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未记综览(杨震宇) 
 

【《利未记》综览】──与神交通的基础和实行 

【宗旨】本课帮助我们熟悉并掌握《利未记》的内容──神救赎之目的乃是使人与祂交通，而且人与神交通

之中则产生圣洁的生活。故神的子民进到神的面前的途径，必须凭借祭物与祭司；并且神的子民必须有圣洁

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利十九 2)。本书的主要事实：祭和献祭的条例、事奉的条例、圣洁的子民的生活、

耶和华的节期、其他条例和警告；以及主要人物：大祭司亚伦。 

（一） 本书帮助我们认识与神交通的基础，乃是借着基督作祭物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中保)进到神面前。

我们是否领受了神要我们亲近、敬拜、并事奉祂的启示呢？我们是否将献祭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和教会

中吗？ 

（二） 本书帮助我们认识与神交通的实行，乃是说明我们如何成为圣洁的人，以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叫

神满意。在这世代，我们是否让圣灵的能力实现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作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

度呢？我们的生活是否分别为圣，蒙受祝福，并使别人借着我们得福呢？ 

（三） 本书记载很多丰富的预表、表记，尤其是每一件事几乎都是关于基督的某点、某事、某部分。我们

能否从中看见基督是我们与神交通、事奉并生活中的一切呢？ 

【背景】神曾在冒烟烧火的西乃山向以色列人说话，但现在按山上指示样式的会幕已建立起来，神就进到他

们中间，在会幕里向人说话。神的子民因着血和约，已经与神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甚至可以与祂有交通。

《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中心，内容承接《《出埃及记》》，也贯通到《民数记》。 

按希伯来文圣经本书原名 “Vayich～Rah”意思为「又呼叫」或「并且神呼叫」(一 1)。这说明了本书乃接

续前二书，创世记是讲人的堕落， 陷在罪中；《出埃及记》是讲神的救赎，使祂的百姓从罪中走出。可是神

的工作并不停在那里；接着，「并且神呼召」，呼召祂的百姓来亲近并事奉祂。七十士译本命名作 

“Levitikon”，意即「那些属于利未人的」。因为本书的内容多半是关乎献祭的律法和祭司的律法，它就像

是一本利未人作祭司的指南。所以书名被称为《利未记》。事实上，本书屡次出现神吩咐摩西的话：「你晓谕

以色列人说 …。」这书不单是为祭司写的，因为内容也涉及百姓的敬拜和圣洁生活。本书直接提到利未人之

事的只有二十五 32～33。中文圣经大概由七十士译本命名「《利未记》」。 

《利未记》中有 56 次明明的说到耶和华藉摩西把那些话颁布给以色列人。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过本书的话来

教训人(可七 10；约七 23～24)，可知摩西为本书的著者，足令吾人凭信无疑。本书写于《出埃及记》后，且

在正月初一日会幕建立以后(出四十 2，17；利一 1；八 1～2)，而写于民数记以前，会众于二月二十日离开

西乃旷野(民十 11)，内容所包含的时间只一个多月。从这两书所记的事实，解经家多谓本书约着自主前 1495

年至 1490 年间。本书写于西乃旷野。在《出埃及记》中，神是在西乃山顶上说话；现在神是在会幕中说话，

而且神住在人中间，与人更接近。 

【本书的重要性】 



(一) 《利未记》启示了神的圣洁、恩典、公义，同时也阐明了祂对人圣洁和信心顺服的要求。这些启示和

要求不单在昔日对神的百姓是重要的，而且对我们今天加深属灵的认识和经历也是不可缺的。因为我

们所信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如何亲近、敬拜、事奉神的基础和实行，并讨

祂的喜悦，就必须读本书。 

(二) 神救赎祂的子民目的，乃是要他们「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十九 6)，所以祂呼召他们来亲

近祂，并事奉祂。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亲近祂的也必须是圣洁的(利十一 44～45；来十二 14)。可是人

是有罪，不洁的，因此须要靠献祭和牺牲的血，并且由祭司代为赎罪，才能来到祂面前。同时，他们

也必须根据圣别的律法，作一个圣洁的人，正确的敬拜、服事、和顺服这位圣洁的神。因此，本书解

答了——不圣洁的人要怎样才能亲近圣洁的神，并活出圣洁的生活。 

(三) 藉着了解本书祭物和祭司的预表，使我们明白基督耶稣为我们作成的和为我们预备的，而成为真实敬

拜祂的人；藉着了解圣洁生活的条例，使我们认识信仰与敬虔生活的真义，而成为圣洁的人；藉着了

解节期的属灵意义，使我们如何与弟兄姊妹集体地来敬拜祂，并一同来事奉祂。因此，本书也是有心

亲近神和事奉神的人不能不看，而且要深入了解的一卷书。 

【如何读《利未记》？】 

(一) 请把本书先由头至尾读一遍至两遍，明了本书的主要目的、结构，以及与神交通的背景、环境和要求。 

(二) 通过研究献祭的次序(神所启示的和人经历神是不同的)、步骤，以及各样祭物的功用，必得丰富的属灵

教训，因而能正确地敬拜、服事、和顺服这位圣洁的神。 

(三) 深入默想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表等。本书与《希伯来书》论基督为献祭的祭牲，并献祭为人赎罪之

事，有密切的关系。读本书时，需与《希伯来书》有关篇章同时查考研读。 

(四) 详细查考律法、规条背后的永久而不改变的原则，并明白实际的应用却是因时而异的。因为旧约只多

是预表和影子，而新约则重实际。 

(五) 同时，为了加深对本书内容有总体的了解，学习熟练地掌握下列四个问题及其答案。 

(1)《利未记》的是怎样分段的？而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主要事实和人物是什么？ 

(2) 神为何一定要祂的子民圣洁？不圣洁的人要怎样才能亲近圣洁的神，并活出圣洁的生活？ 

(3)《利未记》有那五种祭其各要义与预表是什么？ 

(4)《利未记》有那七大节期？其各要义与预表是什么？ 

【本书钥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

群中献牲畜供物。」(利一 1～2) 本书是讲神呼召祂的百姓来亲近并事奉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十九 1～2) 神

救赎祂的子民目的，乃是要他们「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出十九 6)。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亲近祂

的也必须是圣洁的(利十一 44～45，十九 1～2；来十二 14)。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利二十 26) 神对祂

子民要求的就是圣洁、分别。事实上，人亲近、敬拜、事奉神，就能逐渐塑造圣洁、分别的特性。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利二十三 1～2) 神的



子民被呼召，按所定的时候一同来亲近神、敬拜神——圣洁的集会(圣会)。 

【本书钥字】「圣洁」(十一 44)——名词用了 90 次， 动词「成圣」用了 17 次。全书用圣洁这字的字根超过

150 次。神对属神的子民所要求的，乃是完全的圣洁、分别。本书记载的圣洁生活的条例背后的原则永不改

变，因为我们是按神形像所造的人，必须从罪人中分别出来，活出圣洁、分别的生活。 

本书其他重要的字，包括：「赎罪」(十七 11)全书出现超过 45 次和「在耶和华面前」的钥句，出现超过 50

次。 

【本书简介】神的子民进到神面前的途径，必须靠献祭和牺牲的血，并且由祭司代为赎罪，才能亲近祂；神

的子民必须作一个圣洁的人，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祂是圣洁的神(利十九 2)。 

【本书大纲】本书共二十七章，可分为二段如下： 

（一） 亲近神(与神交通)的基础——亲近、敬拜、并事神(一～十章) 

(1) 献祭的条例——除罪(一～七章)， 

(2) 事奉的条例——祭司为中保(八至十章)； 

（二） 亲近神的实行——圣别的生活(十一～二十七章) 

(1) 圣洁的子民——洁净的条例(十一～二十二章)， 

(2) 别的节期——七节期与禧年的条例(二十三章)， 

(3) 其它条例和警告——蒙福及遭祸的条例(二十四～二十七章)。 

【本书内容摘要】 

史考基总结得好，「全卷书可分成二部分：第一部分（一1～十章)说出亲近神的方法；第二部分（十一～二

十五章)论述与神同行。第一部分提到神赋予人的特权；第二部分则提到如何行使特权。第一部分说出人子

为我们作的工；第二部分则说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作的工。第一部分是神的决定；第二部分是人的遵行。第

一部分是客观；第二部分是主观。第一部分说出神是甚么以及神作了甚么；第二部分说明我们应该成为甚么

以及应该作甚么。第一部分提到信仰；第二部分提到行为。第一部分提到我们的身份或地位；第二部分提到

我们的状况。」 

本书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十章)着重到神面前，与神相交之基础——献祭(祭物)与藉中保(祭司); 第

二部分（十一～二十五章)则着重相交之实践，与神同行——分别为圣的行事为人。换句话说，第一部分讲

神是圣洁的，蒙救赎的子民必须借着祭司以献祭，才能亲近祂并蒙祂悦纳。第二部分则讲神是圣洁的，祂的

子民必须有圣洁的生活。全书可分为二段如下： 

（一） 与神交通的基础(一～十章)—— 

(1) 本书以五祭(一～七章)——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开始。献祭乃恢复与圣洁之神相

交所必须经过的步骤。而每一祭均遥指基督将来那完美的祭物和工作。 

(2) 八～十章接着说出献祭必须靠祭司(中保——遥指基督)。献祭之物需要完全，没有瑕疵，献祭之

人也需要恭谨，不能随便。祭司之服装、就职及职责均有详细吩咐。摩西为他们膏抹圣所，后献

上赎罪祭、燔祭和承接圣职之祭。第八天亚伦再献赎罪祭和燔祭，后为百姓献赎罪祭、燔祭和素

祭，以及平安祭。结果亚伦为百姓祝福，耶和华荣光显现并用火烧尽祭物，显明神的印证、悦纳。

亚伦二子因不循正规献上凡火而被神用火烧死，叫人知道对神敬拜要郑重，要敬畏神，人事奉他



必须照神指示而行，不可凭己意，因神是轻慢不得的。 

（二） 与神交通的实行(十一～二十七章)—— 

(1) 耶和华晓谕百姓有关洁与不洁之条例(十一～十五章)，目的叫他们分别出来，与污秽隔绝，无论

内心和外身都要洁净，也藉洁净之礼使他们在神面前蒙悦纳。这是神对他子民(无论旧约/新约)一

个不变的要求。洁净的分题计有食物、生育、皮肤、衣物、房子及身体卫生等条例。之后以色列

人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十六章)为全书的高峰和重点。这天大祭司带着全国子民之罪，为自己和百

姓献上赎罪祭，将祭牲之血洒施恩座神的面前，好叫全民罪得赦免，蒙神悦纳。 

(2) 十七～二十章乃警戒百姓不可随外邦，尤其迦南诸族的风俗行事，要分别为圣。人不可随便(不

在会幕前)献祭，也不可吃血，表征只有基督的十架(祭坛)和他的流血是神所喜悦并我们与神相交

的根基。百姓的道德生活应有正确的性行为(只限在神圣婚姻制度之内)，不能放纵，要贞洁，有

正确的道德观念，并指出违者之刑。生活中任何情况神都要他的子民正直、公义，没有异族之淫

风败俗。 

(3) 祭司更应归耶和华为圣(二十一～二十二章)，禁从败风，禁立残缺，及禁献残牲，「免得亵渎我(神)」

(这两章最少题到12次) 

(4) 二十三章之节期、圣会乃为记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惠，领悟到救赎的真理。这些乃是「耶和华的

节期」，因他是他们生命之维持者、供给者。 

(5) 二十四章题起灯台和陈设饼的条例，并有神对于他圣名律例的严肃执行和警告。最后一部分是论

及以色列进占迦南后的条例和警告。安息年和禧年题醒百姓有关神的主权，一切是属神的，不可

亏负、欺凌奴隶、工人和负债者。地土安息也叫人有自由和安息。对于神所吩咐的，顺服的人福

祉何其广大，背逆之人的灾祸也何其严厉。本书结束于许愿献祭之例，一面表明神喜悦人自愿向

他因爱慕而有的奉献，也题醒与神订盟约后守约还愿的重要。 

【本书特点】 

(一) 许多人对本书有误解。本书有庄严的主题，是以圣洁为中心，但无戏剧性的情节和高潮，而其中某部

分的叙述也许太琐碎，因此令人读之有沉闷、枯燥之感。本书的内容专论摩西时代的献祭，按立祭司，

和圣洁生活的条例，并且其中某部分的条例太严酷，令人以为无法应用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本书的表

记读起来太难了解、消化，因此无法得着属灵的供应。然而，本书充满神的启示，其中一切献祭的条

例、祭司的圣职、律法的标准等是叫人认识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实际。故若无此书，在新旧约其余各卷

有关在基督里的救恩真理就无法解释，而《希伯来书》全卷也难以明白。并且读完本书，我们会发现

全书是根据神的计划而写的，说明了圣洁的神和圣洁的子民；而且会明白律法、规条背后的永久而不

改变的原则，而实际的应用却因时而异。因此，如深入研究本书的主要目的、结构，和各样祭物的功

用，以及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表等，必得丰富的属灵的教训。事实上，本书是我们亲近神和事奉神

的一本指南书。 

(二) 本书特别强调其内容是神的启示。「耶和华对摩西说」总共在每章前第一节出现 20 次，也说明本书之

庄严与郑重并其重要性，这是其他书卷无可比的。「说」，「晓谕」，「吩咐」等类似的词句，大约

用过六十六次，「我是耶和华」，大约用过四十三次。新约圣经引用本书有四十次之多。 



(三) 本书多为论祭司圣职，献祭与赎罪要道，和百姓重要遵守的条例，与《出埃及记》在主题与事件的时间

性上与有密切的关系，本书是《出埃及记》的继续，也是它的补充；与《申命记」论圣洁的子民遵守

献祭，律例，节期，以及圣洁道德伦常之条例有关；与《希伯来书》论基督为牺牲献祭为人赎罪之事，

的有密切的关系。史考基讲得好，「虽然《利未记》记载的仪式是预表性的、地方性的、暂时性的，

它所包含的教训却是历史性的，普遍适用的，持久不变的，这并非言过其实。」 

(四) 《利未记》中一切有关祭物与祭司的表记是叫人认识基督的多面工作，使不圣洁的人能亲近圣洁的神，

这对我们与神相交、过圣洁的生活有实际的关系。而其中祭物预表基督是将来更美更完全的实体，从

祂身上看见神为罪人所预备救恩的实际，我们可借着相信倚靠祂和祂的血得以与神亲近相交。献祭的

功能——(1)使人警觉自己有罪，罪使人与神隔绝。(2)突出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使人

对罪的严重性有深刻印象。(3)启示神对罪人的救法: 人的罪得赦免 (除去) ，蒙神悦纳，因有替代者。

五祭的次序也有其独特之点(正如会幕圣物的陈设，刚好与人的经历相反，神由至圣所约柜开始，渐次

向外，到燔祭坛)，从神看是由燔祭直至赎愆祭，表明神差遣耶稣到世间来先献上自己，为人完全，成

就和平，代人赎罪并除人罪愆；从人看是先赎愆祭上至燔祭，表明罪人先经历罪行得洁，再赎罪性，

与神和好，成圣归主，全身献上。 

(五) 利未记中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大祭司亚伦(及其子孙)，实为基督的预表(来四 14～十 18)两者可

作下列比较: 

相同点 不同点 

体恤愚蒙的人 亚伦有罪;基督无罪。 

是作大祭司的人 亚伦职份世袭，从人间挑选;基督为神所立，按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作大祭司。 

进入至圣所 亚伦每年一次进入地上账幕;基督只一次进入天上真帐幕。 

为百姓献上祭物 亚伦献牛羊也要为自己献;基督献自己但不需为自己献。 

赎罪 亚伦的不能叫人完全;基督叫人完全。 

(六)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十九 2)这句话实是全书的要点。神所吩咐的律例，并祂要求于祂

子民的生活，就是要他们从列国中「分别」出来，圣洁的要求涵盖了我们整个人生各方面，属神的子

民整个生命都要受神管理，按照祂旨意行事为人。另一方面，神也体察人的软弱，为人设下各种祭祀

及圣会礼仪，使人藉此可得赦罪，与神保持和好的关系，也可藉此常得提醒，记念神各样的恩典。本

书中的圣洁、成圣、成为圣洁、分别为圣等词句的原义，就是神要求祂的子民，为祂分别出来，归于

自己。我们今天也应照着神的话和外邦人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分别出来，好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

活，让神圣洁的国度显在人间。 

(七) 本书叙述拿答亚比户献上凡火的行动，招致死亡的刑罚(利十 1～2)。他们的事奉不蒙神喜悦的原因，乃

是自作主张，拿自己的香炉，用「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的方式，「献上凡火」，结果有从耶和华

面前出来的火，把他们烧死。在事奉神的事上，神并没有留下任何供人自由发挥的余地，一切都必须

有神的话语作根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智慧、意见、能力、热切、盼望、喜好来作。所以，人必须顺

服耶和华的吩咐而行，就带下神的荣光和众民的祝福；如果没有根据耶和华吩咐而行的，就带下神严



厉的审判和自身属灵的死亡。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教会中的服事中，我们是否存敬畏的心，凡事

查验主的心意(罗十二 2)，而不自作主张，不用自己的方式，不自以为是呢？ 

(八) 本书共讲到五个祭，即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前三个是称为馨香的火祭（一 9、13、

17，二 2、9，三 5、16），是自愿献的祭；后两个则是必须献的。这五个祭是预表我们主耶稣把自己

献为祭的五方面，目的是为着解决人五种的光景︰(1)不为神活着；(2)生活行为不够正确均匀均恒；(3)

与神之间出了问题事，不能相安；(4)本性有罪、败坏；(5)行为有罪。五种祭之祭物祭物要义与预表如

下： 

献祭 祭物 要义 预表 

燔祭 

 

公牛、公绵羊、公山羊、或公鸟 (斑鸠、

或雏鸽，贫穷人献)；全烧在坛上；没有

残疾。 

原文是「上升」的意思，是

为着蒙神悦纳的祭；甘心敬

拜；全然委身和奉献。 

基督将全人完全献上给神，

甘自顺服以至于死，使神满

足，如同馨香之气。 

素祭 

 

禾穗子、细面、或无酵饼 (细面饼、或薄

饼)，和橄榄油、用盐调和、加上乳香；

不可有酵或蜜；连奠祭一起和燔祭及平安

祭同献。 

原文是「礼物」，是为着神

的喜悦。甘心敬拜；回应神

的恩典和供应；专一向神的

表现。 

基督完美的人性和无暇的生

活。且成为事奉之人至圣的

食物——祂的生命成为我们

的供应，祂的生活成为我们

的模型 

平安祭 

 

牛羊群中的、或山羊、和无酵饼和有酵饼

同献；没有残疾；公母也可以。 

原文与「平安」同字根，是

享受一种「健全、快乐、和

谐」的状态；感恩和相交；

为感谢、为还愿、或是甘心

献的。 

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

就了和平，使我们与神与人

都和好。 

赎罪祭 

 

1.公牛犊：为祭司和全会众赎罪，血要带

入圣所弹在幔子和抹在香坛的四角上。 

2.公山羊：为领袖赎罪，血要抹在燔祭坛

的四角上。 

3.母山羊或绵羊羔：为寻常百姓个人赎

罪，血要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4.斑鸠、或雏鸽：为贫穷人赎罪，血要抹

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5.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极穷的人赎罪。 

出自旧约「罪」一字，这字

的意思则是「未击中标与错

失正道」。赎一般犯的罪；

向神认罪；求赦免；洁净污

秽。 

基督赦免为我们在神面前全

部的罪，受刑罚而被钉死，

使我们靠他的宝血，罪得赦

免 

赎愆祭 公绵羊 原意与「亏负、赔偿」有关。

赎个别可赔偿的过犯；洁净

污秽；赔给亏负者原数再加

五份之一。 

基督赦免我们天天具体的

罪，并且使我们靠祂的宝血，

恢复与神相交。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abernacle/study/burnt_offering.htm?study=on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abernacle/study/grain_offering.htm?study=on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abernacle/study/peace_offering.htm?study=on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abernacle/study/sin_offering.htm?study=on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abernacle/study/trespass_offering.htm?study=on


(九) 七个节期之要义与预表如下： 

节期 要义 预表 

逾越节 以色列全会众宰杀羊羔，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

上作记号，是为纪念神一见这血就越过去，不

击杀他们。 

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使我们得救(林前

五 7)。 

无酵节 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七日，将火祭包括燔祭、

素祭，和平安祭献给神，是为纪念神把以色列

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圣徒蒙救赎后，享受无罪的基督，过着无罪的生

活(林前三 8) 

初熟节 以色列人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于安

息日之次日，在神面前摇一摇，使他们得蒙悦

纳。同时向神献公绵羊羔为燔祭，用调油的细

面作素祭，献酒为奠祭。 

基督从死里首先复活，作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

20)。 

五旬节 初熟节后的五十天，以色列人向神献上新素祭，

包括细面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

饼。此外要献上羊羔、公牛犊、公绵羊为燔祭，

献公山羊为赎罪祭，公绵羊为平安祭。 

在基督复活后五十日，圣灵降临，细面和油调和

成一个饼(教会～基督的身体)(徒二 1～47，林前十

16～17，十二 13～20)。 

吹角节 在七月初一祭司要吹角，提醒百姓要开始自洁，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是为号召神四散的百姓

(指以色列人) 。 

基督再降临，有号角的声音召回四散的以色列人。 

赎罪日 七月的初十日赎罪日是在神面前悔改、克苦己

心的日子。向神献公牛犊为赎罪祭，并与公绵

羊，公山羊为燔祭。用调油的细面为素祭同献，

又献公山羊为赎罪祭。 

基督为赎罪的大祭司(珥二 1，11～6，罗十一 25～

26，来九 11～14， 22)，人悔罪归主，得蒙拯救。 

住棚节 为期七天，向神献上火祭，燔祭，又献素祭。

拿美好的果子、棕树枝并茂密的枝条与柳枝欢

乐七天。七天都要住在棚里，是为记念神领以

色列人，行在旷野时，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基督千年国时的安息和欢乐(亚十四 16—21，启二

十一 3，二十 4—6)。 

【默想】 

※ 「在圣灵所默示的整本圣经里，没有一卷书《利未记》记包含更多神亲口说的话。几乎在每个篇幅，神

都是那直接说话者；神亲切的话语，完全按着祂说话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原因必使我们带着极大的兴

趣，并专心一致地研读这卷书。」——邦纳 

※ 「只借着基督——我们的祭司、圣殿、祭坛、祭牲、洁净和一切——和祂的圣名来敬拜的人，是真正的

敬拜者。」——马太亨利 

※ 「《利未记》开始于一个祭——那说到基督；而结束于神的子民们因被神的恩慈所感动，被神在基督耶

稣里为他们成就的工作所影响，以致许了奉献的誓愿。换句话说，他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不只是他们



的东西，他们的房屋，并且是他们自己。」——江守道 

【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祢，赐给我们《利未记》！通过这本书，启示了祢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们作成的，以及为我们预备和供应的，使得我们今天能亲近祢、敬拜祢、事奉祢。主啊！我们恳求祢，

叫我们追求圣洁，学习将祢的美丽从我们的生活中显现，而讨祢的喜悦。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诗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圣徒诗歌 278)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 

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性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视听――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churchinmarlbo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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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物 祭司 个人圣洁 日 与人相处 期 其他规律 

 圣洁的事奉 圣洁的生活 

地点 西乃山 

时间 约一个月 

 

 

犹太历法与节期简介 

犹太历法 

犹太历法与中国历法一样都是阴历，即每月开始时是新月。通常一年有十二个月、约有 354 日。但因为阴

历的十二个月比阳历的一年 (太阳绕地球一周为一年) 少十一日，所以每隔三年左右便要加一个闰月，调正

节令。宗教历正月是尼散月 (约于公历 3 月至 4 月期间)，但犹太人的民事历新年是在提斯利月 (即宗教历七

月、约于公历 9 月至 10 月期间)。  

犹太历法一年十二个月有 353、354、或 355 日，有三个不同日数。在闰年十三个月则有 383、384、或 385 

日。这三个日数分别叫做「缺年」、「常年」、和「满年」。现在有颇复杂的系统去决定一年日数（参阅 

http://webexhibits.org/calendars/calendar-jewish.html）。但古时是全凭观察去决定每月的开始。当人观察到新月时，

会通知公会 (宗教领袖们)。公会凭两个见证人的口，证明见到新月，他们就正式宣造一个月的开始，又派

信差去通知民众。  

节期 

 

在旧约律法中，神定了七个节期：  

1. 逾越节 (The Feast of Passover or Pesach) - 记念在离开埃及的前一夜，天使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却越过

http://webexhibits.org/calendars/calendar-jewish.html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details/passover.htm


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  

2. 除酵节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 记念在埃及匆忙离开的苦境，当时甚至没时间让面酵发起来。  

3. 七七节 (The Feast of Weeks) - 又称为五旬节 (Pentecost)，庆祝小麦丰收的节期，将初熟的麦子献给神。  

4. 吹角节 (The Feast of Trumpets or Yom Teruah) - 吹角呼召人作反省和悔改，预备赎罪日的来临。后来这天也

成为犹太人的新年。  

5. 赎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or Yom Kippur) - 这是犹太人最严肃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大祭司每年

一度进入至圣所，又献上赎罪祭，向神祈求赦免和洁净。  

6. 住棚节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or Sukkot) - 庆祝丰收和记念在旷野飘流四十年住帐棚的境况。  

7. 严肃会 (The Feast of the Last Great Day or Shmini Atzeret) - 宗教节期的完结。  

其中有三个大节最受重视，即逾越节、七七节、和住棚节。犹太男丁每年要在这三个大节上示罗守节 (圣殿

完成后上耶路撒冷守节) (申命记 16:16)。  

民间节日 

后来犹太人加多两个民间节日：  

1. 普珥节 (Purim) - 记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代中，神藉以斯帖拯救他们逃过灭族的危难

（事件详见以斯帖记）。  

2. 修殿节 (The Festival of Lights or Hanukkah) - 记念马加比这个爱国的犹太家族战胜亵渎圣殿的叙利亚

人，光复犹太地和圣殿。  

其他宗教节日 

除了以上节期之外，也要守其他的宗教节日：  

1. 安息日 (Sabbath) (出埃及记 20:8-11; 民数记 28:9-10; 申命记 5:12-15) - 最早也是最常守的是安息日，

都在每一周第七天，是按照神创造天地那一周，第七天安息，也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神将他们从埃

及拯救出来。那天不能工作，早晚所献的祭要加倍。  

2. 月朔 (New Moon) (民数记 10:10; 28:11-15) - 每个月朔，要以吹角声和增加日常的献祭来庆祝。  

3. 安息年 (Sabbatical year) (出埃及记 23:10-11; 利未记 25:1-7; 申命记 15:1-11) - 每到第七年百姓不可

耕种田地，或修理他们的葡萄园，自长的庄稼，要分享给穷人，奴仆和客旅、同胞所欠的债也要一笔

勾消。  

4. 禧年 (Year of Jubilee) (利未记 25:8-55; 27:16-25) - 在连续七个安息年之后 (经过四十九年)，要守特别

的禧年 (第五十年)。土地要再休息，意思就是这次要连续两个安息年（四十九年和五十年）。神应许

在前的第六年会丰收，因此一切所需仍然足够。在这一年，所有家中产业，不管是如何失去的，可以

再重得回，所有要得自由的奴仆，都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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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Exod+23:10-11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Lev+25:1-7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Deut+15:1-11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Lev+25:8-55
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bible.htm?passage=Lev+27:1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