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聖經》 

撒迦利亞書（22）撒迦利亞說，耶路撒冷到最後將成為聖地， 

全世界都因她的百姓向神回心轉意而高度尊敬她（亞 8: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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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撒迦利亞書 8:1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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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9:1的內容。 

 

讀罷撒迦利亞書 8:13-19，或許有人忍不住會發出疑問，說：“開始聖工就不可停頓，半途而

廢豈能榮耀神呢？”其實，當時神和祂的先知催促百姓完成建殿工程，已經超過十五年了。

這裡，神再次用將來的異象鼓勵他們。今天，我們怠慢不前時可找出許多理由來，如別人不

響應；自己的體力、情感上枯竭；同工們不合作；工作乏味、太難，或者不值得去努力等。神

對將來的應許現在就應成為我們的鼓勵。神知道我們辛勞的結果，因此會給我們一個將來的

展望，幫助我們繼續為祂效力。 

 

或許又有人不禁會說：“聖經告訴我們，說誠實話，公平公正，就使人和睦，反之一定起糾

紛，你信嗎？”神應許給祂的百姓豐富的獎賞，向他們肯定，儘管他們要忍受懲罰，神仍不

會改變祝福他們的心意。但神也說百姓有應盡的責任。神是信實的，今天，我們也必須負起

責任來：說誠實話，履行公正，使人和睦。若希望神賜福給我們，我們就要盡自己的本分。 

 

或許還有人會感慨地說：“萬國都來尋求耶和華，這是多麼動人的圖畫呢！”根據撒迦利亞

書 2:11 和 8:18-19 的記載，總有一天，百姓為罪的禁食將變成歡宴與快樂。萬國都要“尋求

萬軍之耶和華”。這是神的應許。 

 

先知在談到這許多過去與現在的事之後，原來撒迦利亞書 7:3所問的問題，答案已顯然可見。

從神將做新事的亮光看來，一切都證實悲哀的時日已過，停留在過去有何意義呢？儀式好壞

與否，其關鍵取決於人的心態是否正確。藉著這些代表提出的問題，先知向在被擄之地的人

和歸國之人說明，新時代已然露出曙光。現在是重新開始的時刻，要有新的態度、新的盼望。 

 

撒迦利亞書 8:18-19提到的這四個禁食的日子，都要變為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根據

耶利米書 31:10-14的記載，耶利米曾作這樣的預言，他看見歡樂的原因不再基於過去的快樂：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這股喜樂之泉不會變味，也不會枯竭，

因為源頭是神自己。因此這裡再度提醒，要喜愛誠實與和平，這是神所悅納的品格。舊約中

雖然不常提到要人去愛（和合本譯作“喜愛”），但這是整個約的關係的基礎；所以在這約之

下，得祝福的條件（即倫理關係）也應以此為標準。 

 

耶和華應許說，悲哀的禁食要變為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期，這就是對伯特利的一個

鼓勵。根據列王紀下 25:1、25:3、25:8-10，以及 25:25的記載，十月的禁食是為耶路撒冷的被

圍攻而哀哭；四月是被擄的日子；五月耶路撒冷被毀；七月基大利被殺。 

 

神對以色列民說：“我從來沒有叫你們禁食。禁食的日子，以及看似很好、又瑣碎的宗教儀

式是你們自己定的，我要把這些宗教儀式變成節日，變成歡樂的日子，成為仁愛、誠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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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日子。”這些都是我們現代文化和社會所缺少的。我在想，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如

果我們像過去那樣教導神的重要、聖經真理和道德價值，這可能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

一定有人贊同這個想法的。其實神是說：“我不要你板著面孔，裝著很敬虔的樣子來到我的

面前。我要你帶著喜樂的心來享受我所賜予的恩典。”很多人應該很享受作個基督徒，可是

卻沒有享受到基督徒該有的喜樂與平安。神要我們成為一個喜樂的基督徒。我認為基督徒最

愛去的地方應該是教會。我們應該一起查考聖經，讀經應該是很有趣的事。身為基督徒，如

果你覺得查考聖經沒有趣的話，你就有問題。 

 

撒迦利亞書 8:20-21記載：“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

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我也要去。’” 

 

這段話預言耶路撒冷將來會成為地上的首都，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將來必有”

是指將來在千禧年要發生的事。 

 

拯救臨到外邦人，這指出將來猶大人和外邦人，一同上到耶和華的都城新耶路撒冷，尋求耶

和華，並懇求耶和華的恩典。尤為重要的是，這是犯罪的百姓罪得赦免並得稱為義的惟一方

法。彌賽亞的到來，必會使救贖的福音首先始於猶大人，見證於外邦人，最終兩者將形成合

一的信仰共同體。這一預言，已展望了將向外邦人開放的新教會。這個預言使以色列飽嘗了

作為選民的歡喜，是這卷書前半部分的結論與核心。 

 

神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這裡列邦的人是指其他種族和國家的人。

遠處城邑的居民彼此勉勵，要去尋找神，也成為傳報佳音的人。他們感受到這個旅程的緊迫

性，想要快快趕去；他們也成為榜樣，激勵其他人也要同去。“懇求耶和華的恩”意思是指

列國之民要進入聖殿參與儀式，就近神。正如先知在 2:11 所預言的那樣，他們進入了新約。 

 

撒迦利亞書 8:22記載：“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

和華的恩。” 

 

先知撒迦利亞在這裡記載神對選民問題的回應的順序，正與邀請相反，形成了交錯式，以免

單調。根據 1:15-21和 2:9-11的記載，雖然最初撒迦利亞得著審判列國的信息，但神對他們的

初衷仍是拯救。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使全地的人都注目該城，並為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

預備道路，使他們能懇切地尋求神。耶路撒冷被形容為世界的中心，但這卻不是標榜自私的

猶大國家主義。倘若耶和華揀選了耶路撒冷為祂的居所，列國的人要尋找祂，必定要到耶路

撒冷來。根據馬太福音 2:1的記載，東方的博士對這一點很清楚。 

 

神說：“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不是到西安、洛陽、

開封或北京，而是到耶路撒冷，這些人來到聖城耶路撒冷“懇求耶和華的恩”。老實說，耶路

撒冷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禱告地方，今天那裡不適合禱告。在那裡你會看到很多宗教，比任何

地方還多，你在那裡所看到的基督徒也比任何地方還少。但是在千禧年期間，耶路撒冷會成

為天國政府的中心。稍早些時候，我們說過以賽亞書 2 章有很多經文和這節經文是相關的。

這足以證明查考撒迦利亞書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老師把注意力放在但以理書。如果你去

神學院的圖書館、或其他某處的一個很好的圖書館，你就會看到很多但以理書的參考書，只

有少數幾本和撒迦利亞書有關的參考書。我有一個很喜歡研究但以理書的朋友，他不相信千

禧年，不相信神會轉向以色列或耶路撒冷。他認為神和以色列百姓的關係已經結束了。他寫

了一本和但以理書有關的書，他在書中這樣描述說：“在但以理書中，我找到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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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他說：“沒有一個預言可以憑私人的意思解釋，你不要只研究但以理書，你看看撒迦利

亞書吧。”他覺得我很好笑，回答說：“沒這個必要。”因此我很坦誠地對他說：“如果你

堅持認為神和以色列的關係已經結束了，你就沒辦法解釋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說得很清

楚，神和耶路撒冷的關係、以及神和以色列國的關係還沒有結束。 

 

撒迦利亞書 8:23記載：“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原文

是方言）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

們同在了。’” 

 

“在那些日子，”是指什麼日子呢？我們看到這個詞不斷在聖經中出現。“到那日”或“在

那些日子”是指將來千禧年的日子。大災難是千禧年的開始，千禧年要迎接的是基督的再來，

基督在地上統治一千年，就叫千禧年時期。千禧年最後開創基督在地上永恆的國度。神說：

“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

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神和猶太人的關係結束了嗎？在千禧年，教會

將要被提，在那時教會不會留在地上。我認為這節經文中提到的“十”是個完全的數字，代

表一個事實，到那時，所有外邦國家都發覺耶路撒冷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們都要去。

為什麼呢？因為主耶穌會在那裡，千禧年的聖殿會在那裡，那裡會成為萬民敬拜神的地方。 

 

“在那些日子”比“當那日”用得比較少，但“當那日”這個片語與“在那些日子”相對。

這段經文的世界觀廣闊無比，將列國各民族的人都包括在內。十個人對一個猶太人，成為啟

示錄5:11所描述之千千萬萬的前景。“十”這個數字，在聖經中常代表完全，比如創世記31:7、

利未記 26:26、士師記 17:10、路得記 4:2、撒母耳記上 1:8，以及耶利米書 41:8等。列邦對神

的強烈渴慕，可由動詞“拉住”看出。根據出埃及記 4:4和撒母耳記上 17:35的記載，摩西抓

住蛇的尾巴，大衛抓住獅子的鬍子，都是用這個字，表示絕不鬆手！根據路得記 3:9、以西結

書 16:8，以及撒母耳記上 15:27 的記載，展開的衣襟通常是婚姻保護的象徵，但掃羅抓住撒

母耳的衣襟，是和好的表態。顯然外邦人這樣做的用意，是希望和猶太人一起被神納入神的

約。猶太人與列邦成為並列用法，首次出現於耶利米書 34:8-9，這裡是第二次。在以斯拉記和

尼希米記中則頻頻出現。 

 

列邦來的人懇求能與猶太人一起去尋求神。他們的懇切表達出信心。“神與你們同在”一語，

令人想起亞比米勒對亞伯拉罕說的話、神給以撒、摩西、約書亞的應許，以及以賽亞書 45:14

中列國所下的結論“神真在你們中間”。被擄歸回時期更新之約，也將列國包括在內，正如

以西結在以西結書 36:23 所見，當耶和華透過新以色列在眾人面前顯為聖時，列國都將承認

祂是神。真正的敬虔吸引別人來認識神，神用這個方法來使祂百姓的數目滿足。 

 

進入撒迦利亞書 9 章，關於歷史的部分已經結束，我們現在要展望未來了，我給出的標題是

“預言的默示”。我把這卷書最後的一段（即 9-14章）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默示”

是講基督第一次降臨的預言，記載在 9-11章；第二個“默示”是講基督再來的預言，記載在

12-14章。這一段重複前面的十個異象，但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的。這一段從以色列百姓說起，

在撒迦利亞的時代，他們是一小群心情沮喪的餘民，回來要重建聖殿。撒迦利亞從當地、當

時的情況說起，進一步說到將來以色列很快地會經歷到神的祝福。之後先知撒迦利亞說到幾

個世紀之後，神有一個計劃和目的：彌賽亞將要降臨。彌賽亞會降臨兩次，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救贖主，第二次來的時候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彌賽亞第一次來上了十字架，祂再來時會

頭戴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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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神對外邦列國的審判，9章前八節經文就是講這一主題的。神藉著亞歷

山大大帝成就了這段預言，這是一段很稀奇的經文。在撒迦利亞時代，有些人太樂觀，他們

說：“現在就是千禧年時期，因為我們已經回到老家，聖殿已經重建了。”因此，撒迦利亞

對他們說，不是這樣的，將來會出現另外一個世界領導。那個領導和神所差遣、第一次降臨

世上的基督大不相同。那個世界的領導是亞歷山大大帝，他是一個自大、傲慢、自負的年輕

人，但是他也是世上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將軍，他不僅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也是偉大的政治

領袖。他有領袖的魅力，群眾都喜歡跟隨他。 

 

撒迦利亞書 9:1 記載：“耶和華的默示應驗在哈得拉地大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

目都仰望耶和華─” 

 

這節中的“默示”，原文是“警告之言”，是指“沉重的包袱”、“神喻”、“預言”等。

在這裡，則指“艱辛的”或“沉重的”，意味著說話的人與聽眾，都感到負擔的話語這種使

人憂愁的警告，是神鑒察人的所有行為和生活態度之後宣佈的。 

 

這是“耶和華的默示。”這裡神所“默示”的就是審判，是神的審判。亞歷山大大帝沒有想

到，自己會成為神手中審判的器皿。他的軍隊征服了“哈得拉地”，佔領了大馬士革和哈馬

口。到今天，大馬士革還是亞蘭的首都，此外，亞歷山大大帝一直給以色列人帶來很多麻煩。

從這一章 1-7 節所提到的城市來看，我們可以確定亞歷山大的大軍，曾經入侵過應許之地。

現在這一切已經成為歷史了；但是先知寫這段文字的時候，這一切還是預言。這個預言已經

應驗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聖經中最令人驚訝的記載之一。這段經文讓自由派的神學家

不安，因為他們想把撒迦利亞書的寫作時期，挪到亞歷山大大帝的時期。歷史上亞歷山大離

開歐洲，橫跨小亞細亞，也就是現在的土耳其，他征服了很多城市。他是一個很殘忍、很野

蠻的人。他消滅了很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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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