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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司書（八）宣判以色列的結局        Q1 2025 

【閱讀經文】阿摩司書第八章  

【引言】 

此章開始，神又指示先知看見一筐夏果的異象，因在夏天，果子難以久藏。此異象表徵以色列人

的罪惡，像已經摘下的果子熟透且快要腐爛；預表 神的審判已經臨到，正如神向先知解明的 -

「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我必不再寬恕他們」。他們受罰的結果是十分悲慘的，聖殿中的詩歌

要變為哀號，因為各種災難，屍首被拋棄在各處，無人安葬。神藉先知一再警告這種悲慘的結

局，但北國的百姓卻輕忽先知的信息而不悔改，卻在災禍來臨之後，埋怨神為什麼容許惡人施行

強暴。事前不理會神慈愛的呼喚及警告，事後埋怨 神沒有憐憫與愛；這豈不也是今日世人的心

理寫照麼？ 

一、 以夏果的異象啟示以色列結局之日的來到 (1~3 節)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祂說：『阿摩司啊，你看見什麼？』我

說：『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華說：『我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我必不再寬恕他們。』主耶

和華說：『那日，殿中的詩歌變為哀號；必有許多屍首在各處拋棄，無人作聲。』」 

第四個異像是一籃夏天的果子。先知剛剛說自己是「修理桑樹的」，神馬上就讓他看到一籃熟悉

的果子。「夏天的果子」指夏末已經完全熟透的無花果，若不及時食用，很快就會腐爛。神主動

問先知：「你看見什麼」，這是提醒他注意：北國的罪惡已經滿盈，神審判的時機已經成熟。 

「夏天的果子קַיִץ」與「結束קֵץ」原文諧音，神用雙關語宣告以色列的結局到了，神必不再寬恕

他們。雖然北國即將滅亡，但 神仍稱以色列為自己的民。神仍有憐憫， 「不將各各滅滅淨盡」」

（九 8），所以「約瑟的餘民」（五 15）才有蒙神施恩的盼望－如同先知所言「尋求耶和華，就

必存活」。 「殿中的詩變成哀號」原文意是是「殿殿的的歌歌將將哀哀歌」；全句意指因為遍地屍

首橫陳，王殿中的歌哀作樂變成弔喪者的哀號哭泣。 

問答題（一）：請解釋夏天果子的異象及寓意。 

二、因欺哄壓榨貧窮人使神為之震動 (4~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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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這些要吞吃窮乏人、使困苦人衰敗的，當聽我的話！你們說：月朔幾時過去，我們好賣

糧；安息日幾時過去，我們好擺開麥子；賣出用小升斗鬥，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哄

人，好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耶和華指著雅各的榮耀起誓

說：他們的一切行為，我必永遠不忘。地豈不因這事震動？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嗎？地必全然像

尼羅河漲起，如同埃及河湧上落下。」 

「你們這些要吞吃窮乏人」指踐踏貧窮人的。「使困苦人衰敗的」指欺壓困苦無助之人。百姓表

面謹守「月朔」和「安息日」的宗教形式，但心的卻盼望這些節期趕緊結束，以便繼續經營謀

生。 月月朔指指月月一的的節期」（民二十八 11）；月安息日指指月周一的的節期；月幾時過去指意

指迫不及待；月好賣糧和好擺開麥子指意指打開糧袋準備出售五榖。全句意指商人們輕視宗教節

期，巴不得快快過去，以便進行商業活動。 「賣出用升 斗」，原文是「變升伊法」，意指賣出的

份量不足，是為了少付麥子，使買主吃虧。「收銀用大戥（音 deng）子」：原文是「變大舍客

勒」，為了多收銀子；增加賣出的價值，使買主多付錢。 「用詐的的天欺欺人人」意指用詐的的法

碼(彌六 11)，稱量時作弊，欺騙買主。當時還沒有發明錢幣，用銀子當作貨幣，所以收取銀子

時要砝碼來秤重。這些人為貪圖升利而欺人人。 「好用銀子買貧人人」：使窮人因無錢買糧食，被

迫借高利貸，結果只好賣身還債。「用一雙鞋換窮乏人」：為區區一點升代價，便能叫窮人含冤莫

白。「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指將摻了碎渣的麥子賣給人吃。 「各各的榮耀」是指神自己；神以祂

的聖潔和祂自己起誓；另一方面，此榮耀是耶和華賜給以色列的產業 (詩四十七 4；賽五十八

14)。神用諷刺的方法來起誓：以色列妄自尊大到什麼地步，神就牢記他們的行為到什麼地步。

人詐的的心是言行，神「必永遠不忘」，全都會記在帳上，到了時候必然清算。 「地豈不因這事 

動」意指他們的邪惡行為，必引起大地 ，地上的居民必因這災難臨頭而悲哀。「地必全然像尼

羅河漲起，如同埃及河湧上落下」：尼羅河流域月年到陽曆八至十月都會定期氾濫；地面起伏如

同河水湧上落下。本句形容大地 如同尼羅河的高低起伏，表明神將來忿怒的審判極為嚴厲可

怕。  

問答題（二）：4-8 節中，先知如何責備富戶的罪惡？他們的結局呢？ 

三、 當那日光明變黑暗，歡樂變痛苦(9~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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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落下，使地在白晝黑暗。我必使你們的節期變為悲

哀，歌曲變為哀歌。眾人腰束麻布，頭上光禿，使這場悲哀如喪獨生子，至終如痛苦的日子一

樣。」 

「日頭在午間落下」可能是預言正當北國的繁榮如日中天時，亞述突然來襲、比加王突然被殺

（王下十五 29-30），也可能是指日全食，或者是兩者兼有的雙關語。主前 763 年 6月 15 日，

中東地區曾發生過一的日全食。亞述帝國亞述但三世 第 9年的年表記錄了此事，成為確定古代

中東歷史事件淨對年份的關鍵依據，被稱為亞述日全食（Assyrian eclipse）。 「我必使你們的節

期變為悲哀」：節期本當喜樂(尼八 10~11)，反而變成悲哀哭泣，這是因神的審判使然。「歌曲變

為哀歌」：意指歌哀作樂變成弔喪者的哀號哭泣。 「眾人腰束麻布，頭上光禿」：腰束麻布並剃光

頭髮乃是悲哀的標誌(賽十五 2~3)。 「喪獨生子」此乃極大的不幸，因失去了盼望而陷於悲哀。

「至終如痛苦的日子一樣」：指原本應當喜樂、歌哀的日子，最後竟轉變成痛苦、哀歌的日子。 

四、眾人因尋不著神的話而感飢渴 少年男女也必乾渴發昏 (11~14 節)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飢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

和華的話。他們必飄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

著。當那日，美貌的處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乾渴發昏。那指著撒馬利亞牛犢（原文是罪）起誓的

說：但哪，我們指著你那裡的活神起誓；又說：我們指著別是巴的神道（神：原文是活）起誓。

這些人都必仆倒，永不再起來。」 

「日子將到」指神命定審判的日子即將到來。「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此處的月饑荒指不是指因

缺乏身體食物所引起的饑荒，而是指精神層面、內心深處因空虛所導致的心靈饑荒。「人饑餓非

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指人們並非因缺乏食物而感饑餓，也不是因缺乏

飲用水而感乾渴，而是因為再也沒有機會聽到神口中所出的話，痛感為時已晚，對神的話如饑似

渴卻無處可得。 「這到到海到」，指死海到到地中到，代表死以色列的東到到界到。但這些神的百

姓「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因為他們尋求的對象錯了。百姓死東到界、死北到東，往來

奔跑，就是不肯跑向南國，回到神所居住城-耶路撒冷來尋找他。 

「美貌的處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乾渴發昏」指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正如花開發旺的青年人，竟

因沒有神的話而乾渴而眩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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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馬利亞牛犢」是北國以色列用來代替神的偶像。 「但」在北國以色列的最北方，「別是巴」

在南國猶大的最南方，耶羅波安此兩地設立了金牛犢（王上十二 28-30）。無論是北國或南國，

神的百姓都已經全然敗壞。既然百姓不准先知說預言，又不聽神的話，神就收回祂的話語，降下

話語的飢荒，讓百姓內心的因沒有神的話而乾渴發昏。 

其實，神希望他的百姓回轉，「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

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你們為何花錢買海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

買海不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海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賽五十

五 1~2)。但日子已到，審判已定。救恩的門此刻要關閉。 

問答題（三）：從 8-14 節，1. 北國百姓為何找尋不到神的話？ 2. 以色列人所受的刑罰有那幾

種？是什麼樣的刑罰？ 

【結論】 

當北國的「窮乏人」、「困苦人」和「貧人人」聽到神譴責海些濫用權力、詐的的富商時，心的一

定大聲叫好。不料，當神降下刑罰的時候，不只是懲罰海些「吞吃窮乏人、使困苦人衰敗的」，

和報應海些為富不仁的富商，也是用地 懲罰全以色列民。因為在鑑察人心的神看來，全國上下

已經全然敗壞，即使海些被壓迫的窮乏、困苦、貧人之人，也沒有更高尚對神的敬虔。神給北國

兩百多年的時間（930-722BC），但他們完全不聽神的話，棄淨先知的警告，拜偶像假神。這也

證明人的生命若沒有死的面改變，任何外在改良或革命都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欺、公義的國滅。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在舊約申命記提到 「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的所出的一切話」（申八 3）。耶穌來到這世到，他遵行神的旨意並表明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祂的工。」（約四 34）對神的百姓來說，神話語的飢

荒是最大的災難，因這將導致屬靈生命的海亡。北國長期不順服神的律法，拒淨神的話語，所以

神就收回了祂的話。因此先知宣告以色列即將面臨：地 （8）、日食（9-10）、敵人的殺戮、話

語的飢荒（11-12）和乾渴（13-14）。至此，神對以色列是徹底地拆毀，直到有天讓他們回歸，

重建滅園，甚至復國。但最後、最美的應許是彌賽亞君王要來掌權，海時才有真正的公欺和公義

（耶二十三 5）。我們要死以色列國的滅亡，吸取教訓；「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

的時候求告他。」（賽五十五 6），明白這世代真正的需要在哪的，有機會多多傳講福音真理，使

我們周圍的人能找到真神，得著心靈真實的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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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1. 試舉例現今世代「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的現象及後果。          

2. 先知阿摩司指出「他們必飄流，從這海到那海 …… 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

著。」，你認為這世界也會有這一天嗎？ 

 

富足與饑荒(8 章)( 香港讀經會) 

阿摩司書的另一個異象只有短短數節經文（1-3），跟著是三段神諭（4-6、7-10、11-14），回

應了之前一再提及的主題。阿摩司的異像是看見一筐熟透了的夏天果子（1），在希伯來語中，

「夏天的果子」與「結局」一字的發音相似，代表以色列受懲罰的時候已到（2）。諷刺的是，

夏果收成應該是快樂的時刻，然而對以色列人來說，卻喻指審判已臨。這時候，殿中的歌聲要變

成哀號，海傷枕藉卻無人顧念（3）。 

阿摩司首先針對海些欺壓窮人者說話，指斥他們只顧買賣謀利，總盼望律法規定要休息和敬拜的

月朔和安息日快點過去，好讓他們早些做生意（4-5）。更甚的是，他們以詐的的方法謀取暴

利，把窮人視為與貨物同值，而且把壞人的麥子賣出（6）。在這些人的心中，安息和敬拜只是

例行公事的儀節，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謀取不義之財。 

對於以色列人這些謀利的罪行，神聲言祂「必永遠不忘」（7）。以色列人的罪行讓大地也 動，

仿佛像尼羅河般漲起落下（8）。因此，神的審判臨到以色列人，就像黑暗籠罩大地一般，即使

以色列在耶羅波安的統治下如日中天，充滿榮華，這一切也會成為過去（9）。以色列的節期會

變成葬禮，歡慶的歌曲會變成送葬的哀曲。他們的悲苦就像是喪生獨子一樣，失去了盼望和供養

（10）。 

神清楚地指明，祂的審判日子仿佛如同饑荒，但海不是食物或飲水的缺乏，而是由於人沒有聽死

神的話語（11）。以色列人拒淨聽死律法的吩咐，漠視先知的教導，因而造成了屬靈的大饑荒。

當審判臨到之時，即使他們往來奔走，再也尋不到神的話語，代表了神對他們的徹底棄淨

（12）。海時，俊男美歌也會因屬靈的乾渴而發昏（13）。以往背道敬拜別神的以色列人，不論

是在但（北國以色列人的最北城市）或別是巴（南國猶大的最南城市），都必僕倒而亡，沒有人

可以逃脫（14），因為他們沒有在仍然富裕的日子中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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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環境順逆，尋求神的心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引誘與試煉總是存在的。可是，我們心

靈對神的追求，卻始終會成為我們生命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