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語 

“西奈到錫安”詳實敘述有關耶穌再來的事件中常被忽視的

一 個 部 份 。 許 多 人 忽 略 了 這 個 有 關 以 色 列 和 外 邦 列 國 的 預
言，其實它就在我們眼前。神不用模糊的敘述和過度屬靈的
陳腔濫調，祂在現實生活中，在炎熱的沙漠和塵土飛揚的道
路上，發展出祂的救贖應許。這本書將讓你鮮活地看到、聞
到、聽到和觸摸到再來的耶穌，會讓你更加愛祂。”   

                 —  艾倫伊·庫仕納博⼠，末世事⼯
 ALAN E. KURSCHNER, PHD,  MINISTRIES 

“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寫了一本關於耶穌再來的獨
特著作。每個認真學習聖經的學生都應仔細地研習這個專題。他
對貫穿舊約和新約中有關耶穌再來的許多被忽視的細節加以論
述。我禱告這本書會成為你的祝福。” 

— R. T. 肯德爾，暢銷書作者和教師R.
 R.T. KENDALL, BESTSELLING AUTHOR 
AND TEACHER

        “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真正地挑戰了我對耶穌
基督第二次來臨的理解。約珥將耶穌再來與出埃及記的故事聯繫
起來，尤具啟發性，讓我不禁沈浸於作者巧妙展現的出色敘述
中。” 

—⾺修·布萊斯·埃⽂牧師。懷俄明州沃蘭市，
錫安福⾳派路德教會。丁道爾神學院指導教授
MATTHEW BRYCE ERVIN, PASTOR, ZION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WORLAND, WYOMING, AND ADVISING 
PROFESSOR, TYNDALE THEOLOGICAL 

SEMINARY 

“從我成為耶穌信徒的那一刻起，我得到的教導是期待耶
穌的歸來。但我必須承認，多年來，人們對這熱切的渴望



如潮水起伏。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大大地重
新燃起了耶穌即將來臨的盼望。西奈到錫安證明救贖的浪
漫歷史乃深深根植於舊約聖經，而聖靈則是那刻意留下線
索、吸引我們去發掘追尋的偉大建築師。本書幫助你不但
組織聖經的過去，並把目光聚焦在我們轟轟烈烈的未來
上。” 

—斯基普。 海⿑格牧師。新墨⻄哥州阿爾伯克
基市卡爾弗⾥教會，以及暢銷書“從三萬英尺”
作者

SKIP HEITZIG, PASTOR OF CALVARY 
CHURCH, ALBUQUERQUE, NM, AND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BIBLE 
FROM 30,000 FEET

“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在聖經和猶太人
的傳統基礎上概述了“主的日子”的可能情況。他以
一貫引人入勝的寫作風格，栩栩如生地描繪基督再臨
的可能細節。隨著這個世代的結束，我相信主會用這
本書讓基督肢體將希望更全然地寄託在基督耶穌的啟
示上。” 

—約翰·哈⾥根，“基督釘⼗字架的福⾳：受
難先於榮耀神學”傳教⼠和作者

JOHN HARRIGAN, MISSIONARY AND 
AUTHOR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CRUCIFIED: A   THEOLOGY OF 
SUFFERING BEFORE GLORY 



“本書讓我獲益良多，書中充滿對聖經清楚詳盡的解釋，
特別是對大多數基督徒從未研習過的舊約先知書。理查森
闡釋經文的意義，並且嫺熟地解釋先知的信息如何與聖經
其他部分結合，揭示出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所發生的事
情。本書使我更深刻地意識到神的信實、寬容、憐憫和長
久忍耐。我更加愛神了！  

—拉⾥·彼得提格夫神學博⼠。牧⽺⼈神學院神
學研究教授

LARRY PETTEGREW, TH.D., RESEARCH 
PROFESSOR OF THEOLOGY, SHEPHERDS 
THEOLOGICAL SEMINARY 

“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能從研經中帶出既有
深度又整全的系統性瞭解，這是一個驚人的能力。本書查
考有關耶穌第二次降臨的經文，含有極深遠的意義，它促
使我們與作者蒐證所得的解釋摔角。很多人對耶穌再來的
故有概念⎯  是主將帶領以色列擺脫被擄，與列國交戰，最
後來到橄欖山上，但是作者的敘述比這個過程更加詳盡。
我不認為他對所有經文所下的結論都是對的，但我相信有
許多是正確的，即使在那些我不同意地方，作者也提出了
可信 的案例。 這 本 書可以增加 我 們 對 耶 穌 基 督 再 來 的 熱
情，並擁抱祂再來時的審判和拯救。聖經告訴我們，主的
日子是神審判惡人和拯救子民的日子，本書對此描繪出一
幅非常全面的圖畫。 

—丹尼爾·⻄·傑斯特，修復國際創始⼈兼董事
   DANIEL C. JUSTER,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IKKUN INTERNATIONAL



“自從我成為彌賽亞信徒以來，就經常避免閱讀有關耶穌再
來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那些遠比我聰明的人對
那 個光榮的日子何時發 生 以 及 如何發 生 ， 都各持不同的 看
法。所以 我 認 為甚至想弄清楚這 件 事 的考慮都 是浪費時

間。我決定讓 他 們去爭論 有 關主再 來 的 細 節 ，而我則繼續

關心那些我認為更重要和相關的主題。但是，當你的朋友寫
了一本大作，而他講的又是你從未花時間去研究的主題時，
你至少該讀一讀，對不對？你手中的這本書不但向你打開末
世的知識，也會挑戰你和擴張你，它會喚醒我們內心期待彌
賽亞再來的熱情，讓這個主題再次燃燒我們的心。約珥，謝
謝你寫這本書，你聰明的頭腦，嫻熟的妙筆和你要看見以色
列歡迎她君王回來的心，使我躲避這個重要問題的日子終於
過去了。” 

—斯科特 ·沃爾克，與以⾊列聯合事⼯創始⼈兼
董事

      S C OT T V OL K , FOUNDE R A ND 
DIREC TOR OF TOGETHER FOR ISRAEL 
MINISTRIES

“這是我讀過依據聖經，敘述耶穌再來最好的一本書。所以我極
力推薦本書。我認識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快三十年
了，我見證他堅持不懈地吞吃咀嚼神的話語。他多年來始終如一
地愛耶穌，瞻仰祂的榮美，忠實地爲真理做見證。這些年來，聖
靈賦予他對聖經的深刻理解給我很大的鼓勵。約珥是這個世代基
督肢體的珍寶。” 

  —畢邁可，堪薩斯市國際禱告殿
         MIKE BICKL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OF KANSAS CITY 



“ 我 一向喜歡閱讀約 珥 的 著 作 ， 尤 其 是 有 關主再 來 的主
題。今天他再次成功地帶領一個從西奈山開始，延伸至耶
路撒冷的查經，十分地引人入勝。他所有的詮釋都是經過
嚴謹的考證，所以在最終的那日，不論約珥所探索的各方
面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們都應該以仔細思考的態度來
對待他的研究結論。鼓勵你閱讀這本極具挑戰性的書籍，
並從中發掘出更多基督再來時將開啟的事情。 

 —華特 ⻄ 凱瑟⼆世 ，⾺薩諸塞州漢密爾頓，
⾼登-康維爾神學院榮譽院⻑
WALTER C. KAISER, JR. PRESIDENT 
E M E R I T U S G O R D O N - C O N W E L L 
THEOLOGICAL SEMINARYHAMILTON, 
MASSACHUSETTS 

“約 珥 以 聖 經 經文帶領讀者進入一 個深奧的主題 ， 他 的智慧

和能力著實令人驚喜。他紮實地為‘我主榮耀再來’這個最
重要和最迫切的主題，作了生動多彩的描繪傳達。西奈到錫
安是他目前為止最好的著作，我相信你會和我一樣被此書激
起敬畏和熱淚。我為你的禱告是⎯  你會在經文中找到榮美

的耶穌，你的心會再次為祂燃燒起神聖的愛。” 

—維 克 多 · 維 埃 拉 ， 巴 ⻄ 維 多 利 亞 市 ，
ABASE.org 執⾏董事,“末世學本質”作者

VICTOR VIEIRA, EXECUTIVE DIRECTOR 
ABASE.ORG, VITORIA, BRAZIL, AUTHOR OF 
ESSENTIAL ESCHATOLOGY. 

“我每天更加地為約珥·理查森弟兄的事工來感謝神。神
藉著他的事工深深影響我的生命。身為一個牧養年輕會眾
的牧師，宣講福音和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團體是我的主要
目標。然而，像許多人一樣，我曾經有認為末世論是可有
可無的教導、將其排除在我們信息之外的誘惑。今日，我
從約珥學到，末世論真正是貫穿聖經救贖故事的架構，瞭
解有關西奈的故事，就像在靈裏投擲一個爆炸性的啟示！
當我明白出埃及是一個救贖的原型，是耶穌再來時將成就
之事的預表之後，我有義務告訴你，這本書不但對你個人
的生命至關重要，你還可以更進一步地將它應用在“教會
永遠需要的更新”。 

 —安其羅·巴佐，巴⻄，融合事⼯資深領導



      ANGELO BAZZO, SENIOR LEADER 
CONVERGENCIA,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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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以下的朋友們，感謝他們閱讀本書早期的手稿，
並添加 了 許 多寶貴的評論 、 更 正 和意見：吉姆和潘妮考德威爾
（Jim  and Penny  Caldwel l），科伊和佐治亞·斯通（Coy  and 
Georg i a  Stone），黛比·漢恩（Deb  Hu rn），托馬斯·博姆
（Thomas Boehm），德里克·彼得斯（Derek  Pe ters  ），凱西
·菲利普斯（ K a t h y  P h i l l i p s ） ，傑伊·斯特勞布（ J a y  
Straub），沙恩·梅雷迪思（Shane Meredi th），比爾·斯科菲
爾德（B i l l  Scof ie ld），史蒂夫·卡彭特（Steve Carpen ter），
雷吉·凱利（Regg ie  Kel ly），邁克·內伯（M ike Neibur），沙
恩·梅雷迪思（ S h a n e M e r e d i t h ） ，塔里·麥格雷（T a r y n 
McG ray），查克·特雷斯勒（Chuck  T r e s s l e r）和尼克·烏瓦
（N i c k  Uv a ） 。 我要特別感謝斯蒂芬 ·霍爾姆斯（ S t e p h e n 
Ho lme s）的不斷交流以及對申命記罕見的熱情。感謝特拉維斯
·斯諾（T rav i s  Snow）給予關於耶穌復活地點的一些非常有益
的意見。極感謝比夫·範·克萊夫（B iff  Van C leve）仔細閱讀
了多個版本的手稿，並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意見。我還要與恩德·
克雷布斯（Bernd Krebs）擊掌慶祝，因為他是我在撰寫本書時
非常有耐心的啦啦隊長。西奈到錫安啊！衷心感謝我所有的財務
夥伴們和代禱者，因爲你們的支持才有這本書的誕生。我要再次
感謝傑夫·斯通（Geoff  Stone）完美的編輯能力，並感謝馬克
·卡里斯（Mark  Kar is）的才能，他一如既往地又創造了一個極
佳的封面。我要感謝我的妻子艾美（Amy），在遲遲未完書時，
給我無止盡的支持和耐心。最後，我要感謝耶穌彌賽亞，祂是我
唯一的生命之源和我心中的渴望。願本書喚醒盼望對您再來的飢
渴，並願它帶給您更多的榮耀和愛慕。 

        



導論 
恢復“馬拉納塔，主，願你來！”的吶喊 

我愛耶穌！為了更多地認識祂，我流連在福音書裏，研究祂的一
言一行。我愛以祂的登山寶訓、祂說過的寓言故事、祂難以遵行
的誡命來禱告。我愛探索祂的生活和事工和祂與各種人們交往的
方式。但是我最愛的是鑽研聖經對祂再來的敘述，以及默想這個
未來榮耀的應許。是的，耶穌已經來過了，但祂還會再來。我與
耶穌的關係不僅是研究有關祂的一切，而且我滿心欣喜地期待以
我的雙眼看見祂，和祂面對面。貫穿聖經，耶穌的再來和祂國度
的建立是所有基督徒期待、渴慕和希望的主要焦點。這就是為什
麼使徒彼得敦促我們要“專心盼望耶稣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给
你 們 的恩” （彼前1 :13） ， 這 就 是 為什麼在 啟示錄的結尾，使徒
約翰宣告，“聖靈和新婦”以及有耳可聽的人，都說“來！”（啟
22 :17），這也是為什麼早期教會的呼求不僅是“ 哈利路亞！”，
還有“馬拉納塔！”（Marana tha！願主耶穌來！）。 1 



x ii  / Introduc)on  ·x ii  /導論 

如果聖經先知們、新約聖經、聖靈自己和初期教會都如此強調耶
穌再來的呼求，為什麼現代基督教會對比之下卻很少關注它呢？
為什麼我們把它變成次要的教導，甚至是一件可以妥協的事？為
什麼我們不能按照經文對它注重的比例給予它應得的矚目？耶穌
再來的希望和祂國度的榮耀應該是所有信徒的主要關注點，然而
對大多數的現代基督徒來說，這些並不重要。毫無疑問地，這個
情況必須改變！  



Introduc)on /  x iii  

既然聖經先知、施洗約翰、耶穌、使徒和早期教會都宣告我們主
的再臨，現代教會也必須回轉，奮起仿效。我堅信，如果教會將默
想、教導和強調耶穌再來的盼望放在首位，我們就會結出豐碩的好果
子，我們的靈也會興盛，這是我屢次的經歷和真實的見證，就如希伯
來書的作者所說，“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
（來6 :19），今世的風雨考驗我們，但是主再臨的希望是我們堅不可
摧又絕對可靠的基石。今日的基督徒不應將心思沈浸在每日無休止
的、刻意強調的、充滿憤怒和不公正的最新悲慘新聞中，而是該學著
將注意力轉移到當祂再來時，現今這個邪惡的制度將永遠結束的好消
息上 ，盼望這個日子很快地來臨！聖經不但激勵我們常常以祂的再
來相互鼓勵，而且我們“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 :25）。耶穌的再臨和隨之而來的審判也是追求聖潔的強大動力，
正如使徒約翰所說的，“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
必得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約一3 :2-3）。最後，耶穌自己將祂的歸來和將福音傳遍每個民族
的大使命聯繫在一起，這個使命將持續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 -
20），這是目前邪惡制度結束前我們必須一起衝越的終點線。耶穌
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
到。”（太24 :14），我們越恢復對祂再來的激情，教會就越渴望大
使命的完成。  

本書的目的和希望是恢復耶穌“榮耀顯現”（ 多2 :13）的奇妙宏
偉故事，也力求揭示舊約聖經中有關祂再來的背景敘事。聖經從開頭
到結尾，都在講述一個充滿偉大應許、雖有失敗卻最終完全修復的榮
耀故事。本書嘗試傳達一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故事，這個故事該被人
們傳講，該被人們聽到。我們首先要恢復這個故事的猶太本質，透過
以色利族長們、先知、使徒和早期門徒的眼光來看耶穌的再臨。畢竟
使徒們是猶太人，我們要透過他們的視窗來看彌賽亞的再來，就必須
先瞭解其原始背景。遠在新約聖經出現之前，當耶穌或門徒們談論彌
賽亞的到來時，他們依據的只有舊約聖經，在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學
習的同時，當然也會研究新約聖經對耶穌再來的敘述，然而我們大部
分的注意力會轉向舊約聖經。我們會發現，舊約從摩西到瑪拉基，充
滿了耶穌再來的異象。事實上，我們要探索的經文是整部聖經中敘述
主再來的一些最美麗、最詳盡、紋理最豐富的多彩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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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獨特之處，也是令我不住興奮的原因，是出埃及與耶穌再來
之間的關係。我們將闡述為什麼瞭解出埃及的基本故事，是打開正確理
解耶穌二次再臨的鑰匙。出埃及記講述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段歷史，而聖
經也談到在末世會有第二次的出埃及，也就是這個最後一次、終極的和
更大的出埃及的概念形成了耶穌再來敘事的主幹。很久以前，神就在濃
濃密雲、熊熊烈火、炫目閃電、震耳號角聲和大地震中來過。同樣地，
在迅速到來的那日，耶穌會在密雲、烈焰、雷轟閃電、號角大響和前所
未有的大地震中再臨。此外，就像主帶領祂的百姓出埃及時穿越沙漠一
樣，當耶穌再來時，祂要親自帶領祂的百姓，榮耀地行軍，穿越那片沙
漠。雖然現代基督徒很少有這樣的認知，但這卻是耶穌和使徒們理解、
相信和教導的觀點。耶穌再來的敘述是整本聖經中最重要和最奇妙的故
事，但即使是許多畢生致力於鑽研聖經的學生，也從未真正聽過這個完
整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本書的副標題訂為“耶穌彌賽亞凱旋歸來，一
個被遺忘的故事”。我們要通過瞭解出埃及的故事和在西奈山所立的盟
約，才能看到耶穌無與倫比的多層面榮美。透過此項研經，我們會看到
耶穌不僅是在各各他被釘十字架的那位，更看到祂也是位熱血激情的戰
士，拯救的英雄，祂是西奈山的新郎神，祂要回來拯救祂的百姓。我的
靈因著作此書大大地振興，一生中也沒有任何事可以這樣地震撼我，我
最誠摯的禱告是⎯  每位讀者都會對耶穌及其榮耀的再來產生新的興奮和
熱情，願主使用本書恢復初期教會那強烈迫切的禱告呼求：  

 “⾺拉納塔! 主耶穌，來！” 



第一部 

  西奈山的婚約 

我們要從縱覽以色列奇蹟地離開埃及，以及神在西奈山與他們立約的
故事開始，這是至今整部舊約中最重要和最卓越的故事。聖經在這裡
對 神 的 性格和 屬 性 有 一些最基要的 啟示，使徒 約翰宣告 ， “ 神 就 是
愛 ” （ 約 一4 : 8） ，因此當我 們 發 現 出 埃 及 這 個史詩敘 事 的核心是 一
個愛情故事時，實在不應該感到驚訝。然而，這個故事和其他愛情神
話不一樣，因為它敘述出痛苦的實情，多處充滿凌亂、心碎和露骨的
醜陋。以色列故事的篇章是一次又一次的熱血承諾，故態復萌的墮落
和羞恥不忠實的循環。在這個愛情故事裡，充滿了英雄歷險和戰爭史
實的赤裸敘述。出埃及故事裡的新郎與淨化過的、無害的、華麗童話
故事中的新郎大相徑庭。聖經中的這位新郎神將乘著密雲，在閃電和
烈火中來到祂的婚禮，童話中的白馬王子怎能和祂相提並論？祂是一
位大能的英勇戰士，因祂對新婦堅韌不移的愛，祂必須採取一些嚴厲
的作為，祂的所是、所行都是為了愛。事實上，貫穿出埃及的經緯就
是一位新郎對新婦的燃燒熱情，所以我們將看到，出埃及所講述的是
一位新郎神追求新婦⎯  以色列的愛情故事。 





1 
出埃及情史 

大 多數基 督 徒很熟悉教 會 是 “ 基 督 的 新婦” 這 個 教 導 ， 但 許 多
人並不知道 ，主是 從 祂所揀選繁衍“女人後裔” 的 以 色 列民族
開始這 個 用 語 。 神 的 救 贖計劃是 從 以 色 列開始，最終延伸到各
族、各民和各方， 這 就 是 為什麼耶 穌後來宣佈“ 救恩是 從猶太
人出來的”（約4 :22）的原因。基督徒必需知道聖經中訂婚和婚
姻的 一些意象， 以 及 經文中 以夫妻關係爲背景的 用 語 ，並非始
於 新 約 ，而是始於 出 埃 及時的 西 奈山。 神 在 西 奈山與 以 色 列訂
定的盟約 ，體現 出猶太婚姻或訂婚儀式的所有要素， 神 與 以 色
列 人 的盟約確實 是 一 個鎖定在 西 奈山腳下的婚約 。既然出 埃 及
的 故帶領導 我 們 來 到 一場婚禮，所以婚禮之前 的求愛 過程也是
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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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愛開始 
在每個愛情和婚姻發生之前，滿懷希望的準新郎為要努力贏得心
愛女子的心，都會經過示愛和追求的過程，任何希望娶妻的男人
必須先獲得心愛女人的欣賞、敬愛和信任，但是猶豫不決和三心
二意，就一定會失去女人的信任，因為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一個不
能對她守承諾的男人。神在出埃及的故事中表現出祂絕不優柔寡
斷，祂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表白祂對以色列的心意，祂多次明確地
陳述自己的計劃⎯  祂要把以色列從奴役中解救出來，使他們脫
離埃 及假神 的綑綁， 讓 以 色 列 專 屬 於自己， 祂要永遠做他 們 的
神。以色列在埃及生活的四百年中，大部分時間是為奴，而如今
是實現很久以前，神對亞伯拉罕承諾的時候：  

耶 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的確知道 、 你 的後裔必寄居別
人 的 地 、又服事 那 地 的 人．那 地 的 人要苦待 他 們四百
年．並且他 們所要服事 的 那 國 、 我要懲罰後來 他 們 必帶
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創世紀  15:13-14 )  

聖經從創世記開始轉折到出埃及記的故事，敘述以色列在重
重困難下堅韌的生命，“只是 [埃及人 ]越發苦害他們、他們越發
多起來、越發蔓延。”  (出 1 :12 ;  參考  創35:11 )。然後，當預定
的時候到了，耶和華興起了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我們從主命
令摩西開始來探索這個故事：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
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

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出 6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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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以宣布祂 的名字“ 我 是 耶 和華” 作 為 應 許 的開始和結束。
祂憑著自己的名給了三個 應 許：（1）拯救 祂 的子民脫離為奴，
(2) 揀選他們做選民，和（3）帶領他們進入並擁有應許之地。從
本質上來說，這是重申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承諾，不過這
是表面所見的詮釋，對猶太人來說  ，他們早就認識到這是一個
具有強烈婚約暗示的應許。根據那鴻·薩納（Nahum  Sarna），
猶太出版協會妥拉註釋出埃及記（The JPS  Torah Commen tary  
Exodus）的註解：  

此宣言 是 西 奈山之約 的 預示。 用 語暗示婚姻的建立， 這
是 聖 經 中 神 與 以 色 列 關係的 一種熟悉的比喻。 前兩個動
詞 l -k -ḥ“取，娶”和h -y -h le -“成為（某人的）”都與
婚姻有關；後者也是典型的盟約用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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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以（娶）你們為我的百姓
“我要以（娶）你們成為我的百姓”（出埃及記6 :7）。關鍵字
是希伯來文“laqach”（娶），這個字通常在整本聖經中為婚姻
的專用語。例如 ,  亞伯蘭和拿鶴“各娶了妻” (創  11 :29 )，以實
瑪利的母親，夏甲 “從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  21 :21  )，
以撒  “娶了他（利百加）為妻” (創  24 :67 )，以及 “以掃娶迦
南的女子為妻” (創  36 :2 )等。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個字也曾用
在“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5:24）。
因此， 從 出 埃 及 的 故 事 一開始，主追求以 色 列所使用 的 語 言 ，
已經指向一種非常 特殊，甚至是婚姻的 關係。 神說明 了自己的
計劃和意圖， 是要“娶了 ” 以 色 列 ，使她成 為自己揀選的 特殊
百姓。 這 與傳統的求愛 過程一樣， 神清楚地表白祂 的意願， 祂
追求以 色 列 不 是要一 個短暫的平常 關係， 耶 和華將 以 色 列 從世
界上其他民族和國家中揀選出來，成為祂獨特專屬的百姓。 

結論 
瞭解神在創世記與出埃及記的重點關聯是非常重要的。創世記的
重點（創3 :15）是主計劃塑造出一個被揀選的民族，再經由他們
帶來應許之子。選民產生之後，主將他們從列國中分別出來，預
備他們實現聖民的呼召。應許之子將由以色列而出，由祂將救贖
帶給各方，各民，各族和各國的人們，使萬物復興。然而在這一
切發生之前，主必須在以色列民族培養出一個適合彌賽亞降生的
文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祂以最親密的方式來與他們相處  ，
以色列是屬於神的，以色列要成為祂的新婦，祂要成為以色列的
丈夫。 

                



2 
耶和華炫耀祂的大能 

因為出埃及的敘述是以一個愛情故事為架構，所以神從一開始，就認
真地展現出祂的絕對優勢。首先，祂主動向法老宣戰，直接又正面地
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統治者和他著名的術士和祭司。這不是一場普通
的對役，相反地，這是一場你死我活地決鬥。一切從一個非常直接的
要求開始，神要法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出7 :2），儘管這是
神透過摩西所提出的要求，但這也是神蓄意挑釁，造成與法老的對
峙。耶和華說，“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出7 :3），法老就拒絕了
摩西的要求。神這樣做的明確理由是：  

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 埃 及 地 多行神蹟奇事 。 但
法老必 不 聽 你 們 、 我要伸手重 重 地刑罰埃 及 、 將 我 的軍
隊以 色 列民從 埃 及 地領出 來 。 我伸手攻擊埃 及 、 將 以 色
列 人 從 他 們 中間領出 來 的時候、 埃 及 人 就要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摩西亞倫這樣行、 耶 和華怎樣吩咐他 們 、 他 們 就
照樣行了。 (出 7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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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果然拒絕了神的要求，耶和華就展開行動。雖然我們通常
說神降了十“災” ， 但 是 更好的說法應該是 神行了十個 “ 神蹟” ，
其 實算起 來 有十一 個 這樣的 神蹟。 神 有系統地通過 這十一 個 神蹟，
對法老和 他 的王國開戰 ， 以顯示祂 的能力絕對勝過世界上最強大 的
神 靈 。傲慢的 埃 及 人很快地瞭解 到 ， 他 們 和 他 們 的 神 與希伯來 神 的
威力相比， 是 多麼的渺小。 我 們 不逐一 對 每 個 神蹟深入討論 ， 但 作
為參考，它們依照順序為：  

 	 1 .摩西的杖變成蛇  

       	 2 .尼羅河變成血  

	 3 .青蛙滋生 

	 4 .虱子群襲  

	 5 .蒼蠅敗壞  

	 6 .埃及牲畜死亡  
	  
	 7 .瘡疫爆發 

	 8 .  冰雹  

	 9 .蝗蟲  

	 10 .黑暗  

	 11 .長子滅亡  

這些神蹟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展現耶和華絕對勝過埃及諸神的能力。
神很恰當地用“按他的手”或“伸出他的手”作為挑戰法老的一致用語，
描述自己敵對法老和他的軍隊，神藉著這些災害重重地打擊了強大的埃
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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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 

最後一災是長子滅亡，帶來 埃 及全地 的恐懼和混亂， 這時埃 及
人請求以色列人快快離開，但在以色列離開之前，  

以 色 列 人照著摩西 的話行、向埃 及 人要金器銀器、 和衣
裳。 耶 和華叫百姓在 埃 及 人 眼 前蒙恩、 以致埃 及 人給他
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 (出 12 :35–
36 ) .  

在他們大功告成之前，主已經預定了以民的後代子孫永遠地
紀念祂今日的所作所為 ，因此神 在離開埃 及之前 ，設立了逾越
節 和無酵餅節 ，命令所有當時的 以 色 列 人 以 及之後的 每 一代子
孫，藉著 這些節 期 ，花時間來 記念神帶領以 色 列離開埃 及時的
奇妙作為，“ 摩西對百姓說、你們要記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
的 這日、因為 耶 和華用 大能的手將 你 們 從 這 地方領出 來 ” （ 出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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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色列遵從主命守這些節期，永遠不間斷地紀念耶和
華的偉大 作 為 ， “ 將 來 耶 和華領你進迦南人 、赫人 、亞摩利
人 、希未人 、 耶布斯人之地 、 就 是 他向你 的祖宗起誓應 許給你
那流奶與蜜之地、那時你要在這月間守這禮” (出 13 :5)。很明顯
地 ， 在 出 埃 及之前 ， 神 的目的 是按著亞伯拉罕之約 ， 將 他 們帶
入應 許給他 們 的 土 地 上 。進入那 地居住之後， 他 們要守這些節
期，使他們永遠不忘記主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你要喫無酵餅七日、 到 第七日要向耶 和華守節 。 這七日
之久、要喫無酵餅、 在 你四境之內不可見有酵的餅、也
不可見發酵的物。當那日、 你要告訴你 的兒子說、 這 是
因耶 和華在 我 出 埃 及 的時候為 我所行的 事 。 這要在 你手
上 作 記號、 在 你額上 作紀念、使耶 和華的律法常 在 你口
中 、因為 耶 和華曾用 大能的手將 你 從 埃 及領出 來 。所以
你每年要按著日期守這例。 (出13 :6-10 )  

今日，逾越節和無酵餅節同是地球上歷史最悠久、最持續慶
祝的節日，已有將近三千五百年的歷史。 

耶和華顯現：雲柱 
離開埃及後，耶和華以看得見的標記彰顯，實體地與以色列民同在，
繼續地展示祂的大能。我們雖然很難精確地想像出那時的情況，但是
出埃及記以相當平鋪直敘的方式，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日間耶 和華在雲柱中領他 們 的 路 、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
們 、使他 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
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出 13 :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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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火柱”是故事中不但令人神往並且非常關鍵的部分。雖然
“雲火柱”以不同的形狀顯現，但是經文似乎一致地形容是一根
柱子，同一根柱子在日間為雲柱，夜間成為火柱（出13 :22）。聖
經雖沒有描述這根柱子的高度，但根據聖經記載，“耶和華從雲
火柱中向埃及的軍兵觀看”（出14 :24）。神在詩篇105:39，用這
根柱子“鋪張雲彩當遮蓋”，顯示出雲柱的頂部非常寬廣，足以
為整個會眾遮蔭。有趣的是，雖然民數記裏也有雲柱的記載，但
使用次數更多的用語是“雲彩”，所以感覺上，它的形狀更像一
個經常懸掛在空中 ，有時會向前移動的天篷。（民9 :15 -23 ;  
10 :11 ,12 ,34 ;  11 :25 ;  12 :5 ,10 ;  14 :14）。 

真 正令人驚奇的 地方在 出 埃 及 記 1 4 : 1 9， “ 在 以 色 列營前行
走　神的使者、轉到他們後邊去、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
邊立住。”這裡，雲柱實際上是神的彰顯，“神的使者”，“耶
和華的使者”或其他類似的用語，一直困使歷史上猶太釋經家們
困惑。它一方面是指一個天使，但另一方面實際上是神自己。在
這裏，獨特的彰顯是雲柱、雲彩和一位天使。幾章之後，雲柱再
次被描述為一位奉主名而來、代表神、不可違背的使者（出23:20-
23）。這點十分重要，以後我們將討論到這位使者和雲柱，實際
上就是神的兒子，是耶穌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彰顯。 

雲火柱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守護色列人，引導他們進入應許之地，
幫助他們不受黑夜或白日炎熱的限制，能繼續長途跋涉。想像一下，
當以色列人在沙漠行走時，注視著這個無法解釋的奇景，有耶和華的
使者在他們前面也籠罩在上方的榮耀彰顯，心中產生出何等的敬畏和
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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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紅海，後有追兵 
在如此不可思議的奇蹟高峰，卻出現了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的挫
敗，人類犯錯的天性使整件榮耀的事徹底瓦解。以色列人剛剛目
睹神用十災擊打了埃及人，之後又有數週的仰望跟隨雲柱，體驗
全能神公開的實際彰顯。但儘管如此，當他們瞥見法老王和軍隊
朝他們狂奔追來時，以色列人的心在此時被恐懼消化了，他們開
始大聲地說出懊悔，希望自己從未離開埃及：  

法老臨近的時候， 以 色 列 人舉目看見埃 及 人趕來 、 就甚
懼怕、向耶 和華哀求。 他 們 對摩西說、難道 在 埃 及沒有
墳地 、 你把我 們帶來死在曠野麼、 你 為甚麼這樣待 我
們 、 將 我 們 從 埃 及領出 來呢。 我 們 在 埃 及豈沒有 對 你說
過 、 不要攪擾我 們 、容我 們服事 埃 及 人麼、因為服事 埃
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 (出 14 :10-13 )  

當我們回顧這個故事時，很容易會想， 以色列人怎麼可能如此迅
速地懷疑主保護他們的能力？但是，我也懷疑讀者們可曾面對過一支
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憤怒地、飛快地、向著他們和家人追來。猶太法
典（Ta lmud）學者路易·金斯堡（Lou i s  G i nzbe rg）對這個場景的
描述是：“埃及人那時的想法絕非只是搶奪擄物，他們唯一明確的目
的 ， 是要消滅所有 的 以 色 列 人 。 ” 1在 這種巨大 的壓力下， 人類不可
避免地暴露出非常真實的弱點。如果可以選擇返回埃及，或如果有任
何其他的活路可循，以色列人都會不假思索的採用。此時在人看來已
沒有任何出路，卻不知這正是出於神的設計，以色列人所經歷的就像
詩人所述 ， “ 你 [主 ] ,在 我 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 我身上 。 ” (詩
139 :5  )  ， 這都是神的計劃，是為了展現祂無與倫比的力量。現在以
色列人所面對的除了刀劍就是紅海，主抓住這個機會，展示出自己的
能力和看顧以色列人的承諾⎯  大洋將被撕成兩半。 



儘管以色列人一如既往地恐懼和抱怨，但耶和華決定把他們從埃
及 人手中 解 救 的決心卻更堅定。主透過摩西代言 ，既責備又安撫地
說，“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耶和華必為你們
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出14 :13-14 )。神對祂子民的承
諾，不僅是以言語表達，更是由行動來證明。神將要做一件最令人匪
夷所思的奇事。 



3 
    耶和華消滅情敵 

現在，我們來到出埃及故事中最聞名遐邇的部分。前有紅海阻擋以色
列人行進，後有世界最強大的軍隊向他們衝來，真正是進退無路，腹
背受敵，此時主對摩西說話並命令他，“你舉手向海伸杖、把水分
開。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乾地。” (出 14 :16)。一個有趣的猶太傳說
這樣記載：  

耶和華對摩西說⋯拿起我給你的杖到海邊這樣說：“我是世界的
創造主派來的使者！海，為我的子民顯出通路來，他們要下海走乾
地。”  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向海說話，但是海回答說：“我不會照你
說的做，因為你只是一個女人生的人，而且，我比你還大三天， 因
為我是生在創世的第三天，而你是在第六天才生的。”  摩西毫不遲
疑地將大海所說的話回給神，耶和華說：“摩西啊！主人對一個棘手
的僕人該怎麼辦呢？” 摩西說：“用杖打他。”，“就這麼辦！”
神下令，“舉手向海伸杖、把水分開。” 1 

除了傳說之外，聖經告訴我們，主命令摩西伸出他的杖之
後，主的使者在以色列和埃及軍隊中行走。然後，主進入一個
完全令人震驚與敬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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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向海伸杖、 耶 和華便用 大東風、使海水 一夜退去、
水便分開、海就 成 了乾地 。 以 色 列 人下海中走乾地 、 水
在 他 們 的左右作 了牆垣。 埃 及 人追趕他 們 、法老一 切 的
馬匹、車輛、 和馬兵、 都跟著下到海中 。 到 了晨更 的時
候、 耶 和華從雲火柱中向埃 及 的軍兵觀看 、使埃 及 的軍
兵混亂了。 (出 14 :21-24 )  

令人吃驚的是，埃及人充分地意識到為以色列作戰的是耶和
華，所以埃及人說，“讓我們從以色列逃跑，因為耶和華為他們
與埃及人而戰”（出14 :25），埃及人知道自己已陷入險境，但他
們不知道的是，已經沒有時間逃脫了，紅海的閘門已經打開，海
水在左右升起如牆垣。終於以色列人安全地抵達對岸，埃及人還
後面追趕，他們不知道即將奔向歷史上最大的陷阱，主再次命令
摩西：  

“ 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 埃 及 人並他 們 的車輛、馬兵
身上 。 ”摩西 就向海伸杖、 到 了天一亮、海水仍舊復
原、 埃 及 人避水逃跑的時候、 耶 和華把他 們 推翻在海
中 。 水 就回流、淹沒了車輛、 和馬兵．那些跟著 以 色 列
人下海法老的全軍、連一 個也沒有剩下。 以 色 列 人卻在
海中走乾地 、 水 在 他 們 的左右作 了牆垣。當日耶 和華這
樣拯救 以 色 列 人脫離埃 及 人 的手、 以 色 列 人 看見埃 及 人
的死屍都 在海邊了 。 以 色 列 人 看見耶 和華向埃 及 人所行
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他和他的僕人摩西。 (出
14 :26–31 )  



16  /  SINAI  TO ZION  

剛使以色列驚悚懼怕的強大埃及軍隊，就這樣沒了，一個也
不剩！神毀滅了敵人，拯救了祂的子民，這是一次“翻江倒海”
的 成功！耶 和華渴 望 以 色 列 對 祂 專 一 的委身， 祂要成 為 以 色 列
“唯一的愛”，就從清除競爭者開始。法老王和他最優秀、最傑
出的精英戰士被淹沒在紅海裡，主不僅展示祂遠遠地優於埃及眾
神，並且真正地殺死了祂的對手。 

摩⻄的得勝詩歌 
在這場不可思議的重大勝利之後，摩西和人民喜不自勝，從肺腑中爆
發出一首感謝讚美的勝利之歌。聖經告訴我們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
人、向耶和華唱歌”（出15:1）。這首歌有很多名稱：摩西和米利暗
之歌、米利暗之歌、或摩西之歌。我最喜歡的名稱是摩西的勝利頌。
無論我們如何稱呼它，它都是聖經中最榮耀和最美麗的詩歌之一。根
據舊約學者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 las  Stuar t）的說法，這首歌
一開始的“我要唱”也可以翻譯為“我必須唱”或“讓我唱！” 2接
下來，這首歌發展為非常個人化的語氣，神的名字“耶和華 (  
YHVH)”在整首歌中出現了十四次。讚美詩中，慶祝法老王可比今
日海豹突擊隊（Navy  Seals）的海軍，和綠色貝雷帽（Green 
Bere ts）的陸軍，二種菁英特種部隊被徹底的毀滅 (出15:4 )。他們只
能無助地面對以色列神的大能和兇猛 ,“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

和華”  (出15:3 ) .這首歌立即轟動，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馬上開始教以色
列婦女唱這首歌：  

亞倫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裡拿著鼓、眾婦女也跟他
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應聲說， “ 你 們要歌頌耶 和華、

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出15 :20–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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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茲堡（G i n z b u r g）提到 了另一 個非常令人愉悅的傳統記
載，說明這首歌是以摩西和人民被聖靈感動，以對唱的形式組成
這首歌：  

神 的 靈降在摩西 和 以 色 列民身上唱出紅海之歌。當他 們
唱這首歌時，摩西 和 人民相互補充地歌唱，摩西剛唱出
一半的句子， 人民就 重複摩西 的半句，並接著唱出下半
句。所以 ，摩西開始唱半句“ 我要向耶 和華歌唱、因他
大 大 戰勝” ， 人 們回應 ， “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 ”

就這樣十分智慧地發展成完整的一首歌。
3
 

  

真實情況是否如此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像摩西、米利暗、
和所有人民一起歡欣鼓舞，一起向耶和華唱出來自靈魂的頌讚，他們
剛剛集體經歷了救贖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蹟！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每
個 安息日早上 的聚會 ， 都 以唱摩西之歌結束。 4許 多 人還認 為 這首歌
具有預言性，指出以色列未來在彌賽亞統治下的勝利。正如偉大的猶
太釋經家阿爾弗雷德·埃德斯海姆（A lfred Edersheim）所說：“所
以 ， 這 不 是 一 個單獨 事 件 ，也不 是 一首沒有迴聲的讚美詩。 一直以
來，它都是一個預言、一個安慰和一首期待必勝之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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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讓我們總結一下：耶和華以帶領以色列離開埃及，極富戲劇性地
向子民求愛。祂第一個行動是拯救未來的新婦脫離奴隸的重擔，
祂 用十一 個災/奇事 以 及 在紅海難忘的 神蹟， 展示出 祂 的力量、
祂 的激情、 和 對子民的嫉妒。 以 色 列 在親身體驗了 這些事情之
後，明白世上再也沒有人能傷害他們，肯定會信任耶和華為神。
儘管神已經行了這些令人讚嘆的奇妙之事，但是主對祂自己個性
的啟示還遠未完成。 

      



4 
耶和華是供給者 

神用出埃及到西奈山的一連串神蹟來贏得祂準新婦的依靠和愛。
因為祂要追求的是以色列的心和她的信任，所以祂不僅以大能，還以
體貼的憐憫作為來吸引她。在他們奇蹟地到達紅海東岸後，以色列人
開始穿越沙漠前往西奈山。雖然他們不再需要懼怕埃及人，但他們仍
然會遇到 一些艱辛的考驗， 其 中最重要的 ， 是滿足人類最基 本 的需
求， 他們需要食物和水。主在荒涼的沙漠中，如何為眾多的人們提
供飲食？ 1儘管他 們剛剛目睹這麼多 的奇蹟， 但 不久之後， 他 們還是
無法抵抗飢餓的肚腹。他們再一次以相當戲劇化的方式向摩西抱怨：
“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
喫得飽足．你 們 將 我 們領出 來 、 到 這曠野、 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
阿。”（出16：3）。主無視他們的不知感激和不信任，再一次地容
忍他們。祂不但沒有給他們應有的譴責還慷慨地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現，祂對摩西說：  

“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訴他們說、到黃昏的
時候、 你 們要喫肉、早晨必 有食物得飽、 你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你 們 的 神 ” 到 了晚上 、 有鵪鶉飛 來 、遮滿了
營．早晨在營四圍的 地 上 有露水 、露水 上升之後、 不
料、野地面上 有 如白霜的小圓物。 以 色 列 人 看見、 不知
道 是甚麼、 就彼此對問說、 這 是甚麼呢．摩西 對 他 們

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喫的食物。” (出16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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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 神行奇蹟供應百姓鵪鶉和嗎哪， 他 們吃飽了肉和嗎哪
做的餅，至少暫時地滿足了。雖然他們有很多食物吃，但很快就
變得口渴。當他們到達名叫利非訂的地方時，再度感到身體的需
求，因為“百姓沒有水喝”（出17 :1）。彷彿是反射動作一般，
他 們幾乎立即 地又向摩西抱怨， “ 你 為甚麼將 我 們 從 埃 及領出
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出17 :3）。主
也猶如本能反應一般，再次向祂的準新娘施憐憫：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拿著你先前擊打河水的杖、帶
領以色列的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我必在何烈的
磐石那裡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裡必有水流
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
行了。 (出 17 :5 -6 )  

第一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夫拉維·約瑟夫  （F lav ius  Josephus）
根據猶太傳統，對這奇蹟的一天，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詳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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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 們 來 到利非訂時已經 是 渴 的唇焦口燥。幾天前 ， 他
們還遇到幾個小泉源， 但 是 現 在 一滴水 都找不 到 ， 他 們
正處於 一 個很惡劣的情況。所以 他 們 再 次 對摩西 發怒，
摩西 起初躲避眾人 的憤怒，然後他向神懇求， 就像神 在
他 們最需要的時候給他 們食物一樣， 禱 告 神也賜給他 們
水喝。 神之前供應食物的恩惠對 他 們 來說已經毫無價
值，因為 他 們 現 在需要的 是 水 。 神毫不遲疑地答應 了摩
西 ， 為 他 們取得 一 個泉源， 從 他 們意想不 到 的 地方得 到
大量的 水 ， 神命令摩西 用杖擊打一塊石頭，然後從石中
取水 ， 神已計劃讓 他 們 不 用辛苦努力就能得 到 水喝。摩
西收到 神 的命令後，回到等候他 的百姓中 ，百姓一直看
著 他 ， 他 們已見到摩西迅速地結束了 和 神 的 對話。摩西
一 到便告訴他 們 ， 神 將 會拯救 他 們脫離困境，並要賜下
一 個 他 們意想不 到 的恩寵。又告訴他 們 ， 為 了 他 們 的緣
故 ， 從岩石中 將湧流出 一條河來；但 是百姓對所聽 到 的
感到失望 ， 以 為摩西要他 們把大石頭打碎， 現 在 他 們 不
但口渴 ，又覺得 這 個旅途十分痛苦。然而摩西只用杖擊
石，開了 一 個裂口， 水 就 從石頭中衝出 來 ，而且水量很
大 ，又非常 的清澈。 這樣的結果讓 他 們十分驚訝， 一見
到 這 水 就 解 了 他 們 的乾渴 ， 於 是 他 們飲下這宜人 的甘甜
之水 ，料想是 神 的供給。 他 們也羨慕神 是 如何的尊榮摩
西 ，百姓為 了感謝神 的供給獻上祭物。 現 在擺在 聖殿中
的 經文告訴我 們 ， 神 是 如何預先告訴摩西 ， 從岩石中取
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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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Phi lo）在他的註釋裏提到，神都是以超自然又憐憫的
方式來行使所有 的供應 ， 從裂開的岩石湧出 水 來 就 是 一 個例
子。主這樣做的目的 是 為 了 他 們 即 將 得 到 的十誡做一 個永久的
個人見證，讓他們明白十誡確實是出於神的手：  

之前他們缺乏維持生命的食物，以為他們會死於飢渴，而此時應
該會突然發現，其實自己是處於豐盛的供給之中，並且這些生命
必須品還會自發性地出現在他們四周，有從天上降下的嗎哪做食
物，還可以作為大量空中湧現的美食  ⎯  鵪鶉肉的調味料；苦水
變為可以飲用的甜水，陡峭的岩石中泉湧出清涼的泉水。也許這
樣，他們就不必再眷戀尼羅河，也不會懷疑那些律法是否出於
神，因為他們從供應中得到了最顯明的證據，他們所有的缺乏都
以超過他們想像的方式獲得滿足。 3  

結論 
我們在前兩章，看到神彰顯祂的能力，祂以埃及的十災和分開紅
海，向以色列及萬國展示祂的大能，以色列目睹這一切之後，對
耶 和華保護他 們 的能力充滿信心。然後，主又奇蹟地供應 了鵪
鶉、嗎哪、和石中流出的水，顯示出祂對愛人的柔情和關懷，神
表明了祂既有能力，也完全願意來照顧準新婦，神不僅是傑出的
保護者，而且也是最富憐憫的供應者。主用言語和行為證明自己
符合真愛的要求，主一切行動的背後，是祂決心向準新婦證明只
有祂值得新婦的完全信任、不保留的奉獻和全心全意的愛。儘管
以色列天性善變，但是當他們到達西奈山時，已是神向他們求婚
的最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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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 

之前我們看到耶和華已經表明祂的心意要“娶”以色列為妻。現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他們終
於到達西奈山（出19 :1-2）。耶和華不僅表白祂的心意而已，祂
正式地向以色列求婚，“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
約 、 就要在萬民中 作 屬 我 的子民、因為全地 都 是 我 的 ” （ 出
19 : 5）。這裡的“屬”（pos se s s ion擁有）一詞是希伯來文中一
個非常特殊的詞：segu l lah 席格拉，是指一位君王最珍貴和特別
的財產，耶和華在邀請以色利成為祂個人的珍寶。注意最後一句
的陳述，儘管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和民族都屬於神，但只有以色列
是被揀選的族類，是萬族中獨一無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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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祭司國度 
下一節經文詳細說明了這個求婚的具體本質，也就是以色列的呼
召：“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19 :6）。
以色列除了成為耶和華珍貴的產業之外，另一個與此不可分的呼
召是成為祭司的國度。祭司的聖職是作為神跟人之間的中間人，
是神的代表，也是神在世界各地的使節，這個呼召是個人也是集
體的。神邀請他們成為一個國度，乃是實現神對亞伯拉罕和猶大
的應許，耶和華曾經承諾亞伯拉罕，他的後裔將“擁有”應許之
地 （創15：18 - 21） 。要擁有 那塊土 地 ， 就 必 須統治它 ，因此亞
伯拉罕的後裔必做王，而每 一位君王都 必 須要有 一 個王國 。此
外，耶和華明確地向猶大承諾，君王必來自他的血脈，統治整個
以 色 列 （創  4 9 : 8 - 1 0） 。 如果以 色 列 在 西 奈山下接受了 神 的求
婚，那麼神應許的國度計劃就此開啟，神要修復一切、恢復伊甸
園、治愈宇宙的計劃已不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主恢復伊甸園的
應許在西奈山開始成形。 

神愛世⼈所以揀選以⾊利 
這裡有一個重要觀點必須加以說明。神邀請以色列成為一個與世界上
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殊國度，常使外邦基督徒感到困惑甚至被冒犯，這
是否意味在神眼中，外邦人的價值不如以色列人呢？當然不是！正如
使徒彼得所說 ,“ 我 真 看 出 神 是 不偏待 人．原來各國 中 、 那敬畏主行
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徒10 :34-35）。主揀選以色列的原因是要
歸祂做為“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19 :6）。祭司是神與人
之間的 中間人 ， 神揀選以 色 列 成 為 一 個 以 獨 特方式服事 耶 和華的民
族，並且要將祂介紹給全世界。斯圖爾特（Stuar t）說的對： 

他們扮演的角色不是一個只享受與神的特殊關係，而不關心世界的
民族。相反地，他們要代表神，向全世界宣揚祂的名，並要帶領世
人歸向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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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呼召是重申主數百年前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我必叫你成為
大國 . . .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12 :2-3）。主的目的從一開始
就是要祝福“各族各方、各民各國”（啟5:9）。神揀選了以色列並賦
予他們特殊的使命，是因為祂愛每一個民族！我們可以同意英國國教
學者克里斯托弗·J·H·賴特（Chris topher J .H .  Wr igh t）所言，

“神愛世人所以祂揀選以色列”
2  

 ，神呼召他們成為一個祭司的民族，
成為耶和華的特別使節和代表。新約聖經稱此為“祭司的國度”，使
徒約翰稱所有信徒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為父神的祭司，耶穌在啟示錄
中告訴我們，“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1 :6；參
5:10）。神先呼召以色列成為一個特殊的民族，他們的職責是作祭，
這個呼召今日仍舊存在，並且已延伸至耶穌彌賽亞的眾僕人，不論是
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包括在內。如果你是耶穌的門徒，那麼你就像以色
列一樣，是神的代表、神的見證和祂用來祝福世界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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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接受耶和華的求婚 
我們終於要來看看以色列是否接受神的求婚。雖然神並未真正地
單膝跪地向以色列求婚，但同樣是神邀請以色列與祂進入一個特
殊的親密關係。百姓全然接受了神的求婚，“摩西去召了民間的
長老來、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明。百姓都同
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將百姓的話
回覆耶和華。”  (出 19 :7-8)  ，不只是長老們接受了，所有百姓
也都 熱情地回應 神 的求，雖然這 個結果令人興奮，然而塞納
（Sa r n a ）卻指出 以 色 列 “甚至在未聽完盟約 的條件之前 ” 就 應
允了盟約。 3 

神雖然知道以色列將無法實現他們的承諾，但祂對他們的答
案仍然非常高興，申命記記載了主喜樂的回答，祂說：  

你們對我說的話、耶和華都聽見了．耶和華對我說、這百姓
的話我聽見了、他們所說的都是。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
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
福。 (申5:28–29 )  

     事實上主已經知道以色列以後會跌倒，無法完全履行他
們所承諾的 一 切 ， 但 祂仍然一片赤忱地肯定百姓全體的 承
諾。 

結論 
當以色列到達西奈山時，耶和華已經充分地彰顯自己是掌有全世
界主權的神，祂不但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並且滿懷憐憫，溫柔
體恤， 祂 不 論 在 言 語或行動上 都 展 現 出 祂保護和供給子民的能
力。主從世上所有的民族中選擇了以色列作為祂的唯一，然後，
主在西奈山腳下向樂觀的準新婦求婚，如果她答應了，神應許以
色列將成為祂最重視的，極其珍貴的產業，難怪百姓迅速又積極
地答應了。以色利就像一個年輕女子，興奮地注視著她未來夫婿
的眼睛說“我願意！”，他們也熱情地回應了神的求婚。然而，
這個“我願意”的回答，是在他們還未聽到自己該履行的義務之
前就承諾的，盟約實際的細節很快就揭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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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山定約 

會眾們熱情地接受耶和華的婚約，成為祂珍貴的產業，那麼舉行
定婚儀式的時間到 了 ， 為 了要真 正 理 解 這 一點， 我 們 必 須 從 聖
經 的角度瞭解 一些有 關婚姻和訂婚的 習俗及禮儀。 在 聖 經婚禮
和 現代婚姻之間雖然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也存在 一些相當顯著
的差異。 以 多數現代西方文化來說， 在結婚之前 ， 會先有 一 個
訂婚的 過程，傳統上始於男士單膝跪下求婚，拿出 一枚戒指，
然後問女方是否願意嫁給他 ， 如果女方接受求婚，男士就把戒
指戴在她的手指上 。古代聖 經近東文化的訂婚是訂下一 個 “婚
姻的盟約”（ be t ro thal），就像訂婚一樣，是一個在實際婚姻
之前 必 須完成 的儀式。 現代的訂婚只是之後結婚的 一 個口頭協
議， 但 是 聖 經古代的訂婚具 有法律的 約束，也就 是 這 一 對訂婚
的男女， 在法律上已經 被 視 為已婚夫妻，唯一 的區別在 這 對 有
盟約 的夫婦還沒有圓房，也不 生 活 在 一 起 。儘管如此， 在此期
間，對婚約的不忠仍被視為通姦。 1  主在申命記中命令懲罰與男
人 發 生 性 關係的已婚婦女，需將犯姦淫的男女雙方用石頭打
死， “ 你 們 就要把這 二 人帶到 本城門、 用石頭打死、女子是因
為雖在城裡卻沒有喊叫、男子是因為玷污別人 的妻．這樣、 就
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申22 :24），另外在創世記19 :14，
稱要娶羅得女兒的男人為他的女婿們。在馬太福音  1 :18 -20  敘
述 ，因為馬利亞在訂婚期間懷孕了 ，所以她面臨 的 是通姦的指
控，如果她被判有罪，就可能有致命的懲罰。 
		 訂婚與結婚有何區別？簡單來說，訂婚是婚約 的 第 一階
段， 第二階段是完婚，夫婦住在一起，合併所有的財產，同床
共枕。 我 們也可以 在雅各要求他 的岳父拉班時看 出 二 者 的區
別， “雅各對拉班說、日期已經滿了 、求你把我 的妻子給我 、
我好與他同房”（創29 :21），雖然他們還沒有完婚，但雅各已
經稱拉結為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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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婚禮盟約儀式 
我們還需要瞭解聖經中結婚儀式的其他慣例和禮儀。首先是米克維
（mikveh 浸禮儀式），這是新娘在婚禮前要進行的清洗或潔淨儀式。
另一個猶太婚禮的基本要件是凱圖巴（ke tubah 簽訂結婚契約），凱
圖巴是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註明雙方應盡義務的合同，是新人在婚
禮上大聲朗讀並簽名的文件。有趣的是，最早明確提到有關猶太人凱
圖巴合同的文獻，是公元前三世紀的托比特（Tob i t）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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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拉格爾召喚了女兒薩拉。當她來 到 他身邊時， 他
牽著她的手，把她交給托比亞斯，說：“依照摩西律法
和律例， 讓她成 為 你 的妻子”然後他叫了她的母親並要
她帶書 寫材料過 來 。然後他根據摩西律法寫 了 一 份婚姻
合同， 他 將薩拉給了托比亞斯作妻子。然後他 們開始吃
喝。 (托比特 7 :12-14  ,  斜體字作者注 )  

雖然我 們 不確定書 寫凱圖巴婚姻合同的 習俗是何時開始的 ，
但根據二世紀拉比西蒙·本·加姆利爾（S imon Ben Gam l ie l）
的說法，可以回溯到古老的 聖 經時代 2。 不 論凱圖巴的 起源如
何，在婚禮上背誦凱圖巴的習俗最終演變成現代婚禮中的交換誓
言。 
另一 個 聖 經婚禮或猶太婚禮中 重要又醒目的要素是丘帕

（chuppah棚子，結婚棚），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一個遮棚”或
“內室” 3。 在猶太婚禮中 ，丘帕是 一 個引人注目的建築物， 新
郎和新娘站在丘帕下面朗讀和簽署凱圖巴。最後，還有一個代表
已婚的外在標誌，現代婚禮通常是二枚結婚戒指。我們之後會看
到，神在西奈山給以色列另一個外在的標記。事實上，這些組成
聖經婚禮的所有重要元素都可以在西奈盟約中找到。我們繼續跟
隨西奈山的故事前進，就會看到耶和華與祂的子民以色列所訂的
盟確實是訂婚之約。 

米克維浸禮儀式（MIKVEH） 
米克維是聖經訂婚儀式的第一個部分。在典禮開始之前，耶和華
命令人們為參加典禮先潔淨自己，“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往百姓
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出19 :10）
一個婚禮當然必須有一位新郎，因此耶和華宣布，“第三天耶和
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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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神同在 的 聖潔， 祂警告 人 們 不可上山也不可摸山的邊
界，否則必用石頭打死、或用箭射透，似乎連處死的方式，都要
避免接觸悖逆之人 的身體。 舊 約 學 者戈登 .溫納姆（Go r d o n J .  
Wenham）解釋，整個西奈山已轉變為一個神聖的空間，成為一
種聖殿：  

西 奈山即 將 成 為 一 個 神 聖 的 地方，只有 神授權的 人才能
進入。就像在出埃及記25 -30中所記載的會幕構造一樣，
西 奈山分為三個區域。 西 奈山的頂峰相對 於 會幕最裡面
的至聖所，只有摩西才能進去見主。 4 

民眾只能來到山腳，但也只有在聽到號角聲時才可以這樣做，
“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纔可到山根來。”  (出 19 :13 )。這些指示
之後，“摩西下山往百姓那裡去、叫他們自潔、他們就洗衣服。他對
百姓說、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不可親近女人。” (出 19 :14-15)，準
新娘經過了米克維洗禮儀式後，訂婚典禮就開始了。拉比什洛莫 .   吉
札基（Shlomo Y i tzchak i  通常簡稱為拉喜“Rashi”）說：“當他們
出現在山腳下時 ,祂就像新郎迎接新娘一樣出來迎接他們。” 5基督徒
常錯過這部分的盟約婚姻意象。  

丘帕 （ THE CHUPPAH 結婚棚）
既然婚姻儀式已經開始，我們自然會見到在任何一個聖經或猶太婚禮
儀式上出現的明顯標誌⎯ 	 結婚棚，這是一個特殊的遮蓋篷子，新郎
和新娘站在丘帕下面。在西奈山婚禮上，神親自製作了一個丘帕： 	

到 了 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 和密雲．並且
角聲甚大．營中 的百姓盡都 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
接神、都站在山下。(出1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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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和華自己用濃密的雲層覆蓋了整座山。 如 我 們先前 看 到 ，
當耶和華同在的雲柱引領並跟隨以色列人穿越沙漠時，雲層的大
小如同一個遮棚，足以庇蔭所有的以色列人，而現在這個巨大的
雲棚停流在西奈山上。英文聖經的翻譯是他們站在“山腳”，但按
照希伯來原文的字面意思，基本上描述他們站在“山的下面”，這
是大多數英文聖經譯本中可能錯過的一個地方。所以，此時耶和
華的新娘站在丘帕遮蓋的山腳下，站在她新郎的面前。後來的先
知們抓住了這裡丘帕的意象，例如，以賽亞在以賽亞書4 :4 -5，
從西奈之約中的意象來敘述未來的彌賽亞時代，當彌賽亞出現在
錫安山時就如同在西奈山一樣。然後新郎耶和華在密雲和火焰中
來到婚禮現場： 	

西 奈全山冒煙、因為 耶 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
上騰、如燒窯一般，遍 	山 	 大 	 大 	 的 	震 	動 	 。角聲漸漸的
高而又高、摩西 就說話， 神 有聲音答應 他 。 耶 和華降臨
在西奈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出 	
19:18–20)	

在經文中有數種偉大現象伴隨著神的降臨發生，但似乎最顯著的
特徵是雲和火。此後，雲和火也多處出現在聖經描述中。之前神與亞
伯拉罕定約時，已經提到雲和火， 神 以 “冒煙的爐、並燒著 的火把 ”
（創15:17）彰顯，我們將在第三部中討論當耶穌回來時，最顯著的
特色也將是雲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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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到達 
終於 ， 經 過漫長而痛苦的 出 埃 及旅程後，婚禮的時刻 到 了 。十
九世紀晚期 ，英國 國 教 聖 經 學 者唐納德 ·斯賓斯 ·瓊斯（Dona ld	
Spence	Jones）捕捉到了這個期待已久的時刻的氣氛： 	

一 切 必要的準備已經 到齊，祭司和 人民已經 “自潔 ”， 一
種健康的懼怕來 到山上 ，散播在 人民中 。摩西 從營中回
到山頂，他和人民專注地聆聽盟約宣布。6	

雖然神一直與他們同在，但此時西奈的新郎神以遠超於之前的顯
現來到婚禮，現在祂第一次直接向全體百姓講話， “神吩咐這一切的

話、說、 我 是 耶 和華你 的 神 、曾將 你 從 埃 及 地 為奴之家領出 來 。 ” 
（出 	 20:1–2）。有意思的是，神在這裡並沒有以祂是創造萬物之主
的權柄來介紹自己，而是要他 們想起 祂 是位拯救 者 、保護者 和供應
者，想起祂的溫柔憐憫和美善的紀錄。令人驚奇的是，儘管摩西一直
擔任神和以色列之間的中間人，但此時不需要一個神職人員來主持婚
禮，定約的話語不需經由摩西的口來傳達，耶和華自己在山上講話，
儀式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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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誓⾔ 
之前我們提到凱圖巴（ketubah）是一份每一個聖經或猶太婚禮中
必須大聲朗讀，由雙方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我們不知
道在出埃及時代，正式的婚姻契約是否普遍，但是在聖經的敘述
中 ,  朗讀妥拉（Torah）就如同婚姻合約一樣。十誡可以看作是一
個結婚誓言的摘要，成為西奈盟約的法律框架和基礎。德國釋經
家凱爾（Ke i l）和德利奇（De l i tzsch）稱之為“律法的核心和本
質7” ，換句話說，十誡是律法的完整代表。十誡是唯一由神親
自寫在石頭上的律法書，由此可見它的優越性和根基性的本質，
“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神
用指頭寫的石版。”（出31:18；比照申5:22;  9:10;  10:4）。後來，
耶穌僅引述了愛神和愛人這兩條誡命，祂進一步總結了妥拉的精
髓說， “ 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 道 理 的總綱。 ”  (太  
22 :40  )。 

我們不該只將十誡視為“律法”，畢竟沒有人會稱他們的結婚誓
言 為 “律法” ， 出 埃 及 記 2 0 : 1“ 神吩咐這 一 切 的話（希伯來 語
d eva r im） 、說” ， d eva r im一字最好譯作 神 的 “話”或“聲明 ” 。
正如斯圖爾特（Stuar t）所說：“本章包括的⋯不只是成文法的一部
分，更像是一部國家憲法” 8  ，它是耶和華與以色列子民的約定，也
是與整個民族及每個以色列人訂下的盟約。 
申命記 5 : 6 - 1 8中 的十誡， 與 出 埃 及 記裏的十誡有 一些細微的 不

同，但不影響其含義。我特別喜歡申命記5 :4“耶和華在山上、從火
中、面對面與你們說話。”的敘述，這個故事裡詩意的力量太強大，
無法用文字來捕捉。在烈火中的新郎神對祂心愛的子民說出盟約的條
件，也就是他們的婚姻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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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和第⼆條誡命 
第一條誡命是所有其他誡命的基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
的神。”（出20 :3），表示這是一個建立在絕對排他性基礎上的
婚姻。先知以賽亞後來重申這個美麗的主題，“因為造你的、是
你 的丈夫、萬軍之耶 和華是 他 的名、 救 贖 你 的 、 是 以 色 列 的 聖
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賽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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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健康的婚姻都必須有明確的定義和保護的界限，在
排他的關係中，容不下任何外來或第三者的存在。第二條誡命接
續第 一條的主題 ，因為只有 耶 和華是 他 們唯一 的 神 ，所以 他 們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
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出20 :4-5)。人類天生就有一種為敬
拜的對象創造一個世界上的代表物的傾向，在古時，幾乎都是某
種塑像或雕刻。禁止造偶像的第二條誡命不應被理解為禁止對任
何人物或動物的藝術創作，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主之後命
令將基路伯的像設置在約櫃之上（出25 :19 ;  37 : 8），以及亞倫祭
司袍下擺裝飾的鈴鐺和手工製作的石榴（出28:33-34；39:24-26），
就是主的自我矛盾了，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主允許創造地上之物
圖像的例子。重點有兩方面，首先，我認為神的子民不該認為自
己的創造者反對藝術創造。我是一位畢生藝術創作者，我相信神
允許子民發揮祂所賦予的創造力， 尤 其 是 作 為 一種敬拜祂 的方
式。我們每個人都一度是那個拿起蠟筆就塗鴉的小孩，我們從出
生就具有創造力，因為每個人都是按照我們創造主的形象所造。
這 個 道 理很簡單，當我 們 發揮創造力時， 我 們 實際上 就像祂 一
樣。其次要強調的是，第二誡命特別指的是拜偶像，從立約的角
度來看，對任何別神的敬拜都是對耶和華的不忠，是屬靈上的犯
姦淫。 

第三誡命 
神的下一個聲明是有關正確使用耶和華的名，“不可妄稱耶和華
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  (出
20 :7 )。雖然誡命的措詞範圍很廣，足以涵蓋對耶和華名字的任何
濫用，但它具體的含義是要人們小心，避免用神的名字作為自己
話語或承諾的保證，斯圖爾特（Stuar t）描述為“禁止做偽證” 

9。耶穌重申不可濫用神的名，甚至擴大到不可指著任何與神有關
的東西起誓，祂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太5:33-37 ;  23 :16-22 ) .  

然而最重要的是，人的名字與人的聲譽息息相關，是口頭表達某
人的人格，耶和華的“名”代表祂的本質。這個誡命源於神希望保持
見證的純正，我們甚至可以說好消息或福音是神的真實見證，因為世
人只有在祂裡面才能找到真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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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誡命 
第四個聲明是有關安息日：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但 第七日是向耶 和華你 神當守的 安息日．這 一日你 和 你
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
都 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 耶 和華造天、 地 、海、 和 其
中 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 耶 和華賜福 與 安息日、
定為聖日。 (出 20 :8 -11 )  

如之前所述，在任何婚禮上，都會有一個婚姻盟約的印記或
可見標記 ，今日幾乎都 是 以 一 對戒指為代表。斯圖爾特 （ 
Stuar t）解釋說：  

許 多古老的盟約 都 會 以 一 個 人 們可見的物件 為標誌， 用
來提醒人 們 ， 以免他 們忘記 了盟約 。 安息日就 是摩西之
約或西 奈之約 的標誌。 它定期 地 每週提醒每 個 人守安息
日，當人 們停止那日的工作並委身於敬拜時， 就 是公開
表明自己正在遵守約定。 

現代夫婦戴婚戒來提醒自己和彼此和整個世界， 他 們 是立過
約的，他們屬於彼此。安息日也有這樣的作用，出埃及記31章明
確指出：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這是我和以色
列 人永遠的 證據、因為六日之內耶 和華造天地 、 第七日便安息舒
暢。 (出 31 :16–17 ,   下橫線作者 )  

安息日是婚姻盟約 的標記 ， 以 色 列 人民不僅要像守法一樣的守
安息日，還要保留這一日，每隔七天，就要保留出一天來不斷提
醒、振興、和更新盟約關係。安息日應被視為一個禮物，而不是
繁重的義務，彼此獻身相愛的夫妻永遠不會將預留的約會之夜視
為守律法。安息日也不應被視為只是一個誡命，它其實是一個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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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到第⼗個誡命 
第五至第十條誡命從強調愛神，轉變為著重與他人有一個健康和
愛的關係，涵蓋了道德和倫理的準則。首先關注的是對父母應有
的尊敬， “當孝敬父母、使你 的日子在 耶 和華你 神所賜你 的 地
上、得以長久。”（出20 :12）。下一個誡命是不可殺人 (13節 )，
然後是不可姦淫 (14節 ) ,  不可偷盜、欺騙、欺詐 (15節 )、“  不可
作假見證陷害人” (16節 ) ,  最後警告不可嫉妒或“貪戀” (17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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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顯現時的能⼒ 
出埃及記20 :1告訴我們，這些話都是神在百姓面前大聲說出來的。 
經文告訴我們結果是，“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
就都發顫、遠遠的站立” (出20 :18)。定約典禮進行到此時，百姓
簡直不知所措，雷轟聲，號角聲，神的聲音使他們難以承受，他們
求神停止與他們直接交談，他們“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
們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 (19節 )，所以從這裡
摩西開始介入，做為神與以色列之間的媒介，“於是百姓遠遠的站
立．摩西 就挨近神所在 的幽暗之中 ” （21節 ） ， 神 在接下來 的21 -
23章，繼續教導百姓如何生活。誡命的重點不僅是對神獨一的愛，
而且還涉及如何與他人相處，這就是耶穌為什麼以愛神和愛人作為
所有律法總綱的原因（太5 ;  22 :40）。 

  



7 
至死不渝 

出 埃 及 記24章是 以 色 列 認可盟約訂定的 一章。儀式非常 正式地
繼續進行，首先， 耶 和華召摩西 、亞倫和 他 的兩個兒子、 以 及
以 色 列 的七十個長老上山。然而在 他 們 上山之前 ， “摩西下
山、 將 耶 和華的命令、典章、 都 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齊聲
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出24 :3）。百姓同聲
朗讀完凱圖巴（K e t uba h ）後， 都同意了盟約 的條件 ,這 是 屬 於
個人也是群體的一個協議。薩那（Sarna）說：  

一方面，“所有百姓”成為一個統一的、一心的群體與神進入盟
約的關係。另一方面，經文一直用第二人稱單數為稱謂，所以也
是與群體中單獨的個人立約 1。 

  
換句話說，盟約本身不但是與整個會眾，也是與在場的每個人訂

定的 ，並且包括以 色 列 人 的後代子孫， 都 在 這 個 約定之內，直到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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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立約的憑據 
當現代新郎和 新娘背誦誓言時， 他 們各自宣告 ， “致死方
休”。  這句話表示他們對神和對彼此婚姻的承諾，他們一輩子
的婚姻關係不到死亡不休止，這個非常莊嚴的承諾不例外地以一
項公開的儀式鎖定。百姓同意盟約的條例之後，神指示摩西“在
山下築一座壇、按以 色 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 （ 出
24 :4）。由於百姓眾多，所以在祭壇旁立了十二根柱子，作為十
二個支派的代表。全部建好之後，摩西打發“以色列人中的少年
人”宰殺了幾頭小公牛為祭，獻在壇上。然後， 

摩西 將血一半盛在盆中 、 一半灑在壇上 。又將 約 書念給
百姓聽 、 他 們說、 耶 和華所吩咐的 、 我 們 都 必遵行！摩
西 將血灑在百姓身上 、說、 你 看 、 這 是立約 的血、 是 耶
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出 24 :6-8)  

這個儀式的所有意象實在令人震，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或者更
可能是撒在祭壇旁代表百姓的柱子上 ） 2，然後摩西又一 次向會眾大
聲宣讀盟約的全部內容。此時他們再次確認盟約中的承諾，“耶和華
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然後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這樣摩西
之約就以生動、可怕和血腥的儀式封存。斯圖爾特（Stuar t）說，以
血為立約憑據的標誌說明 “雙方的共同責任以 及違反盟約 的嚴厲後
果。 ” 3一 如 新郎和 新娘以各自起誓至死不改變， 作 為強有力的婚禮
總結一樣，西奈之約更進一步地提升了婚姻誓言令人敬畏的嚴肅性，
如果以色列人不能遵守盟約的條件，懲罰將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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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筵 
現 在 是代表全體會眾的摩西 和長老上山與主會面， 和儀式完結
的時候了 。 他 們 在 上山中途的 一 個 大高原上 ，仰望 著山頂，享
受盛宴：  

摩西 、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 色 列長老中 的七十
人 、 都 上 了山。 他 們 看見以 色 列 的 神 、 他腳下彷彿有平
鋪的藍寶石、 如同天色 明淨。…他 們觀看 神 、 他 們又喫
又喝。 (出 24 :9-11 )  

就像現代婚禮一樣，在儀式結束後舉行晚筵，主的婚姻盟約
也以盛宴完結，出埃及記這一部份的記載是聖經中最令人驚奇的
段落之一。摩西和以色列長老們又吃又喝，他們抬起頭就看見以
色列的神在山頂上，再豐富巧妙的言語也不能充分地描繪這個情
境。 西 奈之約像亞伯拉罕之約 （創15 :17） 一樣， 以公牛的血祭
封存，但又加上了筵席。如斯圖爾特（Stuar t）所說：  

在古代聖經世界中，盟約通常以特別的盟約餐來結束，他們將動
物切成兩半，象徵雙方的共同責任以及違反盟約的嚴厲刑罰，然
後立約 的雙方從 切 成兩半的動物之間走過 ， 再 一 起把這 個 “象
徵”吃掉，作為友誼和同盟的標誌。現在定約的法規已經完成，
訂約的雙方是神和以色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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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枚戒指作為我們婚姻的象徵” 
然後“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裡來住在這裡、我要將石版、
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 (24 :12 )，
摩西登上山頂與神面對面的記載，無疑又是整本聖經中最驚天動地的
場景之一：  

摩西 上山、 有雲彩把山遮蓋。 耶 和華的榮耀停於 西乃
山、雲彩遮蓋山六天．第七天他 從雲中召摩西 。 耶 和華
的榮耀在山頂上 、 在 以 色 列 人 眼 前 、形狀如烈火。摩西
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出24 :15 -18)  

摩西 在山上 的時候，主給賜給以 色 列 一 個 “印記 ” ， 這也是
現代婚禮中的一個傳統。主除了給摩西許多有關會幕、會幕裡的
聖具、以及各種儀式的指示外，主還給了以色列安息日，做為永
遠提醒他們定約的標誌，就像現代婚禮交換婚戒做為視覺信物一
般，安息日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外在“印記”：  

   
耶 和華曉諭摩西說、 你要吩咐以 色 列 人說、 你 們務要守我 的 安息
日、因為 這 是 你 我之間世世代代的 證據、使你 們知道 我 耶 和華是
叫你 們 成 為 聖 的 。所以 你 們要守安息日、 以 為 聖日、凡干犯這日
的 、 必要把他治死．凡在 這日作工的 、 必 從民中剪除。六日要作
工、 但 第七日是 安息聖日、 是向耶 和華守為 聖 的 、凡在 安息日作
工的 、 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 以 色 列 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
遠的 約 。 這 是 我 和 以 色 列 人永遠的 證據、因為六日之內耶 和華造
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暢。 (出31 :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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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證書 
      在現代婚禮儀式結束後，新郎、新娘和主婚人都要簽署一份稱為結婚     
     證書的正式文件。就西奈之約而言，“證書”是寫下十誡的兩塊石
版。   
     耶和華賜給摩西關於安息日的命令後，聖經說，“耶和華在西奈    
     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神用指頭寫的石版”   

（ 出31 :18）  ， 神親手刻在石頭上的結婚證書已經簽發，由於法版   
 的神聖性，神下令要造一個神聖的容器來保存它們（出25:10-22），  
 也就是約櫃（民10 :33 ;  14 :44 ;  申10 :8 ;等）。許多年後，以色列擁有神
劃定給他們的土地，約櫃也隨著他們來到應許之地。以所謂的宇宙聖
經觀來說，列國的中心位置是以色列，而以色列的中心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心臟是聖殿，聖殿的中心是至聖所，至聖所裏是約櫃，約
櫃裏是刻有十誡的法版⎯  神恩膏的結婚證書，可見這份結婚證書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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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瑪篇（SHEMA） 
神在聖經裡，諄諄教誨以色列人要提醒自己和他們的孩子，牢牢記住
有關出埃及期間神所做的奇事。除了安息日外，猶太人實踐“記住”
的另一種重要方式是定期背誦申命記6 :4。由於這個命令的第一個字
的意思是“聽”（Shema 施瑪）或“服從”，所以這段經文被稱為“施
瑪篇”（ the Shema）。全文如下：  

以 色 列阿、 你要聽．耶 和華我 們 神 是 獨 一 的主。 你要盡
心、盡性 、盡力、 愛 耶 和華你 的 神 。 我今日所吩咐你 的
話、 都要記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 的兒女、無論 你坐
在家裡、行在 路 上 、躺下、 起 來 、 都要談論 。也要繫 在
手上 為 記號、戴在額上 為 經文。又要寫 在 你房屋的門框
上、並你的城門上。 (申  6 :4-9 )  

就像安息日如結婚戒指一般作為一個可見的標記。以色列人實踐
神的命令，將施瑪篇抄在小紙捲上，按照經文字面的意思，繫在手和
額頭上，作為不斷提醒他們的一個標誌。今天虔守傳統的猶太人將施
瑪篇寫 在 一塊小牛皮上 ，裝在 一 個小皮盒裏，希伯來 語稱為 經匣
（phy l a c te r i e s或 te f i l l i n）繫在前臂和前額上。今日許多猶太人認為
將經匣繫在前額，代表誡命必須始終位於思想的最前方，繫在手上則
代表行出誡命的行動。舊約學者梅以真（Eugene H .  Merr i l l）描述施
瑪篇從古到今（Shema）在猶太教的核心地位：  

聖經世代之後的拉比註解公認施瑪篇是所有律法的核心。當人們
問耶穌什麼是最大的誡命時，祂引用的就是猶太信仰的基本信條
⎯施瑪篇（以及利未記19 :18），作為猶太信仰的基本原則，人們
顯然同意這種觀點（太22 :34-39；可12 :28 -31；路10 :25 -28），直
到今天仍深深的根植於猶太人的意識中，敬虔的猶太人每天至少
背誦二次施瑪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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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瑪篇開宗明義，“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此乃一神
論教義的宣告，表示神是“一”的信仰。但是從西奈盟約為婚姻
盟約的認知上看，施瑪篇所強調的遠不是關於神的數量，而是婚
姻的本質是絕對唯一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1985年猶太出版協會
塔納赫（T a n akh ）翻譯為 “ 以 色 列阿、 你要聽．耶 和華是 我 們
唯一的神。”在西奈山腳，以色列人同意遵守神所有的命令，施
瑪篇就是不斷提醒他們原始約定的宣告，直到如今，仍然每天重
申以色列西奈之約的承諾。  



46  /  SINAI  TO ZION  

結論 
除了米克維（m ikveh 洗禮儀式），丘帕（chuppah 結婚棚）和
凱圖巴（ke tubah 婚禮誓言）以外，在盟約訂立儀式中還有更多
反映出婚禮的 地方。例如 ， 以 色 列數次 熱烈地 以 “ 我 們 都 必遵
行” （“我願意！我願意！”）來封印約定。神給以色列安息
日（婚戒）做為一個外在和永久的標誌。摩西和七十位長老一起
吃喝（婚筵），也是定約過程的一部份。最後，神賜給摩西祂親
手所書的法版（結婚證書），永遠地保存在約櫃中。除了像每個
現代婚禮的誓言 一樣以 “直到死亡將 我 們分開為止” 的 承諾之
外，西奈之約更進一步地以血立誓，百姓很清楚瞭解（多次地口
說承認）背約的刑罰是死亡。 

               



8 
                            	 	 不貞的新婦 

聖經中鮮少有比金牛犢的故事更能痛苦地展現出人的罪惡和善變的本
性 ,出埃及的故事從山上神顯現的榮耀最高峰，突然轉變為山下的全
面大叛亂。這場嚴重的災難足可比擬人類在伊甸園的墮落和毀滅世界
的挪亞洪水。西奈山頂上，摩西站在神榮耀的同在中，而山下面的百
姓卻陷入了屬靈的新低谷。雖然百姓一聽到盟約的內容，就堅定地承
諾要遵守神“所有的吩咐”，然而善意的衝動很少會轉變為持續的生
命。當第一個悖逆的機會出現時，他們就無恥地違反了多條誡命，婚
禮尚未結束，還在她丈夫的眼前，百姓就對神不忠，鑄造了一隻埃及
的金牛犢偶像：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裡、對他說、起來、
為我們作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
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 (出 3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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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犢 
 “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出 24 :18)，人們也許不知
道他將離開多久，也許摩西自己也不知道要離開百姓多久，但清楚
的是，在沒有領袖的情況下，百姓很快地變得不耐煩。許多解經家
試圖解釋導致以色列人如此迅速地從對耶和華的忠貞，轉向如此惡
劣背叛的原因，然而除了人類傾向於罪惡的簡單原因外，再沒有其
他合理的解釋，百姓完全沒有藉口。十九世紀聖經注釋家愛德華·
丹內特（Edward Denne t t）正確地指出：“百姓的行為顯示公開地
放棄他們的信仰。” 1更糟糕的是，亞倫顯然毫無抗爭地與百姓一同
墮落。亞倫是摩西的親兄長，一直伴隨著摩西，他親眼目睹耶和華
的大能，他也是出埃及的領袖，但他卻親手製造偶像並為它建造祭
壇：  

亞倫對 他 們說、 你 們去摘下你 們妻子兒女耳上 的金環、
拿來給我 。百姓就 都摘下他 們耳上 的金環、拿來給亞
倫。 
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 (出 32 :2-4 )  

亞倫鑄的金牛犢實際上是以木頭為實體，外面以金包裹。聖經記
載這是造偶像的一種常用方法（賽30 :22 ;  40 :19 ;  何8 :6 ;見 ,何8 :4 ;來
2 :19），摩西後來在第20節將它焚燒也證實了這一點。人們不但用手
造了這個偶像，並且他們立即將耶和華的非凡成就歸給它，他們敬拜
金牛犢並喊說，“⋯以色列阿、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32:4）。
除了製造偶像外，亞倫還向“小牛神”獻祭，“亞倫看見、就在牛犢
面前築壇、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
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喫喝、起來玩耍”（5 - 6節）。華德·凱瑟
（Wal ter  C .  Kaiser  Jr .）是我最喜歡的舊約學者之一，他解釋這段經
文的含義：“ 他 們 為 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開始沉迷於狂歡， “玩
耍” （ṣ ā ḥ aq）這個動詞表示醉酒放蕩，不道德的縱情酒色和性調
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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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 
以色列就這麼一次紮實地打破了數條誡命。首先，這是一個蓄意
打造的“偶像”，百姓向偶像獻祭、俯伏、敬拜，甚至宣稱偶像
是 “ 他 們 的 神 ” ，並將帶領他 們 出 埃 及 的貢獻歸給它 。除此之
外，他們縱情酒色以各種性放蕩為樂。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當
百姓正 在悖逆時， 耶 和華炙熱 的榮耀同在仍繼續覆蓋著 這座山
（申9 :15），所以他們不僅在婚禮上就對丈夫不忠貞，而且還是
在祂的注視下出軌。 

在山頂上的神當然知道山下正在發生的事，“耶和華吩咐摩
西說、下去罷、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
敗壞了。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 (出 32 :7-8)，這節
裏的 “敗壞” 和創世記6章12節裏挪亞時代整個世界的敗壞是同
一 個詞 3， 對 這麼嚴重敗壞的補救措施就 是徹底的清除和完全的
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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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 
就像挪亞時代神滅絕了全世界一樣，神此時也宣告要摧毀整個以色列
的打算，“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你且
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9-10節 )，雖然只有一部份的人們積極參與了這次的叛亂，但主還是
準備滅絕整個民族。斯圖爾特說：“即使不是每個人都參與了，但有
許多人熱烈地響應，而沒參與的人也沒有採取譴責的行動，結果是整
個民族，都被神稱為祂要滅絕的‘他們’” 4  ，神提議興起摩西成為
新的亞伯拉罕，從他建立一個新的民族。然而摩西為了神的名和祂的
國際聲譽求情，提醒神對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約和所承諾的應許（出
32 :12-13）。因為摩西的陳情 ,“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與
他的百姓。” (14節），然而他們的背叛不是既往不咎的，雖然神已
決定不徹底消滅他們，但他們仍要承擔嚴重的後果， 摩西現在將擔
任耶和華的審判代理人。 

摧毀結婚證書 
奉耶和華的吩咐，摩西手持兩塊法版（結婚證書）下山（15節）。儘
管神已經 告訴摩西山下的敗壞， 但等他親眼 看 到時還是 不 禁震怒，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
扔在山下摔碎了。” (19節 )。摩西的第一個舉動是公開廢除了婚姻盟
約 ，摩西 在眾百姓之前 將 這兩塊石版扔在岩石上 ，砸碎了 。塞納
（Sa rna）這樣解釋：“這不是摩西衝動的行為，相反地，摩西故意
摔碎了石版，象徵盟約 的廢除。 ” 5婚禮甚至還沒有完成 ，婚約 就取
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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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焚燒偶像 
耶和華藉摩西行使審判的第二個舉動是燒毀偶像，公開燒毀百姓
信奉的“神”，“又將他們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磨得粉碎、
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20節 )，摩西焚燒偶像顯示出這
個“神”的無能。他將焚燒後的灰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下，這個舉動至少有三個象徵性的目的：第一，人們喝了這個水
等於是吃下偶像的遺骸，摩西讓他們真正地將悖逆誡命這件事內
化和個人化，並為自己的罪惡承擔責任。第二，摩西將偶像的灰
燼撒到他們唯一的供水中的寓意是，摩西要人們知道偶像的殘渣
終將經過他們的身體，成為地上的排泄物，你似乎可以聽到耶和
華在申命記32 :37-38中申叱的口吻，“現在你們的神在哪裡？” 
這個舉動是最大的羞辱。第三點非常有意思，與拜偶像之罪的性
質有關，根據民數記5:11-31記載，當以色列人懷疑不忠實的妻子
與他人行淫時所執行的一種儀式，丈夫要將妻子送到祭司那裡，
站在耶和華面前，“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裡、又從帳幕的地上
取點塵土放在水中。”（民5:17），婦人喝下此水後，如果她有
罪，她的肚腹就會發漲，否則她就是無辜的（民5:27-28）。雖然
這個儀式很奇怪，但重點在摩西很清楚地表明，人們喝下偶像灰
燼混合的水，就像一個犯姦淫的不貞妻子一樣，違反了婚約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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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指責亞倫 
摩西第三個動作是斥責他的兄長亞倫⎯  帶領叛亂的首領，“摩
西對亞倫說、這百姓向你作了甚麼、你竟使他們陷在大罪裡？”
（21節）。根據薩納（Sa rna）的說法，亞倫帶領人民“陷入重
罪” 是 一 個 “法律用 語⋯在 埃 及 的婚姻契約 中 是指通姦。 ” 6。
亞倫試圖推卸責任，先說百姓的壞話，“亞倫說、求我主不要發
烈怒、這百姓專於作惡、是你知道的。”（22節），實際上有些
聖經註釋認為，亞倫是百姓施壓下的被動參與者，試圖減輕亞倫
的罪過 ， 但 是 這根本 與 聖 經 敘 述 不符。當百姓向亞倫施加壓力
時， 他 本可以提醒他 們要按照摩西 的吩咐等他回來 （24 :14） ，
但是他沒有，相反地，他帶頭叛亂。英國知名的解經家莫德（J .  
A l ec  Mo t yer）說：“在叛亂中亞倫所扮演的角色，未免太過軟
弱， 其 實 就 是罪” 7實際上 ，亞倫用最荒謬的謊言 來唐塞， 就 證
明 他也知道自己有罪， “ 我 對 他 們說、凡有金環的 、可以摘下
來 、 他 們 就給了 我 、 我把金環扔在火中 、 這牛犢便出 來 了 。 ”
（24節）。凱爾（Ke l i）說：“亞倫這個藉口實在是無恥，摩西
認 為根本 不 必回答他 。 ” 8根據申命記 的 記載， “⋯耶 和華也向
亞倫甚是發怒、要滅絕他”（申9 :20），完全是因為摩西為以色
列百姓的代禱，亞倫和百姓才能存活。 

處決拜偶像的⼈ 
摩西的第四個舉動是對那些仍然不悔改的百姓發怒，甚至在摩西
摧毀金牛犢偶像後，還有 許 多 不停止作惡的 人 們繼續地公開叛
亂，“摩西見百姓放肆、亞倫縱容他們、使他們在仇敵中間被譏
刺”  (25節 )，凱瑟（K a i s e r ）注：“拜金牛犢和宗教 的淫亂有
關。” 9百姓肆無忌憚，完全處於瘋狂的狀態中，摩西知道此時必
須要有個決斷，因此那天處決了三千名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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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就站在營門中 、說、凡屬 耶 和華的 、 都要到 我 這裡
來．於 是利未的子孫、 都 到 他 那裡聚集。 他 對 他 們說、
耶 和華以 色 列 的 神 這樣說、 你 們各人把刀跨在腰間、 在
營中往來 、 從 這門到 那門、各人殺他 的弟兄、 與同伴、
並鄰舍。利未的子孫照摩西 的話行了．那 一天百姓中 被
殺的約有三千。 (出 32 :26-28)  

摩西又呼籲“凡屬 耶 和華” 的 人站出 來 ，向他聚集的主要是
和他同支派的利未人，這些人受命殺死各人的弟兄、同伴、並鄰
舍，無疑執行了一項非常痛苦的任務。因此當摩西祝福十二個支
派時，他對立未支派如此說 ,  “他論自己的父母：我未曾看見、
他也不承認弟兄、也不認識自己的兒女．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
話、謹守你的約。” (申33 :9 )。 

摩⻄不懈地代禱 
雖然摩西燒掉了金牛犢，處決了三千人，但他仍然不確定神會完
全饒恕他們，所以摩西又嚴厲地再次譴責剩餘的百姓，然後回到
山上與神會面（出32 :30-31）。這次摩西將自己的永恆命定與以
色列的未來聯繫在一起，“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唉、這百
姓犯了大罪、為自己作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
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出32 :31-32 )  ，摩西承
認百姓的罪過，他的禱告基本上是求神饒恕百姓，由自己來代替
他們受罰  。”塞納（Sarna）這樣描述：“摩西的禱告不但融合
了認罪與懇求赦免，而且將自己和整個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很難再有其他“愛以色列”（希伯來語“ʾahava t  y i s raʾel”）的
例子可以和這種為以色列捨己相比擬。” 10  新約聖經讀者立即明
白這是使徒保羅為以色列代禱的預示，保羅說，“我在基督裡說
真話、 . . .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

離、我也願意。他們是以色列人 . . . ” (羅  9 :1-4 )，耶和華回答摩
西，祂只懲罰那些得罪祂的人，摩西無法替代以色列人受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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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 ， 神指示摩西繼續帶領人 們邁向應 許之地 ， 這 是表示
他們的任務沒有被神取消的好消息，但是這也伴隨著令人震驚的
凶信，耶和華再不會像以前一樣地與他們同行，“我要差遣使者
在 你 前面、⋯我自己不同你 們 上去、因為 你 們 是硬著頸項的百
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 (33 :2-3 )，摩西再次不停地代
禱 ，除非有主親自同去，否則他拒絕帶領以 色 列進入應 許之地
（33 :12-16）。神不但因摩西的代禱改變了心意，還發生了一件
非常特別的事情。 

憐憫和恩慈 
摩西要求耶和華更多地啟示祂自己，神告訴摩西，祂將以一個摩西從
未見過 的方式來彰顯（ 3 3 : 1 8 - 3 3） 。果然， 耶 和華大能地向摩西 啟
示，神這樣地描述自己：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
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
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 (出34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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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文傳達了耶和華五個特有的屬性，這些屬性共同說出了每
個人內心對天堂的渴望，摩西自然是歡欣地接受。第一個屬性是耶和
華憐憫的本性，在山上榮耀顯現的神是真實地關心人類的神，祂是位
有實際情感的神，對人類表現出來的是溫柔和憐憫。第二個屬性是祂
的恩慈，耶和華賜恩典給不值得以恩惠對待的人，主不僅成就人們所
期望或要求的，祂的作為遠超越人類的所思所想。耶和華形容祂的第
三個屬性是“不輕易發怒”，就是耶和華對罪惡叛逆人們的忍耐。接

下來 祂宣布自己擁有極豐富的盟約之愛 （ḥesed） ，希伯來文“ḥ
esed”翻譯為“慈愛”，指的是一種長期可靠的忠誠之愛，是一個忠
貞配偶的定義。以色列已經證明自己既善變又不可靠，但耶和華的本
性卻恰恰相反，祂是一位可以完全信靠的神。耶和華揭示自己擁有的
第五個屬性是充滿真理、真實和誠信，主的話語都是真實的，就像祂
的內心一樣，可以完全的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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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 
摩西聽完神的自我描述後，急忙伏地下拜，抓住這個機會求神完全的
寬恕，“說、主阿、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們中間同行、因為
這是硬著頸項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孽、和罪惡、以我們為你
的產業。” (出34 :9 )，故事發展至此，我們雖然讚嘆摩西頑強的代禱
精神，然而若不是主啟示祂是充滿憐憫和恩慈的神，我懷疑摩西會如
此大膽地向神懇求，當摩西堅定不移的代禱遇上主憐憫恩慈的心，寬
恕是必然的結果。因此，主宣布修復破裂的婚姻盟約，祂不顧剛才發
生的種種不堪，決定再給以色列一次機會，“耶和華說、我要立約、
⋯”（出34 :10），神不是再立一個約，而是確定繼續原來的盟約。
11  此時必需再寫一次婚約書， 因此，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將
這些話寫上、因為我是按這話與你和以色列人立約⋯耶和華將這約的

話、就是十條誡、寫在兩塊版上。” (出34 :27-28) 。第一份婚約是

由神的手指所寫，但第二次是由摩西刻在石版上，然後摩西帶著復婚
證書回到以色列營中，他的臉面因神的榮耀而發光  (出34 :29-30 )。 

第⼆次機會 
雖然主已決定原諒悖逆的新娘，但情況和以前不一樣了，更新的盟約
有許多新的、更嚴格的條件和警。 12神警告以色列不可再“賣淫”，
也就是行邪淫、祭祀外邦的神（出34 :15）。神從此刻開始反復的表
現出祂的“嫉妒”，或者更準確地說，神更熱情地要求配偶對祂的專
一。儘管神的嫉妒不像人類屬肉體的嫉妒，但也不是全然不同，經過
金牛犢的叛亂，也難怪嫉妒這個詞突然頻繁地出現。就像任何一個經
歷過背叛又破鏡重圓的婚姻一樣，雖然有饒恕，但創傷帶來的痛苦久
久不散。盟約雖然已經更新，但悲痛的記憶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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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姦淫的循環週期 
如果這個婚姻的發展是更新盟約之後，以色列汲取教訓，從此對主保
持忠貞，不也是很圓滿的結局嗎？但可悲的是，故事的發展卻恰恰相
反，以色列的歷史是一再冒犯神的循環，神在摩西臨死前對他說：  

“ 你 必 和 你 列祖同睡．這百姓要起 來 、 在 他 們所要去的
地 上 、 在 那 地 的 人 中 、隨從 外 邦 神行邪淫、離棄我 、違
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申  31 :16 )  

摩西也斥責百姓，提到他們將來對神的不忠說，“因為我知道你
們是悖逆的、是硬著頸項的、我今日還活著與你們同在、你們尚且悖
逆耶和華、何況我死後呢？” (申31 :27 )。貫穿以色列歷史，他們確
實多次違背了與神訂立的盟約，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他們從未完全放棄
敬拜埃及的牛神⎯  阿皮斯和哈索爾（Ap i s，Ha thor）的證據。在出
埃及大約五百年後的耶羅波安王時代，百姓再次製造並敬拜金牛犢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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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羅波安王就籌畫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
說、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
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
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裡．因為他們往但去、
拜那牛犢。 (王上12 :28 -30 )  

在隨後的幾十年和數代人中，百姓一再地重複四個步驟：首
先，他們熱情地向耶和華委身。第二，他們卻無法實現自己的承
諾。第三，痛苦地受到神慈愛但嚴厲的管教。第四，他們悔改並
重新歸向饒恕他們的主。 

結論 
神對以色列這個不忠配偶的不離不棄是之後先知書中的一個重要的主
題。誠實地說，以色列的故事與我們的故事是一樣的，承認這一點非
常重要，因為我們很容易論斷以色列的一再不忠 ,  然而實際上，每一
個追求完全為主而活的故事和以色列重複地移情別戀、悖逆耶和華的
故事是異曲同工的，每個人都需要神每早晨新的憐憫。感恩的是，我
們所服事的神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
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出
34 :6 )， 然而祂也是“必追討罪的神” (出34 :6-7 )。神是仁慈的，但祂
也是公正的， 祂像一位慈愛的父親，為了孩子們歸向自己而管教祂
所愛的。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章中討論這個主題，但是在下一章中，
先簡要總結出埃及記中各種的婚姻象徵。 

  



9 
總結出埃及記代表婚姻的意象 

瞭解出埃及的概述之後，現在讓我們總結一下這個聖經敘事中許多愛
情和婚姻的意象。 

1. 耶和華聲明祂對以⾊列的⼼意 
在實際離開埃及之前，神清楚地表達祂對以色列的心意，“我是
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
他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
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
及人之重擔的。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
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 (出6 :6–
8 )，第7節“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是邀請以色列與祂建立一
個非常特殊，專屬和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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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和華向以⾊列展現祂的⼤能 
主決定要贏得以色列的垂青，以一系列的神蹟充分展現自己的能
力，包括正面挑戰法老，降十災，以雲柱和火柱帶領保護以色列，以
及分開紅海。耶和華表明這是專門為了“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
（出埃及記7 :3）。 

3. 耶和華消滅情敵 
主分開紅海使追趕以 色利的 埃 及 人全軍覆沒的偉大 作 為 ， 不僅
是表現 祂 的 大能而已， 實際上 祂使競爭對手完全蒙羞出局。主
和 以 色 列建立關係的最開始，已經決定只有 祂 是 以 色 列唯一 的
愛人。 

4. 耶和華展現祂恩慈，扶助和溫柔的⼀⾯ 
耶和華不僅展現祂的力量和能力，還表現出祂體貼、關懷和憐憫
的一面。神在沙漠中滿足以色列飲食的需要，賜給他們嗎哪、鵪
鶉和磐石出水的奇蹟，顯示祂有照顧和撫育自己準新娘的能力，
“ 我曾在曠野乾旱之地 認識你 。 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 了飽
足．⋯。” (何13 :5-6) .  “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
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
神與他同在。耶和華使他乘駕地的高處、得喫田間的土產、又使
他從磐石中咂蜜、從堅石中吸油。也喫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
的脂油、巴珊所出的公綿羊、和山羊、與上好的麥子、也喝葡萄
汁釀的酒。”  (申32 :11-14 ) .“  耶和華引導他們經過沙漠、他們並

不乾渴、他為他們使水從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湧出。”  (賽
48: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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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耶和華向以⾊列求婚 
耶和華在西奈山腳下向以色列求婚，“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
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19 :5) .  如果以色列接受求婚，她就同意成為耶和華的席格拉
（segu l lah），成為神最重要和最珍貴的寶貝，成為在世界上所有國
家或民族中，神唯一要求與祂建立特殊專屬關係的百姓。 

6. 以⾊列接受求婚 
百姓熱情地接受主的求婚，“ 摩西去召了民間的長老來、將耶和華
所  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明。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
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 (出19 :7–
8) .  

7. 以⾊列進⾏婚前米克維浴儀式 
主命令百姓在婚禮開始之前洗淨自潔，“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
姓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預備
好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 (出
19 :10-11 )。 

8. 新郎神⎯ 耶和華來到婚禮 
百姓自潔之後，新郎耶和華抵達西奈山，“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 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 的百姓盡
都 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 、 都站在山下。 西乃全山冒
煙、因為 耶 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 如燒角聲漸
漸的高而又高、摩西 就說話、 神 有聲音答應 他 。 耶 和華降臨 在
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 (出19 :16–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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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和華搭造⼀個婚姻棚作為遮蓋 
主在婚禮開始之前將整座山遮蓋在婚姻棚之下，“ 到了第三天早
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 (出19 :16 ) .   先知以賽亞在以

賽亞書中用相同的意象，描述彌賽亞國度時的錫安山，“主以公義的
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汙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
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
上記名的，必稱為聖。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並各會眾以上，使白日
有煙雲，黑夜有火焰的光，因為在全榮耀之上必有遮蔽  (希伯來文 :  
chuppah丘帕 -婚姻棚 )” (賽4 :4-5)。 

10. 耶和華向以⾊列立下結婚誓⾔ 
十誡代表整個猶太律法（妥拉  Torah），作為聖經婚姻盟約的法律與
規範結構，以及在婚禮中大聲朗讀的凱圖巴，“耶和華在山上、從火

中、面對面與你們說話。”  (申5:4 )  ，耶和華親自向以色列宣讀結婚
誓言，使盟約更加地隆重與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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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婚姻是⼀個絕對的專屬關係 
神在凱圖巴（ketubah結婚誓言）的頭兩個誡命中，清楚又決斷地定義

婚姻的專屬性，“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
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
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
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出20:2-5)  。
主在此之後無數次重申這個專屬關係，並稱自己是嫉妒的神。 

12. 以⾊列同意婚姻誓⾔ 
“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
齊聲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出24 :3 ) .  讀完婚
姻誓言後，百姓一致確切地宣告“我願意！”。 

13. 婚姻以⾎立約，⾄死不渝 
婚姻以血封印，表示至死不渝，“ 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
灑在壇上。又將約書念給百姓聽、他們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
們 都 必遵行。摩西 將血灑在百姓身上 、說、 你 看 、 這 是立約 的
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出24 :6–8) .  

14. 婚禮以⼀場筵席封存 
在獻祭之後，摩西 、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 色 列長老中 的
七十人 都 上 了山“又喫又喝” 。 這 個景象反映在 現代婚禮儀式
結束後的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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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耶和華賜安息⽇給以⾊列，作為⼀個婚姻外在的表徵 

主將安息日作為一個婚姻的外在標誌，就像現代婚禮以交換婚戒
作為一個外在的婚姻象徵一樣，“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
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
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出31 :12-
13 ) .  

16. 耶和華賜安息⽇給以⾊列作為“約會⽇” 
每 一 對已婚夫婦都知道 必需花時間約 會 來保持浪漫的 愛情。 耶
和華也制定每週一日，定期地與以色列約會。 

17. 耶和華頒給以⾊列⽯版作為結婚證書 
西奈之約的“證書”是寫有十誡的兩塊石版。耶和華賜給摩西安
息日的命令之後，聖經告訴我們，“ 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完
了話、 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 、 是 神 用指頭寫 的石版。 ” (出
31 :18)。  神進一步地表達這兩塊石版的聖潔性，指定為石版建造
一個神聖的容器，將石版存放在裏面（出25 :10-22），稱為約櫃
(參  民10 :33 ;  14 :44 ;  申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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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之，只要認真地分析出埃及記和西奈盟約的記載，就能發現神與以
色列的愛情、婚禮和婚姻的關係。除了出埃及記外，申命記也確定了
這一，猶太裔彌賽亞信徒學者阿諾德．福騰葆（Jew i sh scholar  
Arnold G .  Fruch ten -  baum  ）的總結是：  

整部申命記 的 書 寫格式是 一 份古代的宗藩附庸條約 ，也
是 一紙古代的婚姻契約 。換句話說，摩西 將 前三部 書 的
各個方面以古時婚姻契約 的形式記載下來 。申命記 是 一
份 以 色 列 與 耶 和華彼此簽署的婚姻合約 ， 以 色 列因此成
為耶和華的妻子。 

神與以色列的關係雖然在出埃及記的故事裏是丈夫和妻子的重要
關係，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神在聖經中不是只以婚姻關係來比喻祂與
以色列的關係。神通常也稱自己為父親，將自己的子民稱為祂的孩
子。其他的比喻如，祂是牧羊人，以色列是祂的羊群等。所有這些比
喻真正要表達的是⎯  祂是他們的神，他們是祂的子民。這個呼召最
早始於亞伯拉罕之約，“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
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創  17 :8)，然後
在出埃及記的故事中重申，“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
的神⋯” (出 6 :7 )，聖經中也有許多類似的聲明 (出34 :24 ,28 ;  耶7 :23 ;  
30 :22 ;  31 :33 )。無論我們使用以上哪一種比喻，重點是神呼召以色列
與自己建立一個獨特的關係，一個絕對專屬的親密關係。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author&text=%25E9%2598%25BF%25E8%25AB%25BE%25E5%25BE%25B7%25EF%25BC%258E%25E7%25A6%258F%25E9%25A8%25B0%25E8%2591%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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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繁衍出以色列民族 ,  他們在埃及為
奴四百年之後，耶和華呼召以色列與自己建立一個專屬、忠誠和親密
的關係。神邀請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祂作他們的神和王，而他們則
是祂的子民。以色列興高采烈地接受了神的邀請，因此神賜誡命和民
族憲章給他們，教導他們如何以過一個與周圍民族截然不同的方式生
活，建立一個神權國家。耶和華成為他們的神與王，祂現在要培養以
色列成為一個適合“生出”彌賽亞的民族，從他們帶來神所應許的君
王，那位將在地球上建立國度，醫治創造界，更新萬物的王。 



H
第二部 

 

                恢復婚姻盟約 

i 
】  

研究完西奈之約後，我們現在轉向討論盟約中的條例，並探考這
些要求在以色列歷史上的作用，以及如何影響她的未來。我們會檢查
西奈盟約如何決定以色列未來的懲戒，以及以色列最終的救贖。我們
將看到摩西不僅預言了以色列末世重建的過程，並且以出埃及記的故
事 為藍本 作 為修復他 們 的方式， 這 是整本 聖 經最重要的 基 本主題之
一。我們稍後將看到，出埃及的敘述是聖經救贖故事的一個模式，是
神蓄意安插在聖經中的一把鑰匙，有了它才能打開先知和新約的許多
話語。 





10 
          盟約的咒詛 

本章要討論的是西奈山之約所帶來的祝福和詛咒，如果希望正確
地瞭解 以 色 列 的歷史和未來 ， 那麼首先必 須瞭解 這 個 在妥拉
（Torah）中的關鍵主題。神在西奈之約應許以色列，如果他們
保持順服，祂就祝福他們，如果不聽從神，他們就會受到各種的
咒詛，或更恰當地說，受到神的懲罰。這些懲戒成為一個特定的
循環，已經在以色列的歷史上重複了數次。 

盟約的祝福 
     在申命記的前幾章中，摩西呼籲以色列遵守盟約的信條：  

“ 以 色 列 人哪、 現 在 我所教訓你 們 的律例、典章、 你 們
要聽 從遵行、好叫你 們存活 、 得 以進入耶 和華你 們 列祖
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 ” (申  4 :1 )  

服從神的祝福和他們得地為業是密不可分的，神在亞伯拉罕之約
中 第 一 次 應 許賜土 地給以 色 列 ，利未記 2 6 : 3 - 5重申並擴大 了 這 個 應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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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們若遵行我 的律例、謹守我 的誡命、 我 就給你 們降
下時雨、叫地 生 出 土產、田野的樹木結果子。 你 們打糧
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時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種的時候、並
且要喫得飽足、在你們的地上安然居住。” (利  26 :3-5)  

溫納姆（W e n h am）說：“遵守律法是 以 色 列賴以 生存和 成
功的關鍵。” 1  遵守盟約就會帶來繁榮與和平，例如在適當的季
節降雨、有好收成、以及與鄰國的良好關係等。 

盟約的懲罰 
反之亦然，如果以色列不聽從耶和華的話，那麼將會受到一系列
非常明確的懲，。摩西在申命記4 :25中向以色列預言他們未來悖
逆的後果：  

你 們 在 那 地住久了 、 生子生孫、 就雕刻偶像彷彿甚麼形
像、敗壞自己、行耶 和華你 神 眼 中 看 為惡的 事 、惹他 發
怒。 (申4 :25)  

然後摩西用法律程序的語言以天地為見證人，總結說，以色
列如果叛逆神、激怒祂，就會受到的懲罰：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 們 作見證 、 你 們 必 在 過 約 但河得 為
業的 地 上 、速速滅盡．你 們 不能在 那 地 上長久、 必盡行
除滅。 耶 和華必使你 們分散在萬民中 、 在 他所領你 們 到
的萬國裡、 你 們剩下的 人數稀少。 在 那裡你 們 必 事奉人
手所造的 神 、 就 是 用木石造成 、 不能看 、 不能聽 、 不能
喫、不能聞的神。 (申4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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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以色列順服神，就可擁有土地並安居在其上，而悖逆則
會 導致許 多 以 色 列 人 被殺、 被驅趕出家園、流落在 外 邦 國家
中。主在申命記32章對此加以詳述：  

我要將禍患堆在他們身上、把我的箭向
他們射盡。他們必因飢餓消瘦、被炎熱
苦毒吞滅．我要打發野獸用牙齒咬他
們、並土中腹行的、用毒氣害他們。外
頭有刀劍、內室有驚恐、使人喪亡、使
少男、童女、喫奶的、白髮的、盡都滅
絕。 (申32 :23-25)  

 利未記26章再一次聲明和擴展了這個後果：  

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我的誡命、厭棄我的律例、厭惡我的典  
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誡命、背棄我的約、我待你們就要這樣、我
必命定驚惶、叫眼目乾癟、精神消耗的癆病、熱病、轄制你們．
你們也要白白的撒種、因為仇敵要喫你們所種的。我要向你們變
臉、 你 們 就要敗在仇敵面前．恨惡你 們 的 必轄管你 們．無人追
趕、你們卻要逃跑。 (利26 :1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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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如果以色列違背了盟約，他們將承受神賜下的各
種民族性的災難，從疾病爆發、野獸攻擊和農產歉收之類的事，
再進入更嚴重的災難，例如敵國入侵、以色列戰敗以及最終的放
逐。 

      盟約懲罰的循環週期 
縱覽以上所有經文，我們發現按照以下順序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模
式：  
1 .以色列拜偶像違反盟約。 

2 .神首先以各種全國災難來懲戒他們。 

3 .接下來，敵人入侵國土。 

4 .最後百姓被逐出家園。 

5 .他們終究悔改。 

6 .神讓他們回歸國土。 

認識和瞭解這個模式對於理解末世至關重要，這不僅是一個在以
色列歷史上發生的循環週期，也會在將來末後的日子再度發生。 

以⾊列歷史上已實現的預⽰警告 
盟約所包含的預言性警告強烈證明⎯  神不僅存在，並且與以色列的
生活密切相關。以下發生在以色列歷史上的幾個具體事件，戲劇性地
描述了違背盟約的懲罰周期：  

1 .公元前八世紀，亞述人入侵，擊敗和流放了北國以色列的十個   
支派。 

2 .公元前六世紀初，巴比倫入侵南國猶大，猶大戰敗被流放。 

3 .公元 7 0年羅馬帝國佔領、入侵和擊敗耶 路撒冷，隨後多 次流
亡，直到公元136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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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例子都是以色列犯罪，導致戰敗並被驅逐出國土。雖
然第 一 次流放到亞述沒有完全地回歸 ， 但 其 他兩次猶大 被放逐
後確實 歸回了 國 土 。因此， 這三個例子確實可以 證 明盟約 的 神
聖不可違性，但是它們還不是完整的循環週期。 

修復 
神因為愛子民所以管教他們，違反盟約的後果不僅只是懲罰，神
的目的永遠是救贖。儘管懲罰是痛苦的，但我們必須始終視它為
天父對孩子愛的管教，責備子民是修復他們的方法，也是神熱情
忌邪之心的延伸，祂要新婦以專一的愛重返祂的懷抱。在這個全
球仇恨猶太人 的莫明之火復燃 的時代， 基 督 徒 一定要瞭解 這 一
點。每段神責罰以色列的經文都一致敘述，神將以色列分散在列
國之後，祂又會憐憫他們，將他們帶回他們的土地。利未記說：  

雖是這樣、他們在仇敵之地、我卻不厭棄他們、也不厭惡他們、
將他們盡行滅絕、也不背棄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我是耶和華
他們的神．我卻要為他們的緣故、記念我與他們先祖所立的約、
他們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要作他們
的神．我是耶和華。 (利26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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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雖然經歷過流亡，但最終神又帶他們回歸故土。經過亞述和巴
比倫流亡之後，許多人（不是全部的人）返回故鄉重建破敗的國家。在
羅馬帝國流放猶太人將近兩千年之後，現代以色列國卻於1948年重建
了。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在經過如此漫長的時間後，也沒有哪一個國家
以如此奇蹟的方式，再度建國。我們知道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因為
這正是聖經對以色列的預言。儘管盟約的咒詛是毀滅性的，但它最終的
目的是要以色列回歸土地和回歸神。以色列救贖主的終極目的是要徹底
地恢復他們，神永遠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我們之後還要更加詳細地討論
神最終修復以色列的這個重要主題。 

結論 
總而言之， 在 西 奈山訂立的盟約 有順服的 祝 福 ，也有悖逆的咒
詛。如果以色列聽從耶和華，他們將受到在土地上興盛的祝福，
如果以色列悖逆，違背了盟約，那麼在一連串的警告和各種災難
之後，地就會把他們吐出去、就像吐出在他們以先的人民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後，神最終會將他們帶回土地，這是為了給以色列
有一個對拜偶像、對主不忠的悔改機會，能再次地歸向神。這種
情況在 以 色 列歷史上至少發 生 過兩次 ，然而，令許 多 人震驚的
是，以色列未來還要經歷最後一輪的懲罰，流放和修復。 

  



11 
                        雅各遭難的日子 

以色列歷史上背叛盟約，導致異國入侵，遭受流放和終被修復的
周期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然而我們在聖經中看到這個循環將在
未來再次重演，著實令人震驚、不可思議、又十分地警醒。在耶
穌回來之前，以色列將經歷另一次嚴厲的懲罰和流放，作者認為
在聖經中很清楚地教導這個可怕又痛苦的事實。聖經告訴我們，
在彌賽亞回來之前，將有另一個巨大但非常短暫的災難期。作者
必須聲明，本章所涵蓋的主題是迄今為止本書中最敏感，最危險
的題材，但是無論如何，絕不能使用這些信息來譴責猶太人或以
色列的現狀。相反地，外邦基督徒對這裡所討論經文的唯一正確
回應，應該是在全球仇恨猶太人蔓延的時侯，尋求以實質性的方
式與猶太人民和以色列國家一同站立。雖然有些經文強調即將到
來的災難是針對以色列，但聖經同時亦強調這個大災難是全球性
的。明確地說，對以色列和猶太人民所造成的影響和對全球基督
徒的影響一樣重大。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末後的日子”，“末
世”，“大災難”或“雅各遭難的日子”。我們將探究神在這個
時期的目的，它與上一章中所討論的悖逆盟約的懲罰周期完全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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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之歌 
以色列在救贖之前先會經歷極大懲罰的觀念最早記載於妥拉
（Torah），最基礎的經文是摩西之歌。神在摩西面臨死亡之前命令
他寫一首歌，“教導以色列人、傳給他們、使這歌見證他們的不
是” (申31 :19 )。摩西去世後，主說，“這百姓要起來、在他們所要去
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隨從外邦神行邪淫、離棄我、違背我與他們
所立的約。” (申31 :16 )  ，因此：  

那時我 的怒氣必向他 們 發 作 、 我也必離棄他 們 、掩面不
顧他 們 、 以致他 們 被吞滅．並有 許 多 的禍患災難臨 到 他
們 、⋯因為 我 將 他 們領進我向他 們 列祖起誓應 許 那流奶
與蜜之地 、 他 們 在 那裡喫得飽足、身體肥胖、 就 必偏向
別神事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的約。 (申31 :17 ,20 )  

所以摩西寫下了這首預言之歌來教導以色列人（22節），這
首歌是聖經中最重要和最基礎的預言之一。仔細研究摩西之歌並
與先知們後來的預言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經文不斷地指回這一篇
基礎預言。摩西首先描述以色列轉向拜偶像，違背盟約，導致神
的懲罰，開始了週期的的第一階段。然後，由於他們的叛逆：  

耶 和華看見他 的兒女惹動他 、 就厭惡他 們 。說、 我要向他 們掩
面、看他們的結局如何．他們本是極乖僻的族類、心中無誠實的
兒女。他們以那不算為神的、觸動我的憤恨、以虛無的神、惹了
我的怒氣、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觸動他們的憤恨、以愚昧的
國民、惹了他們的怒氣。 (申  32 :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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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的 第 二階段是 神 對 以 色 列拜偶像的回應 ， 祂允許各種災
難降臨以色列，收回祂的祝福和保護作為警告。接下來的後兩個
階段就 是敵人入侵和流放異地 。摩西 在申命記 4章已經聲明 ，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裡、你
們剩下的人數稀少。”  (27節 ) .  正如聖經學者和註釋家彼得·克
雷吉（Pe ter  C .  Cra ig ie）所說：“雖然他們不會被徹底消滅，但
所剩的人數稀少，這與盟約所述以色列人將變得像天上的星一樣
多 的 承諾形成 一 個悲劇性 的 對比” 1此外 ，因為 以 色 列 的偶像激
怒了耶和華，所以祂承諾要以愚昧的國民（如果你是外邦人，請
舉手）、惹了他們的怒氣（申4 :21）。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1 :14談
到向外邦人傳福音，“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
一些人”指的就是這段經文。 

  
      耶利米論雅各遭難的⽇⼦ 
     先知耶利米在許多世代後闡述摩西之歌，談到了一段可怕的日子，       
“ 耶 和華如此說、 我 們 聽見聲音、 是 戰抖懼怕而不平安 的聲音。 ”     

(30 :5)   ，在建立好這個情境後，先知接著反問，“男人有產難嗎？”，
當然，答案是不可能。如果男人不能生產，那麼“我怎麼看見人人用手

掐腰、像產難的婦人、臉面都變青了呢？”  (6節 )，描述了以色列民被痛
苦和恐懼抓住的景象。耶利米總結說，“ 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
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7節）。先知說這段特殊的日子“為大”的意
思是指這日子極其可怕。先知瑪拉基後來稱這日子為，“耶和華大而可
畏的日子”（瑪4 :5）。 先知強調“無日可比”，表示從來沒有發生過像
這樣恐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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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這個無與倫比的災難是什麼樣子？耶利米繼續談到以色列
將成為戰勝國的奴僕。耶和華在第8節宣告，“到那日、我必從你頸
項上折斷仇敵的軛、扭開他的繩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們的奴
僕”，就像歷史上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征服以色列，並將百姓俘虜為奴
的循環週期一樣，耶利米預言以色列將遭受最後一場災難，許多以色
列民會成為奴隸或戰俘。然而在這樣的災難中，注意到先知給他們一
個強有力的希望，“但他必被救出來”（7節）。儘管有天大的災
難，但神在那個時候會拯救一些以色列餘民，救贖是這個故事的重
點，也是接下來幾章將探討的主題。 

天使加百列論雅各遭難的⽇⼦ 
將近一 個世紀之後， 但 以 理接續耶利米， 預 言雅各遭難的日
子。 但 以 理求問以 色 列最後的懲罰時期 有 多久， 一位天使向天
舉起雙手指著天宣布，敵基 督 的軍隊將花三年半的時間， “打
破聖民權力的時候、 [然後 ]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但12 :7）。
在之前的幾章經文對這個時期敵基督的描述：  

他 的權柄必 大 、卻不 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 必行非常 的毀滅、 事
情順利、任意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但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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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加百列在但以理書11章中，詳述敵基督將在耶路撒冷所
行的 許 多可怕事情之後（ 2 1 - 4 5節 ） ，做了 一 個恐怖的聲明 ，
“⋯並且有 大艱難、 從 有 國 以 來直到此時、沒有 這樣的⋯”
（12 :1）。然後，為了清楚標明時間點，他立即確定這個艱難的
時刻 將 發 生 在死人復活之前 ， “ 你 本 國 的民中 、凡名錄在冊上
的 、 必 得拯救 。睡在 塵 埃 中 的 、 必 有 多 人復醒．其 中 有 得永生
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12 :1-2）。耶利米說這個災
難期是獨一無二的，而加百列則更具體地稱它是人類歷史上，發
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前所未有的苦難時期。然後他特別將這段時間
與末世死人復活的時候聯繫在一起。最後，另一位天使重申這段
苦難的時間是“一載、二載、半載”（但12 :7）。所有的主內釋
經家都同意這是指耶穌再來之前最後的三年半。 

以賽亞論雅各遭難的⽇⼦ 
以色列在進入救贖世代之前必要經過大苦難的概念，已深深根植
於以色列的民族意識中。以賽亞書26章通常被稱為“以賽亞的小
啟示錄”，生動地傳達了這個預期：  

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阿、我們在
你面前 、也是 如此。 我 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風一
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甚麼拯救的事⋯（賽26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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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這裡集體悲嘆，即使遭受像生產般巨大的痛苦，卻
並未誕下嬰兒，他們生出的只是風。我們要專注的是，他們究竟
期 待 在疼痛後要產下什麼？他 們 期 望 的 是 “全球的拯救 ” 和要
“生出世上居民”的新生命。以色列瞭解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苦
難之後，世界將不再受原罪墮落的咒詛。擺脫咒詛不僅是停了勞
苦操作 的 安息而已（創5 :28 - 2 9） ，而是 再也沒有死亡，死去的
義人將復活！接下的一節經文明白無誤地表達，耶和華以承諾來
回應以色列的哀求，安慰他們說：  

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
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賽26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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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向祂的子民保證，儘管有苦難，但他們有確切的希望。新
生命將 到 來 ，義人 的屍體會 從 地下升起 ， 大聲歡呼！以 色 列 的
“生產”之痛將導致土地“生出”那些埋在土裏的死人。這是詳
細描述死人復活最清晰、最生動的經文之一。釋經家加里·史密
斯（Gary  V .  Sm i th）將此段經文稱為“救贖希望的神諭” 2， 這
比以賽亞在上一章所述“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
人臉上的眼淚⋯”（賽25 :8）的復活預言更加清楚。當彌賽亞再
臨時，祂會消除原罪帶來的咒詛，甚至死亡本身也會被擊敗。然
而在那之前，以色列和全世界神的子民將經過一個短暫卻無可比
擬的災難。 

以⻄結論雅各遭難的⽇⼦ 
以西結書16章是聖經中描述以色列悠久傳奇歷史最令人難忘的經
文之一。從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 他 那些可憎的 事 ” （2節 ）開始， 用緊扣人心的意象描述 以 色
列是一個出生時就被遺棄在路邊的嬰兒，但是主發現了她：  

論 到 你 出世的景況、 在 你初生 的日子沒有 為 你斷臍帶、
也沒有 用 水洗你 、使你潔淨、絲毫沒有撒鹽在 你身上 、
也沒有 用布裹你 。誰的 眼也不可憐你 、 為 你 作 一 件 這樣
的 事憐恤你 、 但 你初生 的日子扔在田野、 是因你 被厭
惡。 我 從 你旁邊經 過 、見你滾在血中 、 就 對 你說、 你雖
在血中、仍可存活、你雖在血中、仍可存活。 (結16 :4-6 )  

拯救以色列人脫離死亡之後，主說祂又以婚姻盟約全心全意地對

她作出承諾，“ ⋯ [我 ]  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這是主
耶 和華說的 。 ” （8節 ） 。主照顧祂 的 新娘， 祝 福她，並用珠寶和禮
物裝飾她（9-14節），以色列就從一個被遺棄的孤兒變成了皇后！然
而她卻從高貴的地位自甘墮落為妓女，“只是你仗著自己的美貌、又
因你的名聲就行邪淫、你縱情淫亂、使過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為
自己在高處結彩、在其上行邪淫。這樣的事將來必沒有、也必不再行
了。”（15 -16節 )。更糟糕的是，“並且你將給我所生的兒女焚獻給
他 。 你行淫亂豈是小事 、竟將 我 的兒女殺了 、使他 們 經火歸 與 他
麼。” (20-21節 )。神繼續譴責以色列與埃及人（26節）、亞述人（28
節 ） 和迦勒底人 （ 2 9節 ） 的淫行。 神 不保留又心痛地責備他 們 ，
“哎、你這行淫的妻阿、寧肯接外人不接丈夫” (32節 )  ，然後神列下
管教以色列罪行的懲罰：  

我 就要將 你 一 切相歡相愛 的 、 和 你 一 切所恨的 、 都聚集
來 、 從四圍攻擊你．又將 你 的下體露出 、使他 們 看盡
了 。 我也要審判你 、好像官長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女
一樣．我因忿怒忌恨、使流血的罪歸 到 你身上 。 我又要
將 你交在 他 們手中 、 他 們 必拆毀你 的圓頂花樓、毀壞你
的高臺、剝去你 的衣服、奪取你 的華美寶器、留下你赤
身露體。 他 們也必帶多 人 來攻擊你 、 用石頭打死你 、 用
刀劍刺透你。 (結16 :3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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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生動地描述了雅各遭難的日子，在那個時候，埃及人、亞述人
和迦勒底人將組成一個消滅以色列的聯盟，聚集在一起攻擊她。耶和
華說要以暴露、焚燒和刀劍，一切想像得到的最嚴厲的方式來懲戒以
色列。但是，這不是故事的結局，稍後我們將探究這個激動人心的預
言的榮耀結局，看到主對祂的子民無止境的憐憫和祂要永遠恢復他們
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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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論雅各遭難的⽇⼦ 
撒迦利是最後的幾位先知之一，他也非常清楚地描述以色列的大
災難。 他 特別提到末世列 國 的入侵，造成 許 多 人民流亡異國 ，
例如在預言的最後一章，非常詳細地描述這段日子：  

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
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
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
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 (亞1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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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預言各國將齊心協力進攻耶路撒冷，他們將掠奪房屋，
玷污婦女，瓜分戰利品，並擄去許多人民為戰俘。預言還特別指
出一半的居民仍留在耶路撒冷。撒迦利亞比其他先知更詳細地描
述了這個細節，也有其他的聖經預言描述同樣的入侵（參見，亞
12：2-9 ;  耶3 :2 ;  結38 -39 ;  但9 :26 ;  11 :31 ,41 ;  啟11 :3-10） 。我們
知道撒迦利亞的預言是關乎末世，因為整章的主題是有關耶和華
的日子。除此之外，關於主與入侵國家爭戰的描述，指的是再來
的彌賽亞。下節經文告訴我們，“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
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 （4節 ） 。主親自爭戰 成 就 的 是 “ 耶 和
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
無二的。” (亞14 :9 )，釋經家杜安·林賽（F .  Duane L indsey）
總結道：“ 這 一章描述 以 色 列 的彌賽亞是凱旋歸 來 的 神 聖君
王。” 4 

耶穌論雅各遭難的⽇⼦ 
耶 穌 用 我 們剛剛看 過 的 許 多 經文來 教 導門徒 關 於末世的 事 。首
先，祂稱這段苦難日子的開始為“生產之難的起頭”（太24:8）。
英王欽定本 聖 經 （ K i ng  J am e s V e r s i o n ）翻譯為 “悲傷的 起
頭” 。 這 個意象直接取自於 以賽亞書 2 6章。 耶 穌像以賽亞一
樣，用痛苦生產的比喻來描述以色列在得到最終救贖之前將經歷
的苦難。其次，耶穌又引用耶利米書30章和但以理書12章來說明
將來要發生在以色列的災難：  

因為 那時、 必 有 大災難、 從世界的 起頭、直到 如今、沒
有 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
血氣的 、總沒有 一 個 得 救 的．只是 為選民、 那日子必減
少了。 (太24 :21-22 )  

耶穌和加百列一樣，定義這段時間為世界歷史上最恐怖的時期。 
耶利米稱它為“雅各遭難的日子”，耶穌則稱它為“大災難”。耶穌
在路加福音不但非常詳細的描述這段時間，而且提出強烈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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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 看見耶 路撒冷被兵圍困、 就可知道 他．成荒場的日
子近了 。 那時、 在猶太的 、 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 、
應當出 來．在鄉下的 、 不要進城。因為 這 是報應 的日
子、使經 上所寫 的 都 得 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 和奶
孩子的 有禍了．因為 將 有 大災難降在 這 地方、也有震怒
臨 到 這百姓。 他 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 路
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21:20–
24 )  

耶穌在路加福音的教導提到一些在馬太福音或馬可福音中沒有的
敘述，祂引用摩西之歌的基本概念稱這段時期為“報應的日子”：  

“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因他要伸他僕人流血的

冤、報應他的敵人、潔淨他的地、救贖他的百姓” (申32 :43 )  

以賽亞書也從同一段經文中，將報應的日子與彌賽亞的再臨聯繫
起來，“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賽
34 :8；參見35:4 ;  63 :4）。耶穌還說，在這段時間，以色列許多人“要
倒在刀下“或者“被擄到各國去”（路21 :24）。這是妥拉記載因違
背盟約遭受管教的正確描述（申4 :26-28 ;  32 :23-25 ;  利26 :14-17）。最
後耶 穌說， “直到 外 邦 人 的日期滿了 ” ， 這 個時期才會結束。直到
“耶和華的日子”，耶穌審判列國之前，以色列將在外邦人的世界系
統下繼續處於被壓迫的狀態。所有這些經文都將這個苦難和末世的彌
賽亞再臨聯繫在一起。所以耶穌的末世論述是取自摩西之歌、以賽亞
書、耶利米書、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的預言，教導我們在祂再來之
前，以色列將經歷最後一次違背盟約的審判。如果你想知道耶穌末世
信息教導的來源，就必須回顧摩西以及先知們的預言，耶穌並沒有提
出任何新的或革命性的信息，祂只是對過去的啟示做一個總結，並對
任何願意聽的人們加上災難時期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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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歸來後的彌賽亞，將坐鎮耶路撒冷，展開全球性的復興和統治。
而在耶穌回來之前，撒但將竭盡全力地做出最後的反擊，尤其是
針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以色列將受到敵基督軍隊的入侵、掠奪
和占領， 這 是盟約咒詛的最後一 次循環。雖然叛亂，入侵，失
敗、流亡和重建失地的周期在以色列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兩次，但
聖經清楚地教導，在這世代的末了，還會再發生一次。摩西，先
知們，加百列，甚至耶穌自己都見證了這個可怕的事實。儘管這
最後一 次 的災難令人難以想像和心生恐懼，然而以目前建國 於
1 9 4 8年 的 以 色 列 的狀態， 他 們還是 會 再 經歷一 次盟約咒詛的懲
罰，但是，這絕對不是故事的結局。盟約的週期要等到最終的救
贖和恢復來臨之時才能完整。這是接下來6章的討論主題。 

     



12 
               以色列全家得救 

不論前一章中所探討的災難有多痛苦，聖經清楚地教導我們，救
贖才是盟約管教的目的。盟約應許的完整實現是以色列完全地被
修復，他們不但要回歸故土，並且完全地歸向主。以下是伴隨著
以色列最終恢復時所發生的美麗事實：  

1 .以色列全民族悔改  

2 .神的靈澆灌在以色列全民身上 

3 .所有以色列餘民都得到救恩或屬靈的更新 

4 .完成新約 

5 .彌賽亞君王的再來和登基 

關鍵點是注意到這些事情並沒有發生在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國的
時侯。我個人是猶太國重建的堅定支持者，並且也看到神的手推動建
國的明顯證據。話雖如此，但根據聖經的教導，最終恢復土地不僅是
猶太人民族主義的復興，還是整個民族屬靈上的復興，永遠全心地歸
向耶和華。讓我們仔細思考一些使這點更明確的重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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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預⾔以⾊列末世的悔改 
在前兩章中，我們研讀了申命記第4章有關預言以色列未來的                  

摘要。第4章記載，摩西描述以色列將如何轉向拜偶像，最終導致他們從
土地上流放並散布在列國之間。但是摩西也繼續講到以色列之後的悔
改：  

但 你 們 在 那裡必尋求耶 和華你 的 神．你盡心盡性尋求他
的時候、 就 必尋見。日後你遭遇一 切患難的時候、 你 必
歸回耶 和華你 的 神 、 聽 從 他 的話。 耶 和華你 神原是 有憐
憫的 神 、 他總不撇下你 、 不滅絕你 、也不忘記 他 起誓與
你列祖所立的約。 (申  4 :29-31 )  

這段經文述說主對盟約懲罰的最終目的 。 以 色 列 被流放到敵國
後，在異地所經歷的痛苦給他們一個悔改和歸向神的機會，這是因為
主在他們心上動手術的結果。因此以色列最終歸向神並不是因為他們
的良善，而是因為耶和華對他們的仁慈和憐憫，他們的回轉是神對祂
子民的 熱情和委身的 有力證 明 。 正 如克雷吉（C r a ig i e ）所言：“儘
管人 們可以 不忠， 但 神仍然忠實 。 ” 1儘管以 色 列 的 不忠， 解除了盟
約的法律效力，然而神的忠實卻廢除了他們的悖逆。耶和華務必要使
以色列回轉歸向祂，祂還要張開雙臂歡喜地接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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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注意這段經文裏的時間點。根據這段經文，以色列返
回土地是在他們真實和完全地順服歸向主之後。這是什麼時候發
生 的 事？摩西說， “ 在後來 的日子裡” 。 正 如傑克·迪爾
（ J a ck  S .  D e e r e ） 在 信 徒 聖 經註釋（Th e b ib l e  Kn ow l e dg e 
Commen ta ry）中指出：“最終指的是主耶穌重返地上，建立祂
千禧年國度的時侯（啟20 :4）。那時最終悔改的以色列將尋求主

⋯全心全意地尋求祂和順服祂”
2 

。
 
雖然從巴比倫流亡回歸的人

民中有一部分確實悔改了，但聖經並沒有將巴比倫的回歸描述為
全國的屬靈復興。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說以色列在1948年全民都
悔改歸向主。以色列的現代復國和改革，主要是歷經恐怖的大屠
殺之後民族主義的復興。今天，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並未完全順
服神和祂的彌賽亞，儘管確實有日益增多的彌賽亞猶太人事奉神
和祂的彌賽亞，我們應該為此感激萬分，但可悲的現實是，絕大
多數的猶太人尚未回轉歸向神。 3 
摩西在申命記的結尾以不同的形式重申相同的觀點，我們在

下面的經文中看到因違背盟約受責罰的絕佳概述：  

我所陳明在你面前的這一切咒詛、都臨到你身上、你在耶和華你
神追趕你到的萬國中、必心裡追念祝福的話。你和你的子孫、若
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聽從他的
話、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
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你
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神也必從那裡將你招聚
回來 。 耶 和華你 的 神 必領你進入你 列祖所得 的 地 、使你可以 得
著．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數比你列祖眾多。耶和華你神必將你
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污穢除掉、好叫你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
神、使你可以存活。 (申30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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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裡強調 的 是當子民返回土 地後，主在 他 們 的心中所行的
割禮，這也許是摩西著作中對新約最清楚的預言。主說，當子民
被放逐、被盟約咒詛潔淨之後，他們將重返家園。他們不但實際
上歸回到神所賜與的土地上，他們還要經歷一個內在的割禮，導
致他們完全地順服神。之後的先知們提取並擴展這個主題，發展
成一個特別的“新盟約”的概念。 

摩⻄之歌預⾔以⾊列末後的覺醒 
我 們 在 前兩章討論 過摩西之歌預 言 以 色 列 在末世將遭受的空前
災難， 但 是摩西之歌不 是 以 他 們拜偶像和懲罰為終結。像申命
記30章一樣，摩西 再 次 解釋， 神 就像一位慈愛 的父親， 祂 將使
用末世的懲戒幫助以 色 列悔改，並做到永久的 、完整的盟約忠
誠：  

耶和華見他百姓毫無能力、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剩下、
就必為他們伸冤、為他的僕人後悔。他必說、他們的神、他們所
投靠的磐石、就是向來喫他們祭牲的脂油、喝他們奠祭之酒的、
在哪裡呢．他可以興起幫助你們、護衛你們。你們如今要知道、
我、惟有我是神、在我以外並無別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
損傷、我也醫治、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 (申32 :3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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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為憐憫以色列的緣故，讓他們從不斷信任假神中甦醒。
如約翰·柯里德（John D .  Curr id）所說：“萬國之神不像耶和
華。 他 們無法拯救 。 他 們 有損無益、毫無用處！” 4，然後主非
常令人畏懼地聲明，祂將蓄意地讓以色列走到他們力量的盡頭，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將失去生命。但是約伯記說，“ 然而
人仆倒、豈不伸手．遇災難、豈不求救呢？” （伯30 :24） 。 就
在他們完全破碎、被主嚴重地修剪後，以色列終於向神呼求！主
就會溫柔地對他們說話，揭示自己是唯一的真神和所有生命的源
頭。 

以賽亞預⾔以⾊列末後的拯救 
先知以賽亞以摩西的話語為基礎，美麗動人地描述以色列最終的
復興：  

“ 必 有 一位救 贖主、 來 到 錫 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 人 那
裡．這 是 耶 和華說的 。 耶 和華說、至於 我 與 他 們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
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
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59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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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注意到以賽亞特別將 (1 )彌賽亞的到來， (2 )以色列全家悔
改， (3 )神 與 以 色 列訂定新 約 ， (4 )神 的 靈澆灌以 色 列 ， 這四個非
常 重要的 事 件連結在 一 起 。首先， 經文告訴我 們 救 贖主來 到 錫
安 ，使徒保羅在 新 約 聖 經 中 解釋為彌賽亞的回歸 （羅11 :26） ，
祂要來到那些向過犯轉離的人們面前，宣布祂的新約，神還要將
祂的靈加給以色列子民，並且永不離開。約翰·馬丁（John A .  
Mar t in）在信徒聖經註釋（The B ib le  Know ledge Commen tary）
注：“當彌賽亞再來審判（18節）時，祂將設立新約⋯將祂的靈

傾倒於相信祂的以色列人。”
5  

，在此明確地看到新約的本質是以
以色列為中心。基督徒也許試圖宣稱這是神對他們的應許，但是
按照經文的脈絡和背景，我們必須正確地瞭解這是對以色列的應
許。雖然在公元一世紀，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為罪代贖，建立
了 新 約 ， 現 在眾多猶太人 和 外 邦 人 信 徒也都享有 新 約 的 屬 靈益
處，但要等到耶穌的再來和以色列全家得救，才是完整的新約。 

約珥預⾔以⾊列末世的救贖 
先知約 珥談到 耶 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 期 盼 神 的 靈 在 那時大 大
地傾倒以 色 列 。 在主完成審判萬國之後， 在主的日子結束時，
祂要將 聖 靈傾倒在猶太人身上 （ 珥 2 : 2 8 - 3 2） ，主將 為 他 們復
仇， 以 色 列 將 經歷完全地 重建（ 珥3 :18 - 21） 。 以 色 列 的完全恢
復是盟約週期 的最後階段， 發 生 在主審判萬國後和 這 個世代的
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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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預⾔以⾊列末世的救贖 
耶利米除了 將 以 色 列全國 的悔改與 新 約 和 聖 靈 的澆灌連結在 一
起 以 外 ，還特別提到彌賽亞的 再 來 ， 祂要作王統治以 色 列 。 我
們先前討論 過 耶利米書30章論雅各遭難的日子， 經文清楚地 敘
述主將拯救以色列脫離作奴隸的壓迫：  

萬軍之耶 和華說、 到 那日、 我 必 從 你頸項上折斷仇敵的
軛、扭開他 的繩索、 外 邦 人 不 得 再使你 作 他 們 的奴僕。
你 們卻要事奉耶 和華你 們 的 神 、 和 我 為 你 們所要興起 的
王大衛。 (耶30 :8 -9 )  

雖然在 經文中沒有 列 出仇敵的名字， 但 這段以末世為主題 的 經
文   引導我們相信這個仇敵就是敵基督。主拯救以色列後，必從他們
的頸項上除掉敵基 督 的軛，扭開他 的繩索。 這裡直接引用盟約 的咒
詛，摩西宣告說，“所以你必在飢餓、乾渴、赤露、缺乏之中、事奉
耶和華所打發來攻擊你的仇敵．他必把鐵軛加在你的頸項上、直到將
你滅絕。”（申28 :48）。他們不但得救，不再被壓制作奴役，而且
他 們還要服事 大衛的兒子、 那位偉大 的君王。蘭格（L a n g e ）說的
好：“救恩來自主的受膏者，來自第二個大衛。彌賽亞被稱為大衛，
不僅是因為祂是大衛的後裔，所以用大衛的名字，祂還是最大極限的
大衛，是真正的大衛。正如大衛是世上大衛寶座的創立者，彌賽亞則
是 大衛永恒寶座的創立者 ， 祂 將永遠坐在 祂 的寶座上 。 ” 6， 經文繼
續清楚地敘述，這一切都將發生在主再次聚集以色列回到他們的土地
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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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阿、不要懼怕．以色列阿、不
要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拯救你的後裔、雅
各必回來得享平靖安逸、無人使他害怕。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
你．也要將所趕散你到的那些國、滅絕淨盡⋯” (耶 30 :10-11 )  

神將以色列從他們被趕散後，被監禁的國家中解救出來。在
耶穌擊敗所有敵人後，他們返回家園，過著寧靜和平的生活。盟
約的懲罰週期已完成，從那天起，以色列將只享受盟約的祝福，
沒有咒詛。 

耶利米在 3 1章回到 以 色 列 被趕散在 列 國 的主題 ， “ 耶 和華
說、日子將到、我要把人的種、和牲畜的種、播種在以色列家、
和猶大家。”（耶31 :27）。 然後馬上說到之後的復興，“我先
前怎樣留意將他們拔出、拆毀、毀壞、傾覆、苦害、也必照樣留
意將他們建立、栽植．這是耶和華說的。”（28節）。然後耶利
米像以賽亞一樣，將以色列的最終復興與回歸土地和耶和華與他
們訂立新約聯繫在一起：  

 “ 耶 和華說、日子將 到 、 我要與 以 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
立新 約 。 不像我拉著 他 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 出 埃 及 地 的
時候、 與 他 們所立的 約．我雖作 他 們 的丈夫、 他 們卻背
了 我 的 約．這 是 耶 和華說的 。 耶 和華說、 那些日子以
後、 我 與 以 色 列家所立的 約 、乃是 這樣．我要將 我 的律
法放在 他 們裡面、 寫 在 他 們心上．我要作 他 們 的 神 、 他
們要作 我 的子民。 他 們各人 不 再 教 導自己的鄰舍、 和自
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耶 和華．因為 他 們 從最小的 、
到至大 的 、 都 必 認識我．我要赦免他 們 的罪孽、 不 再 記
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 :31-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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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與 西 奈之約 在 這裡形成 一 個 鮮 明 的 對比。 以 色 列可以違
背西奈之約，但新約卻不會被打破 ,  為什麼？因為主會將聖靈放
在他們裡面 ,  主自己將住在每個人裏面，使他們都認識祂並樂意
順服祂 ， 正 如很久以 前 神 對亞伯拉罕和摩西 的 應 許 （創17 : 7 ;出
6 :7） ， 耶 和華將 作 以 色 列 的 神 ， 他 們 將 作 他 的子民。 這段經文
的結論是，從那天開始以色列的罪孽將永遠地被饒恕。耶利米的
預言把盟約裏的懲罰和以色列最終的救贖、土地的恢復、以及彌
賽亞作王統治聯繫在一起。 

以⻄結書34章預⾔以⾊列末世的救贖 
先知以西結也將以色列的復興與彌賽亞的再來聯繫起來 ,“我必立一
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
們的牧人。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
王．這是耶和華說的。”（結34 :23-24）。在彌賽亞登基時，主應許
以永久的平安與安全來祝福以色列：  

 “ 我 必 與 他 們立平安 的 約 、使惡獸從境內斷絕、 他 們 就
必 安居在曠野、躺臥在林中 。 我 必使他 們 與 我山的四圍
成 為 福源．我也必叫時雨落下．必 有 福 如甘霖而降。田
野的樹必結果、 地也必 有 出產．他 們 必 在 故 土 安然居住
⋯” (結34 :25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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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彌賽亞以以色列的君王身份出現，就會將盟約的祝福慷慨地
賜予這個國家。這個時間點在什麼時候？神確切地重申：  

 …他們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斷他們所負的軛、救他
們脫離那 以 他 們 為奴之人 的手．那時他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 (結34 :27 )  

以 西結像耶利米一樣指向盟約 中 的咒詛，並提到主將 從奴
役、監牢、和敵基督的枷鎖下解救以色列。他說這個救贖的時候
就 是 大衛的兒子彌賽亞坐在 耶 路撒冷的寶座上統治的時候（23 -
24節）。 

以⻄結36章預⾔以⾊列末世的救贖 
以西結書36章再次將末世聖靈的大澆灌與以色列重新在他們的土地上
定居聯繫起來：  

	“ 我要使我 的 大名顯為 聖．這名在 列 國 中已被褻瀆、 就
是 你 們 在 他 們 中間所褻瀆的 。 我 在 他 們 眼 前 、 在 你 們身
上顯為 聖 的時候、 他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這 是主耶 和
華說的 。 我 必 從各國收取你 們 、 從 列 邦聚集你 們 、引導
你 們 歸回本 地 。 我 必 用清水灑在 你 們身上 、 你 們 就潔淨
了．我要潔淨你 們 、使你 們脫離一 切 的污穢、棄掉一 切
的偶像。 我也要賜給你 們 一 個 新心、 將 新 靈放在 你 們裡
面．又從 你 們 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 們肉心。 我 必
將 我 的 靈 、放在 你 們裡面、使你 們順從 我 的律例、謹守
遵行我 的典章。 你 們 必住在 我所賜給你 們 列祖之地 、 你
們要作 我 的子民、 我要作 你 們 的 神 。 我 必 救 你 們脫離一
切 的污穢、也必命五穀豐登、 不使你 們遭遇飢荒。 我 必
使樹木多結果子、田地 多 出 土產、好叫你 們 不 再因飢荒
受外 邦 人 的譏誚。 那時、 你 們 必追想你 們 的惡行、 和 你
們 不善的 作 為 、 就因你 們 的罪孽和可憎的 事厭惡自
己。” (結36 :23–31 ;  參照39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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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以賽亞和耶利米三位先知，清楚地指出聖靈的內住、以
色列民族的罪得饒恕、以及他們回歸故土，是息息相關的。這裡再次
重申耶和華將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將是耶和華子民的古老承諾。預
言以以色列一無所懼地生活在他們的土地上，不再有盟約的咒詛，只
享受盟約的祝福作為結束，以西結將新約中聖靈的澆灌視為所有先前
盟約的終結點和成就。新約將為他們帶來的有：（1）按照亞伯拉罕
盟約，以色列繼承神所應許的土地，（2）擁有摩西之約中所有的祝
福，（3）以及按照大衛之約的承諾，彌賽亞王統治以色列 。 

撒迦利亞預⾔以⾊列末世的救贖 
撒迦利亞書論以色列救贖的預言是最常引用的經文：  

  

“ 那日、 我 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 路撒冷各國 的民。 我 必
將 那施恩叫人懇求的 靈 、澆灌大衛家、 和 耶 路撒冷的居
民．他 們 必仰望 我 、 就 是 他 們所扎的．必 為 我悲哀、 如
喪獨 生子、又為 我愁苦、 如喪長子。 那日耶 路撒冷必 有
大 大 的悲哀、⋯境內、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 耶 路撒冷的居
民、開一 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萬軍之耶 和華說、
那日我 必 從 地 上除滅偶像的名、 不 再 被 人 記念．也必使
這地不再有假先知與污穢的靈。” (亞  12 :9-1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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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是 聖 經裡最後幾位先知之一 ，當他 預 言 以 色 列未來
的全家救 贖時， 將之前 有 關彌賽亞經文中 的幾個主題 聯 繫 在 一
起。首先他說到神將懲罰入侵以色列的國家，然後說到聖靈澆灌
以色列子民並訂立新約，並且撒迦利亞又增加了一些有關這個過
程的重要細節，以賽亞將以色列的救贖與彌賽亞的再來聯繫在一
起，而撒迦利亞則對這個事實加以描述。在這個最榮耀的“預言
中的預言”裏，撒迦利亞描述彌賽亞裂天而降拯救以色列，當以
色列看到他們的救主就是他們（和我們）所扎的那位時，悔改的
靈就會傾倒在他們每個人身上，每個家庭都會因這個新領悟哀傷
悲痛。  

保羅論以⾊列全家悔改 
使徒保羅總匯以上的所有經文，在這個堅如磐石的基礎上，充滿
信心地闡述以色列未來的民族救恩：  

我且說、 他 們失腳是要他 們跌倒麼．斷乎不 是．反倒因
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若他
們 的 過失、 為天下的富足、 他 們 的缺乏、 為 外 邦 人 的富
足．何況他們的豐滿呢！⋯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這奧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
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
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又說、『我除去他 們罪的時候、 這 就 是 我 與 他 們所立的
約。』 (羅11 :11-12 ,  25 -27 )  

保羅直接引用我們剛才討論過的幾段經文為以色列全家的末世復
興提供充分的理由。他在第11 -12節中重新提到摩西之歌這段基礎經
文（申32） ，保羅講到 神 讓 以 色 列 的力量衰竭後， 對 他 們說安慰的
話。他更提到神會使用外邦人來激起以色列的憤怒和嫉妒，這是保羅
特別闡述的一個概念。保羅引述舊約以賽亞書59 :20和耶利米書31 :34
這兩段有關新約最重要的經文，它們都提到新約和聖靈澆灌以色列。
保羅非常了解這些經文明確地指向以色列末世的救贖，所以他懷著極
大的熱情和堅定的信心，清楚地講述以色列最後將全家得救，發生在
彌賽亞回來拯救他們的時侯。雖然在保羅的時代，神保存了一些得救
的餘民，在歷史上也有以色列人持續地得救，但是偉大的民族救贖仍
在等待外邦人的數目添滿和這個世代的終了。當救贖歷史達到先知們
所預言的時間點時，保羅所有的同胞都會像他多年前的經歷一樣，得
到大馬士革之路的光照，獲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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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 們 在 上 一章中討論 過 以 色 列 將 在末世重複盟約咒詛的循環。 
她將 再 次遭到攻擊，入侵和潰敗， 導致許 多 以 色 列民被流放或
被俘虜到各國 。 我 們 在 本章中 看 到 ，直到 以 色 列回歸 到 他 們 的
神 和 他 們 的 土 地後，盟約 的週期才完成 ， 聖 經 明確地指出 以 色
列最終的修復發 生 在末後的日子。 不 論 是摩西 、先知、或使徒
保羅都 將 以 色 列 的 救 贖 與 這 個世代的結束和彌賽亞的降臨 聯 繫
在 一 起 。 以 色 列最終回到 他 們 的 土 地 上時將 發 生 4件 事情：
（1）全民族的悔改，（2）神的靈澆灌全以色列，（3）完成新
約，（4）彌賽亞王登基。我們之前已強調過，這些事在現代以
色 列 國 重建時並未成 就 ，最終回歸 到 他 們 的 國 土 不僅是猶太民
族主義的復興，也不僅是小部分人民的復興，而是整個民族的
屬 靈復興， 是世界上 從所未有 的復興， 他 們 將永遠地 歸回神 和
祂 的彌賽亞。使徒保羅在深思這 個美麗又榮耀的末世神蹟後，
無法抑制地以期待慶祝的歡欣和讚美結束這段書信：  

深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 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
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 過 他 的謀士呢、
誰是先給了 他 、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 都 是 本 於
他 、倚靠他 、 歸 於 他．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遠。阿
們。 (羅  11 :3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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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色列最終回歸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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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地，許多讀者也許難以接受以色列必須經歷另一次也是
最後一次的嚴厲懲罰。我完全理解並同情這種保留的態度 ,  畢竟
它反應在現實世界中，是一個對數百萬生命的巨大衝擊，它的影
響真是難以想像。猶太人在歷史上已經遭受過極大的痛苦，而在
未來他們還要再次遭受更多的苦難和破碎，似乎是過份了。造成
懷疑這個觀點的原因除了在情感上難以接受之外，再就是對一些
關鍵經文的錯誤詮釋。過去的幾十年中的許多主內教導，特別提
到以賽亞書11章、耶利米書 16  和 23  章的預言，在現代以色列
國的重建時已經成就，猶太人第二次大規模地聚集在他們的土地
上。因為這些經文都提到主“第二次”將以色列帶回土地，所以
有人認為，以色列的第一次回歸是在巴比倫流放之後，而在二十
世紀的建國則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回歸本土。大多數持這種
觀點的人，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大屠殺是聖經所說的最後的懲
罰，以色列目前正處於逐漸覺醒和復興的狀態，隨著耶穌彌賽亞
的再來，以色列的全面復興將最終達到頂峰。目前在以色列的彌
賽亞猶太信徒人數正在成長，據估計，大約有二萬彌賽亞信徒居
住在以色列土地上，這個人數在六百萬以色列猶太人中所佔的比
例很小。儘管如此， 我 們仍然應該認可、慶祝 、 和支持這 個運
動，同時也要為 他 們 禱 告 ，相信 和努力幫助信 徒 的 人數繼續增
加。 
	 然而根據我 們 在 前幾章中所探討的結果， 如果要持當前 以 色
列的狀態是他們最終修復的觀點，就必須忽略預言中將以下事件
緊密聯 繫 在 一 起 的 許 多 細 節：（ 1） 這 個世代最後的三年半，
（2）盟約的懲罰，（3）大災難，（4）敵基督，（5）耶穌的再
來 ， 以 及 （6） 以 色 列 的修復。 聖 經描述 這些事 將 在 一段短時間
內一起發生。這些預言中強調的重點和一個需花數十年或更久時
間的緩慢復興不符。我們將看到聖經中許多經文，足以證明以色
列最終回歸土地，是發生在彌賽亞裂天而降，拯救他們之後。聖
經描述以色列在經歷末世最後的懲罰之後，由於全民的悔改帶來
了復興。 以 色 列 的回歸 和 重 新擁有 土 地 ，完全是因為 聖 靈 的澆
灌，使他們能全心地順服神。雖然可以理解許多以色列熱愛者堅
決反對以色列在未來又要遭受一個嚴厲懲罰的觀點，但是基於聖
經對此全面明確的教導，我們不得不接受這個痛苦的事實。  

我們將仔細檢查以賽亞書11章，耶利米書16和23章這三段經文，
並且證明以色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聚集回歸到土地上的預言尚未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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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11章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以賽亞書11章是一個彌賽亞預言，它首先描述彌賽亞是大衛的父
親耶 西 的 本 （樹幹） 中 生 出 來 的嫩芽（1節 ，参新譯本 ） 。 預 言
繼續敘 述彌賽亞的統治， 祂 是公正 的審判者 （3節 ） ， 祂 將 以公
義和 正直治理萬民（4節 ） 。 在 祂 的統治下，世界將回到伊甸園
的狀態，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牛必與熊同食，目前的自然秩序
將轉變（6 -8節 ） 。 以 色 列 國 將 和平地 生 活 ， 不受敵人騷擾，並
且認識耶 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9節 ） 。當然， 這完全不 是 我
們當今世界的情況，預言接下來說到彌賽亞：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

所大有榮耀。 (賽  11 :10 )  

彌賽亞將親自從耶路撒冷統治世界，甚至外邦列國都前來尋
求祂的智慧領導。以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聲明：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

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

下的。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

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賽11 :11-12 )  

彌賽亞將親自主持聚集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子民，回到應許
之地，這是“第二次”聚集百姓中的餘民回歸。許多人用這段經文支
持以色列現代的復國是她最終歸回本地的說法，他們的推理是⎯以色
列在巴比倫流亡之後的回歸是第一次聚集，而以色列的現代回歸是第
二次（也是最終）的聚集，持這個立場有一些明顯的問題。首先，這
段經文清楚地描述彌賽亞本人將親自監督這次全球聚集，很顯然地，
目前彌賽亞不 在 耶 路撒冷， 祂 現 在坐在天父的右邊（ 來 1 0： 1 2 -
13）。 第二，目前以色列人民不像經文所述，都過著完全公義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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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關鍵點是，以賽亞大約是在巴比倫流放前一百年所發
的預言，所以以賽亞在第一次流亡還未發生之前就說到第二次流
亡後的回歸是不合理的。當他發這個預言時，以色列唯一可以回
顧的事件就是他們在埃及為奴四百年的歷史，因此，預言所說的
最後的聚集是按照出埃及的模式，第一次的回歸是從埃及出來，
第二次的聚集則發生在大災難結束時，以色列百姓從世界各地回
歸本土。 

耶利米書16章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耶利米書16章是另一段類似的經文，先知從違約懲罰的後期階段
開始敘述：  

所以 我 必 將 你 們 從 這 地趕出 、直趕到 你 們 和 你 們 列祖素
不 認識的 地．你 們 在 那裡必晝夜事奉別神．因為 我 必 不
向你們施恩。 (耶16 :13 )  

耶利米接著說到以色列歸回本土，盟約週期的最後階段。先知再
次將以色列最終的恢復與第一次出埃及的回歸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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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人必不再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埃
及 地 上 來之永生 的 耶 和華起誓．卻要指著 那領以 色 列 人
從北方之地．並趕他 們 到 的各國 上 來之永生 的 耶 和華起
誓．並且我要領他 們 再入我 從 前賜給他 們 列祖之地 。
“ (耶16 :14-15)  

在耶利米的心中，最後一次回歸本土可以說是最大的出埃
及，遠遠超過了過去歷史上的出埃及。 

耶利米書23章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耶利米書23章重複了相同的概念，預言首先提到彌賽亞，稱祂為“大
衛的苗裔”：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
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
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他的日子、猶大必
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
和華我們的義。” (耶23 :5 -6 )  

我們很容易辨認出預言的背景是耶穌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救贖時
代：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人必不再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
來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卻要指著那領以色列家的後裔從北方、和
趕他 們 到 的各國 中 上 來永生 的 耶 和華起誓．他 們 必住在 本
地。” (耶 2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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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註釋家休伊（F .  B .  Huey）說：“當神最終將分散在各
地的子民帶回故土時，其驚天動地的程度遠大於以色列祖先出埃
及 的歷史事蹟。 第 一 次 出 埃 及 在比較之下可謂相形見拙。 ” 1第
一 次 出 埃 及只是 一 個序幕， 是最終拯救 和 歸回土 地 的微小前
兆。 如我們之前所述，這些經文都不支持以色列在二十世紀歸
回本地是預言所指的最終的回歸。 

以⻄結書20章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聖經中還有其他論及以色列最終歸回本地的重要經文，例如以西
結書20章就是基礎經文之一，神首先強烈譴責以色列長老代表們
說，“人子阿、你要告訴以色列的長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你當使他們知道他們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3-4節 )。主一次又一次
地透過先知們提醒以色列，祂帶領他們離開埃及時的恩慈和大能
的拯救。在以色列歷史中，儘管祂多次賜恩典給子民，他們卻不
斷地悖逆，以色列的罪過雖然令人傷心，主卻為他們製定了一個
最終的修復計劃，“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總要
作王、 用 大能的手、 和伸出 來 的膀臂、並傾出 來 的忿怒治理 你
們。” (結20 :33 ) .  令人驚訝的是，神計劃的核心是再次將以色列
帶回出埃及的沙漠，“我必帶你們到外邦人的曠野、在那裡當面
刑罰你們”  (35節 )，就像神在以色列曠野流浪時磨練他們一樣，
祂要再度帶他們回到曠野，再次地潔淨他們：  

“我怎樣在埃及地的曠野刑罰你們的列祖、也必照樣刑罰你們．
這 是主耶 和華說的 。 我 必使你 們 從杖下經 過 、使你 們 被 約拘束．
我 必 從 你 們 中間除淨叛逆和 得罪我 的 人 、 將 他 們 從所寄居的 地方
領出 來 、 他 們卻不 得入以 色 列 地．你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 ” 
(結  20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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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描述自己是一個將以色列帶回曠野，篩選他們的牧羊人。 
就像牧羊人 將羊排成 一 列 ， 每隻羊都 必 須 經 過 他 的杖下，只有
那些真 正 屬 於 祂 的 人才能通過 ，而那些不 屬 祂 的 人 將 被 “除
凈”。舊約學者理莎·萊維特·科恩（Risa Lev i t t  Kohn）對本
章作了出色的總結：  

“ [以 西結書 2 0 ]說到 耶 和華在未來拯救 以 色 列時的能
力。 以 色 列 被打散到異國之後， 耶 和華將 再 次施行大
能， 將 他 們 從分散的各地 中聚集起 來 ，統治他 們 。 以 西
結認 為 ，未來 的 救 贖也就 是 第 二 次 的 出 埃 及 ， 是 耶 和華

威力彰顯的極致表現，將使古時的出埃及黯然失色。”2
 

總之，以西結書20章描述以色列歸回土地與以下事件同時發
生：（1）各先知預言再次也是最後的出埃及，（2）主潔淨以色
列的罪，以及（3）主恢復他們永久立約的忠誠。這些事都發生
在世代的終了，彌賽亞王回來時。 

以⻄結書37章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另一 個描述 以 色 列最後復興的驚人 預 言 在 以 西結書 3 7章的 前半
部。緊接著以西結書36章對新約的描述後，主非常清楚地陳述以
色列民族回歸本土與死人復活有關。聖靈在異象中帶以西結到一
個遍滿骸骨的平原(1節 )，他在廣闊平原看到原來枯乾的骸骨長筋
生肉、又有皮膚覆蓋（2 - 7節 ） 。最後，主的氣息或聖 靈 ，進入
骸骨，成為有生命的人（8 -10節）。主向以西結解釋他剛才目睹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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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對 我說、 人子阿、 這些骸骨就 是 以 色 列全家．他 們
說、 我 們 的骨頭枯乾了 、 我 們 的指望失去了 、 我 們滅絕
淨盡了 。所以 你要發 預 言 、 對 他 們說、主耶 和華如此
說、 我 的民哪、 我 必開你 們 的墳墓、使你 們 從墳墓中 出
來 、領你 們進入以 色 列 地 。 我 的民哪、 我開你 們 的墳
墓、使你 們 從墳墓中 出 來 、 你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 我
必 將 我 的 靈放在 你 們裡面、 你 們 就要活 了．我 將 你 們 安
置在 本 地 、 你 們 就知道 我 耶 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 就
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37 :11-14 )  

異象中以色列的墳墓打開，乾枯骸骨長了肉和皮膚，又接受了神
的氣息， 這顯然是指死人復活 ， 但也是指以 色 列民族回到 他 們 的 土
地。舊約學者丹尼爾·以撒·布洛克（Danie l  Isaac B lock）指出：

“拉比註釋通常將這段經文解釋為在彌賽亞時代末世復活的預言”
3
。

特土良（Te r t u l l i an）是初代教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和護教者之
一。他在第三世紀初期的著作中反駁諾斯替（Gnos t i c s）派異端對這
段經文的解釋。諾斯替派宣稱，異象中復活的意象，只用來比喻猶太
國的復興，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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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的意象只寓意猶太人復國 ， 他 們 必 須聚集在 一 起 ，
骸骨和骸骨重 新 在 一 起 （換句話說，支派和支派， 人 與
人 ） ，並被 有力量的筋和 神 經 重 新連接，要從墳墓中 出
來 。也就 是說， 他 們 從最悲慘和玷污的囚禁之地 出 來 ，
從此可自由地呼吸，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 4。 

可悲的 是 ，今天許 多自由派學 者繼續提出類似的主張。然
而，在這個預言中，肉體的復活和民族的復興是密不可分的。特
土良（Ter tu l l ian）正確地糾正諾斯替派：  

“ 事 實 上 ，只有骸骨真 的復活 ，才能用 來 預示猶太人復
國 。因為 如果骸骨復活 不 是 真 的 ， 那麼就 不可能用 這些

骸骨來作為隱喻。”5 

換句話說，這個異象不是在死人復活和以色列復國之間選其一，
而是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有意地混合象徵和字面的意思。以西結
的預言與他之前的許多先知預言相同，以色列最終的恢復發生在這個
世代的盡頭，在萬物復興的時候。以西結和同代人但以理一樣，認為
死人 在末世真 的 會復活 （ 但12 :2 -3） 。布洛克（B l o ck） 認 為 這段經
文甚至可以應用到以色列以外的民族：“這段經文將希望帶給所有接
受神恩典在基督裡的人（弗2 :1-10）。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先知和使
徒們的榮耀信息作為我們的產業，在這個異象中看到神的靈戲劇性地

戰勝死亡毒鉤的確證。”
6
 因此，我們有一個更大的末世異象，確立

了 耶 穌 再 來時的死人復活 和 以 色 列 的最終恢復。 查爾斯·戴爾
（Char les  H .  Dyer）正確地指出預言成就的時侯是在：“當神重新
聚集相信 祂 的 以 色 列 人回到 本 土 （ 耶31 :33；33 :14 -16） ， 和當基 督

再來建立祂的國度時（參照  太24 :30-3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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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預⾔以⾊列最後⼀次歸回本地 
彌迦書像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這三大先知書一樣，從
第 二 次 出 埃 及 的 視角來 預 言 以 色 列 的最終復興。先知在 第7章中
談到以色列的末世復興和國界的擴張，“日子必到、你的牆垣必
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開展”（11節）。 那些流放異國或被
俘擄的人將返回：  

當那日、人必從亞述、從埃及的城邑、從埃及到大河、從這海

到那海、從這山到那山、都歸到你這裡。 (彌7 :12 )  

然後，彌迦對主發起先知性的代禱呼求，“⋯用你的杖牧放你獨
居的民、就是你產業的羊群⋯”（14節）。主回應他：  

“耶和華說、我要把奇事顯給他們看、好像出埃及
地的時候一樣。” (彌  7 :15)  

如馬丁（Mar t i n）所言，“以色列民族將從他們的所在地出來，
偉大的“出埃及”又將再次發生。當彌賽亞返回建立千禧年統治時，

神將行奇蹟帶領以色列人帶回到他們的故土。”
8 

神奇妙地拯救他們的
結果是：  



Israel’s Final Regathering to the Land / 111  

列國看見這事、就必為自己的勢力慚愧．他們必用手摀口、掩

耳不聽。他們必餂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戰戰兢兢的出

他們的營寨．他們必戰懼投降耶和華、也必因我們的神而懼

怕。 (彌7 :16-17 )  

先知彌迦也將 以 色 列 的最終拯救 和復興比喻為 出 埃 及 。像第
一次出埃及一樣，最後一次的出埃及和回歸到故土也將充滿了偉
大的神蹟奇事，使萬國完全地羞愧和恐懼，承認神確實與以色列
餘民同在。 

結論 
先知書 中 有幾段非常 重要的 經文，講到 以 色 列最後歸回本 地 是
第 二 次 的 、 更偉大 的 、或終極的 出 埃 及 。 第 一 次 出 埃 及 的 故 事
在 聖 經 中繼續發揮深遠的影響， 它 是 救 贖 故 事最高潮 的 模式和
預表。 詹姆斯·漢密爾頓（James M .Ham i l ton Jr .）教授說：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以及12冊先知書所發的預言，
是以摩西在妥拉中的宣告，以及從約書亞記到列王記的前先知書
為基礎。大、小先知書（後先知書）宣告以色列打破了盟約，所
以耶和華耐心地管教他們，如果以色列拒絕悔改，耶和華會信守
承諾放逐他們。在他們被放逐後，先知們應許將有一個榮耀的末
世復興， 一 個走出綑綁的 新 出 埃 及 ， 新 大衛， 新盟約 ， 新伊甸

園，和新創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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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以色列最終回歸本土為“第二次出埃及”的觀念，不是一個生
僻或新奇的詮釋。相反地，這是一個貫穿聖經敘事的主題。 



14 
               現代以色列重建的預言 

我們在繼續探討之前，必須先回答一個必問的問題。在上一章中
所討論的是以色列末世歸回本土的預言，那麼在聖經中是否有現
代以色列復國的預言？我們能不能說現代以色列國的重建也是預
言性的？答案是有，有聖經預言的證明。將某些預言錯誤地應用
在現代以色列國的重生，不代表聖經沒有關於現代回歸的預言。
聖經當然預測到二十世紀以色列的重建，但那絕不是實現第二次
出埃及的應許。第二次出埃及發生在耶穌回來時，那時才是以色
列最終的重新聚集和最終的救贖。 

重新聚集的先決條件 
以色列的現代復國是一個預言性的重聚，毫無疑問是出自神大能
的手，有以色列末後重建的經文做見證。例如，在約珥書、以西
結書、撒迦利亞書和耶穌的預言中，我們讀到在耶穌回來之前外
邦 列 國 將入侵耶 路撒冷、攻擊猶太人 （ 珥 3 : 1 2 ;  結 3 8 - 3 9 ;  亞
12 :2 ,9 ;  路21 :24）。除非猶太人已經返回土地並能夠控制耶路撒
冷，否則外邦入侵耶路撒冷不可能會發生。從第二世紀最後一批
猶太居民被放逐離開他們的土地，直到1967年以色列國防軍控制
耶路撒冷後，這些預言才可能展開。如果耶路撒冷不在猶太人的
控制下，周邊國家也不需要包圍耶路撒冷攻擊猶太人，現代以色
列的回歸確實是實現許多聖經預言的必要先決條件。例如，但以
理書中的幾段經文（如8 :11-15；9 :26；11 :31；21 :11）敘述敵基
督將“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使聖殿荒涼，耶
穌也在馬太福音24 :15重申這 個警告 。除非先恢復獻祭制度 ，否
則就不能廢除獻祭；除非先重建聖殿，否則就不能毀壞聖殿。當
然，也有可能簡單地搭建一個帳幕做為聖殿，但重點在必須先建
造一個目前不存在的東西。所以除非猶太人回到他們的土地上，
這些事情都無法發生。對此還有很多可以引用的經文，但是讓我
們簡要地檢查一些最清晰和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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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書38-39章 

以西結書38 - 39章的預言，通常被稱為歌革瑪各之戰，是一段非
常重要卻常被誤解的經文。對這個預言最普遍的觀點之一，認為
它是在末世敵基督出現之前，一次試圖打敗以色列的侵略。許多
以末世為主題的流行書籍或文章，都認為這一章講的是一個多國
聯合進攻以色列的戰爭，但是這支軍隊在還未踏上以色列國土之
前 就 被超自然的力量殲滅。牧師兼作家馬克·希區柯克（Ma rk  
H i tchcock）說：“我們可以稱以西結書38 -39的描述為“一日戰
爭”，甚至可說是“一小時戰爭”，因為神以超自然的方式迅速

地殲滅伊斯蘭教的侵略軍隊。”
1  

這個戰爭真的是在尚未開始之
前，基本上就已經結束了嗎？然而更仔細地檢查經文後，發現事
實並非如此。歌格和瑪各的軍隊確實將被消滅，但是在那之前以
色列將遭受到災難性的損失，致使許多人民逃離以色列或被列國
俘擄。 我 們可以 從 經文對 以 色 列民在敵人入侵之前 和之後的描
述，看出這一點。在入侵之前，經文描述他們安逸和安全地居住
在土地上，而在歌格和瑪各入侵之後，他們成為散佈在列國的戰
俘，但最終又返回自己的土地。讓我們看一下以色列在敵人入侵
之前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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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必 來 到脫離刀劍從 列 國收回之地 、 到 以 色 列 常久荒
涼的山上．但 那 從 列 國 中招聚出 來 的 、 必 在 其 上 安然居
住。 (結38:8)  

此外，聖經描述以色列是一個“住世界中間、從列國招聚、得了
牲畜財貨的民。”（12節）所居住的地方。人民將帶著豐富的物質祝
福從列國回歸本地。他們之前居住在外邦人中，但現在又重新定居在
荒涼了許多世代的土地上，這當然是對當今以色列國的完美描述。另
外，經文說雖然他們即將受到攻擊，但仍安然居住。現在讓我們再檢
查一下歌格大軍被剿滅，塵埃落定之後的以色列：  

 列國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擄掠、是因他們的罪孽．他
們 得罪我 、 我 就掩面不顧、 將 他 們交在敵人手中 、 他 們
便都倒在刀下。 我 是照他 們 的污穢和罪過 待 他 們．並且
我掩面不顧他們。 (結39 :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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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始於以色列安居在土地上，但在預言結束時他們會流放
在列國之間。由於他們的悖逆，神允許多以色列人喪生或流亡，
成為列國的囚犯。之後的經文清楚地表明這件事是發生在世代的
終了：  

主耶 和華如此說、 我要使雅各被擄的 人 歸回、要憐憫以
色 列全家、又為 我 的 聖名發 熱心。 他 們 在 本 地 安然居
住、無人驚嚇、 是 我 將 他 們 從萬民中領回、 從仇敵之地
召來．我 在 許 多 國 的民眼 前 、 在 他 們身上顯為 聖 的時
候、 他 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 的 一 切罪。因我
使他 們 被擄到 外 邦 人 中 、後又聚集他 們 歸回本 地 、 他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他 們 的 神．我 必 不 再留他 們 一 人 在 外
邦．我也不 再掩面不顧他 們 、因我已將 我 的 靈澆灌以 色
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39 :25 -29 )  

這段經文中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觀念。第一，“我要使雅各被
擄的人歸回”這句話，新美國標準版聖經翻譯為“我要重建雅各
的命運”，而英王欽定版聖經是“現在我要再次將雅各被擄的歸
回”，表示主將拯救並帶領他們回到故土。這個短句指出以色列
的復興和祝福與神帶領祂的子民從被擄之地回到故土，有不可分
的關係。第二，“現在”標明的時間點是以色列流放人們歸回本
土，神審判歌格軍隊之後，發生的時間是在未來。第三，直到歌
格被殲滅之後，以色列才真正悔改並得到修復。第四，他們在什
麼時候悖逆神遭到神的懲戒？經文說“他們在本地安然居住、無
人驚嚇、⋯他 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 的 一 切罪。 ” ， 
羞辱和罪孽指的是預言一開始的狀況。可悲的是，這也是描述現
代以色列國的屬靈狀況。現在他們已經回到了故土，修造已久的
荒場，但絕大多數的人們仍不順服主。當他們在被修復之後，最
終真正地安居在土地上時，他們將會回顧現在的狀態並為之前的
悖逆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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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38 - 39章明確地預言：（1）以色列國的現代重建；
（2）未來以色列將被入侵，打敗和流放，然後（3）未來和最終
的恢復。第五，預言描述以色列人民不僅流放在外邦國家，而且
被逮捕至“敵人之地”，成為實際的戰俘。第六，預言結束在以
色列最終返國，終於過著真正安全的生活，這和預言一開始時所
描述的虛假安全不同。第七，在神拯救他們出監牢之後，接著是
一個大復興，以色列家將永遠地轉向耶和華，“這樣、從那日以
後以 色 列家必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他 們 的 神 ” （結39 :22） ， 耶 和華
將祂的靈澆灌以色列，使他們永遠屬於祂。預言以盟約的最後階
段的救贖作結束，神將最終地和永久地恢復以色利。 
總而言之，在歌格和瑪各入侵以色列之前，猶太人在土地上

過 著虛假安全的 生 活 ， 他 們 被敵人入侵之後， 大 部 份 的猶太人
被擄至敵國 成 為 戰俘，最後彌賽亞帶領他 們回歸 本 地 ， 他 們 從
此完全歸向神也永遠安居在 他 們 的 土 地 上 ， 預 言 以 以 色 列 得 到
完全的復興為結束。 現代以 色 列 國 的 重建實 現 了 這 個 預 言 的 一
部分，然而預言中還有很多事情有待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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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聖經中許多末世預言，都有賴於以色列必須已經生活在他們的土
地上才能成就。這些預言描述在耶穌回來之前，外邦列國入侵耶
路撒冷、攻擊猶太人。從第一和第二世紀以色列流放後，到1967
年以色列國防軍控制耶路撒冷之前，這些末世預言不可能實現。
還有一些其他非常具體的事情必須先發生後，預言才可以成就的
例子如：除非重啟聖殿獻祭制度，否則敵基督無法除掉常獻的燔
祭。除非先有聖殿的重建，否則不能使它荒涼。當然，除非先有
生氣蓬勃的猶太人居住在國土上，所有這些事情都無法發生。從
這 個意義上說， 現代以 色 列 國 的 重建絕對 是 一 個 聖 經 預 言 的 實
現。然而如我們上一章所述，雖然這是預言的實現，但不是先知
們所指的最後的實現。只有在耶穌回來時，才是最終的實現。 

有些人批評這種神預知以色列將再次遭難，卻還是將以色列帶回
他們本土的觀點是反猶主義。這個指控等於是譴責摩西、眾先知、甚
至耶穌都是反猶的，當然，沒有人會聲討先知們和耶穌。懷有這種指
責觀點的人不查考聖經的警告，而選擇攻擊那些傳達這些警告的人。
確實有各種不同的反猶團體或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錯誤地利
用聖經，但絕不能說因為採這樣的觀點就是仇恨猶太人。恰恰相反的
是⎯  摩西、眾先知和耶穌不但持守神的話語，而且深深地熱愛以色
列。另一個類似的指控是⎯  神重建以色列是因為要懲罰他們，這等
於控告主為虐待狂，我建議這種控告出自於一顆敵對神的邪僻彎曲的
心。以色列歸回本土是因為神對他們的應許，如今以色列已經向世界
見證神的應許和祂對子民的信實。現代以色列民的聚集和重新居住在
他們的土地上，無疑是按照神的旨意和出自祂大能的手，支持現代以
色列和與猶太人一同站立是公正、正確、和神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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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如果指控一個丈夫使妻子懷孕的原因只是要她承受分
娩的痛苦，只有精神異常的人才會做出如此荒謬的譴責。指控神帶領
祂的子民回到以色列，只是為了讓他們遭難的看法，也同樣地令人厭
惡。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地上將有生產之難，忽視或否認這些災難，
就如古時的假先知，承諾永久的和平和虛偽的安慰一樣。今天的基督
徒領袖應該預備信徒，不論是在現在或在未來的困難日子裡都要支持
以色列。我們不該因為即將面臨生產之難的痛苦而躲避懷孕，我們要
慶祝懷孕，因為 它 是 神所恩膏的 ， 是 聖潔的 。沒有 人 渴 望分娩的痛
苦，但這個疼痛是任何生產過程中自然又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支
持神自古至今對 以 色 列 的 作 為 ， 這才是 我 們今天對 以 色 列 應 有 的態
度 。 我 們 現 在 應該為猶太人 的復興禱 告 、支持那些祝 福 以 色 列 的 事
工、幫助傳福音給猶太人的工作、以及慶祝更多的猶太人成為信耶穌
的彌賽亞信徒。我們一方面為神已經結出的果實感謝，一方面仍然渴
望 神 的旨意在未來 的完全成 就 ， 我 們 渴 望誕生 ， 我 們 渴 望最終的 救
贖，只有在萬王之王再來後，以色列國度的修復才能完整成就。 



15 
                                     曠野中的恩典 

我們在這一章將討論有關以色列民族偉大救贖的重要細節。我們
之前看到，在以色列重新聚集回歸本地之前，先會經歷摩西之約
的懲罰，包括各種全國性的災難，其次是敵人的入侵，許多人民
將被殺，被俘擄到敵國或逃離本土，然後在破碎之中，子民將一
起歸向耶和華，神必將聖靈澆灌以色列並拯救他們。他們最終的
修復主要發生在以色列地東部和南部的曠野，之所以說“主要”
是因為有關這個主題的聖經證明是複雜的，瞭解這些聖經中的敘
述，需要一些整合的工作。 

   人們的生活即使在常態下也經常是混亂的，但是在“雅各遭難”
的三年半期間，以色列的生活可謂是天昏地暗。聖經告訴我們，以色
列將是眾國聯合、大規模攻擊的目標（但11 :21-45 ;  結38 -39；亞12-
14）。想想敘利亞人民在2011年革命後至今的生活，這個約有二千二
百萬人口的國家，有超過六萬的人民在國內無家可歸，五百萬人民逃
離戰爭成為難民，將近一百萬人們喪生。我們可以從探討聖經對這段
時間的相關敘述，合理地得出一個結論 ，以色列的情況將會比敘利
亞的情況更加嚴重。撒迦利亞書13 -14章預言，以色列人民在這段時
期會經歷的各種可怕情況：首先，先知發出不可思議的宣告，“耶和
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亞
13 : 8），撒迦利亞指出全地只有三分之一倖存的人民後，指出耶路撒
冷一半的居民將被擄去，剩下的一半仍留在城中（14 :2），在幾節經
文後又說，那些留在城裏的人為逃避大地震將成為難民（5節）。啟
示錄甚至指出在這段時間裡，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居民將被殺（啟8 :1-
13 ;  9 :15），聖經以幾種不同的方式解釋末世時的動亂擴及以色列和
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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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遭難的⽇⼦影響有多⼤？ 
在繼續探討之前，我們必須要回到撒迦利亞的預言，擴大研究有
關三分之二的以色列居民“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的
經文。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具體又嚴厲的預言，這真的是以色列的
未來嗎？有許多傑出的釋經家堅持這樣的解釋，但也有許多優秀
的釋經家認為並非如此，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以下的例子：  

• 達拉斯神學院前院長華約翰（John F .  Walvoord）獨斷地陳
言：“這個預言將在大災難時實現，那時因為世界領袖的迫
害，三分之二的猶太居民被迫逃亡，但只有三分之一的猶太

人倖存，等待基督再次來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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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諾德．福騰葆 (A ro ld F ruch tenbaum)  同樣指出：
“以色列在大災難期間將遭受極大的迫害，⋯三分之

二的猶太人將被殺，實現撒迦利亞的預言。”
2
  

• 肯尼斯·百克（Kenne th L .  Barker）在信徒聖經註
釋說“自公元 7 0年 在羅馬的殘害下，可能逐漸開始
了預言初期的實現，但最終的完整階段仍在未來，因
為以色列全體並未如第9節所述，與神建立一個正確

的盟約關係  。”
3
  

按照華約翰，福騰葆和百克的思路，大多數時代論者，特別
是正統時代論者也都持這種觀點。 

• 另一方面，彭巴頓（J .  Bar ton Payne）在其經典著作
聖 經 預 言百科全書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o f  B i b l i c a l  
P rophecy）中則認為，這個預言實現於“公元70年以

色列的倖存者”
4
 

• 貝瑞·韋博（B a r r y  W e b b） 在 聖 經 信息系列註釋
（The B ib le  Speaks  Today  B ib le  Commen tary）
中，不同意這段經文發生在未來。“第8節所述的三
分之二 和三分之一 的確切意義尚不清楚， 但最起碼
是指以 色 列 的慘重苦難和分散。鑑於 耶 穌 在馬太福
音26 :31和馬可福音14 :27中引用第7節，第8節的敘述
應 該 實 現 於 初 期 教 會 的 迫 害 和 趕 散 （ 徒 8 : 1 ;  

11 :19）。”
5
 

• 杜安·林賽（F .  Duane L indsey）認為這個預言有歷
史上的也有未來的雙重實現：“就像橄欖山論述（太
24 -25；可13；路21）一樣，預言的前半段敘述猶太
民族於公元70年的分散已經實現，後半段預言則敘述
未來的大災難。撒迦利亞在這裡把猶太民族在兩個不
同時期的相同遭遇融合為一個焦點。所此，撒迦利亞
書13 : 8 -9最終的完整實現，可能發生於以色列在大災
難期間流亡到 列 國 的時侯（參見啟12 :6，13 - 17） 。 
在那時，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將滅亡，但倖存的餘民因

為與神的盟約關係，至少有大部分人民得到修復。”
6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author&text=%25E9%2598%25BF%25E8%25AB%25BE%25E5%25BE%25B7%25EF%25BC%258E%25E7%25A6%258F%25E9%25A8%25B0%25E8%2591%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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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將未來 的 大災難和之後神向以 色 列打開救恩的泉源（亞
13 :1）分開，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兩者在經文裏根本是密
不可分的 。 在 第8 - 9節 中苦難之火的試煉， 正 是 重 新恢復與主盟
約關係的必經過程，二者出現在同一段經文裡。雖然按照預言的
上下文和最自然的解讀似乎指向未來的實現，但我們不需要堅持
己見。儘管我個人傾向於同意以上時代論學者的看法，但我也要
鼓勵大家，鍵於預言主題的痛苦和敏感性質，對此保持一個非常
謹慎的態度，要兢兢業業地看待它。這個預言的目的並非要確定
以色列未來受苦的程度大小，更重要的是神的話能安慰他們，無
論將來損失是多麼慘重，神應許會有歷劫的餘民存留，以色列將
得到拯救，但對於那些完全忽視這個預言的人們來說，就根本不
可能看到神的心意。意識到確實將有暴風雨的來臨是絕對必要和
不容置疑的，基督徒必須立即下定決心，堅定地在今日和未來的
烈火試煉和嚴峻考驗中，與以色列一同站立，全力支援他們。 

我們將會探討一些非常重要的預言教導 ，在此期間大部分
的 以 色 列 人民將逃離城市在曠野避難，然後在 耶 穌回來時， 祂
將帶領他 們 從曠野歸回土 地 。最終， 在 耶 穌帶領許 多流亡者 和
戰俘安全地回到 應 許之地後，主還要聚集那些散佈在世界各地
的子民。主為什麼特別要帶祂 的子民進入曠野？讓 我 們先討論
曠野在屬靈上和象徵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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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曠野 

大多數英文聖經將希伯來文m idbar翻譯為“曠野”，但是問題在
“曠野”會讓人聯想起樹木茂密的叢林。在聖經世界中，曠野是
孤獨、荒涼、荒蕪的沙漠，是遠離人們群居的城市和舒適鄉村的
地方，沙漠苛刻的天然特質在聖經中有特定的象徵定義，沙漠曠
野不僅是出埃及記的中心，而且在其他的經文中繼續扮演一個重
要的角色。這個在以色列東邊和南邊的惡劣生存環境深深地刻印
在古代猶太人民的心中。聖經描繪沙漠是一個必須學習如何單單
倚靠神的地方，在沙漠中生存確實需要神的恩典，如我們在第11
章所見，沙漠是耶和華為以色列供給嗎哪、鵪鶉、飲水和保護的
地方， 耶 和華對 以 色 列 的 神奇供應 是 如此偉大 ， 以至於四十年
來，他們的衣服從未破損（申29 : 5），如果沒有神憐憫，供養和
救助的手，以色列會在沙漠中滅亡。 

因為 沙 漠 是 耶 和華供應子民的 地方，所以 在極度危險的時刻
自然成為他們的避難所和聖所。當大衛王遭到敵人的威脅時，他
和 部眾逃到 沙 漠 （撒上23 :14） ， 以利亞在 耶洗別和亞哈的追殺
下逃到沙漠，在那裡經歷烏鴉餵養的神蹟（王上17 :4-6）。因為
沙漠對人類生存非常不利，所以人們通常遠離它，約伯稱它為無
人居住的荒廢淒涼之地（伯38 :26-27），沙漠是一個或使人堅韌
或使人滅亡的地方。事實上以色列在離開埃及後 ,  曠野的生存條
件是如此艱苦，以至於他們表示寧願返回埃及作奴隸，也不願留
在曠野受罪（ 出14 :12） 。 沙 漠 是 神考驗、懲罰和磨練祂子民成
熟的地方，也是一個悔改的地方，耶和華向以色列宣告，帶領他
們進入曠野的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
何、肯守他 的誡命不肯。 ” （申8:2） 。 沙 漠 經 常 是 真門徒 和 屬
靈成長的訓練所在，因此施洗約翰生活在沙漠，傳講悔改的信息
（太3 :1-4），甚至耶穌也進入曠野去面對魔鬼的誘惑（太4 :1）。 
沙漠也是遇見神的地方，許多偉大的聖徒進入沙漠求得與神相遇
的 經驗。摩西 在 沙 漠 中遇到 燃燒的荊棘（ 出3） ， 尤 其 是 以 色 列
和耶和華在西奈山相見的經歷更是救贖歷史上最偉大的事蹟（出
19 -20） ， 以利亞也是 在 西 奈山曠野體驗到 他 一 生最戲劇性 的 神
蹟（王上19 :10-18）。使徒保羅在悔改歸主不久後，便去西奈山

與主相會，並接受“他所傳的福音”（加1 :17 ;  4 :25 ;  提後  2 :8）
7
 

出於這些原因，主將在末後帶領許多以色列餘民返回沙漠，
那裡將是他們的避難所，他們將再次發掘耶和華供應和保護的奇
蹟，再次遇見賜與救恩的耶和華神，他們必定要在曠野悔改才能
得到最終的恢復。聖經在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教導呢？  

沙漠裏的恩典 
先知清楚地在耶利米書30章指出，以色列出埃及的沙漠是開始他們最
終修復的地方。耶利米在發出以色列末後恐怖大災難的預言後，宣告
以色列的倖存者將在沙漠找到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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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我的子民。

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時

候、他曾在曠野蒙恩。” (耶31 :1-2 )  

最初有 關 以 色 列全家成 為 神子民的聲明 ， 是指所有北國 和南
國的十二個支派最終恢復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耶利米說，那些在
敵基督大軍攻擊之下逃離的倖存者將在曠野找到恩典，這將發生
在耶穌返回時：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
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耶31 :3 )  

主將親自在沙漠裏向他們顯現。以賽亞約在一百年前，發出
基本上相同的預言：  

因為宮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離棄．山岡望樓永為洞穴、

作野驢所喜樂的、為羊群的草場．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

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賽32 :14-15)  

以賽亞說，聖靈澆灌以色列之後，一切都會更新。沙漠將變
成 一片茂密的 土 地 ， 以 色 列 過去荒涼的城市將 會 重建。 過 了 一
個世紀後，先知撒迦利亞也這樣描述：  

我 必 將 那施恩叫人懇求的 靈 、澆灌大衛家、 和 耶 路撒冷
的居民．他 們 必仰望 我 ， 就 是 他 們所扎的．必 為 我悲
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亞1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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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描述當耶穌再來時，以色列人將遇見他們“所扎
的”那位，因此得到恩典和悔改的靈。耶利米和撒迦利亞描述一
個完全相同的事件，逃到沙漠中的以色列倖存者將（1）看見
主，並且（2）得到恩典。後來在啟示錄中，又確切地重複了這
個主題，我們現在來討論這一點。 

當耶穌作王 
耶利米描述以色列在曠野中得到恩典之後，神應許重建以色列，
祝福以色列的莊稼，並使人民充滿大喜樂：  

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擊鼓美、

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瑪利亞的山上、栽種葡萄

園、栽種的人要享用所結的果子。 (耶31 :4-5)  

當然，這樣榮耀的恢復只有在他們被帶回自己的土地之後才會發
生 ,  也就是耶穌千禧年統治的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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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聚集 
在 以 色 列 承 認 耶 穌 為王之後， 耶 穌 將繼續帶領所有散佈在 地球
上的以色列人回歸：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著他們來
的、有瞎子、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
到這裡來。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
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絆
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列國
阿、要聽耶和華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
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
群．因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
的手。他們要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耶31 :8 -11 )  

耶穌先拯救曠野中的倖存者後，再把祂在世界各地存活的餘
民帶回錫，先知書中有數段經文描述這個從世界各地回歸以色列
的大聚集（何11 :10 ;賽11 :12 ;  43 :5 -7 ;  49 :12 ;  60 :4 ;  耶3 :18 ;  16 :15 ;  
23 :8 ;  31 :8 ;  亞2 :6 ;  10 :6-12）。經文描述流亡者回到錫安時激動的
情感，他們邊走邊哭泣，但是當他們抵達後，他們的眼淚將被無
法抑制的喜樂歡呼所取代。我們將看到，聖經實際上將以色列的
聚集分成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彌賽亞親自將逃往沙漠的
人們帶回，第二階段發生在耶穌到達錫安後，將流亡在世界各地
的子民召回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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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鷹的翅膀 
新約聖經也清楚地教導以色列人在末後將重返出埃及沙漠的概念。在
啟示錄中，我們讀到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
的冠冕（12 :1）。華約翰（Walvoord）正確地指出：“如創世記37 :9-
11所示，這個婦人象徵以色列，日月指的是約瑟的父母  ，雅各和拉
結。婦人冠冕上的星星顯然與雅各的十二個兒子有關，因此可確定這

個婦人是以色列。”
8  

。異象描述婦人懷了孕，並即將生下一個男孩
（2節），但是有一條大紅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
生產之後、要吞喫她的孩子（3-4節），然而那個孩子被救了出來並
被提到天上（5節），那個孩子當然是代表彌賽亞耶穌“是將來要用
鐵杖轄管萬國的”（5節），而龍就是魔鬼。經文直接陳述以色列在
末後的日子裡逃到曠野的概念：  

婦人 就逃到曠野、 在 那裡有 神給他 預備的 地方、使他 被
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12 :6 )  

幾乎所有釋經家都認為此處經文的背景明顯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故
事 。 9耶 穌 在講述同一段時間時警告 人 們 ，當他 們 看 到 那行毀壞可憎
的敵基督軍隊逼近耶路撒冷時，“ 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太
24 :16 -21；可13 :14 -22；路21 :20 -24），耶穌召喚以色列逃往山上和
逃往沙漠似乎可以肯定是指同一件事，山上和沙漠都是在曠野地區，

這兩個詞都可以正確地用來描述出埃及記的曠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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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節 經文之後， 再 次 重複以 色 列逃亡到 沙 漠三年半的主題 ，
“ 於 是 有 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 、叫他能飛 到曠野、 到自己的 地
方、躲避那蛇．他 在 那裡被養活 一載二載半載。 ” （ 啟12 :14） ， 神
賜給婦人兩只大鷹的翅膀，清楚地的引喻第一次出埃及時，“我向埃
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
來歸我。”（出19 :4參見申32 :11-14），主將在曠野餵養和照顧以色
列，如何西阿所述，主要柔聲安慰他們，耶和華在那裏將再次彰顯自
己是那位在第一次出埃及時，行在他們前面充滿慈愛憐憫的神。 



16 
            更新婚約 

以色列最終恢復的中心是更新與主的婚姻盟約。我們在第一
部分討論過，西奈山的盟約的確是一個訂婚或婚姻的盟約，本章
將探討末後以色列婚約的永久更新和完婚。儘管這確實是西奈之
約 的 “ 更 新 ” ， 但 也 是 一 個 全 新 的 盟 約 ， 福 騰 葆
（F ru c h t e nbaum）說：“ 新 約 在 許 多方面是 神 與 以 色 列 和猶大

兩家簽訂的新婚約。”
1
 何西阿是第一個講到這個主題的先知，我

們之前討論過，何西阿的預言不但將許多主題聯繫在一起，而且
生動有力地描述出神浩大的恩典和祂對新婦以色列的一個長期救
贖計劃，深深地震撼人心。 

何⻄阿的預⾔ 
先知何西阿的生平故事和神給他的任務著實令人費解，儘管會帶
給先知痛苦和屈辱，但神還是命令何西阿與一個妓女結婚，並要
愛她、與她生子，“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
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
耶 和華。 ” （何1 :2） ，主將先知的 生命作 為 預 言 的 實例， 展 現
出以色列的不忠和神不朽的愛，“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
淫婦、就是他情人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喜愛
葡萄餅、 耶 和華還是 愛 他 們 。 ” （何3 :1） ，主在 預 言 中譴責以
色 列 的變節 ， 但也預 言 了她終極的恢復。何西阿書1章再 次 明確
地指出未來最終修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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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裡

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

聚集、為自己立一個首領、從這地上去，因為耶斯列的日子必

為大日。 (何1 :10–11 )  

以色列從不再是神子民的情況下得到恢復，不僅是北國以色列的

修復，還包括南國猶大的所有地區。
2   

他們在第一次打破盟約的地
方，就是在發生金牛犢叛亂的地方，再次轉向耶和華，這也是彌賽亞
耶 穌向他 們顯現並將 他 們帶回土 地 的區域。法蘭西斯· 安德森
（F r a n c i s  I .  An d e r s e n ） 和 大衛·諾爾·弗里德曼（D av i d  No e l  
F r e e d m a n ） 在 耶魯安格聖 經註釋（ Y a l e  A n c h o r B i b l e  
Commen ta ry）說：“就如摩西率領重聚的支派擺脫了奴隸的綑綁，
因此，將由 '一位領袖 '帶領猶大和以色列 ，一個重新聯合的民族，走

出毀滅之路，進入耶和華為他們預備之地。”
3
 ，何西阿在3 : 5重複同

樣的主題，清楚地表明這位“領袖”是彌賽亞，“後來以色列人必歸
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
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以西結也重申相同的預言，
有一位王將帶領所有以色列人民再次聚集，重返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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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 他 們說、主耶 和華如此說、 我要將 以 色 列 人 從 他 們
所到 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 們 、引導 他 們 歸回本
地 。 我要使他 們 在 那 地 、 在 以 色 列山上 、 成 為 一 國 、 有
一王作 他 們眾民的王．他 們 不 再 為 二 國 、決不 再分為 二
國．也不 再因偶像、 和可憎的物、並一 切 的罪過 、玷污
自己．我卻要救 他 們 出離一 切 的住處、 就 是 他 們犯罪的
地方．我要潔淨他 們．如此、 他 們要作 我 的子民、 我要
作他們的神。 (結  37 :21-23 )  

何西阿預言以色列“從這地上去”（1:11）具有雙重的含義，
首先，它是指以色列從埃及出來並返回自己的土地。杜安·加勒
特（Duane Garre t t）在新美語聖經註釋（The New  Amer ican 
Comm e n ta ry）注：“何西阿指出 以 色 列 的 新 出 埃 及 ， 再 次 從流

放中歸回，許多學者接受這個解釋。”
4  

，安德森和弗里德曼也認
為有雙重的含義：“ [我們 ]建議  '從這地上去 '  有兩種含義，一種

是歷史上的（出埃及記），另一種是末世的（復活）。”
5
  我認

為這裡的出埃及和復活都是指末世，都發生在未來。死人復活和
以色列第二次出埃及重歸故土，與彌賽亞再來的時間相符，這恰
是我們剛提到的以西結書37章裏的雙重意義。 
何西阿的孩子們的名字含有預言的意義，神給何西阿長子的

名字為耶斯列，意思是“神栽種”， 接下來的兩個孩子分別命名
為羅路哈瑪、是“不蒙憐憫”的意思，羅阿米就是“非我民”的
意思。根據這三個名字的推論是⎯  神雖然暫時拋棄祂的子民（他
們不再被愛，不再是祂的子民），但神將恢復和栽種他們在土地
上生根，並永遠不再拔出。就像栽種到地裡的種子（耶斯列）一
樣，他們將經由復活和恢復，再次從土壤中萌芽。所以最後兩個
以色列“從這地上去”與“耶斯列的日子”（何1 :14）的陳述，
是完整地聯繫在一起的。這使我們不禁想起耶穌說到祂自己的死
和復活，“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 :24）。以
色列在盟約的嚴厲苦難和“埋葬”之後，才能夠經歷如此大的更
新和復活（參摩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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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以⾊列回到曠野 

何西阿重複一些眾先知所述的主題，神再次斥責以色列，“我必
追討他素日給諸巴力燒香的罪、那時他佩帶耳環、和別樣妝飾、
隨從他所愛的、卻忘記我．這是耶和華說的”（2 :13）。然後，
神做了以下意義深遠的宣告，“後來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
對他說安慰的話”（14節），神不再生氣地對以色列說話，祂的
語氣顯著地改變了，耶和華描述自己將溫柔地吸引以色列進入沙
漠，在那裡直接對她的心說話，“他從那裡出來、我必賜他葡萄
園、又賜他亞割谷作 為指望 的門、 他 必 在 那裡應聲〔或作歌
唱〕、與幼年的日子一樣、與從埃及地上來的時候相同。”（15
節）。亞割谷是受苦的地方，經文說以色列在遭受如此巨大苦難
的時侯，會找到的拯救，以色列會像幼年時從埃及出來那樣地歡
喜，在那些日子裡，以色列會像她新婚時那樣熱情地唱歌。神要
帶 領 以 色 列 進 入 哪 一 個 曠 野 ？ 凱 爾 （ K e l i  ） 和 德 利 奇
（De l i tzsch）認為：“主除了阿拉伯的沙漠之外，不會帶領子民

進入別的沙漠。”
6 

，就在首次訂立婚姻盟約的西奈沙漠，主必讓
祂 的 新婦重 新 歸回自己。所以 “ 耶 和華說、 那日你 必稱呼我伊
施、〔就 是 我夫的意思〕不 再稱呼我巴力、〔就 是 我主的意
思〕” (16節 )。所以，主不但要修復在西奈山舉行的婚姻盟約，
並且它再也不會被打破，“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
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
和華。 ” （19 -20節 ） 。 預 言又回到主會 將 以 色 列永久地栽種在
自己的土地上，第23節繼續說，“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
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的民、他必
說、你是我的神。”  ，這節經文包括了何西阿三個孩子名字的
意義，盟約最終目的達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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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罷、讓我們歸向耶和華	
何西阿書6章記載以色列在承受盟約懲罰的痛苦之後對主的回應，是
聖經中最美麗的詩歌之一：  

來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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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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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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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6 :1-3 )  

這裡直接引用摩西之歌“神撕裂後必醫治”的話語，當以色列走
到盡頭的時候，主會 對 他 們說， “ 你 們 如今要知道 、 我 、惟有 我 是
神、在我以外並無別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損傷、我也醫治、
並無人能從 我手中 救 出 來 。 ” （申32 :39；參照何5 :14） 。 以 色 列 認
罪之後，他們堅信，預言應許的彌賽亞必在預定的時侯來到，就如每
日太陽升起一般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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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預⾔以⾊列更新婚約 
如果何西阿是唯一談論這個美麗應許的先知，那麼在整個救贖故
事中，它只能算是一個較次要的預言主題。然而事實上，繼何西
阿之後，其他先知們也強調耶和華與以色列在末世將最終地更新
盟約，這是猶太人對未來一個極大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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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

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耶和華召你、如召

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

的。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

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

華你的救贖主說的。（賽54 :5 -8） 

首先，神宣布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雖然她的罪過導致丈夫
的懲戒、放逐和疏遠（50 :1），但是將有修復到來，並不是因為
她的良善，而是她的丈夫將以極大的憐憫和慈愛將她挽回。經文
用 “慈愛 ，恩慈” （希伯來 語 h e s e d ） 這 個詞， 明顯地 是要我 們
想起主在 西 奈山宣告自己的 性格。 在 第 一 次訂定婚姻盟約 的 地
方，耶和華描述自己為“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34 :6）。以色
列返回她丈夫的 新盟約 是永久的 ， 神 對她愛 的 承諾永遠不 會改
變。 
先知在以賽亞書62章回到修復婚姻的主題，馬丁（Mar t i n）

評論 道：“ 本章大 部分的內容是 為主的 再 臨 和 祂子民的恢復做

準備。”
8  

，62章以 著名的代禱誓言開始， 以賽亞不斷地呼求
主，直到以色列完全獲得修復為止：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

輝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賽62 :1 )  

以賽亞為以色列不住代禱，直到以色列的救贖如巨大的光輝
從 耶 路撒冷照射出 來 ， 他 期 待 那 個金光閃爍的日子來 臨 ， 那時
侯：  

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
耶和華親口所起的。你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神的掌
上 必 作 為冕旒。 你 必 不 再稱為撇棄的 、 你 的 地也不 再稱為荒涼
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
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必歸他． (賽62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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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以色列將不再羞愧，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的居民
都將見證她的高升和榮耀。在現代西方世界，已婚婦女大多數都
會冠夫姓，在以色列修復之時，神會給她兩個新名字， 一個是
我所喜悅的 （H e lph z ib a h ） ，另一 個 是 有夫之婦（B eu l a h ） 。 
這兩個名字都表明 以 色 列 是 神所摯愛 的 新婦， 這 是她永久的身
份。經文直接了當地引用他們在西奈山與耶和華建立特殊的盟約
關係。以色列像一位皇后，戴著冠冕或花冠，她也像握在耶和華
自己手中 的珍貴的寶石。 為 了 更深入地說明 這 一點，先知繼續
說：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
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
要照樣喜悅你。 (賽62 :5)  

加里  史密斯（Gary  Sm i th）對第5節所做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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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新婚夫婦的喜悅和興奮圍繞這 個 事 件 ，因為 神自己
為最終完成 多 年 前製定的計劃而欣喜。最終， 神 的奇蹟
改變了百姓，恢復本 應 一直屬 於 神 與 祂所揀選的民族之

間的喜樂和滿足的關係。
9
 

耶利米預⾔以⾊列更新婚約 
我們在13章討論以色列的最後救贖時，查考了耶利米書31章這段
非常重的經文。這章不僅描述許多以色列的未來復興，而且還是
舊約聖經中最主要談到新約的預言之一（參照  賽59 :19 -21；結
36：23 -31）。我們之前未詳細說明的一點是⎯未來訂立的新約
與西奈山婚約相互綁定的關係：  

耶 和華說、日子將 到 、 我要與 以 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立
新 約 。 不像我拉著 他 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 出 埃 及 地 的時
候、 與 他 們所立的 約．我雖作 他 們 的丈夫、 他 們卻背了
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31 :31-32 )  

所以耶利米也說到西奈之約是一個婚約和耶和華是以色列的
丈夫，耶利米書2 -3章也同樣使用丈夫和妻子的語言。這段經文
非常 重要的 一點在 於 耶利米顯明 新 約 就 是 更 新 的 西 奈山盟約 ，
但 是 新 約也是 一 個嶄新 的盟約 ， 它遠遠超過原先的 西 奈山盟
約 。 新 約 更好的原因在 於 它提供了 聖 靈 ，藉著 聖 靈 的幫助， 以
色 列 將 有能力永遠忠於 神 ， “ 耶 和華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 與
以 色 列家所立的 約 、乃是 這樣．我要將 我 的律法放在 他 們裡
面、 寫 在 他 們心上．我要作 他 們 的 神 、 他 們要作 我 的子民。 ” 
（耶3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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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預⾔以⾊列更新婚約 
我們在12章中討論到令人心痛的以西結書第16章，主在那段經文
裡描述 祂見到 以 色 列 是 被丟在 路邊的棄嬰， 神 將她拾起 、清洗
她、照顧她和撫養她，當她長大後，神與她立約並娶她為妻。雖
然如此，她還是作了一個與周圍國家行淫的妓女，甚至謀殺了自
己的兒女。這章經文結合了隱喻與事實並發出痛苦的譴責，在這
段經文的中間神大嘆，“哎、你這行淫的妻阿、寧肯接外人不接
丈夫。”（結  16 :32 )  ，由於以色列的不忠，神會以人能想像得
到的、最嚴厲的方式來懲罰她。但是主的嚴厲審判會生出預期的
果效，以色列將在罪惡深處被喚醒，這段經文以令人震驚的結果
結束。儘管以色列一再犯罪冒犯神，儘管她一連串的淫行，但是
神仍宣告祂會記住與新婦訂立的婚約，並會饒恕她。聖經中很少
像以西結書16章最後幾節，捕捉到神對以色列寬容忍耐之心的經

文
10

，神宣告說：  

“我要堅定與你所立的約、（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好使你 在 我赦免你 一 切所行的時候、心裡追念、自覺抱
愧、又因你 的羞辱就 不 再開口．這 是主耶 和華說的 。 ” 
(結16 :62-63 )  

儘管以色列一再犯罪，但神會記住祂對新婦的盟約承諾，最
後， 祂 會 再把她娶回來 。 祂 將建立一 個 新定的盟約 （ 新 約 聖
經），饒恕她過去的過犯，並永遠地潔淨她。 

 結論 

聖 經使用各種類比來表達神 與子民間的 關係， 神 在 出 埃 及 記裡， 將
自己描繪成 一隻保護和照顧幼雛的老鷹， 祂也多 次 在 經文裡描述自
己為父親，子民是 祂 的兒女。 這些類比一致強調 地 是 一 個親密關
係，當然也包括神 作 為 新郎、子民作 為 新婦的 關係， 這 是 個 貫 穿整
本 聖 經 的主題 ， 它 是 一 個 用 來傳達神 與 祂子民親密關係中最重要和
突顯的類比。先知何西阿巧 妙 地 以極富詩意和 預 言 的方式表達出 這
個意象， 他 以自己的 生命經歷作 為 一 個 沈痛有力的寓言 ， 展示以 色
列 和 神之間的 關係。之後先知以賽亞、 耶利米和 以 西結也由婚姻盟
約 的 視角來描述 以 色 列 與 神 的 關係， 耶 和華稱為 以 色 列 的丈夫，而
以色列是祂不忠實的妻子，仍然等待未來終必成就的永遠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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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奈之約 的訂立是按照婚約 的 模式， 以 色 列卻因罪惡和 不順
服卻導致她遠離神，但是她的叛逆終將結束。正如所羅門所述，
以 色 列 在 這 個世代的盡頭， 將 從她漫長而痛苦的曠野困境中 出
來，全心全意地信靠她的丈夫耶和華，“那靠著良人從曠野上來
的 、 是誰呢？⋯” （歌8:5） ，當耶 穌彌賽亞在 這 個世代的末了
再來時，以色列的婚姻盟約將最後永遠地恢復，那開始於創世紀
的偉大救贖故事終將圓滿成就。 



17 
婚筵 

以色列與主更新婚約的時間是在末後的日子，當耶穌彌賽亞回來後。
許多基督徒可能會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和“羔羊的婚筵”有什麼關
聯？要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瞭解一些為新約聖經提供依
據的舊約基礎經文。從一世紀開始，那些具有聖經知識的猶太信徒如
何理解這個主題？本書在第一部分以及上一章的討論已經為此立下一
些理解的基礎，現在來看以賽亞書中的一些關鍵經文，以賽亞除了提
到末後婚約的更新之外，還特別提到彌賽亞降臨之後，將在錫安舉行
一場盛大的婚筵。 

以賽亞書4章：末世的婚筵 
以賽亞書第4章是舊約中第一次具體提到末世婚禮的經文。從以
賽亞書2 :1 -5開始描述彌賽亞千禧年統治中 的 一 部分， 以 色 列 在
那個時候將被推崇至萬國之上：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

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

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

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

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賽2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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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4章繼續描述彌賽亞千禧年的統治：  

到 那日， 耶 和華發 生 的苗必華美尊榮， 地 的 出產必 為 以
色 列逃脫的 人顯為榮華茂盛。主以公義的 靈 和焚燒的
靈 ， 將 錫 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 耶 路撒冷中殺人 的血
除淨。 那時，剩在 錫 安 、留在 耶 路撒冷的 ， 就 是 一 切住
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賽4 :2-3 )  

“ 耶 和華發 生 的苗” 是指彌賽亞（2節 ） ， 祂 是 從 一 個似乎已經
枯死的樹樁，看似已滅絕的大衛王朝，所長出的嫩枝或苗。耶穌歸來
後將坐在父親大衛的寶座上，並從耶路撒冷統治全地（撒下  7 :10-16 ;
詩2 ;  45:5 -7 ;  72 :8 -20 ;  102 :13-17 ;  110 ;  賽9 :7）。那時所有倖存的以色
列民都 將 成 為 聖潔， 聖 靈充滿，並享受那 更美之約 的益處（ 來
8:6）。神審判以色列背約的潔淨工作在“雅各遭難的日子”完成了，
正如馬丁（Mar t in）所說，以賽亞指出的那些猶太人是“就在耶穌基

督回來建立祂的國度之前，經過大災難中倖存的猶太人。”
1
 ，所以

這個時間點是非常明確的，是在彌賽亞王國的破曉時分。有了這個明
白之後， 那麼接下來探討的兩節 經文就非常 地 重要和 有意思， 在 那
時：  

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並各會眾以上、使白日有煙雲、黑夜有
火焰的光．因為在全榮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
蔭避暑、也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躲避狂風暴雨。 (賽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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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裡的“遮蔽”，是希伯來文的丘帕（chuppah婚棚）。我們
在第7章中討論過，在聖經婚禮儀式上新郎和新娘站在一個遮篷下面

的概念。
2
 莫德（Mo t yer）說，“丘帕 ( ḥ uppâ )一直是表示結婚的地

方” 3 ，完整猶太聖經 （The Comp le te Jew i sh B ib le  JCB）的翻譯更
清楚：“神將在整個錫安山、在那裡聚集的人們上方，白日裡創造煙
雲，夜間創造閃耀熾熱的火焰遮蓋；因為神的榮耀將像丘帕一樣籠罩
一切。”，因此在彌賽亞時代的到來之際，隨著耶和華與以色列的婚
約更新，耶和華的榮耀將像婚姻棚一樣覆蓋錫安山！也許在整個千禧
年期間這個遮蓋仍然保留，作為耶和華與子民之間盟約和祝福關係的
永久見證。你可聽到神對以色列的宣告在歷史的走廊迴盪？神在錫安
山也將像在西奈山一樣地宣告，“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
你們的神”（創17 :7 ;  出6 :7 ;  34 :24 ,28 ;  耶7 :23 ;  30 :22 ;  31 :33）。在訂
立第一個盟約時，主為子民以厚雲作為丘帕，在彌賽亞王國期間、在
新婚約訂定時，他們將看到耶路撒冷錫安山上的新丘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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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25章：婚筵 
以賽亞書 4章開始為末世的婚筵做準備。先知接下來 在 第 2 5章
中，特別地講到在耶路撒冷所舉行的一個實際的婚筵。在那日，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用陳酒和
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 陳酒、設擺筵席。 ” ( 6節 )。莫德
（Mo tyer）說的很對：“瞭解以賽亞在這裡是回顧記載在出埃及

記24章的盟約筵席是非常重要的。”
4
 ，我們在第8章中探討過，

摩西、亞倫和七十位長老在山上享用筵席，作為西奈盟約的正式
訂定和封存的見證 ， “ 他 們觀看 神 、 他 們又喫又喝” （ 出
2 4  : 1 1） ， 將 來 在 錫 安山也會舉行一 個 如 西 奈山一樣的豐盛筵
席。 

以賽亞解釋，在那個時候，神將除去遮蓋“萬國”蒙臉的帕子
（7節）。這可能是除去萬國盲目的帕子，使外邦人擺脫拜偶像的綑
綁，也可能是經歷過這個墮落的世代，為罪惡和死亡哀悼的帕子。事
實上，這些盲目、拜偶像、死亡和悲傷都息息相關。馬丁（Mar t in）
指出：“這將實現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萬國都將藉著以色列得到祝

福（創12 :3）。”
5  

，從此世界不再有死亡（7，8節），眼淚和悲傷也
將被遺忘（8節），以色列漫長而悲慘的苦難歷史將徹底扭轉：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

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人必

說、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素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這

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賽

25: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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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時侯，當她與主的關係得到醫治
和婚約 得 到完全地修復時， 神 將 在 耶 路撒冷舉行一場盛大 的宴
會，一個豪華的婚筵。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以賽亞從未將這個婚
筵描述為以色列專屬的筵席，相反地，先知發表了一個革命性的
聲明⎯這 是 為 “萬民”所準備的 一場豪華的盛宴（6節 ） 。莫德
（Mo t y e r ）評論：“ 在整篇段落中 “強調普世性 的主題 ， “萬
民”出現了兩次，表示包括所有民族、所有不同的面孔、整個地

球。”
6
 。雖然西奈山上的盟約筵席只限於摩西和代表以色列的長

老們 ， 但 是未來 神 在 錫 安山將向全世界發 出邀請（太24 :14 ;  啟
14 :6）。 

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席 
在 耶 穌 的傳道 生涯中 ， 多 次指出 這 個 以賽亞預 言 的偉大末世婚
筵， 耶 穌 與羅馬百夫長的 對話是 祂 第 一 次提到 這 個主題 的時
候：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主阿、我的僕
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耶穌說、我去醫治他。百夫
長回答說、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
的僕人就必好了。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
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
這事、他就去作。 (太8:5–9 )  

雖然大 多數羅馬百夫長是異教 徒 和拜偶像的 人 ， 但 其 中 有些是
“敬畏神”的人（徒10 :2；13 :16、26；16 :14；17 :4 ,17；18 :7）。學
者們認為，這些人敬畏神和敬拜耶和華，並可能遵守某些猶太教的傳
統，但未必完全皈依猶太教。 7馬太福音第8章敘述耶穌與這樣一個百
夫長的交集，這位羅馬軍事領袖不要求耶穌費時費力地到別地去醫治
他 的僕人 ， 他表示，只要從 耶 穌嘴裡說出 一 個簡單的命令就足夠
了。 耶穌對這個謙卑又充滿信心之人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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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
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
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
席．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必要哀哭
切齒了。 (太8:10-12 . ,   參  路13 :29 )  

耶穌首先表示喜悅這個外邦人的偉大信心，然後祂開始闡述
以賽亞書25章最關鍵的主題。當彌賽亞時代到來，舉行慶祝婚筵
時，世界各地的“許多”外邦人將來到以色列，並與以色列的偉
大族長們 “ 一同坐席” 。另一方面，令人震驚的 是 ， 許 多猶太
人，“本國的子民”將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耶穌有意地冒
犯猶太同胞們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偏見。雖然以色列婚約的更
新是這個婚筵的主要和原始背景，但它不僅限於只有以色列先祖
血脈的後裔，而是指神所有的子民，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如丹
尼爾·布洛克（Danie l  Isaac B lock）和達雷爾·博克（Darre l l  
L .  B o c k  ） 在 信 徒 聖 經註釋（ T h e B i b l e  K n o w l e d g e 
Commen ta ry）所注：“耶穌教導未來的王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
許多外邦人 '⋯他們會與亞伯拉罕和族長們同坐，享受偉大的末世

盛宴⋯而許多以色列人將被排除在外。”
8 

 在過去兩千多年裡，世
界各地凡接受福音邀請的人們，將與猶太族長及其他信實的舊約
聖徒們一起參加神國的婚筵。 

耶穌描述的一個偉大末世盛宴的概念，紮實地根植於以賽亞書25
章，而後者又直接指向出埃及記24章的盟約筵席。因此，摩西和長老
們在西奈山頂上的筵席，是新約中經常提及的末世婚筵的預表。以賽
亞描述那未來盛宴的日子，“⋯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必在錫安山、在耶
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長老面前、必有榮耀。”（賽24 :23）， 摩
西和長老們在西奈山上與以色列的神見面，又吃又喝。同樣地，在未
來的世代，錫安的聖徒也要又吃又喝，一同仰望耶穌⎯  道成肉身的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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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筵的寓⾔故事 
耶 穌 在 其 他 地方也講到 有 關婚禮的寓言 故 事 ， 祂 在馬太福音22
章對眾人說：  

天國好比一 個王、 為 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就打發僕
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太22 :2-
3 )  

如許多拉比寓言中常用的比喻一樣，故事裡的王代表神。
9 
另外

一個重要的理解是⎯  耶穌有意地表達“天國”不是指在天上某處的
屬靈國度，而是未來在地球上所建立的彌賽亞王國，天國就是地上的
彌賽亞王國。 10  路加福音清楚地表明這點，耶穌告訴門徒們，“ 我
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
上喫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22 :29–
30）。如我們之前探討的，以賽亞所描述的未來婚禮盛宴是彌賽亞返
回後， 在 地球上 的 耶 路撒冷舉行的 。釋經家路易斯·巴比耶里
（Lou i s  A .  Bar ier i  Jr .）正確地指出：“這裡所描繪的婚筵發生在千

禧年時代。”
11  

寓言接著說，王派遣僕人去通知那些先前受邀的 人
們：  



The Wedding Feast  / 149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 你 們 告訴那 被召的 人 、 我 的筵席
已經 預備好了 、牛和肥畜已經宰了 、各樣都齊備．請你
們 來赴席。 那些人 不 理 就走了．一 個 到自己田裡去．一
個 作買賣去．其餘的拿住僕人 、凌辱他 們 、把他 們殺
了。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燬他們的城。 (太
22 :4-7 )  

根據新約學者克雷格·布隆伯格（C ra ig  B lomberg）所述：

“最初被邀請參加宴會的人們，清楚地代表以色列。”
12

 可悲的
是 ， 在 以 色 列歷史中 ， 大 多數的 人 們拒絕了 神派遣來 的使者⎯  
不僅包括舊約先知，還有施洗約翰、耶穌和使徒們。耶穌已經知
道他們會拒絕自己，因此警告祂的同胞，神將派遣軍隊入侵他們
的土地，殺死許多人，並焚燒耶路撒冷。這個信息對我們並不陌
生，我們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討論過，摩西和先知們早就預言了
這些警告，但是幾乎所有註釋家都認為耶穌在這裡的警告是指公
元70年耶路撒冷遭受的災難。我們可以非常公平地說，這個寓言
最終是指向未來的末世，那還未發生在以色列身上最後一輪的盟
約審判。 
由於最初被邀請的人們拒絕了主慷慨的心意，王就告訴新派出的

使者們，“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太
22  :9），第二次的呼籲指的是在過去的兩千年中，福音的邀請延伸
至整個世界。許多傳統時代論主義者認為在這個世代結束時將有兩個
不同的婚筵， 一個是為了以色列所預備的婚宴，另一個則是為基督
徒所預備的 。 福騰葆（F r u c h t e n b a um） 這樣說：“ 從某種意義上
說，將會舉行一場雙重的婚筵，一個是為了彌賽亞的新婦，為教會所

預備，另一 個 是 為 耶 和華再婚的妻子， 以 色 列所預備。”
13  

潘潔德
（J .  Dw igh t  Pen tecos t）在其經典時代論主義著作，將要來的事情
（Things  to Come）中持有更強烈的觀點：“似乎有必要區分羔羊的
婚筵和結婚筵席。羔羊的婚筵專屬於教會，在天堂舉行。結婚筵席是

為以色列所預備，在地上舉行。”
14  
然而這種主張根本沒有聖經的依

據。耶穌的寓言表明，那些接受福音邀請的人們所參加的婚筵，是和
先前邀請以色列參加的同一場婚筵。以賽亞書25章敘述，以色列在錫
安山上舉行的豪華婚筵是向“萬民”開放的 ,  聖經只講到一場婚筵。
創造出不止一個婚筵和新婦，無疑使事情變得過於複雜，這是試圖將
僵硬的神學系統強加於聖經的解釋。神要各個民族的人們合一，出現
在同一個婚筵上，否則就是造成分裂，這與神的心意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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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論末世 
耶穌在橄欖山論述中展開祂偉大的末世教導，在論述中非常恰當
地談到末世的婚筵：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 出去迎接新郎。 其
中 有五個 是愚拙的．五個 是聰明 的 。愚拙的拿著燈、卻
不 預備油．聰明 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新郎遲
延的時候、 他 們 都打盹睡著 了 。半夜有 人喊著說、 新郎
來 了 、 你 們 出 來迎接他 。 那些童女就 都 起 來收拾燈。愚
拙的 對聰明 的說、請分點油給我 們．因為 我 們 的燈要滅
了 。聰明 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 我 用 的．不 如 你 們自己
到賣油的 那裡去買罷。 他 們去買的時候、 新郎到 了．那
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太25: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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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寓言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警告，耶穌的門徒無論等多久，
都應該隨時為祂的再來做準備。特纳（Tu rne r）和博克（Bock )
注：“五個愚拙的童女期望新郎能迅速來到，但是聰明的童女卻

為可能發生的延遲做好了準備。”
15  
愚拙的童女是信徒還是非信

徒？油到底代表什麼？解釋這些問題不是我們在此的目的。但是
我們確實知道新郎清楚地代表耶穌，耶穌多次在福音書中以此稱
呼自己（太9 :15；太25:1、5、6、10；可2 :19-20；路5:34-35；約
2 :9；3 :39）。保羅也使用類似的語言，“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
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
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林後  11 :2）。因此，儘管基督徒已
經習慣於將耶穌視為即將到來的新郎神，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
從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的觀點來看，“丈夫”指的是耶和華、是西
奈山上的新郎神。所以，耶穌一再稱呼自己為新郎的目的是非常
有意地說明自己是耶和華。特納（Turner）和博克（Bock）說：
“神與以色列的關係在舊約中就像新郎和新娘的關係⋯  耶穌在

這個寓言中將自己描繪為同樣的關係。”
16
 

等待主⼈ 
耶 穌 在 路 加 福音中 重申並總結了愚拙和聰明童女寓言 中 的 一些
教訓：  

你 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
人 、 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 來 到叩門、 就立刻給他開
門。主人 來 了 、 看見僕人儆醒、 那僕人 就 有 福 了．我 實
在 告訴你 們 、主人 必叫他 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
候他們。 (路12 :35 -37 )  



152  / SINAI  TO ZION  

這同樣是 一 個呼籲預備的寓言 。羅伯特 ·斯坦（ R ob e r t  L .  
Stein）在新美語聖經註釋（The New  Amer ican Commen tary）
注解：“在聖經中常見到一人將長袍挽起塞在腰帶下以便跑步的
描述。”17  英王欽定版聖經（KJV）的翻譯：“束起你的腰” 更
貼近希臘文（35節）。這顯然是對逾越節的隱喻，經文說，“你
們喫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喫、這是耶
和華的逾越節。”（出12 :11）。換句話說，神命令以色列人在吃
逾越節晚餐時要保持時刻準備的心態，就是耶穌的門徒們在等待
耶穌歸來時應該過的生活狀態。所以耶穌在三節經文後說，“你
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路12:40）
帕奧（P a o ） 和施納貝爾（S c h n ab e l ） 的註解也指向出 埃 及 記
12 :11， “ 耶 穌表示最後的 救 贖 ，使人 聯想到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的拯

救。”
18  

我們再一次看到整個出埃及的故事，實質上是耶穌再來的
預示。 

耶穌在這裡使用與馬太福音8:10-12相同的用語，再次說到客
人在婚筵上“坐席，這是耶穌提到彌賽亞筵席時最常見的特色
（太8:11；路12 :37；13 :29；14 :15 -24；22 :27-30），耶穌顯然是
這個寓言中的主人，祂將在宴會上“自己束上帶”，謙卑地伺候
婚筵的客人，這是十分令人震驚和有力的陳述。只有耶穌會以透
過服侍他人的行為彰顯出祂的絕對主權。 

最後的晚餐 
耶穌被出賣、逮捕、折磨和釘十字架之前的晚上，與門徒一起吃
逾越節的晚餐。馬太福音記載：  

 他 們喫的時候、 耶 穌拿起餅來 、 祝 福 、 就擘開、遞給門
徒 、說、 你 們拿著喫．這 是 我 的身體。又拿起杯來 、 祝
謝了 、遞給他 們 、說、 你 們 都喝這 個．因為 這 是 我立約
的血、 為 多 人流出 來 、使罪得赦。 但 我 告訴你 們 、 從今
以後、 我 不 再喝這葡萄汁、直到 我 在 我父的 國裡、同你
們喝新的那日子。 (太  26 :2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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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中，添加了一些重要的細
節。 首先，耶穌祝謝擘餅後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11 :24）。然後在祝福這杯
酒之後，耶穌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
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5節）。最後，保羅加上
補充，“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來。”（26節）。因此耶穌擴展了逾越節擘餅和飲酒的傳統，創
造了一個新的傳統，之後稱為“聖餐”，初期教會敬虔地遵守這
個傳統（徒2 :42）。定期守聖餐有兩個目的：首先，回顧過去以
“記念”建立新約所流的血。 其次，期待未來並“宣告”將在“父
的國度”舉行的婚筵。舊約需要流公牛的血來贖罪，而新約則是
由彌賽亞耶穌的血一次地、永遠地贖罪。希伯來書的作者提醒我
們新約的絕對卓越性，“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然而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
成聖”（來10 :4 ,10）。 

羔⽺的婚筵 
最後我們來到啟示錄，這是聖經中關於末世婚筵最後的記載。
使徒約翰看到未來救贖故事的高潮，那時從天上傾瀉出慶祝的
歡呼，“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 慶祝歡欣的原因
是什麼？  

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
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
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19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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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加這個盛大的婚筵確實是一種祝福，但真正的祝福是
保留給實際參加的人。那麼，到底誰會在婚宴上呢？其實這是個
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因為它涉及一個更大的議題⎯“誰是神的子
民？”，答案取決於你問的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答案有它
的複雜性。神學家們創建了各種模式和圖表來解釋這個問題，時
代論 神 學家有各樣的 模式，而改革宗神 學家也有 他 們自己的 模
式。但是排除所有神學系統之後，最符合聖經的模式通常被稱為
“橄欖樹神學”， 這是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11章中所闡明的立
場。保羅用在橄欖樹根上稼接各種野橄欖枝子的類比來說明，保
羅確認了三類不同的群體（枝子）：  

1. 目前已長在樹上 的自然枝子， 這包括在 耶 穌時代之
前和之後的所有忠實的、信耶穌的猶太人。  

2. 之前是野橄欖枝，但現在已經稼接在橄欖樹上，這是
指外邦人基督徒。  

3.  從樹上砍下的天然樹枝， 這些是 不 信彌賽亞的猶太
人。 他們是自然的枝子，雖然他們已經離開了橄欖
樹， 但可以很容易地 再 次稼接回去。 實際上 聖 經表
明，那些經歷雅各遭難日子後存活的猶太人，都將得
救，並永久地接回到原生的橄欖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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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羔羊的婚筵上快樂的慶祝者由以下三類人組成：  

1. 活在耶穌時代之前忠實的猶太人和公義的、敬畏神的
外邦人，例如，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族長們。  

2. 耶 穌 在世上服事 期間和之後信彌賽亞的猶太人 及 外
邦基督徒。  

3. 目前不信奉耶和華和彌賽亞，但將來會信的猶太人，
包括當耶穌再來時會悔改歸主的大量猶太人。 

在未來舉行的末世婚筵上，三個群體的人們將共同組成“彌賽亞
的新婦”。釋經家佩奇·帕特森（Paige Pa t terson）正確地指出：
“在新約中，由每一個真正得救贖者所組成的教會，就是基督的新

婦。”
19 

結論 
在西奈山上摩西和長老們享用的筵席是未來錫安山婚筵的預表，
雖然西奈婚約屢次被打破，但是新約卻是永恆的婚約。摩西和長
老們在西奈山見到耶和華的榮耀，而參加錫安婚筵的每一個人都
會見到 耶 穌⎯  神榮耀所發 的光輝（ 來 1 : 3） ， 耶 穌自稱為 “ 新
郎”，就是非常明確地表達祂是西奈山的新郎神。在耶穌回來的
時刻，才是偉大救贖故事的完全成就，神在西奈山開始的救贖計
劃將 在 錫 安山完結，最終的 出 埃 及 將 會 實 現 ，進入永遠擁有 安
息、保障和祝福的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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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耶穌凱旋再來 

現在我們的注意力要全部轉向耶穌的再來，這是本書中我最喜歡、最
興奮的一部分，我們要繼續探討出埃及的故事和耶穌彌賽亞再來的關
聯。學者們通常稱聖經中有關耶穌基督再來的一些最早、也是最根基
的預言為“曠野的傳統”，本書稱為“沙漠預言”。我們會看到聖經
教導當耶穌再來的時候，祂會行經沙漠，解救那些被擄的以色列餘
民，並一路帶領他們平安的回到錫安。這些沙漠預言記載了有關耶穌
再來最詳細、最活潑和最榮耀的描述。這些預言同時也是新約講述耶
穌第二次來臨的基礎。 但奇怪的是，現在的基督徒卻很少聽見或看
見這個部分，這樣美麗和榮耀的異象不能再繼續地被遮蓋了。 





18 
           摩西的祝福 

聖經中有關耶穌再來最早和最基礎的的經文是申命記33章，這段奧秘
的經文是整本聖經中最古老的著述之一。因為它使用的語言是古希伯
來文，同時又有數件手稿的存在，所以使得學者、譯者、以及解經家
們困惑不解，然而它卻是我們稱為沙漠預言的根基經文，我們要在接
下來的幾章中探索這些鮮少被討論到但卻非常關鍵的預言。 

概述 
申命記33章一開始這麼說，“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為
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摩西如一個臨終前的父親，像之前的以色
列族長雅各一般（創49），用最後的遺言來祝福以色列的眾子。
我們也同樣看見耶穌在升天前最後做的，也是祝福祂的十二個門
徒，“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他們就
拜他、大大的歡喜、回耶路撒冷去．”（路24 :  50-51）。因此申
命記33章通常稱為摩西的祝福，然而就像傑出的猶太釋經家亞伯
拉罕·伊本·埃茲拉（Abraham  ibn Ezra）指出：“摩西的祝福

是預言性的”
1
，摩西被稱為“神人”，這是舊約對先知的稱呼 (珥

14 :6 ;  撒上 9 :6 ;  王上13 ;  17 :18 ;  王下4 :7 ,  9 ;  詩90 :1 )，摩西確實是
一位先知（申18 :15） ， 他最後的 祝 福 是 一 個 預 言 。所以雖然這
段經文常 被稱為 “摩西 的 祝 福 ” ， 我 們也可稱它 為 “摩西 的 預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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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從⻄奈⽽来 
摩西 祝 福十二支派之前 ， 他 對 耶 和華有 一 個非常 重要和莊嚴的
描述，他說：  

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

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 (申33 :2 )  

舊約學者湯普森（J .  A .  Thompson）正確地描述這首詩的含義：

“耶和華從西奈而來，像太陽一樣從西珥升起，光照以色列。”
2   
除了

描述主發射出的光芒之外，學者們更描述衪是一個“神聖的勇士”，
從西奈往以色列前進，行經西奈半島、西珥和巴蘭山，這些都是在以
色列東南部的區域，是現今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和約但。當祂行進
時，有無數的天使（萬萬聖者）跟隨，並從祂右手發出閃電（或烈
火）。在摩西預言性地祝福各個支派之後(申33:3-25)，又讚美耶和華，
並加上這個非常要緊的描述：  

“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他為幫助你、乘在天空、顯其威

榮、駕行穹蒼。” (申  33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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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書崙” 是 神給以 色 列 的暱稱或尊稱。奇妙 的 是 ， 神描述
自己將會駕雲從天而來拯救祂的百姓，預言這麼說：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

攆出仇敵、說、毀滅罷。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獨居五

穀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阿、你是有福的、誰像你

這蒙耶和華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幫助你、是你威榮的

刀劍．你的仇敵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們的高處。” (申  33 :27-

29 )  

最後幾節經文的重要主題在神是以色列救恩的源頭，是保守他們
不受仇敵侵害的安全保障。神向前行進，要在以色列眼前消滅他們的
敵人。神是他們的盾牌也是他們的刀劍。就如伊本·埃茲拉（Ibn 

Ezra ）說的：“意思是，神是你們戰勝所有仇敵的刀劍。”
3  

。也因
著神的幫助，他們可以得勝和佔據仇敵的“高處”。然而梅以真
（Merr i l l  ）建議，經文所述不是以色列站在仇敵的地土上，而是腳
踏在仇敵的背上，所以他對申命記33 :39的解釋是：“ 你的仇敵要被

迫俯伏在你腳前；你卻要踐踏他們的背脊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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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歷史？ 
大部分的解經家認為這是妥拉對神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時期，十分
詩意性地和戲劇化的描述，但是我們將證明，這個預言至終指向
耶穌基督的再來。不幸的是，極少數的解經家持這樣的觀點，對
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每一個英文翻譯版本，
都把“ 來 ” 這 個動詞翻譯為 過去式， “主曾從 西 奈 來 ” （ [T ]h e 
Lord came from  S inai），其實這裡的“來”用的是完成式。希
伯來文的完成式，可以翻譯成過去式、現在式和未來式的時態，
所以 這裡也可以翻譯為 “主正 從 西 奈而來 ” ，甚至可以翻譯為
“主將會從西奈而來”。譯者從經文的上下文來決定使用什麼時
態，他們認為經文與西奈山有關，所以必定指的是過去的歷史。
沒錯，經文蓄意地使用出埃及的景象，但它的意義遠超過當時的
旅程本身，我們將會揭示這個預言的內容最終是指向未來耶穌基
督的再來，聖經中充滿了用出埃及的語言來訴說救贖故事的最後
一環⎯耶穌的再來。我們已經多次討論過這種模式，這個預言也
不例外。 

!"#$%&'(#)* 
申命記33章所用的一些語言跟主題與之後被廣泛認為是描述耶穌基督
再來的經文一致，這是支持此段經文指向耶穌基督再來的主要原因。
申命記33章描述：  

• 神要來 。 新 約裡多處提到 神降臨 、顯現 、或顯明 這些用 語
時，主要是講耶穌基督的再來（太24 :27 ,30 ,37 ,9 ,42 ,44 ;25 :31 ;  
2 6 : 6 4 ,可 8 : 3 8 ; 1 3 : 2 6 ; 1 4 : 6 2 ;路 9 : 2 6 1 2 : 4 0 ; 1 8 : 8 ; 2 1 : 2 7 2 3 : 4 2 ;約
21 :23 ;  林前15:23 ;  帖前2 :19 ;  3 :13 ;  4 :15 ;  5:2 ,23 ;  帖後2 :1 ,2 ,8 ;  
來10 :37；雅5:7 ,8 ;  彼後1 :26 ;3 :4 ,10 ;  約 一2 :28；啟1 :7 ,8；
2 :25；3 :11；16 :15；22 :7 ,12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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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與 祂 的萬萬聖 者或祂 的天使到 來 。 貫 穿 新 約 ， 常 重複的提
到當耶 穌 再 來時， 有天使、 聖 者 、 聖 徒 、或天上 的萬軍同
來。太13 :40–42 ;  16 :27 ;  24 :30–31 ;  25:31-32 ;  可  8:38 ;  路 
9 :26 ;  帖後  1 :7 ;  猶14 ;  啟19 :14 )。初期教會很普及的一些聖經
以外的文獻也常提到這個描述。 5 

• 神駕雲而來。耶穌駕雲回來可能是新約中有關耶穌再
來最為人知的一個標誌。耶穌自己、保羅、及約翰都
這樣描述祂的再來。 (太24 :30 ;  26 :64 ;  可13 :26 ;  14 :62 ;  
路21 :27 ;  徒1 :9 ;  帖前 4 :17 ;  啟1 :7 ;  14 :14–16 ;  19 :11 ) .  

• 神從天降臨。大能神與祂的天使駕雲而來指的是從天
上來臨。就如凱爾和德利奇（Kel i  and Del i tzsch ）
的註解：“神不僅從西奈山而來，而是從天上而來，
與萬萬聖者同來，也就是從圍繞寶座的萬萬天使中而

來。”
6
 ，聖經重複地描述耶穌出現在空中，從天上回

來。 (太24 :30 ;  可  14 :62 ;  路 21 :27 ;  徒 1 :11 ;  帖前 
1 :7 ,10 ;  啟19 :11 ) .  

• 神如烈日發出光輝。在整個新約中，有多處經文述說
耶 穌 是 神顯明 的榮耀，像烈日發光。 (太  1 6 : 2 7 ;  
24 :30 ;  25:31 ;  可  13 :26 ;  Lk  21 :27 ;   林前2 :8 ;   林後4 :4 ;  
來1 :3 ;  多 2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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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來 是要拯救 祂 的百姓。 耶 和華駕雲越空來 臨 不僅要幫助以
色 列 ，並且祂要像最後幾節 經文所说的 ， 從仇敵的手中把他
們拯救 出来。同樣地 ， 新 約講到 耶稣再 來 的時候要釋放祂 的
百姓， 將 他 們 從仇敵和壓迫者手中拯救 出 來 。 （ 太 1 6 : 2 7 ;  
17 :2 ;  24 :27 ;  路 17 :24 ;  帖後  1 :6-7 ;  來10 :12–13 ;  啟 6 :10 ;  10 :1 ;  
11 :18 ;  18:20 ;  19 :2 ) .  

• 神與祂的百姓同來，要踐踏他們的仇敵。用腳踩踏惡
者 的 這 個 特點，最早出 現 在創世紀3章15節 ， 有 關彌
賽亞的根基性預言。其他幾個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也重
複這個要點，這將在耶穌基督再來時會致終地，完全
地實現。(創  3 :15 ;  民  24 :17 ;  撒上 2 :10 ;  士5:26–27 ;  
詩  58:10 ;  68:21 ;  110 :5 ;  珥3 :13 ;  賽  63 :3 ;  哈  3 :13 ;  瑪
4 :3 ;  羅16 :20 ;  啟14 :20 ;  19 :15) .  

• 神是為祂的百姓征戰的神聖勇士。新約記載，當耶穌
再來時，是一位“審判和發動戰爭”的勇士 (啟19 :11 ) .  

• 神降臨 如刀劍，要殲滅以 色 列 的仇敵。 啟示錄告訴我 們 ，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用來擊打列國。他要用鐵杖管轄  他
們，並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醡酒池。”（啟  

總之，申命記33章對耶和華的描述，至少有九處完全吻合新約記
載耶穌基督再來的景象。只要誠實地評估申命記 33  章，都必須承認
它對新約耶穌再來教義的基礎貢獻  

+,-.  
申命記 33章是預表耶穌基督再來的另一個原因，就像克雷吉
（Cra ig ie）所說，神被描繪為一個“作戰的人” 7。換句話說，預言
將神擬人化，以一個人的型態來描繪神，例如祂有手也有腳。當然，
在出埃及記中，神並沒有以人的形態行進在他們面前。儘管人們很容
易視這種語言純粹是詩意和誇張的寫法，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先知書和
新約的釋經原則，當耶穌和其他新約作者提到神（1）以人的形式，
（2）在地上，（3）執行審判時，都一致認為是指向耶穌的再來。
（例如 撒14 :5；賽63 :1-6；66 :15；來3；參閱帖前3 :13；帖後1 :7 ;  來
10 :37 ;  猶14-15；啓19 :13-15）。暸解這個重要的新約釋經原則後，那
些曾經像申命記33章一樣，非常神秘的舊約經文就變得清晰顯明了。
全能的神成了肉身，居住在我們中間，並且確切地聲明：“我要再
來”（約1 :1 ,14 ;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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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 
申命記33章是預表耶穌再來的第三個原因是，在經文中描述的事件尚
未在歷史上發生過。正如喬治·彼得斯（George N .  H .  Pe ters）十九
世紀的三卷鉅著，神治國度（The Theocra t ic  K ingdom）中正確地講
論這個預言：   

我們只能瞭解這個預言指的是以色列的王與萬萬聖徒，二次再來
修復這個民族，這是預期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此外沒有任何其他
耶穌與無數聖徒同來的記載，所以這個預言應指向耶穌的第二次
降臨。 8  

出埃及記中從未記錄神與無數天使一同出現（至少沒有以肉眼可
見的方式顯現），但是某些評論家為了將這節經文解釋為歷史上的出
埃及事件，他們的理由是在新約裡提到摩西律法是經由“天使所傳”
（徒7 :53；加3 :19；來2 :2），但是這個解釋不對，因為它根本與經文
所述的內容無關。出埃及記沒有一處描述神與無數的天使一同降臨，
但聖經卻多次的說到耶穌與無數的聖徒、天使、一起從天降臨。彼得
斯（Pe ters）認為這段預言尚未實現，這是個不容忽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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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
我們認為申命記33章預表耶穌再來的第四個原因是按照新約的詮釋。
本書在第25章將討論到以諾書，它是在第一世紀猶太人中盛行的一部
聖經外文獻。以諾書宣稱，大災難結束時，神將從天降臨在西奈山
上，聖經猶大書引用以諾的預言（猶14），指向耶穌的再來。備受尊
敬的聖經學者卡森（D .  A .  Carson）注意到，猶大所引用的以諾預言
也是直接出自摩西之歌，他說：“神與眾天使來臨的景象出自申命記
33 :2” 9。也就是說，新約猶大書14  節論到耶穌的再來時，是引用以
諾書的預言，而以諾的預言又是直接取自於摩西的祝福。理解這個關
係之後，我們應該視申命記33章為一個對未來的有力預示，它也是聖
經中第一個有關耶穌再來的預言。聖經學者們全面認為創世記3 :15  
的 “後裔預言”是聖經中最早也是最基礎的彌賽亞預言，申命記33
章也應該被視為同樣重要的根基預言。這兩段經文就是整部聖經中最
早、最基礎、最重要的彌賽亞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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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預⾔ 
我們對上一個重點更加深入地探討，發現最後一個視申命記33章為耶
穌再來的原因是沙漠預言。正如我們之前所述，沙漠預言不但是許多
舊約經文的基礎，也是新約用來詮釋耶穌再來的經文。所有這些經文
描繪出一個相同的大圖畫：耶和華以人的形象，從西奈山“來”，穿
越過以東沙漠，拯救祂的百姓以色列，走向應許之地。學者們雖早已
注意到這些經文的相似之處，但是卻很少注意到它們與耶穌再來的關
聯。沙漠預言包括：  

• 摩西的祝福（申  33）  
• 底波拉之歌（士5）  
• 大衛偉大的行進詩篇（詩  68） 
• 沙漠預言中以賽亞的大道（賽35 ,40 ,42 ,63） 
• 哈巴谷的禱告（哈3  ） 
• 撒加利亞的預言（撒9 ,14  ） 
• 經外文獻以诺的預言（諾一書1章） 

接下来的幾章，我們會逐一檢視每一段經文，証實它們確實是新
約講述耶稣再来的根基。這些經文共同描繪出一幅耶穌榮耀凱旋再來
的壯觀景象，令人內心無比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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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波拉之歌 

波拉之歌是下一個繼續擴展耶和華為神聖勇士的重要沙漠預
言。底波拉是先知又是士師，她以第一人稱寫下這首得勝的
讚美詩歌（士4 :4）。這是以色列擊敗迦南元帥西西拉及其軍
隊之後所唱的詩歌。詩歌中所用的希伯來語顯示它是聖經最
古老的詩篇之一。 1  倫敦聖經學院的昆達（Ar thur  Cundal l）
說：“它是以色列文學保存下來的勝利頌歌中最好的作品之
一。” 2  布洛克（B lock）形容它充滿了“謎語般的文字，強
烈的情感，心靈的力量和深奧的神學” 3。學者們認為，底波
拉之歌很可能是出於紀念神得勝的歌集之一，其他讚美詩歌
如民數記 21 :14  提到的耶和華的戰記、或約書亞記 10 :13  和
撒母耳記下  1 :18  所提到的雅煞珥書 4。底波拉之歌就如摩西

的祝福一樣十分有力地預示耶穌的再來。 

百姓出於⾃願 
經文開始的標題是，“那時底波拉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作
歌、說” (士5:1 )。底波拉的名字在前面使她的領導地位永遠受
到尊敬，而人們也會記得巴拉羞恥的被動態度。他們一起唱：  

“因為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百姓也甘心犧牲自己、你們應當

頌讚耶和華。君王阿、要聽．王子阿、要側耳而聽．我要向耶

和華歌唱．我要歌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士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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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領袖和百姓在爭戰的日子都甘心樂意地委身於神
的旨意。舊約教授勞森·斯通（Lawson G .  Stone）說：“領
袖爆發的熱情得到百姓中勇士們及時的回應。” 5  他們不僅熱
心參與戰鬥，也加入隨後的慶祝，並歌頌耶和華所帶來的偉大
勝利。我們在詩篇110章偉大的彌賽亞預言詩中，看到醒目的
相似內容，詩篇首先描述坐在神右邊的彌賽亞等待那指定的日
子來到，祂要從天上回來，粉碎祂的敵人並在全球掌權。大衛
接著說，神的子民在那一天將有甘心犧牲自己的靈：   

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 

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詩110 :3 )  

 士師記 5:2  和詩篇  110 :3  都講到神的子民為了神的緣故，

歡喜快樂地甘心獻上自己，這兩段經文都與主的再來有關。就
如底波拉時代耶和華得勝的日子一樣，耶穌再來掌權的日子也
是如此，以色列民將自願熱情地全然委身，並歡欣慶祝衪的勝
利。這是底波拉之歌中與耶穌再來的第一個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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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神聖的勇⼠ 
在引言和讚美神之後，這首詩歌最重要的部分開始了：  

耶和華阿、你從西珥出來、由以東地行走、那時地
震天漏、雲也落雨。山見耶和華的面、就震動．西
乃山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士5:4–5)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底波拉之歌與摩西祝福的相似之處。這
裡如申命記33章一樣，也描述神是在祂百姓前面行進的戰士，
兩處經文都明確地說明祂行經西珥山區和以東區域。釋經家們
一致同意，底波拉是以過去耶和華帶領以色列出埃及的作為，
應用在此時耶和華神戰勝了西西拉。我們將看到許多新約作者
也以同樣的意象來描述耶和華未來的勝利和耶穌的再來。這是
底波拉之歌與耶穌再來的第二個相同之處。 

暴風雲雨和地震  
傾盆而下的暴風雲雨是第三個相同之處。可能是因為有一場劇
烈的暴風雨伴隨著以色列戰勝西西拉，所以歌中提到暴雨和烏
雲密佈。正如舊約學者貝瑞·韋博（Barry  G .  Webb）所說：
“這首歌的主題是主耶和華自己公義的作為，祂以元帥的身份
前進，釋放天上的權能，壓倒性地勝過祂和以色列的敵
人。” 6  這場幫助以色列得勝的暴風雨，當然是解釋為耶和華
的大能超越西西拉的神⎯巴力，迦南人相信巴力是駕在雲上掌
管暴風雨的神。底波拉闡述風暴和迦南人的戰敗是耶和華干預
戰爭的明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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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波拉之歌中的暴風雲雨和摩西祝福中的神乘雲在穹蒼
（申33 :26）相連結。舊約多處經文提到主的日子時，都說到黑
暗密雲（例如，詩  18:9 ;  珥 2 ;2 ;  賽  66 :15 ;  番  1 :15）。聖經從沒
有像一般盛行的說法，描述耶穌將在蔚藍的天空中乘著蓬鬆的
白雲回來。相反地，神的話告訴我們，祂會在黑暗的天空和暴
風伴隨的密雲中再來（太  24 :30；比照  出 19 :16-17；撒下22 :10
等）。  

第四個底波拉之歌與描述耶穌再來的其他經文的相同之處是
地震。舊約教授馬克·波達（Mark  J .  Boda）指出：“創造界的
大震動是神聖戰士行進時的標誌，尤其是劇烈的地震和暴風
雨。” 7底波拉再次特別指出，在耶和華實際顯現之前“整座西
奈山劇烈的震動”（出19 :18），按照神第一次在西奈山彰顯的模
式，伴隨耶穌再次降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甚至是多個
地震（結38:19；亞14 :5；太24 :29；啟16 :18）。 

從⻄奈⼭⽽來 
第五個相同處是西奈山。耶和華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時，是從西
奈山出發前進，經過西珥和以東。當耶穌再來拯救以色列的餘
民時，也會從這個地方開始，帶領子民回到他們的故土。 (例
如，賽  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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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波拉之歌和 耶 穌 再 來 的 第六個相同處是擊敗北方的軍隊。
學者們一致認為，強調西奈山很可能是繼續向巴力挑戰的意思。
迦南人 認 為巴力住在 土耳其邊界、 屬 於 現代敘利亞的洗分山
（Zaph o n ） 。而耶 和華是 在南方的 西 奈山向以 色 列顯現 ，因此
來自南方的 耶 和華完全超越稱為北方之主的巴力。當耶 穌回來
時，祂將擊敗敵基督和他的大軍，聖經多處指出敵基督來自北方
（希伯來文 tsaphon）（耶1 :15 ,4 :6 ;結38 :6 ,15 ;39 :2 ;但11 :40-44 ;珥
2 :20）。所以就像耶和華在底波拉時代擊敗北方軍隊和他們的神
一樣，當耶 穌返回時， 祂也會 大 大 的潰敗北方的軍隊和 他 們 的
神。 

粉碎神的敵⼈ 
“踐踏仇敵的頭”這個主題是第七個將底波拉之歌和耶穌的再來
連結的相同之處。在前幾章中提到，聖經中踐踏或破碎神子民敵
人的頭這個特點，在第一個彌賽亞預言就出現了，創世記3 :15
說，日子將到，彌賽亞要粉碎蛇的頭。之後在民數記24章，巴蘭
預言在末後的日子，大衛家族的王要粉碎和毀壞摩押及擾亂之子
的頭（數24 :8 ,17）。摩西的祝福中說，神要踩在敵人的背脊來拯
救祂的百姓（申33 :29）。這個主題又一次出現在士師記第五
章，敵人西西拉在戰役中逃跑，躲在一個名叫雅億的女人的帳篷
裏，由于作戰的疲憊，西西拉陷入熟睡中，雅億抓住這個機會，
用一個帳篷的橛子從西西拉的鬢邊釘進去、直釘入地裡，西西拉
就死了。所以底波拉得勝的詩歌是以慶祝雅億的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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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基尼人希百的妻雅億、比眾婦人多得福氣、比住帳棚的婦人

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億給他奶子、用寶貴的盤子、給他

奶油。雅億左手拿著帳棚的橛子、右手拿著匠人的錘子、擊打

西西拉、打傷他的頭、把他的鬢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腳前

曲身仆倒、在他腳前曲身倒臥．在那裡曲身、就在那裡死亡。

(士5:24-27  )  

“她打傷他的頭”這個句子，明顯地是引用之前所提到的彌賽亞
預言的典故。雅億“打碎”西西拉的頭同時也是預表，耶稣在末後的
日子將打碎祂的仇敵。我們會看到這個主題出現在許多彌賽亞預言
中，也繼續成為大部份新約末世經文的顯著點。 

結論 
總結是⎯  底波拉之歌擴展了始於摩西之歌的傳統，底波拉之歌
中描述 耶 和華歷史上 的 作 為 與 耶 穌 的 再 來 有 許 多相同之處。首
先，這首預言詩歌指出西西拉戰役中人們自願的靈，這與耶穌再
來時，神的子民出於自願的靈幾乎完全相同。其次，底波拉描述
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就像耶和華在出埃及的日子裡，以神聖的戰
士行在衪的百姓前，而在這個世代的末了，彌賽亞耶穌，道成肉
身的神，將要再來拯救祂的子民並消滅他們的敵人。第三，耶和
華在暴風雨中向以 色 列顯現 ， 耶 穌 再 來時也有暴風雨伴隨。 第
四，耶和華在大地震中向百姓啟示，耶穌再來時也會有大地震發
生。第五，耶和華從西奈山行進，穿過以東地帶。耶穌再來時也
要從西奈山行經以東區域（這點我們會加以討論）。第六，就如
來自南方的耶和華擊敗住在北部的巴力一樣，耶穌也將再次擊敗
來自北方的敵基督和他的軍隊。第七，最後就如底波拉慶祝敵人
被擊碎，耶穌再來時，也要打碎祂的仇敵。耶和華在這些古老沙
漠預言的描述中建立了一個模式，這些沙漠預言是聖經裡提到有
關末世神再來的最古老和最根基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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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衛偉大的行進詩篇 

屬於沙漠預言的下一個重要經文是詩篇68篇。這首詩篇與
摩西的祝福和底波拉之歌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詩篇68篇又另
外增加了許多精彩的細節。像先前討論的沙漠預言一樣，詩篇
68篇也一直令學者、譯者和解經家們困擾，實際上，一般認同
詩篇68篇是所有詩篇中最難懂的。這首詩歌是一篇禱告、勝利
讚美詩、感恩詩歌，也是預言。我們將看到，詩篇68篇又是一
個舊約聖經對耶穌再來最有力和最基礎的敘述。在新國際聖經
舊約註釋（The New  In terna t ional  Commen tary  on the O ld  
Tes tamen t）中，學者德克萊斯·沃爾福德和坦納（deC l a i ssé -
Walford and Tanner）正確地指出：“它的主題是果敢地讚美
以色列的大能勇士，以色列的神。” 1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探
討這首大衛的偉大讚美詩與耶穌再來的關係。由於原文中有許
多難解的地方，所以各英文翻譯本的差異頗大。雖然我們主要
使用新美國標準聖經版本（NASB），但也會在相關處使用其
他的翻譯版本。  

偉⼤的⾏進詩歌 

我們必須回顧出埃及記以色列在曠野流浪40年的歷史，才能理
解這首詩歌。負責祭司職分的利未人所抬的約櫃，代表神與以
色列人的同在，無論何時神的雲彩升起向前行，百姓就要拔起
帳篷帶著 他 們所有 的家當跟著 前進。 就 這樣，祭司們抬著 約
櫃，開始每 一 個階段的旅程。 每 次祭司抬起 約櫃往前行的時
候，摩西就說：   

“耶和華阿、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四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

前逃跑。” (民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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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應許地多年後，大衛王把約櫃從俄別以東
家遷移到耶路撒冷（撒下6 :12）。大衛依照摩西的傳統，當約櫃
抬起的時候他也做同樣地宣告，這首詩歌很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
寫 的 。 正 如詩篇⎯神子民的 禱 告 （Th e M e s s a g e o f  P s a lm s :  
Songs  for the Peop le  ）的作者威爾克（M ichael  W i lcock）說：
“ 每當約櫃啓程時宣告 “ 耶 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 的仇敵四
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民數記告訴我們，這時他們一
定會想起旅程的最後一個精彩階段。” 2    

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 (詩
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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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慶祝和歌唱伴隨約櫃遊行至耶路撒冷，“大衛和以色
列 的全家、 在 耶 和華面前 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 和琴、瑟、
鼓、鈸、鑼、作樂跳舞。”（撒下  6 :5；歷上 15:28）。約櫃進
城時，由大衛領頭“極力地”在約櫃前跳舞（撒下6 :14），這應
該是第一次唱這首讚美詩的時侯。此後，它很可能成為住棚節年
度慶典遊行中的一部分。 3  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以色列人每年
這時都會來耶路撒冷朝聖，參加儀式和慶典。過節期間人們會舉
行一次或多次的遊行，可能會唱這首詩篇來紀念和慶祝耶和華帶
領以色列人從西奈出發，穿越沙漠，最後到達耶路撒冷。根據馬
文泰特（Marv in  E.  Ta te）教授的說法，在遊行結束時“他們慶
祝勝利的耶和華登基做他們神聖的王” 4  因此，雖然這首讚美詩
確實是慶祝過去的事情，但它的重點最終是展望將來耶穌再臨的
時刻。我們之後會更多地討論這個主題，但現在我們先注意到詩
篇一開始的時態指向發 生 在未來 的 事 件 。英文標準版聖 經
（ESV）這樣翻譯：“神將興起，他的仇敵將四散；將叫那恨他
的人，從他面前逃跑”（詩68:1） 5  

願神興起 
當我們思考詩篇68章與主耶穌再來的關係時，注意到詩篇一開始
以呼求神興起為基礎。無論是慶祝性地呼喊“神將興起”，或是
先知性的宣告，禱告“願神興起”，最終都與彌賽亞再來有直接
的關係。“神興起”描述神從天庭寶座站起來，來到地上拯救祂
子民的意象。因此本質上 ， 第 一 節 經文就 是 舊 約 的馬拉納塔
（Marantha），願神興起，耶穌我願你來的呼聲！  

消滅惡人 
神興起之後要做什麼？我 們 看 到下一句立即轉向呼求神消滅惡
者，這是本詩篇之所以與耶穌再來有關的關鍵。  

  
⋯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
跑。他們被驅逐、如煙被風吹散．惡人見神之面而
消滅、如蠟被火熔化。惟有義人必然歡喜、在神面
前高興快樂。 (詩6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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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查考許多講到彌賽亞降臨和神的仇敵被毀滅的經文時，就
會發現為以色列報仇是經文中重複出現的主題之一，它不僅貫穿舊約
聖經，也是新約聖經的重點。事實上，聖經主要是由受迫害和威脅的
敬虔人為其他受迫害和威脅的敬虔人所寫的（林後1 :14 )，他們最終
的盼望就是耶和華的日子，新約稱為我們主耶穌的日子。因此，耶和
華的日子、主耶穌的再來，就是救恩及拯救的至終盼望及期待。在那
日，惡人將受審判，義人要得釋放，公平公正會最終來到 。 (  出 
23 :22 ;  路1 :51-56 ;  68 -75 ;  2 :25 ;  羅8:17 ;  帖後1 :5 -6 ;  來10 :27 ;  彼前4 :12-
19 ;  猶14 ;  啟19 :1 )  這首詩篇開宗明義地宣告消滅惡人，為義人申冤，
直接指向主的日子及耶穌的再來。這個主題在詩歌中還會重複地出
現。   

頌揚駕雲⽽⾏的神 
大衛是整首讚美詩的敬拜主領， 他呼籲讚美那乘駕雲彩之上 的
神：  

 你們要向神歌唱，歌頌他的名；為那乘車經過曠野的預備道路

（本句或譯作高舉那乘駕雲彩之上的）；他的名是耶和華，你們

要在他面前歡樂。 (詩68:4  新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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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版本翻譯第4節為“神乘駕雲彩”或“神在穹蒼” 6，
也有翻譯為祂“乘車行過曠野” 7。駕雲而行的意象當然是源於出
埃及時，祂以雲柱帶領以色列在曠野行進，之後降臨在西奈山的
歷史。摩西的祝福這樣描述，“沒有人像耶書崙的神，為了幫助
你，他乘駕諸天，在他的威嚴中，他騰空行雲。”（申   

釋放被擄的得⾃由 
接下來大衛讚美神施憐憫，拯救貧窮的孤兒、寡婦、孤獨的、及
被囚的人們。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

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詩68: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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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拯救窮人和受壓迫的孤兒、寡婦與囚犯，也是將這首詩
篇與 耶 穌 再 來 聯 繫 在 一 起 的主題 。拯救受壓迫者 與 前幾節懲罰
惡人 、獎賞義人 的 經文緊密結合。 我 們可以 在描述主再 來 的日
子經文中 看 到 神總是 為窮人 、 有需要的 人 、 被仇恨的 人 、 被排
斥的 人 、 生病的 人 、跛腳的 人 、 被拒絕的 人 、 被迫害的 人 們申
冤。 (如，詩  72 :13 ;  賽  2 :11-13 ;  11 :4 ;  29 :19 ;  35:6 ;  結  34 :19 ;  彌  
4 :6 ;  番3 :19 )。正如耶和華在出埃及時，彰顯自己既是神聖的勇
士也是憐憫的 新郎一樣，當祂回來時， 祂也會 證 明自己既是 大
能的戰士又是新郎神。  

新 國際版聖 經譯本 （N IV）捕捉到 第6節裡一 個美麗的 重要細 節
⎯  神“用歌唱帶領囚犯出監牢。”，這也是本詩中我最喜歡的經節
之一。當神聖勇士行經曠野沙漠時，沿途釋放被囚的人們，這些人們
的命運突然地翻轉，怎不令他們歡呼歌唱 ,  他們原來被鎖鏈捆綁，現
在卻能自由地歡欣讚美！誰是被囚的人呢？大部份解經家詮釋為屬靈
上的囚犯，指的是耶穌救我們脫離憤怒、情慾和酒精等上癮行為，耶
穌當然使我們擺脫上癮的轄制，但是這樣的解釋不符合這段經文的內
容。這裡很明確地就是指我們在第12章所探討的，以色列因為違背盟
約所帶來的懲罰，那時許多以色列的百姓會被外邦列國擄去、成為戰
俘。而耶穌就是詩篇中以色列的救主，祂要拯救他們出監牢，而且親
自帶領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難怪他們會這樣熱烈地歡唱，這真是個
榮耀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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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進者 
接下來，詩人明確闡述神沙漠行軍的主題：  

神阿、你曾在你百姓前頭出來、在曠野行走。 (詩  68:7 )  

泰特（Ta te）説，“駕雲者和在曠野行進者這兩個概念似乎
在此處融合。” 9  正如我們之前所述，凌空駕雲而來的那一位也
是在地上曠野行進的那一位。神行經曠野的主題首先出現在摩西
的祝福中，後又被底波拉之歌引用，這裡是第三次的重複。每一
個沙漠預言都釋放出一部份的新啓示，這裡我們看見這位偉大的
曠野行進者不是孤單一人，衪將帶領一大群的百姓向耶路撒冷邁
進。 

地震和暴風雨 
下一節經文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因為大衛直接引用底波拉之歌：  

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天也落雨．西乃山見以色神的面
也震動。（詩68:8） 

比較底波拉之歌： 

 耶和華阿、你從西珥出來、由以東地行走、那時地震
天漏、雲也落雨。山見耶和華的面、就震動．西乃山
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士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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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又一次強調當神再來時自然界的震動，首先是當神降臨
西奈山時的地震，司布真（Char les  Spu rgeon）對此有一段詩意
化的描述：“那雄偉孤立的山脈在神的面前屈膝敬拜，無意識的
大地和天空在祂面前表現得好像它們認出了它們的創造者，並因
敬畏祂而顫抖，願我們的心也因愛慕祂而悸動。” 10  耶穌再來時
也會發生耶和華降臨西奈山時的強烈大地震。過去神降臨時有暴
風雨的烏雲籠罩，耶穌第二次再來時也同樣會有暴風雨伴隨。這
樣的主題將繼續重複地出現。 

沙漠降雨 
接下來，昏暗暴風烏雲的審判景象突然有比較正面的發展。大衛
不只是簡單地描述風暴的預兆，他還加上了一些描述暴風烏雲將
會轉變為極大祝福的細節。 

神阿、你降下大雨．你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
固。你的會眾住在其中．神阿、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
的。 (詩68:9-10 )  

  
回想出埃及期間，神為以色列人行奇蹟供應他們水喝，神將再次

在乾涸的沙漠降雨來供應祂的子民，使祂疲憊的盟約子民恢復力量，
顕明祂對“貧窮人”的憐憫。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先知以賽亞對這個
主題更多地闡述，他描述當彌賽亞再來臨時，沙漠將歡欣、興盛、甚
至變成一個綠意盎然的森林。柯德納（Derek  K inder）指出，這些經
文也應該翻譯為未來時態。 11當耶和華從西奈山行進時，祂將澆灌沙
漠，復甦祂疲乏的百姓。最後，有意思的是，經文提到降雨在乾旱的
土地上，也可能反映出這是發生在秋季節期時，以色列全國一如既往
地等待漫長乾旱夏季的結束， 盼 望代表秋季的 第 一場降雨來 臨 的時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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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敵諸王逃跑 
此時詩歌突然轉為得勝慶祝的語氣，就像過去一樣，當以色列戰
勝敵人時，婦女們通常 會帶領慶祝 (例如 ， 出 1 5 : 2 0 - 2 1 ;  士 5 ;  
11 :34 ;  撒上18:6-7 ) .  

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統兵的君王逃跑
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婦女、分受所奪的。（詩68:11-
12 )  

這些逃跑的君王是誰?  除了那些仇恨以色列，擄掠百姓為戰俘的
首領和君王之外還會有誰？泰特（Ta te）如此描述這個榮耀的時刻：
“榮耀神聖戰士得勝的消息傳遍，敵軍的王潰敗，大批的信使四處報
告這個好消息。” 12  當我們考慮這裡最終是指向耶穌的再來時，這些
經文的榮耀就復甦了。當這位來自拿撒勒的前木匠和拉比向耶路撒冷
進軍時，與敵基督結盟的敵軍領袖們就逃跑。哦，讓我們一起加入那
天狂熱的慶祝！  

走過以東的⽺圈 
解經家們對下面幾節經文的詮釋頗為掙扎，所以產生出許多不同的解
釋，但是當我們以彌賽亞的再來做為這首詩篇的框架時，這些困難就
不存在了。大衛描述以色列就是“安臥在羊圈的”（13節）那些人。
當耶穌帶領獲得自由的子民前往耶路撒冷時，他們被描述為安臥在圈
中的羊。當然，這個意像傳達的想法是有神作為他們的保護者，他們
是完全自在的。也有可能“羊圈”是指耶穌和百姓經過的一個實際的
地點，我們在前兩章中探討過，當耶穌返回時，祂將穿越以東地區。
下一章裡我們會看到以賽亞稱以東為波斯拉（Bozrah），它是古時以
東境內一 個堅固的城市，古代聖 經 中 的波斯拉與佩特拉（P e t r a ）或
佩特拉北部75  哩的一個考古遺址有關，二者都位於現今的約旦。在
希伯來文中，波斯拉的子音是羊圈的意思，以東周圍雄偉的山脈就如
羊圈一般，既可保護羊圈內的羊又把捕食者擋在外面，形成一個堅不
可摧的天然屏障。這節經文所傳達的是當以色列的大牧人從以東帶領
他們一路回家時，以色列人就像在羊圈裡的羊一般，全然地安心、輕
鬆和舒適（彼前5 :4）。正如福騰葆（F ruch tenbaum）所述：“以色
列是神的羊群，這群羊將在波斯拉聚集” 13，這個概念在與以賽亞同
時代的彌迦書中描述的很清楚。彌迦這樣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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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家阿、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
在一處、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
必大大喧嘩。開路的在他們前面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
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 (彌2 :12-13 )  

希伯來 語馬所拉文本 （M a s o r e t i c  T e x t） 實際上 是 這樣寫
的，“「我會讓他們像波斯拉的羊群，像圈在羊圈裏的羊”（彌

2 :12  美國猶太出版學會版本），彌迦的預言涵蓋了所有重要的
主題：（1）主應許要聚集以色列剩下的子民（2）明確的指出他
們像在羊圏裏的羊（3）耶和華要在他們前面行（4）帶領他們出
羊圈（5）祂是他們榮耀的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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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 是 ，當摩西請求帶領百姓經 過 以東領土時， 以東拒
絕了他的要求（民20 :18 - 21），因此以色列要繞著以東的邊界走
（申2 :29）。但當耶穌再來時，祂不會被拒絕，耶穌這位更偉大
的摩西將會毫無阻礙地行經這個地區，萬王之王行在“王的大道
上” 是理所當然的（民  20 :17 ,22）。 

耶 穌 在橄欖山論 述 的末世信息裡也提到 以 色 列逃亡到 以東及
波斯拉的崎嶇山地 ， 耶 穌警告 他 們當耶 路撒冷被敵軍圍堵或是
“行毀壞可憎”設立在聖殿山時，“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
山上”（太24 :16 ,  路21 :20-21）。啟示錄裡也有同樣的概念，當
那行毁壞可憎的設立在 聖殿時， 許 多 以 色 列 人 會逃跑， 啟示錄
12 :6說，“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使他
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神的鴿⼦ 
第13節 的後半段也造成 解 經家們極大 的困惑，因此有 許 多 不同
的解釋：  

⋯好像鴿子的翅膀鍍白銀、翎毛鍍黃金一般。
(詩  68:13 )  

經文除了描述以色列是安息在羊圈裡的羊之外，又描述她像隻
翅膀鍍白银、翎毛鍍黄金的鴿子。 其 實 解釋這句經文並不難，
因為在聖經其他地方也將以色列比喻為神的斑鳩（詩74 :19）和
愚蠢無知的鴿子  (何  7 :11 )。何西阿在幾章之後，描述流放在埃
及和敘利亞的以色列民如戰戰兢兢的鴿子般回到以色列 (11 :11)。
但 是 在 這裡， 以 色 列 不 再像前面幾個例子的描述 ，她現 在很安
全地 和 祂 的王在 一 起 ，她是 屬 於 神 的鴿子，她是 一隻以金銀為
裝飾的美麗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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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散的雪 
詩歌再次重申神消滅敵人的主題：  

全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的時候、勢如飄雪在撒們。（詩

68:14） 

經文比喻與獸聯盟的眾王好像飄散在撒們山的雪一般。撒們
山確切的地理位置不清楚，有人推測是以色列北部靠近巴珊山的
一個山頭，那裡有一些黑色火山岩形成的山峰，和冬天落下的白
雪成為極大的對比。這句經文的重點是神消滅祂的仇敵，解經者
聖經詩篇註釋（The Exposi tor ’s B ib le  Commen tary）的作者范甘
麥倫（W i l lem  A .  VanGemeren）捕捉到了經文想要表達的情
景：“這些四散的死屍和武器躺在那裡就像落在山上的飄雪一
樣。” 15  近幾年來，“雪花”這個詞常用來蔑稱一些過於敏感或
是脆弱之人的貶詞。神在三千年前用雪花這個詞來稱呼敵基督軍
隊的屍體，豈不幽默？  

當神在錫安作王的時候 
大衛接著將眼目從撒們轉向巴珊，巴珊似乎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
黑門山， 是 以 色 列北邊戈蘭高地 上 的 一 個9200英尺 (2 ,814米 )的
雄偉山脈：  

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嶺的山。你們多峰多嶺的

山哪、為何斜看神所願居住的山．耶和華必住這山、直到永

遠。 (詩  68:15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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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又有另一個對迦南假神和黑暗權勢的侮辱。這些拜異神
的人們，長久以來認為他們的神住在北方的高山裡。我們在前幾
章提到，他們認為敘利亞北方的撒分山是巴力的住處。黑們山也
同樣被視為巴力的居所，稱為巴力黑們山 (士3 :3 ;  代上5:23 ) 16  。
巴珊在聖經中也與古時巨人的後裔利乏音人有關 (創14 : 5 )。與高
聳的巴珊山比較起來，錫安山只是個小山坡，然而在這裡擬人化
的描述下，雄偉的巴珊山脈羨慕地看著耶路撒冷的錫安山，因為
它是耶和華從西奈山開始行經以東的目的地，也是神定意要永久
居住的地方。柯德納（Derek  K idner）說，神揀選矮小的錫安山
而不揀選高聳的黑們山，“是一種神所喜悦的悖論。就像祂揀選
了本詩篇的作者大衛和小伯利恒一樣，他們都是被世人所輕看的
（林前1 :28）” 17。 

這些經文對 那些聲稱神 不 再 對 錫 安山或猶太人 的未來 有任何
特別計劃的基督教神學家來說，也是致命的一擊，因為經文非常
清楚地表明，錫安山會是神永久的居所。錫安山是耶穌坐在祂先
祖大衛所設立的寶座上統治萬國的地方。    

神的⾞輦 
下一節經文著實讓人驚嘆，“神的車輦累萬盈千”（17節），神進入
耶路撒冷時有千千萬萬的車輦相隨。當然，神自己不乘坐在成千成萬
的車上，而是有浩大的軍隊坐在累萬盈千的車馬上伴隨祂進城。就如
申命記所說，耶穌再來時的行程從西奈山開始，有“萬萬聖者” (申
33 :2 ;  參8)陪同，一直到進入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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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後半部榮耀地 敘 述 ， “主在 其 中 ， 西 奈山在 聖所
中」”  (英語標準版ESV，中文新譯本翻譯 )，此時耶穌到達目的
地 ， 耶 和華神 實際地 出 現 在 耶 路撒冷的百姓中 。 “ 西 奈山現 在
在 聖所中 ”描繪出 在 許久以 前 ， 那位在烈火中降臨 在 西 奈山的
神 ， 那位統領暴風雲、閃電和 地震的榮耀之神 ， 將 會 有形有體
地居住在聖殿中，這個異象著實刺激我們的想像力。 

接下來第18節有一些不同的解釋：  

你升到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你在人間，就是在悖
逆的人當中，接受了禮物，使耶和華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詩
68:18  新譯本 )  

	這節經文保持傳統得勝詩歌一貫的用語風格，描述耶穌是一
個擄掠戰俘從 戰場得勝歸 來 的王，凱旋回到 耶 路撒冷。柯德納
（K idner  ）解釋：“這些戰俘是誰？禮物又是誰的？基於詩篇所
採用的戰爭意象以及與底波拉之歌的對照，應該是指敵軍戰俘及
敵軍的賠償。此處作 戰 得勝的 神帶著 戰利品進入首都 。 ” 18保羅
在以弗所書4 :8引用這節經文，但是他應用在耶穌升天後，分賜各
種新約職分給人們。 19 

拯救我們的神 
大衛讚美神拯救祂的子民：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
頌的。神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神．人能脫離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華。 (詩68: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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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徒想到神的拯救時，絕大多數的人所想到的是神從死
亡和罪惡下拯救一個人的靈魂，然而聖經所述的救恩是更加全面
的。在這裡，詩歌讚美神實際地從擄掠子民、企圖殺害他們的惡
人手中拯救和釋放他們。我們在詩篇102篇，清楚地看到同一個
意象，詩篇敘述神從天上垂看祂百姓所陷入的困境，看到他們是
即將被處死的戰俘：  

因為他從至高的聖所垂看．耶和華從天向地觀察．要垂聽被囚

之人的歎息．要釋放將要死的人．使人在錫安傳揚耶和華的

名、在耶路撒冷傳揚讚美他的話．就是在萬民和列國聚會事奉

耶和華的時候。． (詩102 :19-22 )  

這些經文無疑地是敘述耶穌再來時，要親自釋放那些被囚禁
在監獄裡的百姓，祂要帶給百姓的是一個徹底和整體的救恩。在
耶穌屬靈上拯救百姓之前，祂必須先實際地和根本上地拯救他們
出監牢。 

打破仇敵的那位 
大衛多 次 在詩篇中 重複重要的主題 ，接下來 他又回到 神消滅仇敵這
點。詩篇在一開始就禱告求神興起，打敗仇敵，這裡更明確地描繪了
神打碎仇敵的畫面：  

但神要打破他仇敵的頭、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髮頂。主
說、我要使眾民從巴珊而歸、使他們從深海而回．使你
打碎仇敵、你的腳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頭、從其中得
分。 (詩68:2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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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如摩西的祝福和狄波拉的詩歌一樣，都敘述神聖的勇
士要打碎仇敵。對那些人只認識溫柔又有點嬉皮味的耶穌的人們
來說， 看 到 這裡的 耶 穌殘酷地打碎敵人時， 會覺得尷尬和 不自
在。詩篇所啟示的是創世紀3 :15，壓傷蛇頭的後裔，祂是耶和華
也是彌賽亞（創  3 :15 ;  民24 :17 ;  申32 :35 ;  33 :21 ;  撒上 2 :10 ;  士
5:26-27 ;  詩58:10 ;  68:21 ;  110 :5 ;  珥3 :13 ;  賽63 :3 ;  來3 :13 ;  瑪4 :3 ;  羅
16 :20 ;  啓14 :20 ;  19 :15)。 更令人驚悚的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出席
耶穌就職慶祝典禮的人們，要用他們的腳踐踏敵人所留的血。新
約經文繼續使用這個血淋淋的意象，保羅鼓勵信徒，提醒他們，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在你們腳下” (羅16 :20 )。血腥的
景象接下來更進一步地發展，惡人的屍體將成為狗的大餐。這句
經文無疑地是指向在這個世代的末了，侵略耶路撒冷大軍的屍體
將成為鳥和動物的大餐。以西結稍後對這個主題加以更生動地闡
述 (結39 :17 -20 )，約翰最後在啓示錄第19章敘述天使大聲呼叫天
空的飛鳥，聚集到耶路撒冷來赴神的大宴席，飽食敵基督軍隊的
血肉  (啓  1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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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進：重複呼應 
我個人認為接下來的經文是這首詩篇的精神所在：  

神阿、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你行走、進入聖
所。歌唱的行在前、作樂的隨在後、都在擊鼓的童女中
間。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當在各會中稱頌主神。 (詩篇
68:24-26 )  

這裡直接從大衞王恩膏的口中描述大衛的後裔、耶穌彌賽亞得勝
地進入耶路撒冷。耶穌既是西奈山上閃電雷轟的耶和華神，又是大衛
的子孫，一位完全的人。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稱為“神的行進”，要完
全明白這裡所描述的情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這是一部電影的
話，可能會適合每個觀眾不同的味口。對喜歡刺激的人，這裡有戰爭
和血腥，對喜歡感動的人，這也可以是一部音樂片。我們看到大衞王
和數代之前的眾多先例一樣，由敬拜主領和歌者帶領行進隊伍！在隊
伍之後有更多的婦女彈奏慶祝。萬王之王至終凱旋進城的榮耀，取代
了福音書裡謙卑的救世主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大衛描述的這個勝利
的行進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偉大的勝利，也比最有名的電影大師所能補
捉到的場面更壯觀。耶穌猶如西奈山升起的日頭發光閃耀，有千萬天
使和聖徒乘著車輦，後面跟著一大群被釋放的戰俘，他們都在歡呼歌
唱，敬拜他們的神和王。對愛耶穌、渴望祂再來的人們來說，還有什
麼能比得上默想這個完美的情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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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列出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四位代表，他們都將在那天
出席慶祝：  

在那裡有統管他們的小便雅憫、有猶大的首領、和他們
的群眾．有西布倫的首領．有拿弗他利的首領。 (詩
68:27  )  

便雅憫和猶大支派代表南國猶大 ，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則代表
由十個支派所組成 的北國 以 色 列 。詩歌提到兩個王國 的支派代
表，表示當時以色列已恢復合一。耶利米和以西結都具體地預言
以 色 列全家在末後的 重建（參見耶31 :31 - 3 3 ;  33 :14；結37 :15 -
28）。這節經文也駁斥了一些基督徒認為神對以色列民族沒有任
何未來特別計劃的錯誤觀點。我們在這裡看到當耶穌返回時，以
色列全家將被修復，提到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已經十分清楚地傳達
以色列全民族的概念。新約也證實末世以色列全家重建的預言，
耶穌告訴門徒們，“⋯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
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
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太19 :28）。 

9'(:';<=-> 
29節講到當耶穌在耶路撒冷做王，這是一個復興的時期：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帶貢物獻給你． (詩6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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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基督徒以為耶穌回來後，永遠不會再重建聖殿。但經文
非常清楚地表示， 耶 穌回來後，要親自監督 重建耶 路撒冷的 聖
殿，（如 賽60 :10-13 ;  結40-48 ;  亞6 :12-13 )，以賽亞也說到列王
在千僖年期間，要帶著禮物來幫助重建聖殿。（60 :1-15） 

神打碎敵⼈：重複呼應 
詩人最後又重複一次神要打碎仇敵的主題。這裡的描述強調仇敵的好
戰和掠奪擄物的本質：  

求你叱喝蘆葦中的野獸、和群公牛、並列邦中的
牛犢、把銀塊踹在腳下．神已經趕散好爭戰的列
邦。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神．古實人要急忙舉
手禱告。 (詩68:30-31  )  

蘆葦中的野獸指的是充滿尼羅河的鱷魚，象徵埃及帝國，大衛呼
籲譴責這些敵對統治者。然後大衛禱告神擊打敵人，粉碎這些向以色
列宣戰、掠奪戰利品的貪婪敵軍。之後眾先知也用同樣的語言描述入
侵的敵基督軍隊(賽10 :6 ;  但11 :24 ;  結38:13 ;  亞  14 :1 )  。神審判恨惡祂
百姓的敵人，導致埃及和古實（現今的蘇丹）悔改轉向神，並差派外
交使者到耶路撒冷（賽19）。以賽亞同樣也說到在末後的日子裡，神
在 埃 及釋放一連串救 贖 性 的審判，使多 人 歸向祂 （賽 1 9，結 3 0 :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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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駕⾏在諸天以上的主：重複呼應 
大衛在詩篇的結尾， 不僅是 對 埃 及 和古實說話， 他還發 出 一 個
偉大的呼籲⎯  地上萬國都要歌頌讚美那位駕行諸天的主。 

世上的列國阿、你們要向神歌唱．願你們歌頌主、歌頌那自古駕
行在諸天以上的主．他發出聲音、是極大的聲音。你們要將能力
歸給神．他的威榮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蒼．神阿、你
從聖所顯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他百姓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68:32-35)  

這首詩篇一開始（ 1 - 6節 ） 就呼籲以 色 列要熱情的歌唱讚美
神，現在這個讚美的呼籲是整體性地擴充到列國。雖然神是萬國
的神，但祂仍是稱自己為“以色列的神”，祂的威嚴與以色列同
在。 

結論 
大衛這首偉大的詩篇，包含整本聖經中一些最宏偉及感人的先知性意
象。它描述歷史上神從西奈山到錫安的行進，讓我們預覽那最被期盼
並等待以久的榮耀時刻。這首詩篇有關耶穌再來的細節描述，給我們
許多的領受，遠超過先前摩西的祝福和底波拉之歌。我們可以像大衛
一樣說，“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你行走、進入聖所”，無怪
這首詩篇的語氣充滿無法抑制的熱情和慶祝，古時的以色列人不但用
這首詩歌來記念神過去的大能作為，並期待祂再來時更偉大的成就。
希望這首詩篇可以再一次地提醒神的百姓那“將必要快成的事”，願
神的百姓重新發掘這個多層面的無價之寶，願我們都能恢復大衛在代
表神的約櫃面前忘我跳舞的熱情，和目睹耶穌在烈火和大榮耀中再來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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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沙漠中的大道 

我 們 對 沙 漠 預 言 的探討是 從摩西 在 以 色 列曠野流浪結束時的 祝
福開始，然後到士師時代的底波拉頌讚得勝之歌，接著進入列
王時代大衛偉大 的行進詩篇， 這些非同尋常 的 預 言共同為 以 色
列奠定了 盼 望 的 基礎。 有 一日， 耶 和華將 再 次 從 西 奈 出 來 ， 穿
越以東沙 漠 ，拯救 祂 的子民。 到先知時代， 這些盼 望 在猶太人
心中已不可動搖，先知以賽亞尤 其 是延續這 個傳統的巨大貢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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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沙漠的⼤道 
我們在第二部分討論到許多在以賽亞預言中，以色列因悖逆歷經
盟約懲罰週期的經文。根據盟約的管教，先是許多以色列民被周
圍的國家俘擄或逃往曠野沙漠，然後在這黑暗的時刻，主會出現
拯救祂的子民。大衛將這偉大的拯救描述為神的行進，而以賽亞
敘述的是神和祂的子民邁向耶路撒冷時，穿越沙漠的一條大道。
當耶和華與子民在這條大道行進時，乾旱荒蕪的沙漠將變成綠意
盎然的園子（賽  35:1-10；40 :1-11；41 :18；43 :19-20；51 :3）。
我們來探索以下兩段有關經文：  

以賽亞書35章 
以賽亞書 第34和35章組成同一 個 預 言 。 神 在34章宣告審判由以東為
代表的敵對 國家， 他 們 都 將 成 為荒地 和廢墟。 但 是35章中 的描述卻
是相反的⎯  描述以色列民被放逐在以東貧瘠乾燥的沙漠，儘管他們
處在無望 的境地 ， 但 神 應 許 這 個 沙 漠終必 成 為 有圓滿成果和 大喜樂
的新生命之處：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
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必開花
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利巴
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
必賜給他．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
耀、我們神的華美。 (賽35:1-2 )  

	以色列南部和東部乾旱的阿拉伯沙漠將會徹底地轉變，韋博
（Webb）完美地描述這個神聖的轉變：“在第35章中，彷彿有
一道明亮的光柱穿透了雲層，一切都再次地沐浴在光輝之中。乾
旱的廢地開始興盛，神的榮耀猶如滋潤萬物的陣雨降下，大地為
之歡呼。 ” 1這 個 敘 述 是 大衛行進詩篇的延續，詩篇曾宣告 ， 神
降臨時有 大雨降下， 讓苦苦掙扎的子民煥然一 新 （詩6 8 : 9 -
10）。以賽亞延續大衛的思維，描述沙漠中生命的綻放，甚至有
大聲的歡呼。歡呼和慶祝當然是來自被拯救的以色列流亡者和囚
犯，他們此時快樂自由地返回錫安。之前被囚禁的百姓，現在得
以自由地歡唱， 這也是詩篇 6 8章的延續， 是 一 個指向末世的異
象。韋博（W ebb）評論說：“ 這裡很明顯地 是指流亡者返回的
情況。也同樣清楚地透露出 本章預 言還含有 更 多 的寓意” 2， 這
當然就是指彌賽亞在全然榮耀中來到時所釋放的救贖，所以以賽
亞說， 以 色 列 將 “ 看 到 ” 耶 和華的榮耀和威嚴。 加里·史密斯
（Gary  Sm i th）說，這個預言是另一個“神要在地上顯現”的應
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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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歌還是實際？ 
許 多註釋家試圖解釋， 這些只是純粹的詩意化描寫 和比喻的 經文。
對 他 們 來說，曠野代表以 色 列長期 的苦難和 與 神隔離之類的象徵。
沙 漠綠化的意思僅是象徵以 色 列 的悲傷和處境的翻轉。 這 個 預 言確
實充滿了象徵性 的 語 言 ， 但 我 們 應該對 它 有 一 個整體性 的詮釋，也
就 是說， 它雖然確實 有象徵的意義， 但同時也清楚的指向非常 明確
實際的未來 。各個 沙 漠 預 言 都強調 一些明確和 特定的 地 理位置，例
如 西 奈 、 西 珥 、巴蘭、 以東和 耶 路撒冷， 這 就清楚地 證 明 ， 經文的
內容不全是抽像或比喻， 就像盟約 的管教 在歷史上確實 地 發 生 過 ，
以 色 列最終的拯救也會 實際地 實 現 。巴比倫侵略 和摧毀以 色 列 不 是
一 個象徵，百姓被趕散到各國也不 是 一 個比喻。 有 關 神 來 臨 的 教 導
在 舊 約延續發 展 ， 到 了 新 約時期 ， 明顯地 看 出 神賜予這些期 望 的心
意， 新 約 作 者 理 解 這些期 望 是指向一 個非常 真 實 和未來 的 實 現 。 我
們 不要因為 以賽亞詩意性 地 巧 妙表達就 認 為 這些經文只是 一些隱
喻。 正 如天使在橄欖山對眾人說， 就像耶 穌 在 他 們 眼 前 被 一朵雲彩
接去天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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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來報仇 
以賽亞書35章繼續陳述神必來報復仇敵並解救祂的子民：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對膽怯的人說、你們

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

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亞35:3-4 )  

 神再來的好消息猶如清新的雨水從天降至沙漠，祂的來臨就像久
旱甘霖，特別為那些精疲力竭、焦慮不安、或恐懼的人們帶來紓解。
他們應該剛強壯膽，因為期待已久的彌賽亞“必來報仇”。一如我們
在前幾章中所討論的，彌賽亞的震怒和打碎祂的敵人是聖經中顯著並
重複的要點（創  3 :15 ;  民  24 :17 ;  申32 :35 ;  33 :21 ;  撒上2 :10 ;  士5:26-27 ;
詩58:10 ;  68:21 ;  110 :5 ;  耶3 :13 ;  賽63 :3 ;  哈3 :13 ;  瑪4 :3 ;  羅16 :20 ;  啟
14 :20 ;  19 :15）。神必來報仇的同時，也是應許拯救祂的子民的時候，
“他必來拯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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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貧困的⼈ 
這 是什麼樣的拯救？耶 穌回來時會 發 生什麼事？以賽亞說，瞎
子、聾子、啞巴和瘸子都將得到完全的治愈：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

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

湧流。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在野

狗躺臥之處、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 (亞35:5 -7 )  

那是耶和華的日子，是偉大公義彰顯的一日，也是萬事萬物
轉化的一天。沙漠會變成雨水澆灌的花園，不能行走的必將跳躍
如鹿，不能說話的必將歡唱，地球和每一個神百姓的身體都要得
到復興，當神的榮耀來臨時，萬物就要開始更新。此處經文確切
指出是耶穌再來的時刻，但也是廣義的指向彌賽亞千禧年掌權的
時期，或是彼得所說，“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
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徒3 :21）。使徒保羅
在 寫給羅馬的 教 會 中說， “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
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參  羅8 :18 -25），也很可能是引
用這個預言。 

回歸錫安 
以賽亞在第8節開始介紹一條貫穿曠野的大道。這條神聖的道路
是專門為被贖者所創建的：  

在那裡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污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

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裡必沒有獅子、

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裡都遇不見．只有贖民在那裡行走。並

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

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賽35:8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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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沙漠預言描述耶和華從西奈行進到錫安，走在一條規
劃明確的路線上，以賽亞更進一步地說明這是一條實質的大道。
神將行進在一條十分廣闊的道路穿越沙漠，不義之人不能走在這
條路上，只有那些“被救贖”的人可以行走。我們看到這裡與大
衛行進詩篇的直接關連，詩篇說到彌賽亞帶領囚犯歡唱地行進
（詩68 :4），而以賽亞則提到被贖之民的歡呼，當他們進入錫安
時，從前的憂愁和悲傷要被永恆不變的歡樂和慶賀所取代。 

 參與這場榮耀行進的被贖者究竟是誰？雖然從預言的背景我
們知道是指放逐在異邦的以色列民，但絕不只限於他們，經文告
訴我 們 ，什麼樣的 人 不 在 贖民之內， 經文說不潔的 和強暴的 人
（獅子）不得行走在這條大道上。耶穌拯救的猶太餘民將跟隨祂
到錫安⎯以色列復國後的首都，還包括之前所述的萬千天使，駕
著車馬在隊伍中 。使徒保羅說， 我 們 這些得 贖 的 人也將 在場，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
榮耀裏”（西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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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35章像許多沙漠預言一樣，汲取歷史上出埃及時的
各種特色，應用在未來彌賽亞的來臨。莫德（Mo tyer）說：“這
些經文十分清楚明顯地 以 出 埃 及歷史事 件 為背景。 ” 4以賽亞的
預言又為沙漠預言傳統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以賽亞書40章 
以賽亞在幾章之後又回到 貫 穿曠野大 道 的主題 。 預 言 從 安慰以 色 列
開始，因為以色列的苦難已經結束，她的救贖終於來到。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

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

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40 :1-2 )  

以色列藉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得到最終的救贖。然而以色列
全家得 救 的 “ 安慰” ，要等到 耶 穌 再 來後才會 實際地 成 就 （賽12 :1 -
2）。接下來，有一個聲音喊著說，要為神在沙漠中建造一條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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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

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

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賽  40 :3-4 )  

這裡描繪有一位報信的使者，預先宣告王的到來。聖經最後
一位先知瑪拉基又重複了這個主題，“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
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
的殿；立約 的使者 ， 就 是 你 們所仰慕的 ，快要來 到 。」” （瑪
3 :1） 大 多數基 督 徒 都熟悉以下這些經文，因為 它 們 在四本 福音
書中都被引用於描述施洗約翰（太3 :3 ;  11 :10 ;  可1 :2-3；路3 :4-5 ;  
7 :27 ;  約1 :23），約翰確實稱自己是那個在曠野呼喊的聲音（約
1 :23）。約翰住在猶大的曠野，呼籲以色列人悔改，以預備自己
接受耶穌彌賽亞，約翰確實是為主預備大道的那位先鋒。然而這
個預言的最終實現仍在未來耶穌再臨的時刻。以下兩節經文清楚
地表明了這點：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
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
報應在他面前。 (賽40 :5 ,  10 )  

在這兩節經文中，有五個描述耶穌二次再來的重要主題。 

1. 神的榮耀將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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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人都將目睹神的榮耀。 

3. 神將來臨。  

4. 祂將帶來賞賜和報應。 

5. 祂的膀臂必為祂掌權  

• 首先，聖經在敘述耶穌再來時一致地提到神的榮
耀。（太16 :27 ;  24 :30 ;  25:31 ;可13 :26 ;  路21 :27 ;  林
前2 :8 ;  林後4 :4 ;  希1 :3 ;  多2 :13）。 

• 其次，耶穌再來是一個人人將目睹的事件，舊約
和新約都一再強調全世界都會“目睹”祂的來臨
（賽33 :17 ;  35:2 ;  52 :8 ,10 ;  66 :14 ,18 ;  亞12 :10 ;  太
24 :30 ;26 :64 ;  帖前1 :7-8 ;  帖後2 :8 ;  歌3 :4 ;  啓1 :7）。 

• 第三，沙漠預言和許多彌賽亞預言都講到神在末
世“來臨”的觀點（申33 ;  士5 ;  參  但7 :13 ;  太
24 :30 ;  可13 :26 ;  路21 :27 ;  彼後3 :4 ;  來10 :37）。 

• 第四，彌賽亞懲罰惡人和獎賞義人的概念與祂的再
來密不可分（創  3 :15 ;  民24 :17 ;  申32 :35 ;  33 :21 ;  撒
上2 :10 ;  士5:26-27 ;  詩58:10 ;  68:21 ;  110 :5 ;  珥3 :13 ;  
賽63 :3 ;  哈3 :13 ;  太25:23 ;  31-46 ;  猶14  ;  啟14 :20 ;  
19 :15）。 

●  第五，主的“臂膀必掌權”清楚地指向出埃及時
神大能的作為（出3 :19 ;  6 :6 ;  13 :3 ;  15:16 ;  申  4 :34 ;  
5:15 ;  7 :8 ,19 ;  26 :8)，後來先知們用此預表彌賽亞
的救贖（賽52 :10 ;  53 :1 ;  耶32 :21 ;  結20 :33-34），
而新約作者則應用在耶穌身上（路1 :51 ;約翰
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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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我們在下一節裡看到另一個熟悉的主題：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

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賽40 :11 )  

就如大衛的行進詩歌（詩68 :13）所述，神再次是那位帶領羊
群回家的牧人（參  彌2 :12-13；彼前5 :4）。我們可以十分確定以
賽亞書40章是有關彌賽亞從天再來、帶來釋放和救贖的預言。在
沙漠中修建一條平坦大道的呼籲，不僅是像施洗約翰那樣預備好
人們的心，最終是要在沙漠裡實際地為耶穌預備一條凱旋行進的
大道。“削平山崗和填滿山窪”是為“顯要人物的造訪建一條遊
行大道的做法。” 5與我們今日“展開紅地毯”表示隆重熱烈地歡
迎重要人物基本上相同。韋博（Webb）說：“王的皇家行進將穿
越沙漠的路途，一定要預先適當地準備好。” 6荷蘭神學家揚·里
德博斯（Jan Ridderbos）明白地說：“預言實現的核心在於基督
的降臨，祂是神的榮耀光輝。” 7   彼得斯也說：  

預言的成就一定是在未來。這樣的實現符合主的榮耀，以及祂第
二次降臨所要成就的工作。我們找不到任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否定
這樣的觀點⎯  萬王之王要從曠野而來，一條“平坦大道”要在偉
大得勝的王面前展開。 8 

以賽亞書40章像先前的沙漠預言一樣，以敘述出埃及的語言應用
在未來彌賽亞的來臨，又一次將耶穌的再來視為第二次或最後一次的
出埃及，越過曠野，進入錫安。耶穌將親自帶領以色列人穿越沙漠，
祂是更偉大的摩西，也是全能耶和華神的榮耀在肉身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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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42章：當耶穌如勇⼠出戰 
以賽亞書42章接續同樣的主題 ，強調 將 來 臨 的彌賽亞要成 就 許 多 大
事之後，接著 有呼聲響起 ， “當向耶 和華唱新歌， 從 地極讚美
他！” （10節）。讚美神的呼召延申至海岸、眾海島、最後來到曠
野的沙漠：  

曠野和其中的城邑、並基達人居住的村莊、都當揚聲．西拉的

居民當歡呼、在山頂上吶喊。 (賽42 :11 )  

 經文中指出曠野位於 西拉及 基達地區。馬丁（M a r t i n ） 解
釋：“ 基達是阿拉伯北部 的 一 個 地區， 西拉是 以東的 一 個城
市。” 9  第35章和第40章都敘述主親自帶領祂的百姓行在貫穿曠
野的大道上，第42章更明確指出這條大道的具體位置，就在從前
以色列人走過的曠野。預言繼續生動地描述耶穌榮耀的再來：

耶和華必像勇士出去、必像戰士激動熱心、
要喊叫、大聲吶喊、要用大力攻擊仇敵。 (賽
42 :13 )  

我愛這節經文！之前所有的沙漠預言都描述神是名勇士，這裡也
稱祂是殲滅敵人的“戰士”，這是直接引用摩西得勝之歌的語言，當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後，他們安全地站在紅海對岸目睹神打敗法
老和他的軍隊，齊聲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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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法老的車輛、軍兵、耶和

華已拋在海中、他特選的軍長、都沉於紅海。 (出15:3-4 )  

以賽亞之歌首先呼籲要“向耶和華唱新歌”（10節），一定先
有一首老歌才會有之後的新歌，宏偉的摩西勝利之歌是第一次出
埃及的得勝經典，而末世的出埃及壯舉也會湧出一首頌讚勝利無
比輝煌的新歌。 

以賽亞書63章 
先知以賽亞在63章中描述耶穌為神聖的戰士，是聖經中對這個主
題最生動的描繪。以賽亞在這個預言的開始時，猶如一位在錫安
城牆上的守望者，他朝南望向以東，問這個問題：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

行走的是誰呢？⋯ (賽63 :1 )  

我們立刻看到和沙漠預言共同的要點和主題⎯  主是從以東而
來的戰士（參申33 :1-2 ;  士5 :4-5 ;  詩68 :13）。新美國標準聖經
（NASB）描述祂的衣服“發光”，新國際版（N IV）則翻譯為
“ 以輝煌為衣” ， 其 他翻譯版本 都描述 祂 的衣服是 鮮紅的顏
色 。先前 的 經文描述主從 西 奈 和 以東帶著光芒而來 ， 但此處祂
穿著紅色的衣服是一個新概念。 

踹酒醡 
以賽亞59章說到“耶和華的膀臂”以“報仇為衣”以“熱心為外袍”
（17節）。到63章主報仇的熱心就完全明朗，祂回答以賽亞的問題，
“就是我， 是憑公義說話， 以大能施行拯救”（1節）。以賽亞明白
説話的人是主，但是對祂的衣著非常好奇，問說，“你的裝扮為何有
紅色、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2節）。為什麼祂看起來好
像踩了一整天的葡萄呢？主回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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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

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

切的衣裳。 (賽  63 :3  )  

古時人們將葡萄放在一個大石盆中，用腳踩碎做酒。踩了一
天後，紅色的葡萄汁已染紅了衣服。但是在這裡，戰士衣服上的
紅色是染自敵人所流的血。 

為什麼獨⾃⼀⼈？ 
我們前面討論過，當彌賽亞行進經過以東時，會有一大群百姓和
千萬的天使伴隨，為什麼說祂會獨自一人踹酒醡呢？其實這裡是
重述59章所說：  

那時、耶和華看見沒有公平、甚不喜悅。他見無人拯救、無人

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扶持自

己。 (賽59 :15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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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是說耶穌沒有人陪同，而是說祂獨自一人擔當救恩和
擊敗仇敵。祂是神的膀臂，祂是受苦的僕人，祂是唯一帶來救恩
的贖罪祭。如以賽亞書53章所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
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1節 ） 。 聖 經評論家布里瓦德· 查爾
兹（Brevard S .  Chi lds）說：“不論是以色列或是列國，沒有一
個人為神的公正公義，與神站在一起” 10， 莫德（Mo t ye r）也
說  ：“審判的工作正如救贖的工作一樣，是完全的，獨一無二
的，只有主能做的工作。” 11 救恩不是神的恩典再加上人的善，
同樣地，耶穌再來時的拯救工作也不是耶穌的軍隊與各國聯軍的
合作結果。耶穌不會與以色列國防軍事聯合，也沒有任何國家的
軍隊包括美國的軍事協助。就如耶穌獨自一人為我們的罪獻上贖
罪祭一樣，耶穌是獨自地踐踏神憤怒的酒醡，踩碎祂的敵人。這
個觀點不與有天上大軍陪同祂執行審判的事實相矛盾。 

為錫安復仇 
以賽亞在34章已經預言末世時以東地的大殺戮，“他們的地喝醉
了血” （7節 ） 。 這 個 大屠殺的原因非常清楚， “因耶 和華有報
仇之日、 為 錫 安 的爭辯、 有報應之年 ” （8節 ） 。此處的 陳 述幾
乎完全一樣，神聖勇士解釋為什麼祂的衣服沾滿了仇敵的血：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我仰望、見

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拯

救．我的烈怒將我扶持．我發怒、踹下眾民、發烈怒、使他們沉

醉、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 (賽63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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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第一次讀到這個預言時，無疑會被耶穌的描述困擾，
因為耶穌在這裡是一個心懷復仇的死亡執行者，但是我們必須要
瞭解這個最後審判的本質。我經常提醒享受舒適生活的西方基督
徒，現今世界上的奴隸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這些奴隸絕大多
數是年輕的少女，有些甚至被關在籠子裡，被那些只為滿足自己
短暫變態樂趣的人所剝削，這些奴隸的人數達數百萬之多。想像
一下，每日那些時刻傳達到神耳中的悲慘呼求，呼求無止境的虐
待停止，呼求拯救他們脫離苦難的救贖主來到。我們要知道這個
世界上的罪惡，才會開始明白，為什麼耶和華的日子是一個主申
冤報仇的日子。主的再來不僅要終止以色列百姓的苦難，祂還要
回應世界各地呼求公義的祈求，祂要回應從義人及無辜者心中、
口中所發出的吶喊。當我們有了這樣的背景後，不但可以瞭解這
段經文殘酷的事實，更可以感受到神心中的憤怒，進而產生迫切
的盼望，終於！祂報仇和釋放公義的日子到了！願那日子快快來
到！  

耶穌⎯沾滿鮮⾎的戰⼠ 
總之， 以賽亞書63章的 神喻清楚地指出 這位威武的 人物非彌賽
亞耶穌莫屬。 

●  穿越曠野的那位是“耶和華的膀臂”，正如我們
之前所看到的，”耶和華的膀臂”指的是出埃及時耶
和華的大能作為（出3 :19 ;  6 :6 ;  13 :3 ;  申4 :34 ;  5:15 ;  
7 : 8 , 1 9 ;  2 6 : 8） ， 應 用 在未來 的彌賽亞（賽 5 2 : 1 0 ;  
53 :1 ;  耶32 :21 ;結20 :33-34），新約聖經也明確地將這
個描述指向耶穌（路1 :51 ;約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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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的袍子被 鮮血浸透。 啟示錄19章是 聖 經 中 有 關 耶
穌 再 來最廣為 人知的 經文， 1 3節說祂 從天而來 ， 穿
著 被血浸透的衣服，無疑是直接取自以賽亞書 6 3
章。 

• 祂 為義人帶來 救 贖 ， 為惡人帶來 神 的憤怒， 有 關 耶
穌 再 來審判惡人 和 救 贖義人 的 經文， 實 在 不勝枚
舉。彌賽亞要帶來獎賞和報仇， 是 貫 穿 舊 約 和 新 約
的 一致主題 ， 它 不僅出 現 在 許 多公認 的彌賽亞預 言
中 ，也在各個 沙 漠 預 言 中 重複地 出 現 。例如 ， 我 們
才看 到 的 以賽亞書 3 5 : 4， “ 看哪， 你 們 的 神 必 來報
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  



彼得斯（Pe ters）總結他為何相信以賽亞書63章的預言是指耶
穌第二次降臨的原因：  

眾多有關耶穌第二次降臨的經文都提到神對敵人的憤怒和復
仇，以及可怕的殺戮和大餐，這段經文只能適用於描述祂第二
次的降臨，這也是初期教會的教導。先知在異象中看到祂從西
奈山的方向前來，問道：“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
的、是誰呢？”我們從比較和對照經文，就知道聖經確實敘述
一位偉大的王從西奈行進到耶路撒冷。預言明顯地提到了西奈
山，巴蘭，曠野，西珥山，以東，提幔或南部，和波斯拉，為
我們提供了一條從西奈向北至巴勒斯坦的直線路徑。這不是碰
巧，這是告訴我們將會發生的實際情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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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66章：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 
我 們 在 以賽亞書 研討的最後一段經文是 以賽亞書 第66章，雖然這段
經文並未特別提到主行進穿越沙 漠 ， 但卻明確地講到 神 的降臨 ，並
且也引用了先前沙漠預言中的主題。 

看哪、 耶 和華必 在火中降臨．他 的車輦像旋風、 以烈怒施行報

應 、 以火焰施行責罰．因為 耶 和華在 一 切 有血氣的 人身上 、 必

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 (賽66 :15 -16 )  

這個預言對耶和華的降臨有新的描述，祂要在火和旋風中降臨。
經文三次強調“火”，有意地反映神降臨在西奈山上的情景，“因為
耶 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 （ 出19 :18） ， 以 及 “ 耶 和華的榮耀在山頂
上 ， 以 色 列 人 眼 前 ，形狀如烈火” （ 出24 :17） 。 “旋風”指的 是密
雲、狂風和其他大風暴有關的現象。這個描述也是要讓我們想起西奈
山上神的降臨，經文說，“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
和密雲” （出19 :16）。底波拉之歌（士5 :4）和大衛行進詩篇（詩
68 :8 -9）也都強調這個情景，當神從天上降臨時，這些現象會伴隨祂
而來。最後，以賽亞描述神要用祂的劍來執行審判，這裡不是一般性
地 敘 述主的審判，而是 明白地指出當神 到 來時， 祂 將手刃所有 的敵
人。我們已經研讀過許多類似的經文，主將殲滅敵人是聖經中有關彌
賽亞到來最一致的主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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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以賽亞與 大衛、底波拉和摩西 一樣， 都 預見彌賽亞就 是 耶 和華
的體現 ， 祂 將 從 西 奈山向錫 安行進。 理莎·萊維特 ·科恩
（Risa Lev i t t  Kohn）說， 

“根據以賽亞的預言，彌賽亞將重複第一次出埃及的許多奇
蹟，包括食物和水的供應（賽41 :17-18 ;  43 :19，20 ;  48 :21 ;  
49 :10） ，並親自如牧人 一般帶領百姓穿越沙 漠 前往錫 安 ，
以賽亞還預言未來錫安的大規模重建。（賽 44:28;  54:11-12）
14 

	 以賽亞以之前的沙漠預言為基礎，預見一條穿越沙漠的大道。這
條道路十分寬廣，可以容納龐大的人群，也宏偉的可以迎接如此榮耀
的王。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一致描述，當應許的以色列王降臨時，祂將
擊殺敵人，像踹葡萄一樣粉碎他們。榮耀的王要繼續行進，直到進入
耶路撒冷，最後殺死在新約中稱為敵基督的仇敵領袖。以賽亞從先前
的預言中擷取這些意象，描繪出聖經中對神聖戰士最逼真、最生動和
最恐怖的圖畫。對現代大多數的基督徒來說，他們對耶穌的印象幾乎
都是來自藝術作品所描繪的溫和牧羊人的形象，但實際上，當新郎神
再 來時， 祂 將 穿 著 被 新婦敵人 的血所染紅的禮服出 現 在自己的婚禮
上。 



22 
哈巴谷的禱告 

哈巴谷的禱告就像大衛的行進詩篇一樣，是禱文也是先知預言，又是慶
祝勝利的讚美詩，稱它為整本聖經中最令人敬畏的經文之一，一點也不
不誇張。哈巴谷書再次描述耶和華行經曠野沙漠，他所見的異象不但多
數汲取於先前的沙漠預言，並且還增加了大量的新信息。哈巴谷書三章
可說是舊約聖經中描述神顯現（神以肉眼可見的人形顯現）最長，最詳
細的經文。舊約學者喬治亞當·史密斯（George Adam  Sm i th）稱其為
“偉大的神顯現”。 1 

概述 
哈巴谷出 生 在 以賽亞之後的 一百多 年間， 他 在南國猶大服事 ，
那時全國已經 大 大遠離了主，哈巴谷對百姓的 屬 靈景況感到悲
痛，向耶和華哀嘆：  

他說、耶和華阿、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

哀求你、你還不拯救。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而

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因此律

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

倒。	 (哈1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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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現代基 督 徒 都能認同哈巴谷對自己國家屬 靈景況沈淪的悲
痛。他感嘆還要在這樣一個邪惡的世代中生活多久？我們不禁想起先
知以西結談到耶路撒冷的義人說，“他們嘆息，哀嘆在其中發生的一
切可憎之事 ” （結9 :4） 。 但 是 ， 神 對猶大悖逆的回應完全不 是哈巴
谷希望聽到的。耶和華宣告背約的懲罰要臨到猶大，神要差派可怕又
殘酷的巴比倫人 ，入侵土 地 ，擊殺百姓並摧毀猶大 （哈1 : 5 - 6） 。哈
巴谷被 如此可怕的 啟示所驚嚇， 他立即 為百姓代禱呼求（3 :2） ，像
摩西一樣，呼求耶和華寬容（申9 :13-14；出32 :12-14）。他求神像過
去一樣，興起民族的復興並向立約的百姓施憐憫，然而主卻沒有反悔
降災，巴比倫人來了，懲罰不可避免地臨到。神沒有撤回對百姓嚴厲
的管教，卻啓示哈巴谷一個驚人的異象，揭示了耶和華對猶大即將發
生 的悲劇有 一 個最終長期 的 解決方案。 就像數百年 前 神 在 西 奈山上
“降臨”一樣（出19 :18），在遙遠未來的某日，耶和華要再次來臨
拯救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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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再來 
哈巴谷所看到的異象與摩西的祝福和底波拉之歌極為相似。令人玩味
的是，雖然少有評論家認為這二個沙漠預言與耶穌的再來有任何關
係，但是大多數的評論家都認為哈巴谷書的禱告和耶穌的再來極其相
關。彼得斯（Pe ters）自信地說：“哈巴谷克的異象絕對是有關未來
的降臨。”福騰葆（Fruch tenbaum）也說：“哈巴谷書的禱告 . . .  和
異象的唯一解釋是耶穌的第二次來臨。” 2舊約學者歐帕瑪  ·羅伯森
（ O .  Palmer  Rober tson）對預言的解釋是：“當人子駕雲降臨，是
神偉大榮耀的終極顯現。那時眾目要看見祂，這是哈巴谷異象最終的
應驗。” 3  理查·帕特森（Richard D .  Pa t terson）和安德魯·希爾
（Andrew  E.  H i l l）注意到出埃及與耶穌再來的直接關聯：“神過去
的勝利預示，神在未來會因著百姓的緣故，再度以祂的大能施行拯救
（啟19 :11-21）” 4最後，普瑞爾（Dav id  Pr ior  ）在聖經信息系列 
注：  

末世主題又一 次 出 現 在先知的 預 言裡。 神 過去曾幫助祂 的子
民， 祂當然會 再 次 地拯救 他 們 。 在 這 個世代的末了 ， 神 將徹
底地為屬於祂的子民報仇，審判敵對祂的人。 5 

	因此，哈巴谷的 禱 告 不僅是 舊 約 中 敘 述 神顯現最詳盡的 經
文，也是舊約中描述耶穌再來最仔細的預言。我個人深深愛上了
這篇禱告，希望你也會和我一樣。神的子民忽略這段經文已經太
久了，我們應該重新將它拾起，作為我們極好的啟發和希望的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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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再來 
這 個異象與摩西 的 祝 福 和底波拉之歌的相關 性 從 一開始就很明
顯：  

神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
⋯ (哈3 :3 )  

異象中再一次說到神從西奈山來，從提曼和巴蘭山出發。提
幔（ T e m a n ） 的意思是 “南” ，指的 是 以東地區，巴蘭
（Pa ran）是介於西奈山和以東之間的一座山脈。這段經文明顯
地和早先的沙漠預言相似，但第一個顯著的區別是，這個異像的
敘 述 是 用 的 是未來時態。凱爾和德利奇（K e i l ，D e l i t z s c h ）指
出：“ 它 不 是描述 過去，而是描述主未來榮耀的顯現 。 ” 6因
此，現代中文譯本（The Good News  Transla t ion）譯為，“上
帝要再從以東來” (哈3 :3  ）從經文使用未來的動詞時態，看出
其最終的含義是耶穌的再來。哈巴谷引用神從西奈山來的歷史，
作為未來耶穌再來拯救子民的靈感和信息來源。 

從以東來 
我們必須再次注意到，聖經不用抽象或模糊的文字來敘述彌賽亞
的再來，哈巴谷的異象如之前的許多經文一樣，描述“將要來的
那位”是從以東之地前來。羅伯森（Robe r t son）評論說：“哈
巴谷書描述神從西奈經過以東，前往為子民所存留的地土。哈巴
谷回想以色列過去的經歷，並預期神在未來也會同樣地介入他們
的命運。” 7  就如出埃及時期神從西奈經過以東的旅程一樣，耶
穌再來時也會重複同樣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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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如同⽇光 
接下來描述彌賽亞實際降臨時，祂無與倫比的威嚴：  

  

⋯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

手裡射出光線⋯。 (哈3 :3-4 )  

像申命記33章的描述一樣，主如太
陽般閃耀。新國際版的翻譯可能更佳地捕
捉到破曉時分的細微描述，“他的輝煌就
像日出一樣”（4節）。這裡有某種反語
法的應用，因為眾所周知，太陽總是從東
方升起，但是這裡神如日出的光輝是從南
方而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哈巴谷的異象
與耶穌對自己歸來的描述很相似，“閃電
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
要這樣 .”（太24 :27）， 經文的重點在於
這是一件公開和明顯的事情。太陽從不秘
密地升起，日頭升起是每個人都能看到

的，耶穌的再來也是一樣，全世界都將目
睹祂的降臨。哈巴谷第2章清楚地表達，

他所敘述的時間背景指向末世。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
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哈2 :14 )  

這只有當千禧年耶穌實際在地上掌權時才會實現。好幾處舊
約經文反復描繪，神末世再來時所發出的光輝如日出或黎明，新
約將這點應用於耶穌的再來，詩篇19 : 5優美地描繪早晨的陽光為
“新郎出洞房 (結婚棚chuppah )”。何西阿書說，“他出現確如
晨光”（何6 :3  ），新國際版聖經的翻譯是，“就如太陽一定會
升起般的確定，他必會顯現”。 主和祂的國度必會來到，這是
以色列得安慰的確據。先知以賽亞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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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

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賽60 :1-2 )  

 先知瑪拉基在舊約聖經的末了關於主的描述，“⋯必有公義
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瑪4 :2）。新約一向用類似
的語言描述耶穌。例如，馬太福音說：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
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太4 :16 )  

同樣地，路加福音記載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稱彌賽亞的
到來為“⋯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路1 :78）。所以，
摩西的祝福和哈巴谷的禱告等預言，提到日頭升起或正午太陽照
耀光輝，都是新約中代表耶穌來臨的描述。 

神的榮光 
然而這段經文表達的遠遠地超過平常的日出，它實際上是描述神
的榮光照耀。新國際版翻譯為，“⋯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
滿大地。”（哈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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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和災病 
明白這 是描述 耶 穌 再 來時的情況後， 我 們 不 禁 被 經文所描述 的
偉大景象所震懾：

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裡射出光線．在其中藏著他的能

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 (哈3 :4-5)  

 摩西 敘 述 有閃電或火從 神 的手中 發 出 ，哈巴谷描述 祂手裡射出

“光線”。儘管耶穌不是鋼鐵俠或漫畫書中的超級英雄，但是從祂手

中射出激光或伽馬射線這樣的比喻和事實也相差不遠，雖然這個意象

十分的可怖，然而先知說這還是主隱藏或掩蓋後的能力。我們從這裡

得到一個深奧的啟示⎯拿撒勒人耶穌是神全然的榮耀，祂遮掩了祂的

光輝（戴上帕子）向我們顯現。聖經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主掩蓋自

己的榮耀，祂熾烈的光芒會吞噬在祂面前的一切。“神就是光”（約

一1:5），“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提前 6:16），祂乃是“烈火”

（來12 :29），在哈巴谷的異像中，神炙熱的榮耀從彌賽亞肉身的帕

子內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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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從祂手中發出的能力之外，瘟疫和災病也在祂之前和之後跟
隨。雖然這會使人清楚地想起出埃及記中的災禍，但我們要重申這是
指向未來，這些災禍應被視為震怒的神對惡者所釋放的最後一輪審
判。這些惡者是啟示錄中的敵基督、他的軍隊和巴比倫，“我又看見
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
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啟15:1），無怪聖徒在下一節經文馬上
唱出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這個發展絕對不是巧合。彌賽亞猶太學者
但恩·賈斯特（Danie l  Jus ter）說：“這段經文將出埃及時神的子民
毫髮無損地看著法老的軍隊被紅海的浪潮吞沒與殉道者戰勝敵基督的
異象連結起來。” 9 

萬⺠戰競和塌陷 
接下來 的 經文與詩篇110篇非常相似，彌賽亞勇士用敵人 的屍體
填滿大 地之後停下來 ，平靜地飲用 路旁的河水 （6 - 7節 ） 。此處
神聖勇士在喧囂的行進間，祂似乎停下腳步，從容地觀察遍地：  

他站立、量了大地．觀看、趕散萬民．永久的山崩裂、
長存的嶺塌陷．他的作為與古時一樣。我見古珊的帳棚
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 (哈3 :6-7 )  

 當耶穌大步向前，釋放神的災禍時，悖逆的外邦列國猶如山
嶺坍塌崩潰。 經文具體指出古珊和米甸兩個 地方， 正處於恐慌
的狀態中 。 這兩個 部落的名字都 與阿拉伯地區有 關 ， 它 們位於
靠近紅海東岸的西奈山。 10當耶穌從阿拉伯向北朝著耶路撒冷前
進時，這些地區的人民都將恐懼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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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戰⼠ 
主在出埃及時分開紅海，不但顯示出祂的能力和主權超過法老和
他的軍隊，同時也超越海和海所代表的一切力量。古代希伯來人
將洋海與混亂、邪惡、甚至魔鬼聯繫在一起（啟12 :9，20 :2）。
（我們將在附錄一中更詳細地討論這個概念）。現在我們專注於
耶和華對江河和洋海的主權：  

耶和華阿、你乘在馬上、坐在得勝的車上、豈是不喜悅江河、

向江河發怒氣、向洋海發憤恨麼。你的弓全然顯露向眾支派所

起的誓、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開大地。山嶺見你、無不戰

懼．大水氾濫過去、深淵發聲、洶湧翻騰。因你的箭射出發

光、你的槍閃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宮停住。 (哈  3 :8 -11 )  

  江河和洋海代表混亂的權勢和神的仇敵，但是耶穌是神聖的
戰士，祂將會完全地消滅他們。第8節說耶穌騎在馬上，這是舊
約中唯一明確敘述神騎在馬上來拯救祂子民的經文，無疑是啟示
錄耶穌騎著白馬從天而來的預示，“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
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
（ 啟19 :11） 。此外 ，哈巴谷描述 神 “坐在 得勝（ 救 贖 ） 的車”
上（8節）。摩西之歌描述神穿越穹蒼來幫助和拯救祂的子民，
同樣在詩篇68章中，描述神有車輦累萬盈千來自西奈山，然後，
在以賽亞書66章，也描述神末日降臨時駕著車馬來拯救祂的百姓
（15節）。哈巴谷敘述神有發出耀眼光芒的箭和長矛 ,  保持神是
聖戰士的一致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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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敵⼈的頭 
從天上來的耶和華勇士繼續祂的憤怒行進：  

你發憤恨通行大地、發怒氣責打列國、如同打糧。你出來要拯

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 (哈3 :12-13 )  

“踐踏列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  這個概念直接追溯到聖經中
的第一個彌賽亞預言⎯創世記3 :15。仔細查考這節預言之後，我們瞭
解到當女人的後裔（彌賽亞）來臨時，祂不僅要壓碎蛇的頭，還會擊
碎蛇的追隨者。我們之前討論到，聖經多次重申大衛後裔彌賽亞王擊
敗仇敵的主題 （數 2 4 : 1 7 - 2 0；申 3 3 : 8 - 2 9；士 5 : 2 6 - 2 7；詩 5 8  : 1 0 ;  
68:21 ;  110 :5 -6 ;  珥 3 :13 ;  賽63 :1-6 ;  瑪4 :3 ;  路10 :17 ;  啓19 :13 ,15）。祂
再次重申行軍的最終目的，不只是要消滅祂的敵人，還要拯救祂的子
民，“受膏者”指的是以色列和所有信靠以色列之神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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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基督的軍隊 
聖經中有一些段落實在令人萬分激動，哈巴谷的禱告就是其中之
一 ， 書 中 的 每 一句經文都包含了 許 多震撼和榮耀的要素。 經文
接下來從神粉碎敵人的一般性描述轉到專門針對敵軍的領袖。 

打破惡人家長的頭、露出他的腳、直到頸項〔細拉〕。你用敵

人的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他們來如旋風、要將我們分散。他

們所喜愛的、是暗中吞喫貧民。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

湧的大水。 (哈3 :13-15)  

這裡說的惡人是敵基督和他的追隨者，甚至是撒但本人。英
文標準版聖經的翻譯是“你壓碎邪惡之家的頭目” ，神聖戰士
在 這裡壓碎了 神仇敵的元首或頭目（希伯來 語： r o s h ，頭或領
袖）。這與詩篇110 : 5 -6  的描述幾乎相同，大衛的子孫彌賽亞將
粉碎祂敵人的“首領”。 新約將這些不同的要點歸納起來，告
訴我們當耶穌再來時，要殺滅敵基督和他的軍隊：  

我 看見那獸、 和 地 上 的君王、並他 們 的眾軍、 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 、並他 的軍兵爭戰 。 那獸被擒拿、 那 在獸
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獸印記 、 和拜獸像之人 的假先
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 們兩個 就 活 活 的 被扔在燒著硫
磺的火湖裡．其餘的 被騎白馬者口中 出 來 的劍殺了⋯。
(啟19 :19-21 ;  參  帖後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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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3章是舊約中最早也是最清楚地談到彌賽亞擊殺敵基督
的經文之， 11它生動地描述耶穌將敵人從大腿向脖子切開的畫面。史
密斯（Sm i th）說：“從尾巴到脖子”的描述似乎表達敵人的形狀是
一條龍。” 12所以這裡解釋為魔鬼比敵基督更恰當。當然，敵基督和
魔鬼是共生體，一個是木偶，另一個是操控木偶的大師，但是最終都
將被扔進火湖中（啓19 :20 ;  20 :10）。這段經文無疑是指敵基督及其
軍隊，因為它繼續具體的說到他們要入侵猶大和毀滅那地的人。有些
評論家認為，這是指曾經入侵猶大的巴比倫人，然而巴比倫人從未像
這段話所描繪的那樣被主毀滅。新約解釋這些事情將在世代終了時才
會最終地實現。 

等待祂的來臨 
終於，先知的哀嘆達到了頂峰。神之前在第二章告訴哈巴谷：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

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 (哈2 :3 )  

雖然哈巴谷確信 神降臨 的宏偉異象一定會 實 現 ， 但仍然讓 他
感到巨大的痛苦。因為儘管知道最終必會成就，但未來仍是非常
地遙遠，所以他悲嘆：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

所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

來。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

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

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哈3 :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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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異象的成就帶給哈巴谷極大的痛苦，使他的身體顫抖，
骨頭似乎在他體內朽爛。這聽起來似乎是很極端的描述，但實際
上每個基督徒都應該能認同哈巴谷的痛苦。使徒保羅說，一切受
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等待彌賽亞的 歸 來 （羅8 :18 - 25） 。既然
我們是神的創造（也是祂的準新婦），那麼我們也應該會感受到
哈巴谷等待異象實現的強烈渴望，雖然延遲了許久，但我們還是
耐心等待它的到來。因此，希伯來書的作者回顧這段經文，呼籲
基督徒緊緊抓住他們對耶穌再來的盼望（來10 :37-39）。羅伯遜
（Rober tson）總結說：  

新約完美地表達出神子民希望的源頭是神的降臨，新約經
文鼓勵受苦難的信徒堅持信仰，“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來10 :37），只有主自己來
臨才能為祂的子民帶來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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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的禱告，會眾唱的詩歌 
在哈巴谷的禱告中，希伯來語“ se lah細拉”出現了三次。在整
個詩篇中，這個詞出現了74次。細拉的意思是暫停或間斷，可能
是通知樂者更換樂器或是呼籲樂者、美歌者和聽眾暫停片刻來沈
思默想所唱的真理。 13在禱告文的末了，我們讀到“這歌交與伶
長，用絲弦的樂器。”（哈   

結論 
哈巴谷的禱告是聖經中對耶穌再來最詳盡、最美麗、最宏偉的描述之
一。哈巴谷從摩西的祝福、底波拉之歌、詩篇68篇、以賽亞書 63章
以及其他經文中取得靈感，描繪出耶穌再來的畫面，非常地榮耀和激
動人心。這段經文不朽的教導在世界文化越來越仇視信奉聖經的基督
徒時仍然適用，它對末世教會尤其重要，今天的基督徒也應該像信實
的流亡猶太人民一樣，繼續定期聚集同唱這首讚美詩，以神的信實和
我們共同的盼望相互鼓勵，正如希伯來書所述，“那日子臨近、就更

當如此。”  (來10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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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撒迦利亞的預言 

大約在哈巴谷預言的75年後，流亡在巴比倫的猶大餘民返回了故
國。那時正是先知撒迦利亞的傳道時期，撒迦利亞的預言也是舊
約時代最後的幾個預言之一。以色列彌賽亞降臨的異像到撒迦利
亞的時候，已經發展為一個詳盡和完善的傳統。因為撒迦利亞是
舊約最後幾位先知之一，所以當他談到彌賽亞時，他可以從許多
之前的預言和啟示中獲取靈感，自然沙漠預言也包括在內。 

撒迦利亞的戰歌 
撒迦利亞預言的後半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神諭，分別在第9-11章和
第12-14章，兩章都有許多有關彌賽亞到來的敘述。第一個神諭是一
篇爭戰的詩歌，以 “耶和華論以色列的默示”（亞12 :1）開始，開
宗明義地表明它先知預言的性質，在交待神將審判圍繞以色列的各民
族之後，神諭轉向敘述彌賽亞的到來，第9節可能是所有撒迦利亞書
中最廣為人知的經文：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

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

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亞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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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清楚地指向未來那位出自大衛後裔的君王，在等待祂的
歡呼聲中凱旋進入耶 路撒冷， 但 是撒迦利亞在 這裡並沒有描述
彌賽亞王是 那位榮耀的 ， 被 鮮血浸染衣袍的 神 聖 戰士。 是 的 ，
祂 是 得勝者 ， 祂要從敵人手中拯救 以 色 列 ， 但 是 祂也是謙卑的
主， 祂 不騎著駿馬，而是坐在 一匹驢駒上 。 這 個想法從何而
來？這 和 其 他彌賽亞榮耀進入耶 路撒冷的 預 言完全不同，答案
在以賽亞四首詩歌的預言裡（42 :1-6 ;  49 :7-13 ;  50 :6-8 ;  52 :13-
53 :12），詩歌中反覆稱彌賽亞為“僕人”，這與通常所期待的
君王截然不同。彌賽亞不僅是 在炫目榮光中 與眾天使來 臨 的君
王， 以賽亞又敘 述 祂 是 以 色 列 的僕人 ， 祂要來受難， 為 祂子民
的罪壓傷。就是在這裡，一個隱藏的奧秘開始顯明⎯  彌賽亞其
實 來 臨兩次 ， 第 一 次 以謙卑和苦難來 臨 ， 第 二 次則在榮耀和力
量中 來 臨 。撒迦利亞敘 述彌賽亞第 一 次凱旋進入耶 路撒冷，指
的是耶穌在地上的服事（太21 :1 -11；可11 :1 -11；路19 :28 - 44；
約12 :12-19），但是先知們最常強調的，也是在所有沙漠預言中
所提到的凱旋進城，猶待未來的實現。 

耶穌千禧年期間的統治 
撒迦利亞隨後將重點從耶穌第一次凱旋進入耶路撒冷轉移到祂再
來做王掌權的時候， 那時祂 不 但 是 以 色 列 的王，而且是掌管全
地的王：  

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的弓也必除

滅．他必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

管到地極。 (亞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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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作以色列的王時，地上再看不到戰車和戰馬，“爭戰
的弓” 將永遠成 為 過去。各先知們也使用類似的 語 言描述 戰爭
平息， 以賽亞敘 述 以 色 列民將 戰爭兵器回收，改造為農具 ，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賽2 :4；參  彌4 :3；
珥3 :2）。以西結敘述以色列收集敵人遺棄的武器，作為數年的
柴火， “甚至他 們 不 必 從田野撿柴、也不 必 從樹林伐木．因為
他們要用器械燒火”（結39 :9 -10）。在耶穌的治理下，外邦民
族與 以 色 列 和平共處， 不 再爭戰 。因為 祂 將 從 耶 路撒冷統治，
直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參詩72 :8）。 

撒迦利亞的沙漠預⾔ 
撒迦利亞再一次突然轉向。現在，他談到沙漠預言的共同主題⎯  耶
穌凱旋歸來拯救子民。經文明白指出由於以色列是與神立約的子民，
神將他們從敵基督的軍隊中釋放的日子將要到來：  

錫安哪、我因與你立約的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

的坑中釋放出來。你們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

今日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 (亞  9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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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述說以色列民被囚禁在沙漠中的無水坑裡。這與大衛和以賽
亞所述，當耶穌再來時，祂將拯救被關在在沙漠中受煎熬的囚犯，並
有雨水降下使他們復甦的描述相吻合（35:1-7；參  詩68:9-10）。由
於主的應許（創15:8 -21 ;出24 :3-8），他們將得釋放，這是盟約最後
的恢復階段。被囚禁的以色列民都要轉回他們的“保障”⎯耶路撒
冷，雖然他們遭受了許多損失，但最終他們要全面恢復。 

以⾊列與敵基督的末世對決 
接下來，撒迦利亞為耶穌歸來之前進行的最後一場戰鬥歌唱：  

我拿猶大作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蓮為張弓的箭．錫安哪、我要激

發你的眾子、攻擊希臘的眾子、使你如勇士的刀。 (亞  9 :13 )  

喬治·克林（ G e o r g e L .  K l e i n ） 在 新美語註釋（ N e w  
Ame r i canCommen tary）說：“這節經文明確是指神會用猶大擊
敗希臘，贏得未來的聖戰。” 1以色列和希臘在末後的日子是否
真會發生衝突？這種觀點頗有疑點，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希伯來
語稱希臘為亞萬（Yavan）。在公元前六世紀的撒迦利亞時代，
“希臘”尚未稱霸一方，它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也不是主要的大
國。 2  對於撒迦利亞時代的人們而言，亞萬（Yavan）是指現代
希臘沿海地區和土耳其的西南部。其次，預言的內容不是在述說
任何歷史上像馬加比家族（Maccabees）與安提阿四世·以比凡
尼（ An t iochus  IV  Ep iphanes）之間的衝突。這是一個末日的預
言 ， 是 一場將 在末後日子展開的 戰 事 ，最後會 在 耶 穌回來時結
束。克林（K l e i n ）指出：“ 第13節 中 預 言 的 事 件 ，只有當主最
終在 地 上建立祂 的 國 度時，才會達到頂峰” 3。 學 者 對 第13節 預
言的確切意思有廣泛的辯論，但我建議最好的解釋是⎯  撒迦利
亞所描述 的 是先知以 西結所提到 的哥革和瑪各的 大 戰 （結 3 8 -
39）。哥革和瑪各的大戰是以色列與現代土耳其為首的國際聯盟
之間的戰爭。因此，撒迦利亞的預言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以色列與
敵基督聯軍的戰爭。 4 

乘南⽅的旋風⽽⾏ 
接下來的生動描述，只適於理解為耶穌從天上榮耀地再來：  

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閃電．
主耶和華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風而行。 (亞  9 :14 )  

這裡我們看到神顯現的描述與沙漠預言的主題一致。首先，主在
天上“顯現”。其次，百克（Barker）指出：“先知也是用擬人化的
語言。” 5  描述神以人的形像往前行。第三，他的箭射出像閃電，令
人想起在摩西的祝福中描述有閃電或火從主的手發出（申33 :2）。第



四，我們看到吹角（shofar），這使人想起秋季的吹角節（Yom  
Teruab)或吹角的日子  。閃電和號角讓我們想起神降臨在西奈山的日
子，當時“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 出  



234  / SINAI  TO ZION  

盛筵 
第15至17節描述彌賽亞王在千禧年統治的開始，以色列重新回歸
故土安居後，才真正地開始偉大的慶祝：  

萬軍之耶和華必保護他們．他們必吞滅仇敵、踐踏彈石。他們

必喝血吶喊、猶如飲酒．他們必像盛滿血的碗、又像壇的四

角、滿了血。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

他們．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以上、他的

恩慈何等大、他的榮美何其盛．五穀健壯少男、新酒培養處

女。 (亞9 :15 -17 )  

在耶和華捍衛以色列並拯救他們之後，以色列將統治他們的敵
人。預言雖然以子民被囚困在沙漠坑裡為奴開始，卻以他們最終在自
己的土地上享用豐盛的宴席，“吞滅仇敵”為結束。穀物和新酒再次
指向秋收和秋季的節期。韋博對這三節經文的總結是：“神將會像在
第一次出埃及時那樣與他們同在，為他們而戰。戰爭不會一直持續下
去，有一天，它將結束，新酒和穀物的日子終將來臨。” 7從那時開
始，以色列將成為耶和華王冠上閃耀發光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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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撒迦利亞書第9章的預言是一段重要的經文，的確應該被
包括在沙漠預言系列中。神聖戰士在南方的風暴中行進，途中將被囚
的以色列百姓從沙漠的坑中拯救出來，帶領他們回到應許之地後，祂
要恢復以色列國度，以和平治理全地。 

撒迦利亞書12-14章 
撒迦利亞書第9章的爭戰詩歌是一個敘述彌賽亞的重要預言，12-14章
記載神救贖計劃最後階段的深入細節，但本書只研討最相關的部分。
第12章和第9章一樣，以“耶和華論以色列的默示”開始（1節），接
著繼續敘 述 耶 路撒冷和猶大 的入侵和 “圍困” （2 -8節 ） ， 但 是 他 們
不僅沒有被擊敗，反而獲得完全的勝利。這讓一些人感到困惑，到底
以色列最後是被擊敗還是得勝？答案很簡單，在耶穌回來之前，以色
列將被擊敗，在耶穌回來後，他們將獲勝。有些人建議這可能是指發
生在過去如“六日戰爭”或“贖罪日戰爭”一樣的衝突，然而12章的
內容是以色列完全戰勝所有的仇敵，所以這只有在彌賽亞再來時才能
發生。只有在那個時候，包圍以色列的敵國才會像木柴在火盆中一樣
地 被燒毀（ 5 - 6節 ） 。 經文形容猶太人 將 大 有能力， 他 們 “ 如 神 一
樣” （7 -8節 ） 。 在 那日，主說祂 “ 將使一 切馬匹驚惶，使騎馬的顛
狂”（4節），蓄意地影射出埃及時神的勝利，韋博說：“這就像神
在紅海殲滅法老的軍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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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扎的 
撒迦利亞書 1 2章 9 - 1 0節描述 了 聖 經 中最重 大 ，最關鍵的 事 件之
一。撒迦利亞攫取到彌賽亞向祂子民完全揭示的那一刻：  

那日、 我 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 路撒冷各國 的民。 我 必 將
那施恩叫人懇求的 靈 、澆灌大衛家、 和 耶 路撒冷的居
民．他 們 必仰望 我 、 就 是 他 們所扎的．必 為 我悲哀、 如
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亞12 :9-10 )  

被扎的那位肯定是指以賽亞書中受苦的僕人⎯  彌賽亞。然而神表
明被扎的就是祂自己，“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 韋博
捕捉到主受苦的嚴重程度：“這不僅是傷害，而是刺入心臟的致命一
擊，但這還不是最壞的，最深的痛苦是主明明知道扎祂的不是敵人而
是自己的百姓” 9  最後，當他們終於真正地“看見”彌賽亞為他們的
罪惡被扎、釘死，以色列全家都會為自己所做的哭泣悔改。本書第13
章討論過，這將帶來全國聖靈澆灌並訂定新約（申32 :36-39 ;  賽59 :19-
21 ;  珥31：27-34  ;  結34 :25 -27 ;  36 :23-31）。 11-14節的經文敘述這個
覺悟和悔改深深進入了以色列人的內心。在第13章我們看到這個內在
靈裡的巨大變化：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 耶 路撒冷的居民、開一 個泉源、洗除
罪惡與污穢。萬軍之耶 和華說、 那日我 必 從 地 上除滅偶
像的名、 不 再 被 人 記念．也必使這 地 不 再 有假先知與污
穢的靈。 (亞13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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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將永遠不再叛逆神。拜偶像、背逆神的參謀和假先知將永
遠成為過去，以色列人民和土地都將全面更新。 

盟約的懲罰 
然後，撒迦利亞回到盟約的懲罰這個主題：  

耶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

必存留。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

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

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亞

13 :8 -9 )  



  這個異象明確的毀滅和和強烈的痛苦令人震驚。我們已經在
第16章中 詳 細討論 這段經文的含義和 細 節 ，主必帶領以 色 列 經
歷盟約懲罰的精煉和潔淨。撒迦利亞書14章繼續這個主題：  
   

耶 和華的日子臨近．你 的財物必 被搶掠、 在 你 中間分
散。因為 我 必聚集萬國 與 耶 路撒冷爭戰．城必 被攻取、
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 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
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亞14 :1-2 )  

 這是利未記23 :14-33和申命記4 :26-28 ,  32 :23-27  警告性預言的最
終實現。出於神的安排，我在寫本章時正好在東耶路撒冷，這讓我更
加感受到撒迦利亞預言的精準性。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在末後的日子將
分裂為二，一半的居民將被擄去成為戰俘，但不知什麼原因，另一半
的居民將留在城中。在預言的二千多年後，我就坐在先知所說的一個
分裂的耶路撒冷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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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在那時必來到 
以色列經歷懲罰後，她的救主終於降臨了 ,  這是神喻中最榮耀的
部分：    

那時、 耶 和華必 出去與 那些國爭戰 、好像從 前爭戰 一
樣。 那日、 他 的腳必站在 耶 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
上．這山必 從 中間分裂、自東至西 、 成 為極大 的谷．山
的 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你 們要從 我山的谷中
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 們逃跑、 必 如猶大王烏
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 (亞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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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這部份的預言引起許多關於耶穌再次降臨地點的爭
議。這段經文說主的腳會站在橄欖山上，因此許多人相信這段經
文指出耶穌從天上降臨，直接著陸於橄欖山。我們會在27章更詳
細地討論這點。現在，我們只簡單地指出這段經文並沒有說明主
回來時實際降落的地點。所有沙漠預言一致描述主帶著天上的軍
隊從南方上來，前往耶路撒冷，撒迦利亞先前的預言也是這樣的
描述（9 :14）。先知此處並不是自相矛盾，“那日、他的腳必站
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應該是指整個耶穌統治的時
期。如果耶穌是降落在橄欖山上，那麼祂的子民為什麼都逃跑？
人們見到救主就逃跑是不合理的，我認為撒迦利亞這裡所述，不
是按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而是對發生在一段時期中一系列事件
的概括性陳述。综合考慮撒迦利亞這部份的預言以及先前他在第
9章的 預 言 ， 這些事 件 應 是按以下順序發 生：耶 穌 再 來之前 的 大
災難期間，將有一個大地震，導致橄欖山一分為二，當地震發生
時，許多耶路撒冷居民將逃離城市。之後某時，主將與所有聖者
一起“來到”耶路撒冷，將祂的子民帶回這個城市。這次耶穌凱
旋進入耶路撒冷只能發生在祂從南方出發的偉大行進之後。所以
是在耶路撒冷居民逃離之後，主才會來到，並將他們帶回耶路撒
冷。因此，撒迦利亞重申：  

⋯耶 和華我 的 神 必降臨 、 有 一 切 聖 者同來 。 那日、 必沒
有光．三光必退縮。 那日、 必 是 耶 和華所知道 的．不 是
白晝、也不 是黑夜、 到 了晚上纔有光明 。 那日、 必 有 活
水 從 耶 路撒冷出 來 、 一半往東海流、 一半往西海流．冬
夏都是如此。 (亞14 :5 -9 )  

經文這裡具體敘述神與祂的聖者同“來”。這個從摩西祝福開始
的意象在接近舊約的尾聲時，已發展為神救贖故事中的一個要素。我
們也將 看 到 ， 新 約 的 作 者 們 明確認 為 這段經文和 其 他類似的 經文一
樣，是有關彌賽亞耶稣再來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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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國的復興 
從 耶 路撒冷流出 的 活 水既是象徵性 的也是 實質的 。 它象徵耶 穌 作王
時，從耶路撒冷城中湧流出生命，但它也是實質的，在千禧年國度期
間，將有一條實體的河流從耶路撒冷向南流出。撒迦利亞直接引用約
珥書3 :18  和以西結書 47 :1-12  的意象，之後啟示錄  22 :1也有同樣的
敘述。以下經節無疑是描述耶穌千禧年的統治： 

耶 和華必 作全地 的王、 那日耶 和華必 為 獨 一無二 的．他
的名也是 獨 一無二 的⋯不 再 有咒詛．耶 路撒冷人 必 安然
居住。 (亞14 :9 ,11 )  

經文再 次肯定耶 和華將統管所有 。 “ 不 再 有咒詛”指的 是 不
再有盟約的咒詛，因為以色列的悖逆將成為過去，所以違背盟約
的咒詛也將逝去。  

 死亡的災殃 
第12節一直是多有推測的經文，許多人視敵基督軍隊滅亡的描述
為核爆攻擊的後果：   

耶 和華用災殃攻擊那 與 耶 路撒冷爭戰 的 列 國 人 、 必 是 這
樣．他 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 眼 在眶中乾癟、
舌在口中潰爛。 (亞1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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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敢與光芒四射、衣袍浴血的神聖戰士對抗的敵人，站著就被吞
噬一切的火焰消化，人類脆弱的肉體絕對無法對抗神絕對的、不能阻
擋的力量。使徒保羅也說，當耶穌來時要擊殺敵基督，“主耶穌要用
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帖後  2 :8）。預言接著敘
述，在耶穌千禧年統治期間，外邦各國會完全臣服於以色列和她的
王，他們不只是被打敗的敵人而已，他們還要參加以色列的聖日。波
達（Boda）說：“列國每年在住棚節時，前往耶路撒冷的朝聖之旅
表明了他們對這位宇宙之王的臣服。” 10  

結論 
撒迦利亞是聖經最後幾位先知之一，他綜合了其他預言的思想和
主題，巧妙地呈現出彌賽亞再來的情景。他結合之前各先知對入
侵和占領耶路撒冷城的預言（珥3 :1-3 ;  但11 :31-45 ;  結38 -39），
加上沙漠預言有關神再來的敘述，比較全面地和清晰地描繪出第
一幅有關耶穌最終凱旋進入耶路撒冷的圖畫。主不但與祂的聖者
從天而來，與祂一起回來的還有那些在最後敵基督控制耶路撒冷
之前逃離的人們，耶穌不僅是戰勝歸來的王，還是耶路撒冷城的
拯救者。  
 在結束舊約沙漠預言的討論時，你是否注意到一件令人驚奇
的事？我們甚至不需要新約，就能得到彌賽亞美麗榮耀再來的異
象。許多基督徒誤以為耶穌再來純粹是新約的教義，但事實上，
舊約沙漠預言的豐富傳統和其他公認的彌賽亞預言，已經為耶穌
再來的情景提供了一個生動、詳盡、榮耀多彩的敘述。在新約成
書很久之前，舊約就已經描繪出這幅圖畫，到耶穌和使徒時代，
神的子民已經普遍知道和理解這個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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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諾的預言 

在結束研討沙漠預言之前，我們還需要研讀以諾一書的預言。 1  雖然
以諾一書不在聖經正典之內，然而無論是在耶穌時代之前還是之後，
它都是一本非常有名且有影響力的書。有意思的是，新約猶大書引用
以諾預言的一部分， 以諾預言這樣開始：  

給以諾的 祝 福 ，乃是因為 他 有 福當選義人 ， 將居住在苦
難中 的所有惡人 ， 及 不 認同神 的 人 都 必 將除去。拿起 他
的比喻說， 以諾是 正直的 人 ， 他目睹了 神 ，給予以諾看
到天使的 視覺， 他 聽 到 了 一 切 ，並從天使那裡明白到所
看 到 的 不 是 為 了 這 一代，而是 為 了未來 。 關 於選中 我 ，
並接著拿起 我 關 於 他 們 的寓言：唯一偉大 的 神 ， 會 是 從
其原來的地方出來。 (1以諾記1 :1-3 )  

這個神喻的開始與摩西的祝福非常相似。摩西說，“以下是神人
摩西、在未死之先、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申33:1）。以諾說，“給
以諾的祝福，為居住在苦難中的義人”（1 :1）。根據以諾書作者的
敘述，當他被提到天上時得到一個異象，同時也聽到那時“守望者”
和“天使”所說的話。以諾清楚的述說預言是給遙遠未來的一個世
代，為那些活在大災難中，將親自目睹神從天降臨的世代。預言這樣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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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者將從祂住所出來，永生神要從那裡登上西奈山。與祂的軍
隊一起出現，並與天上的強大天軍一起同來。所有看的人都會懼
怕和顫抖，躲在地極的都要歌唱。全地直到地極都將震動，顫抖
和極大的恐懼要抓住一切看到的人。高山將搖晃，崩塌而破裂，
高山要變低，在大火前如蠟一般的融化。全地將被毀滅，地上一
切將滅亡，所有的都受到審判。祂把平安給義人，保護祂所揀選
的人，又施憐憫給他們。他們是祂的子民，他把喜樂給他們。祂
要祝福他們，幫助他們所有的人。光要照他們，他將與他們和
好。看哪，帶著祂的萬萬聖者前來，要對所有人施行審判，消滅
所有邪惡的人，並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邪惡及反對祂的人所說的一
切驕傲，刻薄的話語定罪。 （1以諾記1 :1-9） 2 

注意預言一開始説到，神從天上的住所出來，降落在西奈山上，
這和我們討論過的經文相似。申命記33章、士師記5章、以及哈巴谷
書3章都預言神將從西奈出來，朝耶路撒冷行進，某些翻譯認為以諾
的預言似乎是指神公開地直接降落在西奈山上。以諾預言所用的希臘
語含有“在地上”的義思，這使得以諾的確切含義難以確定。神是從
天直接降臨到西奈山，還是神從天降臨到地上之後再來到西奈山？查
爾斯華茲（Cha r l e swor th）和尼克斯堡（N i cke l sbu rg）的翻譯偏向
前者，而查爾斯（Char les）和埃文斯（Evans）的翻譯偏向後者。這
立即令我們想起撒迦利亞書14章，許多人誤以為祂將“降落”在橄欖
山上 的問題 。 如 我 們 在 上 一章所討論 的 ，撒迦利亞書 1 4章的 “ 那
日” 是指一段時期，在那段時期，祂的腳將“站在”在橄欖山上。
其他經文也同樣指出，這是發生在祂帶著無數聖者，進入耶路撒冷城
之後。我們將會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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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的預言強調對惡人的審判。尼克爾斯堡評論說：  

以諾神諭的 第 一 部分描述至高神⎯神 聖 的 戰士， 將 出 現
在地上，對人類和叛逆的天使施行全面審判。 3  

預言似乎結合了摩西在申命記 33  章中預言神從西奈來 ,  與彌
迦書1 :3-4中神從天而來的二個敘述：  

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眾山在他以

下必消化、諸谷必崩裂、如蠟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 (彌

1 :3-4 )  

以諾使用類似彌迦書的語言描述山像蠟一樣融化，這也令人想起
大衛在詩篇68篇一開始呼求神興起審判祂的敵人，他們將像蠟一樣融
化。詩歌意在傳達神對列國和惡者的審判，面對神的審判和同在，他
們 將像烈火前 的蠟一樣消散。詹姆斯· 查爾斯華茲（ J am e s H .  
Charleswor th）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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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要向以色列顯現，將他們從外邦人中拯救出來，並以極大
的喜樂將他們帶回耶路撒冷。此外，從世界各方聚集回來的以色
列民將與彌賽亞同席，外邦人也要與他們同席。 4   

     令人驚訝的是新約猶大書（猶14  ）一字不差地引用了以諾預
言的最後一段（第9節）。猶大和早期教會認為這個預言指的是
耶穌的再來，所以猶大書引用以諾預言，描述耶穌再來時從天降
臨至西奈山，而以諾預言的依據是來自摩西的祝福⎯第一個沙漠
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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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世紀猶太⼈對第⼆次出埃及的想法 
耶穌再來時將行經沙漠的概念對當今大多數基督徒來說是一個陌
生的觀點，但畢爾（K .  Beale）辯稱，事實上這是第一世紀基督
徒普遍的認知。根據畢爾的說法，歷史上這個時候，除了以諾書
外，“還有其他的猶太人著作都相信彌賽亞會在末時從曠野聚集
祂的子民。” 5此外，“在約瑟夫（Josephus）的著作中也反映出
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相信這是個發生在未來的事件，他明確指出第
一世紀的彌賽亞運動包含沙漠和出埃及的主題。” 6例如，約瑟夫
提到許多假彌賽亞人物，他們帶領群眾去到沙漠，“假裝神會在
那裡向他們啟示得自由的徵兆。” 7他記載有這樣一位假先知， 
曾聚集被蠱惑的三萬人民，他帶領這些人從曠野行至橄欖山，並
準備用武力攻入耶路撒冷，一旦征服了羅馬駐軍和人民後，他打
算與協助他攻入城的守衛一起來統治耶路撒冷。 8 

賴特（NT  Wr igh t）正確的評論：“任何在約旦曠野聚集民眾的
舉動，都是表達它是一個新的出埃及。” 9 畢爾補充說，“奮銳黨及其
他類似的運動都和曠野有關，可能因為這是猶太人期望彌賽亞拯救的一
部分。” 10畢爾說，昆蘭群體特意移居到沙漠，因為他們認為可以從沙
漠開始實現這些復興的預言。 11以諾一書的作者、昆蘭群體、各種猶太狂
熱分子、以及施洗約翰雖然有截然不同的信念，但是他們共同的觀點是
彌賽亞的復興會始於曠野沙漠。在我們研討過的各預言中，沙漠預言的
總體故事情節顯然成為大眾的看法，所以這很可能是耶穌警告訴門徒，
不要去追逐任何一個在曠野自稱為彌賽亞的人的原因（太24 :24-26）。
耶穌明確指出，當真的彌賽亞降臨時，會如申命記33章或哈巴谷書3章等
經文所描述的，祂會像太陽般的光芒四射，祂的到來將是個非常明顯和
不可能錯過的景象，祂說就像“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
臨、也要這樣。”（太24 :27）。我們可以這樣定論，第一世紀的猶太人
相信各個沙漠預言的敘述，耶穌、施洗約翰和使徒們，在不同程度上都
非常熟悉這個美麗的復興故事。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新約聖經也清
楚地反映出這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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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對耶穌再來的記載 

我們終於來到新約經文的討論了。當基督徒想瞭解有關耶穌
再來時，通常只會讀新約的記載，許多人甚至從未想過舊約也有
對這個主題的教導，其實彌賽亞從天上降臨的見解早在新約之前
就存在了。正如之前所討論的，到耶穌和使徒時代時，大部分神
的子民已經瞭解和熟悉有關彌賽亞榮耀降臨與祂在沙漠勝利行進
的敘述。根據新的啟示出現，新約擴展了一些之前大部分被隱藏
的奧秘，例如彌賽亞兩次來臨的事實可能是這些例子中最重要的
一個。新約作者非常清楚，彌賽亞第一次來臨是為了救贖人們的
罪，而祂第二次的來臨則是為了審判和獎賞。正如希伯來書的作
者說，“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
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來9 :28）。  

我們將在本章中看到，新約中有關耶穌再次降臨的敘述完全
來自我 們 前面討論 過 的 舊 約 經文， 這些舊 約 經文是 新 約 的 基
礎，新約中凡是有關耶穌再來的經文都引用自沙漠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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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論祂的再來 
新約中第一個提到這個“盼望的福”（提2:13）的人是耶穌自己。
祂這樣形容祂的再來，“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眾使者降
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太16 :27；參  路
9 :26）。接著在橄欖山論述中，耶穌兩次提到祂的再來，首先祂
說，“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
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
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
邊，都招聚了來。」”（太24 :30-31 ;  參  可13 :26 ;  路21 :27），祂
接下來說，“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
在他榮耀的寶座上。”（太25:31）。 1 

從耶穌對自己降臨的描述中，我們注意到以下幾個主題：  

1. 	 耶穌稱自己為“人子”。 

2. 祂會再次降臨。 

3. 祂在大榮耀中來臨。  

4. 祂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5. 祂同眾天使降臨。 

6. 有號角聲大響。  

7. 並伴隨著從四方招聚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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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個概念源自何處？神要（1）從天“降臨”（2）在閃亮
的榮耀中（3）駕在雲上（4）與無數聖潔天使同來，這四點第一
次 出 現 在摩西 的 祝 福 。接著 在士師記5章、詩篇68章、 以賽亞書
35和40章、以及撒迦利亞書14章的沙漠預言都重複這些相同的主
題。此外耶穌提到祂的再來與號角大響和招聚選民的關聯，這個
要點直接指向出埃及記，當耶和華降臨的那天“角聲甚大”（出
19 :16） 。 以賽亞也預 言號角大響和招聚選民這兩個主題 ， “當
那日， 必 大 發角聲， 在亞述 地 將要滅亡的 ，並在 埃 及 地 被趕散
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賽  

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閃電．主耶和華必吹
角、乘南方的旋風而行。 (亞9 :14 )  

 耶穌為何自稱為“人子”？“人子”出自但以理四獸和天庭的異

象， 在 但 以 理 的異象裡有 一位像是 人子的樣子，駕著天雲而來 （ 但

7 :13）。聖經描述在雲中出現或駕在雲上的只有是耶和華（出13 :21 ;  

16 :10 ;  24 :16 ;  20 :21 ;  33 :9 ,10 ;  34 :5 ;  40 :34 ,  38 ;  申33 :26 ;  詩18:9-11 ;  

68:4 ,  32-33 ;  詩  104 :3 ;  賽  19 :1 )，又有“不壞的國”賜給祂“使各方、

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祂 (但7 :14 )。無疑但以理看到的人子就是耶

和華的肉身，也是沙漠預言中乘雲而來的征服者，祂將回來建立“他

的國度”（但7 :14），令人驚奇的是，這就是耶穌認定自己的身份。

祂對門徒說的本質是，“你們讀過耶和華從天上榮耀降臨，向耶路撒

冷行進並建立祂的國度。經文中所說的就是我，我是摩西見到西奈山

上光輝燦爛的那位，我是底波拉歌頌在暴風烏雲中越過以東前進的那

位，我是大衛看見帶領浩蕩隊伍向耶路撒冷行進的那位，我就是但以

理異象中的神，我也是全然的人。你們要看到我駕雲在榮耀中回來，

面貌發光如日頭，先知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耶穌對祂二次再臨的

描述幾乎全部源於神在西奈山顯現時的樣子和後來先知們的異象，特

別是但以理書第七章。耶穌用來描述祂自己回歸的所有七個主題都與

西奈山和沙漠預言的故事情節有關。 



The Return of Jesus in the New Testament / 251  

保羅論耶穌的再來 
那麼使徒們又如何敘述耶穌的再來？保羅第一次論及耶穌再來是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
（3 :13）。這裏有“我們的主來臨”和“與眾聖徒一起”這兩個
主題，這兩個主題最初出現在沙漠預言之母⎯  摩西的祝福中。保
羅在下一章說，“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4 :15），表示
他即將引用舊約，然後說，“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
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帖前4 :16）。神降
臨或從天上來的概念再次指向第一次神顯現“耶和華降臨在西奈
山頂”（出19 :20）的記載，也許整個沙漠預言中最一致和重複出
現的主題就是主從天降臨或從天駕雲而來。“從天降臨”這個特
定的用語也可能指的是彌迦書一章，“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
所， 降臨步行地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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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說，“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
天上 在火焰中顯現 ，要報應 那 不 認識神 和 那 不 聽 從 我主耶 穌 福音的
人 。 ” （帖後1 :7 -8） 。保羅的 用詞不 是 耶 穌 “ 來 臨 ” ，而是 耶 穌 從
“天上顯現”。“顯現”的希臘原文是apokalypse i，英語翻譯為“啟
示、揭開”（ apocalypse）。 因此啟示錄也被稱為“啟示”或“耶
穌 基 督 的 啟示” ， 這 部 書 的主題 是 耶 穌 從天上顯現或從天降臨 的 啟
示，此處經文影射沙漠預言以賽亞書40章中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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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

和華親口說的。 (賽40 :5)  

 此外 ， 我 們還注意到保羅使用 了 以下其 他主題：（ 1） 耶 穌
將“從天上”顯現（2）與祂的天使（3）在火中降臨（4）懲罰
祂的仇敵。所有這些主題同樣地與沙漠預言一致，主從烈火中來
審判敵人的概念是源於神在西奈山的彰顯（出19 :18 ;24 :17），也
似乎是直接引用以賽亞預言的最後一章：  

看哪、 耶 和華必 在火中降臨．他 的車輦像旋風、 以烈怒施行報

應 、 以火焰施行責罰．因為 耶 和華在 一 切 有血氣的 人身上 、 必

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 (賽66 :15 -16 )  

稍後保羅說，“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
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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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錄論耶穌的再來 
最後使徒約翰在啟示錄說，“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
他， 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
真實的。阿們！”（啟1 :7）。 這個敘述結合了撒迦利亞書12章
與“駕雲而來者”的預言。下一節經文，“主神說、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啓1：8），完
全地肯定耶穌是耶和華全能神也是即將來臨的主。 

啟示錄第十二章描述 以 色 列 是 一 個婦人 ， “婦人 就逃到曠
野， 在 那裏有 神給她預備的 地方，使她被養活 一千二百六十
天。 ” （6節 ） 。 這 是 新 約清楚反映舊 約 中描述 以 色 列逃至沙 漠
等侯神聖戰士⎯  救主耶和華的例子。我們在幾節之後讀到：  

於 是 有 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 、叫他能飛 到曠野、 到
自己的 地方、躲避那蛇．他 在 那裡被養活 一載二載半
載。 (啟12 :14 )  

“有大鷹的翅膀賜給婦人”，是蓄意帶出“第二次出埃及”的意
象，經文直接帶我們回到第一次出埃及，主對以色列宣稱，“我如鷹
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出19 :4）。然後約翰在預言的結
尾，比任何新約經文都更詳細地描述了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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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
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
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
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
實的話⋯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稱為誠信 真 實．他審判爭戰 都按著公義。 他 的 眼睛如火
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
沒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
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
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
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
神的大筵席．可以喫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
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見
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
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
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
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其餘
的 被騎白馬者口中 出 來 的劍殺了．飛鳥都喫飽了 他 們 的
肉。 (啟19 :7-21 )  

	 除了包括之前提到的所有主題和意象，約翰對耶穌的再來又
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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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將舉行祂的婚筵。  

2. 祂再來時是一位戰士。  

3. 天堂將會打開。  

4. 祂將騎在馬上。  

5. 祂的衣袍濺血。  

6. 祂的軍隊也騎在馬上。  

7. 祂會像踹葡萄一樣踩碎他的敵人。  

8. 祂將殺死敵基督及其大軍。  

9. 動物要吃敵人的肉。  

10. 祂再來要統治萬國。  

這裡每一個主題和意象都直接來自沙漠預言。當然，如果明
白西奈山之約的性質是一個訂婚儀式，再加上先知書中多次提到
神是以色列的丈夫，就會認識到“羔羊的婚筵”的重要性。耶穌
在福音書中稱自己為新郎，等於明白宣稱祂是要回來重建祂新婦
的全能神耶和華，耶穌新郎神回到地上舉行婚筵，是西奈婚約的
最高潮點。我們多次討論過，沙漠預言充滿了祂從天而降的敘
述，耶穌和祂的軍隊騎馬從天而降，來自哈巴谷書3 :8 ,15，經文
描寫在末世大戰時，耶和華率領軍隊乘在馬上和坐在“救贖的戰
車”上，大大地擊敗敵人。耶穌踐踏神憤怒的酒醡，衣袍被仇敵
的血浸透的描述，來自以賽亞記載神從以東地行進的預言（賽  
63）。創世記3 :15“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的應許在此完整呈
現（參見民24 :17 ;  申32 :35 ;33 :21 ;  撒上2 :10 ;  士5:26-27  詩58:10 ;  
68:21 ;  110 :5 ;  珥3 :13 ;  賽63 :3 ;  哈3 :13 ;  太25:23 ,31-46 ;  猶14 ;  啟
14 :20）。“飛鳥的盛宴”則回溯至詩篇68篇，神向以色列保證
會有那麼一天“使你打碎仇敵，你的腳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頭
從其中得分。”（23節）。以西結後來非常詳細地擴展這個主題
（39 :17-20），約翰在這裡以另一種說法敘述同樣的事情。關於
殺死敵基督和假先知的記載顯然是源於哈巴谷書，耶和華打破
“惡人家長的頭， 露出他的腳  ，直到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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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事 實 上 ， 新 約 中 每 個 有 關 耶 穌 再 來 的 經文都源於 舊 約 的 沙 漠 預
言 。 許 多 學 者 和 解 經家主要的 關注在 一些公認 的彌賽亞預 言 ，
他 們卻忽 略 了 具 有 大量經文紀錄的另一 個傳統。 這些極其 詳
盡、 生動又美麗的 經文， 實際上 是 聖 經 中 記載有 關 耶 穌 再 來 的
最大資源。 “ 耶 穌 的 沙 漠行進” 對 於 許 多 聖 經 學 習 者 來說，可
能是 一 個 新概念，然而它 是 神 的話語確認 的概念， 認識到 這點
是掌握打開聖 經完整敘 述彌賽亞耶 穌凱旋再 來 的鑰匙， 有 了 它
我 們才能真 正 地瞭解 耶 穌 對 這 件 事 的 熱情， 祂 必定要完成 第 一
次 出 埃 及時所開始的工作 。 再 次 重申本章開始時的呼籲， 這些
經文所描繪的景象是何等地壯麗，絕不能任它繼續地 被遮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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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耶穌再來降臨的地點 

我 們 在提出當耶 穌回來後， 祂 將 實際地行經 沙 漠 ，進入耶 路撒
冷這 個罕為 基 督 徒所知的觀點之後， 再探索聖 經 記載有 關 祂降
臨 的確切 地點也同樣的 重要。回教 徒相信 耶 穌 會 重返大馬士
革，摩門教 徒則相信 耶 穌 重返的 地點是美國密蘇里州的 獨立市
（ Independence M i s sou r i）。但聖經是怎麼說的呢？這個答案
恐怕會讓許多人驚訝。 
可悲的 是 ， 大 多數的 基 督 徒可能對 耶 穌回來 的 地點一無所

知，而對此有想法的 人幾乎都 會說祂 將先回到 耶 路撒冷， 這也
是 我之前 多 年 以 來 的想法。 其 他 有些人可能會建議祂 將首先回
到約旦南部的佩特拉（Pe t r a），更少數的人也許會建議祂將首
先返回西 奈山或埃 及 。令人驚訝的 是 ， 這些答案都非常合理 ，
也都 有 聖 經支持的立場。 我 們 在 本章將討論 這些觀點以 及支持
每個觀點的聖經論證。 

耶路撒冷 
耶穌返回至耶路撒冷的橄欖山是最受歡迎的一個觀點。支持這個地點
的經文主要來自撒迦利亞書14章和使徒行傳1章。我們已經在第24章
詳細討論過撒迦利亞書的這段經文，這裡再簡單地複習一下，經文中
最相關的部份是，“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
戰一樣。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3-
4節）。有趣的是，儘管這段經文說主將“站在”橄欖山上，但許多
人 都 記 成 祂 實際上 將 “降落” 在橄欖山上 ， 其 實 這並不 是 經文的意
思。因為如果是指耶穌榮耀的歸來，那為什麼在耶穌出現後，城中的
居民會馬上逃跑至耶路撒冷東邊的沙漠？為什麼百姓在拯救他們的神
面前逃跑？按照撒迦利亞書12章，當耶穌回來時，他們都將“仰望”
祂或認出祂，以致全民悔改，並不是看到耶穌就逃跑。另外，撒迦利
亞書9章已經描述主在南方的旋風中來到耶路撒冷，我認為撒迦利亞
沒有理由抵觸自己或沙漠預言的觀點。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撒迦利亞
預言的這個部分並不是對一系列事件所做的大綱，而是關於這些在末
世時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一個一般性的陳述。在他敘述百姓逃跑之
後，才開始描述耶穌的來臨，然後“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
者同來 ” （ 5節 ） 。 為 了要協調 這些經文， 有些人建議耶 穌像“超
人”一樣，先降落在橄欖山上，但馬上跳躍到其他的地點。雖然我理
解這種說法的用意，但這是個很古怪的解釋。我們必須記得，耶穌裂
天而降，有萬千天使相隨，地上萬民都要目睹祂的降臨。如此大規模
地著陸於耶路撒冷之後，又馬上彈跳到另一個地點的說法，令人覺得
非常的勉強和尷尬，並且也沒有任何其他經文的支持。對此我有一個
更好的建議，撒迦利亞所描述的事件的實際順序是⎯首先，在耶穌回
來之前，有大地震將橄欖山分裂為二，許多耶路撒冷的居民逃到耶路



撒冷以東的沙漠中，這很可能是啟示錄  11 :13  中發生在兩個見證人被
殺並升天之後所描述的大地震，“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
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

的神。”  這之後，也許是幾個月後，主會帶著所有的聖徒來到耶路
撒冷，包括那些之前逃跑，現在都得救的人們。所以在祂到達耶路撒
冷之後，才會真正地站在橄欖山上，因為在那一天，主將真正地“住
在 錫 安 ” （ 珥3 :17 -21） 。然後，照賽亞所說的 ， “ 我也要使我腳踏
之處得榮耀。”（60 :3），我認為這個解釋能使所有相關經文彼此和
諧，不勉強也不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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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使徒行傳1章呢？許多人認為，這段經文支持耶穌再來時
降落在橄欖山的觀點。聖經說耶穌復活後向許多門徒顯現並教導
他 們四十天之久（ 徒1 :1 - 3） ，然後耶 穌吩咐他 們聚集在 一處，
等候聖 靈 的降臨 （4 -5節 ） ， 在 耶 穌給他 們 一些臨別的指示後，
聖經記載：  

 說了 這話、 他 們 正 看 的時候、 他 就 被取上升、 有 一朵雲
彩把他接去、便看 不見他 了 。當他往上去、 他 們定睛望
天的時候、 忽然有兩個 人 、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加利利人哪、 你 們 為甚麼站著 望天呢．這離開你 們 被接
升天的 耶 穌 、 你 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 他還要怎樣來 。
(徒1 :9-11 )  



262  / SINAI  TO ZION  

耶 穌 被帶到天上後，門徒按照吩咐步行回到 耶 路撒冷， 約 有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12節）。路加福音又加上事件發生地點
的一些細節：  

  

耶 穌領他 們 到伯大尼的 對面、 就舉手給他 們 祝 福 。 正 祝
福 的時候、 他 就離開他 們 、 被帶到天上去了 。 他 們 就拜
他、大大的歡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裡稱頌神。 (路
24 :50-53 )  



Where Does Jesus Return?  / 263  

	 伯大尼現在的阿拉伯語名字為阿扎里亞（al -E izar iya ），是
一個位於橄欖山東南側，距聖殿山約三公里的小村莊。許多基督
徒拜訪耶路撒冷時，會站在城西俯瞰注視著聖殿山，想像這是耶
穌升天的地方，但是實際上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東邊幾英里處，
橄欖山也比許 多 人想像的要大 得 多 。 許 多 人 認 為 在使徒行傳 1
章，天使說耶穌升天的地點，就是祂再來的地方。但是，仔細閱
讀天使的話卻不是這個意思，經文説耶穌被雲彩接走，“你們見
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11節）。換句話說，你們
也會眼見祂從天上駕雲回來，天使只說了這麼多也沒有再詳盡地
解釋。所以 ， 耶 穌 再 來時會降臨 在橄欖山這 個 被普遍接受的觀
點，主要是基於假設和推論，實際上沒有聖經的根據。耶穌回來
後，肯定會來到耶路撒冷是非常明確的事實，也有很多經文談到
這一點，但是沒有具體明確的經文指出橄欖山是祂首先要降臨的
地方，經文一致描述耶穌再次進入耶路撒冷時的輝煌壯麗要遠大
於第一次入城的榮耀（太  21 :1-11 ,  可  11 ;1-11 ,  路 19 :28 -44 ,  約 
12 :12-19）。   

佩特拉（Petra） 
另外有些人根據沙漠預言的許多經文，建議耶穌再來時將回到現
今約旦哈希姆王國 的佩特拉地區。阿諾德· 福騰葆（A r n o l d 
F ruch tenbaum）的傑作彌賽亞的足跡（The Foo ts teps  o f  the 
Mess iah）、諾亞·哈欽斯（Noah W .  Hutchings）的佩特拉的歷
史與預言 1 （Pe tra in H i s tory  and Prophecy）、以及羅伯特·范
坎彭（ R ob e r t  V a n K amp e n ） 的巨著 基 督 再 來 和末世的徵兆

（The S ign of  Chris t’s  Com ing  and the End of  the Age）2 都
主張這個立場。根據范坎彭（Van Kampen）的說法：“在第七
十個七一結束後，基督將回到地球上的以東（Edom）” 3  福騰葆
（F ru c h t e nbaum）也說：“ 有四個 關鍵經文指出 是 在波斯拉地
區” 4，他引用的四個經文是以賽亞書 34  章和 63  章以及哈巴谷
書 3 :3和彌迦書 2 :12-13。前兩段經文提到耶和華在以東地的大殺
戮 ,  哈巴谷書和彌迦書都提到主行經過這個區域。我完全同意耶
穌在行經這個地區的同時大舉消滅祂的敵人，本書大篇幅地詳述
這個事件。雖是如此，但這些經文沒有一處實際陳述或強烈暗示
這是耶穌行進的起點。福騰葆（Fruch tenbaum）明智謹慎的結論
是： 

並不確定這些經文是否是指耶穌第二次降臨，但如果是的話（作
者謹慎地傾向這個立場），經文描述神是來自西珥山和以東地。
西珥山是約旦南部的山脈，是波斯拉的所在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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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探討的結論，各相關經文同意耶穌的行進不是從以東
開始，而是 從 更南的 西 奈山，甚至可能是 從 埃 及 啟程。 我 們 來
查考這兩種觀點的聖經證明。 

⻄奈⼭ 
本書的主要主題之一是強調所有聖經預言中記載耶穌再來時，從
南方向北行進的描述。彼得斯（Pe te r s）辯稱，耶穌再來是階段
性的展開，我們首先要目睹祂帶著聖徒來到西奈山：  

從經文比較中看出，當聖徒超自然的復活和被提後，不會繼續停
留在“空中”，而是被帶到西奈山，在那裏建立神權治理，分配
職位，按立王和祭司，“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6 

 我們已經詳盡探討了一些神從西奈山來的經文，在此不再贅
述。雖說如此，並沒有任何沙漠預言（除了以諾1書外）明確說
明耶穌回來時是先降臨至西奈山，然而經文指出從西奈山經過以
東這段路線是絕對的，因此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  祂一定會
經過西奈山地區。我們能肯定這點的第一個原因是：所有沙漠預
言都回顧出埃及時，以色列從西奈山到應許之地的旅程為主再來
的預示。譬如，代表耶和華同在的約櫃，從西奈山開始，帶領以
色列直到耶路撒冷，是耶穌再來勝利行進的預示。第二個原因：
摩西的祝福明說神是“從西奈來”。同樣地，大衛的詩篇68篇中
耶穌的大行進，也與西奈有關。哈巴谷提到米甸和古珊（都在西
奈地區）因耶穌來臨而戰兢。因此，我們可以公平地說耶穌不是
從以東開始，而是從更南的西奈山開始。但西奈山真的如彼得斯
和以諾一書所述，是耶穌降臨的地方嗎？我們必須承認沒有經文
實際證明這點，反而有一些常被人忽略的經文加強我們對這個立
場的質疑，這些經文似乎指出耶穌的勝利行進是從埃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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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最後一個有關耶穌降臨地點的觀點是⎯  祂不僅追循約櫃從西奈
到耶路撒冷的路線，而且會重複出埃及的完整路線，祂將從埃及
開始行進。耶穌是更偉大的摩西，祂將再度走上第一次出埃及的
主要路線，帶領並拯救許多子民出埃及。雖然對大多數人來說，
這是個全新的概念，但實際上有一些經文非常有力地支持這個觀
點。我極力推薦特拉維斯·斯諾（T rav i s  Snow）所著逾越節的
王（The Passover  K ing）這本書。 7  首先，作者認為經文指出在
大災難期間，許多向外逃離的以色列人會逃至埃及。摩西在告誡
以色列民不遵守盟約會面臨的各種災難時提到，“耶和華必使你
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訴你不得再見的路、在那裡你必賣己身
與仇敵作奴婢、卻無人買。 ” （申28 :68） ， 這 節 經文的時間點
就 發 生 在 耶 穌回來之前 ，當以 色 列 經歷最後一輪背約懲罰的時
候。再者，有經文明說，耶穌再來時將回到埃及，以賽亞宣告耶
穌駕雲再來，“論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
及⋯”（賽19 :1）。有些人試圖將它解釋為是先知詩意化地描述
主的再來，但是這節經文的後半段描述主真實地降臨在埃及，因

此，“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  民
數記 24  章，巴蘭的預言似乎表明以色列的“種子（後裔）”和
“王”（這是代表彌賽亞最常見的兩個用詞）將從埃及出來，要
吞噬和粉碎那些敵對祂的國度和子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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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阿、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阿、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如接連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如耶和華所栽的沉香樹、如水

邊的香柏木。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

的王必超過亞甲（七十士譯本“歌革”）、他的國必要振興。

神領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喫敵國、折斷他們

的骨頭、用箭射透他們。 (民24 :5 -8 ,  下橫線和括弧出自作者 )  

 七十士譯本 第 7節 述 ， “ 有 一 個 人 必 從 他 的後裔出 來 ， 戰勝
萬民，他要興起高過哥革，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8  擊敗哥革的
王必定是彌賽亞。我們已多次討論過，彌賽亞再來時打碎敵人的
主題是聖經彌賽亞預言中一致的意象之一。這裡擊潰仇敵的那位
來自埃及，如斯諾所言：“當耶穌從埃及出來時，祂將重行以色
列原來出埃及的途逕，在祂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與中東國家進
行一系列的戰爭。” 9  最後，令人驚嘆的是，有一些經文似乎指
出當耶穌再來時，祂將會再次分開紅海。當然，要分紅海，祂就
必須從埃及開始再繼續前往西奈山。在以賽亞書10章中，先知講
到主對亞述人的審判，由於這段經文的大背景是以色列最後一輪
的管教和救贖，所以這裡的“亞述王”是指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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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住錫 安 我 的百姓阿、亞述
王雖然用棍擊打你 、又照埃 及 的樣子、舉杖攻擊你 、 你
卻不要怕他 。因為還有 一點點時候、向你 們 發 的忿恨就
要完畢、我的怒氣要向他發作、使他滅亡。 (賽10 :24-25)  

 羅馬的希波呂托斯（H ippolytus）是早期教會最重要的神
學家之一，在他第二世紀的專題著作論基督與敵基督（On 
Chris t  and An t ichr is t）中，對這段經文的看法是“除了那個
無恥的暴君，神的敵人，還會有誰？  ” 10以賽亞說主會怎麼
做？他說，“ 耶和華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舉起，像在埃
及 一樣。”（26節）怎不令人讚嘆啊  ！就像摩西伸出他的
杖分開紅海一樣，比摩西更偉大的先知⎯  耶穌（申18
章），也將同樣地向海舉杖。接下來第11章重申相同的主
題，描述第二個、更大的出埃及，“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
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11 :11） ，
“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將“從地的四方”重新聚集（12節），
這些都會發生在耶穌回來時。然而，這一章的結尾是一個非
常令人震驚的聲明，在最後的救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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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必使埃及海汊枯乾．掄手用暴熱的風、使大河分為七

條、令人過去不至濕腳。 (賽11 :15)  

埃及海汊是以色列人許久以前走過的紅海，它將再一次地被
擊打分開，以色列人將走過紅海就像行在陸地上一樣！先知哈巴
谷在 他偉大 沙 漠 預 言 中 ，同樣地描述 耶 穌 穿越沙 漠 的 大行進，
“你乘馬踐踏紅海  ，就是踐踏洶湧的大水。”（哈3 :15），乘
馬踐踏紅海似乎表示祂 將 再 次分紅海。最後加 上撒迦利亞的 預
言，先知以世界各地齊聚集的子民為背景，宣告，“我必再領他
們出埃及地、招聚他們出亞述”（10 :10）。 

耶和華必經過苦海、擊打海浪、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亞述

的驕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權柄必然滅沒。 (亞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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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確切地在以色列最終救贖的背景下 ,  提到主再次分開
紅海的概念，它實際上是眾先知預言的一個主題。總括地說，一
些非常關鍵性的經文支持耶穌將回到埃及，從那裡再次走過出埃
及 的全部 路線。儘管這 是 一 個 聖 經 研 習 者幾乎從未考慮過 的概
念，但在所有立場中，卻似乎是最符合聖經的推論。耶穌是更偉
大的摩西和神肉身的榮耀，祂要帶領一個更偉大的出埃及，祂要
從埃及出發，經過紅海到西奈山，再一路邁向耶路撒冷。 

結論 
最後要強調的是，我們不必在這個觀點上過於堅持或教條化，因
為我們的目的不是要爭辯末世事件的細微不同，而是要探究聖經
對這個重大事件的奧秘，陶醉在耶穌凱旋歸來的榮美中，這不是
要引起爭論的議題，而是一個令人無比激動的主題。出於這個原
因，本書最後一章將按時間順序來敘述這個偉大的行進，希望以
說故事的形式捕捉到耶穌彌賽亞凱旋歸來的壯麗和榮耀。 



27 
耶穌凱旋再來 

在根據聖經探討彌賽亞凱旋再來的大行進之後，現在我們要試著融合
各經文的細節，按照事件大致發生的時間順序做一個排列。指出聖經
有關耶穌再來反複出現的主要意象，用語和主題，再將具有相同主題
和意象的經文組合在一起。在此申明，我們肯定會錯過許多經文，這
也絕不是一個徹底和全面性的敘述。如果一段經文有多個主題或重
點，也許會出現多次。接下來三章的目的是用來啟發和作為進一步研
究的資源，並不是對耶穌再來所有細節的一個詳細的年代誌。例如，
我們不會非常詳細或教條性地配合啟示錄的七印，七號、七碗的時
間。也不會試著把有關主再來的事件和聖經中的節日，節期，齋戒和
節慶配合。我們的目的是對耶穌榮耀行進至耶路撒冷的過程作一個概
述。  

最後的號⾓ 
神偉大地顯現在西奈山時，首次建立了一個神在號角大響聲中出現的
模式（以下經文下橫線出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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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 和密雲．並且
角聲甚大．營中 的百姓盡都 發顫。 西乃全山冒煙、因為
耶 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 如燒窯  一 
般  ， 遍山大大的震動。角聲漸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說
話、 神 有聲音答應 他 。 耶 和華降臨 在 西乃山頂上 、 耶 和
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 (出19 :16 ,  18 -20 )  

當那日、 必 大 發角聲．在亞述 地 將要滅亡的 、並在 埃 及
地 被趕散的 、 都要來．他 們 就 在 耶 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
和華。 (賽  27 :13 )  

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閃電．主耶
和華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風而行。 (亞9 :14 )  

他要差遣使者 、 用號筒的 大聲、 將 他 的選民、 從四方、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太24 :31 )  

就 在 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
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
15:52 )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 神 的號吹響．那 在 基 督裡死了 的 人 必先復活 。
(帖前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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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在 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 神 的奧秘、 就 成全
了、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 (啟10 :7  )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 就 有 大聲音說、世上 的 國 、 成 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11 :15  )  

駕雲⽽來 
主耶穌會駕雲再來，這又是一個從出埃及記開始的模式：  

到 了 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 和密雲．並且
角聲甚大．營中 的百姓盡都 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
接神、都站在山下。 (出19 :16-17 )  

摩西和先知們以神在西奈山大能的顯現，做為神將會乘雲降臨來
拯救子民的預表：  

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他為幫助你、乘在天空、顯其

威榮、駕行穹蒼。 (申33 :26 )  

 耶和華阿、你從西珥出來、由以東地行走、那時地震
天漏、雲也落雨。山見耶和華的面、就震動．西乃山
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士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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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使天下垂、親自降臨．有黑雲在他腳下。他坐著
基路伯飛行、在風的翅膀上顯現。他以黑暗、和聚集
的水、天空的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撒下22 :10-
12 ;  詩18:9 )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或譯：
“高舉那乘駕雲彩之上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華．要
在他面前歡樂。 (詩  68:4  )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

顫．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那日是黑暗、幽冥、

密雲、烏黑的日子⋯。 (珥2 :1-2 )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
士必痛痛地哭號。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
荒廢淒涼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 (番1 :14-
15)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

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但 7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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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 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 地 上 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 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 有 大榮耀、駕著天上 的雲降
臨。 (太  24 :30 )  

耶 穌 對 他說、 你說的 是．然而我 告訴你 們 、後來 你 們要
看見人子、坐在 那權能者 的右邊、駕著天上 的雲降臨 。
(太26 :64 )  

說了 這話、 他 們 正 看 的時候、 他 就 被取上升、 有 一朵雲
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
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
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
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徒1 :9-11 )  

看哪、 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 、連刺他 的 人也要看
見他．地 上 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這話是 真 實 的 。阿
們。 (啟1 :7 )  

我又觀看 、見有 一片白雲、雲上坐著 一位好像人子、頭
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啟14 :14 )  

和祂的萬萬聖者同來 
天堂的軍隊，包括眾多天使和復活的信徒都會和主一起：  

 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
出光輝、從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
火的律法。 (申3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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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輦累萬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聖山一樣。
(詩68:17 )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亞14 :5)  

人子要在 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 他
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太16 :27 )  

他要差遣使者 、 用號筒的 大聲、 將 他 的選民、 從四方、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太24 :31 )  

當人子在 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 的時候、要坐在 他
榮耀的寶座上． (太  25:31 )  

凡在 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 和 我 的 道當作可恥的 、 人
子在 他父的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 的時候、也要把那 人
當作可恥的。 (可8:38)  

就 在 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
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
15:52 )  

基 督 是 我 們 的 生命、 他顯現 的時候、 你 們也要與 他 一同
顯現在榮耀裡。 (西3 :4 )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　神 的號吹響．那 在 基 督裡死了 的 人 必先復
活。	 (帖前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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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我 們 這 活 著還存留的 人 、 必 和 他 們 一同被提到雲
裡、 在空中 與主相遇．這樣、 我 們 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
(帖前 4 :17 )  

神既是公義的 、 就 必 將患難報應 那 加患難給你 們 的 人．
也必使你 們 這受患難的 人 、 與 我 們同得平安．那時、主
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帖後1 :6-
7 )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 言 這些人說、 看哪、主帶著 他
的千萬聖者降臨 (猶14 )  

我觀看 、見天開了．有 一匹白馬．騎在馬上 的 、稱為誠
信 真 實．他審判爭戰 都按著公義。 他 的 眼睛如火焰、 他
頭上戴著 許 多冠冕．又有 寫 著 的名字、除了 他自己沒有
人知道 。 他 穿 著濺了血的衣服．他 的名稱為 神之道 。 在
天上 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 著 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
他 。 我 看見那獸、 和 地 上 的君王、並他 們 的眾軍、 都聚
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啟 19 :11-14 ,19 )  

主來到埃及 
根據我們之前的查考，耶穌很可能會首先回到埃及：  

	 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
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 (賽1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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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耶穌率領祂的子民開始得勝的行進，離開埃及，再次
實際地分開紅海：  

雅各阿、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阿、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的王必超過

亞甲（七十士譯本為歌革）、他的國必要振興。神領他出埃

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喫敵國、折斷他們的骨頭、用

箭射透他們。 (民24 :5 ,  7-8)  

所以主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住錫 安 我 的百姓阿、亞述
王雖然用棍擊打你 、又照埃 及 的樣子、舉杖攻擊你 、 你
卻不要怕他 。因為還有 一點點時候、向你 們 發 的忿恨就
要完畢、 我 的怒氣要向他 發 作 、使他滅亡。萬軍之耶 和
華要興起鞭來攻擊他 、好像在俄立磐石那裡殺戮米甸人
一樣．耶 和華的杖、要向海伸出 、把杖舉起 、像在 埃 及
一樣。 (賽10 :24-26 )  

耶和華必使埃及海汊枯乾．掄手用暴熱的風、使大河分為七

條、令人過去不至濕腳。 (賽11 :15)  

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湧的大水。 (哈3 :15)  

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招聚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和利

巴嫩．這地尚且不夠他們居住。耶和華必經過苦海、擊打海

浪、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亞述的驕傲、必至卑微．埃及的

權柄必然滅沒。 (亞10 :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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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奈來 
盛大的得勝行進隊伍將來到西奈山，再北上阿拉伯半島和以東，
向耶路撒冷邁進：  

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

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他疼愛百

姓．眾聖徒都在他手中．他們坐在他的腳下、領受他的言語。 (申

33 :2-3 )  

耶和華阿、你從西珥出來、由以東地行走、那時地震天
漏、雲也落雨。山見耶和華的面、就震動．西乃山見
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士5:4-5)  

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
大路．他的名是耶和華．要在他面前歡樂。⋯使被囚的出來享
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神阿、你曾在你百姓前頭出
來、在曠野行走。〔細拉〕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天也落
雨．西乃山見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動。神阿、你降下大雨．你產
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固。你的會眾住在其中．神
阿、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女
成了大群。統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婦女、分
受所奪的。⋯神的車輦累萬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聖山
一樣。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
人間、受了供獻、叫耶和華神可以與他們同住。天天背負我們
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細拉〕神是
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神．人能脫離死亡、是在乎主耶和華。
但神要打破他仇敵的頭、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髮頂。主說、我
要使眾民從巴珊而歸、使他們從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敵、你
的腳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頭、從其中得分。神阿、你是我的
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你行走、進入聖所。歌唱的行在前、
作樂的隨在後、都在擊鼓的童女中間。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
當在各會中稱頌主神。在那裡有統管他們的小便雅憫、有猶大
的首領、和他們的群眾．有西布倫的首領．有拿弗他利的首
領。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賜的．神阿、求你堅固你為我們所
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帶貢物獻給你．求你叱
喝蘆葦中的野獸、和群公牛、並列邦中的牛犢、把銀塊踹在腳
下．神已經趕散好爭戰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神．古
實人要急忙舉手禱告。世上的列國阿、你們要向神歌唱．願你
們歌頌主、細拉  歌頌那自古駕行在諸天以上的主．他發出聲
音、是極大的聲音。你們要將能力歸給神．他的威榮在以色列
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蒼。神阿、你從聖所顯為可畏以色列的
神、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他百姓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68:1 ,4 ,  6-12 ,  17-35)  

神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細拉〕他的榮光
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
裡射出光線．在其中藏著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
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觀看、
趕散萬民．永久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他的作為與



古時一樣。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 (哈
3 :3-7 )  

耶和華必像勇士出去、必像戰士激動熱心、要喊叫、大聲吶喊、

要用大力攻擊仇敵。 (賽42 :13 ) .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

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你

的裝扮為何有紅色、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我獨自踹酒

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

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我仰望、見

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

拯救．我的烈怒將我扶持．我發怒、踹下眾民、發烈怒、使他

們沉醉、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 (賽63 :1-6 )  

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他的車輦像旋風、以烈怒施行報

應、以火焰施行責罰．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必

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 (賽66 :15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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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閃電．
主耶和華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風而行。 (亞9 :14 )  

看哪、主帶著 他 的千萬聖 者降臨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
判、 證 實 那 一 切 不敬虔的 人 、所妄行一 切 不敬虔的 事 、
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猶14-15)  

他們所扎的那位 
當耶穌積極地拯救祂的子民時，以色列全體要“仰望”祂，承認
祂真的是耶和華，是應許的救主。然後以色列全家將爲他們的不
信和悖逆悔改，之後永遠地信任耶和華：  

錫 安 必因公平得蒙救 贖 、 其 中 歸 正 的 人 、 必因公義得蒙
救贖。 (賽1 :27 )  

那日、 我 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 路撒冷各國 的民。 我 必 將
那施恩叫人懇求的 靈 、澆灌大衛家、 和 耶 路撒冷的居
民．他 們 必仰望 我 、 就 是 他 們所扎的．必 為 我悲哀、 如
喪獨 生子、又為 我愁苦、 如喪長子。 那日耶 路撒冷必 有
大 大 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達臨門的悲哀。境內、
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  (亞12 :9-12 )  

耶 穌說、 經 上 寫 著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 了房角的頭
塊石頭．⋯誰掉在 這石頭上 、 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
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太  21 :42-44  ) .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

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

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

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羅11 :25 -27 )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啟1 :7 )  

剩餘的⺠ 
在敘述神來拯救祂子民的各種預言中，始終是指倖存的餘民：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 、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必 有
餘剩的民、 從 耶 路撒冷而出．必 有逃脫的 人 、 從 錫 安山
而來．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王下19 :30-31 )  

到 那日、 耶 和華發 生 的苗、 必華美尊榮、 地 的 出產、 必
為 以 色 列逃脫的 人顯為榮華茂盛。主以公義的 靈 、 和焚
燒的 靈 、 將 錫 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 耶 路撒冷中殺人
的血除淨、 那時、剩在 錫 安留在 耶 路撒冷的 、 就 是 一 切
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賽4 :2	-3 )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不再倚靠那擊打
他們的、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所剩下的、就是雅
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的神。以色列阿、你的百姓、雖多如
海沙、惟有剩下的歸回．原來滅絕的事已定．必有公義施行、如
水漲溢。 (賽10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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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

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

華所召的。 (珥2 :32 )  

我卻要在你中間、留下困苦貧寒的民．他們必投靠我耶和華的
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說謊言、口中也沒有詭
詐的舌頭．而且喫喝躺臥、無人驚嚇。 (番3 :12-13 )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　神．他們必作我的子

民。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

息的時候、他曾在曠野蒙恩。 (耶 31 :1-2 )  

在錫安山必有逃脫的人、那山也必成聖．雅各家必得原有
的產業。 (俄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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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指著 以 色 列 人喊著說、『以 色 列 人雖多 如海
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羅9 :27 )  

新約聖經同樣告訴我們，當耶穌回來時，要拯救祂所有的子
民脫離敵人 的迫害， 祂要獎賞義人 ，審判惡人 。 在 新 約 的背景
下，義人包括所有忠實的信徒，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  

人子要在 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 他
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太16 :27 )  

神既是公義的 、 就 必 將患難報應 那 加患難給你 們 的 人．
也必使你 們 這受患難的 人 、 與 我 們同得平安．那時、主
耶 穌同他 有能力的天使、 從天上 在火焰中顯現 、要報應
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帖後1 :6-8)  

但 基 督獻了 一 次永遠的 贖罪祭、 就 在　神 的右邊坐下
了．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 (希10 :12-13 )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 看見在祭壇底下、 有 為 神 的 道 、
並為 作見證 、 被殺之人 的 靈魂．大聲喊著說、 聖潔真 實
的主阿、 你 不審判住在 地 上 的 人給我 們伸流血的冤、要
等到幾時呢。 於 是 有白衣賜給他 們各人．又有話對 他 們
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 一同作僕人 的 、 和 他 們 的弟
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啟6 :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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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 的 二十四位長老、 就面伏 於 地
敬拜神、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我們感謝你、
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 外 邦 發怒、 你 的忿怒也臨 到 了．
審判死人 的時候也到 了．你 的僕人眾先知、 和眾聖 徒 、
凡敬畏你名的 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 了．你敗壞
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啟11 :16-18)  

“哈利路亞、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他的
判斷是 真 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 那 用淫行敗壞世界的 大
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 (啟
19 :1-2 )  

歡唱的⾏進 
勝利行進中最動人、最激動人心的特徵之一可能是對樂者和眾多
歌者的重複描述，他們在龐大的遊行隊伍前後敬拜頌讚。經文一
致的描述他們唱歌、歡呼、和大聲喊叫，因為他們實在無法抑制
內心的喜悅。我們有數個理由相信，“上行之歌”將是他們所唱
的詩歌之一，“上行之歌”是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參加三個年度
節期時所唱的詩歌。 

神上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 

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頌、歌頌。 

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神作王  

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詩47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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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祂以歡唱帶
領被囚的出來，參照英文新國際版聖經）．惟有
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詩68:6  )  

神阿、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你行走、進入聖
所。歌唱的行在前、作樂的隨在後、都在擊鼓的童女中
間。 (詩68:24-25)  

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

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賽35:10 )  

錫安的民哪、應當歌唱．以色列阿、應當歡呼。耶路撒冷的民
哪、應當滿心歡喜快樂。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罰、趕出你的仇
敵．⋯  (番3 :14-15)  

神的憤怒 
當耶穌行進時，祂要親自傾倒神的震怒，釋放大風暴、暴雨、冰雹、
地震、瘟疫和烈火在敵人身上：  

⋯耶和華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 (申3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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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向惡人密布網羅．有烈火、硫磺、熱風、作他們杯中
的分。 (詩11 :6 )  

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天也落雨．西乃山見以色列神的
面也震動。 (詩68:8)  

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裡射出光線．在其中藏著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他站立、量了大

地．觀看、趕散萬民．永久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他的作為

與古時一樣。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耶和華

阿、你乘在馬上、坐在得勝的車上、豈是不喜悅江河、向江河發

怒氣、向洋海發憤恨麼。你的弓全然顯露向眾支派所起的誓、都

是可信的。〔細拉〕你以江河分開大地。山嶺見你、無不戰懼．

大水氾濫過去、深淵發聲、洶湧翻騰。因你的箭射出發光、你的

槍閃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宮停住。你發憤恨通行大地、發怒氣責

打列國、如同打糧。 (哈3 :4-12 )  

“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動．
甚至海中 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 上 的 一 切昆
蟲、 和 其 上 的眾人 、因見我 的面、 就 都震動、山嶺必崩
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
的諸山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兄。我必
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
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隊、並他所率領的眾民。 (結38 :19-
22 )  

我要降火在瑪各、 和海島安然居住的 人身上．他 們 就知
道我是耶和華。 (結39 :6 )  

耶 和華用災殃攻擊那 與 耶 路撒冷爭戰 的 列 國 人 、 必 是 這
樣．他 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 眼 在眶中乾癟、
舌在口中潰爛。 (亞14 :12 )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 就 有 大聲音從殿中 的寶座上
出 來 、說、 成 了．又有閃電、聲音、雷轟、 大 地震、自
從 地 上 有 人 以 來 、沒有 這樣大 這樣利害的 地震。 那 大城
裂為三段、 列 國 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
來 、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各海島都逃避
了 、眾山也不見了 。又有 大雹子從天落在 人身上 、 每 一
個約重一他連得．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啟
16 :1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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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勇⼠ 
耶穌得勝行進時，祂將一路消滅敵人，不停地爭戰，直到殲滅圍
困耶路撒冷的末世法老⎯敵基督、假先知和聯軍，達到戰役的最
高峰。主是大能勇士的這個主題始於第一次出埃及：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

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

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

神、我要尊崇他。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出15:1-3 )  

在出埃及記之後，這個主題繼續出現在許多主對自己的描述
中，並且在關於祂未來拯救的預言中佔有突顯的地位：  

以色列阿、你是有福的、誰像你這蒙耶
和華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幫
助你、是你威榮的刀劍．你的仇敵必投
降你、你必踏在他們的高處。 (申33 :29  )  

 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
跑。他們被驅逐、如煙被風吹散．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如
蠟被火熔化⋯神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神．人能脫離死
亡、是在乎主耶和華。但神要打破他仇敵的頭、就是那常犯
罪之人的髮頂。主說、我要使眾民從巴珊而歸、使他們從深
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敵、你的腳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頭、
從其中得分。求你叱喝蘆葦中的野獸、和群公牛、並列邦中
的牛犢、把銀塊踹在腳下．神已經趕散好爭戰的列邦。 (詩
68:1-2 ,  20-23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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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
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
處．他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 (詩
110 :5 -6 )  

你發憤恨通行大地、發怒氣責打列國、如同打糧。你出來要拯

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惡人家長的頭、露出他的

腳、直到頸項。細拉  你用敵人的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他們來

如旋風、要將我們分散。他們所喜愛的、是暗中吞喫貧民。 (哈

3 :12-14 )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

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賽35:4 )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

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你

的裝扮為何有紅色、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我獨自踹酒

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

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我仰望、見

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

拯救．我的烈怒將我扶持．我發怒、踹下眾民、發烈怒、使他

們沉醉、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賽  63 :1-6 )  

當那日、必有話向耶路撒冷說、不要懼怕。錫安哪、不要手軟。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番3 :16-17 ) 

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 (亞12 :9 )  

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
(亞1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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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獸被擒拿、 那 在獸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獸印記 、 和
拜獸像之人 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 們兩個 就 活
活 的 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其餘的 被騎白馬者口中
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喫飽了他們的肉。 (啟19 :20-21 )  

以⾊利我的⼦⺠ 
經文一 再 重複耶 穌 為什麼要審判列 國 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 是因
為他們錯待了祂的子民以色列：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羞愧必遮蓋你、
你也必永遠斷絕。 
當外人擄掠雅各的財物、外邦人進入他的
城門、為耶路撒冷拈鬮的日子、你竟站
在一旁、像與他們同夥⋯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
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
頭上。 

你們猶大人在我聖山怎樣喝了苦杯、萬國
也必照樣常常地喝．且喝且咽、他們就
歸於無有。 (俄10-11 ,  15 -16 )  

耶 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 他也必照樣向
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 (俄15)  

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為

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

取我的地土． (珥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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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賽34 :8)  

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你、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 

利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你、為

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藐視你的、都要在

你腳下跪拜．他們要稱你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

安。 (賽60 :12-14 )  

祂釋放被囚的⼈得⾃由 
當耶穌和祂的軍隊向以色列行進時，祂將從敵人手中拯救以色列
戰俘：  

你必起來憐恤錫安、因現在是可憐他的時候．日期已經到了⋯

因為他從至高的聖所垂看．耶和華從天向地觀察．  

要垂聽被囚之人的歎息．要釋放將要死的人．  

使人在錫安傳揚耶和華的名、在耶路撒冷傳揚讚美他的話．  

就是在萬民和列國聚會事奉耶和華的時候。 (詩  102 :13 ,  19-22 )  

以雅各的神為幫助、仰望耶和華他神的、這人便為有福。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他守誠實、直到永遠．  

他為受屈的伸冤、賜食物與飢餓的。耶和華釋放被囚的． (詩

146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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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 (珥
3 :1 )  

⋯因為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眷顧他們、使他們
被擄的人歸回。 (番2 :7 )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

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

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

的人． (賽61 :1-2 )  

“ 耶 和華說、日子將 到 、 我要使我 的百姓以 色 列 、 和猶
大 被擄的 人 歸回．我也要使他 們回到 我所賜給他 們 列祖
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30 :3  )  

錫 安 的民哪、 應當大 大喜樂．耶 路撒冷的民哪、 應當歡
呼．看哪、 你 的王來 到 你 這裡．他 是公義的 、並且施行
拯救 、謙謙和 和 的騎著驢、 就 是騎著驢的駒子。 我 必除
滅以法蓮的 戰車、 和 耶 路撒冷的 戰馬．爭戰 的弓也必除
滅．他 必向列 國講和平．他 的權柄必 從 這海管到 那海、
從 大河管到 地極。 錫 安哪、 我因與 你立約 的血、 將 你 中
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來。 (亞9 :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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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 和華如此說、 我要使雅各被擄的 人 歸回、要憐憫以
色 列全家、又為 我 的 聖名發 熱心。 他 們 在 本 地 安然居
住、無人驚嚇、 是 我 將 他 們 從萬民中領回、 從仇敵之地
召來．我 在 許 多 國 的民眼 前 、 在 他 們身上顯為 聖 的時
候、 他 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 的 一 切罪。因我
使他 們 被擄到 外 邦 人 中 、後又聚集他 們 歸回本 地 、 他 們
就知道 我 是 耶 和華他 們 的 神．我 必 不 再留他 們 一 人 在 外
邦． (結39 :25–28)  

他 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 路撒冷要被 外 邦
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路21 :24 )  

最終凱旋進城 
耶穌行軍的終點是耶路撒冷，類似第一次凱旋進城的情況，隨著
強大威武的遊行隊伍進入錫安，歌唱、敬拜和歡騰的慶祝活動將
達到榮耀的頂點。耶路撒冷的城門將為期待已久的彌賽亞打開：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亞14 :5)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

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

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

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

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詩24 :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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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這是耶
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
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詩118:19-21 )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
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敞
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賽26 :1-2 )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
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太23 :39 )  

⼤衛後裔君王登基 
耶穌抵達耶路撒冷後，數千年前古老預言的榮耀典禮要成就。耶
穌⎯  合法的彌賽亞君王，將坐在祂先祖大衛的寶座上：  

⋯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你壽數滿足、與你列

祖同睡的時候、 我 必使你 的後裔接續你 的位、 我也必堅定他 的

國。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我要作

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

人的鞭責罰他。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

的掃羅一樣。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

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撒下7 :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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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

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說、我

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那坐在天上的必發

笑．主必嗤笑他們。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

他們、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詩2 :1-6 )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

凳。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

權。” (詩110 :1-2 )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

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

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

心、必成就這事。 (賽9 :6-7 )  

天使對 他說、馬利亞、 不要怕．你 在 神面前已經蒙恩
了 。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 起名叫耶 穌 。 他要為 大 、
稱為至高者 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
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路1 :30-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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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說、 我 實 在 告訴你 們 、 你 們 這跟從 我 的 人 、 到復興
的時候、 人子坐在 他榮耀的寶座上 、 你 們也要坐在十二
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太19 :28)  

人子在 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 的時候、要坐在 他榮
耀的寶座上． (太25:31 )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
是正直的。 (希1 :8)  

主住在錫安 
耶 穌 在 耶 路撒冷登基 為王之後， 將居住在 錫 安 。此時“帳幕”
或神 的居所將 與 人同在 。義人最終將繼承 他 們 期 待已久的 應
許：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

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

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

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

耶路撒冷。 (賽2 :2-3 )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且又住在錫
安我的聖山．那時、耶路撒冷必成為聖、外邦
人不再從其中經過⋯但猶大必存到永遠．耶路
撒冷必存到萬代。我未曾報復流血的罪、現在
我要報復、因為耶和華住在錫安。 (珥3 :17 ,  20-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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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你必不再懼
怕災禍。 (番3 :15)  

耶 和華如此說、 我 現 在回到 錫 安 、要住在 耶 路撒冷中．
耶 路撒冷必稱為誠實 的城．萬軍之耶 和華的山必稱為 聖
山。 (亞8:3 )  

這些人 都 是存著 信心死的 、並沒有 得 著所應 許 的 、卻從
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 認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
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希
11 :13-14 )  

我 聽見有 大聲音從寶座出 來說、 看哪、 神 的帳幕在 人
間．他要與 人同住、 他 們要作 他 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 他
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21 :3 )  

外邦⼈悔改 
在此期間，外邦國家的孩子們和存活的餘民將悔改，並要事奉以色列
和她的君王耶穌：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
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
樣．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
下的國．此乃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 (摩  9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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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擄掠他們、我國中所餘剩的必得著
他們的地。 (番2 :9 )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你舉目向四方

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

女也被懷抱而來。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

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

你⋯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我曾發怒擊

打你、現今卻施恩憐恤你．你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

使人把列國的財物帶來歸你、並將他們的君王牽引而來。哪一

邦哪一國不事奉你、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利巴嫩的榮

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你、為要修飾我聖

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

孫都必屈身來就你．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他們要稱

你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 (賽60 :3-5 ,10-14 )  

 所有 來攻擊耶 路撒冷列 國 中剩下的 人 、 必 年 年 上 來敬拜
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亞1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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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 上 的君王必 將自己的榮耀歸
與那城。 (啟21 :24 )  

全球召聚 
耶穌在勝利行進期間拯救了許多猶太人，當祂到達耶路撒冷後，
全球的 重 新聚集仍繼續發 生 ，分散在全世界的 以 色 列餘民將 被
帶回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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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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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11 :10-11 )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

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

下的。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

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賽11 :11-12 )  

色 列 人哪、 到 那日、 耶 和華必 從 大河、直到 埃 及小河、
將 你 們 一 一 地收集、 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當那日、 必
大 發角聲．在亞述 地 將要滅亡的 、並在 埃 及 地 被趕散
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 (賽
27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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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來、
又從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
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
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
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賽43 :5 -7 )  

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這些從

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 (賽49 :11-12 )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

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 (賽60 :4 )  

當那些日子、猶大家要和 以 色 列家同行、 從北方之地 、
一同來到我賜給你們列祖為業之地。 (耶3 :18)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人必不再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埃
及地上來之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卻要指著那領以色列人
從北方之地．並趕他們到的各國上來之永生的耶和華起
誓．並且我要領他們再入我從前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耶
16 :14-15 ;  參  2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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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著他們來的、有瞎子、

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裡來。他們要哭泣而

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

(耶31 :8 -9 )  

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要領他們歸回⋯我要發嘶聲，

聚集他們，因我已經救贖他們。他們的人數必加增，如從前加

增一樣。我雖然播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遠方記念我。他

們與兒女都必存活，且得歸回。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招聚

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和利巴嫩；這地尚且不夠他們居

住。 (亞10 :6 ,  8 -10 )  

婚筵 
在聚集所有百姓回到聖城後，盛大的婚宴就要開始：  

 到 那日、 耶 和華發 生 的苗、 必華美尊榮、 地 的 出產、 必
為 以 色 列逃脫的 人顯為榮華茂盛。主以公義的 靈 、 和焚
燒的 靈 、 將 錫 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 耶 路撒冷中殺人
的血除淨、 那時、剩在 錫 安留在 耶 路撒冷的 、 就 是 一 切
住耶 路撒冷、 在 生命冊上 記名的 、 必稱為 聖 。 耶 和華也
必 在 錫 安全山、並各會眾以 上 、使白日有煙雲、黑夜有
火焰的光．因為 在全榮耀之上 必 有遮蔽  (婚棚 ) .必 有亭
子、白日可以 得蔭避暑、也可以 作 為藏身之處、躲避狂
風暴雨。 (賽4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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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用陳酒和滿

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他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

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

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

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

神．我們素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

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賽25:6-9 )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

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耶和華召你、如召

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

的。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

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

華你的救贖主說的。 (賽54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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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

輝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

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口所起的。你在耶

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你必不再

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

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

必歸他．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

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 (賽62 :1-5)  

我又告訴你 們 、 從東從 西 、 將 有 許 多 人 來 、 在天國裡與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一同坐席． (太  8 :11 ,  參  路
13 :29 )  

⋯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
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吩咐我說、 你要寫 上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 有 福
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19 :7-9 )  

耶穌以如此美麗的描述告訴門徒，祂將親自在婚筵上服侍那些熱
切忠實地等待祂再來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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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
人 、 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 來 到叩門、 就立刻給他開
門。主人 來 了 、 看見僕人儆醒、 那僕人 就 有 福 了．我 實
在 告訴你 們 、主人 必叫他 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
候他們。 (路12 :35 -37 ) .  

新郎的喜樂 
龐大的群眾歡天喜地、高歌頌讚地進入耶路撒冷是如此的壯觀和
美麗，甚至耶 穌自己也要為 祂 的子民歡欣歌唱， 這 是 多麼奇妙
啊！那些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們，擁有榮耀復活的身體，
他們的耳朵聽到耶穌為他們歡呼的聲音：  

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

是耶和華親口所起的。你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神

的掌上必作為冕旒。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

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

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必歸他．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

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

悅你。 (賽62 :2-5)  

耶和華你的神在你中間，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歡

欣快樂，必默然愛你，而且必因你喜樂歡唱。 (番3 :17新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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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

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賽  65:18 -19 )  

我 必歡喜施恩與 他 們 、要盡心盡意、誠誠實 實 、 將 他 們
栽於此地． (耶32 :41 )  

公正和公義的國度 
耶穌國度的本質是建立在公正和公義之上。祂的國度來臨，要獎
賞為忠實公義溫柔謙卑、受迫害、受壓制、貧窮、缺乏、受苦、
被遺棄、瘸腿和患病的人們。他們將得到醫治、恢復、尊榮、高
舉和報償。相對地，驕傲和自高的人會被貶低、卑下、受辱和被
扔進火湖裡：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 (詩72 :13 )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

和華被尊崇。 (賽2 :11 )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
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
人。 (賽11 :4 )  

 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
色列的聖者快樂。 (賽29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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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

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 (賽35:5–6 )  

你雖然被撇棄被厭惡、甚至無人經過、我卻使你變為永遠的榮

華、成為累代的喜樂。 (賽60 :15)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
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
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
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
他得榮耀。 (賽  61 :1-3 )  

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

的． (彌4 :6 )  

那時、我必罰辦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
瘸腿的、聚集你被趕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
辱的、我必使他們得稱讚、有名聲。 (番3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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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喪的 、 我 必尋找、 被逐的 、 我 必領回、受傷的 、 我 必
纏裹、 有病的 、 我 必醫治．只是肥的壯的 、 我 必除滅．
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結34 :16 )  

這些事情逐一 發 生 在 基 督千禧年統治開始後，所謂的 “ 新天
新地”期間，達到最終的目標，也就是神救贖計劃的榮耀頂點：  

我 聽見有 大聲音從寶座出 來說、 看哪、 神 的帳幕在 人
間．他要與 人同住、 他 們要作 他 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 他
們同在 、 作 他 們 的 神．神要擦去他 們 一 切 的 眼淚．不 再
有死亡、也不 再 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 以 前 的 事 都
過去了 。坐寶座的說、 看哪、 我 將 一 切 都 更 新 了 。又
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啟21 :3-
5)  

      馬拉納塔，阿門！ 



附錄一 

戰勝海怪 

起初神創造天地 。 地 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 的 靈
運行在水面上。 (創1 :1-2 )  

神聖的創世史詩就這樣開始了。對大多數的現代讀者而言，聖經
最開始的幾節經文是神創造世界的一個簡要記錄。那時宇宙的所
有構成元素雖然都已經存在，但是處於一個混亂無序的狀態中。
然後，全能神的靈發聲，把一切安置在正確的位置。主以一個分
開的過程，開始在混亂中建造秩序，衪將光與黑暗分開，白天與
黑夜分開，空氣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開（創1 :3-7），之前的完
全混亂現在已被馴服，成為一個極有秩序和美麗的世界，對衪剛
完成的工作，“神看著是好的”（創1 :10）。表面上看來這是個
非常直截了當的創世記錄，但是許多古代希伯來人在這段經文裡
還看出更多的含義，他們看到這也是預表神未來對混亂和黑暗勢
力的最終勝利。事實上，創世記第一章強有力地暗示，主最終的
計劃是消滅邪惡，恢復世界的完美秩序和美麗， 從某種意義上
說，創世記第一章就是福音的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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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淵 
要了解古代希伯來人如何看出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瞭解世界被馴服之前
的景況。 首先，地球是“空虛混沌”。 希伯來原文“ tohu wavohu”（塔
呼瓦戶）在其他地方翻譯為“荒野與荒廢”1，一言以蔽之，就是混
亂。 其次，希伯來文中的“深”一詞是tehom （踏宏姆），通常被翻譯
為“洋”，“海”或“深淵”2。這個字表達的概念是一個“黑暗，無法
靠近，沒有止盡和神秘的地方”3。在古代希伯來人的思想中，海洋是一
個桀驁不馴，恐怖和深不可測的地方。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因為
即使在今天，雖然我們已經將人類送上了月球（是的，的確如此），又
有無數的科學家進入繞行地球軌道的國際太空站，然而我們對海洋的最
深處仍是一知半解。

海怪 
我的父親是捕魚人，主要以捕捉大西洋藍鰭金槍魚為生。我小時候和
父親在破曉前數小時就出船到離岸五十英里，位於麻州鱈魚角海外的
一個叫斯泰爾瓦根（Stellwagen Bank）的地方，那裡的海床深達三百英
尺，是賞鯨者觀看巨大座頭鯨嬉戲的最佳景點，我永遠不會忘記，我
和父親第一次到斯泰爾瓦根的情況。雖然我只是一個五歲大的小孩，
但我記得父親教我如何觀察水面顯示海底活動的跡象。小釣餌魚在水
面跳躍、好動的飛鳥在天空盤旋又潛入水中、以及海面的浮油等，都
是我看慣的景象。當我們航行時，我看到有東西出現在右舷前方的水
面，起初看起來像是一塊漂浮在水面上的防水布，包裹著一個巨大的
氣泡。如果在靠近岸邊看到這樣的東西就比較合理，因為在沿岸看到
水上漂浮物並不稀奇，但是當時我們離岸已二十多英里遠，所以此物
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當我們的小船靠近這個奇怪的東西時，我突然
發現這不是一塊防水布，而是一條鯨魚的後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鯨
魚。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的父親也注意到了鯨魚，他突然將船轉
向，以免直接撞上去。當我們掠過它時，我俯身在船側，望著水面，
看著這個巨大的生物潛入海的黑暗深處。我大喊：“爸，我們差點就
撞上它了！”，他回答說：“不要告訴你媽。”，然後我們又繼續前
行。自從那次以後，我見過數百隻鯨魚，其中大多數是座頭鯨，但通
常都是在遠距離處見到。它們出現之前，海中先湧起一股波浪，當鯨
魚清理它們的氣孔時，霧狀的水柱像火箭般地衝入空中，然後再轉回
進入水中。有時候，看見一條巨大的尾巴從海中升起，拍打水面，然
後再次消失了蹤影。偶爾，整條鯨魚嬉戲般地躍出水面，在空中留下
令人驚嘆的身影。但這不是我遇見海中怪物的唯一經驗，有一次，我
們不小心鉤著了一條灰鲭鯊，灰鲭鯊速度又快又有侵略性，平均體長
約十英尺，我記得看著水下幾英尺長的黑影，不禁顫抖起來，這不是
沒來由的害怕，甚至像我父親這樣最有經驗的漁夫，也決定立即剪斷
魚線，不管損失任何裝備都不值得與利齒如剃刀的怪物纏鬥。我分享
這些故事是因為它們在我心裡烙下對海洋某種程度的恐懼。再加上家
人帶三歲的我到露天電影院看了大白鯊電影之後，更是令我難以忘
懷。即使現在成年了，我偶而還會夢見在海中游泳時，突然瞥見下面
黑暗深處有一個龐大的生物，這樣的情景總是帶給我很大的無力感。
不論在那黑暗深處是什麼東西，一定是巨大和無法控制的。古代希伯
來人似乎對深淵有非常相似的概念，雖然我們學會製造堅固的海上船
隻在海裡航行，但畢竟海洋不是人類的天生居住所在，一旦我們離開
了船，就受控於遠超乎我們想像的遼闊、強大、狂野的汪洋大海。我
們不止無法控制波浪和洋流，對於海洋深處另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巨大生物的居所，我們也所知不多。我以前害怕海怪的情況更糟，我
喜歡參觀波士頓的哈佛自然歷史博物館，那裡最令我害怕的是克柔龍
的骷髏。克柔龍是一種四十二英尺長的海洋爬行動物，看起來像一條
有鰭的巨型鱷魚，它可以毫不費力地一口吞掉一個人。想到這些生物
曾經自由地在海洋中遨遊真是讓人恐懼，也許還有其他在深水處覓食



的巨型怪獸是我們尚未發現的。我們今天對海洋已有某些程度的暸
解，但在遠古時代，它完全是一個的謎。由於這些原因，古代希伯來
人視海洋為一個不可控制，無邊無際又恐怖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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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進一步來說，古代希伯來人認為海洋不只是魚類生存的地方，
在他們的思維裡，有比鯊魚和巨大海洋生物更可怕的東西活在海浪
下。對他們來說，深淵（tehom）也是邪惡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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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創世故事 
要瞭解古代希伯來人為什麼或如何會有這樣的看法，我們必須熟悉一
些在古代世界中廣為人知，但非常不同於聖經記載的創世故事。其中
一個特別有影響力的創世故事是埃努瑪·埃利什（Enuma Elish）。雖
然這個巴比倫創世史詩明顯地是一個充滿了怪物和神獸4的神話，但學
者們也同意聖經確實影射它的一些概念。埃努瑪·埃利什敘述一個風
暴之神馬爾杜克（Marduk）的故事，他與一切生命之源的海洋女神提
阿瑪特（Tiamat）5展開了一場宇宙大戰。馬爾杜克擊敗提阿瑪特之
後，將她切開，用她的身體，創造了天地6。另一個類似的迦南神話
“巴力迴詩”（The Baal Cycle），講述風暴神祇巴力與海洋女神亞木
（Yam）之間的古代戰爭7，巴力擊敗了亞木並升級至迦南萬神殿的首
席地位。創世紀和這些傳統神話之間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埃努瑪
·埃利什描述馬爾杜克與海洋女神之間的戰爭，創世紀則描述全能神
馴服了狂野的海。瑪爾杜克殺死提阿瑪特後，用她的身體創造天地8，
全能神創世時將巨大的深淵分開為光與黑暗、日和夜、以及上方的水
與下方的水。學者們將這種古代神祇與混沌之間的戰爭稱為克奥斯坎
夫（chaoskampf，德語“對抗混沌”）9。這些異教神話與聖經之間的
明顯區別在於，埃努瑪·埃利什和巴力迴詩將海擬人化為女神，創世
記則是將混亂黑暗的淵面視為無生命的創造物質10。異教的創世傳統描
繪一個強大神祇與另一個強大神祇之間的宇宙戰爭，但創世記清楚地
表明，海洋完全服從全能的創造主和統治萬物的耶和華。但是這裡有
一個玄機，雖然創世記並未敘述耶和華與海神或女神作戰，但聖經確
實有幾處經文將海與魔鬼和混亂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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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的海怪 
詩篇89 :8-10和以賽亞書51 :9-10都提到一個住在海裏、名為“拉哈伯”
（Rahab）的怪物。約伯記 7:12 和詩篇 74:13 也提到“海怪”，在約伯記3章
中，稱這個海怪為“利未亞坦”（ Leviathan），最後在啟示錄兩次提到這
個生物，稱它為魔鬼和撒旦（啓12:9, 20:2），然而在所有經文中，這隻海怪
不是被神制服，就是被全然殲滅。所以，雖然聖經從未教導撒旦在神創世
之前已經存在於原始的混沌黑暗中，但是一些經文卻呼應了古代異教神話
的一部分，指出魔鬼是海中怪物或巨龍，它一直試著重新攪動起混亂，使
世界回到無秩序的“瘋狂和荒廢”的狀態11。我需要申明一點，聖經不同意
也不見證古代的異教神話，聖經是以古人普遍使用的意象來駁斥這些神話
和宣告神絕對的超越。更重要的是，聖經宣告主在未來還要打敗海中的龍
⎯ 撒但，最終的勝利屬於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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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新舊約之間提到利未亞坦的⽂獻 
除了聖經之外，一些在耶穌時代，廣為人知的古老猶太末世著作裡也提到
利未亞坦12，這些故事都傳達了猶太人的傳說 ，敘述神將陸地和海分開之後
的某時，把利未亞坦驅逐至深海，又將另一個名為“貝西摩斯”
（Behemoth ）的怪物摒棄到沙漠。在世代的終了，兩個怪物都將重新出
現，因為神要殺死它們，做為動物或甚至是彌賽亞時代義人的食物。早期
基督徒不太可能原原本本地相信這些故事，但這些有關末世的著作確實傳
達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屬靈實際，並且表達出在第二聖殿之後的猶太人對末
世的普遍看法，那就是在最後的日子裡，神將永遠徹底地擊敗和摧毀混亂
的怪獸⎯ 撒旦。 

 所以，在聖經開頭的幾節經文裡，神在混亂中建立秩序，不僅顯示出神
的大能統治所有受造物，也是一個神未來最終潰敗魔鬼的預表。聖經描述
魔鬼是活在海中的古老巨龍，總是興風作浪，撒下紊亂的種子，企圖推翻
神所做成的工。儘管多數人不熟悉這個背景故事，但這卻是許多古代猶太
人的理解，並且聖經有幾處經文都間接地提到它13。所以，在聖經的頭幾節
經文中，隱藏著主再來的預言，預示神最終將戰勝一切混亂和邪惡。我們
繼續探索出埃及和世代的終了這二個重要的救贖時期，會再次看到海龍的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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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怪和出埃及 
多年來，詩人、先知、和使徒們紀念和慶祝耶和華在出埃及的大勝利
時，常常提到耶和華戰勝了古代海怪⎯ 利未亞坦。 

神自古以來就是我的君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你的大能分開大

海，把海中怪獸的頭都打碎了。你砸碎了利未亞坦的頭，把牠給住在曠

野的人作食物。你曾開闢泉源和溪流，又使長流不息的江河乾涸。(詩

74:12-15新譯本) 

 我們剛才討論過，神在創造之初的混亂中建立秩序，也是神在未
來將徹底戰勝混亂的始作俑者⎯ 魔鬼的預表。主在出埃及時分開紅
海，再次展示出祂超越所有受造物以及邪惡與混亂的力量，祂分開紅
海就如創世時將水分為上下。更奇妙的是，詩篇作者以主砸碎海怪利
未亞坦的頭來描述法老王的戰敗，神再次顯示祂創造之初的大能，並
宣告祂將最終戰勝撒但以及這個墮落、腐敗和混亂的世界體系。詩篇
89篇重複相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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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萬軍之神阿、那一個大能者像你耶和華．你的信實、是在你的

四圍。你管轄海的狂傲．波浪翻騰、你就使他平靜了。你打碎了拉哈

伯似乎是已殺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敵。(詩89:8-10) 

這裡再次稱法老王背後的力量為“拉哈伯”⎯ 海龍利未亞坦的別名。
耶和華“有能的膀臂”清楚地指向出埃及的拯救，全能神坐在天堂寶座
上，伸出膀臂成就祂在地上的旨意。以賽亞和詩人一樣回顧出埃及，使用
“耶和華殺死海龍拉哈伯“的語言： 

耶和華的膀臂啊，醒來吧！醒來吧！穿上能力吧！像古時的日子，像

上古的世代一樣醒來吧！從前砍碎了拉哈伯，刺透了海龍的，不是你

嗎？使海，就是大淵的水乾涸，使海的深處變為蒙救贖的人經過之路

的，不是你嗎？(賽 51:9-10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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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對耶和華在末日最終擊敗撒但的信心，來自神歷史上的作
為，先是創世時制伏混沌黑暗的深淵，然後在紅海擊敗了法老。如果
神在過去成就了如此奇妙的拯救奇蹟，那麼祂肯定會再做一次。 

海怪可預期的毀滅 
在哈巴谷偉大的沙漠預言中（見23章），先知描述神“來臨”向河川海洋
開戰。 

耶和華阿、你乘在馬上、坐在得勝的車上、豈是不喜悅江河、向江河

發怒氣、向洋海發憤恨麼。你的弓全然顯露向眾支派所起的誓、都是

可信的。〔細拉〕你以江河分開大地。山嶺見你、無不戰懼．大水氾

濫過去、深淵發聲、洶湧翻騰。因你的箭射出發光、你的槍閃出光

耀、日月都在本宮停住。(哈3:8-11) 

神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呢？不外乎是要擊敗惡人並拯救祂的子民。 然而
哈巴谷並沒有描述祂擊碎仇“人”，而是祂與代表撒但和仇敵的江河洋海
交戰。 艾默丁（Armerding）指出創世與彌賽亞再來之間的明確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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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出埃及時就如在創世之初，摧毀了要脅吞噬創造的混亂勢力。哈巴
谷書3:8-15描繪的宇宙之戰就是以此為背景。14 

當哈巴谷詩意地描述主向江河和洋海開戰時，他所指的是耶穌的
再來。耶穌是出埃及的耶和華，祂將再來完成祂很久以前所展開的一
切。 

海怪最後的潰敗 
創世與出埃及的意象在啟示錄最後一次地碰撞，譜出故事的大結局。
啟示錄詳細闡述了哈巴谷的異象，首先，約翰清楚地指出名叫利未亞
坦（Leviathan）的古老海蛇就是撒但，“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
去。”  

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
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啟
13:1) 

經文使用所有描述世代末了的意象，敘述最後一個被撒但授意並賦
予能力的獨裁者，將組織建立一支強大的聯軍，與以色列和神全地的
子民爭戰。然而當耶穌再來時，祂將平復一切的喧鬧，非常迅速地執
行處決：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
大鍊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
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
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
(啟20:1-3) 

根據啟示錄的記載，耶穌將從耶路撒冷統治地球一千年。雖然許多基督
徒神學家努力解釋這段時間是象徵性的表達，而且它已經在進行中，但是
這樣的解釋無法符合先知們對這個時期的眾多預言。這一千年雖然比我們
現在所知的世界好得太多，但還不盡完美 ，千禧年結束後，撒但的最後審
判要來到，“一千年完了，撒但將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出來迷惑列國”（7 
節）， 雖然撒但最後短暫地再次引起混亂，但主會很快地結束古蛇的臨死
掙扎，“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
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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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聖經中創世和救贖的故事始終環繞創造、出埃及、以及末世神降臨三
個不可分的要點。起初神馴服了深淵（tehom）, 展現出祂超越海和原
始混亂的大能。然後，在出埃及期間，祂大敗敵人，再次彰顯祂對海
的主權。最終，在這個世代的末了，彌賽亞耶穌會再回來，徹底並完
全地終結這個世代的混亂和所有邪惡勢力。當我們理解這些略有隱藏
在經文中的故事時，就容易明白一些讓一般讀者感到困惑的詩意性的
經文和敘述末日的語言。從創世紀到啟示錄，從聖經的開始到結束，
是一個神掌主權和對抗邪惡的偉大勝利故事，故事的中間以出埃及的
歷史為見證，預表最終耶穌要裂天而降來拯救我們。那時全地不但不
再被混亂的海洋所覆蓋，而且“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B
附錄⼆ 

人子到來的標記 

進入最後附錄之前，讓我先簡單分享一下這部分的背景故事。在本書
準備付印時，我的好友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 與我分享一
個耶穌橄欖山論述中，“人子降臨的跡象”的新見解。史蒂芬是一名
對神的話語真誠又熱切的學生，我們每每談論彼此正在學習的某個聖
經段落或主題時，我總是得到許多的開啟和挑戰。事實上，促使我更
加仔細地探索申命記 32 章中的摩西之歌，應歸功於我們某次的討論。
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喬治彭伯（ G. H. Pember ）寫於 1885 年的著作⎯ 
關於外邦人、猶太人和神的教會的偉大預言 （The Great Prophecies 
Concerning the Gentiles, the Jews and the Church of God）, 這本書對摩西
之歌這個基礎預言的重視。然而是史蒂芬的敦促使我進入更徹底地研
究，並真正地掌握它在聖經預言中的基礎重要性。讀過本書的人都知
道摩西預言之歌在整個學習中的重要性，因此史蒂芬對本書的影響遠
遠超出了這個附錄的範圍，我為此十分地感激他。史蒂芬對“人子降
臨的預兆”的精闢見解讓我推遲了付印日期，並添加了這個最後而且
非常重要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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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在雲中的盟約標記 
我們要從挪亞開始來查經，大家都知道挪亞一家在耶和華的方舟裡免
於洪水的審判，當洗淨罪惡的大水退去後，他們的大船停在亞拉臘山
上，挪亞、他的兒子和他們的家人走出方舟後，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世
界。此後不久，挪亞建了一座祭壇，將各種動物作為燔祭獻給耶和華
（創8:20），耶和華十分悦納挪亞獻的祭，祂承諾不再以同樣的方式毀
滅大地： 

⋯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

纔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

夜、就永不停息了。(創 8:21-22) 

神賜下的應許稱為挪亞之約，是聖經中最早的盟約之一。主在歷
史上第一次在空中放置了一道彩虹，作為祂立約的一個具體記號：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我使雲彩
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各樣
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
了。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
的活物所立的永約。(創9: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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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盟約的標誌（希伯來文 oth）是一道雲中的彩虹，顯現在人類
的面前。類似地，耶穌⎯ 神最後一個盟約的徵兆，也將在雲中出現在
全人類的眼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說雲中的彩虹是耶穌自己
和祂必定再來的預表或圖畫，甚至是應許。 

雲柱、火柱 
主出現在雲中的下一個主要事件發生在當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
候：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
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
的面前。(出13:21-22) 

一個巨大的火柱和雲柱從他們逃離法老開始，引導以色列人經紅
海，一直到西奈山，這確實是聖經中最獨特和最神秘的現象之一。 儘
管只是一團巨大圓柱形的雲和火，但它是耶和華本人非常真實的顯現
和同在，“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神的使者、轉到他們後邊去、雲柱也從
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出14:19)，換句話說，“神的使者”和
“雲柱”是同一件事。 
稍後神形容自己在雲中，“到了晨更的時候、耶和華從雲火柱中向埃及

的軍兵觀看、使埃及的軍兵混亂了。（出14:24），雲和火最常以圓柱形狀
顯現，但有時候圓柱形狀變成大面積棚狀的遮蓋，為以色列民遮陰，當以
色列到達西奈山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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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降下 
儘管雲火柱在整個出埃及旅程中一直伴隨著以色列，但神在子民中間的彰
顯是在西奈山時達到巔峰。毫無疑問，神在西奈山的彰顯是整個人類歷史
上最偉大的顯現，出埃及記19章表達了神降臨那日的威嚴和可畏：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
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
山下。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
上騰、如燒角聲漸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答應
他。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
上去。(出19:16-20) 

在西奈山，除了標準的雲火柱之外，還有雷轟、閃電、號角聲大
響、甚至地震。 

⻄奈到錫安 
立約儀式結束之後，當以色列準備向迦南地前進時，主應許祂將繼續
與他們同在，領導他們。雖然祂的同在以雲火柱的形式顯現，但經文
稱它為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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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所預備
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來的、你們要在他面前謹慎、聽從他的
話、不可惹他、因為他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你若實在聽從他
的話、照著我一切所說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敵作仇敵、向你
的敵人作敵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領你到亞摩利人、赫
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裡去．我必將他
們剪除。(出23:20-23) 

之後在耶穌登山變相時，神也命令他們要聽從主的使者，“有聲音從雲

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 ，你們要聽他。」” (路 

9:35).  在曠野流浪的四十年中，代表耶和華同在的雲火柱一直伴隨著他們、
保護他們和帶領他們。 

會幕 
神在西奈山賜給摩西建造會幕或會面帳幕的指示。但在會幕建造完成
之前，摩西支搭了另一個暫時的帳篷，也稱作會幕，他在那裡與神面
對面地說話，聖經對這些會面的記載十分地扣人心弦： 

摩西素常將帳棚支搭在營外、離營卻遠、他稱這帳棚為會幕．
凡求問耶和華的、就到營外的會幕那裡去。當摩西出營到會幕
去的時候、百姓就都起來、各人站在自己帳棚的門口、望著摩
西、直等到他進了會幕。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柱降下來、立
在會幕的門前、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
幕門前、就都起來各人在自己帳棚的門口下拜。耶和華與摩西
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摩西轉到營裡去、惟有
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出3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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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當摩西進入會幕時，就有雲火柱從天而降，這樣的情景完全
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默想這個情景是何等的奇妙！以色列民很清楚他
們所目睹的是一個罕見的莊嚴景象，人們敬畏地站著，凝視著耶和華
在他們面前的顯現，再加上摩西站在火柱前與神面對面，那麼親密地
交談，讓這段經文成為聖經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敘述之一。 

聖經繼續記載主從雲中降臨的模式。摩西求主將祂的榮耀顯給他
看（出 33:18）， 令人驚訝的是，主同意了他的要求，所以：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裡、宣告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
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
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出34:5-
8). 

在這個無與倫比的事件中，耶和華向摩西揭示祂的名字和祂個性
的本質，這一切都同樣地發生在雲柱、火柱和榮耀之內。 

駕雲者 

摩西和以色列子民經歷神如此明顯公開的同在之後，以崇高優美的詩
歌，例如摩西之歌來頌讚祂。摩西最後的預言宣告中，首次稱耶和華是
唯一“乘駕諸天，在衪的威嚴中，騰空行雲”的那位（申33:26 ）。數
百年後，大衛王同樣呼籲以色列全民“高舉那乘駕雲彩之上的”（詩 
68:4 新譯本）。雖然迦南神祗巴力也號稱為駕雲騎士，但他和以色列民
所經歷的截然不同。四十年來，他們親眼目睹神駕乘在雲彩之上，所以
對以色列人來說，駕雲者絕不是一個誇張賣弄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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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在聖經中的重要性值得一再地強調，因為除了道成肉身，神自
己成為人之外，雲柱和火柱中耶和華的同在，是神向世人展示自己最
偉大的方式。如果你問第一世紀或者現代任何一個有聖經知識的猶太
人，什麼是神同在最確切的標誌？他們的答案毫無疑問是肉眼可見的
雲柱火柱。在整個舊約時期，雲柱和火柱不只是眾多神彰顯的徵兆之
一而已，乃是耶和華同在唯一最偉大和最有權威性的標誌。

新約中的柱⼦ 
所以，當我們在新約猶大書中讀到雲柱火柱事實上就是耶穌道成肉身之前地
顯現時，不應該感到驚訝，“ 我仍然要提醒你們⋯從前耶穌從埃及地把人
民救出來“（猶 5，譯自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基督標準聖經）。有些版本
的翻譯是“主”不是“耶穌”，新美語聖經註釋作者托馬斯·史瑞納
（Thomas R. Shreiner）注：“一些外在證據顯示，正確的解讀應該是“耶
穌” 而不是“主”1，新約博士雅爾·福松（Jarl E. Fossum）表明，猶大理
解在整部舊約中，“主的使者”指的是耶穌，也包括祂在雲柱中的彰顯 2。
這與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使徒教導是一致的，他們認同舊約中提到耶和華的經
文是指耶穌（參照 賽 6、賽 45:23、約 12:41、腓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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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基督徒對耶穌再來的想法 
簡要探討舊約中有關雲彩的主題之後，現在讓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一
般基督徒對耶穌再來的瞭解。如果你問基督徒，耶穌再來是什麼景
象，大部份基督徒大概會描述在鮮明湛藍的天空中，蓬鬆的白雲圍繞
著耶穌從天堂來到地上，這是有關耶穌再來的基督教藝術品中最常出
現的描繪。這種觀點是基於使徒行傳耶穌從橄欖山升天的經文，耶穌
告訴門徒“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境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徒1:8）為
祂作見證，當祂“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
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徒1:9）。突然有兩個人（天使）
站在他們旁邊告訴他們，耶穌怎樣在雲中升天，也要怎樣再來。還有
許多人會引用啟示錄 19 章中耶穌裂天而降的細節來補充 ，祂將騎著白
馬，身後跟隨著天上大軍，在濃密的暴風雨雲中，以神降臨西奈山時
的所有震撼景象回來。然而耶穌似乎提供了確鑿的依據，證實實際上
發生的事情比我們瞭解到的要多。讓我們仔細察看祂是如何描述自己
的再來，以及所引用的具體經文。 

耶穌論⾃⼰再來的敘述 
三本符類福音對耶穌橄欖山論述的記載略有不同（譯者註：中文聖經
都相同，都是駕雲降臨）。馬太記載祂將“在天雲上”降臨（24:30），
馬可記載祂將“在雲裡”降臨 (13:26)，路加的記載則是“在一朵雲裡”
降臨（21:27）。正如出埃及期間神的使者出現在雲柱中一樣，耶穌描
述祂自己在雲中從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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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耶穌講到祂的再來時，特別引用了兩處非常重要的舊約經
文。第一段經文是但以理書第 7 章，耶穌稱自己為駕著天雲而來的“人
子”，耶穌再來時是以道成肉身後的人身而來，同時祂亦是乘雲而來
的全能者耶和華。摩西說過，沒有人能像耶書崙的神一樣，乘駕在雲
上（申33:26），只有耶和華乘在天空，駕行穹蒼。耶穌將以神和人的
身份再來，對基督徒來說這不是一個新概念，這正是他們兩千年來一
直在等待的應許。然而，人們常常忽略了耶穌描述祂再來時所引用的
第二段重要經文，祂引用撒迦利亞書第 12 章的預言，明確說明地上的
萬族都會看見祂。三部福音書及啓示錄都影射但以理書第 7 章和撒迦利
亞書第12 章。耶穌在馬太福音說，“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
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馬太24:30)。啟示錄
更清楚地的引用撒迦利亞書：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

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啟1:7) 

  

大多數基督徒讀到“地上的萬族”時，就立即認為耶穌所描述的是一個
全球性的事件，我要清楚表明，我相信祂的再來確實是一個全球性的事
件。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撒迦利亞書12章的背景指出這是一個以以色列
為中心的預言。撒迦利亞說的“各族”顯然是指“以色列的各支派”，而
“地上”是指以色列之地（希伯來文eretz埃雷茨）。當我們讀預言的全文
時，這點就十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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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
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
⋯境內、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衛家、男的獨在一處、女
的獨在一處．拿單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利未
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 (亞12:10-14 ) 

重申我的重點並不在爭辯耶穌的再來完全是一個地區性的事件，但
我們要注意的是，耶穌的再來完全圍繞著以色列，特別是以色列各支
派將認出他們所扎的耶穌就是彌賽亞，因此各支派、各家都悲哀悔
改，一家一家地獨在一處，大衛一家，拿單一家，利未一家，以及其
餘的各家。正如我們之前詳細討論過的，這段經文描述了以色列救贖
歷史的高潮，也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那個時刻（羅11:26）。 

結論：⼈⼦再來的標記 
我們不能錯過的關鍵點在⎯ 人子降臨的跡像特別是猶太人可以識別
的！是的，耶穌將以不朽的、榮耀的、人的身份再來，祂將以升天時
同樣的身體再來。所以問題是， 什麼是猶太人能認出的具體明確的標
誌，使各族都確切地認出拯救他們的是耶穌？這個答案應該不僅是因
為有一個人將從天降到地上，也不會因為是耶穌的外貌，好像猶太人
會說：“哦，那是耶穌，我從所有基督教的肖像和繪畫中認出是
祂。”不，耶穌被自己的子民認出的明確標誌，只能是雲火柱的榮耀
彰顯。祂的子民將認出這是帶領他們的父老出埃及的唯一標誌，還有
什麼是比雲火柱更大的揭示呢？第二次出埃及也會像第一次出埃及一
樣，就如約瑟向以色列眾子揭露他真實的身份時說，“我是你們的兄
弟約瑟！” （創45:4），耶穌也必向祂的子民顯明自己，宣布自己既
是他們的神耶和華，也是他們的救主。就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時刻，一
切似乎毫無希望，在雅各遭難的煎熬下，以色列的力量已到盡頭時，
神聖的雲柱將再次顯現，從天降下來拯救他們，這就是人子再來的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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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出埃及的曠野、在西奈山上和在會幕之前一樣，雲柱火柱將再次
降臨。在所有人敬畏地凝視著耶和華同在的榮耀之時，他們終於恍然大悟，
認出耶穌就是他們所刺的那一位。因為駕雲而來的是光華四射的人子耶穌，
是以色列唯一的救主。大衛王因此大聲呼籲，“你們要向神歌唱，歌頌他的
名；高舉那乘駕雲彩之上的；他的名是耶和華，你們要在他面前歡樂。” 
（詩68:4新譯本），神所有的子民回應說，“阿門，阿門，主耶穌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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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ncis Brown, Samuel Rolles Driver, and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Enhanced Brown-Driver- 
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1062. 

3. (tehôm): James Swanson, Dictionary of  Biblical Languages with Semantic Domains: Hebrew (Old 
Testament) (Oak Harbor: Logos Research Systems, Inc.,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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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獅⼦⼈，蝎⼦⼈，強⼤的惡魔，⿂⼈，⽜⼈” (Enuma Elish 1.134–46) as quoted in 
Gregory Mobley, The Return of  the Chaos Monsters—and Other Backstorie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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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亞述學者和古代近東宗教學教授茨維·阿布施（ Tzvi Abusch ）的說法，巴比倫提
亞瑪特的名字來⾃阿卡德語坦圖（ tamtu）意思是“海”。 她是“⽣命的⽔源，也是
⾺爾杜克的⼿下敗將”。 I. Tzvi Abusch, “Tiamat,” ed. Mark Allan Powell, The 
HarperCollins Bibl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1), 1044. 

6. I. Tzvi Abusch, “Tiamat,” ed. Mark Allan Powell, The HarperCollins Bibl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1), 1044. See also John H. Walton, Genesis 1 as 
Ancient Cosmology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1), 145. For a thorough treatment, see 
Tsumura,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46–57; see also Horowitz,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301–6. 

7. Amy L. Balogh and Douglas Mangum, “Baal Cycle,” ed. John D. Barry et al., The Lexham Bible 
Dictionary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6). 

8. Similarly, the Canaanite Baal Cycle portrays the god Baal’s battle against the god of  the sea, 
Yamm (the same Semitic word as the Hebrew for sea, yam). With echoes of  the biblical story 
in Genesis, Baal’s victory over Yamm symbolizes the triumph of  order over chaos. 

9. Andrew Tobolowsky. “Tiamat.” ed. John D. Barry et al., The Lexham Bible Dictionary (Bell- 
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6). 

10. 雖然聖經裡有埃努瑪·埃利什（Enuma Elish）和其他古代近東神話中的⼀些概念，但
這並不意味創世記信任這些異教的記載。萊克姆聖經辭典Lexham Bible Dictionary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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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約翰·安德森（John E. Anderson），“創造”的編輯， 約翰⾙⾥（Joh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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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傳達的是只有⼀位⾄⾼無上的全能神和造物主，與其他異教故事截然不同。 

11. Dempsey Rosales Acosta. “Lord of  Hosts.” ed. John D. Barry et al., The Lexham Bible Dictionary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6). 

12. “然後你留下兩個活物； 你稱其⼀之為⾙⻄摩斯（Behemoth）另⼀個為利未斯坦
（Leviathan）。 你把它們分開，因為⽔聚集在⼀起的第七個部分不能容納它們兩
個。 你將第三天⼲涸的⼀部份給⾙⻄摩斯為居所，那裡有千座⼭； 但是你給了利
未斯坦第七個部份，⽔的部分； 你留下它們做食物。” （艾斯德拉⼆6:49-52）The 
Holy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ash- 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9), 2 
Esdras 6:49–52. 

 “在那天兩個怪物成為伙伴，女的名為利未斯坦，她住在海洋深淵的泉源裡。男的
名叫⾙⻄摩斯⋯我央求另⼀位天使讓我看那些怪物，他應當給我看怪物的能⼒、外
貌和他們在那⼀天如何合作，那⼀個在深淵裡的，和另⼀個在乾旱荒野的。…與我
同在的和平天使對我說："這兩個怪物是留下為⼤⽽可畏主的⽇⼦做食物。" （以諾

⼀書60:7-10, 24) James H. Charlesworth,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1 
(New York;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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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將⼀直保存它們到那時侯。 它們將成為所有剩下之⼈的食物。” (巴魯克⼆
書 29:4) James H. Charlesworth,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1 (New York;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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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拉比約查南（R. Yohanan） 說：“祝福⾄聖者，定意⽤利未斯坦的⾁為義⼈設宴：‘同伴們
會⽤它設宴’（約伯記 41:6）。 ‘宴席’的意思源⾃‘王就為他們預備了許多食物（設
宴）．他們喫喝完了’（王下6:23）這節經⽂同⼀的⽤法。”Jacob Neusner, The 
Babylonian Talmud: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vol. 15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11), 223. Baba Batra IV.28. 

13. See, for example, the comments of  R. Yohanan from the Talmud in the previous footnote. 
14. Carl E. Armerding. “Habakkuk.”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Daniel and the Minor 

Prophets, ed. Frank E. Gaebelein, vol. 7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6),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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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R. Schreiner, 1, 2 Peter, Jude, vol. 37,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3), 444. 
2. Fossum, “Angel of  the Lord,” 226–43; so also R. Martin, “Jude,” in The Theology of  the Letters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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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奈到錫安”詳實敘述有關耶穌再來的事件中常被忽視的一個部份。許多人忽略了這個有關以色列和外邦列國的預言，其實它就在我們眼前。神不用模糊的敘述和過度屬靈的陳腔濫調，祂在現實生活中，在炎熱的沙漠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上，發展出祂的救贖應許。這本書將讓你鮮活地看到、聞到、聽到和觸摸到再來的耶穌，會讓你更加愛祂。”
	—  艾倫伊·庫仕納博士，末世事工
	ALAN E. KURSCHNER, PHD,  MINISTRIES
	— R. T. 肯德爾，暢銷書作者和教師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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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修·布萊斯·埃文牧師。懷俄明州沃蘭市，錫安福音派路德教會。丁道爾神學院指導教授MATTHEW BRYCE ERVIN, PASTOR, ZION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本書讓我獲益良多，書中充滿對聖經清楚詳盡的解釋，特別是對大多數基督徒從未研習過的舊約先知書。理查森闡釋經文的意義，並且嫺熟地解釋先知的信息如何與聖經其他部分結合，揭示出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所發生的事情。本書使我更深刻地意識到神的信實、寬容、憐憫和長久忍耐。我更加愛神了！
	—拉里·彼得提格夫神學博士。牧羊人神學院神學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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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珥·理查森（Joel Richardson）能從研經中帶出既有深度又整全的系統性瞭解，這是一個驚人的能力。本書查考有關耶穌第二次降臨的經文，含有極深遠的意義，它促使我們與作者蒐證所得的解釋摔角。很多人對耶穌再來的故有概念⎯ 是主將帶領以色列擺脫被擄，與列國交戰，最後來到橄欖山上，但是作者的敘述比這個過程更加詳盡。我不認為他對所有經文所下的結論都是對的，但我相信有許多是正確的，即使在那些我不同意地方，作者也提出了可信的案例。這本書可以增加我們對耶穌基督再來的熱情，並擁抱祂再來時的審判和拯救。聖經告訴我們，主的日子是神審判惡人和拯救子民的日子，本書對此描繪出一幅非常全面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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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TT VOLK ,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OGETHER FOR ISRAEL MINISTRIES
	“我一向喜歡閱讀約珥的著作，尤其是有關主再來的主題。今天他再次成功地帶領一個從西奈山開始，延伸至耶路撒冷的查經，十分地引人入勝。他所有的詮釋都是經過嚴謹的考證，所以在最終的那日，不論約珥所探索的各方面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們都應該以仔細思考的態度來對待他的研究結論。鼓勵你閱讀這本極具挑戰性的書籍，並從中發掘出更多基督再來時將開啟的事情。
	—華特 西 凱瑟二世 ，馬薩諸塞州漢密爾頓，高登-康維爾神學院榮譽院長
	WALTER C. KAISER, JR. PRESIDENT EMERITUS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HAMILTON, MASSACHUSETTS
	“約珥以聖經經文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深奧的主題，他的智慧和能力著實令人驚喜。他紮實地為‘我主榮耀再來’這個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主題，作了生動多彩的描繪傳達。西奈到錫安是他目前為止最好的著作，我相信你會和我一樣被此書激起敬畏和熱淚。我為你的禱告是⎯ 你會在經文中找到榮美的耶穌，你的心會再次為祂燃燒起神聖的愛。”
	—維克多·維埃拉，巴西 維多利亞市，ABASE.org 執行董事,“末世學本質”作者
	VICTOR VIEIRA, EXECUTIVE DIRECTOR ABASE.ORG, VITORIA, BRAZIL, AUTHOR OF ESSENTIAL ESCHATOLOGY.
	“我每天更加地為約珥·理查森弟兄的事工來感謝神。神藉著他的事工深深影響我的生命。身為一個牧養年輕會眾的牧師，宣講福音和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團體是我的主要目標。然而，像許多人一樣，我曾經有認為末世論是可有可無的教導、將其排除在我們信息之外的誘惑。今日，我從約珥學到，末世論真正是貫穿聖經救贖故事的架構，瞭解有關西奈的故事，就像在靈裏投擲一個爆炸性的啟示！當我明白出埃及是一個救贖的原型，是耶穌再來時將成就之事的預表之後，我有義務告訴你，這本書不但對你個人的生命至關重要，你還可以更進一步地將它應用在“教會永遠需要的更新”。
	—安其羅·巴佐，巴西，融合事工資深領導
	ANGELO BAZZO, SENIOR LEADER CONVERGENCIA,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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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死不渝
	“以這枚戒指作為我們婚姻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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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拉之歌是下一個繼續擴展耶和華為神聖勇士的重要沙漠預言。底波拉是先知又是士師，她以第一人稱寫下這首得勝的讚美詩歌（士4:4）。這是以色列擊敗迦南元帥西西拉及其軍隊之後所唱的詩歌。詩歌中所用的希伯來語顯示它是聖經最古老的詩篇之一。1 倫敦聖經學院的昆達（Arthur Cundall）說：“它是以色列文學保存下來的勝利頌歌中最好的作品之一。”2 布洛克（Block）形容它充滿了“謎語般的文字，強烈的情感，心靈的力量和深奧的神學”3。學者們認為，底波拉之歌很可能是出於紀念神得勝的歌集之一，其他讚美詩歌如民數記 21:14 提到的耶和華的戰記、或約書亞記 10:13 和撒母耳記下 1:18 所提到的雅煞珥書4。底波拉之歌就如摩西的祝福一樣十分有力地預示耶穌的再來。
	經文開始的標題是，“那時底波拉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作歌、說”(士5:1)。底波拉的名字在前面使她的領導地位永遠受到尊敬，而人們也會記得巴拉羞恥的被動態度。他們一起唱：
	以色列的領袖和百姓在爭戰的日子都甘心樂意地委身於神的旨意。舊約教授勞森·斯通（Lawson G. Stone）說：“領袖爆發的熱情得到百姓中勇士們及時的回應。”5 他們不僅熱心參與戰鬥，也加入隨後的慶祝，並歌頌耶和華所帶來的偉大勝利。我們在詩篇110章偉大的彌賽亞預言詩中，看到醒目的相似內容，詩篇首先描述坐在神右邊的彌賽亞等待那指定的日子來到，祂要從天上回來，粉碎祂的敵人並在全球掌權。大衛接著說，神的子民在那一天將有甘心犧牲自己的靈：
	士師記 5:2 和詩篇 110:3 都講到神的子民為了神的緣故，歡喜快樂地甘心獻上自己，這兩段經文都與主的再來有關。就如底波拉時代耶和華得勝的日子一樣，耶穌再來掌權的日子也是如此，以色列民將自願熱情地全然委身，並歡欣慶祝衪的勝利。這是底波拉之歌中與耶穌再來的第一個相同之處。
	傾盆而下的暴風雲雨是第三個相同之處。可能是因為有一場劇烈的暴風雨伴隨著以色列戰勝西西拉，所以歌中提到暴雨和烏雲密佈。正如舊約學者貝瑞·韋博（Barry G. Webb）所說：“這首歌的主題是主耶和華自己公義的作為，祂以元帥的身份前進，釋放天上的權能，壓倒性地勝過祂和以色列的敵人。”6 這場幫助以色列得勝的暴風雨，當然是解釋為耶和華的大能超越西西拉的神⎯巴力，迦南人相信巴力是駕在雲上掌管暴風雨的神。底波拉闡述風暴和迦南人的戰敗是耶和華干預戰爭的明確標誌。
	底波拉之歌中的暴風雲雨和摩西祝福中的神乘雲在穹蒼（申33:26）相連結。舊約多處經文提到主的日子時，都說到黑暗密雲（例如，詩 18:9; 珥 2;2; 賽 66:15; 番 1:15）。聖經從沒有像一般盛行的說法，描述耶穌將在蔚藍的天空中乘著蓬鬆的白雲回來。相反地，神的話告訴我們，祂會在黑暗的天空和暴風伴隨的密雲中再來（太 24:30；比照 出 19:16-17；撒下22:10等）。
	20
	大衛偉大的行進詩篇
	屬於沙漠預言的下一個重要經文是詩篇68篇。這首詩篇與摩西的祝福和底波拉之歌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詩篇68篇又另外增加了許多精彩的細節。像先前討論的沙漠預言一樣，詩篇68篇也一直令學者、譯者和解經家們困擾，實際上，一般認同詩篇68篇是所有詩篇中最難懂的。這首詩歌是一篇禱告、勝利讚美詩、感恩詩歌，也是預言。我們將看到，詩篇68篇又是一個舊約聖經對耶穌再來最有力和最基礎的敘述。在新國際聖經舊約註釋（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中，學者德克萊斯·沃爾福德和坦納（deClaissé-Walford and Tanner）正確地指出：“它的主題是果敢地讚美以色列的大能勇士，以色列的神。”1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探討這首大衛的偉大讚美詩與耶穌再來的關係。由於原文中有許多難解的地方，所以各英文翻譯本的差異頗大。雖然我們主要使用新美國標準聖經版本（NASB），但也會在相關處使用其他的翻譯版本。
	我們必須回顧出埃及記以色列在曠野流浪40年的歷史，才能理解這首詩歌。負責祭司職分的利未人所抬的約櫃，代表神與以色列人的同在，無論何時神的雲彩升起向前行，百姓就要拔起帳篷帶著他們所有的家當跟著前進。就這樣，祭司們抬著約櫃，開始每一個階段的旅程。每次祭司抬起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為王

	21
	沙漠中的大道
	以賽亞書第34和35章組成同一個預言。神在34章宣告審判由以東為代表的敵對國家，他們都將成為荒地和廢墟。但是35章中的描述卻是相反的⎯ 描述以色列民被放逐在以東貧瘠乾燥的沙漠，儘管他們處在無望的境地，但神應許這個沙漠終必成為有圓滿成果和大喜樂的新生命之處：
	許多註釋家試圖解釋，這些只是純粹的詩意化描寫和比喻的經文。對他們來說，曠野代表以色列長期的苦難和與神隔離之類的象徵。沙漠綠化的意思僅是象徵以色列的悲傷和處境的翻轉。這個預言確實充滿了象徵性的語言，但我們應該對它有一個整體性的詮釋，也就是說，它雖然確實有象徵的意義，但同時也清楚的指向非常明確實際的未來。各個沙漠預言都強調一些明確和特定的地理位置，例如西奈、西珥、巴蘭、以東和耶路撒冷，這就清楚地證明，經文的內容不全是抽像或比喻，就像盟約的管教在歷史上確實地發生過，以色列最終的拯救也會實際地實現。巴比倫侵略和摧毀以色列不是一個象徵，百姓被趕散到各國也不是一個比喻。有關神來臨的教導在舊約延續發展，到了新約時期，明顯地看出神賜予這些期望的心意，新約作者理解這些期望是指向一個非常真實和未來的實現。我們不要因為以賽亞詩意性地巧妙表達就認為這些經文只是一些隱喻。正如天使在橄欖山對眾人說，就像耶穌在他們眼前被一朵雲彩接去天上一樣
	以賽亞書35章繼續陳述神必來報復仇敵並解救祂的子民：
	神再來的好消息猶如清新的雨水從天降至沙漠，祂的來臨就像久旱甘霖，特別為那些精疲力竭、焦慮不安、或恐懼的人們帶來紓解。他們應該剛強壯膽，因為期待已久的彌賽亞“必來報仇”。一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所討論的，彌賽亞的震怒和打碎祂的敵人是聖經中顯著並重複的要點（創 3:15; 民 24:17; 申32:35; 33:21; 撒上2:10; 士5:26-27;詩58:10; 68:21; 110:5; 耶3:13; 賽63:3; 哈3:13; 瑪4:3; 羅16:20; 啟14:20; 19:15）。神必來報仇的同時，也是應許拯救祂的子民的時候，“他必來拯救你們。”
	以賽亞在幾章之後又回到貫穿曠野大道的主題。預言從安慰以色列開始，因為以色列的苦難已經結束，她的救贖終於來到。
	以賽亞書42章接續同樣的主題，強調將來臨的彌賽亞要成就許多大事之後，接著有呼聲響起，“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 （10節）。讚美神的呼召延申至海岸、眾海島、最後來到曠野的沙漠：
	以賽亞書66章：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
	我們在以賽亞書研討的最後一段經文是以賽亞書第66章，雖然這段經文並未特別提到主行進穿越沙漠，但卻明確地講到神的降臨，並且也引用了先前沙漠預言中的主題。
	以賽亞以之前的沙漠預言為基礎，預見一條穿越沙漠的大道。這條道路十分寬廣，可以容納龐大的人群，也宏偉的可以迎接如此榮耀的王。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一致描述，當應許的以色列王降臨時，祂將擊殺敵人，像踹葡萄一樣粉碎他們。榮耀的王要繼續行進，直到進入耶路撒冷，最後殺死在新約中稱為敵基督的仇敵領袖。以賽亞從先前的預言中擷取這些意象，描繪出聖經中對神聖戰士最逼真、最生動和最恐怖的圖畫。對現代大多數的基督徒來說，他們對耶穌的印象幾乎都是來自藝術作品所描繪的溫和牧羊人的形象，但實際上，當新郎神再來時，祂將穿著被新婦敵人的血所染紅的禮服出現在自己的婚禮上。

	22
	哈巴谷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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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的預言
	被扎的那位肯定是指以賽亞書中受苦的僕人⎯ 彌賽亞。然而神表明被扎的就是祂自己，“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 韋博捕捉到主受苦的嚴重程度：“這不僅是傷害，而是刺入心臟的致命一擊，但這還不是最壞的，最深的痛苦是主明明知道扎祂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的百姓”9 最後，當他們終於真正地“看見”彌賽亞為他們的罪惡被扎、釘死，以色列全家都會為自己所做的哭泣悔改。本書第13章討論過，這將帶來全國聖靈澆灌並訂定新約（申32:36-39; 賽59:19-21; 珥31：27-34 ; 結34:25-27; 36:23-31）。 11-14節的經文敘述這個覺悟和悔改深深進入了以色列人的內心。在第13章我們看到這個內在靈裡的巨大變化：
	以色列將永遠不再叛逆神。拜偶像、背逆神的參謀和假先知將永遠成為過去，以色列人民和土地都將全面更新。
	這是利未記23:14-33和申命記4:26-28, 32:23-27 警告性預言的最終實現。出於神的安排，我在寫本章時正好在東耶路撒冷，這讓我更加感受到撒迦利亞預言的精準性。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在末後的日子將分裂為二，一半的居民將被擄去成為戰俘，但不知什麼原因，另一半的居民將留在城中。在預言的二千多年後，我就坐在先知所說的一個分裂的耶路撒冷城裡。
	從耶路撒冷流出的活水既是象徵性的也是實質的。它象徵耶穌作王時，從耶路撒冷城中湧流出生命，但它也是實質的，在千禧年國度期間，將有一條實體的河流從耶路撒冷向南流出。撒迦利亞直接引用約珥書3:18 和以西結書 47:1-12 的意象，之後啟示錄 22:1也有同樣的敘述。以下經節無疑是描述耶穌千禧年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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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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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對耶穌再來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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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再來降臨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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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凱旋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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