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今天》我爱背金句 

诗 81:9 

 

 

本周诗篇阅读进度：诗 79-82 篇 

 

本周金句：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诗 81:9） 

 

背景： 

 

诗 81 篇是节庆时所唱的赞歌，诗人邀请大家齐来参与盛典，一同敬拜赞美神。 

 

1. 这节庆是哪个节日？ 

究竟是犹太人的新年或住棚节（81:3），也有可能是逾越节或无酵节（81:5），圣经学者

大都认为是住棚节。 

a. 按律法规定，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要向耶和华守节，分别是逾越节（又称除酵

节）、五旬节（又称收割节），还有住棚节。 

b. 住棚节又称收藏节，按照犹太人的历法，七月初一吹起羊角后，便宣告引进所有庆

祝的活动（利 23:23-24）（犹太人的七月是公历的九、十月）。当月初十日为赎罪

日，当月十五日月望，就是住棚节的第一天（利 23:34），一连七天，守节的会众要

住在棚里，记念出埃及的旅程；并且每逢第七年的住棚节，要宣读律法书（申

31:10）。 

c. 诗 81:8-10，就是以诗歌的方式，浓缩呈现宣读律法书的盛况。 

 

2. 作者 

亚萨以先知的角色，代表神对以色列人说话。 

 

3. 写作时间 

圣经学者大都认为是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前的作品，约主前 722 年。 

 

4. 主题宗旨 

以色列的节日、节期，都是为了记念神拯救的作为，呼召以色列人来礼赞、记念，并再

次向神委身。 

而诗 81 篇，诗人主要论述出埃及的事迹──前段宣召群众依同来歌颂那领它们出埃及

的神，赞美神的救恩和律例；后半段则是勉励百姓要好好汲取历史的教训，例如米利巴

水边的事故等，激发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和盼望，重新立志尊崇独一真神。 

 

  



经文分段 

1. 敬拜宣召（81:1-5） 

a. 宣召（81:1） 

b. 歌颂（81:2） 

c. 内容（81:3） 

d. 事缘（81:4-5 中） 

2. 神谕训示 

a. 宣召（81:5 下） 

b. 救恩（81:6-7） 

c. 要听从（81:8-10） 

d. 不听从（81:11-12） 

e. 听从的蒙恩（81:13-14） 

f. 咒诅与祝福（81:15-16） 

 

思考：敬拜是神与人对话，人向神献上赞美、感谢，而神也向人说话，请从诗 81 篇找出这

些敬拜的特点。 

 

经文解释： 

 

诗 81:1-3，诗人呼吁以色列人要守节，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

神为以色列人定了节日，要以色列人守节庆祝，核心就是要以色列人记念神的作为，宣读神

的诫命，重申对神的委身。 

 

1. 重申诫命 

诗 81:9：“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就是重申十诫的第一

诫，出自出 20:2-3。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 

要注意，诗 81:9 先述说诫命的内容，然后 81:10 才解释诫命的源头，而出 20:1-2 则相

反，先说明诫命的源头，再一一列出诫命的内容。 

a. 诫命的源头──独一真神耶和华 

诗 81:10：“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出 20:2：“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可直译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 

b. 诫命的形式 

十诫是当时“王约”的典型结构： 

i. 前文──王表明自己的身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ii. 一段历史性的序言──王简单叙述他曾如何恩待隶属他的从属或百姓“曾将你

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 

iii. 宣布──当遵守王与民所立的约，也就是十诫。 



iv. 约的意义──使用这种古代王约的方式，表示以色列人正式承认耶和华是他们

的王，而以色列是隶属耶和华的百姓。 

→十诫，就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王约，这位君王宣告了“我耶和华是你的神”，那

么，以色列人对这位君王又当有怎样的态度呢？ 

 

思考：你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吗？这宣告如何影响你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显

示？ 

 

身为神的百姓，既然与神立了“十诫”之约，就当完全臣服于神，向神效忠，这态度是出自

于对神的感恩，对神王权、能力的敬畏，并相信神会守约施慈爱，一直眷顾它们。 

 

c. 诫命的内容 

诗 81:9：“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出 20:2-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i. “除了我以外”直译是“在我面前” 

这句话也含有“与我为敌或竞争”的意思（参考创 16:12，25:18）。 

(1) 在神面前，没有假神或偶像能与独一真神匹敌。 

(2) 在神面前，以色列人拜其他偶像，就是与神为敌。 

ii.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1) 跪拜──是臣服的表现，以色列人既然已隶属于耶和华真神，怎能又臣服

于另一个神明。 

(2) 出 20:4-6 提及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

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忌邪的神”亦可翻译为“嫉妒的神”，这与神的圣洁有关，神不能容忍

不忠或敌对。 

→神的嫉妒通常是针对以色列，并且是根据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这约类

似婚约，是终身盟约），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特权，这特权包括独自拥有

以色列，并要求以色列要专一爱祂，像祂效忠。 

所以“神的嫉妒”使祂： 

(a) 要求百姓向祂完全效忠。 

(b) 惩罚所有反对祂的百姓。 

(c) 为祂的百姓发热心。 

 

思考：你怎么看“神的嫉妒”？从其中对神强烈的爱有什么感受？ 

 

2. 遵守诫命的后果 

诗 81:10，诗人提到若以色列人谨记遵守第一诫，那么神就应许“你要大大张口，我就

给你充满。” 

但充满什么？ 

a. 神奇妙的供应 



诗 81:16 神应许祂的百姓“祂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盘石出的蜂蜜叫

它们饱足。” 

→诗人说“盘石出的蜂蜜”，这表明神的供应非常奇妙。 

b. 必得饱足 

神奇妙的供应不仅使以色列人得饱足，也使他们的心灵丰盛，诚如阿摩司先知所

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摩 8:11） 

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 

 

总结： 

 

诗 81 篇提出两项重要的劝勉： 

 

1. 诗人鼓励信徒要常存感恩的心，并且要参加众信徒的聚集、聚会，大家一同守节，一同

敬拜神，如来 10:22-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

勉，既知道（原文是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2. 诗人劝勉信徒要听从神的话，也就是顺服神，遵行神的吩咐（诗 81:8-16），但可惜信徒

（以色列人）却是“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诗 81:11），带来的

后果相当严重：“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诗 81:12） 

 

所以，让我们能听见神的心声：“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诗 81:13） 

 

思考：参考诗 81:8、12-13，基督徒若犯罪而不悔改，以为神宽容不计较，结果会如何？而

神向人说话时，要求人怎样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