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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十一单元：基督的十字架 

第 44 讲：医治创伤 

 

 

要义：金句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

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2:24） 

 

精义：撮要 

救主成了受伤的治疗者。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十架上的钉痕手 

《腕上的钉痕》（思项羽） 

注：Pierre Barbet（皮尔.巴贝特）: The Doctor At Calvary; Published by: Roman Catholic 

Books, Harrison; NY; USA; 1953; Pp.95-96. 

巴贝特对十字架牺牲者的生理反应的研究，三十多年之后，被一个极其偶然的考古发掘

所证实。1968 年，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古墓当中，一个名为约哈南（Johanan）的年

轻犹太男人的遗骨被发现，他年约 25 至 28 岁，与耶稣同时代，亦死于十字架。出土

时，他的右跟骨（right calcaneus）被发现依然保留着一根长约 4.5 英寸的铁钉。而手上

的钉痕，也刚好是位于腕部附近，和巴贝特所描述的位置完全吻合。而另一个令人惊讶

的地方在于：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小腿骨，已经被刽子手所打断。这和约

翰福音所载，罗马兵丁为了加速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犯人的死亡，而打断他们小腿骨

一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一发现同时也反证出：巴氏所指受刑人必须依靠脚钉为支

撑，来挺身呼吸的论点，完全正确。一旦小腿骨被打断，犯人不可能再挺身呼吸，自然

立刻死亡。 

圣经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耶稣手上的钉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因此二千年以来，人们一

直以“想象”，而不是历史的真实、科学的严谨，来作判断的依据的。一些基督徒甚至

会认只要对神有“信心”，则万事足已，何必执着于一些“肢末细节”？然而，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是：如果耶稣真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祂的真实性就“必然”，

体现在人类智力所无法理解的，一切宏观或微观的自然现象上，包括手腕钉痕，这样看

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中。 

基督教信仰，完全奠基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上。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

件（如同那位可怜的约哈南那样），也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杜撰”，而是出于救恩的必

然和上帝的预定，则任何人类常见的“疏失或遗漏”，哪怕是在最细小的地方，都不可

能出现。而耶稣手腕上的钉痕，证明了祂设计无比精确的完美：它使预言变成了现实。

一如约 19:36 所描述的那样：“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

可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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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血使罪得赦免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q24lmvo.html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来 9:22） 

他的公义定规犯罪的人，是该死的。（结 18:4）若没有祭牲代替罪人受死流血，他的公

义就不能赦免人的罪。 

 “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 26:28）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流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神能合法的赦免我们的

罪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 1:7） 

主耶稣的血，是我们得赦免的唯一根据。除了他的血，任何的事物、善行、美德、热

心、爱心，都不能作我们罪得赦免的凭借或根据 

3. 鞭伤使人得医治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

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

他身上。”（赛 53:4-6） 

“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

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2:24） 

《疾病得医治是否包括在赎罪的大功里？》（赖若瀚牧师）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4:2009-08-04-17-

13-51&catid=1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祂有能力可以医治百病。祂曾对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出 15:26）。大卫在诗篇中曾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 103:2-3）。以上两

处经文中的“医治”，都是指身体的疾病得医治说的。 

有关“神医”的课题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必须解决：主耶稣的救赎（atonement）是

否包括疾病的医治？换句话说，信徒祈求疾病要得到医治，是否每次都能经历医治的大

能？ 

赞成的人经常会用赛 53:4-5，太 8:14-17 与彼前 2:24 等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三段经文简单分析﹕ 

 赛 53 章 

是有关耶稣救赎大功的伟大预言。其中 4-5 节说：“祂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

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祂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经文

提及的“忧患”和“痛苦”，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可以包括身体的疾病或精神的

痛苦。然而，若对照下文所采用的词字，如“过犯”、“罪孽”、“罪”（参 5、6、

11、12 等节），明显地将上文的“忧患”和“痛苦”规限在属灵问题的领域里。简

单来说，赛 53 章的重点乃预言弥赛亚为担当世人的罪孽而受苦、受害，最终成就

救赎大功。 

 太 8:14-17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q24lmvo.html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4:2009-08-04-17-13-51&catid=1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4:2009-08-04-17-13-51&ca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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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印证救赎确实包括疾病得医治说的。当主耶稣医治好所有的病人之后，马太说

祂所作的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祂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

8:17）。 

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没有直接引述当时流行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LXX）。

七十士译本用 phero 一词（《和合本》分别译为“担当”与“背负”），马太却用

lambano 和 Bastazo（《和合本》翻为“代替”和“担当”）。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七十

士译本，而要自行从希伯来文原文翻译呢？主要原因相信是马太要指出耶稣是弥赛

亚，祂具有医病的权能（参赛 61:1-2；路 4:18-19）。主耶稣在世上的三年传道事

工，医治无数病人；然而，救赎大功当时还未完成，因为祂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担当世人的罪。故此，马太乃将以赛亚书的预言，引伸性应用在耶稣在世所行的医

病神迹中，要印证祂正是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 

 彼前 2:24 

彼得说：“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

义上活。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属于主流的

意义，与马太引伸性的意义不大相同。弥赛亚到世上来是要为人的赎罪，重点不是

在于“能治百病”或除去信徒肉身所受的苦楚。彼得在经文的上文清楚交待，信徒

可能会因为持守信仰而受逼迫。他勉励信徒应效法主基督忍受苦难的榜样，跟从祂

的脚踪行（彼前 2:21）。 

圣经明确指出，当一个人诚心相信主耶稣之时，他所犯的罪都因主在十字架上所成

就的救赎而得赦免。然而，圣经没有保证信徒不会受疾病的困扰，或者说所有疾病

都会得到医治，因为不少敬虔爱主的人，他们的疾病与苦楚没有因为信仰就自然消

失（拉撒路病逝、保罗身上的一根剌、提摩太胃口不佳等都是明显例证）。 

赛 53 章的预言，重点是论述弥赛亚到世上来，借着受苦受死成就救赎大功，并不

包括疾病得医治在内。信徒的身体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得赎。那

时，信徒要身体复活或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不再受疾病与痛苦的煎熬了。然

而，在祂还没有回来之先，我们都活在会被拆毁的帐棚里，仍有叹息和劳苦（林后

5:1-4；罗 8:18-25），但“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林

后 4:16） 

4. 负伤的治疗者 

《从受伤的牧者到负伤的治疗者》（仇劲刚，2017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1413&Pid=1

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带着爱支持牧者 

教会其实是能够怜悯，医治，赶鬼，斥责，教训，互相宽恕的地方。悲凉的是，现今信

徒群体对待牧者有怜悯的不多、当然也不会想到牧者也需要医治；只求牧者宽恕，却不

会宽恕牧者、更不用说要为天国受逼迫及自甘贫穷。一个牧者已经蒙召放弃一切，自甘

贫穷走在服待上帝、服待人的路上，可是牧者受到的逼迫却是由教会而来。受伤的牧者

遭到排斥的理由，往往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琐碎的小事，这样的情况，原因只是因为

不喜欢牧者所说的，让自己觉得不舒服。 

牧者走上事奉的路，并不是因为才干，而是因为上主的呼召，为要成就他者。牧者在属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141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141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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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群体中，正正是要指出事奉者高举的是世界的观点和方法，还是上帝的权柄。然而，

这个带领辨识的过程，正正是撒但的网罗，招来攻击的机会。牧者能让信徒跟随和信任

的最大优势，是因为上帝的权柄。也许正正是上帝的同在，牧者更要刚强壮胆，不能容

让“牧者杀手”和“病态反对者”为所欲为。牧者就是必须提起勇气，负起教导、领导

和传道的角色，把道阐明，让真道把信徒的阴险割开，让人诚实面对自己。 

也许我们会发现身边有“牧者杀手”的存在，亦可能你会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是一位“牧

者杀手”也说不定。作主门徒，若发现有这种情况在信徒群体中发生，我们应该带着爱

站起来支持牧者…… 

 

生活应用 

十架上的钉痕手，就是让门徒从今以后，懂得为主受苦！ 

 

反思默想 

鞭伤使人得医治，受苦──也是疗伤的过程？ 

 

听众回馈 

带着爱支持牧者，你且会如何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