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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伯 来 书 9:15-22 節
的 思 考 问 题 ：永 恒 的 遗
命

为了要一针见血地带
出基督的超越性，以及新
的约所带来的益处，作者
在这部分使用了一些強
而有力的例证，来強调这
益处：一𠆤是法律上的例
证 ，一 𠆤 则 是 取 材 于 圣
经。

1.一个法律上的例证
（9：15-17）

作 者 提 到 我 们 的 产
业，借此引入基督的最后
遗言及契约的观念，就是
他借着流血舍命而留下
来的遗命。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遗命的三方面：
订立遗嘱的立约者；遗嘱
受益者；立约者死后受益
者所获得的产业

a.滿有恩惠的施赠者

那 位 永 恒 的 立 约
者如何向那些有需要
的人表达其慷概呢？

首先，他向他们流
露出他的爱．基督是新
约的中保，他远远超过地
上 过 去 所 有 的 祭 司 ；其
次，这中保也在赐予他的
生 命 方 面 显 出 其 慷 慨 。
神舍弃了他的圣子，而耶
稣 则 舍 弃 了 他 的 一 切 。
透过他的宝血，他成就了
和好的工作。

b.满怀感激的受益者
人在神面前不过是一

名乞丐，无法以自身那低
贱无用的义行来满足那
圣洁毫无瑕疵的神的要
求。人需要看到自己无
助的本相，在赤贫中聆听
到 神 慈 爱 与 慷 慨 的 呼
召。当人回应这𠆤传召
时，我们就得以进入他赦
免与丰富的地步。

c.那慷慨的遗赠
经文接下来便向那些

同蒙天召的人，描绘了他
们 所 要 得 着 的 那 份 产
业。就是所应许永远的
产业。这产业是肯定的
归于信靠他的人，它的性
质是永远的，不会失效，
也不会被移除。它的内
涵是应许与保留给神的
子民。这些祝福现今已
属我们，因为立约者已经
死去。

2. 两 个 圣 经 的 例 证
（9：18-22）

这段经文的主旨可以
用“不是不用血”这句话来
综合。作者提及这位伟大
立约者必须死亡这件事来
提醒我们，基督是怎样死
去的，他流了宝血。

在新约圣经中，提及
基督宝血的次数远超过
十 字 架 或 受 死 这 两 个
词。魏斯科认为它包括
了两个明显的含义：就是
祭牲因着流血而带来死
亡，以及这死亡生动地表

达了生命的原则，因而带
来释放，使这生命可以临
到另一个体上。基督的
宝血所代表的就是基督
的生命。

在旧的约以下，每一
件事物都必须带着流血
的记号，才能夠被视为洁
浄的，而作者就以此作为
属 灵 生 命 的 预 表 或 比
喻。在耶稣的牺牲受死，
就是基督的流血之外，再
也找不到赦罪了。

结论
作 者 強 调 了 三 个 确

据，如今，在基督里，我们
拥有一份涵盖过去的赦
免，一位现今的中保，以
及一份无人能夠夺去的
产业。在面对死亡的困
扰时，作者也指出耶稣基
督乃是人类面对罪疚，孤
单与死亡的答案。我们
现今的通路已得确立，耶
稣作了中保，我们将来的
产业是永不朽坏的。

问题：
1. 作 者 如 何 善 用 了

“约“这希腊字的双重意
义？他以之来描述的图
画实际上说明了什么？

2.这几節经文如何描
绘 了 我 们 永 恒 的 产 业 ？
我们所领受的产业同时
具备现今与将来的两个
层面，这事为何重要？

3.这里提及基督的宝
血，有何重要意义？旧约
的历史如何支持作者的
论点？

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所赐给我们那宝贵的应
许，罪得赦免，有中保代
求，一份永恒天上的产业
都一一的在主耶稣身上
得以成就。愿圣灵光照
我们每一个人，真知道这
主宝血所買赎回来的救
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
珍惜也努力的去宣扬这
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
的圣名求。阿们！

以马内利

洪水在中国泛滥开始于
帝 尧 时 代 （ 公 元 前
2356?-2255?年）。尧在位
共六十一年，另一说为九十
八年，享寿一百十六岁。帝
尧命禹的父亲鲧治水，凡九
年而无功。尧于年老气衰
时让贤，虞舜遂立。帝舜在
位 ， 命 禹 （ 公 元 前
2205-2197）继父志。禹果
不负舜所望，居外十三年，
数次经家门而不入，治水工
作终底于成。禹始夏朝后，
中国历史纳入正轨。

同一时期，中东一带也
闹过水灾。

中国当时之患，是由于
大小河流满溢，改道，一时
不得疏通，遂造成下游的灾
害。中东的情形不同，乃是
因四十昼夜，滂沱大雨继续
不停的结果（参阅创世记第
七章）。

犹太教公认：距今五千
七百多年前，第一代祖先亚
当，夏娃开始，即公元前
3761年，亦今日以色列国纪
元之始。依此年代为据，一

代代地向后推，到了第十代
子孙，挪亚六百岁时，算来
即公元前 2105 年，洪水发
生，淹没了中东的广大地
域。

关于亚当，夏娃的年代
问题。我请教过两位基督
教史学家，他们异口同声
说，应在六千年前，不是五
千七百多年前，但说不出确
切的年代来。再者，洪水发
生于挪亚六百岁时，看来叫
人半信半疑。事实上证明：
中东高原的居民长寿。例
如今日高加索一带的老人
活到一百四五十岁已不是

奇闻。古代，人较长寿，有
历史为证。

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
三百五十年，于公元前1755
年寿终，值我国商末殷初之
时，所以挪亚高寿九百五十
岁。信不信由你，旧约如此
记载。除非年代记载失实，
否则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 的 算 法 尚 未 通 行 于 上
古。据近代人类学家的论
调：自洪水时代以后，人类
（中东一带）的寿龄逐代降
低。例如挪亚的长子闪，只
活到六百岁。由闪下数十
代，到亚伯拉罕（犹太人的

始祖）寿更短，一百七十五
岁，显示中东人的寿龄正直
线下降的事实。

挪亚于五百岁时得三
子，长曰闪，中东人的祖先；
次子曰含，地中海东岸和北
非一带人的祖先；三子曰雅
弗，其子孙散居小亚细亚和
高加索高原一带。

挪亚造方舟，全木制，
内外涂松香和木漆之类的
防水料。舟长三百肘（即拐
肘的长度，每肘约十八英
寸，古尺，亦称腕尺）宽五十
肘，高三十肘，分三层，因须
容纳大量的昆虫，飞禽，走
兽。舟顶开天窗，侧面开
门，颇有今日轮船的型式。
挪亚被誉为人类最早的造
船专家，不过分。挪亚亦为
种葡萄，酿酒的始祖，是天
生的动物学家。

造如此庞大的方舟，自
采伐木料，运输，选材，锯
切，装配，加上后来捉捕禽
兽，到准备饲料等工作，正
不知要动用几千工人，经过
若干年月？

挪亚准备妥当后，一家
人─妻子，三儿子带儿媳─
共八口，同入方舟。

中国古文中常见“舟”
字。似乎在南北朝以后才开
始用“船”字，例如：咏寒山寺
那首诗中，末句提到“客船”，
李白做诗也用过“船”。想像
中，大者为船，轻小为舟，例
如：“一叶扁舟”古人造字在
“舟”旁加“八口”成船，耐人
寻味，与挪亚一家八口入方
舟事成一巧合。

挪亚一家入方舟七天
后，豪雨始，连续四十昼夜，
中东一带，尽成泽国，高山悉
被淹没。方舟随风去，顺水
流，自幼发拉底河（Euphra-
tes）畔，上行五百英里，止于
高加索山地，五个月后，水势
渐退，但仍不见平原，又过了
五个多月，才弃舟上陆。一
家人在方舟中渡过一整年。

古巴比伦有传说：上古
时有法拉城（Fara）距伊甸园
遗址约七十英里，傍幼发拉
底河，距海不远，水陆四达，
贸易鼎盛，那古城之主挪亚，
造一方舟，自兴工至完成约
费一百二十年。（见 Hal-
ley's Bible Handbook, Gra-
son Co. Minneapolis）。

元代，威尼斯人马可波
罗 （Marco Polo,
1254-1324）到中国，路经中
央亚细亚（Central Asia），特
到挪亚方舟遗骸的亚拉腊山
（阿拉拉特山, Mount Ararat）
去调查一番。只见山岭皑皑
白雪，相传方舟隐于峰上冰
雪中，“方舟山”因此得名，相
沿数千年于兹。那峰甚高，
路险，人不可登，绕峰下一周
需时两日。峰上积雪，终年
不溶，每届冬季，新雪加添，
愈积愈厚，方舟不可见。夏
日，山腰积雪尽溶，溪流潺潺
高原草肥，宜于牧放。本区
是阿美尼亚人（Armenian）
的故土，属鞑靼国大汗的疆
域。山的东南方，高原区，到
处有温泉，附近有一银矿，居
民善织造。山北有油泉，居
民取作皮肤软膏，燃点当灯
烛 。 （见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by William
Marsden, Re-Edited by
Thomas Wright第四章）。

亚拉腊山海拔一万七千
英尺，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Tigris）主流的发源
地。当时，隶属在巴格达建
都的伊儿汗蒙古王朝。开国
之君是忽必烈之弟旭烈兀
（Hulagu）。疆域起自波斯
湾，直到黑海岸，包括小亚细
亚的大部分。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
十七岁（或为二十一岁）时，
伴其父，叔共三人来中国，到
上都多伦（察哈尔）朝见世祖
忽必烈，并渡过二十一个年
头。美国有“马可波罗学会”
（The Marco Polo Founda-
tion），创立人和大部分的支
持者皆犹太裔公民，主席
Harry Rutstein 于 1975 年自
意国威尼斯出发，循马可波
罗旅行的路线东行，只因中
共拒发经新疆的护照，目的
未达，结果在阿富汗东部结

束了行程。他返美后，写书
一 本 In The Footsteps of
Marco Polo 1958 年 出版。
关于挪亚方舟所在地，他略
有记述。

亚拉腊山，是座占地百
平方英里久熄的火山，地点
在俄，土，伊朗，三国家的交
界处。挪亚方舟的残骸埋于
此山顶的冰雪中，因此山被
称 Kohinuh（波斯语：挪亚
山）。数千年来，阿美尼亚人
尊山为圣。本区自古时被东
罗马，大食，突厥，蒙古等王
国征服后，直到近代土，俄，
波斯三国将它瓜分以来，阿
美尼亚人被驱，或已流徙他
地。在山之东部和北部土国
境界，除非是土耳其公民的
伊斯兰教徒，今日绝对不准
攀登，因山亦被土国人民尊
为圣。训练有素的土国爬山
高手，需时一周才能达高
峰。至于挪亚的方舟是否确
实在此山中一节，实无人见
过，唯凭古人所说，世代相传
至今，故咸信以为真云云。

传说马可波罗访问亚拉
腊山之前数百年，曾有人登
山拆下方舟的部分木料，在
山下某处建筑一清真寺。又
一说：在沙皇时代末期，有俄
国飞行探险家数人在空中发
现方舟埋于俄境内的亚拉
腊山峰上的冰雪中，后来，
事实经过曾报与沙皇。不
凑巧，欧战和革命相继发
生，真相未克发布，倘资料
至终流入俄共政府手中，
他们必定隐瞒到底。一个
无神论迫害宗教的国家，
必不肯将有关圣经古迹的
发现，真相公布于世，以供
神学家和史学家来考证，
因 为 这 是 一 件 于 他 们 无
益，对“革命”有损的事。

直到今日，挪亚方舟
之谜还未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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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直

阿拉拉冰山阿拉拉冰山

挪亚方舟之谜挪亚方舟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