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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十三 9 -14 

v.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
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v.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
。

v.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
外。

v.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v.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v.14 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引言

1) 1990年，一位在河南省姓鄧的女子，是「呼喊派」的信徒。
後來她離開了「呼喊派」，自己創立了一個名叫「東方閃電」
教，又稱自己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穌，是末世時代的
基督。她被神揀選，要向末世時代發表「話語。」這位女基
督自稱為「閃電」或「東方的閃電」，所以她建立的教派稱為
「東方閃電教」。她有領導才能，在中國建立一個龐大的組織
，在河南、山東、 東北等17省都有她的信眾。他們有強烈
的使命感，專門在教會「拉羊」，聲稱以真理解放教會。她以
自己為基督，以為她的話是東方發出的閃電，是具有權威性的
。人若不接受她話語的會死、或受到嚴厲的懲罰。「東方閃電
教」已經把他們的勢力伸展到香港、三藩市及美國各地！也傳
至歐洲各國，其實我們細看他們所謂的神學和理論，我們會奇
怪：怎麼竟有這麼多人信這樣的一個邪教？



引言

2) 其實，在今日的中國，像「東方閃電」的邪教多不勝數。據林
獻羔牧師所寫的一本書「中國異端」，列出在大陸異端邪教派
別至少有11個；其中影響最大有四派：

● 呼喊派 - 這是受李常受影響的一派。他們之所以稱為「呼
喊派」，是因為他們在聚會時，常常大聲呼喊說
：「主呀！阿門！哈利路亞！」等口號。有些
呼喊派比較正統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不正統的
，有些以為李常受就是基督，甚至在他們的傳單
中，也明明寫著：「這位活基督就是李常受。」
李常受就是受小群教會倪析聲的影響。他於1962
年在美國加州創立教會，並積極向中國傳教，成
立呼喊派。李常受於1997年離世。



引言

2)
續

● 被立王 - 創立人為揚明。起初，他是呼喊派的教友，
1988年自立門戶，又根據路加福音第二章34至35
節，自稱為「被立王」。並且宣稱耶穌已死，神
另立一王，這王就是他自己。他以為信徒不一
定要上教堂，只要一心一意祈求「被立王」就
可以得救了！除了這些怪異的道理外，他更藉著
宗教，姦淫婦女，又要求信眾把金錢奉獻給他，
到1995年被中國當局逮捕，同年12月被判死刑.



引言

2)
續

● 東方閃電 - 正如我先前所說，他們以馬太福音24章27節

為根據，宣稱基督再臨時，將來自東方的閃電
一樣！又稱再來的基督是中國人，而且是個
女性。這位女基督就是河南鄭姓的女子。由
於他們相信基督已經再臨，現在已經在新天
生地之中。她稱國度時代。而教會時代，恩
典時代已過。所以聖經不合時，不用再看聖
經！那些不信基督已經再臨，是猶如把耶穌
從釘十字架。



引言

2)
續

● 多倫多聖笑 - 這是多倫多的靈恩派教會，90年代由多倫多
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傳入中國。他們用搖擺
樂敬拜，追求聖靈的充滿。被聖靈充滿後，
就會狂笑，或者狂哭，並講方言。由於中

國當局對這些邪教積極的打擊，但中共分別
不出什麼是邪教，什麼是正統基督教。所以
在過去幾十年：不少正統派教會也受到牽連
，被打擊。中共把他們一律視為邪教。



引言

3) 其實異端邪教，不單只在今日發生，也不只限於中國境來。
自有教會以來, 便有異端的出現, 早期教會有所謂諾斯底派，
他們以為耶穌只是個幻影, 不是真的。後來又有Ebionites, 
Montanism 等異端出現，他們否認基督的神性。我們會問：
「為什麼神不阻止這些邪教出現呢？」其實教會的純正問題
一直是教會歷史的核心問題，我所謂純正，其實是包括2方
面：

● 行為、道德、品格上的純正。

● 信仰上及教義上的純正。



引言

3)
續

聖靈是監察我們行為純正，聖經是監察我們信仰

純正。如果我們不看重聖經和聖靈的地位和工作

，恐怕教會容易走上自殺的道路。所以我們無論

在行為、信仰、及神學上都必須要純正。



(一)  不為怪異教訓勾引 v.9

v.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
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
著益處。

1) V.9 「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這是一個命令。

「勾引」這個字, 希臘文是paraphero 是一個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意思是不住的、不斷的、都有可能被勾引去了。這個字在

新約聖經出現過四次，有時是主動的，如耶穌向父神要求把苦杯挪
走，但亦可以是被動，這裏就是被動，指被勾引去了。這個字亦可
解作「攜走」、「引開」，用諸般的方法來引誘我們離開真道。



(一)  不為怪異教訓勾引 v.9

2) 怪異的教訓又是什麼意思呢？

原文是眾數的，所以中文譯作「諸般的教訓」或是「各樣怪異的教訓
」。

這裏所謂「怪異」，其實這個字與11章13節被譯為「異鄉人」
(stranger) 一字相同。這是指新奇strange, 而不是怪異，是外來的，來
自別的宗教/思想的體系，與福音不符。

不過，這些怪異的教訓有一個特點：似是而非。而且他們又不是完
全外來的，他們只是把外來的思想套入於聖經內，他們一樣是用基督

教的術語，行基督教的禮儀，甚至稱他們為基督徒，不過他們已經改
頭換面，表面似基督教，其實卻不是基督教，這就是「怪異」的意思
了。



(一)  不為怪異教訓勾引 v.9

3) 究竟希伯來書所講的異端是一個怎麼樣的異端呢？v.9b 給了我們一些提示
：「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
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這一節聖經的中心思想是「心得堅固」，作者比較兩個不同的方法，使心
得堅固：

● 第一：靠恩典得堅固。
● 第二：靠飲食得堅固。

首先我們要看看什麼是「心得堅固」。簡言之：健全的心靈, 也即是我們
所謂好的靈性。我們就感到莫名其妙, 要靈性好一定是靠神的恩典：怎可

能是靠飲食的呢？任何一個有腦的人，都不會相信我們可以靠飲食來培養
我們的靈性生活呢？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  恩典 vs 飲食 v.10-12

1) 這是一幅舊約獻祭的圖畫，根據利未記16章27

節所記載，在贖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要為他
自己及他的百姓獻上公牛及山羊，公牛是為他
的罪，山羊是為百姓的罪。

v.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
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

v.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
；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v.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
就在城門外受苦。



(二)  恩典 vs 飲食 v.10-12

1)
續

但有一個重要的規矩，大祭司拿著公牛
及山羊的血，入聖所獻上，作為贖罪祭
。但牲畜的身體則要在帳幕(會幕)外焚
燒，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原來犧

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
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希伯來書的作者看到一個真理：這舊約
贖罪的獻祭正是預表了耶穌基督的死，
為我們贖罪，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是在城外受苦，所有釘十字架的犯人，
都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內，而是在城外。
各各他正是位於耶路撒冷的城外。



(二)  恩典 vs 飲食 v.10-12

2) 講到這裏，我們不禁問道：「為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突然在這

裏提到贖罪日的獻祭呢？這與他所提到的異端又有何關係呢？

」

v.9 提到這異端與食物(飲食)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以為食物可

以強健人的心靈。不少解經家以為這是與猶太人的飲食條例有

關。因為猶太人對飲食條例是非常嚴謹的，他們不吃豬肉，奶

類和肉類不可混在一起, 所以在以色列是很少有麥當勞快餐廳

。他們又不吃血，不吃不潔淨的食物。但我們不明白，若單是

因為飲食條例，為什麼作者又會提到舊約贖罪日的獻祭呢？為

什麼又提到在營外呢？



(二)  恩典 vs 飲食 v.10-12

2)
續

William Barclay 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看法。在新約時代，無論是猶太人

、或是基督徒都深受希臘宗教和思想影響。希臘人對獻祭有一種非常

有趣的看法，當一個希臘人向他的神靈獻祭的時候，他會把獻過祭的

羊作為食物：並且大排筵席，請了他們的親戚朋友大吃一頓。通常這

些筵席是在神廟進行的，因為他們相信，當祭司獻畜牲給他們的神明

時，那神明就進到那畜牲內，所以當他們吃了那些羊肉的時候，就好

像把神明也吃進身體內，如此他們的心就得到堅固，這正是當時希臘

宗教流行的思想和想法。相信當時有不少基督徒正是受了這種希臘思

想影響，以為守聖餐的時候，耶穌的身體就進入餅內，所以耶穌拿著

餅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當我們吃了那餅，就是吃了耶

穌的身體，我們的心便強健起來。今天天主教對聖餐的看法也是如此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9節說：那些異端以為可以靠飲食使心得堅

固。



(二)  恩典 vs 飲食 v.10-12

3) 於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引用利未記第16章，指出這種思想的錯謬。
他說：「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哪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
吃的」，原來在舊約的習例上，在贖罪日大祭司宰了公牛和山羊

，這些犧畜的身體是在營外焚燒，哪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吃。
意思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對他們說：你們錯了！你們以為吃了聖餐

的餅，就等於吃了耶穌的身體，因而心靈得到強健！你們大錯特錯
，看看舊約聖經的記載，那些祭司都不能吃在營外燒的畜牲，怎麼
說我們可以耶穌的身體呢？耶穌也是在城外受死，正如舊約的牲畜
也是在營外被燒一樣。

結論就是：因為人心靠恩典得堅固才是上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
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靈性的好與壞，絕不是飲食
的問題，乃是神的恩典，我們靈性才得到成長。



(三)  勸勉 v.13-14

v.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v.14 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1)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靠著神的恩典而心得堅強呢？這正是13-14的要旨。
v.13 一開始，又是希伯來書的招牌貨，是一個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我們可以如此翻譯：同志們！讓我們一起出去吧！我們既蒙基
督的血潔淨，罪得赦免，得以成聖，就要緊緊的跟隨耶穌。耶穌出到
營外，我們也跟著耶穌出到營外，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凌辱；我們也
出到營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不但是指被釘在
十字架上，在猶太人的心中，「營外」是一個不潔淨的世界。根據利
未記24章10-16節及民數記15章35-36節，哪些犯了褻瀆罪、拜偶像、姦

淫、謀殺都要在營外被處死的，交這羞辱比身體的創傷更厲害，更嚴
重了！



(三)  勸勉 v.13-14

2) 我們看到希伯來書的看法，與哪些異端的說法有多大的分別！希伯來書的
作者以為「靠恩心得堅固」，而哪些異端卻以為「靠飲食心得堅固」。後
者以為吃了肉，祭品或聖餐的餅，就可以把耶穌的身體帶到自己的身體內
，因而得蒙福。希伯來書的作者卻說：你要心得堅固嗎？你要靈性長進嗎

？就去跟隨耶穌，耶穌受的羞辱，我們也受；耶穌受的凌辱，我們也受；
耶穌在不潔淨的地方(營外)被羞辱，我們也要出去到營外不潔淨的地方，

唯有這樣，我們的心才能靠著神的恩典而堅固。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
四章7-8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自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此耶穌的心也顯明在我們身
上。」

不要忘記，希伯來書寫於公然後69年，是猶太人水深火熱的時候，他們正
需要這樣的挑戰和鼓勵。



(三)  勸勉 v.13-14

3) 不過，我們的盼望不是在這個塵世，而是在哪永恆的城。正如保羅在哥林
多後書四章16-18節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
至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
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
見的是永遠的。」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14節說：「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那是
尋求那將來的城。」

「這裏」是指這個世界，我們在世上只不過是作客，是異鄉人，這裏並沒
有常存的城，一切都是短暫的，如飛如去，眨眼變歸於無有。我們所尋求
的是天上永恆的城：永遠的家鄉。

「尋求」一字並不是尋找。而是熱切的期待著，充滿盼望的等候著。是因
為神的恩典，叫我們有盼望，我們的心也得以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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