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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趁著還有今天

三：7-19



v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v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

v9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v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v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v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v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v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v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v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v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v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v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希伯來書三 7-19



引言

1) 1989年10月17日，三藩市發生大地震，灣區大橋倒塌，死傷人數不算太多。但不少地質學家
以為三藩市將會面臨另一次更大的地震。但奇怪，住在三藩市的人，雖然頭腦是知道的，但
他們的心態是：大地震是不會在我有生之年發生的，就要是真的發生，也不會是大地震，就是
大地震，也不會影響到我。我們永遠不想到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正因如此，三藩市的屋
價仍是高企，因為我們心裏都有一個神話：以為日日都有明天，事實卻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天不再有明天了！

2) 記得1975年，越南西貢淪陷前夕，我和太太收到一封從越南西貢寄來的信，是一位女孩子寄給
我們的。她是我們在費城所認識的一位姊妹。在美國讀完書後，就返回越南工作。信中告訴我
們:「我每早晨起來，知道自己生命猶存，房屋仍在，我就深深感謝神。但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
有多久,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 外面是漫天烽火, 戰火連天。我想到自己在過去的日子，沒有好好
的愛主，沒有好好的傳福音, 我為此而感到羞愧, 趁著還有今天，我就要好好讀經和傳福音, 因為
日子有限!」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音訊，究竟她是生是死，我們亦不知道。



引言

3) 奧古斯汀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他能言善辯，滿腹經論，只是他內心極矛盾，很
多掙扎。或許他懂得很多人生哲理 、道德哲學，但他發覺一個非常簡單的真理：
他是無法勝過自己心裏面的邪情惡慾，就好像保羅說：「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做
出來卻由不得我。」

有一天，他感到非常煩躁不安，就獨自兒在花園安靜。 忽然聽到有聲音說：拿起
來看看！拿起來看看！於是他便拿著那本剛從主教送給他的聖經看， 翻到羅馬書
13章11至12節：「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
初信的時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 帶上光明
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爭
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他看到這裏就立即在
神面前悔改認罪接受耶穌, 自此他改變了, 並成為一個出色的神學家。其實每一個人
都曉得：今日可能是我們最後的一日； 就要把握今天，不是躺平，不是否定，不
是焦慮，更不是恐懼。

我們怎樣活在一個末世生存的現實？希伯來書這段聖經，正是論及這個課題。



(一)  昨日的過 v.7-11

v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v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

v9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v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
為！

v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一)  昨日的過 v.7-11

1) 希伯來書的作者嚴厲的警告我們，他以歷史的事實來警誡我們， 所謂前車可鑑。
他說：「你們的祖宗在曠野試我探我，有40年之久， 惹神的怒氣。」

究竟他是指什麼歷史事實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這段經文是引自詩篇95篇。 95篇
可分為兩部分：

** 第一部分為第一至第七a節 。這是呼叫神的子民去敬拜神 。今日有不少教會
的崇拜也以這段經文為始禮：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
前跪下，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 第二部分則由第七b節至11節， 是一個嚴厲的警告，叫我們不要重蹈祖先的
覆轍。而希伯來書的作者就是用這經文來警誡我們。

** 對猶太人來說，這是一段耳熟能詳的經文。 每逢安息日黃昏，猶太人聚集
在會堂時，就宣讀這段經文，就如今日教會也引用這段經文作崇拜始禮之
用。



(一)  昨日的過 v.7-11

2) 那些祖宗的問題在哪裏呢？舊約聖經告訴我們：他們雖然親眼看過神的作為，
又親身經歷過神的恩典，神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用火柱、雲柱、天
天引領他們；他們又曾目睹摩西怎樣帶領他們奇妙地過了紅海，每天降下嗎
哪。他們都嚐過主恩的滋味，但他們仍然是忘恩負義。

v 9 「在哪裏, 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40年之久 !」我們特
別要留意 v.8 和 v.9 這兩節經文, 中英文的譯本都未能看出其要義。v.8「惹
祂的怒氣」及 v.9「試探」， 希伯來文音譯為「瑪撒」「米利巴」。

如果我們再看看出埃及記第17章我們就看得很清楚這個故事。他們出埃及後,

來到利非汀這地方, 百姓因為沒有水喝, 就與摩西爭鬧, 發怨言, 說：「你為什
麼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蓄牲都渴死呢？」他們
幾乎要動粗，企圖用石頭打死摩西。神吩咐摩西用杖擊打磐石，水就從磐
石流出來，於是就給這地方起名為「瑪撒」，意思就是「試探神」。另一
名是「米利巴」，意思就是「爭鬧」，惹耶和華的怒氣。



2)
續

有些釋經家以為希伯來書的作者不但是引用出埃及記第十七章，同
時也是指著另一件相似的事。

當以色列人在最後一段曠野旅程中，路經加低斯，因缺水而向摩西
爭鬧。摩西就擊打磐石，有水流出，這水名叫「米利巴水」 (民數
記 20章 1-13節)。

第一件事發生在出埃及的早期，這件事發生在出埃及的後期。這總

括了祖宗的問題 –不信。由始至終，他們還是不信，死性不改。

(一)  昨日的過 v.7-11



(一)  昨日的過 v.7-11

3) 其實他們真正的問題癥結在哪裏 ？我們至少看到幾點：

** 「他們觀看我的作為有40年之久」- 他們只是觀看，無動於衷，就如民數記14章
22節說：這些人雖然看過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十
次，不聽從我的話，他們看到神的作為，但視而不見，不改變，不投身，這就
是他們的問題了。

** 試探神 - 這是指他們的反叛。神吩咐他們進攻迦南, 派12個探子進入迦南。回來
的時候, 其中十個探子, 異口同聲的說：不, 不要進攻, 那裡的人太威猛了。神是吩
咐他們去看看迦南地是怎樣的地，並不是叫他們去看看能否進攻，因為神已經應
許賜他們這地，但他們當神的話沒到， 這就是試探的意思了。

** 不信 - 信是未見之事的實底，是將來之事的確據。 從人的角度去看, 是有點冒險成
分, 但這卻又是神的應許, 是實底, 是確據。但他們卻不信。在曠野流蕩了40年, 惹
耶和華的氣，以致他們不能進安息地。所以 v.10-11 說:「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他們心裏常常迷糊,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
安息。」事實上，除了約書亞和加勒外, 他們沒有一個可以進入神的應許地。



v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v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v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v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v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v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v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v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二)  今日之機 - 趁著還有今天 v.12-19



(二)  今日之機 - 趁著還有今天 v.12-19

1) 昨日之過, 祖宗的過犯, 不只是故事, 也不只是歷史, 而是我們今天的警誡。事實上, 出埃
及的故事, 對新約的信徒具有特別意思。耶穌的死, 被稱為「出埃及」, 在路加福音9章3

節, 耶穌帶著三個門徒：約翰、彼得、和雅各登山, 在山上耶穌變像, 有以利亞和摩西出
現, 與耶穌談及離世之事。離世一字原文是 ex ordon (out of the way)， exodus (出埃
及)一字就是 ex ordon。事實上耶穌的死與舊約的出埃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

**

**

**

舊約: 在埃及為奴隸
舊約: 殺逾越節羔羊
舊約: 在曠野流蕩
舊約: 過紅海

新約: 為罪的奴隸
新約: 耶穌=被殺的羔羊
新約: 我們仍在曠野中
新約: 過紅海 = 水禮 (哥林多前書10章1-2節）

** 所以我們可以結論:舊約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摩西領他們進入安息地，是
預表新約的第二次出埃及。耶穌藉著祂的死，領我們進入安息。對那些希伯來書的
讀者來說，就更有意思了！耶穌死於 A.D.30年，希伯來成書於A.D.70年，剛好是
40年，這與以色列人在曠野40年不謀而合。



(二)  今日之機 - 趁著還有今天 v.12-19

2) 希伯來書作者的警告是有三方面的:

i) 要謹慎 - 不老化、不僵化、不機械化。

哥林多後書5:10-11說：「主的愛激勵我們」,「激勵」的意思是不麻木、不僵
化。

ii) v.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心裏就
剛硬。」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提醒。「趁著還有今天」說明了一件事實：我們不是天天
都有明天，趁著今天還在，機會還存，要好好把握。

正如馬太福音第20章耶穌說的比喻：天國就好像一個葡萄園，時機來到，就不
容我們錯過，當機立斷，因為今天可能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二)  今日之機 - 趁著還有今天 v.12-19

2)
續

iii) 「天天彼此相勸」- 我們要留意這句的文法結構。

v.12 ”你們要謹慎.....免得被罪迷惑，心裏剛硬”。
v.13 開頭的第一個字是「但」，希臘文alla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字，我們處在這個世代當中，很容易被罪迷惑，以致我們心裏剛
硬，但是只要我們趁著還有今天，天天相勸，用神的話語彼此勸
慰，就可以免去這些引誘。

我們特別要留意「相勸」這個字, 希臘文是parakaleo, para是在旁
alongside，kaleo是大聲呼喝，就好像一個跑馬拉松的運動員，雖
然是筋疲力倦，很想放棄，但在旁的啦啦隊不住的吶喊、鼓勵，
就會重拾勇氣，跑完那要跑的路程。所以，教會的團契生活是非
常重要的。



(二)  今日之機 - 趁著還有今天 v.12-19

3) v.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切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第三個條件就是「堅持」，並且是堅持到底。

什麼是堅持呢？這就好像那美式足球的球員，手持皮球，堅持執著，不
放，否則就是fumble。我們基督徒，不是堅持著那個皮球，而是堅持著
我們的信心。

「到底」一字，原文是：死亡或是人生的終結。

我們堅持著我們的信心，死也不放。但可惜不少信徒，一遇上困難，就
立即放棄他的信仰了！



（三）耶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三：1-6

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2他
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3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
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4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
是神。5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6但基督
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1） V.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
穌。」

我們要了解希伯來書有兩大路線和主題：

**有很多勸勉、責備和警告，所以有很多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的句法。

**主耶穌 - 他比摩西更尊貴、較天使更勁。



（三）耶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三：1-6

1)
續

3:1-6的主題是耶穌的超越性，
v.7-11的主題是愛心的責備。

第三章一開始，作者對所有同蒙主召的弟兄說：你們應當思想。

「思想」一字，希臘文是katanoeo，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不只是看，
更是看完後去深深思想。所以路加福音12章24節：「看看天上的飛鳥，
也不種，也不收。」「看」這一字就是希伯來書第3章v.1所用的「思
想」這字了。當我們看到天上的飛鳥，我們就想到一個真理：他們也不
種、也不收，神尚且養活他們，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是叫我們仰望思想耶穌，以耶穌的心為心，以祂的
想法為我們的想法，在人生崎嶇的路上，有風風雨雨，我們更要思想耶
穌。



（三）耶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三：1-6

2) 思想耶穌什麼呢？就這提到兩個非常有趣的詞語來形容耶穌：他是使者，又
是大祭司。

** 使者 - 原文是apostolos，這個字本來是指信差，或被差遣者。整本聖經，只
有在這裏，稱耶穌是使者，因為是神差遣他來，認識耶穌就是認識神。

** 大祭司 - 這個字剛剛與「使者」一詞相反，試者是代表神在人間，祭司是代
表人向神代求和獻祭。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兩種身份，他一方面是代表神在人
中間，一方面又是代表人向神代求。

** 在舊約諸多人物中，只有摩西才同時擁有這兩個身份，他既是神的發言人，
向人頒布律法，同時又代表人向神求救。正因如此，希伯來書就要比較耶穌
和摩西了：「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他比摩
西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貴。」耶穌和摩西同是使者
和祭司，只是耶穌比摩西尊貴得多，因為耶穌是兒子，摩西是僕人。



3) 因此，耶穌是超越時間空間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的神，
也是我們的大祭司，在神面前為我們代求。

在我們人生的長跑中。就讓我們仰望那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為我們的
目標，就如希伯來書第十二章1-2說：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的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人的
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下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為我們代求」。

（三）耶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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