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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承接上一章列舉了這麼多的信心偉人，因此對信徒再提出勸勉：「既然我們有
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這些人雖然不在這裡，但他們的生命見證仍然對信徒發
出信心的肯定，讓信徒可以效法他們，不被罪的枷鎖所纏繞，以堅定忍耐的心走那成
聖的信仰旅程。 

 

 作者又引用箴言 3:11-12節來形容神對兒女的管教，這管教背後卻是愛及接納。信
徒需要重視神的管教，雖被主責備仍要有勇氣去接納，因為這種管教才是真正的關心
以及有愛的動機。由 6至 11節這短短的 6節經文，管教這詞己出現了四次。作者首先
提出管教是一個記號，表明神是他們的父，因此，兒女接受管教是合理的，是為著將
來的好處而作。其次，管教使信徒成為聖潔，讓信徒有一個正直的品格。此外，管教
的過程是不愉快，反覺痛苦的，但結出來的果子卻值得信徒付出此痛苦的代價。因為
「人非聖潔不能見主」，惟有信徒的生命達至聖潔，才能與主有美好的關係及靈性。 

 

 雖然經文沒有提到「西奈山」這個名字，但提出了七個的意象：就是不能摸的山、
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角聲，以及說話的聲音，這些意象必能令人聯想到出埃
及記 19章，以色列人與耶和華在西奈山立約的景象，當時以色列人懼怕得不斷顫抖。
然而，這是昔日立約的情景，今日的立約地點在鍚安山，亦有七個意象：永生神的城，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千萬的天使、有名字記錄在天上的眾子聚會、審判眾人的神、
已完全成為義人的靈魂、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所說
的更美。如果將此化為一幅圖畫，就像新約的人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聚集，有天使及耶
穌，並且每一個都是神所喜悅及聖潔的。舊約的立約場景令人懼怕，新約卻令人歡欣
喜樂，兩者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作者在此對背道的人作出第五次，亦是最後一次的警告：「因為那些拒絕了在地上
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指出昔日那些
在曠野的人，他們拒絕聽從神的信息，因而受到審判。如果舊約的人轉離神的話，尚
且不能逃避神的憤怒，那麼，那些在新約時代拒絕救恩的人，就更肯定要受到審判。 

 

 西奈山的救恩，摩西作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人在懼怕中領受。錫安山的救恩，像
一場筵席，在歡樂聚會中彼此有美好的溝通，耶穌作為信徒的中保。作者要求當代的
讀者在兩者中作揀選，結果應該顯而易見。今天，我們無需在兩者中作出選擇，但要
有接受管教的心理準備，或許更準確一點，我們要有被陶造的心態，讓那陶匠按照祂
的心意去磨平我們生命上的菱角，最終能夠被祂所使用。無論我們的生命是被修剪、
被磨平、被管教，都是同一個目的，就是讓我們成為聖潔，被主所用，讓神得榮耀。 

我們願意嗎 ?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去回應：「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