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圣经》 

诗篇（31）继续讲述大卫在病中的祈祷，以及可拉的后裔为流亡异乡者的祷告

（诗 41:11-42: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诗篇 39:8-41:10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诗篇 39:8-41:10 继续讲述大卫的认罪、颂赞神，以及大卫在病中的祈祷。 

 

大卫求神免去“责罚”，因他被神的手“责打”所倾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许是大卫面临

困难了。而且这个困难好像使他感受到遭受了打击。神就像慈爱的父亲管教子女一样，也要

修正我们。希伯来书 12:5-9 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

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

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

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

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等待神来帮助我们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大卫得到了等待的好处：神将他从绝望中救拔了出来，

将他的脚放在了磐石上，给了他站得稳的地方。大卫的口发出了全新而强烈的赞美。神的赐

福通常要通过等待的试炼才能得到。 

 

大卫时代的宗教仪式包括在会幕中以动物献祭。大卫说，这些行为若动机不正确便毫无意义。

今天我们常常去教会作礼拜，守圣餐，或作十一奉献。但若是为着自私的缘故，那就是空洞

无意义的。神并不要那些对神毫无忠诚态度的祭物和礼物。根据撒母耳记上 15:22 的记载，先

知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我们要献给神的是神所

喜悦的顺服和终生的委身。 

 

“父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全。”根据约翰福音 4:34 和 5:30 的记载，耶稣为我们示范了对神的

顺服和事奉的态度。耶稣就像先知预言的那样来了，祂宣扬神的公义和赦罪的好消息。根据

希伯来书 10:5-10 的记载，诗篇 40:6-8 这段经文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 

 

大卫说他要将神的信实和救赎讲给周围的人听。若在生活中经历到神公义的影响，我们就不

能将之隐藏起来，而要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告诉别人。神的信实若改变了你的生命，你要

勇于向别人分享。向他人推荐一位高明的医生是件很自然的事，同样，向别人分享神为我们

所做的事情，也是件很自然的事。 

 

我们一想到信实，就会想到家人或朋友。对我们信实的人一定是接受和爱我们的人。就是在

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们也会爱我们。无论是支持的诺言或是婚约的诺言，信实的人总是会持

守的。与人的信实相比，神的信实是惟一完美无缺的。神的爱是绝对的，神的应许不会更改。

神爱我们，哪怕我们经常犯罪，神也是一样地爱我们。神信守对我们作出的一切应许，即使

我们向神失信了，神也信实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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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经常讲到神对软弱、贫穷和有需要的人的看顾，以及神也对这样做的人赐福。神要我

们对人慷慨，反映出神对我们的无偿给予。就像神赐福我们那样，我们也应该去祝福别人。 

 

诗篇 41:9 让人联想到新约中出卖基督的犹大。约翰福音 13:18 记载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

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根据马可福音 3:14-19 的记载，犹大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个，跟耶稣学习了三年，与耶稣同

吃同住，管理集体的财务。根据马太福音 26:14-25 的记载，最后这深知耶稣的犹大出卖了耶

稣。 

 

大卫避开那在背后刺他的人，转而仰望耶和华的怜悯。当别人都离弃大卫的时候，他指望耶

和华信实地站在他的身旁。他继而作出一个看似奇怪的要求：“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我

们若认为，像大卫这种声誉的人，神不值得这样做的话，我们必须谨记，大卫是耶和华所膏

立统治以色列的君王，而他作为王，必须处理叛乱的事。虽然他个人或许会选择忍受别人对

他的恶行和背弃，但作为君王，他有责任平定任何意图推翻政府的动乱。 

 

这里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在诗篇第一卷有关创世记的

部分，我们似乎看到基督的死和复活。但我要作个让你惊讶的声明：单单基督的死不能救人，

只有基督的死和复活才能救人。在哥林多前书 15:3-4 保罗为福音下定义说：“我当日所领受又

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主若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几乎每个人对主耶稣都有不同的看法。根据马

太福音 16:13-16 的记载，主耶稣问祂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

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

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些现代剧的结局是把主耶稣留

在十字架上，或留在坟墓里，因此并不属于福音剧。因为石头已经挪开，主耶稣已经离开坟

墓，祂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诗篇 41 篇剩下的内容。 

 

诗篇 41:11-13 记载：“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

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后的胜利惟独取决于神的认可与应许。因

此，可以根据在世界末日的得胜与否，来判断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正直地度日了。 

 

“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这句中的“站立”意思是得胜、喜乐、安全。“站在你

的面前”暗示从神得到认可与怜爱。本诗教训我们，眷顾邻舍、依靠神的人必会永远蒙神眷

爱。 

 

“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本书第一卷的颂赞，以“阿们”回应、赞美神的应许与劝

勉，鲜明地体现了诗篇的精神。 

 

这段经文以两个“阿们”结束。“阿们！阿们！”的意思是：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

在神宝座右边的时候，神就完成了关于我们人类的救恩计划。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不

必再加上别的，但也不能忽略复活而失去了福音。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这是诗篇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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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世记部分的最后一首诗。有一句话说得好，创世记是整本圣经的缩影；也就是说，圣

经中重要真理的根源都在创世记里。同样，诗篇的第一卷也涵盖了整本诗篇中的真理。创世

记结束时，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诗篇中是以高声颂扬基督的复活来结束有关创世记的部分。 

 

诗篇 42-72 篇是有关出埃及的部分。正如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一样，这群受苦的百姓在异邦、

远离了应许之地；独裁者的脚践踏在他们身上。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嚎和呻吟，你也可以听

到督工的鞭子打在他们身上的声音。他们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而且越来越苦。最后以色

列的哭声和哀嚎被神听见了，神伸手解救受苦的百姓。神信守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

的约，神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埃及地。比方说，前七首诗篇描写的困境（也就是 42-48 篇），

正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一开始记载的一样。但这些诗篇指的不是过去，而是指向未来，也

就是以色列余民在未来将要遇到的事。我们会看到神的选民离开耶路撒冷、远离圣地，失去

了神的同在，就像他们在埃及一样。在诗篇有关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

关神名字有趣的对照。在诗篇有关创世记的部分，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二百七十二次，以罗

欣的名字出现了十五次。在诗篇有关出埃及记的部分，以罗欣的名字出现了一百六十四次，

而耶和华的名字只出现了三十次。这表示什么呢？这两个有关神的名字有不同的意义。以罗

欣是指神的神圣大能和完全。耶和华是和救赎有关。耶和华就是保守以色列的神。我们发现

在这个部分中，大卫写的诗篇没有像他在前面写得那么多，大卫只写了十九篇，有七篇是可

拉后裔写的，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这部分的诗篇是预言以色列在末后日子的光景。 

 

从诗篇 42-44 篇，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法老控制。诗篇 43 篇提到敌基督，以及以色

列因为敌人的压制而哀嚎；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果然拯救就临到了。诗篇 45 篇是重要的千

禧年诗篇，提到主耶稣再来要作王。有一件事很重要，神的百姓必须明白，解释这些诗篇时

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些诗篇是应用在以色列国的，是指向以色列未来面对大灾难

时期的苦难。所以，我们如果只抽出诗篇的某一节经文说“这要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时，

要非常小心。我们可以把诗篇应用在我们的需要上，神的儿女在苦难中可以从诗篇中找到真

正的安慰和慰藉，但绝不能忘记诗篇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的。有很多人把以色列排除在神未

来的计划和目的之外，我觉得这是错的；就好像忽视圣经的某一部分，然后说：“没错，我相

信圣经是圣灵的启示，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但如果应用在和我无关的人身上，就不是神的

话。”这种思考模式是很危险的。要记得当诗人提到以色列时，指的不是以色列国，因为那时

还没有以色列国。同样，我们可以从教会这个字看到其中的差异。教会是由宗派，以及教会

会友名册上的名字组成的吗？不是的。教会是由一群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的圣徒组成的，

他们是基督的身体。参与一个有形的教会、成为会友、或举行某种仪式，都不能使你成为一

个真正的基督徒。只有和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才能使你真正地成为教会的会友。我们一定要

弄清楚，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是不同的。以色列国的余民不能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就像

有组织的教会的全部会友并不等于无形的教会，也不等于基督的身体一样。诗篇中有关出埃

及的部分，是指向末后信主的以色列余民。 

 

诗篇 42-43 篇是敬畏神的余民发出来的呼求。这两首诗说出以色列敬虔的余民在未来大灾难

时期所受的苦难。根据出埃及记 12 章的记载，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神第一次用血救赎他们。

相信神的人，把逾越节羊羔的血洒在房子的门楣上。到了晚上，灭命天使经过，看到有血的

人家，都不会击杀。这就是血的救赎。第二阶段的救赎是在红海，那是神大能的拯救。诗篇

42 篇的标题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伶长。”训诲诗就是教导诗，使人得智慧的诗。当以

色列人在旷野飘流的时候，可拉带头叛乱，因为他不服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神就把他处死了，

但留下他的后裔。民数记 26:9-11 神说得很清楚，可拉的后裔没有死在神的审判下，反而能继

续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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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埃及这部分的诗篇，前几首就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这些是很美的诗篇。从预言的角度

来看，诗篇 42 篇让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的光景。 

 

诗篇 42:1-2 记载：“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

时得朝见神呢？” 

 

第 1 节经文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他切切地寻找神，胸中虽有千言万语，却无法用言语

完全表达。“切慕”，以肉身的饥渴表达对神的切切思慕，使意境更形象化。 

 

在第 2 节经文中，诗人有力地表明，虽然目前处于患难中，但神没有惨败或死去。人确信永

生之神，就必靠着神的永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至完全灭亡。“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回顾

昔日在耶路撒冷圣所敬拜神的喜乐之情。 

 

我不想回到埃及，我想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未来，因为总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会再次离开他

们的土地。 

 

有些知名的解经家相信，现在聚集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可能会再次分散、被赶出以色列地。今

天敬虔的余民还未在这块地上。现在以色列地上有两群人：一群是我们称作正统的犹太人，

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降临，期待祂重建圣殿；另外一群和宗教没有关系，他们说他们的新纪

元已经开始了，他们要面对埃及人、阿拉伯人和联合国。神的百姓、敬虔的以色列余民，就

像历代所有神的百姓那样渴慕神。他们想到大卫。我认为当大卫藏在洞穴中，俯瞰山谷时，

要说这些话是很容易的。他可能听见猎人和狗的叫声，几分钟后，树林里传来沙沙的声音。

大卫军中负责站岗的人变得警觉起来。在洞穴的入口附近有一条小溪流，有一只小鹿跑出来，

口中吐着泡沫、低下头来，深深地喝了一口溪水；停了一下，听听周围有什么动静，再喝一

口溪水。因此诗人可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对神也是这样的吗？

有人说如果你行律法，遵守十诫，你就是讨神的喜悦。人已经远离神，人需要的不只是十诫。

十诫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悖逆神。我们不渴慕神、不亲近神，因此我们需要重生。我们

需要回到神家，才有资格说话，那不只是圣经的某一节经文而已，而是要发自内心说：“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对以色列的余民是更具有意义的，对很多神的儿女也同样

具有深刻的意义。 

 

诗篇 42:3 记载：“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在信仰上污辱承受痛苦的义人，其实是对神的亵渎。因义人是神的百姓，神是义人之主。永

生之神必彰显公义。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有很多哭声，将来也是一样。在大灾难的时期会有人嘲笑说：“你

的神在哪里呢？弥赛亚什么时候才来呢？” 

 

诗篇 42：4-5 记载：“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 神的殿里，大家守节。

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诗人对自己意志消沉的态度很自责，于是鼓励自己要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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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者亵渎信仰和神的存在，信徒必感到极度地愤怒与悲伤。对于基督徒来说，越是在这个

时候，就越要切切地寻求神。 

 

诗人以第二人称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心：虽然心在忧愁，然而，真正的自我却始终坚立于信仰

之上。诗人回顾往日神惊人的帮助，确信神必帮他度过难关，决志更加切慕神。诗人以优美

的诗句描绘仰望神的属灵智慧。诗人在痛苦中依然能称颂神，因他坚信耶和华是永生之神，

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惟有圣徒才能知晓的尊贵秘密。歌罗西书 1:24 记载：“现在我为你

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