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出埃及記 22:21-23:9 教學講義大綱 

主要思想：討神喜悅的聖潔生活應該優先考慮照顧弱勢群體和為每個人伸張正

義。 

一、這段經文的上下文 

1. 事件背景： 

o 《聖約》中的材料分為不同的部分，每個部分都貢獻了一些獨特的

東西。 

o 這段經文強調上帝的聖潔與憐憫和正義的概念密切相關。 

o 此部分記錄了一系列毫不妥協的道德勸誡或戒律。 

2. 三個主題： 

o 出埃及記 22:21-27：對社會中最弱勢的成員表示同情。 

o 出埃及記 22:28-31：主要關注以色列人與神的關係。 

o 出埃及記 23:1-9：確保司法系統的公正性，以創造一個公正的社

會。 

二、歷史文化背景 

1. 古代近東文化： 

o 考古學家發現的法律集和文本，為了解不同的古代近東文化提供了

線索。 

o 雖然這些法律集強調保護寡婦和孤兒的重要性，但《聖約書》中對

外國人的保護是獨一無二的。 

三、難解字義 

1. 無助的寄居者（22:21）： 

o 保護外僑的命令基於紀念出埃及和以色列人的寄居身份。 

o 外僑需要特別的照顧，以防受到歧視或欺侮。 

2. 無助的孤兒（22:22-24）： 



o 孤兒、外僑、寡婦是古代社會中最軟弱無助的三個階層。 

o 他們需要法律的保護，以維持基本的尊嚴。 

3. 無助的寡婦（22:22-24）： 

o 寡婦與孤兒、外僑一樣，常仰賴施捨過活，法律必須保障她們的基

本生活需求。 

4. 無助階層應得的待遇（22:22-24）： 

o 古代近東法律通常強調保護窮人、寡婦、孤兒，但《聖約書》中對

寄居者的保護是獨特的。 

5. 收取利息（22:25）： 

o 借款時收取利息的限制基於農民互相倚賴和城市商賈的現象。 

o 向以色列人收取利息被宣佈為非法行為。 

6. 貸款慣例（22:25）： 

o 古代農人、工匠、商賈經常向放債人借錢，法典中規定了法定利率

和貸款慣例。 

7. 外衣作為抵押（22:26-27）： 

o 散工常拿外衣作為工作一整天的抵押，律法規定外衣必須在日暮之

前歸還。 

8. 毀謗神或官長（22:28）： 

o 希伯來原文可以譯作“神”或“審判官”，表示不容忽視或侮慢。 

9. 五穀的奉獻（22:29）： 

o 每次收成都應該有一部分分別出來獻給神。 

10. 獻頭生的為祭（22:29）： 

o 頭生的牲畜和長子必須獻為祭物，以保證豐饒。 

11. 第八天（22:30）： 

o 牲口出生八天後取來獻祭，與兒子在第八日受割禮相對應。 



12. 死畜之肉（22:31）： 

o 禁戒吃可能使以色列人在禮儀上不潔的肉，作為他們「分別出來」

作神子民的標記。 

13. 狗（22:31）： 

o 狗經常在街道和垃圾堆中覓食，被視為不潔。 

四、經文段落詮釋 

1. 不可虐待或壓迫外邦人（22:21）： 

o 以色列人不得壓迫外邦居民，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壓迫提醒他們

這一點。 

2. 不可佔寡婦孤兒的便宜（22:22-24）： 

o 寡婦和孤兒容易陷入困境，需要特別保護。 

3. 借錢給有需要的人（22:25-27）： 

o 禁止向窮人收取利息，要求照顧貧窮和不幸的人。 

4. 不可褻瀆神（22:28）： 

o 不僅僅是對上帝的口頭咒罵，還包括無視、羞辱或蔑視他。 

5. 供物和頭生的奉獻（22:29-30）： 

o 以色列人對神要慷慨，長子和頭生的牲畜都要獻給神。 

6. 作聖民（22:31）： 

o 禁戒不潔淨的食物，顯示以色列人是神的聖民。 

7. 不可散佈虛假消息（23:1）： 

o 確保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證人的誠實至關重要。 

8. 不要隨波逐流（23:2-3）： 

o 證人必須說實話，不得受到社會壓力或強大遊說團體的不當影響。 

9. 幫助敵人（23:4-5）： 

o 以色列人要幫助可能視為敵人的人，肯定愛敵人的概念。 



10. 不為窮人伸張正義（23:6-7）： 

o 窮人在法律程序中不應受到歧視。 

11. 不可賄賂（23:8）： 

o 任何人不得接受可能影響其作為證人或法官角色的禮物。 

12. 不可欺壓外邦人（23:9）： 

o 特別指法律糾紛中如何對待外國人。 

五、神學詮釋 

1. 聖潔生活的標準： 

o 聖潔的生活不能只透過律法來創造，神的道德標準異常高且要求非

常高。 

o 這段經文中的道德戒律以完美為目標。 

2. 憐憫與公義： 

o 以色列人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成員採取關心的態度，尤其是外國

人、寡婦、孤兒和窮人。 

o 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正義的關心是聖潔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 

3. 創造聖潔國家： 

o 衡量任何社會品質的兩個密切相關的標準是對弱勢和邊緣化成員

的關心，以及司法系統的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