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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彌迦書（9）在基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彌迦已經指出基督降生的地點 

（彌 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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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彌迦書 4:6-10，讓我們在重溫的基礎上稍作補充，然後再繼

續查考與研讀這卷書 4:11-5:2的內容。 

 

讀罷彌迦書 4:6-10，或許有人不禁會問道：“先知彌迦所預言的是什麼時候的情形呢？”我

認為這段經文所描述的是巴比倫來攻打南國猶大、俘虜以色列人的境況。 

 

彌迦預言說：“因為你必從城裡出來，住在田野，到巴比倫去。”當尼布甲尼撒佔領了耶路

撒冷時，剩下的居民逃跑了，他們住在田野裡，最後也被擄到巴比倫去了。彌迦在彌迦書 4:9-

10中看到的景象，不只是以色列人被亞述人俘虜，他看得更遠，他看到後來猶大也被巴比倫

擄去了。緊接著，彌迦預言神的拯救說：“在那裡要蒙解救；在那裡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

敵的手。”雖然猶大會成為巴比倫的俘虜，但是神會從那裡拯救他們。根據以賽亞書 44:28，

以及歷代志下 36:22-23的記載，我們知道，神的確藉著古列的手拯救他們。先知彌迦在這裡

所說的是：神的百姓所受的產難和苦難，也就是大災難時期的末日之戰，會在喜樂中結束。 

 

彌迦預言猶大“沒有君王”，這個預言將通過猶大的末代國王西底家被擄而成就。“彷彿產

難的婦人”，這句中分娩的痛苦意味著新生命的誕生。這是指猶大雖飽受被擄的痛苦，但神

將恢復他們，這個充滿希望的資訊令人振奮。因此信徒應存有感激之情，去面對所有困難，

因為我們身後有神為我們作工。 

 

根據彌迦的預言，猶大必被擄至巴比倫。同樣，在復興之前，耶和華將招聚外邦列國，審判

他們；神要透過以色列來懲罰他們，而他們的財寶將要獻與普天下的主。 

 

根據彌迦書 1:1的記載，彌迦是與先知以賽亞同時期的人，生於主前八世紀，是猶大國亞哈斯

及希西家王時代。但彌迦預言到了一百多年之後、猶大國將要在主前 587 年被擄至巴比倫，

以及被擄後又在主前 538 年得以回歸故土，在當時統治世界的強國是亞述，不是巴比倫；不

過巴比倫已有威脅亞述之勢。 

 

彌迦書 4:11說：“現在有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說：願錫安被玷污！願我們親眼見她遭報！” 

 

彌迦預言說：“有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這裡提到了很多國家的人民，是因為彌迦換了

一個主題，從巴比倫的入侵轉到其他的事。好幾個先知也提到將有很多國家會聚集，一起攻

打耶路撒冷。例如，在約珥書 3章、撒迦利亞 12章和 14章、以西結書 38-39章，都提到在

大災難時期將要發生哈米吉多頓之戰。 

 

先知彌迦在這裡預言了神對惡的最終勝利。罪惡勢力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神國度的滅亡和百

姓的墮落及苦難。因此，他們一有機會就誘惑和侮辱神的百姓，但神終究會徹底懲罰那些折

磨神百姓的勢力。這一部分的預言預示了教會最終將戰勝撒但。耶穌正是作為這種勝利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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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祂在曠野抵制撒但的誘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先知接著從神對耶路撒冷奧秘的籌算，轉移到神對多國的計劃。“許多國”一詞，較吻合入

侵的亞述大軍，而不像是形容巴比倫軍隊。有學者將彌迦書 4:11和以賽亞書 29:7相互比較，

認為許多國指的是組成亞述大軍的各個國家。還有學者特別提出這裡很可能是寫於亞述入侵

時的錫安之歌。在主題相同的平行經文中，從未如此描述過巴比倫的軍隊。但事實上恰恰相

反，許多國成為巴比倫蹂躪的對象。先知在此再度藉著多國之民的對話，來揭露敵人的計劃。

“玷污”意思是“褻瀆”，也就是說，多國之民很想摧毀保障錫安聖所、聖殿（包括至聖所）

之神聖的城牆。他們想要除去神的聖潔之地。有學者表示：“當列國認為自己是歷史的中心，

並尋求滿足自己的權能時，他們便不能容忍錫安的存在；他們便千方百計想要摧毀任何審判

或管束他們驕傲的力量。” 

 

彌迦書 4:12說：“他們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籌劃。他聚集他們，好像把禾

捆聚到禾場一樣。” 

 

彌迦預言：“他們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籌劃。”意思是：多國之民不知道

神要怎麼做。他們盲目地來攻打以色列，卻不知道是神帶領他們來懲罰以色列。 

 

彌迦在這裡預言：神聚集多國之民，如同將禾捆聚到禾場一般容易。整個古代近東鄉村文化

裡，主要農業設施之一就是禾場。成捆的穀類被送到這個中央地點，打穀去糠。因為農業與

生產力的重要性，禾場自然會具有禮儀的重要性。禾場是大片平坦的開放空間，顯然在打穀

以外還有其他用途。所以，當空間不夠或者想要公眾集會而皇宮不適合時，禾場作為露天的

徵用場所，也就不足為奇。結果禾場就成為一個集會的場所。法律事務和商業交易都在這裡

敲定。在烏加列的《阿赫特》史詩中，國王達尼珥公開在城門外禾場上評斷訴訟案件。那是

一個分別善惡的地方。 

 

多國之民的驕傲全在神的掌握中。以賽亞書 10:5-11說：“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

的杖。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

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然而，他不是這樣的意思；他心也不這樣打算。他心裡倒

想毀滅，剪除不少的國。他說：我的臣僕豈不都是王嗎？迦勒挪豈不像迦基米施嗎？哈馬豈

不像亞珥拔嗎？撒馬利亞豈不像大馬士革嗎？我手已經搆到有偶像的國；這些國雕刻的偶像

過於耶路撒冷和撒馬利亞的偶像。我怎樣待撒馬利亞和其中的偶像，豈不照樣待耶路撒冷和

其中的偶像嗎？”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成了自己毀滅的工具，因為神就是運用他們的憎恨和

驕傲，來造成他們的挫敗，正如神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以智取勝撒但一樣。哥林多前書

2:7-8說：“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

耀的。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

上了。”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對付耶路撒冷，但事實上，聚集他們的是耶和華；他們計劃使聖

殿的範圍成為荒蕪之地，但耶和華將打擊他們；他們來是為了要掠奪耶路撒冷，但相反地，

他們將遭掠奪，而他們留下的財富將被奉獻給耶和華。 

 

彌迦書 4:13說：“錫安的民（原文是女子）哪，起來踹穀吧！我必使你的角成為鐵，使你的

蹄成為銅。你必打碎多國的民，將他們的財獻與耶和華，將他們的貨獻與普天下的主。” 

 

彌迦書 4:12中提及的“禾場上的禾捆”，形容的是被帶往審判地點的列國，而 4:13裡的“踹”

這個字眼，形容的則是刑罰本身。多國之民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彼此商量，要去除屬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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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現在耶和華卻命令錫安清除他們的地。牛拖拉著踹榖錘，象徵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神奇

地具備了鐵的角，代表無敵；也具備了銅的蹄，用以徹底踐踏敵人的驕傲與自負。當神在耶

路撒冷城門口殺戮亞述大軍時，預言開始應驗。根據耶利米書 51:33的記載，耶利米將巴比倫

比作踹榖的禾場時，可能也是想到了這一點。這尚未完全成就的應許，成為教會的傳承，而

這應許也在教會中得到屬靈的應驗。馬太福音 16:18記載耶穌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他。”神被稱為

全地之主，因為祂奧秘的籌算在列國全然得勝。 

 

神呼籲自己的百姓說：“錫安的民哪，起來踹穀吧！”世界上的列國就像在打穀場上的穀物

一樣，以色列要來打穀。今天的以色列還是要依賴其他的國家，但是到那日，以色列人要倚

靠神。詩篇 75:6-7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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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以色列的幫助不是從各地而來，他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

耶和華而來。彌迦書 4 章這最後的三節經文讓我們看到：未來的戰爭會終結大災難時期，那

就是哈米吉多頓之戰。 

 

彌迦書 4:11-13這段經文，預言了攻掠耶路撒冷的仇敵要受到的刑罰。“被玷污”就是被戰禍

所蹂躪。“禾場”指審判的地方。“踹穀”、“蹄”、“角”等詞，是用強壯的牛在忿怒中

痛抵敵人，來比喻百姓可戰勝敵國。申命記 33:17記載：“他為牛群中頭生的，有威嚴；他的

角是野牛的角，用以牴觸萬邦，直到地極。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瑪拿西的千千。”“獻與

耶和華”就是把戰爭中得來的歸給神。約書亞記 6:24記載：“眾人就用火將城和其中所有的

焚燒了；惟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都放在耶和華殿的庫中。” 

 

彌迦書 5章繼續 4章的主題：因為神曾經應許過，先知預言未來的榮耀。先知彌迦在 4章預

言了末後的日子；現在我們在 5章要看關於基督第一次降臨的預言。 

 

彌迦書 5:1說：“成群的民（原文是女子）哪，現在你要聚集成隊；因為仇敵圍攻我們，要用

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 

 

在希伯來原文聖經中，這節經文是 4章的結論；我覺得這節經文應該屬於 4章才對，因為它

延續了 4:9的預言內容，這與南國猶大被擄到巴比倫有關。彌迦在描述“末後的日子”時，讓

我們看到巴比倫入侵時的恐怖，也讓我們看到大災難時期以及哈米吉多頓之戰的光景。現在，

他繼續提到巴比倫入侵猶大的觀念。 

 

彌迦宣告說：“因為仇敵圍攻我們，”我相信這是指巴比倫大軍圍困耶路撒冷。有些人認為，

“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的臉。”這句裡的“審判者”，是指主耶穌基督。可是根據福音

書的記載，聖經告訴我們：仇敵是用手打主耶穌，不是用杖打祂。基督也不是在被圍攻時遭

受擊打，不是被外國軍隊擊打，而是被自己同胞擊打。我不認為這節經文是指基督降生的時

候，受到同胞的虐待。我認為，5:1所提及的“以色列的審判者”很明顯是指大衛王朝最後一

個王西底家。列王紀下 25:7記載當時的情形，經文說：“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並且

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鏈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我相信，彌迦在這裡所指的是當時西

底家所受到的屈辱，但這並不表示大衛後裔的王朝已經結束，其實，西底家不是大衛的直系

後裔。約雅敬作王三年以後背叛巴比倫君王，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擄去巴比倫。然後約雅斤被

立作王，約雅斤後來也成了俘虜。列王紀下 24:15記載：“並將約雅斤和王母、后妃、太監，

與國中的大官，都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了；”這個是大衛後裔被擄走的君王，從大衛的

後裔所生的，有約瑟和馬利亞，馬利亞就是主耶穌的母親。當時，尼布甲尼撒把約雅斤的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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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西底家安置在耶路撒冷作王。當西底家背叛巴比倫時，尼布甲尼撒厭煩了這些耶路撒冷諸

王的後裔；於是他拿住西底家，在西底家的眼前殺了西底家所有的兒子，並把西底家擄去作

俘虜。你可能會從這個毀滅性的經歷認為，大衛的後裔已經斷絕了，神應許大衛的後裔中必

有一人永遠會作王的預言，可能不會應驗了。因此，我們一定要看下一節經文，這經文和我

們所想的成了對比。 

 

彌迦書 5:2說：“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

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這節經文成了關乎耶誕節的很重要的經文，如果你在耶誕節期間沒有讀這節經文，你可能會

覺得少了些什麼。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主耶穌不是降生在 12月 25日。歷史上之所以會選擇那

一天，是因為要確認他是降生在冬天。但祂更可能降生在春天，因為 12月太冷了，牧羊人不

會到山上放羊。這時，羊群會躲在山洞裡。大約在主後 532 年設立了曆法，我們可以很合理

地說，這個曆法和我們今天用的曆法一樣。但是這個曆法一年的天數並不正確，這就是有閏

年的關係。因此，即使其他的環境是吻合的，我們也不能確定主耶穌基督是生在 12月 25日。

這又引發了遵守安息日的問題。哪一天才是安息日呢？其實這不重要，主耶穌降生的正確日

期，以及祂在哪一年降生也不重要，耶穌基督降生的地點才是最重要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恆。

這是歷史的事實。這個事實在歷史上已經被證實了。 

 

先知彌迦預言說：“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原文有“但是”這個字，是個

小小的連接詞，讓我們看到事實的另一面。西底家和大衛後裔儘管被擄，最後還是會回到以

色列地務農，先知預言大衛後裔的那一位快要來了。 

 

“伯利恆的以法他啊，”這個稱呼有點奇怪。由於有兩個伯利恆，所以先知彌迦加了以法蓮；

以法蓮是“多結果子的”的意思，加入以法蓮是作區分之用的。在基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

彌迦已經指出基督降生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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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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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