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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奧祕的中間節期

五旬節是在三個朝聖節期當中，一個獨特的節期，介於

逾越節與住棚節之間。首先，逾越節（在春天）述說著關於

救恩的故事。它代表神的第一次降臨：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

罪孽。以色列人藉著一隻羊羔的血，從埃及為奴之地被釋放

出來；同樣地，藉著耶穌的血，我們也從罪的奴役下得著釋

放。從歷史和先知性的角度來說，逾越節在耶穌的犧牲和復

活中達到最高點，引導我們進入初熟節（參考利未記廿三章

10～11節）。在春天，我們接續慶祝三個節期：逾越節、無

酵節以及初熟節。這系列的節期代表了耶穌的生平、為我們

贖罪的死亡和復活。

緊接著來到秋天，我們有吹角節（Rosh HaShana）、贖

罪日（Yom Kippur）和住棚節（Sukkot）。節慶的高潮序列

各有其特點：吹角（彌賽亞再來的重要象徵）；接著是一個

悔改並承認我們需要救贖的日子；最後是住棚節，代表列國

被招聚，來敬拜君王（撒迦利亞書第十四章描述，在這個節

期，列國要在以色列的王之下聯合）。

但是，那五旬節（也就是七七節）呢？這個「居中」節

期只為期一天，然而這是收割的節期，而且在猶太人堅守的

傳統中有其獨特性，因為這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領受律法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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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時間。如同前面提過的，這也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神

所選擇在耶穌門徒們中間澆灌祂的聖靈的節期。

所以，如果春天的節期代表彌賽亞第一次降臨，那麼秋

天的節期就是代表祂的再臨和最終統治全地；但是在收割節

的象徵意義中，哪裡可以找到耶穌呢？很有意思的是，祂就

在七七節的前幾天從場景中消失。這個節期的時間點是在過

了逾越節算起，整整七週之後。在耶穌離世之前，祂已經交

代了祂會缺席，也應許賜下祂的聖靈，然後就了無蹤影了！

不只這樣，在幾十年之間，聖殿被毀（再一次！），以色列

被逐出國土，進入將近兩千年的流亡。對於此事，何西阿書

三章4～5節提到，以色列要承受其將有許多年處於失去祭司

國度和王權的狀況下，但最終我們會尋求神和我們的大衛

王。順帶一提，這個令人驚嘆的預言，是關於以色列的末世

復興和承認耶穌這位大衛最偉大的兒子；這個預言與我們歸

回故土會同時發生。

我們這些人想必就是耶穌在五旬節時先知性同在的應

驗。同時，使徒行傳是關於耶穌離開後，透過耶穌的門徒們

所記下的信心的工作。祂透過門徒，也透過我們活在世上。

在過去的兩千年，祂已經活在對祂的名忠心的每一個人之

中。五旬節代表全地信徒的時代，介於耶穌的第一次和第二

次降臨之間。

外邦人並不只是在這個信仰的起初幾年被允許「進入」



那我們呢？
徹底明白我們外邦人在以色列復興中的末世呼召62

而已；在這個世代的開始，他們的帶領也成為那些耶穌跟

隨者的焦點（耶穌的希臘文為Yesous或Jesus；希伯來文為

Yeshua）。猶太人被逐出國土之後，教會時代隨之開始；耶

穌不再以實質上的人的樣式出現在世上。我再重複一次，如

果所有的節期在祂裡面都應驗，祂必須也要在這世代被看

見。是的，祂是可被看見，就在我們這些信徒裡面，祂是可

見的。祂的所在「地址」就是所有祂的跟隨者的存在，包括

猶太人與外邦人。我們已經領受祂的大使命，要將祂的服事

與同在帶到全地；祂告訴我們要使萬民成為門徒。

耶穌末了教訓門徒的話，勾畫出祂對這世代的計畫：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廿八章18～20節）

耶穌界定了主要的工作：使人作祂的門徒。而且，祂向

我們保證，當我們如此行時，祂將在這整個世代裡與我們同

在！在使徒行傳一章4～8節的內文中，門徒問耶穌：「祢復

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以色列將會回到她的榮耀嗎？

我們的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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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

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使徒行傳一章7～8 節）

換句話說，答案是「不」，那不是那段時間的重點；惟

有在你們完成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的見證之後，以色列才會復興。

在使徒行傳中，這明確無誤而又重大的改變，呼應了耶

穌在地上的「缺席」和列國將與以色列一起擁抱君王。只有

當耶穌在地上的會眾，包含猶太人與外邦人，完成了這位既

是羔羊也是獅子、既是祭物也是主宰的彌賽亞所託付我們的

任務，我們才會看見祂以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身分，騎著

白馬，在榮耀的雲彩中降臨。

我相信在我們的世代，有一種使徒式信心的恢復，會發

生在以色列和全地上。何謂使徒式？我們是否要將焦點專注

在個別的領袖或是一種生活方式上？根據我的了解，聖靈正

在呼召我們回到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第一世紀的熱切和單

純。這和「五旬節時代」（Shavuot Age）很有關係，因為

我們被呼召來一同彰顯祂的復興。最終，猶太民族會回到接

近我們神的地方，並且服事列國，正如同起初神的心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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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定義，使徒式的世界觀必須要帶著對列國得救的負擔；這

是我們身為彌賽亞的禱告門徒，所一致擔負的工作。

五旬節就是彌賽亞居住在祂的百姓中間。當我們敬拜

祂、禱告、在祂的話中，或是在人群中對祂的權柄作出回

應、作見證、被聖靈充滿，以及擘餅時，祂的同在就彰顯出

來；這便將更大的榮耀歸給神和耶穌的名。五旬節的奧祕就

是，它點出了耶穌的雙重位置：祂在天上、坐在父的右邊，

同時，透過聖靈居住在祂門徒們的身上，祂也居住在地上。

不可能的匹配

使徒行傳揭示了一個首次發生的情節：神超自然地帶領

了那些被禁止彼此連結的跟隨者。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猶

太使徒們必須召開一次特別的耶路撒冷會議，為要處理這種

新的狀況。他們決定向其他國家敞開門戶：這些人不需要改

信猶太教就可以成為耶穌的跟隨者；這是非常激進的。

有趣的是，今日的問題正好相反。猶太人可以不需改信

基督教，就能夠擁抱耶穌嗎？這問題在第一世紀的辯論裡，

是沒人會問的；然而在將近二十個世紀之後，因著教會反猶

太主義以及那些敬拜祂的強勢外邦文化的結合，反而顯出這

個問題的重要。

當神吸引祂在列國的跟隨者轉向他們之前疏遠的猶太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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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時，我們看見了一個美好的翻轉，發生在過去教會對猶太

人充滿負面反應的痛苦世代上。這些猶太弟兄們從一開始就

向外邦人敞開門，現在外邦人向雅各家打開門不正是公平的

嗎？最初的福音接受者已經長久被攔阻進入神的國度，那曾

經是他們獨有的產業！我相信這樣的「逆轉」正是神心中所

想的。這也就是為何我想要藉由這本書，以鼓勵我們那些委

身於耶穌裡的非猶太籍弟兄們，能夠「把祂還回給我們」，

成為「使所有事物歸回次序」之事的一部分；這可以用傳統

希伯來字「提昆」（tikkun）來表達。在現代希伯來文中，

提昆就是修復的意思；這個傳統概念傳達出，要「修復」或

「復興」全地，使它歸回最起初、神設計的樣式。只有耶穌

能夠做到這件事，只有耶穌能翻轉歷史所造成的虧損。在將

救恩拓展到全人類的過程中，耶穌卻被隔離在祂的肉身家庭

和聖經文化的根源之外。沒錯，將全部的人都包含在內是應

當的。我們在第二章已經提及，祂的任務是全球性的。然

而，現在需要在此作一個校正。現在正是耶穌的猶太百姓要

為著一份禮物歡欣的時刻，這禮物就是那賜恩惠的神、以色

列的神所賜的救恩。

兩千年後，屬靈角色至少有部分已經翻轉；現在外邦信

徒們擁有眾多的人數與力量。現在是教會的時機，要了解並

協助建立起那在雅各後裔當中的工作；我稱呼此為「希蘭的

重要性」。泰爾王希蘭為以色列王的目標而服事，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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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該有的賞賜。他在建造聖殿中的角色是一把鑰匙；「希

蘭」（外邦人）現在也握有相同的鑰匙。

當外邦人不是用反猶的論斷，反而以感恩與尊敬來對待

猶太百姓時，這是一件蒙神悅納而又令我們困惑的事。希蘭

與所羅門的故事重點就是，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就此停止了；

他們的關係是一種盟約的聯合。他們起初就是因為雙方都愛

大衛而被連在一起。但現在，本章一開始的經文顯示，希蘭

表示出極大的歡欣，能與所羅門一同投入在神的建築計畫

中。

在耶路撒冷建造神榮耀的居所一事，為他們之間的連結

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描述：猶太人所羅門擁抱外邦人希蘭。相

同地，第一世紀耶穌的猶太跟隨者擁抱外邦人，便是在信心

中將雙方視為平等。更恰當地說，列國現在應該懷著感恩的

心，如同希蘭一樣，轉向和所羅門—他們的彌賽亞猶太弟

兄們合作。

為了回報希蘭的參與，所羅門迫不及待地分享他土地的

物產。他不想只領受而不付出，便承諾要將麥和油送給希

蘭。希蘭參與建造聖殿的立即結果，就是祝福澆灌下來。在

這裡有一幅鮮活的圖畫，就是神要將豐收（麥子）以及恩膏

（油），釋放給每一位參與在以色列重生當中的基督徒。我

們下一章的主題，便是神從天上賜下的恩惠與能力之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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