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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一)逾越節 Pesach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利未記 23:5) 

這例你們要守著，作為你們和你們子孫永遠的定例。日後你們到了耶和華按

著所應許賜給你們的那地，就要守這禮。你們的兒女問你們說：「行這禮是甚麼

意思？」你們就說：「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

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 (出 12:24-27) 

 

一. 逾越節的歷史 

逾越節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節期之一，為春季節期之首，記念以色列民族如何獲得

拯救，脫離埃及為奴之地的歷史。後來成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必須守節的定例，

只有潔淨的人才能守逾越節，神的子民若不守逾越節，必要被剪除(民 9:13-14)。 

1. 日期：猶太曆的 1月 14日，約在陽曆的三月下旬到四月下旬之間。 

2. 名稱：希伯來文 Pesach，意思是「越過(出 12:13)」，神在埃及降下第十災，

使滅長子的臨到埃及，法老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埃及的長子都被殺了，

但以色列人家門上塗著羔羊的血，滅命的一見這血，就「越過」，不滅他們。 

3. 守節方式：1月 10日要預備羊羔，必須無殘疾，到 14日的黃昏把羊羔宰了。

當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和水煮的。

不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出 12:1-10; 民 9:1-14)。 

4. 記念這日：神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例，守逾越節，是要記念脫離埃及

為奴的日子。並且盼望神所應許的彌賽亞要來拯救他們，完成永遠的救贖。 

5. 歷史記錄：逾越節只記載在新、舊約聖經，和與以色列人相關的歷史與典籍。 

a. 舊約：以色列人在埃及過了第一個逾越節，後來律法也定下守節的條例。 

1) 出埃及一年後，因故未過節者，於 2月 14日守逾越節(民 9:1-14)。 

2) 以色列人過約但河，進入迦南不久之後，就守逾越節(書 5:10-11)。 

3) 希西家通令全國守逾越節，這節盛大，甚至多延七日(代下 30:1-27)。

約西亞守逾越節，更是前所未有(王下 23:21-23; 代下 35:1-19)。 

4) 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在聖殿重建後的次月守逾越節(拉 6:19-22)。 

b. 新約聖經：四卷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在逾越節時上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

印證祂是逾越節的羔羊(林前 5:7; 約 1:29)。逾越節是盛大的節日，各地

猶太人會到耶路撒冷過節，羅馬巡撫也從該撒利亞上來坐鎮，維持秩序。 

1) 耶穌十二歲時，隨著父母上耶路撒冷，為要過逾越節(路 2:41-52)。 

2) 耶穌在世服事的三年半中，經常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約 2:23; 6:4)。 

3) 彼得在逾越節時被監禁(徒 12:3)，希律王想在逾越節過後把他殺了。 

c. 猶太法典和約瑟夫的「猶太古史」都有逾越節的記錄。猶太人把羊帶到

聖殿，在下午二時半至三時半，祭司吹號，羊羔即被宰殺，並唱逾越節

的讚美詩〔詩篇 113-118〕。猶太古史敘述有一年〔A.D 65年〕，逾越節

被宰的羊有 256,500頭，顯示當時在耶路撒冷過節的約有兩、三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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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表基督受難 

逾越節為記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為奴之家，在曠野與他們立約，帶領他們

進到應許之地。這預表神要救贖祂的子民脫離黑暗的轄制，進到神光明的國度。

耶穌基督在逾越節被釘十字架，完成救贖工作，實現神的應許。耶穌是神的羔羊，

在創世之前就被殺(彼前 1:19-20)，是亞伯所獻蒙神所悅納的羔羊(創 4:4)，也是

神所預備代替以撒的公羊(創 22:13)。祂是受苦的僕人，為神百姓的罪孽受害，

使罪人脫離罪和死的轄制(賽 53:1-12)，祂就是逾越節羔羊(出 12:1-13; 林前 5:7)。 

1. 新的紀元開始：逾越節是新宗教曆的開始(出 12:2)，是神所定的第一個節期。

彌賽亞降臨，代表新時代的開始，不再是屬肉體條例的舊約，而是按著心靈

新樣的新約，使凡接受基督救贖的人，都能進入神國。只有神的子民才能吃

逾越節的筵席，在舊約，外邦人必須行割禮，才能歸化為神的子民；在新約

則藉著信，靠聖靈除掉肉體情慾的割禮(西 2:11)，才能守這節(出 12:47-49)。 

2. 無殘疾的羊羔：1月 10日是羔羊預備日，羔羊必需無瑕疵，才能蒙神悅納。

耶穌就是在那天進耶路撒冷(約 12:1, 12)，群眾歡呼和散那，承認祂是彌賽亞

(詩 118:25-26)。耶穌被文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質問，找不到任何瑕疵。

又經過希律和彼拉多的審問，也查不出什麼罪來(太 22:15-46; 路 23:13-16)。 

3. 黃昏時宰羊羔：逾越節的羔羊必須在昏時被殺(出 12:6)。「黃昏時」的原文是

「在斜陽之間」，意思是「從正午〔12時〕到日落〔6時〕的中間」，就是在

下午 3時。耶穌在逾越節〔1月 14日〕的申初〔下午 3時〕斷氣(太 27:46-50)。 

4. 全會眾吃羊羔：以色列全會眾都要吃逾越節的羊羔。耶穌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作了挽回祭(約一 2:2)，但只有信祂的人，才能得著救恩(約 3:16; 6:53-57)。 

5. 羊血塗在門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來 9:22; 利 17:11)。逾越節羔羊的

血灑在門楣門框上，代表憑信心接受寶血的救贖(彼前 1:18-21)，這家就成為

神的家，有聖靈的印記(弗 2:19; 來 3:6)，在審判的時候隱藏起來(番 2:3)。 

6. 羊羔要用火烤：逾越節的羊羔必須連頭帶身，就是放在架上慢慢地烤。耶穌

被掛在木頭上，為我們受了咒詛(加 3:13)，是因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

罪孽壓傷(賽 53:5)。然而，祂的骨頭一根都沒有折斷(民 9:12; 約 19:36)。 

7. 無酵餅與苦菜：逾越節的羊羔要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基督是羔羊，無酵餅

乃純潔的生命，苦菜為受苦。聖徒要吃基督的身體(約 6:53; 63; 林前 11:29)，

效法基督的死，與祂一同受苦，靠著聖靈，除去身體的死行(來 13:12-13)。 

8. 不可留到早晨：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所以在日落之前必須從

十字架上被取下來，埋葬在墳墓裡。羊羔不可再吃，必須用火燒掉(利 6:30)。

基督為我們受苦(來 13:11-13)，蒙恩得贖的人，不要把祂重釘十字架(來 6:6)。 

9. 警醒吃這羊羔：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出 12:11)，

以色列人必須趕緊離開埃及。基督徒蒙召成為屬神的子民，成為神的精兵，

就不可戀棧世界，要穿戴神所賜的軍裝，隨時預備跟隨基督(羅 13:11-14)。 

10. 作永遠的定例：守逾越節是記念神的拯救，並祂與聖民立的約和應許。聖民

要把逾越節當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盼望神永恆救贖的應許必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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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逾越節的筵席 

逾越節的筵席迄今約有三千五百年的歷史，從摩西時代以至現代的猶太人，仍守

這禮。雖然經過時代的演變，守節的方式有些不同，但仍然可以追溯同一脈絡。

以下是現今猶太人吃逾越節筵席的步驟，這和舊約時代或耶穌時代，守逾越節的

方式不盡完全相同，但神藉逾越節在屬靈上所要表達救贖的意義，卻是一致的。 

1. 第一杯：又稱「祝謝的杯(路 22:17)」，主人要作「分別為聖的禱告」，把這餐

分別為聖歸給神。逾越節的四杯記念神對摩西的應許：1) 我要領你們出來，

2) 我要使你脫離重擔，3) 我要救贖你，4) 我要使你們作我的百姓(出 6:6-7)。 

2. 洗手：潔淨之禮，預備用餐。這原是僕人的工作，耶穌為門徒洗腳(約 13:4-5)，

代表耶穌是耶和華的僕人(賽 52:13)，祂來是要服事人(太 20:28)，潔淨眾人。 

3. 苦菜：吃苦菜加鹽水，苦菜記念春季的節期，鹽水代表以色列人受奴役之苦。 

4. 擘餅：預備三片無酵餅，取中間的一片，將其擘成兩半，一半擺外面，一半

用餐巾裹住，小心地藏起來，等正餐過後，再讓小孩子們把它找出來。 

5. 發問：最年輕的小孩坐在主人右邊，由他發問為何要吃逾越節筵席(出 12:26)。

〔教會傳統認為使徒約翰是門徒中最年輕的，在最後的晚餐坐在耶穌的右邊〕 

6. 第二杯：又稱「忿怒或咒詛的杯」。主人藉著回答問題，敘述以色列人出埃及

的故事，這期間唱逾越節的詩歌的前半段〔詩 113-114〕。第二杯是不喝的，

而是分十次把酒倒出來，代表神所降給埃及的十災，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為著世人喝了神咒詛的杯(路 22:42-44)〕 

7. 蘸餅：吃餅前有第二次的洗手，主人將餅拿出來，分給大家吃，並且蘸甜醬，

記念神救以色列人脫離受苦後的甘甜。主人通常把餅先分給左邊的人，代表

最尊貴的客人，或是最年長的家人。耶穌蘸餅給猶大吃(約 13:26)，可能猶大

是坐在耶穌的左邊，蘸餅吃完之後，猶大便離開(約 13:30)，沒有用完餐。 

8. 正餐：主菜隨不同的時代各有不同，但羊肉、苦菜，和無酵餅是不可少的。 

9. 阿非可幔 Afikomen：正餐後，小孩去找另一半被藏起來的餅，稱「Afikomen」，

找著的人有獎賞。被找出來的餅要擘開，每一位用餐的人都要分吃這餅。 

10. 第三杯：又稱「救恩、救贖的杯」，這杯要滿溢出來(詩 23:5; 116:13)。這就是

路加所說，飯後照樣拿起杯來(路 22:20)，耶穌以這杯代表祂用血與我們立了

新約。猶太人把逾越節的筵席與彌賽亞的盼望聯在一起，第三杯後，孩子們

被差到門口，期待迎接以利亞到來，喝他的杯，並宣告彌賽亞降臨(瑪 4:5)。 

11. 第四杯：稱為「蒙悅納的杯」，這是耶穌所說祂不喝這杯，直到在祂父的國裡

同門徒喝新的日子(太 26:29)。祂不被猶太人接納，也不被屬血氣的人接納，

除非人心回轉，接受祂是主，聖靈住在人的心裡，祂才在神國裡與他們同喝。 

12. 結束的詩歌：逾越節筵席結束後，唱詩篇 115-118，耶穌與門徒唱完詩就出去

(太 26:30)。詩 118是迎接彌賽亞的詩(詩 118:25-26; 太 21:9)，但祂卻是匠人

所棄的石頭(詩 118:22-26; 太 21:42)。幾小時後，祂被猶太人棄絕(徒 4:11)。

現代的猶太人在唱完詩後，最後要彼此互道：「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見。」因為

過去猶太人分散世界各地，但他們總是抱著盼望，要到耶路撒冷朝見神。 



 - 8 - 

四. 何謂阿非可幔〔Afikomen〕 

明白逾越節的意義，就明白彌賽亞是逾越節的羔羊。藉著受苦，祂完成了救贖的

工作，並進到榮耀(路 24:26)，這應驗在耶穌的身上(賽 53章; 約 1:29; 林前 5:7)。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卻不認識彌賽亞，將來他們才明白，他們都要承認耶穌是

彌賽亞，那時他們都要得救(太 23:39; 羅 11:26)。猶太人現今過逾越節，仍等候

先知以利亞，告訴他們彌賽亞要來的消息。在逾越節筵席中的阿非可幔 Afikomen

並非希伯來文，而是希臘文，是耶穌時代的通用語，意思是「我來了，I came」。

顯然這是後來加上的儀式，因為，公元 70年聖殿被毀後，就沒有獻祭的儀式，

再不能有逾越節的羔羊了(申 16:2)；就以阿非可幔 Afikomen取代了羊羔，因為

這是每個人必須吃的。但三片餅的意義為何？猶太的拉比解釋，這是代表「祭司、

利未人、以色列人」，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但為何第二片要擘成兩半就

說不出原因。但若認識耶穌和祂的作為，就不難理解阿非可幔 Afikomen的意義。 

1. 我來了：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羔羊，祂在逾越節時到耶路撒冷，施行救恩。 

2. 第二片：祂是三位一神的第二位，神的兒子成為人子，身體被擘開。 

3. 被隱藏：擘開的一半先被吃了，但另一半卻被隱藏。表示祂已臨到外邦人，

但對猶太人而言，祂被隱藏，最後才被發現，猶太人才承認祂是主(羅 11:25)。 

4. 大家吃：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要吃，屬神的子民都要同吃(出 12:48; 約 6:53)。 

 

五. 逾越節與聖餐 

耶穌和門徒吃逾越節的筵席到底是哪一天，符類福音〔馬太、馬可、路加福音〕

和約翰福音所記的有些出入。新約時代，猶太人中分成許多教派，如法利賽人、

撒都該人、愛色尼人，他們對節期的看法不盡相同，有的認為逾越節的筵席應在

1月 14日晚上舉行，因為那天晚上就要吃無酵餅(出 12:18; 書 5:11)。有的認為，

逾越節的羔羊在 1月 14日午後被殺，日落之後即是隔天〔1月 15日〕。所以，

逾越節的筵席應在 1月 15日晚上舉行。因此，不同派別的人就在不同時候守節。

符類福音提到最後晚餐就是逾越節的筵席(太 26:17; 可 14:12; 路 22:7)，但約翰

福音提到耶穌受難時正是逾越節〔1月 14日〕，而逾越節晚餐尚未舉行(約 18:28)。

而可確定的是，耶穌和門徒用的晚餐是 1月 14日晚上，因祂預表逾越節的羔羊，

祂在逾越節被殺，所以祂是在逾越節羔羊被殺之前的晚上，設立了聖餐。 

 

結論 

對基督徒而言，逾越節似乎很熟悉，卻又很陌生。雖知道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

在逾越節那天被釘十字架，但一般不守逾越節，只過「基督受難日 Good Friday」，

就是復活節前的星期五。初代教會有人守逾越節(林前 5:8)，有人不守，重要的

不在乎什麼日子，而在乎主(羅 14:5-6)，因為所有的節期乃是預表基督。逾越節

也是基督受難日，基督徒不特意守逾越節，卻要守聖餐，就是基督在受難之前與

門徒所守的逾越節筵席，以擘餅和分杯記念主與我們所立的新約。藉著聖餐記念

基督為我們捨命，使我們也效法跟隨，與祂聯合，直等到祂來(林前 11: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