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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綜覽 

 

第三課  利未記(Leviticus) 

 

I. 主題﹕聖潔（Holiness）12:2 

  

神在創世記裏揀選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記裏救贖了他們。在利未記裏使他們成為

聖潔。這也預表我們今日在得救之後，必須成聖。 

 

II. 名稱和目的 

         

這一本書的名稱在希臘文的譯本中是 “與利未人有關” 之意。 這一書可以稱為 

“讚美神的手冊”, 或是 “在律法下的以色列人”。這是一本關於行為和敬拜  

神的書。 這本書教導一個罪人如何接近神聖的神(以色列被潔淨)。 要獻祭才能接

近神。 要成聖才能與神同行。在神與以色列人民建立約之後，他們屬於神，神愛

他們，所以守律法是他們愛的回應。 

 

III. 全書結構﹕ 

           

          I. 人如何去接近神， 1-10章 

a) 靠獻祭，1-7章 

b) 靠祭司，8-10章 

II. 人如何成為聖潔， 11-27章 

a) 靠分別，11-17章 

b) 靠清潔，18-27章 

聖潔的子民，18-20章， 

聖潔的祭司，21-22章， 

聖潔的節期，23-25章， 

聖潔的行為及許願26-27章。 

 

IV.   作者﹕摩西，在以色列人停在西乃山時，開始曠野旅程之前。在出埃及記

12﹕1，以色列人開始新的曆法。在出埃及記19﹕1，西乃山神給律法是第一

年第四月。在出埃及記40﹕17，會幕造好時，是第二年，第一月，第一日。

利未記神给律法是第二年，第一月。民數記1﹕1，以色列人開始曠野旅程是

第二年，第二月，第一日。 

 

 

V. 從四個分段來思考利未記 

 

 

接近神(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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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強調接近神的兩個重點: 獻祭(1-7章)與祭司(8-10章)。 

1. 獻祭: 罪人可以恢復與神和好； 

2. 祭司: 罪人可以經他接近神。 

耶穌基督完全符合這兩項要求；他是為我們犧牲, 也同時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藉

由他接近神。 

 

利未人的獻祭有五項： 

1. 燔祭 Burnt offering (象徵完全的生命的奉獻), 

2. 素祭 Meal offering (把人民勞動的成果獻給神), 

3. 平安祭 Peace offering (象徵與神同在交通), 

4. 贖罪祭 Sin offering (指因為疏忽或在禮儀上所犯的罪), 

5. 贖愆祭 Trespass offering (贖對鄰居犯的罪)。 

根據希伯來書(10:1-14)這些都預示主耶穌基督的位格及衪贖罪的工作。 前三者屬

於有馨香的獻祭；象徵耶穌奉獻自己給神,基督豐盛的奉獻,基督無暇的奉獻。後兩

者屬於非馨香的獻祭,象徵基督洗盡我們的罪與我們的愆。祭司是亞倫的子孫。第

十章提到亞倫的子孫，拿答亞比戶犯罪。他獻凡火，被燒死。 

 

潔淨的儀式 (11-16章)         

 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與其他人種在生活微小細節上都有不同。因為神在11﹕

44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他們必須避

免任何道德上和禮儀上的不潔（喫的東西，生產，大麻瘋，漏疾）。無疑的神的指

示有其衛生上和屬靈上的原因。但各種淨化儀式都教導屬靈上的事實,那就是人都

是有罪的,藉由潔淨他們才能與神同行。 贖罪日(Yom Kippur)是一年中唯一的一天,

大祭司可以進入至聖所。主耶穌不止因我們的罪而死(由第一隻羊的死來象徵替死

或贖罪),衪並且把我們的罪帶走,所以它們永遠不被找到(就像那隻放走的羊來象徵

原諒並移除) (以賽亞 43:25)。 

 

神的子民的聖潔(17-22章) 

        聖潔 (Holiness)的字源是“與…分別”之意，在20﹕24說，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使你們與萬民有別。在這裡說明神的道德的標準,行為的律法,並且解釋

了分別的必要性。這本書可以以一詞貫之,那便是聖潔(19:2)。說到牛羊獻祭的規

矩，禁喫血，以及婚姻的律法。 

 

神聖的季節與誓言(23-27章) 

        除了每個星期的安息日(提醒以色列人神是造物主)之外, 每年還有七個負

有象徵和重要意義的節慶。 

    

1. 逾越節 (一月十四日,彰顯神是救贖者)有紀念性,並代表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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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利未23:5，民數28:16，申命16:1-2。 

  以色列人記念神在埃及的拯救。 

  基督是我們逾越節的羔羊，祂從罪中拯救我們。  

2. 無酵節 (一月十五到二十一日,慶祝出埃及)說明有聖潔與神同行(林前 5:8)。 

            參考利未23:6-8 ，民數28:17-15 ，申命16:3-8 

  記念以色列人與神的新的關係，屬神子民的聖潔。 

  在拯救之後，要成為聖潔。   

3. 初熟節 (一月十六日, 獻祭莊稼) 象徵耶穌復活(哥林多前書 15:23)。  

         參考利未記23:9-14 ，出埃及記23:16 ，民數28:26-31。 

  開始禾稼的收割。 

  代表基督的復活，是初熟的果子，將來基督徒也將復活。   

4. 五旬節 (三月六日, 獻祭初熟的莊稼,象徵一切來自神)，又叫七七節 

           (Feast of Weeks),是代表聖靈形成教會(基督的身體)的那天。  

         參考利未記23:15-22，出埃及記34:22，申命16:9-12。 

         五旬節禾稼收割完成。 

  五旬節聖靈的降臨，開始了教會。 

這四個從春天到初夏的神聖的節日主要是與教會有關。  

 

後面三個節日是在一個相當漫長的秋日之後, 預言以色列國的未來。   

5. 吹角節 (七月一日, 慶祝新年的第一天: Rosh Hashanah)  

            慶祝以色列人被神再收聚。  

         參考利未23:23-25 ，民數29:1-6。 

  預表在教會時期結束之後，神要召集以色列人在一起。  

6. 贖罪日 (七月十日, Yom Kippur) 講述未來以色列國的悔改。   

         參考利未23:26-32，16章，民數29:7-11。 

  預表以色列人的悲哀及悔改，他們願意接受主耶穌。 

7. 住棚節 (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 慶祝神在曠野對以色列的信實)  

            期望一個千禧年的國度(撒迦利亞書 14:16)。  

         參考利未23:33-44 ，民數29:12-40 ，申命16:13-15。 

  預表千禧年的王國，以色列的榮耀在主再來之後。 

 

安息年(第七年不耕種) 教導人要倚靠神。     

禧年(Jubilee, 第五十年) 更加教導所有土地屬於神。 

 

VI. 全書要點﹕The way to God is by sacrifice. 

    The walk with God is by sanctification. 

  也可以說本書強調信徒的崇拜（worship） 

   及與神的交通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