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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 

张西平牧师 

 

利未记共 27章，摩西于主前 1420年左右，在西乃山麓旷野所写。写作目的：是指出以色

列成为神圣洁之国度后，有圣洁的事奉。本书主旨：是以色列圣洁的事奉。 

利未记是神的书，为要帮助以色列人在心灵方面的训练，每一幅图画都是指向基督的工

作。 

本书 11：45是本书的钥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神，所

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本书希伯来文原文第一个字是“神的呼召”，神不只救赎了祂子民，而且呼召他们来亲近

祂。 

本书的主要钥字是“圣洁”，至少用过 87次。神是圣洁的，以色列蒙神的救赎也成为圣

洁的国度。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他们必须以圣洁的事奉为亲近神的途径，并且用圣洁的生活来

彰显他们圣洁的信仰。 

 信神的人一定需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有生活的依据，所以先讲到要有圣洁的事奉，再来

就是讲到圣洁的生活。本书注重身体、灵魂的圣洁。 

在利未记中，“圣洁”一词是全书的中心钥字，也是最显著的字。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

以祂对其子民的要求也是全然圣洁。 

神的圣洁拥有多方面的含义—— 

有宗教性的——如敬拜（出 20：8）、服事（利 8：22）。 

有道德性的——如不可犯姦淫、乱伦（利 18：2）。 

有生活性的——如何作圣洁之民，如何与众不同（利 20：24、26）。 

 

一、信仰——到神面前（1-10章） 

A. 籍着献祭与神和好（1-7章） 

B. 籍着祭司与神和好（8-10章） 

二、生活——与神同行（11-27章） 

A. 个人的圣洁（11-15章） 

B. 赎罪日（16 章） 

C. 与人的相处，圣洁子民的为人方面（17-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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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3圣洁的节日，及选民的节期，籍着守节保持与神和好（25章） 

E. 祝福与咒诅，许愿与奉献（26-27章） 

 

在西乃山下，神藉着摩西与以色列人定了一个约，称作“摩西的约”。这个约声明了以色

列是一个圣洁的君尊的国度。但是要作为一个圣洁的君尊的国度，以色列民就要遵守一些敬拜

神的律，一些圣洁生活的律，这样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接触。 

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祭司”这个字在这本书里也出现了两百多次。旧

约的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新约的信徒也是具有君尊祭司的身份。这是彼得前书 2章 9节告诉

我们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利未记也可以称为是一本祭司的手册，给信徒属灵生活的指

引，并且在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律法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进而更能认识祂。 

利未记的中心人物是亚伦，亚伦是一位祭司，他和他儿子作祭司的职位。 

         利未记是犹太人最注重的一本书，也是犹太学童第一本启蒙书，里面有许多属灵

的教训。 

 

一. 敬拜——献祭与祭司（1-10章） 

第 1章到第 10章，在敬拜里面，首先讲到献祭，然后讲到祭司。 

一个不圣洁的人，如何可以亲近圣洁的神？罪必须受应得的刑罚，神要使选民知

道罪的可怕。所以，祂要需要献祭。 

1. 神吩咐选民设立献祭制度与祭司制度；神透过这两个系统，显出人是有罪性

的。神救赎的方法，就是用代替的方法。这个代替的方法，是别的宗教都没有的。 

2. 神借着这两个系统，坚定祂在选民中的圣洁地位。 

3. 神也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指着将来完全的救赎。献祭的制度是一个影儿，投

射于将来，未来是完全的救赎。 

A. 靠祭物（1-7章） 

从第 1章到第 5章是讲到献祭里面的五个祭，这五个祭都是感恩祭，里面也有许

多预表的意义。 

第 1章讲燔祭，有贖罪的意義(1:4)，同時也向象徵人完全獻上自己(1:13) 。燔祭是

让以色列的选民感谢生命，它属灵的意义是：基督是完全的奉献。对信徒来讲，我们

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 

第 2章讲素祭，素祭是感谢土产，素祭的意义是讓人記念感恩與神立的約(2:3)，

預表基督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信徒来讲是过一个无掺杂、圣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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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讲平安祭，平安祭中人与神分享一種和好(平安)的關係(7:15-16) 。它的历史

意义是生活得到平安，预表基督藉着十字架流血，使神与人相交，享受主所赐给我们

的平安。对信徒来讲，我们当与神和好，并且向神谢恩和还愿。 

第 4章讲赎罪祭，感谢神有赦罪的恩典，预表基督为人的罪性舍己。对我们信徒

来讲，罪人要承认自己的罪性，罪就得到赦免。 

最后一个是赎愆祭，记载在第 5章，它的历史意义是感谢神有赦罪的恩典。预表

基督赦免人的罪行。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罪人承认自己的罪行，罪能够得到赦免，而

且也要实际的对付。 

这五个祭都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靠着信心往前看，期待神有一天用祂的方法除去

人的罪。全部的系统都指出，人接近神需要遵守圣洁的律，神也用这个方法来操炼人

对神有绝对的信靠及服从的心。 

B. 靠祭司（8-10章） 

第 8章到第 10章讲到祭司，献祭的祭物需要全善全美，不能有丝毫的瑕疵。献祭

的人也需要非常的恭谨，不能马虎随便。在这里记载有关祭司的条例，祭司负责执行

献祭物的事情，代表圣洁的子民来服侍那位神。 

祭司是神特别选的仆人，是经过膏立以后，行洁净圣洁的礼。祭司的重点是在侍

奉，侍奉乃是指敬拜。 

祭司的工作有哪些呢？祭司的工作是带领选民敬拜和献祭，并且教导律法；他也

医治大麻风病人，到祭司面前察看；祭司也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祭司也做宣教

的工作。他在祭司城，在利未城作万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这也是我们今天事奉

的各方面。基督是我们至高的祭司（来 10：12）。 

 

二. 生活——与神同行（11-27章） 

A. 个人方面（11-15章） 

是关乎圣洁子民个人圣洁方面，其中有食物律，生育律，痲疯律，血漏律。 

在 11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繁琐的食物律，规定选民的食物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

并解释其中的原因，其中最正确最好的解释就是卫生法。因为神所规定的许多不可以

吃的，这些动物里面都有病菌，容易生病，所以要小心，就像选民不适合去接触到死

尸。食物律有许多繁杂的规定，但它最主要的宗旨是保护人，但它有更高一层的意

义，就是透过食物的律来表征分别为圣的原则，让选民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得到提

醒。食物律完全符合神给他们的规定，而且让选民在饮食上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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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卫生律、生产律在第 12章，麻风律在 13、14章，血漏律在 15 章。这都是

个人生活的圣洁，都是和个人的健康福利有关。因为个人的健康会影响到团体的健

康，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入手，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B. 赎罪日（16章） 

第 16章讲到圣洁子民的赎罪日，赎罪日是犹太人称为安息日中的安息日。根据犹

太人的传统，这一天称为赎罪日。这是全国一年一次向神刻苦己心、披麻蒙灰认罪之

日。一切的工作都要停止，在这一天，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选民的罪求恩赦。全

民的罪也都系在大祭司的肩膀上。在至圣所里面，大祭司将赎罪祭献给神。当祭司出

来的时候，百姓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大祭司已经平安出来，就是神已经接纳他的祭

物，百姓的罪已经蒙赦了。 

C. 与人方面（17章-22章） 

第 17-22 章是圣洁的法典，讲到圣洁子民相交之律，也就是与人相处。圣洁，也

就是完整的意思，指在生活各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完整的、圣洁的。 

神的圣洁有许多的含义，其中有宗教性的，如敬拜，侍奉；有道德性的，如不可

以犯奸淫，乱伦；有生活性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圣洁的子民，与众不同。所以，以色

列民成为圣民，基督徒成为圣徒，都是指着选民在生活和道德上与众不同的地位。所

以这个法典特别讲到圣洁，公义，让神的子民在生活方面，在相处方面，在骨肉的亲

律方面及家庭，都有一个和谐、美好、圣洁的生活。 

在圣洁的生活方面，有饮食上，有行为上，有生活上，还有包括儿女对父母，父

母对儿女。有礼仪和道德两个方面。第 18 章有关婚姻的条例，又很精细的厘定，例如

近亲不可以联婚，祭司的婚姻必须有许多的限制。第 19 章爱邻舍如己。在道德方面也

是严格规定禁止谎言、欺骗。要照顾孤苦的人群，特别是那些老人，瞎眼的人和聋哑

的人。对奴隶也应当享有许多宗教相同的权利。 

D. 生活方面：七节期（23章） 

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祂做事总是缜密计划后才去通行的，祂为选民定下了七大

节期。“节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时候”，表示神愿意在一个约定的日子里

和选民会面。所以，一年有七次神表示祂的心愿，跟选民聚集在一起。一方面表示爱

意，另外一方面也接受选民的爱意。选民的七大节期都有历史和预言两方面的意义。

七是完全的数字，好叫选民在一年里面与每一年里面都能够定期的来记念神，期待神

为他们成就更大的恩典。这些节期都称为耶和华的节期。 

神给以色列七节期，目的有二：一是历史的回顾，一是瞭望将来。这些节期全与

以色列的前途、命运、归宿有关。该节期乃特为选民而立，促使选民常回顾神恩而欢

欣感恩，进而凭信仰望神施与他们完全的救赎。七节期都有历史与预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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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介绍七大节期： 

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逾越节的历史意义是出埃及神的救赎，它预言基督在十字

架上代死。 

       第二个节期是无酵节，它的历史意义是记念选民在出埃及以后有一个新的开始，预表

一个新生活的开始。 

        第三个节期是初熟节，记念神的供应和照顾。初熟，乃是熟生的意思，也就是奉献感

恩的时候，又是丰收的前奏。初熟是指着首次的复活。 

        第四个节期是五旬节，又称为丰收节，记念神的供应和丰富，它预表圣灵的降临。 

        第五个节期是吹角节，是为赎罪日而做的预备，预表将来圣徒的被提。 

        第六个节期是赎罪日。一年一度全国求神恩赦全民的罪。预表的意义就是在基督的台

前。 

         最后一个节期是住棚节，记念在旷野的时期得到神的恩典，供应和照顾，预表将来要

在天国里面享受筵席。 

        节期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有宗教性，也有社会性。宗教性是指想到神的救恩，想到神

过去的带领；社会性是想到神是自然的主，供应丰富的恩典。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是收获的

节期，都是农作物丰收的时候增加他们感恩的心，每一个节期也都是感恩节，而且节期也

是历史的回忆。因着他们的感恩而欢乐，他们也喜乐地感受生活，就像有一个音乐的韵

律，有节拍，每一次节期结束，再往前展望，等候另一个节期。节期也是敬拜的日子，在

那个时候，他们有敬拜，有献祭。节期也可以发挥家庭的价值，促进家庭里面的团结。 

         在这七大节日里面，有三个大的节日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所有的选民都

要来遵守和参加，而借着这三大节日，选民到他们前往的地方去守节，表示对神的信靠和

效忠。 

         犹太人常常在逾越节的时候读雅歌书，表明神对人的爱。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得记，

因为当时是收大麦的时候。在赎罪日的时候读耶利米哀歌，记念耶路撒冷的沉沦。在住棚

节的时候读传道书，因为人生是一个寄居的。 

  E. 其他方面（24-27章） 

24章：会幕律。 

25章：安息年、禧年及地土律。 

26章：咒诅与祝福。也就是说，选民如果遵守神的约，就必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福气无

穷。但是，也同样警告选民，如果他们违背神的约，就要受到咒诅。 

 最后在 27章：许愿律。许愿律是一个感恩律，也是一个特愿。是一种奉献的律，也是

一种赎还的律，选民可以为了神赐给他们各样的恩典而献上他们的赎价。这些特殊的恩典

包括人方面、牲畜方面、房子方面，土地方面。许愿和还愿以及十分之一的奉献，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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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未记的结语。因为这和整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人既然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

就不能够随便的更改，必须要慎重其事，认真的遵守一切，献给神的都要求完整，健全。

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不但是神的恩召，也是神的要求。人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顺服，完

全的奉献，完全的分别为圣来献给神。 

 从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藉着五祭，藉着敬拜，让人献上对神的爱，也领受神

对他的爱。从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有美，藉着节期的旋律带给人美满幸福的人生；有

好：有圣洁、有和谐、有恩惠；有纯：有生活、饮食、衣着、健康、服侍，侍奉都是纯洁

的。有了信仰的基础，才有美好的生活和生命，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先有信

仰的基础，才有一个奉献给神的信仰生活。 

虽然献祭制度为以色列人提供赦罪的方式，其实只是将来那要成美事的影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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