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巴谷書》簡介  

《哈巴谷書》的作者是南國的先知哈巴谷，「哈巴谷」的意思是「擁抱」，這個書名非常貼切，因為先

知的信息，就是預備以準確的態度接受神的管教、充滿「歡欣、喜樂」地擁抱即將到來的審判。哈巴谷

的生平不詳，可能是一位帶領詩班的利未人（三 19）。他事奉的時間在猶大被擄之前，當時聖殿還在

（二 20）。他所描述社會敗壞的情形，很可能是在約雅敬王在位早期（王下二十三 36-37）巴比倫入

侵猶大之前。 

二、寫作時期與時代背景 

「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一 6）看來當時

巴比倫已漸成為世上最大帝國，所以哈巴谷作先知的時期約在巴比倫初興，亞述已漸弱衰微之時。

John Whitcomb 之年表把他列於西元前 620 - 609 年之間，即猶太國第一次被擄（西元前 606）之前

到第一次擄至巴比倫後若干年；當時應為約西亞正在位的後期，再經約哈斯王（在位三個月，王下廿三 

31）而至約雅敬王時期。當哈巴谷發預言的時候，百姓不相信會遭到遠方的迦勒底人的侵略。因為此

時猶大很可能已經淪為強大的埃及的藩屬國。與哈巴谷同時事奉的先知有耶利米（耶二十五 1）和西番

雅。按本書三 2，16 節看來，先知已看出自己的國家難逃亡國的命運， 唯有信賴神的憐憫與眷護才有

希望，先知因而發出信心的凱歌。 

三、本書信息  

在本書第一章中，先知已把全書的主要內容顯明出來。先知有兩項重大疑難：（1）神既是公義聖潔

的，怎能不理會強暴奸惡的事呢？這問題先知在一 l~4 提出，而一 5~11 已得了神的答覆，就是神要

興起“迦勒底人”作為懲罰強暴奸惡的工具。（2）但先知隨即發出第二個問題，就是巴比倫人並不比

猶大人好，反倒更殘暴兇惡，神怎能用他們作懲罰人的工具呢？第二章就是神給先知答覆：神雖用迦勒

底人懲治他的百姓，但迦勒底人仍必為他們自己的罪受報應。反之神的子民雖受懲治，義人卻必因信得

生（二 4；羅一 17；加三 11；來十 38）。迦勒底人與神的百姓豈能相提並論？於是先知對神的作為

與奇妙旨意有新領悟，因而發出第三章的禱告與信心的凱歌。 

四、總結 

哈巴谷就像先知中的約伯，兩者都在探討受苦的問題，但約伯面臨的是個人的受苦，而哈巴谷關注的乃

是國家的問題。起初，先知不明白神為什麼用殘暴邪惡的迦勒底人來管教祂的百姓，讓「惡人吞滅比自

己公義的」（一 13）。但實際上，神的百姓和迦勒底人一樣滿了「強暴」（一 2；二 8），就和大洪

水之前「地上滿了強暴」（創六 11、13）的光景一樣。神使用「為行強暴而來」（一 9）的迦勒底

人，讓百姓飽嚐「強暴」的惡果，是為了讓百姓徹底脫離「強暴」。因此，當先知認識到百姓的全然敗

壞之後，就不敢再自以為義地祈求神伸張公義（一 2-4），而是祈求神「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三 2），仰望「惟義人因信得生」（二 4）的寶貴應許，因此在管教中「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

喜樂」（三 19）。 



哈巴谷書（一）袮為何不理 

【閱讀經文】哈巴谷書 1：1-17 

【前言】哈巴谷雖然對主前第七世紀末的猶大國民發言，他對社會不公的陳述與阿摩司在主前第八世紀

對北國以色列的指陳非常相似。此章一開始，哈巴谷感到困惑，因為猶大國律法鬆散，公理也不顯明，

先知質問神為何容許猶大長期處於不義之中，沒有利時除掉他們罪惡，也沒糾正他們，這似乎與神公義

的本質矛盾。另外，當神回答他要興起迦勒底人，他心中感到極端的失望與不滿。他不能明白神的公義

在那裏？他的信心正被挑戰，受著嚴重的考驗。 

【破冰題】當你看到很不公義的事發生在你的周圍時，你有何想法或反應？ 

一、引言(1 節) 神常藉異象將祂的旨意啟示給人，有警告也有祝福，但先知主要的責任是宣告神的吩

咐。這節概括地說明先知的豫言是哈巴谷從神的啟示所領受的。哈巴谷不像大部分先知那樣、直接把從

神所來的信息傳達給百姓，他和我們一樣滿懷許多疑問。而神則樂意藉著回答先知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讓人認識祂永遠的旨意。 

二、先知問神為何讓惡人得勢(2~4 節)  

3-4 節所描述的，不是外邦人的社會黑暗，而是神百姓的全然敗壞。先知所認識的是一位公平、公義的

神，但南國猶大的墮落卻與神的性情完全相反，公義不但「不顯明」、而且「顯然顛倒」。他為了神的

公義和國度禱告，但讓先知無法理解的是，公義的神竟然「看著奸惡而不理」；而且遲遲不應允又不拯

救！ 

三、神答覆說祂要藉迦勒底人懲罰猶大(5~11 節) 

5-11 節是神對先知的第一次回答。當哈巴谷埋頭關注國中的敗壞、義正詞嚴地質問神的時候，神卻要

他抬頭「向列國中觀看」；神必從遙遠的東方「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管教陷在罪中

的百姓。實際上，神在一百多年前亞哈斯、希西家王的時候，就已經安排好要行一件事，並且藉著先知

彌迦和以賽亞宣告：神要用巴比倫擄走陷在罪中的百姓，好把他們煉淨（彌四 10；賽三十九 6-7）。 

四、先知再問神為何讓惡人懲罰比他公義的猶大(12~17 節)  

神的第一個回答讓先知大跌眼鏡。先知看到國中「惡人圍困義人」，所以求神伸張公義、拯救義人；但

神不但沒有拯救義人，反而將使用「殘忍暴躁之民」把惡人和義人連鍋端。因此，這個回答不但沒有解

除哈巴谷的疑問，反而使他的問題更多了：12-17 節是哈巴谷發出的第二個問題：神為什麼使用惡人來

懲罰義人？ 

【問答題】 

問題(一)：先知哈巴谷看到猶大國有何光景？他因此向神問什麼？ 

問題(二)：神如何回答哈巴谷？ 



問題(三)：當聽到神的回答後，先知哈巴谷的反應是什麼？ 

【結論】 

哈巴谷的每一個懷疑與抱怨聽起來似乎都很有理：他先是抱怨神看著百姓的奸惡不理，也不管教，接著

又懷疑神怎麼會使用比猶大更殘暴的民族，派錯誤的人來執行公義。耶和華首次對先知哈巴谷的答覆，

不僅沒有解釋與理論，也沒有安慰與保證；祂卻要先知面對峻嚴的現實，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即情況每

況愈下，罪惡變本加厲。神在這裏答覆先知，使先知明白歷史的意義；歷史是神的啟示，神使用歷史來

成就祂的旨意，彰顯祂的公義與慈愛。那些行惡者以為他們自己滿有能力聰明，使別國承服於他們，殊

不知 神若不允許，他們是毫無能為力；神不過利用他們的武力來管教屬祂的子民，因為審判必須從神

的家起首。我們這些自以為認識神的人，若看到神反常作為或無所作為，也往往使我們的信仰再一次陷

入考驗。這時就要等候神，繼續求聖靈帶領啟示，直到明白神的作為。 

另一方面，當我們抱怨公義不彰、罪惡橫行的時候，總是假設自己是良善的「義人」。但神「若究察罪

孽，誰能站得住呢」（詩一百三十 3），正如猶大和迦勒底人一樣滿了「強暴」（一 2；一 8）人眼中

的「義人」和「惡人」實際上同樣敗壞，只是沒有得著犯罪的能力和時機而已。因此，沒有人有資格在

神面前誇口自己的公義，只能承認自己的敗壞、接受神的徹底拆毀，仰望「惟義人因信得生」的救恩。 

 

【生活應用】 

1. 當我們看到社會公理不彰，滿了強暴奸惡，我們是否要禱告？該如何禱告？ 

2. 當我們不明白神的回應時，我們的態度該如何？（繼續求問直到神回應？或只要信而順服） 

 

【經文解釋】 
【哈一 1】「所得的默示」原文是「所看見的重擔、預言」。神可能是藉著異象，讓先知看到將來要發

生的事，並且在先知的心中成為重擔，不得不發表出來。 

【哈一 2-4】2-4 節是哈巴谷的第一個問題：神為什麼對百姓的罪惡坐視不管? 世人最喜歡這樣控告

神，把一切的責任都推給神，覺得自己比神還要公義、慈愛，正如羅素所說的：「如果有神，為什麼這

個世界並無正義可言」。信徒也常常這樣質疑神，因為人的頭腦都同樣有限。雖然神「嗤笑」（詩二

4）世人的狂妄，卻耐心地回答先知的問題，因為祂樂意向自己的百姓啟示真理，所以「這些事惟有屬

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 14）。 

此時可能是南國猶大約雅敬作王的時候。在他之前，神興起了南國最敬虔的約西亞王，「盡心、盡性、

盡力地歸向耶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王下二十三 25），百姓在「約西亞在世的日子，就跟從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總不離開」（代下三十四 33）。但屬靈領袖的好榜樣並不能真正改變人心，

因為百姓並不是跟從神，而是跟從人。所以神說：「猶大還不一心歸向我，不過是假意歸我」（耶三

10）。果然，約西亞一死，繼位的約雅敬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王下二十三 37；二十六

20-23），百姓也暴露出全然敗壞的本相，各樣可憎的惡事紛紛從隱藏變成公開（結八 5-18）。但神

卻沒有再次興起新的領袖來復興猶大，祂不但「看著奸惡而不理」，實際上，正是神主動取走了百姓屬



靈復興的領袖約西亞（王下二十三 29），把掩蓋在表面復興之下的「罪孽、奸惡、毀滅和強暴」全部

暴露出來。今天，當我們覺得神「看著奸惡而不理」的時候，正確的態度不是質疑神，而是靠著聖靈尋

求神的心意。神是樂意啟示自己的神，祂允許先知提出質疑，藉著人的問題發表祂的救贖心意；神也允

許我們發出疑問，藉著人的困惑引導我們走出自己和眼見，最終也像哈巴谷一樣，在神裡面「歡欣、喜

樂」（三 18）。 

【哈一 5-6】「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可能因為此時猶大是埃及的藩屬國，百姓不相信遠

在兩千多公里之外、剛剛興起的迦勒底能打敗強大的埃及、侵略猶大。「迦勒底」位於巴比倫南部。主

前 626 年，亞述派駐巴比倫的迦勒底貴族那波帕拉薩爾（主前 626-605 年在位）自立為王，建立了新

巴比倫王國，所以聖經用「迦勒底人」來代指新巴比倫王國。「暴躁」意思是「急迫地」指迦勒底人征

戰迅速。 

【哈一 7-9】「判斷和勢力都任意發出」指迦勒底人驕傲自大，認為自己就是法律和權勢的來源。先知

在禱告中兩次控訴百姓中間「強暴」橫行，結果神就興起「為行強暴而來的殘忍暴躁之民」，讓愛行強

暴的百姓飽嚐「強暴」的惡果，才能讓他們徹底脫離強暴。 

【哈一 10-11】「築壘攻取」指攻城的軍隊堆積泥土、築成土壘，登上城牆攻城。 

迦勒底人雖然被神用作管教的器皿，但他們「以自己的勢力為神」，並不敬畏真神，所以「顯為有

罪」，將會因自己的罪遭到懲罰。 

【哈一 12】「磐石」（申三十二 18；詩十九 14）代指堅定不移，永不改變的神。 

【哈一 13-14】「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不是說猶大人都比迦勒底人更公義，而是說猶大國中還

有「義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神若使用迦勒底人來刑罰猶大中的惡人，義人豈不也要一起遭殃？當

迦勒底人征服列國的時候，把人當作海中的魚捕捉宰殺（14-17 節），完全不尊重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

人。但神竟然容許了這種暴行，所以先知說：實際上是神「使人如海中的魚，又如沒有管轄的爬物」。 

【哈一 15-17】「網」代表巴比倫人的軍事力量。「向網獻祭，向網燒香」指巴比倫人倚靠自己的軍

事實力、以自己的勢力為神。「倒空網羅」是為了裝滿下一次戰爭的掠物。 

先知相信神是信實守約的神，所以祂所揀選的百姓「必不致死」。先知也承認神有權藉著人的手來「刑

罰、懲治人」，但他不明白「眼目清潔，不看邪僻，不看奸惡」的神，怎麼會使用殘暴詭詐、敬拜偶像

的巴比倫人來懲罰百姓中的義人？在先知看來，這違反了神公義、聖潔的本性，神的做事方法與他的神

學觀點完全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