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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一）即將來臨的審判           Q1  2024 

【閱讀經文】彌迦書 1：1-16 

【前言】「當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先知彌迦蒙召做先知（主前 740-722

年）所以他生長於猶大王烏西雅的四十年繁榮時期。在這三個王期間，亞述帝國在三十九年

（783-744BC）的衰落之後重新崛起、對外擴張，給南北兩國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在此期間，

北國以色列的政局混亂、最終被擄，而南國猶大的屬靈光景也起起伏伏。彌迦是個住在鄉下的平

凡百姓。在這內憂外患之際，神興起南國的以賽亞、彌迦和北國的何西阿發出預言，讓百姓看到

這一系列危機背後的屬靈真相：一切皆是神在管理人類的歷史，實現祂從前與以色列立約時所警

告的咒詛。 

一、神的降臨及其意義 (1：1~9)  

彌迦的第一段信息以「你們要聽」開始。本書三次提醒「萬民」、「首領」和「以色列人」「要

聽」、「當聽」，不斷加深聽眾的印象。在本書中，除了一 5 用「雅各」來指稱北國以色列，

其它的「雅各」和「以色列」都是指南國猶大。南北兩國的「罪過」都是從上層和首都開始的，

因此，神的拆毀也要從撒馬利亞和耶路撒冷開始。此時，陷入偶像崇拜兩百年的北國已經無法自

拔，沒多久，撒馬利亞被亞述攻取而亡（王下十八 9-11）；而猶大也即將面臨被亡的命運。 

問題(一)：為何「耶和華出了祂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耶和華神責備以色列百姓什麼？ 

問題(二)：從 6-9 節中，神的審判是什麼？ 

二、猶大諸城即將被征服 (1：10~16) 

10-15 節是非常有技巧的演講，先知利用一連串猶大西部示非拉地帶城邑名字的雙關意義，預告

南國猶大即將遭遇災禍，抓住了聽眾的心。這些城邑形成了一個半徑十四公里的圓，圓心是彌迦

的家鄉「摩利設‧迦特」。當亞述王西拿基立入侵猶大的時候，順著沿海平原南下的亞述大軍將

首先攻占這一帶（王下十八 13），使戰爭沿著這些城邑「臨到耶路撒冷的城門」。但神還是繼

續給了南國回轉的機會，最終使耶路撒冷脫離了亞述的手（王下十九 35）。 

問題(三)：在 10-15 節中，先知用不同猶大西部城邑的雙關語，預告南國將要來的災禍。這對我

們有什麼啟發？ 

【結論】 

彌迦不像那些只宣講慈愛、平安的假先知（二 6-11），他所宣告的信息嚴責罪惡、句句扎心，

用一連串熟悉的地名，使聽眾身臨其境地經歷了仇敵從沿海平原經過示非拉步步進逼耶路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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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震撼人心，一百多年後，他的信息仍然大有影響力（耶二十六 18）。但是，彌迦的審判

是出於神，而不是出於血氣，因此他不是只會痛斥百姓官長。神毫不妥協的審判，是出於堅定不

移的愛；以神的心為心的先知，也懷著神對兒女的傷痛，「大聲哀號」，但也充滿盼望未來彌賽

亞的國度來臨。 

人只有體認到神是「普天下的主」（四 13），祂「必在怒氣和忿怒中向那不聽從的列國施報」

（五 15），才能站在屬靈的高處，看清歷史的真相。我們所處的世代，也多有不公不法，藉讀

此章，我們是否更來倚靠掌管人類歷史的神，警醒地度日。 

【生活應用】1. 看到 2024 台灣與美國的總統選舉，很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多有人為的操作，也

看到司法制度的黨派化，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經文解釋】 

【彌一 2-3】「萬民」指南國的百姓。「聖殿」、「居所」都是比喻神所在的地方。「神是靈」

並沒有物質的住所。「步行地的高處」原文是「踐踏在地的背上」，象徵神是全地的主宰。雖然

此時的國際情勢危機四起，但先知卻提醒百姓注意：神始終步行地的高處，掌管人類的歷史；因

此，他們應該注意的是如何面對神公義的審判，而不是怎樣緩解國際壓力，因為亞述只不過是神

用來執行審判的工具。 

【彌一 4-6】「猶大的邱壇」，指亞哈斯王「在猶大各城建立邱壇，與別神燒香」（代下二十八

25）。神使用亞述作祂「怒氣的棍」（賽十 5），打碎北國所敬拜的偶像、燒滅他們所倚靠的財

物，一直到「露出根基來」，神的百姓才有得恢復的盼望。 

【彌一 7】當時外邦偶像的廟裡有廟妓，行淫是偶像崇拜儀式中的一部分，廟中之物其實是「妓

女僱價」換來的。敵人掠去這些物品，帶回國送給他們的廟妓，又「歸為妓女的僱價」。 

【彌一 8】「因此」把撒瑪利亞的審判與耶路撒冷的審判連結起來，因為兩者都犯了罪，所以都

要受到審判。「露體」指裸露上身，代表極度的哀傷。 

【彌一 9】神百姓的墮落是從北國以色列開始的，北國拒絕神的醫治，已經沒有前途了。但他們

不但自己的「傷痕無法醫治」，把南國猶大也拖了下去。猶大沒有站穩敬拜耶和華的地位，從約

沙法王為兒子約蘭娶了亞哈的女兒亞她利雅開始（代下十八 1；二十一 6；二十二 2-4），聖城

耶路撒冷的「城門」就向北國拜偶像的惡習打開了。在一般情況下，神所責打的，神也醫治(參

申三十二 39)；但敬拜偶像假神所引起的責罰傷痕，竟至無法醫治，可見其嚴重性。(二)偶像會

傳染、擴散；任何一地甚至一國的偶像，會傳播到各地甚至各國，從而敗壞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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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一 10】「迦特גַּת」原文與「報告נָגַּד」的發音相似。「不要在迦特報告這事」是雙關語，意

思是「不要在宣揚城裡宣揚這事」，引自大衛為掃羅寫的輓歌（撒下一 20）。「伯·亞弗拉」的

意思是「灰塵之家」。「我在伯·亞弗拉滾於灰塵之中」也是雙關語，意思是「我在灰塵之家滾

於灰塵之中」。 

【彌一 11】「沙斐」的意思是「美麗」，但這城的居民卻要「赤身蒙羞過去」，毫無「美麗」

可言。「撒南אֲנָן 的拼法相似，但這城的居民卻將「不敢出來」。「伯·以「יָצָא出來」原文與「צַּ

薛」的意思是「鄰城」，但這城卻將使人「無處可站」，不能被當作避難的「鄰城」。 

【彌一 12】「瑪律」的意思是「愁苦」，因為「災禍」即將來臨。 

【彌一 13】「拉吉ׁלָכִיש」原文與「馬ׁרֶכֶש」諧音。拉吉是南國猶大的防禦城，從埃及進口的馬匹

車輛通常先在拉吉休息，然後運進耶路撒冷。亞述入侵猶大的時候，拉吉被亞述王西拿基立圍

攻，所以應當「快馬套車」、快快逃跑。「錫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過在你那裡顯

出」，可能指以色列人偏離神的罪，是從所羅門倚靠軍事力量開始的，那時他在拉吉興建防禦工

事、進口馬匹車輛（王上十 28-29）。 

【彌一 14】「禮物」原文的意思是「臨別贈禮」。「摩利設‧迦特」可能是先知的家鄉「摩利

沙」，位於迦特東南方約 10 公里。猶大把送別禮送給「摩利設‧迦特」，表示與「摩利設‧迦

特」道別，因為此城將落到敵人手中。「亞革悉כְזִיב כְזָב原文與「詭詐「אַּ 諧音，意思是「詭「אַּ

詐、欺騙」。猶大諸王以為可以倚靠此城防禦敵人，結果卻大失所望。 

【彌一 15】「瑪利沙מרשה」原文與「奪取ׁש 的書寫相似，羅波安王曾經把此城建成防禦工「ירַָּ

事（代下十一 8），但神「必使那奪取你的來到你這裡」。「亞杜蘭」是從前大衛躲避掃羅時藏

匿的地方，將來南國的首領和貴族也要尋找避難之所，以色列的「榮耀就變為大大地羞辱」（哈

二 16）。 

【彌一 16】「猶大啊，要為你所喜愛的兒女剪除你的頭髮，使頭光禿，要大大地光禿，如同禿

鷹，因為他們都被擄去離開你。」「剪除你的頭髮」代表哀悼。「被擄去」是預言一百多年以

後，猶大將被擄到巴比倫。猶大到了主前 586 年才滅亡，但本節卻使用了過去時，這種表現手

法是用來強調預言必然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