弄清楚，這裏所用的一個字，與第八章六
節所提到的「中保」不同。這裏所用的一個希臘文字是mesites，
而第七章22節所用的那個字是engyos。

mesited可翻譯為「保證人」「擔保人」是一個法律字句。擔保
我們有永生的盼望。耶穌就是擔保我們有永生的盼望的，並一
個更美的約。正因如此，雖然外面環境怎樣惡劣，被戲弄、鞭
打、捆鎖、監禁、磨練、被石頭打死、地鋸鋸死、被刀斬死、被
試探、窮困、患難、苦害、飄無定所，我們還是不會放棄、不肯
苟且偷生，因為有美好的復活在我們面前。這就是耶穌給我們的
保證，是我們信心的基礎！



(二)  耶穌為祭司 - 永遠長存 v.23-25

v23

v24

v25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

1) 我們要看看我們信心的第二個基礎: 耶穌為祭司，是永遠長存的。希伯
來書的作者提醒我們，人是會死的。

想到卡謬的一齣劇Caligula，Caligula是羅馬的君王， 擁有絕對的權利
。但當他看到自己心愛的皇后死了, 他感到極不開心。但當他看到那些
羅馬人卻仍然開心, 是因為他們忘記一個事實：人始終有一天是會逝世
的。為了提醒他的國民，他就實施白色恐怖，頓時間、整個羅馬大帝國
陷於悲哀和恐懼當中, 因為政治不穩定，死亡隨時會來臨。其實，就是
沒有恐怖統治,人亦有悲歡離合，正如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如果
我們把我們信心，建基在哪些隨時可以改變和失去的東西上，怎會有安
全感呢？



(二)  耶穌為祭司 - 永遠長存 (續)

2) 猶太人把他們的信心基礎建基在利未祭司制度上，忘記了這些祭司都是會死
的，「那些成為祭司，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第一任大祭司亞倫死了，他的兒子以利亞撒繼任，以利亞撒死了，他的兒子
非利哈繼任，如此一代傳一代到主後，是因為這樣，祭司的制度便有很多祭
司。到了主後70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時候，數目已達至83位，但他們
都是死的大祭司。

但耶穌就不同了，v.24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
換。」所謂「永不更換」，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只出現過一次，意思是:

「不用別人承繼」、「永久」、「不能更改」、
「不能消滅」、「永不消逝」。

因為耶穌是從死裏復活，戰勝了死亡, 並且把永生的盼望賜給每一個信他的
人。



(二)  耶穌為祭司 - 永遠長存 (續)

3) 所以，第25節說：「凡靠著他進入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
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如果我們的靠山是耶穌，我們便可以進到神的世界，也可以得著
拯救，永遠的活著。

他不但給我們永生，就是在現在，他也不住的為我們祈求。所以
，我們即管坦然無懼，來到主的施恩寶座前，求憐憫、得幫助。



(三) 耶穌為祭司 - 沒有邪惡、沒有玷污 v.26-28

v26

v27

v28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
與我們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
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 是立兒子為大
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1) 當我們說：「這人信不信得過？如果他自己自身難保，我們又怎會信
得過他呢？」

我們再看看那些猶太人的祭司制度： v27 告訴我們，這些祭司都是罪
人。所以在獻祭的時候，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獻祭，後來才為百姓
獻祭。這些祭司罪人，自身難保，又怎會是我們的靠山呢？我們又怎
會把信心建基在這些必死的人身上呢？



(三) 耶穌為祭司 - 沒有邪惡、沒有玷污

2) 但你們看看耶穌，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是聖潔的，沒有邪惡，沒有沾污。

「聖潔者」是指耶穌是沒有罪，
「無邪惡」是指老實，無沾污乃是指耶穌的行為，一點瑕
疵

也沒有。

他「高過諸天」，此乃指耶穌的復活，升到諸天，坐在神
的右邊，為我們代求。

是「合宜」的，有資格的，因為他是神的兒子。



我們應當自問

我們與昔日的猶太人有何分別呢？

金錢、名譽、健康、知識、社會地位、權力這一切一切是我們的靠山
嗎？

抑或

我們是憑著信心，把我們的生命交託給神，

信得過哪位大祭司耶穌，帶領我們人生的道路，無論是高時低、是晴
天是風雨、是福是禍，我們也會跟隨耶穌的腳蹤，緊緊的跟隨他，

因為只有耶穌，才是我們真正的保障！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Slide 11
	Slide 12
	Slide 13
	Slide 14
	Slide 15
	Slide 16
	Slide 17
	Slide 18
	Slide 19
	Slide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