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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利未記二十三章中記載神所設立的七

個節期，現在仍為猶太人所遵守。神賜給以色列這些節期，具有

三方面的意義：第一，節日是有季節性的；第二，具記念性，關

乎神如何待希伯來人；第三，具預言的象徵性，關乎神如何對待

由猶太及外邦信徒所組成的教會。

認識以色列的節期，不僅使我們對信仰的猶太淵源更加了解，

也更認識神歷來的救贖計劃。利未記二十三章按季節次序列出了

這7個節期，就是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五旬節、吹角節、贖

罪日及住棚節。

逾越節

在所有的節期中，逾越節排列最先，也最為人所熟知，是在每

年春季猶太人的尼散月（又稱亞筆月），目的在記念希伯來人從

埃及的奴役中得到救贖。第一個逾越節當年，每一戶希伯來人的

家庭都宰殺一隻無殘疾的公綿羊羔為祭牲，把血塗在門楣與左右

門框上為記號，「滅命的天使」便會越過受羊血保護的家庭，擊

殺未受保護人家的長子。同樣，我們都是罪的奴僕，為神純潔無

瑕的羔羊彌賽亞耶穌的寶血所救贖，得到釋放（彼前一18-19）。

無酵節

緊接逾越節的是無酵節，由逾越之夜的次日開始，為期七天。

因為這兩個節期在時間與目的上關係密切，兩者之名常被互用。

在逾越與無酵節期中，猶太人要除去存在家中所有的「酵」或稱

Matzo。酵在聖經中常用來代表「罪」，「無酵餅」則用來描繪純

潔無罪的彌賽亞。它被刺穿，就是指我們的主的手腳被釘刺穿，

肋旁被羅馬槍扎一般；它在烘烤時被打，就使人想起以賽亞先知所

以色列的節期
猶太人歸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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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

鞭傷我們得醫治。」（賽五十三5）

初熟節

這個節日與逾越及無酵節也密切相關，在「安息日的次日」

，也是無酵節開始的次日慶祝。在聖經時期，它是為大麥初次收

割而感恩的節日。初次收割被認為是未來更大收穫的應許，因為

初熟開始後，收成便會接續而來。彌賽亞耶穌從死裡復活是初熟

的果子，就如初熟的大麥是其餘收穫將至的應許一樣，祂是我們

因信祂得以復活的應許，因祂已經勝過死亡與墳墓。

五旬節

五旬節或稱為七七節，也是依第一個節日逾越節來計算的，

是在逾越節的安息日後的第50天，因而稱為五旬節。這是希臘的

名稱，猶太人則稱之為Shavuot，即希伯來文的「星期」。七七節

（七個星期）也是一個收割的節期，為小麥收穫而感謝神。據猶

太人的口授傳統，這日也是摩西在西乃山領受律法之日。在這節

日中，祭司獻上兩塊用新收割的麥子所做成的餅，這些餅不像其

它供物，烤烘時帶酵。從這兩塊餅，我們看到神的子民，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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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與外邦人，在五旬節教會產生時，在彌賽亞耶穌裡合而為

一。

吹角節

這節期是在五旬節後的一段長時期，象徵等候彌賽亞耶穌再

來的時期。每年秋季，猶太年曆中第七個月（提斯利月，Tishri）

，便是慶祝吹角節，又常稱為Rosh Hashanah，更是猶太民間的元

旦。利未記二十三24記載，神曉喻以色列人七月初一吹角以招聚

以色列人舉行嚴肅集會。據猶太人的教導，吹角節是眾人在造物

主之前經歷審判的十日之始。義人之名記錄於生命冊上，惡人被

定罪，不全是義或惡的人，在這十天內可以悔改以避免被定罪。

我們這些記名於生命冊上的人，不怕審判，而盼望祂再來，那時

祂要在角聲與天使長的歡呼聲中，把我們帶進祂的安息。

贖罪日

這是一年中最嚴肅的日子。經過了上述十天的悔改與反省，

便到了贖罪日，這是禁食禱告之日，在聖經時期，是大祭司唯一

可以進入至聖所的一天。大祭司進入時，帶著祭牲的血，為百姓

的罪祈求赦免；今天已毋須以動物作犧牲，也無聖殿，猶太人只

能靠悔改來祈求罪得赦免。但他們並無神已垂聽和赦罪的確據，

因他們一直認為利未記十七11的教導是「贖罪在血」。但我們知

道，當基督獻上自己的血為我們贖罪或遮掩我們的罪時，殿裡的

幔子分裂為二，意思就是祂已犧牲自己以打開通往至聖所之路，

一切的罪被遮蓋，信徒現在可以進到神的面前。我們盼望那末後

贖罪大日的來臨，那時全以色列為彌賽亞哀痛而接受祂所成就的

贖罪祭，正如亞十二10及十三1所預言。

住棚節

這是一年的第七個節期，也是最後一個，希伯來文是Suc-

coth。在聖經時期，這是秋季最後的收割節期，也是一同往耶路

撒冷相聚之期。在此期間，猶太人築棚而居，回憶以色列人在曠

野時居於臨時的居所。直到今天，許多猶太人還為這節期建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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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只有三面圍牆的茅舍以記念昔日住棚，並用粗樹枝與秋果作

妝飾，提醒他們為產物豐收而感恩。

每年的收割節，每一個能力所及的以色列人都會上耶路撒冷聖

殿裡敬拜，把取自西羅亞池的水倒在聖殿祭壇旁，這是一個祈求

冬雨的儀式；耶穌就是在這個時候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

以到我這裡來喝。」（約七37-38）

當以色列的最後贖罪大日來臨之後，住棚節將在耶路撒冷再度

舉行。（亞十四16）

住棚預表最後的安息，以及最後的收割。約翰在啟二十一3寫

道：「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

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我們祈求祂所應許的

一切不久都將成就：「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

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啟二十一6）

金繼宇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