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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詩篇（45）詩 74 篇這首動人的哀歌回顧了聖殿被巴比倫人摧毀的事蹟， 
詩 74 篇的禱告，在詩 75 篇得到了回復。耶和華必起來為自己申訴， 

並且壓制所有不服從的人；詩 76 篇可謂是聖經故事的濃縮； 
詩 77 篇，詩人以開始的自我中心已經變成以神為中心了（詩 74:1-77:20）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詩篇 70:1-73:28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詩篇 71 篇的作者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長者。這位年長者儘管體力日衰，同時又面對著嚴重的問

題，但對神的信靠卻越來越堅固。詩人的禱告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感恩之情，並且相信神會在

他年老之時會繼續施恩憐憫。詩人說他是從出母胎就開始倚靠耶和華了，到了暮年，他的生

命絕不會缺乏神的支持。 
 
有人說：“若要有金色的晚年，我們所需要的恩典，是過於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晚年充滿一

些全新的、陌生的矛盾和恐懼。恐懼孤單，恐怕成為所愛之人的擔子，恐怕成為一個無助的

病人，恐怕被哄騙利用。這些恐懼都不是甚麼新鮮的東西。詩人在這裡鼓勵所有已經步入生

命之黃昏的人，要更加地依靠神。”願這首詩篇能給年長者帶來信心和盼望。 
 
詩篇 72 篇是一首光芒萬丈的詩篇，在英語世界的基督徒當中特別有名。詩歌將屬地之以色列

國轉換為基督的國度。本首詩對宮廷的描述有深刻的含義，詩人將王的地位高升到一個地步，

超過人所能及的，因此暗示惟有彌賽亞才能完全實現。 
 
本首詩是第二卷詩篇的最後一篇，以稱頌神來結束。頌讚神是詩篇第二卷的結尾，而不是本

詩的結尾。從整卷詩篇來看，大衛的禱告並不是就此結束，因為其後還有許多大衛的禱告。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祈禱完畢。”意思是，就詩篇第二卷來說，大衛的祈禱完畢了。 

 
從詩篇 73 篇開始，我們就進入了詩篇第三卷的內容。詩篇 73 篇是一首以沉重的心情探索人

生故事的詩，詩人對“義人受苦，惡人昌盛”的問題非常困惑。詩人透過進入聖所，開始思

考這些惡人最後的結局，便有了答案。 
 
詩人明白了無論惡人外表看起來是多麼地風光，但他們的生命原是危險的。惡人就像走在懸

崖光滑不穩的邊緣上，他們遲早要掉在沉淪之中。轉眼之間，他們就被剪除，對詩人來說，

惡人就好像早上人睡醒了看夢一樣，一切只是一些幻影而已。 
 
詩人認識到儘管自己做出這個無知的行為，但是神卻沒有離棄他。神依然與詩人同在，在詩

人的一生中，神都以祂的訓言來引導詩人，到了最後，神必會接詩人到祂的榮耀裡。詩人決

定要向任何願意聆聽的人，述說神一切奇妙的作為。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詩篇 74 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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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74:1-3 亞薩禱告說：“神啊，你為何永遠丟棄我們呢？你為何向你草場的羊發怒，如煙

冒出呢？求你記念你古時所得來的會眾，就是你所贖、作你產業支派的，並記念你向來所居

住的錫安山。求你舉步去看那日久荒涼之地，仇敵在聖所中所行的一切惡事。” 
 
這首動人的哀歌回顧了聖殿被巴比倫人摧毀的事蹟。當巴比倫人把聖殿拆毀的事情完結後，

在人看來，神從此已經把祂的子民完全拋棄了。以色列人看著煙從廢堆裡冒起的時候，他們

把這場災難解釋為神的忿怒。縱使這樣，以色列人仍以哀怨動人的詞句提醒耶和華神，他們

仍然是神草場的羊、神產業的支派、神的會眾等。 
 
詩篇 74:4-8 亞薩說：“你的敵人在你會中吼叫；他們豎了自己的旗為記號。他們好像人揚起

斧子，砍伐林中的樹。聖所中一切雕刻的，他們現在用斧子錘子打壞了。他們用火焚燒你的

聖所，褻瀆你名的居所，拆毀到地。他們心裡說：我們要盡行毀滅；他們就在遍地把神的會

所都燒毀了。” 
 
詩人描述的好像神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一樣。於是，以色列人要求神來看迦勒底人的士兵，

怎樣把聖殿徹底地破壞了。接著，以色列人以見證者的身分敘述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外邦的

侵略者闖進聖所的正中央。他們豎立了自己的旗為記號，意思是他們已經在那裡舉行異教的

禮儀和樹立偶像，來取代對耶和華的敬拜。 
 
詩篇 74:9-11 亞薩說：“我們不見我們的標幟，不再有先知；我們內中也沒有人知道這災禍要

到幾時呢！神啊，敵人辱駡要到幾時呢？仇敵褻瀆你的名要到永遠嗎？你為甚麼縮回你的右

手？求你從懷中伸出來，毀滅他們。” 

 
以色列民極端的困境可用三個“沒有”和四個問題來概括。三個“沒有”就是：第一，沒有

神的標幟，以色列從前所經歷的、神用神蹟的干預，現在顯然已不存在了；第二，沒有神的

先知，這時並沒有先知的聲音；第三，沒有暫緩執行的希望，沒有人知道這場災禍要持續到

幾時。四個問題是：第一，神要容忍仇敵的嘲笑到幾時呢？第二，神要容讓祂的名永遠被褻

瀆嗎？第三，神為甚麼縮手，不停止敵人的破壞呢？第四，神為甚麼把右手閒置在懷中呢？ 

 
詩篇 74:12-17 亞薩說：“神自古以來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將海分開，將

水中大魚的頭打破。你曾砸碎鱷魚的頭，把它給曠野的禽獸（禽獸：原文是民）為食物。你

曾分裂磐石，水便成了溪河；你使長流的江河乾了。白晝屬你，黑夜也屬你；亮光和日頭是

你所預備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但在複述神過去在祂子民身上施行大能的時候，詩人又找到了盼望和安慰。作為以色列自古

以來的君王，神藉著不同地方所作出的奇妙拯救顯明自己。例如，神用能力將紅海分開，為

猶太人逃離埃及打開一條通達的路。接著，當埃及的大魚，即法老的士兵，要追上來的時候，

神就使海水恢復正常的狀態，把整隊敵軍淹沒。神曾砸碎鱷魚的頭，這怪獸鱷魚象徵著埃及

的勢力；而被沖到岸上的士兵的屍體，卻成了曠野上兀鷹和野獸的食物。神曾分裂磐石，使

水流到曠野變成溪河；神又使約旦河乾涸，以致以色列民可以進入應許之地。白晝和黑夜也

在神的控制之下，日頭、月亮和星宿，都按著神的指示來照耀。全地的地理和地勢是神設立

的，一年四季也由神控制的。 
 
詩篇 74:18-23，亞薩說：“耶和華啊，仇敵辱駡，愚頑民褻瀆了你的名，求你記念這事。不要

將你斑鳩的性命交給野獸；不要永遠忘記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顧念所立的約，因為地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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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之處都滿了強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壓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窮乏的人讚美你的名。神

啊，求你起來為自己伸訴！要記念愚頑人怎樣終日辱駡你。不要忘記你敵人的聲音；那起來

敵你之人的喧嘩時常上升。” 
 
詩人提醒神也被牽涉在災難之中。因為一群卑鄙愚頑的仇敵辱駡、藐視、褻瀆神的名。以色

列人懇求神不要離棄他們，不要把百姓斑鳩般的性命交給巴比倫的野獸，又或永遠忘記困苦

人的性命。以色列人哀求神顧念自己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以色列人祈求神使自己受欺壓的

民回來得著榮譽，而不是羞愧。 
 
詩人提醒神要為自己伸訴。神必須維護自己名的榮譽，因為那些不敬虔的人終日嘲笑神。神

不要忘記神敵人嘲笑的聲音，他們挑戰的喧嘩時常充滿在空氣之中。 
 
詩篇 74 篇的禱告，在詩篇 75 篇得到了回復。耶和華必起來為自己伸訴，並且壓制所有不服

從的人。本詩因神將局面完全翻轉而歡欣雀躍，神“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這句話與

馬利亞“尊主為大”的禱詞，及哈拿的頌歌十分接近。 
 
詩篇 75:1 亞薩說：“神啊，我們稱謝你，我們稱謝你！因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說你奇妙的

作為。“ 
 
這裡的稱謝是由記憶而來的，記憶則由“複述”而來，即重新講述神曾行的大事，這仍是崇

拜不可少的一部分。 
 
詩篇 75:2-5 記載：“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審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

曾立了地的柱子。（細拉）我對狂傲人說：不要行事狂傲！對兇惡人說：不要舉角！不要把你

們的角高舉；不要挺著頸項說話。” 
 
現在，神插入發言，在舊約中，“所定的日期”是一個很重要的字，說明神命定世事。“世

事”可指一年的四季，循環不已；“世事”又可指所指定的節期，規定了一年中崇拜的模式，

以色列人不知道，這些節期其實定出了基督將於何時受苦、復活，及差派聖靈來；日期可指

“一載、二載、半載”，這是我們所不明了的，但卻將成為末日來臨的記號。與“命定世事”

為伴的“正直”一字也恰到好處，因為沒有其他字更能與審判官相配。 
 
詩篇 75:6-8 亞薩說：“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

卑，使那人升高。耶和華手裡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內滿了攙雜的酒；他倒出來，地上的

惡人必都喝這酒的渣滓，而且喝盡。” 
 
這是對神的回應，特別要人深思兩點。第一，“高舉”不是從任何人類或地上的源頭而來，

而只是從耶和華而來。因為耶和華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祂使這人降卑，卻使那人升高。第

二，神必定會施行審判。此處將神必要採取行動的應許，以一幅鮮明的異象來解釋。詩人以

杯的比喻來形容審判，這在聖經中很常見，而最後的杯則明顯指報應：用我們的話說，即自

食其果。 
 
詩篇 75:9-10 亞薩說：“但我要宣揚，直到永遠！我要歌頌雅各的神！惡人一切的角，我要砍

斷；惟有義人的角必被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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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詩沒有以忍耐和痛苦結束，因為詩人相信將來必定會出現一種光景：有權位者不欺壓人，

有榮耀者亦不高傲。 
 
詩篇 76 篇的結構樸實單純，詩人首先回顧神一次偉大的拯救，然後前瞻未來偉大的審判。本

篇詩可謂聖經故事的濃縮，從起初局部的猛烈爭戰，直到末了，經過人一切的抵擋，神的救

恩與審判終於達到高潮，也普及全地。 
 
詩篇 76:1-3 亞薩說：“在猶大，神為人所認識；在以色列，他的名為大。在撒冷有他的帳幕；

在錫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裡折斷弓上的火箭，並盾牌、刀劍，和爭戰的兵器。（細拉）” 
 
在猶大神是出名的，因為祂曾奇妙地瓦解威脅耶路撒冷和聖所的軍隊。神的名在以色列中間

是響亮的，因為祂在以色列的歷史上留下了難忘的一頁。神指定和平之城耶路撒冷作自己的

首都，錫安山作自己的居所。神正在那裡粉碎敵人的武器──閃亮的火箭、盾牌、刀劍，和

所有其他爭戰的兵器。 
 
 
詩篇 76:4-6 亞薩說：“你從有野食之山而來，有光華和榮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搶奪；他們

睡了長覺，沒有一個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責一發，坐車的、騎馬的都沉睡了。” 
 
這裡令人想到的畫面，是耶和華的使者一夜之間將西拿基立的軍隊全然剿滅。在主前 701 年，

亞述的軍隊在西拿基立的帶領下，威脅要毀滅耶路撒冷。但他們還未能走近這城，耶和華的

使者就在晚上來到他們紮營的地方，殺了十八萬五千名士兵。 

 
詩篇 76:7-9 亞薩說：“惟獨你是可畏的！你怒氣一發，誰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從天上使

人聽判斷。神起來施行審判，要救地上一切謙卑的人；那時地就懼怕而靜默。（細拉）” 
 
神是何等威榮的一位神！神應受何等的敬畏！神的怒氣一發，一切敵對的舉動就變得無用。

神一宣佈審判要從天上而來，地就懼怕而靜默。 

 
詩篇 76:10-12 亞薩說：“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怒，你要禁止。你們許願，當向

耶和華─你們的神還願；在他四面的人都當拿貢物獻給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驕氣；

他向地上的君王顯威可畏。” 
 
10 節是詩篇中最鏗鏘有力的詞句之一，詩人大膽地宣吿：人的忿怒將變為對你的讚美。本節

主要的重點，正是申明神的護理在掌管一切。 
 
看見耶和華那難以言喻的偉大和榮耀，詩人勸勉猶大人許願和向耶和華他們的神還願。接著，

詩人也勸告以色列四周的外邦列國，拿貢物獻給那至高的統治者，因為這位大能者能挫王子

的驕氣，並向地上最有勢力的君王，顯為可畏。 
 
詩篇 77 篇令所有受過低沉壓力情緒包圍的人，都可以找到同感。在前十節，詩人亞薩陷於嚴

重的自憐景況。在最後十節，詩人則有了很大地轉變。詩人是如何從自憐中走出來的呢？讓

我們透過下面的經文來尋找答案吧！ 
 
詩篇 77:1-3 亞薩禱告說：“我要向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他必留心聽我。我在患難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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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吟悲

傷，心便發昏。（細拉）” 
 
首先，亞薩向神傾吐他悲痛的故事。有些難以名狀的困難和煩惱在詩人心裡。詩人在痛苦中，

不能想及任何人或任何事，只能想到他自己是多麼地痛苦，詩人陷入到極度的自憐裡。雖然

詩人不斷地禱告，但他感受不到安慰。詩人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反常的狀態下，因為詩人越默

想神的話語，就越煩躁和悲傷。 
 
詩篇 77:4-9 亞薩說：“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至不能說話。我追想古時之日，上

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裡也仔細省察。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

施恩嗎？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

的慈悲嗎？（細拉）” 
 
詩人把嚴重的失眠症單單歸咎於神。詩人心裡煩亂，以致不能用言語表達心裡的痛苦。詩人

回想昔日事事如意的日子，希望稍得安慰，但他越注意自己，從內心尋找勝利，就越懷疑耶

和華的仁慈。詩人受到疑惑的攻擊，並以五個多疑的問題，說出了心中的疑慮。 

 
第一，詩人懷疑耶和華也許要永遠丟棄自己。第二，詩人懷疑神是否還愛著自己。第三，詩

人懷疑耶和華是否已經廢棄自己的應許。第四，詩人懷疑神是否忘記開恩。第五，詩人懷疑

因著神的忿怒是否已經停止神的慈悲。 
 
詩篇 77:10-15 亞薩說：“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我要

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神啊，

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你曾

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細拉）” 
 
亞薩的自憐使他墜進失望的深淵裡，但是在 11 節，詩人有一個屬靈的轉捩點，那就是他把眼

睛轉向了神，並定意回想神的子民過去遭遇困難的處境時，神所作出的干預。這種轉變的思

想使詩人立刻承認神是聖潔的，祂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公義和仁慈的。神根本不會

出錯。詩人特別想到，神在拯救以色列民脫離埃及的奴役時，以神蹟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在

這個時候，詩人的心情改變了，詩人從開始的自我中心已經變成以神為中心了。 
 
詩篇 77:16-20 亞薩說：“神啊，諸水見你，一見就都驚惶；深淵也都戰抖。雲中倒出水來；

天空發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四方。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你

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當詩人默想紅海與西乃山的事件時，那宏偉的景象仿佛活現在他眼前，於是他將所見的描述

出來：作牧人的神帶領以色列人，在摩西和亞倫的照顧和領導下，經過曠野最終來到迦南地。

本詩篇以一幅和平的景象結束，到此，詩人的問題也煙消雲散了。 

 
透過本篇我們看到，在開始的時候，詩人亞薩似乎是一個需要精神治療的、心裡煩躁的病人，

但是到了最後，詩人卻是平靜和安穩的。詩人是如何有這樣的轉變呢？那就是把眼睛從自己

痛苦的身上，挪到掌管一切的神身上。因此，本詩篇闡明一個眾所周知的說法，那就是：專

心於自己則帶來痛苦；專心於別人則帶來沮喪；專心於基督則帶來歡欣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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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