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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一)簡介 

希伯來書是一卷獨特的書，作者不詳，讀者不詳，背景不詳。所有研究聖經的人，都無法

從這些問題中獲得滿意的答案。但本書有豐富的屬靈資產，尤其是將舊約獻祭儀式的屬靈

意義明白地呈現出來。希伯來書提到許多與舊約有關的背景，如宗教、禮儀、辭彙等，與

利未記極為接近。因此，有人稱希伯來書是「新約的利未記」。本書引用舊約經文、事蹟、

教訓，特別豐富，作者引用舊約經文，並加以闡釋。所以，藉著研讀希伯來書，可以讓人

更明白舊約和新約之間的關聯，學習釋經的原則和方法，在經文中看到基督和屬靈的亮光。 

 

一. 希伯來書的名稱 

現存最早期的希伯來書手抄本，均在開頭冠以「致希伯來人書」，這書名可能是後人加的，

但在二世紀的教父時代，本書就冠以「希伯來書」之名流傳於世，並編入新約的正典。 

1. 希伯來人：希伯來人的意是「過河的人」，亞伯拉罕從米所波大米渡過伯拉大河，來到

迦南地，他和他的子孫都被稱為希伯來人(創 14:13; 39:14; 出 2:6)，並成為傳統(腓 3:5)。

這裡的希伯來人是指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有別於外邦的基督徒。 

2. 引用舊約：本書是以舊約聖經為根據的書卷，引用許多舊約經文，直接引用的有 39 次，

且每一章都有引用；而間接引用的次數更高達 219 次，提到了許多舊約的事蹟和教訓，

並加以闡釋和應用。若不熟悉舊約聖經，讀希伯來書時，便會覺得本書隱晦難懂。 

3. 猶太背景：作者引用許多舊約的觀念，如：神對人的漸進啟示、天使的功用、摩西的

身份、曠野的意義、麥基洗德的解釋、祭司和獻祭、立約，加上舊約和猶太傳統〔次經〕

提到許多的歷史人物和事蹟，都一起說明作者是一位極熟悉舊約，瞭解猶太傳統的人。 

 

二. 希伯來書的作者 

不同於其它的新約書信，希伯來書的本文並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一千多年來，經過學者

無數次的研究、推測，對於希伯來書的作者是誰，都沒有達成共識，以下是幾種說法： 

1. 保羅：第二世紀的教父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指出，這卷書的作者是保羅，書的內文沒有

標明作者的名字，是因耶穌自己就是神所差到希伯來人當中作使徒的〔使者(來 3:1)〕，

所以，保羅沒有像他寫給外邦人的書信那樣，標上自己的名字。早期的東方教會稱本書

作者是保羅。到了四世紀後，由於不確定作者是誰，本書便從保羅的書信中抽離出來。 

2. 俄利根的說法：革利免的繼承人俄利根並不反對希伯來書的正典地位，也認為本書的

思想是保羅的，風格和文體卻不是。保羅書信是用通俗希臘文 Koine 寫的，但希伯來書

卻用典雅的希臘文。所以，俄利根推測可能是路加用希臘文將保羅的思想寫下來。這一

說法讓人不敢斷言希伯來書真正的作者是誰。由於內容隱含豐富的真理，故列在正典中。 

3. 其他可能的人選：公元五世紀之前的教父對希伯來書的作者是保羅，有的贊成，有的

反對，其他被提出來的人選有路加、巴拿巴，和羅馬的革利免。後來的聖經學者所提出

可能是作者的人選還有亞波羅、百居拉、腓利、彼得、西拉等。但究竟作者是誰，無人

敢斷言，俄利根曾說：「只有神知道希伯來書的作者是誰。」而今，聖經學者再也不為

希伯來書作者的身份作猜測及爭論，在學術上把本書的作者稱為「希伯來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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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希伯來書的讀者 

希伯來書的標頭「致希伯來人書」，說明本書是寫給信主的猶太人，革利免及俄利根都肯定

這樣的說法，但不能確定是寫給哪一地區的猶太人。根據書中的內容，有以下的推測： 

1. 羅馬的猶太信徒：作者開頭指出列祖(來 1:1)，又稱亞伯拉罕為先祖(來 7:4)，顯示作者

和讀者一樣，都是猶太人。到末了提到「從意大利來的人(來 13:24)」問候讀者，顯示

他們和讀者相識，所以推斷讀者也是屬意大利，可能在羅馬，那裡有許多猶太人。 

2. 信仰上遭遇困難：他們沒有親自聽過主耶穌的教訓，乃是別人傳講給他們的(來 2:3)。

他們信仰的根基不穩，可能即將離棄所信的道(來 2:1;3:12)。有些人信主雖有相當時日，

但在真道上卻未長大成人(來 5:11-12)，他們並沒有完全離棄信仰(來 6:6-10)，並且曾為

主受過苦(來 10:32, 36)。他們雖遭遇困難，但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來 12:4)。 

3. 面對逼迫的抉擇：本書未提到聖殿被毀，必定是在公元 70 年之前寫的，書中提到信徒

受很大的逼迫，甚至流血捨命，但希伯來書的讀者受逼迫尚未到流血的地步。可能是在

尼祿逼迫基督徒的時期，也就是在公元 64-68 年之間。當時許多在羅馬的基督徒被捕，

送到競技場餵給野獸(來 11:37)。但猶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受羅馬的法律保護。因此，

在逼迫時期，許多信主的猶太人回到猶太教信仰，實踐舊約的獻祭禮儀，以逃避逼迫。 

 

四. 希伯來書的目的 

當時的猶太信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外有羅馬政權的逼迫，要他們放棄對基督的信仰；

內有猶太主義者的勸誘，要他們回到舊約律法。希伯來書的作者勸勉猶太信徒持守信心，

不要走回頭路。並以舊約的許多例子，說明信仰的本質就是仰望神的應許，堅持到底。 

1. 勸勉的話：作者提到著書的目的，就是要猶太信徒聽他「勸勉的話(來 13:22)」，要他們

持守信仰。本書從下列幾方面勸告受書人「堅持到底」，行完神的旨意。 

a. 領受救恩〔來 2:1-18〕：希伯來書的作者勸勉猶太信徒，既然聽見神藉著祂的兒子

顯明祂的救恩，就不可輕忽。神兒子的位分遠超過天使，但神並不救拔天使，而是

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猶太人身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更應掌握機會，來領受救恩。 

b. 進入安息〔來 3:1-4:16〕：神的兒子遠超過摩西和約書亞，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

因為硬著心，不信從的緣故，以致倒斃在曠野。而今聖靈有話說，叫他們不可心硬，

而是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能進入安息，進入神所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c. 更美之約〔來 6:1-20〕：由於猶太信徒拘泥於基督道理的開端，以致在屬靈上不能

長大成人，希伯來書的作者便勸勉他們，效法亞伯拉罕，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

並解釋基督以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神為他們預備更美的獻祭和更美的約。 

d. 堅守信心〔來 10:19-39〕：因著基督藉著祂的血，完成天上的獻祭，解決人類罪的

問題，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使屬祂的人就能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的

面前。然而，在面對逼迫患難，常使人停滯不前，甚至退後沉淪，離棄信仰。因此，

作者以歷代信心偉人為例，勉勵他們順服神的旨意，堅守信心，得著神的應許。 

e. 仰望耶穌〔來 12:1-13:16〕：從許多信心偉人的見證，看到得勝的秘訣就是信心，

信心的根源在於耶穌基督。只要向祂心存盼望，時常仰望耶穌，從祂得信心，勝過

眼前的試煉，使他們在末後有指望，將來必要進到天上的總會，得著不能震動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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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更美的信仰：猶太人以他們的信仰自豪，他們有豐富的信仰資產，律法、傳統、

聖殿、獻祭禮儀，和舊約聖經。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卻指出，這些都只是影子，實體卻是

基督，當基督顯現時，都比一切「更美」，這字在本書出現了 13 次，闡述這更美的信仰。 

a. 基督超越一切：基督是神的兒子，祂超過猶太信仰的一切人、事、物，包括天使、

摩西、約書亞、亞倫、律法，獻祭禮儀和祭物等。祂成全了神在舊約的應許。 

b. 新約超過舊約：基督以升入高天大祭司的身分，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邊，祂所得的

職任，比地上的大祭司更美，成為更美之約的中保。這更美之約就是新約，是舊約

所無法相比的，藉這新約，聖徒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的面前，得以認識神。 

c. 更美的盼望：舊約信心的偉人在面對信心的試煉，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但因著信，

便盼望天上更美的家鄉，並且因著信，便從遠處望見，就得著所應許的。 

3. 不要再走回頭路：羅馬帝國時期，猶太教是合法宗教，受法律的保護。使徒傳教初期，

福音是傳給猶太人，信主的被稱為拿撒勒教黨(徒 24:5)，如法利賽人、撒都該人一樣，

是屬猶太教的一支。但後來，猶太人因為不接受耶穌是彌賽亞，就視拿撒勒教黨為異端，

不承認他們屬猶太教，甚至把信耶穌的猶太人趕出猶太社群，不承認他們是猶太人。 

a. 當尼祿逼迫羅馬的基督徒時，信主的猶太人因身分特殊，外邦人看他們是猶太人，

並沒有受到逼迫。他們的處境很微妙，若回歸猶太教，他們就安全了；若他們宣稱

耶穌是基督，他們可能就要和基督徒一同受逼迫。這迫使他們只能暗暗作門徒。 

b. 猶太人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完整的宗教禮儀和生活規範，相對的，基督教才剛形成，

儀式只有聖餐和洗禮，教會組織結構鬆散，新約正典也還沒有成形。他們所擁有的

只是救主耶穌基督，然而，基督比舊約的一切事物更美，顯明天上的本像。 

c. 猶太人已經兩次拒絕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第一次他們把耶穌釘十字架，第二次拒絕

使徒所作的見證，不信的猶太人仍硬著心，不肯接受耶穌。而今這些信主的猶太人

面臨繼續持守信仰，或是回歸猶太教的抉擇。希伯來書的作者一再警告他們，不要

得知真道，嘗過主恩，卻離棄了「道理」，必被神廢棄，結局就是焚燒(來 6:4-8)。 

 

五. 希伯來書的內容 

希伯來書把基督的豐盛完全呈現出來，祂是神的兒子，也是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進到

天上聖所，作聖徒的中保。使聖徒經歷神所賜的信、望、愛，在祂裡面得著豐盛的生命。 

1. 神的兒子〔來 1:1-4:13〕：彌賽亞〔基督〕是神的兒子，神藉著祂做成創造和救贖的工，

祂遠超一切，祂也樂意向人啟示祂自己，叫人因認識祂而得著永生(約 17:3)。 

a. 神的本體：基督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相，神所有的本性，藉著基督

呈現出來。舊約時代，以色列人不敢面見神，到神面前都是恐懼戰驚(來 12:18-21)。 

b. 與天使相比：舊約記載天使有極大的能力，其位分高過人。但舊約預言彌賽亞成為

人子，位分小過天使；然而祂也是神的兒子，位分遠超過天使。 

c. 與摩西相比：基督是神所興起像摩西的先知(申 18:18)，但祂遠超過摩西。摩西為

僕人，是舊約的執事，主要的職責是為要來的救主彌賽亞作見證。 

d. 與約書亞相比：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只是影子，而不是安息的實體，神為

祂子民存留的那安息日指的就是基督，凡在基督裡的，必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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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祭司〔來 4:14-8:13〕：大祭司是介於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彌賽亞是人子，也是神子，

祂受命作大祭司，體會人的心，就體恤人的軟弱；祂也體會神的心，便凡事順服，只做

神所喜悅的事。祂全然沒有罪，卻憐憫罪人；祂有神的形像，卻謙卑順服神。 

a. 受命作大祭司：基督雖為神的兒子，卻柔和謙卑，聽候父神的差遣。 

b. 永遠作大祭司：神起誓立的，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c. 更美之約的大祭司：照律法屬肉體的條例，亞倫的後裔被罪所困，不能長久為祭司，

祭司的職任必須更換。基督是新約的大祭司，是永活的，祂祭司的職任長久不換，

永遠作中保，才能拯救我們到底。所以，祂是以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3. 天上聖所〔來 9:1-10:31〕：基督降卑從天降到地上，又升上高天(弗 4:8-10)，使地上和

天上的事在祂裡面被成全，使活在世上的人經歷屬天的福氣，在神面前成為聖潔。 

a. 祂一次獻上自己的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祂不必像舊約的祭司仍被罪所困，需要

經常獻祭。基督只要獻上一次，事就成了，使在基督裡的人得以永遠完全。 

b. 祂洗去人天良的虧欠，使人坦然進至聖所。至聖所是神聖潔榮耀、永恆實質的所在，

活在暫時虛幻、屬血肉的罪人不能進去。但藉著耶穌的血，便除去我們一切的罪，

使神與人之間的阻隔被挪去，我們就得以坦然進到至聖所，與神相遇，成為神家裡

的人。使活在世上，暫時存在的人，得以進到天上，得著永恆實質的生命。 

c. 聖徒永遠得救的根源是基督(來 5:9)，並非靠自己做什麼，而是因著基督所做的。

一個嘗過天恩滋味的人，若是離棄基督，又陷在罪中，就在恩典中墜落，且將永遠

贖罪的祭也離棄了(來 10:12, 26)；到了末後的日子，必要受審判，結局就是焚燒。 

4. 信望愛〔來 11:1-13:24〕：信、望、愛的觀念充滿整本聖經中，這也是希伯來書的結論。 

a. 信心的根源與成全：信心是基督教信仰中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它是神的恩賜，不是

出於人；它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一種實質的確據和把握。信心使活在暫時虛幻的

世人，與永恆真實的神連接。信心不是一次的經歷，而是不斷的堅持，因信得生，

因信稱義，因信勝過試煉，因信得著神在基督裡所賜各樣的恩典與永遠的榮耀。 

b. 更美的盼望：世人活在短暫的今世，結局都是虛空，找不到生命的意義，雖然活著，

卻沒有指望(弗 2:12)。基督徒所盼望的是永恆的生命，而不是暫時的蒙恩與享福，

不是在今生，更是在來生(林前 15:19)。只有藉著信心，現在與那永恆的實質連接，

才能得著盼望，不是顧念暫時所見的，而是顧念所不見的的永恆(林後 4:18)。 

c. 恆久不變的愛：神藉著基督來啟示祂自己，最直接表達的方式是藉著愛(約一 4:8)。

這愛恆久不變，沒有什麼能使這愛與我們隔絕(羅 8:35-39)。聖徒因著愛與神合一，

就像基督與神合一(約 17:23-26)。神也要藉著聖徒向世人啟示祂自己，讓聖徒之間

彼此相愛，成為基督的身體，也愛世人，讓神的恩典祝福流到萬民，在愛中被建立。 

 

結論 

希伯來書為一本「更美」的書卷，基督在任何事上都是「更美」：如啟示、身份、工作、

制度、生活等，都為信徒成全更美的安排，因有更美的基督，信徒就有更美的生活。書中

有豐富的屬靈內涵和許多舊約背景和觀念，藉著希伯來書，讓人更能把新、舊約聖經貫穿

在一起，體會整卷聖經都是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從神的話語中，經歷基督榮美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