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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苦命的女人 
2021.10.3 

【經文】得一 

路得記描述一個家庭在充滿苦難的時代中，經歷了離鄉、寄居外地、家中男人相

繼去世，最後，一對婆媳在無奈中返鄉，卻奇妙的使家庭重建；從無言悲傷到憤怒吶

喊再到歡欣喜悅，是一個感人肺腑、動人心弦的美麗故事。整個故事有四幕場景，今

天我們要看故事的背景及第一幕。 

一、她們遭遇的                                。 

（一） 遭遇飢荒 

得一：1「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
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應許之地是流奶與蜜之地，應該是很肥沃的土地（伯利恆的字義就是「糧食之

家」），但有時候還是出現饑荒。基督徒信主之後有平安喜樂，但仍舊會遇見困難，

甚至是很大的難處。其實這兩種現象在生活中是共存的。敬虔的基督徒有時候也因

著大環境不好，一同與眾人落在饑荒的處境中。 

（二） 家中男人都死了 

然而，苦難沒有停止，在那裏以利米勒死了。拿俄米的二個兒子各自娶了摩押女

子俄珥巴、路得為妻，沒想到拿俄米的這兩個兒子在沒有生兒育女的情況下也死了。

在當時以務農為主的社會中，女性的角色是很艱難的，因為沒有足夠的力氣可以種

田，寡婦這個字在當時代表的不僅只是失去丈夫，還含著孤單、被遺棄和無助的意

思。因此聖經中，寡婦常和孤兒、寄居的異鄉人並列，是社會上與經濟上的邊緣人。 

二、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                 與                            的行動 
得一：8「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

你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 

這個讓媳婦回去的決定，表面上容易，其實是萬分艱難。一旦讓她們回去，拿俄

米就要背負著使以利米勒、瑪倫、基連在以色列中除名的責任。但拿俄米不願意連

累她們，決定讓她們回去。 

最後俄珥巴拗不過拿俄米、與婆婆親嘴而別。我們不需要負面解釋俄珥巴，她只

是做了一個比較正常、比較平凡的決定。不過也就是這樣，才凸顯了路得的好，她

做了一般正常人不願意做的傻事，做出了不平凡的決定。路得承諾要陪伴拿俄米，

不但陪在她身邊，也要奉養婆婆，一生與婆婆同甘共苦：與她一起奔走前面的道路，

一起回家、重建家園，同生共死。這是願一生至死永不分別的承諾，甚至離世後仍



然在一起。我們看見拿俄米和路得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充滿了愛和為對方著想的

恩慈。我們的人生也會遭遇困境，我們怎麼反應？是將自己的利益抓得更緊，更自

我防衛、更自我保護，甚至為了自己的保障而犧牲他人、利用他人？還是會像拿俄

米與路得一樣呢？ 

三、上帝的手奇妙帶領 
得一：22「拿俄米和她兒婦摩押女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
大麥的時候。」 

上帝的手如何奇妙的帶領她們呢？這章聖經的最後一節經文就是一個開始。古代

的旅行並不方便，特別是面對安全的問題，包含盜賊和野獸，而兩個女人更是非常

危險。另外，因為安全的考量，時間很難預估，為了避免盜賊的危險，有時候會耽

延很久。若回來的時間太晚，可能收割季節過了，想拾穗都沒機會。她們一路上平

安順利，回到伯利恆的時間又是最好的時間點：因為大麥是最早收割的農作物，撿

了大麥之後，還可以接著撿小麥。這都是上帝的眷顧和帶領。相對於第一節的饑荒，

最後一節讓我們看到豐收，這樣的豐收也將會豐富地臨到這對窮寡婦。 

結論 

拿俄米對城中的婦女說，不要叫我拿俄米，因為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瑪

拉，瑪拉就是苦的意思。但是接下來故事的發展，我們會看到上帝如何奇妙的使她

由苦轉為甜。我們會看見上帝以隱藏的方式，藉著日常生活中一連串的巧合，來扭

轉祂良善子民的命運。因此我們大可以勇敢的相信神，相信祂不會忘記我們、不會

忽略、遺忘我們，而能夠在艱困中依然喜樂地持守良善，以恩慈憐憫來對待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