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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五)先知發預言 

神向以西結啟示天上的榮耀，也把審判的信息啟示給他，藉著異象、動作、預言、

比喻、哀歌等方式，向神的百姓傳講。以西結是真先知，忠心傳神的道，但人們

喜歡平安的信息，不喜歡審判的信息。當時許多先知見到異象，也發預言，深受

眾人歡迎。他們見的卻是虛假的異象，說了錯誤的預言，把人引到滅亡。以西結

發的預言在當時不受歡迎，至終都應驗了，並且印證到彌賽亞和末世的預言。 

 

一. 以色列的預兆〔以西結書 12:1-28〕 

以西結向額堅心硬的以色列家傳講信息，但他們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見，成為

他們所拜的偶像一樣(詩 115:4-8)。以西結用一些動作當預兆，給以色列人看。 

1. 用手挖通城牆〔結 12:1-7〕：以西結在眾民的面前表演挖牆，預表猶太百姓和

西底家王的結局(王下 25:4-7)，在逃亡時被捉拿，最終羞辱地被擄到巴比倫。 

a. 預備被擄的物件：以西結白日在百姓的眼前預備被擄的物件，他們雖是

悖逆之家，讓他們能夠揣摩思想。當趁白日做工，預備黑夜的來臨。 

b. 蒙住臉看不見地：表示看不見不久要來的審判，或羞愧地蒙臉，也預表

西底家王會被捉拿，弄瞎了眼，以致看不見地，最終死在巴比倫。 

2. 西底家的結局〔結 12:8-16〕：耶利米曾勸告西底家當服侍巴比倫王(耶 27:6-11; 

38:17-18)。西底家不聽，反而投靠埃及(耶 37:5)，遭致國破家亡，死在異邦。 

a. 動作為預表：預表的原文作「擔子」，指以西結破牆而出時所帶的擔子，

即「擄去使用的物件」。預表西底家王和百姓都將被擄到巴比倫去。 

b. 死在巴比倫：西底家被網羅纏住，無法逃脫。他雖趁著夜間逃難亞拉巴，

在路上被追上，擒送到巴比倫(耶 39:4-7; 王下 25:4-6)。他的軍兵都逃散，

被刀劍、饑荒、瘟疫所滅，只留下少數人，見證這場亡國的慘劇。 

3. 神百姓的困境〔結 12:17-20〕：神要以西結驚慌吃喝，來表明百姓將來的遭遇。

神百姓不守神的誡命，必遭咒詛，性命必懸懸無定，晝夜恐懼(申 28:66)。 

a. 驚慌吃喝：以西結曾預言糧食短缺時的情景(結 4:16)，而今他指出圍城

所帶來的恐懼和困苦，不久就要實現，顯示人在面對災禍時的脆弱。 

b. 土地荒廢：人希望留在猶大的人能倖存，城邑能保存。然而，城邑必成

荒場，土地將完全荒廢。耶穌曾預言耶路撒冷將成為荒場(太 23:37-38)。 

4. 異象必都應驗〔結 12:21-28〕：因為預言未應驗，人們以為：1) 異象都落空，

2) 異象是關乎久遠以後的事。但神卻要說：日子臨近，一切的異象必都應驗。 

a. 遲延的俗語止息：從人看來，預言遲延，沒有應驗。然而，神按所定的

日子施行審判(啟 10:6)；審判未到，並非耽延，而是寬容(彼後 3:9)。 

b. 停止奉承的占卜：假先知宣告神的審判並不嚴厲，苦難即將結束，平安

就要到來(耶 28:2-3)。百姓聽信假預言，卻逼迫和藐視真先知(耶 38:6)。 

c. 關乎末後的異象：神宣告以西結當世的人會親眼目睹審判臨到。但這些

審判也關乎末世的審判，神公義、聖潔，和慈愛、憐憫的原則仍是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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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謊的假先知〔以西結書 13:1-23〕 

先知藉著預言為神說話，神要以西結攻擊以色列中說預言的先知。他們奉耶和華

的名發預言，其實神沒有說話。他們有的雖看到異象，領受預言，但不是出於神，

而是出於假神，或出於人意，結果陷入虛謊，成了假先知(太 7:15-20; 申 13:1-5)。 

1. 本己心發預言〔結 13:1-7〕：這些先知發預言，不是根據神說的話，而是隨從

自己的心意，或解讀別人的心意。他們有禍了，神必要追討他們的罪惡。 

a. 愚頑的先知：他們發預言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而是出於己心，按自己

頑梗的心(耶 23:16-17)，卻一無所見(耶 23:16)。自欺欺人，害人也害己。 

b. 荒場的狐狸：先知在靈裡有先見，應該守望，修補破口。卻因說虛假的

預言而成為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歌 2:15)，住在荒涼廢墟之城(哀 5:18)。 

c. 借神的名義：他們利用神的名義說預言，如盜賊一樣(約 10:10)，傷害、

誤導神的百姓。這些假先知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太 7:15)。 

2. 見虛假的異象〔結 13:8-9〕：假先知進到屬靈的領域，見到虛假的異象，這些

是虛假、謊詐，是出於撒但和屬靈氣的惡魔(約 8:44; 帖後 2:9; 弗 6:12)。 

a. 與神反對：假先知被虛謊的靈蒙蔽，以致信從虛謊。但神是真理，祂決

不能說謊(來 6:18)。神的忿怒必顯在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羅 1:18)。 

b. 被神攻擊：神要攻擊那見虛假異象，用謊詐占卜的先知。末世，有人要

照撒但的運動行不義的詭詐，基督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們(帖後 2:8-10)。 

c. 被神棄絕：不列在神百姓的會中〔稱義〕(來 12:22-24)，不錄在以色列家

的冊上〔成聖〕(賽 4:3)，不進入以色列地〔得榮耀基業〕(彼前 1:4)。 

3. 未泡透灰抹牆〔結 13:10-16〕：表示粉飾太平，把將倒的牆用灰粉刷，並沒有

增加其強度，反而用虛假華麗的外表，掩蓋脆弱或污穢的內部(太 23:27)。 

a. 未泡透的灰：是一種塗料，虛有其表，卻沒有實質。假先知說平安了，

其實卻沒有平安。他們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實沒有平安，大難臨頭。 

b. 牆必要倒塌：神要使狂風、暴雨、冰雹攻擊這牆，意思是神讓巴比倫王

攻擊耶路撒冷，這牆必承受不住，最終要倒塌，並且根基都要被拆毀。 

c. 神定要拆毀：神要使牆和抹牆的都消沒。抹牆的就是以色列的假先知，

牆就是聽信假先知的眾民。末世，獸和假先知都被扔在火湖裡(啟 20:10)。 

4. 攻擊假女先知〔結 13:17-23〕：神曾使用女人發預言(士 4:4;路 2:36-38;徒 21:9)。

但這裡所指的是行巫術的女人，她們行詭詐，欺哄人(撒上 28:7; 耶 7:18)。 

a. 膀臂的靠枕：根據考古，「縫靠枕，做下垂的頭巾」，都是巴比倫的邪術

儀式，這些女先知逞著自己的慾心，藉著靈界的權勢，去行惡害人。 

b. 下垂的頭巾：指遮蔽全身的披巾。這些顯然是女巫作法時使用的道具。

可能不是這些女先知自己戴的，而是叫那些請教她們的人戴上的。 

c. 獵取人性命：性命 nephashoth，也可譯作魂(詩 16:10)。在外邦儀式中有

使兒女經火，把人作為犧牲品，作為得財利的門路，這是神看為可憎的。 

d. 神拯救百姓：神要敗壞假先知的作為，讓他們不再見虛假的異象，不再

行占卜的事。耶穌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一 3:8)，敗壞掌死權的(來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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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報應求問者〔以西結書 14:1-23〕 

在被擄之地，猶太的長老求問先知以西結，他們是民間的領袖，相信先知。向神

求問是好的，但他們心裡充滿偶像的污穢，心中有偶像，所以求問神也是枉然。 

1. 心中有假神〔結 14:1-5〕：這些長老遠離神，他們的心就被偶像佔據了。雖然

很是敬畏神，但心裡充滿虛妄和無知，不明白真理，以致陷入虛假的網羅。 

a. 心中的偶像：人看人的外貌，神看人的內心。這些長老都是外表體面，

但內心充滿偶像。如以西結先前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所看的(結 8:7-11)。 

b. 絆腳的石頭：使人陷於罪的絆腳石。當人心昏暗，對罪不再敏感，神就

讓他們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他們被定罪(帖後 2:9-12)。 

c. 神親自回答：神豈能被心中有偶像的人求問，因為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能事奉神，又事奉假神。但神仍要回答這些長老的求問(撒上 28:6-20)。 

d. 照心中的偶像：當人悖逆頑梗，就像行邪術和拜虛神偶像(撒上 15:23)。

他們求問神，神就照他們心中的偶像回答，讓他們陷入虛假，被迷惑。 

2. 神呼籲回頭〔結 14:6-8〕：神要祂的子民回頭，離棄偶像，歸向神。彌賽亞來，

要使神的百姓悔改歸向神，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路 3:8; 徒 26:20)。 

a. 轉離可憎的事：聖民要回歸向神，也要轉臉離棄可憎的事。人所尊貴的

是神看為可憎的(路 16:15)。行虛謊與可憎之事的不得進聖城(啟 21:27)。 

b. 藉先知求問神：神的百姓在被擄之地，一面心中存有偶像，一面又藉著

先知為自己的事來求問神。神會回答他們，但也會管教，懲治他們。 

c. 神向那人變臉：神的百姓若不回應神的呼籲，神就必向那人變臉，收回

慈愛憐憫的一面，卻顯出聖潔和威嚴，有罪的人不能在祂面前站立得住。 

3. 先知受迷惑〔結 14:9-11〕：神任憑先知被謊言的靈所迷惑(王上 22:23)，甚至

去引誘百姓隨從假神，目的是要試驗百姓的心，是否盡心盡性愛神(申 13:3)。 

a. 神的任憑：當人不肯回應神，心裡剛硬，不肯悔改，神就任憑他們犯罪

受報(羅 2:5-6)。神允許先知受騙，就像祂允許法老心地剛硬(出 4:21)。 

b. 求問之罪：先知的罪孽和求問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樣的，接待假先知就要

和他一同滅亡(太 10:41)，敵基督要和沉淪的人一同滅亡(啟 19:20)。 

4. 義人僅自救〔結 14:12-20〕：當神開始施行審判，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三

人〔他們曾救過家人和朋友〕，但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卻不能救別人。 

a. 神降災禍：神要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表示是全面的審判(番 1:2-3)。

在末後的日子，災禍和審判要臨到全地，沒有人能逃避神的審判。 

b. 三個義人：審判前，義人可藉傳義道使別人有機會得救。審判時，各人

在神面前只能憑自己的義救自己。三個義人，代表不同時代的轉折。 

1) 挪亞：上古時代進到族長時代，洪水來，只有挪亞一家八口得救。 

2) 約伯：族長時代進到律法時代，約伯的敬虔不能保守他的兒女。 

3) 但以理：舊約時代過度到新約時代，個人要個別與神立約。 

c. 不能救人：一個人無法救自己的弟兄，因為贖他的價值極高(詩 49:6-7)。

只有神能除罪，就是藉著神的兒子無瑕的寶血(彼前 1:19)，使人得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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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降四災〔結 14:21-23〕：神降四災在耶路撒冷，末世也有這四災，殺害地上

四分之一的人(啟 6:8)。神子民被擄後，神興起四大帝國，繼續轄制神的百姓。 

a. 四樣大災：挪亞時代只有一個災：洪水。約伯則遭遇風、火、刀劍，和

瘟疫(伯 1-2章)。到末世，將有七印、七號、七碗之災，臨到萬國萬民。 

1) 刀劍：神子民要被敵人的刀劍所殺。末世民攻打民，國攻打國。 

2) 饑荒：神子民要受飢荒之苦。末世多處必有飢荒、地震(太 24:7)。 

3) 惡獸：當時野獸為患(出 23:29)。末世敵基督被稱為獸(啟 13章)。 

4) 瘟疫：自古以來就不斷有瘟疫出現，往往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b. 餘剩的人：指蒙神保守的餘民，如挪亞一家八口，約伯全家被神恢復；

但以理禱告神的百姓從被擄之地歸回，與聖民、聖城的啟示(但 9章)。 

c. 心得安慰：審判過後，神的公義和聖潔得以伸張，神便得安慰。祂也要

安慰劫後餘生者，預備以色列的安慰者(路 2:25)，安慰他們(賽 40:1-2)。 

 

四. 葡萄樹的比喻〔以西結書 15:1-8〕 

神對以西結講葡萄樹的比喻，來預表耶路撒冷。耶穌常用比喻講論天國的奧秘，

聖徒被聖靈光照，反覆思想神的話，就能明白其中隱藏的奧秘(太 13:11-13; 35)。 

1. 葡萄樹的功用〔結 15:1-5〕：耶路撒冷原是神的居所，為全地所喜悅(詩 48:2)。

就如葡萄樹的作用就是結出葡萄，做出美酒，為要使神和人喜悅(士 9:13)，

但若不結果子，就沒有用處，人拾起來，就把它丟在火裡焚燒(約 15:6)。 

a. 有何強處：葡萄樹的木材扭曲而堅硬，不能用來製造器具。葡萄的枝子

只能作柴燒。比喻犯罪之人，頑梗執拗，只適合接受神的審判之火。 

b. 器皿作釘：作釘一般用劣材〔好鐵不打釘〕，葡萄樹連作釘子都不適合，

不能與別樹相比。表示以色列在列邦中並不比人強，但神神卻看為寶貴。 

c. 被火燒壞：葡萄樹是最差的木材，它再好也沒什麼用處，更何況是已經

燒了一部分。神揀選軟弱和卑賤的，要成就神奇妙的工(林前 1:26-31)。 

2. 在火中當柴燒〔結 15:6-8〕：葡萄樹預表耶路撒冷的居民，耶穌自比為葡萄樹，

門徒是枝子，若枝子不結果就要被火焚燒。園中沒有收成，就要荒廢(賽 5:1-7)。 

a. 被丟在火裡：火乃預表審判，可指末世地獄的火和永火(太 18:9; 25:41)。

神對祂子民的要求就是生命要結出果子，不然就要被火焚燒(太 3:7-12)。 

b. 神向他變臉：神原來笑臉幫助祂的子民(詩 42:5)，祭司為百姓祝福時，

總說到神要仰臉光照祂的百姓(民 6:24-27)。但審判時，神卻變了臉色。 

 

結論 

舊約時代，神藉著先知曉諭祂子民，用異象、異夢、謎語，和動作、比喻對他們

說話。神向以西結啟示先知的話必須察驗，若心不正直，神就讓虛謊蒙蔽先知和

求問先知的人。新約時代，神藉著祂兒子說話，聖徒都可以作先知講道〔發預言〕，

叫眾人學道理(林前 14:31)。有了神的話，無論是責備、審判、呼籲，只要帶著

謙卑、受教，自省的心，這些預言都能帶下安慰、造就、勸勉，使人得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