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你会怎样应用这里的经文来警告和勉励你周围的人群？ 
 

将你所学到的圣经真理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书信的作者书写 10 章的目的是为了促

使读者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而对于我们来讲，这种激发人的态度和作法是颇为重要

的。你所熟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人需要受到鞭策来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呢？你会采取

何种有助益的方式来做此事？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毫无帮助或事倍功半呢？倘若你认为

上帝在促动你去勉励某人，务必首先寻求上帝的旨意，从而帮助你行之有效地达到目

的，不至于叫对方感到气馁或失望。 

信心与忍耐。19 节里的“那么”一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段经文的教导焦距在

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的盼望和信心上，而作者用“弟兄们”和“我们”这样的表达凸

显了他和这些信徒的认同。 

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讲，当我们亲近上帝时，我们就不能心存疑惑。因着耶稣基督的

宝血，至圣所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了，“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

稣基督是我们通往天父上帝的唯一路径。“又活”一词也意味着持久或经久不衰，它

与只具暂时性的旧有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启的一条新路，是

通过幔子——即主的身体——的活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拯救，献上了他的身体，

成了我们一次完全且永远的赎罪祭。 

书信作者向我们披示，耶稣的肉体被撕裂，就如同他在被钉十架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

到下裂成两半一样。耶稣基督的死使得我们能直接进到上帝面前。我们有了一位大祭

司在掌管上帝的家，他远远优越于以往所有的大祭司，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

的家”指的是由全体上帝的儿女组成的天家或天国。 

作者毫不迟疑地劝勉我们要亲近上帝。然而，我们必须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这

样才能有效地达到亲近上帝的目的。我们需要通过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作工（蒙洁净、

无亏的良心；9：14）以及外在的迹象（用清水洗净我们的身体）——洗礼，来装备好

自己。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

面前。 

23 节的经文敦促我们，因为上帝的话是可信可靠的，所以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它。

上帝的信实绝对是不容置喙的，我们务必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和信心，

相互勉励和去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基督徒灵性上的成熟和稳固的发展要通过共同敬拜来实现，可有些人却忽视了这一

点，结果招致了他们爱心的丧失和属灵的软弱。上帝的百姓需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

主的日子及其审判快到，他们在这一日子到了之前，就当始终如一地体现出爱心和好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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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关于基督再来这一真理。初期教会的信徒盼着基督随时会再临这个世界，而耶

稣有关他再来的教导则强调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他的再次降临，这即意味着基督

徒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勤勉作工，不能有丝毫怠惰。因此，我们必须随时迎接基督的

再临，怀着充足的信心等候他。想想耶稣所说的话：“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

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路 12：40）。你预备好自己了吗？ 

警告离弃正道的人。《希伯来书》6 章 4-8 节和 10 章 26-31 节通过揭露罪的本性及其

致命的后果，警告了那些离经叛道的人。若是有人“故意”弃绝上帝的爱，他们将不

得不面对上帝的处罚，只有战战兢兢地等候着审判和那要烧灭敌对上帝之人的烈火。

“故意犯罪” （10：26）是指人在接受了上帝的真理后蓄意撇弃它。倘若有人拒绝接

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他将毫无指望，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路 4：12）。 

凡拒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最终是没有机会得救的，等待他们的只是上帝可怕的

审判。如果说身体的死亡是由于人故意违反摩西的律法所致，那么拒绝由主耶稣所立

的新约所引发的恶果将会有多么可怕！对于蔑视上帝的儿子，轻看上帝的约的血——
就是洁净了他的罪的血，并且侮辱恩典之灵那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想想看，他不该受

更严重的惩罚吗？（10：29）经上所提及的这些离弃正道的人绝非是指信心上软弱的

人，而是指那些已经懂得与上帝同行的道理但却蓄意撇弃上帝拯救的人。 

书信的作者为了支持他关于上帝的审判不是一个空喊的威胁这个观念，借助了他对上

帝本性的认识和对圣经经文的援引。第一句引言出自《申命记》32 章 35 节，它宣告

了上帝具有惩罚人的权利：“伸冤报应在我。”第二句引言来自《申命记》32 章 36
节和《诗篇》135 篇 14 节：“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上帝的审判即意为给予离经叛道

的人该得的惩罚。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和不偏不倚的，同时也充满着他的仁慈，没有

人能逃脱他的审判。世人在上帝面前只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的裁决：（1）奉耶稣基督的

名罪得赦免；（2）上帝出于他对罪的义愤给死不认罪悔改的人定罪。31 节的经文描

述了这一可怕的结局。 

思想一下经上的这句话：“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10：31）上帝将

召唤每个人到他面前交帐，“落在……手里”表明这是一个无奈的被动之举，是上帝的

敌人真正的下场。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讲，当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基督时，我们

同时也是主动地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便会用他的手来庇护、捍卫和带领我

们。基督的审判宝座绝非是我们这些信从他的人受处罚的地方，而是他对我们所行的

一切进行考量和得赏赐的施恩宝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上帝的手，因为我们是他

的儿女。我们完全可以和诗篇的作者一道来向上帝诵读这样的话：“你的手必引导

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诗 139：10）。 

恒久忍耐的人必得大赏赐。《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智地劝告读者们要追念以往的日

子，继续恒久忍耐。10 章 32 节的经文说，他们过去的勇气是值得表彰的，这种勇气

应当成为他们今天持守信心和盼望的力量。一些犹太人基督徒在“蒙了光照”（10：



32）之后，经历了逼迫的苦难。他们在公开场合受人侮辱和虐待，他们跟囚犯一同受

苦，他们所有的财产被剥夺。相信上帝与罹受苦难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相伴相随。 

书信的作者藉着引用《哈巴谷书》2 章 3-4 节继续勉励他的读者：“因为这默示有一定

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惟义人因信得生。”我们看到，哈巴谷所采用的希伯来文把主的再来说成是一个默示

或启示；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所使用的希腊文带有浓厚的对弥赛亚盼求的色彩：

“那要来的就来”（10：37）。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以彰显出他所应许的大荣耀。关

于他再来的应许得以实现的日子离我们不远了：“还有一点点时候。”耶稣的名字仍

被称为“即将到来的主”，他曾卑微己身，以肉身的形式出现；但当他再来时，他必

彰显出无与伦比的权能和光彩炫目的大荣耀。 

书信作者又表示：“义人必因信得生”（10：38）。当他说这句话时，他把目光转向

了一个带有互补性质的思想观念——即上帝的子民可以靠着信心来生活；人的信心和

信实乃建筑在上帝对我们的信实这一基础之上。“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

句话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退后”这个动词指的是人因懦弱胆小而退却，上帝显然

是要给信徒加力，使他们能站立得稳。因此，基督徒千万不能成为退却而沉沦的人，

他们必须坚如磐石，牢牢地持守住自己的信心。 

书信的作者对读者们最终所赢得的胜利抱有极大的信心。他在提到“却不是退后入沉

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时，所用的人称代词是“我们”，而这

一强调是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的。倘若这些人忠实于自己的信心并利用上帝为他们

提供的一切资源，那么他们就必有力量耐受住当前遇到的危机，不至于会沉沦或跌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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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人的本

性，我们中多数人都做不到恒久忍耐或坚持到底的。可是，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让上帝在我们里面作工，他就会在我们里面滋生出一颗恒久忍耐

的心。实际上，圣灵所结的三种果实能帮助我们在遭遇险境或患难时能始终坚韧不

拔、百折不挠：耐心、信实和自我节制。为能使自己在当下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艰难处

境中做到坚定不移、毫不退缩，你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务必祷告祈

求上帝的帮助，相信他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复习：呼吁基督徒恒心忍耐 

12. 为什么说这段经文对读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和

勉励？根据本课的教学和经文注释，列举出相关的经句以及你从中汲取的洞见

或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