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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四)五旬節〔七七節〕Shavuot 

你要計算七七日：從你開鐮收割禾稼時算起，共計七七日。你要照耶和華你神所

賜你的福，手裡拿著甘心祭，獻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守七七節。 (申命記 16:9-10)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滿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

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又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

細麵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兩個搖祭的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利未記 23:15-17)   在收割初熟麥子的時候要守七七節。 (出埃及記 34:22) 

 

一. 五旬節的背景 

五旬節是聖經三大節期之一：1月守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3月守五旬節，

7月守住棚節〔吹角節、贖罪日〕，神的子民要帶著禮物，朝見神(申 16:16)。 

1. 日期：五旬節在聖經上沒有固定在幾月幾日，而以初熟節為基準，過了七個

安息日後的次日，共滿了 50天，這天就是五旬節。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a. 若初熟節定在 1月 16日，則五旬節必落在 3月 6日。 

b. 若初熟節定在逾越節〔1月 14日〕後安息日的次日，過 50天，也必是

「安息日的次日〔週日〕」，則五旬節從 3月 6日到 3月 12日都有可能。 

2. 名稱：五旬節是新約的名稱，在舊約時期與農業的收成有關，一般稱七七節。 

a. 新約：Pentecost是希臘文五十的意思，表示初熟節後的第 50天。 

b. 舊約：希伯來文 Shavuot，是「Weeks」之意，滿了 7個安息日的收割，

舊約記了三個名稱：1) 七七節 The Feast of Weeks(出 34:22; 申 16:10)。

2) 七七節莊稼初熟之日 The Feast〔Sabbath〕of the First Fruit(民 28:26)。

3) 收割節 The Feast of Harvest(出 23:16)，收割田裡的初熟之物。 

3. 歷史：舊約時期是以色列領受律法的日子，新約時期是教會領受聖靈的日子。 

a. 舊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 3個月〔五旬節〕到西乃山(出 19:1)，領受

神的律法。後來摩西在山上 40晝夜，再一次領受神的律法(出 34:27-28)。 

b. 新約：耶穌復活後有 40天與門徒同在。在升天之前吩咐門徒在耶路撒冷

等候聖靈降臨。10天之後，即五旬節，聖靈就澆灌下來(徒 1:4-5; 2:1-4)。 

4. 意義：五旬節〔七七節〕為慶祝莊稼初熟的節日(民 28:26)，不同於初熟節為

慶祝大麥收成，五旬節是為慶祝小麥的收成。祭司要把初熟的小麥磨成細麵，

加酵，烤成兩個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神〔表示獻上最好的〕。當所獻初熟之物

蒙神悅納，就保證神會應允賜福給祂的子民，將在秋季節期有大豐收。 

5. 計算：從初熟節到五旬節期間，以色列人要數算這日子，稱為「Omer俄梅珥」，

每天要獻給神一俄梅珥〔約 2公升〕的作物，直到過完七個安息日。 

6. 加酵：祭司除了獻一般的祭牲之外，還要將兩個有酵的餅當作搖祭獻給神，

這是平安祭的一種，帶表感謝祭和甘心祭(利 7:13; 申 16:10)。 

7. 安息：這天必須是安息日，什麼工都不可做(利 23:21; 民 28:26)，五旬節也是

舊約三個主要節期之一，以色列的男子都要上來朝見神(申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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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旬節的慶祝 

舊約三處記載如何守五旬節(利 23:15-21; 民 28:26-31; 申 16:9-12)，但隨著不同

時代，過節的方式雖有改變，但神藉這節所要表達救贖的涵意仍隱含在其中。 

1. 計算俄梅珥：初熟節到五旬節期間，猶太人在日落每一天的開始〔6:00pm〕，

都會朗誦一段祈禱文，並說：「今天是俄梅珥的第 1天。」且把週數說出來，

例如：「今天是俄梅珥的第 17天，也是 2週又 3天」，直算到計算 7個安息日

為止。他們並朗讀詩篇 67篇，因為希伯來文聖經中，這篇共有 7節，49字。

內容說到神賜福給祂的子民和萬國萬民，並賜下地裡的土產，故此要稱頌祂。 

2. 律法被賜下：聖殿被毀之後，五旬節就不能按著律法來守節。公元 140年，

公會決定把五旬節用記念律法的方式來取代農事慶祝。以色列到西乃山是在

3月，就是五旬節期間。因此，現今五旬節強調的主題是「頒發律法的日子」。 

3. 傳統慶祝：猶太人散住世界各地，但仍然持守他們的信仰，遵行律法。雖然

他們還不認識彌賽亞，但是在他們所守的節慶中，仍隱含對彌賽亞的盼望。 

a. 美化家庭：猶太人在五旬節時，把家和會堂裝飾得綠意盎然，花團錦簇，

以記念莊稼收成的節日。特別是把會堂中的律法卷軸裝飾得華麗榮美。

猶太人相信神在賜下律法時，正值春天，西乃山充滿綠意。 

b. 頌讀律法：頌讀出埃及記 19~20章，記念神賜律法，每當讀到十誡時，

會眾都要站立。也讀以西結書 1:1-28，3:12，哈巴谷書 2:20-3:19，神賜

律法時，彰顯祂的榮耀。又讀路得記，路得到怕利恆時正是收割的日子，

她雖是摩押女子，卻以耶和華為她的神，且遵行律法，以致蒙神的賜福。 

c. 晚餐：五旬節的晚餐以奶製品食物為主，有各種乳酪作成的糕點，拉比

認為神的律法如奶與蜜(彼前 2:2)，讓人喜愛。慶祝五旬節滿有歡喜快樂。 

d. 守夜：有些對律法熱心的人徹夜不眠，學習、討論律法書 Torah，也就是

摩西五經。有些年輕人在五旬節時立志，決心按著律法的規定來生活。 

 

三. 基督和五旬節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從死裡復活(林前 15:20)，當祂得榮耀，就賜下聖靈(約 7:39)。 

1. 用聖靈施洗：彌賽亞是用聖靈施洗的(約 1:33)，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吹氣，

叫他們受聖靈(約 20:21-22)，並讓他們在五旬節受聖靈的洗(徒 1:4-5; 2:1-4)。

神賜聖靈為要叫人遵行神的誡命(結 36:27)，成為神榮耀的形像(林後 3:17-18)。 

2. 人子得榮耀：耶穌還沒有得榮耀之前，聖靈還沒有賜下(約 7:39)；一粒麥子

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3-24)。當耶穌受難、從死裡復活、

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耶穌就得著榮耀；聖靈便被賜下來，降在屬祂的人

身上。當聖徒靠著聖靈結出果子，父神還要再得榮耀(約 12:28; 15:8)。 

3. 賜屬靈恩賜：門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說起別國的話來。當耶穌升上高天，

擄掠仇敵，將各樣恩賜賞給人(弗 4:8-16)，為要建造教會，成為祂榮耀的身體。 

4. 基督的再臨：五旬節表示春季節期的結束，當五旬節所獻初熟之物蒙神悅納，

表示神應許秋季的收成〔吹角節到住棚節〕，就是末世基督再臨時的大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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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個搖祭的餅 

不同於一般獻的素祭是獻無酵餅，五旬節獻的新素祭要加酵，有其屬靈的意義。 

1. 兩塊石版：猶太傳統把五旬節視為神在西乃山賜下律法的日子，摩西從山上

領受律法帶下兩塊石版。所以細麵加酵烤成兩個搖祭的餅，就代表兩塊石版。 

2. 兩個見證：代表猶太人和外邦人，或舊約和新約〔見證 Testament〕，都是為

彌賽亞作見證〔必須兩個才能作見證(太 18:19-20; 申 19:15; 約 5:30-37)〕。 

3. 十分之二：十分之一是與神立約成為神子民的記號(創 28:22)。烤成兩個有酵

的餅，一個餅伊法十分之一〔俄梅珥(出 16:36)〕，代表兩個與神立約的子民。

即舊約的以色列人和新約的教會，或指接受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4. 有酵的餅：猶太拉比認為酵代表「罪」，有些教會也承襲這個講法，認為酵就

代表「罪」。然而酵可代表肉身的歡愉和喜悅，律法也沒有禁止吃酵，甚至還

可以將有酵的餅獻給神，就是平安祭中的感謝祭和甘心祭(利 7:13; 申 16:10)。 

5. 新約的酵：一點的麵酵可使全團發起來，意思是「至小影響至大」。 

a. 教訓：耶穌提醒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太 16:5-12)，這「酵」

所指的是「教訓」。猶太人受他們教訓的影響，至今還不認耶穌是彌賽亞。 

b. 舊酵：指舊人的罪性、惡習(林前 5:6-8)，若不完全革除，就影響聖徒，

不能成為新造的人。反被私慾牽引誘惑，最終陷入罪和死的地步(雅 1:15)。 

c. 天國：耶穌以麵酵比喻天國(太 13:33)，天國是「神作王掌權的地方」，

聖徒生命讓聖靈掌管，從小處開始，至終成為完全，進到榮耀的天國。 

6. 歡欣喜樂：先前三個節要吃無酵餅，五旬節要以歡樂之情記念神的看顧賜福。

有酵餅使人愉悅，聖徒得著聖靈，就成為聖潔，滿有喜樂(羅 11:16; 14:17)。 

 

五. 神子民的記號 

五旬節是神在西乃山與以色列人立約，賜下律法的日子，猶太傳統也把這天看作

神與以色列民的結婚記念日。五旬節也是教會誕生的日子，聖靈被賜下來，作為

新約聖徒得基業的憑據。靠著聖靈成為聖潔，等候基督再臨，成為羔羊的新婦。 

舊約律法 新約聖靈 

神將律法刻在石版上(出 24:12) 律法寫在心版上(耶 31:33; 結 36:26-27) 

用神的指頭寫的(出 31:18) 用神的靈寫的(林後 3:3) 

律法賜下後，有 3000人被殺(出 32:28) 彼得講道，有 3000人得救(徒 2:38-41) 

律法的字句(林後 3:6) 律法的精意(羅 2:29; 7:6; 林後 3:6) 

律法作記號(申 6:6-9; 民 15:38-40) 聖靈為印記(林後 1:22; 弗 1:13) 

在西乃山上，有雷轟、閃電、密雲，並

且角聲甚大，百姓盡都發顫(出 19:16) 

在馬可樓上，天上有響聲下來，像大風

吹過，門徒就都被聖靈充滿(徒 2:1-4) 

條件是遵行神的話(出 19:5) 條件是遵行主的命令(約 14:15-17) 

西乃山之約(出 19:11) 錫安山之約(羅 11:26-27; 來 12:22) 

以色列人讀律法時還蒙著帕子，不敢見

神的榮光(林後 3:14) 

聖靈使人自由，得以坦然見主的榮光，

至終成為祂的形像(林後 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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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獻初熟的果子 

神在五旬節賜下律法，使以色列成為初熟的果子(何 9:10)；也賜下聖靈，使教會

成為初熟的果子(雅 1:18)。神應許要賜祂的子民新心新靈，並將祂的靈放在我們

裡面，使我們順從神的律例典章(結 36:27)，成為初熟的果子獻與神(啟 14:4)。 

1. 天國降臨：耶穌用收割和結果實比喻天國，凡靠聖靈遵從神命令的，神國就

在其中，將來要被收割，進到神的榮耀裡(太 13:36-43; 啟 14:15-16)。 

2. 日期滿足：七是完全的數字，初熟的果子過了七個安息日，就要完全成熟。 

a. 成聖：凡被帶到神面前分別為聖，不論是人或是聖器皿，都要彈血七次，

代表完全的潔淨(利 4:17; 8:11; 14:7)，才能成為完全屬神的。 

b. 聖言：神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如同銀子在泥爐中被煉過七次(詩 12:6)，

聖徒要因神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神(詩 119:164)。 

c. 稱義：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箴 24:16)。如果弟兄一天七次得罪我，

又七次回轉，我總要饒恕他(路 17:4)，甚至饒恕他七十個七次(太 18:22)。 

d. 在神寶座面前有七眼七角，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使蒙恩

得贖的百姓成為祂的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 5:6-10)。 

3. 聖靈果子：聖徒靠聖靈得生，也要靠聖靈行事。若把肉體連同肉體私慾一同

釘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符合律法的要求，可以結出聖靈的果子(加 5:22-25)。 

4. 長大成熟：結出果子尚需能夠長大成熟，不要成為未熟而落的果子(啟 6:13)。

就像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聖靈〕。表示聖徒的

生命需要常被聖靈滋潤，好遵行主的話，生命才能顯出神兒子榮耀的形像。 

5. 奉獻給神：初熟的果子不留給自己，而是獻給神。基督要使教會成為聖潔，

沒有瑕疵，獻給自己(弗 5:26-27)，在祂裡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 1:28)。 

 

七. 五旬節的意義 

1. 天門敞開：五旬節象徵天門敞開，神的恩典從天而降，賜福全地。神的子民

獻上當納的什一和初熟的果子，神便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他們(瑪 3:10)。 

a. 地裡出產：因著亞當犯罪，地便受咒詛，挪亞時代，神敞開天上的窗戶，

40晝夜降下大雨(創 7:11-12)，神就不再咒詛地，使莊稼不息(創 8:20-22)。 

b. 神的話語：神在西乃山賜下律法，將祂的法則啟示給祂的百姓，要他們

信靠遵行。神的話就如雨雪從天而降，使順從的人蒙福(賽 55:10-11)。 

c. 聖靈降臨：基督完成救贖的工作，便賜下聖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徒 2:17)。 

2. 福臨外邦：外邦女子路得到伯利恆時，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日子，直到收完了

大麥和小麥(得 1:22; 2:23)，這期間就是初熟節到五旬節。路得受律法的遮蓋，

能以拾穗，被波阿斯迎娶，成為大衛的曾祖母。這卷書反映神的救贖，當人

愛慕神，甘心樂意遵行神的律法，即使外邦人，也能領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3. 愛神愛人：五旬節除了向神獻禮物，在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

拾取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利 23:22)。舊約誡命的總綱要愛神和愛人，

新約聖徒要愛主，遵行祂的誡命，用基督的愛彼此相愛(約一 4:2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