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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十 19-25

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
的身體。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

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
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引言

1 老字號三合祥的故事。

2 因循守舊的老傳統。

3 我也是一個懼怕改變的人。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他的身體。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
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1)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v.19-21精闢地總結了基督教所說的福音是什麼。

● v.19「......我們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這裏所謂「至聖所」，希臘文是
hagion, 這個字可以翻譯為「聖潔之地」, 亦可翻譯為「聖所」, 與9:24的
聖所並沒有分別，這是指天上的聖所，是屬神的世界。

● 其實，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一個是屬地的有形世界，是短暫的，在這個世界裏，我們要返工、搵食
、養家、往往是充滿焦慮、恐懼、擔心。

一個是屬天的世界，是永恆的，是屬神的，有愛、有平安的世界。

由於這是一個看不到的世界，以致我們忘記了有這個世界的存在，又或
者我們受這個有形的世界污染了，被這個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以致我
們完全不理會這無形的世界。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1)

續
● 對那些還未信主的人來說，這個無形的世界太抽象了、太虛渺了、太不實際

了。但當他們遇到危難的時候，又往往想到這個無形的世界，就會想到神的
聖所，並且祈求這位神。

2） 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進入這個無形的世界呢？
它既看不到、也摸不到：我們從何得進這樣的一個世界呢？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字內形容這條路：「坦然進入至聖所」(19)

，和合本聖經顯然沒有把這個極有意思的字翻譯得透徹，原來在原文中，並不是
一個動詞「進入」， 而是一個名詞；希臘文是eisodon。這個字由兩個希臘文字
組成：一個是eis (入 into)，一個是odon (way, 路)，兩個字合起來便是「入口處」
「入口路」。英文可譯作 entrance，其重點是：這條路可以引進神的世界。我們
又要留意另外一個字：exodon也是由兩個希臘文字組成，一個是ex，解作出(out 

of)，一個是odon (way) ，兩個字合起來便是出口處 exit。出埃及exodus 正是這個
字，一出一入，一生一死，一條是引進永生的道路，一條是引進死亡的道路。所
以我們要離開為奴的埃及，進到神為我們預備安息之新天新地。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2）
續

究竟這條路是怎樣闖出來呢？

v.19告訴我們，是耶穌的血。

v.20又說「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耶穌的身體。」

耶穌的血當然是指耶穌的死, 祂是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作了挽回祭

。耶穌受死的時候聖殿的幔子就裂開了, 這幔子是用來分隔聖所與至聖所的, 

所以幔子的裂開, 是象徵了藉著耶穌的死, 我們得已進入那條又生又活的路

。

這裏所謂「新」，是指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生命，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生觀與價值觀。

所謂「活」，是指有生命的，是永恆的生命，是活潑的生命。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3）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也不要誤會，以為一信了主，就可以完全同化在這
個世界裏！非也！我們仍是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有形的世界，一個是
神的世界。

所以22節就說：「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在這一節聖經, 希伯來書的作者是對著那些「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的人說話，究竟這是什麼人呢？是信徒，他們有兩
種特徵：

● 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 「天良的虧欠」是指充滿罪咎感的良心，灑
去是被血除淨，是指耶穌的血把我們的罪惡感的良心潔淨了，以
至我們可以坦然的去見神。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3）
續i

● 「身體用清水洗淨」- 良心被主的血潔淨是一件看不到的事，但水
禮就是把這個看不到的事情表明出來。這裏所謂身體用清水洗淨是
指水禮。

我們都是一班罪已經得赦免，可以親近神的人，但我們又不要忘
記，我們仍然是活在這個有形和充滿試探的世界裏。所以希伯來
書的作者就用此勸勉我們：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主的
面前。

希臘文有一個特別的文化結構，我們稱之為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這不是命令，也不只是勸勉，而是一個既有鼓勵性，激發
性，但同時亦有催逼性的字句，我們可以這樣翻譯：弟兄們，讓
我們一起來吧！起來幹什麼呢？



(一)  又新又活的路 v.19-22

3）
續ii

v.22 - 24列出了三個行動：

● 親近 v.22 - 讓我們不住來到神的面前親近祂。「來到」
proserchomai 表示要用功夫，要身體力行，不是聽了就算數。

怎樣去親近神？那是憑著信，而且是一個真誠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
前。或許有人問道：我們看不到神，也聽不到他，又如何與他溝通
呢？我們要明白，人是用口用耳用眼去溝通，蝙蝠卻是用雷達去溝通
，鰻魚是用電波去溝通，但神是個靈，我們也要用靈與神溝通，那麼
我們就必需要憑信心了，而不是憑眼所見的。正如保羅說：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 堅守 v.23—堅守我們所承認的道。

● 思考 v.24—讓我們好好思考。



（二）又生又活的盼望

1） v.23出現第二個動詞，也是用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的：「也要
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堅守」這個字，希臘文是由兩個字組成：

一個是 kata ( 可翻譯為 with)，
一個是 echo (可翻譯為擁有)，

兩個字合起來可以解作「下獄」「困在監獄裏」也可以解「死握著」
：和合本翻譯為「緊守」是非常準確的。就好像我們玩摩天輪時，在
天空上盤轉，我們緊握著扶手，這是一個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意思是不住的緊握著，住不肯放鬆。

v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二）生有活的盼望

2） 究竟我們緊握著些什麼呢？不是金錢、不是股票、不是地產、
不是權力，這都是肥皂泡，緊握到手就會一下子溜走了，是靠
不住的。

我們緊握的是「所承認的指望」。

「指望」是將來的，不是現在的，也不是過去的，希伯來書第
十一章稱這盼望是「更美的家鄉」、「天上的一座城」、「將
來的產業」、「更美的事」，這都是神給我們的應許，這應許
也是我們所認信的，所等候的，所堅守的，而且又是一個又新
又活的盼望。



（二）生有活的盼望
3）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堅守這盼望呢？

我們就一定要好好去讀聖經，明白真道，堅守真道，才可
以有此盼望。正如希伯來書第五章12節：「看你們學習的
功夫，本應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
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一個屬這個世界文化的信徒，是一個聽不進、左耳入、右
耳出、全沒有興趣，聽多幾句就覺厭煩。聖經說他們分辨
不出好與歹，是與非，他們的信心也是左搖右擺，可惜在
今日的教會中，如此的信徒，比比皆是。



（三）又生又活的生命 v.24-25

1） v.24 出現了第三個動詞，也是用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的
。可惜在中文的譯本中，這個字沒有被翻譯出來。我可以把這段
聖經直譯如下：弟兄們，讓我們把我們的焦點放在下列三樣東西
，讓我們要好好思考。希伯來書的作者叫我們好好思考以下三樣
東西：

● 激發愛心，勸勉行善。
● 不可停止聚會。
● 彼此勸勉。

v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v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
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三）又生又活的生命 v.24-25

1）
續

換一句說話來說，如果我們稱自己是一個信徒，就必定要有
以下的表現：

不住的親近神、
不住的學習神的話語、
不住的激發愛心、勸勉行善，
不住的聚會，不住的彼此勸勉。

這就是基督徒的特徵。

一個教會沒有這些特徵，就是一個病的教會，
一個信徒沒有這些特徵，便是一個病的信徒，是不正常的。



(三)   又生又活的生命 v.24-25

2） 首先我們要看看什麼是「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激發」這個希臘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 parazusmos，英文 paroxysm 是一個醫學
名詞，意思是突然發作。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使徒行傳15章
39節：「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爭論」就是 parazousmos 。

我們就摸不著頭腦了，希伯來書譯作激勵，使徒行傳卻譯作爭論，真是差天共地、天
淵之別，同一個字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請想想：你有沒有經歷過「被人激到彈起，激到你生蝦咁跳，激到你吹鬚碌眼，幾乎
心臟病發」？這就是希臘文parazousmos的意思了 。以上所用的例子都是從負面角度
看。我們若從正面的角度看，當你嚐過真正的愛，真正的寬恕，你會被激勵到去愛和
接受那些你不大願意接受的人，這就是愛的力量了。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叫我們因基督的愛，就被激勵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去行善，
因為這是基督的愛激勵了我們！基督徒的特色，不是被人的罪惡激到彈起，而是被基
督的愛激到任何人都可以值得愛！



(三)   又生又活的生命 v.24-25

3）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呢？ 25節「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聚會」這個字，希臘文是episunagogen，而不是ecclesia (church) 。
episunagogen是由兩個字組成，

一是 epi，意思是in addition to (加上去的)，
一是 sunagogen，意思是猶太人的會堂。

這表明基督徒信了主後，他們不在前往猶太人的會堂，取而代之是教會
，所以他們就用episunagogen一字來描改他們聚會的地方。



(三)   又生又活的生命 v.24-25

3）
續

基督教不是獨自修行，而是一個群體的生活。

保羅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有一個肢體受苦，整個身體就受苦，一
個肢體得榮耀，整個身體就得榮耀。

每個信徒都應該有一個正常和健康的肢體生活，不可停止聚會，因為
這是病態，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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