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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五)吹角節 Yom Teruah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

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利未記 23:23-25) 

 

一. 傳統與背景 

春季節期結束後，開始漫長的夏天，4至 6月沒有節期，直到 7月，才開始秋季

的節期，分別是：7月 1日的吹角節，7月 10日的贖罪日，7月 15日的住棚節。

春季節期已經應驗在基督的第一次降臨，秋季節期則預表基督將要末世再臨。 

1. 日期：猶太曆的 7月 1日，按公民曆〔舊有曆法(出 12:2)〕而言，這是新年，

也就是舊有的 1月 1日。相當於陽曆的 9~10月間。吹角節開啟了秋季節期的

序幕，也就是慶祝果樹的收成，接著還有「贖罪日」和「住棚節」。 

2. 名稱：猶太傳統認為神在 7月 1日創造天地，甚至創世記的第一句話「起初」

以「7月 1日」來代替。神是在公元前 3761年的 7月 1日創造世界。 

a. 舊約稱吹角節，或 Yom Teruah「大發響聲的日子」，那天要在全地吹號。 

b. 被擄後，採用巴比倫的新年，7月稱為提斯利月 Tishri，意思是「開始」。 

c. 聖殿被毀之後，祭司制度瓦解，也無法在聖殿中吹角。猶太人散居各地，

就以猶太曆的「新年 Rosh Hashanah〔一年之首〕」之名來代替。 

3. 吹角：神吩咐以色列人每月的月朔〔初一〕要吹號(民 10:10)，提醒以色列人

新月份的開始。而 7月 1日不只是要吹號〔銀號〕，也要吹角〔羊角〕，提醒

神子民秋季節期開始了，特別要預備 7月 10日「贖罪日」來到。猶太傳統用

「羊角」是記念亞伯拉罕獻以撒的公羊，不用「牛角」是避諱從前造金牛犢。 

4. 主題：悔改。從 7月 1日到 7月 10日稱作「可畏的日子」，7月 10日大祭司

一年一次進到至聖所為以色列全會眾贖罪，所以在「贖罪日」前，以色列人

都必須要悔改、認罪、自省，使罪得赦免。〔贖罪日預表末後的審判〕 

5. 收成：春季節期是慶祝榖類的收成，秋季節期則慶祝水果的收成，就是葡萄、

橄欖、無花果，這三種果品都是代表神的子民，在末世要收成進到神的倉裡。

〔以色列在年底〔新年之前〕要慶祝收藏節(出 23:16)，就是果品收成的日子〕 

6. 暗夜：這是耶和華的七個節期中唯一在月朔，就是夜色最暗，月光最黯淡時

所過的節期。其它六個節期多半在月亮比較圓，也就是夜色比較亮的時候。

屬靈上，代表「神大而可畏〔基督再臨〕的日子」來臨的時候，將會是黑暗

幽冥，吹角吶喊的日子(番 1:15-16)。提醒神的子民預備迎接神的審判。 

7. 沉寂：五旬節〔約在 3月 6日至 12日之間〕過後，有漫長的三個多月的時間

〔4~6月〕沒有節期，直到 7月 1日的吹角節，才開始有秋季節期。屬靈上，

這段時間就是基督第一次降臨和祂末世再臨之時。當五旬節聖靈降臨，開始

教會的時代，福音要傳遍天下，然後末期才來到。然而，這時辰無人知道，

聖徒卻要警醒、預備，等候基督的再臨，天上將有神的號吹響(帖前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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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節的方式 

聖經記載過節的方式，但聖殿被毀後，就無法按律法的規定來獻祭過節，也不能

在聖殿吹角。因此，猶太人就發展在會堂過節的方式，來守吹角節。 

1. 吹號的聲音：號分為兩種，一個是用銀子錘的銀號，一個是羊角做成的號角。

許多招聚聖民聚集的場合要吹銀號(民 10:10)，有些特殊場合除了銀號，還要

吹角，猶太古史曾記載吹號之處在聖殿城牆的西南角，傳統的吹號方式是：

1) 一聲「長音 tekiah」，2) 三聲「短音 shevarim」，3) 九聲「碎音 teruah」，

4) 一聲「大長音 tekiah gedolah」，重覆三次。吹角節一整天都要吹號，並且

吹得比一般時候來得大聲。吹角不僅宣告新月、新年，更是提醒神的子民要

預備迎接一年中最重要節期：贖罪日，這關係全以色列百姓是否得著救贖。 

2. 特別的一天：吹角節不是單獨過節，而是與其它日子合併來過。 

a. 最長之日：由於每月初一是由觀測新月而定，為防止疏漏，便用兩天來

守吹角節。拉比認為這兩天視為一天，所以，吹角節可謂是最長的一日。 

b. 預備之日：不是到吹角節才開始預備迎接「贖罪日」，而是從 6月 1日起，

每天早上都要吹號，提醒大家要都悔改。但 6月 30日，吹角節前一天，

要安靜，不要吹號，直到 7月 1日才又吹號。猶太傳統認為摩西第二次

上山領受神的律法是在 6月 1日，經過 40天，到 7月 10日贖罪日那天

下山，山下的百姓在這 40天悔改，神赦免他們拜金牛犢的罪。 

c. 可畏之日：吹角節到贖罪日的這十天，在猶太人的眼中是最神聖的節期，

一般的婚禮和慶祝活動都避開這時段，他們相信末日審判就在這期間。

當天判定三等人，一是義人，一是惡人，一是善惡摻半的人。義人要上

天堂，惡人要下地獄，善惡摻半的人在這十天內才要被判決。天堂的門

就在吹角節那天被打開，在贖罪日那天關閉，義人在當天得以進入天堂

(詩 118:19-20; 賽 26:2)。所有案卷都要在贖罪日那天完全結案。 

3. 傳統的守節：沒有聖殿獻祭儀式，吹角節改在會堂舉行。雖然主題是悔改，

但相信神會救贖祂的子民，守節的氣氛帶著盼望，充滿歡樂。 

a. 守安息日：這天什麼工都不可做，必須安息，一般猶太人多半不工作，

在享用豐盛的晚餐後，就到會堂去聚會，第二天早上也有聚會。 

b. 吹角聚會：吹角節早上的聚會是所有節期中最長的一場，有時長達 5小

時，人們要唱詩、禱告、讀以下經文：創 21-22章; 撒上 1:1-2:10; 耶 31:2-20; 

民 29:1-6，並以吹角穿插其中，有時吹角甚至超過一百次。 

c. 水邊儀式：下午猶太人多半會到河邊、湖邊，海邊，根據彌迦書 7:19的

經文將麵包屑、卵石投到水裡，代表神要將他們的罪孽投到深海。他們

頌讀一些經文(詩 33; 118:5-9; 130; 賽 11:9)，並彼此祝賀新年快樂。 

d. 應節用品：這是猶太人的新年，他們彼此互寄賀年卡。也慶祝果子收成

的季節，是甜蜜的日子，故以蘋果沾蜜當作應節的食品。 

e. 互相祝賀：吹角節和審判有關，義人的名要被記在生命冊上(詩 69:28)，

所以在吹角節一般彼此祝福的話是：「祝你今年被記在生命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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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吹角的目的 

吹號表示公開的宣告，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默默的出現，而是普世都要知道。

末世基督榮耀再臨的時候，將有號筒發聲，沒有人會錯過祂再臨的日子。 

1. 舊約吹角：當以色列人被招聚，宣告聖會，或面對爭戰，帳幕移動時，都要

吹號。有時銀號、羊角，和人聲混合所發出的聲響，都有其特殊的意義。 

a. 頒布律法：神在西乃山顯現，發出角聲，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出 19:19)。 

b. 宣告禧年：過 7個安息年後的禧年，遍地要大發角聲，宣告自由(利 25:9)。 

c. 聚集百姓：過節(民 10:9-10)、爭戰(士 3:27)、救贖(賽 27:13)，都要吹號。 

d. 在爭戰時：以色列人和仇敵爭戰，要發出角聲，靠神得勝(書 6:20)。 

e. 宣告王權：新王即位時，要吹角宣告(王上 1:34, 39; 王下 9:13; 11:12-14)。 

f. 發出警示：守望人在遇到特殊情況時要吹角警告(摩 3:6; 耶 6:1; 結 33:6)。 

g. 宣告悔改(賽 58:1)；顯明神的可畏，祂在全地作王(詩 47:5)；宣告彌賽亞

降臨(亞 9:14)和主的日子(珥 2:1)；獻上讚美(詩 150:3)，都要吹角。 

2. 新約吹角：不是屬世吹號的聲音，而是關乎末後所要成就的事，天上要宣告

基督再臨的日子，會有大聲的吹號，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基督榮耀降臨。 

a. 基督再臨：基督再臨的日子(太 24:31; 帖前 4:16)，天上將有號筒的聲音。 

b. 死人復活：末後號筒吹響，睡了的人要醒來，死人要復活(林前 15:52)。 

c. 天使吹號：約翰被提到天上，看見異象，聽到天上聲音，像是吹號(啟 4:1)。 

d. 世界末日：末世的奧秘被揭開，七印之後，會有天使吹七號，宣告世界

將要敗壞，福音要傳遍天下，基督要作王，並要施行審判(啟 8-11章)。 

 

四. 彌賽亞作王 

彌賽亞降臨就是要建立神的國，並要作王掌權，祂的國權直到永遠，沒有窮盡。

使徒約翰在拔摩島聽見有大聲音如吹號(啟 1:10)，後來又聽見七號(啟 8-11章)，

寫下了啟示錄，寫下耶穌基督的啟示和末後的啟示(啟 1:1)。 

1. 坐寶座上：彌賽亞第一次降臨時是謙卑的君王，成為逾越節的羔羊，在十架

上完成救贖的工作。當祂再臨的時候，要坐在寶座上與眾天使從天榮耀降臨

(太 25:31)。王登上寶座要吹角宣告(王上 1:34)，神在全地作王掌權，有角聲

相送(詩 47:5-8)；基督榮耀降臨的時候，也必先有吹號的聲音作為前導。 

2. 全地掌權：基督第一次降臨時，祂的國不屬世界(約 18:36)，祂的國只在信祂，

且尊祂為王的人心裡。基督再臨的時候，祂的王權要充滿天地之間，神的國

不僅在天上，在信祂，尊祂為王的人心裡，並且當第七位天使吹號的時候，

世界要成為基督的國(啟 11:15)。那時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祂是主。 

3. 施行審判：基督第一次降臨時，雖是為審判而來(約 9:39)，但祂不是來定人

的罪，而是叫人因祂得救(約 3:17)，祂擔當全世界人的罪，為我們受了刑罰，

使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祂再臨的時候，要審判全地，是祂所講的道

在末日要施行審判(約 12:47-48)。但對信祂，守祂誡命的人而言，末後的審判

就如同禧年時的「贖罪日」，遍地大發角聲，宣告自由(利 2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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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聖徒的經歷 

聖徒蒙召要進神國，必須經過試煉和爭戰，得勝的關鍵乃在於是否順從神，跟隨

神的引導，凡得勝的，就得著獎賞。聖徒的盼望就是末世基督的再臨，神要差遣

天使，用號筒的大聲招聚祂的子民(太 24:31)，預備與祂一同進入榮耀的得勝。 

1. 大災難：末日的審判是黑暗幽冥，吹角吶喊的日子(番 1:15-16)，將有空前的

大災難(太 24:21)。同時這也是基督榮耀彰顯的日子，神要熬煉祂的子民如同

精金(亞 13:9)，他們要挺身仰首迎接末世，因為那是得贖的日子(路 21:28)。 

2. 大收成：耶穌用收割的時候比喻世界的末了(太 13:39)，用莊稼的穀類與果子

比喻祂的子民(啟 14:14-20)，包含舊約的以色列民和新約的教會。所以到末世

的時候，外邦人和猶太人都要接受天國的福音，被收進神的國〔倉〕裡。 

3. 聖徒被提：末後的日子，神的子民中，有些免於和普天下人同受試煉(啟 3:10)，

或稱之為被提，他們被神的號聲招聚，被提到雲裡與主相遇(帖前 4:16-18)。

被提是奧秘的事，被提的觀念在 19世紀開始流傳，至今許多基督徒深信不疑。 

4. 爭戰得勝：天上的聲音好像吹號的聲音(啟 4:1)，凡聽見而順從的，就是聽見

聖靈的聲音(啟 2:7-3:22)，跟隨羔羊的腳蹤(啟 17:14)，他們就與祂一同得勝，

也就要與祂一同作王。末世，當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

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11:15)。」 

5. 聖徒復活：末日號筒吹響(林前 15:52)，死人都要復活，像是睡了的人被叫醒

(賽 26:19; 但 12:1-2)，被帶到神寶座前，並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約 5:28-29)。

若名字沒有被記在生命冊上，就要被扔在火湖裡，受第二次的死(啟 20:11-15)。  

 

六. 末世的預兆 

秋季節期預表基督未來將要成就的救贖工作，分別是：1)「吹角節：基督再臨」，

2)「贖罪日：白色大寶座的審判」，3)「住棚節：新天新地，神的帳幕在人間」。

吹角節是秋季節期的開始，代表基督再臨，宣告爭戰、審判，與祂的王權。 

1. 外邦人得救：在五旬節和吹角節之間，有一段漫長的夏日，神吩咐以色列人

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外邦人〕(利 23:22)。

路得記記載了神的恩典臨到摩押女子，外邦人蒙恩得以進到亞伯拉罕之約，

意思是五旬節後，吹角節之前，也就是教會的時期，神的恩典要臨到外邦人。

但以色列民並未被神遺忘，當外邦人數目滿足，以色列要全家得救(羅 11:25)。 

2. 基督要再臨：雖然這日子、時辰無人知道，但有預兆可以查驗(太 24:3-36)。 

a. 無花果樹長葉(太 24:32)：末世之前，神招聚祂的子民歸回(賽 27:12-13)，

以色列將會復國，以色列民將會承認耶穌就是彌賽亞(太 23:39)。 

b. 大聲的號筒(太 24:31)：神的子民被聚集，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基督

再臨的時候就是收割的日子，他們要被收入神的倉裡(太 13:39)。 

3. 末日的審判：吹角節是月朔，晚上沒有月光，代表黑暗時候。耶和華的日子

是審判的日子(番 1:14-16; 賽 13:9-10)，那是黑暗的日子，如基督在十字架上

擔當世人的審判，神關閉天上的光(太 24:29)。末世的審判要臨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