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摩司書（四）

宣判以色列民的罪行與懲罰



【引言】

阿摩司這位南國的先知被派遣到以色列國去宣告神的預言，

當時以色列北國的人只擁有著虛有其表的宗教信仰，正如第四

章經文所言他們的信仰與生活並不調和，他們雖然有著虔誠的

信仰敬拜儀式，卻過著不公義的生活，也過著沒有見證的生活。

而這些所謂的虔誠的敬拜或奉獻，都只是討自己的喜歡，而不

是為討神歡喜也不符合神的旨意。因此，神降災在以色列國，

其中包括飢荒、旱災、虫災、瘟疫以及地震。



然而以色列人仍不歸向神，因此，阿摩司就預告神必大大

刑罰以色列人。然而，在神的刑罰來到之時，阿摩斯也同時

預告出神愛的呼喚，那就是以色列人必將面見神。因為神

在降大刑罰時同時也準備了一條活路，那就是第五章所言的

「人們的心如果尋求神就必存活。」我們多麼需要來認識我

們的神。



俘虜被亞述人鈎住下唇，刺瞎雙眼

你們住撒瑪利亞山如巴珊母牛的

啊，當聽我的話，你們欺負貧寒

的，壓碎窮乏的，對家主說：拿

酒來，我們喝吧！主耶和華指著

自己的聖潔起誓說：日子快到，

人必用鈎子將你們鈎去，用魚鈎

將你們餘剩的鈎去。你們各人必

從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門。這

是耶和華說的。」(摩4:1-3)



猶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

巴珊－意即多産的，系位於

約但河東極北之地，南自基

列，北至黑門山，富有森林，

土地肥沃，橡樹尤爲著名；

且多草場，盛産牛羊牲畜

（申32:14；結39:18）。

以色列人進迦南地的時候，

這城的王噩率領衆軍民頑抗，

盡被殲滅，（民21:33-35；

申3:4-14）。分地的時候，

此地給與瑪拿西半支派。

亞蘭

巴 珊

現稱戈蘭高地



撒瑪利亞亞哈王宮的遺蹟

撒瑪利亞廣場旁的古建築遺蹟

撒瑪利亞的古代劇場



巴珊的母牛



一、因貴婦欺壓窮人，必成俘虜被驅趕至遠方(1~3節)

「撒馬利亞山」指撒瑪利亞城所在的山。「巴珊」巴珊位於約旦

河東靠北地區，屬瑪拿西半個支派轄下，境內有肥沃的草場，盛

產肥美的牛羊。「如巴珊母牛」乃影射撒瑪利亞城內的上流社會

婦女，她們的生活奢華，個個長得肥胖如母牛。「對家主說：拿

酒來，我們喝吧」：『家主』指自己的丈夫；本句意指夫妻對飲

尋歡作樂。聖經說「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

乃是尊敬主。」(箴十四31) 。她們與丈夫同流合污、對丈夫頤指

氣使，但在審判面前，她們要為自己的行為向神交賬。



「日子快到，人必用鉤子將你們鉤去」本句意指當報應的日子來到，

他們要成為敵人的俘虜，並且要被敵人以驅趕牲畜的方式來對待；亞

述用此殘暴的方法帶走俘虜。百姓拒絕歸向神，神就任憑仇敵用殘忍

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破口」指城牆被敵人攻破的缺口。「你們各人

必從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門」；「哈門」有不同的解釋：(1)面對亞

蘭首都大馬色的一處高山，可能是黑門山；(2)棄置俘虜屍體的亂葬崗

或糞堆；(3)在敵人的宮殿作僕婢。整句是指被驅趕直接從城牆的缺口

出去往前行。「這是耶和華說的」意指上述的懲罰是確實的，是神親

口說的。

問答題（一）從此段經文中，神向以色列說了什麼？他們的結局

有多悲慘？



「以色列人哪，任你們往

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

增罪過；每日早晨獻上你

們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

們的十分之一。任你們獻

有酵的感謝祭，把甘心祭

宣傳報告給眾人，因為是

你們所喜愛的。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摩4:4-5)

猶大

以色列

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

伯特利
吉甲



二、因崇拜偶像，以假神為榮，以致被神放任 (4~5節)

『伯特利和吉甲』是北國以色列的敬拜偶像假神中心地點 (王上十二29；

何十二11)。「每日早晨獻上你們的祭物」：這是誇張的說法，因為拜偶

像假神不必每天獻祭，故本句有諷刺的含意，意指你們儘管熱心去事奉

偶像假神罷。律法規定百姓每年三次朝見神（申十六16）、奉獻十分之

一（利二十七30）。這些背道的百姓即使超過律法的要求，每日獻祭、

每三日奉上十分之一，也不會蒙神悅納。因為他們到「伯特利」敬拜的

是金牛犢（王上十二29），到「吉甲」尋求的是外邦偶像（何四15；十

二11）。因此，他們越敬拜，越「犯罪」，越奉獻，「越加增罪」。



「有酵的感謝祭」不符律法的要求，「凡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有

酵」，因此「獻酵的感謝祭」實際上是人照著自己所喜愛的方式獻祭，

這樣的祭物是神所憎惡的，且獻祭的對象是偶像假神，不是真神。「甘

心祭」是平安祭的三種之一：為感謝、為還願、甘心獻的(利七11~17)，

動機原為討神悅納；本句意指他們獻甘心祭給偶像假神，不是為討神喜

悅，而是為了張揚自己的敬虔，以博得眾人的稱讚，這是他們內心所喜

愛的。百姓的宗教熱忱雖高，卻不能使他們歸向神；他們的敬拜和事奉

是出於人的愛好，卻與神毫無關係。

問答題（二）神指出他們在宗教方面的錯誤在哪裡？



三、雖受多種天災人禍之重罰，仍不肯歸向神 (6~11節)

「我使你們在一切城中牙齒乾淨，在你們各處糧食缺乏，你們

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

不降在你們那裡；我降雨在這城，不降雨在那城；這塊地有雨，

那塊地無雨；無雨的就枯乾了。這樣，兩三城的人湊到一城去

找水，卻喝不足；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以旱風、黴爛攻擊你們，你們園中許多菜蔬、葡萄樹、無花

果樹、橄欖樹都被剪蟲所吃；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

的。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像在埃及一樣；用刀殺戮你們的少

年人，使你們的馬匹被擄掠，營中屍首的臭氣撲鼻；你們仍不

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傾覆你們中間的城邑，如同我從

前傾覆所多瑪、蛾摩拉一樣，使你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

柴；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四 6~11)



「牙齒乾淨」意指齒縫裡沒有食物的殘渣，轉指飢荒。「在收割的

前三月」從收割的季節往前推三個月，若不降雨，亦即沒有春雨，

春雨對農作物的收成非常重要，若作物無法生長，肯定會歉收。

「兩三城的人媖到一城去找水，卻喝不足」意指由於降雨不充分，

導致缺乏飲用水。「你們仍不歸向我」意指以色列人面臨缺水仍不

肯悔改轉向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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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們那裏；

我降雨在這城，不降雨在那城；這塊地有雨，那塊

地無雨；無雨的就枯乾了。(摩4:7)



猶太人的節期都是跟猶太人的農業週期、

或古以色列人經歷神拯救的歷史有關，

為要見證神在這民族的作為。

猶太人的歷史源遠流長，值得紀念的節

期特別多。最重要的是猶太人3大朝聖

節期：逾越節（Passover；「除酵節」

〔Festival of Unleavened Bread〕）、五

旬節（Pentecost；「七七節」、「收獲

節」〔Festival of Weeks〕）和住棚節

（Festival of Tabernacles）。這些節期

都跟以色列出埃及有密切的關係，也跟

以色列民的農業收成有關。
修殿節 (CHANUKAH)字面含義是「獻上」，又稱「燭光節」。它是
為期八天的節期，修殿節是《希伯來聖經》唯一沒有提到的古時猶
太節期，原因是修殿節的事件發生在西元前165年。不過修殿節的
起源在《馬加比壹書》和《馬加比貳書》中均有記載，這兩本書卷
在某些基督教版本的《聖經》頭被列為《次經》。



「旱風」指由沙漠吹來的乾熱東風，「黴爛」指寄生蟲的危害。

「剪蟲」即是「蝗蟲」。整段是描述天候不正常，時而乾旱，時而

降雨過多。以色列人面臨天災和蟲害仍不肯悔改轉向真神。

「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像在埃及一樣」：神從前曾藉摩西警告法

老王以瘟疫攻擊埃及人，他們就要從地上除滅 (出九15)，後來在曠

野，神也曾局部地用瘟疫懲罰以色列人(民十六46~49)。故以色列

人深知瘟疫是神的刑罰 (利二十六25；撒下二十四15)。



「用刀殺戮你們的少年人，使你們的馬匹被擄掠，營中屍首的臭氣撲鼻」：

神要使以色列人在戰爭中損失慘重，橫屍遍野。以色列人面臨瘟疫和敗戰

仍不肯悔改轉向真神。

「我傾覆你們中間的城邑，如同我從前傾覆所多瑪、蛾摩拉一樣」指神從

天降火燒滅一些人，如同燒毀所多瑪和蛾摩拉一樣(創十九24~25)。「使

你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意指由於神的恩典，使以色列民經過懲

罰後，仍舊中有餘數得以倖存下來＊(亞三1-2）。但以色列人面臨天火焚

燒仍不肯悔改轉向真神。

＊天使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耶和華向

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6-11節列出了七災：飢荒、乾旱、黴爛、蝗蟲、瘟疫、戰爭、傾覆，都

是神早已預言過的管教（利二十六14-39）。神在出埃及時用來對付仇

敵的災禍，現在卻被用來懲治管教百姓。在原文中，這七災都是過去式，

代表已經發生過的警告性災禍，並非最後的審判。神五次強調「你們仍

不歸向我」，說明神用七災管教百姓的目的，是為了使百姓回轉歸向祂。

但百姓卻屢教不改、屢喚不醒，神恆久忍耐的愛，與人的頑梗悖逆成為

鮮明的對比。

問答題（三）：神用什麼災難來管教與提醒以色列民？從這6-11的

經文，神對以色列百姓的重複了哪些話？祂期望百姓什麼？



四、勸告以色列民應當預備迎見造物的神 (12~13節)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

備迎見你的神。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為幽暗、

腳踏在地之高處的，祂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神。」

本節原文之前有個「因此」，表示神「必向你如此行」的原因，

是因為人已經全然敗壞，所以警告性的災禍並不能使他們歸向神。

因此神要百姓「預備迎接你的神」，即準備迎接最終神的審判和

拆毀。



「預備、迎見神」，原文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預備、迎接神」（出

十九15-19）相同。當神在西乃山頒布十誡的時候（出二十1-17），「眾

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不敢直接

聽神說話。」（出二十18-19）。摩西安慰他們說：「不要懼怕；因為神

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畏祂，不致犯罪。」（出二十20）。

神的「試煉」已經讓罪人發顫，何況現在將迎接的是神的審判呢？神再次讓百

姓選擇怎樣「預備迎見你的神」，並且三次宣告：百姓若尋求神，「就必存活」

（五 4、6、14）。但是，人已經全然敗壞、執迷不悟，只能面臨徹底的拆毀

和審判。為此，到了下一章先知不得不為他的聽眾作了一首「哀歌」。

問答題（四）為什麼以色列人必須迎見神？



【結論】

阿摩司書曾被人作為「解放神學」的依據，用來支持社會改革和革命。

但是，北國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因為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導致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出了問題。即使是神的選民，無論神怎樣警告，他

們都沒有想到這是律法中的咒詛，也沒有因為這些警告而回轉。因此，

任何人類的改革或革命的結果，若是人不歸向神，都不可能解決人類的

問題。北國宗教的特徵是：1. 看起來熱心敬虔，獻上自己；卻只肯做自

己所喜愛的事奉，滿足自己。 2. 不肯默默事奉，只做在神面前；卻喜歡

宣傳報告給眾人。北國的百姓已經「不認識耶和華」（何五4），即將

「因無知識而滅亡」（何四6）。



因此，神親自介紹自己，讓百姓明白他們當預備迎見祂是怎樣一位神：

1.祂「創山、造風」，是創造有形無形世界的神；

2.祂「將心意指示人」，是主動啟示自己的神；

3.祂「使晨光變為幽暗」，是管理萬有的神；

4.祂的「腳踏在地之高處」，是審判全地的神；

5.祂是「耶和華－萬軍之神」，是大能的立約之神。

這樣一位偉大的神，竟然與百姓立約；迎接祂本來是一件何等榮幸、興

奮的事。但對即將受審的罪人來說，卻將成為一件可怕的事。如果這樣

一位創造宇宙、大有能力的神「發烈怒，行事與你們反對」（利二十六

28），人怎麼能承受得住呢？



今天，每個信徒都應當求聖靈光照自己：我們當怎樣「預備迎接我們的

神」，是「戰懼等待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來十27），還是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來十34）、預備「得著所應許的」

（來十36）？這都取決於我們與基督的關係，取決於我們是否尋求神、

順服神。願我們都知道怎樣預備迎見 神。

【生活應用】

1.在這章中，阿摩司指出百姓在宗教上所犯的罪；與現今的時代相比，

你認為有何處是基督徒最需要改變或認罪的？

2.從此章中，你學習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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