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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本出版社隆重向读者推荐，由罗徳丟撰写的《天天拾

吗哪》。这是一整套活在末世后期的人不能不看的 

书，也是不能不吸收的“灵粮”。当你阅读时，必将

体会到，书中处处充满了圣灵开启圣经的恩膏。 

《天天拾吗哪》一共分为三册，本书是第一册。 

从圣经的三一性——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出发，

本书对圣经中的若干重要的课题，特别是神救赎人类

计划的整体蓝图，基督徒在走天路的历程，以及必然

会面对的考验和磨练，都作了客观而简要的阐述。 

此书以圣经原文为根基，综合采用了原文字典、原文

字系、原文经文汇编、原文文法、原文对等译字、圣

经的数字和数根等多种现代的研经工具。书中所提及

的字源，是从原文字典而来；对等译字是指原文 里与



英文最贴切的字眼而言。另外，关于其中提到的数字

和数根等概念，请参看本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圣经的

数字和数根》一书。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本出版社所出版的未来信息丛

书到现在共十一本书，本书是其中的第四本。为着避

免 信息的重复，这十一本书的内容彼此连接，并按照

由浅入深的次序安排。 

所以，建议您在阅读本书之前，先看看《圣经的数字

和数根》和《未来钻“实”记（上）：但以理书和启

示录探解》这两本书。如此，才不至于看到有些与前

面的书相关连的内容，不知道在讲什么。 

相信看完此书后，你对神整个救赎人类的计划，以及

与之相关的重要课题，必将有更透彻和深邃的认识。 

当然，由此而来的挑战也是大的。但我们相信，所有



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受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

的信徒，最后必然在基督耶稣里同感一灵，同成一

体，当主从天而降的时刻，把一切的感谢和荣耀归于

三而一的真神！ 

为了专注于此文字工作，我们决定先以电子书的方式

发行这些书籍，同时，欢迎其它有感动和负担 的出版

社接续纸书的印刷、出版和发行的工作。我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尽快读到 这些书，得

以造就基督徒成熟的生命，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有意

者，请与我们联络洽谈。

神道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21 日初版

2014 年 12 月 5 日第二版

2019 年 2 月 17 日第三版

TheoLogos.net/b5/zh

http://theologos.net/b5/zh/


1/01

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甚么，就彼此对问说：“这

是甚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

吃的食物。”（出 16:14-15）

当以色列人被神带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停流了约 40

年之久。每一天赖以生存活命的，就是这从天而降的

吗哪。 

“吗哪”这个字眼，第一次在圣经上亮相，乃是出现

在以上的经文中。 

是的，你无法在以上的经文中直接找到“吗哪”这两

个字。但却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彼此对问：“这是甚

么呢？”这其中的“什么”二字，在原文中就是“吗



哪”。换言之，以色列人是在问：“这是吗哪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何以色列人要明知故问？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从字面上认得“吗哪”二字是一

回事；从灵意上去理解吗哪到底是“什么”又是另外

一回事。 

从养身的角度而言，吗哪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

食物；从培灵的角度而言，吗哪是神要以色列人了解

“什么”是祂的旨意。 

求神怜悯我们，让圣灵带领神的儿女们，能够超越从

字面上对“吗哪”的解读，而深入明白“什么”才是

祂真正的旨意。 



1/02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珥吗

哪，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

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吗哪放在法柜前存

留。（出 16:33-34）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

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启 2:17） 

当我们把以上这两处圣经放在一起看时，显然不难发

现，那亚伦放在法柜前的吗哪，就是《启示录》中所

提到的，将赐给得胜之人那“隐藏的吗哪”。 

“吗哪”是“什么”的意思。它包括了西方文化中常

提及的 WHAT, WHEN, WHERE, WHICH, WHY, 

WHO, HOW......——什么、哪时、哪里、哪一个、为



什么、谁、怎么样等等，一切都跟寻求问题的答案有

关。一言以蔽之，即与寻求神的旨意有关。 

然而，神的旨意却往往是被隐藏，不容易为人所发现

的。而且，一般来说又是人难以明白的，所以才有了

所谓的“隐藏的吗哪”。 

原文字典指出，放在至圣所中的“法柜”，也就是

“约柜”中的“柜”字，与挪亚的“方舟”，乃是同

一个字，象征着与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若人要蒙神赐给“隐藏的吗

哪”——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须到约柜前，在方

舟中，经历与神的同在。 

历世历代的圣徒如此；在末后响应神之呼召，立志进

入得胜之人行列的人也势必如此。 



1/03 

这吗哪彷佛芫荽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

吗哪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作

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民 11:7-:8） 

在以上的经文中，“芫荽子”的字源来自“切割”和

“众多”；“珍珠”的字源则与“分别”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若要明白神的最终旨意，一定离不开被

主从“众多”的人群中，给“切割”、“分别”出

来。 

而完成此一分别的手段，则不外乎磨、推、捣、煮等

——简而言之一句话，经过水火之地的磨练，除去所

有的杂质，最后把人“作成饼，滋味好像新油。”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经文中，“又好像珍珠”一句，

原文乃是说“眼睛好像珍珠的眼睛”。也就是说，千

万别轻视这小小的“芫荽子”，它可是里面长着一双

眼睛的啊！ 

这是谁的眼睛？不说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到——是神圣

别的眼睛在盯着人。 

往后，你说我们能不小心吗？原来神有一双“珍珠的

眼睛”，在注视着所有被祂分别出来的人，轻慢不

得。 

1/04 

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

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

白霜的小圆物。（出 16:13-14） 



以上的圣经章节，让我们看到了吗哪第一次从天上降

下的背景。 

《民数记》还特别为我们补充了这背景的细节： 

“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

至少的也取了十贺梅珥，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

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

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民 11:32-33）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神让鹌鹑飞来填满以色列人的

嘴，却又向他们大发怒气，“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

们”呢？ 

原文字典指出，“鹌鹑”的字根来自“安逸”。吗哪

的收拾是在早上，它与白天连在一起；而鹌鹑的来临

在晚上，紧接下来的是黑夜，两者大不一样。前者使

人能够在光中活着；后者却把人带进“安逸”的迷惑



和黑暗的死亡之中。 

显然，以色列人误解了神的旨意。他们以为发出的怨

言是祷告；鹌鹑的到来是神的怜悯。这才是神向吃鹌

鹑的以色列人发怒气的原因。 

在以上的经文中，“露水”的字源出自“盖”；“白

霜”的字源来自“遮盖、赎罪”。这表明，随着露水

而来的小“白霜”——吗哪，其主要之目的就是为了

遮盖以色列人存贪欲，试探神的罪过，使他们能够重

新悔改得赎。 

可见，神赐给以色列人吗哪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知

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申 8:3）明白了这一点，对认识吗哪的

含义才有了正确的立足点。 



1/05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

为帐棚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珥。”以

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

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

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 16:16-18） 

这处经文常常让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怎么可能“有

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

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都是一俄梅珥呢？ 

作为一个衡量单位，一俄梅珥相当于 2.2升；然而，

就字义而言，“俄梅珥”的意思是“捆”。 

可想而知，“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大可小。当

把它运用到收取吗哪上，我们知道有的人饭量大，多

收，其“捆”相对来说就大；有的人饭量小，少收，



其“捆”相对来说就小。但无论如何，就“捆”这个

概念而言，不管大“捆”，还是小“捆”，最终还不

是不能跑出“捆”的范围。 

诚然，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的理解都

是不一样的。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强，有的弱，但

在神看来，有这样的差别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每一个

人都要尽力去“吃”，并且吃饱。 

1/06 

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甚么人留到早晨。”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

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各

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出 16:19-

21） 

这告诫我们，人不能满足于昨天“吃”过神的话语，



就以为今天可以靠着过去的老本度日；也不能因为过

去经历了圣灵的某种带领，就以为现在或未来的日子

里，前面的道路必定如此走。 

人若固步自封，不思悔改，随时随地接受圣灵的光照

和调整，就势必落到“生虫变臭”的悲惨下场中。 

而且，你可注意到，吗哪是当“日头一发热，就消化

了”？ 

因为，外面的环境“一发热”，里面的人就容易飘飘

然，对神的旨意的理解，必定掺水，岂有不“消化”

之理？ 

1/07 

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他们就照摩西

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出



16:22-24）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甚么也找不着。(出

16:27) 

这两件互相连在一起的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

么？ 

首先，神容许以色列人在第六天收双倍的食物，乃是

在暗示我们，这第六天是可以把之当作第七天看的。 

换句话说，第七天代表千禧年，从“前千论”的观点

来看，它是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才揭开千禧年

序幕的，即第七天才开始； 

然而，若从“无千论”的观点来看，则当主耶稣第一

次降生，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第七天所代表的千

禧年就开始了。但是照“前千论”的观点看，却仍然



处在第六天之中。 

于是，如果你把“前千论”和“无千论”结合在一起

看的话，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就成了第六天与第七

天的分界线的话。换言之，你把第六天当作第七天理

解并无不可之处。 

由此而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第六天可以收双倍的

吗哪，是因为千禧年可以从“无千论”或“前千论”

的不同角度去解读，但它们最后的终点，不管是第一

次还是第二次，始终都是指向人类的复活，这是神永

不发臭的“吗哪”。 

吗哪留到第七天既不发臭，又不生虫的事实，乃是在

告诉我们，第七天安息在神里面的人是不受时空限制

的，因为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权势。 

对于那些有份于人类第一次复活的人来说，一旦进入



了与永恒接规的第七天，神的所有旨意已经得到了彻

底的成全。当你跟神面对面，什么都一清二楚的时

候，还要问说“您的旨意是什么”吗？ 

这就是“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甚么也找不着”

的原因了。 

1/08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祂一

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 2:3） 

这一节经文中的“这日神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工”一

语，原文在“创造”的后面，还加多了一个“制

造”，就成了“这日神歇了祂一切创造、制造的

工”。 

换句话说，在第七天之中，神一方面“歇”了祂创造



的工作，因为人类中第一批从死里复活的人，已经从

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 

但另一方面，祂却还在继续地进行“制造”的工作，

因为在千禧年里还有一大批属于祂的百姓，要被“制

造”成为合格的人，以便当千禧年结束，人类第二次

复活到来之时，名字能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得永生。直

到那时，神才彻底地歇了祂一切创造、制造的工作。 

由此而来，我们才看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

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

你们两天的食物”（出 16:29）。因为，对于第七天

还活在千年国度的人来说，他（她）们还需要吃“吗

哪”，那正是神要“制造”这些人必不可缺的重要原

料。 



1/09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以色列

人也不再有吗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

产。（书 5:12） 

这一节经文的“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一语，其中的

“第二日”的对等译字是“明天”；“止住”的语气

是未完成式。 

也就是说，不要把以色列人进迦南，吃了那地的土

产，吗哪就止住了这件事当好事。 

其实，吗哪中隐藏了神的旨意，它是使信徒能够进入

“明天”安息在神里面的灵粮。而且，就算以色列人

进了迦南，神还是没有完成从天上降吗哪给祂的子民

的工作，只是由于人一吃了地上的“土产”，就不再

对天上的事物感兴趣。所以，神才让“以色列人也不



再有吗哪了。” 

正因为如此，才埋下了犹太人后来否认并钉死自己朝

思暮想的弥赛亚——耶稣的恶种和祸根。因为，他们

一直以为神的国度是属地的，对属天的事物根本不感

兴趣，就像他们在旷野一样，厌恶吗哪，怀念埃及的

“土产”一样。 

所以，圣经后来才指出，“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

安息，后来神就不再题别的日子了。”（来 4:8）

——这都是以色列人从厌恶到失去了吗哪的结果。

1/10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

要接连一块锤出来。（出 25:31）

在摩西会幕的圣所里，金灯台留给人的印象是深刻



的。 

这一个由精金作成的金灯台，实际上预表圣经乃是我

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灯台的座、干、杯、

球、花，与整本圣经的结构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金灯台是用整一块的精金锤出来的。

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必须深刻认识圣

经的整体性。它关系到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圣经的话

语，能否真正地摸到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在读经时，不能抓住圣经的整体性，就十分

容易落在断章取义的片面误解或曲解里。特别是在假

基督、假先知兴风作浪的现阶段，人以为很“属灵”

的预言或异象，却可能架设在虚假的陷阱之上。 

俗语常把那些不能整体、客观、清楚看问题的人叫

“瞎子摸象。”实际上，读圣经的人，最容易犯的毛



病正是瞎子摸象。尤其是，活在今天信息爆炸的计算

机时代，不少人甚至以为不必“摸”，自己也能够明

白天下事。 

愿神怜悯我们，驱散信徒眼中“瞎子摸象”的阴影，

让我们能稳固地站在圣经“接连一块锤出来”的坚实

信仰上，扎稳生命的根基。 

1/11 

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

（出 25:32） 

金灯台的结构，是与圣经的结构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的。以上的经文，为我们揭示了圣经的主要框架。 

希伯来文写的旧约圣经，原先分成 22 卷。而且，这

22 卷书，分为摩西五经，即律法书、先知书及书信等



三部分。 

主耶稣在死里复活后，对门徒们说的话，“这就是我

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

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

须应验”（路 24:44），印证了旧约书卷的三分法。

再看看希腊文写的新约圣经，27 卷书，也是分为三大

部分：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为第一部分；保罗的

书信为第二部分；其它的圣徒书信为第三部分。

显而易见，旧约的三部分与新约的三部分，就像灯台

两旁的“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 

在旧约的分类里，《但以理书》被分在“书信”的第

三部分中；同样，新约的《启示录》，也是被分在第

三部分的书信中。 



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不少人都把

《但以理书》及《启示录》当作最重要的先知预言

书，巴不得从中挖出主来日子的时间，世界未来的期

限。 

然而，如果从金灯台的结构上，能够明白这两卷书实

际上是灵命成长的催化剂，也许，你对主来的日子，

世界末日，及未来许许多多事情的看法，就完全不一

样了。 

1/12 

要作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

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出 25:37-38） 

数字七既代表在神里面得到完全的安息，又与神的千

年国度有关。 



金灯台那一直点亮着的七盏灯，表明从圣经发出的亮

光，最终之目的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安息之中，在神

的国度里，与主一起同在。 

为了使灯台的光不被蒙蔽、变暗以致熄灭，我们就需

要使用蜡剪和蜡花盘，经常做修正的工作。

“蜡花盘”的字源出自“败坏、移去、拿走”。也就是

说，如果我们容忍一切错误的观点和思想，一直停留

在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之中，不把所有“败坏”的东西

都“移去、拿走”的话，就很难看到真理的亮光。 

如此一来，进入神的安息和国度，也就成了一句空

话。 

1/13 

作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一他连得。（出



25:39） 

你可注意到，金灯台没有具体的尺寸？这意味着，每

个人看圣经所得到的亮光可大、可小不一样；照着圣

经学义，行善的态度、动机、效果也不一样。因此，

神藉着没有尺寸的金灯台让我们明白，祂的话语所发

出的亮光是无限的，但人的理解却是有限的，能接受

及行出多少，就算多少。 

由于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对圣经

的理解，定在某些条条框框的“尺寸”之中。或者，

把某些人的所谓“亮光”，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

“复印”。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金灯台是与一个重量单位——

他连得连在一起的。“他连得”的字源来自“圆物、

跳舞”。言下之意是说，人读圣经的情形，就像跳舞

围成一个圆圈一样。 



本来，圣经的整体性就像一个“圆物”，不能断章取

义，残缺不全地去损害这个“圆物”。但是，由于受

到人之罪性的限制，往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像跳

舞一样，各种不同观念的人，围起了各式各样的“圆

圈”，各跳着自己喜欢的舞步。 

相信，在主耶稣即将降临的前夕，圣灵必定会让所有

属神的儿女，统一自己的“舞步”——对圣经上的话

有一致、正确的认识。以便，在基督的大“圆圈”里

同感一灵，共成一体。 

1/14 

要用皂荚木作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

半。（出 25:23） 

除了金灯台，放置陈设饼的桌子，也放在圣所里。它



摆放的位置，刚好与金灯台一北一南地面对面。 

如果说，金灯台是预表圣经上可见的话语，那么，桌

子上所摆设的陈设饼，就是预表从圣灵而来的话语。

在圣经上，南代表“明”的一方；北代表“暗”的一

方。所以，放在南边的金灯台，表示圣经上的字是

“明”的，谁都可以看得到；放在北边的饼桌是

“暗”的，表示来自圣灵的“吗哪”，常常是隐藏

的，若不是藉着圣灵的亮光，人就是怎么摸也只能碰

边而见不到底。

摆设陈设饼的桌子，高 1.5肘——刚好是 3肘的一

半。数字 3 代表圣灵，同时也代表人识不透的灵界。

所以，这里的 1.5 是圣灵在警戒我们，对所谓来自圣

灵的亮光和启示，必须持守“辩别诸灵”的谨慎态

度。不要把真假混为一谈。



一般而言，真正出自圣灵的，通常是感动我们谦卑地

认罪悔改；来自邪灵的干扰，则离不开煽动人火热的

血气和里面的傲气。

紧紧地抓住舍己的十字架，不为名利所动，神必将保

守我们活泼而稳健地活在圣灵的同在中。 



1/15 

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作一掌

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出 25:24-25） 

在以上的这处经文中，“牙边”的字源和“散开、

压、挤”连在一起；而“横梁”的字源则出自是“关

锁”。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倘若人盼望圣灵把神话语的奥秘

为自己打开的话，那么，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就是：

我们必须把目前所有与神的真道相背的观点、想法、

意见等等，都“压、挤”出去，让之“散开”，不能

让之进入饼桌之中，混淆了神的真道。 

如此，才有可能接受真理的亮光，进入我们的心中。

如果我们愿意如此行的话，就可以看到，多少昨天我



们以为对的，今天就被证明是错的了。 

当然，把以往的想法、看法、说法，都“关锁”在

外，重新接受圣灵的调整、改变、更新，对不少人来

说，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然而，若我们不懂、不愿、不敢伸出那“一掌宽”的

手与圣灵同工，把所有曲解、误解圣经的心思、意念

都“关锁”在外，势必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赔进去，

成了被撒但包围、宰割的猎物。 

1/16 

要作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

用精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

饼。（出 25:29-30） 

以上作为桌子“配件”的四样东西——盘子、调羹、



奠酒的爵和瓶，若从它们的字义出发，我们可以看

到，这是从圣灵得“饼”吃必不可缺的四种态度：

（1）“盘子”的字源来自中空的“大容器”。也就是

说，你必须扩大心胸，才能接受新的领会和观点。

 

（2）“调羹”的字源出自“弯下，它意味着在神的脚

前你要“弯下”，谦卑受教是接受圣灵启示必不可缺

的前提。 

（3）“奠酒的爵”的“爵”字，其字源来自“无罪、

免罚”。这不但是指你来到神面前应有的心态，也是

圣灵光照、带领人要进入的目标。 

（4）最后，“瓶”的对等译字是“艰难的”。也就是

说，吃透神的话语乃是一个必须付代价，费尽时间、

精力、心血的理性学习过程。千万不要把来自旧人血

气的幻觉、冲动，或撒但迷惑人的想法、花招，当作



是圣灵的感动和充满。 

何况，我们的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都是与来自老亚

当的堕落罪性息息相关的。所以，脱离错误思想及其

思维方式的纠缠，不是一朝半夕就可以完成的事。 

若这几点都作到了，那么“常摆陈设饼”——神天天

赐下隐藏的“吗哪”，必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实

际经历。 

1/17 

你要用皂荚木作一座烧香的坛。坛要四方的，长一

肘，宽一肘，高二肘。（出 30:1-2） 

在摩西的会幕里，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香坛，长、宽、

高三样尺寸具全的对象还有： 



约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放置陈设饼的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 

铜祭坛：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 

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在所有长、宽、高三

样尺寸俱全的对象中，只有金香坛的高度是大于长度

和宽度的。 

金香坛发出的上升的香，代表圣徒的祷告。由此而

来，我们便应该明白，金香坛的高度大于长度和宽

度，是圣灵在启示我们，倘若我们祷告的出发点不够

高，达不到神的心意，那么，祷告的香气是很难上升

到高天之上，进入到神的宝座前的。

经上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

高。”（雅 4:10）为了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升高”，



就必须在主的脚前更低地跪下来。 

1/18 

要用精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

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出 30:3） 

就像放置陈设饼的桌子一样，在以上的经文中，我们

看到金“牙边”又出现了。同时，经文还特别提到了

这香坛的“四角”。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牙边”的字源和“散开、压、

挤”连在一起。而“四角”中的数字“4”与受造者特

别是堕落的天使有关；“角”的字源来自是“用角

抵”，表示用力地反抗。 

由此一来，我们便看到，实际上圣灵是在提醒我们，

在祷告时必须把一切与神的旨意相背的东西“压、



挤”出去，使之“散开”，用力地抵挡一切来自堕落

的天使，撒但一伙的迷惑和欺骗。 

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上升到神的宝座面前。当然，

祷告如何才能真正摸到神的心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因为，它是与信徒的灵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

什么样的生命，就发出什么样的祷告，无法作假。 

所以，金香坛被放在距离至圣所最近的幔子旁边，就

是神在鼓励我们越尽力地向祂靠近，祷告越容易蒙垂

听。 

1/19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有金香炉

〔炉或作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

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来 9:3-4） 



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大变化：本来，金香

炉是放在圣所里的，但到了新约，我们看《希伯来

书》的作者，把金香炉“移”到了至圣所的里面。 

这是在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隔开

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从此圣徒可以毫无拦

阻地进入至圣所，活在与神的同在之中。 

一个老我彻底死透，真正与主同工、同行、同在的圣

徒，当然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她）的祷

告必能摸到神的心意，及蒙神的悦纳。 

因此，新约中的金香坛被放进了至圣所，对我们来

说，既是一种鼓励，鞭策我们更深地进入到主里面，

生命得以越变越成熟；但又是一种警戒：若我们不用

力抵挡一切来自堕落人性的罪念，及魔鬼煽风点火的

歪风邪气，不仅祷告的香气会离神的宝座越来越远，

而且，人从至圣所一路退下来，就会离火湖越来越



近。

1/20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

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利 11:2-3）

神给以色列人定下的可吃之物的两大原则：分蹄与倒

嚼，乃是关联到一个人是否洁净，可否被神接纳的问

题。正像现代人喜欢说的，吃什么就成了什么。所

以，我们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谈论食物而已。 

分蹄与否，是从外面区别动物的一个明显记号。从属

灵的角度而言，所谓分蹄，就是指知道、认识独一真

神的人。一般而言，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那里

摆放、供奉藉着人手造出来的偶像，你就知道这是一

个没有分蹄的地方。 



还有，“倒嚼”是指反刍的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再

吐出来进一步地嚼化。它的字源来自“扫除”，说明

倒嚼之目的是为了“扫除”某些东西。 

从属灵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指扫除来自老亚当旧生

命中的渣滓和杂质。不管你是否“分蹄”，改变生命

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 

如果“分蹄”与“倒嚼”这两点你都做到了，那在神

看来，就是一个洁净而可以被接纳的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传福音的角度而言，许多人所做

的，都是“分蹄”的工作，即让外邦人能够认识神，

接受耶稣为救主；但是，信徒对“倒嚼”，即改变旧

生命的认识常不足。通常，信徒所作的生命改变的见

证，大都属于改邪归正，去恶从善的范围，这些改变

一般来说，都是人比较容易从外面看得到的。 



至于，如何倒空老亚当生命中所谓“善”的部分，彻

底除己以求进入到主自隐的同在之中，就不是那么容

易摸到的了。而这一点，恰好是“倒嚼”要求圣徒必

需达到的生命标准。 

1/21 

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

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利 11:4） 

“骆驼”的字源是从“对待、劳力”而来。 

素有“沙漠之舟”之美名的骆驼，在沙漠里负人载

物，不管人怎么对待它，始终忍苦受累，任劳任怨。

骆驼的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常为人们所赞赏。所

以，就它的“倒嚼”功夫而言，可以说是修到了家。 



然而，它因为不分蹄——目中无神，因此被划进了

“不洁净”的行列之内。这既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又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被人看不起的税吏、妓女

是最容易接受祂的救恩之人；而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

却对祂抵挡得最厉害。 

这让我们看到，社会上多少的“骆驼”，就是因为一

直看到自己的善，欣赏自己的好，所以身上“美名”

背得越多的人，越难在耶稣的脚前跪下来。“分蹄”

对所有这些“好人”来说，就成了一道很大的拦阻。

从而，最终免不了要背上“不洁净”的罪名，掉到火

湖之中。 

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

极大的困惑。然而，若心中的傲火不灭，接受悔改的

土将越烤越干，这恰是“好人”信主的难处。 



1/22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

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

国还容易呢！”（太 19:23-24） 

主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一个有钱人问主说，该作

甚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主告诉他必须守神的诫命，

那人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甚么

呢”？ 

主耶稣又叫他必须变买一切来跟随祂。结果，那人

“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肯定那人是个“分蹄”的

人，因为神的诫命他样样都遵守了，不认识神的人怎

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在“倒嚼”这一点上过不

了关。主耶稣所说的“针的眼”，原文字典指出是个



“小孔”，而这个“小孔”的字源与“损耗、磨损”

连在一起。 

实际上，倒嚼不分蹄的骆驼一生所经历的，正是这个

“小孔”所涵盖的内容。它正以为不管吃什么样的

苦，自己都一路走过来了，所以要叫之在神脚前服下

来，反而不容易。 

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正在“小孔”中倒嚼的人来说，

是极大的鼓舞，因为若能进了这个“窄门”，前面就

是永生之地。哪怕现在是“倒嚼”不“分蹄”的人，

大好的机会就摆在“骆驼”们的前面。只要在心中认

真向神悔改，下决心赶快做“分蹄”的手术——真心

认耶稣是主，神的国就离你不远了。 

对于“分蹄”不“倒嚼”的人来说，这乃是一个严厉

的警告：倘若害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主走，当到达

世界未来的终点站时，才忧忧愁地愁发现自己落在



“不洁净”的行列，进不了圣城的珍珠门，则一切都

为时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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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利 11:7）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

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太 7:6） 

以上第二处经文中的“恐怕它践踏了珍珠”一语，原

文中还有“它的脚”几个字，所以应该翻译为“恐怕

它践踏了嵌在它脚里的珍珠”更切意。为什么要特别

强调“它的脚”？因为猪的脚是分蹄的，这是一个归

于神的记号。 

但是，它现在践踏了这个记号中的“珍珠”（它的字



源来自“洁净”），成了不倒嚼的不洁净之物，主所

憎恶的人。 

彼得也说过类似的话：“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

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

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彼后 2:22） 

从他的话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不倒嚼的猪的特点就

是：“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同“狗所吐的他

转过来又吃”是同样的性质。而犬类在《启示录》

中，明明白白被列在“城外”的名单之中。想必，猪

也逃不出这悲惨的结局。

这些不都是在警戒我们，已经“分蹄”了的信徒，若

忽略了“倒嚼”的重要性，后果不堪设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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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

有鳞的，都可以吃。（利 11:9） 

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利

11:12） 

为什么神定规水里的活物有翅有鳞的的可以吃；无翅

无鳞的为可憎？ 

原来，“翅”的字源与“搜集”连在一起；还有，根

据新约的原文字典，“鳞”的字源来自“剥、削

皮”，并且与“大麻疯”来自同一字系。

而大麻疯在圣经上是代表人类的通病——骄傲。 



在新约中，我们看到圣灵派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去

为蒙恩得救的扫罗（当时保罗还没改名仍叫扫罗）按

手，“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

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徒 9:18） 

这意味着，从那一刻时，神就不断的剥除扫罗身上所

有的骄傲，让他能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 

由此而来，我们也就明白了，“有翅有鳞”表示能

“搜集”到自己身上骄傲的“鳞”，并把之剥落、刮

削下来，这是神所看为好的；但“无翅无鳞”——看

不到自己有病，谈何根治？若我们对自己的骄傲恨不

起来，最后就只能落到被神憎恶、受人厌弃的下场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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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

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

的，你们还可以吃。（利 11:20-21） 

原文字典指出，“翅膀”的字源来自“飞”。顾名思

义，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之所以被当以为可憎，是

因为它失去了“飞”的功能，而成为只能在地上

“爬”的活物。 

但其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尚可以被神接

受的原因在于，它们还时不时能“在地上蹦跳”，没

有堕落到完全与地贴在一起的地步。 

看看接下来的经文：“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

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



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利 11:42） 

可见，神对属他的子民，是何等介意他们被地上的一

切牵引，以至最后像被咒诅的蛇一样，用“肚子行

走”，完全“爬”在地上，连蹦跳几下都无法做到，

更别说要站起来了。 

这也是 6——（217_352_160）此一数／根组合要告

诉我们的意思，人落在“肚子”一直与“地”粘在一

起的恶性循环里，结果将是既可憎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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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

他肉皮上成了大痲疯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

或亚伦作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利 13:2）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若长了疖



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就可以怀疑其是否得

了大麻疯。 

原文字典指出，“疖子”的字源出自“举起”，圣经

上的其它地方，把之翻译成“尊荣、威严、高位”，

从中你可以体会“举起”的意思。还有，“火斑”的

字源来自“光”；“癣”的对等译字是“粘紧”。 

当你把这些字眼连在一起时，应该不难明白，当一个

人闪闪发光被“举起”的时候，被大麻疯“粘紧”的

机率就相当高了。 

1/27 

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

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痲疯的灾病。祭

司要察看他，定他为不洁净。（利 13:3） 



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然

痊愈，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他为洁净。（利

13:37） 

一般说来，圣经上提到的“白”，都是与清洁、纯

净，蒙神喜爱的正面含意连在一起的。 

但是，在上面的经文里，我们却看到“若灾病处的

毛，已经变白”，反而成了诊断大麻风的确证。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想想今天的人是何等地讨厌和

忌讳白头发，想方设法想让白发变黑发，就可明白，

“白毛”是代表一种不正常的生命。 

对于属神的人而言，它的问题就在于自以为“白”得

可爱，而且这种想法一旦根深蒂固地伸展到皮下之肉

中，就成了难解难分的顽症。 

相反，代表隐藏的“黑毛”恰恰与闪闪发光的“白



毛”背道而驰，成了“头疥已然痊愈，那人是洁净

了”的标记。对于骄傲已经透皮入肉的大麻疯病人来

说，要叫“黑毛”长出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所以，叫“白毛”消失，让“黑毛”长出来，这是防

治大麻疯，始终都不会变的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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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

病，祭司就要察看，这灾病现象若深于皮，其间有细

黄毛，就要定他为不洁净。这是头疥，是头上或是胡

须上的大痲疯。（利 13:29-30） 

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毛——细黄毛，

可以作为诊断大麻疯的标记。这种大麻疯所长的位置

是在头上或胡须上。 



原文字典指出，“胡须”的字根是“老迈”。换言

之，这种大麻风喜欢长在当“头”的，或倚老卖老的

人身上。 

那长在头上或胡须上的“细黄毛”，其中的“黄”

字，其字源出自“闪灿”。也就是说，这一根看起来

似乎不起眼的细黄毛，实际上是一根闪闪发光的

“金”毛。而这一根闪闪发光的“细黄毛”，正是暗

指那些在神的事工中，当“头”或有“老”资格的人

说的。

在神看来，如此深于皮的“细黄毛”比“白毛”更可

恶、可叹和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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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若察看头疥的灾病，现象不深于皮，其间也没有

黑毛，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



察看灾病，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疥

的现象不深于皮，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他不可剃头

疥之处，祭司要将那长头疥的，再关锁七天。（利

13:31-33） 

这里，圣经又进一步阐明了监察大麻疯的原则。 

当“头疥的灾病，现象不深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

的时候，病人要关起来察看七天。因为，这意味着病

情虽“不深于皮”，但也看不见代表学习隐藏自己的

“黑毛”长出来。 

七天后，“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又

要再察看多七天。可见，这闪闪发光的“黄毛”，是

隐藏得何等深的一种祸根，不是说外面一时见不到

它，就可以肯定地说没问题。 

同时，还规定病人“要剃去须发，但他不可剃头疥之



处”。这意味着，倚老卖老的病根不容易铲除，留着

“头疥之处”单独作观察之用，就是不要让之滥竽充

数地蒙混过关。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监察，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千

万不要以为大麻疯是个好对付的灾疫，所有口头、表

面、暂时的悔改，是除不了病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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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祭司要察看头疥，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

象也不深于皮，就要定他为洁净，他要洗衣服，便成

为洁净。但他得洁净以后，头疥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祭司就要察看他。头疥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

毛，他是不洁净了。（利 13:34-36） 

“头疥”的字源出自“折断、撕掉”。就人与生俱来的

堕落本性而言，大麻疯这灾疫是无法根治的。它被



“折断、撕掉”了还可以再生再长。 

因此，时刻注意它是否“在皮上发散”，是断定此病

是否得到控制，人是否洁净的唯一标准。以至于，病

人洁净之后，“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

马上可以断定他是不洁净的。 

它的言下之意是说，若一个大麻疯患者，被洁净以后

再旧病复发的话，你就不必再去察看其头上是否有那

根闪闪发光的“黄毛”了。因为，在外表上，这样的

大麻疯患者可能已经被解除了高高在上的职务，再也

见不到它原来那“闪闪发光”的样子。 

但是，其骨子里隐藏着骄傲病菌却始终没有被除干

净，一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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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然

痊愈，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他为洁净。（利

13:37） 

最后，你可以看到，断定头疥是否止住，大麻疯是否

得到控制的关键所在，还是在那根“黑毛”上。

这“黑毛”的字源来自“变暗、黑”；它的对等译字

是“黎明、破晓”。 

也就是说，你不要一见到“黑”，就把之往恶、坏、

负面那边推；在对付、控制大麻疯这闪闪发光的灾疫

上，唯有“变暗”地把自己隐藏在“黑”之中，才是

唯一能够把患者带进“黎明、破晓”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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