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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歸正福音教會 

主日學課程 

第一季、二零一六年 

查考《希伯來書》 

第一課：簡介希伯來書 

 

誰寫的？ 

作者不詳；有人以爲出自使徒保羅之手，也有的以爲是亞波羅所寫，或者

認爲是巴拿巴寫下來的，甚至有的認爲作者可能是百基拉(亞居拉的妻子)等等。

雖有諸多揣測，但後人並不知道這卷書是誰寫的；我們能夠確定的是，這位作者

一定是受啓示而寫的，在聖靈的感動默示下，寫下神的話來。 

 

寫給誰？ 

 歷來廣被接受的説法是，收信者乃猶太信徒；同時，因爲書卷裏引用的舊

約經文來自七十士譯本，加上此書卷是用極其流暢的希臘文寫成的，所以收信人

很有可能是那些在外地寄居、受希臘文化影響、精通希臘語的猶太人，他們屬於

“家庭教會”裏的成員…。他們住在哪個城市裏呢？也有不同的説法，其一是埃

及的亞歷山大港，較被認可的則是意大利的羅馬城。〖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都是

後人的推敲；到底誰纔是最原初的收信人，無人知曉。〗 

 

何時寫？ 

 至於寫作的時期，一樣無人能夠確定。從來十 32-34提到逼迫的情事來看，

或許這封書信寫在羅馬皇帝尼祿逼迫基督教的年代，約當公元 64年左右。也有的

人主張，希伯來書只提到在會幕的獻祭，卻絕口不提聖殿，是否暗示書信寫作時，

已在主後七十年之後了，那時聖殿已經被毀，耶路撒冷陷落，巴勒斯坦的猶太居

民流離失所…；如果此說成立，則希伯來書可能成書於主後八十年代。〖當然，

這也純屬臆測，真正的答案無人知曉。〗 

 

為何寫？寫作的目的： 

 雖是一本神學論述極其濃厚的書卷，但基本上是一封帶著有濃濃教牧關懷

的情感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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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忍耐：時局動蕩、混亂，許多猶太信徒在逼迫下退後了(參看：來十

32-34)！此書作者勸勉信徒『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必須忍耐，行完神

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2． 要堅持到底：勸勉信徒要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將起初確實

的信心，堅持到底…(參看：來三 6, 14)。 

3． 要效法：勸勉信徒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要像亞伯

拉罕那樣，恒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來六 12, 15) 

4． 要思想耶穌、仰望耶穌：更重要的是，思想那位我們所認爲使者、為大

祭司的耶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

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那忍

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5． 要效法耶穌：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淩辱(參看：來

十三 12-13)。 

6． 不可退後又回到過去律法、祭司、獻祭等條例之下：律法只是影兒，基

督纔是本物的真像；舊約下的祭物只能叫人想起罪來，斷不能除罪，但

基督的超越，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7． 要追求完全：也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寫了些什麼？主要的内容爲何？ 

1． 啓示與救贖(Revelation & Redemption) 

2． 神的啓示：藉著祂兒子耶穌基督曉諭我們。 

3． 啓示基督的身份與完成的救贖工作： 

i. 惟獨基督；無與倫比的基督；淩駕超越一切的基督； 

ii. 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 

iii. 一次獻祭成就永遠的救贖的中保！祂是那無瑕疵的祭物，祂也是那

獻祭的大祭司，藉著永遠的靈獻上自己，同時祂也是憑著所獻的祭

成就了新約，並作這新約的中保。 



3 

 

iv. 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貴；比摩西更配多得榮耀；引進更美的指

望；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憑更美之應許立的；主耶穌得的職任更

美；祂的血更能洗淨我們的良心；… 

4． 神、人二性的基督耶穌：道成肉身的奧秘；在凡事上與祂的弟兄相同，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但祂勝過試探，沒有犯罪；在

上帝的事上，作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祂到世上來，為要照神的旨意行； 

5． 這是一卷講求「信心」的書信 

i. 用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ii. 存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的面前。 

iii. 義人必因信得生；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 

iv. 「因著信…」 

v. 耶穌基督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 

 

討論問題：(可以在接下來的每一堂課裏討論)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裏，希伯來書還有什麼相關性嗎？還有什麼作用、還能

給我們什麼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