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講     先知預言的結局 

何西阿書十三 1-16 

1 從前以法蓮說話，人都戰兢，他在以色列中居處高位；但他在事奉巴力的事上犯罪就死了。2 現今他們罪上加

罪，用銀子為自己鑄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聰明製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論說，獻祭的人可以向牛犢親嘴。

3 因此，他們必如早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場上的糠秕被狂風吹去，又像煙氣騰於窗外。4 自從你出埃

及地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認識別神；除我以外並沒有救主。5 我曾在曠野乾旱之地

認識你。6 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既得飽足，心就高傲，忘記了我。7 因此，我向他們如獅子，又如

豹伏在道旁。8 我遇見他們必像丟崽子的母熊，撕裂他們的胸膛（或譯：心膜）。在那裡，我必像母獅吞吃他們；

野獸必撕裂他們。9 以色列啊，你與我反對，就是反對幫助你的，自取敗壞。10 你曾求我說：給我立王和首領。

現在你的王在哪裡呢？治理你的在哪裡呢？讓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11 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又在烈怒

中將王廢去。12 以法蓮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惡收藏。13 產婦的疼痛必臨到他身上；他是無智慧之子，到了產期

不當遲延。14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死亡啊，你的災害在哪裡呢？陰間哪，你的毀滅在

哪裡呢？在我眼前絕無後悔之事。15 他在弟兄中雖然茂盛，必有東風颳來，就是耶和華的風從曠野上來。他的

泉源必乾；他的源頭必竭；仇敵必擄掠他所積蓄的一切寶器。16 撒馬利亞必擔當自己的罪，因為悖逆她的神。

她必倒在刀下；嬰孩必被摔死；孕婦必被剖開。 

以色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13:1-16） 

在西元前 724年，何西阿也有可能已經逃到南國猶大。本章的論述形式，都是用「過去、現在、未來」

三段來描述。 

以前以色列有顯赫的地位，但因為敬拜別神，導致快速的消滅（1-3） 

1. 以法蓮「就死了」：是「就被判了死刑」（1） 

2. 現今以以色列人罪上加罪，自己鑄造虛假的偶像來敬拜（2） 

「罪上加罪」：可以指「堅持繼續在罪中」或「罪惡疊加在先前的罪惡之上」。「獻祭的人」：也可以譯為

「獻人為祭的」，舊約中所說的「使兒女經火」（利十八 21、王下廿三 10）可能指著把小孩燒死獻給神

明。「向牛犢親嘴」：應該是指一種敬拜牛犢的儀式。 

3. 以色列人的結局（3） 

「早晨的雲霧」、「速散的甘露」、「場上的糠秕被狂風吹去」、「煙氣騰於窗外」：指的都是「快速消逝」

的意思。不管以往多顯赫，當以色列人丟棄造物者，心智昏暗之後，很快就走向滅亡的道路。 

 

耶和華的審判（4-14） 

1. 自從以色列人出埃及以來，耶和華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並且曾在曠野餵養以色列人（4-5） 

「認識」別神：不是知識上的「瞭解」，而是與別神「建立關係」。這是何西阿書中「認識」的核心意義。

乾旱之地「認識」你：七十士譯本是「餵養」你。這裡耶和華重提出埃及的事件，與十誡的第一誡：除

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也是十誡的基礎）。 

2. 以色列人得飽足之後，就高傲忘記神（6） 

3. 耶和華要猛獸吞吃高傲而忘恩負義的以色列人（7-8） 

這段是何西阿先知用當時的人能瞭解最凶猛的野獸（獅子、豹）來描寫上帝。「丟崽子的母熊」：指喪子

的母熊，特別兇狠「撕裂胸膛」：表示「無法救治的傷害」。 



4. 以色列背叛神就是背叛自己的幫助，自取滅亡（9） 

「你與我反對，就是反對幫助你的，自取敗壞。」可譯為「倘若我要毀滅你，以色列，誰將做你的助手？」。 

5. 以色列在立王的事情上得罪神（10-11） 

「你曾求我說：給我立王和首領。現在你的王在哪裡呢？」（10上）。何西阿寫這段文字的時候，以色列

王何細亞可能已經被亞述王擄去，所以他可以譏諷以色列人：「你的王在哪裡呢？治理你的在哪裡

呢？」。「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說明神對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感到不悅（撒上八 22）。「王」、「城」、「巴

力」、「外交策略」，這些以色列人引以為自豪的東西，在真正遭遇急難的時候都無法拯救以色列人。 

6. 以法蓮罪證確鑿，必然遭遇痛苦，神決定要用死亡與陰間來審判他們。（12-14） 

「以法蓮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惡收藏」：意思是「以色列人的罪惡過犯都有記錄，並且都已經歸 檔」（現

代中文譯本）。「產婦的疼痛」：指「生產的陣痛」。聖經常用生產的艱難來形容情境的險惡。（耶十三 21，

廿二 23），「不當延遲」：指著一種非常危急的狀況，母子的生命都相當危險。「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

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應該譯為疑問句「我要救贖他們脫離陰間嗎？救贖他們脫離死亡嗎？」。耶和華決

意要審判以色列人，絕不後悔。 

 

先知的預言：以色列雖如蘆葦般茂盛，但是神的審判有如旱風，將導致以色列人遭遇殘

忍的戰爭而滅亡（15-16） 

 

「蘆葦」：生在水邊的草，東風（旱風）刮來，蘆葦生存所依賴的天然水源就會乾涸，蘆葦就會乾枯死

亡。「撒馬利亞」：耶路撒冷以北 42公里，北國首都。由暗利王（西元前 886-875年）所建。（王上十六

24）亞述人圍攻撒馬利亞三年才攻下（王下十七 5），是在糧食用盡、飲水乾涸的狀況下才攻陷該城。城

破後 27290個以色列人被擄到外地。 

十四 1-9 

1 以色列啊，你要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2 當歸向耶和華，用言語禱告他說：求你除

淨罪孽，悅納善行；這樣，我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犢獻上。3 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的馬，也不再對我

們手所造的說：你是我們的神。因為孤兒在你─耶和華那裡得蒙憐憫。4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

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黎巴嫩的樹木扎根。6 他的枝條必延

長；他的榮華如橄欖樹；他的香氣如黎巴嫩的香柏樹。7 曾住在他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穀，開花如葡萄樹。

他的香氣如黎巴嫩的酒。8 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甚麼關涉呢？我─耶和華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如青翠

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9 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

道是正直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跌倒。 

最後的呼籲與復興的預言（14:1-9） 

「歸向神」是本章的主題。撒馬利亞在淪陷前幾個月內寫成，全城已經陷入絕望之中，何西阿不再宣布

審判的信息，而發出歸回的呼籲與復興的預言。 

 

先知呼籲以色列人要歸向耶和華，只依賴他（1-3）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指復興是下一代的事情，現在的「歸向」是下一代復興的希望。「悅納善

行」：當時以色列人能有什麼善行呢？「這個回歸的禱告」：用言語禱告祂說：「求你除淨罪孽」就是善

行。「我們不向亞述求救，不騎埃及的馬，也不再求我們手所造的神」（3節）：不依賴外在的戰爭力量。

「孤兒」：以色列人目前的狀況就像是孤兒，戰爭過後，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也就變成孤兒了。 

 



耶和華表示自己的怒氣要轉消，並要醫治以色列人，讓以色列人重新歸回重新再興盛（4-8） 

「背道」：「背道」被當成是一種病，需要被醫治。神應許要醫治這種「功能不正常」的狀況。耶利米書

也用類似觀念描述猶大。「甘心」愛他們：「白白得」、「freely」的意思。因為愛本來是雙向的，但當一方

「沒有能力愛」之時，神選擇「繼續愛」，這就是「甘心愛」的意思。向他們「轉消」：原文跟「歸回」

是同一個字，表示以色列人怎樣歸回，耶和華就怎樣扭轉他發出去的怒氣。「甘露」、「百合花」、「利巴

嫩的樹」、「橄欖樹」、「香柏木」、「五穀」、「葡萄樹」、「利巴嫩的酒」：都是雅歌中的比喻，用來表示更

新後的以色列是如何的欣欣向榮、如何可愛。由此可見在何西阿的年代，雅歌應該已經普遍被以色列人

認識了。而在此用描述兩人戀情的雅歌中的形容詞，更是表達出丈夫耶和華對以色列的心意。「甘露」：

以色列當地氣候乾燥，乾季長，水分珍貴。空氣中的水氣於夜晚接觸到溫度較低的地面，就形成露水。

露水成為當地沙漠植物得到水分的主要來源，在沙漠中迷路的人也可以靠這種露水維生。在野地的百合

花得到露水的滋潤就能生長盛開。「開放」：「怒放」的意思。「利巴嫩的樹木」：原文只是「利巴嫩」不

過由前後文看來，指的當然是「產於利巴嫩的樹木」。利巴嫩是巴勒斯坦著名的高山，盛產名樹。這些

樹的樹身筆直高挺，其根部也一定是分佈廣闊深入且穩固。「枝條必延長」：直譯是「開枝散葉、廣而成

蔭」。「榮華如橄欖樹」：橄欖樹是一種長青樹，樹的榮美為古代近東人所稱頌。「利巴嫩的香柏樹」：原

文也僅是「利巴嫩」，不過香柏樹本是利巴嫩的名產，而且也僅有香柏木有這裡所描述的特徵。香柏樹

的樹身有一種香油（目前是化妝品的原料之一），這種香油使香柏樹蟲蟻不生，具有防蛀功能，使之成

為名貴的木材。「他蔭下」：這應該也是抄本問題，因為當時也沒有誰在以色列人的蔭下，所以修正為「我

（指耶和華）蔭下」比較合適。懲罰終究是為了希望以色列人歸回，如果以色列人不離開神，想必已經

獲得這裡所預言的一切好處了。不過神的憐憫、恩典與愛是這樣的可貴誰說「歸回」就一定會被熱情的

接納呢？什麼是真愛，在這裡應該可以得到答案了。以法蓮要與偶像切斷關係，耶和華要重新與以色列

人建立關係。（8）「青翠」：「枝葉茂盛」。 

 

結語：要當智慧人與通達人，明白以上的言論。（9） 

這一節可能是何西阿於成書之後加的，當時撒馬利亞已經淪亡了。 

 

反思：我們是智慧人與通達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