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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彌迦書（15）彌迦看到周圍的社會腐化。統治者要求人獻禮，執法人收賄賂，

腐化墮落無處不在。但神應許百姓說，祂要將他們領出黑暗， 

進入祂的光明之中。到那時候，人們就會讚美神的大信實（彌 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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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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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7:3的內容。 

 

讀罷彌迦書 6:9-11這段經文，或許有人會說：“以色列百姓犯了這麼多的罪，難怪神的審判

會臨到他們。”在古代耶路撒冷，集市的日子是喧鬧和繁忙的。居住在城裡的商人會作好準

備，整天忙於作買賣，而鄉下人將要成群結隊從他們鄉村的居所來到城裡。貨物將有賣有買，

而小農民將出售他們的土產，或用這些土產交換簡單的鄉村生活必需品。城市的街道會十分

擁擠，假如那時也有收銀機，一定會整天響個不停。這是一個做買賣的日子，一個忙碌的日

子。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先知彌迦宣講了這段簡短而有力的資訊。他熟悉這個城市，這是他當時

的居所，但是他也熟悉自己的老家，以及在老家的誠實農民和勞動者。彌迦明白，耶路撒冷

集市的日子對當地的經濟和那裡人民的生計是重要的，但這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無恥商人

可能在這一天為他們自己非法謀利。因為集市的日子是有錢的人變得更為富有的好機會，卻

也是軟弱、單純者受到剝削的時間。 

 

因此，對在城裡做買賣集會的人，彌迦宣講從神而來的信息。他以先知的身分，直接宣講神

的行動；他的話是向猶大“支派和聚會”講的，也就是所有猶大的百姓，包括耶路撒冷居民

以及居住在鄉村的，凡聚集在城裡做生意的人，他都一樣對他們講說。正像其他這一類的神

諭，先知的資訊包含兩個基本部分：首先，他指出在聽眾中存在那麼多的罪孽；其次，他宣

告從神而來的一句審判的話。 

 

商業就其本身不是一種壞的活動，但人的本性，使這種人類最基本之一的交往形式很容易被

濫用。精明的商人可賺取大量的財富，但是彌迦將這些在耶路撒冷賺得的錢財描述為“非義

之財”。人們使用各種陰謀詭計，只為得到不義的利益。稱量的秤被改裝過，這樣，商人可

以從農民買到更多貨物而少付錢。在商人袋中的稱量法碼標明“十六安士”（或古時的相等

重量），可以重於或者輕於實際的重量，視乎商人是買家或者賣家而定。如果顧客埋怨，有錢

的商人則會威脅採用暴力。而老實做生意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貨真價實！這一基本原則早已

被拋棄；如果說謊能幫助賺錢，那麼說謊就成為那天的規則。 

 

彌迦書 6:12說：“城裡的富戶滿行強暴；其中的居民也說謊言，口中的舌頭是詭詐的。” 

 

有錢人充滿了暴力，還要說謊。他們會欺騙，你不能相信他們。這不也是今天的光景嗎？我

們居住在這塊美好的土地上，不就是這樣的嗎？我們不能相信媒體，不能相信政客，也很難

相信商人說的話。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小人物，已經很難分辨誰可以相信了。彌迦時代的以色

列國就是這樣，神不喜悅這種事。這就是以色列國會衰敗、神的審判要臨到他們的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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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彌迦的時代，北國以色列的情況使得神的審判臨到他們。雖然他們是神所揀選的百

姓，是神所揀選的國家，但是因著他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神的審判要臨到他們。 

 

這節經文描述的是耶路撒冷城裡的富戶，包括王室、軍事領袖，以及地主。行強暴和說謊言

這一對相互呼應的詞顯示，富戶們將律法扭曲為對己身有利的工具，並藉以欺凌軟弱無權勢

的百姓。有學者指出：“法庭應該是保障他們免於受不義的地方。”還有學者則在自己的著

作中這樣寫道∶“對我們而言，不公義傷害了人們的福祉；對先知而言，不公義是對於生存

致命的一擊。對我們來說，不公義是一則插曲；對他們來說，不公義是一場災難，是對世界

的威脅。” 

 

城裡的暴發戶不以正當的方法獲得財利，是行強暴的惡人。“強暴”的原意為“不法”，他

們違反律法，破壞以色列社會的秩序。他們屈枉正直、行賄賂、控制司法行政的情形，正如

彌迦書 2:2、2:8、3:2，以及 3:11所說的。他們的惡行足以影響一般的居民，因為普通人既受

不法所困惑，也學會了這種投機取巧的勾當。詭詐虛謊的事可能是司空見慣的事。 

強暴與詭許，破壞了人們的關係，彼此在猜忌與懷疑的情況中，沒有信託互尊的態度。這樣

玩弄權術的人更多，欺騙的事必增加。以假亂真的情形使人無法辨認，是非不分，更使人無

所適從，莫衷一是。社會的結構必無法維持、瀕臨瓦解。 

 

先知彌迦在這裡提到的強暴與謊言，都是法律的用語，尤其兩者相提並論，更專指犯法的罪

狀。詩篇 27:12記載詩人禱告說：“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

吐凶言的，起來攻擊我。”“凶言”與“攻擊”是相同的用詞，這更看出先知指責的語句帶

有相當嚴重的成分。 

 

彌迦書 6:13說：“因此，我擊打你，使你的傷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惡荒涼。” 

 

神的意思是：“我先要拿走你們的油，還不只如此，你們會看到在我結束審判之前，還有缺

乏。” 

 

先知彌迦預言神將對以色列的懲戒。神按公義的法則治理萬物，所以弄虛做假得到的財富不

會長久，用罪惡得到的幸福和平安必然隱藏著痛苦。對那些不付出誠實的汗水、整天異想天

開的人，神就給他們心靈的痛苦和空虛。 

 

罪惡帶來毀滅，而那些殘暴的富有人因罪而招致疾病、荒涼、虛弱、不滿和沮喪。神不准許

他們享受從欺詐中得來的東西。稍後，彌迦在 6:16提及暗利的惡習，這極可能是指暗利王提

倡所拜祭的偶像。列王紀上 16:25-26記載：“暗利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的列

王作惡更甚。因他行了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以虛

無的神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怒氣。” 

 

彌迦書 6:14說：“你要吃，卻吃不飽；你的虛弱必顯在你中間。你必挪去，卻不得救護；所

救護的，我必交給刀劍。” 

 

神的意思是：“你們再也不能享受過去所享受的，你們會失去這些福氣。缺乏和饑荒將會來

到。即使你們想把財富轉移到安全之地，也沒有用，因為敵人會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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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 6:15說：“你必撒種，卻不得收割；踹橄欖，卻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卻不得酒喝。” 

 

這些對於貧瘠和破壞的咒詛，近似於埃及的破碎陶器上咒詛文獻，以及墳墓中棺材上所記錄。

這些代表神對以色列違反聖約的公平審判。其他幾位先知也使用過這種“徒勞無益”的咒詛，

來表達對於某些行動必然失敗的威嚇。如何西阿書 4:10說：“他們吃，卻不得飽；行淫，而

不得立後；因為他們離棄耶和華，不遵他的命。”西番雅書 1:13說：“他們的財寶必成為掠

物；他們的房屋必變為荒場。他們必建造房，卻不得住在其內；栽種葡萄園，卻不得喝所出

的酒。” 

 

敵人會將以色列百姓從他們的地上帶走，把他們擄到亞述去。神要懲罰他們，但是神會慢慢

地懲罰他們。當然神是要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可以回轉歸向神。先知彌迦在下一章會清楚宣

告，只要他們願意回轉歸向神，神隨時都願意赦免他們的罪。但是他們必須回轉歸向神，因

為神要審判罪惡。以色列百姓只是在表面上遵守宗教儀式，他們的心卻遠離神。他們用不誠

實的手段做生意，他們的生活不潔淨，他們用暴力對待人，口中滿了謊言和欺騙。他們犯了

很多重大的罪。神不會祝福做這種壞事的國家。 

 

彌迦書 6:16說：“因為你守暗利的惡規，行亞哈家一切所行的，順從他們的計謀；因此，我

必使你荒涼，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們也必擔當我民的羞辱。” 

 

這時候，剛讀彌迦書的人或許會問：“誰是暗利，誰是亞哈？我從來沒聽過這兩個人。為什

麼神要提到他們呢？”我們會問這樣的問題，表示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研讀舊約聖經。很多

年前，我認為這種方式最有說服力。我的建議是：當你讀舊約歷史書的時候，你可以同時閱

讀與歷史書同一時期的先知書，或其他書卷。例如：當你讀彌迦書時，你也可以同時閱讀南

國猶大王希西家統治時期的歷史記錄，以及北國以色列王亞哈和耶洗別統治時期的歷史記錄。

如果你同時也讀與先知書同一個時期的歷史書，那麼你就會對當時的情況有全面性的瞭解。

如果我們看列王紀上這卷歷史書，然後再看彌迦書的這節經文，我們就能得到亮光。 

 

根據列王紀下 13:2和 13:11的記載，“暗利的惡規”，如同“耶羅波安的罪”常被用來形容

國王的邪惡，暗利與亞哈的名字也作為統治者犯下拜偶像之罪的標籤。暗利王朝隨著撒迦利

亞的死，結束於主前 753 年，只比彌迦早了一代。暗利和亞哈是以色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偶

像崇拜者。他們更是利用自己的權利施行暴政，甚至強迫百姓崇拜偶像的罪魁禍首。 

 

暗利是北國以色列的王，他是北國中最壞的君王之一。暗利與心利，以及提比尼，都是王位

的競爭者，一直到心利和提比尼死了之後，暗利篡位，成為了北國以色列的王。列王紀上 16:24

記載：“暗利用二他連得銀子向撒瑪買了撒馬利亞山，在山上造城，就按著山的原主撒瑪的

名，給所造的城起名叫撒馬利亞。”直到今天，那個城都叫撒馬利亞，這個城現在已經成為

廢墟了。但是，暗利並不是發展那個城市的人。暗利死了以後，亞哈接續作王。列王紀上 16:28-

30記載：“暗利與他列祖同睡，葬在撒馬利亞。他兒子亞哈接續他作王。猶大王亞撒三十八

年，暗利的兒子亞哈登基作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兒子亞哈在撒馬利亞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暗利的兒子亞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我告訴你，亞哈能這麼

做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妻子耶洗別幫了大忙。根據列王紀上 16:31的記載，亞哈“犯了尼

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罪；他還以為輕，又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去事奉

敬拜巴力，”亞哈和耶洗別讓以色列人去拜巴力了。以色列民不遵守神所頒佈的法規，反而

遵行暗利和亞哈的惡規。他們拒絕神的道，順從自己的計謀。在彌迦的時代，幾乎是二百年

之後。當年的惡行所帶來的效果和影響力，終於顯現出來了。彌迦提出神對政府的理念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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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都是很好的。求主讓我們國家能接受這些原則，使國家興盛、百姓蒙福。 

 

在彌迦書 7:1-9，先知彌迦承認神對以色列的指責是合理的。神對以色列的指控感動了先知的

心。彌迦是有感情的，他被神感動，又擔心快要臨到百姓的審判。因此在這段經文中，我們

可以看到：憂傷的獨白、苦難的故事，以及濃厚的悲傷和哀痛。 

 

彌迦書 7:1說：“哀哉！我（或譯：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盡，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

的，沒有一掛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無花果。” 

 

彌迦在這裡代以色列人向神祈求。城中虔誠正直的人已滅盡，四處充斥著暴行和謀殺。這樣

悲涼的光景，就好像採摘後的葡萄園，已沒有一掛葡萄可吃。 

 

彌迦在 7 章開篇就抒發了他個人的感受，他說：“哀哉！”與先知耶利米一樣，彌迦不僅表

達個人的感受，也被神藉著他所傳的信息感動了。先知因被神的話深深感動而悲哀，他覺得

自己失去了喜悅。他說：“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盡，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沒有一掛

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無花果。”請注意，聖經中的葡萄樹象徵以色列國。關於這一點，

與彌迦同一個時代的先知以賽亞有很詳細的論述，以賽亞書 5 章說得很清楚：以色列是葡萄

樹，葡萄樹就是以色列。彌迦對著他的國家說：“我要尋找一掛好葡萄，卻找不到。我渴望

初熟的無花果，卻看不到。葡萄樹還沒有結果子。” 

 

現在，彌迦要講細節了。 

 

彌迦書 7:2說：“地上虔誠人滅盡；世間沒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都用網羅獵取

弟兄。” 

 

走在各國大城市的街上並不安全，到處都有目無法紀的人。似乎虔誠人已經絕跡了；可是還

是有很多好人。我相信在以色列還是有很多虔誠人，彌迦在這裡只是就一般的狀況而說的。

虔誠人不多，他們在民眾中並不是佔大多數的。彌迦說：“地上虔誠人滅盡；” 

 

彌迦在這節經文提到“用網羅獵取”的現象。捕鳥與捉魚是當時一般人狩獵的方式，因為只

需要網子與陷阱。埃及墳墓壁畫中描繪以網子捕鳥，而蘇美文字中，代表狩獵的字就是以網

的形狀表意，網子的歷史悠久由此可見。以賽亞書 51:20描述使用網子，或許是以網陣來圍捕

羚羊，可能由幾位驅趕獵物的人將其趕入陷阱中。當時確實是無法無天的時代，每個人既是

獵人，又是獵物。詩篇 10:9說：“他埋伏在暗地，如獅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擄去困苦人；

他拉網，就把困苦人擄去。” 

 

彌迦書 7:3說：“他們雙手作惡；君王徇情面，審判官要賄賂；位分大的吐出惡意，都彼此結

聯行惡。” 

 

“他們雙手作惡；”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做一些壞事，而且盡情地行惡。行惡使他們忙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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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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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