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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三)初熟節 Yom HaBikkurim 

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收割莊稼的時候，要將初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他

要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使你們得蒙悅納。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這

捆搖一搖。搖這捆的日子，你們要把一歲、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羔獻給耶和華為燔

祭。同獻的素祭，就是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二，作為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同獻的奠祭，要酒一欣四分之一。無論是餅，是烘的子粒，是新穗子，你們都不

可吃，直等到把你們獻給神的供物帶來的那一天才可以吃。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利未記 23:10-14) 

 

一. 初熟節的背景 

初熟節為慶祝第一次穀類收成，即大麥的收成，出熟的大麥一禾捆當作感謝祭。

當這祭蒙悅納，代表神應許賜福所有的收成。一般是由祭司向神獻一禾捆大麥，

會眾帶著什一或初熟的供物獻給神，歡喜快樂地唱詩、跳舞、讚美，向神獻祭。 

1. 日期：聖經上並沒有確切指明幾月幾日，只說是逾越節後「安息日的次日」，

因而引發不同的解釋，但都不影響彌賽亞在初熟節所印證救贖的工作。 

2. 歷史：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後，在那裡過逾越節，吃當地的土產。1 月 16 日，

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有嗎哪，而吃當地的出產(書 5:10-12)。神賜下

嗎哪是在出埃及的 2 月 16 日(出 16:1-35)，在初熟節後滿一個月。被擄時期，

在逾越節期間，哈曼設計要殺害所有的猶太人，以斯帖便禁食禱告，第三天

〔初熟節??〕違例進去見王，蒙王的恩典，使猶太人反敗為勝(斯 3:12-8:17)。 

3. 名稱：稱 Yom HaBikkurim「初熟日」或 Shirat Haomer「數算禾捆〔俄梅珥〕」

(利 23:15)，從這日起開始計算五十天，一直到五旬節都是收成的日子，所以

又稱初熟節為「早初熟日」，五旬節為「晚初熟日」，都將初熟之物獻給神。 

4. 意義：逾越節那天晚上，神擊殺埃及所有的長子，所以以色列中凡頭生的，

都要分別為聖歸給神(出 13:1; 11-16)。逾越節和除酵節表示基督為我們捨己，

使我們脫離罪和舊人的行為，在初熟節穿上新人，基督復活的生命在我們的

裡面(弗 4:24)，聖靈掌管我們的生命(加 2:20)，將我們獻給神(弗 5:1-2; 27)。 

5. 禾捆：禾捆預表需要被救贖的人(創 37:5-7; 詩 126:1-6)，初熟節那天，祭司

要把一禾捆初熟的大麥，在神面前搖一搖。初熟的原文是有「應許要來的」

意思，表示神樂意將地裡的出產賜給我們，當一禾捆的初熟之物獻祭給神，

並蒙神悅納時，就確定往後的收成必蒙神賜福，可以預測將來必有收成。 

6. 兩熟：逾越節後安息日的次日，稱為早〔前〕初熟節；初熟節後的第 50 天，

稱為晚〔後〕初熟節，又稱七七節或五旬節。這兩節期之間稱為數算俄梅珥

Counting of the Omer，也可把初熟節到五旬的期間當作一個節期。 

7. 等候：作物的收成都有一定的時候，不能太早，也不能太遲。在初熟的禾捆

還沒有被祭司拿來獻祭給神之前，所有的出產都不能吃。地裡的出產若不蒙

神的賜福，在未熟之前就會掉了果子(瑪 3:11)，所以必須耐心等候(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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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熟節的訂定 

聖經並沒有講明初熟節是那一個特定的日期，只說是在逾越節後，安息日的次日

(利 23:11)。但這安息日指著哪一個安息日呢？兩千年前的猶太人分成兩派看法，

一派是法利賽人，一派是撒都該人。但公元 70 年聖殿被毀之後，撒都該人失去

服事的舞台，於是法利賽人所認定的成為正統，被現今的猶太人廣為使用。 

1. 法利賽人：他們多半是聖經教師，稱為「拉比」，在會堂講解聖經，教訓人。

他們認為逾越節之後要吃無酵餅七日，就是守無酵節，第一日〔1 月 15 日〕

要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利 23:5-8)，也就是守安息的意思。因此，

那天〔1 月 15 日〕無論是七天的第幾天，都算為安息日。1 月 15 日的次日是

1 月 16 日，這日就被定為初熟節，並不限定是否是在「七日的頭一日」。 

2. 撒都該人：他們掌管聖殿獻祭和供職，認為律法不指明初熟節是 1 月 16 日，

就代表安息日指的是七天一輪的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頭一日」

〔週日〕，那天才是初熟節，並沒有限定是在一個特定的日期，從 1 月 16 日

〔逾越節落在週五〕到 1 月 22 日〔逾越節落在週六〕都有可能是初熟節。 

3. 基督復活：當逾越節〔1 月 14 日〕是週五，初熟節才會在 1 月 16 日。基督

是初熟的果子，祂在初熟節從死裡復活。祂受難那年逾越節是週五，第二天

週六安息日，第三天 1 月 16 日，為七日的頭一日〔週日（太 28: 1）〕。基督

復活的那天，符合兩種初熟節的認定：是安息日的次日，也是 1 月 16 日。 

 

三. 耶穌復活之日 

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祂被葬在墳墓裡有多久？什麼時候從死裡復活？是三天三夜

〔72 小時〕，還是三天兩夜〔36 小時〕？根據 20 世紀的天文物理學家的推算，

在彼拉多擔任猶太巡撫期間〔公元 26-30 年〕，猶太曆的 1 月 16 日剛好是週日的，

只有兩次，分別是陽曆的公元 30 年的 4 月 9 日，和 33 年 4 月 5 日。 

1. 逾越節羔羊：基督預表逾越節的羔羊(林前 5:7)，祂在逾越節時〔1 月 14 日〕

被殺獻祭，第二天〔1 月 15 日〕埋在墳裡，第三天〔1 月 16 日〕從死裡復活。 

2. 第三日復活：耶穌說：「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

在地裡頭(太 12:40)。」根據舊約算法，三日三夜也就是第三天(斯 4:16; 5:1)，

耶穌再三說明祂要釘十字架，第三日復活(太 16:21; 17:23; 20:19; 路 24:46)，

符合了逾越節後的第三天就是初熟節，神應許彌賽亞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 

3. 受難到復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天是週五，故受難日又稱為「Good Friday」。 

a. 1 月 14 日晚上〔週四晚上〕逾越節開始，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的晚餐。

隨後在客西馬尼園被捕，在公會受審，解送給巡撫，被判釘十字架。 

b. 1 月 14 日白晝〔週五〕耶穌被釘十架，下午 3 時斷氣〔逾越節羔羊被殺〕。 

c. 1 月 15 日晚上〔週五晚上〕安息日的開始，安葬耶穌必須在日落前完工。 

d. 1 月 15 日白晝〔週六〕耶穌被安置在墳墓裡一整天，這天是無酵節。 

e. 1 月 16 日晚上〔週六晚上〕日落之後，安息日結束，初熟節開始。 

f. 1 月 16 日白晝〔週日〕天剛亮時耶穌復活，並向婦女們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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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熟節的慶祝 

過去以色列人屬農牧社會，看重這節期，從初熟節起，直到七七節，共有 50 天

收割期。初熟節一般被併在逾越節的期間，一連有 8~9 天的慶祝活動。 

1. 聖殿被毀之前：這是盛大的節慶，上來過節的以色列人順便向神獻上感謝祭，

祭司會在耶路撒冷城郊迎他們，祭司會帶領他們走上聖殿山，獻上初熟之物，

和什一奉獻等。他們一路唱詩、奏樂、跳舞讚美神，當敬拜團體來到聖殿，

祭司就帶著禾捆，向各方搖一搖，確信神在全地掌權，供應神子民一切所需。 

2. 現今的初熟節：聖殿被毀後，過節的方式改由拉比在猶太會堂獻搖祭的禾捆。

初熟節不盛大慶祝，只把它併入「數算禾捆〔俄梅珥〕」的第 1 天，從這天起，

過 7 個安息日，到了第 50 天則稱為「七七節」，都稱為獻初熟之物的日子。 

3. 復活節的制定：初熟節那天是基督復活，印證祂是初熟的果子。公元 325 年

尼西亞大公會議制定復活節是：「每年過了春分〔陽曆 3 月 22 日〕月圓後的

第一個星期天〔七日的頭一日〕。」符合逾越節後，安息日的次日為初熟節。 

 

五. 基督與初熟節 

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要把祂的生命賜給人，就是藉著祂的死〔逾越節〕、埋葬

〔無酵節〕、復活〔初熟節〕。耶穌復活後，就是將自己當作初熟的果子獻給父神

(約 20:17)。當這獻祭蒙神悅納，其餘收割之物也被悅納(羅 11:16; 帖前 4:13-17)。 

1. 初熟與復活：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約 11:25)。」又說：「一粒麥

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

作物收成必須經過種子在地裡死了的過程，復活而結出許多子粒(約 12:32)。 

2. 獻初熟之物：以色列要將初熟之物獻給神，基督復活的意義是不僅成為初熟

之物獻給神，祂成為榜樣，也使跟隨祂的人成為初熟的果子獻給神(啟 14:4)。 

3. 一禾捆大麥：祭司要將初熟的一禾捆大麥獻給神。彌賽亞又稱為大衛的苗裔，

祂的出現使神的子民蒙福，地裡的出產顯為榮華茂盛(賽 4:2)。 

4. 獻一俄梅珥：「禾捆」的原文和「俄梅珥」相同，是計量的單位，約有 2 公升。

神第一次賜嗎哪給以色列人時，要他們拿一個罐子，盛滿一俄梅珥的嗎哪，

存在神的面前(出 16:33)，後來這嗎哪被安放在約櫃裡面(來 9:4)。 

5. 蒙悅納的祭：除了初熟的禾捆之外，還要獻羊羔為燔祭，並有素祭〔餅〕，和

奠祭〔酒〕(利 23:12-13)，都預表基督是神所悅納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弗 5:2)。 

6. 長子與初熟：希伯來文的初熟和長子是同一字。基督是神的兒子，降卑為人，

成為血肉之體，藉著從死裡復活，使屬祂的人與祂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a. 基督是神的長子(來 1:6)，是父懷裡的獨生子，能將神表明出來(約 1:18)。 

b. 基督是人子，是女人的後裔，是馬利亞頭生的兒子(太 1:23-25)。 

c. 基督在萬物中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 1:15; 啟 3:14)。 

d. 基督從死裡首先復活，使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啟 1:5; 西 1:18)。 

e. 基督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8:29)，也要帶眾兒子進到榮耀裡(來 2:10)。 

f. 將來屬神的人都要復活，而基督就是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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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聖徒與初熟節 

春季節期的前三個節期印證基督的救贖工作，基督徒記念這三個節期代表與基督

同死〔逾越節〕，同埋葬〔無酵節〕，同復活〔初熟節〕。基督在初熟節那天復活，

祂是初熟的果子；對基督徒而言，「各人要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林前 15:23)」，

也要作初熟的果子獻給神〔五旬節時應驗〕。初熟節到五旬節之間一共有 50 天，

當初熟節所獻的初熟之物蒙神悅納，就可預知要來的收成必蒙神賜福保守。 

1. 作神的長子：神在萬民中揀選以色列人作祂子民，成為長子(出 4:22)。神滅

埃及諸長子時，吩咐以色列人獻上頭生的(出 13:1)。基督在弟兄中作長子，

使聖徒在基督裡進入榮耀，成為名錄在天上的諸長子(羅8:29; 來 2:10; 12:23)。 

2. 初熟的果子：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將地裡的出產分別為聖歸給神(申 26:1-11)。

以色列人歸耶和華為聖，在神的眼中是土產初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為

有罪(耶 2:3)。聖徒帶著基督復活的生命，就成為聖靈初結的果子(羅 8:11, 23)，

有權柄和能力順從聖靈，而不順從肉體，成為跟隨羔羊的得勝者(啟 14:4)。 

3. 吃地的出產：當祭司尚未獻初熟之物之前，地裡的出產都不可吃(利 23:14)，

因為初熟之物是屬神的，若取用了，就是竊取神的物(瑪 3:8)。若按神的吩咐

將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神必大大賜福(箴 3:9-10) 

4. 獻上最好的：「頭生的」也稱作「最好的」〔First〕，不能把次等的、有殘疾的

獻給神(瑪 1:8)，這是對神的藐視，不被神悅納。只有把最好的獻給神，神不

僅悅納供物，也悅納人的心(創 4:4)。當聖徒願意讓聖靈掌管，基督就在我們

的生命做工，使我們像祂一樣成為聖潔無瑕，可以獻給神(弗 5:26-27)。 

5. 獻上獨生子：以撒是亞伯拉罕獨生兒子，也是承受產業的長子。當亞伯拉罕

順命獻上以撒，神就賜大福給他，也讓他相信神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來 11:19)。 

6. 基督為獻祭：人不能憑自己的力量向神獻祭，因為神不悅納靠血氣所獻的祭

物。必須藉著基督，藉著祂的血，和祂永遠的靈，使我們所獻的成為聖潔，

不再是俗與不潔，才能蒙神悅納(弗 5:1-2; 來 13:15-16; 彼前 2:5)。 

7. 獻十分之一：一切所有，都是神賜的，聖民要將所得獻上什一(申 14:22-23)，

表示與神立約的記號。什一是當納的，若將它取用了就是竊取神的物(瑪 3:8)。

初熟節獻的初熟之物，是以俄梅珥為計量單位，一俄梅珥為伊法的十分之一

(出 16:35)。意思是當我們願意獻上十分之一，神就將十分之九賜給我們。 

 

七. 等候聖靈降臨 

初熟節是春季節期的中點站，五旬節〔七七節〕才是春季節期的終極目標。基督

在初熟節藉著聖靈從死裡復活，聖徒領受聖靈，也要像祂一樣得著復活的生命。

基督復活之後向門徒吹氣，叫他們受聖靈(約 20:22)；又要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聖靈降臨(徒 1:4-5)。當時猶太人從初熟節開始，每天都要「數算俄梅珥」，直到

第 50 天的五旬節〔七七節〕為止，門徒就在那時被聖靈充滿(徒 2:1-4)。初熟節

象徵基督從死裡復活，祂是初熟的果子；但在祂之後，陸續有更多的收成，就是

屬祂的人也要像祂一樣，被聖靈充滿，得著復活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