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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0日 

主日講台信息 

「聖潔民兵」  

／陳世冠牧師  

經文：民數記第五章 1－10節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長大痲瘋的，患漏症的，

並因死屍不潔淨的，都出營外去。無論男女都要使他們出到營外，免得污穢他

們的營；這營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這樣行，使他們出到營外。耶和華怎樣

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樣行了。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無論

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華，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認所犯

的罪，將所虧負人的，如數賠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歸與所虧負的人。那

人若沒有親屬可受所賠還的，那所賠還的就要歸與服事耶和華的祭司；至於那

為他贖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聖物中，所奉給祭司的舉祭都要歸與

祭司。各人所分別為聖的物，無論是什麼，都要歸給祭司。」 

 

前言 

「聖潔民兵」這題目是刻意取的，想要呼應上週胡牧師的題目「後裔棄

兵」。看到胡牧師的題目的時候，我就想到棄兵跟奇兵那個諧音很靠近，想到

〈法櫃奇兵〉這部電影。當然我們知道以色列百姓他們其實不是什麼奇兵，上

週已經用棄兵來表達了，他們其實就好像烏合之眾一樣。 

我們從民數記第一章開始，一直到今天這段經文，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吩咐

摩西，把這些的以色列民組織起來，從原來那個在埃及為奴之家的這一般老百

姓（你可以說他們是烏合之眾，就是一般老百姓），轉變成為能夠預備去打仗，

也可以自保的一個軍隊。 

並且透過第三第四章，我們看到對利未人和祭司的職責的說明，也帶出了

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華是他們的中心，會幕在他們的當中。耶和華作為

中心的這個信仰，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也就是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瞭解這一

般的會眾。說他們是奇兵，可能有點過了，說他們是民兵，差不多。我們要透

過這樣的一個背景，來看今天的這段經文。 

 

本段經文主題：聖潔 

進入第五章，我們發現有一個很鮮明的主題，而且這個主題，事實上在摩

西五經，在出埃及記，在利未記裡邊已經三番四次的有所強調。只不過今天我

們在民數記的這個脈絡的裡邊，他們在數點這個的會眾，在要把他們組織起來

成為一個軍隊，一個軍隊又以耶和華為中心，以敬拜這個聖事為他們最首要的

一件事的時候，我們看到聖潔的主題被突顯出來。這是為什麼今天在崇拜中間

我們從第一首歌〈聖哉聖哉聖哉〉（讚美第一首）唱到第二首歌〈祢是我神〉

（新心音樂）的時候，仍然緊抓著聖潔這個主題不放，為這個緣故，今天的題

目是「聖潔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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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一同來思想在第五章裡邊連續談到的三件事情。透過這三件事情來

反思一下，對神的兒女而言，對當時的以色列會眾來說，究竟上帝對於聖潔有

什麼心意？ 

 

第一種不潔：外在生理層面的 

第一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於痲瘋病，或者是漏症，或者是觸摸死屍的

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其實我相信對我們今天來說，讀起來還是蠻多地方有困惑

的。 

這段經文提到這些的事情，不管是痲瘋病（痲瘋病，如果你看現在和合本

的修訂本，他用括弧告訴你作一個說明，這跟皮膚的傳染病是有關的，他並不

見得就是我們實質字面意義上的痲瘋，當然他可以是其中的一種，他可能是一

個總稱），不管是痲瘋病也好，皮膚的傳染病也好，或者是漏症，（漏症跟所謂

婦女的月經，甚至跟男性可能因為淋病的關係有了遺經等等相關），然後第三個

就是觸摸死屍。 

我不曉得各位你有沒有觸摸過死屍的經驗，我記得早年剛剛神學院畢業出

來牧會，在我家鄉教會的時候，作為一個全職的牧者，我們每每在安息禮拜，

在蓋棺禮拜，在入殮禮拜的時候，之前都是由這個主責牧者親自陪同家人，去

清潔遺體。早年的時候我一直有這樣的機會，在這個服事上去體會一些很深邃

的人生際遇，生死離別的情懷。 

當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看到這三件事情被指明出來是不潔的。我

們知道不潔在舊約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頭去看到利未記第十

一章到第十五章，那段經文一直在聚焦談論到不潔的事，對我們今天很世俗化

的現代人來講，我們看了那經文還是很難把握他的意思。 

我們知道其實所謂的不潔，他除了跟衛生是有關的，因為確實在利未記那

段的經文裡邊也提到了清洗這件事情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也提到了像今天

的經文提到的隔離。各位，這不用多說，從去年初到現在，我們對於這個概念

不但清楚而且身體力行。透過隔離的方式，去獲得潔淨，或者說換回一個衛

生，換回一個健康。 

我再說，這個不潔的概念在舊約很鮮明，很重要，他不僅是跟衛生有關，

更多時候他是跟禮儀上的一種神學意義是綁在一起的。那受到這些事情的影響

的人，不管是痲瘋傳染，或是漏症或是觸摸死屍，這些情況底下的人，他們就

變得不潔。在舊約裡邊的表達，他們就不配來到神的面前，在不同情況底下，

他們如果要朝見神，其實是挺冒險的，甚至會死人的。 

經文告訴我們，那不潔的人他不單會有個人上的影響，甚至更關鍵的，會

帶來整個社群的一個影響，帶來整個會眾中間的危險，他們的不潔會直接的傳

染給其他的人，而且當這個傳染影響到周邊人的時候，如果周邊的人也分領了

一些祭物，或者跟祭祀相關的事情的時候，也都會一併的遭到神的審判。 

在今天的這段經文 1－4節，提到這個不潔的人的時候，特別說到因為這些

的不潔，會讓神不願意與他們同在，同住。第 3節告訴我們，「無論男女都要使

他們出到營外，免得污穢他們的營；這營是我所住的。」 

我們很難去明白，聖潔的上帝怎麼樣會被我們世俗來污染呢？這不是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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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嗎？難道不是因為神的聖潔今天進到了我們中間，來解決我們的問題，來赦

罪，來清潔，來除罪，不是嗎？怎麼會有這種的事會在其中。 

這是一個很遼闊很大的一個神學的課題，但是就我們每一個蒙神恩的子

民，去認識這位聖潔的神，體驗這位神，領受祂的恩典，與祂互動的過程中，

怎麼樣活出祂恩典中間所承載的這個生命，這裡講的是很直接的。聖潔這件事

情是不馬虎的，是很慎重的，也因此我們透過神學上的解釋，往一個實踐的生

存面來看的時候，當然也牽連到衛生的問題。 

我想上帝有祂的心意，聖潔在祂的會中是何等的重要。在這樣關鍵的時

刻，當以色列百姓他們在成軍，要成為一個軍隊，要往耶和華所應許的聖地而

去的時候，他們要自保；要打仗的當下，他們要更加的嚴密、嚴謹的成為一個

好的團隊。而這個團隊裡頭當然包含了他們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他們

的衛生、健康，包含了他們在生理上、外在上的謹慎與關注。 

為什麼會選了這三樣說是不潔呢？有一些的解經家告訴我們，很有可能的

原因是因為聖潔這個概念，它的核心就是生命。我們剛才唱的這首詩歌〈祢是

我神〉，第一節提到了我們是上帝的創造，第二節提醒了我們，我們是按照祂的

形像被造，而祂的形像就是聖潔。聖潔意味著生命，因此與生命相反的就是死

亡，當這個死亡與生命相反，因此聖潔的相反是污穢。 

這三樣的事情好像似乎都跟死亡有關係，痲瘋是死亡的力量在腐蝕生命，

而漏症所流出來的血或者是精子，原為生命的力量，他本來象徵著生命，現在

因為漏症而朽壞了。第三個接觸死人當然更是好像沾染死亡的力量一樣，因此

他把這三類歸屬在不潔的裡面。我們是透過這個角度，因為聖經沒有直接說為

什麼，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聯想看到這段經文的表達。 

這段經文這樣的來吩咐，這些人要去到營外，我們的和合本裡邊的這個字

眼好像聽起來很 hush，很粗魯，好像對這些人很不客氣，「你們是我們中間的

這些的敗類，我們會失敗，我們會遭災，跟你們很大的關係，所以把你們都全

部趕到那個營外去」。如果你看和合本的修訂本，他用那個字句好像比較溫和，

是把這些民就送去營外，好好的護送的意思。我相信這個意境才是對的，他是

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性的，群體相互照顧性的一種關懷的舉措。 

祭司甚至每一年一次，要在贖罪日的時候執行這個潔淨會幕之禮，以求保

證神與祂的子民繼續的同在，而這個神與祂的子民繼續的同在中間所帶出來的

應用性的意義，就是讓這個全民活在一個健康、衛生而且是尊神的環境裡面。

當然我們知道前面第一章 1－4節的這個描述，他是一個預防性的，他的方針是

一個預防性的。 

這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提醒呢？對我們今天在講到聖潔，我們都是聖徒，聖

經告訴我們都是聖徒，我們對於身為神兒女要活出聖潔這件事情，有什麼的體

會呢？為什麼這個事情這麼重要？我這裡想要點出一個小小的差別。 

我剛才一開始說過了，提到了不潔這件事情，民數記第五章不是第一次提

到，其實在利未記已經提到了，民數記後面第十九章再提，我想點出那個差

別，就是在利未記第十五章提到漏症的時候，隻字不提送到營外；在利未記在

處理漏症的時候沒有講要送到營外，完全沒提。民數記第十九章提到觸摸死屍

的這個問題，也隻字不提送到營外；沒有送到營外去處理這個觸摸死屍的問

題，完全沒有。但是在這裡的時候提到漏症，提到觸摸死屍的時候，要說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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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外，這個是他們的不同點，我特別突顯這一段，為什麼呢？ 

我剛說過，就在第一到第四章他們剛開始成立的這一個軍隊式的平民，平

民式的軍隊，準備要繼續往前行的時候，特別突顯這一段，我們看到他對聖潔

的強調，就生理層面，就健康、衛生層面的那個強調。甚至有人這樣講，因為

這段經文裡面突顯會幕在他們中間。上週胡牧師提醒我們，這個百姓是圍繞著

會幕的，我們也知道這個會幕裡邊有後來一直成為聖殿的那個結構，有三個層

級，有至聖所、約櫃，有內院，然後就有外院。這段經文似乎提醒我們好像還

有多一個地方你要注意的，叫做營區。不是只有你進到外院，或者進到內院，

或者進到至聖所，你才需要聖潔的這個概念，聖潔這件事情就在你生活，你的

日常的裡面，營區也是上帝所關懷，營區也是上帝所在意的地方。 

如果這樣來聯想的話，我覺得可以幫助我們今天反過來看。每一位神的兒

女，沒錯，我們有這所謂的外院、內院、至聖所，沒錯，我們到教堂來，有講

台，我們好像有講台的上面跟講台的下面，好像有會眾的前面跟會眾的後面。

很多弟兄姊妹喜歡會眾的後面，那我想可能跟聖潔概念沒有關係，是跟你想要

遲到早退有關，我不太確定，你有你的答案。我們可能都有這種所謂區域的概

念，我們把聖潔的等級化是有的。 

我不能否定在經文的裡邊，在舊約會幕的意境中間有這種層級性，而似乎

你也看到了從第三、第四章的經文，從利未的後裔的當中，他三個孩子的那個

服事的職分的裡邊，也有所謂聖潔的強跟弱的展現的部分，越靠近至聖所的部

分，似乎他的那個嚴謹度更高的，他那個神聖性更高的，能被上帝擊打的可能

性更高的，包括大祭司進到這個至聖所裡邊，是有的。但即使是這樣，我們發

現那個承接更重要服事的人，他的責任是更大的，他這裡有某種身分的對應。 

不過即便是這樣，今天這一段經文提醒我們一件事情，為什麼是聖潔民

兵？因為這個聖潔的概念不僅僅是在圍繞在會幕周圍的利未人該注意的事情，

全會眾，那怕你不是直接參與會幕服事，僅是當兵的人，聖潔對你而言，仍然

是上帝的心意。 

 

第二種不潔：內在道德層面的 

第二段講的跟第一段仍是在呼應聖潔，但他講的事情就不一樣。5－10節

這邊講到賠償的問題，講到了這個人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間他欺負人，可能

他借了人的錢，或者訛詐了別人的錢，或者甚至在利未記告訴我們說他撿到了

別人的東西，然後他說謊話起假誓，說可能沒撿到，就佔為己有，講到這件事

情，然後聖經告訴我們說，你要去作賠償。這段經文其實也有很多的細節，在

利未記裡面的討論，跟在這一段裡面的討論也有不同的地方。 

第 5節這邊提到，「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

以致干犯耶和華，那人就有了罪。」那人就有了罪，這個罪不只是客觀上面他

可能被抓包了，他可能被找到證據了，這個罪還要當事人本身要真的主觀性知

道他有錯了，只有當一個人真正知道他也錯了，他才會認罪，要不然你押著

他，他心裡不認，外表認了也不算認罪。所以這段話裡邊其實帶出一個很深的

含意，在他們初成軍的一個民兵的環境的當中，當他們要面對前方挑戰的時

候，這整個的百姓實在是不容這種的不和諧在當中，這種的欺壓在當中，這種

的沒有公義的事情在當中，他們需要成為一個大的團隊，同心的團隊，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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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包含了對公義的慎重，對公義的尊重。 

如果前面的那個聖潔概念比較是外在、物質層面的，你碰到什麼東西，你

怎麼樣髒了。如果前面那個概念比較是衛生層面、健康層面的、環境的、安危

的，那麼這個層面就比較是道德層面的部分了。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有肉體

上、身體上的不乾淨，我們有內心上，我們有在道德上的不乾淨，這兩件都要

乾淨。這個團隊才能夠強大，這個關係才可以被鞏固起來。而當這個道德關係

要被強大的時候，有一件東西要面對的，就是你要勇於認錯；你要知道自己做

錯了事情，面對這位上帝，這位聖潔的神，你知道你有不潔的思想，有不潔的

言詞、不潔的動機，你要勇於認錯。 

在利未記裡邊提到這段經文的時候，也很有意思。這段記載跟利未記第六

章的記載，又有不同的地方。這裡的記載跟利未記相同的地方是什麼呢？利未

記第六章這樣說，「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華，在鄰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

易上行了詭詐，或是搶奪人的財物，或是欺壓鄰舍，或是在撿了遺失的物上行

了詭詐，說謊起誓，在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麼罪；他既犯了罪，有了過犯，就

要歸還他所搶奪的，或是因欺壓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遺失他所撿

的物，或是他因什麼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數歸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

他有罪的日子要交還本主。」而且，他也要獻贖愆祭，要牽一頭這個公羊來。

利未記第六章講得很仔細。 

第五章這裡呢？民數記的第五章這也講了，內容是一樣的，只是沒有這麼

仔細，不過，有一個不同。第五章這裡面所記有什麼不同呢？這裡講出了一個

特殊狀況，就是一旦當你認錯，發現到你被指出，或者你自己感受得到你做錯

了，你要去賠償，不只是如數歸還，還要加五分之一，賠償之後你還要去獻祭

之外，一旦，這裡說 in case，萬一，那時候你要去認錯，那個受賠償者過世

了，他不在了，不可以就算了。不在不是就自動沒有了，你還要去做一件事

情，第五章 8節，「那人若沒有親屬可以代替，如果沒有親屬可受所賠償的」，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跟這個人說抱歉，你要去賠償他，除了你去獻祭之外，

你要賠償他。他不在了怎麼辦呢？你要找他的親屬，向他的親屬來表達那個賠

償，但是如果他連親屬都沒有了。 

你有遇過這樣的人嗎？其實真的是有的。我這幾年牧會就有遇過，就都沒

親人的那一種。並不是他們有遠親在大陸這種，不是，是真的都沒親人。當他

最後的一個親人過世時，我去陪他，在那個告別式上，那真的很難想像。 

有沒有真的沒親人的？有。那沒親人就算了嗎？不行，沒親人的話，「那所

賠還的就要歸與服事耶和華的祭司；至於那為他贖罪的公羊是在外。」和合本

的這個翻譯有點看不太懂，他講的其實就是你繼續要去還那個賠償金，就是你

還給那個祭司，然後，你繼續是要獻祭，意思是這樣。 

為什麼上帝這麼在意這個事情？上帝曉諭摩西，叫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

這樣子做，上帝為什麼在意這個事情呢？剛才我說過了，一個和諧的團隊，他

活在上帝的恩典中，認識這位聖潔的神的時候，要展現這個聖潔的部分，其實

是包含了這一種的特質，一個真正能夠知道錯，並且去對付那個錯，並且要有

實際的行動，去促成那個和好，不虧負的一種徹底的行動。以色列百姓當時他

們需要這樣的特質，需要這種的深刻的體會跟實踐。其實歷世歷代神的兒女，

乃至於到今天我們的教會，不也需要這個嗎？我們知道到了新約耶穌基督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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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講過，你獻祭的時候想到得罪某個人，趕快去跟他道歉。這裡也是一樣，那

個程序也是這樣，你先去賠償，再去獻祭。 

我覺得這些背後帶出一種深刻的靈性上的提醒，就是要知錯，肯面對你的

錯，這是很重要的生命操練，更是很重要的信徒相交生活的操練。我知道很不

容易。有些人天生就很知道怎麼樣說對不起，有些人是永遠都不會說對不起。

在我們人生過程中間要有謙卑的心，知錯的心，悔過的心，悔罪的心，每一個

神的兒女真的不是只有在我決志信主那一剎那做這件事情。彼此認罪也是保羅

書信裡邊一個很重要的教導。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是完人，完全人，即便我們覺

得我們不會在錢財的事情上（這個焦點是在錢財上面），不會在公義的事情上面

不公義，當我們知道我們有很多的小瑕疵，即便有時候沒有行出來，當我們知

道在意念上在動機上，可能在背地裡傷害過我們的弟兄，我們絆倒他。以色列

民他們經不起這樣的一個困擾，他們在中間沒有辦法能夠承受得住這種道德上

的不潔。 

 

第三種不潔：背約 

第三個部分，也是今天經文比較多，而且讀起來有點困擾的地方，但是我

覺得他意義非常深刻。我們今天沒有機會細讀這段經文。從一個好像物質層

面、外在層面、生理層面講到金；從一個似乎物質的外在的衛生、健康，講到

金錢道德上，講到了公義；進入到這一段裡邊，他講到了婚姻，講到了性關

係。而這個婚姻跟性關係要帶出來的是什麼呢？如果前面講的是生理，如果中

間講的是道德的，那麼第三個講的是約。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如果丈夫他懷疑他的妻子與人有染，也可能是他的妻子

真的與人有染但是沒有證據，很隱密。你看這三件事情，它是一個比一個更隱

密。第一個事件，漏症等等這些觸摸死屍，第二個，你可能撿了別人的東西你

就不認了，或者你欺詐別人，你做不做生意的手法。第三個是更私密的事情，

他好像深深歷經的感覺。可能這個妻子她真的與人有染，但是沒有證據，也可

能這個妻子根本沒有與人有染，但是這個丈夫懷疑她。這兩個都是困難的，這

不管你要怎麼去處理它，你要到法庭上面去，難度非常的高；在這個過程中

間，怎麼處理呢？這個經文細節非常非常多，可以怎麼樣可能？到祭司那邊

去。首先，那個主動動作，經文告訴我們是那個丈夫，他要把妻子帶到這個祭

司那邊去，要去面對這個問題，去處理這個問題，甚至把祭物什麼都預備好。 

簡單說，這段經文讓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約的關係，和諧的關係，人最

私密的，最 personal的，都深深的影響。影響誰？不只是影響那婚姻的雙方，

影響那個赦罪。上帝為什麼這麼在意這個事情呢？當這種所謂的污穢在約上面

的背約，這個背約在舊約的神學主題裡邊是一個大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幾乎壓過了前面的兩個。他是關鍵性的問題，從舊約開始，到新約都一直一

樣，常常把人跟神的關係以婚姻來做比喻，那個比喻回到實際的社會生活的層

面的時候，他一樣的在上帝的眼中何等的神聖，不容有所閃失。 

如果一個社會中間，如果這個作為民兵的團隊裡邊，他們的家庭關係、婚

姻關係裡邊是如此的狀況的話，他們怎麼樣能夠成為一個強大的團隊？就社會

學層面來講，既不能，就靈性層面來講，更糟糕，這個神聖的約不能夠被忽

略。這裡挑戰了初代、中世紀到今天，特別我覺得對今天來講非常大一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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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挑戰我們的思考。 

今天我們常常聽到世界上怎麼講呢？我們常常聽到別人怎麼講呢？你情我

願，就算你情我願不用在婚姻裡面，也用在所有的男女關係上面，已經成為一

個大家默契的口頭禪跟通行證，似乎你情我願了之後，就好像沒有另外一個人

的事情了，我們把婚姻或者說把性關係想像成這件事，你情我願，既不傷人也

不害己。真的嗎？這麼確定嗎？ 

我們看到這段經文裡邊的神聖性。這邊的細節我就不說了，包括那個測試

以後，如果這位妻子她不是真的與人有染，僅僅是丈夫的懷疑，她會得到什麼

結果。如果她是與人有染，她又會有什麼結果，那個細節我們就不說。 

 

總結 

我要總結一下，在今天的這段經文聖潔民兵的強調的當中，其實這三者，

我再說，他都會對整個群體帶來困擾。民數記第五章不是一個在談論個人怎麼

樣過聖潔生活，單單這件事而已。當然聖潔跟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你如何面

對上帝，你如何在人群中，你又如何自處、獨處，都有很大的關係，不過那個

整個的焦點在民數記這段脈絡的裡邊，他是放在一個群體的生活裡邊，他用整

個群體的角度去思考聖潔是怎麼一回事，因此我要總結。 

 

聖潔三內涵： 

1.敬畏上帝 

在今天的經文當中我們看到了，聖潔至少有三種的內涵，第一個，敬畏，

敬畏上帝。如果從第二章一直讀，讀到現在這段經文，你會發現，在整個的前

面這些的描述當中，似乎帶著某種程度的深沉性，你動不動可能死掉了，你動

不動不可以摸。連那三個哥轄、革順、跟這個米拉利，三個宗族，他們在服事

會幕的時候，搬運東西，那個要祭司先把這些的器具蓋好了之後，他們才可以

去搬，而且在蓋的過程中間那些所有的，這個哥轄族家族的人是不可以去看

的，不可以去直接碰觸的，他抬的時候已經是被蓋過了。對這個嚴謹，如果你

沒有照著那個程序你可能死掉，好嚴謹，三番四次提到，讓我們感覺到這個上

帝很恐怖。所以有人讀舊約聖經的時候，或者是讀這段經文，會覺得這個上帝

未免太嚴苛了，這麼恐怖。敬畏，要怕上帝。 

我不覺得敬畏、怕上帝，跟喜樂是衝突的。還記得上週胡牧師在他的講道

後面的時候帶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句片語嗎？就是要我們知道如何尊主為大。下

面那一句，以神為樂。這兩個不衝突的，不會因為尊主為大，你戰戰兢兢的，

步步為營的，你就沒有樂；也不會因為你以神為樂，你就把神踩在腳下，爬到

祂頭上。事實上真正尊主為大的人，才是真正知道什麼叫快樂，而真正的快樂

的裡面一定有一種特質，就是他尊主為大，他才會快樂。倒過來，如果我們以

自己為樂，以自己為主，我們沒有敬畏上帝的心，我們不可能活出快樂來。這

段經文告訴我們，敬畏神是聖潔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我前幾天讀到一段新聞報導，感觸良多，這個報導說美國去年（2020

年），他們一年之內槍枝銷售量增長了 64％，很驚人的。一共賣了兩千三百萬

隻槍，美國。為什麼？分析家說去年美國三件事情有三個波濤，他們看槍枝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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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量，那個飆漲的三個階段裡面，都跟當時的社會的情形有關。第一個當

然跟疫情的爆發是有關的，可是奇怪，疫情爆發為什麼買槍枝呢？第二是跟當

時那個非裔的美國人，那位 George Floyd，他被警方打死，那個暴動事情有

關。後來就是到了十一、十二月美國大選的時候，又有很多集會什麼之類的，

當人民一亂的時候，當大家開始發現那個周遭環境不安全的時候就買槍，而且

彈藥根本一直都沒貨。美國人在敬畏誰？他們在怕誰？在怕什麼呢？不怕上帝

的人就讓我們變成什麼都怕，反過來，如果我們真的敬畏上帝，我覺得沒有什

麼好怕的。 

真正的聖潔所展現的一面是敬畏上帝。你知道這位上帝祂知道一切，祂掌

握一切，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這種敬畏的裡面。所以，聖潔，聖潔，聖潔不只

是我們唱歌的時候唱了三哉聖潔，聖哉、聖哉、聖哉，聖潔就是我們基督徒一

生的成聖生活。 

2.謹慎自守 

聖潔的第二個特質是自守，謹慎自己的身分，常常記得你是誰，因為沒有

任何一個人可以憑自己聖潔。我們在中國傳統，在儒家的思想裡面，內聖外

王。謹慎自己的意思其實是認定你的身分，你的身分是誰呢？你只不過是一個

可憐蟲。在神眼中，我們其實不過就是塵土，但是上帝愛我們，是祂說的，祂

讓我們有氣息、有生命，而且是救贖的生命臨到我們。謹記得我們的身分，彼

得前書一直告訴我們，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

神的子民。瞭解這個身分才可能展現聖潔，才可能體會聖潔，也才可能實踐聖

潔。 

3.追求和睦 

最後一個，聖潔是什麼？我覺得這是我們比較少想到的，我讀新約帖撒羅

尼迦前書第四章 1－10節的時候，特別敢說那段經文在呼應民數記第五章這段

經文。幾乎整個主題甚至是一樣的，什麼意思呢？聖潔一定會導向和睦。 

還記得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十四節怎麼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

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希伯來書講這句話什麼意思？為什麼會

說你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沒有上帝的聖潔，人不知道和睦為何

物，和來和去，總是人自己。只有當上帝聖潔在你跟我心中站一個位置，只有

當上帝的聖潔光照在我們的群體中間的時候，和睦才可能。因為當我們的心中

不容下道德的渣滓的時候，當我們的心中不容下這些所謂的動機上的敗壞的時

候，和睦才可能真正產生。 

所以和睦的追求不是捨本逐末的，不是面子問題，和睦的追求不只是和和

氣氣，外表工夫，和睦是根本性的成聖過程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展現，也是福音

的精神。因此希伯來書作者提醒我們，勸誡我們追求與眾人和睦，並且要追求

聖潔。這兩者幾乎成為同義詞。 

面對建堂，我們也算是一個民兵，求主讓我們活在上帝的聖潔榮光裡面，

更多活出上帝的聖潔形像，更多，我再說，他既然是上帝的聖潔形像，好像本

然已在我們當中，但是聖經用了一個字眼，叫做「追求」。讓我們更多體會聖潔

之路的美好，尊主為大，以神為樂，同心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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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在你面前等候你，願你的話繼續在我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內

裡作王，啟動我們的手，帶動我們的腳，緊緊跟隨你。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