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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诗篇一二九篇

（上行之诗。）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 2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

有胜了我。 3 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 4 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5 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 6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 7 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

满怀。 8 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纲要主题】11 愿恨锡安的蒙羞

中心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诗一二九 4-5）

引言：诗人回想以色列人过去所受的痛苦，并怎样得到神的帮助；当时因仇敌的迫害，就向神吐露心愿。

义人被恶人所恨恶，乃是很自然的。每当以色列人的外患入侵，总因他们远离父神，不谨守神的话，成为

恨恶神的人。正因如此，就算神爱他们，他们也将神拒之于门外；神愿意亲近他们，他们却远离神而去，

其结果当然就是受咒诅。基督徒决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们虽会被世界仇视，但恶人必衰败，义人必兴

旺。

经文纲要：

一、选民受难神救援（1-4 节）

1.敌人苦害神保守（1-2 节）：「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层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

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1-2 节）从早期开始，以色列已经屡次饱受苦害。例如他们在埃及所受的欺压，

就是他们幼年时受奴役和痛苦的一次难忘的经历。敌人虽是屡次苦害，但是却不能胜过选民，将他们吞灭，

因为选民有耶和华的同在，保守和看顾。直到今天，不论是犹太人，或是主的教会，都不能被恶人所消灭；

任何恶人的苦害，都不能胜过他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像使徒保罗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林后四 9）。

2.扶犁耕背沟甚长（3 节）：「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3 节）诗人用扶犁耕背，

犁沟深长来描述、形容以色列民族深重的苦难。外邦人的工头压制他们，象农夫犁地一样。在他们背上的

犁沟，就是鞭打所留下长长的鞭痕。主耶稣受人鞭打，是用极残忍的方法，那些打他的人，所用的鞭子，

是用数条皮革编成的，这些皮鞭上系着铁钉，他们用重力地鞭打，把他的背脊拉出血沟来。感谢主，「因

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五十三 5）。

3.神施拯救断绳索（4 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4 节）正当恶人扶犁而耕的时

候，耶和华砍断了绳索，耕牛的力量就失效了，犁也停止。表示苦难停止，选民得释放。诗人回顾选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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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但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耶和华拯救的救赎史。我们当满怀信心的仰望神的

怜悯，因为公义的神因祂名的缘故看顾、保守、拯救祂的子民，古今亦然！

二、愿神惩恶使败退 （5-8 节）

1.愿恨锡安都蒙羞（5 节）：「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5 节）凡恨恶锡安的人，都是神的仇敌，

神命定一切反对他的人都必失败。诗人如此表示自己的心愿，因为这是照着神的旨意计划祈求的，神的旨

意已预定，凡恨恶锡安的人都必蒙羞。

2.收割捆禾不满怀（6-7 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

（6-7 节）以色列人住的房子大多是平房，用土打实、打平作为房顶。但是因为土浅和干旱，所以草很快就

会枯干。以致收割时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以此来形容抵挡耶和华和他选民的人，必不长久，即使

顺利、强盛也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归于无有，如同很快就会枯干的房顶之草。

3.恨锡安的不蒙福（8 节）：「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8 节）当收割庄稼的时候，犹太人路经田野，行路的人用这话向那些收割的人祝福，若收成不好就没有人

这样祝福了。耶和华的赐福是要归于敬畏祂、爱祂、遵行祂旨意的人！

结语：锡安是王的京城，象征神的权柄，恨恶锡安的人就是拒绝神在生命掌权的人！就是拒绝十字架功课

的人、就是那个放纵肉体的人。这样一个的人像是什么呢？诗人描述的很好——正像房顶的草！草长在房

顶上，实在是不自然，也长不好，没有长成就枯干了。当人凭着肉体，在那里骄傲得意，觉得我这个人多

高，我是在房顶上，什么人都在我的脚下；当他正在夸口的时候，他就枯干了。凡属血气的人，都像草一

样。人的荣耀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耶和华的话，是存到永远的。」（彼前一 24-25）

「慈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我在苦难中你搭救了我，我在急难中你应允我的祷告，使逼迫我的蒙羞。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诗一三十

【真心话】11 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诗一二九）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

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诗一二九 2-4）

引言：从早期开始，以色列已经屡次饱受苦害。例如他们在埃及所受的欺压，就是他们幼年时受奴役和痛

苦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然而，敌人却从未把犹太人灭绝。神的子民总能从被掳的景况里得拯救。他们的幸

存，一直是历史上一个极大的奇迹。他们受苦极深，时日也长。外邦人的工头压制他们，像农夫犁地一样。

在他们背上的犁沟，就是鞭打所留下长长的鞭痕。但耶和华是公义的，祂必及时干预，把残忍攻击者捆绑

祂子民、带往被掳之地的绳索和铁链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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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短讲】11 神帮助他的选民（程蒙恩）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开始受欺负，一直一直经历。从我

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神的子民经历很多的苦，很多的磨练。但是有神保护他们，

所以那些敌人没有胜了他们。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自然用的比喻：扶犁在耕

地的时候是一条一条耕得很长，敌人从以色列幼年时候就这样欺负他们，像在他们背上耕犁，很痛苦，他

们受的苦是那样的厉害。

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为何这些苦难没有胜了他们？因为耶

和华是公义的神，他就砍断了那些欺负他们人的绳索。这个绳索的意思，古时绳索是绑着俘虏，绑着奴仆。

以色列人曾经是这样给绑着，现在砍断了。就像他们原来做埃及人的奴仆，现在砍断了，出埃及。从为奴

之家，离开埃及地，来到了承受地迦南。在迦南地他们有时离弃神，受尽了仇敌的奴役逼迫。神把这个绳

索又砍断了，叫他们得自由，叫恨恶锡安的蒙羞了。

第 6 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因为犹太人的房屋一般是两层的，在房顶上为怕太阳晒，

都有很多的草，草叫他们防范炎热太阳的晒。所以那些草是很有作用的，可以挡住阳光的热气。所以说愿

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若是那些草枯干掉了，里面的房屋就很热。因为在中东夏天很热，很

难居住。所以他们要受这样的惩罚。

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收割的不够一把就是荒凉，缺收啊。捆禾的也不满怀，就是不丰富，

很少啊。所以住的地方草枯干，住的没有安宁。收成的也是荒凉，很少。过路的人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

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意思是过路的也不给他们祝福，也不为那些欺负以色列人

的祝福说：赐福给你们，奉神的名给你们祝福。过路的人都不说祝福的话。因为他们曾经一直苦待以色列

人，就是四围列邦的情形。

所以这篇主要说的是以色列幼年所受的苦，但是敌人却没有胜了他们 ，因为神帮助他们。神反而是对付他

们的仇敌，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今天对于神的众儿女来说，虽然面对很多苦难，教会面对很多逼迫，但是

逼迫苦难没有胜过我们。就像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炳不能胜过他。

【真心话】11 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诗一二九）

一、蒙光照，脱离肉体

在上行之诗的旅程中，我们分为三个五篇的组。在第一组中，我们探索了如何从世界的捆绑中脱身，离开

米设与基达，向着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行。接下来，第二组五篇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人从世界中解脱

后，他如何在神的光照下，认识到自己肉体的败坏，从而不仅摆脱世界的束缚，也挣脱了肉体的控制。这

意味着他的肉体行为需要被纠正，内心得以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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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肉体，第一步便是学会放下自我，学习依赖和委身于神。诗篇 125 篇告诉我们，「倚靠耶和华的人好

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他们逐渐认识到，是身体中的罪恶之律将他们俘虏。诗篇 126 篇 1 节说，「当耶

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回到锡安，他们明白，若没有神的帮助，依靠

肉体是无法建造神的家的。一切的劳碌若非出于对神的敬畏和遵行神的道，都是徒劳。「枉然劳力」、「枉

然警醒」成了他们的体会。只有从敬畏神、遵行主的道开始，他们才能真正获得神的祝福，享受到福分，

得到赐福。

我们现在来到上行诗第二组（125-129 篇）的终章，这也标志着第二组经历的结束。诗人在这里回顾，在

过去的日子里，神在他们身上做了哪些工作。通过苦难和十字架的磨练，神在他们身上进行了犁耕的工作，

目的是为了生长和收获。

二、一位以色列人的苦难遭遇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被掳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苦难经历。他是被掳者的第二代，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并

未被压垮。在异国他乡，他被迫劳作，遭受剥削，背上仿佛被犁头耕过，留下长长的痕迹。然而，他坚信

耶和华的公义，相信神会剪断那些残酷的巴比伦人的束缚。他回想起神曾经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的奴役中

带出，相信神会再次带领他们脱离苦难。

诗人坚信，所有压迫他们的人终将受到惩罚，就像屋顶上无用的草一样，既无生命也无价值。现在，他已

回到家乡，站在耶和华的圣山上，期待着耶路撒冷的祭司用神圣的语言祝福他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祝福你们。」

这是一首充满了苦难、信仰和希望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神拯救与保护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未来和平与祝

福的渴望。

三、以色列（雅各）一生的苦难

以色列（雅各）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从幼年开始他就不断遭受敌人的苦害，但这些经历并没有击败他。这

些苦难包括从出生开始的争夺，与哥哥以扫、与拉班的争斗，乃至与神的搏斗，直至神触摸了他的大腿，

使他全身无力。这些体验反映出一个属灵的原则——通过失败找到胜利，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放下自

我，让肉体的私欲被十字架所钉死。

在生活的苦难中，如同农夫用犁头在背上耕田，这些疼痛让我们的内心暴露无遗，但这也是为了让神的生

命种子在我们心里深深扎根，最终带来丰收。耶和华的公义在于他会剪断束缚我们的恶人绳索，让我们在

苦难中找到出路，从而在神面前成长和得到坚固。

属灵的生活也涉及到对抗肉体的挑战，恨恶神权柄的肉体最终会蒙羞退后，因为神的作工使我们成为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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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命中的肉体欲望和骄傲，就像房顶上迅速枯萎的草，显露出虚空和不满足。而当我们在属灵的旅

程中经历神的犁耕，那些经历虽苦但却是神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在神面前结出百倍的果实，得到旁人的

祝福。

为了在主里服事，我们需要不断地扩展自我，接受神在生命中的犁耕。跟随主并非易事，也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过这样正常而健康的步骤。记得，当主的犁耕来到我们生命时，这同样也是神

给予的供应、支持、安慰和引导。

【诗歌】绝望中的呐喊

我像压伤的芦苇扑倒在地

又如将残的灯火奄奄一息

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

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

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

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

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看

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

我的神啊求你把臂膀张开

让我一头扑倒你的怀里

我的神啊求你帮我排忧解难

我知道只有你能来帮助我

我的神啊

【C3 心对心】11 苦难与成长的交织

「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诗一二九 3）

在诗篇 129:3 中，诗人用深刻的比喻来描述他的苦难：「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

这句话不仅形象地描绘了深重的苦难和痛苦，也蕴含了深层的属灵含义。

1.苦难的深度与持久性：这句诗所描绘的画面，是一个人背上被犁铧翻动，形成了长长的犁沟。这不仅暗示

了苦难的深刻程度，也象征着这些苦难在生命中留下了持久而深远的痕迹。这种形象化的语言让我们感受

到了苦难的重负，以及它在时间中的拉长。

2.身体与灵魂的磨炼：这比喻不单是对身体上苦难的描述，更深入地触及了灵魂的层面。就像农夫犁田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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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一样，生命中的苦难有时候也是为了更深层次的成长和更新。犁沟虽深，却为将来的收获准备了土壤，

这里暗示了通过磨难和挑战，我们内在的潜能和灵性得以开发和成熟。

3.苦难中的神的目的：在圣经的语境中，苦难往往被视为神塑造和净化信徒的工具。虽然表面上看苦难带来

痛楚和试炼，但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正是神在人生中工作的方式。通过苦难，人们能更深地认识神，更加

依赖祂，从而在灵性上得到成长和提升。

4.痛苦与希望的并存：尽管这段经文强调了苦难的严酷，但整首诗也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仰。信

徒相信，尽管苦难临到，但最终神会带来解脱和胜利。这种在痛苦中依旧坚持希望的态度，是信仰力量的

真实体现。

5.苦难作为生命见证：苦难经历在个人的生命见证中占有重要位置。通过忍受和克服苦难，信徒展现了他们

对神的信任和依赖，这成为向他人传达信仰和希望的有力证据。在苦难中保持信念，不仅塑造了个人的灵

性，也成为了向周围人展示神恩典的途径。

6.重塑与更新的过程：苦难不仅是生命中的挑战，也是重塑和更新的过程。就如犁耕后的土地最终会迎来新

生和收获，人生中的磨难也为个人带来了重生的机会。通过这些经历，信徒学会了放下旧我，以新的面貌

和更坚强的信仰继续前行。

【纲要主题】11 愿恨锡安的蒙羞（诗一二九）

一、选民受难神救援（1-4 节）

1.敌人苦害神保守（1-2 节）

2.扶犁耕背沟甚长（3 节）

3.神施拯救断绳索（4 节）

二、愿神惩恶使败退 （5-8 节）

1.愿恨锡安都蒙羞（5 节）

2.收割捆禾不满怀（6-7 节）

3.恨锡安的不蒙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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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