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你所学到的圣经真理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16 节的经文论及了刻在石版或写在书

中的外在的律法，与刻在人的心版上或写在他们头脑里的内在的律法之间的区别。为

什么说刻在人的心版上写在人头脑里的上帝的律法要比你从书上读到或听到的更好

呢？你如何能顺应和协同圣灵的作工，以使上帝的真理深入你的内心，牢牢地嵌入你

的心坎上呢？ 

律法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子。“律法”（10：1）通常是指整本旧约圣经里的祭拜体

系。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指摩西的十诫或从《创世记》直至《申命记》的摩

西五经。“影儿”是指真实物体所投射或反映出来的模糊形象，而这里所言的“真

像”是指新约给我们带来的人与上帝之间直接的交通以及其它所有的好处。 

“将来美事”指向了基督的新约所能招致的益处，正如 9 章 11 节里所说的那样。使徒

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 10：4）。我们看到上帝对世人的启示是渐进

的：首先藉着摩西的律法，然后通过基督的福音， 终在天上得到完全的彰显。耶稣

的敬拜者能享有旧约里所应许的事物在自己身上得到成全的美好，并等待甚至更美好

的福祉终将会临到他们。 

“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来 10：1）对于洁净人的良心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祭拜体

系所等候的是一种超越出礼仪形式的完全的献祭，这种献祭实际上能够一次且永远地

洁净人的内心。 

“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10：3）。旧的献祭模式能为人提供礼仪上或“外

在”的洁净，它教导人相信并预示着将有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待到那时，旧约献祭

的真实意义才能和盘托出。 

基督——一次且永远的献祭。深寓于摩西律法之中的是关于牲畜献祭所具暂时性的实

质的教训。在《诗篇》40 篇里，作者论及了凡甘愿顺从上帝的人所将获取的救恩。

《希伯来书》的作者则从弥赛亚（基督）和先知的角度，来阐释这一诗篇。他认为，

诗篇作者所说的话是在表达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思想和心声。他凭

藉新约启示的亮光，循着大卫的家系探赜索隐，心有灵犀地聆听到了基督的声音。 

《希伯来书》10 章 5-6 节告诉我们，祭坛上的牲畜和供物不是上帝所寻求的，燔祭和

赎罪祭从不是上帝所喜欢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
22）。上帝设计献祭的目的为使他的百姓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希望同顺从他的子

民建立团契的关系。5-7 节的经文暗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同时也隐含着他

的生命是先在于一切被造的。天父已经为耶稣预备了身体并赋予他以成就的大任，于

是他离开了天庭，担负起了天父交给他的救赎人类的使命。由于祭物和供品是上帝所

命令的，所以不献祭则是对上帝不顺从的表现。尽管如此，这样的献祭并非是上帝终

极的意愿和完全的目的。 



在 5 节里，原始版本的希伯来文论及了上帝的创造，就仿佛一个雕塑家挖空和雕琢出

耳朵的形状那样。新约希腊文的翻译家将它译为“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然而，两

种语言的经文都涵括这样的意思：道成肉身的基督侧耳倾听天父上帝的话，心甘情愿

地顺从他。天父为圣子耶稣预备了人的身体并给了他要完成的使命，而耶稣心领神会

地主动接受了它。主耶稣藉着将他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宣告了先前所有低层次的献祭

模式寿终正寝。“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10：7）这句话同旧约中提及的基督

有关。在《路加福音》4 章 21 节里，耶稣明确用这些话来指称自己。 

8-10 节的经文堪称为“米德拉西圣经注释”的范例，这是古犹太人的一种教学法。根

据这种教学法，教师会逐句甚至于逐字地解释文本的意思。在旧约的先知时代，人们

知道上帝会寻求人的心，而不是透过传统的献祭或敬拜礼仪来同人交往。《希伯来

书》的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诗篇》40 篇 8 节的话，“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弥赛亚

纯粹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律法的要求，乐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希伯来书》9 章 26 节

进一步断言，基督对天父意愿的顺从使他完成了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救赎大业。

“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10：9）。这下一句话不妨可以这样来复述：

上帝废除了先前一切旧有的献祭方式，并旨令用耶稣基督完全且终极的自我献祭来替

代它们。 

耶稣靠着他的献身，一举而竟全功，使我们圣化归主。耶稣的自我献身使得他的百姓

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且为了上帝的缘故分别为圣。人得拯救绝非是靠着人自身寻求上

帝所作的善工或努力，而是因为人接受了上帝的意旨。根据上帝的意愿，先前底层次

的献祭方式理应让位于他藉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献祭；上帝的另一个意愿是要叫他的子

民成圣。 

想想看“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们在

描绘父、子、圣灵时，常用“圣洁”一词，而该词的内在含义是指绝对的纯洁、美善

和公义。然而，当我们用“圣洁”一词来描述人或事物时，它则包涵“成圣”或“圣

化”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指人分别为圣或全然将自己交托给主。因此，这一成圣

具有属灵的寓意，它是上帝设定的，而不是人靠着自身的努力获取的。上帝曾晓谕以

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 19：2）。无

论在内在的灵命或外在的行为上，上帝都要求我们成为圣洁。当我们个人的灵命重生

得救时，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就应能体现出上帝原初创造我们每个人时所植入的圣洁的

形象。 

基督成就了他救赎工作的明证。书信的作者再次强调了上帝藉着基督的献祭所要除去

人的罪这一救恩的目的。身为利未人大祭司年复一年地向上帝献同样的祭物，他在献

祭时站立着，可他所献的祭并不能消除人的罪。相形之下，耶稣基督只靠着一次性的

献祭，就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拯救工作，永远地除去了世人的罪。他不愧为我们 完美

的大祭司，并且他仍然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世人再也不用在地上继续

献祭。 



基督的献身使得上帝的百姓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而仍旧负隅顽抗的基督的敌对者—

—魔鬼撒但及其死亡的权势和拒不接受他的人——终将面临彻底的失败。主耶稣藉着

一次性的自我献身，完成了上帝对世人得饶恕和赦免的所有要求，也使得他们能够让

人性得到完全的圣化。人在今生是无法免除所有的罪孽的，但 终我们能获得并彰显

出完美的基督样式。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由于我们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早已废除了旧有的献祭方式，所

以很难对上述信息的重要性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了领会。可是，对于主后一世纪的基督

徒，他们的一生都笼罩在旧的献祭制度的阴影之下，所有犹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祭祀

的节期。当耶稣基督为赎去世人的罪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时，整个旧的献祭体系被废

除了。因此，犹太人基督徒不再需要遵循旧约的献祭制度而如释重负。然而，丧失了

他们所熟悉的旧的传统也会叫他们产生失落感，甚至于会促使他们萌发出重返传统献

祭制度的念头，从而危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要设身处地的将你从本课中所学到的圣经真理，应用到个人的生活当中!  省察自己的

成长过程是件很寻常的事。因此，我们都会试图弄明我们属灵成长的状况，通常是依

据自我的感觉来衡量。可是，新约圣经偏偏不注重人的感觉，而是依照我们的行为来

判定我们的属灵光景。耶稣曾说了这样的话来讨天父的欢喜：“上帝啊，我来了，为

要照你的旨意行”（10：7）。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来讨天父的喜悦。

为什么你不此时此刻就用这样的话来求告天父上帝呢？“天父啊！无论我当下身处什

么样的环境，求你帮助我用你所认为正确且合乎你旨意的方式来主导我的一切行

动！” 

复习：基督完成的工作 

13. 你认为以上的哪一句话或哪些句子能够成为本课中具有关键意义的精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