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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篇 警告的話（一） 

讀經： 

利未記二十六章一至二十節。 

按我們的領會，我們可能認為利未記這本書該結束於二十五章的禧年。然而，二十五章之後還有兩
章聖經。二十六章是警告的話，二十七章是許願奉獻。在論到禧年之後，緊接著有論到警告的話這
一章，這指明我們不該喊叫太多，或太興奮。反之，我們需要有清明的心思來思考情況。為這緣
故，隨著禧年這喊叫的時刻之後，乃是警告的話。接著，在二十七章有附加的話，就像一段附筆。
我們現在來看警告的話。 

利未記二十六章裏警告的話不僅僅是人的說話。那種說話的方式、內容、以及與這話有關的一切，
都不單是屬人的，乃是神聖的曉諭。只有神能這樣說話，只有神能以這樣的方式、這樣的內容說出
這警告的話；這話的內容實在是奇妙，滿了事實和豫告。 

在這警告的話裏，我們能看見背道之以色列人的定命。以色列人從第一代祖先亞伯拉罕起，就蒙神
揀選。後來，神將他們從埃及贖回，帶他們經過曠野，安置在美地，在那裏神與他們同在。然而，
不久以色列人背叛了，就某種意義說，神放棄了他們。從表面看，神撒手不管他們了。二十七個世
紀以來，神的手似乎離開了祂的子民。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這警告的話裏，有一項豫言指出，那揀
選以色列人的神從未放棄他們，神在他們身上的憐憫從未停止。至終，神在憐憫中還要將他們帶回
祖宗之地。 

在利未記二十六章警告的話裏，滿了教導，滿了需要研讀和學習的東西。不過，以後在論到二十六
章的兩篇信息中，我只陳明基本的點，其餘的留給光照人的靈；我信這靈會對你們說話。 

壹 不可有偶像，不可造也不可拜 

『你們不可為自己作偶像，或為自己設立雕像、柱像，或在你們的地上放石像，向牠下拜，因為我
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二六10。）不可有偶像，不可造也不可拜，表徵我們不能在神之外再有
別的追求目的，使我們不致失去享受神聖產業的地位。 

我們是在禧年裏。但我們若在神之外追求甚麼，就會失去禧年的享受。凡我們在神以外所追求的，
都是偶像。例如，我們追求大學學位到一個地步，可能使這學位成為偶像，成為我們在神之外所追
求的目標。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合式的教育。要點乃是，我們不該讓學位成為我們在神以外所追
求的目標。我們該只有一個目標，這獨一的目標就是神自己。 

貳 守神的安息日 

『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利二六2上。）守神的安息日，表徵我們認識神的工作已經完全由祂自
己作成，我們就是享受，不需要再作甚麼。 

我們需要學習享受神所成就的。不過，這功課不好學，因為我們都受教導要作工，要作許多事。這
項條例叫我們不要工作，只要尊重、進入、並享受神為我們所作成的。基督已經為我們完成了一
切，但我們可能沒有享受基督所成就的。我們可能靠自己勞苦，把基督所成就的放到一邊。這是得
罪主的。所以，我們需要學習接受、重視、尊重、並享受神所作成的，不為自己作甚麼。 

參 尊敬神的聖所 

神的子民也受警告要尊敬神的聖所。（利二六2下。）安息日代表許多意義，聖所代表的意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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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神的聖所，表徵我們必須尊敬神在那作祂居所、具體化身、並彰顯的基督裏，（約一14，西二
9，）並在那是基督之擴大、作神居所並永遠顯出的召會裏，（弗二22，啟二一10，）所是並所完成
的一切。 

利未記二十六章二節裏的聖所，含示神在基督裏的居所、具體化身並彰顯，以及神在召會裏的居所
並永遠的顯出。然而，今天的基督徒中間忽略了這些事，因為許多人不彀認識神在那作祂具體化身
之基督裏的所是，也不彀認識神在召會裏所作的，是使召會成為基督的擴大並神的顯出。忽略這些
事乃是違反神的經綸，所以我們需要受警告，看重這些事。 

肆 順從的就蒙福 

我們若接受頭三點，就是這警告主要的方面，我們就是順從神的警告。在二十六章三至十三節，我
們看見順從的就要蒙福。這表徵我們這些新約的信徒，若是照著靈而行，就必蒙福，得著六個結
果。我們現在來看這些結果。 

一 按時降雨 

『你們若行在我的律例中，並且謹守遵行我的誡命，我就要按時降雨給你們。』（利二六3～4
上。）按時降雨，表徵雨所豫表的那靈，按時賜給召會或個別的信徒。 

在舊約，神用雨，就是秋雨、春雨，（申十一14，耶五24，珥二23，）表徵那靈。我們若順從神，
顧到前面所說的三件事，就必享受那靈如雨臨到我們。 

二 地裏出產豐富，百姓得以常喫新糧，安然居住 

四節下半至五節告訴我們，百姓若順從，『地裏要生出土產，田野的樹木也要結出果實。你們打榖
要打到摘葡萄的時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種的時候。你們必喫得飽足，在你們的地上安然居住。』十
節接著說，『你們必喫久存的陳糧，又必清出陳糧，容放新糧。』這表徵我們住在作我們美地的基
督裏，享受基督的豐富作我們的滿足和安全。屬靈的滿足和安全，總是我們順從神警告的結果。 

三 那地必有平安，沒有驚嚇、惡獸和刀劍 

『我要賜平安在這地上，你們躺臥，不會有人驚嚇。我要從這地上除滅惡獸，刀劍也必不經過你們
的地。』（利二六6。）這表徵召會正常時，乃是在平安的光景中，聖徒中間沒有惡獸，（徒二十
29，）或爭鬥的事。 

四 追趕仇敵，五個人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追趕一萬人 

『你們卻要追趕仇敵，他們必在你們面前倒於刀劍之下。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
一萬人；你們的仇敵必在你們面前倒在刀劍之下。』（利二六7～8。）這表徵召會生活要在身體的
配搭裏追趕仇敵。 

按照八節，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前者一人追趕二十人，後者一人追趕一百
人。這數字含示基督身體的生命，與基督身體的配搭。身體越有配搭，追趕的能力就越大。這是身
體的原則。 

五 繁衍增多 

『我必眷顧你們，使你們繁衍增多；我必堅定與你們所立的約。』（利二六9。）繁衍增多，表徵召
會多結果子，繁衍增多。召會沒有擴增繁殖，很強的表明我們在神面前有些地方出了問題。我們若
沒有結果子而繁增，就需要找出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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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神的居所在百姓中間 

『我要定居在你們中間，我的心也不厭惡你們。』（利二六11。）神的居所在百姓中間，表徵神的
居所在召會中建造起來，叫神喜悅，居住在祂的子民中間。（參林後六16～18。） 

伍 不順從的要受懲治，使他們悔改 

在利未記二十六章十四至三十九節，我們看見不順從的要受懲治，使他們悔改。這表徵不照著靈而
行，反照著肉體而行的信徒要受懲治，且不只一次，乃是多層多次的遭受懲罰，以迫使他們悔改。 

一 第一層－派定的驚慌臨到 

在二十六章十四至十七節，有第一層的懲治。這是派定的驚慌，是指突然臨到的恐慌。 

１ 癆病和熱病，使人視力衰敗，精神消耗，仇敵要喫他們所種的，他們要白白的撒種 

『我也就要這樣向你們行：我要派定驚慌、癆病和熱病臨到你們，使你們視力衰敗，精神消耗；你
們要白白的撒種，因為你們的仇敵要喫你們所種的。』（利二六16。）這表徵我們的靈，甚至我們
的身體要軟弱，以致失去視力和精神，仇敵要享受我們勞碌所作的。 

２ 倒在轄管他們的仇敵面前，沒有人追趕，卻要逃跑 

『我要向你們變臉，你們就要倒在仇敵面前；恨你們的要轄管你們，沒有人追趕，你們卻要逃
跑。』（利二六17。）這表徵我們軟弱以致無法在仇敵面前站立，卻要從他們面前逃跑。這描述召
會因著不順從神的警告而軟弱的光景。 

二 第二層－受七倍的懲罰 

在十八至二十節，有第二層的懲治。在這裏，神的百姓受到七倍的懲罰。『在這一切之後，你們若
還不聽從我，我就要為你們的罪再加七倍懲罰你們。』（利二六18。）這樣的懲罰是更嚴厲的。 

１ 天如鐵，無雨 

『我必打斷你們能力的驕傲，使你們的天像鐵，你們的地像銅。』（利二六19。）這表徵那靈將不
從諸天臨到我們。 

這關於天如鐵的話，已經應驗在巴勒斯坦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歷史告訴我們，自這話說
出，以色列人對神的警告不順從以後，在聖地上的天就堅如鐵，沒有一點雨水；泥土因乾旱也被風
吹走。這光景乃是神豫言的應驗。 

２ 地如銅，無出產 

利未記二十六章十九節下半告訴我們，地要像銅一樣。二十節接著說，『你們要白費力量，因為你
們的地不出土產，地上的樹木也不結果實。』這表徵我們將沒有屬靈的出產，作我們屬靈的食物。
無法從食物得著滿足，就很難安全的生活。沒有食物或安全，乃是不顧神警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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