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課：服侍的力量 

撒迦利亞書 4:1-14 

 

1.   第五個異象：金燈臺異象  V1-3、12   

 

a.   好像人睡覺時被喚醒一樣 v1   

天使來叫醒先知，經文說「好像」就不是實際在睡覺。先知可能因前個異象的情景，陷

入沈思中。「叫醒」原意是「激動」(珥  3:9，但  11:2、25)，激發人要有行動。 

 

b.   純金的燈臺 v2   

在用字上「純金」似乎特別強調禮儀的潔淨，不僅是金屬的成分而已。而從金屬的成分

來分析，表明這金子是足金，不滲雜有其他金屬，從物質表徵屬靈的涵義，「純」是以色

列人(特別是當代的以色列人)十分注重的事。 

 

c.   頂上有燈盞 v2   

「燈盞」(bowl)是一個圓形、無蓋的碗，作用是盛載點燈用的油，油從燈盞不停流下

來，經過七根管子，流到周圍和下方的七盞燈。 

 

d.   燈臺上有七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v2   

 

e.   燈臺兩旁有兩棵橄欖樹，左右各一棵 v3   

 

f.    兩根橄欖枝在兩個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邊 v12   

 

可能流入在燈臺頂端的盞燈，「金色油」是純橄欖油的金黃色澤。 

 

以前在會幕聖所中的燈臺，油料須由以色列民自由樂意的奉獻，由祭司負責經理這燈。

所以阿倫家必須負責來照料(出 27:20-21，30:7-8)。但在這裏，先知撒迦利亞看見的金

燈臺，其油料的供應是不必倚賴百姓的奉獻，而是由兩棵橄欖樹直接供應。 

 

另方面，通常燃料的油是需要經過一番煉淨的過程，要有清橄欖油，燈火才可明亮。但

現在連煉油的過程也可省去，直接供應，是立即的、經常的、同時的、不停的、無盡的、

恆久的、豐盛的。這樣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力，可見需要的殷切，供應的迅速，都有豐富

的涵意在其中。 

 

 

2.   給所羅巴伯的指示  V4-10   

 

先知問了第一個問題「這是甚麼意思？」(v4)。V6-7  天使對撒迦利亞說：「這是耶和

華指示所羅巴伯的」，緊接是  v8-10  直接臨到撒迦利亞的信息，要藉著先知來指示所

羅巴伯，賜下安慰和鼓勵。這兩個信息都是關於所羅巴伯，合起來有兩個基本重點： 

 

a.   耶和華的靈會賦予所羅巴伯能力(v6)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v6 上)   

 

⚫ 「不是」一再重復，表明十分著重的語氣，加以否定。   



 

⚫ 「勢力」原意為軍事的力量(出  14:4、9，撒上  17:20)，軍事有武器，但主要在軍事

人數的眾多；在整體上和外在的。如：在所羅門建殿的時候，實在大為動員，三萬人

每月輪值服苦，七萬人扛擡，八萬人鑿石，督工就有三千三百人(王上 5:13-16)。   

 

⚫ 「才能」指個人上和內在的，如：人力(「才幹」或「賢德」，參創 47:6，得 3:11，

箴 12:4)、體力(尼 4:10，士 16:5，44:12)、財力(創 34:29，申 33:11)或經濟能力

(申 8:18)。   

 

⚫ 所羅巴伯蒙召不是為了宣講，而是為了建造。哈該書有四次提到所羅巴伯是省長(該 

1:1、14，2:2、21)，在撒迦利亞書中他是建造聖殿的人，而且從始至終，他都是整個

聖殿建築工程的幕後推手(v9)；換句話說，他是一個極有才幹的領導者；在那時代給

人印象深刻的是領導能力。因此，V6  這句話語可能是特別給他的：萬軍之耶和華

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能力(也就是說，不是靠屬人的資源，無論那資源多有

力)，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b.   他會帶領重建聖殿的工作達到完成(v7-10)。   

 

⚫ 「大山」V7，指一切的困難與阻力   

 

⚫ 「你」V7，似乎是一個自視極高的人，因為他把自己視為「大山」，以大山與平地來

比喻人力。此處只是作尖銳的對比，未必有特殊指明的人物或事物；說明所羅巴伯有

聖靈的能力，無人可以與他抗衡。   

 

⚫ 「安在殿頂上」(v7)，所指的是重建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是完成建造所需的

最後一塊石頭。「頂石」有兩個意思：1.從前的石頭；2.至尊的石頭或首要的石頭。當所

羅巴伯安放頂上的那塊石頭，聖殿的建築完成了，所羅巴伯所建立的不是一座全新

的殿，而是那座舊有的、已經被毀的殿的延續，因這塊「頂石」是從舊有的聖殿取來

的，現在由所羅巴伯放在一個顯赫的位置上，表示新殿與舊殿的延續性。沒有延續性

就沒有認受性。百姓會呼喊「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也就是說，百姓會祈求神祝

福他們所完成的聖殿。   

 

⚫ 「手拿線鉈」(v10)：   

 

i.   在原文中「手」放在前端，表明著重的語氣，「手」是能力，也是工作，他怎樣

開始，必怎樣完成。    

 

ii. 「線鉈」建築時用來量度水平的  或；   

 

iii. 「線鉈」一詞其實是根據希臘文、拉丁文及亞蘭文的譯詞。有一英文版(New 

English Bible)本稱這為「分石」(the stone called Separation)，是根據敘利

亞譯本。這塊石頭是為表明分別為聖歸於神。所以耶路撒冷本(Jerusalem 

Bible)譯為「揀選之石」(The Chosen Stone)。據說在巴比倫時期甚為盛行。   

 

⚫ 經文所強調的是所羅巴伯必然能夠完成他所開始的工作，因為推動這工作的是耶和

華的「靈」，而非人為的努力或才幹。在神全知的鑑察和保守下，這事必能完成。   



 

⚫ 「七眼」(V10)在第三章已經提及，這裏再提及，清楚表明是耶和華的眼晴，遍察全

地。「神的眼目看顧猶大的長老，以致總督等，沒有叫他們停工，直到這事奏告大利

烏，得著他的回喻」(拉 5:5)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地重建聖殿。   

 

⚫ 這異象的中心強烈支持所羅巴伯是神揀選來建造聖殿的人。身為省長，所羅巴伯無疑

也有很多其他責任，但沒有一樣比重建聖殿更重要「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作(v9 上)。同時，這話的應驗是撒迦利亞真先知身分最清楚的

指標之一(v9 下參亞 2:9-11) 

 

 

3.   金燈臺異象的象徵  V11-14   

 

先知撒迦利亞問第二和第三個問題「那兩棵橄欖樹、兩根橄欖枝和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是

甚麼意思？」(v11-12)   

 

a.   燈臺   

 

⚫  它不太可能代表所羅巴伯；它也不可能僅僅代表聖殿的燈臺，或聖殿的整體。也不

可能代表神，因為它很清楚是倚靠外來的資源(來自兩棵橄欖樹的油)。最有可能

是：燈臺是代表這群與所羅巴伯一起重建聖殿的人。 
 

⚫   從一個層次來說，第四和第五個異象是關於這個群體的兩個領袖：約書亞和所羅巴

伯。 

 

⚫  從另一個層次來說，這兩個異象是關於更深、更廣的問題，關乎這個群體的整體，

以及他們與神的關係。這是個非常脆弱的小群體，處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大環境中。

他們如何維持下去？「燈臺」如何一直燃燒？所以神給所羅巴伯的指示：「不是倚

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神會藉著祂的靈維持這個群體

的生命。   

 

b.   兩棵橄欖樹   

 

⚫  撒迦利亞被告知這是兩個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邊(v14)，應該是約書亞和所羅

巴伯。 
 

⚫  「受膏者」字面上是「膏油之子」(Sons of Oil)。   
 

⚫  身為神的僕人，他們向神負責，從神支取自己的權柄和力量。但身為這異象中的

「橄欖樹」，他們也是燈油的來源。他們就是神藉以滋潤並加強這群體的一個很重要

的途徑。 
 

⚫  膏抹，有兩方面的功用：任命和賦予能力。約書亞和所羅巴伯在這裏是兩位受膏的

領袖，蒙神呼召，並由神的靈賦予能力。 
 

⚫  先知的信息是「全能的耶和華藉祂的靈」所說的話(亞 7:12)。所以，撒迦利亞的話(和

哈該的話)是萬軍之耶和華藉著祂的靈透過先知所傳的。這些先知的講道是神的靈作

工維持這群體生命的另一個重要途徑。 



 

⚫  經文不是說「藉我的靈所膏抹的領袖」或「藉聖靈啟發先知講道」，而單單是說「藉

著我的靈」(v6)，這是神使用的工具和神本身之間的區別，是極重要的區別，我們

必須掌握。撒迦利亞是神興起的領袖，但撒迦利亞不是神。這個異象所屬的八個異

象是耶和華的話語臨到撒迦利亞(亞 1:7)，但這八個異象都不是神，神的靈才是。所

羅巴伯和他帶領的整個群體必須知道，如果要按神的方法作神的工，他們需要神，

神國度工作的資源是神的靈。   

 

⚫  第五個異象還包含了一個給整個群體的重要信息，就是不可藐視這日的事為小

(v10)。這異象不僅提醒他們，神呼召他們作的事有極大的意義，也提醒他們，神已

提供了大量資源使他們有能力去作：領袖被神興起並蒙神加力，有先知向他們宣講

神的話，並且而且最重要是藉著神的靈，神自己在他們中間。神呼召他們去重建聖

殿，在遵行神旨意的過程中，神肯定會支持他們。神會保持燈臺是點亮的。   

 

 

4.   總結   

 

整個異象的記載讓我們看見屬靈能力的重要性遠超過一切，即使是人為的制度，也必須

在屬靈的框架內方能有效運作。若沒有屬靈的能力，人就一事無成。那兩棵在金燈臺旁

邊(或上面)的橄欖樹，以及所羅巴伯安放「頂上的石」和手拿「線鉈」，均表達了沒有

「靈」的能力，就沒有一事能夠完成。   

 

作為屬靈的群體，「靈」的能力是我們都要渴慕的。與其相信制度作為的規範，不如一

同渴慕聖靈的規範。這話聽來有點唱高調，似是在形容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但作為

屬靈群體，難度我們不應努力作屬靈人嗎？  

 

難道我們不應花更多時間等候、操練聖靈的帶領嗎？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所建立的制

度，相信必定比一群沒有聖靈充滿的人所建立的制度，更見完善。 

 

我們各人可能有不同的才幹、能力、經驗，但沒有屬靈的能力作為導引，這些都不完

全，甚至幫倒忙。   

 

 

反思：   

 

1.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v6)，這話對今天的頌恩

有何提醒？我們如何實際的實踐在頌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