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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诗篇（16）大卫祈求胜利，以及为胜利而歌颂（诗 20:1-21: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诗篇 18:49-19:14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诗篇 18:49-19:14 继续讲述大卫求神施行公义、拯救义人，以及大卫庆祝胜利所作的赞歌。 

 

大卫感谢神膏立他为王，重申神与他的立约。这也是诗篇 18 篇的基调。这里说的话已在耶

稣基督身上应验，祂是大卫的子孙，要作万国的君。保罗在罗马书 15:9 引用诗篇 18:49 的

话，说明神的救恩也给外邦人。 

 

在诗篇 19 篇，大卫默想的步骤是由神的创造开始，再借着神的话语及大卫自己的罪而想到

救恩。神透过大自然来启示祂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和我们的有限；神又借着圣经启

示祂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和我们的污秽；神还透过我们日常的经历来启示祂自己，

使我们认识到神的宽容和我们所得的救恩。 

 

我们周围的环境，奇妙地显示出神的作为。穹苍明显地证实了神的存在、神的能力，以及神

的慈爱和关顾。认为宇宙是偶然产生出来的理论其实无法自圆其说。这个错综复杂却又充满

规律的宇宙，正好显明必须有一位创造者。当我们在大自然中看见神的作为，就要为这样伟

大美丽的创造感谢神，也要为着大自然启示这位创造者的真理而感恩。 

 

使徒保罗曾经在罗马书 1:19-20 参考诗篇 19 篇，说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大自然所昭示的来认

识神的存在和能力，不过这并没有抹煞传福音的重要，因为我们仍然要把神的救恩传到地

极。无论怎样，各处的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处的大自然中得到证据，相信有一位充满慈爱的创

造者。那些说没有神的人，其实是最痛苦、最绝望的人。 

 

当我们想到律法，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那些限制我们享乐的东西，但这里我们却看见一个相

反的结果，那就是：律法可以使我们苏醒，使我们有智慧，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光明。因为神

的律法是我们道路上的指引和亮光，而不是手脚上的锁链。律法会指出危险，并警告我们；

也会指示成功之路，并引导我们。 

 

罪咎感常常困扰基督徒，他们担心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比如行善的动机不良，没有完

全忠心地承担责任，或者是忽略了某些该做的事情。一方面，罪咎感可以带领我们归向基

督，使我们行正路；另一方面亦可能会绊倒我们，使我们惧怕。要知道神的赦免是完全的，

即使那些我们没有察觉的罪，神都会赦免。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隐而未现的过错”是我们的问题。这些过错是隐藏的，会

让我们认为自己是好人、不是罪人。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知道什么是“大罪”

吗？“大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祂是这首诗篇所说的那一位神。请听诗人的话，很多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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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经文祷告。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

是大卫的磐石？基督！谁是他的救赎主？是基督。基督也是你我的磐石和救赎主。靠着神的

恩典，基督成为你我的磐石和救赎主。这是一首美妙的诗篇！ 

 

接下来，我们进入诗篇 20 篇的研读与查考。 

 

诗篇 20 篇，本不属于弥赛亚诗，但我把它标作弥赛亚诗，因为它预言弥赛亚及其救赎大

工。我认为本诗和后面两首诗有密切的关系。在以色列，这些诗篇都是在崇拜的时候大家一

起唱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诗篇是由带领敬拜的利未人主唱，敬拜的会众轮唱。关于这首

祷告诗，有位神学家说：“教会祷告，祈求弥赛亚君王得胜。弥赛亚作为捍卫者和拯救者勇

敢地奔赴战场，因为天父喜悦，为要成就祂的旨意。”这是另一首述说神恩典的诗篇。 

 

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恳求胜利。即将出战的君王，在招集军队与会众祈祷献祭时会吟诵这首

诗歌。首先，1-5 节是诗人献上恳求神赐福的祷文；接着，6-8 节宣告王或主管仪式祭司的

话语；最后，9 节是会众献上简短恳切的祷告。本诗谈论生死攸关的问题，被视为诗篇中最

紧张的诗。历代志下 20 章明确表现这首诗的背景，由王先向神祈祷，利未人传讲鼓舞性的

预言，劝勉以色列百姓信靠神保守的能力。 

 

诗篇 20:1 记载：“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本节中的代词使用单数“你”，不是复数“你们”，指的是 6 节所说的“耶和华的受膏者”。

以色列人认为一人可以代表全体，一人的命运就是全体国民的命运。耶利米哀歌 4:20 记

载：“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

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此句并不是说神名字本身具有某种神奇力量，而是指神的自我

启示和拯救使投靠神的人所发出的热心。 

 

“你遭难的日子”，就是我们求神听祷告的时候。这是大卫的诗。雅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呢？因为神的恩典。神不会因其被称为雅各的神而感到羞愧。你我可能会，因为我们有罪。

神的恩典救了雅各。 

 

诗篇 20:2 记载：“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 

 

经文中的“圣所”是指什么呢？教会吗？不是！是耶路撒冷的圣所。锡安在哪里？锡安在以

色列。圣所与锡安是同义词，象征神的圣洁与临在。 

 

诗篇 20:3 记载：“记念你的一切供献，悦纳你的燔祭，（细拉）” 

 

大卫忠心地献上供献和燔祭，是耶和华悦纳他和记念他的特别原因。本节经文让我们联想到

基督的献祭，基督把自己献上，祂不只是流泪祷告，还把自己献上。 

 

诗篇 20:4-6 记载：“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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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

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这句与诗篇 21:2“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稍有不同，但

两节经文都属于“赞美耶和华之名与救恩”的同一主题，“所愿”有时也译作“谋略”。如以

赛亚书 11:2 记载：“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

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 36:5 记载：“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

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夸胜”与 6 节的“救护”及 9 节的“拯救”，都出于“拯救”这同一词根。胜利不是一时

或短暂的，特点在于永恒性。 

 

这段经文让人联想到：天父会听主耶稣的祷告。在约翰福音 11:41-42 主耶稣祷告说：“父

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

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神必定会听，也会应允人的每一个祷告。 

 

诗篇 20:7-9 记载：“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

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句极其鲜明地对比了非基

督徒与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世人依靠资财、武力等外在属世之物，但圣徒只信靠神。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句若译成“主啊，当我们呼求

时，求你使王应允我们！”更接近原文。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今天，对我们来说，祂是救

主，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求耶和华施行拯救；”这句话的希伯来原文是和散那，这是

一首重要的和散那诗篇。愿神使我们的心真正信靠祂。 

 

诗篇 21 篇是另外一首弥赛亚诗，虽然引言时没有把它列在弥赛亚诗的名单中，新约提到基

督时，也没有引用这首诗，但我觉得你读本诗的时候，会感受到和基督有关。以色列人从一

开始就知道这首诗篇有提到弥赛亚。旧约最古老的经文以及犹太教法典说到“王”，都是指

向弥赛亚的。一位最伟大的犹太旧约学者赞同这种解释，但他建议不要这样解释，因为基督

徒也会用这首诗篇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这种反对式的建议，我觉得是非常有力的

证据，证明这首诗确实指向主耶稣。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举行圣餐仪式的教会，在庆祝基

督升天时，会引用这首诗篇，他们用这首诗纪念基督升天，换句话说，主耶稣回到荣耀里，

坐在高天作我们的大祭司。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基要派基督徒不太注意基督升天，他们庆祝圣

诞节、复活节、五旬节，却忘了基督的升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首诗让我

们有机会认真地思考主耶稣升天的意义。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以王的身分坐在天上，有一天祂

会再来、审判那些拒绝祂的人。大卫写这首诗，提到基督要降临在地上作王。信徒在圣殿敬

拜的时候会用这首诗篇。有位学者说：“每一个犹大王不过是最典型、最软弱的以色列王，

每一个敬虔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眼前所看见的统治者，不论是大卫自己，或他的后裔，都期

待这位基督，基督是大卫及其后裔的主。” 

 

诗篇 21:1 记载：“耶和华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 

 

虽然大卫说出他个人的经历，但主要还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大卫说：“王必因你的能力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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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希伯来书 12:2 提到主，经文记载：“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

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节经文说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喜乐，因

赋予祂的权柄和能力而欢喜。祂升上高天，天使和掌权的都降服于祂。今天凡靠着祂进到神

面前的人，祂都拯救到底。这首诗歌很精彩。 

 

诗篇 21:2 记载：“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细拉）” 

 

约翰福音 17:1 讲述主耶稣以大祭司身分，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

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祷告，以及主所有的祷告都蒙应允了。这是主要升天的祷

告。祂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祂心里所愿的，天父已经赐给祂。约翰福音 17:24 记载：“父

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

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将来当我们和主在一起时，这个祷告也会应验。主必再来。圣

父从不拒绝圣子所求的。 

 

王所求的胜利，神已赐给。众民欢欣，迎王归来；放下战盔，换上王冠。 

 

诗篇 21:3-6 记载：“你以美福迎接他，把精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

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

他有洪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凯旋的王既安全无恙，求神赐他长寿，拥有非凡的尊荣和无尽的喜乐。这让人联想到主耶稣

基督降世是为了用祂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祂极其谦卑，一再祷告恳求。祂在客西马尼园受

苦。诗篇 102:23-24 记载：“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

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在路加福音 22:42 主耶稣祷告说：“父啊！你若愿

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 5:7 记载：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

应允。”祂的祷告蒙应允了吗？其实祂死了。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现在祂荣耀地永远活

着，坐在神的右边。“他因神的救恩大有荣耀”，主耶稣满有荣耀，因为祂救了你，也救了

我！ 

 

诗篇 21:7-13 记载：“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

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

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原文是果

子），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作成。你必

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

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从古到今，一个不灭的真理呈现在人类的历史中，那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

悦；”信心连接了神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神有信心，才能蒙神信实的回应。信心是叫人倚靠

神，不倚靠自己，因而换来了神信实恩慈的对待。 

 

这段经文描述了神完全的得胜。神要灭绝一切敌挡公义真理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是神对罪公义审判的结果，神对罪的惩治是绝对严厉的。“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

计谋，”这句是表示罪的显露，这里的受词是“你”，因为反对义人的，就是反对神了。所以

众军民合理的回应是：因神要作的大事，愿祂被高举。他们高举神的方式是以歌唱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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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处经文我总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棘手，诗篇 22 篇就是其中之一。每次读诗篇 22 篇，总让

我觉得是站在圣地，应该脱掉属世的鞋子。这篇诗篇又被称为十字架的诗篇，因为比圣经中

其他经文更精确、更详细地描写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当然，这首诗也和创世记 22 章以

及以赛亚书 53 章相呼应。有很多弥赛亚诗篇描写基督。比方说，诗篇 1 篇描写基督的人

性，说明基督是谁、祂的一生、祂的工作。但诗篇 22 篇让人感觉好像是在看 X 光的片子，

透视了基督的思想，进入祂的生命。在这首诗篇里，我们看到基督在受难时痛苦的一面，祂

的灵魂赤裸裸地敞开。福音书记载基督死亡的历史事实，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只有诗

篇 22 篇启示了基督的思想。很多学者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 22 篇。我同意这

种看法，因为在福音书中，主耶稣的十架七言有些是引自这首诗篇以及其中的背景。很多教

会喜欢在受难节的聚会中，使用七个神职人员分享基督的十架七言。听众每次聆听，都会觉

得是一场属灵的盛宴，大家集思广益地提出属灵的见解，让我们获益良多。但我们应该把自

己融入这十架七言的信息中，不是站在十字架底下听有关主耶稣的道，而是应该与主同钉十

字架。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也就是十字架来看基督的受难。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诗篇 22 篇的

研读与查考，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

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

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