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師記 第十九章
1.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娶了一個猶大伯利恆的女子為妾。
2.妾行淫離開丈夫，回猶大的伯利恆，到了父家，在那裡住了四個月。
3.他丈夫起來，帶著一個僕人、兩匹驢去見他，用好話勸他回來。女子就引丈夫進入父家。他父見了那人，便歡歡喜
喜地迎接。
4.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將那人留下住了三天。於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5.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對女婿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然後可以行路。
6.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親對那人說：請你再住一夜，暢快你的心。
7.那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強留他，他又住了一宿。
8.到第五天，他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等到日頭偏西再走。於是二人一同吃飯。
9.那人同他的妾和僕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對他說：看哪，日頭偏西了，請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
可以在這裡住宿，暢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10.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備上那兩匹驢，帶著妾起身走了，來到耶布斯的對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11.臨近耶布斯的時候，日頭快要落了，僕人對主人說：我們不如進這耶布斯人的城裡住宿。
12.主人回答說：我們不可進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過到基比亞去；
13.又對僕人說：我們可以到一個地方，或住在基比亞，或住在拉瑪。
14.他們就往前走。將到便雅憫的基比亞，日頭已經落了；
15.他們進入基比亞要在那裡住宿，就坐在城裡的街上，因為無人接他們進家住宿。
16.晚上，有一個老年人從田間做工回來。他原是以法蓮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亞；那地方的人卻是便雅憫人。
17.老年人舉目看見客人坐在城裡的街上，就問他說：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18.他回答說：我們從猶大的伯利恆來，要往以法蓮山地那邊去。我原是那裡的人，到過猶大的伯利恆，現在我往耶
和華的殿去，在這裡無人接我進他的家。
19.其實我有糧草可以餵驢，我與我的妾，並我的僕人，有餅有酒，並不缺少什麼。
20.老年人說：願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給你，只是不可在街上過夜。
21.於是領他們到家裡，餵上驢，他們就洗腳吃喝。



士師記 第十九章

Ø 第一段：身为神的仆人利未人娶妾（士师记19:1-3）

申命记 17:17 “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偏邪”

申命记 18:1-2：“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無分無業；他們所吃用的就是
獻給耶和華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們在弟兄中必沒有產業；耶和華是他們的產業，正
如耶和華所應許他們的。”

Ø 第二段：妾的父亲(过于)热情款待利未人(士师记19:4-10)

希伯來書13:2“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
使。”

Ø 第三段：基比亚的冷漠和老人的好客

馬太福音25:35 :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
我住”

約翰壹書3:17-18: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
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士师记19章1-21节经文的启示：

1. 婚姻的神圣性：尽管利未人娶妾的行为在当时文化中存在，但新约强调一夫一妻制和

婚姻的神圣性，提醒我们珍视婚姻关系中的爱和责任。

2. 热情好客：妾的父亲对利未人的热情款待展示了好客之道的重要性。新约教导我们要

互相款待，表现出对他人的关怀和爱心。

3. 关怀陌生人：基比亚的冷漠与老人的好客形成对比，提醒我们不要对需要帮助的人冷

漠，而应像对待基督一样，以爱心接待他们。



思考题

1: 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要愛人如己”（马太福音22:39）。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邻舍”？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去关心和帮助我们的邻
舍？

2: 现代社会中的快节奏生活和自我保护意识是否让我们变得冷漠？我们如何克服这
些障碍，真正实践耶稣教导的爱心和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