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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約珥書（3）約珥警告以色列百姓，將有空前絕後的可怕災難臨到他們， 

至今臨到他們的只不過是災難的一部分，若不及時歸向神， 

必有更可怕的災禍臨到他們（珥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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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珥書 1:2-6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教導子女是父母的責任，吸取長輩的教訓是晚輩的福分。今天，你對傳承有什麽想法呢？神

勸喻作父母的，要把自己民族的歷史傳與後代，並要他們將學到的教訓，反覆講給子孫聽。

對年輕一代而言，長輩的生活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能幫助他們行走前輩的成功之路，並避

免重蹈失敗的覆轍。 

 

或許有人會疑惑：蝗蟲災害，不是用來對付埃及人的嗎？怎麽會用在神的選民身上呢？在約

珥書 1:4，約珥預言：蝗蟲造成的災害，簡直就像遭入侵軍隊蹂躪一樣可怕。蝗蟲集結成群，

數不勝數，在離地數公尺以上飛過時，陽光都被遮住變成黑暗。當蝗蟲停在地上，便會完全

掩蓋所經之地，並且吃盡所有的草木。 

 

讀了約珥的預言，有人或許會忍不住問：“蝗災真的臨到猶大了嗎？”約珥詳盡的描述，讓

不少人相信他指的是一場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蝗蟲災害；另一派的意見則認為蝗蟲象徵

入侵的敵軍。其實二者都是可以預期的。蝗蟲代表毀壞，約珥意在神要因人的罪施刑罰，他

稱這審判為“耶和華的日子”。 

 

先知警告選民要清醒，且要哭泣。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麽要如此？我今天生活得挺好的，

根本用不著這樣！”當時，以色列百姓的身體與道德意志都已衰頽，他們對罪已沒有了知覺。

約珥催促他們要從得意忘形中覺醒，並且趁早承認己過；否則，一切都要被毀壞，就連使他

們醉倒的葡萄也必遭毀。今天，安逸豐富的生活可使我們喪失警覺性，因此，我們切不可讓

物質的豐裕阻礙我們靈命的更新。 

 

通常酒醉的人對周圍發生的事都是迷迷糊糊的。約珥在此用譏諷的語氣警告他們，這蝗禍的

後果恐怕連他們也被驚醒，因為酒的供應已斷絕了。在約珥書 1:4-6，約珥似乎激動地描寫他

自己所遭遇的損害，藉此刺激他的聽眾，使他們感受到自己也被牽涉在其中。蝗蟲就像一隊

入侵的軍隊，在 2:1-11，約珥將會從神學角度演繹觀念。蝗蟲數目之眾，使牠們如猛獸般凶

猛，啃噬葡萄樹和其他果樹，甚至連“樹皮也剝盡”，使樹木不能再生。難怪酒醉的人要“哭

泣”、“哀號”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珥書 1:7-15的內容。 

 

約珥書 1:7記載：“牠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無花果樹的皮，剝盡而丟棄，使枝條露白。” 

 

蝗蟲並不喜愛這裏提到的葡萄樹與無花果樹，只有在沒有其他植物可吃的情況下，才會接近

這兩種樹，由此可見破壞的程度。此外，葡萄樹與無花果樹是安全與富庶的表徵，因此牠們

的慘狀代表著民眾的情緒。古代近東地區，和平與富庶的美好景象，就是能够坐在自家的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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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樹與無花果樹之下。埃及的墓繪、亞述的浮雕，以及聖經作者共同使用這詞組，來形容能

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沒有外力干預，得以栽種神所賜與他們的地。葡萄樹與無花果樹會結

果實，也能遮蔭。享用牠們顯示某種長期的興盛，因為兩者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出産。 

 

蝗蟲的惡名不只是因為破壞植物的生命，也是由於咬壞枝子，剝去樹皮。如果樹皮受到相當

的損壞，植物可能無法存活。如果存活，復原的過程會大大降低其結果能力。 

 

蝗蟲真的可以毀壞樹木，會把無花果樹的樹皮剝盡，什麽都不剩，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約

珥給百姓的信息，是要告訴他們該怎麽做。 

 

“葡萄園”與“無花果”是生活幸福的象徵。無花果樹通常也種在葡萄園內，在舊約，這兩

者都是國泰民安的象徵。蝗災會毀了人的這一切幸福光景。 

 

約珥書 1:8記載：“我的民哪，你當哀號，像處女腰束麻布，為幼年的丈夫哀號。” 

 

先知說的很不尋常，首先：他們當哀號。像新娘失去丈夫那樣，她的丈夫也許在戰場上陣亡

了，通常以色列人要為這樣的事哀哭。 

 

這節經文見證了以色列百姓因著災禍，是何等悲慟，其處境是何等淒慘。在希伯來社會中，

男子自定婚之日起，就受到丈夫的待遇。對定婚的女子而言，最大的悲劇就是未婚夫的死亡。

約珥就是以此比喻百姓因以色列地的荒涼而感到的悲傷。 

 

以色列人雖背離神，神仍視他們為自己的子民，溫柔呼喚，促早醒悟。“像處女腰束麻布，

為幼年的丈夫哀號。”幼年即已許配人的少女，未婚而夫君已逝，一生希望落空，心靈上創

傷難補，傷心而至“哀號”。先知要人像這樣的少女般因失去神的憐憫而痛哭。 

 

約珥書 1:9記載：“素祭和奠祭從耶和華的殿中斷絕；事奉耶和華的祭司都悲哀。” 

 

“素祭和奠祭從耶和華的殿中斷絕；”換句話說，以色列民不再獻祭了。先知約珥指出：“事

奉耶和華的祭司都悲哀。”整段經文都說同樣的話：醉酒的要悲哀，祭司要悲哀，整個經濟

都受到這個災禍的影響。從這一節經文，以及其他經文判斷，先知約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他所說的祭司，是指在聖殿中服事的祭司。 

 

根據民數記 18:1-32的記載，祭司感到悲哀的根本原因是無法如常地獻每日早晚的素祭和奠祭，

他們的生計受到了威脅，也無法再繼續擔當祭司職分。 

 

蝗蟲所經，綠野變成荒地，已無可獻祭之物。根據利未記 2:1-2和 23:13的記載，“素祭”和

“奠祭”，為聖殿中每日早晚與燔祭同獻的祭。素祭的細麵和奠祭用的油都沒有了，宗教生

活中最起碼的獻祭也被迫“斷絕”。祭司的職務是“事奉”神，也有責任教導百姓遵行神的

話語，可是祭司的靈性像物質一樣貧乏，災害來臨，祭司更應反省。約珥書 1:13和 2:17要求

祭司悔改。 

 

約珥書 1:10記載：“田荒涼，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新酒乾竭，油也缺乏。” 

 

已經沒有橄欖油、沒有葡萄、沒有五穀了，這三種農作物已經被毀了。連大地也在哀號。你

看，大地和人是緊密不可分割的。摩西律法不但是針對人，也是針對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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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經文隱隱地指責了以色列百姓缺乏屬靈分辨力。他們哀哭是因饑餓，還沒有認識到審

判臨到他們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所犯的罪孽。先知在約珥書 2:13 說：“你們要撕裂心腸，

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約珥說到醉酒的人、說到祭司，現在要說農夫了。 

 

約珥書 1:11-12說：“農夫啊，你們要慚愧；修理葡萄園的啊，你要哀號；因為大麥小麥與田

間的莊稼都滅絕了。葡萄園枯乾；無花果樹衰殘。石榴樹、棕樹、蘋果樹，連田野一切的樹

木也都枯乾；眾人的喜樂盡都消滅。” 

 

先知約珥敦促農夫和葡萄園主說：“農夫啊，你們要慚愧；修理葡萄園的啊，你要哀號；”

修理葡萄園的是指葡萄園的主人。“蘋果樹”其實是柑橘樹，是當地的土産。 

 

約珥用豐富的詞語描述同一主題，這是為了更加明確地强調自己所要表明的內容。 

 

生態上的破壞可能讓經濟癱瘓多年。有時候田地受到極大的破壞，肥沃度大大降低。樹的毀

損對於生態平衡有著更壞的影響。不只是失去樹蔭與木材，而且表土的侵蝕會增强；再者，

失去森林對環境的貢獻，會加速荒地的擴展。有些果樹要生長二十年才有生産力。農業上的

破壞以及砍伐森林，都是入侵軍隊要懲罰被征服的人，試圖加速他們投降的常見戰術。亞述

記錄與浮雕中詳細描述懲罰的手段，包括砍樹、破壞草原、摧毀灌溉的渠道系統等。 

 

約珥書 1:13說：“祭司啊，你們當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壇的啊，你們要哀號；事奉我神的

啊，你們要來披上麻布過夜，因為素祭和奠祭從你們神的殿中斷絕了。” 

 

“腰束麻布”，這是表明內心悲傷的象徵行為，意指祭司應當代替百姓的罪而哀慟悔改。“伺

候祭壇的”是指祭司。“事奉我神的”是指神的眾先知。 

 

祭司不能再在聖殿任職了，因為百姓沒有東西可以奉獻。他們要整夜披麻蒙灰地躺著，因為

沒有人奉獻肉和酒。那地的經濟破産了，連奉獻給神的能力也沒有了。可幸的是，神很清楚

地說過，儀式不是那麽重要，要緊的是要有誠心。在這裏，神要求百姓作一些他們從前從沒

有做過的事。當神頒布摩西律法的時候，神為以色列百姓訂立七個節期，要他們不可哭喪著

臉來慶賀這些節期，神要他們帶著喜樂的心到神的殿過節。你有沒有注意到基督徒在教會聚

會的時候，並不喜樂？我反對在講臺上講笑話，可是我看到有些信徒坐在那裏，臉上沒有笑

容。我希望他們凡事順遂，現在的日子不好過，他們都失去了喜樂。在約珥的年代，百姓也

沒有喜樂。為什麽神一開始對百姓說“我要你們哀號，要你們披麻蒙灰”？以前神對他們說：

“我要你們來到我面前的時候帶著喜樂。”但是現在以色列百姓犯罪了。這也是今天大家失

去喜樂的原因。今天的人活得很辛苦，音樂開得震天大響，要藉由講一些黃色笑話才能使人

發笑。甚至在教會也失去喜樂。我們的喜樂到哪裏去了？因為人犯罪，喜樂就消失，神不再

賜人喜樂了。神對百姓說：“你們要到我面前哀哭，我不喜歡這樣，可是你們犯罪了，你們

應當認罪悔改。” 

 

先知約珥督促以色列百姓悔改。神的僕人理當在前帶領，所以約珥首先敦促祭司悔改認罪。 

 

約珥書 1:14記載：“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國中一切的居民到耶

和華─你們神的殿，向耶和華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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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這是神從未叫選民做過的事。神給他們七個歡樂的節期，在他

們陷入罪中之前，神並沒有要他們禁食。這個罪就是約珥提到，使以色列國敗壞的酗酒之罪。

酗酒使人失去理智，不能作正確的判斷。 

 

“宣告嚴肅會，”也就是要以色列民聚在一起；神以前要他們聚在一起，因神的同在而喜樂，

但是現在神說要宣告嚴肅會了。 

 

嚴肅會是集體敬拜的場合，多半伴隨著例行的年度節慶，但是也可在需要時組成。在此情境

下看來是一種長老的會議，儀式活動外可能也包括作某些決定。 

 

“招聚長老和國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華─你們神的殿，”就是要以色列民去聖殿。今日人有

困難的時候，就會想到要去教會了。困難使人來到神面前。百姓要聚在一起禁食。 

 

“向耶和華哀求。”因為神是滿有憐憫的，神樂意赦免。以色列的神是奇妙的神，以色列民

在困難時期來到神面前，神會垂聽、神會應允他們的禱告。約珥警告百姓，也給他們命令，

如果他們想蒙神祝福，就要遵行以上 1:8-14所提到的幾件事。 

 

接下來，先知約珥從當時的蝗災轉到末日、耶和華的日子。 

 

約珥書 1:15記載：“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哀哉”，是指什麽日子呢？“耶和華的日子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之前區域性的蝗蟲之災是警告性的，只是輕描淡寫的預告，也是影射將要來到耶和華的日子。

約珥要把將來要發生的事警告他們，要他們警醒。神曾經應許大衛，要把國賜給他，要興起

大衛的後裔治理以色列國。戰爭將要止息，全地將要恢復和平。所有的先知都預言到：耶和

華的日子將要來到。 

 

要認識耶和華的日子，必須對照聖經中提到其他的日子。我們現在是活在聖經中所說的“人

的世代”，那是從尼布甲尼撒開始的，也就是主耶穌所說的“外邦人的日期”。路加福音 21:24

記載主耶穌說：“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

人的日期滿了。”今日我們活在“人的世代”中，一切由人主導，我們只能來到屬人的最高

法院，可是那裏沒有神的同在。我們已經把神忘了，神的名只成為在發誓、或褻瀆的時候才

用。 

 

有一位學者寫到人的世代時，說：“這個主題，常常被人蒙混過去了。”哥林多前書 4:3 記

載保羅說：“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經文中的“被人論斷”是指人的看法，其實應該譯作“人的世代”。我們活在人本主義的世

代，人自以為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其實人類能作什麽呢？人類把世界搞得一團糟，每一個

上臺的政客都以為自己有辦法解決問題，其實不然，人類無法解決世上的問題。聖經還提到

另外一個日子，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日子。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7-8說：“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

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顯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日子無可責備。”什麽是主耶穌基督的日子？就是主耶穌基督再來、教會被提，教會要

在主耶穌基督的審判台前接受審判的日子。腓立比書 1:6 記載：“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

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主耶穌要保守我們，直到教會被提，我們都

要站在祂面前，看看能不能得到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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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聖經中都說到主的日子。帖撒羅尼迦後書 2:2 記載保羅說：“我勸你們：無論有靈、

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現在：或譯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

驚慌。”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很怕會在被提的時候被遺漏了。保羅勉勵信徒到那時已經被提到

天上了，不必再面對主的日子到來的審判。約珥很清楚地說明耶和華的日子是什麽。他說耶

和華的日子是黑暗、幽冥、艱難的日子。希伯來書指出信徒要立刻進入神的國，到那裏就不

再有困難了。但是約珥說，耶和華的日子要從夜間的黑暗開始。黑暗就是大災難時期。那就

像四種蝗災，和啓示錄的四匹馬一樣，要在大災難時期來到。耶和華的日子也包括基督再來，

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凡屬神的人，都要進到光明的國度，與主永遠同在，這是舊約聖徒

的盼望，是舊約聖經的教導。親愛的聽眾朋友，你看，查考聖經是多麽重要。有一個人寫了

一封長信給我，信中引經據典地寫什麽是主的日子。可惜那個人沒有提到約珥書，他不明白

約珥書就是要說明“主的日子”的關鍵書卷。約珥是第一位書寫預言書的先知，沒有其他先

知比約珥說得更詳盡的了。後來的先知也常常引用這個名詞。“耶和華的日子”在整本聖經

中出現了七十五次，“主的日子”出現了五次，“那日”在約珥書出現了一次。所有的先知

都說到“耶和華的日子”，我們要知道這個名詞會一再地出現在聖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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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