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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哈巴谷書（3）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又從死裡復活， 

只有祂的寶血才可以洗淨我們的罪。因此我們必須先解決罪的問題， 

才能進天堂（哈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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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哈巴谷書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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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的內容。 

 

讀罷哈巴谷書 1:2-5，或許有人會發出疑問，說：“神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先知的問題

正是我想問的。”看見周圍的罪行，哈巴谷十分難過，便向神傾吐心中的感受。在今天，不

公平的事依然經常發生，但切記不要妄生懷疑，甚至抗拒神。相反，我們應該細察神對哈巴

谷所說的話，認識神的長遠計劃和目標。即使我們未必完全明白神的用意，但也應知道神所

作的都是對的。 

 

在這段經文中，神回答哈巴谷的疑問，對先知所關注的情況，神表示必定要獨行奇事，這使

哈巴谷驚訝不已。當四周環境壞得難以忍受時，我們或許會懷疑神已經忘記了我們。不過，

總要記住神仍然掌權。神有自己的計劃，並會在所定的時間懲罰惡人。如果我們能謙卑下

來，自然會願意接受神的答案，等候神所定的時間。 

 

或許還有人會說：“在現實生活中，人經常會錯怪神，像我就總是會這樣。”在這段經文

中，神把即將要行的事告訴耶路撒冷的居民，並說他們必定會非常詫異。這些人會看見連串

叫人難以置信的事，包括以下幾點：第一，他們的國家（猶大國）會忽然由一個繁榮的獨立

王國淪為附庸國。第二，幾百年來一直強盛的埃及，差不多在一夜間覆滅。第三，亞述的首

都尼尼微將被擄掠一空，甚至無人記得它的所在。第四，迦勒底人（也就是巴比倫人）會日

漸強盛。神的話雖然令人震驚，但百姓在有生之年會看見這些話一一成為現實。 

 

保羅在安提阿講了一篇很重要的道，就是引用了哈巴谷書 1:5裡的話，說：“因為在你們的

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我一直覺得，這是保羅最重要的講

道之一，可惜現在很少有人會注意了。這篇講道記載在使徒行傳 13:38-41，請注意，保羅

說：“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

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所以，你們務要小心，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

臨到你們。主說：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要驚奇，要滅亡；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

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你看，保羅引用了哈巴谷書 1:5。保羅說神已經預

備了救恩，神不是靜默的。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從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來慶祝逾越

節的猶太人，到處傳講拿撒勒人耶穌已經死在十字架上，聽說祂已經從死裡復活了。此外，

從世界各地來耶路撒冷慶祝五旬節的猶太人，就在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在這一小群信徒身

上。在那段時間，很多人悔罪歸向基督了。當這個消息傳出去的時候，剛開始，羅馬人還沒

注意。保羅告訴他們，在他們這個時代，神行了一件大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

信。”今天世人問：“神為什麼不管呢？”神已經做了！兩千多年前，神賜下祂的獨生子，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神介入了，神說祂還要再次介入世上的事。世人還悠哉悠哉地在過日

子，享受罪中之樂，但是神在動工。保羅引用並引申哈巴谷書 1:5，這真的很奇妙。在先知

哈巴谷的時代，神有動工。儘管列國中充滿了目無法紀的事，充滿了戰爭和罪惡，但神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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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權，祂仍然會施行審判。 

 

神很明確地宣告說祂要怎麼做。 

 

哈巴谷書 1:6說：“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

的住處。” 

 

神對哈巴谷說：“看看你周圍的國家。在幼發拉底河的河岸，有一個國家正在興起，這個國

家最後會成為世界強權。”但以理書提到巴比倫是金頭。在但以理的異象中，巴比倫是一頭

獅子。在世界列國中，排名第一的大國是巴比倫。 

 

神告訴哈巴谷，巴比倫人要從猶大手中搶奪他們的土地。哈巴谷聽了，非常震驚。這節經文

把巴比倫帝國描述為“殘忍暴躁之民”，這樣形容很貼切。他們是殘忍的、令人憎恨的、暴

躁的民族，他們想要征服世界。他們的確三次攻下耶路撒冷，在第三次，他們燒毀了耶路撒

冷，把全城夷為平地。巴比倫人有自己的律法。他們認為他們是最優越、最強勢的種族，沒

有人能和他們相比。 

 

“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這是指迦勒底人奪取位於南巴比倫的迦勒底地區的

領土。“迦勒底”，原指位於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巴比倫南部地區，但也用來指

巴比倫全地。這個地區不僅是亞伯拉罕的故鄉，也是以西結領受啟示的地方，更是猶大百姓

被擄到的地方。另一方面，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的兒子基薛的子孫定居在這裡，被稱為迦勒

底人。他們在那波帕拉薩爾王統治期間，擊敗亞述，建立了大巴比倫帝國。 

 

哈巴谷書 1:7說：“他威武可畏，判斷和勢力都任意發出。” 

 

“任意發出”，意思就是倚靠自己。巴比倫人很自信，很會吹噓。這些特質，在他們這個偉

大帝國的締造者尼布甲尼撒身上最明顯。在但以理書，我們看到尼布甲尼撒患了精神病，這

是一種自大狂妄的疾病，現代的精神科醫生把這種病稱作歇斯底里症，有一點類似於躁鬱症

的精神病。有一天，尼布甲尼撒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後來他住在皇宮外面，如同動物般

地吃草。 

 

先知哈巴谷在這裡記載了迦勒底人的性格和行為。他們具有驕傲和殘暴的性格，為了不斷滿

足野心，不惜行殘暴的行為。一方面，他們在戰場上如虎豹、豺狼般勇猛，但終歸是缺乏人

性的野蠻民族。儘管如此，神還使用迦勒底人作審判猶大的工具，可想而知猶大墮落的程度

是何等的嚴重。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白，神為了成就自己的工作，即使是邪惡勢力，也可用作

工具，而對於犯罪和墮落的神的子民，藉著災難使他們回轉。“判斷和勢力都任意發出。”

這句意指迦勒底人無視法律、規範、條約等，任意施行暴力，濫用權力。甚至他們在侵略並

統治猶大的事情上，忘記了神介入的事實，以為一切都是靠他們自己做成的，專行壓迫和剝

削。 

 

哈巴谷書 1:8說：“他的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馬兵踴躍爭先，都從遠方而來；

他們飛跑如鷹抓食，” 

 

這節經文真是生動的描寫！巴比倫人的騎兵隊，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埃及人使用戰車，亞

述人有最新式的戰車。現在巴比倫人用不同的方法，他們用騎兵。經文形容他們的馬“比晚

上的豺狼更猛”。記得小時候，我家附近常有餓狼出入。尤其在下過雪之後，我的父親會告

誡我們，出去要特別小心。如果遇到一群狼，就要先殺死其中一隻。當狼開始流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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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狼就會轉向那只受傷的狼，把牠吃了，這樣我們才可以躲避危險。經文說巴比倫的馬

兵“飛跑如鷹抓食”。巴比倫軍隊來的時候，就像饑餓的動物、兇猛的禽鳥抓取獵物一樣。

這就是迦勒底人（也就是巴比倫人）的行為。 

 

這節經文形容戰士行動迅速，應該是指持槍的騎兵，而不是騎馬的射手。亞述王西拿基立在

尼尼微的宮殿，有浮雕刻劃這些騎兵能翻山越嶺，突然出現於村中威嚇居民。在平原打仗的

時候，戰車隊伍擔任射手與騎馬作戰的角色，是第一線的火力，步兵則尾隨其後。騎馬的射

手或矛槍手，成雙出戰，以彼此保護。他們也位居軍隊兩側，以防敵軍從後偷襲，或是阻止

敵軍逃跑。 

 

哈巴谷書 1:9說：“都為行強暴而來，定住臉面向前，將擄掠的人聚集，多如塵沙。” 

 

神的百姓不斷地行惡，但卻仍不知悔改。一直等到巴比倫人來了，神要給猶大人猛烈的一

擊！那時就是報應了。正如加拉太書 6:7所說的：“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

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臉面向前”，這句可以譯作：“他們的臉迎向東風”，意思是他們抵擋不住可怕的敵人。 

 

尼布甲尼撒領軍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最後一次燒毀了全城，燒毀了聖殿，把活人擄去作俘

虜。巴比倫人眼中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盡可能擄掠更多的國家和百姓，讓他們都成為巴比倫

人的奴隸。這就是南國猶大將要發生的事。 

 

“將擄掠的人聚集”，意思是指從猶大擄掠很多人作奴隸。根據列王紀下 25:11的記載，照

這個預言，迦勒底人於主前 605年入侵猶大，俘虜了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在內的猶大

上流社會人士，隨後的二十年不斷擄掠人到巴比倫作奴隸。 

 

哈巴谷書 1:10說：“他們譏誚君王，笑話首領，嗤笑一切保障，築壘攻取。” 

 

“他們譏誚君王，笑話首領，”這句意思是說，巴比倫人對自己的力量和外邦神的能力充滿

信心。像在之前的亞述人一樣，他們在大地上行進時傲慢自大。 

 

巴比倫處理征服地人民的方法，與亞述如出一轍。把百姓擄往墾荒。“築壘”是巴比倫人攻

城用的一種方法。他們只需要建造堡壘，就能佔領有城牆的城市;而且，當這些城市投降

時，他們把居民囚禁起來。 

 

哈巴谷書 1:11說：“他以自己的勢力為神，像風猛然掃過，顯為有罪。” 

 

這是尼布甲尼撒的作為。但以理書 4:30記載他口出狂言：“他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

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他因為驕傲而自高。他是一個自大狂，只相

信自己，不信神。經文記載神對哈巴谷說：“你以為我不管我的百姓犯罪嗎？其實我在靠近

幼發拉底河的岸上，已經預備了一個國家，如果我的百姓不悔改，我就要放任巴比倫人去攻

打他們。”這個預言果然應驗了，聖經記載敵人毀滅耶路撒冷時，又兇猛、又可怕。他們俘

虜猶大百姓時，是非常恐怖的。 

 

巴比倫人以自己的軍事力量自豪，視暴力為至上。神說祂要使用巴比倫人來審判神的百姓，

這讓哈巴谷的心又冒出另外一個問題了。如果你認為先知哈巴谷以前有過疑惑，現在他真的

有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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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 1:12說：“耶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你不是從亙古而有嗎？我們必不致

死。耶和華啊，你派定他為要刑罰人；磐石啊，你設立他為要懲治人。” 

 

哈巴谷宣告說：“我們必不致死。”哈巴谷確信，以色列即使受到神的審判而經歷苦難，但

終必藉著神的恩典而得到恢復。在主前 538年，波斯王古列允許猶大俘虜歸回故國。在聖經

中，“磐石”通常象徵神的堅固不變，在這節經文中的“磐石”，則意味著藏身處或安息之

所。這節經文表現了神的信實，祂永不改變拯救以色列的應許，當中也包含著神子民的心

願，他們憑著信心，盼望以色列得到終極的救恩。 

 

哈巴谷的疑惑是：巴比倫甚至比猶大百姓更邪惡，神為什麼要選一個更惡的國家，來懲罰一

個比較不那麼惡的國家呢？這不是神第一次用這種方法。根據以賽亞書 10:5的記載，亞述

人被稱為神憤怒的棍子。換句話說，神把亞述當作鞭子來懲罰北國以色列。神使用亞述懲罰

以色列之後，要按亞述人的罪審判亞述人。在這裡，我們看到有重複的事。神要用一個邪惡

的國家巴比倫來懲罰祂的百姓；然後，神要審判巴比倫。神在人類的事上掌權。可是問題還

是：一個聖潔的神，怎麼會用一個邪惡國家，來成就神的目的呢？請聽哈巴谷的懇求，他

說：“耶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你不是從亙古而有嗎？”神來自永恆，祂是永恆的

神。 

 

哈巴谷說：“耶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哈巴谷的意思是：“你是聖潔的神。你怎麼

會用一個像巴比倫這樣的國家呢？聽說在幼發拉底河的河岸，興起了一個大國，我作夢也沒

有想到，你竟然會用他們來對付我們！他們一直對我們很友善的啊。”當希西家王生病的時

候，巴比倫差派大使來看望他，希西家給他們高規格的接待，甚至把國家中所有的寶物展示

給他們看。當然，大使把這些事記錄下來，因為有一天他們會回來掠奪財寶。但是哈巴谷沒

有想到，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神會用巴比倫來懲罰猶大。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聖潔的神會用這

種方法。然後他說：“我們必不致死。”其實他說的沒錯。這要回到神最初對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應許。神也應許過摩西、約書亞和大衛。神曾經應許在哈巴谷出場前的眾先知，

神說祂不會讓這個國家滅亡的。 

 

哈巴谷說：“我們必不致死。”這對有些基督徒來說，是個很好的宣告，因為他們以為神已

經不管以色列國了。其實，神還是會管理以色列國的，神對他們有一個永恆的計劃，就像神

對從世上蒙召的教會也有一個計劃一樣。感謝神，神的兒女可以說：“我們必不致死。”主

耶穌基督降世，是要代替你我捨命。主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後主耶穌從

死裡復活。羅馬書 4:25說：“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或譯：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主耶穌對拉撒路墳墓前哭

泣的兩個姊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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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