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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的審判與救贖(上)

當先知在第二章譴責猶大的東西南北鄰國之後，到了第三章他又把矛頭指向

耶路撒冷――猶大國的中心。這個全國的中心是猶大國的火車頭，然而她卻領

導全國各地走向滅亡之路，故此先知毫不保留地譴責住在首都的耶路撒冷人，

因為他們雖然與約西亞王同住在一城，竟然成了約西亞改革的最大阻力。

文／黎為昇 

圖／哈莫尼安

信仰 

專欄

──在神的日子中得隱藏

西
番
雅
書

當人與神斷了線之後， 

這人的行為就不受神法則的約束， 

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 

似乎更自由了 

但結局是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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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耶路撒冷領導的失敗（三1-4）

直譯經文：

禍哉！悖逆與褻瀆、這欺壓之城（三1）。

她不聽聲音，不接受訓誨，不相信耶和

華，不親近她的神（三2）。

在她之中的官長是咆哮的群獅，她的審判

官是夜晚的群狼，他們不留到早晨（三

3）。

她的先知是蠻橫無禮的，是詭詐的人；她

的祭司褻瀆聖所，糟蹋律法（三4）。

先知在第1節一開頭就用「 y A h（禍

哉）」這個表達極度傷心或沮喪的驚嘆語1，

因為先知感嘆聖城耶路撒冷應該是充滿神聖

潔形象的縮影，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所以

先知只有感傷嘆息而已。

第1節的上半句，先知先用「h'a.rom（悖

逆）」與「h'l'a>gIn（褻瀆）」二個陰性、單數

分詞（Participle）作為名詞使用，2作為下半

句同為陰性、單數名詞――「h"nAY;h ryi['h（這

欺壓之城）」3的同位語（appositive）。也

就是說，耶路撒冷城是悖逆、是褻瀆，也是

一座「欺壓之城」。所謂的「a ' r ' m（悖

逆）」意指反抗，並公開地藐視掌權者；而

「l;a"G（褻瀆）」則是指宗教儀式上的污穢，

沒有在所約定的舉止上令人合意；換句話

說，在此先知指責選民的「悖逆」，是指他

們在行為與道德上失去順從神的心；接著指

責他們的「褻瀆」，是指他們一旦失去內在

良心的光照後，便在信仰的破口上行出褻瀆

神的行為，尤其是他們將先知在第一章中，

所提及的那些違背神旨意的異教儀式與觀

念，帶入到神的選民之中（一4-5，8-9）。

當耶路撒冷公然違抗神的時候，不但在

宗教禮儀上出現破口，也在對人的事物上失

去神的本質。「h"n"y（欺壓）」是指粗暴地，

嚴厲地控制、虐待、壓迫人，先知指責耶路

撒冷是「欺壓之城」，意指這城已經充斥強

暴、殘忍的事，先知接著警告他們「有禍了

（yAh）」，因為公義的神不可能就此罷休。

先知在第 2節指責耶路撒冷造成這

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她所行的四

個「a {l（不）」所導致的失敗：第一個

「a{l（不）」是「lAq.B h'[.m'v a{l（她不聽聲

音）」，其中的「lAq（聲音）」，是指可以

聽見的、人可以理解的人聲、人群聲或是神

的聲音。當然內容是神針對耶路撒冷早已準

備好的行事原則，這不是束縛，而是蒙福的

基礎；但他們卻以拒絕來回應神。

註
1.本文的字義皆出於希伯來文原文字典，書目請參見本文末所列的參考書目。

2.希伯來文的分詞有作動詞、名詞與形容詞三種用法。

3.「h"nAY;h ryi['h（這欺壓之城）」中的「h"nAY（欺壓）」是「h"n"y（欺壓）」的分詞，並加上冠詞「 ;h」，用來形容前面的

「ryi['h（這城市）」。



56 2012.10  421 期

第二個「a{l（不）」是「r'sWm h'x.q'l a{l（她

不接受訓誨）」中的「r'sWm（訓誨）」，也

就是為了教導已犯錯的人而帶有諸如責備一

類之輕微處罰。當選民不願主動接受神的道

理，神為要挽回他們，便使耶路撒冷落在苦

難中，這樣的管教不外乎希望選民能覺醒，

不要再悖逆下去（來十二10-11）。所謂的「x;q'l

（接受）」是指相信某事並根據所相信的採

取行動，而「她不接受（h'x.q'l a{l）」，便是

指耶路撒冷，也就是選民他們選擇拒絕了神

為要挽回他們所施的管教。

第三個「a{l（不）」是「h'x'j'b a{l h"why;B

（她不倚靠耶和華）」，其中的「x;j'B（倚

靠）」，4意指對某人或某物信賴到某種程

度。耶路撒冷似乎用盡方法，或靠馬兵、武

器、外邦的權力、甚至甘心墮落去隨從外邦

的神；很奇怪地是他們什麼都信，就是不信

神的大能（賽三十15-17）。其實只有耶和

華能幫助他們，但選民偏偏不信這套說詞。

最後一個「a{l（不）」是「h'ber'q a{l 'hy,h{l/a-l,a

（她不親近她的神）」，親近神是選民應盡的

義務，也是得平安的捷徑（代上十五1-7），

但是百姓所表現的卻是遠離神；當人與神

斷了線之後，這人的行為就不受神法則的約

束。此時的耶路撒冷正像一只斷了線的風

箏，似乎更自由了，但結局是不知去向。

在第3節中，先知點出帶領耶路撒冷的一

群人脫序荒誕的窘狀，由此看出，若耶路撒冷

再不改革，其結局便岌岌可危。這群人包括四

種領導階層的人，他們本應該帶領百姓歸向

神，但事實上卻截然相反。第一種領導人是

「r'f（官長）」，5泛指國家的行政官員或統治

軍隊的軍官；行政首長與軍官被神設立的目

的，理當是盡管理者的職分來照管神的羊，如

今他們反而濫用公權力強掠吞喫百姓，先知

形容他們如同「咆哮的群獅（~yIg]aov tAy'r]a）」，

既凶暴、又貪婪。「g;a'v（咆哮）」指如獅子

發出自喉嚨的吼叫聲，令其他動物感到畏

懼；而這些官長，掌握行政資源、軍權，同

樣地像怒吼的獅子一樣，使平民百姓畏懼，

深受威脅。

第二種領導人是「jepov（審判者）」，

這字是「j;p'v（審判）」作為名詞作用的分

詞（Participle），其動詞「j;p'v（審判）」，

是指在法院中為兩造之間作正式的判決，

其字義隱含擁有代表國家的司法體系，所賦

予刑罰與最終定奪的職權之意。其實司法

官的審判權原是屬於神的，但神將部分審判

的權力，授予審判官擁有屬於神的審判權之

角色，以公義原則來維持社會秩序，因此在

《詩篇》，作者才會對以色列的審判官說：

「~,T;a ~yih{l/a（你們是神）」（詩八二6）。

註

4.h'x'j'b是原型動詞Qal「x;j'B（倚靠）」的第三人稱、陰性單數、完成式的動詞。

5.'hy,r'f則是在「yer'f（眾官長）」之後接第三人稱、陰性、人稱代名詞之字尾「'h」，譯為「她的眾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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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帶有執法的權力，按理說他們可以

制衡行政體系的不當，為社會的弱者伸冤；

然而他們竟更加貪婪，好似「b,r,[ yebea>z（夜晚

的群狼）」，他們如同狼晝伏夜出，夜晚匿食

的天性一般：表面上，充當牧羊犬來維持社

會秩序，卻是在暗中欺壓弱者。「r,qoB;l Wm.r"g a{l

（他們不留到早晨）」是形容凶暴的豺狼，

將搶來的牲畜吞喫，並且啃著骨頭，一直到

天亮，因此他們簡直就是貪婪與凶暴的代名

詞。

第4節中的第三種領導人是宗教領導者

――「ayib"n（先知）」，他們理當站在神的

角色，將神對選民的感受、期待、以及旨意

表達出來，並成為抵擋惡勢力、狂瀾的中流

砥柱；如今西番雅責備這些理當成為社會良

知的先知們，卻是一群傲慢無禮之徒。

當中的「z;x'P（蠻橫無禮）」意指一個人

對自己或某人的能力有錯誤的自信，而且

如此的錯誤，使他在道德上有令人生厭的傲

慢。也就是說，這些先知誤以為自己仍舊比

別人擁有更多屬靈的特權，因而在對人的態

度上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另外西番雅先知也指責他們是「tAd>g oB

（詭詐）」，也就是說他們沒有來自神的信

息，但又要想法子取信於百姓，因此他們需

要以弄權術、耍詭詐、說出似是而非的信息

來竊取百姓的尊重。

第四種人是與先知同為宗教領導者的

「!ehoK（祭司）」，他們之所以被設立，是要

為自己與百姓執行崇拜儀式（利九7），並

且他們要教導百姓了解律法，用教育的方式

阻擋惡勢力的蔓延。

如今祭司卻強解律法，為了自私與貪婪

的隱意，曲解律法，強詞奪理，造成社會極

不良的影響（彌三11；賽二八7）。當中的

「Wl.Lix（他們褻瀆）」是Piel動詞形式，6其

意是使某物骯髒或不純的意思，也就是以輕

藐的態度對待某事或某人，換句話說，在神

的眼中，這些祭司所執行的宗教儀式是不聖

潔的，並帶有惡意來看待與違背盟約之意，

因此西番雅先知才說「h'rAT Ws.m'x（他們糟蹋

律法）」。

第二、神對耶路撒冷的審判（三5-7）

直譯經文：

公義的耶和華在她的中間，祂不做不義；

每個早晨祂帶來祂的審判，直到黎明祂不

失落；但邪惡者不知道羞恥（三5）。

我已剪除列國，且使他們的堡壘荒蕪，我

已蹂躪他們的街道，以致於無人經過；他

註

6.希伯來文的Piel型式的動詞，大致上有四種主要的用法，第一、將狀態或不及物用法的原型形式（Qal）動詞，轉變成

及物動詞的用法；第二、有加強的意義，表達重複、多數，或忙著做的動作；第三、若該Piel動詞是出自於名詞或形

容詞，則有「作～」之意；第四、有宣告所接的受詞之意。此節的「Wl.Lix（他們褻瀆）」屬於第二種有加強意味的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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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城邑成了廢墟，以致於無人，沒有居

住者（三6）。

我已經說：「妳確實敬畏我，妳接受訓

誨，且她的居所──所有我眷顧她的，將

不會被剪除。」只是他們清早起來，他們

敗壞他們一切的行為（三7）。

西番雅先知在警告他們之後，便接著

在第5節開始闡明耶和華公義的性格――正

直、可靠、絕對確定。神斷不做不義的事，

「祂不做不義」中的「h'l>w;[（不義）」，是

指不公平、不法的事，也就是指那些帶有傷

害別人或使別人有危險的錯誤之意思。

另外先知重複用兩次「r,qoB;B r,qoB;B（在早

晨、在早晨）」，此為希伯來文「每個早晨」

的意思。7先知指出神從早晨開始，便以公義

的審判伺候人，所謂的「j'P.vim（審判）」也就

是判決一個法律爭論或案件的動作之意；而

且先知說「直到黎明祂不失落」，意指神的

審判從早晨開始，直到另一個早晨之前的黎

明，而且祂的審判又持續在接著的早晨到下

一個黎明，如此週而復始；換句話說，就是

祂的審判不會消失的意思。其中Nifal動詞型

式的「r'D.[<n（失落）」，意指未抓住所追求的

目標，因此「祂不失落（r'D.[<n a{l）」意指神的審

判不會有一絲絲漏網之魚，任何事情都必須

攤在祂的審判之下，無所遁形。

神的公義可不是偶發性的正義感，而是

永久存留的，也就是神的本質。那些應該按

神公義行事的人，因為自己生命的敗壞，其

良心拒絕神的要求，因而失去屬神公義特性

的人，怎麼配得這種職分呢？因此先知很不

客氣地責備他們是「l"W;[（邪惡者）」，是

「不知道羞恥（t,voB ;[edAy-a{l）」的人。

因此從第6節開始，神發出將要毀滅耶

路撒冷的信息。先知轉述神所說的話，神已

經表明這些領導者並沒有從神的作為中得到

教訓。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與當前

事件得到教訓。至於當中的「~IyAg（列國）」

是指哪些國？其實，不用看得太遠，大約

八十幾年前的撒瑪利亞不正是一座美麗的山

城嗎？現在呢？可惜的是，人不容易拿歷史

當鏡子，只會拿歷史當話題消遣一番。

「yiT;r.kih（我已剪除）」中的「t;r'K（剪

除）」，意指將某物從它的源頭切斷，或是

將某物切成一部分、一部分，含有暴力的行

動。另外「我已剪除」，這不只是過去所作

的事，也指著未來將要作的事，這就是所謂

的預言性完成式（Prophetic Perfect），意味

神一定會執行祂所說的一切，以後的歷史都

逐一應驗。神所滅絕的列邦，就像為即將上

演的電影作預告一樣，它的結局也成為未來

即將發生的預言。其中包括三件事：

註

7.相同的用法請參考《出埃及記》三十章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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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們的防衛體系遭破壞：「使他

們的堡壘荒蕪」中的「 W M ; v " n（使他們荒

蕪）」8的意思是因暴行造成無法居住的結

果；「h"NiP（堡壘）」，一般說來是指城牆的

角樓。因此當神要毀滅某一國家的時候，祂

會先破壞該國的國防或軍隊。

第二、他們的社會機制遭解構：「我已

蹂躪他們的街道」中的「#Wx」，原指城的外

圍之處，若複數「tAcWx」則為街道之意，其

中包括穿梭在街巷之中彼此可以見面，以及

有商業行為的市集之地（王上二十34），因

此「街道」象徵人群居所形成的社會機制。

「yiT.b;r/x,h（我已蹂躪）」是「ber'h（枯竭）」

的使役形動詞（Hiphil），意思是造成大規

模與大範圍的破壞、摧毀。因此當神要摧毀

某一國家的時候，祂也會破壞該國居民的社

會機制，使維繫他們穩定的社會力量散逸。

第三、他們的生活機能遭摧毀：

「ryi[（城邑）」泛指人口集中的地方，包括

小自沒有城牆保護的小村落到有城牆圍護的

大城市，因為城邑集合了人類食、衣、住、

行、育、樂等生活機能；「WD.cIn（他們成了

廢墟）」9是指這些城邑被人完全的損毀；

也就是說，原本的城邑被破壞殆盡，失去維

持人類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生活機能，

以致於人不能居住而成為廢墟。

因此當一個人或一群人被神所懲治時，

神會從摧毀他們引以為豪的能力或外在條

件，如《耶利米哀歌》所描述的耶路撒冷一

般：「祂在烈怒中砍斷以色列所有的角……

（直譯）」（哀二3）、然後接著被神破壞

與人連結的社會力或人際關係，好像古時候

長大痲瘋的人被人唾棄一樣，「『走開！骯

髒人』，他們向他們吼叫：『走開！骯髒

人！別碰！』……（直譯）」（哀四15）、

最後連基本的生活能力或機能也遭破壞，如

同瞎眼的一般：「我們的雙眼仍舊失明……

（直譯）」（哀四17）。

西番雅先知接著在第7節轉述神的呼

籲，最重要的就是勸勉他們敬畏神、領受訓

誨，神在警戒中，仍給予勉勵與安慰，並使

他們有救恩的盼望與確據。可惜他們還不回

轉，連每天最寶貴的早晨就以敗壞自己來作

一天的開場白。

當中的「r'sWm yix.qiT（妳接受訓誨）」與

第三章第2節的「r'sWm h'x.q'l a{l（她不接受

訓誨）」的「x;q'l（接受）」與「r'sWm（訓

誨）」完全同一個字，換句話說，若是他們

願意相信神所施的管教，並付出行動而改正

自己，如此行便是「妳確實敬畏我」的意

思。

註

8.「WM;v"n（使他們荒蕪）」是「~em'v（荒蕪）」Niphal形式、第三人稱、複數的動詞。

9.「WD.cIn（他們成了廢墟）」是「h'd'c（荒廢）」的Niphal形式、第三人稱、複數的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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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H"nA[ .m ter 'K Iy-a {l（她的居所不被剪

除）」同第6節「~IyAg y iT ;r .k ih（我已剪除列

國）」的「t;r'K（剪除）」同字，「!A['m（居

所）」就是指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說神雖然

向罪惡滿盈的列邦施行公義的審判，她也有

避難所，可以躲避危險之處的意思；「她的

居所不被剪除」是指神也同樣地要以公義審

判她――耶路撒冷，也就是祂的選民，但是

假若選民願意選擇敬畏神，進而領受神的管

教而糾正自己，他們便可以躲過神的審判。

接著「所有我眷顧她的」是挺難翻譯的

一句經文，各個譯本有頗大的差異，其中有

兩個理由：第一、因為「d;q'P（眷顧）」這

字也有「處罰」之意，也有「任命」之意。

第二、因為「她的居所將不會被剪除」與

「所有我眷顧她的」沒有任何連接詞，卻又

是同一句子，造成聖經翻譯者在兩句字句中

自行加上連接詞，例如新欽定版（NKJV）

的「不管（despite）」、新國際版（NIV）

的「也不（nor）」、10或是英國標準版譯本

（ESV）與新美國標準版（NASV）的「根據

（according to）」等，11希冀使上下文能彼

此吻合。

筆者嘗試不加上任何連接詞的方式，完

全按照希伯來文排列方式直譯如下：

                   H"nA[.m ter'KIy-a{l>w  且它將不被剪除她的居所

'hy,l'[ yiT.d;q'P-r,v]a loK            所有我眷顧她的

根據上表所呈現的希伯來經文，我們發

現「loK（所有的）」緊連在「H"nA[.m（她的居

所）」之後，因此筆者將「所有我眷顧她

的」視為「她的居所」的補述子句，因此筆

者將本句譯為「她的居所──所有我眷顧她

的，將不被剪除」。

所謂的「d;q'P（眷顧或保護）」，其意

思是在困難的環境下，以表達關心或幫助的

方式幫助某人。也就是說，神的選民若願意

選擇接受訓誨、敬畏神的生命態度，作為他

的生活方式，即使他們遭遇到十分艱難的環

境，神也會出手眷顧他們的居所，以及屬於

他們的一切，如同喇合被拯救時聖經所描寫

的：「這年輕的探子進去且他們帶出喇合、

她的父親、她的母親、她的兄弟們、以及

一切屬於她的，並且他們帶出她的一切親

眷……（直譯）」（書六23）。

註

10.新欽定版譯本（NKJV）譯為「So that her dwelling would not be cut off, Despite everything for which 

I punished her（以致於她的居所將不被剪除，儘管有為了我處罰她的一切事情）」，新國際版譯本（NIV）則

譯為「nor all my punishments come upon her（我所有的處罰也不會臨到她）」。

11.英國標準版譯本（ESV）譯為「according to all that I have appointed against you.（根據所有我所指定

的打擊妳）」，新美國標準版譯本（NASV）譯為「According to all that I have appointed concerning her

（根據所有我所指定關於她的）」，而和合譯本是採用此意，意譯為「你的住處不致照我所擬定的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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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知指責他們：「只是他們清早

起來，他們便敗壞他們一切的行為」。所謂

的「WmyiK.vih（他們清早起來）」，是由「~,b.v

（清早載荷貨物到動物身上）」這字，所轉

變的使役型動詞（Hiphil），意思是一早起

床後所付諸的行動，諸如清早從睡眠中起

身、一大早旅行或工作等（詩一二七2）。

因為一到中午，天氣便十分酷熱，所以一大

清早便是處理事情的最佳時刻。12

一個人之所以會早起便付諸某項行動，

一定是感受到某件重要的事需要趕緊完成，

或是對某事感到非常興趣而寧可犧牲睡眠

趕緊去做。沒想到這些選民竟然是一大早

便趕緊做「敗壞他們一切的行為」，其中

的「Wtyix.vih（他們敗壞）」，是「t;x'v（破

壞）」的使役型動詞（Hiphil），其意為墮

落或腐敗的舉止；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自願

地以不誠實的手段獲取利益，或是被持續犯

錯或不經意的變化貶低了他們的品格，難怪

神會如此地傷心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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