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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两讲的内容。路得记发生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背道、不信。神以饥荒审判他们，

一个名叫以利米勒，意思是“我的神是王”的伯利恒人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应许之地，搬到仇敌所在的摩押地

去。在摩押地，神的审判又临到，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一片绝望。他们去的时候以为摩押

地有粮食，到那里可以过上好日子，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

接着从远方、从地平线上传来了好消息：神眷顾他的百姓。请注意，英语把这个词翻译成“visit”旧约

中“visit”这个词可以指神的审判，也可以指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毫无疑问是祝福，赐粮食给

他们（注：汉语和合本译作“眷顾”）。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女人：拿娥米和她的两个儿媳。她们听到了好消息，起身往回走。你还记得吧？

第 3~5 节都集中在拿娥米一人身上。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以色列人已经蒙了神的祝福，这祝福会不会也

临到拿娥米？在往犹大去的路上，拿娥米和媳妇在路边坐下休息，她们会作什么样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

三个女人都失去了丈夫，她们的前途将会如何？你们都知道在当时家里必须得有丈夫，有一家之主，才能为

全家提供生活保障。你若未婚或成了寡妇，就没有人供给你。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个女人是没有希望的，因

为丈夫死了。神会不会眷顾她们？

现在让我们来看《路得记》1：8~14 节：“拿来娥米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

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娥米与她们亲嘴。

她们就放声大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娥米说：我女儿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哪，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

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哪，不要这样！我为

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

舍不得拿娥米”。

这是一段出自于一颗苦毒之心的苦毒告白，这三个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回去之后，谁养活她们？她们

的后半生将会如何？

这段经文也说明了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哪里。拿娥米开始教导两个儿媳，告诉她们到哪里去找到出路、找

到希望：“回去吧”。在这个故事里你到处读到这个词：“回去”或“转回”，对拿娥米来说，对现实的解读是：

你们回摩押老家吧，回去后可以再嫁人，有了丈夫问题就解决了。这番话对于摩押人来说的确是讲究实际的



忠告。拿娥米看上去很真诚，完全是为了媳妇们的利益。有意思的是，她还给了她俩两次祝福，先说愿耶和

华恩待你们。接着又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从一个角度上说，拿娥米的确很好，让儿媳们回

家，并且希望她们蒙神的恩典和平安。但是，我们若仔细查看一下，就能看出这两个祝福背后的问题来。

从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这里面的问题，因为她在这两个祝福后面是两个抱怨：愿你们得到

耶和华恩待，而不象我从耶和华那里提到的；愿你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不象我这样得到的平安。耶和华

没有恩待我，没有赐我平安。愿他恩待你们、赐你们平安。换句话说，你们假如跟着我回以色列去，是得不

到恩待、享不到平安的。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或许神会恩待你们。这的的确确具有讽刺意义。一方面她自

己不相信神会恩待她这个在圣约里的人，但她却希望这两个摩押人会得到神的恩待。

当然，拿娥米所能想象得到的平安是找到丈夫，找到丈夫就是神对她们的恩待。这下子等于是又回到了

1：1~5 节：拿娥米给媳妇的忠告是：饥荒临到，你看怎么做最实际，你就往那里去。

想不到她俩放声大哭说，我们跟你一同回本国去。她俩的确向她表达了她们的忠心。接下去 11~14 节再

一次让我们看到拿娥米的苦毒。她一开口又劝她们“回去吧”。她自问自答地告诉她们，跟她回以色列去是

不会蒙福的，不会有指望的。“我为你们心里很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从她所用的词“耶和华伸手

攻击我”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她心里对神的苦毒有多深。“耶和华伸手攻击”这句话是出埃及记里神对法老

所行的，是神在旷野里向背逆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也就是神对人的审判。拿娥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对神的

护理之工所给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神在审判我。她希望神恩待这两个摩押女人，但她认为神是与她作对的。

第 6 节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但她却认为神手在攻击她。所以她说，不要跟我回去，免得你们也

遭到审判。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至忘了这两个女人都是不久前丧夫的。

这次大媳妇同意了婆婆的分析，转身回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故事，离开了救赎，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听到

她的名字、她的消息。但路得却不同，她紧跟着拿娥米。请注意，作者在整个这段故事里把注意力都放在拿

娥米身上，描述她是如何说服儿媳妇回去。因为在她看来，回到摩押去是使她们生活有着落、使她们蒙神祝

福的唯一的理性方案。她认为她能无误地解读神的护理之工。她知道神对她发怒、攻击她。大媳妇相信了她

的话，转回身离开了，只剩下小儿媳路得。

从这里开始，故事的中心从拿娥米转到了路得身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和婆婆乌云遮天的苦毒报怨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路得光芒四射的信仰告白，请看 1：16~17 节：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那里住宿，你的

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

拿娥米再一次劝她回去，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拿娥米第一次劝说的背后藏的是什么，很显然，儿媳转回，

不仅是回到摩押同胞那里，也回到假神那里去。她心里完全清楚，她把她送回去，是把她从圣约的神那里，

从唯一得救的希望中送出去，送回摩押地去。在那里她一定会去拜偶象，最终一定死在那里。她极力劝说路



德处也效法嫂嫂。

随着故事的渐渐展开，实在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路得到底耳濡目染，受了什么样的信仰影响，才使得

她能道出这番告白？我们知道，能够影响她信仰的只有以利米勒、拿米娥他们一家。但他们的见证恐怕很难

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唯有神能将人吸引到他那里来。

因此，我们向人作见证的时候，也不必太担心自己的软弱会阻碍人归向神，唯有神才能真正改变人心，

将人吸引到基督那里。

拿娥米几次三番地苦劝路得回娘家、回假神那里去：“跟着你嫂子走吧，不要跟我一起回应许之地去，

因为到那里你的生活不会有着落，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还是回摩押地去，那里你能享平安。你到新夫家拜

偶象，神会恩待你的”。也就是说，你要想过太平的日子，唯一的方法是离开神，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这里我们真看到了拿娥米心里的苦毒有多深，最后路得终于开口了。她的这段话有三部分，在整本圣经

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她开口。这的的确确是一首极优美极敬虔的动人之歌。

首先是恳求，接着是宣告，最后是誓言。

她把对拿娥米的忠心表达到一个地步，不仅活着跟随她，连死都不离开她。在这段话的中间，是这个外

邦小女子坚定的信仰表白：她用的是四个希伯来字，你国我国，你神我神”这个在与以色列为敌国家里长大

的，从未踏上过应许之地的女子，明确地宣告说，摩押已不再是我的国，以色列是我的国，耶和华是我的神。

我原来的国、原来的民、原来的神已不再是我的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

的神。这已经不仅仅是她对拿娥米表忠心了，这是真正的信仰告白。

从人的角度上说，这是个何等荒唐的决定，所有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民族、家人、文化、财

物……，她一古脑儿地扔在了身后，坚定地走向以色列，并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丈夫、希望和财富。但她知

道那里有神的子民，那里有以色列人的神。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把自己与拿娥米、与神永远地联系在

了一起，她知道她丢掉的是什么，她知道神的应许，她至少知道在以色列神那里有避难所。

她懂得的正是拿娥米在她第一段话里所否认的——神与他子民同在。假如你不相信这点，下一章里我们

会看到，波阿斯遇到路得的时候，对她说：“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人都已经告诉我了”，但他并没有把路得所

行的停止在婆媳关系的水平上，他接着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

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得的决定是一个把她自己投靠到以色列神信实与眷顾之下的决定。和拿娥米对照一下，拿娥米是怎么

说的？神对她不信实，神伸手攻击她，这段对话的结束很有意思。拿娥米闭上了她的口，不再劝她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又是拿娥米的苦毒抱怨。到了以色列，她又一次公开向人作的她的信仰告白。她俩

一进城，伯利恒全城的人都惊呀不已，人们从拿娥米身上、脸上就能看出她所经历的沧桑。“这是拿娥米吗？”

请注意她的回答：“不要叫我拿娥米，叫我玛拉”。拿娥米是“甜”的意思。玛拉是“苦”的意思。请看她的

解释：自称玛拉不是自己主观上的谦卑，而是客观事实，即神审判她、攻击她。这里她对神的名字用了两个



不同的称呼，两头用了“耶和华”，这是神的圣约之名；中间用的是“全权的神”，旧约中对神有几个不同的

称呼。例如，耶和华以勒。

她说大能的神、全权的神把箭头一直对着我。她惩罚了我，他使我受了大苦。我有事实证明：我满满地

出去，空空地回来，只要我们还记得故事一开始是怎么说的，就实在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以色列遭饥荒，他们离开伯利恒去了摩押。请注意她对“满”的定义：有丈夫、有儿子、有安全、有盼

望。虽然没有粮食吃，但是满满的。现在没有了丈夫、没了儿子，就成了空空的了。神在这里她不算，哪怕

神早就应许过她，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夫的丈夫也不算，也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她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

了安全感。在她看来，没了男人就什么都空了。她对神的认识是，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她知

道的只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因为她知道自己犯罪。但她从不知道神的信实、神的慈爱。

她的神学观从一个角度上说是加尔文主义的，因为她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她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但

她却不知道神对她的慈爱，为她设定的计划。她把自己眼前的光景看作是神对她的最终审判，她抬不起眼睛

来盼望神，或许神会有其它的计划，神会恩待她。她把护理之工当作数学题来解。我干了错事、坏事，所以

神攻击我、审判我。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也是这样解读的，我做了坏事，神攻击我，所以我的情况越来越遭。因为你只知

道神的公义与全能，这就是护理之工向我们的挑战。但却不懂得在逆境中神仍然爱我们。

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叙述，但这却是护理之工告诉我们神在作工，咋一听上去好象没

什么，但稍微仔细一看就能知道，神的信实展现在我们面前。记得拿娥米刚才说的话吗？对着围上来的妇女

们，她说“我空空地回来，什么也没有”。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她身边的路得正是神向她所表明的信实与

慈爱，我们在这个故事结束前会看到，这群妇女们对她说“你的儿媳比七个儿子还好！”她走的时候是饥荒

之年，没有饭吃才离开的，回来时却是大麦丰收，难到神的信实不是紧紧围绕着她吗？因着这次的大麦丰收，

路得会去拾麦穗，会找到丈夫，神会通过她赎出拿娥米、路得、以色列和你、我。但她一点儿也看不到，因

为她看见的只是眼前的护理之工。她根本想象不出来，使她受苦的神竟然会帮助她、施恩于她。

弟兄姐妹们，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重复地在我们身上重演。然而神的信实慈爱却就在我们眼前，

这信实慈爱 就在这张桌上（注：指的是讲台下桌子上的饼与杯，教会每个礼拜都领的圣餐）、就在这讲台宣讲

他的话语之中。他起的誓是永远不会反悔的，你怎么知道神对你是信实慈爱的？你看十字架就知道。我们读

这个故事的时候忍不住要发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所以笑话拿娥米的一脸苦相、一肚苦水。

我们会说，你稍微有点信心好不好？神当然会恩待你。但一回到自己的故事里，并且你明明已经知道结局，

却活不出信心来。神难道没有告诉你吗？他差了自己的爱子，为了你的罪而将咒诅、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好

叫你知道，无论你干多少坏事、犯多少罪，他对你永远都是信实的，哪怕你因犯的罪使你陷入极大的苦境之

中。

在这个故事里，拿娥米不清白，但神却要释放她、拯救她、祝福她。神的信实远远超过路得的忠诚。路



得或许是跟随拿娥米，但与慈爱父神的信实爱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不会任她去，他也不会任你去。因为

你已经与他儿子联合在一起了。他已经告诉你将来那美好的结局，你信吗？甚至今天他就要以饼和杯来喂养

你、告诉你他的信实、慈爱。

你要信。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