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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節期：概論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

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歌羅西書 2:16-17) 

 

一. 節期的意義 

聖經為基督作見證(約 5:39)，它不僅記載律法禮儀、歷史故事，和智慧語錄而已，

更是聖靈啟示，叫人透過聖經來認識耶穌基督，藉著基督來認識神和神的作為。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定了七個節期，稱為「耶和華所定的日子」，並且要

以色列民記念這些節期。藉著查考聖經的節期，可以印證舊約、新約聖經是一貫

的啟示，使我們明白節期中所有隱藏的奧秘，都在基督身上顯明出來。也使我們

明白神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在耶穌基督裡和祂子民身上所要顯明的旨意。 

1. 神子民要記念：這是神的命令。神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與他們

立約，使他們成為神的子民，記念節期是神子民的記號。神的子民遵守神的

誡命守節，表示神與他們立約所應許要賜給他們的，也都將要實現。 

2. 農作物的週期：神設立的節期和農事季節有關，表示週而復始，生生不息。

三大節和農作的收成有關：逾越節〔大麥〕，五旬節〔小麥〕，住棚節〔水果〕。 

3. 預表耶穌基督：七個節期預表了神救贖工作的順序、時候，和意義，七也是

完全的數字，每一個節期都是整體的一部分，述說一個完整的故事。節期也

稱作「聖會」，神定這節期有神聖的目的，藉著節期，神與人相會。神的救贖

工作始於逾越節時出埃及，象徵彌賽亞的救贖。其終極是住棚節，進到迦南

得地為業，象徵彌賽亞再臨時的新天新地，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4. 神所定的日子：救贖的工作是由神定的，且是給普天下的人，每一個人都有

與神「相遇」的機會。因為這些節期的屬靈意義都在彌賽亞的身上實現出來，

所以每個人必須與彌賽亞相遇，藉著祂得著救贖，與神和好。 

 

二. 關於曆法 

1. 陽曆：最早的陽曆可追溯公元前 45年，由羅馬凱撒大帝所頒布的。一年包含

365天，每四年一閏，那年的最後一月〔February〕加一天。因為一年的實際

日數為 365天 5小時 49分，1582年時，教皇貴鉤利把凱撒日曆修正，自 1600

年起，每第一百年不閏，第四百年才閏，這就是至今世上所用的貴鉤利日曆。 

2. 陰曆：猶太曆根據陰曆：「你安置月亮為定節令，日頭自知沉落(詩 104:19)。」

一個月平均 29天半，一年 12個月，共 354天，和陽曆一年相差 10又 1/4天。

為調整時差，猶太曆以 19年為循環，每 3、6、8、11、14、17、19年為閏年，

閏年的 12月〔亞達月〕要加一天，和一個閏月，稱為 13月或第二亞達月。 

3. 聖經曆：聖經的一年為 360天，有 12個月，每月有 30天。挪亞的方舟上的

150天，就是 5個月(創 8:3-4)；啟示錄所記載的三年半就是 1260日，或 42

個月(啟 11:2-3; 12:6, 14)。這數字看重靈意，而不在乎實際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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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猶太曆 

猶太人的年代追溯神創造天地的日子，他們認為那日是公元前 3761年的秋天。

例如公元 2000年在猶太曆則為 3760/3761+2000=5760或 5761年。由於月亮的週

期關係到動、植物的循環生長，以農牧為主的民族常以陰曆為計算時間的標準。 

1. 每日的推算：貴鉤利日曆一天的開始是固定在半夜 12點整，而猶太人以日落

為晚上，日出為早晨，一日是從日落〔晚上〕開始(創 1:5)。由於日落因季節

而改變，所以一天的開始隨著白晝的長短而更改，不是絕對的時刻。 

2. 月朔〔初一〕：古代天文學並不精確，所以每月新月的開始〔初一〕並不是靠

推算，而是靠觀察。猶太古典記載，每月初一由公會〔Sanhedrin〕聽取三個

「可靠的證人」宣告他們看見「新月」。這事證實後，公會就派人在橄欖山上

點火為信號，把消息傳遍散住各處的猶太人。初一的制定非常重要，這關乎

是否正確地守節。所以一些重要的月分，如一、五、六、七、九、十二月，

需要六個證人來證實新月的出現。但由於政情不穩，或敵人干擾，攔阻消息

傳達，都會影響節期的進行。所以，公元 360年後，猶太教長希列二世頒布

公會精心計算的猶太曆，從此不再需證人來定新月，這猶太曆延用至今。 

3. 兩種月名：猶太曆的月分在舊約聖經有兩種名稱，一種是被擄之前，用的是

迦南名〔一月稱亞筆月(出 13:4; 23:15)〕；另一種是被擄後，用的是巴比倫名

〔一月稱尼散月(尼 2:1; 斯 3:7)〕，現在猶太人所用的就是巴比倫名。 

4. 兩種曆：猶太古典記載，出埃及原在七月，改為正月後成為一年之始(出 12:2)，

稱為「宗教曆」。過去所用的曆則稱為「公民曆」，兩者相差六個月〔半年〕。

以色列是農牧民族，他們的曆法關乎農作物的耕種與收成，他們在年底要守

「收藏節」(出 34:22)，在農事上接著是新一年的開始。因此六月底的收成後，

七月一日就是新年，那天原是吹角節(利 23:24)，A.D.70聖殿被毀後，猶太人

不能守吹角節，改稱七月一日為新年 Rosh Hashanah〔一年之首〕，直到如今。 

宗教曆 陽曆 名稱：巴比倫名【迦南名】 農作季節 公民曆 

1月 3-4月 Nisan尼散 【Aviv亞筆】 大麥收割 7月 

2月 4-5月 Iyar【Ziv西弗(王上 6:1)】 大麥收割 8月 

3月 5-6月 Sivan西彎(斯 8:9) 小麥收割 9月 

4月 6-7月 Tammuz 葡萄收成 10月 

5月 7-8月 Av 橄欖收成 11月 

6月 8-9月 Elul以祿(尼 6:15) 無花果收成 12月 

7月 9-10月 Tishrei【Ethanim以他念】 秋雨 1月 

8月 10-11月 Chrshvan【Bul布勒】 翻土耕地 2月 

9月 11-12月 Kislev基斯流(尼 1:1; 亞 7:1) 大、小麥撒種 3月 

10月 12-1月 Tevet提別(斯 2:16) 冬雨 4月 

11月 1-2月 Shevat細罷特(亞 1:7) 杏子成熟 5月 

12月 2-3月 Adar亞達(拉 6:15; 斯 9:1) 春雨 6月 

閏月  Ve-Adar  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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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春季、秋季節期 

聖經七個節期大體上可分為春季節期和秋季節期，春季節期以逾越節為主，秋季

節期以住棚節為主。這七個節期也伴其秋雨〔Former rain〕和春雨〔Latter rain〕，

秋雨、春雨不僅代表聖靈降臨，也代表基督降臨：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祂賜給你們合宜的秋

雨，為你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約珥書 2:23) 

在希伯來文中，秋雨的意思是「教師」，合宜的意思是「公義」，耶穌基督就是神

所差來公義的教師。以賽亞書 55:10-11提到雨水從天而降，使所撒的種能夠發芽

結實，並有收成，這表明基督降世的目的，就是使神的救恩臨到，神的國彰顯。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

甘雨〔Former rain〕，像滋潤田地的春雨〔Latter rain〕。(何西阿書 6:3) 

神的救贖工作分成兩個階段來完成，一是基督被釘十字架，復活升天，使信祂的

得著聖靈作得基業的憑據，反映在春季節期，始於逾越節，終於五旬節。另一是

基督再臨，有天使長吹號，祂坐在榮耀的寶座上，與眾天使從天降臨(太 25:31)，

使屬祂的人完全得贖(弗 1:13-14)，這反映在秋季節期，始於吹角節，終於住棚節。 

 

五. 節期的日子 

聖經的七個節期集中在一月、三月，和七月，被擄到巴比倫後，又加上幾個節期：

較重要的有五月的禁食，記念聖殿被毀；普珥日，記念神拯救以色列民免於種族

屠殺；修殿節，記念神保守，潔淨被污穢的聖殿。 

月份 名 稱 每月日數 日 期 節 期 備 註 

一 Nisan【尼散】 

 

30日 

 

1月 14日 逾越節 【亞筆月】出 13:4 

1月 15-21日 無酵節 

1月 16日 初熟節 

二 Iyar 29日   【西弗月】王上 6:1 

三 Sivan【西灣】 30日 3月 6日 五旬節  

四 Tammuz 29日    

五 Av 30日 5月 9日 五月禁食 聖殿被毀(王下 25:8) 

六 Elul【以祿】 29日    

七 Tishri 30日 7月 1日 吹角節 【以他念月】王上 8:2

吹角節又稱新年 7月 10日 贖罪日 

7月 15-21日 住棚節 

八 Heshvan 29或 30日   【布勒月】王上 6:38 

九 Kislev【基斯流】 29或 30日 9月 25日~ 

10月 2/3日 

修殿節  

十 Tevet【提別】 29日  

十一 Shevat【細罷特】 30日    

十二 Adar【亞達】 29日 12月 14日 普珥日  

＊ 月名若標中文表示聖經曾出現過的迦南月名，或巴比倫月名。 



 - 4 - 

六. 三個循週期 

1. 安息日：以色列出埃及後，神給他們十誡中的第四誡就是要守安息日。六日

要勞碌工作，第七日安息，不可做工。為記念神的創造(出 20:8-11)，和拯救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申 5:12-15)。創造和救贖的工作，神都藉著彌賽亞做成。 

2. 月朔：每月初一，就是新月的開始，要吹角記念。晚上的月亮和白天的太陽

相呼應，月亮也可象徵教會，反映基督的榮形，顯明神的國。 

3. 禧年：每年七年為安息年，不僅土地要休息，也要施行豁免(申 15:1)，過了

七個安息年之後，第五十年為禧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七. 被擄後的節期 

猶太人後來另外守的節期都在被擄之後定的，本課程只討論記在新、舊約聖經的。 

1. 五月的禁食：記念聖殿被毀。所羅門的聖殿於 5月 9日毀於巴比倫，猶太人

以禁食來記念這日(亞 8:19)。後來猶太人回歸後建的第二聖殿，於公元 70年

毀於羅馬，猶太傳統認為那天也是 5月 9日。 

2. 普珥日：以斯帖記所記的，神保守猶太人勝過仇敵的滅種計劃，反敗為勝。

這可預表末世敵基督要折磨聖民，但彌賽亞起來拯救他們。 

3. 修殿節：新約提到修殿節(約 10:22)，原記在旁經「馬加比」，猶太人因聖殿

遭污穢而起來反抗統治的希臘西流基王朝，於公元前 165年抗暴獨立成功，

並於 9月 25日潔淨聖殿，並將聖殿重新獻給神，便定這節日，稱修殿節。 

 

八. 課程時間和內容 

本課探討聖經所有節期的歷史背景和守節方式，如何預表基督，有的已經應驗，

有的尚未實現。基督徒如何從聖經的節期學習，並應用在日常生活和屬靈的追求。 

 題 目 猶太曆日期 內  容 

0 概論  認識猶太曆法、背景、歷史、預言 

1 逾越節 1月 14日 救贖，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赦免人的罪 

2 除酵節 1月 15-21日 成聖，耶穌是生命的糧，使人成聖 

3 初熟節 1月 16日 復活，耶穌成為初熟的果子 

4 五旬節 3月 6日 聖靈賜下，聖徒成為初熟的果子獻給神 

5 吹角節 7月 1日 宣告基督再臨，聖徒被提?? 

6 贖罪日 7月 10日 末日的審判，神的子民完全得贖 

7 住棚節 7月 15-21日 新天新地，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與人同住 

8 安息日 7日循環 歇了一切的工，與神聯結 

9 月朔 月亮圓缺週期 生生不息的生命，返照基督的榮耀 

10 禧年 50年循環 七個安息年後的大喜樂，千禧年 

11 修殿節 9月 25-10月 2/3日 止住罪過，除盡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義 

12 普珥日 12月 14日 神的子民受壓迫與蒙拯救 

＊ 初熟節和五旬節有兩種不同的算法，1月 16日和 3月 6日是固定的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