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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澄清難明的地方：（1）這經文不是贊成火燒人的燔祭，相反指出當時古代這種殘忍方式的獻祭，

是神所不容許的。（2）這故事情節在信徒生活應用上不是常例，不能照字面仿傚。 

2. 釐定解經的方向：（1）從以民的列祖開始的耶和華信仰中有關「應許」和「立約關係」

的歷史演進。（2）古代宗教行為和禮儀「獻人的燔祭」的批判。（3）以撒作為基督代贖

的預表。（4）倫理與信仰的關係：證明信仰超越倫理。（5）人生進程中的發現：神與人

及人與人的關係和互動。本講章以（5）為主要宣講的方向。  

    1節「神要試驗亞伯拉罕」。這段經文對於神的試驗有兩個特點：【一】這是一個「試驗」，

神既是全能全知，祂怎會不知亞伯拉罕的信心呢？神要試驗人，乃是要使受試驗的人，經過

試驗之後，更加了解自己的信心程度和對神的心是如何。意思是說試驗不是為了神要知道我

們怎樣，最大的目的乃是讓人自己認識自己是怎樣。【二】「試驗」與「真相」有關，重點

不在於揭示他的軟弱，相反神試驗亞伯拉罕，乃是要把他的優點發掘出來，同時，試驗對當

事人和後世人帶著「教導」和「指引」的作用。此外，很多信徒在應用這段經文時，會出現

一個盲點，就在 14 節「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有預備），很多信徒認為既然神必有預備，

人就可以隨便放任放縱，人不需要負責任，不需要計劃，既然神「包底」，我怎樣都可以，

特別是在金錢上和責任上。神必有預備是恩典，但人不能憑此就可以濫用恩典，而不盡自己

的責任。若果錯誤應用，就是解錯聖經及用錯聖經，這不是經文的原意，這經文原意乃是指

出神試驗人是要讓人知道自己的信心，而不是人假借「耶和華必有預備」反過來試探神。 

    2節「你帶你的兒子」，不是祭物，而是獻上神所應許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是惟一

的盼望。「你所愛的以撒」，是他所愛，是捨不得。「把他獻為燔祭」，亞伯拉罕等了多年，才得這

個應許而生的兒子；神曾說從以撒生的才是後裔（十七 19；廿一 12），現在卻把他又燒又殺，

完全不合理；賞賜是你，收取又是你，要用火燒是否太殘忍？【註：舊約時代迦南宗教有獻嬰祭

（列王紀下三 26-27，摩押王見戰況不利，獻長子為燔祭）。猶大國也有人進行這祭（王下十六

3；廿一 6；廿三 10）。摩西律法強烈譴責獻嬰祭，嚴厲警告以色列不可隨從別國風俗（申十二

31；十八 10；利十八 21；廿 2-5）。先知亦指責這祭（耶七 31；結十六 20-21）。有了這樣背景，

使我們明白創廿二背後的宗教風俗，耶和華親自預備燔祭的羔羊來代替人，這種代贖明顯地與異

邦宗教禮儀劃清界線，抗衡當時異教之風。】當然，我們要留心這是一個「考驗」，如一個難題

考試，神發出這個不合理的要求，只是考驗他，不是真的要他這樣做，正如作者開宗明義講出是

神要試驗他（當然對讀者來說是一個較為容易接受的解釋，但對當事人在當下處境時他的感受完

全兩回事）。亞伯拉罕聽到神要他獻子，其實他大有理由反對：「這樣做完全違反祢的慈愛的屬

性，日後的人永遠不能忘記這件殘忍可怕的事，人更加不會相信祢。」他可以說：「這個孩子天

真無邪，沒有犯過重大罪惡，難道一定要我將他置於死地？」他可以說：「若是祢喜愛燔祭，不

如用我來代替成為祭物；我是將死的老人，而我的兒子還大有日子。」他可以說：「我沒有強求

祢賜這兒子，是祢給我，如果祢不想給我，當初就不要讓以撒出生；如果祢真是給我，為何今天

又取回呢？而且要我用火燒死他，之前給，現在取回，為何這樣苦待我？」當然亞伯拉罕沒有這

樣質疑或據理力爭，他只是默默遵行，完全順服，無任何異議，並且一步一步預備好要起行。 

    留意 3-10 節，作者在文字上有刻意的佈局，他從來沒有提到兩父子的心情，作者好想留下一

個空間讓讀者去思考和感受，只是在字裡行間，用了很多「動詞」讓讀者揣摩背後的心情和矛盾，

如 3節「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

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按次序應該是預備好獻祭的柴，才備驢和帶著僕人和兒子，但劈柴放在

最後，因為這些柴會令他感到悲痛欲絕。4節「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

神為甚麼要亞伯拉罕走這麼遠來獻祭？猶太教學者認為，最主要是加深亞伯拉罕受試驗的程度，讓

他有三日時間在路上仔細思量，究竟應不應這樣做。三天路程是一種心靈的考驗。他的內心承受失

子的煎熬和掙扎。要繼續前行還是回家？要面對還是要逃避？似乎他的信心和順服不是出霎時衝

動，他以「信而順服」的心志繼續行走這飽受痛苦的「三日」路程。5節，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

「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裏來。」他對僕人的吩咐，用意是

不想他們有任何攔阻。7節「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

裏。』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呢？』」以撒這一問，雖然好像仍未知

將要發生甚麼事，但這一問肯定刺激亞伯拉罕更覺心痛。8 節「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

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於是二人同行」好像表達出他們默然無聲，各懷心事，一

路同行。在第 6節以撒默然跟隨著父親，可能不大了解父親所做的。但到第 8 節，以撒應該知道父

親將要做甚麼，但他沒有反抗和說話，似乎有了順服的決定。9節「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



伯拉罕在那裏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此時，聽不到以撒有甚

麼說話，反之，他靜靜地幫助父親築壇和放柴。不同的解經家認為當時以撒可能十多歲或三十

多歲，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認為是廿五歲。無論以撒甚麼年紀，他父親已經超過百多歲，以撒

應該有氣力反抗或掙扎，但以撒卻沒有反抗和掙扎，甘心順服跟父親合作，被捆綁擺在祭壇上。

我們不單看到亞伯拉罕的信心，亦看到以撒在這件事上的順服。10 節「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殺他的兒子」，亞伯拉罕全心確信神的應許，他深知道「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廿一 12），他認為神自有祂的辦法，甚至在希伯來書十一 17-19，按以色列人的傳統解釋，

認為亞伯拉罕期待以撒從死裏復活。從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起碼讓我們看到幾件事： 

1. 創世記十二至廿二章，亞伯拉罕的人生共有九次重大考驗，沒有一次比這次獻以撒更

具挑戰性，竟要犧牲自己心愛的兒子。其餘九次：（1）離開家鄉吾耳而飄泊到迦南地

（十二 1-4）；（2）因饑荒逃難到埃及又首次認妻子為妹而遇上危險（十二 10-20）；

（3）牧人相爭而讓侄兒先擇好土各行各路（十三章），（4）在四王手下拼命救出羅

得（十四章）；（5）聽從妻子納夏甲為妾種下世代的冤仇（十六章）；（6）為羅得

而向神祈求不滅所多瑪（十八 22-33）；（7）在基拉耳二次認妻子為妹而遇上危險（二

十章）；（8）聽從妻子而驅逐以實瑪利（廿一 1-21）；（9）獻以撒。亞伯拉罕在這

些經歷中有做得對，亦有做錯。其實，我們何嘗不是面對很多人生的考驗，在考驗裡

面，我們有對有錯，有抓緊神，亦有憑血氣和己意，正正反映出人生道路上滿是挑戰

和艱難，問題就在這些濟遇中你有沒有與神同行，抓緊祂的應許，全然交託、信靠順

服。或許當我們遇上人生考驗時，過去我們第一個反應是「神你係咪玩我？」，日後可

以加多另一個反應，就是「神呀！你要我在這個考驗中，我有甚麼要學習，要經歷呢？」 

2. 在這些考驗中你得勝還是失敗，往往取決於你的信心和順服。真正的信心和順服不

是自圓其說，乃是要用考驗來證明的。當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時，他沒有找藉口拒

絕，沒有討價還價，沒有埋怨，全然順服。當然，神不會命令人去做與亞伯拉罕相

同的事。但是神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試煉祂的僕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一樣的。為了

使我們能成為祂合用的器皿，祂總會先熬煉我們，甚至要看到我們的合格。 

3. 考驗往往是一個過程，而在這過程中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掙扎、取或捨，繼續或放

棄。捨下和放棄是容易的，堅持和繼續卻是看到生命頑強的一面，人對某些難處

生發的力量是無法估計，正如申命記三十三 25 下「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

如何。」你面對艱難的日子，你就運用面對艱難的力量來面對那些艱難。 

4. 整段經文顯示「行動多於說話」。當神的吩咐臨到亞伯拉罕時，他的行動：「4 清早起來，

備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

去了。4 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6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

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裏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7…..於是二人同行。……9 他

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

的柴上。10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這些動作反映作者刻意細節的描述，

藉著這些動作一步一步的前進，不單充份顯示亞伯拉罕的憂慮和沉重，不單令讀者有一

份緊張的心情，最重要是讓讀者看到亞伯拉罕的信心和順服是以行動來表達的，在神的

眼中何謂真正的信心和順服不是你說多少，明白多少，理解多少，而是在行動上有多少。 

5. 不單看到亞伯拉罕的信心和順服，也看到以撒全然順服，甘心把自己獻上，對神來說已經

得和悅納到這份祭物，神不是要以撒的性命，祂乃是要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心。這件事使以

撒經歷了父親所經歷的神，並且令父親的信心得以傳遞給兒子。以撒不但相信父親，亦相

信父親所相信的神。兩父子在這事上同心同行（6、8、19節），一同面對考驗，一同經歷

生與死，最後一同過關合格，一同蒙福。這是一個難忘、刻骨銘心的經驗，甚至幾十年後，

仍可以流著眼淚分享其中的驚與喜。這個同心同行不單是亞伯拉罕與以撒，更是神、亞伯

拉罕和以撒三者同行，縱然只有神的吩咐，而沒有人的配合，這件超越人有限情感和理智

而無法了解和體會的事件，就不會展現在我們眼前。同樣，只有人的行動，卻失落了神的

祝福，只會帶來一場空跑，只是一件沒有記念，沒有傳頌的事件，沒有帶來甚麼生命的震

撼，亦沒有在世世代代產生甚麼影響。我們要多謝亞伯拉罕和以撒的信靠和順服，向他們

致敬。震動我們的心靈，使我們稍為體會到生命的威力，稍為明白甚麼叫做信靠順服。感

謝神，二人的故事卻是使更多人因而將自己擺在祭壇上，全然奉獻，包括你和我。 

弟兄姊妹，你願意嗎？往摩利亞山的路上，你願意與我同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