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牛開蕾 姊妹 

講題：信心之旅-竭力進入神的安息 

經文：希伯來書3:7-19、4:1-11 

金句：來4: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

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摘要： 

敬拜的主題，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看：對敬拜對象

的認識、敬拜的方式、敬拜的人。詩篇95篇觀照到

了這三個層面，但上次7b~11節沒有仔細講，而希

伯來書這段經文正好引用詩篇95篇7b~11節，進行

深入的解釋。 

●進入安息的應許 

這一段經文所提到的歷史，記載在出埃及記和民數

記，就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在曠野漂流了40年，

一直到離開埃及的 603,550名20歲以上的男子中，

603,548位都死在曠野之後，他們才進了迦南地。

這是很悲慘的一段歷史，詩人寫這篇詩，呼籲大家

除了用肢體，用口來讚美神，更希望他的同胞，能

用順服的行動來讚美神，就是聽神的命令，不要像

他們的祖先一樣，因為試探神，因為心裏迷糊，因

為觀望，因為不曉得神的作為，因著心硬，所以，

沒有到達原來離開埃及時要去的地方–迦南地。而在

這段經文中，詩人就用:安息來代表，迦南地，因為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3:7-11直接引用詩篇95篇的這

一大段經文，來進行申論。 

我們常常聽到聖經中有「應許」二個字，「許」就是

允諾、承諾的意思，所以，應許就是神答應我們、

承諾我們的事。來4:1a「我們既蒙留下, 有進入他安

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就是神答應我們可以進入他

的安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二方面： 

一方面是，這個「進入安息」的應許，不是人和神

要來的，這個應許是神自己的作為，是神主動給予

的。 

二方面，這個進入安息的應許，雖是神主動給予，

神所承諾的，但是接受的一方也不一定會得到，因

為4:1b「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這段經文看到四種安息： 

 

一、上帝自己的休息: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 

二、時間上的休息：「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

息聖日」 

三、空間上的休息：迦南地， 

四、為神子民存留的休息：「另一安息日的安息」。

因為後面經文講到要要竭力進入，所以，在此

不是指生命終了見主面的安息，這種安息是一

種狀態，是耶穌基督帶來的安息，是在世上有

苦難, 但在主裏面有平安的安息，是一種完全信

靠神的狀態。 

●不能進入安息的原因 

希伯來書的作者心裏著急，他希望我們這些接受福

音的人都可以得到神應許的福份，所以用出埃及的

這段歷史來告訴我們，走天路時，不要像以色列人

那樣一直抱怨。民數記14:22-23「這些人雖看見我

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

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

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得

看見。」百姓出埃及後不到1年半的時間內，就抱怨

十次，一半以上是因不滿飲食，三次是因恐懼，一

次原因不明，可能是因環境艱辛。可見肉體的不舒

服，不滿足是抱怨的主要因素，但曠野是磨練我們

的好地方，訓練我們將肉體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一

起與主同死。我們信耶穌之後，是進到曠野, 不是

進到天堂，不是到皇宮當王子、公主，雖然我們的

身份是王子公主，但我們需要被訓練，以致有能力

承擔治理的責任。 

●竭力進入那安息 

˙不可硬著心–硬心是頑梗、背逆，不領會神的引導，

硬化就是沒有彈性，硬心就是不信的惡心，知道上

帝很偉大，生活中卻不依靠他，不順從他，不聽他

的話 

˙要謹慎˙要彼此相勸˙當追趕˙當堅持到底˙要

跟隨˙要把握今日，把握每一個今天，就是天天與

神同行˙當畏懼–畏懼使我們警醒、勤勞、真誠、認

真、留心、注意˙要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就

是打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