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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總論 

一．五祭的引言： 

    祭祀是神計畫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與神重新建立美好關係的一個預表，是神人恢復交通

的基礎，更是人事奉神的唯一方法與途經。從聖經中我們發現神對此項聖事非常重視，在祭祀中

對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謹，因此我們更應該好好地去深思其中的內涵，來幫助我們更好地去明白神

的旨意。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祭祀在很長時間內是選民事奉與生活的中心，在一定範圍內選民也遵守

著神的吩咐。雖然如此，還是不知道神在這件事上的啟示。感謝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已經降世，

並成全了救恩，又賜下這麼寶貴的聖經。如今我們透過神啟示的聖經，發現祭祀中仍有許多神偉

大的啟示，那就是對他的救贖以及對事奉者的要求的啟示。但願神藉著他的靈使我們進入他的真

理，並切實地行出真理！ 

二、 祭祀的重要 

（一）是上帝的旨意   利 1：1 

（二）是選民的本份   羅 12：1、 

（三）是生活的中心  

（四）是生命的必須 

（五）是事奉的動力 

三、祭祀的分類 

（一） 二分法 

第一種分法： 

1、 馨香的祭  ——燔祭、素祭、平安祭 



2、 除罪的祭  ——贖罪祭、贖愆祭 

第二種分法： 

1、 有血的祭   ——燔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 

2、 無血的祭   ——素祭 

（二） 三分法： 

1、關於供獻的    ——燔祭、平安祭 

2、關於棄除的    ——贖罪祭、贖愆祭 

3、關於事奉的    ——素祭、平安祭 

我們信徒當按此次序，先照第一類將自身奉獻與神；再照第二類，將罪欲棄除；終照第三

類。為主生活，專心侍奉上帝。 

四、五祭的次序 

1、從神方面看的次序： 

① 燔祭：耶穌獻身被差（來 10：5－7）。 

② 素祭：耶穌為人完全（徒 3：14）。 

③ 平安祭：耶穌成了和平（弗 2：13－14 小字）。 

④ 贖罪素：耶穌作代人贖罪（羅 5：18）。 

⑤ 贖愆祭：耶穌除去人罪愆（約壹 1：9）。 

2、從人方面看的次序： 

① 贖愆祭——洗淨本罪 

愆和罪差不多，指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罪行。初信耶穌時，覺得良心有罪，需要赦免。 

② 贖罪祭——贖清原罪 

後來認識人有原罪，知道耶穌贖清人的原罪。 

③ 平安祭——與神複和 

與神和好了。 

④ 素祭——成聖生活 

過著聖潔的生活。 

⑤ 燔祭——身靈歸獻 

完全奉獻給神。 

（3）從兩頭看：從十字架到十字架： 

從外面看：從神到我們；從裡面看：從我們到神。 

從燔祭開始：當我們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遵行神旨，我們就當降服神。 

從贖愆祭開始：我們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我們的罪。 

▲一次獻上多種祭時（如民 6：16，17），通常的順序如下：（1）贖罪祭或贖愆祭，（2）燔祭，

（3）平安祭及素祭（與奠祭同獻）。此順序將這個獻祭制度的部分屬靈意義表達出來。首先，我

們必須先對付罪（贖罪祭或贖愆祭）；其次，敬拜者要將自己完全獻身給神（燔祭與素祭）；第三，



要建立耶和華、祭司及敬拜者之間團契或相交的關係（相交祭，即平安祭）。換一種說法，有下列

幾種要獻的祭：補贖（贖罪祭與贖愆祭）、分別為聖歸神（燔祭與素祭）及相交（平安祭——包括

還願祭、感謝及甘心祭）。 

五、祭祀的要求 

  （一）出於甘心  利 1：2/3、  

   （二）按已力量  利 1：5/7、 

  （三）誠實無偽 

  （四）照神吩咐  利 1：1、 

  （五）不可隨便     1：3、 

六、祭祀的意義 

  （一）燔祭——完全的奉獻 

  （二）素祭——成聖的生活 

  （三）平安祭——與神和好 

  （四）贖罪祭——贖清原罪  

  （五）贖愆祭——贖清本罪 

七、祭祀的祭物   

  （一）公牛 

  （二）錦羊 

  （三）山羊 

  （四）鳩鴿 

  （五）細麵 

八、祭祀的預表——基督及基督的事奉者 

九、祭祀的結果 

  （一）神得滿足 

  （二）人得福樂 

 

 

第二課  燔祭 

一． 燔祭的祭品 

1、要求        1：3 

       ①無殘疾——突出了基督的完全聖潔 來 5：9 9：14 

       ②用一隻 ——突出了基督一次獻上  來 7:27 9：28 

2、種類 

 ①公牛——突出了基督忠心、順服     腓 2：5/6 

 ②綿羊——突出了基督溫柔、聖潔    太 1：28/29 



    人定罪我不定人的罪      約 8：1/12 

    人譏笑我我還稱讚他們    約 1：45/50 

          人背叛我我還接納他   

       ③山羊------突出了基督被列在罪人中   賽 53：12、 

   林後 5：21、  加 3：13 

       ④鳩鴿------突出了基督馴良、貧窮、卑微 林後 8：9         太 10：16、路 2：17、腓 2：

6/8 

二．燔祭的種類（1：1/17） 

（一）以牛為祭牲的燔祭（利 1：3－9） 

獻祭的存心是重要的，方法也很講究。我們不要用人的方法來成全神的心意。 

1．要甘心獻（1：3 原文） 

獻祭的人要親自把牲口帶到會幕的大門：“……就要在會幕門口獻一隻沒有殘疾的公

牛……。”（3 節）基督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為神所悅納的燔祭；我們在得救後，第一件事也是將

自己獻上。但我們必須“甘心”，如果不甘心，神是不會悅納我們的。 

2．獻祭的人要做的事 

獻祭的人，可能會與祭司講幾句話。以後在聖殿獻祭的時候，就有詩歌配合。 

（1）按手：“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1：4）。“按手”，原文是大力壓下，這是體力和精神

上的轉達。 

獻祭的人自己按手，按手錶明與牠聯合（參看徒 13：3）。獻祭的人用牛來代替自己，承認

自己該死，把罪歸到祭牲身上，以牛的死來代替自己的死，靠祭牲得蒙悅納。 

（2）“宰公牛”（1：5）：牛和羊都要獻祭的人親手殺，他要在帳幕祭壇北邊宰殺。這就是他與牛

聯合了。他自己宰殺，是承認自己有該死的罪。殺牛，不是給人看，而是給神看的。 

（3）剝皮、切成塊子：“那人要剝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塊子。”（1：6） 

祭牲的皮是祭牲的榮耀，因為牠是沒有殘疾的。耶穌舍去自己的榮耀，在十字架上被辱。 

祭司唯一的享受就是皮，這是給祭司的榮耀。耶穌犧牲了榮耀，但祂得回更大的榮耀。 

獻祭的人不只把祭牲的皮剝掉，而且又要把祭牲切成塊子。基督整個是完全的，分成各部分，

亦是無瑕疵的。切碎了，仍是整個的。 

3．祭司要做的事 

（1）灑血：“……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的周圍。”（1：5） 

祭司要用盆來盛血，把血灑在壇的周圍。血必須與壇發生關係。血開了路，通到至聖所。

基督的血是福音的中心。 

（2）把火與柴放在壇上（7－8 節）： 

“要把火放在壇上”：火是試煉，是審判。 

這火是不熄的（6：13）：以色列人在曠野，會幕是隨時遷移的，所以每一次獻祭都要重新

點火。當他們後來抵達加低斯等地（民 33 章），才有壇火“永不熄”的條例。火要燒得紅才



能燒盡祭牲。火不熄果效是永存的。人的一生，不是獻上就完，而是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奉獻。 

“把柴擺在火上”（1：7 下）：沒有柴，火就會熄滅。柴，是預表十字架。 

“擺在壇上火的柴上”（1：8 下）：一般的柴不放在壇上，是不能預表十字架的。“要把

肉塊和頭並脂油擺在……柴上”：肉塊，預表我們的身體；頭，預表我們的魂；脂油是精華，

預表我們的靈。我們的靈魂體都要放在十字架上的。 

（3）“臟腑與腿要用水洗”（1：9）： 

“臟腑”，預表我們的心；“腿”，預表我們外面的行為。我們的內心和我們外面的行為

都“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弗 5：26－27）洗乾淨才能燒。 

（4）“全燒在壇上”（1：9）： 

這是完全歸給神的意思。這並不是神要吃人的香火，而是表明我們的禱告上升，給神享受。

“全燒”holocaust：holo 是“全”的意思，caust 是“燒”的意思，表明完全獻上，不能再收

回。如果收回了，就不是奉獻，就不是燔祭。我們的主耶穌是“將命傾倒，以致於死。”（賽

53：12）“命”，原文作魂，祂將魂完全傾倒了。 

燒成灰：“燔祭灰”（利 6：10）。其它祭物有留下不燒的，但燔祭祭牲，除了皮之外，全

部燒成灰，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的奉獻是完全獻上。 

（二）以羊為祭牲的燔祭（1：10－13） 

這與上面獻公牛的方法差不多。 

有一件我們要注意的是，“要把羊宰於壇的北邊，在耶和華面前”（11 節）：北面，是神的居

所：“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詩 48：2）這裡的錫安山是指天

上的錫安山，神的居所。 

（三）以鳥為祭牲的燔祭（1：14－17） 

貧窮的人獻鳥，而且沒有限定是公鳥，也沒有規定必須是沒有殘疾的。 

1．“獻斑鳩或是雛鴿”（14 節） 

最合適的鳥是這兩種。古時傳說，鴿子沒有膽汁，所以是潔淨馴良的鳥類。鴿子被人襲擊時，

牠從不反擊，表明和平。鴿子又是飛禽。新約的人還以鴿子為祭物獻上。 

2．獻祭的人 

獻祭的人很少參與，只把鳥毛和嗉囊除掉，放在壇東面倒灰之處，因為鳥的胃裝有隨便吃用

未經挑選的食物，這是神所不喜悅的。 

3．祭司完全執行 

鳥是預表屬天的生命，也預表基督為大祭司（來 7：28）。 

祭司殺鳥（利 1：15，17）：這是十字架的剪影，就是破碎自己捨棄自己。 

釘十字架伸開兩手，有如鳥的兩個翅膀撕開。 

“只是不可撕斷”（1：17），然後“在火的柴上焚燒”。耶穌在十字架上，腿沒有被打斷（約

19：33，參創 15：10）。 

三．燔祭的條例 



 1、親獻   1：3  

 突出了基督甘心將自己獻上 約：17/18    

 突出了甘心樂意，羅 12：1。 

 2、按手   1：4   

突出了基督代替我們 加 4：4/5、3：13   賽 53：4 

突出了鄭重、不虛偽。 

 3、宰殺   1：5   

突出了基督的被殺，賽 53：7/8 

突出了把舊生命死透，腓 1：21，林後 5：17。 

 4、灑血   1：5   

突出了潔淨的在能，來 9：14    基督救恩的普及性    約壹 1：9 

突出人罪被寶血潔淨，分別為聖，林後 6：18。 

5、剝皮   1：6   

突出了基督被剝奪一切    林後 8：9      

突出完全沒有自己，完全被剝奪。 

6、切塊   1：6    

突出了基督完全的犧牲 

突出完全地犧牲。 

 7、擺柴   1：7/8   

突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  加 3：13 

突出與基督同釘十架。 

8、水洗   1：9   

 突出了基督完全聖潔彼前 1：15   

—洗髒：心念的洗淨，箴 4：24。 

9、火焚   1：9   

突出了基督完全奉獻、完全受苦  賽 53：3 

突出聖火， 

10、過夜   6：9   

 突出了基督救恩的不變來 13：8、  來 7：28   

突出一直事奉到主來，傳：12：1、提後 1：12。 

四．燔祭的結果         利 1：9       馨香的火祭 

 1、神的旨意得完成            約 19：3 

 2、神的公義得滿足            弗 2：16 

 3、人類生命得拯救            徒 4：12 

4、魔鬼勢力被敗壞            約壹 3：8 



五． 燔祭的應用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2） 

“活祭”（1 節）：這裡的“活祭”，亦叫“火焚祭”。不過，我們的火焚祭就是“活祭”。

火焚是“熱”的，所以我們“要靈裡火熱”（羅 12：11 原文）。 

燔祭牲“要用水洗”（利 1：9）的：“洗”是得到清潔。所以我們的活祭也“是聖潔的”（羅

12：1）。 

燔祭的“腿要用水洗”（利 1：9）：我們是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 12：2），我們的

腿不要走世界的路。 

“把燔祭牲切成塊子”（利 1：6）：我們是活祭，也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 12：2）。我們

不但把身體連同四肢百體獻上，我們的心意也要變化，遵行神的旨意，“切成塊子”。 

燔祭“在耶和華面前蒙悅納”（利 1：3）：我們的活祭，也應當“是神所喜悅的”（羅 12：1）。 

燔祭是常獻的（民 28：1－6），每日早晚與素祭同獻。我們將身體獻上為活祭，一次獻上，永

不收回，但要繼續更新。 

 

 

第三課  素祭 

一．素祭的要求 

1、 禁用酵  利 2：4/5  突出了基督人性無罪林前 5：6/8、來 4：14/15   

         酵：酵本是酸的，會損害祭物天然純質，有滲透作用。酵表罪惡，又是異端（太 16：12）。

細麵不加酵，餅也不加酵，初熟之物更不能加酵。   

        2、禁用密  利 2：11   突出了基督的不變性  來 13：8 

蜜也有發酵作用，會損祭物天然純質，也有滲透作用。 

蜜是甜的，表明天然的好、屬地之美、罪中之樂，不能成為屬天之物（詩 19：7－11），所

以我們不要貪愛世界。 

異教有用蜜來敬拜他們的神。 

古時有用蜜為酵素，所以酵是不潔的。蜜經火就變酸。世人一經苦難也就變性了。 

也有獻酵與蜜的： 

“這些物要獻給耶和華作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壇上獻為馨香的祭。”（2：12）“這

些物”，是指上文所說帶酵與帶蜜的素祭，“要獻……”，但不能作為“馨香的祭”。帶酵

與帶蜜的素祭不是預表基督，而是預表我們。基督沒有罪，不帶酵與蜜，是“馨香的祭”；

我們有罪，是帶酵與蜜的祭，不是馨香的祭，“只是不可在壇上獻”。肉體的快樂、憑肉體

的感覺與感情，不可獻為馨香的祭。“作為初熟的供物”與 14 節“初熟之物”不同，“初熟

之物”是預表基督的。 



        3、不獨獻 利 23：12/13、民 28：7/15、  

突出了基督以救恩救人，完全人性、成人效法的榜樣 

其它四種祭都是用祭牲獻上，是帶有血的，但素祭只獻初熟的土產，沒有血。因此，獻素祭

必須與其它祭一同獻：“同獻的素祭”（民 28：7－15，29 章，利 23：13，18）。一般獻素祭是

與燔祭同獻，也有與贖罪祭或平安祭同獻（民 6：14－17）。 

血祭是生命，素祭是生活。若不靠血，人就不能到神面前。世人道德再好，若沒有基督的生

命，神是不要的。該隱只獻素祭，神就不悅納（創 4：3－5）。 

但貧窮人無力多獻，就可以單獨獻素祭（利 2：1）。耶穌讚賞窮寡婦獻上的“兩個小錢”（可

12：42）。 

素祭不離燔祭，燔祭也不離素祭。沒有素祭，燔祭就不完全。我們若只獻上自己，而沒有分

別為聖的生活，是不蒙悅納的。這是生命與生活的關係。 

 二．素祭的祭物 

       1、細麵   利 2：2 

       ①突出了基督人性完全無罪   來 1 4：15 

       ②基督人性經歷磨難    腓 2：6/8 

      2、油     利 2：4/7、15       聖靈 

       ①調油   4/7——突出基督在性分上與聖靈調合  

              太 1：18/23 

       ②抹油  4——突出聖靈澆灌在基督身上      太 3：16 

       ③澆油 ——突出聖靈的充滿   約 3：34、路 4：1、18 

      3、乳香  1/2、15/16 

       ①基督的受苦與人有益    賽 53：5 

       ②基督人性的苦難經歷    賽 53：7/8、 

       ③基督馨香的氣息        林後 2：15 

4、鹽    13——突出了基督獻上成為約   太 26：28 

古時，中東的國家也有認為鹽是珍貴之物。他們拿鹽來獻給他們的神。 

“都要用鹽調和”：鹽是調味用的，這表示我們的靈交是真誠 、有美味的。牛羊祭都是用

鹽醃的。 

“立約的鹽”：鹽有耐久的意思，表明是不可泯除的（民 18：19）。素祭是“約”，約是不

變的，所以不可缺少了鹽。所有的祭都要帶鹽的，這表明基督是不變的。基督給人的生命也是

最美好、不變的。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太 5：13，參看西 4：6）。 

基督徒獻上素祭，表明有好的生活獻上，但必須與有血的祭同獻。 

5、禾穗  14/15——突出了基督的復活    林後 15：23 

三、素祭的種類 



1．以細麵（2：1－3）為素祭 

（1）細麵是用大麥小麥磨成生麵粉，這是麥面中最好的（出 29：2）。細麵表明基督是柔嫩與純白

的。把面磨了再篩，表明基督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能滿足人的需要。 

（2）“澆上油”：他們用橄欖油澆在細麵上。油表明聖靈是柔和與滋潤。這不是為滿足肉體的需

要。基督是細麵，澆上油，說明祂的生活是屬靈的。 

（3）“加上乳香”：澆上油還不夠，還要加上乳香。乳香是高貴的香料，是作聖香的四種原料之

一（出 30：34）。乳香，是從割破的樹皮所流出的漿汁凝結而成的，這是樹的精華，表明生命

的豐盛。這是我們的美德、禱告和讚美向神所發出的香氣。這是神的榮耀。用火燒乳香，就

會發出強烈的香味。我們經受更多的苦煉後，就會發出更濃的香氣。 

（4）“燒在壇上”（2：2）：不是把所有的面都燒，而是燒“一把”，就是一伊法十分之一（約 3

公升半），這一把是最小的。這裡沒有指定那一把，而是隨意取一把。這表明基督任何一部分

都是叫神滿足的。 

“並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注意“所有的乳香”，不是取些乳香。這些乳香，不是為叫

我們“聞香味”。這是基督的香氣，是為獻給神的。 

“然後要把所取的這些作為紀念”：不是紀念我們的好處，而是要紀念基督的好處。 

2．以餅（2：4－10）為素祭 

五穀、油和酒是以色列人三大基本食物（申 12：17）。 

（1）兩種餅（4 節） 

“無酵細麵餅”，原文是複數：這些餅有小孔，預表基督的言行是謹慎的。 

“無酵薄餅”：這些薄餅好像我們所吃的“威化餅”一樣，預表基督的克己。 

（2）“調油”與“抹油”： 

以細麵為素祭，只“澆上油”（2：1），但這裡的面餅要“調油”、薄餅要“抹油”。用

面作成餅，要經過多少的揉搓、滾壓、高熱，這是不容易受的。 

“調油”，表明是聖靈生的；“抹油”，表明聖靈降在祂的身上；“澆油”，表明聖靈充

滿。 

（3）“爐”與“鐵鏊”（2：4－5）：這是用火的煎熬。 

① “若用爐中烤的物為素祭”（4 節）：爐，是可以移動的。這是無形的苦、隱藏的苦和十字架

的苦。 

② “若用鐵鏊上作的物為素祭”（5 節）：原文是用陶土制的烙盤 mahabat. 到銅器時代中期（主

前 2100－1500 年）已有銅制的；鐵器時代初期，中產家庭也有鐵制的。“鐵鏊”，是鐵制

平板或平鍋（結 4：3），但不普遍。這是明顯的痛苦、淩辱和鞭打。 

這是十字架的苦：不單只是生活樸素，而是有痛苦。剛強的彼得因耶穌要上耶路撒冷被

殺（太 16：21－22）也替耶穌難過。 

耶穌不只是細麵，祂更是經得起火煉。祂是“無酵細麵分成塊子”（2：5－6），祂破碎

自己。 



我們紀念主，是用無酵餅，這餅是要擘開的。 

③ “若用煎盤作的物為素祭”（2：7）： 

爐是烤的，用鏊是熬的，用盤是煎的。 

煎盤是用泥或金屬制的，可用來煎炸食物，有如我們的油炸圈或廣東人所說的“煎堆”。 

3．以“初熟之物”（2：14－15）為素祭 

這是個人勞苦所得的物，也是最新的。我們當把這些先獻給神作為感恩。 

“要獻上烘了的禾穗子”（14 節）：“烘”，是整粒的。“就是軋了的新穗子”，“軋”，

是軋碎了的。 

以麥子獻為祭，麥子預表基督：“……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先是死了，才能結出生命的子粒來。這是預表耶穌死而復

活的。 

▲（1）細麵：基督原來是純美的，祂降卑到世上，仍然是純美的。 

（2）餅：這是基督為人的經歷，直到祂死在十字架上。祂多經苦難後，顯出屬天的供應，這是馨

香的。 

（3）初熟之物：預表基督的復活。 

  四．素祭的獻法 

       1、磨研  

       2、火焚   2 下  

       3、爐烤   4 

       4、鏊炊   5 

       5、盤煎   7 

       6、車軋   14 

       7、火烘   14         賽 53：1/3 

  五．素祭的性質    至聖的火祭     2：3、10     突出基督完全聖潔 

這是大祭，是馨香的、至聖的。只有素祭、贖罪祭和贖愆祭是“至聖的”（6：17，25，29），

平安祭是“聖的”，燔祭沒有提“至聖的”或“聖的”。 

紀念，本來是獻上的，但又燒了。既是獻上又燒，所以是至聖的。 

為什麼沒有血的素祭反為“至聖的”呢？ 

（1）燔祭：是人在神面前享受主的結果（沒有提至聖的與聖的）。 

（2）平安祭：是人享受主之後的感恩（是聖的）。 

（3）素祭：主是什麼（是至聖的）。 

（4）贖罪祭與（5）贖愆祭：主所作的，是解決人基本的問題，所以它們在火祭中是“至聖的”。

人必須先對付罪，然後再獻素祭。 

六．素祭的享用 

1．亞倫祭司所的分 



“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2：3，10），“所剩下的，亞倫和他子孫要吃，必在聖處

不帶酵而吃，要在會幕的院子裡吃。”（6：16） 

祭司和他的子孫要在清潔的地方吃至聖的供物，惟有祭司才能在會幕院內吃至聖的物。 

2．亞倫子孫所的分 

祭司取一把燒在壇上，其餘的（不少）都歸祭司，但只給男丁吃（6：18）；至於平安祭，男

女都可以吃。這樣是表明教會中強壯的人更多的享受基督。我們都是祭司，但我們應當作個強

者，要活出基督的樣式，就更多地享受基督。 

 

 

第四課  平安祭 

一．平安祭的意義 

1．基督是我們的和平（西 1：20） 

祂是我們的和睦（弗 2：14 小字）。當耶穌降生的時候，祂就給我們帶來了平安（路 2：14）。 

2．我們在基督裡的平安 

經過所灑的血，得著平安的生活（出 24：6－11）。 

二．平安祭的種類（利 7：15－16） 

獻平安祭的方法與獻燔祭的方法相似。 

1．“為感謝獻上”的平安祭（7：12，15） 

這是感恩祭，又稱為“酬恩祭”（3：1 小字）。感恩是最基本的意義。 

2．“為還願”的平安祭（7：16） 

人若許了願就要還願；若不還願就沒有平安（傳 5：4－6，詩 116：14）。 

也有用燔祭來還願的（詩 66：13）。 

3．“出甘心獻上的”平安祭（利 7：16） 

甘心獻上平安祭，不是為得到什麼恩典。如果沒有什麼屬靈的恩典，我們也得甘心獻上平安

祭。平安祭連不上恩典，但可連上賜恩的主，這是最大的恩典。 

甘心祭，不必剝皮，不用水洗，不要加上乳香等，而是最好的，我們要甘心獻上。 

三種平安祭給我們看見：從基本享受恩典上到最高享受我們的恩主。 

三．平安祭的條例 

1．獻祭的時候 

以色列人獻平安祭，是在喜樂的日子或節期（民 10 章，王上 8：63，撒上 11：15）。 

每年 3 個節期裡，獻平安祭與其它祭的人數以千計（出 23：14－17，民 29：39）。所羅門獻聖

殿的 14 日中（王上 8：65），他“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王上 8：

63－65） 

2．親手獻（利 7：30） 

其它祭都是由祭司獻上，只有平安祭是獻祭的人親手獻上的，而不能假借別人的手來獻。 



獻祭的人在交給祭司之前，自己先把脂油和胸當作搖祭，搖一搖。凡得到神恩典的人，也當

親自作神恩典的見證人。 

3．“他要按手在供物的頭上”（利 3：2） 

按手，是代替，祭牲代替我們作了和好之工。 

4．“宰於會幕門口”（3：2，8，13） 

宰殺牲口必須要在這裡，因為平安祭是“聖的”（7：19－21），但不是“至聖的”（參看 7：

6，是指贖愆祭說的）。 

5．交由祭司灑血（3：2，8，13） 

灑血表明潔淨、立約與和好的意思。 

6．“祭司要在壇上焚燒”（3：11，16，參 5 節） 

不是把供物完全燒在壇上，只把內臟上所有的脂油和兩個腰子，以及肝上的網子和羔羊的肥

尾巴燒在壇上。 

四．平安祭的供物 

1．牛群 

“……若是從牛群中獻，無論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沒有殘疾的獻在耶和華面前。”（3：1） 

獻燔祭只許獻上公的（1：3，10），但獻平安祭就有公有母的，而且“必用沒有殘疾的”獻

上。 

2．羊群 

有綿羊（3：6）與山羊（12 節）兩種，也可以獻公的和獻母的，也是“必用沒有殘疾的”。 

3．三種加油餅 

“……調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作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7：

12） 

4．另加“有酵的餅”（7：13） 

這不是素祭，也不算是“供物”，而是“與供物一同獻上。”這表明獻祭的人是不完全的。

還有利未記 23：17“加酵，烤成兩個搖祭的餅”，也不是預表基督。這裡（7：13）有酵的餅，

沒有把香放在上面，也不能放在壇上燒，因為這不是屬於馨香的祭。我們當認識自己是帶酵的，

我們報不了神的大恩。 

5．禁獻鳥     真誠的獻上   約 10：17/18 

獻平安祭是用家畜，最低的是山羊羔。鳥的脂油不多，難以用最美的部分來獻給神。 

獻祭禮儀，包括聚餐。用鳥獻祭，不夠與親友共用，特別是貧窮的，必須分用別人帶來的牲

畜。 

五．平安祭的分享——神人共用 

燔祭是要完全燒在壇上歸神，只有平安祭是神人共用的：神、祭司與獻祭者各有一份。獻祭的

人與神和祭司有交通。 

1．把最美之分的獻給神（利 3：3－4，9，16） 



脂油和腰子等是最美的，當獻給神。 

（1）脂油（3 節）： 

脂油積聚在牛羊兩腎和肝胃之間，有獨立供血系統。 

無殘疾的脂油正是生命的精華。 

瘦的牲畜缺乏脂油；太肥的是病態，不能獻。當把最好的獻給神。 

（2）腰子等（4 節）： 

“腰子”，表明力量。“髒”，表明心懷意念。 

（3）“肝上的網子”：肝葉上的脂油好像“網子”： 

腰子和肝上的網子表明人感情上的中樞。 

（4）“整肥尾巴”（9 節）： 

他們的山羊羔，有的肥尾巴約 30 公斤重，是最好吃的，但要燒在壇上歸耶和華。 

（5）“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3：5）： 

“作為馨香火祭的食物”（16 節），這與用食物獻給假神是不同的。他們獻給假神吃，其

實是他們自己吃。但這獻給耶和華的，大部分是人不能吃的，只燒在壇上。其實不是直接在

壇上燒，而是“燒在壇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5 節），這是以已獻的燔祭為基礎（神

先悅納人才悅納人的感謝祭）把平安祭燒在上面。 

神不吃我們所獻上的食物，神只以之為喜樂，享受我們的讚美和感謝。 

2．將重要之分歸於祭司（7：14，31－34） 

除了皮之外，把重要部分給祭司。 

（1）給獻祭的祭司（7：32－33）：作舉祭。 

從三種加油餅中各取一個給祭司（7：14）：“……把右腿作舉祭，奉給祭司。”（32 節）

“腿”，表明能力。事奉神的祭司需要能力，他又要把能力流出來。“舉祭”，祭司把右腿

在神前一舉，表明在人前榮耀神；一方面獻給神，另一方面又從神接受。 

（2）給眾祭司的（7：30－31，34）： 

“……好把胸在耶和華面前作搖祭。”“胸”，表明愛神、事奉神。 

“搖祭”，是平安祭留給祭司享受的。祭司把祭物彼此遞送，向著祭壇一前一後（不是左

右搖動）在神前搖一搖後，就成為搖祭，就是從神接受歸亞倫和他的子孫。搖一搖，是從神

接受；搖祭，有求神鑒察、有感謝和讚美的意思。 

3．其餘的（肉）歸獻祭的人 

“……至於平安祭的肉，凡潔淨的人都要吃。”（7：19）獻祭的人和親友可以一同享受。

祭牲預表基督，“肉”，是以基督作供應。 

他們吃祭肉，不同於拜偶像的人吃祭偶像的物。祭司與獻祭的人只能吃所指定的：祭司得的是

皮、胸和腿（7：30－34）；供物其它部分留給獻祭的人於聚餐時吃的。但那些歸耶和華的，他們就

不能吃，要燒在壇上，不能妄食。 

------突出在感恩的同時又分享神的恩。 



 ①務須聖潔，7：19/21------突出了受者之聖潔的心態。 

 ②心滿喜樂，申 12：17/18------突出了受者之滿足感，提前 6：6。（或作感恩之對象） 

 ③吃在主前，申 12：4/7、17/18。------突出了受者當認識賜恩者。 

 ④須當日吃，申 7：5-------突出受才當儆醒感恩，西 4：1。 

 ⑤與友共食，-------與人同分-------突出了受者不徒受神思。 

 ⑥勿食脂血      ，--------將上好歸主------突出了常駐者不應搶奪神的榮耀，帖前 1：12。 

獻給神的脂油不可以吃，要焚燒。多吃動物脂油對人的健康不好：會增加血液膽固醇， 

引起高血壓、血管及心臟病甚至乳腺癌。如果把脂油加熱，是可以助燃，使之成為馨香。但在平時宰

殺的就沒有禁止吃脂油（申 12：15－22）。血，什麼時候都不許可吃，而是要倒了，因為血是生命。基

督的血是要洗淨我們的罪。 

 

 

第五課  贖罪祭 

讀經：利 4：－ 5：13，6：24－30. 

贖罪祭不是馨香祭——燔祭（1：9，17）、素祭（2：2，9）和平安祭（3：5，16）是“馨香的火祭”。

贖罪祭是除罪祭，利 4：31“在耶和華面前作為馨香的祭”，原文沒有“的祭”二字，注意字旁有

幾點，表明原文是沒有的。基督為我們成為罪（林後 5：21），“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所以贖罪祭的祭牲成了可憎的（利 4：12）。但基督本人仍然保持至聖，所以也提及“馨

香”。 

一． 獻贖罪祭的理由 

1.為人原有的罪 

2.為人本體的罪 

3.為人誤犯的罪 

贖罪祭不只贖我們的原罪，還贖我們的本罪；贖愆祭是為贖我們不知的罪（4：3，13，22，27）、

及誤犯或疏忽、或隱而未現的罪，包括在法庭上不說真話、摸了不潔淨的物和隨意發誓（5：1－4）。 

二．贖罪祭與燔祭的分別 

（1）贖罪祭不是自願獻的，而是必須獻的（4：14，23，28）；燔祭是自願獻的。 

（2）贖罪祭的按手是歸在祭牲身上；燔祭的按手是“成義”。 

 

（3）贖罪祭不剝皮不切成塊子，而是全燒的。這表明耶穌為我們成為罪。 

燔祭要剝皮與切成塊子，顯出內裡的美好。 

（4）贖罪祭是對神所定的；燔祭是神所悅納的。“罪因”，不是得赦免，而是要定罪的（羅 8：3），

但基督成為我們的贖罪祭，我們的罪就得到赦免了。 

三．贖罪祭的適應範圍 

1．受膏的祭司犯罪（利 4：3－12） 



受膏的祭司是大祭司（8：12，21：10）。 

（1）他犯了汙穢的罪，汙穢了“聖所”（4：6－7），影響了全會眾：“使百姓陷在罪裡”（4：3）。 

（2）他要獻上公牛犢（4：3）：他地位高，犯了大罪就必須用公牛犢，而且是“沒有殘疾的”（預

表基督無瑕疵）獻為贖罪祭，替我們被定罪。 

（3）“他要牽……”（4：4）：他自己牽、自己“按手”、自己“宰”。 

基督被釘死，是因代替了我們的罪。如果不是為我們的罪，多少釘子釘祂，祂也不會死。 

“按手”，就是把自己的罪歸與公牛與公牛犢，而無殘疾祭牲的榮美歸給自己。 

（4）把血帶入會幕裡（4：5－7）： 

① “彈血七次”（4：6）：“把指頭蘸於血中”，用右手食指（14：16），不是灑在壇的四圍，

而是“對著聖所的幔子”，因為他的工作是從聖所通過幔子進入至聖所裡的。他既汙穢了聖

所，所以要“彈血七次”。“彈”，就是灑。這就消除了神的忿怒，便可以恢復與神交通。 

② 把血抹在會幕內、香壇的四角上（4：7 上）：香壇是在聖所內。抹血表示恢復事奉。這是預

表基督的血發出能力，使祂的禱告蒙神垂聽。 

③ 把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的腳那裡”（4：7 下）：壇是審判的預表。把抹血所剩下的 

倒在外院燔祭壇的腳那裡。血是永遠留下，表明罪惡已經解決了，使獻祭者的良心得到平安。 

（5）把脂油、肝上的網子和腰子燒在燔祭壇上（4：8－10）：這樣焚燒，與平安祭一樣（3：14－

16），是神所悅納的（4：31）。 

（6）在營外燒（4：11－12）： 

除了血和脂油等，其餘的（皮和所有的肉，並頭、腿、髒、腑類）都搬到營外燒。 

燔祭牲是在壇上燒，贖罪祭牲就要搬到營外燒。因為燔祭牲是被神悅納，而贖罪祭牲是被

神棄絕的。這類的祭是不可以吃的。 

搬到營外是不易的：營外是在燔祭壇東邊那塊處理廢物和灰燼的所在。會幕四面，各有三

個支派的營地。把祭牲從會幕穿過三個支派的營地（約 50 萬人的住地）。到營外，大約要用

幾個小時的路程。這是要付代價的。 

這是預表主耶穌要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釘（來 13：11－13）。這又是預表與罪隔離。 

（7）若大祭司犯了罪而不知道，就要到“贖罪日”的大祭中去贖。 

2．全會眾犯罪（利 4：13－21） 

“全會眾”，就是指以色列全會眾，與受膏的祭司相同，因為耶和華要以色列成為祭司國（出

19：6），所以祭司與全會眾犯罪比對官長和個人犯罪的處理更嚴厲，所以要“全燒”。 

（1）犯了“隱而未現”的罪（利 4：13）： 

這是嚴重的。有時他們不覺察，但一知道就要獻贖罪祭。 

（2）“獻一隻公牛犢為贖罪祭”（4：14）。 

（3）長老按手與宰殺（4：15）：長老代表百姓，這表明公牛是為全會眾死。 

（4）把血帶到會幕裡（4：16－18）：會眾原來不是在聖所裡敬拜，但神要他們成為祭司國，所以

一切的作法都與祭司的相同。 



（5）“把牛搬到營外燒了”（20－21 節）： 

我們要站在審判的地位上，不再看自己為罪人了。 

3．官長犯罪（4：22－26） 

官長是神所膏立的。這裡的“官長”是指各支派個別首領說的。他們的地位比長老高。 

（1）他犯了罪，不用公牛，而是“要牽一隻沒有殘疾的公山羊為供物”（23 節）。 

（2）把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25 節）：不是抹在聖所裡的香壇角，因為官長不能進入聖所，

他不在壇前事奉神。 

4．平民犯罪（27－35 節） 

這是指每一個人而不是全會眾犯罪。 

（1）個別人犯罪不用公牛或公羊，而是要“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山羊為供物”（28 節）。 

（2）也可以“牽一隻綿羊羔為贖罪祭的供物”（32 節）。 

（3）也不用把血帶入聖所，只把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30，34 節）。 

 

 

第六課  贖愆祭 

一、贖罪祭與贖愆祭之分別 

贖罪祭與贖愆祭是相關的：4 章論贖罪祭，5：14－6：7 論贖愆祭。5：1－13 應是“贖罪祭”，

6－7 節“贖愆祭”應譯“補贖祭”，因為這些罪行不是最嚴重的。 

贖罪祭 sin offering 與贖愆祭 trespass offering 是同類的兩種祭：贖罪祭是對神，而贖愆祭是對人

（鄰舍）的。這兩祭都是流血的火祭。 

1．為我是罪人與我犯某罪之不同 

      贖罪祭是為我是罪人；贖愆祭是為我犯某罪 

2．贖原罪與本罪 

贖罪祭主要是為贖我們的原罪；贖愆祭是為贖我們的本罪。 

3．隱而未現的罪與明顯的罪 

贖罪祭是為隱而未現的罪（包括誤犯的罪）；贖愆祭是為明顯的罪。 

4．全部與局部的罪 

贖罪祭是對全部的罪，在神前得罪神；贖愆祭是對局部的罪，是一天所犯的罪，不一定是大

罪。 

5．稱義與成義 

贖罪祭是關乎我們得稱為義；贖愆祭是關乎我們的成義。 

6．一次與常獻 

贖罪祭獻上一次就夠了；贖愆祭是常獻的，甚至每日晚上獻了才得到真平安。 

7．償還問題 

贖罪祭不用償還；贖愆祭先要歸還，後來才再獻上贖愆祭。 



8．贖罪祭注重所犯的罪；贖愆祭注重罪所傷害的人（詩 51：1－4）。 

9．贖罪祭預表領人信耶穌；贖愆祭預表基督徒恢復與神交通。 

二．贖愆祭代贖的罪過 

——基督赦罪大功 

（一）獲罪於己——5：1/13 

1．匿事不報  1——這是違背自己的良心 

2．沾染不潔  2/3——或是沾染世俗種種惡欲汙穢 

3．冒昧發誓  4——或以性急、或以生氣、出言躁妄、不自以為是發誓、或不知誓言的輕重與 

論事物的關係。人冒昧發誓，最易自陷於罪，並陷人於罪。 

（二）獲罪於神——5：14/19 

1．有關犯聖（14－16 節） 

無心損壞了會幕中的物品，就必須償還。 

（1）犯兩方面的罪： 

取了不當取的：擅自取了當歸神之物的罪。 

不納所當納的：例如沒有把頭生的供物交給祭司、不納十分之一等罪。 

（2）獻上贖愆祭：“人若在耶和華的聖物上誤犯了罪，有了過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聖所的舍

客勒拿銀子，將贖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牽到耶和華面前為贖愆祭。”

（5：15）“聖所的舍客勒”比商業的舍客勒重些。“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每只約值 2

舍客勒銀子。 

（3）賠償：“並且他因在聖物上的差錯要償還，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給祭司。”（5：16 上） 

贖愆祭特別注重償還：按“在聖物上的差錯”來償還。“另外加五分之一”：犯罪時很開

心，但時間很短暫，犯罪之後要獻上贖愆祭，擅取之物要如數歸還，並且另要加上五分之一。

賠償的比犯罪時所得的多。“都歸給祭司”，因他取了應歸給祭司的聖物。 

2．有關違命（17 節） 

以上是說擅取了神的聖物、沒有納當給耶和華的錢；而這裡是說違背了神的命令，行了“不

可行的事”，但只限于疏忽大意，因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不用賠償。雖然不用賠償，但

要獻上贖愆祭，就是“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18 節）。 

 

（三）獲罪於人——6：1/7 

6：1－7 本屬第 5 章。這是贖愆祭的另一面：天天得罪人，該怎麼辦？得罪人，就是得罪神（6：

2），這樣，自己就會失去喜樂，也會與神失了交通。贖愆祭就是恢復與神交通的。只要小小的罪

就會失去了交通（約壹 1：6）。 

1．幾種得罪人的罪（2－3 節） 

這些是欺壓、強暴、損害別人的罪。這些罪是由於“在查出他有罪”（6：5）而被人知道的。

在出 22：7 已有論及了。 



（1）負於信託（2 節） 

受人託付但不忠 “在鄰舍交付他的物上”，就是別人交給他保管的東西或財物。他“行了詭詐”， 

出了問題。別人托钜款，他不敢行詭詐，但如果所託付的數量不是很大，他是會常常弄詭詐的。 

（2）“在交易上行了詭詐”（2 節）：在買賣上出了問題。“交易”，不只作買賣；對每一人也有

關係，例如賭博、買彩票（不是購物附獎的）；5 人坐車只買 4 張票；購買東西時，賣主找贖

多了；作生意說謊。 

（3）“搶奪人的財物”（2 節）：許多人不明搶，但會暗搶，這就等於霸佔。如果別人托你執行他

的遺囑，當他死了以後，你沒有照他的遺囑去執行。你認識司機，坐車不買票，這就是搶奪

了公司的錢。 

我們得罪人，神不會代人赦免我們的。雖然我們不會失去永生，但會失去與神的交通。 

（4）“欺壓鄰舍”（2 節）：“鄰舍”，舊約指別人，包括親屬同胞，這是希伯來人的語氣。丈夫

太兇惡、主人太兇惡、上級太兇惡、路上滿了欺壓人之聲！基督徒就不應這樣。 

（5）“在撿了遺失的物上行了詭詐”（3 節）：我們不要在路上或其它地方撿別人所遺失的財物，

無論是金錢或東西，或多或少都不要拾；如果拾了，就當上交。世人也說“路不拾遺”，我

們信主的人，更當這樣。如果明知而說不知，眼見而說不見，實有又說沒有，就是“行了詭

詐”。 

（6）“說謊起誓”（3 節）：原文是與上面相連，又是獨立的。 

上文是“撿了遺失的物”。當他被人抓住、被質問，他就說謊，甚至起假誓，說沒有“拾

遺”。我們基督徒不應說謊，也不用發誓。 

“說謊”：這裡是為逃罪而說的。當他被人質問得太嚴的時候，他就不敢說真話。基督徒

遇著太嚴的人，也當說誠實話。可惜有些基督徒以說謊來得公家的財物。如果公家派定我們

應得多少，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們不要以謊言騙取多些。 

2．當怎樣對待（利 6：4－5） 

犯了罪一定要受虧損。犯罪時很開心，但快樂的時間很短暫。 

“他既犯了罪，有了過犯，就要歸還他所搶奪的，或是因欺壓所得的……就要如數歸還，另

外加上五分之一……。”（6：4－5）“犯了罪，有了過犯”，這是罪案。有了罪案，就要“歸

還”。 

（1）“歸還”：贖罪祭是“挽”，贖愆祭是“還”。我們不能“還給神”，我們只是靠主的寶血

得到“挽回”。 

我們虧負了別人，要向人承認，也要賠償損失。若能計算而不“歸還”，就不能獻贖愆祭。

如果不對付，每當想起就不自由、不平安。 

耶穌的寶血不是洗我們的“心”，而是洗我們的“良心”：“……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

們的心”（來 9：14）。“心”，原文是“良心”，見小字。但當我們把與人的關係弄清楚時，

我們的“心”才是潔淨的。 

許多人的家道是在不義之上，這就把他們壓得不能長進。我們虧負了人，但沒有足夠的錢



償還，我們就當先將自己所有的還了一部分，神是會接受我們的心的。以後才繼續償還。 

虧了別人的物質，可用錢估價；若無法歸回本人，就當把虧物歸給祭司（民 5：8）。 

（2）“加上五分之一”（6：5 下）：這是懲罰，使你下次不敢再作。不只如數歸還，總要多一點：

虧欠別人 5 元，就多加 1 元。 

許多基督徒認罪，說“自己吵得不像基督徒”，但又說，“你也不應該跟我吵”，我們不

要在認罪的時候，趁機會也替別人認罪，或者借認罪指責對方。相反，我們更應要放寬“五

分之一”。 

（3）歸還的時間：在查出有罪的日子，就要歸還，越快越好，不要說等聖靈感動。聖靈已感動使

你知罪。如果遲延，你的良心越來就越沒有聲音，良心對罪的反應就越來越遲純。你在人前

不敢開口，就沒有平安。若單得罪神，就只向神認；但得罪人，就要向人認，又要歸還，之

後再向神認——獻上贖愆祭。 

3．獻贖愆祭（利 6：6－7） 

得罪人就是得罪神，所以除了賠償之外，還要獻贖愆祭。 

（1）不歸還，就不能獻贖愆祭：先有 6：4－5 才到 6－7，參看馬太 5：23－24. 

（2）沒有人單靠認罪和歸還就得到赦免：得罪神，需要靠主的寶血；得罪人，就要與人弄清楚，

再求神藉耶穌的血赦免。 

（3）先認罪與歸還，然後再獻贖愆祭：只歸還而不向神認罪，不得赦免；若不歸還而單向神認罪，

也不得赦免，所以必須獻上贖愆祭。 

五祭是預表主的五方面，亦是我們所必須經歷的，但一切都不能離開祭牲——“若不流

血，罪就不得赦免。”（來 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