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来书 

第一课 

上帝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成全 

 

当人生面临艰难的处境时，一个坚实的信仰根基对他们尤为重要。《希伯来书》是作

者写给一群面临困难的基督徒的信，这些信徒需要得到一个牢靠的确据：即他们所信

的内容是什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谁才是他们值得绝对仰赖和信靠的对象。他们需

要得到能帮助他们在遭受逼迫的环境中坚守信心的勉励和鞭策。 

虽然《希伯来书》从形式和风格上看是卷书信，但读起来却像一个经过精雕细琢的讲

章。作者在书信中藉着旧约圣经证实了耶稣基督的地位远比所有天使以及以往历史上

任何一个人更崇高、更超越和更伟大。犹太教的礼仪和牲祭体系折射和映照出了上帝

的救赎，可它毕竟是不完善的，惟有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的

祭，才满足了人类获得上帝救赎的所有条件。 

《希伯来书》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摩西的律法和祭祀体系也不再适用于新约时代的

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了一个全新的立场和方位，因为基督藉着他在十字架上亲

自所献的血祭，已废除了旧约里献祭和礼仪的规条和法则。然而，《希伯来书》并非

是对旧约的一个否定；相反，它高度概括和凝聚了旧约律法的精髓实质，因为律法在

主耶稣基督具有终极性的救赎圣工中得到了完满的成全。因此，旧约和新约作为上帝

整体的启示，是须臾也不可分割开的。 

作者写作此书显然有着两个目的：即教导信徒和向信徒发出挑战。教导的目的是为了

证实耶稣基督是上帝救恩最完美的启示；而挑战则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强调上

帝的道（上帝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说的话）；（2）呼吁基督徒要恒久忍耐，坚持

所盼望的；（3）要基督徒持守信心的顺从。该书的作者引经据典地向我们显明：耶稣

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同时也是个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和桥梁。他藉着在十字

架上的献身，为全人类付出了死的赎价。 

“希伯来”这三个字在这一书信中并没有出现过。该书信的作者写作的对象是他所关

心的信徒群体，而这个教会群体有可能是犹太人基督徒组成的，他们从未听说过或亲

眼见过耶稣基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逼迫，并且他们在灵性上的成长受到了阻

碍。 

想想看关于改变或变化一事。自我的改变对你来说困难吗？许多人都有必要改变自

己，改变时常意味着我们舒适的现状受到了挑战和叫停。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日程、生

活与交往方式遭受干扰，我们不再知道该盼求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竭力劝导它

的读者改变自我，他要求他们从犹太教的传统中解脱出来，拥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与安息，也要接受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个人或教会的群体生活中高举耶稣

基督。尽管改变显然是为使他们能得着益处，但这会叫他们感到很不惬意或自在。同

理，当你阅读《希伯来书》时，上帝也会敦促你产生转变。你自己做好这一转变的准

备了吗？你是否能全身心地信赖上帝并遵循他的带领，即便这意味着你必须离开你的

安乐窝吗？务必祷告祈求上帝增强你的信心，这样能使你不仅能从该书信中学习和领

受重要的真理，而且也使你的人生被这一真理所改变。 

《希伯来书》大约是在主后六十年至七十年之间写成。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我

们必须接受该书信的作者、读者和起源的不确定性。 

该书信的开头部分与其它书信的一个典型的不同之处是，它不包含问候或致意，作者

把这一书信描述为“劝勉的话”（来 13：22）。虽然这个部分读起来更像一篇讲章，

但书信的结尾部分倒像一封书信，其中包括简短的个人信息、问安和祝福。 

《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阐释了他希望读者能知道的真理——上帝通过圣子耶

稣基督的启示的独特性和终极性（决定性）。这一启示起先是由诸先知传递给犹太人

的祖先，并最终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随着圣子耶稣基督的来

临，一个崭新的时代肇始了。以不完善和应许为标记的旧约时代，通过主耶稣的生平

与工作得到了成全。主耶稣所开创的新约时代的特点是：永不变更、完善和具有终极

的决定性。显而易见的是，上帝在这两个时代都一直在向人类说话，也就是说，上帝

的话在旧约与新约时代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的特点。所以，该书信在开一头就道出了

《希伯来书》的主题思想：基督的启示远远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任何天使或人类。 

“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句话并非意指天父赐给耶稣基督尚未获取的东西，也不意

味着天父将天地万有的掌管权移交给了他。实际上，天地万有的归属权一直都在耶稣

基督的手中，因为上帝藉着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

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承载着拣选和拯救天下万民的使命，他是宇宙

天地间配得敬拜的人类救赎主。因此，“承受万有”是同他的救赎圣工关联在一起

的。起初，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终了，他承受了他所创造的一切。《希伯来书》1
章 2 节阐述了圣子耶稣的独特性和非凡性；基督徒也被称为承受上帝产业的儿女，但

他们之所以能承受这一属天的产业，惟独是因着仰赖和信靠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基督先在于一切被造，并在创世之初就与天父上帝同在。经上说：“他是上帝荣耀所

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 1：3）。基督之所以能映照出上帝的光辉，恰恰

是因为荣耀是他永恒的本性。当论及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时，人们有时会误入歧

途，用高深莫测与晦涩难懂的辞藻来描述关于上帝的儿子卑微己身、降世为人和承受

了人的有限性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当我们面对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奥秘

时，我们宁可选择用简朴的文字来表达它。耶稣基督虽然由人所生，但他却享有与天

父同等的地位，而且事实上他就是上帝。他所发的光辉让我们联想到了上帝的荣光

（Shekinah），这一荣光凸显了上帝的显现和主耶稣在登山变相时所彰显的荣光。 



正如这一光辉映照出上帝的荣光那样，圣子耶稣启示出了天父上帝的形象。“真像”

这一新约的希腊字原文是指镶嵌在硬币上的图像，而“本体”这一希腊字则指耶稣和

上帝具有完全一样的实质和本性。因此，上帝的实质与本性就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身上发出的光辉让我们想起了上帝的荣光，这一荣光在旧约里象征着上帝他的百

姓当中的显现，同时也显明在耶稣登山变相时，他的朋友们当时都见证了这一神奇的

事件。 

尽管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某些方面与天父上帝相比并非具有同样超然的特性，但他确实

体现了上帝的实质。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希

伯来书》的作者断言：耶稣“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1：3）。正如天父凭藉

他的道——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万有，在这末后的日子，他藉着自己的儿子向我

们说话，并透过他托住一切被造。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

1：17）。 

想想看圣经是如何显明父、子、圣灵乃具有同质的特性，所以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也是

一致的。基督教教会一直持守这样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同时也是完全

的人。他无论在个性特点或行事的目的方面，都与天父上帝完全契合与心心相印。耶

稣祷告说：我们会在天父和他的里面，就如父在子里面和子在父里面一样。上帝希望

我们无论在目的或行为上，都与他保持一致。就像耶稣透过践行天父的旨意得着了大

能大力那样，他也盼着我们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以使我们也能享有天父赐给他的

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和耶稣一道表示：“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约 5：30）；

同时也能异口同声地附和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 4：13）。 

1 章 3 节的经文最后明确告诉读者，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通过清除世人的罪

孽，成就了任何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众天使、众先知或祭司等——所无法成就的

事。然后，他坐下了，这表明他洁净世人罪孽的工作已经圆满实现。他坐在天上至高

掌权者的右边，这是一个具有最高尊荣和权柄的位置，如今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一道

治理宇宙万有。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使我们获得救赎，卑微己身和降世为人，曾一度处在低于天使

的地位之下，但如今他已复活升天，其显赫的地位远远优越于众天使。这并非意味着

他永不改变的品格突然间显得具有超越性，而是表明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被证实是无

可比拟的。使得耶稣基督和众天使区别开来并远远超越出他们之上的“名字”，就是

上帝的儿子。 

复习：上帝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成全 

1. 请解释你通过学习《希伯来书》1 章 1-4 节所获取的新的认识或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