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歌教会2022	春季主⽇学	–	从旧约看基督：创世纪篇	
第四讲	（4/10/2022）：亞伯拉罕受試煉	（创22：1-19）	

⼀，歷史背景	
1.	Keep	in	mind	a	question：對出了埃及準備進⼊迦南地對以⾊列⼈	–	摩西同時代的讀
者，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有怎樣的意義？	

2.	全知全能的神真的不知道亞伯拉罕的信⼼嗎？那為什麼要試煉亞伯拉罕？	

⼆，解經	

• 22:1-2	

“這事以後”都表達⼀個新篇章的開始。“這事”可以指亞伯拉罕之前⼀⽣所有的事，也可以
特別在21章以撒的出⽣，以實瑪利被送⾛。這時以撒是亞伯拉罕的獨⼀的孩⼦，並且已
經⾧⼤了，可以背得動柴⽲了。	

⾸先作者從⼀個全知的⽴場告訴讀者，這是個“試驗”，所以不存在獻嬰孩祭的問題。只是
亞伯拉罕並不知道。神的試煉往往是把⼈逼到極端的境況下，考察⼈信⼼和品格，以及⼈
信仰的真實內容是什麼？⽐如對約伯，⽐如對曠野的以⾊列⼈	。（出16:4	“耶和華對摩西
說，我要將糧⾷從天降給你們，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守
我的法度”。申8:28	“你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年是要苦煉你，試驗
你，要知道你的內⼼如何，肯守祂的戒命不肯”。）⽼⼀代的以⾊列⼈因著不信，沒有聽
從神的指令，所以不配承受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的產業。神讓他們全都倒斃在曠野。進迦
南地的⼈，除了約書亞和迦勒，沒有超過60歲的。	

如果說12章神對亞伯拉罕說“你去”，離開本地本族⽗家，是獻上他的過去，那麼22章對他
說“你去”，則是要他獻上他的未來。原⽂中“你去”的命令式表達，聖經中只出現這兩次。	

神命亞伯拉罕獻以撒意味著雙重危機：	
1）	亞伯拉罕的信⼼危機：他的信並不是⼀以貫之的，⽽是起起伏伏的	（12:10-20	下埃
及，16：1-6	娶夏甲，20:1-13	亞⽐⽶勒事件）。以撒是亞伯拉罕的獨⼦（15:4），⽽且
是他所愛的。	
2）神的應許也⾯臨著危機：以撒是約之下應許的兒⼦，通過他，⼥⼈的後裔將要從他⽽
出。從這⼀點說，神的命令可以說是神對他⾃⼰守約的信實的試煉。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對
祂信實守約的信⼼，是亞伯拉罕對神的聖約的信⼼，不是⼼⾎來潮隨意的試驗。如果以撒
被犧牲了，神的應許就失敗了。	



這看似是個兩難的境地：亞伯拉罕如果捨不得以撒⽽抗命，他就因不信和悖逆⽽不配聖約
的應許；反之，如果以撒被獻為祭，神的應許就落空了，神的信實就是虛假的。	

神對以撒的指稱是“你的兒⼦，就是你獨⽣的兒⼦，你所愛的以撒”。這是故事的開頭，後
⾯在故事的⾼潮v	12，和結尾的v	16又重複說	“你的兒⼦，就是你獨⽣的兒⼦”。	

• 22:3-10	

亞伯拉罕⼀系列的⾏為表明他的信，就是簡單的順從，沒有⼀句話，或⼀個問題。也沒有
跟撒拉商量。	
v3他早早起來，砍好了柴，備好了驢，帶上僕⼈和孩⼦，即刻出發。⼀系列⾮常細節的
動作描述。	
v4他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改變主意。加爾⽂說，這是為了他的堅忍perseverance，為了他的
決定不是⼀時衝動，⽽是有三天時間去思考，質疑，確定。顯然他對神的信和愛是確定
的，是不以時間/環境變化⽽改變的。	
v5	他將旅程的⽬的視為敬拜神	
v5	他確信會和兒⼦⼀起回來：他認為神會預備替代的祭牲；要麼神會將兒⼦從死裡復活
（羅4:17，19；希11：19）	
v8	他相信神⾃⼰會預備祭物。他實際上把問題丟給神，他沒有騙以撒，他相信神會解決
問題，即便神的祭物最終是以撒。	
v9-10	他築壇，把柴放好，把以撒綁好，放在祭壇柴上，伸⼿拿⼑，準備殺他。又是⼀系
列⾮常細節的動作描述。	

• 22:11-12	
神回應亞伯拉罕的信⼼，派使者阻⽌了他。因為試驗已經結束了，神“現在知道”亞伯拉罕
是敬畏神的。並不是說神之前不知道亞伯拉罕的信⼼，⽽是在那⼀刻，神才經歷了亞伯拉
罕的信⼼的程度/品質。	
我們看到，整個故事的建構就是以“神的預備”為轉折。	

• 22:13-18	耶和華必有預備	

1. 關於神預備	
神提供了替代的⽺羔，守住了祂的應許	。⼀個無辜無瑕的⽺羔替代了以撒被犧牲
了。神的應許經歷了試驗，神守住了⾃⼰的信實。因為羔⽺，以撒得以存活；因為
以撒，以⾊列⼈得以存活，並且成為⼀個民族nation。	

“耶和華必有預備”在故事中出現三次，v	8，2	x	v	14。⼤多數的解經者把亞伯拉罕
當作值得稱頌的信⼼榜樣。這還是有點missed	the	point。因為神才是真正的主



⾓。在故事的開頭，⾼潮和結尾都是神是主語，是神主動作為：是神要試驗，是神
阻⽌亞伯拉罕對以撒動⼿，是神預備羔⽺，那個地⽅因此稱為“耶和華必有預備”，
最後也是神評價亞伯拉罕，重申應許。這個故事最終應該lead	us	to	praise	God。	

2. 關於兒⼦。	
以撒不僅是亞伯拉罕的未來和希望，也是神應許得以實現的關鍵。這⼀章裡有10
次提到“兒⼦”，三次說以撒是“你的兒⼦，就是你獨⽣的兒⼦”，（分別在故事的開
頭v2，⾼潮	v12和結尾	v16）第⼀次還說是“你所愛的”。當我們從亞伯拉罕的⾓
度，我們能夠感同⾝受他的艱難和痛苦。但是當我們站在神的⾓度，祂為什麼⼀⽽
再再⽽三的說“你的兒⼦，就是你獨⽣的兒⼦”，還要加上“你所愛的”？神此刻⼼⼼
念念想的是誰呢？	

我們知道在新約裡，⽗神是如何給耶穌做⾒證的“這是我們愛⼦，我所喜悅的”（太
3:17），“這是我的愛⼦，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太17:5；路9:35）。更多的
地⽅講到耶穌是神的獨⽣⼦	（約1:14，18；約3:16，18；約⼀4:9），太多太多的
地⽅講到耶穌是神的兒⼦。所以在對以撒的三次指稱裡，我們應該聽到神說“我的
兒⼦，就是我獨⽣的，我所愛的，我所喜悅的”。這裡神說“你沒有將你的兒
⼦。。。留下不給我”v12，“你既⾏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v	16，我們在
羅⾺書8:32	看到保羅說“神既不愛惜⾃⼰的兒⼦為我們眾⼈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
他⼀同⽩⽩地賜給我們嗎”。	

3. 關於地點	
那座⼭也有⾮常重⼤的意義：摩利亞⼭是後來聖殿所建的地⽅	(歷代志下3:1)。此
時此地神為以撒提供了替代的祭牲；在未來的另⼀個時刻，同⼀個地⽅，另⼀個兒
⼦會被獻祭，沒有替代的祭牲，因為他⾃⼰就是替代的祭牲。因著他的替代，神可
以守住⾃⼰的聖約，和對他百姓的應許。因著他的替代，神可以救其他的兒⼦免於
死亡。亞伯拉罕命名那地為“神必有預備”。預表了在聖殿的附近基督將被獻在⼗字
架上。	

4. v16-18是神最後⼀次對亞伯拉罕說話，也是創世紀裡神唯⼀⼀次起誓。因著亞伯
拉罕的順服，神所有之前的應許在那⼀刻被不可逆轉地確⽴下來，並且總結和擴⼤
了。	

• 賜福，強調性的動詞不定式獨⽴型，I	will	surely	bless	you；增多，同樣的強調性
的動詞⽤法，	I	will	surely	multiply。⽐如天上的星（15:5），海邊的沙
（13:16），之前是分開說的，這裡combine在⼀起表達後裔的及其繁多。之前
12:7說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說你的後裔要得仇敵的城⾨，這對準備攻城掠
地的以⾊列⼈有太⼤的意義了。	

• 萬國不僅要因亞伯拉罕得福，也將因他的後裔得福。v18，最後也是最⾼的賜福，
可以看出來是⾼潮，因為動詞的形式變化了（從⼀連串的未完成時敘述式，到完成



時連續式）。對⽐12:3，不再是因你亞伯拉罕得福，⽽是因你的後裔得福；不再是
萬族（families），⽽是萬國（nations）。約的應許隨著救贖歷史的展開⽽擴展。
在亞伯拉罕的時代是部族，在後裔的時代就是萬國。特別是約瑟就成為當時多國的
祝福，使得埃及周邊的國家免於饑荒的災難。當然最終的後裔還是耶穌基督，真正
讓萬國得福的⼈。	
所有福氣都基於⼀個原因，並且特別⽤⼀個連接副詞“因為”來強調。就是“因為你
（亞伯拉罕）聽從了我的話”。22:16“因為你⾏了這事”。後⾯在26:25，當神告訴
以撒說：“我要賜福你。。。。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	

	 	

❖ 在這裡聖約的結構再⼀次顯明：恩典	----》律法/命令	-----》祝福/咒詛。	
我們看到祝福與順服的緊密聯繫。22章，神不是因著亞伯拉罕信⽽順服才與他⽴什麼
新約，⽽是重申，在恩典之約裡，持續的信⼼與順服是使約得以堅⽴，從⽽繼續蒙福
的條件。		

⾸先，信⼼與順服的要求在之前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如12章，“Go	from	your	country，	
so	that	I。。。，so	that。。。”；15章，亞伯拉罕以信⼼回應神的應許；17章，神要求亞
伯拉罕在他⾯前做完全⼈。所以信⼼與順服（faith	and	obedience）是對神恩典的回應，
同時又是條件，是繼續蒙福的條件。使蒙恩的⼈得以繼續享受神的同在，與神相交，繼續
承受神應許的福氣。就這⼀點來說，約裡⾯的要求和條件性是理所當然的。	

其次，同樣的條件性在之後的救贖歷史中也體現在其他的約的結構裡。⽐如也以⾊列⼈在
西奈⼭的律法之約。如果以⾊列⼈守約，就可以永享神的祝福。出19:4-6，“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
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做祭
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再⽐如與⼤衛的國度之約，王上2:4，如果他兒⼦遵守神的律法，他將永遠有兒⼦坐在王
座上。“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盡心盡意誠誠實實

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第三，從救贖之工的順序看，亞伯拉罕的信心和順服是神的恩典之工作用在他生命中的結
果。所以信靠順服不可做為得救，或得獎賞的籌碼，不是人的功勞。因為信心的保守和順服
的力量依然來自於神的恩典。所以無論立約和守約都是基於神的恩典。	

第四，亞伯拉罕的信⼼與順服，是做為約的代表的信⼼與順服，為他⾃⼰和他的後裔確保
了約的祝福的實現。這⼀切都是耶穌基督的信⼼與順服的預表。基督的信⼼與順服為所有
在他裡⾯的⼈贏得永恆裡的祝福。所以亞伯拉罕的信⼼/順服為其他⼈贏得祝福，從這⼀
點上看是指向基督的。	



• 22:19，最終亞伯拉罕和以撒⼀同回到僕⼈那裡，⼀同前往別是巴。約的關於⼟地
和後裔的應許完好無損。	

這個故事對當時的以⾊列⼈是什麼意義？	
他們要學習亞伯拉罕對神的應許毫不質疑的信⼼嗎？當然沒錯。但是在這個故事中，他們
與誰更有⾝份認同呢？是亞伯拉罕還是以撒呢？	
他們⼀開始肯定是體會到亞伯拉罕選擇的艱難和痛苦，但是，更深的層次上他們會更認同
以撒。做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與以撒⼀樣，他們在歷史中得以存留，不是因為⾎脈或法
統（不是因為他是⾧⼦或獨⼦），⽽是單單憑著神的意志/主權。以撒得以出⽣並存活，
是單單憑著神恩典的旨意。⽽沒有以撒出⽣，就沒有他們，如果以撒被獻祭，也沒有他
們。在以撒裡⾯，他們被獻給神，在以撒裡⾯，他們從神的⼿中重新獲得存留的機會。所
以神預備的羔⽺，不僅替代了以撒，也替代了他們。他們明⽩代贖的意義。況且40年來
他們在曠野守逾越節，他們明⽩羔⽺的代贖的意義。現今，他們只有完全地順服神的旨
意，尋求祂的恩典，因為他們整個民族的存留完全是因著神的憐憫。	

總結：神國的實現	
1. 神與亞伯拉罕⽴約為神國的重建提供了：⼟地（迦南地），聖民（亞伯拉罕及其⼦
孫），君王/⽴約的代表（亞伯拉罕），以及神的律法（約的要求）。	

2. 亞伯拉罕做為約的代表（covenant	head	/	representative），國度之約的⽴與廢都
取決於他的信⼼和順服。他將是迦南地的先知-祭司-君王。	

3. 但是亞伯拉罕的信⼼並不是⼀以貫之的，神的國如何得以確保呢？正如我們在15
章裡看到的，盡管亞伯拉罕在約裡有他的責任，但是最終神國的確⽴並不是依靠他
的信⼼與順服，⽽是依靠神的永久保守的恩典。	是神⾃⼰願意背負⼈背約的咒
詛，就是亞伯拉罕⼩信，不信，悖逆的時候該受的咒詛。約的最終實現是神的恩典
在耶穌基督裡成就的。	

4. 神預備的羔⽺是耶穌基督的預表。最終神愛世⼈到⼀個地步，祂沒有留下⾃⼰的獨
⽣⼦，⽽是將他舍了，做為獻祭的羔⽺，為所有信祂的⼈預備了罪的贖價。他替代
我們死了，使我們可以存活。所以最終替代以撒的，救了以撒的，不是那只⾓扣在
荊棘裡的羔⽺，⽽是頭帶荊棘冠冕的神⼦。祂不僅救贖了以撒，也救贖了亞伯拉
罕，也救贖了信摩西的故事的以⾊列⼈，也救贖了我們這些亞伯拉罕的後裔。	

三，舊約解經法	-	預表	Typology	
神的特殊啟⽰，在歷史框架中，展現的⼈物，事件，制度等，在回看的時候，表現出指向
未來的預⾒性，意義也得以昇華。這種與原型（Antitype）在意義上的相似相關性稱為預
表（Type）。⼀般具備幾個特點：1）相似相關性	(analogical	correspondence)，2）歷史
性	historicity，3）前瞻性	pointing-forward（預⽰	，預兆，或預告），4）意義的昇華	
escalation（⼀般指新約相對於舊約，新約的表達⼀般是“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如約



19:36），5）回觀的		retrospective（指基督升天之後，在聖靈的引導下，使徒們或我們
回看舊約中關於⼀些⼈物事件制度的描述，明⽩他們是間接地指向基督或教會的預⾔）。	

⼈物⽐如亞當，諾亞，亞伯拉罕，事物⽐如⽅⾈，祭牲⽺羔，制度⽐如贖罪祭，都在某個
⽅⾯成為耶穌基督的預表。我們⾸先要看這些⼈物事件做為⼀個象徵symbol，在當時的
歷史中表達怎樣的真理/象徵意義。然後看這些真理/意義與基督有怎樣的相似相關性，又
是如何在基督裡實現和昇華的。他們有沒有未來指向性和預⾒性；以及新約是如何解讀的
（如果有的話）。	

⽐如亞當做為⼈類的始祖是全⼈類的代表，是代表全⼈類與神⽴約的盟約的元⾸	
covenant	head.	他又是神的兒⼦。從這個意義上，他是第⼆個亞當，神真正的兒⼦耶穌基
督的預表；諾亞做為新⼈類的代表，也是盟約的元⾸，是因信與神同⾏蒙神揀選的義⼈，
所以他也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如諾亞⽅⾈，是⽣命的船。外⾯的洪⽔是神的審判。所以⽅⾈象徵保護⼈免於神的審判
的避難所，在它裡⾯的⼈都得以保存⽣命。耶穌⾃⼰承受了神的審判，成為真正的⽣命的
⽅⾈，使所有在他裡⾯的⼈都免於神的審判，還得到永遠的⽣命	。所以從救恩的意義
上，⽅⾈也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在今天的故事裡，亞伯拉罕，以撒，羔⽺，哪⼀個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呢？	

亞伯拉罕做為以⾊列⼈的始祖，⼀群新⼈類的代表，與神⽴約的盟約的元⾸（covenant	
head），在這個故事裡，亞伯拉罕的信⼼經歷了考驗，完全順服神。因著他的信⼼和順
服，使得神起誓確⽴祂的約，為他的後裔贏得了祝福。這是故事的主題之⼀，從成就神的



約的⾓度說，他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因為耶穌也是新⼈類的代表，是這群新⼈類與神⽴約
的盟約的元⾸。因著他的信和順服，使神的約得以實現，為所有信他的⼈贏得了永⽣的福
氣。		

但是這個故事⼀個更重要的主題，是神預備的羔⽺替代了以撒被獻祭。從這個主題來看，
從代贖的意義上，羔⽺才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套⽤預表的幾個特點：無論是在亞伯拉罕時
代，還是在出埃及時代，這個故事裡的羔⽺都象徵替代性的救贖，這與耶穌基督做為神的
羔⽺的替代性救贖有極⼤的相似相關性；這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預⾔性地指向基督；它的
意義確實在耶穌基督裡昇華了，耶穌才是救贖以撒的羔⽺；並且是從新約的⾓度回看才看
出它的意義。	

這個故事裡，以撒其實也在⼀些⽅⾯與基督相似。⽐如：他是他⽗親的獨⽣⼦，他被⾃⼰
的⽗親獻為祭；他完全順服他的⽗親；他還⾃⼰背著獻祭的⽊柴去到獻祭的地⽅，就像耶
穌背著⼗字架去各各他⼀樣。但是最終他是被替代的那⼀位。所以在最關鍵的點上，他在
這個故事裡不被看作是耶穌的預表。	

應⽤題：	

我們⽣命中的以撒是什麼？我們今天覺得被神試煉嗎？我們是否預備好接受神為我們預備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