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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約珥書（4）約珥繼續描述蝗蟲所造成的破壞；角聲顯示災難已迫在眉睫 

（珥 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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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蝗蟲如大軍降臨，地裏的糧食被橫掃一空，只剩得大地白茫茫，真乾淨。根據約珥書 1:9 的

記載，因為全地被毀，已無上好的麵粉及酒作素祭和奠祭。先知約珥警告祭司，若不反省悔

改，必遭更嚴重的懲罰。 

 

約珥書 1:13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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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是喪服；在

此是悔改的象徵。先知約珥勸告選民儘快悔改歸向神。 

 

約珥書 1:14提到“禁食的日子”和“嚴肅會”。禁食可不是為了減肥，而是為了能在屬靈上

專注於與神親近。禁食的日子，是百姓不吃東西，以謙卑、為罪憂傷的心靈迫切禱告，來尋

求神的一段時間。舊約時代，百姓會在災難臨到時禁食，好使他們能定睛仰望神，並以此顯

示他們內心的改變，及對神真正的委身。士師記 20:26 記載：“以色列眾人就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華面前哭號，當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和平安祭。”列王紀上 21:27

記載：“亞哈聽見這話，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睡臥也穿著麻布，並且緩緩而行。”

以斯拉記 8:21記載：“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他

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約拿書 3:5 記載：“尼尼微人信服

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譯：披上麻布）。”嚴肅會是個公開的宗教

活動，讓所有人都能在神面前悔改，祈求神的憐恤。 

 

禁食表示徹底悔改自己的罪，其意義在於不進食而全然依賴仰望神。“在禁食的日子，宣告

嚴肅會，”意指整個以色列民族都要在神面前禁食悔改。 

 

在約珥書 1:15，先知約珥說：“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

來到。”這節經文提到的“耶和華的日子”，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耶和華的日子”

是舊約常見的句子，尤見於約珥書（如 2:1、11、31和 3:14），都是指一些特別事件發生的日

子。這些事件可能是眼前的事，如蝗蟲之災；也可能是將要發生的事，如耶路撒冷被毀或敵

國被打敗；還可能是末後的事，如歷史終結時，神要擊敗一切邪惡的勢力。 

 

即使“耶和華的日子”是指現在發生的事，也實在預示著末日。歷史終結之時，將有兩件事

情發生：第一，一切罪惡要受最後的審判；第二，一切忠貞的信徒要得最後的獎賞。公義與

真理必然得勝，但在此之前卻必多有苦難。撒迦利亞書 14:1-3說：“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

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

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時，耶和華必

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我們信靠神，這末日就為我們帶來希望，因為到

那日，所有堅信神的人必要相聚，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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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是具有特別意義的用語，我要作個結論，包括以下幾點：第一，“人的日子”，

是指我們現在活著的日子；第二，“主耶穌基督的日子”，是指教會被提的時候；第三，“耶

和華的日子”是指從大災難時期開始。神把這些日子標示出來了；那不是人為的想法，而是

聖經的教導。請注意，“耶和華的日子”和在啓示錄 1:10的“主日”不同。新約聖經說得很

清楚，主日是指每一個禮拜的第一天。“主的日子（即耶和華的日子）”和“主日”不一樣，

不要把這兩者混淆了。“主的日子”和“主日”是完全不相同的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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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一天是神施行審判的日子，也是全世界的末日。“好像毀滅從

全能者來到。”字面意義是“猶如從全能者出來的滅亡”或“彷彿從不可抗拒的存在而來的

不可抗力”。在世界末日，否認神的屬撒但和屬世界的一切勢力，都將歸於虛無，只有那些

合乎神旨意的才能配得真正的榮耀。啓示錄 20:11-21:9 記載：“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

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

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

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

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

沒記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

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

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他又對我說：‘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

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

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這是第二次的死。’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

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接下來，我們接續研讀與查考約珥書 1:16-2:1的內容。 

 

約珥書 1:16 說：“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歡喜快樂不是從我們神的殿中止息了

嗎？” 

 

“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這句强調了以色列百姓，無法應對臨到自己的災難。以

色列百姓已斷了糧食，完全無法獻感恩祭，從而不能在聖殿敬拜神和守節期。因此，自然得

不到從敬拜而來的喜樂。 

 

蝗災來到，節期的快樂因糧食的斷絕而消失，不但存儲糧食的倉廩已空，連種在地下的種子

也枯乾，人畜都難逃浩劫。羊群雖可啃食樹皮草根，也其實奄奄待斃。 

 

約珥繼續說蝗蟲的災害。在耶和華的殿中不再有歡喜快樂。感謝神給我很多機會在各地傳福

音、教導聖經。我注意到會眾聚集的時候，心裏很沉悶。往往在第一堂還好，有期待的氣氛；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們沒有喜樂。有一位弟兄對我說：“我注意到你講道的方式，你站起來

面對會眾的時候，你會用有趣的故事作開場白，讓會眾感到輕鬆一點。”我說：“你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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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說：“是的，我知道你為什麽這樣做，因為會眾中有喜樂的人不多。”真的，喜樂

離開以色列；今天，我們什麽都有，就是在聚會的時候失去喜樂。 

 

約珥書 1:17記載：“穀種在土塊下朽爛；倉也荒涼，廩也破壞；因為五穀枯乾了。” 

 

“穀種在土塊下朽爛；”意思是撒於泥土內的種子，因天旱而未能發芽生長。因為蝗蟲啃食

的緣故，使大地受到影響，五穀不能生存了。“廩”是指貯糧的地方。“倉也荒涼”，意思

是儲藏五穀的倉房是空的。 

 

蝗災加上極度嚴重的饑荒，使以色列民喪失了最後的一綫希望。 

 

約珥書 1:18-19記載：“牲畜哀鳴；牛群混亂，因為無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華啊，我向

你求告，因為火燒滅曠野的草場；火焰燒盡田野的樹木。” 

 

蝗蟲啃食大地的方式，使得大地像被火焰燒盡一樣。 

 

“火和火焰”象徵酷熱和乾旱。阿摩司書 7:4 記載先知說：“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他

命火來懲罰以色列，火就吞滅深淵，險些將地燒滅。” 

 

約珥在這裏描繪了牧場的荒蕪，導致牲畜死亡的場面。對牲畜的描述反映了希伯來人的思想，

使徒保羅也持有“人類的罪惡使一切受造之物受其影響”的思想。羅馬書 8:19-22說：“受造

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

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享：原文是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 

 

約珥書 1:20記載：“田野的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水乾涸，火也燒滅曠野的草場。” 

 

這兩節是對乾旱的描寫。但約珥書 2:3也把蝗災當成“火”，蟲害過處，草場樹木蕩然無存。

“發喘”、“乾涸”都是旱災的現象。神審判大日忿怒的火比這裏的會更多百倍。耶利米書

4:4說：“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們當自行割禮，歸耶和華，將心裏的污穢除掉；恐

怕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行發作，如火著起，甚至無人能以熄滅！” 

 

這是很恐怖、很危險的日子，連動物世界也大受影響，這將是末日審判臨到大地的情況，也

是耶和華的日子將要臨到的寫照。 

 

“田野的走獸向你發喘；”這意味著走獸也本能地向神呼籲憐憫和體恤。牠們雖然沒有理性，

也不能理解以理性為基礎的啓示宗教，但是出於自然本能呼求神。約伯記 38:41 說：“烏鴉

之雛因無食物飛來飛去，哀告神；那時，誰為牠預備食物呢？”詩篇 104:21說：“少壯獅子

吼叫，要抓食，向神尋求食物。”耶利米書 14:5-7說：“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棄，因

為無草。野驢站在淨光的高處，喘氣好像野狗；因為無草，眼目失明。耶和華啊，我們的罪

孽雖然作見證告我們，還求你為你名的緣故行事。我們本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這暗示

神的主權涉及所有被造物。 

 

蝗災給選民帶來嚴重的影響。先知呼籲全國上下，由酒醉的人至農夫，以及祭司都要悔改、

禁食和禱告。蝗蟲把田野的莊稼剝盡，以致人們無法供獻和獻祭給耶和華。 

 

先知看這日就像耶和華的日子，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一樣。這說法指神隨時前來審判，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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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和暴亂，並且榮耀地得勝。將來，耶和華的日子包括大災難時期、主再來、基督千禧年

的國度和烈火毀滅諸天大地。先知為百姓向耶和華懇求施憐憫，因為大火已燒滅草場和樹木，

甚至田野的走獸也向神發喘，因為溪水也燒乾了。 

 

先知約珥在 2 章繼續講述耶和華的日子會是怎樣的。之前神曾經應許大衛，要把國賜給他，

這個美好的遠景，讓那些在大衛之後的眾先知作詩歌頌讚。這個重要的信息就是指千禧年時，

神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當我們讀先知書的時候，會看到眾人的期待。約珥這位第一個把

預言寫成文字的先知，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包括千禧年時代，當耶和華的日子臨到的時候，

可不是太平盛世的日子。當主耶穌再來作王之前，將是主耶穌所說的大災難時期。這會在約

珥書 2章說得更清楚。 

 

在約珥書 2 章，先知約珥講述逼近的耶和華的日子，這一章聯繫前一章的蝗災和神的審判之

日而予以教導。約珥對蝗災和臨近的神之審判進行了詳細的說明之後，以懇切而斷然的語氣

督促百姓要撕裂心腸，歸向神。約珥的信息中還表明，即使是現在只要以色列誠心歸向神，

神必賜下超過往昔的恩典和憐憫。對絕望的以色列百姓而言，這無異於關乎救贖和喜樂的福

音。我們可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屬靈教訓：第一，神是公義之神，但同時也是恆久忍耐滿有憐

憫和慈愛的神；第二，即使是世上極其卑賤的東西，也能成為神的審判工具；第三，不要失

去賜給我們的每一個悔改機會；第四，世界的末了，即神施行審判的日子已迫在眉睫。 

 

在 2:1-11，約珥提到外邦人的入侵，先知首先詳細說明了蝗災侵襲的光景，其次指出了以色

列地將遭到外邦人的蹂躪，最後預言了耶和華施行審判的日子。 

 

約珥書 2:1 記載：“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

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 

 

根據民數記 10:9-10、約書亞記 6:4、撒母耳記上 13:3，以及利未記 25:9的記載，就傳統而言，

只有在戰爭時、禮拜時，以及守節期時才吹角。在這裏則為了告訴百姓耶和華施行審判的日

子已臨近了，選民當預備審判之日。根據撒母耳記下 5:7和詩篇 9:11的記載，“聖山”是錫

安的同義詞，大衛安放約櫃的場所，象徵神的臨在。這節教導我們：主施行審判的日子必降

臨；任何人都不曉得審判之日何時降臨。馬可福音 13:32記載耶穌說：“但那日子，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約珥預言：“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我再提醒你，約珥是第一個把預言寫成文字

的先知，他看到耶和華的日子的到來。耶和華的日子事先有黑夜，就是先有審判，然後基督

才會再來，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瑪垃基書 4:2稱之為“公義的日頭，其光綫（原文是翅膀）

有醫治之能。”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這裏的“錫安”和“我的聖山”是指耶路撒冷。

我們必須瞭解吹角的含義。當我們全面地認識聖經時，我們才能歸納出每一段經文的真正意

思。多瞭解歷史背景，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作者在說什麽。吹角象徵什麽？在民數記我們讀到

神命令摩西要作兩枝銀的號角，讓以色列百姓開始在曠野吹角。根據民數記 10:1-2的記載，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用銀子做兩枝號，都要錘出來的，用以招聚會眾，並叫眾營起行。”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神用號角帶領他們在曠野行走。第一次吹號是告訴百姓要準備起行

了。當雲柱一收上去，他們立刻要拆卸會幕。當號角又再響起的時候，約櫃、摩西、亞倫要

走在猶大支派前面。以色列眾支派是圍繞在會幕四圍安營的，每一邊各有三個支派。當號角

一吹，他們就要按著秩序往前行。為了要讓整個行軍順利起行，號角共吹七次。在聖經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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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書啓示錄，我們看見號角又再吹響了，雖然有些解經家認為那號角聲和教會有關，但號

角不是為教會吹起的。號角的聲音是指神的聲音，像號角吹響的聲音。所以啓示錄的七個號

角與教會無關，因為教會已經被提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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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