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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行傳 ---- 民數記」                            第 3 堂 

資料：舊約中的重要節期與聖日 

 

節日名稱 猶太曆 主曆 舊約經文 新約經文 

安息日 

 

安息年 

禧  年 

禮拜六 

 

第七年 

第 50 年 

禮拜六 
 
出 20:8-11 ,  31:12-17 
利 23：3 
申 5:12-15 
 
出 23:10-11,  利 25:1-7 
 
利 25:8-55,  27:17-24 
民 36:4 
 

 

逾越節 

除酵節 

初熟節 

正月 14 日 

正月 15－21 日 

正月 16 日 

3－4 月 
 
出 12:1-14, 利 23:5 
民 9:1-14, 28:16 
申 16：1－7 
 
出 12:15-20, 13:3-10 
     23:15, 34:18, 利 23:6-8 
民 28:17-25, 申 16:3-4;8 
 
利 23:9-14 
 

 
太 26：17,  可 14：12－26 
約 2:13, 11:55;  
林前 5:7, 來 11:28 
 
可 14:1,12 
徒 12:3 
林前 5：6－8 
 
羅 8:23, 林前 15:20-23 

 

五旬節 

 

三月 6 日 

5－6 月 
 
出 23:16, 34:22 
利 23:15-21 
民 28:26-31 
申 16:9-12 
 

 
徒 2:1-4,  20:16 
林前 16:8 

吹角節 

贖罪節（日） 

住棚節 

七月 1 日 

七月 10 日 

七月 15－22 日 

9－10 月 利 23:23-25 , 民 29:1-6 
 
利 16 章，23:26-32 
民 29:7-11 
 
出 23:16,  34:22 
利 23:33-36,  39-43 
民 29:12-34 
申 16:13-15 
 

 

 

來 9:7,  10:3;9-22 
 
 
約 7:2,37 
 

 

 

三. 為祭壇而獻的禮物 (7 章) 

    聖經最長的詩篇 119 篇，其次就是民數記第 7章。主要內容： 

1. 摩西先完成抺油和分別為聖之禮後，帶著供物和祭物來到會幕，準備舉行奉獻禮。 

2. 從第 12 節開始，十二次重複很沉悶的格式(12-88 節)： 

3. 他們所獻的只有四種祭：(素祭、燔祭、贖罪祭、平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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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7 章的記載，以色列人很認真記憶這些日子，當時的奉獻是很蒙悅納，並且每一個支派

都決志全力支持會幕和其祭司制度。也是給世世代代的首領，留下一個規則，一個榜樣。 

5. 學者認為列出的清單不斷重複，顯示出其根據是聖殿的記錄。 

6. 「供物」-- 詞根是「拉近」之意。 

7. 在 7:88，提到「施恩座」，這詞有』覆蓋」之意。 

所以摩西進到會幕中與上帝說話，而且聽見上帝的聲音，向他說話。 

8. 7:89 原屬第 8章。 

9. 本章總意：獻祭與事奉，是神子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 利未人的奉獻禮 (8 章) 

7: 89 描述摩西從前面進入聖所時，神怎樣對他說話； 

8:1-3 形容亞倫每日早晨和黃昏進入聖所，所做的事  (出 30:7-8) 

1. 亞倫與燈台(8:-4) 

• 燈台(金燈台)詳見出 25:31-40 

• 燈台與會幕中的陳設不同，它是由一整片「金子錘出來的」(4)，其他陳設是用金

包裹的(出 25:10-30) 

• 燈台形狀如一棵開花而有七個分枝的樹，象徵神賜生命的能力。 

• 「向燈台前面發光」(2,3)：因燈台前面有桌子，桌子上有象徵十二支派的十二個

陳設餅(利 24:5-9) 

• 光和火代表神「賜生命的同在」和「祝福」。 

• 所以亞倫要早晚調整油燈，使光芒不斷地照在陳設餅上。 

2. 利未人的奉獻禮(8:5-22) 

       其細節和結構頗為複雜，但可分述如下： 

• 按手禮(10 節) 

• 為利未人 / 以色列人贖罪 (12、19 節) 

• 在會幕中辦事 (15、19 節) 

• 歸給神 / 歸給亞倫 (16、19 節) 

• 代替一切頭生的 (16、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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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祭」：利未人代替頭生的以色列人(長子)，(民 3:45 說過)。利未人是長子的代替品。按

手象徵「代替」，搖祭是把祭物左右搖動，表示祭物已被賜給亞倫和祭司 (13,19節) 

3. 利未人的退役(8:23-26) 

簡單一句：不作勞動人口，但要守所吩咐的。 

 

五. 第二個逾越節 (9 章) 

    第一個逾越節在埃及舉行，這裡所記載的是第二次。 

1. 但聖經一共記載過 10 次逾越節的事： 

(1) 在埃及首次舉行逾越節 (出 12:21-28) 

(2) 在曠野第二次舉行 (民 9:1-5) 

(3) 在迦南地舉行 (書 5:10-11) 

(4) 在希西家為王時 (代下 30-31 章) 

(5) 在約西亞為王時 (代下 35:1-19) 

(6) 被擄回歸後  (拉 6:19-22) 

(7) 耶穌童年時守過逾越節 (路 2:41-43) 

(8) 耶穌傳道時 (約 2:13) 

(9) 又第二次 (約 6:4) 

(10) 最後一次 (太 26:17) 

2. 第二個逾越節 (9:1-14) 

逾越節原本在正月十四日舉行(9:1,3)，V.6  因有幾個人不潔，卻要延至二月十四日舉行  

(9;11)。 

「幾個人」是誰？ 

(1) 解經家認為是亞倫兩個兒子，因醉酒獻上凡火(利 10:1-2) 

(2) 亞倫的叔父烏薛的兒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把死去的人抬出城外 (利 10:4) 

(3) 可能有人遠行，不能在正月十四日趕回來過逾越節，都延一個月。 

3. 雲彩遮蓋帳幕並引路 (9:15-23) 

立帳幕那日，開始有雲彩引路。百姓可見的雲彩，證明神的同在，因為他們順服建造會幕。 

新約同樣使用雲彩的比喻來描述神的同在：(路 9:34)(徒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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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兩支銀號 (10:1-10) 

     1. 銀號的製作：要用銀子製成及要錘出來。(10:2) 

     2. 為何要製造兩支？ 吹一支和吹兩支之別： 

        單吹一枝細聲：招聚 

        單吹一枝大聲：起行   

        兩枝吹出大聲：打仗、起行、節期、獻祭。 

3. 吹號的規定： 

• 在快樂的日子要吹號。 

• 在一切的節期要吹號。 

• 在月朔，即每月的初一日要吹號。 

• 每年七月初一日稱為「吹角的日子」，即「吹角節」(民 29:1，利 23:24) 

• 在禧年的七月初十日亦要吹號 (利 25:9) 

• 此外，在獻燔祭和平安祭時吹號，表示是嚴肅的宗教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