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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阿摩司書（13）神希望百姓能與祂一同站立，因此， 

那些使我們彎曲的罪要立刻清除。神的話語就是準繩，叫我們察驗自己的罪 

（摩 6: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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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阿摩司書 6:3-13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阿摩司書 6:3-4說：“你們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坐在位上盡行强暴（或譯：行强暴使審判臨

近）。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裏的牛犢；”財富是神所賜的，

今天，或許你我沒有“躺在象牙床上”那麽奢侈，但我們的錢用在窮人身上有多少呢？象牙

是進口貨品，是當時極為稀有的名貴奢侈品。即使是少量的象牙已象徵著富有，何況是一張

鑲嵌著象牙的床！浪費在上面的資財，不知可幫助多少窮苦人。 

 

在阿摩司書 6:8-11，阿摩司指出：以色列百姓以建築華美的房子，來炫耀自己的成就。當然，

居住環境舒適並非罪過，但須小心，勿讓這些成為自滿及誇口的源頭。神把房屋賜給我們，

是為了我們生存、事奉的需要，而非讓我們藉此自誇。 

 

根據阿摩司書 6:10的記載，那人戰戰兢兢，不敢出聲，連神名字也不敢提，這是什麽原因呢？

其實，在這裏，阿摩司形象地描繪出從神而來的可怕審判：即使在悲苦患難之時，百姓也不

敢提及神的名，恐怕會因此招惹祂的憤怒，帶來另一次審判。 

 

阿摩司書 6:13說：“你們喜愛虛浮的事，自誇說：我們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取了角嗎？”這節

經文提到了“角”。聖經的“角”象徵權力，這裏可能是指以色列所信靠的耶羅波安二世的

大軍。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阿摩司書 6:14-7:15的內容。 

 

阿摩司書 6:14記載：“耶和華、萬軍之神說：以色列家啊，我必興起一國攻擊你們；他們必

欺壓你們，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的河。” 

 

“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的河。”這是指一直到亞蘭，哈馬口是亞蘭的首都。亞拉巴河是從約

旦河的另一邊一直流到死海。神的意思是：“從北方來的敵人要橫掃全地。”敵人不是亞蘭

王便‧哈達，而是把以色列擄去的亞述王。 

 

根據民數記 34:8-12 和列王紀下 14:25-28 的記載，“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的河。”是神給以

色列作基業的最大的邊界，也就是耶羅波安二世時實際佔領的領土。哈馬口在以色列國北端，

亞拉巴的河為流入死海的一條小河。“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的河。”是說北國從北到南全境。

但以色列因在神面前傲慢無禮，最終面臨主前 722年被亞述進攻而滅亡的悲慘命運。 

 

阿摩司書 7 章開啓了這卷書的第三部分和最後一部分。這最後三章說到將來的異象。雖然阿

摩司被人稱為鄉巴佬的農夫牧師，在高岡上喊叫，但神給了他幾個很奇特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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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 7 章講述亞述進攻以色列，記錄了阿摩司所看到的三個異象。這些異象都預示了亞

述的進攻，前兩個異像是藉著阿摩司的懇切禱告而避免，但第三個異象卻如期成了現實。在

歷史上，亞述的第一次進攻是在米拿時期，但因米拿進貢許多貢品而撤退。第二次進攻是在

試圖實行反亞述政策的亞比加統治時期，藉著提革拉毗列色實現，但等到比加死後，亞述把

何細亞王當作傀儡而撤退。而第三次進攻是通過撒曼以色實現的，這次卻完全佔領了以色列。

列王紀下 17:3-6記載：“亞述王撒縵以色上來攻擊何細亞，何細亞就服事他，給他進貢。何

細亞背叛，差人去見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與亞述王進貢。亞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鎖禁，

囚在監裏。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上到撒馬利亞，圍困三年。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

取了撒馬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

邑。” 

 

阿摩司書 7:1 說：“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為王割菜（或譯：草）之後，菜又發生；剛發

生的時候，主造蝗蟲。” 

 

“剛發生的時候，主造蝗蟲。”意思是蝗蟲之災降臨。當時在應許之地一年會有兩次收成，

第一次收成要交給王、當作稅收。其實百姓要付的比十一奉獻還多，他們大概要付出全部收

成的十分之三。這次，在王收去了他那一份之後，蝗蟲之災來了，把他們辛苦耕耘的收成全

都吃光了。這個懲罰震撼了百姓，同時也是給他們的警告。 

 

“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這句在後文的異象的開頭也被重複使用：即阿摩司書 7:4、7節，

以及 8:1。這句含有神親自讓阿摩司看到異象的强烈意志。蝗蟲即螞蚱，這是指進攻以色列的

亞述軍隊。 

 

阿摩司書 7:2 說：“蝗蟲吃盡那地的青物，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你赦免；因為雅各微

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阿摩司求告神說：“我們什麽都沒有了，幾乎沒有剩下的了，這使得我們很軟弱，站立不住

了。”他求神赦免他們、幫助他們。請注意，神對以色列是非常仁慈的。 

 

這段經文表示禱告的能力。已預言必然發生的事，因真誠的禱告而得到了保留審判的回答。

但這種中保禱告只能有效一時，如果百姓沒有即時懺悔，終究不能解決問題。由此我們可以

明白，只有伴隨實際的行動發自內心的真誠悔改，才能和解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阿摩司書 7:3記載：“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可以免了。’” 

 

神說：“好吧，算了，我不讓你們繼續軟弱了。”神除滅了蝗蟲，讓他們能够豐收。你可能

以為：神這麽仁慈，百姓應該回轉歸向神了吧？但是，他們沒有。 

 

在這一章 1-9 節中，阿摩司為他的百姓代禱。這裏描述以色列的三個惡兆。第一個惡兆可能

象徵亞述王普勒的攻擊，以吞滅全地的蝗蟲來形容。神應允阿摩司的禱告，使他們避過這個

審判。 

 

阿摩司書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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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解經家認為“火”就是旱災。我相信旱災是和火連在一起的。當天氣乾燥的時候，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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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生森林大火。我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對公共環境的無知，因為有很多人亂丟烟頭。無論如

何，火災也可以造成乾旱。阿摩司在這裏說得很清楚，那是火災造成的毀滅。 

 

阿摩司書 7:5-6記載：“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你止息；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

呢？’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也可免了。’” 

 

於是神降下大雨，撲滅了大火。神再次垂聽他們的禱告。經文上說神“後悔了”，是因為百

姓禱告。神是很仁慈的，使得災難停止了。最可怕的就是拒絕基督，這會造成永遠的沉淪。

你怎能抗拒這位滿有恩慈、滿有恩典、滿有愛心的神呢？神愛你，犯罪、抗拒神是件非常可

怕、非常恐怖的事。 

 

阿摩司書 7:4-6這段經文講述關於火的異象。這第二次異象中火的災難，比前一次蝗蟲災難更

深重。可見，沒有善用懺悔的機會，那麽這將成為更深的試煉的開始。也就是說，神給了人

懺悔的機會，但人卻拒絕懺悔，從而犯了當受審判的另一種罪。通過這卷書，我們應明白，

伴隨祝福的責任、伴隨懲罰的祝福等，看似相矛盾的現象所含神的和諧的原理。 

 

第二個惡兆可能是提革拉毗列色的入侵，以燃燒的火來代表。先知禱告說雅各微弱，抵受不

了，因此神再次免去這場災難。 

 

阿摩司書 7:7-8說：“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牆是按準繩建築的，主手拿準繩站在其上。

耶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什麽？’我說：‘看見準繩。’主說：‘我要吊起準繩

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寬恕他們。” 

 

聖經有好多地方用“準繩”這個字。耶利米書 31:38-40記載：“耶和華說：‘日子將到，這

城必為耶和華建造，從哈楠業樓直到角門。準繩要往外量出，直到迦立山，又轉到歌亞。拋

屍的全谷和倒灰之處，並一切田地，直到汲淪溪，又直到東方馬門的拐角，都要歸耶和華為

聖，不再拔出，不再傾覆，直到永遠。’”這裏就講到準繩。每次聖經出現準繩的異象，例

如在以賽亞書 28:17、撒迦利亞書 2:1-2，都是表示神要準備審判了。但以理書 5:27記載神的

先知對伯沙撒王說：“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當神開始丈量寬度或高度的

時候，你就知道百姓達不到神的要求，神預備要審判他們了。這次阿摩司沒有再為百姓求情，

因為他知道神的審判是公正的。 

 

阿摩司書 7:9 說：“以撒的丘壇必然淒涼；以色列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用刀攻擊耶

羅波安的家。’” 

 

換句話說，神說耶羅波安的家得不到平安，神的原則記載在以賽亞書 48:22，經文記載：“耶

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耶羅波安的家沒有平安。 

 

每當準繩的異象出現的時候，都表示神要審判了。如果我們用神的準繩量自己，你自認結果

會如何呢？該怎麽辦呢？人是很難達到神的標準的。 

 

阿摩司書 7:7-9這段經文記錄了第三次準繩的異象。這次異象與前兩次不同之處是，沒有阿摩

司的中保禱告。“準繩”是測量建築物垂直度的工具，建築時使用。在這裏象徵判斷價值觀

的標準，即律法，而手拿這一律法準繩的人就是神。由此可見，神建立和毀滅有關人類歷史

和生死禍福。牆是“按準繩建築的”牆，具體可解釋為以下幾點：第一，牆是以色列人認為

堅固的撒馬利亞；第二，牆是以色列的全體百姓；第三，牆是耶羅波安的王國。可見在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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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多麽堅固的東西，神都可以按他的意思毀滅。尤其以色列認為是祝福之根源的偶像，甚至

富强的耶羅波安王國，如果沒有按正確的統治原則建立，那麽一切都是虛浮的。人類依靠神，

並為實現神的旨意而奮勇直前的原因就在於此。 

 

第三個惡兆可能指撒縵以色摧毀撒馬利亞一事。準繩代表審判是絕對公正的。神宣告說祂不

再憐憫以色列或饒恕他們了。 

 

接下來，在幾個異象中插進這一小段歷史插曲，是先知阿摩司個人的經歷。我已經把這一段

在阿摩司書的引言裏說過了，這個故事放在這裏很合適。 

 

阿摩司書 7:10-11記載：“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打發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裏，說：‘阿摩

司在以色列家中圖謀背叛你；他所說的一切話，這國擔當不起；因為阿摩司如此說：“耶羅

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本地。”’” 

 

如果你回頭仔細看這一章的 9 節，你就知道亞瑪謝在撒謊。這也是今天教會的悲劇。每次我

教導聖經的時候，總是希望儘量深入淺出，可是還是有很多人會曲解我的意思，他們會亂說

一些我從來沒有說過的話。有時候是不明白、或聽錯了，有時候卻是故意的。亞瑪謝是拜金

牛犢的祭司，你可想而知他是個怎樣的人了。他是被雇用的祭司，他只說王要他說的話。我

猜他是個有文化、油嘴滑舌的人。我敢說他是很會諂媚人的，他不會在講臺上開炮，只會諂

媚人。當然他也會討好人，他有一些恩賜，在很多地方是很受歡迎的。亞瑪謝故意去對王說

阿摩司的壞話。阿摩司並沒有說耶羅波安的家必被刀殺。阿摩司說：“神必興起，用刀攻擊

耶羅波安的家。”那是指將要發生戰爭了；後來果真如此。以色列最後成為亞述的俘虜了。 

 

亞瑪謝可能是在伯特利主管偶像崇拜的“大祭司”，可能是得到耶羅波安的信任，在伯特利

的聖所執行與王宮有關的御用的職務。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都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安

逸而利用宗教，把統治者的統治合理化，可見亞瑪謝就是這種人。這種人把自己的安逸看得

比宗教信念還重要，其結果是害了自己，也亡了國。 

 

亞瑪謝為了害阿摩司，舉出以下兩個假證據：第一，把“用刀攻擊耶羅波安的家。”這句擅

自改為“耶羅波安死在刀下” ；第二，雖證明了阿摩司有關滅亡的預言，卻删掉了“你們要

尋求耶和華，就必存活。”這句。這是亞瑪謝為了刺激耶羅波安、企圖把宣布與自己的主張

相反的預言，而威脅自己的阿摩司說成叛徒而捏造的誇張說法。 

 

阿摩司書 7:12-13記載：“亞瑪謝又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在那裏糊

口，在那裏說預言，卻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 

 

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向來拜偶像，禁止阿摩司說預言攻擊王在伯特利的聖所，吩咐他返回猶

大的家鄉，在那裏糊口。 

 

亞瑪謝去找阿摩司，羞辱他，鄙視他是個無知的人。我真想知道亞瑪謝寫過什麽書，我們手

上有一本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阿摩司寫的書，可是沒有亞瑪謝寫的書。亞瑪謝稱阿摩司是個

鄉巴佬，指責阿摩司沒有資格在王的聖所講道。他說：“我們這裏講的道都很溫和，不希望

有人逾越了。”他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換句話說，就是“你趕

快離開這裏，走吧，我們這裏不需要你。你已經在王的聖所講過道了，這對你已經够好了，

像你這種資質的牧師，不適合在王的講臺講道。”雖然阿摩司是個農村來的傳道人，也沒有

受過神學訓練，但他可不是個飯桶。我們都知道他絕對合適在那裏講道，因為他是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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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牧師。一個傳講聖經的牧師能安慰人，這是現在教會最需要的人。 

 

通過這段經文對亞瑪謝的憤怒與嫉妒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先知阿摩司的預言、講道和事工

多麽熱情。萬惡的魔鬼為了不失去自己的領地，通過自己的謊言和詭計，加倍地逼迫神的僕

人。 

 

阿摩司書7:14-15記載阿摩司對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原文是兒子）。

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

列說預言。’” 

 

阿摩司用溫和的語氣回答亞瑪謝的話，從而高舉神話語的權威。由此，我們感覺到阿摩司順

從神在世上的命令，不畏懼任何逼迫的使命感。 

 

阿摩司高尚的態度和他的回應，顯出他是一個很有節制的人。他沒有發出先知的怒吼，也不

是個宗教狂熱份子。他說：“為什麽？我知道我不是先知，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個先知，

我也沒有進過你們的神學院，我也不是先知的兒子。我只是一個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神

選召了我，叫我去說預言，是神把我放在這裏的。”當一個人有這樣的信心，他真的很有自

信。如果一個人要進神學院讀書，他必須非常確定有神的呼召。很多人本來可以選擇作別的，

卻甘願放下一切服事主。你有沒有神的呼召？如果神已經呼召你，你就不要讓別的事阻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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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