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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的審判與救贖(中)

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到來以前，世界的萬民與列國將會分裂成兩

大陣營，一為敵基督的國度，就是在《啟示錄》第五號吹響，從天隕落的那顆

星，也就是保羅所說的，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的那位「罪人（ὁ ἄνθρωπος τῆς 

ἀνομίας）」、「沉淪之子（ὁ υἱὸς τῆς ἀπωλείας）」（帖後二3）所建立的聯盟，

當牠離開無底坑後（啟二十3），從那時牠迷惑列國的力量不再受限制（啟二十

7-8）；另一個為基督的國度，也就是《啟示錄》第七號吹響時所形成的國度：

「第七位天使吹號：便有大聲音在天上，說：『世界的王國成為我們的主的與

祂基督的』（直譯）」（啟十一15）。這兩大陣營將為以色列的餘民，也就是

全以色列得救一事而戰（啟二十7-10）。

在本段西番雅先知的眼光，突然間從王宮中支持或反對約西亞王宗教改革

的兩大陣營對立之場景，跳躍到這末後日子兩大陣營對峙的情境。第8節便是這

敵基督聯盟的結局，第9至10節便是「我們的主與祂基督的國度」的結局，第

11節之後，便是指在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以前，以色列餘民得救的榮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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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都同心合意地敬虔事奉神，因為事奉的對象一致， 

因此打破種族的藩籬，共同為所事奉的主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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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敵基督聯盟的結局（三8）

直譯經文：

「所以，你們要等待我」耶和華宣告說，

「直到那日，我的起來是為了掠奪；因為

我的判決是去招聚萬民，為了我聚集的列

國，去澆灌我的盛怒在他們身上──所有

我暴烈的忿怒，因為用我狂熱的火，全地

將被燒盡。」（三8）

在第8節一開頭，先知便說「! ek 'l（所

以）」2，表達為之前所提及耶路撒冷遭神

審判的事件提出一個結果。由於耶和華是信

實的神，祂所宣告的一定能實現，相信祂的

人可以滿懷信心來等待、期望。

這裡的「yil-WK;x（你們要等候我）」中的

「 WK ; x（你們要等候）」，是「h 'k ' x（等

候）」這字的第二人稱、複數、命令式

（imperative）的Piel動詞，3意指某人持續

某種狀態，直到所預期的結果發生。4這裡

第二人稱、複數陽性的「你們」，所指的不

再是指上面被譴責的悖逆之民，而是指著下

文成為主基督國度的子民。因為當我們論及

「h'k'x（等候）」這字時，其前提是必須對

我們所要等候的人產生信任感，對他有所期

待，才會讓我們願意放棄行動，而甘於持續

我們目前的狀態。因此一個要等候神的人，

必須學習信任神，有神必應允我的信心，並

且持續地對神有所期待而放棄擅自行動的主

權，這也就是「仰望神」（彌七7）。

至於神要相信祂的人等候什麼呢？就是

神為了掠奪所興起的日子，也就是說他們必

須等候耶和華的日子，也是神公義審判的日

子。這「d;[（掠奪）」，原指捕獲物，就是

被其他動物捕食而被殺死或捕掠的動物、鳥

類等，後來便衍生用在戰爭中，從敵人處所

俘獲的戰俘或戰利品；而「y imWq（我的起

來）」當中的「~Wq（起來）」，意思是處在

站立的位置，5原本有坐著或俯伏姿勢的意

涵（創十九1；書七10），6因此「我的起來

是為了掠奪」是比喻神好像戰士，開始起身

要殺死或捕掠那些違背祂的人。7

註

1.相同的經文也出現在「彌四1-7」：1-4節是萬國集體進入神的家的事件；5節世界將分成兩個陣營：奉自己神的名

之萬民與奉耶和華神的名之萬民對峙；6-7便是以色列餘民，也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件。

2.中文和合譯本遺漏「所以」一詞，如此便模糊了上段與本段的因果關係。

3.此節的Piel型式的「WK;x（你們要等候）」，為不及物用法的原型形式（Qal）動詞，轉變成及物動詞的用法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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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相同用法請參考《約伯記》十九章25節。

6.因為「yimWq（我的起來）」為不定詞、附屬型（infinitive construct）之動名詞，其後所接的第一人稱、單數的

字尾，可作為本子句的主詞。然而，加在不定詞附屬形的字尾可以表示主詞，也可以表示受詞，必須由上下文判

斷。

7.當中的「d;[.l（為了掠奪）」，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卻譯為「εἰς μαρτύριον（為了見證）」，因為他們將d;[.l

視為「de[.l（為了見證）」的讀音，而「μαρτυρία（見證）」其意思為提供關於某人或某事的資訊，為所陳述的事

提出直接的證據以供參考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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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yij'P.vim（我的判決）」8，其意是

指一種由官方，通常是透過法官，正式發佈

一道法律的裁決，表示神已經作出審判，並

為祂所判決的採取行動，這行動也就是要透

過招聚萬民與列國的方式，將神的烈怒傾倒

在他們身上。

基本上，我們觀察人類的歷史可發現，

若非有共同的利益，國與國之間、民與民之

間彼此是很難一起合作；尤其每個人各懷鬼

胎，即使合作也不長久。但聖經卻揭櫫未來

的列國會聚集起來，也就是由歌革（Gog）

所帶領的國際聯軍（結三八；啟二十8），

他們之所以有辦法聯合起來，乃是撒但迷惑

列國的能力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們被撒但

迷惑而一起為了牠與基督王國爭戰，「他們

包圍聖徒們的眾軍營，以及這蒙愛的這座城

（直譯）」（啟二十9）。唯有面對殘酷的

戰爭，才能證明哪些人是為了貪戀惡事、利

益、抵擋真道而戰；哪些人是為了神、真教

會、維護真理而戰。

我們的神乃是烈火！祂的審判是全地

的，公義的火也必燒滅全地。所謂「yit'a>niq vea

（我狂熱的火）」中的「h'a>niq（狂熱）」，

意思是指一種強烈的願望，深深地想為某個

目標委身，換句話說，某人為了達到某個目

的而不顧一切熱衷地執行他心所願之事。一

旦神執意要執行祂所判決的事，祂的怒氣全

開，就像先知所說「全地將被燒盡」，或者

像彼得所說的：「有形質的將要消失，並且

烈火將被釋出，並且地與其上的物將被燒盡

（直譯）」（彼後三10）。

第二、我們的主與祂基督之王國   

   的結局（三9-10）

直譯經文：

因為那時，我將轉變列國為被潔淨的嘴

唇，他們所有的去求告耶和華的名，一個

肩膀事奉祂（三9）。

從古實河以外我的敬拜者，我所分散的女

兒，他們帶我的供物來（三10）。

萬國都來歸向耶和華不是獨獨出現在

《西番雅書》中而已，在其他的先知書或書

卷也有相同的觀念。9除了他們徹底悔改，

將事奉的對象轉向神以外，萬民都同心合意

地敬虔事奉神，因為事奉的對象一致，因此

彼此間可以打破種族的藩籬，共同為所事奉

的主奮鬥。一方面他們從自身生命的改變開

始，徹底更新自己的言語與行動；另一方面

他們更要完成最後的任務――戰勝敵基督聯

盟，將末後以色列的餘民當作供物獻給神。

1.口的更新（9a）

第9節中的「%oP.h,a（我將轉變）」是%;p'h

的不完成式動詞，其意為改變某物的本質

註

8.此處的「yij'P.vim（我的決意）」如同之前的「yimWq（我的起來）」一樣，也是附屬型的不定詞（construct infinitive）

之動名詞，其後所接的第一人稱、單數的字尾，可作為本子句的主詞。

9.參見「賽二3，十一10，十九23-25」、「彌四2」、「亞十四16-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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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性。所謂的「h'rWr.b（被潔淨）」，是

「r;r'B（潔淨）」作為形容詞用的被動分詞

（passive participle），其意是以物質上某物

被清洗或移除污穢喻意之方式，比喻某種情

況已不再存在，並有新的狀態的意思。因此

「被潔淨的嘴唇」表示原本萬民的言語是污

穢的，因為他們所說的盡是誇大、褻瀆神的

話，甚至用他們的言語求告偶像，譏笑敬奉

神的人（詩四二3，一三七3）；現在神要改

變他們的本質，從潔淨的口，作為潔淨他們

生命的濫觴，當他們的口被潔淨時，他們所

說的話便截然不同，將不再是會污穢生命的

話語。

當先知以賽亞被差遣之前，他見了神臨

在的異象便說：「禍哉啊，我！因為我滅亡

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也在嘴唇不潔

的民之中（直譯）」（賽六5），可見每個

人要進入服事神的行列，神第一步要求的是

嘴唇聖潔。這也就是神要列國成為祂國度的

子民，必須要克服的屬靈操練，因此雅各長

老才會說：「假如有人自認為是虔誠卻不約

束他的舌頭而欺哄他的心，這種的信仰是徒

勞的（直譯）」（雅一26）。

當列國的生命開始被改變之際，他們也

開始與神有了連結，最直接的狀態就是他們

已會求告耶和華的名。什麼是「hwhy ~ev（耶

和華的名）」？10「hwhy（耶和華）」起初是

神與以色列民立約所立的名，因為神要摩西

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神是你們父親的

神，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與雅各的

神，祂差我到你們這來，這是我的名字，直

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存到萬代（直

譯）」（出三15）， 11尤其是《詩篇》

一三五篇13節的「耶和華啊！祢的名到永遠

（直譯）」與《何西阿書》十二章5節的

「耶和華是萬軍之神，耶和華是祂的名（Ar.kIz 

hwhy）（直譯）」，更是直接了當地說「hwhy

（耶和華）」是神的名。

然而，「hwhy（耶和華）」這名是神

與以色列人所立的名字，該字是從「h " y 'h

（是）」的第三人稱、未完成式的「h<y .h i y

（祂是）」而來的，源自於神吩咐摩西要

對以色列人這樣說：「『我是』差我到你

們這裡（~,kyel]a yIn;x'l.v h<y.h,a）（直譯）」（出三

14），在此處神是用「h<y.h,a（我是）」作為

稱呼自己，好讓生長在埃及多神環境中的

以色列民，透過摩西向以色列民揭櫫祂的

註

10.猶太人看見hwhy而讀成y"nod]a（Adonai主），但他們並沒有改變書寫hwhy的方式。事實上，在直譯經文中hwhy的確不應該

譯成「耶和華」，但筆者考慮很久，實在找不到適合的中文字表達沒有母音、僅有子音的「hwhy（YHWH）」，因為

中文沒有子音單獨存在的字或字母，因此筆者也模仿猶太人的作法，將和合本慣用的「耶和華」視為hwhy的「中文

符號」，但不讀「耶和華」的音的方式處理之。雖然真理研究會只決議為「以耶和華或雅威稱呼神不適合」，但並

沒有進一步討論如何改寫hwhy的中文書寫模式，因此這也是筆者考慮許久不得不選用大家熟悉的字眼之緣由。

英文許多版本採用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的方式，將hwhy翻譯為「Κύριος（Lord）」，當然在翻譯上便有譯者更改

原文之嫌，畢竟hwhy是專用於神與以色列民立約的名字，因此筆者個人覺得若要用採取hwhy的意譯，「ἐγώ εἰμι（我是

I am）」（約八24）甚至比「Κύριος（主Lord）」更貼近hwhy的原意。

11.相同的記載也出現在「詩三十4，九七12，一〇二12」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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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hwhy」，知道並要相信祂是唯一的存在

者、獨一的真神。

但是，神不用陳述祂自有永有事實的名

字――「hwhy（耶和華）」來拯救世人；而是

透過「Ἰησοῦς（耶穌）」或「 ;[Wv ey（約書

亞）」12這名來施行拯救，因為這名字的意

思也就是耶和華是拯救之意。這名字是神的

名（約十七6、11、26），藉著道成肉身的

人子揭櫫這是唯一能救贖我們的名字。如同

彼得說他是靠著「Ἰησους Χριστός（耶穌基

督）」的名使瘸子得到痊癒（徒四10），並

接著說：「沒有其他任何的拯救，因為在天

之下、在人之間沒有其他任何所賜的名，必

須藉著它來拯救我們。（直譯）」（徒四

12）；也就是說「Ἰησους Χριστός（耶穌基

督）」就是神與世人立約，要施行拯救的

名，因為只有透過耶穌這位中保，我們才能

被永恆的存在者「hwhy（耶和華）」所拯救。

總結來說，雖然「hwhy（耶和華）」是

揭櫫神是唯一存在者的名，但求告神的人意

味他需要救恩，需要被救贖，因此便要求告

「hwhy（耶和華）」拯救世人的名――「;[Wvey

（約書亞，耶和華是拯救）」或「Ἰησους 

Χριστός（耶穌基督）」，向神呼求自己需

要救恩，不單單是以色列人，更在末世要拯

救列國、救贖萬民歸於祂。因此當我們「奉

主耶穌的名（ἐν ὀνόματι κυρίου Ἰησοῦ）」說

話行事的時候（西三17），其實已經包括了

「主κυρίος（hwhy y'nor]a）」――唯一的主宰、

存在者，以及「耶穌Ἰησους（;[Wvey）」――唯

一人類的救主。

2.行動的更新（9b-10）

除了嘴唇更新之外，這些被神所揀選的

人，他們也要同心合意地事奉神。所謂的

「d'x,a ~,k.v（一個肩膀）」，其意為並肩地

（shoulder to shoulder），以步調一致、異

口同聲的方式，一起做一件事。西番雅先知

預言將來從列國前來歸順神的人，會肩並

肩、心連心地「Ad.b'[.l（事奉祂）」。「Ad.b'[.l

（事奉祂）」是「d;b'[（服侍）」的附屬型不

定詞（construct infinitive），可以視作名詞

或形容詞的動名詞。而「d;b'[（服侍）」的意

思是成為受契約束縛的奴隸，也就是要付出

相當的精力和緊張地幫助另外一個人，其社

會地位比不被綁約的奴僕更低。當然在神國

的「d;b'[（服侍）」與社會不同，因為我們的

主人，並不需要我們幫助，但因著我們事奉

祂，心屬於祂，便得神大大地尊寵與賜福。

而且西番雅預言那時的事奉神不再只是

一個動作，更是一種生命，是因為連續不斷

地、習慣不停地、週而復始的事奉生活，會

使事奉神漸漸成為生活當中，如同吃飯、睡

覺一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事奉者能突破

因習慣所形成外在的桎梏，事奉神會從外在

的動作，進入到生命當中，成為他的態度、

性格、甚至生命的元素，這時候的事奉神已

註

12.後期希伯來文的形式改為;[WvA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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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從動詞的「d;b'[（服侍）」，昇華到一種

可以用來形容一個人的不定詞之動名詞――

「dob][（事奉）」，而且事奉對象是專注於

神的動名詞――「Wd.b'[（事奉祂）」。

在第10節中，先知這裡特別提到「從古

實河外我的敬拜者」，古實在埃及的南端，

關於古實的背景以及與埃及的關係，可參閱

筆者在九月份《聖靈》月刊中的〈列國的結

局（下）埃及與亞述的結局〉一文，便有較

詳盡的解釋。至於「vWk-yer]h:n（古實河）」，

因為有時古實成為尼羅河流域上游的別

名，因此「古實河外」是形容極遙遠的地

方。「r't'[（敬拜者worshippers）」這個僅

有複數型、陽性的名詞，是源自「r;t'[（禱

告）」這動詞，在此處指的是上文所說這些

進入「我們的主的與祂基督的國度」、求告

耶和華的名、並肩地事奉神的萬民，也就是

《啟示錄》第七章第9節之後，那些來自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一同聚集到寶座與

羔羊面前的敬拜者。

當我們再次回顧第10節的經文「從古實

河外我的敬拜者，我所分散的女兒，他們帶

我的供物來。」乍看之下，「y;cWP-t;B（我所

分散的女兒）」似乎是指「從古實河外我

的敬拜者」；但事實上，這單數的「t;B（女

兒）」是指第11節之後的以色列餘民，一方

面西番雅先知已經看到將來以色列的選民因

悖逆神被分散在列邦之中；另一方面卻又看

到當他們覺醒之後體認神的恩惠，願意再來

就近神，向祂祈求的美景。

另外「t;B（女兒）」也是指著後面同為

陰性、單數名詞的「yit'x>nim（我的供物）」，

這「h'x>nim（供物）」也就是指藉著宗教禮儀

將禮物獻上給神，或榖物、牲畜等祭品。為

什麼先知會說，從列國而出的敬拜者，要將

以色列的餘民當作神的供物獻上呢？究竟這

兩者彼此之間有何關連呢？

◆關於神國的萬民 

  與以色列餘民的關係

根據先知以賽亞的預言，到末後的日

子，那些歸到神國的萬民會把以色列的餘民

從世界各地帶回來耶路撒冷（賽六六20）。

若我們假設保羅也同樣承襲這樣的觀點，他

說：「因為我是為了列國的耶穌基督之僕

役，作神福音的祭司，以致於列國的祭成為

蒙悅納，在聖靈裡已被成聖（直譯）」（羅

十五16），此處的「列國的祭」，是表示

保羅將福音傳給外邦人，使他們受洗歸入基

督的名下，便洗淨、成聖、稱義（林前六

11），這些被赦罪的外邦人便成為潔淨的祭

物被獻給主。

保羅在《以弗所書》論到教會的時候，

也用同樣的觀點表達主耶穌基督藉由「道

中的水洗」，將教會洗淨而分別出來給祂自

己：「祂使她聖潔，藉著在道之中的水洗洗

淨之後，以致於祂將使榮耀的教會分別為

聖給祂自己，沒有汙點、或皺紋、或任何類

似的事；而且以致於她是聖潔且毫無瑕疵的

（直譯）」（弗五26-27）。因此「他們帶我

的供物來」之意，也就是指已歸入真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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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將福音傳給分散在各地的猶太人，使他

們信而受洗，成為祭物獻出來給神的意思。

過去筆者在讀經的時候，常常對以色列

得救的議題感到困惑，因為根據保羅在《羅

馬書》十一章25-26節的記載，以色列人得

救是神救贖計畫最後，也是最大的工程。因

此我們的前輩傳道人經常呼籲教會所有的信

徒，當向各國、各民、各族、各方傳福音，

等到人數添滿了，以色列全家便會為神所拯

救，以迎接主再臨的那一刻。然而在聖經許

多經文中，偏偏又記載列國是因為以色列人

而得著救恩，例如：「亞八20-23」就是典

型的例子，明明是十個從列國出來，拉住一

個猶太人的衣襟，因為看見神與他們同在，

便要與他們同去。因此從字面上，很清楚是

指著列國因為猶太人得著救恩而進入耶路撒

冷，相關的經文也出現於「番二7、9；彌

五3、7-8；摩九11-12；亞十四16-19；啟七

4-12」……等。

為了解決這樣矛盾的問題，過去傳統便

採取寓意釋經法，也就是假設一切聖經必須

從靈意上來了解，強調唯有屬靈的人才具有

看見聖經更深層、奧祕的意義，以致於將聖

經詮釋提升到「屬靈層次」，便可解決觀念

衝突之處。以上述為例，若將吸引列國歸來

的以色列人、猶太人定義成屬靈的以色列人

或屬靈的猶太人，便可將耶路撒冷寓意為教

會，並以《希伯來書》十二章22節作為經文

解釋的根據，如此一來，便可解決以色列全

家得救出現在最終時刻，但又有猶太人將福

音傳給萬民的矛盾之處。

其實寓意式解經源自於寓意法，是根據

柏拉圖思考的理路，將事物區分為實體與理

想的兩個層面，並以理想層面定義為事實。

猶太拉比採取此法，將摩西律法不適於希臘

化社會環境下的經文「理想化」或「靈意

化」，也就是跳脫經文字面意思（T;v;P），

而找出文字所隱藏或象徵的寓意（vur;d）與

靈意（Dos）兩層面，以化解經文與現實環境

衝突的窘境。

新約使徒解釋舊約的時候，也採取相同

的方式詮釋舊約經文，常常抓出一段經文，

不管其上下文的原意，便賦與嶄新的意義。

因為他們被聖靈充滿，也擁有詮釋經文的絕

對權柄，因此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全盤接受新

約作者所賦予的新意義。這種方式我們稱之

為「靈意解經法」。

如今我們站在歷史的末端，當我們採取

寓意解經的方式來解釋經文時，與靈修有

關的層面或許還無可厚非，因為即使解釋錯

誤，也不會對得救與否產生破懷性的結果；

然而一旦遇到得救性的真理與應許性的預言

時，則充滿個人色彩與想像力豐富的寓意式

解經法，恐怕會讓我們遺漏，甚至是誤解許

多重要的真理。難怪當教父時期，這些教父

沿襲使徒這種釋經法，反倒給諾斯底主義、

以及後來許多的異端留下很大的釋經空間。

因此筆者將在《西番雅書》三章14節之

後，論到耶路撒冷的救贖之歌時，嘗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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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釋義」之「歷史文法釋經法」進路為基礎，針對經段作結構分析以及重要字義與文法

分析，也作情境分析13，也根據整合其他相關經文的方式，試著不先以寓意解經法的方式，來

解釋上述的經文衝突之現象。筆者深知且確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任何人以悟性肇始14的方法

進路為基礎，仍舊必須藉著聖靈的帶領，才能將聖經的奧祕參透，領悟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

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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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3.情境一詞，也就是英文所指的「context」，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上下文」。

14.參見《歌羅西書》三章16節，及《詩篇》一一九篇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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