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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解》这样看路得记 

讲员：乐意 

 

第 1 讲：路得记与律法 

 

前言 

路得记是旧约中一卷温柔又重要的小书。这卷

书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表达上帝的慈爱和信

实、人对人的慈爱和怜悯。这次采用选读方

式，从宏观角度，看这卷书中一些特别重要、

但可能被忽略的主题。 

 

路得记内容大要 

士师秉政时，整个以色列动荡不安。故事的开

头是一连串的苦难：以色列人以利米勒带着妻

子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从伯利恒搬到摩押

地逃避饥荒。结果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相继去

世，留下拿俄米和两个外邦媳妇。拿俄米决定

回故乡伯利恒，劝两个媳妇各回本家，但路得

却坚定不移地跟随她，说出得 1:16 那句感动无

数人的名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

我的神。” 

接下来，就讲述路得如何在伯利恒靠拾麦穗维

生，遇见敬虔的地主波阿斯──而波阿斯章恰

好是她亡夫的亲属──“可进行买赎的至亲”，

最终，通过主动和最可进行买赎的至亲对话，

波阿斯获得了娶路得的合法权利，波阿斯和路

得结合，两人所生的孩子成为大卫王的祖父，

也就是说，这段跨文化、跨种族的婚姻，进入

了弥赛亚的家谱。 

 

路得记结构简介 

第一段（1 章）：以利米勒家的困境。 

第二段（2 章）：因着爱，路得为婆婆拿俄米寻

求温饱。 

第三段（3 章）：因着爱，拿俄米为路得寻求归

宿；路得依计行事，而波阿斯也承诺帮助。 

第四段（4:1-17）：因着爱，波阿斯在城门口完

成了法律程序，得以合法娶路得。 

第五段（4:18-22）：附录族谱。说明波阿斯和路

得所生孩子就是大卫的祖父。 

 

本次研读的三个角度 

1. 从律法的角度看：路得记中提到的拾麦

穗、买赎亲属、娶寡妇，娶摩押子女，城

门口断定事情等安排，如何与摩西律法相

关联？波阿斯的行为是“依法而行”吗？ 

2. 从与其他经卷关系看：路得记与旧约经

卷，如创世记、申命记、士师记乃至撒母

耳记等卷有密切关系。它的故事结构、神

学主题、使用的语言，在旧约正典中的排

列位置等，都与其他书卷有关联。我们也

会看看路得记和新约书卷的关系。 

3. 从主体信息与神学角度看：路得记到底要

告诉我们什么？如：内容反映女性地位和

价值如何？通过路得记，我们怎样更认识

神的属性，主权和计划？又可从书卷怎样

看到神与子民的互动？ 

 

以律法来评价波阿斯的行为 

1. 让路得拾取麦穗 

1.1. 得 2 章描述寡妇路得在田间拾取麦

穗，波阿斯不仅让她随意拾取，还特

别吩咐工人从麦捆中抽出些来，故意

留给她，正是基于利未记和申命记的

律法：（利 19:9-10：“在你们的地收割

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

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

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

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上帝。”）。申 24:19：“你在田间收割庄

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

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些律法

体现了神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1.2. 波阿斯所做超出律法要求。他不仅让

路得拾取律法所述被遗落的麦穗，还

让工人“有意”留下麦穗，甚至提供

食物与饮水，还和气地和路得说话，

给予尊重与安全感。 

1.3. 波阿斯实践了上帝的恩慈（ḥesed）。

Hesed 这希伯来文在旧约是很关键的字

词。在上帝，指他按盟约对子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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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应许的爱；在神子民，指他们对与

他们立约的神的忠贞，对别人有承

担、有承诺的爱，吕振中译本把这个

希伯来文翻译为“坚爱”。 

2. 买赎土地和路得 

得 4 章，波阿斯在城门口与以利米勒家更

近的亲属进行法律对话，主题是两件事：

买赎拿俄米的田地，娶路得为妻。这两事

看似独立，却又被摆在一起处理，引发我

们对律法的执行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对“更近亲属”这词有更准

确理解。在旧约，至近的亲属（gōēl）原意

是“救赎者”，是以色列家庭律法中特别的

名称，goel，至少有责任在家族中履行以下

义务： 

2.1. 亲属因贫穷而卖去部分祖业，至近的

亲属要赎回卖掉的土地（利 25:25），

耶利米也曾承担这种义务的责任（耶

32:7）。 

2.2. 亲属因贫穷而卖给外邦人为奴，至近

的亲属有责任将那人赎回（利

25:47）。 

2.3. 为亲属主持公道和报仇，这类亲属称

为“报血仇的近亲”，主要应用在杀

人事件中（申 19:12）。 

2.4. 代表亲属接受别人犯罪的赔偿（民

5:8），情况是犯罪的人想归还物品和赔

偿时，受害人却已不在，则由这至亲

goel 代为接受。 

goel，以下，我就称他为“救赎至亲”，以

标示负面的至亲吧。 

 

救赎至亲为拿俄米买赎土地和娶路得为妻牵涉

的律法 

1. 买赎土地的律法背景 

在利 25 章，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套“买

赎制度”防止土地在经济危机中被永久转

让，以保持土地仍在家族中。利 25:25 这样

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

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

回。”这位“救赎至亲”（go’el）的角色，

就是保住家族的产业不被外人夺去。 

2. 兄弟娶寡嫂的婚姻制度 

申 25 章规定，若兄弟同住，大概就是亲兄

弟的意思，其中一人死后无子，存活的兄

弟要娶寡嫂，为亡兄立后，就是说，寡嫂

所生的儿子要归入死者的名下，使其名不

被涂抹。如果那个兄弟不愿意替死去的兄

弟留后裔，那个寡嫂可以到城门告诉长

老。如他仍不改变主意，寡嫂就是当着长

老面，脱了那人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羞

辱他。然而，要注意的是波阿斯并不是与

路得丈夫同住的兄弟。故此，律法上，他

对路得，是没有强制义务要去娶她的。 

3. 得 4:5 的意思 

当波阿斯提到赎地，特意对那个比他更亲

的救赎至亲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

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得 4:5）这

节按希伯来文圣经，第二句的“娶”，原文

是“买”──谁买？按希伯来文圣经的成

文传统，这里买的是“我”，意思就是波阿

斯说，你买赎土地时，我波阿斯会想买路

得，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留后。不过希伯来

文圣经的另一个版本，所谓朗读传统，买

的是“你”。 

必须一提，路得记作者在描述整件买地娶

亲事上，没有详细交代所有来龙去脉，因

此，主旨不在这些细节。 

4. 如何执行律法 

4.1. 乐意比较接纳把两个律法制度（救赎

至亲买赎土地、兄弟娶寡嫂），在具体

情境中结合使用，又或者可把它看作

救赎至亲功能的延伸。背后精神就是

对死者家族的恩慈，让死者家族仍然

可以后继有人。 

4.2. 这种制度或习俗，在当时是通行被认

可的；同时没有强制性。既然是非强

制，但波阿斯仍愿意这样做，就更突

显他的怜悯心和对路得的爱了。可以

说，波阿斯买赎路得超越律法，爱得

不怕吃亏。 

 

那位亲属为何退让（得 4:6） 

1. 学者认为，可能是将来的损失。因为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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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亲，无论嫁给他，还是给波阿斯，只

要路得生出孩子，第一个孩子就被视为以

利米勒的后裔，归拿俄米抚养。到禧年，

按照利 25 章的条例，这块地将归还给这个

孩子。也就是说，他现在须花钱买赎的

地，最终不会归他的后代。这可是亏本投

资。 

2. 对比这救赎至亲，波阿斯明知不符合经济

利益，还主动提出要赎回土地，并娶路

得，为死者留后，可见他对路得的爱，对

逝去亲属的尊重和顾念，是一种对别人不

怕吃亏的爱。 

 

娶摩押女子引发的张力 

1. 路得是摩押人。这身分带来和律法的张

力。按律法，摩押族曾被禁止参与耶和华

的会。申 23:3-6 写到因为他们没有接待以

色列人，没有给予以色列人在路上需要的

帮助，反企图咒诅以色列人。 

2. 在路得的情况，她接纳以色列家庭、嫁以

色列人、恩待拿俄米，因而符合“祝福以

色列人”的原则（创 12:3：“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因此，律法

的原则性解释使得该禁令不适用于路得。 

 

耶和华曾禁止和异族通婚 

1. 律法规定禁止与异族通婚（申 7:3-4 上）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

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

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女离弃我，去事奉

别神。”上述禁令原本针对迦南七族，目的

是防止以色列人随外邦神明而去。虽然摩

押人不在七族之列，但若他们敬拜外邦

神，如此类推，也在禁令之内。可按照得

1:16-17，路得已归信耶和华，以拿俄米的

神为自己的神。她对拿俄米说“你的国就

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并以耶和

华的名来起誓。因此，她不再属于敬拜外

神的异族人，而是一个归信耶和华、进入

以色列信仰的“寄居者”。 

2. 律法规定要善待寄居者（申 10:18-19），神

看重的不是血统，而是忠心。律法有时是

排他性的，但也有其“恩典的出口”。既然

神曾接纳喇合（耶利哥的妓女），当然也可

接纳归信他的路得。 

 

选择在城门口审理案件 

1. 城门口：旧约多次提到“城门口”是进行

审判、仲裁、交易和长老议事的地方。在

以色列人的社会结构中，“城门口”是一个

公共的、官方的场所，类似今天“法院”

（如申 21:18-19，22:15，25:7）。 

2. 波阿斯上城门：波阿斯上城门，坐在那

里，等待那救赎至亲路过，又从本城的长

老中选了十人，请求他们审理买赎田地和

娶路得案件。可说是完全符合律法的程

序。他采用公开合法的方法来和那个救赎

至亲商讨事情，让那至亲可先做出抉择，

可见他为人光明磊落，活出律法中秉行公

义的精神。 

 

总结 

波阿斯让路得拾麦穗（超越律法，爱得无微不

至）；买赎路得（超越律法，爱得不怕吃亏）；

迎娶寄居（符合律法，爱得超越种族）；选择在

城门口审理案件，全都符合律法，满有怜悯。

波阿斯出于对耶和华的尊崇，对路得和死者的

爱，做出符合律法、超越律法的义行（符合律

法，爱得光明磊落）。律法在这里不再是冰冷的

条文，而是成为了活泼的慈爱 hesed 行动。 

 

反思 

什么动力推动你遵守圣经所载的命令？是为保

护自己免受神责罚，还是为了爱神，爱人如自

己呢？ 

 

 

第 2 讲：路得记与旧约其他经卷 

 

路得记在正典中的位置 

1. 在旧约的七十士译本、武加大译本和一些

较晚的基督教译本中，路得记位于士师记

之后，而在希伯来圣经中，它属于“圣

卷”，而在一些犹太人的释经传统中，路

得记被排在箴言后。这些排列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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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路得记可

视为一道桥梁，把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连

接起来。书中最后的家谱，好像把故事的

底牌告诉读者一样。（路得和波阿斯就是大

卫的曾祖母）。如被排在箴言之后，路得就

是箴言最后一章“才德的妇人”（箴 31:10-

31）的例子。刚好得 3:11，波阿斯称路得

为“贤德的女子”（eshet hayil）。其实“才

德的妇人”和“贤德的妇人”，原文中两词

是相同的。 

2. 路得记是犹太传统中的五小卷（Megillot）

之一，与雅歌、传道书、哀歌、以斯帖记

并列。每逢犹太节期，以色列人会在会堂

中朗读这五卷书：路得记在五旬节（收割

节）朗读，在这节期，犹太人庆祝农作物

得以收割，这与路得和波阿斯相遇、路得

在田间拾麦穗的场景相吻合；诵读路得

记，正象征记念神的丰富供应；也记念神

对人，包括外邦人的施恩和救赎，也象征

神子民之间的彼此施恩，活出律法精神。 

 

路得记与创世记 

创世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述以色列民

族的起源，讲述亚伯拉罕如何蒙神拣选，得神

与他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要赐他

土地、后裔和福气。路得记承接了创世记核心

神学主题，再次谈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获得“后

裔”与“土地”，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1. 后裔：在创 15:5 中，神对他所拣选的亚伯

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

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

如此。”。这条“后裔线”，在创世记里，从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犹大从他玛

生子法勒斯。而路得记，明显强调了神赐

福路得，让她通过波阿斯拥有后裔。而结

尾的家谱（得 4:18-22）正是从犹大之子法

勒斯开始，读者从这家谱知道，原来路得

和波阿斯所生的儿子俄备得，正是犹大的

儿子法勒斯的后人，然后家谱一直延伸至

大卫，这就等于印证了大卫王这位犹大的

后裔，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继承

者。 

2. 土地与祝福：创世记中谈到迦南是神给亚

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是祝福的象征。然

而，即便是这“流奶与蜜之地”，也常发生

饥荒。如创 12:10 谈到亚伯兰遇到饥荒，要

下埃及；创 26:1 描述以撒也遇到饥荒。得

1:1-5 提到迦南地的伯利恒，这地原意是粮

仓，遭遇饥荒，以利米勒一家逃往摩押，

后来拿俄米空手归来（得 1:21）。但神却在

这“饥荒之地”重新赐下祝福──通过路

得的忠诚与波阿斯的施恩，他们再次获得

粮食，土地被买赎，也得后裔延续家族。

这段旅程不仅是物质上的恢复，更是神对

亚伯拉罕信实应许的一种兑现。 

3. 反常的拣选：路得记除了和创世记一样，

谈到土地和后裔，有学者也指出：创世记

和路得记都谈到反常的拣选，谈到神拣选

那些按位分不该被拣选的人。例如：雅各

不是长子，却仍然越过以扫被拣选；约瑟

不是长子，更曾被买到埃及为奴隶，但神

却拣选他，借着他下到埃及，拯救整个家

族；而在路得记中，路得是外邦女子摩押

人，波阿斯并非最近的亲属，但神却拣选

他们进入大卫王的家谱。这些所谓反常的

拣选，都凸显了神的主权和他的判断，非

同世人。 

4. 离开本族父家归向耶和华：路得与亚伯拉

罕也可做类比。路得离开本地本族的选

择，与创 12 章亚伯拉罕的行为相似，尽管

路得的动机是出于对拿俄米的爱，而非神

的直接呼召。但他们相同的是，都是离开

原来拜偶像的家乡，归到神的名下。 

5. 反思：亚伯拉罕和路得归向耶和华的名

下，都牵涉对自己过去全然的割舍。亚伯

拉罕离开拜月神之地吾珥，路得离开敬拜

基抹的摩押，都是离开了，就不再回去

了，我们归向神的名下，是已经或者必须

和过去哪些东西割舍呢？ 

 

路得记与申命记 

1. 路得记和申命记是存在张力的。申 23:3 律

法：“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

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

耶和华的会。”这节经文隐含的意思是摩押

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群体。路得是摩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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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她怎么能被接纳，甚至进入大卫的家

谱？路得记的叙事也保留了这种紧张感：

拿俄米与波阿斯在行动上非常谨慎，例如

拿俄米应该早就知道波阿斯也是有可能买

赎路得的亲属，但她没有在一得知路得到

波阿斯田里拾麦穗，就马上向路得提出由

波阿斯买赎路得的建议；而波阿斯也该早

知道自己是以利米勒家族的至亲，但他也

没有一看到路得来到自己的田地拾麦穗，

就马上买赎路得，学者推断，这都可能因

路得的摩押人身分有关。 

2. 张力的化解：拿俄米直接向路得提出，请

她求波阿斯娶自己，波阿斯又欣然答应，

很可能是因为拿俄米看到路得确实是处处

为自己着想；也看到波阿斯也欣赏路得，

对路得好；波阿斯确实被路得对婆婆的孝

顺感动；路得的好行为已在伯利恒社区内

传开，因路得彻底归信耶和华，所以社区

内的人已经接纳了路得这个外邦女子。从

伯利恒妇女对路得的称赞：“有这儿妇比有

七个儿子还好。”（得 4:15），可见路得已被

社区所接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拿俄米

才向路得提出，让她去求婚，而波阿斯又

借着在城门口召集长老，正式宣布娶路

得。 

3. 路得与申 10:18-19：据申 10:18-19，以色列

人该保护外邦寄居者。这也正符合申 10:18-

19 所说的：他（指耶和华）为孤儿寡妇伸

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

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

过寄居的。可见耶和华在申命记的律例不

是冷冰冰，让子民死守字面规条。神不准

摩押人进入耶和华的会，是因公义的原

则，因为他们曾经苦待以色列人。但当摩

押人路得归信耶和华，善待神的子民，律

法也彰显神慈爱的属性，他们还是会被接

纳的，我们可以视路得记为申命记有关外

邦人的律例的灵活诠释。路得的被接纳，

体现了申命记所反映的，神的公义和慈爱

并存。 

4. 反思：在教会或自己所在的小区，有没有

一些群体或个人，是不被接纳的边缘人士

或少数群体？看到伯利恒小区对摩押女子

的接纳，我会采取行动去改变现况吗？ 

 

路得记与士师记 

士师记和路得记的背景都在士师时代，可是呈

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画面： 

1. 道德：士师记充满暴力道德崩溃（士

21:25）；路得记彼此以恩慈相待。士师记其

中一个最恐怖荒谬的例子，记在士 19-21

章，基比亚地区的匪徒居然想逼外地来的

利未人和他们行淫，最后还残酷地奸杀了

这人的妾室。而其他各支派对待基比亚

人，也是以暴易暴，赶尽杀绝。后来又以

残酷方法为劫后余生的便雅悯人抢妻。路

得记中路得爱婆婆，为婆婆离开自己的国

家；婆婆也爱她，为她寻找归宿；波阿斯

愿意为路得做超过律法所要求的义行。 

2. 地区：士师记基比亚地区属便雅悯支派，

扫罗的家就在那里（撒上 10:26）；路得记

开展在伯利恒，这里是大卫的老家，而大

卫正是波阿斯的后裔。 

3. 女性地位：士师记里，尤其是基比亚事

件，充分反映女性地位低微、无助、被

动。那利未人的妾室被凌辱至死，后来基

列雅比的已婚女子被无辜杀害，而未婚女

子则被强抢给便雅悯人为妻；而在节期在

示罗跳舞的女子，也同一遭遇。但在路得

记，女性充满活力和智慧，主动为别人，

为自己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和将来。 

4. 结语：士师记卷末写道：“那时以色列中

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但路得记卷末却

以大卫家谱作结，预示合神心意君王的来

临。 

5. 反思：目前你身处的环境如何？如果你身

处充满负面和人性黑暗的环境中，你看到

上帝为你留下的一点光明，一丝盼望吗？ 

 

路得记和撒母耳记 

1. 历史过度：路得记家谱预告大卫王朝的诞

生，大卫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如果把

士师记的黑暗时期和之后的撒母耳记所载

的王国时代看为一个进程，那么路得记正

是一道桥梁，标志以色列的历史从从混乱

时期过度到有秩序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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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阿斯和大卫待妻子的态度：大卫视原配

妻子米甲如政治筹码。当他从米甲二婚丈

夫把她取回来，大卫侧重的是自己用一百

非利士人的阳皮换来的（撒下 3 章）。他强

行命人把有妇之夫拔示巴带来皇宫与自己

行淫，也是陷拔示巴于不义。反观他的曾

祖父波阿斯，对待路得，充满爱护和尊

重。 

3. 大卫和波阿斯待摩押的态度：据撒上 22:3-

4，大卫年轻时曾把父母交托摩押人庇护，

却在后来残害摩押战俘（撒下 8:2）。回看

曾祖父波阿斯，却是厚待摩押女子路得

呢。 

4. 小结：路得记延续了创世记的后裔与土地

的主题；回应了申命记律法中公义与慈爱

之间的张力；展现了士师记所载黑暗时代

中的一股清流；标志了以色利从混乱过度

到撒母耳记所载王国时代的有序；作为

“五小卷”之一，构成犹太节期中的信仰

记忆。 

5. 反思：路得记是桥梁，标志以色列史从混

乱到有序。你是否在家庭、教会或社会

中，成为“带来秩序”的人？ 

 

 

第 3 讲：路得记与新约的关系 

 

路得记和马太福音耶稣家谱 

1. 路得的名字出现在家谱，呼应太 28 章万民

要归主的大使命。太 1:1 开宗明义说：“亚

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

家谱。”这份家谱里有路得的名字（太

1:5）。她是摩押女子。除她之外，家谱还列

出了其他几位女性：他玛、喇合，还有被

称作“乌利亚的妻子”的拔示巴。这在犹

太社会非常罕见，因家谱通常不会列入女

性名字。且这几位女性都拥有不大光彩的

历史：他玛假扮妓女（创 38 章）；喇合本

身是妓女，也是外邦人（书 2:1）；路得是

摩押女子，也就是外邦女子（得 1:4）；拔

示巴身为有夫之妇，和大卫通奸（撒下 11

章）。马太特别点出她们，把他们记在耶稣

的家谱里，正是为了强调基督来是为了拯

救罪人、拯救外邦人、拯救那些社会边

缘、不受欢迎的人物。正如保罗在加拉太

书中所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

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

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 3:28） 

2. 路得被列入马太福音的家谱，证明路得成

为被犹太传统接纳的外邦人，也回应了神

借亚伯拉罕赐福万民的应许。创 12:3 说

“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应许也在

耶稣的“大使命”中得到呼应──“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 28:19） 

3. 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是对路得记极富深

意的延续。创世记谈犹大的后代法勒斯；

路得记的家谱从法勒斯开始，采用了古代

近东王列表常见的十代结构（以十代为一

单元）。在路得记这份家谱中，将波阿斯和

大卫王置于第七与第十的位置，突显他们

的重要性。这一结构将路得记的叙述与创

世记到撒母耳记，甚至到列王记的宏大旧

约叙事连接起来，强调王权主题的连续

性。马太福音的家谱继续延伸这个线索，

最终指向耶稣，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亚

伯拉罕的子孙”（太 1:1）。马太福音把大卫

的王权延续到耶稣身上，他就是那位要来

的君王。路得这位摩押人，最终不仅成为

大卫的祖先；在马太福音，我们还看到，

她还进一步成为万世之君耶稣的祖先。 

4. 反思：家谱标志着联续性。我们可回想：

谁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是谁在福音里生

的儿女？我们又在福音里生了谁？我们有

没有为能够在福音家谱里感恩？我们又将

怎么延续这家谱呢？ 

 

通过宣教主题看路得记和新约的关系 

1. 宣教种子早在旧约种下：宣教概念（神发

出邀请，使人归向他）贯穿整本圣经：路

得常被视为旧约中的归信真神的典范。记

得路得对拿俄米说的那句惊人宣告“你往

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

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得 1:16）是一种

彻底的归信。她从摩押远道而来，不仅选

择了以色列的土地，也选择了以色列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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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她的归信预示了新约教会将

万民纳入神国的使命。 

2. 旧约时代神向非他子民宣教的模式：旧约

中神的宣教方式多为“向心式”──即如

赛 2:2-3 所说“万民被吸引来到耶和华的

山”。路得正如喇合，是被吸引而来的外

邦人。路得被什么吸引来归信耶和华呢？

可大胆推测是以下因素： 

2.1. 从以利米勒一家获取对耶和华的认

识。路得和以利米勒一家相处多年，

该或多或少对神拯救子民出埃及，显

神迹过红海，过约旦河，对摩西律法

有基本认识。 

2.2. 神子民拿俄米的爱吸引她。关系是双

方面的，蛛丝马迹，可见拿俄米对两

个儿媳妇相当不错（得 1 章）。 

2.3. 耶和华自己的作为吸引她。得 1:6 说她

（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

摩押地归回；“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

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

们。”这里说的是拿俄米在异地听到耶

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百

姓；拿俄米看到，路得也会看到，神

眷顾自己的百姓啊！ 

2.4. 波阿斯的慷慨和慈爱巩固她的信仰。

当路得认识波阿斯的时候，她已经认

信耶和华了，但波阿斯在拾麦穗一事

上的慷慨，买赎路得时的不怕吃亏，

对路得摩押人身分的包容，在城门口

的光明磊落，都是为耶和华做了美好

的见证，为耶和华所颁下的律法做了

美好的演绎。波阿斯这些佳美的言

行，很可能进一步巩固路得对耶和华

的信仰。 

3. 反思：新约教会承接以色列“君尊的祭

司、圣洁国度”的身分（彼前 2:9），同样

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我们是否也愿像波阿斯，主动向

“门前的外邦人”伸出恩慈之手？ 

新约中，主耶稣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已完

成，宣教模式除了向心式，还增加了“离

心式”（向外扩散式）。宣教变为更直接，

更大规模。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使万民归

主。（太 28:18-20）。同时，在全球移民背景

下，宣教也发生在我们“家门口”。路得记

提醒我们，神子民如何对待外来者具有重

大的宣教意义。波阿斯与拿俄米的言行反

映了神的性情，而神今日的子民也应如

此，吸引人来到家门口的外地人归向他。 

 

从救赎角度来看路得记和新约 

路得记中的救赎至亲 goel 和基督的类比：在路

得记，希伯来文救赎 gā’al’’（动词），或者救赎

者 goel（分词当名词用），多次出现！尤其是在

得 4:1-6，波阿斯与那位无名“更近亲属”的对

话中，买赎的原文更不断出现。不少学者把路

得记中的救赎至亲 goel 来和基督作类比。例如

有学者认为两者有以下的相似之处： 

1. 被赎者处境困苦，无力自救：拿俄米与路

得身处贫困，以利米勒家族也面临断绝。

现今新约，我们也是活在罪的奴役之下，

罪带来死亡，人人无力自救，须要耶稣的

救赎； 

2. 救赎代价高昂：那位更近的亲属愿意赎

地，却不愿承担代价，而波阿斯甘愿承

担，展现了带牺牲的救赎。耶稣也是舍命

流出宝血救赎我们； 

3. 救赎体现恩慈：波阿斯以慷慨、牺牲的行

为回应救赎责任，体现出神的性情。新约

指出，全人类皆为罪的奴仆（罗 3:23，

6:16-23），惟有基督的宝血能赎回我们（罗

3:24-25；弗 1:7；彼前 1:18-19）。波阿斯的

行为预示了神在基督里最大的恩慈。 

4. 救赎基于亲属关系：波阿斯因是以利米勒

的亲属而有义务救赎他家。新约中，耶稣

必须成为人，才能作为我们的人类至亲施

行救赎（约 1:14；来 2:10-17）。信徒成为神

家中的一员，是耶稣的弟兄姐妹（罗 8:15-

17；加 4:3-7）。 

也有学者有以下看法： 

1. 波阿斯体现了摩西律法中所期待的“义人

形象”；但新约中的救赎概念，更多是根

植于出埃及记中──耶和华救赎以色列脱

离奴役的事件（出 6:6，15:13）。 

2. 救赎至亲的具体行动：这在日常生活中的

行动，为我们理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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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提供了现实图像。 

3. 俄备得的出生有弥赛亚象征：俄备得象征

了弥赛亚的降生与盼望。例如伯利恒的妇

女称他为“救赎者”，和合本翻译为至近的

亲属（得 4:14；此外他被命名为“俄备

得”，意为“仆人”），预示着大卫、也预示

以赛亚书中耶和华受苦仆人（赛 53 章）。 

 

从救赎看路得记给教会和我们的反思 

1. 主权属谁：耶稣不只救我们脱离罪的刑

罚，更用重价“买赎我们”，让我们属于

他。今天，我是否仍活在自己的主权里，

还是甘心作主仆人？ 

2. 万民归主：路得这位摩押女子的名字出现

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呼应太 28 章万民要归

主的大使命，突显了神看重万民，希望万

民归向他的心意。 

3. 恩慈待人：从拿俄米和波阿斯学习，以恩

慈待身边和你文化不同的朋友，如善待外

来者、善待社会边缘人士，活出基督的

爱。 

4. 记取主恩：波阿斯买赎路得，为她提供保

护和生计，我们尚且觉得他很不错，基督

是伟大尊贵的神，却为我们自甘降卑，道

成肉身，最后流出宝血，为我们死而复

活。我们可以用什么具体方法，帮助自己

好好牢记主的救赎大恩？ 

 

 

第 4 讲：路得记的主题和神学（1） 

 

路得记里隐藏的神 

在路得记的神，有学者称他为隐藏的神：不显

眼，却贯穿整个故事，从饥荒的结束（得

1:6）、路得“恰巧”走进波阿斯的田地（得

2:3）、到最后她怀孕生子（得 4:13），都显出

神在背后的安排与眷顾。 

路得记中神的沉默和工作 

1. 神低调直接介入人的生活：得 1:6，拿俄米

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下食物，让

伯利恒的饥荒结束；得 4:13 提到耶和华让

路得怀孕。神在事件开头供应粮食，在结

尾赐下生命，这两个关键行动，像是为全

书加上了神同在的标记，让人看到神一直

都在默默地带领。 

2. “恰巧”背后的主：拿俄米回伯利恒时，

正是“割大麦的时候”（得 1:22），所以婆

媳马上有粮食可吃，路得和波阿斯才可以

相遇；路得“恰巧”走进波阿斯的田（得

2:3）；路得走进波阿斯田，波阿斯也“恰

巧”从伯利恒来到田里（得 2:4）；当波阿

斯去城门口，那位更近的亲属也“刚巧”

经过城门（得 4:1）……神是掌管历史的

神，这些“刚巧”其实都是神安排。作者

用含蓄笔法，让我们看见神的手：他虽不

现身，但仍在掌权、引导，即使沉默，仍

在行动。 

3. 神通过人自发的行动完成他的计划：路得

记事态进程几乎全靠人物自身的选择与行

动推动： 

3.1. 拿俄米主动返回故土。 

3.2. 路得自己选择跟随婆婆到以色列，并

且选择归信耶和华，又主动决定去田

间拾取麦穗；拿俄米策划路得夜访打

谷场，向波阿斯提亲的行动。 

3.3. 路得自己决定听从拿俄米的建议，真

的夜访打谷场。 

3.4. 波阿斯自己选择在田里恩待路得，让

她可以自由拾取麦穗；而且听了路得

的请求之后，答允承担救赎至亲的责

任；而且决定把以利米勒的田地，还

有路得都买赎过来；也决定为求公

义，先把买赎权让给更近的亲属，他

不愿意，自己才出手。 

经文里没交代他们有否祷告才行动。上述

这些人大多数的抉择都出于爱，神在背后

促成事件。 

4. 反思： 

a. 在你最近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刚

巧”的经历，让你后来发现其实是神

在默默安排？ 

b. 当人做该做的事，活出神的诫命，行

出爱心举动，就是参与了神的计划。

对这一点，你有具体的经历或体会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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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中人怎样主动和神互动，神又如何回应 

路得记整卷书没有记载有人直接向神祷告。他

们只是谈及神，又或是以神为第三身形式，做

出些宣认或祝祷。如： 

1. 拿俄米在困苦中发出哀鸣、宣认神主权 

1.1. 拿俄米回到老家，一贫如洗，丈夫和

孩子都不在了。她向伯利恒的妇女发

出哀叹：“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

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

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得 1:20 下-

21 上） 

1.2. 比较拿我米和约伯的哀鸣：约伯也曾

发类似的哀鸣（伯 27:2）约伯和拿俄

米都说全能者使他们受苦。全能者原

文是 shaddai，当约伯和拿俄米使用这

个名字来称呼神，按照书卷中的语

境，该强调神的全能，掌控一切，但

也强调了神的审判。拿俄米可能和约

伯一样，在大痛苦中，仍愿意承认神

掌管一切，但也禁不住有点质疑为何

神让自己受苦。这种张力，正是圣经

人物真实信仰的写照。 

1.3. 神如何回应拿俄米：在约伯记，神直

接回应约伯。在路得记，神没有直接

和拿俄米说话，却是巧妙地借着儿媳

妇路得和波阿斯，解决了她的困境。

拿俄米回伯利恒时说自己空空回来，

可得 4 章描述的她，不单已得温饱，

手里还抱着从路得而得的养子俄备

得。全能者，垂听和回应了她的哀

鸣。 

2. 摩押女子路得认信以色列的神 

2.1. 得 1:16-17 路得以摩押人的身分宣认了

自己以以色列为自己的国家，宣认对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信仰，她说“拿俄

米的神就是自己的神”17 节还以耶和

华的名来起誓，永远要和拿俄米一

起。当中 16 节路得称呼耶和华是用较

为一般的 elohim，在原文就是神的意

思，不一定专指耶和华，但在 17 节起

誓时，她转用神与以色列民立约时所

用的名字“耶和华”，象征对以色列

神的真正接受。 

2.2. 耶和华有没有垂听她的认信？当然

有。从得 2:11，3:11 可知她已被耶和

华所收纳为自己的子民。 

3. 乐于为别人向神祝祷 

路得记常见主角为别人祝祷。这些祝祷也以

神是第三身来表达的，是期盼神的慈爱临到

别人身上。 

3.1. 人常为别人祝福：先是拿俄米感谢两

个儿媳恩待而祝祷他们得到神恩待

（得 1:8-9）；然后有波阿斯和工人们

的互相祝祷（得 2:4）；接着有拿俄米

看到波阿斯对路得的慷慨，发出祝祷

（得 2:20）；还有波阿斯为路得作出

的两次祝祷（得 2:12，3:10）；接着有

伯利恒长老对波阿斯的祝祷（得 4:11-

12）；妇女对俄备得的祝祷（得

4:14）。大家能这样彼此祝祷，让我们

看到，整个伯利恒小区很可能是一个

有爱的群体，不单彼此以爱相待，也

期盼看到耶和华的慈爱临到别人。 

3.2. 这些祝祷，神基本上都蒙垂听了。故

事中的主角们，都以慈爱待人，结果

也得到了神慈爱的眷顾。 

3.3. 神通过人来实现祝祷。例如，拿俄米

对儿媳妇的祝祷，神借波阿斯来实

现。 

 

路得记中的主题信息──慈爱的循环 

1. 慈爱的循环：人的恩慈、慈爱源自神的赐

福、施恩惠；人恩待别人，其实是反映神

的性情，而当我们以恩慈相待，又或者为

别人祝祷，神又会再恩慈待人，而我们又

彼此以恩慈相待，又带来更多的恩慈。 

2. 慈爱的定义：慈爱或译为恩慈，希伯来文

中是 ḥesed。在神方面，是指按盟约对子民

不变更的爱；在人而言，是指人对立约的

神忠诚，而对别人也忠诚，如律法所言，

爱人如己。ḥesed 这词在路得记中只出现三

次，却贯穿了整个故事。 

3. 慈爱三次出现在路得记： 

3.1. 第一次出现在拿俄米对路得和俄珥巴

的祝福中：“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

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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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拿俄米看到了她们所表现出的恩

慈，为他们祝祷，愿神来回报她们，

赐她们再婚，有“安身之处”（得

1:9）。这是神和人之间相互交织的行

动：在这里，施慈爱的是神，拿俄米

祈求他为儿媳妇“赐下”安身之所，

而这两个女子则是受恩者。 

3.2. 第二次提到“慈爱”（ḥesed）是得

2:20，拿俄米祝福波阿斯，因他善待路

得，给她粮食。而波阿斯田里所以有

粮食，是因为神早在得 1:6 就赐下粮食

给他的百姓。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恩

慈”有双重指向：既是波阿斯的行

动，也是神的作为。而神也回应了拿

俄米的祝祷，让波阿斯后来娶了路

得、生了孩子，还得到了好名声。可

见神的供应和人的主动，是通过“恩

慈”这个视角连结起来的。波阿斯对

路得的善行，引来拿俄米的向神发出

祝祷；接着神又进一步赐下更大的恩

典。最终，神的祝福超越了一个家

庭，临到整个民族，甚至更多。这又

一个良性的恩慈循环：路得先展现恩

慈，波阿斯回应，然后神赐下祝福。 

3.3. 第三次出现是在得 3:10：当路得夜访

打谷场，向波阿斯提亲，波阿斯对她

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后来的恩、慈爱（ḥesed）比先前更

大。”这里，波阿斯所说的恩（慈爱）

指的是两件事：一、她对拿俄米的忠

诚，使她离开自己的家乡；二、她选

择了波阿斯作为丈夫，而不是去找一

个年轻的男人。 

4. 波阿斯在得 2:12 中已经说：“愿耶和华照

你所行的赏赐你”，这句话在路得持续展

现恩慈时得到了回应。她选择波阿斯，使

得以利米勒家族得以延续，而神也回应了

她的善行，赐下了一个孩子（得 4:13）。这

再次展现了恩慈和祝福之间的互相回应：

人的恩慈会引来神的回应，而神的回应又

激发更多的恩慈。 

5. 路得记里恩慈 ḥesed 总在关键时出现。 

5.1. 第一次是在拿俄米的首次讲话中（得

1:8），为整个故事定下了神将施恩的基

调。 

5.2. 第二次是在故事的转折点（得 2:20），

拿俄米称赞波阿斯的慷慨。 

5.3. 第三次是在高潮时（得 3:10），波阿斯

肯定路得的忠诚。 

6. 总结： 

6.1. 恩赐的源头是耶和华（得 1:6），他先

赐下粮食。故事结尾，神再次成为生

命（得 4:13）与国家祝福的源头（得

4:17–22），因为他赐下新生儿和大卫

王。整个恩慈的循环，是从神开始，

也以神结束。 

6.2. 圣经里提到的神恩慈属性：出 34:6-7

提到 ḥesed 是神核心属性之一。诗篇也

一再强调这点（比如诗 136）。与士师

记中人类不断堕落的恶性循环不同，

路得记展现了一个不断上升的慈爱循

环──最后故事说，神会兴起一位合

他心意的君王。当路得记中的人物活

出 hesed 慈爱，往往是在回应他人施的

慈爱时自然流露出慈爱。而神通过人

类之间的行为，让他们得福，远远超

出他们的预期。这正正因为 ḥesed 就是

神的本性。 

7. 反思： 

7.1. 在你生活的环境中，有没有人正处于

困境、孤单或需要帮助？你是否愿意

像路得、波阿斯那样，主动回应他们

的需要，以“恩慈”（ḥesed）的行动

来表达你对神的信靠和忠诚吗？ 

7.2. 想一想：你是否曾因对方不是亲近的

人而犹豫去施恩？你是否怕自己的帮

助微不足道，甚至不会被回应？你是

否相信神会通过你小小的行动，成就

超出你想象的祝福？ 

 

 

第 5 讲：路得记的主题和神学（2） 

 

旧约中有关土地的基本概念 

1. 人与土地相依赖：土地是神造的。亚当是

从尘土所造，被安置在园中“修理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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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的（创 2:8、15）。人与土地之间

有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土地要靠人来开

垦，也就是修理看守；人也依靠土地所出

产的为食物。 

2. 土地是信仰的试金石：人、地、神的三重

关系：旧约圣经里，土地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伊甸

园中，神与人同行，土地也兴旺；但当人

犯罪，人被逐出伊甸园，神也咒诅地，此

后人耕作也不再顺利（创 3:18：“地必给你

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当人遵行神的话，

土地就丰收（申 2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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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

悖逆神，土地就干旱、饥荒（申 28: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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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

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

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 

3. 神才是土地的主，人不过被委派当土地的

管家：利 25:23：“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

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

的。”神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我们只是

他的管家。在圣经的眼中，拥有土地不光

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份托付。 

4. 神乐于教导人如何去管理神托付给他的土

地：神教导子民要按神慈爱和公义的性情

来管理土地。如：要和缺乏的分享土地的

出产，田角不可收尽，要留给穷人与寄居

的拾取（利 19:9；申 24:19）；贫穷的人土

地若逼不得已，要卖土地，救赎至亲就要

替他赎回（利 25:25）；每五十年要有“禧

年”，地归原主（利 25:10）。 

 

土地和路得记的关系（波阿斯如何按神吩咐处

理土地） 

1. 波阿斯真心与穷乏的路得分享土地出产：

不光让路得拾取麦穗，还吩咐仆人特别为

她留下一些麦穗； 

2. 身为救赎至亲（有资格买赎土地的近亲），

努力争取赎回土地，不为自己，而是为延

续以利米勒家族：其实，当路得嫁他之

后，只要一生出孩子，他就肯定要吃亏，

因孩子和土地最终都会归到以利米勒名

下。但他甘心乐意为拿俄米和路得买赎土

地。为什么波阿斯能这么大方慷慨？很可

能他打从心理，认同利 25:23 神对土地的所

有权。 

3. 反思：我们中国人一般都很看重房产，觉

得有房子是很重要的事情，仿佛有房产，

才有安全感。听完神的土地政策和波阿斯

的“慷慨”，对你有什么启发？ 

 

路得记中的女性 

1. 路得记里的世界由男性主导：路得记是一

卷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整个叙事几乎是

由两位女性──拿俄米与路得──的经

历、选择与对话所推动的。这在以男性为

主导的古近东文化中，当然是很特别的。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这卷

书的时代﹐是男性主导的。有位著名的女

性学者曾说：“这是在一个男人的世界，

说着女人的故事。”这话不无道理。虽然

故事的主角是女性，但她们的命运、身

分，往往需要通过男性来决定。如：拿俄

米与路得失去了丈夫与儿子之后，生活陷

入困境；她们的生存与家族的延续，最终

还是得靠男性亲属赎回、重新婚嫁；故事

的结尾，是以男性家谱结尾。 

2. 路得记中的女性是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她

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拿俄米提出回到伯

利恒的想法；路得主动选择留在拿俄米身

边；路得主动要求去田里拾取麦穗；拿俄

米拟定“打谷场计划”；路得深夜去找波

阿斯，勇敢地提出婚姻赎回的请求；可见

她们不是等男人来拯救，而是自己想办法

生存、保护家人，守护家族、争取未来。 

3. 对话中的女性声音：路得记有个很特别的

地方：它的对话比例非常高，其中大多数

是女性在说话。这些对话让我们看见很多

细腻的情感表达，例如在开头得 1 章，看

到拿俄米的苦毒、路得的坚定、女性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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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伯利恒妇女）的惊讶；之后也看到婆

媳间的掏心互动（路得在田里工作完毕，

夜里两婆媳促膝谈心；婆婆向路得细心献

计）；故事快到尾声，伯利恒的妇女们出

场祝贺拿俄米。 

乐意认为，由女性角色来表达自己的故

事，就容易发挥女性的观点和视觉和情

感，更能表达女性对事件的解读。 

 

路得记中男性的回应与转化 

1. 虽然路得记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

会，但事件中的男主角并没有压迫女性，

反而尊重女性，欣赏女性，成全她们的需

要。波阿斯在田里保护路得、不让人欺负

她，而且对她的关怀无微不至；他欣赏、

佩服路得对婆婆的忠诚，称赞路得的行动

是慈爱的行动（ḥesed）；他没有滥用自己

的影响力，而是光明磊落，在法律框架

内，让路得与拿俄米得着保障。在路得记

的世界里，虽然“父系中心”的社会，波

阿斯没有压迫妇女，反而成为负责任的保

护者与行义者。 

2. 小结：在神的家里，每位愿意信靠他、回

应他呼召的人──无论男女，是以色列人

还是摩押人──都可以成为他计划中的主

角。 

3. 反思：路得虽然很顺服婆婆，但本身也很

有主意，很主动，她符合你心中优秀姊妹

的形象吗？你心中的优秀姊妹的形象，具

体是怎样的？ 

 

路得记中的救赎 

1. 旧约中的“救赎”：是非常核心的观念，

意思是把一个人从困境中赎出来，无论是

奴役、贫穷、危险，甚至死亡。最经典的

例子，就是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

之地（出 6:6），这是以色列信仰的根基。

神是那位大能的救赎主，亲自出手，把他

的百姓从压迫中带出来。 

2. “亲属救赎”制度：除了神亲自救赎，旧

约律法也设立了人间“亲属救赎”制度

（那位有资格进行救赎的至亲，其中一项

任务就是利 25 章所说的，如果有人因贫穷

卖掉了土地，甚至自己被卖为奴，他的至

亲要负起责任，把他或他的产业赎回来。

这不仅保障家庭的存在，也反映出神对公

义和家庭连结的重视。） 

3. 波阿斯对路得的救赎：在路得记，这制度

被具体地活出来。波阿斯不只尽法律责

任，而是充满“慈爱”（ḥesed）地主动回

应。波阿斯其实可以像那位更近的亲属，

推掉责任以免自己吃亏，但他选择承担，

而且甘愿娶一位外邦女子为妻。 

4. 从家庭救赎到人类救赎：路得记中的救

赎，不只是拯救一个家庭，更是进入了神

更大的救恩计划。波阿斯和路得生下俄备

得，是大卫王的祖父，也就是说，他们的

故事成为弥赛亚家谱的一部分。一段看似

普通的亲属救赎行动，神却用来推动他永

恒的救赎计划。 

5. 救赎和其他经卷：诗篇和以赛亚书也丰富

了我们对救赎的理解。诗篇常常称神是

“我的救赎主”，强调神在个人生命中的拯

救（如诗 19:14，103:4），无论是罪恶、疾

病还是仇敌，神都能施行拯救。而以赛亚

书更是把救赎提升到整个民族和世界的层

面。神被称为“以色列的救赎主”（赛

43:1），他要亲自带领被掳的百姓归回。而

在得 53 章，那位“受苦的仆人”要为罪人

受死，成为最终的赎价，这是对耶稣基督

救赎工作的先知性预表。 

6. 路得记救赎观的独特之处：把律法中的制

度，活成一个有情、有义、有信心的真实

故事。它不像诗篇那样聚焦个人，也不像

以赛亚书那样直接宏观地谈民族命运，却

具体展示了神的救恩可以透过普通人，在

日常生活中悄悄展开。这提醒我们，凡愿

意信靠他、回应他的人，无论男女、无论

出身，都能成为他救赎故事中的重要角

色。 

7. 反思：神的救赎可以不只是轰轰烈烈，而

是在你我忠心、信靠、勇敢选择的日常中

悄悄展开。你愿意参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