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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個法則：聚與露

「聚」与「露」的法则(⼆)
《「聚」的圣经意义》

「六⽇创造」系列信息
「地」和「海」与「你的⼈⽣」 (⼆)



神说：「天下的⽔要聚在⼀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
成了。(创⼀9)
《纲要》

【聚】——在盼望中的等候与寻找(内在⽣命的蜕变)
 天下的⽔要聚在⼀处～「天下的⽔」，就是穹苍(⼤氣

層、空氣)以下的⽔。
 更新被曲扭的⽣命（揭开⽣命事件的蒙蔽 / 化咒诅为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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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与「露」的法则



神说：「天下的⽔要聚在⼀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
成了。(创⼀9)
【露】——从隐秘(不可⻅)到明显(可⻅) 

 旱地露出来～恢复地的性质（功能）——救赎性的创造
 寻⻅真我～种⼦原型与伊甸园原型… ——创造性的救赎
 五⼤祝福伴你建造不再⼀样的⼈⽣…

接下来我们分别探索「聚」与「露」的圣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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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与「露」的法则



神說:「天下的⽔要聚在⼀处…, 称⽔的聚处为「海」」(創⼀9-10)。
【⼤哉问】地表上，从海平⾯直到珠穆朗玛峰(圣⺟峰)顶的⽔聚到
哪⾥去了？

关于两次的「聚」(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我们有些提醒…
 前者:「聚在⼀处」，「聚」是被动所以是「被聚在⼀处」。

「⼀处」意思是「只有⼀个地⽅」或「同⼀个地⽅」。如果是指「地
球表⾯的海洋」，应该是是「余下的⽔」⽽不是「被聚在⼀处」。

 第9节的「⼀处」其实就是「上、下地幔」之间；原来, 那些⽔
被神聚到「上、下地幔」之间的⽔，⽐地表⾯的海⽔⼤约多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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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的圣经意义



 后者:「称⽔的聚处为海」这个「聚处」是动词「聚」的
单数名词，与第9节的「⼀处」不是同⼀个字。因此翻译成
「聚处」，很明显，这是指第⼀次「聚」的动作之后留下来
的⽔，就是海平⾯以下的海洋。因此，不是第9节的「⼀
处」，就如前⾯所说的：第9节的「⼀处」其实就是「上、
下地幔」之间；原来, 那些⽔被神聚到地幔之间的⽔，⽐地
表⾯的海⽔多三倍。

 我们在探索「聚」的圣经意义之前, 先参考描述第三⽇创
造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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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的圣经意义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造；万象藉他⼝中的⽓⽽成。他聚
集海⽔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诗卅三6-7)

  很明显的, 这节诗句中的「聚集」与「收藏」是与第三
⽇的创造平⾏。「如垒」是指海洋，「库房」就是指「地
幔之间的⽔了。

「祂『聚集』海⽔如垒」是针对神第三⽇创造的描述：
但是这节经⽂的「聚集」(ca-nas)与(创⼀9)中的「聚」
(ka-vah)不是同⼀个字。并且诗篇中的「聚集」是⼀个专
⽤字词，在圣经中出现了11次。基于这样的差异，我們可
以有两⽅⾯的思考…： 6



(1) (创⼀9)与(诗卅三7)同样是描述神第三⽇的造作，圣灵如果
感动诗⼈⽤「聚集」(ca-nas)描述第三⽇的⼯作，⽽感动摩⻄
⽤的字却是「聚」(ka-vah)描述神第三⽇的⼯作。圣灵这样的
感动，必定有特别的⽬的。 
(2) 摩⻄所⽤的「聚」(ka-vah)，主要的意义是「等候」
(wait)、「盼望」(hope)和「寻找」(look for)。這個动词在旧
约圣经中出现的45次中，只有两次被翻译成「聚集」, 在通⽤
的神学词典中，对于「聚」的翻译是列于次要的意义，并且没
有任何的解读。那麼, 我们要如何解读「聚」这个翻译在(创⼀
9)的意义，以⾄于可以明⽩圣灵的特别⽬的呢？有两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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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聚」(ka-vah)在神学辞典中既然没有解
读，因此，解读的关键在字根「等候」(wait)、「盼
望」(hope)和「寻找」(look for)的意义中。

【前提2】六⽇的创造是「救赎性的创造」，因此，
我们也要从「救赎」的眼光，依照「聚」(ka-vah)的
字根在圣经中的⽤法，解读「⽔聚在⼀处」对于你我

⼈⽣的意义与应⽤，以⾄于我们可以明⽩，且在我们

的⼈⽣中遵⾏神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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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这个字根是指「⼼中带着『渴望的期待(盼
望)』(eager expectation)⽽『等侯』」。这是神的
创造之⼯，因此，「新造的⼈」如果渴望神在基督
⾥，对⾃⼰的⼈⽣进⾏新造的⼯作。那麽，第⼀个法
则中的关键因素——「等侯」，并且是⼼中带着「渴
望的期待(盼望)」⽽「等候」，当我们要从圣经认识
这个关键因素之先，我们先认识「神的等候」。因为
不是只有⼈等候神，其实是神先等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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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的意义与你的⼈⽣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甚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
倒结了野葡萄呢？(赛五4)

 这两节经⽂的「指望」与「聚」、「等候」同⼀个字。这个「指望」
字⼲变化的意义，是⼀种带着「强烈」或「蓄意」的动作。因此，是
⼀种「强烈的指望」或「蓄意的指望」，也就是必须结好葡萄的指望，
不是可有可⽆的指望。

 第4节的「指望」是完成式。因此，神所说的话、所作的事是已经
成就的。那麽，在以⾊列⼈却没有结好葡萄，神就质疑以⾊列⼈：
「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神完成祂的⼯作之后，就等候或指望在祂所定的法则中，祂所完成
的⼯作可以成就在地上或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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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他指望的
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赛五7)

 第7节的「指望」是未完成式。从第7节⽽⾔，结出好葡萄是指神的公义
和公平。但是，以⾊列⼈没有与神对⻬，就没有成就在地上。所以这节经
⽂中的「指望」⽤的是未完成式。

  归纳两个重点：

(1) 神所「等候」的，是神所「指望」已经做成的可以成就在犹⼤
⼈身上。

(2) 当⼈没有与神对⻬的时候，虽然在天上已经完成了，但是在⼈
⽽⾔，有可能在他的⼈⽣中，并没有完成神的指望，也就是没有成
就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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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我们原是神的⼯作(杰作)，在基督耶稣⾥造成的，为要叫我
们⾏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的。(弗⼆10)。

 「⾏善」是⾏神眼中看为善的。
 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形像样式，神指望在新造的⼈⽣命

中，可以有神的形像样式。 如果没有与神的形像样式对，
就和以⾊列⼈⼀样，神的杰作虽然成就在天上，却没有在地
上完成。

 我们继续认识⼈的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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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6我
的⼼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 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 等
候天亮。(诗⼀三〇5-6)

(1)「等候」是「仰望」神的话 (不是等候神的话)
与其说等候神需要信⼼，诗⼈说等候是「仰望」(仰
赖)神的话。「仰望」是⼀个完成式，显然，神已经
向诗⼈说话了，因为「神说与就有，命⽴就⽴」(诗
卅9)。所以诗⼈的信⼼不是⾃信⼼，⽽是因神的话
(或应许)⽽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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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6 我的⼼等候主, 胜于
守夜的, 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 等候天亮。(诗⼀三〇5-6)

(2) 「等候」必须「⼩⼼谨慎」
第6节原来的经⽂是「我⼩⼼谨慎观察主，胜于守夜⼈⼩⼼谨慎观察早
晨，守夜⼈⼩⼼谨慎观察早晨」。

诗⼈⽤「守夜⼈」⽐喻「等候」，「⼼」就是「魂」这个字，就是指思
想中的谨慎、⼩⼼。因为神已经说话了，因此，⼀定会成就。「神⼀旦
说，就有；⼀旦吩咐，就坚⽴」(诗卅三9)。这是⼀个律，好像⿊夜⼀定
会过去，⽩昼⼀定会来到。因此要谨慎、⼩⼼、观察向你说话的神，免
得错过了神的时候。

「等候」是我们的⼈⽣中很真实的体验，也是第⼀个法则的前提，要留
⼼听神的话，或是专⼼听神说话。神⼀旦说话，事就要成就。(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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