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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本書是根據一系列的演講所謄錄的，因此許多讀者

會發現其源自口語的風格和我通常的寫作風格不太一樣，

希望不致減損這本書在聖經教導上的本質。

如同以往，我要求讀者將我所說或所寫的每一件事都

和聖經內容相比較，若發現任何衝突點，都要以聖經教導

為主。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



A.  消極的對比（一∼十章）
 「不要走回頭路」

1.  兒子與僕人的對比（一∼六章）
  比先知、天使、使徒（摩西和約書亞）、 
祭司（亞倫和兒子）更好

2.  實體與影像的對比（七∼十章）
  比祭司職任（麥基洗德）、約（新的）、 
獻祭（只要一次）更好

B.  積極的持續（十一∼十三章）
 「務必堅持下去」

1.  對神的信心
  亞伯、以諾、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摩西、約瑟、約書亞、喇合、基甸、巴拉、參孫、

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

2. 對耶穌的專注
 信心的創始成終者

 新約的中保

 營外的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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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A. 困難
 1. 背景不明
  a. 作者　b. 日期　c. 目的地
 2. 觀念不熟悉
  a. 希伯來人—獻祭　b. 希臘人—物質

B. 問題
 1. 猶太教—舊約聖經
 2. 基督教—新約聖經

C. 解答
 1. 持續性—聖經—救恩
 2. 對比性—「更好的」—兒子

D. 目的
 1. 消極方面—不要回頭
 2. 積極方面—務必前進

E. 價值
 1. 顯明宗教
 2. 闡釋聖經
 3. 廢除祭司制度
 4. 激勵成長
 5. 高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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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Pawson
     希伯來書注釋

希伯來書並不是最受歡迎的新約書卷，雖然有幾段

經文廣為人知，例如有關亞伯拉罕、摩西和其他信心英雄

的第十一章，接著發展至下一章那個極美的高潮：奔跑路

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許多人都知道這一

章，當然也有人還知道其他章節。

為何整體而言，這卷書不是人們最喜歡的？似乎可以

這麼說，你不是整卷都喜歡，就容易整卷都忽略，因為在

瞭解的困難度上非常真實：它是新約聖經中最難的一卷，

也是最具神學性的一本書。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使人最傷

腦筋的一卷書。

其中一個困難是這卷書的背景不明。我們不知道是誰

寫的，也不知道確切的寫作時期。雖然有許多人猜測，但

是無從得知第一批讀者是誰。因此，部分難處在於，我們

無法掌握這封信背後的真實生活狀況，不過仍可以嘗試回

答這些問題。

誰寫的？在英王欽定版聖經中說：保羅給希伯來人的

信，但這恐怕是後來加添上去的。這封信極不可能是保羅

寫的，因為和他的風格相當不同。事實上，保羅寫的希臘

文既粗糙又白話，稱為柯以尼希臘文（Koine Greek），

而希伯來書是以優美古典的風格寫成的，顯示作者受過

很好的希臘教育。另外有些人說是巴拿巴，因為這封信最

激勵人。書信本身是勸勉鼓勵的話，而巴拿巴是個很會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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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論

勵和勸勉的人，所以有可能是他。也有人認為是亞波羅寫

的，他熟知聖經經典，曉得如何用基督教的方式引用舊約

聖經，所以這卷書也可能是亞波羅寫的。另一個意見是路

加，因為風格有些類似，而且路加擅長希臘文，但除此之

外，沒什麼別的根據。還有人說是百基拉寫的，由於婦女

的著作可能不被接受，所以她沒有在這封信上留名，這是

個吸引人又別出心裁的意見，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我最認同也令人極為讚賞的意見是，這卷書是由西拉

寫的。彼得和保羅兩人都是他的朋友，他對耶路撒冷也很

熟，又受過希臘教育，而且是個深知猶太經文的猶太人；

西拉的每個條件都符合這封書信。我認為這個答案很不

錯，但不能肯定。大約六百年前，有個學者說：「只有上

帝知道誰寫了這封信。」的確如此。

從希伯來書的寫作方式看來，當時聖殿顯然還豎立

在耶路撒冷，它於西元七十年被毀，因此可以將那年設

定為，希伯來書寫作最晚的日期。而往前推最早的日期，

因為這封信是給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那時應該長大成熟，

不再喝靈奶，可以吃乾糧，所以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因此

最早的日期應是西元五十年。若將範圍再縮小一點，可以

歸結至西元六十年中期左右，因為這封信上說基督徒失去

財產，但所受之苦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意思是基督徒開

始受苦，也尚未殉道。殉道是從西元六十年代中期，尼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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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注釋

將羅馬城的大火歸罪於基督徒才開始的。從西元四十五年

起，他們開始在羅馬經歷財物損失，在耶路撒冷被趕出家

園，被迫逃亡。因此範圍可縮小，認為西元六十年代中期

會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推測出這封信是寫給誰，幫助我們經由他們

的眼睛來讀這封信。毫無疑問，這是寫給希伯來人，而且

是寫給基督徒，因此可以說是寫給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

還可以推測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們離開了猶太教，但

未完全脫離；他們進入了基督教，但未完全進入。這封信

基本上就是為了這個問題而寫的。

即使我們不是猶太人，也可以從這封信中獲得信息：

拋下原有的生活，包括你的宗教，與基督一路同行。你若

只走一半，則容易隨波逐流。因此這封信是寫給那些沒有

完全脫離猶太教，也沒有完全進入基督教，仍腳踏兩者的

人。

你若曾在冷水中游泳過，就會注意到有兩種泳者。

一種是一躍而入，濺起一團水花後，冒出頭來喘著氣說：

「太棒了，下來吧！」另一種是一直待在淺水區，一副可

憐兮兮的模樣，不敢往前進。而且盡可能趕快上岸換衣

服。這就是此處所顯露的基本問題：這種人尚未完全脫離

舊的生活，尚未完全成熟地進入基督裡，所以待在半途

中，有點可憐，容易灰心喪志、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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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心這些只有一半歸向基督的猶太基督徒。設

法讓他們知道，舊宗教即使再好，現在都需要離棄，他們

只需要基督，仰望祂奔跑賽程，而且不能沮喪，因為迫害

就要臨到。事實上已經開始，他們失去了財物，還沒有抵

擋到流血的地步，可能不久就會失去性命。重要的是，當

逼迫隱現時，你不能成為「一半一半」的基督徒，一腳踏

在舊生活裡，一腳踏入新生活。你只能仰望耶穌，奔跑賽

程。既有如同雲彩般的見證人圍繞著我們，若不想灰心喪

志和隨波逐流，就必須定睛全力奔跑。即使我們不是猶太

人，但這信息也與我們有關。

這些是哪裡的猶太基督徒？有人認為是在耶路撒冷，

因為大多數的猶太基督徒都在那裡，但我認為是寫給羅馬

教會的，因為那兒有一個約八萬名的猶太殖民地，其中有

些人成為基督徒。研讀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就會了

解，教會有一半是外邦人，一半是猶太人。我相信這封信

是寫給羅馬教會中那一半的猶太人。因為佔一半，所以有

離開教會的危險，也許回到自己的猶太教中，比較安全。

羅馬當局曾發布一道命令，讓猶太教成為合法登記的

宗教，但基督教是不合法的，像今日有些國家的地下教會

一樣。這些猶太人知道，他們只要回到猶太人的生活，就

可免於迫害。但是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你們若這樣做，就

會與教會分離，失去你們在基督裡原有的帶領者。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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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注釋

的是，回到會堂的代價是，公開否認耶穌是猶太人的彌賽

亞，等同於加入那些將祂釘在十字架上的猶太人。你們要

放棄猶太教，不計一切代價，一路與基督同行，趕快投入

基督教生活，就能預備好面對迫害。

我相信迫害也即將臨到這個國家，此生我們就可能會

受到攻擊。因此這封信也對我們發出信息，要趕快進入教

會，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一路與祂同行，就

不會隨波逐流、灰心喪志。我認定在羅馬是因為不僅與情

況吻合，而且作者在書信結尾說：「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

你們安。」我認為這一點很清楚指出這封信是寫給在羅馬

的教會。

看完這封信難解的基本背景之後，我們發現不僅未

知的背景是個難題，這卷書中不熟悉的觀念也是個難題。

我們要處理的是，廿一世紀所不熟悉的觀念；也是貫穿這

封信的一個希伯來觀念。正如皇家海軍使用的每條繩索中

都有一條貫穿的紅線一般，貫穿這封信的是一條稱為「獻

祭」的紅線。

這是個希伯來的觀念，也是異教的觀念。多年前我曾

走訪巴西，一天早晨，我從位於巴西利亞的威克理夫聖經

翻譯總會走出來時，就在大門外的塵土路上，有一個破掉

的盆子，裡面有小公雞和狗的殘骸。我知道這是一些行巫

術的人在晚上獻的祭，就在基督教機構的大門外，有種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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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感覺，因為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參與通靈術。我看著

那些動物的殘骸相當反感，因為我從未習慣宗教的獻祭。

在英國，教友們若是在某位宣教士帶回來的影片中，看見

一隻動物的脖子被割開，到處都是血，通常會閉起眼睛或

轉向別處；我們不習慣這種事。

如果，在教堂建築物前面的桌子上灑滿了血，門前到

處躺著死掉的動物，像個屠宰場一樣，你會很擔心。我們

就是不喜歡血、屠殺。我們星期天中午吃肉，卻試圖忘記

肉是從哪裡來的，只認為肉來自超市，不是來自屠宰場。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美好、體面的觀念，把一切都

隱藏起來，但是獻祭在當時的宗教中，是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只因基督死了，所以我們現在不用獻祭。這一切關

於血、祭物、獻祭，以及牛羊被殺的重要性，對我們而言

是個陌生的世界。然而除非回到這個觀念，感受到需要流

血，罪人才能來到上帝面前，否則不會明白基督的十字

架。

還有一個來自希臘世界的觀念，我們也有些不熟悉

和奇怪，亦即「物質」屢次在信中出現。希臘人對物質的

觀念是：我們會說一個木製講壇是一個真正的物體，希臘

人會看著它說：不，這個講壇只是個影子，講壇另有個實

體，這只是真實物體的一個複製品，實體在某個屬靈世界

中，在天上某個地方。對西方人而言，真實的世界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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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而不真實的未知世界是另一個世界。這種觀念太根

深柢固，以至於不論我們如何談論天堂，始終都有點不真

實，此地的大馬路似乎還較為真實。希臘人，尤其是哲學

家柏拉圖的觀念正好相反。希臘人說樹木和街道不真實，

是影子，它們只是存在於屬靈世界中真實物體的不良複製

品。希伯來書的作者採取這個觀念，他說地上一切祭物，

只是真實物體的複製品，連會幕本身和聖殿，也只是天上

至聖所的複製品而已，後者才是真實的。因此我們在這世

界所面對的是影子、象徵、複製品、模仿物，真正的實體

在天上。然而，天上的實體來到地上，真正的獻祭在耶穌

身上完成。我們有真正的大祭司、祭物；真正的祭壇不是

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們卻是透過耶穌這位大祭司，來

到上帝面前。

這對我們而言，也是很陌生的觀念，我們幾乎得掐自

己一下，然後說：「這不是真實的，應該是影子，真正的

實體在別處。事實上，我將要擁有的真正、永恆的身體，

不是這個，這只是複製品，這個不會持久。有一天我要捨

棄這個身體，得到真正的身體。」

第二點，希伯來人詢問與回答的主要問題，是關於猶

太教與基督教之間，以及舊約與新約聖經之間的關係。這

個問題一定要回答，否則會產生許多錯誤的觀念。聖殿與

教會之間是什麼關係？猶太人與耶穌之間是什麼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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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有幾個。第一，許多不信者是猶太人，

如同耶穌和十二使徒是猶太人一樣。一些早期的基督徒是

信主的猶太祭司。他們的祭司職分該怎麼辦？

另一個原因是，五旬節之後，基督徒仍每天在聖殿裡

禱告。聖殿無疑是耶路撒冷中，唯一一個夠大的建築物，

能容納所有的基督徒，其數目在幾個月後達到五千人。但

是去聖殿必然會產生一個問題：那裡仍在舉行獻祭的儀

式，基督徒要參與嗎？進一步的原因是，當時教會只有舊

約聖經，新約聖經在耶穌復活後幾十年尚未寫成。

還有一個原因是，所有外邦信徒進入教會時，一定會

說：「我們必須有猶太人的特點，才能成為基督徒嗎？」

這是幾乎使早期教會分裂為兩派的大問題之一。在使徒行

傳，耶路撒冷城內，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不合的情況，愈

演愈烈。保羅必須在這問題上與彼得對抗，還寫信給加拉

太人，去耶路撒冷溝通協調。他們針對這些事，在那裡開

了兩次會議才解決。讚美神，聖靈保守他們沒有分裂。

有些人想維持某些猶太律法。安息日是猶太人要守

的，可是我們一旦質疑是否遵守安息日，就會有各種不同

的觀點，包括有些人說基督徒要遵守第四條誡命「當記念

安息日，守為聖日」（出埃及記二十8），也有些人說基

督徒與這無關，希伯來書第四章就是在解決遵守安息日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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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被石頭打死，因為他說

基督徒不受猶太習俗所約束，他的名字是司提反。司提反

的教導，和這封給希伯來人的信很接近，有些人甚至認為

可能是他寫的，不過這封信是他死後才寫成的。至於舊約

聖經和新約聖經有何關聯？答案是雙重的：持續性和對比

性；必須兩者兼具。持續性的原因在於，上帝給了舊約，

也給了新約，上帝說的話是相同的；對比性的原因在於，

上帝在舊約中給了類型、影子和複製品，真正的實體在新

約中呈現。如同希伯來書的開頭：在舊約聖經中，上帝零

星地賜下祂的話語，但是在新約中，祂把那些話都整合起

來。

當你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作為祭物時，牛羊等祭物就不

用了。基督教源於猶太教背景，聖經由猶太人寫成，傳給

我們，聖子耶穌是猶太人，但基督徒不必是猶太人，才能

認識這位猶太人的神。

希伯來書只用兩個不斷在整卷書中出現的關鍵字，強

調其對比：更好的，以及兒子。

第一個關鍵字更好的，有些版本譯作較優的，出現

十三次。我們有的這一位比天使「更好」、比摩西「更

好」、比約書亞「更好」、比亞倫「更好」；我們有一個

祭物比牛羊更好；有一個約比舊約更好⋯⋯更好、更好、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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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若了解字裡行間的意思，作者真正想說的是

「最好的」。但是「更好的」卻能表達出對比。基督徒的

道路比猶太人的更好，因為基督比差派來幫助猶太人的所

有人好太多了。

但是耶穌為何是更好的？答案很簡單，就在第二個

關鍵字上：因為祂是兒子。天使豈不是服役的靈嗎？摩西

豈不是僕人嗎？約書亞豈不是僕人嗎？祭司豈不都是僕人

嗎？大祭司豈不也是僕人嗎？但我們擁有的是兒子，有神

的兒子遠比有神的僕人更好。

舊約聖經提到許多上帝的僕人，也是偉大的信心英

雄。但是你看完這所有人，從他們那裡盡可能學習到一切

後，要把視線從這些雲彩般的見證人中移開，仰望耶穌這

位兒子。

因此希伯來書說：你可以拋下猶太教，拋下信心的

英雄，把這些人拋下，轉向耶穌，一路與耶穌同行，直奔

賽程，到終點為止，你便不會隨波逐流，因為你有了更好

的那一位，就有了靈魂的錨，得以通入幔內，你有了一位

可以倚靠的。其他所有的僕人都離開了舞台，他們來了又

走，但耶穌一直都在，是永遠的祭司，祂留在你身旁。

這封信有一個實際的目的；說的不是理論性的神學，

而是夾在一個相當神學性的辯論中，不時會有實際的勸

勉，以及你如何實踐出來。例如，談完耶穌是那位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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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所有天使更優越後，以及你如何實際應用出來？作者

寫道：「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二

3）非常實際且立刻用在生活上。基督比天使好太多了。

你可能再也不會聽到有關天使的事，但是你已聽見關於基

督的事。因此，如果這是好得無比的，比猶太人所擁有的

更為佳美，我們若是忽略，怎能逃罪呢？越是好的信仰，

若忽略它，後果就越嚴重。我們既有最好的救恩，若是忽

略，怎能逃罪呢？聽見關於基督的事，使我們的責任比猶

太人更為重大。這封信被稱為勸勉的話，因此它在實際方

面，分為警告我們的消極勸勉，和懇求我們歸向基督的積

極勸勉。警告我們不要隨波逐流，懇求我們與祂更親近。

信中有針對忽略的警告，有對不信、不順服、不成

熟、抗拒等警告，還有對拒絕的警告。

希伯來書中，極嚴肅困難的經文是在第六章。警告我

們可能在成為基督徒，覺悟來世權能後，仍離棄善道。語

氣極為嚴肅；丟棄真道就沒有希望回頭了。這比只是往後

退還嚴重，因為是背教。你可能在基督徒信仰上有夠多的

經歷，嘗過來世權能的滋味，但若是回頭，就等於將主重

釘十字架，沒有人救得了你，也不能重新懊悔；這是個嚴

肅且實際的警告。

然而在積極面，懇求總是以這幾個字開始：「讓我

們⋯⋯」以下是一些積極的勸勉：「讓我們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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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竭力進入⋯⋯」；「讓我們堅守所承認的指

望⋯⋯」；「讓我們進到救恩的寶座前⋯⋯」；「讓

我們進到完全的地步⋯⋯」；「讓我們堅守信仰的告

白⋯⋯」；「讓我們彼此顧念⋯⋯」；「讓我們放下各樣

的重擔⋯⋯」；「讓我們奔那路程⋯⋯」；「讓我們蒙

恩⋯⋯」；「讓我們來到祂面前⋯⋯」；「讓我們獻上感

恩為祭⋯⋯」。

我們在整卷希伯來書中都發現這樣的懇求，期望在查

考這封信時，你們的心能回應說：好，我們來這樣做！

這既是新約聖經中最嚴厲的一卷書，同時也是最溫柔

的一卷；有最嚴厲的警告，也有最溫柔的懇求。

思想這卷書的價值，有五點顯示出此卷書對人們的功

用，表示這卷書並非與我們無關（雖然我們不是猶太裔基

督徒），也並非過時。

第一，這卷書顯明宗教。宗教是個複製品，而猶太

教是最好的複製品，但是希伯來書顯明，所有宗教都如複

製品不真實。當你來到基督面前時，要拋下你的宗教。這

是許多人沒有學會的功課，卻是離棄真道的部分原因。即

使你的宗教是近乎完美的複製品，如同猶太教那樣，但是

獲得實體時，仍要拋下它。宗教往往會悄悄地回到基督教

中，使我們又變得宗教化；宗教是基督教的仇敵。

不信者變得宗教化，一年只去教會三次，他們很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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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想要得到東西。為這場合穿著正式服裝，參與整個典禮

和儀式；他們喜歡那種例行的宗教。因為他們尚未得到實

體，所以喜歡複製品。當你尚未得到實體時，當然需要複

製品。若不是個信徒，也沒有信心，就一定要擁有讓你看

見的某個東西。然而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

那些靠信心前來崇拜的人，不需要一大堆祭袍，也不

需要祭物，更不需要複製品；在真神裡已經有了信心。這

就是為何不信者來崇拜時，會說：「嗯，這對我來說不夠

虔誠。」當然不夠，我們只要實體，把宗教拋下。讓我們

來親近神、親近基督。

第二，這卷書為我們闡釋聖經。你若想將聖經從頭讀

到尾，很可能會卡在利未記。但是讀完希伯來書後，利未

記就會活過來，而且對你充滿意義。獻祭開始具有意義，

因為你像在讀實體的複製品般讀它們，而希伯來書幫助你

明白那實體—基督成為祭物。因此，你看著燔祭、素

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時，突然明白十字架五方面

的意義。十字架是包含這一切的實體，所以希伯來書為我

們闡釋聖經，在最困難的舊約經文中，帶給我們極大的幫

助。

第三，它廢除祭司制度。祭司制度簡單來說就是：

「走高派教會路線。」（編按：英國聖公會中的一派，



23

  ◆ 導論

與羅馬天主教最為相似）。高派基督教是恢復不真實的複

製品，回到舊約聖經和祭壇、祭司、燒香等；然而在基督

裡，我們不再需要那些東西。

第四，希伯來書激勵屬靈成長。希伯來書第五章結

尾明白說道：不要繼續當嬰孩。每當你來到教會，不要只

想要一瓶牛奶，應該準備吃乾糧。整卷希伯來書都在呼籲

基督徒長大，變得強壯，因此它激勵你成長。而且或許這

是給第二代基督徒的信，你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是

基督徒，但身為第二代基督徒的危險是，慢慢遠離你父母

的信仰，不再像他們那樣深入。你或許有宗教的外表、樣

式，卻沒有敬虔的力量，所以到了第三代，父母那樣的信

仰就會喪失了。

希伯來書是寫給第二代的基督徒，要效法那些已經死

了、不再與他們同在的偉大基督徒領袖們。擁有他們的信

心，達到他們的標準，像他們一樣，一路與耶穌同行，走

得夠遠；不要單單倚靠他們，只追求一個二手的信仰。

希伯來書最後一個價值是高舉基督；基督在每一頁中

顯而易見。在每一個辯論階段，你的眼目都能轉向基督。

無論我們討論摩西、約書亞、亞倫、麥基洗德，或是所有

信心的英雄，每一次，你的眼目都轉向耶穌，定睛在祂身

上，並且在你未來的生活和賽程中仰望祂。

這是希伯來書有時被稱為「第五卷福音書」的原因。



24

David Pawson
     希伯來書注釋

如果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告訴我們，耶穌在世上的事

奉，那希伯來書就是告訴我們，祂在天上的事奉。因此，

希伯來書是新約聖經中，唯一專注於基督某一項特殊層面

的書卷。福音書談到祂是救主和君王，其他書信談到祂是

主，但是在這封信中，看見祂是我們的祭司。

我們不應該把教會領袖說成祭司。就某方面而言，我

們每一個人都是祭司，所有在耶穌裡的信徒，都可以直接

來到上帝面前。但是我們有一位大祭司，而且我們不應該

忘記，基督是我們在天上的祭司。若無這位大祭司，我們

不能靠近上帝，而且你需要向耶穌基督這位祭司，坦承你

的罪。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這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希

伯來書高舉耶穌基督的祭司職任。

我相信這是作者沒有署名的原因。也許讀者都認識

他，他不想作個匿名者，但是他希望所有的讀者都把注意

力轉到主耶穌基督身上，並且仰望祂。因此，當我們查考

希伯來書時，要定睛於耶穌基督，奔向祂，並且要在恩典

和對主的知識上長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