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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經應用系列》 幫助我們完成雙向的釋經與應用歷程。這嶄新而獨

特的系列鐘書，每一課都包括以下都封 :

I三觀 經文原意:探討經文的歷史背景、詞義語法及思路脈絡﹒簡明扼要，

巨筆~使讀者掌握經文原來的意思。

應用原則﹒從經文在原來處境的意義入手，發揖經艾的永恆意麓 ，

把聖經世界與今日世界撞撞起來，讀讀者發現聖經怎樣對歷世歷代

的信徒說話。

當代應用 : 幫助讀者把聖經的信息應用於此時此地 ， 並提均應用時

須注意之處 ﹒ 使經文成為今天信佳的指引。

對於每一位致力把聖經的永恆信息向現今世代宣稱的牧者和教

師，這一系列叢杏肯定會成為他們必備的參考材料。

葛培理 (Billy Grahaml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並不是世無邊際地議論﹒而是徹底討論 fr

質問題，把淵普車古迪、充滿大能之神的話裙帶進今天雪使前者能

夠碰得wi斬、適時、切身的領受。

尤金卒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的出版，是尋求聖經其理和信息者的大喜

訊 。 它一方面幫助我們瞭解聖經作老的原意 3 又抽取出作者對同

時代人說語中的一些超時空和文化的永恆原則 ， 更進一步幫助我

們應用撞些原則於今天的處境中 ， 可說是釋經密的一條新路線 。

這是本人用過的釋經書中最具深度和富啟發性的一個釋經系列 ，

實是神賜給神學生、縛道人和凡喜愛神話詣的人的恩物 。

張萃垃

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 內 九龍滅浸信會榮譽會牧

作 大衛﹒布格克 (Daniel 1. Block) ，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 (DPh口，

者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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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車頓學說(Wheaton College) 的舊的

教授的unther H. Knoedler Professor ofOld Testa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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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具有非凡的神

學價值，追卷書是五經的

核心，是祭司教導的材料

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

物，是先知發言的依據，

是敬虔君王精圓的藍本，

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

楷 。

布梅克教授指出 ， 取命記

差不多為聲部舊約及新約

聖經建立起神學上的基

礎，也是大部分書卷的文

風範式 。基智能如果不在

意申命記， 他們不但輕者

了耶穌最愛的書卷，更忽

PI告了約翰和保羅絕大部分

神學的根源。

申命記把周軍生命具體地

展示於現宜生活之中，指

出服從律法是心中有義的

外譚，幫助基督徒腳踏質

地過話，不會誤以為信仰

純粹是心靈的事務，並且

單路人的主觀理解來過信

仰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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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第一鴛演ðI詞總撞上主的恩典

(一1-四咽)
A 摩西第一驚演請詞的前言(一1-5)

B. 摩西第一驚演講詞的總噩:

時召之恩(一6-四40)

C. 摩西第一篇演5萬詞的話語(四41-的)

11. 摩西第二鱗演~詢:間撞上主的恩典

(四叫~二+111)
A. 摩西第二鰻演5萬詞的序言

(四44-五l 上)
B. 摩西第二億演ðI詞的核心:立的之恩

(五11\-二+六19)
1. 聖的關i重麗的醫示

(五11\-六3)
2. 宣示聖約關恆的特繼耐責任

(六4-+-32)
3. 宣示聖的關儀涵蓋的能國

(+二1-二+六19)
C. 插曲:盼的E姓進入應許~111!復更新

聖的(二十tl-26)
口.聖的的兩面﹒福與禍(二+]\1-68)

E 摩西第二僑演3萬詞的話語(二+111)

111 摩西第三鴛演第詞 信實上主的恩典

(二十1l2-三十20)
A 摩西第三億演諸詞的前言

(二+1l2上)
B.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核心

重新立約之恩(二十1l21\-三+20)

IV 摩茵的離世(三+-1-三十四12)
A 摩西臨鍵的措置

(三十一1-三+二47)
B. 預告摩西之更(三+二48-52)

C. 摩西的祝福(三+三1-29)
口詳述摩面的離世(三+四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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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瞭解聖經的背景，明白聖經的意思，可讓我們的讀經生活增添無窮樂

趣;但是，只有在經文促使我們深刻反省自己今天的生命，使我們與神更

加親近的時候，聖經才會對我們說話。

時人讀經，常常把釋經和生活應用分開，所以很多釋經書告訴我們歷

史背景、原文詞義、經文意思等等，卻沒有生活應用，讀者就容易鑽進象

牙塔;另一方面，許多生活應用的寫作，缺乏穩固的釋經基礎，無法給讀

者堅穩的根基栽培成長。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不但提供聖經中最新而豐富多姿的背景資料，

又闡釋當年與今日處境的異同，更重視今天的生活應用，幫助我們作一個

有根有基的現代基督徒。本系列每一卷書的每一章，都有“經文原意"、

“應用原則"、“當代應用"這三部分，分述以上的三個範疇，絕對能滿足

現代信徒對聖經的渴慕之心，是個人靈修、主日學、研經及牧者講道的最

佳參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的英文原書共有44冊，涵蓋聖經66卷書，書卷

篇幅較長的獨立成冊，如哥林多前書;篇幅較短的則兩卷或以上合併成一

冊，如士師記、路得記。中譯本將陸續出版，以饗讀者。

關於本系列的翻譯原則，有幾點須向讀者稍作說明。由於原書的讀

者以美國信徒為主，原書的“當代應用"無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美國色

彩;本會為使華人讀者能夠受用，徵得原出版社的同意，適當地刪去部分

的美國色彩，或者把針對美國處境的應用部分改寫得普及一點，使華人讀

者不致感到強烈的文化隔膜。然而，部分的西方事例仍予以保留，供華人

讀者借鑒。此外，原書經文採用NIV譯本，中文版經文則採用《新漢語譯

本》。對於原書中未能配合《新漢語譯本》經文的註釋，中文版會加上譯

者編者按語;而原書採用的譯本用詞，若未能配合《新漢語譯本~，就會

按原書直譯，並註明譯本(如: KJV 、 RSV) 。除非特別註明，聖經的人名

和地名均採自本會出版的《新漢語譯本》及《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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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的譯文經過嚴謹的審核和編輯過程，力求意思忠於原著，文旬

通順明白。但是，從翻譯到付梓過程中，可能出現件誤，尚祈讀者不吝指

正賜教，以便我們日後修正。

感謝神的恩典，讓本系列的中文版陸續成書。深盼所有信徒，都因這

系列更認識神的大愛，更明白神在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美好旨意。願榮耀

頌讚歸與三位一體的真神!

漢語聖經協會

2013年7月



蒸列簡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是獨特的。大多數釋經書能帶領我們從第20或

21世紀回到第 l世紀，使我們跨越時間、文化、語吉、地理的障礙，進入

聖經的世界。然而，它們通常只為我們提供一張“單程票"卻假定我們

自己總有辦法返回原地。那些釋經書除了解釋聖經書卷或章節的原初意思

外，在探袁經文的現代意義方面，甚少或根本沒有為我們提供幫助。它們

所提供的資料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整個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近年，有少數釋經書在內容上己包含當代應用，把這工作列為目標之

一。不過，那些應用往往過於粗略或流於說教，有些釋經書就像打印好的

講章，而不像釋經書。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的主要目標，是要幫助讀者完成既困難又重要

的任務一一將古代的信息帶入現代的處境。本系列不僅將焦點放在實際

的應用上，而且幫助讀者瞭解從經文原意到當代應用的過程。本系列產品

是釋經書，不是通俗的解經作品;是提供參考資料的工具書，而不是一般

的靈修作品。

本系列的編排設計力求達成它的目的。每一課都分三部分詳述:經文

原意、應用原則、當代應用。

種文臨章

這部分是要幫助讀者明白聖經經文在第l世紀處境中的原本意

思。在此會以簡明的形式討論傳統釋經的所有要章，包括經文

的歷史、文學和文化背景。作者將討論與原文語法和旬法相關

的問題，以及聖經字詞的意思，也會探蒙經文的思想，以及聖經作者如何

發展這些思想。

看完此部分後，讀者將會暸解到聖經書卷的原讀者當時的困難、疑問

和關注，也瞭解到聖經作者如何闡述這些課題。這樣的瞭解，是今日任何

合理的經文應用的基礎。

489 系列簡介

應用臨別

L ... 6__..1 這部分就像一道橋梁，藉著集中討論經文的適時意義和永恆
叭矗/Æ\I意義，將聖經世界與今日世界、原初處境與當代處境連接起

區遭尪::1來。

神的話是適時的。聖經作者是針對特定的情況、問題和疑難去講話

的。保羅警告加拉太信徒關於割禮的後果和企圖靠律法稱義的危險(加五

2-5 )。希伯來書的作者試圖說服讀者，基督是超越了摩西、亞倫後裔的祭

司及舊約所獻的祭。約翰敦促他的讀者要“試驗這些靈"即試驗那些教

導一種早期諾斯底主義思想之人的靈(約壹囚 1-6) 。在上述的每一種情況

中，經文的適時性使我們得知神在具體而非抽象的處境下所說的話。

然而，經文的適時性也會產生問題。我們的情況、困境和問題，並不

總是與聖經原讀者所面對的有直接關聯。因此，神對他們所講的話似乎與

我們不相干。例如，誰會來敦促你行割禮，宣稱那是稱義的必要步驟呢?

今天有多少人關心基督是否超越亞倫後裔的祭司呢?當初為揭露早期諾斯

底主義而制訂的“試驗"對現代社會又有甚麼價值呢?

可幸的是，聖經不只是適時，也是永不過時的。今天神仍然透過聖經

對我們說話，就如他跟原初的讀者說話 樣。由於我們與聖經中的人物有

共同的人性，因此，我們發現他們所面對的困難與我們面對的沒有兩樣，

而神給他們的解決方法同樣也適用於我們。聖經的永恆性使它帶著能力，

對每個時代和每個文化軍體說話。

那些看不到聖經同時具適時性和永恆性的人，會遇到連串的問題。舉

個例說，被針對當日時勢的書卷(如希伯來書或加拉太書)嚇倒的人，可

能迴避不去讀它們，因為它們似乎對今日毫無意義。另一個極端是，有些

人只確信聖經的永恆性，卻看不到聖經的適時性;這樣的人一旦談論到麥

基洗德的祭司身分，只會天花亂墜，引人入睡。

因此，這部分的目的，就是在適時性的經文中，幫助讀者去分辨哪些

信息具有永恆意義，哪些沒有。例如，假如保羅的主要關注不是割禮(就

像他在加拉太書五章6節告訴我們的) ，那麼他關注的又是甚麼呢?假如關

於亞倫後裔的祭司職分或麥基洗德的討論，與今天似乎無甚關僚，這些經

文的永恆價值又是甚麼呢?假如今人試圖用專為辨別第 l世紀異端而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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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來“試驗這些靈..有沒有其他合乎聖經的試驗方法會是更適合的

呢?

這部分不單發掘出一段經文中的永恆意義，還給你講解如何發掘這永

恆意義。本系列的作者致力將經文隱含的意思，通過敏銳的洞察力，以合

乎邏輯而有條理的方式解釋出來。我們怎麼知道割禮不是保羅的主要關注

呢?究竟在有關的經文或其上下文中，有甚麼線蒙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保羅

的真正關注是在較深的層面呢?

誠然，某段經文若存在我們與原讀者之間極大的歷史鴻溝，就需要較

長篇幅去處理。反之，對那些歷史差距較小或幾乎不存在的經文，就只需

較短篇幅去處理。

最後要澄清一點。由於這部分是為討論經文的當代應用而鋪路，因而

這部分與接著的下一部分之間的區別，許多時候都不是那麼明顯的，兩者

也不是完全分割的。但是當這兩部分合起來讀，你就會強烈地感覺到作者

是要積著你從聖經的世界轉移至今天的世界。

當代應用

I _ h. _1 這部分讓聖經信息帶著當初落筆峙的力量，向今日的人說話。

隘函~/IIII 你如何將所學到的關於耶路撒冷、以弗所或哥林多的功課，應

圈圈屆國用到我們在芝加哥、洛杉磯、倫敦或香港的當今處境中?你如

何將原初以希臘語和希伯來語所寫下的信息，以我們自己的語言清楚地傳

達出來?你如何將原初在不同時代和社會所講的永恆真理，應用於我們社

會那相似卻又不同的處境中?

為達此目標，這部分將在一些關鍵領域提供幫助。

首先，這部分幫助你確認那些類似原讀者所面對的當今形勢、問題或

疑問。由於現代的情況與第 l世紀的人所遇到的很少等間，讀者在應用時

必須尋求類似的處境。

第二，這部分探究不同的處境，而這些處境是可以讓經文在今天應用

出來的。你會注意到個人方面的應用，但我們也鼓勵你超越個人層面，關

注整個社會和文化軍體的應用。

第三，這部分將提醒你，在試圖應用經文時你可能遇到的問題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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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如果有好幾個合理方法去應用某段經文(卻是基督徒有所爭議的) , 

作者將會一一指出，並幫助你徹底而全面地分析所涉及的爭議。

在試圖達至此目標的過程中，本系列的作者都努力避免兩個極端:一

方面他們避免提出過於具體的應用，以免本書很快就過時，另一方面，他

們也避免籠統地討論經文的意義，以免與現代的生活和社會脫節。

此外，本系列的作者都傾盡全力，不使本書讀起來似乎說教或講道。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並不是試圖提供現成的講道素材，而是提供方法、

意念和洞見，幫助你有力地宣講神的道。如果本書能幫助你達至這個目

的，那麼我們為此系列所定的目標也就達成7 。

原書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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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把申命記稱為“摩西的福音..又有一些學者雖然沒有把摩

西比作一個福音書的作者，但卻把他比作新約的偉大神學家保羅。布洛克

(Daniel Block) 的申命記註譯一字千金。書中曾作多方類比，以表達申命

記這部舊約書卷的非凡神學價值，其中就包括了上述兩項稱譽。布氏甚至

宣稱，在聖經所有的書卷之中，申命記是“最有系統地表達神學真理"的

書卷，或許只有保羅的羅馬書才足以分庭抗禮。

或問:申命記?那不過是一部舊約書卷，沒有耶穌，又怎能稱作福

音呢?它的成書日期豈不是早於耶穌千年以上嗎?這種看重舊約律例的態

度，豈不是保羅要我們切戒的?

大家聽好|如果你自間有點律法恐懼症，就請你讀一讀這本詮釋書

吧!你將發現，自己的偏見會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正如布洛克教授指

出，摩西所寫的，確曾是一本福音書。以色列民當日在摩押平原聽到的，

無疑是個好消息。本註釋書的作者是個出色的釋經家，在他的筆下，以色

列人的好消息，也足以在今天成為我們的福音。

我這樣說，大家或會感到驚訝。當你細讀這部著作，你更會驚訝不

絕。第一，你會驚訝於摩西原來是個怎樣的人物;第二，你或會驚訝於摩

西的演說對以色列人的要求。令你詰異的，不是演詞的內容，而是摩西的

信息對我們這軍三千多年後的外族人竟然息息相關。

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地形容摩西他是 個牧者多於是個律法的頒佈

人。無可否認，這旬話與我們自以為認識的摩西大相逕庭。常在人們記憶

中的摩西，是個曾經大發烈恕的人。他 看到金牛慣，就把手上的兩塊法

版擊碎。驟眼看來，這一切都與律法有關。神頒下律法，摩西傳遞律法，

而神的于民則干犯律法。律法無疑是整件事的焦點，不是嗎?莫非這不是

摩西的真像?

試想像申命記鋪陳的場景。以色列民將要進入應許之地，這是個充滿

盼望的時刻;然而，盼望的本質必定包括變數，而變數則自然令人焦慮。

前程未有十足的把握，萬一事情有變...... ?民眾需要的，是牧者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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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義正詞嚴的權威人物。摩西能夠切合他們的需要。

另 個使我們感到詰異的地方，是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說的一切，在我

們現代的處境中竟然也合情合理。摩西要求以色列人進入與神的立約關係

之中，因為神要他們作他的于民。摩西挑戰以色列人回應上主，要他們宣

告上主是獨一的主宰，又要遵行上主的吩咐。

幾年前，我和太太到外地教書一年，因此就把房子租給一對在美國

教書的猶太夫婦。他們問我們可否把經文盒 (mezuzah ;或譯“門框聖

卷.. )掛在門框上。那東西是一支金屬管子，內藏“示瑪.. (Shema) 

也就是一張希伯來文字條，寫著申命記第六章的一個段落(也包括申十一

其中一個文意相類的段落)。“示瑪"只有數節經文，都是摩西的教導和

忠告，開首的語句大家都耳熟能詳，就是“以色列啊，你要聽|上主我們

的神是獨一的上主。"這東西掛在我們的門框上實在合適，所以我們幾乎

不用考慮就表示同意。我和太太都樂意常被提醒:神是我們獨一的主，我

們要效忠於他。我們也願意向世人宣示，這就是我們的身分，神就是我們

的主人。今天，那經文盒仍然掛在我們的門框上。

自那天開始，申命記六章4至9節就成7我最喜愛的其中一段經文:

以色列啊，你要聽!上主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上主。你要盡你

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全部的力量，愛上主你的神。我今日

吩咐你的這些話，你要存在心里。你要向你兒子反復講述，無論

坐在家中，還是走在路上，是躺下，還是起來，都要講論。你要

把它們綁在手上為記號，它們要作你額上的標記。你也要把它們

寫在你房屋的鬥框和城鬥上。

雖然我們不是舊的時代的以色列人，但也能夠全然擁有這段經文描述

的身分，並把這個身分整全地活出來。耶穌在世之時，也深知這段經文及

相類的申命記經文內有屬靈寶藏。他作教導時，引用最多的聖經書卷就是

申命記。我們同樣也能夠享用這豐富的資源，甚至比耶穌那時更加方便。

特里-牧克

(Terry C. M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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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出版代表了一趟精彩的旅程。我首次教導申命記的希伯來文

釋經課程，是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事J' 那時可算是這趟旅程的起點。蒙桑

德分出版社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邀請，要我為本釋經系列寫申

命記註釋，實在使這旅程更形緊湊。早年，我曾經與以西結同行的載，今

天，我已和摩西對話整十年。當我閱讀申命記的時候，耳邊就會響起摩西

的聲音。有時候，我不明白摩西的話，但我會要求他作澄清;又有時候，

摩西會對我說一些我耳朵感到陌生、心中也不慣接受的聲音，使我感到困

惑和混亂;更有時候，我清晰地聽明白了，但卻不喜歡這聲音，並且向他

抗議。他會挑戰我的神學，也會挑戰我對虔誠的理解。他會不時向我呼

籲'要我放下心中的偶像，更全面地跟隨主，但我卻不會就範。那時，摩

西的聲音就會把我的自義和虛偽抖出來。我沒有盡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

命、全部的力量愛神(參申六4-5) :我固然也沒有愛鄰如己。然而，我要

對摩西說聲多謝。他讓我認識到甚麼是自由，甚麼是赦免，並提醒我，神

有極豐富的恩典，且會不懈地尋找他的子民。

這本註釋書是從 項更大的研究沉澱出來的。可惜，限於篇幅，我

只有把大部分的釋經功課剔除，並在很多題目襄放棄太細緻的論述。我希

望能夠讓優秀的神學主張浮現出來，也希望表達方式是前後一致及有助理

解的。我相信這樣的註釋書必須做到三個效果: (一)必須讓讀者實在地

明白經文(二)必須把經文的神學意義，與其他聖經教導結合起來;

(三)必須在經文的當代應用上，為讀者一一尤其是當中的牧者和教師

一一建立起初步的指引。這本著作有沒有達到上述目標，就有待讀者的回

答和時間的證明了。

早在十年前，我已經答應寫這本書。當時我的生活比較簡單。然而，

答應了不久，我的生活就被各樣行政工作弄得複雜。我當時是聖經研究

所 (Institute of Biblical Research) 的所長，以及肯塔基州美南浸信會神學

院 (Southem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 聖經及

解經 (Scripture and Interpretation) 副院長。原本可以用來寫這本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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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心力，也被消耗了-t)\成。在2005年，我們搬到惠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 ，這趟朝聖旅程又停頓一年有多。最後，因著神的恩典，並本系

列眾編輯的耐心等待，這本書的寫作階段終於完成。這本書絕非完美。神

的話固然是可靠的權威，但我們的詮釋卻只是鉛筆字旬，隨時要被改正、

變更，甚至擦去。我把這本書呈獻給教會，並祈願，即便本書並不完美，

也能幫助新一代的讀經者體會到聖經的活潑，特別是摩西的福音書。

我在這趟朝聖旅途中，得到數之不盡的幫助。摩西 直向我說話，

但他也有不少助手，支持著我去研讀這部偉大的書卷。不論是在課室之

內，研討會議之中，還是教會講台之上，當我跟著摩西的腳步時，都有很

多人與我同行。他們向我提供意見，範圍從申命記的宏觀主題，至1]某段經

文的細節都有，而且都是我樂於接受的。我要展示研究所得的時候，又有

很多人幫助我改善表達方式和技巧。我必須提名感謝幾位研究生，他們

是:馬賽厄斯 (Greg Mathias :已接) 、德魯什 (Jason DeRouchie) 、史

密夫 (Greg Smith) 、特納 (Kenneth Tumer) 、克里布 (Bryan Cribb) 、

約斯貝格爾 (Rebekah Josberger) 、埃利奧特 (Nathan Elliot) 、安斯伯里

(Chris Ansberry ) 、黃杰利 (Jerry Hwang) 、特里 (Charlie Trimm) 、賈

爾 (Jason Gile) 、謝弗 (Rahel Schafer) 、紐柯克 (Matt Newkirk) 、巴

頓 (Matthew Patton) 、歐文斯 (Daniel ûwens) 。如果不是得到他們的友

誼和幫助，本書絕對不能完成。我也必須感謝艾姆斯 (Carmen Imes) 及

內子埃倫 (Ellen) ，她們在製作蒙引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要特別再感謝安斯伯里。本書手稿原有 1 ，250頁，安斯伯里花7大量

時間，把它濃縮成約八百頁，以符合本系列編輯的要求，並且保留了我的

聲音和精神。他與我堅密合作已有六年，對我瞭如指掌。這個階段的資助

來自理軒優質教學獎 (Leland Ryken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是

我有幸於2010年秋得到的。

我也必須向一些機構致謝。有很多機構藉著提供圖書館的資源來支

持這項事工，也有機構資助我到各地參與研討會，讓我的想法得以展示

和被檢驗。她們是伯特利神學院 (Bethel Theological Seminary) 、美南浸

信會神學院、惠頓學院，另外還有劍橋的T道爾圖書館 (Tyndale Library 

in Cambridge) 招待我在那襄度過7兩個安息年 (2002 、 2010) 。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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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感謝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埃金 (Danny Akin) ，他在2001至2002年

慷慨地給我安息年;又感謝格林曼 (Jeff Greenman) 、鮑姆加特納( Jill 

Baumgartner) 和瓊斯 (Stan Jones) 讓我在2010年放假。得蒙桑德分出

版社及本系列的編委邀請，實在十分感激。科里特 (Katya Covrett) 一

直對我很是支持，我也十分感謝。感謝克內德勒忱儷 (Bud and Betty 

Knoedler) 慷慨解囊，贊助我的教席。他們不但是惠頓學院的支持者，我

也有幸與他們為友。我們夫婦感激他們的每天代禱。

我必須再次多謝內子埃倫。她是我的喜樂，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身邊

支持我，作我的益友和顧問。如果沒有她的愛和睿智，這本書即便能夠完

成，也會跟目前的相去萬里。埃倫是這趟朝聖之旅的同行者，她不但聆聽

我在寫作過程中的沮喪和喜樂，也會耐心地聆聽我就本書而作的每一篇講

章和講座，更為我預備好寧靜安祥的工作環境。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他

們讓我學會從日常生活的每個經驗稟感受神的恩典。我以本書獻給我深愛

的孫兒女們。

最終，不論是這本書還是其他成就，所有功勢都是神的。神藉著基督

和律法，向我們賜下極豐盛的恩典。

願主我們的上帝向我們彰顯他的恩蔥，

使我們所做的一切成功，

求你成就我們所做的一切! (詩九十 17 ' ~新普及) ) 

大衛﹒布洛克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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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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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enbill. 2 vols. Chicago, 192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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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Bonner biblische Beiträge 

Bulletin of Biblical Research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ibliotheca ephemeridum theologicarum lovaniensium 

Biblia Hebraica Quinta 

Biblical Hebrew R吃ference Grammar. Ed. C. H. 1. Van der 

Merwe. Sheffield, 1999.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iblicα 

BibOr Biblica et orientalia 

Bl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Series 

BJS Brown Judaic Studies 

BN Biblische Notizen 

BRev Bible Review 

BSac Bibliotheca sacra 

BST Bible Speak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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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B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EvQ Evangelical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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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ament ExpTim Expositoη1 Times 

BZ Biblische Zeitschr拆 FAT Forschungen zum Alten 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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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BR Currents in Biblicα，1 Research HSS Harvard Semitic Studies 

DBAT Dielheimer Blätter zum Alten Testament HT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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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P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αment: Pentateuch. Ed. T. D. JATS Journα1 of the Adventist Theologicα1 Society 

Alexander and D. W. Baker. Downers Grove, 2003. JBL Journα10fBiblicα1 Literature 

EGL Eastern Great Lakes JBQ Jewish Bible Quarterly 

EncJud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1972. JEA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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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JHS Journal of Hebrew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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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New Testa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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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Atlanta, 1997. 

《七十土譯本} (Sep仙a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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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1e Assyrian Laws. Ed. M. T.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Atlanta, 1997. 

《馬所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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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ew Century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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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LMS 

SBL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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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 J. D. 

Douglas and Merrill C. Tenney. Grand Rapids, 1987.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Ed. W. VanGemeren. 5 vols. Grand 

Rapids, 1997. 

New Intemational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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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ovum Testamentum 

Novum Testamentum Supplements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ew Testament Studies 

Orbis biblicus et orientalis 

Overtures to Biblical Theology 

Old Testament Library 

Old Testament Studies 

Oudtestamentische Studiën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砂

Revue biblique 

Review and Expositor 

Revue de Qumra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Sources 企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Southern Baptist Journal ofTheology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Archae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Society ofBiblical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eries 

Society ofBiblical Literature Monograph Series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eminar Papers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Writing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the Ancient Nea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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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of Syrian Semitic Inscriptions. Ed. J. C. L. 

Gibson.3 vols. Oxford, 197卜82.

Studies in the Texts ofthe Desert of Judea 

Studia evangelica 

Tel Aviv 

Texts from Cuneiform Sources 

Theological Dictionαry ofthe Old 先stament. Ed. G. J. 

Botterweck and H. Ringgren. 15 vols. Grand Rapids, 
1974-. 

卸的i抄 Journal

Theological Lexicon ofthe Old Testament. Ed. E. Jenni and 

C. Westermann. 3 vols. Peabody, MA, 1997. 
A Theological 的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Ed. R. L. 

Harris, G. L. Archer, and B. K. Waltke. 2 vols. Chicago, 
1980. 

抒ndale Bulletin 

Ugarit-Forschungen 

Ugaritic Narrative Poetry. S. B. Parker. SBLWAW 9. 

Atlanta, 1997. 

節( verse[sJ) 
Verkündigung und Forschung 

跆tus Testamentum 

Vassal Treaties of Esardhaddon. Ed. 孔1. T. Roth. Law Col-

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Atlanta, 1997. 

Vetus Testamentum Supplement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issenscha民liche Monographien zum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 

Westminster Journal ofTheology 

Zeitschr拆fo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和合本》

《新普及譯本》

《新漢語譯本》

摩面的福音

1. 摩西第一篇演講詞:憶述上主的恩典(一 1------四43)
A.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前吉(一1-5 ) 

B. 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摘要:呼召之恩 (-6'""四40)

1.憶述上主向出埃及的一代以色列人施恩(-6~二 1)

a. 憶述在何烈山的日子 (-6-18)

b. 憶述從何烈山走到加低斯﹒巴尼亞(一19)

c. 憶述加低斯﹒巴尼亞事件( -20-46) 

d. 憶述在曠野繞行(二1)

2. 憶述上主對新一代以色列人施恩(二2~三29)

a. 憶述以色列人與河東親族相遇(二2-23)

b. 憶述以色列人與亞摩赤1]二王相遇(二24~三 11)

c. 摩西的個人回憶(三12-29 ) 

3. 憶述上主惠及後世的恩典(四 1-40)

a. 憶述賜下律法之恩(四卜8)

b. 憶述立約之恩(四9-31 ) 

c. 憶述救贖之恩(四32-40 ) 

c.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結語(四41-43 ) 

11.摩西第二篇演講詞:闡述上主的恩典

(四 44------二十九1 (二十八69) ) 
A.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序吉(四44'""五 l上)

B.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核心:立約之恩(五fF'""二十六19)

1.聖約關係要義的啟示(五l下~六3)

a. 啟示的場景(五l下δ)

b. 啟示的內容(五6-22)

c. 對啟示的回應(五23~六3)

2. 宣示聖約關係的特權和責任(六4~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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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聖約關係的核心:呼召人以愛締約(六4'"八20)

(1) 呼召人專一委身於聖約(六4-9 ) 

(2) 委身於聖約的考驗(六10'"八20)

(a) 信心的考驗(第一部分)內在和外在的考驗

(六 10-25 ) 

﹒考驗的本質(六10-19 ) 

﹒對考驗的回應(六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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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心的考驗(第二部分)外在的考驗(-1:::1-26)

﹒考驗的本質(七1-16 ) 

﹒對考驗的回應(-1::: 17-26)

(c) 信心的考驗(第三部分)內在的考驗(八1-20)

﹒考驗的本質(八1-10 ) 

﹒對考驗的回應 ()\11-20)

b. 聖約關係全賴恩典(九1'"十 11)

(1) 反駁憑己力贏取上主恩番的謬論(九1-24 ) 

(a) 這謬論的本質(九1-6)

(b) 對這謬論的駁詞(九下24)

(2) 懇求上主再次眷顧(九25'"十 11)

(a) 摩西懇求之詞的本質(九25-29 ) 

(b) 上主對懇求的回應(十1-11 ) 

c. 聖約關係的基本要求(十12'"十一 1 ) 

d. 聖約關係的重要性(十一2-28)

(1) 從歷史學到的功課:回顧上主大能的作為(十一2-7)

(2) 從經濟及環境學到的功課:看出上主的供應(十一8-28)

e. 預示三邊聖約關係將完滿展現 上主一以色列一土地

(十一29-32)

3. 宣示聖約關係涵蓋的範圍(十二1'"二十六19)

a.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一部分(十二1'"十四21 ) 

(1) 回應上主的邀請，到他的面前敬拜(十二卜14)

(2) 回應上主的厚賜，慷慨地待人(十二1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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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應上主的呼召，專一事幸他(十二29'"十三18 (19) ) 

(4) 回應上主的邀請，到他的桌前享用建席(十四 1-21 ) 

b. 如何與上主共處聖約之中(十四22'"十五18)

(1) 心柔和，手張開(第一部分) :慷慨地敬拜(十四22司29)

(2) 心柔和，手張開(第二部分) :慷慨地待人(十五1-18)

(a) 善待窮人(十五1-11 ) 

(b) 善待償債奴僕(十五12-18 ) 

c.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二部分(十五19'"十六 17)

(1) 日常生活中在上主面前享用定例以外的建席

(十五 19-23 ) 

(2) 根據定例在上主面前享用建席(十六1-17)

(a) 逾越節(十六1-8 ) 

(b) -1:::-1:::節(十六9-12)

(c) 住棚節(十六13-15)

(d) 結語(十六16-17)

d. 聖約關係與追求義(十六18'"十八22)

(1) 司法機構要捍衛聖約之義(十六18'"十士的)

(2) 君王要體現聖約之義(十-1::: 14-20)

(3) 利未人的待遇反映出社章有否照聖約行義(十八1-8 ) 

(4) 先知是聖約之義的代吉人(十八9-22)

e. 在生死大事中追求聖約之義(十九1'"二十一9)

(1) 在誤殺(及貪婪)案件中彰顯義(十九1-14 ) 

(2) 在司法程序上彰顯義(十九15-21)

(3) 在戰場上彰顯義(二十1-20)

(4) 在懸案中彰顯義(二十 1-9 ) 

E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約之義:第 部分(二十一10-23)

(1) 在娶被擴婦女為妻的事上彰顯義(二十一10-14 ) 

(2) 在對待長子的事上彰顯義(二十一15-17 ) 

(3) 在懲治叛逆兒子時彰顯義(二十一18-21 ) 

(4) 在處理死囚遺體時彰顯義(二十一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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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的之義:第二部分

(二十二 1-30 (二十三1) ) 

(1) 在對待牲畜及其他家事上彰顯義(二十二1-12)

(2) 在婚姻的貞潔上彰顯義(二十二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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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處理淫亂事件時彰顯義(二十二22-30 (二十三1) ) 

h. 追求聖約之義以配作上主的神聖于民(二十三1-14 (2-15) ) 

(1)在上主的會中彰顯義(二十三 1-8 (2-9) ) 

(2) 在以色列軍營中彰顯義(二十三9-14 (10-15) ) 

1. 在軍體生活及經濟運作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一部分

(二十三15-25 (16-26) ) 

j.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三部分(二十四lδ)

(1) 在處理離婚事件時彰顯義(二十四 1-4 ) 

(2) 在招募兵勇時彰顯義(二十四5)

k.在畫體生活及經濟運作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二部分

(二十四6""二十五16)

1. 插曲:未曾了結的舊事:與亞瑪力人的膠輯(二十五17-19)

m.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三部分(二十六1-15 ) 

(1) 慶賀上主的信賈(二十六1-11 ) 

(2) 宣認堅守聖約(二十六12-15)

n. 領受從聖約關係而來的召命(二十六16-19 ) 

C. 插曲:吩咐百姓進入應許之地後更新聖約(二十-t1-26)

1.三邊聖約關係的完成:上主一以色列一土地(二十七1-8)

2. 呼籲百姓要在應許之地堅守聖約(二十1=9-26)

a. 摩西和利末人對百姓的吩咐(二十1=9-10 ) 

b. 違反聖約的詛咒(二十1=11-26)

C. 聖約的兩面:福與禍(二十八1-68)

(1) 蒙福之路(二十八1-14 ) 

(2) 招禍之路(二十八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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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結語(二十九1 (二十)\69) ) 

III.摩西第三篇演講詞:信靠上主的恩典

(二十九2"'-'三十20)
A.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前吉(二十九2上)

B.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核心.重新立約之恩

(二十九2下( 1) r-...-三十20)

1.今天 慶賀立約之恩(二十九2下-13 (1胃口) ) 

a. 今天就要記念上主過去的恩典(二十九2下-9 (1-8) ) 

b. 今天就要領受上主的恩典(二十九10-的 (9-12) ) 

2 將來:輕視立約之恩(二十九14-28 (13-27) ) 

3. 今天:未完全明白立約之恩(二十九29 (28) ) 

4. 將來:信靠立約之恩(三十卜10)

5. 今天:回應立約之恩(三十11-20 ) 

IV. 摩西的離世(三十一1"'-'三十四 12)
A.摩西臨終的措置(三十一 l r-...-三十二47)

1.立約書亞為摩西的繼任人:第一部分(三十一1-8)

2. 關於律法書的安排(三十一9-13 ) 

3. 立約書亞為摩西的繼任人:第二部分(三十一14-15 、 23)

4. 以色列國歌的序吉:第一部分(三十一16-22)

5. 摩西的總結演講詞(三十一24-29 ) 

6. 頌日昌以色列國歌(三十一30""三十二47)

a. 以色列國歌的序吉:第二部分(三十一30)

b. 國歌的歌詞(三十二1-43 ) 

C. 國歌的篇後語(三十二44-47)

B. 預告摩西之死(三十二48-52)

C. 摩西的祝福(三十三1-29 ) 
D. 詳述摩西的離世(三十四 1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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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八1-8
輛漢語譯車

1 “利未支派的祭司，整個利;

未支派，都在以色列人中無分無產 i

業。獻給上主的火祭就是他的產;

業，是他所吃的。 2在他們的兄弟:

中，他們並沒有產業;上主本身就:

是他們的產業，正如上主對他們說:

過的那樣。

個告車

1 “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丈派，

必在以色列中無分無業，他們所吃

用的，就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和一

切所捐的。 2他們在弟兄中必沒有

產業，耶和華是他們的產業，正如

耶和華所應許他們的。

3“這就是祭司從百姓應得的分: 3 “祭司從百姓所當得的分乃是

在獻祭的祭牲中，無論是牛是羊，這樣:凡獻牛或羊為祭的，要把前

都要將前腿、兩頓和胃送給祭司。;腿和兩肥並脾再給祭司。 4初收的

4你初收的五穀、新酒和新袖，你初;五穀、新酒和泊，並初剪的羊毛，

剪的羊毛，也都要送給他， 5因為上!也要給他。 5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主你的神從你各支派中揀選了他， 從你各丈派中將他揀選出來，使他

使他和他的子碌，在所有的日子里 i 和他子孫永遠奉耶和華的名侍立事

奉上主的名站立事奉。 r 奉。

6 “要是有利未人從全以色列中 6 “利未人，無論寄居在以色

他所寄居的一座城襄出來，他可以:列中的哪一座城，若從那里出來，

完全隨自己的心意來到上主所揀選;一心願意到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的地方， 7奉上主他神的名事奉，像 7就要奉耶和華他神的名事奉，像

他所有的利未人兄弟一樣，在那里{他眾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華面前

站立在上主面前。 8除了賣祖業所得!事奉一樣。 8除了他賣祖父產業所
的之外，他還可以吃同樣分量的祭 t 得的以外，還要得一份祭物與他們

物。"同吃。"

種文臨章

摩西在這襄把焦點從君王轉到祭司身上。君王體現出聖約之義

的範式，而以色列人對祭司的態度，則是他們有否謹守聖約之

義的衡量準貝1] 。第十八章 l至8節的結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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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人受百姓供養的底因 (1-2節) ;利未人應該得到甚麼樣的供養( 3-5 

節) ;以及利未人受供養的範圍 (6-8節)。在稱呼利未人的時候，經文用

了第三人稱代名詞，顯示說話的對象不是利未人;也就是說，經文的重點

不是利末人發揮甚麼功能，而是以色列人當以怎樣的心態和行為對待他

們。摩西仍然以“義，惟獨義"為綱領(見十六20的註釋) ，把百姓對待

利未人的態度描繪成一個溫度計，可以用來檢測他們對上主和聖約的忠誠

程度。 l

利未人受百姓供養的底因(十八1-2)
這段經文的開場白共有四句主旬，全都有鑰詞 nabalâ (所得的一份/

領受之物/地業; <新漢語):“產業"見 到的詮釋)。經文聚焦於以

色列民之內的一個軍體，他們被稱為“祭司"、 可IJ未支派"和“整個利

未支派"。祭司負責在中央聖所施行祭禮，並擔當其他屬靈職事(十8 ' 

十八18 '二十士9-14 '三十-9) 。後兩個稱呼則表明這個重體是利未的

後裔(當IJ二十九34) 0 2 至於“在以色列中" ( 1節上)和“在他們的兄

弟中" (2節)兩個短語，貝IJ反映出利未支派的祭司與其他以色列人的關

保。其他支派在征服迦南之後分得地業，但利未人卻沒有分得寸土。

第 l至2節的每一個從句都出現鑰詞 nabalâ 。在申命記絕大部分的段

落中，這個詞都是指上主賜給以色列人作產業的迦南土地。 3 在這段經文

中，摩西預期迦南必有被征服的 天，至IJ時各支派就會分得一份土地為產

業。 4 然而，因為利未人不會分得地業，所以他們也不能像其他支派一樣

享受豐饒的生活。摩西這番話的根據是民數記十八章20至26節 5 但卻沒

注意摩西多次呼顯百姓善待利未人，並孤兒、寡婦、寄居者(十四29 '十六

11 、 14 '二十六 12-13) ，以及家中的親屬(十二 12 、 18-19)。

2 見Driver， Deuteronomy , 213-14; J. A. Emerton,“Priests and Levites in 

Deuteronomy," VT 12 (1 962): 133-34 。

3 見四21 、兒，十9' 十二9 、 12 '十四27 、妞，十五4' 十八 1-2 '十九10 、 14 ' 

二十的，二十一16 、刃，二十四4' 二十五19~二十六卜二十九8 (7) 。

4 有關支派地業的分佈﹒見民三十四 1-12 :分地的手續，見民三十三日和三十四

16-29 :分地的過程，見書十三~十九。

5 根據民二十六位，利末人雖然不像其他支派一樣分得土地，但他們在上主面前

的地位特殊，就是不用上陣與迦南民族作戰。

517 申十八恥8 盪

有把利未人得到的補償稱作“十分之一"的奉獻，而是稱為“獻給上主的

火祭" (也就是“食物祭品" ) ， 6 因此把補償的源頭重新指向上主。

為了補償利末人的無分無產業，上主就以自己作為未IJ未支派祭司的產

業 (2節下;參民十八20) 。申命記囚章20節(參三十二9) 稱以色列為上

主的 nabalâ ( <新漢語):“他〔上主)產業的于民" ) ，而這稟則指上主

是利未支派祭司的 nabalâ 0 7 上主這樣做，就是邀請他們與他同桌共膳，

因此凡百姓獻上之物，他都留 份給利未人。摩西又說，“正如上主對他

們說過的那樣" (2節) ，讓利未人知道他們的保障來自上主，儘管隨後

的經文指明供養利末人是百姓的責任。

利未人應該得到甚麼樣的供養(十八3-5)

藉著“這就是祭司從E姓應得的分"這句話，經文展開了一個新的

段落。這個新段落具體地指出何謂“獻給上主的火祭就是他的產業" ( 1 

節)。利末人的產業是上主自己，而他們所得的供應則是百姓獻給上主的

祭物。這些祭物可分作三大類:肉食;田地、酒醉、橄欖圓的出產;以及

羊毛(作衣料毛毯)。供給祭司的一切物品必須是特選的 祭牲的肩膀

( <新漢語):“前腿" ) 、 8 兩頰和買;初收的五穀、新酒和新油. 9 以及

初剪的羊毛。這些語旬讓百姓想到上主的豐厚恩典，使他們更樂意用同樣

的慷慨心懷供養利末人。

第2節指出利末人享有特權是因為上主的應許，而第5節則指這是因

為上主的選召。摩西這樣總結利未人在敬拜上的專職角色 他們被揀選出

來， “在所有的日子稟奉上主的名站立10 事幸" (參7節，十8) 。這旬話

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i1grom對民十五10的論述， Numbers , 124 :同上 ， Leviticus 

1-16， 161-162 。

7 根據上主早前在民三十五1-8所作的應許，在征服迦南之後，利末人的額外補償

還包括40座城鎮，再加上那些城鎮周圍的郊野(書二十一1-42)

8 在以色列及古代近東文化中，祭牲的肩膀都是特別神聖的祭肉，有關的論述見

M i1grom, Numbe悶， 49 。

9 這不是指首次收割採集的農作物，而是指第一批處理完成的農產品(參民十八

12) 。見Mi1grom， Leviticus 1-16， 191 。
l 。 這個短語在申命記只用來形容利未支派的祭司，但在其他書卷也用於站立在上

主左右的天軍(代下十八18) ，或者先知(:52三 1 :代下二十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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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宮廷所用的官式語，意即授權利末人上獻觀見君王，或作服侍，或頓旨

意(參但-4 ) 。至於“他的子孫"一語，作用是強調這是代代相傳的職

事。

利末人受供養的範圈(十八6-8)
與大部分英文譯本的立場不同 11 這個段落的焦點不是授權居於各城

的利末人到中央聖所任職。經文固然有這層意思 ， 但它的立意卻是要保障

所有利末人都得看供養。 1 2 經文以第二人稱指及“你的城門" (NIV “你

把百姓對待利末人
的態度描繪成一個溫

度計 ， 可以用來接測

他們對上主和聖約的

忠誠程度 。

的城" ( your town J {新漢語》 “ 座

城" ) ，顯示說話的對象是以色列人，盼咐他們

要尊重利未支派祭司的身分和特權。

摩西邀請所有利未人享用第3至5節所載的供

養 ， 為此他設想出 個處境，就是有利末人離開

自己所寄居的城 ， 往中央聖所去 ( 6-7節) 0 1 3 摩

西並不反對利末人到上主所揀選的地方敬拜(參

十二 15 ) ， 儘管這利末人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而這

樣做。經文不但容許他們上去敬拜，更授權他們

與在中央聖所供職的利未人一起事奉上主。一直

站立在上主面前的利末人，是外來利未人的“兄弟"表示兩個利未童體

並無衝突，也沒有競爭 。

摩西向外圍城鎮的利末人作這樣的邀請，表面看來似乎與民數記第

十八章有衝突。民數記第十八章指明，除了亞倫和他的子孫外，其他利未

人沒有權在中央聖所執行宗教禮儀。然而，摩西在這里並沒有訂明外來利

末人在聖殿的職責，因此他們絕不會威脅到大祭司世系在至聖所的獨特職

JJ ES V和RE B是顯著的例外。從第8節的賓語 動詞一副詞的文法結構可見，這

兩個譯本沒有把第8節譯作前題，而是譯作結論 。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Ne l so n ，

Deuteronon吵， 227 0

12 這個段落的前題由三句條件從旬組成 (6 - 7節) ，而第8節就是由此引申的結

論。這三句條件從旬各有 個主旬，並繁接著一句修飾從句。

13 正如十二5一樣，動詞 bô' (來到)是指聽眾/讀者朝若發話人那襄前進。在這

裹 ， 發話人所處之地象徵著中央聖所。

519 申十川 國

分。外來利末人的角色或許純屬輔助性質 ， 但他們也是被上主邀請到他面

前作“祭司職事"的人。申命記又鼓勵百姓帶同利末人到中央聖所敬拜，

由此推斷，外來利末人的職責或許是照顧問鄉在靈性上的需要。

摩西在第8節終於說到重點 : 同樣的事幸應有同樣的報酬。經文的用

語是“岡樣分量"。這個短語與第 l 節組成一個框架，把這個段落括在中

間(參 l節) ， 並突顯出摩西的關注，就是每一位利末人的福祉 o 摩西堅

持 ， 外來的利末人與在中央聖所的利未人權利相同，都可以享用第3至5節

提到的物品。第8節結尾的從旬( {新漢語> 8節上)意義含糊。總括來

說，似乎是指上到中央聖所的利未人儘管在本鄉仍有祖業收入，但中央的

供養也不可減少。 1 4 無論如何 ， 經文應該不是說外地的利未人會永久居於

中央聖所。 的

應用車則

住在自己城中的利末人 在民數記三十五章 l至8節，上主吩咐

以色列人在全國留下的座城鎮並周圍的郊野給利末人。的書亞

記二十一章 l至42節記載以色列人執行了這個命令，並按照各

支派的領地，逐一記明利末人的城鎮所在。舊約聖經並無片盲隻字提到這

些城鎮的功能，也沒有提及利末人在自己的城中有何角色。設立利未人的

城鎮 ， 或許是要保證全境都有牧者的照料，包括照顧有需要的人、執行潔

淨禮、主持地區性的祭禮(參撒上九12-13 '十六 1 - 6 ) 、頒怖祝福和詛咒

(參申二十-t9-14 ; 書八33 ) 、教導律法(申三十 9- 13 '三十三

8-11 ) 、維護以色列的傳統 、 監督百姓持守聖約，以及在偏遠地區作中央

聖所的代表。

14 有關 俑 ，叫“(“祖業"中的“祖" 語)的論述，見T. E. Ran仗，“Patrímony

in Deuteronom y 18:8-A Possible Ex planation," in The Answers Lie Below: E.品。rys

in Honor 01 Lawrence Edward Toombs (ed. H. Thompso川 Lanham ， MD: Uni v. Press 

of A meri ca , 1984), 28 1 -8 5 。

的 有幾位祭司都在原居地以外的處所執行職務，包括E比亞他(王上二26 -2 7 )

和耶利米(耶三十二6-25) 。進一步的論述見M. Haran, Temp les a nd Temple 

Service in Ancient Js rael: An lnq ui ry into Bib lical C1I 11 Phenomena and Ihe 

H的lorical Seuing 01 the Priest抄 Sc的01 (Winona Lake， 則 E i凹的raun s ， 1985), 11 9-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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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的城鎮的位置和功能示意凰

品 以 4

0 11J末人的城鎮
﹒外圍的鄉鎮

雖然在舊約聖經的敘事文中從未出現過利未人的城鎮 1 6 但從士師記

第十t至十八章和第十九至二十章可見 ， 幸IJ末人在定居之後很快就在靈性

上走了岔路。毫無疑問，他們的失責導致舉國忘記上主，並無視他的救贖

大恩(士二10 ) 0 17 

當代應間

教牧聖握拳f'學 這段經文對建立教牧聖經神學大有意義。

(一)被召事奉上主是 個最崇高的呼召。在十二支派中，只

有利末人能以上主作他們的產業，並且從上主得善生活的保

障。上主承諾間接地供應他們的需用，就是把民眾奉獻的禮物都給他們留

一份。通過依靠上主，不IJ末人彰顯出神人關係的典範。今時今日 ， 能夠享

的 因此有些學者對這些記述存疑。見J . R. Spencer,“Lev itica l Cities," ABD , 4:3 10-

11 。

17 結四十四 J 5指控中央望所的利未祭司叛逆上主。

有這種神人關係的，不再限於以色列國的利未祭司 ， 所有的教牧人員也同

樣享有這種關係 o

(二)上主親自揀選並呼召那些幸他的名在他面前侍立和事辜的人，

因此 ， 服侍神並不是 份職業，而是一種召命。“站立在上主面前"一

語，意味我們能夠清楚聽到神的聲音，進而全人投入於實踐神的旨意，而

“奉上主他神的名事萃"貝IJ表明我們從神那稟得看授權，並以榮耀他為

最終的目的。從聖經上提及以色列的文字可見，配得這個位分的只有 : 天

使(路一 19 ) 、先知(王上十-t 1 ; 耶二十三18 、 22 ) 和祭司(亞三 1 ; 來

十 11-12 )。新約聖經說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彼前二9 ) ，意思是通過耶穌

基督的工作，信徒整體得以直接來到神的面前，並且在這個不信的世界中

作他的代表。

(三)保羅對提摩太說 “ 那些善於治理教會的長老，尤其是那些

在講道和教導工作上勞苦的長老，應當看為配得加倍的尊重。因為經上

說 ‘牛踩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又說 ‘工人配得自己的報

酬。， " (提前五 17-18 ) 。申命記的這段經文正是保羅這番話在舊約聖經

中的寫照。被召服侍上主的人，理應兔於擔當世俗職業以維生，好讓他們

能心無旁驚地做神的工。在古以色列 ， 如果出現一貧如洗的利末人，實與

國恥無異，並有損上主的名聲。 1 8 今天也是-樣，只要看看神的子民怎樣

對待神的僕人 ， 就可以測知他們的屬靈光景。教牧人員生計支細，就表示

神的子民沒有依靠神。在 “義，惟獨義"的原則下(見申十六20 ) ，神的

于民更應慷慨大方地照顧神所呼召的僕人。

1 8 參McConv ill e， Law and Theology in Deuleronomy， 的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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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你進入上主你的神賜給你

的地，你不可仿效那些民族 3 做可

憎的事。

1。“在你中間 3 不可發現有人讓

自己 的兒女在火中經過 ， 也不可有

占←的、觀兆的、行法術的、施邪

術的、 11弄迷咒的、問鬼的、通靈

的、求問死人的， 12因為這一切行徑

都是上主昕憎惡的 。 因這些可憎的

事?上主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

出去 。 13你在上主你的神面前要完

全。 14因為你要趕出去的那些民族 ，

都聽從觀兆的和占←的 3 可是你 3

上主你的神不准許你這樣 。 15上主你

的神要從你中間 3 從你兄弟中間 3

為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樣 ， 你
們要聽從他 。 16正如在何烈大會的日

于 3 你曾 向上主你的神所求的一切
那樣﹒ c 不要讓我再聽見上主我神

的聲音 3 不要讓我再看見這麼大的

火 3 不然我就要死了 。， 17上主對

我說 ι 他們說的很好 。 18我要在他

們兄弟中間為他們興起一位先知 3
像你一樣。我要將我的話放在他口

中 3 他要把我所吩咐他的一切都告

訴他們 。

19 “‘要是有人不聽從他奉我的

名所說的我的話 3 我必親自向那人

追討。 20然而 3 要是有先知擅自奉我

的名說我不曾吩咐他說的話 2 或者

祖告車

9 “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之

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

不可學著行。

10 “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

經火，也不可有古|、的、觀兆的、

用法術的、行邪街的 、 11用迷術

的 、 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

12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

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

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

趕出。 13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

作完全人。 14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

國民 ， 都聽信觀兆的和古←的;至

於你，耶和華你的神從來不許你這

樣行。 15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

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們要聽從他。 16正如你在何烈山

大會的日子求耶和華你神一切的

話說 a 求你不再叫我聽見耶和華

我神的聲音，也不再叫我看見這大

火，免得我死亡。， 17耶和華就對

我說 ‘他們所說的是。 1日我必在

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

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

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

們。

19 川誰不 聽他奉我名所說的

話，我必討誰的罪。 m若有先知擅

敢託我的名 ， 說我所未曾吩咐他

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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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奉其他神明的名所說的話 3 那

先知就必死 。 21要是你心襄說 : 我們
怎麼知道究竟上主說過那話沒有 7

22當先知奉上主的名說話 3 要是那話

沒有成就 3 沒有實現 ， 那他的話就

不是上主說的 2 是先知擅 自 說的 3

你就不用怕他 。 3η

經文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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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自車

那先戶口;就必治死。 ， 21你心襄若

說 。 ‘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我

們怎能知道呢?'位先知託耶和華

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 ， 也無

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

的，是那先戶口擅自說的，你不要怕

他。"

毫無疑問，聽眾當中必定有不少人想到摩西離去之後的問題。

摩西早在第一篇演講詞就指出 ， 他不能享受過約旦河的喜悅 ，

而約書亞則會帶領以色列人奪取迦南地 (- 38 '三2 1- 22 、

28 ) 。然而 ， 人們還會間，約書亞相繼離去之後又怎樣呢?從第十六章 18

節開始 ， 摩西就一直在回應這個問題。他既督促百姓秉公行義，也再三保

證必會有積袖帶領他們。他吩咐百姓設立審判官(十六 18 ) ; 看意描述祭

司的角色(十1:9- 12 '十八 1 - 8 ) ;又想到民眾他日會渴望有王治理他們 ，

於是便授權他們設立王以秉公行義(十1:14-20 ) 。摩西自己在某程度上也

擔當著上述角色，但這一切都不是他的首要職責。他的首要職責是作神人

之間的媒介 ， 傳遞神持續頒佈的啟示，但摩西離去之後，百姓又可以到誰

那襄去聆聽神的話呢?第十八章9至22節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l

有人認為申命記十六章 18節至十八章22節所論述的是國家政體 ， 可

是這個段落(十八9 -22 ) 卻沒有多少法律文件的味道。第 10至 1 1 節雖然仔

細地逐一描述可憎的行為，但第9至 1 4節的其餘部分卻是以神學立論，闡

述禁止異教行為的原因 ( 9 、 12節) ，並以牧者的語氣作出勸勉 ( 13 、 14

節下)。第 1 5至22節也不像是法律條文，聽來卻彷彿是描述神如何繼續施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Lothar Perli tt,“Mose als Prophet," Eνangel凹的 Theo logie 31 

( 197 1): 596-97 。參經文中多次出現的動詞 sãma (聽) ， 見十八 1 4 、 1 5 、 1 6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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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 為百姓提供可以長久享有神人相交的途徑。這段經文可以分作三個部

分 首先是一段前盲，烘襯下文發出的應許，就是將會興起一位像摩西的

先知 ( 9- 1 4節) ; 接著是這個應許的內容( 15 -20節) ; 最後是隨這個應許

而來的考驗 ( 21-22節)。第十六章 1 8節至十八章22節的主題是“義，惟獨

義.. (見十六20的註釋) ，而上述三個部分都就著這個主題各自發揮。

烘襯應許的前吉(十八9-14)

“義"的主題在這個段落中至為明顯。經文向聽眾和讀者展示出兩條

截然不同的道路 其一是其他民族可惜的道路 ( 9節下) ， 其二是上主啟

示的完全之路( 1 3節)。“可憎" 詞(十八9下 、 1 2上 、 1 2下)是整個

段落的鑰詞。第 1 4節的陳詞語法突兀 ' 其作用也是強調這一層意義。第9

節和第 14節是這個小單元的前後界限 ， 兩節經文的旬法相似，但意思卻彼

此相對。第9節確認上主賜下迦南的土地，而第 1 4節則否定占←屬上主所

賜的啟示方式。

第9節開端的從旬設定場景 ， 陳述下文的諭令在甚麼情況下適用。

這段經文與第十二章29至31節多有相似之處。(-)開場白提及其他民

族。(二)指出其他民族將會為以色列帶來甚麼問題 ， 以準備帶出下文的

應許 將會興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三)指其他民族的行為是“可憎

的 .. 0 (四)文中提及獻兒女為祭的用語彷彿在打啞迷，但其實是節略第

十二章31節。(五)第十八章 1 4節的結語回應第十二章31節上的這句話 ，

“你不可向上主你的神這樣做"。從上述幾點可見 ， 摩西這段關於設立先

知的話，是有意呼應第十二章29至31節的。

第9節結尾的從旬可以作為第9至 1 4節的主題 - “你不可仿效那些民

族，做可憎的事"。在這個主題之下，摩西縷述其他民族的人怎樣與他們

的神明溝通，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怎樣操控他們的神明 ， 以跟他們溝通。

這份清單有一句前吉 ， 就是“在你中間，不可發現有人 .. (參十t

2) 。第 1 0至 11節所列的並未全備 2 但也是舊約聖經中提及占←巫術最詳

2 缺少的有 作異夢(參十三卜5 (2 -6 ) ;自1]二十3' 6 ' 三十士5 、 9' 四十5 、

8 '四十一 11 、 悶 ，士-t::: 1 3 、 1 5 ;但二 l 、 3) ;行邪術(創四十 8 、 24 。出t

11 、泣，八7 、 1 8 、 1 9 (3 、 1 4 、 l 剖 ，九 1 1) ;求問家神(王下二十三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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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一份清單。 3 這些類別的分野雖然稍見含糊，但各類別都有助我們瞭

解古代近東的占←風俗。 4

(一) “ 讓自己的兒女在火中經過" ( 10節，參NIV的經文腳註)

指獻兒童為祭，並且通常與敬拜摩洛有關(未1]二十2-5 ) 。且這種祭禮是

為了還願，代表獻祭者因神明應允所求而作出的感恩行動(參士十

34-40) 0 6 按照利未記二十章2至5節的說法 ， 以兒童為祭極為可憎。利用

這樣的祭禮來操控神明 ， 實在是罪加一等。

(二) “占←的 " (qesãmfm ) 一詞，也可直譯作“占←的巫師"

泛指一切←益行為。 7 在舊約聖經，這個詞可以代表多種測斷神明心意的

技法。 8

二十 21 (26) ) 

3 可比照王下十-1:::: 1 7 '二十一6; 代下三十三6; 賽八門 ，耶二十-1::::9 0 

4 l. Fischel分別論及這些用語，見Golteskünde川men: Zu einer geschlechte l':向間n

Delltllng des Phänomens der Prophetie !lnd der Prophetinnen in der Hebräischen 

Bibel (Stll ttgart: Koh lha ll1ll1er, 2000), 43-49 。

5 雖然有人認為這個短語另有所指(參Ti gay， Deuterono l仰， 465 ) ， 但憑著這段

經文與十二3 1 的關係就可以證明，經文的確是指獻兒童為祭。全面的論述見

G. C. Heide九月e Cu/t 0/ Molech: A Reassessment (JOSTS lIp 43 ; Sheffie ld : JSOT, 

1985); J. Day, Molech: A God 0/ Human Sacrifìce in the Old Testamenf (Ca ll1 bridge: 

Cambridge U ni v. Press, 1 989) 。

6 見L. E. Stager,“The Rite of Child Sacrifice at Carthage," in New Light on Ancient 

Cω thage (ed. J. G. Pedley; Ann Arbor: Uni v. of Michigan Press, 1980), 1-11 。關
於以兒童為祭的證據，有一份論述常被引用，見 L. E. Stage r and S . R. Wolff, 

“Child Sacri f ice at Ca rthage-Reli g ious Rite or POPlll ation Control ," BA R 10/ 1 

( 1984) : 30-5 1 0 

7 參民二十三23 ;書十三位，撒上六2' 二十八8; 王下十-1:::: 17 ;賽三2' 四十四

25 :耶二十士9 '二十九8; 結十三9 、衍，二十一2 1 -29 (2 6 - 34 ) 彌三6 、

7 、 1 1 ;亞十2 。參F. H. Cryer, Divinal仙1 in Ancient lsrael and [ts Near Eastern 

Environment: A Socio-Historical Jnvestigafion (JSOTS lI p 142; Sheffield : JSOT, 

1 994) ， 256 。

8 以棍棒作占←(結二十一2 1 (26 ) ) 、祭牲剖肝占卡術(結二十 2 1 (26 ) ) 

求問家神(主下二十三24 ;結二十一2 1 (26) ; 亞十2) 、占星(耶十2)

水占VflY (含IJ 四十四5 、 15 ) ，以及通靈術(撒上二十八3 -9)。涉及“占 V 的

民族包括 亞們人(耶二十七3 、 9; 結二十一29 (3 4 ) )、辦尼基人、摩押

人、以東人(耶二十-1::::3 、 9) 、非利士人(撒上六2) 、美素不達米亞的先知

巴蘭(民二十二7' 二十三2 3 ) ，以及掃羅和穩多現的女巫(撒上二十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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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兆的 " ( m e ‘ ônën) 一詞意思不

明，或許與“雲" (Edndf7 ) 有關。然而，較可行

的方向是從它的詞根《閉 著手。如果作Pie l式，這

個詞就解作 “使之顯現出來" 9 因此可能指某

些降神通靈的活動。 l。在其他書卷中，這個詞與

巫術有關(未1]十九詣，彌五 1 2 (11 )) 0
11 

(四) “行法術的 " ( m enabës ) 可能是指

預測徵兆的人。 直有學者從語源學立論 ， 指這

個詞與 nâbâs (蛇)有關。然而，約瑟也曾用杯

"占~" (會1] 四十四5 、 16 ) ，可見上述理解實

在不大可能。 1 2

申十八9-22 區重

摩西髏述其他民接
的人怎樣與他們的神

明溝通 ; 或者更確切

地說，是怎樣操控他

們的神明，以跟他們

溝通 。

(五) “施邪術的 " ( mekassëp ) 。不論這個詞所指的是甚麼行為，

出埃及記二十二章 18 ( 1 7 ) 節都明令禁止，犯者更要處死 。由此可見 ，它

應涉及某類黑巫術，至少也是指另一類占 卡術士 。 1 3

(六) “ 弄迷咒的 " (bôbër bãb er ) 。這個詞的詞根可解作“摺

綁"意味這人能夠用咒語把人擱綁 。 1 4

(士) “問鬼的" (Sã 'al 'ω ) ，就是向鬼魂亡靈求問 。動詞 sä 'al

1. St仙a缸rr曾舉例論說亞述的占←方法，見Q!I悶E川EωS tωo the S訕u叫川n峙?悠god: Divν叫川J村I川naωtlωon a仰n

Politics i間nSaωrgon削idAs幻5yr川ia (SAA 4; Hels i剖inki: Hels inki Univ. Press, 1 990) 。

9 HALOT, 857. 

10 例 H. L. Bosll1 an ， 明edefined Prophecy as Dellteronomic A lternative to Divination 

in Dellt. 18: 19-22," Acts The%gica 16 ( 1996) : 3 。

11 參士九37 ;王下二十一6; 代下三十三6; 賽二6' 五十-1:::: 3 ;耶二十-1::::9 。

12 參利十九26 ;民二十三23 '二十四 1 ;王下十士 1 7 ' 二十一6 。代下三十三6 。

古代美蒙不達米亞的文獻有極多涉及徵兆的文字。 E . V. Le i c h ty曾舉例說明，

見The Omen Series Sum ll1a lzbll (TCS 4; Locllst Valley, NY: J. J. A lIgllstin, 1970); R. 

r. Caplic巴， The Akkadian Namb !lrbi Texfs: An Jnlrodllction (SANE 1/ 1; Los Angeles: 

Undena, 1 974) 。論及 叫hõs 的含義，見Cryer， Diνination， 257悶兒 。 Crye l 指出這

個詞是外來語，意指最卓越的占令師。

13 出土 I1 “智慧人" ; 1旦二2 “星象家 " 及“迦勒底人參王下九泣，

費四十吐二9 、 1 2 ;耶二十-1::::9 ;彌五 1 2 ( 11 ) ;瑪三5 ; 代下三十三6 (見C rye r，

Div叫lt仰1， 258) 。

14 參 Cry凹 ， Divination,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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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問)的意思十分清晰 ，但到的語源卻不明，可能是指死者的亡靈。 15

可見求問之人是靈媒，能夠與亡靈溝通(參撒上二十八3 、 8: 賽八19) 。

(八) “通靈的 " (yidcf 'ônî) 詞的詞根是 yâda ' (知道)。這個詞

只與油連合使用，因此或許是靈媒的另一個稱謂。 16

(九) “求間死人的 " (dôrës 'el hammëtîm ) 一語，顯然是指某類求

問亡靈的通靈術士。這方術建基於一個前設，就是亡靈對人世間的事務仍

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17

這些都是操控神明、支取超自然力量、支配亡靈的手段，目的是讓

自己得看好處。這些方術的前設有五。(一)自然界與超自然界是有連繫

的，這樣兩者才有協調合作的可能。(二)起自然的力量不但存在，更會

持續對人間構成威脅，甚或滋擾世人以謀取自身的利益。(三)藉著觀察

自然現象，世人可以譯解起自然力量的心意和運作方式。這些自然現象包

括自行顯現的徵兆(f列 日蝕、誕下畸胎) ，以及藉著方術展現的徵兆

( 191] 察看祭牲的內臟、搖籤) 0 (四)藉著召喚神明或操控超自然力

量，凡人也可以對世事有所影響。(五)方術是一門學間，可以傳授，也

可以習得。 1 8

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占←、法術、通靈等等都是有效的。 1 9 在某些處

境之中，上主甚至會壓倒方術的異教本質，採用它們來踐行自己的心意。

雖然如此，在上主的眼中，占←、法術和通靈始終都與拜偶像無異。經文

的 這個詞也見於利十九31 '二十6 、 27 ;撒上二十八3 、 9; 王下二十 6 ' 二十三

24 ;代上十 13 ;代下三十三6; 賽八門，十九3' 二十九4 。

16 這個詞也見於利十九訓 ，二十6 、 27 ;搬上二十八3 、 9; 王下二十一6' 二十三

24 ;代下三十三6; 賽八門 ，十九3 0 Cryer (Divi l1 alio l1 , 261 )認為RSV的“巫

師(wizard ) 絕不比其他譯法遜色。

17 這個短語只見於賽八門，而結構相類似的申十二5卻是指稱那些到上主所選的

地方去的朝聖者。 Cryer ( Divù叫iOI1 ， 259 ) 認為這個短語是第7項的同義詞。

1 8 仔IJ : G. Frantz-Szab白，“H i前ite Witchcra缸， Magic, and Divinati Ol丸" CANE, 3:2007 。

因此第9節才有“不可仿效那些民族，做可憎的事"一語。論及古代的占卡和

法術，見W. Farber， “Witchcra缸， Magic and Di vin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 
CANE 3: 1895-910; J. -M. de Tarragon,“Witchcraft, Magic, and Divination in Canaan 

and Ancient Israe l," CANE, 3 : 2071-82 。

19 參創四十凹 1 -5 ;出-l:::: 11-12 、 22 ' /\7 (訓 ，撒上二十八8- 14 ;結二十一2 1 -22

(2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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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方術盡行禁絕，背後實在有三大信念。(一)拜偶像和占←、法

術、通靈 樣，都是世人的創作，人們以偶像來代替上主接受敬拜(申四

15-18 、 28) ，同樣也利用方術來代替上主所啟示的溝通渠道 。(二)方

術只是操控神明的手段，目的是使自己得好處。這些行為不但是信仰的反

面，也在神人的相交上走了岔路，因為上主曾承諾直接對他的于民說話，

並且不會含糊其詞。此外，上主要求世人踐行他的心意 ， 但方術卻顛倒了

這個神聖的秩序。(三)最重要的是 ， 方術會令世人誤解自然界與超自然

界的關係。

摩西在第 12至 13節重申反對立場，指明不但這些做法可憎，連做這些

事的人都是神所憎惡的( 12節上)。在這裹，摩西既聲討罪行 ， 也追究犯

罪的人，並以另 番陳詞再作強調。他說 ， 以色列人得到應許之地，固然

不是因為他們的義 ， 但那些民族之所以被趕出迦南，卻是因為他們做7惡

事(參九4-5 ) 。

第 13至 14節訂明以色列人行事的界限 其他民族的人雖然會求問觀兆

的和占←的，但以色列人卻絕不可以照著做。以色列人在他們與上主的關

係中必須是“完全 " ( tâmîm ) 的。這個詞有道德含義 ， 表示自己會依從

“示瑪"下半部分的教導，全然委身於上主(六5 :參三十二4: 當1] 六9'

十-tl : 伯-2 ) 0 20 摩西在這襄督促百姓要完全，其實就是重申“義，惟

獨義"的原則 。這個大單元也正是以這句話作開端(見申十六20及相關註

釋)

這個段落收結於第 14節。這一節用語突兀，但語帶強調 : “可是你，

上主你的神不准許你這樣〔即:聽從觀兆的和占←的 J " 。或許這稟是對

上主的禁令(參十-1:::3 )從輕下筆，然而考慮到第四章 19節的說法，摩西

又似乎是有意針對他早前的話一一上主把日月星宿分派給普天下萬民，

以免世人有藉口敬拜日月 。任何以神的啟示作論據，以支持採用異教的方

式接觸上主 ，摩西都堅決反對 。

20 論及 /ãmÎm 的道德涵義 ， 見John N. Oswalt, Called /0 Be Holy (Napane巴 ， IN :

Evangel, 1999) ， 46-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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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的內容(十八15-20)

上主既然應許要為以色列設立先知，那麼他們就沒有必要藉著占←、

法術和通靈來求間上主的心意。 2 1 其他民族的人求問神明的方式花樣百

出，但上主所提供的溝通方法卻只有一樣。摩西把這個方法的主語置於第

15節旬首，以突顯兩種方式的不同。按照原文的詞序，第 15節可直譯作:

位先知從你中間 ， 從你兄弟中間，像我一樣，上主你的神要為你興起，

你們要聽從他。其他民族的人渴望與神明溝通，

於是就使用各種可憎的法術 22 以色列民也有同

其 樣的需要 ， 但卻可以靠著上主應許設立的先知達
他民族的人渴望

成願望。
與神明溝通，於是就

使用各種可憎 的法

術 ; 以色列民也有同

樣的需要，但卻可以

靠著上主應許設立的

先知達成顧望。

第 15節描述以色列的先知一一尤其是真正

的先知一一普遍擁有的幾樣特質。(一)傳遞

神的啟示的人被稱為而bi' (被〔神〕呼召的人 ;

見十三l的註釋)。

(二)正如這個稱呼所暗示的，真正的先

知是上主親自興起的。 23 動詞 hëqÎm (興起)在

這里也有委以重任的意思，並且不是指單 的事

件，而是持續地按需要指派責任(參士二18 ) 。

(三)真正的先知必定是以色列裔，是來自以色列“兄弟中間"的。

(四)這先知會像摩西-樣。 24 經文未曾點明在哪一方面像摩西，但

想來應是 ( 1 )與摩西 樣作神人之間的橋梁 (2) 可以去到上主面前，

2 1 參Lev i ne， Numbers, 200 。

22 論及以色列的先知職分與←益的關(系，見T. W. Overho lt, Channe!s of Prophecy: 

η'ze Socia! Dynamics of Prophetic Activity (Minneapolis : Fortress, 1989), 1 J 7-47; H 

M. Barstad,“No Prophets? Recent Developlllents in Biblical Prophetic Research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Prophecy," JSOT 57 (1993): 47-49 。

23 動詞 heqÎI17 ( “興起"並委以重任)在其他地方也用於 神所立的救服者(士

三9 、 15 ) 、支派的族長(士二 16 、 1 8 ) 、君王(王上十四 J4 ) 、祭司(撒上

二35) 、守望者(耶六 J 7) 和牧人 (耶二十三4: 結三十四芯，亞十一 ( 6) 。

24 修飾定語“像我 樣"突顯出上主所興起的人物與摩西在職分上的連繫'論述

見A. Schüle,“Kãnzôkâ--der Nächste wie Du: Z ur Philologie des Liebesgebotes von 

Lev. 19, 18.34," Kleine Unters !lchungen zur Sprache des Alten Testame丹紅 1117 se ll1er 

Unwelt 2 (200 1): 1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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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是上主的“會" (NIV" council" ) 中的 員(民十二7: 參耶二十三

16-22) ( 3 ) 能夠直接與神對話，並清晰地領受神的話語(民十二8 ) : 

( 4 ) 有神的靈在他們身上，能夠說預吉(參民十 25-26) 。占←求間不

但迂迴間接，所得的也是模糊不清，與上述的先知職事不可同日而語。

在第 16至20節，摩西把聽眾帶回何烈山，借用當日的處境來闡述他心

目中的先知職分 ， 並以慣用的對話體裁來敘事。在第16節下 ， 摩西先憶述

當日百姓對上主顯現的驚慌反應(原文共16字) ，然後再在第 17至20節逐

字複述上主給他們的答覆(共50字)。這個段落以敘事文為框架，展示出

摩西所體現的先知職事的綱領 百姓求問關於上主的事，而上主就答覆摩

西。

在第16節，摩西把他早前憶述的事件(四 1 0-13 '五22-26 ) 作了 個

撮要，只是語氣與早前的略有不同。 NIV的譯法與大部分譯本 致，就是

把首兩句短語當作是間接祈使句。 25 然而 ， 句中的動詞卻是陳述的語氣，

所以這節經文應該譯作- “我不能再聽上主我神的聲音，至於這大火，我

也不能再看下去，不然我就要死了'， o 26 雖然摩西說百姓在京上主某 件

事 ，但引述的時候卻不作呈請的語氣，而只是突出百姓在何烈山看到的驚

心異象。

上主在這裹的首旬回應 ( 17節) ，與第五章28節的結尾相同，接下來

的那一句(十八18 ) ，貝IJ類似第五章31節，至於第三句話(十八 19 ) ，貝IJ

顯似第五章32至33節上 。除了這幾處類同之外 ，本段經文是自成 格的 。

摩西在第五章憶述舊事，目的是突顯自己現今所承擔的啟示傳遞者的角

色 。 因此，第五章沒有必要記錄上主的演講詞的其餘部分，而略去的就是

摩西對將來的影響。摩西著眼於百姓在應許之地的生活，多次闡述舊事對

將來的意義 ， 這襄也是一樣。摩西在何烈山擔當先知的角色，在神眼中不

但解決了當日的難題 ， 也成為將來傳承先知職分的範式 。 下文將會闡述上

主這番話的三重結構。

(-)上主應許將來會設立一些像摩西的先知( 18節) 。 上主在第 18

節上的話，基本上複述7摩西在第 J 5節所說的，只是詞序不同，並且把第

2臼5 同樣的看j法去也見於D趴Il ve叭r几， De仰ut的eω1'0仰P叩閃

2站6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Ch仙n叫s仗te凹n附s臼巴n代， De仰ul的eωJοF叩n川?吵'y 1: 1ι-21:9 ， 40 叭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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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稱轉為第人稱(參五31上)

(二)將來的先知的行事模式 ( 18節下)。這里談及的先知事工，

比第五章31節的更為具體 。 上主曾向摩西頒佈律例典章，將來也會把上主

自己的話放在先知的口中 。 27 對摩西而盲，他的責任就是要把神的話傳承

下去，包括當日在西奈山的啟示，以及現在的申命記篇章 。 第五章31節把

摩西的話稱為“教導"而將來的先知所說的，則是上主吩咐他說的 切

“話" 。

摩西特此向百姓保證'當他離去之後 ， 在約旦河對岸的土地上，他們

不會沒有導師，也不用向其他民族學習怎樣與神明相處 (參9節) 。 其他

民族的人要向靈媒、占←者、術士求間，所得的回應盡都鏢渺無憑，但上

主卻設立了可靠的發盲人 ， 讓以色列人清晰地聽到上主的聲音 。 2日摩西以

第一人稱來闡述這 點，可見上主的確把自己的話放入了摩西的口中 。

(三)先知的吉行帶有屬天的權柄( 1 9 - 20節) 。 在這個段落的結

尾 ， 摩西呼籲百姓嚴肅地對待先知的教導 。 先知與利未支派的祭司一樣

(十8 '十八5 ) ，都是“幸我的名"宣講( 19節) ;也就是說 ， 先知是代

上主發吉，所說的話帶有屬天的權柄 。 "上主按 般的處境發吉，指出如

果有人拒絕先知代表上主所宣告的話， “我必親自向那人追討 " 。 不服從

先知的人，必須向上主交代，因為先知是上主派來的 。 蔑視報信者與蔑視

上主無異 。

為了強調先知職事的屬天權柄，上主再嚴詞警告那些假冒先知的人 。

上主指出 ， 假先知有兩個特點 ( 1 )他們會擅自(見一的和-l::: 13的註

釋)奉上主的名宣告上主不曾吩咐他們說的話 。 ( 2 ) 他們會幸其他神明

的名說話 (20節下) 。 假冒先知的罰則極嚴 。 正如那些引誘百姓隨從其他

神明的人一樣 ， 假先知要被處死 。 上主沒有訂明行刑的方式，但參考第十

三章及第十t章2至7節的類似情況，可想而知是要用石頭打死 。

討 論及神把自己的話放在先知的口中， 見出四 1 5- 1 6 ' 士 1 ; 耶-9 。

站 在申命記中， “他要把我所吩咐他的一切話都告訴他們" ( 1 8下)一語十分常

見 ， 只是用 7不同的變體。這句短語在本段經文中的意思是 ， 將來的先知所說

的話 ， 與摩西所頒佈的律法有同樣的權威。

29 參Merrill ， Deutero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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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應許而來的考驗(十八21-22)

這段經文轉用了第二人稱，以直接對聽眾說話，並在第21節以第三

人稱提及上主 。 從這兩點可見，發吉的是摩西 。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摩

西引入了一位虛構的發話人 3。這人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之後摩西再在答

話中陳述自己的見解 。 這個問題是 “我們怎麼知道究竟上主說過那話沒

有 7 "在上文，上主的焦點是假先知的標記 ( 20節)在這裹，摩西的焦

點則是假預吉的標記 。 如果能認出假的預吉 ， 就必能認出假先知，並把他

處死 。

摩西的答案似乎於事無補 。 如果某先知自稱奉上主的名說話，但那

話卻沒有應驗 3 1 那麼預吉就是假的，說的人也是個騙子 。 上主所預言的

必然應驗，沒有成就的預吉就必定不是源自上主 。 必 然而，萬一先知的話

指及遙遠的將來，人們就不能在短期內舉證先知的真俑，甚至在那位先知

有生之年也無法作出判斷 。 33 摩西沒有處理這個困局 ， 只在結語教導百姓

怎樣對待話語沒有實現的先知 。 先知的話不成就，即代表他們是擅自發吉

( 22節 ) ，百姓就不用怕他們 。 假先知的話沒有能力，百姓處決他們乃正

義之舉 。

應間臨則

先知話語的真偽 如果要分辨先知話語的真偽，並瞭解預言的

來源和權威，就必須細讀這段經文 。 根據摩西的說法，先知話

語的真偽可作如下劃分:

3。 這節經文的結構與-1:::: 17 (參八 1 7 '九4 ) 相同(只是沒有連接詞) ， 就是在

“要是你心里說 " 一語之後 ， 緊接一段直接的引詣。引入插話人的不同句法 ，

見六20 ' 十二20 '十三2 (3) 、 6 (7) 、 1 3 ( 14 ) ，十-1:::: 1 4 。
31 摩西這樣形容沒有應驗的預吉 “沒有成就 ， 沒有宜現" (參耶二十八9 )

也就是照字面來判斷預吉有沒有應驗 ， 而陳述預吉應驗的用語則是 “沒有一

字落空 " (直譯 ， 見書二十一的， 二十三 1 4 、 1 5 ; 王上八呵 ， 王下十 10 ) 。

32 以賽亞書多有提及上主話語的特質(相對於沒有氣息的啞巴偶像而言) ， 見

四十一4 、 2 1 -24 ' 四十四24-28 ' 四十五2 1-25 '四十六子 1 3 ' 四十八3 ' 五十五

10 '五十九2 1 (參二十二 11 ) 

33 見耶二十九10 ; 結二5' 三十三2 1 -22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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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先知話語的真偽

先知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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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段經文的資料和第十三章加在一

起，我們就可以得出 連串分辨先知話語真備

的準則。(-)真先知絕不削弱別人對上主的

忠誠，也不會鼓吹向其他神明效忠(十三 1-5

(2-6 J ) 0 (二)真先知是上主所委任的，也是

從上主領受信息，他必會在摩西所立的典範之內

行事。因此，真先知的話語絕不會與摩西的律法

有所衝突。(三)對真先知來說，發放信息的主

動權必在上主一方 ， 因此真先知不會依靠世人想

出來的方法 ，也不會憑藉專門技能去刻意尋求領

受。(四)真先知只會奉上主的名說話。既然所有自稱為神的偶像都是假

的(參四28 ) ，因此奉其他神明之名說話也不過是妄想 ， 而所宣告的也不

過是謊吉。(五)真先知的話語必能成就;沒有應驗的預盲，正是假先知

的明證。

根據出埃及記四章 l至9節，我們可以再加入第六項準貝1] ﹒真先知不但

作口頭宣告，更會有兆頭隨話語而來。可是 ，假先知有時也可以顯出兆頭

(申十三 1-2 (2-3 J 參出-t l0 ) ，因此不能單單倚賴這個準則作判斷。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22至23節指出，可以從先知的品格看出其人的真偽 。

上主說過 ， 他會把自己的話放在先知的口中。後期的先知從這一點引

申，設想先知從上主領受信息 ， 就如臣子從君王領受命令一樣。耶利米譴

責哈拿尼雅 類的假先知，指他們假作幸上主之名，但卻從來沒有得到上

主的授命(耶二十八15 ) ，也未曾站在上主的“會" (NIV “counci1" ) 

中領受信息(二十三16-18)。先知如果時常宣講那些使人“耳朵發癢"的

平安信息，他就是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卻不是這樣 ， 他所宣講的是關於

國家將會敗亡的信息，所以儘管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說服那些宗

教領袖(祭司和先知) ，使他們明白這些信息是奉上主的名宣講的(耶二

十六 1 - 19 )。

以西結也要面對某類“擅自編撰啟示"的先知， 他們更曉得運用 切

先知說話的公式。首先 ， 他們會吸引民眾的注意，呼顯他們 “要聽上主的

話"然後用傳話者的公式“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參結十三2-3' {新

öi刺的是，聖經的
作者多次指出，真先

知多數都是反對君王

的，尤其是當君王做

出違背上主的言行之

時。以色列人說的

備

外來人說的

偽

在古代近東，怎樣分辨預吉的真俑，是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在其他

國家，求問先知的人往往會諮詢多位先知，以驗證指示的真備。在亞述，

如果先知的話與國君或儲君的利益衝突，就會被認為是假的。 34 從亞哈和

音拉之子米該雅的故事可見(王上二十二) ，以色列人有時也會用上述方

式來判別先知的真備。亞哈王已有400位先知支持他的政策 (6節) ，但是

為了與約沙法結盟，亞哈便應的沙法的要求去求問上主的先知，以驗證那

400人異口同聲的預吉 ( 7節 ) 0 35 諷刺的是，聖經的作者多次指出，真先

知多數都是反對君王的，尤其是當君王做出違背上主的吉行之時。真先知

只會效忠於屬天的君王，就是上主。

34 論及亞述先知預吉的真偽，見M. Nissinen , '‘Fa lsche Prophetie in nellassyrischel 

lI nd dellterono l11 istischer Darstellllng ," in Das De Uleronomiz川n und seine 

Querbeziehungen (ed. T. Veijola; Schriften der Finnischen Exegetischen Gese ll sch a代

62; Gölti啥en : Vande的oech & RlIprecht, 1996), 172-95 0 M. N issinen, C. L. Seow 

和 R. K. Ritnel搜羅7公元前一至二千年期的先知文獻 ，涉及馬里 (Mar i ) 、

亞述、巴比倫、亞蘭(敘利亞) 、亞們和埃及 ， 並以簡明的形式出版，見

Prophets and Prophe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SBLWAW 12; Atlanta :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lll 巴， 2003) 。

35 有關這段經文的悶釋，以及經文對分辨真假預吉的意義，見D . L Blo仗，“What

Has Delphi to Do with Sa l11aria? A l11 bigllity and Delllsion in I srae lit巴 Prophecy，" in 

Wriling and Ancienl Near Easlern Society: Papers in Honour of Alan R. MilIard (ed 

P. Bienkowski, C. Me巴， and E. S later; New YorkJLondon: T&T Clark, 2005), 189-

2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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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 :下同)來展開論述 。最後，又會用口頭署名公式 ( oral signatory 

formula) “這是來自上主的信息" (十三6 、 7 ) 為自己的演講詞添上權

威。“聖經中有關處決假先知的記錄不多，但從巴力的先知(王上十八

19-40 :王下十凹， 參耶二8' 二十三 13 )和E舍拉的先知(王上十八19 )
的下場可見 ， 上主的警告絕非空吉。

摩西在申命記把先知的典範表露無遣，對以色列的影響無出其右(三

十四 10-12)。那位“像摩西的先知"究竟是誰，學者至今還沒有定論。 37

雖然如此 ， 從後期的書卷卻可以得出 個印象，就是真先知的確不出摩西

的範式之外 士師記有三段上主的發吉(士二 1 -3 '六7 - 10 '十 1 1-14 ) , 

不論在語氣、用詞和內容上，都是十足的摩西風格，上主未曾讓撒母耳的

一句話落空，足以證明撒母耳真是以色列的先知(撒上三 19-21 ) 大衛

能夠看出拿單的神論是“給全人類的這律法" (撒下士 19 '筆者自諱，參

《新普及》這節的腳註)上主盼咐以利亞回去何烈山，領受與上主自己

有關的新一輪啟示，並讓以利亞重新領命作先知事幸(王上十九1-21 ) 

上主把自己的話放在耶利米的口中(耶-9) :上主叉吩咐以西結站起

來，好跟他說話(結-28'"'-'二 1) 。

聖經上所記的先知還有許多，全都展現出一個相同的理念，就是神的

啟示並未終結於摩西的律法。因著神的恩慈，每一代都有“先知，上主的

僕人 " 至1] 訪。 38 他們並沒有帶著激進的新信息而來，他們的使命是呼召民

眾歸向上主，並把律法應用於持續改變的新處境。"如果民眾拒絕接受他

們的信息，他們也會宣告審判，但所宣判的內容卻仍然植根於利未記第二

36 論及先知所用的公式語，見B lock， Ezekiel Chapte吋 1-24， 32-34 。
37 R. Polz in (Moses and the Deuterono ll1 ist: A Literwy St叫y 0/ the Deuteronomic 

Histmy [New York: Seabury, 1980], 6 1 ) 認為申典歷史的敘事人就是那位“像摩
西的先知 " 也就是申典的編者。

38 王下九7 '十-1::: 1 3 、刃，二十一 10 ' 二十四2; 拉九 竹 ，耶-1:::25 '二十五4'
二十六5 ' 二十九門， 三十五 1 5 '四十四4; 結三十八 1 7 ;但九6 、 10 ;摩三7;
亞-6 。

39 參J. Maier,“Das jüdische Gesetz zw ischen QU l1l ra n u吋 Septuaginta ，" in 1/11 

Brennpllnkt: Die Septuaginta: Studien zll r 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der 

Griech山hen Bibel (ed . H. -F. Fabry and U. Offerhaus; BWANT 153; Stuttgar t: 

Koh lha l1l l1ler, 200 1), 1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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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和申命記第二十八章。

我曾指出，按經文的處境而論， “(象摩西的先知" 語所指的是薪

火相傳的 重先知。上主興起他們，好讓每代都有神人之間的橋梁。然

而，從後世釋經者的角度來看，也可以把“像摩西的先知"認作末世的彌

賽亞。兩種觀點並沒有衝突。雖然這段經文及舊約其他地方都沒有證據支

持這先知是彌賽亞，但這個觀點的根源卻可以追溯至兩約之間的時代。

不少文獻都以末世論的立場來讀申命記十八章的至 18節，認為經文

提及預吉中的彌賽亞 。這些文獻包括 ，次經、 40 昆蘭文本、 41 新約聖經42

和撒馬利亞文獻。仍然而，如果要從這個角度理解 ，就必須把經文的原

意作兩番改動 首先剔除“一位先知，像我 樣"一語的分別指稱意義

( distributive meaning ) ，改作專門指稱 ( individual meaning ) : 然後把

40 馬壹4.46 ' 14 .4 1 0 按照F. Dexinger (“Refi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 l1l ran and S 剖llaritan Messianology," in Q 叫圳7η1

Messianic Expectσtions in the Dead Seα Scαr州ηolls [廿巴d s. J. H. C harl eswo rth , H 

Lichtenberger and G. S. Oege l1la; Tübingen : Mohr Siebeck, 1998] ) 的看法，彌賽

E先知的觀念並不是源於申十八，但這段經文很快就成了上述觀念的聖經根

據。

41 這個形象被稱為“公義的教師 " ( lQpHab 8 :2 -3) ， 或“律法的解釋人"

(4QFlor [4QI 74] 1:11-1 2) 。根據《大馬士革聖約} ( Damascus Coνenant 

[CD]6:lla ) ，在末世會興起一位教導義的人。這些詞語似乎在描述那位“像

摩西的先知"的作為 。論及昆關文獻中的彌賽亞，見J . J. Co llin s, The Scepter 

and the Star: The Messiah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Other Ancient Literature 

(NewY，。此; Doubled句， 1995) , 11 2-23 。

42 提到耶穌是末世先知的經文 1 見太十六14 ' 二十21 '二十一俑，可六 15 ;路t

16 '九8 ;約一2 1 '四 1 9 '六 14 '才三40 、 52 ' 九 17 0 約一 1 9-28就是從這個角度

看施洗約翰。類似的觀念也見於路一76 '撒迦利亞在這里稱施洗約翰為“至

高者的先知"要走在主的前頭，為他開路(參太十四5 ; 可十一口，路二十

6 ) 。事宜上 1 耶穌看自己比先知更大，上主的先知不過是宣告耶穌降臨的傳

話人(太十一9-10 ;路-1:::26 -27 ) 。論及新約聖經怎樣視耶穌為末世的先知彌

空軍巨 ，見D. 1. Block,“My Servant David: Ancient lsrael 's Vis ion of the Messiah ," 

的 fsrael 's M.的siah in Ihe Bib/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eds. R. S. Hess and M. D. 

Carroll R.; Grand Rap ids: Baker, 2003), 26-32 。

43 在昆蘭文獻中，末世論的主角不是先知，而是大衛家的君王彌賽亞。撒馬利亞

的傳統則相反，先知的形象充斥其末世觀念，但卻不見有君王彌賽亞。全面的

論述見Dexinger， “Qumran and Samaritan Messianology，"的-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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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含有歷史意義的經文看成 段末世論的陳詞。 44 由此可見，按經文的

本意並不能自然讀出上述結論。人們把這層意義讀入經文之中 ，不過是因

為他們渴望找到這層意義 ， 也需要這層意義來作為一種說法的根據，但這

種說法卻是疑點重重的。“一方面 ， 耶穌與上主原為一(他是上主成了

肉身) ，是他興起眾先知的，另 方面，耶穌本身也是先知宣講的議題之

一-一。

當lt應間

事l'在今天說話 這段經文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聖經教導，有助我

們建構今天的教牧神學。這套教牧神學展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這段經文讓我們知道，在神所定的時間 ， 神會用自己的

方式施恩向他的于民說話。直到新約時代，仍然有人使用占←和法術，也

有人多方嘗試接觸亡靈。新約書卷對這些行為的立場 ， 與摩西的教導完全

一致。使徒行傳曾數度提到一些術士，並指他們是撒但的工具，而且黑暗

的權勢每 次都敗於神的大能之下。 46

保羅在加拉太書五章 19至21節乎1]出眾多惡行，豎接“拜偶像"之後就

是“行那術 " (pharmakeia ) 。這些惡行都是從肉體生的，也就是與聖靈

為敵;凡做這些事的人都要被排除於神的國度之外。提摩太後書三章 13節

提到有些“惡人"和“騙子" (也就是江湖術士) ，而抵擋他們的良方，

就是把聖經的話存在心里。在其他書卷，保羅清楚指出有“執政者和掌權

者"的存在，他們是撒但的下屬，但通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們都

被打敗了(西二 15)。既然這些起自然的存在者是教會的敵人，信徒就不

應向他們呼求，也不可嘗試操控他們，並要靠著神的大能抵擋他們(弗六

44 見同上， 90-9 1 。

的 本書不同意S . Dempster的看法(“An ‘ Extraord inary Fact': Torah and Temple and 

the Contours of the I-I ebr巴w Canoll ," 1于'n8uI48 [l 997] 呵， 札 100 ) 0 Dempster認為

在申三十四的編者眼中，十八 1 8的預吉是指向一位個別的先知，而代代相傳的

先知職分將要體現於這一人身上。詳見第三十四章的註釋。

46 徒)\9 - 25 ' 十三4-1 2 '十九8 -20 。簡明的論述見C. E. Arno ld,“Mag ic a nd 

的tro logy，" in DiclionOly ollhe Laler New Teslam.enl and 11s Developmenls (eds . R 

P. Martin and P. H. David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 ity Press, 1997), 7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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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0
47 

啟示錄對占←法術的批判最是嚴厲 。啟示錄九章20至2 1節列出 連

串的死罪，當中就有“那術" 項 ， 其筆法與申

命記極為相似(參四28 ) 。在啟示錄二十 章8

節，與

信、可憎 、 殺人、涅蕩 、 拜偶像和說謊。做這些

事的人都要在燒著硫積的火湖稟受刑， “這是第

二次的死"。既然新約聖經的立場是這樣，基督

徒就應該與摩西站在同一陣線 ， 厭棄那些旨在與

靈界溝通的方術。

(二)上主為了履行自己的應許而不斷地為

以色列興起先知。這些先知的信息不但是上主所

賜的禮物，更是上主與于民同在的證據，顯明他

--方面，耶穌與上

主原為一(他是上主

成了肉身) ， 是他興

起眾先知的;另一方

面 ， 耶穌本身也是先

知童講的議題之一 。

樂意與他們溝通。新約聖經也載有具體的先知職事 48 而保羅更分別在兩

個處境中肯定先知是神所設立的，為要使教會得益處。他在哥林多前書列

出神所設立的教會職事(十二28-29 ) ，第二項就是“先知"位處“使

徒"和“教師"之間。在以弗所書的同類清罩之中 (四 11-14 ) ，保羅也把

“先知 " 9"1]於使徒之後，接著才是傳福音的人及牧師和教師。

(三)真正的先知不但幸神的名說話、代表神說話，更只會在神吩咐

的時候才說話。保羅就是當中的典範 。在他的書信的開端，保羅常會刻意

地申明自己有使徒的位分，的也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5。他向加拉太的信徒

47 進一步的論述見C. E. Arnold，“Mag i丸" illD叫仰101y 01 Paul and His Lellers (eds 

G. F. Hawthorne and R. P. Martin ; Downers Grove, 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582-83 。

48 徒十一27 '十三 1 '十五32 ;林前十四凹，弗二20 。

49 所謂使徒 ，就是直接從神/基督領受啟示 ， 並蒙召宣講信息的人。除了“基

督的僕人"之外，保羅最喜歡的正式稱號就是“使徒見蘿 卜 十一 1 3 ; 

林前一 1 '九 1-2 '十五9; 林後一 1 (參十二 1 2) ; 加 1 ;西 1 ;提前一 l '

二7 ;提後 l 、 11 ; 多一 1 (參彼前一 1 ;彼後一 1 )。這個議題在哥林多書信

(林前四9 ' 九5 '十二28-凹，十五7 、 9 ; 林後十 5 、 1 3 '十二 1 1 )和加拉太

喜(加 1 7 、 19 ) 尤為重要。

50 羅一 1 ;加一 10 ;提前四6; 多一 1 ; 參雅- 1 ; 猶 。希臘文的 doulos Chrislou 

意同希伯來文的 'ebed yhwh (上主的僕人) ，而這個希伯來文職稱不但曾用於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540 

強調(加 ~二) ，因為他有上述的身分，所以他要傳講和教導的信息，

並不是自己或任何人發明的 ，而是神自己的啟示。保羅又詛咒凡是傳“另

一個福音"的人，當中包括他自己和天使。這個詛咒實在讓人聯想到申命

記十八章20節，也就是上主向假先知宣判的刑罰。

(四)最後 ， 這段經文也要求讀者小心地察驗幸主名作宣講教導的

人。不論在甚麼時代，在甚麼處境 ， 都要分辨出他們的真備。約翰一書

四章 l節警告我們，不要輕易相信每個靈 ， “反而要試驗這些靈是否出於

神，因為有許多假先知已經來到世上"。這節經文彷彿摩西的口吻，兩者

的相似程度比人們想像中的更大。保羅也是這樣呼顯帖撒羅尼迦的信徒 z

勸勉他們在歡喜地領受先知教導的同時，也要察驗這些教導，善事要持

守，各樣惡事要避開(帖前五20-22 ) 。保羅對年輕的提摩太所作的警告最

是明確，他吩咐提摩太拒絕那些自以為是、反對真理、心思敗壞的人(提

後三 1 -8 )。

摩西身上(民十二7- 8 ;申三十四5 。書一 l 、 2 、 7 、 1 3 、 1 5 '八3 1 、口 ， 十一

12 '十二6' 十三8' 十四7' 十八7' 二十二2 、 4-5 ;王下十八 1 2 ;代下一3 ' 

二十四6) ，也用來指承接摩西的眾先知(王下十七刃，二十一 10 '二十四2 ;

耶二十五4 。 但九 1 0 ;摩三7)

申十九1-14

申命記十九章1節至二十一章9節導論

有人指出，申命記十九章 1節至二十一章9節的議題是生命的神聖，

也就是十誡中第五誡所展示的原則 (五 17) 0 1 然而 ， 考慮到這段經文與

“約書"的關係，更合宜的理解是摩西在此演繹出埃及記二十章22節至二

十三章3 3節。申命記第十九章雖然有不少地方類似第十六章的節至十八章

22節，但焦點卻有所轉移。前文集中論述執行義的權威人物 ， 現在的焦點

卻是怎樣在日常生活中行義 (參十六20 ) 。除了第 14節外，摩西所論的都

是生死的問題，並從中闡述義的原則。這些議題包括 (一)謀殺和誤殺

(十九卜 1 3) (二)各樣罪行 ， 特別是當判死刑之罪(十九 15 月 21 )

(三)在戰場上面對死亡的戰士(二十卜的 (四) Jjërem 原則的實踐

(二十 10-18 ) (五)尊重自然界的生命(二十 19-20)以及(六)在

田野發現屍體的處理方法(二十 卜的

輯漢語譯車

執法的嚴寬

1 “要是上主你的神剪除那些民

族，上主你的神將他們的地賜給你 3

你趕走了他們 ， 也住進了他們的城、

他們的房屋， 2你就要在上主你的神

賜你佔領為業的地上 3 為自己分出三

座城。 3你要為自己預備道路，把上

主你的神給你承受的地界分成三區 3

讓任何殺了人的都可以逃去那襄 。

4 “殺人犯逃到那襄可以存活的

個告車

輛;去的嚴寬

1 “耶和華你神將列國之民剪

除的時候，耶和華你神也將他們

的地賜給你，你接著住他們的城

芭並他們的房屋， 2就要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分定三座

城。 3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

業的地分為三段 ， 又要預備道路 ，

使誤殺人的 ， 都可以逃到那襄去。

4 “誤殺人的逃到那衷可以存

Kaufman, '‘T he Structure of the Deuteronomic Law," 134-37; Georg Brau li k, Die 

deuleronomischen Geselze IInd der Dekalog (Stuttgart: Katholisches Bibelwerk, 

199 1), 6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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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車

條例乃是這樣.

“ 那素無冤仇卻誤殺鄰舍的 ，

5譬如有人和鄰舍進入樹林伐木 3 他

于舉奔頭要砍樹 3 但鐵奔頭從木柄

飛脫 3 落在鄰舍身上 3 導致鄰舍死

亡，那人若逃到其中的一座城 3 就

可以存活) 6免得那報血仇的怒火中

燒，就對那殺人犯窮追不捨 3 又因

往庇護城的路太遠 3 而追上了他 3 把

他殺死。其實他沒有該死的罪，因

為他與那人素無冤仇 。 7因此我吩咐

你說，你要為自己分出三座城 。'

8 "如果上主你的神照他向你先

祖所發的誓，擴張你的疆界 ， 將他

應許賜給你先祖的全地都賜給你，

9要是你謹守道行我今天盼咐你的這

一切的誠命 3 在所有的日子襄愛上

主你的神 3 走在他的道路上 3 你就

要在這三座城之外，再為自己添三

座城) 10以免令無辜人的血流在上主

你的神賜你為業的地上 3 使流人血
的罪歸於你 。

11 “但要是有人恨惡他的鄰舍》

埋伏等他 3 起來擊殺他 3 把他殺

死 ?然後逃往其中一座 城) 12他本

城的長老就要派人將他從那里抓出

來 3 交在報血仇的人于中，將他處
死 。 13你的眼目不可顧惜他 3 卻要

將流無辜人之血的罪從以色列中除

掉 ， 使你可以得福 。

14 “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 ， 那

是在上主你的神賜你佔領為業的地

上 3 前人在劃分產業時所劃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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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告車

活，定例乃是這樣

“凡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
的， 5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

樹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
木，不料，斧頭脫了把，飛落在鄰

舍身上，以致於死，這人逃到那些

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 6免得

報血仇的，心中火熱追趕他，因路

遠就追上將他殺死，其實他不該

死，因為他與被殺的素無仇恨。

7所以我吩咐你說 ，要分定三座城 。

B “耶和華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

所起的誓，擴張你的境界，將所應

許賜你列祖的地全然給你。 9你若

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這一切誡

命 ， 愛耶和華你的神 ，常常遵行他

的道，就要在這三座城之外，再添

三座城， 1日免得無辜之人的血流在

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流

血的罪就歸於你。

11 “若有人恨他的鄰舍，埋伏

著起來擊殺他，以致於死，便逃到

這些城的一座城 ， 12本城的長老就

要打發人去，從那襄帶出他來，交

在報血仇的手中，將他 i台死。 13你

跟不可顧惜他，卻要從以色列中除

掉流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14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承受

為業之地，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

界，那是先人所定的。"

543 申十丸1 -14 圈

經文原章

這個單元以一句時間性從旬作開端( 1節) 2 而第 14節由於轉

換了議題，因此是這個單元的結束。與第十二章至十八章比

較，第十九章 l至 13節的文風似乎更為官式，勸勉色彩不及前

文濃厚。 3 然而，這並不表示摩西在寫立法文件，也不代表文中的資料是

要1]案所用的具體案例 。

要瞭解這 點 ， 可以先比較第十九章 l至 13節和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2

至 14節，顯而易見，後者正是前者的基礎 。 4 本段經文的核心部分是律

例，用第三人稱表述，以 句公式語作開端(申十九4上) ，再以條件式

語句鋪陳兩件情節相同的誤殺案例 ( 4下-5節、 11 節) ，最後是以第二人

稱陳述的應付方法 ( 7 、 \3節，類似出二十 12-14 ) 0 5 然而 ，這個核心

部分的前後盡是一些神學性的評論，為這個單元添上不少訓勉的味道 。不

但如此，這個段落還有很多獨特之處，都帶著譯詩告誠的語氣，並不似是

法律條文。 申命記十九章5至6節彷彿是講章的例譚 ， 而前後的框架則描寫

肇事者的心態(十九4下、 6下) 。此外 ，摩西在第7節加入插話，以權威

的身分親自發表評論，並且在篇末作總結，談到以色列人怎樣可以得福及

吩咐他們除掉“流無辜人之血"的罪 。從這些文字可見，摩西的重點是說

理，不是立法 。

民數記三十五章9至3 4節是特別為當前的處境而設的，它不但為本段

經文添上背景資料，也算是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2至 \4節的另一個版本。

以色列人一旦取得迦南全境，單單一座庇護城必定無法滿足需要 ， 因此

2 同樣以 kî (N I V “當" Cwhen ) ; <新漢語> : -ι 要是" )作開端的時間性從句

也見於四25 - 六 10 、 2 0 - -l:::: 1 '十二20 、凹，十士 14 - 十八9- 二十 1 - 二十

10 -二十六 1 -三十 l 。

3 同樣的看;法去也見於 McCo∞[口叭]V圳l川|刊Il e ， De叫uωt仰ef

祈使語 ' 但文中的主句多有未完成式及連繽式 (wαwc∞ons芯s巴倪c叫u仙I此圳tlV忱e p巴巳rfì先ectωt心)的動

詞 ， 它們都有命令的含意。

4 S. M. Pau l ( Stud叫 in the Book 01 the Covenant in the Light 01 Cune份/'111 and 

Biblica/ Law [VTSup 18; Leiden: Brill, 1970J , 64 ) 發現，在“約書"的律例部分

中(出二十 2~二十二16 ) -只有這幾節經文以第一人稱來表述神。

5 有人認為第4- 5節和第 11-1 2節是申典成形之前的原始資料 ， 在這個核心部分以

外的連串申典傳統 ， 都是後人所加的。見May的， Deuteronofl仇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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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城的規例確實
不同凡響，不幸的人

可以藉此得到保障，

兔於再受更大的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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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三十五章 10至 15節便授權百姓設立六座庇

護城，使約旦河兩岸各有三座 。 雖然經過這番改

動，但庇護城之例與中央聖所仍有連繫。民數記

三十五章28節規定 ， 肇事者要留在安全的地方，

直到大祭司過世為止 。

綜觀五經的敘事脈絡，可見摩西發表這篇演

說的日子， 正是他領受民數記第三十五章的指示

之後不久 。 申命記四章41至42節記載，摩西已在

河東把三座城分別出來 ， 給無意及誤殺人者作避

禍之用。 6 從那段經文的用語和筆法可見，摩西早已預料自己之後會再發

出關於在河西設立庇護城的指示(十九8 ) 。 除 了談及地理的 “在約旦河

東邊、朝向 日 出之地" 語外，第四章41至42節的用語全都再次出現於第

十九章 l至13節 。 然而 ， 摩西在第十九章 l至13節設立“庇護城 " 是從第

二篇演講詞下半部分的主要議題著眼(十六20 ) ， 目 的是要讓百姓在應許

之地踐行義 。

為誤殺者設立庇護城(十九1-3)

這個作為開端的段落正是整個單元的論題 。 第 1節引述了第十二章29

節，陳明這些指示的三個實施條件 ， 為下文設定場景 ﹒ 上主剪除那些民族

(參-t 1) ;以色列人取得他們的地，把他們趕走，以及以色列人住進了

他們的城 、 他們的房屋 。 在第十二章29節 ， 摩西只提及迦南人的地 ， 但這

里卻指明百姓要住進“他們的城、他們的房屋" (參六 10心 1 ) 。 摩西顯然

沒有預期以色列人會把迦南城鎮盡數移為平地 。

我們在這襄也見到摩西最喜歡使用的三段式排比句 。 根據第2至3節，

以色列人在取得土地之後要執行三項指示 。(一 ) 他們要在核心地帶分出

三座城，連同河東的那三座 ( 四41-42 ) ，補足民數記三十五章9至 15節所

規定的六座之數。(二 ) 他們要劃出前往庇護城的道路 。 7 這六座庇護城

6 呂便支派分得南部曠野平原的比悉 ， 迦得支派分得基列的拉末 ， 瑪拿西支派分

得巴珊的哥蘭(四41-43 ; 參書二十8 )

7 N IV ( 1 984 ) 有“修建道路伸向庇護城 " (8uild roads to th e ll1 )等語，意味那

545 申十九1-14 盪

最終都成了利未人的城，因此在宗教典儀上擔當著 定的角色(參書二十

7) 0 8 雖然如此，經文刻意把 “道路"與“地界"兩個詞語並列，表明城

周的屬土界限是以城的位置決定，而不是以城周屬土決定城的位置 。 選擇

某處作庇護城的原因，似乎在於這城的固有地位，而不是因為這城是否位

於核心地段。 9 ( 三)設定這三個核心位置之後，以色列人就要把全地分

作三個區域，每座城作 區的避難處所，讓逃避血仇的人到此藏身 。

第三節的最後一個短語點出 7庇護城的作用 “讓任何殺了人的都可

以逃去那裹" 。 “殺了人" ( rsh ) 一詞既可指謀殺 ， 也可指誤殺 。 意夕|、

導致別人死亡的，自然需要得到庇護 。 這項規定顯示誤殺案件必有兩方受

害人 喪生的一方，以及負上致命責任的 方 。 這項規定也理解到死者的

家屬在悲慟之中或會操之過急，未查明白就展開報復的行動 。 肇事者的心

靈己因自己的行為而受傷，設立庇護城，就是要避免報血仇的人再加害造

人 。 1 0

在古代 ， 如果有宗主國的于民逃匿於附庸國的城中，雙方可以根據兩

國的契約條款處理 。 但這些條約不如上述規例，未能展現出類似的人道宗

旨 。 11 庇護城的規例確實不同凡響 1 2 不幸的人可以藉此得到保障，兔於

些道路是預先築成並有標示 ， 讓那些被 “報血仇的人" 追捕的，可以毫無困難

地前往庇護城。

8 有人認為庇護城都設有敬拜上主的場所。 Mo s he Gre e吋erg ， “T h e Bibli ca l 

Concept of Asylllln ," JBL 78 ( 1959) : 125-32; Weinfeld , DDS, 236 。

9 這個看法與N IV ( 19 84 ) 的“位處核心地帶 .. ( centra ll y located ) 語有別。

選上希伯崙和示劍 ，明顯是因為這兩座城地位崇高 ， 這一點可追溯至先祖的時

代。在摩西的時代 ， 希伯崙和示如l也是公認的迦南名城。

10 論及這個規例的人道宗旨 ， 見Greenbe吟，“The Biblical Concept of Asylllln ," 125 

32 。

11 與本段經文最相近的文獻 1 見S巴fire 111 :4-6, in J. A. F itz ll1 yer, “ Th e Treat i的

of Ba r-G 日 'ya h and Mat i 'e l fro ln Sefire," in COS, 2 : 2 1 6 。論及庇護城E勒坡

(A leppo ) ， 見J onas C. Greenfie ld, “Asy lllln at A leppo : A Note on Sefire lll , 
4 -丸" in Ah, Assy川a .. . : 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的/oriography Presen/ed to Hayim 昂的110 1' (eds. M. Cogan and 1. Eph 刻; Scripta 

HierosolYll1 itana 33; Jerll sa leln , Magnes, 199 1), 272-78 0 G reenfie ld 也根據希臘和

拉T文的資料 ， 論述當地廟宇的避難所功能。

12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Palll ， Studi臼 in the Bible ofthe Covenant，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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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更大的傷書。 1 3

設立庇護城的原因(十九4-7 、 10)

民數記三十五章 16至23節集中討論謀殺案件的取證規則 14 而;$:段經

文則旨在追求義，要通過案例證明庇護城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第4至7節

是 個意義完整的決單元，並以兩句公式語作其前後框架，分別是第4節

上的引吉及第7節的結語。引吉道出本段經文的體裁和作用。如果把第4節

作如下翻譯，或許更能配合這篇演講詞的訓勉語調: “這是殺人犯逃到那

里〔庇護城〕可以存活的 個案例 1 5 這人誤殺了他的鄰舍，而他與受害

人素無冤仇" (筆者自譯)。

第5節描繪出迫使疑兇逃亡的具體情節。這個“兇手"與鄰舍同入樹

林伐木，就在他手舉斧頭 1 6 要砍樹的時候，鐵斧頭卻從木柄飛脫，並“找

上"鄰舍，把他殺死。動詞 mii$ii ' 的基本詞義是“尋找"某件具體的事

物，在這襄則有無意地碰上的意思。 1 7 正因這是無心之失，所以這個無罪

的人必須受到保護，讓他有避難藏身之地 (5節下)。聽眾應該熟識民數

記三十五章24至28節的規定，所以摩西並未有明吉庇護城的居民要怎樣對

待避難者。民數記要求城中居民舉行聆訊，其IJ辨避難者與報血仇的人誰是

誰非，並依據判決作出相應的行動。 1 8

1 3 參R. Westbrook , Stud間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aw (CahRB 26; Paris : Gaba lda, 
1988) ， 79 。

14 如果疑犯空手殺人，或者用金屬、木材、石頭所製的兇告訴主人，他就是犯了謀
殺罪，要被判處死刑。

15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Nelso l1 ， Deuleronon吵， 23 7-38 。

16 字面上的意思是“他把手加在斧頭之上"。參《西羅亞水道銘文) (S iloam 

仇1I1 11el in sc riptio l1)載於G. [. Davies, Ancienl Hebrew Inscriplions: CorpllS and 

Concordance (Cambridge. Ca ll1 bridge Univ. Press, 1991), 4.1 16 (p.68) 。

17 出二十一 13 (也可以譯作慣用語“這是神的作為" )暗示這個慘劇也有上主

參與其中。進一步的論述見B Dinur,“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Citi es of 

Refuge and the Ceremony of Ad ll1 issio l1 into The爪" Erlsr 3[1954]: 135-46 (希伯來

文〕 川仙-ix (英文摘要〕。有 份模形文字的資料可作比較，當中提到神明對

世事作出相類似的干預行動，見CH !j249 il1 Roth , Law Collecli帥， 1 詣 。
18 Wi ll is論及“庇護城文本"與這些案例的司法程序之間的關(系，對理解這段經

文甚有助益，見The Elders ofthe Ci紗， lI 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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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闡述這人之所以逃亡的原因 有“報血仇"的人在追捕他。

“血的報復者 (gô 'ël] " 一語，也可直譯作“血的償債人" 0 19 Gô 'ël 

詞是法律上的專門用語 ，意指有責任維護家庭完整、保障財產安全的近支

親屬。 20 所謂報血仇，就是以“軍體一致" ( corporate solidarity ) 的觀念

為大前題，在家族成員死亡的情況下，致力保持親屬關係的完整。 2 1 社會

如果缺乏強而有力的中央政權 ，就會發展出這一類氏族制度。

經文又要求長老代表社軍參與其事( 12節) ， 以免“報血仇的人"私

自行動或者被仇恨沖昏頭腦。這些規例不是要鼓吹暴力，而是要高舉義。

在謀殺案件中 ，死亡帶來了血債 ， 而血債要得到清償，這樣才算是義。 22

摩西承認 ，報血仇的人的動機未必是目標模糊的集體公義 ，也未必是為了

清償血債，而是被個人的憤恨之情所激動而要報仇 ( 6節)。案例指報仇

的人懷著怒火追趕 “兇手"並且追上了他 ，把他殺死。可是這 “兇手"

卻未曾犯罪 ， 他和受害人素無冤仇，實在不應被處死。摩西在這段經文的

結尾強調 ，百姓要把三座城分別出來作庇護城 ( 7節)。

第8至9節是插敘，我們暫不評論 。第 10節陳明這個政策的底因 設立

庇護城，以免令無辜人的血流在神所賜的地上。所謂“無辜人"指的就

是致人於死的那 個人。事件既然是一場意外，那麼他的血自然也是無辜

人的血。摩西藉著語氣甚重的“清償血債公式語"宣告，如果民眾容許報

19 如果是指以色列人從埃及得“救煩經文通常會用 pãdâ 詞(七8' 九26 ' 

十三5 ( 6叫1 '十五 l叮5 '二十一8' 二十四 1 8) ; gô '古剖e l !貝則司司訓IJF用司於 “代贖" 豆頭頁生的

(出十三 l口3- 1昀5 ;民十八 1叮5-1鬥7) 和

2叩O 根i據康舊約聖經的記載，需要 Eδ'古剖吾刮tt出封面干預的處境有六 ( 1仆)從族外人手中

贖回祖業(菲IJ二十五25-30) ; ( 2 ) 族中有人因貧困而賣身為奴(利二十五

47-55) ; (3) 族中有人被害而死 ， 要人代為處理賠償(民五8) ; ( 4 ) 族

中有人涉及官司訴訟(伯十九25 ;詩 一九 1 54 ;耶五十34) ; (5) 族中兄

弟死而無桐，須有親屬娶其寡婦為妻，好為死者留後(得三 13 ;參申二十五

5-10) ; ( 6 ) 族中有人被族外人殺死。

2 1 有關這個詞的進一步論述，見Robert L. 1-lubbard ， “Thegô 石1 in A l1cient Israel: The 

Theology of a l1 Israe li te Tl1stitution," BBR 1 (1991) : 3 -1 9; 同上，“可爪" NIDOTTE, 

1 :789-94; Milgroll月 ， NlIl11be悶， 29 1-92 。

22 參二十一 1 -9 '提到長老怎樣處理謀殺懸案 。撒下十四4- 1l記載了一個報血仇的

事例。然而，正如McCol1 ville 指出 (Deuteronon弘 311 ) ，這段經文沒有指明

報仇者是受害人的親屬，也沒有說他與殺人者來自同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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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仇的人殺害造無罪的“兇手 " 那麼他們就是冒犯了人命的神聖，要承

受流血的罪責。

庇護城規例的引申(十九8-9)

摩西在第8至9節稍作題外話。他遠眺將來，想到上主擴張以色列的疆

界，把上主向先祖應許的土地交到百姓手中 。第 l至7節涉及的應許之地，

是指河西的核心地段，但從第8節的條件式結構可見，國土在將來可能會

有所擴展。如果以色列的國界延伸至支派原屬的地域以外 ， 貝1]大河兩岸的

六座庇護城必定不敷應用。因此，摩西呼額百姓將來再添三座庇護城，好

讓住在狹義應許地之外的民眾也能有避難之所 ( 9節下)。

然而，第9節又指出，以色列人必須效忠於上主，上主才會攝張他們

的疆界，正如他們必須追求義，才能在應許之地過豐盛的生活一樣。因

此，摩西再次用到大家耳熟能詳的話(六5 ) ，督促百姓通過行動來表明

自己全心全意效忠於上主 。 23 如果有人不以感恩之心來領受上主的賜福 ，

不以服從來回應他的聖約，那麼上主也沒有責任為他們做些甚麼 。

不受庇護城保障的例外情況(十九11-13)

在古代社會，凡到廟宇避難的人，一般都會受到保護 。 然而 ， 民數記

第三十五章及申命記第十九章訂明，有罪的人不得在庇護城內享受保障 。

摩西明白到庇護城制度或會被罪犯濫用，於是他再鋪陳另一個情節與第4

至 10節恰恰相反24 的虛構處境，通過這個案例重申民數記第三十五章的要

求，就是以不同的方案處理謀殺和誤殺案件 。

在第4節，摩西形容肇事者與受害人是鄰舍，雙方關係友好。這個段

落描述的卻是罪犯的行為。第 11節一開始就指明這人立心不良 : “要是有

人恨惡他的鄰舍 " (參出二十 14上)並且圖謀殺人 先是埋伏等待，

再而起身攻擊 ，把鄰舍殺死 ， 隨後躲進其中一座庇護城避難 。 摩西沒有

細述逃亡者怎樣向城中居民申請庇護，也略過章眾聽訟的情節(書二十

4 、 6) 。 這裹的指示已預設犯人罪名成立，並要求罪犯本城的長老親自動

23 參十 12 '十一卜 1 3 '十三3 (4 ) ， 三十6 。

24 民三十五 J 6-23先論及蓄意謀殺 ， 接著再處理誤殺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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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這人從庇護城帶出來，交到報血仇的人手中處死。 25

摩西把焦點從行動轉移到心態之上。他引用“不可顧惜公式語"的前

半部分 ( 13節 ; 參十三8 (9) ) ， 督促有關晝體遵從規定 ， 對罪犯作出斷

然的處置。摩西作為牧者，從實際的角度出發，

他明白當案件涉及親屬 ， 必定有人受不住誘惑 ，

容許犯人以經濟手段代贖性命。 26 可是 ， 為了清

償血債，使國家不致沾染無辜人的血，處決罪犯

是必要的行動。 27 只有這樣，百姓才能免受 “流

無辜人之血"的罪責。直到血債清償淨盡，全民

才能走出受罰的陰霾 ( 10節) 。

摩西為這一連串指示作結論。他指出，以

色列人要享受褔樂，就必須全力保護無辜的人，

莫使他們流血 ( 13節下) 。 撇開上述神學原則不

根據以色列的律
憫 ， 上主才是土地的

真正主人 ， 並且支派

宗族的地業界限是不

容改動的 。

論，縱然只從民族的利益看眼，也應該保護無罪的誤殺人者，以及處決

有罪的謀殺犯。申命記其他方曾指出，遵行神所啟示的旨意能夠“使我

們. ... 得福 " 並稱讚這行動是“我們〔的〕義 " (六24-25 ; 參五日 ，十

13 )。 這裹的 “使你可以得福"一語，使本段經文與上述經文連成一氣 。

義與貪婪(十九14)

如果說第 l至 13節在闡釋十誠的第五誠 ， 那麼第 14節所論的就是第t

和第十誡(五 19 、 21下)。這節經文的出現雖然突兀，但當中有關土地的

神學和用語都能接上前文 。 按地界分成各區的支派屬土 ， 正是整片應許之

地的縮影 . 兩者都是神聖的'是

於本段經文之中，目的是強調要尊重別人的私有產權 。 百姓固然要在城門

25 民三十五2 7指出，如果殺人者離開了庇護城，報血仇的人在庇護城之外追上並

殺死他 ， 也不算是犯7流人血的罪。

26 這句短語呼應民三十五29-34 ' 意在禁止以色列人以金錢代般性命， 致使殺人犯

免受死刑 。

27 “ 除掉惡行公式語"的不同盟體 ，見十三5 ( 6 ) ，十七7 、 1 2 ' 十九 1 3 、 1 9 ' 

二十-9 、 訓 ， 二十二2 1 、 22 、 24 ' 二十四7 。 除了這段經文及二十-9外 ， 除

掉惡行公式語都包含從以色列除掉“這惡 "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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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持守義，但在城牆之外、郊野之中， 守義行義也是同樣重要。生活的

每一個層面都要追求義。

要在農耕社會過安定的生活 ， 不可挪移地界自 然是基本的規則，因

為土地業權是得享幸福生活的關鍵。這襄“前人 .. . . 所劃定的"一語，意

指分配土地的官式手續，各支派 、 宗族都是通過這個手續得到地業的(民

二十六52-56 ' 三十四 13-29 ; 書十四~十九)。雖然聖經沒有記明分地的

文本記錄存放在哪裹 ， 但按理猜想，地點可能就是中央聖所。根據以色列

的律例 ， 上主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 並且支派宗族的地業界限是不容改動

的。 28 從以下兩點就可以知道上主賜地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 . 挪移地界會

招來嚴重的詛咒(申二十-[: 17 ) 並且當土地落入族外人手中時 ， 至親就

必須幫忙贖回來(利二十五23-28 ) 。

應間臨則

生命的神聖 殺人者要受死刑，而且不可以用任何贖價代替。

這條律例的基礎在創世記九章6節 : “無論誰流人血的 ， 他的

血也要被人流，因為神是按自己的形像造人 。 "人命是神聖

的，所以沒有任何事物足以補償人命的損失。約書亞把河西的希伯崙、示

劍和基底斯分別出來作庇護城 ， 又確認了河東的庇護城比悉、拉末和哥蘭

(書二十卜9 ) 0 29 除此以外 ， 後期的經卷再沒有把任何城鎮稱作庇護城。

地界標記 以色列對土地的觀念是獨特的。雖然經文沒有明吉，但拿

伯拒絕把葡萄園賣給亞哈王(王上二十一1-16 ) ，或許就是基於上述觀念。

至於王后耶洗別不直接沒收拿伯的產業，也可能是因為對這種觀念有所顧

忌。耶洗別本是推羅的公主，而推羅君王在國內 向都是予取予奪的 。 以

色列人禁止挪移地界 ， 對耶洗別來說實在十分陌生，尤其是這條規例背後

的土地神學。至於庇護城的規例，直到王國時代仍然生效 ， 只是不再與城

鎮相關 ， 而是跟聖殿和壇上的角連上關係 o 亞多尼雅(王上-50-53 )和約

押(王上二28-29)都曾到聖殿尋求庇護，但兩人最終也是徒勞無功。

28 參8aker， 刃:ghl F叫's o/" Open Hands , 99-1 01 。
29 另參書二十一2 卜 1 3 、 21 、 27 、 3 2 、 38 。除了希伯崙外 ，代上六57也把立拿、雅

提商、以質提莫稱為庇護城(參N1V腳註及《新普及》腳註一一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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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歲言，我們可以找到兩處經文提及地界的律例。

不可移動古時祖先所立的地界...... (藏二十二28 ， (新普紗，下同)

不可移動古時的地界 .....也不可侵佔無助孤兒的土地 。(藏二十三 10) 到

後者更使這11朱律例與申命記對窮人的關注連上關係。在約伯記二十

四章 l至 11節，那位來自烏斯地的祖宗列舉連串惡行 ， 數算富人怎樣欺壓

窮人 ， 當中第一項就是“挪移地界" (<新普及} ; 下同) 。 先知書對這

個問題也有評論，只是用語稍有分別。在以色列和猶大分治的較後時期 ，

先知向那些貪婪的人宣告詛咒 ， 指他們“不斷地買房屋 ， 置田產" (賽五

8) ，沒收窮人的土地房屋，掠奪別人的祖傳產業。

當ft應間

尊重人命 申命記十九章 l至 13節所論述的制度雖然煙沒已

久 ， 但經文深刻的神學意義卻是歷久不衰。大多數人都認為這

段經文的主題是公義 ， 但其實公義只是在一個層次更高、指涉

範疇更廣闊的主題“義"之下。義的最重要表達方式是全心全意地愛神

(參申十三，十六20~十-[: 2 ) ，而愛神與否 ， 貝 1 ]表現於我們對待別人的

態度 ，尤其是對別人性命的尊重 。

十誠也確認生存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出二十 13 ;申五 17)。這個權

利不容某個重體獨享，不論他們是多麼聰明 、 擁有甚麼成就，或者是哪一

個族裔的人。挪亞的每 位子孫都是亞當的後裔，都有神的形象(創九

6) ，因此都有生存的權利。沒有任何罪行比謀殺更為可惡 ， 因為殺人者

刻意要消滅神的形象。處決殺人犯的律例，其源頭可以追溯至人類的祖宗

(挪2:)。因此，我們不應該把這個原則視為以色列的民問律例，輕易就

說基督已經把這個原則揚棄。正如摩西在申命記十九章 13節所宣告的，執

3。 這兩節鐵吉讓人聯想到埃及的《阿曼尼摩比訓示} (lnstruction of Alllenelllope) 
第六章開端的話 “不可挪移你農田的地標立石，也不可移動那劃界的繩

子。不要為 肘地起貪念，也不可侵奪寡婦的田地。" (英譯來自 M i ri a lll

Lichtheilll in COS, 1: 1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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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項要求就是行義 ， 我們不可受個人立場和親密關係所左右，也不應該

感情用事。

今時今 日 ，人的生命價值每況愈下，從謀殺案的頻率可見一斑。在

2008年，美國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 錄得全美國有

14 ， 180宗殺人案件，包括蓄意謀殺及非疏忽致死

的案件 ; 也就是說，每十萬人中，就有超過五人

義的最重要表達方
式是全心全意地愛

神......而愛神與否 ，

則表現於我們對待別

人的態度，尤其是對

別人性命的尊重 。

受害。 3 1 在大城市中，犯案率更高 ， 數字甚至

達每十萬人就有40人受害。論及兇手與受害人的

關係 ， 這個統計數字更加令人困擾。這段經文表

示 ， 家庭成員互為一體，彼此都要為對方的利益

著想。可是，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卻往往為7 自

身的利益而犧牲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忠誠。根據

同年的統計資料 ， 親屬行兇的謀殺案，佔整體謀

殺案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三，而受害人與兇手相識

的(鄰居 、 朋友、男朋友等等) ，則佔百分之五

十四點士。 32 從這些數字可見，生命的價值就像江河日下 ， 連最基本的

人際關係也在冰消瓦解。人們已經忘記了甚麼是聖約，不但忘記了神人之

約，連人際關係的約 ， 世人也不屑一顧。最終 ， 人們也漸漸失去了持守義

的心。

如果說這段經文要求我們尊重人命，不能稍作侵犯，那麼我們就應

該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無意而致人於死的肇事者。這些致命的慘劇或許真

的純屬意外，也可能有神的參與，無論如何，肇事者都不應該承擔任何罪

責。 33 懲罰犯罪的人，以及不使無辜的人受傷害，兩者都符合義，也絕對

是公義的行為。因此，凡全心持守義的社章，都必會設立嚴謹的機制，全

力分辨誰有罪責、誰是無辜。相反，如果有機制或程序讓犯了罪的人蒙混

31 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數字， www.fb i.gov/ucr/c ius2008/offenses/expanded_ 
information/homicide.html (取於2009年3月 2 日)

32 見www.fbi.gov/ucr/c ius2008/。他的es/ex pa nded_info rmat i o n/homi c ide. html (取於
2009年3月 2 日)

33 如果有人負責維持某處地方的安全，但卻疏忽職守，導致有人死亡，那麼他就
必須負上罪責(參二十二8)

553 申十九午14 國國

脫罪，卻使無辜者含冤受屈，就是不公不義，必須被聲討。

愛 這段經文教導我們，與人相處的時候，要以愛為根本的態度。

懷恨是心態上的不義，再加上怒氣，就像是一對醜陋的學生姊妹。久而久

之，這些態度會使我們憎恨別人，最終更會產生暴力的行為。當然 ， 我們

不能要求迦南人遵守上主的律法，但愛人的態度一一尤其是對待神家里

的肢體一一卻必須是基督門徒的標記(約十三35 ) 。未重生的人會從肉

體生出仇恨、紛爭、嫉妒、怒氣、自私、分派、結黨， “但聖靈的果子卻

是愛、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寶 、 溫柔、節串lj; 這樣的事沒

有律法禁止。" (加五20-23 ) 

華體的重要性 這段經文展示出軍體的重要性。社會要有公義，整

個重體都必須投入持守義，絕不能單單依靠專業人士，因為他們都傾向以

自己的利益為前提，而不是從葦體的好處著眼。與此同時，經文也教導我

們，軍體當中如果有成員犯了罪，那麼整個章體都要承擔罪責。

但以理可算是 個道德上的典範，但他卻與同胞一樣被搶他方。在但

以理書第九章，他在禱告中承認，國家正面對重大問題 ， 而他自己也是這

個問題的一部分。在禱文中，我們看到大量的第 人稱代名詞，全都是認

罪的話。如果童體不願處理個別成員所犯的罪，那麼整個軍體都要在神面

前承擔罪責。上主曾向古代的以色列人啟示，教導他們消除罪責的方法。

這實在是極大的恩典。然而，還有恩典比這個更大。神已經把消除全人

類罪責的方法啟示給我們，就是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捨身。耶穌才是最終的

斜 ，針，他能夠保證義人得著福氣和生命 ， 也能夠洗淨他們的罪。

貪婪 最後，地界的律例也論及貪婪的心態( 14節)。在每個時代

中，神的子民都要與同樣的貪婪抗爭。雖然如此，這{I幸律例卻沒有單單

針對貪婪和有權勢的統治者，而是同樣適用於窮人，因為他們也會出於

貪念而奪取別人的財物。這條規例和十誡 樣，也用上第二人稱代名詞

“你"表明聽眾就是鄰人財物的最大威脅。作者並沒有為這個“你"加

上任何條件，也就是說，不論任何原因，包括貧窮在內，都不可以用作侵

奪別人權益的藉口。當然 ， 在現代科技先進的大都會中，我們很少見到有

人奪取鄰舍的土地，但同樣的貪婪卻展現於其他地方 ， 例如投資代理人詐

取客戶的金錢、家居看護吞沒受助人的財物自用、學生在互聯網上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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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當成是自己的創作。一個持守義的童體，必然展露出慷慨和憐憫，

也會為他人的好處看想，而不會自私自利，貪得無厭。
申十九15-21

新漢語譯車

15 “不可單憑一個證人 3 就判定

一個人有甚麼罪責和有甚麼罪 3 他

昕犯的任何罪 3 必須要憑兩個證人

的口或三個證人的口作證 3 才可以

定案。

16 “要是有惡毒的證人起來 ， 指

證別人違法 1 17這兩個彼此事訟的人

就要站立在上主面前 3 和在這期間

任職的祭司和審判官面前 。 18審判官

要好好查問 i 看哪 3 這是假證人 ! 這

證人作假見證陷害他的兄弟 I 19你們

就要照他企圖對他兄弟要做的 3 做

在他身上 3 這樣就可以從你們中間

除掉這惡。 m其餘的人聽見 3 就會懼

怕 3 再也不敢在你中間做這惡事了。

21 “你的眼目不可顧惜，要以命

抵命 3 以眼還眼 ， 以牙還牙， 以于

選手， 以腳還腳 。"

已

經文臨章

祖台車

15 “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

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

案。

16 “若有兇惡的見證人起來，

見證某人作惡， 17這兩個爭訟的人

就要站在耶和華面前，和當時的祭

司，並審判官面前， 18審判官要細

細地查究，若見證人果然是作假見

誰的 ，以假見證陷害弟兄， 19你們

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這

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部別人聽見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

們中問再行這樣的惡了。

21 “你 U[ 不可顧惜 ， 要以命償

命，以 U[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

手，以腳還腳。"

這段經文是關於證人作供的規則綱領，使十誠的第八誠更為充

實具體(五20 ;參十-r:6 ) 。經文可以分作兩個部分 ，前後篇

幅長短有另IJ : (一)規定所有案件都需要超過 位證人作供

( 15節) (二)作偽證的罰貝I J ( 16-21節)。這些規定都是為了保障司法

正義而設的。

第 15節毫不轉彎抹角，指明檢控的時候必須有超過一位證人作供。

這項原則所針對的案件不止於拜偶像(十-r:6 ) 。摩西以三旬短語來擴充

這項規則的適用範疇 - “有甚麼罪責 " 、 “有甚麼罪"及“他所犯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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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在上述的所有案件之中，都必須憑兩三個證人的“口"作證，才可

以定案。

經文用了較長的篇幅陳述作偽證的罰則 ， 可見問題的核心不只是公

義，也涉及廣義的“義" ( 16-21節)。這個部分先以一個案例作開端，再

訂明應付的方式。 Hãmãs (惡毒的) 詞在這稟意指司法暴力，也就是意

圖利用證詞傷害他人。第 1 8節又把這人稱為“假

證人 " 。正如第十t章6節的處境一樣，這個案

報應律的用意原是
恰恰相反。其目的不

是要加倍報應狙事

者，而是要使刑罰與

罪行相當。

例也涉及以“假見證"混淆真相 ， 導致司法不

公。經文規定要有多位證人作供，不但合理 ， 而

且是必須的。 l 這個規定之所以合理，是因為這

樣做能夠減低錯判的機會，尤其是在只能依靠證

詞作判斷的時候，這個規定之所以是必須的 ， 是

因為在單一證供之下，審判官就惟有在原告和被

告之間選擇其一 ， 這樣便容易出現歧視或偏袒的

情況。

面對這種司法不公的處境，摩西在第 17至 18節指出應付的方法。

( 一)原告和被告要一同來到當值作審判官的祭司面前(參一 17 '十士

8-9 )。摩西明確地指出 ，訴訟雙方不但要“站立在上主面前" 2 也要

“站立在 這期間任職的祭司 3 也就是審判官面前" (筆者自譯) 0 4 

考慮到“站立在上主面前" 語在申命記其他地方的用法，我們可以設想

審案的場地就是中央聖所。在那襄進行司法程序，與訟各方自會意識到自

己是在上主的監督之下作供，因此，惡意中傷別人的證詞就更形可惡。 5

l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Bovati ， Re-eslablisl叩19 JuSlice, 269 。

2 論及“立站古立在 審判官茵前"一語的司法意羲 ' 見80叭va仙ti ， R e←-eωs lωabωJ川1 i川sh川t叫間n

J扣tμIS圳f耐t叮ce巳， 234-3封5 。 論及站立在上主面前的意義'見Wilson ， Oul of Ihe Midsl of Ihe 

Fù咒 176-77 。

3 摩西所說的“祭司是指“罪IJ未支派的祭司" (十-(:9) 。

4 與十七9相類，連接詞 H，e 有解釋的作用，表明 w'hassi5p'(îm (審判官)一詞是

形容“祭司"的身分 。 參Bovati ， Re-establishing J的lice， 183 , n.33 。

5 參十七8-9 0 Tigay ( De叫erol1omy， 1 84) 認為境內各城鎮都設有官員 。

557 間1間 團

(二)審判官要仔細調查，弄清案情( 18節上)。和第十t章4節

樣，摩西以“看哪 " ( hinnëh) 一詞突顯經文的焦點，就是他對這個案例

的判語。這位立心不良的證人果然作了備證'誣蠣自己的兄弟。摩西稱蒙

冤的一方為“他的兄弟"表明這個罪行十分嚴重 ，因此必須對犯事者

施以相應的刑罰 : “你們就要照他企圖6 對他兄弟要做的，做在他身上"

( 19節上)。在第 1 9節下至20節，摩西再次使用“除掉惡行公式語" ( 13 

節)來闡述這個做法的目的 從重體中間除掉這惡，並阻嚇誣瞬間胞的罪

犯。
第21節可以是這個段落的結詣，也可以是第十九章全章的結論 。正

如摩西針對謀殺案所作的論述一樣 ( 13節上) ，他也在這稟指出，公義不

能被個人利益或個人情感所影響。他用了五旬短語作為強調，表明刑罰必

須與罪行相應。這五句短語意思相同 ，人們普遍稱之為“報應律 " (lex 

talionis) 。同類的律例在古代近東文獻7 和舊約聖經均十分常見(出二十

一23 -25 ;利二十四 17-21 )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個原則不但縱容“冤冤相報 刊 的倫理觀，甚至

有鼓吹復仇之嫌。若按照這個原則行事，暴力必然有增無減。然而，報應

律的用意原是恰恰相反。 8 其 目的不是要加倍報應犯事者，而是要使刑罰

與罪行相當。報應律的原則不是要鼓吹復仇 ，而是要約束審判官 ，使他們

不能對犯事者量刑過重。 9 這個立場固然足以解釋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3至

25節和利未記二十四章 17至21節的處境，但申命記十九章2 1節所針對的卻

不是人身傷害之罪 ， 而是惡意借司法制度傷害同胞的人，目的是要找出適

6 詩三十-(: 1 2把 zãmam ( 國謀、密謀)的意義表露無選; NIV作“就像他所打算

的 (as he intended ) ，語氣太弱。

7 吾現南慕 (Ur-Na mlllll ) 的 《蘇美爾法典) (S umerian Laws ;公元前2 1 00年)

第條訂明

Col/佮ectμ仰Iωon肘s ， 1 7竹) 。 根據 《漢摩拉比;法去典) (Laws of Hammll盯l rab蚓1 ，公元前 1 750

年) ，這1倡固原則也適用於因疏忽而哥引!致自由公民死亡的案件 (ωCH 1ì1ì 22凹9-2幻30吭i 

R之切O叫叫t叫h ， Law Coll佔ecllωon肘?仿s ， 2泣29叫) 。 在巴比倫'不罔社會階層的罰則有顯著分別 ' 反

映出當地的階級主義色彩 (CH 923 1) 

8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ri gl吭 ， Deuler0l1 01吵， 226 。 報應律的進一步論述 ， 見Mil l凹，

Ten CO ll7mandmenls, 244-47 。

9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h怕lompson ， Deut仿eroωF仰H川ly， 2剖18院; La油l巾bu叫s叩叫chag伊ne丸， De叫u叫f伯E臼F附1ω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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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罰則。第21節的用意在闡釋第19節。作俑證指控別人 ， 不但損害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 ， 更會動搖社會的基本結構。報應律正是要針對這些社會危

機，旨在防患於未然。

應間臨則

在偽證之下伸張“義" 舊的聖經載有幾個案例，當中誣告別

人的，最後都不得善終。 10 列王紀上二十一章 l至 1 6節記載，

亞哈王要買拿伯的祖業，但拿伯卻不願把祖業出賣，於是王后

耶洗別弄出一場假官司，盼咐兩個惡棍誣告拿伯詛咒神和王。拿伯最終被

處決，但正當亞哈王要接收拿怕的土地時，以利亞就向他宣告神的審判 ，

“上主這樣說 : 你殺了拿伯還不夠嗎?你還要搶劫他嗎?因為你做了這

事，狗在哪稟舔拿伯的血 ， 也要在哪稟舔你的血 1 " (二十一門， {新普

及} )這個預吉終得應驗。亞哈在基列的拉末戰死沙場，屍體由馬車載回

撒馬利亞，有狗來舔他的血(二十二34-38 ) 。至於給拿伯羅織罪名的耶洗

別，更是死得極不光彩。太監把這個被詛咒的女人扔出窗外，她就死在自

己的宮中，狗不但舔她的血 ， 也吃掉她的屍體(王下九30-37)。

聖經上有兩段誣告別人的事例，都發生於歷史較後的時期。在這兩

個故事裹，誣告者意圖加於受害人身上的惡行，最終都成了他們自招的刑

罰。在但以理書第六章，波斯的監察長和總督誣告但以理，指他叛國，違

反了大利烏王所簽署的法令。但以理罪成，並按照那 {I主法令被扔進獅子坑

(六7 (8) )。可是，這番磨難反而證明了但以理的清白，而誣告他的人

則全家被扔進同一個獅子坑。教事人指出，他們還沒落到坑底，章獅就撲

向他們，把他們撕碎了 (24 (25) 節)。以斯帖記中哈曼的故事同樣高潮

挂起。哈曼給未底改羅織罪名，更築起木架以備末底改受刑，到頭來，他

自己反而被掛在這個木架之上(斯-1:::9-10 ) 。

報廳的倫理 報應律所展現的倫理觀念是怎樣的呢?根據拉比的教

10 奧古斯T ( Allg ll st in e) 馳騁想像，把第 1 5節的三個證人看成是暗指三 神

‘三位 體的真理萬古常存，並且籍著 件奧秘事顯明出來。你願意自己的申

訴得成立嗎?你要找兩三位見證人，就是聖父、軍子、聖靈。"見Fc叫er oflhe 

Chllrch: A New Translalion (訂a l1 s . J. W. Rettig;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Uni v. of 

America, 1993), 88:92 。

559 申十九15-21 國

導，凡傷人而不致死的案件，都應該從寬處理 。 11 基於這些教導，有人認

為報應律從來都不是要按字面意義遵守的法規 。在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3至

25節，經文以婦人被打傷導致早產為案例，探討以眼還眼 、 以牙還牙的應

用問題。 1 2 民數記三十五章29至34節訂明，但凡謀殺案件，一律禁止以財

物作補償。從這個規定可以推斷，其他案件或許可以通過賠償了事。另

方面，干1]未記二十四章 1 7至2 1節又斬釘截鐵地指出，必須把同等的傷害加

於肇事者身上。 1 3 米格羅姆 ( Jacob Milgrom ) 從利未記二十四章 13至23節

觀察到，上主就看褻潰聖名之罪而頒怖的罰則就整合了報應律於其中。米

氏認為這段經文展現出一個重要的神學信息，他的結論極有見地 凡傷害

人的 ，就是毀壞了神的形象(自1]-27 '九6下)。報應律背後的假設是

對人犯罪，就等如對神犯罪。 1 4

參孫的故事雖然不涉及訟案 ，卻是從復仇角度理解報應律的最佳例

證。參孫這樣描述自己的 “非利士倫理觀" “他們先那樣對待我，我才

那樣對待他們的。" (士十五 11' {新普及} ;參第7節)他的立場隨即

引發出一連串暴力事件，導致超過一千人死亡，包括參孫的妻子和岳父。

儘管敘事人也意識到神在事件當中有所參與 ， 但參孫卻只是從感觀層面作

反應，絲毫沒有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到神的旨意。

人們根據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3 8至42節的教導立論 ， 認為舊的聖經主

張“冤冤相報"而新約聖經則講求愛與寬恕 ，並認為後者已經取代了前

者的地位。可是 ， 打一下臉，只不過是一種侮傳人的行為，不會為對方的

身體帶來甚麼永久的傷害，而且舊約聖經也從未提過這樣的事。撇開這兩

點不談，上述看法也忽略了耶穌話中的重點，並且誤解了報應律的原則 。

報應律絕不會容忍無7期的暴力報復，更遑論有所鼓吹了。

11 論及各拉比對報應律的立場，見Mi lgrom， Leνitic lIs 24-27, 2 136-40 0 Lev ine回應

7這些拉比的吉論，他的見解過遠合理，見Levin巴， EXCll rSllS 9，“啃R巴剖ta訓li悶atlOn an 

Co叫Ill pen sati on i山n Bib蚓liωca訓1 C rillli叫川n a訓1 Law," in Levilicus , 268-70 。

12 參R. Westb rook的論述， " Lex Ta li oni s and Exod ll S 21 , 22-25 ," RB 93 ( 1986): 

52-59 。

l3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ilgro l啊 ， Levilicus 24-27, 2 1 28-33 。

14 同上. 2 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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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應間

事l'在掌權 在1844年，洛厄爾 ( James Russell Lowell ) 寫了一

首詩來激勵“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tiona1 Association f01 

the Advancement of COIOl吋 People ) 的領袖 ， 題為《當前的危

機) (The Present Crisis ) 。詩中有幾句話響徹古今

偉大的報應者仿彿漫不經心，

歷史篇章所記錄的 ，

只是舊制度和《聖經》

在黑暗中你死我生的搏門。

真理始終垂著絞刑架，

邪惡卻登上了寶座王位一一

但絞刑架上搖晃的卻是未來。

在未知的暗影後逞，

神高然蛇立，目光耽耽，

俯蠍他創造的一切。 的

本段經文與這些詩句不謀而合 ， 同樣向犧牲真理以謀私利的當代文化

大聲疾呼。欺詐行為不但影響受害人，更會損害社會和國家。信徒應以誠

實為生命的標記，在日常生活中是這樣 ， 在證人台上更應是這樣。對基督

徒而吉，宣誓與否並不影響證詞的真偽(雅五12 ) 。如果這是我們對待圈

外人的態度，就更加應該用同樣的態度對待“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委身

於 “義"那麼不論是公開作證還是私下作證，我們都必會句句屬實，並

無虛吉。我們不可巧吉狡辯，以期混淆真相 1 6 也不應該引用美國憲法第

五修正案 (the Fifth Amendme 

15 網上隨處可以找到這首詩的原文，例 www.bartleby.com/42/805.html (取於

20 11 年9月 2 1 日) 。 中譯來自網上，並圖書作修改， http://www.americancorner. org 

tw/zh/the-american-reader-words-tl叫-moved-a-nation/p261.htm (取於20 1 3年7月

20日)一一譯註。

16 當美國總統克林頓 (C linton ) 被指德行有虧的時候，他這樣回應 “這要看看

你說的所謂已是，究竟是甚麼意思J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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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那些傷害別人的騙子，這樣才能夠懲罰罪犯 、

救助受害人 ，並把國家的癌腫切除 。

耶穌教導新約時代的信徒，面對欺負他們的

人，不應存著 “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心

態，反而要把另 邊臉也轉過來給對方打(太五

34-42 ) 。耶穌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倫理觀，而是

提醒門徒，既然他們是神名下的人，就應該有獨

申十九1叫圓圓

對基督徒而言，宣

誓與否並不影響證詞

的真偽 。

特的道德立場。當然，我們也要求社會建制和法院保障所有市民的權利，

保護他們免被社會上的虎狼吞噬。然而 ，在我們自己的人際關係之中 ，遇

到被欺負的時候 ，我們卻不應該存著報復的心態 (儘管這或許是我們的合

法權利) ，而是要作一個行義的基督徒 ， 把另一邊臉也轉過來，並寬恕我

們的敵人。行義的基督徒會明白，為義受迫害是榮譽，也是天國于民的記

號(太五10 ;彼前四 12-19)。

申命記第三十二章的頌歌 ( 35節) ，以及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 19節的

教導，都指出報應之權在上主手中 。 回應壓迫者的時候，信徒要以寬恕為

標記，至於報應的種種 ， 貝 1]留待神親自掌管。



申二十1-20

新漢語譯車

有關戰爭的教導

1 “要是你出去跟仇敵手戰 ， 看

見馬匹、車輛和 比你多的百姓 3 你

不要懼怕他們 3 因為領你從埃及地

上來的上主你的神與你同在 。

2 “ 當你們臨上戰場的時候 ，祭

司 要前來 ， 向百姓講話 ) 3對他們

說，以色列 |啊 3 你要聽 3 你們今天

就快要與仇敵事戰 ? 你們的心不要

膽怯 3 你們不要懼怕 3 不要驚惶 ，

也不要在他們面前戰兢 。 4因為上主

你們的神與你們同行 3 為你們與仇
敵亭，戰 3 要拯救你們 。 3

5 “官長也要 向百姓講話 3 說:

‘有誰建了新房子還沒行奉獻禮的 3

可 以回他家去 3 免得他死在戰場

上 3 別人來行奉獻禮 。
6 '" 有誰栽種了葡萄園還沒享用

的 3 可以 回他家去? 免得他死在戰

場上 3 別人來享用 。
7 “‘有誰聘了妻還沒有娶的 3 可

以回他家去， 免得他死在戰場上 3

別人來娶。 3

8 “官長還有話要對百姓說 -

s 有誰懼怕 3 心驚膽怯 ， 可以回他家

去 3 兔得他令他兄弟的心消 副\ ) 和

他的心一樣。'

9 “官長對百姓講完話之後 3 軍

隊的統領要一一指派百姓的首領。

1。“要是你臨近一座城 〉要攻打

個告車

有閱戰爭的教導

1 “你出去與仇敵爭戰的時候，

看見馬匹 、 車輛，並有 比你多的人

民，不要怕他們 ， 因為領你出埃及

地的耶和華你神與你同在。

2 “你們 將要上陣的時候，祭

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說 。 3 ' 以色列

人哪，你們當聽 你們今日將要與

仇敵爭戰 ， 不要膽怯，不要懼怕戰

兢 ， 也不要因他們驚恐， 4因為耶

和華你們 的神與你們同去 ， 要為你

們與仇敵爭戰，拯救你們。 '

5 “官長 也 要對百姓宣告說 .

‘誰建造房屋 ， 尚未奉獻，他可以

回家去 ， 恐 怕他 陣亡，別人去奉

獻。

6 “‘誰種葡萄園，尚未用所結

的果于，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陣

亡 ， 別人去用。

7 “‘誰聘定了妻 ， 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 ， 恐怕他陣亡 ， 別人

去娶。，

8 “官長又要對百姓宣告說 ﹒

&誰懼怕膽怯，他可以回家去 ， 想

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樣。'

9 “官長對百姓宣告完了，就當

派軍長率領他們。

叫“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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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前 3 先要跟它議和 。 11如果那城

以和平回應你 3 為你敞開城門 3 那

麼城里所有找得到的百姓 ? 就都要

成為你的僕役 3 服侍你 。

他“如果那城不肯以和平回應

你 ，反要與你開戰 3 你就要圍困
它 。 13上主你的神已經將它交在你于
中 3 你要將它所有的男丁擊殺在刀
下 。 14只有婦女、孩童、牲畜和城中

的一切 3 就是所有的戰利品 3 你可

以據為己有。 你要吃你敵人的戰利
品 3 那是上主你神賜給你的 。

15 “對所有離你很遠的城 3 不是

在這裹的這些民族的城 3 你都要這

樣做 。

16 “只是這些民族 的城中 ， 就

是上主你的神所賜給你為產業的 3

你不可讓任何一個有生命氣息 的

存活 ， 1 7必須照上主你的神l 昕吩咐

你的 ? 無論赫人、亞摩利人、迦南

人、比利洗人 3 還是希末人、耶布

斯人 3 一定要把他們徹底消滅 ， 18這

樣他們就不能教你們做種種可憎

的事 3 就是他們向自己的神明所做

的 ? 使你們得罪上主你們的神 。

19 “要是你們圍困一座城 3 要攻

打許多 日 子才能攻取?那麼你就不

可揮奔頭砍樹木 3 把那裹的樹木摧

毀，因為你可以吃樹上所出的 ， 卻

不可把樹砍了。難道田野的樹木是

人 3 能在圍困中從你面前躲開嗎?

2。“只有那些你知道是不結果

子的樹木 3 你才可以摧毀 3 砍下來

564 

個台車

候 ， 先要對城衷的民宣告和陸的

話。 11他們若以和睦的話回答你，

給你開了城，城襄所有的人都要給

你效勞，服事你;

12 “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

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城。他耶和

華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

刀殺盡這城的男丁。 14惟有婦女、

孩子 、 牲畜和城內一切的財物，你

可以取為自己的掉物。耶和華你神

把你仇敵的財物賜給你，你可以吃

用。

15 “離你甚遠的各城，不是這

些國民的城，你都要這樣待他。

1日“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

你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
的 ， 一個不可存留。 17只要照耶和

華你神所吩咐的，將這赫人、亞摩

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 18免得

他們教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

事，就是他們向自己神所行的，以

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神。

19 “你若許久圍困攻打所要取

的一座城，就不可舉斧子砍壞樹

木，因為你可以吃那樹上的果子，

不可砍伐，田間的樹木豈是人，叫

你糟蹋嗎?

羽“惟獨你所知道不是結果子

的樹木可以毀壞、砍伐，用以修築

565 申 二十 1-20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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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圍城工事〉 對付那與你開戰的 營壘，攻擊那與你打仗的城 ， 直到

城 3 直到把它攻陷 。口 攻塌了。"

經文臨章

摩西在第十九章處理個人暴力的問題 ，而這段經文的焦點則關

于重體的暴力 ， 也就是戰場上的暴力。摩西繁接報應律 ( lex

talionω ) 之後頒佈這些指示 ， 意味儘管在戰事之中 ， 不但士兵

應該節制武力，他們所效忠的國家也必須抱持同樣的原則對待敵人 。早前

的指示涉及怎樣在國內追求義(十六 18 '"'-'十九21 ) .而這里則教導以色列

人在國際關係上追求義。

第二十章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全都與軍事有關 (一)激勵上陣兵

員的士氣 ( 1-9節) (二)作戰守貝1] ( 10 -1 8節) (三)圍城的戰略

( 19-20節)。摩西將會在後面的經文三次重拾戰爭這個主題，分別為第二

十一章10至 14節、第二十三章9至14 ( 10-15 J 節及第二十四章5節。 l 上述

六段經文有幾項共通點 。 首先，它們的開端都是 句時間性從旬，而句首

的詞都是 kf ( {新漢語} :“要是.. )。第二，緊隨於開端的從句後 ， 每段

經文都特別論及戰爭的某 個元素，並包括一項禁令。 2 第三，所有經文

都用第二人稱代名詞來稱呼以色列人，並把他們看作一個整體 。 此外，在

這六段經文中 ，其中五段都帶著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分別涉及徵兵(二

十4-9 .二十四5 ) 、降城的百姓(二十10-15 .二十一 10-1 4 ) . 3 甚至自然

R. Westbrook (“Ridd les in Deuteronomic Law," in Bz川desdokulI1enl und Gesetz 

Sl lIdien zum Dellleronomium [ed . G. Braulik; HBS 4; Freiburg: Herd凹 ， 1 995] ， 1 7 1 ) 

認為二十一 1-9所論的是匪態 ， 也可算是軍事議題。

2 二十 1 -9 懼怕，二十 10- 15 殘暴地對待歸降或攻下的城中的平民百姓，

二十一 門-2 0 肆意破壞自然生態，二十 10-14 虐待被接作妻室的敵方婦

女，二十三9-14 ( 10- 15 l 輕視軍營中的聖漾 ， 二十四5 。 在徵兵的時候不近

人情。二十 1 6 -1 8同樣有此特點，這段經文雖然沒有正式的開端語，但卻指明

“不可讓任何一個有生命氣息的存活"。參A. Ro兒，“The Laws of Warfare in the 

Book of Deute ronomy. Their Origins, lntent and Positivity," JOST 32 ( 1985): 32 。

3 二十 1 6-1 8是 個明顯的例外，經文要求以色列人徹底消滅迦南城鎮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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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二十 19-20 ) 餘下的一段經文則要求士兵嚴守軍營的聖潔 ， 以保證

上主的臨在。

由於第16至 18節提到“徹底消滅 " (hërem) ，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

段經文與第二十章的其他部分很不同，論述的不是“一般"的戰事 4 而

是“聖戰"或稱作“上主之戰"。可是，從第二十章論述 “一般"戰事的

部分，我們也可以找到船的n 的元棄 由祭司代表上主發吉 (2節)勉

勵百姓不要懼怕( 1 、 3節)宣告上主的同在( 1 、 4節)預示上主必會

賜下勝利 ( 4節)承認勝利是上主所賜的( 13節)以及承認土地是上

主的蝕贈( 14節)。對付迦南各城的 herem 戰爭與其他戰爭的主要分別，

在於處理被征服的城鎮及城中居民的手法並不相同。

第二十章的三大主題都以正式的引吉作開端( 1 、 10 、 19節) ，而

且全都是條件式從旬 (casuistic clause ) ，因此有人稱這一章為“戰爭手

冊"。 5 然而，這 章的意義絕不止於此 ， 當中所呈現的不單是戰爭的神

學 ， 也彰顯出以色列國在列邦中的位置。在“律法 " 和“戰爭手冊"之

中'我們不會看到很多

二十章(仆l 、 4 、 l叮3 、 l恬6 、 l盯7 、 l閃8節) 。第二十章一直稱呼上主為“上主你

的神"可見本章的關鍵不是以色列人與列國的關係，而是以色列人與上

主的關係。有人看到本章出現不同的文風，甚至主語也有所更替 ， 於是便

把本章的各項元棄分割，認為當中有些是原始的，有些則是次要的。這個

立場不但忽視了第二十章所呈現的統一主題，更淡化7這些文字的講章色

彩。這段經文不是法律條文 ，而是“妥拉"是牧者的教訓 ，旨在循序漸

進地讓以色列人明白應當以怎樣的獨特態度對待上主以及對待別國。

激勵上陣兵員的士氣(二十1-9)

所有戰事都以召集士兵為開端 ， 摩西的首輪指示也順理成章地涉及招

募兵員 。 雖然在這段經文的中央部分，焦點稍為轉移了，但因為經文的前

後框架 ( 1-4節及各9節)都以懼怕為主題 ， 所以整段經文是連成一氣的 。

祭司的勉勵( 1-4節) 摩西首先描述需要剛強壯膽的場景 “要是

4 這是McConvi ll e的用語，見Deuteronol吵， 3 1 7 。

5 Merri ll, Deuteronon吵， 282 ， 287

567 

你出去跟仇敵事戰 " 。這句短語所指的軍事行動

是進攻而不是防守。 6 經文指出上主就在他們中

間( 1 節) ， 而祭司又用上“今天" ( 3節)一

語，顯然摩西心中所想的正是對付迦南各國的那

些戰役(參-t 1 )。他早前就曾經勉勵民眾不要

懼怕那些民族(-t 18 ) 。要到第 15節，我們才發

現他所想的或許不止於征伐迦南的各場戰役。從

文中的第二人稱單數集合代名詞可見 ，這些指示

的對象是民眾自行組織的軍隊(參民 ~二 ， 二

十六) ，而不是常設的專業軍旅、雇庸兵或精銳

部隊 7 他們也不是被迫入伍的。 8

申 二十 1-20 翅

對付迎南各城的

hërem 戰爭與其他戰

爭的主要分別 ， 在於

處理被征服的城鎮及

城中居民的手法並不

相同 。

在第 l至9節，作為牧者的摩西表達出他的首要關注是民眾的恐懼。第

l 至4節從三個角度作出論述。(一)他承認以色列人的確有懼怕的理由

在他們面前的是敵人的戰車戰馬，都比他們所擁有的優勝。他們當中只有

少部分人曾經親歷紅海之役 ，目睹上主怎樣消滅法老的戰車戰馬 (出十

四~十五) ;但是他們所有人都曉得這些武器的可怕，知道敵人能夠從這

些流動的平台飛矛放箭(參書十一4' 十-t 1 6 ;士 19 '四 3 ) 0 9 再加上

敵方有 “比你多的百姓"這實在是 幅可怕的圖畫(參申-t 17 ) 。

(二)摩西宣示消除恐懼的良方。和第t章 17節 樣，摩西首先呼籲

百姓“不要懼怕他們 " 接著又提醒他們上主的同在。這句勸勉包含了持

續性的未完成式，表明剛強壯膽是理所當然的。 l。這一句提醒百姓上主同

6 慣用語 yãsã ' lammili自nâ (出去爭戰)是形容發動軍事攻勢的常用語句。參二

32 '三 1 '二十一 1 0 ;士三 1 0 '二十 14 、 20 、詣，撒下二十一 17 ;王上八44 ; 

代上-t: 1I 。

7 可以比照大衛的私人部隊(撒上二十三 1 3 。撒下五6 -1 0 '十五 1 8 '二十三

8-39 ) 。論及古以色列軍隊的特質 ，見P. J. King and L. E. Stager, Life in Biblical 

lsrael (Library of Anc ient Israel; Louisvi lle: Westmi nster John Knox , 200 1), 239-45; 

R. de VaL叭 ， Ancient lsrael, vo l. 1, Social Jnstilutions (Ga叫en City, NY: McGraw

Hil l, 1 96 1 ) ， 2 1 3 -28 。

8 參摩西對河東兩個半支派所作的訓勉(三 1 8 -22 ) 。約書亞記和士師記的敘事文

都有進一步描述這事。

9 古埃及和古亞述都留下了馬拉戰車的圖像，見[BD， 1 :260-62 。

10 也見於出十四 1 3 。這個短語常見於受到威脅的處境(參創十五 1 ;士六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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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話 ， 可說是第t章 1 8至21節那大段演講詞的縮略版。摩西向以色列人

保證 ， 上主既然能夠從強大的埃及人手中釋放他們 ， 上主的同在就必然能

夠確保他們戰勝迦南的民族。

(三)面對將來的戰爭 ， 摩西再提供一套消除恐懼的方法。昔日 ， 摩

西帶領百姓平安渡過各樣危機，將來 ， 這個責任就落在祭司的身上。 11 摩

西為了讓以色列人在將來的戰事中聽到他自己的聲音 ， 於是親自編寫了祭

司的陳詞 1 2 當中包含軍人誓詞的一些經典特色 (2下-4節) 0 13 

敘事文前吉
當你們臨上戰場的時候，祭司要前來，向百姓講話，對

他們說 :

是白=' 白-，-、 “以色列人啊 ， 你要聽，

官示危機 你們今天就快要與仇敵事戰 ，

勉勵聽眾要勇敢
你們的心不要膽怯 14 你們不要懼1曲 ， 不要驚惶，也不

要在他們面前戰兢。

能夠勇敢的原因
因為上主你們的神與你們同行 ， 為你們與仇敵爭戰，要

拯救你們。"

面對強大的敵人，百姓不免心中顫慄'摩西用了四句話來勉勵他們

要勇敢(參三十-6 ) ，可見這種情緒是十分強烈的。第4節表明他們可以

有勇氣的原因，以致將來他們面對強敵也不用懼怕(參 沛 ，三22 ) 。如

果說第 l節下是第t章18至21節的撮要 ， 那麼第4節就是第t章22至24節的

撮要。在第t章22至24節，摩西曾經細緻地描述上主會怎樣把迦南的民族

現二21 、 22) ，在亞述的神諭中也有相同的勉勵語句 。見S . Pa rpo la , Assyrian 

Prophecies (SAA 9; Helsinki: Helsinki Uni v. Press, 1997) ， 5 0 。

11 根據民二十七2 1 ﹒在戰事中，祭司的角色包括用烏陵和土明來求問神論 。在耶

利哥之役(書六 1-21 ) .祭司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求問神論的例子，見

士一 1-2 .二十23 、 27 。論及這些例子 ，見Block， Judge， 恥的， 86-87 。
12 摩西為將來而預備的演講詞還有六20和二十六日 。

13 例 We infe ld , DDS， 的 - 5 1 。參大衛(撒下十 1 1- 1 2) 及希西家(代下三十二
6-8) 的誓師之詞 。

14 這是形容膽小的慣用語(柔和/柔弱的心) ，也見於~-I:::4 ;耶五十一46 。在王

下二十二 1 9 (二代下三十四27 ) .這個慣用語卻有正面的意思 ， 指柔和的心。

569 申二十1-20 蔔

和他們的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 的

官長的陳詞( 5-9節) 第5節的筆鋒突然 轉，引入了一個首次出

現的重體，就是“官長" (sô!"rÎm ; 見 16的註釋) ，他們也要向百姓講

話 。他們很可能是一些懂文墨的民政官吏，或許是利未人 1 6 負責招募

兵員，並把士兵的名字和數目存檔。這段經文意味他們也負責篩選應召

入伍的士兵。嚴格來說，第5至8節包含了兩段陳詞 ( 5刁節及8節) ，但第

二段陳詞也只是延續第一段的設問。和第3節一樣，摩西讓人記下他在這

襄所說的話，是為了 當自己不在的時候，接受徵召的百姓也可以從官長

的口中聽到摩西自己的話 ， 並且知道應該把甚麼人排除於徵召行列之外。

從第5至7節可見 ， 摩西實在很喜歡使用三段式排比句。這數節經文可以分

作三個部分，從下表所列的經文就可以看見這三個部分的形式幾乎完全相

同 1 7

申命記二十章5至8節中“官長"的陳詞

第一段陳詞 第二段陳詞

二十5 二十6 二十7 二十8
有誰 有誰 有誰 有誰

建了新房子 栽種了葡萄園 聘了妻 懼怕 ，

還沒行奉獻禮的 ， 還沒享用的， 還沒有娶的， 心驚膽怯，

可以回他家去 ， 可以回他家去， 可以回他家去， 可以回他家去，

免得他死在戰場 免得他死在戰場 免得他死在戰場 免得他令他兄弟

上 ， 上， 上 ， 的心消融，

別人來行奉獻禮。 別人來享用。 別人來娶。 和他的心一樣。

15 論及上主在申命記中作為神聖戰士的形象，見R . D . Ne lso n,“Di v in e Wa rri o l 

Theology in Deuteronomy," in A God So Near: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Honor ofPatrick D. Miller (eds. 8. A. Strawn and N . R. Bowen; Winona Lake， 則:

Eisenbrauns, 2003), 24 卜的 。 Ne l son 在246-47頁對這些經文略有論述，他認為這

些文字反映出約西E時代舉國人民的所想所望，可惜他的理據並不充分。

16 見代上二十三4; 代下十九 11 ﹒三十四 川 。

17 這段陳詞的各部分長短相若，希伯來文詞語的數目依次為 1 7 、 1 6 、 J 6 、 14 。首

三句相差詞，只因為第句有修飾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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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長的第一段陳謂 (5-7節) 。這段陳詞的各部分都以問句作開端 ，

反映出同樣的場景，就是有人站在重眾面前發吉。在這裹，官長要知道的

是在面前的人當中有誰剛建好房子，但卻未住進去;有誰栽種了葡萄園，

但卻未享用那些果子，有誰付了聘禮，但卻未完婚。

這些條例建基於一

個信念 ，就是身處過

渡期的人不宜上障。

這三個處境都需要稍作解釋。在第一個處境

中 ， hãnak 一語 ( 5節)的意思含糊。 NIV跟隨長

久以來的傳統，把這個詞譯作“奉獻"。可是，

當同樣的主題在第二十八章30節出現時候 ， 經

文卻以 yãsab bô (住在其中 )來代替 hãnak 。再

者，舊約聖經從未要求為私人居所舉行奉獻禮，

意味這個詞應簡單地解作“設立居所.. 0 1 8 當

然，也不用排除房子建好後會有某種遷入的儀式。 19

第二個處境的關鍵在於 (úllelô (開始享用它)一詞。 20 根據利未記十

九章23至2 5節，果樹頭五年的果子都不可作食物。這稟所說的是葡萄而不

是果樹，年限或許會短 些。五年不用服兵役 ， 似乎不大可能。

第三個處境涉及最基本的家庭事務，就是婚姻。在古代的以色列，

父母如果認為子女已接近適婚年齡 2 1 男方的父親就會接觸女方的家長，

商討婚嫁條件，特別是“聘禮"的數目和內容。 22 女方的家長一旦表示同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Baker， η'ght Fists or Open Hands, 104, n.92 0 

19 例 NAB 0 {.約拿單他爾根:> (Targulll Jonathan ) 作“把門框聖卷釘上〔門框

之上 1 ..。論及這詞，見S. C. Re if,“Ded icated to l)n," VT 22 ( 1972): 495-50 1 。
20 詞根 hll 在 Pie l詞幹可解作“褻演..也就是以世俗的手法對待神聖的事物，使

之“世俗化.. 0 NTV的譯法極為恰當，因為這個詞根在Hiph il詞幹通常都有“開

始"的意思。

2 1 父母普遍會在女兒青春期開始的時候把她嫁出去(即大約十三歲) ，兒子則會

再大幾年才娶妻。

22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G. 1. Elllllle rson,“WO lll en in Anc i e川 I srae l ，" in The 妙'orld of 

Ancient Jsrael (ed. R. E. C le ll1ents; Cat油 ridge : Ca ll1 bridge Univ. Press, 1 989) ， 382 。

M訕。r 並不是買賣的價銀 ，而是交到新娘娘家手中的 筆財物，旨在鞏固這

段婚姻，維繫兩方姻親的關係。參Wr i gh t ， God's People in God 's Land, 1 94 。

R. Westbrook ( Old Babylonian Marriage La Vl咕， AfO 8e ih eft 23 [Horn: Berger, 

1988], 60 ) 認為叫“ar 是岳父把女兒轉讓給她丈夫的價銀。另參R. Westbrook 

and B. We ll s, Everyday Law il7 Biblicallsrael: An Introduction (Louisv ill 巴，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9), 56-6 1 。

571 申二十 1-20 盪

意，雙方就是訂下了婚約，經過一段訂婚期之後，新郎新娘就會完婚。 23

經夕|、文獻也有類似的免除兵役之例 24 但卻不及這段經文那麼清起明

白 。這些條例建墓於一個信念，就是身處過渡期的人不宜上陣。上述每個

處境的結語都點出了當中的問題 這位新婚的人可能在陣上身亡，那麼他

的房子、園中所產的葡萄，甚至妻子都會被人佔據。這些政策尊重家庭價

值 25 肯定人人都有權享受生命中的各種福氣。這些條例可能改編自一些

所謂“生產詛咒.. (futility curses ) ，包括在古代近東條約及其他文件上

的 26 以及利未記第二十六章和申命記二十八章30至31節和38至40節的違

約詛咒。大自然的基本規律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這些生產詛咒卻

把這個規律顛倒了。

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第5至7節是後加的獨立文字，但在戰場上所面對

的“恐懼..卻仍然是這幾節經文論述的議題之一。經文指出 ， 可懼的不是

死亡本身，而是人死後對個人和國家的影響。為了避開這兩方面的影響，

摩西便免除有關人等的兵役。

官長的第二段陳詞 (8-9節) 。第二段陳詞直接指向懼怕的問題。這

段文字雖然比前一段略短 ，但卻同樣有三重結構。然而 ， 這裹的開端設問

卻不再指向戰死沙場對個人的影響，而是這個人的存在對同袍的影響。文

中借來第3節的用語，以 “懼怕"和“膽怯..來形容那些將要從軍的人的

心態。這條規例考慮到他們的心理狀況，為免他們影響到同袍(“他兄

23 進 步的論述見B lock，“Marriage and Falll il y in Ancient Israel," 57-58 。在二十四
5 '摩西就這個政策有所擴充。

24 公元前 1 4至 1 3世紀的經外文獻載有類似例子 ，見鳥加列 ( Ugar it ) 的《基爾塔

史詩:> ( EpicofKirt目; COS, 1 :334 ) 。也見於幾首蘇美爾(SUlll eria ) 詩歌 ，當

中提及吉加墨施 (G il ga lll es h ) ，他容許凡有眷屬或母親(或許是指要照顧母

親)的人兔服兵役 ，最後有50名單身男子自願從軍 。譯文見A. Geor阱， The Epic 

ofG句。l17esh: A New Translation (London : Penquin, 2003), 152 ;另參 l的 。

討 論及有關的文字 ，見W. M. de Bruin,“Die Freiste llung VO Ill Mi li tärdi e叫 in Deut 

XX 5-7: D ie Gattllng de r Wirkllngslosigkeitsspräche a ls Schlli sse l Z lI lll Verstehen 

eines alten Brall ches," VT 49 ( 1999) : 2 1 -26 。

26 尤參公元前9世紀哈達以色 ( H a d ad - y ith 'î) 雕像身上的雙語 (亞甲文 、亞蘭

文)銘文，見COS， 2 : 1 抖 。論及古代近東文獻及聖經所載的“生產詛咒 "

見De l bert R. H ill e時 ， Trea沙 Curses and the Old Testa ll7ent Prophets (B i bl i ca 巴t

Orienta lia 16; Rome: Pontifica l Biblica l lnstitllte, 1 964)， 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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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而不用他們服兵役，實在使人眼前 亮。儘管摩西直強調上主必

會參與以色列的戰役，但這番陳詞也承認參與戰事的也包括凡人。對於膽

怯的人而吉 ， 戰爭不但殘酷，而且足以致命，當然是值得懼怕的。以色列

的軍隊與子1]國的兵馬不同，並不是強行徵集的 ， 也不是以數目眾多取勝。

以色列民為上主事戰，最重要的就是士兵本身的性格和心態。

第9節有過渡作用，旨在描述整裝上陣的最後階段。當“官長"發

吉已畢，而那些依法得兔兵役及心懷恐懼的百姓又轉回家去之後，官長

就要任命“軍隊的統領"帶兵上陣。有人認為這些官長應該無權作出有

關任命 27 但考慮到以色列的戰事的屬天本質，這些官長自然就是利未

人 28 既然君王也要聽從利未支派祭司的話(十1::: 18 ) ，那麼利末人的

“官長"自然有權任命軍中的將校。

給上陣兵員的守則(二十10-20)

首旬經文就定出了整個段落的調子 : “要是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它

之前"。和前面的經文一樣，這個段落也可以分作兩部分:第 10至 14節及

第 16至 18節，而第15節則在文學上扮演著軸心的角色。摩西著意闡釋兩套

軍事策略的不同之處，就是如何對待遠方的城及在應許之地境內的城。

攻取遠方城鎮的指示( 10-15怖) 摩西並沒有指明這套軍略是否不

屬於征伐迦南地的 部分，所以當讀者看到第 10至 14節的命令與第t章 l

至5節不同，自然會產生疑問。摩西在第 15節將會作出澄清。古代近東國

家對戰，自有 套他們常用的策略，這裹的指示也沒有甚麼不同。當兵臨

敵方城下的時候，以色列人要給對方一個不戰而降的機會。 29 對方 且投

降，就是承認自己是以色列的附庸 ， 也得免敗陣之後的可怖下場。

第 11 至 12節給對方兩樣選擇。如果他們以“和平"回應，並為以色

列人打開城門，那麼以色列人就要給全城居民留下生路( 11節)。然而，

以色列人也有權強迫他們擔當各樣倍役 30 待他們有如宗主對待附庸一

27 參McConvill e ， DeuteronOlny, 3 1 6 。

28 參代上二十三4: 代下十九I1 . 三十四 川 。

29 論及這個慣用語在聖經及古代近東處境中的應用 ， 見D. J. Wiselllan , “‘ ls lt 

Peace? ' 一Coven3nt and Diplolllacy," VT 32 (1982) : 31 1 -訝，尤參 321 。

30 論及“強迫倍役見G . Kl in gbe il ， “口 [，1，" NIDOTTE , 2 :992-95; A. Rainey, 

573 申二十 1-20 圈

樣。 3 1 如果對方拒絕和平，反要“與你開戰"那麼以色列軍隊就可以採

取攻勢，把城攻下( 12節)。這種得到聖經認可的回應方式共有以下四個

階段。

(一)他們要 “圍困"那座城 ( 12下-13節上)。在舊約聖經，所謂

城鎮就是指有防禦工事的聚居點，包括有城牆、城樓、重門等等，恰恰就

是這幾節經文的場景。如果攻城的 方不能破城門而進，也無法迅速把城

牆打出缺口，他們就會圍城困敵 ，也就是阻擋城中居民逃走 ，並隔斷城外

的補給。依據城中的儲糧多寡，圍城時日可以長達數年不定。然而，儘管

正在圍城 ， 攻城的一方也會嘗試挖鑿城牆，以望早日破城。 32

最為細緻的圍城敘述見於以西結書四章2節，那稟列出了圍城軍略的

四個典型元素:建造圍城的牆 、修建攻城坡道、佈陣及放置攻城鍾。 33 以

色列軍隊當前的技術和資源自然無法媲美後來的亞述君主 ，但本段經文卻

從沒有把戰略和軍事技術放在心上。破城始終是上主的功勞 ，只有上主才

能夠把敵入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申二十 13上)。

(二)他們要殺盡城中所有男T ( 13節下)。摩西呼應第十三章的

( 16 J 節所用的慣用語，下令要殺盡敵方所有成年男性。這些人正是反叛

力量的中流~ff柱 ， 也是這城的管理骨幹和經濟命厭。

(三)他們可以掠奪這城的人口財物( 14節上)。文中用了轉折性小

品詞 raq ( 只有) ，強調對待成年男T與其他人口的手法不同 。以色列人

可以把城中的婦女、孩童、牲畜以及其餘的一切當作戰利品。就敵方的婦

女和孩童而吉，這里的指示較民數記就米甸人所作的指示為溫和(民三十

一 15-1 7) ，但前後兩個處境並不相同。與米甸人對戰的時候 ， 以色列人是

“ COlllpu lsory Labor Gangs in Ancient lsrael," !EJ 20 ( 1970) : 1 9 1-202 。

31 根據約書巨記 ， 以色列人曾經數次把敵方城鎮的居民據作奴隸而沒有殺盡他

們(十六 10 ' 十七 1 3 : 參士-28 、 30 、 33 、 35 ) 。涉及官方工程的強迫勢

動 ，見撒上八 1 0- 1 8 。撒下二十24 :王上四6 、五 1 4 。大衛曾強迫投降的亞們

人為他服役(撒下十二3 1 ) .而所羅門則不時強迫人民作德役(王上五 1 3 -1 4

( 27-2肘，九1 5 、 20-22 ) 

32 論及聖經上所記的古代圍城事例 ，見K. Lawson Yo un ge r Jr. , Ancient Conquest 

Accollnts: A Study in Ancienl Near Easlern a l7d 8iblica! HistOfy Writing (J OSTSup 

98; Sheffield: JSOT, 1990) 。

33 論及這些戰略 ，見B lock， Ezekie! Chapters ! -24, 1 7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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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上主施行報應(民三十 3) ， 但這襄卻是奪取領土的戰事。

(四)以色列人可以享用這些戰利品( 14節下)。石的l 一詞通常

指“進食 " 但其指涉層面廣闊，類近英文的 正onsume " (消耗、耗

盡) ， 因此也可以解作“吞滅" (參-t 16 ) 或“享用"。這襄所指的正是

後者。以色列人可以享用這些戰利品 ， 把這一切看作是上主的恩賜。

到了第 15節，讀者才明白這裹的政策為何與第t章所載的大相逕庭。

原來這些指示旨在針對“離你很遠的城"而不是“在這裹的這些民族的

城"。後者是指應許賜給他們祖先的河西土地，而這些土地如今正是迦南

各國的轄地( -t 1 ) 。從第 10至 15節可見，上主為以色列人定下了長遠的

計劃，容許他們將來把征伐的範凰擴大。這些額外的土地可能包括大致上

屬於亞蘭人的領土，也就是上主過去應許賜給亞伯拉罕的地方(含Ij 十五

18-21 )。申命記一章7至8節和第十一章24至25節所指的，正是這一片地土

(參十九8-9)。

攻取附近蜴鎮的指示( 16-18節) 第 16節的開端與第 14節相同，都

是用了轉折性小品詞 rαq (只是) ，表示下文將要討論不同的戰事 。摩西

的指示建基於第士章的徹底消滅 ( hërem ) 之例 ， 要以色列人把迦南的城

鎮完全銷毀，以作為獻給上主之物。正如我們在第t章所述的 ， “徹底消

滅 " 一語不但有軍事上的意義，也有宗教上的意義。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

第t章 l 至6節及這稟都沒有把敵方的軍事威脅看作是這些行動的底因，而

是聚焦於存留敵人性命在信仰上的壞影響。可是，在眾多有關徹底消滅政

策的記載中，這個段落又有甚麼獨特的教導呢?

(一)這個政策規定要滅盡迦南城中所有的人口。攻取偏遠城鎮的時

候，儘管這座城拒絕與以色列人和睦，城中的婦女孩童也可以存活，但在

上主賜給以色列人為產業 (nab"lâ ) 的城中，任何“有生命氣息的"卻都

要被消滅。 34 應許之地內的城 ， 要遭受的下場比河東各城所受的更為嚴峻

(參二34-35 '三4-7 ) 。

(二)徹底消滅政策附有嚴謹的限制。經文指明，這個政策並不適用

於 nah"lâ 以外的地區，可見這些手段從來都不是以色列軍事策略的核心部

34 從書六2 1 可見，在以色列人眼中， “有生命氣息的"一語所指的不只是全城男

女，也包括一切牲口(牛、羊、磁)

575 申二十 1-20 圈

分( 1 -15節)。這段經文與第t章 l節都?íj明所針對的是哪些民族的城鎮，

而河東各國(亞;門、摩押、以東)及北方的亞蘭人城鎮並不包括在內。

(三)這個政策是上主親自設立的，並不是出自任何政治或軍事的頭

袖 。 第 1 7節有“照上主你的神所吩咐你的"一語，促使聽眾和讀者去追溯

這“吩咐"的原始文本。 35 第t章可說是徹底消滅政策最明顯的來源 36

但那些命令卻是從摩西的口中說出來的。在本段經文中，摩西心中所想的

很可能是上主在西奈山頒佈 (出二十三23 - 33 ' 

三十四 1 1-16 ) ，再於摩押平原重申(民三十三

51 -55) 的那些涉及迦南人的諭令。出埃及記和民

數記當然沒有用上詞根 brm ' 但類似的概念卻見

於“約書" (出二十二 1 9 ( 18 ) )及西奈律法的

許願之例(利二十-t28 ) 。 由此可見，這個政策

實在有久遠的源頭。在這一刻，迦南的戰事已經

迫在眉腔，摩西在描述前面的征伐行動時以 hrm

來取代 gãras (趕出)一詞，顯示他心中的計劃

已經比早前更加具體。

徹底消激政策不是

頭於單事考慮，也不

是一昧殘忍嗜殺，

而是有宗教上的理

由.

(四)正如上文指出，徹底消滅政策不是源於軍事考慮，也不是 味

殘忍嗜殺，而是有宗教上的理由 ， 免得上主的聖民受到宗教融合主義及偶

像崇拜的影響。 37 對以色列人來說 ，把某城徹底消滅，不但可保證這城完

全歸於上主 ， 也是民族的存亡關鍵。從物質的角度來說 ， 這個政策可確保

以色列人不受“當被徹底滅絕歸神"之物的污染， 否則百姓就要遭受同樣

的詛咒，成7 “當被滅絕歸神的， (-t25-26 ) 。從屬靈的角度來說 ， 這個

政策能夠防止迦南民眾引誘以色列人 ， 教導他們隨從迦南的可憎信仰風俗

(參十二30引 ， 十三卜 1 8 (2- 19) ，十八9)

前面的經文早已規定以色列人不可敬拜迦南的神明(出二十三24 、

35 參Jacob Mí 1grolll,“Profa ne Slaughter and a Forlllulaíc Key to the Composítion of 

Deuteronomy," HUCA 47 (1976): 11-1 2 。

36 例 Tigay， Deωeronomy， 1 90 。

37 f列 R. Nelson,“/fërem and the Deuteronolll ic Soc ial Conscience," in Deuleronomy 

and Deuleronomic Lilerature: Feslschrifl C. H. W 8rekelmans ((巳d . ~吭. Vervenne and 

J. LlI st; BETL 133; Leuven: Lellven Uni v. P ress/Peete悶， 1 997)，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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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三十四 14-15 ) 要摧毀當地所有的宗教設施(出二十三日 ，三十囚

的 ，民三十三52 ) ; 不可與迦南居民或他們的神明立約(出二十三泣 ，三

十四 15 ) ; 不可與迦南居民通婚(出三十四 16 ) ; 更早已警告百姓 ， 要防

範迦南宗教習俗的誘惑(出二十三刃 ，三十四 15 ) 。這些主題不但推動著

申命記第t章的教導，也是第二十章 18節的基礎。

摩西懷著牧者的心腸，意識到迦南宗教將會威脅到神子民的靈命。

為了幫助百姓迎接挑戰，摩西重申上主在西奈山所頒佈的政策，強調必須

徹底消滅信奉異教的國民 ， 才能確保以色列人專一地效忠於上主。聖經鑒

別學者往往抱持 個前設，就是“法律之設，是在事實展現之後嘗試規範

有關事實 " 0 38 在這個前設之下，他們斷吉以色列的戰事法原本並沒有徹

底消滅之例，這些指示都是後人所加的。"可是 ， 這種看法實在有不少

謬誤 (一)以色列的徹底消滅政策在古代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公元前二

千年期的文獻也有記載。(二)法律之設，可以旨在防範惡行 ， 無須假設

這些惡行已經成為社會問題。這些律例要防患於未然 ， 阻止潛在的問題出

現， 正是當前並未有相關事例的證據。 40

國城戰的指示( 19-20節) 第 19節的時間性從旬，為圍城戰事的簡

短規定設下了場景 ， 也表明這是另 個新段落的開端。另外 ， 這個部分也

是第二十章的最後一個次單元。經文預示一個棘手的問題 ， 就是敵人堅閉

城門 ， 不願與以色列人接戰。這樣，以色列人惟有作長久圍城之計 ， 希望

38 例 Rofé (“Laws of Warfare in Deuteronomy," 36 ) 認為，最古老的申典戰事律

例(二十四5 '二十三 10-14 ( 11-15 ) ，二十 1 0-14 、 19-20)是在王國時代中期

制訂的，而插入二十 15-1 8的編者 2 更是一位約西直時代的信仰狂熱分子 。

39 對於加入第 15-1 8節的日期，學者眾說紛絃'包括 公元前8至7世紀 ( M .

We infe ld,“The Ba n on the Canaanites in th巴 Bibli ca l Codes and lts Hi storica l 

Deve l opmen丸" in History and 幻 adit ions 01 Early Israel: Studies Presented to 

Eduard Nie/sen [ed. A Lemaire and B. Otzen; VTSup 50; Le iden : Brill, 1993], 142 

60 ) 、約西E年間 ( Rofi忌，“ Laws of Warfa re in Deuteronomy," 36) 、被搶時期

(E. Otto,“Krieg lInd Re ligion im Alten Orient und im a lten Israe l," in Cαon叫tìnll削1I圳z
1川d P月rop戶rt的llf11 [Orient切a li也a b蚓i b削b li ca lInd chri昀sli a n a 8; Wi巾巴s油baden: I-Ja趴rras鈞SOW J叫tz丸， 1 996句] ，

5叮7-δ58刮) ，以及歸回故土之後 ( y. Hof叮fman代1，“叮The De叫u叫t出巴副rono昀omi sti c Concept of the 

Herem," ZAW 111 [1 999]. 196-210) 

40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D. H. F isc he r, Histo rians' Fallac叫 . Toward a Logic 01 

Hìstorì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 970) ， 45 。

577 申二十1-20 竭

消耗敵方的反抗力量。文中並沒有指明是哪一座城 4 1 似乎這些指示是不

論遠近，適用於所有圍城的處境，只是尤其適用於附近的城。的既然以色

列人要從迦南居民手中奪得應許之地 ， 那麼執行這些指示對他們的長遠利

益就更形重要。

令人詰異的是 ， 摩西並未就圍城戰略指示任何綱領 ， 反而談及敵方城

鎮周遭的自然生態。他要求以色列人保護環境，禁止他們揮斧頭砍果樹。

在古代的戰爭之中 ， 砍伐征討之地的樹木，主要原因有三 ﹒ (一)利用木

材製作攻城設施或燃料(二)為了報復敵方頑抗不自11; (三)作心理

戰 ， 迫使對方速降。 43 禁令的形式顯示它涵蓋的是所有樹木。然而，當中

有動機從句“因為你可以吃樹上所出的"而第20節又特別指出“不結果

子的樹木"可見經文的焦點在於食物的供應，要防止林木被毀，致使糧

無所出。長遠而言，摧毀樹木以作圍城工事 44 對以色列人實在是得不償

失。

NJV ( 1984 ) 和大部分譯本一樣，把第 19節結尾的從旬譯作設問句 .

“難道田野的樹木是人，能被你圍困嗎 7 "樹木無法動彈，不能退入城內

避難，儘管敵人利斧加身 ， 它們也是無可奈何。照上述角度翻譯，經文就

是要求百姓憐憫不會思想和沒有感情的植物。這個譯法雖然極富人道主義

和環保色彩，但卻忽略了實用的層面。“希伯來文原文的語意雖然含糊 ，

但卻絕不是一句設問句。這句話似乎有較為實際的意義，或者可以這樣翻

4 1 這些指示延續第 10-14節的人道主意思路，只是被第 15-1 8節稱為隔斷 。參

Nelson, Deuteronomy , 247 。

42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ichae l G. Hase l ， 吋he Destru ction of Trees in the Moabite 

Campaign of 2 Kings 3 :4-7: A Study in the Laws of Warfa re," A USS 40 (2002) 

205 。

的見S. Co le,“The Destruction of Orchards in Assyrian Warfare," in Assyria 1995 (ed. 

S. Parpo la and R. M. Whi ting;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i 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llS Project, Helsinki , September 7- 11 ; Hels ink i: Helsin ki 

Uni v. Press, 1997), 29-40 。

44 這些工事包括製造撞鐘 、梯和修建攻城坡道 。在亞述時代後期，有人會把木柱

和樹丫裝置於攻城坡道的頂端，以提高牽引力，或者防止坡道陷入泥土之中。

有關論述見1. Eph 'al,“The Assyrian Siege Ramp at Lachish: Mili ta ry and Lexica l 

Aspects," Te/ A叫ν 11 ( 1 984) : 65 。

45 例 Eph 'a l '同上，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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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文的後半部分 : “ 人要 〔依賴〕田野的樹木，因此不可砍伐，這樣

〔敵方的城〕才會折服於圍困之下。"“

NKJV的理解十分準確 “因為田野的樹木是人的食物 。"這句話反

映出人要靠果樹維生，它的意思就如我們今天的成語“不要殺下金蛋的

鵝"或“不要殺雞取卵，'。 47 這些樹木是存活的關鍵。以色列人不但要佔

領城周的田野，最終也會奪得這城，因此，摧毀果實暈暈的周邊林木，對

他們絕對沒有好處。

應間臣則

在歷史中兔服兵役之棚的說行 在以色列人與敵國的戰爭歷史

中，這裹的律例究竟有多少曾經實際執行 ，我們很難判斷。但

從不少聖經的敘事文可以看到，因為心懷恐懼而兔於上陣的事

例的確曾經發生。撒母耳記下十t章8至 1 0節記載戶篩向押沙龍進盲，明

吉將士的懼意足以打擊全軍的士氣。另一個突顯恐懼這個元素的戲劇性事

例，就是士師記t章 l至6節所載基伺裁軍一事。基甸的角色就如上述的

“官長"宣告“凡是膽怯或害怕的人，可以離開這山回家去 " (士t

3' {新普及} )。於是軍中有22，000人依令除役，只留下10 ，000名士兵，

這個數目最終更降至300 。雖然士兵離營是因為心懷懼意，但士師記t章2

節卻以典型的申典筆法指出，讓膽怯兵員退伍，原因是免得以色列人誇

口，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參申八 17 )。

在歷史中徹魔消滅政策的說行 本段經文中有關作戰的 般律例和

徹底消滅政策這個特別的吩咐，理應是以色列與列國接戰時的行事準貝lj 。

然而 ， 從後來的敘事文可見，徹底消滅政策的實施情況時而嚴謹，時而寬

鬆。約書亞似乎只曾對耶利哥(書六24 ) 、文城 ()\26-28) 和夏瑣(十一

46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N . Wazana,“Are Trees of the Fie ld Human? A 8ib lica l War Law 

(0巴1I叫l此t傀怕巴臼ron叩omy 20:汁1 9-企20仿) and Neo仔-As鈴s句叩y戶叭n悶an P趴ro叩paga吋a丸"叮111 訂Tr官0ωS I昕t

Hz叩/1川II1pS: Hislorical and LilerC/ly Studies from Ihe Ancienl Near Easl Presenled 10 

Jsrael l力?h 'al, (ed . M. Cogan and O. Kahn; Jerusalem: Magnes, 2008), 279-8 1 0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同上， 278 -79 。 然而Waza na卻誤以為這個政策是要回應亞述

人的戰略，就是以砍伐樹木來預示敵人的下場 。

579 申二十 1 -2。 國

11-13 ) 執行申命記二十章 16節的規定 。 48 以色列人攻陷其他城鎮的時候，

似乎滅盡了城中人口，但卻把城和城中的資源留下 。這樣就應驗了申命記

六章 10至 11節的應許 。

除了上述經文以外，提及這個政策的歷史敘事文並不多。約書亞記士

章22至26節雖然沒有 bërem 詞 ， 但當中提到燒死亞干及其家屬的事件，

卻應置於申命記t章25至26節的亮光之下理解 。

根據士師記一章 1 7節，猶大和西緬以徹底消滅的

手段對待洗法城的居民 ，並把那城改稱為何現

瑪。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曾經阻撓上主為以

色列人定下的計劃'因此 ，雖然亞瑪力人不在要

執行徹底消滅政策的迦南國家的名單之中，但撤

母耳也吩咐掃羅把他們徹底消滅(撒上十五)。

掃羅沒有貫徹地執行這個政策，因此成為上主廢

去其王位的原因之 。

在後期的先知書中 ， hë泛ër附.

前申的作為是奧樹，
我們永遠不能完全瞭

解他。既然如此，我

們惟有學習在疑惑之

中安然 。

是作為描寫 “全面毀滅"的適用語 ，並且多數與“上主的日子"有關 。的

根據耶利米書二十五章9節，上主差遣尼布甲尼撒到巴勒斯坦，為要把猶

大國徹底消滅。在第五十 章3節，猶大與尼布甲尼撒的角色卻又倒轉過

來 。

新約聖經固然沒有 bërem 一詞，但卻可以找到徹底消滅的概念。"

{-!:::十士譯本》的語氣傾向溫和 ，所以把 hërem 譯作 anathema 。在古希臘

文中 ， anathema 可以解作 “獻給神明或燒在壇上的物品 " 。根據{-!:::十士

4彷8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V. Philip戶s Long in 1. Prov刊叫a創l爪 V以. P. Long a 1吋 T. Lon呵gma甘nan II山11 ，

AB山ical Hisloly of Jsrael (Louisv 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 140, 154, 
173 。 上述清單還可以加上拉億(士十八27 ) ，雖然但支派焚毀該城是違法

的 。

49 論及 hërem 一詞在後期先知書中的用法，見M. Fretz , ,‘ Hëre ll1 in the O ld 

Testament," in Essays on War and Peace: Bible and Early Ch叫 ch (ed. W. M. 

Swartl句; Occasiona l Papers 9; Elkhart， 刑 Institute of Mennon ite Stud肘， 1986), 
1 8-20 。

50 見Hyung Dae Park, Findil1g Herem? A Sludy ofLuke-Acls il1 Ihe Light ofHerem 

(LNTS; LOlldon: T&T Clark,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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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的立場，我們可以在數段提到詛咒的經文中找出同樣的主題，但所

詛咒的全都是個人。釘在啟示錄第十八章，巴比倫在異象中被焚毀，令人

想到約書亞記的耶利哥、艾城和夏瑣的下場;雖然如此，不論在啟示錄或

任何新約經文，這個詞也未曾在戰爭場景中出現。

當代應間

徹底毀城之例在今天的詮釋 以色列的神上主，不但容忍他的

子民屠殺迦南人 ， 更規定要把當地居民徹底毀滅。在舊約聖經

中，恐怕沒有經文比這幅圖像更為費解，甚或更令人厭惡。神

的這個形象 ， 不但與耶穌基督在新約聖經中彰顯為慈愛之神的形象格格不

入，與神在舊約聖經中自我描繪為施恩之主的畫像(例 出三十四6-7) 也

是大相逕庭。

申命記第二十章所呈現的倫理觀，似乎本身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經文一方面展現出令人膛目的人道關懷 (-)百姓如有膽怯的，或是家

務剛有啟動而未及享受成果的，都可以免除兵役(二)規定要給敵方和

平投降的機會(三)禁止以色列人採伐林木以製造攻城器械。但另一方

面，經文卻又指示以色列人屠城 ， 並且不論男女老幼， 概不留活口。這

個政策十足狂魔肆虐，絕不似是由我們所認識的神制定的。這些規例不但

認可戰爭暴力，更為暴力背書，使暴力擴大，並且表明上主積極參與其

中。作為聖經的話語，我們固然接受這個政策 52 但試問我們又怎能從道

德角度認同種族屠殺呢?

為7解決這個難題，有人就把這些盼咐看作是比喻，從字面上的意義

理解，並且認為那些種族屠殺的指示，旨在傅建關於基督的某種高層次真

理。西古提 (Scythia ; 今天的保加利亞)修士迦賢努 (John Cassian ;約公

5 1 可十四 7 1 (彼得發誓 ， 要是自己不認耶穌，就必遭遇 hërem 之禍) ;羅九3

(保羅願意把自己當作 hë泛εr附E白111' 只要同胞得救) ;林前十二3 (凡被聖璽感動的

人'都不會說

這人就應該被獻作 hë泛ërem" ) 加 8忌-9 (比照申十三 l口2-1鬥7 ( 1口3 - 18刮) ， 保羅要

所有{傳專另 個褔音的人承受 h仿1泛占re仰m 之禍)

52 這些規定是上主親自頒佈的，見出二十三2 3 - 33 ' 三十四 1 1 - 1 6及民三十三

5 1 -55 。在本段經文中，頒佈指示的是神的代盲人摩西。

581 申二十 1-2。 國

元360-435) 相信 ， 申命記t章 1節中神應許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土族，是

代表t種德性，而世人要憑著這t種德性制服數不清的惡行。 53 又有人強

調兩約各自展現不同的道德標準，或者相信神的啟示是漸進的。"除非我

們採納某種進程神學 ( pro ces s th eology) 的立場，認為神如人一樣，會逐

漸成熟，他的想法會進步改變，否則上述兩種路徑都不能解釋這個神學問

題 在任何時代也好，為甚麼神會指示人發動戰爭 ， 並為暴力背書?神下

令屠殺迦南居民的道德問題不但複雜 ，而且不可輕率作答 。當我們為這個

難題絞盡腦汁的時候，反而容易把它過分簡化。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

必須一一考慮以下各項因素。獨立來看， 下述任何一項因素都不足以解決

這個難題，但綜合起來，它們卻能夠成為處理問題的關鍵。 55

(一) 徹底消滅政策不是舊約聖經所獨有。正如前文所述，執行相類政

策的包括公元前二千年期的赫人，“以及公元前 千年期的摩押

人。 57

(二) 徹底消滅政策是神親自訂定的。神是萬有的創造主，在世人和萬

物之上掌王權 ， 自然有權主宰 切 ， 凡他所做的絕無錯誤。他是

以色列的元帥，如果他吩咐以色列人殺盡迦南居民，也是在他的

主權之內。他所做的事、所發出的命令，都不須向我們交代解釋

53 見Ancienl Chrislian C0I11111enlaly on Scriplure, Old Teslamenl JJ!, Exod，川， Leviticlls, 

Numbe悶， Deuteronomy (ed . J. T. Leinhar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 ity Press , 

200 1), 286 0 

54 根據c. S. Cow l es的說法，當約聖經的聖戰文字“發表於基督之前，位處於基督

之下 ，也是反基督的" 。見 “The Case fo r Radica l D iscontinlli紗" in Show Them 

No Mercy: Four Views on God anc/ Canaanile Genocide (Stan G lI ndry, gen. ed ., 

Grand Rap ids: Zondervan, 2003)， 3 6 。

55 類似的處理角度見Ch r i stop h er J . H. Wri g ht , The Goc/ J Don '1 Undersland 

Rejlections on Tough Queslions ofFaith (Grand Rap ids: Zondervan, 2009), 76-1 08 。

論及有關的議題，詳見Show Them No Mercy的各篇論文。

56 見士2的註譯，見Del Monte,“The Hittite Ifërem ," 2 1 -45 。

57 見K. A. Smeli k in COS, 2: 1 38 。參L. A. S. Monl 凹，叮sraelit巴 ， Moab ite and Sabaean 

War-Herem Trad it ions and the Forg in g of National Jdentity: Reconsider ing the 

Sabaean Text RES 3945 in Light of Biblica l and Moabite Ev i d巴nce，" VT 57 (2007) 

31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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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十八6-10 )

(三) 徹底消滅政策始終是 個奧秘。慈愛的神怎能吩咐人把某個種族

滅絕呢?然而，神的作為是奧秘，我們永遠不能完全瞭解他。既

然如此 ， 我們惟有學習在疑惑之中安然。以賽亞書五十五章8至9

節或可成為我們的安慰。

(四) 把迦南居民徹底消滅，並不是一時意氣之舉，也不是漫無目的之

行動，而是發端於遠古的一項大計劃。這個說法雖然不能抹殺當

中的種族暴力 ， 但五經的讀者理應自創世記十五章 18至21節就對

此早有預料。當日上主應許亞伯拉罕，大的四百年後就會把迦南

土地賜給他的子孫。上主信守承諾，早在摩西發表這篇演講詞的

40年前，他就呼召摩西(出三8 ' 六8 ) ，並且通過西宏和噩的敗

績，先向河西各國發出警號。神要滅絕迦南居民 ， 因為這是救恩

歷史的必要 步。以色列人要完成上主給他們的使命，向列國彰

顯神的榮耀與慈愛，就必須把應許之地洗刷一新。這是合乎正道

的做法，焦點不在種族清洗。神聖的民需要一片神聖的地。

(五) 上主制定徹底消滅之策，為的是處理罪，背後的原動力並不是種

族清洗或軍事考慮，而是要消滅邪惡 ， 防止新來的人口沾染歪

風。相對於當時那個地區的其他民族而吉，迦南居民或許並不特

別敗壞 ， 但從舊的聖經的角度來看，他們是罪孽最為深重的民

族 ， 而這個信念正是上述政策的前提(創十五 1 6) 。他們的風俗

威脅到上主的聖民，會敗壞以色列人的信仰和道德。其他民族的

人既然有同樣的風俗，也應當遭受同樣的下場，但他們卻不在被

滅之列 ，正反映出上主的恩典。

摩西在第九章 l至24節強調，以色列國並非德行高人一等，

因而配得應許之地 ; 相反，這只表示上主要為自己預備一章聖

潔的于民。殺盡迦南居民，並不是上主首次厲行滅絕，也不會是

最後一次。自1]世記第六至九章讓我們看見，滅絕迦南居民與滅絕

全人類(除了挪亞 家)的分別，只在於刑罰的範圍和所用的媒

介。神要懲罰犯罪的世人，方法有很多 ， 既可降下天災 ， 也可利

用瘟疫、大旱和疾病(利二十六，申二十八)。就這一次滅絕迦

583 

南居民的行動而吉 ， 分別只在於神選擇

了人作為施行審判的工具。這樣的于法

申二十倍。 國

在歷史中也會不斷出現。 殺盡迎南居民 ， 並
(六) 徹底消滅政策標舉出兩種範式 ， 一邊是 不是上主首次厲行滅

以色列人，另一邊是迦南居民。後者的 絕 ， 也不會是最後一

下場就是所有罪人都要面對的下場 ﹒ 次 。

神的審判。徹底消滅之例是神懲罰罪

人的眾多方法之 。申命記下文列出神

的各項懲罰手段 ， 以備以色列人犯罪的時候懲治他們(三十二

22-25 ) 。在這份清單之中，其中有一項是“刀劍"也就是指戰

爭。這種懲罰的方法獨具特色 ， 因為它是神的計劃中惟一涉及人

類參與的。 58

徹底消滅之例雖然指涉 種獨特的戰事，但就其目的而吉，

滅絕迦南居民只是神懲罰全人類的其中 一步，前後還有大洪水

(創六~九) 、 吩咐以色列人消滅米甸人(民三十一) 、神親手

毀滅猶大國(結四~二十四) ，以及在末世滅盡一切邪惡(啟示

錄全卷)。徹底消滅之例雖然針對特定的目標，但卻是一個縮

影，表明拒絕神作為主宰及救贖主的人會有甚麼下場。整部聖經

一致地指出，行惡與叛逆神的代價就是死亡。如果沒有神的恩

典 ， 全人類都要遭受同 的命運。在徹底消滅政策之下，迦南居

民與世上其他罪人的分別 ， 只在於神利用人的手來懲罰他們。

(士) 徹底消滅政策只適用於 時 地的居民。按照摩西的說法，這個

政策雖然是以色列軍略的基要部分 ， 但卻只適用於與迦南民族交

戰的時候。這個政策事實上大有局限，所涉及的區域不出應許之

地 ， 而所針對的敵人也一一清楚列明(-1::: 1 '二十 1 7) 。申命記

第二十章斬釘截鐵地指出，這不是以色列人的一般外交于段。當

以色列與別國對戰的時候 ， 他們必須首先尋求和平 ， 儘管對方拒

絕和平 ， 他們也要人道地對待敵方的無辜人口。神保留擴充這個

58 參H. Eberhard von Waldo叫“The Concept o f War in the Old Testament," HBT 6/2 

(1984):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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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所針對的 目 標的權利 (例 米甸人、 亞瑪力人) ， 但以色列

人 自 己卻不能妄作引申。非利士人 、 摩押人 、 亞們人和亞蘭人都

不在這個政策之下。"在十字軍東征的時代 ， 某些基督徒曾經利

用這些經文來支持以暴力對待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歐洲人也曾

假托“天命"以屠殺美洲原住民。上述政策絕不支持這樣的做

法。

(八) 徹底消滅政策的前提是重體身分，並建基於晝體一致( corporate 

solida川y ) 的觀念。這是當代西方讀者較難理解的。對當代的西

方人而吉，每 個人的身分都是獨立的 ，而人們的最高理想就是

自我實現。然而 ， 古代近東社會的最高理想卻不是這樣，個人的

角色及意義完全以所屬葦體來作定義。當軍體中某人受傷害 ， 就

等如整個董體受傷書 ; 重體中某人成功興旺 ， 就等如全體都成功

興旺(林前十二~十四)。基於此 ， 不會有很多古代人反對孩童

與父母榮傳與共。這個原則在迦南居民及以色列人身上都是一樣

的(出二十3-6 '三十四6-7 ;申五8- 10 )

(九) 徹底消滅政策的宗旨雖然是不留活口 ， 但卻容許例外情況。當

然，申命記以及其他書卷都慣於把迦南居民視作仇敵 ， 而不是有

可能“歸依"以色列信仰的人。 60 然而，從喇合一家得存活的事

例可見，只要人承認上主是主宰 ， 並願意把自己的命運與以色列

人連在一起，他們就能夠從上主那稟得看恩典和憐憫。給迦南各

民族的警號已經響起至少四十年(參書二心 11 喇合的認信詞)

任何人只要宣告效忠於上主，就可以免於被殺。喇合不但全然歸

化以色列的信仰 ， 更成7耶穌的祖先(太-5 ) 。如果神能夠拯救

喇合，他也能夠救贖任何人。

(十) 徹底消滅政策並不偏袒任何人。經文雖然列明所針對的t族名

字，但摩西卻又強調 ， 如果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 ， 離棄上主，侍

奉其他神明，那麼他們也會依同樣的律例受刑，男、女、孩童絕

無例外(申-t25-26 '十三 1 2-1 7 (13-1 8J )。根據第十三章的至

59 大衛就非利士人的問題再三求問上主，原因或是為此，見撇下五 1 7-25 。

60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Fretz，“Fjerem in the Old Testamen t，" 的 。

585 申二十心。 國

16 ( 16-17 J 節的規定，一旦以色列的城叛逆上主 ， 這城所受的

刑罰將要比迦南各城所受的更為嚴厲(申士，二十16-18 )。第

t章要求盡滅城中居民，以及盡毀這城的宗教設施和器物 ( 1 - 5

節 、 25-26節) ， 而第二十章則針對“任何一個有生命氣息的"

( 16-18節)。至於對付拜偶像的以色列城鎮 ， 第十三章不但要求

殺盡城中人口，連牲畜及城內的一切也要一併除滅 ( 15-16 (16-

17 J 節)。此外 ， 凡所奪的財物(參二十 14 ) 都要堆積在街市

上 ， 用火焚燒 ， 以作上主的祭物。以色列人既被稱為“上主所揀

選的" 、 “上主的子民" 、 “上主的產業"及 “上主的兒女"

他們也就要承擔重大的責任，就是愛上主 ， 並在世人的注目之下

合宜地作上主的代表。可惜以色列人丟掉了這個使命，因此北國

以色列在公元前734至722年走上了迦南人的道路 ， 而南國猶大則

於公元前586年緊隨其後。

上述答案沒有任何一項能夠滿足所有人，也不應該把任何 項作獨立

考慮。我們的挑戰是怎樣去珍惜神在我們生命中彰顯的恩典，並祈求神把

這恩典延伸至其他人。或許，當夕|、人看到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時，他們就

會如喇合一樣，承認神是他們的主宰。

在舊約時代，以色列人尚且無權擴展徹底消滅政策的涵蓋範圍，今

天，十字架上的救贖大功已經成就，無分國界的教會也成了神施恩與啟示

的媒界，我們自然不能夠再把這個政策作任何引申。既然

不分種族國藉 ' 貝IJ任何現代戰爭也不能跟以色列和迦南居民當日的戰事相

提並論。在戰場上聲稱“神在我們一方"實在是矯揉造作，傲慢之至。

教會的確在事戰之中，但卻不是與有血有肉的人事戰 ， 而是與敵擋神、敵

擋教會的執政掌權者事戰。我們的兵器不是刀劍 ， 而是神所賜的屬靈資源

(弗六 10-20 )。

新約聖經指出 ， 世上的政權必會繼續以暴力和戰爭來解決衝突，但神

的精兵卻應該按照天上元帥的命令進軍。神呼召我們以德報怨 ， 給那些打

我們的人轉過另一邊臉，並學習基督犧牲自己，好讓他人得蒼生命。在神

的國度中，人人都是激進份子，全然拒絕事門，全情投入於和平之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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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別人的性命比自己的性命重要。“舊約聖經的徹底消滅政策絕無報復

的用意，基督徒必須嚴防自行尋求報復。凡走在信心路上的，必定相信神

能夠保護屬他的人。

6 1 J. H. Yoder以優美的文筆指出，和平正是基督徒的基本策略。相闋的著作甚

多，矽IJ : The Politics of Jesus (2nd ed.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

申二十一1-9

輯漢語譯車

公正的判斷

1 “要是在上主你的神賜你佔領

的土地上發現了遇害者 3 倒在田野

中 3 不知是誰擊殺了他 ) 2那麼你的

長老和審判官就要出去 2 量度從那

遇害者到他周間的城的距離 ) 3找出

離遇害者最近的那座城 。 那城的長

老就要取一隻母牛憤 3 就是未曾耕

作過， 也未曾 負 過輒的 。 4那城的

長老要牽那頭母牛憤下到有水長流
的河谷 3 那谷未曾耕作過 2 也未曾

播種過的 3 他們要在那襄折斷母牛

慣的頸項。 5刺未人中的祭司 3 要近

前來 3 因為他們是上主你的神所揀

選來服待他 3 並來奉上主之名祝福

的 3 一切事訟、一切門毆的事都要

憑他們的口判斷 。

6 “離遇害者最近的那城稟所有

的長老 ， 都要在頸項折斷的母牛憤

上面洗于。 7他們要宣告說 : ‘我們

的于沒有流那人的血 3 我們的眼也

沒有看見。 8上主啊，求你赦免你的

百姓、你所救贖的以色列 3 不要讓

流無辜人之血的罪歸在你百姓以色

列中間。'這樣 3 這流人血的罪就

必得代贖。

日“只要你做上主眼中看為對的

事 3 就可以將這流無辜人之血的罪

從你們中間除掉 。"

祖台車

公正的判斷

1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

地上，若遇見被殺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誰殺的， 2長老和審判官

就要出去，從被殺的人那襄量起，

直量到四圍的城巴。 3看哪城離被

殺的人最近，那城的長老就要從牛

章中取一隻未曾耕地 、 未曾負輒的

母牛頓， 4把母牛憤牽到流水 、 未

曾耕種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

慣的頸項。 5祭司利未的子孫要近

前來，因為耶和華你的神揀選了他

們事奉他，奉耶和華的名祝福，所

有爭訟毆打的事都要憑他們判斷。

6 “那城的思長老，就是離被

殺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

在所打折頸項的母牛續以上洗手，

7禱告說 ‘我們的手未曾流這人

的血，我們的眼也未曾看見這事。

B耶和華啊 ， 求你赦免你所救贖的

以色列民，不要使流無辜血的罪歸

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間。'這樣，

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9 “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就可以從你們中間除掉流無辜

血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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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臨囂

申命記第二十一章共分五小段 第 l至9節、 10至 14節 、 15至 17

節 、 18至21節及22至23節。本章前後有兩句形式不同的賜地公

式語，形成一個框架( 1及23節) ，把這五個段落連成一氣。

每個段落都是以 旬條件性從句作開端(“要是" ) ，並隨即指示百姓怎

樣回應。在內容上，它們所關注的都是要把生與死區分開來。 l 五個段落

呈現交錯配子1] ( chiastic ) 結構，可見位於結構中央關于長子權利的指示

( 15-17節) ，正是這段經文的核心所在。 2 文中雖然沒有“義"一詞，但

整個段落所討論的議題，仍然是發端於第十六章20節的“義 ， 惟獨義"

(見相關註釋) ，而其目的就是要過制不義的行為。

第 l至9節與第十九章 l至 13節多有連繫。 3 謀殺是人世間最嚴重的罪

行，會影響到神明 國族 土地三者的關係。萬一無法找出肇事者 ， 就不

能以刑罰來修補這關係;在這時候，就要根據這段經文所規定的方式來作

修補。這些禮儀的目的是為民眾贖罪，洗淨他們中間因暴力而流出的“無

辜人之血"。第 l至9節共有三個部分 難題( 1節)、對應方法 ( 2-8節

中)及結果 (8下-9節)

難題(二十-1 ) 
不少經文都是以“要是遇見某某"為開端，但本段經文卻與別不同，

因為這案件未能逮到有關的肇事者 4 而受害人的屍體也是在田野中找到

C. M. Carlllichael,“A Comrnon Element in F ive SlIpposedly Disparate Laws," VT 29 

(1979). 129-42 

2 A 死亡與污穢( 1 -9節)

B 基本家庭關係丈夫和妻子( 10-14節)

C 長子的權利( 1 5-1 7節)

B' 基本家庭關係父母和子女( 1 8-2 1 節)

A' 死亡與污穢 (22-23節)

3 和二十 l 形式相同的賜地公式語，只見於十九2和十九 1 4 。短語 “無辜人之

血" (二十 8) ，讓人想起十九 10 、 1 3 ;而二十 9以“除掉惡行公式語"作

結，貝IJ與十九 1-1 3的做法相同 。

4 十七2的罪犯是拜偶像的人，二十二22是犯姦涅的人，而二十四7則是拐帶的

人。進一步的論述見S . Delllpster，叮he Dellteronolllic Forllllll a kf yill1lηãsë ' in the 

Light of Biblica 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RB 9 1 ( 1984) : 1 88-2 11 。

589 

的。案發現場的情況表明這是一單謀殺案 ，但卻

是無從破案。 3 這段經文要作的指示，並不是怎

樣偵辦謀殺案，而是如何處理謀殺懸案給重體帶

來的屬靈危機。

從開端的賜地公式語可見，這罪行對軍體有

重大的影響( 1節)。經文所載的儀式就是為了

修補上主、以色列與國土三者的關係。摩西提及

土地，表明這罪行所冒犯的不單是受害人，也冒

申二十一 1-9 攝

謀殺是人世間最嚴
重的罪行 ， 會影響到

神明一國農一土地三

者的關係 。

犯了上主，因為這土地是上主眷顧的對象(參十一 11-12 ) ，也是他施恩

賜給以色列人作產業的(十九10 '二十 23 ) 。謀殺行為沾污7這地的聖

潔。

對應方法(二十一2-8上)

摩西教導百姓怎樣清洗血債，首先要做的就是作出調查 ( 2節)。他

委派當地的長老和審判官來判斷該由誰人負責執行禮儀。長老都是宗族的

頭袖 6 而且富有辦事經驗，因此有權參與調查。然而，這個案件既然涉

及一個以上的社章 ，那麼就有必要選派審判官共同參與，以免城鎮之間互

相指責，使危機演化成宗族戰爭(十六 1 8) 。如果我們假設案發現場附近

的人物已經被查問妥當，那麼他們餘下的責任就十分簡單，只是量度屍體

與四圍城鎮的距離 ， 看哪城離被殺的人最近。這個行動不是要判斷誰人要

負刑責，而是要決定哪一方執行禮儀 ， 好洗清以色列的血債。

長老施行的禮儀( 3-4 、 6 -8節主) 在第3節，摩西的話鋒聽然一

轉 ， 直指距離屍體最近的城鎮。到了第3節下，經文的焦點再收空至那城

的長老身上。他們不但是那城的代表，就這補贖禮儀而論，他們更是全以

色列的代表。 7 從經文的句法可見 (3下4節 、 6節) ，長老執行的儀式共

有幾個獨立的階段。

5 A. Philli ps (“Another Look at M lI rder," JJS 28 [1 977]: 1 24-25) 指出，經文對受

害人及其遺屬沒有興趣，也未曾提及因為有人喪生而要作出補償 。

6 他們的角色就像“報血仇的人"的案例 樣(十九12 )

7 第6節要求那城所有的長老出席，不能單單派遣長老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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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老先要取來一隻未曾用作役畜的母牛嘖 ( 3節下) 0 8 這稟雖

然未曾指明要沒有殘疾的牲畜 ， 但役畜如果曾經負過輒，貝I J頸上不免帶有

瑕疵。儀式既然涉及折斷頸項，牲畜自然必須沒有瑕疵。

(二)長老要把母牛嘖牽到有水長流的河谷之中 ( 4節上)。正如

上文對母牛慣有所要求 樣，這個舉行禮儀的場地也要符合三項要求 .

( 1 )這河谷必須長期有水流動 (2) 這地點必須未曾耕作過 ( 3 ) 未

曾有人在這稟播過種。經文描繪的並不是一個在雨季才有流水的谷地，而

是 處綠洲，就好像伊甸園一般，當中的植物自然生長 ， 沒有人力經營的

痕跡。 9

(三)長老要在河谷中把母牛噴的頸項折斷 ( 4節)。這個行動既然

足以令牛憤死亡，那麼折斷頸項的工具自然是祖大的木柱或斧頭。採用這

個方法大概是要避免流血，因此必須選擇年幼的牛慣。牛隻如果久經農

役，頸項肌肉自然強健，可能要先割破牠的咽喉 ， 才能折斷牠的頸項。在

這類禮儀中 ， 人們必須盡一切辦法避免流血的情況出現。 1 0

究竟這部分儀式的用意何在，經文未有明吉。 11 執行這儀式的人不是

聖職人員，而舉行的地點又離祭壇甚遠，可見這牛憤明顯不是祭牲。 1 2 有

人認為這是“消除罪孽的奧秘手段" (參利十六22 ) ， 1 3 又有人認為牛嘖

是代替殺人者受刑。 1 4 然而，更合理的解釋似乎是把這個場面看作是重演

謀殺案，藉此驅除土地上的污穢。主禮者把 條無辜的生命帶到未曾沾染

污穢的地點，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執行儀式 ，使土地的聖潔不會被新的血所

沾j弓。

8 牛隻往往用作耕地(王上十九 1 9) 、踩穀(申二十五4 ) 、拉車運貨(撒上六

8-17 ) 。民十九2也有規定 ， 作祭牲的紅母牛必須不曾負過輒。

9 Carmichae l (“F ive SlIpposedly Disparate Laws," 131 , n. 2) 認為這河谷是“極其

適合耕作的; McConville (Deuteronomy, 328 ) 則認為這河谷滿佈沙石 ，不宜

耕作。

10 論及這情況 ， 見G . Brin,“The F irst li峙。f Unclean Animals," JQR 68 ( 1 977月 8):

1 2- 14 。

11 學者的各種意見 ，見Wrigh t，“De llteronomy 2 1.1-9," 390-93; Z. Zev此，“The 'eglâ 

Ritua l of Deuteronomy 2 1: 1-9," JBL 95 ( 1976): 377-90 。

12 舊約聖經另有經文指出 ， 這個方法是用來處理不符合祭牲標準的牲畜的。

13 Von Rad, Del/tel οnomy， 136 

14 Dri v凹 ， Delllerono/'/';吵， 141-42

591 申三十一下9 蔔

(四)長老要在母牛價上面洗手 ( 6節)。這個舉動首次把河谷的禮

儀連繫於謀殺案件之上 。經文又要求就近城鎮的所有長老都參與洗手儀

式。這個行動進 步證實7上述看法 ， 就是儀式旨在重演原初的謀殺情

節。經文雖然沒有指出在牛價上面洗手的目的，但洗手的水會滴於牛身，

意味這舉動具有司法意義。案發現場附近的居民，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參

與這洗手禮儀，在神面前宣告自己與這案件無關。 15 眾長老接下來要說的

話，也進一步證賣了這個看法 。

(五)長老宣告自 己是無辜的，並求上主開恩 ( 7 - 8節下)。這開端

語可直譯作“他們要回答說"表示長老所說的話是官式語旬 ，旨在闡釋

上述行動 。 1 6 那些民眾代表特此宣示自己的無辜，並呈請免除殺人的罪

責，因為他們既未殺人 1 7 也不曾 目睹案發經過 。 1 8 長老的官式演講詞

也包含一段禱文，求上主潔淨他的百姓。 Kappër (字面上的意思是“贖

罪 1" ; {新漢語} :“求你赦免" ) 詞在這裹的用法十分罕見。 19 在大

部分處境中 ， “贖罪"都是指祭司施行禮儀帶出來的效果 ， 但這個動詞在

本節的主語卻是上主自己。 20

參與儀式的雖然只是眾長老，但這篇禱文卻顧念到整個以色列園。

禱文以三個角度稱呼那些代禱的對象: (-)他們與上主的關係，也就是

“你的百姓" (二)國家的名稱 ，也就是“以色列" (三)他們與上

15 這段經文沒有放過殺人犯的意思 。民三十五33清楚地宣告，補贖謀殺罪孽

的方法只有 樣，就是處決謀殺犯。參m. Sot. 9:7; b. Ke /. 37b 。參J. Milgrom , 

“‘Eglah AI可"ah ， " EncJud (2吋 ed.) ， 6:220-2 1 。

16 E臼SV譯{作乍

NIV的“宣告.. ( declare ) 則有所失落。

lη7 正如十九 l川O一樣(參二十才t二2臼5) ，慣用語

地吸收了無辜人的血'並向神呼寬(參創四 lω0-11 )

18 在公元前 1 2世紀的烏加乎Ij (Uga rit ) ，有一名男子在亞西加納 ( Arzigana ) 城

被謀殺，其情節堪與本段經文作比照 ， 見J. Nougayro l et a l. Ugari/ica 5 ( 1968) 

(Pa ri s : Tmprimerie Nat iona le and L加ar i e Orienta liste Pau l Gellthner): 95 , 97, 11. 

45-50 。參Westbrook，“Lex Ta lio ni丸" 64-65 。

19 這個動詞再出現於二十 8上、 8下，三十二的 。在一般情況下，它以Piel式出

現的時候，可以指“贖罪"或“潔淨"。

20 參代下三十 18- 1 9 ;詩六十五3 ( 4 ) '-1:::十/\38 '才二十九9; 耶十八23 ;結十六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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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關係的基礎，也就是“你所救贖的" 0 2 1 正如摩西的代禱文 樣(出

三十三，民十四) ，這些長老不但把自己及城中百姓置於上主的恩于之

中，也求上主不要把自己的救贖計劃一筆勾銷 。

這番呈請的下半段用語較為具體，長老請求上主不要讓流無辜人之血

的罪歸到他的子民身上。 22 因為上主要百姓/土地承擔血債，所以只有上

主才有權把它免除。

這些規例讓人想到民數記三十五章29至34節。根據民數記，要洗淨

地上的血債，就必須要謀殺犯流血 。然而，如果無法找出肇事者，就要跟

隨這里的規例作濛淨禮儀。上述禱文是本段經文的關鍵。作這禱告的人深

信，只要他們申訴無辜，祈求贖罪，並把陳情建基於神人關係之上，上主

必會垂聽，並施恩憐憫。

儘管犯罪的是個別
人士 ， 整個社章也要

承攝罪責 。 罪犯當然

要為自己的罪行負

責，但他們卻不是惟

一需要負責的人 。

祭司的角色的節) 從其他提及利未支派

祭司 23 的經文可見，他們有施行祭禮(十8 '十

八5 )和判案聽訟(十-t8 -9 )的職責。雖然如

此，但在這段由長老主導的禮儀文字之中加入第

5節 ， 仍然令人覺得突兀 o 既然無法找出兇徒，

而土地又因這罪行沾染血債，可見這顯然是禮儀

及司法範疇的問題。可是這儀式卻不是在中央聖

所或地方審判所舉行 ， 而是在河谷中，在一輩祭

司審判官面前舉行。正如君王在祭司面前抄寫律

法一樣(十-t 19-20 ) ，祭司之所以在這襄出現，

是要保證儀式的正確執行 ， 並且作見證人。按理

推測，在儀式結束的時候，這些祭司就會宣告神已經除去詛咒，並且代表

神祝福民眾。

2 1 動詞 pädâ 可解作從為奴的處境中把人“買販、贖回也見於-t8 .九26 . 

十三5 (6) .十五 1 5 .二十四 川 。

22 慣用語 “讓流無辜人之血的罪歸在某某中間彷彿把受害人的血描繪成一副

眼鏡，上主要透過這副眼鏡來看待百姓。這個短語在舊約聖經中只在這里出現

(參十九10及二十二8)

23 短語“祭司，菲11末的子孫只再出現於三十一9 。

593 申二十一 1-9 國

結果(二十一8下-9)
在收結這連串指示的時候，摩西說出了 旬眾人樂於聽到的話。當遇

上謀殺懸案，只要以色列人以上述方式尋求義，他們中間的血債就會被除

掉(十六20 ) ，而他們在上主的眼中也算是行義了。

應間臨則

上述禮儀在《他勒目) (Talmud ) 有不少討論 24 但舊的聖經

的引用卻不多見。在撒母耳記下二十一章 l至 14節所記的事件

中，兇徒的身分雖然十分明確(掃羅和他的家 ) ，但經文卻沒

有忽略謀殺行為與沾染污穢的關係。大衛自願贖罪 ( kpr) ， 換取受害的基

遍人為上主的產業 ( nahalâ ) 祝福(二十一3 ) 。此夕|、還有一段經文間接提

到上述禮儀，特別是洗手的儀式，就是詩篇二十六篇6至7節

我洗淨雙手來表明我的清白，

上主啊，我來到你的祭壇前，

唱出感恩的歌，

述說你一切奇事。( <新普及> ) 

詩人的“感恩的歌"或許有兩項內容， 是表明自己得兔罪責， 是宣告

自己無辜。進行洗手禮儀，就是無聲地宣告自己與有關罪行無涉(參太二

十-t24)

當ft聽間

這個短短的段落重申了第十九章以來的主題，就是人命的神聖

不可侵犯。本段經文更超越了第十九章，表明儘管犯罪的是個

別人士，整個社章也要承擔罪責。罪犯當然要為自己的罪行負

責，但他們卻不是惟一需要負責的人。 25 當某人違反了神關乎義的準則，

除非整個章體都起來回應這罪行，否則章體中的每 位成員都要承擔因此

24 見L. l. Rabinow itz, " ‘Eglah 'A rujàh," EncJud (2nd ed .), 6 : 22 1 。

25 參Brow口 ， Deuleronomy,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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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的罪責。死亡已經成了我們社會文化的 部分，美國每天都有四千

多宗墮胎，毒品販子和吸毒者肆意殺人 ， 媒體上充斥善各種各樣的暴力。

我們對此或許早已麻木，但神卻不會這樣。在這 刻，我們必須醒來，正

視這土地蒙受的詛咒。神的子民應該走在社會的前頭，藉著禮儀讓世人瞭

解到自己罪惡的處境 ， 並指出淨化這景況的盼望何在。

與此同時，這段經文又給我們帶來極美的恩典信息和極大的盼望。儘

管有司法程序不能解決的案件，上主也為無辜者定下免除罪責的方法。經

文向以色列人宣示的具體方法保證有效，前設是他們活出追求義的生命，

並以這態度對待所有事物。然而，我們這些罪人最終也不能靠著自己的正

面行為而得到盼望，因為這些行為並不能抵銷惡人的罪行。相反，正如大

衛所看到的 o守五十一 1) ，不論是個人還是重體，得赦免的盼望都在於

神的恩慈和憐憫，而這 切都藉著耶穌基督的捨身而臨到世上了。

申二十一10-23

聶漢語譯車 租台車

1。“要是你出去與你的仇敵事

戰 3 上主你的神將他們交在你手

中，你俘虜了他們 ， 11並且看上了俘

虜中貌美的女子 3 傾慕她 3 要娶她

做你的妻于， 12你可以把她領進你的

家中 2 她要剃頭髮 3 修指甲， 13脫去

她身上被俘虜時的衣袍 3 住在你家

中 3 為她父母衷哭一個月。之後，

你可以與她同房，成為她的丈夫 3

她也成為你的妻于。 14後來如果你不

喜歡她了，就要讓她去自己想去的

地方，但絕不可為了銀子賈她 3 也

不可把她當牌女惡待她 ，因為你污

辱了她 。

15 “要是人有兩個妻子，一個

為他昕愛，一個為他朋恨 3 所愛之

妻和所恨之妻都為他生了兒子 3 但

長于是所恨之妻生的 。 16到了他將

自己所擁有的分給他見于做產業的

那天，不能將所愛之妻的見于當長

于 3 立在所恨之妻長子之上 。 17他要

承認昕恨之妻的見子為長子 ，從擁

有的一切之中分給他雙份;因為他

是他壯年時的頭生于 3 長子的權利

屬於他 。

1日“要是人有見子，頑校又反

叛 3 不聽父親也不聽母親的聲音。

他們雖然訓誡他，他卻不聽從他

們， 19他的父母就要抓住他 ，將他帶

到本城的長老那襄 3 在當地的城門

10 “你出去與仇敵爭戰的時候，

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你就攝了他們去。 11若在被攝的人

中見有美貌的女子，戀慕她，要

娶她為妻， 12就可以領她到你家襄

去 ， 她便要剃頭髮，修指甲， 13脫

去被擴時所芽的衣服，住在你家襄

衷哭父母一個整月，然後可以與她

同房。你作她的丈夫，她作你的妻

子。"後來你若不喜悅她，就要由

她隨意出去，決不可為錢賣她，也

不可當嬋女待她，因為你站污了

她。

15 “人若有二妻，一為所愛，

一為所惡，所愛的、所惡的都給他

生了兒子，但長于是所惡之妻生

的， 16到了把產業分給兒子承受的

時候，不可將所愛之妻生的兒子立

為長于，在所惡之妻生的兒子以

上 17卻要認所惡之妻生的兒子為

長子，將產業多加一分給他，因這

兒于是他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長

子的名分本當歸他。

18 “人若有頑枝悼逆的兒子，

不聽從父母的話，他們雖懲治他，

他仍不聽從， 19父母就要抓住他，

將他帶到本地的城門、本城的長老

那裹，羽對長老說.‘我們這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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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車

口) 2。他們要對本城的長老說，我

們這見于又頑模又反鈑 3 不聽我們
的聲音 3 又貪食又好酒。) 21他本城

的所有人就要用石頭將他打死 ， 這

樣，就可以從你們中間除掉這惡 。

全以色列聽見 ， 就會懼怕 。

22 “要是有人犯了該死的罪，必

須處死 3 你要將他吊在樹上) 23但不

可留他的屍體在樹上過夜》一定要

當天把他埋葬，因為被吊的人是神

所詛咒的 3 你不可站污上主你的神

賜給你為產業的土地 。"

經文臨章

596 

個3m

頑枝悼逆，不聽從我們的話，是食

食好酒的人。， 21本城的眾人就要

用石頭將他打死。這樣，就把那惡

從你們中間除掉 ， 以色列軍人都要

聽見害怕。

2 “人若犯該死的罪 ， 被 i台死

了，你將他掛在木頭上。 n他的屍

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必要當日

將他葬埋，免得站污了耶和華你神

所賜你為業之地。因為被掛的人是

在神面前受咒詛的。"

在申命記二十 章 10節，摩西把焦點從重體的濛淨禮儀轉到家

庭事務之上。第二十一章餘下的經文都與婚姻和家庭有關，教

導百姓怎樣在親屬之間追求義。這個單元共有四個片段

(一)娶戰俘為妻之例( 10- 14節) ; (二)對待次等妻子和庶子之例

( 15 - 17節) (三)對待叛逆見子之例 (18 -21 節)以及(四)處理死

囚遺體之例 (22-23節)

娶戰俘為妻之例(二十-10-14)

開端的時間性從旬及文中的戰事主題 ， 使這個段落與其他論述戰爭的

經文連成一氣。 l 摩西向以色列人呼額，要他們以仁愛之心對待被迫歸化

以色列的外族人。這段經文可以分成長短不等的兩部分，前半部分先展示

一個主要的場景 ( 10-13節) ，而後半部分則論及在這個場景之下的一個次

要情節( 14節)。那個主要的場景就是娶戰俘為妻，摩西呼顯百姓在收納

申二十 1 -9 、 1 0-15 、 16-1 8 、 1 9-20 '二十 1 0-14 '二十三9-] 4 ( 10-15 ) 

二十四5 。

597 申二十 -10-23 圈

她們的時候要以仁愛之心對待她們，至於次要的情節則是與這妻子離婚，

摩西也同樣督促百姓在離婚的時候要給予她們仁慈的對待 。段落結尾的動

機從旬反映出這段經文的立論關鍵，就是“因為你污博7她" 。 2

撞事件的本質( 10-12節上) 雖然這名女子原是從敵方擴來的戰

俘 ，但摩西一開始就為她的生活保障籌課。經文所描述的處理方法看似無

惰 3 但從結尾的從旬卻可以窺見摩西的本意 ( 1 4節)。這名女子的遭遇

可以分作六個階段: 4 (一)上主把她的族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參二十

14 ) ; (二)這名女子成了以色列人的俘虜(三)有一位戰士留意到

她的美貌(四)她成了這位戰士的傾慕對象 ; 5 (五)他娶7她為妻 . 6 

(六)她被領進這位戰士的家中 。經文未有吉明這位戰士的婚姻狀況。如

果他是這“家"的主人，貝1]意味這人至少已有一位妻子。

在婚姻中保障被俘女子的尊嚴 (12下-13節) 聽眼看來 ，戰士娶被

俘虜的女子為妻，似乎並不算是惡事。然而，摩西瞭解到現實的情況 ， 明

白這個制度有可能被濫用，變成勝利 方的男性欺凌被俘婦女的藉口。摩

西自然不容許這種情況出現，於是他便規定百姓要怎樣對待擴來的妻子 ，

以保障她們的權利和尊嚴。(一)這個被攝的新娘被迫與同胞分離，被帶

進一個自 己不認識的畫體之中，必然心感悲痛 。她的丈夫必須容許她宣洩

這哀傷的情緒。經文又要求她剃頭髮、修指甲，脫去本族的衣袍 。這些都

2 E . va n Wolde 認為 'innâ 一詞的意思不是“強姦"或“性侵犯而是“貶

低、使之降格其論述見“Does ε川nâ Denote Rape? A Semantic Analysis of a 

Controvers ia l Word ," VT 52 (2002): 528-44 。

3 經文以六個動詞來簡述對待這名女子的方式，字面上的意思分別為 “你出

去" 、 “你又俘虜j" 、 “你又看見1" 、 “你又傾慕" 、 “你又娶" 、 “你

又領進"。

4 論及古代婦女在戰事中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以及相關的文獻書目，見Rebekah

L. Josberger, “ Between Ru le and Responsibi li ty: The Ro le of the 'A B as Agent 

of Righteousness in 0巴uteronorny 's Domestic Ideo logy" (Ph.D. dissertation, The 

Southern Bapt叫 Theologica l Seminary, Lou isville, 2007), 41-42 。

5 在4二7及十 1 5 ' bãsaq 詞曾用來描述上主對以色列人的愛 。

6 論及“娶為妻子 (lãqa!7 l' 'issâ) 語，見DCH， 4:573; Block, “ Marriage and 

Farnily in Ancient lsrae l," 46-47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598 

似乎帶有侮厚之意 7 但實際上卻是象徵她的地位改變。 8 當她重新蓄起頭

髮指甲，並換上新裝，她就是 個新人，有新的身分和地位 。 9 這些行動

所表達的意義，就等如路得向拿俄米所說的話一樣(得 1 6) 。 此外，這

些行動也足以提醒她的新婚丈夫 ， 不可以把這她當作外人或奴隸看待。

申命記十分關注女
牲權益..... .這些經文

都有一個前設 ， 就是

國家的屬靈光景如

何 ， 大可從男性怎樣

對待女性而看出來。

(二)這個女子有權為自己的父母哀哭 個

月。 1 0 不論她的父母是否死於戰事 ， 對她而吉，

父母實在已經雖生猶死 ， 因為她已經失去了重見

雙親的機會。摩西特此囑咐百姓，要容許他人對

父母表達敬意，正如他們自己也要按吩咐向父母

表達敬意一樣(五 1 6) 。摩西又把完婚之期定於

哀悼期之後，只有當這整個月的哀悼期結束，新

郎才可以與新娘同房 1 1 娶她為妻 ， 使她正式擁

有妻子的身分。設立這一個月的緩衝期，表明以

色列人也重視這個女子與自己娘家的連繫，並且

顧慮到她的心理和情緒健康，給她機會調節被迫離家的驚愕之惰。

在離婚的處境中保障被俘女子的權利 (14節) 摩西也承認世人對婚

姻的遐想未必能夠完全實現，考慮到丈夫對這被俘女子的感情或會煙消雲

7 根據猶太拉比的說法，這些要求是要使她在異性眼中失去吸引力，好讓那位戰

士慎重考慮是否要娶這個異教女子為妻。有關引述見Tigay， Deuterono ll1y , 194 , 

38 1-82 。

8 Caro 1yn Press 1凹 ， The View 0/ Women Found in the Deuterono ll1 ic Family Laws 

(Ber1in and New York: de Grllyter, 1993), 12 

9 可比照那些得痊愈的痲瘋病人 ， 他們也是以新衣服來表明自己的新地位(利

十四，尤參第8節) 。也可以比照雅各及家人在創三十五2更換衣服之舉，

這個改變或許是歸向上主的象徵。論及衣服的象徵意義，見M. E. Voge 1za ng 

and W. J . van Bekkllm,“Mea ning and Symbo li sm of C 10thin g in Anc ient Near 

Eastern Texts," in Scripta Signa Vocis: Studies abollt Scrip俗， Scriptl川es， Scribes and 

La愕uages in the Near East Pres凹的d to J. H. Hospers by His Pup此， Colleagues 

and Friend~ (ed . H. L. J. Vanstiphout; Groningen: Forsten, 1 986) ， 265-84 。

10 論及一般為30天的哀悼期，見民二十凹，申三十四8 。論及這新娘為父母哀

哭，見Ca1um Carmichae1, The Spirit 0/ Biblical Law (Athens, GA: Un iv. of Georgia 

Press, 1996), 1 35 。

11 原文可譯作“進入她之內"論及這個慣用語在性行為上的象徵意義，見

Block,“Marriage and Family in Ancient Tsrael," 46 。

599 申二十一件23 蔔

散 1 2 於是便在第 14節為她另作籌課。不論這份感情消失的原因是甚麼，

摩西都善意保障這個外族女子的權益。儘管作丈夫的決定與這位被俘的配

偶離婚，他也不可對她作進 步的悔厚。 1 3 不但如此，文中更有“讓她去

自己想去的地方"一語 ， 突顯出經文重視這個女子的意願和尊嚴 ， 容讓她

回到娘家與父母同住(如果他們在生的話) ， 或是再嫁別人。 1 4

摩西吩咐以色列的丈夫，如果要與被悍的外族妻子離婚，就必須遵守

兩項規定 他不可以為了金錢而把妻子賣給別人，也不可以待她如奴隸一

樣。 15 在收結這段文字的時候，摩西交代即使在離婚的處境中也要憐憫這

個被俘新娘的原因 。 她在被攝之後又被迫嫁給敵人 ， 遭遇每況愈下，身分

地位已是再三降格。換吉之，她的以色列丈夫絕不可再次使她降格( (新

漢語)“污肆" ) ，無情地視她為貨物以換取金銀，或隨意把她丟棄。在

離婚之後，她也就不再是這個以色列家庭的成員 。 16

對待長子之例(二十一 15-1 7)

摩西把這些指示放在第 10至 1 4節之後，可見他所關注的可能仍然是

那位被攝的女子 。這 輪指示展現出三項關鍵細節 ( - )某人有兩個妻

子，他愛其中 個過於另外一個 . 17 ( 二)兩個妻子都為丈夫生了兒子，

12 可能是因為摘妻妒忌她，或者因為她為丈夫生了“長子"而招來怨恨。參E伯

拉罕和j散拉怎樣對待夏甲(台IJ十六及二十 ) 

的 “讓她〔離〕去" ( Sil lab ) 一語，在其他經文有用作描述釋放奴隸(十五

12 ) ，或休妻(二十二 1 9 、 29 ) 。同樣的用法也見於瑪二峙， 有關論述見G . P. 

f-l llgenber阱 ， Marriage as a Coνenant: Biblical Law and Ethics as De叫opedFom

Malachi (G rand Rap ids: Bal冊， 1 998)， 72刁3 。

14 在古巴比倫涉及婚姻的文獻中(公元前7至3世紀) ，可以找到很多釋放女子

“固自己的父家" 、 “ 回她自己的家"或“讓她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等文字。

見M. T. Roth, Babylonian Marriage Agreements. 7th-3rd Centuries B. C. (AOAT 

222; Nell kirchen-VllIyn: Ne此ircheoer Verl a臣， 1989), SS2, 4, 5, 6 ， 的 ， 16, 19, 20, 26, 

30 。論及這些文獻 ，見D. l nstone-Brewer,“Deuteronomy 24: 1-4 and the Orig in of 

the Jewish Divorce Certiticate," JJS 49 ( 1998) : 230-43 。

15 HALOT， 2:849 。

1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Josbe rger，“Between RlI le and Respons ibi l i ty，" 的-70 。

17 經文以“愛"及 “恨"兩詞來描寫這個男人對兩位妻子的不同態度。這對詞語

在Z木拉段經文中雇屢出現(二十一 l叮5上、 l叮5下、 l吋6下 ) 。

“厭惡、反感" 。 正如在瑪 2乞-3一樣'這個詞只是描寫“漠不關心、恕忽、主棍見、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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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寵的妻子首先懷孕，給丈夫誕下了“長子 " ( b ekôr ) 。既然父親

有權把“長子"位分賜給其他兒子，因此這個詞所指的應是兒子的地位，

形容他在社會階級上居首位 ，而不是時序上的頭生。凡 bekôr 都在承繼產

業上有特權，他的地位有如“兄弟中的頭領" (primus interpotres ) 。 l B

如果 bekôr 的位分落在不得寵的那 房人手上，那麼當男性家主要分

配家產的時候，自然就會大感為難( 16節)。摩西沒有直接取消父親可

以選擇主要承繼人的特權 19 只是警戒為父的，當他們在應許之地定居

的時候，不要把這個做法當成慣例。 2。為了回應這個潛在的問題，第 16

至 17節宣示，當家主分配產業的時候 ， 不可廢去長子應得的權利和名分

( 16節) ，而把得寵妻子的兒子認作 bekôr 。家主必須把頭生的兒子立作

bekôr ' 在 切的產業上多給他一份。第17節把 bekôr 稱作“他〔生殖〕力

量的首個兆頭" ({新漢語》 “他壯年時的頭生子" ) ，所以配得長子的

權利和位分。 Bekôr 之所以分得雙份產業 ， 是因為他要供養年老的父母，

負責他們的殖葬費用，以及在父親死後領導宗族。摩西給作父親的人設下

這些限制，目的是要保障不得寵的妻子，並免得子女要為父輩妻妾的緊張

關係而付上代價。

對待叛逆兒子之例(二十-18-21)

這個段落被放在這個位置，或許是暗示這個無可救藥的逆子是得寵

之妻所生，但他因為得不至1] bekô r 的位分，於是便怨恨父母，虛耗生命於

反叛和放蕩之中。 2 1 第 18和 19節兩次同時指及父親和母親，其用語呼應十

然 " 的態度。

18 以色列也是上主的 b'kôr (出四22) ，這是指以色列的地位比列國為高(參申

二十六 1 8- 19 ) ，而不是說她比乎IJ~更古老 。有關 b<kôr 的位分，進一步的論

述見F. E. Greenspahn , When Brothers Dwell Together: The Preell1 inence ol }仙吟er

S山ings in the Hebrew Bible (N巴w YorkJ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4), 19, 27, 

61-62; Block,“Marriage and Family," 82-85 。

19 見創四十八 1 3-20 '四十九3-4 。

20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Wright， Deulero l1omy, 238 。

21 Hayim Granot (“Darshanll t: The Defiant So呵， JBQ 26 [1998]: 1 29-30) 提出，因

為丈夫納了新寵(被俘的新娘) ，所以那位以色列裔的妻子就對自己的兒子多

方矯縱 ，以求兒子專一敬愛自己。

601 三十- 10-23 圈

誡(五16 ) ，而十誡也正是這 輪指示的基礎。十誡指幸敬父母就能夠得

到獎賞一一

場。這個兒子要承受最大的詛咒，就是生命被切斷 。

這段經文先舉出一個虛構的處境，就是某人有 個“頑模又反叛"

的兒子( 18節)。這個短語用上重吉法 ( h 巴ndiadys ) ，意思就是“反叛

頑固，屢勸不改"或者指“無可救藥"。當兒子還是父親家中一員的時

候，他理應承擔自 己在這家中的一份責任，但這兒子卻不然 。從經文所用

的分詞可見，這個見子的頑模並非偶一為之，而是成了常態。第18節的結

尾從句為這幅圖畫再加一筆。縱然父母懲治他，他也不聽從教導。" "ðJII 

誠 " (yissar) 一詞，既可指正面的指導，也可指懲罰劣行(二十二 18 ; 

參八5 ) ，在這稟則可能包括斥責以至鞭打等行動 。 22

這些描述顯示，父母已經盡了 切力量好好教養兒子，但兒子實在

無藥可救。不論是父親的話還是母親的話，他都一概不聽 。對待這類兒子

的規例看來並不複雜。父母要抓住他，把他帶到城中的長老面前 ， 向長老

陳明一切 ，並把他交到眾人的手中，而眾人則會用石頭將他打死( 19-21 

上)。雖然這些做法直截了當，但仍然有幾項細節值得再作闡釋。(一)經

文要求父親和母親 問到長老面前，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

位。 23 長老要聽母親的陳惰 ， 因為件逆母親與件逆父親同樣令人髮指。

(二)從這些規例可見，生殺之權最終都落在整個社童手上。長老團

的成員是各家族的首績，因此，家長把逆子帶到長老面前陳惰，也就是向

同等身分地位的人尋求公正的判斷。這個行動能夠鞏固社會的結構，好讓

軍體在這社會結構之下健康地發展。那在城門口的一番程序，並不是現代

人的所謂審訊過程。在長老面前陳惰的只有父母親，兒子在這些程序中並

沒有自辯的機會 ，他無法描繪出另一幅不同的圖畫 。這不是說上述程序有

所偏袒 ﹒不夠公正 。其實整個社章，包括眾長老，必然早已目睹那個兒子

22 <希伯來聖經》按照長久以來的拉比傳統，把兩處都譯作“鞭打" 。參Tigay，

Deuleronomy, 197; J. Fleischman, ,‘Legal lnnovation in Dellteronomy XXl 18-20," 
VT 53 (2003): 3 1 3 。古人對體罰的態度 ，見錢二十三 13-14 ; 也參十三日 ，

二十九 1 5 。

23 論及以色列社會怎樣抬舉妻子和母親的地位 ， 見Block，“M arriage and Fami ly," 

6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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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頑模反叛，也必然看到他父母的再三訓誠 。在這些程序背後的意義 ，就

是當父母的努力已經失敗時 ， 整個社軍站出來致力追求義。

(三)父母親把兒子的病態行為公諸於世 ' 也就是表達自己對這個↑

逆兒子已經死心'並承認兒子已經背棄了這一段親子關係。除了第 18節所

載的惡行之外，父母又再加上一項，就是“貪食又好酒"浪費了整個社

葦的資源(參議二十三20-21 )。造成這個危機的不是區區頑童，而是一位

不願長大成熟 ， 不願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的惡少。 24 家庭問題已經演變成

公共問題 ， 兒子的行為己搞亂了社會秩序，影響到社會的安寧。 25

(四)最後 ， 摩西要求整個重體共同執行刑罰，就是把那個無可救藥

的見子用石頭打死。和第十t章7節的規定不同，這里沒有要求指證罪行

的人擲第一塊石頭 ， 甚至隻字未有提及父母。原因應該是考慮到父母對兒

子的感情。父母雖然把兒子交到長老手中 ， 但也不代表他們愛子的天性已

經消磨殆盡。

經文的結語緊焦於這些規定對社童的意義。(一)處死這無可救藥的

兒子，就等如從重體中間除掉“這惡"。摩西用上“除掉惡行公式語"

無異把持續件逆父母的罪歸類於最高的層次 ， 指這罪行違反7聖約之義

的基要準貝Ij 0 26 (二)這樣處罰逆子 ， 也可以讓全體以色列人曉得並感受

到懼怕。這懼意不但是他們的推動力，也進 步將件逆父母連繫於其他

大罪，包括煽動民眾拜偶像(十三 11 ( 12 ) ) 、不依照審判官的指示辨案

(十1::: 11 ) . 以及作假見證誣蔑兄弟(十九 19月 20 ) 。當百姓聽到上述判

詞，自然會對他們的神心生敬畏 ， 並曉得違背聖的後果堪虞。

處理死囚遺體之例(二十一22-23)

在第二十 章所論述的眾多議題之中，處理死囚遺體的指示最為簡

短，但也是最讓現代讀者費解的。摩西之所以論及這個題目，或許是因為

24 Fle ischl1lan (“Dellteronomy XX I 18-20," 323-27 ) 認為，兒子拒絕聽從父母的教

導 ' 不主肯穹改變白己

2臼5 論及兒子的放蕩行為如何影響社會'見A. C. H ag許巴d由orn川n叭1，“屯G lI a附al吋d副1叮In呵l泡g t仙he Par閃en叫1叫t 's

Honolll- Dellterono l1lY 21: 18-21 ," JSOT 88 (2000) : 101-2 1 。

26 參十三5 C叫 ，十士7 、 1 2 .十九 1 3 、 1 9 .二十一9 .二十二21 、 22 、 2 4 . 

二十四7 。

603 申二十一1間 團

上文提到處死那個無可救藥的逆子，而這些規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土地的

聖潔 ，免受曝露的屍體所站污 。

第2 2節顯示處死囚犯的法律程序有三(-)疑犯罪名成立 ， 按律

應判死刑。開端的從旬已預設案件經過詳細調查，並得出如下結論 疑

犯所犯的是死罪 ，必須被處決 。這一類罪行包括謀殺、拜偶像和持續件

逆父母，而從這段經文在本章的位置可見，摩

西心目 中所針對的應該是那無可救藥的逆子 。

(二)這死囚已經被獻。(三)他的遺體帥 不管個別人士的道
在樹上。 27 經文用 7動詞 tã佑，表示把已被處決 德有多低下，他們也

的死囚“懸掛起來"。在公眾地方懸掛罪犯的遺 同樣擁有神的形象 。

體 28 可以達到兩種效果 在罪犯死後再次使他

蒙羞，以及讓旁觀者知所警惕 ， 不要效法這人。

摩西教導百姓怎樣處理罪犯的遺體，他的指示可以分為負面的禁令

與正面的行動兩方面 ( 23節上)。負面的禁令就是不可讓屍體留在樹上過

夜，正面的行動則是要把犯人的屍體即日埋葬 。以色列鄰國的人或會把屍

體留在樹上 ， 任由飛鳥走獸啄食腐肉 29 但以色列人卻不可以這樣做。按

照申命記的教導，這個做法是極大的詛咒(二十八26) 。經文又陳述要埋

葬屍體的原因，但其用語卻是模稜兩可的，這句話可直譯作 “被吊的人

是神的詛咒 " 。這句話帶出不少問題 。

(一)究竟何謂“神的詛咒"呢?古代文獻有廣泛例子足以證明 ，

這個短語所用的是“賓語所有格" (印ob吋j 巳c仙tlV問e g伊巴n itiv吋e ) .也就是

詛咒"是指人向神發詛咒(參利二十四 15叫) 0 3列0 可是. NIV卻把這個短語

理解為“主語所有格" (s ubjective genit ive ) .譯作“〔他〕是神所詛咒

27 嚴格來說 ，為是指棵樹或段木頭 。如果從後義，那就是指屍體被釘在

一條木柱上。這種做法在古亞述十分常見。見M. G I 巴巴nberg ， 可I angi n g ，" 的B，

1 :522; ANET, 276 , 288 , 295 , 300 。

28 創四十 1 9 、 22 : 書八23 、凹， 十2 6 ;撒下四 1 2 .二十一 12 。有關的論述見

J. A. Fitz l1lyer,“Crllcifix ion in Ancient Pa1estin巴， QlIl1l ran Literature, and the New 

Testa l1lent," CBQ 40 ( 1978): 493δ1 3 。

29 參會IJ四十 1 9; MAL953 。

30 Moshe J. Bernste in對支持這個看法的文獻有一番論述，見 “qllt 'l/~ 

2 1 :23) : A Stlldy in Ea rl y Jewish Exegesis," JQR 74 ( 1983) : 25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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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he] is under God 's CUl銬 ; {新漢語》類同) ，而這個翻譯角度也有

悠久的歷史。 3 1 在加拉太書三章 13節 ， 保羅提及詛咒的時候雖然沒有用上

1申"一語，但他卻是以這個角度理解上述經文的。 32 這種理解角度從

開始就成了基督教的主流。 33

(二)可是，這個詮釋又帶出了另 個問題 這人被詛咒是因為他被

吊在樹上呢?還是他被神詛咒，所以被吊在樹上呢?既然這人被吊在樹上

的原因是

該因為他是被神詛咒的。

這段經文的結語是一句動機從旬 ， 表達出摩西對上主賜給以色列的土

地的聖濛與否甚為著墅。為兔死囚的親屬更添傷感，也防止野獸在眾目膜

膜之下破壞屍身 ， 埋葬遺體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道做法。這個命令是建基

於懸掛屍體對土地的影響 民眾在這地生活 ， 取用這地所出的土產( 1-9 

節) ，而曝露的屍體卻會污染土地。要保持這地的純潔，就必須把屍體移

走，埋入土中。

應間眩目。

1數控女性 這些涉及家庭和社區的指示，在聖經上的引用極為

罕見。"惟這里所設想的欺凌婦女案例，在聖經敘事文中卻是

到處都有 。在那些事例之中，男性的行為都偏離了申命記第二

十 章展示的倫理軌跡。這個倫理軌跡發端於十誠，隨著摩西的第二篇演

3 1 LXX “因為凡被吊在樹上的人，都是被神詛咒的" 0 NIV跟隨LXX的做法，

加上“在樹上" (on a tree ) 一語。

32 反映出這種理解的文獻還有《尼奧菲特他爾根} ( Targum Neofiti ) 和昆蘭的

《聖殿經卷} ( Temp le Scro ll ) 。論及這些主語所有格的經文 ， 見Bernstein ，

“ Earl y Jewish Ex巴ges i s，" 24-25 。

33 論及猶太教和基督教在詮釋這節經文上的分別，見J. M. Lieu, ,‘Reading in Canon 

and Community: Oeuteronomy 2 1.22-23, A Test Case for Oialogue," in 7月he Bible in 

HlIInan Sociely: Essays in Honour 0/ John Rogerson (ed. M. Oaniel Carro ll R. et. a l.; 

JSOTSup 200; Sheffie ld : Sheffield Academic, 1 995) ， 3 1 7-34 。

34 令人詰異的是 ， 最貼切的例子竟然包括 亞伯拉罕驅逐其奴嬋妻子夏甲(含IJ

二十 心 14 ) ，以及以斯拉吩咐歸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休掉外族妻子(拉十

章)。這兩個事例都得到上主的認可，顯然是為7兩害取其輕。

605 二十 -10-23 國

講詞一路引 申，其宗旨就是防範男性欺凌女性，包括他們的妻子 。 35 學者

早已認識到申命記十分關注女性權益 36 包括照顧寡婦(十 17-18 ;等

等) 、容許婦女參與敬拜(十二12 ;等等) 、解放奴牌(十五 12 ) ， 以及

容許新婚男子兔服兵役(二十7 ) 。本段經文只是一個開端 ， 其後還有一

連串經文旨在保障女性在家庭中的尊嚴 。 37 這些經文都有一個前設 ， 就是

國家的屬靈光景如何，大可從男性怎樣對待女性而看出來。 38

婚姻制度應該是女性的保障 ，但在古代的以色列，並不是每一位妻

子都得到同樣的保障及平等的愛。除了因為丈夫的性格各有不同之外，令

婦女不得保障的 ，也有制度上的因棄 ， 包括多妻、離婚和守寡。多妻制

對丈夫和妻子都是機戰。舊約聖經雖然以一夫一妻為理想的婚姻(創二

24-25) ，但關于憲法的篇章卻沒有禁止民眾多納妻房 ，而敘事文中的多妻

例子更是多不勝數。"能夠擁有多位妻子，即代表這個男人家境富裕，而

且有社會地位。惟一被明令禁止多納妻妾的 ， 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申十t

17 ) ，而且是基於信仰上的原因，要防止妻子(應該是指通過和親而得的

外族妃續)引誘君王敬拜其他神明，不再全心全意效忠於上主。

舊的敘事文有不少重婚及多妻的例子，當中不少家庭都有明顯的張

力。然而，這些張力的源頭卻不在於產業的分配，也不在於各房兒子在家

中的地位，而是在於不育的問題。在拉結及哈拿的事例中，得寵的妻子都

不能生育，沒有兒子去競逐 bekôr 的位分。申命記的這段經文形容得寵的

妻子為 “所愛 ( 'ãhab ) 之妻"失寵的為“所恨 (Sãnë ，)之妻"讓人

35 詳細論述見Dan i e l 1. B lock， “已You Shall Not Covet Your Neighbor 's Wife ' : A Study 

in Oeuteronom ic Domestic ldeology,"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 1 37-68 。

36 例 Weinfeld, Deuleronomy 1-刀， 318 ;同上， DDS, 282-92 。

37 另見二十 15-21 '二十二日-2 1 、 23 -凹 ，二十四 1-4 ' 二十五5- 1 0 。這些經文的

詳細論述，見Josber阱 ， “ Between Ru le and Respo叩bil i ty" 。

38 男性往往把溫和的父權軸心主義 ( patr i ce ntri sm) 演化為欺凌家屬的族長聽

權。見Oaniel 1. Block,“Unspeakable Crimes: The Abuse of Women in the Book of 

Judges," SBTJ2 (1998) : 46-55 。

39 拉麥(含IJ 四 23) 、亞伯拉罕(含IJ十六， 二十五 1- 2 ) 、雅各(創三十)、以掃

(創二十六34 '二十八9' 三十六 1-5 ) 、基伺(士八30-3 1 ) 、以利加拿(撒上

一2) 、大衛(撒上十八 1 7-30 '二十五38目的，撒下三2-5 ) 、所羅門(王上三

1 '十一3 ;歌六8) 、羅波安(代下十 2 1 )。以利加拿是惟一擁有超過一位

妻子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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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聯想到雅各的家庭(創二十九30刁 1 )。雅各“所恨之妻 " 多有生養 ，

因此他“所愛之妻 " 便妒忌自 己的姐姐(三十 1 )。拉結最終生了兩個兒

子 ， 但在她有生之年，也未能看到約瑟繼承 bekôr 的角色，也沒有看到兄

弟中排行第二的孫兒以法蓮得應許作他那一房人的首領。這一房子孫最終

成了北方的支派(當IJ四十八 19-20 ) 。然而，以色列族的 bekôr 位分 ， 至IJ頭

聖經雖然沒有明令

廢除多妻制度，但卻

清楚記錄了這個制度

所衍生的各種實際問

題 。

來仍是落在猶大手中 。他是“所恨之妻"的第三

個兒子(四十九糾2 )

哈拿的例子也差不多。她的對手ætc尼拿有兒

有女(撒上 4) ，但哈拿自己卻一直不能生育

(-1-8 ) ， 於是耽尼拿便多方挑賢 、葉落哈拿。

我們不知道自Itc尼拿的兒女地位如何 ， 但卻知道哈

拿蒙神應先生了撒母耳，而且撒母耳更被神呼召

作祭司和先知 ， 成為全以色列的 bek針 。然而，

這兩個例子都不涉及妻子為兒子的 bekôr 地位相

事。

不可救藥的兒于 我們不知道處死逆子的規例在以色列有沒有真正執

行過。以利的兩個兒子偏行己路(撒上二 12-17 ) ， 不肯聽從父親的訓誡

(二22-25 ) ，最終因為自 己的罪而招至死亡(二鈞 、 27-36 ' 三 10-14 '四

10-18 ) 。可是，敘事人卻沒有指責這兩名兒子持續件逆父親，他們所冒犯

的是上主。撒母耳的兒子也偏離了父親的道路(撒上八1-3 ) ，但也沒有被

描繪成件逆父親。與本段經文所設想的情節最為相近的事例 ， 就是嘲諷以

利沙“禿頭"的幾名惡少，他們最終被兩頭熊殺死(王下二23-25 ) 。可

是 ， 這件事也不涉及父親與兒子的關係，當事人是先知以及別人的兒子。

經文也沒有形容這些惡少頑模反叛、貪食好酒。他們只是頑皮的男孩子，

而所犯的罪則是嘲笑代表上主的先知。

且不論摩西所頒怖的罰則曾否被切實執行，這段經文要強調的是 ， 尊

敬父母是聖約之義的重要 環。 40 歲吉六章20節把母親的教導看作與父親

40 撒下十四~十五記載押沙龍企圖推翻自己的父王大衛，但大衛卻以出人意夕|、的

寬容態度回應。這件事涉及宮廷鬥卒，當中的情節與申二十一 1 8-21 所設想的家

庭處境自然大有不同。

607 申二十-1ω 國

的教導同等 ， 而申命記的這段經文則始終沒有在尊敬父親和尊敬母親之間

作出區分 ，可見兩者的立場一致。摩西也像後世的以色列智者一樣，要求

父母訓誡他們的兒女。然而 ， 摩西也承認，孩童也會作自己的選擇。有些

時候，他們選擇的道路會跟父母教導的全然不同。 4 1 在這種情況下，父母

雖然無須為兒子的放蕩行為受責備，但也不可隨便執行上述刑罰。他們必

須交由社葦的長老作判斷。

有人指出 ， 何西阿書第十一章的背景正是申命記的這段經文。但何

西阿把以色列描繪成件逆父親的兒子，無視上主不息的愛意和溫柔的呵護

(十一3-4 ) ，竟然去追隨其他神明 (2節) ， 並始終不肯回轉 ( 5-7節)。

何西阿描述上主在兩難之間，無法決定是否施行聖約詛咒中的刑罰。這段

文字揭示了上主罕見的一面，玄IJ劃出他起伏不定的心情 .

以色列啊，我怎能捨棄你?

我怎能讓你離去?

我怎能像對待押瑪那樣消滅你?

或像對待洗扁那樣摧毀你? (何十一8上， <新普及} ;下同)

最終，上主的憐憫勝過了他的怒火 :

我的心在我襄面撕裂，

我的憐憫滿溢湧流。

不，我不會大發現!怒，

我不會徹成消滅以色列。

因為我是上帝，不是會朽壞的世人。

我是住在你們中間的聖者，

我不是要來施行毀滅。(十一8下 9 )

4 1 論及鞭長莫及的家庭教育 ， 見P. R. Callaway,“Deu t. 2 1: 18-2 1: Proverb ial Wisdom 

and Law," JBL 103 (1984): 34 1 -52 。

42 見G . A. Y，凹，“Hosea ，" in Th e Women s Bible Commenlary (exp. ed. ; ed. C . A 

Newsom and S. H. Ringe; Louisvi 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8) ， 2 1 2-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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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不須訴諸甚麼更高的機制 ， 也絕對有權懲罰自己的兒子;但最終他的

憐憫勝過了怒火 ， 讓他放棄懲罰，選擇復和 。

備在樹止過夜 正如早前的指示一樣 ， 我們也很難斷定以色列人有沒

有切實執行第22至23節的規例 。 根據約書亞記八章29節，的書亞是嚴謹地

執行這些規例的 ， 雖然所處理的遺體是迦南文城的王，但約書亞也是依例

而行 。 他先把艾城的王的屍體釘在木上，把他留在那稟直到黃昏 。 但當太

陽下山時，他就吩咐人把屍體取下來 。 約書亞的手下把這屍體棄置於城門

口 ， 並以一大堆石頭覆蓋 。 約書亞對付南方聯盟各王的時候，顯然也是用

同 方法處理他們的屍體(書十26-27 )

後來，這段經文卻被理解為執行死刑的手段 。 這種立場在昆蘭

(Qumran ) 出土的 《聖殿經卷) (Temple Scroll ) 最為明顯，正如下文就

是對申命記的這段經文作了擴充引申

如果有人把自己國 家 的 機 密 交給他人，或是為別國出 賣 自

己的民族，或向同胞行惡事，你就要把他吊在樹上 ， 他就要死在

那衷。 如果有兩個或三個見證人指證他，他就要被處死， 而那些

見證人就要把他吊在樹上 。 如果有人犯了該死的罪，並逃往列國

之 間， 又詛咒自己的同胞 / 及 / 以色列的子孫 ，你也要把他串在

樹上，他就要死在那衷。不可把這人 的屍體 留在樹上過夜，你要

即日把他埋葬， 因 為凡串在樹上的人 ， 都是神和人所詛咒的 。 因

此，你不可站污 我賜給你為業 的土地 。 ( LXIV: 7- 13 ) 的

新約聖經對本段經文也有明顯的呼應，特別是那些提及耶穌釘十字

的 英譯見F. Martinez and E. J. C. Tigch巴 l aar， The Dead Sea Scrolls S fudy Edition 

(Le ide n: Brill , 1993) , 1 287 。有關這段文字的論述 ， 見O tto Betz ， 吋he Templ e 

Scro ll (1 I Qmiqd 64, 7- 13) and the Tria l of Jesus," in Mogilany 1989: Papers 017 the 

Dead Sea Scrolls Offered i17 MemO/ y 0/ Jean Carm伊ac (ed. Z . J. Kapera; Krakow 

Enigma, 1993), Part 1, 1 0 1-4 。 另參昆蘭 《那鴻書註釋~ ( Pesher Nahum; 4QpNah 

[ 4Q 1 6月 ) 1 .7 - 8怎樣引用申二十一22-23 。 在公元前90年，亞歷山大 - 楊紐

( A lexa nd e r J a n 間的)把800名叛亂分子釘十字架 ， 他的記錄就提到 “把人

活生生地吊在樹上 .. (Dead Sea Scrolls Stu吵 Edif io爪 337 : 參Josephu s ， Ant. 

13.14.2 ) 

609 社十 10-叮 囑

架的經文 。 在使徒行傳五章30節和十章39至40節 ， 彼得就曾經譴責猶太人

把耶穌吊在樹(木頭)上殺害 。 在使徒行傳十三章28至29節，保羅也說過

類似的話 。 他先強調處決耶穌是非法的行為 ( “他們雖然找不到該死的

罪" 十三28 ) ，再提到耶穌的屍體被取下來，並埋在墳墓里 。 44

當代聽聞

婚姻間題及有關原則 申命記二十 章 10至14節提供了不少洞

見，有助我們瞭解聖經的婚姻觀念 。(一 ) 在第t章， 摩西把

任何形式的異族通婚 概禁絕，但在本段經文卻又不是這樣 。

論述迎娶外族女子的時候，摩西並未表示任何反對的意思 。 他預期這些女

子會好像路得一樣，能夠全然融入以色列社章 。

(二 ) 這段經文提醒當代讀者，尤其是男性 ， 不論對方是本族人還是

外族人，都必須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女性，特別是自己的妻子 。 男性必須尊

重女性作為 個人以及她們的身分角色 。 按照聖經所示的範式，婚姻和家

庭無疑都是以父親的角色為軸心，但神的于民卻不可以此為藉口 ，無視女

性的權利，貶抑她們的地位，甚或把她們當作是自 己的財物 。

(三)這段經文彷彿表示 ， 在古代的以色列社會 ， 離婚並不罕見 。然

而 ， 經文也絕對無意支持這種婚姻上的悲劇 。 “離婚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

暫且不論 。 正如第二十四章 l至4節一樣，這段經文也暗示離婚在以色列乃

是一個法律上的實況，是被容許的 。 又正如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0至 11節的

立場 樣 ， 如果 個以色列戰士娶7奴牌或被攝的女子為妻 ， 之後又不願

盡上做丈夫的責任，那麼釋放這個女子離開，也算是兩難中較佳的解決方

法。

相信除了某些從摩門教會分裂出來的軍體之外 ，西方社會對第 1 5至 1 7

節所處理的問題都會感到陌生 。 可是，在世上某些地區，尤其是伊斯蘭世

界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 ( sub- Sahara ) ， 多配偶制度都十分普及。 有社

44 另見約十九3 1 。 那節經文為安息、日的聖潔問題添上一個新的角度或關注 。 論及

新約聖經對申二十 22-23的引用 ， 見M. Wilcox, '“ Upon the Tree'一Deu t. 21 :22-

23 in the New Testament," JSL 96 ( J 977) : 90-94 。

4衍5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e叮昕r叮n川11 ， De仰uf的enω仰Oω仰17仰10仿m叫n;机J
詳細地討論這個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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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學者估計，肯尼亞 ( Kenya ) 有一半以上的男性人口是多妻的，而

三分之一的女性人口則身處於某種多配偶的婚姻關係之中。“聖經雖然沒

有明令廢除多妻制度，但卻清踅記錄了這個制度所衍生的各種實際問題。

從一份研究黨馬里 ( Somalia ) 多配偶現象的調查報告可見 ， 在這個制度之

下 ， 有三個問題不斷反復出現 : 妻子之間互相妒忌及後母虐待繼子，家族

尊嚴的問題 ; 以及自由意志及平等待遇的問題。 47 我們的經文對這些處境

也有所回應，指出各房妻妾在多妻家庭中縱然地位有別 ， 但這些情況卻不

應該影響到兒女的人性和尊嚴。不論是摩西還是耶穌 ， 都同樣呼籲已經得

救的信徒，要尊重世上的每一個人 ， 因為世人都有神的形象。

親逝的兒于 對於那些拒絕承認舊約聖經權威的現代讀者來說，申命

記二十一章 18至21節正是他們最喜歡引用的 口賞。這一類經文往往使人對

舊約的信仰反感，彷彿舊約是不人道和暴民的。 48 保羅吩咐做兒女的，要

在一切事上聽從父母 ， 因為這樣會得主的喜悅(弗六 1 ;西三20 ) 。從保

羅的教導可見，用作規範以色列人家庭生活的舊的原則 ， 也適用於基督徒

的家庭。保羅又指出這是惟一一條帶有應許的誠命(弗六2) ， 讓我們明

白到人要尊重自己的過去，才能夠在將來得到幸福，而人的過去正是體現

於父母親的身上。然而 ， 在督促兒女以聽命來表達孝敬父母的同時，保羅

又瞭解到合宜的訓斥和暴怒發洩只有一線之差(弗六3 ;西三21 )。不論

我們怎樣實踐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我們最終都要在神面前作出交代。

在基督教晝體中，雖然也有人提倡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執行這 項規

定，的但大多數基督徒都認為這項規定不過是舊聖的的遺物，與我們沒有

46 見http://a rti c l es . l a tim es .co I1l1l 9 9 9/ l1l a r/2 0/n ews/mn -1 913 3 (取於2009年3 月 8

日)

的見N . Scruggs,“SO l1l alia," in lnternational Perspectiνes on Family Violence and 

Abuse (ed. Kathleen Malley-Morri s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25 。

48 在2006年6月 28 日，美國總統奧巴馬 ( B a ra ck O ba l1l a) 在一個名為 "Ca ll to 

Renewal: A Covena川 for a New Ameri ca" 的會議中，發表了一篇題為 《呼召更

新} (C all to Renewa l ) 的演說 。 當中有提及申命記 。 見http://0 ba 111 a s peeches 

comJ08 1-C all_to_Renewa l_Keynote_Address . o bama叩eech.htm (取於2011 年 11 月

1 日) 。 馬T路得 (Martin Luther ) 以比喻的角度詮釋這段經文，把兒子看作是

教會的一位教師，在聖道中重生，但後來卻被錯誤的教導所敗壞。 見Luth er s 
Wo呦， vo l. 9, Lecll間s on Deuteronomy (St. Louis: ConcOl帥， 1 960) ， 2 1 5 。

49 見Matthew Hemys Concise CommentQly on the Whole Bible (N as h v ill巴; Nelson, 

611 二十-10-叮 囑

半點關係。可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對待提摩太後

書三章 16節，並且明白保羅在那里所指的正是舊

約，那麼基督徒就應該在上述兩個立場之間找出

一條中問道路。(一)要明白摩西不是在立法 ，

而是作告別演說。

(二)正如五經所載的其他憲法文字

樣 50 申命記的律例的原意也不是給審判所作手1]

叛逆父宙或許是自
然的，但卻永不是正

確的。

案的依據。摩西的演講詞旨在陳述原則，以建立 個世界觀。這個世界觀

以承認上主昔日的恩典為開端 ， 讓以色列人明白到自己曾經在為奴之家被

贖出來，接著就是教導他們怎樣活出這些原則。摩西在申命記再三重申 ，

以色列被召的主要原因 ， 並不是為了讓他們服從一些行為上的守則 ， 而是

為了與他們的恩慈救贖者建立關係。這個道理也正是十誠的序吉所強調

的 。

(三)我們必須小心地陳述這個論點，免得誤把沉默當作證據。我們

明白，舊的的敘事文並未包含古以色列生活的一切細節，然而 ， 舊的也從

來沒有片吉隻字提到確實執行處死逆子的規例，這也實在是值得我們留意

的。

(四)最後 ， 猶太教傳統一直都斬釘截鐵地指出 ， 這項規例從來沒有

實際執行過。為了迴避字面上的詮釋 ， 猶太釋經家不惜大費周張，作出讓

人膛目的解釋。 5 1

1 997) 。 在申二十 1 8 -2 1 的條目之下，有這一段話 “他的父親和母親必須向

城中的長老投訴。凡是疏忽自己的責任的見女 ， 如果發覺父母對他們的愛越來

越淡 ， 他們只能怪責自己，不能委過於父母。他要被城中的男人公開用石頭打

死 。 違抗父母要受這樣嚴重的刑罰，可見這罪極大 。 雖然犯這罪的人在今天逃

得過世上的刑罰 z 但他冒犯神的程度，也不見得比昔日有所減輕 。 "

50 十誠(出二十 卜 17 。申五6-2 1 ) 、 “約書" (出二十22~二十三 1 9) 、 “聖潔

法典" (利十-t~二十六)

51 ( 1 ) 律法從來都是先作警告，然後才用刑罰 (j列 利十九26 ) ，這段文字卻

沒有警告的話 (Ma i l1l onides ， Mishneh Torah, “Rebels," Ch. 7) ; (2) 從來也沒

有 位兒子符合“頑模又反叛"的定義，將來也不會有 ( /. Sanhedrin 11:6) 

(3) Ben 一詞不適用於未經成年禮 (bar mitzwa) 的男女孩童; (4) “父母"

一語不但要求父母都在生，也要求父母沒有殘疾，甚至要高度相同; (5) 父

母要有一致的意願 ， 而母親也要 “配得上父親 (m . Sanhedri月， c h. 8)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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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 我們又應該怎樣應用這些經文呢?這段經文的對象是信

仰重體，所以我們不用期望世人能夠明白這些聖經原則，也不用期望他

們會願意跟隨聖經的原則行事 。然而，基督徒卻應該能夠看出經文對家

庭關係的重視，尤其是父母在模塑兒女的信仰和生命方面的重大責任。

叛逆父母或許是自然的，但卻永不是正確的。韋爾仁尼琴 ( Alexander

在一個健全的社區
之中，孩童的福祉是

每一位成員的責任;

如果某父母膝下有鈑

逆的兒女，他們也不

用獨自承擔這個重

擔。

Solzhenitsyn ) 正確地指出，每當一代人不再尊重

他們的上一代，那就代表文化正在衰落。但這個

問題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尤其明顯。今天世人眼中

的理想狀態不再是穩重成熟 ， 而是年少輕狂 ;而

且凡是重視孩童的家庭，都必定是以孩子為一切

的中心。社會因此而變得自戀成風，每一個人都

以自己為宇宙的中心，而個人對重體的責任則日

漸消亡。

這 類經文不是單單把教導孩童的責任加於

父母的肩頭，也承認當中會有痛苦和失望，因為

孩童會運用自由選擇反叛。作父母的終極目標 ，

就是在核心家庭之外建立一個健康的社章。事實

上，這段經文也在質疑所謂“核心家庭"的觀念是否有益 。要教養出敬虔

的孩童，的確需要“全村協力"才成。仍在一個健全的社區之中，孩童的

福祉是每 位成員的責任;如果某父母膝下有叛逆的見女，他們也不用獨

自承擔這個重擔。

在樹主 今時今日，相信不會有人認同經文所載的行刑方式，也不會

有人認同把屍體公開展示的做法。既然如此，我們要找出第22至23節對當

是說這項規定永遠;沒支有執行的機會。見Ra豆切ab岫3治bi Joyce N巴wm甘a剖rk廣為人知的 篇釋

#經置文章‘“‘'Spa創III峙 aR之E吋be lli ous Son: K昀i Tetz及巴 De叫ut的EωF附

Jew附1巾ν圳tν叫F材IS幼h News , September 11 , 2008 ;見www.njjewi shn ews.com/njjn.com/091108/

torahSparingTheRebel1 iou sSo n .html 。另見b. Sanhedrin 7 1 a and 72a on D eu t. 

2 1: 1 8-2 1 。

52 轉引自 Brown， Deuteronomy, 210 。

53 這句話來自 Hillary Radha ll1 C linton 的著作 11 Takes a 間的'ge: And Other Lessons 

Children Teach 的(New York: Touchstone, 1 996) 。也請留意這個書名所隱含的孩

童中心主義。

613 二十一1間 國

代人的意義 ， 自然就倍感困難。然而 ， 儘管經文所指的是罪犯的屍體，但

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學到處理死人遺體的聖經原則 。不管個別人士的道德有

多低下，他們也同樣擁有神的形象 。聖經絕不容許我們破壞神的形象，因

此，我們當然不可以毀壞人的屍體，或任由食腐肉的野獸侵擾人的遺體。

這段經文與基督徒還有另一重關(系，而且是最叫人意想不到的。加

拉太書三章l口3節暗中指向申命記二十 章2泣2至2幻3節 “基督替我們成了詛

咒'就救贖我們脫離律法的詛咒'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的 ，都

是受詛咒的。o 保羅以出人意夕外|←\的筆法引用申命記，用 “律法的詛咒 "

(也就是律法向罪人所發的詛咒)代替了

話點出一個真理'就是我們都是罪人，就如申命記二十一章22至23節所描

述的那位罪人一樣，理應承受同樣的刑罰。猶太人嘗試藉看守律法得救，

不懂得投靠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這個真理也適用於他們身上。

然而，保羅接著又向我們宣示 個極榮美的福音。雖然我們因自己的

罪而要承受詛咒 ，但基督卻代替了我們的位置，竟然自己成了詛咒。世人

原本都活在死刑的威嚇之下，惟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捨身，成了無罪的祭，

才能夠 次地把我們從罪中救贖出來(參羅六23 ) 0 55 

54 我們不應把“律法的詛咒"解作“律法本身是詛咒"正如我們不可以把申

二十泊的“神的詛咒"解作“神本身是詛咒"

討 論及這節經文 ， 見Wi lcox ， "U pon the Tree," 95-99 ; A. Caneday, '“ Redeemed frolll 

the Curse ofthe Law': The Use of Deu t. 2 1:22-23 in Ga l. 3 :1 3," TJ 10 ( 1989): 185-

209 。



申二十二1-12

新漢語譯車

勸告與提醒

1 “你不可見到你兄弟的牛或羊

離了軍而不理 3 必須領牠們回到你

兄弟那襄。 2如果你兄弟離你遠 ，或

你不認識他 3 就要把牠們領到你家

裹，留若與你一起 3 直到你兄弟來

找 3 你歸還給他 。 3見到他的驢 ，你

要這樣做 3 見到他的衣袍 3 你也要

這樣做 2 對你兄弟一切的失物 3 就

是他遺失而你遇到的 ，你都要這樣

做 ， 不能不理。 4你不可見到你兄弟

的驢或牛倒在路上而不理 3 必須幫

他一起扶起來。

5 “男人的衣物 3 不可穿戴在女

人身上 3 男人也不可穿戴女人的衣
袍。因為所有這樣做的人都是上主

你的神所憎惡的。

6 “要是你在路上 p 碰到一個鳥

巢在你前面 3 無論是在樹上還是地

上，只要襄面有小鳥或有鳥蛋， 而

且母鳥伏在小鳥或鳥蛋上 3 你就不

可將母鳥和小鳥一起抓走。 7你一定

要先放走母鳥，然後才可以把小鳥

取來歸自 己 。 這樣你就可以梅福 3

日子長久。
8 “要是你建了新房子 3 要給屋

頂裝上欄杆 3 這樣要是有人從上面

掉下來， 也不會把流血的罪歸咎於

你家 。
9 “不可在葡萄園襄撒兩樣的種

祖告車

勸告與提醒

1 “你若看見弟兄的牛或羊失迷

了路，不可佯為不見，總要把牠牽

回來交給你的弟兄。 2你弟兄若離

你遠，或是你不認識他，就要牽到

你家去，留在你那衷，等你弟兄來

尋找，就還給他。 3你的弟兄無論

失落甚麼，或是驢，或是衣服，你

若遇見，都要這樣行，不可件為不

見。 4你若看見弟兄的牛或驢跌倒

在路上，不可佯為不見，總要幫助

他拉起來。

5 “婦女不可穿戴男于所穿戴

的，男于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

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

的。

6 “你若路上遇見鳥窩，或在樹

上，或在地上，襄頭有雛或有蛋，

母鳥伏在雛上或在蛋上，你不可連

母帶雛一併取去。 7總要放母，只

可取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

得以長久。

自“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

四間安欄杆，免得有人從房上掉下

來，流血的罪就歸於你家。

9 “不可把兩樣種子種在你的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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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子，免得你撒種子所結的果賞和葡
萄園 出產的葡萄 3 都要被分別出來

充公 。

1。“不可用牛和驢一起耕作 。

11 “不可 穿羊毛和細麻混雜在一

起的衣服 。

12 “你要在自 己所攘外袍的四角

上縫縫子 。 n

經文臨章

616 

祖告車

萄園裹，免得你撒種所結的和葡萄

園的果子都要充公。

10 “不可並用牛 、 驢耕地。

11 “不可穿羊毛、細麻兩樣挽

雜料做的衣服。

12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圍

做越于。"

申命記二十二章 l至 12節共有六個片段，而各片段的主題似乎

沒有甚麼關連。然而，經文交替地列出較複雜的指示以及較簡

單的陳述旬 ，可見這個段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文學組合。 中間

的兩個片段 (6-7節及8節)是條件式 ( casuistic ) 的律例，而其餘的片段則

是第二人稱的命令句 。這六個片段都指涉日常處境，有的是社量生活，有

的是家居生活 。上主的名字只曾出現一次 (5節) .但這卻不代表這一輪

指示建基於自然法則或人本主義。第二十二章是要把生活中的一切 ， 置於

“義，惟獨義"的範疇之下(見十六20的註釋)。

從對牲口的照料中彰顯義(二十二1-4)

第一個段落的議題有二 其 是籠統地要求百姓顧及鄰舍的財物

(2-3節) .其二是要以“義"的手段照顧牲口( 1 、 4節) 。論述後 議題

的經文形成了一個框架 ， 把前一議題括在中間。聽眼看來，第 l節的首要

關注是歸還鄰舍所失之物 ， 但考慮到第 l節及第4節的平行結構 1 就可以

知道這兩句經文應作統一的理解。上述兩個情節都涉及以色列人的牲畜，

而且牠們都在危險的處境之下。第一節提到離7童的牛或羊，牠們或會被

野獸襲擊，或會被盜賊奪走。第4節提到巨大物的牲畜倒在路上，或許是因

第一句經文取材自出二十三4- 第二句則來自出二十三5 。

617 

為路滑失腳，或許是因為主人苛待，負擔過重。

一旦遇上離了章或跌倒的牲口，常人或會視

而不見 ， 或會據為己有(參五21 )。摩西宣示首

輪指示的時候，卻是從牲口的利益出發 。在關鍵

的時刻 ， 單單同情受災的動物，實在無補於事。

這一支IJ正是應該行動的時候。 2 百姓要把第 l節提

到的牲畜迂回主人那里 3 又要幫助第4節的牲畜

站起來。摩西禁止百姓無視離章或遭難的牲口。

若是養牲畜固然是社會經濟的重要一環 ，但擁有及

控制的權力如果沒有節制，就會演化成虐待的手段 。 4

申二十二圳2 圈

蒙養牲畜固然是社
會經濟的重要一環，

但擁有及控制的權力

如果沒有節制 ， 就會

演化成虐待的手段。

第2節的焦點仍然是那離了辜的牲口，但第3節則添上衣袍及其他遺失

的東西，因此把這個原則引申到所有私人財物 ， 並把焦點由牲口轉移到擁

有者身上。百姓不能有“誰撿到就是誰的"這種倫理觀，凡別人遺下的，

都要還給原本的擁有人。如果失物的主人住在遠處或失主不明 ， 撿到的人

就要把牲口帶回家中照料 5 直到有人來領取或失主現身為止。這段經文的

大前題是 .以色列人都以委身於約的態度愛鄰舍，甚至惠及對方的牲畜 。

從區分兩性之中彰顯義(二十二5)

第5節有三句從旬 ， 首兩句描述有關議題，第三句則指明作出“義

2 Tigay (Deuleronol妙， 1 99) 正確地指出，申命記往往預設聽眾會有一些心理反應

(參十五9 、 1 8) 。這個看法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觀點 ， 就是摩西在申命記的

角色是牧者，而不是立法人。

3 “你兄弟"一語在第 1-4節共出現五次。出二十三4則要求以同樣的恩慈對待仇

敵。

4 十誠的安息日規例包括役畜得安息，同樣是為牲口的好處若想。論及申命記對

家畜的態度，見0. 1. Block,“AII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 Recovering a Deutero

nom ic T heo logy of Anim帥，"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Ihe Life of God 's People: 

Essays in Honor ofEll'I1er A. Marlens (ed . J. Isaak; Winona Lake， 刑 E i se的rauns ，

2009), 292-95 .將重刊於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 已經付梓 。

5 希伯來原文可直譯作“你要把牠收進家中，牠要與你在 起"。在多層的房

屋中，底層是飼養牲口的處所，否則就是在屋旁的棚舍飼養(參撒上二十八

24) 。論及古以色列的家居建築'見Kin g a nd Stage r, Life in B的lical Jsrael , 

2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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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背後的原因。前者的內容是銅版的兩面，以不對稱的平行體

(何as叮ymm呵叫咽1晦叫et仙tr訂r川.

了兩次，暗示兩句平行旬的用語相同;然而，原文卻是用 7不同的詞 ， 首

句所用的 kelî 含義比“衣服"為廣，可以包括容器、日常工具、農具、家

具、陳設品和珠寶。 6 這里的意思應該是指男性慣用的佩飾。第二旬的詞

sùnlâ 的意義較為狹害 ，專指最夕l'厲的被搭或外袍 o 7 

這個禁令的用語含糊，其意思也不明確。經文稱所禁之事為“上主

你的神所憎惡的" 8 意味這些行為可能與拜偶像有關。禁止穿著異性服

裝和異裝癖行為，或許是針對異教信仰。然而，第二十二章卻不見有其他

經文提及異教，足以證明上述觀點有誤。 9 這個禁令的旨趣實在與第9至

11節類同，就是要維護創造世界之時設立的秩序，而這裹的焦點則是男女

之別。如果有人穿戴一些與異性有關的東西 ， 這人的性別身分就會變得模

糊，並且會影響到那些早已建立的社會界限。 1 0

從對野生動物的照料中彰顯義(二十二6-7)

呼籲善待家畜的經文雖然有不少，但呼籲善待對生動物的經文 ， 在

舊約聖經則只有這裹一處。 11 起首的第一句話描繪下述禁令的適用處境，

無意中發現鳥巢，稟頭有小鳥也有鳥蛋，而母鳥則伏在其上。文中指稱

“鳥"的詞涵蓋了一切鳥類(參十四 11) ，而提到“路上" 、 “樹上"及

“地上"的鳥巢 ，貝1]囊括了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景。

6 論及這詞的意思和相關的資料，見DCH， 4:420-24 。

7 HALOT, 1337 
8 這句話也見於-t:25 '十二3 1 ' 十七 1 '十八 1 2 ' 二十三 1 8 ( 1 肘 ，二十五 1 6 ' 

二十士的， 所指的往往是不容於敬拜活動中的行為或物品，並且是上主所厭惡

的 。

9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P. J. Harland , “ Menswear and WOlllenswear: A Study of 

DeuterOllOmy 22:5 ," ExpTim 110 ( 1998) : 74-75 。

10 論及以色列社會的真裝問題，見N . S. Fox ,“Gender Tran sformation and Tra ns

gress ion: Contextuali zing the Prohibition of Cross-Dressing in Deuteronomy 22 :5," 

in Mish附h Todah: Sludi訟 in Deuleronomy and Jls Cultural Environll1ent in Honor of 

Jeffi 它'y H.。 只gay (ed. N . S. Fox , D. A . G I凶a泣t且G i叫l a叫d， a創l吋 M. 1. Wi圳11仙lia川l悶削a創ams

l俐N : E巳I S臼蚓E刮nb趴ra仙u川n附1芯s， 2009仍)， 49弘-7引l 。

11 呼籲善待牲畜的經文包括 出三十四詣，利二十二27-詣 ，申十四2 1 。

619 申二十二件2 圈

找到鳥巢的人可以有多項選擇，但摩西提供的意見卻極之簡單 以色

列人可以取去小鳥和鳥蛋，但必須放生母鳥。為了防止百姓禁不住虐待動

物之心 ， 於是第7節便再次重申，只可取小鳥，不可取母鳥 。這個忠告背

後的道理顯而易見 . 如果取去母鳥留下小鳥，貝1]巢中生命必定無法生存 ，

因為只有母鳥才能夠孵卵和哺育雛鳥。以色列人不可為殺戮而殺戮，也不

可濫用大自然的資源 ， 罔顧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利。 1 2

雖然如此，這個規例卻似乎是建立在以色列人自身利益的基礎上。

如果他們這樣對待鳥類 ，就能夠在應許之地得福，日子長久。這句動機從

句使人聯想到其他應許以色列人“日子長久"的重大先決條件(四40 '五

刃，十 9: 參三十 18 ) ，並且把這個規例歸類於摩西在其他地方頒佈的

一般律例之中 (四40 '五凹 ， 六 18 '十二28) ， 突顯出這規例在聖約上的

意義。上主 、以色列和周遭的自然環境同樣處於聖約關保之中，其生機

勃勃的狀態正是一個縮影，反映出神、地球和受造物之間的三邊關係。

“義"的生活方式 ，也包括尊重弱小生命的生存權利。 1 3

從對居所的管理中彰顯義(二十二8)

摩西在這襄指示百姓 ，當建造新房子的時候，要給屋頂裝上欄杆 (或

矮牆)。就古時房屋的設計和功能而吉，這規定是重要的。古時的房屋往

往有上下兩層，下層用作飼養牲畜和儲存糧食，上層則是居室。屋頂清風

送寞，正好作另一個生活場所，因此可以有多種用途。 14 如果屋頂沒有欄

杆，萬 踏空，人就跌下來喪命。第8節的結尾從旬指出，屋主要為疏忽

引致他人死亡負上全責。的

1 2 參Oded Borowsk i, Evely Living Thing: Daily Use ofAnill叫s in Anc的7 1 Jsrael 

(Walnut Creek, CA: AltaM間， 1998), 1 52 。

13 進一步的論述見Dan iel 1. B lock,“To Serve a nd to Keep : Toward a Biblical 

Understand ing of Humanity's Responsib ili ty in the Face of the Biodivers ity Crisis," 

in Keeping God 's Earlh: The Global Environ ll7ent in 8iblical Perspecliνe (ed. N . J 

To ly and D. I. Block; Downers Grov巴， IL: lnterVarsity Pr巴ss ， 20 10), 11 6-42 。

14 晒穀存糧 (書二6) 、睡覺 (撒上九25 - 26) 、會友(士十六27 ) 、消開 ( 撒

下十 2 ;參但四29 ) 、作客房或其他用途(撒下十六22 ;王下四 10; 尼八

16 ) 
15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出二十一33-34 。 那段經文指出，如果有人任由井蓋敞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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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務上彰顯義(二十二9-11 ) 
這段經文與利未記十九章 19節有明顯的連繫 o 利未記有 連串涉及聖

漫的命令，旨在解釋怎樣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像上主 樣的聖濃。 1 6 在這些

文字之中， 我們也找到與本段經文類似的陳詞。可是 ， “聖潔"這個觀念

在本段經文中只算是聊備一格，僅在第9節對詞根 qds 的罕見用法中曇花

一現。

禁止在葡萄園襄撒兩樣的種子 (9節) 利未記十九章 19節禁止在田

野撒兩種不同的種子，這段經文則禁止在葡萄園襄種兩樣不同的植物。不

論在古時還是現代，這個禁令所指的做法都十分普遍。農夫會在兩行葡

萄中栽種其他植物(也就是“間作" ) ，以用盡每 寸已開墾的土地。然

而，文中的動機從旬卻抵銷了這個做法帶來的經濟利益，甚至要把園中的

所有作物宣告為“要被分別出來充公 " (tiqdas ) 1 7 連農夫及其家屬都無

權享用。的這句話意味那些農作物都是祭物，要在聖所呈獻給上主。看來

祭司會把這撒兩樣種子的葡萄園所產的穀物和葡萄酒充公，把它們分別出

來給聖所使用。 1 9

者挖了一口井卻沒將它蓋好 ， 萬一有牲畜掉進去死了，他就要負責賠償。古巴

比倫也有類似案例，涉及屋主對那些“在自己房子屋頂下"的人要負的責任，

見CH 99229-23 0 。

16 論及“聖潔律例"的優先地位，見Mi c h ae l F i s hba n 巴 ， Biblical l nterpre tation 

in Ancient l srael (Oxford : C larendon , 1985) , 58 -63; J. Mi lgro m,“Law and 

Narrative a吋 the Exeges is of Lev iticus x ix 19," VT 46 ( 1996) : 544-48 ' 比照C.M

Carmichael,“Forbidden Mixtures in Deuteronomy xx ii 9-11 and Leviticus xix 19," 

VT 45 (1 995) : 433-48 。

17 參HALOT， 1 07 3 。在申命記，這個動詞以Qal形式出現就只有這一次。 H.-P

Mliller (“llÌljì ," TLOT, 3:1 105 ) 正確地把通常為表述狀況 (stati ve) 的Qa l形式解
作表示動作開始 ( ingress i ve ) ，即“變為聖潔 " (<新漢語》 “分別出來" )。

18 NIV譯作“成為不j裳， ( wi ll be defil e d ) 的立場是 ， 當這個希伯來文短語周到

qãdäs (成為聖濛/被祝聖)一詞的時候，背後指向的卻是反義的 täme ' (被站

污/成了不潔 1 參二十一23) 。希伯來文詞語在用法上的確可以解作相反的意

思(參J . Barr, Comparatiνe Philology and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Winona 

La峙，則 Eisenbrau肘， 2001] ， 1 73-77) ，但這里卻應解作本義 。不少英文譯本都

譯作 “充公" (ESV, N RSV, NLT, NJPS; <新漢語》同)。

19 見J . Milgrom,“Law and Narra tJ ve a叫 the Exe皂白 i s of Lev iticus x ix 1 衍， 546 ; 同

上 ， Le叫ticlls J -16, 548-49 。

621 申二十二判2 蔔

禁11:岡時用兩種役盲耕地 (10節) 這項禁令比前面的禁令更為具

體。利未記十九章 19節籠統地提及 切牲畜，而摩西在這裹則指明是牛和

驢 ， 利未記禁止百姓把兩種牲口雜交，這個命令則禁止將牛和驢同置 輒

之下。經文描繪出一幅極不協調的圖畫 兩種動

物身體結構有別 ， 要同負一輒 ， 自然要設計出特

別的挽具 ，以及大幅改動輒的形狀 ，兩者的力量

也有不同，強的 方必會令弱的一方筋疲力竭。
“義" 的生活方

然而，對於重視聖潔食規 ( kosher ) 的以色列人 式，也包括尊重弱小

而盲，上述因棄或許不及把濃淨與不潔淨之物強 生命的生存權利 。

行結合在 起那麼嚴重。把牛和驢繫於一輒之

下，正是把濛淨的動物連上不潔淨的動物。 20

禁止穿著兩種布料混雜在一趣的衣服 (11師) 羊毛和細麻都是農產

品，把這個禁令置於上述兩例之後可說是順理成章。根據規定，會幕所用

的布料2 1 和大祭司所穿的衣服 22 都可以用兩樣布料混雜在一起製作。這

方面與本段經文似乎有所矛盾 ， 但摩西卻沒有因此而認同穿著混雜不同布

料衣服的禁忌。平民百姓必須遵守這個規定，兩種布料所做的衣服是專為

那些在上主面前事幸的人而設的。

總的來說 ， 這一切禁令都是為了防範有人逾越界限，公然挑戰宇宙的

規律(創 ) 0 23 夕|、族人生活在混亂之中 ， 對比之下，神的于民卻活得有

規有矩，並且有清晰的界限。這些都是神于民的特點。然而 ， 經文的關注

卻又超過日常生活的規矩法度。摩西劃出了兩個清晰的範圍 ， 一邊是為神

20 保羅在林後六 1 4-1 5的禁令，或許也是建基於同 信念。

2 1 出二十六 l 、 31 、呵 ，二十七 16 ' 三十六8 、 3 5 、抖，三十八 1 8 。這些經文雖

然不見有“羊毛 (~'emer ) 一詞，但古人只懂得把羊毛織品染色，因此那些

藍色、紫色、朱紅色的線 z 大有可能就是羊毛線。參Mi l g ro m ， Leνit icus 1- J 6, 

549; P. P. Jensen, Graded Holiness: A Key to the P川est抄 Conc俐的n ofthe 勵。Id

(JSOTS up 106; Sheffi eld : Sheffield Academic, 1992), 86 。

22 出二十八5 -6 、 8 、 1 5 '三十九 1- 3 、 5' 8 。在贖罪日 ，大祭司只會穿細麻布做的

衣服。

23 例 C. Houtman, "Another Look at Forbidden Mixtures," VT 34 (1984) : 226-28 ; 參

M.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the Concepts ofPollution and 7訕。。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 980)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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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的(各種混雜的品類) ，一邊是為凡人而設的(不得有所混雜) 。 某

些物品只配上主及其代表享用，平常人對這些物品就不可沾手。

在衣看上彰顯義(二十二12)

這段混雜各樣牧養指示的經文已近尾聲，摩西在結束的時候呼顯百

姓把躍于縫在自己所披外袍的四角。民數記十五章37至41節有較為詳盡的

規定，摩西預設聽眾對此早已熟知。這些罐子只是裝飾，並無任何實際功

能，但卻有象徵意義。人們會把立志持守聖約的文字寫在手中和額上，釘

於城門及家門(申六4-9 ) ;同樣道理，這些經子也在提醒穿戴的人及旁觀

者，以色列人的地位獨特，他們是神的立約于民。 24

應間臨則

這些律例在歷史中的概況 在舊約聖經的敘事文中，拾到財物

或遇上離章動物的事例，以及保管失物或歸還原主的例子並不

多見。撒母耳記上第九章有記載額似這里第 l至4節所設想的事

件，但卻是從失主的角度敘述。掃羅曾四出尋找父親的驢子，他的家人也

盼望那驢于會落在摩西所描述的那種人手中。儘管撒母耳向掃羅保證'他

的驢子已經被人找到了(撒上九20 '十 14-20) ，但我們卻不知道誰人在保

管驢子，也不知道掃羅有沒有把牠帶回家中。無論如何，經文所關注的 ，

是掃羅找到了王位，驢子並不是重點所在。

至於穿戴異性服裝 ( 5節) 、找到鳥巢 (6 - 7 豈有) 、屋頂的欄杆 (8

節)和外袍躍子( 12節)等，就更加完全沒有提及。以賽亞書二十八章23

至29節或許暗喻申命記二十二章9至10節，那襄有一位農夫在警惕世人 :

你們要聽我說，

24 參M . E. Vogelzang and W. J. van Bek站kum (“Meωal1l川1刊1111峙1啥g and Sym甘lb加oli s的SIl1 of Cαl otl仙hil川n

in Anc i閃巴凹n川1叫tN巴臼a r Eas叫te凹rnT巴xt臼s ，" i川n Scr川fψ'plωa Si怯gna r均句 Clωs: Sludies abouωr叫1 Scrip俗，

Scriplu閃丸 Scribes and Langllages il1 Ihe Near East Presel1led 10 J. H. Hospers by 

His Pupil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ed. H. L. J. Vanstiphout; Gron in gen: E. Forsten, 

1986 ], 277) “這些繼子顯然是一個最有力的方法，提醒以色列人他們在列國

之中的獨特地位。"

623 

要留心聽我的話。

難道農夫總是耕地而不栽種嗎?

總是翻土而不撒種嗎?

難道他最終不撒下種子，

並用各種恰當的方法，

在各個合宜的地方

種小黑苗香 、小苗香、小麥、大麥和粗麥嗎 ?

農夫知道該做甚麼，

因為上帝給了他悟性。

申二十二1花 圈

打小黑苗香不會用沉重的大鐘 ， 而是用輕巧的棍子，

碟小苗香不會用石滾子，而是用連枷。

做餅的穀物容易磨碎，所以他不會連續重壓。

他用車輪碟過它們，但不會把它們車L成粉末。

天軍的上主是奇妙的教師，

他賜給農夫極大的智慧。( <新普及> ) 

這段經文雖然滿是農業術語，其中有些更是意義不明，但經文的神

學教訓卻十分清楚(一)上主是真知識的源頭，也指教這位農夫各樣知

識; (二)農夫仔細開墾地土 ， 又細心播種，每種農作物都有特定的種植

地點(三)各種農作物的收割方式也都不同，每 種類都有自己的位

置，絕不會混在一起。 25

當代應用

基督徒與這些規倒 基督徒要遵守這些規例嗎?很多人的答案

都是否定的，當中包括我們教會中的大部分成員。大家都相

信，這些規例不過是以色列民事及禮儀律法的 部分，藉著基

督已經成就的大功 ， 這些律例都變得無關豎要。當然 ， 隨著神的國度降

臨，以色列之約所訂定的種族界限及種族中心思想已不再壁壘分明 。可

是，如果我們認真地看待馬太福音五章 17至 19節和提摩太後書三章 1 6節，

25 參Borowski ， Agricllllllre il1 1/"0 11 Age !srael,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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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要間的就不應是遵守與否，而是“怎樣遵行 7 "。經文的每 個片段

都彰顯出聖約之義的某一項原則，體現出實踐義的某一種模式 ， 但所針對

的處境卻單單與以色列有關。然而，舊約聖經所載的以色列實在是全人類

對於已經得救的人
來說，秩序應該是我

們的生活特徵 ， 我們

也必須拒絕任何把生

命引向混亂的事物 。

的縮影 ， 我們可以在以色列的處境背後找出神學

原則，這些原則不但扎根於神的個性特質，也建

基於神與全人類的關係之上。

人有神的形象 ， 並受神的委託管理世界，世

人要照料身陷絕境的動物，不單因為牠們是鄰舍

的牲口，也是為了動物的好處看想。神曾經憐憫

尼尼微城的牲畜(拿四 11 ) ，又養活天上的飛鳥

(太六詞 ， 路十二24) ，並且吩咐自己的子民，

不論在照料家畜 ( 1 -4節)還是善待野生動物的事

上 (6刁豈有) ，他們都要有出色的表現。 26 在西

方社會，本段經文所載的虐畜事例並不多見(讓驢子散負過量) ，但牲畜

的處境卻同樣堪虞，只是情節較為隱密。大規模的農場以極高的密度畜養

牲口，又有人給動物注射類固醇或其他化學品，以期飼料更快地轉化成鮮

肉。此外，因為人類不斷侵擾動物的生態環境，這幾十年間有大量物種滅

絕。所有物種都是神所創造的，為要組成一個宇宙合唱團， 起頌讚神。

每當有物種滅絕，這個合唱團就失去了一把獨特的聲音。 27

在屋頂加上欄杆的規例 (8節) ，固然是針對以色列的獨特處境，但

縱然是經外的法律文獻，也指出屋主有責任照料“在自己房子屋頂下"的

人。 28 既然如此，基督徒就更要遵守這個規例，因為我們的使命就是為

所有受我們照管的人謀幸福。或許我們要稍為馳騁想像，才能夠把這個規

例體現於我們的處境中。就看北半球的氣候而盲 ， 我們創去屋前道路的積

雪，使行人不至滑倒，或許就是體現上述律例的一個簡單途徑。

26 進一步的論述見R icha rd Bauckham,“Jesus and An imals 1: What Did He Teach?" 

in Animals on the Agenda: Questions about Animals for Theology and Eth叫 (ed.

An drew L inzey and Dorothy Yarnamoto; London: SCM , 1998) , 33-48 ;同上，

“ Jesus and Animals 11 : What Did He Practise?" 49-60 。

27 有關這些議題的詳細論述 1 見B lock，“To Serve and to Keep," 11 6-42 。

28 C H ~~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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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禁止穿著異性服飾以及與此多有關連的同性戀行為，就是為7

尊重兩性的區別。這項禁令在新約聖經也被再三重申。在羅馬書一章24至

27節，保羅就以嚴厲的話斥責這類違反自然的行為。面對異服癖人士及那

些未能認清自己生別身分的人，基督徒固然要有不息的愛心;但我們也要

曉得，整部聖經 致地指出並再三強調，神絕不容忍他的于民有這 類行

為。

至於禁止在田中種兩樣慘雜的植物，以及禁止穿兩樣布料製成的衣

服，恐怕沒有多少基督徒會認真聽從。然而 ，這兩條律例背後卻有深刻的

神學，其焦點就是秩序。如果界限模糊，就代表混亂無序。對於已經得救

的人來說，秩序應該是我們的生活特徵，我們也必須拒絕任何把生命引向

混亂的事物。別人看到我們的外表和行為，就會把感受投射到神的聖名之

上，影響到神的聲譽。我們既然自稱為基督(也就是上主)的門徒，就不

能活在混亂的狀況之中，免得我們所代表的神被人誤解 。

不會有多少人認為衣袍要有經子的規例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關，但

這規例背後的原則卻是顯而易見的。在今天越趨下流不端的文化中，我們

更應該呼顯基督徒穿上特顯我們身分的衣服 。世人之所以能夠認出敬虔的

基督徒，就是因為看到基督徒反主流的價值觀，以及感受到他們對外人的

觀感的敏銳觸角。我們盡力迴避律法主義，未曾把信仰看作純粹的外在事

務，甚至沒有把外在行為認作信仰的核心。然而 ， 第 12節卻提醒我們，

屬靈的投入也不僅僅是心中的感覺 。我們當然應該如一首聖詩的歌詞所

說 : “我願做個基督徒，在我心 。更有愛心 、更加聖漠 、更像耶穌，在我

心"。可是，我們也必須作公開的認信，並且更重要的，是在生活的所有

範疇中體現出基督的恩典 。我們活在一個倫理界限之內，但這個界限卻沒

有劃在地上，而是通過我們的天閻公民身分而訂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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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運行
13 “要是有人娶了妻子 ? 與她同

房之後又恨她了 ) 14用捏造的事指控

她 3 將惡名加在她身上 3 說，我娶

了這女人 3 但我親近她時 ， 卻找不

到她是處女的憑據。 3

15 “那少女的父母就要拿出那少

女是處女的憑據 3 到城門口、那城

的原長老那襄。 16那少女的父親要對

舟、長老說 : ‘ 我把女兒給了這人做妻

子 3 他卻恨她 。 17看哪 3 他用捏造的

事指控她說 :我找不到你女兒是處

女的憑據 3 但這些就是我女兒是處

女的證據。' 他們要將衣袍展開在

那城的眾長老面前 。

叫“那城的眾長老就要拿住那

人，懲治他 。 19他們要罰他一百塊

銀子，給那少女的父親 ，因為他將

惡名加在一個以色列的處女身上。

她仍是他的妻于， 在他所有的日 于

里，都不准打發她走。

2日“但如果這事屬實 3 找不到那

少女是處女的憑據) 21他們就要領那

少女到她父親的家門口 ， 她本城的

人要用石頭打死她 。因為她在以色

列做了羞恥的事 3 在她父家行了淫

亂 。 這樣 3 你就可以從你們 中 間除

掉這惡。

22 “要是發現有人跟一個已婚

女人親近 2 那麼與那女人親近的男

禁止淫行

13 “人若娶妻，與她同房之後

恨惡她， 14信口說她，將醜名加在

她身上說 ‘我娶了這女子與她同

房，見她沒有真潔的憑據。 '

15 “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真

潔的憑據拿出來，帶到本城門長老

那衷。 16女于的父親要對長老說

‘我將我的女兒給這人為妻 ， 他恨

惡她 ， 17信口說她，說 我見你的

女兒沒有貞潔的憑據。其實這就是

我女兒貞潔的憑據。'父母就把那

布鋪在本城的長老面前。

18 “本城的長老要拿住那人，

懲治他， 19並要罰他一百舍客勒

銀子 ， 給女子的父親，因為他將

醜名加在以色列的一個處女身上。

女子仍作他的妻，終身不可休她。

別“但這事若是真的，女子沒

有真潔的憑據， 21就要將女子帶到

她父家的門口，本城的人要用石頭

將她打死，因為她在父家行了淫

亂，在以色列中做了醜事。這樣，

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22 “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

行淫，就要將姦夫、遲婦一併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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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 以及那女人 3 兩人都要處死 。
這樣 3 你就可以從以色列中問將這

惡除掉 。

23 “要是有少女身為處女 3 已經

許配了人 3 有人在城襄遇上她?與
她親近 ) 24你們就要將這兩人領出那

城的城門口 ， 用石頭把他們打死 。

那少女 3 是因為在城 中竟沒有 呼

喊;那男人 3 是 因為竟污辱他鄰舍

的妻子。這樣 3 你就可以從你們中

問將這惡除掉 。

25 “如果是在田野，那男人遇上

一個已許配了人的少女 3 那男人抓
住她與她親近 3 就要單單處死那與

她親近的男人 。 26至於那少女 3 你不

可對她做甚麼。 那少女並沒犯該死

的罪 。 因為這事就好比人起來攻擊
鄰舍 3 謀害他的性命一樣。 27因為那

男人是在田野遇上那己許配給人的

少女 3 她雖呼喊 3 卻沒有人救她 。

28 “要是有人遇上一個少女 3 她

是個處女 3 還沒有許配人? 那人抓

住她與她親近 3 被人發現了) 29那

與她親近的男人就要給少女的父親

五十塊銀子， 她要成為他的妻子，
因為他污辱了她 3 在他所有的日子

里，都不准打發她走 。

3。“人不可娶他父親的妻子 3 不

可掀開他父親的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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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以色列中除

掉。

n “若有處女已經許配丈夫，

有人在城衷遇見她，與她行淫，

24你們就要把這二人帶到本城門，

用石頭打死，女子是因為雖在城襄

卻沒有喊叫，男子是因為站污別人

的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除掉。

25 “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見已經

許配人的女子，強與她行淫，只要

將那男子治死，泊但不可辦女子，

她本沒有該死的罪，這事就類乎人

起來攻擊鄰舍，將他殺了一樣。

27因為男子是在田野遇見那已經許

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並無人救

她。

28 “若有男子遇見沒有許配人

的處女，:iIIl住她與她行淫，被人看

見， 29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銀

子給女子的父親，因他站污了這女

子，就要娶她為妻，終身不可休

她。

詞“人不可娶繼母為妻 ， 不可

掀開他父親的衣襟。'

629 社十二的。 留

經文臨章

第二十二章的餘下部分承接第二十一章10至23節的主題，論及

婚姻與家庭關係中的義。這個段落有兩大部分 ， 第 部分教

導百姓怎樣處理針對性方面的不忠行為的指控(二十二 13 -

21) ，第二部分則教導百姓怎樣處理特定的性罪行 ( 22刁0節)。

處理不忠的婚姻時持守義(二十二13-21)

大部分聖經鑒別學者都相信，第 13至21節的說理文字是後加的，應

該將之剔除。然而，這些文字對於經文整體的牧養腔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總的來說，這段文字可以再分成兩個部分 ， 它們的長短不等，首部分

是主體案例( 13-19節) ，次部分則是這個案例的反訴案件 (20-21節) 0 I 

主體案倒( 13-19節) 摩西首先設想出 個處境，就是有人娶了妻

子，但卻想離婚，於是便誣告妻子( 13-14節)。這個案例的發展次序共分

五個階段 (一)有人娶了妻子( l3節上) (二)那人與妻子圓房( 13 

節中) ; (三)那人要拋棄妻子 ( 1 3節下 ) ; 2 (四)那人控告妻子行為不

檢( 14節上) ; (五)那人公開地污蠣妻子的名聲( 14節下)。經文沒有

在第三階段指出男人拋棄妻子的原因，意味這離婚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正

因為此，這案件要呈到長老面前審理。

第四階段涉及的控罪可以是“放蕩的吉語"也就是在吉語上不檢

點，又可以是“放蕩的行為"也就是在行動上不檢點。 3 既然長老查明

女子是清白的，誣告者原本就應該身受被告人的刑罰(參十九 15- 2 1 ) 

就這案例而吉，就是用石頭打死。然而，這丈夫“只不過"略受懲治，以

及向妻子的父親交上罰款了事 ， 可見經文的焦點並不是丈夫的控訴成立與

論及這種雙案例形式在經夕|、文獻的例子，見Roth ， Law Collecl ions , 108-9 , 174-

75 。論及二十二 1 3 -2 1 與古代近東律例的關係，見Wi 11 is, Elders of Ihe City, 193-

206 。

2 品而 > (恨惡、拋棄)也可以是離婚的專門術語(士十五2) >但考慮到申命

記習慣用 sillah (打發離開〔家門) )來指離婚(二十二 1 9 、凹， 二十四 l 、

3) > 因此這襄應把持村， 詞理解為拋棄妻子的背後動機。同樣的看法也見

於Press l er，的ews of Women ， 刃， n .4 。參Hugenberger， Marriage as a Convena俐，

5 1 -76 。

3 參Driver， Deuleronol1吵， 254 o N I V譯作“他排謗她 ， 將惡名加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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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而是妻子的清白。從這個角度來看 ， 第四階段所提及的指控應該是針

對妻子的不檢行為 ， 也就是她被丈夫誣告的內容(參第 1 7節)。

第五階段的陳詞進一步證賣了上述觀點 。 在第 14節下，摩西把丈夫的

信口胡吉寫成具體文字 ， 描述這人說出自私自利的話 。 指控的內容與這段

敘事文的開場白有所呼應 ， 丈夫聲稱自己娶了這

女人為妻 ， 但當圓房的時候，卻發現妻子並非處

那筆罰款不單為補

償女子的名譽損失，

也為了較復以色列國

中的義。

女 o 4 這個指控的證據雖然不在男方，但男方卻

有兩個方法可以證明指控屬實，惟兩者都與血有

關 。 如果女方在圓房之時不在經期之中 ，又或者

沒有在行房之後流血，貝1]男方就可以判定女方或

是有孕，或是早已失身他人。從女子的父親在第

17節所說的話可見，男方的指控正是後者 。 除了

說丈夫“恨"妻子之外，經文沒有再提及丈夫之

所以作出誣告的原因 。 這人以為可以藉著這場官司達成自己的願望 ， 而勝

訴的結果就是其妻子被石頭打死(參利二十10 ) 。

在第 15至 17節，摩西設想這場官司辜迴路轉 ， 原本向長老提出控訴

的丈夫竟然成了被告 。 因此，長老必須首先審問這位丈夫 。 文中展現出三

個意義重大的司法程序 。(一)審訊的地點就是有關人等所住之城的城門

口，可見犯姦淫不單是兩位成年人之間的自願行為 。 在宗族社會中，健全

的婚姻是社葦健康發展的基礎，宗族之間的關係靠著聯姻的方式建立 。 這

個男人的離婚呈請 ， 以及他所散怖的謠吉，都有可能導致社區分裂，因此

城中的長老必須以親族成員的身分介入其中 。

(二)被告人的父母要啟動司法程序，為女兒洗擦污名 。 他們的動機

或許是維護家族的聲譽 5 但這個案例也涉及男性要維護女性的尊嚴 。 由

4 B' lû l Îm ( 處子之身)一詞派生自 b' lû lâ (傳統上解作“處女 " ) ，也有人認

為這詞是指 “到了適婚年齡的少女 " 。見G . J. Wenha l11 ,“B' lûlãh ‘A G irl of 

Marriageable Age, '" VT 22 (1972) : 326-48 。針對Wenha l11的看法而作的論述 ， 見

Press l凹 ， View 01 Women, 25必 。

5 見A. Philip戶s， DelωE附70川'y(ιCBC;Cal11叫1甘1札向巾b趴1羽叮rid

同上 , “Ano昀0仗叫tl趴h唸附e叮r Look a瓜t Adu叫l什It加巴凹r巾.y，" j，♂'SOT2叩0 ( 1 9呢8 1η) : 6ι-7冗 P叭I 巴s鈞叫s叫l怕E剖r， V:仍iew 0/ Wo仙men叭, 
2泣2-2盯7 ; Willis, Elders o/ Ihe Ci紗， 224-25 。

631 申二十三的。 圈

於有丈夫污蠣自 己妻子的名聲，所以也須以司法手段作出干預。這位丈夫

不但沒有盡上照顧妻子的責任，更與妻子為敵 。

(三)為了判斷案件的真相如何，在早前的案例中 ，經文都要求證人

出面作供(十-1:::6 - 7 ' 十九 15 ) ，而在當前的案件中 ，則有物證呈上 。 6 第

1 4節“處女的憑據" 語意義不明，惟第17節有“衣袍"一詞，或可略作

澄清 。 這詞通常是指外衣 7 但這稟應該是指新婚之夜所穿的衣服，或者

是鋪淋的布 ， 這樣才能夠作為新娘破身的憑據 。 8 或許這女子早已把它存

放在嫁妝箱之內，以紀念初為人婦的那 夜 ， 以及作自己以處于之身入門

的憑證' 為防萬一有人對此置疑 。 在這時刻，她就把這個證據交給自己的

父親， 以作婚前清白的物證 。

女子父親的陳詞( 16下-1 7節) ，與男方指控妻子的話 ( 1 3-14節)大

致類同，只是把矛頭掉過來，指控男方不忠實 。 這個丈夫惡意拋棄妻子 ，

並在社區中散播不賣的謠吉，誣蔑妻子行為不檢 。 父親首先一字不漏地複

述女婿的話 ， 再把那衣袍展開在長老的面前，並宣告 “這些就是我女兒

是處女的證據 。 "

根據第 18至19節，這染血的衣袍壓倒了那奸詐的丈夫的口頭指控 。 面

對這物證及女子父親的證詞 ， 長老必須作出斷然的處置 。 他們要對這位丈

夫行答刑 (NIV及 《新漢語》 作“懲治" ) ，並罰他一百塊銀子，交給岳

丈作污蠣其女兒名聲的補償 9 最後更命令這位丈夫終身不得和妻子離婚

( 1 9節) 。 現代讀者或會覺得最後的 項條款無理，但這個要求的目標卻

是為了使夫婦關係復和 。 這個問題既然在公開的審判處所得到解決 ， 那麼

整個社章就等如作了保證人 ， 要監督丈夫好好對待妻子 。

那筆罰款不單為補償女子的名譽損失 ， 也為7恢復以色列國中的義 。

第 1 9節的結尾從句令人感到詰異，它指出性罪行的受害者不單是個人，也

6 參其他以具體物件作證據的案例，包括 創三十八25 ( 印章 、帶子 、 杖) ; 出

三十二日 ( 12 ) (牲畜的屍骸) 。創三十-1::: 31 -33 (染血的長袍) ; 撒上二十六

16 (長矛和水罐)

7 申二十四 10-1 3和出二十二26-27 ( 25-26 ) 顯示它也可作睡覺之用 。

8 時至今日 ，在地中海 ( M edi terran ea川 利亞拉伯地區 ，人們還會保留圓房之時

所用的林鋪 ， 以作貞濃的證據。

9 從第29節可見 ， 這罰款是污辟了處女所付的五十塊銀子的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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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整個社區。這個解決方法認真地考慮到社辜的健康，明白原初的指控

不但使那名女子承擔了罪責，甚至整個社區都因而承擔了罪責。審判所必

須維護這個女子的好名聲 ， 更要為全體以色列國民維持正義。

反訴案件 (20-21節) 摩西繼續就這個處境作出指示，陳明如果丈

夫的指控屬實 ，那麼審判所要怎樣判決 。這次的描述比上文更為簡約，首

先總括地陳述相反的調查結果 ( 20節) ，接著就是判刑 (2 1節)。前者簡

單地指出丈夫所吉有據，妻于的確不是清白之身，無法提出自己本是處女

的憑證。既然女方未能出示那染血的衣袍，那麼控辯雙方自然就要易位。

經文的焦點不再是丈夫有沒有散播謠盲，而是女方的罪責。行涅的刑罰極

重，那女子會被帶到父親的家門口，羞愧地被石頭打死。 1。在這個地點行

刑，是因為她還在娘家的時候就行了淫亂。 11 這個刑罰意味女子的父親及

全家都要蒙羞，因為從這家出門的女子並非完璧。 1 2

以色列的女子嫁人後，通常都住在男方家中。由此觀之，摩西要求

“她本城的人"行刑 ， 而不是要男方所住城鎮的居民行刑，意義就更為重

大。這個要求迫使肇事城鎮的居民切實地面對這個罪行。第2 1節的動機從

旬及結尾的除掉惡行公式詣，兩者都進一步證賣了上述推論。這些語句突

顯出性罪行的可惡 ， 同時又強調整個社章所受的影響，並且宣示摩西的首

要關注，就是要在上主面前維繫一個聖潔的軍體。淫亂行為等如藐視聖

約，葦體中如有淫亂之徒，必須斷然把他剪除。年輕男女必須為將來的配

偶而保持身體純潭。

處理淫亂行為時持守義(二十二22-30 (二十三1))

這一輪指示教導百姓如何在性關係中追求義。經文首先列舉三個和淫

亂行為有闊的虛構處境 (22-29節) ，最後再加上一句直截了當的命令，禁

止人與繼母同寢(二十二3 0 (二十三 1 ]) 。那三個處境明顯是有次序的，

10 論及恥傳在古以色列律法中的角色，見y. 1-1. Matthews , “ Honor and Shame in 

Gender-Related Lega l Sitllations in the Hebrew Bible," in Gender and Law in the 

Hebrew B泊的 (ed. Y. H. Matthews et a l. , JSOTSllp; Sheffie ld: Sheffield Academic, 

1 998)， 237 -42 。

11 經夕|、文獻也有記錄在犯罪地點行刑的事例，見CH S2 1 。

1 2 參A. Phillil兒，“Another Look at Adll ltery," JSOT 20 ( 198 1): 1 0 。

633 申二十二的。 圈

關鍵在於女方的婚姻狀況 與已婚的女人行淫 ( 22節) ，與已經許配了人

的處女行淫 ( 23-27節) ，以及與還沒有許配人的處女行淫 ( 28-29節)。

與已婚的女人行涅 ( 22節) 開端語作“要是發現有人"表明這事

並非流吉， 而是當場發現的淫行 有人與別人的妻子同寢。這開端語雖然

景焦於男方，但從下文的罰則可知，這是雙方同意的姦惰 。摩西沒有提及

判處兩人死刑的司法細節，也未曾描述執行刑罰的過程。然而，這個段落

被置於第15至22節及第23至24節之間 ， 或者可以由此推測 ， 發現姦惰的人

會通知城中的長老，並在公開審訊中指證二人，然後二人就會在眾人面前

被石頭打死。既然性罪行會破壞社會的結構，也是冒犯上主，因此必須根

據聖約之義的原則，從以色列中除掉這惡 ， 而方法就是剪除這些傷風敗俗

的分子。

與已經許配了人的處女行種 ( 23-27節) 這個段落的指示較為複

雜。正如第 13至2 1節 樣(參十九1-1 3) ， 這個段落也可以分作兩部分，

首部分是主體案例 ( 23-24節) ， 決部分則是這個案例的反訴案件 ( 25-

27) 。兩部分的罰則不間，關鍵在於事發的地點。兩部分又同樣涉及某

男子過見 名少女，並與她發生性行為。文中對這名少女有三個稱呼 ， 分

別是“女孩(少女) " 、 1 3 “處女" 1 4 和“已經許配了人〔的女孩) " 

後兩者表明這個段落與上文有別，因為之前的案例涉及的女子是“已婚女

人" ( 22節)。在今天的西方社會 ，訂婚的意思只是公開地表示願意與對

方結合，但在古代世界， “許配"卻是有法律效力的契約。因此，第24節

也稱這名女子為“鄰舍的妻子"。

這個主體案例 ( 23 -24節)所涉及的涅行在城中發生 。城中的居民都

是比鄰而居，家家可以相望。既然沒有人聽到這個女人呼喊 ， 那麼就可以

推斷她並沒有求救，也意味這個罪行是雙方自願的。因此，兩人都要被帶

到城門口，並用石頭把他們打死。雖然男女雙方都要被處死，但他們受刑

的原因卻各有不同。女人受刑是因為沒有呼喊，男人受刑則是因為污痔

13 在早前的經文中(二十二 15 、 16 、 1 9 、 20 、 2 J ) ，這個詞語用來指已婚的女

人 。
14 有關這詞的意思，見二十二 15的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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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5 鄰舍的妻子 ， 並因此而冒犯了鄰舍的尊嚴。然而，正如早前的案例一

樣 ， 行涅不但是兩位成年人之間私下犯的罪，也侵害到整個國族的健全。

因此，從義的角度出發，必須把兩人處死 ， 以肅清國中的罪惡。

至於案例的反訴案件 (25 -27節) ，則聚焦於女當事人的受害者身分。

那個虛構的情節在野外發生，在那境地 ， 儘管她放聲喊叫 ， 也不會有就近

的人聽到。因此，她就可以憑這個合理的疑點兔罪，而男當事人則罪名成

立。在渺無人煙的田野，這個男人遇上了那名少女 ( 27節) ，抓住她與她

親近。摩西把這個男人對那名少女所做的事比作謀殺(參十九11-13 ) ，並

宣告要對男方執行死刑，但女方卻不須受罰，因為她被看作是無辜的。

與建設有許配人的處女行謹 (28-29節) 在摩西指及行涅的規例之

中 ， 這個部分與早前所頒怖的律法最為相近 ， 尤其是出埃及記二十二章 16

至17 ( 15-16 J 節。兩個例子都涉及 男一女 ， 而女方都是還沒有許配人

的處女 1 6 只是本段經文所述的情節較為暴力而已。出埃及記二十二章16

( 15 J 節指男方所做的是引誘女方，而本段經文則設想男方抓住女方 ， 與

她“親近"並在事發之時給人逮個正著。在這段經文中， 所有規定都只

針對男方。因為他已毀掉對方的處子之身，令她降格，所以必須給這女子

的父親五十塊銀子。與申命記二十二章 19節的銀子不間，這五十塊並非罰

款，而是聘禮，因為父親收7聘金就要讓女兒過門。這段婚盟永不可廢，

男方必須與這個女子廝守終生(參 19節)。
表面看來 ， 這個規定有違申命記的倫理軌跡。總括而吉，申命記的指

示都比早前的律例更具人道色彩 ， 但這一項規定卻比出埃及記二十二章 16

至 17 ( 15 - 16 J 節更見僵化。這個男人污罵了這處女，所以必須付上五十塊
銀子給她的父親做聘金 ， 好娶她為妻。從女子的角度來看，她不但被人傷

害污傳 ， 還要被迫作這人的妻子，實在是雪上加霜。可是，如果我們把動

詞 vlnãtan 譯作情態 ( moda1 ) 語氣 ， 也就是“他可以付出 " 而不是命令

的 這個行為明顯是雙方自願的，因此進一步證明在司法處境下，這個詞並沒有
1益姦"的意思，而是解作污厚、使之降格、貶抑(參van Wold巴，“Does 'innå 

Denote Rape?" 528-44 ) 。
16 比照第23 、 25和27節。這三節經文所指的都是“己許配了人"的女子。這個段

落中的女子既然還沒有許配人，也就是說她的父親沒有收過別人的聘禮。進一
步的論述見D . H . We i叫“A Note on 神喻 的 lili t{ ， " JBL 8 1 (1982) 的-69 。

635 阿三13-30 竭

句“他要付出 " (NIV “he shall pay " ) ，貝1]經文的調子就大為不同 。如

果女子的父親收這聘金 ， 並願意這男子作他的女婿，那麼這男子就必須履

行婚約，因為婚姻與性行為是不可分割的。 1 7

尊重父親的房韓(二十二30 (二十三1) ) 這個倫理片段與前文的

宗旨相同 ，都關注到健全的性觀念。然而 ， 這里斬釘截鐵的文風，卻又

與前文的案例形式大相逕庭。 1 8 早在利未記十八章8節，上主就已經頒令

禁止人與父親的妻子行淫， 而這節經文的開端從

旬則直截7當地禁止人娶父親的妻子為妻。這里

的情節應該不涉及與親母亂倫(參利十八7 )

而是以多妻家庭為大前題(創三十五22 :撒下十

六2 1-23 ) 0 1 9 在古代的社會，女孩往往很早結

婚 2。有見及此，摩西或許是想到有人會被父

親的前妻吸引 ，而她則是自 由之身 ， 可能是己離

婚，又或者父親已經過身。

NIV把第二句從旬意譯作“他不可站污父親

的林" (he must not dishonor his father's bed ) 

舊約聖經所提供的
答案，並不是取締造

種家庭結構﹒.. . ..舊約

聖經的答案是呼籲領

導層更新改變 。

表達出摩西頒佈這個禁令的原因。這句慣用語(字面上的意思是“遮蓋父

親的角落" )所指的可能是遮蔽父親性器官的衣物(參第 12節) ， 但在這

里卻帶有性方面的弦外之音。如果說 ， 展開自己的衣服蓋著女子，代表為

她蔽體，也就是娶她為妻的意思(得三9 : 結十六8 ) ， 那麼掀開男人的衣

物，則是象徵把他所遮蓋的女子展露出來。利未記十八章8節指出，與繼

母發生性關係 ， 就是站傳了父親的婚姻。 2 1

17 亞述的法典也有類似的文字 ， 見Middl e Assy rian La ws 約55- 5 6 ( Roth , La w 

Collect仰叭 174-75 )

18 根據希伯來文聖經，這個命令與禁止各類人物進入上主的會的律例大有關連。

19 Wright, God 's People in God 's Land, 208-9; A. Phillips,“Uncovering the Father可

Skirt," VT 30 (J 980): 38-43 。

20 根據M. T. Roth (“Age at Marriage and the J-Iousehold: A Study of Neo-Babylonian 

and Neo-Assyrian Forms," in Comparati ve Sludies in Society and Hislofy 29 [1987] 

7 15-47 ) 的說法，女子往往在少年時代的中至後期成婚，而男子則在3 0歲上

下。

2 1 參W. Dommershausen ， 可lJ kãnãf斤， TDOT, 7: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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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閉眼則

聖經錯事文中的性關係 這稟提及的性罪行雖然都是男性作主

動的 ， 但有關指示卻展現出對兩性一視同仁的態度 ， 實在令人

膛目。就女性而吉，自願的婚前性行為的罰則是死刑 (22-24

節) ，而不自願的性行為則須以結婚了事 ( 28-29節)。對男性而言，罰則

也是一樣 ， 死刑及繳付聘金並迎娶對方。如果女子被人強姦'自然無需負

上罪負 ( 22-27節) ，但以色列人卻絕不能容忍未嫁的女子有林第之私 。 22

聖經不但禁止娟妓 23 舊的聖經的敘事文更高調地譴責召妓的男性，顯示

未婚男子也同樣不可有林第之私。

各種各樣的性罪行，在舊約聖經的敘事文中屢見不鮮。如果我們讀到

示會1] (創三十四2) 或她瑪(創三十八14-19 ) 等迦南人物有不道德行為，

或許會見怪不怪，但如果聖約于民違反神所啟示的旨意，去做同樣的事 ，

那麼他們的罪責就比沒有律法書的民族更大。 24 當然，堅守道德規範，在

引誘面前坐懷不亂的男子，聖經的敘事文也有記載(創三十九9) ， 25 但

對於以色列人的道德缺失，不論是民族英雄，還是家中親屬，聖經作者也

絕無隱諱 雅各的長子及當然承繼人呂便亂倫(會1]三十五22) 以利兩

子，非尼哈和何弗尼與上來敬拜的女子行淫(撒上二22 ) 大衛納部下的

妻子作情婦(撒下十 1-27 ) 暗蠍強姦親妹(撒下十三1-19) 。隨著猶大

國和以色列國日漸衰亡，淫亂也成7最為囂張的罪行，足證南北兩國都違

背了聖的。 26

這個問題也並未止於舊約聖經。耶穌指出，違反性倫理不單是外在行

為的問題，它的根源其實種於心和腦中(太五27' 十五 19 ; 可-1:::2 1 )。耶

22 進步的論述見A. Berlin,“Sex and the Single Girl in De uteronomy 泣" ìn 

Mishneh Todah ， 的-1 1 2 。

23 利十九訝。二十一7 、 J4 ;申二十三 1 7 ( 1 8) 。

24 參結五5-9 '十六48-52 。猶大也承認她瑪比自己更理直(台IJ三十/\26) 。
25 留意約瑟對j皮提乏妻子的答話(創三十九9) “我怎麼可以做這大惡得罪神

呢 7 .. 

26 北國亡於公元前8世紀，論及亡國之前的涅亂風氣 ， 見何二2 (4) ，四2 、

1 3- 14 。猶大國亡於公元前7至6世紀，其淫亂之風則見於耶三9' 五7 ' -\:::9 ' 

二十三 J4 '二十九23 ;結十六沛，二十三37 、的 。舊約聖經也以行涅象徵以色
列敬拜其他神明，以其他神明代替自己丈夫一一上主一一的位置。

637 申二十二13-30 圈

穌又嚴詞命令人不可休妻再娶，因為這樣就變相成了行涅(太五32 '十九

9; 可十 11-12 ; 路十六 18)。他更以先知的口吻斥責當時的人，說他們邪

惡淫亂(太十二39 '十六4; 可/\38 ) 。新約聖經的書信27 及啟示錄28 都

多番指責行淫和不道德行為，既反映出社會上淫行泛濫，也突顯了教會也

有這個嚴重的問題 。

當代廳間

性別間越 這個段落提到的性罪行帶引出兩方面的問題。最明

顯的是，它們破壞了最基本的人問制度，就是一男一女的婚

姻。婚外性行為，不但對自己的配偶不忠(瑪二 13-16 ) ，也

是對參與這不倫行為的另 方的配偶不忠(儘管對方還未結婚 ， 也是對這

人將來的配偶不忠)。神不但是所有契約的見證人 ， 他也要保證世人以忠

誠彼此相待。 29 凡有不道德行為 ， 都要向神作出交代。

這稟提到的性罪行也牽涉到性別關(系的問題。不少人把這些規定理解

為無可救藥的父權主義，它們最終的目的不過是維護男性的權力和尊嚴，

並不惜犧牲女性的權益。 3。可是，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平等主義無所不

在，與本段經文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有千年以上的隔閔。再者，從語源學的

角度而盲，父權主義只是“父親作頓導"的意思，但我們卻以誇張及諷刺

的角度解讀其意義。這種立場描繪出一幅圖畫 ， 就是高高在上、自私自利

的男性，只懂得維護男性的尊嚴，只想鞏固男性對家庭的控制權。這種理

解實在大有問題。

誠然 ，希伯來文桶一個獨立的家庭單元為 bêt 'âb (父家) ，反映出以

色列社會是由男性主導的，而家庭結構更是以父親為首。與大部分古代近

27 羅十三 1 3 ;林前五 l 、 9-11 '六9 、 1 3 、 1 8 '才三2' 十8 ; 林後十二2 1 ;加五 1 9 ; 

弗五3 、 5 ;西三5 ;帖前四3 ;提前 10 ;來十三4 ; 雅四4 。彼後二 14 ;猶一

7 。

28 啟二 1 4 、 20-22 '九叭，十四 8 '十 -\:::2 、 4' 十八3 、 9 '十九2 .二十一 8 . 

二十二的 。

29 饒二 1 7稱婚姻為“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約 .. (<新普及} ) 

30 Ca ro ly n Press l凹的釋經研究固然功不可沒，但她認為這些律例強調妻子是丈

夫的產業，旨在保障男性的權益。這種看法卻有點吉過其寬(的ew 0/ WO ll7 en , 

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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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文化 樣，以色列也是由父系家族組成(某人是否家族的一分子 ， 是由

父系的血源所定) ， 3 1 女性婚後會加入男方的宗族，而家庭的領導人就是

父親。 32

古以色列敘事文所展示

的父權主義家庭結構

古以色列理想中的

父權軸心家庭結構

家族中的異代成員

男性應負責任地承擔管理的角色，照顧那些在他們以下的人。然而，

舊約聖經的敘事文經常揭露父權主義的問題，描述父權如何轉眼就腐化，

變成利己虐他的行為。 33 舊約聖經(在這個問題上 ， 新約聖經的立場也是一

31 見創五、十、三十六，等等的家譜。

32 有關的論述見R. Pata i, Fam句" Love and the Bible (London: Macgibbon & K巴巴，

J 960), 1 7- 1 8 。
33 釋經家正確地指出不少父親都有濫權的行為 1 包括 亞伯拉罕為避禍而認妻子

撒拉為妹(含1]十二 10-20 ) ;羅得提出把兩個女兒交到所多瑪的暴民手中(創
十九8) ;耶弗他獻女兒為祭(士十 34-40 ) ;以色列的長老授權便雅憫支派

剩下的戰士揚走在節期中出來跳舞的女子(士二十一 1 9-24 ) ;大衛與拔示巴
行淫，又殺害她的丈夫(}散下十一 1 -27 ) ;暗嫩污博同父異母的妹妹她瑪(撒

下十三 1 - 1 9)。這些只是聖經所記的一少部分例子。 P. Tri ble對這些費解的文

字有一番精彩的論述，見7卸的 01 Terror: LiterCII)l Fe ll7 inist Readings 01 Biblical 

Na川 at凹的 (OB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 984) 。

639 申二十三叮 囑

樣)所提供的答案，並不是取締造種家庭結構，代之以某種平等主義 ，藉此

中和兩性之間的分別，並讓大家肩負相同的角色。舊約聖經的答案是呼籲領

導層更新改變。在父權主義之下 ，領導層就是受關注的焦點 ，這樣自然容易

引致男性專權，為自己的利益和尊嚴而奴役家屬。 可惜，會IJ世記三章16節的

預言果然應驗，出現了這令人痛心的現實 “他卻要管轄你 1 " 

不論是哪個層次的領導人，都會出現上述問題。只他們不但沒有為社

軍謀幸福，更令社量的利益受損。申命記所提倡的卻是父權軸心主義，其

運作模式與上述父權主義剛剛相反。這個模式沒有否認傳統的家庭結構，

家庭畢竟是 b針 ，“ 。然而，這個理想模式的焦點，卻是在於父親照顧家庭

的責任(而不是權力) ，他更要把別人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

雖然經文沒有忽略女性所犯的罪 (20-21 、 22 、 23 - 24節 ) ，但其主旨

卻是防範那些令人髮指的男性暴虐行為，包括 為了拋棄妻子而話毀她的

名節 ( 13-19節)與已經許配人的女子行涅 ( 23-24節)站污已經許配

人的女子 ( 25-27節)站污處女 ( 28 】29節)以及敗壞父親的名聲，站

污自己的繼母(二十二30 (二十三 1 ]) 。整部申命記都依循這一道倫理軌跡

發展。必

社華 、家庭及性別的高尚價值 這段經文所設想的情節或許常見，但

卻絕不正常，更絕不可姑息。十誡標舉出聖的的準則，而 “ 申典記法典"

則再作詳細的闡釋。兩者都呼籲在“父家 " (bêt 'âb ) 作 “父親 " ('âb ) 

的，要保護和照料自己的家庭成員。男性的身體比女性強壯 ， 因此經常展

現出剝削和欺凌女性的傾向，估彿女性是男性家中的財物，就如牛羊之

類。 在嘗試辨認和重建聖經倫理的同時，今天的信徒也要留意經文所展示

的理想圖畫，不要只著眼於昔日的模式。申命記展開 7一段榮美的福音 ，

當中涉及男女關係的倫理軌跡 直延伸，並歸結於以弗所書五章25至33

節

34 因此 ， 便有十-t 14-20的君王守則，有關論述見Block，“Th e Burden of Leader

ship," in How 1 Loνe 均的 Torah， OLORD'IJ8-39 。論及舊約聖經的領袖觀 ，見

Block， “Leadersh巾， Lead," NIDB, 3 : 620-26 。

3S 有關這個議題的初步論述，見B l ock，“ ‘ YO ll Sha ll Not Covet YO llr Ne ighbor 's 

Wife,'" in The Gospel Accordi月'g /0 Moses, 137-68 ;至於這個議題的全面剖釋 ，

見Josberger，“Between R lI le and Responsibili 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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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就去口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好用水洗 j條 、 藉著道來潔淨教會，使教會成聖，好獻給自

己，作提耀的教會，是沒有污點 、 皺紋或這類缺憾的，而是聖

潔 、 沒有瑕疵的。照樣，丈夫也應該愛自己的妻子 ， 好像愛自己

的身體一樣，愛自己的妻子，就是愛自己了。事實上，從來沒有

人憎惡自己的身體，反而是好好滋養、愛護它，就去口基督對待教

會一樣，因為我們是他身體的肢體。“為此，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結合，兩個人成為一體。"這是個大奧秘一一但我是指著基

督和教會說的。無論如何，你們每一個人都要愛自己的妻子，好

像愛自己一樣，妻子也要敬重丈夫。

640 

如果我們以這種標準的父權軸心主義作為立足點，就可以持平地解讀

申命記二十二章 13至30 (二十三 1 )節。申命記第二十二章反映出社奎、

家庭及性別的高尚價值，否定7現代西方社會在

摩西倒在這襄教導

現代讀者 ， 性是神聖

的 ， 我們必須盡一切

努力維護婚姻的純

潔。

這些範疇上的取向。今天的西方文化有 種傾

向，就是從個人主義的角度看人類，認為人是獨

立自足的，而性行為則是純粹的私事 ， 性罪行也

跟他人無涉 。“摩西卻在這里教導現代讀者，

性是神聖的 ， 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維護婚姻的純

漫。如果這方面有所變質，最終必會害致整個家

庭的瓦解。在今天的社會，教會會友的離婚率竟

然與教會以外的離婚率一樣高，基督徒實在要特

別留意摩西的呼顯，守護婚姻這個機制。

且不論摩西(及上主)要處決通姦者的命令有多長的有效期一一相

信絕少人會認同這些命令適用於今天一一這些文字都在提醒我們，性罪

行在神眼中是極可惡的。如果教會一直從世俗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那麼

36 犯姦涅在以色列文化中的軍體意義，與古美素不達米亞的觀念、形成強烈對比。

J. J. Finkelstein (“Sex 0倪nses in SUll1erian Laws," JAOS 86 [1996]:372) 指出 ，
在後者的觀念中，犯姦涅到底不過是侵擾了一位丈夫的管轄範圈，因此這事是
輕是重 ， 也完全憑這位丈夫的看法而定，在宜際的處境中 ， 往往都是從輕而論

的。

641 二十三13-3。 國

教會在其他公義及倫理的範疇上所發的聲音 ， 也會被看作是偽君子的空洞

言詞。耶穌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 ， 與摩西的教導完全一致。他曾說 : “ 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太十九6: 可十9 ) 。這句話不蕾是干預別人婚姻

之徒的大詛咒。保羅也曾作出警告，其嚴厲處與摩西的教導不遑多讓 :

難道你們不知道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

論是淫亂的 ，是拜偶像的 ，是通姦的，作嬰童的 ，是同性戀的，

是偷竊的，是貪婪的，是勸酒的，是辱罵人的，是搶掠的，都不

能承受神的圓。你們有些人從前也是這樣，但如今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靠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了，聖潔了，稱義了。(林前

六9- 11 ) 

在申命記二十二章 13至30節面前，現代讀者可以選擇的回應主要有

- 是把這些經文看作是舊時代的文化化石 ， 與讀者今天的處境絕無關

係;一是嘗試弄清其永恆價值 ， 並找出實踐這些價值的現代途徑。我們選

擇後者。



申二十三午14 (2-15) I 

新漢語譯車

土主的聖會

1 “軍丸受損或生瘟器被閹割的 3

不可進入上主的大會 。

2 “私生子不可進入上主的大會，

連他第十代的後人也不可進入上主

的大會。

3 日亞們人和摩押人不可進入

上主的大會 3 連他們第十代的後人

也不可進入上主的大會 3 直到永

遠 。 4這是因為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時

候 3 他們沒有在路上用餅和水迎接

你們 3 又從美索不達米亞的 問tt奪雇

用比現的見于巴蘭來對付你 ，詛咒
你。 5上主你的神不願聽從巴蘭 〉 上

主你的神為你將那詛咒轉為祝福 3

因為上主你的神愛你。

6 “在你所有的日子裹， 你不可

為他們謀求平安和好處 3 直到永遠 。

7 “不可憎惡以東人 3 因為他是

你的兄弟 。 不可憎惡埃及人，因為
你曾經在他們的地上是寄居者 。 B他

們生的第三代子孫可以進入上主的

大會。

軍體的共處

9 “要是你出營去和你的仇敵打

仗 3 你要自 己謹慎遠離一切惡事。

1。“要是在你中間有人因為夜間

個告車

主主的聖會

1 “凡外腎受傷的，或被閹割

的，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2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他的子彈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

華的會。

3 “亞們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

和華的舍，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

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4因為你

們出埃及的時候，他們沒有拿食物

和水在路上迎接你們 ， 又因他們雇

了美索不達米亞的眺奪人比碎的兒

子巴蘭來咒詛你們。 5然而耶和華

你的神不肯聽從巴蘭，卻使那咒詛

的言語變為祝福的話，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愛你。

6 “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們的

平安和他們的利益。

7 “不可憎惡以東人，因為他是

你的弟兄 ， 不可憎惡埃及人 ，因為

你在他的地上作過寄居的。 B他們

第三代子孫可以入耶和華的會 。

軍體的共處

9 “你出兵攻打仇敵，就要遠避

諸惡。

10 “你們中間若有人夜間偶然

由於希伯來文聖經以第二十二章最後 節為第二十三章 l 節 ， 因此本章的節碼

比一般中、英文聖經例高一號 。 為方便起見，本註釋書所用的節碼一概依據

中、英文聖經 ( <新漢語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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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偶然夢遺而成為不潔的 3 他要 出 去

到營外，不可進入營內) 11傍晚時 3

他要用水洗身 3 日落了〉才可以回

到營中 。

12 “你要在營外找個旁邊的地

方，出去那稟解于。 13還要在你的

器具中備一把鏟子，你蹲下解手之
後 3 要用它拉坑，並把土鏟回 3 將

穢物埋起來。 14因為上主你的神在

你的營中行走 3 要拯救你，將你的

仇敵交在你面前 3 所以你的營要聖

潔。否則 3 他見到在你們中間有污

穢之物，就轉身離開你了。"

種文臨章

644 

祖告車

夢遭不潔淨，就要出到營外，不可

入管。 11到傍晚的時候，他要用水

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營。

12 “你在營外也該定出一個地

方作為便所。 13在你器械之中當預

備一把告說，你出管外便溺以後，用

以鏟土，轉身掩蓋。"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常在你營中行走，要救護

你，將仇敵交給你，所以你的營理

當聖潔，免得他見你那襄有污穢，

就離開你。

摩西懷著牧者的心腸，在第二十三章就看不同的題目作出訓

示。這一章的模式和第二十一及二十二章相同，只是提及神學

或說理的文字甚少。這個段落雖然有多個議題，但卻宗旨相

同，就是呼顯百姓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中彰顯“義，惟獨義"的原則(見

十六20) 。

在上主的大會中彰顯義(二十三小8)

“上主的大會 " (qehal yh叫1)一語在第 1至8節共出現六次。由此可

見，摩西最關注的正是聚會重眾的聖潔。所謂“上主的大會"就是到上

主面前聚集的人，而他們聚集的目的是聆聽上主說話。早前的經文強調 ，

要容納不同人士參與敬拜(十二7 、 12 .十六 11 、 14 ) .但摩西在這稟卻

把參與敬拜的限制提高。這個段落可以分作兩個部分，篇幅長短不等，分

別是第 l至6節和第7至8節。第一部分設下藩籬，限制人進入“上主的大

會"而第二部分卻給外族人打開大門。

645 申二十三1抖〔川 竭

雄護主主的大會的聖潔( 1-6節) 為了維護社室的聖潔，摩西限制

三類人物進入上主的大會。第 類被排除在外的就是閹人。閹割的手段不

外兩端， 是毀損罣丸 2 一是以手術割除。 3 這項禁令使人聯想到早前的

律例，包括禁止用有殘疾的動物作祭牲 (十五21) .以及不可讓有殘疾的

人擔當祭司的職分(菲1]二十一 17-23 ) 。不論是天生有缺陷 、意外受傷，

還是被迫閹割 ，全都在禁止之手1] 0 摩西沒有說明性器官殘障者不得進大會

的原因。在古時，凡戰俘、奴隸、 4 犯姦涅或親男色的人，往往都會被閹

割 5 但上述禁令卻似乎是針對異教風俗而設。異教信徒往往有自閹的行

為，目的可能是為了修苦行，也可能是要模仿自己所拜的神明。 6 經文只

針對男性 ，反映出以色列祭司職分的特色，就是只讓男性參與。 7

摩西在第二個類別中用了 個罕見的詞 mamzër ( 2節上; NIV “從不

法婚姻而生的" [one born of a forbidden marriage ) ; {新漢語)“私生

子" )。我們不知道這詞的語源是甚麼，但如果順著一直以來的經文脈絡

理解，這些私生子有可能是妓女所生的，而這些妓女則住在異教風行的

地區(參 17-18節) 。這個看法還有兩項證據 :第一，摩西早前吩咐百姓

拒絕不正當的敬拜模式(十二30-31 )第二，經文提到“第十代" ( 2節

下) .而亞們人和摩押人 ( 3節下)也是連“第十代 " 都不可進入上主的

大會。此外， 由於以色列人相信亞們人和摩押人的祖先都是從亂倫而生的

2 美蒙不達米亞的閹割方法是這樣的 凡被選作“太監"的男孩，在他們將

到青春期的時候，就會毀損他們的罣丸。見K. Deller,“The Assyrian E unu chs 

and Their Predecessor丸" in P川的ts and O.ffìci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 K. 

Watana恤;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C. Wint凹 ， 1999) ， 3的 。

3 這個短語是指割除男性的生殖器。這個手術比毀損或割除墨丸更進 步 ，目 的

似乎是要改變對方的性別。見Erra aod lshum , 4.55-56 '英譯見S. Dall句， COS, 
1:113(p.413) 。某些學者的取態比較慎重 ，甚至不願稱這些人物為“太監" 。

參CAD， A/2:341-42 (s . v. , assinnu) and CAD, K: 557-9 (s . v., kurgarrû) 。

4 參Herodo仇IS ， Hisfories 6.32 。

5 MAL SS 15 , 20 

6 見S . Ribichir口，“Eshmul丸" DDD , 307-8 。在亞述 ，閹人雖然不可作祭司，但他

們卻不時以音樂家或歌唱家的身分參與宗教禮儀。例 Deller,‘'The Assyrian 

Eunuchs," 303 。

7 參P.8ird，“The Place ofWomen in the Jsraelite Cultus," in Ancienf lsraelite Religion 

Essays in Honor of Fra欣 Moore Cross (ed. P. D. Miller et 仗;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7)， 397-419 。



阻撓神為以色列人定下的計劃'因此以色列人不應與他們和睦，也不可

為他們求福。所謂建立“友誼之約 " (NIV語 “ Treaty of friendship" ; 

《新漢語} :“不可為他們謀求平安和好處" ) , 

意思就是兩國訂立一般性的盟約，互相向對方表

達善意。經文的意思應該是禁止以色列人與亞們

人和摩押人建立任何盟約。 1 2

為主主的大會敞開大門 (7-8節) 第 l 至

6節把特定類別的人揖絕於上主的大會之外，但

第7節則為外來人敞開大門。摩西的話讓人眼前

一亮﹒ “不可憎惡以東人/埃及人 " 。摩西要百姓

以較為寬容的態度對待以東人 ， 因為他們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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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十九37-38 ) ，因此 mamzër 一詞也可能指從亂倫而生的子女(利十八

嚴禁亂倫)又或者推而廣之 ， 指及一切因不正當關係而生的子女(申二

十二13-29 ) 。從上述關係而生的人，連“第十代"也不可進入上主的會。

第3節更澄清所謂“第十代"其實是指 “ 永遠" 0 8 可是 ，子女又怎能過

問母親在甚麼處境之下受孕呢?憑這一點就把他們攝絕於聖會之外，似乎

也過於不近人情。然而，以色列是屬神的聖民 ， 受聖約之義所規範。這些

子女既是從神所憎惡的關係而生，如果容許他們進入上主的大會，就是違

反了聖的之義。 9
經文又說，亞們人和摩押人永遠不可進入 “上主的大會 " ( 3 - 6節) 0 1 。

這項禁令讓人感到十分詰異，因為第7節又吩咐百姓以和睦的態度對待以

東人。既然亞們人和摩押人是因亂倫而生的(創十九30-38 ) ， 那麼摩西

大可以把禁令建基於這 點 ，但他卻沒有這樣做。摩西指出禁令的基礎有

二 ， 是他們沒有用餅和水在出埃及的路上迎接以色列人，二是他們雇用

7 巴蘭詛咒以色列。 11 申命記二十三章5節是一句插敘，目的是提醒以色

列人，上主曾禁止巴蘭詛咒他們，又命令巴蘭把原本的詛咒改為祝福 ，

而祝福的內容更 次比 次豐盛(民二十三7-10 、 18-24 '二十四 3 -9 、

15-19 )。上主的作為不但使摩押人巴勒的圖課功虧一簣，更是以色列人得

存活的原因。這段插敘就是要百姓懂得感恩。

第5節以 旬動機從句作結 ， 再次點明申命記全書的主題﹒ “因為

上主你的神愛你 " 。摩西在早前的經文指出，上主之所以揀選並從埃及

拯救以色列(四37 ' -1::: 8) ，以及大大地祝福他們( -1::: \2 ) ，正是因為

上主愛他們。這襄也同樣表明，因為上主愛以色列，所以他保護他們，

使仇敵無法以軍事力量或靈界力量傷害他們。 E們人和摩押人敵擋神 ，

申二十三叫 (2-1日 趨

根據這項規定，身

自
聖
重

兵
見
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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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的
，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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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效

狀
上
事

潔
須
軍

不
無
比
。

處
然
潔
要

色列人的近支親族(參創二十五 19-26 ;參申二

4-7) 0 1 3 經文要求以色列人與以東人和睦相處(相對於亞們人與摩押人而

言) ， 或許反映出上主對亞伯拉罕的後裔另眼相看(創二十-1:::39-40 '三十

以色列人曾經在埃及人手下大受壓迫 ， 但經文竟然邀請埃及人進入

上主的大會，實在讓人驚訝萬分。經文也陳明這個邀請的基礎，就是他

們曾經招待以色列人- “因為你曾經在他們的地上是寄居者。 " Gër (寄

居者) 詞，在這襄應該從正面的角度理解(參創二十六3 ) 。因為埃及

人曾經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招待以色列人，所以他們獲准進入上主的大會，

以作為某種回報 。 14 申命記二十三章8節乎1] 明以東人和埃及人進入大會的

12 這項禁令與士2類同，才二2禁止以色列人與迦南地的民族立約。亞闋的西

非亞 (Sefir e) 條約也有類似的元素 。見W. L. Mo ran,“N otes on the Trea ty 

Terminology of the Sefire Stelas," JNES 22 ( 1963) : 173-76; D. R . Hillers, '‘A Note 

on Some Treaty Termino logy in the Old Testament," BASOR 176 (J 964): 46-47 。

13 以色列人和以東人的親族關係，在舊約聖經是一個十分常見的主題。特別值得

留意的是，先知們曾預吉以東將要道禍，因為他們忽視這血源關(系，沒有在以

色列人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摩 11 ;俄 10-1 2 ; 參詩一三-t)

14 這段經文對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經歷描述得較為正面 1 有關論述見M. Coga n , 

“The Other Egypt: A Welcome Asylllm ," in 7卸的， Temples and Traditions: A Tribute 

to Menahem Haran (ed., M. Y. Fox et a l. ; Winona Lake， 則 E i senbralll嗨， 1996), 

65 -70 。

8 參Tigay， Deuteronomy, 21 1 。

9 申才三6' 十四 1 '二十六 19 。參Merrill ， Deutel酬。n月少， 3 0 8 。

10 Tigay (Dellteronomy, 2 11 ) 認為，所謂 “第十代就是由進入以色列地作 ger
(寄居者)的那一代家長算起的十代人。

11 正如民二十二5一樣，摩西稱呼這位先知的時候也提及他的名字(巴蘭) 、譜系

(比現的兒子)、家鄉(峨奪)、種族(亞蘭)和地區(納哈拉音 (Nah a raim ) 一一

兩河之間，所指的就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新漢語》把後兩項合拼譯

作 “美素不達米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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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文中所謂“第三代子孫"應該是指那些隨從以色列人出埃及，並

一同經過曠野流浪的人死去之後 ， 他們的子孫就可以進入上主的大會。當

然 ， 他們也必須像做虔的以色列人一樣，專一地信靠上主(參六4-5 ) ，並

依照聖約的規定生活。

在以色列軍營中持守義(二十三9-14)

申命記共有t段關於戰爭的文字，這是第六段 。 其餘六段的主題要不

是針對人道議題(二十4- 9 、 10-15 '二十一 10-14 '二十四 5 ) ，就是關於

環保議題(二十19-20 ) ，而本段經文則從神學和屬靈的角度論述現實的處

境 . 以色列大營在戰爭期間的純全潔淨 。 這段經文的結構清晰，共分三個

立日三二" ^ 
口 IJ .IJ 

主旨: I呼籲軍營保持純全海掙 (9節) 出埃及記十三章 18節和十四

章 19至20節雖然把離開埃及的全體百姓描繪為浩浩蕩蕩的大軍 ， 但在這里

“營" 詞，卻是單指上陣的士兵。他們一旦上陣對敵，就必須謹慎遠離

“一切惡事" (字面上的意思是 “ 切邪惡/有害的事物或處境" ) 。 這

個詞雖然可以代表敵方的軍事威脅 ， 但這稟所指的卻是軍營之內的惡事 ，

而且是屬靈上的惡事 。 以色列人必須保守自己，免得陷入靈性的危機 。

論述內容:保持純全潔掙的方法( 10-13節) 摩西沒有說明這些危

機是甚麼，只是吩咐士兵嚴守聖濛律例，以免陷入危機 。 利未記第十五章

也曾提及分泌物，目的是說明分泌物是使人不潔淨的主要原因 。 的但本段

經文所關注的卻是軍隊的福祉，因為他們將要參與的是上主的戰爭 。

摩西首先要處理的是夢遺( 10-11 節) 。 陣上兵員遠離妻室，或會夜

間遺精 ， 導致不潔 。 在這個情況下，他必須離開軍營，在營外待到傍晚 。

在黃昏的時候，他要用水洗身，日落之後才可以回到營中 。 根據這項規

定，身處不潔狀態的士兵自然無須上陣，可見聖潔比軍事效益更為重要 。

不濛本身具有無休止的破壞力，要斷絕其壞影響 ，就必須用水洗身 。 16 縱

的 有關的論述見Milgrom ， Levilicus 1-16, 903-1009 0 鑒於其他經文有較全面的指示

(利十五 卜刃， 民五 1-4 ) ， 因此這段經文所列的不潔狀況 ， 只是相關指示的舉

隅。

16 參J. Mi lgrolll , Levilicus 1-16, 967-74 ;同上 ， “F irst Day Ablll tions In Q lI lll ran ," 

in The Madrid Qumran Congress: Proceedings of Ihe fnternational Co呵ress on 

649 申二十三圳的-15) 國

然在兩軍交鋒的時刻，代表上主聖民出戰的軍兵也必須是聖凜的。

第 1 2至 13節轉而論述排便的問題。這不漫的源頭每天都會出現，但

律法書對排泄物的論述不多 。 1 7 本段經文把排便與夢遺等而論之，可見不

潔的源頭在人體之內，而不是因為糞便令人厭惡 。 當軍隊立營之後，他們

(應該是指揮官)就要在營外劃出特定的地方 1 8 讓士兵可以到那稟排

泄。 這些士兵也要自行攜帶器具 ， 以便將穢物埋起來 。 19

理論基礎 : 保持軍營聖潔的重要性 (14節) 第 14節的語氣和文風

都與前文不同 。 前文抽絲剝繭地陳明保持衛生的具體手續，這襄則旨在舖

陳神學原則 如果對排泄物和分泌物不加處理 ， 就會影響到上主的臨在 。

有人認為這是指上主隨同以色列人上陣 2。但“在你的營中行走"一語和

“ 為你們與仇敵爭戰" (二十4) 一語在意思上實在大有不同 。 21 經文又

指出上主臨在的原因 ， 就是“要盡救你，將你的仇敵交在你面前" 。 這句

話表達出保持聖潔的重要性 。 以色列得以戰勝仇敵，先決條件就是上主臨

在營中 。 這幾句話把上主描繪成大軍的元帥，他在營中巡視，如果發現自

己的軍隊不潔，就會離開他們，任由他們自行出征，靠自己的力量作戰 。

“污穢之物"一語，把上文所指的不漂淨情況推而廣之， 囊括了 切污穢

的事物﹒死屍、其他人體分泌物、不濛淨的動物等等 。

應用原則

進入上主的聖會 在後期的書卷中，有不少經文都曾經引用摩

西這段關於上主的聖會的呼籲 (1 -8節)。 在大衛建聖殿的公

告中，他就稱呼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民眾為“上主的大會"

Ihe Dead Sea Scrol此， Madrid 1-21 March, 1991 (ed. J. Trebolle Barrera and L. V 

Montaner; STDJ 11 ; Leiden: Brill , 1992)， 56 1 -70 。

17 以西結提到讓污穢的食物入口時 ， 他的態度是誠惶誠恐的 (結四 1 2- 15 )

18 正如民二 1 7 。 耶六3 ;結二十 19 ( 24 ) 一樣 ， 這句話的意思是把排便處的標

記或指示路牌豎立起來。

19 這個規例極為細緻明確 “你蹲下解手之後 ， 要用它挖坑 ， 並把土鏟田 ， 將穢

物埋起來。 "

20 Tigay, Deuteronomy, 2 14; Ne lson, Deuteronomy, 276 

2 1 參創三8 “上主神在園子襄來回走動撒下-t6 “我總是從 個地方遷到

另一個地方 ，把帳幕和聖幕當作我的居所 " (<新普及> ) 



團圓圓，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650 

(qehal yhwh ) ， 並呼籲他們要追求聖的之義 ， 方法就是遵守上主的誡命

(代上二十八8 ) 。在列王紀上十一章 l至2節，敘事人或許想到這段申命

記的律例，所以才把埃及 、 以東 、 西頓、赫人的女子歸類於摩押人和亞們

人之中， 指出她們不能進入上主的聖會 ， 藉此抑止異族通婚。

尼希米記十三章 l至3節也曾明確地引用申命記二十三章 l至5節。百姓

一聽到這段經文 ， 就把所有外族人趕出以色列，又收回亞們人多比雅在聖

廠里的一個房間(4-9節) ， 並宣怖凡與亞實突 、 亞們和摩押女子結合的婚

姻都屬無效 (23 -26節)。耶利米哀歌一章 1 0節稱尼布甲尼撒的軍隊為夕l'族

人， 而這些外族人都不可進入 haqqãhãl /"kâ (屬於你的會) 。 同一道理，

以西結書四十四章5至9節也禁止所有外族人進入聖殿。 22
在所有引用本段經文的例子之中 ，要數以賽亞書五十六章3至8節最令

人詰異。先知從異象中看到 “太監"也有一天能夠全面參與敵拜 :

不要讓獻身給上主的外族人說

“上主絕不會讓我成為他的于民 。 "

不要讓閹割了的人說

“ 我是沒有兒女、沒有未來的枯樹 。

因為上主這樣說 。

我要賜福給那些閹割了的人，

就是那些尊我的安息日為聖日 ，

選擇做我所喜歡的事，

又獻身給我的人 。

我要在我殿的牆內 ，

賜給他們 一個紀念碑和名號，

遠超過兒女所能給他們的 。

因為我賜給他們的名是永恆的，

永遠不會消逝 !

我也要賜福給獻身上主的外族人，

22 論及申二十三3-8在後期經卷中的應用，見F i shbane， Biblical Jnferpretalion, 123-

29 ; Tigay, Deuteronomy, 477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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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事奉他 ， 愛他的名，

敬拜他 ， 不千犯安息日，

並緊緊遵守我的約的人 。

我要帶他們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

並在我禱告的殿中 ，

讓喜樂充滿他們 。

我要接受他們的婚祭和祭物，

因為我的聖殿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

至高的上主，

就是將被驅逐的以色列人帶回來的上主說

除了我的于民以色列以外，

我還要帶其他的人回來 。 ( {新普及> ) 

申二十三叫 (2-15) 國

以賽亞筆下的太監雖然被排擠於以色列族之外，但他們顯然都熱心追

求義，又依從申命記所載的聖的綱領過活 。 以賽亞預吉，在末世的時候 ，

那些古舊的藩籬將會一 被拆毀。既是這樣，摩西在這里又為何說閹人、

摩押人和亞們人永遠不可進入上主的大會呢?摩西顯然是舉出閹人作代

表，以象徵一切違反上主創造秩序 ， 敵擋上主救贖計劃的人。以賽亞書五

十六章7節預吉，上主的家將會成為萬民禱告的地方 ; 以賽亞書二十五章6

至7節也預言上主要在聖山上為萬民擺設豐盛的宴會。由此可見 ， 未必是

所有摩押人和亞們人都永遠不能進入上主的聖會中 。

摩押人時縛 摩押女子路得又怎樣呢?路得記不但以她命名，而且

短短的一卷書更t次提到她的摩押人身分。 23 路得是大衛的曾祖母，而大

衛則是以色列的君王，也是聖殿敬拜的主要策劃人 。 可是 ， 按照申命記二

十五章l至5節的規定，大衛應該沒有資格管理上主的大會 。 從這血源數下

來， 甚至身為彌賽巨的耶穌也不能進入上主的大會(太 1-1 7 ) 。 大衛和

耶穌都是法勒斯的後裔，而法勒斯卻是猶大與兒媳亂倫而生的 。 這見媳名

叫她瑪'是個迦南女子 。 因此 ， 法勒斯的出身與摩押和亞們 樣 。 更有甚

者 ，大衛是路得的第三代子孫，有八分之一的摩押血統 。 為甚麼以色列人

23 得 4 、泣 ，二2 、 6 、 21 '四5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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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樣明目張膽地違反上述禁令呢?路得又憑甚麼與利亞和拉結齊名(得

四 11 ) ，同被譽為聖約德行的典範呢 7 24 甚至有正典經卷以路得為名 7 25

我們不能說，大衛的家譜只從父系計算(得四 18-22 ) ，因此路得的

國族背景無關堅要。就申命記二十三章2至5節的規例而吉，後裔是男是

女，委實沒有分別。路得記更大張旗鼓地提及路

得的摩押人身分。或許路得記是要展現一個自古

真以色列的本質是
以來的真理，就是從來都有兩個以色列國。一個

以色列從血源而定 ， 其成員都是雅各的後裔，另

一個以色列憑信仰而定 ， 其成員都與亞伯拉罕和

摩西的信仰相同，而信仰的內容就是申命記所表

一個屬靈的身體 ， 是

一個由屬神的人組成

的重體 。 述的。前者在信仰上也是“閹人"因此他們被

揖絕於上主的大會之外 ， 後者卻被邀請進入上主

的大會 ， 因為他們懷著以賽亞書五十六章3至8節

所描述的信仰熱情。他們如路得一樣宣告 1你的族人就是我的族人，你

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得一 16-17 ' (新普及> )。正如喇合放棄了自己

的迦南人信仰身分(書二8-13 ) ， 路得也拋棄了自己的摩押信仰，轉而在

上主的翅膀下尋求庇護(得二12 ) 。

舊約聖經早已從屬靈的角度論述第9至14節的議題，就是以描述排泄

行為的用語來形容不道德行為(竄三十 12 ; 賽四4 ) 。在馬可福音t章 14

至23節，耶穌更毫不隱諱地談及這些議題 。

你們企都要聽我的話，也要領悟。從外面進入人衷面的東

西 ， 不能使人污穢，從人襄面出來的東西，才使人污穢 0

. 難道你們不知道，凡是從外面進入人衷面的東西是不能

使人污穢的?因為這些東西不是進入人心，而是吞進肚裹，又排

24 短語 'ësel /:layil 只見於鐵三十 10-31 ( <新普及》 “賢慧能幹的妻子" )及得
三 1I ( <新普及} : "賢德的女子" ) 。

25 從路得記的對自可知，波阿斯才是書卷中最吃重的角色，而拿俄米的位置也

比路得重要 。 有人認為路得記是在批駁申二十三~二十五，見G . Brau l 汰，“The

Book of Ruth as Intra-8 iblical Critique of the Deuteronornic Law," Acta Theologica 

19 ( 1999) : 1-20 。

653 申二十三1-14 (2-15) 國

泄到廁所去 ...

從人襄面出來的東西 ， 才使人污識。因為從襄面，從人心里

發出的，有種種惡念 淫亂、偷盜、兇殺、通姦 、 貪婪 、 邪惡、

詭詐 、 放蕩 、 嫉妒 、 毀謗 、傲慢、 愚妄 。 這一切的邪惡都是從里

面出來的 ，並且使人污穢。

當代應間

屬靈的身體 申命記二十三章 l至8節讓當代讀者知道，真以色

列的本質是一個屬靈的身體，是 個由屬神的人組成的重體。

這個葦體的每 位成員都蒙神施恩邀請 ， 得以進入其中 ， 而條

件就是他們要在生活襄效忠於神。詩人問 “誰能登上上主的山?誰能站

在他的聖殿中 7" (詩二十四 3 ' {新普及> ;下同)又問 ﹒ “上主啊，

誰能在你的聖所中敬拜?誰能到你的聖山上來見你的面呢 7" (詩十五

1 )這段申命記的經文也發出類似的問題 ， “誰能得到邀請到神的面前敬

拜?神會視納誰人的敬拜 7 "問題的答案十分清楚 “就是丰澤心清 、不

拜偶像、不說謊話的人" (詩二十四4 ) ， 而詩篇十五篇2至5節則說明具

體的行為是甚麼 。

救恩的呼召是沒有條件的(惟獨恩典、惟獨信心、惟獨基督) ，可

是，敬拜的呼召卻要求人必須先以義的行為把信心表現出來。在其他地

方 ， 摩西稱這內在的條件為心裹的割禮(申十 16 '三十6) 。要表現出心

裹的割禮，就必須具體地愛神和愛鄰舍。到了幾百年後，保羅宣告 . “因

為外表是猶太人的，並不是猶太人，外表和肉身上的割禮，也不是割禮。

其實，是不是猶太人在於內裹，是不是割禮在於內心，靠賴的是聖靈，不

是條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讀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神" (羅二28-29 ) 。

真以色列的本質既然是一個屬靈的身體，那麼她就能夠分辨出自己與世界

的分野是甚麼。上主的聖會雖然歡迎一切有真誠信仰的人 ，但同時也有極

高的聖潔標準 o 凡是違反聖約標準的人 ，不論是由於個人的行為、信仰上

的妥協 ， 還是輕忽甚至敵視神的創造，都與教會無份。

神聖潔的殿 這段經文也提醒我們 ，一旦有外來人宣認信仰，又表現

出合乎信仰的行為，那些建基於種族和社會階級的隔閔 ' 就會消失得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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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蹤。很多人都會為了族種不同，或是為了先輩留下來的仇怨，因而拒人

於千里之外。本段經文描述以東人與以色列人的血源關係'正好成為我們
的榜樣。經文呼顯我們忘掉舊怨，展望前方，為對方課幸福，因為對方也

無法控制他們祖宗的行為。 2必6 

新約聖經雖然時常以軍事用語描述教會所做的事(尤其是弗六 l川0 -

2叩0)卜，可是在哥林多前書三章 16至 l口7節，保羅卻稱教會為

“神的靈"所居住的地方。以色列的軍營絕不能受任何污染(申二十二

9-14) ，同樣道理，教會也必須保持純潔，不染罪污。再者，教會的危機

也不在外，而是潛藏於內的 。

我在一個荷蘭門諾會 (Mennon i te) 的重體中長大 。年輕的時候常聽

到一句話，就是“清潔僅次於虔誠"。這句竄吉或許比人們所想像的更有

聖經根據。 27 在醫學歷史中，有一項極富革命意義的發現，就是認識到糞

便是細菌和微生物的溫林，而不少疾病都是以此為傳播途徑的。然而，經

文所描述的手續雖然有明顯的衛生含義，但當中的重點卻不是個人或社區

的健康，而是軍體的屬靈狀況。以色列人要在上主的戰事中獲勝，就必須

保持部隊及軍營的聖潔。這個要求也適用於我們。如果我們希望神與我們

同在，就必須在聖潔上謹慎自守。

26 有關這段經文跟以色列人和亞拉伯人之間的衝突的關係，見Z . W. Falk,“A 

P巴ace of Compromis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s," in Pomegranales and Golden 

Bells: Sludies in Biblical, Jewish, and Near Easlern Rilual, Law, and Literature in 

Honor 01 Jacob Milgrom (ed. D. P. Wright et 泣， Winona Lake，則 E isenbrauns，

1995) ， 473-78 。

27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rigl叫， Deulerol7on弘 249 。

申二十三15-25

聶漢語譯車

15 “不可將逃離主人、投奔你的

僕人交付給他的主人 ) 16要讓他跟

你住在一起 3 在你中間，在他所選

的一個地方 3 在他認為好的一座城

里。 你不可欺壓他 。

17 “以色列的女見中 3 不可有做

廟妓的。以色列的兒于中 3 也不可

有做男廟坡的 。

18 “不可將做妓女的賞錢和男廟

肢的工債，帶進上主你神的殿來還

任何的願 3 因為這兩樣都是上主你

的神所憎惡的。

叫“不可向你兄弟借貸取利 3 無

論是銀錢的利息、食物的利息，還

是任何可生利之物的利息 。 20對外族

人，你可以借貸取利 ，可是對你的

兄弟，不可借貸取利。這樣，上主

你的神在你要進去佔領的那地上 3

在你于中所經營的一切事上必祝福

你 。
21 “ 要是你向上主你的神許了

顧，不可延遲償還 3 因為上主你

的神一定向你追討 3 到時你就有罪

了。 22要是你沒有許願 3 就沒有罪。

23從你嘴唇中昕出的 3 你要按照你向

上主你神甘心昕許的願 3 就是你親
口承諾的 3 謹守遵行 。

24 “你進入你鄰舍的葡萄園 3 可

以隨心朋願飽食葡萄》卻不可以裝

進器血襄。

祖告車

15 “若有奴僕脫了主人的手，

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將他交付他的

主人。 16他必在你那襄與你同住，

在你的城旦中，要由他選擇一個所

喜悅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負他。

17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

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嬰童。

18 “娟妓所得的錢，或嬰童所

得的價，你不可帶入耶和華你神的

殿還願，因為這兩樣都是耶和華

你神所憎惡的。

19 “你借給你弟兄的，或是錢

財或是糧食，無論甚麼可生利的

物，都不可取利。 m借給外邦人可

以取利，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

利。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所去

得為業的地上，和你手里所辦的一

切事上賜福與你。

21 “你向耶和華你的神許願，

償還不可遲廷，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必定向你追討，你不償還就有罪。

2你若不許願，倒無罪。 n你嘴某

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應許甘心所獻

的，要照你向耶和華你神所許的願

謹守遵行。

24 “你進了鄰舍的葡萄園，可

以隨意吃飽了葡萄，只是不可裝在

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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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個告車

25 “當你進入鄰舍立著莊諒的田

地時 3 可 以用于摘取麥穗 3 卻不可

以揮嫌割取鄰舍立著的莊諒 。

25 “你進了鄰舍站著的禾瓏，

可以用于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鑼刀

割取禾祿。

經文跟車

第 15至25節包含了不同的指示，其組合似乎雜亂無章，但細看

卻可以發現ABABA的結構。 A組處理神人之間的縱向議題

( 15-16節、 19-20節、 24-25節 ) , B組則處理人際之間的橫向

議題( 17-18節、 2 1-23節) 0 1 

維護奴隸的權利(二十三15-16 ) 
美黨不達米亞法典、 2 赫人法典 3 以及多份 jl黨的文本 4 都有提及逃

奴事件，可見這個問題十分普遍。某些外族的奴隸或會逃到以色列境內 ，

因此 ， 本段經文把百姓的目光指向社靈之外，讓他們看到這些夕外l←\族奴隸的

慘況。o 5 摩西禁止以色F列IJ 人把夕外←族逃奴遣返其(仿叫夕判l附\咕b族集引)主人手中。經文所

禁止的行動可直譯作

到他的主人來至到IJ ，再把他交在主人手中。 6
這些規定符合申命記一貫的人道立場。這道倫理軌跡的源頭有二 ，一

是第十五章就本族奴隸而作的指示，一是開放上主的大會給外族人參與的

2 

3 

4 

5 

6 

參Braulik， Die deuteronomische Geselze und der Dekalog穹的-96 ; Mer叭叭 ， Deutero

nnmv.3 1 3 。

主…的 1 67-20 '英譯見Roth ， Law Coll叫叫叫5 。參LE S仰-52 同上，
66-67 ; LL 的 12 '同上，詣。

HL 的22-23 '英譯見Hoffner， Law Collctio肘， 220 。
關於司|渡逃奴，見H. A. Hoffner, '‘ Slavery and S lave Laws in Ancient Hatti and 

Israel," in Israel: Ancient Kingdom or Late !nvention (ed . D. l. Block; Nas hv ill e: 

Broadman & Hollllan , 2008)， 145 -46 ， 153-54 。
Hami lton (Social Justice and Dellleronol吵， 1I 7-2 1 ) 正確地指出 ，除 7本段經文
與第十五章之外，申命記再沒有論及奴隸。

早於摩西一兩百年，就曾有二王 (Tunip和Mukis ) 立約，約定以上述手段處理
對方的逃奴。英譯見R. S . Hess , COS, 2: 1 28 [330] 。

657 申二+三15-25 圈

規例(二十三7 - 8 ) 。雖然如此 ， 第 16節所展現的寬容大度，卻仍然讓讀

者詰異萬分。 7 以色列人不但要容許外族逃奴住在境內，更要任由他們選

擇合適的居處。 8 以色列人也不可剝削和壓迫他們 。文中又有 hônâ (源自

yãnâ; (新漢語》 “欺壓" ) 詞，所指的包括了主人家楚這逃奴寄居異

地而做的任何不當對待。根據上述規定 ，逃到以色列境內的外族奴隸有自

由住在任何地方，不用懼怕甚麼。 9

維護信仰的純淨(二十三17-18)

這個段落包含了三項禁令，並以 句動機從句作結。當中的第三項

禁令最為複雜 ( 18節 ) ，特點是其中有一對帶負面意義的等位短語: “做

妓女的賞錢"和“男廟妓的工價" 0 NIV (及《新漢語} )的翻譯與大部

分英文譯本相同，把這兩個希伯來文短語分別理解為女性和男性的廟妓，

又把 zônâ (妓女)當作是前者的解釋，把 keleb (男廟妓，字面上的意思

是“狗" )當作是後者的解釋 。 1 0 信眾與在廟宇工作的人行淫，的確是古

代某些生殖宗教的獨特風俗 ，目 的有二 一是祈求田產豐收，牲畜繁衍;

7 論及以色列人對待逃奴的獨特方式 ， 見C. H. Gordon,“The Backgrollnd of SOllle 

Distinctive Vallles in the Hebrew Bible," il川n “Go tωo Ihe Lanú切d I W仍ilμI Show You" P 

S趴/向I

L凶ak峙e， IN : E巳IS臼蚓enb趴raun s ， 1 9卯96旬)， 5叮7-5叩9 。

8 申命記常用類似的句法來描述上主選取某地作立為他名的居所 “上主你們

的神 所揀退，立為他名的居所那地方" (參十二5 ;等等)。上述政策與

一份公元前 1 8世紀的西非亞 (Sefire ) 契約的條款大相逕庭 “你不可給他們

〔外地來的逃奴〕食物，也不可對他們說 E 你陪中留在這里吧 ， " ( COS , 

2:82 [p.21 的， 參ANET， 660; T, Deuteronomy, 2 1 5 ) 。
9 古人有到廟宇尋求庇護的風俗 ，見出二十一 1 2- 1 4 。有關的論述見A nth ony

Philli阱 ， Ancient Israel 's Criminaf Law: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alogue (New 

York: Schocken, 1970), 100; J. Milgro lll,“Sancta Contagion and Altar/City Asylulll," 
in Congress 均Iz川泊的enna， 1980 (ed. J. A. Elllerton; VTSup 32; Leiden: Bri ll , 

198 1), 278-310 。

10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HALOT， 1075; W. Kornfe l d，“吶!丸" TDOT， 12:528; H.-P. Müll凹，

“ tl) ljì ," TLOT, 3: 1108-9; J. A. Nau咐，“的jì，" N!DOTTE, 3 : 886 。論及廟妓 ，見E

Yalllauchi , '‘Cultic Prostitution: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 ion," in Orienl and 

Occident: Essays Presenled 10 Cyrus H. Gordon on Ihe Occasωn of His S叫'y-flfth

Birlhday (ed. H. A. Hoffner Jr. ; AOAT 22;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197 1), 
21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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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確保自身生育能力的健全。 11 雖然如此，但上述解釋卻也不算盡善盡

美。 1 2

(一)舊約聖經中同時被稱為 qedësâ (廟妓; 17節上)和 zônô 的女

子，都沒有跟民間宗教活動或廟宇扯上關係。

(二)亞甲 (Akkadian ) 文獻用 qadistu 一詞來形容女性的時候，
都是指某種社會階層，不是指她們作妓女。妓女一般在社會上都是被排

擠的，這不單是因為娟門的營業特質，也是因為她們沒有丈夫，然而，

aãdës (男廟妓; 17節下)和 qedësô 的詞根都是 qds' 意即“分別出來為
和明服務"。因此 我們不應把這兩個詞世俗化，把它們看作是賣淫者的

別稱。 13σdësô 和 qedësî 所指的應該是侍幸神明的少女少男 ， 他們在各地

的廟宇供職，工作範圍從清潔賤役，到在公開場合表演唱歌跳舞都有(參

士二十一 19 -23)。正如以宗教為藉口的“狂歡節" (Mardi Gras) 慶典一
樣，那些宗教活動也不時有放蕩縱惰的場面。 14

11 

12 

13 

14 

15 

舊的聖經中有很多宗教活動都有女性參與 15 但會幕和聖殿卻不見

見創三十八2 1-22 '參第 15節 l 申二十三 1 8 ( 1 肘 ，何四 14 ; CAD , Q48-50 。
這個釋經立場廣受認同。見Merri 11 , Deuteronomy , 313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
McConvil峙， Deuteronol1吵， 351; Cra i g i巴， Deuteronomy, 299; Mayes, Deuteronomy, 

320 。
對這個釋經立場的批判，見M. 1. Grllbe r,“Hebrew qeësâh a nd her Canaa nite 

and Akkad ian Cognates," UF 18 ( 1986): 133-48; K. va n d巴 r Toorn,“Female 

Prostitlltion in Payment of Yows in ancient Israel," JBL 108 (1989) : 193-205 ;同
上，“Pro叫ution (Clll叫，" ABD, 5:510-13 ; E. A. Goodfrie叫 ABD， 5:507-9; Tigay, 

呢沁llrs ll s 22: The Alleged Practice of Cllltic P削itu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1η的Iteronomv， 480-8 1; Nelson, Deuteronol1吵， 280-81 。
iml…3fuel-， ABD，示5悅 Gr帆“Heb的 q惱â，" 148 0 Gruber把 qds 的世
俗化用法比照詞根 hrm (分別出來〔就希伯來文而言，意思是‘分別出來消
滅， ) ) ，但亞甲文卻用這詞根指稱妓女，意思是“分別出來的人

V叫er Toorn認為，申二十二5之所以禁止穿戴異性服飾，也是為了針對這部
眾淫亂的行為 (ABD ， 5 : 510) 。看IJ二十八記載，猶大以為自己所光顧的只是一
名普通妓女 (z加â; 1 5豈有) ，卻不知道這妓女是他的見媳 。當猶大知道實情之
後 j 為了保存面子 ， 就把她稱作 qCdësâ 。他之所以用這個稱謂 ，似乎是認為光
顧廟妓不及光顧專業妓女那麼嚴重。

為籌建會幕呈獻物資(出三十五20-29 ) ;創作及頌唱讚歌(出十五 1-叭 ，士
五卜31 ;撒上二 1-10 ) ;在民間宗教慶典和巡遊行列中跳舞(出十五20-21 ; 

士二十一 19-21 ;詩六十八25 (26) ;耶三十一 1 3 0 參女性在非宗教活動中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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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子司職。這稟提到女性獻身於宗教事務，甚

至因此而作妓女，顯示該等行為的確來自異教風

俗。如果 qedësô 是指在廟宇司職的女性，負責為

男信眾提供性服務 ， 那麼 qãdës 就是指身具相同

職責的男性。 的在官方的職責以外，他們顯然也

涉及非官方的淫亂慶典，他們或許是為女信眾提

供性服務，但更大可能卻是服務男同性戀者。

摩西不是向借方說

話 ， 而是針對貸款人

發言 ，強謂免息放款

是富人的責任 ， 多於

是窮人的權利。

從第 18節可見 ， qedësô 和 qãdës 的服務是有

金錢回報的 。 “做妓女的賞錢"一語，當中所用

的一個詞，從來都是指妓女的肉金。 1 7 因此 ， mehir keleb ( 字面上的意思

是“狗的工價" )也順理成章地指 qãdëS 提供的性服務的價錢，而且語意

輕蔑。 1 8 在以色列以外的古代近東文化中，狗隻有守衛和治病的功用，但

16 

17 

18 

舞 士十一34 ;繳上十八6-7 ' 二十一 11 ( 12 ) '二十九5) ，在宗教儀式中

日昌哀歌(代下三十五25 ;耶九 16-1 7) ;在聖殿樂團中演奏樂器(代上二十五

5 - 7) 及參與聖殿詩班(拉二白，尼士的) ;在會幕的門口服侍(出三十八8 ; 

撒上二22 ) ;參與守節鍾席(撒上-9) ;禱告(撒上一弘 1 8) ; 參與家庭崇

拜(含IJ三十五卜7 ) ;慶祝逾越節(出十二的- 51 ) ;作拿細耳人(民六2; 士

十三卜 14 ) ; 許願(民三十卜 15 (2 -16) )。舊約聖經也記載7一連串由女

性主理的非法宗教活動 說假預吉和施邪術(結十三 1 7-23) ;作靈媒(撒上

二十八) 。在聖殿中為搭模斯之死而哭泣(結八14-15 ) ;製作有異教形象的布

藝和裝飾物(王下二十三7) ;做餅獻給 “天后" O!ß-t 18 '四十四 1 5- 1 9 ) 

E . A . Goodfriend (“Could keleb in Deuteronomy 23: 19 Actually Refer to A 

Canine?" in Pomegranates and Golden Bells: Studies in Biblical, Jewisf官， andNeαω f 

Eσωsl仿E川附1Ri圳t

a扎l.;W叫1l10n閻1a Lake，制 Eisenbrallns ， 1995] , 386) 認為 qâdës 是指某類祭司，他們

在非正統的聖所供職，而這些聖所可能位於高地或 bãmâ (王上十四23-24 ' 

二十二44 、 47 ) 。聖經未曾使用詞根 qds 來形容撒母耳，但撒母耳卻很像

位正式的 qãdës' 理由有六 ( 1 )他是哈拿所獻的(撒上 28) . ( 2 ) 他在

祭司以利面前事奉上主(二 11 ' 三 1 ) ; (3) 他身穿細麻布衣服(二 18 ) 

( 4 ) 他在神和人面前越來越得到重視(二26) ; ( 5 ) 他住在上主的殿中，而

這殿正是約植的所在地(三3) ; (6) 上主直接對他說話(三4-18 )

參彌 7 (用語完全相同) ;另參賽二十三 17-18 ;結十六3 1 、 34 、 4 1 ;何九 l 。

見HALOT， 1760 。

有人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這個短語 “一隻狗的售價"。參B . Grossfe ld , The 

布rgulI1 Onqelos 10 Deuterono ll1y: Translaled, with Apparatl衍， and Noles (Aramaic 

Bible 9; 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1 988)，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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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聖經卻認為狗是危險而不漫的。 1 9 狗隻食腐肉維生，又轉過來吃自己

的嘔吐物(儀二十六 11 ) ，正是聖潔的反面例子。 20 摩西輕蔑地把 qedës加

比作狗 ， 意思就是說他們的行為是最可厭和最污穢的，並同時指他們隨意

與母狗濫交。

經文未有指明這些錢換來的是甚麼服務。儀吉第t章雖然沒有 1故妓

女的賞錢" 語，但卻同樣把還願的奉獻(議土14 ) 連繫於厚顏無恥的淫

亂行為。摩西又說“這兩樣都是上主你的神所憎惡的"也就是把上述行
為等同於其他大罪，包括 : 製造偶像(申t詣，二十-l::: 15 ) 侍幸異教神

明，包括獻兒童為祭(十二30-31 )以有瑕疵的動物作祭牲(十-l::: 1 ) 

占←、觀兆、施邪術(十八10-12)穿載異性服飾(二十二5 ) ;以及在
商業行為中不誠實(二十五16 ) 。用這些金錢所作的奉獻 ， 全都是 “骯髒

錢"。

維護上主子民在財務上的健全(二十三19-20)
第 18節提到“狗的工價"或許是本段經文轉向另一個經濟議題的

原因。這個議題就是貸款取利。在五經之中，這是第三次呼顯富人慷慨地

對待窮人，特別是涉及借貸的時候(參出二十二25-27 (24-26 ) 利二十

五3 5-38 ) 0 2 1 然而，申命記的呼顯卻又與別不同，那就是t次用上詞根

nsk ' 把經文的關注放在“利息"這個狹窄的焦點之上。禁止百姓向同胞

借貸取利的原因有二 一是軍體意識，二是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免得有人

為了償還債項而要賣身為奴。 22 摩西不是向借方說話，而是針對貨款人發

19 出二十二3 1 (3 0 ) ;王下九35-36 ;詩二十二 1 6 ( l竹 ，耶十五3 0 

20 進一步的論述見Goodfri end，“Keleb in Deuteronomy," 387-90 ; J. Crawford, 
“Caleb the Dog: How a Biblical Good G lIy Got a Bad Name," BRev 20 (2004): 

20-24 。
21 這些經文的詳細論述見E. Nellfe ld,“The Prohibitions against Loans at Inter巴 st In 

Ancie川 Hebrew Laws," HUCA 26 ( 1955) : 355-57 。論及這些經文的相互關係'見
bane, Biblical Jnterpl官tation ， 1 74-77 。

22 古代近東文獻也有提及免息貸款，但舊約聖經持續地作出這樣的要求卻是史
無前例的。參H. Gamoran，叮he Biblica l Law aga inst Loans on !nterest," JNES 30 

( l 97 l ) l 2734 0 古代近東的貸款往往取息極高 ，借銀幣要付20釐 ，借糧食要

33種(公元前二千年期初的 《蘇美爾法典> (S um erian laws) . LX 約m-n 見

Roth, Law Codes , 38 ;公元前 1 8世紀的 《埃什努納法典> (Laws of Eshnunn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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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強調兔息放款是富人的責任，多於是窮人的權利。真正的義行(參申

十六20 ) 必須是自願的，而且不能以自利為目的。富人要自願照顧有缺乏

的人，也不可趁著別人有困難而謀利。

這個政策在申命記的版本中有三項意義重大的特色。(一)要把兔息

貸款的慷慨情懷引申至生活的所有層面之上。摩西的修辭于法十分精彩 ，

他首先指及最為大眾熟識的經濟項目一一銀錢，再而指及食物，最後指

及生活上的一切需用( 19節)。他讓百姓看到周遭滿是幫助同胞的機會。

(二)摩西沒有禁止百姓向外族人放債取利(參十士的， 二十九22

(2 1) )。這些外族人與歸化以色列的“寄居者"不同。 "91、族人 "雖然

有一定的權利 ， 但他們既然無意在以色列定居，那麼他們就算不上是圈內

人 。摩西所指的應該是外地的行商，他們來以色列是為了做買賣，而不是

為了求生。如果他們在以色列營商失敗，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三)最後，這個政策也能激發百姓的慷慨心腸。結尾的動機從旬指

出，上主願意在以色列人手中所經營的一切事上祝福他們，必然而，要得

到上主的祝福，他們就要先慷慨地對待同胞。

維護承諾(二十三21-23)

五經以外也多有提及許願 24 可見古人十分重棍這個行動。本段經文

不是要重述早前的指示(菲1]二十士;民三十 1-16 (2-17 ) ) ，也未曾有所

加添 ， 而是要突顯出許願的三個基本原則。(-)人可以自行決定許願與

否。申命記二十三章22節清楚地指出這個道理，而第23節則用了“甘心"

一詞以作重申。 25

(二)人一旦許願，就必須嚴守。第21 節警告，還願絕不可拖延。第

LE ss l 8a剖，同上， 6 1-62 ;以及 《漢摩拉比法典> (Ha l1l lllllrabi ) 'gap sst-u ' 

罔上， 97-98) 

23 這個短語也見於十二 18和二十八2 0 。參二7和十四凹的“你手所做的 切
事"。

24 論及這詞 ， 見C. A. Keller，“「咒" TLOT, 719-22; R. Wake l y，“「可l，" NJDOTTE, 3:37-

42 。

25 以這詞作為副詞的經文，見何十四4 (5) 。在其他地方，這個名詞是指自願獻

上的祭物(參申十二6 、 17 '十六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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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節則要求百姓言出必行，既向上主許了願 ， 就必須謹慎遵行。
(三)上主要求人對自己所許的願負責。正如第十八章 1 9節一樣 ， 短

語 dãras min 是“要求、向某人追究"的意思，在這襄就是指懲罰 ， 因為
不還願就是犯罪。“上主你的神一定向你追討"一語的結構有強調之意，

突顯出上主必定追究這罪。正如違背所發的誓一樣 ， 不還願也算犯了盜竊
之罪(參太五33) ，因為凡發誓會交出之物，嚴格而吉已屬對方所有 。故

此，與其許願而不償還 ， 倒不如從不願許更為妥當。

維護鄰舍之間的信任(二十三24-25)

最後一項指示在五經中絕無僅有。正如前面的命令一樣 ， 這個指示也

旨在建立睦鄰的社會 ， 讓鄰舍之間互相為對方的好處看想。這個命令容許

過路的人採摘田中的穀物和果實，以備途上享用。在農業社會 ， 要執行這

個指示有一定的難處。首先，地主可能是貪婪而無惰的人，會吩咐手下在

地界之上站崗，把那些路人趕走。其次，特別是在收成的季節，路人可能
會帶著器血而來，把滿盤的葡萄取去 ， 又或者拿出鏽刀(參十六9) ，把

整袋的麥穗割走。

摩西不但是百姓的牧者，也是那位神聖大地主的代盲人，他的指示自
然是實際、慷慨而且合理的。除非百姓所住的地方與所得的地業接鄰，否

則他們如要下田耕作，或是探訪親友，就必須經過別人的麥田、葡萄園、

橄欖園和果園。因為土地是屬於國家的，所以地主必須允許路人經過他們
的田園，並摘取農作物以備在途上食用。然而，路人也要尊重農莊主人的
權益。這段經文雖然沒有提及上主，但卻明顯反映出屬天的價值觀，就是

要以愛心和信任來作道德倫理的基礎。

應間盟則
舊約書卷對這段經文的引用 在申命記之後的舊約書卷中，這

些片段被引用的分量各不相同。我們會把各項指示分開論述。

(一)接待逃奴的指示( 15 - 16豈有)並未牽涉奴隸逃離主

人的對錯問題，只是強調以色列會收容這些逃難者，並提醒百姓，他們的

價值觀是與文化相抗衡的。其他國家往往容許甚至鼓勵奴隸主以暴力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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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但以色列卻不是這樣。在以色列境內，所

有人都享有尊嚴，都會蒙憐憫，縱然是從外地逃

進來的奴隸也是 樣。申命記為外來人訂下這些

規例，但卻隻字不提本地逃奴，實在值得注意。

申命記雖然把奴隸制度視作當然，但以色列

的蓄奴模式不但與他們在埃及的經驗大相逕庭，

即便與美國當日的奴隸制度也極不相同。首先，

擁有經濟權力的以色列人，必須以憐憫和慷慨的

態度對待因償債而為奴的同胞(十五 1-1 8 )。其

申二十三15-25 國

要中和這上下之
別 ， 方法就是在下者

要謹守自己的責任 ，

而在上者則要有憐憫

的心 ，樂意施恩 。

次，以色列全境都要作為避難所，收容因受虐待而出走的外族奴隸 。 26

上述處境在新約聖經中最為貼切的類比，見於保羅致排利門的短篇

書信。這位使徒寫信給身為基督徒的奴隸主阱利門 ， 呼顯他接納那個從他

那襄出走的奴隸， 而那奴隸則在逃匿期間信了主 。就這處境而吉，保羅的

角色就像本段經文中的以色列人一樣 。阿尼西謀不但在保羅的牧養之下信

主，更在保羅的蔭庇之下避難。保羅要好解三者(三位信徒)之間的張

力，但他卻不是藉看法律條文來做這事 ， 而是訴諸奴隸主和逃奴的良心。

摩西必會認同保羅的做法。保羅尊重~JF利門的權利，於是不計自己的損

失，把阿尼西謀迂回~JF利門那稟(門 12) 然而，他又寫信讓阿尼西謀帶

給排利門，以便兩人見面的時候 ， 各方能夠得出共識。身為上主的聖會的

成員，我們都是平等的，但身為社會的一分子 ，我們或許有上下之另1] 0 要

中和這上下之別，方法就是在下者要謹守自己的責任，而在上者則要有憐

憫的心 ，樂意施恩 。

(二)彌迦譴責撒馬利亞的偶像崇拜(5商 7) ，他的譴責之詞就引

用了保持禮儀聖潔的律例(申二十三 1 7 - 18 ) 。另外， 正如上文所述，竄

吉第t章也把不合道德的性行為與信仰的忠誠與否連上關係。可是，以色

列人對這個律例似乎是違反的時候多 ，遵行的時候少 。在以西結書第十六

章，這位被攘的先知繪聲繪影地描述耶路撒冷竟然把上主施恩賜下的資

源，用於拜偶像和淫亂之上。在新約聖經，保羅把拜偶像與忠於信仰的關

26 參W. J. Webb , Slaves, Women (是 Homosexuals: Exploring the Hermeneutics 01 

Cul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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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提升至另一層次。他勸信徒不要在意肉食是否曾經祭偶像，因為偶像完

全無關堅要 ， 惟 要考慮的就是吃這肉會否令人跌倒。這種敏銳的態度大

有摩西的風範。

(三)禁止貨款取利的吩咐 ， 在舊約聖經中有比較明顯的呼應。詩

人首先問 “怎樣才能夠在敬拜的時候保證得到上主的接納呢 7 "接著便

列出一張清單，陳明甚麼行動才算正直和行義(參詩十五2-5 )。詩篇十

五篇5 (6) 節描述何謂義人，與申命記二十三章20節遙相呼應: “借貨不

取利" ({新普及} )。以西結分辨誰是當被處死的惡人與誰是應得存活

的義人時，他的論述共三次引用了上述律例，指明借貸取利是惡人的標記

(結十八8 、 13 、 17 ) 。他又在以西結書二十二章3至12節列出耶路撒冷的
罪行，鋪陳她怎樣冒犯上主，而論述的高潮就是指責她欺壓窮人，並且特

別提到放高利貨。這段經文也是清楚地呼應利未記二十五章35至38節，

而鐵吉二十八章8節則以極具諷刺意味的話，指放高利貨的人終會得到報

應一一他們得來的錢財會落入善待窮人的人手中。
新約聖經不但重申摩西的指示，呼籲信徒要慷慨地對待窮人，也重

申摩西對待信徒與非信徒的不同態度。保羅以後者作出發點，叮囑加拉太

的基督徒: “趁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就要向眾人行善，對信仰大家庭的成

員更要這樣" (加六 10 ) 。他又在羅馬書十三章9至 10節宣告: “愛是不

向鄰舍行惡"並鼓勵信徒要善待鄰舍，使他人得益處(十五2) 。這兩

處經文正符合申命記的精神。哥林多前書五章 1 1節認為貪婪跟拜偶像、淫

亂、間酒同等。

(四)至於引用許願律例 ( 21-23節)的經文 ，要數耶弗他的例子最

令人注目。耶弗他與亞們人事戰，為了得到上主的支持，他便向上主許願

(士十一29-40 ) 。其實上主的靈早已臨到耶弗他身上，而且民眾也組職7
軍隊，他許願實在多餘。不論在外表上還是心態上，這個舉動都有異教風

俗的影子，目的是要確保神明眷顧自己。當他發現要以自己的女兒還願，

就悲不自勝 後悔曾向上主開口 竟至今天不能挽回。可是他的女兒研單

放下個人利益，向父親指出，除了守諾還願之外 ， 父親已是別無選擇 ou

27 論及耶弗他所許的願與本段經文的關係 ， 見H.- D. Neff,“Jephta und seine Tochter 

(Jdc. xi 29-40)," VT 49 (1999): 206- 1 7 。

665 申二可-25 國

話雖如此，但這里的還願之物既然是一個活人，那麼我們就不能不

問，究竟耶弗他還有甚麼妥善處理的選擇呢 7 28 最剛烈的回應自然是犧

牲自己的 指的m' 拒不還願 。 可以肯定的是，聖經必會判耶弗他犯罪，要

他承受上主的詛咒(諷刺的是，耶弗他最終也承受了上主的詛咒)。但這

個做法卻能救回女兒;引申而盲 ， 更可延續自己的血脈。耶弗他也可以引

用利未記二十t章 1至8節，交銀子給中央聖所的祭司，作為女兒性命的贖

價。 29 利未記第二十t章所設想的情節與耶弗他的處境稍有不同，但按照

qal 叫homer (字面上的意思是“輕和重" )這個拉比釋經的原則，耶弗他

可以辯解: “既然以銀子代贖之例適用於較輕的情節，那麼涉及人命的處

境當然也應該按照這個規例處理。"剩下來的選擇就是按照所許的還願'

這也是耶弗他的最終做法。經文沒有說明耶弗他有沒有考慮其他辨法 。 30

(五)先知們曾經譴責地主富戶，說他們在處理農業資源的時候苦待

窮乏人(摩八4: 彌二2) 。由此可見，在國家面臨敗亡的日子，大部分民

眾都已經無視申命記二十三章24至25節的原則 。令人詰異的是，本段經文

最清晰的呼應竟然來自基督的時代。共觀福音 (Synoptic Gospe l s) 提到法

利賽人到耶穌面前投訴，說他的門徒摘了些麥穗來吃(太十二 1-8 :可二

23-詣 ， 路六卜 5 ) 。法利賽人的立場又與貪婪的地主不同。他們所在意的

並不是這一點食物，而是門徒在安息日“犯罪"。

及後，馬太福音有一段獨特的評語，分毫不差地表達出這個命令的精

神 “你們 ... ..卻把律法中更重要的公義、憐憫和信賞，置之不理，這些

都是你們應該做的，至於那些奉獻，也不可置之不理。" (太二十三23 )

法利賽人單單按照字面上的意義守安息日，卻違背了至高誡命的後半段 。

這後半段誡命要求我們以委身於約的態度(愛)對待鄰舍，容許他們摘取

麥穗，當天是否安息日並無關(系。

28 J. C. Exum (“On Judges 11 ," in A Feminisl Companion 10 Judges , Feminist Compan

ion to the ßible 4; ed. A. ßrenner; She仔ie l d: Sheffield Academ ic Press, 1993, 1 31) 認

為耶弗他所許的願“不能推翻，不容取消 ，不可改動" 。這個說:去言過其宜。

29 如果某人許願把另 人獻給聖所作服待，但其後卻無法賀琨承諾，那就要按

照利二十-1::: 1-8的規定處理。論及這段經文，見Milgrom ， L仰的cus ， 489; J. E 

Hart ley, Leviticus (WBC; Dallas: Word, 1 992) ， 480- 81 。

30 進一步的論述見B lock， Judg，的， Rulh, 37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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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應間

境肉的外來人 如果我們反思這些指示的當代意義，就會發現

每一項吩咐在今天都有不同的分量。第一個片段( 15-16節)

教導我們，信仰重體應該是受欺壓、負重擔之人的避難所。今

時今日，世界各地雖然再沒有官方認可的奴隸制度 ， 但很多人卻仍舊為

奴。現今的奴隸主或許是兇惡的地主 、 毒販、皮條客，甚至是貧窮本身。

祈求俗世政權執行聖經原則固然不切實際，但不少福音派人士都以強硬態

度對待無證移民 ， 卻與摩西的律法和摩西的精神相衝突。 3 1 我們必須正視

無證移民的非法處境 32 不單從守法看眼，也要顯出真誠的友誼，努力幫

助他們取得合法居留。只要我們像波阿斯一樣，作

能讓神得榮耀'使窮乏人得益處(得二 12討)。

事幸與道德 摩西要求我們保持信仰上的純淨 ， 讓我們看到出賣自己

的危險。我們所出賣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身體，也可以是出賣自己所蒙的呼
召。不論男女 ， 一旦蒙召作屬靈的職事 ， 就必須過謹慎自守的生活 ， 更要

嚴謹地履行自己的專業職責。這一切都是為了榮耀神，而不是為7滿足牧

者一己的喜悅。如果牧者以會眾的歡樂為最終目的 ， 甚至犧牲牧養職事的

聖漾，站污了信仰重體 ， 就是大大地冒犯神。聖約倫理與信仰事務絕不可

分道揚攏。任何以不當手段取得的資源，無論是勒蒙、盜竊、商業詐騙、

不道德行為，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骯髒錢"。

借貸取利 申命記對利息的規範不但與古代近東的法典有別，與今

天的商業習慣也是大相逕庭。近年華爾街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局面，暴露了

資本主義的貪婪本色和薄弱一環。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其實是立足於個人主

義 ， 而資本家又以個人利益為前提。 33 時至今日， 銀行董事只要把別人的

3 1 有人呼籲福音派人士在這事上表現更多的同情心 ， 見Carroll 氏 ， Chrislians at the 

Border 。

32 J. K. Hoff仇111 巴釗l e叫r (Th e 1m仰mηllg1川tμi on Cr川tωS l吋S : 1m 川

[Wh悄1旭巴a仗ton ， IL: Croωsswa勾y， 2叩O∞0ω9]) 認為我們對待外來人(希伯來文 E古ërÎ.ωmο) 和非;法去

移民(希伯來文 benê n吋ëk蚵ärρ) 應有不問的方式 。
叮 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伯納 馬多夫 ( Bern a rd Madof f) ，他騙取7客戶數

以十億美元計的財富，最後被判處 150年徒刑。見www.c吋b S I釗news .c∞om甘1咐t仙0叭ri閃esl/ 

2009/09/24/60mil川nut巴sl八m吶a l川n 533 971 9.s ht l11甘叫1叫I ? tag=cun 巴ntVideolnfo ;戶s egm巴ntU tilities 

(取於2叩01ωO年 l 月 l昀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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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東搬西移，就能夠累積極大的財富。舊約聖經的作者雖然無法想像到

會有這樣的金融體系，但第 19至20節的原則在今天仍然對我們這些樂於行

義的人大有關係。身為神的子民，基督徒絕不可利用別人的困境自利。在

昔日，西方教會某些宗派曾經嚴謹地遵行上述規定 ， 但隨著社會越來越重

棍資本主義和營商自由，貪婪也日漸猖顱，甚至令我們看不到別人的真正

需要。

許願t必須償還 在摩西所作的眾多指示中 ，還願之例與今天的基督

徒最有關係。第21至23節的主語雖然是向上主所許的願'但第23節也可讀

作 “從你嘴唇中所出的 ......就是你親口承諾的， (都要〕謹守遵行"

也就是包含了更廣闊的應用。這段經文表明 ，遵守承諾是義行 ， 凡進入上

主之聖會的人 ， 都應該有這個標記。舊約時代是這樣，今天也必須是這

樣。當今的文化認定 ， 除非于按聖經宣誓 ， 或是白紙黑字記明 ，否則人們

不會遵守承諾，因此本段經文要求人吉出必行，實在是食古不化。可是，

新約聖經卻是清清楚楚地延續著舊的的典範。在馬太福音五章33至37節，

耶穌就直接引用申命記的這段經文，給我們這個屬他的章體劃下倫理的界

限

你們也聽過那對古人說的話 “不可違背誓言，要悔守自己

對主所起的誓。"但是我告訴你們，絕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

誓，因為天是神的寶座，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神的腳凳，

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那是大君王的城;也不可指著自己

的頭起誓 ， 因為連一根頭髮你也無法使它變白變黑。你們的話，

是 ， 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就是出自那惡者。

很少基督徒會像原初的重洗派信徒 樣，按照字面上的意思遵行上述

命令。然而 ，承接這個屬靈傳統的重體卻比大部分福音派教會更接近耶穌

所教導的字句和精神。蓋洛普 ( George Gallup ) 發現，上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倫理上的取態 ， 與缺乏信仰熱誠的人沒有多大分別。他們也會說謊、使

詐、偷竊，所做的 “不道德行為"和後者也在伯仲之間。

按照巴納 ( George Barna ) 的調查，美國重生基督徒的離婚率 ，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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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非信徒的更高，而福音派會友的離婚率(巴氏

有分開宗派作調查) ， 也和總人口的離婚率相

當 。 更有調查指出，南部“敬虔地帶" (Bible 

b e lt ) 某些區域的離婚率，比東北部的天主教地

區高出一倍 。 "瑪拉基先知稱這道德上的癌症為

“互相背信" (瑪二10-時 ， {新普及} )。既然

新郎新娘往往會在神的面前訂下婚盟 ， 摩西的呼

額就更形重要。美國已成了不信者的國度，再沒有人願意守約。
慷概待人 最後的指示可謂不證自明 。 神的于民應當有憐憫的心腸，

慷慨地與人分享資源。然而，我們也要尊重別人 ， 存感恩的心領受別人的

慷慨施贈。

34 有關的論述和資料，見R. J. Sid巴 r，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Grand Rap他: Baker, 2004), 1 8-20 。

申二十四1-5

新漢語譯車

人道與尊嚴
1 “要是有人娶了妻子 3 成了她

的丈夫以後 ， 因為發現她有淫穢之

事， 就不再寵愛她，於是寫離婚書

給她 3 交到她于裹， 打發她離開他

的家。 2她離開丈夫的家之後 3 去嫁

給另一個人 。 3可是後來的這個丈夫

恨惡她，又寫離婚書給她 3 交到她

手裹， 打發她離開他家 i 又或者 3

後來這個娶她為妻的丈夫死了 ) 4那

麼之前打發她離開的前夫，不能在

她被污辱之後， 回頭再娶她為妻 3

因為這在上主面前是可憎的 。 不可

讓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為產業的那地

陷入罪中 。

5 “要是有人娶了新娘 3 就不可

出去從軍 3 也不可委証他辦任何事

務。 他可以免於服役 3 在家一年 3

讓他與所娶的妻于歡樂。"

種文盟章

祖台車

人道與尊嚴
1 “人若娶妻以後，見她有甚

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她 ， 就可以

寫休書交在她手中，打發她離開夫

家。 2婦人離開夫家以後，可以去

嫁別人。 3後夫若恨惡她，寫休書

交在她手中，打發她離開夫家，或

是娶她為妻的後夫死了， 4打發她

去的前夫不可在婦人站污之後再娶

她為妻，因為這是耶和華所憎惡

的。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賜為業之

地被站污了 。

5 “新娶妻之人，不可從軍出

征，也不可託他辦理甚麼公事，可

以在家清開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

活。"

正如第二十三章 樣，申命記第二十四章也有幾個不同的議

題 ， 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關連。首五節經文顧及已婚女性的

利益，是申命記保障弱勢權益的一個焦點，反映出這卷書一貫

對義的關注(參13節，見十六20的註釋)。

在離婚的處境中持守義(二十四小4)

根據長久以來的拉比傳統，並考慮到法利賽人對耶穌的質詢(太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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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有人主張申命記二十四章 l節下並不是描述離婚的手續 ， 而是為離

婚問題作最終的裁決 。 2 然而 ， 這個立場有幾個疑點 。 (一)比照古代近

東的離婚規例，如果這節經文是離婚問題的最終裁決，那麼就應該訂明財

務安排，尤其是丈夫要歸還嫁妝的條文，或者在甚麼情況之下可以豁免歸
、回 3
題。

(二)儘管後期的經文引用前期的經文，但也不能斷定後期經文的解

釋就是經文原來的意思 。 4 所謂摩西 1佳許"離婚，或許不過是指摩西承

認當時的風俗 ， 而不是說他要為這個問題作(新的 ) 裁決 。

本段經文的目的並
不是要作為離婚的規

憫 ， 而是要防止再

婿。

(三)經文雖然對第一位丈夫有更詳細的

描述 ， 但文中這個女人的兩段婚姻卻沒有輕重之

別，算是處境相同( 1下 j節)。 第 l節下和第3

節都有“寫離婚書給她 ， 交到她手稟，打發她離

開他的家"一旬，證明這兩句話之前的行動意義

相同，也就是說 ， 如果我們把針對第二段婚姻的

指示看作是條件旬，那麼針對第一段婚姻的指示

就沒有命令或容許的意思 。 5

( 四 ) 本段經文的結構與第二十一章 1 0至14節平行，意味我們可以比

照兩者以進行解讀 。 兩段經文都提及受欺壓的已婚女性，並同樣要保障被

丈夫遺棄的妻子的尊嚴 。 從這個比較可見，本段經文的目的並不是要作為

離婚的規例，而是要防止再婚 。 6 經文的首要關注是保障妻子免受丈夫虐

l 另參太五3 1 ; 林前土的 。

2 參A. Warren,“Did Moses Penn it Divorce? Modal w"qã!al as Key to New Testament 

Readings of Deutero nom y 24: 1 打， TynBul49 ( 1998): 39-56; In stone-Brewer, 

“ Deuteronomy 24: 1-4 and the Orig in of the Jewish Divorce Certifi cate," 230 。
3 參LH 9 1 37 、 1 38 、 14 2 、 1 71 。論及古巴比倫的律例，見West br ook ， Old 

Bal圳onian Marriage Law， 的 1 參新巴比倫時期的婚約 的 1 5 、 34 ' 見Roth ，
Babylonian Marriage Agreenl凹的， 64-67 ， 108- 1 2 。

4 McConvi ll e (Deuteronomy, 358 ) 正確地指出 ， 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討論都受到
那個時代的觀點所影響 ，他們的意見並不能代表這段經文的原意。

5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Press ler， 的ew oJWoman， 的 。

6 參R. Westbrook, “ Prohib ition on Restoration of Marr iage in De l1teronomy 24: 1-

4," in Studies in Bible 1986 (ed. S. Japhet; Scripta Hierosolyrnitana 3 1; Jer l1salem; 

Magnes, 1986), 388; Press l缸， View oJ Women , 46-47; Hugenberger, Marriage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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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尤其是第一任丈夫 。 為了這個目的，摩西才重述當時的離婚手續，使

妻子得以脫離婚姻的轄市IJ' 又強調丈夫在離婚之後不能再管轄妻子 。 這段

經文跟隨一般的說理程式，共有如下五個分段 。

閥題( 1怖主) 從句首的描述可見，這段婚姻開始的時候是正常

的 ， 然而這句話在文法上7 卻又暗示婚姻將起波瀾 這個女人在丈夫的

眼中找不著恩惠 ( 原文直譯 {新漢語》 “ 不再寵愛她" )。 不少釋經

家都嘗試從經文中找出這個女人的過錯，但其實這句話早已表明錯在丈

夫。 8 第 l節指出夫妻雙方都對婚姻感到失望的原因 妻子失望是因為她在

丈夫那襄找不著 “恩惠"丈夫失望的原因是找出了妻子的某些問題 。 經

文以較組俗的詞彙形容妻子的問題: “下流的事 " (NIV語， "something 

i ndecent" ; {新漢語~ :“淫穢之事" )。

對於這個短語所指的是甚麼，歷來的看法差異很大，從“任何事" 9 

至IJ “行淫 " 1 0 甚至是身體上的缺陷也有 。 11 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

'erwat dabãr 指“赤裸的事物" 。 除了本段經文以外，這個短語只見於申

命記二十三章 14 ( 15 ) 節 。 既然兩段經文有所類同，讀者自然就可以憑著

兩者的比照來作闡釋 。 在第二十三章 ， 'erwat dãbal 是指未曾掩埋的糞便

( {新漢語~ :“污穢之物" ) ，會站污軍營，但排便顯然不算罪行 。 鑒

於 ‘er叫

Covenant, 76- 8 1 。

7 字面上的意思是 “如果某事沒有發生 ， 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8 名吉詞司 hë臼F月1 的意思是

度。這詞在申命記只出現這 次。

9 約瑟夫 (Josep h l1 s : Anl. 4.8.23 ) 解作“不論任何原因 o J. J. Co ll ins 

( “Ma創rr川-

Ancαl紹叫en川t lsr悶ael [e巴d. L. G. Pe剖rdu巴 巴t a l. ; Lo叫UI昀svil l忱e缸:W巴臼叫s叫t怕III川11川n削1

65叫)認為作者是有意把所有因由一網打盡 。

10 LXX譯作“可恥的事 " ; <:偽約拿單他爾根》 和 《盎克羅他爾根~ ( Targ l1 ms 

Pse l1do-Jonathan and Onqe l os ) 譯作 “過錯太五3 1-32 '十九7-9作 pornew 。

這個解釋及上面的解釋也分別見於希子l J ( Hi ll e l ) 拉比和煞貫 (Shamma i ) 拉比

的學派 ( 111. Gittlin 9 : 1 0 ) 。 可是 ， 鑒於經文所用的詞語，並考慮到行涅是死罪

(二十二 1 3 -26 ) ，這襄似乎並不是指行淫。

11 J. Wa l ton ， “Th巴 Place of the hulqa!!ël within the D-Stelll Gro l1 p and ]ts lmplications 

in De l1teronollly 24:4," HS 32 ( 199 1): 11 4-15 ; 參Cra i g l巴 ， Deuteronomy,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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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襄是關于女性的問題，可見最合宜的解釋應該是指血漏之症(參可五

25-34 )。患這病的女子經常處於不濛淨的狀態，對正常的婚姻生活多有妨

礙(參利十二2-8 ) ， 更會導致不育 。 或許丈夫在結婚之後，圓房之時，才

得悉這個狀況 。 他沒有憐憫妻子，反而要將她拋棄 。

慣常的處理方法 (1怖下) 作丈夫的沒有同甘共苦的氣魄，於是展

開離婚程序 。 第 l節描述了離婚的三個階段 。 這番手續的目的不單是為了

讓丈夫脫離不合意的婚姻，也有助保障妻子的權益 。 首先，丈夫要給妻子
寫離婚書 1 2 證明婚姻關係正式終止 。 1 3 接看 ， 丈夫就要把這份文件交到

妻子手中 。 這份證明書對女方十分重要，特別是要證明丈夫在她身上再無

權柄 ， 不可動用她的嫁妝 ， 也是她有權返回娘家或再婚的憑據 。 從男方的

角度而言，歸還嫁妝也可以防止女家再三追蒙損失 。 14 最後，丈夫就會把

妻子趕出家門 。 的

事件的變數 (2-3節) 摩西接著陳述離婚手續的結果，並設想出兩

個處境 ， 都會令這個女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 (一)女入的第二任丈夫也離

棄她 。 第二次離婚的手續與第一次並無分別 ， 丈夫會讓妻子自由回娘家或

再嫁 。 (二)女人的第二任丈夫過身 。 不同的文化一般都會容許喪偶的

方再婚 ， 女性在經濟上往往處於弱勢 ， 因此除非寡婦有豐足的獨立經濟資

源，否則再嫁必然是最佳的選擇，尤其是那些沒有兒子的寡婦 。

頒怖規定 (4怖主) 摩西宣告，儘管這個女人與第二任丈夫離異 2

或是第二任丈夫死亡，前夫也不可回心轉意 ， 再娶這女人為妻 。 學者對這

12 除這襄之外 ， “離婚書 " 一詞只見於賽五十 l和耶三8 。

13 從經外文獻可知， 這份文件包括 ( 1 )離婚公式語 ， “ 我再不是你的丈夫 ，
你也不再是我的妻子" (參何二2 (4 ) ; Hugenberger, Marriage as a Covenant, 
2 17-2 5 ) ; ( 2 ) 明確地宣告這女子是自 由身，容許她返回父家，或是再嫁
(參申二十 14 ; D. Jnstone-Brewer,“Deuteronomy 24: 1-4 and the Ori gin of the 

Jew ish Divorce Certifi ca te," 23 0-43 ) ; ( 3 ) 宣告歸還嫁妝(參Westbrook， Old 

Babylonian Mar川age Law, 79, 92 ) 。
1 4 參lnstone-B rewer， “Deuteronomy 24 : 1-4 and the Jew ish Certi fica te of D ivorce," 

237 。

15 這份離婚書既然是 “ 分手的證明 下文又三次用到動詞“打發 ﹒ 離開 "
( 1 ' 3 、 4節) ，可見 si llah 正是離婚的意思(二十二 1 9 、 凹 ， 瑪二 1 6)。參

l-I ugenberger, Marriage as a Conνenant， 7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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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禁令提出不同的理由 1 6 但如果 'erwat dâbâr 涉及的是身體上的問題，

而不是操守 ， 那麼這個禁令就是要保護這個女人 ， 免得她再被前夫虐待 。

文中有短語“在她被污厚之後"意思就是說這個情況是因為身體問題或

他人犯錯而做成的，這個女人無須負上道德責任 。 1 7

和申命記二十一章 14節一樣，這個段落的議題也是關乎女性被“貶

抑" ({新漢語)“污肆" ) 。 這個女人當初成為不潔 ，並不是因為自己

操守有虧，但前夫卻不憐憫她 ， 把她貶抑， 然後又因為離婚而把她的隱私

公諸於世，早已是對她一再貶抑 。 經文用了介詞 “之後"可見所謂“污

肆"並不是指再路前夫，而是指更早的事件 。 儘管前夫後悔離婚 ， 摩西也

要保護這個女人免被進一步貶抑，因為前夫已經放棄了在她身上的 切權

利 。

背後的論據 (4節下) 摩西要證明這項禁令有理，便指出這樣的行

為在上主面前是“可憎"的 。 1 8 更有甚者，前夫再娶舊婦也會令土地陷入

罪中 。摩西轉用第二人稱向百姓發吉 ， 提醒他們有責任持守聖約之義 (參

十六20 ) 。 如果百姓容許上述情況發生 ， 就等如把罪責加到自己身上，甚

至上主所賜的土地也要蒙污 。

在招募兵員之時彰顯義(二十四5)

聽眼看來，把第5節放在早前的戰爭律例之中，似乎更為合適 。然

而 ， 從經文的位置及主題可見，第5節實在是“家庭律例"的 部分 。

16 學者曾提出的理由包括 ( 1 )第二段婚姻巴給社區帶來7一定張力 ; ( 2 ) 這種

做法形同自L倫 ; ( 3 ) 以防前夫起貪念 ， 藉著再娶舊婦謀利。論及各種理由 ，

見R. GaJ咒， “Old Testament Principles Re lati ng to Divorce and Remarr i age，" 品市，

12 (200 1): 15-1 6; PI的s l er，的ewof恥men， 5 1 呵 。

17 Dav idson (Flame ofYahweh , 396-97 ) 正確地指出，如果這短語是反身 (reflex ive)

語態，解作“她污博7 自 己 就必須用 H i thp ae l式，正如利十一24 、 4 3 ;等

等。

18 理論上， 的 ‘ëbâ 可解作“因為她是可憎的"但與利十八22比照，就可以知道

這用語不是指那個女人， 而是指那段婚姻(參Press l凹，仍ewof恥m帥， 49 ) 。這

個用語把再婚等同於叛教(-1::::25 ' 十二3 1 ; 等等) 、 獻上有瑕疵的祭物(十t

1 ) 、 吃被禁的食物(十四3 ) 、穿戴異性服飾(二十二5 ) 、以賣淫所得的財

物遂願(二十三 1 8 ( 19 ) ) ，以及各樣嚴重的涅亂行為(利十八，參26 、 2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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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設想有人剛剛娶妻，而經文的重點是要保障新成立的家庭(參二十
7 ) 。凡新近娶妻的人都可免服兵役 ， 也不用承擔任何家務以外的公事。
“委託他辦任何事務"一語甚為突兀，可以解作“委派他處理社童的公益
事務"。這條規例所訂定的兔役期長達一年 1 9 讓這人可以專心地為家庭

建立穩固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經文的結語展示出這條規例的理據 ， 內容發人深省 - 給新郎兔役一

年，為的是讓他與所娶的妻子歡樂。摩西以敏銳的牧者觸角，繪畫出另一
幅婚姻的圖畫，與第l至4節的形成強烈對比。上文的兩位丈夫都給妻子帶

來極大的愁苦 ， 但這位新郎卻給妻子帶來歡樂。

應間區則
聖經所載的離婚 第 l至4節是五經中惟一明確指及離婚的文

字 ，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經文所說的是甚麼，所沒說的又是甚
麼 o (一)經文只處理由丈夫提出的離婚。(二)離婚是家務

事，由內部的家事法規管 不屬公共審判所的管轄範圍 。 20 (三)經文以
極空泛的用語談及離婚的動機，丈夫發現妻子有 'erwat dãbãr 。這 'erwat

dã枷 應該是指身體上而不是操守上的問題。(四)經文的主旨不是制訂

離婚手續，而是要規範丈夫在離婚之後的行為。這位丈夫要妻子公開承認
不潔，令她顏面無存 ， 因此，在她再嫁之後，儘管第二任丈夫過身或再度
離異，前夫也不可再娶她。(五)律例要求丈夫立下一份嚴肅的證明，確
認兩人己合法離婚，目的是保障妻子的權益。如果沒有這份文戶 丈夫就
可以隨時把妻子召回 妻子一旦再嫁 ，丈夫也可以控告她行淫 o 2 1 (六)經
文未有從倫理及神學的角度支持離婚，只是陳述一個法制上的實況，承認

古以色列社會是容許離婚的 。

除了這段經文以外，舊約聖經提及離婚的文字並不多見。有律例從
人道主義出發(出二十一 10-11 ; 申二十一 10-14 ) ，容許釋放本為奴牌的

\9 “得豁免、免除責任"的詞義也見於創二十四4 \ ;民三十二泣，書二20 ;王上

十五泣。

20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J泡仙， God~' PeopLe in God 's Land, 2 \6-\7 。

2 \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同上. 2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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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或從戰場上擴來的妻子出門，因為這待遇總比丈夫不願履行婚姻上

的責任為佳。在創世記二十一章8至 14節，神吩咐亞伯拉罕打發本為奴牌

的妻子夏甲離開，顯然也是為了兩害取其輕。除

了亞伯拉罕的故事，舊約教事文絕少談及上述離

婚原則的實踐情況。有經文記載丈夫短暫離棄妻

子(士十四 19 '"'-'十五8 ) ，也有記載妻妾離開丈

夫(士十九) ，但卻要到被攝之後，才有其中一

方正式提出離婚的記載 。根據以斯拉記第九至十

章，以斯拉吩咐歸回耶路撒冷的百姓與外族妻子

離婚，原因是這些婚姻污染了 “聖潔的種族"。

在被擴後時期，先知瑪拉基也看到同樣的

異族通婚風氣，便譴責那時代的男人 “ 娶了拜偶

像的女子為妻" (也就是 “異教徒"瑪二 11 ' 

經文未有從倫理及
神學的角度支持離

婚 ， 只是陳述一個法

制上的實況 ， 承認古

以色列社會是容許離

婚的 。

《新普及> ;下同)。然而，瑪拉基又隨即責備他們與妻子離婚，形容這

是“背信、不忠" ( beged ; 二 13-16 ) 。“我憎惡休妻" ( 16節)一語 ，

雖然翻譯得清楚明白 ， 但希伯來文原文卻是意義含糊的，也可以譯作“憎

惡〔和〕休棄〔妻子 J (的人〕"。 22 瑪拉基書把 sãnë ' (憎惡)和 sallah

(休棄、趕走)兩詞結合使用，與申命記二十四章 l至4節可說是遙相呼

應。摩西承認離婚是一種根深抵固的社會實況 ，即便以色列文化也不能幸

免，然而，他又意識到女性或會因而受到欺凌。瑪拉基比摩西更直接 ， 他

斥責那時代的男人對妻子背信棄義，又把當時的高離婚率看作是不敬虔和

不敬畏上主的鐵證。

先知書提及離婚的文字甚多，但往往是用來比喻上主與以色列之間的

關係破裂。何西阿就以 個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出這個主題。他娶歌蔑為

妻 ，之後又被歌黨所棄，正好代表上主與以色列之間的夫妻關係。以色列

對上主不忠，轉去隨從其他神明，因此上主收回憐憫的心，與以色列離婚

(1可二卜的 〔子的 J )但及後又重修舊好，婚姻感情更進 步(二 16-25

( 14-23 J )。除了結婚 、離婚、再復合這個次序是相同之外，向西阿書所

呈現的象徵性圖畫 ， 與申命記二十四章 l至5節的教導有根本上的分別:

22 這個譯法的論據 ，見f-lugenberger， Ma川" iage as a Covenant, 66-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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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的婚姻規例 車徵性的婚姻處境

副題

(申二十四1-4) (何一~三)

丈夫對這段 雖然訂下婚盟， 但丈夫卻在 上主向先祖們應許要和以色

婚姻的態度 正要完婚的時候反悔。 手1 ]立約，就在西奈山與他們

確立聖約關係。

妻子的狀況 身體有缺陷，但操守沒問題。 外表無缺 ， 但德行有虧。

丈夫對妻子 完全缺乏恩典憐憫。 婚前婚後都大施恩惠。

的態度

離婚的原因 丈夫心硬。 妻子不忠，與別人行淫。

離婚的時刻 在完婚之前。 訂下婚盟之後數百年。

離婚之後的 再嫁別人。 未曾再嫁，淪落為奴，被人

發展
競價收買，終為丈夫所贖。

復合的機遇 不得復合。 確認己歸回丈夫的懷抱。

申命記二十四章1至4節最清晰的迴響 ， 必然是上主在耶利米書三章l

節所提出的設問.

人如果休妻，

妻子離去另嫁他人，

前夫就不可再接她回來，

因為那樣的事必定敗壞這地。

可是你已經和許多情人行淫，

為甚麼還想回到我這襄來呢令( <新普及) ) 

令人詰異的是，上主接著就邀請以色列和猶大歸回他身邊。這段經

文和向西阿書一樣 ， 都是以結婚、離婚、再復合的主題來喚醒以色列人，

要他們知道自己對神不忠。上主早已在西奈山立約約束自己，要永遠與以
色列共守聖約，自此以後永不離異。上主曾揚言要離開應許之地，而以色

列民又在公元前5 8 6年被據，很多釋經家就因而作結論，說上主與以色列
最終離了婚 ， 聖約也被廢去了。然而，利未記二十六章44至45節、申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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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29至31節及三十章 l至 10節指出 ，審判不會是以色列的最終結局。早

在進入迦南之前，摩西己預示上主與以色列會有關係破裂的 天 ，上主會

暫時收回他所應許的福氣，並代之以雷霆怒火。然而，摩西也知道這些福

氣是婚盟的基石，而這婚盟必永無廢止的一天。終有 日，夫妻會破鏡重

圓。

從馬太福音五章3 1至32節，我們彷彿看到早期拉比對申命記二十四章

l至2節的闡釋。根據《米示拿~ ( Mishnah ) 所載，煞買 ( Shammai ) 學派

和希列 (HiJ 1 el ) 學派都曾經闡述申命記二十四章l至4節 ， 雙方的立場大有

寬堅之別 :

煞買學派說，除非丈夫發現妻子不貞潔，否則他不可休妻，

因為經上記著說 ， “因為他發現她在任何一事上有不體面的行

徑。

希列學派說 。 儘管她弄壞了一味某備〔他也可以休了她〕

因為經上記若說 @ “因為他發現她在任何一事上有不體面的行

徑。J，"'亞基巴拉比(恨R. Ak蚓<iba叫)說 他女如口果找到另一位更美貌的

女于〔他也可以休妻) ，因為經上記若說

3 不著恩惠 " (代《論離婚訴狀) (ωGi怕圳仕仙In川) 9叭10ω) 0 2幻

耶穌採納了煞買拉比的嚴豎立場。他所設的柵欄甚至比申命記二十四

章 l至4節所說的更高。摩西只是記述寫離婚書和辦離婚的當代風俗，耶穌

卻是頒佈誡侖，把離婚的理由規限於 porneta 項(違背婚盟，字面上的

意思是“淫亂"另見太十九8-9)。此外，耶穌更警告男性不可藉其他理

由休妻，否則他就要為妻子將來的淫亂行為負責，因為如果這女子不是由

於淫亂而被休 ， 那麼她一旦再嫁就等如行涅7 。

耶穌這 番闡述屬於“登山 寶自11" 的一部分。“登山寶劃r 就如上

主在西奈山所作的啟示一樣，是聖約憲章 ， 作用是規範神人關係。在馬太

福音十九章3至9節(/!可十2 - 1 2) ，耶穌回應法利賽人質詢的時候，也就

婚姻作了一番論述。耶穌不但重申他早前的主張，更特別指出 摩西只是

23 英譯見l-l. Dan旬， The Mishnah (London: Oxford , 1 933)， 3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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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法律容許離婚，而且是因為人心硬才這樣說

的。 24 摩西的指示針對不合法的離婚處境 ， 目的

為保障被休婦女的權利。耶穌並指出，離婚文化

與神的意念相衝突，違反了創造秩序，而摩西定

這些規條只是要回應當時的社會文化。會1]世記一

章27節和二章24節表明，夫妻是神所配合的，任

何人也不可以干涉這關係 o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t章8至 16節採用了同樣

的高準貝1] 。他吩咐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 10節) ， 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也

就是休妻 ; 12節)基本上就是禁止基督徒以任何理由離婚。如果妻子離

開了丈夫 ， 她就不可再婚 ， 更要努力與丈夫復合( 11節)。基督徒只能在

一個處境之下考慮離婚，就是對方沒有歸信基督，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 ，

基督徒一方也不可首先提出離婚，反而要努力過聖潔的生活 ， 盼望能夠感

動配偶信主( 13-14節)。一且不信的一方要求離婚，信主的一方也可遷

就。在這種情況下，信主的一方可以自由再婚。

當代聽間

議。

基督徒的婚姻觀 有調查指出，在美國某些地區 ， 基督徒的離

婚率竟然高於總人口的離婚率。 25 申命記二十四章 l至4節又有

甚麼教導能夠幫助我們回到聖經的婚姻準則呢?以下是幾項建

(一)穩定的婚姻不是自然而有的，必須付上努力，也必須建基於堅

實的基礎之上。申命記二十四章5節告訴我們 ， 兩人結婚之後，就要盡量

放下家庭以外的責任，設法減少分散彼此注意力的事務。兩星期的蜜月擴

行固然是一個美滿的起步，但卻不足以部署一段終身廝守的婚姻。

(二)健康的婚姻是一個健全的社辜的基石，因此會眾整體都應該對

新婚人士有所支持。這些支持不止於協助他們展開新生活，也包括說服他

們暫時放下教會的責任。摩西建議為期一年。

24 耶穌的評論似乎在影射“妻子在丈夫眼中找不著恩惠"一語。

25 見S ider， The Scandal of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1 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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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有完美的丈夫 ，也沒有完美的妻子 。雙方都要竭盡全力 ， 以

恩蔥的心包容對方的缺點，而且要持之以恆。在壓力之下的人 ， 最需要的

就是看到神和配偶的恩慈目光。

(四)在妻子面前橫行霸道的男性所在多有，因此教會要確立原則及

制訂方法，好讓女性在離婚及再婚的處境下仍然得到保障。

(五)婚姻弄至離異收場，不但違反了神的心意，也必然是犯罪所

致。婚姻制度是 切人類建制的基礎，世人因為心硬才會離婚，也等如宣

告自己在這個基礎上一敗塗地。面對西方社會動輒離婚的風氣，教會正好

種這機會站出來與世俗抗衡。如果我們曾經在這事上隨波逐流，就必須悔

改，否則便要承受神的怒氣。 26 如果我們能夠跟從聖經的範式來實踐婚

姻，我們就等如向世人展示他們可以通過耶穌基督與神建立一份怎樣的關

係。耶穌基督這位教會的頭和丈夫 ， 甘心犧牲自己。

26 有關這些議題，尤其就看太十九3-12的教導， C. L. B l omberg提供了甚有助益

的釋經和牧養上的論述，見“Marriag巴， Divorce , Remarr i a阱， and Ce libacy : An 

Exeges is of Matthew 1 9 : 3- 1 2 ，" 叫nJ 11 ns ( 1 990)。的 1 -96; A. Köstenberger and D 

W. Jones, God, Marriage, and Fa ll1 ily: Rebu ilding the Biblica l Found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04), 22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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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6 “不可 拿人全副的磨石或上磨

石作抵押 3 因為這是拿人命作抵押 。

7 “要是發現有人從以色列人

中、從他的兄弟中拐帶人口，刻薄

待他 3 或是賣了他 3 那拐帶的人必

須死。這樣，你就可以從你們中間

將這惡除掉。

自“你要自己謹慎，在痲瘋肆虐

的時候 3 要格外謹慎，應照利未支

派的祭司教導你們的一切去道行 3

正如我所吩咐他們的那樣，你們要

謹守遵行。 9要記得上主你的神在你

們從埃及出來的路上，對米利暗昕

做的事。

10 “要是你借了甚麼東西給你的

鄰舍 3 不可進入他的家取他的抵押

品。 11你要站在外面，等你借貸給

他的人出來，將抵押品拿到外面給

你。 12如果他是個窮人，你不可留他

的抵押品過夜。 13 日落的時候 3 你一

定要將他的抵押品還給他， 讓他可

以蓋著自己的衣袍過夜，並且祝福

你。這在上主你的神面前 3 就是你

的義。

埃及的經驗
叫“不可欺壓貧苦窮乏的雇工 3

無論是你的一個兄弟 3 還是在你的

地上、在你城里的寄居者。 15當天就

要給他工錢 3 不可等到 日落 3 因為

他是貧苦的，他一心牽掛著工錢。

祖告車

6 “不可拿人的全盤磨石或是上

磨石作當頭 ， 因為這是拿人的命作

當頭。

7 “若遇見人拐帶以色列中的

一個弟兄，當奴才待他 ， 或是賣了

他，那拐帶人的就必治死。這樣，

便將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8 “在大痲風的災病上，你們要

謹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

們的留意遵行。我怎樣吩咐他們，

你們要怎樣道行。 9當記念出埃及

後，在路上耶和華你神向米科暗所

行的事。

1。“你借給鄰舍，不拘是甚麼，

不可進他家拿他的當頭。 11要站在

外面，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當頭

拿出來交給你。 12他若是窮人，你

不可留他的當頭過夜。 13 日落的時

候，總要把當頭還他，使他用那件

衣服蓋若睡覺，他就為你祝福，這

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你的義了。

埃及的經驗

"“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

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襄寄居的，你

不可欺負他。 15要當日給他工價，

不可等到日落，因為他窮苦，把心

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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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漢語譯車

不然， 他因為你而向上主呼求 3 你

就有罪了 。

他“父親不可因為兒子被處死?

兒子也不可因為父親被處死 i 各人

要因自 己的罪而被處死 。

17 “不可向寄居者或孤兒歪曲正

義 3 也不可拿寡婦的衣裳作抵押。

18 “你要記得，你曾經在埃及也

是奴隸，上主你的神從那襄救贖了
你 ， 所以我吩咐你要道行這話 。

叫“要是你收割你田間的莊棕 3

忘了-~個在田間?不要回去取 3 要

留給寄居者、孤兒和寡婦 。這樣 3

上主你的神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

必祝福你 。
2日“要是你打橄欖樹 3 剩下的不

要打盡，要留給寄居者、孤見和寡

婦 。

21 “要是你收取葡萄園 3 剩下的
不可摘盡 3 要留給寄居者、孤兒和

寡婦 。

22 “你要記得 ， 你曾經在埃及地也

是奴隸 3 所以我吩咐你道行這話。"

經文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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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告車

華，罪便歸你了。

16 “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

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

17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屈枉

正宜，也不可拿寡婦的衣裳作當頭。

18 “要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

耶和華你的神從那某將你救頗，所

以我吩咐你這樣行。

19 “你在田間收割莊穗，若忘

下一擱，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

居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

你神必在你手襄所辦的一切事上賜

福與你。
別“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 ，

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

婦。

21 “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

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

孤兒寡婦。

22 “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

過奴僕，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

在一輪有關家務及婚姻的指示之後( 1- 5節 ) ， 是一連串篇幅

短少的段落 (14=2x7) ，當中所指涉的幅度甚廣，但各段落的

議題彼此之間並無多大關連。總的來說，這些經文是要指出弱

勢人士的困境，呼籲有能力的人為弱者籌諜。這些指示看似雜亂無章 ，但

卻延續了前文的倫理軌跡 ， 顯示出同樣的憐憫心腸(尤見於十五卜 11和二

十三 1 9 - 2 0 [20-21J )。摩西在第 1 8和22節重提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舊

683 k十四6-22 區誼

事，與第十五章的節遙相呼應 ， 可見本段經文的確與前文一脈相連。

不可剝奪別人取得食物的權利(二十四6)

這個指令只有一句話，用了第三非人稱 ( imperso n al third person ) 形

式，再加上一句動機從句 。 經文沒有禁止債主接受借款人的物品作抵押 ，

只是禁止債主要求借款人以謀生工具作抵押品。文中提及的研磨工具是這

個原則的絕佳比喻，它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部是一塊磨石，下部是石製底

座。 l 要求借款人交出“上磨石"作抵押，也就是剝奪了這個家庭製作基

本糧食(麵包)的權利，無異於取去借款人的性命作抵押品 。

不可剝奪窮人的自由(二十四7)

第二個片段禁止剝奪窮人的自由。摩西在這里鋪陳實際的處境 ， 具

體地演繹7 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 6節的律例 。他形容拐帶者是受害人的“兄

弟"因此把 個普遍性的律例應用於聖約董體。摩西把受害人形容成被

販賣的牲口一樣，強調受害人受盡侮博(參申二十一 14 ) 。最後摩西更說

要處死犯事的人 ， 從以色列中將這惡除掉。這個說法就是把拐帶人口的罪

行等同於其他死罪。 2

聽、從掌權者以彰顯義(二十四8-9)

經文的焦點突然轉到個人的衛生問題。聽眼看來，這些關於皮膚病

(sâra 'a t ) 的論述似乎與道德倫理沒有多大關係。 3 利未記第十三至十四

章曾詳細論述這個議題，可說是本段經文的先聲。然而，利未記是客觀

輾穀的人會跪在石座前面往返推動磨石。參Kin g and Stager, Life 川 Biblical

Jsrael， 95 。

2 包括 叛教(十三5 ( 6 ) ) ;拜偶像(十-t 7) ;不聽從祭司的判決(十t

12 ) ;謀殺(十九口，二十 9 ) 悸逆父母(二十一2 1 ) ; 行涅(二十二

2 1 、 22 、 24) ;還有作假見證﹒但這罪卻算不上是死罪(十九 1 9 )

3 論及兩/'a 'al' 見J. F. A. Sawyer, " A Note on the EtY l11o logy of $ã/'a 'al," VT 26 

( 1976): 24 1 -45 。近年在美象不達米亞出士的證據顯示 ， .I' ãra 'at 極有可能是指

痲瘋病，見J . Scurl ock and B. R. Andersen , Diagnoses in Assy/'ian and Babylonian 

Medicine: Ancienl Sourc白， Trans/，σlions， and Modern Medical Ana/yses (Urbana: 

Uni v. of lll inois Press, 2005), 7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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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憲法有一
個關鍵性的概念 ， 就

是上主有權決定土地

的用途 ﹒.. .. .而這個概

念也包括聖約軍體的

所有成員都有權分享

地上的出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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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條文，本段經文卻旨在激勵人心，因此這

稟沒有記載病症的詳情，也沒有醫治的方法。

再者，利未記看意描寫祭司怎樣判斷及治理皮膚

病，但這稟卻是給百姓指示，要他們謹慎地執行

祭司的盼咐。為了加強說服力，摩西在第8節的

結尾訴諸自己的權威，把利未支派祭司的話等同

於他自己說的話，引申而吉 ， 也就等如神所說的

話。

最後，摩西要求百姓仔細地回想舊事，牢記

在出埃及途中發生於米利暗身上的遭遇(民十二

10-1 5) 。從這句話可見 ，經文的核心不是皮膚

病，而是有沒有聽從祭司的吩咐(參申十t忌日，二十五2) 。在這個角度

之下， “痲瘋"就是上主所加的刑罰，是不聽從祭司吩咐的下場。無論如

何，這段經文並沒有提及潔淨與不潔淨的問題，而我們也無從知道這段經

文為甚麼會被置於連串倫理指示之間。

不可令人無衣可穿 (二十四 10-13)

摩西為借貴給窮人添上新一輪指示，但所用的例子卻與第6節不同 。

他在出埃及記二十二章25至27 ( 24-26 ) 節的基礎上作擴充，首先設定處

境 ， 再引申一個通用的原則。在出埃及記，摩西所指的借項涉及銀子，又

禁止百姓利用窮人的困境自利;在這裹，摩西把保護網張得更闊，甚至要

消除因經濟困境而帶來的心理影響。為了保障窮人免受威嚇，摩西禁止債

主進入負債人的家中拿取抵押品。債主要站在外面，等候對方把抵押品拿

出來。正如申命記其他地方一樣，這段經文也是要建立一個互相信賴、彼

此憐憫的社章。

第 1 2至 13節特別聚焦於身無長物的借款人。除了“衣袍"之外 ， 這人

再沒有甚麼可作抵押的財物。原來這衣袍也是他睡覺的被子，所以債主要

在日落之前把這抵押品交遣。如果債主認為有需要持有這抵押品，他就要

每天早上到對方那襄取固 ， 夭夭如是 ， 直到債項清還為止。為了呼顯債主

遵守規定，出埃及記從警告著手，指出上主是負債人的守護者，而本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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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頁。從獎勵著眼，表明上主會祝福善待窮人的人。 4 在第 1 3節的結尾，上

主給這個債主最終的評語，指出這就是他的“義" ($edãqâ; 參六2 5 ) 。

債主這樣對待窮人，讓債主和負債人之間可以建立健康的關係，因此得到

上主的悅納。

不可剝奪別人應得的工錢(二十四 14-15 ) 
這個片段與前文的關係有二， 是同樣提到窮人，二是同樣要聽眾在

“日落"之前行動。然而，這個段落的焦點卻不再是鄰舍 ， 而是以色列人

所雇用的工人 。摩西的指示建基於利未記十九章 1 3節， 他針對雇主發盲，

吩咐他們不要剝削雇工，也不可強取雇工的財物作抵押品 。申命記二十四

章14節又詳細描述這個潛在受害人的身分背景。

這人既然是 iãkir (雇工) ，就不會是這個家庭的一分子，而是以

勢力換取一天工錢的人。他在經濟上是“貧窮和缺乏的" (參十五 11 ; 

《新漢語》 “貧苦的") )他的身分可以是“兄弟"也可以是“寄居

者"。他又棲身於

摩西呼籲聽眾不要剝削雇工 。他首先宣示大原貝則lj' 再在第 1 5節作出解

釋 :雇工付出了一天的勢力，雇主就要在當天給他工錢。 6 這樣做的理由

有四 (-)這雇工“是貧苦的"沒有其他金錢的來源，因此才以勢力

賺取工錢(二)這人整日勞碌，在 天的末J' 心上記掛的就是工錢 ，

雇主不可使他失望 ; (三)如果雇主刻薄，不付工錢 ，那工人就會向上主

申訴(參十 1 8 ; 出二十二27 (26 )) ; (四)雇主這樣做就是犯罪。經文宣

告“你就有罪了"與上文的債主所得的評語形成強烈對比。上文的債

主善待負債人，因此被描述為“義" (申二十四日 a 參十五9' 二十三20

(2 1 ))。

4 參C. Levin, “ The Poor in the O ld Te臼叫s叫啪ta l11 e唸en忱 S卸0111呵叫1巴 Ob凶5臼蚓e則rvations ，" Reliψ O仰n σ仰nd

Theology 8 (2001): 261 。 如果是在下位的人“祝福"在上位的人，貝IJ動詞 brk 就

與“讚美"同義(f列。詩六十六8: 另見士五2 、 9)

5 這是舊約聖經常見的一對複合用語 。參伯二十四 1 4 。詩三十--t 14 '四十 1 7

C 1 肘 ，才二十四2 1 ﹒八十六 l' -0九 16 、泣 。

6 所謂“當天指的應該就是“雇工工作的當天" 。 下文“等到日落" 語也

支持這個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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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罪犯以彰顯義:保護無辜者(二十四 16)
這個片段與上文的關係在於 “ 罪 " (bef ，)一詞。經文雖然禁止司法

機關因父親的罪行而處決兒子 7 但卻與十誠沒有衝突。 8 早前的誡命是針

對父親而盲，宣告父親的行為會影響家中各人(五弘 10 ) ，目的是要讓作

父親的懂得懼怕，知道如果自己違背聖約，家屬就會因而受累。有一點極

為重要，就是舊約聖經中但凡記載兒子因父親的罪行受刑的，都是因為父

親違反了聖的至根本的規定。 9

不可向窮人歪曲正義(二十四 17-18)
摩西在這稟重拾本章原來的主題 按義的原則對待社會上和經濟上的

弱勢晝體(參十六20及註釋) ，尤其是寄居的外人和孤兒寡婦。出埃及記

二十三章6節早已嚴禁司法不公，摩西在這襄再把同樣的原則應用於邊緣

人士的日常處境之中。

摩西特別舉出一個例證'就是債主拿寡婦的衣服作抵押品。在第十章

18節 ， 摩西曾向寄居的外人和孤兒寡婦保證'上主必會站在他們的一方 ，

供應他們基本的需用。在這裹，摩西又把有能力的以色列人描繪成上主的

恩手。第 12至13節雖然容許債主取負債人的衣物作抵押，但這稟卻禁止他

們向寡婦作同樣的要求。

有學者認為，摩西是要保障寡婦的尊嚴 ， 以免她們要脫去喪服 1 0 但
更有可能的解釋應該是與她們的性別有關。如果沒有父親或丈夫等男性保

護 ， 女性在公共場合沒有適當的衣物蔽體 ，就必會惹來風吉風語，甚至被

7 

8 

9 

由於 yûma t 一詞是指按法律執行死刑，因此這襄所說的是由審判所頒怖的裁
品。

孟世也有用那句話來支持跨代擔當罪責的觀念 指出這是聖約的基要原則
(耶三十一29 -30 ;結十八2- 3) 。 論及這慣用語在以西結書中的重要性，見
B lock、 Ezekiel Chaptel古 1-24， 554-90; K. P. Darr,“Proverb Performance and Trans

Ge … tlω岫I昀叫0αn叫1a訓1 Retrib趴加圳u叫lt帥t
w似tμIh αTηlere缸d正d Realμiο抄I (令ed. S. L. Cook and C. L. Patton; SBL Symη1posium Seri已es 3 1; 

Atlanta: Soc i昀巴t句y of Biblical Li t紀er悶atωur陀巴， 2004的)， 1內99弘-223 。
參申十三 1 5 ( 1 叫 ，書-t:24-25 ;士二十-5-10 ; 撒下二十一 1- 9 。 參Tigay ，

Deuleronon吵， 227 。

1 0 參Tigay， Dellleronomy, 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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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品行不端。 11 摩西在第 18節重提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的經歷，目的就是

要喚起百姓的憐憫之心。 12 以色列人只要記得自己曾經身受上主的大恩，

就必會憐憫在困苦中的人，包括外來人。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也就

是仿效上主的行為，彰顯上主的樣式了(十 18-1 9)。

要留下食物給窮人(二十四 19-22)

這段經文三次提到寄居者 、 孤兒和寡婦( 19 - 21 節) ，又提及以色列

人在埃及的為奴經歷 ( 22節) ，與上文形成豎密的聯繫。雖然如此，摩西

卻把筆鋒一轉 ， 從被動地防止不公義的情況發生 ， 變成主動地為弱者課幸

福。這稟也有摩西常用的三段式排比論述 ，而最後則是 句動機從旬，以

收結這三項論述。

以色列的憲法有 個關鍵性的概念，就是上主有權決定土地的用途

(參利二十五) ，而這個概念也包括聖約重體的所有成員都有權分享地

上的出產。 1 3 本段經文的指示建基於早前的律例(利十九9-10 '二十三

22) ，在那些律例中，上主曾吩咐地主留下田邊的未轍，也不要拾取收割

時落在地上的穀物 ， 好讓窮人和寄居者可以拾取。這裹的指示比早前的經

文更見牧者心腸，其目的是要激發聖約晝體的慷慨情懷，要百姓在律例的

要求之上再進一步。(一)經文擴大7 “窮人"的定義，把孤兒和寡婦也

包括在內。

(二)原本的律例只提及田地和葡萄園，這里再把同樣的原則引申至

橄欖園。這三樣農產品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代表日常主要食材的原料 麵

包、橄欖油和酒。再者，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果品和菜蔬。

(三)摩西又提升了窮人的福利。田邊的未棕往往品質較差 ，而且混

雜野草;跌在地上的葡萄和橄欖要不是過早落枝，就是容易熟爛。因此，

早前的律例對窮人的益處十分有限。摩西在這襄卻盼咐地主和農戶，如果

有整扭的禾棕忘了收取，或是枝上有葡萄、橄欖剩下 ， 他們也不可回頭收

11 <偽約拿單他爾根> (Targum Pse udo-Jonathan ) 添上一句 “免得惡毒的鄰

舍在你交還抵押品的時候走來，控告她做了惡事 。 "英譯見C larke ， Targu f11 

Pselldo-Jonalhan: Deuleronon吵， 67 。

12 申五 1 5 .十五 1 5 .十六日 。

13 De Vau且， Ancienllsrael，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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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收割。這項規例的重點是，農戶不應吝舊地只把過早落枝的決等果物留

給窮人，而是要把收割時漏掉的土產，或未熟的穀物、葡萄和橄欖主動留

下，好讓寄居者、孤兒和寡婦能夠拾到更好的食糧。

摩西身為牧者，他的發吉立意於勸導，而不多從立法看眼。他把全

民的福祉與他們對待窮人的態度連結為一 ， 藉以激發百姓的慷慨之心( 19 

節) 0 1 4 他又呼應自己在第 1 8節所作的陳詞，再次提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
為奴經歷。百姓如果懂得在目前的生活中念念不忘上主昔日的恩惠，他們

就必然不會硬著心腸對待窮人。

應閻麗則

窮人在聖經中的持迪 在聖經的敘事文中，依從這些綱領生活

的人並不多，而且彼此的年代相隔久遠。在士師治理以色列的

黑暗時期(得一 1 ) ，波阿斯就如一線曙光，他的吉語和行為

都彰顯出真正的義人本色 ， 當日人人有目共睹。路得請拿俄米容許她到田

稟撿麥穗，希望找到願意向她施恩的人(二2) 。這句話透露了以色列的

道德窘境。路得這個貧窮的外族女子，實在沒有把握遇上肯向她施恩的地

主，容許她跟在收割工人的後面撿麥穗。

然而，波阿斯卻能抓豎律法的精神，他給路得的回應遠比律法所要求

的寬厚 (-)他的態度謙恭和藹，稱路得為“女兒" (得二8) ; (二)他

邀請路得與他的女僕走在一起 (8節) (三)他禁止男僕欺負路得 (9 、

15-16節) (四)他叫路得到他為家屬預備的器血那稟取水喝 (9節)
(五)他祝福路得 ( 12節) (六)他邀請路得到他的桌前用膳 ， 讓她用

他的酸酒蕪餅，並親自招呼她 ， 讓她吃得飽足( 14節) (-t)他又吩咐

工人刻意從祖中抽出麥穗，好讓路得撿捨( 1 6節)。因為波阿斯的慷慨 ，

路得滿載而歸，回到婆婆那里。波阿斯對路得施以極大的恩惠，不但履行

了早前的律例，而且過於摩西在申命記這裹的演繹。他遵從上主所定的義

的標準，以慷慨的心行善，明白自己是上主的“翅膀"要讓窮苦人有所

投靠( 12節)。

在舊約聖經里，像波阿斯一樣的人物不多;相反，以色列史家把民

14 十四29和二十三20 C2 l ) 提及的祝福，也是連繫於民眾對待邊緣人士的態度。

689 

族的歷史描述得滿是敗績。以色列人不但敬拜偶

像，更拒絕按聖約的標準活出“義"。列王紀下

四章 l至7節就揭露了這個問題。在這個故事中 ，

橄欖油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並讓人直接聯想到申

命記二十四章20節。這個短短的故事不但顯明上

主會守護窮人，也暴露出以色列國的道德敗壞之

風。在這些風氣當中最為昭著的，就是沒有善待

邊緣晝體。在道德敗壞的同時，國內也出現以巴

力代替上主作為敬拜對象的情況 ， 兩者實在互為

申二十四位2 國

百姓如果懂得在目
前的生活中念念不忘

上主昔日的恩惠 ， 他

們就必然不會硬著心

腸對待窮人 。

因果。儘管那個債主要帶走寡婦的兩個兒子作奴隸於法有據(這一點甚為

可疑) ， 但他對寡婦的困窘視若無睹 ， 卻絕對是違背了應有的道德責任。

後期的先知書最突出的主題，就是窮人受欺。阿摩司曾就公元前8世

紀北國的狀況作過 番經典性的論述，當中更提到上主在昔日所施的恩

曲:

上主這樣說

“以色列人屢次三番地犯罪，

我絕不會讓他們逃過懲罰 1

他們為銀子賣了正宜的人 (sadd句 )

為一雙鞋賣了窮人( 'eby伽)

他們在塵土中踐踏無助者，

又推開受欺壓的人。

父親和兒子~~同一個女人同睦 ，

站污我的聖名。

在他們的宗教節日中，

他們懶洋洋地躺在債戶 ~ft押的衣服上。

在他們眾神明的廟宇中，

他們喝不公正罰款買來的酒。

但在我于民的眼前，我消滅了亞摩利人，

儘管他們像香柏樹一樣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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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據樹一樣強壯。

我消滅了他們枝上的呆子，

又挖出他們的根。

是我把你們從埃及救出來，

領你們在荒漠中度過四十年，

使你們佔領亞摩利人的土地。" (摩二 6- 10 ' {新普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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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猶大國在被擴之前的景況 ， 眾先知也曾作出同樣的譴責，又同

樣呼籲百姓改過行義。這些先知包括以賽亞(賽三 14-15 '十 1-3 '三十二

7) 、耶利米(耶二34 '二十二 1 6-17 ) 、哈巴谷(哈三 14 ) 和以西結(結

十六峙，十八12 '二十二29) 。壓迫窮人是惹起上主怒火的主因，最終更

導致耶路撒冷被毀滅。然而 ， 從撤迦利亞(亞t弘 12 ) 和瑪拉基(瑪三5 )

的口中可知，至IjJ被擴後時期 ， 上述問題仍然是纏擾不息。

儘管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早有明文，而申命記的這段經文也一再重申

( 10-12 、 1 7節) ，但以色列國內仍然有取人衣服作抵押的事發生。竄吉

二十章 16節和約伯記二十二章6節都有相關記載 ，而阿摩司更譴責債主 ，

指他們不但取窮人的衣物作抵押 ， 還存心侮傳，在公眾地方睡在所押的

衣物之上(摩二6-8 ) 。這些記載都顯示違例情況十分常見。 1960年 ， 在

雅麥尼亞廢丘 (Yavneh-Yam ) 附近有 塊陶片出土 (Mezah Hadshavyahu 

üstracon ) ，其上的銘文讓我們窺見約西亞時代猶大國城郊的社會和經濟

狀況

願我主總督大人聆聽僕人的旱請。你僕人是哈薩 阿薩姆

(Hazar-asam ) 的收割工人。你僕人收割了禾祿，又儲在倉庫

中，幾天後才停工休息。當你僕人藏好收成之後數日，朔拜之

子何書亞耶戶 (Hoshayahu son of Shobay) 前來取去你僕人的衣

物。當你僕人藏好 I~成之後數日，他就來取去你僕人的衣物。

與我同在烈〔日〕之下收割的工人都可作證。他們能證明我

所說屬實。我並無任何〔過犯) 。

請把我的衣物〔歸還〕。總督大人如認為無須把〔你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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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歸還，那麼請大人憐憫 | 請大人不要絨默無言， (因你的

僕人沒有衣服蔽體) 0 15 

這篇文字沒有說明所提及的衣物是否抵押品，但何書亞耶戶的行為顯然違

反了律法書的精神。

申命記要求百姓善待窮人，理由有三 (一)效法上主的樣式 ， 因為

上主也特別關心窮人(十 1 7-19) ; ( 二)同理心，因為以色列人也曾在埃

及受欺凌(二十四 18 、 22) (三)他們今天怎樣對待窮人，與國家民族

將來的福祉大有關係( 19節)。後世的以色列智者還加上第四項 窮人也

有神的形象 ，而百姓怎樣對待窮人，就反映出他們怎樣對待神 :

欺壓窮人的，就是羞辱造他們的主，

幫助窮人的，就是尊崇造他們的主。(藏十四訓 ，{新普及};下同)

嘲笑窮人的，就是羞辱造他們的主 ，

幸災樂禍的，必受懲罰。(藏十七5 )

申命記二十四章6至22節又被稱為“社晝律法" (social Torah ) 。新

的聖經直接引用這些社重律法的文字不多 。耶穌曾說，凡善待飢餓的人、

赤身者和囚犯的 ， 就等如善待基督(太二十五31-46)。這個說法正是建基

於竄吉的教導。雅各書二章5至6節與上文引述的先知話語極為相似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難道神不是揀選了世人眼中的窮

人，使他們在信心上富足，並且承受他的國度嗎?這國度是他應

許過賜給愛他的人的。你們卻侮辱窮人。欺壓你們、拉你們上法

庭的，不就是那些富有的人嗎?

雅各提到窮人在法庭襄所受到的壓迫和不公，讓我們彷彿聽到摩西的聲

15 英譯見J. M. Lindenberg則 ， Ancient Aramaic and Hebrew Letters (2nd ed.; SBLWAW 

14; Atlanta Society ofB iblica l Literature, 2003)， 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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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日
在這一輪指示中，有些指示並沒有明確地指及社會上的邊緣章體。後

期的書卷對這些片段也有所反省，值得我們稍作闡釋。正如上文所述，申

命記二十四章7節看來只有一個議題，就是拐帶人口賣作奴隸，也就是販

賣人口。可是 ，既然前一節的主旨是不法地奪取抵押品 ( 6節 ) ，那麼這

個禁止拐帶的指示也應該可以在同 個領域之下作解讀。 1 6 摩西心中所想

的，或許與約伯記二十四章9節所描述的相同

惡人從寡婦懷中奪走嬰孩，

把嬰孩當作借貸的抵押品。( (新普及> ) 

列王紀下四章 1至7節中的寡婦之所以懼怕債主臨門，或許是因為債主

要帶走她的兒子去抵債，甚至要賣給別人以彌補損失。摩西所禁止的人口

販賣，在阿摩司書襄面也有提及。阿摩司譴責非利士和推羅，指他們把搶

來的整族人口交給以東，所指的自然是把人賣作奴隸(摩 6- 10 ) 。

這些指示當中又提到皮膚病( 8 - 9節) ，目的是提醒世世代代的讀

者，必須尊重上主所設立的權威人士。他們是為神辦事，其他人要甘心順

服 。 如果有人拒絕神藉著他的僕人所頒怖的旨意，神就會向這人追討責

任 。米利暗的下場正是殷鑑。

當代聽間

關心窮人和社會主的過錯人士 真正的信仰不在於背誦信條，

而在於有沒有關心教會內外的窮人和社會上的邊緣人士 。這是

一個信仰的溫度計，在古以色列如是，在今天也如是 。基督徒

要在兩方面濟助貧困 (-)個人方面 ， 要主動關懷自己社區內的邊緣人

士，並事事依據摩西律法的精神而行(二)教會作為信心的重體，對於

肆虐本國以至全世界的不公義和社會上的“癌病"必須有所回應。近日

16 還有 項證據支持這個解釋。第6節以“人命 " ( nepd ) 來形容債主取作抵押

品的磨石，而第7節也用了同一個詞 ， 說拐帶者偷取7 “人命" (<新漢語》

“人口"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my, 457-58 。

693 申二十四6-22 國

在《芝加哥論壇報> (Ch icago Tribune ) 有 篇報導，正是上述問題的絕

佳例證 :

最近的一個下午 ， 年方 的的帕拉斯 (Marlon Parras ) 站在大

的三千人面前，訴說自己和 13歲的妹妹所遭遇的困境。他們的父

母都被遣返危地馬拉(Guatemala) 

他流著淚，細聲述說父母的決定。因為他和妹妹都是美國公

民 ， 於是父母便把他們兩人交給親屬和教會的弟兄姊妹照顧，好

讓他們能在亞特蘭大 (Atlanta ) 市郊繼續學業。

當帕拉斯說到激動處，眾人都站起來。“我們兄妹家不戚

家"帕拉斯對他們說 ， “真是不公平啊 ! " 17 

無證移民固然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但面對類似上述的處境，基督徒的

回應卻應該與非基督徒有別。福音派人士與右翼政客多有認同，又往往落

得鐵石心腸的名聲 ， 並且常被認為不關心社會。

這一切絕不能榮耀基督。今時今日，很多人都在

找尋“主的翅膀"但波阿斯又在哪里呢? 1 8 這

不是政治上的議題，而是道德議題、靈性議題。

因別人的罪行受罰 至於因別人的罪行受

罰的問題又怎樣呢(二十四 16 ) ?在司法處境之

中，罪犯的兒女與非罪犯的兒女，在刑罰上不應

有輕重之別。就個人的心態而吉 ， 一般人或會較

人
翅
在

多
的
叉

伯
伯
立
酬

到
一
時
做

時
一
千
一

A
S
J軒
關
哪襄呢?

容易對那些與罪犯有關的人產生怨息之心。儘管

某人與罪犯的關係只限於血源 ， 或者只屬於同一個社會組織，甚至那個罪

犯早已離開人世，我們也會有上述傾向。父母的行為固然會牽連到兒女身

上，但在執行刑法的時候，我們卻不可以要兒女為父母的罪行負責，更遑

論要他們替父母受罰。

17 Chicago Tribune, March 5, 2009 。

18 Carroll R 對這些議題有一番論述，並從福音派角度提出了回應方法，對我們甚

有助益，見Christians af the B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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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段經文雖然強調 人犯事一人當，但鑒於有其他經文也強調

社章休戚相關的概念，指明彼此要為對方的福祉負責，所以我們不應把上

述經文孤立起來理解。個人的身分是由所處身的重體來界定的，而個人的

行動也會影響到別人的生活，反之亦然 0

個人責任與共同責任雖然屬於相對的兩極，但卻連結為一，無法割

斷。這兩極縱使不彼此抗衡，也往往充滿張力。 1 9 申命記第二十四章聚焦

於社童對個別人士的照顱 ，尤其是那些無力照料自己的人。與此同時，經

文又不容許因個人的罪行而使重體的其他成員受旱，尤其在司法的處境中

更是如此。在“義" (.~edãqâ ) 的原則之下，人世間的法院並沒有權要因

其他人的罪行而判另 人受罰 。

19 針對這個題目， J. S. Kaminsky的研究甚有助益，見“The Sins of the Fathers: 

A Theolog ical lnvest igation of the Bib li ca l Tension between Co rp orate and 

lndividualized Retribution ," Judaism 46 (1997): 319-32 。

申二十五1-16

輯漢語譯車

個別的案例

1 “要是有人彼此事訟 3 前來

接受審判 3 審判官就要審判他們 ，

定義人為義 3 定惡人為惡。 2如果
行惡的人該受責打 3 審判官要叫他

躺下，照他的惡行量刑 ， 當面責打

他 。 3只可責打四十下 ， 不可多加 。

免得再多責打 3 責打多過這些數

目 3 你的兄弟就在你眼前被侮辱了。

4 “牛在踩穀，不可罩住牠的嘴 。

5 “要是兄弟住在一起 3 其中一

個死了 ? 卻沒有兒子 3 死者的妻子

不可嫁給外人 。 她丈夫的兄弟要與

她同房 3 並娶她為妻 3 對她盡她丈

夫的兄弟之責。吋也所生的長子，要

立在那已死的兄弟名下 3 使他的名

不致從以色列中抹去。

7 “如果那人不喜歡娶他兄弟的

妻子 3 她就要上城門口 3 到長老那

襄 3 說 ， ‘ 我丈夫的兄弟拒絕在以

色列中立他兄弟的名 3 不願對我盡

我丈夫的兄弟之責。'

就要叫他來 3 跟他談話。如果他堅

持說我不願娶她。可她就要進

前來 3 在長老眼前 3 脫掉他腳上的

鞋 3 吐唾沫在他臉上，回答說﹒， ~~ 

不肯建立他兄弟家室的人 3 要這樣

對他做。 1。從此 3 他的名在以色列中

要叫做 已被脫鞋之人的家 3 。

11 “要是有人彼此扭打在一起，

個告車

個別的案側

1 “人若有爭訟，來聽審判，

審判官就要定義人有理，定惡人有

罪。 2惡人若該受責打，審判官就

要叫他當面伏在地上，按著他的罪

照數責打。 3只可打他四十下，不

可過數，若過數，便是輕賤你的弟

兄了。

4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

籠住牠的嘴。

5 “弟兄同居 ，若死了一個，沒

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她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 ， 娶

她為妻，與她同房。 6婦人生的長

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

以色列中塗抹了。

7 “那人若不願意娶他哥哥的

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

里說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

列中興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給我盡

弟兄的本分。 ， 8本城的長老就要

召那人來問他 ， 他若執意說 自我

不願意娶她。， 9他哥哥的妻就要

當著長老到那人的眼前，脫了他

的鞋，吐唾沫在他臉上說 。 ‘凡不

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

他。， 1。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稱

為‘脫鞋之家'。

11 “若有二人爭門，這人的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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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其中一人的妻子近前來 3 為救她丈

夫脫離擊打他之人的手而伸手抓那
人的下體) 12你要砍斷她的手掌 3 你
的眼目 不可顧惜 。

13 “你口袋中不可有兩樣咕碼 3

一個大 的 一個小的 。 1 4你家 中 不可

有兩種伊法，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

15你要有分量足又公正的咕碼 3 有

分量足又公正的伊法，好讓你在上

主你的神所賜給你的土地上 ，日于

長久。 16因為所有做這些事的人，昕

有做不公道之事的人 3 都是上主你

的神所憎惡的 。

經文臨章

696 

祖告車

前來，要救她丈夫脫離那打她丈夫

之人的手，扭住那人的下體，他就

要砍斷婦人的手， UR不可顧惜她。

13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兩

樣的法碼 14你家衷不可有一大一

小兩樣的升斗。 15當用對準公平的

法碼、公平的升斗。這樣 ， 在耶和

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你的日子

就可以長久。 16因為行非義之事的

人，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

申命記第二十五章的結構與第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相類，都是

一連串在主題上無甚關連的段落，但這些文字卻都與“義，惟

獨義"這個大題目相關(十六20 ;見有關註釋)。這 章可以

按主題分作六個部分。首五個部分的指示針對以色列人欺壓弱小的同胞，

第六個部分的指示則把以色列看作是一個弱勢的重體 ， 為了生存而跟外來

的威脅抗爭。

維護司法上的義(二十五1-3)

摩西在這稟把有關司法事務的指示全盤收結。 l 這個段落包括一個宏

觀的處境( 1 節) 、 個從屬的案例 ( 2節) ，以及防止量刑過重的一旬附

記 ( 3節)。經文的開端語義空泛 ， 只說有兩人興訟 2 讓讀者可以把這些

參一 1 6-17 '十 17-1 9 .十六 1 8 -20 .十-c2-1 3 .十九 15-2 1 .二十 1-9 、 1 8 -23 ' 

二十二 1 3 -2 1 ' 二十四 17-1 8 。

2 Ríb (官司、訴訟)一詞也見於申- 12 '十-c8 '十九 J 7 .二十-5 。

697 申三十五1叮叮 圈

指示應用於一切糾紛之上。一旦兩人無法私下解決紛爭，他們就可以上呈

審判庭要求裁斷。第 l節有一對平行句“定義人為義 " 和“定惡人為惡"

正是義的最佳表述。前者宣告無罪釋放(參結十八9 ) ，後者則宣告罪名成

立。申命記二十五章2節的案例只涉及判處答刑的情況。在申命記中 ，其1]答

刑的案件只有 例 ， 就是丈夫誣蔑新娘不是處女(二十二 18 ) 。

第2至3節詳述執行當刑的手續 ， 反映摩西著意要在行刑者與受刑人身

上彰顯公義。為了防止行刑者濫施刑罰，摩西規定要有審判官當面監刑 ，

而責打的次數則要與罪行的大小相符。為了維護被告人的尊嚴，以免被告

人過於難堪，摩西又限定最高刑罰為責打 “四十下"。經文未有明吉何謂

過分的公開侮搏 ， 然而摩西稱呼受刑人為“你的兄弟"顯示行刑雖然有

客觀標準 ， 但責打卻從來不是冷酷無情的手段。畢竟，儘管是罪犯 ， 也是

重體的分子。

按義的原則對待動物(二十五4)

這一節經文的意義清晰，但聽眼看來卻與前文沒有多大關係。或許是

因為第2至3節提到答刑，而役畜又往往多受鞭打，所以引動摩西說出這個

指示。 3 經文不是要處理過分鞭打牲畜的問題，而是立足於另 種“人道

立場 " 凡用作踩穀的牛，都不可罩住牠的嘴。 4 經文所指的是古人使穀

物脫粒的方法。農夫會先把未穗鋪在地上，再用牛直接踐踏，或是以牛拉

動鎮7鐵釘的石製大鍾輾過。貪得無厭的農夫會罩住牛驢的嘴 ， 以免牲畜

只顧取食而不做工夫 ， 或單單為了防止牲畜吃掉收成(參鐵十四4 ) 。

這些關注與申命記再三展示的倫理軌跡相合(參議十二 10 ) 0 5 正如

申命記二十二章 l至4節和6至7節一樣 ， 摩西的人道關懷並不限於受到傷害

3 例 Tigay， Deuteronomy, 458 。

4 論及這話，見J. T. Noona口 ， 11'. ,“The Mu zzled Ox ," JQR 70 ( 1980): 172-75; O. 

ln stone-Brew凹，“Paul 's Literal lnterpretation of ‘0 0 Not Mu zzle the Ox ,'" in The 

Trustworthiness ofGod: Perspeclives on lhe Nature ofScrip lure (ed. P. Helm a n也 C.

R. Truema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 1 39-呵，同上，“ 1 Corin thians 9:9-

1 J : A Literal lnterpretation of ‘00 Not Muzzle the Ox ,'" NTS 38 ( 1992) : 554 的 。

5 申五 14的安息日規例指明“牛" 、 “ 驢"以及“ 切的牲畜..都可以享有安

息;十四2 1 禁止用母山羊的奶煮牠的小羊羔，二十二 1-4要求把走失的牲畜送回

主人那裹，也要幫助那些負重跌倒的牛昌盛 l 二十二6-7要求保育野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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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類 ， 更延伸至受虐的牲畜。農莊裹的動物都服役於主人之下，主人必

須按義的原則對待牠們，因為神也是這樣對待一切受造之物(參詩-0

四，一四-c9) 。

在男性性別議題之下維護義(二十五5-12)

申命記二十五章5至 12節舉出兩個事例 ， 都與性別及生育有關， 個

涉及男性的卑劣行為 ( 5-10節) .另一個則涉及女性的卑劣行為( 1 卜 12

節)。這段經文與上文都有“兄弟 " 一詞 ，因此與上文是連接的 (參第3

節和5節;前者是單數，後者是眾數)。

按義的原則回應男子的卑劣行徑 (5-10節) 正如前面的段落一樣，

這個部分也包括了 個宏觀的處境 ( 5-6節)和一個引申的案例 (7 -10

節) .兩者都針對“娶寡嫂"這種合法的婚姻制度。如果有女子在未曾生

育之前就死了丈夫，貝IJ亡夫的兄弟便要娶這寡嫂。申命記二十五章5至 10

節是這個制度在舊約聖經中惟一的正式指示，但有不少證據證明這個制度

及其變體在古代十分普及(參創三十八;得四) 0 6 

已婚男人如果死後沒有子桐 ， 就會產生兩個難題 ， 而娶寡嫂制度就是

針對這兩個難題而設的。(一)寡婦嫁與亡夫的兄弟 (yãbãl呵， 拉T文

levir ) . 就可以得著庇護和經濟上的保障。(二)這里的重點不是寡婦的

福祉，而是看眼於為亡夫留後。古人深信父母必須依靠兒女供養 7 也只

有兒孫不絕 ， 父親的名字才能夠永存。最大的詛咒莫過於絕子絕孫，名字

再無人記念，而娶寡嫂制度正是補救的方法。 s

藉著這個制度 . yãbãm 可以存留死者的名號(得四 10 ) .並為兄弟

生養後裔(創三十八8-9 ) 。可是，這個社會制度又會使產業的承繼變得

複雜。鑒於以色列的祖傳產業與宗族世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他們有

必要把產業保留在家族手中(參得四3 ' 5 、 10 ) 。摩西在這襄頒怖的不是

全面的律例，他無意一併處理上述的所有問題。他是以牧者的心腸作出

6 參F. Crüse1llan川 The Torah: Theology and Social Hωory of Old Testame l7t Law 

(trans . A. W. Mahn峙; Minneapolis: Fortress, 1 996)， 254 。

7 參J. Ped巴rsen，力..rael 的 Life al7d Culture (Atlanta: Scho lars , 199 1; reprint of 1926 

ed.), 1 :255-56 。

8 士十一34-35記載耶弗他極其痛苦 ，正是因為他要面臨血脈斷絕的大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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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顯，期望百姓在定居迦南之後努力保持宗族在

“道德上的純全和社會上的合一 n 0 9 以色列民

族的福祉有兩大基礎 是各支派宗族血脈的完

整綿長， 二是各宗族能夠永久保有自己的祖傳產

業。

本段經文的宏觀處境是住在一起的兩兄弟

( 5-6節) 。 由於其中一位顯然已婚 ， 因此兩人

未必是同室而居，但卻屬於同一個家庭 10 並有

責任彼此照應。 11 突然飛來橫桶，已婚的兄弟身

申二十五糾6 盪

行刑雖然有客觀標
準，但責打倒從來不

是冷酷無情的手段 。

畢竟 ，儘管是罪犯 ，

也是重體的一分子 。

亡，他這一房沒有子制延續血脈。這個寡婦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回到娘

家 ， 另尋丈夫 1 2 二是留在亡夫的家族之中。如果她選擇後者，貝IJ亡夫家

族的一位在生男性成員就有責任娶這寡婦為妻。

經文所指的正是這個處境。第5節下至第6節鋪陳出合乎義的處理方

法。摩西首先針對寡婦頒下命令，禁止她嫁給 7←人 n 因為這樣做對

後個問題於事無補。在第5節的餘下部分，摩西又指示亡夫的兄弟怎樣回

應。這人要和寡嫂同房，並娶她為妻 ，以盡 yãbãm 的責任 。這 串從旬的

決序似乎與風俗習慣相衝突，但經文認定婚姻與團房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因此各短語也是意義相遁的。我們絕不可以將這段經文看作是容許婚前性

行為。根據舊約聖經的看法，性行為及養兒育女都必須在終身的婚姻關係

之內進行。 1 3

第6節預設這段婚姻及性行為已經達至應有的目的 : 婦人懷孕，誕下

兒子。這個兒子固然是名副其實的長子，但 bekôr 詞在其他地方卻是指

社會地位 ，而不是出生次序 。 1 4 且不論 bek命 在其他經文中有甚麼角色 ，

9 這句話出自 Willi s ， Elders ofthe Ci妙， 304 。

10 同一個住處可以有多個家庭聚居，有關的繪像見King and Stager, Life il7 Biblical 

Jsrael, 1 8 。

11 參Z. W. Falk, Hebrew Law il7 Biblical Times (2nd ed. ; Provo, UT: Brigha1ll Young 

Un iv. Press/Winona Lake， 叫: Eisenbrauns, 200 1), 97 。

12 參二十一 1 0-1 4和二十四 1-4為離婚婦人而設的再嫁規例，另參相關的註釋。

13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my, 232 。

14 參二十一凹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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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稟就是代表死者的血脈。藉著這個兒子，死者的名號得以存留 ， 家族

的祖傳產業也得以保持完整 。

摩西以 句古怪的諺語來表達這個概念 ﹒ “立在那已死的兄弟名

下" 。 l 5 這話的意思是讓死者在其產業上存留名號，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

鄉被抹去(得四5 、 10 ) 。按照本段經文的說法，這段婚姻的目的是為防

止死者的名字“從以色列中〔被〕抹去"。宗族世系絕對不容半點混淆，

所謂名字被抹去，就是指把這一支血脈剔除於家譜之外。娶寡嫂制度是宗

族世系保持完整的合法手段。寡婦從亡夫的兄弟懷孕 ， 所生的兒子要承繼

亡夫的名字 ， 接著這名兒子也會透過自己的子孫永遠活下去。

摩西又引申出一個案例 (7- 10節) ，就是那人不願盡兄弟之責。摩西

便訂明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豁免手續。然而，拒絕負責不但是一個極重大的

決定，而且要背負恥傳的記號。摩西沒有吉明那人不願娶寡嫂的原因 1 6
但卻給他自由，容許他拒絕肩負這道德和法律上的責任。正如離婚的規例

一樣(二十四 1-4 ) ， 這段經文的目的也是要維護女人的名聲，以及保障
她的生活。這個女人遭受雙重打擊，首先是丈夫過身 ， 之後是丈夫的兄弟
不願盡其責任。摩西詳細陳明有關手續，讓這名受欺的婦人在回應那位推

卸責任的“兄弟"之餘，也能保存名節 1 7 並作出斷然的處置，不再回

頭。 1 8

(一)摩西給這名守喪的寡婦投訴的權利，她可以到城門口向長老陳

情 (7節下)。在法律上，她有權代表自己提出訴訟，而長老團則是以色

15 參NIV作“傳留已死兄弟的名號" (carry on the name of the dead brother ) 。
得四 5 、 1 0所用的諺語較為順耳 “延續她丈夫的名字，保住家族的土地

( <新普及~ )。還有第三種句法 ， 見創四十八6 在他們哥哥的名下得產
業"。民二十仁卜 11 容許在沒有兒子的情況下讓女兒承繼產業 ， 但這里卻預設

承繼人是男性的節)

16 參Tigay， DeulerOnO/1吵， 232-33 。在得四6' 路得的 gô 到也曾含糊地解釋他不願
負責的原因 ， 有關論述見Block， Judges， 郎神， 7 1 5- 1 7 。

l口7 1. R. Z i昀5計汰如kind ( “Th忱e Treat仙m咒巴n川t of Women in De叫ut昀eronon

P叭〉ηraωct仙t l山lωca訓l i吋t句y一Pal叫t r," JBQ 2盯7 [υ1 9卯99列]: 15叮5-5吋6 ) 指出，這名寡婦如果接受亡夫兄弟
的決定'就可以按法律取回嫁妝，出去另尋丈夫。

他見V. H. Matthews, '‘Female Voic的: Upholding the Honor ofthe Household," BTB 24 

( 1994): 9 。

701 申三十五1-16 圈

;1]家事律例的執行機關。 1 9 妻子的權益本來是由丈夫負責維護，但這個女

人的丈夫已死 ， 惟有請長老代為出頭。摩西不但授權她提出呈請，還指教

她怎樣申訴 ， 並為她預備好狀詞，叮囑她要重吉不諱地指出亡夫的兄弟虧

負了死者，拒絕盡 yãbãm 的責任，不肯在以色列中立他兄弟的名。

(二)摩西吩咐長老召見這位 yãbãm' 與他商討此事 ( 8節上)。經

文沒有指明長老會說些甚麼，但從後來的對話可知，長老是要勸這人回

頭，鼓勵他看別人的好處高於自己的利益。

(三)摩西也給這位 yãbãm 自辯的機會 (8節下 ) ，並要他公開表

示自己拒絕負責。文中用了動詞“堅持"又記錄了他宣告“我不願娶

她"讓讀者清楚看到這人的情態 。

(四)摩西定下了一個儀式 ， 要公開蓋傳這名 yãbãm 。這個儀式包括

以下步騷。首先，寡婦要在長老面前脫掉這人的一隻鞋子，再吐唾沫在他

臉上 ， 接著便公開陳明這一番舉動的意義 ( 9節)。這個儀式不但象徵蓋

厚，也代表那名兄弟己把自己的權利轉給寡嫂，並放棄了自己在她亡夫祖

業上的份，分家的時候再無權染指。 2。這個寡婦會把鞋子帶走，以它作為

憑據，具體地證明一切都已經依法了結 (參得四7-8 ) 0
21 

向 yãbãm 吐唾沫固然是祖魯潑辣，但下文宣告“那不肯建立他兄弟家

室的人，要這樣對他做"卻顯示婦人的舉動是正式的法律手續，而不是

昧的衝動乖僻。這位 yãbãm 不肯為兄弟延續血脈，就等如親手抹掉了自

己的兄弟在以色列中的名號(參6節)

這段經文旨在維護“義"要為家庭危機作出補救，在結尾的時候更

指出這個儀式的意義十分重大 ( 10節)。這位 yãbãm 既然不願死去兄弟的

名字被人記念，那麼縱然他真的能夠光大自己的家門，世人都會永遠認定

這是不顧兄弟親情之家，最終更是損書社童福祉之家。經文說這家要代代

叫做“被脫鞋之人的家"表明他的後裔也要背負蓋庸的名號。

按義的原則回應女子的卑5暫行徑 (11-12師) 從三方面可以看見這

19 參十九 1 2 '二十一切 ， 二十二15- 1 8 。參Ne l son ， Deuteronomy, 299 。論及長老團

在這種處境中的角色，見Will時， Elders of Ihe Ci紗， 293-304 。

20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ill峙， Elders ofthe C恥 297 。

2 1 論及得四7-8與申命記本段經文的關係，見P. A. Kruger,“The Removal of the 

Sanda l in Deuteronomy XXV 9," VT 46 ( 1996) : 53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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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短小的段落與前文也有關係'包括當中的用詞、角色和主題。早前做出

卑劣行徑的是先人的兄弟，而這稟則是某人的妻子。 22 驟眼看來，這段

經文是複述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1 8至 1 9節和22至25節的規定 。可是，在出埃

1昌些議題背後的神

學和倫理，卻絕對能

獨應用民今天 ， 在信

心和行為上指導神的

子民。

及記二十一章22至2 5節中的女子是被動的，只不

過無辜地被捲入男人的爭執之中，因此她是受害

人;這裹的女子卻是主動參與其中的 。

原文暗示爭執的兩個人或許是兄弟，甚或住

在同一個地方(參5節) ，但這一點在NIV並不

明顯 。經文沒有說明兩人爭執的因由，但比照前

文，可以估計兩人是為承繼產業而動武，或者因

為各自在祖業的角色上不協調而扭打在一起。這

個段落以兩名男子的打門場面揭幕，但論述的核

心卻是其中一方的妻子，她嘗試動手干預。經文

點出她的動機 為救她的丈夫脫離那擊打她丈夫之人的“手"。這種場面

十分罕見，因為女子通常都不願干預男人的門毆。然而，這裹的主要問題

卻不是妻子保衛丈夫，而是這個女人所用的手段 她伸手抓對方的下體。

這段經文的文法、句式，以及刑罰的嚴重程度，都表明這個女人的行動是

刻意的，並不是無心之失。

這襄列出的刑罰似乎過於嚴苛。 23 經文要求砍斷那個女人的手掌 ， 實

在駭人聽聞 ， 而這類刑罰在舊約聖經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24 日d 可以是男

性生殖器官的委婉說法 25 有人因而認為這條規例屬於“以眼還眼.. 類

22 有人認為申二十五 11- 1 2所說的不是按罪施罰，也不是報應惡人，而是刻意

讓犯辜者羞愧，有關論述見P. E. Wilson ，“De叫eronomy xxv 11-1 2- 0 ne for the 

Books," VT 47 ( 1997) : 220-35 。

23 參CH 的 1 92-1 95 ， 2 1 9; MAL SA :8-9 (Roth, Law Collections, 120-2 1, 1 56-57) 。論
及這些律例以及它們與申命記這段經文的關係'見Press l凹 ， The View of 的I'nen，

74-77 。

24 除了 !ex ta!ionis ( 十九訓 ，出二十一23 -24) 外， 舊約聖經的律法再沒有傷殘肢
體的規例。

25 L. Eslinger, “The Case of an Immodest Lady Wrestler in Deuteronomy 25: 11-1 2," VT 

3 1 (1 98 1): 269-8 1 。對此的回應見P. E. Wil son (“Deuteronomy xxv 11 -12 ," 232-

33 ) ' Wil son認為這個男人沒有受到永久的傷害。

703 申二十五1-16 盪

(lex talionis (報應律 J ) ， 因此所謂那個女人的手掌，其實是代表與男

子性器官相對的身體部位。必然而，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大有不同，又怎

能按照字面上的意恩來執行報應呢?況且那個男人也沒有實際受傷。經文

稱男子的J性器官為“羞恥的肢體" (appendaFof simI1e) ， 27 意味這女人

做了不知廉恥的超禮行為。 28 前後兩段文字都涉及男人的性器官 第5至

10節描述男性敝蒂自珍，不肯以此物幫助女性自這襄則是女子恬不知恥，

動手抓拿此物 ， 她的目的或許是要對方絕後。 29 經文又說“你的眼目不可

顧惜.. 3 0 表示這種罪行極為嚴重。那個女人抓拿男子的下體，直接威脅

到這 房宗族的完整，因此必須嚴正處理。

在商業運作中維護義(二十五的-16)

第二十五章旨在呼顯人於生活中彰顯義，而最後一個處境就是日常的

商業運作，也是人們最容易妥協的處境。這段經文建基於利未記十九章35

至36節所載上主的話。摩西在申命記二十五章的節兩度提及 $edeq ( <新

漢語》 “公正..字面上的意思是“義.. ) ，與第十六章20節(見註釋)

組成一個十分囑目的首尾呼應結構。有無數古代近東文獻提及商業詐騙，

可見這是當時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3 1

這段經文可以分作三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由兩句陳詞組成。首兩

部分的陳詞是兩對平行旬 ，採用了“絕對法.. ( apod i ct ic ) 的形式表述

( 13-14 、 15節上) ，而最後一部分則是 對動機從句( 15下-1 6節)。

第 1 3和 14節提到兩樣度量衡的工具 。 'eben (字面上的意思是“石頭.. ) 

26 參Phili阱， Ancient !srael 's Criminal Law, 94-肘; Cra ig i巴， Deulerono ll1y , 3 1 6 。

2盯7 這個希伯來文詞語甚為罕見， N T川V譯作委婉語

《新j漢莫語》 已“區下體" 。

2站8 矽伊例Ij : P趴re閻s鉛叫s叫l el巴釗r， The 仍仍伽I仿ewof防恥'ome叭n叭， 7乃5 ， 7鬥7 。

2扭9 參McCov叭i ll e， De叫tμμ1翩!

30 這句公式語也見於十三8 (9列) ，十九 lη3 、 2幻l 。

3 1 見《漢摩拉比法典> ( The Code of Hammurabi; gap sx in Roth , Law Collections , 

98 ) ; <頌沙瑪什詩篇> ( A Hymn to S ha ma s h; COS, 1: 11 7 lin es 107-泣 ，

[p.14呵 ， 譯文來自 B . R. Foster ) ; <埃及亡靈書> (T 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ANET, 34 ) ; <阿曼尼摩比第吉> (The [nstruction of Amenemope; M 

L ichtheim in COS, 1 :47, pp. 11 9-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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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指天平上的咕碼，用作量度商品的重量。 32 經文警告百姓不可預備

兩樣的咕碼，以在量度支項的時候用輕的 ， 量度進項的時候用重的 。 Kîs

( (新漢語》 “口袋" )一詞指商人用來存放咕碼的荷包或袋子。 'êpâ

( (新漢語) “伊法" ) 詞則是指容器的載量，用作計算流質或乾貨

的多寡 。

在第 15節，摩西以正面的用語重述第 13至14節的負面警告，以強調營

商必須誠實公平 。 當中 $edeq (義 ; (新漢語》 “公正 " ) 詞，意思就

是“跟隨絕對的標準" 。 這些詞語採用了重吉法 ( hendiadys ) ， 指“絕對

公平"的話碼和伊法 。 為了督促百姓在商業運作上持守公平，摩西以敏銳

的牧者心腸指出兩樣事實 ( 15下-16節) : 只要百姓誠實公平，上主就會讓

他們在應許之地上得享長久的日子，接著叉警告他們，凡以不公正的站碼

和伊法行詐的人 ， 在上主眼中都是可憎的(參十八12 '二十二5 ) 。

應間臨則

舊的聖經其他書卷所載的情況 上主在西奈山及其後的日子頒

佈了一系列誡命 、 律例和典章(參十二 1 ) 。 摩西站在牧者的

角度演繹這些律法 ， 而這段經文則是這一輪演繹的最後一篇 。

從第十二章2節到二十五章 16節，摩西一直都在勉勵同胞 ， 呼籲他們遵從

上主在第六至十一章所作的呼召，全心全意效忠於上主，單單敬拜他(十

二2~十六 17 ) ， 又要謹慎地持守那些早已陳明的聖約規條 。 與此同時，

摩西又嘗試把這些規條應用於新的處境 ， 因為他知道百姓將要渡過約旦

河，趕走迦南居民，並住在應許之地 。 摩西在第二十五章論到四大議題 ，

時至今日，這些議題對神的子民仍然大有意義 ， 足以影響我們的信心和行

動 。

在後期的書卷中， 並不是上述每一項議題都有所觸及 。 出埃及記二十

章20節鋪陳刑事律例， jl朱文涉及主人用棍子打自己的僕人 。 然而，在敘

事文中，提到鞭打的文字就只有列王紀上十二章 11節 。 耶羅波安說要用鞭

32 一標準舍客勒約重J 1 .4克。參M . A. Powell , “ Weights and Measures," ABD , 6:90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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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蠍子鞭責打工人 ， 所謂蠍子鞭就是有刺的鞭子。 33 在舊約聖經中，人

們常以鞭打作為責罰的手段，但卻從未提及在審判之時宣判申命記二十五

章 l至2節所規定的答刑 。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被非法逮捕審訊，身受私刑

苦害，其中就包括鞭打 (路二十二63 ) 。

創世記第三十八章記載了娶寡嫂的事例 ， 年代遠早於摩西這篇演講

詞 。 雖然如此，但創世記三十八章8節用了動詞 yibb ëm (盡你為弟的本

分 ) ， 卻意味這段記載的下筆角度與申命記二十五章5至 10節是 致的 。

當時 ， 猶大的世系傳承面臨重大危機。 猶大的長子耳與妻子她瑪還未生養

兒子 ， 自己就先去世 。 猶大的決于俄南不肯承擔 yäbãm 的責任，而猶大也

沒有安排第三子示拉娶她瑪為妻 。於是她瑪欺騙公公猶大當上了 yäbäm '

最終她瑪從猶大生了 對學生子 ， 就是法勒斯和謝拉 。 34

詞根 ybm 在路得記只曾出現 次 35 可是本段經文的主題卻多次見於

路得記，特別是路得記第四章 。 在創世記第二十八章，採取主動的是寡婦

她瑪'而在路得記 ， 採取主動的卻是死者的母親拿俄米 。 在拿俄米眼中 ，

波阿斯固然是 yäbäm 的適合人選，但因為波阿斯與瑪倫的關係較疏 (可能

是叔叔或表親) ， 所以拿俄米沒有稱他為 yäbäm ' 而是稱他作 go 百 ( {新

普及} : “至親 " 二20 ;等等)。 路得記第四章的情節與申命記二十五

章7至 10節所設想的十分不同 。 申命記中的 yäbäm 不肯承擔責任，但波阿

斯卻是巴不得為族中兄弟保存名號和祖業 。 申命記中的脫鞋儀式帶有蓋傳

的意思 ， 而在路得記，那轉讓權責的男子卻是自行脫下鞋子，再交到波阿

斯手中 ( 而不是路得) 。 在路得記里面，這個行動不是要表達蓋搏，而是

要證明轉讓購買權的行動已經依法完成 (參得四7 ) 。 在見證人面前，波

阿斯接收了娶路得為妻的權利，而瑪倫和以利米勒的世系也因此得以保存

( 四 1-13 )。

33 論及這節經文 ， 見M . Cogan, I Kings: A New Translation wi的 Introdllction and 

Commentmy (AB 10;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349 。

34 論及這件事中的娶寡嫂制度 ， 見Will時， Elders 01 the Ci紗， 253 -62 0 論及猶太教的

娶寡嫂制度，見s . Be l k i l月，“Levirate and Agnate Marriage in Rabbinic and Cognate 

Literature," JQR 60 ( 1970): 275 -329 。

35 見B l ock， Judges, Ruth , 674- 75 。詞根 ybm 見於得一 1 5 '是陰性名詞 ， 意思是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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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都有人因為受不了試探而去干擾度量衡的器具，以求在商業活

動中自利( 13-16節)。竄吉就曾經三次提及這種情況。智者在鐵吉十六章

11節宣告，任何人也無權干擾秤和天平，即便君王也是一樣，因為秤和天
平都屬於上主。至於何謂“公正" 的居碼，其標準都是由上主所定的。 36

在鐵吉二十章 10節和23節，智者採用了申命記的詞彙 ， 就是“上主憎惡"

( {新普及} )一語。他沒用這短語來形容干擾度量衡的奸商，而是用來

形容用作欺詐別人的量器。

當以色列和猶大亡國之期將近，上述情況就變得特別嚴重。在阿摩司

書八章5節，這位來自提哥亞的先知控訴奸商，說他們把伊法變小，把舍

客勒變大，又問欺詐的天平騙人。在一個半世紀之後 ， 以西結刻劃出新以
色列的社會制度和屬靈狀況，並以權威的姿態宣告一個絕對性的命令，就

是禁止君王以詭詐的量器欺壓神的子民。他借用了申命記的詞彙'吩咐人

使用 “ 義" ($edeq ) 的天平、伊法和罷特(結四十五10-11 )。新約聖經

雖然從未提及以詭詐的量器欺騙別人的事 ， 但保羅談到作領袖的資格時，

他所羅列的不良素質就有“貪圖不義的收益"等語(提前三8 ;多一7 )

所指的當然包括商業欺詐。

當代應間

義 不少人思想這些指示的時候，都會認為它們與大部分摩西

的律例一樣 ， 對基督徒沒有約束力。他們所持的理據有二， 第

一，新約聖經並沒有明明白白地重申這些律法;第二，無論如

何 ， 屬神的新以色列已經在這末世出現了。 37 然而，抱持這種立場與不承

認耶穌基督的權柄並無分別 ， 因為基督也曾宣告他不是要廢掉“律法 "

(原文為“妥拉"也就是律法書) ， 而是要成全律法(太五 17 ) 。再

者，如果我們真正以委身於約的態度(愛)對待基督(真葡萄樹) ，就必

會遵守他的 “命令"。“命令 " 一詞可以代表神的所有啟示(約十四 15 、

36 見B. K. Waltl惚 ， The Book of Proverbs Chapters 叮叮3 1 (N ICOT; Grand Rapids. 

Eerdlllans, 2005), 1 8-19 。

37 論及舊約的律例對新約的基督徒的意義，見D . 1. Block,“Preachin g Old Tes ta-

Illent Law to New Testament Chri stial芯"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104-

36 ;同上，“The Grace ofTorah," in Ho w ] Love your TOI 的， 0 LORD! 1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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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十五 10 ) 。

此外，如果我們認為摩西的律法與我們無關，也就是輕看了保羅所

作的宣告。他在提摩太後書三章 16節指出 ， 聖經全都有權威，能訓練人行

“義 " ( dikaiosyne ) 。這個說法徹頭徹尾是申命記的觀念。申命記第二十

五章所處理的各項議題 ， 固然是在特定文化之下的家事及經濟事務，但這

些議題背後的神學和倫理，卻絕對能夠應用於今天 ， 在信心和行為上指導

神的子民。

司法*義摩西在第 l至3節重申 ， 司法制度

的功用是找出案件的真相;也就是說 ， 如果我們

依從司法制度行事，就必定能夠把犯罪的人繩之

於法，而清白的人也能獲得無罪釋放。不論任何

機制(包括我們的制度) ， 如果無法懲治眾所周

知的犯事者，或是竟然把眾目共睹的無辜者送進

監牢，就不能稱之為公義的機制。如果犯事者因

技術性問題脫罪 ， 但無辜者卻因聘不上能幹的律

師而陷入冤獄，那就更算不上是伸張公義。

在神的經濟體系裹，
所有勢報工作的，不

論是人或動物 ， 都可

以得到獎賞。

與此同時， 旦定罪 ， 只要罰則與罪行相當，就必須按律執行。然

而 ， 執行刑罰的時候也有兩點要留心 : 第一 ， 要防範刑罰過當，第二 ， 要

避免非人化的處理手段。罪犯也是社量的 員，也有神的形象，因此我們

必須考慮到其尊嚴。我們美國人往往急於指責別國司法不公，但從阿布扎

比 (Abu Ghraib ) 的監獄虐囚事件可見 ， 虐待囚犯是任何社會都會經歷的

試探。 38

動物 摩西在第4節要求我們以人道對待牲畜。跟這個命令最為切身

的，自然是農戶，以及利用動物作役畜的人，但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所有

飼養牲畜 、 家禽的人士。某些團體聲稱維護動物的權益 ， 但他們的行為往

往過於激進 ， 所要求的又每每顯得幼稚。為了經濟上的原因，農戶自然不

能與上述人士妥協。然而，信仰章體的成員卻必須以身作則，以合理的手

3站8 這件事有充分的文獻記錄'見1伊例F列IJ : S. S仙trε'a仿ss臼er几， e吋d.汙， The Ab仙n川1I Gαh口川F

The Ofj伊ìcαial ]，扣ndependeωnt Panel and Pe刮叫ntσ'gon Repor川Is on the Shock 叫川7哼'g Pr川lιω自

Ab仇uβse l附n lraq (οJa犯叫ckson川1丸， TN: Pub蚓liωcA叮伯airs ， 2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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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照料牲畜。都市人儘管對平價肉食有所需求，但卻與農戶的謀生處境天

南地北，也很難感受到飼養牲畜的難處 。 然而，當我們為了自己的喜悅

(例如飼養寵物)或需要(例如導盲犬) ，而把神的創造物帶回家中 ， 我

們就必須給牠們人道的待遇，否則就是違背了義的標準 。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9節和提摩太前書五章 18節 ， 保羅也提到不可套住

牛的嘴 ， 但他的闡釋卻是另闢膜徑 。 他之所以引用這條規例，是要維護事

奉人員的受薪權利，支持他們通過傳福音而得蝴口 。 保羅問 “難道神關

心的是牛嗎 7" (林前九9 ) 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 有人因此主

張，問句中的“牛"是 個比喻，保羅所指的其實是人，這樣他的設問才

有意義 。 "可是，如果我們宏觀地看申命記第二十五章 ， 並以這個角度

來闡釋第4節，就會發現上述說法不過是畫蛇添足 。 和保羅一樣，摩西也

是向人類頒怖指示，而不是向動物發吉 。 第二十五章有一個貫徹全章的主

題 ， 就是呼籲聽眾一一神的子民一一以敏銳的觸覺關懷別人，尤其是軟弱

的軍體 。 摩西針對牛隻而說的話 ， 與這個主題完全一致 。 他要在動物身上

表達出一個神學原則，就是在神的經濟體系裹，所有勢碌工作的 ， 不論是

人或動物，都可以得到獎賞 。 的

家庭的完整性 在第5至12節 ， 摩西呼顯民眾要憑良心守護家庭的完

整性，而守護的行動共有兩個層面 。(一 ) 每位家庭成員都要為其他成員

著想 。 在這個大前題之下，設立娶寡嫂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證每一房都

得以傳承世系 。 如果某個文化不把兒女看作是父母性命的延伸，就勢必會

削弱父母的權威，減低教養兒女的喜樂 。 這樣的文化最終會把兒女看作是

分離的個體，可以隨意拋棄 。 基督徒應該恢復大家庭的觀念，看家庭為一

個有機體，各成員之間休戚相關 ， 讓這個有機體可以健康成長 。(二) 與

此同時 ， 面對那些年齡成熟 ， 適合作父母的人 ， 我們要認同及鼓勵他們發

39 參F. W. Groshe id巴 ， Commel伽ry 0 11 the First 勾Y叫le 10 the COI 叫hians (N ICNT; 

Grand Rapids: Eerdlllans, 1 953)， 205 。
40 論及有關的釋經問題， w. C. Kaiser Jr 的文章甚有助益，見 “The Current Cri sis 

in Exeges is and the Apostolic Use of Deuteronomy 25 :4 in 1 Corinthians 9:8-10," 

JETS2 1 (1978) : 3-1 8, esp. 11-1 6 0 Instone-Brewer (“ Palll 's Literalll巾rpretati on of 

‘Do Not M lIzz le the Ox ,'" 1 39-56 ) 認為 ， 保羅採納了第 l世紀猶太人的釋經觀
念 ， 就是把律法書提到 “牛 " 的條文應用於一切僕役(人或牲畜) 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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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父性母性，讓他們明白作父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 第 11至 12節又作出

警告 ， 要家庭成員知道廉恥，不應做出有損家庭成員健康的行為 。

商業運作 在第 13至 16節 ， 摩西呼籲信仰畫體在商業運作上以身作

貝1] 。 經文要求我們在交易和營商的時候要有正直的態度，這對當代信徒而

言 ， 可說是申命記律例中最為切身的指示 。 我們既然自稱是神的子民，就

必須誠實公平地計價 ， 並在償還債務上一絲不苟 。 這些表現更要成為我們

的標記 。 馬多夫 (Bernard Madoff) 辜負了客戶的信任 ， 騙去數以十億計

的金錢 ， 弄出駭人聽聞的大騙案，固然是一個反面的例子，但欺詐問題卻

不限於這最高的層次 。 在街角的雜貨店，我們也許會刻意忽略櫃台算少了

的數額 ， 在辦公室，我們也許會不盡不實地填寫報稅表 。 當然，應用這

個原則的處境也不限於商業及財務活動 ， 也會涉及創意的交流 (例 : 抄

襲)。 今天的社會在道德上已是每況愈下，基督徒正該站出來作榜樣 ， 以

誠實和正直的態度處理商業事務 。



申二十五17-19

新漢語譯車

17 “你要記得在你們從埃及出來

的時候 3 在路上亞瑪力人對你所做

的 。 18他們怎樣在路上攻擊你 3 又趁

你疲乏困頓 3 擊殺你所有落在後方
的人;他們不敬畏神 。 19當上主你

的神使你們安歇?在上主你的神賜

給你佔領為產業的地上 3 使你脫離

周圍所有的仇敵，你要將亞瑪力人

的名號從天下抹去，你不可忘記 。"

經文臨章

祖告車

17 “你要記念你們出埃及的時

候，亞瑪力人在路上怎樣待你。

18他們在路上遇見你，趁你疲乏困

倦，擊殺你儘彼邊軟弱的人，並不

敬畏神。 19所以，耶和華你神使你

不被四圍一切的仇敵擾亂，在耶和

華你神賜你為業的地上得享平安。

那時，你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

塗抹了，不可忘記。"

在這個段落之前的 14章 ， 都是勸人全然投靠上主，盡心憐憫他

人，藉以表現自己持守義及效忠於聖的。相比之下，第二十五

章 17至 19節似乎與前文格格不入。究竟本段經文與前文有甚麼

關連呢?惟一可以算是有連擊的，就是第二十三章3節規定亞們人和摩押

人連第十代的後人也不可進入上主的大會，原因是他們曾經收買巴蘭，要

他詛咒以色列人。摩西在這稟提及的歷史更為古遷，直追溯到以色列人與

亞瑪力人在西奈山事件之前的交鋒。摩西還加上 道看似祖暴無惰的命

令，就是要以色列人把亞瑪力人的名號抹去 ， 讓世上再無人記念他們(參

出十-t14-16 ) 0 I 

這段經文並沒有展現出“律法"的風格特色，再次提醒我們摩西的

第二篇演講詞全篇都是牧者訓吉，並不是旨在立法。摩西特此告誡百姓要

了結前事 。這段經文前後各有一句祈使旬，形成了一個框架( 17上及19節

論及以色列人與E瑪力人之間的歷史，見創三十六 11 -12 ;出十七8-16 ;民十三

凹 ，十四鈞、 43 ' 十四的 ，士三 13 '六3 、 33 ' -1::: 12 '十 1 2 ' 十二的， 撒上

十四~十六，詩八十三4-9 (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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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 經文本身又可以分作長短相若的兩部分。在首部分中，摩西提醒

百姓毋忘亞瑪力人之禍 ( 17-18節) .次部分則要百姓把亞瑪力人的名號

“抹去..使世間再無人記念他們 ( 19節)。

開場白呼籲百姓要“記得"亞瑪力人，其筆法完全符合摩西的修辭風

格。 3 他提及亞瑪力人所做的三件事，藉以展示亞瑪力人是怎樣敵擋以色

列人的。(-)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種以色列人在路上而

“擊殺"他們的隊伍。這個說法表明亞瑪力人是心懷惡意、無故挑蜜的，

而當時以色列人正往何烈山去，要在那稟朝見上主 。(二)亞瑪力人是野

蠻的懦夫 ， 他們的暴行令人髮指。他們不敢正面攻擊以色列人，於是等待

以色列大隊走過，當百姓正疲乏困頓的時候，他們就突襲落在後方的民

眾。 4 (三)亞瑪力人不敬畏神。“敬畏神..一語固然有倫理涵義 5 但卻

無須把其意思僅限於倫理範疇。摩西當然不會形容亞瑪力人敬畏神，他只

是藉著這一句評語指出，亞瑪力人這樣作出攻擊，就等如直接衝擊上主的

計劃。 6

從這個角度理解，或可說明摩西發出第二道命令( 19節)的原委。摩

西吩咐以色列人，一旦上主使他們安歇，在上主賜給他們佔領為產業的地

上 ， 使他們脫離周圍所有的仇敵，他們就要實踐這個命令。 7 當迦南民族

無法再威脅他們，而他們又在應許之地安然居住，他們就必須把亞瑪力人

消滅淨盡。早在40年前，上主也曾宣告要滅絕亞瑪力人(出十--t12-14 ) . 

摩西現在的命令正是重提這個宣告，但把上主的行動改成以色列人的責

2 經文所指的事件以散文體裁記載於出十-1::8-16 。

3 摩西曾經要求百姓 “記得"的事還包括 在埃及為奴(五悶，十五 1 5 .十六

12 . 二十四 1 8 、 22) ;上主是他們的神(六 1 2 .八 11 、 14 、 1 8 、 19 ) ;上主

曾打敗埃及人(-1:: 悶，十六3) ;上主拯救以色列(六口，八 14 .十五 15 . 

二十四 1 8) ;上主在何烈山顯現及啟示他自己(四弘 1 0' 23 、 3 1 ) ;上主為以

色列人而做的具體事情(八 1 8) ;上主在曠野引導以色列人(八2) ;上主懲

罰米利暗(二十四9 ) ;百姓叛逆上主(九7) 。

4 參Tig旬， Deuteronoy, 237 。
5 意思就是“敬畏並服從神的誠命，再加上尊重陌生人的權利和自由.. (例 出

一 1 7 、 2 1 ) 

6 摩西指亞瑪力人“在你們從埃及出來的時候 ， 在路上"發動襲擊 ， 而沒有稱這

地方為不|版時丁.. (出十-1::8) .就是要把這件事連繫於出埃及的經歷 。

7 參申三 1 8-22及十二9-10 。

713 申二十五17-19 國

任他們要“抹去..世人對亞瑪力人的“記憶.. (原文直譯 ; {新漢語} :

“名號.. ) 0 8 

這個段落的結語是一旬勸勉的話 “你不可忘記"。這句話莫測高

深，未有指明不可忘記甚麼。從文法而吉，所指的可以是亞瑪力人的惡行

及以色列人來日的報復行動。然而，這就違反了要抹去對亞瑪力人的“記

憶"的命令。最合理的解釋是，這句話要回應段落開端的“記得" 詞，

也就是說，百姓“不可忘記"的 ，就是早前要求除滅亞瑪力人的命令。 9

應間區則

以色列歷史中的亞瑪力人 在其後的歷史中，我們不只一次看

到亞瑪力人的名字。在士師記，以色列人常被周遭曠野的敵人

壓迫騷擾，當中就包括亞瑪力人 。 1 0 再後一點年月，當掃羅首

次英勇地打敗了四出掠奪的亞瑪力人之時 11 撒母耳就對他說，上主並沒

有忘記自己早前的宣告，就是要消滅亞瑪力人，因為他們曾經加害以色列

人(撒上十五卜3 ) 。上主向掃羅宣示自己的心意，命令他解決亞瑪力人的

問題。那一番話與本段經文十分相似 ﹒

天軍的上主這樣宣告 。 我要 ~R 亞瑪力族算帳，因為當初以色

列人從埃及出來，亞瑪力人就和他們作對。現在你要去徹底消減

亞瑪力全族，把他們的男人、女人、小孩、嬰兒、牛、綿羊、山

羊、駱駝和驢 ， 通過殺掉。(撒上十五2-3' {新普及} ) 

8 為了讓人們謹記上主的應許/誓盲 ， 摩西築7一座壇，起名為“上主，我的挂

旗以標誌上主的勝利(出十士的-1 6)

9 蘇美爾 ( Sumer i a) 城邦烏魯克 (U I 此 ，也就是以力 (E rec h ) )的君主烏杜

赫加 (Utuhegal ) 的銘文之中(公元前22世紀) . 有 段記載跟摩西對亞瑪

力人嚴厲的斥責十分相似。這段文字見D . Fray肘， Sw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ρ334-2113 BC) (RJM E 2; Toronto: Uni v. of Toronto Press, 1993), 284-85 。另有一
篇簡短的論述，見P. D. Stern, The Biblical lferem: A Window 011 Jsrael s Relψ0的

Experience (81S 2 11 ; Atlanta : Schola悶， 199 1), 70-72 。

10 士三口 ，六3 、日. -1:: 12 .十 1 2 (另參十二 1 5 ) 。他們的名字也見於詩八十三7

(8) 所載以色列仇敵的名單。

11 撒上十四48與士二 1 6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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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透過撒母耳向掃羅下令，要藉掃羅的手實現出埃及記十t章 14

節的誓吉，並踐行摩西在申命記二十五章19節頒怖的命令。隨後的敘事文

似乎描述掃羅完成了使命，只是放過了亞甲王。 1 2 然而，大衛卻又要繼續
與亞瑪力人戰門。當掃羅正被非利士人殺敗的時

候 ， 大衛也跟亞瑪力人交戰，並顯然得看決定性

亞瑪力人的攻擊干
預了上主藉蓋選民救

贖全世界的恩慈計

劃， 所以他們也成了

邪惡的象徵，是光明

國度的仇敵，是救贖

大業的障礙。

的勝利。 1 3

掃羅領軍出戰 ， 固然是要執行 hërem (徹底

消滅)的使命，但敘事人卻從沒把大衛頓軍出戰

的事與上主的誓吉(出十-t 14 ) 或摩西的命令

(申二十五 19 ) 連上關係。值得留意的是 ， 當大

衛發現那個自稱在掃羅之死上有份的士兵是亞瑪

力人時 ， 大衛就把這人處死，但卻不是因為他是

亞瑪力人，而是因為他殺死了上主所膏的王(撒

下一 14-16 ) 。後期還有經文提及大衛劫掠了幾個

國家 ， 當 中也包括亞瑪力(撒下八 12 ; 代上十八

11 )。除此之外，亞瑪力人的名字就只見於歷代志上四章的節。 1 4 那襄指

出，在希西家的時代，有500個西緬人消滅了少數殘餘的亞瑪力人。由此

可知，以色列人並沒有完滿地執行摩西在申命記二十五章 19節所頒怖的命

令 ， 沒有盡數殲滅亞瑪力人。

如果以斯帖記中的亞甲人哈曼與巨瑪力人的亞甲有關 1 5 就可以證明

亞瑪力人並沒有完全被消滅。不過，我們無法證賞這人是否亞瑪力王亞甲

的後裔，也不清楚亞甲族的名號是否用作貶義詞，以通稱一切恨惡猶太人

的人。 1 6

12 這件事使上主終於決定廢除掃羅的王位(參撒上二十八 1 8) 。

13 撒上二十七8' 三十卜20 :撒下一 l 。
14 論及這段經文，見G . Kn o ppe rs, 1 Ch ronicles 1-9: A New Tra nsla tion wilh 

!n!roduclion and CommentOly (AB 12; New York: Doubl eday, 2004), 370-7 1 0 

15 斯三 1 、 10 '八3 、 5 '九24 。要特別留意三 1 0和九24 '兩處都稱這人作“〔
切〕猶太人的敵人，亞甲人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新普及} )。
《他爾根} ( Ta rgum ) 的斯三 l 有一段詳細的哈曼族詣，並以亞瑪力為始干且，
明顯支持前一種論調。類似的看法也見於Josephus (A nt. 11.6.5, 1 2) 。論及猶太
人對有關亞瑪力人的篇章的闡釋歷史，見L. H. Feldm訓，“Rel17ember Amalek!" 

715 申二十五1內國

當代應間

這段經文就如早前要求減盡迦南人的文字 樣 ， 困擾著不少讀

者。聊以自慰的是，比起出埃及記十土章 14至 16節涉及的事

件 ， 本段經文的倫理觀還算進步。在那段記載中，只因 個民

族被攻擊 ， 上主就要求減盡亞瑪力人;但這裹的行動則建基於具體的倫理

準貝IJ 。亞瑪力人之所以得到如此下場，是因為他們違反了作戰的基本道

德 他們趁以色列人疲累，從後攻擊以色列大隙 ， 並集中火力對付落在後

方的民眾。他們做出這種不合道德的行為，被詛咒也算是應得的報應。

然而 ， 如果我們以為這些命令只涉及倫理議題，忽略了當中的信仰

或屬靈意義 ， 貝IJ反而會令問題變得更為模糊。摩西堅持滅絕亞瑪力人，正

因為他們的行動冒犯了上主。凡有文化的民族都懂得敬天畏神，而亞瑪力

人卻把這敬畏的心消滅了。不但如此 ， 他們更斗膽在救贖歷史的關鍵時刻

干擾上主的計劃。當日，上主剛剛把以色列民救出埃及，正帶領他們到西

奈山去，並要在那襄正式認他們作聖的的子民。通過這一番部署，上主預

備把迦南的土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好讓他們在這地昌盛起來 ， 以作上主

祝福全世界的器血。摩西實際上是說 “凡阻擋上主的計劃的人都當受詛

口口 " 
JL V 

就看正義的戰爭手段這個議題，本段經文雖然雄辯滔滔 ， 但卻對當代

的公義戰爭理論沒有多大貢獻。正如摩西在第t章 l節所作的指示一樣，

這稟就亞瑪力人而發出的命令也是特例。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也不可以

把這些命令普及化或把它們當作通則，以建立一個國家的政策，支持種族

屠殺或以暴力進行報復。

上述對本段經文的闡釋，都是從實際的處境立論，但如果我們從典範

的角度看眼 ， 也可以找出這段經文的另 重意義。猶太人傳統上認定哈曼

是“亞甲人"因此猶太釋經家也習慣把亞瑪力人看作是反猶太主義的代

表。 1 7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 ， 亞瑪力人的攻擊干預了上主藉著選民救贖全

Vengeance, Zealot巾~ and Group Destruclion in the Bible according 10 Philo, Pseudo 

Philo, and J osephlls (C incinnati : Hebrew Union Co ll ege Press , 2004); A S旬，吋he

Puni shlllent of A malek in Jew ish Tradi tion: Co ping with the Moral Problelll," HTR 

87 ( 1994) : 323 -26 。

17 見Sagi ， “The Puni shment of A malek in Jewish Traditi on," 323自俑; J. Levenson, “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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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恩慈計畫IJ' 所以他們也成了邪惡的象徵，是光明國度的仇敵，是救

贖大業的障礙。因此 ， 他們的滅亡也是上主命定的。 同樣，如果有任何執

政的、掌權的要與神的國度為敵，神的于民都要與之事戰。神的子民不是

用屬世的兵器和資源事戰，而是用神所賜的全副盔甲，藉著神所賜的力量

上戰場(弗六 10-20)。

There a Counterpart in the Hebrew ß ible to New Testament Antisemitislll ," JOllrnal 

01 Ecumenical SllIdies 22 (1985): 242-60 。

申二十六1-15

輛漢語譯車 | 祖告車

華獻初熟的土產

1 “當你進入上主你的神賜給你

為產業的地 3 你佔領了它 3 並在那

稟居住下來的時候 ， 2要從上主你

的神賜給你的那地 3 取來土地所出

產的各種初熟果子 3 放進籃子裹，

往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居

所的那地方去 。 3你要到當時任職的

祭司那里 3 對他說:

“‘ 我今天向上主你的神宣認 3

我己來到上主向我們先祖發誓要賜
給我們的這地 。 3

4 “祭司就要從你于中取過籃于 ，

放在上主你神的祭壇前。 5你要在上

主你神的面前回答說，

“‘我的先祖本是一個漂泊流亡

的亞蘭人 ， 他下到埃及 3 在那里寄

居 3 人丁稀少 3 卻又在那襄成為一

國 3 又大又強，人口又多 。 6埃及人
惡待我們 ，苦害我們 3 加給我們沉

重 的 勞役。 7我們向上主我們先祖

的神哀求 3 上主聽了我們的聲音 3

看見我們的困苦、我們的患難 、我

們所受的壓迫 。

8 盯上主就以大能的手、伸出的

臂膀、大而可畏的事、 神蹟和奇事，

從埃及領我們出來。 9他領我們進入

這地方 3 賜給我們這地 3 就是流奶

與蜜之地 。 10現在 ，看|哪 !上主啊 3

我帶來了咐:賜給我的這土地上的初

幸獻胡熟的士產

1 “你進去得了耶和華你神所賜

你為業之地居住， 2就要從耶和華

你神賜你的地上，將所收的各種初

熟的土產取些來，盛在宜于衷 ， 往

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

所去， 3見當時作祭司的，對他說﹒

“ ‘ 我今日向耶和華你神明認，

我已來到耶和華向我們列祖起誓應

許賜給我們的地。

4 “祭司就從你手襄取過僅子

來，放在耶和華你神的壇前。 5你

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

U 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

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

在那襄卻成了又大又強、人數很

多的國民。 6埃及人惡待我們 ， 苦

害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

7於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

的神 ， 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

見我們所受的困苦、勞碌、欺壓，

B “ a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

的膀臂 ， 並大可畏的事與神蹟奇

事，領我們出了埃及， 9將我們領

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

我們 o 10耶和華啊，現在我把你所

賜給我地上初熟的土產奉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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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熟果子。 3

“然後 ， 你要將 籃子放在上 主
你神的面前 ，要在上主你神的面前

跪拜。

1 1 “你跟利未人和在你中間的寄

居者 3 要為上主你的神賜給你和你

家的一切好處而歡樂。

1 2 “在第三年 3 就是什一奉獻之

年 3 當你完成了什一奉獻後 3 再把
所有土產作什一奉獻分給利未人 、

寄居者 、孤兒和寡婦，讓他們在你

的城里吃 3 並得飽足， 13你就要在上

主你神的面前說

的我 已 將聖 物從我家里取盡

了 3 也分給了利未人 、 寄居者 、孤

兒和寡婦， 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誠
命 。你 吩咐我 的 誠命 3 我沒有違

背， 也沒有忘記。 14守喪的時候，我

沒有吃過它 ;不潔的時候，我沒有

取過它 i 我也沒有把它給過死人。

我聽從上主我的神的聲音 3 照你吩

咐我的一切道行。 15求你從天上你神
聖的居昕垂看? 祝福你的百姓以色

列和你照你向我們先祖所發的誓應
許賜給我們的土地 ，這流奶與蜜之

山
阻

，
斗，
且
，

個台車 經文臨童

“隨後你要把宜于放在耶和華

你神面前 ， 向耶和華你的神下拜。

摩西 直闡釋聖約關係的大原則 ， 並以一篇令人雀躍的華麗文

字作總結，就是第二十六章。本章與第十二章2至28節有很多

連繫。 l 第二十六章i至 15節頒怖關於禮儀的指示，讓百姓能夠

在神面前藉著禮儀表達守約之心，而第 16至 19節是正式的結語，收結了第

二篇演講詞的第二大部分(申十二~二十六)。第 16節和 17節提到“律例

典章"與第十二章 l 節遙相呼應 ， 並組成一個框架 ， 把第十二章至第二

十六章括在中間，顯明這個大段落是種種規例和律法的講解。 2 摩西把民

間敬拜的禮儀規則放在這個大段落的前後，表達出一個意義深長的神學概

念 : 有意義而又被神悅納的敬拜是生命的骨幹。第二十六章 l至 15節可以

分作兩部分，當中大部分篇幅是直接的引語。第 l至 11 節的焦點是頌揚神

的信賞 ; 而第 12至 15節則涉及在中央聖所的敬拜，要教導百姓在敬拜的時

候怎樣表達效忠於上主之心。

11 “你和科未人並在你們中間

寄居的，要因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和

你家的一切福分歡樂。

12 “每逢三年 ， 就是十分取一

之年 ， 你取完了一切土產的十分之

一，要分給干1J 未人和寄居的與孤兒

寡婦，使他們在你城中可以吃得

飽足。 13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

說.

U 我已將聖物從我家襄拿出

來，給了利未人和寄居的與孤兒寡

婦 ， 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我都沒有違背，也沒有忘

記。"我守喪的時候，沒有吃這聖

物，不潔淨的時候 ， 也沒有拿出

來，又沒有為死人送去。我聽從了
耶和華我神的話，都照你所吩咐

的行了。 15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垂

看，賜福給你的百姓以色列與你所

賜給我們的地，就是你向我們列祖

起誓賜我們流奶與蜜之地。'

頌揚神的信賣(二十六1-11 ) 
這幾節經文為下文的指示設定場景 ， 那就是當以色列人進入了應許之

地，佔令買了 它 ，並且定居下來之後 o 3 這個禮儀是要慶賀上主一以色列一

土地三者之間的關係正式確立。如果以色列能夠以順服來回應上主的救

贖大恩，回應上主所賜的聖約和應許之地，那麼這地就會有極為豐富的出

產。

( 1 )在上主賜給以色列人的土地上舉行禮儀(十二 10 ;參二十六 1 、 3 、 9 、

15) ; ( 2 ) 這些禮儀都在上主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地方舉行(十二5 、 11 、 1 4 、

1 8 、 21 、 2 6 ;參二十六2) ; (3) 這些禮儀都在“上主你神的面前"舉行(十二

7 、 1 2 、 時， 參二十六小 10 、 1 3) ; (4) 每一位家庭成員及利末人都有份參與禮

儀(十二 1 2 、 1 8 ;參二十六 11-12 ) ; (5) 儀節包括獻祭(十二6 、 11 ; 參二十六

2 、 10 、 1 2) ; ( 6 ) 百姓歡然慶祝(十二7 、 12 、 1 8 ;參二十六 1 1) ; (7) 上主賜

下祝福(十二7 、 15 ;參二十六 15 ) ; (8) 百姓要護守上主的 切誠命，這樣他

們才能夠在上主面前蒙悅納(十二 11 、 14 、詣，參二十六日-1 4 )

2 第二篇演講詞的第一部分也是以這些詞語作框架。參五 l 和十 32 。參N.

Lohfin k,“Die (1!IqqÎm ûmispâtÎI1l im BlIch Dell terOno l1l ill l1l lInd ihre Nellbegrenzung 

durch Dtn 12, 1," Bi必bl
3 論及這個三段式句子'見十一3引l 和十二2臼9的註釋。然而，和這個開端語最相似

的卻是十七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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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節為一連串的儀節設定場景。對這個禮儀的描述一直延續至第 11

節，當中也插入了一些要敬拜者誦讀的演講詞。下表把這些演講詞抽出

來，只列出參與禮儀的人和當中的儀節，並以交錯配列 (chiastic ) 的方式

來突顯這個禮儀的程序和結構(引用的經文都是筆者自譯)。

“你要取某物"

第2節 f一敬拜者的行動〈
“你要把它放在某處"

“你要去，

第3節 | “你要來"

觀拜者的宣吉 ~ “呻"~炭叫前 " 

第4節 I I “他要取某物"
祭司的行動 “他要把它放在某處"

第5節 \ L~故拜者的宣吉~
“你要回應"

“你要說，

第 10節 | “你要把某物放在某處"

第 11節
“你要跪拜"

“你要歡樂"

這個典禮共有 12項儀節，而且以交錯配列的方式編排 ， 呈現出對稱整

齊的結構 。 4 上主沛然賜下恩典，首先給以色列人美地，接著又使地上五

穀豐登，讓他們得享豐盛 。 摩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供一個途徑，讓以色

列人能夠恆常地讚頌上主的美善 。 為了報答上主賜下豐收，他的于民要從

地上的初熟果于中揀出一份呈獻給上主 (2 、 1 0節;參十八4 ) 0 5 

不論是本段經文還是第十八章4節，都沒有說明應該在甚麼時候舉行

4 這種交錯配91J的結構可以幫助人記憶，論及這一點見D. M. Carr, Writing on the 

Tablet ofthe Heart: Origins ofScripture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 iv. Press, 

2005), 98-99 。
5 論及 “初熟果子 見R. O . Rigs旬，“ First Fru its ," ABD , 2 :796-97 ;同上，

“ Firstfruits," DOTP, 3 1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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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典禮。民數記二十八章26節上說-t-t節是

“果實初熟"的日子，因此這稟設想的儀式或

許與五伺節有關。 6 和申命記第十二章一樣，這

裹的規定都是針對家族的首領而說的( 11 節)

他們的宣吉不但反映出神怎樣向整個民族施恩

(6-10節) ，也用了第 人稱單數動詞來表達出

悅
骨
神
的
被
命
又
生
而
是
義
拜
意
敞
有
制
悴

個人的認信 (3 、 5 、 10節)。第2至11節的禮儀規

則共包含 12個獨特的動詞，而這些行動則可以分作五個階段。

第→階段 : 敬拜者的第一輪行動( 2-3怖主) 這個階段共有四個行

動 。 (一)家族的首領要把自己土地所出產的初熟果子帶來。摩西從來都

沒有忘記以色列人的叛逆往績(參八 l 卜 18 ) ，所以提醒他們這土地是上

主所賜的。(二)敬拜者要把所獻之物放在容器之中 (NIV及 《新漢語》

作“籃子" (basket)) 0 (三)敬拜者要往上主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地方

去。 7 (四)敬拜者要“來至Ij"當時任職的祭司面前(參十土9) 。 所獻之

物既然要放在上主的祭壇前 (4節) ，那麼摩西所指的自然是大祭司 。 接

收奉獻的時候，大祭司不但是所有祭司的代表(參十八 1-5 ) ，也是神的代

表 。 這也許是經文從“去" (2節) ，改作“來到" ( 3節)的原因。第十

二章記載上主邀請百姓到他面前來，而這裹的經文就描繪敬拜者接受了上

主的邀請。

第二階段:敬拜者的第→段宣言 (3備下) 第3節的餘下部分筆鋒

轉，從禮儀性的行動聽到禮儀性的宣盲 。 敬拜者在這時作出宣吉，就是承

認“當時任職的祭司" ( 3節上)代表著神的臨在 8 也是這宣吉的官方見

證人 。 敬拜者把上主稱作“你〔的〕神" (也就是祭司的神) ，只是向在

上位者表達敬意，並不是說上主不是自己的神 。 9 敬拜者說出這段宣盲，

就是以初熟果子作為上主守約的憑據，明白神已經實現了他向先祖所發的

誓。 夕|、族人的單收節是要慶賀土地肥決多產，但以色列人卻把這個節慶轉

6 論及才二士節，見十六9- 12的詮釋 。

7 論及這短語 ，見十二5 、 11 的註釋 。

8 第二段宣吉 ( 5-10節 ) 是“在上主你神的面前"說的 。

9 參申十八7; 另參利二十 7; 撒上十五 1 5 ;撒下十四 1 7 ;王下十九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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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讚美上主的時機，頌揚他守約並實現了他偉大的計劃 ， 就是把土地賜

給了他們。

第三階段:大祭司的行動 (4節) 在一連串禮儀行動的中央，就是

大祭司接收敬拜者的奉獻的儀節。他聽過敬拜者的宣吉之後，便代表上主

接收奉獻。 10 經文描寫他把祭物放在“上主你神〔也就是敬拜者的神〕的

祭壇前"把主客地位逆轉。大祭司的這個舉動象徵上主悅納了敬拜者的

讀美。 I I

第四階段:敬拜者的第二段宣言 (5-10怖主) 敬拜者看過祭司的行

動後，便要誦讀一段歷史紀要，述說以色列民與上主共同經歷過的往事。

摩西以公式化的命令語帶出這段宣盲，並在第 10節上用了小詞“現在"

表示說話的對象不再是祭司，而是上主，也就是說，這段認信宣吉(至少

包括第5節下-9節)是在“上主面前"說出來的。 1 2 有不少人認為其後的

一段話是某種早期的信經(參六20-25 '十一2-7 ) 。這篇認信宣吉作散文

體，以歡慶的語調總結出以色列人對自己民族起源的信念。 1 3 這段宣盲的

結構可以分作三部分(一) 旬引吉，提及先祖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處境

(5節下) (二)審棍以色列的歷史的下-9豈有) ; (三)一句提及當前

所獻之物的宣吉 ( 10節)。

(一)先祖的處境 (5節上) 開場白是“我的父( {新漢語~ :“先

10 申命記只曾三次提及“祭壇這是最後一次(參十二27 '十六21 )。申命記

很少提及會幕或聖殿的附屬設施和物品。這個現象與申命記的整體神學立場是

一致的，因為申命記不是一部敬拜手冊 ， 而是要闡述敬拜的神學 。另見三十三

10 。

11 在第5節上和 10節下 ， l仙1ê yhwh (在上主面前)一語共出現了三次，表明敬拜

者意會到上主是真實臨在的。第4節下的“上主你神的祭壇前"一語，更把上

主的臨在具體地展現出來。進一步的論述見Wilson ， Oul of Ihe Midsl of Ihe Fire, 

187 0 

12 參第3節，敬拜者也是“向上主"作出宣言。

13 G. von Rad (“The Forlll Criti ca l Problelll of the Hexateuch," in From Genesis 10 

Chronicles: Exploralions 川 Old Testament Theology [trans. E. Truelllan Dicken; ed. 

K. C. Hanson; Mineapolis: Fortre訟， 200月， 1-58 :同上 ， Old Teslament Theology 

[trans. D. M. G. Sta ll剖;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 ﹒ 1 2 1-28) 認為這段話

是一篇“述史小信經" ( the little historical credo ) 0 Biddle ( DeZlleronomy, 382-

83) 及Ne l son (Deuteronomy, 308) 都質疑von Rad的看法 ， 他們不贊同這段宣
吉比申命記的文學語境更為古遠。

723 申二十六1-15 盪

祖 " J 本是 個漂泊流亡的亞蘭人"。這句押了頭韻的句子雖然結構簡

單 ， 但意思卻十分複雜，每一項元棄都值得討論。首先，究竟誰是“我的

父"呢?又怎樣才算是一個亞蘭人呢?申命記一向都把三位先祖連在一起

稱呼 1 4 因此我們無法從早前的經文得出這位“父"究竟是誰 。然而，從

創世記可見，三位先祖都與亞蘭有關(創十一訓 ，十二4' 二十八 1-7 ' 三

十一 16 ) ， 15 因此“我的父"可能是集合名詞，同時指稱三位先祖。他無

論如何，以色列人的數目不斷增加，都是因為上主應驗了他向亞伯拉罕 、

以撒、雅各所作的應許。 1 7

然而 ， “漂泊流亡"這個修飾語仍然令人費解。從它的詞根所包含

的各種意思來看，這個從句或可譯作“ 個快要死的亞蘭人" 1 8 可是

這段認信宣吉餘下的文字卻沒有聚焦於生死存亡，而是強調先祖們無家可

歸。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詞或許是指先祖們曾作“寄居者"加上後面

的動詞 gûr (流浪、寄居)也是具體地表達出這種意思，而且這個動詞也

曾用於三位先祖的身上。 1 9 無論如何， “快要死"與“漂泊流亡"都曾經

14 申 8' 六 1 0 '九27 '二十九 13 C 12) ，三十20 '三十四4 。惟有最後一首詩歌

獨立提到雅各'見三十二9' 三十三4 、 10 、詣 。

的 創三十一47 -49以希伯來文和E蘭文的名稱來稱呼雅各和拉班立約的地方一一

迦累得和伊迦爾 撒哈杜他，兩者都解作“〔石〕堆 " 。這種筆法反映出哈

蘭的亞蘭文化背景。 N. Krause (“Arami 0νed a叫: Deuteronollly 26:5," JBQ 25 /1 

[ 1 997]: 3 1-34 )認為“亞蘭人 " 一詞是指“亞伯拉罕"。

16 第7節有“上主我們的父( <新漢語》 “先祖下同)的神"一語。縱然民

二十 1 4- 1 6稱下到埃及的以色列人為“我們的父但要說十二支派的祖宗是亞

蘭人仍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然而，創三十四 川清楚指出，在迦南民族(示劍

的居民)的眼中，以色列人的確是外來人 。

17 創十五5 '二十二 1 7 '二十六4: 出三十二日，申一 10 、泣 。

18 例 DCH , 1:99 。參創四十一50 - 57 '四十二 1- 5 '四十三 1- 2 、 8 '四十五

7 。論及這個短語的各種解釋，見J. G . Ja nze n, " The ‘ Wandering Aralllaean ' 

Reconsidered ," VT 44 (1994): 359-75 [“ peri shing frolll hunger"]; R. C. Steiner, "The 

‘ Aralll 巴臼anνl' ofDeu叫l此t巴臼ronomy 26:5: Pe.臼'sha叫I and Deraωsh丸，" in 7泥è/:訕hiμ1I的ah 1佮e-Moωsheι B缸ibωli叮Cα正al71 l 

GωP叫 J扣ud，扣a川 S趴t白u“叫die臼S 1叫川n Honor of Moshe Greenberg (ed. M. Cogan, B. L. Eichl 叭 , 

and 1. H. Tigay; Winona Lake，別: Eisenbrauns, 1997), 127-38; K. H . Zetterholm, 
Portrait of a Villain : Laban Ihe Aramean in Rabbinic Lileralllre (I 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Ancient C ulture and Religion 2; Leuven: Peeters, 2002), 47-肘， 尤參
79-87 。

19 ( 1) 5:2.伯拉罕 創十二 10 '十-t:8 '二十 1 '二十 23 、抖， 二十三4'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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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U 後兩頂禮攝就如

一塊銀子的兩面， ，'

一面是為享有權利而

感恩，另一面則是全

心全意地實踐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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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祖們連上關係(參創二十 11-13 ; 詩-0五

12-13 ) ，因此實在不容易決定這詞的意思到底是

前者還是後者 。 20 經文或許是故作含糊 ， 好讓古

以色列人以希伯來文誦讀這段認信宣盲的時候 ，

能夠領會到多重意義 。

(二)審視先祖及其後裔的歷史 (5下 -9

節) 這段認信宣言有好一部分是歷史紀要，

包括先祖的生活及其後裔的命運和褔樂(參四

32-40 '六20-25 '十一2-7 ; 民二十 14-16 ) 。 摩西

所憶述的以色列史共分四個時期 。

(1) 第一期:以色列人四處寄居並下到埃及 (5節下) 摩西只用 7

三個詞語 ， 就表1]劃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景況怎樣經歷天翻地覆的改變(參
出一 1-7 ) 。 剛到埃及寄居的時候，先祖只是一個小小宗族的頭領 2 1 但這

個家後來卻成了一個又大又強、人口又多的民族 。 22 第5節的首個從旬讓

人想起第十章22節，摩西在那襄描寫得更為具體 : “人T稀少"即是“土

十人" “又大又強、人口又多" 23 即是人數“多如天上的繁星" 。

(2) 第二期:在埃及遭數負，被迫為奴 (6節) 以色列人繁衍眾

多，漸漸威脅到埃及人 ( 出 -8-14 ) ，於是埃及人便惡待先祖的後裔，要

他們做苦工 (參出 14 ' 六 9) 。摩西轉用第 人稱眾數，讓當目的敬拜

者及所有聽聞這段認信宣吉的人都可以想起先祖們的事蹟'尤其是出埃及

記第一章記載的受欺壓的歷史 。

(3) 第三期:以色列人向上主哀求，上主聽了他們的聲音 (7節)

在出埃及記二章23至25節的敘事文中 ， 以色列人只是因為心感困累而發出

27 ;出六4 0 ( 2 ) 以撒 創二十六3 ' 三十五27 ' 三十七 1 ' 出六4 0 ( 3 ) 雅
各 創二十八4' 三十二4 C 5) ，四十-t9 ; 出六4 ; 詩-0五 1 2 (二代上十六

1 9 ) 、 23 。

20 進一步的論述見A.R . Milla叫 “A Wandering Aralll ea l丸" JNES 39 ( 1980): 15 3 -55 。

2 1 參創十二 1 0 ' 這節經文與賽五十二4遙相呼應。
22 這是要應驗神對雅各的應許(含IJ 四十六3 ) 。這個應許可以追溯至創十二2 。

23 這句三段式的話可以譯作 “ 個又大 、 又強 、人口又多的國 " 。這個短語引用

了 出一7 (參民十四 日， 申九 14 ) 的強調宣言 ，其1贊譽之情無以復加 。

725 申二十六1-15 竭

歎息 ， 剛好給上主聽到，摩西在這稟總結以色列人對在埃及的苦役的回

應，他的筆調卻較為正面積極 。 申命記二十六章7節形容以色列人是直接

向上主呼求，而上主則“聽了"他們的聲音， “看見"他們的困苦、患難

和所受的壓迫(參四7-8 ;出三7 )

(4) 第四期:上主向以色列人伸出援手 (8-9節) 這段文字與出埃

及記三章7至 10節遙相呼應，並重複7 申命記四章34節的t個用語其中五

個 。 摩西邀請百姓每年舉行慶典，頌揚上主為他們而干預了世事 。 24 摩西

知道上主將要實現他向先祖所作的應許，也瞭解到這個段落的本質是一段

認信宣吉 ， 於是他便以過去式來描述上主的作為 ( 9節) 。 如果說第8節旨

在呼應第四章34節，以表達上主的救贖行動多麼偉大，那麼第9節就是呼

應早前描述應許之地的經文 ， 以表達上主賜下土地的恩典是如何豐厚 。 25

這段認信宣吉的歷史視覺令人眼前一亮 。 原來埃及在神的計劃中發揮

了正面的作用，成了孕育以色列的溫林 ， 使他們由人數稀少發展成大國，

人口有如天上的繁星那麼多(申十22 ) ， 並且到了適當的時候，他們便從

那里出來(參創十五13-16 ) 。 從這個正面的角度來看，他們所受的壓迫只

不過是生產之時的陣痛，是要部署以色列人與埃及完全斷絕關係(參詩

。五23-38 ) 

(三)敬拜者宣告把所獻之物奉上 (10節上) 小詞“現在"之後有

“看哪" 詞，表示話鋒己從憶述舊事轉回當前的禮儀行動 ( 10節上)

摩西吩咐百姓直接向上主說出感恩的話 。 他們帶來的初熟之物，正象徵上

主供應的 切 。 他們把這些獻上，表示他們承認上主已經向他們施恩 。 他

們剛才以第一人稱眾數來赦組上主往日的行動，這襄則以家族首領的個人

身分發吉 。 通過這些詞語的轉換，發盲人表示自己也參與在以色列的歷史

之中 。 他要向神表達感恩，因為神賜下土地，使他得到這些初熟的出產 。

藉著這個行動，他把每年的豐收感恩禮儀轉化成記念歷史事件的活動，以

記念上主賜下土地給以色列人 。

24 論及這句描述上主得勝的用語 ( 8節) ， 見四34的詮釋。

25 “ 流奶與蜜之地 " 一語首先見於出三8' 這句話在申命記共出現六次 ， 本段經

文的兩次正好在這六次中間 六3 '十 9' 二十六9 、 j 5 ' 二十-t3 '三十一

20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726 

第五階蹺:敬拜者的行動 (10下-11師) 最後一項儀節( 10節下)

是敬拜者的行動﹒他要把盛著初熟果子的籃子放在上主面前，並在上主面

前跪拜，以表達敬畏和服從之心 。之後 ， 他就要邀請所有家庭成員前來，

並加上利末人和自己城中 的寄居者， 一同慶祝上主厚賜的福氣。正如第十

二章5至 12節所描述的朝聖活動一樣，這個慶典也是歡欣喜樂的事件。可

以想見 ， 家中男女老幼 ， 以及利末人和寄居者，一同齊集中央聖所，在上

主的面前享用肉食。這些人都是受到敬拜者邀請 ， 陪伴他到中央聖所來的

(參十二7 、 12 、 18 '十四26-27 ' 十六 11 、 14 ) 。

宣認、忠誠守約(二十六12-15 ) 
第 12至 15節雖然與前文多有連繫'但其焦點卻不再是上主的信賞，而

是敬拜者對上主的效忠。前後兩項禮儀就如一塊銀子的兩面，而這塊銀子

就是聖約關係 : 面是為享有權利而感恩( 1-11 節) ，另 面則是全心全

意地實踐義務( 12-15豈有)。本段經文可以分作兩部分，指向神所悅納的某

種口頭上的敬拜 首部分指出這種敬拜的先決條件( 12節) ，次部分則闡

述其內容( 13-15節)。

(一)蒙視納的認信敬拜的先決條件(12節) 雖然第 12節一開始就

提及什一奉獻，但這奉獻本身卻不是經文的首要關注。當敬拜者圓滿地執

行了什 幸獻的律例之後 26 他就要舉行一項儀式 ， 而這項儀式才是經文

的焦點。摩西稱第三年為“什一奉獻之年"意味聽眾對他早前的命令十

分熟識(十四22-29 ) 0 27 然而，究竟每個家庭的“什一奉獻之年"是否一

樣 ， 這個年期又是否由大眾商議而定，或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計算方法，

經文對這些問題都未有清楚指明。如果成千上萬的敬拜者一同在農耕季節

的末段上去中央聖所，必定會出現極大的物流問題，因此後者的可能性較

罔]

26 

27 

正如那段“述史小信經" ( 1-11節)所載的行動和宣認的話一樣，誦

申命記中的什一奉獻，見十二6 、 11 、 17 '十四22-27 。

本段經文與十四28-29有很清晰的連繫﹒ ( 1 )獻物的數量 “所有出產的十分
之 " ; (2) 受益人 菲IJ末人、寄居者、孤兒、寡婦: (3) 給窮人的好處

“讓他們在你的城襄吃，並得飽足"。

727 申二十六1-15 區誼

讀這段宣盲( 13 - 15節)的場合也是“在上主你神的面前"。或許有人認為

這個儀式是在地區性的聖所舉行(參十四28-29 ) ，但文中卻沒有出現足以

分庭抗禮的敬拜地點 ， 加上1$:段經文又跟第 l至 11節有堅密的連繫 28 可

見進行這個儀式的場合實在是中央聖所。 29

這不是說那個農戶的本城與這個禮儀沒有關係。他在城門口把十分之

一的土產分給弱勢章體之後 ( 12節下，參十四28-29 ) ， 又要每三年上中央

聖所，在上主面前舉行一個特別的儀式。從第 14節的自述可見，他或會在

三年的期內用去某部分所獻之物，但大部分都能交到窮人手中。這稟或許

是刻意作含糊語 ， 以免聽眾簡單地把這個禮儀等同於第十四章所要求的行

動。

在句法上，這裹的時間性從句一直延續至本節的末段 30 意味摩西有

意指明三年一期的禮儀有甚麼內容( 13-15節)。這個禮儀是在施捨之後舉

行的，施捨本身不算是禮儀的一部分。農戶先要供應窮人所需，以表示效

忠於上主，然後才展開朝聖之旅，上中央聖所舉行這項宣讀禮文的儀式。

摩西把這三年一期的禮儀連繫於中央聖所，提醒百姓供應窮人不但是高崗

的人道行動，也是神人聖約關係的表徵之一。

(二)蒙悅納的認信敬拜的內容 (13-15節) 這篇禮文的開端部分

或可稱為“守約之道"當中共有九項自述，作ABA排列。首兩項及尾

兩項自述都是描述敬拜者的行動，而中間的五項自述則全是反面的陳詞，

描寫五樣被禁止的行為，而敬拜者則表示自己未有絲毫干犯。文中又把特

殊的惡行與籠統的惡行交替列出，反映出摩西律法作為一個整體的要旨。

28 

29 

30 

第 12-15節的宗教儀式與第 1-11節和第十二章都有重要的建繫 ( 1 ) 背景(在上

主賜給以色列的土地上舉行 十二 10 ;參二十六 l 、 3 、 9 、 15 ) ; (2) 屬天的主

樓人(“在上主你神的面前"十二7 、 1 2 、時，參二十六5 、 10 、 1 3) ; (3) 禮

儀的本質(呈上奉獻 十二6 、 11 ; 參二十六2 、 10 、 12 ) ; ( 4 ) 參與儀式的人

(每一位家庭成員、利未人、寄居者、孤兒、寡婦 十二 1 2 、 1 8 ; 參二十六

1-12 、 1 5) ; ( 5 ) 禮儀的基礎(上主的祝福 十二7 、 15 ;參二十六 1 5) ; ( 6 ) 進

行禮儀的人得蒙悅納的先決條件(順服上主所有的誠命.十二 II 、 14 、 28 ;參

二十六 13-14 ) ; (7) 把獻上之物稱為“聖物" (十二話，二十六日 )

論及其他可能性及這個立場的完整理據'見1. W il s叩o n叭，

Local S 巴仗叫t叮t叫le l剖mη1ent臼s7 The Loca剖仙tion of t趴he Triennia訓1 Tith 巴 D 巴c l a創ra抗仙tion (Dtn 26, 13-1 5)," 

ZAW 120 (2008): 323 -40 。

也就是NRSV， NJPSV, ESV的譯法 1 與NIV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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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所要求的遠超於在表面上遵守律法條文，而是要百姓盡心地追求聖約

關係的神髓，在縱向的神人關係如是，在橫向的人際關係也如是。這禮儀

的背景雖然是三年一期的什一奉獻，但本段宣吉卻完全沒有提及什一奉獻

一語 。宣盲的首旬更把所獻之物稱作 “聖物"而其後的文字則用代名詞

“它 " 以繼續聚焦於“聖物"之上。 3 1 獻給上主的固然是聖物，但這農

戶施捨給城中窮人的東西，也同樣是聖物，畢竟，這些窮人也擁有上主的

形象(敢十四3 1 '十-1:5 )

第 旬宣吉中有一個語氣甚重的動詞“取盡了"。在申命記里面，只

有在描寫去除地上的惡事或血債的時候，才用到這動詞。 32 這個詞加強了

第 12節上“完成" 詞的含義，形容那個農戶謹慎地把十分之一的收成分

別出來。第二旬宣吉與第 12節相呼應，指出有甚麼人受惠於敬拜者的慷慨

施贈。第三、四旬宣吉把有關的“誡命 " 看作某種道德的界限，而且是神

所命定的。就這段文字而吉，救濟窮人是一種具代表性的行為，顯示這人

全面地遵守聖約的規條(參十四28 -29)。敬拜者藉著第四句宣吉表明 ，

他已經考慮過整體誡命的要求。然而，這里“沒有忘記 " 一語和第 12節的

“分給"一樣，兩者都是賓語不明，因此“沒有忘記，也可以指沒有忘記

窮人，而不是沒有忘記神的誡命。

敬拜者一直聚焦於奉獻的作用和受益人，但在第五至t旬宣盲，焦點

卻變成使用幸獻的正確途徑。這些陳詞指出，某樣物件 經分別出來，預

備獻給神，就必須嚴嚴保守其聖潔本質。 33 摩西舉出三件可能站污聖物的

事，全都涉及死亡。在古代近東，人們普遍認為己死之物會繼續影響在生

之人，因此不少學者都會用這個角度來闡釋上述陳詞。 34 然而，這里的意

3 1 什一奉獻之所以是聖物 ， 因為它是屬於上主的(利二十-1::::30 ) 。

32 “這惡" 十三5 ( 6 ) ，十-1:::: 7 、 1 2 '十九 1 9 '二十 2 1 ' 二十二2 1 、 22 、

24 '二十四7; “流無辜人之血的罪十九日，二十-9 。

33 赫人文獻也有記載，當牛隻被分別出來歸給神明，就必須保持牠的聖潔，見

ANET, 21 Ob-c 。

34 大部分釋經家也認為這節經文與上述風俗有關 (Tigay ， D e uler'O n 'O n机 244;

Chri stense n, Deuler'O n 'O my 2 J :20-34: 12 , 642 ) 。又有學者把這節經文連繫於獻

祭給摩洛 ( McConvil峙， Dellter'On'Ol1吵， 381 ) 或巴力等陰間的神明。巴力被稱為

“己死的那一位" (仇th悄1旭巴 Dead On附巴 ) ， 根據烏加乎列IJ (ωUga剖II川l叫川tο) 的神話'他是 位

反復經歷死亡和復生的神明 (ωCra創19釘l e叭， De叫ut的e臼r'Oο仰n'O仰n川n吵'y ， 323; M巴缸叩rr山‘

729 申二十六圳5 盪

思和第十四章 l節 樣，應該解作“為了死人(而做某件事) " ，顯示喪

葬禮儀會讓敬拜者被站污，不能來到上主的面前 。 35 這三旬宣吉再沒有著

眼於窮人的福祉，而是聚焦於所獻之物的聖潔。

最後兩句宣吉較為籠統。第八旬呼應出埃及

記十九章5至6節，意味這個禮儀是與個人重申聖

約有關。 36 藉著第九句宣盲，做拜者承認自己是

上主的附庸，並表示自己已經完全順服上主。摩

西把這些指示放在第二篇演講詞的末段，意在邀

請讀者利用這個禮儀來作認信，代表自己願意忠

誠地遵守聖的。

儀式以一個禱告作結 ( 15節)。這段禱文分

作兩部分 第 部分由五個詞語組成，首先請求

上主主聽，第二部分篇幅較長，結構也較複雜，

獻給上主的固然是
聖物，但這農戶施捨

給城中窮人的東西，

也同樣是聖物;畢

竟，這些窮人也擁有

上主的形象。

內容是祈求上主賜福。文中用了動詞“垂看"描繪上主從“天上.. ... . 神

聖的居所"外望的圖像，而這天上神聖的居所就是“天堂"。摩西加入這

個描述，令申命記當中的一個神學奧秘更形囑目:在地上的敬拜者又怎能

來到上主的面前 ( 13節)並要求他從天上重聽呢?以色列的鄰邦或會指著

偶像來回應這個問題一一他們的神明就在廟宇之內 。 37 然而 ，這旬祈求

上主從天上重看的短語，卻讓人聯想到其他用了這個動詞並以神為主語的

經文(ð守十四2' 五十三2 (3) , 。二19 ( 2肘 ，哀三50) ，另外也想

到一些舊的聖經記述的上主的行動，包括他從 “天上"施展的作為(申四

336 ) 。

3封5 例 M. Lu叫l此th岫1冶ler， LμμωU叫1I伽h仰e吋 F砂恥F均'or巾k的S ， V叫O叫1. 9, L臼εctu仰n臼 O仰n De帥ut的E臼U仰r'O仰on叩'0111吋y (例E吋d. 1. P叫E叫lik岫〈也仙叫a刮an ;

Saint Louis: Conco rdi 且， J 960), 254; Keil , Penlateuch , 3:428 。較近期的有B. B 

Schmidt, l srael 's Benefícenl Dead: Ancest'Or Cull and Necr'O mancy in Ancienl 

lsraelite Re/igi'On and Traditi 'On (Winona Lake，你J: Eisenbrau肘， 1996), 190-200 。

36 這個宣吉與出十九5-6的連繫還有另 個佐證，就是下文第 16-19節。

37 論及亞述人怎樣把死物轉化成可以施展能力的形象，見C. Wa lker and M. B. 

Dick, 

mÎs pμîR則i山tL仙u叫a叫1 ，" in B 'Orn iI仰f月7 He叩av阿ef爪?丸， M，αd彷e '0仰n Eaωrt的h η刊1e Cre叩σtμ1'0仰n 'OfCu叫i/I βh川17ωage 1川n 

I的he An附CI紹el川?叫t Neaωr Eaωsl (伊ed . Mi比chae l B. D凹lC忱k; Wino沁o l1 a旭a Lake，肘 : Esienbrau肘， 1999), 
55-J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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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者之所以懇求上主從天上垂看他 '正是因為他渴望上主祝褔
的百姓以色F列1]" 。畢竟 ， 這位敬拜者就是上主的聖約屬國的一員。為7完

成三邊聖約關係，上主把祝福的範圍擴展到土地(參9節) 0 39 雖然這地

的確是“美地" 汁。但百姓仍然需要依靠上主向他們及向土地施恩(參二

十八1-14 ' 三十三日-16)。

體間臨則

善忘的以色列人 雖然這段經文的本質是一篇認信文，但卻很

難從其後的經卷中找到應用的例子。事實上，以色列人對這裹
的規定也是違反的時候多，遵行的時候少。 4 1 有證據證明以色

列人很快就忘卻了上主的厚恩，不但忘記了上主怎樣從奴役中拯救他們的

先祖，也忘記了上主把土地賜給他們 42 甚至忘記了農耕畜牧的收穫皆是

他所賜的恩典。他們不但轉眼忘恩，還急不及待地追隨了巴力以及迦南地

的其他生殖神明。

以色列的歷史充滿著忘記感恩的事例。神的于民都把救恩當作等間，

把迦南地業看作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把豐衣足食視為上主的責任。阿摩司

就曾經提醒他那一代的百姓，豐盛的生活並不是一個神聖的權利。反之，

正因為他們的叛逆 ， 上主親自令到土地荒蕪'天不下雨，又使狂風大作，
並吩咐昆蟲吃盡他們的農作物。雖然如此，百姓還是不肯回轉歸向上主

(摩四6-9) 。在 個半世紀之後，尼布甲尼撤兵臨耶路撒冷城下，猶大國

38 神從天上重聽(代下六2 1 、 23 、鈞、 3 0 、 33 、 35 、凹， -t 1 ' 14 ;尼九
27-28) 、發吉(出二十泣， 尼九 1 3 ) 、呼召 (會IJ二十一 1 7 '二十二 11 、 1 5) 、
打雷(也就是發出聲音 ，撒下二十二 14 ) ，也有聲音從天上傳下來(但四

3 1 ) 
39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這里提及的也是上主與先祖之約 (-8 '三十 2 0

三十四4) ，但神的誓言卻是向若離開埃及的那一個民族而發出的(出六8'

十三 11 ;民十四 1 6 ;結二十6) 。

40 見 35 '三25 '四2 1 、泣，六 1 8 ' )\7 、 10 '九6' 十 1 7 。
4 1 原英語引文來自 William Shakespear巴， Hamlet, Act 1, Scene 4, lines 7-1 6 。這襄作

了意譯一一譯註 。

42 參士二2' 六8-10 。

731 申二十六1-15 國

民才訴諸屬天宗主的應許。他們忘記了聖約關係中的特權是附帶義務的，

就是要為上主厚賜的恩典獻上感恩，並對別人施以憐憫。

在籌辦國家宗教禮儀的時候，大衛任命了亞薩及其兄弟(代上十六

7) ，並希慢、耶杜頓(十六41 )及各門樂師(二十五3 ;參代下五 1 3 ' -t 
6) ，讓他們帶領會眾獻上感恩讚美。其後也有君王模仿大衛的做法。的

這種由上而下發動的聖殿敬拜固然意義深長 ，但本段經文所設想的感恩情

意卻是由下而上的，源頭發自民眾。上主既然向整個國家施恩，也向個別

家庭施恩，因此個人的感恩讚頌是不可或缺的。

這個原則也延續到新約聖經。保羅在羅馬書一章2 1節指出，叛逆的第

一步就是不以感恩讚頌來榮耀神。在哥林多後書九章5至15節，保羅又頒

怖了基督徒行善的大原則

(一)人從神所得的祝福與人的慷慨成正比。

(二)真正的慷慨發自內心 ， 不用立法規定。

(三)神喜愛那些自願而主動的行善者。

(四)凡慷慨施與的人必定蒙神祝福。

(五)慷慨施與不但能調濟貧窮，也是神所悅納的感恩之祭。

(六)人若認信基督的福音而又順服神的誡命，就會讓旁人因為看到

他的慷慨而頌揚神。

在舊約時代後期，每當以色列人想到相交與感恩的禮儀，多數會視之

為祭禮，彷彿上主必然位納他們的敬拜，不會探究他們的內心，不會在意

他們的生活 ， 也不會重視他們對待別人的態度。阿摩斯就曾經以辛辣的措

詞描述北國的祭禮:

“去向伯特利的偶像獻祭吧，

繼續在吉甲扳逆吧。

只管每天早晨獻祭，

的 約沙法(代下二十2 1 ) 、希西家(三十泣，三十 2 ) 、瑪拿西(三十三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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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天獻上你們的十分之一。

把有酵的餅獻作感恩祭吧，

再額外春上自願獻的祭，

好叫你們可以四處炫耀 !

你們這些以色列人就是喜歡這樣做。"

這是至高的上主說的。(摩四 4-5 ' (新普及> ;下同)

以賽亞也曾用類似的筆觸描述上主如何看待這些空洞的敬拜 :

你們這些“所多瑪"的領袖啊 ，

要聽從上主的話 !

“蛾摩拉"的民思啊，

要聽從我們上帝的律法 !

上主說 。 “你們怎麼會以為

我想要你們一切的祭物呢令

我厭惡你們的公羊播祭，

也厭惡肥牛的脂肪，

我不喜歡公牛、羊羔和山羊的血。

你們來敬拜我的時候，

誰要你們行那些禮儀，

在我的院子某招搖地走來走去呢?

別再給我毫無意義的禮物，

你們祭物的香氣讓我噁心 l

至於你們的新月和安息日慶典，

還有你們禁食的特別日子，

都充滿了罪惡和虛假。

我厭倦了你們這些虔誠的軍會，

我恨惡你們的新月慶典和每年的節期，

這些都成了我的重擔，

讓我無法忍受 |

732 733 

當你們舉手禱告的時候，

我必定不看。

即使你們多多祈禱，

我也不聽，

因為你們雙手沾滿了無辜受害人的血。

你們要洗游自己 ，

潔淨自己 !

從我眼前除去你們的罪，

不再作惡。

要學習行善 ，

尋求公平，

幫助受欺壓的人，

捍衛孤兒的利益，

為寡婦爭取權利。" (賽十 10- 1 7)

申二十六1-15 國

同樣的問題也在新約聖經出現。耶穌斥責律法教師和法利賽人，指他

們連薄荷 、苗香 、 芹菜都獻上十分之一 ， 但卻把律法中更重要的公義、憐

憫和信賞 ，置之不理(太二十三23 ) 。路加的版本更以忽略了公義和愛神

的心來對比什一奉獻，顯示真正能夠表達出公義和愛神的行動，就是真心

誠意地善待窮人(路十一42 ) 。

當代應間

蒙位鉤的敬拜 這段經文為基督徒提供了有用而且必要的資

料 ， 讓我們明白甚麼內容以及甚麼模式的敬拜才能蒙神悅納。

(一)真正的敬拜要以上主為焦點。這段經文理所當然地沒有

片吉隻字提及對其他神明的敬拜，以色列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從上主而來

的。這不單是指他們從農作物得到每日維生的要素，還特別指及他們在上

主面前的身分。以色列人是得贖之民，因為他們的屬天救贖者賜下厚恩，

他們才得看應許之地這份禮物。

(二)神的子民必須懂得感恩。這段經文提醒每一代的信徒，特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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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而設的節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 ， 真正的感恩是曉得上主遠比那些生

殖神明偉大，他的恩典遠比賜人年復一年的風調雨順為多。上主把以色列

人從奴役中拯救出來，這正是救贖大功的範式。我們也是藉著耶穌基督的

捨身和復活 ， 從罪中得看釋放 ， 脫離黑暗國度的轄制。從歲首到年終 ， 救

主都祝福我們的手、腦袋，甚至科技器材，使我們的工作滿有成效。

全能的神是一切福樂的 j原頭，在他面前萬國都當感恩 ， 這是

不可推卸的責任。萬國都要嚴肅地公開讚美他，不單是因為他曾

經在困境中伸出援手，也因為他是美善的，尤其是他為了萬圓的

緣故，曾對歷史作出了一次偉大的干預 。 “

這個宣吉對基督徒來說豈不是更為真確嗎?我們當然要謹慎，免得

以為美國或任何 個國家是以色列在第21世紀的繼承人，成了神最喜悅的

國。我們也譴責首批北美的歐洲移民 ， 他們自以為要對抗褻潰神之民，而

在北美發動戰爭。然而，我們並不認為這篇寫於1782年的“感恩宣吉"

(Thanksgiving Proc1amation ) 是錯誤的 ， 也同意他們把某一天分別出來 ，
“嚴肅地為神的所有恩典獻上感恩"並呼籲“各階層的人士 ， 歡然遵守

神的律例 ， 在各自的崗位 ， 憑各人的影響力，提倡真正的純潔信仰。因為

這是大眾得享豐盛、國家得享歡樂的至大基礎。 " 現在正是時候，神的于

民要給神當得的感恩頌揚 ， 讓感恩節重拾屬靈上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懂得

感恩，就是朝叛逆神踏出第一步(參羅-21 ) ; 信賴其他神明，則是忘恩

負義的終極表現。的

(三)藉著這襄所規定的禮儀，摩西為信仰與生活展示出一條意味深

長的聖漂路徑。縱觀今天的福音派教會，可見其常用模式與這裹的認信宣

吉實在大相逕庭。這段經文指出，愛神的心不是藉著嘴唇的事幸表達的，

我們必須具體地作出順服的行動，遵行神所啟示的旨意。如果這份宣言設

44 原英語引文來自合眾國費城國會 (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Philade lphi a) 在
1 782年 10月 11 日發表的“感恩宣言那次國會更把當年的 11 月 2 8 日星期四定

為感恩節 。 見www. lo c . gov/teache rs/classroommaterial s/presen tationsandacti v i ties/ 

presentations/thanksgiving/ (取於2011 年 11 月 28 日) 。
的 進一步的論述見R. L. Christensen, “ Deuteronomy 26: 1-11 ," Jnl 49 (1995): 59-62 。

735 申二十六叮 囑

計於今天，當中 的語句必定變成 “ 主，我愛你"或“主，我敬拜你"之

類。可是，除非這些語句是積極地走門徒道路的人所說的，否則一切都只

是空洞無物的聲響。

(四)總的來說，我們固然可以藉著遵行神的一切誡命來表達效忠，

但這襄三年一期的什 奉獻卻是真實而具體的忠誠考驗。神的于民與世

人的分別，就是懂得照顧社會上的邊緣董體。然

而，我們的動機卻不應建基於律法主義。這不是

一項責任，而是要反映出我們與神的縱向關(系。

我們對待窮人的態度，正是這份縱向關係是否健

康的溫度計(參歲十四31 . 十士5 )

(五)經文的總結認信提醒我們 ， 要謹慎地

持守聖俗之別。凡分別出來奉獻給神的，都不可

取來作個人的用途，儘管取用的處境在倫理或習

慣上是合理的。凡被站污或不完整的奉獻，上主

都不會悅納。

凡分別出來奉獻給
神的，都不可取來作

個人的用途，儘管取

用的處境在倫理或習

慣上是合理的 。

(六)摩西以 個禱告來總結這一輪禮儀性的指示，祈求上主祝福。

他意識到信仰與服從的關係。要表達真誠的信仰 ' 一方面是要積極地l川順|價頁

服'另 方面也要投身於神的恩典之中 。薩米斯 ( J扣oh仙n H. Samm叫i昀ωs叫)寫過

一首捨炙人口的詩歌'名叫

說的決序剛好#相目反。上主不是亞拉T的燈神，不會對求告他的人惟命是

從，不管這人的心態是善是惡，生命是好是壞。除了順服之外，神的子民

無權期望上主必然祝福。

( -t)最後，從這個禮儀可見，在順服 事上 ， 個人與畫體應有適當

的平衡。表達忠誠守約的方式 ， 固然包括個人的順服，但也應該包括對重

體福祉的基本關注。如果我們以本段經文的範式來設計今天的禮儀，那麼

在個人的認罪和認信之後，我們就必定會盡快轉移到為整個畫體祈求。



申二十六16-19
語漢語譯車

16 “今天， 上主你的神吩咐你遵

行這些律例典章。 你要盡你全部的

心思、全部的性命謹守遵行。

17 “今天 3 你已得到上主宣認 3

他是你的神，你要走在他的道路

上 3 謹守他的律例、 誠命、典章 3

並聽他的聲音。

18 “今天 3 上主也得到你宣認〉

你是他的于民 3 珍貴的產業 3 正如

他對你說的那樣 。 你要謹守他一切
的誠命， 19他高舉你超過他所造的萬

國?得享稱讚、聲名和榮美 3 又照

他昕說的那樣 ， 使你成為聖潔的于

民 3 歸於上主你的神 。"

種文臨章

祖告車

16 “耶和華你的神今日吩咐你

行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盡心盡

性謹守遵行。

17 “你今日認耶和華為你的神，

應許遵行他的道 ，謹守他的律例、

誡命 、典章，聽從他的話 。

18 “耶和華今日照他所應許你

的，也認你為他的于民，使你謹守

他的一切誡命， 19又使你得稱讚 、

美名、尊槳，超乎他所造的萬民之

上，並照他所應許的 ， 使你歸耶和

華你神為聖潔的民。"

就申命記的說理流程而吉，這段短小的經文有極為重要的意

義 ， 它的分量與經文的長度不成正比。 l 這四節經文為申命記

的神學議題作出總結，也成了前後文字之問的一道橋樑﹒前文

是摩西就具體律例而作的長篇闡釋;下文貝1]指出以色列人的回應帶出了甚

麼結果(申二十八)。第二十六章 l至 15節前瞻國家在迦南地上的昌盛日

子，而這個段落開端的“今天"一語( 16節 ) ，貝1]把百姓的注意力集中於

當下的決定。 2 文中又有一個分詞結構“吩咐你"這個短語在其他地方

S. G uest 曾詳細剖析這段經文並論及其功用，見“Deuteronomy 26: 16- 19 as the 

Centra l Focus of the Convenanta l Framework of Deuteronomy" (Ph.D. diss. , T 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9) 。

2 Hayyôm 詞共出現6 1 ì.欠，都是要強調經文的當代意義。這重意義瀰漫申命記

全書( j列 von Rad , Fro ll1 Gensis /0 Chronicle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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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摩西為主語，但這里卻第一次以上主為主語。 3 摩西藉此提醒他的

聽眾，這些話雖然從他的口中而出 ， 但他們所聽到的卻是上主的聲音 。

摩西提至I J “ 律例典章 " ( habuqqîm 

wehammispãtîm ) 一語，使這段經文與早前同樣

用了這兩個詞的章節連上關係。 4 文中又有 “謹

守" (sãmar) 和“遵行" (到的兩個動詞 ， 使

這段經文在風格及主題上與第十二章 l節相連 ，

就像形成了一對書立，把摩西就具體聖約事務而

作的論述括在中 間。

在第 16節的下半部分，摩西以牧者的心腸

勸勉百姓，要他們認真地對待上面的那句話。

他呼籲百姓以全部的心思和全部的性命來“遵

行"上主的旨意，也等如叫他們具體地實踐“示

瑪" (六4 ) 。摩西用這句結語來提醒聽眾，單單背誦信{I柔和遵守外在的

律例，並不足以建立完滿的神人關係'他們還要盡全力實踐聖約之主的心

第 17節再次出現“今天"一語 ， 把第 17至 19節從第 16節分別出來。兩

節經文的“今天"一詞都有標示作用。第16節標示摩西要為聖的條款的論

述作總結，而第 17節則是宣告他所頒怖的律法書正式生效。第 17至19節的

句法與內容都十分囑目，這段經文與整篇演講詞的基調一致，強調不應為

7承擔責任而順服上主 ， 而是先要還澈地認識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的獨特

本質，並以此為111頁服的動機。摩西這樣說，意味宣講這篇演講詞的時候正

在舉行 個法律上的儀式，而百姓就站在上主面前 ，正式與上主確立約的

關係。

從用語和修辭的角度而言，第五至十一章與第 16節和第17至 1 9節都有

連繫'只是與第 17至 19節的關連更為明顯。 5 此外 ， 這幾節經文與隨後的

遲
不
和
並
條信
例
誦
律
背
的
單
惜

自
單
明
足以建立完滿的神人

關係，他們還要盡全

力實踐聖約之主的心

意。

立
自
心

經文也有關係，尤其是與第二十八章 l節有堅密的呼應。申命記二十六章

17至 19節又再分成兩部分 ， 兩部分的開端語都有作Hiphil式的動詞“說"

( (新漢語》 “宣認 " ) ，而且兩部分明顯平行。 6 Hiphil式表達出准

律法 ( quasi-juridical ) 的意思 ， 也就是雙方都聽到對方表示同意契約的條

款 ，願意確立彼此的關係 。在 般情況之下，屬世的附庸是無權要求屬天

的宗主作任何表示的。 7 因此，我們應該把這Hiphil式的使役 ( causative )

動詞譯成較輕的語氣 ，例如“你今天已經接受/同意上主的宣告 ，就是他

要作你的神"或者“上主已經接受/同意你的宣告，就是你要作他珍貴

的子民" 0 8 這段經文雖然沒有 “約" 詞，但隨後的宣吉卻顯示雙方正

在確立約的關係。

這段經文包含兩段宣吉，首先是上主的話( 17節) ， 接著是百姓的

話( 18-19節)。這兩部分在語法上十分相近，同樣擁有四項元素，並且

全都是不定式構合詞形 (i nfiniti ves construct ) 。雖然兩者的相同處顯而易

見，但那一句陳詞是誰人所說，以及說話的語氣怎樣，卻是含糊不清。摩

西主持這個確立聖約的禮儀，他用了間接的引語來陳述雙方接受了甚麼特

權 ， 又承諾盡上甚麼義務。正因為宣吉是由摩西轉述，所以在語法上有點

含糊不清。我們可以這樣剖析各方所說的是甚麼(引用的經文都是筆者自

譯)

六 1 ' -t 11 '八 11 '十 1 ;另參三十 16 ) ; ( 3 ) “聽他的聲音" ( 17節，參九泊 ，

另參二十八 1 '三十2 、 8 、 20 ) ; (4 ) 成為神“珍貴的產業" ( 1 8節?參-t6 ;另

參十四2 ) ; ( 5 ) “聖潔的子民 ， 歸於上主你的神 " ( 19節，參-t6 ;另參十四2 、

2 1 '二十八9) 。

6 在整部舊約聖經之中，作Hiphil式的 'ämar ( 說)就只曾在這里出現。 NIV的

翻譯不但沒有突顯出這個獨特的結構，也把發盲人弄錯了 f 譯文更與聖約關

(系的結構有所衝突。聖約的基礎是上主無條件的選召之恩，而以色列人也要

籍善忠誠信服，來表明自己願意接納這個選民的身分。同樣的看法也見於C

Levin,“Uber den 'Co lor Hierenianus' des Deuterono ll1 iu lTIs," in Das Deuteronomium 

und seine Querbeziehungen (Schriften der Finnischen Exegetischen Gesellscahft 3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1 20 。

7 例 L凶oh川1巾巾n仙伽n欣1汰k， G，..，間.eaωt Ti叫'he圳11川neωsjρï戶仰!οO

8 參NR之芯SV和NJ旭B 。論及這種形式 ' 見T. C. Vri阻巴位ze蚓e釗en ， '‘“‘ Da衍s hip帥h叭仆' il VO I口1 加d街伽ma昕r ll川n Deu叫It t 

26, 17.1 8," Jaarbericht νan het 均oraziatische-Egyptisch G的elschap Ex oriente lz的

17 ( 1964): 207-10 。

3 除了這襄之外，只見於出三十四 11 '而那處經文也有 hayyôm (今天)一詞，
把上主的話引用於現賓的處境。

見四 l 和四45的註釋 。

( j ) 要走在他的道路上" ( 1 7節，參)\6 .十 12 .十-22; 另參二十)\9 三十
16 ) : ( 2 ) 以“律例、誠命 、 典章"三詞來指稱聖約的條款 ( 1 7節。參五3 1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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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聲音 今天，你得到上主宣認

神的聲音. “我要作你的神 ，

你要走在我的道路上，

你也要謹守我的律例和我的誡命和我的典章，

你又要聽從我的聲音。"

摩西的聲音 今天，上主得到你宣認

百姓的聲音- “我們要作你珍貴的于民 ，

正如你應許我們的那樣 ，

我們也要謹守你一切的誡命，

你又會高舉我們超過你所造的萬圈，

使我們得享稱讚、聲名和榮美，

我們也要成為聖潔的于民，歸於上主我們的神，

正如你應許的那樣。 " 9 

740 

每段話都宣示發吉 方在這段關係之內的地位，而這地位是發吉者自

己接受的，另外發吉者也宣示自己明白對方已經承諾會盡上甚麼責任。上

主接受自己的地位是以色列的神 ， 為要履行他再三重述的、在聖約公式語

中的應許。 1 0 以色列人則接受自己的地位是上主珍貴的于民，也是屬於他

的聖潔于民，此外 ， 他們也願意盡心盡意謹守上主 切的誠命，為要實踐
上主在第 17節下的吩咐。提到自己明白對方已經承諾會盡上甚麼責任的時

候，經文用了主動式的動詞。上主呼顯以色列人走在他的道路上，謹守他
一切的誡命，並聽從他的聲音;而以色列人則明白上主已經承諾要高舉他

9 參Guest ， 11 7 -26 。
10 我要作你的神，你要作我的子民。"論及這公式語，見Seock - Tae Sohn , 

“ ‘ 1 Will Be Your God and You Will Be My People': The Origin and Background 

of the Covenant Formula ," in Ki Baruch Hu ' : Ancienl Near Eas tern , Biblical, 

。nd Judaic Studies in Honor of Baruch A. Levine (ed . By R. Chazan, Wi llia1l1 W 

Hallo , and Lawrence H. Schi ffma n; Winona Lake ， 叭 Eisenbrau肘， 1999) , 364; 

Hugenberger, Marriage as a Coνena例 P. Kal luveettil , Declaration and Covenanl 

A Comprehensive Reν的1ν ofCoνenant Formulae from the Old Testamen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B ib 88; Rome: B ibli ca l In st itute , 1982); K. Baltzer, The 

Coν凹的nl Formulary (Oxford : Blackwell , 1 97 1 ) 。

741 申二十六1間 團

們超過他所造的萬圈，使他們得享稱讚、聲名和榮美。

這宣吉十分囑白，因為它是相互的，並且彼此喚起對方作出承諾一一11

縱然在古代的立約處境中也可以找到先例 。 1 2 本段經文就像是那些古代條

約所勾畫的立約程序的口頭版本 。按照立的的程序，以色列人通過中介人

摩西聽到上主宣告他向他們作出的承諾 ，而上主也聽到自己的子民宣告他

們向他作出的承諾。

通過這些宣吉，站在摩西面前的這 代以色列人有幸(再次)正式

成為“上主的子民" (參二十-t9 '二十九 13 ( 12 )) 。然而 ， 儘管這些承

諾有令人詰異的雙向和相互的元素，但卻不表示立的雙方是平起平坐的 :

(一)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抗根於上主在遠古的應許(二)以色列人要

嚴謹地遵行上主所啟示的旨意 ， 但上主卻沒有承諾遵行以色列人的心意，

(三)上主是以色列的神 ，而以色列就如君王所擁有的財寶一樣，是上主

的產業，而且是聖潔的產業(四)上主要高舉以色列超過萬國，但以色

列卻無權也無力高舉上主超過所有神明(五)以色列雖然被高舉超過萬

國 ，但卻不是為了以色列的榮耀，而是為了上主的榮耀。

這段經文的結語還值得作進 步的討論。摩西宣告上主會把以色列

高舉，超過他所造的萬國，摩西的眼界已經超越了約旦河兩岸，而把目光

投放於整個世界。這個說法還見於申命記的兩處經文:第二十八章 l至 1 4

節，那襄是從經濟及政治的角度表述，以及第三十二章8至9節，那里是從

行政的角度表述(參十五6 ) 。簡而吉之，以色列要作萬國的首領，只居

上而不居下(二十八 13 ) 。第二十六章19節雖然沒有說明上主高舉以色列

超過萬國的方式 ，但卻概述了結果: “得享稱讀、聲名和榮美"。根據

NIV' 得著稱讚、聲名和榮美的似乎是以色列(參番三19-20 ) ; 13 但從申

11 參M. A. Fried1l1an,“Israel 's Response in Hosea 2: 17b: ‘You Are My Husband ,'" JBL 

99 (1980) : 2002 。

12 前者最富戲劇性的例子，就是公元前 13世紀埃及蘭塞二世 (Rameses T 1 ) 和赫

人君主哈國西利斯三世 ( Hattu s ili 1[1 ) 所訂定的條約。這條約共有兩個版本，

埃及的版本記錄了赫人君主的承諾，而赫人的版本則記錄了埃及法老的承諾。

ANE7就這兩個版本作了簡明的比較，見 1 99-203頁 。

13 NRSV保留了原文的含糊筆調 “因他高舉你超過他所造的萬園 ， 享稱讀、聲

名和榮美。 " (參NASV及NJ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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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記整體的說理流程來看，並考慮到其後呼應這段文字的經節，就可以知

道這里最好解作得榮耀的是上主 。 1 4 以色列在國際上有甚麼地位 ， 從來都

不是為了讓以色列人產生民族自豪感 。 這個立場在申命記和其他書卷都是

如此(參十二7 ' )\17-18 '九4-24 ) 0 15 

再者，第十章21節要求以色列人讚美神 ， 因為神“為你做了大而可畏

的事 " (參二十八9-10 ) 。 以色列既然披帶著神的名號，就要反映出神的

榮耀和恩典，讓萬國因這名號而懼怕以色列(參二十八1-1 4) 0 1 6 還有一

項證據支持這樣解讀“稱讀、聲名和榮美"就是以色列人領受了尊貴的

身分，作上主珍貴的產業和聖潔的于民。在第 1 8和 19節 ， 摩西都用 7 “正

如/照他. .. .說的那樣" 一語來修飾上述兩個短語，暗中指向出埃及記十

九章5至6節的描述 ， 顯示出以色列人的角色就如亞倫一樣是祭司，要向萬

國宣示神的榮耀 ， 好吸引萬國到神的面前來 。

應間區則

宣教計劃 摩西指出，以色列國在神所命定的救恩史中佔有獨

特的地位，藉此收結聖的條款的闡述(十二 1~二十六 19 ) 。

這篇演講詞餘下篇幅的惟一內容，就是以色列人應該怎樣回應

與上主的盟約關係所帶來的挑戰和特權(二十八 1 ~二十九 1 (二十八

69) ) 
今天申命記的讀者或會像古時的以色列人一樣，以為上主 旦揀選了

以色列，又把他的心意啟示給他們，事情就已經圓滿結束。如果我們把西

奈山的敘事文(出十九~民九)解讀得不夠仔細 ' 的確有可能得出這樣的

結論 。 西奈山的敘事文涉及其他國家的文字不多，只曾提到上主從埃及人

的牢籠中釋放了以色列人，以及上主要把迦南民族的土地交到以色列人手

中 。 上主兩次說要把以色列人從萬民中分別出來(利二十24 、 26 ) ， 夕 l'族

人也偶爾看到上主為以色列而做的大事 ( 出三十四 10 :利二十六的 ，民十

四 15 ) ，而巴蘭也預吉以色列要戰勝列國(民二十四8) 。 然而，從聖約

14 
IS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rigl吭， D側的'onol1'弘 272-73 。

16 參四6-8 ;耶十三 11 ' 三十三9 。

743 仁向-19 國

詛咒的警告可見，局面也會有逆轉的 天 ， 以色列也會被外族侵略，百姓

也會在列國中滅亡(不1]二十六33 、 38 ) 。

雖然西奈山的敘事文不太強調以色列的宣教角色，但卻不代表這個

角色在西奈山的敘事文中不存在。相反，以色列的救贖和聖民身分與其宣

教議程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他們遵守聖約 ， 聽從

上主的聲音，他們就是他珍貴的產業、祭司的國

度、神聖的國民(出十九5-6 ) 。出埃及記十九章

5節有“全地都是屬我的 " 一語 ， 正宣示出上主

的目標指向整個世界。上主呼召以色列來歸向他

自己，又把他的心意啟示給他們，就是要讓世界

曉得他的榮耀和恩典能帶給人甚麼好處 。

以色列人既然是E伯拉罕的後裔，便要完成

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也就是聖經所載他們第

次接觸之時神所說的話 “土地上所有的宗族，

如果他們遵守聖
約 ， 聽從上主的聲

苦，他們就是他珍

貴的產業、祭司的國

度、神聖的國民 。

都要藉著你得祝福" ( 會1]十二3 ) 。 上主呼召亞伯拉罕進入約的關係，又

把以色列民包括在這約之中，在西奈山啟示聖約的精義 ， 再於摩押平原與

他們重新立的 。 在這一切事件中 ，上主都把目光投向91]國。籍善 JII頁服上主

的旨意，以色列向世人宣示神的律例和典章都是公義的(申四6-8) ，他們

的神滿有恩典 。

在申命記中，宣教的模式基本上是向心式的 。 1 7 上主把以色列人救

出埃及的奴役 ， 與他們建立約的關係，把迦南地交在他們手中，又祝福他

們 。 這一切都在世人的注視之下發生 。 以色列人身為上主的立約夥伴 ， 承

擔著典範的角色，反映上主要為全人類做同樣的事 。 可是 ， 正如喇合和路

得一樣，要尋求上主就必須到以色列這襄 。 五經之中並沒有像大使命 (太

二十八 1 8-20 ) 那樣的宣教諭令 ， 神沒有呼召以色列人到世上萬國去，宣揚

他要施恩的好消息 。 相反，神把以色列置於子1] 國的中央(參結五5 ) ，好

讓列國因為看到他為以色列所做的大事而讚美他 ， 並願意加入以色列的行

列，與他建立約的關係 。

17 從約拿向尼尼微城傳道的事蹟看來，宣教模式也不全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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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衛與所羅門時代，當以色列強盛的日子 ， 上述宣教模式也曾經部

分實現。在列王紀上十章9飾 ， 示巴女王就讚美神說 ， “讚美上主你的上

帝，他喜愛你，讓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看上主對以色列永遠的愛，

他立你作王，使你用公正和公義治理國家。" ({新普及} ;下同)可

惜，以色列的歷史卻充滿敗績 ， 沒有實踐作“引導萬國的光 " 的使命(賽

四十二6 ) 。他們非但無法使人讚頌上主，還因道德敗壞和被攝他方而使

上主的名蒙羞(結三十六 17-21 )。

隨著基督的來臨以及一個跨越國家、民族的聖約軍體的成立，神的宣

教策略就從基本上是向心的模式變為離心的模式。耶穌宣告 ， “來看神為

他的子民做了甚麼"的策略 ， 已經改變為“去把神為你們所做的告訴全世

界" (參太二十八 18-20)。使徒行傳其後戲劇性地把神的這個新策略描繪

出來，記載聖靈如何臨到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二章) 、撒馬利亞人(八

章) 、在以色列地敬畏神的外族人(十章) ，以及在以色列地以外的外族

以弗所信徒(十九章)。事實上，保羅就是被神特意召喚來向外族人傳福

音的(羅十一日 ，十五15-16 ) 。基督是讓人脫離罪的救贖者，上主是讓人

脫離擱綁的救贖者，而保羅跟基督的福音的關係，恰恰就和摩西跟上主的

福音的關係相似。

然而 ， 我們卻不可以簡單地下結論說，向心的模式已經被離心的模式

完全取代了。在彼得前書二章9至 12節，彼得指出基督徒的宣教角色跟以

色列的相類似。雖然這封信是寫給那些分散在外族人中間居住的信徒，但

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為了宣教而故意去外族人的地方居住;相反 ， 就像處

身於列國之中的古以色列人一樣，這些基督徒都住在異教的軍體中。他們

要藉著親身經歷過的神的恩典和自己敬虔的行為，向人宣揚那呼召他們脫

離黑暗、進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耶穌說信徒是鹽、是光，他的話背後同

樣有這樣的假設(太五日-16)。事實上，聖經是以 個榮耀的異象作為

結束的，就是各國各族都有蒙救贖的人來到羊羔面前敬拜他(啟五9 ' -t 
9 ) 。這正是向心式宣教策略的巔峰例子。

745 

當代應間

申二十六1的 國

基督徒的宣教使命 申命記二十六章 1 6至 1 9節的宣教意義，也

就是本段經文對當代基督徒的意義。 1 8 聖約關係當中既有特權

也有責任，這段篇幅短小的經文就把這些特權和責任總結出

來。耶穌基督已經完美地展現出神對人的承諾，這是所有信徒都有目共睹

的。我們在基督里聽到神說 “我要作你的神 ， 你要作我的于民"其餘

音在哥林多後書六章 1 6節和啟示錄二十一章3節也有共鳴 。籍善基督的救

贖大功 ， 我們得以成為神珍貴的產業和聖潔的子民。我們有這特權，正因

為我們是新約的子民。

然而，有權利必有義務。神既然要求以色列人以全心全意的順服來

回應他的恩典，那麼我們也應該這樣回應他。在健全的立約關係中，雙方

都應該全情投入，為對方的好處著想。神人關係固然也應該是這樣。耶穌

(他是上主成了肉身)曾說 “你們若愛我(也就是在約中委身於我〕

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約十四 15 ;參十四訓，十五 10) 。耶穌的這個吩咐

不止是要我們遵行他及後向門徒發出的命令。“我的命令'， (6ntolos) l9 

是縮回音語 ， 所指的是他通過跟以色列立的而啟示出來的 切屬天的旨意。

在西奈山說話的神正是主耶穌基督，他要我們結出果子，而這果子就是喜

樂地順服他在律法書所啟示的旨意 ，藉此生出公義的行為 。

如果以色列要以忠誠和公義的行為來榮耀上主，那座新的以色列也應

該這樣榮耀上主。耶穌曾經提醒他的門徒，要讓父得榮耀 ， 他們就要多結

果子，以顯明自己是基督的門徒。只要我們照著去做，我們就能散發天父

的恩典光輝，如磁石 樣吸引世人到他面前來。願每一處的信徒都能忠誠

地傳揚主的恩典，遵從主的呼召，去到地極，讓世人都知道上主 成了

18 關於本段經文的宣教意義 ， 以下文章有集中討論，見D. 1. Block,“The Privi lege 

of Ca lling: The Mosaic Paradigm fo r Missions (Deut. 26: 16- (9)," How I Love 狗叫

Torah. 0 LORD! 140-6 1 。

19 LXX以 entolas 一詞來翻譯申二十六 1 8 (希伯來文的 mi~wô t ) 。這詞在申命記

共出現40ì欠囚2 、 40 -五29 、 3 1 -六 1-2 、 1 7 、 25 - -1三9 、 11 - l\ 1 -2 、 6 、 II -

十 1 3 -十 8 、 1 3 、 22 、 27 、詣，十三4 、 1 8 (5 、 l 肘 ，十五5- 十六 1 2 -十t

19 、 20 -十九9- 二十六 1 3 、間，二十七 l 、 1 0 -二十八 l 、 1 3 、 1 5 、衍 ， 三十

8 、 1 0 、 11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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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的基督一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使他得享稱讚聲名和榮耀。 I 申二十七1-26

新漢語譯車

過約旦河以後

1摩西和以色列的長老吩咐百

姓 3 說 ， “你們要謹守我今天吩咐你

們的一切誠命。

2“將來你們過的旦河的那一天，

到了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那地 ， 你

要為 自己 立幾塊大石頭 3 刷上石

灰) 3並在上面寫下這律法 的 一切

話。你過了河 3 就可以進入上主你

的中I~賜給你的地 3 就是流奶與蜜之

地 ， 正如上主你先祖的神昕對你說

的那樣。 4你們渡過約旦河之後 3 就

要照我今天所吩咐你們的 3 在 以巴

路山立起這些石頭 3 刷上石灰。

5 “你要在那襄為上主你的神建

造一座壇 3 就是石壇，不可在石頭

上動用鐵器。 6要用完整的石頭建造

上主你神的祭壇 3 要在上面獻矯祭

給上 主你的神 。 7又要宰殺平安祭

牲， 在那襄吃 3 在上主你神的面前

歡樂。

自“你要在那些石頭上?清楚寫

下這律法的一切話。"

9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告訴全以色

列 ， 說，

“ 以色列 11阿 3 你要安靜 !聆聽 !

今天，你成為上主你神的百姓了。
1日你要聽上主你神的聲音 2 道行他的

誠命、 他的律例 3 就是今天我吩咐

你的。口

個告車

過約旦河以後

1摩西和以色列的思長老吩咐

百姓說，“你們要遵守我今日所吩

咐的一切誡命。

2 “你們過約旦河，到了耶和華

你神所賜給你的地 ， 當天要立起幾

塊大石頭，壇上石灰. 3把這律法

的一切話寫在石頭上。你過了河 ，

可以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流奶與

蜜之地，正如耶和華你列祖之神所

應許你的。 4你們過了約旦河，就

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

的，將這些石頭立起來，壇上石

灰。

5 “在那襄要為耶和華你的神

築一座石壇，在石頭上不可動鐵

器. 6要用沒有鑿過的石頭築耶和

華你神的壇。在壇上要將播祭獻給

耶和華你的神. 7又要獻平安祭，

且在那衷吃，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

歡樂。

B “你要將這律法的一切話，明

明地寫在石頭上。"

9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曉諭以色

列恩人說

“以色列啊，要默默靜聽。你

今日成為耶和華你神的百姓了，

10所以要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遵

行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

吩咐你的。"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報漢語譯車

1 1當日 3 摩西吩咐這百姓說-

12 “你們渡過約旦河後 3 西緬、

利未、猶大、以薩迦、約瑟和便雅

憫這些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

祝福這百姓 。 13 呂便、迦得 、亞設 、

西布倫、但和拿弗他利這些支派的

人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告詛咒 。

1 4 “ 不IJ 末人要向所有的以色列人

高聲說

15 “‘ 那造雕像和鑄像的 3 在暗

中設立上主所憎之物 3 就是匠人之

于所造的像 3 那人當受詛咒 。'全
體百姓要回答說 : ' [1可們 I ' 

16 “‘ 那 藐視 父母的 3 當受詛

咒 。'全體百姓要說: 已 |呵們 I ' 

17 '" 那挪動鄰舍地界的 ，當受

詛咒 。 3 全體百姓要說﹒ 已 |呵們!

18 已“ 那領瞎子走錯路的 3 當受

詛咒 。'全體百姓要說 ， 阿們!

19 山 那向寄居者、 孤見和寡婦

歪曲正義的 ，當受詛咒 。'全體百

姓要說 ﹒ 1可們 I ' 

20 '"那跟他父親的妻于一起躺

帥的 ，當受詛咒 3 因為他掀了他父

親的衣角。'全體百姓要說， 阿

們! ' 
21 叫那眼任何野獸一起躺酷的 3

當受詛咒 。'全體百姓要說 : ‘ 1I可

們 I ' 

22 巴巴巴 那跟他的姊妹一起躺倒、的 ，

無論是跟他父親的女兒，還是跟他

母親的女兒 ?當受詛咒 。'全體百

姓要說， ‘ 阿們!

748 

個告車

11 當日 ， 摩西囑咐百姓說 ，

12 “你們過了約旦河，西緬 、 利

未 、 猶大 、 以薩迦 、 的瑟 、 便雅憫六

個丈派的人 ， 都要站在基利心 山 上

為百姓祝福。 13呂便、迦得 、 亞設 、

西布倫 、 但 、 拿弗他利六個文派的

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佈咒詛。

14 “利未人要向以色列眾人高

聲說

15 川有人製造耶和華所憎惡的

偶像，或雕刻，或鑄造，就是工匠

手所做的，在暗中設立，那人必受
咒詛 ! '百姓都要答應說 ‘阿們 1 ' 

16 “‘輕慢父母的，必受咒

詛 ! ' 百姓都要說 。‘ 阿們 |

17 “‘挪移鄰舍地界的，必受咒

詛 1 '百姓都要說 ‘阿們 1 ' 

18 “‘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

詛 1 '百姓都要說 . ‘阿們 !

19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

枉正宜的，必受咒詛 1 '百姓都要

說 ，阿們 |

部“‘與繼母行淫的，必受咒

詛 ! 因為掀開他父親的衣襟。 ' 百

姓都要說 。 ‘阿們 |

21 川 與獸遲合的，必受咒

詛 1 '百姓都要說 ‘阿們 |

22 川與異母同父或異父同母的

姐妹行涅的 ， 必受咒詛 1 '百姓都

要說 ‘阿們 |

749 

輯漢語譯車

23 們那跟他的岳母一起躺齡的 3

當受詛咒 。'全體百姓要說: 已 阿

們 I ' 

24 川 那暗中 擊殺他鄰舍 的 3

當受詛咒 。'全體百姓要說 ， 阿

們 I ' 

25 '"那收取賄路 ，擊殺人命 ，

流無辜人之血的 3 當受詛咒 。 3 全

體百姓要說: ' 1呵們 I ' 

26 叫那不堅守道行這律法的話

的 3 當受詛咒 。'全體百姓要說，

‘ 阿們 I '" 

經文臨蠶

申二十ι26 盪

祖告車

23 川與岳母行逅的，必受咒

詛 1 '百姓都要說 ‘阿們 1 ' 

24 川暗中殺人的，必受咒

詛 1 ' 百姓都要說 a 阿們 1 ' 

25 “‘受賄路害死無辜之人的，

必受咒詛 ! '百姓都要說 ‘阿

們 ! ' 

訪川不堅守遵行這律法言語

的，必受咒詛 1 '百姓都要說

‘阿們 1 '" 

只須略讀申命記第二十t章，也能看出這段經文與前後文格格

不入。 l 從第二十六章 16至 19節到第二十八章 l 至 14節 ， 經文都

以類同的詞彙表達相似的主題 ， 內容統一流暢，但本段經文卻

打斷了這個流程，引入了獨特的文體和內容。第二十t章可以分作三段自

成 格的演講詞 ， 各有自 己的敘事文引吉 ， 發吉的人也不同 ( 1 、 9 、 11

節)。這些文字與前後文看來沒有多大關連，如果放在第三十 章29節之

後似乎更為適合。編者為甚麼在第二十六章 16至 19節及第二十八章 l 節之

間引入這段文字 ， 其用意我們只能聽度。第十一章26至32節或可給我們

點線寰。摩西在那襄作出指示，要百姓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舉行儀式，

分別涉及祝福和詛咒。在第二十六章 16節至第二十八章的節當中，有一大

段文字都是倒教摩西在第十一章26至32節的指示，並作出概括性的闡釋。 2

這兩段文字的對應結構見下圖

l 參Block， 叮'Zecovering the Voice of Moses,"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 29 0 

2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McConv ille ， Dellleronomy , 3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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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6-32 二十六16~二十八的

官告祝福和詛咒 呼顯百姓)11頁服

(十 26-28 ) (二十六 16-19 ) 

在基不1] 心山和以巴路 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

山的儀式(十 29引) 山的儀式 (二十-t 1-26)

日于顯百姓順服 官告祝福和詛咒

(十 32) (二十八卜的)

聖經鑒別學者普遍相信 ， 第二十t章是兩種傳統的合輯，就是吉甲的

傳統和示劍的傳統 . 3 也有學者看出第二十t章文意統一，認為這個段落

是根據君王賜地的禮儀來編輯的，和巴比倫的地界碑文 ( boundary stone 

inscriptions ) 所記的相類。 4 雖然後一種看法於理有據，但近年學術界對這

些碑文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導致學者對這個論點作出了修訂。 5 第二十t

章與古代的 naru 碑文相類 ， 包括了下述內容: (一)記錄立石始末 ( 2-4 ' 

8節) ; (二)為神明築祭壇 ( 5-7節) ; (三)列出見證人名單( 12-13節) ; 

(四)擁有土地的神明的代理人發表講話( 14節) ; (五)詛咒違反碑文規

定的人( 15-26節) 。這些內容在古代的處境是合情合理的 ， 當中有極大的

神學意義，甚至超越第二十t章各部分的總和。 6

正如上文所述 ， 申命記第二十t章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 三者長短不

同，排作ABA形式。首尾兩部分( 1-8節及 11-26豈有)的篇幅較長 ，中間的

部分則是一些簡短的激勵語句 (9-10節)。雖然首尾兩部分所描述的儀式

大相逕庭 ， 但兩者卻有以下幾項關係(一)兩段演說都以動詞“吩咐，

3 參O. E巳I S彷sfi兔制e l仙d仇t， “叮G i句l旭g伊例a訓10昕r S訕h巴ω叫ch岫1唸le l剖mη1丸1 ，"

a吋 J. R. POωrt惚恤巴臼r; R肌互~i叫cl仙hm叮m附or吋: J拘ohn Knox, 1970), 90-101 0 Biddle曾經簡略地介紹這

個釋經立場，見DeuferonOl妙， 395 。

4 A. E. Hill,“The Ebal Ce l 巴mony as Hebrew Land Grant," JETS 31 (1988): 399-406 

5 K. E. Slanski (The Babylonian E叫tlemenf narùs [kuduJrus]: A Stl呻 in their Form 

and Func fion [ASOR Books 9; Boston : Ameri can Schoo ls of Orienta l Research, 

2003]) 證明這些碑文不止用於劃定地界，也用於規定其他權益 。

6 論及這一章的整體神學意涵，見P. A. Bark凹，“The Theo logy of Deuteronomy 27," 

TynBul49 ( 1998) : 277-303 。

751 申二十的-26 圈

作開端，這是申命記首次出現這樣的筆法; (二)申命記雖然曾經提及重

申聖的的禮儀(十一26國詣 ，二十六16-19 ' 二十九2 [ I J ~三十20 '三十

一24-30 ) ， 但這襄涉及的卻是將來的禮儀 ， 以色列人要抵達應許之地才能

夠執行 ( 2 、 4 、 12節) (三)兩套儀式的行禮場地都在以巴路山 ( 4 、

13節) ，只是後者也提及基利心山，而基利心山的位置就在以巴路山旁

邊。

三邊聖約關係的完成:

上主一以色列一土地(二十-1:1-8)

摩西正式向百姓頒佈命令，而參與這次發吉的還有“以色列的長

老"。這樣的描寫在申命記的敘事文中是首次出現的 。在結構上，這篇

演講詞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 (-) 句簡短的開場白，呼額百姓謹守現

在的吩咐( 1節下) (二)就所規定的禮儀作概括性的指示 ( 2 - 3節 )

(三)就所規定的禮儀作更為詳細的說明(4-8節)

摩西 開始( 1節)就指示百姓應當怎樣執行下面的規定，他正式地

把這一支1]與申命記論及的一連串事件連上關係，使它們成為 個整體。摩

西的用語在申命記不少勸勉文字之中都曾經出現，因此大家都耳熟能詳。 7

所謂“一切誠命"並不是指隨後所規定的禮儀 ， 而是指“聖的的全部要

求"而這些要求都記載於“這律法的一切話"之內 (3 、 8 、 26節 ) 8 

也就是申命記的幾篇演講詞。第 l節中“今天"一詞，使讀者意識到禮儀

的舉行日期與這篇演說發表的日子有 段距離，而所謂“今天"也就是百

姓決定委身於聖約的時刻。

餘下的文字涉及一個獨特的禮儀。這個禮儀只舉行 次，而舉行的日

期就是當百姓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這些指示共有兩部分，分別為第2至3節

及第4至8節 。這兩部分雖然各有獨特的焦點，但卻有相同的核心用語。 由

此可見，這個段落是經過精心編排的 ， 兩個部分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

7 見六25 '八 1 '十-8' 22 '十五5' 十九9 。

8 另見Tigay， Deuferonomy , 2 47-4 8 。提及“這律法"的經文還有: -5 ' 四 8'

十-1::: 1 8 、 1 9 '二十八58 、 6 1 ' 二十九29 ( 28 ) ，三十 9 、 1I 、 12 、 24 ' 

三十二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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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的開端語都是 wehãyâ' 所指的是“至IJ 了〔某個時間) "接著便宣

告這個儀式要在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之後舉行。餘下的文字都有統一的骨

幹，可以譯作下面三項諭令(引用的經文都是筆者自譯)

你要立幾塊大石頭，

你也要為它們刷上石灰，

你也要在它們上面寫下這律法書的一切話。

第一個部分的焦點是禮儀的前因後果，而第二個部分則強調禮儀本

身，並兩次加入第四項諭令;“你也要為上主你的神建造一座祭壇" (筆者自

譯)。

第→部分 (ω2至3篩) 摩西首先訂明舉行禮儀的時間'就是當以色F列IJ l 

人渡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的
次宣告他們要進入“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曰E那H盯〕地"又形容那稟是“流
奶與蜜之地" 9 更在結語指出“正如上主你先祖的神所對你說的那樣"
(參創十土8) 。這些禮儀是要稱頌上主的恩典， 而石碑則是上主信實守
約的永恆記念。申命記二十t章2節下至3節上有關禮儀的指示雖然清晰，

但卻極為簡單，讀者不容易明白這些行動的意義。

立石碑。 動詞“立、立起"顯示這些石碑是垂直的柱子。 10 有學者以

古希臘建立植民地的傳統為類比，提出這種建立石柱的舉動是要標誌旅程

的終結。 11 又有學者認為以巴路山正是上主選擇立為他名的“地方"因

此這石柱是誌勝石碑，刻有上主的名號。 1 2 然而 ，第2至3節所用的是眾數

9 參申六3 '十-9 '二十六9 、 1 5 '二十-1:::3 '三十一20 。
10 以色列人在以下處境都會立石為記 紀念戰爭勝利(撒上-1::: 12 ;代上十八

3 ) ;彰顯輝煌政績(撒下十八 1 8) ;紀念盟約的訂立(自1J三十一45 ) ;宗教
上的標記，代表獻身(創二十八的、泣，三十五 1 4 ;書二十四26 、 27) 。

11 M. Weinfe l d，“Th巴 Pattern ofthe Israelite Seltlement in Canaan," in Congr，ωs Volume 

Jerusalem 1986 (ed. J. A . Emerton; VTSup40; Leiden: Bri ll , 1988), 280. 

12 見Richter. The Deulerono川的 lic H的 tOl'y and the Name Theology, 139-42 ;同上，
“TheplaJEof the Name ln DELItelommy'"YT57(2007):343-44 。這個立場看來站
不住腳，原因有四 ( 1 )這一章經文從沒提到上主的“名 " 或他所揀選的地
方; (2) 耶利哥之役固然是重要的勝利，也可以說是為將來的成功立下了基

名詞，似乎是要百姓立起多條石柱。雖然經文未有指明數目 ，但詛咒儀節

既然涉及十二支派 ( 12- 13節) ， 估計石碑的數目也有 1 2塊 。無論如何，這

個禮儀都與西奈山的重申聖約禮儀遙相呼應(出二十四4 ) 0 13 

給石頭刷上石灰。 給石頭刷上石灰的諭令用

了動詞 sid' 這個動詞來自另一個名詞，意思是

“石灰" 。給石頭刷上的“灰"有可能是某種

白色的鹼性物料，是先從石灰石提煉出氧化鈣，

再以水調和製成的。石灰石在以巴路和基菲IJ心附

近的區域十分常見。當水分蒸發之後 ， 這種物料

就會變硬，使石頭表面變得光滑。 14 文士在石柱

上抄錄律法書，大有可能是用利器雕刻，但也可

753 申二十叫6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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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且
服
永恆記念。

以用墨或顏料書寫。無論如何，石柱既暴露於自

然環境，上面的文字必無法永久留存 ，很快就會僅餘石柱本身作為記念 。

由此可見，雖然石柱仍然可以用作集會的地標，但摩西吩咐在石上寫下他

直宣講的律例，其用意不過是為了舉行只此一次的禮儀而已。

在石上抄錄律法書。 從“這律法的 切話" 語可見，文士所抄錄

的必然包括摩西當時發表的演講詞(參四2' 十-t 1 8 ) 。聽眼看來 ，抄

錄“這律法的一切話"似乎並不是難事，其實不然。《漢摩拉比法典》

(Hammul油j's law code ) 記於兩米多高的石碑之上，佔用了石碑的四分之

三面積，而摩西的三篇演講詞比《漢摩拉比法典》還要長很多。 1 5 如果要

礎，但事質上以色列人仍然未完全打敗迦南人; ( 3 ) 根據申十二，有關“那

地方"的，都是宗教上的規定，與本段經文所提的大有分別; ( 4 ) 最重要的

是，早前的經文要求百姓恆常到“那地方"敬拜，但這里的禮儀卻只舉行一

次，下不為例。

13 參書四5 。

14 在鐵器時代 ， 而1J上石灰的目的通常是為了防止容器漏水 ， 而較為富裕的人或

會給房子的牆壁和地板刷上石灰。進 步的論述見L. G. Herr,“Plaster," l SBE 

(rev. ed.), 3 : 883 。公元前9世紀的 《代爾阿拉銘文} ( Deir 'A lIa inscription; COS 

2 .27) 正是刻字於石灰之上的例子 。

15 <漢摩拉比法典》以音節性模形文字記錄， 而申命記卻是以輔音字母記錄，

兩者難以比較。 L. W. King把《漢摩拉比法典》翻譯成英文 ( Th e Code of 

Hammurabi [Whi tefi sh, MT: Kessinger, 2004; repr叫 of 1910 edition] ) ，稍微多於

11 ，000字，而NIV的摩西第二篇演講詞則約有 14，500字 。以希伯來文原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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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動地記下這三篇演講詞，則可能需要兩塊兩米高的石碑。假如總共有 12

塊石碑 ， 那麼每塊石碑大約要寫上千餘字。

第二部分(4-8節) 第二部分的框架(第4及第8節)重述了第一部

分的關鍵性資料，只是用語較為簡略。然而，摩西在這襄卻指舉行禮儀

的地點是 “ 以巴路山"。 16 在以巴路山舉行禮儀也有道理，原因有三:

(-)如果我們在迦南地的南北兩端畫一條直線，以巴路山和基辛IJ心山就

正好在直線的中央; 17 (二)以巴路山是當地最高的幾座山之一 ， 從以巴

路山的山頂可以看到應許地的大部分區域(三)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位

於示劍附近，那個地區在以色列的歷史和傳統中有極重要的位置(創十二

6-7 '三十三 18-20) 。在這山上舉行禮儀，也就是邀請全國一起稱頌上主

的信賞，因為他終於履行了他向先祖發出的應許。

第5至7節教導百姓怎樣在以巴路山舉行禮儀。首先要築起祭壇，並指

明要用天然的石塊 (2-4節) ，石材要未經鐵器斧鑿。這里的祭壇雖然不是

設於會幕或聖殿以作敬拜之用，但這些規定仍然讓人想起出埃及記二十章

25節 。 正如祭牲必須是“完好的" (譯IJ- 3 ) 和沒有“任何惡疾" (申十

五2 1 ) ，這個祭壇所用的石材也同樣要完好無缺。以人手製造的器具在石

材上施以斧鑿，就等如站污了石材。 1 8

在第6節下至第7節，摩西吩咐百姓在祭壇上向上主獻上矯祭( 'ô的 t)

摩西的三篇演講詞加起來約有 12，000字。

16 {撒馬利亞五經:> ( Sa ll1aritan Pentatellch ) 及份LXX抄本 ( Papyrlls Giessen 

1 9) 記作基菲IJ心山。有關的論述見E. Tov，在'xtual Criticis lI1 o.f I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 94-95 。

17 也就是在但與別是巴之間畫一條直線。聖經很快就把但和別是巴用作以色列國

邊陸地區的代名詞(士二十 1 ;撒上三20 ;撇下三 10 '十-t ll ' 二十四2 、 1 5 ; 

王上四2 5 ;代上二十一2; 代下三十5 ;摩八 1 4 ) 。士九37指基利心山是“那地

的中心" (參《新普及》這節的腳註) ，縱然LXX譯作“陸地的中心" 。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S. M. O lya n,“Why a n Altar of Unfinished Stones? SO ll1 e 

Thoughts on Ex 20, 25 and Dtn 27, 5-6," ZAW 108 (1996) : 161-71 。考古學家在以
巴路山發現了一座大型建築物，白天然石塊砌成，其內的泥土被鑒定為鐵器
時代早期之物，也就是以色列人開始在迦南定居的時代。可是這建築物的用

途仍然有爭議。見A. Zertal,“Ebal , MOllnt," ABD , 2:255-58 ;同上，“An Ear ly 

Iron Age C lI ltic S ite on MOllnt Eba l," TA 13-14 ( 1986-1 987): 105-65 ;同上，“Has

Joshlla's Altar Been FOllnd on MOllnt Ebal?" BAR II ( 1985) : 26-44 。

755 申二十-t 1-26 盪

和平安祭(付se約e句J仿ãmÎ加111 ，或譯

慶典籃席的食物'給百姓在上主面前享用。第十二章曾經提及矯祭 (6 、

11 、 27節)至於平安祭，卻是申命記中惟一一次提及的 (7節)。這個

祭禮的名稱來自詞根 slm' 意即“成為完整的"可見這個祭禮是要慶賀

神人關係的完滿。 "因此，百姓可以在神面前歡然享用 selã叫m 。“在上

主你神的面前"一語通常用於中央聖所的場景，但這裹的指示也同樣認定

上主是真實地臨在這個祭壇。這祭壇是上主的桌子，他從這桌子上接收

“蝠祟"而百姓也可以坐在桌前享用“平安祭/相交祭" 。

經文同時提到矯祭與平安祭，不但呼應出埃及記二十章24至26節的

祭壇律例 ， 也呼應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l至 11 節，並且以後者的意義更為重

大。那一處經文提到西奈山上的獻祭，其內容與本段經文相類，而且都提

及代表十二支派的十二根柱子(二十四4 ) ，以及在上主面前吃喝 (二十

四 11 )。這一點也再次顯出本段經文的禮儀的重要性 。 正如在西奈山的禮

儀一樣 ，這里的禮儀也是立約之禮。西奈山的禮儀確立了神與人兩方的關

係，但卻沒有提及第三方(土地) ;本段經文的禮儀正是要把土地加進

去，讓以色列合法地領受上主在遠古的應許。百姓抵達上主賜給他們的那

地， 並在上主面前享用聖約霆席，就是慶祝這個三邊關係圓滿地完成。

神

上主

國旅 土地

以色列 迦南

19 論及 gclãmÎm 一詞，見R. E. Averbeck，“的tU，"的DOTTE， 4: 130-43 ; Milgro l11 , 

Leviticus 1-8, 2 17-25 ; G. A. Anderson,“Sacrifices and Sacrificial Offer ings : O ld 

Testa ll1ent," ABD, 5:878-79 0 B. Levine (111 the p ,.esel1ce o.fthe Lord [Le iden: Brill , 
1974], 3-54) 認為這是“在神面前獻上有效的致敬禮物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由此可見，神的誠
命不是博物館的陳

列品 ， 也不是古蹟

文物，而是生命的指

豆| 。

756 

在這部分的結尾 ， 摩西囑咐百姓小心地把律

法書抄錄於石柱之上 (8節)。大部分譯本對這

里所用的希伯來文短語都如上述 樣理解 ， 包括

NIV 。然而 ，近年的研究指出，這個短語所指的

應該是抄錄律法的目的，多於指向抄錄的態度。

從吉語行為理論 (s peech-act theory ) 的角度而

吉，亞伯拉罕受了割禮，就是接受了聖的 (創十

-t) ，而這一代百姓的父輩在西奈山也投身於同

一份聖約之內;聆聽摩西口頭宣示的律法，也在

法律上產生約束力，讓這 代百姓受到聖約的規限。同理，今天在石柱上

玄1]上律法，就等如把“土地"加進了同一份聖的之內。 20 以色列人在進入

迦南地之後立刻舉行這個儀式，就標誌著三邊聖約關係正式成立，並隨即

發揮作用。

摩西和利未人的盼咐(二十--t9-1 0) 

在兩段論及將來在以巴路山舉行的禮儀的大段落之間，摩西插入7

段較簡短的命令，把聽眾帶回當前的處境。這稟描述摩西和利未支派的祭

司一起作出訓示。第三十 章24至29節提及摩西和利末人另有一番較詳盡

的訓示，本段經文或許是引述那 段話。在那段經文中，摩西指出如今他

還活看 ，百姓也難以遵守他們與上主的約，那麼在他離世之後 ，就更加沒

有人能夠約束他們了(三十一27) 。本段經文如果放在那段文字之中也顯

得順理成章。

從本段演說開端的兩句話可見，儘管第二十土章6至7節預示百姓將

會在上主面前舉行慶典，但當前的這一支1]卻是十分嚴肅的。摩西首先說

“以色列啊，你要安靜 1 聆聽 1 "接著又說. “今天，你成為上主你神的

百姓了'，。 2l 這話正好解明剛剛舉行的儀式有甚麼意義(二十六16- 19 )。

20 見申-5的詮釋 。 經文沒有提及在民眾面前宣讀律法 。

21 這里用了N i phal形式加 lamedh 來形容某人得到了某種身分地位 ， 這個用法只

見於此處 。 申命記前面的經文都是用Qal形式來表達，也就是 hãyâ l"âm (成為

〔他的〕子民) 。 參四20' -t6 '十四2' 二十六 1 8 0

757 申二十-t 1部 團

第9節的“今天" 詞，是指向在摩押平原舉行的重申聖約禮儀。上主履

行了他在創世記十t章7節所作的應許，在西奈山把以色列人加進了聖的

之內，使他們與亞伯拉罕一樣成為上主的子民。然而，西奈山的那一代已

然過去，因此百姓須在摩西的監督之下於摩押平原再次確認聖約。這一代

百姓聽過摩西對律法書的闡述(申 -5) ，又舉行了重申聖約的禮儀(二

十六 16-19 ;參二十九 10-13 (9-12J ) ，因此也領受了作上主子民的特

權。 22

和第二十六章的至19節一樣，摩西說出這 番話之後也隨即呼額百姓

效忠聖約之主。摩西警告，上主要求的不止是公式化的敬拜，百姓必須聽

從上主的聲音 ( 10豈有上) ，又要全心全意遵行他的旨意，這樣才算忠誠守

約。摩西又指出 ， 這些誡命是他親口所傳，又記錄於石柱之上，並寫成7

律法書文本(三十-9-13) 。由此可見，神的誠命不是博物館的陳列品 ，

也不是古蹟文物，而是生命的指引。

呼籲在應許之地過守約的生活(二十--t 11-26) 

在第 1 1至26節，摩西把話鋒轉回將來在基菲1]心山和以巴路山舉行的禮

儀( 12節上) 。第 l 至8節只提及非語吉的行動，刃而這裹的禮儀則全是說

出來的話。就文風而吉，這段經文可以明確地分為兩大部分。在第 1 1至 13

節，我們看到利未人和其他支派的人一同參與儀式;在第 14至26節，罪1]末

人成為了焦點，他們的角色就是宣告詛咒。第一部分提及將要宣告祝福和

詛咒，但第二部分卻只宣述詛咒。這兩部分應該是分別描述一個複雜的禮

儀的兩項儀節 ，就是重申聖約之禮 (或許是第二十八章的另一個版本)

而當中既有宣告祝福，也有宣告詛咒。顯而易見，第14至26節的詛咒儀節

有與別不同的作用。我們沒有必要設想民眾在輪流唸誦這些祝福和詛咒，

除了在每句詛咒後說出“阿們"之外，也沒有必要設想十二支派在唸誦甚

麼。從第12至23節可見，當宣告祝福和詛咒的時候，有關的受眾都是肅立

的 ，而宣讀的人大概不是他們。

22 亞伯拉罕之約與以色列之約(在西奈山所立，又在摩押平原確認)是同一份聖

約 。 見Hwang，“The Rhetoric of Rell1e ll1 branc丸" 269-355 。
23 文中並未要求人宣讀寫在石柱上的律法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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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祖福和祖兒的程序 (11 -13節) 和前面的演講詞不同，第 11 節

暗示下面的命令是摩西親自頒怖的。第 12節和第 13節分別指及基;fljJL;、山

和以巴路山，兩節的形式對稱，都有訂明宣請祝福和詛咒的目的、場地

和負責誦讀的支派。從表面上看 ， 第一句目的從句(“祝福" ' lamed+ 

不定式構合詞形 ( infinitive construct J )顯示是那些支派負責宣讀祝福，

但第二句目的從旬的文法卻不甚清晰。這句迂迴的話包含介詞冶1 ( 關

於) ， 接著是一個限定詞形名詞 ( definite noun ) “詛咒"或許是故意

要避免那些支派真的向百姓施以詛咒。 24 如果我們把第一旬的 lam ed 解

作與第二甸的介詞 'al 同義，也就是視之為用作指稱的 lamed (a lamed of 

reference ) ，那麼兩旬話都沒有提及任何支派參與宣讀。當宣告祝福與詛

咒的時候，分別在兩個山上的支派都是要起立的。 25 摩西並未陳明這個安

排的原委。 26

第 12至 13節採用 7較為古老的名字來稱呼各支派，沒有把利未支派從

十二支派中分別出來，也沒有把的瑟家分作以法蓮和瑪拿西兩支;辰。 27 支

派名稱的次序不但反映出那個支派的地理位置 ， 也反映出支派的血源關

係。站在基利心山北麓的六個支派，除了以薩迦外，全都分得這個行禮場

地以南的土地為業，站在以巴路山南麓的六個支派，除了但支派以外，要

不是分得這個場地以北的土地，就是分得河東的土地為業。站在基菲Ij心山

的支派有拉結的後裔(約瑟和便雅憫) ，再加上利亞所生的四個支派。當

中包括罪Ij末和猶大，分別代表以色列的宗教和政治，迎接若是西緬(其地

業目Itt連猶大)和以薩迦(其地業耽連瑪拿西，也就是約瑟家)。另一組則

24 例 Tigay， Dellteronon弘 253 。
25 無論採納那一種解法，這裹的文法結構都與十 29大相逕庭 。摩西在十一29

說 “要在基利心山上頒佈祝福，在以巴路山上頒佈詛咒" 。

26 有關各種可能性，見Mayes ， Deuteronomy , 2 17- 18; Barker，吋he Theology of 

Deuteronomy 27," 288 。

27 這份名單與創四十九雅各眾子的名單和申三十三支派的名單吻合，只是次序有

所不同。參士五的底波拉和巴拉之歌，當中沒有提及利未支)辰，並把約瑟家分

作以;去蓮和瑪吉兩支j辰，後者也就是瑪拿西支j辰。見Block， Judges, Ruth , 232 。

28 這襄把利未支派歸為十二支派之一，與第9和 14節指及利末人並無衝突。在申
命記中 ， 第9和 1 4節用來描述利末人的用語是要指出幸IJ末人的祭司角色(參十

9' 十四29 '三十 9 、 25-26) 。參McConville， DellteJ οnOI1吵， 3 91 0 

759 申二十-t1-26 竭

有從利亞所出的餘下兩個支派(呂便、西布倫) ，以及雅各二妾所生的兒

子 ， 也就是辟拉所生的但 、 拿弗他利，以及悉帕所生的迦得和亞設。

申命記二十t章 11 至 13節沒有指明唸誦那 旬祝福或詛咒 。第 15

至26節只有詛咒，沒有祝福 ，可見在禮儀中宣讀的詛咒並不是這稟所記

的。這個看法還有另一項證據 ， 就是文中的用語有所改變。原本的用

語是 haqqelãlâ (詛咒 ;13節 ) ，之後的用語卻是 'ârûr (受詛咒; 15-26 

節)。如果兩處所指的是同樣的詛咒，那麼摩西就應該在第 13節用詞根

汁，或者在第 15至26節用詞根 qll 。相反，不論是第 12節提及的“祝福"

( bérék ) ， 還是第 13節提及的“詛咒， (qelãlâ ) ， 兩者的詞根都見於第

十一章29節。因此，這裹的祝福和詛咒應該與第二十八章所載的有關。

這個儀式將會成為以色列歷史中的 個關鍵時刻 29 因為百姓就在這

個儀式之中慶賀聖約關係的圓滿建立。第 11至 13節所定下的口頭禮儀，其

意義等同於摩西當 日把血灑在百姓身上(出二十四8) 。藉著這個儀式，

也在摩西的監督之下 ， 以色列人再次被納入於聖約之內，而這聖約就是在

西奈山所立，又在摩押平原得到確認的。然而，在這一次儀式中，基利心

山和以巴路山卻不只是祝福和詛咒的見證，也是律法書的存放之處(刻有

律法的石柱取自當地的天然石塊) ，而迦南地(現在已成為以色列的土

地)則成了聖約關係的其中 方。

詛咒的儀節( 14-26節) 這段經文有完整的意義 ， 可以看作是整段

文字的一個子部分。這個子部分先有 旬正式的引盲( 14節) ，接著是 12

旬詛咒的話( 15-26節)。源自古代美蒙不達米亞的 narû 碑文也載有類似

的儀式，我們可以從中探求這些詛咒禮儀的意義。這些碑文有兩個主要部

分。關於操作的部分子Ij出有關事物的擁有權屬於那一方，又申明當前的法

律理據和過去的歷史背景 ，以證明有關的擁有權是合法合理的。至於詛咒

的段落 ， 貝Ij 旨在“保證擁有權不受侵犯，讓收受一方能夠永久保有這個擁

有權，也就是把它代代相傳。" 30 

雖然 narû 碑文與本段經文描述的禮儀十分相似，但兩者卻有重要的

不同之處。(一)經文要求把律法書寫在刷上石灰的石頭上，而不是主Ij

29 參J . M. Cohen, “ When Did We Become a Nation?" JBQ 3 1 (2003) : 260-62 。

30 Slanski, The Babylonian Entitlement narlÎs (kudurrus),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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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永久保存的石頭上 ， 反映出這份文件並不是擁有權的憑據;利未

祭司手中的副本才是。(二)在 narû 石碑刻上詛咒，為的是借助神明的

力量，以保證擁有權不受侵犯 ， 但摩西寫下律法

書，又叫人抄在石柱上 ， 目的是確保受益人對屬

女日果以色列人挪動
地界，他不但侵狙了

別人的產權 ， 也冒犯

了上主，因為上主是

土地的最終擁有者 。

天的主宰效忠，因為這位主宰已經施恩把土地賜

給他們。(三) Narû 碑文的第二部分只憑詛咒威

脅對方效忠 ， 但律法書的相應部分卻先有一段豐

盛的祝福，是隨同土地賜下的(二十八卜14 ) 。

經文由第 12至13節)11頁暢地過渡到第 14節，意

味第 15至26節的儀式是要回應前文提及的祝福和

詛咒 ， 而司禮的大有可能是為首的利末人。因為

聚集的會眾甚多 ， 而且要兩座山來作見證 ' 所以

干1]末人必須“高聲"宣讀。這兩座山既然收到他們的宣吉，就是進入了神

明一國族 土地的三邊關係之內，成了聖約的一分子。不但如此，這兩座

山也是以色列人宣誓效忠於上主的見證人。百姓這樣做，表達他們明白自

己一旦違約黃誓，詛咒他們的將不是摩西，而是他們自己。

第 15至26節共有 12旬詛咒，因此有學者稱這段經文為 Dodecalogue ' 

意思就是“ 12句話"。這裹的詛咒有 12旬，或許是來自前文所列的十二支

派 ，既把十二支派置於詛咒之下，又方便民眾記憶和誦讀。

這些詛咒的形式一致，先是發出口頭詛咒，接著才論及受詛咒的

人。 3 1 第一句和第十二句詛咒 ( 15及26節)的語法較其餘的複雜，用了關

係性從句來表述有關的罪行，而不是以分詞來作指稱。這兩節經文成了一

個框架，都涉及至高的誡命，第 15節警告百姓不要拜偶像，第26節則警告

不要違反律法書所表述的聖約。

這些詛咒的編排類似交錯配列(chiastic ) 的結構:

3 1 這個排列次序是指原文及N1V而言， {新漢語》 的次序相反 譯註 。 有關

舊約聖經中的其他詛咒，見創三 1 4 .四 11 .九25 .二十-t:29 .凹十九7 ;民

二十四9 .二十八 1 6-19 ;書六26 ;士五日，二十一間，撒上十四日、 28 ;耶

十一3 .十-t:5 . 二十 1 4 、 15 .四十八 10 。 有關的論述見R. P. Gordon , “ C urse , 

Malediction," NIDOTTE, 4 :49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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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拜偶像(暗中進行的) A 違反至高的誠命

2 藐視父母 B 違反家庭的基本秩序

3 挪動鄰舍地界 C 侵犯鄰舍的權利

4 領瞎子走錯路 | 

5 向寄居者、孤兒和寡婦 rD 侵犯弱勢晝體的權利
歪曲正義 ! 

6 跟父親的妻子交合

7 跟動物性交

8 跟姊妹交合

9 跟岳母交合

10 擊殺鄰舍(暗中進行的 )

11 收取賄賠害死無辜者

12 不堅守遵行律法書

E 違反家庭的性界限

C' 侵犯鄰舍的權利

B' 違反社會的基本秩序

A' 違反聖的的大原則

整段文字的重點是性罪行(第6至9項)。雖然這份清單未有提及某些

死罪，但所列的已經代表7那些要在以色列境內肅清的罪行。人所犯的罪

有污損性，加劇了這稟列出的罪行的嚴重程度，因為它們會影響到土地在

三邊聖約關係之內的表現。

從這段詛咒文字可見，聖的之義不能單靠司法制度來維持。經文把罪

行當成詛咒，也就是把犯事者置於神的審判之下。上主監察道德秩序，最

終必會懲罰惡人 ，伸張正義 。動詞 'ãrûr (當受詛咒)就是要把犯事者交

在神的手中 。 32 百姓同聲以“阿們"來回應利未人的每 句話，表示他們

明白如果犯事就要受到懲罰。聽眾藉著這個公式語嚴肅地宣告，他們願意

被這些詛咒所規範 ，因此這個儀式與摩西在出埃及記二十四章8節的舉動

有相同的作用，只是前者是說話，後者是行動。下文會逐一論述這12項詛

口。
.FL U 

第→項 : 暗地裹在家中拜偶像 (15節) 經文首先詛咒那些造偶像

32 見E. Gersten berge r的精彩論述，“‘ ...( He/They) Shall be Put to Oeath': L ife 

Preserving Oivine Threats in Old Testament Law," Ex Aud 11 (1995)。的-6 1 ，尤參

48-49頁對申二十-t: 15-26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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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暗地裹在家中設立偶像的人 (參四28 ; 士十-(:3 、 4 ) 0 33 詛咒所針對的

不是金牛嘖那一類全民公開敬拜的偶像(申九12 、 16 ) ，而是可以秘密製

作，並陳設於居所的小型偶像。和第t章25節及第十二章31節一樣，摩西

在這襄也說這樣的做法是上主“所憎的 " (tô 'ëb â) 。在其他地方，這個

詞也用來形容各種與社會及宗教有關的罪行(參十-tl ' 十八 12 ' 二十二

5 '二十三 18 ( 1划 ，二十五16 ) 。

第二項:藐祖父母 (16節) 經文用了 個罕見的詞來形容不恰當的

事親態度 ， 表達出“孝敬"父母親(五16 ) 的反面。這種行為固然包括第

二十一章 18至21節提到的公然悸逆 ， 但這個詞所指涉的範圍卻更廣闊，也

包括在口頭上或行為上扉沒雙親。

第三項:挪動地界(17節) 這個詛咒的用語來自第十九章14節。如

果以色列人挪動地界 ， 他不但侵犯了別人的產權，也冒犯了上主，因為上
主是土地的最終擁有者(罪1]二十五23 ) 。通過拈闊的過程，上主親自把土

地分給各宗族和各家族。

第四項:領瞎子走錯路 (18節) 指及欺負弱者的詛咒有二，這是頭

一個。這個詛咒雖然特別針對某一類的缺陷(失明) ，但背後的原則卻可

以引申到所有殘障人士身上。這一點可以從利未記十九章 14節及經外文獻

找到例證。 34

第五項 : 侵犯弱勢華體的權利 (19節) 正如挪動地界的詛咒一樣，

這裹的用語也來自早前的指示，就是第二十四章 17節。站在古以色列這類

以父親為中心的社會裹，寄居者、孤兒和寡婦都要面對相同的困境 ， 就是

沒有成年男性維護他們的權益和福利。以色列人如果能夠以憐憫的心行公

義和照顧窮人，他們就是仿效上主的樣式了(十18 ) 。

接著的四項詛咒都涉及性罪行。這襄列出該等罪行，可能是因為它們

都是在家中犯的 ， 容易遮瞞。過姦行為不在清單之中，因為這行為是在家

33 見四 川 、 23 、 25及五8的詮釋 。

34 可以比照埃及 《阿曼尼摩比的訓誨:> ( 1 nstructi on of Amenemo阱 ，約公元前 1 2
世紀) 。 “不可嘲笑盲人，不可戲弄侏儒，不可讓跛子受苦" 。英譯來自M

Lichth e i爪 COS， 1:47 (p. 1 2 1) 。在較早的篇章中，阿曼尼摩比也曾寫道 “凡劫
掠可憐人的，凡擊打跛子的，都要當心。"

35 另參十六 19 ;出二十三2 、 6; 哀三詣 。另參鐵十八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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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以外發生，不難惹起別人的懷疑。

第六項:跟父觀的妻子亂倫 (20師) 第二十二章30 (二十三 1 )節

禁止人娶父親的前妻為妻，而這個詛咒則譴責那些與繼母交合的人(參利

十八7- 8) 0 36 十誠的第四誠也是旨在保障父母的榮譽，並使用了動機從

旬，這襄也是樣 ， 而且是惟 用了動機從旬的詛咒。“因為他掀了他父

親的衣角"是一句委婉語，意思是站污7婚姻的聖潔。此外，這個罪行也

同時干犯了上面的第二個詛咒(申二十-( 1 6)

第七項:跟動物性交 (21節) 在古時 ， 跟動物發生性行為似乎並

不罕見。 37 這個詛咒把禁止的範圍延伸至所有動物。不論犯事者是男性

還是女性，利未記十八章23節都一概予以譴責，指這是污穢和變態的行

為。此外，也有經文規定要把犯事者處死(出二十二 19 ( 1 8) 利二十

15-16 )。跟動物性交之所以是彌天大罪，顯然因為人類擁有神的形象(會1]

-26-28 ) ， 而這個行為卻混亂了其他受造物與人類之間的界限。這個界限

可以追溯至伊甸園。神為男人而造了女人，因為沒有任何動物適合作人的

配偶(創二18-25 ) 

第八項:跟姊擁亂倫 (22節) 這個詛咒指及兄弟姊妹之間的亂倫行

為 ， 並特別譴責與繼姊妹(“他父親的女兒" )或親姊妹( “他母親的女

兒" )有這樣的關(系。在古埃及，這個做法卻是王室的風俗 . 38 在排尼基

也有此跡象。 39

第九項:跟岳母交合 (23節) 這個詛咒的立場與利未記二十章 14節

36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包括 ( I )父親在妻子死後績弦。 (2) 父親休妻再娶，

(3) 重婚或多妻的家庭環境。幸IJ十八7- 8禁止母子亂(侖，目的是為了維護母子

的關(系，而這里則只涉及父親的名譽。

37 論及赫人的律例怎樣譴責跟動物發生性行為的人，見H. A. Hoffner,“ [ ncest, 

Sodo ll1y and Bestiali t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0川ent and Occident: Essays 

Presenled to Cyrus H. Gordon on the Occasion 01 His Sixty-fìjih Birlhday (ed. H. A 

Hoffner J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1 973)， 8 卜90 。

38 見J. Èern y,“Co nsa nguin eous Marri ages in Pharao ni c Egy pt," JEA 40 ( 1964) 

23 -39 ;論及較後的時期，見W. Sc heide l,“Brother S iste r Marri age in ROll1 an 

Egypt," Journal 01 Biosocial Science 3 (J 997) : 36 1-7 J 。

39 從西頓王伊斯鬥勒擻二世 ('Esh ll1 u的Izar 11 ;公元前5世紀)的石棺銘文可見，

他的父親 ( Tabnit ) 和母親(， U ll1 mi as h ta rt) 都是伊斯門勒撒一世所生的 。見

COS， 2: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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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利未記稱與岳母交合為“大惡"犯事者要被火燒死 。

第十項:暗中擊殺鄰舍 (24節) 這節經文的意思並不清晰，可以單

單指暗中擊打鄰舍 ， 也可以指蓄意擊打別人至死 。 這句話可能是故意如此

含糊，以囊括一切影響社區安寧的暴力行為 。

第十一項:收取賄脂愉害無辜 (25節) 這個詛咒針對司法的處境 ，

就如第十六章 19節所設想的一樣 。 然而 ， 這稟涉及的卻可以有兩種情況 ﹒

一是賄賠證人，以假證供陷害無辜，最終導致無辜者被處死，二是賄賠審

判官 ， 叫他判無辜者死刑 。 無論在哪一種情況 ， 這個詛咒都增強了出埃及

記二十三章6至7節的規定的阻嚇作用。

第十二項:沒有道行這律法書的條文 (26節) 最後的一項詛咒內容

籠統，針對那些沒有遵行“這律法的話"的人 。 正如第3節和第8節，所謂

“這律法的話"主要是指摩西第二篇演講詞所載的律例，但也可能包括

第一及第三篇演講詞的內容 。 這襄呼籲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話 ， 就是

提醒他們律法書並不是讓人佩戴在身的標記，也不應該把律法書當作古物

來剖析鑒別 ， 而是要用它來規範人的行為 。 第八章 18節有“使.. ... 約得以

確立"一語 ， 顯明上主忠於他的約 ; 而這稟則呼額以色列人要忠於上主，

並給摩西的話賦予永久的正典地位 。

應間臣則

舊約聖鍾的徵哥| 舊約聖經很少提及本段經文所規定的禮儀 。

除申命記之外，同時提到以巴路山和基干lj心山的，就只有約書

亞記八章30至35節，而士師記九章7節則單獨提及基菲lj心山 。 40

根據前者的記載，當耶利哥和艾城之役結束後，的書亞就“遵照了上主的

僕人摩西記在訓誨書上的命令" (八3 1 上， (新普及}) ，帶頓百姓舉行

禮儀 。 按照經文的描述，儀式包括: (一)以天然石塊築成祭壇; (二 ) 在

祭壇上獻矯祭和平安/相交祭 ; (三 ) 在百姓面前把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在石

上; 4 1 (四 ) 把民眾分成兩組，分別站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前面，為以

40 摩西吩咐利未人高聲回答 ， 類似的情節在彌迦書也有出現(l爾六 卜2 ) 。彌迦呼

召山嶺來見發上主與他子民的事辯。

4 1 這段文字並沒有提及石柱 ， 那些石頭似乎是指築壇的石塊。參C . Begg , “ The 

765 申二十叩6 屆

色列民祝福(五)按照摩西律法書所寫的，宣讀祝福和詛咒。那段經文

的結語指出，約書亞在全民面前誦讀7全部的摩西律法，聽眾包括婦女、

兒童和寄居的外人。

申命記二十t章 l 至 8節並沒有提及約櫃，

也沒有提及抬約櫃的利未祭司 ， 但這些卻是約書

亞記八章33節的焦點 。 可以想見，約櫃的位置是

在兩組支派之間，也就是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

的山谷之中，而參與禮儀的所有支派都能夠清楚

看到的櫃 。 約櫃象徵上主的臨在和掌權，敘事者

加入的櫃，以表達上主不但參與這個儀式，也是

這個禮儀的見證人 。 值得留意的是，申命記二十

女日果我們把摩西在
這書上重攝的律法等

同民“法律 " 就是

給摩西幫倒忙了...

t章 14至26節要求在禮儀的結尾誦讀詛咒，約書亞記八章33節的結語就說

約書亞已經完全按照摩西的指示執行(參31 、 33 、 35節，參 8) 。 這是

以色列的歷史旦程碑:神明、國族、土地三者首次連成一氣 。 約書亞記第

二十四章回顧了在示劍的重申聖約儀式，內容與申命記第二十t章遙相呼

應，尤其是約書亞論到立石的那句話(書二十四27) 。 這一切都在支持上

述的理解 。

除此之外，只有另 處經文提及這些山，就是士師記九章7節。士師

記的經文描述約坦站在基菲lj心山俯轍示劍，並以寓吉來反對亞比米勒的王

權 。 基菲lj心山在後聖經時代的意義重大 ， 尤其就撒馬利亞的傳統而吉 。

這座山是撒馬利亞人的聖殿所在，與耶路撒冷分庭抗禮 。 正因為這個緣

故， {撒馬利亞五經} (Samaritan Pentateuch) 不斷強調基利心山是惟

合法敬拜上主的地點，而 《撒馬利亞五經》 就是撒馬利亞人惟一承認的正

典 。 42

C isjo rdani a n A ltar(s) and their Associated Rites According to Joseph us," BZ 4 1 

(1997): 1 95 。

42 撒馬利亞人把申二十七4-5的“以巴路山" 改作 “基幸IJ心山" 。不但如此， <撒

馬利亞五經》更把耶路撒冷都改作基罪IJ心(j如l 在創二十二2' 亞伯拉罕獻以

撒的地方 ， 就從摩利亞改作示劍附近的摩利岡 C Mount Mo reh l ) 0 <撒馬利

亞五經》把十誠的第一誡看作是引吉 ， 於是再加上第十條誠命 ， 其內容就是突

顯墓菲1J心山是聖地。撒馬利亞人認為 ， 神在先祖時代已經揀選了示劍為敬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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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統也見於《馬加比二書} (2 1Æaccabees ) 六章2節，以及約瑟

夫 (Josepb us ) 的著作 (Ant 11.8.2, 7) ， 甚至在新約聖經的約翰福音四章

20至22節也曾經出現 。耶穌與撒馬利亞婦人的對話就反映出這個獨特的傳

統，只是沒有明明白白地說出地名。那婦人說 “我們先祖在這山上敬

拜，你們卻說耶路撒冷才是人該去敬拜的地方。"耶穌回答的時候，不但

指出將有一天“這山 .. 和耶路撒冷都會變得無關豎要，更表達出撒馬利亞

人在敬拜天父這件事上十分無知 。這段對話證明摩西在申命記第二十t章

的指示影響深遠，縱然撒馬利亞人是誤解了摩西的意思。的

本段經文的儀式末段是誦讀詛咒 ，但舊約聖經幾于未有再提及這些文

字。以西結書二十二章7節提及“父母受輕視.. ({新普及}) ，第 12節

又提到“收取賄賠以流人血.. (原文直譯) ，這兩句話或許是分別呼應申

命記二十土章 16節和2 5節。從這些文字以至其餘的舊的經文可見，人們都

是干犯詛咒的時候較多。以下是舊約敘事文所載的眾多例子中的 部分

﹒ 米迦在自己的房子襄安放偶像(士十-t3 -4 ) ，後來但支派把這些

(象取去自用(十八 14-31 )所羅門及其後的多位君王所支持的國

教都涉及偶像崇拜(王上十一 1-10 ; 參王下二十 1 - 9瑪拿西的事

蹟)。

﹒押沙龍發動政變 ， 使父親大衛蒙羞(撒下十五)。

﹒拿八的葡萄園耽鄰王宮，於是亞哈王便據為己有(王上二十

﹒ 一位先知門徒的寡婦和孤兒被債主欺負(王下四 1-7 ) 。

﹒ 呂便與庶母辟拉發生性關係(當1]三十五22 ; 參四十九4 ) 押沙龍

公開地與父親的妃子發生性關係，以表示自己己經取得父親的王

所(創十二6' 三十三 1 8 -20 ) ，因而把申命記的 “上主要揀選的地方"都改作

“上主已經揀選的地方" 。論及這些觀念上的修改，見Tov， Textual Criticism , 

94-鈣; B. K. Wa l tk巴，“Samaritan Pentateuch ," ABD, 5 : 938 。

43 近年從基菲IJ心山發掘出一些考古證據，顯示在尼希米時代這里曾經有一座殿

字 1 有闋的考古報告見Y. Magen,“Bells, Pendants, Snakes & Stones: A Samaritan 

Temple to the Lord on Mt. Gerizim," BAR 36/6 (November/December 2010) : 26-35 , 

70 。

767 申二十-t1-26 國

位(撒下十六2 1 - 23) ;亞多尼雅求所羅門賜亞比煞給他為妻，但

亞比煞卻是大衛的伴侶，因此所羅門似乎認為亞多尼雅與押沙龍

同罪 (王上二日-25 )

﹒ 雖然聖經沒有譴責此事，但亞伯拉罕所娶的妻子卻是同父異母的

妹妹(含1]二十 12 ) ;暗嫩強姦妹妹她瑪(撒下十三)。

﹒ 大衛殺死對他忠心耿耿的戰士烏利亞(撒下十一)。

﹒ 以色列的史家為民族的歷史作總結，指以色列人 直違反律法

書，不遵守神的一切誡命(王下十土34-35 ) 。納西E是一個值得

留意的例外，他從聖殿里找到了律法書，並揚吉要把書上所寫的

話都實踐出來(王下二十三24) 0 44 

當代應間

神的奇異恩典 儘管第二十t章的結語甚為嚴厲，但現代讀者

也可以從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禮儀看出神的奇異恩典。

(一)神永遠守約。這裹的禮儀宣告 ， 神不但實踐了他與先祖

所立的約 ( 2-3節) ，也實踐740年前他與出埃及那一代人所立的約 。當以

色列人舉行這些禮儀的時候 ， 他們已經在神所賜的土地上建立家園，並慶

賀神明(上主) 、國族 (以色列) 、土地 (迦南)的三邊關係圓滿地建立

起來。

(二)我們要和以色列人一樣，因神把自己的心意啟示給我們而歡

欣。以色列人把律法書表1]在石柱上，而石柱又放置於新家圓的心臟地帶，

讓他們藉此謹記神人之間的盟約關係。如果我們把摩西在這書上宣揚的律

法等同於“法律..就是給摩西幫倒忙了，因為這律法書的意義遠超於法

律層面，正如十誠的意義遠大於律例一樣。藉著闡釋律法書，摩西不斷提

醒百姓，他們是神恩典的產物 ，因此他們必須謹記住日的恩典，期待將來

的福氣，並以這樣的心態作為JII頁服的動力。

(三)如果刻上律法書的石柱象徵看上主施恩啟示的旨意 ， 那麼祭壇

就是上主施恩臨在的標記，也代表上主樂意讓他的子民來到他面前。在第

44 申二十-c26及王下二十三24各有一句互相呼應的短語 ，前者可譯作 “他要成就

這律法書上的話語後者可譯作“他成就7律法書上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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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 l至5節，上主也曾邀請他們來到他面前 ， 只是沒有提及祭壇。在這

段經文中， 祭壇的作用就如上主的桌子一樣，上面擺著平安/相交祭的祭
物，讓百姓可以在上主面前歡然享用 ( 6-7節) 0 45 百姓在屬天的主人家面

前吃喝，就是慶賀上主恩慈地藉著盟約與他們連結在一起。 46

這些禮儀象徵以色列人在上主襄面得享平安，也從他那襄得看盼望。

當然，他們之所以得享平安，最終也是基督的功勢，因為這一切儀式都以

基督的救贖工作為藍本。以色列人在基利心山和

以巴路山慶賀的平安其實是一個縮影，我們有一

~El咒在契約之中的
作用.. . . . .它們從來都

不是用來懲罰已有的

罪責 ， 而是用作防止

將來的飯迎 。

天也要得享同樣的平安，並且會在神面前得到我

們的屬天產業。我們原本是遠離神的人，惟靠基

督的血 ， 我們才能靠近神，因為基督就是我們的

平安。基督把以色列與我們之間的牆拆毀了 ， 使

雙方在他稟面成為一個新人(弗二 11-18)。

(四)摩西在這些禮儀的指示之中插入了

一句話，我們彷彿聽到他聯同罪lj未人一起提醒百

姓，要他們單單靠著恩典來作上主的子民 ( 9-10

節)。在早前的經文中 (-t6 '十四 l 孔 ，二十六 16-19 ) ，摩西已經把這個

概念的意義向百姓清楚說明。我們也當一同歡喜快樂 ， 因為我們也成了神

的兒女，是神施恩揀選的子民，是他珍貴的產業 ， 也是屬他的聖民(彼前

二弘 10 ) 。我們既然明白自己是主的立的子民，就當謹慎又喜樂地順服他

所啟示的旨意。

(五)摩西又指名道姓地對全部十二個支派作出指示，要他們參與祝

福和詛咒的禮儀。這些指示讓當日的聽眾和今日的讀者明白一個道理(在

三十 15-20將有詳盡的論述) ，就是儘管他們已經踏進應許之地的門檻，但

前面仍然有兩條道路給他們選擇:一條是蒙福之路 ， 一條是受詛咒之路。

摩西在這里同時提及祝福和詛咒，為第二十八章的教導先作部署。再者，

摩西提及全部 1 2個支派，就是要他們明白所有支派的權利相等，大家都能

的 Barker指出，祭壇與祭禮都是以巴路山的禮儀的核心(“The Theology of Deute-

ronollly 27, "295) 。

46 參R . E. Averbeck,“Offerings and Sac l的ces，" NIDO丌'E， 4: 1 00 1 。

769 申二十的-26 國

夠在這地上取用同樣的資源 ， 享用同等的福樂。這樣解讀神子民的身分，

實在充滿了平等主義的味道。

(六)最後的詛咒儀節也是 個善意的提醒，讓人知道不順服的下

場。摩西以極重的詛咒來收結這個闡述禮儀的段落 ， 讓每一句話累積成為

一個嚴正的警告，警惕人不要違反通過律法書所彰顯的約。在早前的經文

中(參五凹 ，九7-24 '十二8) ，摩西曾經針對國家的現狀和來日的靈性光

景說過 段消極的話 ， 他的立場與這里的警告是一致的。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以為這些禮儀是宣告以色列已經在律法的詛咒

之下，就是誤解了詛咒在契約之中的作用。它們從來都不是用來懲罰已有

的罪責，而是用作防止將來的叛逆。這其實是一個恩典。它們有正面的作

用，可以激勵人順服。萬 神的恩典仍然不足以誘導其子民投入信仰並行

義，貝lj只有用上這樣的警告手段了。由此可見 ， 這些詛咒並不是預吉以色

列人會有某種下場，而是要給他們知道，如果不順服神，就等如為自己積

累神的怒氣(參羅二4-5 ;加六8) 。這些警告也算是 種恩典，正如耶穌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 1至 15節所說的，又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 1 7至24節及

歌羅西書 章21至23節的宣告，詛咒的作用是防止神的子民偏離屬靈的道

路。 47

我們在這一章看到以色列的蒙恩經歷，明白這是一個範例。當上主把

自己的于民從埃及拯救出來，並在西奈山與他們立約的時候，他讓自己在

幾百年前對亞伯拉罕宣示的終局啟動了(創十五 13-1 6 '十-t3 -8 ) 。藉著

這些事件 ， 那些從埃及蒙救贖的人，又在西奈山被收養為神的兒女(參申

十四 卜2) 。可是，神對他們所應許的還未完全實現。待以色列人渡過的旦

河之後，他們就可以藉著第二十t章的禮儀慶賀終局的實現。至lj那時，神

明、國族、土地三者就終於連成一氣了。原本仍在進行之中的“終局"

到那 刻就會成為現實。

以色列人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作為範例。藉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功勞，

我們都從罪的細綁中被釋放，更被稱為神的見女。然而，蒙救贖和得成神

兒女的好處還未完全實現。我們都在引頸翹望，預備頓受那已經為我們存

47 有關的論述見L. L. Norr悶，“The Function of New Testament Warn ing Passages: A 

Speech Act Theory Approach" (PhD di錯， Wheaton Co ll巴阱， Wheato口， IL， 2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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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車

遵命蒙福

1 “如果你認真傾聽上主你神的

聲音 3 謹守道行他一切的誠命 3 就

是我今天盼咐你的 3 上主你的神必
高舉你超過這地上的萬國 。 2這一切

的福氣也必臨到你 3 追上你，只要

你聽從上主你神的聲音 。

3 “你在城中要蒙福 3 你在 田間

也要蒙福 。 4你腹中所出的 3 你土地

昕出的〉你牲畜所出的 3 你的牛憤

羊羔 3 都要蒙福。

5 “你的籃子 3 你的操起盆，都

要蒙福。 6你入要蒙福， 你出也要蒙

禍。

7 “上主必使那些起來攻擊你的

仇敵在你面前遭到擊殺 。 他們從一

條路出來攻擊你 3 卻要由七條路從

你面前逃跑。

B “上主必吩咐福氣，在你的倉

房和在你手所經營的一切事上臨到

你 3 他也要在上主你的神所要賜給

你的地上 3 祝福你 。

9 “上主要照他對你所發的誓，

立你做他聖潔的于民 3 只要你謹守

上主你神的誠命 3 走在他的道路

上 。 10地上的萬民看見你被召喚在上

主的名下 3 都會懼怕你。

11 “上主必使你腹中所出的 ， 你

牲畜所出的，你土地所出的，在上

主向你先祖發誓要賜給你的地上充

個台車

道命蒙福

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

話 ， 謹守運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

天下萬民之上。 2你若聽從耶和華

你神的話 ， 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3 “你在城襄必蒙福，在田間

也必蒙福。 4你身所生的，地所產

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橫、羊羔

都必蒙福。

5 “你的童子和你的搏麵盆都必

蒙福。 6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7 “仇敵起來攻擊你 ， 耶和華

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你殺敗，他們

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

跑。

B “在你倉房衷 ， 並你手所辦的

一切事上，耶和華所命的福必臨到

你。耶和華你神也要在所給你的地

上賜福與你。

9 “你若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

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著向你

所起的誓，立你作為自己的聖民。

10天下萬民見你歸在耶和華的名

下，就要懼怕你。

11 “你在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

應許賜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

的，牲畜所下的，地所產的，都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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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漢語譯車 個告車 話漢語譯車 個台車

足有餘 。 12上主要給你打開天上他的 綽有餘。 12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 25 “ 上 主要使你在你的敵人面 滅亡。

寶庫 2 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祝福 府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 前遭到擊殺 。 你從一條路出去攻擊 迫“耶和華必使你敗在仇敵面

你于所做的一切 。 你必借貸給許多 手某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 他們 3 卻要由七條路從他們面前逃 前，你從一條路去攻擊他們 ， 必從

民族? 但你自己卻不用借貸。 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至向他們借 跑 。 你要在地上萬國 中成為令人驚 七條路逃跑。你必在天下萬圍中拋

13 “ 上 主要使你作首不作尾 3 貸。 恐的景象。 26你的屍體要成為空中所 來拋去。 m你的屍首必給空中的飛

只居上而不居下 ， 只要你聽從上主 13' 14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 有飛鳥和地上走獸的食物 3 無人驅 島和地上的走獸作食物，並無人開

你神的誠命 3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謹 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謹 趕。 27上主要用埃及的抱瘡 、 腫瘤 、 趕。 27耶和華必用埃及人的瘡並痔

守遵行的 ) 14並且你不左右偏離我今 守遵行，不偏左右 ， 也不隨從事奉 頑癖 、痴疾擊殺你 3 就是你不能治 瘡、牛皮癖與1!f-攻擊你，使你不能

天吩咐你們的一切話 3 不去跟隨其 別神 ， 耶和華就必使你作首不作 愈的 。 28上主要用瘋狂 、 失明、心慌 醫治。 28耶和華必用癱狂、 UR 瞎、

他神明、服侍它們 。 尾，但居上不居下。 擊殺你 。 29你在正午時摸索 3 就像瞎 心驚攻擊你。 n你必在午間摸索，
違命招詛 違侖招詛 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樣 3 你在你的道 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樣。你所行

15 “ 如 果你不聽從上主你神的 15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 路上必不順利 ，終 日 遭受欺壓 、 搶 的必不亨通 ， 時常遭遇欺壓、搶

聲音， 不謹守遵行他一切的誠命律 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 掠， 無人拯救 。 奪 ， 無人搭救。

例 3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 3 那麼， 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 3日“女子 與你訂婚了 3 別的男 犯“你聘定了妻，別人必與她

這一切的詛咒必臨到你 ， 追上你 。 下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人卻會強暴她 。房屋你建造了 3 卻 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

16 “你在城中要受詛咒 3 你在 田 16 “你在城襄必受咒詛，在 不能住在其中 。 葡萄 園你栽種了? 內，你栽種葡萄園，也不得用其中

間也要受詛咒 。 17你的 籃子， 你的 田間也必受咒詛。 17你的僅子和你 卻 不能享用 。 31你的 牛在你眼前被 的呆子。 31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

揉麵盆 3 都要受詛咒 。 18你腹中所 的搏麵金都必受咒詛。 18你身所生 宰殺 3 割]吃不到牠的肉 。 你的驢子 你必不得吃牠的肉，你的驢在你 UR

出的 ? 你土地所出的 3 你的牛憤羊 的 ， 地所產的，以及牛慣、羊羔都 在你面前被搶走 3 卻再不能回來歸 前被搶奪，不得歸還，你的羊歸了

羔， 都要受詛咒 。 19你入要受詛咒 7 必受咒詛。 19你出也受咒詛，入也 你。 你的羊交給了你的敵人 3 卻 無 仇敵，無人搭救。 32你的兒女必歸

你出也要受詛咒 。 受咒詛。 人拯救你 。 32你的見女被交給別的民 與別圓的民 ， 你的眼目終日切望，

卻“上主必打發詛咒、 騷亂 、責 卻 “ 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他 ， 族， 你眼巴巴地看看，終 日 為他們 甚至失明，你手中無力拯救。犯你

罰，在你手所做、所經營的一切事上 必在你手襄所辦的一切事上，使咒 望眼欲穿 3 你的于卻無能為力 。 33你 的土產和你勞碌得來的，必被你所

臨到你 3 直到你被消滅，直到你迅 詛、擾亂、貴罰臨到你，直到你被 土地所出的 ， 你一切勞碌昕緝的 3 不認識的國民吃盡。你時常被欺

速滅亡 3 因為你離棄我的惡行 。 21上 毀滅，速速地滅亡。 21耶和華必使 必被你不認識的百姓吃光 。 你終 日 負，受壓制，且甚至你因眼中所看

主必使瘟疫緊貼你 3 直到他將你從 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將你從所 遭受欺壓和踐踏 。 34你因雙眼所見的 見的，必致瘋狂。泊耶和華必攻擊

你要進去佔領的土地上滅絕 。 22上主 進去得為業的地上滅絕。 22耶和華 景象而瘋擷。 35上主要擊殺你 3 使你 你，使你膝上腿上，從腳掌到頭

要用嘴病、熱病、炎症 、 炙熱 、刀 要用虜病、熱病、火症、撞疾、刀 的膝蓋和兩腿長毒瘡 3 從腳掌直到 頂，長毒瘡無法醫治。

劍、乾旱 、 霉爛擊殺你 3 這些必追 劍、旱風、霉爛攻擊你 ， 這都要追 頭頂?都不能治愈。

趕你 3 直到你滅亡。 23你頭上的天要 趕你，直到你滅亡。 23你頭上的天 36 “ 上 主要將你和你所立的統 拍“耶和華必將你和你所立

成為銅 3 你腳下的地要成為鐵。 24上 要變為銅，腳下的地要變為鐵。 治你的王 3 帶到你和你先祖昕不知 的王領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的

主要使你地上的雨水成為塵和吵， 且耶和華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變 道的國去。你要在那里服侍其他神 國去 ， 在那里你必事奉木頭石頭

從天落到你身上 3 直到你被消滅。 為塵沙，從天臨在你身上，直到你 明 3 那用木和石頭做的 。 37你要在上 的神。 37你在耶和華領你到的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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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趕你去到那里的萬民中 3 成為驚 中，要令人驚駭 、 失誤、譏誦 。 情面 3 也不給少年人恩惠。 51他要吃 的。 51他們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

駭、諷刺和嘲笑的對象。 你牲畜所出的 3 和你土地所出的 3 地土所產的，直到你滅亡。你的五

38 “你帶去田間的種子雖多 3 收 羽“你帶到田間的種子雖多， 直到你被消滅 。 他不給你留下 穀 穀、新酒和池，以及牛頓 、 羊羔都

穫卻少 3 因為蟬蟲要把它啃光 。 39你 I~進來的卻少，因為被煌蟲吃了。 物、新酒和新1由 3 也不留下牛慣和 不給你留下，直到將你滅絕。

栽種又耕耘葡萄園 3 卻沒有酒喝 3 犯你栽種修理葡萄園，卻不得收葡 羊羔 3 直到他把你滅絕 。

也 沒有收成，因 為姐蟲要把它吃 萄 ， 也不得喝葡萄酒，因為被蟲于 52 “他要將你閻困在各城裹，直 52 “他們必將你困在你各城衷，

光。 40你有橄欖樹遍怖全境 3 卻沒有 吃了 。 4。你全境有橄欖樹，卻不得 到你所依靠的那高大堅固的城牆 3 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堅固的城牆都被

i由抹身，因為你的橄欖都已掉光。 其油抹身，因為樹上的橄欖不熟自 在你的全地都倒塌 。 他們要將你圍 攻塌 。 他們必將你困在耶和華你神

41你生兒育女 ， 卻不屬於你 ，因為他 落了。 41你生兒養女，卻不算是你 困在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那地上 3 所賜你遍地的各城衷。白你在仇敵

們都要被擴走。但你所有的樹木和你 的 ， 因為必被搶去。 42你所有的樹 在各城襄。 53因敵人圍困你，你陷 圍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

土地所出的，螞蚱要全都佔據。 43你 木和你地衷的出產必被自皇蟲所吃。 入窘迫絕境中 3 你要吃你腹中所出 的 ， 就是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兒

中間的寄居者必上升超過你 ， 越來 43在你中問寄居的，必漸漸上升， 的，就是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你兒 女之肉。

越高;你卻要下降 3 越來越低 。 比你高而又高 ， 你必漸漸下降，低 女的肉。

借貸給你 3 你卻不能借貸給他。他 而又低。抖他必借給你，你卻不能 54 “在你們中間溫柔馴良的男 M “你們中間柔弱嬌嫩的人必

要作首 3 你卻要作尾 。 借給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 。 人 3 也必用惡眼看他的兄弟、他懷 惡眼看他弟兄和他懷中的妻，並他

45 “這一切的詛咒必臨到你身 45 “這一切咒詛必追隨你 ， 趕 中的妻子 3 以及倖存的見于， 55不肯 餘剩的兒女. 55甚至在你受仇敵圍

上 3 追逐你 3 並且追上你 ，直到你 上你，直到你滅亡 ， 因為你不聽從 將他所吃的親生見子的肉分給他們 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兒女的肉，

被消滅。因為你不聽從上主你神 耶和華你神的話，不遵守他所吩咐 任何一個 3 因敵人圍困你而陷入窘 不肯分一點給他的親人，因為他一

的聲音 3 不謹守他吩咐你的誠命典 的誡命律例。 46這些咒詛，必在你 迫絕境中〉在你各個城內 3 他一無 無所剩。

章。 46這些詛咒要在你身上 3 也要在 和你彼裔的身上成為異蹟奇事，宜 昕剩。

你的後裔身上 3 成為神蹟奇事 ， 直 到永遠。 56 “在你們中間溫柔嬌氣的女 切“你們中間柔弱嬌嫩的婦人，

到永遠。 于 2 那溫柔嬌氣得連腳掌也不試看 是因嬌嫩柔弱不肯把腳踏地的，必

47 “這是由於你在一切豐盛時 3 47 “因為你富有的時候，不歡 踏在地上的，也必用惡眼看她懷中 惡眼看她懷中的丈夫和她的兒女 。

沒有 以歡樂美好的心服侍上主你 心樂意地事奉耶和華你的神 . 48所 的丈夫和她的見女， 57就是從她雙 57她兩腿中間出來的嬰孩與她所要

的神 ， 48所以你要在飢餓、乾渴 、 以你必在飢餓 、 乾渴、赤露、缺乏 腿之間出來的胎兒和她親生的兒子 生的兒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

赤身露體 、 一無所有時服侍你的敵 之中，事奉耶和華所打發來攻擊你 們 ， 她也在暗中吃掉 3 因敵人間 你受仇敵圍困窘迫的城中，將他們

人，就是上主打發來對付你的那些 的仇敵 。 他必把鐵輒加在你的頭項 因你而陷入窘迫絕境中 3 在你的城 暗暗地吃了。

人。他要使鐵輒套住你的脖子 3 直 上，直到將你滅絕 。 內，她一無所有。

到他把你滅絕。 58 “如果你不謹守遵行這書上所 劫、 59 “這書土所寫律法的一切

49 “上主要從遠方、從地極 3 的“耶和華要從遠方地極帶一 寫的這律法的一切話 3 敬畏上主你 話 ， 是叫你敬畏耶和華你神可柴可

帶來一國攻擊你，就像鷹撲擊你一 圓的民，如鷹飛來攻擊你 。 這民的 的神那配受尊榮、值縛敬畏的名〉 畏的名。你若不謹守遵行，耶和華

樣。這國人的語吉 3 你未曾聽過? 言語，你不懂得;白這民的面貌兇 59上主必使你遭奇災，你的後裔遭奇 就必將奇災，就是至大至長的災，

m這國人的臉面冷酷， 既不掏長者的 惡，不顧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 禍 i 沉重而持久的災禍，惡劣而持 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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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疾病。 6。他要使你昕懼怕的埃及

人的一切疾病 3 都臨到你身上 2 並

且景貼著你 ) 61甚至一切沒有寫在這

律法書上的疾病和 災禍 3 上主也要

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滅。 62你們

剩餘的人 口必會寥寥無幾 2 縱使你

曾經多如天上的繁星 3 因為你不聽

從上主你神的聲音。的上主曾經喜歡

怎樣使你們帶到好處 3 使你們人數

繁多，上主也必喜歡怎樣使你們被

消滅 3 把你們滅絕。 你們從所要進

去佔領的那土地上必被拔出來。

64 “ 上 主必將你們分散在萬民

中 〉 從地的造極到她的那極，你們

必在那里服侍其他的神明 3 就是你

和你先祖所不認識的 3 那用木和石

頭做的 。

的“在那些國 中 ， 你必不得安

歇，甚至連歇個腳掌的地方都沒有。

在那裹上主必使你心襄發慌，雙目
無神 3 意志消散。“你的性命在你面

前懸懸無定 3 日 日 夜夜充滿驚懼，

你 的性命毫無保障。 67早 上你說 :

‘ 現在是傍晚就好了 I )在儕晚你

說 - ‘現在是早上就好了 I )因你心

襄有所驚懼，因你眼目所見的景擊。

的“上主必用船把你送回埃及 3

那條路是我曾對你說過你以後不會

再見到的。你們要在那襄把自己賣

給敵人為奴為牌，卻無人來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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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ω也必使你所懼怕埃及人的

病都臨到你，貼在你身上。 61又必

將沒有寫在這律法書上的各樣疾

病、災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滅

亡。 62你們先前雖然像天上的星那

樣多 ， 卻因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

話，所剩的人數就稀少了。的先前

耶和華怎樣喜悅善待你們，使你們

眾多，也要照樣喜悅毀滅你們，使

你們滅亡，並且你們從所要進去得

的地上必被拔除。

制“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

民中，從地這邊到地那邊，你必在

那襄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木頭

石頭的神。

的“在那些國中 ， 你必不得安

逸，也不得落腳之地，耶和華卻使

你在那衷心中跳動，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懸懸無

定，你晝夜恐懼，自料性命難保。

67你因心襄所~懼的，眼中所看見

的，早晨必說 ‘巴不得到晚上才

好 1 '晚上必說.自巴不得到早晨

才好 ! ' 

的“耶和華必使你坐船回埃及

去，走我曾告訴你不得再見的路，

在那衷你必賈己身與仇敵作奴牌 ，

卻無人買。 "

777 社十八1~二十九1 (二十八ω 圈

輯漢語譯車 祖告車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土主立約的話語

1這些是上主除了在何烈與他們

立的約之外 3 又在摩押地吩咐摩西

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話。

經文臨重

止主立約的話語

1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

西與以色列人立的的話，是在他和

他們於何烈山所立的的之外。

第二十八章是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最後 部分。從下列四點可

以看見，當摩西發表演說的時候，第二十八章的內容是繁接第

二十六章的 (一)在主題、語法及文風上，第二十八章 l至2

節、 9至 11節和第二十六章 1 6至 19節是有連繫的 I (二)以色列人確認自

己是上主的立約于民之後(二十六 16-1 9) ，摩西就即時宣告祝福和詛咒，

這不但順理成章，也跟古代條約的形式相符; (三)第二十九章 1 ( 二十八

69) 節清楚指出，摩西是在重申聖約的儀式中發表這篇演說的; 2 (四)這

篇談及聖約關係的演講詞以祝福和詛咒來作結語，與西奈山聖約的結語協

調一致(利二十六)。如果大家認同這個大段落(申十二~二十六及二十

八)的結構類近 “聖潔法典" (不1]十-t~二十六) ， 那麼兩者的篇尾結語

就更是出人意外地彼此呼應(引用的經文都是筆者自譯)

兩者的連繫包括 自乎顯聽眾謹守道行上主的一切誠命，要他們“走在他的道路

上上主應許必高舉以色列超過地上的萬國，稱以色列為屬於上主的聖潔子

民。

2 哪一節才是這段話的結詣，至今未有定論。英譯本跟隨《武加大譯本》

( Yul gate) 的做法，把二十九1 (二十/\69)看作是第二十九章的引吉。把這

一節放在第二十九章的開端也有道理: ( 1 ) 這一節具有標題的性質 ，而類似

的宣吉在申命記中也多數出現於段落的開端 (- 1 '四44 、衍 ， 十二 1 '三十三

1) ; ( 2) “約" 詞是第二十九章的關鍵詞彙 (9 、 1 2 、 1 4 、 2 1 、 25 (8 、 11 、

1 3 、 2 0 、 24 )) 。可是，申二十九 1 (二十)\6 9 ) 顯然有過渡的性質，因此希伯

來文舊約聖經把這 節經文放在第二十八章 ， 宜在也大有道理。見H . F. va n 

Rooy，“De ute ro n omy 詣， 69-Superscript or Subscrip丸"JNWSL 14 ( 1988) : 2 15-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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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二十六46

這些

律例、典章和條例

申二十九1 (二十人的〕
獻。 5 這些詛咒似乎取材自“ 大堆傳統的詛咒題目和公式咒語 ， 這一切

都來源古遠，而且經歷7數百年的演變。我們現在不過是管中窺豹。" 6 

從結構來說 ， 申命記第二十八章可以分為長短不同的兩部分:第 l至

14節是以色列人效忠於聖約的宗主會得到甚麼福氣，而第15至58節則關於

持續地叛逆宗主會遭受甚麼災禍。從兩段文字的長度可見，本章所著重

的是以詛咒來作勘勉。正如第二十t章的至26節的詛咒，這段文字也是要

激勵百姓效忠於上主，並警告他們不要違反聖約。 7 摩西從牧者的角度出

發 ，要把叛逆的嚴重性烙印於聽眾的腦海。以色列人既然參與這個確認聖

約的儀式 ，就等如確定了自己的命運，是福是禍也不能反悔 。 8

假設第二十六章 16至 19節原本是這 章的篇首語，貝1]摩西第二篇演講

詞的最後一部分就顯示出如下的結構:

這些

立約的話

是上主主上日
疋
放在

他自己與以色列子孫之間，

在西奈山，

藉著摩西。

盼咐

摩西立的，

與以色列的子孫，

在摩押地 ，

除了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之

夕|、。

申命記第十二至二十六章整體的結構以及第二十八章的詛咒，似乎都

是模仿“聖潔法典"。然而 ， 兩者也有一個極為重要的不同之處。“聖濛

法典"宣告，以色列人雖然被疇，但卻不會以此為終局 ， 他們仍然有盼望

(利二十六40-45 ) ;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詛咒卻沒有同樣的宣告。不過，

雖然本段經文驟眼看來好像沒有盼望，但在第 篇演講詞中其實早已宣告

了盼望(四30刁 1 ) ，而第三十章1至 1 0節更會就此作詳盡的闡述 。

無論如何，申命記第二十八章與利未記第二十六章的連繫'不單在於

結構，更見於那些祝福和詛咒本身。申命記第二十八章有不少主題是來自

利未記第二十六章的( f列 利二十六30-31 ;申二十)\36下-37 、“;參四

27-28) 。申命記不時會使用利未記的詞彙，但大部分都有所修改。 J 有不

少學者指出，申命記的聖約詛咒與經夕|、條約所載的詛咒文字大有關連。 4

事實上，以色列將要遭受的各種災禍 (2 0-的節) ，大部份都見於經外文

引吉 隨聖約關係而來的特權和責任(二十六 1 6-19 ) 

祝福(二十八1-14 ) 詛咒(二十八的-68 )

蒙福的先決條件(二十八卜2 ) 受詛咒的先決條件(二十八 1 5 )

用公式語官告祝福(二十八3-6) 用公式語官告詛咒(二十八16-19) 

闡述祝福(二十八7-14 ) 闡述詛咒(二十八20-58 ) 

篇未結論(二十九 1 (二十八69 ])

5 許多學者根據VTE與本章的關建立論，認為申二十八是得到新亞述時期的附庸

條約所啟發。然而，它們彼此之間相異的地方卻比相同的更為囑目，況且申

二十八與公元前二千年期的條約同樣有相似之處，兩者的關連與公元前一千年

期的文本不達多議 。 有關的論述見M. Zehnder,“B lI ilding on Stone? Dellterono l11y 

and Esa rhaddon 's Loya lty Oaths (Part 1): SO l11e Preli l11 inary Observations," BBR 

19.3 (2009) : 34 1-74; “ BlI ild ing on Stone? Dellterono l11y and Esarhaddon's Loya lty 

Oaths (Part 2): SO l11e Additional Observations," BBR 19.4 (2009): 511-35 。

6 K. A. Kitchen , On Ihe Reliabili伊 of Ihe Old Tesla ll7en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294 

7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D. J. McCarthy, TI官aly and Coνenanl : A Stu吵川 Fonn in the 

Ancienl Oriental Doc l/Inents and in Ihe Old Tes lall7enl (AnB ib 訓 ; RO l11e: Pont ifica l 

Biblical lnstitllte, 1963), 1 76 。

8 申二十九 1 2- 1 3 ( 11-12 ) 、 2 0-21 ( 1 8-20) 、 24-28 (23 -27) 都進一步支持這個看法 。

3 例 把旱災描繪成“天要成為鋼，你腳下的地要成為鐵" (利二十六 1 9 ;申

二十八23 -24 ) 

4 見D. R. Hill ers，刃官aty-Cu悶的 and Ihe Old Tesla ll7enl Prophels (B ibOr 16; RO l11e; 

Pontifica l Biblical In st i tl.l t巴， 1964) 0 Hi ll e rs在30-42頁論及利二十六和申二十八。

另見申二十八 1 5 、 45-47 、 58 ;參Sefìre 1 A: 14 and 24 (COS, 2:2 1 子 1 4); {以撒哈

頓附庸條約:> (Vassa l Treaties of Esarhaddon ;下文簡稱VTE) ~~4 1 0 ， 5 日 (ANET，

538-39) ;申二十八58 、 6 1 ;參Sefi re 1 B:23，詣， 33 (COS, 2:214-15) ;申二十八

62-63 ;參Sefire 1 B:刃，兒， (COS, 2 : 2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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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明蒙福之路，概述受詛咒之途(二十)\1-19) 
雖然第15至 19節是下 段長篇詛咒的公式引吉 ，但因為這些文字可與

祝福段落的引吉( 1-6節)相比照，所以現在先把這兩段經文並列闡釋，

希望有助讀者理解。這兩部分都以公式語作引吉，再列出連串的祝福和詛

咒，向以色列人宣示效忠與叛逆的後果 。

蒙福與受詛咒的前提(二十八1-2及二十八15) 這兩部分的開端語

明顯是彼此平行的，但NIV卻未能清楚表現這 特色。在經外文獻中 9

附庸國的于民 “聽"宗主的“聲音"就代表他們願意向宗主效忠。這里

也有相同的意思( 1 、 15節;參出十九5 ) 。這兩部分都加入7 “今天" 一

詞 ， 不但把聽眾帶回當前的處境，也提醒讀者申命記第二十t章不過是文

本上的題外話。雖然這襄所用的“福氣"和“詛咒 " 兩詞與第十 章26至

29節及第二十t章 12至13節所用的相同 ， 但第二十八章卻把這些概念描繪

成有形有體的事物，彷彿要撲向以色列人一樣。第 部分的首句話，就是

向以色列人承諾，只要他們遵行上主的道 ， 上主就會高舉他們超過地上的

萬國(參二十六凹 ， -1::: 14 ) 。第 13節把這個主題再推進 步，闡述以色列

人怎樣因為蒙福而地位提升，但第43至44節卻展示了相反的主題 ， 就是以

色列人因為受詛咒而要屈居人下。

蒙福與受詛咒的合式語(二十八3-6及二十八16-19 ) 這段文字的

修辭手法與前文相同，除了某幾節之外，蒙福與受詛咒的公式語是彼此的

鏡像。文中各有六旬福氣和詛咒，也就是合共 12句話，配合第二十t章 11

至 13節所記的十二支派。首先和末後的福氣及詛咒都用上同樣的詞組，詞

組內的詞語在意思上是彼此相反的，首先是“城中"和“田間"末後是

“你入"和“你出"。這兩組詞語都是縮略語，分別代表“不論你在何

處"及“不論你到哪稟去"。至於中間的福氣和詛咒，貝1]各自用了較為複

雜的詞組。首先和末後的福氣及詛咒都指向以色列人本身 ， 而中間的則指

向百姓努力所得的成果(4-5節及17-1 8節 )

這些福氣和詛咒以農業的術語來描述以色列人的禍福，它們的前設是

土地屬於上主，意思就是說 ， 土地能否在三邊聖約關係(神明、國族、土

9 有關的論述見Kalluveettil ， Declaration and Co間na例， 1 53 -59 。

781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出，69) 盪

地)之內實踐其功能，全由上主決定。 10 鄰邦的國民仰望生殖的神明給予

經濟保障，但這幾旬開端語卻指出，以色列人的福祉全在於他們有沒有效

忠於上主。

蒙福之路(二十八7-14 ) 雖然第7至13節闡述第3至6節，但這段經

文本身也是一個自成一格及結構完整的單元。這段經文的骨幹由土旬從旬

組成。除了第三旬之外 ( 8節下) ，其餘從旬的原文都以動詞作開端，並

清清楚楚地以上主為主語，藉此強調上主的參與。整體而吉，這段經文

把謹守聖約的獎賞作了一個總結，縱然第9節和

第 13節下至14節提醒聽眾這些獎賞不是無條件的

(參 1-2節)。在聖約關係之內，以色列人永不

能宣稱他們蒙福是因為自己的功勢 ， 但如果福氣

未曾全面實現 ， 責任卻全在於他們。這段文字略

可算是交錯配列 ( chiastic ) 結構 ， 而結構的核心

( 9-10節)就是以色列人與上主的獨特關係，以

及大有榮耀的來日景況。那時 ， 三邊聖約關係將

會全面生效，而平安 (s的10m ) 也會臨到他們中

間。這些福氣有層層遞進的邏輯關係，而不是單

單並列在一起。

在聖約關原之內，

以色列人家不能宣稱

他們蒙福是因為自己

的功勞;但如果福氣

未曾全面實現，責任

卻全在於他們。

與第十五章4節遙相呼應，摩西在第8節下作出一個一般性的承諾，指

上主必會在應許地上祝福以色列圈。這句話展示出理想聖約關係的最基本

形態，就如 個標題一樣，帶出下文的各樣福氣。摩西在第8節上和第 11

至12節上承諾，只要百姓盡忠，就必能繁衍增多、物產豐盛。上主會在人

們手所經營的 切事上祝福他們 (20節) II 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倉房中

得看明證 (8節上)。為了強調第 11至 12節上的福氣有多豐盛，摩西首先

充滿感情地形容這一切都“充足有餘"並且清楚界定蒙福的範圍 腹中

所出的、牲畜所出的 ， 以及土地所出的( 11節)。和第4節一樣，這三項

1 0 參E . W. Davies, "Land: lts Rights and Privi leges," in The World 01 Ancient Israel 

Sociologica l, Anthrop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ed . R. E . C lement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 iv. Press, 1989), 349-69 。

11 “你手所經營的一切事" (8節)與“你手所做的一切 " ( 1 2節)同義。參

十二 1 8 '十五 10 '二十三20 ( 2 1) ， 二十八8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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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生殖宗教的基本關注。

上主要使土地出產豐盛 ， 這土地正是他向先祖所應許的土地。既然

如此，那麼這些福氣就必與古時的應許有關。在第12節上 ， 摩西又具體地

描繪出何謂豐盛。他把上主形容作 “天上 .... 寶庫"的主人 1 2 只要上主

打開門戶，雨就降到地上。這句話的靈感自然是從利未記二十六章4節而

來，而且跟烏加列 ( Ugarit ) 神話所載的巴力讓雨水降到地上相似。 1 3 摩

西這樣說 ， 是要陳明土地的產能全賴上主，與巴力無涉。除了驚人的豐收

之外，摩西又在申命記二十八章7節和 1 2節下至13節承諾，以色列會在列

國中稱霸。摩西用比喻說，以色列要“作首不作尾 " ( 13節上)。既然能

夠擁有霸權，那就必然代表以色列在軍事 (7節) 1 4 和經濟上( 12下- 13節

上;參十五6 ) 都有絕對的優勢。

正如上文所說 ， 第9至 10節既是各項福氣( 1 - 14節)的高潮，也表達

出本段經文的核心神學理念。摩西以細膩的筆觸呼應第二十六章 18至 19

節，描繪出作神于民的理想境界，以及身為上主聖約夥伴所享有的權利

(參出十九5-6 ) 。申命記二十六章19節說上主要高舉以色列，超過萬國，

這稟則預示以色列要作上主的聖民。文中又用 了“立你做 " 和“照他

對你所發的蕾"等語，強調這裹的福氣與早前的應許有關。早在第t章6

節及第十四章2節和2 1節，摩西己宣告以色列是上主的聖民。這稟更配合

出埃及記十九章5至6節 ， 用了 “謹守上主你神的誠命"和“走在他的道路

上"兩句短語，指出聖約應許的應驗與否，全在於百姓有沒有依據上主所

啟示的旨意而活。這兩句短語是縮略語，代表著上主對以色列人的 切要

求(參申十 12-13 )。

上主要給以色列民一個印記，讓地上萬民都看出他們是上主的聖民。

“你被召喚在上主的名下"一語源自古代的風俗 ， 就是在財物之上表1]上或

燙上擁有者的名字。 1 5 當萬民看到上主的名在以色列身上 ， 就會知道這個

12 其他經文也曾把天稱作倉庫，當中充滿屬上主的資源，見伯三十-1::: 1 - 1 3 ' 

三十八泣，詩-0四 1 3 ;結三十四25-30 。

13 這份文獻的音譯和翻譯見UNP， 1 32-37 。

14 “他們從一條路出來攻擊你，卻要由才三條路從你面前逃跑所謂“七條

路就是“所有"的意思(和-1::: 1一樣) ，指敵人必會四方八面地潰逃 。

15 論及在奴隸身上燙上印記的美索不達米亞風俗，見M. A. Dand amaev, Slavery 

783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問八的 團

民族是屬上主的 1 6 也會明白以色列的福氣是這位屬天宗主所賜的。 1 7 這

樣，萬民就會把當向上主表達的敬畏之惰，轉移到被戴著這個可畏之名的

民身上。這個理解與摩西在第二十六章 1 9節的說法相符，就是萬國會因為

以色列而把稱讚、聲名和榮美歸與上主。

摩西又以“懼'1官"來形容91 ] 國的反應，使人聯想到創世記九章2節。

摩西這樣做，暗示以色列在聖經的宏觀救贖歷史中佔了一席位。上主是萬

民的創造主和救贖者，以色列被選召為“聖民"就是要披戴著這個名號

(申二十六 19 ) 。他們不但要作全人類的縮影，更要代表上主行使權柄 ，

好讓臣服於他們權下的民族頌讚上主。

受詛咒之途 (二十八20-68 )

第 20節展開了申命記最長的一個文學單元。早前的詛咒(二十t

15-26 ' 二十八 15 - (9 ) 基本上都是公式語，而這裹的詛咒(二十八20- 6 8)

卻是感情洋溢的說詞 ， 巨細無遺地展示出上述福氣的反面 ( 7 - 13節)。凡

是親耳聽到這番說詞的人，都必定驚惶失色。

令人心生懼意的筆法有五。(一)這個段落與第7至 13節相同 ， 凡是

關鍵動詞都以上主為主語。(二)為了突顯上主的 目 的 ， 摩西多次用上

“直至1]" 一詞 直到以色列被消滅/把以色列滅絕 ( 20 、 24 、 45 、 51 、 “

節及48 、 的節) ，直到以色列滅亡 (20 、 22節) ， 直到以色列的防禦設施

都倒塌 ( 5 2節) ，以及直到以色列的末日 ( 21節)。這些詩張的修辭手

法宣示了上主的目的 ， 就是要廢點三邊聖約關係，藉此把以色列國“剪

除" 0 (三)在陳述災殃之餘 ， 摩西又插入7不少評語 ， 處處表明求助無

門，在在強調完全絕望。他 (四)摩西列舉的降禍媒介層層遞進，彷彿無

in Babylonia fi'o ll1 Nabopolass的 10 Alexander the Great (626-331 BC) (rev. ed.; 

DeKalb, IL Northelll IlI inois Uni v. Pre俗， 1 984)，沌， 229-34 。另見本書就十誠第二
誠(五 11 ) 的討論。

16 另見代下-1::: 14 ;尤參賽六十三 1 9 。

17 進步的論述見D. r. Block,“Bearing the Name ofthe LORD with Hono丸" inHow 

1 Love Your Torah, 0 LORD! 6 1 -72 。

18 飛鳥和走獸啄食以色列人的屍體，但卻無人驅趕 (26豈有) ;無人拯救他們

( 29 、 3 1 節) ;他們要救自己，但卻無能為力 (32節) ;無人出資為他們贖回

自由 (6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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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無盡。這個筆法是要讓百姓知道，上主會動用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媒介

來消滅他的子民。(五)在行文的關鍵地方，摩西再三宣示百姓受詛咒的

原因。雖然降下災桶的是上主，但以色列被消滅卻是因為他們對上主不忠

( 20 、 45 、 47 、 62師)。

聽眼看來，這襄列舉的詛咒好像東拉西扯，各不相關，但如果把這篇

詛咒的開端語 (20節)看作是 個標題，就可以從中歸納出本段經文的五

個核心主題 (一)以色列滅亡的源頭(二)上主消滅以色列的工具，

(三)滅亡的幅度 ; (四)滅絕行動的目標(五)以色列被消滅的原

因。在這個標題之後，摩西又用了不少條件性從旬和動機從句。我們可以

從這些句子的位置看出這篇詛咒的結構。

到了第58節，摩西插入了 旬新的條件性從旬，我們可以據此把整段

經文分作長短不同的兩個部分，就是第20至57節和第58至68節。在首部分

中 ， 第45至48節有過渡作用 ， 為以色列的最終滅亡提供了神學上的解釋。

其中第45 、 46兩節是第20至44節的撮要，而第47 、 48兩節則是第49至57節

的前吉。這些結構標記劃分出三個修辭單元一一三輪詛咒連環道發，敦促

以色列人效忠於上主，以愛回應他們的救贖者。

(→)滅亡之路:第→輸詛咒(二十八20-46) 這一輪詛咒的前後

框架分別是第2 0節和第45至46節 ， 從這兩處經文可以看出這個段落的主

題。雖然前後的框架在本質上是相類的，但它們的風格卻截然不同。第20

節說上主派出那些令以色列滅亡的媒介，第45節則形容詛咒有如猛獸一

般，要追上並撲殺獵物，第20節說上主打發三類媒介令以色列滅亡 ， 而第

45節則代之以三個動詞 ; 第20節指要遭受禍患的是以色列人“手所做、所

經營的 切事"而第45節所針對的卻是以色列人自己，第20節指出災禍

的源頭是以色列人行惡和離棄上主，第45節則再指明罪行的內容 ， 就是不

謹守上主的誡命典章。

這個前後框架最顯著的不同處見於第46節， 這稟提到上主針對以色

列的行動會有甚麼長遠的影響 他們要成為

遠。 1 9 經文沒有說明上主要藉以色列來證明甚麼，但從種種跡象可見，

19 在十三 1 2 ( 13) ，同樣的用語是用來指稱先知的起自然舉動，他們要藉此證明

自己是真先知。

785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二十八的〕 盪

上主應該是要表明自己會呼召天與地的力量來懲罰叛逆的人 ， 也要證明他

的話都必定成就。在這個前後框架之間，摩西列出 連串嚇人的災禍，

把第2 0節所說的詛咒、騷亂和責罰繪聲繪影地展示出來。雖然摩西從一

個題目轉到另一個題目 ， 但本段經文仍然可以分出三個段落 ， 而且篇幅越

來越長，筆調越來越豎湊，就如號筒三響一般 ( 20-26節、 27-34節、 衍-45

節)。這三個段落的核心內容都與市l未記二十六章25至26節所載的三類災

禍對應，就是刀劍、瘟疫和饑荒。

第一響警號 (21-26節)。 第一響警號提到三種災難，分別是瘟疫

(21 -22節上) 、農作失收 (22下-24豈有)和打敗仗 ( 25-26節) 。在外族文

化裹 ， d eber 詞( {新漢語》 “瘟疫" )是指散播瘟疫的惡靈 2。但

本段經文大體上己排拒了這 層靈界的意涵(所謂“去神話化" ) ，因

此這里是指戰役或饑荒之後常出現的流行病 ， 如鼠疫之類，人畜也會受

到感染。上主會使這瘟疫寄生於受害者身上 ， 就如跳蚤黏附皮膚 ， 釘咬血

肉。 2 1

摩西的筆觸在第22節更為具體，表1]劃出上主擊打其于民的土種方式。

從這t種災害可見，上主的王權支配著 切致人於死和導致毀滅的媒介。

首四項正是 deber (2 1 節) 語的演繹 ， 共列出上主可資利用的惡疾 癖

病、 22 熱病 、 23 炎症、 24 炙熱 。 2S 第五項“刀劍 " ( hereb ) 詞是縮略

語 ， 意指被敵軍打敗(參25-26節) 0 26 最後兩項是指農作物所染之病。正

如感染人類的四種疾病一樣，這兩個詞也是意義不明的。所謂“乾旱"

顯然是指農作物未及成熟而枯萎，或許是受到灼熱的東風吹襲而脫水所

20 見G . del 0111110 Lete, “Deber," DDD, 23 1-32 。

21 論及古美蒙不達米亞的鼠疫 z 見J. Scurlock and B. R. Andersen, Diagnoses in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Medicine (Urbana: Univ. of Tl linois Press, 2005), 7日4 。

在古代美蒙不達米亞 ， 人們或會說染上鼠疫是被惡靈所 “咬彷彿這惡靈是

蟲蟻，嗜吃人血(同上， 472 ) 

22 另參利二十六 1 6 。很可能指肺虜。參HALOT， 1 463 。

23 另參利二十六 1 6 。很可能指某種炎症，或者發熱 。參HALOT， 106 7; Tigay, 

Deuleronomy， 262 。

24 這或許是熱病的別稱。參HALOT， 223 。

25 這或許是指發燒。參HALOT， 352, 357 0 

26 和NTV譯作“乾旱" ( drought )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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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霉爛"或是指穀物病態地變黃，原因也許是染病、土壤缺乏營養或

氣候乾旱。

接下來的兩節 (23 -24節)表明農作物會遭殃。利未記二十六章 1 9節

與這幾節經文遙相呼應，那稟說“天如鐵"意思就是上主把雨水隔絕 ，

使大地得不到滋潤，又說“地如銅 " 就是指土

壤堅硬，無法耕作。申命記二十八章24節則提到

從這幾節經文可以

看出上主的另一番情

懷:當他看到自己的

子民藐視他所施的恩

典，就會激動地作出

回應。

天上有物降下，且會覆蓋人身，但卻不是雨水，

而是塵沙 。經文彷彿在描寫熾熱的沙塵暴，這景

象在中東是十分常見的，也有人稱之為“西羅科

風" (sirocco ) 

第22節提及刀會1] ((1 ereb) ， 預示了第2 5至

26節所載的災殃 。這兩節經文展示出第7節的反

面，指上主要把以色列交到敵人手中 ， 使他們被

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以色列非但無法“起

過這地上的萬園" ( 1 節，參二十六 19 ) ，更成

了驚惶失措的樣版 ， 給予Ij國看在眼內(參代下二十九8) 。申命記二十八

章26節具體地描繪出打敗仗的可怕景象。被殺的士卒陳屍荒野 ， 任憑飛鳥

和走獸啄食腐肉，可說是尊嚴盡失。這種處理屍體的方法在古代也時有見

間 27 尤常用於對待那些背棄盟誓、違反契約之徒。 28

第二響警號 (27-34節)。 第二響警告同樣包含了瘟疫、饑荒和刀劍

三大類。第27至29節上及第34節的詛咒與第2 1 至22節相同，都威脅到以

色列人的身體健康。第27節上和28節上是形式相同的一對從句(參35節

上) ，要突顯上主在以色列的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著就列出土項降

禍的媒介。這襄和第22節都以同樣的主句帶出t項降禍的媒介，而各自

列出的t項也彼此呼應;然而，這一次的首四項災禍是無法可治的皮膚

27 見Hi ll ers 就這個詛咒而作的論述 'n叩抄-Ct的院的-69 。

28 見Parpo l a 及Watanabe所諱的Neo-Assyrian 升'eaties and L句lalty Oatl肘， 46 。另見F
C. Fensham,“The C lIrse ofthe Dry Bones in Ezekie I37:1-14 Changed to a Blessing 

of Resllrrection ," JNWSL 13 (1987): 60 。參耶-t33 ' 三十四 1 7-20 ;結三十t

1 -2 。

787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二十八69) 蔔

病，而尾三項則基本上是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又正如第22節 樣，

這裹的用語有部分也是意義含糊的。所謂“痛瘡"應該是指某種皮膚

病，可能是皮膚潰爛或生前子(參出九8-1 2) ; 30 所謂“腫瘤"應是某

類腫脹現象， “頑癖"應是指受到感染的傷口 ，而 “前疾"一詞則只在這

稟出現。申命記二十八章28節再加上三樣疾病(參亞十二4) ，就是“瘋

狂" 、 3 1 “失明" (參撤上二十一 14-1叮5 ( 1叮5-16 ) )和

指當人遇上這一章所述的災難時所感受到的驚慌失措。 32

第29節刻劃出這些心理失常狀況病發時的情形。患者會迷失方向 ， 在

大白天摸蒙遊蕩，好像瞎子在永恆的黑暗中摸棄一樣(參34節)。總的來

說，第29節下和3 3節下所說的“終日遭受欺壓、搶掠/踐踏"正是本段

經文的場景。從這句陳詞和第29 、 3 1 、 32節的絕望語句可見 ，這稟描述的

是被敵軍擊敗之後的慘況。

為了進一步指出災禍的深重，摩西又宣告“你在你的道路上必不順

利， (29節) ，再列出一連串“枉費心力的詛咒， (futi lity CUI-se) ， 33 包

括嚴重的經濟剝削和家庭暴力。( 1 ) 在婚姻上枉費心力 ( 30節上 ) 男

人雖然與女子訂婚了，但她卻會被別人躁闢(參二十一 10-14 ) 0
34 (2) 建

造房屋也枉費心力 (3 0節下) :以色列人雖然建造房屋，但卻不得住在其

中，這個下場正好與迦南人將要面對的景況相同(六 10-11 ) 0 ( 3) 努力

耕作也枉費心力 (30節下)他們栽種葡萄園，卻無法享用其中的果于 1

這幅圖像也是第六章 10至 1 1 節的反面。 (4) 華養牲畜也枉費心力 ( 31 

節) ι 經文提到三種最常見的牲畜，就是牛、 驢和羊 ，藉以警告百姓，他

29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my, 263 。

3。 這詞的詞根與“熱病" 、 “炎症" ( 22豈有)相同，意思是“使溫度增加"

3 1 Tigay (Dellteronomy, 264) 把它解作“麻木，精神迷惘"

32 論及古美素不達米亞的心理失常病，見SCllrlock and Andersen , Diagnoses, 367-

85 。

33 這些“枉費心力的詛咒"在經外文獻也有例子 ， 見Tel l Fekheriye遺跡的雙語銘

文 (COS， 2 :34[p.154] ) 。論及這類詛咒，見T. G. Crawford , B的叫19 and ClIrse 

in Syro-Palestinian fnscriplions oflhe fron Age (American Un iversity Studies 7/120;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170-73 。

34 這里所用的詞語十分罕見，其含意涉及軍兵在戰爭中姦淫婦女(賽十三時， 亞

十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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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牲畜將要被人奪去。 ( 5 ) 生養兒女也枉費心力 ( 32節) 經文說以

色列人的兒女必被奪去 ， 送到國際奴隸市場，被外族人所買。他們的父母

只能眼巴巴地看看 ， 畢生為他們 “哭至雙目失明" 0 35 ( 6 ) 一切勞碌也枉

費心力 ( 33節) 第33節為前述的慘劇作一個總結，指以色列人終不得享

用他們土地的出產和勢碌得來的一切。

第三響警號 (35-44節)。 正如第一響警號一樣 ， 這段經文也可以分

作三個部分，依次闡述疾病 ( 35節) 、打敗仗 ( 36 - 37節)和饑荒 ( 38-42

節) ，並於結尾提及以色列社會內部的慘況(43-44節)。

在第35節，摩西重拾第27節的主題，提到“埃及的描瘡"並補充說

這些毒瘡會長在“膝蓋和兩腿"使患者行動不便。這病不但無法可治，

還會從腳掌生到頭頂，使人體無完膚。

摩西在第一響警號中明確地指出 ， 上主會使以色列人在戰場上被敵軍

打敗 (24-25節) ，而第二響警號則闡述以色列人在敗陣之後要面對的慘狀

(29下-34節)。摩西又藉著第三響警號作出預吉 ， 指以色列人將要被擴他

方 ( 36-37節) 0 ( 1 )摩西重提第四章27至28節所表達的，指出上主在以

色列被攝一事上有直接的參與(二十八36 ) 。他又借用第十t章 14至15節

的用語，以諷刺的語氣描繪以色列的君王 ， 其內容實在令人膛目結舌。 36

( 2 ) 摩西再次提到以色列被擴於子IJ 國之間，並說那稟是“你和你先

祖所不知道的國" (參十三6 (7J )。他這樣說，自然是要讓以色列人心

生懼怕。第二十t章慶賀三邊聖約關係的完滿建立，但這稟卻說百姓要被

擴到外族之地，也就是使聖約關係崩潰的最後一擊。

( 3ω) 摩西又宣告 '百姓要在夕外←族

的" ( 36節，參四28) 。以色列原本是上主的附庸，身分尊貴，但他們將

來卻要臣服於了無氣息的偶像之下。外族人相信，神明會附身於照他們形

象而做的偶像之中，但摩西卻指出，偶像極其量是一件死物，而且是“可

憎的" (二十九 1 7 (16J )。

經歷這一切災禍之後 ， 以色列在列國中的地位自然大有不同。摩西

35 例 Tigay， Delllero l7omy, 265 。

36 雖然提到君王，但卻沒說這些君王是神所揀選的 。 參撒母耳的評論(撒上十二

13 ) 

789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計划 蔔

就這一方面在第37節作出總結。這節經文是第四章27至28節和第二十八章

25節的擴充 ， 也是第10節及尤其是第二十六章 19節的反面。第二十六章 19

節有三個描述尊榮的用語 ， 摩西在這襄卻代之以三個表達出羞恥的詞語 :

“驚駭" 、 “諷刺" 、 “嘲笑"。第一個詞形容列國看到以色列慘敗而註

異 37 第二個詞指 “以色列 " 名要成為災難的代名詞 ， 他們是被神明棄

絕的樣版 ，是不幸的標記，第三個詞的詞根可解作“重複"意味以色列

要被人當作嘲笑挖苦的對象。

在第38至42節，摩西再次說上主會用饑荒來作審判，只是修辭略有

不同。這次饑荒的原因不是乾旱和植物病害，而是因為有害蟲。然而 ， 在

這連串“枉費心力的詛咒"之中， 摩西又插入了 個警告，就是他們的兒

女要被人擔走 (41節)。如果把這個警告放在第3 6節之後 ， 行文或會較為

J I I頁暢， 但現在的編排卻可以把“腹中所出的"與 “土地所出的"並列討

論。這段文字所列的詛咒涉及古巴勒斯坦的一切農業運作 五穀農田 ( 38

節) 、葡萄園 ( 39節) 、橄欖圍 ( 40節)和果園 (41節)。上主要派出細

小的昆蟲來吃掉和破壞農作物，使以色列人沒有收成。“捏蟲 " ( 38節 )

是吃草的飛蟲，成畫出沒 ， 所到之處寸草不留。 38 “姐蟲" ( 39節)是指

寄生於果實的蟲 ，會破壞葡萄。"“螞蚱" ( 42節) 詞意思不能肯定，

可能是指某種吃葉咬莖的飛蟲，會令植物枯萎。 40

第43至44節把第 12至 13節的福氣倒過來(參二十三20 (21] ) ，也

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經歷的十災的反面(出八23 - 24 (19-20 J '九4 、

6) 夕 l'族人要來住在以色列人中間。所謂“你中間的寄居者"當然也

可以解作別國的入侵者，但最合宜的解釋應該是在以色列境內流徙的外族

人或外族雇工。這稟要指出的是，上主立意把局面顛倒過來，住在應許

之地的以色列人將要受審判，而當中的外族人卻幸免於難(參菲IJ二十五

47 ) 

37 參二十九22-24 (2 1-23) 。 耶利米在審判神論中也常用到這詞 耶二 1 5 '四7;

等等 。 另見王下二十二門， 代下二十九8' 三十7; 詩七十三門， 要五9' 十三

9; 何五9; 現一7; 彌六 1 6 ;番二 15 ;亞七 14 。

38 見T. H iebe此， “Joe l ， Book of," ABD, 3:876; Borowski, Every Living 1月hil哼， 1 59-60 。

39 HALOT, 1702 

40 見M . Lubetski,“Beetleman ia of Bygone Times," JSOT 9 1 (2000):3-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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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5至46節，摩西為他在第20至44節所列的連串災惘(經文的用

語是“這 切的詛咒" )作一總結。如果以色列人離棄上主 ， 敬拜其他神

明，上述災禍必然臨到他們身上 (29節) 。

(二)滅亡之路:第二輪詛咒(二十八47-57) 這一輪詛咒的嚴厲

程度與前文相同 ， 但後果卻更是觸目驚心。這段經文只有一個主題 . 在敵

人的重重圍困之下 ， 以色列人受盡屈搏。這段經文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災

難的根本原因 ( 47-48節) ，上主派來的降禍媒介會使用甚麼手段 ( 49-52

節) ， 以及這些災禍會導致怎樣的慘況(53-57節)。這三個片段的篇幅

個比一個長，從中可以見到整個段落的高潮所在。

以色列衰敗的根本原因 (47-48節) 。 這幾節經文總結出以色列衰

敗的原因，讓讀者看到禍福的對比 以色列人“沒有.. ... 服侍上主你的

神"所以他們就要“服侍.. .. 敵人，就是上主打發來對付你的那些

人"他們不再“歡樂美好"而是要面對“飢餓、乾渴、赤身露體"

他們不再“豐盛"而是 “一無所有"。讀者可以從這些圖像中看出以色

列敗亡的根源及直接因由。

摩西首先指出 ， 以色列人要為這些災禍負上最終責任 ( 47節)。文

中用了副詞短語“歡心美奸"強調百姓本應以這樣的心態來回應上主的

慷慨供應。所謂“在一切豐盛時"其實就是“當你們領受上主所賜的一

切之時"。這句話讓人想起第六章 10至 12節 ， 並藉此警告百姓不要忘記上

主 ， 尤其是當他們在享用應許之地出產的美物時。 4 1 以色列人既然不願

意服侍施恩之主，上主就惟有給他們安排其他主人 (49節)。上主要“打

發"敵人來攻擊和擴掠以色列，讓他們嘗試飢餓 、乾渴和赤身露體的滋味

( 48節)。以色列人原本只須肩負聖約的恩典之輒，現在上主卻親自使鐵

輒套住他們的脖子，直到把他們滅絕 (48節) 0 42 這 次他們卻無法擺脫

這鐵輒。

上主所周之媒介的特質和手段 (49-52節)。 第49節和第52節是這段

經文的前後框架，兩節都提到上主在以色列敗亡 事上有所參與，而這兩

41 申三十二 1 3-15有一段充滿詩意的文字，所描述的正是忘恩負義的問題。

42 參耶二十八 14的“鐵輒"。古代近東文化形容附庸和宗主的關係，往往說成附

庸帶上宗主的輒(參耶二20 '五5 '參二十-l::::8 、 11 、 12 ' 三十8-9)。

791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同八叫 圈

節也是第二十六章 19節及第二十八章 l 節和 13節

的應許的反面。然而，在這個框架之內，摩西卻

沒有把焦點放在上主的作為之上。雖然上主是以

色列敗亡的直接原因，但摩西卻集中闡述上主所

用的媒介有多可怕。 ( 1 )這些敵人 “從遠方、從

地極" 而來 。人們往往熟識近處的事物，遠方的

事物則通常是神秘和可怕的 。 ( 2 ) 敵人會來得

快 ，就像鷹摸擊獵物一樣 ，敵人也會無聲無息地

忽然出現。 ( 3) 以色列人聽不懂敵人的語吉 。

如果上主無視百姓
的持續鈑迎，不施行

這襄所記的詛咒，那

麼上主反而是違背了

自己在約中的承話。

這種情況不但可怕，也杜絕了和談的機會。的 (4 ) 敵人的“臉面冷酷"。

從這個用語就可以感受到受害人的恐懼和攻擊者的決心。 ( 5 ) 敵人是無

惰的，既不尊重長者 ，也不憐憫少年人 。 44

上主所間的媒介不但態度冷酷無情，他們的行為也同樣冷酷無情

( 51-52節 ) 0 ( 1 )他們會吃掉以色列的牲畜和土地的出產。摩西借用了

第t章 13節的用語，藉以表明這災禍正是早前福氣的反面。 (2) 他們會

把全地的以色列人都圍困起來。摩西在第52節預吉，上主所賜的所有防禦

設施都要倒塌(參三5 ) ，藉此諷刺百姓“依靠"高大的城牆和堅固的城

門。至於神明一國族一土地的三邊關係，也會像以色列的城牆和城門 樣

崩塌下來。

上主針對以色列的行動帶來的可怕後果 (53-57節)。 這段經文借用

了利未記二十六章27至29節的用語，先在開端之處寫下一句概括性的論述

標題 ，接著叉陳述兩個使人觸目驚心的場面 ，就是人吃人的慘狀。這一

旬開端語指出了事件的背景，就是被敵軍圍城的窘迫之時。此外，這個片

段也對“腹中所出的"一語(申二十八 1 8)再作一點補充。當 “土地所

出的"和“牲畜所出的"都已經被吃盡，那麼人們就只有吃“腹中所出

的"。 45 這最後一句從句要指出兩點。( 1 )以色列的罪給整個社會帶來

的 後期的先知也曾經用這個慣用語來形容亞述(賽三十三 1 9 )和巴比倫 (耶五

15) 

44 參賽十三 1 8所描述的亞述人，以及哀囚的和五 1 2-1 3所描述的巴比倫人 。

45 就希伯來文而吉，第4節的福氣和第 J 8節的詛咒都曾經使用這三個短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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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後果。 ( 2 ) 從神學的角度理解這慘劇 他們所吃的兒女， 正是上

主早前施恩賜給他們的禮物。 46

摩西以兩個平行的片段來闡述這個主題 ， 分別描述男人和女人怎樣回

應圍城的慘劇 ( 54-55節及56 - 57節)。這兩個片段的開端語都強調 ， 那些

被迫吃自己兒女的人 ， 原本也是有人性的。摩西形容那些父親是 “溫柔馴

良的男人 " ( 54節) ，並更為具體地形容那些母親是“溫柔嬌氣得連腳掌

也不試看踏在地上的" ( 56節)。摩西這樣描寫那些吃兒女之肉的父母，

襯托出上主所用的媒介的行動已經帶來混滅人性的效果。

這兩個片段都描寫當事人要對付自己的家人。那一幅描繪母親惡眼看

待剛出生的嬰兒的圖畫最是讓人心驚(56-57節上)。第55節和5 7節下玄IJ

劃出兩幅極為恐怖的圖畫。第一幅圖畫令人心酸 父親把兒女吃了 ， 但卻

沒有憐憫自己的兄弟和倖存的兒女，不肯與他們分食。第二幅圖畫令人心

寒 母親暗中把兒女吃了， 更好像禽獸一樣吞食剛下胎的嬰孩。 47

( 三)滅亡之路 : 第三輪詛咒(二十八58-68) 在這個段落中， 摩

西首先把宣述詛咒的原因作一個總結 ( 58節) ，接著就發出第三輪詛咒，

其中包含四大禍殃( 1 )疾病 ( 59 - 63節上) (2) 被擴他方 ， 離開應

許之地 ( 63下-64節) ( 3 ) 不得安歇 ( 65 -67節) ( 4 ) 返回埃及 ( 68

節) 。這四個部分的結語都是描寫百姓受詛咒之後的慘況，而整個段落的

前後框架也提到埃及，用語極為不祥。

摩西首先提醒他面前的聽眾 ， 他們必須謹慎地依照“這書上所寫的這

律法的一切話" 過活 48 又要“敬畏上主你的神那配受尊榮、值得敬畏的

名 " 否則這一章所說的災楠就必然臨到。從第58節的結構可見(字面上

的意思是“謹守是藉著遵行 .. .. .. 和敬畏" ) ，忠誠守約有兩重意義， 一是

46 從古代近東文獻可見，在危難和饑荒的時候，人吃人的慘劇是常有出現的。

見ANET， 298c; ARA B, 2 : 794 。論及以 “人吃人"來詛咒對方的條約 ， 見Parpo l a

and Watanab巴 ， Neo-As紗rian Treaties ω7d Loyalty 0似的， 11 (參ANET， 533), 46 (參
ANET, 538), 52 (參ANET， 539) 。

47 見王下六2 8-2 9 ;哀四 10 。另見賽九 1 9-2 1 [ 18-20) ，四十九詞，耶十九9; 結

五9-10 ; 亞十一9 。

48 從這句話可見，摩西要不是拿看律法文本來發表演說，就是打算演說之後便把

律法書抄錄下來。參十才三 1 8 ' 三十-9 。

793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出，69) 區2

服從聖約之主的旨意，一是要慎重地顧全上主的聲譽。在申命記中 ，這是

惟一 次要求聽眾敬畏神“那配受尊榮 、 值得敬畏的名"。 49

上主從前在西奈山顯現，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讓百姓生出敬畏之心，

以致他們不敢犯罪，並因為受到激勵而效忠於上主。"抱著相同的 目 的，

摩西也在今天舖陳律法的條文(六2 ) ，並吩咐百姓日後誦讀律法(十t

19 '三十一 1 2- 13 )。這個段落餘下的部分也是要警告百姓，不尊崇上主聖

名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摩西以第四章26至29節所表達的概念為基礎，又

用上類同的詞彙作警告，表示以色列的整個救贖歷史將會顛倒過來一一前

面只有瘟疫和疾病 ( 59-63節上) 、 離散 ( 63下-67節)及奴役 (68節)。

為了突顯上主所降的瘟疫有多嚴重，摩西用了下列手法 : ( 1 ) 用 了

罕見的動詞 h伊峙 ， 來描述災禍，這詞的意思為“作出異常的行動， ({新

漢語》 “奇災") ( 2 ) 以語氣甚重的形容詞來描述百姓身受的禍患

( 59節) ( 3 ) 恐嚇說要把埃及的惡疾重新加在他們身上 ( 60節上) ; 5 1 

( 4 ) 用了“堅貼著你"一語來描述那些惡疾必會纏繞不休 ( 60節下)

( 5 ) 把瘟疫的種類擴充，包括了律法書上沒有記載的疾病 ( 61節 ; 參二

十九20-21 (19-20)) ( 6 ) 宣告上主立意要消滅52 以色列 ( 61節下)

(7) 指出以色列人之所以要承受這樣的惡果 ， 是因為上主把他向先祖所

發的音顛倒過來 ， 而先祖原本是會有極多後裔的 ( 62節)。

第63節展示出這一輪可怖災禍的另一個層面 百姓要被驅散於列國之

中 ， 使國族與土地的關係正式終結(63-67節)。摩西首先說出 旬可怕的

話，就是上主改變了他對自己于民的態度。原本上主樂意看到自己的子民

興起，現在他卻寧願看到自己的子民敗亡。當代讀者或許不容易接受這種

觀念 ，但如果我們站在古人的角度，就會發現這種觀念與以色列鄰國的看

法是有極大差異的。在外族人眼中，這樣的災禍必然是敵方神明的邪惡作

49 另見要五十九 1 9 ;彌六9; 瑪四 2 (參 - 6的反義句“藐視我的名" , <新普

及}) ;詩六十一5 [6) ，八十六 11 '一0二 1 6 [ 17) ;尼一 1 1; 另參啟十 1 8 。

50 參四 1 0 ' 五凹，出二十20 。

51 -t 1 5陳述上主怎樣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惡疾，但二十八60卻把-t 15的意思倒過

來。

52 這個動詞在其他地方是用來針對迦南地的居民，就是那些要被以色列人趕出去

的民族。-t2-24 '九3 '十二30 '三十一3-4 ' 三十三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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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然而，信奉上主的人卻不會這樣簡單地解釋 切。從這幾節經文可以

看出上主的另 番情懷 當他看到自己的子民藐視他所施的恩典，就會激

動地作出回應。

儘管北國以色列敗
亡，南國猶大被攘，

但卻不等如上主已經

取消或破壞了聖約 。

上主的激烈回應還不止於廢去國族與土地的

關係 ( 63節下) ，更要把國族與神明的關係 筆

勾銷 ( 64節)。以色列人將來要服侍“你和你先

祖所不認識"的神明。從這句話可見，這些神明

與上主實在大有不同。上主會通過話語和行動來

向于民啟示他自己(參四6-15 、 32 - 40 ) ，但別

國的神明卻不能說話 ， 也不能做任何事(參耶十

相反，這些事正好表

明聖約仍然生效 。 第6 5至66節描述以色列人在被攝之地的處

境和心理狀態 ， 上主要親自奪去他們的喜樂和

生存意義，國族敗亡的絕望情緒要追著他們'

直到天涯海角。摩西說他們要

散"。 54 摩西藉這些描述強調上主的參與 ， 因為這一切都是上主所賜的

福氣的反面。摩西在第66至67節引入了一個插話人 ， 藉他的口說出以色列

人的心理狀態，具體地描繪他們的絕望情緒。這一切令人想起其他民族

的“驚懼"之惰 ， 面對上主的審判時，埃及人也曾有同樣的驚懼(出十

五 16 ;民二十二3 ) 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時，迦南居民也是這樣驚惶

(申二訝 ，十-25 ) 。

在第68節，摩西給這一輪災難預警作小結，以一幅反面的圖像把以色

列的歷史倒轉過來，其筆法是前所未見的。摩西曾經在第十t章 1 6節告誡

百姓，絕不可返回埃及;然而 ， 摩西卻在這襄宣告 ， 因為百姓持續叛逆的

緣故，上主的審判行動要達到最高宴，就是親手把百姓退回埃及 ， 他們更

5兒3 這裹形容百姓的

認識上主之心(二十九4 (臼3 ) ;耶二十四7竹) ;聆聽/乎與判IJ別是非之心(王上

三9叫) ; 心一意地敬畏上主(耶三十二39) ;新的心(結十一 1 9 '三十六

26 ) ;肉心 ， 也就是懂得回應的心(結三十六26 ) ; 一心一意地聽從王命(代

下三十 1 2 )
到 這個短語指的是在心理上和肉體上消磨殆盡。

795 申二十八1~二十九7 向，69) 盪

要成為奴隸，被人競價收買 。經文指他們用“船"回埃及，這個說法卻令

人費解。 55 摩西提到坐船，或許是要增加悲劇氣息，因為對慣於在陸上生

活的以色列人來說，走海路是 件令人心驚的事。另一種解釋是 ， 這些船

隻代表別國(埃及或推羅?)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豐富的質易資源。雖然

這些東西是別國引以為傲的標記，也是他們賴以自立的手段 ，但上主也可

以招攬到自己旗下 ， 用來裝載以色列人到奴隸市場。

然而，這個詛咒更令人費解的地方，卻在於摩西說，他曾經告訴以色

列人他們以後不會再見到埃及。摩西說的那句話顯然沒有記載於五經。摩

西是要藉此強調，上主的懲罰旨在中斷他所施的恩典，而這些恩典正是以

色列人蒙救贖、成為立約聖民之時所領受的。至IJ時，那些身在埃及的以色

列人會嘗試把自己賣到敵人的手中作奴隸，但儘管賣身為奴，他們也不值

分文。埃及人不願收買 ， 或許是因為以色列人是受詛咒的民族(參二十九

22-28 (2 1-27 J ) ， 埃及人怕會沾上他們的惡運。

篇尾結語(二十九1 (二十 /\69) ) 
如果“立約的話" 語(二十九 1 (二十八69J 、二十九8 (7 J ) 

是指摩西第二篇演講詞所闡釋的律法條文 ， 那麼這句敘事評語(二十九

1 )就是這篇演講詞的結論。文中把聖約形容為“是上主. . .吩咐摩西與

以色列人立〔字面上的意思是切害IJ J "的，突顯出摩西是得到授權的聖的

解釋者，也是申命記立約儀式的主禮人。當摩西與以色列人“切剖，這約

的時候，他的身分正是上主的代理人 ， 而這約也是代上主立的(參三十一

16 ) 。

雖然有不少人從這句話得出結論，認為摩押之約與早前所立的西奈

之約有別，但這種說法卻是理據不足的。摩西宣講這篇演講詞的時候，首

先重申十誠 (五6 - 2 1 ) ，可見聖約關係的本質是並沒有半點改動，而上主

與以色列人在聖約中的角色也始終如一。摩押平原的儀式並不是要訂立新

的，而是要重申上主與亞伯拉罕所立的原的，也就是他在西奈山與以色列

人所訂的約。如今站在摩西面前的以色列人，並未曾參與40年前在何烈山

舉行的儀式，因此有必要舉行當前的禮儀，讓他們成為何烈山所確認之約

討 論及國際奴隸貿易 ， 見南三6 (囚 6 ) ;摩-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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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分子(五2-3)。這樣做是要保證他們有權以聖的于民的身分進入應許

之地。

這篇演講詞為百姓畫出 道神學和倫理軌跡，當他們到達應許地之

後，就可以循著這個軌跡把聖約的基要原則實踐出來。因此 ， 所謂“在何

烈與他們立的約之夕|、" (二十九 1 (二十)\69 J ) ，就是指當前這一代人
所舉行的重申及確認聖的之禮。“當摩西“切割這約"的時候，他只是

主持一項新的儀式，而百姓就在這新的禮儀中委身於舊的聖的。換吉之，

藉著這一篇演講詞，百姓不但對何烈事件和當時所啟示的聖約有更圓滿的

認識 ， 也表示他們願意謹守摩西所闡述的“立約的話" (也就是十誠、約

書、聖濛法典等等)。簡而吉之，第二十九章 1 (二十)\69 J 節所指的聖

的，絕不是一份新的約，而是西奈之約的補充，代表上主與亞伯拉罕所立

的約已經應驗，也得看了圓滿的解釋(創十士7-8 ) 。

聽間臨則

舊約聖經的事l'有陰暗的→面 ? 第二十八章所描繪的畫面不但

觸目驚心，更形容神“喜歡"施行這些暴力 (63節)。現代讀

者面對神這個殘忍嗜血的形象，自然會退避三舍。如果我們未

曾細閱第 l至 14節，又或者沒有考慮到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全部內容，就

聽然讀到第 15至68節，那麼上述反應必然更加強烈。這個形象與新約聖經

所描繪的神明顯有衝突。究竟我們可以怎樣解說其中的分別，甚或使這兩

個形象融合為一呢?或許馬吉安 (Marcion) 真的說對了，舊約聖經的神

與耶穌基督在新約所展示的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神明。 S7

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吉語行為理論 (s peech- act theory ) 的新近

56 我們不可把“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之外"解作“和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有

)lIJ" ，或“相對於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而吉"或“跟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抗
衡"。這句話的用語有所省略，應讀作“在何烈與他們立的約〔的條款〕之

外這樣就與“立約的話"一語一致。支持西奈山之約與摩押平原之約是同

一份約的論述，見P. A. Barker, The Triumph 01 Grace in Dellleronomy : F，ωIhless 

lsrael, Faithfit! Yalnνeh in Deuteronomy (Patellloster Biblica l Monograpl芯 ; Carlis le, 

UK; Waynesboro, GA: Patellloster: 2004), 1 J 2- 1 6 。

57 馬吉安是公元前 |世紀的異端人物。

797 扣肌二十九1出\69) 國

發展 ，就能夠更妥貼地瞭解到這些福氣和詛咒的修辭目的和證道意涵 。

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可以明白到本段經文對其受眾的意義。這受眾不

單是當 日的聽眾，也包括日後在公共崇拜中聆聽誦經的會眾 (申三十

9- 13 ) 0 S8 我們要問的是 摩西要用這些話語來帶出甚麼效果呢?根據

言語行為理論，文本上的字句是摩西的“話語" (loc ution s) ，而他要

利用這些話語來帶出的效果則是他的“語內表現行為" ( illocution ) 。

聽眾怎樣理解他的話語 ，又怎樣回應，則是摩西話語的“取效行為"

(perlocution ) 。摩西要在語內表現的是牧養上的議程 ， 而這些福氣和詛

咒則是這議程的高宰。藉著這長篇演講詞，摩西闡述了進入聖約關係之後

的特權和義務。他把這些福氣和詛咒放在演講詞的結尾，實際上是作獻身

呼召，要求百姓對上主的榮耀和聖名生出敬畏之心，又要在感恩之中敬

畏順服，承認上主的主權，遵行上主的旨意 ( 58節;參十 26-28 '三十

11-20 )。摩西以牧者的身分，為百姓展示了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他列出

因著順服而得享的福氣 ， 又列出因叛逆而要承受的災殃 ， 兩段文字都是為

了使百姓留心，要他們生出懼意，讓他們知道落在念恕的神手中有甚麼下

場。 S9

聖約在歷史中的諷行 以色列的歷史是違背摩西的信息的歷史。上文

曾經強調，摩西以上主在利未記第二十六章宣告的祝福和詛咒為基礎，來

建立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信息 。古代近東契約大多有長篇的祝福和詛咒文

字 ，由此觀之，如果說祝福和詛咒是上主與以色列之約的基本元棄之一，

也不算甚麼新鮮事。 6。如此說來，北國於公元前722年亡於亞述之手，受

盡這稟所預吉的災禍 ，而南國猶大的下場也是一樣， 於公元前586年被巴

比倫所滅，這兩件事並不代表上主的聖約已被廢去，反而表明聖約的細則

58 論及吉語行為理論在釋經上的應用，見K. J. Vanhoozer, l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sl? The Bible, The Readel; and Ihe Morality 01 Literwy Knowledg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 998)， 20 1-80 。

59 參D. B. Sandy, Plo附加res & Pruning Hooks: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01 B山ical

Prophecy and Apocal月Jlic (Downers Grove, IL: In terVars ity Press, 2002) , 89 。

60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確認的聖約，就有這樣的一句篇末結語(幸IJ二十六46 )

“這些律例、典章和條例，是上主在白己和以色列人之間，在西奈山藉摩西賜

給以色列人的。"重要的是，這結語的上 節經文就提及上主與出埃及那一代

人所立的約，並且用上立約公式語 z 而再讀上去就是連串的福氣和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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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生效。

令人感歎的是，當敗亡的日子越來越近，百姓就越會抓豎上主 ， 要

上主給他們保障，尤其是南國猶大的于民。他們的安全感來自上主的四

個應許 (一)上主已經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

及其子孫 ， 永遠不會收回 ; ( 二)上主已經在西

這些警告就是要激

發盼望和懼意 ， 而盼

望和懼意正是抗拒背

道和鈑迎的良方 。

奈山與以色列締結了婚盟，永遠不會背棄他們，

(三)上主已經立了大衛及其後裔作以色列的

王，世世不絕(四)上主已經選擇了耶路撒冷

作為自己的居所，永不遷離。 6 1 可是他們卻忘記

了，要領受上主所應許的福氣 ， 就必須事奉賜福

的上主，也要把上主的啟示展現於世人眼前，換

吉之就是按照聖約所啟示的方式來過活。他們也

忘記了，利未記第二十六章和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祝福和詛咒都是聖約的

一部分。正因如此，當耶利米和以西結警告末日將至的時候，這兩位先知

也曾大量引用聖約的詛咒。

到了公元前7世紀，拜偶像、藐視上主、不遵行上主旨意等行為已是

根深抵固 ， 上主再也不能容忍以色列人的惡行。事實上，如果上主無視百

姓的持續叛逆，不施行這里所記的詛咒，那麼上主反而是違背了自己在約

中的承諾 。 正如以西結(代表上主)所說 ， “我是上主 ! 我說的話必定實

現。" ({新普及~) 0 62 這里說要實現的 ， 其實不是以西結的預吉，而

是上主在立約之時所作的承諾，包括要滅絕以色列人。

在舊約聖經中，這些福氣和詛咒的呼應和引用所在多有，而最能繪

聲繪影地表達其意義的，就是列王紀下第二十二章 。那襄提到有人在聖殿

發現7律法書的卷軸，以及約西亞王對這事的回應。當宮廷書記沙番向王

誦讀律法書的時候 ， 王就撕破了衣服。約西亞知道國民一向沒有依據律法

書的教導來生活，因此懼怕上主會按照書卷上所寫的，向以色列人大發怒

火 ( 13節)。他吩咐臣子立刻就書卷上所記的向上主求問。先知戶勒大領

受了神諭，說上主已經立意要 “向這城和這城的人降下災禍 ， 猶大王所讀

61 詳細論述見ßlock， Ezekiel Chaplers 1-24, 7-9, 1 6 。

62 見結十二25 '十-1::::24 '二十二 14 ' 三十六狗，三十-1:::: 14 。

799 申二十八1~二十九T 向，69) 國

的那卷書上的話全都要應驗 " ( 16節， (新普及~ )。上主透過戶勒大宣

告 ，因為百姓背棄了上主，隨從其他神明，現在已是上主怒氣爆發的時刻

( 17節)。約西亞雖然不用親眼目睹猶大國滅亡的慘況，但國家已命定要

成為廢墟 63 承受詛咒( 19節)。“無論約西E做甚麼，也不能使上主的

怒火熄滅。

當詛咒應驗的時候，猶大國就按照律法書上所記的亡國了。那些受了

迷惑的民眾竟然還責怪上主背約，可是但以理卻能看出賣惰，一針見血地

在禱告中說:

“我們沒有服從上主我們的上帝，沒有道行他藉著自己的僕

人眾先知傳給我們的訓誨。以色列人全都違背了你的訓誨，離棄

了你，拒絕聽從你的聲音。

“所以 ， 因若我們的罪，那些記在上帝的僕人摩西的律法書

中的嚴厲詛咒和審判，現在已經傾倒在我們身上了。你的確言出

必行，你對我們和我們的統治者所做的，跟你從前警告的一樣。

耶路撒冷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災難，摩西律法書上對我們的

一切詛咒，全都變成了事實。然而我們既拒絕離棄自己的罪，又

拒絕認識上主我們上帝的真理，不肯藉此尋求他的憐憫。因此，

上主把他預備的災禍降在我們身上。上主我們的上帝所做的這一

切都是對的，因為我們並沒有服從他。" (但九 10- 14 ' {新普

及} ) 

然而，最令人詰異的還是上主出人意外的忍耐和恩典。如果他要更

早就降下災禍，也絕對沒有超越聖約所賦予的權利。以色列歷史中該受詛

咒的處境包括:王國時代之前士師治理的時期 ; 所羅門作王之時(王上十

~十二)其後的君王，不論南國北國 ， 也曾屢屢帶領臣民叛逆上主，

敬拜偶像。然而 ， 上主卻耐心等待 。當然，上主也曾降下 兩種災禍，為

的是喚醒他的子民，要他們回轉。上主實在是不輕易發恕的神(出三十四

63 王下二十二 1 9的 hãyâ ICsammâ 是從申二十八37借來的 。

64 單數的 qClãlâ 呼應申二十八 1 5 、 45的同一個眾數詞語 。



........__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800 

6-7) 

以色列人叛逆上主數百年 ， 上主才忍無可忍。最終，北國於公元前

734至722年被亞述所減 ; 南國以及大衛王室 ， 也在公元前58 6年亡於巴比

倫。百姓的下場也一如聖約詛咒所記，悲慘不堪。仍然而，儘管北國以色

列敗亡 ， 南國猶大被攝，但卻不等如上主已經取消或破壞7聖的。相反，

這些事正好表明聖約仍然生效。上主暫且不再降下福氣，而代之以災禍，

乃是依據聖約文件(利二十六)而行，也未曾違反摩西所宣告的話(申二

十八) 。

當代應間

新約聖經明明白白地宣告，在基督裹的人已被救贖脫離律法的

詛咒(加三 13 ) ， 因此基督徒很容易會疏忽了申命記第二十八

章(及利二十六)的教導，以為這些經文是舊時代的老調，只

適合考古學家研究，對今天的信徒而吉，這一切都是無關痛癢的。然而，

我們必須時刻追間 ， 究竟這類經文有沒有永恆且與我們切身有關係的意義

呢?下文將從幾方面作答。

詛咒的勸勉作用 摩西在第二十八章以詛咒作為修辭手段，其實並不

是申命記或舊約聖經所僅有的 ， 在新約聖經也有例子。耶穌曾對門徒說

“你們若愛我〔也就是在約中委身於我) ，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約十

四 1 5 、 2 1 )這句話呼籲信徒以聽從上主的話來表達自己忠誠守的 ， 其含義

與摩西的開場白一致(申二十八1-2) ，並且在連篇詛咒之中屢屢重現 。 “

事實上，在這 旬呼顯門徒跟從基督的話之後，直到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真葡萄樹的比喻，我們似乎看到和申命記第二十八章如出一轍的祝福與詛

咒。其中有 個例子至為明顯，耶穌為了激勵聽眾，便應許結果子的枝條

能夠住在他的愛裹，並得享喜樂滿足(約十五10- 1 2) 他又詛咒不結果子

的枝條，說它們要被扔進火稟燒掉 (6節)。這襄所說的“結果子 " 意

思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耶穌的應許顯然是呼應申命記二十八章 l至 14節，

而他的詛咒自然就是呼應申命記的詛咒(二十八1 5-68)。

的 見D. Stuart, Hosea-Jonah (WBC 訓; Waco, TX: Word, 1987), xxx i -xli i 。

66 申二十八9 、 1 3 -1 5 、 20 、 45 、 47 、 58 、 62 。

801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C二十八的〕 國國

這種勸勉手法也見於新約聖經的書信。例如保羅就曾寫道 :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在思想上與神為敵 ， 行為邪惡。但現

在神藉看他愛子肉體身軀的死，使你們與他自己和好，為要把你

們旱獻在他面前 ， 是聖潔、沒有瑕疵、無可指摘的，只是你們要

在信仰裹堅守，奠定基礎，堅定不移，不受動搖，偏離福音的盼

望。(西一2 1 -23上 )

保羅的受眾與摩西的聽眾 樣，都宣稱自己是神的子民，但保羅仍然要警

誡他們，除非他們始終如一地持守信仰 ， 否則他們在基督面前的純全聖濛

也是炭是可危的。他寫信給羅馬教會的外族信徒，說得極為具體 :

如果有幾根枝于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枝卻被接上去，分

享橄欖樹肥美的樹根，那你就不要對原來的技子誇口。如果你要

誇口 ， 就應該想一想 不是你支撐著樹根，而是樹根丈撐著你。

這樣，你會說， “那些枝子被折下來，是要讓我接上去。"不

錯，他們因為不信而被折下來，你卻靠著信心站立得住。你不要

心高氣傲，倒要心存畏懼。因為神既然不顧惜原來的枝子，恐怕

也不會顧惜你。所以，你要留意神的恩慈和嚴厲 對跌倒的人，

神是嚴厲的;對你卻是恩慈的 只要你繼續留在他的恩慈里，

否則，你也要被砍下來。至於他們，只要不再繼續不信，也會被

接上去，因為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如果你是從原來的野橄欖

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違反本性地接在一棵培育而成的橄欖樹上，

那些原來的枝子，難道不更要接在本來的橄欖樹上嗎令(羅十一

17-24) 

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以色列人的下場來比照他的受眾可能要承受的終

局，他在希伯來書十章28至3 1 節這樣說:

人背棄了摩西的律法 ， 憑著兩三個見證人，尚且要處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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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憐憫，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把那使人成聖之約的血當作不潔

淨的，侮辱賜人恩典的聖靈，你們認為這人不應該受到更嚴厲的

懲罰嗎?因為我們知道說這話的是誰。他說 “報復在我，我必

報應。"又說 “主必審判他的子民。"落在永活神的手衷，實

在叫人惶恐。

802 

棋肪把恩典視為當然 摩西在本段經文發出警告，目的是警戒聽眾不

要把恩典視為理所當然。正如舊約聖經中的以色列人一樣 ， 基督徒也會受

到試探，以為領受神的恩典是天經地義的，以為自己合該站在神的面前。

這些警告就是要激發盼望和懼意，而盼望和懼意正是抗拒背道和叛逆的良

方。的

這段經文是要提醒每一代的讀者，得享豐盛和自由並不是人的基本權

利，也不是無條件的。我們蒙召在基督裹與神建立關係，得以披戴神的名

號，是 種至高的特權和榮耀(申二十八8-10 ;參彼前四 1 2 -1 9)。我們既

然得到這樣的位分，就必須以忠誠來作回應，而表達忠誠的方法就是服從

神所啟示的旨意。服從神或會激怒某些人，但卻能贏得神的讚許;相反，

不依從我們的宗主的旨意而活 ， 或許能取悅別人於一時，但卻會惹起主的

怒氣。

主主始終掌權 從這段經文可見 ， 上主雖然受自己的承諾所限 ， 但

他始終是宇宙的主宰，在萬事上有主權。他興起多國，又使多國敗亡。他

不但以自然界為工具，包括乾旱、疾病和各種天災，也用人類作為媒介。

與古代近東文化的觀念不同 ， 天災並不是邪惡力量的作為。聖的之主既有

權也有能力降下災禍。如果他的于民做出叛逆之事，他也會對他們施行懲

罰。這段經文提醒每一代的信徒，任何人如果活在罪中，他就沒有永恆的

保障。要驗出真正的信仰，最終並不在於唸誦認信文 ， 而是在於怎樣活出

信徒的生命。

在世人面前為根l'作見誰 現代牧者所傳的，不少是博取健康與財富的

的 關於這段經文及其他相類的經文 ， 詳細論述見L. L. Non 悶， “The FlInction ofNew 

Testament Warning Passages : A Speech Act T heory Approach" (PhD di ssertat ion,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IL, 20 11 ) 。

803 申二十八1~二十九1 同八的 國

福音 68 但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信息卻與之大相逕庭。這段經文提醒每

一代的信徒 ， 神救贖我們，並藉此呼召我們在世上作他的代表，是要我們

用生命來彰顯基督的更新大能。這是一個滿有榮

耀的特權。第 1節和第9至 10節概述神為他的子民

而描繪的異象，就是要突顯出這個特權。這不單

是給舊約以色列人的異象，也是給當代教會的異

象。神要把我們高舉，超過這地上的萬國，但卻

不是為了我們的榮耀，而是為了他的名，因為我

們正披戴著他的名號。

我們蒙召作神的聖民，要進到世人之中，讓

世人按神的名來稱呼我們(第 10節，字面上的意

思是“上主的名在你身上被稱呼" )。世人既然

能夠在我們身上稱呼神的名 ， 也就是說神的名已

以色列人不是為自
己的緣故而被呼召 ，

而是為要承擔使命 ，

作上主救贖世人的工

具 。 這個道理在我們

身上也是一樣。

烙印於我們身上 。我們要不是已經烙上了神的名(參五 11 的註釋) ，就是

像以色列的大祭司一般(出二十八36-37 ) ，額上繫住一塊刻上“歸上主為

聖 " 的牌子。這個標記反映出我們的使命 以生命和證詞向世人宣告，神

是滿有恩典的，能夠為他們行大事。

然而，正如上主在出埃及記十九章4至6節親口所說，而摩西又在申

命記二十六章 1 6至 19節重申的一樣，要實踐這個使命，神的于民就必須效

忠於上主 ， 也就是聽從他的聲音，謹守他的聖約。以色列人不是為自己的

緣故而被呼召 ，而是為要承擔使命 ， 作上主救贖世人的工具 。這個道理在

我們身上也是一樣。以弗所書指出 ，神揀選了罪人，認他們作兒女，又以

自己的名給他們作印記，使他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弗 子5 ) ， 更讓

他們超過世上的萬國，給他們各樣的福氣和屬靈的恩賜。這一切都是要這

些最先把盼望寄託在基督身上的人，可以藉著生活使神得看榮耀稱讚(

6 ) 。我們蒙召是為了 “稱讚、聲名和榮美" (申二十六 1 9 ) ，願我們毋

的 Joe l Osteen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見Your Besl Life Now: 7 Sleps 10 Living al 狗叫

Full Polenlial (Nashville: Fa ith Words, 2004) 。 其批判見Dav id van B iema and Jeff 

C仙，“Do巴s God Want YOll to Be Rich?" 刃lI1e (S lI nday, Septe l11 ber 10, 2006) 。 論及

這類福音， W. C. Ka i se r 的回應甚有助益，“The Old Testament Case fo r Materi al 

B l ess i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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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這呼召帶來的盼望 ， 也毋忘聖徒的基業是多麼榮耀豐盛。我們也不要忘

記 “我們是他所造之物 ， 是他在基督耶穌里所創造的，為要叫我們做美

善的事，是他早已預備好的，要讓我們行在其中" (弗二 10 ) 。這句經文

的意思是，我們的行事為人要與我們所蒙的呼召相稱(四 1 )。

以弗所書餘下部分(弗四~六)的作用，與申命記第十二至二十六章

實在毫無二致。既然這是極崇高的呼召，那麼拒絕這呼召附帶的責任自然

要承受相應的懲罰，這絕對是可以理解的。套用耶穌的話來說，就是所有

不結果子的枝條(不行義)都要被剪去 ， 枯乾了，再被扔進火稟燒掉(約

十五2 、 6 ) 。 這是給每個世代的信徒嚴正的警告。

申二十九2個28 (1-27) 

申命記二十九章2 (1) 節至三十章20節導論

就著申命記的整體流程而論，第二十九至三十章是摩西的第三篇演講

詞，也是他離世之前的最後一篇演講詞(三十四 1 -12)。這篇講章可以分

作幾個較短的段落，並有相同的文學元素把各段落串連在一起 ( - )強

調針對當下的事(“今天" ) ; 2 ( 二 )以類同的詞彙指稱詛咒 (及祝

福) ; 3 (三)提及“寫在這律法書上的約" (二十九2 1 ) (四)指出

“心/思想"就是問題的根源，也是答案的核心 ; 4 (五)這兩章通篇都與

第四章遙相呼應(見下文) ; (六)與第一篇演講詞的其餘部分 (一~三

章)及第二篇演講詞多有連繫; 5 (士)採用 7古代近東條約的詞彙和形

式 ，而這兩章更是靠著這些詞彙和形式連起來; 6 (八)兩章的主題都涉及

“知識與無知" 。 7

一般中、 英文聖經與原文的分章之處不同，因此節碼比希伯來文聖經例高

號。為方便起見，*詮釋書所用的節碼一概依據中、 英文聖經( <新漢語

同> ) 
2 見二十九4 、 10 、 1 2 、 1 3 、 1 5上、 1 5下 、 1 8 、詣，三十2 、 8 、 11 、 1 5 、 1 6 、 1 8

上、 1 8下、 1 9 0 

3 見 haqq<lä衍，即“詛咒" (二十九27 '三十 l 、 19 ) ; hä 'älâ / 'äl針， 即“約

的詛咒/詛咒" (直譯 ， 二十九 1 2 、 1 4 、 1 9 、 20 、叭 ， 三十7 ) ，尤其是 ，叫“

habb叫I ' 即“約中的詛咒" (直譯 ， 二十九2 1 ) 

4 申二十九4 、 1 8 、 1 9 '三十 l 、 2 、 6 、 1 0 、 1 4 、 1 7 。

5 論及這些連繁，見Timothy A. Le n c h此 ， Choose Life! A Rh etorical- Cri ti cal 

!nvestigation of Deuteronomy 28:69-30:20 (Rome: Pontifical Bib lica l In st itllte, 

1 993)， 114-1 8 。

6 已發現的古代近東條約元素包括 述史序吉(二十九2下-9 ) 、 宣告願意守約

(二十九 10 - 1 5 ) 、契約條款(二十九 1 6-20上 ) 、呼喚見證人(三十 1 9上)

祝福和詛咒(三十 1 5- 1 8 、 19下令0 ) 。 上述的元景是把A. Ro俗的方案略作修

改而成，見“The Covenant in the Land of Moab (Dellteronomy 28:69-30:20)," in 

Das Deuteronomium: Entstehung, Gestall lInd Botschaji (ed. N. Lohfink; BETL 68; 

LOllvain : LOllvain Un iv. Press, 1985), 310-20; reprinted in A Song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Song (ed. D. L. Chri stensen; Wi nona Lake, IN : Eisenbrallns, 1993), 269-

80 。

7 申二十九4 、 24 、 訝 ，三十 11-14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806 

除了這些統一的元素之外，學者也曾舉出各種證據，證明這兩章所用

的資料有原始層次與後補層次之分 。 B 可是 ， 儘管這兩章的確有不甚連貫

之處，而文風又真的前後有別 ， 但也可能是受到文本的說理性質和證道目

的所影響 ， 又或者是由於發表演講詞當天的處境所致 。 摩西的臨終勸勉在

這里進入了高潮 。 他呼額百姓服從上主的旨意，就是上主在西奈山啟示及

寫在“律法書"上的話語;又要依從這旨意而過活，因為只有這樣選擇才

能避過死亡，得看生命 。

摩西究竟在怎樣的處境之下發表這篇告別演說 ， 我們無從確知 。 從

那些提及祝福和詛咒的文字可見，聽眾應該對第二十八章十分熟識，而且

“今天" (二十九 1 0 - 13 ) 所舉行的儀式並不是第二十六章 1 6至 19節提及

的禮儀 。 然而 ， 發表這篇演講詞的日子與早前的領受聖的之禮(十二~二

十六，二十八章 ) 究竟相隔多久，我們卻是無從確定 。 按理推想，摩西應

該在宣講第 、二篇演講詞之後，又再召開全民大會(二十九2 ) ， 以作

最後一次勸勉 ， 呼籲百姓忠誠守約 ， 並主持最後 次禮儀 ， 讓百姓再次自

行投入於聖的的規範之中 。 或許摩西所主持的就是第二十t章所規定的禮

儀 ， 而今天的舉動只是那個禮儀的第 階段，將來百姓要在示劍把它完

成 。

如果按照內容和時序標記來區分，我們可以把本段經文分為五個部

分 ， 排作ABABA形式 。 各個“A" 部分的對象都是當前的聽眾 ， 而“B"

部分則是針對將來的事 。 前者(二十九2- 1 3 、 29及三十 1 1-20 ) 的流程較為

順暢，意味這部分是演講詞的主體 ;後者 (二十九14-2 8及三十 1-10 ) 論到

來日的情況，可說是離開 了演說主線的題外話 。 就著目前的結構而論 ， 摩

西的臨終演講詞就如一齣舞台劇，共有四幕，當中的情節與上主和他的子

民有關 。 第一、二幕和最後 幕都可以再分作兩場，而第三幕則是全劇的

高潮，但卻只有一場 。 情節的發展如下表

8 論及新近的研究進路 ， 見ßarke r， Triumph of Grace, 108- 10; Lenchak, Choose Life' 

32-36 。

807 申二十九2-28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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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個告車 誦漢語譯車 間告車

2摩西召來全以色列 3 對他們 2摩西召了以色列眾人來，對 與今天每一個在這里與我們一起站

說 ， “上主在你們的眼前 3 在埃及地 他們說 “耶和華在埃及地，在你 在上主我們神面前的人 3 以及那些

向法老和他所有的僕人以及他全地所 們眼前向法老和他原臣僕 ， 並他企 今天沒有在這襄與我們一起的人 。

做的一切 3 你們都親眼看見了 J就 地所行的一切事，你們都看見了 ， 16 “ 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 16 “我們曾住過埃及地，也從

是你們親眼看見的那些大考驗、神 3就是你親眼看見的大試驗和神 曾經住在埃及地 2 也曾經從列國中 列國經過，這是你們知道的。 17你

蹟和大奇事。 4但直到今天 3 上主選 蹟，並那些大奇事。 4但耶和華到 間經過 。 17你們見過他們的可憎之 們也看見他們中間可憎之物，並他

沒有賜給你們能領悟的心 3 能看見 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 物 3 以及他們那襄木的、石的、銀 們木、石、金、銀的偶像。 1日惟恐

的眼睛 3 能聽見的耳朵。 5我己領你 見、耳能聽見。 5我領你們在曠野 的、金的偶像， 18因此要小心 3 不 你們中間，或男或女，或族長或丈

們在曠野行走了四十年 3 你們身上的 四十年，你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芽 然你們中間會有男人或女人 2 有宗 派長，今日心襄偏離耶和華我們

衣袍沒有破，腳上的鞋子也沒有破。 破，腳上的鞋也沒有穿壞。 6你們 族或支派 3 今天心襄就轉離上主我 的神 ， 去事奉那些圓的神。又怕你

6餅 3 你們沒有吃 3 清酒和濃酒 ，你 沒有吃餅，也沒有喝清酒、濃酒， 們的神，去服侍那峙民族的神明 3 們中間有惡根生出苦菜和茵藤來。

們也沒有喝 ，這是要讓你們知道， 這要使你們知道，耶和華是你們 不然你們中間會有根長出毒草和苦 19聽見這詛咒的話，心里仍是自詩

我一上主才是你們的神。 7你們 的神。 7你們來到這地方，希實本 艾， 19有人聽見這誓約的話，還在心 說 .ι 我雖然行事心襄頑枝，連累

來到這地芳，希實本王西宏和巴珊 王西宏、巴珊王噩都出來與我們交 襄自誇說 : ‘儘管我按頑硬的心而 軍人，卻還是平安。'卻耶和華必

王噩出來與我們爭戰，我們就擊殺 戰，我們就擊殺了他們。 8取了他 行， 也會平安無事 I '這要使飽澤 不饒恕他，耶和華的怒氣與憤恨要

了他們， 8取了他們的地，給了呂便 們的地給呂便丈派、迦得丈派和瑪 的和乾旱的一併被掃滅 。 20上主決不 向他發作，如煙冒出，將這書上所

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產 拿西半丈派為業。 9所以你們要謹 願寬恕他 2 相反 3 上主的怒氣和他 寫的一切咒詛都加在他身上。耶

業。 9你們要謹守這約上的話 ，並要 守遵行這約的話，好叫你們在一切 的嫉妒必會向這人發作 3 要將寫在 和華又要從天下塗抹他的名， 21也

道行，好使你們所做的一切都順利 。 所行的事上亨通。 這書上的一切詛咒降在他身上，上 必照著寫在律法書上的中的一切咒

1。“今天你們所有人都站在上主 10' 11 “今日你們的首領、族 主要從天下抹去他的名。 21上主要從 詛，將他從以色列眾文派中分別出

你們的神面前 ， 就是你們的首領， 長、長老、官長、以色列的男丁、 以色列各支派中將他分離出來，使 來，使他受禍。

你們的族長 3 你們的長老，你們的 你們的妻子兒女，和營中寄居的 ， 他受禍，正如所有寫在這律法書上

官長 3 還有以色列的每一個男丁， 以及為你們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 的約中誓吉那樣 。

11你們的孩童 3 你們的妻子 3 你們 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12為要你順 22 “後代的人都要談論 3 無論 位“你們的後代，就是以後輿

營中的寄居者 3 連同那為你們砍柴 從耶和華你神今日與你所立的約， 是你們以後所興起的子孫 3 還是從 起來的子孫，和遠方來的外人，看

打水的， 12為要讓你們進入上主你 向你所起的誓。 13這樣，他要照他 遠地而來的外族人 3 他們看見這地 見這地的災殃，並耶和華所降與這

們的神所立的約、昕起的誓 3 就是 向你所應許的話，又向你列祖亞伯 的災殃 3 和上主在這地所降下的疾 地的疾病， 23又看見遍地有硫礦，

上主你們的神今天與你們所立的 3 拉平、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 病， 23遍地硫礦、鹽函，火焰燃燒 3 有鹽曲，有火跡，沒有耕種，沒有

13為要他今天可以興起你們做他的百 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 不能耕種，不能出芽 3 上面寸草不 出產，連草都不生長，好像耶和華

姓 3 他可以做你們的神 3 照他對你 14我不但與你們立這約 ，起這誓， 生 3 就像上主在怒氣和怒火中覆滅 在悲怒中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

們所說過的 3 也照他對你的先祖亞 15凡與我們一同站在耶和華我們神 的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一 拉、押瑪、洗扁一樣。 24所看見的

伯拉罕、雅各、以撒所發的誓 。 14我 面前的，並今日不在我們這里的 樣， 24萬國都要說:已為甚麼上主向 人，連萬國人，都必問說 ‘耶和

不單是與你們立造的和這誓， 15也是 人，我也與他們立達的，起這誓。 這i也這麼做吉為甚麼他發這麼大的 華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B

新漢語譯車

怒氣呢 ? '叫也們必說 . ‘是 因為他

們離棄了上主他們先祖之神的約 3

那約是他領他們從埃及地出來之後

與他們所立的。訪他們去服待他們所

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3 向它們跪拜，

這並不是上主許可的 。 27所以上主的

怒氣向這地發作， 使寫在這書上一

切的詛咒都發生在這地上。 28上主在

怒氣 、 怒火、忿怒中 ， 將他們從他

們的土地上拔出 3 摔在別處 3 就像

今天這樣。刊3

經文臣章

810 

個台車

烈怒是甚麼意思呢?' 25人必回答

說 . ‘是因這地的人離棄了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神，領他們出埃及地的

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街去事奉敬

拜素不認識的別神，是耶和華所未

曾給他們安排的。 27所以耶和華的

怒氣向這地發作，將這書上所寫的

一切咒詛 ， 都降在這地上。羽耶和

華在怒氣、悲怒、大惱恨中，將他

們從本地拔出來，初在別的地上，

像今日一樣。'"

從上表可見 ， 第二十九章的情節可以分作兩幕。第一幕是慶賀

立約之恩 ( 2-13節) ，第二幕則陳述這恩典將來會被人唾棄

( 14羽節)

第一幕:在今天慶賀立約之恩(二十九2-13)

本段經文以 旬教事文作引吉 ( 2節) ， 表示下文是在一個正式的場

合中發表的一篇正式演說。 9 摩西這場臨終演說雖然立足於今天 (4 、 10 、

1 2節) ，但卻首先要聽眾回想上主往日的恩典 (2-9節) ，更要他們誠心地

投靠這位施恩之主 ( 10-13節)。

在今天回想主主往日的恩典( 2 -9節) 這個作為開端的段落匯集了

許多曾在申命記其他地方出現的詞語、短語和從句。至於較為重要的新

元棄，包括描述以色列人的直乏(第4節 心不頓悟、眼看不見、耳聽不

見，第6節，沒有吃餅、沒有喝酒) ，以及第9節用 J " JII買不Ij"一語的目的

從旬(在申命記中僅出現這一次)。這段經文回顧了以色列人與上主交往

的歷史 (2下- 8節) ，接著就扼要地呼額百姓作出回應 ( 9節)。這段歷史

9 正如出十二21 ' 三十六2 ; 1' IJ十4 ; 申五 1 '三十一7 。

811 申二十九泣的-27) 盪

撮要的焦點有二 ，包括上主的救贖和供應 ( 2下-6節 ) ，以及以色列人怎樣

對付河東二王 ( 6 -7節)。這兩部分各有兩項元素，首先是憶述上主的行動

( 2下-3 ' 5節) ，接若是 句陳詞，描述以色列人的置乏 (4 、 6節)。

摩西面前的聽眾大都生於曠野流浪的40年間 ， 未曾親歷舉國從埃及蒙

神救贖的事件。為了讓他們留意上主往日的作為，摩西便把聽眾當作是當

天的見證人來發言。 l 。 這一代人已經確認了上主在西奈山所立的約，因此

他們也有資格站在祖先的位置上 ， 就如曾經目睹上主在埃及所行的神蹟奇

事一樣。

第4節甚為費解。如果我們依照希伯來文原文的語序來讀 ， 或許對理

解這話有幫助: “上主還沒有賜給你們能領悟的心，能看見的眼睛，能

聽見的耳朵，直到今天 。 " 11 經文既提及“領悟"貝問則1]隱意昧

睛"和“耳朵"都是指用來理解事物的感宮。 l口2 總的來說，出埃及的那

一代人並不明白上主的行動在啟示、救贖和立約上的意義(九l卜-24ι; 參一

l門9-4材6 ) ， 但這一代人卻能夠明白。透過摩西這最後 篇的教牧;演寅說'上主

給以色列人賜下了能頓悟的心、能看見的眼睛、能聽見的耳朵。 1 3 接下來

的重申聖約之禮，以及第三十章 11至 14節的陳詞 ， 也預設百姓對此有所瞭

解。

摩西回顧在曠野流浪的日子裹上主所做的事，並以第一人稱代上主

發吉。這段回憶雖然與第八章2至4節相類，但焦點卻略有不同 。(-)摩

西早前說在旅途中的以色列人“腳也沒有腫"而上主在這稟則說百姓腳

上的鞋子沒有破。(二)摩西早前強調挨餓和嗎哪都是磨練，而上主在

這里則指出那些磨練也有啟示的作用。正如出埃及的偉大作為一樣(四

32-40 ) ，那些磨練讓百姓知道他們的神就是上主。上主沒有供應餅、清酒

10 參三2 1 '四3 、 9' 五日，十21 '十一7 。

11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feronomy, 275 。也就是說 1 以色列人有如摩西在四
28所形容的，成了木頭和石頭所製造的偶像，不能看、不能聽、不能吃、不能

聞。參詩一一五4-8 ' 一三五的-1 8 。

l口2

保羅說“你們心中的眼睛已被照亮一一可以知道 .... " (弗一 1 8) ， 也是建基

於相同的概念。

13 這樣， “直到今天"一語所指的不單是這個重申聖約之禮所舉行的當天，更是

摩西發表現在這最後一篇演講詞的背景。參-5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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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濃酒(這些都是主要的農產品) ，而是用嗎哪和水養活了他們 。 1 4 上主

拯救的作為也不能在出埃及那一代人身上達成的事，沙漠裹的直乏顯然做

至IjJ 。

在歷史回顧的第二部分，經文聚焦於當前這一代人與希實本王西宏和

巴珊王噩的周艇 。 上代人不願從加低斯 巴尼亞進入迦南(一 1 -40 ) , 

表明了他們的不信，而這一代人進擊亞摩利二王，貝1]表明 7他們信靠上

主 。 呂便 、 迦得和瑪拿西半個支派在河東分地，更是他們信靠上主的具體

見證 。

第9節是第二十九章全章的關鍵 。 摩西在這稟呼籲聽眾要持續地向上

主證明自己的忠誠'要藉著遵行這約上的話來表示守約 o 出埃及那 代人

曾經立志守約 ， 而摩西將要主持的禮儀，就是要當前這 代人重申父輩們

的志願 (二十六l吋6ι似-仆19叫) 。 他們在戰勝亞摩菲利1]二王 事上表明了自己對聖約

的熱誡 。 造稟

是來日享受褔氣的關鍵 。 第二十八章 l至14節已對這些福氣有一番提綱鞏

謂的描述 。

今天就領受主主的恩典 (10-13節) 雖然大部分學者都把這個段落

延伸至第 15節 ， 但經文的句法卻表明應該在這襄分段 。 第 10至 13節組合成

一句複雜的句子 ， 核心是一旬主旬 ， 並連接著兩句目的從句 。 這兩句目的

從句各自再分成兩個部分 。 這幾節經文可以這樣翻譯

今天你們都站在上主你們的神面前 ，

r :向你他 (付1 ) 上
( 2幻) 和他所起的誓

(二) 並為要 ( 1 )讓他可以興起你們做他的百姓

( 2) 和他可以做你們的神

這個段落餘下的文字都是上文的註釋，配合句子的結構、用語和三次

出現的“今天" 詞，共同描繪出一個嚴肅的典禮畫面 。

典禮的本質 開端的從句為這段經文定調。 N ip h a l形式的 nã$ab (安

14 也有鶴鳴出十六 1 3 ; 民十一3 1-32 ; 詩-0五40 。

813 申二十九2-28 (1-27) 盪

置自己 ) 指“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 摩西在第四章 10節要用兩個詞語才能

表達出同樣的意思 。 短語“在上主你們的神面前，不但進一步證賣了上述

解釋，更把將要發生的事連繫於出埃及那 代人在西奈山/何烈山舉行的

立約禮儀 。

參與典禮的人 在第 10至 11節的其餘部分，

摩西詳細列出立約禮儀的參與者 。 首先，他籠統

地指稱“你們所有人"接著就是參與者的名

單。 這是一份正式宗教聚會的參與者名單，而

且是舊約聖經中最詳盡的 。 這份名單列出八類人

物 ， 看來是由尊至卑排名 ， 但也可以按內容 ( 首

四項都有尊號和行政職責)和句法 (以四項為一

組，每組的第四項都有連接詞作字首 ) 把他們

分作兩組 。 其中三個行政職稱都曾在申命記中出

上主拯救的作為也
不能在出埃及那一代

人身上達成的事，沙

漠里的直乏顯然做到

了 。

現 1 5 另一個職稱 (sibtêkem ) 在申命記向來都是指 “你們各支派" (一

的， 五23 '十二5 ' 三十一28 ) ，因此並不合乎本段文意 。 Sebe! 的詞根可

以解作“杖、棒" 。 有見及此，把這個詞解作 “執掌權杖的族長"也吉之

成理，於是便翻譯為“族長" 0 16 

第二組參與者全是平民-男T 、孩童、妻子和寄居者 。 摩西把第四項

加入名單之中 ， 足以表明這個典禮是接納所有人的 。 經文又進 步解釋何

謂寄居者，就是那些“為你們砍柴打水的" 。 這個短語是以例子來代表整

體 ，也就是指一切幹粗活的外來人 。 1 7

典禮的目的 這次集會有兩個目的 。(一 ) 百姓要藉著這些儀式“進

入上主你們的神所立的約、所起的蕾 " ( 1 2節)。 慣用語“穿過 ( 'ãbar) 

到的中" 1 8 的說法 ， 靈感或許來自立約的禮儀:立約雙方先把一隻牲畜劈

15 ‘“ι 你們的首領見 l叮5 '五23于'

2乞-4 、 6 、 l門9-2叩0' 二十二 l叮5 -1閃8' 二十五7-9 '二十→t三 l←' 二十九 l川0 ' 三十 9 、

2詣8' 三十二7仁' “你們的官長見一 l昀5 '十六 1昀8' 三十 2詔8 。

16 論及這個議題和其他可能性 ， 見Lenchak， Choose Life! 94-95 。

17 參書九2 1 -27 ' 基遍人的陰謀敗露之後，以色列人就指派他們去幹這些組活 。

18 這個短語在舊約聖經中只出現這一次 ， 較常見的用語是“進入 ( bô ， )約中"

(見代下十五 1 2 ; 耶三十四 川 ，結十六 8 ) 。 論及各種立約公式語，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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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分成兩半，再從中間走過，代表雙方都接受契約的規限。 1 9 摩西在這

稟採用了舊約聖經一貫的說法 ， 指明這是上主的約，而不是以色列的約，

這音也是他所起的誓。

慣用語“切割 (krt) 一份的" ({新漢語》 “立......約" ) ，通常

是指訂立全新的契約 2。但這個解釋並不符合當前的處境。 21 “誓"的詞

根是'的 ，意思是“咒罵、詛咒、宣蕾" (參結十六59 '十七 19) 。所謂

“上主的約和他的蕾"其實是用了重吉法 (hendiadys) ，意即“上主發

誓所起的約"換吉之，這是一份以詛咒為結語的契約。凡在立約禮儀中

發誓，音詞必定包括一段條件性的詛咒 ， 指明如果當事人違背了契約的條

款，詛咒就會生效。

(二)藉著這些儀式，上主確認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而他則是他們

的神。摩西在第 13節使用了立約公式語，不但喚起第二十六章 17至18節的

守約宣盲，也使人想到上主曾在西奈山發誓，在出埃及的那一代人面前立

下守的的承諾(出二十九45 ;菲1]二十六 11-12) 。摩西又明確地宣告，現今

的禮儀恰恰應驗了上主先前向他的子民所作的應許。 22 摩西這樣說，似乎

是要訴諸上主在出埃及記六章2至8節對他所說的話。然而 ， 摩西的眼光卻

未有停滯於出埃及那一代人所領受的應許，而是遠眺先祖們所領受的應許

(直1]十士7) 0 23 上主與亞伯拉罕及其子孫所“立"的約，等同於上主在

西奈山與亞伯拉罕的後裔所立的約(出十九~二十四)。今天百姓將要進

入並取得應許之地，於是上主又在摩押平原與他們確認同 份約。 24 根據

W巴infeld ， “b叫1，" TDOT, 2 : 255-56 。

19 參創十五弘 10 、 17 :耶三十四川。論及古代近東的禮儀，見We infeld ， TDOT, 

2:262-63 。

20 見Oll l1l brell ， Covenant and Creation， 的詣 。

2 1 這個用法也不是絕無例外。以西結書就把這個短語和“立約"互相替代使用

(參結十六60 '三十四25 )

22 公式語“照他所應許你的.. (直譯)在申命記十分常見 一 11 、叭，六門，九

3 '十9' 十 25 '十二2 0 ' 十五6' 十八2' 二十六 1 8 、門，二十-[:3 ' 三十
3 。在申命記中，這句話向來都是指及早前的某個“應許而這個應許是

記載於申命記所採用的原始資料之中。見J. Milgro l1l,“Profane S lallghter and a 

For l1l 11laic Key to the CO l1lpos ition of Oellterono l1ly," HUCA 47 ( 1976): 3-4 。

23 參-8 '六 10 '九5 '三十20 ' 三十四4 。

24 論及這些經文與這些約的關{系，見J. Hwang, The Rhetoric 0/ R凹的nbrance: An 

815 申二十九2-28 (1 -27) 區蜜

申命記二十六章 16至 19節所記，似乎百姓已經在摩押平原舉行過某種重申

聖約之禮 ，只是摩西認為有必要再主持另一次確認儀式 。

第二幕:將來或有人漠視立約之恩(二十九14-28)

摩西在第 14至2 1節表明，以色列人既蒙上主接納為他的約中之民，並

因此得看福氣 ， 就不可漠規上主的恩典，否則後果嚴重。為了給下文設定

場景，摩西首先陳述一句“意向聲明" ( 14-15節) ，再插入一段回憶文字

( 16-17節)。餘下的經文依次闡述兩個主題 第一，摩西以個別的以色列

人來代表整個民族，描述這人怎樣違反聖約、叛逆立約之主( 18-21 節)

第二，摩西論到整個民族的叛逆，指出這些行為對三邊聖約關係中的土地

會有甚麼影響 (22-28節)。第 14至2 1節的概念來自第四章25至28節，而兩

段經文的結構也相仿。兩段經文都預示將來會有人背叛神，並且同樣可以

分作三個部分 ( -)叛逆的情節(四25上及二十九14-的 ) (二)叛逆

的性質(四25下及二十九16-18 ) ; (三)叛逆對土地的影響(四26-28及

二十九 19-21 )。

說定場景( 14-17節) 摩西的目光一開始就超越當前的禮儀，遠眺

以色列人將來的表現。可是，他又立時 頓，插入一句題針、話，讓以色列

人回想自己過去怎樣拜偶像( 16- 17節) ，之後才用兩句反面的條件性從句

來接上前文( 18-21 節)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出第 14至 15節的結構有強調意義，首先是摩西

以重疊的詞語“造的和這誓.. (分別指的中的特權和警告)來指稱聖約 ，

其次就是經文的詞序也有強調的意思。摩西在第 15節重申，如今站在上主

面前的百姓 ， 已經與上主建立了約的關係'因此也得到了特權'並承擔7

義務。然而 ' 摩西又節夕外←生枝地提至到1]

人" 。這旬話或可指缺席的百姓， 1但旦第 l川O至 11節卻不容許我們作這樣的解

釋;所指的又或許是夕外l←、族人，但第 13節卻指明聖約是為神的于民而設的。

到了下一個分段的開端 (22節) ，摩西才解明他這句話的意思。無論如

何，以色列人與上主在今天所立的約誓，將來的以色列人也必須遵守。

Exegetical αnd Theological Jnvesti，皂白tion into the ‘Fathers' in Dellterono ll1y (W inona 

Lake， 則﹒ Eisenbrall肘， 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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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段經文明顯
論及個人，但所列舉

的人物只不過是整個

國家的代表。這個背

教者的行為 、 心態和

下場，也就是全民的

行為、心態和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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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6至 17節 ， 摩西繼續憶述以色列人在

埃及的生活，以及 直以來他們怎樣穿越其他國

家來到此地。然而，這番話的重點卻不在旅途本

身，而是途上的所見所聞。列國的拜偶像風俗讓

百姓膛目結舌。經文提到埃及，意味以色列人在

埃及首先接觸到偶像崇拜。然而，摩西心中所針

對的，也許還是摩押人(參四3 ;另見民二十五

1-3 )。在埃及的時候，上主雖曾針對偶像大顯神

蹟奇事(申四32-40 ;參出十二 12 '十八 11 ) ，但

出埃及記卻未曾提及以色列人拜偶像，直到西奈

山的金牛憤事件才有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記錄。 25

從摩西的用詞就可以瞭解他對拜偶像的態度。 Siqqû~îm ( <新漢語》

“可憎之物.. ) 一詞的詞根解作“可憎、可厭"。第二個名詞 (gill山加 ，

《新漢語):“偶像.. )“來自利未記二十六章3 0節，意思是“圓形之

物..通常用來形容羊糞。這個詞本身已是對偶像的極大侮肆。 27 上述用

詞雖然著意指出偶像是廢物、是可憎的，但當摩西列舉製作偶像的原料時

(申二十九 17 ) ，卻又似乎把它們當作是貴重之物。然而 ， 根據第四章28

節，這一切都不過是人手製造的可憐形象，沒有半點生命氣息。

親逆之徒的下場 (18-21節) 稍作題外話之後，摩西便言歸正傳。

雖然百姓己委身於聖約，但摩西仍然擔心有些人會受不住誘惑，轉去敬拜

偶像。於是，摩西重拾第十三章的語氣和筆法，向當前的聽眾和後世的人

發出警告，讓他們知道上主不同於列國的神明，他不會容忍其他神明與他

競爭( 18節)。摩西的話共有兩個部分。(一)他以首句從旬警告百姓，

25 比照書二十四 14 。以西結或許是建鑫於這句話 ，以論述以色列人往日拜偶像

的事蹟(結二十5 -9 '其註釋見B lock， Ezekiel Chaplers 1-24, 624-30 '尤參628-

29) 。這個看法還有 項證據 ， 就是以西結先知經常用來指稱偶像的用語(進

一步的論述見下註)

26 這個詞在舊約聖經共出現48次 ， 其中 39次見於以西結害。有關這個詞的詳細

論述，見D . Bodi , “ Les gillûllm chez Ezéchie l et dans l' Ancien Testament et les 

différentes pratiqlles clI ltuelles associées à ce tenne," RB 100 ( 1995) : 48 1 -510 。

27 Bod i (同上)把這個詞譯作“糞便神明 (s hi tgods) ，可謂傳神 。論及

gilllÎlÎlI1 詞的含義，見B lock， Ezekiel Chapters 1-24， 227-28 。

817 申二十九2-28 (1-27) 盪

絕不容許他們當中有任何人背離上主，轉去服侍其他神明。摩西用了慣

用語

個鑰詞 l仿互品b (心/思想) 2必9 上面。這個詞所指的是思想的中樞 ， 也控制著

人的意願、情緒和熱誠。第4節曾說上主並沒有賜給上 代人“能領悟的

ι心、..而這襄卻表明叛逆者心中明白自己在背離上主，投靠其他神明。

摩西又沿用這篇演講詞常見的以四項為 組的表達方式， JlJ出四類潛

在的背教者: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宗族或一個支派。第 19至2 1 節的

焦點是個別的人的叛逆行為和自誇的回應，因此有人認為這個段落的核心

議題是個人的不忠。 3。可是，第18節的四個主語卻牽涉到以色列人整體，

而其後的文字 (22-28節)也旨在描述舉國不忠、一體叛逆所帶來的惡果 。

雖然本段經文明顯論及個人，但所列舉的人物只不過是整個國家的代表。

這個背教者的行為、心態和下場 ， 也就是全民的行為、心態和下場。

(二)摩西接著指出拜偶像的毒害 。第 18節的結尾從句可直譯作

“不然你們中間會有根長出毒果和苦艾"。果子當然不會結在根上，所以

這里“根.. 詞應該解作“樹幹.. (參王下十九30 ;伯十四 17 ) 0 3 1 這襄

用到毒果和苦艾，是要表明拜偶像不但毫無益處，還會致人於死。從申命

記二十九章 19至2 1節可見 ， 儘管拜偶像的行為本身未有取人性命，但這裹

的詛咒卻要殺絕拜偶像的人。 32

摩西在第 19節設想出一個拜偶像的人，並陳明這人聽到“這誓約的

話..之後有甚麼回應。為了具體地表現這個背教者的反應，摩西再次採用

直接引語，而這一次引述的同樣是心內的話(“在心稟/思想中.. )。經

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 “他就祝福自己..也可以解作“他就自作慶賀"

( <新漢語》 “自詩.. ) 0 33 正如第4節所說 ， 這人的心是不能“領

28 申十-t: 17說叛逆行為是人的心或思想“偏離"了，而所偏離的自然就是上主的

道路(同樣的看法也見於耶十七5 ;結六9; 詩-0-4 )

29 參二十九4 、 1 8 、 1 9 ' 三十2 、 6 (x3) 、 1 0 、 14 、 1 7 。

30 參McCon v il1巴 ， Deuleronol紗， 4 1 6- 1 7 ， 420 。

3 1 論及這里提到的果子，見1. Jaco b and W. Jacob,“F lora ," ABD , 2 :8 16; M. G 

Reddish,“Wormwood," ABD, 6:973 。

32 耶利米也曾經同時使用這兩個詞來描述神的懲罰 ，他首先描述神的警告(耶九

的 ( 14 ) ， 二十三 15 ) ，再描述警告的應驗(哀三 1 5 、 1 9)

33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cConvill e ， Deuleronol11)戶， 4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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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所以他並不在意自己以及所有以色列人都曾經自願地接受制約，

還以為自己正享平安。

從這人的第一句話 ( 19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驕矜狂妄，他以為第

二十八章 l至 14節的福氣是無條件的。可是，隨後的話卻令人感到費解。

NIV把旬首的小詞 kî 視作讓步連接詞，譯作“雖然" (怯ev巴叩n t出bo叫ug拉b ) ， 但

這個詞也可以解作設定(條|嗓奈件(仗女如日果)或因果關(係系(因止此tυ) ，甚至是加重語

氣(賈在) 。要選出最合宜的翻譯，我們就必須細閱這句從句的餘下音部H 

分。 34 隨後的慣用語通常解作

的'因此我們可以從更為正面的角度理解: “我要立定心志"。立定心志

要做甚麼呢?動詞 sâpâ 十分罕見，在其他地方多解作“消滅、掃除"。

而“飽澤的和乾旱的"一語則明顯是用了二極法 ( merism ) ，表示所有都

要“一併被掃滅"。

可是 ， 這句話所指的究竟是甚麼呢? 35 宏觀而吉，第 19節下是拜偶

像的人對“這誓約的話"所作的回應。如果“誓約"一詞是指聖約所載的

刑罰 ， 那麼摩西心中所想的就應該是第二十八章全章的話。因此 ， hârâwâ 

(飽澤之處)一詞是指福氣(二十八1-1 4) ，而 ha:):)emë'â (乾旱之處)則

是指詛咒(二十八15-68)。具體而言 ， 這襄所指的似乎是有人在這個拜偶

像的人面前誦讀的文件。 36 我們可以重組經文描述的情節。某個以色列人

曾經發誓，自願投身於上主的聖約之中，但如今這人卻違背自己的諾言，

更走上拜偶像之途。有人發現了他的惡行，於是向他誦讀律法書所載的聖

約詛咒，以警告他不要行惡 ， 否則後果嚴重。然而，這個拜偶像的人卻不

聽勸告，自稱一切都會平安無事。他還奪去對方手上的文件，把祝福和詛

咒都撕掉，自以為可以推卸罪責。

摩西在第20至21節預言上主的反應，這段話的開場白可說是一句論述

34 N IV轉彎抹角地譯作“儘管我一意孤行 (eve n though I pers ist in go i呵 my

way) ，似乎是把問題搪塞過去了。

35 NIV譯作“他們要令受灌溉之地和旱地受災 (they will bring di saster on the 

watered land as we ll as th e dry ) 並不符合上下文意。再者， NIV與大部分英譯
本相間，誤以為說這話的並不是那個拜偶像人。更詳盡的論述見McConv il 峙，

Deuleronol7吵， 4 1 2; Nielsen, Deuleronoll1)戶， 336; Tigay, Dellteronomy, 280 。

36 第20和2 1 節都提及那被寫下來的誓言/詛咒。

819 社十九2-28 (1 -27) 圈

提綱。摩西或許可以說上主不願放過這個人 ， 但他卻選擇說上主拒絕寬恕

他。縱使這人祈求寬有 37 或祭司為他行贖罪祭 38 或有合資格的家屬作

出干預，的或有敬虔的中間人為他求赦免，的但上主的心意也絕不回轉。

這人不但拜偶像，還大吉不慚，受罰已成鐵一般的事實。

摩西在第20至2 1 節的餘下部分描述這人的下場。(-)摩西刻意把上

主比作人類，描寫上主的怒氣和嫉妒必會向這人發作。 4 1 (二)寫在這書

上的 切刑罰都要臨到這個拜偶像的人身上。(三)上主要從天下抹去這

人的名。同 個短語也曾經用來描述迦南民族的下場(-t24) 和亞瑪力人

的下場(二十五 19 ) 。摩西要斬釘截錯地指出 ， 如果百姓回頭敬拜偶像 ，

他們就要面臨同樣的慘狀。但(四)上主要把這人從眾支派中揪出來，單

單針對他降災。上主早前曾把以色列人從埃及人中分別出來，免得他們同

遭劫難，現在，上主卻反其道而行。摩西宣告，拜偶像的人將無法藏身於

自己的支派之中。他的支派兄弟最終是蒙褔還是受詛咒，都已經與他無

闊，因為他的命運已不能改變。他必須承受律法書上所記的 切刑罰。

全體兢逆對土地的影響(22-28節) 第二幕以第 14節為開端，來到

這稟則是整段文字的高潮。摩西說完了叛逆行為對個人的影響，便轉為論

及叛逆行為對整體的影響，筆下情景觸目驚心。這里的焦點不再是背叛上

主的人，而是上主所賜的土地。隨著焦點的轉換，這個段落的風格和文體

也有所不同。原文這稟有 117字，當中作為直接引語的就佔了 90個'的共

涉及三把聲音。第一把聲音來自當前這 代人的後裔，以及從外地來的

人。摩西從這些人的口中把場景描述出來 (22 -23節)。第二把聲音來自

37 根據代下1::: 1 4 '神的子民如果願意謙卑、 禱告 、尋求神的面，並轉離他們的惡

行，神就會赦免他們。參王下五 1 8記載乃鰻求赦免 。

38 參藉著祭禮得到赦免的例子 利四20 、 26 、 3 1 、 35 '五 10 、 1 3 、 1 6 、 1 8 '六7

〔五26) ，十九泣，民十五25-28 。

39 參民三十5 、 8 、 1 2 (6 、 9 、 1 3)

40 民十四20 ;但以理也曾為百姓代求，但九 1 9 。論及這詞在本段經文中的用法，

見1. P. J. Oli vier, NlD0 1TE, 3:259-64 。

41 詩才二十四 I也提及怒氣如煙從鼻中冒出，另見四日的註釋。

的 當百姓在何烈山拜金牛慎的時候，上主也曾威脅要以色列全民承受這樣的懲罰

(九 1 4 )

的 NJV以第24節為直接引語的開始，忽略7第22節的口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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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人民，他們看到第一把聲音所描述狀況，於是提出一個神學上的問題

( 24節)。第三把聲音來自 位假設的答話人，他為上面描述的景況提供

了神學上的解釋 (25-28節)。

第→段引語( 22-23節) 第22節指出誰人說這第 段引語。句首是

一個籠統的稱謂 . “ 後代的人"。考慮到本段經文的背景以及它與第四章

25至31節的連繫'就可以知道這里所指的是遙遠的將來。"摩西又進

步把這章人分成兩組

人" 。後者所用的是單數，字面上的意思是“一個外族人" 。這是要對

應上述那一位拜偶像的人( 18-20節) ，同時也是所有外族人的代表。根

據第23節，這一輩人是因為看到以下的景象才愕然發話 : “這地的災殃"

和“上主在這地所降下的疾病"。這兩個短語可說是包含7第二十八章20

至68節所記的一切詛咒，而當中連繫至為密切的就是第59節。值得留意的

是，這些災楠原本都是影響人類的 ， 到這里卻變成針對土地。

這段引語本身以三個名詞作開端 ， 就是“硫礦、鹽函、火焰" 45 接

著就用三句負面的話來描述這三樣東西的具體作用。(一) “硫積"一詞

是指某種黃色的晶體，多見於火山活躍的地區，並會在空氣中燃燒，發放

出令人窒息的煙霧。“這種物質雖然可以用來殺滅真菌和減低土壤的鹼

度，但過多卻會使土質變壞，令農作物無法生長。

(二)這襄譯作“鹽齒"的物質，可以用作調味(伯六6 ) ，也可以

用來消毒。士師記九章的節記載，當某地被人攻陷之後，入侵者就會在土

地上撒盟。其頁似的記錄也見於不少經外文獻。由此可見，這種物質顯然會

使土地寸草不生 ， 是極為可怖的詛咒手段。 47

(三)第三個詞的詞根是“燃燒 " (ùp ) ， 民數記十六章37節更指

44 也有譯本及學者認為是指下一代的以色列人 ES V, N R SV, McConv il1 巴，

Deuleronon吵， 4 1 2 。

45 N1V就這三個名詞的次序有所調動。

46 這個詞在其他地方多與火有關(會1J十九24 ;詩十一6; 養三十口，結三十八

22 ) ;參賽三十四9的“瀝青"

47 以盟國為貧虜和荒蕪的標記，見詩-o-t抖，耶十-t6 ;番二9 。參S . Gev irtz , 

“叮J巴凹II比cho and Sh 巴臼叫ch晦1el叫I肛T

5泣2-6位2 。另見土2-5的註釋 。

821 申二十九2-28 (1 -27) 盪

明這個詞和火有關。經文是指被燒過的地貌，大有可能是從天降下的火或

硫嘖所造成的。

在硫嘖、鹽函 、 火焰三詞之後 ， 摩西再用三句話來描述它們對土地的

影響 ﹒ “不能耕種 ， 不能出芽 ， 上面寸草不生"。這個景象讓人想到所多

瑪 、蛾摩拉、押瑪、洗扁傾頹的景況 。 48 事實上，每次提及上述各城被滅

的事，經文都會使用 mahpekâ (覆滅)一詞。 49

第二段引語 (24節) 摩西再引入另 位

發吉者，以突顯這種情況的諷刺意味。上主的計

劃是要萬國見證以色列的尊貴地位(二十六門 ，

參二十八 1 ) ，但這裹的“萬國"卻見證了以

色列的淪喪。可是 ， 發間的內容嚴格而吉不是指

向以色列人，而是指向以色列的土地 “為甚

麼上主向這地這麼做?為甚麼他發這座大的怒氣

呢 7 "相信每一個古代近東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疑

間 50 也自然會認為這是神明發恕的結果。

全因這位天上的宗
主施恩，作附庸的以

色列才得存活，因此

上主要求以色列人完

全而獨一的效忠 ， 實

在是合情合理的 。

第三段引語 (25-28節) 摩西沒有指明誰人說出這段引語。說話的

人用第三人稱來指稱以色列人，證明他必定是外族人。可是 ， 這位外族人

卻似乎很瞭解以色列人與上主的獨特關保，也知道上主曾經與他們立約。

這段引語可以分作長短相若的兩部分，第一部分 ( 25 -26節)闡述這番光景

的人為因章，第二部分 (26-27節)貝I J鋪陳上主的回應。

(一)以色列之所以有這樣的下場，根本原因是他們背叛了上主

(25-26節) 。說話的人暸解到 ， 以色列是因為背叛了他們在天上的宗主，

所以才有這樣的下場。說話的人也熟知以色列人的叛逆情況。( 1 )以色

列人離棄了上主的約，而上主正是他們先祖的神。 51 人們直覺上會以為經

48 創十八~十九只提到所多瑪和蛾摩拉 ， 而押瑪和洗扁則見於創十 1 9 ' 十四2 、 8

和何十一8 。

49 這個詞總是跟所多瑪和蛾摩拉扯上關係 賽 7' 十三 1 9 ;耶四十九 1 8 '五十

40 ; 摩四 11 。

5。 在亞述巴尼帕 (Ashurbanipa 1 ) 大肆毀壞阿拉伯 ( Arab i a ) 的時候，人們也曾問

過類似的問題，見ANET， 299-300 。

51 聖經只曾五次把以色列的叛逆行為描述作“離棄了 約"這是其中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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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說的“約"是指上主與先祖立的約 ，而上主就是藉著這約承諾把迦

南地賜給先祖及他們的子孫，作他們永久的產業。 52 然而，摩西在這稟卻

另外指明立約的時間，用語和利未記二十六章的節相類 : “是他領他們從

埃及地出來之後與他們所立的"。由此可見，經文毫無疑問是指上主在何

烈山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參申二十九 1 (二十八69 J ) 0 (2) 以色列人

隨從其他神明。十誠的序吉、至高的誡命(五6-10 ) 和“示瑪" (六4-5 ) 

都記明，禁止敬拜他神就是聖約的基本要求。 (3) 他們服侍其他神明。

在申命記中， "~R侍" ('âbad) 其他神明就是指承認自己是那神明的附

庸。 (4) 他們向陌生的神明跪拜。摩西把這些神明稱作“他們所不認識

的.....這並不是上主許司的"。這個說法與上主的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

上主通過的與以色列人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又把以色列視作自己特別的產

業(三十二9) 。

(二)以色列這番下場的近因是上主的怒氣 (27 -28豈有) 。這位旁觀

者把焦點轉回土地之上，以描述上主對以色列人叛逆的回應。發吉者把第

20至24節描畫的上主的怒氣渲染得更為激烈，所堆疊的用語是舊約聖經中

僅見的:上主從鼻孔噴出怒火(直譯; 27節)刃，並且在怒氣、怒火和忿

怒中行動 (28節)。這段引語最後給上主爆發怒氣的方式作 個總結，指

出上主已經“便寫在這書上一切的詛咒" ( 27節)都發生在這地上 ，更把

以色列民從這地上“拔出" 54 摔在別處 (28節) 0 55 

這段話充滿諷刺意味 ，這襄所描繪的以色列子孫與出埃及的那一代人

如出一轍(參第4節)。他們對屬靈的實況一竅不通，忘記上主是他們的

參王上十九 10 、 14 ;耶二十二9; 但十一30 。

52 參申-8 '六 10 '九5 、 27 '三十20 '三十四4 。
53 參六 15 ' -\三4' 十一 17 '三十一 1 7 。這個慣用語取材自動物因發怒而噴出熱氣

的自然現象。參第20節，那里形容上主的鼻孔冒煙。

54 “拔出"一詞在申命記只出現這一次，但耶利米卻經常用這詞來形容審判行動

的破壞力。耶 10 ' 十二 14-15 、 17 '十八7' 二十四6' 三十一詣，四十二 10 ' 

四十五4 。另參王上十四 1 5 。

55 “摔"一詞在申命記只出現這一次 ， 但其他經文也有用這個詞來形容上主把以

色列人趕離他的面前 王下十三23 '二十四20二耶五十二3 ;耶-t 1 5 ;代下七

20 。參王上九7 。

823 t十九2-28 (1-27) 國

神 56 也忘記聖約(四刃，參二十九25) ，甚至忘記自己曾經正式歸入上

主的名下(參四9- 14)。上主曾施展大能向他們啟示自己，首先是拯救他

們出埃及 ， 接著又在西奈山亟救他們，但他們竟然離棄上主，轉去隨從他

們所不認識的神明 (26節，參十 28 '十三2 (3 J 、 1 3 (14J )。這位發

吉者卻不是這樣，他十分暸解上主通過約與以色列人建立的獨特關係，包

括以色列人起初在埃及的景況，上主怎樣拯救他們、熱愛他們，又親手使

他們衰亡。發吉者又知道以色列人有律法書，並且暸解書上記載的 切詛

咒。最後 句“就像今天這樣"並不是指當下的情況，而是反映發吉者

的處境和角度。所謂“今天"其實是上主審判以色列的時候。

聽間臣則

以色列其後的歷奧 申命記第二十九章當中大部分的主題都曾

經在申命記的其他地方出現。摩西要特別強調的是，通過立約

與上主建立關係是 個不可多得的特權。上主在萬國中揀選以

色列，為的是要她扮演獨特的角色。全因這位天上的宗主施恩，作附庸的

以色列才得存活，因此上主要求以色列人完全而獨 的效忠，實在是合情

合理的。摩西在這最後一篇演講詞中，首先把違背聖約的可怖後果告知百

姓。我們從這段警告當中也可以看到上主的恩典 ，因為儘管是惡人，上主

也不喜悅他們死亡 ，只喜悅他們存活(結三十三11 )

可惜，歷史證明摩西的預吉是準確的。按士師記二章 10至 11 節所載，

摩西發表這篇演講詞才不過數十年 ， 他所提及的靈性衰敗已經屢屢出現。

士師記t次指百姓做了上主看為邪惡的事 57 又兩次說他們任意而行(十

-t6 '二十一25 ) 。士師記第十t至十八章所記的米迦 家，正是個人叛

逆的樣板。雖然製作偶像是米迦母親的主意(十-t3-4 ) ，但敘事人仍然把

設立神堂和祭把其他神明歸咎於米迦本人(十土5 、 9-13 '十八 14-26 )

那位利末人沒有半點骨氣，不但未曾譴責米迦的惡行，還在這個背叛神

56 參六 1 2 '八 11 、 14 、 19 。

57 士二 11 '三7 、 1 2 '四 1 ' 六 1 ' 十 6 ' 十三 l 。其中三次清楚指明那惡就是這

賣了至高的誠命 他們離棄上主，事幸其他神明，惹上主生氣(二 11-1 2 '三

7忌，十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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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所當起祭司來(十-t7 -1 3 ) 。後來但支派來

到，把米迦的偶像和敬拜設施充公，這時個人的

罪就成了整個支派、整個宗族的罪(十八 1 9 ) 。

敘事人到最後(十八30 ) 才揭露一個驚人的秘

密，原來這輩背教者的祭司就是摩西的孫子約拿

再過幾百年，當猶大國覆滅的日子臨近，耶利米先知又向百姓發出警

告 ，他的用語和上文遙相呼應 :

關於猶大的王宮，上主這樣說 。

士師記所載的個人罪行又延伸到國家的層

面。從列王紀的記載可見，以色列王接連帶領百

姓走上拜偶像的道路，一步步惹上主發更大的怒氣。最終，這稟所記載的

詛咒在公元前722年臨到北圈，而耶路撒冷和猶大則於公元前586年陷落。

其他國家的人民都不明白上主在其子民的衰敗中擔當了甚麼角色。我們可

以從他們的發問看出他們的困惑 “他們的神在哪襄呢? "泊在獻殿之

後，所羅門王看到異象，上主藉著這個異象警告後世的君主 ， 不可忘記摩

西的臨終演講詞

“我愛你如同富饒的基刑，

如同黎巴嫩綠色的森林，

可是我要把你變成荒漠，

使你的牆內無人居住。

我要召來拆房子的人，

取出工具把你拆掉。

他們要拆毀你所有上好的香柏木梁柱 ，

把它們丟進火中。

詛咒的時候也如是 。 單|

至於你，你如果像你父親大衛一樣，正直敬虔地跟隨我，遵

守我所有的誡命、法令和規條，我一定會鞏固你的王朝 ， 使你永

遠統 j治台以色列。因為我曾這樣應許你的父親大衛

中會一宜不斷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但如果你們或你們的子孫離棄我，違背我賜給你們的誡命和

法令 ， 如果你們事奉敬拜其他神明，我就必把以色列從我賜給他

們的這地上連根拔起。我會拋棄我已經分別為聖尊崇我名的這座

聖殿，使以色列淪為列圓的笑柄，被人諷刺。雖然現在這座聖殿

令人肅然起敬，但將來路過的人都會大為震驚，話異地搖著頭，

問， “上主為甚麼對這地和這座聖殿做出這樣可怕的事呢? "人

要這樣回答 “因為上主的于民離棄了上主他們的上帝。上主領

他們的祖先離開埃及，他們卻去拜其他神明，向別的神明跪拜 ，

因此上主使這一切災禍降在他們身上。" (王上九4-9' {新普

及> ) 

“許多國家的人要經過這城的廢墟，彼此議論說 e 上主

為甚麼要毀滅這麼偉大的城呢?'有人就回答 ‘因為他們敬拜

其他神明，違背了自己與上主他們的上帝所立的約。'" (耶

二十二 6-9 ' {新普及>) 0 59 

摩西在申命記二十九章4節指出 ，上主沒有賜給以色列人能領悟的

心、能看見的眼睛、能聽見的耳朵，至IjJ以賽亞的時代，以賽亞先知臨摹

上述圖像，以諷刺的筆觸描畫百姓的硬心。以賽亞的先知職事只會對他的

聽眾產生反效果 他們的心更加不能領悟，他們的眼睛更不能看見，耳朵

更無法聽見。這一切都表明申命記二十九章 18至28節的預吉將要應驗，上

主立意要降下“寫在這書上 切的詛咒" 0 60 以西結面對猶大國將要被疇

的現實 ， 就曾經引用申命記二十九章4節來發表議論，指眼盲耳聾正是他

58 詩四十二 1 0 ( 11 ) '-\二十九 1 0 '一 五2; 現二 1 7 。

59 另見耶五 19 '十六 10-1 3 。

60 G. K. Beale ( We Become Whal We Worship: A Biblical Theology o/ Ido/α'ry 

[Downers Grove, IL : InterVarsity Press , 200呵 ， 7 1-76) 認為，經文描述出埃及的

那 代人眼瞎耳聾 1 就是說他們成了自己所拜的偶像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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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叛逆上主的鐵證(結十二2 ) 。

再過一千年後 ， 保羅對他那一代猶太人的評論(羅十一8 ) ，也是取

材自申命記二十九章4節。他一開始就說“正如經上所記"表明自 己是

在引述摩西的話。按照{-t十士譯本》就希伯來文原文所作的希臘文翻

譯，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保羅的引文與原文的關(系。下表嘗試把兩者作 並

JìJ比較

申命記二十九章4節

但直到今天，

上主還沒有賜給你們能領悟的心 ，

能看見的眼睛，

能聽見的耳朵。

羅馬書十一章8節

正如經上所記

“神給他們麻木的靈 ，

不能看見的眼睛，

不能聽見的耳朵，

直到今天。"

保羅借用摩西的臨終演講詞來描述當代的猶太人，以摩西所預吉的叛

逆(申二十九18-28)來比照以色列人今天的頑模心硬 ， 但卻沒有以之為結

論。相反，保羅把猶太同胞的盼望寄托於摩西在申命記第三十章的話，就

是審判並非終局。正如托斯特拉(Ta1stra ) 指出 ，

保羅身為猶太人，也感受到像以利亞一樣的孤單，但卻沒有

讓這感覺泛濫 。這個處境與列王紀上第十九章相似 上主與以色

列的關係並未終結 。 耶穌和門徒的教導絕不意味神與以色列人的

的已經終止 ， 兩者反倒是相合的。 6 1

61 E. Tal slTa, ,‘Texts and Their Readers: On Reading the O ld Testa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ology," in The Rediscovel)' of the Hebrew Bible (ed. J. W. Dyk et a l. ; ACEBT 

Supplement 1; Maastricht: Shaker, 1999), 1 09 。羅馬書還有另 處地方暗中指向
申二十九，就是羅十 3-5 。保羅在那襄引述以利亞的話(王上十九 10 ) ，斥責

百姓毀7上主的祭壇，殺了上主的先知，只有自己幸免於難 。然而，保羅卻有

點不同，就是沒有引用以幸IJ5:2.的開場白 他們離棄了上主的約 。這句話顯然

是來自申二十九鈞 。 正如上文所述 ， 這個慣用語只見於申二十九25 ;王上十九

10 、 阱， 耶二十二9 ; 但十-30 。

827 

當It聽間

申二十九叫

聖的關係之內的個人責任 今天的信徒讀到申命記第二十九

章 ， 看到上主發恕的可怖畫面，可以總結出怎樣的教訓呢?當

中有幾樣教訓是每一個世代的信徒都要留心的。首先，本章突

顯出聖約關係之中的個人責任。與神建立關係的 ， 不單是國家和社章，蒙

福的時候如是 ， 受詛咒的時候也如是 。 任何藐視神恩典的人，都會成為神

發恕的目標 (20-21 節) 。 我們不可自恃是全民中的一員，而盼望個人的叛

逆能夠隱藏於葦體的忠誠之中。人手所製的武器也能在云云的對象中鎖定

個別目標，上主的準繩度必定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忠行為對傳教事工的影響 本章強調不忠行為對傳教事工帶來的

不良影響。神與以色列立約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要以色列人獨善其

身，獨自享用他所賜的福氣。神揀選以色列 ， 首先就是要他們成為祭司的

國度，在萬國中做他聖潔的于民，在他面前為萬民代求 ， 並成為他啟示和

祝福的媒介。摩西在這第二篇演講詞的結尾再三指出，神的本意是要高舉

他的于民超過萬國，好讓神得享稱讚、聲名和榮美(二十六 19 ' 二十八

9-10 ) 。第二十九章所強調的是，既然以色列的繁盛有助萬國認識神的威

榮，那麼就算以色列因叛逆而承受悲慘的下場，也可以成為反面的例子。

外族人 最後 ， 第22至28節也在提醒讀者 ， 雖然有人自稱是神的于

民，但他們對真理的認識卻往往不及神家以外的人。以色列人曾被救出埃

及，得以進入聖約的關係 ， 自西奈山之後，更多次從神的律例典章領受了

啟示，但摩西的那一代人竟然視恩典為當然 ， 也弄不清所見所聞的意義。

這種情況在保羅的時代也大同小異。保羅在羅馬書九章4至5節談

到他的同胞，指他們按肉體說已得看兒子的名分、榮耀(或是榮耀的啟

示 7 ) 、眾約、所賜的律法、敬拜的禮儀和眾多應許，但他們卻不明白耶

穌正是神啟示的高宰。所有應許都在基督稟得看應驗，一切啟示都以基督

為終結(羅十4 ) ，並且凡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十 13 )。判、族人原

本只是旁觀者，對神為選民所做的一切可望而不可即 ， 但現在外族人卻藉

著相信基督，也得以嫁接於橄欖樹上(羅十一17-24)。我們絕不可因此而

驕傲 ， 反而要謙卑地因著神向我們所施的恩典而獻上感謝。

與此同時 ， 我們也和保羅一同為神的選民代禱，盼望他們的心能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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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 眼睛能看見 ， 耳朵能聽見，得以認識耶穌基督榮耀的福音。因為基督

是在萬有之上的 ， 是永受稱頌的神。阿們 (羅九5 ) 。
申二十九29 (28) -三十10

輯漢語譯車

29 “隱 秘的 事屬於 上 主 我們

的神 ， 明 顯的事屬於我們和我們的

子孫，直到永遠? 好叫我們道行這

律法上的一切話。

第三十章

祖告車

封“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

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

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

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 第三十章
1 “當這一切的事 3 就是我擺在 1 “我所陳明在你面前的這

你面前的祝福與詛咒臨到你時 ， 你 一切咒詛都臨到你身上，你在耶

要在上主你的神驅逐你去的列 國那 和華你神追趕你到的萬園中，必

里》在 心襄 回想這些 。 2如 果你和

你的子孫盡你們全部的心思 、全部

的性命回轉歸向上主你的神 3 聽從

他的聲音 3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一

切， 3上 主你的神必使你被擴走 的
歸回 3 他必憐憫你 ? 他要 回轉 3 從

上主你的神分散你去的萬民 中招摩、

你。 4即 使你被驅逐到 天涯 2 上主

你的神也要從那里將你招累? 從那

里把你帶回 。 5上 主你的神要領你

進入你先祖所佔領的地 ，讓你佔領

為業。 他必使你得福， 使你人數增
多 3 勝過你 的 先祖 。 6上 主你 的神

要在你的心上和你後裔的心上行割

禮 3 好使你盡你全部的心思、 全部

的性命愛上主你的神 3 使你可以存

活 。 7上主你的神必將這所有 的 詛

咒加在你仇敵的身上 3 和那些憎恨

你、追趕你的人身上。 8你自己也必
回轉 3 聽從上主的聲音，道行他的

一切誠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 。

心襄追念祝福的話。 2你和你的

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

的神，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聽從他的話， 3那時，耶和華你

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攝

的子民，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

來 ， 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

豆豆回來。 4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

天涯的，耶和華你的神也必從那

某將你招 3!t 回來。 5耶和華你的神

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

你可以得著，又必善待你，使你

的人數比你列祖眾多 。 6耶和華

你神必將你心衷和你後裔心衷的

污積除掉 ， 好叫你盡心盡性愛耶

和華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7耶

和華你的神必將這一切咒詛加在

你仇敵和恨惡你、逼迫你的人身

上。 8你必歸回聽從耶和華的話，

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9' 1。你若聽從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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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漢語譯車

9上主你的神必使你手 中一切的工

作 3 你腹 中 所 出的 3 你牲畜所出

的 3 你土地所出的 ，都充足有餘。

因為上主要回轉，樂意你們得福，

就像他喜愛你的先祖一樣。 10只要你

聽從上主你神的聲音 3 謹守寫在這

律法書上的誠命典章 3 只要你盡你

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回轉歸向

上主你的神。))

經文臣章

830 

甜告車

你神的話，謹守這律法書上所寫

的誡命、律例，又盡心盡性歸向

耶和華你的神，他必使你手襄所

辦的一切事，並你身所生的，牲

畜所下的，地土所產的 ，都 綽綽

有餘，因為耶和華必再喜悅你，

降福與你，像從前喜悅你列祖一

樣。"

第二十九章全是上主發恕的陰霾'第三十章卻展現出上主的燦

爛恩光。如果沒有第二十九章29節的過渡，兩者必會顯得格格

不入。這一節過渡性的經文為以色列的將來展開了另 番景

象，可見其作用主要是第三十章的引言，多於是第二十九章的結語。

今天:思想聖約之恩(二十九29)

摩西把聽眾帶回當前的處境，以“曙秘的事"來比照“明顯的事"

指出前者是屬於上主的，後者則屬於這些聽眾和他們的子孫，直到永遠。

摩西又指明何謂“明顯的事"就是他在前面共2 5章經文所闡釋的律法

書。 l 這段經文指出，當前的百姓與上一代不同 ，上一代無法領悟啟示的

意義 ( 4節) ， 但當前的聽眾卻已經清起領受了上主的啟示 ， 得以瞭解聖

約關(系的本質。

釋經家對何謂“隱秘的事"有不同解釋，有認為是隱藏的罪行、 2 口

831 申三十九29 捌~三十10 圈

傳的律法、 3 智慧4 或神書佑的奧秘。 5 這最後一種看法最能給人盼望。正

如第四章28至31節 樣，這句話也指向遙遠的將來，展示出審判與復和的

轉換點。所不同的是 ， 第四章28至31 節把這個轉變歸因於上主憐憫的本

性，以及他必不忘記他發誓與先祖們所立的約;但在本段經文，上主的轉

意憐憫卻比之前更迫切 。以色列人離棄了救贖主，轉去服侍其他神明，但

施恩之主卻立意要在未後更新聖約。這正是神眷佑的奧秘 。 6

且不論何謂“隱秘的事"這段經文都是旨在給聽眾心理準備，讓第

二十九章的陰霾順利過渡到第三十章的光明前景。這句話引導聽眾思考何

謂智慧，就如首幕戲碼之後的幕間休息，預備在下一幕改變方向，轉換語

調。如果沒有這個修辭上的問隔 ， 第二十九章28 ( 27 J 節到第三十章 l節

的轉折必然突兀無比。

第三幕:信賴神將來必守約施恩(三十1-10)

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福氣和詛咒與利未記二十六章的至45節的不同 ，

前者並未提及審判之後的更新。雖然如此，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卻補上

了 ， 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藉著這樣的筆法，摩西不但突顯出利未記第二

十六章提及的更新 7 也把申命記三十章 i至10節與第二十八章連上，意味

3 這是猶太拉比的立場，見A. She l1lesh and C . We l1lan,“Hidden Things and Their 

Revelation ," ReνQ 18 (1998) : 409-27 。昆蘭文本的第29節寫作是他們歷史的

pesher 。在第 聖殿時期(這時以色列人違反了神所啟示的命令) ，只有神才

知道這些隱蔽的事，至IJj第二聖殿時期，神向昆蘭社翠的人啟示這些事 。見

CD 3:9-20: 5:20-6: 11 0 

4 伯二十八2 1提及“智慧"是隱藏的，世人不能觸及。有學者認為那段經文與本

節有連繫。參G. Braul ik, Deuleronomium 1116, 18-34, 12 (Neue Echter Bib l e 詣，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1992), 2 16 。

5 Barke l 察覺到經文並沒有清楚界定何謂“隱秘的事 " 因此他認為 “不管這

些﹒隱秘的事，是甚麼，也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神已經把世人必須順服遵行的

切旨意啟示明白了。 ( Trillmph of Grace, 140 ) 

6 如果我們把那三個提及“今天"的片段(二十九2-13 ( 1-1 2) ，二十九凹，

三十 11-20 ) 視作這篇演講詞的核心，那麼“隱秘的事"就不止於比照“這律法

申命記其後的篇章足以支持這個看法，尤其是三十 1 1-14和三十 15- 20 。參 | 上的 切話也在比照三十 11 的 “這誠命"和三十 14的“這話" 。

Barker, Triu lI1ph ofGrace, 1 39-40 。

2 正如二十-t: 1 5 、 24所舉的例子。見Rofì丘，“Covenant in the Land of Moal入" 3 1 3 。

另參詩十九 1 2 ( 13) 

7 1. Krasovec認為申三十 1 - 10是要呼應利二十六40-45 '見“The Distinctive Hebrew 

Testi l1l o吋 10 Renewal Based on Forgiveness," Zeitsclll沙戶ir altorie州71叫he 1 

b ω ische Recht的sges犯叫cf附hle 5 [1999叮]土: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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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演講詞都應該放在聖約詛咒(申二十八) 的亮光之下理解 。 s

當幕布在第二十九章29節之後徐徐揭開，經文的語調已經完全改變

了，然而上主眷佑的奧秘還未解開，讀者心中仍然存留著大串疑問 。 在以

色列人明目張膽地唾棄上主的恩典(申二十九)之後，上主又怎會再次接

納他們呢?以色列人歸向上主與上主垂顧以色列人 ， 兩者究竟有甚麼關係

以色列與上主都要
改變態度，這樣雙方

在將來才能劉復和。

呢?上主之所以重新眷顧以色列人 ， 是因為他們

首先回轉嗎?還是上主先走出第 步呢 7 9 雖然

這些問題的討論都是重要的，但這些外在的神學

議題卻不應干擾我們對本段經文的自然理解 。

申命記第三十章是“摩西的福音書"的高

潮，因為這一章所宣告的正是“福音" 。摩西用

了第二人稱代詞，直接對以色列人說話，給當前

的聽眾展示將來的景況 。 摩西又以幾個鑰詞來

表達出這段經文的神學意義，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詞根就是 fûb (回轉、回

頭) 。 這個詞根共出現t次，所表達的意思稍有不同 。 10 以色列人作主

語的共有四次( 1 、 2 、 8 、 10節) ，上主作主語的則有三次 ( 3上、 3下、

9節)。 由此可見，以色列與上主都要改變態度，這樣雙方在將來才能夠

復和 。 除此之外 ， 經文還有不少重複出現的元棄，這一切都像膠水一樣 ，

8 Krasovec ( 同上 ， 230 ) 認為兩段經文都出於同 作者。

9 第一種見解見Driver， DeuleJ'onoll吵 ， 328; Cra i g i 巴 ， Deuleronon吵， 363; Tigay, 

Dellleronomy , 283 -84; Biddl 巴 ， Deuleronomy , 444 。第二種見解見Wright ，
Deuteronomy, 289-90 ; 並特別見於Barker， Trillmph 01 Grace, 144-45; K . Turner, 

The Dealh 01 Dealhs in Ihe Dealh olIsrael: DeuleJ'onomy s Theology 01 Exile 

(Eugene , OR: Wipf and Stock , 2010) , 173-79 0 Turner另有番較為溫和的論
述 ， 見“When Does God C ircumcise the Heart in Israel's Restoration from Exile? 

Deuteronomy 30: 1-10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vange lical Theology Society, Washington , D. C. , 2006 。

10 A. Rofé 形容這段經文是一段“輝煌的賦格曲" ( a m句的tic fl咕ue ) ，主題就是

sûb ' 見 “The Covenant in the Land ofMoab (Deuterono1lly 28:69-30:20): Histor ico

Literary, Comparative and Forr啊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Das DeuleJ'onomill川。

Enlslehw怒， Geslalt und Bolschaft., (ed. N. Loh日吭; BETL 帥 ; Leuven: Leuven Un iv. 

Press, 1985), 3 I1 。 有關這個詞語的詳細論述，見W. L. Hollad呵， The Rool :l11zl 川

Ihe Old Tesla ll1ent (wilh Parlicular Rφrences 10 Jts Usage in Co酬。nlal Contexls) 

(Leiden: Brill, 1 958) 。

833 申二十九29 (28) ~三十10 翅

把本段經文黏合起來 。 經文的分題貫串整段文字，排列出細膩的交錯配列

( chiastic ) 結構 ， 可作如下翻譯 11 

A 如果你和你的子孫回轉 ( 2節上 )

B 並盡你們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聽從他的聲音 ( 2節下)

C 那麼上主必使你復興，使你比先祖更興旺 ( 3-5節 )

C 
上主要在你和你後裔的心上行割禮

好使你盡你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愛上主，並得

存活 (6節) 12 

C' 上主必樂意使你興旺 ， 就像他喜愛你的先祖一樣 ( 8-9 

W) 
B' 只要你聽從上主你神的聲音 ( 10節上)

A' 並只要你盡你全部的心思、 全部的性命回轉歸向上主你的神

( 10節下 )

這是一段榮光四射的整全福音，宣告三邊聖約關係將會得著全面的恢

復。 我們可以根據上述句法和概念把本段經文分成四個部分 (一 ) 上主

與以色列的雙邊關係得以恢復 ( 1-3節 ) ; (二 ) 上主要恢復三邊聖約關係

( 4-7節 ) ; (三 ) 從以色列人身上得見聖約關係的恢復 ( 8節 ) ; ( 四 ) 從自

然環境得見聖約關係的恢復(弘 10節)

上主與以色列的雙邊關係得以恢復(三十 1-3)

開端的從旬“當造一切的事 " ' f票示出雙邊關係得以恢復的場

景。 這短語讀作“當這 切的 hκ正叫'debωâr吋Îm叫?ηifir'"' 。很多人都把 h仰1悶αddebâ命r加 簡

單地譯作“事" 但這個詞在申命記以至五經都 宣解作 “這一切的

話" 0 1 3 摩西又加上“祝福與詛咒"一語作為澄清'讓人知道他是回指第

11 參Wrigl前， DellleJ'onomy, 289 。
12 這個圖表沒有第7節，因為第7節只提及上主對其他國家的行動，並非指向以色

列(縱然以色列是這些行動的最終受益人)

13 創二十8 ' 二十九 13 ; 出十九7 ' 二十 l ﹒ 二十四 8 :民十六31 ;申四 30 ' 十二

詣 ，三十 1 '三十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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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章。修飾性從句“就是我擺在你面前的"也支持這個解釋。摩西

一直以來都嘗試藉著話語來作實事 ， 以應許激發百姓的服從之心，以警語

阻嚇民眾的叛逆之舉。一旦他的預吉成為事實，那麼第 l節下至3節的事就

會臨到(參四30 ) 。

摩西首先論及神人關係的三重改變，藉以刻劃以色列的重建過程

(一)百姓的心態會改變( 1 下-2節)。以色列人被上主驅逐，但在列國

流離的時候 ，他們會醒悟過來 。譯作“在心襄回想這些"的一旬 ，當中

的動詞 hëSîb (轉回)其實是缺少了賓語。假設它的賓語是“這一切的

話" ( 1 節) ，那就表示被攘的以色列人將會放下頑硬的心 (參二十九 19

( 18 J ) ，同時也把摩西早前以第三人稱所說的話(二十九25 -28 (2 4-

27J )轉述成一句認信宣吉。

(二)接著以色列人的取向也會改變 他們要“回轉歸向上主你的

神"。這句話是逐字複述第四章3 0節的，表示百姓將會改弦易轍 ， 放棄

昔日的行為模式，例如離棄上主(二十八2 0 ) 或離棄他的的(二十九2 5

(24 J ) ，並偏離他的道(九 1 2) 或偏離他去服侍其他神明 (十一 16 ) 等

載的 ， 上主的態度似乎是與以色列人的舉動同步改變，因為以色列人聽從

他的聲音 、做他眼中看為對的事 。(三) 上主對以色列的取向也會改變，

他要“回轉"。這個動詞形容上主的取向有根本上的轉變。他不再背向以

色列 ， 不再作他們的敵人，更要轉過頭來，為他們的好處行事。(四)上

主待以色列的手法會改變。他早前曾把百姓驅散於列國之中，現在卻要把

他們招緊回來(參四27 '二十八64 ) 。經文雖然未曾提到把以色列人帶回

應許之地，但上主既然曾經把他們“拔出" (二十九28 (27J ) ， 那麼把

他們帶回來自然是逆轉這個狀況必要的第 步。

(三)以色列人更會改掉不肯受教的心，終於願意聽從上主的聲音

(參四 30 ) 0 1 4 這句話與“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一語 (2 、 6 、 10

節)就如副歌一般，在申命記中反復唱和 1 5 突顯出百姓是徹底地“悔

改" 了。

在第3節 ， 摩西把焦點轉向上主的新態度和新行動 ，並再三呼應第四

章29至3 1節。(一)上主會改變意向，使以色列被擴走的歸回。“這改變

包括收回刑罰，以及重建以色列民與土地的關(系。(二)上主對以色列的

態度會改變，要向他們顯出憐憫(參四31 )。正如第十三章 17 ( 18 J 節所

14 這個短語在申命記中反復出現 四30 '八2 0 '九23 '十三4 、 1 8 ( 5 、 1 9 )

十五5' 二十一 1 8 、 2 0 '二十六 14 、 1 7 '二十七 1 0 '二十八 1-2 、 15 、 45 、 62 ' 

三十2 、 8 、 1 0 、 20 。

15 申四凹 ， 六5 '十 1 2-1 3 ' 十 13- 15 '十三3 (4 ) ，二十六16 。

的 這個慣用語在舊約聖經共出現25次 ， 這是首次 ， 也是申命記惟 的一次 。這個

慣用語在伯四十二 1 0形容從苦境中得解救 ， 並重享福樂。論及這個慣用語，見

1. M. ßracke,“sûb s' bût: A Reappraisa l," ZA W 97 ( 1985): 233-44; J. A. Thompson 

and E. A. Martens,“:llJV," NfDOTTE, 4 : 58-59 。

重建上主、以色列、應許之地

三者的關係(三十4-7)

第4節的句法標示下文主題有變，但這稟又用了“招累"這個動詞，

可見第4至5節是從第3節引申而來的，並突顯出各方關係皆得看全面重

建。在這個副單元的開端，摩西首先論述國家與土地的關保(4 - 5節)。

他的重建方案包括五大元素 ，各以一個動詞表達。這些用語大都是讀者耳

熟能詳的 ，但其中某些細節也值得作進一步闡釋 。摩西所用的第二個動詞

是“拿取" ({新漢語} : “帶回" ) ，其語意可算莫測高深。在這里，

“拿取"一詞的主語是上主，而賓語則是以色列人。同樣的用法只見於

第四章20節，因此兩者便連上關係。摩西利用這個詞確認以色列人巴蒙上

主揀選，上主必會再次收納他們作自己的產業。第三個動詞是“領" (5 

節) ，意味上主要把以色列人帶回他們的家，並回到上主身邊(見十二5

的註釋)。摩西又加入“讓你佔領為業" 語，意味以色列人必能永久享

用這地。第二十八章 l至 14節曾具體地鋪陳上主所賜的福氣，這里則表明

原初的福氣必會再次臨到。上主在古時曾經應許，要使亞伯拉罕的子孫繁

衍眾多，現在這個應許必然再次應驗(六3 '十三 17 ( 18 J ) ，給這幅圖

畫添上最後一筆。 1 7 上主不但會增添以色列的人口， 還要使他們的數目比

被攝之前更多。的理想中的以色列國早已在亞伯拉罕之約宣示出來 ， 並在

卅
寺

17 參創十六 10 ' 十七2 、 2 0 '二十二 1 7 '二十六4 、日 ， 二十八3 ' 三十五 1 1 ' 

四十八4 。

18 提到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繁衍眾多的經文 ， 見六3 ' -1:::: 13 '三十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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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於何烈山加入的時候得到確認 ; 到最後，這完美的以色列國必會

成為事實。

在第6節 ， 摩西更直指問題的核心 ， 就是上主與以色列之間已經破

裂的關係。他重提第十章 16節所說的，再次要求以色列人在心上“行割

禮"。這是比喻以色列人要除掉一切心理上 、 德性上和靈性上的障礙，

好使他們能夠誠心投靠上主，生出專一的愛神之

心和絕對的 111頁服態度 。 以這種正面的態度與神相

縱使以色列人將來
難免會失敗， 但與神

隔絕和被攝他方卻肯

定不是以色列的終

局 。

處，正是重建聖約關係的先決條件 。 雖然如此，

但摩西也承認 ， 區區呼顯百姓自行做正確的事 ，

或單單恃著百姓已經回歸應許之地 ， 並不足以令

以色列人恆久而全面地投入於聖約之中 。 相反，

不但以色列國似乎終有全民叛逆的 天，當前的

一代也是危如累卵 。 1 9 然而，摩西也曾經宣告，

縱使以色列人將來難免會失敗，但與神隔絕和被

擴他方卻肯定不是以色列的終局(參四28-31 ) 。

上主為甚麼要保守以色列，並向他們施恩呢?這個奧秘在第6節稍現

端倪 。 摩西宣告，上主給他所召回的被攝百姓及他們的子孫行心上的割

禮，為的是讓他們恆久而全面地效忠於上主 。 摩西以簡單的不定式短語來

描述這項手術的功能 ﹒ “ 好使你. .....愛上主你的神" 。 正如在其他地方

樣， “愛"一詞是指用行動來表達的情意，是立約 方為對方的好處而作

的舉動，為要討對方的喜悅 。 這個目的不能靠立法來達成，因此必須使用

更激烈的于段，割除舊有的戀慕對象 。 藉著這個行動，人們就能掌握生命

的目標 ， “示瑪 " 所載的理想 (六4-5)也能夠實現 。 20

藉著這項心臟手術 ， 三邊聖約關係才得以全面恢復 。 摩西在第9節論

到聖約關(系的更新對土地有甚麼影響 。 這裹的內容正好給上述圖畫補上最

後 筆 。 然而 ， 在收筆之前， 摩西先對周遭JIJ 國作簡短的評述 (7節)。

上主不但要重建以色列人的靈命，同時也會重建以色列在列圈中的地位，

19 見五凹，九6 、 1 3 、 24 '十三2 (3) ， 三十一 1 6-1 8 、 27-29 。

20 摩西曾經指出， 誦讀和聆聽律法也能夠達到同樣的 目 標(十-l:::: 19-20 ' 三十一

11-13 ) ， 因此 “在心上行割禮 " 與在心中刻上律法是同義的。

837 申二十九川

把神子民所經歷的詛咒(二十九22-28 [21 -27 J )加在乎Ij國身上 。 這些國

家原是上主懲罰以色列的工具。上主有權憑自己的意思對待世上萬園 ， 這

正是他主宰人命運的奧秘之 。 正如以西結書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提到瑪各

地的歌革 樣，上主能夠呼召歌革為自 己辦事，但也必追討歌革所犯的

罪，並且因為他們恨惡神的于民 ， 所以歌革也成了神的敵人 。

從人的身上看到關係已恢復的證據(三十8)

第8節的開端可以譯作“至於你 ， 你必回轉 " 表示經文的焦點從上

主的行動 ( 4 - 7節)轉移至百姓的回應 。 摩西重拾第2節所表達的概念 ， 在

第8節陳述上主將來對以色列人有甚麼要求，並斬釘截鐵地預吉以色列人

能夠滿足這些要求 。 上主的子民會有煥然 新的取向，他們會受教，並會

跟從摩西的教導順服上主 。 摩西對以色列國的樂觀預測不是建基於人 ， 他

沒有以為靠人的毅力就能夠持續地走在正路上 。 他的樂觀預測是建基於上

主的行動 ， 知道上主會在以色列人心中行割禮 。

從自然環境看到關係已恢復的證據(三十9-10)

摩西要聽眾注目於上主身上 。 他把第5節的說法再作引申，表明三邊

聖的關係中的土地一方之所以能夠實踐其功能，原因全在於上主 。 摩西鋪

陳這個新秩序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並同時說明上主與以色列人彼此會為對

方做些甚麼，突顯出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是與別不同的 。 他首先宣述上主

要為以色列而做的美事 他要使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盡皆興隆 。摩西從三

個角度描述這 番興盛的景象 ， 分別是子孫繁衍、牲畜多產、農作豐收，

這些內容與第二十八章 11節遙相呼應 。 從這些沛然降下的厚恩可見 ， 上主

對自己的子民不但改變了取向 ， 也改變了態度 。

上主宣告自己要向善以色列“回轉" 2 1 並重新喜愛他們 (參二十八

63 ) 。 三邊聖的關係在族長時期並末全面實現，族長們無緣享用當中的好

處 ， 因此這襄“你的先祖" 語所指的是當前的百姓 。 這些百姓可以得看

迦南地業，也是被攘的那一代人的先祖 (參四25 '二十九22 [21J )。摩

21 在第3節下 、 8節和這里， N IV都把 yâs的 (他要回轉)譯作副詞“再次 "

Caga in ) ， 令 “回轉"的意思變得含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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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雖然斷吉以色列終有叛逆上主的一天，但他也預期在叛逆之前會有一

段效忠於上主並得享豐盛的日子。早前的應許( -t 12-16 ' )\ 11-13 '十一

13-15 ) 並不是到末世才實現的夢想(參三十二日- 14 ) ，當前的這一代以

至他們的子孫也能夠一嘗恩澤。

摩西在第 10節收結這個段落，並再次提醒聽眾，雖然三邊聖約關係終

會全面恢復，但百姓卻不可視之為沒有前設的預盲，以為自己的態度無關

豎要。(-)以色列人必須留心聽從上主的聲音，也就是行事為人都要依

循寫在“這律法書上的"誡命典章。 22 這份文件不但記錄了摩西的講章，

當中更凝集了神的口頭盼咐。這襄既然把神的聲音等同於一份寫下來的文

本，那麼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從摩西的律法書中聽到神的聲音。

(二)以色列必須盡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回歸轉向上主。在第2

節，摩西曾吩咐以色列要盡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回歸轉向上主，並聽

從他的聲音 ; 這襄則把次序倒轉，先要百姓聽從上主的聲音，再而全心全

人歸向上主。

希伯來文小詞 ki 在第9至 1 0節共出現三次 ， 也是解讀這段經文的關

鍵。我們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理解這個詞語:表達因果關係(因為) 、設

定條件(如果) ， 或者標示時間(當 ...時)。理論上這三種解法都有可

能 23 但如果 kî 從句繁接主旬，那通常都是表達因果關係。 24 因此 ， 這三

旬從句是要陳明以色列人為何重得豐盛，並指出得福的把握何在。上主將

要祝福以色列，因為他喜愛以色列 (9節下) 、因為他們要聽從他的聲音

( 10節上) ， 也因為他們要回轉歸向他。 25 摩西早前呼籲百姓在心上“行

割禮"又多次督促他們要愛神、敬畏神、順服神和事幸神(尤其是十

22 短語“在這律法書上的"也見於二十九2 1 (2 0 ) ，但與二十八6 1 “寫在這律法

書上的" 一句不同 。 所謂“書 "(sëper ) ， 其實是泛指任何形式的書寫文本，

包括牛皮紙和羊皮卷 。

23 Kî 詞在第9節最後的 句從旬首次出現 'N IV把它視作獨立的從旬，沒有把

這詞譯出來 。 這詞在第 10節再出現兩次， NIV都譯作“如果" ( if) 

24 例 A. Aejmelaeus, “ Fun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kî in 8iblical Hebl 巴W，" JBL 105 

(1986): 202-7 。

25 參同上， 202忌 。 McConville有不同的看法，見Dellteronomy ， 428 。就句法而

盲，最不合適的解議是標示時間，因為這樣解讀過去令依賴神學上的前設，也就

是認為以色列人在領受心上的割禮(十 1 6) 之前無法回轉歸向上主。

839 申二十九29 捌~三十1 。 國

12-16) ，這一切要求都是基於上述可能性 。如此看來，以色列在往後歷史

中所缺乏的 ， 並不是道行誠命的能力，而是遵行誡命的意志。在其後的申

命記篇章中，摩西將會更全面地論述這個議題 。

摩西曾在第四章30至31節為以色列的將來作一總結，而同樣的預吉也

見於利未記二十六章40至45節。在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摩西不但複述

了這番預吉，還加以引申。第二十九章29 ( 28 ) 節所遺下的屬天奧秘，其

答案或許就在這里。為甚麼上主會再次眷顧以色列，並且按聖約賜下如此

豐盛的恩典呢?因為上主的憐憫最終蓋過了他的怒氣，而他對于民的愛意

更是永恆不滅的。審判不能也不會是神子民的終局。

應間區則

摩西、耶利米、保羅 摩西把以色列的必然復興描繪成 幅圖

畫，又在這幅圖畫中埋下了不少種子，粒粒都在其後的經卷中

發芽生長。“耶利米也為以色列的復興繪畫出他的圖畫，當中

的高潮就是新的的建立(耶三十一27刁7 ) ，而背景正是本段申命記經文。

在耶利米先知所宣述的主題中(三十3 ) ， 我們清楚看到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的用語和概念 。耶利米提到神把律法刻在百姓心上的時候，雖然沒有

指這是心上的割禮 ，但他所作的闡釋卻與本段經文的神學相符 。 此外，他

又預吉以色列人將會全民投入於新的秩序之中，這異象也跟這裹的神學屬

於同個範疇。

耶利米和摩西都意識到有兩個以色列國。一個以色列國是亞伯拉罕

的後裔，以每年的逾越節慶典作為身分的象徵，表示自己是從埃及出來的

那一軍人，手上又有律法書。他們就憑這一切在神面前討得一席位，在列

26 我的立場自然是申命記成書於耶利米書之前 。 見G. Vanoni ，“Anspielu呵en und 

Zitate innerhalbe der hebräischen Bibe l: Am Beispiel von Dtn 4,29; Deut 30,3 und 

Jer 29,13- 14," in Jeremia Zlnd die deuleronomische Bewegung (ed. W. Gross; 8BB 

呃; Weinheim: Be ltz Athenäum , 1995) , 383-95 。 反之， M. Z. Brett l e l 則認為申

三十卜 1 0是取材於耶利米書 。 見“Pred es tin at ion in De叫eronomy 30 .1-10 ," in 

Those Elus ive Deuleronomists: The Pheno ll1enon of Pan-Deulerono l11 isfs (ed. L. S 

Schearing and S. L. McKenzie; JSOTSup 268; Sheffield : Sheffield Acadelllic, 1999), 

1 7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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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算是 國 族。保羅說他們是從肉體生的。 27 另 個是屬靈的真以色

列 ， 他們以“示瑪"為座右銘(申六4-5 )。和幾百年後的約西亞 樣，他

們全心全意全力歸向上主(王下二十三25) 和迦勒、喇合、路得一樣，

他們在血源上雖是外族人，但卻領受了另 個靈，全心全意跟從上主(參

民十四24 ; 申 -36 ;書十四 8) ;和大衛一樣，他們完全信靠上主 (撒下

二十二2-51 )。在歷史中，這兩個以色列國合而為 的日子少之又少。兩

者的分別或可用下圖表達

、、

肉身的

~以色列\、f

屬靈的→久
以色列

、
、c

可是，本段經文所預示的畫像卻大有不同。正如右圖所表達的，摩西

遙望將來，看到肉身的以色列與屬靈的以色列將會完全等同。到那天，全

民都要在心上行割禮，全民都會愛神，全民都會聽從上主的聲音，並按照

摩西的律法來生活。最後，全民都得享上主的恩惠。

耶利米心中也存著同樣的理想。他彷彿從摩西的筆記中抽了一頁出

來，嚴嚴地譴責同胞沒有在心上行割禮(四4' 六 10 '九25-26 ) 。然而 ，

他又在耶利米書三十 章31至34節眺望審判之後的日子，看到“全以色

列"都 : (一)已經把律法刻在他們的心上(二)通過約與上主建立7

關係; (三)認識上主，以及(四)經歷到罪得赦免。這四項都算不上是

前所未見的。自古以來也有少數人曾經這樣蒙恩。這“新約"只有一項特

質是全新的，就是它所囊括的範疇。先知透過上主的聲音宣告，將有一

天 ， 全以色列都會擁抱上主(參耶三十 22) ，屬靈的以色列和肉身的以

色列的國界將會完全重壘。

27 羅四 1 .九3 、 5 ;加囚23 、 29 0

841 申二十九29 (28) ~三十1 。 國

旦立約雙方都委身在其中，就沒有人能夠解除這個關係。在這新約

裹，人們無須脫離律法，神的公義標準也沒有 點 劃的修改。耶利米看

到來日的景象 28 上主的律法將會銘刻於以色列人的心上，全民都會自行

走上上主的道路。這“新約"其實並不新鮮 ，這約的典範早見於亞伯拉罕

之約，而亞伯拉罕之約就在西奈山傳遞給以色列

全民，之後上主又在摩押平原與當前的這一代百

姓重新確立。現在的“新約"只不過是要應驗上

述的約 ，並把其中的理想實現出來。 29

猶太人在公元前538年從巴比倫歸回故土，

證明上主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子民 ， 也沒有忘記自

己藉摩西所說的話。百姓對偶像棄如敝履，彷彿

孩童斷奶 樣。他們懷抱更新的靈，回到耶路撒

冷，重新作上主的立約子民。然而 ，無論是摩西

摩西遙望將來，看
到肉身的以色列與屬

靈的以色列將會完全

等同 。

還是其後詮釋經文的人 ，都不會認同這次回歸就是申命記三十章 l 至 lωO節

的全面應驗，因為這決更新只是

盼望建基於幾11條|嗓奈大支柱，而這次回歸只不過重建7其中的一部分

(一) 回歸的百姓只佔據了神原初應許的土地的部分區域。

(二) 回歸的人口的有五萬(拉二64-65) ，主要是猶大支派的民眾和利

未人。這個數目只估分散於列國的以色列人的小部分。

(三) 回歸的民眾雖然包括大衛的子孫所羅巴伯，但大衛家並未曾恢

復掌權。所羅巴伯只是一個省長，還要聽命於波斯政權(â支一

12-15 '二23 )

28 耶三十一27 、 31 、 38都有“日子將至Ij" ( <新普及> )一語。

的 就其上下文理而言，耶三十一27-40只談及以色列的將來，棍I或不免偏狹。以

西結書雖然沒有“在心上行割禮"等語，但卻代之以另 個比喻 f 就是除掉石

心，換上肉心。以西結的說法與摩西在申命記的陳述一樣模稜兩可，他一會兒

叫以色列人為自己換上一個新的心和新的靈 (結十八3 1 ;參申十 1 6) ，一會兒

又說上主會給他們換上新的心和新的靈 (結十一 19 '三十六24-34 ;參申三十

6) 。以西結認為靈性更新的證據是川頁服上主的旨意，這個看法與摩西是 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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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殿雖然得到重建，但卻萬萬不及原初的輝煌。且不論這殿如

何，上主的榮耀明顯未曾回來(參該二卜9) 。

這幅圖畫顯然及不上摩西描述的理想情景，但卻可以算是上主所村的訂

金，表明他會繼續看顧他的子民。

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也為保羅的論述莫定根基。猶太派基督徒要求

外族信徒行割禮，認為這樣做才能在上主的約上有份。保羅駁斥他們，指

出聖約于民的標記不是肉身上的割禮，因為領受聖靈而在心上行了割禮才

是。保羅又利用“猶大" (意思是稱讚)一詞來作雙關語，說真以色列人

(猶太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神(羅二25-29)。保羅以耶

利米的異象作鏡子 ， 憑其折射看出摩西所描述的理想景況，宣告將來“全

以色列要得到拯救" (羅十一26)

上主和他的于民雖然曾經有隔閔'但本段經文卻帶來了重整關係的機

會。這裹的盼望與古代近東宗主權條約所展示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那些

政治文件也會用親和的詞語來形容宗主與附庸的關係，例如稱宗主為“父

親"稱附庸為“兒子"。可是，人間的宗主往往只顧維護自己的利益 ，

在契約的詛咒條文之後從來都沒有重整關係的條款。神明一旦施行詛咒，

附庸就沒有回頭的機會。再者，政治霸主會邀請神明作立約的第三方，用

虛擬語氣 (s u bjunctive mood) 藉神明的口來宣告獎賞和懲罰 。上主卻用

第一人稱發吉，先以陳述語氣 (dec l arative mood ) 來宣告順服和叛逆的後

果，再以自己作契約的擔保人，監督制裁條款及復和條款的實施。 30

上主身兼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角色，也有全權跟他的于民重整關係，

儘管已經啟動了詛咒條款也沒有影響。上主之所以揀選先祖 ， 固然有更宏

大的宣教目的;然而，當上主置身於他和以色列的關係之內，他所做的事

就始終以其子民的好處為依歸。以色列人的叛逆對上主的地位與權柄秋毫

無損，但上主既有憐憫的心腸，又曾經承諾必然守約(四30-3 1 ) ，因此他

憑己意終止了審判，並給他的于民一個新的開始。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

是一份強而有力的證詞，證明上主必會眷顧他的于民直到永遠。 3 1

3 0 參Krasovec，“Distincti ve Hebrew Test il1lony," 234 。

3 1 參出三十 16-17 ;利二十四8' 二十六40-45 ;士二 1 ;詩一--2-9 ，賽二十四

843 

當代應間

申二十九29 (心

今天的以色列國 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節對當代基督徒意義重

大 ， 可分三個層次闡述。首先，我們可以透過這段經文瞭解到

應該怎樣看待今天的以色列國。猶太人在以色列地建立家園，

並不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發事件。亞伯拉罕的後裔流散於列國之中有二千年

之久，今天他們回到應許之地，建立國家，正是上主眷顧的明證。

然而 ， 我們也知道，儘管以色列國已成立於今天，但摩西及接續摩西

的先知所作的預吉仍然未算完全實現，因為恢復三邊聖約關(系的前設條件

還未得到滿足。部分猶太人的確有嚴謹地遵守猶太教禮儀和食規，但今天

的以色列國基本上仍然是一個屬世的國度。綜觀以色列國對待巴勒斯坦人

和其他外來人的方式，我們實在看不出以色列的國民已在心上行了割禮。

他們這樣行事，也跟申命記十章 12至22節所概述的倫理異象大相逕庭。要

得到應許之地的神聖業權，就必須信靠和敬畏神;而信靠和敬畏神必須以

行動來表達，就是把鄰舍的益處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我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為整個中東京平安。以色列幸召作世界的

縮影，而這世界理應是渴求“平安 " (shalom ) 的世界。這“平安"包含

了對神的效忠，以及隨之而來的福氣。保羅把約圖書二章32節〔三5 J 直

接指向基督，宣告信奉基督才算真正投靠上主，因為“凡求告主名的人，

都必得救" (羅十 13) 0 32 

聖約關係與神 正如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所強調的 ，申命記三十章 l

至 10節給我們一個典範，展示出神怎樣與誠心尋求他的人建立約的關係。

與神建立正面關係的條件有三 我們要改變態度，醒悟過來，承認自己走

上了叛逆的路;我們要改變取向，從邪惡和叛逆的路上轉回，我們也要願

意聆聽神的聲音，知道他在呼召我們信靠他，並為我們預備了當行的路

(徒三 1 9 '八22) 0 33 聖經的信息是貫徹的 在世人的一方而盲，與神

4-5 '五十四4- 1 0 。

32 論及這觀點，見0 . 1. Block,“Who 00 CO l1ll1lentators Say ‘ the Lord ' Is? The Scan

dalous Rock of RO l1lans 10: 1 丸" ìl川n 017 1的he 晰附'1的1117咚g ofNew 7昆k切切Sμt仰σωme惚的叫el凹17川7叫1 Co 川lI1e叫171仰Gω/'叫 @ 

F向E叫』μ仙f仿schrf妒f丹îj戶or Gα/"σJ川 Oα'sb叫OωJ川l1e 011 Ihe Occα叩正σ75引~/Oω0叫11 ofHi仿s 7叩01泊hB釘l叫r川Iυh叫da吵ry (伏ed . S. Portel 

and E. Schnabel; Leiden: Bri ll, 2012) ，即將出版 。
33 M. Boda正確地指出 ， 當申命記論及違反聖約的補救方法時，並沒有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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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既有憐憫的心
暉，又曾經承諾必然

守約﹒. . .. . 因此他憑己

意終止了審判 ， 並給

他的子民一個新的開

始 。

建立關係的條件是信靠和悔改，也就是保羅所

說的把“舊人 " 脫下 ， 穿上“新人" (西三

9-10 ) 。

此外，這靈性的更新也是神的作為。我們

都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23 ) ，受審判也是罪有

應得，但神卻收回降下刑罰的手，因為他已經改

變了態度和取向 ， 從發怒轉為憐憫。我們雖然不

配，但神仍然施恩使我們更新，給我們的心行割

禮。憑著神的這一番行動，人神關係才得以建

立。凡在心上行了割禮的人，都會全心愛神，並

會以喜樂的心JII頁服神 ， 藉以表達對神的愛意。

新的約 這段經文與新的聖約在概念上多有連繫。我們立足於十字

架的這一邊，曉得新的聖約關係全賴基督而建立 ， 自然要就著這些連繫發

問 ， 究竟基督在這襄有甚麼角色呢?在設立聖餐的時候，耶穌指著葡萄樹

的果子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的。" (路二

十二20) 因著基督的功勢，我們得以來到神的跟前，與神同享聖約關係中

的福樂。我們在基督襄得以認識聖父，又因基督的捨身而罪得赦免。靠賴

基督與聖靈的工作 ， 我們的心靈得看更新，也有神的律法刻在心上。早在

創世之前，基督就已經承擔了自己的使命(彼前 18-21 )。他的工作就

是一切屬天之約的基礎。基督的功勢滿足了神對聖凜的要求，神便收回怒

火，施下憐憫。

於赦免和代悶。申命記所強調的，是上主因為人的悔改而生憐憫，並願意復

和。見chapte r 7,“Deuteronollly," in A Seνere Mercy: Sin and Ils Remedy in the Old 

Testament (S iphJut 1; Winona Lake，刑 E i senbrauns ， 2009), 97- 114 。神學家往往指

出，先作工的是神 ，人的悔改只是結果。然而，本段經文卻排斥這種把救服過

程約化的論調。這衷的救廠次序是先懺悔，包括深刻反省、承認過犯，接若是

回轉歸向神，並全心順服。按照這段經文的觀點，只有後者是神的工作，因為

他在世人的心上行割慢。

申三十11-20

新漢語譯車 | 個告車

11 “因為我今天吩咐你的這誠

命 3 對你既不困難 3 也不 遙遠。

12它不是在天上 3 叫你們說﹒ z 誰為

我們登上天 3 取來給我們 3 讓我們

聽見而道行呢? ' 13它 也不在海的

那一邊， 叫你們說: ‘誰為我們渡

海，取來給我們 ，讓我們聽了遵行
呢? ' 14其實這話離你非常近，就在

你口中，在你心裹，為要讓你遵行。
15 “你看 ! 我今天將生與福、

死與禍擺在你面前) 16我今天吩咐

你-已要愛上主你的神 3 道行他的

道 3 謹守他的誠命、典章 、律例 ，

這樣就可以使你存活 3 人數增多。

上主你的神也必在你要進去佔領的

地上祝福你 。 17但如果你的心轉離 3

不肯聽 3 又受引誘，去 向其他神明

脆拜 3 服侍它們) 18我今天向你們陳

明 3 你們一定會滅亡 3 在你過約旦

河要進去佔領為業的土地上， 日 子

必不長久 。 3

19 “我今日使天地在你們中間作

見證，我已將生與死、祝福與詛咒

擺在你面前，你要選擇生命 ， 好使

你和你的後高存活。必要愛上主你

的神 3 聽從他的聲音，緊靠他 ? 因

為他就是你的生命，他使你的日子

長久?這樣你就可以住在上主向你

的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發誓

要賜給他們的那土地上 。"

11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

不是你難行的，也不是離你遠的。

12不是在天上，使你說 a 誰替我

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聽見可以

遵行呢 'ì' 13也不是在海外，使你

說 ‘誰替我們過海取了來，使我

們聽見可以遵行呢 'ì' 14這話卻離

你甚近，就在你口中 ， 在你心衷，

使你可以遵行。

15 “看哪 ! 我今日將生與福，

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 16吩咐你愛

耶和華你的神，運行他的道，謹守

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

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必

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

與你。 17倘若你心襄偏離，不肯聽

從，卻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

18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 你們必要

滅亡，在你過的旦河進去得為業的

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

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

見譚，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

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

的後裔都得存活 '20且愛耶和華你

的神 ， 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

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

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

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 雅各起誓

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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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盟章

摩西在這襄把聽眾帶回當前的處境，並作出最後的呼額。摩西

的牧養焦點十分清晰 ， 一是向以色列人指出聖約的要求是合理

的( 11 - 14節) ，二是挑戰他們選擇正確的道路( 15-20節 )

神的啟示觸手可及(三十 11-14)

摩西在第 11至 14節重申，進入聖的關(系的條件不是隱藏的，也並非不

近人情、深不可測、難若登天，相反，這些要求不但可望可即，也是力所

能及的。申命記的論述鮮有如這個段落般豎湊。摩西首先以反面的陳詞作

為論題( 11 節) ，再鋪陳兩段在風格和結構上幾乎一式一樣的論證 ，最後

又用正面的陳述來回應開端的論題 ， 並以之作為總結。

這段經文以小詞 kî ( {新漢語》 “因為" )為開端 ， 表示下文是

本段經文的高潮。 l 在第二十九章 14 ( 13 ) 節，摩西把聽眾推往遙遠的將

來，藉將來的景象警告他們不要叛逆上主(二十九 1 4-28 ( 13-27 ) ) 

然而，他又給百姓盼望，讓他們知道上主的憐憫終會蓋過怒火(三十

卜 10 ) 。這篇演說旨在重申聖約 ，而演講詞的核心就是第二十九章2至 13

( 1-12 ) 節 、 29 (28) 節以及第三十章 11至20節。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視

作連續的敘事文，那麼這襄 kî 一詞就是要指向第二十九章29 (28) 節;也

就是說，第 11至 14節是要引申“這律法上的一切話"而這“ 切話"是

早已顯明給百姓知道的。 2 在這開端的陳詞中， “這誡命 " (hammiswâ ) 

詞是指聖的所載的 切要求。 3 有人認為這個名詞在這襄是與 haftôrâ

(律法、指示)一詞同義 4 但這個名詞作單數形式，因此所指的也可能

是“至高的誡命"。至高的誡命就是十誠的第 誠 ，也載於“示瑪"的下

論及 kî 用作突顯文中的關鍵，見C. M. Fo llingstad , De叫ic Viewpoinl in BiblicaL 

Hebγew Te.耳t: A Synlagll7alic and Paradigmalic Ana/ysis of Ihe Partic/e 屯。在t1 las

SIL, 200 1 ) ， 52 。

2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E. AlI relil間， “Hei l sgegenwart illl Wort; Dtn 30, 11-14," in Liebe 

lInd Gebot. Stlldien 2um Dellleronomium (ed. L. Perlitt Festschri ft , R. G. Kratz and H. 

Spieckerlllann; FRLANT 19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lI precht, 2000), 1 5 。

3 參申六25 '十一泣，十五5 '十九9 。申三十 11 在字面上的意思是 “我今天盼

咐你的這一條誠命"。這短語和十五5是逐字對應的。

4 Tigay, Dellteronomy, 74, 286. 

847 申三十件2。 國

半部(六5 ; 參十 1 2-21) ，所有誠命都歸結於這一條誡命之內。

在第三十章 12至13節，摩西引述了兩段設想出來的話，就著這誡命陳

述了兩項重要的觀點。(-)對以色列人來說，要明白和遵行這誡命並不

“困難 " ( nip佑 ' t ; 11節)。這個詞可以指過於深奧 5 或者過於費力。 6

摩西或許是要聽眾作廣義的解讀 。這誡命並無奧秘，無須術士去作解釋;

也不艱鉅，不須超人才能達成。如果上主制訂的行為標準是他的于民無法

履行的，那麼他就不是施恩，而是施行終極的暴政。

(二)這誡命也不是遙不可及的。為了闡明這一點， 摩西以相同的

形式作了兩番比喻 。摩西設想有人踏上旅途，目的是要找尋這誡命，好帶

回來教導百姓。摩西用了二極法 ( merÎsm ) ，列舉:“天"和“海"來代表

“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目的地'，。 7 與這個陳述相穎的文字也見於某些經

外文獻。 8 {讚頌智慧主之歌} (Ludlul Bël Nëmeqi ) 稟面那位受苦的義人

曾經發問: “誰能曉得天上那些神明的心意呢?那些在陰間的神明，誰能

知道他們的課算呢?世人幾曾在哪稟認識到神明的道路呢 7 " 9 當摩西描

述這趟上天入海的旅程時 ，他或許無意徵引甚麼傳統，但其內容卻正好回

應了上述疑問。

“這話" ( 14節)所指的是上主的啟示。其他神明的心意艱澀難明，

5 出三十四 1 0也用了一個同源的名詞，指上主為他的子民所做的大事。在申十t

8' 這個Niphal式動詞所指的涉及難斷的訴訟案件。儀三十 1 8則用這詞來指測不

透的事。

6 見撒下十三2 。 亞八6 。這詞在創十八 14和耶三十二 1 7 、 27都涉及上主 。

7 舊約聖經其他地方也有把天和海作對立的詞語來使用，見伯十-8-9 ;詩一三九

8-9 ;參伯二十八 。《亞瑪拿泥東> ( Alllarna Letters ) 264號，記述某位迦南王

向法老表示忠心，他說. “不論我們走到天上，還是下到陰間，我們的頭顱也

在你的手中。" (英譯來自 Morna， Amarna Letlers, 3 13) 

8 例見“Etana ，" in Fost凹 ， B可ore the Muses , 533-54; {吉加墨施史詩> (Epic of 

Gilgalllesh ) 泥版 IX-XI 。後者的譯文見 A. George, trans. The Epic of Gi/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 ll1 and Olher Texls in Akkadian and SlIInerian (London: 

Pengllin, 2000), 70- 100 ; 以及ANET， 88-97 。

9 LudLu/ BëL Nëmeqi 1 .36-詣，英譯來自 La lllb e此， Baby/onian Wisdo l11 Lileralure , 
41 。另見《悲觀的對話> (The Dialoglle of Pessimislll ) 所載的另一段設問

“誰的身高能達至諸天之上?誰的肩膀夠廣闊，能把陰間合圍呢 7 " (同上，

14品的， 11. 83-84) 。論及這些文獻與申三十 11-1 2的關係'見F. E. Greenspa hn , 

“A Mesopotalllian Proverb and 1ts Biblical Reverberations," JAOS 114 ( 1994):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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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話"卻觸手可及，不用到遠方去求取。摩西用“這話"來代替“這

誡命" ( 11 節) ，似乎是旨在潤飾文字，但也使人聯想到前文提及的“這

些話"也就是摩西的所有指示(參一 1 )。摩西把“這話"等同於“這

誡命"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到這最後 篇演講詞的意義。當前這一代百

姓既蒙上主賜下能頓悟的心 、 能看見的眼睛和能聽見的耳朵(參二十九4

(3 J ) ， 摩西便藉著這篇演說把上主的啟示帶到他們跟前。

上主只要求世人全
心效忠於他 . .. . . . 以色

到人在這方面固然是

失敗了 ， 但原因卻不

是律法的標準過高，

以致他們不能避行，

而是他們不顧遵行 。

摩西又用了“非常近"一詞，使人聯想到第

四章7至8節，就是上主與以色列人親近。既然上

主與人那麼近，那麼“這誠命"也是一樣。第 144 

節指出神的啟示就在人的 “ 口中"和

表明雙方是 “零距離" 的。藉著背誦，他們可以

把它存記於心。 10 摩西以一句目的從旬收結第 14

節，宣告他的指示要成為以色列人的行為準則。

這句話暗示不論是至高的誡命，還是從至高誡命

所引申出來的律法條文，都是人能夠遵行的。上

主只要求世人全心效忠於他，這個要求是可以達

至的，並不深奧，也非不近人情。以色列人在這

方面固然是失敗T (三十 16-18 ) ，但原因卻

不是律法的標準過高，以致他們不能遵行，而是他們不願遵行。儘管每一

代都有效忠於上主的義人(真以色列人)出現，但這段經文所針對的卻是

全民靈性每況愈下的景象。以色列人要成功，就必須全民 體地效忠於上

主。

兩條道路(三十 15-20)

摩西在這稟給這第三篇演講詞作結 ，他已經把兩條道路陳明在百姓面

前(參十 26-28) ，現在再懇切呼顯他們作出明智的選擇 。 下面的圖表可

以突顯出這個段落的結構(引用的經文都是筆者自譯) : 

10 申三十 11 、 14取材自六6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你要存在心襄" 。

849 申三十 11 -20 圈

看 | 我今天擺在你面前

兩項選擇 生命、福氣 死亡、災禍

條件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 但如果你的心轉離

藉著愛上主你的神 並你不) 11頁服

藉著走在他的道上 並你受引誘

並謹守他的誡命 並你向其他神明跪拜

血(音+ 並服侍它們

律例

我今天向你們官告 ﹒

後果 這樣你就可以存活，人數增多 你們就一定會滅亡

並上主你的神要祝福你 你的日子必不長久

在地上 在土地上

就是你要進去 就是你要過約且河進去

佔穎的 佔領的

有不少人從這段經文的遣詞用字立論 1 1 認為這是“申命記神學 "

的精華 ， 就是順服得福、叛逆招禍。 1 2 摩西的文字風格成了後世智慧文

學模仿的對象 。 1 3 摩西既是教師也是牧者，他不但鋪陳兩條道路給百姓

選擇 ， 也提綱聖領地點明每個選擇的後果。如果百姓走在神的道上，又

謹守他的 切誡命，藉以展現愛上主的心，那麼他們就必得生命和福氣。

但如果他們轉離上主和他的道，他們就“ 定會滅亡" ( 18豈有)。“這生

命 " 和“這美事" (原文直譯; {新漢語》 “生與福" 。 這兩個詞在原

文都有冠詞)在這段經文稟所指的 ， 等同於“這福氣" (十一26 '二十八

1I 那些要求可參十 12 '十一 1 、泣，那些應許和警告可參四 1 ' -t 13 ' 八 l 。

1 2 參W. Bru egge l11 ann，吋h e Shrill Voice ofthe Wounded Pa rty," HST2 1 ( 1999) : 

1-25 。

13 在鐵十 19 '十四27 ' 十八2 1 '智者發出勸勉的主要方式也是通過生與死的

比較 。另見G . H. Wilson , ,“The Words of the Wise' : The l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Qohelet 12 :9-14," JSL 103 ( 1984) : 1 86 - 87 。除 7 申十一26-28及三十 1 5- 1 8外，

Wilson也同時引用Jfi美三33-35 '四 10-1 9 ' )\3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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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14 ) 而“這死亡"和“這災禍" (<新漢語》 “死與禍"。 同樣有

冠詞)貝1]等同於“這詛咒" (十一詣 ，二十八 15-68 )。

第 1 6節以一句從屬句作為開端 ， 甚為突兀，所指的是摩西早前吩咐

的某些命令。 1 4 第十一章27節也有同一句從屬旬，而之前則有“若你們聽

從上主你們神的誠命"一語。摩西或是要聽眾自行填入空白，給第三十章

16節的從屬旬加上主旬，要不然就是抄寫時出了就漏 。 1 5 因此，下文的不

定式動詞應解作情態 ( modal ) 動詞 : 以色列“藉著愛"上主他們的神、

“藉著走"在他的道上，並“藉著謹守 " 他的誡命、典章、律例 ， 聽從摩

西吩咐他們的上主的命令(參十 1 2 ) 。摩西指出，效忠於上主的獎賞就是

得到祝福 ， 而對上主不忠的下場則剛好相反 : 死亡相對於生命，災禍相對

於美事。 1 6

以色列人之所以要承受死亡與災禍，自然是因為他們轉離了上主 ， 而

這個轉變的具體表現就是不肯順服，並且敬拜其他神明 ( 17-18節)。以

色列人將要進入應許之地，只要他們願意)11頁服神，就能夠在那稟得存活，

人數也會增多，並且享受豐盛。但如果他們叛逆神，就會在那襄被擊敗 ，

遭殺戮，壽數也會減少。摩西先列出叛逆行為，再添上“我今天向你們陳

明 " 一語 ( 18節) ，之後才表述叛逆的下場。這種筆法使他的警告更形鄭

重。

在收結這篇演講詞的時候，摩西懇切呼額百姓作出明智的選擇( 19 

節)。他複述第一篇演講詞的勸勉結語(四26 ) ， 召喚天與地來為他作見

證'證明自己已經把所有選擇陳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就希伯來文而盲，第

19節的下半節是作強調語氣的，可譯作 : “我已將生與死擺在你面前 ， 就

是祝福與詛咒。"生與死的說法是複述這個段落的開端語 ( 15節) ，而祝

福與詛咒則是取材於第十 章26至27節。

14 單就這章而吉，見 l 上、 l 下、 2 、 3 、 5 、 7 、 8 、 11 、 1 6下、 1 8節 。

15 或許這句子先後有兩個 ，哼er ' 文士抄到第一個 '"se r 的時候跳過7 中間的文

字 l 直接往後抄下去。 ESV 、 N RS V都跟隨LXX的譯法，把失落的主旬補回。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cConvil峙 ， Deu teronoln)九 42 3; Ne lson , Deu feronomy , 345 , 

346 0 NIV的譯法或許正確，但可能性不高 。

16 論及 tôb (美事)和 ra ‘(惡事)被當作兩個極端來比較，見C . Weste rm ann , 

Ge/闊的 1-11: A Continental Comn附

851 申三十11-2。 國

摩西在第 19節的結尾呼額百姓“要選擇生命"可說是這篇臨終演

說的高潮，也是摩押平原一輪證道的頂宰。這第 1 9節的餘下部分是一句目

的從旬，隨後第20節又有三個不定式情態動詞，這些文字都受“要選擇生

命"這個句子支配。選擇生命，就等如以行動事奉神，以此表達在約中委

身於上主(“愛 " ) ， 同時又願意 1惠從 " 上主的聲音，並單單“堅靠 "

他。 1 7

這選擇是非此即彼的，不是得生命就是死亡。第20節用了三個不定

式動詞，暗示要選擇正道就必須全人投入，得生命的鑰匙就在以色列人自

己手中 。摩西所說的“生命 " 既有量的含義，也有質的含義。“生命 "

是指享有綿長的書數，罪的影響被暫時擋住，也沒有夭折的事。此外，這

也指百姓得以在上主應許賜給先祖的土地上安居樂業。摩西在這襄提到先

祖，行文算是走了完滿的一圈，在開端的一點收結演說。百姓正站在應許

之地的門檻之前 ， 上主通過發誓而作出的應許吉猶在耳。上主必然守約，

問題是他的于民能否貫徹始終。

應間缸則

摩西今天仍然說話 摩西最後的 篇演說雖然已經結束，但他

的聲音仍然學繞不絕。摩西的講章響徹數百年，所賴的不單是

申命記 書的記錄 ， 也相傳於歷代史家、先知、智者、詩人的

作品之中。他們不斷提醒讀者，凡自認是神于民的人，都面對著生與死的

抉擇 我們有沒有愛神?有沒有聽從他的聲音?有沒有單單豎靠他?

約書亞引用摩西的呼顯，在自己的臨終演講詞中 向百姓發出跳戰

“你們今天就要選擇所事幸的 是你們祖先在幼發拉底河那邊所事幸的神

明 ， 還是你們現在居住的這地亞摩利人的神明? "接看，他又以自己為典

範，說 : “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上主。" (書二十四的 ， <新

普及) )可惜，以色列的歷史充滿了錯誤的選擇。當然，也曾經有個別的

人懂得選擇生命。以色列國在最初和最後期都分別出現過這樣的人物 。 在

17 論及 dãbaq (抓緊、依靠) ，見四4' 十2 0 '十一泣，十三4 (5) 的詮釋 。 申

十一22也載有類似的三項要求 ， 只是以“行在他一切的道上"代替j"聽從他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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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的年月 ， 迦勒就憑著他的忠誠而得以在應許之地安居 ， 並獲得尊貴的

稱號，被神認作“我的僕人"又說他另有一個靈，全心全意跟從上主

(民十四24 ) 0 1 8 臨近猶大國敗亡之日，約西亞也得到至高的讚譽 “的

保羅與摩西都一致

西亞王全心全意全力歸向上主，遵守摩西的全部

律法，像他這樣的王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再

有了" (王下二十三衍 ， {新普及> )。然而，

猶大國未後數十年風起雲湧，連的西亞也枉死於

地指出 ， 人不能靠遵 埃及人的箭下。

守律法來贏取救恩 。 上主揀選以色列人，又施行拯救，與他們
恩典是神所腸的，但

自願遵守律法倒是憑

信心接受恩典的明

~ 
ii'It. 。

立的，並一路看顧他們，但出埃及的那 代人竟

然拒絕了上主的恩典。希伯來書的評論實在一語

中的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就好像傳給他們

一樣 ， 但所聽見的道沒有使他們得益，因為他們

沒有用信心跟那些曾聽見的人聯合起來" (來四

2; 參民三十二11 - 12 ) 。那 代人的孫輩也不遑

多讓。據士師記所載，過了約旦河才不過一代的光景，以色列人就三番五

次作出錯誤的選擇，因而要身受聖約詛咒之苦。他們放棄了生命，選擇了

死亡，幸好上主施恩，國家才可以在公元前二千年期嶄露頭角。宗族肢體

尚可保全，但在靈性上卻不然，因為他們只懂得做自以為正確的事(士十

--t6 ' 二十 25 ) 

大衛王朝建立之後，第二代君主即帶頭作出錯誤的選擇，加速了國家

的敗亡。以賽亞看到國民固執錯誤，堅拒生命，就把以色列與上主的立約

關係扭轉過來，以反諷筆法說他們“已經和死亡立約" (直譯，賽二十八

15 ' 18 ) 。以色列人被自己的肉體所勝(參羅八3 ) ，拒絕以信靠來回應

上主賜生命的好消息 ({91j : 民十四 11 )。他們不願在心上行割禮，也不肯

讓神給他們的心行割禮。他們硬起心腸，不聽從上主的聲音，更違背了所

立之約(參來八9 (耶三十一3 2J )。這 切導致上主暫時收回福氣 ， 並

執行聖約所載的詛咒。

18 迦勒和約書亞 樣，對上主貫徹盡忠(民十四詞，申 36 ;書十四8-9 、 14 )

與同樣從埃及出來的同輩形成強烈對比(民三十二 11- 12) 

853 申三十11 -2。 國

保羅與申命記第三十章 然而，摩西卻斷吉，被擴不會是以色列的終

局。持同樣信念的還有眾先知，特別是耶利米(耶三十 1-40 ) 和以西結

(結三十四，三十六日-38 ' 三十土 1 -2 8 ) ，以及新約聖經的保羅(羅九~

十 )。因為上主立意要按照聖約施恩，所以國家必會復興 ， 摩西在這篇

告別演說提及的理想也必得實現。保羅把本段經文作了出人意外的引申，

說基督從天上被帶下來，又從陰間被領上去。下表把這兩段經文在字面上

的意義並列比較，足以證明保羅的論述是約略取材於 0:十士譯本》 的申

命記三十章 11至 14節 :

申=十 11-14 (LXX ) 羅十6下-8

因為這誠命，

就是我今天盼咐你的，

既不困難，也不遙遠。

它不是在天上面 ，說: 你心稟不要說:

“誰要為我們升到天上去 ， “誰要升到天上去?

並取來給我們， 這就是說 ，要把基督帶下來 。 "

讓我們聽見而遵行它呢 7 " 

或者

它也不在海的那邊，說

“誰要為我們渡到 “誰要下到陰間去?

海的那邊 ， 這就是說，要把基督從死人中績上來。 "

並取來給我們 ，

這其實要說甚麼呢?

讓我們聽見而遵行它呢 7 " 

這話離你非常近， “這話離你很近，

就在你口中 ， 也在你心里， 就在你口中和在你心稟 。"

也在你手中，讓你遵行。

這就是我們所宣講關於信心的話。

保羅借用申命記三十章 11至 1 4節來闡述基督論，究竟理據何在呢?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854 

新約學者頗費了一番工夫解釋。 1 9 然而，我們必須謹記，保羅是一位說

理者多於是 位釋經家。他不像今天的學者一般，從歷史和文法的角度來

鑽研經文的意義 。 這段羅馬書的經文不是要發掘申命記三十章 11至 14節的

奧秘，而是要頌揚基督，強調基督是一切信主之人所領受的約的巔峰(羅

十4 ) 0 20 此外，保羅也旨在揭露猶太教徒的謬誤 。 他們把律法和信心分

開，又自以為擁有比別人更高的義，並以此作為親近神的基礎(參羅九

30-32) 0 2 1 保羅首先訴諸利未記十八章5節所載的應許，就是人若遵行律

法 ， 就必因律法而得存活 。 這個看法不但與申命記全書的精神 致 22 也

符合詩篇作者的立場，因為詩人喜愛遵行律法，又在律法中找到生活的準

則 。 23

值得留意的是，在申命記的希伯來文文本中，並沒有任何詞語等同

於保羅所用的希臘文詞語 pistis (信心) 。 然而 ， 找不到同義詞並不等於

沒有同樣的概念 。 申命記以生命作順服的獎賞 ， 就是暗示順服是信心的表

現，同時也是愛神、敬畏神的表現 。 24 申命記旨在表述律法的典範，尤

其是第三十章 11 至 14節 。 我們萬不可把這典範與以色列人在歷史中對律法

的回應相混淆 。 當保羅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他不可能是要改正律法的錯

誤，因為律法是神所啟示的，必定完美無瑕 。 羅馬書十章5節與6至9節並

沒有矛盾，前者沒有提倡

義"並無衝突 。 保羅同代的人誤解又誤用了律法 ， 保羅只是要改正他們的

錯誤 。 那些貶抑保羅的猶太人以為順服是天國的入場券 ， 但事實上這入場

19 尤見T. Schrein凹 ， Romans (BECNT; Grand Rapids: Baker, 1998), 550-63; D. J. Moo, 
TheEp臼t/e to the RO l11ans (N ICNT; Grand Rapids: Eerdma肘， 1996), 644-60 。

20 也就是“律法的終結.. (羅十4 ) 。上文的用語來自N. T. Wrigl叫 ， The C/imax 

。{ the Coνenant: Ch川Sl and the Law in Pau /ine The%gy (M inneapo lis: Fortress, 

1 993) ， 24 1 。

創 造正是保羅引述申九4 (LXX ) 的言下之意。從申九4本身的文意而論 ， 摩西己

經摧皇毀主 7下述論調 '就是以色列人J憑憑著高人 等的義行贏得應許之地的業權。

參Sc叫ch仙11 巴叫lI1 er.几'， Ro川0叫 558; Mo∞o， Ro仰lJ1叫yη1叩正

2泣2 申四 l←， 六2叩0-2臼5 ' )八\ 1 、 3' 三十6 、 l川6 。

23 詩十九7 -14 ( 8- 1 訓 , 九 1 6 、 24 、鈞 、 35 、 40 、 47 、 48 、 62 、 70 、 77 、

92 、 93 、 97 、 11 3 、 11 9 、 127 、 140 、 1 43 、 156 、 1 59 、 1 63 、 1 67 、 17 5 。

24 申四 10 ' 五凹， 六2 、 4-5 、 13 、日，十 12 、 20 ' 十三4 (訓 ，十七 19 '三十一

1 2-1 3 。

855 申三十巾。 國

券是上主施恩所賜的，惟獨憑信心才能領受 。 保羅與摩西都 致地指出，

人不能靠遵守律法來贏取救恩。恩典是神所賜的，但自願遵守律法卻是憑

信心接受恩典的明證(參申六20-25 ) 

申命記三十章 12至14節的原意，與保羅徵引這段經文的用意，兩者究

竟有甚麼關係呢?在王軍磨之餘，我們也應小心謹慎 。 保羅毫無疑問是暸解

摩西原意的 。 不但如此，他更意識到第 11 和 14節的“誡命/話語"與基督

有類比的關係，實在可圈可點 。 對摩西時代的以色列人而言，學習律法是

輕而易舉的，因為上主已經施恩把自己的旨意毫無條件地啟示給他們 。 如

果有人真的派遣使者到天上或海外，叫他們去求取上主的話語，那反而是

不信的表現，甚至可算是拒絕了已經領受的恩典 。

保羅把同樣的道理應用到基督身上 。 我們不用到天上和陰間去找尋基

督 。 道成肉身的基督已經從天上降臨人間，又藉著復活從陰間回到世上 。

在申命記中，信心的表現是接受律法、投靠上主;現在基督已經復活，信

心便成了接受基督、投靠基督 。 耶穌是上主成了肉身，他不但體現7律

法，也代替律法成為

可是，保羅又憑甚麼把第 11至14節的“誡命/話語"連繫於基督呢?

莫非這就是米大示式 (m i仙d也ra的s叫仙圳h圳11Cω) 的釋經手法?還是某種古老的修辭技

巧?我們雖然不清楚保羅的 ;憑愚據何在，但摩西卻肯定有把這段經文連

繫到神身上 。 他用形容詞 qârôb 來形容神的話語離百姓“非常近" ( 14 

節 ) ，讓人想起他在第四章7節說上主以色列的神與他的于民“親近"

(qerôbîm ) 。 事實上，從以色列人在歷史中對這篇演講詞的回應可見 ， 上

主與律法是息息相關的 。 從詩篇第 九篇就可以看出兩者關係之豎密 。

詩人提到世人的某些行動和心態 ， 這些行動和心態的對象理應是上主 ， 但

詩人卻以“話語/誡命"為對象來作陳詞，彷彿神與他的話語是等同的 。

在這 篇詩歌之中，“律例 " 、 “ 話語"、“律法書"三詞很多時候都是

可以跟神的聖名 ( “上主" ) 互換的 。 26

25 j如IJ : Moo , Romans, 653 。

26 參AureliL時， “ l-leilsgegenwart im Wort," 23-24 。以下是 “話語" 、 “命令 "

“ 律法書 " 三詞可以跟神的聖名互換的例子 詩一一九 1 9 (參二十士 9 '

六十九 1 7 ( 1 肘 , 。二3 ( 4 ) ， 一囚三7 ) 、 20 、 3 1 (參六十三9 ( 10 ) 

申十20 ) 、 圳 、 42 (參五十六4 ( 5 ) ) 、 46 (參賽六十一6 ) 、 47 (參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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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例子可見，既然“話語"可以連繫於上主，那直保羅把申命記

三十章 11和 14節連繫於耶穌基督，看來也是於理有據的。就著羅馬書第十

章的上下文而吉，保羅不但要證明耶穌基督可以跟律法作類比，也要證明

他與上主是等同的。這就是說，基督正是以色列人應全心投靠的對象 ，而

摩西的演說也是為基督而作的。保羅在羅馬書十章8節提到他所宣講的是

“信心的 1話呂"而第9節又要求人作出認信 ， 承認

連繫意味上述解釋是合理的。

那麼，

這個短語是要承認耶穌的王權。當時 ， 凱撒要求人民接受羅馬君王為元

首，這個短語或許是針對這情況而作的回應。然而 ， 在新約聖經中句妙J刀r圳r川F叫ioωS 

(主)一詞是尊號，所指的等同於希伯來文的，叫6伽n (主)卜'以及神的聖名

y川功圳h}η干wl叫11彷h (雅威 ;{和} :

是說

耶穌為“所有人的主"顯然是表述耶穌的王權，而不是指他的身分。 28

還有四項證據支持這樣解讀你rion l ësoun 0 (一)羅馬書十章5節引

用了利未記十八章5節，而利未記十八章5節的前後框架正是“上主自述公

式語"全句為: “我是上主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我的典

章;人道行這些，就可因此存活。我是上主。，， 29 (二)上主在埃及顯出

神蹟奇事，為的是把自己啟示給世人知道，同樣，耶穌從死稟復活 ， 也證

明了他就是上主(羅十7) 0 (三)羅馬書十章 l至 13節有不少詞語涉及救

恩論( 1 、 9 、 13節) ，可見保羅所回溯的已不止於摩西的演講詞(申二十

九~三十) ， 而是憶及出埃及的經歷。(四)最後，保羅又將約明書二章

5 ;詩二十六8 ' 三十 23 (24 ) ，九十-l:::: J 0 '一一六 1 '一四五20) 、 48 (參

詩二十八2' 六十三4 ( 5 ) )、 114 (參43 、 74 、 147節，參三十一24 (25) 

三十三 1 8 、泣，六十九3 (4) '-l::::十一 5 '一四-l:::: ll ' 一三07 '一三-3) 。

27 LXX往往把四字母詞 yhwh 和 '''dôn 同譯作 kyrios ' 因此才出現這般模稜兩可的

解績。

28 參C. E. B. Cranfi eld, Romons: A Shorter CO l17mentw)' (Grand Rapids: Eerdmans, 

1 985)， 258-60 。

29 這 章的結語(幸IJ十)\29-30 ) 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做可憎惡之事，否則必被剪

除。由此可見'這襄

“過活"。

857 

32節引用到基督身上(羅十 13 ) ，就是把耶穌等

同於上主。基於同樣道理 ， 另外還有 段認信文

與紗riol1 lësoun (耶穌是上主)一語大同小異，

就是阱立比書二章9至 11節句圳的 lësous Christos 

(耶穌基督是上主) 0 30 

保羅把基督等同於上主，主要目的不是要

比較律法和信心，也不是要表明前者是因行為稱

義，後者是因信稱義。保羅只是增加籌碼，以求

贏取面前的猶太聽眾。摩西挑戰以色列人選擇生

申三十 11-2。 國

1重段經文提醒我

們 ， 神已主動向世人

啟示自己 ， 我們不須

走到天涯海角 ， 也無

須作深刻的冥想。

命，並且聽命於律法書 ， 以表達信靠上主之心。保羅則宣告，基督藉著受

死和復活已經證明7 自己是上主成了肉身，人如果要得救，就必須信靠基

督。耶穌是“律法的終結"完全體現出律法的義，他就是上主，即便

律法也是從他而出。由此可見，律法所載的啟示遠遠不及這成了肉身的

“道"。摩西教導律法，只算是恩典的中介人，而耶穌基督卻能夠全面地

體現恩典和真理(約 17 ) 0
31 

保羅在羅馬書十章6至8節引用了申命記三十章 11 、 14節，其用意甚為

費解。現在我們明白了“誡命"與“話語"之間的關(系 ，或許就能夠解開

上述謎底。不但如此，我們還無意中牽涉及另 段謎樣的文字，就是約翰

福音的序吉。約翰福音 章 l 至 18節對基督作了一番評述，既然基督等同

於神的話語，那麼上述文字也可以應用於神在申命記中啟示的話。再者 ，

聖經上指著施洗約翰所說的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摩西: “他不是那光 ， 而

是要為光作見證" (約-8) 。約翰福音 章 11至 12節把拒絕基督與信奉

基督並列 ，這樣的筆法與摩西挑戰百姓選擇生命的做法也有類同之處(申

三十 1 5-20) 。申命記四章7至8師提到上主與人“親近"第三十章 11 、 14

節又說“這話"與人“非常近 " 。究竟上主與話語有甚麼關係呢?我們終

於在約翰福音一章 14節找到答案。律法是通過中介人摩西賜下的，而律法

所閻明的恩典，如今已藉著基督體現出來。通過基督，神已把申命記二十

30 進一步的論述見B lock，“Wh怕10 Do CO I11 I刊11111e凹nt旭atωor昀s Say ‘ t仙he LOI吋d' Is小叭， ，即將出版 。

3引l 這裹所比較的不是律法菲和日恩典'而是

體現的恩典" (參約一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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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29 ( 28 ) 節所說的“隱秘的事"顯明出來。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

那麼第二十九章29 ( 28 ) 節和第三十章 11至 14節所暗示的 ， 就是一件極榮

耀的事。新約聖經就是以這件事作為開端。基督降世為人 、 在十字架捨

身、死後復活 ， 讓我們從他身上看到了神的大恩。因此 ， 凡求告基督之名

的 ， 就是求告上主之名，所以都必得救。

當代應間

神向世人啟示自己 顯而易見，這樣的經文對當代教會意義極

為重大。我們承繼了神給以色列人的啟示 ， 也明白基督是這啟

示的巔霉。我們領受了以馬內利這名字所表達的恩典，因此歡

然慶賀。神不但離我們非常近 ， 也清清楚楚地向我們啟示了他的旨意。在

這後基督教 ( post-Christi an ) 的靈性氛圍之中， 尋求上主旨意的方式變得

多樣化。人們嘗試東方的宗教 、 默想靜坐 、 對土著習俗充滿好奇 ， 也渴求

“知識的吉語 "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神己主動向世人啟示自 己， 我們不

須走到天涯海角，也無須作深刻的冥想。

這段經文還有另 個好消息。神藉著話語和基督把自己啟示給我們，

他所啟示的內容清楚明確， 而他所發的召命也是我們力所能及的 。神沒有

叫我們從摩天大樓跳下來，他的要求不但合理，也在人力範圍之內。神竟

然願意向我們啟示自己，這已經是出人意外 ， 而他要我們做的事也是顯淺

明白的 懷著喜樂的心順服 ， 帶著感恩的心事幸，藉以表達我們在基督稟

對神的愛意。

選擇生命! 從晝體的角度而吉 ， 以色列是失敗的。可是，當我們

看到神怎樣獎賞個別選擇生命的人 ， 我們也因此得看激勵。我們當然要防

備病態的個人主義 ， 但也要明白 ， 神不願看到任何人滅亡(結十八32 ) , 

而且存活之路是開放給所有人的。以西結書第十八章強調 ， 人人都可以自

行選擇生命或死亡，沒有任何人是受害者 ; 我們能否站立在神面前，以及

我們的下場是怎樣，這一切都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這就是摩西的福音，這

也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耶穌邀請我們 “進掌門 ， 因為通往滅亡的門是寬闊

的 ， 路是寬廣的，進去的人很多" (太土13 ) 。這句話不但警告人不要選

擇死亡與毀滅 ， 也在邀請人選擇生命。感謝神 |

申三十一1-30

申命記第三十一至三十四章導論

第三十一章的開端語標示下文風格有變。第二十九章至三十章是講

章 ， 旨在勸勉 ， 而其後的文字卻是敘事文。經文所記敘的事件在創世記早

有預吉(會IJ十五 13-21 ) ， 只是創世記的記錄較為拒要。這一大段申命記文

字不但補足了五經的敘事，更與申命記第 至三章連上關(系，成了摩西的

故事的結語。 l 在舊約聖經中 ，當某位主要人物的故事接近尾聲，往往會

有一篇臨終敘事文 ( Death Narrative ) 0 2 相對於其他舊約人物而盲 ， 描寫

摩西離世的文字最為複雜 ， 但也離不開大部分臨終敘事文的範式。 3

這段臨終敘事文可以分作兩大部分 第 部分描述摩西為保證以色列

人將來得享福樂而作出某些行動(三十一 l ~三十二47 ) ， 第二部分則記

述摩西的死亡及埋葬(三十二48~三十四 12 ) 。這兩部分都載有長篇的詩

歌 ， 藉以表達每部分的核心主題(三十二卜的， 三十三2-29 ) 

輯漢語譯車

臨終的安排
1摩 西 去將這 些 話告 訴 全 以

色 列 。 2他 對 他們 說﹒“ 我 今天

一百二 1-歲了 3 再不能夠繼續領軍

祖告車

臨終的安掰

1摩西去告訴以色列軍人 ，

2說 “我現在一百二十歲了，不

能照常出入 ， 耶和華也曾對我說

有人認為申 ~三和申三十 ~三十四是申命記的前後框架 ( D. L. Christensen, 

“ Forlll and Structure in DeuteronolllY 1-11 ," il川n Das De臼11叫lero仰n川州Pη川Il圳Z

BELT 68; Leuve缸en: L巴uven Univ. P刊re臼ss丸， 19呢85勻)， 1口38 ; M巴 rrill ， De叫11ω11仿eron叩O仰m閃n吵ry， 396ω) ，也

有人認為第三十一章是第三章的績篇 (υJ. D. Lev吋ens旭so叩n，“Who 1n川l selied the Book 

of the Torah?" H間 的 [1 976] ﹒ 2 09) 。但這兩種觀點都忽略了前後兩段文字的分

別。申一~三是摩西一氣呵成的演講詞，而申三十 則是附有演講詞的敘事文。

2 摩西的臨終敘事文有前後的框架 ，開端是他宣告自己將要離世 (三十 2) 

結尾則是敘事人的 段悼詞(三十四 10-1 2)

3 論及臨終敘事文，見B. H. C ribb , SpeC/king on Ihe Brink ofS的01 : Fo r l17 C/nd 

MessC/ge of Old TeslC/menl D凹的 Slories (Gorgias Di ssertations: Biblica l Studies 43; 

Pi scataway, NJ: Gorg ias, 2009) ， 的0-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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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出 入了。 上主也對我說: ‘你不得
過這約旦河 o ' 3上主你的神?他必

親自在你面前過去? 他必親自從你

們面前滅絕這些民族 3 使你們佔領

他們的地 。的書亞， 他必在你面前

過去 3 正如上主所說的那樣 。 4上主

處置他們 3 就像他處置他所滅絕的

亞摩菲rj王西宏與噩以及他們的地那

樣。 5上主必把他們交在你們面前?

你們要照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命令

對付他們 。 6你們要剛強 3 要膽壯〉

在他們面前不要懼怕 3 也不要驚

惶。因為上主你的神 3 他必親自與

你同去 3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離棄

你 。"
7摩西喚來約書亞 3 在全以色列

眼前對他說: “你要剛強 3 要膽壯?

因為你必親自和這百姓一起進入上

主向他們先祖發誓要賜給他們的

地 3 你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 8至

於上主 3 他必親自走在你前面? 他

必親自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
不離棄你。你不要懼怕 3 也不要膽

••

A 
P
A仔l

9摩西寫下這律法 3 交給抬上

主約櫃的利未人祭司和以色列所有

的長老 。 10摩西吩咐他們說: “每

七年的末一年，在豁免年所定的節
期，在住棚飾的時候， 11當全以色

列都來到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的地方

朝見他面時 3 你要將這律法在全以

色列眼前，向他們耳中宣講。 12你

要招緊追百姓〉無論是男人還是女

間告車

‘你必不得過這約旦河。， 3耶和華

你們的神必引導你們過去，將這些

國民在你們面前滅絕 ， 你們就得他

們的地。的書亞必引導你們過去，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4耶和華必待

他們，如同從前待他所滅絕的亞摩

利二王西宏與噩以及他們的國一

樣。 5耶和華必將他們交給你們，

你們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

他們。 6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

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 ，

也不丟棄你。"

7摩西召了的書亞來，在以色

列軍人眼前對他說 “你當剛強壯

膽，因為你要和達百姓一同進入耶

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

地。你也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

8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

同在 ， 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9摩西將這律法寫出來，交給

抬耶和華約極的祭司利未子孫和

以色列的軍長老。 10摩西吩咐他們

說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

免年的定期住棚僻的時候 ， 11 以色

列軍人來到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

方朝見他 。 那時，你要在以色列愚

人面前將這律法念給他們聽。 12要

招眾他們男、女、孩于，並城襄寄

860 861 申三十一1-30

插漢語譯車

人 3 孩童還是城裹的寄居者 3 都要

讓他們聽見，讓他們學習敬畏上主

你們的神 3 謹守道行這律法上一切

的話。的他們那些不認識這律法的

于孫 3 也要聽見 3 要學習敬畏上主

你們的神。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去佔

領的土地上，你們活著的昕有日子

襄 3 都要這樣。"

14上主對摩西說 “看哪 ! 你的

死期近了。 叫約書亞來 3 你們站在

會幕襄 3 我好吩咐他 。"於是摩西

和約書亞一起去站在會幕襄。 15上主

在 |悵幕裹的雲柱中顯現，雲柱立在

|悵幕門口的上方。

16上主對摩西說 ， “看哪!你要

與你先祖同眠了。這百姓必起來，

在他們將要進去的地上行邪淫 3 追

隨他們中間的外族神明。他們必離

棄我 3 違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 17那

天我的怒氣就必向他們發作 ，我必

離棄他們 3 我的臉要向他們隱藏。

他們必成為被吞吃的 3 許多災禍患

難都要找上他們 。 那天他們必說-

z 豈不是因為我的神不在我們中間 3

這些災禍才找上我們嗎? ' 18因 他

們做的一切惡，因他們把臉轉向其

他神明 3 那天我必把我的臉隱藏起

來。 19現在，你們要給自 己寫下這

首歌 3 並教導以色列人〉放在他們

口中，好讓這首歌成為我指證以色

列人的見誼。 20因為我將他們領進

我向他們先祖發誓應許的那流奶與

蜜之地 ，他們吃了，飽足了 3 長胖

個台車

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好

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守遵行這

律法的一切話。 13也使他們未曾曉

得這律法的兒女得以聽見，學習敬

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 在你們過的旦

河要得為業之地，存活的日子，常

常這樣行。"

14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的死

期臨近了，要召約書亞來，你們二

人站在會幕衷，我好囑咐他。"於

是，摩西和的書亞去站在會幕襄。

15耶和華在會幕襄雲柱中顯現，雲

柱停在會幕門以上。

16耶和華又對摩西說 “你必

和你列祖同睦。這百姓要起來，在

他們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

中，隨從外邦神行邪淫，離棄我，

違背我與他們所立的的。 17那時，

我的怒氣必向他們發作，我也必離

棄他們，掩面不顧他們，以致他們

被吞滅，並有許多的禍患災難臨到

他們。那日，他們必說 &這些禍

患臨到我們，豈不是因我們的神不

在我們中間嗎令， 18那時，因他們

偏向別神所行的一切惡，我必定掩

面不顧他們。 19現在，你要寫一篇

歌，教導以色列人，傳給他們，

使這歌見證他們的不是，部因為我

將他們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

那流奶與蜜之地，他們在那襄吃得

飽足，身體肥胖﹒就必偏向別神，

事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的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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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 就要把臉 11帶向其他神明 3 服侍

它們 3 藐視我 ， 背棄我的約 ) 21等到

許多災禍患難找上他們 3 這首歌就

是見證， 用來當面指證他們 3 昕以

這首歌不可離開他們後裔的口 。其

實 3 在我將他們領進我發誓應許的

那地以前 p 我就知道他們所作的盤

算。" 22那天 3 摩西寫了這首歌 3 教

導以色列人。
23上 主 吩咐嫩的兒子約書亞，

說. “ 你要剛強 3 要膽壯 3 因 為你

要將以色列人領進我發誓給他們的

地 。 而我 3 我必與你同在 。 "
24於是 3 摩西把這律法的話寫在

書上 ，直到完成 。 25摩西就盼咐抬上

主的櫃的利未人說: 26 “把這律法書

放在上主你們神的約植旁邊》讓它

在那襄成為指證你的見證。 27因 為

我知道你們是悸逆的 3 你們是硬著

頸項的 。 看哪! 我今天還活著 3 與

你們一起 3 你們就已經時時悸逆上

主 3 何況我死了之後呢 ? 28你們要招

果所有支派的長老和官長到我這襄

來，我好向他們耳 中講說這些話?

我好叫天地對他們作見證。 29因為我

知道我死以後 3 你們必敗壞 3 偏離

我吩咐你們的道路 。 末後的日 子必

有禍患迎向你們 3 因 為你們必做上

主眼中看為惡的事 3 用 你們于所做
的惹動他的憤怒 。 "

詩歌的見證

30摩西向以色列全會眾耳中誦讀

這首歌上的話 3 直到誦讀完畢 ﹒

862 

個告車

21那時，有許多禍患災難臨到他

們，這歌必在他們面前作見謹，他

們後裔的口中必念誦不忘 。 我未領

他們到我所起誓應許之地以先 ， 他

們所懷的意念我都知道了 。" 22當

日，摩西就寫了一篇歌，教導以色

列人 。

23耶和華囑咐嫩的兒子約書亞

說 。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領

以色列人進我所起誓應許他們的

地，我必與你同在。"
24摩西將這律法的話寫在書

上，及至寫完了 . 25就吩咐抬耶和

華約植的利未人說 。 品“將這律法

書放在耶和華你們神的的櫃旁，可

以在那里見證以色列人的不是，

27因為我知道你們是悼逆的，是硬

著頭項的 。 我今日還活若與你們同

在，你們尚且悼逆耶和華 ， 何況我

死後呢? 28你們要將你們丈派的原

長老和官長都招累了來 ， 我好將這

些話說與他們聽，並呼天喚地見證

他們的不是 ， 29我知道我死後 ， 你

們必全然敗壞，偏離我所吩咐你們

的道，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以手所做的惹他發怒 ， 日後必有禍

患臨到你們 。 "

詩歌的見詣

泊摩西將這一篇歌的話都說與

以色列全會眾聽 。

863 申三十悶。 國

經文臨蠶

第三十 章的內容主要是演講詞， 而且幾段演講詞長短相間 。

較短的三篇演講詞都涉及約書亞的就任，而較長的則敘述律法

書成書的過程 。 4 這些演講詞在題目的鋪排上有點糾纏不清 :

A 立的書亞作摩西的繼任人(三十一 1-8 ) 

B 律法書(三十-9-1 3 )

A 立約書亞作摩西的繼任人(三十一 14-1 5 ) 

C. 以色列的國歌(三十一 1 6-22 )

A 立約書亞繼任(三十 23 ) 

日 律法書(三十一24-27 )

C. 以色列的國歌(三十一28""三十二44 )

B. 律法書(三十二的-47 )

原初的資料或許包括三段獨立的演講詞 。 編者把三段演講詞牽合為

一，表明三篇演講詞都與摩西的兩項關注密不可分 : 一是確保百姓將來效

忠於上主， 二是上主應許的實現 。 第三十 至三十二章實際上是 份“白

紙黑字的見證或備忘 " 要為摩押平原的重申聖約儀式作一個永久的記

錄，讓百姓知道上主己立意守的，並毋忘上主對他們的要求 。 詞根 'd (見

證)在文中反復出現(三十一2 、 1 9 、 2 1 、鈞 、 27 、詣， 三十二46 ) . 可

見這段文字的確具有上述功能 。 5 值得留意的是 ， 摩西並無意為自 己建碑

立傳 ， 他只希望百姓銘記上主與以色列所立之約 。

4 論及申三十 的結構和佈局，見Ti gay ， Deuteronomy , 50 2 -7 ; E . Ta ls tra , 
“ Deute ro nomy 3 1: Confll sion or Conc lus ion ? The Story of Moses' Three-fold 

S lIccess ion ," in Deule l'onomy and Deute l'onomic Lileralure: Feslschrift C. H. W 

Brekelmans (ed. by M. Vervenne and J. LlIst; Leuven: Lellven Univ. PI間， 1997), 87-11 0; 

A. Rofé, '‘The Composition of Dell teronomy 3 1 in the Light of a Conjectll re abollt 

lnversion in the Order ofColulllns in the Biblical Text," Shnaton 3 (1979): 59-76 。

5 參B . Britt, Rewriling Moses : T，叫'he Na川

Gend白如E刮I几， C lI叫l什I t圳1I山.11'它e Th忱1花eoωry 14; Lon吋1叫don : T&T C I怕仙a創Irk 20ω04句)， 1 4叫O 。 名詞 'ë甜d (見證)

既可指人物 ( 十→t三6-7 .十九 l叮5 -1 6ω) . 也可指賞物 (書二十四2盯7 - 2站8: 賽三十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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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書亞作摩西的繼任人:

第一部分(三十-1-8)

這八節經文包含7兩段演說，兩者不但風格一致 ， 主題也完全相同。

從種種筆法可見，這兩段演說屬於“勸勉說詞" : (-)摩西在第6至7節反

復叮囑(二)他又在第6節和第8節用了反面的祈使語;以及(三)他多

次提醒百姓上主必然守約。第一篇演說 (2- 6節)的對象是百姓，以第三人

稱代名詞來指稱約書亞。第二段演說的對象則是的書亞本人 (7節下)。

摩西對百姓的嗎 11ft ( 三十一 1-6 ) 這段敘事文的開端甚為突兀。前

文的焦點是聖約關係的本質 ， 而第三十一章 l 節則把焦點移至各項“整頓

內務"的措施。 6 雖然有人把這段文字歸類為“出師誓言 " 7 但和早前的

演講詞 樣，這段文字其實也是牧者的循循善誘。它的結構可以分作三個

部分 : (一)摩西宣怖自己離世之日已近 (2節) ; (二)摩西承諾上主

約書亞賴以剛強的

基礎在此:上主必走

在約書亞前面 ， 並承

話會與他同在 。

會繼續臨在 (3 - 5節) (三)摩西囑咐百姓要剛

強膽壯 ， 不要失去信心 (6節)。中間的部分是

整段文字的核心。

綜觀其他臨終敘事文，大多數都是由敘事

者首先宣告當事人老紀老道，將要離世，但在這

襄宣告摩西快要離世的卻是他自己 (2節)。他

並沒有直接陳述自己的死亡，而是說自己已屆高

齡，再不能繼續“擴軍出入" 8 了。摩西120歲，

6 以動詞“去"作開端，意味摩西會在這一章作出 連串行動。這短語的結構

是前所未見的。經文先用上動詞 hâlak ( 去) ，卻沒有指明摩西去了哪裹，

接著便是另一個動詞短語。 NIV lm從MT' 但另有不少譯本作“當摩西說完這

些話之後"。這立場見於LXX和 份昆閱 ( Qum ra n ) 殘篇( 1 QDe utb [ 1 Q5 ], 

in DJD 1 [ 1955] , p l. X, f ig. 13 and p. 59 ) .且與創十1:::22和申三十二45所反映

的常例致。例 Mayes ， Deuterono l17y , 372-73; Tig旬， Deuteronomy, 289, 400; 

Ne lson , Deuterono l17y , 353 。然而 ， MT的立場雖然較為複雜，而且少有先例，
但卻比LXX和昆蘭殘篇的更佳。同樣的看法也見於F. Nwachukwu,“The Tex1:i.叫

Differences between th巴 MT and the LXX of Deuteronomy 3 1: A Respo I1se to Leo 

Laberge," in Bundesdokll /11.ent und Geselz: Stlldien ZI刊11 Deuteronon l17 iufI1 (ed. G 

Brau li k; HBS 4; Freiburg: Herder, 1995) ， 88-90 。

7 Nelson, Deulerono fl1y , 358. 

8 原文為用了二懂法 ( merism ) 的“出去和入來 " 這個短語在民二十1::: 1 7是特

865 申三十-1-30 圈

他的經歷恰恰可以分作三個40年 首40年在埃及度過(徒t鈞、 3 0 ) ;在

米伺寄居了40年(出-t7) 又作以色列的頭袖40年(申-3 ) 。摩西再次

引述上主不許他進入應許之地的話，但卻沒有說出上主拒絕的因由，也沒

有陳明當日作出這個宣告的背景。他這樣引述上主的話，彷彿透露了自己

的失望之心和酸苦之惰。 9

宣告自己將要離世之後，摩西把百姓的目光引向上主繼續的臨在 (3-5

節)。摩西用了土句從句來錦陳三個要點，說明上主將來必會眷顧他們。

(一)不會沒有人帶領百姓征伐迦南。上主不但會親自帶領他們 ，更會為

他們設立領袖 (3節上、下)。“上主你的神，他必親自在你面前過去"

一旬，讓人想起第九章3節，而“約書亞，他必在你面前過去" 旬，更

是這話的迴響 ， 突顯出約書E就是上主的代表(參書五日-1 5) 。申命記三

十一章3節最後的 句“正如上主所說的那樣"呼應第三章28節，因為上

主在那稟說約書亞將會走在百姓前面，並保證他們能夠取得應許之地。

(二)上主要親自對付迦南各族。摩西作出保證，說上主必會消滅迦

南的民族 (3節中) .又複述以色列人不久之前戰勝亞摩利二王的事蹟，

以此作為上主對付迦南民族的範式 ( 4節)。摩西最後再添上一旬，說上

主必會把迦南人交到以色列人手中 (5節上) .使上述應許更形實在。

(三)摩西鼓勵以色列人上陣對敵 ，因為上主已經為他們取得了勝

利。摩西在第3節下只用了 一個詞來激勵以色列人上陣，而在第5節則吩咐

以色列人要按照他早前的指示對付敵人(參申-t.二十)

在收結這篇簡短演講詞的時候，摩西語重深長地勸勉百姓要勇敢，並

要全心信靠上主 (6節)。摩西用了兩對短語來勉勵百姓要勇敢。第一對

是正面的: “要剛強，要膽壯" (參7 、 23節 ) . 10 第二對則是反面的: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參二十3 ) 。懼怕的對象是含糊的，只提及

“他們"也就是第3節提到的“這些民族"。接著摩西又指出他們可以

剛強膽壯的基礎。上主是神聖的戰士，必然與百姓一同上陣。

指軍事上的領導(另參申二十八6)

9 對百姓所說的 37-38 '四2 1 ;對上主所說的 三24-27 。

l 。 這兩對短語以眾數形式出現於書十25和代下三十二7' 並以單數形式出現於書

6 、 7 、 9 、 18 ;代上二十二 13 '二十八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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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宣告說，上主必不撇下以色列人 ， 也不會離棄他們。我們早在第

二十章 i節和第4節已讀到類似的保證(參8節，代上二十八20 ) 。第一個

短語取材自雙華抓景和放開的動作(參申四31 ) ，第二個短語則是首次以

上主為主語。 11 這可能暗示，百姓以為他們的保障是摩西，而這段話則要

提醒他們，不要倚靠屬世的領抽，卻要依賴神的同在，因為這位神聖的守

護者必不撇下他們 ， 也不離棄他們。

摩西對約書亞的嗎咐(三十一7-8) 在第7節上 ， 摩西把焦點從百姓

轉到約書亞身上(參14 、 23節) 0 1 2 在第23節，上主單單向的書亞說話，

而在這襄則向兩個不同的對象發吉 ﹒ 約書亞和全以色列。上主也曾在西

奈山向摩西說話，而當日旁觀的民眾都可以聽見，並且“永遠地相信〔摩

西J" (出十九9) 。現在，摩西公開地把頭袖之位傳給這位可靠的副手

(參民二十-t 18-19 ) ，讓百姓知道約書亞就是神所揀選的承繼人。

這番勸勉以兩個短語為骨幹 ， 就是“要剛強，要膽壯.. (7節，呼應

第6節) ，以及“不要懼怕 ， 也不要膽怯.. (8節)。這兩個短語也給整段

文字定調。摩西在這兩句話之間描述約書亞的任務，並且保證上主必會幫

助他。 1 3 摩西總結約書亞的使命，提及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將要共同面對的

事，並聚焦於其中兩點 約書亞將帶頭這些百姓進入上主向他們先祖發誓

要賜給他們的地 1 4 的書亞也會把上主留給百姓的土地分給他們，以作為

他們的產業。

除非激勵性動詞“要剛強"涉及軍事運作 1 5 否則這裹的委任及早前

的召命 (-38 '三28) 都沒有明確地說要約書亞作軍事領袖。第8節說明

了約書亞賴以剛強的基礎在此 上主必走在約書E前面，並承諾會與他同

11 另參第 1 7節 。希伯來文動詞 'ãzab (離棄)在第 16節和二十八2 0是指以色列人

離棄上主 ， 在二十九25 ( 24 ) 則是指百姓背離聖約。

12 這篇簡短演說是 38 '三2 1-22 、 28 (也就是第 篇演講詞)的引申。這里提及

的事件記載於民二十-t 15-23 。

13 關於任命某人作某職或承擔某任務的敘事文， D. J. McCarthy有一份從形式鑒別

學角度出發的論述 ， 見 "An Insta llation Genre?" JSL 90 (1971) : 3 1 -4 1 。

14 這句公式語也見於一8' 六 1 8 '八 1 '九5 '十-9 、叭，二十六3 '二十八 11 ' 

三十20 。

15 這個動詞往往見於設立軍事領袖的情節。在民事或宗教處境中，經文所用的動

詞多數是

867 申三十一 1 -30 盪

在。“必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一旬 ， 其實是逐字複述摩西對百姓的勸

勉 (6節)

關乎律法書的安排(三十一9-13)

這段經文窒礙了原本的說理流程，隔開了摩西對約書亞所說的一番話

以及上主直接給約書亞的吩咐( 14-的、 23節)。這段經文結構嚴整，先有

一段敘事引吉 (9- 10節上) ，接著是給利未祭司和以色列所有長老的一番

話 ( 10下-13節)。這段文字與第十章l至9節多有呼應 1 6 我們從這一點就

可以看出編者的目的何在 。然而，這裹的焦點卻是律法書，也就是摩西在

申命記一直闡述的那份文件 (9 、 11 、 12節)。

第9節的敘事引吉思焦於摩西就律法書而作的三個行動。(-)這

律法書是摩西親手所寫的。申命記一直描寫摩西有意識地以口頭宣述律

法 1 7 這是第一次把摩西刻劃成抄經的文士。至於摩西所“寫"的內容，

有經文稱之為“這律法的一切話.. (參二十八58) 、 “這律法書上的誠命

典章.. (三十 10 ) ，以及“寫在這書上的 切〔聖約〕詛咒.. (二十九

20 、 21 、 27 ( 19 、 20 、 26 J ) 0 18 

(二)摩西把律法書交給利未祭司和以色列所有的長老。早前上主把

1 6 見C. T. Be路，“The Tables (Deu t. X) and the Lawbook (Deut. 3 1 )，"昨日( 1983) 

97-98 。

17 “這律法 (hattõrâ hazzõ ' t ) 一語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現 - 5 (從敘事人的

角度而吉) ，四 8' 十-t 1 8 、 1 9 '二十七3 、 8 、 訝， 二十八58 、 6 1 '二十九29

(28 ) (從摩西的角度而吉)。提及各種文本的經文還有四 1 3 ' 五泣，十4'

十士 1 8 '二十士3 ' 8 。論及份文件自稱為被寫下來的文本，見J . Chinitz,“The 

Word Torah in the To rah ," JSQ 33 (2005) : 243-45 。

18 摩西是“這律法"的作者的說法，與十誠的立場有別，申十 4 指明

律法的作者是上主。進一步的論述見R. Venem 且，“ YHWH 0 1' Moses? 

A Question of Authorship : Exo du s 34:28 -Deute ronom y 10 :4; 3 1 :9 , 24 ," in 

YHWH-Kyrios-Antith e悶悶 0 1' the Power of the Word: Festschrift für Rochus 

ZUlIrmond anlässlich seiner Emeriterz lI7g am 26. Januar 1996 (ed. K. A . Deurloo and 

J. Diebner; DBAT Beihe位 14; Amsterdam/He idelberg: DBAT, 1996) , 69-76 0 N IV把
sëper 譯作“書..其賀稍有誤導 。我們現在所謂的“書是由兩面書寫的

紙張釘裝而成的冊子。這種東西差不多要到基督時代才出現。摩西所指的，應

該是用羊皮或蒲草紙製成的卷軸 。參M. Haran,“Scribal Workmansbip in Biblical 

Times ," Tarbiz 50 (1980-198 1) : 7 1-72; A lan R. Milla叫“Wri ting，" DOTP, 90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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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誠傳給摩西(五22 '十4 ) ，現在摩西又把闡述律法的手稿傳給社葦頭

袖，要他們妥為保存。上主親自制訂聖約，摩西親手寫下律法書。摩西把

律法書交給祭司和長老，突顯出聖約與律法書的關係 1 9 並確保沒有人斗

膽黨改造份神聖的文件(參凹2' 十二32 ) 。

敘事人特別記明，以色列所有的長老都有參與這事。祭司是神與人

之間的中介，而民間領袖則代表所有百姓，他們已通過聖約建立彼此的關

係。祭司和民間領袖分別參與其中，預示摩西的角色將會在他死後 分為

二。 20 古代近東多有這種抄錄契約副本的做法 ， 以備重申約章的禮儀之

用。 2 1 然而，這裹的先例卻可追溯至西奈山 。上主在西奈山先宣怖聖約的

基要條款，再寫成文本，以頒授給他的附庸。摩西的做法也類同 ，他首先

闡述聖約，之後才寫下文本，以備舉行重申聖約之禮。

(三)摩西要求利未祭司和長老定期在百姓面前宣讀律法。在本段經

文中，摩西用了大部分的文字來闡述這個命令，當中有三句核心陳詞 宣

講這律法( 11 節) 、招眾百姓 ( 12節) ，以及讓他們的兒女聽見和學習敬

畏上主( 13節)。摩西在第四章 10節提到西奈山事件，那段話的內容與本

段經文有不少囑目的連繫。顯而易見，向後人宣讀律法，就可以讓他們有

機會恆常地更新與神之間約的關係'並把這關係實踐出來。 22

第 10節下至 1 1 節訂明 7宣讀律法的場景，當中有四項重要的細節

( 1 )在每士年的末一年; 23 ( 2 ) 在豁免債項和釋放因償債而買身為奴的

同胞之時(參十五卜 18 ) ( 3 ) 在住棚節的時候 24 ( 4 ) 當全以色列都

19 進一步的論述見第24-26節的詮釋。

2。 這件事在二十士 1 -8也早有先聲。這兩方人物將會分別繼承摩西的其中一面角

色。類似的看法也見於Sonnet， Book wilhin the Book, 139-40 ' 而他的論述可追

溯至8raul i k ， Dellteronomiw l1 刀， 223; N. Loh日此， “ Die ä ltesten Israels und der 8und 

zum Zusammenhang von Dtn 5, 23; 26: 17- 19; 27 , 1, 9f und 3 1 丸" BN 67 ( 1993) 

26-42 。

2 1 參Weinfe ld ， DDS， 的-64 。見十 1-9的註釋 。

22 參McConv ill巴 ， Deulerono ll1y, 439 。

23 根據利二十三34-44 '住棚節的慶期在提斯利月(第七個月)的中段，也就是那

個月的第 1 5至21 日 。這襄把住棚節連繫於每1三年的末一年 ，可見摩西心中所想

的是民間的農耕曆法 ， 而不是官方的禮儀曆 。

24 根據猶太人傳統，住棚節慶期結尾的第八天就是 Si ll1 hal Torah ( 歡慶聖法

節)。這個禮儀的焦點是律法書，要突顯律法是神施恩賜給他子民的。

869 

聚集在中央聖所尋求上主他們神的面時。經文把

豁免債項的日子與宣讀律法連上關係，為的是讓

所有以色列人都明白自己是上主施恩救贖的受益

人。
住棚節不獨記念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帳棚的日

子(不1]二十三43) ， 也記念上主在曠野路上的供

應。 25 這個節期又稱為收藏節(出二十三時，三

十四22) ，可見它的慶期是在收割、處理和儲存

農作物之後。這個節期是歡慶的日子，吸引大量

朝聖者到中央聖所，因此可以保證有最多的聽眾

申三十一1-30 圈

,:, 
E3 讀能讓人聽見，

聽見就能學習，學習

會讓人生出敬畏之

心 ， 有敬畏之心才會

遵行律法，而道行律

法就能得存活 。

出席宣讀律法的大會。經文又指出，百姓到中央聖所是要朝見神的面，因

此所強調的是神人之間的會面是直接而親密的。 26 摩西吩咐人宣講“這律

法..意味百姓能夠藉著聆聽律法而直接跟上主接觸，就像當 日在何烈山

樣(申四 10 )

第 12節的用語呼應上主原初在何烈山的命令(四 10) 。摩西在這襄吩

咐利未祭司和長老招緊百姓，好讓百姓能夠參與這個重申聖約之禮。為了

強調這個聚會是全民參與的，摩西便列出四類參與者 男人、女人、孩童

和寄居者。 27 雖然律法只要求男性在三大節慶朝見神(十六 16 ) ，但律法

的精神卻要求家長帶同所有家屬出席， 起聆聽律法。摩西以 連串動詞

來闡述宣讀律法的作用(參十1::: 19-20 ) 宣讀能讓人聽見 ， 聽見就能學

習，學習會讓人生出敬畏之心，有敬畏之心才會遵行律法，而遵行律法就

能得存活。

摩西在第 13節想到後世的以色列人。他知道世人慣於把承諾拋諸腦後

(參二十九14-15 ) ，因此他便要求每t年公開宣讀律法一次 ，讓每位孩童

都在成人之前至少聽過兩次律法。 28

25 Tigay, Deuteronomy, 29 卜
26 出二十四 10的描述更為直接，那里說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看見了以色列的

神"。

27 這個名單是十六 14的縮略版。

28 有人認為這七年一次的徨儀並不是重申聖約之禮，而是旨在教育，要聽眾明白

那在西奈山所立並已於摩押平原重申的聖約，見Craigi巴 ， De川ero l1omy， 37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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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書亞作摩西的繼任人:

第二部分(三十-14-15 、 23)

這段經文的主題忽然一變，再次論及約書亞的繼任。然而，這次我

們聽到的卻是上主的聲音，他直接向摩西說話 ， 要摩西帶同的書亞進入會

幕，私下觀見上主。從以下四點可以看出這是 次正式的會面(一)段

落的開端用了“看哪"一詞 ; (二)上主盼咐摩西傳召約書亞觀見;

(三)經文用了一個嚴肅的動詞

“站") (四)觀見上主的地點是“會幕"。

出埃及記和西奈山敘事文的“會幕"一詞，指的是兩種不同的建

築 29 (一)為日常禮儀而支搭的帳棚 ， 位於以色列大營的中央; (二)位於

營外的帳棚 ， 上主會在特別的時候到那稟去顯現(出三十三7-11 ; 民十二

4-5 )。本段經文所指的正是後者。當摩西和約書亞進入會幕的時候，有雲

柱立在帳幕門口的上方 ， 而上主就在雲柱中顯現。這會幕與安置約櫃的營

帳有相同作用，代表上主雖然神聖超越，但也願意與凡人同在。

讀者讀到第 14至 1 5節，自然預期上主會對摩西和約書亞發盲。第 16

節雖然論到摩西身後之事，但上主竟然沒有立刻提到約書亞繼任 ， 而是

吩咐摩西給百姓留下一首歌。直到第23節 ， 上主才吩咐約書亞承繼摩西

之位。希伯來文原文第23節的開端頗為突兀，因為主語並不明確 “他

吩咐 " 0 NIV正確地加入7明確的主語，譯作“上主吩咐， ({新漢

語》同) 0 30 由此看來，第23節很可能原本編排於上主對摩西所說的那

一番話( 17 -21 節)之後。第23節的內容與摩西傳位給約書亞的那一番話

L. Holladay,“A Proposa l for Refl ections in the Book of l eremiah of the Seven-Year 

Recitati on of the Law in Dellteronomy (Dell t. 3 1: 1 0- 13)," in DC/s Deu/erono l11 iu l1l 

(ed. N. Lohfink; BETL 68; LOllva in: LOllva in Uni v. Press, 1 985 ) ， 326-28 。

29 參M. Haran,“The 'õhel l11õ 'ëd in Pentatellchal Sources," JSS 5 ( 1960) : 50-65 。有人
認為兩種會幕分別代表上主以不同的方式臨在，批判這論調的文字見1. Wilson , 

“ Merely a Container? The Ark in Dellteronomy," in Tel11ple C/nd Wo /"ship in BiblicC/1 

Jsrael (ed. J. Day; London: T&T Clark, 2007), 2 1 2 -49 。 論及兩種會幕的關(系，

見M . Haran, Te ll1ples C/nd Tel11ple Service in Ancien/ Israel: An fnq1l ily in/o BiblicC/1 

C1I1/ Pheno l1lenC/ C/nd /he His /oricC/1 Selting of/he p，叫f抄 School (Winona Lake, IN 

Eisenbrallns, 1985), 264-69 。

30 與代名詞“他 " 最接近的先行詞 (antecedent ) 是第22節的“摩西但這裹的

動詞都作第一人稱，那麼發言者就顯然是“上主"。

871 申三十-1-30 竭

( 7- 8節)大同小異 ， 只是把第三人稱轉為第 人稱。上主在這裹的話有四

重作用 : 囑咐約書亞要剛強膽壯 ， 說明的書亞的角色，也就是帶領以色列

人進入應許之地 ; 指出約書亞的行動代表上主的應許已經應驗;以及承諾

上主必與他同在。敘事人沒有解釋為甚麼記下兩段召命。上主之所以個別

地囑咐約書亞 ， 或許是為的書亞著想 ， 要他知道自己就是上主所命定的摩

西繼承人。

以色列國歌的序盲(三十-16-22)

聽眼看來，第 1 6至22節彷彿與約書亞的召命無關。上主發表了一篇演

說，以帶出第三十二章所載的“這首歌 " 。這個段落的演講詞預示以色列

人他日必生叛逆( 16-18節) ， 又指明上主會怎樣處理這叛逆所帶來的危機

( 19-21 節)

危機:以色列人不免兢逝( 16-18節) 經文首先直率地指出摩西離

世之期已到，接著便列出一連串層層引發的事件，以及上主所作的回應。

經文以較為委婉的說法描述摩西離世 ， “與你先祖同眠 " 。 3 l 顯而易見 ，

摩西的死亡不獨對他自己意義重大，對百姓更是有翻天覆地的影響。上主

以四個動詞來描寫百姓的反應(一)他們必“起來"做叛逆上主之事 ;

(二)他們會和迦南地的外族神明 “行那淫 " (參出三十四 15-16 ) ; 32 

(三)他們必 “離棄"上主(參申二十九25 (24J) (四)他們會 “違

背"聖約。

聖經多把上主與以色列的關係描繪成婚約，因此這襄恰到好處地把

百姓的叛逆稱作“行那淫"。百姓對其他神明拋媚眼，自然會引發上主的

“妒意/激情" 0 33 再者，凡與上主爭奪子民的神明，都是淫蕩的，必會

利用繁榮富裕和生活保障來誘使百姓對他們效忠。這襄稱百姓所違背的約

3 1 這個慣用語取材自古人的積葬習俗，就是把同一家族的先人葬於同 墓穴。此

外，這個慣用語也反映出以色列人的一種普遍觀念，就是人死後會去了陰間，

和其他先人同研於林上(參三十二50 )

32 參士二 1 7' )\27 、 33 ，代上五25 :另參利十七7' 二十5: 結二十30 。

33 尤見於何囚 1 2-1 4 。 論及這個隱喻，見P. Bird, "‘To Play the Harlot' : An Inqlliry 

mtωo an Old Te臼st翎am啊l e凹nt M et旭aphoωr，" Ge臼ndeω/" C/ωnd D~仿g伊en官仰E

Day; Minneapolis: Fortress, 1 989) ， 7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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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的約"又說這約是“我與他們所立〔字面上的意思是切割〕

的"突顯出這約是由上主作主動的 。上主憑己意揀選立約的夥伴、自行

制訂契約的條款，又主動施恩把約啟示給于民知道，使他們明白效忠的獎

賞和叛逆的下場。

第20節餘下的部分
描述百姓怎樣回應上

主慷慨的施恩:他們

轉向其他神明... ..

上主用了三個短語來形容自己的反應，顯示

出他的怒氣極重( 17節上)。摩西雖然曾經提及

上主的怒氣，也說過上主會離開他的子民 34 但

慣用語

表明上主會收回他的恩典。 36 就著古代王家用語

而盲，但凡君主對臣民“把臉隱藏"必然代表

災禍 37 而這個用語也往往用來形容神明撇棄其

信眾。 38

這里提及神明“把臉隱藏" ( 17節中) ，其意義與經外文獻所載的相

仿。上主明吉，叛逆的人必要承受“災禍"和“患難"就像被對獸追上

並吞噬一樣。面對這一切禍患，百姓的反應是生出疑問 “豈不是因為我

的神不在我們中間，這些災禍才找上我們嗎 7 "這種反應正好成了早前另

一個問題的答案。外族的異教民眾曾經回答過類似的問題(二十九24-25

(23 -24 J ) ，而且比以色列人有更準確的領悟:以色列人所受的禍患固

然源自上主的怒氣 ， 但究其原因，卻是因為百姓違背了上主與他們所立的

的。從神學的角度而吉，以色列人在這裹的看法或許是對的，但他們的語

34 這個警告是三十-6 、 8 (也參二十九27 (26 ) )的祝福的反面。

35 論及上主隱藏他的臉的多重意義，見HALOT， 77 1-72 。

36 這個短語的正面對應見於“亞倫的祝福語" (民六 25 -26 ) 。亞甲人

( Akkadian ) 也有類似的慣用語，見A . L. Oppenheim,“ldiomatic Akkad ian," 

JAOS6 1 (1941): 256-57; S. E. Balentin吼叫e Hiding of Ihe Face ofσod in the Old 

Testamenl (New York: Oxford, 1 983) ， 22-28 。

37 參“ 1 shall tU Il1 (and) die if the crown prince my lordωIl1 S away his face fro ll1 m巴"

in L. Waterman ,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syrian Emp間， Part []刃'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All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30-36), 114一 15 。

38 見“A Prayer of Lamentat ion to Is htar," in ANET, 385 ;以及 《讚頌智慧、主之

歌> (ωL 

Lamb加el叫t， Babylonian Wisdoll7 Litel叫叫它，況， line 4 。除了伯十三 14 ' 三十四29之
外，這個短語都是形容上主對百姓背約的回應。

873 申三十-1-30 圈

氣卻是大錯特錯。他們只顧埋怨上主沒有守的施恩，而不知自己要承擔最

終的責任，承擔背信的後果(仇18節;參結八 l口2' 九9圳) 。第 l閃8節用 7詞根

pn叫h (面向、面對)作為雙關語。當上主

以色列人;當以色予列1]以人“把臉轉向"其他神明時，他們就向其他神明尋求

庇護。 39

危機的答案: →首歌 ( 19-22師) 第 19節以 we 'attâ 一詞 ( {新漢

語} : “現在" )作開端，其作用跟這詞在第四章 l節和第十章 12節的相

同，都是標示上主的話去到 個新的段落，並表明上下南部分的邏輯關

係。讀者或會從演講詞的上一部分而有所預期，以為上主會在這里正式選

立約書亞承繼摩西。上主理應在這襄選立繼任的牧者，好讓全國人民在靈

性上連結為一，並帶領百姓走在聖約的道路上，但出人意外地，上主不但

沒有這樣做，還盼咐摩西寫下 “這首歌" 。事實上，從第 19至2 1節可見 ，

上主要摩西和約書亞進入會幕，主要目的就是把這首彷如以色列國歌的歌

傳給他們。

希伯來文詞語 Sir 界定了這段文字的體裁。這首作品既可以是入樂的

歌曲，也可以是用來朗誦的詩篇。 的上主要摩西轉達這首歌，他的命令包

含了兩個行動，先要摩西把歌寫成文本，再口述給百姓知道( 19節)。上

主吩咐摩西把這首歌教導以色列人，他的意思就是要摩西好像早前就律法

書所做的一切那樣(四 1 4 '五訓，六 1 )對待這首歌，這意味摩西不但要

在百姓面前朗讀，還要作出解釋，並督促百姓遵行。 4 1

從第 19節下可見，這首歌也同時有法律上的作用。事實上，就這段

文字的場景而吉，它的體裁也屬於 rîb ( 司法事務)一類。在早前的司法

處境中，經文也提及要有證人作證，而這首歌也算是一位見證人。這首歌

39 另參伯三十六訓 ，何三 1 ;詩四十4 (5) 

40 論及“詩"與“歌"的分別 ， 見D. Lipton , Longi句 for Egypt and Other 

Unexpected Biblical 泊的s (Hebrew Bible Monographs 15; Sheffie ld : Phoenix, 

2008) , 1 89-90 。論及美棄不達米E韻文的 “歌唱"和“誦績"見J. Tigay, The 

Evolulion of the G句。mesh Epic (Philade lphia: Un 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107, n.2 。

4圳l 慣用語

記和黃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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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上主作證 ， 證明儘管百姓將來必有叛逆的一天(參第21節) ， 但上主

卻始終守約。這首歌要在百姓遇到禍患的時候提醒他們，上主的回應是公

義的，百姓既然踐踏上主的恩典，那麼要承受聖約的詛咒也是經上早有預

言的。對這方面的認識在將來是很重要的。當夕|、族人看到以色列遭禍的時

候，他們會以為以色列的守護者無力或無意保護自己的于民，因此才沒有

救他們脫離別國或其他神明的傷害。 42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這首

歌怎樣反駁上述謬論。

NIV以第20節來界定時序 ， 指出這首歌會在甚麼時候發揮作用。然

而，這並不是第20節的原意 。這節經文的原意是要指出這首歌憑甚麼能夠

為上主作證。的經文顯然預期以色列人必然叛逆，也必須承受審判。當百

姓經歷這一切禍患的時候，這首歌就要讓他們明白兩件事，一是他們曾經

唾棄上主所賜的恩典，二是他們所遭受的禍患在經上早有預吉。這首歌最

終要證明上主的作為是公義的，而以色列人忘恩負義、叛逆宗主的罪行也

是無可推諱的 。

第20節扼要地鋪陳了 vatic ininium ante eventum (關於未來之事的預

吉) ，展示出這首歌要發揮作用的歷史場景 。以色列的往事以神的恩典為

起點，也以神的恩典為終結，將來也是一樣。“上主會實踐他向先祖所作

的承諾，的把應許之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 。這地五穀豐登，百姓自然吃得

飽足、 無缺乏、身體長胖 。 雖然前面的經文早已指出豐足生活帶來的危

機(六 11 ' 八 10 、 1 2 '十一 1 5) ，但這襄卻是第一次提到身體長畔 。 這里

提及的飽足感覺，足以讓百姓忘記自己是上主恩典的受益人，誤以為使他

42 參耶三十 1 7 '三十三24 ;結三十六20-2 1 。

的 如果 kî (N IV作“當" ( w hen) ; <新漢語》 “因為" ) 詞的作用是引入

時間性從旬，那麼這時間性從句就應該延伸至第2 1 節(例 NJPS ) 。第20節有

一連串的動詞，第一個動詞作未完成式 ， 而其後的t個動詞都作連續式 ( waw

co nsecllti ve perfect ) 。這個結構通常是要鋪陳接速發生的事， 而不是把未發生

的情節設想成已發生的事實 。 N I V以“他們吃了，飽足了，長胖了"一句為最

後的前題，並以“他們要轉向 ( th ey w ill tllrn ) 一句作為結論的開始 ， 這樣

的譯法稍見武斷 。

44 申四32-40 '六20-25 ;等等 。

的 申 8 、 35 ' 六 10 、 1 8 、 23 '才三 1 3 ' )\ 1 ' 九5 '十 11 '十一9 、叭，十九8 ' 

二十六3 、 1 5 ' 二十八 11 ﹒ 三十20 '三十 7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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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福的是迦南地的生殖神明(參六 10-15 ' )\ 11-14' 十一8 -1 7 '三十二

13-14 ) 

第20節餘下的部分描述百姓怎樣回應上主慷慨的施恩 他們轉向其

他神明，作這些神明的附庸和服侍它們 ， 藐視上主，背棄上主的約。如果

我們把第 1 6節與第20節並排比較，就可以發現第 16節的“起來"和“行邪

淫，追隨. ... . .外族神明 " 在第20節變成了

侍它 fr們門r 而“離棄我"和“違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 貝IJ變成“藐視

我 " 和“背棄我的約"。藐視上主的說法在申命記是首見的，當讀者讀到

這樣的描述 ， 自 然不會因為上主憤怒的回應 (三十二 1 9) 而感到奇怪 。

這篇論及叛逆的文字相當冗長，第21節開端的用語又再推陳出新。

“許多災禍患難"一語帶出了以色列人將要面對的另 輪困境，短短數語

已代表7第二十八章的至68節所載的 切約中詛咒 。經文把這個詞組當作

動詞的主語，將楠患描繪成好像有生命一般，如同野獸捕殺獵物 ， 襲擊

( (新漢語》 “找上" )以色列人。“在民眾絕望的時候，這首歌就

要為上主的信賞和恩典作見證'又要指證以色列人的忘恩和叛逆 。這稟又

插入了一句話，可以直譯作“因為它不會被他後裔的口所忘記"。由此可

見，下文這首歌實在是一首國歌，預備給後世國民代代傳頌。這首國歌的

讓百姓記起自己的民族發源於上主的恩典 ， 並警告他們不要踐踏神的厚

賜。此外，這首國歌也給他們帶來盼望。這首歌就如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

結語一樣，宣告審判不是終局，上主不但要恢復自己的名譽 ， 也要救贖他

的子民 。

第2 1 節的結語再次指出，這首歌是不可或缺的。在申命記的其他篇

章 ， 我們也讀過上主對以色列人將來屬靈光景的悲觀評語(五2 8 -29 '九

24 '十二8' 三十一27) ;然而，這段文字卻是最為明確的，毫不諱言以

色列人將來必定無力遵守聖約。當然，問題不是出在聖約本身 ， 而是以色

列人自己的責任。在這一天，上主甚至還未把應許之地交到以色列人手

46 這個動詞與四30相呼應。

47 論及這首園歌，見Dani e l 1. Block,“T he Power of Song: Reflect ion on Ancient 

Israe l's National Anthem (Dellteronomy 32)," in How J Loνe Y01/l 均rah， 0 LORD' 

1 6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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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他就已經曉得他的子民心中存有叛逆的念頭。這句話證明第20節所描

述的，就是將來必然出現的實況。

敘事人引述上主的話已畢 ， 便描寫摩西依照上主的盼咐寫下這首歌

( 22節)。摩西在

襄再汶用了“寫"及 “教導"二詞(參 l門9節) ，突顯出摩西執行神命令的

態度是嚴肅謹慎的。

摩西的總結演講詞(三十一24-30)

這段文字雖短，但也可以根據不同的主題分成三個部分 (一)演講

詞的序吉 ( 24-25節) (二)關於律法的最後一輪指示 ( 26-27節) ;以

及(三)關於以色列國歌的指示 ( 28刁0豈有)。後兩者可算是不同的主題，

各自與本章早前的元素連上關係。然而，敘事人卻在這稟把這兩項主題連

結在一起，意味律法書與國歌的關注是一致的。

(-)根據敘事人所述 ， 摩西是先寫下律法的話語，再向利末人作出

吩咐。這個記述的角度把下文連繫於第9至 13節。如果所謂 “律法的話"

是指摩西的幾篇演講詞，那麼這段文字雖然洋洋大觀，但其長度也算不上

前所未有。 48 第25節所述的，其實在第9至 10節早有記載 ， 但這裹的焦點

卻在說明受眾是誰。他們就是利未人，特別是負責抬約櫃的利末人。然

而，第27節也意味摩西同時向百姓說話 。

(二)摩西給利末人的指示可以分作三個部分( 1 )關乎律法書的

安排 (2 6節上) ( 2 ) 指出律法書的功用 ( 26節下) ; ( 3 ) 說明摩西曉

得百姓終會有叛逆上主的一天 (27節)。摩西把律法書交付利末人，就是

委任他們作律法的守護人;他又吩咐利末人把律法書放在約櫃旁邊 ， 就是

承認上主是律法的源頭，也是律法的屬天擔保人(參十卜2 )

律法成書之後，大有可能被放在陶罐或木盒之內。 49 摩西吩咐人把律

48 可以把摩西的演講詞與美索不達米亞的 《吉加墨施史詩:> (G il ga ll1 es h Ep ic ) 

作對比。有關的論述見A. R. Mi ll ard,“Books in the Late Bronza Age in the 

Levant," in Past Links: Stud叫 in Ihe Langllages and CU/Il間s 01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 s. [zre'el et a l. ; lsrae l Orienta l Studies 18;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8), 1 7 1- 8 1 。

49 參耶三十二 1 4 。 論及埃及人把重要文件放在盒內的風俗，見ANET， 495a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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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書放在的櫃旁邊的意義，我們可以從古代風俗

作進一步的瞭解。每當訂立契約之後，雙方都會

收起一份契約的副本，並把它放在聖所之內，代

表請得神明監督契約，並可不時把文本取來，作

重申契約的禮儀之用。這裹的舉動代表摩西的牧

者訓吉地位等如十誠，百姓必須遵守 。把律法書

放在約櫃旁邊而不是約櫃之內，是要保證後人可

以隨時取用這份文件。根據第9至 13節所說，不1]

末人要每t年在住棚節公開宣讀律法。除此之

外，這份文件也可能在其他敬拜活動中使用 ， 更

有經文要求君王為自己抄錄 份(十-t18-20 ) 。

這律法書的文本和國歌的作用一樣 ( 19- 2 1

申三十一悶。 圈

申命記是五經的核

心 ， 是祭司教導的材

料和典範，是詩人喜

愛的讀物，是先知訴

諸的權威 ， 是忠誠的

君主賴以治國的規

範'也是正直百姓生

活的楷模。

節) ， 要指證以色列人的錯誤。雖然摩西說話的對象主要是利未人 ， 但

“指證你" ( 26節) 語卻顯示利末人只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正如國歌一

樣 ， 律法書也憶及上主的奇異恩典，就是他與以色列立約之恩，又警告以

色列人不要叛逆上主，否則後果嚴重，並且勉勵百姓靜待審判之後國運

的復興(四 19-31 '三十 1-20 ) 0 5 0 再者 ， 和十誠的情況相類似(出二十

四 ) ，律法書既放在約櫃旁邊，也就是為重申聖約之禮作見證，而當前這

一代人正是通過這個禮儀投身於上主權下的。

正如上主就那首歌而作的行動一樣 ( 21 節) ，摩西也把連繫於律法

書的舉動 (27節)建基於他自己對百姓屬靈光景的認識。上主以極含糊的

用語來評價以色列人的淺薄靈性，而摩西所說的卻極為具體 百姓既“悸

逆"也是

Lichthei ll1,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 l.3, 1月Ï1e Late Pe/'iod (Berkeley: Univ. of 

Cali fo rni a Press , 198 0) , 129 -3 1 ;論及美素不達米亞裝載泥版或陶片的器血，

見 《吉加墨施史詩:> 'tabl et 1, 22-25 。 參Tigay， G句。mesh Epic , 263 , note on 

1 : 22 。

50 有人認為這首歌把申命記的核心信息表達出來，見A. Lee , “ The Narrat ive 

Function of the Song of Moses in the Contents of Deuterono ll1y and Genes is-Kings" 

(Ph.D. diss., Uni versity of Gloucestershi re, 20 1 0) 。

5 1 論及這些詞組的意義，見九6-7的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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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眾必在他離世之後原形畢露。摩西在這稟提及自己的死亡 ， 澄清了他

在第2節的陳詞，也澄清了上主在第16節的委婉宣吉。

(三)摩西在第28至29節就國歌作出 番指示，首先是吩咐利末人

行動 ( 28節上) ，接著鋪陳這個命令的目的 ( 28節下)及原委 ( 29節)。

摩西先要利未人招果以色列人的“長老"和“官長"因為摩西要向他們

發吉(參12 、 30節)。泊在第12節，讀者從聽眾的角度瞭解到這個大會的

目的 ， 而摩西在這襄則從自己的角度作出解釋，指明招聽眾人是要給他們

訓話，並且要叫天地對他們作見證。為了符合一般司法程序的要求，經文

召來了三個見證人 天地 ( 28節) 、 “這首歌" ( 19節) ，以及“這律法

書" ( 26節) 0 53 

第29節重申 7第27師的意思，可見摩西對百姓的屬靈光景同樣悲觀

(參21 節)。摩西和上主一樣( 16節) ，知道 旦自己離世 ， 百姓就會

“敗壞" “偏離"自己的教導。以色列人既然不免叛逆，摩西便以一句

簡單的話來描述他們的下場 : 末後的日子必有“禍患 " 54 迎向他們。 55 雖

然有人主張以末世論來解讀“末後的日子"一語 56 但其意思理應與第四

章30節相同，所指的不過是“遙遠的將來"。 57 在這段結語中，摩西展示

出極慘淡的景象 以色列人必會做出上主眼中看為惡的事，惹動上主的憤

怒。正如在其他地方 樣(四25 '九 18 ' 十 -[: 2 ) ， “惡的事"一詞主要

是指違反至高的誠命，也就是違反了聖約關係的首要原則。所謂“惹動他

的憤怒 " 在原文只有一個詞，而第 17至 18節和第二十九章23至28 (22-

52 論及 sôt"rÎm ' 見一 1 5的註譯 。

53 論及叫天地作見證的性質和目的 ， 見四26和三十 1 9的註釋 。

54 “ 禍患" 語有冠詞，顯示所指的是某個具體的結局 a 毫無疑問就是第二十八

章的詛咒。

55 參申二十八及二十九20-28 ( 1 9-27) 更全面的陳述 。

56 論及以末世論來解讀這個短語，尤參J. H. Sa ilha ll1 e r, Th e Pe nla teuch as 

Narrative: A B的lical-Theological Commentary (G 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36-37, 475 ;同上 ， The Meaning of the Pentatellch: Re間的11仰， Composition and 

Inlelpreta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Yarsity Press, 2009), 36, 332-33, 343 。

57 這個看法也適用於創四十九 1 '那個詞組算不上是具有終未意義的專門術語

( terminlls tech刑Clω) ，只是描述在遙遠的將來要發生的事 。參Y. P. Ha ll1 il 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肘-50 (N !COT; Grand Rapid s: Eerd ll1 ans, 1995), 

646 。

879 申三十一悶。 國

27 ) 節正是描述上主的這種激情。

第三十 章的最後一句話是教事人的手筆 ， 記述摩西向全會眾耳中誦

讀這首歌的每一個字。正如第24節一樣，這稟插入了“直至1] .... 完畢 "

語 ， 是要表明摩西絕對忠於牧者的職守。

應間臨則

摩西的文字 第三十 章雖然複雜，但卻給了我們極重要的亮

光，使我們瞭解到以色列人眼中的成文律法是甚麼，以及有甚

麼重要意義 ， 尤其是律法書。 58 (一)申典律法從頭到尾都是

神所啟示的，具有權威，是正典，是神聖的。自敘事人所作的引吉開始

(一3 ) ，摩西 直都依據神的吩咐來反復闡述律法，以指示百姓。摩西

從神學的角度闡述上主的啟示，語重深長地解釋一系列偉大事件，包括出

埃及、在西奈山立的、曠野路上的供應、戰勝亞摩利王，以及將要實現的

取得應許之地。此外 ， 摩西又以同樣的神學角度闡述西奈山所頒怖的律法

條文。摩西寫下了幾篇演講詞，交給祭司保存，放在約櫃旁邊 ， 又囑咐百

姓定期舉行敬拜聚會 ， 一起誦讀律法。

第三十一章把一份文件連繫於摩西身上，其著墨之深，是舊的聖經

中僅見的。後世雖有先知步武摩西，但他們與自己作品的關係卻萬不及第

三十一章所描寫的密切。鑒別學派學者多認為這 章是虛構的。他們視申

命記為託名的作品 ， 成書於幾百年後，目的是支持約西亞王的改革。"他

們又認為，文中提到摩西手書五經 ， 只是受到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所影

響。舊約聖經有不少用語都源白這一章 摩西的律法書、 60 摩西的書(代

下二十五4 ' 三十五12 ; 尼十三 1 ) 、摩西的律法、 6 1 摩西所傳上主的律法

書(代下三十四 14 ) 、上主藉摩西的手所吩咐的話(代下三十五6 ) 等。

58 參Tigay， Deuteronoll吵， 498 。

59 見F i shbane ， Biblical fnterprelalion in Ancient Israel, 436; Sonnet, The Book wilhin 

the Book, 259-67 。

的 書八3 1 、泣，二十三6: 王下十四6; 尼八 ! 。

6 1 王上二3 。王下二十三25 ;代下二十三間， 三十 1 6 ;拉三2 ' -t6 ;但九 11 、

汀 ，瑪四4 (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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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權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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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統也見於新約聖經 ， 有所謂“摩西律

法" 、 62 “摩西〔的〕書卷" (可十二26 ) 。 新

約聖經又曾經以“摩西 " 一詞代替 “律法 " 63 

提到“他〔摩西〕所寫的 " (約五47 ) ， 或含糊

地指律法是摩西的盼咐，“又有“摩西傳給我們

的律例" (徒六 14 ) ， 以及 “摩西 .... 寫" (路

二十此 ，參申二十五 5 )、“摩西說" (羅十

19 ) 等語 。 在福音書中 ，耶穌自 己也曾經多次以

摩西為猶太教義的權威 ， 甚至是他自 己的教導責

如果說摩西親手寫下我們手頭上的全部五經，甚至只是親手寫下現

存的申命記 ， 或許稍有誇張 。 然而 ， 申命記的演講詞卻足以代表摩西最輝

煌的成就 。 舊約聖經中凡譯作“上主的律法"的地方 ， 讀者多理解為 “ 全

部的五經 " 但經文的原意是用 “上主的律法書 " 或“摩西的律法書"等

語來指稱申命記。申命記是五經的核心 ， 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 ， 的 是

詩人喜愛的讀物 66 是先知訴諸的權威，的是忠誠的君主賴以治國的規

範 ， “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楷模(詩 ) 。

這部書有一段長時間被人遺忘 。 約西亞的臣子從聖殿找到這書，於是

約西亞便以它作為全面改革的依據(王下二十二~二十三) 。 當被攝之民

回歸故土的日子 ， 以斯拉每逢住棚節就會向民眾誦讀這律法書(尼八) 。

在舊的先知亮光漸次暗淡的年月，瑪拉基就敦促百姓回到這部書之上(瑪

62 路二泣 ， 二十四 44 ; 約-1::: 23 ; 徒 十三 3 9 '十五 5 (參第 l 節的“ 摩西的規

條" ) ， 二十八泊， 林前九9; 來十詣 。

的 路十六29 、 3 1 ' 二十四27 ; 約五45 、 俑 ， 徒六 j 1 ' 二十 剖 ， 二十六泣， 林後

二 1 5 。

64 太八4 ' 十九7 、 8' 二十二凹，可 44 ' -1::: 10 '十3 、 4 ; 路五 1 4 ; 約八5 ; 徒六

1 4 。

的 申三十三 1 0 ;代下十五3 '十九8 ; 瑪二6 、 9; 參耶十八 1 8 ;結-1:::26 '拉-1::: 1 0 。

66 詩 2 ' 十九7- 1 4 ( 8-15 ) , 九， 等等。 有人認為詩篇提及的律法書主

要是指申命記，見P. M ill訓，“ Deuteron o l11 y and the Psa ll11 s: Evok in g a Bib li cal 

Conversation," JBL 118 ( 1999) : 3- 1 8 。

67 賽 10 ' 五24 '八20 ' 三十9 ' 五十 7 。

的 王上二2-4 ; 王下十四6' 二十二 ll ' 二十三25 。

881 申三十一悶。 國

四4 ) 。申命記給整部舊約(及新的)聖經建立了神學基礎，也是聖經文

學風格的典範。路加福音十六章 1 9至31節和約翰福音五章 19至47節繪畫出

在時代交替之際猶太教傳統中崇高的摩西形象 。 猶太人從律法書聽到摩西

的先知教導，也從律法書讀到摩西親手所寫的著述 。

申命記第三十一章雖然把摩西刻劃成律法書背後的關鍵人物，

但文中 的摩西形象卻是樸實無華的 ， 與古代那些預怖律法的君王的形

象對比強烈 。 成書於公元前 1 8世紀的 《漢摩拉比法典} (the law code 

of Hammu ra bi ) 記載，這位巴比倫君主自稱得到神明的授權，要“在

地上行公義，消滅邪惡之徒，免得強者欺負弱者" 69 而神明瑪爾杜

克( Mardu k ) 更命他“展示正確的道路，好讓這地的民眾行事有規有

矩" 0 70 {漢摩拉比法典》 的序吉以這位君主的自我形象為中心 ， 與申命

記這一章以至整部申命記的摩西寫照形成強烈的對比 。 經上其他地方更曾

說摩西非常謙卑 ， 勝過地上任何人(民十二3 ) 。 摩西從未為自己建碑，

也從沒稱律法為 “我的律法"或“摩西的律法書" 。 他只是說“這載有律

法的書"表明這書的權威來自上主 ，而他只是承上主之命而作宣講的

人 。
適用於所有人 申命記第三十 章同時強調律法書所闡揚的聖約原則

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 第三十一章9至 13節所繪畫的敬拜圖像，充滿民主意

識和平等的意味，令人耳目一新 。 參與敬拜的會眾包括了婦女和寄居的外

人 ， 這樣的圖像不單見於本段經文 ， 也貫串於整部舊約聖經之中 。 從兩約

之間的時代開始，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嫌忌女性的民風 ， 與上述圖像所反映

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 和第十二章 1 2節樣，本段經文也邀請每位家庭成

員參與敬拜 ， 不論是父母、子女、男僕、牌女、寄居的利未人，都要一起

到上主面前來聆聽律法 。 希律為籠絡猶太人而建聖殿，殿中設有女院和外

族人院 7 1 把這兩類人分別出來 。 舊的聖經所載的敬拜場所 (會幕、大衛

的聖廠 、 以西結的聖殿 ) 一律沒有這樣排拒女性、甚至旨在性別隔離的設

69 LH i .I -6' 英譯見Roth ， COS, 2: 13 1, p. 33 6 。

70 LH v.14-25 '同上 ， p.3 37 0 

7 1 希律聖殿的平面圍及其論述，見L. Rit l11 eyer, Th e Q!lest: Reveal川g the Temple 

MO!lnt in Jerusalem (Jerusale l11 : Cal 惚， 2006), 348-55; EncJud (2 nd ed ., 2007), 

1 9 :6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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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便西拉 ( Ben Sirach ) 以男性為尊，對女性多有表1]毒排謗之語 72 舊

約聖經卻完全沒有這樣的例子。今天世上每日仍然有不少正統派猶太教徒

禱告說

稱頌聖名，稱頌我的神，宇宙的君王，因你沒有把我造成外族人，

稱頌聖名，稱頌我的神，宇宙的君王，因你沒有把我造成女人，

稱頌聖名，稱頌我的神，宇宙的君王，因你沒有把我造成愚妄人。 73

得以參與聖約是一個特權，但這個特權卻是人人可享的，只要信奉上

主就能得看。任何人如果知道自己是上主的兒女和聖民，是他眼中的珍貴

產業 ，自然會有無盡的喜樂 ，而這喜樂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律法書是以色

列人得以在上主面前站立的憑據 ， 律法的要求是全民行事為人的準繩。為

7確保律法書能發揮其功能，申命記特別指出君王也必須遵守律法 (十t

14-20 ) 。另一方面，利末人又要每t年對全民宣講律法，呼召全民 $edeq

$edeq (義 ，惟獨義 1 十六20 ) 一一追求神的榮耀、追求鄰舍的好處，藉以

表達專愛神之心。

宣讀律法 舊的聖經並沒有證據證明百姓曾經執行這裹的規定，因此

有人認為申命記第三十 章 “純粹是烏托邦式的條例" 0 74 然而，我們卻

可以從赫人 (H ittite ) 的條約找到類似的例子 ，證明古時有利用早前的文

件來作見證的做法。 75 赫人之地在公元前14世紀瘟疫流行 ， 赫人君主穆西

里斯 (Mursilis ) 得到神諭，要他去讀兩片銘文 ， 上面所載的正是赫人早前

72 見便二十五 1 3 - 26 。論及《便西拉智劃11}中的相關問題，見J. J. Co llin s , 

“ Marriage, Divorce, and Family in Second Temple Juda ism," in Faωj卅n刑?叫ilμt巴臼s in Ancαlent 

l如Sνrσ吋el (例E吋d. L. G. P岫〉、h加巴叫叮r仙‘

全面的論述見w. C. Tr陀巴n肌1旭叫cha羽ar吋d， Be叩nS趴lrt叮a吋I吋t 仍ewofWome凹n:ALμlt的E凹1"G/叫tσω11叭lyAn叩?叩α吋0加F咀'S IS刊(B凹JS

38; Chi比co吼， CA : Scholars, 1 982) 。

73 <土西他論祝福) ( Tos efta Berakhot ) 6: 1 6 。論及這段文字的起源和意義 ，

見J. Tabory,“The Benedictions of Se l仁Identity and the Changing Status of WOlllen 

and of Orthodoxy," in Kenishla: Studies ofthe Synagogue World (ed. J. Tabo巾; Bar 

Jlan: Univ. Press, 2001), 107-38 。

74 Ne lson, DelllerOnO l11y , 359 '但也有主張說王國時代後期有責行每七年宣讀律法

之例。見Holl aday，“A Proposa l for Reflectiolls in the Book of J erellli a l丸" 326-28 。

75 見Tigay， Deuteronomy, 297 。

883 申三十一司令。 國

對其神明所起之誓。穆西里斯從而得知瘟疫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赫人違背

了自己的誓吉。穆西里斯隨即向神明求憐憫。 76 約西亞所經歷的也相類。

當聖殿的整修工程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有人在工地中發現了律法書

(王下二十二~二十三)。約西亞承認這律法書的確指證了以色列人的不

是，於是誠心尋求上主。敘事者形容約西亞全心、全人、並用上全部資源

來尋求上主。 77 可是 ， 那段記載並沒有片吉隻字提及住棚節。

尼希米記第八章的記載卻不同。那襄提到以斯拉向被擒歸固的百姓宣

讀律法，並且敘事人明確地指出，這次大會是全民參與的，包括了男人、

女人和孩童，而且文中也有提及住棚節( 14-18節) 0 78 至於宣讀律法是住

棚節慶典的 部分，還是因為要宣讀律法而舉行慶典，經文卻沒有明吉，

但這次大會與住棚節的關連卻是十分明顯的。舊約聖經雖然沒有要求在民

間節慶中公開宣讀十誠、 “約書"或“聖濛法典"但摩西自始至終都預

期律法書會在敬拜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在約書亞記第一章，我們清楚看到申命記第三十 章的迴響。這是毫

不出奇的，因為約書亞記第一章的事件與本段演說不過是數週之隔 ， 甚至

相距只有數日。約書亞記第一章與本段經文有兩點連繫值得讀者留意，其

一是複述約書亞的召命(書 6-7 、 9; 參申三十 7 -8 、 23 ) .其二是指出

已成書的律法文本有重要的地位(書-7-8 ;參申三十-9-13 、 26-27 ) 。

當然，約書亞記第 章只涉及約書亞，而不是全以色列民，彷彿的書E承

擔了君主的角色(參申十-1::: 14-20 ) 。上主呼籲約書亞謹守律法 ，因為這

是來日戰勝敵人的先決條件。這個說法就是把約書亞看作是全國全民的代

76 見“Murs ili 's ‘ Second ' Plague Prayer to the Storm-God of Hatti (CTH 378.11)," in 1 

Singer, Hillile Prayers (SBLWAW 11 ; Atlanta : Society of Biblical L仰ature， 2002) , 

57-61 ;參ANET， 394-96 。

77 這希伯來文詞組逐字引述7 申六5 。

78 經文雖然沒有記下大會的日子，但以斯拉這 次帶領被接歸回之民舉行聚會，

目的正是宣龍律法 ， 而從種種跡象可見，這個聚會正是要執行摩西在本段經

文中的吩咐。這個觀點還有另一項證據 ， 就是百姓折下棕樹枝，搭棚住J -t

天。有人另作辯解，指這個甚至會的日期與以色列民被釋放的年月日吻合。見

J. Blenkinsopp, Ezra-Nehem iah: A CO ll1menlwy (OTL; Philade lphia: Westminst凹，

1988) , 293; F. C. Fensha lll , The Books of Ezra and Nehemiah (N ICOT; G ra nd 

Rapids: Eerdlll ans, 1 982)， 2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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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8至20節可說是新約聖經中等同於申命記第三十一

章的文字 ， 這就是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給他們施洗歸入父 、 子、聖靈的名下，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 ， 都要教導他們遵守。看哪 ， 我時時刻刻都與你們同在，直

到這時代的終結。

這個大使命有三點與申命記第三十一章遙相呼應 同樣提到“天 "

“地"呼顯門徒把耶穌所吩咐的一切教導神的于民 ; 耶穌應許與人同

在。

當代聽間

成功的方程式 這段經文對當代教會意義重大。時至今日 ， 神

國度的成功方程式也是一樣。從約書亞的召命與耶穌所頒怖的

大使命可見 ， 神必定為他的于民設立領袖 ， 好讓他們能夠實踐

神的呼召。雖然領袖必會代代輪替，但可幸的是，不論是新任的頭袖還是

他們塵下的子民，都不會失去神的書顧。今天要達成神的呼召的關鍵與古

時一樣，首先是接受神的召命，接若是信靠他必然同在。

但凡轉變的日子 ， 都是考驗信心的時刻 我們及我們的領袖會否信

靠神?還是會轉向其他神明，抑或轉為絕望呢?從以色列的歷史可見 ， 縱

使百姓享盡特權，縱使上主多方供應，縱使百姓自認是上主的于民，但他

們仍然屢屢經不起誘惑 ， 轉向別的敬拜對象 ， 信心動搖 ， 看不清自己的使

命，忘記7 自己是上主賜福給世人的工具。然而，叛逆上主也並非以色列

人所獨有，教會歷史也充滿著類似的例子。不少教會領袖和信仰晝體都曾

經離棄主，對律法書甚至對整部聖經所載的神的旨意不屑一顧，屈服於屬

世神明的權下。

宣讀和聆聽神的話語 這段經文再三指出，在崇拜中宣讀和聆聽神

的話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 ， 呼召信眾 同參與敬拜聚會，就是邀請他

885 申三十一 1-3。 國

們朝見天上的君王，好聆聽他的吩咐(參三十一 11 ) ， 那麼聚會的主要活

動就應當是聆聽主有甚麼話要說，而不是我們有甚麼話要向主陳明。詩

人說 “惟願你們今天聽從他的聲音 | 上主說

‘你們不可硬著心腸 ， 像以色列在米利巴，就是

在曠對的瑪撒所做的一樣。"， (詩九十五7-8 ' 

《新普及) )既然聆聽經文等如聆聽上主的聲

音 ， 那麼基督徒一一尤其是福音派信徒一一就更

應重捨這聚會的本質 ， 讓會眾在聆聽經文的時候

聽到上主的聲音。

儘管信經也有認信的功能 ， 但敬拜聚會中較

少用到經上的話，卻是當代福音派教會的特色。

縱然誦讀經文 ， 我們也是零零碎碎的讀 ， 又或者

讀得匆匆忙忙，好讓講道的環節盡快開始。我們

這種態度，就像把講員當作摩西，而他的闡釋則

上主竟然以一首
歌.. . ...來代替摩西的

位置。這個安排實在

使我們讚歎萬分。原

來，我們唱的是甚

麼，我們就是甚麼樣

的人 。

與上主口 中所出的話無異。這還算是萬幸 ， 更有甚者，聚會中連聖經也不

用翻 翻。教會努力讓信息切合時代的需要，或會有意無意地把誦讀經文

當作陳腔濫調 ， 以為這個舉動是沒有活力的，早已喪失了其功能。我們忽

略誦讀經文，無視上主的話能賜人生命 ， 能宣告生命的實相。反之，我們

更唸唸有詞地說些道德濫調，雖然悅人耳目，但卻空洞無物。這樣實在是

妨礙了真正的敬拜。瑪拉基書四章4節指出，當人聆聽上主說話的時候，

就會生出敬畏之心。只要有敬畏上主之心，人才能不計條件地投身主前，

完全順服主的旨意。真正的敬拜、真正的與神相遇，只有 個標記 ， 就是

生命的改變。

人心剛硬 這一章經文見證了人心的剛硬。上主的救贖大功去古未

遠，摩押平原的重申聖約之禮還歷歷在目，應許之地已是童手可得;在這

一刻，上主與摩西都看到以色列人必然叛逆 ， 他們會離棄上主，違背聖

的，轉向迦南地的涅蕩神明。上主給以色列人留下兩樣見譚，以證明他的

信實守約，其一是律法書，其二是那首歌。當以色列人做出叛逆之事，正

承受律法書所預示的禍患之時(申三十二) ，這律法文本與那首歌就要宣

告神的信賞，並指證百姓的不忠。下 章將要展示這首歌的內容，那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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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再進 步闡釋它的功能和意義，然而，第三十一章己足以讓人看到這

首歌的威力。當摩西離世之後，在百姓無所管束的日子，上主竟然以一首

歌一一而不是另一個摩西的形象一一來代替摩西的位置。這個安排實在使

我們讚歎萬分 。原來，我們唱的是甚麼，我們就是甚麼樣的人 。

申三十二1-47

甜漢語譯車 | 個告車

1 “諸天啊 3 側耳聽!我要說話 3

大地啊 3 聽我口中的吉語 。

2 我的教導要像雨水落下 ，

我的吉語要像露水降下 i

像雨點落在草木中 3

像甘霖降在青草上 。

3 因為我要宣揚上主的名 3

你們要讚頌我們神的偉大 。

4 這盤石 3 他的作為完全 3

因他一切所行的 ，盡都公平;

他是信實無偽的神 ?

他既公義 3 又正直。

5 他們向他敗壞 3

不再是他的兒女 3

他們盡是瑕疵 3

他們是邪僻彎曲的世代 。

6 你們這樣回報上主嗎?

愚昧又無智慧的子民l啊!

難道他不是你的父、

你的創造主嗎?

他親自造你 3 又建立你 。

7 你要記住古時的日子 3

要留心思想歷代的歲月 2

問你的父親 3 他必告訴你 3

問你的長老 3 他們必對你說 。

8 當至高者使列國承受產業 ，

當他將人的原子分開，

他按照以色列原子的數目 3

立定萬民的疆界。

9 因為上主的分是他的百姓 3

1 諸天哪，制耳 ，我要說話，

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

2 我的教訓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

如細雨降在撤草上，

如甘霖降在某蔬中。

3 我要宣告耶和華的名，

你們要將大德歸與我們的神。

4 他是學石，他的作為完全，

他所行的無不公平，

是誠實無備的神 ，

又公義 ， 又正宜。

5 這乖僻彎曲的世代，

向他行事邪僻 ，

有這弊病，

就不是他的兒女。

6 愚昧無知的民哪 ，

你們這樣報答耶和華嗎?

他豈不是你的犬，

將你買來的嗎令

他是製造你、建立你的。

7 你當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歷代之年。

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 1

問你的長者，他必告訴你。

8 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

將世人分間，

就照以色列人的數目，

立足萬民的疆界。

9 耶和華的分 ， 本是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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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就是他擁有的產業。 他的產業，本是雅各。 因為他原兒女惹動他憤怒。 就厭惡他們說 .

10 上主在曠野之地 3 在荒涼 、 10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 、 2。 他說:我的臉要向他們隱藏， m 我要向他們掩面 ，

野獸吼叫的荒野找到他 。 荒涼野獸吼叫之地， 我要看他們的結局如何 3 看他們的結局如何。

他環抱他 ，看顧他 ， 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 因這世代反復無常 3 他們本是極乖僻的族類，

守護他如自己眼中的瞳仁 。 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他們當中沒有忠誠的兒女 。 心中無誠實的兒女。

11 就像老鷹攪動巢穴 3 11 又如鷹攪動巢窩， 21 他們以 《不是神的 3 激起我嫉恨 3 21 他們以那不算為神的觸動我的憤恨;

在牠的第fÊl庸之上飛翔一樣， 在雛厲以上兩翅搧展 ， 以虛無的 3 惹動我憤怒 3 以虛無的神惹了我的怒氣。

他展開雙翼接取他們 ， 接取雛膺， 我也要以 ‘ 不是于民的 ， 我也要以那不成于民的，

背負他們在翅膀上。 背在兩翼之上。 激起他們攘恨 ， 觸動他們的憤恨，

12 上主獨自引領他 ， 12 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 以愚昧的民族， 惹動他們憤怒。 以愚昧的國民惹了他們的怒氣。

沒有外族神明與他一起 。 並無外族神與他同在。 22 固我的憤怒如火燃燒 3 2 因為在我怒中有火燒起 ，

的上主使他馳騁在地的高處 3 13 耶和華使他乘駕地的高處， 直燒到陰間最深之底 3 直燒到極深的陰間 ，

吃田野的出產 3 得吃田間的土產 ， 吞誠地和地的出產 3 把地和地的出產，盡都焚燒，

又使他從岩石中吭蜜， 又使他從學石中 PI!蜜， 燒透山的根基。 山的根基也燒著了。

從堅硬的聲石中吸油 ; 從堅石中吸油， 23 我必將災禍堆到他們的身上 ， 23 我要將禍患堆在他們身上，

14 你們吃的是牛乳酪和羊的奶 ， 14 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 ， 向他們射盡我的箭 。 把我的箭向他們射盡。

羊的脂肪 3 羊羔的脂油， 24 饑荒折磨 3 灼熱啃噬 3 苦痛毀滅 3 24 他們必因飢餓消瘦 ，

巴珊的公綿羊和公山羊 巴珊所出的公綿羊和山羊 ， 我要打發野獸用牙齒 3 被炎熱苦毒吞滅。

還有飽滿的小麥 3 與上好的麥子， 塵土中爬行的用毒汁 7 我要打發野獸用牙齒咬他們，

血紅的葡萄汁，是你們喝的美酒 。 也喝葡萄汁釀的酒。 去攻擊他們 。 並土中腹行的，用毒氣害他們。

15 耶書崙肥胖了 3 就踢騰 3 15 但耶書崙漸漸肥胖、粗壯 、 25 外面有刀劍 ， 25 外頭有刀劍，

“ 你月凹半了， 你肥壯了， 你豐足了 ! 刊 光潤，踢跳奔跑， 室內有恐慌 3 內室有驚舟 ， 使人喪亡，

他就離棄造他的神 3 便離棄造他的神， 少男和少女 3 {妙男、童女、吃奶的、白髮的 ，

藐視拯救他的聲石。 輕看救他的學石， 吃奶的和白頭的 3 盡都喪亡。 盡都滅絕。

16 他們以外族的神明 3 激起他嫉恨 ， 16 敬拜別神，觸動神的憤恨， 26 我說過 ， 我要打碎他們 3 訪我說 我必將他們分散遠方，

以可憎的事 3 惹動他憤怒。 行可惜惡的事 ， 惹了他的怒氣。 我要使他們被人間遺忘。 使他們的名號從人間除滅。

17 他們獻祭給鬼魔 3 並非神 1 17 所祭花的鬼魔並非真神， 27 可是恐怕敵人惹動我憤怒〉 27 惟恐仇敵惹動我，

而是他們不認識的神明 3 乃是素不認識的神， 令敵人自 以為是 2 只怕敵人錯看說 -

是新奇的 2 從近處來的 3 是近來新興的， 令他們說 ﹒ 是我們抬起的于 是我們手的能力，

你們先祖不懼怕的 。 是你列祖所不畏懼的。 而並非上主，成就這一切。 並非耶和華所行的。

18 生你的聲石 ， 你忘了。 18 你輕忽生你的聲石， 28 因為他們是缺乏智謀的民族 3 28 因為以色列民毫無計謀，

產下你的神 3 你遺忘了 。 忘記產你的神。 他們襄面沒有悟性。 心中沒有聰明。

19 上主看見 3 就憎恨 3 19 耶和華看見他的兒女惹動他， 29 但願他們有智慧， 能洞悉這事， n惟願他們有智慧，能明白這事，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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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明辨自己的結局。 肯思念他們的結局。 除我以外沒有神 ; 在我以外並無別神。

初一人怎樣追趕千人? 羽若不是他們的學石賣了他們， 我使人死 ， 也使人活 ，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兩人怎樣使萬人逃跑 ? 若不是耶和華交出他們 ， 我擊傷 3 我也醫治 3 我損傷，我也醫治 ，

豈不是因為他們的聲石賣了他們 3 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 沒有誰能從我手里救出誰。 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

上主交出 了他們嗎 ? 二人焉能使萬人逃跑呢? 4。 我向天舉起我的于 3 4。我向天舉手說，

31 因為他們的聲石 3 31 據我們的仇敵自己斷定， 我說，我憑我的永活發誓 3 我憑我的永生起誓 ，

不像我們的學石， 他們的聲石 41 如果我磨利我閃亮的刀 3 咐我若磨我閃亮的刀，

我們的敵人自己也如此斷定 。 不如我們的聲石。 我的于掌握審判 3 手掌審判之權，

32 因他們的葡萄樹 32他們的葡萄樹是 我就報應我的敵人， 就必報復我的敵人，

來自所多瑪的葡萄樹 3 所多瑪的葡萄樹， 也報復那心恨我的。 報應恨我的人。

出自蛾摩拉的田野， 蛾摩拉田園所生的 ， 42 我要使我的箭醉飲鮮血 3 42 我要使我的箭飲血飲醉，

他們的葡萄是毒葡萄 3 他們的葡萄是毒葡萄， 我的刀要吞吃肉， 就是被殺被t庸之人的血。

每一串都是苦的 。 全掛都是苦的。 就是被殺、被搶之人的血 2 我的刀要吃肉，

33 他們的酒是勝蛇的毒液 3 認他們的酒是大蛇的毒氣， 就是仇敵將領的頭。 乃是仇敵中首領之頭的肉。

是毒蛇的毒汁。 是越蛇殘害的惡毒。 的 列國啊 3 要與他的百姓一起歡呼 3 的你們外邦人，

34 這些不是都積蓄在我這裹， M這不都是積蓄在我這衷， 因他僕人的血 ， 他要報仇 3 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 ，

封鎖在我的寶庫中嗎 ? 封鎖在我府庫中嗎? 報復他的仇敵 ， 因他要仲他僕人流血的冤，

35 報復屬我，報應也屬我 ， 35 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我， 他必就贖他的土地、他的百姓。" 報應他的敵人，

時候一到，他們就失足 ; 因他們遭災的日子近了， 潔淨他的地，救贖他的百姓。"

因他們患難的日 子臨近 3 那要臨在他們身上的 ， 44摩西向百姓耳中誦讀這首歌的

要來的 ， 很快就臨到他們 。 必速速來到。 一切話時 3 嫩的兒子約書亞也和他 科摩西和嫩的兒子的書亞，去

指因上主為他百姓伸冤， 站耶和華見他百姓毫無能力 ， 在一起 。 將這歌的一切話說給百姓聽。

向他眾僕人施以憐憫 3 無論困住的 、 自由的都沒有剩下， 摩西的遺吉 摩西的道盲

因他看見他們的于無力， 就必為他們仲冤， 45摩西向全以色列人誦讀完了這 45摩西向以色列眾人說完了這

為奴的和自由的都到盡頭了 。 為他的僕人後悔。 首歌中的一切話後 ) 46又對他們說 : 一切的話 ， 46又說 “我今日所警

37 他說 :他們的神明在|哪襄? 37他必說他們的神， “你們要將我今天指證你們的這一切 教你們的，你們都要放在心上，要

他們所投靠的聲石在|哪襄? 他們所投靠的聲石， 話 3 存放在心襄 3 要吩咐你們的子 吩咐你們的子孫謹守遵行這律法上

38 那吃他們祭牲的肥甘、 油就是向來吃他們祭牲的脂泊， 孫 ，讓他們謹守道行這律法上的一 的話。 47因為這不是虛空與你們無

喝他們真洞的 ， 喝他們奠祭之j目的，在哪里呢? 切話 。 47因為這不是與你們無關的空 關的事，乃是你們的生命，在你們

讓它們起來幫助你們吧! 他可以興起幫助你們， 話 ，這就是你們的生命。 因這話 3 過的旦河要得為業的地上，必因這

讓它們做你們的避難所|吧! 護衛你們 l 你們在過約旦河要去佔領的土地 事日子得以長久。"

39 現在 3 你們看 ! 39 你們如今要知道 上 3 日子才可以長久 。"

我 3 我才是那一位 ! 我，惟有我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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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鹿章

NIV給這段文字的標題是“摩西之歌" ({新漢語》 “詩歌

的見證" ) ，但這首歌卻應該稱為“上主之歌" 1 因為這首

歌是上主所啟示的 ， 在會幕中親自傳給摩西和約書亞 ， 並吩咐

他們抄錯下來(三十 14-21 )。在摩西的講章中 ， 我們通過人的話聽見神

的聲音，然而，這首歌卻是神的手筆，摩西不過是按照自己聽到的把這首

歌的一切話誦讀出來(三十一30 '三十二44 ) 0 2 可以這樣說 ， 這首歌比

摩西的講章更配稱為 “神的話"。

直接的引語在這首歌中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就

無法瞭解這歌的結構。這首歌固然是上主親自傳授(三十 19 ) ，再由摩

西轉述給百姓知道的(三十 30 ) ， 但文中卻包含7幾段引語，而且歌詞

中的 14個動詞及代名詞都是指向這幾段引語的 (參20-26 、 34-28節)。這

就構成了一篇複雜的作品，而當中至少有四種不同層次的直接引語。 3 根

據這些不同的引語和句法上的標記 4 我們可以把這首歌分作不同的篇章

和片段

A.序吉.召喚會眾頌揚上主的完全 ( 1-4節)

B 回想往事 召喚上主的于民承認自己的不完全 ( 5-18節)

片段一:論述提綱 (5-6節)

片段二:召喚會眾回想上主的恩典 (7-14節)

很多人都把“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羊羔的歌" (啟十五3) 連繫於~段經文，但

這個名稱也可以指出十五 ， 因為那里明確地歌頌上主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

暴政，而這拯救正是羊羔的救般的先聲。

2 有論指這首歌既是上主親自創作，也是上主所委托的作品，進 步的論述見

T. Gi les and W. J. Doan, Twice-Used Songs: Pelformance Criticism ofthe Songs of 

Ancienl Israel (Peabody, MA: Hendrickson , 2009), 108-9 。

3 參J . P. Fokkelman, Major Poems 0/ the Hebrew Bible, al the Inte抽ce 0/ Prosoc秒
and Structll ral A nalys爪 vo l. 1, Ex.15, Deut. 32, and Job 3 (Studi a Se miti ca 

Neerlandica; Assen: Van Gorcum, 1998), 58-62 。

4 與普遍的看法有別，這里的小詞 kî 主要是“話語標記其作用或是表達因

果關係(因為; 20節) ，或是表示時序(當 時; 36節下 ) ，至於確寰的

功能是前者還是後者，我們並不能作斷語。全面的論述見Follingstad ， De叫l C

仿制vpoint in Biblical Hebrew Text 。

893 申三十二1-47 圈

片段三 :縷述百姓如何踐踏上主的恩典(15-18節)

C. 認罪文 召喚會眾認識上主的義( 19-35節)

片段一:上主以公義對待他自己的子民 (19-25節)

片段二:上主以公義對待以色列的敵人 (26-35節)

D. 福音 : 召喚會眾珍視上主的憐憫 ( 36-42節)

E 結語 召喚會眾慶賀上主的拯救 (43節)

這首歌以召喚證人為開端，內容上叉著重反復論譚，因此有不少人主

張這首歌是 rîb (先知式的訴訟) 0) 然而 ，這個看法忽略了兩點事實 。首

先 ， 文中有不少重要詞語與訴訟是扯不上邊的 ( 2 、 30-43節) ; 此外，文

中也有不少元棄較為接近智慧文學，與司法程序的關涉較少 。 6 和文中的

禮儀色彩相比 ， 這首歌的司法特色其實並不顯眼。 7 這 點也可以從描述

詩歌背景的那一段敘事文(三十 19-22 ) 得到進一步證明。 8 且不論這首

歌屬於甚麼專門的類別，但它的目的卻顯然旨在訓誨。這首歌不獨頌揚上

主的偉大 ， 也時刻在提醒以色列人兩件事 ， 就是他們的本源(植根於上主

的恩典) ， 以及他們的敗亡(種禍於忘恩及背信棄義)。這兩件事足以證

明上主所降的刑罰是公義的 ， 也給這個破裂的關係帶來修補的盼望，知道

上主在將來必會重新施恩。 9

5 見]-[. ß. Huff1llon,“The Covena川 Lawsuit in the Prophet丸" JBL 78 ( 1959): 285 ' 

參G. E. Wri呵1嗯ght， “吋The晦e Law附s凱叫叫u叫叫』叫川l此t ofGo吋d: A Fo叫昕叫Ll‘1肝T

l川n fs引叭r尺"(α1el 台 Prophetiκc He仰r川'1μtage (伏ed. B.W. An叭吋1χ吋d巴rson 叫 et a剖1. ; New Yoαrk : Ha創rpe釘r: 1962勾) ，

26-67; J. M. 叭W叫l巴b巴J‘The Form, Setting and Meaning of the Song of Moses," Studia 

Biblica el Theologica 17 (1989): 119-63 。

6 尤見於J. R. Boston , “ The Wi sdo ll1 lnflll ence upon the Song of Moses," JBL 87 

( 1968) : 198-202 。

7 所謂禮儀色彩，包括 ( J )經文稱這篇文字為“歌而不是“訴訟" ; (2) 多

次輸替使用第 、第二、第三人稱; (3 ) 有不同的發吉人交替出現; (4 ) 有

連串的命令句 ( 3 、 7 、 3 9 、 43節)和疑問句 (6 、 3 0 、 34 、 37 -38節) ; ( 5 ) 在

結語召喚會眾稱頌神 ( 43節)

8 參M. Thiessen，吋he FOlln and Function of the Song of Moses (Deuteronomy 32 : 卜

的)，" JBL 123 (2004): 407-24; M. Leuchter,“Why Is the Song of Moses in the Book 

ofDellt巴ronomy?" VT 57 (2007): 3 14 。

9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J . R. Boston,“The Song of Moses: Deuterono1lly 32 卜的" (PhD 

di訟;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n芯， 1966) ， 191 ， 1 49-52 ， 1 87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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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這首歌是後期先知圈子的作品 1 。 但新近的研究卻支持更早

的成書日期。這段經文或許是舊約聖經最早的 批作品之一。 11 正如大部

分的詩歌作品 樣，這首歌也沒有甚麼歷史背景方面的線蒙，讓我們得知

它的源頭何在。 1 2 它的用詞和句法既有上古的特色 ， 也有晚期的韻味 1 3

因此，我們惟有從詩歌本身及圍繞它的敘事文來探討其源頭。

正如早前所述的，這首歌可說是以色列的國歌，目的是作為 個永恆

的見證(三十 21 ) ，提醒百姓他們是因為上主才得存活，又警告他們不

要背棄上主，轉向其他神明。這40年來 ， 摩西就 直在擔當同樣的角色。

一旦摩西去世後，這首歌就要繼承摩西的位置，確保以色列人走在屬靈的

正途之上。正因為這首歌有國歌的功能，所以它才未有提及任何個別的歷

史背景 。 這首歌要適用於每一個時代 ， 因此必須捨掉受時代限制的細節。

作為 首國歌，民眾將要在公開的聚會中歌唱、背誦和演繹。我們無法猜

想唱頌園歌的聚會是甚麼模式 ， 但既然宣讀律法的日于是住棚節(申三

十一) ，那麼我們也可以從住棚節的禮儀略窺一二。具體的儀節固然不清

楚 ， 但從文中交替出現的發吉人可見，涉及的禮儀應包括啟應唱誦，如下

表 1 4

節 內容 發吉人

1-3豈有 引吉 司禮人

4自行 認信文 會眾

停頓

10 Mayes , Deuteronomy , 38 1 。進一步的論述見R. Bergey,“The Song of Mo ses 

(Dellteronollly 32 . 1-43) and Isaiani c Prophecies : A Case of Ear ly 1n川lt胎出e釗rt臼ext仙1I叫l旭叫a訓li t句y?'

J巧SOT 28/ ] (ο20∞03勾): 34-36 ;另參S . A. N igos ian,“T he Song of Moses (DT 32): A 

Strllctllral Ana lys is," ETL 72 ( 1996): 5-7 。

11 論及申三十二在學術上的研究歷史， P. Sa nd e r s有一番詳盡的論述，見The

Proνenance 01 Deuleronomy 32 (OtSt 37; Leiden: Brill, 1996), 1-98 。

12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Fokkelman ， M.可or Poems , 1 42白的 。

1 3 見S . N igos ian,“Li ngllisti c Patterns of Dellteronomy 32," Bib 78 ( 1997) : 206-24 。

14 這個結構是根據Thiessen的重塑而得的。詳細論述見D. 1. B l o仗，“The Power of 

Song," 1 73-79 。

895 申三十二小47 竭

5-6節 起訴狀的提綱 司禮人

7節 召喚會眾回憶上主的恩典 司禮人

8-14節中 重述上主的恩典 參與聚會的男性

14下-18節 向百姓提出起訴 司禮人

停頓

19-20節上 宣告上主的刑罰 司禮人

20下-27節上 官讓上主的判詞 祭司或主禮的先知

27節下 外族人的官吉 會眾中特選的一位男性

28-29節 外族人的評語 祭司或主禮的先知

30節 外族人的設問 司禮人

31節 以色列人的官吉 會眾

32-35節 上主對以色列敵人的評語 祭司或主禮的先知

停頓

36-37節上 官告上主對他百姓的憐憫 祭司或主禮的先知

37下-38節 以色列給外族人的挑戰 J習ζ》、用0:瓜n 

39-42節 上主對外族人的判語 祭司或主禮的先知

的節 召喚會眾稱頌神 J胃ζK月EEE1 

在本質上，這一類詩歌是要

分 ，好讓誦讀和聆聽的人願意投入於某種特定的理想、價值或信念，甚至

視之為自己的義務 。" 1 5 這個論調完全符合申命記第三十二章的意旨。摩

西訓誨的精髓藉著這首歌的歌詞再次展現人前，讓每 代的百姓都認識到

上主向他們所施的恩典 ， 呼顯他們切勿向別的靈界主宰效忠，讓他們曉得

叛逆的下場，又給他們帶來喜樂和盼望，因為上主對他們的情意是永遠不

變的。

序言:召喚會眾頌揚上主的完全(三十二1-4)

這首歌的開端包含了其 {I多辭處境的四項關鍵元素 (-)聽眾( 1 

15 Giles and Doan, Twice-Used Songs , 22 (強調之處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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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一代的百姓都

認識到上主向他們所

施的恩典 ， 呼籲他們

切勿向別的靈界主宰

效忠，讓他們曉得鈑

迎的下壩 ，又給他們

帶來喜樂和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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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二)媒介 (2節) (三)修辭的目的

( 3節) (四)論述的主題 ( 4節)。正如在申

命記的其他地方一樣，所謂“天" 、 “地"

其實是指整個宇宙。從早前的同類呼額看來(四

詣， 三十門， 三十一28 ) ，第三十二章 l節似乎

也是為了訴訟的緣故而召喚證人。然而，這段引

言卻暗示本段經文所設想的並非司法處境。這首

歌是給上主的頌詞 ， 由凡人的口中而出，全宇宙

都要側耳而聽。

第2節陳明歌者通過甚麼媒介來讚頌上主。

他要利用“我的教導"和“我的吉語"來讀頌上

主 。歌詞更聚焦於這些“吉語"的洗游功能，巧妙地使用了平行修辭法，

把他的“教導 " 和“吉語"比作“雨水"和 “ 露水 " 、 “雨點"和“甘

霖"。這個片段與第l節相連，提及“水"的用語作A8BA排列，外邊的那

一對是從天降下的水，中間的那一對是地上自然生出的水(會1]- 11-12 ' 二

5 ) 。這些短語暗示歌者的讚美話語(參申三十二3) 會滋潤大地，使萬物

生生不息。

第3節開端的焦點小詞 (focus particle) kî (NIV從缺)不再聚焦於歌

詞本身，而是聚焦於歌者的目的。頌揚上主。出埃及記三十四章5至6節

具體地描繪出何謂“我要宣揚上主的名"。在本節的下半段，歌者叫會

累加入， 同稱頌神的偉大。為7表達神的偉大，歌者先縷述神的特質

(申三十二4) ，再回憶神向他的子民所施的恩典 ( 5-14節) ，指出神對

叛逆之徒所發的是義怒( 15-25節 ) ，又描寫他怎樣以公義報應以色列的

敵人 (26-35節) ，最後則說明上主會憐憫自己的子民，救贖他們 (36-43

豈有)。這襄直接用到上主的名字，又以“我們神"這個尊號來指稱他。這

個說法等於站在效忠於上主的立場，並代表世世代代的百姓發吉。

雖然第4節沒有動詞指明這是一句引語，但歌者既要“宣揚上主的

名" ( 3節 ) ，那麼這稟就自然包含了 段宣告上主聖名的話。正如“示

瑪" 樣(六4-5 ) ，這句話也屬於認信文，宣示以色列國歌的主題。這頌

歌結構精密，先以 個詞語來展示主題，再以一連串名詞性從句 (nom inal

897 申三十二 1 -47 圈

clauses ) 來作闡釋。第 旬己帶出了這首歌的核心主題 。“聲石" 詞在

本段經文共出現九次，兩次是取其本義( 13節上、下) ，五次是用作上主

的尊號 (4 、 15 、 1 8 、 30 、 31節下 ) ， 餘下兩次則涉及外族的神明 ( 3 1 、

37豈有) 。經文以上主來比照各國所依靠的“聲石" (3 1 、 37節) ，就是取

“聲石"一詞的堅硬 、穩固、永恆等義 。 16 以色列的保障和安全感惟獨從

上主而來 。 1 7

在這作為開端的驚歎詞後，文中接連用上五句名詞性從旬，展示出上

主這“聲石"的六項特質。(一)這聲石的作為“完全"意味上主的所

有行動都沒有差錯。相比之下，其他“聲石" (其他神明)卻是空洞無物

的 (3 1 、 37節) 0 18 (二)這聲石一切所行的，盡都“公平"也就是說

他所做的一切都合乎正義。(三)這聲石是“信實﹒ ' 的神〔伊勒 J " 。

這個短語雖然莫測高深，但卻總結了第t章9至 10節的內容，生動地闡釋

了早前的陳詞 。這個短語稱頌神的信賞的兩種面向，一面是選召以色列

人 ， 並 路眷顧他們 (8-14節) ，一面是給“恨"他的人施行審判( 15-43 

節) 0 (四)這聲石 “沒有不義" ({新漢語》 “無偽" ) 0 19 (五)這

聲石既“公義" ($addîq) ， 又“正直" (yäsär ) 。前者的意思是按照聖

約的原則行車為人(參十六2 0 ) ， 20 後者的詞根貝1]解作“豎立、筆直"

(參六 1 8 '十二25 '十三 19 (2肘 ，二十-9)

回想往事:召喚上主的子民

承認自己的不完全(三十二5-18)

這個段落可以分作三個片段，第5至6節、第7至14節、第 15至 18節。

中間的片段描述神對以色列所施的恩典，正是這個段落的核心 ， 前後兩個

l川6 參C. J. Lab趴3咒L肌h怕1羽ag伊n附e巳，T.刊Ï1e Jncol叩σ昕ra吋b

Ori巴nta叫a訓IS巴ries 5; Le叫iden: Brill, 1 966) ， 70-7 1 ， 115-16 。

17 參繳上二2; 撒下二十二32 。大衛也曾稱上主為以色列的學石(撒下二十三3 ; 

參賽三十29)

的 賽四十一24形容其他神明 “甚麼也不是"而且它們“甚麼也做不了" ( <新

普及) ) 

J9 參二十五 16 ;結十八8 、 24 、詣，三十三 13-1 8 ;耶二5 。

2。 在四8' 這個短語所形容的正是聖約本身，在十六 19和二十五 1 '它是指遵守聖

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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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則針對以色列人的忘恩負義而作出尖銳的批評。

片段→ :論述提鋼(仿5-吋6節) 這個片段的開端語頗為隱晦。第一句

從旬並沒有前置的主語(川NI叩V及《新漢語》以“他f們r 作主語) ，也沒有

說明

止此t夕|卡\, “敗壞"一詞在其他地方也用來指百姓將要做出叛逆的行為(四

16 、 2封5 ' 三十 29圳) ， 因此 ' 這稟所指的行為是拜偶(像象，也就是違反7至

高的誡命。

經文又用了 連串隱晦的語句來形容這重敗壞的民眾。(-)他們

“不再是他的兒女"。上主曾在西奈山正式收養以色列作他的兒女(十四

1 ) ， 而這里的說法就等如暫時終止甚或完全取消以色列的這個身分。 2 1

(二)他們“盡是瑕疵" 。這個詞通常用來形容有殘疾的祭牲 。歌者使

用這個詞 ， 是要用敗壞的以色列人來比照上主“完全"的作為 ( 4節)

並否認百姓擁有“上主聖民"的身分。 22 (三)他們是 “ 那僻彎曲的世

代"。“那僻" 語在其他地方多用來對比正直(竄十九卜 二十八6 ) 、

忠誠和完全(撒下二十二26-27 ) ; “ 彎曲" 語則只見於這襄 o 竄吉八章

8節用了這兩個詞的變體來表達“公義"的反面。

第6節是幾旬設問。從這些問旬的修辭可見，第5節的確是以上主的

完全 ( 4節)來比照以色列人的頑模叛逆。最能表達這一點的，就是動詞

gâmal ( {新漢語} : “回報" )。第一句設間的答案理應是反面的 ，但

接下來 “愚昧又無智慧"的描述卻顯示以色列人的答案是正面的。在詩篇

t十四篇 18節， “愚昧的民族" ({新普及} )是指那些褻潰上主之名的

人。 23 別國之民曾經說以色列人是有智慧和聰明的(四6 ) ， 但這襄卻否

定這種說法。

第6節的下半部分是另一句設間 ， 透露了以色列人是怎樣地敗壞 上

主是他們的父親(一訓 ，八5 ) ， 但他們卻以恥傳來回報上主。這稟稱上

主為“父 " 主要是指以色列人的存在是源自上主 。 經文用了三個動詞來

21 參何西阿見子的名字 “不是我的子民" (何-9 ' <新普及:> ;下問) 。賽

4的“敗壞的孩子"一語，也跟本段經文的用語相呼應 。

22 參4三6 ' 十四 1 '二十六門 ，二十八9 。

23 參伯二 10 ; 詩十四 J ' 三十九9 C 10 ) ，五十三 1 C訓 ，七十四泣 。

899 申三十二1-47 盪

表達這 點。“你的創造主"一語的本意是指購買 24 但也可以用來形容

生育(創四 1 )或創造(詩一三九 13 ;參歲八22 ) 。第二個動詞解作“造

你 " 是希伯來文形容“製造"的詞語中最常見的 個。這個詞曾數次被

用來形容上主創造了人類(簡十四31 ;賽十-t7 ;耶二十-ts ) ， 也曾經特

別用來形容上主創造了以色列民(詩九十五6 ' 

-003 ; 何八 14)。第三個詞是“建立"這

詞基本的詞義是修理和建造，但這襄也帶有創造

的意思，就如詩篇一一九篇73節的用法 樣。這

幾句設問一層深似 層，突顯出以色列人對上主

在他們身上的工作的回應是多麼愚昧。

片段二 :召晚會眾回想主主的恩典 (7 -14 

節) 這幾節經文憶及上主的行動，就是建立以

色列國，以及高舉他們超過地上的萬圖。這段說

詞首先呼籲以色列人回想自己的歷史。如果聽眾

上主把列國分配給
“神的思子 " 但卻

把雅各家分別出來作

自己的“分"和 “產

業"。

對往事茫無頭緒，他們就應該向父親和長老請教。在文字未普及的古代社

會，父親和長老就是歷史的守護者、往事的傳承人。這個邀請讓人想到第

四章32節，所不同的是，本段經文中回憶的出發點 ( terminus a quo ) 是

“古時的日子"和“歷代的歲月"。這個片段的餘下部分扼要地鋪陳了長

者們的回應，突顯出以色列歷史的三個重要階段。

(一)上主選召以色列，要和他們建立獨特的關係 (8-9節)。 經文

先以優美的平行體來記述長者們對往事的回憶，內容是上主怎樣與以色列

民建立獨特的關係。第8節的開端稱上主為“至高者" 25 並指出上主最

初的行動是給萬國劃定疆界(參創十5 、 32 ) 。正如申命記一章38節的詮

釋提過的 樣， “ 使- 承受產業"原是一句封建制度之下的用語，意指

封建領主給臣民分配土地。

可是，上主所分的產業究竟是甚麼呢?受益者又是誰呢? NIV的譯文

24 HALOT, 1111 - 13 

25 “以羅安" ( Elyo川 的意思是“至高者"。見Elnes and Miller，“E lyo l丸"DDD，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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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上主所分的是土地，而領受的則是子1] 國。必然而，就經文的背景

和句法而吉， 可Ij園，一詞應該是動詞的賓語。( 1 )第9節說雅各/以色

列是上主所擁有的“產業" 0 27 (2ω) 第 8節的首兩個格律分節(印c∞O叫10∞n

是要點明這個行動的場景'就是當以羅安(旭E I句yon叫) “立定" 2羽8 萬民疆

界的時候。經文雖然沒有明確地指出這個行動的受益人是誰，但我們卻

可以從“以色列眾子的數目" 語作出猜想。在昆蘭 (Qumran ) 古卷

(4QDeuU ) 和(-1:::十士譯本》中，這句話為“神的眾子的數目"。如果我

們認同它們的立場比《馬所拉文本》更合理，那麼領受分配的就是“神的

眾子" 0 29 這

就把“人的眾子"畫劃1分成 "91 ]國"再把 "91 ]圍國"分給

讓神的眾子作F列1]圍國的守護者，為神照管世人。

從第9節可見，以色列在上述的宇宙行政架構中位置獨特。上主把列

國分配給

業" 。 “產業" (ωn仰叩tμ正α7h妒州Zlf叫α叮'lâ) 一詞通常是指上主賜給以色列的土地 3刊0 但摩

西卻在第四章2必O節說上主把其子民當作是自己的“產業"。綜觀其他古代

民族的起源傳說，每當提及神明與國土的關係時 3 1 焦點必然是神明對土

地的擁有權。然而，這段經文以至舊約聖經的一貫立場卻不是這樣，其焦

26 論及列國與土地的關係，見賽十 1 3 : 摩九7: 徒十1::::26 。

27 “雅各"是以色列一位先祖的本名，神把“以色列 " 名賜給他(含IJ三十二28

(29 ) ) ，後來“以色列"就成為這個民族的名稱 。然而，舊約聖經從未使用

“雅各"一詞來指稱疆域 。

28 參詩t十四 1 7和鐵十五25 。論及這動詞，見Sanders ， Proνenance of Deuteronomy 

32, 155 ， 297-3 1 5 。

29 NIV依據MT來作翻譯，不同的看法見其經文註釋(另參 《新漢語》腳註)

有不少人認為譯作“神的眾子"比“以色列的眾子"更佳，見Block ， The 

Gods o( the Nat ions , 25 -32; M. He i s前，“Monotheis l1l， Po l yth e i剖11 ， Mono latry, 01 

Henotheislll? Toward an Assesslllent of Divine PllI ra li ty in the Hebrew Bible," BBR 

18/ 1 (2008): 17-1 8 。

30 申四2 1 、兒， 十9' 十五4' 十八2' 十九 1 0' 二十 1 6 '二十一23 '二十四4'

二十五門， 二十六 1 。

3 1 論及這些傳統，見Block， Gods oJthe Nations , 2 1-25 。在同時代的非洲神話中，

各種族的神明是有高低之別的，見L . Ugwllanya NWOSll,“The Nations and the 

Sons of God in Dellterono l1ly 32: Perspectives on Evangelical Strategies in Non

Illonotheistic C lI ltures," Bible Bhashyam 22 (1996) : 2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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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上主與于民的關係。

(二)上主在危急存亡之際拯救以色列人，又在曠野給他們供應所需

(10-12節)。 來到這個段落，這首歌的焦點己從出埃及 (9節)轉到西奈

曠野的經歷之上。第一旬的“在曠野之地"語調溫和，而第二旬的“在荒

涼、野獸吼叫的荒歸"貝|偽造一節平添了不少色彩。譯作“吼叫"的詞暗

示，曠野中有對狼等野獸在嘶叫(參彌-8 ) 。這節經文沒有指明在曠野

中要面對的威脅是甚麼(參申八15 ) ，但其遣詞用字卻暗示曠野不但會讓

人慢慢渴死，也有飢餓的猛獸襲擊，轉眼間奪人性命。

幸好上主及時出現， “找到"了以色列( 10節上;參何九弘10 '十三

4-6 ;結十六卜8 ) 。上主的子民正有水深火熱之中 ，而申命記三十二章 10

節下半段的焦點就是上主對這個情況的回應。上主環抱他的于民，要保護

他們，就如士兵乎1]隊圍繞村莊﹒把敵人拒諸門外，以保護村中手無寸蝕的

婦孺。第 10節的結尾用了 個比喻 ， 使上主作為保護者的形象更加鮮明，

這稟指出上主會把自己的于民當作珍寶來守護。這個短語有十分長久的歷

史，它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眼中的瞳仁"。 32 不論這個短語有甚麼變體，

其意思也沒有多大變化，可以解作“以愛來照料對方" (參八 15-16 ) 0
33 

第 11節為上主關顧其于民的形象添上一筆，以老鷹照料雛鳥的舉動來

作比喻，共涉及四個動作:老鷹會在雛鷹之上“飛翔"展開兩翼，接取

雛鷹，並拍動翅膀帶著雛鷹而去。 34 這裹的描述涉及老鷹啄起雛鷹，帶著

雛鷹翱翔。這說法的靈感或許來自出埃及記十九章4節 。這個詩節的結語

扼要地指出，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夠渡過沙漠，全是上主的功勢(申三十二

32 論及相關的英文慣用語，見M. B. Ogle,“The Apple of the Eye," Transactions OJ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3 ( 1 942) : 的 1-91 0 

33 Sanders, Provenance ofDellteronomy 32, 163. 

34 'eb râ (翅膀) 詞也見於伯三十九 1 3 :詩六十八 1 3 ( 14 ) ，九十一4 。很多
人都以為老鷹會抓起雛鷹，放在翅膀上，並帶著雛鷹翱翔，這其宜是一廂

情願的想法，也是不合自然規律的。有人說自己曾親眼見過類似的現象 (G

R. Driver,“Once Again: Birds in the Bible," PEQ 90 [1958]: “-57 ) ，也有人駁
斥這種說法 ( H. G. L. Peels,“On the Wings of the Eagle [Dtn 妞 ， II]-An O ld 

Mi sllndersta吋l峙，" ZAW 106 [1994] : 300-303) 。這個論調讓人想起美素不達米

亞的神話，就是伊坦納 (Etana ) 坐在鷹背上飛向天堂 (COS， 1:131 [p.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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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討)。第一個格律分節以正面的陳詞表述上主

最後的從旬則是反面的陳述'表明“沒有夕外|←、族神明"和以色列在一起(參

三十一 16 )

(三)上主把一切好東西都賜給以色列人( 13-14節)。 最後的詩節

預示 ， 上主要帶領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的戰事中大獲全勝。第 旬描繪以

色列大軍抵達迦南 ， 就如大隊戰車馳騁在“地的高處"一樣。這個短語要

不是指迦南的高地(一7 、 1 9 - 20 、 41 、 43 、 44 ' 

三25 ) ，就是暗喻迦南地的宗教設施。既然下文

lE三個詞應指“腦袋

痴肥"也就是愚昧

的意思 ﹒ .. ... 這首歌禧

畫出一頭肥美的牛

慣 ，因吃得過量而五

官退化 。

提到以色列人享用迦南地的土產，那麼這稟所指

的就應該是迦南的高地。

由此看來，第 13至 14節的餘下部分是要突

顯迦南地的土產豐富 ， 對以色列人大有益處。 36

( 1 )上主會使聲石自行生出食糧。所謂“使他

從岩石中晚蜜 ， 從堅硬的聲石中噸油 " 是比喻

物產豐盛 ， 不論是奢侈品(蜜)還是日常食用的

(橄欖油) ，都從地上涓涓流出。 37

( 2 ) 上主會為以色列人預備牲畜作食物，包括奶類38 和肉類 肥美

的羊羔 39 成年的公綿羊、公山羊、上好的牛隻(這是 句慣用語，字面

上的意思是 “ 巴珊的子孫"意指養肥了的牛隻) 0 40 古人認為動物脂肪

甚有營養 ， 也多以此來借喻物產豐盛(詩八十 17 ' 四-t 1 4 ) 。

35 這里暗喻日間的雲柱和夜間的火柱。參出十三 17 、 叭 ，十五 1 3 ;尼九 1 2 、 1 9 ; 

詩仁十七20 ( 2 1) ，士十八 14 、 5 3 。在詩二十三3 '士十-t20 ( 2 1) ，才二十八

52-53 ' 詩人以動詞“領 (nhh ) 來形容牧羊人的溫柔呵護。

36 這些文字與早前的陳述遙相呼應，也就是六日 ，才三 1 3 .八7- 1 0和十一 1 5 。

37 從石中吸取蜜和油的圖像 ， 把聲石刻劃成以色列人的事L娘，受上主差遣照料百

姓。提到上主從石中給百姓賜下蜂蜜的經文，見詩八十一 1 6 ( 1 7 ) 。“蜜"

詞也可以指葡萄或無花果的汁液。參McCo附 i li巴 ， Dellleronol妙， 455 。

38 論及奶類製品 ， 如黃油、凝凱、酸奶等等，見Borowsk i ， Every Living Thing, 

5 4- 56 。

39 HALOT, 496 ; Borowski, Eνe/JI Living Thing , 20, 83 . 

40 與之相反. N IV譯作“上好的公羊 ( choice ra m s) 。巴珊以出產優質牛隻著

名 結三十九 1 8 ; \悶-t 1 4 ;詩二十二 1 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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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上主會利用土地給以色列人預備食糧。曾有經文指腎臟周圍的

脂肪是羊羔最珍貴的部分(未1]三3-4 ; 賽三十四6 ) ， 因此“麥子的腎臟旁

邊的脂油 " (筆者自譯; {新漢語》 “飽滿的麥子" )自然是指品質至

佳的麥子或麵粉。 4 1 短語“葡萄的血" (原文直譯; {新漢語》 。 “血

紅的葡萄汁" )既可指日常飲用的葡萄酒 ， 也可指特選的葡萄佳釀。這個

片段的結語出人意表 “你們喝〔酒的〕泡沫"。這襄描繪酒在發酵的圖

像 ， 強調以色列人在享用豐盛的物產，並且心中滿足喜樂，而這出產豐盛

的土地就是上主所賜的。

片段三 :縷述百姓如何踐踏土主的恩典( 15-18節) 這段文字的焦

點是以色列人違反了至高的誠命。經文從兩方面表達這個主題，一是以色

列人離棄7上主 ( 15 、 18節) ，二是他們追逐其他神明( 16-17節)。這

個段落 開始就突顯出上主在物質上的恩典。文中稱以色列為“耶書崙"

(參三十三5 、 詣 ，賽四十四2 ) 。這個名字是上主對他于民的暱稱。經文

用上親暱的稱呼 ， 使這個悲劇更顯陰暗慘淡。但從耶書崙 詞的下文可

見，這個名稱帶出諷刺的意味。上主給這“正直的民"大降恩典(申三十

二7- 1 4 ) ， 但他們卻去投靠其他神明，大大背叛上主( 16-17節)。

對叛逆的描繪充斥著整個段落。文中用了一個罕見的動詞“變得肥

胖"是從形容詞派生出來的。這個動詞以不同的詞形分別出現於第 15節

首兩個格律分節的開端。如果單單解讀這個比喻 ， 也可以得出正面的解釋

( 13-14節) ，但它既然是本段經文的標題 ， 我們就要從反面去作解讀。

因此，這個詞應指“腦袋痴肥"也就是愚昧的意思(參賽六 10 ;耶五

28 ) 。首兩個格律分節共有五個動詞 ， 這些動詞原本都是用來描述牲畜

的。通過這些動詞 ， 這首歌繪畫出一頭肥美的牛墳 ， 因吃得過量而五官退

化。第二句把這痴肥的形象繪聲繪影地展示出來 這牛肥胖了，肥壯了，

豐足了。

迦南地物產豐盛 ( 13-14節) .顯然改變了享用者的心態。第 1 5節上

4 1 因此NIV才譯作 “ 上好的麥子.. (fin es t ke rn e ls of w h e at ) 。參詩八十一 1 6
( 1 7 ) .可直譯作的 “麥子的脂油..民十八 1 2 .可直譯作“油的脂肪和新

酒" 。

42 論及這名字及其意義，見M. J. Muld e r, TDOT, 6 : 472 -77 。這名字與希伯來文

yâsar 一詞有關，意思是“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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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以色列踢蹄蹦跳，十足牲畜 樣，展示出牠反抗供應者的姿態。在第

15節下 ， 詩人寫出優雅的平行體哀歌，描述以色列背叛自己的創造者和救

贖主。經文以 nãtas 來表達 “離棄"而沒有用‘紅的 ，實在出人意外。

Nã!as 一詞曾經多次用來形容上主放棄自己的于民，的但這里的 nã!as 卻指

及百姓離棄上主(參耶十五6 ) 。第二個動詞 nãbal ( Piel式)是指輕蔑的

態度(參申三十二6) ，就像把對方當作是傻瓜一樣(參6節)。百姓非但

不尊重上主他們的父，不尊重這位厚賜恩典的神，反而心中藐視他。

經文清踅指明百姓所藐視的對象 1申 " 以及拯救他們的“聲石"

( 15節)。這稟以“聲石"來稱呼以色列的救贖者，實在出人意外。聲石

的用處主要在於防衛 44 然而，現今這聲石卻立於進攻的位置，選召了

一個民族歸自己，在曠野供應他們的需用，給他們一處豐足的地業( 8-14 

節) ， 並為他們消滅敵人，把威脅消除，救他們脫離枷鎖。 45

在第 16至 17節，經文的焦點不再是百姓對上主的愚蠢回應，而是他

們對其他神明的荒謬追求。我們可以把這些經文一併處理。首先 ， 我們要

認出以色列所愛慕追求的對象是甚麼，其次 ， 我們要明白這樣的事會使以

色列的真守護者作出甚麼回應。這首歌以士個短語來形容假神。(一)他

們是“陌生人" (<新漢語> : "9卡族的神明" ) ，是錯誤的敬拜對象 ，

是律法所禁止的。(二)他們是 “ 可惜的" 0 (三)他們是 sëdfm 0 NIY 

根據 H::十士譯本》和《武加大譯本> ( Yulgate ) 的 daemonibus 一語來

翻譯，把這個詞譯作“鬼魔" (demons ; <新漢語》同)。“鬼魔被視

為混亂和死亡的源頭，但其活動範圍只在以色列之外，希伯來文聖經沒有

多談及它們 . 47 而 sëdfm 一詞多被認為是從亞甲文 (Akkadian ) 借來的，

的 士六日 ，撒上十二泣，王上八凹，王下二十一 1 4 ;賽二6; 耶士凹，二十三

33 、呵， 詩二十士9 ' 九十四 1 4 。

44 撒下二十二3 ;詩十八2 (3) .六十二2 、 6-7 (3 、 7-8 ) ; 賽十-t 10 。

的 類似的經文包括撒下二十二的，詩十八46 ( 47 ) 。在詩八十九26 (27) ，大衛

也稱上主為草書石，指上主收養了他作兒子，並讓大街家永遠為王。

46 在聖經後的亞蘭文猶太文獻中，這個詞通常用來指稱“鬼魔"。然而，除 7 申

命記這處以外，它在舊約聖經中只在詩一0六37出現過 ， 而所指的是“雕像、

偶像"。

47 K. van der Toorn,“The Theology of Demons in Mesopotam ia and lsrael: Populal 

Belief and Sc ho larl y Spec ul at ion," in Die Dän70nen: Die Dämonologi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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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守護之靈。 4自然而，考慮到代爾亞利雅 ( Deir 'Alla ;公元前9-8世

紀)文獻中 5吵n 詞的用法 49 可見這個詞理應解作天上的神明。 50

(四)以色列人所效忠的“並非神"。這個短語清楚表明 sëdim 並非

真正的神。(五)他們是以色列人“不認識的神明"。這個短語讓人想起

早前的陳詞 5 1 也突顯出假神與上主的分別。因為上主已經向以色列民啟

示了自己 ，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名字。(六)他們只是新奇的玩意(是最近

才出現的) ，而上主/以羅安卻是“E古的神" (三十三27 ) ，兩者對比

強烈。自從萬民的疆界立定以來 (8節) ，上主 直都為以色列人的好處

籌諜。但(-\:::)他們是先祖“不懼怕的"。

第 18節重捨早前的概念，也就是這個片段 開始所鋪陳的 ( 15節)

以色列人已經忘記了上主。經文表達這個概念的手法頗為出奇，就是混合

了陽性和陰性的詞語來使用。形容上主行動的兩個動詞雖然是陽性的，但

卻承擔了陰性的功能。第 個動詞既可以用在母親身上 53 也可以用在父

親身上 54 第二個動詞(“產下你的" )貝I J顯然涉及母親的角色。 55 經

文把以色列人描繪成上主的兒女，而上主同時有父親 (6節)和母親 ( 18

節)的特質，也就是強調以色列人的存活全賴上主。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

israelitisch-jüdischen und friichristlichen Literatur im Kontext ihrer Umwelt (eds A. 

Lange et al. ;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6 1-83 。

48 這個詞也可以解作“惡靈"。見CAD， 1 7/2:256-59 。

49 見1. A. Hackett, The Balaam Text from Deir 'Alla (HSM 3 1; Chi co , CA : Scholar, 

1980), 85-89 。

50 見H. Niehr, TDOT, 14 :4 18-24; M. Weippert, TLOT, 3: 1 304-10，尤參 1 307 。
51 見十詣，十三2 、 6 、 1 3 ( 3 、 7 、 1 4) .二十八駒，二十九26 (25) 

52 參士五8 ' “以色列選擇新神明.. (<新普及) ;參T i gay ， Dellt ero nomy , 

306) ;另 種譯法見B l ock ， Judg凹， R lI 的， 226-27 (“神選擇了新的〔領
袖) .. ) 

53 用於女性 創三時，伯十四 1 .十五 1 4 '二十五4 。用於母鹿 耶十四5 。用於

母臘梅耶十-t ll 。

54 創四川，十8; 代上一 10 ;主義十士2 1 .二十三22 ; 但十一6 0

55 賽五十 2; 伯三十九 1 0 LXX避免把神描繪成懷胎的女性，於是加上分詞，

譯作“餵養你的"。同樣的看法也見於Sanders ， Provenance 0.( Deuteronomy 刀，

1 86 。

5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 gay， Dellterono川y， 307 0 Tigay指出，古敘利亞和赫人的銘

文都把君王同時描繪成子民的父親和母親。見Azatiwada碑文的排尼基文段落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906 

仍然背叛上主，可見他們的確是踐踏了他的恩典。

認罪文:召喚會眾認識上主的義(三十二叩開35)

到了第 19節 ， 這首歌的焦點轉向上主怎樣回應以色列人的叛逆 。 詩人

所表達的中心主題是上主?愚公義懲罰他的子民，而對於那些趁機討以色列

人便宜的列國，上主也會;愚公義作出回應 。 這個段落的開端是敘事性的引

吉( 19節) ，而引吉之後的文字則全是上主以第一人稱所說的話 。

片段→:上主以公義對待自己的于民( 19-25怖) 在這個片段中 ，

上主宣告他已經決定離開自己的子民 (20-21節) ， 並差遣死亡使者來施行

毀滅 (22-25節)。 歌者首先宣述主題，以兩個動詞來形容上主態度的改

變 : “上主看見"和“憎恨" 。 第一個詞突顯出上主與百姓所依靠的其他

神明的分別何在(四28) 第二個詞沒有賓語，意義較為隱晦 ， 但第20至

25節澄清了這個動詞所指的是甚麼:上主的兒女，因為他們惹動了他的憤

世頁 。

上主對待子民的態度 (20-21 節)。 這個詩節 開始就宣告上主的決

心 “我的臉要向他們隱藏"和“我要看" 。 第一句話讓人想起上主的預

吉，也就是這首歌的敘事引吉所載的那一段話(三十 16下-18 ) 。 第二句

陳詞並不是說上主撒手不管，彷彿不在意或無法控制以色列人的前途，而

是語帶諷刺地說“我要看著他們得到應得的下場"甚至是要強調上主控

制著他們的命運 。 57

第2 0節下至2 1節上所記的，就是上主之所以離棄其子民的原因 。 首

先是外在的因素 (20節下 ) ，接若是內在的因棄 (2 1 節上) 。 所謂外在因

素，就是以色列人“反復無常" 58 和完全欠缺忠誠，所謂內在因章，就

是上主是因為慎怒而離棄以色列 。 以色列人背棄了真神， 轉而投靠“不是

神的"和“虛無的" 。 這些行為激起了上主的嫉恨 ， 惹動他的憤怒 ( 申五

(公元前8世紀) 'COS, 2:3 1 (p . 14 9) : 及K il amuwa碑文(公元前9世紀)

COS, 2:30 (p. 1 48) 。

57 論及 'oh"r[1 ' 見第29節的詮釋。

58 “ 反復無常 " 詞在這里所用的形式 ， 只另見於鐵吉 ， 所指的是顛倒是非的人

(錢二 1 2 、 14 ' 六 14 ' 八 1 3 '十3 1 、泣，十六28 、 30 '二十三33 )

907 申三十二1-47 盪

9) 。經文是刻意用貶詞來描述其他神明的。"這裹的說法與摩西在申命

記其他地方的立場相類(四28 '二十九 17 ( 16 ) ) ，上主把其他神明刻劃

成死氣沉沉的偶像 ， 無力回應信眾的膜拜 。 上主

稱其他神明為 h吟ãlîm (蒸汽、氣泡) ，就是形容

這些神明只是短暫的、沒有實體，並且不是真實

存在的(參17節) 0 60 

在第2 1節下 ， 上主宣示他離棄以色列的目的

是甚麼 。 這襄採用了“報應律 " (ta lion ) ， 也

就是要以百姓對待上主的態度來報應他們 。 百姓

以 “不是神的"來代替上主，因而激起上主的嫉

恨，上主便以“不是子民的"來代替這些百姓，

上主全面控制著所
有致人死命的力量，

儘管人們以為那些力

量來自陰間的惡靈。

為要激起他們的嫉恨 。 6 1 百姓以“虛無的"來惹動上主憤怒 ， 上主就以

“愚昧的民族"來惹動百姓憤怒 。 上主的子民本來是“有智慧又聰明"

的，但上主卻以“愚昧的民族"來代替他們 。 換吉之 ， 上主愛顧的對象不

再是有文化的民族，而是野蠻未開化的民族 。

上主對付于民的手段 (22-25節) 。 第22節的開端用 7 一個焦點小

詞 kî ( 因 ) ，標示經文的重點改變，善意描述上主將要用來對付百姓的手

段 。 經文首先借用整個宇宙來形容上主的怒火 ( 22節) ，然後再聚焦於以

色列人身上 ( 23 -25節)。 第22節的開端語簡單直接，描寫有怒火從上主的

鼻孔燃燒。 62 然而，上主的怒火並沒有停在這里，而是直燒到陰間最深之

底，要吞滅全地和地的出產，連“山的根基"也燒透了 。 上主的怒火充滿

天上地下，是曠古未有的 。 63

59 參B lock，“Other Religions in Old Testament Theo logy," 6 1 位 。

60 以 hebel (荒唐 、 虛空) 詞來形容偶像的經文見於王下十七 1 5 ; 詩三十 6 

( 7 ) ; 耶二5 ' 十8 、 1 5 ' 十四 22 '十六 .1 9 ' 五十一 1 8 ; 拿二8 ( 9 ) 。這個詞

在傳道書中經常出現。

6 1 何西阿給兒子起名作羅 阿米 ， 意思是 “ 不是我的子民 .. (何-9' {新普

及} )。這個名字顯然是呼應申命記的這個段落 ， 只是從嶄新的角度來作解

誼。

62 這個解讀角度還有另一項議據 ， 就是耶十五 14和十七4 。那兩節經文形容有火

從上主的鼻中而出 ，而所用的名詞和動詞與這裹的相同 。

的 “山的根基" 語也見於撒下二十二8 (二詩十八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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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第23至2 5節，上主把天上地下的怒火聚焦於一點，含糊地

以第三人稱眾數代名詞(“他們" )來指稱這個對象。在第25節，經文進

一步指明“他們"包括了少男、少女 、 吃奶的和白頭的。可是這辜人又是

誰呢?雖然從第 J 5節之後再沒有提及上主的于民 ， 但這首歌的每 位聽眾

都曉得上主所針對的正是以色列人。通過這樣的筆法，下文的描寫自然更

能挑動聽眾的懼意。

第23節是一句論述提綱，既突顯出上主的角色，也表明下文將要舖

陳各樣災禍。第23節上把滿天的陰霾稱作“諸惡"這也是用來指述“災

禍 " 的常用語。第二個格律分節用了一個比喻，“以“箭"來借代上主可

用的一切手段。接善，經文列出上主的各樣“武器"其中大部分都與古

人所設想的鬼魔世界有關。這些“武器，彼此之間的界線有些模糊 ， 但也

值得我們逐評述。

饑荒 這個詞可以直譯作“令人耗盡的饑荒"在舊的聖經中只出現

過這一次。這襄列舉上主手上足以致人死命的武器，而把“饑荒"放在首

位，反映出在古代戰爭中饑荒的角色。如果經文有意把 râ'的一詞當作專

有名詞，“那麼讀者就應該把之前的詞轉音，讀作 mezî ' 意思就成為“我

的‘吸血鬼拉哈夫 (Ra ' abJ "。如此，這個短語就與第22節的“我

的箭"中目呼應 ， 並且配合下文的“我的戰士，早1]施夫 (Resheph J " 0 66 

流行病 NIV把這里的詞組譯作“吞滅人的瘟疫" ( consuming 

pestilenc巴; (新漢語》 “灼熱啃噬" ) ，意味原文的頭一個動詞是被動

式 ， 意思為“吃"。然而，更好的理解是把這個詞看為派生自詞根 lãham

64 申三十二位， 民二十四8; 撒下二十二 1 5 二詩十八 14 [ 15 ) ;詩-t 14 ' 三十八2

[ 3 ) ，六十四沌，九十一5-6 '一二04 ' 四四6; 伯六4 。哀三 1 2 - 13 ;結五

J6- 17 ; 哈三 11 ; 亞九 14 。

的 有人把這個詞解作“飢餓者也就是死神的名號。以這個詞來指死神的經文

還有耶十八2 1 ;詩三十三門，伯十八 12 。見N. J. Tro ll1 p, Prill1 i訂閱 Conceptions

01 Death and the Netherworld 川的e Old Testament (BibOr 21; RO ll1e, 1969), 107- 10; 

N. Wya此J‘Qeteb，" DDD, 673 。

66 例 J. C. De Moor,“‘o Death , Wher巴 Is Thy Sti ng?'" in Ascribe to the Lord 

Biblical and 01her Studies in Memoly 01只C. Craigie (ed. L. Es linger and G. Taylor; 

JSOTS lIp 67; Sheffie ld: JSOT, 1988), 1 05 。

909 申三十二1-47 圈

(打門) ， 67 並把第二個詞當作專有名詞，也就是“利施夫" 。幸1]施夫

的圖騰是“箭"“他是帶來流行病和死亡的鬼魔，在經外文獻多有記

載。 69

瘟疫 NIV譯作“致命的瘟疫" ( deadly plague; (新漢語) : “苦

痛毀滅" )甚為費解。 Qeteb 一詞或許是一個專有名詞 。雖然有些人認為

這個詞是指非洲的熱風或正午的烈日 7。但大部分學者都同意這是“瘟疫

鬼魔"的名字。 7 1 從新近出現的證據來看，所謂“致命" 詞，實在是

“有毒"的意思。 72 因此，這個短語也可以譯作“吉提夫 ( Qeteb ) ，我

那有毒的〔使者 J " 

這些災禍的媒介既見於聖約詛咒(二十八20 - 22 、 48) ，同時又來自

異教的鬼魔傳說。 73 無論如何，在正統的上主信仰中，這些神明全都已被

徹底去除本身的神話色彩。上主全面控制著所有致人死命的力量，儘管人

們以為那些力量來自陰間的惡靈。然而，上主也可以取用自然界的力量來

作毀滅的武器。

兇殘的野獸 “打發" 詞常用來形容上主派出他的使者，包括了

信使、先知，以及帶來死亡和毀滅的媒介(參-t20 ) 。這里提及嚇人的野

獸，又說牠們口中有撩牙。 74

蛇的毒汁 第24節下從野獸的撩牙轉到致命的毒汁(字面上的意思是

67 Qa l形式詩三十五 1 '五十六 l 、 2 [2 、 3 ) 0 N iph a l形式.申 -30 、 4 1 、 42 ' 

三位，二十4; 等等。

的 論及這形象，見J. Day,“New L ight on tbe Mytho logical Backgrollnd of th e 

A lIlIsion to Resheph in Habakkuk lTl 5," VT 29 (1 979): 259-74 。近年 ，埃及的
博格廢丘 ( Te ll e l -Borg ) 有 塊碑文出土，其上正刻有利施夫的形象。見J.

K. Hoffll1eier and K. A. Kitchen,“Reshep and Astarte in North Sinai: A Recently 

Discovered Stela fro ll1 Tell el-Borg," Egypt and the Leνant 17 (2007): 1 27 -36 。

69 見P. Xella, “ Resheph," DDD, 700-703 。

70 見Sanders ， Provenance 01 DeuleJ仰omy 32， 1 96 。

7 1 論及這個神明，見N . Wyatt, “Qeteb," DDD, 673-74 。

72 見D. Pard ee, ''' Yenom' in Job 20: 14," ZAW 9 1 ( 1979) : 401-16 0 見C. Coh凹 ，

“ Po ison," EncJ，叫 (2nd ed .), 1 6:283-84 。

73 參van der Toorn,“Theology of Demons，"的-65 。

74 另參現 6 ，伯四 10 '四十一 1 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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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氣"參33節) ，而這裹的殺人動物被稱為“塵土中爬行的" 0 75 

刀劍 這個詞語可以解作般名詞，也就是“刀劍"但也可以解作

專有名詞 lfereb 。我們可以把這個專有名詞讀作“戰時殺戮"的縮略語 。

文中又以動詞“痛失孩子" (原文直譯) 76 來表達刀劍的作用。在其他書

卷中 ， 這個詞都涉及野獸。 77

恐慌 NIV以至大部分譯本都把這個詞視作一般名詞，但 'Emah 也

可以是專有名詞。這襄把恐懼擬人化，指這鬼魔足以令藏身屋內的人昏

雖然這裹的用語與

上主針對迎南民脹所

說的話不同，但也足

以表明上主會用同樣

的手法對待以色列

人。

厭。 78 所謂“室內"是指房舍之內的一個房

間 ， 就如當代的“防核掩蔽所"。當上主對付以

色列的敵人時，他也曾經以鷺嚇作武器(出二十

三26-詣 ，參十五 15-16 ) ，如今他卻要用這武器

來對付自己的子民。

第 2 5節最後的兩個格律分節有兩對用語。

第一對用語由來已久，指的是芳華正茂的少年

男女 79 第二對用語是“吃奶的" 80 和“白頭

的"用了二極法 (meris叫 來強調在上主的怒

火之下沒有人可以偷生。這首歌提到上主降禍的

媒介，其用語雖然和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詛咒多有不同，但兩段文字所預

示的景況卻顯然是一致的。

片段二:主主以*義對待以色列的敵人( 26-35節) 這個段落以

“我說過"作開端，標示下文要引述一段話。當前的聽眾並不是說話的對

75 ~爾-t 17繪聲繪影地描畫出這個詞組的意思。另參創三 14 。

76 原文此語在 Hereb 之前。《新漢語》於對應處譯作“盡都喪亡"一一譯註。

77 利二十六22 ; 結五 17 '十四 1 5 。耶十五7和何九 1 2提到上主直接奪去以色列人

的孩子。

78 這個短語或許與詩九十-5的“黑夜的驚恐 " ({新普及> )有關(第6節提及毀

壞之神 “底伯 " ( Deber ) 和毒魔“吉提夫" (Qeteb ) )。在伯六4 ' "神的驚恐"

(直譯) 91]成陣勢，要對付約伯。把恐慌視作鬼魔的論述見M. Malul,“Terror of 

the N ight," DDD, 85 1 -54 。

79 這對詞組也見於代下三十六 1 7 ; 詩才二十八的， 四八 1 2 ; 賽二十三4' 六十二

5 ;耶五十泣，哀 1 5 、 1 8 ' 二訓， 結九6; 摩八日， 亞九 1 7 。

80 參歌八 1 ;現二 1 6 。

911 申三十二1-47 盪

象 ， 上主只是自吉自語，考量這些針對以色列的行動會引發甚麼後果。 8 1

到了這段話的結尾，讀者才明白為甚麼上主沒有完全滅絕自己的于民，儘

管以色列人的忘恩叛逆已經到了令人膛目結舌的程度。本段經文以這篇白

述為開端，表明上主想過要

這第二旬話令人震驚。雖然這裹的用語與上主針對迦南民族所說的話不

同，但也足以表明上主會用同樣的手法對待以色列人(-t24 ) 

第27節陳明上主改變初衷的原因 上主不願以色列的敵人自以為是，

惹動他憤怒。上主所顧慮的，是敵人得出錯誤的結論，以為自己在以色列

人的敗亡上擔當了某種角色。這首歌設想出 位發話人，藉他的口說出敵

人的回應。第 旬陳詞表現出勝利者舉手稱幸的意態 82 第二句陳詞則

反映出事實的另一面。雖然第 19至25節律用了第 人稱動詞，但世人仍

然會聲稱消滅以色列人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上主。這是污蠣上主名號的

話，上主是絕對不會坐視的(九詣，參出三十二 1 2 ;民十四 13-1 6)。敵人

的話令這位天上的宗主改變態度，轉移7其怒火所針對的目標。那些人原

本是上主懲罰以色列的工具 ， 但如今卻成了上主的怒火焚燒的對象。到了

最後，上主會因自己的名聲而放過以色列人。 83

第28 、 3 1 、 32和 35節下都用了焦點小詞衍，作用是標示結構上的轉

折。第28節的小詞 (NIV從缺; {新漢語} : “因為" )標示下文是從上

主的角度而作的陳述 84 是上主對這些傲慢的敵人的判語。這些敵人雖然

是上主施行審判的工具，但他們之所以被選上，並不是因為他們有甚麼過

人的特質，也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較為優勝(參九4-7 ) 。相反，第28至

29節強調敵人是愚昧的 ，而他們在第27節的狂盲就是愚昧的鐵證。儘管有

人認為第28至3 0節的主語是以色列人 85 但是第28至35節的第三人稱代名

詞最自然的先行詞理應是第27節的“敵人"。智慧文學指出，愚頑人不肯

8 1 參von Rad甚有助益的神學分析 ， Deuteronol吵， 198-99 0 

82 參出十四8 (以色列人“以舉起的手 " ({新漢語》腳註〕走出埃及) ;彌五9

(8) (以色列人的手高過敵人)詩八十九 1 3 ( 14 ) (上主的手高過一切)

的 進一步的論述見D . A. G latt-Gil ad ,“Ya hwe h 's Honor at Stake: A Divine 

Conundrum ," JSOT 98 (2002): 69-71 。

84 Peter Gentry私下曾對筆者提過相同的意見 。

85 Cra igie, Deuferonoll吵， 386; Merrill , Deuferono ll7y ,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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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上主，“這個說法與這襄描述的敵人十分相似。第29節設想出 個不

可能發生的情景，藉以指證敵人的愚昧。如果敵人有智慧，他們就會醒悟

過來，明白自己的下場會怎樣(參2叩O節)。第2吵9節的

不是以色F列IJ的結局(參詩t十三 l吋6-1內9 ) ，因為申命記三十二章3指6至4叩2節承

諾給以色列人一個正面的結局。 87

第30節突然出現一個反問句。發間的人是誰呢?第30節下的幾個第三

人稱代名詞排除7發問者是以色列人的可能性，因此發間的人必定是一個

目睹以色列人命運逆轉的旁觀者。 88 第30節下的問題同時也回答了第30節

上的問題。列國以為他們是靠自己的軍隊獲勝 ( 27節下) ，但這個發話人

卻斷吉以色列的存活全是上主的功勢。"上主雖然曾經考慮過要滅絕自己

的子民 (26節) ， 但如今卻轉意要為他們出頭。

第3 1節也用了焦點小詞 ki ( {新漢語) : “因為" ) ，並改作第一人

稱眾數 ， 標示下文換了另一位發話人。這人確認上主是獨特的，子IJ 國的神

明不可和他相提並論(參 15-18 、 2 1 節)。這番陳詞取材自這首歌早前引述

的上主的特質，也採用了形容列國神明的詞語。惟第31節的最後 旬卻甚

為費解。 NIV把最後的 pelilùn 一詞譯作“承認" (concede ; {新漢語) : 

“如此斷定" )。這是根據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2節和約伯記三十 章 11節

來翻譯的，因為那兩處經文都提及審判官作出判語。這個譯法顯示 ， 到了

最後，以色列的敵人將會承認上主是無可比擬的 。然而，更好的譯法是把

pelilim 連繫於亞甲文動詞“守衛I! 90 並把這個短語讀作“我們敵人的守

86 見伯十二 12 '三十二 11 ; 鐵二 11 '三 13 ' 十口，十四29 '十五叭 ，十1::::27 ' 

十九8' 二十5 ;等等 。

87 另參申)\ 1 6和伯四十二 1 2 。

88 參申二十九25 -27 (24-26 ) ，那里有一個無名的答話人就這個現象作出回應 。

在舉行禮儀的時候，或會安排一位會眾喊出這句問句。 Sanders (Proνenance 0/ 
Dell feronomy 32, 2 1 2- 1 3) 認為第30-3 1 節是這首歌的作者的評語。

89 有所謂 “神明干預公式語 ( divine cOlll l11 itta l formula ) ，以表達神明在戰爭中
把某一方交到另一方手中。這裹的“他們的聲石賣了他們，上主交出了他們"

語，就包含了“神明干預公式語"的兩種形式。這個公式語在士師記中出現

了五次(二 1 4 '三8 ' 四2 、 9' 十7 ) ，有關的論述見B lock， Judges, Ruth , 147-

48 。

90 例 Ti gay, Deute/'onomy , 3 10-11 0 有關的論述見E. A. Spei ser,“The Ste l11 PLL 

in Hebrew," JBL 82 ( 1963): 103-6 ;同上，“PA LlL and Congeners: A Sa l11 pling of 

913 申三十二1-47 盪

護者"也就是與申命記三十二章31節上的“我們的聲石"一語對偶。 9 1

第32節的開端是焦點小詞 kí (NIV從缺; {新漢語》 “因" ) ，標

示經文的視角又再一變， 下文至第35節都是上主的話 。在遠古之時，人們

已把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城當作土產豐富之地的代名詞(含IJ十三 10 ) ，上主

把以色列的敵人連繫於這兩個城，就是承認他們的資源十分豐富 他們的

葡萄樹就如所多瑪和蛾摩拉所長的葡萄樹 樣。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另

一回事 。這些葡萄樹並沒有長出上佳的釀酒葡萄(即lS vzn瞬間) ，但收割

的人發現它們只是野生的植物，樹上的果于是苦的 ， 而且足以致命(參王

下四38-40 ) 

第32至33節的餘下部分指出，不但葡萄有毒，而且每 串都能致命 ，

就如蛇的毒液 ， 彷彿眼鏡蛇的毒汁。"這襄以所多瑪和蛾摩拉作比喻，

已經暗示了敵人的下場會如何 ( 29節) ，也為第34至35節的疑問提供了一

點線章。這個問旬是 : “這些不是都積蓄在我這裹，封鎖在我的寶庫中

嗎 7 "但究竟被積蓄起來的是甚麼呢?“這些" 詞的先行詞應該就是第

33節的“他們的酒"。上主早已把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毒酒封鎖在他的寶庫

之中，有一天他要拿出來給以色列的敵人享用。"

第35節指出，上主控制著乎Ij國的命運 ， 子IJ 國是必受刑罰的。開端的一

句“報復屬我"給上述概念再添上一筆。上主把毒酒存起來，直到報應

的日子。敵人如不承認上主在以色列的敗亡上佔主導地位，就要身受這毒

酒之罰。馬所拉學派 ( Ma缸so叫r它叫et臼es叫)認為豎接的詞是作P刊l昀巴叫l形式的動詞(意

思是恢復過來 ' 重建平衡) ，與

詞'是上主手中的另 事物'甚至是同樣積存於上主寶庫之中的事物。上

Apotropaic Symbols," Assyriological Stud，叫 16 ( 1965) : 389 。

9 1 然而，要得出這個結論必須掉換經文的詞序，以文字的屬格來作編排(這個異

常的做法還有另一些例子，見Tigay， Deu feronmoy, 404 , n. 1 35) 要不然就把
經文修訂為 “看啊|他們的聲石不像我們的聲石，我們敵人的守護者也不像

〔我們的守護者) " 

92 參士九 1 3 。另參上文第 1 4節提及以色列人喝的“血紅的葡萄汁"。
的 這襄所指的或許是埃及的眼鏡蛇，也是當地毒性最強的蛇。論及舊約聖經提及

的蛇類，見J. Feliks,“Snakes," EncJud (2nd ed.), 1 8 : 695-96 。

94 賽五十一 1 7 、泣，耶二十五 1 5 -29 '五十一7; 結三十三3 1-34 ;啟十四 10 ' 十六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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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給惡人應得的報應，罪與罰是絕對均等的。當他

們失腳的時候，毒酒就派上用場了。第33節提及酒，加上這裹的“失足"

一詞，自然繪畫出一幅醉客瞞珊前行的圖像。再者，就本段經文的核心意

義而盲， “失足"也在比喻身歷大禍的情態。 95

第35節的下半部分指出上主施行報應的日子。這稟描寫災禍的用語是

引人注目的。第 個用語是“患難"。這個詞在舊約聖經其他地方也有出

現 96 但以西結書三十五章5節把“在災難的時候" (直譯;下同)對上

“在受到最後懲罰的時候"清楚地表達出這個詞的意思 。第二個用語是

“要來的"這詞組的形式只出現這一次。"這里用了眾數，指“將要臨

到的多種災難"。存於上主寶庫中的毒酒已經預備妥當，快將傾漓而出。

福音:召喚會環珍視上主的憐憫(三十二36-42)

第36節也有焦點小詞 kî (NIV從缺; {新漢語》 “因" ) ，標示這

首歌又到了新的一章。在這個段落中首先出現的 ， 是詩人的聲音，但上主

很快就再次現身發吉 (37節)。第36節用了兩段交錯配列 (chiastic ) 的詩

旬，以宣示本段經文的主題。第一個動詞 (din ) 是司法上的用語，意思

是“審判"但如果涉及受壓迫或貧困的處境，就可以解作“伸冤" 0 98 

第二個動詞是作Hithpael式的詞根 nhm ( {新漢語} : “施以憐憫"參

詩一三五 14 ;民二十三 19 ) 0 99 上主和摩西都認為以色列人將來必然叛逆

(申三十 16-18 、 20 - 21 ) ，但摩西在第四章3 1 節早已宣告，上主是有憐

憫的神，因此一定不會撇棄以色列人。這個段落要歌頌一個偉大的事實，

就是如果有人要滅絕以色列人，上主必會介入，幫助以色列人。

第36節的下半部分描繪讓上主改變態度的場景。“他們的手無力"

的 凡是沒有“失足 " 的人都是安全的 ， 這意思在詩篇中最是明顯。參詩三十八 1 6

( 17 ) ，六十六9' 一二-3 。

96 撒下二十二 19 二詩十八 1 8 ( 1 肘 ，伯二十一沛，饒二十，仁 1 0 ; 耶十八 1 7 ' 

四十六2 1 ;俄 1 3 。

97 但參涉及 5δ'pa! 的相關形式(十3 ;伯三8' 十五24) 。

98 就像NJPS ( {.新漢語》 同) 。神為人伸寬 創三十6; 詩五十四 1 (3) 。官長

為人伸寬 鐵三十 9; 耶五詣，二十 12 ' 二十二 1 6 。

99 以N ip h a l形式出現的情況很多 ， 表達神感到哀傷，或者他向某個對象改變7態

度。(如l 創六6-7 ;出三十二 12 、 14 ; 撒上十五 11 、 29 、站，拿三9- 1 0 '四2 。

915 

一語(字面上的意思是“他們的手消化" ) ，跟

敵人自詩的話 (27節下)形成強烈對比，突顯出

百姓的奄奄無力。此外，這首歌還加入了一項囑

目的細節 : 上主“看見" I 這不但扭轉了上主向

百姓隱藏自己的臉的做法 (20節) ， 也顯明上主

與外族神明完全不同(四28) 。他能看到以色列

人，知道他們已是窮途末路。最後的 句更深入

申三十三1-47 圈

:重首歌還加入了一

頂囑目的細節 : 上主

“看見 " I 

地闡述百姓的無力 。 他們的領袖已經無影無蹤。這個說法加強了上半節的

意思 ， 指出上主看到他們沒有領袖，因此出手干預。

上主在第37至38節重新發吉，到了第42節才結束。他首先嘲笑百姓

依靠其他神明。第37節上的反問句呼應第 15至 18節，語帶諷刺地用了單數

適用名詞“聲石"。百姓所投靠的不過是鵝卵石，而上主卻是既無所不能

又公義的“聲石" ( 4節)。第38節的挖苦對象變成了偶像本身。百姓以

為使神明滿足是頭等大事，因此上主便問他們，那些享用他們的供萃的神

明在哪里呢?上主以這話挑戰他們的神明，叫他們的神明起來幫助以色列

人。這里用了三個動詞 ， 以突顯諷刺的意味 讓它們“起來"、“幫助"

你們、 “做"你們的避難所。這連串動詞都在針對百姓所倚靠的“整石"

(37節) ，以這個詞來作雙關語。

每 位聽眾都能夠意會到，這首歌來到第39節就是它的高潮所在。

為了呼顯聽眾留心 ， 這襄以史無前例的密度堆疊了一連串摟取注意力的用

語，可以直譯作 “看啊|現在 1 留心!我就是那一位 1 "作者要聽眾注

目於上主，而上主也斬釘截鐵地宣告: “除我以外沒有神"。不論我們把

‘'im仰7ηt衍J吋d 一詞譯作

的獨 主宰 。他是自成一類的，既沒有其他神明與他同等'也沒有其他神

明與他同權 。 100 第39節餘下的部分以及第40至42節闡述上主獨自掌管世人

的命運與福祉 。 經文以兩句用了二級法的陳詞作開端 ， 強調上主擁有至高

至大的生殺之權。如果以色列真有受苦的一天，那必然是上主的作為。但

接著又轉用了一個未完成式的動詞 ，使這句陳詞變成一個應許 上主必會

10。 這個概念在以賽亞書得到進一步支持。以賽亞書多次出現“我才是那 位"一

語 四十一4 ' 四十三9-13 、 2 5 '四十六3-4 ' 四十八 1 2 '五十一 12 ' 五十二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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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他的子民。第39節的最後 行強調 ， 當上主為以色列人行事的時候，

沒有其他神明或人物有能力使他罷手。 101

這首歌的最後 個詩節 (40-42節)確定了以色列人的未來。上主做

7一個動作，再加上一句語帶強調的陳詞，以向百姓保證 ， 他必會徹底地

解決他們的敵人。有人認為慣用語“舉起手"是比喻上主積極地保護以色

列 1 02 但在前頭加入了介詞短語“向天"而下文又作誓吉形式，可見上

主是在發誓，而舉手則是法律上的要求。 103 再加上“永活"一詞，這篇誓

詞便與他向亞伯拉罕所作的應許同等(自1]二十二 16 ) 。

第4 1 至42節給這份神聖誓章添上明確的內容，首先是表述背景 在上

主這位屬天的戰士磨刀霍霍，預備上陣的時候。第一行在字面上的意思是

“磨利我刀上的閃電" 0 1 04 此夕 l' ，上主的上陣之刀也是審判之刀 。第41 節

的上半段設定場景 ， 下半段則宣示行動。呼應第35節，上主宣告他要向敵

人施行報應 。 他早前曾經把刀劍交到以色列的敵人手中 ( 25節 ) ，現在他

卻要向敵人揮刀，以報還一報 。

在第42節，這幅圖畫變得怪異 。 上主的刀和箭變成嗜血的野獸，喝不

足世人的血，食不足世人的肉 。 l的最後兩個格律分節指明這些武器要飽食

J01 參撒上二6-7 ;王下五7; 何六 1-2 ;結十-1:::24 ; 伯五 1 8 。

102 見J . LlISt,“For J Lift My Hand to Heaven and Swear: Dell t. 32 :40," in Sludies in 

Deuleronomy in Honollr of C. J. Lab !lschagne (ed. F. G . Martínez; YTS lI p 53; 

Leiden: Brill , 1994), 1 55-64 。

1 03 另參λYiberg， SYll7bols of Law: A Conlexlual Analysis of Legal SYll1bolic Acls in 

Ihe Old Teslamenl (CBOTS 34; Stockho lm: A lmqvist and Wiksel l, 1992), 19-32; 

Nigosian,“Song of Moses ," 20 。以上主為主語的形式見出六8; 民十四3 0 ; 

詩-0六26 ;尼九 1 5 ;結二十5 、 6 、 1 5 、 23 、 28 、 42 '三十六7 。文中的

舉動也見於土耳其出土的公元前8世紀亞蘭文《善之里銘文:> ( inscription 

of Panamllwa f ro ll1 Zenjirli ; COS, 2.36, p. 1 57 ) 。論及誓詞的文法 ，見M. R. 

Leh ll1ann,“Biblica l Oaths," ZAW8 1 ( 1969): 74-92 。

104 日音指利站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參尼三2-3 ;結二十一 14-16 ( 19-21 ) ) 。所謂閃

電 ， 其責也可能指上主手拿弩箭進行殺戮(參撒下二十二 1 4-16 ;哈三 1 1 ) 

無論是刀劍還是可箭，這個用語也是尖刻地針對巴力。進一步的論述見J. Day, 

“ Echoes of Baal 's Seven Thllnders and Lightnings in Psal ll1 XXIX and Habakkll k IJI 

9 and the Identity ofthe Seraphim in Isa iah Yl ," VT29 ( 1979): 143-51 。在古代神明

的圖騰之中，閃電與巴力有密切的關係 。見ANEP， 1 68， 但90 。

105 雖然箭飲血的圖畫只出現於這里 ， 但刀劍吞噬敵人的畫面卻是舊約聖經中常見

917 圈十申

的是甚麼人 。 第 旬明顯地指向兩類人，一是死在這刀下的人，二是被這

刀所攝的人 ; 但第二旬卻甚為費解。 NIV依從由來已久的譯法，把 par 'ôt 

解作“首領"但也有人認為這個詞可能指敵人長滿頭髮的頭，因此暗喻

被擴者的頭髮蓬亂如麻。 106 雖然關於這個詞的意思仍然難以達成共識，但

這個詩節的重點卻十分清晰 上主要為以色列人起來，懲罰他們的敵人，

因為這些敵人自高自大，並且曾經粗暴地對待以色列人 。

結語:召喚會眾慶賀上主的拯救(三十二43)

以色列的國歌以慶典為終章，召喚會眾慶賀上主為以色列而做的大

事 。 可惜 ， 這段結語也是第三十二章一一甚至是整部申命記一一最為

難解的一段文字。 NIV根據 《馬所拉文本} ，採用了較短的篇章 ， 只包

含四個格律分節 ( (新漢語》 同) 0 NIV的詩節雖然意思完整 ，但卻讓人

懷疑原本的文字是否精簡至此。{-t十士譯本》、《尼奧菲特他爾根》

(Targum Neofiti ) 以及死海古卷的殘篇，都進一步令人懷疑 《馬所拉文

本》的經文是不是完整的。學者對這方面的證據有不同解讀 1 07 但我卻

認為 《土十士譯本》 的八行篇幅較有說服力，而下文也會根據 (-t十士譯

本》 來作註釋 108 

的 (撒下二詣 ，十 25 ; 賽一切， 三十四5-6 ;耶四十六 10 . 等等) .也見於其

他地方 CANET， 540, 11. 635-36 ) 。

106 進一步的論述見T. Kronholm, TDOT, 1 2 : 98-10 1 。

107 有認同MT的 Fokkelman, M，句or Poems of Ihe Hebrew Bible, 130 ;有認為原文

如MT精筒 ， 但內容卻大相逕庭的 A. Rof，已，“The End of the Song of Moses 

(Dellterono ll1y) 32 :43)," in Liebe Zlnd Gebol: Sl lIdien 2 11111 DeulerOnomill帥， L. Perlill 

Feslschriji (eds . R. G . Kratz a nd H. Sp ieckermann; Göttingen : Yandenhoeck & 

R lI precht, 2000) , 164-72 ; 大部分學者都認同4QDellt"的六個格律分節篇幅

Nelson, Deulerono ll7y , 379-80; van der Koo ij,“The Ending of the Song of Moses," 
的- 100 ; 也有少數人支持L力〈的八個格律分節篇幅。

1 08 進 步的論述見B 10ck，“The Power of Song," 185-88 0 Jason S. DeRollchie私下也

向筆者表達過同樣的看法。注意在羅十五 1 0 .保羅引述申三十二43的第三行，

所取的經文是逐字照錄LXX: 夕|、族人啊，你們要與他的子民 同歡欣 1 ..類

似的看法也見於R. H. Bell , “ Deuteronomy 32 and the Origin of the Jea lollsy Moti f 

in Romans 9-1 1," in 月ονoked 10 Jealollsy: The Origin and P lIrpose of the Jealollsy 

MOlij in Romans 9-11 (WUNT 21的;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4), 259 。保羅顯
然相信LXX版本的申三十二的具有正典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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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啊，你們要與他一同歡呼;

神的忠于啊，你們也要向他下拜。

列國啊 ， 你們要與他的百姓一同歡呼，

願神的原使者也都使自己剛強。

〔看啊 J ' 因他原子的血，他要報仇，

他也要報復他的仇敵。

他要向恨他的人報仇，

也要救贖他百姓的土地。

經文從第43節開始轉用第三人桶，顯示說話的人從上主 ( 37-42節)

變成了歌者。這段經文未有明確指出所稱頌的是誰 ， 但涉及上主的用語共

出現至少十二次。其中八次是給名詞加上代詞後綴 ( pronominal suffix ) 

另夕|、四次則較為含蓄，用了單數的第三人稱動詞 ， 因此我們應在這些動詞

以色列就是上主這

一切行動的受益人，

但值得慶賀、值得獻

上頌揚的，卻不只是

以色列人 ， 即便天上

的萬軍和列國都應為

此而獻上歌頌 。

之後補上“神的眾子..和“神的眾使者"等語。

上述筆法把焦點從頭至尾集中於上主身上。文中

還有另一項特色，是與上述理解一致的 ， 就是指

稱以色列人之時所用的修辭。雖然第 15至25節明

吉神明一國族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但這稟仍然

稱以色列為“他的兒女.. 1 09 和“他的百姓"。單

憑這一點，就足以讓百姓歡然歌頌，因為這表示

第36節上的應許已經實現 。

在這段經文的開端，歌者把他的聽眾稱作

“諸天"和

相連，意味 sãmσyim (諸天)是“天上的萬軍"

(四 19 '十-t3 )的縮回音語 ， 指及“屬天的存有" 。 l l 。 這首歌呼召一切

“屬天的存有..來高聲頌揚上主 ， 並向上主下拜，以表達服從與敬意。

“神的眾子"一語 ， 是指住在天上的生靈(參8節，四 19 ) 。 第4行稱他們

109 MT作“他的眾僕人 .. 

110 有學者把這個釋經角度引申至詩八十九5 ( 6) 和伯十五 15 ' 見Sand e r s ， Proνe

nance o( Deuleronomy 32, 250 。

919 申三十二1-47 盪

為

們卻不能瓜分世人對上主的愛意。這首歌邀請他們與以色F列Ij人站在同 行

乎列Ij頌揚上主，宣告上主已經懲罰了他的(也是以色F列IJ 的)敵人，並且(修會補

了他與子民的關係。第三行則邀請列國加入頌揚的行列。

歌詞的最後四行把聽眾的目光從天上轉田地上。這幾行作交錯配列排

列，夕|圍的格律分節聚焦於上主為以色列而做的事，中問兩行則論述上主

怎樣對付他們的敵人 。 這筆法呼應了第41節下所強調的報應與報復，也扼

要地複述了上主的“消滅仇敵宣盲.. ( 39-42節)。外圍的格律分節展現出

銅版的另 面。上主是為7 自己的于民著想 ， 所以才出手擊敗仇敵，為他

兒女所流的血報仇，並要救贖他的土地和他的百姓。 1 11 土地需要被救贖 ，

因為地上有人因暴力而死亡(民三十五30-34 ) ， 並且土地被未及埋葬的屍

體站污了(申二十 23 ) 。 這是以色列人被屠殺所產生的自然結果 ( 43節

下，參25節)

總的來說 ， 第43節為天上的萬軍和列國舖陳了三個頌揚敬拜上主的原

因 (-)上主修補了他與以色列的關(系; (二)上主向以色列的(也就

是上主自 己的)仇敵施行了報應(三)上主救贖了土地。以色列的悍逆

原己把神明一國族 土地彼此之間的關係弄得支離破碎 ， 然而上主的一番

作為卻重建了這種三邊關係 。 雖然這首歌指出 ， 以色列就是上主這一切行

動的受益人 ， 但值得慶賀、值得獻上頌揚的 ， 卻不只是以色列人，即便天

上的萬軍和手IJ園都應為此而獻上歌頌。

以色列國歌的篇後語(三十二44-47)

敘事人錄出以色列的國歌之後，又把讀者帶回發表園歌的場景 。 第

44節重拾第三十一章30節的話，而第45節更複述7第三十 章30節原文的

最後一個短語“直到誦讀完畢" 。 然而，摩西的目的未止於僅僅把歌詞背

誦出來 。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牧者，於是便給這襄聚集的百姓添上一句勸勉

(46節) ，督促他們認真地對待他所說的 切 。 “指證"一語不但重申了

第三十 章20至2 1節的話，也意味這首歌是一個監督百姓的見證人 。 摩西

嚴嚴地要求百姓認真遵行他的指示 ， 其用語與“示瑪"的篇後語 (六6- 9 ) 

111 動詞 k伊'Pël ﹒ (贖罪 、 潔淨) 在申命記只再出現一次 ，就是二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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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相呼應。百姓要由內到外地投入於遵行摩西告誡他們的每 句話，也要

把這 切傳給他們的子孫，吩咐子孫要以行動來表達自己謹守這律法。

摩西在第47節宣示，道行他的指示對以色列的將來有重大影響。他先

從反面申述，禁止百姓把他的教導當作與自己無關的空話;然後再從正面

立論，表明這些話就是以色列人存活的關鍵。他們要在將要進入之地日子

長久，就必須遵行摩西的話(參六24-25 '三十20 '三十一 12-13 )。摩西

表明自己的話就是神的啟示，他把通往康莊前路的鑰匙交到百姓手中。

應間臨則

舊約經文對這首歌的l呼應 我們既從頭到尾研讀了這首歌，現

在就可以先回顧一下這首歌怎樣配合整部申命記的議程和信

息 。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這首歌的編排有欠工整， 11 2 但其概念

結構卻顯然與申命記的神學是 致的 。 11 3 溫菲爾德 (M. Weinfeld ) 列出

申命記的九個獨特主題 11 4 這首歌顯然反映了其中六個 11 5 (_)在拜

偶像的試探中反復掙扎( 8-9 、 15-18 、 21 、 37節) (二)以色列蒙揀

選、被帶出埃及和領受里的( 9 -1 1 、 15 、 18節) ; (三)認信獨一真神

(4 、 12 、 39節) (四)遵守律法和效忠於聖約 ( 13-15節) (五)得

迦南地為產業 ( 13-15節) (六)報應律和物質方面的誘因( 19 - 20 、

22-27 、 41 -43節) 。

有人因為這首歌的用語和其餘的申命記文字有別，又看到這里給律法

加添了新的條文，於是說這首歌與申命記的其他部分有數百年的問隔 。 11 6

11 2 見892-95頁的討論。

11 3 這個觀點的全面理據見A.L巴巴，“The Na rrati ve Function of the Song of Moses 

in the Contents of Deuteronollly and Genes is-Kings" (D. Ph il. diss.;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 i l 巴， 2010) 。

11 4 Weinfe ld, DDS, 1. 

11 5 見S. Schweitzer,“Deuteronomy 32 and 33 as Proto-Deute ro nolllic Texts ," 

Proceedings EGL & MWBS 22 (2002) : 位的 。這襄沒有的三項元素包括把禮儀

集中於中央， 預吉的應驗，以及大衛家被揀選作王。與J . Pakka la (“The Date of 

the Oldest Ed ition of Deuteronollly," ZAW 3 [200月 388-40) 的看法不同， 我認為

這襄找不到上述元素 ， 意味申命記成書於王國時代之前 ， 而不是Pakka l a所指的

波斯統治時期。

11 6 Schweitzer, '‘Deuteronollly 32 and 33 ," 86. 

921 申三十三 1 -47 國

可是，這些分別也可以是本段經文的體裁與作用使然 。 申命記視律法書為

多篇演講詞的合輯，既給君王私下閱讀 ( 十-t 1 8-20) ，也要至少每t年公

開誦讀 次(三十-9-1 3 ) 。 再者 ， 這首歌在定義上是一首詩 ， 是為禮儀

誦唱而設的，也是國歌，讓民眾可以在所住的地方日常唱誦 。 編者刻意把

這首歌放在摩西的演講詞之中，是因為詩體便利記憶，好讓民眾謹記歌中

所載的福音，而這福音就是摩西一直闡述的內容 。 這首歌絕不是申命記

篇關連不大的附錄，而是摩西教訓的總結，輝煌地撩繞於聽眾的耳邊。

十誡雖然是聖約的基本文件，但舊的聖經對十誠的呼應卻不多見，反

而申命記第三十二章所載的這首歌在舊的聖經中卻是多有呼應 。 詩人以辛

辣的筆觸挖苦偶像 ， 說它們是無用之物 。 雖然詩篇一一五篇l至8節的遣詞

用字稍有不間，但也可以視為這首歌的註釋 。 詩人首先把榮耀歸與上主的

聖名( 一五l上) ; 11 7 又歌頌上主信實守約 ( hesed ; 1 節下) ; 11 8 再引

述列國的疑問 “他們的上帝在哪稟 7" (2節， {新普及} ; 下同)

接著宣告他就是萬物的主宰，可以隨自己的意願行事 (3節) 11 9 最後則

描述拜偶像的荒謬

他們的偶像不過是金的、銀的，

是人手所造的 。

它們有口不能說 ，

有跟不能看，

有耳不能聽，

有鼻不能聞，

有手不能摸，

有腳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 能發聲。

造偶像的就像偶像 一樣，

117 參申三十二3' 歌者也宣告上主的聖名 ， 並讚頌他的偉大。

11 8 參申三十二4' 歌者也讚頌上主的信賞和公義。

11 9 “我們的上帝在天上，他隨自己的意願行事" 一語 ， 正好作申三十二38-42的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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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詞彙，又模仿造首歌的結構來作陳詞。藉著這些筆法，以西結表明自己

就是上主的“見證人 " 要指證以色列人的不是 ， 並把以西結書第十六章

轉化成 篇有力的說詞。 1 23 如果以色列被攝他

方一一而這最終成了現實 ， 那就是因為上主施行

了聖約所載的警告(申二十八15-68 ) ， 並照以色

列國歌所記的，執行了刑罰。

在舊約聖經之後的l呼應 在國家最黑暗的

日子 ， 先知們把這首歌的審判詞彙串連起來，

以作警語 ， 展示全民叛逆的後果，並鼓勵改

革。 1 24 然而 ，對信靠上主的人而吉，這首歌卻

能給他們極大的盼望。《馬加比二書} ( Second 

凡倚靠偶像的都是如此。 (4-8節)

詩篇一三五篇也同樣明顯地借用 7本段經文的概念。這篇詩篇呼召聽

眾頌讚上主的名 ( 1-3節，參申三十二3 -4)宣告上主已經揀選雅各歸他

自己 ， 又把以色列當作他特別的產業(詩一三五4 ) ;接著陳述上主的偉

大，指出他是主宰，有獨斷之權 ( 5節)並提到他寶庫中的珍寶 ( 7節，

參申三十二34 ) 更逐字引用申命記第三十二章36節: “因上主要為他的

于民討回公道 ， 要憐憫他的僕人" (詩 三五14' (新普及}) ;最後 ，

更重拾詩篇一一五篇的辛辣文字，藉以諷刺拜偶像的愚昧(見上文)。

以賽亞書第四十四章也為以色列的獨特地位而歡欣慶賀，又拿偶像

來開玩笑，並宣告以色列最終必要復興。那段文字處處呼應申命記的這首

歌 : (一)雅各在母腹中的被造及蒙揀選(賽四十四 l卜-2 ; 參申三十二8-9 、

18 ) ; (二)以

參申三十二 l叮5 ) ; (三)宣告除了上主以夕外l←\沒有真神(賽四十四8; 參申三

十二39圳) ;刁(四)以“聲石"來尊稱神(賽四十四 8 ; 參申三十二4 、 15 、

31 ) ; (五)挖苦偶像，指出偶像不過是人手製造出來的謊吉(賽四十四

9-20 ; 參申三十二 15-1 7 、 21 、 37 ) ; (六)宣告以色列將會復興(賽四十四

21-27 ) ，特別指出這是應驗了神僕人的話(四十四26 ) ，當中的用語跟這

首歌的結語遙相呼應(申三十二36 、 43 ) ; (-t)呼喚全宇宙 ，包括呼喚諸

天，請它們同來慶賀以色列的復興(賽四十四23 ;參申三十二43上)。

這首歌對先知書有明顯的影響，尤其是以賽亞書、 1 20 耶利米書 1 2 1 和

以西結書 1 22 而其中最為囑目的可算是以西結書第十六章。歌中有關以

色列的興起 、 敗亡和最終的復興，都一一呈現於以西結書第十六章，並轉

化成氣勢磅碼的神論，論及恩典、審判和盼望。以西結書第十六章的首要

關注固然是以色列在靈性上的淫亂，但卻借用了申命記第三十二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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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的耳邊。

Maccabees ) 第士章就記錄了這樣的一個例子。百

姓因堅守祖宗所傳的律法書而受盡凌肆，但他們以申命記三十二章36節來

彼此激勵 “上主正在看顧我們 ， 並且在真理中憐憫我們。摩西的歌要在

百姓的面前作見證，他曾藉這首歌宣告 ‘他必憐憫他的眾僕人。..， (馬

貳7 .6 ; 參申三十二36 ) 0 1 25 正如上文所述，我們對這首歌在早期歷史中

在禮儀上的應用所知不多。約瑟夫 ( Josephus ) 有一段話能讓我們瞥見早

期猶太傳統的 點特色 :

他〔摩西〕向他們唸誦一首六步格 ( h exameter verse ) 詩

歌，並把這首歌記錄於一本書中，而這本書則存放在聖殿。這首

歌對將來的事有所預言，不但與舊事相符，而且逐漸應驗。這位

先見在這一切事上都說了實話。他把這些書卷、約櫃和會幕都交

1 23 論及這兩篇文字的關連 ， 見J. G il e,“Eze kiel 16 a nd t he Song of M oses : A 

Prophet ic Transforlllation," JBL 130 (20 11 ): 87-108 。

124 J. R. Lundbolll 辯稱，在推行改革的時候 ， 約西亞把改革的理據單單寄託於戶

勒大對這首歌的解釋之上 。 見“Lawbook of the Josianic Refo rlll," CBQ 38 (1976): 

293 -302 。 姑勿論約西亞所根據的是律法書(申四~二十八)還是這首歌，這兩

份文件都是互相補足的。

1 25 參A . va n de r Koo ij ，吋he Use of the G reek Bib le in If Maccabees," JNWSL 25 

( 1999): 13 1 。

1 20 見8erg句，“The Song of Moses (Deuteronomy 32. 1-43) a叫 ! sa i a ni c Prophec i e丸"

33-54 ;另見N igos i an，“The Song of Moses (DT 32)," 5 -7 。

121 見w. Ho ll aday,“Jere mi a h a吋 Moses : Furth er Observati ons ," JBL 85 ( 1966): 

1 7 -27 。

1 22 論及這首歌怎樣影響以西結書對列國的描述，見B. Gosse，“ Deutéronome 泣， 1-43

et les redaction des li v l 巴 d'Ezéchi e l et d'! saïe," ZAW 107 ( 1995): 110-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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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給祭司。他在約櫃中存放了寫有“十句話"的兩塊石版。({猶

太古史} [Ant.) 4.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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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拉比傳統，利末人會以六星期為 個周期 ， 每個安息日都會在聖

殿中誦讀這首歌的其中 部分，而敬拜者就會獻上額外的祭物。當一個周

期完結後，不1]末人會重複這個周期 。 1 26 昆蘭曾有一份獨立的申命記三十

二章卷軸出土 ( 4QDeu tq ) ， 1 27 可見人們會把這段文字分別出來作禮儀之

用，或作獨立教導。保羅在羅馬書十五章 10節引用了申命記三十二章的節

(LXX) ， 又在羅馬書第九至十 章闡述“嫉妒"這個主題，足以證明這

首歌的影響延續至新的。 1 28

以色列的詩人和先知固然沒有忘記這首歌。可是，儘管百姓真有唱

頌這首歌，真有在禮儀緊會中使用這首歌，但這首歌顯然很快就變成了空

洞的儀文，因為百姓並沒有走在上主的道路中。上主和摩西都努力使這首

歌練繞於百姓的耳邊，要百姓常常口中唸誦，但百姓仍然轉眼就把上主的

恩典踐踏於腳下，離棄了他們的聲石 ， 去依靠外族那些毫無用處的“鵝卵

石"。

當代應間

音樂的力量 這首歌恆久的神學意義在哪里呢?我們可以從不

同層面回答這個問題。在文學的層面上，這首歌證明了音樂是

大有力量的，其作用不止於傳達籠統的神學概念，也能夠陶造

人的生命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唱的是甚麼，我們玩的是甚麼，我們就是

甚麼樣的人。如果我們要暸解別國的文化，第 步並不是去閱讀那些冷硬

的客觀論文，而是欣賞他們的音樂，去感受異地歌謠的節奏，去聆聽別國

詩篇的故事。

如果這對教會而言是千真萬確的，那麼對組成教會的會眾的文化而

1 26 參Tigay， Deuler0l101妙， 546 ， n .35 。

1 27 見 P. Skehan,“A Frag l11ent of the ‘Song ofMoses' (Deut 32) fro l11 QU l11 ran," BASOR 

136 (1954) : 1 2- 1 5 。

1 28 進一步的論述見Be ll ， Proνoked 10 Jealoω:y，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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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這也是千真萬確的。馬T路得 ( Luther ) 曾說 :

頌和談論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事，那就證明了他是不信的。"可是，他下一

句話卻完全誤解了舊約聖經中敬拜的意義 。他接著說 : “也證明了這人不

是屬新的的，因為新約是一個喜樂的時代。他是屬舊的的，因為那襄不能

生出喜樂的靈，只有愁苦和不滿足。"的配合申命記第十二章、十四章和

二十六章 貴的敬拜精神，摩西給以色列人這首歌作為見證，不獨為上主

作見證，顯明神人之間的盟約關係，也要作百姓的見證，顯出他們不信上

主、偏行己路的劣根性。在歷史上的這一刻，摩西的確能夠管束百姓走在

合乎神學的屬靈軌道上。可是， 且他們在所分得的土地上散居 ， 就再沒

有任何單 的領袖可以承擔摩西的角色了。

單一的領袖固然無法跟隨百姓到散居之地，但是一首歌卻可以。神

的于民不應單以激情的歌曲作標記 。足以代表我們的歌曲，不應止於區區

口號、音符，以及言之無物的反復唸誦，彷彿與屬世的音樂無異(太六

7) 。神子民的歌必須能夠達到以下的目的 :宣告神是公義的萬物主宰，

歌頌神在歷史中為他的于民所做的大事 ， 向世人顯明現實的真像;警戒人

不要忘恩，不可拜偶像，以及給我們盼望。申命記第三十二章正具有上述

功能，是神給以色列人的一份禮物。

神學 這首歌的神學雖然只集中於幾點，但所展現的概念卻是崇高

的，不但在申命記中獨 無二，甚至可以說是舊約聖經所僅有的。其神學

的表達方式有四:

(一) 藉看宣示上主的聖名和尊號:他是上主 (3節，等等) 、我們的神

( 3節)、醫石 (4 、 15 、 1 8 、 3 0 、 3 1 節) 、伊勒 ( 4節 ) 、父 (6

節) 、以羅安 (8節) 、惟一的真神 (39節)。

(二) 藉著傳述神的特質:他是偉大的 (3節) 、信實 (4節)、沒有缺

點 (4節) 、公義 ( 4節) 、正直 (4節) 、激情的 ( 16 、 2 1 節)、

會被觸動 (20節) 、會發怒 (22節)、有憐憫 (36節)

(三) 藉著唱頌他在宇宙中的大功 他把世人分開成為各族，差遺屬天

1 29 見始lenlin Babsl Gesangbuch ( 1 545) 的序盲，引文來自 W. E. Buzsin, " Luther on 

Mus i丸"Mlβical Ql仰 lerly 32 ( 1 946):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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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照管他們 ， 把地業賜給予IJ 國 (8節) ，又利用自然界的力

量來作審判 ( 31-42節)。他為了自己的名，也為要憐憫自己的于

民，出手對付手IJ 國。

(四) 藉著唱頌神為子民所做的大事 ﹒ 他創造他們、建立他們 ( 6節 )

作他們的父( 18節) ， 在天下萬園中揀選他們與自己建立獨特

的關係 (9節) ，在曠野中拯救他們 ( 10節) ，看顧他們( 10-11 

節) ，厚賜百物給他們享用( 12-14節) ，作他們的拯救者 ( 15

節) ，懲罰他們 (2 0-25 節) ，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 26-42 

節) ， 也救贖了自己的地和自己的百姓 (43節)

這 切都值得我們向神獻上頌揚 |

檢視世人的實況 這首歌也是世人生活實況的一份坦白檢討，直吉

不諱地指出我們的兩項惡習 ， 時常踐踏神的恩典，不願獻上感謝，以及

雖然意識到要依賴世外的權柄，但卻慣於敬拜偶

女日果有任何事物取
代了神的位置 ， 成了

我們所愛慕、所信賴

的對象 ， 我們也在其

中尋求生命的重點 、

意義和保障 ， 那麼，

這事物就是我們的偶

像。

像，向凡人設想出來的神明下拜。約翰 加爾文

(John Ca lvin ) 在幾個世紀之前已經指出 ，人的

本質就是“ 座永無休止的偶像工廠"。 lm

可是 ， 甚麼才算是偶像呢?是否只有在敬拜

場所放置的立體形象才算是偶像呢?在今天的西

方社會 ，好像《美國偶像} (American ldol ) 之

類的電棍節目，年年為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提供新

的仰慕對象，導致世人慣於把偶像等同於那些贏

得掌聲、受崇拜者擁戴的樂手和藝人。本段經文

雖然未曾為偶像崇拜下定義，但卻展示出偶像崇

拜的幾項特質 (一)偶像崇拜萌生於腐敗、乖

僻、扭曲的文化 ( 5節) ; (二)一旦我們忘記了神的大恩，忘記了我們

本來不配承受這恩典 ， 更忘記了我們是從這恩典而生的 ， 這時，我們就會

130 John Ca lvin , Inst山tes of the Chr叫ian Religion (ed. J. T. McNe ill ; trans. F. L. 

Battles; LCC 20; London: SCM , J 960), 1: 1 的 。這書的第十一章全章都用來駁斥

聖像之設，並特別針對羅馬天主教崇拜中使用的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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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於偶像崇拜之中 ( 6-15節 、 18節) (三)這不過是我們對周遭環境的

回應，而且是愚昧和非理性的( 16-18節、 2 1 節) (四)偶像崇拜與真正

的信仰有如水火，並會惹起神的怒氣 ( 19-22節) (五)神是整石，是惟

的真神，是獨 的宇宙主宰 ( 39-41 節) ， 而偶像只是祖劣的鵝卵石，完

全沒有權柄，其屬靈涵義不過是人憑空想像出來的 。 因此，如果我們不信

靠神、不向神效忠，反而崇拜偶像，那就是最深重的叛逆了 。

當代西方人不慣向塑像下拜，但偶像卻不止於斧鑿成形的神明模樣 。

如果有任何事物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了我們所愛慕、所信賴的對象，我們

也在其中尋求生命的重點、意義和保障 ，那麼，這事物就是我們的偶像。

今時今日的偶像包括金錢、享樂、美貌 、科學、理性和權力 。 1 3 1 約伯對偶

像崇拜的描述不但精彩，也很現代 :

我可曾倚賴錢財，

或因有金子才感到安穩呢?

我可曾為自己的財富洋洋得意，

為擁有的一切沾沾自喜呢?

我可曾見太陽在天空照耀，

或月亮在銀色軌道上運行，

心襄就暗暗受到誘導 ，

去敬拜日月 ， 向它們飛吻?

若是這樣 ， 我就該受審判者的懲罰，

因為這表示我否認了天上的上帝。(伯三十一24-詣， <新普及} ) 

13 1 Tilllothy Kel l e r曾給當代的偶像 個有力的批判，見C0 1/ ntelfeil Gods: T!他

Empty Promises of Money. Se耳• and Powel~ 。吋 the Only Hope that Matters 

(New York: Dutton , 2009) 。另見他的演說 ，“Th e Grand Delllythologi ze r: The 

Gospel and Jdolatry," at www.thegospe l coa liti on .org/resources/v ideo/The-Grand白

Delllytho logizer-The-Gospel-and-Jdo latry 0 另見第 1 7世紀清教徒David Clarkson 

的經典論述，“Sou l ldolatry Excludes M巴n out of I-I eaven," in The Works of David 

Clarkson (Carli s峙， PA: 8 anner ofTruth Trust , 1988 [repri川 of 1864 ed ition]), 2:299-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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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世代以包容不同信仰為至高的德行 ，在這種觀念下 ， 這首歌的

信息以及至高的誠命(十誠的第一句話)都是惹人討厭的。古以色列的上

主信仰是排他的，這種排他性只有新約的信息足以比擬。正統的上主信仰

宣告，上主絕不容任何神明與他競爭， 同樣地，福音也表明，惟獨在基督

襄才有救恩(約十四6: 徒四 12 ) 。

榮耀的盼望 最後，對於在掙扎當中的信徒而言，這段經文也給我們

榮耀的盼望，而這盼望也是為迷失路向的教會而設的。的而且確 ， 叛逆和

忘恩是必須受罰的，但我們也可以在神的守約信賞和大憐憫中找到盼望 ，

因為基督所做的事已經摸滅了神的怒火。對教會和世人來說，審判絕不是

終局，我們大可翹首等待全宇宙間聲頌揚神的那一天。藉著基督所做的 ，

神已經對一切的邪惡力量施行7報應，也救贖了他的于民。

申三十二48-52

誦漢語譯車

土主的吩咐

48當天，上主告訴摩西說 : 49 “你

要登上亞巴琳 山 3 就是耶利哥對

面 3 摩押地的尼波 山 ，觀看我要踢

給以色列人為業的迦南地吧! 50你

要死在你所登的 山上 3 歸到你的先

民那襄去 ， 就像你哥哥亞倫死在何

現山 3 歸到他的先民那襄去一樣。

51因為你們在以色列人中問 3 在尋的

曠野 2 就是加低斯的米利巴水旁 3

背信於我 i 因為你們在以色列人中

間 3 沒有尊我為聖。但因此 3 你只能

從遠處觀看那地，卻不帶進入我昕

賜給以色列人的那地 。

經文鹿章

個自車

土主的吩咐

48當日，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

49 “你上這亞巴琳山中的尼波山

去，在摩押地與耶利哥相對，觀看

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為業的迦南

地。白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歸

你列祖去 ， 像你哥哥亞偷死在何坪

山上，歸他的列祖一樣 。 51 因為你

們在尋的曠野，加佩斯的米利巴

水，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為聖，

得罪了我。 52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

地 ， 你可以遠遠地觀看，卻不得進

去 。 "

這段經文首先有一句敘事引吉 ， 接著全是上主的話。開端語

"當天"把摩西的後事安排連繫於上文的那一首歌。早在第

一篇演講詞(三23 -28 ) ，摩西已經提及自己將要離世，而在

不久之前的第三十一章2節，摩西又再次指出這個事實。上主則在第三十

章 14至15節宣告摩西將要死亡，但直到如今，上主的焦點都只是這件事

對百姓的影響。摩西是上主計劃中的重要角色，因此 ， 上主在摩西一生中

的最後 段話，自然是以這位僕人作為對象。

今天的西方讀者或會覺得這篇演講詞甚為突兀。演講詞第一部分的

語氣平鋪直敘，甚至可說是冷漠無情。上主沒有詩獎摩西為神的子民辛勢

140載，反而語帶責備 ， 重提摩西在加低斯的米利巴的不信，再次表明他

不能進入應許之地 。敘事人的筆墨似乎是取材自民數記二十t章 12至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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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如果我們把這兩段經文並列，就會使這篇演講詞的責備語調顯得更為

深重。本段經文比民數記所載的長了 倍多，所添加的文字大大地改變了

這段話的語氣。這篇演講詞的骨幹是四個命令 “登上" 、 “觀看"

摩西是上主計劃中
的重要角色 ，因此 ，

上主在摩西一生中的

最後一段話，自然是

以這位僕人作為對象。

“死"和“歸至1]" (申三十二49 - 51 )。演講詞的結

語是 旬判詞 ( 52節) ， 也是本段經文的高潮。

在摩西的耳中，這句話必然是最讓他痛心的。

(-)上主的首個命令是吩咐摩西上尼波

山 (49節上)。經文以兩個名字來指稱這座山莘

(參三27的“耽斯迦山" )。第一個名字是“亞

巴琳"配有冠詞，作眾數，意味文中所指的不

是某個單一的位置，而是指位於死海以東，在亞

嫩谷和希斯本河之間的山脈。尼波山就是今天的

尼布山 (J 巴 bel en-Nebu) ，高度為海拔830米，

是遠眺迦南全地的絕佳位置。第三十四章 l 節提到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

山，直上到位於耶利哥對面的“耽斯迦山頂" 。讀者可以藉此清楚瞭解尼

波山與耽斯迦山的關係。正如我們在第三章27節所看到的 ， pisgâ 一詞從

來都配有冠詞，顯示這個詞是普通名詞，意指“山脊"之類。或許這山脊

的頂宰名為尼波宰 。

(二)上主邀請摩西“觀看"應許之地 (49節下)。嚴格來說，動詞

“觀看"是作命令語氣的 。然而，這個動詞在本段經文也有邀請摩西領取

安慰獎的意思。這安慰獎就是一覽應許之地(參三27) 。這當然只是聊備

一格的獎勵，因為這個舉動不但讓摩西明白自己的使命已經大功告成，也

讓他體會到自己所失去的是甚麼。“迦南地"一語在申命記只出現這一次

(也就是把迦南用作地域名稱) ，在其他的“上主賜地公式語"中，摩西

一向都把以色列的國土稱作他們的“地業" (或“承繼產業" ) ，或他們

的“產業 " (yerussâ) 。這襄把土地稱作“為業(之地J" ('''huzzâ) , 

使本段經文與利未記二十五章的節和民數記三十二章5 、 22 、 29節連上關

係。

(三)根據上主的指令，摩西會死在這座山上的0節上)。這個命令

極不尋常，惟一堪作比較的，就是約伯的妻子對約伯的前令(伯二9) 。

931 申三十二4日2 盪

摩西雖然忠心地承擔上主的召命40年，但也避不過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命

運。上主是使人死、也使人活的獨一真神，在他面前，摩西同樣要俯首 11I買

服(申三十二39) 0 1 

(四)上主說摩西要“歸至1]" 自己的先民那稟去 (50節下)。“歸到

你的先民那襄去"一語在原文作被動式 ，筆法甚是稀奇 。 2 這個慣用語源

自古代的風俗，就是把死者埋葬於家族墓穴，安置在先人的骸骨之旁。當

然，摩西的遺骸並沒有安葬在家族墓穴之中，但正如兄長亞倫的情況 樣

(參民二十-[: 13 ) ， 當摩西死後，他的靈魂會去到陰間，與同胞共累。

在第51節，上主再次說出不許摩西進入應許之地的原因(參民二十

12 '二十-[: 14 ) 0 3 本段經文雖然沒有說明摩西在加低斯的米利巴做了甚

麼叛逆之事，但上主卻認為那件事是“背信於我" “沒有尊我為聖"。

在舊約聖經中，動詞“背信 " (mâ ' al ) 所指的通常都是對上主不忠。 4 摩

西擊打聲石，公然歪曲了上主的本意，有負自己作為上主代吉人的身分，

沒有尊重上主獨一而神聖的地位 。在上主眼中， 擊打聲石就是向他擺出傲

慢的姿態，彷彿可以隨意解釋他的命令。再者，摩西把事情訴諸出水的聲

石，而不是屬天的聲石，因此也算犯了拜偶像的罪。

從上主的判詞可見，摩西的個人行動是有重體意義的一一他在全民面

前沒有尊上主為聖。摩西身為以色列人的領袖，也是神的代盲人，神叫他

吩咐碧石出水，而他竟然妄自擊打聲石。或許他的舉動是因困倦使然，但

對神而言，這卻是公然基奪神的主權，違反神的旨意。出人意外地，摩西

的行動竟然有效，聲石真的有水流出。摩西或許成了百姓眼中的魔術師，

參Dennie T. Olsen , Deuteronomy and the Death of Mos臼 (M inneapo li s: Fortress, 

1994), 150 。

2 除了王下二十二20 (二代下三十四28 ) 之外，這個指稱死亡的委婉語一向都

以N iphal形式出現。這個短語在申命記只出現這一次，但在早期的敘事文卻頗

為常見 創二十五8 、 1 7 .三十五29 .四十九29 、刃，民二十24 .二十-\::: 13 . 

三十一2; 配上“先祖"一詞的 士二 10 ;沒有介詞短語的 民二十詞， 賽

五十七 l 。

3 論及這些經文，尤其是摩西被拒進入迦南的原委，見W. Lee，吋he Excl ll s ion of 

Moses from the Promised Land: A Conceptlla l Approach ," in The Changing Face 

ofFo川1 Criticism for the Twentyjìrst Ce圳/ly (ed. M. A. Sweeney and E. Ben Zv i; 

Grand Rapids : Eerdmans, 2003) , 217-39 。

4 民五6把冒犯他人棍作 “對上主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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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賠上了自己的性命和一生事業。

在第51節，經文兩次提及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間 " 犯下這個過錯，是

要強調這件事在上主眼中極為嚴重。經文又指明摩西失敗的地點是在“尋

的曠野 ， 就是加低斯的米菲1]巴水旁" 5 把摩西的妄行連繫於百姓的叛逆

(一 19 -46 ; 民二十3 、 13 ) 。當代讀者或會覺得上主的刑罰過於嚴苛，但

這個處理方法實在是公平和合宜的。 6 上 代人叛逆上主(申 -26 ) 、缺

乏信心(一32 ; 民十四 11 、 23 ) ，因此受到審判，要死在曠野，他們的頭

袖現在也應該同罪同刑 。

摩西曾經請求神讓他進入應許之地(三27 ) ， 而上主則在第52節拒要

地重申他的回應。上主以嚴肅的語氣指出 ， 摩西可以盡情“觀看"應許之

地 ， 但卻不能“體驗"這地。 7 經文說摩西被禁止進入上主賜給以色列人

的那地，而當上主首次跟摩西會面的時候，上主也曾經用同樣的語句來指

稱摩西使命的最終目的(出三8 ) 。這最後 句話對摩西而吉，必帶來推

心蝕骨之痛。這些一直站在他面前聆聽演說的民眾得以進入迦南地，惟獨

摩西自己卻被拒諸門外。

應間臨則

摩西的兩重圍觀 誰會想到，以色列人不信靠上主，不肯進入

應許之地，竟會給摩西帶來這麼慘痛的後果?在西奈山(出三

十二10-14)以及加低斯 巴尼亞(民十四 11-24 ) ，摩西曾經

兩度拒絕頓受族長的位分並作自己一族的始祖，反而為以色列人求惰，好

使百姓得以存活。如今這偉大的任務將要完成，但他卻不得分享這喜樂。

在第一篇演講詞中，摩西曾經屢次三番譴責百姓，指他們導致他被上主拒

絕進入應許之地(申一切， 三23-29 ' 四 15-24 ) 。百姓不信上主(

32 ) ， 因而生出叛逆行為(-26 、 43 ) ， 最終不但自己受罰，還連累了摩

西。然而，上主對這些推霞的話不屑一顧。摩西之所以不能進入應許之

地，責任理所當然要由摩西自己承擔。

5 尋的曠野位於加低斯 巴尼亞，也就是應許之地的南噩。

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ilgro lll ， NU lI1bers, 1 66 。

7 論及動詞 râ 'â (體驗、經歷) ，見斯九26 ;哀二 1 6 。

933 申三十二48-52 屆

究竟摩西不能進入應許之地的責任誰屬，似乎在民數記二十章 12至 13

節及申命記三十二章48至52節有 番看法 ，而摩西在申命記的第一篇演講

詞又有另一番看法。然而，如果說上述經文的立場互相矛盾，就是流於表

面 ， 並不瞭解經文的本意。前兩者是從上主的角度出發的敘事文，而摩西

的第 篇演講詞則是反映出他對百姓的消極情緒。這些經文所說的都是事

實。就民數記所概述的情節而論，的確可以責怪百姓令摩西不能進入應許

之地。如果他們肯信靠上主 ， 願意從加低斯 巴尼亞進軍迦南，那麼在加

低斯的米利巴就不會發生那件事，而摩西也不會惹起神的怒氣。事實上，

摩西還可以在應許之地過38年的快活日子。

後世詩人每提及米利巴的叛逆事件，都看墨於百姓，指他們不肯聽

從上主的聲音(詩八十 7 (8 J '九十五8 ' -0六32 ) ，少有論及摩西

的下場。詩篇一百零六篇32至33節有兼顧這兩方面 ， 但談到摩西所犯的罪

時，卻用極為含糊的詞彙帶過

在米利巴，他們又觸怒上主，

給摩西惹來極大的麻煩。

他們使摩西發怒，

說出愚蠢的話。( {新普及> ) 

除了這段文字之外 ， 舊約和新約聖經都沒有再提及摩西的叛逆。這位

“神的僕人"的形象日漸被理想化。單就申命記三十二章的至52節而盲 ，

經文所繪畫的摩西圖像實在頗為差劣。然而 ， 從整部申命記的編排可見，

教事人是費了一番功夫來保護摩西的形象。第三十四章所描繪的摩西光芒

四射，如果編者在本段經文之後立刻放置第三十四章，那麼申命記的結語

就成了一幅自相矛盾的摩西圖像。 方面，摩西是一位失敗的領袖，沒有

尊上主為聖，不配為40年前所開展的使命寫上最後一筆 ， 另 方面 ， 摩西

享壽 120歲，至1]老精力也沒有衰退(三十四7 ) ， 他崇高的身影要把後世的

所有先知都比下去(三十四9-12 ) 。他認識上主，也曾經在 “全以色列人

眼前，行過神蹟和奇事(三十四 1 2) ，他與上主的關係比歷史中的所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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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都要親密。 8

如果沒有第三十三章的祝福篇，申命記的尾段也算是一篇流暢的敘事

文。然而 ， 編者把第三十三章安插於目前的這個位置，就是要讓讀者在掩

卷之時存留一個正面的摩西形象。除了被拒絕進入迦南之外，摩西與百姓

是悲喜與共的。可是，我們將要在第三十四章6節看到，摩西的最終歸宿

其實與百姓大有不同，他沒有與不肯進入迦南地的一代人同死於曠野。摩

西獨自在尼波山離開世界，而他的葬禮也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尊貴 他被上

主親自接去 “歸到他的先民那襄"。

當ft應悶

事幸的擔子與危機 我們在這 章看到，情領神的子民不但是

特權，也是一個極重的擔子。賜給誰的多，對誰要的也多(路

十二48 ) 。所有蒙召作帶領的，都必須根據召喚他們的神的旨

意來行事。就這一方面而吉，摩西在加低斯的米利巴是失敗了 ， 因為他無

視上主的話，容許自己把沮喪之情發洩出來。懷爾達夫斯基 ( Aaron

Wildavsky ) 以優雅的筆觸論到摩西的敗績

在米利巴，摩西以暴力代替了信心。他原本要做神所吩咐的

事，但卻用于中的杖把神的吩咐弄成江湖術士的把戲。然而，這

件事還有更深的意義。如果說，摩西最強的領袖素質，就是能夠

與民眾了無隔間，那麼他在米利巴的舉動就是雙重的不信。摩西

懷疑神所做的是否足夠，因而與神生了隔間，不但如此，他又以

為原屬於神的力量是屬自己的，因此與百姓生了另一重隔閉。摩

西耐不住民眾噪噪不休的怨言，在擊打聲石之前先嘲弄他們說.

“聽著!你們這些悴逆的人哪，竟然要我們使這學石給你們流出

水來?" (民二十 10 )

百姓固然頭喂飯逆，但摩西卻沒有引 導他們生出更大的信

心，反而墮落到跟他們一樣，以傲慢的話來回應他們的訴求。這

8 這句話跟前面指他沒有“在以色列人中間"尊上主為聖的說法(三十二5 1 ) 起

平衡作用。

935 申三十二4間國

句話意味摩西默許百姓作惡(但卻置身事外) .並且放棄了改正

他們的念頭。摩西說“你們這些悼逆的人"其前設與亞倫在金

牛積事件中堆砌的理據大同小異。那時，亞偷拙口笨肥地請求摩

西的憐憫，說 “你知道這百姓，他們實在是惡" (出三十二

22 ) 。 正如亞倫的辯解一樣，摩西的“聽著 ! 你們這些悴逆的人

哪"一語，也成了指證自己的供詞。摩西在沒有得到授權之下擊

打學石 ， 而擁有這權柄的只有上主。因此，摩西一邊嘲笑百姓悼

逆，自己卻一邊也在做飯逆的事。歸根結祇，摩西或許真的擁有

太大的權柄，大到不是他自己或任何人所能承擔的。 9

懷爾達夫斯基又說，摩西奪取了上主的權柄，也就是犯了第一等的拜偶像

之罪一一自我崇拜。

聖經上與摩西擊石有關的詞彙把事情的關鍵表露無遺:不信上主(民

二十 12 ) .背信於上主(申三十二5 1 ) .說出愚蠢的話(詩 O六口 ，

《新普及)) .以及特別是沒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上主為聖(民二十 12 ; 

申三十二5 1 ) 。百姓在曠野指責摩西把他們帶到

死地(民二十3-5 ) . 那時，摩西自尊自大，迷

信手中的杖能做大事 (8-9節) .於是便離棄7牧

者的職守。他沒有為上主的聖名辯護 ，不去展示

上主話語的大能(參8節) .反而嘲弄百姓 ( 10

節) .擅自炫耀自己的力量，以杖擊打聲石。

從摩西的舉動，我們看到作牧養職事的危

機。在別人批評我們的時候 ， 我們往往沒有顧及

神的聖名，也沒有把神子民的靈性健康放在心

上，卻是單憑一己的意願來作回應 ， 犯了拜偶像

的罪 。這些舉動必會讓神的名蒙蓋 ，也會使我們

摩西獨自在尼波山
離開世界，而他的葬

禮也比世上任何人都

要尊貴:他被上主親

自接去 “歸到他的先

民那裹"。

所努力的神聖使命功虧一簣。從歷史之中，我們看到那些蒙召擔上擔子的

人，往往自己成了實踐使命的最大障礙。然而，我們卻能夠重新振作，因

為我們知道最終沒有人是完美的。神的宇宙事工會在那一位毫無瑕疵的積

9 Aaroll Wildavsky, Moses as Polilical Leader (Jerusa le ll1, Shale ll1, 200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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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手中完成，他就是基督 ， 他是完全正直的。
申三+三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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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臨終的祝福

1這祝福是神人摩西臨死前對以

色列人的祝福。
2他說:

“上主從西奈而來，

從西耳向他們顯現 3

從巴蘭山發出光芒，
從萬萬聖者中臨到 3

從他右于傳給他們烈火的法令 。

3 是的 3 他深愛萬民，

他所有的聖者在你于中 3

他們坐在你腳下，
領受你的話語。

4 摩西將訓誨吩咐我們 3

將產業給雅各的會眾 。

5 他在耶書崙做王 i

那時百姓的首領累集 3

以色列的支派聯合 。

6 願呂便存活，不至於死，

願他的人丁不致稀少 。"

7這是給猶大的 3 他說 .

“上主啊，願你聽猶大的聲音 3

引領他歸入自己的百姓 。

他的手為自己事戰 3

願你幫助他對付他的仇敵 。"

8給利未的 3 他說﹒

祖告車

摩西臨終的祝福

1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

先，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

2他說

“耶和華從西奈而來，

從西耳向他們顯現，

從巴蘭山發出光輝，

從萬萬聖者中東臨，

從f也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

3他疼愛百姓，

眾聖徒都在他手中。

他們坐在他的腳下，

領受他的言語。

4摩西將律法傳給我們，

作為雅各會眾的產業。

5 百姓的思首領，

以色列的各文派，

一同眾會的時候，

耶和華在耶書崙中為王。

6 願呂便存活不至死亡，

願他人數不至稀少。"

7為猶大祝福說

“求耶和華俯聽猶太的聲音，

引導他歸於本族，

他曾用手為自己爭戰，

你必幫助他攻擊敵人。"

B論利未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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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土明和烏陵，

屬於你的敬虔人 3
你在瑪撒試驗他 2

在米利巴水泉與他事鬧。

9 他對他的父母說

g 我沒看見'，

對他的兄弟說‘我不認得， 3

對他的兒子說 已我不知道 3 3

因為他們遵行你的話 3

他們謹守你的約。

1。他們要將你的典章教導雅各 3

將你的律法教導以色列 ，

他們把香奉到你面前 ，

把完全的矯祭獻在你壇上 。

11 上主 |啊 3 願你祝福他的力量 3

願你悅納他于昕做的工 3

願你攔腰擊打起來攻擊他的人 ，
叫那恨他的 3

不能再爬起來 。 n

12論到便雅憫的， 他說:

“上主所愛的，靠上主安然居住 3

上主終 日環抱他 3

他在上主兩肩之間居住 。"

13論到約瑟的 3 他說 :

“ 願他的地蒙上主祝福 3

得從天降下的寶貴甘露 3

又得從地底湧流的泉源。

14 梅太陽下的寶貴出產，

又得月亮下的珍貴物產。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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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你的土明和鳥陵

都在你的虔誠人那里。

你在瑪撒曾試驗他，

在米利巴水與他爭論。

9他論自己的父母說

‘我未曾看見。 ，

他也不承認弟兄，

也不認識自己的兒女。

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話，

謹守你的的。

1。他們要將你的典章教訓雅各，

將你的律法教訓以色列。

他們要把香焚在你面前，

把全牲的;播祭獻在你的壇上。

11 求耶和華降福在他的財物上，

悅納他手襄所辦的事。

那些起來攻擊他和恨惡他的人，

願你刺透他們的腰，

使他們不得再起來。"

12 論便雅憫說﹒

“耶和華所親愛的，

必同耶和華安然居住，

耶和華終 日 遮蔽他，

也住在他兩肩之中。"

13論約瑟說

“願他的地蒙耶和華賜福，

得天上的寶物、甘露，

以及地某所藏的泉水;

14 得太陽所曬熟的美果 ，

月亮所養成的寶物 ，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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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得古遠山嶺的佳品 ，

又帶永久山岡的至寶。

16 得地和其中充滿的寶藏，

又縛住在荊棘中那位的恩惠 i

願這些都臨到約瑟頭上 ?

臨到他兄弟中

獻己歸神的人頭頂上。

17 頭生的公牛 ，屬於他的威榮 3

他的雙角是野牛的角 ，

用來呢觸萬民，

直到地極 3

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

這角是瑪拿西的千千。"

18論到西布倫的 3 他說﹒

“歡樂吧 3 西布倫，

在你出來時，

歡樂吧 3 以薩迦 3

在你帳幕襄。

19 他們呼喚萬民到山上 ，

在那裹，他們獻公義的祭，

因他要吸納海洋的富饒

和沙中埋藏的寶藏 。"

20論到迦緝的 ， 他說.

“ 那使迦得擴張的當受稱頌 !

迦縛躺臣|、像母獅》

他撕裂臂膀， 連帶頭頂。

21 他看見上好的 3 歸給自己 3

因那稟有立法者的分 3

分配給他 3

申三十三1-29

間告來

15 得上古之山的至寶，

永世之嶺的寶物，

16 得地和其中所充滿的寶物，

並住荊棘中上主的喜悅。

願這些福都歸於的瑟的頭上 。

歸於那與弟兄迴別之人的頂上。

17 他為牛葦中頭生的，有威嚴;

他的角是野牛的角，

用以純觸萬邦，

直到地極。

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 ，

瑪拿西的千千。"

18 論西布倫說

“西布倫哪，

你出外可以歡喜。

以薩迦啊 ，

在你帳棚襄可以快樂。

19 他們要將列邦召到 山 上 ，

在那某獻公義的祭，

因為他們要吸取海衷的豐富，

並沙中所藏的珍寶。"

20 論迦得說 。

“使迦得擴張的應當稱頌 !

迦得住如母1師 ，

他撕裂膀臂，連頭頂也撕裂。

21 他為自己選擇頭一段地，

因在那襄有設立律法者的分存留。

他與百姓的首領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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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子民的首領來到 ，

施行上主的公義 3
獨立主給以色列的典章。口

22論到但的 3 他說﹒

“ 但 3 是一頭小獅于 3

從巴珊跳出來 。"

23論到拿弗他利的 ， 他說﹒

“拿弗他不Ij啊 3 你飽享恩惠 3

滿有上主所賜的福分 3

你要得西邊和南邊為業。口

24論到亞設的 2 他說 ﹒

“ 願亞設蒙福超過原子 3

願他得兄弟的喜悅 ，

他的腳可以浸在泊中 3

25 你的門問是鐵和鋼的 ，

你的 日子如何 ，

你的力量也如何 。
26 耶書崙啊 3 沒有誰像神一樣。

他乘駕諸天，來做你的幫助 ，

在他的威榮中穿越雲霄。

27 互古的神是避難所 3

他永久的臂膀在你下面;

他從你面前趕走仇敵?

說，滅亡吧 1 ' 

28 因此以色列安然居住 3

獨 自 居住 3 雅各的泉源

在五穀新憫之地 3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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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施行耶和華的公義，

和耶和華與以色列所立的典

章。"

2論但說 -

“但為小獅子，

從巴珊跳出來。 "

2論拿弗他牙IJ 說 .

“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 ，

滿得耶和華的福 ，

可以得西方和南方為業。 "

24 論亞設說

“願亞設享受多子的福樂，

得他弟兄的喜悅，

可以把腳蕪在油中。

25你的門問是銅的、鐵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泊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

他為幫助你，乘在天空，

顯其威榮 ， 駕行穹蒼。

27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他在你前面捧出仇敵，

說 。‘ 毀滅吧 ! ' 

必以色列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獨居

五穀新酒之地，

941 申三十三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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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空也滴下甘霖。 他的天也滴甘露。

29 以色列 3 你真有福l啊! 2 以色列啊，你是有梧的 1

誰像你這蒙耶和華有誰像你這蒙上主拯救的

于民?
他是幫助你的盾牌 ，

是你威榮的刀劍 i
你的仇敵要向你屈服 3

而你 3 必要踐踏4叫門的高地 。"

所拯救的百姓呢?

他是你的盾牌，幫助你 ，

是你戚漿的刀劍，

你的仇敵必投降你 ，
你必踏在他們的高處。"

經文臨章
摩西離世的陰霾籠罩著全會課，也籠罩著整部申命記。申命記

反映出一次歷時不短的禮儀聚會。摩西已發表了最後一篇教牧

;演員講詞'又立7 約書亞作承繼人，也把
更領受7上主的命令'要上尼波山; 現在'靠剩lj下的儀節就是祝褔百姓。占

正如本書上一章指出 ， 申命記第三十四章可以順暢地接上第三十二章

52飾，也就是說，第三十三章的祝福是較早之前所頒怖的，而編者把這個
段落放在這襄 是要隔開兩段意義相悍的文字 前面的是上主對摩西的負
面評語(三十二48-52 ) ，後面的是敘事人給摩西的頌詞(三十四 1-12)。
從第一篇演講詞可見，摩西對百姓和上主都稍有怨息之詞，而上主又預計
百姓的靈命必在摩西去世後每況愈下(三十一 16-21 )。雖然如此，摩西這
位以色列的牧者卻能放下自己的失望，沒有注目於百姓的反復無常 ， 反而

遠眺將來 ， 論到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定居的日子。
雖然申命記第三十三章同樣採用了古希伯來文典雅的詩歌體裁，但

其組成卻與第三十二章大有不同。(一)從
歌的內容是整段敘事文不司或缺的部分'相反，這段祝福卻與上下文關
係不大，只用了一句表述時序的陳詞來點明發表它的場景(三十三 1 )。
(二)那首歌是為上主作譚，要指證以色列人的不是 ， 但這裹的序吉卻指
本段經文是“祝福 " 是為以色列人的好處。 I (三) “那首歌"有繁密的

B. Ke lly 認為應該使用較中性的名稱“十二支派通論" (trib a l say in gs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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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情節，這篇祝福卻是由連串片段結集而成，就如 條珍珠項鍊一般。

(四) “ 那首歌 " 是針對以色列全民而作的，本段經文則以個別的支派為

焦點。(五)這篇祝福的篇首語 ( 2 -5節)和篇後語 ( 26 -29節)的神學雖

然與 “那首歌"的相類 ，但中間的片段卻以上主為焦點，突顯上主怎樣分

別保守每個支派。

雖然有上述各項不同之處，但這段祝福與 “那首歌"也有相似的地

方，就是既展現出上古的文法和句法特徵，也包含7後期希伯來文字的特

色。因此 ， 單憑遣詞用字並不能推斷出本段經文的成書日期 2 我們必須

從這首詩歌本身找出最有可能的寫作處境。我們可以從兩點推斷出它的寫

作日期必早於王國時代，一是這稟把以色列國描繪成 個十二支派的大

會 ， 完美地順服於上主的君權之下 ( 26-29節) ， 二是本段經文以浪漫的筆

觸來分別描繪每個支派。假設這些片段是各自獨立出現的 ， 那麼編者在這

襄把它們依地理位置排列 ， 就表明這段文字是後定居時代的手筆，也就是

成書於但支派在北方建立據點之後。申典用語在這里並不顯眼 ， 但學者所

認定的九項申典特色，本段經文卻見其-t 0 3 正如第三十二章一樣，這稟

展示的語言學特點意味本章成書於較早期，只是後來也有人在用字和文法

上作出了適切時代的修訂。

申命記第三十三章有不少匠心獨運的筆法。(-)十二支派的祝福

為這裹的某些片段實在算不上是祝福，見 “Q lI a ntita ti ve Ana lys is of the Triba l 

Say ings in Dell teronomy 33 and Its Significance fo r the Poe ll1 's Overa ll Strllctll re," in 

Milk and Honey: Essays on Ancien/ Jsrael and /he Bible in Apprecia/ion of thιJudaic 

S/udies Program a/ /he ω叫附古i/y of Califo rnia, San Diego (ed. S. Malena and D. 

Miano; Winona Lake， 叭 : Eisenbrall ns, 2007)， 抖 。

2 成書日期的主要倡議包括 ( 1 )公元前 11世紀 F. M. Cross and D. N. Freedman, 

“The Bless ing of Moses," JBL 67 ( 1948) : 192; C. J. La bllschagn巴，“The Tribes in the 

Bless ing of Moses," in Language and Meaning: S/ lIdies in Hebrew Language and 

Biblical Exegesis: Pape/'s Read a/ the Joint B/'i/ish-D lI/ch Old 7卸的lI1en/ Confe /'ence 

held a/ London, 1973 (ed. J. Barr et a l. ; OtSt 19; Leiden: Brill , 1974), 101 0 (2) 公元

前9-8世紀 von Rad, Dellte/'onOl月')九 208; Ne lson, Dell/erono ll1y , 387; R. J. TO ll l'l1旬，
“ Le pSa ll ll1e et les bened ictions de Mo帥，" RevB 103 ( 1996); 196-2 12 (也就是耶

羅波安二世之時) 0 (3) 公元前6世紀或其後 S. Beye r le, De/' Mosesegen 川11

Deu/eronomiw l1 (BZAW 25 0; Ber li n外~ew York: de Grllyter, 1997), 275 -85 。

3 S. Schweitze r,“Deuteronomy 32 and 33 as Proto-Deuterono ll1 ic Texts," Pl'Vceedings 

EGL & MWBS 22 (2002)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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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有一個前後框架 ， 兩段文字都是讚美詩，而且長短相若(三十三 1- 5 、

26-29 ) 0 (二)整篇祝福的重心是利未支派和約瑟支派，其篇幅等於餘下
各支派的總和。這一點十分囑目，不但預示這兩個支派將要在宗教和政治

上發揮重大影響 ， 也反映出二者在早前的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參創四

十五~五十，出三十二25 -凹 ，民二十五7 -1 3 ) 0 4 此外，還有另一點值得

注意，就是文中對猶大支派看墨不多 ， 但日後的大衛王朝卻是出自猶大支

;辰，後來這支派更成了獨立的一園。

最堪與申命記第三十三章比擬的 ， 就是雅各的詩體祝福篇(創四十

九)。這兩段文字在形式和主題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也展現出重要的

不同之處 雅各祝福的對象是他的 1 2個兒子 ， 而本段經文的對象則是以色

列的十二支派，雅各的祝福大都是預吉，而本段經文的祝福貝1]多是祈願，

雅各的祝福大概是按他 1 2個兒子的出生次序和地位高低來編排 ， 而本段經
文則似乎是按十二支派地業的位置來編排。摩西沒有給西緬支派祝福，或

許是因為西緬的地業位於猶大屬地之內。 5

引言和篇首語(三十三千5)

第 l 節的敘事文引吉提醒讀者，下文屬於摩西交代後事的一部分。摩
西與周遭民族的頭袖不同，他無意留下甚麼身後之名。 6 他不但是以色

列人的牧者，也有如這個龐大宗族的父親，自然竭盡心力要保證一旦自
己去世後 ， 百姓仍然能夠得享福樂。 7 本段經文被明確地稱為“祝福"

按照K山 ("Quanti tat附 An a l ys i丸" 6州)的看法，如果不計算第2 1節(這是
個 分隔標記" ) .那麼十二支;反過論，就有70個格律分節 ( co l a) .宵

節的長度平均為t二個音節，象徵耳巨集在摩西面前的以色列全民。這個看法與
Freedman的觀察相合. Freed ll1 a n發現篇首語和篇後語各有 1 4行(減去作為結語

的第四節下)
5 西緬(以及利未)在底拿事件中以狡獨的手段對待示如l人(會1]三十四25) . 而

在巴力 做王耳拜偶像和行涅的 1 也有西緬支派的人(民二十五6-1 5) 。 自士師
記開首數章以後，西緬支派在舊約聖經的敘事文中僅僅出現兩次(代下十五

9 ' 三十四6)
6 論及舊約聖經臨終敘事文的祝福語，見Cri bb， Speaking on the B/'ink ofSheol 。

把摩西視作祖宗 與亞伯拉罕雅各 以撤同等這概念最早見於西奈山的金
牛煩事件。當日 1 上主向摩西建議 ， 要滅絕以色列人，讓摩西作上主子民的
始祖 ， 給他與先祖同等的位分，好重新展開上主的計劃(出三十二 1 0 ) 。 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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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râkâ) ， 意味摩西要藉著這些話宣示善意，祈求上主眷顧十二支涯 。

祈願的內容通常圍繞四大範疇，就是生養眾多、地位提升、得享平安和生

活有保障 。 8

值得留意的是，敘事人沒有根據摩西與百姓的關係來稱呼摩西，而是

立足於上主的角度'稱摩西作

是表明某人在神面前有正式的地位'但也可以用來形容某人的性格，意思

就是說摩西是“敬虔 ( godly ) 的人 " 。 上主剛剛說摩西背信於他， 沒有尊

他為聖(三十二51 ) ，現在卻立刻用 7這個尊號，反映出敘事人是十分仰

慕摩西的 。

第2至5節也屬於篇首語 。 這段文字描繪上主在大榮耀中顯現，從山上

降臨曠野，目的自然是拯救他的子民，好使十二支派代代尊他為王 。 第2

節用了隱晦的語吉描述這位屬天的戰士向百姓顯現 。 這首詩歌與其他頌揚

上主軍事勝利的詩歌毫無二致 1 0 都說上主為以色列而戰，從仇敵的細綁

中 (埃及) 救出百姓，並在百姓浩浩蕩蕩地步向預定的目標時，出手幫助

他們痛擊敵人(亞瑪力人、摩押人、亞摩利人等) 。 上主領著天上的軍隊

前行 ， 自 然所向披靡 。

摩西說上主從三處地方降臨 西奈、 11 西耳 1 2 和巴蘭山 。 1 3 在摩西及

雖然拒絕了上主的建議 ， 但上主後來也把聖約稱為他與摩西和以色列所立之約

(三十四27-28 ) 。再者 ， 每當摩西與上主會面 ，上主都讓摩西沾上自 己的榮

光， 使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臉上發光(三十凹39-35 ) 

8 見申二十八 1- 1 4的祝福焦點。

9 參書十四6; 拉三2; 詩九十 l 。這個尊號也用於大衛身上(尼十二24 、 36 )

在後期的書卷中， 這也是先知的職銜 (見撒上九7- 1 0 ; 王上十三位 ， 十三4-3 1

( 1 4次) ，十士 1 8 '二十28 ; 王下一9 日 ( 5次) ， 四7-40 ( 10次) ) 0 <.尼奧

菲特他爾根> (Targll l11 Neofïti ) 作“上主的先知 " (申三十三 1 )。

10 見出十五 1 - 1 8 ; 士五2-5 ; 詩六十八7-10 ( 8- 11 ) ; 哈三2- 1 5 。

11 申命記向來都把上主顯現的山稱作何烈山(一2 、 6 、 19 '四 川 、 1 5 '五2' 九

8 ' 十八 1 6 ' 二十九 1 (二十)\69 ) ) ， 這是惟 一次使用西奈一詞。有人根

據這節經文及士五4-5立論 ， 指西奈山的位置是在阿拉伯 ( Arabia ) 。見 R. S. 

Hendel,“Where Is MOllnt Sinai?" BRev 16 (2000): 8 。

12 這是死海以南的地區(一44 '二 l 、 4-5 、 8 、 12 、 22 、 29 ) ，但以色列人也同

這詞來指稱南地的東部(參 2 、 44 ; 民二十 16 ) 。論及西藹 ， 見 E. A. Knallf 

“Seir," ABD, 5: 1072-74 。

13 巴蘭山位置不明 ， 可能是指巴蘭曠野的某個山壘起或高地 ， 巴蘭之名也見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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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眼中，這襄所指的就是南方的山巒地帶 。 在

申三十三午29 圈

整篇祝福的重心是

利未支派和約瑟支

派 ， 其篇幅等於餘下

各支派的總和 。 這一

點十分屬目 . .. .. .

38年前，他們就是在那襄體驗到上主的榮光 。然
而，上主這一次卻是為戰爭而降臨 。 14 經文以三

個動詞來描述上主的行動 :他從西奈而“來"

從西哥向以色列人“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

芒" 。 第二個動詞通常用來描繪日頭升起的景

象，但也可以籠統地指任何發光事物的顯現 。 的
動詞“發出光芒"較為罕見，在其他地方也主要

是描寫有光從上主身上發射出來。 的
第2節最後兩行的原文艱澀難解 。 第2節的 “ 聖者"原文作單數，但

我們應把這個詞譯作眾數的集合稱謂 ( {新漢語》 “萬萬聖者" )。 第
3節用了同一個詞 ( {新漢語》 “聖者" ) ， 而原文所用的就是眾數。
“聖者"是指眾天使，是屬天的僕役，是上主的隨員，和上主一起上陣作
戰。 1 7 最後一行的 'sdt 一詞甚為費解 。《馬所拉文本》 把它分成兩詞 ( 宮
和 dâ t ' 也就是 Y 和 律法/法令 ) 並有附註指示讀者讀作問
詞 。 18 {-t十士譯本》 視它為單詞，但譯作“天使 " ﹒實在殊不可解 。 ' "
這個譯法取材自一個較晚出現的傳統，就是相信西奈律法是由天使傳遞
的 。 2。我認為最好的譯法是把 dãt 視作晶 'â (飛翔 ) 的陰性縮略體 ， 指老

l4 i及這段經文描繪上主作為神聖的戰士 見P. D. Mi ll州 Two Critica l Notes 

on Psal l11 68 and Deuterono l11y 33 ," HTR 56 (1964) : 24 1 -43 。
的 重六十2也提到上主的榮耀顯現，其用語與這裹的詞組遙相呼應。

16 詩五十2' 八十 1 ( 2 ) ，九十四 1 ;伯三4 。
17 詩六十八5-8 ( 6-9 ) 可算是這節經文的註釋。
18 <.阿勒坡抄本> ( Aleppo Codex ) 的附註更為明確 寫作一詞但竄作

兩詞" 。 例 R. C . Ste i n凹，可:r and 1')1 : Two Verbs Masquerad in g as Nouns In 

Moses' Blessing (Deuteronomy 33:2, 28)," JBL 11 5 ( 1996): 693 。也有人認為應
誼作一詞，也就是說MT有所錯漏，原意應是 “在他的右手，亞舍拉"。
見M. Weinfe ld “ Fe l11 in ine Featll res in the l l11 agery of God in Israe l: the Sacred 

Marri咿 and 一 Sacred Tree," VT 46 (1 卯6):527-28; C. McC州y， "Mov i刑。m
the Margins: Issues ofText and Context in Deuterono l11y," in Congress 的Ill /l1e Basel 

2001 (ed. A. Lema ire; VTSup 92; Leiden : Brill, 2002) ， 1 26-34 。
1 9 見A. F. L. Beeston, “ Angels in Dell teronomy 332," JTS n. s. 2 (195 1): 30-3 1 。
20 見約瑟夫 (Josephus ) 'Anl . 15.5.3 ; 徒t二白， 加三 19 ;來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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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翱翔的姿態。 2 1 這個譯法營造出上主降臨的壯觀場面，同行的有萬萬聖

者，也有火從他右手發出。 22

第3節強調上主與以色列的獨特關係，第一行的焦點是上主對于民的

愛意，第二行則懸焦於他們的身分地位。第2節的單數詞“聖者"是一個

集合稱謂，指的是上主的屬天隨員;而這裹的眾數詞“聖者"則是指上

主在地上的侍從。用這個詞來指稱以色列人，就是說他們是“歸上主. . .. . .

的聖潔子民" 23 意味以色列人是上主所眷顧保護的民族，同時也置身於

上主的權下 ， 坐在他“腳下 " 並領受他的話語。

第2至3節描繪出上主統管宇宙的形象 ， 他既是屬天萬軍的元首 ， 也

是以色列人的主宰。摩西特此強調，在上主對人類的計劃中，以色列佔7

重要的位置。天使在神對宇宙的管治上承擔了甚麼角色，以色列人在神對

人悶的管治上也承擔了同樣的角色。這稟有 幅理想化的圖畫，刻劃神的

“聖者"為神的計劃盡心竭力。這幅圖畫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料，

有助我們理解下文的祝福。

第4節提到摩西將這些訓誨吩咐百姓，但用了第三人桶，實在出人意

表。如果這句話是百姓對神的顯現和自己的特權身分的回應 24 那麼從這

句話就可以看出百姓把摩西和他的中介角色看得極重。身為上主啟示的傳

遞者，摩西也是上主的侍從之一。 Tôrô 一語( (新漢語》 ﹒ ""ðJII誨" )可

能是指摩西的幾篇演講詞 25 而動詞“吩咐，所代表的，則是摩西通過這

些演講詞而作的“話語行為" (verba l activity ) 。必然而，如果與上一節

經文連接起來- ""ðJII誨" 詞也可以代表摩西的命令，而這些命令現今已

成了以色列人的“產業.. (參四 8 ) 。這稟又把承受產業的人稱作“雅各

的會眾..進一步把本段經文連繫於創世記第四十九章，因為那裹提及雅

2 1 i如IJ : Ste in凹，“Two Verbs," 695-96 。參申二十八峙，耶四十八40 '四十九22 。

22 N IV的“來自南方 ， 來自他的山坡 ( from the south , from his ll10un tain s lopes) 

可能性不大。

23 參申士6 - 十凹2 、 2 1 '二十六 1 9 。另參利十一44 、 45 -十九2' 二十7 、 26 ;民

十五40 ;尤參民十六3 。

24 Craig i巴， Deuleronoll吵， 393.

25 申十士的， 二十八58 、 6 1 '二十九2 1 ( 20 ) ，三十 1 0 ' 三十 24 、詣 。

26 申一 1 6 、 1 8 '三 1 8 、叭，十二2 1 '二十凹 8 '二十七 1 '三十 -5 0 Tigay 

( Deutel仰01'1吵， 321 )懷疑，白11誨"一詞所指的並非申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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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眾子到自己面前聚集。

在這段篇首語的結尾，摩西歌頌上主君臨以色列。經上有一系列事

件表明上主是以色列的君王，而摩西早前為百姓闡述律法，就是這一系列

事件的高潮。從第5節可見，十二支派如今在摩押平原聚集，是在參與一
次王家盛會。這位屬天的戰士帶頭看萬萬天軍，從西奈山/巴蘭山出發，

將要攻取迦南地，而這里的結集正是進軍的高潮。經文稱以色列作 耶書
崙.. 27 這是上主對于民的暱稱。這個稱謂使第3節說他“深愛"于民峙

的話更形實在。第5節是以色列大君王的商像，不但尊貴崇高，也有勝利

者的氣派。摩西在臨終的時刻向全民宣告，雖然自己要離開百姓，但他們

仍然是上主疼愛的對象，大可以滿懷信心地渡過約旦河，因為天上的君王

必會親自頭他們進入敵人的腹地。

祝福呂便和猶大(三十三6-7)

在篇首語之後並沒有半句引介之吉，隨即就展開7對呂便的祝福。

在創世記的敘事文中(參創三十五位，三十-t J8-29 ， 四十九3-4 ) ，呂便
的名聲可謂毀譽參半。摩西給呂便的祝福其實是為呂便代禱。他看到呂便

的前路險象環生，便求上主給呂便留 -jl業生路。按民數記第二及二十六章

所載的兵員數目估計，呂便一族似乎開枝散葉 ， 但摩西卻預示他們多有

折損。至於折損的原由 ，或許是因為呂便定居於應許之地原初的疆域之

夕l、。 29
雅各清楚預吉猶大支派必然昌盛(當1]四十九8 -1 2 ) -但相比之下， 摩

西對猶大的祝福卻顯得極為保守。這段話共有四行。首先是求上主聆聽猶

大的禱告，接著又求上主引導猶大平安從陣上歸回。由此可見，猶大的禱

27 見三十二 1 5的註釋。

28 LXX “民"一詞作單數，因此本書作者及多數譯本都理解為指神的子民 ， 這詞
在MT卻是眾數，因此《新漢語》譯作“萬民"一一編按。

29 呂便的地界見書十三 1 5 - 23 。公元前9世紀的 《米沙銘文~ ( in sc ripti on of 

Mesha ) 記載 (COS， 2:23 (pp. 137-38)) ，米沙曾奪得尼波、米底巴及巴力 兔
三座以色列城鎮 ， 而這三座城都在呂便屬地之內，可見該處危機四伏。再者 ，
底波拉和巴拉也曾作歌責備呂便，說他們不肯參與征伐迦南(士五 1 5- 1 6) ，但

他們對自己的敵人卻絕不留手(代上五 1 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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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必然與戰事有關。第三行可以是讓步從旬，也就是“雖然他的手為自己

爭戰"也可以作祈願語氣，也就是“願他的手為自己爭戰"。無論如

何 ， 這句祝福語都是求上主幫助猶大，成全他擊潰敵人。猶大支派的命運

和福祉，全都掌握在上主這位屬天的戰士手中。

祝福利未(三十三8-11 ) 
摩西以頗長的篇幅來祝福利末，不但反映出他與利未支派的親密關係

(出六 16-27) ，也反映出利未人在以色列民的靈性上舉足輕重 。雖然申命

記三十三章 11節暗示利未支派在陣中也擔當某種

角色，但經文卻聚焦於利未人的教牧職能。這段

天使在神對宇宙的
管治上承擔了甚麼角

色 ，以色列人在神對

人間的管治上也承擔

了同樣的角色 。

祝福語預示利未人要承擔四項職責，全都有託管

性質 土明和烏陵 (8節)、聖約 (9節)、神的

啟示 ( 10節上) 、 獻祭的禮儀 ( 10節下)

第8節的開端似乎短了動詞，或可重新建構

如下: “把你的土明交給利末，把你的鳥陵交給

虔誠人。" 30 土明和烏陵3 1 是兩塊小石頭，存放

於大祭司胸牌上的囊袋之中 (出二十八30 ;利八

8 ) 。舊約聖經並沒有詳細描述它們的形貌，也

沒有說明使用的方式。它們或是塊狀，或是 {I菜狀，用作搖籤或安杯，以在

兩問之間取一作決(參民二十t訓，拉二的，尼士的)

本段經文指出，上主之所以把土明和烏陵交給利末人保管 ，是因為

他們在瑪撒和米利巴效忠於上主。詞語 hâsîd (敬虔的人、忠誠的人)表

明他們全心效忠和委身於上主，就如上主通過守約向以色列所表達的忠誠

和委身 樣(士9 、 12 )。經文利用瑪撤(試驗之地)和米利巴(事鬧之

30 參BHQ， 1 58* -59 * 。抄經人似乎是從第一個指稱利末的詞跳到下一個，漏掉了

中間的部分。

3 1 在其他地方，經文的排序全都是先烏陵後土明。見出二十八3 0 ;幸1] )\8 ;民

二十七2 1 ;撒上十四4 1 ( LXX ) ;拉二的，尼t肘。有關烏陵和土明的詳細

論述，見Corne li s Van Dalll, The Uri ll1 and Thlln7川im: A Means of如何laliol1 in 

Ancienl Jsrael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7) ;另見M. Greenberg,“Urilll 

and Thu I1l llli I1l ," EncJlId (2nd ed.) , 20 :4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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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兩個地名作雙關語 ， 上主曾經在這兩個地方賜水給身處曠野的以色列
人喝。出埃及記十t章 l至7節和民數記二十章 1至 13節分別記載7這兩件
事的始末，但兩次都沒有提及利末人。由此推斷，本段經文是從這兩件發
生於“試驗之地"的事件取材 ， 並跟另外兩件事合併起來，就是百姓在西
奈山拜金牛憤(出三十二25-29)以及在巴力 酷現行淫亂的事(民二十五
卜 1 3) 。在西奈山和巴力 耽耳，利未人都曾經站起來捍衛上主。如果本
段經文所指的是民數記第二十章所載的事件，那麼利末人在神面前大得榮

譽之地 ， 就是摩西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所。
摩西在第9節稱讚利末人，說他們捍衛7神的聖盲和聖約，而犧牲7

自己對家族的忠誠。摩西這樣說，似乎是憶及西奈山的金牛懂事件(參出
三十二26-凹，民二十五 1 1-1 2 ) 。利末人當 日的行動不單是謹守遵行上主
的話和聖約，更實踐了摩西在申命記第十三章的命令，就是處決那些引誘

百姓離開上主的人。
第 10節上聚焦於罪IJ 末人的使命，就是傳述上主的“典章"和“律

法"。這兩個詞己囊括7西奈山的所有啟示(參出二十一 1 ) ，以及摩西
就這些啟示所作的闡釋(參申三十-9-1 3 ) o~佩宣讀和教導律法的?
色，在聖經的敘事文中不算顯眼 32 而先知書更指責利末人有負所託。"

至於設立利未人的城，其作用顯然是為利末人建立根據地 ， 讓他們可以在

全國的每個角落都教導律法。

第 10節的最後兩行聚焦於菲IJ 末人在禮儀上的角色。所謂“把香幸
〔上) "和“〔獻〕矯祭"已經代表了出埃及記和利未記所載的一切會
幕儀節。這襄提到“把香幸到你的鼻子前" ({新漢語》 “把香幸到你
面前" ) ，是取材於異教風俗 ，就是在神像面前搖香，以博神明葉爾而

笑 ，應允所求 。
第 11節是本段經文的高潮，論到利末人營生處世的兩大範疇。(一)摩

西京上主從本質上祝福利末人。 N1V把這詞譯作“技能" (ski11 ; {新漢

2 但這角色在被搶後的經文尼希米記八章卻是顯眼的。 的
33 結二十二26 瑪二 l扣論及瑪二 1-9與摩西說褔篇的關{系，見R 門 l er，“E

f Levi in Dtn 33 , Mal 2, and QUlllran ," in Konseq l.l enle uaalllO I1S B IeSSlng ot Levl In U lH 

f!eschichle: Feslschriji fiir Klalls Ballzer ZlI川的 Gebw叫ag (ed. R. Bartellllus et al. ; 

OBO 126; G枷1gen: Vandenho叫& Ruprω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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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力量" ) ，但這個詞也包含了多重的意義。 34 最切合當前處境的

解釋，應該是“資源"。不1]未人未曾分得寸土 ， 因此他們要加倍仰賴神的

供應。第 11節第二行的焦點轉移了，從上主為利末人所做的事，轉到利末

人為上主而做的事。摩西祈求上主悅納利末人手所做的工，表明儘管是專

業的神職人員，也不會理所當然地得到主的認同。

(二)摩西求上主保護利末人。雖然出埃及記三十二章2 5至2 9節和

民數記二十五章6至7節都記載利末人執戈捍衛上主的聖名，但在 般情況

下，手1]未人應該是不動刀劍的。他們的安全有賴百姓的善心和神的護庇。

摩西京上主“擊打〔敵人〕的腰" ({新漢語》 “攔腰擊打" ) ，是借

用了當時的慣用語。這祝福意味凡對抗利末人的 ， 都是神的敵人。

祝福便雅憫和約瑟(三十三12-1 7)

上文提及的全是利亞 房的後裔，現在祝福的則是從拉結而出的

支漲﹒便雅憫和約瑟。便雅憫的祝福語有點支離破碎 ， 也有一些文本上

的問題。文中有一個多餘的詞 ' lyw (NIV “在他襄面" (in him ) ; (新漢

語》 “靠上主" ) ， 或許是文士抄錯了，原本可能是神的名字“以羅安"

(Elyon ;意即“至高者" ) 0 35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原來就是

上主所愛的安然居住，

至高者終日環抱他，

他在他兩肩之間居住。

無論如何，這段祝福語一開始就情意綿綿地稱便雅憫為“上主所愛

的"。自1]世記說便雅憫是他父親所疼愛的(參創四十四20 ) ，而這稟更進

步說他是上主“所愛的" (參撒下十二25 ) 。祝福語的正文聚焦於便雅

憫從上主而得的保障 “願他安然居住，願至高者終日保護他，願他在上

34 參R. Wakely, NfDOTTE, 2: 11 6-26 。

35 兩者在LXX都作 的eos (神) ，在4QDeut"作 “ 神 o Ne lson, Deuleronon吵， 384-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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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兩肩之間居住。"最後一句是孩子安哥於父母懷中的寫鬧。 36 這幅圖畫
把便雅憫刻劃得頗為正面，絕不可能是寫於士師記第十九至二十一章的事
件之後。由此可見，整個祝福篇的成書日期必定早於王國時代。

對約瑟的祝福是整段經文的第二個重點。從過去及新近的歷史可見:
祝福篇重視約瑟支派並給這個支派崇高的地位，是實至名歸的(一)這
襄有不少概念和用語都和創世記四十九章22至26節有關 (二)約書亞三
屬於的瑟支派的(三)創世記最後的章所載的全都是約瑟的故事。這段

祝福和對刺未的祝福長度相同(原文52字) ，或許反映摩西去世後作以色
列頓袖的，就是的瑟支派(約書亞屬以法蓮支派)和利未支派的人。

給其他支派的祝福語都聚焦於那個支派的平安，但對約瑟的祝福卻由
祈求祝福土地開始，而且用語感情洋溢。這筆法的靈感或許是來自這個支
派兩位祖先的名字: “約瑟"是“加添"的意思(參創三十24 ) ，而“以
法蓮"貝則1]是“繁衍"的意思(參創四十一52討) 。然而'為這段祝褔定調
的卻是在申命記三十三章 l日3至 16節共出現了五次之多的關鍵詞 me句ged (上
選、卓越; {新漢語》分別譯作“寶貴貴"、“珍貴

第 l叮5節上還加入了屬於同一語義範疇的 r吋δ 's (頭 、 T頂頁)一詞'意指“最
h好于、極好的事物" (代《新漢語》 “佳品" )。雖然這祝禱之詞一開始就表明
一切佳美事物都是上主所供應的 ， 但這幅圖畫也描繪出神明一國族一土地
的三邊聖約關{系，暗示三者都完滿地發揮了自己在這關係中的功能。

這段祝福語召喚全宇宙來為約瑟支 ;JK效力，包括 “天" (降甘
露) 、地底的“泉源" (參八7 ) 、“太陽" (古人都知道太陽是五穀豐
登的關鍵) 、 ， “月亮" 、 “古遠山嶺/ ;永久山岡" 37 以及 “地和其中充

滿的"。這最後的一個詞組囊括了世上所有的動植物，而且是遍滿全地
的。這份清單還有一句結語，宣告農牧出產的豐盛全賴上主眷顧。這里給

上主的稱謂甚為罕見，字面上的意思是“住在荊棘中那位"。這意象來自
出埃及記三章3至4節， NIV作“住在燃燒荊棘中那位" ( who dwelt in the 

M 有人認為主語是上主 他住在便雅憫的兩盾之間 所指的就走便問境內的
山學拱衛著大有可能位於伯特利的聖所 。見J. D 叫(，“叮Th忱eM川IS叩s剖l川n呵g ::>an…n………C[……I叫[lI a閻a
OωfD巴u叫l此t 3叮3 : 1戊2之，" J且BL 1 0的3 (υ1 9呢84的) : 52幻3-2臼9 。進一步的論述見G. R. Sωn巴吼， "S趴h唸叫e l t昀en川l川n 

1111 1"1 ρ向，， 0川削J川1n吋、eWin 凹 " Bur川'ied正d f-fi的s lω01吵y3叩o (ο19卯94份) : 58-66 。
37 叮嶺"正山正是換喻 (llletonYlll Y ) 指種植於山頂上的橄欖園和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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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ing bl的 ) ， 添了 詞以補足缺筆的圖像。 38

第 16至 17節描繪的約瑟形象取材自創世記。申命記三十三章 16節以一

旬禱文作開端，祈求上文所述的農產福氣臨到約瑟，就如在他的“頭頂"

戴上一頂冠冕 樣。"結尾又形容約瑟是“他兄弟中的王子 " (NIV語;

《新漢語》 ﹒ “他兄弟中獻己歸神的人" ) ，這個短語也是來自創世記 。

創世記四十五章8節描述約瑟在埃及的地位，而這旬話則指他在兄弟中為

首(參代上五卜2 )

第 17節妙筆生花，用牛隻作比喻，以闡述約瑟的長子位分。的約瑟

是一頭雄壯的畜牲樣品，有宏偉的角，就像野牛一般。 4 1 約瑟要抵觸衝撞

“萬民"把他們趕往“地極"。這個段落的結語澄清了這“角"的意思

( 17節下) 。他們是以法蓮的“萬萬"和瑪拿西的“千千 " 。正如雅各

在創世記四十八章的至20節所做的一樣，摩西也給以法蓮尊位，把他排在

瑪拿西之前 ， 並給他“萬萬"軍兵。 42

祝福西布倫、以薩迦、迦得(三十三18-21 ) 
摩西在第 18至2 5節以五個短短的片段向北方六個支派發吉。西布倫原

是幼子，但摩西卻在第 18節抬舉西布倫，把他置於兄長以薩迦之前，做法

跟對待以法蓮和瑪拿西一樣。摩西首先呼籲西布倫和以薩迦“歡樂吧"

接著卻語焉不詳地提到西布倫“出來"和以薩迦“在你帳幕稟"。前者可

能暗指西布倫靠質易和漁業為生，而後者則指以薩迦會過看遊牧生活。然

而，更好的解釋是把這兩個短語視作用了二極法 ( merism ) ，等如說“你

38 因此， <尼奧菲特他爾根》才有“就是讓他臨在的榮耀住在荊棘叢中的那位"

一語。 Tigay ( Deuferonol1弘 328 ) 認為這個詞組有意影射“瑪拿西" 名。

" 這襄用 qodqôd (也見於二十)\35) 來指“頭頂"。看Ij四十九26所用的也是同

個詞。

40 論及長子 (bCkôr ) 一詞，見二十 15; HALOT, 1 訓 ; DCH, 1. 1 70 。

41 希伯來文戶 'ëll1 指一種屬歐洲和中東品種的牛，今天稱為“歐洲野牛"或“原

牛已絕種。參8orowski ， Evely Living Th川g， 190-91 。伯三十九9-10說這種牛
是野性難馴的。在巴蘭的神論中，神自己也是一頭“野牛在他帶領以色列

人出埃及的時候，他的角會保護他們(民二十三泣，二十四8)

42 摩西打破了傳統習慣，把“萬萬"排在 “千千"之前(參申三十二30 ;士二十

10 ;撒上十八7; 彌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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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你入"。 43 西布倫和以薩迦無論在哪襄也要歡樂。

到了段落的結尾，摩西才說明這兩個支派歡樂的原由( 19節下)
西布倫和以薩迦可以享用海裹的漁獲和沿岸的收成。這不但包括海鮮和貝

類製品(飾物、燈罩、顏料)等基本海洋資源，也包括航運貿易帶來的利

益 ， 能染指木材、貴金屬、陶器，以及外地來的

農產品。 44 摩西用了一個稀奇的詞語來形容這兩

個支派從貿易取利，就是“吸納 " 海洋的富饒和

沙中埋藏的寶藏。正如創世記四十九章 13節所述

的，這段祝福語預示西布倫和以薩迦將定居於阱

尼基境內的沿岸地域，而不是約書亞記十九章 10

至23節所載的內陸地區。

在祝福語的中段，摩西吩咐百姓上山獻公義

的祭 ， 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這裹的幾個用語都

不明所指。“民" (原文作眾數， {新漢語》

摩西祈求上主悅納

利末人手所做的工，

表明儘管是專業的神

職人員，也不會理所

當然地得到主的認

同。

“萬民" )一詞的意義應與第3節所用的一致，
也就是跟外族人相對(參17節) ，指的是同胞。可想而知， “公義的祭"
是在上文提及的“歡樂"氣氛下舉行的慶典，但“山上"究竟是指甚麼地
方，卻是無從稽考。“這個詞或許是泛指舉行這類慶典的場地，也就是任

何可以眺望大海和海岸之處。
嚴格來說，祝福迦得的話 (20-21 節)實在是給上主的頌詞，因為是

他使迦得“擴張"。迦得的名字是“幸運、福氣"的意思。這福氣所指的
應該是人T興旺 ， 多於指及土地的擴張。雅各祝福猶大的時候稱猶大為獅
子(當1]四十九9) ，這襄所間的雖然不是同一個詞，但其概念卻是從創世

的 民二十-1:::: 17 、訓，申二十八6 、 1 9 '三十一2; 王上三7; 代下一 10 。
44 土耳其南部烏魯布侖 (U luburun ) 海岸曾經打撈出一艘公元前 14世紀的商船，

誡人們對貿易的潛力的瞭解增進不少。 G . F. 8ass有一份廣為人知的論述，
且有附圈，見“Old臼t Known Shipwreck Reveals Splendors of the 8ronze Age," 

Nalion日L Geographic 172/6 (1987): 692-733 。
的 見S . Ahituv “Zebulun and the Se丸" in Studies in HistoricaL Geogl叩hy and BibLicaL 

H叫加枷川叫帥SμtωωO昕y

8 1; Leiden: 8ri 日， 200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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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借來的。這稟又用了兩個動詞來描述“母獅"的舉動，都是世人所熟知

的，就是睡覺( {新漢語Þ : “躺臣|、 " )和吞食獵物。

第2 1 節預示迦得人將來的使命和跳戰。首兩個格律分節(co la ) 暗指

迦得要討河東之地為業，也就是亞摩利人的土地(民三十二 1- 2)。從約

書E記第二十二章可見，這個決定將會引起很大的問題，最嚴重的影響有

二，一是影響到他們與其餘支派的關係'二是影響到他們在民族的靈性

傳統上的參與權利。可是 ， 迦得支派就像羅得 樣(會1]十三8-11 ) ，他們

“看見"河東之地，就為自己選擇自以為最好的。摩西姑且允准他們所

求，為他們留下 段美地，稱那地作 “立法者的分"

最後三行稱讚迦得人對信仰十分投入。在于民的首領聚集的日子，

迦得人體現出守約的典範，他們施行上主的義 ， 生活也合乎上主的“典

章"。不少譯者都把 $idqat yhwh 一語譯作“上主的公義"這個短語固

然有“社會公義"的意思，但從廣義來理解更為合適，也就是指“神的

義 " 。其內容正體現於西奈山的啟示和摩西的律法之中(參十六20) 。當

然，神的義也包含了社會公義，但也指向具體的行為，就是遵守神的“律

例"和“典章" (申四 8 ) ，以及“行在上主的道中" 。神的律例典章表

現出神的義 ， 而神的道路則涵蓋了信仰 、 禮儀、民政、人際關係和個人行

動各範疇。

祝福但、拿弗他利、 E設(三十三22-25)

摩西給但支派的祝福語是最簡短的 ( 22節)。編者把這一節經文排

在北方支派的段落之中，意味這句祝福雖然出自摩西之口，但文字的編修

日期應在但支派移居拉憶之後(士十八)。然而，但支派繁接迦得之後，

實在另有 番關係。正如迦得樣(申三十三20 ) ，經文也把但支派比作

“小獅子"彷彿從巴珊跳出來一樣(參創四十九9) 。

拿弗他利的連串祝福語雖然是舊調重彈 (23 節) ，但卻在首兩行

拼貼出一幅得蒙上主眷顧、福樂享之不盡的圖畫(參議十22) 。祝福語

的最後 行吩咐拿弗他利去攻取西邊和南邊的土地。 N IV作 “大湖的南

邊" (southward to the lak巴) ，是按第一個詞的常用意義來理解 。然而，

這里的文字既然涉及地界方位 ， 那麼“大湖 " 一語則大有可能是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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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46

摩西為亞設祈求物產豐盛 、 四境平安。首兩行祝願亞設成為眾支派中

最蒙福和最得上主寵愛的支派。這稟用了 旬罕見的短語“願... ..他的腳

可以浸在油中"以表達上主怎樣眷顧亞設。這句話設想加利利的橄欖樹

產油盈溢，從山坡涓涓流下。 47

第2 5節祈求亞設四境平安 ， 並用 7 銅攝門間來作比喻。所謂“你的

門問"是指古代巴勒斯坦的某種防禦工事，其設計頗為複雜。這種城門

共有兩重 ， 以厚木製成，關起來的時候有一 jl朱厚重的橫問柱看。文中提到

鐵和銅，讓讀者看到當地物產豐盛，城池固若金湯。城門能用鐵和銅來作

門悶，這城的繁華可想而知。 48 本段經文以一句諺語作結，可譯作“你的

日子如何，你的保障也如何"。這句諺語的意思含糊，而較古老的譯本作

“力量"也見合理 。 49

篇後語(三十三26-29)

篇後語延續篇首語的兩個主題，就是歌頌上主厚待以色列 (26 - 27

節) ，以及慶賀以色列有上主作她的主宰 ( 28-29節)。這篇樂章可以分作

三個片段，它的結構可說匠心獨運。首片段 (26-27節)和尾片段 (29節)
原文的字數相同，而較短的片段則括在中間 (28節)。外圍的片段都以呼

格(vocative ) 詞語作開端，突顯上主怎樣從仇敵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中

間的片段則聚焦於以色列在上主的眷顧下所得的保障。

第26節一開始就指出上主是無可比擬的。摩西用了“伊勒" (E l ) 一

詞來稱呼上主，這個詞可籠統地解作“神"也是迦南神話中最高神明的

名字。因此，摩西或是利用這個詞來說明上主是至高的神。接看，摩西又

指向第二個主題，說上主乘駕橫越諸天/穹蒼來救助他的于民 ， 聖駕滿有

46 同樣的筆法也見於創十二8 '十三 1 4 ;出十 1 9 '二十-1::: 1 2 ;書 )\9 ;結四十一

12 '四十二凹，亞十四4 。

47 J. R. Porter (“The lnterpretation of Deuteronomy xxx iii 24-5 ," VT 44 [ 1994]: 268-
69 ) 認為以油浸腳是出師禮儀，可以為士兵加添勇氣，使軍旅行動迅捷。

48 提及鋼鐵門閏的經文還有王上四 1 3 ;詩-0 -1::: 1 6; Jl四十五2 。

49 見Port缸，“The lnterpretati on ofDeuteronomy XXX lll 24-25 ," 26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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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榮 " (參詩一O四 3 ) 0 50 這個形象讓人想起迦南神話中的風暴之神

巴力 ， 因為巴力的其中一個名號就是“駕雲者 " 0 5 1 摩西用這些尊號來稱

呼上主，也就是說迦南眾神明所分管的範疇全都在上主的治權下。

第27節扼要地表達出以色列得保障的基礎。(一)以色列人的神是永

恆的。伊勒的其中 個名號是 “君王，萬代之父"。 52 摩西在這里稱上主

為“互古的神"就是說上主已經取代了伊勒的地位。摩西要為百姓打防

疫針 ， 免得他們受迦南生殖宗教的病毒感染 ， 於

是他宣告以色列人如要得福，就必須依靠上主，

當新約教會建立的

一刻 ，聖約畫體就成

了一個世界性的軍

體;換言之，傳揚神

的聲名及廣傳福音的

責任 ， 再不單繫於一

國一族 。

而不是那位老態龍鍾 、 無能為力的迦南神明伊

勒。

(二)以色列有上主作他們的守護者。上

主給他們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53 並用“永久的臂

膀"來照顧他們。這兩個形象刻劃出一位強而有

力的父親，把家書擁在懷中， 保護他們，又給他

們個平安的家園。

(三)上主不但守護以色列，也為他們攻打

仇敵。上主走在百姓前頭 ， 擊敗他們的敵人，又

差遣使者，吩咐他們毀滅敵人。要向敵人說“滅

亡吧"的這個命令 ， 究竟是向以色列人發出，還是向靈界的使者發出(三

十二23-24 、 40-41 ) ，經文未有清楚指明。這段經文描述上主在上面駕行

於以色列的天空， 在下面又用臂膀承托他們 ， 更走在他們的前頭; 所描繪

的顯然就是十足的保障。

第28節彷彿是前後兩篇頌歌中間的支點，描述國民享受著極大的

50 用這個詞來形容上主的經文只有詩六十/\3 4 ( 3訓 ， 參詩九十三 1 ; 鑫二十六

10 。

5 1 CTA 1. 2 :l Y. 8，詣 。論及本段經文與迦南神話的這一重建繫 ，見J. Day, Y，拘tα7h川7刊川νM叫1
αn叫1d Ihe Gods and Goddesses 0/ Can叩aan (οJ SOTS lI叩l巾P 265; S h巴f土fi e叫Id仕: S h巴f作ffi仇l昀e叫I d

Aca缸吋de l白In I C丸， 20∞0ω0) ， 9 1卜-98 。

52 8 aa l Cyc le, KTU 1.6: 1.36 (UNP, 153 ) 

53 見二十六 1 5 。這個詞也用來指獅子的巢穴 ，見伯三十八40 ; 詩一0四泣，歌四

8; 摩三4 ; 鴻二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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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樂。第28節的前半部分是一對平行旬，開端的部分意義明確 ， 但第二

旬則頗為費解。要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們先要找出這平行句所指的是

甚麼。和一貫的做法相同，平行旬的首部分用了常見的詞語 動詞“居

住 " 加上修飾語“安然" (參 12節)。然而 ， 平行旬的後半部分卻是一

個存在已久的釋經難題。 NIV ( 1 984版，下同)跟從久遠的傳統 ， 先把

“獨自" ( alo ne ) 一語歸入第一旬，再把第二旬的活n 詞譯作 “泉源"

( spr in g ) 。 可是 ， 這個譯法在文法和概念上都有問題。如果我們把 “獨

自、隔離" 詞歸入第二旬 ， 並把 'ên 視為動詞，譯作“居住"也就是

與 sâkan 一詞(居住)同義 54 那麼這句話就是 “於是以色列安然居

住，雅各獨自居住 " (參ESV ) 。如此，這平行句就更見工整，也更能表

達出安全得到保障的意象 。

第28節的後兩句聚焦於以色列的繁盛，並繼續含蓄地駁斥異教信仰。

以色列人所住之地盛產五穀和美酒。正如第t章 13至 14節一樣，這些詞

語也在影射異教神明的名字，分別是達良 ( Dagan ) 和提利殊 ( Tir s hu/

Tirash ) 。五穀和葡萄酒都是主要的農產品，因此這兩個詞是用 7二極

法，意指一切產物都豐盛無缺。

摩西以 旬滿懷喜悅的頌詞來收結整篇祝福。他慶賀以色列人領受

了尊貴的身分，得以稱為上主的于民。這段篇後語的開端頌揚上主無可比

擬，結尾則訴說以色列人獨佔殊恩 。 他們不但蒙神救贖，也得神愛顧。第

一句陳詞較為籠統，可以指百姓經歷過的各種救贖經驗，但最終卻指向出

埃及的經歷(參四32-40 ) 。第二句陳詞用了兩個比喻來形容上主 一是

盾牌 ， 能夠幫助百姓，二是刀劍，能夠為百姓戰勝仇敵 。 把上主比作“盾

牌"的舊的經文十分常見 55 而比作“刀劍"的就只有這一次 。 第26節描

述上主顯赫超凡，而這襄則以同樣的筆調描述上主的于民 。 上主必保守以

色列在乎IJ園中大享威榮。

第二十六章 1 9節及第二十/\章 l節和 10至 14節早已提及以色列的顯赫

54 支持這個立場的論述見St昀蚓E釗iner， '‘“‘寸TwoV，峙巴rbs Ma的l臼s缸呵qL岫 a吋ding a的S NOll IlS," 696 -9兇8 。

55 創十五 l ;撒下二十二3 、 3 1 、 36 (二詩十八2 、 3 0 、 35 ( 3 、 3 1 、 36) ) ;詩三3

( 4 ) -二十八7- 三十三20 -五十九 11 ( 1 叭 ， 八十四 11 ( 1 2 ) - 五

9-11 -一四四2; 鐵二7 - 三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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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章，只是不及這襄最後兩句所描繪的那麼輝煌。文中有 個詞語十分罕

見， NIV根據上下文而譯作“屈服" ( cower ) 。這個詞再加上最後的一

行，描繪出敵人俯首稱臣，而以色列人舉足踏著其背項的姿態。“我們從

古代近東的文獻和圖騰都可以看到同類的風俗習慣。 57

應用臣則

摩西的臨終演講詞 在古代，人們往往會用自己設想中的祖先

之名來作國族的名字，而人民彼此的歸屬感也寄託於出自共同

祖先的血源關係之上( j列:摩押人、以東人、以色列人)。摩

西顯然是以色列國的創始人和首任領袖，上主也曾經提議讓他的子孫成為

大國(出三十二 10 ) ，但摩西卻從來沒有嘗試改變以色列的故事 ， 也沒有

叫百姓向他效忠。他不像別國的領袖，未嘗為自己建碑立傳，以求別人記

念他的豐功偉績。 58 反之，在臨終的時刻，他還盡最後一口氣“整頓內

務"為要保證這董跟隨他40年的百姓來日得享福樂。摩西的臨終措置主

要通過話語來表達: (一)呼顯百姓效忠於拯救他們的施恩之主(他的三

篇演講詞) ; ( 二)勉勵百姓和約書亞勇敢地面對前面的挑戰(申三十

1-8 ) (三)留下 首歌作以色列的國歌(三十二1-43)以及(四)祝

福的話(三十三 1-26 ) 。

在古代，族長每到臨終 刻，都會把族人召到掛帽之旁，給他們最

後的祝福。摩西在這裹的祝福與上述風俗一致。在新約聖經中 ， 耶穌也跟

隨這個風俗，在他離世之前召門徒到自己身旁，與他們說最後的一席話，

56 書十24描寫勝利的一方踏著被征服一方的頸項。另參王上五3 ( 1 7 ) 及詩

一-0 1 。詩一-0 1 指仇敵要做大衛家君王的腳凳。

57 見O. Keel , The Symbolis lI1 ofthe Biblical 駒，.Id 們ew York: Seabury, 1978), 253-呵，
ANEP 9249; F. J. YlI rco，勻 ，200-Year-Old Pictllre of Israe li tes FOllnd in Egypt," BAR 

16/5 (S巴ptel11 b訓-Octob凹， 1990): 30 。

58 為了使自己留名千古，蘭塞二世 ( Ramesses 11 ) 曾大費功夫 ，有關的論述見K

A. Kitchen,“Ra l11esses 11 ," in The Oxford Encyc/opedia of Ancient Egypt (ed. D. G 

Redfor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200 1), 3: 11 7 :同上 ， Pharaoh 叮 illll1phant

The Life and η川的: of Ramesses 11 (War l11 inster, England : Aries & Philli戶， 1982), 
1 74 泣 。有關新亞述時期的資料，見大英博物館 ( Brit i sh M lI sell l11 )收藏的尼尼

微城西拿基立浮雕和尼姆魯德 (N i l11 rll d ; 也就是迦拉 (Calah ) )的亞述巴尼

帕二世 (Ashllrbanipal 11 )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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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他們祝福(約十三~十六)。當猶大離席之後，耶穌就向餘下的門徒

發表一段篇幅不短的演說。值得留意的是 ，在耶穌教導門徒的話中，雖然

也曾多次提及天上的父，但卻是以他自己為焦點，吩咐門徒要信賴他，要

以他為保障 “要相信神，也要相信我" (十四 1 )。耶穌把平安留給他

們(十四27 '十六33 ) ，又許下承諾，說門徒必能在他稟面找到他們所需
的資源，足以應付這個敵擋他們的世界，包括 (一)知道將來必能與

耶穌同在(十四3) ( 二)在任何處境都有應對的方法(十四日-14 ) 

(三)有神的同在，也有聖靈扶助(十四 16 、 26 '十五26 '十六7)

(四)得到耶穌和天父的愛(十五卜的， 十六25 - 27 ;參申三十三3)

(五)多次重申他們是被神揀選的(約十五15-19 ) ; (六)將來必得最終
的勝利(十六33 ) 。這些概念徹頭徹尾是申典違章，而關注的對象則是整

個世界。耶穌是上主成了肉身，因此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

6) 
摩西視福篇中的神學概念 申命記早前引入的神學概念，大部分在

摩西的祝福篇中都有所發揚，在段落的前後框架就更是明顯。最重要的神

學概念是:以色列得上主作他們的神，是一份獨特的恩典。上主是屬天的

戰士，帶著天軍 ，從西奈/巴蘭山而來，榮光四射。他降臨世上，召喚地

上的隨從一一以色列一一加入天軍的行列，又稱以色列作“聖民"全

力守護他們。後來，這位永活的神也曾降臨世上，以神兒子的身分道成肉

身。 R~F立比書二章6至 11節的“基督之歌"就描述基督倒空自己，取了奴

僕的形象，並且死在十字架上。雖然如此 ，其他經文卻提醒我們，道成肉
身並不會稍減基督的威榮。的翰反復思考耶穌的生命數十年，最後寫道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 充滿恩典和真理，我們都見過他的榮耀，

那是從父而來的獨一兒子的榮耀" (約一 14 ) 。希伯來書的作者也宣告

他是神柴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真像，他用自己有能力的話

語托住萬有。他完成了潔淨罪惡的工作，就坐在高天威柴者的右

邊。他所承受的名既然比天使尊貴，他就比天使更崇高。(來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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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第三十二章的“上主之歌"一樣 ， 摩西祝福篇的神學也是聖經神

學的基礎。外族神明雖然是可見的，可以具體地臨在於信眾面前 ， 但卻是

世人想像出來的形象，是墮落的，而且沒有任何能力。上主卻不同，他雖

然無形無體，但卻在大榮光中顯現，並且頒佈聖吉，在在顯示自己是天地

的君王和主宰 ， 是能夠消滅一切敵人的屬天戰士。上主潔淨以色列人，宣

告他們是他聖漫的子民，又親暱地稱他們作耶書崙 ，表明自己對他們的愛

意。如果以色列人願意接納他的恩典和主權，那麼他們就有平安，生活就

有保障。

可惜，以色列的歷史是挫折和失敗的歷史。以色列人不願信靠上主

他們的神，更輕視上主所賜的保障。因此，他們的歷史現實與這裹的預吉

和應許有天壤之別。這位屬天的戰士從前雖曾救贖以色列人，又帶他們進

入應許之地，但最後卻成了他們的敵人。以色列人不可以把救贖和守護之

恩、國民的福祉和上主的臨在看為理所當然。

當代應間

在→切事主倚靠字l' 當代讀者要瞭解這段經文可算荊棘重重 4

尤其是摩西祝福十二支派的那些話。拿弗他利和但的福氣與我

們究竟有甚麼關係呢?我們不屬但支派，不是住在但支派的土

地;我們日常所面對的問題，與呂便、 E設和約瑟支派也是風馬牛不相

及。

雖然如此，但只要我們細讀這些祝福的話 ， 就會發現經文用了不同

的方法去重申同一個主題。黑暗國度的使者在敵擋神，要破壞神的國度，

當神的子民與他們接戰之時，我們惟有倚靠天上的守護者，才可以平安無

虞。上主駕行於我們之上 ( 26節 ) ，又從下面托住我們 ( 27節 ) ， 更為我

們驅趕前頭的敵人。我們只要藏身於上主的強壯臂彎，就必得平安。的而

且確，神在按照他榮耀的豐富 ， 在基督耶穌襄使我們 切的需要得到足夠

的供應(排四 19)。以色列人聽到摩西提醒他們，世界要與他們為敵 ，也

許不會感到驚訝。然而，摩西的篇後語卻讓他們知道，原來他們不須獨自

面對敵人，而且可以在神襄面找到保障。

轉化摩西的觀福 我們雖然可以在基督稟得看保障，也曉得神會為

961 申三十三 1-29 回國

我們的福祉籌諜，但卻不能濫用這段經文，以為神曾經應許無條件地賜下

豐富的物質給我們。當新約教會建立的一刻 ， 聖的軍體就成了 個世界

性的重體，換吉之，傳揚神的聲名及廣傳福音的

責任，再不單繫於一國 族。因此 ， 這段經文所

應許的物質福氣也有所轉化。對今天普世性和跨

越國界的信徒葦體而吉，我們已經不會再按字面

上的意義來看待以油浸腳或其他有關農牧福氣的

應許，也不會像宣揚健康與財富的福音那樣視之

為無條件的祝福及信仰的基礎。這種福音在今天

有瀰漫全球之勢，且越是窮困的地區 ， 就越見普

及。

美國一位享大名的怖道家曾說，因為耶穌基

督的捨身，我們不再受種種轄制，包括壞習慣和

如果我們把物質的
豐富與健康當作追求

渴慕的對象，就與拜

偶像無異。這種心態

只是古代迦南生殖宗

教的現代版本。

沉溺行為、恐懼和焦慮、沮喪和抑鬱、貧窮和缺乏，還有自卑。"按照他

的說法，從上述細綁中得自由彷彿是沒有條件的。然而，這卻不是事實，

縱然對古代以色列人而吉也不是。真平安與真福氣都在基督裹，藉著基督

的捨身和復活，我們得以與神建立牢靠的個人關係。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會

遇到禍患，而是當禍患臨到時，我們也可以有平安穩妥。基督的福音叫我

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為基督的緣故甘於受苦。如果我們把物質的豐富與

健康當作追求渴慕的對象，就與拜偶像無異。這種心態只是古代迦南生殖

宗教的現代版本。

不過，話又說回來，神的子民在基督襄也的確可以找到實在的保證，

知道神與我們同樣善意我們的福樂。神既然應驗了他向以色列人所說的，

把應許之地交到他們手中，他也同樣會實現他向我們所作的承諾，在基督

襄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弗 3 ) 。信仰的生命實在要體現於

每天的生活掙扎之中。神未曾應許為我們解決一切問題，但卻應許在掙扎

中與我們同在。

有關根l'于民的教會觀 我們在前面討論的是摩西在這祝福篇所繪畫

的上主圖像，那麼神于民的圖像又如何呢?讀者可以清楚看見，這祝福篇

59 Joel Osteen的宣講錄像見WWW. yolltllbe.com/watch?v=di9-PebV634&NR=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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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極深刻的教會神學，尤見於段落的前後框架之中，因為當中的焦點正

是在神于民的會中作為 分子的特權。我們與古代的以色列人有不少共通

點 我們領受了神的啟示 ( 2師) ;我們是神所愛的 ， 他以特別的名字稱

呼我們 ( 3 ' 5節)我們是在他手中的聖民 ( 3節) ;神已向我們彰顯他

的旨意 ( 3-4節 ， 參四 7 -8) ;我們是神國度的成員 ( 5節) ; 神必守護我

們，使我們得平安 ( 26-27節)神會供應我們的需用 (28節) ;然而，最

重要的是，我們雖然不配，但仍然蒙神拯救。

主禱文也提及物質上的福氣 ， 但卻加上一個框架 ， 就是服從我們的主

宰。這位主宰是我們有幸稱之為父、為君、為救主、為保障的那一位。我

們披戴著基督的名號 ， 蒙他稱我們為愛人。單憑這兩點就足以讓我們歡欣

慶賀，注目於基督。靠著基督的功銬，我們成了神的兒女，榮耀、眾約、

所賜的律法、敬拜的禮儀、眾多應許 ， 都是我們的。神實在是永受稱頌的

神 I (羅九4-6 )

申三十四1-12

斬獲語譯車

摩西的離去

1摩西從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 3

就是耶利哥對面的 mlt 斯迦 山 頂 。

上主讓他看那全地 一從基列直到

但) 2整個拿弗他利 、 以法蓮和瑪拿

西之地 ， 以及猶大全地 ，直到西邊
的海) 3還有南地 、棕樹城耶利哥的

平原一帶 3 直到瑣耳。 4上主對他

說 . “這就是我曾向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發誓 3 說‘我要賜給你後

商， 的那地 。我讓你親眼看見了?

但你不能過到那襄去。"

5上主 的僕人摩西死在那摩押
地 3 正如上主所說的那樣。 6上主將

他埋葬在摩押地伯 mlt現對面的谷

中 3 沒有人知道他的埋葬之處，直

到今天 。 7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

歲 3 他的眼睛沒有昏花 3 精力沒有

衰退。 8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為摩西
衷哭了三十天，為摩西居喪的日 子

才結束 。

摩西的典範
9嫩 的 見子約書亞滿有智慧的

靈，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身上。於
是以色列人聽從他 3 照著上主吩咐

摩西的去做 。

1。不過 3 以色列 中再也沒有興起

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樣 3 是上主面
對面所認識的 。 11上主差派他在埃及

地向法老和他所有僕人以及他全地

祖告車

摩西的離去

1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浪山，

上了那與耶剎哥相對的眺斯迦山

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

2拿弗他利企地，以法蓮、瑪拿西

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海. 3南地

和棕樹城耶牙IJ 哥的平原，直到瑣

坪，都指給他看。 4耶和華對他說

“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起誓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

賜給你的後裔。 ' 現在我使你眼睛

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襄去。"

5於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

在摩押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6耶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田ft

坪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有人

知道他的墳墓。 7摩西死的時候年

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 ， 精神

沒有衰敗。自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

為摩西衷哭了三十日，為摩西居裝

衷央的日于就滿了。

摩西的興範
9嫩的兒于約書亞 ， 因為摩西

曾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重充

滿，以色列人便聽從他，照著耶和

華吩咐摩西的行了。

10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

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

認識的。 11耶和華打發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並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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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即行的 、 那一切的神蹟和奇事) 1 2以

及摩西在全以色列人眼前所彰顯的

他于的一切大能 3 和他所做的那一

切大而可畏的事 3 無人可比 。

經文臨章

964 

個台車

地，行各樣神蹟奇事 ， 12又在以色

列原人眼前顯大能的手，行一切大

而可畏的事。

33章經文以來，讀者一直在旁見證 件神聖的事，看看以色列

的牧者摩西怎樣預備百姓，教導他們在應許之地如何過生活。

摩西所述的福音實在滿有恩典 (一)救贖之恩，不但沒有附

帶條件，也是以色列人不配頓受的(二)立約之恩，是個人而親密的，

(三)啟示之恩，既意義深長又史無前例(四)最後還給他們賜下家

園，就是約旦河對岸的土地。摩西聚焦於這四項恩典 ， 不但作出滔滔雄辯

(-6~三十20 ) ，還款款情深地作歌(三十二1-43 ) ，滿腔熱忱地教人實

踐(三十三1-29)。到了第三十四章，讀者再聽不到摩西的聽音 ， 剩下的

只有敘事人對摩西的景仰讚譽，以及上主的話(三十四4 ) 。

我們早前也聽過敘事人發吉(一 1 - 5 ' 四 41 ~五 l上，二十九 1 (二十

八69 J ) ，但他在這稟卻首次要求讀者專心聆聽。摩西的“臨終敘事文"
在第三十 章正式展開 J 而本段經文就是它的結語。當歷史發展到這

一刻，摩西已經盡了一切能力整頓內務。他己選定繼任人(三十一 1-8 、

23 ) ，又為自己的臨終講章留下了文字記錄。此外，他也吩咐百姓定期宣

讀律法(三十-9-13 、 24月29 ) ，並傳授國歌(三十 14-22 、 30 ' 三十二

47 ) ，再為十二支派祝福(三十三 1-29)。未完的事務就只剩下記錄摩西

的離世，以及記錄百姓對摩西離世的反應。這就是第三十四章的作用。 2

提及摩西死期將至的經文包括 三十一 2 (摩西暗示) 、 三十 1 4 、 1 6

(上主明言) 、 三十一29 (摩西明吉) 、 三十二5 0 (上主明吉) o O lse n 

(Del/ /erono吋) and Ihe Death 0/ Moses ) 認為讀者必須透過摩西的死亡來看整部
申命記，他的論述極有說服力。

2 有論述指申三十四是五經的總結，見C . Freve l,“Ein vie lsage nd er Absc hi ed 

Exegetische Blicke auf den Tod des Mose in Dtn 34， 卜 1 2 ，" BZ 435 (2001 ): 209-

-

965 申三十四 1-12 盪

摩西逝世的記錄(三十四 1-6)

摩西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 但他逝世的記錄卻簡短得

出奇。其他國家的顯要人物多有洋洋大觀的文字、圖像 、 銘刻和塑像來

紀念他們的 生，但本段經文卻天差地別。不論是五經中的做事文還是

在摩押平原的演講詞，摩西都沒有表示半點想留名青史的願望。摩西固

然明白自己擁有神的授權，但他卻沒有稱律法書為“我的律法 " 或 “ 摩

西的律法"他只是把律法書稱為 “這律法"和“這律法的一切話" 3 

是“上主藉他所吩咐的"。 4 後來的作者也有稱申命記作“摩西的律法書

(tõrâ) " ， 5 但在摩西的眼中， 律法完全是上主的恩典，而不是摩西留下

來的紀念。

申命記第三十四章是摩西的逝世記錄，首先複述摩西登上尼波山 ，

再描述他觀看迦南全地 ( 1-4節) ，並記下他的死亡和埋葬 ( 5-6節)。本

段經文應該是第三十二章49至52節敘事文的續篇(參三十四 5 ) ，而中間

的詩體祝福篇是外加的，理據有二 (一)本段經文的開場白續寫摩西登

上尼波山; (二)本段經文與第三十二章49至52節在用語及結構上多有連

繫。如果把祝福篇放在第三十二章的節之後，行文必會更見暢JII頁。由此可

見，編者是特意插入這段文字以作緩{動 ， 把上主給摩西的負面評語(三十

二48-52 ) ，與摩西較為正面的自親之辭分開。此外，編者把祝福篇放在中

間 ， 也能描繪出一幅圖畫，玄1]畫摩西在登山途上回頭俯視百姓，並向他們

宣告祝福。

這是申命記第一次出現 “摩押平原 " 語。 6 這稟譯作“平原"的

34 0 F. G . López (“ Deut 34 , DTR History and the Pentateuch ," in S/lIdies in 

Deuteronomy in Honour 0/ c. J. Labuschagne on /he Occasion 0/ His 65/h Bir/hday 

[ed. F. G. Martínez, et al. ; VTSup 白; Leiden: 8rill , 1 994]，的-6 1 )認為 ，雖然大部
分鑒別學者都把申三十四分解為三段層層相因的敘事文，但我們也可以把它讀

作“一段獨立的敘事文"。本註釋書所採用的正是這個立場。

3 申十七 1 8 -1 9 '二十-t3 ' 8 '二十八58 、 6 1 '二十九2 1 、 2 9 (2 0 . 28) ，三十

10 '三十-9 、 11 、 1 2 、 24 、 26 '三十二46 0

4 申 -3 '四 5 ' 六24-25 '十5 ; 參三十四9 。

5 書八3 1 -32 '二十三6; 王上二3; 王下十四6' 二十三泊，代下二十三 悶， 三十

峙 ，拉三2 ' -t:6 ;尼/\ 1 ;但九 11 、 1 3 ;瑪四4 (三22) ;路二泣，二十四44 ; 

約士23 ;徒十三呵，十五5 '二十八刃，林前九9 ，來十28 。

6 這個用語再見於第8節 。另參民二十二 1 '二十六3 、白，三十一 1 2 '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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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 通常是指荒野之地 ， 意味百姓正駐摯在這一串山巒以北的曠~T (參民

二十 20 ) 。申命記三章27節和三十二章49節的註釋曾經提過，耽斯迦山

很可能是指一連串的山眠 ，而尼波山則是當中的最高宰。站在這襄足以把

約旦河對岸全境盡收眼底。

和歷史上的意義 : 摩西正身處應許之地的門檻之外，眼前就是迦南地的重

鎮，也是以色列人征伐迦南的首個軍事目標。第三十四章雖然提及摩西登

山，但大部篇幅都在描述上主的行動( 1下、 4 、 6節)。上主早前曾經吩

咐摩西登山俯轍迦南地(三27 '三十二49) ，而第 1節下至第3節就是這個

吩咐的後續記錄。可是，這裹的焦點卻不再是摩西縱目遠望，而是上主把

土地指給摩西觀看。

敘事人強調土地幅員遼闊，從三方面可見其著墨比第三章27節更為深

刻 (一)敘事人一開始就說“上主讓他看那全地" ( 1 節)。下文提及

的地域有些是在正常視線之外的，或許上主給摩西賜下了起自然的視角。

(二)敘事人把摩西看到的地區描述得十分仔細。經文以逆時針方向

為序 ， 先向北直指基乎1] (代表的旦河以東的東部地區) ， 再指向拿弗他利

(代表加利利海和地中海之間的北部地區) ，再指向以法蓮和瑪拿西(約

旦河對岸的以色列園中樞) ，再而猶大(死海與加利利海之間的土地)

再而南地(直到西奈半島) ，最後走了一圈回到歌耳 ( Ghor ) 以南的裂

谷，而統轄該地的重鎮就是耶利哥，又稱為“棕樹城"。

(三)敘事人提及摩西極目所見的盡頭 從基列向北 160公里直到但

地的黑門山腳 ， 西延96公里直到西海 ， 南下8 0公里直到瑣耳(參創十九

22) 0 7 和申命記三十三章22節一樣，這里提及但支派的土地，是以他

們的遷徙為前提(士十八) ，意味申命記的最後編輯日期至少晚於摩西

逝世 100年 。 後世又慣於把以色列國土的南北疆界稱為“從但到別是巴 "

( 191] 撒上三20 ) ，而這稟則是從但到瑣酒，可見申命記成書於上述稱呼

成為慣用語之前。這段描述地界的文字與申命記一章 l 至5節雖然有相同的

焦點，但這襄卻不是從回顧著筆，而是旨在前瞻，預示以色列人將要渡過

48-50 ' 三十五 1 ' 三十六 13 ;書十三泣 。

7 現為位於撒烈河谷的薩菲 ( es-Safi ) ，距死海以南數公里 。見M. C . Astour, 

“Zoar," ABD, 6: 11 07 。

967 

約旦河，取得應許之地。

上主在第4節向摩西發話，宣告這地就是他

向先祖發誓說要賜給他們的。上主的話包含了

句引語，扼要地複述他早前發的誓 : “我要賜給

你後商" (參- 8 '十 9) 0 8 對百姓而吉，這

句話以盼望的筆調把申命記帶入終章;但對摩西

而盲，這卻是一句推心蝕骨的話。上主再次向摩

西表明，他被禁止進入應許之地 ， 但今次卻沒有

申三十四1-12 圈

終摩西一生，神都
與他同在，而在離世

的一刻，陪伴摩西的

也只有神自己。

重述載於第三十二章50至52節的原委。摩西只能以眼目領受上主給以色列

人的獎賞 。上主在米伺首次向這位忠心的僕人說話(出三6-10 ) ， 相方交

談了整整40年，而這段引語就是最後的談話記錄。摩西雖然不能親身經歷

應許的應驗，但在臨別舞台的 刻 ， 他己確知上主是信賞的。

第5節宣告摩西的離世，用語簡短而實在。文中有“正如上主所說的

那樣" 語，可見縱然在離世的 刻，摩西也見證7上主的信賞。這句話

通常是指上主的諭令(1列 出十-tl ;民三十三2 、 38) ，意味摩西至死也

在執行上主的旨意，是個忠心的僕人(參申三十二50 ) 。不過，這句話也

可以解作上主實現了他早前就摩西離世所作的預吉(三十一14 ) 。

在第5節，敘事人首次用至1] “上主的僕人"來稱呼摩西，這是一個極

有榮耀的稱號。 9 神明用凡人作僕役，是古代近東十分常見的觀念，而

且也常反映於人的名字之中 。如果在神明的名字之上加上希伯來文詞根

‘ebed' 就代表此人是這位神明的僕人 (1列: 1我巴底亞 ， 意思是“事奉上主

的人" ) 0 10 "1業人'， -1司固然可以解作幹組活的傭工，但“王的僕人"

8 以“我曾﹒ 說"來帶出警吉，意味這是引述創十二7 。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

López,“Dellt 34, DTR History and the Pentatellch," 55 。參創十五 1 8 '二十四7'
二十六4' 四十八4 。出三十二 日 ， 三十三 1 0 

9 這個尊號曾見於出十四31 和民十二8' 並將會在約書亞記(書 1-2 、 7; 等等)

及其後的書卷多次出現。論及這稱號為敬稱，見HALOT， 775 。

10 在馬里 (Mari ) ，見H . B. HlI ffmon , Amorite Personal Names in Ihe Mari :伽ts

A Slruclural and Lexical Study (Baltimore : John I-lopkins Un iv. Press , 1965) , 

11 8 -19 ， 1 89; 在 (52瑪拿泥東> ( Ama rn a Letters ) ，見R . S. I-less , A marnCl 

Personal NClmes (W inona Lake, !N: Eisenbralln s, 1996) , 7-1 3, 244 ; 在排尼基
文獻 ，見 F. L. Benz, Personal Names in the Phoenician and PlInic J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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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短語，卻是指朝廷重臣(王下二十五8 ) ，是既重要又有榮譽的職

位 。 這襄所指的正是後一種意思 。 11

如果我們把摩西的事蹟視作一篇“聖徒行傳 " 那麼第6節的埋葬記

錄就更顯得出人意外，原因有二 (一)在古代，埋葬死者的通常是他的

家屬，而埋葬摩西的竟然是上主自己(二)敘事人清楚指出 ， 摩西葬在

伯 耽耳對面，摩押地的谷中(參三29 '四 3 、 46 ) ， 但他又旋即表明在

記錄的時候 ， 沒有人知道摩西的埋葬之處，這陳述使摩西的死更添哀愁 。

他在生的時候未能 嘗所望，死的時候也要葬在外族人的土地 。 摩西雖然

已經抵達屬天的終站 ， 但卻沒法進入人間的家園 。 終摩西一生，神都與他

同在，而在離世的 刻，陪伴摩西的也只有神自己 。

E姓對摩西離世的反應(三十四7-8)

到了第7節，經文的焦點再次回到摩西身上。本段經文與聖經上其他

臨終敘事文一樣 1口2 首先是報告摩西的壽數 : 120歲(參三十 2討) 。 此

夕外|←\ ，敘事人叉加入7兩項關於摩西身體狀況的細節 摩西死的時候視力良

好 1口3 精神健旺 。 所謂

本都把這個短語視作形容“生命力、陽剛氣息"之類，但也有人認為這短

語所指的是皮膚 ， 也就是描寫摩西沒有皺紋或乾鷹之態 。 14 無論如何，經

文都在說明曠野的年月對摩西影響不大，他沒有像同輩的以色列人一樣夭

折 (八4) 。 摩西的死亡與年老和患病無關 。 他離開世界是因為他在神的

計劃襄已時候滿足 。 以色列人循亞倫壽終之例(民二十29 ) ， 為摩西哀哭

(Stud ia Pohl 8; Rome: Pontifical Bib lica l In st i tu t巴 ， 1 972) ， 37 1 ; 在烏加乎IJ ' 見F.

Gröndahl , Die Personnenamender Texte aus Ugarit (Studia Pohl 1; Rome; Pontifical 

8ib li ca l ln st itu te , 1 967) ， 間 ， 105 ; 在亞闕 『 見M . Maraqten , Die semilischen 

Personnenamen in den all-und reischsaramäischen l nschriflen aus Vorderasien 

(H ildesheim : Olms Verlag, 1988), 94, 1 92 。

11 上述理解還有另一佐證。有考古學家在巴勒斯坦發掘出數十枚古代印章，玄IJ文

稱執掌印信的人作“王的僕人 " 或特指這人是某王的僕人，例 耶羅波安的

僕人沙瑪。幹粗活的奴隸不會擁有印章。

1 2 見Cri恤， Speaking ji"oll1 the Brink of Sheol, 2 1 8-23 。

13 這襄用了動詞來描述眼睛沒有“昏花同 動詞也曾經用來描述以j散的眼睛

(創二十-t l ) ; 另參伯十士7和亞十一 1 7 。

1 4 例 Tigay， Deuleronon弘 338 。

969 申三十四-12 蔔

730天(申三十四8) 。 守喪30天顯然是古以色列的喪葬通例 。 1 5

摩西的墓誌銘:敘事人的評語(三十四9-12)

摩西會發脾氣 ， 在性格上也有缺陷 ， 出埃及記的敘事文和申命記的第

篇演講詞對這一切都沒有半分隱諱 。然而，從申命記的結語可見，教事

人對摩西是推崇備至的 。 第9節上的文法結構把焦點從摩西轉到嫩的兒子

約書亞身上 ， 但背後仍然在抬舉摩西 。 因為摩西給約書亞按手 1 6 所以約

書亞才被智慧的靈充滿 ， 而百姓之所以聽從約書亞，也是按照上主藉摩西

盼咐的而行 。

在舊約聖經中，短語“智慧的靈 " 也見於出埃及記二十八章3節和以

賽亞書十一章 l至2節 。 在這兩處地方，它都是指某人領受了從神而來的力

量，好實踐神託村的使命 。 籍善摩西的這個禮儀性舉動 ， 的書亞獲得授

權、頭受力量，能夠憑公義頓導國家 ， 並以自己的生命把律法書所載的義

的標準體現出來 (參申十-1:: 14-20 ) 0 1 7 民數記二十t章 18節形容約書亞稟

面有“靈"但那襄所指的“靈"卻與這里的“智慧的靈"有別 。(一 )

在民數記 ， rûa(1 一詞旨在描述約書亞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上主 ， 而這種態度

早在的書亞被按立之前就已經展現 。 在本段經文中，敘事人要表明約書亞

從神領受了智慧的靈 ，而這靈是因為摩西給他按手而得的 。

( 二)民數記提及摩西把約書亞“抓住 " ( 直譯 {新漢語》

“取" ) ，並給他按手，但這稟卻沒有“抓住"等語 。 民數記的“手"一

詞是單數，而這襄則是眾數 。 凡是用到雙手的按立禮儀 ， 都表示施禮人把

某事物轉遞給另一方 (參利十六2 1 )。 他雖然經文沒有明盲，但其前設必

然是摩西擁有同樣的“智慧的靈"並通過按手禮把這靈傳給約書亞 。 百

15 參埃及人曾為雅各守喪70天(含IJ五十3 ) 。在申二十 13 ' 摩西盼咐士兵給戰

場上搶來的妻子一個月的守喪之期 ， 大概是講她們可以為失去父母而哀哭。

16 詳細論述見K. Mattingly, “ ]oshua 's Reception of the Laying on of Hands, Part 2: 

Deuteronomy 34:7 [s此， read 9] a lJd Concl usion," A USS 39 (2002) : 89-103 。

17 申命記智慧主題的詳細論述見G . Brau li k,“Weisheit ' im Buch Deuteronom iu lTI ," 

in We is he itausserhalb der kanonischen Weisheitsschrifien (ed. 8. Janow ski;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 ll schaft nir Theologie 10;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6), 39-69 。

18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Brau lik，“Weishe此， im Buch Deuterono!1l iu !1l,"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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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瞭解到這個禮儀的重大意義，也看出的書亞身上確實有智慧的靈，於是

便聽從約書亞，向他效忠。

摩西雖然有缺失 ，
也不能進入應許之

地，但身為先知，

他的典範是冠絕古今

的 。

敘事人以一篇頌歌來給摩西的傳記作結，

筆法極盡褒揚之能事。敘事人指出，直到他下筆

的那 刻，以色列都未曾有任何先知的地位和能

力可與摩西相提並論。經文稱摩西為“先知"

讓人聯想到第十八章的節。摩西曾經身兼行政、

司法、甚至祭司的職事，但聖經從未稱摩西作士

師 、 統治者 、祭司或立法人。 1 9 不論在摩西自

己的心中，還是在故事人的筆下， 摩西都是典型

的先知 。摩西在第十八章的節曾作預盲，說上主

要在以色列中興起 位先知，他的權威與摩西同

等。敘事人在這襄也用了“興起" 語，把這篇頌詞連繫上早前的預吉。

經文說再沒有先知像摩西一樣。由此可見，作者下筆之日與摩西逝世

之期相距了一段日子，百姓已經歷了好一些繼承摩西職分的先知。敘事人

鋪陳了大量的細節，為要突顯摩西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先知 。 (一)摩西與

上主關係親密，超過其他先知 他是“上主面對面所認識的"。這個慣用

語展現出一份親密而直接的關係，雙方不需要任何中介(參出三十三 11 ; 

民十二6-8 )

(二)摩西為上主做了大事，沒有先知能望其項背 ( 11節)。上主曾

吩咐摩西在法老及法老的僕人面前，以至在埃及全地行“神蹟和奇事"

又吩咐他在以色列人眼前彰顯“大能" 。 在申命記早前的篇章，摩西 直

都把這 切功勢歸於上主(四34 '六22 ' -t19 '十-3 '二十六8' 二十九

3 (2) )然而，在敘事人的眼中，這些神蹟和大能不但是推展上主計劃

的手段，也斬釘截鐵地證明了摩西是真先知 。 2。這個評語不獨頌揚摩西，

也使摩西在第四章2節和第十二章32 (十三 1 )節的吩咐更添權威 ， 並且重

申了敘事人在第三十一章24及30節所作的陳詞。換句話說，敘事人等如確

19 民二十-t 1 7以牧養為摩西的主要職事。詳細論述見D. J. 8 lock,“Will the Rea l 

Moses Please Rise,"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 的- 103 。

20 例 Tigay， Deuleronomy , 340 。

971 申三十四 1-12 國

認了摩西的演講詞具有法律效力 ， 也表明自己把這些演講詞編輯成書是於

理有據的。 2 1

應間臨則

一位偉摩西的先知? 大衛或可算是舊約聖經中最重要的人

物 22 但摩西的身影卻從頭至尾籠罩著以色列的歷史，甚至延

續至新約。摩西雖然有缺失，也不能進入應許之地，但身為先

知 ， 他的典範是冠絕古今的。他的生命、他的事工、他的為人，在在體現

出對神對人的無私奉獻。後世作者頌揚摩西是“上主的僕人" ({新普

及} ; 下同) 、 23 是“神人"、 24 是“他所揀選的" (詩-0六23 ) 。新

的聖經的作者則按照由來已久的傳統，把摩西看作是先知中的一位。 25 事

實上，根據何西亞書十二章 13 ( 14 ) 節，上主本是呼召摩西作先知的 ， 讓

他以這個身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守護他們。

摩西的故事始於出埃及記第一章，終於申命記第三十四章。看過這些

敘事文，又再讀畢申命記的演講詞，不少讀者都會覺得摩西是個超凡入聖

的人物。必然而，舊的和新約聖經的作者都十分克制，沒有把摩西描繪成

21 從這個角度來看，申命記的結語與 《漢摩拉比法典 } ( t h e law code of 

Hammurabi ) 的結語可說異曲同工，見J. Tigay,“T he S ign ificance of the End 

of De叫eronomy (Deut 30: 1 0唔 12)，" in 7加kω卸11叫1

Me臼叫nal的7ηlHaωra叫仰n (令ed. M. F而ox川; Wil川nona Lak旭巴， 叭 E日I S認蚓E白nb趴I叫a叫uns， 1 9卯95勻)， 137-43 。

22 大衛的名字共出現 1 ， 023次 ，比摩西 (762次)和亞伯蘭/亞伯拉罕(分別為6 1

和 1 75次，共236次)加起來還要多。如果我們不計算上述人物的生平記錄，那

麼雙方的比數就拉得更遠。從約書亞記到瑪拉基書 ， 摩西的名字出現不到 1 20

J欠，大衛的名字卻出現7424次。詩歌書提及摩西的名字8次(包括詩九十的標

題) ，提及大衛的名字88次(包括標題) ;先知書提及摩西的名字7次，提及

大衛則有36次。

23 書一 l 、 2 、 7 、 1 3 、 1 5 '八31 、刃，九日，十一 1 2 、 15 '十二6' 十三8' 十四

7' 十八7 .二十二2 、 4 、 5 ;王上八53 、呵，王下十八 1 2 '二十 8; 代上六

49 (34 ) ;代下-3 .二十四6 、 9; 尼 7 、 8' 九 14 '十29 (30 ) ;詩 O五

泊 ，但九 11 ; 瑪四4 (三22 ) ;來三5. 啟十五3 。

24 書十四6; 代上二十三J4 ;代下三十 時， 拉三2; 詩九十 1 0 

25 路十六29 、 3 1 . 二十四27 、 44 ;約的;徒二十六泣， 二十八23 。

26 見G. W. Coates,“Legendary Motifs in the Moses Death Reports," CBQ 39 (1977): 

3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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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彼得目睹耶穌在山上改變形象，看見摩西和以利亞與耶穌在 起，

便說要搭三座棚給他們三位。這個想法只差一線就把摩西當作了偶像。彼

得顯然認為，把耶穌與摩西及以利亞同列，等如抬舉了耶穌。福音書的敘

事文旋即把焦點從摩西和以利亞身上移開(他們消失了) .讓讀者單單注

目於耶穌。他是神的愛子，是神所揀擇的 ，山上除了耶穌獨自 人 ， 不見

任何人了 。 27

申命記十八章的節說上主要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 ， 而敘事人卻在第

三十四章 10節說未曾見過像摩西一樣的先知，有人因而以為經文在暗示，

上主已不再給以色列降下先知的靈，聖經已取代了先知的職事，而舞台也

已經部署妥當，有待終末的先知來臨。 28 昆蘭 ( Qumran ) 晝體從終未論

的角度看摩西，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概念 。 某些昆蘭圈子預期 ， 那位“像摩

西的先知..將會隨同亞倫和以色列的彌賽亞降臨 29 另 些昆蘭圈子則

相信， “公義的教師"就是那位符合摩西典範的先知 。 他們又相信眼前已

是末世，新以色列正在曠野流浪 ， 而這位先知就是他們的權威領袖和立法

者 。 30

新約聖經提供了很多證據，證明在耶穌的時代，巴勒斯坦有不少人在

等待末世的彌賽亞先知降臨 。 然而，承擔末世先知職分的人是施洗約翰，

而不是耶穌 。 3 1 根據使徒行傳三章 12至26節所載，彼得似乎是從集體的角

度來理解申命記十八章的節 。 彼得把“像摩西的先知"看作是一重預吉彌

賽亞將要降臨的先知，因為耶穌就是彌賽亞(徒三20 ) .是神所興起的僕

27 太十-t: 1-8 ;可九2-8 ;路九28-36 。

28 參J. Sa ilhamer, lntroduction 10 Old Tesla l11ent Theology: A Canonical Approa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245-49 ; S. Dempster,“An ‘Extraordinary Fact': 

Torah and Temple and the Contours of the Hebrew Canon ," TynB 48 ( 1997): 53-56 。

29 <證道經文) (Testimon ia ) '4Q I75; IQS i x: ll 。

30 見lQpHab 2 : 1 之 7:4-5 。進一步的論述見D. K. Fa lk, “ Moses," in Encyclopedia 

oft伽h把eD臼ea叫d Sea Scrolls (例E吋d. L. H. S缸CI仙出hi叮冊航仟m仿ma

Uni刊iv . Pres沁s ， 20∞00) ， 1: 57鬥7 。 可比R照電斐羅 ( P h i l oω) 和拉比的著作， 他們把摩西

描繪成理想的君王 ' 甚至是神聖的猶太英雄。見J. van Set臼e l爪s丸， “Moses，" il川n T刊he

B劃l必b仙/μIC叫al 恥枷rld (ed. J. Barton; Routledge, 2002), 2 肘 ; S. Pearce, "King Moses: Notes 

on Phi lo's Portrait of Moses as an ldeal Leader in the Life of Moses," Mél，仰aω圳111穹ge，臼'S d，彷e 

f'Un川lver，吋』叫』“téSa附叫Iι叫-Joseph 57 (20∞04): 37-74 。

3 1 見約一 19-28 ; 另見太十四5 ; 可十-32 ; 路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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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6節)

使徒行傳t章2 0至44節描繪出一幅清晰的圖畫，讓我們看到初期教

會眼中的摩西形象是怎樣的 。 司提反以頗長的篇幅來論述摩西在以色列史

的角色，說摩西是“對以色列人說 ‘神要. .... 為你們興起 位像我的先

知， ..的那一位 ( 37豈有) 。 正如新約學者對使徒行傳三章22節的解讀一樣，

大部分人都把這裹的“一位像我的先知"解作基督。必然而 ， 這並不是司

提反整篇演講詞的重點 。 他的用意是追溯以色列人靈命頑慣的源頭 。 司提

反以演講詞的大部分篇幅來描述摩西，首先複述摩西怎樣被神呼召去拯救

以色列民 ( 20-34節) .再以一句話來概述百姓怎樣拒絕摩西，無規摩西

在神和以色列人面前的崇高地位 ( 35 -38節)。 最後，司提反更不厭其煩地

給百姓一段長篇判語 (39-43節) 。 他在第4二章3 5至38節引述申命記十八章

的節，話語的焦點顯然是摩西自己 。 那段經文說摩西蒙神指派作領袖，為

要拯救百姓(徒土3 5 ) .又曾在百姓面前行神蹟奇事，歷時40年之久 (36

節) 。 此外，他又說摩西是先知的典範 ( 37節) .從神頭受了諭令，並把

它傳給百姓 。 如果我們把第37節獨立出來 ， 強說這節經文是指彌賽亞，我

們就忽略了司提反的本意 。 他的焦點並不是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更

遑論是彌賽亞 。 33 經文的焦點是“我..也就是摩西，論述的主題是摩西

作出預吉，表明自己不是最後一位上主興起的先知 。 我們充其量只可借用

這段經來將耶穌比照摩西 。 摩西是神施行救贖和頒怖啟示的媒介，而從以

色列人對摩西的態度可見，他們一直以來都在叛逆上主 。 現在他們拒絕耶

穌，與當年拒絕摩西的態度如出 轍 。 "

有學者從第三十四章 10節找到理據，證明五經有一個共同的基礎 ，

就是盼望彌賽亞的降臨，並期待 位足以替代摩西位置的先知出現 。 必然

32 見例 Ben With e rin gto n rll , The Acfs of the Apostles: A Social-Rhetorical 

CO ll1l11entCll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271; John B. Polhill, Acls (N AC 26; 

Nashville: Broadman, 1992), 1 99-200 。

33 Ernst Haenchen ( The Acls of the Aposlles: A CO /1lll1 enlary [Phil ade lph ia: 

Westminst凹 ， 1 97 1 ]， 282 ) 正確地指出 “要到第52節 ， 發言人的主題才是耶

穌。 "

34 參耶穌的一個比喻，說守葡萄園的人殺了 園主的使者 ， 最終更殺了國主的兒

子太二十33-46 ;可十二 1-1 2 ; 路二十弘的 。

35 John Sailhamer, "The Mess iah and the Hebrew Bible," JETS 44 (200 1): 5-23 ,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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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釋經立場需要預設全書處處隱藏著彌賽亞的概念，在在有待讀者

發掘;但從經文本身卻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實簡單直接的解讀反而較

佳，就是說，在申命記(甚至五經)成書的時候，編者仍然看不到以色列

中有任何先知的地位、能力和影響力堪比摩西 。

主主的信實 除了頌揚摩西的一生，本段經文也歌頌上主的信賞。應

許之地事實上已近在咫尺。這個應許在創世記十二章3節首度頒怖，又在

先祖和出埃及的教事文中屢屢重申，現在已到了應驗的時刻。剩下來的只

有待摩西離世，由他所信任的副手來接棒完成。在約書亞的領導之下，以

色列人在短時問內已取得應許之地。然而，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頭。當摩西

及他的承繼人去後 ， 以色列人耳中還能聽到這位偉大先知的聲音嗎?百姓

會否繼續效忠於上主呢?從士師記開頭的數章經文可見 ， 以色列人很快就

把這位親愛的領袖的教導拋諸腦後。但支派沾染了脫離常軌的信仰風俗，

而士師記十八章30節就指出他們的祭司是摩西的孫子，革舜的兒子的拿

單。不過區區兩代之隔 ， 摩西的家也成了犯罪屢屢的門戶。

雖然這篇終章是摩西一生功業的頌詞，但他逝世的記錄仍然讓讀者

鬆 口氣 。這是舊約聖經中篇幅最長的臨終敘事文，打從第三十一章 l 節

開始，我們就料到這一支IJ會臨到。事實上 ， 摩西離世的陰霾 直瀰漫著整

部申命記。摩西就如以色列大家庭的一位臨終的尊長，而第一至三十章所

載的演講詞則是他在安排後事。敘事人把這一切記錄下來 ， 為的是提醒讀

者，申命記的焦點不是摩西，而是以色列民與上主的關(系。世上的頭袖來

了又去，去了又來，重要的問題是 神的于民能否以忠誠對待永恆的神

呢?他們會容讓神作他們的領袖嗎?除了在約書亞所帶領的戰役中跟隨上

主外，百姓還會在定居之地走上公義的道路嗎 ?以色列人如果只是抵達了

地上的終點 ， 而沒有抵達屬靈的終站，那麼他們的旅程就還未算完結。從

約書亞記到列王紀的教事文可見，以色列人的屬靈旅途確實絕不順利。

經文記錄了摩西在山上離世及埋葬，讀者不禁要問 “現在怎麼辦

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以色列的前途並不在摩西于中。把他

們從埃及拯救出來的不是摩西，在曠野路上餵養他們的也不是摩西，摩西

更不能帶領他們完成使命，無法把應許之地交到他們手中。申命記之後的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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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就如 篇釋經文字，不但在評述以色列人的回應，也在歌頌神的信

賞，因為縱然摩西離去，神也會繼續實現自己的計劃 o 36 神必會堅定不移

地與他的子民同工。神的啟示行動既偉大又滿有恩典，摩西只不過是神的

代吉人，為神的啟示作闡釋而已。摩西的目標始

終如 ，就是使百姓注目於他們的救贖者上主身

上。

這稟所載的事件只是 個開端，新的的福

音才是最終極的應許的應驗。摩西把百姓帶到上

主面前，讓他們領略到上主的恩典和榮耀。同樣

地，施洗約翰也把我們帶到耶穌的面前。耶穌是

神成了肉身。他也行過大神蹟和大奇事，不但展

現出自己的威榮，更把我們從組綁中救贖出來。

細綁我們的不是埃及人，而是罪。因為神施恩選

以色列人如果只是
抵達了地上的終點，

而沒有抵達屬靈的終

站 ， 那麼他們的旅程

就還未算完結 。

召，我們才得以成為神的兒女;又因著神的眷顧大能，我們才能夠領受生

命作永遠的基業。這 切都是為了讓神的榮耀得到稱讚(弗一1-14 ) 1 

從未有任何舊約傳統論及摩西墓穴的位置，這或是刻意避免有人把

摩西之墓當作聖地 ， 甚至到來膜拜，漸次把摩西神化。 37 可是，雖然缺

乏資料，但以色列人仍不免對摩西的離世作多方猜想，這種風氣在兩約之

間及拉比時代尤甚。約瑟夫 ( Joseph肘 ; {猶太古史} (A nt. ) 4 . 8 .4 8 ) 認

為，摩西寫下自己的離世記錄 ， 是因為他早已料到日後必有人因看他的

正直無匹，就傳說他未死而進入天堂 。另外，猶大書 ( 9節)提到天使長

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論。公元前 l世紀有一份名叫 《摩西遣詞II}

(Testament of Moses ) 的文獻 ， 當中的結局早已散俠 ， 但猶大書引述的故

事卻顯然是來自那個結局的。 38 檢視猶太教的傳統 ， 我們看到拉比們會事

36 N. Lohfink正確地指出，在摩西離世的一刻，上主給子民的使命只宣踐了

半 。 見“Moses Tod, die Tora und die a lttestamentliche Sonntagslesung," Theologie 

lInd Philosophie 71 (J 996) : 48 1 -94 。

37 例 M. Greenberg and S. D. Sperling,“Moses," EncJ lId (2nd ed.), 14:530 。

38 論及這份文獻 ，見R. H. Charies, The ApoCJ)叭。 and Pseudepψapha ollhe Old 

Teslam enf (Oxford : C larendon , 19 13), 2: 1 05 - 7 。 進一步的論述見R. Bauckha ll1 , 
Jude, 2 Peler (WBC 50; Waco, TX: Word, 1 983) ， 47-48，的-76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B 976 

論摩西曾否死去，抑或是直接被接往天堂。"

按手之禮 摩西給約書亞按手，就是通過禮儀把上主所賜的權柄和能

力傳遞給他。這種禮儀也重現於新約。耶穌多次按手在病人身上，使病人

得醫治 40 門徒也效法耶穌這樣施行醫治(徒二十八8 ) 。然而，這個舉

動也是按立禮儀的獨特環節，表明受按者蒙神還召 ， 從按于人身上承繼7

權柄，以實踐使命，而這個權柄最終的來源則是神。 4 1 根據使徒行傳十三

章2至4節，打發人出去作工的是聖靈。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 ， 按手的動

作都表示聖靈通過人的手進入受按者身上(徒八19 ) 。但或許因為耶穌本

身就是神，所以他用了不同的動作來差遣使徒(約二十21-23 )。耶穌沒有

給他們按于，而是向他們吹氣，並說 “你們要積受聖靈"。藉著這個舉

動，耶穌授權使徒去向世人宣告罪得赦免。

當代應間

摩西不是全面的典範 如果摩西同時是舊約和新約聖經的先知

典範，那麼我們就要思考能否以他作為傳福音職事的榜樣。我

們先要承認 ， 摩西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器血。他曾經抗拒神的呼

召，執行使命的時候，他也間中發脾氣和行事莽撞;面對百姓的叛逆，他

更曾經灰心失望。然而 ， 因著神的恩典及他自己努力持守正直 ， 這個卑賤

的器血終於成了“尊貴的器血 ， 被分別為聖，對主人有用 ， 預備好行各樣

的善事" (提後二21 ) 。此外 ，我們也應該明白，在神拯救世人的計劃

中， 摩西的召命是獨特的。神呼召摩西的背景有三 (一)埃及已完滿地

發揮其功能 ，讓以色列民在那稟休養生息 ，使雅各的70名家屬繁衍如天上

的星那樣多(申十22 '二十六5- 10 ) (二)時候滿足(創十五 13 -1 6 )

(三)以色列人向神哀哭求援(出二23-25)。神在這樣的背景下呼召摩

西，藉著這人施行救贖、守護百姓和頒怖啟示。

39 參考書目和論述見 A . J. I-I eschel , Heavenly Torah : As ReJi'acted fhrollgh the 

Generations (ed. and trans. G. Tuck訓; New York: Continuu l1l, 2007), 353 -54 。

40 可五23 '六5 ' /\23 、 25 ;路四40 '十三 1 3 。

41 徒六6 (執事) ，十三2-4 (保羅和巴拿巴) ;提前四 14 (提摩太)

42 這個按立儀式有月IJ於初信者領受聖靈。 給初信者按芋，是確認他們已成為新聖

約靈體的一員(徒八 1 7 撒馬利亞人，十九6 以弗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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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奈山的百姓曾經以為領他們出埃及的是摩西 ( 出三十二 1 ) ，但

摩西絕不是救贖者，上主才是。的摩西雖然身負重擔又享有殊恩，但也

只不過是神所差遣的凡人，是神施行救贖的媒介 (出三~四，何十二 13

( 14 J )。新約聖經也承認 ， 在神施恩拯救的最高莓，摩西的確是一個關

鍵人物 . “從他的豐盛中，我們全都領受了恩典，這恩典取代了舊有的恩

典 ，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下，恩典和真理卻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 (約

16-17 )。摩西在救恩歷史的地位既然與眾不同，那麼他的事工自然也有

不能被視為典型的地方。敘事人指出，就施行神蹟奇事、彰顯異能而吉，

無人能望摩西項背。從後來的經卷可見，沒有先知曾把摩西這方面的職事

當作追求的目標，也沒有人將這些職事視作當然。 44

同樣的立場也適用於新約。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復活，以至教會的

建立，都有神蹟育事伴隨。這些神蹟奇事都有啟示意義，為要證明耶穌是

上主成了肉身，並宣告新的時代已經開始。然而，不論是教牧書信，還是

全部的新約信函，都沒有說神蹟奇事是聖靈工作永恆的、常態的證據。新

約書信的作者與摩西間有 樣的牧者心腸，呼顯讀者更新自己的心態和生

命，以表示JII頁服基督。這才是神在作工的證據。

摩西的典範 然而，在其他方面而言，我們也可以把摩西的職事看作

典範。所有蒙召事幸神的人，都應該仿效摩西，他滿腔熱誠地辦理神交託

的事工;他惟獨按照神啟示的旨意來教導會眾，他督促會眾為了神的救贖

大恩和充足的供應而獻上感謝;他呼召會眾以全心及全人順服神，因為這

樣做才算是對施恩之主的正確回應，他如實審視他的會眾，他明白教會在

神救贖世界的計劃中有甚麼角色(申二十六19 ) 他不為自己建碑立傳，

他信靠神，以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時下的教牧職事以個人為中心，多見刻

意逢迎的態度，並且成了福音派圈子的主要推動力。這與摩西散發的牧養

氣息大相逕庭。

的 留意上主一直怎樣介紹自己 “我是上主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 (例申五6)

44 可算是例外的惟有以利沙，因為他的事工處處可見神績 。 以利沙的神蹟雖然也

有啟示的作用(證明巴力不是以色列的神，上主才是) ，但規模不及摩西的宏

大，意義也不及摩西的重要 。 再者，以利沙的神蹟從來都是私下行的，並沒有

像摩西般公開地展示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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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五章 l至6節既說基督是大牧者，那

麼摩西就是跟隨基督的榜樣作牧人 。 在提及牧人

的經文之中，詩篇第二十三篇可算是最優美的 ，

而根據這篇詩的理念，牧人的最終榜樣就是上

主 。 耶穌基督是上主成了肉身，是好牧人 。 摩西

就像基督一樣 ， 明白會眾真正需要的是餵養與休

息 。 摩西帶領他們走義路，陪他們走過最黑暗的

幽谷 ， 並邀請他們到上主面前來一同歡喜快樂。

願上主今天就為他的事工興起牧人，有大牧者耶

穌基督的樣式 。 摩西是世上最謙卑的人，願這些僕人從摩西身上得到啟發

(民十二3) 摩西給我們留下了律法書，以標誌神榮耀的頌讚'願神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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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常態的證據。

僕人能從賜人生命的律法書中得到滋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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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 91 , 92, 94-98 , 100-2, 107, 110, 526, 730, 758 , 768 , 822, 837, 887, 899, 900 , 約書E記至列主紀下 Joshua-2 Kings......... 24, 309, 328, 343, 348-51 , 361 , 380, 398, 399, 

534, 573 , 575, 584, 643 , 645-47, 650, 651 , 904, 922, 926, 930, 943 , 946 30, 330 423 , 446 , 604, 649 , 651 , 663 , 664, 667 , 

664, 711 約拿(其人) Jonah (the man).................... 743 675 , 690, 730, 765 , 766, 798 , 799, 824, 

亞斯他錄(地名) Ashtaroth (p1ace)...... 刃， 99 九劃 約瑟/約瑟支派的人 Joseph/Josephites ....… 110, 841 , 843 

亞斯她錄/伊斯她爾m斯她特(神明) 約/聖約 covenant ﹒ 35~ 467 , 527, 60~ 636 , 748 , 758 , 938 , 律法/律法書 (Iôrâ) Torah......... 21 ，詣， 28-33 ，

Ashtaroth/Ishtar/Astarte (deity) ..........239, 宇宙/挪亞的~ ..............................54, 297 939, 943 , 951 , 952 36, 38, 44, 55-57, 129, 132, 133, 168, 188, 

240, 283 , 872, 909 亞伯拉罕/先祖的~ ....... 34, 36, 147, 148, 約櫃 Ark [of the covenant ]......... 26，詣， 30， 74， 190, 221 , 256, 265 , 293, 404-6, 446, 454, 

亞當 Adam................................... 361 , 424, 551 17~ 262 , 291 , 296 , 757 , 79~ 797 , 831 , 141 , 176, 177, 264 , 288 , 293 , 294, 350, 456, 465, 471 , 472, 475 , 476, 478-80, 636, 

E瑪力人 Ama1ekite(s). …43 , 77, 86, 138, 579, 835, 841 659 , 765 , 860, 862, 870, 876, 877, 879, 649 , 691 , 706 , 708 , 738 , 745 , 75~ 753 , 

584, 711-15 , 819, 944 大衛的~ ....................................... 54, 350 923 , 924 756, 757, 759-61 , 764, 765 , 767, 769, 776, 

亞摩利人 Amorite(s) ....... 61-63 , 69, 71 , 72, 77, 以色列人的...“..21 ， 30， 54， 124， 137 ， 俄巴底亞(其人) Obadiah (the man)........ 967 792 , 793 , 798 , 79~ 805 , 806, 809, 818, 

78, 93 , 95 , 96 , 100, 101 , 1 凹， 109, 115 , 148, 150, 151 , 192, 292 , 334, 389, 392, 耶弗他 Jephthah ........... 97, 101 , 638 , 664, 665 , 819, 823, 830, 838, 839, 846, 855 , 857, 

168 , 227 , 246 , 248 , 283 , 564, 689, 690, 399, 623 , 676, 745 , 757 , 797, 814 698 862 ， 863 ， 867 ， 868 ， 873 ， 876國85 ， 921 , 923 , 

851 , 944, 954 新的..........兒， 190, 192, 262, 298, 448, 耶布斯人 Jebusites ......................227, 247, 564 965, 969, 978 

E摩利王 kings ， Amorite...... 40，刃， 54，的， 94， 745 , 796, 839-41 , 844 耶利米先知 Jeremiah (the prophet) ....... 24, 27, 食物規例 dietary instruction .................355-的，

95 , 112, 167, 168, 812, 860, 865 約旦河東(之地) Transjordan ....... 27，詣，刃， 31 , 38, 148, 159, 160, 190, 308, 331 , 350, 385-400 

波阿斯 Boaz ....... 425, 426, 652, 666, 688 , 693 , 54, 65 , 85 , 92, 95 , 96, 101 , 109-12, 115- 381 , 423 , 467 , 519, 535 , 53~ 650, 69~ 迦南人的/迦南人 Canaanite/Canaanites...... 62 , 

705 17, 120, 165-67, 325, 334, 335, 544, 550, 789, 798, 817, 822, 825, 840-42, 853 63 , 76 , 77 , 80, 96 , 98 , 103-5 , 116, 138, 

帕拉斯兄妹 Parras: Emi1y, Mar10n ............. 683 574, 575, 758, 812, 954 耶利米書 Jeremiah (book ot)..... 171 , 219, 390, 190, 215-17, 227 , 230, 232, 234, 243 , 245, 

使徒彼得 Peter (the apostle) .......118, 119, 161 , 約西亞 Josiah.....23-筍， 29， 210 ， 246， 2剖， 348， 579, 676, 839, 922 246 , 249 , 31~ 333 , 334, 342, 346, 348, 

211 , 22~ 247 , 266 , 297 , 298 , 382, 398, 349, 380, 435 , 436, 446, 451 , 479 , 569, 耶利哥 Jericho ........ 88, 90, 230, 245 , 334, 335, 380, 469, 544, 553 , 564, 575 , 580, 584, 

580, 609, 744, 972, 978 576, 69~ 767 , 798 , 799 , 840, 852, 879, 568, 578, 58~ 752 , 764, 929 , 930 , 963 , 585, 636, 652, 715 , 753 , 787, 865 

使徒約翰 John (the apostle) ......訓， 55-57 ， 118, 880, 883, 923 966 迦南宗教習俗 re1igion/practices of the 

133 , 172, 192, 423 , 447 , 448 , 857, 881 , 約書 Book of the Covenant ........ 1 沌， 188, 327,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 21 , 22，訝，訓， 33-35 ， Canaanites.... 234, 240, 245 , 392, 473 , 576 

959 337, 338, 341 , 541 , 543 , 575, 611 , 796 , 39, 55-57, 78 , 105 , 118 , 119, 133 , 134, 迦南神明 Canaanite gods ...........203, 234, 239, 

佩經盒 phy1acteries ..... 1 紗， 202, 206, 207, 300 883 150, 160, 162-64, 172, 173, 182, 188, 190, 328, 341 , 342, 368, 386, 956 

阿摩司先知 Amos (the prophet) .......... 90, 308, 約書亞(其人) Joshua (the man) ......... 24，詣， 192, 193 , 205 , 209 , 211 , 212 , 220, 222 , 迦勒 Ca1eb...... 詣， 70， 75 ， 78晶， 660, 840, 852 

422 , 689, 690, 692, 706, 730 28 , 30, 34, 36, 44, 70, 75 , 96, 103, 108, 223 , 247 , 255 , 264-66, 284, 298 , 301 , 308, 迦得/迦得(支派的)人 Gad/Gadites ...... 1 肘，

初熟的果子 firstfruits......... 440, 515, 517, 717, 109, 111 , 112, 114-17, 121 , 166, 230, 231 , 309, 324, 330, 331 , 336, 351 , 352, 382, 109, 110, 165 , 325, 544, 748 , 759 , 808, 

720, 721 , 726 234, 242 , 243 , 245 , 246 , 263 , 325 , 330, 383 , 397, 399, 400 , 407 , 408 , 423 , 431 , 812, 939, 952-54 

所羅門 Solomon..... 妙，狗， 101 ， 210 ， 247 ， 328 ， 335 , 343 , 445 , 446 , 478 , 479 , 519, 524, 447-50， 461 ， 467 ， 468 ， 479 ， 480， 521 ， 537司 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zer........ 537, 857, 972, 

349, 350, 445 , 446, 479 , 573 , 605 , 743 , 550, 573, 578-80, 608, 764, 765 , 851 , 852, 39, 553 , 559, 561 , 580, 584, 594, 608-10, 975 

766, 767, 799, 824 860-67, 870, 871 , 873, 883 , 884, 891 , 892, 625 , 636 , 641 , 651 , 652 , 665 , 667 , 669 , 牲畜/動物 animals......1 鈣， 142 ， 197 ， 302 ， 317 ，

承繼產業/地業/特別的產業 (nãb"lâ) 941 , 951 , 953 , 954, 958, 963 , 967, 969-71 , 677-79, 691 , 705 , 706, 733 , 734, 744, 745 , 328, 361-63, 822, 902, 951 

inheritance/grantlspecia1 possession ..... 75 , 974, 976 766, 769, 796, 800, 804, 826“28, 844, 855- ~作食物 .........................355圓的， 385-400

80, 158 , 164, 247 , 284 , 291 , 516, 517 , 約書亞記 Joshua (the book) ....... 103 ， 230， 2訓， 58, 880, 884, 958-61 , 972, 973 , 975-78 ~作祭牲 .......212 ， 345 ， 404， 406 ， 427品，

549, 550, 574, 593 , 600, 662, 700 , 702 , 243 , 245 , 246, 567, 579, 580 耶路撒冷 Jerusa1em...... 24， 27 ， 28 ， 31 ，則， 295 ， 436, 438 , 456 , 458 , 517, 590, 645 ,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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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732, 754, 813, 898 

對待~的態度 .......98-100 ， 103 ， 175 ， 182 ，

184, 275, 616-21 , 624, 697, 698, 707, 708, 

761 , 763, 787, 788, 903 

野生~ ........ 228, 243, 603, 613, 6時， 619，

624, 784, 786, 789, 875, 909, 910 

哈拿 Hannah.............................… 605 ， 606 ， 659

紅海 Red Sea ......70， 71 ， 76 ， 77 ， 267 ， 3 日， 316，

317, 334, 567 

拜偶像 idolatry ........ 59, 14卜的， 149, 153, 160, 

186, 215 , 22~ 223, 234, 244, 245, 247, 

266, 274, 276, 277, 279, 281 , 282, 284, 

341 , 348, 379, 380, 383, 399, 415 , 458, 

460, 465 , 467, 468, 474, 479, 528, 529, 

538, 539, 555 , 585 , 588, 602, 603 , 618, 

641 , 653 , 663 , 664, 675 , 683 , 689, 760, 

761 , 798, 799, 815-20, 824, 898, 920-22, 

925-27, 931 , 935, 943, 961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Clint凹， President 

WilI iam........................................1 鈣， 560

珍貴的產業 (segullâ) treasured possession ... 

36, 227, 235, 236, 246, 249, 389, 737-44, 

768, 882, 922 

目拉斯迦山 Pisgah..........107 ， 108, 110, 114, 115, 

167, 930, 963 , 966 

便雅憫/便雅憫(支派的)人 Benjaminl

Be叮amite….........380 ， 478 ， 638 ， 748 ， 758 ，

938, 950, 951 

威廉威伯福斯 Wilberforce， William....... 426 

音樂 music.......... 353, 645, 658, 659, 731 , 924, 

925 

保羅 Paul.................. 22, 23 , 31 ， 56 ， 57 ， 66，的，

80, 90, 132, 133, 153, 161 , 162, 186, 190, 

192, 209, 212, 220-24, 247, 249, 264, 266, 

283 , 284, 308, 31~ 332, 381 , 382, 398, 

448, 450, 480, 482, 521 , 538-40, 561 , 580, 

604, 609-11 , 613, 621 , 625, 641 , 653, 654, 

十劃

986 

663, 664, 678, 706-8, 731 , 769, 801 , 811 , 

826, 827, 839, 840, 842-44, 852-57, 917, 

924, 976 

埃及/埃及人 EgyptlEgyptians.......... 32, 35, 40, 

53-55, 59, 61 , 65, 66, 69, 70, 74, 76-80, 

86, 88-90, 92, 104, 114, 123, 125, 126, 

130, 136, 138, 141 , 147, 148, 155, 157-62, 

167, 168, 171 , 172, 175, 182, 184, 189-

91 , 199, 207, 208, 213-15, 218, 219, 221 , 

224, 227, 228, 231 , 236, 24~ 242, 252, 

261 , 262, 270, 271 , 273 , 275, 277, 279, 

282, 283, 285, 287, 289-92, 299, 301 , 303, 

306, 313, 316-19, 326, 329, 343, 344, 366, 

372-75, 377, 382, 383, 397, 410, 417, 419, 

420, 428, 433-42, 444, 446, 448, 461 , 469, 

471 , 473 , 474, 534, 547, 551 , 563 , 567, 

568, 579, 643, 646-48, 650, 663, 681 , 682, 

684, 685, 687, 688, 690, 691 , 703, 711-13, 

715, 717, 723-25, 730, 741-43, 762, 763, 

767, 769, 773, 776, 788, 789, 792-95, 797, 

808-14, 816, 819, 822-25, 827, 839, 852, 

856, 865 , 86~ 876, 879, 892, 901 , 909, 

911 , 913 , 920, 944, 952, 957, 963 , 969, 

970, 971 , 974-77 

夏甲 Hagar................................... 599, 604, 675 

挪亞 Noah........... 104, 183, 297, 361 , 399, 551 , 

582 

神的形象 image ofGod...... 184, 284, 377, 424, 

551 , 559, 728 

神的國/光明的國度/天國 kingdom of Godl 

ligh的eaven............67 ， 118, 160, 225, 246, 

248, 311 , 538, 561 , 585 , 623 , 625 , 641 , 

714, 716, 854, 960 

神的〔眾〕兒子/女兒 sons [and daughters 1 of 

God...........74, 143, 304, 385, 388-90, 399, 

南
海

! 

987 

425 , 430, 469, 477, 768, 769, 827, 900, 

918, 962, 975 

神的激情/忌邪 passion， divine ....鈣， 136 ， 141 ，

144, 147, 175, 180, 213 , 216, 242, 267, 

274, 794, 819, 823 , 871 , 878, 879, 888, 

889, 906, 907, 916, 917, 924 

神的帳幕/會幕 tabemacle .......... 1 侶， 233 ， 259 ，

293 , 295, 307, 349, 356, 429, 437, 448, 

460, 621 , 658, 659, 722, 754, 870, 881 , 

923, 949 

神的話語 words ofGod........ 57, 173, 256, 479, 

481 , 884, 885, 892 

神的顯現 theophany........... 123, 139, 196, 306, 

531 , 793, 946 

神是父親 fatherhood of God ..... ...沌， 151 ， 152 ，

162-64, 209, 265, 308, 311 , 425, 745, 766, 

844, 887, 898, 925, 959, 962 

神是審判官 judge， God as ........... 66, 305, 802, 

891 , 914, 916 

神恩獨作 monergismlmonergistic....... 140, 872 

神聖/屬天的戰士 divine Warrior ...........74, 77, 

112, 242, 569, 865 , 916, 944, 945, 947, 

948, 959, 960 

神蹟育事 wonders.......118 ， 159, 160, 214, 218, 

225 , 228, 236, 313, 316, 365, 373 , 717, 

774, 811 , 816, 856, 933, 964, 970, 973 , 

977, 978 

其敬拜 worship ， true .....24，詣， 41 ， 42 ， 57 ， 118, 

139, 142, 153, 173, 177, 182, 188, 191 , 

192, 200, 209, 210, 212, 223 , 268, 285 , 

293 , 302, 308-10, 337-53, 357, 360, 361 , 

376, 398, 399, 401-5, 407, 408, 425, 431 , 

435, 438, 439, 441 , 444, 445, 448-50, 467, 

472, 517-19, 526, 605, 618, 644, 650, 651 , 

653, 659, 663-65, 704, 717-35, 744, 754, 

757, 797, 877, 879, 881 , 883-85, 894, 904, 

923-25 

主題蒙引

祝福/福氣 blessing .........鉤， 27 ， 37 ， 39 ， 44，弱，

57, 62, 83, 86, 127, 132, 134, 149, 152, 

169, 184, 198, 215 , 217, 221 , 223 , 228, 

238-40, 261 , 262, 288, 295, 298, 315, 322, 

325, 326, 328-33, 339, 347, 360, 362, 402, 

403, 405, 409, 410, 413 , 414, 417, 419, 

421 , 434, 442, 443 , 445 , 450, 457, 468, 

477, 519, 553, 571 , 587, 592, 593 , 643 , 

646, 655 , 661 , 677, 681 , 682, 685, 688, 

715, 718, 719, 726, 727, 730, 731 , 734, 

735, 743, 748-50, 757-60, 765, 767, 768, 

771 , 772, 777-83, 789, 791 , 794, 797, 798, 

800, 803, 805, 806, 812, 815 , 817, 818, 

827, 829, 831 , 833, 835 , 838, 843 , 845, 

849, 850, 852, 872, 882, 934, 937-62, 964, 

965 

除酵節 Unleavened Bread, Festival of....... 208, 

433-47 

家屬/家族 (bêt'ãb) family, household..... 1 泣，

186, 339, 376, 402, 427, 430, 445 , 467, 

476, 545, 547, 579, 601 , 605 , 610, 620, 

630, 638, 639, 686, 688, 698, 699, 700, 

721 , 725, 762, 819, 869, 871 , 931 , 949, 

968, 976 

十一劃

清白/無辜 innocence ， innocent .... 75, 175, 181 , 

466-68, 542, 543, 547, 549, 552, 553 , 558, 

583, 587, 588, 590-94, 629, 630, 631 , 632, 

634, 686, 702, 707, 728, 733 , 749, 761 , 

764 

祭司/祭司職 priests/priesthood ......... 24-26, 29, 

30, 32, 36, 38, 150, 207, 248, 259, 288, 

294, 295, 298, 345, 356, 378, 380, 396, 

397, 404, 406, 430, 446, 451 , 453, 462-67, 

471-73, 475, 515-21 , 524, 530, 532, 535, 

544, 555, 556, 563, 566-68, 572, 587, 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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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606, 620, 621 , 645 , 659, 665, 681 , 

683, 684, 717, 720-22, 742, 743, 747, 756, 

75~ 760, 765 , 803 , 81~ 824, 827, 86~ 

988 

751-53, 764, 767, 792, 830, 831 , 838, 867-

69, 920, 946, 965 

參孫 Samson................................................ 559 

867-紗， 877， 879 ， 880， 895 ， 924， 948 ， 970， 假敬拜/敬拜其他神明 worsh巾， fa1se/of other 

974 gods........128, 135, 136, 141-44, 149, 153, 

祭禮。fferings..... 308, 345, 347, 357, 358, 360, 175, 180, 234, 239, 240, 252, 273 , 274, 

362, 379, 399, 40~ 429, 436, 458, 51~ 278, 279, 28~ 283 , 314, 320, 322, 337, 

519, 526, 592, 731 , 755, 768, 819 

基甸 Gideon......... 219, 234, 242, 381 , 578, 605 

墓利心山 Gerizim ......37, 333-35, 351 , 748剖，

753, 754, 757-59, 764-68 

基抹 Chemosh ............................................... 87 

基爾塔 Kirta ..........“..“........205, 376, 477, 571 

寄居者/外人 (gër) a1ien ..........的'的， 67 ， 89 ，

175 , 182, 225 , 299, 301 , 303 , 305 , 309, 

386, 388, 396, 403 , 406, 413 , 416, 434, 

443 , 516, 547, 550, 560, 585, 598, 625 , 

643, 646, 647, 661 , 681 , 682, 685-88, 695, 

699, 718, 723 , 726, 727, 748, 761 , 762, 

765, 774, 789, 808, 809, 813, 861 , 869, 

881 

婚姻 marriage ......42, 43 , 57, 144, 179, 184-86, 

212, 437, 474, 570, 596-99, 605, 609, 610, 

629, 630, 633 , 635 , 637, 640, 641 , 645 , 

650, 669-79, 682, 698, 699, 700, 763, 787 

條約/契約/效忠之約 treaty/1oya1ty oaths : 

均勢的~ ..................................... 722, 741 

宗主與附庸的~ .... 32, 60, 145, 158, 169, 

186, 187, 219, 227, 370, 375 , 378, 389, 

643, 647, 656, 741 , 777-79, 786, 792, 797, 

805, 813, 814, 842, 877, 882 

赫人的~ .......... 28, 32, 60, 140, 169, 187, 

293, 371 , 741 , 882 

新亞述時期的...........恕， 140, 371 , 779 

崇拜中央化 centralized worship ..... 24, 346-49, 

435, 436, 451 , 454, 920 

這訓誨/律法書 Torah， this ....... 26, 32，兒， 536，

365-69, 373-84, 389-91 , 422, 452, 457-61 , 

466, 426-29, 532, 564, 575, 636, 645, 658, 

659, 773-76, 788, 794, 809, 810, 819, 822-

25, 845, 850, 862, 875, 926, 935, 949 

園歌(以色列的) anthem, [srae1's ....... 44, 57, 

138, 863 , 871 , 873 , 875, 876, 877, 878, 

894, 896, 917, 919, 921 , 923, 958, 964 

娶寡嫂制度 1evir， 1evirate marriage .... 698-701 , 

705, 708 

被擴 exi1e.......... 28, 42, 70, 123, 146, 160, 230, 

247, 297, 330, 335, 397, 407, 446, 451 , 

47~ 553, 565 , 576, 595 , 597, 599, 609, 

663 , 675 , 676, 69~ 744, 774, 778, 788, 

792, 794, 800, 825, 829, 834-37, 853, 880, 

883, 891 , 917, 923, 949 

掃羅 Sau1.... 373, 478, 526, 579, 593, 622, 713, 

714 

十二劃

猶大/猶大(支派的)人 Judah/Judahites ... 24, 

75, 91 , 239, 247, 350, 380, 423 , 445-47, 

46~ 478, 551 , 579, 583 , 585 , 60~ 636, 

651 , 658, 676, 69~ 705, 706, 730, 748, 

758 , 794, 797-800, 824, 825 , 841 , 842, 

852, 937, 943 , 947, 948, 953 , 95~ 963, 

966, 975 

無父者/孤兒 fatherless/orphan........... 299, 301 , 

305 , 308, 309, 347, 403 , 406, 413 , 416, 

422, 434, 443, 516, 551 , 682, 686-88, 718, 

726, 727, 733, 748, 761 , 762, 766 

"亂

這事

989 

雅各 Jacob …....34， 54， 62，郎， 90-92， 147 ， 190, 

213 , 215, 262, 27~ 275 , 278, 287, 290, 

291 , 296, 302, 306-8, 329, 478, 598, 605, 

606, 636, 652, 691 , 723, 724, 758, 759, 

808, 845 , 888, 899, 900, 922, 937, 938, 

940, 943 , 946, 947, 952, 953 , 957, 963 , 

969, 976 

喇合 Rahab ........... 96, 105, 325, 584, 585, 652, 

743, 840 

詛咒 curse ......28, 31 ，的，兒， 76， 115, 127, 146, 

147, 169, 221 , 224, 233 , 237, 240, 247, 

315 , 320, 322, 323 , 325, 326, 329, 330, 

332, 333 , 381 , 382, 423 , 466, 474, 476, 

519, 540, 550, 551 , 558, 571 , 575 , 580, 

592, 594, 596, 601 , 603 , 604, 607, 608, 

613 , 641 , 643 , 646, 665 , 698, 711 , 715, 

743, 748-50, 753, 757-66, 768, 769, 772, 

774, 777-80, 783-87, 789-92, 795 , 797-

800, 805, 806, 809, 810, 814, 817-20, 822-

25, 827, 829, 831-s33, 837, 842, 845, 850, 

852, 867, 874, 875, 878, 909, 910 

散送冥/散送冥人 Zamzummites...... 74, 84, 89, 

91 , 92 

創造主/創造 creator/creation ..... 104, 142, 143, 

145 , 152, 153 , 182, 192, 193 , 284, 328, 

351 , 363 , 581 , 618, 624, 651 , 783 , 887, 

899, 904 

朝聖者/朝聖之旅 pi1gri叫pi1grimage ........ 124, 

342, 344, 404, 436, 437, 441 , 444, 528, 

726, 727, 869 

智慧 (bokmã) wisdom ....... 25，訓， 62 ， 64，的，

67, 74, 126, 128, 151 , 247, 320, 452, 456, 

457, 467, 469, 527, 623 , 831 , 847, 84~ 

872, 887, 889, 893 , 898, 907, 911 , 912, 

963, 969, 970 

智慧文學 wisdom 1iterature .........320, 893, 911 

提摩太(其人) Timothy (the man) .... 34, 482, 

主題索引

521 , 538, 976 

揀選/神的揀選 e1ection， divine . 

~先祖 ......32 ， 35 ， 59 ， 105, 124, 303, 842, 

922 

~以色列/神的子民 .....32，鈣， 36， 38 ， 59 ，

90, 91 , 105, 124, 148, 155, 158, 163 , 190, 

208, 227, 236, 238, 246-49, 275, 301 , 303, 

319, 327, 345 , 385 , 389, 390, 392, 398, 

399, 469, 585, 646, 691 , 739, 742, 768, 

783 , 803, 827, 835 , 852, 872, 89~ 92~ 

926, 959 

~以色列的君王. 鈣， 350， 471 ， 473 ，

476, 478-80, 788, 920 .參被眾神揀選的

漢摩拉比 .............................................881

~迦南地 .............................................319

~上主立名之處.....鈣， 339-44, 346剖，

355-60, 401-5, 427, 428, 433 , 434, 438, 

439, 443, 444, 446, 453 , 462, 464, 515 , 

518, 528, 657, 717, 719, 721 , 752, 766, 

860 

~利未支派的祭司 36， 515 ， 517，但 1 ，

587 

~摩西.....….................................296 ， 971

~約書亞 .............................................866

~耶穌 .................................................972

~教會的領袖 ...............................481 

報應律 ta1ion ..........556-紗， 565 ， 703 ， 907 ， 920

割禮(身體上和心上) circumcision, physica1 

and heart............ 22, 37, 80, 149, 192, 200, 

222, 283 , 299, 300, 303 , 330, 653 , 756, 

829, 833, 836-44, 852 

十三劃

會/大會/聖會(以色列的/上主的) assemb1y 

(ofIsrae1, ofYahweh) ........... 43, 189, 270, 

276, 279, 287, 292, 433 , 435 , 439, 441 , 

442, 523, 635, 643-54, 656, 663, 667, 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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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810-15, 862, 878, 879, 883, 894, 895, 

937, 942, 962 

會幕 Tent ofMeeting.......... 346, 658, 861 , 870, 

873, 892 

愛( 'ãhëb) love . 

~的定義 .....158 ， 169 ， 204， 210 ， 211 ， 599，

836 

~律法 ......................................265 

~神 .........21 ， 22 ， 33 ， 35品， 41 ， 124, 125, 

134, 163 , 169, 172, 173 , 175 , 180, 190, 

193 , 201 , 202 , 204-6, 208 , 210-12, 223 , 

225 , 226 , 228 , 232, 238, 265 , 268 , 284, 

285, 300-2, 307, 308, 310, 314, 320, 321 , 

324, 331 , 366, 371 , 374, 375 , 382, 383 , 

421 , 443 , 542, 551 , 580, 651 , 653 , 691 , 

706, 734, 735 , 745, 784, 800, 829, 833 , 

836, 838, 840, 844, 845, 849-51 , 858 

人際的~ ........ 38, 39, 247, 248, 299, 302, 

308-10, 376, 409, 410, 419-21 , 424, 553, 

559, 595, 605 , 617, 639, 640, 662-66, 676, 

733 

神的....刃，鈣， 36， 59 ， 73 ， 78 ， 124, 125, 

134, 144, 152, 155 , 158, 163 , 175 , 180, 

181 , 227, 228, 231 , 236, 238, 246-50, 257, 

266, 284, 299, 301 , 305, 309, 424, 580, 

607 , 640, 643 , 646, 731 , 744, 800, 838, 

839, 901 , 937 , 938, 946, 947, 950, 959, 

960, 962 

義/公義/正直 ($'dãqâ $edeq) righteousnessl 

righteous (及不義 unrighteous) ........ 22, 

35 , 36, 63 , 58, 64, 65 , 66 , 67 , 126, 129, 

130, 152, 153, 166, 170, 182, 185 , 189, 

219 , 221 , 223 , 224, 250, 270 , 274, 282, 

305 , 308, 331 , 332, 377, 383 , 407 , 422 , 

425 , 448 , 451 , 452 , 454 , 455 , 456, 457 , 

458 , 462 , 465 , 466 , 467 , 468 , 469 , 472 , 

477 , 516, 521 , 525 , 529, 547, 551 , 552, 

553 , 556, 557, 588, 616 , 641 , 644, 664 , 

665 , 682 , 687 , 689, 692, 696 , 697 , 706, 

707, 709, 715, 733 , 743 , 744, 745, 748, 

762, 824, 841 , 874, 881 , 882, 887, 893 , 

89~ 897, 898, 906, 910, 915 , 921 , 925, 

936, 939, 940, 953 , 954, 969, 972, 974, 

975, 976 

罪中為奴 slavery to sin .......193, 249, 284, 3 日，

425, 734 

罪責/無罪 guilt/gui1t1ess..... 105, 175, 1 訓， 291 ，

468 , 546, 548, 549, 552, 553 , 555 , 591 , 

593 , 594, 613 , 632 , 636 , 655 , 673 , 686, 

697, 707, 769, 818 

葉特羅 Jethro...................................64，的， 345

敬畏 (yã而且) fear, reverent awe...... 訓， 32， 37 ，

58, 113, 124, 135, 139, 150, 153, 158, 177, 

183, 195-98, 200, 209, 213-15 , 218, 219, 

221 , 225 , 247 , 251 , 253 , 258 , 260, 265 , 

285 , 299-302, 306, 307, 310, 330, 331 , 

352, 366, 368, 374, 398, 402, 404 , 407 , 

408 , 431 , 471 , 472, 476, 480 , 482 , 602 , 

675 , 711 , 712, 715, 726, 775, 783, 792-94, 

797, 838, 843 , 854, 861 , 868, 869, 885 , 

888, 905 

聖約之愛 (besed) covenant 10ve ............. 175, 

179-81 , 228, 238 

聖殿 temple

大衛/所羅門的~ ........... 28, 30, 183, 207, 

259, 295 , 307, 343, 348-51 , 437, 445 , 446, 

466, 467 , 479, 518, 550, 649-51 , 653 , 658, 

659 , 722, 731 , 754, 767, 798, 824, 831 , 

880, 881 , 883 , 923 

被據後的~ ......... 407, 446, 650, 842, 881 

第二~........189， 207， 351 ， 467 ， 765，的 1 ，

881 

撒馬利亞人的.........................…..... 765 

基督徒的身體是~ ............. 249, 298, 654 

偶
有
川
這
兩
廢
議
結
擎
~
m
v
V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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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異教的廟宇.......... 91 , 141 , 187, 234, 342, 

343, 545, 548, 657, 658, 729 

其他.......................… ...........................545

《聖殿經卷} Temple Scrol1....... 458, 604, 608 

聖潔/神聖/屬神的 (qãdës) holiness/holyl 

sacred.... 35, 178, 188, 231 , 246, 337, 377, 

388, 389, 392, 398, 399, 57~ 611 , 620 , 

648 , 653 , 658 , 659, 777, 778, 796, 844, 

883, 929, 931 , 933, 934 

~的民族/國家 .......36 ， 43 ， 183 ， 227 ， 231 ，

235, 236, 244-50, 309, 326, 375, 385, 386, 

388-91 , 396-99, 461 , 469, 575, 582, 620, 

625 , 632, 640, 646, 649, 675 , 737-45, 768, 

771 , 777, 782, 783, 801 , 803 , 804, 898, 

959-62, 976 

~的行動/服侍/工作.... 98, 259, 475 , 665 , 

964 

~的物品 .....227 ， 234， 245 ， 338 ， 452 ， 457

~的律法..............................….............. 22 

~的神.......... 76, 150, 152, 309, 389, 390, 

607, 620, 870, 931 , 933, 934, 944 

~的祭...... 345, 360, 394, 406, 517, 717, 

727, 728, 735 

~的祭司....................…............… .......803

~的處所/聖殿 .........1 紗， 161 ， 264， 293 ，

349, 404, 653 , 657, 718, 729 

~的像 .................................................234

至聖所 .................................................302

軍營的~ ..................................... 644, 648 

聖山 161 , 651 , 653 

聖日 .............................175 ， 183 ， 438， 445

聖名 .............................................422 ， 689

聖地 .....................................105 ， 377 ， 582

聖吉....................................................... 29 

聖者 937, 945, 946, 959-62 

聖城..................................................... 423 

聖會........................................ 435, 440-42 

聖經 .............................1 鉤， 538, 867, 879 

聖靈/神的靈/上主的靈.......鉤， 66， 79-81 ，

118, 132, 190, 191 , 220, 221 , 283 , 284, 

293 , 304, 31~ 336, 351 , 35~ 448 , 449 , 

467 , 468 , 531 , 538, 553, 558, 580, 641 , 

653 , 654, 664, 802, 842, 844, 884, 959, 

976-78 

聖潔法典/聖潔律修IJ Holiness Codel 

instructions on holiness....... 178, 188, 337, 

611 , 620, 777, 778, 796, 883 

聖戰/上主之戰 divineNahweh war ....….... 101 , 

102, 230, 232, 248-50, 566, 581 

路得(其人) Ruth (the person)......... 598, 609, 

651 , 652, 688, 700, 705, 743, 840 

債務/償債奴僕/償還債項 debt， debt-slaveryl 

servitude, debt remission .............. 42, 401 , 

409-23 , 660, 681-86, 692, 709, 860, 868 

徹底滅絕迦南種族 extermination of the 

Canaanites............101-5, 216, 277, 580-86 

徹底滅絕 (bërem) 政策 Total destruction, the 

policy of........... 94, 98-100, 103, 104, 227, 

229-35 , 244, 245, 367, 379, 381 , 566, 567 

574, 575, 579, 580, 714 

逾越節 Passover ........... 42, 192, 208, 220, 345, 

400, 430, 433 , 435-41 , 443-49, 659, 839 

試rll考驗 testltesting ......... 41 ，鉤，訓， 87， 128 ，

155 , 157, 163 , 201 , 214, 215 , 217, 223 , 

224, 232, 233, 235, 237, 241 , 251-58, 260-

63 , 265-68, 282, 320-22, 324, 329, 365 , 

369, 373, 374, 525, 533, 735, 808, 884 

十四劃

歌 Song:

紅海之~.............................................316

上主/摩西之.........詣， 28， 39 ， 561 ， 861 ，

862, 870, 871 , 873-79, 885, 886, 891-97, 

903-28, 929, 941 , 942 , 958, 960 

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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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波拉和巴拉之~ ..................... 758, 947 

赫人 Hittites........ 227, 246, 564, 581 , 650, 882, 

883 

僕人/僕役 servant : 

廣義 ....175 ， 176 ， 182 ， 186 ， 339， 347 ， 355 ，

372, 409-26, 433 , 434, 443, 688, 690, 691 , 

704, 708, 881 , 973 

王的~ ................................. 967, 968, 970 

上主/耶穌基督的~﹒

先祖.........................… 287 ， 290 ， 291

摩西“..…..訓， 65 ， 108, 113 , 118, 764, 

799, 892, 933, 963, 967, 968, 971 

以色列 .........890 ， 891 ， 918， 922 ， 923

迦勒 .............................................852

大衛 ..............................................118

先知 .....................536 ， 692 ， 799 ， 922

耶穌 ......................1 時， 162, 959, 972 

西面..........… ................................467

保羅 .....................................480， 539

基督徒 .................219 ， 226 ， 521 ， 978

瑪拉基先知 Ma1achi (the prophet)....... 兒， 247，

406, 407, 431 , 480, 668, 675, 880 

瑪拿西王 Manasseh (king)........... 29, 283, 380, 

446, 466, 731 , 766 

瑪拿西支派 Manasseh (tribe)......107, 109, 110, 

165, 325, 544, 758, 808, 812, 939, 952, 

963, 966 

瑪撤 Massah ....... 2 日， 216， 219 ， 272 ， 276 ， 282 ，

885, 938, 948 

與神相交 fellowship with God..... 57, 345, 346, 

390, 400, 430, 449, 731 

i吳殺 mans1aughter ...........42, 184, 462, 541-46, 

548, 549 

寡婦 widow......... 299, 301 , 305, 308, 309, 347, 

403 , 406, 413 , 416, 418, 422, 434, 443 , 

444, 51~ 547, 551 , 605 , 672, 682, 686-

89, 692, 698-701 , 705, 718, 726, 727, 733, 

992 

748, 761 , 762, 766 

漢摩拉比/漢摩拉比法典 Hammurabil

Hammurabi's 1aws ...... 224, 417, 421 , 477, 

557, 661 , 703, 753, 881 , 971 

誦讀/聆聽(律法) reading/hearing (the Torah) 

..26, 29, 32, 256, 446, 472, 476, 478, 

480, 793, 798, 818, 836, 869, 879, 881 

十五劃

撒母耳先知 Samue1 (the prophet).......... 27，紗，

308, 350, 445 , 478, 53~ 578, 579, 593 , 

606, 622, 713, 714, 788 

撒拉 Sarah ................................... 478, 599, 638 

撒迦利亞先知 Zechariah (the prophet)...... 219, 

537 

撒馬利亞 Samaria ....................... 446, 558, 663 

撒馬利亞人 Samaritan[s]...........3訓， 398， 447 ，

765, 766, 976 

摩西的律法 Torah of Moses........... 妙，訓， 132，

480, 535 , 666, 707, 799, 801 , 838, 840, 

879-81 , 954, 965 

摩押 Moab ..... 10, 28, 35, 37叫， 53 ， 54， 59 ， 74，

83- 93 , 95-98, 102, 115 , 126, 127, 137, 

147, 149, 171 , 188, 230, 233 , 297, 327, 

333, 334, 526, 575, 581 , 584, 643, 645-47, 

650-52, 711 , 743, 757, 759, 777, 778, 795, 

796, 814-16, 841 , 851 , 863, 869, 885, 929, 

930, 944, 947, 958, 963 , 965, 968 

摩押平原 Moab， P1ains of... ..10, 35, 37-39, 59, 

86, 89, 115, 126, 147, 149, 171 , 188, 297, 

327, 333 , 334, 575 , 743 , 757, 759, 795 , 

796, 814, 815, 841 , 851 , 863 , 869, 885, 

930, 947, 963, 965 

摩洛 Mo1ech/Mo1ek..................... 370, 526, 728 

審判官/士師 (sópetÎm) judg吋udges.........62 ，

64, 65 , 274, 283, 304, 305, 451-56, 459, 

462-65, 472, 473, 524, 555-57, 587, 589, 

993 主題索引

592, 602, 688, 695 , 697, 764, 799, 912, 541 , 542, 544-52, 557, 559, 588-94, 603, 

970 634, 683 

憎惡的 1ï:iJ憎的 (tô <ëbâ) abominationl 

something detestab1e........... 229, 244, 247，十t劃

352, 365, 367, 369, 370, 378, 385, 387, 彌迦先知 Micah (the prophet).... 308, 466, 663, 

388, 391 , 392, 396, 452, 453 , 458, 460, 764 

523四26 ， 528-30 ， 539 ， 564， 575 ， 615 ， 618 ， 彌賽亞 Messiah “ ........398 ， 444 ， 447 ， 467 ， 479 ，

640, 643 , 646, 647, 655 , 660, 666, 669, 537, 651 , 972-74 

673 , 675, 696, 704, 706, 748, 788, 809, 

816, 856, 888, 904 十九劃

十六劃

噩王 Og..... 28, 53, 54, 88, 94, 95, 99, 100, 101 , 

103, 105, 107, 108, 110-12, 166, 167, 242, 

244, 273, 582, 808, 812, 860 

頭生的 (bekôr) firstborn : 

~牲畜 ........339 ， 345 ， 355 ， 401 ， 402 ， 404，

427-31 , 939 

~見子/長子 42, 428, 431 , 588, 595, 

599, 600, 636, 695, 699, 705, 952 

神~兒子 .....265 ， 431 ， 477 ， 479 ， 802 ， 959

錫安/錫安神學 Zion/Zion theo1ogy .......28, 75, 

331 , 350, 462 

戰役/征伐/攻伐 conquest......... 73, 87, 98, 101 , 

105, 109, 116, 168, 232, 242, 243 , 245 

250, 516, 531 , 565 , 567, 572, 574, 575 , 

578, 649, 715, 785, 945, 947, 966, 974 

戰爭/軍事政策 warfare ， war po1icy ........ 102-5, 

244-46, 562-86, 595-99, 711-16, 907-10 

憲法/憲政傳統/憲制文字 constitutiona1

tradition/1iterature/1aw .... 66, 85, 188, 189, 

605, 611 , 677 

矯祭 burnt offerings.... 339, 345, 356, 360, 367, 

379, 381 , 429, 651 , 732, 747, 754, 755 , 

764, 938, 949 

謀殺/殺人 murder/homicide ....... 1 衍， 166 ， 176 ，

184, 191 , 377, 378, 416, 462, 467, 539, 

證人/見證人 (<ëd) witness (另參見證條) . 

145 , 185 , 262, 263 , 293 , 416, 420, 453 , 

460, 461 , 475, 555-58, 560, 592, 608, 631 , 

637, 705 , 721 , 750, 760, 764, 765, 801 , 

805, 811 , 873, 878, 893, 896, 919, 923 

禱告 prayer ...........58, 78, 79, 112, 113, 118-20, 

128, 129, 132, 211 , 263 , 267, 278, 280, 

281 , 292, 295-97, 348, 350, 351 , 553, 587, 

592, 651 , 659, 729, 733, 735 , 799, 819, 

882, 947 

離婚 divorce............. 43 , 310, 597-99, 605, 609, 

629-31 , 635, 640, 668-79, 699, 700 

二十劃

獻見童為祭 chi1d sacrifice.......... 370, 526, 660 

獻祭 sacrifices/offerings..... 210, 233, 247, 295, 

298, 307, 308, 344-48, 356, 359, 360, 391 , 

394, 400, 402, 428-30, 433, 438, 440, 441 , 

458, 467, 515 , 526, 719, 728, 731 , 755, 

888, 948 

二十一劃

屬天的/合乎上主心意的王權 kingsh巾， divinel 

。fYahweh .....38, 202, 268, 338, 352, 374, 

534, 667, 942, 967 

屬世的國/黑暗的國度 kingdom of this worldl 

darkness ...... 1 的， 166 ， 225 ， 237 ， 246 ， 249，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8

311 , 585, 734 
懼怕/逃跑 fear， fright ...........的， 72 ， 79 ， 93 ， 99，

197, 315, 325, 466, 563, 565-69, 571 , 572, 

602, 657, 771 , 782, 783 , 788, 798, 865 , 

866 
蘭塞二世 Rameses 11........................... 741 , 958 
蘭塞三世 Rameses III........................... 89, 343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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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39 約圖書/俄巴底E書/瑪拉基書

37/38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

女己出版

新約

40 馬太福音

41 馬可福音

甘甜42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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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44A 使徒行傳上(1-9章)

*448 使徒行傳下(10-28章)

45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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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加拉太書

貴的 以弗所書

*50 排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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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雄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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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5 彼得後書/猶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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