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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申命记（17）摩西继续向选民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涉及奉献初熟的土产、

作属神的子民、将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以及违背神的诫命必受咒诅等 

（申 26:1-28: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申命记 24:1-25:19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申命记 24:1-25:19 讲述摩西继续向选民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涉及离婚和再婚的规定、一

般的条例、为丧亡的弟兄生子立后的规定，以及其他的相关条例，同时，神命令百姓要消灭

亚玛力人。 

 

有人以为 24:1-4 这段经文赞成离婚，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只是承认以色列人之中已有的习

俗。我们对这四节经文，必须按照神的目的来理解，神绝不是劝人随心所欲地休妻。离婚乃

是夫妇二人永远结束夫妻关系。人一旦离婚并与他人再婚以后，绝不可以与离婚的一方破镜

重圆。这种规定，防止为微不足道的事而拆散婚姻，以后又随随便便地复合。神的目的是叫

人在离异以前、要三思而后行。 

 

根据摩西律法，新婚的夫妇在头一年要形影不离地在一起，不可将不必要的重担加在他们身

上。这样，他们在享受新婚之乐时才有机会建立关系，达致成熟坚强，以负起众多的责任。

园丁在小盆子里开始培植秧苗，让它生根，然后才把它分种到田间。所以人在新婚之初，不

要有太多的外界压力与分心的事，以保护婚姻关系，使之坚强。不要对新婚者指望太多，或

者要求太多，因为他们需要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来建立牢固的婚姻关系。 

 

在旧约时期，神一直都在吩咐选民要公平地对待穷人。人常常把贫困的人看为懒惰或者没有

工作能力，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受欺压、被剥削的人，又或是环境使然。神叫我们尽可能帮

助穷人。神的公平不容许人向不幸者取利，或者要他们急速归还贷款。相反，神的律法给穷

人一切的机会去改善生活，又给无力之人提供仁慈的选择。没有人能与穷人完全隔绝，神要

我们公平地对待穷人，尽自己的本分来帮助他们。 

 

神吩咐选民要留些庄稼在田里，不要割尽，好让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拾取。这称为拾麦穗，算

是第二次收割，可使拾穗之人得到食物。根据路得记 2 章的记载，神订立这条律例多年以

后，路得在波阿斯田里，跟在收割庄稼之人的后面拾取剩下的麦穗，使她自己与婆婆拿俄米

有粮食可吃。波阿斯在多年以后遵行了这个条例，使路得能获取食物，路得是主耶稣基督家

谱中的妇女之一。 

 

申命记 25:1-3 规定，处罚罪犯最多责打四十下，这段经文看似已经不再合时。但是仔细观

察，其实内中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管教原则：第一，在选民犯过以后，要很快地处罚；第

二，处罚的程度，要视乎所犯罪的严重性而定；第三，不要处罚过度，要适当、快速、公

平、有节制地处罚，如此既能达到目的，又顾及受罚者的尊严。听众朋友，你是否负责管教

孩童、学生或者雇员？请依照以上三点原则执行，负起这种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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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常常使用牛在禾场上踹谷，有时牛用蹄子踩踏，将谷粒与糠秕分开，有时牛拉着

石辊在谷物上脱粒。在这时或者在牛拉磨石将谷粒磨成面粉时，笼住它的嘴，就是在它工作

的时候不让他吃谷粒。根据哥林多前书 9:9-12 和提摩太前书 5:17-18 的记载，保罗在新约中

用这个例子，说明教会不可亏待基督的工人，他们应当获得经济的供给，使他们得到照顾。

由此可见，不该不公平地对待为基督工作的人，应当公平地付给薪酬。这段经文还有广泛的

意义，就是对为你工作的人不可以吝啬。 

 

25 章还提到一条有关叔娶寡嫂为妻的律法，规定死者的兄弟娶寡嫂为妻，其目的是要存留

死者的名和他家族的产业。在以色列的习俗之中，家族血脉的延续很重要。记念家族的最好

方法，是从你后裔的谱系追溯。寡妇如果嫁给家族以外的人，她前夫的谱系就会终止。根据

创世记 38 章的记载，她玛拼命地想维护这种权利。 

 

接下来，我们进入申命记 26 章的研读与分享，本章和奉献初熟果子的美丽仪式有关。以色

列人把初熟的果子奉献给神，承认从土里出产的都是神赏赐的，因此向神表达感恩。 

 

申命记 26:1-4 记载摩西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

─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

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作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

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

的坛前。” 

 

当以色列人把初熟果子当作祭物献给神时，他们要回想神怎样恩待百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

奴之地拯救出来，又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 

 

申命记 26:5-10 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

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

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

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

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 

 

请特别留意：以色列百姓要先来到神面前承认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吗？不是，他不是以色列人。以撒和雅各呢？以撒、雅各也不是以色列

人。当年下到埃及去的是亚兰人，亚伯拉罕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以实玛利人，虽然这两个

族都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从国籍上来说是亚兰人。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感恩的时刻。感恩是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

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也要用我们合法所得的财物来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赞美和奉献金钱

是连在一起的。 

 

申命记 26:12-13 记载摩西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

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

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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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人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应许要使他们成为神独特的民族，超乎万国之上。 

 

申命记中 27-28 章是摩西开始第三篇讲论之前所插入的重要部分，记载有关在示剑要行的礼

仪；29-30 章则是摩西发表的第三篇讲论。因这两部分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我们将 27-30 章

一起作简介与分享。在这里有所谓的巴勒斯坦盟约，也就是神和以色列国所立的约，申命记

29:1-30:10 记载这个巴勒斯坦的约。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新的部分时，我们先谈谈“约”这

个字，因为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圣经提到几种不同的约，有人与人之间的约、国和国之间的

约。在旧约里，还有神与他的百姓立的约。我们已经读过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

约、摩西的约。现在我们要读巴勒斯坦的约。神和人所立的约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条件的

和无条件的约；也可以称为暂时的约和永恒的约。永远的约是永远存在的约、是无条件的。

暂时的约是有条件的约。把约分成这两种是很重要的。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是无条件的约，

神和摩西所立的十诫，是有条件的约。出埃及记 19:5 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

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有条件的约。神在这几

章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盟约，是无条件的约。这个约关系到以色列的未来，他们站在约

旦河的东岸、预备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是新的一代，旧的那代已经死在旷野了；连摩西也不

能进入应许之地。这卷书在最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歌。摩西死了以后，百姓在新的领导人带

领之下进入了应许之地。现在这个特别的部分是预言性的，和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未来

有关，在这里有一些预言是整本圣经中最精彩的。 

 

申命记 27:1-3 记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

诫命。你们过约但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墁上石

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

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神说等选民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把十诫写在石头上，让百姓可以看得见。他们

在这块地上能住多久，住得好不好，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这是有条件的安排，但神把这

块地赐给他们则是无条件的。神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是无条件的约。神带领以色列回到这

地，因为这地是属于他们的。 

 

申命记 27:4-8 记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但河，就要在以巴路山

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墁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

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

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

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神的律法必须放在明显、看得见的地方，不管百姓去到哪里，律法都要放在他们的门楣上。 

 

申命记 27:9-12 记载：“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

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萨

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当选民进入应许之地，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告对百姓的祝福。神提到六个支派要为百姓祝福。 

 

申命记 27:13 记载摩西说：“吕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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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 

 

要宣布咒诅的支派必须站在以巴路山上。这山据说就是撒马利亚妇女在井旁打水的地方。这

井今天还在。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咒诅的内容列出来了。他们

进入应许之地后，所拥有的土地是有条件的。也可以说每一代的人都是承租人，他们要付租

金。神是土地的拥有者，付租金表示顺服神。事实上，以色列国不只是承租人而已，因为神

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做为永远的产业。可是当哪一个世代不顺服神时，即使这地是给他们

作为永远的产业，他们还是会被赶出去的，因此这块地成为地球上最敏感的地方。有很多人

相信，这块地的冲突会引发世界大战，这个想法没有错。我不想详细查考这十二个咒诅，因

为经文本身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申命记 27:14-15 记载摩西说：“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

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

说：‘阿们！’” 

 

这和十诫中的前两诫有关。 

 

申命记 27:16 记载摩西吩咐说：“（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

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这是十诫中的第五诫。 

 

申命记 27:26 摩西吩咐说：“（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当你读完这一章，你会发现，这里所说的全是违反十诫的咒诅。摩西告诫百姓，进入迦南以

后必须履行两种仪式律例：第一，要立起大石头，墁上石灰，并在上面记录律法，且要筑坛

向神献祭。第二，分别立在基利心山与以巴路山，宣告对律法的顺服带来的祝福与不顺服招

来的咒诅。摩西吩咐举行这些仪式，理由如下：首先，使百姓牢记律法；第二，使选民明确

地认识到对律法的顺服与否决定生死存亡的事实，并自觉单单以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 

 

申命记 28 章要继续谈以色列的未来。摩西宣布约的条件，只有当以色列民顺服神时，他们

才会蒙神祝福；他们若不顺服神，就会招来咒诅，这里详细说明怎样会遭到咒诅。根据旧约

的记载，圣经中有一段很精彩的经文，是在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已经先写好的历史。有三个失

去这地占有权的预言，这三个都应验了；还有三个收复失地的预言，其中两个已经应验了，

第三个到现在还没有应验。 

 

申命记 28:1-2 记载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

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

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若留意听”的“若”字，是约的条件。只有当以色列民顺服神时，他们才会蒙神祝福。 

 

申命记 28:3-6 记载摩西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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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感到惊讶，摩西宣告十二个咒诅，但只有六个祝福。其他的祝福在登山宝训里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5:3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还有其他的福。主

耶稣的信息是要以色列人听，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以色列人经历多少兴衰起

伏，这些祝福还是会临到他们。当时他们已经被俘虏了两次，还有第三次，这第三次俘虏要

让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顺服，神应许要赐给他们更多的祝福。 

 

申命记 28:13-14 记载摩西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

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尾”，意思是作各国的领袖，而非臣服外邦。 

 

申命记 28:15 记载摩西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

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这约是有条件的，倘若以色列百姓悖逆离弃神，他们便会遭受咒诅。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