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译文对照 
 

【结四十八 1】 

 〔和合本〕「“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

萨以难。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但的一份；」 

 〔吕振中译〕「以下是众族派的名字：从北方的边界、沿希特伦的路向到哈马口、哈萨以难、大马色

的境界，向北沿到哈马：都必归于他、从东面到西面〔意难确定〕：是但的一分。」 

 〔新译本〕「“各支派名下的产业是这样：在北边尽头的地界起，沿着希特伦的路，经哈马口到大马

士革边界上的哈萨．以难，北边靠着哈马地，从东到西，是但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以下是各族的名表和所分得的土地：但族的地业由东至西都是在极北的地方──从

地中海岸沿希特伦，经哈马口到大马士革边界的哈撒以难，北面靠近哈马。」 

 〔文理本〕「支派之名如左、在北界、由希特伦至哈马道、延及大马色界之哈萨以难、北向至于哈马、

自东至西、为但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各支派的名字如下：由极北端起，沿赫特隆路至哈玛特口，再至哈匝尔南；──北有

大马士革边界，有哈玛特边界──每支派由东界到西界各有一份：这是丹的一份。」 

 〔牧灵译本〕「各支派的名字如下：由极北端起，沿赫特隆路至哈玛特口，再至哈匝尔厄南；－－北

有大马士革边界，有哈玛特边界－－每支派由东界到西界各有一份：这是丹的一份。」 

 

【结四十八 2】 

 〔和合本〕「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但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亚设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但的边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亚设族的地业在但族边界以南。」 

 〔文理本〕「附但之界、自东至西、为亚设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丹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阿协尔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丹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阿协尔的一份。」 



 

【结四十八 3】 

 〔和合本〕「挨着亚设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亚设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拿弗他利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亚设的边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亚设族以南各族的地域按其次序是拿弗他利族、」 

 〔文理本〕「附亚设之界、自东至西、为拿弗他利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阿协尔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纳斐塔里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纳斐塔里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纳斐塔里的一份。」 

 

【结四十八 4】 

 〔和合本〕「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玛拿西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玛拿西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拿弗他利的边界，从东到西，是玛拿西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玛拿西族、」 

 〔文理本〕「附拿弗他利之界、自东至西、为玛拿西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纳斐塔里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默纳协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纳斐塔里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默纳协的一份。」 

 

【结四十八 5】 

 〔和合本〕「挨着玛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玛拿西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以法莲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玛拿西的边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以法莲族、」 

 〔文理本〕「附玛拿西之界、自东至西、为以法莲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默纳协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厄弗辣因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默纳协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厄弗辣因的一份。」 

 

【结四十八 6】 

 〔和合本〕「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便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如便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以法莲的边界，从东到西，是流本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6~7 节) 吕便族和犹大族，都由东到西各得其应有的地业。」 

 〔文理本〕「附以法莲之界、自东至西、为流便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厄弗辣因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勒乌本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厄弗辣因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勒乌本的一份。」 

 

【结四十八 7】 

 〔和合本〕「挨着流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如便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犹大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流本的边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现代译本〕「(1~7 节)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经希特伦、哈玛隘口、以难城，延伸到大马

士革王国和哈玛王国的交界。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但、亚设、

拿弗他利、玛拿西、以法莲、吕便、犹大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分得一份土地。」 

 〔当代译本〕「(6~7 节) 吕便族和犹大族，都由东到西各得其应有的地业。」 

 〔文理本〕「附流便之界、自东至西、为犹大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勒乌本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犹大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勒乌本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犹大的一份。」 

 

【结四十八 8】 

 〔和合本〕「“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宽二万五千肘。从东界到西界，

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 

 〔吕振中译〕「『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必须有你们该划出的特别区，宽二万五千肘，长

跟各族所分从东面到西面的地一样；当中必须有圣地。」 

 〔新译本〕「“沿着犹大的边界，从东到西，就是你们所要献出的圣区，长十二公里半，从东到西的

长度与其他各份的一样，圣所要在其中。」 

 〔现代译本〕「要割出一段土地作特别用途。这段土地从北到南宽十二公里半，从东到西跟各支族分

配到的土地一样长。圣殿要建在这地段。」 



 〔当代译本〕「紧接犹大边界南下，便是分别出来的土地，宽十一点一公里，由东至西的长度与其他

各族相同；圣所在那地的中央。」 

 〔文理本〕「附犹大之界、自东至西、为尔所献之地、广二万五千肘、自东至西、长如他区之一、圣

所必在其中、」 

 〔思高译本〕「靠近犹大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你们应保留的献地，宽二万五千肘，长由东界到西

界，如每支派分得的一份一样，中间是圣所。」 

 〔牧灵译本〕「靠近犹大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你们应保留的献地，宽二万五千肘，长由东界到

西界，就像是每支派分得的一份一样，中间是圣所。」 

 

【结四十八 9】 

 〔和合本〕「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 

 〔吕振中译〕「你们所划出献与永恒主的特别区要长二万五千肘，宽二万〔传统：一万〕肘。」 

 〔新译本〕「你们献给耶和华的地区，要长十二公里半，宽十公里。」 

 〔现代译本〕「这地段中心要留一区长十二公里半、宽十公里〔希伯来文是：五公里〕的地献给上主。」 

 〔当代译本〕「圣所所占的地长十一点一公里、宽四公里半；」 

 〔文理本〕「尔所献于耶和华之地、必长二万五千肘、广一万肘、」 

 〔思高译本〕「你们为上主保留的献地，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 

 〔牧灵译本〕「你们为雅威保留的献地，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 

 

【结四十八 10】 

 〔和合本〕「这圣供地要归与祭司，北长二万五千肘，西宽一万肘，东宽一万肘，南长二万五千肘。

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 

 〔吕振中译〕「这圣特别区要归与这些做祭司的人，北边二万五千肘，西边宽一万肘，东边宽一万肘，

南边长二万五千肘；永恒主的圣地必须在那当中。」 

 〔新译本〕「献给祭司的圣地，北边长十二公里半，西边宽五公里，东边宽五公里，南边长十二公里

半。」 

 〔现代译本〕「祭司要在这块圣区分一份。他们所分得的，从东到西十二公里半，从北到南五公里。

上主的圣殿在这一区的中心。」 

 〔当代译本〕「即由南至北长十一点一公里，由东至西宽四公里半。圣所在这地的中央。」 

 〔文理本〕「所献之圣地、必归于祭司、北向长二万五千肘、东向广一万肘、西向广一万肘、南向长

二万五千肘、耶和华之圣所、必在其中、」 

 〔思高译本〕「这块所献的圣地应归司祭，北面长二万五千肘，西面宽一万肘，东面宽一万肘，南面

长二万五千肘，中间是上主的圣所。」 

 〔牧灵译本〕「这块献的圣地应归司祭，北面长二万五千肘，西面宽一万肘，东面宽一万肘，南面长

二万五千肘，中间是雅威的圣所。」 



 

【结四十八 11】 

 〔和合本〕「这地要归与撒督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 

 〔吕振中译〕「这地要归与撒督的子孙中受圣职的祭司，就是那些守尽我所吩咐的职守的；就是当以

色列人走迷了路时候、那些没有走迷了路的；他们不像利未人走迷了。」 

 〔新译本〕「这地要归给祭司，就是撒督子孙中分别为圣的。他们守我所吩咐的职责；以色列人走迷

路的时候，他们不像利未人那样走迷路。」 

 〔现代译本〕「这圣区是给撒督后代的祭司的。他们忠心事奉我，不像利未支族其他的人，去随从以

色列人背叛我。」 

 〔当代译本〕「这地要归给撒督的子孙，他们在以色列人和利未人离弃我的时候，没有与之同流合污，

仍然忠心不易地事奉我。」 

 〔文理本〕「斯地归于撒督之裔、区别为祭司、供我职事者、昔以色列族迷途时、彼不若利未人之迷

罔、」 

 〔思高译本〕「这地应归被祝圣作司祭的匝多克的子孙，他们谨慎遵行了我的礼规，当以色列子民堕

落时，他们没有像肋未人一样堕落下去。」 

 〔牧灵译本〕「这地应归祝圣做司祭的匝多克的儿子的后代，他们谨慎遵行了我的礼规，当以色列子

民堕落时，他们没有像肋未人一样随之堕落。」 

 

【结四十八 12】 

 〔和合本〕「这要归与他们为供地，是全地中至圣的。供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 

 〔吕振中译〕「这要归与他们做国土内特别区中之特别区，是至圣的；挨着利未人的地界。」 

 〔新译本〕「因此，从所献的圣区要有一块地献给祭司，作为至圣之地。这地沿着利未人的地界。」 

 〔现代译本〕「所以，他们要在利未支族的紧邻地区分一份土地；这特区的土地是至圣的。」 

 〔当代译本〕「所以这地方要归他们所有。这是至圣所的地方，与利未人所得的地业相邻。」 

 〔文理本〕「故附利未之界、所献之地、必归于彼、以为至圣之区、」 

 〔思高译本〕「属司祭的地是献地中至圣之地，靠近肋未人的边界。」 

 〔牧灵译本〕「属司祭的地是献地中至圣之地，靠近肋未人的边界。」 

 

【结四十八 13】 

 〔和合本〕「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都长二万五千肘，

宽一万肘。」 

 〔吕振中译〕「归与利未人、挨着祭司地界并排着的、长要二万五千肘，宽要一万肘；全长要二万五

千肘，宽二万肘〔传统：一万〕。」 

 〔新译本〕「沿着祭司的地界要有一块地献给利未人，长十二公里半，宽五公里。祭司的地也是长十



二公里半，宽五公里。」 

 〔现代译本〕「利未支族要在祭司的土地南面分得一特区，从东到西十二公里半，从北到南五公里。」 

 〔当代译本〕「这地的面积大小与先前一样，长十一点一公里、宽四公里半。」 

 〔文理本〕「附祭司之地、利未人必得一区、长二万五千肘、广一万肘、」 

 〔思高译本〕「属肋未人的地与司祭的边界平行，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总计长二万五千肘，宽

二万肘。」 

 〔牧灵译本〕「属肋未人的地与司祭的边界平行，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总计长二万五千肘，宽

二万肘。」 

 

【结四十八 14】 

 〔和合本〕「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初熟之物也不可归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吕振中译〕「任何部分他们都不可卖，不可交换〔传统：单数〕，也不可将这地的上好部分转让〔传

统：单数〕给别人，因为是归永恒主为圣的。」 

 〔新译本〕「这地的任何部分不可变卖，不可交换，也不可转让给别人，因为它是这地中最好的一份，

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现代译本〕「献给上主的这一区是全国最好的土地，不得买卖、交换，或转让。这块土地是圣的，

是属于上主的。」 

 〔当代译本〕「他们不能把这地出卖或交换，初熟土产也不可归给他人，因为这地是指定归主为圣的。」 

 〔文理本〕「此区归于耶和华为圣、利未人不可鬻之、不可易之、其土产之初实、不可归于他人、」 

 〔思高译本〕「其中的地不可变卖，不可交换，也不可转让，这是地中最好的一份，因为是祝圣于上

主的。」 

 〔牧灵译本〕「其中的地不可变卖，不可交换，也不可转让，这是地中最好的一份，因为是祝圣给雅

威的。」 

 

【结四十八 15】 

 〔和合本〕「“这二万五千肘前面所剩下五千肘宽之地要作俗用，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

中。」 

 〔吕振中译〕「『剩下之地、五千肘宽、二万五千肘长、要作俗用，作为造城盖房子修牧场之用；城

必须在那当中。」 

 〔新译本〕「“所剩下的地，宽两公里半，长十二公里半，要作俗地，供城市、居民和郊野之用。城

要在其中。」 

 〔现代译本〕「特区还剩下一块长十二公里半、宽两公里半的土地；这块地不是圣地，一般人可以住，

可以使用。城要造在这区的中心，」 

 〔当代译本〕「剩下来十一点一公里长、二点二公里宽的地方是公用的，用来建设城市、民居和郊野，

城要建在地的中央。」 



 〔文理本〕「附此二万五千肘之区、所余一区、广五千肘、以为俗地、建邑筑室、亦为郊野、邑在其

中、」 

 〔思高译本〕「由二万五千肘的面积所余的五千肘应列为俗地，作为居住的城市和郊区，城市应在中

心。」 

 〔牧灵译本〕「由二万五千肘的面积所余的五千肘应为俗地，作为居住的城市和郊区，城市应在中心。」 

 

【结四十八 16】 

 〔和合本〕「城的尺寸乃是如此：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

百肘。」 

 〔吕振中译〕「以下是城的尺寸；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传统多：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

肘，西面四千五百肘。」 

 〔新译本〕「城的大小是这样：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东边二千二百五十

公尺，西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现代译本〕「是四方形的，每边长两千两百五十公尺。」 

 〔当代译本〕「城是正方形的，东、西、南、北各边长为两公里」 

 〔文理本〕「其度如左、东西四千五百肘、南北四千五百肘、」 

 〔思高译本〕「城市的面积如下：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

百肘。」 

 〔牧灵译本〕「城市的面积如下：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

百肘。」 

 

【结四十八 17】 

 〔和合本〕「城必有郊野，向北二百五十肘，向南二百五十肘，向东二百五十肘，向西二百五十肘。」 

 〔吕振中译〕「城要有郊野牧场；向北二百五十肘，向南二百五十肘，向东二百五十肘，向西二百五

十肘。」 

 〔新译本〕「城要有郊野，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东边一百二十五公尺，西边

一百二十五公尺。」 

 〔现代译本〕「城的四周要留空地，宽一百二十五公尺。」 

 〔当代译本〕「城四周要有空地，向东西南北各长一百一十一点三公尺，」 

 〔文理本〕「邑郊、东西二百五十肘、南北二百五十肘、」 

 〔思高译本〕「城市外的郊区是：北面二百五十肘，南面二百五十肘，东面二百五十肘，西面二百五

十肘。」 

 〔牧灵译本〕「城市外的郊区是：北面二百五十肘，南面二百五十肘，东面二百五十肘，西面二百五

十肘。」 

 



【结四十八 18】 

 〔和合本〕「靠着圣供地的余地，东长一万肘，西长一万肘，要与圣供地相等；其中的土产要作城内

工人的食物。」 

 〔吕振中译〕「剩下之地、论长、挨着圣特别区并排着的、东面一万肘，西面一万肘、也挨着圣特别

区并排着。它所出产的要给城里作工的人做食物。」 

 〔新译本〕「这俗地两旁剩下的地，沿着所献的圣区的长度计算，东边五公里，西边五公里，也沿着

所献的圣区。这些地的出产要给城里的工人作食物。」 

 〔现代译本〕「城造好后所剩下圣区南面一块土地的面积是东边长五公里、宽两公里半，西面长五公

里、宽两公里半；这块地是给城里的居民耕种的。」 

 〔当代译本〕「城外沿着圣地伸展，东长四公里半，西长四公里半，用来种植农作物，供应城内工人

的食用。」 

 〔文理本〕「附于所献圣地、其余之区、东一万肘、西一万肘、与圣地相等、其土所产、归于邑中供

役者为食、」 

 〔思高译本〕「至于那与所献圣地平行的所余之地，东面长一万肘，西面长一万肘，其中出产应作为

城内居民的食粮。」 

 〔牧灵译本〕「至于那与所献圣地平行的所余之地，东面长一万肘，西面长一万肘，其中出产应作为

城内居民的食粮。」 

 

【结四十八 19】 

 〔和合本〕「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作工的，都要耕种这地。」 

 〔吕振中译〕「所有以色列族派中城里作工的人都要耕种它。」 

 〔新译本〕「城里的工人来自以色列各支派，耕种这地。」 

 〔现代译本〕「所有住在城里的人，无论他属哪一支族，都可以耕种。」 

 〔当代译本〕「所有在这城里做工的以色列人，都要耕种这地。」 

 〔文理本〕「以色列支派、于邑中供役者、必耕种其地、」 

 〔思高译本〕「城内的居民是由以色列各支派分派来住的。」 

 〔牧灵译本〕「城内的居民是由以色列各支派分派来住的。」 

 

【结四十八 20】 

 〔和合本〕「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二万五千肘，宽二万五千肘。」 

 〔吕振中译〕「你们划出了特别区、连〔传统：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城门是按以色列族派的名字

叫的。有三个门：向北〕属城的地业、全部的特别区、要二万五千肘乘二万五千肘，是四方的〔此字

稍经点窜〕。」 

 〔新译本〕「所献的整个地区，长十二公里半，宽十二公里半，是见方的。你们要把所献的圣区，连

同城的基业，一起献上。」 



 〔现代译本〕「这块地的中心是特区，每边是十二公里半的正方，里面有城市用地。」 

 〔当代译本〕「这幅地的总面积，包括圣地和城区，共一百二十三点二平方公里。”」 

 〔文理本〕「所献之圣地、与建邑之地、其式维方、长二万五千肘、广二万五千肘、」 

 〔思高译本〕「整个献地为二万五千肘长，二万五千肘宽，为一方形，是你们应保留的所献圣地和城

市地段。」 

 〔牧灵译本〕「整个献地为二万五千肘长，二万五千肘宽，为一方形，是你们应保留的所献圣地和城

市地段。」 

 

【结四十八 21】 

 〔和合本〕「“圣供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与王。供地东边，南北二万五千肘，东至东界，

西边南北二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与各份之地相同，都要归王。圣供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 

 〔吕振中译〕「『圣特别区和属城的地业、二者的这边和那边、剩下之地要归与人君。东边横切面对

着特别区的二万五千肘直伸到东界，西边横切面对着二万五千肘直伸到西界，挨着各族业分并排着的、

都要归与人君。这样、圣特别区就是殿的圣地在那当中的、」 

 〔新译本〕「所献的圣区和城的基业，两旁所剩下的都要归给君王，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献地以东至

东面的边界，以及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献地以西至西边的边界沿着其他各分地，都要归给君王。这样

所献的圣地和殿的圣所，都在这两块地的中间。」 

 〔现代译本〕「(21~22 节) 圣殿所在的这块土地的东边和西边是祭司的土地、利未支族的土地，和城

市用地。剩下的地都属于王，东面到东边的地界，西面到地中海，北面跟犹大的地界连接，南面跟便

雅悯的地界连接。」 

 〔当代译本〕「圣地和城区十一点一公里边界东西两面的余地要归君王所有；圣地和圣所在地的中央。」 

 〔文理本〕「圣地与邑地、左右余地、东二万五千肘、西二万五千肘、与圣地相等、必归于君、圣地

圣室、必在其中、」 

 〔思高译本〕「在所献圣地与城市地段的两边所余之地，二万五千肘以东至东面的边界，二万五千肘

以西至西面的边界，与各支派所分之地平行，都归元首，所献圣地与圣所在中间。」 

 〔牧灵译本〕「在所献圣地与城市地段的两边所余之地，二万五千肘以东至东面的边界，二万五千肘

以西至西面的边界，与各支派所分的地平行，都归君王，所献的圣地与圣所在中间。」 

 

【结四十八 22】 

 〔和合本〕「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这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和

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与王。”」 

 〔吕振中译〕「跟利未人的地业、和属城的地业、都要在那属于人君的地业之正中：在犹大地界和便

雅悯地界之间归与人君。」 

 〔新译本〕「利未人的基业和城的基业都位于君王的地中间。君王的地是在犹大的边界和便雅悯的边

界中间。」 



 〔现代译本〕「(21~22 节) 圣殿所在的这块土地的东边和西边是祭司的土地、利未支族的土地，和城

市用地。剩下的地都属于王，东面到东边的地界，西面到地中海，北面跟犹大的地界连接，南面跟便

雅悯的地界连接。」 

 〔当代译本〕「除利未人的产业和城区外，所有在犹大和便雅悯族之间的地方都属君王所有。」 

 〔文理本〕「犹大便雅悯二界间之地、除利未人之区及邑地外、咸归于君、」 

 〔思高译本〕「除在属元首的地中间，有肋未人的产业和城市地段外，凡在犹大边界与本雅明边界之

间的土地，皆归元首所有。」 

 〔牧灵译本〕「除在属君王的地中间，有肋未人的产业和城市地段外，凡在犹大边界与本雅明边界之

间的土地，皆归君王。」 

 

【结四十八 23】 

 〔和合本〕「“论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 

 〔吕振中译〕「『其余的族派呢、从东面到西面：是便雅悯的一分。」 

 〔新译本〕「“至于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 

 〔现代译本〕「(23~27 节) 要把特区南面的土地分给其他各支族；从东边的地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

便雅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迦得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得一份。」 

 〔当代译本〕「以下是其他各族所分得的地业：圣地南下由东至西是便雅悯族所得的地业，」 

 〔文理本〕「其余支派、自东至西、为便雅悯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至于其余的支派：由东界到西界，是本雅明的一份。」 

 〔牧灵译本〕「至于其余的支派：由东界到西界，是本雅明的一份。」 

 

【结四十八 24】 

 〔和合本〕「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西缅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便雅悯的边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 

 〔现代译本〕「(23~27 节) 要把特区南面的土地分给其他各支族；从东边的地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

便雅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迦得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得一份。」 

 〔当代译本〕「(24~27 节) 接着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和迦得各族的地业。」 

 〔文理本〕「附便雅悯之界、自东至西、为西缅所得之要、」 

 〔思高译本〕「靠近本雅明的边界，由东界至西界是西默盎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本雅明的边界，由东界至西界，是西默盎的一份。」 

 

【结四十八 25】 

 〔和合本〕「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萨迦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以萨迦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西缅的边界，从东到西，是以萨迦的一份。」 

 〔现代译本〕「(23~27 节) 要把特区南面的土地分给其他各支族；从东边的地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

便雅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迦得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得一份。」 

 〔当代译本〕「(24~27 节) 接着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和迦得各族的地业。」 

 〔文理本〕「附西缅之界、自东至西、为以萨迦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西默盎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依撒加尔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西默盎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依撒加尔的一份。」 

 

【结四十八 26】 

 〔和合本〕「挨着以萨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以萨迦的地界、从东面到西面：是西布伦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以萨迦的边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 

 〔现代译本〕「(23~27 节) 要把特区南面的土地分给其他各支族；从东边的地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

便雅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迦得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得一份。」 

 〔当代译本〕「(24~27 节) 接着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和迦得各族的地业。」 

 〔文理本〕「附以萨迦之界、自东至西、为西布伦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依撒加尔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则步隆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依撒加尔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则步隆应得的。」 

 

【结四十八 27】 

 〔和合本〕「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 

 〔吕振中译〕「挨着西布伦的地界、是迦得的一分。」 

 〔新译本〕「沿着西布伦的边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 

 〔现代译本〕「(23~27 节) 要把特区南面的土地分给其他各支族；从东边的地界到西面的地中海，按

便雅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迦得的次序，从北到南各得一份。」 

 〔当代译本〕「(24~27 节) 接着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和迦得各族的地业。」 

 〔文理本〕「附西布伦之界、自东至西、为迦得所得之区、」 

 〔思高译本〕「靠近则步隆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加得的一份。」 

 〔牧灵译本〕「靠近则步隆的边界，由东界到西界，是加得应得的。」 

 

【结四十八 28】 

 〔和合本〕「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低斯的水，延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 

 〔吕振中译〕「挨着迦得的地界、在南面、南方，那界线从他玛到米利巴加低斯的水、延到埃及小河、

直到大海。」 

 〔新译本〕「迦得南面的边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低斯水，经埃及小河到大海。」 



 〔现代译本〕「迦得支族南边的地界是从他玛向西南经加低斯绿洲，再向西北沿埃及边界延伸到地中

海。」 

 〔当代译本〕「迦得的南界是从他玛经米利巴加低斯泉和埃及小河，一直到地中海。」 

 〔文理本〕「迦得之南界、自他玛至米利巴加低斯水、迄埃及溪、延及大海、」 

 〔思高译本〕「靠近加得的边界，是南方向阳的边界，由塔玛尔到默黎巴卡德士水，沿河直到大海。」 

 〔牧灵译本〕「靠近加得的边界，是南方向阳的边界，由塔玛尔到默黎巴卡德士水，沿河直到大海。」 

 

【结四十八 29】 

 〔和合本〕「这就是你们要拈阄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吕振中译〕「这就是你们要拈阄分给以色列族派为产业之地：这些乃是他们各族所得的分：主永恒

主发神谕说。」 

 〔新译本〕「这就是你们要抽签分给以色列各支派为业的地。这些分地就是他们所得的分。”这是主

耶和华的宣告。」 

 〔现代译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要用抽签的方法把这块土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族，作为他们的产

业。」」 

 〔当代译本〕「这就是你们要抽签分给以色列各族为产业的土地。”这是主神所宣告的。」 

 〔文理本〕「尔当掣签、分于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其所得之区即此、主耶和华言之矣、」 

 〔思高译本〕「这是你们为以色列各支派抽签平分的土地，是你们应得的产业──吾主上主的断语。」 

 〔牧灵译本〕「这是你们为以色列各支派抽签平分的土地，是你们应得的产业－－雅威这样说。」 

 

【结四十八 30】 

 〔和合本〕「“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肘。出城之处如下：」 

 〔吕振中译〕「30~31『以下是城的外围：城门是按以色列族派的名字叫的。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

有三个门〔传统：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城门是按以色列族派的名字叫的。有三个门：向北〕；一

个叫如便门，一个叫犹大门，一个叫利未门。」 

 〔新译本〕「“城北面的长度是二千二百五十公尺。城的出口是这样：」 

 〔现代译本〕「耶路撒冷城一共有十二个城门。四面的城墙各长两千两百五十公尺，各有三个城门。

每一个门都按照以色列支族的名字命名。」 

 〔当代译本〕「（30~31 节） 以下是城的各个出口，都是按着以色列各族来命名的：北面的墙是两公里

长，有三道门，分别是吕便门、犹大门和利未门。」 

 〔文理本〕「邑之四方及门如左、北方四千五百肘、」 

 〔思高译本〕「城的出口如下：北面为四千五百肘，」 

 〔牧灵译本〕「城的出口如下：北面为四千五百肘，」 

 



【结四十八 31】 

 〔和合本〕「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 

 〔吕振中译〕「30~31『以下是城的外围：城门是按以色列族派的名字叫的。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

有三个门〔传统：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城门是按以色列族派的名字叫的。有三个门：向北〕；一

个叫如便门，一个叫犹大门，一个叫利未门。」 

 〔新译本〕「城门要按以色列各支派取名。北面有三个门口，一个是流本门，一个是犹大门，一个是

利未门。」 

 〔现代译本〕「北墙的三个门是吕便、犹大、利未；」 

 〔当代译本〕「（30~31 节） 以下是城的各个出口，都是按着以色列各族来命名的：北面的墙是两公里

长，有三道门，分别是吕便门、犹大门和利未门。」 

 〔文理本〕「邑门依以色列支派之名名之、北向有三门、一流便门、一犹大门、一利未门、」 

 〔思高译本〕「北面有三门：一为勒乌本门，一为犹大门，一为肋未门。城门都是照以色列支派的名

字起的。」 

 〔牧灵译本〕「北面有三门：勒乌本门，犹大门和肋未门。城门都是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命名的。」 

 

【结四十八 32】 

 〔和合本〕「东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 

 〔吕振中译〕「东面四千五百肘，有三个门；一个叫约瑟门，一个叫便雅悯门，一个叫但门。」 

 〔新译本〕「东面的长度是二千二百五十公尺，有三个门口，一个是约瑟门，一个是便雅悯门，一个

是但门。」 

 〔现代译本〕「东墙的三个门是约瑟、便雅悯、但；」 

 〔当代译本〕「东面的墙是两公里长，也有三道门，分别是约瑟门、便雅悯门和但门。」 

 〔文理本〕「东方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约瑟门、一便雅悯门、一但门、」 

 〔思高译本〕「东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若瑟门，一为本雅明门，一为丹门。」 

 〔牧灵译本〕「东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若瑟门，本雅明门和丹门。」 

 

【结四十八 33】 

 〔和合本〕「南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萨迦门，一为西布伦门；」 

 〔吕振中译〕「南面量起来四千五百肘，有三个门：一个叫西缅门，一个叫以萨迦门，一个叫西布伦

门。」 

 〔新译本〕「南面的长度是二千二百五十公尺，有三个门口，一个是西缅门，一个是以萨迦门，一个

是西布伦门。」 

 〔现代译本〕「南墙的三个门是西缅、以萨迦、西布伦；」 

 〔当代译本〕「南面的墙是两公里长，有三道门，分别是西缅门、以萨迦门和西布伦门。」 

 〔文理本〕「南方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西缅门、一以萨迦门、一西布伦门、」 



 〔思高译本〕「南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西默盎门，一为依撒加尔门，一为则步隆门。」 

 〔牧灵译本〕「南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西默盎门，依撒加尔门和则步隆门。」 

 

【结四十八 34】 

 〔和合本〕「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迦得门，一为亚设门，一为拿弗他利门。」 

 〔吕振中译〕「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传统此处有：他们的〕三个门；一个叫迦得门，一个叫亚设门，

一个叫拿弗他利门。」 

 〔新译本〕「西面的长度是二千二百五十公尺，也有三个门口，一个是迦得门，一个是亚设门，一个

是拿弗他利门。」 

 〔现代译本〕「西墙的三个门是迦得、亚设、拿弗他利。」 

 〔当代译本〕「西面的墙是两公里长，也有三道门，分别是迦得门、亚设门和拿弗他利门。」 

 〔文理本〕「西方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迦得门、一亚设门、一拿弗他利门、」 

 〔思高译本〕「西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加得门，一为阿协尔门，一为纳斐塔里门。」 

 〔牧灵译本〕「西面为四千五百肘，有三门：加得门，阿协尔门和纳斐塔里门。」 

 

【结四十八 35】 

 〔和合本〕「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吕振中译〕「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城的名字、从那天起、必称为：“永恒主在那里”。」 

 〔新译本〕「城的周围共长九千公尺。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现代译本〕「城墙四周一共长九千公尺。从今以后，这城要叫做「上主在此」。」 

 〔当代译本〕「城的四周共长八公里，从那天起，这城必称为‘神的城’。”」 

 〔文理本〕「邑之四周、共计一万八千肘、是日以后、邑名曰耶和华在此、」 

 〔思高译本〕「周围共一万八千肘。这城从那天起名叫「上主在那里。」」 

 〔牧灵译本〕「周围共一万八千肘。从今以后，你们要叫这城‘雅威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