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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書（二）預告列國必受審 

 

【閱讀經文】二 1-15 

【前言】先知在上文（第一章）裡，指責猶大的罪—不專心敬拜真神，所以必受罰。本段接續對猶大

的警戒，要他們尋求神，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被神隱藏。之後，西番雅指出猶大周圍的列國也

必受罰，不但因他們本身的罪，更因為他們惡待神的百姓。先知將本段信息穿插在對自己同胞的警告

中，說明神要審判所有人的罪，不論那些罪犯是怎樣的人。 

一、呼籲百姓尋求神隱藏在神的保護裡 (1~3)  

「不知恥」這詞原本之意是指心中沒有神的人，就是有一些人雖然看起來像是神的子民，一方面敬拜神，

另一方面卻敬拜外邦的神，他們也不聽從神的旨意。先知西番雅要聽到他信息的人，趕緊醒悟過來，不

要像過去那樣，尋找那些虛無的假神，或是依靠對生命拯救毫無用處的東西。因為當神的審判來臨時，

神的怒氣會像一把正在燃燒的大火，燒盡人看為貴重的金銀財寶，也會毀滅所有人看為重要的一切。 

問題 (一) 西番雅如何呼籲猶大的百姓呢？先知希望他們有什麼行動？ 

二、鄰近邦國將受懲罰 (4~15)  

神首先宣告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審判，接著就宣告對周圍外邦列國的審判：猶大西邊的非利士（4-

7），東邊的摩押和亞捫（8-11）、南邊的古實（12）、北邊的亞述（13-15）。神不但審判猶大，也

要審判外邦列國，但審判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列國要遭到毀滅和棄絕，「以致無人居住」、「變成刺

草、鹽坑、永遠荒廢之地」、被神的「刀所殺」、「荒涼成為野獸躺臥之處」；猶大卻要得著潔淨和恢

復。他們的神必眷顧他們，使他們被擄的人歸回。因此，神列舉猶大東、南、西、北四方列國的罪惡，

實際上是警告祂的百姓，讓復興以後的百姓從列國的滅亡中吸引教訓。 

問題 (二)：神對非利士的刑罰是什麼？ 

問題 (三)：神對摩押和亞捫人的刑罰是什麼？ 

問題 (四)：神對古實和亞述的刑罰是什麼？ 

【結論】 

先知西番雅讓我們看到神的忿怒有多大，而這些忿怒都是針對這些被揀選出來懲罰以色列人的外族人。

猶大周圍的國家非常驕傲囂張，以為自己很有能力，倚靠他們的假神，想要和耶和華神比高下；或者用

殘酷毫無人道的手段對待以色列人。因此，神把這些帳都記下來，忍耐到一個極限之後，祂終於發出了

烈怒，要好好懲罰這些違背祂的旨意的族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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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主前 745 年新亞述帝國重新崛起之後，南國猶大活在亞述帝國的陰影之下大約一百三十年。但先

知卻宣告：神才是歷史的主人。人類的歷史服從於神的救贖計畫；神的時間到了，任何超級強權都會在

一夜之間成為過去。耀武揚威的亞述和尼尼微與今日所有的大國和大城一樣，都是人為了取代永恆而建

造的巴別塔，使其中的居民驕傲自滿、盲目短視，自以為是。但地上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尼尼微、巴

比倫和羅馬都已經成為廢墟，凡經過的人必搖手嗤笑她們。今天世上的大國和大城也要成為過去，但我

們卻滿有盼望「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十一 10）。 

神曾藉著先知以賽亞曾呼籲百姓「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惡人當離棄自

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

廣行赦免。」(賽五十五 6~7) 神對人的心意，總是在宣布審判之前在給人機會，盼望人悔改。即使到了

新約時代，彼得也對百姓說：「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

必從主面前來到。」(徒三 19) 。聽到這些審判之後，我們對神的公義與憐憫應有更多的體驗與認識。 

【生活應用】 

1. 那些不認識神、不理會神的人民，神會任憑他們一直作惡嗎？對我們有什麼教訓？ 

2. 亞述壓迫以色列民約有 130 年，此處西番雅卻發出了對她結局的審判，我們對此有何感想？ 

【經文解釋】 

【番二 1~2】「不知羞恥的國民哪，你們當聚集！趁命令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耶和華的

烈怒未臨到你們，祂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前來。              

「不知羞恥的國民」指猶大的百姓，也可指猶大和外邦國民。「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指審判迫在眉

睫，百姓應快快悔改。 

【番二 3】「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當尋求公義謙卑，或者在耶和華

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 

「謙卑人」原文是貧窮的、卑微的人，指認識到自己靈裡貧窮的「困苦貧寒的民」（三 12；賽十一

4；摩八 4 ）。他們知道自己無所幫助、沒有任何勢力可以倚靠，只能倚靠神。神在 祂發怒的日子未到

以先，先給人留下了恩典的出路；祂在發出審判的命令之前，先命令「不知羞恥的國民」做幾件事：1. 

當回轉到立約之神面前；遵守耶和華典章，活出神公平的命令；2. 當尋求公義謙卑，向神降服。「或

者」一詞，表示就算百姓暫時做到了以上之事，也不能確保「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因

為百姓「從早起來就在一切事上敗壞自己」（三 7），沒有可能長久活出公平公義。人所有的義都像污

穢的衣服。」（賽六十四 6）因此，悔改和行為是被揀選的罪人當有的反應，但卻不是得救的條件，只

有神的作為才能成就救恩。立約之神的拯救與赦免，完全是出於祂的信實與恩典，而不是根據人不可靠

的悔改和行為。先知一再用「忿怒」、「烈怒」、「發怒」、「惱怒」來形容「耶和華的日子」。「耶



3 
 

和華－你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申四 24；來十二 29），我們若高舉神的慈愛憐憫，也不要忽略

神的公義聖潔，因為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所有地上的生命必無處隱藏。 

【番二 4-7】「迦薩必致見棄；亞實基倫必然荒涼。人在正午必趕出亞實突的民；以革倫也被拔出根

來。住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華的話與你反對，說：我必毀滅

你，以致無人居住。沿海之地要變為草場，其上有牧人的住處和羊群的圈。這地必為猶大家剩下的人所

得；他們必在那裡牧放群羊，晚上必躺臥在亞實基倫的房屋中；因為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眷顧他們，使

他們被擄的人歸回。」 

「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彼前四 17）「迦薩、亞實基倫、亞實突、以革倫」都是地中海沿岸的非利士人城邑。非利士人在士

師時代常常與以色列人爭戰，後來與控制南方貿易路線的阿拉伯部落聯盟，成為猶大王約蘭的敵人（代

下二十一 16-17）。這些城市在亞述的侵略中被摧毀，又被亞述重建，最後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

攻陷，非利士居民都被擄走。「正午」是中東一天裡最熱的時候，當地人通常都會休息。 「人在正午

必趕出亞實突的民」可能指敵人將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進攻亞實突，也可能指敵人只用了半天就攻陷亞

實突。「基利提族」是克里特島的居民，代指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來自迦斐托、即愛琴海的克里特島

（申二 23；摩九 7 ）。「基利提族רֵתִי 所以「沿海之，「נָאָה草場」原文的字母略作改變，就可變為「כְּ

地要變成草場」是雙關語。沿海的非利士地不會永遠荒廢，卻要成為「猶大家剩下的人」的牧場，今

天，這些非利士城邑都位於以色列的境內。非利士人抵擋神，長期逼迫神的百姓，所以「耶和華的話與

你反對」，神要親自攻擊他們。這是神要審判外邦人的第一宗罪。 

【番二 8-11】「我聽見摩押人的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就是毀謗我的百姓，自誇自大，侵犯他們的境界。萬軍

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所多瑪，亞捫人必像蛾摩拉，都變成刺草、

鹽坑、永遠荒廢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擄掠他們；我國中所餘剩的必得著他們的地。這事臨到他們是

因他們驕傲，自誇自大，毀謗萬軍之耶和華的百姓。耶和華必向他們顯可畏之威，因祂必叫世上的諸神

瘦弱。列國海島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祂。」 

「摩押人、亞捫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姪子羅得的後裔（創十九 37），住在約旦河東。他們和以色列人

有血緣關係，但從士師時代開始就常常與以色列人爭戰（士三 12，十 7；十一 4；撒上十一 1；撒下八

2；十 6）。「所多瑪、蛾摩拉」都在摩押附近，是亞伯拉罕時代死海南岸的繁華城市，因罪惡極大而

被神徹底毀滅（創十三 10），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在所多瑪毀滅前被天使救出。現在，羅得亂倫所生

的後裔摩押與亞捫人卻將重蹈所多瑪、蛾摩拉的覆轍，再無天使拯救。 

摩押、亞捫在耶路撒冷被毀後向巴比倫臣服，主前二世紀被東方的納巴泰人 Nabataeans 佔據。將來

他們的土地將落在他們所嘲笑的猶大「國中剩下的」人手中。刺草」是一種雜草，生長於荒蕪之地。

「鹽坑」可能指寸草不生的荒地。「祂必叫世上的諸神瘦弱」，是諷刺敬拜偶像的人數減少，所以缺乏

祭物，導致偶像瘦弱。「列國海島的居民」指「全世界的人」（賽四十一 1）。 「各在自己的地方」

原文是單數，指每個民族都只有一個集中的聖所，敬拜同一位獨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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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押與亞捫「驕傲，自誇自大，毀謗萬軍之耶和華的百姓」，這是神要審判外邦人的第二宗罪。 

【番二 12】「古實人哪，你們必被我的刀所殺。」 

「古實」位於埃及南方的努比亞，古實人是古埃及第二十五王朝（主前 744-656 年）的統治者，但在

瑪拿西時代被亞述王以撒哈頓（主前 689-669 年）擊敗，退回努比亞。因此，這裡「古實人」可能代

指埃及，也可能指努比亞。「被我的刀所殺」包括主前 605 年，新巴比倫王國尼布甲尼撒二世於迦基

米施戰役（Battle of Carchemish）擊敗法老尼哥；主前 525 年，波斯帝國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主前 530-522 年）佔領埃及、入侵努比亞，從此埃及一蹶不振。埃及代表世界的榮華和權勢，引誘

神的百姓倚靠人和勢力。這是神要審判外邦人的第三罪。 

【番二 13-15】「耶和華必伸手攻擊北方，毀滅亞述，使尼尼微荒涼，又乾旱如曠野。群畜，就是各

國的走獸必躺在其中；鵜鶘和箭豬要宿在柱頂上。在窗內有鳴叫的聲音；門檻都必毀壞，香柏木已經露

出。這是素來歡樂安然居住的城，心裡說：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現在何竟荒涼成為野獸躺臥

之處！凡經過的人都必搖手嗤笑她。 」 

「伸手攻擊北方」指攻擊亞述帝國。亞述軍隊先沿著幼發拉底河往西，再從北方的亞蘭入侵以色列。神

對亞述的審判信息，以神「伸手攻擊」亞述開始，又以人「搖手嗤笑」亞述作結。「尼尼微」是亞述帝

國的首都、當時世界第一大都市。尼尼微位於底格里斯河畔，又有底格里斯河的支流穿城而過，很難想

像會「乾旱如曠野」。但西番雅發出預言之後大約 20 多年，尼尼微城果然被巴比倫-瑪代聯軍攻陷，

埋在荒土堆中，直到 19 世紀才被發現。「鵜鶘和箭豬」原文具體指什麼動物，並不能確定。 「鵜鶘」

可能是貓頭鷹，「箭豬」可能是刺蝟。「柱頂」指建築物塌陷後剩下的支柱。「香柏木」用作室內牆壁

及天花板的裝飾。亞述人因自己的勢力而驕傲，把自己當作神。神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神」（出二十 3），「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十六 18），這是神要審判外邦人的第

四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