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講     上帝不變的愛 

何西阿書十 1-10 

1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樹，結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壇；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麗的柱像。2 他們心

懷二意，現今要定為有罪。耶和華必拆毀他們的祭壇，毀壞他們的柱像。3 他們必說：我們沒有王，因為我們

不敬畏耶和華。王能為我們做甚麼呢？ 4 他們為立約說謊言，起假誓；因此，災罰如苦菜滋生在田間的犁溝中。

5 撒馬利亞的居民必因伯‧亞文的牛犢驚恐；崇拜牛犢的民和喜愛牛犢的祭司都必因榮耀離開它，為它悲哀。 6 

人必將牛犢帶到亞述當作禮物，獻給耶雷布王。以法蓮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計謀慚愧。7 至於撒馬利亞，

她的王必滅沒，如水面的沫子一樣。8 伯‧亞文的邱壇─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毀滅；荊棘和蒺藜必長在

他們的祭壇上。他們必對大山說：遮蓋我們！對小山說：倒在我們身上！ 9 以色列啊，你從基比亞的日子以來

時常犯罪。你們的先人曾站在那裡，現今住基比亞的人以為攻擊罪孽之輩的戰事臨不到自己。 10 我必隨意懲

罰他們。他們為兩樣的罪所纏；列邦的民必聚集攻擊他們。 

 

無用的王與宗教（10:1-8） 
（一）以色列越富裕，就越崇拜偶像，且心懷詭詐，耶和華要追討他們。（1-2） 

「以色列是茂盛葡萄樹」（1 節）：是耶和華栽種的（耶二 21，賽五 1-7）。「心懷二意」（2 節）：其為「心

懷詭詐」。神必拆毀他們的祭壇和柱像。 

（二）以色列人的君王沒有用，登基立約的時候說謊起假誓，結果全國百姓都要跟著一起遭災受罰。

（3-4） 

「我們沒有王」：原文前面有「看阿，現在」。我們沒有王，因為我們不敬畏耶和華。王能為我們做甚

麼呢，可能是當時的俗語。「立約」（4 節上）：當日新王登基時，他要與民立約，保證按照耶和華的心

意來秉公行義。這個約（宣誓）在君王不執行的狀況下就變成說謊、起假誓了。（撒下三 21）「田間的

犁溝」（4 節下）：是當時耕種的灌溉系統。「苦菜」：「毒草」。「苦菜滋生在田間的犁溝中」：毒草生在灌

溉系統中，那所有的田都要長滿毒草了。意思就是君王的罪要延禍百姓。當時，以色列人不敬畏耶和

華，跟他們的君王有相當大的關係，雖然以色列人也應付上負責任，但領導者的責任就更大了？ 

（三）先知預言以色列人的牛犢偶像要被帶到亞述獻給亞述王，像大水裡的木屑，一下子被沖走了，

祭壇也要被毀滅。（5-8）  

「伯‧亞文的牛犢驚恐」（5 節）：伯‧亞文指伯特利，有「寄居」、「寄居者」的意思，也有「使....興奮」

的意思。這句話可以指「以色列人因伯特利的牛犢興奮」或「牛犢將成為寄居者（被擄）」。「榮耀」：

很可能是指鋪在牛犢身上的金子。何細亞王因為要向亞述繳重稅，可能把牛犢身上的金子都刮下來。

這個裡指百姓哀悼巴力的死亡，並且哀悼牛犢的榮耀離開。「帶到....作禮物」（6 節）：指的是戰敗國的

偶像被帶到戰勝國當成貢物，表示戰敗國的神明次於戰勝國的神明，所以戰敗國的神明也要向戰勝國

的神明稱臣。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計謀」：「商議」、「計畫」，原文解作「造成的偶像」慚愧（6 節下）。

「撒馬利亞，他的王」（7 節）：是指「牛犢」，牛犢有如是撒馬利亞的王一樣。「沫子」：「木頭碎渣」、「木

屑」。「水面」：「眾水」、「大水」。「水面的沫子」：「水裡的木頭碎渣」，當然一下子被沖走了。「邱壇」（8

節上）：「高處」，是迦南宗教的用詞。位於高地，上面有祭壇、石柱和樹蔭；是用來敬拜巴力用的。「大

山....遮蓋....小山....倒在」（8 節下）：以色列人在神的審判中沒有蔭庇，無處可逃。所以，寧可被山壓死，

來躲避耶和華的震怒（賽二 10、路廿三 30、啟六 15-16）。以色列人順從自己的慾望，敬拜虛幻的偶像，

導致自己的羞辱。虛幻的東西當然會如水裡的木頭碎渣被沖走。我們是否也敬拜著一些虛幻的東西？

讓這些虛幻的東西導致我們無法敬拜獨一的真神，終究為我們帶來羞辱？金錢、權力、名聲、愛情、

物質....都可以是現代的金牛犢。 

 



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用戰爭來懲罰他們（9-10） 
「基比亞的日子」：引用士師記十九 1 節（利未人的妾被便雅憫的基比亞人強姦致死）至廿一 25 節（以

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事件，以色列人信仰極其敗壞。基比亞事件，導致以色列人與便雅

憫人打仗（士廿章）使便雅憫支派幾乎全部滅絕，這也暗示以色列的命運將「近乎滅絕」。「曾站在那

裡」（9 節上）：即「停留在那裡」或「堅持著同樣的態度」。「我必隨意」（10 節上）：「我必按我的意念」，

七十士譯本作「我必來」。「兩樣」的罪（10 節下）：原文有重大和羞辱之意。「列邦的民必聚集攻擊」：

就像當日以色列各支派聚集攻擊便雅憫支派一樣。 

 

十一 1-11 
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2 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

祭，給雕刻的偶像燒香。3 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 4 我用慈繩

（慈：原文是人的）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 5 他們必不歸回

埃及地，亞述人卻要作他們的王，因他們不肯歸向我。6 刀劍必臨到他們的城邑，毀壞門閂，把人吞滅，都因

他們隨從自己的計謀。 7 我的民偏要背道離開我；眾先知雖然招呼他們歸向至上的主，卻無人尊崇主。 8 以

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

憐愛大大發動。 9 我必不發猛烈的怒氣，也不再毀滅以法蓮。因我是神，並非世人，是你們中間的聖者；我必

不在怒中臨到你們。10 耶和華必如獅子吼叫，子民必跟隨他。他一吼叫，他們就從西方急速而來。11 他們必

如雀鳥從埃及急速而來，又如鴿子從亞述地來到。我必使他們住自己的房屋。這是耶和華說的。 

本段用父子之情來描述神與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 

（一）耶和華由埃及召出以色列，視之如子，用寬容慈愛的方法教導他們。（1-4） 

「年幼」（1 節）：指「出生到青年」這段時間，並非指孩童。此字的重點是這個時候的人還不能自立，

必須依靠父母。「我愛他」：原文的時態表示這是「我已經愛他」。「召出」：「呼召」、「召集」，也就是「揀

選」的意思。「先知越發招呼他們」（2 節）：原文是「他們越發招呼他們」，但七十士譯本是「我越發招

呼他們」。此他們「越發走開」：原文是「從他們的臉」，七十士譯本作「越發離開我的面」。第 3 節『我

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先知用了父親教小孩子走路的

景象，小孩跌倒受傷了，父親就立刻抱起小孩，由父親來醫治他。這部分指出埃及以來，以色列人跌

跌撞撞學習作耶和華子民的歷史。他們不斷的犯罪跌倒，神不斷的在懲罰後施恩醫治。「慈繩」（4 節）：

原文是「人的繩」，但其意思都是「慈愛的繩」。「慈繩愛索」：就是教走路的景象，父親用繩子牽引學

走路的小孩，慈愛的希望他能夠學會走路。「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

可譯為「我懷抱他們、偎貼在自己面頰上，我俯下身子餵養他們」（現代中文譯本）。這一段文字表明

慈父怎樣溫柔憐愛又細膩的教育、餵養他的小孩，而他的小孩卻轉去不理會父親。 

（二）因為以色列人不歸向上帝，就要遭遇戰爭，家破人亡，且終於臣服於亞述國、歸回埃及。（5-7） 

「必不歸回埃及」（5 節上）：指埃及人救不了他們。「亞述人卻要作他們的王」：也可譯為「他們的王必

到亞述」。「毀壞門閂，把人吞滅」（6 節）：即刀劍要殺害人，不是破壞門閂，卻把人吞，都因他們隨從

自己的計謀。以色列人拒絕他們之慈父的神，結局就是接受其他暴虐帝王的統治。（7 節） 

（三）耶和華愛以色列人，所以不忍棄絕他們，因此以色列人不至於完全毀滅，而且終將歸回本地。

（8-11）  

1.「押瑪」、「洗扁」：與所多瑪、蛾摩拉並列的罪惡之城，最後被完全毀滅。這些城邑現在可能是淹沒

在死海南端。（創十 19，十四 2、8；申廿九 23）「回心轉意」：「翻轉過來」，這裡指的是「神的心意完

全改變」。「聖」者（9 節）：「分別出來的」、「獨一無二」、「無與倫比」。何西阿解釋：神能「轉意不發

烈怒」的原因，是因為祂是神，並非世人，是「獨一無二」的。 



2. 憐愛施恩（10-11） 

「從西方」（10 節下）：是指巴勒斯坦西邊的海岸和島嶼。神如獅子發出遠近可聞的呼喚，號召他們回

歸。「雀鳥」、「鴿子」：用來表明歸回的迅速。神定意把百姓由分散的各國中急速的召出來，而且這個

「召出」（十一 1 節）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也的確實現了神的應許。 

何西阿書的第二部份信息 

十一 12 ─ 十二 1-14 

11:12 以法蓮用謊話，以色列家用詭計圍繞我；猶大卻靠神掌權，向聖者有忠心（或譯：猶大向神，向誠實的聖

者猶疑不定）。12：1 以法蓮吃風，且追趕東風，時常增添虛謊和強暴，與亞述立約，把油送到埃及。2 耶和華

與猶大爭辯，必照雅各所行的懲罰他，按他所做的報應他。3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腳跟，壯年的時候與 神較

力，4 與天使較力，並且得勝，哭泣懇求，在伯特利遇見耶和華。耶和華─萬軍之神在那裡曉諭我們以色列人；

耶和華是他可記念的名。5 【併於上節】6 所以你當歸向你的神，謹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7 以法

蓮是商人，手裡有詭詐的天平，愛行欺騙。8 以法蓮說：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財寶；我所勞碌得來的，人必

不見有甚麼不義，可算為罪的。9 自從你出埃及地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帳棚，如在大

會的日子一樣。10 我已曉諭眾先知，並且加增默示，藉先知設立比喻。11 基列人沒有罪孽嗎？他們全然是虛

假的。人在吉甲獻牛犢為祭，他們的祭壇好像田間犁溝中的亂堆。12 從前雅各逃到亞蘭地，以色列為得妻服事

人，為得妻與人放羊。13 耶和華藉先知領以色列 14 以法蓮大大惹動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歸在他身上。主

必將那因以法蓮所受的羞辱歸還他。從埃及上來；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保存。 

引言：以法蓮用詭詐、謊言來對待耶和華，終究徒勞無功（11:12-12:1） 

這段歷史是西元前 720 年，當時亞述王撒縵以色五世剛作王，何細亞王認為亞述新王登基政權不穩，

而且埃及是可靠的強權，自己實力也不錯，所以與埃及結成盟邦，要與亞述對抗（王下十七 3-4），結

果導致於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滅國。 

「猶大卻靠神掌權，向聖者有忠心」：應該是小字的翻譯「猶大向神，向誠實的聖者猶疑不定」為正確。

「喫風」和追趕「東風」：以色列對亞述和埃及二國兩面討好的做法，是徒勞無功。「把油送到埃及」：

也是用來與埃及立約。 

 

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行為狡詐，在失敗中認識耶和華（2-9） 

1. 耶和華要控訴並懲罰猶大與以色列，按照他們的行為報應他們。（2） 

「爭辯」：「法庭上的控訴」。「所行的」：原文是「他們的道路」。「所做的」：原文是「他們的作為」。「雅

各」：代表整個以色列國。 

2. 以色列人跟他們的祖先雅各一樣，生性狡詐，喜歡用詭計獲取利益，後來終於遇到又認識耶和華。

（3-5） 

「腹中抓住哥哥的腳跟」（創廿五 26）、「與神較力」（創三十二 22-32）：意思是雅各還沒出生就打算奪

取長子的地位與名分，「並且得勝」（4 上）：原文是「他得勝」。此處何西阿似乎是指「天使得勝」（也

許加上摸大腿窩，使雅各瘸腿的結果，算是天使獲勝），所以雅各「哭泣懇求」。雅各有兩次在伯特利

遇見耶和華（創廿八 10-22）：那次是離開父家往拉班去娶妻時，他夢見耶和華。另一次神吩咐雅各到

伯特利去築壇，以記念耶和華（創三十五 1-3）。兩次都是在雅各遇到危機的時候在伯特利遇到神。「萬

軍」之神：「軍隊」、「戰爭」，表示上帝絕對的主權與能力，也暗示神擁有控制一切「戰爭」與「軍隊」

的能力。「萬軍之耶和華」一詞聖經中出現三百多次，原文的含意與統領天上的眾天使有關，表明神的

權能。綜觀雅各的歷史，早期他活在狡詐誣賴的人生中，到終歸認識神、被神得著。整個人生的關鍵，

是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後，在失敗中認知自己的有限，而降服於神。 

3. 先知鼓勵以色列人在失敗中也要歸向耶和華。（6） 



「仁愛」：就是 四章中的「良善」，「立約的愛」，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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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素質是神對以色列人的愛，神也希望以色列對其他人有這種立約的愛的美德。既然以

色列人的祖先雅各透過失敗認識神，現在的以色列人也當轉向耶和華，以便重新體驗祖先與上帝之間

的美好經驗。 

4. 無奈以色列人行詭詐、愛欺騙，還認為沒有人能察覺。神說明自己一直是以色列人的神，要以「流

離」來審判以色列人。（7-9） 

「以法蓮是商人」：可譯為「以法蓮是迦南人」。以色列人的生活已完全迦南化。「愛行欺騙」：原文是

「欺騙盟友」或「與欺騙結盟」。「人必不見有甚麼不義，可算為罪的」（8 節下）：北國有了財富，以致

自大。「大會的日子」：指「住棚節」。以色列人住在帳棚中，紀念他們在曠野漂流的日子。以色列人用

狡詐的手法換得的財富，但神清楚鑒察和審判以色列人的狡詐。 

 

先知的工作與以法蓮的罪惡（10-14）   

1.神已經差派許多先知，設立許多比喻，多方告知以色列人要悔改（10） 

「曉諭」：「說話」的意思，向眾先知「說話」。「加增默示」：是「增加許多異象」。 

2.基列和吉甲仍充滿敬拜假神（11） 

「罪孽」、「虛假」：這兩個詞都是何西阿用來指「假神」的。「田間犁溝」：當時的灌溉系統，石頭堆在

灌溉渠道中，當然會讓灌溉的水流不順，導致農作物失收。「亂堆」：「亂石堆」。由考古所挖出來的巴

力祭壇，的確是相當簡陋。何西阿用亂石堆來譏諷這些石頭堆成的祭壇。 

3.耶和華藉兩個先知拯救以色列人（12-13） 

「亞蘭地」：「巴旦亞蘭」、「米所波大米」，就是今日的「敘利亞」。「逃到」亞蘭地：（創廿七 43-廿八 5）

雅各到亞蘭地背後的原因是為了逃避以掃。藉「先知」領以色列從埃及上來（13 節下）：指「摩西」。 

4. 以色列人惹神大怒，祂要把因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還給他們（14）  

神已經盡力保全以色列，派遣先知拯救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終究還是不悔改，他們的行為甚至已經

讓造物者受了羞辱，所以神必以羞辱來回報以色列人。 

 

反思 

 

在生活裡，有甚麼人、事、物已經同化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