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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何西阿書（6）持續不斷地犯罪使人心變得剛硬、不易悔改， 

故意選擇跟神對抗使人的良心麻木（何 4: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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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何西阿書 4:3-17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先知在何西阿書 4:4 說：“然而，人都不必爭辯，也不必指責，因為這民與抗拒祭司的人一

樣。”當時的宗教領袖可真不中用，你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真的與宗教領袖的職分不相稱。

何西阿的指控是針對當時的宗教領袖。那麽這些教派領袖是誰呢？根據列王紀上 12:25-33的

記載，當年耶羅波安反叛所羅門之子羅波安，在北方另立王朝分庭抗禮時，也建立了自己的

宗教體系。耶羅波安違反神的律法，製造兩頭金牛犢讓百姓敬拜，並任命非亞倫後裔的人為

祭司。起初北國百姓仍然敬拜神，儘管敬拜的方式不合神心意，但不久他們便開始拜迦南的

神，以巴力取代神，完全不再敬拜耶和華了。這樣，耶羅波安的僞祭司不能堅守對神的敬拜

就不足為奇了。 

 

神責備這些宗教領袖不讓百姓認識神，神說他們“因無知識而滅亡”。他們本是百姓的屬靈

領袖，卻帶頭做惡事。人們會彼此議論：“祭司也這樣做，那肯定不會錯。”屬靈上的領袖

責任是很重大的，我們無論是執教於教會學校、擔任教會職務或帶領查經，都不可輕視肩負

的責任，要做一個把人帶到神面前的領袖。 

 

當領袖在事奉中攙雜了個人目的，這又意味著什麽呢？祭司竟然喜歡百姓犯罪！因為每當一

個人獻上贖罪祭，祭司便可分到一份，犯罪的人越多，祭司獲取的也越多。他們自己享用不

完，便賣給他人或送給親戚。祭司因著人們不斷地犯罪而獲利，也因此在百姓中獲得權力和

地位。所以他們非但不設法引導人們遠離罪惡，反而鼓勵人們犯罪以增加自己的財富。 

 

用拜偶像方式以求達成自己的意願，有關結果先知早已講明。巴力和亞舍拉是兩個主要的迦

南神：代表了生育和繁殖的能力。在他們的敬拜儀式中，常有淫蕩的性活動。男性崇拜者與

廟妓或女祭司發生性關係，青年女子與男祭司發生性關係。但是神說過，他們想要提高生育

能力的努力不會成功。 

 

用人造的東西來尋求所謂的“釋放”，其實是荒謬絕倫的。“木杖”或“聖杖”，是用來預

示未來的工具。遠離了神設立的耶路撒冷這個權威的敬拜中心，北國居民實際上已與神的道

和赦免無緣了。妄想擺脫束縛將會使我們完全脫離神的旨意。 

 

為何神堅決阻止猶大犯罪呢？神警告南國猶大的祭司不可像以色列祭司那樣。以色列祭司棄

掉了信仰的傳統，把自己全然賣給了巴力。他們提倡崇拜偶像和淫亂的儀式。以色列將難逃

懲罰，但若猶大能懸崖勒馬，則可免遭懲罰。 

 

以法蓮是北國以色列的別稱，因為以法蓮是北國十個支派中最强大的；同樣，南國也因强大

的猶大支派命名為猶大國。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何西阿書 4:18-5:13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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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書 4:18記載：“他們所喝的已經發酸，他們時常行淫，他們的官長最愛羞恥的事。” 

 

“所喝的已經發酸”，意思是如果你繼續喝酒，你就會上了酒癮。這不是病，而是罪。“他

們時常行淫，他們的官長最愛羞恥的事。”這句指的是坐在高位的人，不說乾淨的話，反而

愛說咒詛的話，喜歡喝酒，那真是可悲。他們愛羞恥勝過榮耀。 

 

何西阿書 4:19記載：“風把他們裹在翅膀裏；他們因所獻的祭必致蒙羞。” 

 

教義就像一陣陣風，吹動人們的心，神說以色列必致蒙羞。 

 

“風把他們裹在翅膀裏；”這句預言以色列將受到亞述的進攻，成為俘虜。尤其“風”和“翅

膀”，意味著破壞力很强的神的審判。 

 

這裏用“風”來比喻刑罰突然來到。以色列民向偶像獻祭，希望得保護，賜下昌盛。但神的

刑罰將使他們在列國中喪盡顔面。 

 

何西阿書 5 章的主題是以色列離棄神，神也離棄了以色列。5 章繼續責備北國的罪，同時也

指出審判就要臨到的事實；因此，這段經文讓人讀了以後感到很不舒服。我們要謹記先知何

西阿的背景。一個年輕人愛上一個很可愛、很美麗的女子，但這個女子後來作了妓女。我相

信歌蔑因為妓女這份職業可以賺錢而被吸引，她可以買到很多奢侈品。雖然如此，神還是要

何西阿去娶她，何西阿愛上了她，和她結婚。可是歌蔑在生下三個孩子之後又再去當妓女。

何西阿又再去找她、替她贖身，把她帶回家。何西阿的心碎了，他有一個破碎的家。在這樣

的背景下，何西阿對北國以色列說：“神說，你是個妓女，你對神不忠。我很清楚知道神的

感受。神愛你，不會放棄你，但是神要因你的罪而審判你。”神開始責備北國領袖，也就是

北國的祭司和君王。 

 

何西阿書 5:1-4講述臨到統治者的審判，這段經文指出了審判將臨到遠離神的以色列統治者。

統治者不應有特權意識，應在神和百姓面前有責任意識。神對統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何西阿書 5:1 記載：“眾祭司啊，要聽我的話！以色列家啊，要留心聽！王家啊，要側耳而

聽！審判要臨到你們，因你們在米斯巴如網羅，在他泊山如鋪張的網。” 

 

“米斯巴”在北國的西南方，“他泊”就是他泊山，位於北國的東北。換句話說，百姓在每

一棵青翠樹下拜偶像，這塊地上到處都是偶像。何西阿對祭司和君王說話，他們代表北國的

領導。在 4 章，神說：“有怎樣的百姓，就有怎樣的祭司。”祭司本應以身作則，可是他們

卻不能在社會中留下好榜樣，君王也是一樣。可惜，今天我們的屬靈領袖也沒有好榜樣。以

色列是我們的警戒，讓我們看到將來會發生什麽事。 

 

這節經文一連用三個“聽”字，以遞增式的命令强調了臨近的審判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米斯

巴和他泊與 4:15中的吉甲和伯亞文，同樣是偶像崇拜的中心。其中“米斯巴”是指基列的米

斯巴，也叫基列的拉末； “他泊”是拿弗他利地區草木茂盛的地方。 

 

那些本當領百姓歸向神的宗教、政治領袖反而鋪網羅，挖陷阱，使百姓落入拜偶像的罪中。 

 

何西阿書 5:2記載：“這些悖逆的人肆行殺戮，罪孽極深；我卻斥責他們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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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逆的人”是指拒絕神而追隨外邦神的以色列。 

 

神責備以色列人野蠻的行徑，他們殺人，殘暴，一直在打仗。古時候，含的後裔為埃及、巴

比倫、亞述帶來了異教文明。可是雅弗的後裔卻犯了最大的錯誤，就是有聖經、有神的話，

卻不好好傳福音。有一天我們也會被神審判，就像以色列一樣。 

 

何西阿書 5:3-4記載：“以法蓮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隱藏。以法蓮哪，現在你行淫了，

以色列被玷污了。他們所行的使他們不能歸向神；因有淫心在他們裏面，他們也不認識耶和

華。” 

 

“以法蓮為我所知；”這句特別强調了“我”，從而提醒人在監察我們的內心和思想的神面

前，任何罪都無法掩飾。“你行淫了”，這句指出神完全認識以色列，但以色列卻不認識神，

因此心懷淫亂之念，離開神而犯了拜偶像的罪。這讓我們想起出埃及當時因與摩押女子行淫，

很多以色列人死亡的事件。 

 

我說過，“以法蓮”是神對北國以色列的昵稱。雖然只是一個支派的名字，神卻用來代表北

方的十個支派。我認為神選擇以法蓮代表北國所有的支派的另一個原因是：以法蓮是以色列

拜偶像的中心。耶羅波安在伯特利造了第一個金牛犢；又在撒馬利亞造了第二個金牛犢。這

兩個地方是屬於以法蓮支派的。以法蓮是拜偶像的中心，拜偶像是以色列國最嚴重的罪。 

 

“以法蓮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隱藏。以法蓮哪，現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

神的意思是：雖然拜金牛犢，或說拜巴力的中心設在以法蓮支派中，但卻玷污了所有的十個

支派，甚至也對南國有影響。他們所犯的罪是整個民族的罪，他們擁有神的話，他們認識神，

但卻背離神，不再認識神，也不再敬拜神。結果整個民族到處都充滿邪惡和敗壞的行為，甚

至還影響了全國的生態。神說連大地和動物也受到牽連，我認為今天神的咒詛還在。只有一

點點灌溉，不能産生效用，不能使大地像以賽亞書 35:1所記載的：“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

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何西阿書 5:5 記載：“以色列的驕傲當面見證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蓮必因自己的罪孽

跌倒；猶大也必與他們一同跌倒。” 

 

神說十個支派要被攻打，“猶大也必與他們一同跌倒。”但是神並沒有說這兩件事會“同時

發生”。後來猶大也跌倒了。南北兩國都被擄；北國被擄到亞述，大約一個世紀以後，南國

被擄到巴比倫。他們被擄以後，其實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地回歸故土，神的話還沒有應驗。何

西阿書說得很清楚，當神帶領他們回歸時，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這塊地上將大有平安。 

 

這節經文預言神對以色列的審判，指出對神無知的人只會狂傲。因為他們自以為所得到的祝

福，都是自己付出努力的代價。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來自於神。以色列對這一切無知，因此，

從統治者到普通百姓都離開了神的律法，心靈和肉體過著淫亂的生活。為此神告誡人以下幾

點教訓：第一，驕傲是敗亡的開始；第二，神公義的審判沒有例外；第三，儘管如此，只要

有懺悔的心靈就能得到寬恕。懺悔是免受審判的惟一方法。 

 

何西阿書 5:6記載：“他們必牽著牛羊去尋求耶和華，卻尋不見；他已經轉去離開他們。” 

 

為了尋求神，以色列動員了豐富的財物，但都被神拒絕了。可見神不會悅納心中缺乏公義和

愛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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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百姓會離棄神，但是當患難臨到，他們即便用盡一切方法仍然徒勞無功時，他們

就會轉向神。神是他們最後求助的對象，但他們卻找不到神，因為神把自己隱藏起來，讓他

們找不到。對很多人來說，向神求助是最後的辦法。好幾年前，有一艘船在橫渡大西洋時撞

到冰山。船長命令整艘船上的人，說：“大家禱告，不住地禱告！”船上有一位女士匆匆忙

忙地跑到船長面前，問：“船長，已經沒救了嗎？”這位女士的話表示如果要禱告，那已是

窮途末路了。人是這樣對待神的。對他們來說，神就像備胎一樣，他們把備胎放在手邊，最

好不要用。也有人說神就像人壽保險、像救生員，最好永遠也用不到，那是以防萬一時才需

要用的。 

 

何西阿書 5:7 記載：“他們向耶和華行事詭詐，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們與他們的地業必

被吞滅。” 

 

“生了私子”，意思就是他們不認識神。百姓沒有照著神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兒女。在申命

記，神告誡百姓要不斷地把神的話教導給他們的兒女。他們要把神的話刻在門楣上，不論是

坐在家裏，或在行走，甚至在晚上睡覺的時候，都要教導神的話。但是現在神說：“他們向

耶和華行事詭詐，生了私子，他們甚至都不認識我。” 

 

何西阿書 5:8 記載：“你們當在基比亞吹角，在拉瑪吹號，在伯‧亞文吹出大聲，說：便雅

憫哪，有仇敵在你後頭！” 

 

“伯‧亞文”就是伯特利。便雅憫支派顯然和北國對立。神在這裏說，警告的話要傳遍全地，

要告訴所有的百姓。 

 

角和號是用於發報戰爭與災禍的信號樂器。 

 

神的審判具有雙重性：第一，對惡人的懲罰；第二，對義人的保守及敦促覺醒。因此，神的

審判不僅是公義的實現，同時也是拯救與愛的完成。 

 

何西阿書 5:9 記載：“在責罰的日子，以法蓮必變為荒場；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將來必

成的事。” 

 

也就是說神不是沒有警告百姓。神警告他們、責備他們，但他們還是不聽。 

 

“必成的事”是指“千真萬確的事”或“持續長久的事”。這意味著北國以色列的俘虜生活，

將持續很長時間。 

 

何西阿書 5:10記載：“猶大的首領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將忿怒倒在他們身上，如水一般。” 

 

挪移鄰舍地産的界石，就等於偷竊他的一片土地。申命記 19:14 記載：“在耶和華─你神所

賜你承受為業之地，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申命記 27:17記載：“‘挪

移鄰舍地界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們！’” 

 

南國想要向北方擴張境界，而且越遠越好，顯然南北兩國已經分裂了，因為雙方在疆界上看

法不同。雖然何西阿是北國最主要的先知，但是神也透過他向南國傳話。 

 

分配給以色列各個支派和族人的土地，是他們生活的田地，不得買賣，地界被視為任何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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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變更的神聖的東西。“我必將忿怒倒在他們身上，如水一般。”這句强調了神的審判。 

 

何西阿書 5:11記載：“以法蓮因樂從人的命令，就受欺壓，被審判壓碎。” 

 

以法蓮甘願跟著群眾一起去尋求偶像、拜偶像。 

 

何西阿書 5:12記載：“我使以法蓮如蟲蛀之物，使猶大家如朽爛之木。” 

 

先知用的比喻很有意思。如果要學習文字遊戲，研讀先知書會很有幫助，因為先知的比喻是

從大自然中取材，幫助我們瞭解神的話。“我使以法蓮如蟲蛀之物，”什麽是蛀蟲？蛀蟲會

進入到你的衣櫃，如果你沒有在衣櫃裏放防蟲劑的話，蛀蟲就會把你的衣服吃壞了。最好你

的衣櫃裏沒有蛀蟲，因為只要一個晚上，蛀蟲就可以毀掉最好的羊毛衣。神說：“我要使以

法蓮如蟲蛀之物，我很快就要審判他們。” 

 

“使猶大家如朽爛之木。”一個木頭房子或木頭的地基，要歷經很長的歲月才會腐爛。神對

北國以法蓮說：“我現在要審判你。南國也開始腐敗，最後也會倒塌的，但是這還要再等一

段時間才會發生。”現在社會的根基已經漸漸腐朽了，腐爛侵蝕剩下的部分。如果你還活在

罪中，別以為可以逃避神的審判。今天的景況真讓人傷心。 

 

何西阿書 5:13記載：“以法蓮見自己有病，猶大見自己有傷，他們就打發人往亞述去見耶雷

布王，他卻不能醫治你們，不能治好你們的傷。” 

 

“以法蓮見自己有病，”意思是以法蓮病到快死了。“猶大見自己有傷，”這句是指當時的

猶大也受傷了，因為亞述人要來攻打他們，只是還沒把他們擄去。神說：“他們就打發人往

亞述去見耶雷布王，他卻不能醫治你們，不能治好你們的傷。”以法蓮看的是個庸醫。他們

以為亞述王會幫助他們，沒想到亞述王卻把他們擄去，他們找錯人了。 

 

“病”和“傷”比喻外敵所加的痛苦。“耶雷布王”，意思是“偉大之王”，指亞述王。北

國的王米拿現和何細亞都曾向他納貢稱臣。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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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