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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迦書（三）先知譴責政教領袖            Q1  2024 

【閱讀經文】彌迦書 3：1-12 

【前言】彌迦的第二段信息也是以「你們要聽」開始。本書三次提醒「萬民」（一 2）、

「首領」（三 1）和「以色列人」（六 1）。先知說「要聽」、「當聽」，不斷加深聽眾

的印象、因為他要講出神的作為及審判。 

一、 先知責備政治領袖(1~4 節)    

先知雖是鄉間小民，卻毫無畏懼的指摘那些官長和首領。神立他們作執政掌權的人，是要

他們執行公平，好善惡惡。他們反倒惡善好惡，濫用權力，剝削人民，假公濟私。在此先

知用了最尖刻的描寫，說他們是「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意思是他們盡一切所

能地榨取民間所有的。所以先知警告這些人：「到了遭災的時候，他們必哀求耶和華卻不

蒙應允。」他們不該錯過現今還可以悔改求告神的機會，因為等到神報應的日子，他必

「向他們掩面」，按他們的惡行降禍與他們。 

問題(一)：按三 1~4 先知如何描寫及警告雅各家的官長們？ 

二、 先知責備假先知(5~8 節) 

5-7 節是譴責假先知，這些假先知「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提前六 5)，他們使百姓走差

路，用錯誤的訊息誤導聽眾；若是有利可圖，他們就說「平安了」，用媚俗的信息迎合聽

眾；若是無利可圖，他們就「預備攻擊他」用駭人的信息恐嚇聽眾。故此，神說：「我必

給你們黑夜，全無異象，必給你們黑暗，全無占卜。」顯然彌迦和那一切假先知不同，他

乃藉耶和華的靈，滿有指責罪惡的能力。 

問題(二)：這段講到假先知有哪些行為？神如何回應他們？ 

問題(三)：彌迦說他藉著耶和華的靈，滿有能力、公平、才能。為何這三樣內在屬靈的 

                   品質對先知很重要？ 

三、先知預言因政教領袖的罪，必致耶路撒冷淪亡(9~12 節)  

9-12 節宣告南國猶大必因領袖的罪而受審判。當亞哈斯王在位的時候(王下 16:1-20; 代

下 28:1-27)，猶大雖然還維持著宗教的外表，但裡面已經墮落到一個地步，君王、祭司

和先知都失去了應有的功用。「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僱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

卜」，他們以金錢為神，事奉瑪門，「祭司的國度」已經有名無實，卻還自欺欺人地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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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錫安和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代表

神在地上掌權的地方；倘若政權建立在不公義的基礎上，就會動搖神寶座的根基，叫神不

能安坐其上，必然伸手干涉。 

問題(四)：先知如何責備雅各家的首領？他們行了什麼惡行？導致什麼結果？ 

【結論】 

先知總結雅各家的罪，應由他們各方面的領袖、官長、祭司、先知們負首要責任。「首領

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可說就是全大段的中心，因為

他們各方面的領袖，他們一切行事都以「錢」為先決條件，「錢」決定了他們是否行審判，

也決定了是否施訓誨……及一切活動的理由。他們露出強暴的醜惡本相，或表現得恭恭虔

誠，都是為物質好處的緣故。南國經過四十多年的繁榮穩定，到處大興土木，看起來經濟、

文化都朝氣蓬勃，這些浮華都來自不義之財，其實是「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

撒冷」。暴力、金錢、自欺是這個時代的特徵，正像洪水前挪亞時代的人那樣，「地上滿

了強暴」（創六 11）。 

【生活應用】 

1. 當時以色列人的首領們心中最重視的是什麼？現代的首領心中又重視什麼？ 

2. 當我們倚靠聖靈，也會像先知彌迦一樣滿有力量、公平與才能嗎？ 

【經文解釋】 

【彌三 1-2】「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

嗎？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我』指先知彌迦，「雅各和以色

列」是指以色列全民，「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他們濫用地位和權柄，待人處事不秉公

行義。「剝皮、剔肉」意指殘忍凶暴，如同野獸或屠夫，將人剝削到一無所剩。這些領袖

不但沒有做羊群的好牧人，反而成了羊群的屠夫，惡善好惡、欺壓善良、袒護惡人。 

【彌三 3-4】「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要下鍋，又像釜

中的肉。到了受災的時候，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祂卻不應允他們。那時祂必照他們所行

的惡事向他們掩面。」此乃形容這些在上位者，殘忍剝削，貪得無厭；魚肉平民，令人體

無完膚。到了面臨神的審判之時，首領和官長哀求 神的赦免，但 神必不應允他們，要向

他們問罪。權柄是神所授予的，在上位的，本應按照神的旨意「惡惡好善，秉公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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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卻反其道而行。所以到了審判的時候，首領們雖然哀求神，但神卻要照他們「所行

的惡事」，掩面離棄他們，正如他們掩耳不聽百姓的呼求。 

【彌三 5-7】「論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們牙齒有所嚼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

凡不供給他們吃的，他們就預備攻擊他（預備攻擊他：或譯說必遭遇刀兵）- 耶和華如此

說：你們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見異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頭必向你們沉

落，白晝變為黑暗。先見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摀著嘴唇，因為神不應允他們。」 

彌迦在此很坦率地攻擊這些假先知。他們口中所呼喊傳說的是根據他們牙齒所嚼的。凡以

美物供他們食用享受的，「他們就呼喊說平安了」，「凡不供給他們吃的，他們就預備攻

擊他」（三 5）。他們的信息不是根據神的話語，而是根據自己的口福和肚腹。他們把先

知神聖的職任變成商業化的職位；結果使他們自己的心靈完全陷在黑暗中。 

在信仰混亂的世代，人們對於先知實在難以分辨孰假孰真，但神決不會不知。神的信息不

臨到他們，不給他們話語和啟示，以致他們只有屬世的學識、人間的哲理、合乎潮流的理

論。神藉先知宣告說：「你們必遭黑夜，以致不見異象」，這黑夜象徵屬靈光景的黑暗，

沒有異象與默示。 

【彌三 8】「至於我，我藉耶和華的靈，充滿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

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惡。」 

「滿有力量、公平、才能」原文是「滿有能力、公平、勇氣」意指先知彌迦乃是被神的聖

靈感動而為神說話。他的語本身富有感人的力量，無論向著誰說話，全然公平、正直、公

義。先知解釋對於自己所得的能力有三樣東西是一個要指責罪惡的先知必須具備的條件。

要指責罪惡不但要有屬靈的能力和膽量，還要有「公平」的態度和把罪惡刻畫出來的「才

能」但這些要素都必須先在神面前存有純淨清潔的心。 

【彌三 9】「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啊，當聽我的話！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

上屈枉正直」：「雅各家」和「以色列家」都是指南國猶大。首領和官長的任務，主要是

替平民主持公義，然而他們的表現竟遠離公義，從心裡厭惡公義，不以公義為懷。此處

『人血』影射他們辦案不公，乃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行為』。「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指他們所經手審理的一切事；『屈枉正直』指惡善好惡，不但不替正直人伸張公義，反而

替惡人撐腰，使正直人蒙冤抱屈。 

【彌三 10】「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本句和前句可視為平行同義子句，

意思相同，流『人血』即犯『罪孽』，『建立錫安』即『建造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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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三 11】「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僱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他們卻倚賴

耶和華，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他們以神為藉口，搖著事

奉神的旗幟從事騙人的工作，宣告自己擁有神的同在。這裡以三種職位代表以色列所有的

世俗和神職管理階層：『首領』行審判，『祭司』施訓誨，『先知』行占卜，他們都為錢

財的私利而盡職；而且宣告自己擁有神的同在，全國全民都平安無事。 

【彌三 12】「所以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

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意指錫安必被犁過，整塊土地必被翻轉過，用來影射必遭遇全面

徹底的毀壞。耶路撒冷原本井然有序的城牆、宮殿、房屋、街道，全都被拆毀傾塌，而成

為亂堆；用來影射經過毀壞後成為一片廢墟。此處是比喻耶路撒冷將像撒馬利亞一樣被徹

底摧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 127：1）。以人血建立

的錫安，必然會被神全部拆毀、夷為平地。神要徹底拆毀百姓，即使毀滅稱為祂名下的聖

殿也在所不惜。此處稱聖殿為「這殿」而不是「耶和華殿」因為它已經失去了屬靈的實際。 

＊希西家王繼位以後，聽到「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

像叢林的高處」這句紮心的預言，就悔改復興，使猶大沒有被亞述所滅（耶二十六 18-

19）。而他的重孫約雅敬王同樣聽到了這句預言，卻殺害了發預言的先知（耶二十六 20-

23）。雖然有敬虔的希西家王、約西亞王試圖力挽狂瀾，但百姓已經全然敗壞，猶大已

經無法逃脫被神徹底拆毀的命運。 

【參考經文】當猶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人預言說：萬軍之耶和華

如此說：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猶大

王希西家和猶大眾人豈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豈不是敬畏耶和華、懇求他的恩嗎？耶和華

就後悔，不把自己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若治死這人，我們就作了大惡，自害己命。又有

一個人奉耶和華的名說預言，是基列‧耶琳人示瑪雅的兒子烏利亞，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話

說預言，攻擊這城和這地。約雅敬王和他眾勇士、眾首領聽見了烏利亞的話，王就想要把

他治死。烏利亞聽見就懼怕，逃往埃及去了。約雅敬王便打發亞革波的兒子以利拿單，帶

領幾個人往埃及去。他們就從埃及將烏利亞帶出來，送到約雅敬王那裡；王用刀殺了他，

把他的屍首拋在平民的墳地中。然而，沙番的兒子亞希甘保護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

治死他。（耶 26：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