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講    發怒譴責虛假的悔改 

何西亞書四 1-14、17 

1 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辯，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

識神。2 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3 因此，這地悲

哀，其上的民、田野的獸、空中的鳥必都衰微，海中的魚也必消滅。4 然而，人都不必爭辯，也不必

指責，因為這民與抗拒祭司的人一樣。5 你這祭司必日間跌倒；先知也必夜間與你一同跌倒；我必滅

絕你的母親。6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你既忘

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7 祭司越發增多，就越發得罪我；我必使他們的榮耀變為羞辱。

8 他們吃我民的贖罪祭，滿心願意我民犯罪。9 將來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

他們，照他們所做的報應他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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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姦淫和酒，並新酒，奪去人的心。12 我的民求問木偶，以為木杖能指示他們；因為他

們的淫心使他們失迷，他們就行淫離棄 神，不守約束，13 在各山頂，各高岡的橡樹、楊樹、栗樹之

下，獻祭燒香，因為樹影美好。所以，你們的女兒淫亂，你們的新婦（或譯：兒婦；下同）行淫。14 你

們的女兒淫亂，你們的新婦行淫，我卻不懲罰她們；因為你們自己離群與娼妓同居，與妓女一同獻祭。

這無知的民必致傾倒。17 以法蓮親近偶像，任憑他吧！ 

神的指責  4:1-14 

1. 列舉這地居民的罪惡。（1-2） 

三無：「無誠實」：不忠誠、不可靠、缺乏負責任的態度。無「良善」：指「立約的愛」。立約的雙方彼

此承擔立約中應盡的義務，不管環境如何改變。無人「認識神」：直譯是「沒有人有神的知識」，亦即

沒有人真知道神是誰。 

「起假誓」：違反十誡的第三誡（妄稱耶和華的名）。（出廿 7）「不踐前言」：「說謊」的意思，特別指「作

假見證」這件事。違反第九誡。（出廿 16）「殺害」：違反第六誡。（出廿 13）「偷盜」：原意是「綁架」，

後來引伸為「不讓物主同意取得財物」的行為。違反第八誡。（出廿 15）「姦淫」：指「婚外性行為」，

違反第七誡。（出廿 14）「行強暴」（2 節下）：為「充滿」、「遍佈」或「流血」或「偶像」。在此應該是

「充滿」或「遍佈」的意思。意指「不斷的犯罪」或「罪惡一個追上一個」。「殺人流血」：原文中沒有

「殺人」，是一切暴行，包括政治叛亂和社會暴動，都是神所憎惡。 

2. 居民的罪導致的結果就是全地的生物都毀滅。（3） 

「悲哀」：指人犯罪消滅了全地的生命力所帶來的悲哀。（摩一 2；耶四 28） 

3. 對祭司和假先知的指責（4-10） 

「因為這民與抗拒祭司的人一樣」（4 節下）：這句話有些抄本上的問題，可譯為「然而你們不必爭辯，

也不必互相指責，祭司阿！要指控的正是你」。當時的地方祭壇的確是有先知和祭司一起工作。（耶二

4-13；賽廿八 7；彌三 11）「你的母親」（5 節下）：指的就是「以色列民族」。祭司丟棄知識，導致百姓

也無知識，於是神要丟棄祭司（6 節）「忘記你的兒女」（6 節下）：祭司的職分是世襲的，所以上帝忘

記祭司的兒女，就是要讓祭司的職位到此為止，不再延續給祭司的兒女，甚至還可能讓祭司無後代。「祭

司越發增多」（7 節上）：可以指人數的增加，也可以指財富的增加。他們的「榮耀」：原本是指「耶和

華」，但在此是一種諷刺，祭司的榮耀即將變成羞辱。「喫」：也可以翻譯成「謀生」。祭司為了自己的

物質生活，居然希望百姓多犯罪，可從贖罪祭中獲利。（8 節）祭司可以分享部分獻祭者的祭物（利六

14-18，七 1-10、28-34）祭司的職責是主持宗教儀式，結果敬拜神的神聖儀式變成滿足物質慾望的一個

途徑。「將來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9 節上）：負責教導的人、主持敬拜儀式的人既然失職，這樣的

結果當然會導致造物者的懲罰，是『喫不飽，沒有子嗣』立後（10 節） 



4. 巴力宗教的淫亂和酒使以色列人失去理智。（11-14，17） 

「酒」：原文指「陳酒」，比較醇厚。「新酒」：經短期發酵而含酒精的飲料。「心」：在希伯來人的觀念

中，是意志和理智的部位，也是情感的中心。以色列人又拜偶像又占卜，因為淫亂使他們迷失，離棄

真神。上帝還是稱呼他們為「我的民」（12 節上）。社會上普遍的巴力信仰，甚至導致祭司的女兒、兒

媳也沾染淫亂的習性。「離群」（14 節下）：指的是祭司自己在邱壇旁挑選了女人，就離開群聚的男 女，

到一旁去尋歡了。「娼妓」：就是指「神妓」。「無知的民」：「沒有洞察力的人民」。「傾倒」：「敗壞」。上

帝處罰是先由這些神的僕人開始。『以法蓮』是在以色列國居首的支派，代表北國以色列。以色列國既

然倔強不回頭，上帝的處理方法，就是任憑他們陷入混亂敗壞之中，導致羞辱。（17 節） 

五 1-3、7-10 

1 眾祭司啊，要聽我的話！以色列家啊，要留心聽！王家啊，要側耳而聽！2 這些悖逆的人肆行殺戮，

罪孽極深；我卻斥責他們眾人。審判要臨到你們，因你們在米斯巴如網羅，在他山如鋪張的網。3 以

法蓮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隱藏。以法蓮哪，現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7 他們向耶和華

行事詭詐，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們與他們的地業必被吞滅。8 你們當在基比亞吹角，在拉瑪吹號，

在伯‧亞文吹出大聲，說：便雅憫哪，有仇敵在你後頭！9 在責罰的日子，以法蓮必變為荒場；我在

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將來必成的事。10 猶大的首領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將忿怒倒在他們身上，如

水一般。 

 

先知責備以色列的領導階層（1-3） 

「以色列家」：應該是「以色列家的長老」。「王家」：指的是以色列國的政治領袖們。（1 節）『米斯巴』：

應該是指「便雅憫的米斯巴」位於約但河東，這裡也是宗教聖地（撒上七 5-11）。考古學家在此挖出頗

具規模的異教廟宇。「網羅」：捕捉雀鳥的陷阱。「他泊山」：耶斯列平原以北，約但河西，祭司和王室

領袖在這地帶領百姓拜偶像，陷入犯罪的網羅中。「悖逆的人」（2 節）：原文是「什亭」（民廿五 1-2）

發生以色列民與摩押女子行淫。這些悖逆的人肆行殺戮，罪孽極深」。為我所「知」（3 節）：上帝認識

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不認識上帝，以致他們的行為使他們不能歸向神。 

 

色列人成了上帝陌生的孩子，他們必被毀滅；並預告有南北兩國的戰爭。（7-10） 

「私子」：是「陌生的孩子」，也就是「私生子」。這裡的意思是以色列民族背判了耶和華，產生了一堆

耶和華不認識的百姓（孩子），好像妻子背叛丈夫生了私生子一樣。「到了月朔....」：指節期，昔日歡樂

的日子，現卻為刑罰的時刻，以色列要變成荒場。「基比亞」（8 節上）：是便雅憫境內的一座城，位於

耶路撒冷以北五公里。基比亞是掃羅的家鄉（撒上十 26）。「拉瑪」：基比亞以北三公里的一座城，常常

為成南北國爭奪的城鎮。此城是撒母耳的家鄉，拉瑪城的瑣非（撒上一 1）。「伯亞文」（8 節下）：字義

是「犯罪之家」，在南北國的接壤處。「便雅憫哪，有仇敵在你後頭」：原文是「你的後面！便雅憫」，

沒有「有仇敵」一詞。當時以色列和敘利亞聯軍攻打猶大，猶大求助於亞述王。西元前 732 年亞述王

攻打以色列，佔領約旦河東和加利利一帶的地方。「挪移地界」（10 節）是大罪（申十九 14），猶大的

首領意圖取得北國的土地，在神眼中是犯罪。 

六 1-7 

1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2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

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4 主說：以法蓮哪，我可向你怎樣行呢？

猶大啊，我可向你怎樣做呢？因為你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甘露。5 因此，我藉先知

砍伐他們，以我口中的話殺戮他們；我施行的審判如光發出。6 我喜愛良善（或譯：憐恤），不喜愛祭



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7 他們卻如亞當背約，在境內向我行事詭詐。 

 

神雖然懲罰，但只要回轉就必蒙醫治（1-3） 

這應該是一首用在崇拜中的懺悔詩。這首詩邀請百姓歸向耶和華、認識耶和華。「兩天...三天」（2 節）：

表示「短時間之內」的意思。「興起」：「使之活過來」的意思。「出現」（3 節）：是「站出來」。「晨光」：

原文是「晨」（沒有「光」），意思是耶和華站出來就趕走黑暗。「甘雨」：指「雨水」。這首懺悔詩說明

只要悔改歸向神，他很快就能讓飽受處罰的百姓復興，表明以色列人以為只要表現出悔改的樣子，上

帝就會給予他們復興。 

 

神對以色列與猶大的良善很快消逝（4-7） 

先知借用雲霧、露水的蒸發和速散比喻以色列民的義不能持久（4 節）。「良善」（6 節）：包括對神的忠

心。「祭祀」：原文就是「宰殺」，把祭物宰殺獻給神。「燔祭」：將祭物焚燒獻給神（利一 1-17）。當時

迦南人的獻祭觀念，認為神是一個有需要的神，人的責任就是滿足神的要求，在正確的時候用正確的

方式將祭物帶來獻給神，並且守著一切正確的崇拜禮儀，這樣就會滿足神的要求。而神也就會因此滿

足人的一切慾求。「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6 節）：上帝表明祂真正要的不

是這些祭祀、儀式，而是持久的良善與真正的認識神。撒母耳責備掃羅王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

祭，豈如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十五 22）「他們卻如亞當背

約，在境內向我行事詭詐」（7 節）。「亞當」代表人類背棄神，而由個體發展至群體，罪是從一人入了

世界（羅五 12 上），也是地名（亞當城）；在雅博渡口（書三 16）。「詭詐」指他們對神的不忠，像婚姻

關係的不貞一樣。 

 

反思： 

 

在今天的教會中，我們認識到上帝的良善、信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