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篇一二三篇

（上行之诗。）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 2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

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 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3 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

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4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纲要主题】05 定睛仰望主的手

中心节：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

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一二三 2）

引言：马丁路得论到此篇说：「它虽短小，但其中的话却非常恳切，由此可见，重要的事不必用多言多语

表达出来。」祷告时只要诚心诚意，将真情说出来就够了。有时，信徒心中过分忧伤，无法言语，只能叹

一口气而已，主就明白了。神的手不同主母的手，我们纵然面对各种难以忍受的环境和敌人，属主的人仍

要完全投靠并降服在神的恩手中，专心仰赖神，学习受教的功夫。加尔文看见教会历代受世俗的迫害，就

认为此篇可作全体教会向神的呼吁词。 本上行诗篇里面有两个钥词，就是「眼睛」和「怜悯」。

经文纲要：

一、定睛仰望耶和华（1-2 节）

1. 向神举目我仰望（1 节）：「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诗人向天举目，努力想看见神的一点怜

悯。他们恳求耶和华结束他们长久、黑暗、受迫害的夜晚。主耶稣祷告的时也是「举目望天」。神造人是

竖立的不像牲畜爬在地上，神要人容易抬头往上看，一个人向神举目可以表示他不怕看神的面，既看见了，

就发觉神先以慈容看着他。「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阿，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诗廿七 8）。

2. 我眼定睛神的手（2 节）：「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

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仆人为何望主人的手，使女为何望主母的手呢？原因

有三：

1）是要等候看看主人或主母怎样以手指挥仆人的工作，仆人和使女就明白主人和主母一切的举动，只要主

人或主母一摆手，仆人就马上知道该去作什么事。仆人和使女的态度是存着顺从的心，等着听命令。

2）仆人和使女看主人和主母的手，是瞻仰他们怎样做技巧的工作，以便一面学习，一面耐心等着，好在需

要他时可以帮忙。

3）仆人望主人的手，是受痛苦时指望他张开施恩的手。这里是指犹太人留意和期待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

他们心中所想望的怜悯，特别是尽快结束他们流放的生涯，能返回那常渴望的故乡。他们期待祂的手施救

恩，叫他们脱离欺压他们的人。我们当知道，主耶稣那双手钉痕的手，随时准备施恩帮助我们。



二、求神怜悯我受辱（3-4 节）

1. 痛苦受辱祈求神（3 节）：「耶和华阿，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诗

人三次向主求怜悯，他被人藐视甚至抵受不住，就恳切的向主求怜悯。诗人在这反犹太主义和充满歧视的

世界里，向着作他们惟一避难所和惟一保障的那一位——向这位受欺压和受践踏者的朋友——倾出这迫切

至近乎强迫的祷告。同样的，主耶稣受了极大的羞辱，但是他有胜过羞辱的良法。「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当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十二 2-3），

靠着他的怜悯，能胜过一切的藐视，就能和主耶稣一样，仰望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2. 讥诮藐视到极处（4 节）：「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谁是那些安逸

人呢？就是一切不怕神，不知道将来要受极大审判的人。诗人看见恶人兴旺，就思想他们的结局，又看见

神怎样「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诗七十三 18-19）他最后因自己的

愚昧心中惭愧，并感谢神说：「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

荣耀里」（诗七十三 23-24 节）。

结语：爱主的人在教会生活中就是主的「仆人」与「使女」，我们就是这班注意「主的手」的人。一个真

实的奉献不该只是一个祷告或是理论，我们的奉献必须成为一个实际的行动。就像一个好的事奉者一样，

我们要非常注意客人的每一举动。我们不该告诉主，「主，我把自己给你。」，然后又回头过自己的生活，

作自己的事。一旦我们将自己交给了祂，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全人对准主，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祂自己身

上，就是祂的手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全神贯注于祂所有的行动和作为。这就是一个奉献的实际。「慈爱

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祈求你保守我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我的脚走在合你心意的道上。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诗 124 篇

【真心话】05 定睛仰望主人的手（诗一二三）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

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 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诗一二三 1-2）

引言：被掳的人向天举目，努力想看见神的一点怜悯。他们恳求耶和华结束他们长久、黑暗、受迫害的夜

晚。他们把自己比作眼睛望着主人的手的仆人，和看着主母的手的使女。看着主人的手，一般的解释是随

时准备去想出和遵从主人的旨意。但那不是这里的情景。这里是指犹太人留意和期待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

他们心中所想望的怜悯，特别是尽快结束他们流放的生涯，能返回那常渴望的故乡。他们期待祂的手施救

恩，叫他们脱离欺压他们的人。

【牧者短讲】05 定睛仰望主的手（程蒙恩）



诗篇一提到神坐在天上，他是主，掌管万有。坐代表他完全得胜，掌管一切。他说我要向你举目，举目望

天仰望神。这里举目这个词很好，就是诗人很懂得描绘他内心那种仰望神，举目就是仰望。今天我们祷告

是否专心仰望神，还是一边祷告一边开小差呢？还是心不在焉呢？还是每一次祷告都仰望坐在天上的全能

的主？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

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诗人那种仰望，他说我们向你举目。这里的描绘，

注目仰望神。

然后他用一个比喻：仆人的眼睛怎样望着主人的手。这个古诗中的奴仆是没有自主权的，所以主人叫他举

起手做那个，他就看着主人的手。主人指哪一个方向，他就去做。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使女是家

中的仆人，通常是在田里耕地做事情。这个使女看主母的手，主母指她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用这样的比喻，

说今天我们都应该仰望主像仆人使女那一种仰望。主人和主母的那一种情形是我们对主的仰望，随时紧紧

的仰望。你知道仆人和使女是紧紧的望着主人和主母的手，那我们今天是紧紧的望着主。仰望主，警醒祷

告。我们向你举目，求你拯救我们，一直等候，一直内心是向着他。除了祷告的时间平时内心向着他。主

啊我仰望你，主啊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等候你，就这一种的感觉。另一面也让我们在比喻里知道

我们的身份，是主的奴仆，要像仆人使女的那一种感觉，来尊重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主。不要靠自己的

小聪明，不是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解救，就单单仰望主。这样就经历主的拯救，我们要这样谦卑恳求的心专

一的仰望。

【真心话】05 定睛仰望主人的手（诗一二三）

一、天城旅客三重看见

这位天城旅客在上行诗的前三篇有三个方面的看见：我们要如何的看见世界、看见主，看见教会。

1. 诗篇 120 篇——看见世界：这个属于主的人，里面有一种醒悟，他所在的地方不对（在米设与基达的帐

棚之中），深受世界之害，他真是有祸了。他里面有了「有祸了」的醒悟。

2. 121 篇——看见主：我们看见了，他外面就「起来」上行，要起来渴慕神，上行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

当然，行走天路，这条路途是艰难的，有许多的凶险，也有许多的试探，但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当我们

行走天路，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经历主自己。

3. 122 篇——看见教会：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生活。主为我们预备属灵同伴行走天路，带领我们进入教会

生活。当这个天城的旅客当他感觉孤单的时候，不但有主与他同在，并且主也为他预备属灵的同伴。他们

彼此谈论主怎样的看顾他们，你述说主的恩典，我也述说主的恩典。

二、仆人望主人的手

我们知道仆人和使女，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一个信主的人是主用宝血重价把我买了来，归向祂，我不是



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使女。我在主的面前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利，我在主的面前只有一

个地位，就是奴仆的地位；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服事我的主人。仆人是卖身的奴隶，但是他们与主人天天

在一起，受主人的训练、教导，他们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主人的手一有举动，用不着讲话，仆人马上

就遵行了。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得见这样的地步。我们与主天天在一起，常常受主的教训、受主的训

练，到了一个时候，祂也不必讲话，只要祂的手一有举动，我们马上就遵行。

但是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班属于主的人，这么缺少训练？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

神在环境中所指示我们的旨意，我们竟然不知道。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环境的里面，神的手在那里动，

在那里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训练，我们的眼睛东张西望，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许多时

候不是神的手不引导我们，乃是我们不留心、不专心，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怎样

仰望主人的手。

三、定睛仰望主人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一二三 2）古时候的仆人真是有训练，他们的眼睛一看主人的手动，马

上知道主人的意思。但是为甚么今天我们这班属于主的人，这么缺少训练？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每一

天的生活中，在环境的里面，神的手在那里动，在那里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训练，我们的眼

睛东张西望，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许多时候不是神的手不引导我们，乃是我们不留心、不专心，没

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怎样仰望主人的手。

1. 供应的手：我们今天仰望我们主的手，也就是仰望祂的供应。基督徒的生活是个倚靠的生活。我们倚靠

我们的主，我们不在主之外寻求甚么好处。

2. 引导的手：如果我们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常常与主有交通，我们就要看见，在环境里面祂的手在

那里安排，祂的手在那里工作。

3. 扶持的手：我们没有力量走祂的道路，这时我们用不着挣扎，不必用自己的力量，因为祂的右手要扶持

我们，叫我们能站立得住、叫我们能往前面去。

4. 管教的手：盖恩夫人曾说过一句话：「当神的杖来责打我的时候，我要抱着这根杖，连连的亲它。」为

甚么呢？因为这根杖，乃是神变相的爱。

主人所以把祂的手加在我们身上，目的就是怜悯我们。祂看见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愚昧，祂要用管教的手把

这些愚昧打掉，并且要借着管教的手，把祂的恩典流通给我们。「神啊！我愿意接受你那管教的手，使我

属灵的生命得以長大成熟。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诗歌】紧紧抓住主的手



主到来时如果你不在意

主离开时走的悄然无息

救主是那一颗无价的珍宝

没有什么能把主代替

主呼招时如果你不珍惜

失去祂时你会后悔莫及

因为天上人间在没别的名

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

耶稣基督谱写生命的主题

耶稣搭起我们与神之间的阶梯

愿我们紧紧抓住主的手

让我们的生命充实有意义

耶稣基督谱写生命的主题

耶稣搭起我们与神之间的阶梯

愿我们紧紧抓住主的手

让我们的生命充实有意义

【C3 心对心】05 事奉与顺服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诗一二三 2）

1.比喻介绍：在圣经中，仆人的眼睛常常被比喻为怎样望主人的手，这是一种虔诚侍奉和顺服的表达。仆人

以顺服的态度，专注地注视主人的手，以便听从主人的吩咐，执行主人的旨意。

2.提醒与教导：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虔诚和顺服的心态。我们的眼睛应当

时刻注视着神的手，以便听从神的旨意，执行神的计划。就像一个忠诚的仆人时刻注视着主人的手，准备

随时为主人效劳一样，我们也应当时刻保持属灵的警醒，准备随时为神尽心尽力。

3.学会顺服与服事：在注视主人的手的过程中，仆人会学会顺服和服侍。他们不会自私地追求自己的意愿和

欲望，而是将主人的意愿置于首位，全心全意地为主人服务。同样地，当我们时刻注视着神的手时，我们

也会学会顺服和服侍，将神的旨意放在心上，全心全意地追求神的心意。

4.结语：因此，作为神的仆人，让我们时刻保持虔诚和顺服的心态，时刻注视着神的手，准备随时为神效劳。

在顺服中，我们会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经历神的祝福和恩典。愿我们时刻保持属灵的警醒，准备随时

为神尽心尽力，成为神的忠诚仆人，荣耀神的名。



【纲要主题】05 定睛仰望主的手（诗一二三）

一、定睛仰望耶和华（1-2 节）

1.向神举目我仰望（1 节）

2.我眼定睛神的手（2 节）

二、求神怜悯我受辱（3-4 节）

1.痛苦受辱祈求神（3 节）

2.讥诮藐视到极处（4 节）

《备注：C3 灵修的部分信息，是查考华人基督教查经大全编写而成。愿全地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