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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解》利未记 

讲员：姚谦；回应信息：乐意 

 

 

第 1 讲：利未记导论 

 

简介 

利未记全书主题：“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 

作者和写作年代：摩西于主前 1145-1405 年之间

写成。 

背景：所有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聚集，摩西向

他们颁布神给他们有关圣洁的律例（见出埃及

记 40 章）。 

重要性：大半记载神在说话（神的独白）！ 

神在说话：利 1:7-7:38，共 9 段（利 1:2-3:17，

4:1-5:13，5:14-19，6:1-7，6:8-18，6:19-23，

6:24-7:21，7:22-27，7:28-36） 

神在说话：利 11:1-15:33，共 6 段（利 11:1，12

章，13:1，14:1、33，15:1） 

加上叙述：利 16:34，21:24，23:44 

加上总结：利 7:37-38，26:46，27:34 

 

书卷内容：以圣洁主题分段 

圣所的圣洁（利 1-10 章）：本部分规定了祭祀和

祭司仪式的规则，强调了神圣与世俗的分离。 

人民的圣洁（利 11-16 章）：本部分关注饮食规

律和有关身体排泄物的规定，旨在维护以色列

人社群的洁净。 

土地的圣洁（利 17-26 章）：本部分涉及土地所

有权、农业实践和社会公正，旨在应许之地建

立一个公正而神圣的社会。 

总结（利 27 章） 

 

书卷结构：首末对称（玛丽‧道格拉斯“利未

记指环形结构”理论） 

玛丽‧道格拉斯是位著名人类学家，在她的著

作《利未记作为文学》对利未记的解读在圣经

研究中极具影响力。她认为利未记刻意设计

“环形结构”，其中主题相关的部分以镜像的方

式排列。她认为这结构揭示文本中更深层的意

义和连贯性。 

她提到利 19 章是利未记的中心，其中 2 节表达

了人际之间的公平性。利 19 章是对应利 26

章。在那里也提到神人之间的公平性。然后再

举例来说，利 16 章谈到谈到赎罪日，而在利 23

章又是再次提到其他节期和赎罪日的安排；又

例如利 11-15 章谈到残疾和麻风病，利 21-22 章

谈到祭司的服事，就再处理残疾和麻风病的话

题。 

 

环形结构对称分段的意义 

展现平衡美感，揭示主题内涵：强调神圣与洁

净、神职与圣所、献祭与伦理、祝福与咒诅之

间的密切联系，展现神对以色列民的救赎计划

和对他们道德生活的要求。 

 

高铭谦认为，虽然道格拉斯这个理论比较笼

统，有不尽善之处，但起码能帮助我们了解利

未记的结构，并凸显利未记的主题──你们要

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 

 

有关对道格拉斯所提出的指环结构，详情可参

考高铭钱博士的著作《利未记──神同在的会

慕》。明道，香港，2021 年 2 版，页 30-31。 

 

分段 

利 1-7 章：群体献祭的意义 

利 8-10 章：祭司的事奉 

利 11-12 章：敬虔与洁净 

利 13-15 章：罪、救恩及圣洁 

利 16 章：赎罪日与代罪羊 

利 17-20 章：生活的圣洁 

利 21-22 章：属灵领袖的代价 

利 23 章：历法节期的属灵意义 

利 24 章：圣油、圣饼与圣名 

利 25 章：安息年、禧年与救赎 

利 26-27 章：四方责任 

 

总结 

利未记让我们知道亲近神的方法、知道神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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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利未记一方面谈到神的圣洁；同时谈到神

的同在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明白这卷书可以拉

近我们与神的关系，教我们认识怎样去爱人。 

 

 

第 2 讲：群体献祭的意义（利 1-7 章） 

 

个人与群体 

利未记的献祭不单属个人，大多属群体献祭，

由祭司代表献上予神。 

 

利未记中五祭的希伯来文名称及意义 

1. 燔祭：עֹלָה（olah），意为“上升”，象征祭

物被焚烧，烟上升到神面前。见利 1:1-17。 

2. 素祭：מִנְחָה（minchah），意为“给予”，象

征献祭者将礼物献给神。见利 2:1-16。 

3. 平安祭：שְלָמִים（shlamim）意为“和平”，

象征着献祭者与神之间的和平关系。见利

3:1-17。 

4. 赎罪祭：חַטָאת（chatat）意为“犯罪”，象征

着祭物为罪孽赎罪。见利 4:1-5:15。 

5. 赎愆祭：אָשָם（asham）意为“亏欠”，象征

着祭物为过犯赎罪。见利 5:16-7:10。 

 

利未记 1-5 章的五祭 

1. 燔祭（利 1:1-17） 

目的：表达对神的完全奉献。 

礼物：无瑕疵的雄性动物（公牛、公羊、

公山羊、鸽子或斑鸠）。 

仪式：将动物完全焚烧在祭坛上，包括宰

杀、剥皮、切块、焚等步骤。 

意义：代表献祭者完全降服于神。 

2. 素祭（利 2:1-16） 

目的：表达感谢感恩。 

礼物：植物（细面粉、油、乳香）。 

仪式：将一部分面粉焚烧在祭坛上，其余

部分由祭司食用。 

意义：代表向神献上初熟果实和依赖神供

应。 

3. 平安祭（利 3:1-17） 

目的：表达与神的团契和对祝福的感恩。 

礼物：无瑕疵的雄性或雌性动物（公牛、

公羊、公山羊或羔羊）或植物。 

仪式：将动物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焚烧在

祭坛上，一部分由祭司食用，一部分与献

祭者及其家人分享。 

意义：代表神与献祭者之间共用的筵席，

象征着和平与和解。 

4. 赎罪祭（利 4:1-35） 

目的：赎清无意犯的罪。 

礼物：取决于献祭者的身份（祭司、会众

领袖或个人）。 

仪式：将血洒在祭坛上，其余部分在营外

焚烧。 

意义：代表将罪从献祭者转移到动物身

上，并需要赦免。 

5. 赎愆祭（利 5:1-19） 

目的：弥补过犯。 

礼物：公羊。 

仪式：类似于赎罪祭，但一部分动物给了

祭司。 

意义：代表恢复与神的团契，并需要弥补

过犯。 

 

小结 

1. 自愿祭与强制祭：利 1-3 章提到自愿献的祭

──燔祭、素祭、平安祭；利 4 章-6:7 提到

强制献的祭──赎罪祭（新译作“洁净

祭”）、赎愆祭（新译作“赔偿祭”）。 

2. 次序：利 1-5 章已讲完五祭，但利 6-7 章再

讲，只是次序不同，将平安祭放在最后

（用来表达人与神、人与人美好的团契相

交）。如此表达是由不同角度重点去记五

祭。利 6-7 章是从祭司献祭的要求来写的。 

 

平安祭中的摇祭与举祭（利 7:28-36） 

平安祭可献牛、羊或山羊。平安祭是一种感恩

祭，表达对神的感谢和喜乐。摇祭与举祭是平

安祭的一部分，表达了献祭者对神的感谢和敬

畏。摇祭与举祭也体现了献祭者与神间关系，

表示愿意将最好的献给神，承认神的权柄。平

安祭献祭者可与家人朋友分享祭肉。利 7:28-36

提到摇祭、举祭。 

1. 摇祭（利 7:28-31） 

定义：从平安祭中取下胸肉，在耶和华面

前左右摇动，献给主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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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表示献祭者将最好的部分献给神，

并感谢神的供应。 

祭司动作：摇动祭物，并将其作为礼物收

取。 

与举祭的分别：取胸前表示感谢（利

7:30）。 

享用：归亚伦及子孙（利 7:31）。 

2. 举祭（利 7:32-36） 

定义：从平安祭中取下右腿，举起来在耶

和华面前上下摇动，献上作为礼物。 

目的：表示献祭者将祭物完全奉献给神，

并承认神的权柄。 

祭司动作：举起祭物，并将其作为礼物收

取。 

与举祭的分别：取右腿表示奉献。（利

7:32） 

享用：归个别供职祭司（利 7:32）。 

3. 摇祭和举祭的功能和现代意义 

有利未记专家认为摇祭是神供及亚伦及子

孙整体祭司家族的公用收入；举祭是神供

及个别祭司的个别收入。如此分配，作用

可防贪、防止祭司之间争竞。 

 

总结 

燔祭和罗 12:1-2 的灵训相通，都在献上自己给

神。今天我们献上给神的是活祭。 

利 6:8-9：“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

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提醒我们事奉的心

要常常火热，不是一时三刻。 

 

思考 

重温每一种祭满足献祭者生命里什么需要。哪

一种的祭所代表的东西你感到最难献上？ 

 

 

第 3 讲：祭司的事奉（利 8-10 章） 

 

引言 

利 8-10 章提到祭司的事奉。其中 8 章提到大祭

司要服神的权柄；利 9 章提到亚伦和儿子要献

上不同的祭；利 10 章提到亚伦儿子不按神吩咐

的去献祭的后果。以下选取重要经文分解。 

 

服神权柄（利 8:1-36） 

1. 分段：召集会众（1-5 节）、亚伦及子洗身

（6 节）、亚伦穿戴（7-9 节）、亚伦及会幕

受膏（10-12 节）、亚伦子的穿戴（13 节）、

献上不同的祭（14-29 节）、衣服成圣（30

节）、吃圣职的羊（31-36 节）。 

2. 重要经文：利 8:35：“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

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

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顺服神

权柄代表按神要求去行，包括接受限制。 

3. 神严格要求祭司的原因：祭司是服事神的

仆人，必须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按照神的

吩咐行事。任何违背神命令的行为都会受

到严厉的惩罚，因为神是圣洁的，不容许

人亵渎他。祭司必须洁净自己，成为圣

洁，才能配得上服事神。神严格要求不只

表现在出埃及后建立献祭系制、事奉体

统，也表现在初代教会圣洁生活（徒 5:1-

11）中。 

 

显神荣耀（利 9:1-24） 

1. 分段：坛上献祭（1-21 节）、分享神的赐福

（22-23 节）、看见神的荣耀（23-24 节）。 

2. 重要经文：利 9:23-24：“摩西、亚伦进入会

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

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

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

呼，俯伏在地。”经文解说：后半部写出神

悦纳献祭，所以子民欢喜。而神悦纳献

祭，是因为祭司的献祭是按神吩咐的去

行。利 9:8-20 详细记载祭司献祭过程次

序，先后是：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

祭。这顺序是严谨按神吩咐去行的，所以

蒙神悦纳。 

3. 灵训：祭司的职责是显明神的荣耀，让百

姓看见神的圣洁和威严。神的荣耀会在祭

司的服事中彰显，例如献祭时火从天上降

下，以及神在至圣所中显现。祭司必须谨

慎敬畏，不可随意进入至圣所，以免触犯

神的威严。 

4. 思考：耶和华是圣洁的，因此对服事他的

工人要求非常严格，目的是显明神的荣

耀。如果你也是全时间服事神的人，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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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会不会感到战兢呢？ 

 

受神管教（利 10:1-20） 

1. 分段：拿答和亚比户的罪（1-2 节）、亚伦

的哀伤（3-11 节）、亚伦的诚意／禁食。 

2. 重要经文：10:10：“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

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

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

一切律例教训他们。” 

3. 灵训：祭司必须接受神的管教，学习分辨

圣洁和不洁净，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

有残疾的人不能担任祭司，因为他们不符

合神对祭司的完美要求。献给神的祭物必

须是完全的，不能有任何瑕疵，才能蒙神

悦纳。 

4. 神的管教：利 10:1-2：“亚伦的儿子拿答、

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

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

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

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

前。” 

5. 灵训：祭司事奉神必须按神吩咐的原则方

法去做，不可轻率随意，否则会受管教。

从利 10:3-11 的经文，可见留下的人，也要

从别人的结局去反省、领受继续去服事的

智慧。 

 

总结 

祭司的事奉是神圣而重要的职责，他们需要服

神权柄、显神荣耀、受神管教，才能配得上服

事神，并引导百姓敬拜神。 

 

思考题 

我们试过盼望灵命成长，却不愿意放弃某种罪

吗？结果神有没有管教你呢？如有，是以什么

方式来管教？ 

 

 

第 4 讲：敬虔与洁净（利 11-12 章） 

 

引言 

利未记讲到圣洁的神、圣洁的礼（祭司）、圣洁

的民、圣洁的地。其中利 11-12 章就提到圣洁的

民，讲到神的子民该怎样生活，包括食物条

例、生产条例。 

 

食物律（利 11:1-23） 

1. 分段：地上走兽（1-8 节）、水中活物（9-12

节）、禽鸟（13-19 节）、会飞的昆虫（20-23

节） 

2. 经文选读：利 11:2-8：“你们晓谕以色列人

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

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

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

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

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

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

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

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

净。” 

3. 要点：神颁布食物律，规定哪些动物可以

吃，哪些动物不可吃。可食用的动物必须

是蹄分两瓣且倒嚼的，象征洁净和完全。

不洁净的动物包括猪、兔子、骆驼等，这

些动物被认为与疾病和污秽有关。遵守食

物律是敬虔和洁净的表现，表明以色列人

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至于分别“洁净”

与“不洁净”，主要是看它们有没有“越

界”、是不是“纯种”。如某动物吃东西或

活动范围“越界”──本是陆地动物却在

海中活动，属跨界，为之不洁。 

 

触摸律（利 11:24-43） 

1. 经文选读：利 11:24-28：“这些都能使你们

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

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瓣、也不倒嚼的，

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

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

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

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

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2. 要点：利 11 章，共出现 32 次“不洁净”，

10 次“可憎”触摸不洁净动物的尸首会使

人沾染不洁净，需要到晚上才能洁净。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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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尸首的人需要洗衣服，表示洁净身

体。吃不洁净动物尸首的人需要洗衣服，

并在晚上之前保持不洁净。触摸律提醒以

色列人要与不洁净的事物保持距离，避免

被污染。对于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不

需要再守触摸的律例定规。 

 

分辨律（利 11:44-47） 

1. 结构：利 11:44 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的。”这是所有律例背后的精神和小结语。

在之前的触摸律结束时，利 11:44 下就以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及

后利 11:45-46 是过度经文，指出神子民要

圣洁的原因，也带出利 11:47 的分辨律。 

2. 经文选读：利 11:47：“要把洁净的和不洁

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

来。” 

3. 要点：分辨律要求以色列人能够区分洁净

和不洁净的动物，并按照神的规定食用。

分辨律不仅是饮食方面的规定，也是对以

色列人道德和灵性方面的要求，提醒他们

要分辨善恶，选择正确的道路。利 11:44-47

是利 11 章的高峰。懂得分别是神子民成熟

标记之一。神在摩西时代已教导子民“分

别为圣”的概念。而“圣洁”的意思，正

是：“分别出来”。 

 

洁净律（利 12:1-8） 

1. 经文选读：利 12:1-8：“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

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

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

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

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

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

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

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满了洁净的日

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

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

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

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源就

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

生男生女。她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她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

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她赎罪，

她就洁净了。’” 

2. 要点：1-5 节谈到产妇与孩子，其中 3 节提

到割礼；4-8 节谈祭物。洁净律规定了产妇

在分娩后需要遵守的洁净规矩，以恢复身

体和灵性的洁净。洁净律也体现了神对生

命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女性的关怀。遵

守洁净律是敬虔和洁净的表现，表明以色

列人对神和律法的尊重。 

 

总结 

敬虔与洁净是利未记中重要的主题，食物律、

触摸律、分辨律和洁净律都体现了这一主题。

这些律法不仅是外在的规定，更是对以色列人

内在生命的要求，引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与

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些律例不但有利于子

民健康、也能彰显出神的创造次序。以色列人

按神吩咐守这些律例，就与万民分别出来。外

邦人通过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能

认识神及神的属性。 

 

今天不用遵守饮食洁净条例的原因 

1. 福音要传到外邦：新约作者借废除食谱，

打破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分野。神把双方合

而为一，借十字架归为一体（弗 2:11-21；

徒 15:13-21）。 

2. 彼得的例子：在约帕海边的皮革匠西门家

里，彼得在房项上魂游象外，神吩咐他吃

不洁之物，并说明这是神所洁净的，彼得

不可当作俗物（徒 10:11-16），让彼得明白

福音不只给予犹太人，也给予外邦人。 

3. 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认为食物不能污染

人。“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

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可 7:15），这便等

于把利 11:24-40 的条例打破，指出内里的

圣洁比食物的洁凈更重要。 

 

思考 

洁净条例的精神，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过讨

神喜悦的生活。今天你在饮食上可有不讨神喜

悦，需要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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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讲：罪、救恩及圣洁（利 13-15 章） 

 

引言 

1. 麻风病：按圣经学者和现今医学理解，利

未记中提到的麻风病，实是一种严重的皮

肤病，与今天我们理解的麻风病不同。 

2. 分段：利 13-14 提到大麻风病，其中分为七

类（利 13:1-44）。利 13:47-49 提到有皮肤

要有祭司检查。为什么皮肤病要记载在利

未记里？要从属灵的意义去看。 

 

皮肤病与赎罪祭 

1. 选文选读： 

利 13:44：“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

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

在头上。” 

利 14:36：“祭司还没有进去察看灾病以

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

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察

看房子。” 

利 15:31：“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

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

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2. 经文大要：皮肤病象征罪。 

2.1. 罪是深于肉上的皮（利 13:3-4、25、

30-32、34） 

2.2. 罪会扩散（利 13:5-8、22-23、27-28、

32、34-36、51、53、57，14:39、44、

48） 

2.3. 罪会沾污（利 14:44-46） 

2.4. 只适合火烧（利 13:52、55、57） 

3. 灵训 

3.1. 罪使人与神隔绝，就像麻风病人被隔

离在营外一样。 

3.2. 罪使人居所被玷污，就像房子长了霉

点需要被封闭一样。 

3.3. 罪使人与神圣洁的本性相违背，需要

被洁净才能与神和好。 

 

难点：为何祭司要为长大麻风并得洁净的以色

列人赎罪？（利 14:18-20） 

有利未记专家将“赎罪祭”译为“洁净祭”，又

将“赎愆祭”译为“平安祭”。实在从这名称可

见这两种祭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很清晰地划分。

皮肤病的条例也有其含糊性。例如：米利暗的

皮肤病涉及死亡及神的刑罚（民 12:1-8 记载米

利暗质疑摩西的先知角色及领导地位）。另外，

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的事件也说明皮肤病象征

从神而来的刑罚（王下 5:20-27）。但也有例外，

如约伯全身长满毒疮，但圣经却清楚道出他是

敬畏神的正直完全人。可以说，旧约这些洁净

礼仪，有其象征性和代表性，象征着罪透过献

祭被洁净。今天我们已有耶稣一次受死，以自

己为祭，为我们赎罪。当然，道德律我们要遵

守，但这些洁净礼仪也无须再施行。 

 

漏症与圣洁的要求（利 15:1-33） 

利 15 章主要讨论关于身体不洁净的规定，与漏

症有关。漏症意思是体液分秘。这些有关漏症

的规定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并使他们在神面

前保持圣洁。以下是一些重点及分段： 

 

身体不洁净的来源 

1. 男性非自然的分泌物（利 15:1-15） 

2. 男性自然的分泌物（利 15:16-18）  

3. 女性自然的分泌物（利 15:19-24） 

4. 女性非自然的分泌物（利 15:25-33） 

5. 不洁净的人不能进入会幕或靠近圣物（利

15:31） 

6. 不洁净的人必须进行洁净仪式，包括用水

和血（利 15:13） 

 

不洁净的种类 

1. 暂时性不洁净：由性器官分泌物或接触到

不洁净的人或物体引起，需要用水洁净即

可（利 15:13-16） 

2. 持续性不洁净：由生产或流产引起，需要

用水和血洁净（利 15:19-24） 

 

洁净仪式的意义 

1. 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

（来 9:13-14） 

2. 提醒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追求圣洁（彼前

1:15-16），因为亲近神是件很严肃的事，是

需要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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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虽然我们不再需要遵守利未记的洁净仪式，但

我们仍然需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并

且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

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总结 

利 13-15 章揭示了罪的可怕后果，也带来了救恩

的盼望和圣洁的要求。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

绑，过圣洁生活，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礼仪的律例与道德上犯罪有分别，不必混为一

谈。活在内疚里或活在恐惧中都不应该。 

严重皮肤病与罪的关联模糊不清。总意是要好

好敬畏神。在神面前心存谨慎过活对我们的属

灵生命是有益的。有时疾病能提醒我们要来到

神前，或反省当下生活是否出问题：有没有犯

罪？是否休息不够？是否太看重名利？忽略生

命一些重要的东西等。然这些反思是对己的，

而不是拿来用来定罪论断别人。 

 

思考题 

利 15 章谈及漏症规定。有了相关背景，你对可

5:25-34 血漏妇人的情况有没有新的了解？ 

 

 

第 6 讲：赎罪日与代罪羊（利 16 章） 

 

引言 

有圣经学者将利 16 章看为是利未记的中心点。

利 16 章作为利未记上半部的末后一章，跟礼仪

律有关。 

 

重大圣日赎罪日背景 

1. 赎罪日日期：犹太宗教历法七月一日是新

年（民事历法的正月初一 Rosh Hashana）；

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赎罪日是犹太人最

神圣的节日之一（利 16:29，23:26-32）。第

1 日宣告新年，10 日是赎罪日，15 日住棚

节（利 23:23-44）。 

2. 赎罪日目的：赎罪日的目的是为了洁净以

色列民，使他们与神和好。 

 

赎罪日的仪式（利 16:29-34） 

1. 大祭司预备：大祭司需要沐浴更衣，并献

上赎罪祭和燔祭。利 16:4 提到祭司以“细

麻布”取代平时衣着，为表达谦卑。 

2. 抽签：两只公山羊被带到会幕前，大祭司

抽签决定哪一只归耶和华，哪一只归

Azazel（阿撒泻勒）。 

3. 献祭：归耶和华的公山羊被献为赎罪祭，

以赎以色列民的罪。 

4. 代罪羊：归 Azazel（阿撒泻勒）的公山羊

被带到旷野，象征将以色列民的罪孽带

走。 

5. 洁净圣所：大祭司用血洁净至圣所和会

幕，以及祭坛和器皿。 

6. 重要经文：利 16:20-22：“亚伦为圣所和会

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

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

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

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

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

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

人之地。” 

7. 意义：赎罪日是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中

心，象征罪得赦免和与神和好。通过大祭

司献祭，全民明白自己与神的关系。平时

祭司也会献祭，但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

司的献祭特别重要。大祭司要先为己献上

赎罪祭（利 16:6、11-14）；再为百姓献上赎

罪祭（利 16:7-10、15-22）；也要洗身穿衣

（利 16:23-24）；以及献上燔祭（利 16:3、

5、24）。代罪羊的仪式象征着将罪孽从以

色列民身上转移，带到旷野，代表罪的消

失和新的开始。赎罪日预表了耶稣基督的

救赎工作，他是为我们的罪被献上的完美

祭物，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大祭司与代罪羊（利 16:6-10“阿撒泻勒”） 

1. “阿撒泻勒”的解释：按字面意思，这词

解作“代罪羔羊”。也有学者认为此名象征

“赎罪”或“神的审判”。阿撒泻勒是一个

象征角色，担当着将以色列民的罪过带入

旷野的角色（利 16:8-10、20-22）。 

2. 承担罪过：大祭司会将一只公山羊献为赎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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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祭，象征性地将以色列民的罪过转移到

这只公山羊身上（利 16:9）。 

3. 带走罪过：然后，一只活的公山羊被选为

“替罪羊”，象征性地承担了以色列民的罪

过（利 16:10）。 

4. 被放逐到旷野：这只替罪羊被带到旷野，

象征将以色列民的罪过带离会众（利

16:10）。 

5. 象征意义：阿撒泻勒代表一“替罪者”，承

担了别人的罪过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

阿撒泻勒承担了以色列民的罪过，并将它

们带离会众，象征净化了以色列民。 

 

阿撒泻勒的角色在犹太教的传统中是否有特殊

意义？ 

在犹太教传统中，阿撒泻勒的角色具有特殊意

义，并与赎罪日（约姆·基普尔）的仪式有

关： 

1. 赎罪日仪式：在赎罪日，一只公山羊被选

为替罪羊（阿撒泻勒），象征承担了以色列

民的罪过。这只公山羊被带到圣殿外，它

的头上放着以色列民罪过的象征性清单。 

2. 忏悔与赦免：大祭司会在阿撒泻勒的头上

认罪，将以色列民的罪过象征性地转移到

这只公山羊身上。然后，这只公山羊被带

到旷野，象征性地将以色列民的罪过带离

会众。 

3. 神圣与世俗的分离：阿撒泻勒的仪式象征

着神圣与世俗的分离。这只公山羊被视为

承载罪恶的容器，必须被带离圣殿和会

众，以确保圣殿和以色列民的纯洁。 

4. 弥赛亚的象征：一些犹太传统将阿撒泻勒

视为弥赛亚的象征，因为它承担了以色列

民的罪过并将它们带离会众。 

5. 阿撒泻勒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

“被送走”或“被遗弃”，这进一步强调了

它的角色是将以色列民的罪过带离会众。 

6. 总的来说，在犹太教的传统中，阿撒泻勒

的角色具有赎罪、净化和弥赛亚象征意

义。它提醒犹太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

离，以及神赦免罪过并与他的子民和好的

能力。 

 

赎罪日中的悔改与忧伤 

1. 代表经文：16:29-30：“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

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

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

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23:27-28：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

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

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2. 重点：赎罪日是刻苦己心、悔改认罪的日

子。以色列民需要在这一天禁食、禁工，

表示他们对罪的悔恨和对神的敬畏。悔改

是罪得赦免的先决条件，也是与神和好的

必要步骤。忧伤是为罪悔改的自然表现，

表明我们对罪的痛恨和对神的爱。 

 

悔改与忧伤的重要 

1. 属灵生命的标记：表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

罪，并渴望得到神的赦免。 

2. 使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

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需要神的帮助。 

3. 属灵成长的基础：为我们在悔改中学习顺

服神，在忧伤中学习倚靠神。 

 

总结：赎罪日给信徒的提醒 

1. 作为跟从主的人，当每天有反省时刻。有

些教会每年都安排整体退修，是很好的做

法。 

2. 悔改和忧伤，是我们与神和好的重要机

会。借着悔改和忧伤，我们可以得到罪的

赦免，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在属灵

生命中不断成长。 

3. 耶稣基督作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自

己，通过悔改忧伤记念主为我们成就的救

赎，可以操练爱主，活出他的心意和样

式，不会令圣灵担忧。 

 

思考题 

1. 你曾否为自己的罪深刻忧伤？ 

2. 当我们和未信亲友分享耶稣赎罪，他们一

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种反应反映了什么



9 

心态？ 

 

 

第 7 讲：圣洁的生活（17-20 章） 

 

引言 

利 16 章跟礼仪律有关，利 17-20 章跟道德律有

关。利 17-20 章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他呼召他

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包括敬畏

神、遵守神的律法、维护婚姻的圣洁和远离偶

像崇拜。神会审判一切罪恶，但他也满有慈爱

和怜悯，愿意赦免悔改的人。 

 

神圣的生命（利 17:16） 

1. 经文选读：利 17:11：“因为活物的生命是

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

能赎罪。”利 19:2：“你们要圣洁，因为我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2. 利 17 章分段：献祭的食物（1-7 节）；献祭

的祭物（8-9 节）；吃血（10-14 节）；吃自

死的动物（15-16 节） 

3. 重点：生命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神所赐予

的。血代表生命，所以不可以随便流血。

神也禁止属他的人杀了动物喝其血。即使

献动物的血为祭，也必须要在神指定的地

方──会幕进行。 

 

神圣的性（利 18:1-30） 

1. 经文选读：利 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

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

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2. 分段：权柄（1-5 节）；标准（6-23 节）；后

果（24-30 节） 

3. 重点：一、性是神圣的。二、性是婚姻中

夫妻之间的专属关系。三、同性恋和兽奸

行为都是神所憎恶的罪。（22-23 节）。四、

性的堕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疾病、

家庭破裂和社会混乱（地土也受污染）。 

 

神圣的律法（利 19:1-37） 

利 19 章在利未记相当重要。这章强调了出埃及

记十诫的精神。本章记神圣的律法，15 次出现

“我是耶和华”。 

1. 经文选读：利 19:37：“你们要谨守遵行我

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利

20:22：“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

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

吐出。” 

2. 重点：提到神的典章、人的典章、性道

德、事物典章。 

2.1. 神的典章：尊重安息日（利 19:3、30

节）；禁拜偶像（利 19:4）；尊重神名

（利 19:12） 

2.2. 人的典章：孝敬父母（利 19:3）；关注

穷困者（利 19:9-10）；不可偷盗（利

19:11）；与人和睦（利 19:18）； 

2.3. 性道德（利 19:20-22） 

2.4. 事物典章：关注生态环境（利 19:23-

25） 

3. 小结：神在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中间 15

次宣告“我是耶和华”，提醒子民他的要

求。律法是神圣的，是他对他子民的道德

和属灵标准。遵守神的律法是敬畏神和爱

神的表现。违背神的律法会带来严重的后

果，包括神的惩罚和与神隔绝。 

 

神圣的审判（利 20:1-27） 

1. 经文选读：利 20:2-5：“你还要晓谕以色列

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

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

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

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

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

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

佯为不见，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这人和

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

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 

2. 重点：神严示子民效法外邦拜偶像献儿女

为祭的行为。行邪术也是神憎恶的罪，会

带来严重后果。五经中以色列百姓有十多

条死罪，包括用石头打死（利 20:2、7，申

13:10，17:5，22:21）、被火焚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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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又 5 次提到“被剪除”（意思是

“死亡”或“解除与神立约的关系”）。神

的审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他会按

着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总结 

1. 利 17-20 章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他呼召

他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神的圣洁提醒我

们，生活不可随便放纵、不能松散。神的

圣洁是教会需要重视的。重视圣洁才能带

来灵性进步。 

2. 圣洁有“分别出来”的意思。当守神为我

们立的界线，就能保障整个群体得益。通

过参与教会群体并寻求来自其他信徒的监

督，我们可以彼此支援和鼓励，在追求圣

洁的道路上共同成长。 

3. 罗 12:1 提到我们与世俗分别出来，就能在

生活里有见证，并为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富

同情心的社会做出贡献。 

4. 真正的圣洁不单关乎外在行为，更关乎内

心状态。我们该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并像爱自己一样爱邻舍。 

 

圣洁原则应用于现代基督徒生活 

虽然利 17-20 章中概述的具体仪式和律法可能无

法直接应用于现代基督徒的生活，但其中传达

的圣洁原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适用。下面是

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的方法： 

1. 认识生命的神圣 

1.1. 珍视每个人的生命：我们应该以尊严

和尊重对待所有人，无论他们的背

景、信仰或环境如何。 

1.2. 反对贬低生命的做法：包括堕胎、安

乐死和暴力。 

1.3. 促进生命文化：我们可以宣导保护和

珍视人类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

的政策和倡议。 

2. 保持性纯洁 

2.1. 将性亲密保留在婚姻中：只有在婚姻

中，性活动才被认为是神圣的，是上

帝所喜悦的。 

2.2. 避免不道德的性行为：这包括通奸、

私通、色情和其他形式的性犯罪。 

2.3. 培养性自控能力：我们可以建立健康

的界限，避免诱惑，并寻求可信赖的

朋友或导师的帮助。 

3. 遵守上帝的道德律 

3.1. 学习并理解上帝的话语：圣经为如何

过圣洁生活提供了指导。 

3.2. 顺服上帝的权威：努力服从神的命

令，即使这些命令具有挑战性或不受

欢迎。 

3.3. 做决定时寻求神指引：我们可以祈求

智慧和分辨力，知道如何将神的原则

应用到具体的情况中。 

4. 避免偶像崇拜 

4.1. 认清在我们心中取代神位置的任何事

物： 这可能是金钱、财产、权力，甚

至是人际关系。 

4.2. 拒绝一切形式的虚假崇拜：包括崇拜

偶像、参与神秘活动或过分关注世俗

追求。 

4.3. 把敬拜集中在唯一真神身上：把祷

告、研读圣经和与其他信徒的团契放

在首位。 

5. 认识神的审判并寻求他的怜悯 

5.1. 承认罪会带来后果：承认自己的罪并

寻求神的饶恕。 

5.2. 活在永恒的光中：牢记我们的行为会

带来永恒的后果。 

5.3. 相信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可以相信上

帝会宽恕那些悔改归向他的人。 

 

思考 

你是否真的为爱神爱人而守神的命令？ 

 

 

第 8 讲：属灵领袖的素质（利 21-22 章） 

 

引言 

神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利 21-22 章特别将神这个

要求应用在服事他的大祭司和祭司身上。这包

括个人品行、身体条件、专业心志。 

 

个人品行（利 21:1-15） 

1. 分段：大祭司的儿子（利 21:1-8）；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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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1:9）；大祭司（利 21:10-15）。其他经

文见利 21:6-8、17-23，22:9、12-13、16、

21、25。 

2. 圣洁：祭司必须圣洁，因为他们代表神与

百姓之间的桥梁。他们必须远离任何形式

（包括身体、道德和精神上）的污秽。 

3. 道德正直：祭司必须道德正直，因为他们

必须在百姓面前树立榜样。任何不道德的

行为都被视为不洁净的。 

4. 忠诚：祭司必须忠于神和他的律法，因为

他们必须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任何不忠诚

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洁净的。 

这些要求显示出神对祭司品行的重视。祭司必

须是圣洁、无残疾、道德正直和忠诚的，才能

有效地服事神和百姓。利 21:1、3、9、16 都有

“我是叫们成圣的耶和华”。 

 

身体条件（利 21:16-24，22:20-25） 

1. 旧约原则：上述经文提到祭物不可有残

缺，祭司按理也当完整无缺，象征将来的

大祭司也是完美无瑕的。祭司必须身体健

全（无身体缺陷），因他们必须执行特定的

仪式和职责。任何身体上的缺陷都被视为

不洁净的。其次，祭司也必须是健康的

（无疾病）。因他们必须服事神和百姓，而

任何疾病都被视为不洁净的。这些要求显

示出神对祭司身体条件的重视。身体健全

和健康，才能有效地服事神和百姓。 

2. 今日应用：今天事奉神的人也一样要圣

洁、道德正直、忠诚于神。至于身体健全

健康的条件，则因为新约主耶稣来临，他

完全的大爱，不再成为必须条件。而身体

残缺是否可任重要属灵领袖，就有待商榷

讨论。摩西五经利未记清楚列明（21:16）

亚伦和他后代如身体有问题不可事奉。如

完全套用此标准，今天恐怕很少人能服

事。然现实生活里却有不少身体不健全和

有病的弟兄姊妹有很美好的事奉。显示出

主耶稣来了，更新了一切。神的恩典，高

于律法的要求。 

3. 回应：当祭司、大祭司不是一个人行为圣

洁就可以，连女儿也须特别注意不要有淫

乱。服事神是整个家庭的事。传道人的婚

姻也很重要。至于祭司必须无身体缺陷及

无疾病，象征意义是要传道人好好保重身

体。另一方面，来 10:1 上有这样的补充：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

真像”，所以只要事奉者心理平安而参与的

服事群体也接纳她/他的服事，就可以专心

服事。 

 

专业心志（利 22:1-33） 

1. 经文选读：利 10:1-3，21:10-15，22:17-19 

2. 分段：不洁净的祭司（利 22:3-9）、不合规

格的宾客（利 22:10-16）、不蒙悦纳的祭物

（利 22:17-33）。 

3. 意义：要有说“不”的勇气。祭司必须敬

畏神、顺服神和爱神和百姓，才能有效地

服事神和百姓。 

 

思考 

看了利 21-22 章，再看路 10 章的好撒吗利亚人

的故事，会否让你对路过却“见伤不救的祭司

和利未人有新的看法？ 

 

 

第 9 讲：历法节期的属灵意义（利 23 章） 

 

引言：重温五祭七节 

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罪愆祭 

七节：以安息日为基本；然后上半年有逾越节

和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七七节）；下半年

有吹角节（民事年的开始，新年）、赎罪日、住

棚节。 

犹太人的节期为要提醒他们活出作为神子民的

身份。安息日和这些节日都是被耶和华分别为

圣的时间，标致着神创造的秩序和节奏。过

节，就是顺着神所定节奏生活，而且可以在节

期时放下平日的工作，专心纪念耶和华。 

 

分段 

1. 安息日：神调度我们的时间（1-3 节）。属

灵意义在提醒神创造天地万物，并要从劳

苦中得享安息。预表将来在基督里永远的

安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是将时间分别为

圣归给神，礼拜天来到他面前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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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逾越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4-5 节）。

属灵意义在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也

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杀，他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以色列人出埃

及时，以羔羊血涂抹在门框上，使灭命天

使越过他们的家。 

3. 无酵节：脱离罪（6-8 节）。属灵意义在提

醒要除去一切的罪恶和污秽。预表耶稣基

督是无罪的羔羊，他是我们生命的粮。 

4. 初熟节：基督从死里复活（9-14 节）。属灵

意义在感谢神赐予的丰收。预表耶稣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的初熟果子，他是我们将来

复活的保证。 

5. 五旬节：教会的诞生（15-22 节）。五旬节

即七个安息日。属灵意义在纪念律法颁布

的节期，也纪念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日

子。预表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

着能力，为神作见证。 

6. 吹角节：召集神的百姓（23-25 节）。属灵

意义在提醒要悔改归向神，并预备迎接神

的审判。预表将来基督再来，吹响末日审

判的号角。 

7. 赎罪日：赦免（26-32 节）。属灵意义在神

设立的洁净的日子，大祭司要为百姓赎

罪，使他们在神面前洁净。预表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在神面前得洁

净。 

8. 住棚节：主的喜乐（33-44 节）。属灵意义

在提醒要记念神在旷野引导他们，并要住

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预表将来我们要在

神的国度里永远安居。住棚节是个充满喜

乐和盼望的节期，它提醒我们神的引导、

供应、同在、应许和喜乐。我们要借着住

棚节，更加认识神，更加亲近神，并更加

仰望神的国度。 

 

小结、回应 

1. 可用四字总括这些节期的精意：停（休

息）、念（纪念神的作为）、会（聚会）、献

（献上时间金钱）。这些也是我们今天当做

的。犹太人的安息是周五黄昏至翌日日

落，我们不必像他们那样，但也当在一周

里找一天时间，分别出来，记念神。每天

也当取一些时间安息在神面前。 

2. 七个节期中，下半年后三个节期（吹角

节、赎罪日、住棚节）相当重要。由召集

悔改开始，然后大祭司在赎罪日为百姓赎

罪，也是百姓新年的开始，让他们得洁

净。这也指向主耶稣，他来就是要为我们

的罪献上自己，使我们所有人得洁净。住

棚节则是个相当欢乐的日子。 

3. 上半年的节期以安息为主。这提醒我们如

何用自己的时间，如何在一周里好好管理

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在半年或一年中留意

自己的节奏。这都与纪念主的初熟节相

关。 

4. 这些节期不仅有历史意义（纪念事件）、预

表意义（预表基督救赎的工作）；也有属灵

意义（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拯救、应许、

引领和同在，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信靠

神），也有社会意义（一同欢乐，彼此提醒

要记念神） 

 

思考 

1. 在你的行事历里，哪些安排显示你是神的

儿女？ 

2. 你在生活里有没有特意划出一些“节期”，

庆祝你得着神的丰盛恩典？ 

 

第 10 讲：圣油、圣饼与圣名（利 24 章） 

 

引言 

利 24 章只有 23 节。可分为两大段。利 24:1-9

提到会幕里的两件事： 

1 精金灯台上的灯要常常点着； 

2 每到安息日要换陈设饼。利 21:10-23 与亵渎

主圣名有关的案例。其中要特别留意利

24:2：“要吩咐以色列人……使灯常常点

着。”利 24:3：“……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

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

的定例。”利 24:4：“……要在耶和华面前常

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当中“常常”、“从

晚上到早晨”、“常收拾”表达了恒常点灯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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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神的同在（利 24:1-4） 

会幕是神与以色列民相遇的地方，是神同在的

象征。神吩咐以色列民在旷野建造会幕，以便

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并引导他们。会幕里放

置着约柜、金灯台、香坛等神圣的器皿，代表

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会幕也是神与人之间交

通的媒介，以色列民可以透过献祭和祷告，来

到神面前。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代表会幕，常与

我们同在。 

 

圣油：神话语的光照（利 24:1-4） 

1. 圣油是用橄榄油和香料制成的，用于点燃

金灯台，使会幕里充满光明。 

2. 圣油象征神的话，是照亮我们生命的光。

神的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帮助

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使我们的心灵得到

安慰和鼓励。 

3. 圣油燃烧，象征神的话不断照亮我们的心

灵，使我们可以活在光明中。圣油也提醒

我们，要常常亲近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灯光。 

4. 回应补充：有油便有光。光是神同在的象

征。也有学者认为油代表圣灵。 

5. 思考：以色列民作为神的一盏明灯，为要

照亮外邦人。今天的教会又当如何担起同

样的职责？ 

 

圣饼：神同在的生命（利 24:5-9） 

1. 圣饼（陈设饼）是用细面粉和油烤制而成

的，放在金香坛上，代表着神赐给我们生

命的粮。 

2. 圣饼象征着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可

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圣饼的摆放，象

征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圣饼也提醒我

们，要常常亲近耶稣基督。 

3. 回应补充：圣饼共有 12 个，代表 12 支

派，也代表全体圣民。 

 

圣名：对神的敬畏与尊重（利 24:10-16） 

圣名是指神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利 24

章记载了一个亵渎神名的人被处死的事件，提

醒以色列民要敬畏神和尊重他的名字。 

圣名代表着神的威严和权柄，我们要以敬畏的

心来对待神的名字。我们要避免使用神的名字

来咒诅或起誓，也要避免在不敬畏的情况下使

用神的名字。 

 

辨别神的心意（利 24:17-22） 

1. 经文：“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

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

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

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

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

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2. 解说：此处介绍了“对等实质报复法”，即

刑罚必须与罪相符。为防止私下报仇，也

为公公正正地执行神的审判。 

 

总结 

利 24 章所记载的圣油、圣饼和圣名，都是神同

在的象征。圣油象征着神的话语的光照；圣饼

象征着神同在的生命；圣名象征着对神的敬畏

与尊重。这些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是

我们的光明、生命和力量。 

 

补充：记述亵渎圣名与处分之间的插段 

利 24 章最后一段的记述很特别。10-16 节先是

记述一个人亵渎神的圣名，到 23 节才讲到对他

的处分，插段在中间的 17-22 节是介绍对等实质

报复法。这样的铺陈，作用是强调“对等刑

罚”。 

 

思考 

我们真的尊神的名为大吗？ 

 

 

第 11 讲：安息年、禧年与救赎（利 25 章） 

 

引言 

利 25 章提到安息年、禧年与救赎，内含非常前

卫，也看到上帝是非常怜悯弱者的神。 

 

安息年（利 25:1-7、18-22） 

1. 简介：“安息”的意思是“休”，即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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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现代人来说实在是一大挑战。安息年

不但人要休息，土地也要休息。七年一次

的安息年，精神也源于创世记神对安息日

的设立。 

2. 意义：不可在田里收割工作、土地、牲畜

休息、私债豁免、卖隶自由、读经大会

（申 31:9-13） 

3. 特点：安息年是每七年举行一次的节期，

在这一年里，以色列人要让土地休耕，不

可耕种或收割。安息年的目的是让土地得

到休息，并恢复肥力。安息年也提醒以色

列人要信靠神，因为即使他们不耕种，神

仍然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安息年的设立，

体现了神对土地和人的关爱。土地需要休

息，才能保持肥力，持续生产。人也需要

休息，才能恢复体力，更好地工作和生

活。安息年提醒我们，要信靠神，即使我

们不工作，神仍然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4. 回应：代下 36:21 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

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

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其实利 26:34-

35、43 也谈及以色利人因违命被赶离迦南

地后，地也会得到真正的安息。凭这经

文，使人怀疑以色利民可能一直没有完全

落实施行安息年的规定。 

5. 应用：我们真爱土地吗？在一些农村可见

滥用土地的情况（到处扔垃圾、人在路旁

垃圾地种果树等） 

 

禧年回归（利 25:8-17、23-24） 

1. 简介：禧年是安息年的扩大（七个七年就

是禧年）。安息的精义是“休”；禧年的精

义是“归”，让所有财产、房产及人，归回

人本情况。 

2. 意义：悔改（利 25:9）、释放（利 25:10、

13）、休息（利 25:11-12）、归回（利 25:13-

17）。 

3. 特点：禧年是每五十年举行一次的节期，

在这一年里，以色列人要释放所有奴隶，

归还所有土地给原来的主人。禧年的目的

是恢复社会的公平，并提醒以色列人他们

是神的子民，不应该被奴役。 

4. 禧年的设立，体现了神对公平和自由的追

求。禧年释放奴隶，归还土地，使社会更

加公正平等。禧年也提醒我们，我们是神

的子民，不应该被奴役。我们要追求自由

和公正，并为他人争取自由和公正。 

5. 回应：背后的前设是“全地都属神”，迦南

地也属神。全民都属耶和华，不可长久以

另一人为奴；要视其他人（尤其是弱势社

群）与自己平等。若能做到，有助减少贫

富悬殊，促进社会公平。 

 

救赎（利 25:25-55） 

1. 简介：实践“爱人如己”的吩咐；至亲买

赎利 25:35-55 提到保护弱势的亲属。 

2. 意义：赎地（利 25:25-28）、赎房（利

25:29-34）、穷人买赎（利 25:35-55）、破产

欠债（利 25:35-38）、以色列奴隶（利

25:39-46）、外邦奴隶（利 25:47-55）。 

3. 至亲买赎指如果以色列人因为贫困而卖身

为奴，他们的至亲可以将他们赎回来。至

亲买赎的目的是保护以色列人，不让他们

永远成为奴隶。至亲买赎的设立，体现了

神对人的爱和怜悯。至亲买赎保护以色列

人，不让他们永远成为奴隶。至亲买赎也

提醒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总结 

利 25 章所记载的安息年、禧年与救赎，都是神

恩典的体现。 

属灵上，安息年提醒我们要信靠神，禧年提醒

我们要追求公平和自由，至亲买赎提醒我们要

爱人如己。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美好

的社会，并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经济上，安息年让土地休耕，促进土地永续利

用，减少贫富差距；禧年释放奴隶，归还土

地，促进社会公平，防止土地兼并；至亲买赎

是“至亲可以赎回被卖为奴的亲人，能保护弱

势群体，防止人口贩卖。 

 

回应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实现禧年，叫被掳的得释

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

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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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1. 促进土地永续利用：安息年让土地休耕，

可以恢复土地肥力，防止土地沙漠化，促

进土地永续利用。 

2. 减少贫富差距：安息年让所有以色列人，

包括贫困者，都可以获得食物，减少贫富

差距。 

3. 促进社会公平：禧年释放奴隶，归还土

地，防止土地兼并，维护社会稳定。 

4. 保护弱势群体：至亲买赎制度保护弱势群

体，防止人口贩卖，维护社会秩序。 

5. 提醒以色列人信靠神：安息年和禧年提醒

以色列人信靠神，因为即使他们不工作，

神仍然会供应他们的需要。 

6. 提醒以色列人爱人如己：至亲买赎制度提

醒以色列人爱人如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7. 安息年、禧年和至亲买赎制度是神赐给以

色列人的恩典，它们促进了社会公平，保

护了弱势群体，提醒以色列人信靠神和爱

人如己。这些制度对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的社会治理提

供了宝贵的借鉴。能实践安息年，禧年，

买赎至亲，关键在于信靠神会供应所需，

自己不会因这三项受亏损；内心也会因信

靠神而享真正安息。 

 

思考题 

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信靠神而乐意施恩与人

吗？ 

 

 

第 12 讲：四方责任（利 26-27 章） 

 

引言 

利 26-27 章是全书总结，谈到以色列民要得神所

赐的福，就要履行四方责任：听主命令、接受

管教、信靠他约、遵守承诺。这两章经文充分

反映“申命记神学”──守诫命得福，违命遭

罚的观念。 

利 26-27 章中是福祸的应许及附篇，其中有共找

到 32 个“若”字，表达出分段。利 26 章中的

三个“若”字是分段的所在。3 个“若”字分别

在 3、14、40 节（见吕振中译本“他们若承认

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

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听主命令（利 26:1-13） 

1. 理由有四：他是立约的上帝（1 节）；他曾

拯救离埃及（2 上）；他住营中与同在（2

下）；他应许收成、平安（3-13 节）。 

2. 意义：听主命令是指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的

命令，遵行他的律法。神应许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他就会赐福给他

们，使他们在地上昌盛繁荣，经历神的恩

典和祝福。 

 

接受管教（利 26:14-39） 

1. 六个管教阶段：惊惶（16-17 节）、断绝雨

水（18-20 节）、野兽杀害（21-22 节）、

战争（23-26 节）、饥荒（27-31 节）、赶

出土地（32-39 节） 

2. 意义：接受管教是指以色列人要接受神的

管教，即使他们犯罪悖逆，神仍然会管教

他们，使他们回转归向他。神应许以色列

人，如果他们接受他的管教，他就会赦免

他们的罪，使他们重新得着他的恩典。接

受神的管教，是悔改的必要过程。当我们

犯罪悖逆，神会藉各种方式管教我们，提

醒我们回转。神的管教虽然会带来痛苦，

但他是出于爱和怜悯，目的要帮助我们悔

改，重新得着他的恩典。 

3. 回应：来 12:5-13（特別是來 2:9-10）提到

神是因着爱而管教（神就是爱，其实非常

不愿意子民受罚）。 

 

信靠他约（利 26:40-45） 

意义：神给应许。信靠他约指以色列人要信靠

神的约，即使他们遭遇患难，神仍然会信守他

的约，拯救他们脱离困境、与他们同在，永远

不撇弃他们。信靠神的约，是得胜的根基。神

与我们立约，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拯救我

们脱离困境。当我们遭遇患难，感到软弱无

助，要信靠神，相信他会信守他的承诺，帮助

我们渡过难关（利 26:40；王上 8:33-34；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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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约壹 1:9）。新约更提到有圣灵的印记在我

们身上。神的恩约怜悯并无废去。 

 

附篇：约民当有的责任（利 27:1-34） 

这里是总结，提到遵守承诺。 

遵守承诺是指以色列人要遵守他们对神的承

诺，包括奉献祭物、遵守节期和律法等。神应

许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遵守他们的承诺，他就

会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在地上蒙福。 

遵守承诺，是蒙福的表现。当我们向神许下承

诺，就应该尽力遵守，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敬

畏和感恩的表现。遵守承诺也是蒙福的途径，

因为神喜悦那些信守承诺的人，并会赐福给他

们。 

 

分段 

1. 可以赎回的东西（1-25 节）：人（1-8 节）、

牲畜（9-13 节）、物业（14-25 节）。 

2. 不可赎回的东西（26-34 节）：头生（26-27

节）、永献（28-29 节）、十一奉献（30-34

节）。 

 

总结 

利 26-27 章所记载的四方责任，是神与以色列人

立约的基础。 

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命令，接受神的管教，信

靠神的约，遵守他们的承诺，才能蒙受神的祝

福，在地上昌盛繁荣。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

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顺服神，接受神管教，信

靠神应许，履行我们的承诺，才能在神面前蒙

福，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 

 

回应 

利 26:40-45 强调神的怜悯和饶恕。虽说守诫命

得福，违命遭罚，但神不只是按这个“规条”

粗暴式地机械式地操作；当子民真的不守诫命

犯罪，他还是多方劝阻才施罚（被掳巴比伦）；

而且施罚管教之后，还是会再施恩（子民回

归）。神渴望他的子民因体会他的大爱，以守他

的命令来回应我们对他的爱。 

 

 

第 13 讲：利未记与我们（总结篇） 

 

引言 

利未记的目的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敬拜神，

如何与神建立圣洁的关系，以及如何过圣洁生

活。 

 

利未记的分段 

1. 祭祀制度（利 1-7 章）：前半部分主要讲祭

祀制度，包括献祭的种类、方式和意义。

祭祀制度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础，也

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重要方式。这处记述

了五祭，并祭司的规矩。 

2. 洁净条例（利 11-15 章）：中间部分主要讲

洁净条例，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各种规定，

包括生产和食物。洁净条例的目的是要帮

以色列人保持身体和灵魂洁净，以便亲近

神。 

3. 道德律法（利 16-18 章）：后半部分主要讲

道德律法，包括爱神、爱人、公义、正直

和圣洁的各种规定。道德律法是神对以色

列人的道德要求，也是神对所有人类的道

德要求。 

 

利未记的主题教导 

1. 敬拜神：利未记教导我们如何敬拜神，包

括献祭、祷告、赞美和敬拜。我们要效法

以色列人，以敬畏和感恩的心敬拜神。 

2. 圣洁的生活：利未记教导神子民怎样活出

圣洁的生活，包括远离罪恶、追求公义和

正直。利未记中的道德要求是神对全人类

的要求。而活出圣洁更是教会的责任。教

会不圣洁，基督徒生命没有见证，不能将

未信的人带到神面前，神也得不到荣耀。 

3. 爱神爱人：利未记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

无论是节期纪念或行为规例，总意要提醒

我们的身分并要爱人如己。包括爱我们的

邻舍和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效法基督，以

爱和怜悯待人，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4. 认识神是不可轻慢的：亚伦两个儿子献上

凡火，就死在神面前。神的严厉提醒我

们，要亲近神时，也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和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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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的节制：利未记提到食物方面的条

例，提醒我们反思自己对待身体可有节

制。洁净条例也提醒我们反思自己对性的

态度，是否受到俗世潮流影响。节制与圣

洁息息相关。基督徒若能控制自己的身

体，就是成熟的表现。 

 

利未记具体生活实践 

1. 敬拜神：要以全然顺服的心去敬拜。敬拜

者要关注自己对神的心多于技巧才艺。 

2. 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是圣洁的基础，包括

身体和灵魂的洁净。我们要远离不洁净的

事物（物质及思维方面），并在神面前认罪

悔改。 

3. 远离罪恶：包括各种形式的罪恶，如奸

淫、偷盗、说谎和拜偶像。我们要遵守神

的律法，远离一切不道德的行为。 

4. 追求公义：包括在生活中做正直的事，说

正直的话，并为公义而战。 

5. 爱神爱人：包括爱邻舍和仇敌。我们可以

效法基督，以爱和怜悯待人，并为他人做

善事。 

6. 遵守安息日：包括在安息日停止工作，并

专心敬拜神。 

7. 遵守节期：古以色列人要遵守节期，包括

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我们可以效法

以色列人，在节期中庆祝神的作为，并以

各种方式敬拜神。 

8. 奉献十分之一：将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

神。我们可以效法以色列人，以感恩的心

奉献给神，并支持神的圣工。 

9. 关心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帮助穷人、照

顾孤儿寡妇和公平对待外国人。我们可以

效法以色列人，以爱心和怜悯对待穷人和

弱势群体，并为他们做善事。 

10. 追求圣洁：在生活中不断追求圣洁，并效

法基督的榜样。 

 

思想 

这次研读利未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自己

的灵命有何进益？ 

 

 

第 14 讲：利未记与他们（总结篇） 

 

嘉宾主持：伊平、小风、劝慰子：利未记是圣

洁之书。 

 

重温利未记题目 

1. 利未记的主旨是什么？能以四个字来表达

吗？ 

2. 利未记的结构有何特色？请为利未记简单

分段，并说说每段的大意。 

3. 请说出七节五祭，分别指些什么？ 

4. 请简述赎罪日是一个怎样的日子？ 

5. 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在禧年的时候要怎样

做？ 

6. “从利未记可以看出神是眷顾贫穷人的

神。”请说出三项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恩

待贫穷人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