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今天》我爱背金句 

列王纪上 17:15-16 
 

 

本周金句：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

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列王纪上 17:15-16） 

 

背景： 

 

1. 从列王纪上 17 章起到列王纪下 8 章，经文主要记载神兴起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

一连串神迹，这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大行奇事之后，又一次彰显神的大能，为要

针对北国君王亚哈家对巴力的敬拜。 

 

2. 关于以利亚先知的事迹，集中在列王纪上 17 章到列王纪下 2 章。列王纪上 17:1，以利

亚先知出场，他对亚哈宣布来自神的信息：“我指着所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

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将露，不下雨。” 

 

3. “我若不祷告”原文可翻译为“若不照我的话”，为何以利亚有这样的底气？乃是因为

他是奉神的命令而来。 

而这次神命令旱灾临到迦南地，一方面是惩罚以色列人拜假神的罪，另一方面是为了证

明耶和华是掌管万有之神。 

因为迦南人相信巴力是暴风雨之神，能为他们的农作物带来甘霖，所以要敬拜巴力，而

以利亚带着神的使命而来，就是要向以色列人宣告谁才是真神。 

 

4. 在干旱时期，神如何看顾以利亚？ 

列王纪上 17:2-7 记载神借着乌鸦和基立溪水，为以利亚预备饮食。 

溪水干了以后，神就安排西顿撒勒法一个穷寡妇供养以利亚。虽然这位寡妇当时全家只

剩一把面、一点油，却因着相信以利亚奉耶和华所说的话，就供养以利亚，而神也果真

供应寡妇一家及以利亚的需要，如列王纪上 17:15-16：“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

话。” 

 

思考：是谁有能力使以色列干旱三年而不下雨呢？为何神要差派以利亚做这件事？对今日的

我们有什么提醒？ 

 

经文解释： 

 

1. 认识先知以利亚 



a. 以利亚名字的涵义为“耶和华是我的神”，这名字也象征了他所传扬的信息（列王

纪上 18:39：“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

神！’”）。 

b. 他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祷告勇士（参考列王纪上 18:36；雅各书 5:17-18）。 

c. 他的出生地提斯比在基列地，在约旦河东北部。 

 

2. 以利亚先知一生事奉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以色列民认定只有耶和华是神。当时，北国以

色列的亚哈王和妻子耶洗别在京城撒马利亚建巴力庙，一方面积极鼓吹敬拜巴力异教神

明，一方面迫害忠信耶和华的人，杀害先知。 

于是，神派遣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宣布神的刑罚：三年无雨，以色列将要面对干旱饥荒。

为何神要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a. 迦南人认为巴力是掌管生殖和雨水的神明，却不能降雨止住旱灾，这对拜巴力的人

来说，何等讽刺。 

b. 神也透过旱灾惩罚背弃神而转向偶像的以色列王和百姓，让亚哈王和百姓知道耶和

华才是真神。 

 

3. 宣布三年不下雨后，神命令以利亚“你离开这里”（列王纪上 17:3），神要以利亚离开

神应许之地和神的百姓，要使以色列民与神隔离，得不到神的话语及福分，而先知的离

开也肯定、强化神的审判。 

 

4. 那么，神引导先知去哪儿，又如何渡过旱灾所带来的饥荒？ 

a. 首先，神带领先知到基立溪，有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也有溪水可喝（列王纪上

17:2-4）。 

这件事显明忠心于神的人，必受到神的眷顾。以利亚在基立溪受到神奇迹的供应，

如同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而以色列民却在应许之地（迦南）遭受干旱带来

的饥荒，这是以色列因归顺巴力而被定罪的一个明证。 

而以利亚虽与自己的同胞分离，却得到神迹式的供应，也显示出神话语的实践并不

依靠人，相反的是人必须靠神的话才得以存活。 

b. 接着，当基立溪水干了后，神又吩咐先知到西顿的撒勒法，并预告已为他预备一个

寡妇供养他（列王纪上 17:8-9）。 

 

思考：根据列王纪上 17 章记载以利亚的事迹，神用了哪些方法训练以利亚的信心？学习信

心的功课有哪些秘诀？ 

 

5. 忠心于神的仆人必得神的保守与供应，这在以利亚身上完全彰显。 

列王纪上 17:9：“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

你。” 

 

6. 神命令以利亚去撒勒法，也告诉他已预备一个寡妇供养他，这位寡妇有何特别？ 

认识寡妇的背景： 



a. 寡妇所在地“撒勒法”是地中海边的腓尼基城镇，位于推罗与西顿中间的一个小

镇，是外邦人居地（路加福音 4:25-26），也是北国王后耶洗别的家乡。耶洗别在

以色列引诱全国拜巴力，神却偏偏要以利亚回到拜巴力的地方“住在那里”（列王

纪上 17:9），由耶洗别的同乡供养。 

这个特别的命令，一面是要揭露巴力的“虚无”（列王纪上 16:26），一面是要显

明只有“耶和华是神”（列王纪上 18:37）。 

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撒勒法也遭旱灾，但神有奇妙预备，就是预备一位寡妇来供养

他。供应虽少，却从无缺乏（列王纪上 17:12、14）。 

b. 关于古代的“寡妇” 

路加福音 4:25-26 记载：“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

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c.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在经常有疾病和战乱的社会中，寡妇十分常见，更何况当时正面临因干旱而有饥

荒。 

寡妇是最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申命记 14:29），因为寡妇没有分受遗产的权利，

法律通常给予她们特别优惠的待遇，准许她们在已经收割的田中拾取遗穗，又保护

她们不受压迫。她们需要法律保障的原因，是她们没有能力自保，必须不断倚靠别

人的救济才能过活。 

d. 而这位撒勒法的寡妇是外邦人，神却偏偏安排一位可能拜巴力的寡妇来供养耶和华

的先知。这个命令和倚靠乌鸦的供养（列王纪上 17:4）一样不符合人的常识，既是

在训练以利亚的信心，也是让百姓明白：“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 19:26） 

 

7. 但这位寡妇也正遭受饥荒之灾，她愿意帮助以利亚吗？她有何能力帮助以利亚？ 

 

思考：透过以利亚的事迹，彰显出神哪些属性？这些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与神的关系、灵命

的成长有何帮助？ 

 

8. 以利亚接到神的命令，和从前一样完全顺服、立刻行动（列王纪上 17:5、10）；但到了

那里，却发现饥荒已经蔓延到西顿，巴力并没有给西顿带来雨水，这里的旱灾与基立溪

一样严重（列王纪上 17:7），这位寡妇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列王纪上 17:12）。 

 

9. 首先，以利亚叫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列王纪上 17:13），寡妇回应：“我指着永

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

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10. 这位寡妇应该是拜巴力的，但她也认出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所以她说：“指着永生耶和

华─你的神起誓，”（列王纪上 17:12），表达对耶和华及神的先知的敬重。 

 

11. 寡妇并没有拒绝帮助先知，但问题是她也仅剩最后一点食物，怎么办？ 



列王纪上 17:13 记载：“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

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以利亚的要求不是很多，只要寡妇做一个“小饼”，不是全部的面和油。当然，这是寡

妇最后的资源，对寡妇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对自己的神完全没有信心，但这位外邦寡妇却“照以利亚的话去

行”，结果大大蒙福，经历了神信实的供应：“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

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列

王纪上 17:15-16） 

a. “家中的人”除了家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听到寡妇有食粮的消息后来的亲友。 

b. “许多日子”意味较长的期间，至少有三年之久，因为实际不下雨的日子长达三年

零六个月（参路加福音 4:25）。 

c.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原文是“面粉坛不会用尽”。 

d.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原文是“瓶里的油必不缺乏”。 

 

总结： 

 

1. 寡妇供养以利亚，以利亚和寡妇都需要信心，每天一起仰望神的恩典。这不代表寡妇的

信心比以色列人更大，而是因为神赐给她信心来领受这恩典（列王纪上 17:9）。 

 

2. 而神也借着以利亚接受一位外邦寡妇，使救恩临到外邦人，让拜巴力的人也看见神施恩

给先知和寡妇，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列王纪上 18:37）。 

 

思考：参考列王纪上 17:18-19，你认为以利亚和寡妇两者中谁的信心比较强？信心是否有感

染力？你会怎样帮助信心较小的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