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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三齒叉」？三齒叉是叉肉的工具。什麼是「外袍」？外袍是穿在身上的

衣服。這兩樣不同的東西，為什麼會放在一起呢？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這二祭司待百姓是這樣的規矩：凡有人

獻祭，正煮肉的時候，祭司的僕人就來，手拿三齒的叉子，將叉子往罐裡，或鼎

裡，或釜裡，或鍋裡一插，插上來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羅的以色列

人，他們都是這樣看待。（撒上二 12－14）�

 

祭肉是獻給神的聖物，同時也歸給祭司作為食物，祭司與聖物一同成為聖，但以

利的兩個兒子，竟然叫僕人用三齒叉去取祭物。 

 

如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或

譯：他們使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撒上二 17）�

�

以利的兩個兒子藐視主的祭物，三齒叉，是用來行惡的工具，因此，他們在耶和

華面前的罪甚重。 

 

然而他們還是不聽父親的話，因為耶和華想要殺他們。（撒上二 25）�

 

因為他們不尊重神，所以神想擊殺他們。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孩子： 

那時，撒母耳還是孩子，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上二

18）�

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華面前漸漸長大。（撒上二 21）�

 

撒母耳的事奉，不僅到達神面前，他的成長也在神的面前。 

 

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撒上二 26） 

 

同樣地在神家服事，以利的兩個兒子，在神的眼中是惡的，是神想擊殺的對象，

但撒母耳卻在神面前，越來越得神喜愛，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他們同樣生長於神家中，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兩個家庭，兩種不同的結局？ 

饗宴：聖經 



所以，我們來探討什麼樣的父母，教養出這兩種不同的兒子？ 

以利的兒子是在以利的教養之下長大，他是如何來教養孩子呢？我們從聖經中觀

察到以利的教養是一種不負責任，又放任的教養，原因有三點：1.以利任由孩子

長大。2.以利任由孩子行惡。3.以利任由孩子死亡。 

 

1. 以利任由孩子長大： 

「任由」即放任、不再介入。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撒上二 12）�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聖經一開始就介紹他們是惡人，惡人是不認識耶和華的人，

所以才這樣對待百姓。他們的身分是祭司，卻不認識神，他們的父親是祭司，他

們在祭司家庭中長大。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以利，他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沒有

積極來教導孩子認識神，也沒有為孩子預備一個認識神的環境。 

 

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你們為何踐踏？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將我民

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撒上二 29）�

 

在這裡神責備以利「尊重兒子過於尊重我」，以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尊重孩子的

選擇，我要讓他長大之後，自己做信仰的選擇，我要讓他自由，給他成長的空

間，這就是尊重孩子過於尊敬神。 

在孩子做出錯誤的選擇時，以利並未介入，他一開始就未引導他們做正確的決

定，在家庭裡，也沒有正確的示範，他並未將事業帶入家庭生活，所以孩子在家

庭中，看不到有祭司的身分，該過什麼樣的生活？他們完全沒有感覺到祭司身分

的尊貴，所以才不會想要去學習認識神，以利也沒有將孩子的成長放在神面前，

相對的撒母耳是在神面前長大。 

以利兩個兒子的成長，並不是在神的面前，而是在家庭和外面朋友這種生活環境

中，以現代話來講，孩子是生長是在安親班，並未讓孩子參與教會的服事生活，

或者未將家庭成為服事的場所，家庭生活與信仰生活是分開的，所以以利相信他

的兒子自然成長，自然成長會帶來什麼後果？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

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 14） 

 

這裡有兩種人：「屬血氣」與「屬靈」的人。屬血氣的人不會理會神的事；屬靈的

人能看透屬神的事，從原文來看，屬血氣的是「自然人」，也就是人原本是自然

的，在自然的狀態下人都是屬血氣的。 



人要追求神才能從自然轉變成屬靈成分，自然狀態是屬血氣的，要如何減少血

氣？就是要認識神、服事神、追求神。 

以利的兩個兒子，在神的眼中就是自然人，不認識神，是屬血氣的，在他們的行

為中就可看出。他們對祭司所作的事情，祭肉該怎麼吃？完全不照規範。 

 

為贖罪獻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聖處，就是在會幕的院子裡吃。凡摸這祭肉的要

成為聖；這祭牲的血若彈在什麼衣服上，所彈的那一件要在聖處洗淨。惟有煮祭

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銅器裡，這銅器要擦磨，在水中涮淨。凡祭司中的男

丁都可以吃；這是至聖的。（利六 26－29）�

 

聖經中有規定祭肉要如何吃，祭物神聖到任何人碰到也能成聖，但是他們竟隨意

叫僕人用三齒叉取肉，他們有認識神嗎？這時候以利又在哪裡呢？而且他們對祭

肉還有更藐視的做法： 

 

祭司的僕人就來對獻祭的人說：“將肉給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過的，要生

的。（撒上二 15）�

 

還有以利的兩個兒子又奪取脂油，脂油是完全屬神的，要焚燒才能發出馨香之

氣，他們居然奪取屬神之物。 

 

獻祭的人若說：“必須先燒脂油，然後你可以隨意取肉。”僕人就說：“你立時

給我，不然我便搶去。如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

視耶和華的祭物〔他們使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撒上二 16－17）�

 

由此可見，以利並未完全教導他們，任由他們自然長大，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又

放縱的教導。 

 

今日我們的家庭，是否有為孩子預備一個認識神的環境？是否將家庭成為事奉的

場所？我們是否有做孩子的榜樣？讓孩子能夠羨慕做聖工，能敬重自己是君尊的

祭司的身分。 

 

2. 以利任由孩子行惡： 

� � � � 以利年甚老邁，聽見他兩個兒子待以色列眾人的事，又聽見他們與會幕門前

伺候的婦人苟合。他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何行這樣的事呢？我從這眾百姓聽見

你們的惡行。（撒上二 22－23）�

 



 

以利一直到別人告訴他兒子的行為才知道，他未主動發現兒子有偏差的行為，他

任由兒子在小事上行惡。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箴廿七 23） 

 

這裡告訴我們要詳細了解羊群的情況，要留心觀察，這表示我們要將「心」放在

羊群身上，按照羊群的需要給他們，並且詳細觀察他們，是否有受傷、生病了？ 

換做今日的話來講，在信仰的教導上，為什麼孩子道理會聽不進去，他們是否注

意到孩子，聽講道理時眼神不對？回家時間不一樣了？為什麼一直在滑手機？ 

以利並未如此留心、且詳細察看，任由兒子在小惡上出問題，直到犯了大罪，還

是由別人告訴他，他才知道。聖經裡說他眼目昏花，其實他不僅是視力退化，更

是在屬靈敏感度上遲鈍，不只是在自己事奉上的遲鈍，在關心兒子靈性上的敏感

度也遲鈍，我們應引以為戒才是。 

 

3. 以利任由孩子死亡： 

當以利發現兒子行惡時，雖然勸告了，但卻是用柔軟的態度來說。 

 

他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何行這樣的事呢？我從這眾百姓聽見你們的惡行。我兒

啊，不可這樣！我聽見你們的風聲不好，你們使耶和華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

人，有士師審判他；人若得罪耶和華，誰能為他祈求呢？”然而他們還是不聽父

親的話，因為耶和華想要殺他們。（撒二 23－25）�

 

以利未用嚴厲的話語，或用杖來管教他的兒子，這是很嚴重的罪。以利知道他們

讓耶和華的百姓犯罪、他們是帶頭行惡、他們使人厭惡給耶和華獻祭、他們使以

色列全家灰心、跌倒，這麼大的罪，以利未用杖責打，同時兒子也不聽父親的

話。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十三 24）�

 

以利在孩子小時未隨時管教，以致演變到此地步，到現在他仍不忍用杖管教兒

子，讓孩子能夠醒悟。 

 

我曾告訴他必永遠降罰與他的家，因他知道兒子作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他

們。（撒上三 13）�

 



以利知道兒子作孽，卻不阻止，任憑兒子走向死亡。 

 

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以利，並沒有隱瞞。以利說：“這是出於耶和華，願

他憑自己的意旨而行。（撒上三 18）�

 

神藉著撒母耳來責備以利，以利聽完之後，很輕易地就放棄了，等於是消極等

死。他應該怎麼做才對？今日孩子的信仰不好，父母也無奈，但父母應該努力讓

孩子不致於走到死亡的地步，若能引導孩悔改，就要努力呼喚他；以利卻任憑孩

子死亡。因為在神殿中服事的兒子，用三齒叉行惡，招致神的憤怒，這是不負責

任又放任的教養，所以結局是悲慘的。 

 

在同一章裡 （撒上二章）出現了另一個對照，讓我們又有了希望。剛才提到的撒

母耳，他的母親每一年都會做一件小外袍，送到聖殿給他。 

在撒母耳被送到聖殿之前，他的母親哈拿就有家庭敬拜。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羅去，要向耶和華獻年祭，並還所許的願。哈拿卻沒有

上去，對丈夫說：『等孩子斷了奶，我便帶他上去朝見耶和華，使他永遠住在那

裏。（撒上一 21）�

 

哈拿從神那裡求到了撒母耳，她許願要獻孩子給神，她從孩子一出世就開始教

養，要等孩子斷奶才帶去見神，所以我們看到了哈拿：1.有一雙乳養孩子的手。2.

有一隻敬拜神的手。3.有一雙編織的手。 

 

1. 有一雙乳養孩子的手： 

她先照顧小孩的基本需求，就好像剛才箴言所說的，要留心照顧羊群，小嬰兒在

母親身邊可以得到安全感，若是忽略了這一段，孩子一出生就交給陌生人照顧，

孩子的安全感是無法得到滿足，對以後的人格發展有影響。 

在信仰帶領上也是一樣，不能突然把孩子帶到幼稚班，從孩子出生到上幼稚班，

這段時期孩子必須有父母的信仰教育，才能漸進的要求，吸收較困難的食物。所

以哈拿要等孩子斷奶，這也是有過渡期的，孩子從母乳到食物的過程，要循序漸

進，這樣孩子才能接受；在信仰上也是一樣，需要父母的陪伴與耐心，哈拿用乳

養的手，帶領撒母耳成長。 

 

2. 有一雙敬拜神的手： 

既斷了奶，就把孩子帶上示羅，到了耶和華的殿；又帶了三隻公牛，一伊法細

麵，一皮袋酒。（那時，孩子還小。）宰了一隻公牛，就領孩子到以利面前。婦人



說：「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從前在你這裡，站著祈求耶和華的那婦人，就是

我。」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所以，我將這孩子

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於是在那裏敬拜耶和華。（撒上一 24－28） 

 

哈拿以敬拜的手，做出了信仰的身教，他表現出敬畏神，讓孩子看見且領受恩

惠、要感恩、要奉獻， 

�

他母親每年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著丈夫上來獻年祭的時候帶來給他。（撒上二

19）�

 

哈拿每年讓孩子看到了，要守信仰的節期，在信仰上要恆心持守，她讓孩子知道

我們的見面，是因為神的連結，所以這種信仰上的身教，也是最重要的家庭宗教

教育，因為只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教導只能給孩童知識而已。 

 

有位傳道談到了自己的信仰，他是個溫和、有耐心的人，為什麼他會做傳道呢？

他說：他從小跟在母親身邊，母親經常告訴他，向他說見證，說心裡的甘苦，每

次說到難過時，她就跪下來禱告，而且一跪就是佷久。這位傳道小時候，就跟在

母親後面，雖然無法長時間禱告，但他對小時候的印象，就是母親禱告的背影，

他就乖乖的坐著，在無形之中塑造出他對神的敬畏與耐心。哈拿也是用身教，讓

撒母耳很敬畏神，因為她本身是對神有體會的。 

 

哈拿禱告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向仇敵張開；

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石像

我們的� 神。人不要誇口說驕傲的話，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語；因耶和華是大有智

識的� 神，人的行為被他衡量。（撒上二 1－3） 

 

這是哈拿在禱告求孩子的過程中，對神的認識。 

這種內容我們常在先知書或大衛詩歌裡看到，但哈拿只是在黑暗的士師時代尾聲

的小女子，卻在生養的事上，對神有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她獻上了撒母耳，必能

影響小小撒母耳，她用一雙敬拜神的手，來影響撒母耳。 

 

3－1 她有一雙編織的手： 

她用雙手編織了什麼？使得撒母耳得造就。 

他母親每年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著丈夫上來獻年祭的時候帶來給他。（撒上二

19）� �

�



哈拿每年做一件小外袍，這是一件什麼樣的外套？若這只是一件普通的外套，其

實意義不大，其實外袍是一種身分的提醒，撒母耳這時候穿著是細麻布的「以弗

得」，站在耶和華面前。這「以弗得」是祭司穿著的一部份。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門口來，用水洗身。要給亞倫穿上內袍和以弗得的外

袍，並以弗得，又帶上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出廿九 4－5）�

�

我們知道祭司除了以弗得之外，也要穿以弗得的外袍，撒母耳的外袍是媽媽編織

的，外袍是身分的提醒，是一種行為的要求。 

今日我們是否為孩子編織一件祭司的外袍？我們是否一針一線，讓子女知道，神

的兒女應該有何表現？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塑造，讓他們穿上適合自己的尊貴性的

外袍，也讓人看到我們的孩子不一樣。 

 

哈拿每一年為撒母耳編織一件新外袍，表示她知道孩子在成長，雖然相隔遙遠，

但奇妙地，哈拿卻能夠編織出，適合撒母耳穿的外袍，這表示哈拿她對撒母耳的

關心，她的觀察細微，也是無時不刻的。這也告訴我們，對待子女也要細心且用

心觀察，隨著孩子的成長，給予不同的期待及要求。 

 

3－2 外袍也是愛心的連結：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師。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這幾處審

判以色列人，隨後回到拉瑪，因為他的家在那裡，也在那裡審判以色列人，且為

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撒上七 15－17）�

 

撒母耳長大了，從小離開家的他，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當他開始事奉之後，仍

不忘回家，且在家中築壇，使事奉有隱藏的靈修生活，那是因為從小與母親有愛

的連結。今天我們與孩子，不可能隨時在一起，我們與孩子是否人不在一起，心

卻在一起呢？哈拿用一件貼身的衣服，使孩子的心與她連結在一起；我們在帶領

孩子的信仰上，是否以具體的方式來連結？現代科技發達，用 LINE或其他方

式，都可以彼此連結。這種愛的連結，是參與孩子成長重要的一部份。 

 

3－3 小外袍是奉獻的記號： 

小撒母耳何時可以得到外袍呢？就是媽媽來的時候，當他得到了小外袍時，也意

味著再一次的分離，以及再一次的獻上；我們是否能在帶領孩子的過程中，不斷

地讓孩子意識到，我們的人生是為主而活，我的存在是為了神。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百廿七 3）�

 

兒女是神託付給我們管理的產業，不是我們的，是神的。我們需要有這種認知，

讓兒女有這種認識，所以我們看到了，哈拿沒有佔領撒母耳，他將撒母耳放在神

的殿中，留了時間、空間給神，讓神親自帶領撒母耳，他自己也在背後為撒母耳

的信仰與事奉禱告，這是一個交託的學習，我們也應當這樣學習，因為這是一種

「獻上的學習」。所以哈拿蒙神眷顧。 

 

耶和華眷顧哈拿，她就懷孕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華面

前漸漸長大。（撒上二 21）�

 

結論 

兩種孩子，兩種父母，我們希望孩子是什麼樣子？就是讓孩子在主面前漸漸長

大。若要讓孩子成長在主面前，保守在主裡面，我們該如何做呢？ 

這是很多父母關心的問題，這個答案，就是要讓孩子侍立在神面前，讓他們在神

面前成長，參與事奉，並從事奉中認識神，對神有體驗。 

 

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撒上二 26）�

 

這樣的話，我們的孩子就能漸漸長大，得神和人的喜愛。 

我們效法哈拿負責任、交託的教養，這樣我們的孩子就能穿著祭司的小外袍。 

或者我們要給孩子一顆驕傲的心，滿足他們的肚腹，就像以利的兩個兒子那樣？ 

我想還是要養成孩子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一顆得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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