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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利未记十六章 20-28 节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21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

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22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23 「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

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 24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

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25 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 26 那放羊归与阿撒泻勒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27 作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

肉、粪用火焚烧。 28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纲要主题】42 赎罪公羊——生命救赎

中心节：那放羊归与阿撒泻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利十六 26）

引言：赎罪是从至圣所开始，跟着向外行在圣所里，最后是行在铜祭坛上。大祭司把两手按在替罪羔羊的

头上，并承认百姓的罪之后（20，21 节），就由所派的人把羊送到旷野去（21，22 节）。大祭司要在圣

处沐浴，圣处可能指洗涤盆，然后穿上荣美的衣服（23；24 节上）。大祭司跟着献上两只公羊作燔祭，一

只为他自己而献。另一只为百姓而献（24 节下）。他把两只赎罪祭牲的脂油烧在坛上，又将皮、肉、粪拿

到营外，用火焚烧（25，27 节），焚烧的人为了不沾染不结，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到营内。

（28 节）

经文纲要：

一、奉上放送活羊（20-22 节）

1. 奉上公羊（20 节）：亚伦为至圣所、神的圣幕，和祭坛行了洁净礼后，要把「归给阿撒泻勒」那只活的

公山羊献给神。「公羊」表征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奉上自己，走上十字架。

2. 手按羊头（21 节）：大赎罪日，把活着的山羊献为赎罪祭的「阿撒泻勒山羊仪式」，是独特的赎罪仪式，

象征罪远离了以色列百姓(赛五三 6)。亚伦要双手放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过、悖逆，和所有

邪恶的事，把这些罪都转移到羊头上，然后指派一个人把这只羊赶到旷野去。按手在羊头上，是表示羊代

替了众人的罪，正是表明主耶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林后五 21)。

3. 放送旷野（21-22 节）：这只羊就把他们的罪都带到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去；这人就把羊留在旷野。这是

表示主耶稣背走了众人的罪到旷野无人之地去，使罪离我们远远的。

二、祭司献祭赎罪（23-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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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换穿圣服（23-24 节）：亚伦完成了赎罪事工后，就下脱下细麻衣（祭司作工的衣服），沐浴后，换穿

大祭司穿上举行献祭仪式的衣服。

2. 献祭于神（25 节）：亚伦把祭司的赎罪祭牲公牛和百姓的赎罪祭牲公山羊的脂油，放在燔祭坛上一同焚

烧。这正预表主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奉献于神，叫我们得称为义。

三、工人营外焚烧（26-28 节）

1. 洗身进营（26，28 节）：放送矿野的山羊是背负以色列百姓所有罪的祭物。将这只山羊放到田野里的

人也因罪沾染不洁，将赎罪祭剩下的部分拿到营外焚烧的人也沾染不洁。他们经过用水洗衣服、洗身体的

洁净仪式后，才能进到营内。正可提示我们工人在工后的自洁与退修。

2. 焚烧罪祭（27 节）：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带到营外烧；皮、肉、肠也都要烧。因它们的血已经被

带入至圣所赎罪，它们祭肉是不能吃的。这正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城外受苦(来十三 11-12)。

结语：在赎罪日献祭的次序，先是赎罪祭，然后是燔祭，跟利未记启示五祭的次序刚好相反。启示的时候

先是主耶稣先做我们的燔祭，然后是赎罪祭。在赎罪日里，人要献上赎罪祭，再是燔祭。人必须先解决在

神面前的地位，你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才能作其他的事。什么是其他的事呢？在神的面前寻找神的悦

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是赎罪祭，后是燔祭。当然，在这里也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每年的赎罪祭，让

人借着在恩典上的更新，而更新他们讨主喜悦的心。「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成为我生命的五

祭，使我有成圣的根基，我愿献上我自己为祭，愿你悦纳我的奉献。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利十六 29-34

【真心话】42 赎罪日——焚烧罪祭，为主而活（利十六 20-28）

「20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21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

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

去。 22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利十六 20-22）

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利十六 20-28），主要讲述，赎罪是从至圣所开始，跟着向外行在圣所里，最后

是行在铜祭坛上。大祭司把两手按在替罪羔羊的头上，并承认百姓的罪之后（20，21 节），就由所派的人

把羊送到旷野去（21，22 节）。大祭司要在圣处沐浴，圣处可能指洗涤盆，然后穿上荣美的衣服（23；24

节上）。大祭司跟着献上两只公羊作燔祭，一只为他自己而献。另一只为百姓而献（24 节下）。他把两只

赎罪祭牲的脂油烧在坛上，又将皮、肉、粪拿到营外，用火焚烧（25，27 节），焚烧的人为了不沾染不结，

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到营内。（2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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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短讲】42 归与阿撒泻勒（于宏洁）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连祭坛都需要洁净？为什么连圣洁、需要献给神的地方还需要洁净？当然这是很深的。

一方面是在旧约所有事奉的东西，人的不完全，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被洁净，人带着掺杂在这里事奉。今天

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了解。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其

实是很深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认罪认罪，甚至认罪到流泪，认罪到哭，都需要宝血遮盖。因为你不见得是

为了罪忧伤，为了罪恨恶，为了伤神的心而痛苦。只是懊悔，我犯错了，被抓了，丢脸了，造成伤害了。

我们可能只是为结果而流泪，却不是为了罪这么可怕得罪了神，而在主的面前真心懊悔，觉得亏欠，在主

的面前求神赦免。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还是围绕自己，希望难处赶快解决，希望管教赶快离开啊，希望主

的祝福重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连认罪祷告都还是带着很多自我的动机，而不是为得罪神、伤

了神的心而向主认罪。大卫说，我犯罪惟独得罪了你。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别人。不是的！只有神是真正的

被我们亏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祷告认罪完，你发现从罪里面没有出来。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

样的经历？那是因为认罪不够彻底，不够痛彻心扉，不够真正遇见圣洁的神。或者真正遇见那个罪背后的

黑暗权势，让我们里面害怕，让我们里面拒绝、要脱离，以至于我们会重复犯罪重复犯罪。因为我们认罪

太轻松，太随便。引用一段话，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的不

义。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罪中，洗干净的又回去，洗干净了又回去，所以祭坛都需要洁

净。连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认罪，都需要被洁净，需要真心的，需要彻底的，需要在神面前的。

第二只公羊就打发人送到旷野里面去，归于阿撒泻勒，就是让过犯远离我们。不光过犯被赦免，第一次被

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但另外一方面，所犯的罪行得到了赦免。但是神让这些过犯远离我们，不要

再来沾染，不要再来影响我们。神让它打发的远远的，叫过犯远离我们。所以诗篇 103 篇 12 节，东离西

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远离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脱罪生活。不光得到赦罪的经历，也

让我们脱离罪和罪的结果。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不再纪念。同样的，我们也不再活在罪中。

【真心话】42 赎罪日——焚烧罪祭，为主而活（利十六 20-28）

一、进入幔内、出到营外

「作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27

节）将赎罪的公牛和公山羊搬到营外用火焚烧，属灵的表征是什么？这表征表征主耶稣成就了救赎，却为

人所弃绝；因此，凡接受祂救赎的，也当与祂一同出到营外，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

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来十三 11-13）

基督祂的血被带进圣所，为我们赎了罪，祂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说到他在营外为我们被钉、受苦，所以我

们也当如此就了他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不仅仅进到幔内亲近神，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去跟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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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幔内叫我们与主更亲，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他、亲近他；出到营外说到我们爱主更深的表号，就是不

仅仅主为我死，我享受他的宝血，今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当祂出到营外去为我们

受苦，我们也愿意就了祂去，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一方面说到

我们有权柄进到幔内来亲近神、来享受神，一方面也说到在我们身上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愿意跟随基督

的脚踪，我们出到营外爱主更深跟随祂。

二、焚烧罪祭，为主而活

那放走承担百姓之罪的山羊——归与阿撒泻勒（azazel 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直译，意思是「替罪羊」。）

的人，因着与罪有了关联，受到了罪的玷污，所以他必须洗身并洗衣服。他必须对付他外面的生活（由衣

服所表征）并对付自身。这指明每当我们因着接触与罪有关的事物而受到玷污，我们就需要洗净、对付我

们的行为和自身。

1. 为罪而活为罪而死：使徒保罗曾提到：「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提前五 6）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弗二 1，5）是指他在未归主之前，就是过着为

罪而活为罪而死的生活。如今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否还活在罪中呢？为罪而活为罪而死？

2. 为己而活为己而死：耶稣基督曾提及无知财主的比喻，就是这种人的一个写照，这个财主田产丰盛，只

知为自己的享乐打算，而从来没有想到世上还有些无衣无食的穷苦人。他只知为己而活，所以神今夜就要

他的灵魂，其结局就只有为己而死了。（路十二 15—21）

3. 为人而活为人而死：耶稣的生，是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一 21）耶稣的死，是为

了「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十 45），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四 25），耶稣的升天，是

为作我们的中保，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为圣徒代祷（约壹二 1；罗八 34），耶稣的再来，是为要接圣徒到祂

的荣耀里，与祂「永远同在」（帖前四 17）。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基督，活出那舍己牺牲的生命呢？为人而

活为人而死？

4. 为主而死为主而活：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

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十四 7—8)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

会的书信中解释地很清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

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 14-15）基督替

我们死了，为我们赎罪了，所以祂的爱激励我们，好像在这里「逼迫」着我们，祂不是勉强的，而是我们

好像被大水冲过来一样、那个爱像大水一样推着我们让我们随着水而去，我们很自然地就要来爱祂，因为

我们都浸透在祂大爱、激励的底下，祂就让我们愿意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献上燔祭就说到我们愿意

为祂而活。

当此末后的世代，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日子近了，撒但因知道时间已经极短促，乃用各种方法，借着各种神

学主义（以人的思想代替了神的话），和许多异端邪说（尤其是极端灵恩乱象，把邪灵的工作当做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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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不认罪的恩典福音，只求属地祝福的成功神学，以及各种的山头主意。若要救此危亡，这些曾

参与极端灵恩乱象，恩典福音，成功神学，以及各立山头的教会与团队，当焚烧罪祭——彻底悔改、回转

在神的面前，不再为罪而活着，若不悔改必定会为罪而死。愿主唤起更多忠心主道的圣徒们，效法众使徒

们抱着殉道的心志，过着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生活，捍卫真理，传讲真道，抑制异端邪说，回归真道，并

竭力保守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进入神国度的事奉。祈求神怜悯、洁净、复兴全地的教会。

【诗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能有谁

擦我眼泪给我安慰把我扶起

我才沿着你的足迹

你把我的罪 投在深海里

永永远远也不再想起

归于阿撒泻勒到 旷野无人之地

天父称我为义

啊 啊 我还能有谁

啊 啊 我还能有谁

【C3 心对心】42 阿撒泻勒是谁？

「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8 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

有多远。」（诗一零三 11-12）

1.阿撒泻勒是指的什么？替罪羊？魔鬼？

2.寇绍涵牧师的解读：

1）阿撒泻勒英文圣经的翻译是「scape goat」，意思是「替罪羊」。

2）阿撒泻勒是一个动作，不是名词，不是鬼魔。

3）二只羊，一只羊被杀，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另一只羊赶到旷野去，代表我们所有的罪，远远的离

开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4）神救恩计划的两面，一个是方法。羊要被杀献给神，一个是结果那个羊被杀了之后，我们的罪神就涂抹

神，就不纪念神，就远远的让他离开我们。

3.解释圣经需要符合全本圣经真理架构，不然容易走偏。利未祭 16 章是利未祭的核心；利未记又是摩西五

经的核心书卷。这显出了赎罪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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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主题】42 赎罪公羊——生命救赎（利十六 20-28）

一、奉上放送活羊（20-22 节）

1.奉上公羊（20 节）

2.手按羊头（21 节）

3. 放送旷野（21-22 节）

二、祭司献祭赎罪（23-25 节）

1.换穿圣服（23-24 节）

2.献祭于神（25 节）

三、工人营外焚烧（26-28 节）

1. 洗身进营（26，28 节）

2. 焚烧罪祭（27 节）

《备注：C3 灵修的部分信息，是查考华人基督教查经大全编写而成。愿全地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