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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九)月朔 Rosh Chodesh 

每月朔，你們要將兩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七隻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

獻給耶和華為燔祭。每隻公牛要用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三作為素祭，那隻公羊

也用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二作為素祭，每隻羊羔要用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一

作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一隻公牛要奠酒半欣，一隻公羊

要奠酒一欣三分之一，一隻羊羔也奠酒一欣四分之一。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

中要月月如此。又要將一隻公山羊為贖罪祭，獻給耶和華；要獻在常獻的燔祭和

同獻的奠祭以外。 (民數記 28:11-15) 

 

一. 月朔的制定 

聖經中，月朔常和安息日連用(賽 1:13; 66:23; 結 45:17; 46:1)，一般而言，兩者

守節的方式大致相仿。雖然律法並沒有提到月朔要像安息日一樣不可做工，但從

阿摩司書 8:5顯示月朔可能要守安息，並且要歡喜快樂，這天不可禁食或悲哀。 

1. 日期：猶太曆每月初一稱為月朔，猶太曆以陰曆為準，每一回月亮圓缺循環

約有 29天半，因此每月不是 29天，就是 30天。每月初一是月亮最「暗〔缺〕」

的一天，從這天起漸漸變圓，直到初十五為滿月，或稱「月望」。猶太曆一年

有 354天半，一般一年有 12個月朔，每 19年有 7次潤月〔要加一個月朔〕。 

2. 名稱：月朔的希伯來文 Rosh Chodesh，意思是「月頭 The Head of the Month」，

是一月之首的意思。或稱為「新月 New Moon」，就像「新年」是一年之首。 

3. 守節：摩西五經並沒有特別規定守「月朔」的方式，只規定月朔時必須向神

獻祭和吹角。舊約聖經記載常把月朔和安息日、節期相提並論。一般而言，

這是較不重要的節期，但又是不可少的，與節期同等重要(民 10:10)。 

4. 制定：舊約時代，天文學並不發達，月朔的制定是憑著人的目測，並由祭司

認定。每月初一的制定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乎七大節期都能落在正確的日子，

每個節期的日期都必須以每月的月朔為基準，若月朔定錯了，節期也就錯了。 

5. 吹號：月朔是每月的初一，當這日被確認，祭司就要吹銀號，宣告這日分別

為聖歸與神。神要以色列百姓過七大節期，記念神為他們所行的恩惠，並且

預表彌賽亞，神要與他們相會。除了七個節期之外，每個月的月朔也是以色

列民與神相會的日子，月朔和節期也都要吹號(民 10:10; 詩 81:3)。 

6. 七月：每個月的月朔都要吹號，但在七月初一，除了吹銀號外，還要吹角，

也就是羊角製成的號。七月初一又被稱為「吹角節」，或「新年，一年之首」。

是十二個月朔中，最特別的一個，並且被定為七大節期之一。七月初一日，

除了要獻月朔的祭物之外，還要另外獻上吹角節的獻祭(民 29:1-6)。 

7. 獻祭：月朔要獻的祭記在民數記 28:11-15，較安息日獻得還要多(民 28:9-10)，

因此，在獻祭方面，月朔顯得比安息日還要重要。凡經過獻祭的節期或日子，

表示這天是要分別為聖歸與神。以色列人是藉著獻祭與神親近，所以，祭物

獻得愈多，表示與神愈親近。所以以色列人認為月朔是與神最靠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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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舊約的月朔 

舊約聖經記載月朔獻祭的條例，雖未實際記錄守月朔的例子，但有多處記錄各月

初一日的事蹟，這日就是月朔。月朔可以表示新的開始，靠主一切被更新了。 

1. 摩西五經：摩西五經中，月朔的記載只有在民數記(民 10:10; 28:11; 29:6)。但

有多處記載初一：洪水消退，山頂出現〔10月 1日〕，水都乾了〔1月 1日〕

(創 8:5, 13)。會幕落成〔1月 1日(出 40:17)〕；數點百姓〔2月 1日(民 1:2)〕；

亞倫死在何珥山〔5月 1日(民 33:38)〕；摩西重申神的律法〔11月 1日(申 1:3)〕。 

2. 歷史書：希西家王潔淨聖殿〔正月一日(代下 29:17)〕；猶太人回歸時在聖殿

的根基上獻祭〔七月初一(拉 3:1-6)〕，以斯拉為眾人頌讀律法書(尼 8:2)。 

a. 家族獻祭：大衛和約拿單的故事中，家族獻祭可能在月朔(撒上 20:5; 29)。 

b. 向神求問：人們求問先知，一般而言，是在月朔或是安息日(王下 4:23)。 

3. 先知書：先知責備以色列人雖然守月朔、安息日，只有儀文，卻沒有敬虔的

實質(賽 1:13; 何 2:11)。甚至在月朔藉著觀天象，看星宿說預言(賽 47:13)。 

a. 以賽亞說到新天新地時，凡有血氣的都在月朔、安息日敬拜神(賽 66:23)。 

b. 以西結四次提到在月朔〔初一〕領受神的異象(結 26:1; 29:17; 31:1; 32:1)，

並提到在節期、月朔，和安息日要向神獻祭，敬拜神(結 45:17; 46:1, 3, 6)。 

c. 阿摩司責備人們急著過完月朔、安息日，好做買賣，不當得利(摩 8:5)。 

d. 哈該最初領受耶和華的話是在六月初一日(該 1:1)，勉勵聖民起來建殿。 

4. 詩篇：詩篇 81篇被稱為月朔的詩篇，和詩篇 92篇〔安息日的詩篇〕一樣，

要歡喜聚集在神面前，用各樣的樂器讚美歌頌。記念神救贖以色列民出埃及，

並要吹角。吹角有宣告、警示、招聚、爭戰等作用，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記念

耶和華神的王權，最終要為他們預備救主彌賽亞，帶領他們爭戰得勝。 

 

三. 新約的月朔 

新約雖沒提到猶太人如何過月朔，但根據當時的史料，顯示以色列人從被擄之地

回歸之後，嚴格遵守律法。猶太人被視為一個宗教團體，大過於被視為一個國家。

他們也嚴格遵守節期、月朔、安息日。由於太過拘泥於日子和儀文，時常有爭論，

以致忽略了這些日子都只是影子，是為要預表將要來的救主彌賽亞(西 2:16-17)。 

1. 制定月朔：猶太人回歸後，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威在於公會 Sanhedrin，每月的

月朔是由公會發佈。當時不是以天文學的計算，而是以人的目測為準，公會

要聽取兩個以上的證人作證他們看見新月，公會就宣告：「這天被分別為聖」。 

2. 傳遞各地：當時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公會必須把月朔的宣告傳達給各地的

猶太社區，藉著火光，從耶路撒冷傳到各地的猶太社區。由於這種方式常受

人為或天候的阻礙，直到 358年，公會頒定精確的猶太曆法，根據天文學和

數學的計算，設置固定的曆法，才取消人為目測方式所制定的月朔。 

3. 看重月朔：若天候不佳，無法目測新月，猶太人就過兩個月朔，以確定沒有

錯過月朔的獻祭。聖殿被毀前，聖殿是猶太人敬拜的中心，獻祭和吹角都在

聖殿舉行。月朔獻祭比安息日獻得還多，所以被視為比安息日還更重要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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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代的月朔 

但聖殿被毀後，猶太人敬拜的中心轉移到猶太會堂，就不再有獻祭等儀式，而以

聚會、讀經、禱告來取代牛羊的獻祭。由於月朔比較看重獻祭，不像安息日看重

聚會，以致現代的猶太人對於月朔比較不重視，常把月朔和安息日合併記念。 

1. 會堂聚會：會堂聚會多半以安息日的聚會和一般過節為主，除了 7月的月朔，

即 7月 1日的新年，會堂有聚會，一般而言，在月朔並沒有特別聚會。 

2. 守安息日：月朔一般都併入安息日的聚會，每月最後一個安息日，就是次月

月朔之前的安息日，都要為即將來臨的月朔做特別的祝禱和讀經來守月朔。

若月朔正好落在安息日，就要另外頌讀撒母耳記 20章以作為記念。這段經文

提到掃羅家和大衛家守月朔的情形，並記念大衛和約拿單之間的友誼。 

3. 分別為聖：由於猶太信仰非常在意將時間「分別為聖」，所以每一個新月份的

月朔都會被重視與慶祝。通常月朔的當天，會堂的儀式會增加特別的禱文，

早晨的儀式裡也會閱讀短短的一段妥拉〔摩西五經〕，來表達對這天的重視。

月朔雖不算是正式的節期，但在猶太人眼中，月朔卻被視為「半個節期」。 

4. 頌讀聖經：月朔頌讀的聖經是民數記 28:1-15，說到月朔獻祭的條例；還有說

詩篇 81篇，並讚美的詩篇，詩 113-118篇，表示月朔是一個歡喜快樂的日子。 

 

五. 月亮的意義 

月朔是以月亮每一次圓缺循環而定，神創造月亮，繞著地球轉，共同繞著太陽轉。

月亮反照太陽的光，構成節令、日子，所有植物的生長，動物的繁衍生息，都和

月亮有關。屬靈上，日和月都代表永存的事物，象徵彌賽亞和屬祂的子民。 

1. 創造之初：神命令天上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於是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創 1:14-16; 詩 8:3-4; 136:8-9)。神以月亮定節令(詩 104:19)，藉著

週而復始的循環，顯明神不僅創造萬物，也營造萬物生生不息的環境。 

2. 日月輝映：月亮本身並不發光，而是反射太陽的光。屬靈上太陽預表彌賽亞，

祂是公義的日頭(瑪 4:2)，月亮屬靈的意義指教會，反映基督的榮耀(弗 1:23)。

雅歌以月亮來形容美麗的女子(歌 6:10)，也就是羔羊的新婦。基督在世上是

世界的光，聖徒就作光明之子，返照基督的榮光(林後 3:18)，彰顯祂的生命。 

3. 末世預兆：在世界的末了，基督再臨的日子，月亮不放光(珥 2:30-31; 啟 6:12; 

8:12; 賽 13:10; 結 32:7; 太 24:29; 可 13:24; 路 21:25)。月亮預表教會，可能

在末後的日子有大災難，聖徒要受試煉逼迫，但基督會拯救他們。 

4. 基督顯現：末世基督再臨，帶領聖徒爭戰得勝後，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

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樣(賽 30:26)。聖徒雖恢復失去的榮光，和原有的伊甸園

(賽 11:6-9; 51:3; 65:25)，這些不能和彌賽亞的榮光相比(賽 24:23; 啟 21:23)，

當彌賽亞要建立祂的國度，在全地作王時(亞 14:9; 詩 2:6-8)，祂的國如日月

之恆(撒下 7:16; 詩 89:34-37)。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不用日光和月光，

基督將不再隱藏，而顯明祂是永恆的光(啟 21:23; 賽 60:19)，光照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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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神創造月亮 

月亮的形成實在奇妙，科學家提出許多的假設，但都不能自圓其說，他們認為：

「要解釋月球不存在，要比解釋月球存在更容易些。」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巧合，

讓人不得不相信聖經所記載的，神創造宇宙萬物，祂也創造了月亮(創 1:14-16)。 

1. 陰陽：相較於太陽的光和熱的陽性特性，月球顯出陰冷、柔和的陰性特性，

每月固定的盈虧與女性生理週期相似，自古至今，月亮被視為女性或母親的

象徵。潮汐和節氣的循環，關乎許多動植物的繁衍，也都與月球有關。 

2. 巧合：太陽體積為月球的 6千 4百萬倍，但從地球看月亮和太陽幾乎一樣大，

因地球到太陽與到月球的距離比，和太陽與月球的直徑比大致相同〔400：1〕。 

a. 月球直徑：3,480公里，地球和月球的距離：384,400公里。 

b. 太陽直徑：1,370,000公里，地地和太陽的距離：150,000,000公里。 

3. 同步：月球自轉週期和公轉週期是完全一樣〔27.32天〕，因此只能看見月球

永遠用同一面向著地球。月球對地球所施的引力是潮汐現象的起因之一。 

4. 恆常：在人的眼中，月有陰晴圓缺，但實際上，月亮總是忠實地繞著地球轉，

光照地上所有生物，月的臉光總不改變。聖經形容彌賽亞，說：「祂的寶座在

我面前如日之恆一般；又如月亮永遠堅立，如天上確實的見證(詩 89:36-37)。」 

 

七. 月朔的象徵 

月朔是神藉著祂所造的兩個大光，為大地所定的日子和節令，在每個月的循環和

先後秩序，將神的恩典顯明出來，從小至大，由缺乏到豐滿，從黑暗進入光明。 

1. 月初：月朔就是「每月之首，或稱新月」，正如初熟的果子代表所有的收成，

頭生的長子代表全家，若月朔的獻祭被悅納，則整個月就蒙悅納(羅 11:16)。

月朔所獻的祭多過每日和安息日所獻的祭，除了燔祭外，還有素祭和奠祭。

並且月朔的獻祭和逾越節、除酵節、五旬節所獻的祭相同。從獻祭的角度看，

表示月朔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節期，但其重要性並不亞於七大節期。 

2. 長子：正如以色列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要分別為聖歸給神，初熟的

果子也要獻給神，每月的開始，也都要分別為聖歸給神。一年有十二個月，

十二是神子民的數字，以色列被稱為神的長子(出 4:22)，如無花果樹上春季

初熟的果子(何 9:10)。新約的聖徒也被稱為初熟的果子(羅 8:23; 林前 15:23; 

啟 14:4)，也要成為名錄在天上的諸長子(來 12:23)，故都要分別為聖歸給主。 

3. 新生：月朔是新循環的開始，開始的時候月亮不顯著，不容易被看見。就如

象徵天國和信心的芥菜種，會漸漸長大；月朔之後，月亮會漸漸明亮，直到

滿月，完全反映太陽的亮光。聖徒在領受基督的新生命，也是一點一點變化

改變，要時常敞著臉，被基督光照，就漸漸變成祂榮耀的形像(林後 3:18)。 

4. 榮耀：當新天新地，彌賽亞建立祂永遠的國度時，祂要帶領祂的百姓和萬國

萬民守安息日和月朔(結 46:1-8; 賽 66:23)。代表神要與祂的聖民同住〔安息〕，

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兩邊有生命樹，

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醫治萬民(啟 21:3;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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