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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迦書（四） 耶和華的國權與拯救           Q1  2024 

【閱讀經文】彌迦書四 1-13 

【前言】 

上三章記載人的國度如何敗落衰微，本章記述神的國度如何建立興盛。神並非沒有把權柄交給人，但自

從始祖亞當犯罪以來，人素常濫用權柄滿足私慾，而不遵行神旨意；無論個人與群眾，品德方面或政治

方面，人已經沒有力量建設理想的國度。但在千禧年國度裡，當耶穌掌權，世界才可臻至 「…不再學習

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那種和平安康的美好生活。 

一、彌賽亞國的建立(1~2 節)  

神在哪裡執行審判，也在哪裡施行憐憫；在哪裡徹底拆毀，就在哪裡重新建造。哪裡有神掌權的地方，

那裡就是萬有的中心。這平安國度的實現，無法靠人的力量建設成功，唯有等候基督再次的降臨，世上

的國成為主基督的國才可實現。遠場景這不只是以色列家的盼望，也是一切信徒的榮耀盼望。到那天，

錫安將成為人的「道」與「路」的起點，也將成為神的「訓誨」與「言語」的中心。 

問題(一)：請分享三 1~2 的神在末世中所要治理的國。 

二、彌賽亞國的盛況(3~5 節)   

當國度臨到全地的時候，彌賽亞的權柄將統治多國的民和遠方強盛的國，改變人心，帶來了平安。這時

的社會：1. 人與神恢復和平，接受神的權柄。2. 國與國恢復和平，爭端不再訴諸武力，而是「將刀打

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3. 人與人恢復和平，人人要享受自己的工作成果，不再彼此貪戀與欺壓。 

問題(二)：請分享 3-5 的光景，這是否是人類的理想國？ 

三、彌賽亞國的永續(6~8 節)  

以色列人是人類歷史上最難滅絕的民族、因有神的應許。神的管教是為了恢復，「趕出」和「懲罰」是

為了重新「招聚」和「轉變」。當百姓在流離失所，徹底認識了罪的可怕後果後，神將重新招聚並恢復

他們，把「瘸腿的」轉變為「餘剩之民」，把「趕到遠方的」轉變為「強盛之民」；他們接受神在錫安

山作王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 

問題(三)：可否解釋 6-8 節，並作個總結。 

四、 彌賽亞國的產難(9~13 節)  

先知書的措詞，雖然對我們現今的人讀起來常有跟上下文脫節的感覺，但對當時的聽眾，必定具有深刻

的印象，尤其是帶有譏諷質問口吻的說話，對當時的人必具發人深省的作用。 那時的以色列人，不論

北方以色列國或南方猶大國，都到了不能逃避神懲治的地步。雖然南國猶大似較北國以色列略勝一籌，

也只不過因南國較多幾個敬畏神的君王，就像彌迦作先知時的希西家王，只能略盡拖延亡國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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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在本段中的預言，不是說到他的同胞會被懲治為止，而是預言他們將蒙解救，在神的恩眷中得復興

為最終的遠景。 當抵擋神的外邦人聚集在一起，驕傲自負地對付耶路撒冷的時候，「卻不知道耶和華

的意念，也不明白祂的籌劃」，實際上是神要聚集他們，讓他們自己成為毀滅自己的工具。因此，神命

令百姓「起來踹谷」、踐踏仇敵，擄掠自稱「普天下的王」西拿基立的財貨，歸於真正的「普天下的

主」 

問題(四)：為什麼用婦人生產比喻災難之來臨（參賽十三 1-8；帖前五 2-3）？ 

問題(五)：9~13 節所預言的災難指什麼災難？以色列人會從巴比倫得解救有何聖經根據？ 

                 （參耶廿九 10-14，拉一 1-2） 

【結論】 

有一天神要把這些「瘸腿的」、「被趕出的」和「受懲治的」都招聚歸回，再蒙恩眷，治理他們。雖然

先知說這預言時巴比倫還沒成為當時世界的強國，而亞述才是當時以色列人最可怕的敵人。彌迦在此時

的預言提到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的期限是七十年，七十年後可以重回耶路撒冷（耶廿五 11~12）。此預

言過後約一百多年，巴比倫才成為雄霸列強的大國。而以色列人在波斯王古列元年，果然獲得歸回（拉

一 1~4）（537 BC) 。所有先知書中提到耶和華在耶路撒冷作王直到永遠， 這一類的話都不會單限於

猶太人在歷史上已應驗的事實，而也隱喻未來千年國度的實現時，基督怎樣成為萬王之王說的。猶太人

既是神的選民，神把他們的歷史記載在聖經中，是為了警戒和教訓今日的教會的， 所以這些話也可以

應用在今日的教會。 教會就是現今神國的範圍，也是神現今隱藏國民的集合體。基督曾用聖殿比作他

的身體，保羅則以教會為基督的身體，是「主的殿」和聖靈的居所（弗二 21~22）；彼得也以信徒為

活石，被建成 神的靈宮（彼前二 5）。 因此，所有這一方面的預言，都可以應用於教會，在各種世俗

敵對神的權勢之下，我們一定要靠著神的大能，使教會成為施行神權柄的中心，對外講明福音的真理，

對內造就信徒，等候耶穌的再來。  

【生活應用】 

1. 查完這一章，你最大的學習與認知是什麼？ 

2. 面對末世將要（正在）發生的災難？我們如何準備自己？ 

【經文解釋】 

【彌四 1】「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末後的日子」指當末世基督再臨，建立彌賽亞國度的時候。「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在古代人

觀念中，「山」象徵穩固不移，偉大而崇高。本句實意指神的政權將堅立在地上，「萬民都流歸這山」：

如同河水湧流，萬民都要歸附在神的政權下。在重建的日子，「這殿的山」將被重新稱為「耶和華殿的

山」。聖殿山在群山中並不算高（詩六十八 16），但被神從「亂堆」之中高舉以後，卻將「超乎諸山，

高舉過於萬嶺」，吸引「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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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四 2】「必有許多國的百姓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

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許多國的民」並非異教徒，乃是指皈依真神的外邦人，特別是信奉耶穌基督的基督徒，前來領受神的

訓誨。「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意指相約前來耶路撒冷朝拜聖殿，亦即來到神面前。

「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祂的道』和『祂的路』乃同義詞，特指神行為的準

則；全句意指神必指引祂的百姓行當行的公義，百姓們必遵行其中，而不偏行己路。「因為訓誨必出於

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此乃平行同義子句，前後兩句意思相同；意指百姓來到神面前，

特為恭聆神教訓的話語，遵行神的旨意。 

1-3 節與賽二 2-4 基本相同，彌迦和以賽亞是同時代的先知，他們有可能互相引述對方的話，或可能是

分別被聖靈感動；無論如何，他們的啟示都是從神而來。 

【彌四 3-4】「祂必在多國的百姓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

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

人驚嚇。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施行審判」、「斷定是非」，代表神是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

者；世俗的原則是『強權即公理』，但此處表明神必在列國和萬民中主持公道，亦即秉公行義。「他們

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意指將戰爭用的武器，改造成生產用的工具，因不再需要以武力解

決國與國、民與民之間的紛爭，彼此和平相處。「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意指不

須動用武器，也不須學習武術和戰爭技巧。「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這兩種果樹枝葉繁茂，

結實纍纍，象徵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王上四 25)；全句用來描繪在彌賽亞國度中和平與繁榮的景象。 

【彌四 5】「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此處的『萬民』

並非流歸聖山的萬民；全句意指異教徒各自信奉不同的偶像假神，且靠自己之神的名行事。本句絕對不

能將它當作萬教歸一、殊途同歸的意思。「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我們」指

猶太人和基督徒；屆時，所有的猶太人將不再拜偶像假神，單單信奉獨一的真神，且靠祂的名行事直到

永遠。 

【彌四 6-7】「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的。我必使瘸腿的為餘

剩之民，使趕到遠方的為強盛之民。耶和華要在錫安山作王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到那日」指

彌賽亞再來、進入千禧年國度的日子。「瘸腿的」是引喻雅各在毗努伊勒瘸腿，並被神改名為以色列

（創三十二 24-32）。在此指雅各的後裔以色列人。「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的」神要招聚那些被擄

分散到各國、被神懲治的以色列人。「餘剩之民」就是那些被擄到外邦的以色列人。「耶和華要在錫安

山作王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本句說明被神招聚的以色列人之所以強盛，是因神自己做王治理他

們，並且彌賽亞國將會永遠存在。 

【彌四 8】「你們這羊群的高台、錫安城（原文是女子）的山哪，從前的權柄─就是耶路撒冷民（原文

是女子）的國權─必歸與你。」本節是神應許耶路撒冷將恢復昔日的主權。「羊群的高台」就是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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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望樓， 是看守羊群、防止野獸襲擊羊群的高台，比喻耶路撒冷將作神百姓的守望台。「錫安城的

山」就是羊群的高臺，亦即治理以色列民的中心。「從前的權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國權─ 必歸與你」

指從前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盛世時期，在耶路撒冷所掌的國權，如今得著恢復並且將要發揚光大。 

【彌四 9】「現在為何大聲哭號呢？疼痛抓住你彷彿產難的婦人，是因你中間沒有君王嗎？你的謀士滅

亡了嗎？」耶路撒冷即將面臨苦難，好像產難的婦人，因為當時外敵將要臨頭，舉國上下大聲哭號(一

8)。在人看來，這好像是神國的失敗。但實際上，在人的失敗背之後自有 神奧秘的「籌劃」。錫安應

該停止沒有信心的「大聲哭號」，因為即使在被擄的疼痛中，神仍是管理他們的「君王」和「謀士」。 

【彌四 10】「錫安的民哪，你要疼痛劬勞，彷彿產難的婦人；因為你必從城裡出來，住在田野，到巴

比倫去。在那裡要蒙解救；在那裡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敵的手。」「疼痛劬勞」指婦女生孩子的痛

苦，雖在受苦中，仍滿有盼望。在神這的籌劃中，錫安被擄的痛苦並不是永無止境的苦難，而是通往拯

救的盼望之路。因此，神命令以色列就像生孩子一樣「從城裡出來」，雖被擄到巴比倫，然後在那裡要

「蒙解救」，被神「救贖」，成為新生的以色列。 

這預言也可能是在以賽亞預言希西家的財富將被擄往巴比倫時所發出的（王下二十 17-18；賽三十九

5-7）。彌迦的兩個預言對當時的百姓來說，都是匪夷所思的：首先是神竟然允許耶路撒冷被毀，其次

是百姓將不像北國被擄到亞述，而是被擄到當時更遠的小國「巴比倫」。巴比倫是人類拜偶像的發源地

「示拿」（創十一 2、9；亞五 11）或「寧錄地」（五 6），但神將把這個屬靈最黑暗的地方，變成黎

明曙光的初現之處。 

【彌四 11-13】「現在有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說：願錫安被玷污！願我們親眼見她遭報！他們卻

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祂的籌劃。祂聚集他們，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場一樣。錫安的民（原文是

女子）哪，起來踹谷吧！我必使你的角成為鐵，使你的蹄成為銅。你必打碎多國的民，將他們的財獻與

耶和華，將他們的貨獻與普天下的主。」 

「他們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籌劃」：列國被神用作管教他百姓的工具卻並不明白神的

旨意與作為；他們只不過按自己的喜好行事，最終他們仍將受到罪惡應得的報應，神必將他們像禾捆聚

在禾場上一樣受審判。「把禾捆聚到禾場」指農夫收割後將穀物帶到打穀場，「踹谷」比喻踐踏仇敵。

「使你的角成為鐵，使你的蹄成為銅」比喻神將賜給百姓無敵的力量。從 12 節下半段開始直到本節，

所指的已經不是歷史上以色列人的事，而是將來以色列復興的光景，列國國民的財物都要獻與普天下的

主。  

11-13 節的預言首先應驗在亞述圍困耶路撒冷時，天使一夜之間「在亞述營殺了十八萬五千人」（王下

十九 35）。今天的世界，也是「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

（詩二 2）；許多國家抵擋基督非常厲害，如同經文「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錫安」，他們「卻不知道耶

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祂的籌劃」；但 神將要聚集他們，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場，做最終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