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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八)列邦受審判 

以西結書 25-32章描述神審判列邦，共有七國受審判，這段可和啟示錄對照研讀。

以色列人進迦南時，用七來代表外邦人的數目(申 7:1)。神審判列國，也用七國

來代表(耶 47-49章)，末世審判以七印、七號、七碗來表示(啟 6:1-11:19; 16:1-21)。

屬靈上，列邦代表不屬神的子民，在舊約指外邦人，在新約指不信的人，也象徵

世界、仇敵，或是撒但。末世的審判是普世性的，沒有一個能躲避神的審判。 

 

一. 以色列的鄰國〔以西結書 25:1-17〕 

這些是以色列的鄰國，以色列進迦南地時，神保留他們，沒有將他們滅絕。他們

仇視神的子民，當耶路撒冷被毀，神的百姓被神審判的時候，這些國民幸災樂禍

(箴 24:17-18)。末後的日子，他們要與神的子民分別開來受審判(太 25:31-46)。 

1. 亞捫被剪除〔結 25:1-7〕：亞捫與摩押同是羅得的後代，奉行基抹和摩洛崇拜，

獻人為祭，在神眼中看為可憎(王上 11:7)。與以色列有時結盟，有時敵對。 

a. 幸災樂禍：亞捫因耶路撒冷被毀幸災樂禍，神必要審判亞捫(結 21:28)。

審判是全面性，每人都要受審，若不憐憫，就要受不憐憫的審判(雅 2:13)。 

b. 失去產業：羅得是僅僅得救的義人，產業被火吞滅(創 19章; 彼後 3:7)。

後來神又賜羅得後裔產業(申 2:9, 19)，因著罪，這些產業再被仇敵吞滅。 

c. 剪除消滅：根據考古，約但河東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人口驟減。顯示

亞捫和摩押被巴比倫消滅，不再復國，從此便消失在歷史的舞台。 

2. 摩押受審判〔結 25:8-11〕：摩押位於以色列的東面、亞捫以南，以東以北。

摩押人因向神的百姓高傲自誇，嘲弄而受罰(賽 16:6; 耶 48:26-30; 番 2:8, 10)。  

a. 嘲弄猶大：他們譏笑猶大國與其他國家無異，嘲諷以色列的神與列國的

神無異，不能保護自己民族。摩押嘲弄猶大，也就等於嘲弄神(約 15:20)。 

b. 破開邊界：摩押位於高原陡峭之處，敵人難以攻入。但神卻敞開摩押的

側面，使敵人攻克摩押邊界的城邑，以致摩押全地被攻陷而滅亡。 

3. 以東成荒涼〔結 25:12-14〕：以東是以掃的後裔，因雅各奪了他長子的名分和

父親的祝福，就怨恨雅各，不肯服事雅各，且想殺害他(創 27:30-41; 詩 2:1-3)。 

a. 報仇雪恨：以東對以色列心懷怨恨，一直找機會報仇雪恨，攻擊猶大。

世人恨神的子民之前，已經先恨了基督，且無故地恨祂(約 15:19-25)。 

b. 成為荒涼：以東原來是得著西珥山為產業(申 2:4-5)，但因為他們不憐恤

弟兄，以致他們的產業要歸於無有，且受審判(俄 10-21; 太 25:41-46)。 

4. 非利士遭報〔結 25:15-17〕：自古以來，非利士與以色列常有爭戰，他們住在

南方沿海一帶，他們的本源是基利提〔革哩底(番 2:5)〕，其罪狀與以東相同。 

a. 永懷仇恨：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相鄰而居，是以色列傳統的仇敵，現今

巴勒斯坦就是以「非利士」為名，對以色列人永懷仇恨的心，不能消除。 

b. 必被滅絕：非利士人後來被巴比倫王驅逐(耶 47:2-7)，新約和舊約之間的

馬加比時期，非利士人完全被消滅。但永懷仇恨的心，卻仍繼續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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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與推羅為敵〔以西結書 26:1-21〕 

推羅、西頓都屬腓尼基族，是古代有名的航海民族，他們航遍整個地中海，甚至

遠達西歐和非洲西岸。藉著航海、貿易，把他們的獻祭儀式散布到各地。他們與

以色列的關係良好，在亞哈王時，引進巴力崇拜，敗壞以色列民(王上 16:30-33)。 

1. 推羅的景況〔結 26:1-6〕：被擄後第 11年 11月 1日，耶路撒冷被毀半年後，

以西結宣告推羅要受審判。一百多年前，以賽亞已預言推羅的傾覆(賽 23章)。 

a. 嘲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眾民之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耶 27:3)，

可與推羅城抗衡。推羅為耶路撒冷的傾覆而高興，神必因此報應推羅。 

b. 多國前來攻擊：神與推羅為敵，就使多國如海浪湧上來，破壞推羅的城，

殺害推羅的民，使推羅成為淨光的磐石，曬網的地方，不復從前的繁華。 

c. 成為列國擄物：推羅是過去海洋貿易中心，聲名遠播。被毀滅後，成為

列國的擄物，幾百年後，依附在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的統治之下。 

2. 城邑被拆毀〔結 26:7-14〕：推羅原是強大的商業城市，包括陸地的推羅舊城，

和建在離岸不到一公里的島上新城。陸上遭受攻擊時，居民逃到島上保命。 

a. 北方大軍：諸王之王尼布甲尼撒攻打推羅(但 2:37)，圍攻 13年，摧毀了

陸地的城市，但沒攻下推羅島。後來達成協議，推羅接受巴比倫的統治。 

b. 全城毀滅：推羅的石頭、木頭、塵土都拋在水中。332 B.C.，亞歷山大

大帝用舊城為建材，修築了連接陸地與島嶼的長堤，徹底消滅了推羅。 

3. 推羅的結局〔結 26:15-21〕：表面上推羅、西頓與以色列交好，貿易、結親、

文化來往，歷史上從不與以色列為敵，卻在暗中腐蝕以色列民的屬靈生命。 

a. 作起哀歌：推羅曾經是繁華的貿易港口，是眾人所嚮往和羡慕的城邑。

而今人們不會再頌揚推羅，而是唱起哀歌。如耶利米對耶路撒冷哀哭。 

b. 有名之城：推羅與各地和眾海島進行貿易，聲名遠播，而今成毀滅之城。

列邦聽到推羅滅亡都驚訝不已。神的審判使人警覺，不重蹈覆轍(徒5:11)。 

c. 全地荒涼：推羅要被海水淹沒，進入地的深處，永不被重建。就如人死

下入陰府，不能再有復興。審判過後，抵擋神的必將永遠沉淪(啟 17:8)。 

 

三. 海口貿易之城〔以西結書 27:1-36〕 

是一首關於推羅的哀歌 qinah，如大衛為掃羅作哀歌(撒下 1:17)，為死人舉哀。

這字在以西結出現 9次(結 2:10)，哀歌的形式，也用來哀歎大巴比倫(啟 18章)。 

1. 繁華的商埠〔結 27:1-9〕：這首哀歌先描述推羅的歷史，這城受造得天獨厚，

她的境界在海中，使她全然美麗。推羅因經濟繁榮和秀麗的自然景觀而自豪。 

a. 貿易之城：推羅在以色列北部約 24公里處的港口城邑，貿易中心。居民

是卓越的航海家與精明的商人，曾與所羅門做過交易(王上 5:1-12; 9:12)。 

b. 聯繫海島：推羅有如美麗的商船，建得美侖美奐。裝備精良，到處航行，

與各國經商貿易，賺得許多的財富。但最後卻被風浪打破，沉沒到海裡。 

c. 智慧掌舵：推羅有優良的航海技術，遊歷各地，見多識廣，累積豐富的

知識。迦巴勒又名 Byblos，以產草紙聞名，Bible〔書〕便從此字而來。 



 - 31 - 

2. 貿易的伙伴〔結 27:10-23〕：推羅因著獨特的地理位置，貿易四通八達，商品

琳琅滿目，列邦以推羅為中心，彼此往來，互通有無，創造無數的財富。 

a. 與列邦貿易：推羅與當時所知的國家進行貿易，僱用軍隊，建構繁榮的

商貿秩序。各國以獨有的出產，兌換推羅的貨物，遍及內陸與各海島。 

b. 產業的互動：各國藉著與推羅貿易，彼此之間的物產得以交流。推羅如

所羅門經營航海貿易，累積大量的財福、智慧，和名聲(王上 10:21-27)。 

c. 萬國的中心：推羅成為海、陸交通運輸和貿易中心，影響已知的全世界。

全世界都臥在惡者的手下(約一 5:19)，有血氣都順從今世的風俗(弗 2:2)。 

3. 貨物遭毀損〔結 27:24-29〕：推羅的經濟力量和國際地位達到頂峰，全世界的

商品和貨物都透過推羅運輸，得以流通。但神的審判臨到，一切貨財都毀壞。 

a. 海上運貨：推羅肩負著世界的經濟和財富，這些被盪到大水之處，無法

掌控。世界經濟和財富都在神手中，在一霎時，價值都歸零(啟 18:11-13)。 

b. 東風破壞：東風代表神的審判(創 41:6; 出 10:13; 詩 48:7)。一場東風使

推羅的權勢、榮耀，和財富全都毀滅，如大巴比倫沉到海底(啟 18:21-23)。 

c. 棄船登岸：當曾經富極一時，繁華的大城推羅遭毀滅時，所有與他有關

的人，像是遭遇船難，棄船而去，並為推羅舉哀、哭泣(啟 18:17-19)。 

4. 為推羅舉哀〔結 27:30-36〕：推羅原是繁華的海港，卻因遭四方的攻擊而成為

荒涼。耶路撒冷被毀，從原來榮耀尊貴，成為荒廢淒涼，耶利米為之作哀歌。 

a. 放聲痛哭：把塵土撒在頭上，在灰中打滾，像為人辦喪舉哀時的動作，

為推羅的敗落而哀悼。當審判時，屬神的人不再有悲哀和哭號(啟 21:4)。

但被關在外面的黑暗裡，和被丟在火爐的，卻要哀哭切齒(太 8:12; 13:50)。 

b. 頭上光禿：推羅最終的結局，是整座城都被夷為平地，成為淨光的磐石，

不再有人居住。末世，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不復存在(彼後 3:10)。 

c. 貨物沉海：過去推羅由海上運出貨物，就使多民充足，君王豐富，而今

都一無所有。末世審判，有政治、社會災難，也有經濟災難(啟 18章)。 

 

四. 推羅王的哀歌〔以西結書 28:1-26〕 

哀歌是喪禮用的詩歌，記念死者的出身和生平事蹟。推羅王乃是預表撒但，這裡

指出撒但的來歷，從受造時的智慧、榮美，因驕傲而墮落，以至沉淪。撒但也是

罪的發動者，神造撒但原是完全的，但因隨從私慾，違反神給他的命定而犯罪。 

1. 推羅王的本質〔結 28:1-10〕：在歷史上，推羅受巴比倫攻擊，當時的推羅王

是伊土巴二世 Ittobal Ⅱ。從實質的歷史人物，來反映屬靈領域的撒但歷史。 

a. 自比作神：當巴比倫王攻城，推羅退到離岸不遠的小島據守，巴比倫王

不能將此島攻下。推羅王就自比「在海中坐神之位」，顯出狂妄和自大。 

b. 智慧充足：但以理的智慧勝過巴比倫的術士十倍(但 1:20)。撒但的智慧

勝過但以理，表示屬血氣的，不能憑自己，必須靠神的智慧勝過撒但。 

c. 死在海中：撒但到下「坑 Sheol」，這字可指陰間、地獄，就是撒但最終

所在的地方。在末世審判之後，撒但要被扔進硫磺火湖裡(啟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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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榮耀到墮落〔結 28:11-19〕：這段經文說到撒但的來歷，犯罪的過程，以及

將來的結局。本段可與以賽亞書 14:12-14、啟示錄 12章，一同對照參考。 

a. 榮耀的受造者：撒但受造時是完全的，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

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人(創 1:31)，祂是聖潔良善，在祂毫無不義。 

b. 受膏的基路伯：以西結在異象中看到天上寶座的周圍有基路伯。撒但在

本質上是榮耀的天使，護衛神的聖潔(創 3:24)。恩賜齊全，與神靠近，

職分上是在神的聖山上敬拜歌頌神，眼光要單單注視著神(出 25:20)。 

c. 因驕傲而犯罪：撒但受造都完全，後來才生出罪來，是因美麗心中高傲，

因榮光敗壞智慧。就是目光向著己，隨從自己的私慾(雅 1:15; 約 8:44)，

因著貿易很多，在與別人的互動中歸榮耀給自己，而不將榮耀歸給神。 

d. 從高天摔到地：撒但從聖山上被趕出去，撒但從天墜落(路 10:18)，拖拉

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啟 12:4)。天使與撒但一同墮落，成為邪靈，又稱

執政的、掌權的，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 6:12)，轄制有形質的世界。 

e. 成地上的爐灰：巴比倫王並未將推羅完全摧毀，一百多年後的亞歷山大

才將推羅滅盡。末日，有形質和罪惡的世界要被火鎔化，將有新天新天，

神要除去一切罪，撒但和屬他的都要被消滅(彼後 3:11-13; 啟 20:10-15)。 

3. 對西頓發預言〔結 28:20-23〕：西頓在推羅以北約 40公里處，向來都與推羅

連在一起。如末世的魔鬼、獸，和假先知，都連在一起，也一同滅亡(啟 20:10)。 

a. 神與西頓為敵：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作亞哈王的妻(王上 16:31)，

引進巴力崇拜，敗壞以色列人的靈性。神差先知以利亞攻擊他們。 

b. 審判臨到西頓：西頓後來不成為邦國，只成為腓尼基人的城邑，像推羅

一樣，先後隸屬於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帝國，失去自主性。 

4. 招聚以色列家〔結 28:24-26〕：神在審判列邦的同時，應許要把分散在列邦的

以色列家招聚回來。這事在古列王時發生了，也要應驗在末世基督再臨時。 

a. 四境太平：鄰國從前向以色列人作刺人的荊棘，傷人的蒺藜。但神應許

要除掉荊棘和蒺藜，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能彼此和睦相處(賽 27:3-6)。 

b. 被擄歸回：以西結預言以色列的復興，與受到審判的外邦相對比。顯出

神的憐憫與信實，因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在審判中向祂子民顯出憐憫。 

c. 安然居住：神應許帶領祂的子民歸回時，必使他們安然居住(賽 65:9-10)。

彌賽亞是和平之君，祂來要建立祂的國度，使神的子民得永遠的平安。 

 

結論 

神是審判全地的主，末世的審判是要先從神的家起首(彼前 4:17)，然後也要臨到

萬國和萬民。神的子民和不屬神的人在面對審判時的態度不一樣，地上的邦國會

慌慌不定，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想辦法躲避羔羊的

忿怒(路 21:25-26; 啟 6:15-16)。但聖徒活出神兒子的生命，隨時預備迎接基督的

再臨，就能坦然無懼地面對末世的審判(約一 4:17)，並挺身昂首接受得贖的日子

(路 21:27-28)。知道在審判過後，必能與主一同進到榮耀裡，與主永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