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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卷三)(七十三至八十九)默想】主要的話──復興 

 
題示：請讀七十三至八十九篇。每篇詩起碼要讀兩遍。這卷詩篇主要由亞薩所寫，與利未記相似，論及會幕和神的聖潔，

其中許多詩篇提到聖殿和神的王位，因為神是全能的，我們可以求祂拯救我們；因為祂是聖潔的，所以要讚美祂；

祂的完全聖潔，配得我們的敬拜和尊崇。這卷的許多詩篇與利未記相對照符合，因同樣論及了人與聖所之關係(七

三～八三篇)，以及神與聖所之關係(八四～八九篇)。 

 

8 月 7日 

 

讀經 第 73篇 第 74篇 

中心思想 清心的人 聖所被毀時的禱告 

主要的話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求你顧念所立的約 

 

鑰節：【詩七十三 1】「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默想：神真是良善，祂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縱使益處不是如你所想像的，仍能憑信心認定神的作為全

然純粹是賜福的，祂的道上充滿光亮。有人在失望的邊緣，卻因信心抓住神，仰賴祂的良善，這樣就能榮耀神。 

我們的信心有時也會如詩人所說的經受打擊，因為看到世人的情形；惡人興盛，而屬神的人反受欺壓；文士與法利賽人

吞去寡婦的房屋，欺淩無助者，但是誠實人忠勤工作，反不受重視。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充滿矛盾、困惑以及無可解決

的問題。但是在這一切的事上，神的兒女必須勇於承認神的恩慈。你不感到嗎？然而理智、經文、經驗都使你接受。問題

是我們從錯誤的角度來看這些事。詩人看這些事心中感到痛楚，於是他走進聖所，立時就明白了。不要將世界當做宇宙的

中心，中心是在日頭。我們不可從環境看神，卻要從神看環境。常與神同在，於是奧秘就顯明了，苦難的問題就解決了。

最要緊的，要有清潔的心，目的純一，那時即使有苦難，也必知道對心靈有益。──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天路歷程充滿挑戰，基督徒難免「幾乎失閃，險些滑跌」(2)，但你若在神面前保持清心，必蒙神恩待，接受

神的光照與啟示，就不致滑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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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篇詩是亞薩的詩，為卷三之始。利未記為摩西五經中第三卷。。卷三共有十七篇，首十一篇都是亞薩的詩。亞薩

是大衛王設立在耶和華殿中謳歌者其中的一位領袖（代上六 39），與耶杜頓負責帶領詩班（代上上十六 4-6）。他不單會

作樂，又會作詩．也是一位先見（歷代志下二十九篇三十節）。「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以說是是全詩的

結論。在這首詩中，亞薩說當他看那些人的亨通、發達，義人受苦，他險些滑跌。面對面把他的困惑，他來到 神的面前

向神傾訴，透過與神交通，他的眼光被開啟，對問題有新的理解。他知道惡人得勢不過是暫時的，他們最終的結局乃是沉

淪。當他大徹大悟後，他深感自己的無知和愚蠢，並轉念以愛慕 神和領受神那直到永遠的福分，於是他見證說：「除祢

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25) 

 

鑰節：【詩七十四 20】「求你顧念所立的約，因為地上黑暗之處，都滿了強暴的居所。」 

 

默想： 這是多麼奇妙的升高。這裡有一個破碎的心，將哀傷傾注在神耳中，特別有關聖所與聖城的事。仇敵們闖入聖所

的高處，以利斧破碎美麗的雕刻。他們好似砍木伐林一般。我們不見我們的標幟，不再有先知。我們內中也沒有人知道這

災禍要到幾時呢？ 

擔當在這一切之中，祈求者向神發出逼切的呼求，求神紀念所立的約，就是幾百年前與亞伯拉罕與他後裔所立的。這是

直接向神的心所祈求的。神不能背乎祂自己。 

這是一種祈禱的態度，在與神親近的時候緊抓著祂。當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說明，任何辯論也不能解釋，甚至答案也遲遲

不至，情況十分無望。那是該轉向神說：「你不會背約，你已經起了誓，必會信守。求你照所應許的成就。」 

聖約的事在希伯來書八篇有解釋。加拉太書三篇十四節也說明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有三個層面。在每一次試煉之中，卻祈

求什麼福分之時，或聽到仇敵的風聲時，我們總要轉向神。對神說：求你顧念所立的約，這約是以耶穌為中保，以祂的血

來立定。──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你禱告是否是站在神的信實中，求神按祂的應許而成就呢？ 

 

背景：本篇是亞薩的誨訓詩。訓悔詩（maskil）是意譯，即含有教訓指導的詩。這篇禱告讀來令人鼻酸，從詩的內容看，

本篇與詩篇七十九篇相仿，都提到耶路撒冷被仇敵毀壞，其中所提到應許之地遭蹂躪，聖殿淪為廢墟，百姓被擄至巴比

倫，神的名字大受侮辱（詩七十四 10，18，22），詩人因此發出這篇哀痛的禱告。讓我們特別留意，詩人是如何向神禱告

的：1. 求祢記念祢的會眾（2）， 2. 求祢舉步去看（3），3. 求祢顧念所立的約（20），和 4. 求祢起來為自己

（22），因為他看到：1. 神的王權(12-17)，2. 神的拯救(12)，3. 神的慈愛(19)，和 4. 神的信實(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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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日 

 

讀經 第 75篇 第 76篇 

中心思想 宣告神要施行審判 誇勝的凱歌 

主要的話 惟有神斷定 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榮美 

 

鑰節：【詩七十五 7】「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默想：這首詩篇使人心靈高升。惡人興盛（四節），然而興盛的是神所提拔的，不是從東從西，而是從上面。惟有神斷定

人的命運，惡人的角終究剪除，義人才可以升高，神斷定他們，祂有安排。 

你今天憂翳嗎？仰望神，求祂使你升高，與復活榮耀的主相交，主的升天成為我們生命的寫照。你還在低處嗎？要有鴿

子的翅膀，使你飛到方舟，接你進去。你是否在死蔭的幽谷？求神使基督復活的大能在你身上。那大能不僅使主復活，而

且升入高天之上，遠超一切執政掌權的，坐在神的右邊。 

在現世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在職務上升遷，也都是神的工作，祂的恩賜。我們被祂高升，在教會中作管家，經管巨額

的財富，有重要的事奉，極大的影響，這些都不是人力所及導致的，完全是父神的賜予。你對祂的忠信，不必怕失去。祂

將你放在一個地位上，為要事先祂的計畫。若不是從上面賜下的，就得不著什麼。但是如果你領受了，就要榮耀祂。──

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不要懷疑神的時間表和神的智慧，祂斷定的事，必定在祂預定的時刻成就。 

 

背景：本篇的詩題「亞薩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有些解經家認為詩篇七十四與七十五兩篇詩是相連的。因為

詩篇七十四篇是哀訴，七十五篇是稱頌。七十四篇詩人痛苦地看著聖地、家園被毀，惡人高舉其角自誇；七十五篇詩人宣告

神在所定的日子必然興起、施行審判（詩七十五 2，8）。 

 

鑰節：【詩七十六 10】「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怒，你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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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這是詩人觀察以色列仇敵的結局而下的定論。他看見成群的軍兵在西拿基立的指揮下來圍困神的城。但他們都昏

昏入睡，全無力量，好似大能者從他們取走打仗的武器。人的忿怒只能達到一個限度，以後神的能力卻顯露出來，於是祂

安靜地要更顯出祂的大能來。 

法老對以色列人的忿怒，反而更顯露神大能的膀臂。希律捉了彼得要殺頭，結果彼得蒙拯救，希律暴卒而亡。大祭司逼

害早期的教會，教會更加興旺。魔鬼要害基督，基督比他有能力，反而使主榮耀的華美更加彰顯。人的陷害更使神的恩典

與慈愛表現。最後當永恆的時限臨到，魔鬼的權勢完全損壞，有鐵鍊捆鎖，被仍在無底的坑中。 

疲乏的心靈啊，在你生命中被許可遭遇的事，最後必有神的稱讚與榮耀。你只要住在祂裡面，靠著主的恩典，英勇地受

苦。何況苦難是有限度的，神是信實的，必不會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我們所能受的，當我們學會功課，完成了神的旨意，

必得著生命的冠冕。仇敵無法再倡狂，他們的掠物是我們的，我們有十足的榮耀。──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在人看來不好的事情，有時反而成為我們的祝福，因為「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 28） 

 

背景：本篇的詩題「亞薩的詩歌，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這是一篇讚美神為選民大敗敵軍的勝利之後的凱歌。本篇可

能是紀念希西家王時，亞述王攻打猶大的事。那時神因為希西家王的禱告，使仇敵退去（以賽亞書卅六至卅七篇）。亞薩

的禱告幫助我們渴慕神的同在 (2)和認識神的全能和可畏 (7，11-12)。 

 

8 月 9日 

 

讀經 第 77篇 第 78篇 

中心思想 夜間不住的禱告 從歷史中學教訓 

主要的話 你的道…，你的路…，你的腳蹤… 他們再三試探神 

 

鑰節：【詩七十七 19】「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默想： 神的威嚴與溫和有極大的對比，在這裡我們先看神的威嚴。神步過深海，猶如人在小溪中涉水而行；深不可測的

大西洋，對祂來說，也只像溪澗一般。但是溪流也可遮去腳蹤，何況海洋豈不更藏去神的足印嗎？祂偉大而奇妙的奧秘，

真是無法測透，我們也不能明白祂的理由。祂行徑在歷代中，祂的腳蹤我們又怎能尋覓呢？祂的領域實在太深廣，無法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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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祂，我們不必懼怕。這位全能的神有牧人恩慈的心，祂引導祂的 好似羊群一般。祂不追趕，卻把無力的羊羔抱在

祂懷抱之中，也溫和地引領著幼小的！祂是猶大的獅子，也是伯利恒的羔羊。祂是君王救主，卻也是被擊打的牧者。 

不但如此，神更藉著人的手帶領我們。你可能未曾認識祂，若你的眼睛得開，你就會看見母親領著孩童那溫柔的手，朋

友握緊的手，少女幼嫩顫動的手指，以及幼兒的小手，背後都有神的帶領。有多少的手曾塑造我們的人生！但是這些都是

偉大的神安排帶領的，是我們經過深水，回到羊圈裡來。──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你若常常思想祂的恩典和拯救，就能從疑惑、痛苦、失眠、煩躁中的境況中得到釋放。 

 

背景：本篇的詩題「亞薩的詩，照耶杜頓的作法，交與伶長。」在本篇中，詩人可能為國家的患難而憂心如焚，於是通宵

禱告、舉手禱告(1-2) 。但他因記念神的奇事，默念祂的作為，數算祂的恩典，就消除了一切的懷疑、懼怕，從極度的悲

傷變成讚美，失望變為盼望。 

 

鑰節：【詩七十八 19】「並且妄論神說：“神在曠野豈能擺設筵席嗎？」 

 

默想：哦！這是一個致命傷的問題。它使以色列摒棄在應許地之外，對你也可能有極大的影響。以色列人看見神奇妙的作

為——在海中行走，在夜晚有亮光，在磐石中流出水來。但是我們仍舊懷疑神的能力，他們要糧食，神在曠野為他們設擺

筵席。他們以為神恩惠的安排不夠完全，開始了卻沒有成就，成就許多，卻不是全部。 

我們也有犯同樣錯誤的危險。雖然在我們背後有十字架的恩典，復活升天的神跡，祂在我們早年的看顧，及在以後的恩

惠與慈愛，但是我們還質問說：神能否？神能保守我脫離纏累我們的罪嗎？神會為我的兒女供給衣食嗎？神能使我脫去可

怕的網羅，不知陷在其中嗎？我們看見困難，感到自己無能，我們看著高漲的浪花，被鬼附著的孩童，我們說，如果你

能，求你幫助我們！ 

不！不！對神來說，根本沒有「如果」。我們不可限制全能者，那是因為不信，我們的說法不對，「神能否？」應該說

「如果我信……」，不要說「你若能，就願意……」，只要說「你若願意，你也能夠……」，神凡事都能，祂既拯救了

我，怎會放棄祂手的工作？從往昔看現今與將來，信心從以往的日子看起！──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神是在歷史中作工的神。在你的個人歷史中，祂曾為你擺設筵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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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篇是亞薩的訓誨詩。此篇緊接七十七篇末節中的話並根據歷史中的事實，證明其中所說神怎樣“引導”他的百

姓。本篇的篇幅很長，是「亞薩篇」中的第七篇，也是「歷史篇」的第一篇。詩人透過複述神對以色列人的恩典與管教的

歷史，藉此教導幾方面重要的信息，就是：(1) 家長要教導兒女認識神；(2) 忘記了神的誡命就必遭受失敗；(3) 不信的

心及不順從是神神眼中的兩大罪惡；(4) 神的忿怒是可怕的；(5) 人雖忘記神，神卻不忘記人；(6) 疑惑的心是從悖逆神

而來的；(7) 不信神乃是試探神。 

 

8 月 10日 

 

讀經 第 79篇 第 80篇 

中心思想 為耶路撒冷被毀的禱告 求神復興以色列的禱告 

主要的話 耶和華啊，這到幾時呢？ 我是投靠耶和華 
 

鑰節：【詩七十九 5】「耶和華啊，這到幾時呢？你要動怒到永遠嗎？你的憤恨要如火焚燒嗎？」 

 

默想： 我們也會像以色列人一樣的問，因為神的作為有時似乎很難解釋。我們不明白為什麼烏雲密佈那麼長久，為什麼

苦難的壓力年復一年地下去？我呼喊說：耶和華啊，這到幾時呢？我們沒有忍耐。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對神那麼焦急，恐怕

這樣會阻礙了祂在你人生中最佳美的工作。 

這個比喻曾幫助我，也能幫助你安靜忍耐地等候：——一塊條打成馬蹄鐵就增值一倍，若打成細針增值七十倍，打成刀

片，增值六百五十倍，假如打成鐘錶的法條，就增值到五萬倍。這是怎樣的鍛煉！越經捶打火燒，價值越大。 

對以色列人是這樣，對其他民族也複如此，必須經過試煉，才會對人有所貢獻，有極高之價值。 

我們也必須多受苦楚，才能結出更多果子。經過苦難，神從我們身上得著榮耀，也成為別人的祝福。有一天我們會從苦

難中出來，而有滿足的感覺。我們偉大的父呀，我們願意成為泉源，但我們有時忘記了，竟然問說：幾時呢？求你不要聽

我們的呼求！ ──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詩人乃是基於神的名、神的慈愛、神的榮耀向神禱告，你禱告的內容和基礎什麼呢？ 

 

背景：詩篇七十九篇是亞薩的詩。本篇與七十四篇相似，都是為耶路撒冷遭難而禱告。詩篇第七四篇主要地是描述耶城被

毀後的悲傷，但是詩篇第七九篇的主旨是側重在說明人民受到的逼迫和毀滅。注意本篇中用了多少個“祢”字，因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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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神的名、神的慈愛、神的榮耀。詩人禱告的內容和基礎是：（一）祂「聖民」的痛苦與艱難（詩七十九

2），（二）祂的「慈悲」（詩七十九 8）與榮耀（詩七十九 9），（三）祂的名不被外邦人褻瀆、嗤笑（詩七十九 4，

10）。猶太人為了紀念耶路撒冷兩次被毀，常誦念這兩篇詩。 

 

鑰節：【詩八十 3】「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默想：在這首詩篇中，曾有三次這樣的呼求，每次都附加上一重意思，求神賜以復興。 

主對彼得說：當你回轉的時候，要堅固你的弟兄，彼得不知道主自己使他回轉。他終於否認主，背向著祂。但是主卻轉

向他，注目看他。從主口中說出重要的話，在園中、在湖邊。現在彼得回轉過來，面向著主，就有榮光，他就蒙受主的恩

惠。 

我們的重生只有一次，但是需要多次回轉。新生命只一次而永遠地生根建造，這是永遠的，不可磨滅的。從上面生的就

是神的兒女，在神的大能之下。但是他們仍會失敗，在禁止的路上偏行，完全背道而馳。有的時候我們追求的心不夠，讀

經沒有興趣，生命被罪所纏累，我們就十分悲哀，歎息自己的愚蠢與無能：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你是耶和華我們的

神。那呼召我們的神必使我們回轉；祂重生我們，也必使我們更新。祂現已受死使我們與神和好，也必以生救贖我們。在

極端黑暗死寂之中，我們像以法蓮的呼求：「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神。」（耶利米書三十一篇

十八節）──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信主後，仍必須不斷地悔改──從悖逆中回轉，從自以為是中回轉，從自義中回轉，從自憐中回轉，從不信的

惡心裡回轉，從硬著頸項裡回轉…。 

 

背景：本篇的詩題「亞薩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詩人在七十九篇中述說當日耶路撒冷被毀的苦楚，而在

這篇禱告中，求神彰顯大能，復興以色列，使選民由苦境中回轉。這篇詩篇中以『使我們回轉』分作三段。其中詩人一共

用了四次『回轉』，三次是求神『使我們回轉』(3，7，19)，一次是『求神回轉』(14)。三次求神『使我們回轉』，看來

似乎一樣；其實『使我們回轉』對神都有不同的稱呼：（一）「神阿」（3），希伯來文是 Elohim。（二）「萬軍之神

阿！」（7），希伯來文是 Elohim Sebaoth。（ 三）「耶和華萬軍之神阿！」（19），Yahweh, Elohim Sebaoth。從簡單

的稱呼到三個名字疊在一起使用，為了強調我們的神是「永存不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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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日 

 

讀經 第 81篇 第 82篇 第 83篇 

中心思想 向神歡呼 求神審判世界的禱告 呼求救助的禱告 

主要的話 我搭救……應允……試驗 神啊，求你起來審判世界 神啊，求你不要靜默 

 

鑰節：【詩八十一 7】「你在急難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隱密處應允你，在米利巴水那裡試驗你。細拉」 

 

默想： 出埃及的經驗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是少有的。以色列人在磚窯及積貨城建築，他們向神哀求，痛苦流涕，無限淒

慘。他們站在紅海的狂濤中，埃及追兵節節迫近，他們更急切地求助，就在那裡，將呼求上達於神。民族是在危難之中，

他們只有全新祈求。在苦難的日子應該呼求神，神必應允。 

神的回應常在雷的隱秘處。在雲層中，神的聲音好似雷轟，響徹紅海的狂潮上。有數首詩歌都以雷聲來描述當夜走過

紅海的情形。以色列人前進好似滾動的雷聲。天上的炮聲震動外族認的心靈，但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也是父神向祂的孩

子——與祂立約的百姓傳達信息。 

神應允我們的禱告也好似在空中震動的巨雷，在公義中顯示那可畏的事，祂正答覆我們。耶穌求父榮耀祂的名，答案

來了：「我已經……我還要……」祂明白，但對旁觀的人只像雷聲。在雷聲中孩童聽到天父的聲音，在火焰的神秘情形

中，讀到父的字跡。在西乃山下，百姓在雷轟之中戰抖。摩西在雷聲中與父神交往。在愛中沒有懼怕，完全的愛除去懼

怕。──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何等寶貝，神對待你正如對待以色列人一樣──「你……呼求，我搭救……應允……試驗。」(7) 

 

背景：本篇詩是亞薩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解經家同意這是一篇過節時所唱的詩（3），但在哪一個節日採用則

未有定見。本篇開始有讚美的話，結束時有許多警戒的話語──1. 不可有別神  (9) ；2. 不可向外邦的神下拜 (9) ；3. 

行神的道(13)。 

 

鑰節：【詩八十二 8】「神啊，求你起來審判世界，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 

 



9 

 

默想：這篇詩描述的神是審判者，在世上施行公正的秩序。社會中司法者通常受人尊敬，而他們應秉公正行事，不可偏差

與徇私，必須公平。可惜有人濫用職權不忠職守，所以詩人只有轉向全能者，祂有一日必審判世界，因為祂要得萬邦為

業。 

基督是首生的，也是獨生的。祂必承受萬有為業，因為萬有都是為祂造的。祂是後嗣，道成肉身來到這世界承受產業，

但是祂的繼承權被否認了。祂被仍出葡萄園之外遭殺害，但祂的要求並不因此廢除，仍舊有效。現在祂以外邦人為產業，

一個個民族成為祂的所有，海島的君王也帶來貢物，示巴與示沙巴的王都獻禮物。 

宣教工作應認清每一個族都是主的產業，祂必贖回，因為祂的寶貝就在其中。我們也在這些產業上有份。照著神的計畫

而行並不困難，神的計畫永不會是人不能明白或不能實行的。所以我們該明白神的心意看，並毫不猶豫地去實行出來。─

─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你尊重神的權柄和地上的權柄嗎？你為一切在上，有權柄的人(教會中及國家)禱告、祝福嗎？ 

 

背景：本篇是亞薩的詩歌。詩人求神親自來審判世界，因全地都屬祂的。馬丁路德論此篇曾說：「世上每一位掌權者和審

判官，應該把這篇禱告貼在他的牆上，這樣便可以提醒他自己的地位是何等神聖，自己的職責是何等重大。他們所享的職

權，一面是服事神，一面利於人。」第 1，6節的『諸神』，『神』所指的都是『審判官』。 

 

鑰節：【八十三 1】「神啊，求你不要靜默；神啊，求你不要閉口，也不要不作聲。」 

 

默想： 神要打破那靜默的場合，只要祂說一句話！我們只想聽見祂的聲音——深得好似泉水的聲音，柔得成為愛的呼

喊，只知道祂在那裡，我們一切所信的都是真實的。知道祂滿足和喜悅，我們的困惑最後都解決了！有時在日常中聽見神

權能的言語，我們為祂的緘默、祂的不開口，甚至發出怨言。求你不要靜默，恐怕我會嚇到陰間去。 

其實神沒有保持緘默，「道」已經顯露出來了。在主裡那永恆的靜默已經打破。如果我們安靜下來，耳朵得以潔淨，又

用油與血膏抹；在心中沉靜，必能聽見祂說話。永恆的聲音必然臨到，地上的一切都不足以攪擾，全在你完全控制之中。 

神不再靜默，但祂的聲音不在滾滾的激流，不在積雪的山峰，不在翻騰的波濤，而在心靈之中——雖隔絕在病房，或在

陌生的人群中，渴求著神柔和的聲音。祂打破緘默：「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的神如此說。」「是我，不要怕！」聽

見神的聲音並不困難，因為主是神的道，在神的安排下顯現。但是我們的心必須安靜，才可聽到。──邁爾《珍貴的片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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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神向他的兒女靜默不言是有祂目的，但你卻要不住地向祂呼求，讓祂介入你的危機吧! 

 

背景：本篇是亞薩的詩歌。此篇的時間雖不能確定，但若觀察以色列人的歷史與本篇相符合的光景，可能是指摩押人，亞

捫人來攻擊約沙法王的時候（代下第 20章）。詩篇中詩人將以色列人歷來的仇敵都數點出來。本篇最重要的一節是第 18

節，正如詩人在此的禱告，他不是做軍力評估，也不只是為了消滅仇敵，而是『使他們知道，惟獨你名為耶和華的，是全

地以上的至高者』。 

 

8 月 12日 

 

讀經 第 84篇 第 85 篇 

中心思想 蒙福的人 懇求慈愛的禱告 

主要的話 便為有福 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 

 

鑰節：【詩八十四 11】「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

人。」 

 

默想： 神怎樣供應我們的需要！在黑暗中祂是日頭，在炎熱中祂是盾牌；在地上的旅程中祂賜恩惠，在天上的早晨破曉

時祂賜榮耀。我們在人生任何不同的環境中都需要祂，隨時都能得著祂的幫助。詩人說得好，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

行動正直的人。在需要的時候，總能從神得著特殊的幫助。 

日頭是光與生命的來源。祂將陽光照在宮殿與茅舍、高山與低谷，並無偏見。祂的光芒傾倒下來，我們盡可站在陽光之

下，或開門迎入。親愛的心靈啊，神一直光照著，你要出來，在祂無盡的愛中，使你的身體溫暖起來。 

盾牌在炙熱的曠野中是磐石的影子，是蓖麻的樹葉，成為遮蓋的傘。神能阻止試探的熱風過來，午間的炎熱是你無法忍

受的嗎？要隱藏在主神裡面，日間炎熱與夜間寒霜都不會傷你。 

你需要恩典嗎？祂滿有恩惠，有足夠的恩典。祂的雙手不住地賜給，我們只要學著來領受。恩典是花蕾，榮耀就是花

朵，祂給了，就不會收回。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必明白榮耀已在你生命中萌芽，當永恆的夏日來到時，就成為完美了。我

們既因信站在恩惠之中，必因盼望神的榮耀而喜樂。──邁爾《珍貴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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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你是走天路的人，也是蒙福的人，因為神應許你，行走時力上加力(7節)，需要時恩上加恩(11節）和任何境遇

時榮上加榮(11節）。 

 

背景：詩篇八十四篇是可拉後裔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本篇敘述詩人對神居所的渴望，走進聖殿時的禱告，也敘

述在旅程中的經歷，及見證所蒙的祝福。這一篇給我們看見一幅基督徒屬靈長進的歷程，就是詩人從「渴想」到「前往」

到「倚靠」的漸進過程。第一段（1~4節）是基督徒長進的渴慕，第二段（5~8節）是基督徒長進的經歷，第三段乃是基

督徒長進的見證（9~12節）。基督徒屬靈長進的秘訣是對神的認識和經歷。詩人在本篇中直接向神說話，有七次稱神為

「你」。另有其它對神的稱呼．例如「万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万軍之神」，「永生神」，「耶和華」，「我的王．我

的神」，「雅各的神」，耶和華是我們的日頭、我們的盾牌、我們的恩惠、和我們的榮耀。每逢詩人用不同的稱呼向神說

話時，都是代表他對神不同的經歷和享受。本篇中的每一件事，都跟「便為有福」這個主題有關。詩篇中有三次提到「便

為有福」：(1)住在神殿中的人(4節)；(2)靠神得力，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人(5節)；(3)倚靠神的人(12節)。 

 

鑰節：【詩八十五 10】「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默想：這一節被稱為天地的結合。慈愛本身有它的理由，而在疾病和絕望之中顯明出來。但是神的慈愛往往與誠實連在一

起。神必對祂的約、對聖子、對祂自己忠信，也必信守祂所堅定的律法。所以慈愛必須與誠實相關。這是天上雙生子，你

遇見一個，另一個必可看到。耶穌是有恩惠有真理，祂的愛是與最高的真理一致的，祂的死也使神的作為符合祂的法則，

就是要施行拯救。 

公義與平安也是雙生的姊妹，公義的結果就是平安，公義的王就是平安的王。你若要平安，必與神和好，與神和好，必

先到主面前，與祂聯合，使我們成為神的義。在十字架兩者吻合了，因為神的公義一旦滿足，人的和平就必建立。 

在奇妙的十架上榮耀的君王死了，神怎麼可以公義，卻稱罪人為義？祂怎能維護道德律，卻關懷罪人？但是答案十分清

晰與圓滿，創造者親自背負我們的罪，付上公義的代價。神的屬性和諧地柔和在一起，祂是公義的，也稱信耶穌的為義。

誠實必回應我們心中的呼求。──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神不僅愛你，也將蒙愛的路向你顯明，但你對祂的愛如何呢？ 

 

背景：本篇是可拉後裔的詩，交與伶長。本詩提及被擄的人從巴比倫歸回，就求神復興他們，可分三段：l、耶和華向雅各

的慈愛（1~3節）；2、向拯救的神呼求（4~7節）；3、敬畏耶和華才蒙神喜愛（8~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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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日 

 

讀經 第 86篇 第 87篇 

中心思想 神是聽禱告的主 錫安頌 

主要的話 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我的泉源都在你裡面 

 

鑰節：【詩八十六 5】「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默想： 我們為罪所蒙蔽，不能相信神樂意饒恕人。我們以為要得著祂赦罪，必須流淚懇求，肯悔過、守禮儀，在人心中

實在難以瞭解天父那種恒常不變的忍耐與慈愛。你要緊緊地抓住這話！常這樣說：樂意饒恕人！浪子在慘況中回轉了，發

現他老父親樂意饒恕，雖然他遲延回來，但饒恕還是立即的，可惜他沒有早些回來。 

你也許曾經千百次墮落，不敢再回到父那裡，好似祂再接納你是多餘的。其實祂樂意饒恕，也必這樣施恩。你感到罪惡

的困擾，因為你自己清楚認識你的罪，祂還是樂意饒恕你，正如你最初來到祂面前。你曾等候，直到罪遠離你，不再深刻

影響你，那時你才前往，但神已樂意饒恕你。你懷疑祂，使祂感難過，但是仍舊樂意饒恕。你只要呼求祂，必會發現無盡

的恩慈。耶穌常樂意饒恕罪人，因為祂這樣顯示神的心。 

永遠的愛好似深海的潮汛，是人對神無限的渴慕！ 

父神的心因主耶穌的寶血，得以寬廣地向我們敞開。──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神為什麼要垂聽你的禱告呢？你是否深刻地認識神？你是否與有祂親密的關係？你是否忠誠地信靠祂？ 

 

背景：這篇是大衛的祈禱。有些學者發現短短的十七節裡，大衛有卅一處引用其他地方的字句。大衛的禱告多像直接對神

講說，說明他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他用了 29次「我」，36次「祢」，並且他用了三個不同的希伯來文來形容神：「伊

羅欣(神)」共用五次，「耶和華」用四次，和「亞多乃(主)」用七次。大衛特別提到神為什麼要垂聽他的禱告：1. 因他

是困苦窮乏的(1)；2. 因他是虔誠人(2)；3. 因他終日求告神(3)；4. 因為他的心仰望神(4)；5. 因神必應允他(7)；6. 

因神為大(10)；7. 因為神向他發的慈愛是大的(13)；8. 因神耶和華幫助他，安慰他(17)。 

 

鑰節：【詩八十七 7】「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說：“我的泉源都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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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一切清新的泉源，永久的清新！這是我們的分。我們要每日住在基督裡面，時刻存著信心，藉著聖靈的恩典，不再

需要努力。在我們內裡有泉源，源頭是在神裡面，水泉自然的、恒久的、豐盛的湧起，最後流到周圍的曠野。 

在你的愛中需要清新的水泉嗎？往年的收穫已不能供應今天的需要。你需要新的熱心、溫和及興趣，你應以信心與祈禱

加深你與神的聯合。祂在你裡面成為活泉、直湧到永生的愛。 

在你真理的認識方面需要清新的泉源嗎？你常在教導的能力上需要充實，不至於用盡。如果你保持內心向神開放，必恒

常得著聖靈的滋養。你就知道神的思想會豐盛地臨到你，每早晨都是新的，新鮮如水泉。 

在你屬靈生活中需要清新的水泉嗎？這是祂的恩賜，因為我們在肉身活著，不再是屬自己的，乃是屬神的。基督在我們

裡面，是生命的盼望與泉源。祂所要的是通道與岩石沙土中的空隙，就可注入水泉，在陽光之下，使我們湧起。我們稱頌

主，因為祂永遠是復活與生命。──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正如經上所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四

14）你是否享受這生命的泉源呢？ 

 

背景：本篇是可拉後裔的詩歌。這是一篇讚美錫安的詩，也可以說是歌頌錫安的禱告。本篇的錫安不僅是指耶路撒冷，也

不僅是指教會，乃是預表基督國度的實現。這樣神所建造的城可分三個時期：(一)歷史猶太地的耶路撒冷，(二)現在蒙愛

的教會，(三)將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8 月 14日 

 

讀經 第 88篇 第 89篇 

中心思想 面對生命危機時候的禱告 求神堅定與大衛所立的永遠約 

主要的話 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 我的慈愛……我的信實 

 

鑰節：【詩八十八 2】「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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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詩人在神面前有急切的心。困苦人的手拉著天上的鈴鐺，必會立即響起來。當一個人充滿著生命的興味，在興盛與

自滿的狀況之中；喝彩聲到處響遍；他屋子內充滿著孩童，穀倉裡滿了糧食，他禱告就缺少，神似乎也在遠處。但是苦難

來到，河水漲起，使他的心靈都要淹沒了。友朋遠離，他被驚恐所困（16、18節），那時神必側耳而聽，全心注意了。 

憂苦的人呀，不要以為你被丟棄了。主在十字架確實呼喊：為什麼離棄我？但是就算祂負著世人的罪，父仍捨不得丟棄

祂。所以神必不會離開你。你總要等候神，聽祂的話。你的懇求每聲歎息讀不會被忽略。 

苦難可能在你心中好似喜樂的種子，一旦發散，如火花一般散出來，像是珍珠，又好似冰河將肥沃的土帶至山谷。農人

也在秋天的田地撒上春日的籽種，患難就成為化裝的天使。──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面對生命的危機和患難時內心的掙扎，你是否像詩人一樣，從沒有停止過你的禱告 (1，2，9，13節) 呢？ 

 

背景：本篇可拉後裔的詩歌，就是以斯拉人希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調用麻哈拉利暗俄。麻哈拉意指用愁苦哀音唱之，

其標題一次單用（詩五三）；一次與利暗俄連用，有悲哀，充滿憂愁和痛苦之滋味（詩五八八）。希幔是撒母耳之長子約

珥的兒子，為大衛王時所立司理之謳歌者，亦奉神之命，作王的先見（代上六 28～32；廿五 1～5）。從本篇中看見詩人

是處在非常艱難的光景之中，自始自終語氣沉痛哀絕，是詩篇中最悲哀的一篇。雖然詩人歷經患難、瀕臨死亡邊緣，又似

乎感覺遭神棄絕（7，14，16～18節），他仍沒有失去盼望，卻有信心的稱耶和華為「拯救我的神」（1節），他還是

「天天求告祢，向祢舉手」（9節），並且他還知道他早晨的禱告「要達到祢面前」（13節）。因為詩人知道，他所有的

的遇都是神所做的 (6，7，8，14，16，18節) 。十六世紀一位英國主教胡培爾（Hooper）非常喜歡這首詩篇，當他在監

裏服刑，快要為主殉難的時候，他想到這詩篇，獲得從主而來的平安與勇氣，於是將這詩送給他的夫人。 

 

鑰節：【詩八十九 33】「只是我必不將我的慈愛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實廢棄。」 

 

默想： 有人問說，每人要擔負他自己的罪，神的羔羊又何能擔待眾人呢？這種想法越來越多，他們好像越加困惑了。如

果各人只能擔代自己的罪，到時只有完全失望。所以許多人從律法無法解決，只有時刻增加心靈的負擔。心靈既怕負擔，

就會呼求拯救，一個臨終的人悲歎說：「我已走在死蔭的幽谷，那裡是我的遮蓋呢？」人需要遮蓋，必須仰仗那有能者

（19節）。 

我們需要分別罪愆與罪的後果，我們必須有罪愆的感覺，感到主為我們承擔的罪。醉酒者的體格與神經系統一定與以前

不同，悔罪以後，神可恕免，但罪的後果仍須承擔。神饒恕之後，祂的恩慈永不離開，但是祂責打的杖仍會向著你的罪

過。祂的恩典確將咒詛變為福分，使樹開花，荊棘也無法阻礙。神的愛卻會將罪的後果更改，罪必無法作主，必被置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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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恩典作主，存到永生。但是你不可忘記，神與人心立約之後，祂必信守，直到世界的末了，這是有福的確據。──

邁爾《珍貴的片刻》 

 

親愛的，讀完本篇，你會否因神的慈愛和信實向祂發出讚美呢？ 

 

背景：本篇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訓誨詩。以探以斯拉人，大有智慧，為大衛時所立與希幔、亞薩同作管理歌唱者（王上四

31；代上十五 17～19）。進到了八十九篇，就好像是雨過天青，又好像是從黑夜進入了光明。請特別注意，全篇禱告中提

到四次的「立約」（3，28，34，39節）；三次的「起誓」（3，35，49節）；兩次「不說謊」（34，35節）；九次神的

「信實」（1，2，5，8，24，28，33，37，49節）；七次神的「慈愛」（1，2，14，24，28，33，49節）。雖然本篇一

開始，詩人以神慈愛與信實的永久約為樂 (1~37節) ；最後，他悲嘆神的受膏者(國王)被擄，國家已被毀滅，卻因信靠神

的應許，向神發出讚美，向仇敵及環境誇勝(38~5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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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卷三)(七十三至八十九) 主要的話──復興 

 

七十三          信心得堅固 

七十四          王施行拯救 

七十五          高舉 

七十六          西拿基立的兵 

七十七          夜間的敬拜 

七十八          猶大的國歌 

七十九          嗤笑與譏刺 

八十            求你使我們轉回 

八十一          我們嚴肅的節期 

八十二          審判人的受審判 

八十三          你的仇敵 

            (以上是亞薩的詩) 

八十四          神的殿 

八十五          復興的詩 

            (以上是可拉後裔的詩) 

八十六          困苦窮乏(大衛的詩) 

八十七          生辰詩(可拉後裔的詩) 

八十八          黑暗的地方(希幔的詩) 

八十九          我的約(以探的詩) 
 

詩篇背景註釋── 華爾頓等《舊約聖經背景註釋》 

詩篇卷三      第七十三至八十九篇 

七十三24 接我到榮耀裡 「到……裡」的翻譯純粹基於詮釋，希

伯來原文是找不到的。神「拿取」人來救他性命的概念，在詩篇十

八16～17十分明顯；新國際本將同一句話譯作「他抓住我」（和合

本同）。「榮耀」一詞在希伯來文聖經從來不是用作天堂的同義

詞，它的意思是詩人的危機可以「榮譽」地得到解決。詩人所遭遇

的艱難為他帶來羞愧，因為受苦被視作犯罪和不蒙神喜悅的證據

（有關報應原則和來生的討論，見：詩篇中「常見的概念」附論

\cf0 的註釋）。 

七十四4 旗 軍隊經常攜帶神祇的纛（旗）或偶像，作為神祇臨在

的象徵。主前九至八世紀的亞述經常提及神明的纛在他們前面開

路。以色列和其他國家，包括亞述，都有在戰爭時使用旌旗的習

慣。埃及的軍旅以神祇為名（如：亞孟旅、色特旅……等），其纛

就是用代表這些神祇的事物作為識別。軍隊使用軍旗和纛供發訊號

和召集之用，以及在城牆懸掛（見：耶四6）。旌旗的顏色和標誌表

示其效忠對象，在很多情況下，更包括據信會與人類軍隊並肩作戰

之神祇的記號（見：耶五十2）。亞述王撒縵以色三世的部隊行軍

時，「纛」是插在君王的戰車上。安營時則立於王帳之側，作為獻

祭和服事神明的焦點。 

七十四6 一切雕刻的 「雕刻」一語所指的究竟是護牆板，還是與

聖殿有關的銅器金器難以斷定。清楚的是這殿（和古代世界很多廟

宇一樣）作為裝飾的無數巧工製品，如今盡皆無情地毀於一旦。 

七十四13 將海分開 這篇詩裡面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所指的是分開

紅海的事。上文下理的焦點都是詩篇提及多次，與海洋為敵的宇宙

性戰爭。本節所用的動詞全本聖經只有在此使用這個形式，因此頗

難翻得準確。如果作者所指的真是「分開」的話，他可能是回應

《埃努瑪埃利什》史詩所記載，瑪爾杜克將查馬特（「海洋」）一

分為二的故事。其他學者則將這話解作是指這些戰爭開始之前，大

海翻騰的情景（見：但七2、3的註釋）。 

七十四14 鱷魚 利維坦（原文）經常被考證為鱷魚（和合本）。

鱷魚主要產於埃及（在當地象徵王權與偉大），但在巴勒斯坦亦偶

有出現。但本節說利維坦有幾個頭（「頭」在原文是複數），以及

約伯記四十一19～21說牠呼出煙火，都是鱷魚的說法難以成立的理

由。另一個詮釋將利維坦解作海怪（見：賽二十七1）。烏加列文獻

提供了支持這看法的證據。文獻詳細記載某個代表諸海或亂水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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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巨獸，是一條多頭的纏繞海蛇。這獸被巴力所擊敗。將利維坦形

容為「盤蛇」（和合本：「曲行的蛇」）的以賽亞書，和記載風暴

之神如何「擊打纏繞之蛇利坦」（它有七個頭）的烏加列巴力史

詩，有極密切的關係。兩處文字所表達的，都是秩序豐饒的神克服

了混沌怪獸。亞喀得文學有一個名叫「巴什穆」（bashmu）的活

物，被形容為有六舌七口。一處文獻將巴什穆與其他傳說中的活物

同列，一隻活物有兩個頭，另一隻則有七個頭。後者更出現在一個

圓筒印篇之上。印篇描繪牠四頭低垂，另外三個則繼續作戰。舊約

還有好幾處經文提及利維坦，但大部分都是描述神創世之時在大水

混沌（以海蛇為其化身）之上建立了秩序。但在以賽亞書二十七1

中，秩序和混沌之間的鬥爭卻發生在末世。描述撒但以七頭大龍身

分墜落的啟示錄十二3～9，可能也是回應了稱利坦為「七頭暴君」

的烏加列表徵。因此，從聖經的角度，利維坦最好是歸為「超自然

活物」一類（如：基路伯），不算是自然或純神話的動物。這樣，

它就可以出現在經外神話之中，鱷魚等類亦可作其象徵（如：結二

十九3，儘管該處經文並沒有直接提到利維坦一名）。 

七十五3 地的柱子 柱子通常代表界限。所羅門聖殿在門廊有兩根

獨立的柱子，可能代表聖所的界限。聖幕用柱子懸掛幕幔，構成幕

院的界限。即使是用作支撐的柱子（如參孫所傾覆的非利士廟

宇），考古資料依然證實是用作門廊或院子的界限。巴比倫稱庫杜

魯的界石是柱狀的。古代近東文獻並沒有地由柱子支撐的對應例

證。在約伯記二十六11有柱子的卻是天，但這話也是在討論界限

（10節）之時提出的。因此，地的宇宙性界限比較有可能是活人死

人之間的分界。本節譯作「地」的字眼有時是指冥界。在亞喀得文

獻中，冥界的界限由閘門所代表。 

七十五8 審判的杯、攙雜的酒 舊約多次以酒比喻審判的杯（耶四

十九12，五十一17；哈二15～16）。以賽亞書五十一17特別清楚表

示這杯所導致的是醉酒（東倒西歪）而非死亡。被逼喝這杯的人失

去一切自制和自衛的能力（賽五十一22～23），變得不省人事。希

臘時代的人喝的通常是攙水的葡萄酒，如此可以有更多的飲料，並

且整頓飯都可以交談。但在較早時期，更加普遍的是攙雜或調和的

葡萄酒，酒力十分猛烈，飲用必須有節制（見：士九13；箴九2）。

在美索不達米亞，葡萄酒要等到亞述時代才開始普遍。在這地區，

酒是在特殊場合才飲用的。在沒有葡萄酒時，葡萄蜜汁可以攙以蜜

糖來製造甜酒。 

七十五10 惡人和義人的角 有關「角」的討論，可參看：詩篇中

「形容神的常見象喻」附論的註釋。 

七十八2 比喻 本節譯作「比喻」的字眼（mashal）的意思十分廣

泛：「比喻」（結十七2）、「詩歌」（民二十一27）、「神諭」

（民二十三7；和合本：「詩歌」）。它在本節和在箴言十1一樣，

都是「教訓」的意思（和合本：「箴言」）；指神對百姓的教訓，

一方面用以色列人為警告的對象，另一方面運用常見的智慧文學體

裁，使「萬民」──不單以色列人──都能聽懂。這話又或可以和

哈巴谷書二6的「黑暗話語」相提並論。迦勒底的侵略者喪失不義之

財，遭受譏刺。 

七十八9 以法蓮被擊敗 這裡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來鑑定所指的

是哪一場戰爭。聖經經常用以法蓮作為整個北國以色列的代號。然

而在此所指的，可能是以色列歷史中頗為早期的事件，即被非利士

打敗，而喪失約櫃的那場戰爭。支持本節是指這場戰爭的證據，包

括本詩列舉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問題，數到這一件事為止（60～64

節）。又有人遠走歷史的另一端，認為本節是指主前七二二年北國

被亞述所滅的事。 

七十八12 瑣安 鎖安是埃及的賈內特，希臘人稱之為泰尼斯。這

城在第二十一王朝（主前十二世紀）時，成為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

首都。在摩西時代，以色列人就是定居在埃及的這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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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14 雲彩和火光 這話所指的是在曠野與以色列人同在的雲

柱火柱。進一步資料可參看：出埃及記十三21～22的註釋。 

七十八15 磐石出水 有關這事件的資料，可參看：出埃及記十七

篇；民數記二十篇的註釋。 

七十八24 嗎哪 有關嗎哪的資料，可參看：出埃及記十六篇的

\cf5 註釋。 

七十八27 飛鳥 有關這些雀鳥（鵪鶉）的資料，可參看：出埃及

記十六篇的註釋。 

七十八44～51 十災 有關十災的資料，可參看：出埃及記七至十

一篇的註釋。 

七十八60 離棄示羅 位於以法蓮山地之心臟的示羅（現代之塞農

廢墟），是以色列人在改用耶路撒冷之前，召集聖會的所在。在此

的挖掘證明到了主前十一世紀之時，此地已經有大規模的建築。在

整個鐵器時代這地都有人定居，但供聖用的建築物卻成了遭神審判

之神殿的榜樣。學者相信非利士人在亞弗之役大勝之後，乘勝蹂躪

了這個地區（撒上四）。 

七十八61 約櫃被擄 有關這事件的資料，可參看：撒母耳記上四

至六篇的註釋。 

七十九1 歷史背景 主前五八七年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是舊約時

代聖殿被污穢，城被毀滅的惟一案例。 

七十九2 屍首為鳥獸所食 在《吉加墨斯史詩》之中，香柏樹森林

的護衛者胡瓦瓦告訴吉加墨斯說，他應該讓鷙鳥和食腐野獸吃他的

肉。有關曝屍的進一步資料，可參看：列王紀上十六4的註釋。 

七十九5 這到幾時呢？ 這個在詩篇之中出現了幾乎二十次的問

句，通常都和哀悼詩歌有關。這句話在美索不達米亞亦出現在蘇美

的《蘇美和吾珥被毀悼詞》之中：「仇敵眼光投射在我的所有之

上，要到幾時呢？」 

八十1 坐在二基路伯上的 基路伯設置在約櫃的上方或兩旁，與之

有密切關係。基路伯經常在古代藝術中出現，往往位於神明或君王

寶座的左右。基路伯護衛寶座，櫃為腳凳，以及本節等經文耶和華

坐在基路伯之上為王的描述，都支持約櫃代表眼不能見之耶和華寶

座的概念。埃及人在慶典時把神像放在輕便的小艇中遊行。按照當

時的繪畫，這些小艇是大小與約櫃相仿的箱子，用槓搬運，並於其

上或兩旁飾以充任守衛的活物。聖經的描述加上考古學家的發現

（包括一些精緻的象牙製品，分別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寧魯德、敘

利亞的阿斯蘭塔什、以色列的撒瑪利亞），顯示基路伯是複合性的

活物（兼具幾種生物的特色，如埃及的獅身人面獸），往往具有翅

膀和四足動物的身體。 

八十3 使你的臉發光 「神的臉光」的象喻在埃及亞馬拿的王室書

簡，和烏加列的信件都可以找得到。例如埃及王一個臣僕有「太陽

（即法老）的面燦爛地照著我」這樣一句話。有兩個小型（長約一

吋）的銀製卷軸，在耶路撒冷稱為凱特夫欣嫩的地區出土。這些來

自主前六、七世紀某個墓穴的護身符，上面有民數記六25的祝福，

其中有求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一語。這些卷軸是現存最早的

聖經經文例證。藉神明的臉光得著憐憫，是主前十二世紀以降美索

不達米亞的典籍和碑文中都曾經提及的概念。 

 

八十5 眼淚當食物 這話裡面英文譯作「餅」的字眼，亦可以泛稱

「食物」（和合本）。亞喀得文獻中「我吃苦淚為食物」，「哭泣

是我的滋養」等語句，用的也是一樣的象喻。 

八十11 海和河 按照地理上的描述，所指的很可能是地中海和幼

發拉底河（和合本照希伯來原文譯作「伯拉大河」）。 

八十13 野豬 豬在很早的時代已經被人馴養。但野生的品種依然

在近東繼續繁衍，並且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中出現。 

八十一2 手鼓、琴瑟 請參看一五○篇3～5節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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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3 在月朔吹角 由於使用陰曆的緣故，古以色列以每月的初

一日新月初現之時為節期（即每二十九或三十日一次的節日）。這

日與安息日一樣，所有工作都告休止（見：摩八5），並且需要獻祭

（民二十八11～15）。王國時代君王成為這些慶典的要角（見：結

四十五17）。這節期到了被擄歸回的時代依然奉行（結三5；尼十

33）。從主前第三千年紀末期開始，直到主前第一千年紀中期的新

巴比倫時代，月朔在美索不達米亞也是重要節日。然而月朔（新

月）和月望（月圓）在此對偶，顯示本節所指的很可能不是月朔的

慶典，而是住棚節（參看下一個註釋）。 

八十一3 月望，我們過節的日期 住棚節是惟一能夠跨越月朔月望

的朝聖節期。民數記二十九篇的描述記載了有關這兩個日子的指

示，吹角亦包括在內。 

八十一7 雷和米利巴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時有雷聲，但很難解釋這

雷聲怎樣和搭救有關，並且米利巴事件也發生在這事之前。因此這

雷雲（NIV；和合本：「雷的隱密處」）比較有可能被視作拯救以色

列出離埃及之神聖戰士耶和華的武器（賽二十九6使用同樣的措

詞）。米利巴是耶和華藉磐石賜水的地方（見：出十七篇的註

釋）。 

八十一16 磐石出蜂蜜 雖然舊約聖經裡面的「蜜」大多都是棗椰

樹果子的甜汁，本節中的磐石卻表示所指的是石上蜂房所產的蜂

蜜。 

八十二1 諸神集會審判 在古代近東重要的決策都是在諸神議會中

決定。神明在此互相斟酌，交流資料和意見。在烏加列文獻中

（《凱雷特史詩》尤然），天上議會圍繞寶座是人所共知的一幕；

惟一不同之處，是這迦南故事中的議會是由諸神系統中的神祇組

成。此外，主前十世紀比布羅斯的葉希米珥克碑文，和阿齊塔瓦達

的卡拉特珀石碑，也提供了其他的例證。在亞喀得文獻的《埃努瑪

埃利什》史詩中，眾神之會推舉瑪爾杜克作其元首。這會的成員有

五十個神祇，其中七名組成內閣議會。在以色列的信仰系統中，這

些神祇被天使或靈──神的眾子或天軍──所取代。 

八十二5 地的根基 按照巴比倫對宇宙的認知，大地的根基是在所

謂「阿普蘇」之上。這是個如水的原始地區，是極之重要的神祇恩

基／伊亞的領域。從自然地理學的角度看，它代表地下水位，在沼

澤、水泉浮現出來，又和淡水的宇宙性洋海河流有關。在《埃努瑪

埃利什》史詩中，瑪爾杜克的名字之一是阿吉利瑪，即把地奠定在

大水之上，建立其上各區者。進一步資料可參看：約伯記三十八4～

6的註釋，以及詩篇中「常見的概念」附論中，有關「詩篇中的創

世」的討論。 

八十二6 神／至高者的兒子 請參看八十二篇1節的註釋。 

八十三6～8 聯盟的成員 最初說及的七個民族或國家都是猶大東

面和南面的近鄰。身分最難確定的是迦巴勒，這名通常是指地中海

岸極北之處的比布羅斯。但彼特拉附近有另一個同名的地點，比較

符合本段的文脈。非利士和推羅分別是以色列西面和北面的傳統敵

人。這裡又以亞述為聯盟的要角，符合主前九世紀中葉至八世紀末

的局勢。九世紀中葉時亞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方，因此比較可

能是八世紀的衝突。亞述在撒珥根和他兒子西拿基立年間所發動的

侵略行動，猶大首當其衝。按照亞述碑文的記載，推羅、比布羅

斯、亞實突（非利士）、亞捫、摩押、以東，都已經在西拿基立進

軍耶路撒冷開始圍城之前臣服。這可能已經是足夠的理由，視他們

為敵方的共謀者。在試圖鑑定這篇詩的歷史背景之外，還有另一個

詮釋本段的方法：那就是視之為以色列傳統敵人的名單。 

八十三9 米甸、西西拉和耶賓 這是指士師時代的兩場戰爭，神介

入其事，幫助以色列人。有關米甸敗在基甸手下的討論，可參看：

士師記六至八篇的註釋。有關底波拉和巴拉擊敗耶賓王和他手下大

將西西拉一事的討論，可參看：士師記四篇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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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10 隱多珥 隱多珥雖然沒有出現在士師記對這些戰爭的敘

述中，卻是在兩個戰場的附近。耶斯列谷的東端從南到北的寬度只

有十哩。堵塞北緣的是他泊山，南緣的是基利波山。這個十哩寬的

出口被小山摩利岡一分為二，各自為隘口。隱多珥位於北面隘口的

正中，介乎米甸之役的戰場摩利岡，和底波拉和巴拉集結軍隊的他

泊山之間。 

八十三11 眾王 本節所列的四王是率領米甸軍隊與基甸和以色列

人對敵的人。士師記八篇記載他們兵敗被處死的經過。 

八十四篇詩題 可拉後裔 請參看「四十二篇詩題：可拉後裔」的

註釋。 

八十四1～2 羨慕渴想院宇 作為神居所的聖殿是人享受恩寵和祝

福的地方。這裡所用的動詞表示對某人或某些事物「覺得失落」的

意思。它包含了一些緬懷舊事，切望回到美麗回憶中之情況或處境

的情懷。朝聖者在此表達了因為不在聖殿而有的失落感。 

八十四4 住在你殿中的 在以色列只有祭司才能住在聖殿範圍之

內。古代近東各處的人都覺得能夠不斷活在神明面前是極大的殊

榮。巴比倫王尼里格利薩向神祇表示他寧願永遠在當地。另一個文

獻又說：「我願永遠站在你面前崇拜修行。」一首讚美瑪爾杜克的

詩歌，祈求的是崇拜者能夠永遠站在神祇面前禱告、代求、懇請。

主前第三千年紀的蘇美崇拜者為求達到這個目的，將顯示自己祈禱

模樣的小像放置在廟宇中。這樣一來，在廟宇之中就不斷有代表他

們的事物了。 

八十四6 流淚谷 「巴卡」谷（原文 bakha 音譯）如果是個地

名，則不可考。如果是意譯為「流淚谷」（和合本），亦同樣難以

索解。另外，有學者提出這字是指一種樹木：香脂樹（見：撒下五

24的註釋；和合本：「桑樹」）。但這些解釋都無助於考證這谷的

位置，或理解其意義。 

八十四10 看門 祭司負擔最重要的幾個責任之一，是管制誰可以

進出聖殿場地，即「聖潔範圍」（有關這概念的討論，見：利十六

2；民十八1～7的註釋）的內層。聖所若被不潔所污染，就要獻上贖

罪祭（NIV：「潔淨祭」，見：利四1～3註釋），並且可能會有懲罰

臨到個人和百姓身上。守門者必須防止未經許可的人擅進。聖殿裡

面有很多貴重的物件，金銀隨處都是，對於斗膽擅闖聖所偷竊聖物

而無懼於神審判之人，這是很大的誘惑。這些貴重物件也需要保

護。聖物若遭不正當的使用，就須獻上贖愆祭（NIV：「賠償祭」；

見：利五14～16的註釋）。守門者的責任就是防止有人犯這種罪。

然而對詩人來說，看門人是很榮幸的人之一，這些人能夠不斷處於

神臨在之地。 

八十四11 日頭 日頭和盾牌的關係在於兩者都有保護之能。盾牌

的意思很明顯，但很多人都不會從這角度理解日頭。無論如何，亞

述王亦有使用這個象喻，描述他們對百姓的保護，就如太陽的光芒

遍照全地一般。 

八十五篇詩題 可拉後裔 請參看「四十二篇詩題：可拉後裔」的

註釋。 

八十七4 拉哈伯 拉哈伯是被神所殺的海怪之一（見：伯二十六

12；詩八十九10；賽五十一9）。勇士神祇（在巴比倫是瑪爾杜克，

在烏加列是巴力）在巴比倫和烏加列的創世神話中，與海怪和牠的

黨羽作戰，把牠殺死，其方式與耶和華相似。在本節等經文中，拉

哈伯是埃及的象徵式稱號（賽三十7）。但拉哈伯一名尚未在任何經

外史料中有出現的例證。 

八十七4 列國名單 本節沒有尋找歷史背景的必要，因為名單所列

的是將會認識耶和華的一部分國家。這名單包括了超級強國如埃及

（拉哈伯）和巴比倫，近鄰如非利士（在西南方）和推羅（在西北

方），以及遠方的邦國（埃及以南的古實或努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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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6 記錄萬民 古代屬於王室領地的城市通常是行政機關（主

要由王的親戚組成）的所在，並且享有某些特權，如：豁免賦稅、

徭役、兵役、牢獄，以及享用最美麗、最豪華的建築工程。例如在

巴比倫，尼普爾、西帕爾、博爾西帕等城由於是宗教中心而不是政

治首都，也在享有這些特權（稱為 kidinnutu）的城市之列。政治

首都如尼尼微、巴比倫等，也得到類似的地位。一般假定是有記錄

把享有這些特權的人登記在案。詩人在此暗指的是在錫安出生的人

所有的特殊地位。 

八十八篇詩題 可拉後裔 請參看「四十二篇詩題：可拉後裔」的

註釋。 

八十八篇詩題 以斯拉人希幔 希幔和以探（見：詩八十九詩題）

都被列入所羅門年間著名的智慧人名單之內（王上四31）。他在大

衛執政時受任為利未樂師之一（代上十五17、19）。 

八十八3 對死亡的憂懼 在這篇充滿了對死亡之憂懼的詩篇中，詩

人為面臨死亡的自己哀悼。它令人聯想到《吉加墨斯史詩》中的吉

加墨斯對憂懼死亡的回應，是追求長生不死。密友恩基杜的死亡，

是導致吉加墨斯這樣做的原因。詩人亦同樣因為喪失良朋密友而感

到絕望（8、18節）。 

八十九篇詩題 以斯拉人以探 這名字出現在所羅門年間哲士的名

單之中（王上四31），並且可能是大衛執政時的利未樂師之一（代

上十五17、19）。此外，再無有關這人的資料。 

八十九7 聖者的會 在古代近東重要的決策都是在諸神議會中決

定。神明在此互相斟酌，交流資料和意見。在烏加列文獻中（《凱

雷特史詩》尤然），天上議會圍繞寶座是人所共知的一幕；惟一不

同之處，是這迦南故事中的議會是由諸神系統中的神祇組成。此

外，主前十世紀比布羅斯的葉希米珥克碑文，和阿齊塔瓦達的卡拉

特珀石碑，也提供了其他的例證。在亞喀得文獻的《埃努瑪埃利

什》史詩中，眾神之會推舉瑪爾杜克作他們的首腦。這會的成員有

五十個神祇，其中七名組成內閣議會。在以色列的信仰系統中，這

些神祇被天使或靈──神的眾子或天軍──所取代。 

 
創世史詩 

 

八十九9 管轄海的狂傲 聖經和古代近東傳統都視海洋和住在其中

的海怪為混沌和沒有秩序的代表。海洋和陸地明顯的爭鬥，以及怒

海所顯示無法遏止的能力，都是構成古代近東宇宙神話的因素。巴

比倫創世史詩《埃努瑪埃利什》描寫瑪爾杜克如何在代表大水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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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女神查馬特以龍的形式出現時，把她克服。烏加列傳說中很多關

於巴力的循環故事，都是描述巴力和對手海神雅姆之間的爭鬥。同

樣在烏加列史詩之中，亞拿特和巴力都自稱征服了七頭龍利坦，取

得支配諸海的權力。海既被視為對宇宙不斷構成威脅的混沌勢力，

管轄大海就變成了耶和華能否在這些勢力之上行使主權的證據。使

海平靜就是祂統治之能的表現（見六十五7，一○七29的註釋）。 

八十九10 拉哈伯 拉哈伯是被神所殺的海怪之一（伯二十六

\cs1612；賽五十一9）。勇士神祇（在巴比倫是瑪爾杜克，在烏加

列是巴力）在巴比倫和烏加列的創世神話中，與海怪和牠的黨羽作

戰，把牠殺死，其方式與耶和華相似。在其他經文中，拉哈伯是埃

及的象徵式稱號（賽三十7；詩八十七4）。但拉哈伯一名尚未在任

何經外史料中出現。 

八十九12 南北為你所創造 古時斷定方向並不是準確的科學。北

極星在這時代約在真北以南十二度，因此定位需要使用星軌和星

座。在日常的使用則倚靠地形特徵尋找方向。東風在美索不達米亞

稱為山風，因為群山是在東面。在以色列用語中，「北方」有時被

稱為「撒分」，本節是例證之一。其實撒分是敘利亞境內一座山的

名字（見：詩四十八2的註釋）。 

八十九12 他泊和黑門\cs8 這是以色列境內最顯著的兩座山。黑

門山（前利巴嫩山脈中的一峰，海拔9,232呎）位於以色列的北界，

經常積雪。他泊山則位於耶斯列谷的東北端，雖然只有1,929呎，遠

不及黑門山，卻是從平原崛起，峨然獨立的孤峰。「他泊和黑門」

若與本節上半之「南北」對偶，作者必然身在加利利地區。 

 
被雪掩蓋的黑門山 

 

八十九14 公義公平為寶座根基\cs8 古代近東各處的文獻，都表

達了公義公平是君王最基本責任的觀念。埃及藝術生動地表現了這

一點。瑪阿特（公平和真理女神）的徽號是寶座底下的平台。 

八十九18 王為盾牌 有關「盾牌」的討論，可參看：「形容神的

常見象喻」附論的註釋。 

八十九20 用聖膏膏他 古代近東某些地方有膏立君王的慣例。埃

及人和赫人相信受膏能保佑其人不受冥界神靈之害。大部分證據來

自赫人描述登基典禮的史料。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則沒有膏立的證

據。埃及法老不受膏立，但卻膏立其臣子和藩屬。膏立確認他們受

其統治，同時表示受他保護。亞馬拿文獻中提到努哈瑟（位於今敘

利亞）的王受法老所膏。這模式符合大衛膏立為神藩屬的觀念。在

撒母耳記下二4中，膏立大衛的則是百姓。此舉顯示大衛和受他統治

的人之間，某種契約的存在。努斯人訂立商業合同時，以油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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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埃及婚禮也包括用油膏抹的一步。有關君王登基的資料，可參

看：撒母耳記上十一15的註釋。膏油的材料包括沒藥、肉桂、香

蔗、桂皮（配方載於：出三十23～25）。油象徵神給百姓的恩賜，

以及如今藉這典禮加諸其領袖身上的責任。按照以色列的慣例，膏

抹是揀選的象徵，經常和聖靈的賞賜有密切關係。此外，在整個古

代世界，膏抹都是一個人法律地位得到提升的象徵。保護和身分改

變兩個概念，可能都與君王受膏有關。膏抹能在國位上保護他，並

且使他與神界認同。 

八十九24 角 有關「角」的討論，可參看詩篇中「形容神的常見

象喻」附論的註釋。 

八十九35～37 帝系如日月之恆 一位大臣為亞述王亞述巴尼帕祝

禱說，願他王權堅立，如日月堅立在天。在黎凡特出土，阿齊塔瓦

達王所立的碑文宣稱這王的名會存到永遠，如日月之名一般。另一

個對亞述王的祝禱又說：「正如天地永存，願我主大王的名，亦在

亞述永存」（CAD Q:123）。某首對辛神的讚美詩亦回應了同樣的期

望。這詩祈求神祇令（主前八世紀的亞述王）撒珥根的統治，可以

如天地般長久，並使他的寶座堅定在地的四方。最後，亞述巴尼帕

又懇求神祇伊亞賜他長壽、健康、快樂，並使他寶座的根基如上天

和冥界般安穩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