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命记 
 

申命记是律法书的最后一卷，大部分的内容是重申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

虽然看似重复，但实际上是面向未来，指导将来当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应该如

何在新的环境下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行在神籍着律法而显明出来的心意当中。主要分成三部

份∶1.历史性；2.律法性；3.预言性 I. 回顾 (1-4 章)：在加低斯的怨言(1)，多年在旷野的漂流(2-

3)，进入迦南前的警告(4)。II.重申(5-26 章)：重提西乃律法(5-11)，重提特别的律法(12-26 章)。

III. 前瞻(27-34 章)：短暂的将来(27-28a)，长远的将来(28b-30)，最后的道别(31-34)。 

 

        申 4 摩西劝诫以色列人要遵行申的律法。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就是不做任何加添、删减，

这样才算是真正遵守；这会让以色列人在天下万民的眼前所显明的智慧、聪明。从神来的智慧

聪明，与世人所象的完全不一样；世人会随机应变，遵行神的律法显得呆板。摩西所教导教导

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乃是他自己四十年的亲身见证。他看到谨守遵行神律法的人是多么的

蒙福，看到悖逆之子是如何惹动神的忿怒。所以他呼天唤地提醒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做智

慧、聪明人，而不是那种耍小聪明，讨一时之乖巧 ，却永远丧掉生命的人。摩西不但是教导，

而且身体力行，立即在河东之地设立逃城。因此，遵行神的律法，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就做

起！ 

 

         申 6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

的神。这是申命记的核心，是摩西律法的核心，也是圣经对信徒要求的中心。神是独一的神；

祂和百姓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百姓对神爱的表达就是要牢记神的话，象子孙后代传递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这些要求不但是在生命内里的，也要按神的要求彰显出来，成为美好的见证。神

的律法不是表面上条文，遵行律法也不是枯燥、死板的操练，而是让以色列人认识到颁布律法

的神，塑造合神心意的生命；以遵行神的话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和敬畏。 

 

        申 8 摩西重申律法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不要离开神，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本章从另一个

角度，即警告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后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摩西不断提到神在旷野对祂百姓的

作为，目的是要苦炼他们、试验他们，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完全更新，可以在进入迦南地后，

经过磨炼得来的生命，不受将来的好日子和所处的环境影响，而是持守对神的顺服和信靠的生

命。摩西盼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记忆中，更是转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

分，从而不再受任何外在环境改变的影响，对神忠心到底。神让我们受苦，是为我们的好处，

我受苦于我有益，为要学习你的律例。要将经历转化为自己的生命，首先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

心，从经历中去观看神的作为、体会神的心意。其次，就是要花时间更深的思考，让圣灵那悄

然无声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滋润，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在弯曲悖逆 时代中，我们

就不再是随风飘动。 

 

        申 10 摩西重提以色列人悖逆以显明神的恩慈，目的是要劝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而是要

遵行神的旨意。摩西提到以色列人违背神的事件：一是领受十诫后他们拜金牛犊，神重写十诫；

二是在加底斯的旷野抱怨，不去攻打迦南地，因为摩西的祈求，神没有灭绝他们。面对人的悖

逆，摩西讲到神的慈爱：一是创造天地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专门爱他们；二是当

初以色列人 70 人下埃及，如今人数众多，并且被拯救出埃及。摩西深知神向这一群悖逆的百



姓所施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以至于他极力将这些再一次诉说给以色列人知道，让他们珍惜如今

的光景，记念神向他们所施的恩慈，并且做出适时的回应。 

 

        申 12 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活出神的律法。进入迦南地后，生活的环境会

发生变化，敬拜神要去指定的地方，不可随己意在在各城献祭。利未人很重要，他们代表神在

百姓中间，也代表大家去服事神。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他们。若是丢弃他们就无法敬拜神。之

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敬拜神的时候容易犯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受别人、周边世界文化、

习俗的影响，一个是受自己自由散漫惯了的影响。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将来所面临的问题，除

了有可能离弃真神以外，还有可能是用错误的方式、随从世界的风俗和自己内心来敬拜神。摩

西不但指出敬拜的严肃性，也指出了敬拜与生活的连接。着也让今天的信徒明白：敬拜不是在

某些场所的特别活动，而是神的子民通过这些活动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和尊崇，也是他们爱神

与爱人生命的完全的流露。 

 

        申 14 遵行神的律法在具体生活中应用，包括举哀时的禁例、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以

及十一奉献的条例。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不但是在敬拜的生活中，也是日常生活中不能随从迦南

地人的恶俗。在举哀、洁净和奉献等，靠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显明自己是属

神的子民。神制定这些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祂子民的自由，而是坚立他们对神专一的心志，

也是在周围外邦人中为神作见证。这个原则对今天的信徒仍然适用，虽然我们不再实行旧约的

礼仪，但我们除了参加集体的敬拜，还要把敬拜的生命延展到日常生活中。耶稣说，我们要作

世上的光和盐，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申 16 以色列人所要守的三大节期。本章特别强调，在守节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到神所选

择要立为祂名的居所进行（16:2,11,16），而不能随意找一个方便的地方。无论他们将来是在

迦南地，还是散居各地，都必须要回到中央圣所来敬拜神。这里提醒他们，敬拜神是要付代价

的，守节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完成任务，乃是心向着神，记念神的作为。在守节时这里强调的

是献礼物给神，献祭是祭司要做的，向神献上礼物是个人心甘情愿的奉献。按自己的力量献礼

物，人有了决定权；如何衡量自己的力量，就要看对神的认识。从根本上要记念神带领他们出

埃及为奴之家的作为（16:1,12），只要还承认自己是被拯救的，就要甘心献上礼物。 

 

        申 18 遵行律法在敬拜生活中的两项实践：一是供应利未人，二是不可随从外表的恶俗。

祭司和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但神却为以色列人规定所献的火祭和一切所捐来的归

给利未人。本当归于神的，神赐给当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产业”。外邦

人的恶俗不是指杀人放火等，是特别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行为：“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

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对将来不明白之事

的求问是人的天性，但神的子民却被禁止。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29：29）。但是“耶和华

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18:13）神会兴起先知

来告诉以色列他们所不知道的。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神不允许信徒用异

教的方式获得，而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到寻求神的面，去得到神的指引。 

 



        申 20 耶和华神为我们争战。神的子民不可能免去战争，但神的应许是与他们同在。申

20:4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从人来看战争取决

于马匹、车辆等可见的实力，但从信心的角度看战争取决于神的同在。即使如此，神仍然顾念

那些有特别需要和胆小害怕的人，因为战争意味着流血牺牲，只有真正为战争准备好的人才可

以出战。实际上，神根本不需要以色列人去争战，神完全自己就可以把任何仇敌清除干净。然

而，神既然要让人前去争战，就是要在争战中试验和坚固他们的信心。神要让以色列人经历到，

他们对神的顺服和信靠，既是基于相信神会保守自己的性命，同时也是认定即便会在困苦中丧

掉性命，但神依然是他们的神，因着神的同在，他们就勇敢向前，对神的信心毫不动摇。他们

是冒着死亡的风险和代价去真实地信靠神。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

会遇到难处，甚至会付出生命，但有神的同在是最大的应许和祝福。 

 

        申 22 摩西继续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活出律法的要求。一是保护邻舍的财产，

只有爱邻舍的心，才能有责任感。人只是财物的管家，真正拥有者是神，保护他人的财产就是

爱神的表现。二是爱护神所造的环境，保护环境更是为了人长远的益处。三是禁止混乱的生活

方式，不是说这些混乱会带来致命的危害，而是要与周围的外邦人在各个方面分别开来。四是

保护婚姻的神圣，这是十诫中不可奸淫的具体应用。 

 

        申 24 看顾弱势群体。有关娶妻、再婚、借贷、雇工等条例，摩西多次提到神的心意和

神的作为是以色列人要遵守条例的原因（24:4,9,13,15,18,19,22）。神的子民当有神的形象和样

式，当初神对他们施恩、降下怜悯，他们也应当有怜悯的心肠。不要用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

式去对待其他的人，而是要用神对待他们的方式去对待其他的人。神喜悦的他们也当喜悦，神

憎恶的他们要憎恶，神怎样他们也要怎样行。遵行律法不再是刻板的命令与服从，而是为要塑

造我们与神的性情相似；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塑造我们有更丰盛生命的途径，不是满足我

们生活的需要，乃是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神要藉着各样的途径祝福我们，遵行律法是很重要

的方法“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 1:2）。 

 

         申 26 两个奉献的条例。本章是整卷书中有关律法条文的最后部分，首先，是奉献初熟

土产的条例（26:1-11），神因为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以色列人带入流奶与蜜 迦南地，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赐福。以色列人为此感恩，将初熟的土产奉献给神。其次，是每三年要有

一次十分取一的行动（26:12-15），去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使大家饱足，并且要

向神陈明自己没有犯罪玷污圣物，祈求神赐福。先因蒙应许的赐福而感恩，接着因感恩、遵命

而继续蒙赐福。最后，摩西吩咐他们要遵守所有律法，表明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也照着所应许

的认他们为自己的百姓，并赐福给他们。经文也提醒今天的信徒，因着神的恩典和赐福我们才

有今天的光景，神也期待我们回应祂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能够进入更大的应许。 

         

         申 28 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遵命得福，违诫蒙诅，这是典型的申命记神学。说得

非常详细、具体，让以色列人知道，因着诫命而承受的祝福或咒诅，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

真真实实地在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在经

文中发现咒诅的经文多于祝福经文的篇幅，这不是说神的祝福比不上咒诅，而是摩西对将来最

关心的就是，盼望他的同胞不要再犯罪，不要违背和神立的约。在实际生活中（包括旧约和新

约）有时候会真的好像经文所说的；有时候的经历甚至于经文所写的相反。一方面可能由于没



有人能够完全活出律法的要求得到祝福，但违背律法的却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神的赐福和咒

诅，并不完全是按照地上的样式和时间，也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事实上，神所赐给我

们的祝福或咒诅，都是最终指向到天上永恒的事情。让我们明白这些话语的精意，过信心的生

活。 

 

        申 30 悔改之路。摩西已经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再次提醒他们：

守诫命得祝福，犯律法必灭亡。神的恩典是丰盛的，即便以色列人走错了路也愿意等待他们回

头，再次赐福给他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

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 32:1-2）。作蒙福的人，一方面指的是我们的罪被神赦免，

不用承担犯罪而来的刑罚；另一方面也是指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经文

三次出现“尽心、尽性爱神、归向神”，第一次是因违约受惩罚后，认识自己的罪并开始悔改；

第二次是因愿意悔改的心，神主动做工，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洁净我们的心。第三次是人的

主动回应，愿意顺服神。当我们清楚神话语要求的时候，做一个真心悔改的人。 

 

        申 32 磐石之歌。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所写的一篇歌，来教导和警戒以色列人。虽然诗歌容

易传唱和牢记，却不可轻看其中传递的严肃信息。摩西用他一生跟随神的历程，告诉以色列人：

神是磐石。第一，神是公义的磐石，公义是神的属性，对待祂的子民也是如此；当神的公义彰

显之时，摩西在神那里也没有任何的情面。第二，神是慈爱的磐石，百姓虽然一再犯罪，但神

的爱却没有离开；神用玛拿和磐石之水供应他们的需要，用话语来教导他们，保护他们如同眼

中的瞳仁。第三，神拯救的磐石，即便是对待那些一再犯罪离弃祂的百姓，神的眼目依然在看

顾他们，虽然是在管教之中，但也是时刻关注着他们，没有忘记、轻看、厌弃他们。第四，就

是神的拯救坚如磐石，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一路引领，带他们战胜摩押地的二王，虽然

他们软弱退后，但神有拯救得胜的大能。如今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林后 1:10】祂曾救我

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祂将来还要救我们。祂因为爱我们，自

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水，供应我们一切的生命之需。将来有一天会彰显祂的

公义。 

 

        申 34 摩西离世，摩西最后在尼波山遥望迦南地后死了，他虽然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但

神亲自埋葬了他。申命记看起来大部分是在重申神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但主要是面向未来。

在进入应许之地后，如何遵行律法，遵行律法的目的是：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不要忘记与神所

立的约，让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更加紧密。摩西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嘱咐以色列人也要站在

历史和未来之间，既是承接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也要展望在将来将应许之地持守在神的道中。

今天同样，我们都是站在历史和将来的节点上。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已经用自己的血立

了新约，已经赐下祂的话语，还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回应就是：完全顺服神，并活出

爱神、爱人的生命，让神的名得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