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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思考問題 

 先知們的言行如何引導你與神同行呢﹖ 

 

第三十章 神恩賜預言﹕2/2 先知書(828) 

「所有錯得離譜危殆之原因﹐是因為每一人都在隨著真理

而行。他們的錯謬不在於他們隨從一項錯謬﹐而在於沒有

隨從另一項真理。」 

巴斯卡﹐沉思錄。14.863 

I. 大小先知書引言(828) 

 各卷先知書的開頭引言通常告知了該卷的文體﹑作

者﹑歷史背景等。引言的散文體也決定了釋經法是文法~歷

史法。 

 [先知書很難讀﹐由於文體﹑內容﹑歷史事件錯綜複

雜﹑國內及國際政情動盪不安﹐加上它正處在由OT進入NT

的轉型期。不只如此﹐彌賽亞的啟示也頻頻登場﹐將個救

恩史與神學啟示拽向新的舞台﹐等候基督的降臨。] 

II. 神學與先知的形態(828) 

A. 引言(828) 

 著作大小先知書(760~425 BC)的信息﹐是以詩歌體表達

的聖言(oracle)﹐其中也有散文及讚美與祈求。形式批判學

分析它有三種聖言﹕審判﹑悔改﹑救恩。(各種聖言尚各有

細分。) 可由申命記30.1-3來認識它們﹕ 

30.1我所陳明在你面前的這一切咒詛都臨到你身上﹔你

在耶和華你神追趕你到的萬國中必心裡追念祝福的

話﹔30.2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

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聽從他的話﹔30.3那時﹐耶和

華你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華你

的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

來。 

聖言的根據仍是恩約﹐尤其是西奈山(摩西)之約。(1)審判是

根據約下的咒詛。(2)但神仍在其中記念祂立約的信實﹐向

悔改者變為仁慈。(3)神就赦免﹑挽回﹑建立他們這些「餘

民」。「我們縱然失信﹐/ 祂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

乎自己。」(提後2.13) 詩篇30.5最能摘記先知們的信息﹕ 

因為祂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 

 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歡呼。 

三種聖言運作其間﹐至終成就神恩約下的救恩。 

B. 聖言與以色列的盟約(829) 

 先知所發出的聖言與恩約絕對是符合的(參申13章)。四

項無條件的恩約－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約﹑摩西(西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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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大衛之約－裏﹐律法提供審判﹐而亞伯拉罕與大衛

之約則提供救恩。 

C. 審判聖言(830) 

 最顯目的判例就是拿伯事件(王上21章)。亞哈貪圖拿伯

的祖產﹐強取豪奪﹐耶洗別利用徇私的長老們陷害拿伯。

但是神透過以利亞發出審判的聖言(21.19, 20b-26)。 

 土地正義在利未記裏﹐神十分看重(利25.23)﹐禧年制

度是神要維持這種正義的作法(25.10)。利未記26.43是神使

地享受安息﹗選民觸犯律法受神整治。 

 神對選民一樣公平﹐他們若犯律法﹐一樣受到審判﹐

甚至神用外來強權來審判他們。那些強權也依然要受到神

的裁判。 

 我們在福音書裏﹐看到主耶穌來了﹐祂對以色列人發

出警告﹐包括聖殿將被拆毀－他們並沒有順服﹐主後七十

年﹐這預言真的應驗了。 

D. 悔改聖言(831) 

 這樣的預言太多了﹕ 

1.18耶和華說﹕ 

 「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 

你們的罪雖像硃紅﹐ 

 必變成雪白﹔ 

雖紅如丹顏﹐ 

 必白如羊毛。 
1.19你們若甘心聽從﹐ 

 必吃地上的美物﹐ 
1.20若不聽從﹐反倒悖逆﹐ 

 必被刀劍吞滅。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賽1.18-20) 

 先知們扮演檢察官的角色﹐起訴神的百姓﹐並呼籲他

們悔改﹕ 

6.1來罷﹐我們歸向耶和華﹐ 

 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 

 祂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6.2過兩天祂必使我們甦醒﹐ 

 第三天祂必使我們興起﹐ 

 我們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 
6.3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 

 祂出現確如晨光﹔ 

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 

 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審判的聖言往往與呼籲悔改以蒙福﹐是連成一片的。 

E. 救恩聖言(832) 

 這類的聖言往往以「以後…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

到那時候…到那日…耶和華的日子…到那日」起頭(珥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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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1, 14, 18)﹐引領選民前瞻主的救恩將臨﹐不要為今

日的窘境洩氣。 

 承受救恩的乃是餘民﹐他們受過神之靈的「焚燒」﹐

污穢除去了﹑人也洗淨了﹐稱為聖民(賽4.2-4)﹕ 

4.2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的出產必為

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榮華茂盛。4.3剩在錫安﹑留在耶路

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

必稱為聖﹔4.4那時﹐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

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 

神用餘民建立新的國度(彌4.6-8)﹕ 

4.6耶和華說﹕到那日﹐ 

 我必聚集瘸腿的﹐ 

招聚被趕出的 

 和我所懲治的。 
4.7我必使瘸腿的為餘剩之民﹐ 

 使趕到遠方的為強盛之民﹔ 

耶和華要在錫安山作王治理他們﹐ 

 從今直到永遠。 
4.8你這羊群的高臺﹑ 

 錫安城的山哪﹐ 

從前的權柄－ 

 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國權－ 

 必歸與你。 

4.6的刻畫令我們想到雅各﹐他不就是這樣的人嗎(創32.22-

32)﹖餘民也是尋求主面的人(詩24.6, 27.8)。神主權的恩惠

使們渡過艱難困苦﹐但如今「30.20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

眼必看見你的教師。30.21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

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30.20-21) 這是

恩約的勝利(彌7.18-20)﹕ 

7.18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 

祂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7.19祂必再憐憫我們﹐ 

 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 

你將我們的一切罪﹐4 

 投於深海。 
7.20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 

 我們列祖的話﹐ 

向雅各發誠實﹐ 

 向亞伯拉罕施慈愛。 

III. 先知書的發展(832) 

 (1)從許多宣講的對象 (何5.1-15﹐摩7.10-17﹐彌1.2-7

等)﹐可想而知這些聖言是在不同的場合﹑時間﹑地點釋放

 
4 7.19ac 他…你﹕按原文﹔和合本未譯。7.19c 我們的﹕原文是「他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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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雖然它們有共通的主題﹑內容﹑情境﹑措辭等。 

 這些信息並不像先知在家先構思作文﹐到某一固定的

日子﹐像拉比一樣地上台演講﹔而是他們被神的靈激勵﹐

有感而發之情況為主﹐正像耶利米一樣﹕「我便心裡覺得

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

禁。」(耶20.9) 

 (2)它們被記錄下來﹐有初期的編篡﹐但大概像單篇的

詩篇。每一卷先知書只有一個共同的標題﹐而諸詩篇各有

其標題。從諸散篇到輯錄為一單卷﹐仍要有進一步的編輯

工作。 

 (3)我們能夠想像﹐諸段落編輯成為一卷書了﹐有一共

同的標題。到此﹐誰是讀者呢﹖不只是標題所提到的世

代﹐而是以後世代的人﹐尤其是恩約社區~教會﹕ 

1.10…眾先知…詳細地尋求考察1.11…他們心裡基督的

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

時候﹐並怎樣的時候。1.12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

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彼前1.10-
12) 

這些聖言都是「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

們…留意﹐直到…晨星…出現…才是好的。」(彼後1.19) 它

帶來安慰﹑警告﹑激勵﹑針砭。 

IV. 著作先知的信息(833) 

A. 被擄前﹑新亞述帝國時期先知(750~614 BC. p. 833) 

 華爾基特別註明(p. 833, fn. 13)﹐他使用第一﹑第二﹑

第三以賽亞﹐絕非意指有三位以賽亞。以賽亞只有一位(賽

1.1)﹔只是自由派學者由不同的文體﹑反映的時代﹐就斷言

它們是不同時代的作品﹐由不同的人寫成的。 

 新亞述帝國(911~609 BC)影響到南北國者有﹕ 

Tiglath-Pileser III 745~727 BC 王下15.19 普勒﹐賽7﹐

王下16.10 

Shalmaneser V 727~722 BC 王下17.3. 北國滅亡﹐
722BC 
Sargon II   722~705 BC  
Sennacherib  705~681 BC 王下 18.13 (701 BC), 
19.36 
Esarhaddon  681~669 BC 王下19.37 
Ashurbanipal  668~627 BC 
… 

新亞述自從再度興起後﹐西進是他們的國策﹐迦南地勢必

不平靜﹐這是先知們所面臨的國際局勢。他們軍力的強大

與殘忍﹐向所未見。以賽亞書5.26-30的預言應包括亞述在

701年的入侵﹕ 

5.26他必豎立大旗﹐招遠方的國民﹐ 

 發嘶聲叫他們從地極而來﹔ 

 看哪﹐他們必急速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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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其中沒有疲倦的﹐絆跌的﹔ 

 沒有打盹的﹐睡覺的﹔ 

腰帶並不放鬆﹐ 

 鞋帶也不折斷。 
5.28他們的箭快利﹐ 

 弓也上了弦﹔ 

馬蹄算如堅石﹐ 

 車輪好像旋風。 
5.29他們要吼叫﹐像母獅子﹔ 

 咆哮﹐像少壯獅子﹔ 

他們要咆哮抓食﹐ 

 坦然叼去﹐無人救回。 
5.30那日﹐他們要向以色列人吼叫﹐ 

 像海浪匉訇﹔ 

人若望地﹐ 

 只見黑暗艱難﹐ 

 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 

*約珥 

 華爾基未列約珥﹐但他以為約珥是與瑪拉基(458~433 

BC)時代的先知。VanGemeren也將之列為主前五世紀的先

知。他是謎樣人物﹐學者將他列為最早的先知﹐否則就是

最末者﹗1.1只提供他是毗土珥之子﹐餘皆無有奉告。加爾

文的說法值得一讀﹕約珥的時代問題﹐可放到一邊﹐並不

重要﹔他所傳講的教義很重要﹐不受影響。O. P. Robertson

認為既然MT將本卷放在小先知書(合為一卷)十分前面的位

置﹐極可能它就是極早期之先知。 

 約珥書雖短﹐但信息豐富﹐有四段落﹕ 

1.2-20 蝗蟲入侵(1.2-7)﹐呼籲大家當哀號(1.8-20) 

2.1-17 強權入侵(2.1-11)﹐呼籲大家悔改(2.12-17) 

2.18-32 應許肅清仇敵﹑榮景復興(2.18-27)﹐特別應許

新世代聖靈的澆灌(2.28-32) 

3.1-21 約沙法谷審判列國 (3.1-16)﹐泉源從聖殿流出
(3.17-21) 

彼得在五旬節當天所引用的約珥書2.28-32a (=徒2.16-21)﹐

確實十分特殊﹐但是1.2-2.27的話並非那末地「陌生」﹐

Douglas Stuart (Hosea-Jonah. WBC. 1987. p. 228)將此段與申

命記32.1-43的摩西末了的「祝福」的話對照﹐我們就可肯

定﹐約珥可以從蝗災看見這些警語﹐並非那麼突然。摩西

甚至提及了「他們(=以色列人)遭災的日子」(申32.35)。如

果摩西的話是那樣地古老的話﹐我們大可接受約珥是早期

先知之可能。 

 不過﹐約珥實在超越現實﹐一眼看到了﹕耶和華的日

子(֛3.14 ,31 ,11 ,2.1 ,1.15 יוֹם־יְהוָה)﹑這日(1.15)﹑那日(2.2, 3.1, 

18)﹑以後(2.28  אַחַר)﹑那些日子(ים 整個信息十分。(2.29 יָּמִ֣

緊湊﹐從蝗災看到末日景象﹔「這個觀念在約珥書裏如許

地耀眼﹐它可以比擬為推動預言的引擎。」(Stuart, 230)。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21a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21b 

細看的話﹐(1)是神用天災和強權審判選民的日子﹐(2)也是

神審判強權的日子－約沙法谷的戰爭﹐(3)它們都「臨近」

了(1.15, 3.14)﹐(4)但這大日也是以色列復興的日子。 

 五旬節當天循著約珥書2.28-32a (=徒2.16-21)的聖言﹐

聖靈大大地澆灌入人心﹐使「凡求告主[耶和華]名的﹐就必

得救」(參羅10.13)﹐開啟了一個新的世代。彼得頗有創意

地加上了「在末後的日子」(ἐν ταῖς ἐσχάταις ἡμέραις 徒

2.17)﹐事實上他真地抓住了「耶和華的日子」的神韻。末

日開始了﹐這是第三位格聖靈大力澆灌工作的歲月﹐以引

入永世。 

 學者們都注意到聖靈澆灌的「民主化」﹕對象的普及

化(徒2.17-18﹐兒女﹑少年人﹑老年人)﹐恩賜的全面化(預

言﹑異象﹑異夢)﹐整卷使徒行傳都在鋪陳這件大事。 

A1. 北國 約拿(Jonah p. 834) 

 在約拿生活的歲月約在780~765 (John C. Whitcomb)。

這卷書在先知書裏較奇特﹐因為它有故事情節﹐為大家喜

愛。耶穌親自證實這件神蹟。與其說主用約拿來定罪當代

的不信﹐不如說是一種激勵﹕如果連極其罪惡凶殘的尼尼

微﹐神都許以憐憫與悔改之恩的話﹐以色列如何不在神的

心上與恩憐呢(參太12.39-41)﹗ 

 約拿在他預言以色列王耶羅波安II (793~782~753 BC)的

勇力之後﹐在北國肯定聲名大燥﹐倍受尊重﹕ 

14.25他[耶羅波安II]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

亞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

人亞米太的兒子先知約拿所說的。14.26因為耶和華看見

以色列人甚是艱苦﹐沒有奴役的﹑沒有自由的﹑沒有

人來幫助以色列。14.27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

從天下塗抹﹐乃藉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拯救他們。 

有了這樣的預言經驗作對比﹐我們可以想像約拿聽到神呼

召他去尼尼微傳道時之反應了﹗ 

 約拿的故事常被教會界用來勉勵海外宣道之用。不

過﹐神當時恩待以色列(收回故土)﹐又恩待亞述帝國免遭首

都之傾覆﹐都屬普遍恩典的性質。雖然先知在魚肚裏讚美

神說﹐「救恩出於耶和華」(拿3.9c)﹐可是約拿涉及到的主

恩﹐皆非永生的﹑福音性的救恩。 

A2. 北國 阿摩司(Amos p. p. 834) 

 牧人阿摩司是猶大人﹐蒙召到北國首都伯特利去發預

言(摩7.14-15)﹐很勇敢(7.10-13)。他在耶羅波安II (793~753)

執政的後期服事﹐當時的社會風氣﹐因繁華而尤其敗壞褻

瀆﹑不義不虔。他和約拿很不同﹐絲毫不憐惜北國所得的

普遍恩典﹐而痛斥他的雙重罪惡﹕拜偶像(5.26)﹑社會不公

(2.6-8, 3.10, 4.1, 5.7, 10-12, 6.4-6, 8.4-6)﹐他可說全聖經裏最

著重社會公義的先知了。北國的命運已定﹕「以色列民定

被擄去離開本地。」(7.17f﹐參6.7, 9.7-10)。 

 本卷1-2章乃預言攻擊列國﹐3-6章攻擊北國﹐7.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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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了五個異象﹐顯示主或延遲祂的審判﹐但絕不寬赦﹐

結局已經定了。這時距離亡國已經不遠矣。 

 先知以復興榮景作結(9.11-15)。「到那日﹐我必建立/ 

大衛倒塌的帳幕」(9.11ab)﹐是重建大衛的國度﹐是大衛之

約的應驗。長老雅各在耶路撒冷會議上﹐引用阿摩司書

9.11-12 LXX﹐印證外邦教會的建立﹐與此經文的「意思相

合」(徒15.12-18)。 

 阿摩司的信息是後現代的今天最需要的﹕人人必須鄭

重神的話(摩8.11cd)﹕「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A3. 北國 何西阿(Hosea p. p. 835) 

 何西阿是北國亡國(722~721)前後的先知。如果阿摩司

聖言的核心是神的公義的話﹐那麼他的就是神的恩慈了。

有的先知殉道﹐但他的命運可能比殉道還痛苦﹐就是神要

他去娶一位已懷孕的淫婦歌蔑﹐而且在她仍犯婚外情下﹐

神仍訓先知要她贖回。何西阿書3.1說﹕ 

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對你的妻子表示愛情﹐即使

她愛上了另一個人﹐而且繼續地犯姦淫。同樣地﹐耶

和華愛以色列人﹐雖然他們偏向別的神祇﹐並喜歡將

葡萄餅獻給那些偶像。」(按NET, NIV譯法) 

歌蔑一共生了三個小孩﹕耶斯列(1.4)﹑羅路哈瑪(1.6)﹑羅阿

米(1.9)﹐但都不是何西阿生的(1.2, 2.2)﹗神將祂的聖言建立

在先知的痛苦上﹐神用先知的痛苦說明祂自己深愛以色列

的痛苦。但這不是悲刻的八點檔﹐而是喜劇結束的不朽愛

情大戲。NIVSB的分段很簡捷﹕ 

不貞的妻子vs.忠貞的丈夫(1-3章) 

不忠的以色列vs.信實的耶和華(4-14章) 

 按理說﹐北國以色列從一開始就是在拜偶像﹐到亡國

被擄﹐然而神仍差遣先知警誡他們﹐竭力挽回他們。在十

六卷先知書裏﹐最能表達恩約的結構是以婚約為內涵者﹐

厥為本卷書。神在西奈山一次永遠地宣告祂對自己百姓的

愛以來(出34.6-7a)﹐最淋漓盡致的表露﹑莫過於本卷書了。

(直到今日﹐北國被擄走的十個支派之去向﹐成為歷史上的

一個謎。但神救贖不止息的大愛﹐仍記錄在本卷書內﹐實

踐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A4. 彌迦(Micah p. 837) 

 彌迦來自猶大南部﹐對照在首都的以賽亞﹐他能反應

基層小民的感受。他服事的歲月重疊在後者內﹐兩人的主

旨都在傳講神的審判與救贖。 

 本卷書可用「當聽」分為三段﹕1-2, 3-5, 6-7章。彌迦

對時事很敏感﹐常反應在信息裏。亞述是最大威脅﹐三度

入侵﹕(1) Tiglath-Pileser於734~732入侵亞蘭﹑南北國等。(2) 

撒縵以色V於722~721將北國滅亡。(3) 西拿基立於701圍攻

猶大﹐神介入擊潰。他所面對的君王大略是約坦末期(c. 

735~)﹑到希西家初期(~c. 715)﹐換言之﹐是猶大國亞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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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惡的歲月(731~715)。他不一定遇上希西家的宗改時光﹐

但是在異象中﹐他依舊發出聖言。 

 第一段聖言 (1-2 章 ) ﹕面臨以色列的滅國危機

(722~721)﹐先知呼籲萬民都當聽聖言﹐悔改惡行。 

 第二段聖言(3-5章)﹕先知斥責首領/官長的剝削百姓﹐

指出假先知的謬誤﹐暴露祭司為利叫價。但他給予新錫安

的異象(4.1-5)﹐她要擊敗列國﹗5.1-5a啟示彌賽亞的降生與

建國﹐應驗大衛之約。 

 第三段聖言(6-7章)﹕6.8是優美的詩句是神的期求﹕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然而富戶卻反其道而行﹐先知警告神將臨的審判﹐他說﹕ 

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 

 我雖跌倒﹐卻要起來﹔ 

我雖坐在黑暗裏﹐ 

 耶和華卻作我的光。(7.8) 

他在啟示中看見亞伯拉罕之約﹑將應驗在他們中間。 

A5. 以賽亞I (1-39章 First Isaiah p. 837) 

J. 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IVP, 1993. 

 華爾基將以賽亞書分為三部份來講﹐主因是由於文學

批判之分析﹐但仍信全卷出於同一以賽亞之手。NIVSB的

引言提供了幾項有力的本卷書合一之證據﹕「以色列的聖

者」之使用(12+14次)﹑平行詞彙前後的出現﹑25種本卷專

有詞彙…。這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歷史﹐第二部份是預見

彌賽亞的受苦﹐第三部份是預見祂的榮耀。 

 以賽亞服事的歲月至少是740 (烏西王崩)~681 (以撒哈

頓被弒)﹐長達一甲子。整個希西家王(715~686)的輝煌歲

月﹐他都渡盡了。猶太人的遺傳說﹐他是被鋸鋸死(參來

11.37)。 

 耶穌特別介紹以賽亞說﹐他「因為看見了祂[基督]的榮

耀﹐就指著祂說這話。」(約12.41) 此節可以泛指他所看見

更多的主的啟示。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他所預見者僅次於

大衛寫在詩篇者﹕ 

彌賽亞詩列表 

 J. Barton Payne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1973. 
Baker,1980. p. 260)製作了一份彌賽亞詩篇表格﹐我將以賽

亞書預言加上﹑與之對照： 

章節 主題 新約 人稱 以賽亞書 
102.25-27 永遠性 來1.10-12 2nd  

89.4, 28-
29, 36 

大衛之約 徒2.30 3rd 11.1-16 耶西的根 
羅15.12﹐啟5.5 

132.11-12 大衛之約 徒2.30 3rd  

8 道成肉身 來2.5-10﹐林前
15.27 

3rd 7.14 童女懷孕 
太1.22-23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24a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24b 

9.6-7 奇妙的嬰孩 
40.6-8 道成肉身 來10.5-10 1st  

68.19 微行 (約1.29) 3rd 9.1-2 加利利的光 
太4.14-16 
42.1-4 主所喜悅的 
太3.16 
49.1-13 外邦人的光 
路2.32﹐林後6.2 

--- 受難 路23.34a 第一言 
路23.43 第二言 

3rd 53.12 
53.10-11 

22.1-21 受難 太26.67, 27.30, 
35-46﹐約19.23-
25 第四言﹑第
六言 

1st 50.4-9 順服之子 

69.21 受難 約19.28 第五言 1st   

45.3-5 受難 (西2.15﹐來2.14-
15) 

2nd 52.13-53.10 神的羔
羊 太8.17﹐彼前
2.22-24 

31.5a 靈魂交託 路23.46 第七言 1st  

69.25 猶大受咒 徒1.20 1st  

109.6-20 猶大受咒 徒1.16-20 1st  

16.8-11 復活 徒2.24-28, 13.35 1st 53.11a 見生命之光 
68.18 升天 弗4.8 2nd 53.11b-12 君尊祭司 
118.14-24 升天 彼前2.7﹐弗2.20 1st  

2 受膏 徒4.25-28, 
13.33﹐來1.5, 5.5 

1st  

22.22-31 得榮 來2.12  1st  

45.6-7 得榮 來1.8-9 1st  

110 安坐 太22.44﹐徒
2.34﹐林前
15.25﹐來1.13, 
5.6, 10, 6.20, 7.15-
17, 21, 12.2 

2nd  

132.12 安坐 --- 3rd  

 第一部份(1-39章)又稱為審判書﹐第二/三部份(40-55, 

56-66章)稱為安慰書。這種二分法在以西結書或一些小先知

書都類似。但以理書何嘗不是(但1-6章顯示神的百姓被擄受

苦是出於神的審判﹐7-12章顯示未來榮景)﹐最長篇的耶利

米書這樣的結構也有呈現﹐嵌在52章的長篇裏(2-29審判

書﹑30-33安慰書)。 

 華爾基將第一部份分為五段。第一段(1-12章)裏有末日

錫安的榮耀(2-4)﹑葡萄園之歌(5)﹑先知的蒙召(6)﹐Tiglath-

Pileser於734~732入侵亞蘭的危機﹑與童女生子的兆頭﹑有

一子賜我們的預言(7-9)﹑耶西之本的異象(11)。 

 第二段為審判列國(13-23章)。 

 第三段為小啟示錄(24-27章)﹕在這段裏出現「聖徒復

活」的罕見啟示(25.8﹐參林前15.54)﹐這事確實是啟示錄末

日的預言才有的項目。 

 第四段再論審判與救恩(28-35章)﹕主又啟示我們祂是

房角石﹐我們或被建造其上﹐或被祂審判而摧毀掉

(28.16)﹗這些聖言都仍是亞述危機觸發的(30.31. 31.8)。以

賽亞的文學極其優美﹐在聖言中常會出現一些精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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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b﹐「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

穩。」30.20-21﹐「30.20主雖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

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30.21你

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

在其間。」 

 第五段是亞述危機(36-39章)﹕這是發生在701 BC的大

事﹐希西家王與眾百姓的禱告﹐使主介入﹐擊潰亞述大

軍。這一段也是1-35章與40-66章之間的歷史過渡。 

A6. 西番亞(Zephania p. 839) 

 這位先知是皇族的人﹐難能可貴﹐一點沒有被玷污﹐

反而辭鋒極其銳利﹐針砭時政。這種類型的傳道人﹐是首

都權貴雲集處最需要的先知﹐他講起道來﹐一點不留情

面﹐大家拿他沒輒﹐因為你也可說他是批判自家人。歷代

志下約西亞(640~609)的執政﹐給猶大國帶來最後的希望﹐

尤其是在622年發現律法書(代下34.14-33)一事﹐給全國帶來

復興。女先知戶勒大的話說﹐「一切災禍你也不至親眼看

見」(34.28)﹐並非那地安慰君王改革的心﹗參申命記28.15-

68的約下咒詛﹐難怪王就「撕裂衣服」﹐害怕「耶和華的

烈怒…倒在我們身上。」(代下34.19, 21) 

 西番亞服事的年代可能正值此時﹐並在尼尼微滅亡之

前(612)。他和那鴻很不一樣﹐他是順著律法書之發現﹑帶

來的復興浪潮﹐厲害地劈首都(=她)的權貴(番3.3-4)﹕ 

3.3她中間的首領 

 是咆哮的獅子﹔ 

她的審判官是晚上的豺狼﹐ 

 一點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3.4她的先知是虛浮﹑ 

 詭詐的人﹔ 

她的祭司褻瀆聖所﹐ 

 強解律法。 

我們如果對照歷代志下34.1-13﹐方知除掉全國的偶像﹑邱

壇易﹐除掉人心內的罪難－這正是西番雅的宣講所要打擊

的標的。本卷書也講到「耶和華的日子」(番1.7, 8, 10, 14-

18, 2.1-2, 3.8, 11, 16, 19, 20)﹐主將審判猶大國(1.1-18, 參3.1-

8﹐深度地斥責)﹑列國(2.1-3.8)﹐並復興餘民(3.9-20)。餘民

不只是以色列人﹐也包括萬民﹐那是本卷書最精采的異

象﹕ 

3.9那時﹐我必使萬民 

 用清潔的言語﹐ 

好求告耶和華的名﹐ 

 同心合意地事奉我。 
3.10祈禱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 

 必從古實河外來﹐ 

 給我獻供物。 

西番雅提供盼望的聖言﹐與戶勒大者不同。華爾基特別講

到2.3的「或者」﹐是主格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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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 

 你們都當尋求他﹗ 

當尋求公義﹑尋求謙卑﹐ 

 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 

 可以隱藏起來。[=躲過審判了] 

A7. 那鴻(Nahum p. 840) 

 華爾基關於先知那鴻﹐著墨不多。但他抓到要點﹐那

鴻的出現夾在以賽亞早期的聖言﹐及亞述的覆亡(612)之

間﹐全卷顯示神的正義﹑及猶大國中興的盼望。瑪拿西

(695~642)﹑亞們(642~640)﹑約西亞(640~609)。那鴻可能出

現瑪拿王悔改後(近642)﹐或約西亞登基後(640後)﹐那是猶

大國最後的一次中興。 

 本卷的文學優美﹐使用大量的比喻﹑生動的描述﹐叫

我們可以身歷其境﹑神是怎樣消滅殘暴的尼尼微。(這樣的

先知任務﹐是約拿最羨慕的了﹗) 3.8-10提及挪比們(=底比

斯 Thebes = Luxor)之覆亡於亞述﹐那是662 BC的大事。所

以卷是發生在662~612之間的聖言﹐可能靠近後者。 

 那鴻的主題很清楚﹕尼尼微的滅亡﹐對於嚐過亞述圍

城的猶大國人(701﹐代下32.1-23﹐王下18.9-12, 13-19.37﹐

賽36-37)﹑甚至國君瑪拿西曾被擄到巴比倫之差辱(代下

33,11﹐這信息太振奮人心﹗ 

B. 被擄前新巴比倫帝國期先知(612~597 BC. p. 840) 

*但以理 

Dale Ralph Davis, The Message of Daniel. BST. IVP, 2013. 
Iain M. Duguid, Daniel.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P&R, 2008. 
Sinclair Ferguson, Daniel. Mastering the OT. Word, 1993. 
Sidney Greidanus, Preaching Christ from Daniel. Eerdmans, 

2012. 
Ronald S. Wallace, The Message of Daniel. BST. IVP, 1979. 

 以色列人(猶大)被擄三次(605但以理, 597以西結, 586耶

利米)﹐但以理算是很早期被擄者。在過去一百多年時代論

的浪潮衝擊下﹐本卷書變為炙手可熱。以上好幾本書都是

改革宗角度的釋經講道﹐可以幫助我們解讀經文本身的聲

音。Sidney Greidanus展示了一份本卷書的文學結構﹕ 

同心結構呈現神在列邦中的主權(但1-7章) 

被擄到比倫(1. 605 BC) 

A. 金像異象(2. 604 BC) 

 B. 拒拜金像(3. 604 BC) 

  C. 君王降卑(4 尼布甲尼撒 605~562 BC) 

  C’. 君王降卑(5 伯沙撒 550~539 BC) 

 B’. 拒絕停禱(6. 539 BC) 

A’. 四獸異象(7. 553 BC) 

但以理所見的異象(但7-12章) 

四獸(7. 553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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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羊與山羊(8. 551 BC) 

七十個七(9. 539~538 BC) 

最末異象(10-12 Antiochus~Antichrist. 536 BC) 

 但以理自從青年時便進入巴比倫﹑波斯帝國的宮庭

中﹐在帝國決策的最高層服事神和以色列民。耶穌在橄欖

山預言裏﹐提及但以理其名及其預言 (「那行毀壞可憎

的…」太24.15﹐參但9.27, 11.31, 12.11)。從上表知﹐但以理

服事主的歲月很長﹕至少有69年(605~536 BC)。此卷書的主

題很清楚﹕「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

與誰。」(但4.17, 32) 第7-12章的異象皆是但以理所見者。 

 尼布甲尼撒王眼中的大金像﹐在先知眼中不過就是四

頭獸而已。整個歷史的中心是人子~基督﹐有日祂要「駕著

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

度…祂的權柄是永遠的…祂的國必不敗壞。」(但7.13-14) 

主耶穌親自證實祂就是那位人子﹐有日祂將再來 (太

26.64)。 

 NIVSB中文版 (1996)第1638頁的「大像與四國對照

圖」﹐十分簡潔﹐將第2, 7, 8章的異像﹐與年代表串接起

來﹐一目瞭然。第10-12章牽涉到「多勒買/西流基王朝」﹐

這段歷史頗複雜﹐請參閱同書第1646-1647頁的圖表。

Greidanus也提供更多的年代表﹐見Preaching Christ from 
Daniel. 3-5, 344. 

 第10-12章的長篇異象﹐是由一位天使(長)特別受神差

派(10.11起的這位使者)﹐來告知但以理的。宗旨是「要使

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

多的日子。」(10.14) 他從波斯講到希臘﹐特別是亞歷山大

大帝(10.3)。帝國在323 BC大帝過世後﹐方為四強…。從

10.5起﹐就是多勒買王朝與西流基王朝的春秋﹐請參閱

NIVSB的註釋。十分冗長。11.23的「他」就是安提阿古IV 

(175~ 164 BC)﹐終於出場了﹐11.28和合本用「北方王」來

加譯他的身份。這一年主前169年﹐他「反對聖約」﹐擄掠

聖殿﹐屠殺了許多選民。11.31描述他的褻瀆﹐「11.31他必興

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

那行毀壞可憎的。11.32a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

引。」 

 11.32b-35簡述馬克比戰爭與Hasmonean王朝 (140~37 

BC)。但是天使(長)的重點在11.38-39應指所預表的敵基督

(參帖後2.1-12﹐啟13.5-10)。參Greidanus, 349的分析表格。

感謝神﹐我們有NT更清楚的亮光輔佐我們﹐可以更多明白

末後之事。 

1. 耶利米(Jeremiah 840) 

 耶利米服事期(蒙召626~城毀被擄586)至少41年。被稱

為「流淚的先知」﹐為以色列人世代記念(參太16.14)。它

長達52章﹐是先知書裏篇幅最長的﹐其內2-33章嵌有「審判

書~安慰書」的結構。他據傳是在下埃及後﹐被人用石頭打

死的(參來11.37﹐耶40-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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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國到了最末時﹐約西亞王後歷經四位君王而亡

國﹐挽不住瑪拿西王(695~686~642)朝所帶來的腐敗﹐這是

猶大國滅亡的主因(參王下23.26, 24.3)。本卷的大綱﹕ 

蒙召(1) 

審判~救恩書(2-35) 

 審判書(2-29) 

 安慰書(30-33) 

 歷史性附錄(34-35) 

先知所受的苦難與逼迫(36-38) 

耶路撒冷淪亡與後續(39-45) 

列邦受審判(46-51) 

歷史性的附錄(52) 

我們在此卷書內看到了恩約下的咒詛部份﹐走到了頂端－

被擄﹑流亡(利26.31-33﹐申28.49-68)。君王的宗改不能只看

歷史書的記錄(王下22.1-23.30﹐代下34-35)﹔「拆毀邱壇」

(代下34.7﹐王下23.5, 15, 19)是所羅門王以來未有的宗改﹗

但在先知的眼中許多宗改仍是膚淺的﹕「他們輕輕忽忽地

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

安」(耶6.14)﹐「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 斑鳩燕子

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 我的百姓卻不知道/ 耶和華的

法則。」(8.7) 先知要對付的拜偶像﹑驕傲﹑不守安息日﹑

社會不公﹑財經詭詐﹑政治腐敗等仍猖獗﹔神找不到一個

理由不廢掉耶路撒冷城(5.1-9)。 

 耶利米還要應對的敵人是假先知。 

 安慰書並不長(30-33)﹐亮點是新約的啟示﹕ 

31.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31.32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

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31.33耶和華

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1.34他們各人不

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

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

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

說的。」 

 1. NT仍是婚約﹐何西阿與以西結都闡釋過。「新約」

一詞雖只出現在耶利米書內﹐但它的實質出現在幾乎所有

的大小著作先知思維內。換言之﹐「天下大亂﹐情勢大

好」﹐原來神在亂世做大事﹐要將救恩史推向一個新的方

向與境界。 

 2. 律法刻在內心裏﹐即割禮是屬靈的(申10.16, 30.6﹐耶

4.4, 9.26, 32.39﹐結11.19-20, 36.26-27﹐羅2.29﹐腓3.3﹐西

2.11)。申命記 10.16a﹐ “Circumcise…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 (ESV     ת עָרְלַ֣ת לְבַבְכֶ֑ם ם אֵ֖ 和合本的譯法「你們要 (וּמַלְתֶּ֕

將心裡的污穢除掉」﹐使我們沒注意到舊約的記號－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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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靈的﹐從申命記起就是。我們在新約書卷裏更多發

現﹐道德律(十誡)是永恆的﹐從登山寶訓起﹐一直在擴大解

釋﹐成為新約教會影響社會的干城。 

 3. 聖靈內在的見證(林後3.6 精意vs.字句)﹕將這教義講

得最清楚的﹐自加爾文始。 

 4. OT (創3.15起)與NT之間有連續性的﹐但恩約沿著救

恩史前進時﹐它進深了﹑拓寬了(向外邦人﹐參加3.28打破

種族﹑社會﹑性別的隔閡 )﹑升高了 (天使與萬有都蒙恩

了)。 

 耶利米尚傳達被擄期限七十年的啟示 (605~538﹐耶

25.11-12﹐參代下36.21﹐但9.2﹐亞7.5)。什麼叫做「地要守

安息」﹖這要從創世記2.1-3說起安息日安息年禧

年﹐以色列人犯了誡命﹐神就一起算帳。「安息」又是何

意﹖這日子要做什麼﹖敬拜主(參羅8.19-21﹐詩19.1﹐啟

5.13…)。 

2. 哈巴谷(Habakkuk 842) 

 哈巴谷所在的時代應是約雅敬年間(609~597)。第一次

尼布甲尼撒王來攻城﹐並擄走人﹐是在605 BC。本書的背

景大概是在605年之前﹔華爾基訂在更早﹐612年新巴比倫

攻陷尼尼微以前。本書大綱﹕ 

Q1. 為何神不審判國中的罪惡(1.2-4)﹖ 

A1. 神興起巴比倫王來制裁猶大(1.5-11)。 

Q2. 為何神使用更邪惡的國家來制裁呢(1.12-17)﹖ 

A2. 耶和華的杯必傳到巴比倫那裏﹐「惟義人因信得

生」(2.1-20)。 

哈巴谷的流離歌(3.1-19)。 

最後先知以禱告與讚美作結(3.2, 16-19)。 

C. 被擄期先知(597~539 BC. p. 842) 

1. 以西結(Ezekiel p. 842) 

 有讀經者說﹐三位大先知分別象徵聖父(耶利米)﹑聖子)

以賽亞)﹑聖靈(以西結)之工作﹐良有以也。以西結本人是

祭司(結1.3)﹐於597年與約雅斤王等同被擄到巴比倫。1.1-2

的繫年說明593 BC是他的職事開始之年﹐約到571/4 (29. 

17)﹐其間有22年之久。 

 但以理和以西結都在被擄之地服事主﹐一在民間﹐一

在宮庭。後者一直強調屬靈的大變革來臨了﹐神要在祂的

百姓中作新工作﹔而前者注意神的百姓在前面及終末時﹐

會有怎樣的爭戰。 

 NIVSB (1995), p. 1537 提供「以西結書中的年代」。這

位祭司對各事項﹑啟示發生的年月日記載詳細﹗ 

 以西結書的大綱﹕ 

審判書－對以色列(1-24) 

審判書－對列國(25-32) 

安慰書(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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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十分吸引人﹐十分罕見的寶座異象(出24.10「他

們看見以色列的神。祂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如同天

色的明淨」﹐王上22.19-23﹐伯1,6-12, 2.1-7a﹐啟4, 5.6-14, 

11.19, 15.2-8, 19.1-16, 20.4-6, 21.1-22.5)－先知蒙召了。 

 審判以色列(2-24)﹕當時猶大尚未亡國(還有七年)﹐他

在迦巴魯運河邊擄民中的「講道」﹐肯定吸睛﹐因為他用

戲劇化的方式(4-5)﹐然後才講毀滅難逃(6-7)。第8-11章是他

在592/9/17 (Julian calendar)被主靈提到耶路撒冷聖殿內﹐所

見可怕的實情﹗領袖們在殿內拜偶像﹐於是﹕ 

9.3a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裡升到殿

的門檻。 

10.3…基路伯站在殿的右邊﹐雲彩充滿了內院。10.4耶和

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裡上升﹐停在門檻以上﹔殿內滿

了雲彩﹐院宇也被耶和華榮耀的光輝充滿。 

10.18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裡出去﹐停在基路伯以

上。10.19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展開翅膀﹐在我眼前離

地上升。輪也在他們的旁邊﹐都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

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11.22於是基路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他們旁邊﹔在他們

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11.23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

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11.24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

藉著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到被擄的人那裡﹔我

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以下是573/4/28所見的異象﹐40.1…) 

43.1以後他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43.2看哪﹗以

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他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

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43.4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

照入殿中。43.5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耶和華

的榮光充滿了殿。 

審判的結果就是「以迦博」(撒上4.21)。以西結與許多敬虔

者努力的結果﹐就是要見到主的榮耀再回到祂的百姓中

間﹐這是改革(reformation, restoration)及復興(revival)。 

 安慰書(33-48)﹕Daniel I. Block (Ezekiel. NIC, 1998. pp. 

501-502)強調本卷書許多的譬喻等﹐都屬靈意﹐不宜字面

解﹔否則喪失了經上的涵意。請上www.Alopen.org舊約講

道集裏﹐參看以西結書33-48章釋經講道集。 

2. 以賽亞II (40-55章 Second Isaiah p. 844) 

 這是安慰書。這是以賽亞十分超越的看見﹐因為當時

新巴比倫帝國尚未興起﹐(第39章的巴比倫王屬舊巴比倫帝

國者。) 第II部份最醒目的啟示是四段的「僕人之歌」﹕ 

僕人之歌一(賽42.1-4/5-9) 

 「耶和華的(眾)僕人」(x34)是此卷的鑰字﹐單數x23﹐

複數x11。誰是那位「僕人」呢﹖由於這四段僕人之歌都有

出埃及上下文的界範﹐最準確的說法乃是﹐他是「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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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56-165]。四段僕人之歌﹕ 42.1-4/5-9, 49.1-6/7-13, 

50.4-9/10-11, 52.13-53.12/54.1-55.13)。5 

 42.1-4是神佈達祂的僕人﹐42.5-9是囑咐祂。42.1-4 

LXX引用在馬太福音12.18-21﹐它清楚地說﹐這段經文應驗

在耶穌的身上﹐祂是那位卑微的僕人。注意在這小段裏有

七個不－「他不喧嚷/不揚聲/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不折斷

/不吹滅/不灰心/不喪膽」(42.2-4)﹐我們所有服事主者能仿

效祂嗎﹖ 

 42.5-9是神的囑咐。基督的職責是「在地上設立公

理」﹐範疇是「直到地上…海島」。這正是大使命。祂是

怎樣從事這使命呢﹖「作眾民的中保/約(בְּרִית)」(42.6)。和

合本的譯法十分達意﹐NET也如此譯。其工作在第53章得

到充份的發揮。42.7簡述了中保的工作。祂就是保惠師(參

約壹2.1﹐羅8.34﹐來7.22)﹐在地在天都是一樣。 

僕人之歌二(賽49.1-6/7-13) 

 49.1-6是神呼召祂的僕人﹐第二節強調祂的兵器是神的

道。祂的服事對象是以色列人與外邦人。然而祂的服事遭

到鉅大的反抗(49.4, 7)﹐顯然是來自「本國」﹐祂在外邦人

中的回應(即教會延續的工作)﹐則大受尊重﹕「君王要…站

起﹐首領也要下拜。」(49.7)  

 祂是「以色列的聖者」﹑「眾民的中保」﹐要用福音

 
5 J. 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IVP, 1993.) 15. 

「復興遍地」﹐這是新出埃及記﹗(49.9-13)。 

 第六節隱藏了新約末世論﹕「雅各/以色列」與「外邦

人」是對比的﹐換言之﹐在這裏的以色列人是指肉身的以

色列人﹐神仍舊要「復興…保全…回歸」他們﹐參見羅馬

書11.25-27。 

僕人之歌三(賽50.4-9/10-11) 

 50.4-6是僕人的自訴﹐祂先受教﹐然後面如堅石一樣地

傳揚主道。祂所受到的反對排山倒海﹐但祂堅定向前﹐因

為神是祂的幫助。 

 50.10-11是僕人呼召眾民要歸向神﹐莫落在自以為的光

亮﹑其實卻是黑暗裏。 

僕人之歌四(賽52.13-53.12) 

 經文呈現交錯排列[167]﹕ 

A. 僕人的高升﹕列國驚奇(52.13-15) 

 B. 僕人的被拒﹕藐視誤會(53.1-3) 

  X. 僕人的受苦﹕代罪受罰(53.4-6) 

 B’. 僕人的被拒﹕暴力欺壓(53.7-9) 

A’. 僕人的高升﹕罪人得福(53.10-12) 

中心是53.4-6﹐彌賽亞(羔羊)的代罪受罰﹐在此經文不用預

表了﹐而赤裸裸地使用代罪的基督﹗「這是舊約中唯一一

處經文﹐講到無辜的義人為罪人代罪受罰。」[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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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a﹐「祂的靈魂受苦之後﹐必看見生命的光」 6﹐

用DSS經文為佳(1QIsab)。這意味著復活﹗如此﹐第53章這

段僕人之歌反映出基督一生的各個階段。 

3. 俄巴底亞(Obadiah p. 845) 

 本卷的第1-9節與耶利米書49.7-22屬平行經文﹐說明俄

巴底亞很可能是猶太國受到巴比倫攻擊時﹐以東趁機也攻

伐猶大國﹐而導致神批判以東的聖言。 

 俄巴底亞書10-14從九點檢驗我們是否在愛弟兄﹕ 

第一﹑袖手旁觀﹖(11) 

第二﹑見死不救﹖(12a) 

第三﹑幸災樂禍﹖(12b) 

第四﹑說風涼話﹖(12c) 

第五﹑為虎作倀﹖(13a) 

第六﹑隔岸觀火﹖(13b) 

第七﹑趁火打劫﹖(13c) 

第八﹑落井下石﹖(14a) 

第九﹑借刀殺人﹖(14b) 

先知責備以東(=以掃)不應當對本是同根生的猶大家(=雅各)

遭難時﹐作出以上的事。為此﹐神要審判以東。我們可能

沒有主動惡待弟兄﹐但是以上九點都是「不愛」弟兄。我

 
6 53.11 本行按死海古卷及七十士譯本﹔和合本按馬所勒本作「必看見自

己勞苦的功效」。 

們大可說我們什麼也沒有做﹐但是誰都心知肚明﹕以上的

情景就是恨弟兄。愛不是消極的「有所不為」﹐而是積極

的「有所為」。愛神就會愛弟兄﹐很實際的。 

D. 被擄後先知聖言(p. 845) 

1. 哈該與撒迦利亞I (1-8章 Haggai & First Zechariah p. 846) 

 哈該書裏有四段預言﹕呼召重建聖殿(1.1-15)﹐更大的

聖殿(2.1-9)﹐神從今日起必賜福(2.10-19)﹐神與祂的百姓之

勝利(2.20-23)。 

 同時間撒迦利亞也勉勵神的百姓﹕為今日的勉勵(1-

8)﹐神國之未來(9-14)。 

 在歸回者落入一片死寂時﹐兩位先知被主興起。 

2. 瑪拉基(Malachi p. 846) 

 瑪拉基一名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本卷所處理的

問題與尼希米433年﹐從書珊城回來時所處理者一樣﹕守安

息日﹑不與異族通婚﹑十一奉獻。或進一步說﹐它們涉及

神的兒女向著主的約下忠誠。守安息日是為了敬拜主(第四

誡)。如果異族是拜偶像者﹐通婚意味著在敬拜主的事上﹐

背離了第一~第二誡。在十一奉獻上鬆散了﹐意味著我們不

願意盡上恩約社團一員的職責﹐也間接破壞了敬拜神的利

未體系。三者都與十誡敬拜神的誡命產生衝突了。 

 本卷的聖言第一段(1.2-5)肯定神對我們恩約之信實的

愛。第二段(1.6-2.16)責備選民對神不再信實了。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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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16)宣告「主入忽然進入祂的殿」(3.1)﹐祂來為煉淨

(3.3)﹑審判(3.5)﹑傾福(3,10)﹑憐恤(3.17)﹑醫治(4.2)。 

3. 第二撒迦利亞II (9-14章 Second Zechariah p. 847) 

 除了勉勵歸回者要竭力愛主﹑建造神殿外﹐本卷書洋

溢著彌賽亞預言。9-11章是一個默示﹐12-14章是另一默

示。在其中有許多將要來的彌賽亞行誼﹐與末世光景。 

 彌賽亞是「6.12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

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祂來到錫安時﹐有這樣的預

言﹕「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 耶路撒冷的民哪﹐應

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祂是公義的﹐並且

施行拯救﹐/ 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當

耶穌末次進聖城時﹐這話應驗了。 

 祂將被人出賣﹐在賣祂之人的眼中﹐祂只值三十塊

錢﹐而且把這錢還丟給窯戶了(11.12-13)。當人「擊打牧

人﹐羊就分散」(13.7d)。 

 「必有人問他說﹕你兩臂中間是甚麼傷呢﹖他必回答

說﹕這是我在親友家中所受的傷。」(13.6)在主復活後四十

日之久﹐祂容許並鼓勵人來摸祂的傷痕。我們可以想像﹐

或有人問主﹐這是什麼傷呢﹖13.6的預言回答了這個問題。

主為祂的親友受苦受死﹗ 

 「祂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

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6.13) 這

是復活升天的基督﹐作祭司~君王﹐或說乃是照著麥基洗德

的等次作祭司﹑是君尊的祭司。 

 「12.10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

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

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13.1那日﹐必

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

穢。」這是教會世世代代的異象﹕聖靈使人為罪自責﹐以

至於得救。 

 「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

是這樣﹕他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

癟﹐舌在口中潰爛。」(14.12) 這是哈米吉多頓戰爭(啟16.16, 

14.17-20﹐帖後1.7b-10)。撒迦利亞14.13-21繼續說這戰爭的

結局﹐進入了千禧年的榮景﹕普世尊榮主。 

 「14.8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

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14.9耶和華必作全地的

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

的。14.10全地…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14.11人必住在其中﹐

不再有咒詛。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這是千禧年國度

的勝景﹐生命河要流到永遠。 

 「14.4那日﹐祂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

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

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14.5c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

有一切聖者同來。」主必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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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賽亞III (56-66章 Third Isaiah p. 847) 

 四段得勝歌(賽59-63章)﹕以賽亞書不但預見了彌賽亞

的受苦﹐更預見了祂的得勝。這卷書最後也有四段得勝君

之歌：7 

59.14-21  立約的中保 

61.1-9   立約的使徒 

61.10-62.12  立約的建造者 

63.1-6   立約的審判者 

這是本卷書的新出埃及記﹐彌賽亞受苦﹑復活﹑升天了﹐

那麼所謂第三以賽亞書(56-66章)所刻劃的﹐不正是新使徒

行傳﹐直到主的再來嗎﹖ 

E. 從先知止息到施洗約翰(848) 

 瑪拉基3.1, 4.5-6都預言彌賽亞來臨前﹐要差遣「我的使

者」﹑「以利亞」先來為祂預備道路﹐並扭轉父神的心再

向著祂的兒女。間約時代有四百年的靜默﹐詩篇74.9說﹐ 

我們不見我們的標幟(אוֹת)﹐ 

 不再有先知﹐ 

 我們內中也沒有人知道要到幾時呢﹗ 

這一篇詩篇可能標誌著靜默世代之來臨﹗ 

 次經馬克比書4.46前後記載﹐猶大(馬克比)在光復聖殿

 
7 Motyer, 489-490. 

區後﹐為免祭壇再遭玷污﹐將之摧毀﹐「將那些石頭安放

在聖殿山一個適當的地方﹐直到一位先知來到﹐再另行安

排。」然後再造一新祭壇﹐恢復聖殿等。這時是164 BC。

後來猶大被捕﹐「以色列從此遭受大難﹐這大難是他們沒

有先知那天起﹐從未遭遇過的。」(9.27) 當時他們所有的安

排﹐如聽令於西緬﹐「直到一位忠誠的先知興起為止。」

(14.41) 古史家約西法也在主前90年承認﹐自從波斯的亞達

薛西王(450 BC)以來﹐先知的接續止息了。這反而促使猶太

人普遍在第二聖殿時期盼望一位終極的救贖主降臨﹐並帶

來預言的更新。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施洗約翰橫空出世﹐他就是那位

為彌賽亞開路者(賽40.3-5﹐瑪4.5-6)﹔他主要的職事就是將

彌賽亞介紹給世人。我們在間約四百年﹐以色列人長時間

的迫切焦慮的心情下﹐來領會彌賽亞的出現﹐與新約時代

的來臨﹐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第30章思考問題 

 就你自己的處境﹐根據先知書的內容﹐準備一篇斥責

人的聖言﹑一篇呼籲人悔改的聖言﹑一篇述說屬靈恢復的

聖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