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更美的圣所 
经文：希伯来书九章 11 至 14 节  

 

 

讲员：潘志成牧师 
 

 
 

 

引言 

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

出来，经过红河进入旷野，来到西奈

山。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民

被选为圣洁的子民，君尊的祭司。从

埃及的奴隶转变成为圣洁的子民，不

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乃是上帝在子民

身上的作为。对于一神上帝的信仰如

何深化、内化在子民的身上。上帝首

先设计了敬拜的中心，就是会幕，地

上的圣所。 

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 21-24节告诉撒

马利亚妇人，敬拜的地点变得不再重

要的时候将到：人不会在基利心山或

在耶路撒冷拜父，而是以灵和真理来

拜他。他的说法好像是，灵和真理将

取代在这山上和耶路撒冷的地点，亦

即属灵地理将盖过自然地理。我们为

敬拜定下地点，是否就等于背弃了耶

稣的愿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聚

集起来觐见神的空间？ 

希伯来书 9 章 1-10节，作者要我们关

心一个重点---“更美的圣所”。作者

先阐述地上的圣所，引导我们认识前

约的地上的圣所，再把前、新约的圣

所作比较，以解析何谓更美的圣所。 

一、地上圣所的描述（1 至 5

节） 

作者只简述有关“地上的圣所”（若

要详知“地上的圣所”可参阅《出埃

及记》及《利未记》），他描述地上

的圣所分成两部分：就是“圣所”和

“至圣所”。它们有各自的设计，摆

设与服侍的规矩。 

在整个圣所里，第一层帐幕里叫“圣

所”，里头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它是众祭司每天进入的地方。而在第

二层的帐幕，即最内部的帐幕是“至

圣所”；它是最神圣的一个部分。它

里头有金香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

盛圣吗哪的金罐和亚伦会发过芽的

仗，并两块约版，柜上有荣耀的天使- 

- 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 

“圣所”每天早晚都有祭司在里面服

侍：如添灯台油，使灯台的灯继续亮

着；摆设，更换陈设饼等，特别在安

息日更是要更换。“至圣所”并非众

祭司每天可以进入的。只有在一年一

次的进入赎罪日，而且只是大祭司一

个人得以进入。这位大祭司必须带着

动物的血进入、为自己及百姓来赎

罪，他必须把血弹在约柜的前面。 



二、地上圣所的仪节（6 至 7

节） 

作者说地上的圣所只是一个符号或指

标。前文曾提及圣所与圣所里的敬拜

是天上事的形状与影象（8：4-5，

10：1）。而九章 9节说是作现今的一

个表样，即原本会出现的，就是要等

到基督的再来；当基督进入了高天，

祂已经完成了。作者且说“圣灵用此

指明…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9：8）”。相信很多的祭司站在圣

所看到“至圣所”是一个神秘的地

方，因为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得以进

入。所以，圣灵还未向多人启示至圣

所，这至圣所还是有所隐藏的。接

着，作者又说：献礼物、献祭物等这

些只是一种预表，不能叫做礼拜的人

得以完全，良心上无法完全体会到赦

免。这些仪式的需要不过是属肉体的

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9：

10）。 

作者说“地上的”原来是属肉体的，

他是要比较“天上和属灵的”。“地

上的”是按人的需要而设计的。人有

视觉、感觉、触觉等需要，因此当人

在圣所里服侍，他可以闻到烧香的味

道、听到号角的响声、看到祭司一年

一次穿着华丽的礼袍；这些都是人的

需要。然而，作者说这一些都是暂时

性的，直到“振兴的时候”（改革的

时刻）；即从真正产生敬拜效果来

看，这些都是短暂的。因它只是一个

标志、指向、预表，真正上帝所期望

的敬拜就像约翰福音四章所讲的是一

种“心灵与诚实的敬拜”。 

 

三、地上圣所是符号和指标 

地上圣所的定位是什么？今天恐怕有

很多人在敬拜方面有所偏差，有一派

的人非常讲究敬拜仪式，圣殿的装

饰、圣殿里的音乐…等，倘若没有心

灵与诚实的敬拜，这些东西也只不过

是一种指标而已。另外有些人强调要

有心灵的敬拜，就像初期教会的信徒

一般，他们遭受很多的逼迫，需要逃

难，无法在公开场所来崇拜，甚至在

地窟里（放死尸处）敬拜，根本谈不

上圣殿的敬拜，有祭司、礼仪、华

服…等。然而无可否认的，他们却经

历了真实的敬拜。 

1、上帝渴望祂的子民亲近祂 

另外也有一些人强调敬拜的真实性。

难道地上的圣所没有它的价值与意义

吗？因为整个敬拜的目的、所谓的符

号、指标、是上帝按着人的需要而做

的。有人形容敬拜就好像一个孩子黑

夜离开家门口，回家时，却找不到归

途。上帝实在是爱并渴望祂的子民来

敬拜祂、来亲近祂。祂也按我们的需

要来设计一个敬拜的方式、方法、途

径、道路，使我们晓得如何走回敬

拜，来到祂的面前。 

2、上帝藉着设计的方法引导子民敬拜 

整个地上的圣所就是上帝的设计。上

帝考虑到人的需要，祂就使我们透过

祂所提供的方法来敬拜祂，祂为我们

预备敬拜的方法和路门。如果我们今

天只要凭空想象，不需要有礼拜堂、

酒和饼，只需一闭上眼睛说：“这是

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就够了，为何

还需要有圣坛上的酒和饼等，那些看

得到、触摸得到、感受得到的摆设



呢？因为，人就是有这种的需要。只

是人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这

是暂时的。这是上帝为百姓设计的一

个敬拜方法、途径，路门，为要引导

百姓进入真正的敬拜。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迦南地并不是一

个很单纯的环境，迦南人本来就是拜

祭他们的神明—巴力，以色列人面对

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世俗宗教的敬

拜参入了他们敬拜独一上帝耶和华。

人也有这种的软弱，按着人自己的想

象力，会对上帝带着的一种创造性、

想象性来塑造上帝，而犯了律法中的

第二条—雕刻偶像的罪。 

我们若从地上的圣所来看敬拜，就看

到教会里的礼仪、音乐、建筑…等。

实在有其价值与意义，但很多时候，

我们却把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面，而

看不到它只不过是暂时的，祂其实是

要引导我们到“振兴的时候”（即复

兴、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而把这

种的振兴当作上帝，那就本末颠倒

了。 

3、敬拜最终是认识上帝的圣洁和认

识人是罪人 

上帝是圣洁的。祂爱我们，为我们预

备敬拜祂的途径，要我们认识祂是圣

洁的上帝，同时也认识自己的罪。这

两方面是有相互关系的。但对于华人

来说，讲到圣洁，就会想到道德性

的，并其反面也就是道德性的罪。 

然而，你若详看上帝的圣洁观念，那

是一种力量、生命力。当一个来到上

帝的面前，他不单看见自己是罪人，

他也被上帝的力量和生命力所充满，

而能从认罪当中被提升起来，整个人

被上帝的力量所充满。以色列人是要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最终的目

的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若不是在

敬拜当中体会上帝的力量与生命，断

无法成为万国的祝福，因为他们有软

弱与缺乏。 

说到此，英国的大文豪 C.S. Lewis 讲

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一

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生命就好像

一粒蛋。一粒蛋，你要不就会受到热

量的提供而孵化成小鸡，要不就会变

成一粒臭蛋了（即一个坏蛋）。作为

蛋，你不可能不孵成小鸡或不成为臭

蛋而永远只是一粒好蛋。”这个比喻

把信徒的整个敬拜生命表达出来了。

当一个人来到圣洁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被上帝的力量所充满与提升，他的

生命就好像蛋，最后要孵化成一只有

生命的小鸡，要不就会变成臭蛋或坏

蛋了。 

当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敬拜不真实

时，说：“我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中远离我。” 法利赛人敬虔地按礼

仪、按条例来生活与敬拜，他们把重

点都放在条例和礼仪，最后，敬拜不

是带他们到那振兴的时刻，即经历上

帝的临在，力量与生命力而生命有所

悔改。相反的，他们的生命就如 Lewis

所说的，却成了一粒臭蛋、坏蛋。 

地上的圣所只是一个符号、指示与预

表，《希伯来书》的作者因此指向一

个更美的圣所，就是耶稣基督走进至

圣所，祂永远成为大祭司，那是比地

上的圣所更美。作者同时也指出真正

的敬拜是要从“我们的心灵”与“圣

灵”相遇的时刻开始的。上帝所期望

的敬拜是我们用心灵深处的真我在圣



灵里的敬拜。我引用《以弗所书》与

《歌罗西书》所讲的：真正的敬拜是

“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心被恩感，

歌颂赞美上帝….。”从心灵里面被感

动所唱出来的诗歌，就是真正的敬

拜。 

总结 

地上的圣所及其属肉体的礼仪是很好

的服侍上帝的子民。它好像是黑夜离

开家却找不到归途的人的一个指标，

它启示了人罪所要付的代价—要藉着

流血才能得到赦免，并预备我们来到

终极的献祭与完整的救恩。但是这些

好处只是暂时性的，它只是一个标

记、表记，只是那要来的耶稣基督的

影儿。读完经文，作者也引导我们看

见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祂已经进入更

伟大、更完全的圣所，完成了永远的

救恩；祂使人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

系。当初他们望着至圣所时，并不知

道里面是什么，如今至圣所已经向他

们显明了，他们能够除去良心的亏

欠，可以被呼召来服侍那永活的上

帝。 

为何还有人把重点停留在旧的圣所？

我们当明白地上圣所的好处，但不能

停留在此。因为，它是暂时性的，它

要引导我们进入振兴、复兴、改变的

时候，才是敬拜的开始。约翰福音四

章 23-24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与诚实

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上帝

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

实拜祂。』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振兴的

时候已经到了，真正敬拜就是在“心

灵与诚实拜的敬拜”让我们默想：我

们的敬拜方式是上帝所盼望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