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的超越（四）─第二插段警诫 3:7-4:13 

 

a.古时的鉴戒=3:7-19 （上一堂的内容） 

 

b.现今的警诫=4:1-13 

 

I.序言 

 

安息」一詞在聖經內有三方面之含義： 

 

(1)一周中的一日劃分為安息日； 

(2)抵達應許之地是為得看「安息」； 

(3)永久性的安息，即永生，亦即屬靈之安息。 

 

II.第一回合的勸勉:安息的意義（4:1-10） 

  

A.安息的應許（4:1）「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就當畏懼，免得有人「以為」落后而趕不及進入安息。作者以古鑒今，過去以色列人因不信而不得進入安息(應

許)地，與讀者現今的處境相若。若不更進一步靠信進入安息，他們便流離在安息地之外了。但既有能進入安息

的應許就當借著信進入，免得在中間或有人似乎不能進入了」(趕不上」。原文，意「落伍」，「落第」，「不及」，「虧

缺」；指不能進入聖會內，       

 

B.安息的條件（4:2，3） 

 

安息獲得的條件或因素在乎信心，故作者在此強調信心與行動的配合，才能產生蒙恩得救的后果。 

 

C.安息的種類（4:4，5） 

 

論到安息，作者提出有二類： 

 

(1)工作的安息，即創造后的安息(「歇息」)(4:4)；神不再創造了，故他正在安息中； 

(2)屬靈的安息，即救贖的安息 

 

D.安息的盼望（4:6，7） 

  

作者強調，既有進入安息的人（得救的人，基督徒），那末在曠野時代，那些不能進入安息地享安息者是因不信

之故了（4:6）。 

 

但神恩浩瀚，多年后神透過大衛（詩 95:7）向人宣告有一日，即「今日」全句應是:「又限定一日，今日，如以

上所引」），人還可得安息，蒙悅納。「限定」，意「規定」，「指定」，英文 horizon 從這字而出）一字表示給人得

安息是神一直以來的定規，這是他心意所在。既然大衛在摩西后四百多年寫上「今日」，這表示約書亞時代的人

沒有得著作者所指的安息，但「今日」這應許仍存留在讀者當中（參 4:1），作者渴望讀者不要錯過這機會便好了。 

 



E.安息的性質（4:8-10） 

 

 1.安息是屬靈的(4:8，9a) 

 

約書亞所帶進的安息是屬地的，非屬靈的，故約書亞的成就是有限的，此點舊約多處明載(書 21:44；22:4；23:1)，

亦未能完成詩 95:11 的含義，「所以」 神在后來才題別的日子(如詩 95:11)。三一神學院舊約教授 W.C.Kaiser

據自詩 95 篇的末世意義解釋本節之安息是屬靈的安息，亦預告將來以色列及全地的信徒在千禧年內享受屬靈的

安息  

 

2.安息在古時是為以色列的(4:9b) 

 

作者所顧慮的對象是猶太人，故他以「神的子民」（舊約一貫指以色列人）一詞指出，神特別為他們存留一個永

遠的安息，稱為「安息的安息」此字在全新約隻有本處出現，是作者自創的字匯，為要表達這種安息的意義，使

讀者不會誤會他的解釋），叫讀者注意神特殊之恩是優先地為他們存留（參太 10:5，6；15:24；約 4:22；羅 1:16）。

在教會時代，「神的子民」一詞卻包括任何屬神的人（參彼前 1:20）。 

 

3.安息是靠相信，非靠行為而得的(4:10) 

 

關於「那進入安息的」是誰，經學家的意見有三: 

 

(1)指基督徒得著屬靈的安息(即得救)，不需靠行為蒙恩(歇了他的工) 

 

(2)指信徒的離世 

 

(3)指基督在地上工作完畢，回到天上去  

 

既然上文(4:9)所論的安息應許已為人存留，那麼接續在下文內這位為人存留的必是約書亞的后表(單數名詞)，

就是在十架完成救贖給人永遠安息的耶穌基督，故第三說較為合理，可是在原則上言，真正得安息的人就不需要

工作(安息是享受，是滿足，如神歇了其創造之工般)，暗示猶太教所強調的靠行為稱義不能帶給人真正的安息。

安息是歇工的，是靠信心，非行為的(參羅 9:31-33)，這是安息的真義，亦是摩西的「安息日」所遙望的，這「安

息的日子」乃靠基督帶給以色列民了。 

 

III.第二回合的勸勉：安息的急需（4:11-13）〗 

 

這次勸勉積極方面鼓舞讀者務必得安息，消極方面勸誡勿效法不信者的榜樣而滅亡。全段勸告可分二點: 

 

1.急需進安息的勸告(4:11) 

       

2.急需進安息的警告(4:12，13) 

 

2.討論問題：   

(1) 對於神所應許的安息，你是否真正明白，且以此為你追求的目標？  

(2) 請省察自己每逢讀經或聽道，到底是如何做出回應？順服遵行？漠不關心？或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