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2月

        農曆新年是華人其中一個大節日，也是一年之始，是籌劃一年計劃
的好時機。猶太人也有不同的節期，本期的主題文章，我們邀請了CMJ
Hong Kong的總負責人黃德光老師，與大家分享猶太人的節期。
        同時，我們藉此向大家介紹CMJ的事工，讓新朋友能了解事工的歷
史、方向，以及2018年CMJ Hong Kong各項事工的計劃。
CMJ歷史
        The Church’s Ministry Among the Jewish People（簡稱CMJ；
教會關懷猶太人使團）約有二百年歷史，現於七個不同國家均有地區成
員。其宗旨是要回應上帝對以色列的應許，也就是要帶領以色列人回轉
歸向上帝、歸向彌賽亞、歸向以色列地。
　　2013年9月，CMJ Hong Kong（簡稱CMJ-HK）在香港正式成立，
成為CMJ地區成員之一。CMJ-HK秉承CMJ的信念，盼望教會能接上基
督信仰的猶太根源，事工主要是向猶太人和基督徒作見證，鼓勵和教導
當地的猶太信徒，並教導基督徒認識自己的猶太根源。
事工方向
教導（Education）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因此，機構將開辦一些課程、講座和相關
活動，讓教會和信徒認識基督教的猶太根源、猶太文化、以及過去猶太
人與基督徒之間的關係等等，減少對猶太人的誤解，藉此恢復基督信仰
的猶太根源，並且願意一起把這些教導傳給其他人。
鼓勵（Encouragement）
推動並且鼓勵基督徒和教會關顧猶太人，先由居港或旅港的猶太人開始。
猶太人保存了聖經，也就是上帝的話語，留給了基督徒，也因而把他們
的彌賽亞也留給了基督徒。我們現在應該以誠懇、真誠的心關顧他們。
這是因為我們愛上帝，所以願意關顧祂的選民。
傳福音（Evangelization）
傳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不論對方是不是猶太人，我們都務必要傳揚主
耶穌。我們期望能跟猶太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增加互相的了解和信任，
把耶穌彌賽亞的信息傳遞給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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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節期的誤解

      「節期」近年在基督教圈子中變成具爭議的課題。一些基督徒受到
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說影響，提倡不應再慶祝聖誕節，因那原是記念外邦
神明的日子云云；又或是有教會舉辦逾越節晚餐聚會而受到抨擊，說這
些都是猶太人的節期，若參與就如回到律法主義中，不再在恩典裡……。

        筆者認為，若我們背誦馬太福音廿八章19至20節時，不忘主耶穌
頒下「大使命」之前，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
廿八18），即表示我們不用再活在各種的「避忌」之中，反而當把握每
個機會將榮耀歸給主耶穌。

        聖經中的節期嚴格而言不可說是「猶太節期」，因為這些有關節期
的教導在猶太傳統中被列為「Edot／法度」，是關乎「見證」的，是上
主吩咐祂的子民要如此行來見證祂。故此，我們當看聖經中的節期為
「上主的節期」，而猶太人在這方面既有悠久傳統，我們當然可以參考。
（註1）

        在保羅時期的哥林多教會以外邦信徒居多（參林前六9-11，八7，
十二2），但他在哥林多前書五章6至8節說：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
                 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
                 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
                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
                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保羅表明耶穌基督是已經獻上的逾越節羔羊，但同時認為教會當遵
守逾越節，所以我們必要明白為何上主要為祂的子民設立節期。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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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上主要為祂子民設立節期
黃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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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的功能

        聖經中的節期，包括每周一次的安息日，每年的三大節期（逾越節，
五旬節和住棚節，見：利廿三5、16、34）和四小節期（除酵節，初熟
日，吹角節和贖罪日，參：利廿三6、10-11、24、27），也有每七年
一次的安息年和五十年一次的禧年（利廿五2-7、8-13）。還有其他非
聖經節期但包括在猶太人的傳統中，例如：修殿節（註2），普珥節
（註3）等。因篇幅所限，在這此只討論三大節期。

（一）生活與信仰的抉擇
           上主吩咐祂的子民，每個男丁於三大節期都要上耶路撒冷過節
           （申十六16）。詩篇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四篇稱為「上行之詩」，
            可能就是幫助上主的子民預備上耶路撒冷朝見神的。但為何上主
            要子民前往耶路撒冷守節？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太五35），上主
            在自己的京城與子民約會。另一個原因是，這三大節期其實與子
            民的耕期有關，逾越節期間大概是大麥收成期，五旬節是收小麥
            的時候，而住棚節則是收橄欖和無花果的時候。大節期男丁都要
            上耶路撒冷，卻又是農忙之時，兩者如何抉擇？這正是節期要達
            到的其中一個功能：生活重要還是遵行主的吩咐重要？是信仰遷
            就生活還是生活遷就信仰？每年至少有三次機會思考這課題，並
            且作出適當的決定。

（二）記憶
          「記憶」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們平日不以為意，直至有親人患
            病，失去了記憶，我們才醒覺：原來人與人的關係就是建立在記
            憶之上，沒有了記憶就連關係都失去，連父母亦會不再認得自己
            的兒女，可見記憶多重要！

            其實三大節期就是上主約定子民一同在自己的京城，進行集體回
            憶。逾越節是重溫上主如何從埃及地把子民拯救出來；五旬節是
            重溫上主帶領子民行在曠野，祂更親臨西乃山上賜下祂的律法給
            子民；住棚節是重溫子民在曠野住在帳棚中，而上主則以會幕顯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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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明與子民同在。

              所以，每個節期都是一個機會，重溫子民與上主的集體回憶，藉
             此強化關係。就如一對夫婦，每年約定在結婚周年那天同看舊
             照，回味關係的建立和一同走過的路。上主則是一年約定子民
             三次，可見祂多麼的「長情」，多麼重視與子民的關係。

（三）「小我」不能沒有「大我」
             西方文化給我們很強的個人主義：救主是個人的，救恩也是個
              人 的，我們就不自覺地用這「個人化的信仰」來看聖經。上主
              約定祂的子民，在同一個日子重溫同一件事，更新和強化祂與
              子民的集體回憶，正是為了提醒子民，信仰並非僅屬個人的。

              當上主稱以色列為祂的長子時（出四22），祂把當時估計為數
             二百萬的以色列民看為一體，而節期的功能就是讓以後的世代，
              猶如置身出埃及的情景，身處其中。也就是說，上主把個人化
              的「小我」變成群體的「大我」，同時也把這現在的「大我」與
              聖經時代中的那個「大我」連繫起來，藉著這三大節期把現代
             的子民投放在聖經時代中，使聖經不再是故事，而是每個上主子
             民的集體回憶。

              上主的心意就是要我們明白，沒有聖經中的他們，也沒有今天
              的我們。我們今天若不以他們的經歷為集體回憶，便會重蹈他
              們的過犯，每個世代都繼續在「原地踏步」。

結語

     「精義」是內在的，「字句」是外在的，傳統若沒有精義只是字句，
節期重要之處是讓我們明白當中的意義。猶太傳統故然可以參考，重點
是我們一同明白和經歷節期的意義，大家一起活出比生活更重要的信仰，
體會「長情」的上主是何等珍惜祂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明白聖經原來不
單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

                                              （作者為夏達華研道中心聖經導師及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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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活動預告

SUKKOT
SHAVOUT

五旬節 18/5

住棚節 22/9

請禱告記念講座/活動的預備安排，詳情稍後公佈。

主題文章

註1： 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以革那提（35-110C.E.）或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都
           不提倡基督徒參與猶太人的逾越節，也不應使用他們的節期傳統徽號。
           其實，這些節期都是上主賜給祂的子民，而非猶太人定出來。教會參考
           猶太傳統不等如秉持律法主義，我們也不是提倡生搬硬套地把傳統變成
           規條，叫信徒盲目地遵守。畢竟精義才是重點，基督徒明白傳統背後的
           意義才是節期的關鍵。

註2：修殿節源於兩約之間，記念聖殿得以從希臘人手中奪回（參約十22）。

註3：普珥節是記念猶太人從哈曼的手中得拯救，是記念以斯帖記中的事跡。

「本文為未刊稿。文稿將刊於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第219期《宣訊》，
  2018年3月份出版。」



波蘭猶太學習團

「一道窄橋：猶太人今昔」

日期：2018年7月30至8月11日(13天)

你為何要來？

倘若你關心以色列，這個波蘭之旅帶你進入嶄新的體驗，啟發你更了
解猶太人的大屠殺歷史。在過去數百年波蘭曾是猶太人生活的中心，
現代猶太教和以色列國的成形實在深受當日猶太人在波蘭的生活影響。
這個學習團有助基督徒成為代禱者並對抗反猶立場的見証人。

這旅程將帶你探討以下主題：

－ 那些避免同化的猶太傳統地區； 

－ 學習那些救助猶太人生命的榜樣；

－ 防止種族殺害；

－ 猶太神秘主義；

－ 神在人類歷史的存在角色與衪立的約；

－ 卡斯迪 (Hasidim) 的光輝與陷阱；

－ 反基督教多神主義與納粹的興起；

－ 反猶主義如何傷害基督徒社群。

此外，波蘭風景美麗宜人，也是一個悠閒的地方，相對其他歐洲國家
波蘭比較便宜。你需要考慮這結合猶太人的靈性生命及他們歷史的學
習團！

詳細行程及報名手續，請參考附件（報名須知、日程、報名表）。
查詢電話：98862049
查詢電郵：enquiry@cmj-hk.info
機構綱址：www.cmj-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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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預告

        「逾越節，基督徒要好好認識。」有許多人聽到這句話，會問為什
麼，這不是猶太人的節期而已？這跟我們有關？但是不要忘記二千年前，
主耶穌道成肉身，成為猶太人，過著十分敬虔生活，家人和門徒也一樣，
會遵守神的吩咐，重視神所立的節期。所以，耶穌從少到大，一定遵照
神的吩咐守逾越節，福音書中主也藉著逾越節和一段關於神救贖子民的
歷史教導。因此，認識更多，更能讓我們明白主的話。那麼，從何開始
認識? First Fruit of Zion （錫安首份收成）把逾越節的程序，許多細節，
寶貴的教導，放在《上主的宴席》一書，也加上新約裏相關的經文，讓
我們對這個節期有更全面認識。逾越節快到，擁有這本書來一起紀念主
就更有意思了，3月初將有售，請多多支持。

        要明白聖經的古代猶太背景，認識猶太人的希伯來文用語、專用詞，
是不可或缺。近年來，愈來愈多人討論經文時，用上希伯來用語，但是，
由於譯法不一致，導致各有各自說法。試想，如果你聽到 :「主跟其他
的猶太老師(Rabbi)一樣，以哈加達(Haggadah)或是哈拉卡(Halachah)
教導關於馬胡哈沙賣然(Malchut HaShamayim)，叫人沙馬(Shema)。」，
你只會更混亂，不明所以。有一本能統一猶太用字，加以解釋，是十分
重要，這本JPS出版的字典，正是我們所需。這本字典收錄詞彙甚廣，
涉及宗教、歷史、政治、人物、日常生活，翻譯編輯工作很不容易，感
謝主帶來很多人幫忙，請大家為我們工作禱告，盼望在本年底順利完成，
可以面世。

The Master's Table          First Fruits of Zion

Dictionary of Jewish Words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7-



CMJ-HK事工包括
課程講座：讓信徒認識自己信仰的根源以及了解猶太人的信仰文化。

波蘭學習團：讓信徒認識猶太人在歷史裏曾經因著反猶主義而承受過
                        的傷害。

書籍出版：幫助今天的信徒明白猶太人與基教徒的關係。

因此，財政分配亦可分作上述三個範疇，
本年預計需用支出總額約為港幣15萬。

如有感動捐款奉獻支持我們 CMJ-HK事工
歡迎以電郵 enquiry@cmj-hk.org 聯絡我們 或以以下方式奉獻：

劃線支票：
將劃線支票郵寄給我們或直接存入我們的戶口。
支票抬頭：「CMJ Hong Kong Limited」
東亞銀行戶口：521-68-006101

ATM 銀行轉賬：
以自動櫃員機（ATM）或 網上銀行電子轉帳到我們的戶口。
然後以電郵告知轉賬紀錄。
東亞銀行戶口：521-68-006101

* 捐獻一百元或以上金額，憑捐獻收據可以申請免稅

聯絡我們
CMJ-Hong Kong
電郵: enquiry@cmj-hk.org                          電話: (852) 9886-2049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崇謙堂村5A                    網頁：www.cmj-hk.org

奉獻支持

2018年財政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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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出版 80%

學習團 7%

課程講座 10%
其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