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廿一日 

經文: 以西結書第四十六~四十八章 

鑰節: 「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48:35) 

提要 

最後這幾章，所有因罪而有的不完全，在新的殿裡，因著上帝的旨意都完全了。這就是聖

先知所說：「萬物復興的時候」(徒 3:21)。以色列人曾不斷地貶損傷害上帝，但在以西結

的異象中，萬物都更新了，上帝一直被尊崇、得榮耀（參啟 21:5）。 

在舊制度下，人們尊重安息日，但在以西結的異象中，安息日要像從前那樣被紀念（46:1；
參賽 66:23）。守安息日和紀念上帝的創造及出埃及，都是守約的表現（申 5:12；出

20:8~11；31:12~17；結 20:12、24）。只有在安息日，內院的東門才會開，這是敬拜上帝

的大日（46:1、12）。（這可開的東門，不是外院那永遠關閉的東門。參 44:1~2）因為君

王是上帝的代表，他可以在關閉的外院吃餅（44:3）。不過，他不是祭司，不得進入內院，

只能在東內門口敬拜，和觀看祭司的獻祭（46:2）。 

在以西結的殿裡，所有的祭物都比摩西律法所載的數目和數量更多，代表這是上帝大大賜

福，諸物繁盛的時代（比較 46:4~7 及民 28:9~15）。有趣的是：這兒只提到早祭

（46:13），沒有晚祭（民 28:4、8；拉 3:3）。會不會是如使徒約翰所看到的異象，不再

有夜晚，因有上帝的榮耀光照？（啟 21:23；22:5）。聖經裡那種光，常伴隨著上帝的榮

耀和同在。 

以西結依敬拜的方式和次序，說明聖殿的組織和次序。這樣的次序，不但表示尊敬上帝，

也有助於敬拜和禱告的進行。如果人們從一個門進來，就要從另一對門出去，這樣在廣大

的敬拜人潮中，才不會混亂迷失（46:9）。舊殿外院常顯得匆促忙亂，主耶穌曾很生氣地

說道：「父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可 11:15~17) 

四十七章詳述到上帝未來的國度，有水從上帝的寶座發源，經殿的東門流出（47:1；參啟

22:1；珥 3:18）。水往東愈流愈深，最後須游泳才能渡過。這水要更新萬物，象徵賜生命

的上帝自己與人同在（參徒 3:19；詩 46:4；啟 22:17）。這水要使樹木結實纍纍，每月結

新果供人食用，葉子還可治病（47:7、12；啟 22:2）。這塊新土地，不再因咒詛而荒蕪，

卻要興盛繁榮（賽 41:18；43:19~20；44:3；55:13）。從上帝的所在而來的水要帶來醫治，

不但治人、治土地，還會治死海，使那海的魚像汪洋中的一樣多（隱基底；47:10）。 

另一個大的變革是分土地。以西結所見的異象，比約書亞時代各支派的分疆界更簡單而公

平（47:13）。最靠近聖地的是猶大支派，耶穌就是從這支派出來的（48:8）。舊的分法

中，流便、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因不從上帝起初的計畫而住在約旦河東岸。在以西結的

異象裡，所有支派都在河西，形成一個合一的身體（48:4、6、27）。異鄉人在這塊地上

也有其新的地位，根據摩西律法，以色列人應憐憫恩待這些外邦人，以見證上帝的慈愛和

憐憫（利 9:34；出 22:21；23:9；申 1:16；24:14）。如果某個外邦人願放棄拜偶像，歸信



真神，又受過割禮，就可以與以色列人一起敬拜上帝，並守逾越節（出 12:48）只是他不

得繼承土地（參利 25:47~55）。但在這裡，外邦人也可繼承一樣的土地，因為他們也是

上帝的子民（47:23；西 3:11）。 

以西結所描述這個理想而完美的城，乃是個正方形，共有十二個門（一邊三個）。門的數

目與支派數相等（參啟 21:12~16），利未支派有一個門，以法蓮跟瑪拿西合成約瑟支派，

並以其父約瑟來命名。聖城之名為「耶威沙瑪（Yahweh Shammah）」，意思是「耶和華

的所在」－－提醒人：祂永遠住在祂的子民中間（參啟 21:3；其它名尚見於賽 1:26；
33:20；48:2；52:1；60:14；62:2~4、12；耶 3:17；33:9、16；迦 8:3；詩 46:4；48:1~2）。 

禱告 

主啊，幫助我們的心思意念能聽您的話，明白您所說，做您所願。我們讚美感謝您的賜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