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未五祭（五）從平安祭看基督榮美   羅煜寰 

在利未記中燔祭與素祭幫助我們對神有積

極正確的認識，贖罪祭與贖愆祭則是消極修補

因犯罪而破壞的關係；最後平安祭使我們能坦

然無懼地活在神面前，擁有平衡而安定的人

生，這應該是人類最終極的追求。 

讀經：利 3:1-17,7:11-34 

一、 獻祭本質 

    ※自願有動機：「感謝」神的保守，「還

願」乃因神允行善（撒上 1:21），「甘心」則

是單純順服。這三者皆是在身心平安的狀態下

向神感恩。 

※祭物有標準：牛羊皆可，不像燔祭按經

濟能力、素祭按生活條件、贖罪祭按階級地

位、贖愆祭按行為好壞，唯有平安祭蒙悅納的

條件非由我們決定，不在乎我們的狀況，而在

祭物本身，且要有血和脂油。 

※神只取精華：血、脂油和部份內臟，其

餘歸於祭司與會眾。若不流血，罪不得赦，人

就不能來到神面前。至於脂油、腰子和網子是

生命中最豐富的能力泉源，脂肪供應運動熱

量、腎臟清除血液雜質、橫隔膜保護內臟，這

些是最柔細而易燃的部份，神立刻悅納，因與

神豐盛榮耀的性情相近。 

※預表主耶穌：神多麼渴望與人在平安中

相交，因此差遣愛子降世。祂站在人的地位上

卻全然聖潔無疵，保羅說「父喜歡叫一切的豐

盛在祂裡面居住」。祂的一生成為平安的散播

者，在降生時天使宣告平安歸於世人（路

2:14），受難前留下祂的平安（約 14:27），復

活後第一個祝福是「願你們平安」（約 20:19），

祂是和平之君。 

二、 感謝祭要獻餅 

為感謝而獻的平安祭要有餅，預表我們在

世上勞碌成果，神樂於肯定我們的努力，而且

常將我們感恩獻上的又賞賜還給我們，這些餅

由獻祭者自己吃。 

這也是唯一可帶酵的祭（7:13），只是不可

燒在壇上。這提醒我們即使神在我們物質生活

上祝福，這些仍是會朽壞的東西，在獻上感恩

的時候應看重賜恩的主，而非主的恩賜。 

有酵餅更提醒我們莫忘老我敗壞，不可自

以為義。許多人順遂時以為神抬舉，逆頓時便

垂頭喪氣，只因放不下驕矜之心。 

三、祭物共享 

※不同職份領受不同：神只取象徵性的小

部份，其餘供眾人需要。這與燔祭完全焚燒相

反，燔祭是人敬拜神，平安祭是神服事人！獻

祭祭司得舉祭的右腿和餅，象徵力量與滋養，

其餘祭司得搖祭的胸，象徵愛情，獻者與會眾

得剩餘部份，象徵一般生命供應。三種層次肉

品不同。 

※經歷基督為平安祭：我們在聚會或生活

中常高舉基督榮美，神就得著那精華的部份。

其次積極實踐教會生活者，如探訪、見證、勸

勉、講道、代禱等，得著祝福也多。再者僅只

於手潔心清者，雖可得生命供應但祝福較少。

至於被罪纏繞者（利 7:19）應先自潔（認罪）

才能領受。 

四、吃的講究 

※先有祭壇焚燒才能開始吃肉：神確實樂

意施恩，但必須按照程序來。先有悅納再賜平

安；先有祭壇後有餐桌；先有十架後有恩典。

主釘十架、我得平安！信徒若不瞭解耶穌基督

為我們成就了甚麼，就不清楚祂能賜給我們甚

麼？（弗 1） 

※為感謝而獻的當天吃，否則可吃兩天：

感謝是情緒的反應，甘心則需意志。情感常是

本能衝動，意志則是理性抉擇，而後者往往能

支持我們走較遠的路。信徒初信時常為神兒女

的身份而感謝，但是真正能幫助我們穩步天路

的卻是甘心為奴的意志力。主耶穌豈不是我們

最好的榜樣？（腓 2:5-8） 

結語：利未五祭按程序論，馨香祭彰識正

確敬拜事奉，補贖祭解決神人隔閡，最後相交

於平安之中。按結構論，燔祭是屬天敬拜，素

祭是屬地事奉，贖罪與贖愆祭如同十字架一豎

一橫，與神復和、與人復和，平安祭居中，乃

孤懸天地之間十架上的主耶穌，祂是一切問題

答案，更是你我生命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