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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七)住棚節 Sukkot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

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

的枝條並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

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

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曾使他們住在棚裡。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未記 23:33-43) 

 

一. 住棚節的背景 

從吹角節到贖罪日的十天，神的百姓禁絕許多享受，專心到神面前自省。贖罪日

之後第 5天，神子民與神與人和好，感受平安滿足，就一同進入歡樂的住棚節。 

1. 日期：猶太曆的 7月 15日【有時與中國的中秋節〔農曆 8月 15日〕同天】，

從這天起，一直到 7月 22日，一連八天，要有盛會，每天並要向神獻祭。 

2. 名稱：Sukkot意思是「帳棚」，是聖經上提到最多的節期，也是 7個節期中的

最後一個，或稱收藏節(出 23:16; 34:22)。這節期表示今年所有的農作物收成

完畢，就要向神獻上感恩，所以，也可以把住棚節視為舊約的「感恩節」。 

3. 意義：記念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 40年，支搭帳棚居住，神與他們同在。日間

用雲柱，夜間用火柱引導他們前行，保護他們，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 

4. 主題：歡樂。經過 7月 10日贖罪日的救贖後，以色列民的罪孽被塗抹，過犯

得以赦免，就得以與神同住。所以，他們帶著極大歡樂的心情來守這節。 

5. 朝聖：這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朝見神的最後一次，每次到神面前都不能空手

(申 16:16)，他們要向神獻禮物和祭物，24班祭司都要在節期中當職。 

6. 普世：在逾越節時，外邦人或未受割禮的人不能吃逾越節的晚餐(出 12:48)，

但在住棚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卻要一同慶祝住棚節(申 16:14)。末世的末了，

萬國都要過住棚節(亞 14:16-19)，因為，世上的國要成為神的國(啟 11:15)。 

7. 同住：神無所不在，但也要彰顯祂的同在，藉著住棚節，就顯明神樂意住在

祂的子民中間。在曠野，神住在會幕當中；到所羅門時代，神住在聖殿中。 

a. 曠野：猶太傳統認為摩西於 6月 1日上山再次接受律法，40天後下山時

是 7月 10日贖罪日，表示神赦免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犢的罪(出 34:28)。

幾天後，就是 7月 15日住棚節，開始收集建造會幕的材料(出 35:1-36:7)，

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會幕的目的，就是要與他們同住(出 25:8)。 

b. 聖殿：神本來不要人為祂建殿，但大衛立意要為神建殿，在所羅門時代

聖殿建成了(徒 7:46-50)，神也賜福看顧(王上 9:1-3)，並樂意與他們同住。 

8. 節令：過了住棚節，就是秋雨季節的開始，秋雨降下能使土鬆軟，以便播種。

若秋雨不來，土壤將變得乾硬，就影響下年度穀類收成。因此，祈求神降雨

也是住棚節的主要禱告之一，後來的慶祝儀式中加上「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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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舊約的住棚節 

住棚節是 7個節期的第 7個，7是完全的數字，表示神在祂子民身上做成完全的

救贖工作。神吩咐以色列人每年的住棚節都要朝見神，向神獻上禮物和祭物。 

1. 獻祭(民 29:12-39)：住棚節八天期間，每天都要向神獻祭，共計公牛 70隻，

公山羊 14隻，公綿羊 98隻，細麵 336伊法十分之一，這些都是 7的倍數。

其中 70代表萬國萬民，表示神的恩典要臨到萬國萬民(創 12:3; 加 3:8-9, 14)。 

2. 律法：住棚節時要讀律法書，這是住棚節的重點之一。特別在每逢七年的末

一年，也就是安息年〔豁免年〕，教導百姓遵行律法(申 31:9-13)。所有的債務

都要結清，凡是被賣為奴的，都要使他們得自由(出 21:2; 申 15:1-12)。 

3. 獻殿：所羅門建殿完成後，就選在住棚節獻殿，所以住棚節又稱為「獻殿節」。

聖殿落成後，以色列全會眾於 7月聚集(王上 8:2)，舉行獻殿儀式，神的榮光

充滿了殿，並在神面前守節 14日，直到 7月 23日(王上 8:65-66; 代下 7:1-10)。 

4. 回歸：以色列人在被擄之前，很少按著律法守節(尼 8:17)，回歸之後就嚴格

遵行律法。尼希米記載了住棚節的盛況，以色列人聚集在水門和以法蓮門的

寬闊處搭棚，祭司宣讀律法書，並且講解，讓以色列會眾明白(尼 8:1-18)。 

 

三. 新約的住棚節 

猶太人從被擄之地歸回之後，便嚴格遵行律法，每到節期必有盛會。住棚節除了

舊約的規定之外，他們加上其它的儀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水祭」和「點燈」。

雖未記在摩西五經，但被用於第二聖殿時期，記載於猶太古老法典Mishnah中。 

1. 水祭：除了奠祭〔酒祭〕之外，猶太人向神獻一罐水，也象徵求神賜下秋雨。 

a. 住棚節每早晨所有的祭都備妥之前，大祭司在歌唱作樂的簇擁下，來到

西羅亞池打一罐水，回到聖殿，從聖殿的南門〔水門(尼 8:3)〕進去。 

b. 眾祭司齊聲朗誦以賽亞書 12:3：「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c. 大祭司把水帶到祭壇，向神獻上水祭和奠祭，求神賜下秋雨。 

d. 會眾手拿棕枝，唱著詩篇 118:25，表示對彌賽亞降臨的盼望。 

2. 點燈：「水祭」過後，晚上在聖殿有點燈、點燭的儀式。以色列人在各處搭棚，

並且燒營火，把聖殿照得明亮，使耶路撒冷所有的地方都有亮光。 

a. 聖殿點燈的意義為的是記念所羅門獻殿時，神的榮耀降臨(王上 8:10)，

並且盼望神的應許實現，就是神的榮耀將來要歸回聖殿(結 43:1-5)。 

b. 住棚節時猶太人也盼望彌賽亞的降臨，祂被稱為「雅各之星(民 24:17)」、

「以色列的光(賽 10:17)」、「外邦人的光(賽 42:6)」、「公義的日頭(瑪 4:2)」。 

3. 彌賽亞宣告：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到耶路撒冷過住棚節的情景(約 7:1-10:21)，

這期間祂將自己顯明是彌賽亞，但人們卻不相信(約 7:40-43; 8:12-13)。 

a. 活水：在節期的末日，大祭司祈求神賜下秋雨，他要將一罐水澆在祭壇

旁邊；同時，從聖殿和城的各處都有水被潑出來。在這場合，耶穌卻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表示祂就是彌賽亞，祂用聖靈給人

施洗，祂要將聖靈澆灌下來，賜給凡口渴的人(約 7:37-39; 4:14; 賽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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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真光：耶穌顯明祂要賜下活水〔聖靈〕，並顯明祂是世界的光(約 8:12)，

使生來瞎眼的看見，法利賽人卻指控祂在安息日治病(利 23:39; 約 9:5)。

對不信的人而言，就像是瞎眼的，仍在黑暗裡，不能接受真光。但對信

的人而言，心眼被打開，就從黑暗的國度被遷到光明的國裡。 

4. 新耶路撒冷：表明神的帳幕在人間，那裡有神的河流過，神的光照耀在城中。 

a. 城內有生命水的河，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並長出生命樹(啟 22:1-2)。 

b. 當神與人同住，親自與他們同在(啟 21:3)，就不再有黑夜，神的子民也

不需要用燈光、日光，因為神要光照他們(啟 22:5)，親自成為他們的光。 

 

四. 現代的住棚節 

聖殿被毀後，猶太人散住世界各地守住棚節。依照猶太習俗，節期中，每天都要

邀請客人來到棚內用餐，大家一同享受節期，也讓孩子明白這節期的精神與歷史。 

1. 搭棚：贖罪日後，猶太人在後院用盤結的樹枝搭棚，屋頂可以遮陽，但必須

透空看到星空，表示人們心中嚮往天上的家。棚內點綴水果蔬菜，並在裡面

用餐，甚至在那裡過夜。孩子們用手工，或用帶有水果的樹枝，裝飾棚內。 

2. 樹枝：傳統過節的四種樹(利 23:40)，表示四種人，彌賽亞要在其中作王掌權。  

a. 美好樹上的果子〔柑橘〕：有口味又有香味，就如肯學習又有好行為的人。 

b. 棕樹枝：有口味但沒有香味，就如一個肯繼續學習但沒有好行為的人。 

c. 茂密樹的枝條〔myrtle〕：沒口味但有香味，如不肯學習卻有好行為的人。 

d. 柳樹枝條：沒有口味又沒有香味，正如一個不肯學習又沒有好行為的人。 

3. 歡樂：住棚節的聚會充滿歡樂的氣氛，人們把樹枝帶進會堂，繞著會堂行走，

聖經卷軸在中間，唱詩並拍打會堂的座椅，直到葉子掉落，代表罪被除去。 

4. 讀經：猶太人在每安息日都頌讀一段摩西五經，每年重覆一遍。聖經提到在

住棚節要讀律法書(申 31:10-13)。所以，住棚節後的第二天，就當作每年讀經

循環的開始，這天讀經的內容包括申命記的結尾和創世記的開頭。 

 

五. 末世的住棚節 

聖經常以農作物的收成比喻最後的審判(珥 3:13; 太 13:39; 啟 14:15)，住棚節是

所有作物收成的結束，是歡喜快樂的節慶，各地進入安息。也預表末後的審判後，

屬神的子民得以與神一同進到榮耀裡去，不屬神的人到他們自己的地方去。 

1. 召聚神的子民：末世，彌賽亞招聚祂的百姓，像收聚秋天的果子(賽 27:12-13; 

11:11-12)。以色列家要仰望他們所扎的(亞 12:10)，也就是他們過去所棄絕的

彌賽亞，向祂呼求(耶 23:7-8)，他們便要得救(太 23:39; 徒 2:21; 羅 11:25-26)。 

2. 萬民參與節慶：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時，萬民要受審判(太 24:14; 25:31-33)，

他們要朝拜大君王，並守住棚節(亞 14:16)。凡不上來過節的，就得不著雨水

滋潤(亞 14:17-19)，沒有聖靈使他們悔罪(約 16:8-11)，審判時必要受刑罰。 

3. 神要與人同住：救贖工作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

同住(啟 21:3)，神的榮耀會在祂的聖山顯現，像是帳幕保護(賽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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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彌賽亞的預表 

住棚節的意義和過節的方式，都在為彌賽亞作見證。祂第一次降臨，是道成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約 1:14)。祂第二次降臨，則要領我們進到祂的榮耀裡，與祂同住。 

1. 耶穌第一次降臨：兒子既有血肉之體，基督照樣也成了血肉之體，完成救贖

工作(來 2:14)。便賜下聖靈，使信祂的人成為神的兒女，與神同住(約一 3:24)。 

a. 道成肉身：彌賽亞是神的兒子，卻降世成為人子。約翰說：「祂住在我們

中間(約 1:14)，原文是「在我們中間支搭帳棚。」祂定意要與我們同住。 

b. 耶和華的苗〔樹枝〕：住棚節搭棚的材料主要是樹枝(尼 8:14-15)，這樹枝

就是指彌賽亞(賽 4:2)。彌賽亞要煉淨神的子民，使他們得以成為聖潔，

被祂遮蓋(賽 4:2-6)，藏身在祂裡面，才得以與神同住(詩 91:1)。 

c. 神的聖殿：耶穌以祂的身體來比作神的殿(約 2:19)，雖被拆毀，但祂要

重新建造起來。這身體也就是教會(弗 1:23)，聖靈住在其中，每個屬神

的人就像基督一樣成為活石，被建造成為聖靈的居所(彼前 2:5; 弗 2:22)。 

d. 進入安息：住棚節是收成的節期，放下一切工作，進入安息，彌賽亞使

我們進入安息(太 11:28-29)，歇了一切的工(來 4:10-11)，與神同住。 

2. 耶穌第二次降臨：為祂的子民預備居所，並接他們進入祂的榮耀(約 14:2-3)。

聖徒藉著聖靈遵行神的律法(結 36:25-27)，成為聖潔，得以進到神的榮耀裡。 

a. 覆庇神子民：末世神的子民要面對試煉和災難，但基督要榮耀顯現，把

祂的子民從大患難中帶出來。如以色列人在曠野，神用雲柱為他們遮蔽

日頭和炎熱，祂要覆庇末世聖徒，使他們完全得贖，不致受害(啟 7:13-17)。 

b. 揮舞棕樹枝：棕樹枝是住棚節搭棚的主要材料(尼 8:15)，也是聖殿裡的

裝飾(王上 6:35; 結 41:18)，代表與神同住(詩 92:12-13)。耶穌進耶路撒冷

時，群眾拿著棕樹枝出來迎接(約 12:13)，代表對彌賽亞的歡迎。末世時

各族、各民也有無數的群眾手拿棕樹枝迎接羔羊得勝凱歸(啟 7:9)。 

c. 迎接千禧年：末世基督要在全地作王，凡跟隨祂，與祂一同得勝，也要

與祂一同作王一千年(啟 20:4)。一千代表作王，當神在我們生命中作王，

我們就必得勝，與祂同坐寶座，也與祂同作王，直到永遠(啟 3:21; 22:5)。 

 

七. 回顧七個節期 

神制定七個節期，顯明祂永遠的救贖工作，這七個節期分為春、秋兩季，雖然和

農事有關，中間且穿插春雨、秋雨，但都是預表基督(西 2:16-17; 何 6:3; 珥 2:23)。 

1. 逾越節：基督是逾越節的羔羊，除去我們的罪孽，使我們得與神和好。 

2. 無酵節：基督是無酵餅，為我們作了榜樣，使我們脫去舊人，成為新人。 

3. 初熟節：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勝過死亡的權勢，使我們與祂同有復活的生命。 

4. 五旬節：基督是用聖靈施洗，使我們成為初熟的果子獻與神。 

5. 吹角節：基督要榮耀再臨，用號筒的聲音，招聚祂的選民，宣告祂的王權。 

6. 贖罪日：基督用自己的血成就永遠的救贖，使我們的名得以記在天上。 

7. 住棚節：基督要覆庇我們，成為聖潔，使我們進到祂的榮耀，永遠與祂同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