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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之血──亞伯 
 

希伯來書 11:4 
 

引言、信就是讓聖經自己說話 
 

上一篇講章說過，聖經有它「自成一派」的語言，有獨一無二的邏輯及語法。因此，解經

的大忌，就是自作聰明，不適當地使用人間語言來解釋聖經語言，例如用一些不三不四不

倫不類的比喻來解釋三位一體、道成肉身、基督代贖等基本教義。 

 

我並不是說聖經語言是一套「神祕語言」，只能通過神秘的方式（譬如某些異教裡的打坐

修煉）來參悟，我也不是說聖經語言和人間語言完全沒有接觸溝通的可能。啟示在我們眼

前的，畢竟形式上是某種人間語言，例如原來的希伯來文，以至再翻譯而成的中文。 

 

聖經語言的超然，不在於它表面的修辭用字。公認的是，新約聖經所用的希臘原文原來是

當時相當粗鄙的「市井希臘文」，而不是當時的文人、學者或辯論家常用的「優雅希臘文」。

聖經語言的真正超然，是在於它的內在邏輯而不是外表包裝。事實上，聖經許多驚世駭俗

的崇高真理，正正是隱藏在同樣驚世駭俗的粗鄙文字裡面。 

 

眼下是一個兩難局：一、是我們不能亦不應迴避用表面上的人間語言解釋聖經；二、是我

們又不能受制於人間語言因而限制甚至歪曲聖經的意思。解決之道，就是「以經解經」，

意思是綜覽、整合聖經整體上如何使用這些現成的人間語言，看聖經為它們賦上了甚麼嶄

新的解釋、用法和邏輯，然後又運用這些新的解釋、用法和邏輯來解釋個別的經文。 

 

其實，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就是一篇極好的教材，教我們如何綜覽整合，在一般的人間語言

上面，找出全然超越的聖經語言，譬如明白聖經為「信」和「義」下了怎樣獨一無二的定

義。這種釋經的努力，其實與我們在耶穌基督平凡的人類外表身上，「看出」衪本是超然

的上帝的努力，有異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只會集中講述一節經文，但我會實實在在地帶大家「以經解經」，就是用「一本

聖經」來解明這「一節聖經」。這節經文就是： 

 

來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

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亞伯怎麼「信」？他獻的祭為甚麼「比該隱所獻的更美」？他得了甚麼並怎麼得到「稱義

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又是甚麼意思？這一切都不容我們隨口

亂說、望文生義、輕描淡寫，全本聖經，會為我們非常精確地烘托出它們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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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說「以經解經」，那麼，要解釋希伯來書 11:4 對「亞伯」的描述，我們就一定要看兩段

非常關鍵性的經文。 

 

第一段，是回到創世記第四章記載的最原始的「亞伯故事」： 

 

創 4:1-12 有一日，那人（指始祖亞當）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

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

該隱是種地的。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

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

地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甚麼發怒呢？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

伏它。」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裡？」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

的嗎？」耶和華說：「你做了甚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地開

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

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驟眼看，聖經似乎是記載了人類第一宗命案，也是第一宗兄弟仇殺案。 

 

第二段，是看主耶穌對亞伯及他的事蹟最權威的評價和演繹： 

 

太 23:33-36 （耶穌說）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指文士與法利賽人）！怎能

逃脫地獄的刑罰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裡來，有的你們要殺

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

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

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綜合希伯來書十一章、創世記四章和馬太福音廿三章這三段經文，我們可以知道，亞伯是

第一個信心偉人、第一個義人、也是第一個殉道者。換個說法，經文彼此間的關係似乎暗

示信心、稱義、殉道三者有非常緊密的關係。總之，「亞伯是一個有信並被上帝稱義的義

人」，這是聖經公認的結論。問題是，究竟亞伯是怎樣的義人？這個義與信有甚麼關係？

這個「因信稱義」的真理典範又給我們甚麼重要啟示？以下，我會分四點來加以論述。 

 

容許我老氣橫秋多說一遍：基督徒要相信上帝，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你那些常識、經驗，傳

統，甚至所謂神學，相信聖經，就是讓聖經自己說話，順應它獨一無二的聖經語言，從中

認知屬天的奇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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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伯生時已為義人 
 

主耶穌稱亞伯為義人，但他之為義人，是見於甚麼地方呢？換言之，亞伯是因著甚麼而被

上帝稱義的呢？馬太廿三章提到亞伯是義人時提到他的「死」，即所謂「義人的血」。但

亞伯之為義人僅與他的「死」有關嗎？亞伯是因為他的某種「死法」（譬如殉道）而得以

稱為義人，還是他本來就是一個義人，所以他的死才堪稱為義人之死，他流的血才堪稱為

義人的血？ 

 

我們回頭看創世記四章的亞伯故事，就知道亞伯生前已經得到上帝的稱許，即所謂「稱義

的見證」── 

 

      創 4:4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希伯來書 11:4 的說法就更明顯──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

禮物作的見證。...... 

 

將上述兩段經文併合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就是「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

他的供物」與「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是指向同一回事。換句話

說，亞伯在他生前，已經因著「獻上更美的祭」的緣故而被上帝「稱義」。問題是亞伯獻

上甚麼祭，或怎麼獻，會因此而被上帝稱義？我們回頭再看當日發生了甚麼事。 

 

創 4:2-5 ......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

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

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其實，奧妙幾乎盡在這半節聖經： 

 

      創 4:2 ......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關鍵就在「牧羊的」和「種地的」反映出來的極度深層的分別。 

 

表面上看，「牧羊的」和「種地的」都不過是職業或行業的稱謂，只表明兩兄弟的「職業」

有所不同，並解釋了下文為甚麼兩人會獻上不同類別的祭品──「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

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該隱種地，自然獻上「地裡

的出產」，亞伯牧羊，自然是獻上「羊」啦！有些解經家會在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

油」這幾個字眼上大造文章，說亞伯獻祭獻得十分恭敬和認真，所以討上帝歡心。這說法

也有道理，不過，卻有因小失大之嫌，不知道宏觀釋經大而化之之妙，甚至會陷入教條主

義和律法主義的危險，將亞伯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的錯誤的所謂「義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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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解經不是隨手找一兩節不知相干還是不相干的經文來互相解釋，而是用緊扣相干的經

文和壓倒性的重要聖經概念來闡釋經義。如果我們留意到緊接的下文，就知道這裡「牧羊

的」和「種地的」不是泛泛的講兩兄弟的不同職業。 

 

創 4:20-22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雅八的兄弟名叫

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

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師」）。 

 

這裡提到的都是該隱的後代子孫，特別強調他們是某某「職業」或「行業」的祖師，頗似

我們中國人說的「神農氏」、「伏犧氏」之類。不過，若你細心，應該留意到兩點： 

 

１、「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言下之意，是「雅八」才是第一

個以牧羊（畜牧）為職業的人。所以上文雖然提到「亞伯是牧羊的」，但並不等如

亞伯是以「牧羊」為職業的人。 

 

２、在創世記第四章的這個「祖師」清單之中，我們也找不到誰是「種地的人」的

祖師。上文提到「該隱是種地的」，但究竟該隱算不算是「種地的人」的祖師呢？

還是這裡提及的「種地」根本不是指某種職業呢？ 

 

要真正明白「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這兩句話的微言大義，我們就要貫徹以經解

經的原則，回頭看上文，即創世記第三章，看看之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知道，創世記第三章記載了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不信服上帝的指示而偷吃分別善惡樹

上的果子，最後被逐出伊甸園。不過，創世記三章在提到人類犯罪後，卻亦記述了上帝的

兩個動作，也可以說是對人類犯罪的回應。 

 

上帝對人類犯罪的第一個回應是「咒詛」： 

 

創 3:17-19 （耶和華）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

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地

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

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如果大家心水清，會留意到這個咒詛與「地」與「種地」大有關係。 

 

上帝對人類犯罪的第二個回應是「拯救」： 

 

      創 3: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用皮子做衣，必須先有所殺，這是全本聖經中記載的第一次殺戮事件，比該隱殺亞伯還要

早，而動手殺戮的竟是上帝。但被殺的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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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皮子遮蓋身體，與上文人犯罪後用無花果葉子遮身，都有「遮蔽罪惡」──某種贖罪的

含意。綜觀聖經，我們有理由相信被殺的是一隻羊──第一隻「代罪羔羊」，預表上帝將

要用祂兒子的死來遮蓋人類的罪──贖罪的救恩。如果大家繼續心水清的話，就會留意到

這個「拯救」與「獻羊」與「牧羊」也大有關係。 

 

來到這裡，「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這兩句經文極度重要的屬靈意義就呼之欲出

了。「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不是說兩個人的不同職業，而是：兩兄弟對創世記

第三章中上帝既有咒詛又有拯救的「動作」，有截然相反的感應與回應。 

 

該隱是種地的──意思是該隱上心在意的是上帝的「咒詛」，他要藉「種地」來反抗

上帝對大地的咒詛。換言之，該隱的人生奮鬥的方向，是如何在這個受了咒詛的世界裡爭

勝和謀生，要努力自己拯救自己。他之所以「獻祭」，只是因為心中恐懼，怕上帝進一步

的咒詛，他心目中的上帝只是個法不容情的「暴君」。（告訴大家，不少貌似敬虔的「宗

教人士」其實都是這種人，他們的敬虔端正只是因為他「怕」上帝。而因為「怕」而「敬

虔」的人，骨子裡都是「恨」上帝，因為他心底裡根本不信──不信上帝真的有憐憫、有

恩典、有白白的饒恕。）該隱沒有想過倚賴和等候上帝的憐憫，更沒有想過終有一天要回

家──伊甸園去，還越走越遠，因為他心中根本不相信上帝有憐憫、有恩典、有拯救。 

 

亞伯是牧羊的──意思是亞伯上心在意的卻是上帝的「拯救」，他從上帝為他父母「用

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的「小動作」上，深深感應到上帝的憐憫與悲心。大家想想，上

帝生氣，把人趕出伊甸，若只是為了咒詛，一心想懲罰人類，那還怕他們「著涼」麼？「用

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有甚麼意思呢？這豈不表示，天父畢竟仍愛我們麼？「慈母手中

線，遊子身上衣」，這件上帝親手做的「皮衣」，寄寓著千言萬語。雖流落他鄉，但每次

看到時，豈不令人念念不忘家中的「慈母」麼？亞伯心領神會。於是，他牧羊，獻羊，要

藉著「獻羊」來順應上帝所預示的對人類的拯救。換言之，亞伯的人生奮鬥的方向，是如

何在這個受了咒詛的世界裡仍然仰望上帝的恩慈，等候上帝的贖罪拯救。他與一切希伯來

書十一章的信心偉人一樣，天天都掛念著家中慈父，天天都盼望著回家。 

 

從亞伯與該隱的對比身上，我們清楚看到，信與不信的真正分野，就在於你是否相信上帝

有憐憫、有恩典、有白白的拯救。該隱不信，所以他「種地」，表明他「不服」上帝的咒

詛，要反抗，要自己拯救自己。亞伯卻相信、順服，所以他「牧羊」，以獻上代罪羔羊來

記念並守候上帝終有一天的贖罪救恩。亞伯，在他生前，已經是一個「有信的義人」。 

 

亞伯的牧羊和獻羊，反映了他相信上帝有憐憫、有恩典、有白白的拯救，類比新約，這種

信就等同於相信耶穌基督的贖罪救恩，兩者一脈相承，互為表裡，所以，都是足以稱義的

信。（要正確、準確、精確，並且有血有肉地解釋因信稱義，斷不可以只抽羅馬書的片言

隻語來大造文章，只講些「空概念」，卻架空舊約豐富的信心典範。因信稱義，不是因為

你信對甚麼「教義」而稱義，而是因為你對上帝及祂的慈悲有信，因而稱義。至於新約信

基督的贖罪救恩，再到信基督再來引入新天新地，都是與這種信法一脈相承而來的，是舊

約救贖真理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發展。聖經真理，宏觀視之，總是渾然為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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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伯死時亦為義人 
 

我再一次懇請大家非常尊重聖經自己所下的定義，就是義人之「義」所關切的，絕不是泛

泛的道德行為，而是人與上帝極為內在的心靈連繫，簡單一點說，就是「心存上帝」──

將上帝的存在、說話以及衪的恩義慈悲當作一回事。 

 

來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亞伯生前心存上帝，他服從上帝的責罰，不以「種地」來反抗來自救。他只是一生銘記上

帝為他父母用皮子做衣服所隱喻的救恩，與內裡暗示的不離不棄，於是以「獻羊」來銘記

上帝恩典，盼望上帝最終的拯救。終其一生，亞伯都心存上帝。 

 

至於亞伯的死，也是信的典範，貫徹了亞伯的信心人生。聖經這樣描述和形容他的死： 

 

創 4:8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

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根據創世記四章所載，驟眼看，亞伯之死好像只是一宗「兄弟仇殺」，但馬太廿三章主耶

穌卻將它評價為義人之死，是為上帝、為信仰殉道而死的標準典範。 

 

如果只是兄弟仇殺，就算亞伯是比較善良的一個，他也不會就此變了「義人」，他的死也

不會就此而成了「義人之死」。再細緻分析，若亞伯與哥哥該隱大打出手，拳來腳往，最

後不敵而死，哪有甚麼「義」呢？就算是被哥哥偷襲（按經文是不是的），還來不及還手

就死了，也沒有甚麼「義」可言。再說，就算亞伯一輩子都是義人，但義人遇上不測被殺

是一回事，但這死亡事件本身卻不能就此算為一件「義行」（例如「義人」交通意外身亡

不能算「殉道」）。亞伯的死，必須與他的生（特別是獻祭）一樣同樣表現出某種「心存

上帝」的信心，他的死才算得上是殉道──義人之死。 

 

究竟義人要是「怎麼」死的呢？我指的不是死的形式，而是面對死時他的信心狀態。再來

以經解經，關於亞伯之死，聖經語焉不詳，但馬太廿三章中與亞伯並舉的另一個義人──

撒迦利亞之死，我們卻是可以在聖經中清楚知道的。 

 

代下 24:20-22 那時，神的靈感動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他就站在上面對

民說：「神如此說：『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誡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為你們離

棄耶和華，所以他也離棄你們。』」眾民同心謀害撒迦利亞，就照王的吩咐，在耶

和華殿的院內，用石頭打死他。這樣，約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亞的父親耶何耶大向

自己所施的恩，殺了他的兒子。撒迦利亞臨死的時候說：「願耶和華鑑察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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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義人之死的最根本的辨別指標，在於最後的一句：撒迦利亞臨死的時候說：「願

耶和華鑑察伸冤！」義人之義，就是到死的一刻仍然心存上帝，將自己的生死榮辱的主權

完全交與上帝、信任上帝，而不去自己伸冤。 

 

同樣，我們可以肯定，亞伯的死必定是「打不還手」，甘心被哥哥打死，臨死，他只將自

己的冤情交與上帝、信任上帝。到死的一刻，亞伯仍尊上帝為大，不敢妄自伸冤，這就是

信，也是義，這種「死法」才配稱為義人的死，這樣流出來的血才算為義人的血。 

 

若大家還不明白，倒過來看該隱的不信，一對比就再清楚不過了。該隱為甚麼殺弟弟？因

為他「不服」上帝的判決，不服上帝為甚麼喜歡他弟弟而不喜歡他。該隱「不服」，不服

到一個地步，最後用殺死弟弟亞伯來「自我伸冤」。獨一無二的聖經真理告訴我們，「信」

與「服」是密不可分的，該隱不服，要殺人自我伸冤，這就是不信不義。亞伯服，即使無

辜遇害也服，不還手、不伸冤，這就是信，就是義。 

 

再以經解經，大家記得掃羅曾兩度出手想「飛槍」殺死大衛，為甚麼呢？為的是要自己伸

冤；大衛卻兩次「刀下留人」放過掃羅，為甚麼呢？為的是不敢自己伸冤。看到嗎？信與

不信，義與不義，不是籠籠統統的好人與壞人，而是「服」與「不服」的根本分別。讓聖

經自己講話，丟掉那些膚淺的「常識神學」，真理本來是清楚易明的。 

 

回到亞伯身上，我們看到，亞伯生時心存上帝，到無辜被害，至死仍心存上帝，等候上帝

發落，不自我伸冤。所以說亞伯死時仍然是心存上帝的義人──因信稱義的義人。 

 

三、亞伯死後仍為義人 
 

感謝上帝，一個或生或死都有信，都將上帝放在心上的義人，上帝也必將他和他的死耿耿

於懷，放在心上。 

 

創 4:9-11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裡？」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

看守我兄弟的嗎？」耶和華說：「你做了甚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

哀告。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來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

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該隱殺弟，殺到甚至「忘記」了他。上帝卻記念亞伯的義，所以他然雖死了，卻因信仍能

說話，因為上帝聽到亞伯的血所發出的哀聲，必要為他伸冤，為他討回血債。 

 

亞伯的義，由生及死，以至於死後，他仍為義。世界會忘記他（留意，從此世界幾乎成了

該隱之輩橫行的天下），但上帝不會忘記。亞伯死後，在上帝心中，他仍為義人，所以我

們就有以下的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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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伯必將復活永為義人 
 

啟 6:9-11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

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

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

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亞伯是第一個心存上帝的義人，而一切義人的血，上帝都會記念。終有一天，他們都會復

活，他們暫時的死，會為他們換來永遠的生命。他們將侍立在上帝身邊，永永遠遠為義人

──上帝的忠實朋友。 

 

結語、義人必因信得生 
 

義人必因信得生，不錯，但不要忘記，他們也曾因信而死── 

 

亞伯因著信，獻上更美的祭，後果是招人妒忌，為世不容，被哥哥殺死。 

 

亞伯也因者信，信服上帝的安排，打不還手，結果被哥哥打死。 

 

義人雖死，卻也得生── 

 

義人因信得生，今生，他們因信，記念上帝，得以在一個行屍走肉的世

界，活出一個真正似人的生命。 

 

義人因信得生，來生，他們因信，被上帝記念，得以在一個永恆美好的

天國裡，得著永恆美好的生命。 

 

因信而死，因信而生──這就是義人。 

 
來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

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最偉大的義人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每一個義人之血

的果效，其實都奠基在基督──最偉大的義人之血之上的。希伯來書關乎亞

伯只有這一節經文，但只要你讓聖經自己說話，含意卻是世界都容不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