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来 3：15-17——一个警告 

7. a.  你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会在 3 章 7-8 节和 15 节里重复《诗篇》作

者的话？ 
 
b.  总结概括《希伯来书》作者所记住的以色列民的历史背景和当初在旷野时的

状况？（见民 13：26-14：24） 
 

8. a.  阅读 16-17 节。这些问题时针对谁的？ 
 
b.  重新阅读 2 章 2-4 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 3 节里所问的问题是针对何人

的？ 
 
c.  这两处经文里提出的问题与你个人有着怎样的关联？ 
 

周五：来 3：18-19——我们看到他们不能享受安息的缘故 

9. 为什么上帝不让那一代的以色列民享受安息呢？ 
 

10.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们的不信是怎样造成的？ 
 

11. 当你思想“他的安息”（3：18）时，进入你脑海的会是哪些语句或观念呢？ 
 

12. 在个人灵命成长的道路上，你有没有遇到过必须得作出重要抉择的时机或关头

呢？你所作出的抉择如何使你的人生产生了变化？ 
 

周六：参与班上的学习讨论 

将你所学到的圣经真理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面临该何去何从的抉择，

而我们所作的决定往往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在你生活的哪些领域里，你有时会心存疑

虑和摇摆不定，而非仰赖和信靠上帝呢？你能采取哪些方式来摆脱不信，在生活中增

强自己和别人的信心呢？ 

出自圣经和历史的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勉励读者们天天互相劝勉，始终如一

地坚持当初的信念。他警告说，倘若他们犯像昔日的以色列民同样的错误，他们便会

丧失上帝的赐福。以色列人的样例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从不信转向不顺从的；由于

他们心思败坏和不肯相信，他们弃绝了上帝所赐的安息。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这句话将 7-12 节的经文同 6 节的经文承上启下地连接起

来，读者应当在上帝的家中坚持所盼望的；作者将《诗篇》95 篇 7-11 节里的引言作



为圣灵所说的话呈现在读者面前。“今日”二字提醒大家，他们天天生活在恩典时

代。在这个时代中，圣子耶稣代表天父说话，直到最终上帝指定的审判时刻来临。圣

灵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你们不要硬着心且冥顽不化（3：8）。在圣经里，“心”乃象

征着人的知、情、意。拒绝聆听上帝的话会导致人心僵硬；然而，“不可硬着心”则

标志着希望之光；只要世人不昏庸顽钝，就能避免受审判的命运。 

作者从《诗篇》95 篇 7-11 节所引用的话，牵涉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对上帝的

背叛。其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是水的匮乏，但以色列民对此作出了很糟糕的回应（出

17：1-7）。故事结尾时这样说：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

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诗篇》里使用了“玛撒”和“米利

巴”这两个地名，但在《希伯来书》3 章 8 节对《诗篇》的引用中，作者则采纳了

“背叛”和“试探”这两个词。第二个背叛的事件致使上帝向以色列民发誓，他们将

无法进入他的安息。以色列派到迦南地的十二个侦探回来后，迦勒和约书亚赞美了这

一应许之地，并认为以色列的百姓在上帝的带领下，必将战胜他们的敌人。可是，以

色列民宁愿相信其他十个侦探带回的令人沮丧失望的消息，而选择不信上帝，结果使

得他们的心变得僵硬。 

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四十年中目睹了上帝的作为，经历了他的慈爱和良善。由于这一

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弃和顽固不化，他们便享受不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安息之地——

自身安居乐业的家园。我们该好好地来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代以色列民会沆瀣一气，

在信心一事上都离经叛道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是，罪往往是群体性的行为。因

此，无论作为个人或团体，我们都不可因罪而触怒上帝。 

世人固执己见和顽梗不化的不顺从会引起上帝的忿怒，这即是说，上帝忿怒的根因就

在于人的叛逆。在摩西那个时代，一代以色列百姓之所以无法进入上帝所赐的应许之

地，原因就是他们的不信。数世纪之后，《诗篇》的作者曾规劝人们进入上帝所应许

的安息。如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告读者们要坚守自己的信心，否则他们也同

样不能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安息”曾单单意指某个地方，但现在不仅于此，也意

指人的一种体验。这就是说，上帝不单单要我们每日与他分享团契和平安的体验，而

且最终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永远的安息之地——天国。 

想想看为什么说我们如同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行走在一条天路历程上。这是一条灵

命成长的道路，我们在这条灵命进深的道路上共享属天的喜乐。我们都是上帝的器

皿，肩负着把主的福音传给尚未归主的芸芸众生。当我们寻觅到上帝所赐的安息之地

时，自然就期望能带领别人一同进入它。然而，通往天父的道路——上帝的安息地—

—必须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 

 



5：7），而耶稣基督就是带领众民进入上帝的安息的唯一“道路”。 

不信的后果。“你们要谨慎”这句话表明作者对读者的属灵境界感到担忧，因为当年

在旷野中的以色列民和犹太人基督徒的属灵光景有着很多相似性。他借助于从《诗

篇》所援引的一些重要字句，来说明我们必须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并且不能

为罪所迷惑，心肠刚硬。 

在 3 章 12 节里，作者所说的“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这句话所采用的时态是将来式。所以，他所指的是将来的事实，而非是一种可能性，

故此这话标志着它具有极度的紧迫性。他在强调这一事实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希

望。在信心上产生麻痹和松懈会导致人背离上帝，因此人们可以选择坚守信心，避免

这样的事情发生。作者连篇累牍地劝告众人要强化自己的信心，尽管他们仍有可能出

现不信的状况。“背离永生的上帝”这一危险不单单有着可能性，而且也是一个不容

置喙的事实——即便它是一个尚未发生的事实。这一强调的危险是指离经叛道、丧失

信心和叛逆上帝——即不信最终所导致的行为。离弃基督或与基督渐行渐远就是偏离

了永生的上帝，经上的话指向了上帝的大能，上帝是不会忽略人的叛逆和不信的。 

在 13 节里，作者勉励读者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将自己当初的信念坚持到

底。“今日”凸显了这么一个事实：他们仍然有机会去做正确的事，因为他们生活一

个恩典的时代。当基督再临，或者说在他们死亡时，这一机会便不复存在。作者警告

他们不要被撒但迷惑，不要不加提防地受撒但的操控，从而摒弃对上帝的信心。 

思想一下为什么说“不信的恶心”（3：12）和“被罪迷惑”（3：13）这两句话都同

罪与不信相关。罪与不信二者是互为因果和相辅相成的，我们必须留意作者在这里的

警告，这一警告提示我们：我们会因着罪的迷惑而心肠僵硬和不信。此外，我们肩负

的责任也不仅仅是避免这种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同时也要互相劝勉，坚守当初所持

的信心。在激励和劝勉别人一事上，我们不单单靠着口中的言词，也要靠着自己的行

为。“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罗 15：2）。如果我们

在上帝面前竭力做到始终摆正我们的心，并勉励别人也效法我们的样式，我们便能打

破受罪蒙骗和心里不信的恶性循环。 

《希伯来书》3 章 14 节重复了 6 节里的信息。虽然拯救是上帝的工作而非我们的工

作，但是我们被上帝赋予了福音传播的使命。与众人分享基督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特

权，也是靠着上帝加力的信心的行为。“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3：

14）这句话强调了作者对基督徒在信心上持之以恒的关心，他通过重复《诗篇》95 篇

8 节，15 节的经文强调了信徒必需一生一世都持守住自己的信心。 



作者透过一系列的问题，剖析了以色列百姓的背叛和上帝的惩罚，以及二者之间的因

果关系。16 节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谁听见上帝的

声音而背叛了他？”这些判民曾被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地解救出来，并在旷野里享有上

帝所供应的一切所需。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四十年中，心肠越来越刚硬，他们对上帝

的背叛有增无减，从而引发了上帝的震怒。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处罚，充分说明了他无

法容忍罪的道德秉性以及他对百姓所具有的绝对掌控权。以色列民的不信导致了他们

对上帝的叛逆，因此他们倒毙在旷野中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回顾圣经、历史及合乎逻辑的论述，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

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可见，以色列人未能进入迦南地，恰恰是因为

他们拒绝表达对上帝的爱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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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罪与

不信的强烈警告并非是针对初信主的信徒，《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是为叫那些凡

已偏离上帝的真道并容忍罪的基督徒迷途知返，回到远离罪和坚守当初信念的正道上

来。 

因此，我们趁着当今还活在世上，必须继续与上帝之间保持一个紧密和信赖的关系。

倘若我们忽略读经或查经，倘若我们认定已经听到上帝所说的一切，我们就会把自己

放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你属灵的生命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稳固和支持？

你今天该采取哪些步骤来拨乱反正和理顺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呢？使徒彼得给了我们一

个中肯的劝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

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

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前 5：8-9）。 

复习：上帝的子民因不信所遭受的危难 

13. a.  你是否觉得《希伯来书》3 章 12-13 节里所言的要做或不要去做的事情，主

要是针对教会团体或是信徒个人，或是二者都应承担的责任呢？为什么？ 
 
b.  你能说出基督徒个人所应承担这一责任的任何理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