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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指藉著聖經經文的閱讀、默想和禱告，使自己與神的關係親密，每

次都是聽到上帝講話，久而久之我們的思想態度就有所轉化。靈修作為學問(靈

修學)，則有更多深厚的教育內容，需要一生學習。 

  有一天，我讀經之前，比往常慣性的禱告迫切了一點。打開聖經，讀到與

傳統譯本(和合本)不太一樣的內容。對經文有了更好的掌握。經文是： 
 

約櫃在基列‧耶琳許久。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撒上七 2，

和合本)。 

從約櫃留在基列‧耶琳的那天起，經過了許多日子，有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

哀哭歸向耶和華。(撒上七 2，和合本修訂版，NIV 相同)。 
 

  很明顯，新的翻譯將以色列人的約櫃被擄，又歸還以後的信仰狀況，以他

們的哀哭表達清楚了。經文使我們看到(1)這段歷史有起點；(2)這段歷史的時間

長度；(3)這段歷史的特點；(4)這段歷史對我們的光照。 
 

(1) 起點：「約櫃留在基列‧耶琳的那天起」。這牽涉到之前的三章經文，那是

約櫃(神同在的象徵)被擄，聖經明言「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為神的約櫃被擄

去了」(撒上四 22)。那時的以色列，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是

士師時代的晚期，黑暗最深的時代。 

(2) 時間：「經過了許多日子，有二十年」。在聖經，以四十年為一代。二十年

是半個時代，這半個時代足以使嬰孩可以成為戰士的歲月裡，以色列人轉

型進入「歸向」耶和華的時代開始了。雖是「經過了許多日子」，卻是值得

的。 

(3) 特點：「以色列全家都哀哭歸向耶和華」。這是以色列的新時代開始，是「歸

向耶和華」的時代。解經家提醒我們撒上七 2 和 3 節是連在一起的，不可

分開。(Keil & Delitzsch)。經過撒母耳的勸導，以色列人除掉了諸巴力(偶像)

和亞斯他錄(女神)。這都是迦南當地的宗教文化。此小段的總結令人振奮： 
 
以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的事奉耶和華。(撒上七 4) 
 

(4) 光照：靈修一定有它主觀的成分，因為與神的關係就含有主觀的經歷。那

麼，光照也不單單是理性上對經文的理解。香港回歸已經二十三年，我們

怎樣才能說「香港教會都哀哭歸向耶和華」呢？撒母耳所要求的：「你們若

全心回轉歸向耶和華，就要從你們中間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亞斯他錄，預備

你們的心歸向耶和華，單單事奉他，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撒

上七 3，和合本修訂版)，是否也是我們的問題？然而，短短三節經文(撒上

七 2-4)最關鍵的是「…全家哀哭歸向耶和華」。我深深相信，香港基督徒沒

有比現今更需要「哀哭歸向神」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