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的基本信息： 

• 内容：一些“劝勉的话”(13: 22)，以书信的形式发出，鉴于神在基督里最美的

以及最后的启示，信徒要忠心，要忍耐。 

• 作者：未知；他是第二代信徒(2:3)，擅长于讲道和解释圣经，也精通希腊语

（这卷书信成为正典，被置于保罗书信当中，但可以确定，保罗并非本书的作

者）。 

• 写作日期：未知；据猜测可能是在公元50-90年间；有可能写于公元70年之前

（因为作者在书信中没有提到犹太圣殿被毁一事）。 

• 受信人：虽然未知，但是一个特定的犹太基督徒（或者主要以犹太基督徒为主

的）群体；可能是脱离基督徒群体的一间罗马家庭教会。 

• 致信原因：因为经历苦难(10:35-39)，这个群体感到沮丧，还有可能是因为怀

疑耶稣是否能够真正担负罪孽；作者写这卷书信，是要坚固他们，“不可丢弃

勇敢的心”(10: 35; 2:1; 4:14)。 

• 重点：神借祂的儿子已经做了最终的、完全的启示；弃绝基督就是连神也一起

弃绝了；基督超越了古时的一切旧的启示，包括启示的天使、第一次出埃及

（摩西和约书亚）、整个祭司制度；神的百姓在基督里可以有全备的信心，他是

最完美的大祭司，使众人可以随时进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概要      

        希伯来书是一卷篇幅较长，持续论证的书信，作者来回在论证（以圣经为基础）

与劝勉之间。引导作者从始至终来回论证的，就是神的儿子绝对的超越性，他超越了

古时的一切；这就是作者对圣经的阐释。作者担心的是，在目前危难中，有的信徒可

能会离开基督，从而未能得到神的儿子的救赎和他作为大祭司的代求，他们也就无法

自己来经历神的同在；这是这卷书信中劝勉的内容。 

      引言部分(1:1-3)从七个方面描述了神的儿子及其工作，这使祂成为神最后的启示。

引言部分，设定了这卷书信的模式。接下来连着两个主题(1:4-4:13;4:14-10:18)，每

个主题又由几个副主题组成，最后主要是应用和劝勉 ，这里还交织着一些引自圣经的

更进一步的论据。 



        第一部分关乎神的儿子——祂的超越性。祂虽然具有人性，但是祂超越了天使

(1:4-2:18)，超越了摩西(3:1-19)，也超越了约书亚(4,1-13)。这里，作者也为第2部分

做了铺垫：基督作为大祭司有效的侍奉是因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第一次出埃及失败，

错不在摩西和约书亚， 而是因为百姓未能忠心坚忍的缘故。作者在这里劝勉读者不要

步先人的后尘。 

        第二部分关乎神的儿子，他是完美的大祭司。在一个过渡性的劝勉之后(4:14-

16)，作者介绍了耶稣是大祭司(5,1-10)，后面跟着两个警告和一段鼓励的话(5:11-6:3

［属灵方面的怠惰］；6:4-8［背教］；6:9-20［神确定的应许］）。接着，作者引用

王室的弥赛亚诗篇110篇，说麦基洗德是更高等次祭司的样式(7,1-28)。在这个全新的，

超越的圣约的基础上，这位完美的祭司在完美的圣所献上了完美的（一次永远的）祭

(8:1-10:18)。 

        第三部分关乎忠心的坚忍。作者呼吁——既然有这一切，“就当……“(10:19-

25)——接下来是警告 (10: 26-31)、鼓励(10,32-39)、例证、教导和另一个警告

(12:14-17)。最后，作者用一个绝妙的比喻，将西奈山和属天的锡安山进行比较，向

他们证实将来的确定性(12:18-29)，接着非常实际地劝勉他们在今生应当如何生活，

以此结束了这卷书信（3:1-25)。 

 

阅读希伯来书的具体建议 

       当代大部分基督徒发现理解希伯来书并不容易，至少有两个原因：（1)这卷书的

结构（如刚才所提到的）是一个单一的，持续的论证，其中交织着应用和劝勉；（2)

作者思想的世界（观察事实的基本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因此读好这卷书有两个关

键。 

       首先，要看到作者在全卷书中关注的两个焦点：（1)神的儿子耶稣无与伦比、至

高无上的威严。他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终，他在肉身受苦，成为完美的大祭司，

成了他们的代表（他最终完全地对付了罪，也是满有怜悯地认同他们处境和情感的代

祷者）；（2)所有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受信人失望的处境说的，他们长期以来受苦难

的击打，开始怀疑耶稣事实上是否是神最后的答案。他们是一些很久以前就信靠耶稣

的犹太人，相信在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终于来到了，他们的

盼望终于要实现了，但是初信之后很长时间以来，苦难（和罪）一直延绵不断。 



        其次，对作者（和读者）而言，万物按照他对圣经的阐述，都指向基督。尤为重

要的是，你需要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引用经文以及他所引用的是什么经文有一定的

认识。 

       特别重要的是，你要认识到作者实际上引用了哪些经文，然后又从何处开始论证。

例如，他在 9 章 1 节-10 章 18 节暗指献祭的制度，但是他从来没有引用利未记中的经

文。相反，他的论证几乎全然集中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应验了一个重要的王室诗篇

—— 诗篇 110 篇中的预言。同时，他以耶稣也应验了第一篇王室诗篇——诗篇第 2 篇

的预言为条件。诗篇第 2 篇宣告说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诗 2:7)，这正是作者在引言部

分（来 1:2) 提到的第一件事。他接着详细阐述到这个儿子就是宇宙的承受者（也是创

造者和护理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在接下来的系列论

据中，他首先引用了诗篇 2 篇 7 节及大卫之约（撒下 7:14)。你会发现诗篇 2 篇 7 节

最后一次在希伯来书 5 章 5 节被再次引用，作者在这里还引 用了诗篇 110 篇 4 节。 

       接下来观察关于儿子的引言（来 1:1-3）中提到“他洗净了人的罪”和“坐在高

天至大者的右边“如何成为最后一件事。这些话暗指诗篇 110 篇(4 节，1 节），在随

后系列内容中（来 1:13)，作者最后引用了这些话。因此，在这篇弥赛亚的诗篇中，你

会发现两个重要的方面：（1)儿子，现在被称为“主”，坐在了神的右边(110:1)，这

是神的大祭司所坐的位置（见来 8:1;10:12;12:2)；(2)神起誓应许被高举的王／儿子也

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诗 110: 4)。所以作者在 5 章 5-6 节将诗篇

110 篇 4 节加到诗篇 2 章 7 节后，从这里开始，下面的论证将与基督成就这个应许有

关。 

       在这些要点之外，还要加上下面几点：以色列人未能进入安息（来 3-4 章，以诗

95 篇为基础）；（2）神应许要立新约的事实（耶 31:31-34，来 8:8-12 全文引用）；

（3)事实上，基督受死，既立了新约， 又献上了一次永远的完美的赎罪祭(9:1-10:18，

从而结束了旧的秩序）；（4)一串较长的名单(11 章），列出了那些在等待将来应许时

因信坚忍的人的名字；(5)12 章 18-29 节结束处将属天的锡安山的优越性与西奈山进

行类比。你应该不仅能够看到整个论证的走向，而且能够明白这对早期的犹太基督徒

多么具有说服力。 

 



       总结：这卷书信在圣经故事中极其重要，因为它显明了新约和旧约的延续性（基

督已经成就了旧约，因此也完成了旧约的旨意），也显明了其中不连续的本质（神的

百姓如今是借着祂尊贵的儿子和圣灵新造的），这一切都是由那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

永活的神所成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