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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第一章：堕落、醒悟、挣扎与得胜】 

 ﹝注﹞路得是本书的主角，第一章藉以利米勒、拿俄米和俄珥巴三人，衬托出路得的得胜。此四人可

视为教会中四种不同的人，也可视为同一个人的四种灵程经历。 

 一、一个堕落失败的信徒──以利米勒所代表的 

  1.堕落的原因： 

   (1)心不尊主为大，任意而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1节)──那时，神在以色列民的心中失

去了地位，各人任意而行(士廿一25)，这是堕落的开端。 

   (2)遭遇艰难的环境，未信靠主：「国中遭遇饥荒，...往摩押地去寄居，」(1节)──外面艰难的环

境，能显明人里面的信心(林后一8~9)。以利米勒逃荒，显示他没有信心，不信靠神。 

  2.堕落的光景： 

   (1)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以利米勒，」(2节)──他打着『我的神为王』(『以利

米勒』原文字义)的旗号，实际上并不尊主为大，这等名不副其实的人，我们要躲开(提后三5)。 

   (2)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不在行为和诚实上：「犹大，」(1~2节)──他的嘴唇虽然说『赞美』(『犹

大』原文字义)主，但行为却羞辱主。 

   (3)在教会中遭遇属灵的饥荒：「伯利恒，」(1~2节)──他在所谓『粮食之家』(『伯利恒』原文

字义)的教会中，遭遇灵命的饥荒。 

   (4)失去属灵的享受：「以法他人，」(2节)──他在理当结满『丰盈的果实』(『以法他』原文字

义)之地，竟失去属灵的享受。 

   (5)与世俗为友：「往摩押地去寄居，」(1节)──『摩押地』豫表被神咒诅的世界；他贪爱现今

的世界，索性离开了教会。 

   (6)终竟完全沦落在世界里：「就住在那里，」(2节)──他先前只是想在那里暂居，现在却定居

下来了；这表示他完全沦落在世界里，乐不思蜀，把主和教会忘得一乾二净了。 

  3.堕落的结果： 

   (1)影响身边较幼稚的信徒：「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1节)──妻儿代表身边有密



切来往、较软弱的信徒(参彼前三7)。一个信徒的堕落，多少会影响到别的信徒的。 

   (2)灵性软弱，甚至被罪恶捆绑：「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玛伦，一个名叫基连，」(2节)──儿

子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橡征堕落的产物。玛伦的字义是有病的，基联的字义是扣住；合起来意即灵性

软若有病，甚至被罪恶捆住了。 

   (3)堕落的最终结果，就是灵性的死：「后来....以利米勒死了，」(3节)──身体的死象征灵性的死；

至终他的灵性死沉。 

 二、从堕落中醒悟、由失败而回转──拿俄米所代表的 

  ﹝注﹞路得记里的拿俄米原是豫表圣灵，如何引导信徒亲近主、享受主，至终与主完全联合。但

第一章所载拿俄米的经历，亦可引用来喻为由失败而回转的信徒，或信徒灵程中由失败而回转的阶段。 

  1.失败的情形： 

   (1)顺从人意，不顾神旨：「拿俄米，」(2节)──拿俄米的字义是甜。她因对人太『甜』，宁循人

情而违背神。 

   (2)与世混杂，失去见证：「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4节)──她的家庭生活失去纯一的

见证。 

  2.失败的功课： 

   (1)失去了安慰与依靠：「拿俄米的丈夫....死了，」(3节)──她失去了丈夫；『丈夫』象征妻子的

安慰与依靠。 

   (2)历尽苦难：「剩下妇人和她两个儿子，....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3~4节)──寡妇孤儿十年的

生活，表示她受尽了神所量给的(『十年』)苦难经历和管教(参20~21节)。 

   (3)甚至失去了指望：「玛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5节)─

─她甚至失去了儿子；『儿子』象征一个人的指望。 

  3.失败中的醒悟： 

   (1)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约有十年，」(4节)──『十』在圣经里代表人完全的数目；十年的

管教把她带到尽头，使她学会了属灵的功课。 

   (2)恢复了属灵的知觉：「她....听见耶和华，」(6节)──听见神的事是人醒悟的开端。所以我们刚

强的人，应该担代别人的软弱(罗十五1)，借着探望，把神恩待人的事告诉他们。 

   (3)由此认识神是满有怜悯的神：「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6节)──神永不弃绝属乎祂的人(罗

十一1~2)。 

   (4)认识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赐粮食与他们，」(6节)──各样美善的事物，都是从神来的(雅

一17)；惟祂能满足人灵里一切的需要。 

  4.醒悟后的回转： 

   (1)定意走回头的道路：「她就...起身，」(6节)──光是灵里受感，若不付诸行动，仍是枉然。听

道必须行道，才能带下祝福(雅一22，25)。 

   (2)在生活上有了分别：「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7节)──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提

后二11)；这样，才能蒙神悦纳(林后六17~18)。 



   (3)回到神所命定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7节)──犹大地即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的产业

之地。她要回到神命定以色列生活居住的地方，这对基督徒而言，就是回到教会中，或谓住在基督里

面。神的儿女当在主里敬虔度日(提后三12)。 

  5.回转后的见证： 

   (1)叫人觉得她这个人有了改变：「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么？」(19节)─

─『合城的人』豫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人人都讶异她的转回。 

   (2)见证失败的经历：「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玛拉，」(20节)──玛拉的字义是苦，代表失败

受苦的经历。信徒失败的见证，也能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参林前十11)。 

   (3)叫人看见神的作为：「全能者使我....，耶和华使我....」(20~21节)──她将一切的经历，看作

是神亲手的安排(参罗八28)。 

   (4)见证属世的虚空：「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21节)──她见证信徒贪爱世界的结果

是一场虚空。 

 三、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俄珥巴所代表的 

  ﹝注﹞八至十五节，拿俄米对她两个儿妇的谈话，可视为圣灵的试验，以显明人里面真实的光景。

另一方面，此段记载也可比拟罗马书第七章良心和肉体之间的挣扎。当一个信徒有心要走主的道路、

讨神的喜悦时，立刻就在他里面起了一个交战的故事。所以本段经节也可用来描述信徒灵程中内心挣

扎的一个阶段。 

  1.内心喜欢神的律： 

   (1)愿意为善：「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8节)──拿俄米的话说出，俄珥巴和路得一样，同

是为人善良、待人有恩；故这里表明她的内心愿意为善。 

   (2)有心走主的道路：「她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9~10节)─

─这话说出俄珥巴也与路得一样，同有良好的存心，想走主的道路。按着她里面的意思，她是喜欢神

的律(罗七22)。 

  2.但在肢体中却另有个律： 

   (1)另一面也向往世界的福乐：「在新夫家中得平安，」(9节)──她受到属世的平安福利(新夫家

豫表的)的吸引。 

   (2)同时也感属灵道路的艰苦：「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么？」(11节)──没有丈夫的寡妇生

活孤苦无依，象征艰难困苦。 

   (3)顾念眼睛所能见的：「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

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12~13节)──属肉体的人只顾念

眼前所见的情景，而对前途觉得绝望。 

  ﹝注﹞上述这几种情形，说明在人的肢体里面另有一个律(参罗七21~23)。 

  3.肉体顺服了罪的律： 

   (1)肉体被罪掳去：「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14节)──俄珥悲的字义是转身，象征她的肉体

抵不过罪的律，最终被罪掳去，与圣灵背道而驰。 



   (2)去附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15节)──意即她回到罪恶

和偶像的权势底下去了。 

 四、在基督耶稣里夸胜──路得所代表的 

  1.得胜的情形： 

   (1)她通过了圣灵对有心走主道路之人的试验：拿俄米一而再、再而三的劝阻，说出圣灵对有心

走主道路的人的试验。凡因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因别人的劝勉、鼓励，而勉为其难地跟随的人，迟早

必显出真情。 

   (2)她甘心付代价，奔走主的道路(参路十四25~33)： 

    a.甘心付上属世福乐的代价：「在新夫家中得平安，」(9节)──为主放下世界的平安、享受

和罪中之乐。 

    b.欢然望断一切以及于耶稣(来十二2)：「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么？」(11节)──不再指

望属世的『丈夫』作依靠。 

    c.在艰难的环境中恒久忍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13节)──长年『等待』实非

等现闲易事。 

    d.忍受神的管教、击打和剥夺：「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13节)──引到永生的道路乃是

窄小的(太七14)。 

    e.不因别人的退后而灰心：「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15节)

──路上的孤单、寂寞，也叫人难于忍受。 

  2.得胜的秘诀： 

   (1).把心思放在灵上：「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14节)──『拿俄米』豫表圣灵，圣灵就住在

我们的灵里，『舍不得』意即黏住了；这里的意思就是她体贴圣灵(罗八6)。 

   (2)随从圣灵而行：「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18节)──定意跟随拿俄米意即定意跟随

圣灵。随从圣灵而行，是得胜的路(加五16)。 

  3.得胜的祷告： 

   (1)有受苦的心志：「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16节)──她宣告她的决志，要跟随拿

俄米到底；这在当时的情况而言，就是拣选受苦的道路。我们若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罗

八17)。 

   (2)愿随从圣灵的引导：「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16节)──她要紧紧地跟随拿俄米，意

即随从圣灵的引导。 

   (3)愿与主同住：「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16节)──圣灵是主耶稣的化身。她渴慕

主的同在，以主的安息为安息。 

   (4)愿作神国的子民：「你的民就是我的民，」(16节原文)──她愿意凡事与神的子民有分，同甘

共苦。 

   (5)愿信靠神自己：「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6节)──她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6)愿在主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17节)──她愿



意与主同死、同埋葬。 

   (7)愿一生归主，至死不渝：「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17节)

──她向着主的爱，真是如死之坚强(歌八6)。 

  4.得胜的生活： 

   (1)与清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于是二人同行，」(19节)──她与拿俄米同行，一面可喻为随从

圣灵而行，一面也可喻为信徒们的同行。我们行走天路需要属灵的同伴(提后二22)。 

   (2)爱慕过教会生活：「来到伯利恒，」(19，22节)──『伯利恒』豫表教会。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来

十25)。 

   (3)享受复活生命的供应：「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22节)──『大麦』豫表复活的生命。基

督是我们的生命(西三4)；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林前十3~4)。 

 

【路得记第二章：殷勤寻求属灵的供应】 

 一、主耶稣是属灵供应的源头 

  1.波阿斯豫表主耶稣： 

   (1)祂是『大能的拯救者』：「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1节)──『波阿斯』的字义是『大能的拯

救者』。祂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前四10)；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来

七25)。 

   (2)祂是全有、全丰、全足的神：「是个大财主，」(1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

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西二9~10)。 

   (3)祂是庄稼的主：「波阿斯那块田，」(3节)──这说出祂一面是属灵粮食供应的源头；祂是那

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林后九10)；另一面，祂是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太九38)。 

   (4)祂是神而人的救赎主：「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20节)──祂是神来成为人，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14)；祂成为罪身的形状(罗八3)，只是祂

没有犯罪(来五15)，因此祂能够救赎我们，使我们免受罪和肉体的苦害。 

  2.祂的同在带来恩典的供应： 

   (1)祂带来神的同在与祝福：「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4

节)──祂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一23)；我们得着祂，就是得着神。 

   (2)祂的眼目察看遍察全地：「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5节)──坚管

收割的仆人也预表圣灵；祂是在那里自己问自己。主的眼目察看遍察全地(亚四10；代下十六9)。若有

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八3)。 

   (3)祂乐意供给我们：「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8节)

──祂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提前六17)；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

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四16)。 

   (4)祂常用慈爱的话安慰我们：「路得说，我主阿，....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

话安慰我的心。」(13节)──祂也是那安慰丧气之的神(林后七6)，祂的声音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约三29)。 



   (5)祂供给我们吃喝享受，灵里饱足：「她吃饱了，还有余剩的。」(14节)──祂不只供给我们的

需要，并且祂的供给总是绰绰有余(太十四20)，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三20)。 

 二、如何寻求属灵生命的供应 

  1.借着寻求里面圣灵的带领： 

   (1)「路得对拿俄米说，容我...」(2节)──此处拿俄米预表圣灵，亦可指在主里生命较有长进的

信徒。她寻求圣灵和老练信徒的带领。 

   (2)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约十六13原文)，而主自己就是真理(约十四6)。 

  2.借着读神的话： 

   (1)「往田里去...拾取麦穗」(2节)──田间喻指圣经。新旧约共有六十六卷，即六十六块田地，

其间满有生命的粮。她勤读圣经(田)，因为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 

   (2)圣经是给主作见证的，每次我们读圣经，要存着到主面前来得生命的态度(约五39~40)。 

  3.借着接受主仆话语的供应： 

   (1)「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3节)──收割的人代表主的工人，他们是主赐给教会的恩赐(弗

四11~12)。她接受主仆(收割的人)话语的供应。 

   (2)我们要想念传神之道给我们之人，效法他们的信心(来十三7)。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

凡事察验(帖前五20~21)。 

  4.借着殷勤追求： 

   (1)「从早晨直到如今」(7节)──不是守晨更就够了。她殷勤追求。 

   (2)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裕(箴十三4)。 

  5.借着内室祷告安息： 

   (1)「在屋子里坐一会儿」(7节)──此处指在内室的祷告交通，她进内室里祷告(太六6)，安息

在主前。 

   (2)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息(赛卅15)；主喜欢我们同祂暗暗的去歇一歇(可六31)。 

  6.借着离弃肉体、世界、罪恶： 

   (1)「离开父母和本地」(11节)──这里父母代表己生命的源头；本地(摩押地)指罪恶的世界。

她离弃肉体和罪恶的世界。 

   (2)主说，若有人要根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根从我(路九23)。 

  7.借着圣徒彼此代祷： 

   (1)「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11节)──这是圣徒彼此代祷的意思。 

   (2)为圣徒祷告，乃是属灵的帮助(林后一11；腓一19)。 

 三、寻求属灵的供应该有的认识──从波阿斯的嘱咐学习 

  1.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往别人田里」(8节)──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提后四10)，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弗五16)。 

  2.要常住在主里面：「也不要离开这里」(8节)──要常住在主里面，常与主交通，这是结果子，得

主话，蒙神祝福的诀窍(约十五4~7)。 



  3.要与圣徒交通团契：「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8节)──要与圣徒交通团契。所以我们不可停止

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来十25)。 

  4.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9节)──要依从那些引导我

们的，且要顺服(来十三17)；并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歌一8)。 

  5.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9节)──各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十

二3)，信徒之间不可相咬相吞(加五15)，倒要彼此相顾(林前十二21~25)。 

  6.要常领受生命活水的供应：「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9节)──要常领

受生命活水的供应。喝水能复苏我们的心灵。主不只叫我们吃饱，也叫我们喝足(诗卅六8；约六35；七

37)。吃饱使我们得力，喝足使我们振奋，所以我们要顾到这两面的需要。 

  7.要知道神是鉴察我们的神：「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12节)──要知道神是鉴察我们的神；

我们所有属灵的追求，乃是作在神的面前，不可存心故意叫人看见，要得人的荣耀(太六1~6)。 

  8.凡信靠神的，必蒙受祂的看顾与祝福：「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祂的赏赐。」

(12节)──凡信靠神的，必蒙受祂的看顾与祝福(参诗卅六7~8)。 

  9.要把主和主的话，调进生活经历中来享受：「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14节)──饼是

指主自己和主的话(约六48原文，63；太四4)；醋是经历苦难的象征物(参太廿七48)。将饼蘸在醋里吃，

意思是要把主的话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10.要不停地享受属灵的供应，直到见主面：「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到他们收完了我

的庄稼。」(21节)──要不停享受生命的供应，直到见主面。我们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乃是要竭力的追求(腓三12)。 

 四、寻求属灵的供应该有的态度──从路得的榜样学习 

  1.以感谢和敬拜的态度来领受：「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10节)──她感谢着领受主的恩典。感恩

会使我们所领受的更有属灵的价值(提前四3~5；帖前五18)。 

  2.自觉不配蒙此厚恩：「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呢？」(10节)──她认识自己原

不配如此蒙恩。本章一再的题说「摩押女子路得」(二2，6，21)，就是提醒我们蒙恩者原来的身分(林前

十五10)，免得我们自高自大(林前四6~7)。 

  3自认是圣徒中最小的：「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13节)──她认识自己在众蒙恩者中，比最小的

还小(参弗三8)。 

  4.谦卑地从主的仆人们领受生命的供应：「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

她。」(14节)──站着有时，坐下也有时常参传三1~8)；她谦卑地从主的仆人们领受经过他们在生活环境

中被主加工变化的生命的供应。许多时候，主的供应是经过别人递给我们的(太十四19)。 

  5.吃饱是为着工作：「她吃饱了，...她起来又拾取麦穗。」(14~15节)──吃饱是为着工作。若有人不

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三10)。 

  6.竭力追求，不稍懈怠：「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17节)──她竭力追求，不稍懈怠。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九4)。 

  7.精炼所拾取的灵粮：「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伊法大麦」(17节)──将麦穗打成大麦，除去麦梗、



麦叶；她要的不是外面的字句，乃是内里的生命(林后三6)。要从有关基督的事物中，取得复活基督的

实际。 

 五、信徒如何得着圣灵的帮助以寻求属灵的供应 

  1.凡事求问圣灵：「拿俄米说，女儿阿，你只管去。路得就去了，...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阿斯那块田里。」(2~3节)──表面上看，路得是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得着祂的顾恤；实际上，乃

是她求问拿俄米的结果。 

  2.善待圣灵，不叫圣灵担忧：「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人全都告诉我了。」(11节)──我们是否蒙恩，

端视我们如何对待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3.把追求的成果都呈献给圣灵：「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

了婆婆。」(18节)──她把工作的果效都呈献给圣灵，并且不蹧蹋主的恩典。神的物当归给神(太廿二21)；

扣住恩典，据为己有，会拦阻我们得到更深的恩典。 

  4.谨遵圣灵的提醒与嘱咐：「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女儿阿，...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于是路

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22~23节)──从路得对拿俄米所说的话可看出，她只注意到

波阿斯所吩咐积极方面的话，而忽略了消极方面的警告(参8节)，故还得圣灵来提醒、校正她。她谨遵

圣灵的提醒与嘱咐。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十五22)。 

  5.始终与圣灵同住：「路得仍与婆婆同住」(23节)──她始终与圣灵同住。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

我们(约十四26)。 

 

【路得记第三章：追求、亲近主自己】 

 一、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 

  1.是出于圣灵的开导和启示 

   (1)主才是我们永远的安身之处：「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

处...么？」(1节)──拿俄米预表圣灵。圣灵关心我们，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安身之处』原

文字义)。主就是我们的安息(太十一28；十二8；来四9)。 

   (2)主是我们上好的福分：「使你享福么？」(1节)──圣灵愿意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们的

好处不在祂以外(诗十六2)。 

   (3)我们的眼目应当从周围的人事物转向主自己：「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2节)──波阿

斯预表主，波阿斯的使女预表主的众仆人，广义的说，也指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人事物。圣灵要使我们

的眼目，从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人、事、物，转眼仰望耶稣(来十二2)。 

   (4)主虽然尊高，却是我们的至亲：「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么？」(2节)──祂虽然是神子，却

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腓二6~7)，做了我们的至亲，祂称我们为弟兄，并且凡事与我们相同，为要搭救并

体恤我们(来二11；17~18；四15)。 

  2.主的称赞，印证圣灵的引导： 

   (1)追求主自己，比追求属灵事物显恩更大：「波阿斯说，女儿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

的恩比先前更大。」(10节)──主称赞她末后追求主自己，比先前追求属灵事物，显恩更大。这里的恩，



原文是指给出去的恩。惟有蒙恩的人，才能将恩给出去。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一17)；我们在恩典

里长进(彼后三18)，就是长进到赐恩者基督里面去(西二19；弗四13)。 

   (2)专心追求主自己，是最叫主心满意足的：「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10节)

──少年人代表那些能吸引人心的。主又称赞她不受那些能吸引人心的人、事、物之引诱，专心追求

主的自己，这是最叫主心满意足的。主阿，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

所爱慕的(诗七十三25)。 

   (3)有了主就有一切：「女儿阿，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11节)──主是帮

助我的，我必不惧怕(来十三6)。我们若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我们成就(约十五7)。 

   (4)人最聪明的选择乃是追求主自己：「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慧的女子」(11节)──主证

实追求主自己乃是最聪明的选择。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箴九10)，主乃是我们的智慧(林前一30)，一切

的智能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二3)。 

  3.事实经历也证明得着主胜过得着外面的恩惠： 

   (1)路得忙碌一整天，仅拾取一伊法大麦(二17)；而她在波阿斯脚下躺了一夜，便得了「六簸箕

大麦」(15节)──马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祂的道，她渴慕主自己，主称赞她说，她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

分(路十38~42)。 

   (2)我们唯有得着主，才能得享真正的安息：「婆婆说，女儿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

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18节)──从这里(第三章末段)开始，圣经就不再记载路得

作些甚么事，全数是波阿斯在办事。 

 二、亲近主、得着主的路 

  1.跟随圣灵的带领： 

   (1)立志遵行圣灵的引导：「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5节)──人若有愿作的心，必

蒙悦纳(林后八12)。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 

   (2)凡事靠圣灵而行：「路得就...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6节)──她顺着圣灵、靠圣灵而行(加

五16，25)。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才是聪明的人(太七24~27)。但我们还得顺着圣灵，靠圣灵而行(加

五16，25)，方能成事(亚四6)。 

  2.要到主所在的地方： 

   (1)祂是作工的主：「他今夜在场上簸大麦」(2节)──祂是在打麦场上作工，筛净糠皮，好把麦

子收在仓里(太三12)。我们是祂手中的工作(弗二10)，祂作工在我们身上，要炼尽我们的搀杂。所以主

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罗十8)。 

   (2)要借着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来经历祂：「下到场上」(3，6节)──我们不是到天上去找主，

我们乃是在日常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主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作工的那一点上，最能碰见祂。所以

我们要顺服在主十字架的对付之下。 

  3.亲近主的准备工作： 

   (1)要对付罪，除去身上的污秽：「你要沐浴」(3节)──认罪，被主血洗净，才能与主相交(约



壹一7~9)。 

   (2)要被圣灵分别为圣：「抹膏」(3节)──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彼前一2)；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

十二14)。 

   (3)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换上衣服」(3节)──不是补旧衣(太九16)，乃是换上新衣，就是脱

去旧人的行为(西三9~10；弗四22~24)，而在一举一动显出新生的样式(罗六4)。 

  4.亲近主的步骤： 

   (1)不要有己的活动：「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3节)；「悄悄的来」(7节)──也就是不靠肉体

的意思(腓三3)。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灵和真拜祂(约四24原文)。 

   (2)要先让主有所享受：「你等他吃喝完了」(3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7节)──也

就是献上主所悦纳的灵祭(来十三15；罗十二1；彼前二5)的意思。 

   (3)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安息：「到他睡的时候」(4节)；「就去睡在麦堆旁边」(7节)──也就

是让主在我们身上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赛五十三11)。 

   (4)要持定十字架的原则：「看准他睡的地方」(4节)──也就是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

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二2)。 

   (5)要安息在主的脚前：「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4，7节)──就是投靠在祂翅

膀的荫下(诗卅六7)，安静等候(诗六十二1)。这里也含有效法祂的死(腓三10)，联于祂的死(罗六5；林后

四10)的意味。 

   (6)要经历与主同活：「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8

节)──『醒』字一面指得着主明显的同在，一面指经历与主同活(腓三11；罗六5；林后四10)。 

 三、与主面对面的交通 

  1.认识自己： 

   (1)主的提醒：「他就说，你是谁？」(9节)──这是主的提醒，叫我们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 

   (2)里面的看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得。」(9节)──这是她里面的看见；存心谦卑，各

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二3)。 

  2.祈求与答应： 

   (1)巴不得与主有更深的联结：「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9节)

──这是请求波阿斯按摩西的律法娶她(参申廿五5~6)；属灵的含意是将身体献上，求主悦纳(罗十二1)。 

   (2)主喜悦与人有更深的联结：「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10节)──波阿斯的意思是说，路得

委身给他，乃是恩待了他，且这恩是大的。我们固然需要主，主亦是需要我们。 

   (3)主应许促成此事：「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11节)──主必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弗三20)。 

  3.除去拦阻的启示： 

   (1)主的光照：「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4节)──每一次与主相交的结果，总是得着光照，显

明我们的光景(弗五13~14；林后三18；四6)。 

   (2)主借着光照点出我们的难处：「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12节)──这一个人乃指我们的



天然己生命，就是我们的旧人，若不澈底对付，仍无法与主完全联合。 

  4.交通的结果──与主联合的小影： 

   (1)她安息于主：「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9节)──不是挣扎努力，

乃是全归依。 

   (2)她有隐藏的生活：「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14节)──享受内室与主交

通的生活。 

   (3)她与主调和为一：「六簸箕大麦」(15节)──『六』是人的数目，『大麦』豫表主耶稣。六簸

箕大麦指于主调和为一。 

   (4)她与圣灵同享：「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17节)──拿俄米豫表圣灵。 

 

【路得记第四章：与主完全联合】 

 一、婚姻象征与主完全联合： 

  1.婚姻是神救赎计划的中心。圣经的开头和结尾都题到婚姻的事(创二18~25；启二十一29)。 

  2.婚姻表明完全联合： 

   (1)彼此相属：我属基督，基督属我(歌六3)。 

   (2)彼此依恃：我没有主不行，主没有我也不行。 

   (3)彼此享受：享受对方所是、所有、所作的。 

   (4)二人一体(创二24；弗五31；太十九5)。 

 二、基督徒最高的经历乃在于与主完全联合： 

  1.女人在圣经中代表信徒主观的经历。路得的经历，是每一个爱主的人所该有的属灵经历。 

  2.路得的经历是渐进的，第四章达于最高峰： 

   (1)从她所在的地位来看： 

    在第一章，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城里(一22)。 

    在第二章，路得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二3)。 

    在第三章，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场上(三6)。 

    在第四章，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家里(四11)。 

   (2)从她所得的丰富来看： 

    在第一章，路得仅风闻神眷顾赐粮给祂的百姓(一6)。 

    在第二章，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二17)。 

    在第三章，路得凭空得了六簸箕大麦(三15)。 

    在第四章，凡波阿斯所有的都是路得的。 

 三、如何才能经历与主完全联合？ 

  1.完全的交托、安息、等候： 

   (1)第三章的末了，拿俄米指教路得「只管安坐等候」(三18)。 

   (2)到了第四章，就不再见路得有任何的作为，全数是波阿斯在办事。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



羞愧(罗九33)；祂既动了善工，就必成全这工(腓一6)。 

  2.主作工在于解决我们的旧人──「那至近的亲属…某人」(1节)的问题： 

   (1)旧人在主之先与我们发生关系：「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三12)──这一个人当指我们

与生俱来的天然己生命，就是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对我们而言，比主更近，因我们是先和旧人发生

关系，然后才和主发生关系。 

   (2)旧人无名无姓，表示在神面前并无存在的价值：「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

阿斯说，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1节)──这里的『某人』就是豫表我们的旧人。 

   (3)旧人若不让开，主在我们身上就无能为力：「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

有别人了。」(4节)──这说出他在人身上有一个元势，使人由不得自己(罗七18)；必须把他治死(罗八13；

西三5)，然后才能让主得着该有的地位。 

   (4)旧人并不在意『真我』的福祉：「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那人

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4~6节)

──「某人」所要的只是我们心里的「那块地」，而对我们本人──真我──属灵生命，却漠不关心。

旧人只关心外面的产业(指字句、名利、地位等问题)，却不关心『人』(指灵魂、生命)。 

   (5)旧人的问题若不解决，就会拦阻我们与主完全联合──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否认『己』(太十六24原文)。 

  3.主怎样解决我们的旧人： 

   (1)主叩我们的心门：「到了城门，坐在那里。」(1节)──城门指心与灵交通的所在。主来到我

们心灵交通的枢纽，在那里办理交涉。 

   (2)主安排万事万物，叫我们无可推诿：「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十是人完全的数目，

十个见证人意指主不断的安排、调度万事万物(罗八28)，叫我们一而再的学习功课，直到我们完全口服

心服，无可推诿为止。 

   (3).主使我们看到： 

    a.祂得着我们是凭着公义的手续──我们献上身体乃是理所当然的(罗十二1~2)。 

    b.我们本来是「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5节)──是不堪不配的外邦罪人，原死在过犯罪

恶之中(弗二1)，但祂的爱竟然临及我们，而买(5节『娶』字原文是『买』)了我们(林前六20)。 

    c.祂买我们不是叫我们作婢女，乃是「娶...为妻」(5节)──祂爱我们，如同爱自己一样(弗

五28~29)。 

    d.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了(林前六19)，我们乃是属主的人(罗十四8)。 

   (4)祂握有「脱鞋」(8节)的证据(参申廿五9~10)──就是脱去旧人、旧人的行为和肉体(弗四22；

西三9；二11)，有了确据，不能再反悔了(来六4~6)。 

 四、与主完全联合的人身上所显出的光景 

  1.借着她，教会得着建造： 

   (1)「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11节)──拉结

秀美，利亚多产(参创廿九章)；以色列预表神的家──教会。 



   (2)教会乃是借着内里生命的荣美和生命的丰富，乃得以建造的彼前二5)。 

  2.借着她，主得着尊荣： 

   (1)「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11节)──「你」(指波阿斯)预表主；以法他

和伯利恒均预表教会。 

   (2)当教会真正得着属灵的建造，主的旨意就能通行无阻(太六10)，祂也就在教会中得着荣耀(弗

三21)。 

  3.借着她，主得着彰显： 

   (1)「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12节)；「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13节)──

后裔和儿子说出一个人生命的繁衍与彰显。 

   (2)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腓一20)。 

  4.借着她，长子的名分有了承继： 

   (1)「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12节)──他玛原是犹大的长媳，她羡慕

得长子的名分(参创卅八6~30)。 

   (2)得长子的名分，属灵的意思是享受基督的丰满。教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弗一23)。 

  5.借着她，圣灵得着了安慰： 

   (1)「妇人们对拿俄米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

(14~15节)──拿俄米预表圣灵。 

   (2)因着她所结爱的果子，圣灵得着了安慰。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弗四30)。 

  6.借着她，圣灵结了果子： 

   (1)「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17节)──拿俄米得孩子意指圣灵在人身上结出果子。 

   (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败、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五22~23)。 

  7.借着她，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1)「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这俄备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17节)──大卫是以

色列人的君王，预表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2)将来当祂得国作王(启十一15)的时候，有一班人也要与祂一同作王(提后二12)，在地上执掌

王权(启五9~10)。但是在今天，我们若真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确是代表神在地

上执掌王权。 

  8.借着她，促进主的降临： 

   (1)「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

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18~22节)──这个

家谱最后引进基督的家谱(参太一3~6)，两个家谱遥相衔接。 

   (2)我们今日的光景，也和将来基督的再来有关，可以促进主降临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