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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三）復興祢的作為 

【閱讀經文】哈巴谷書 3：1-19 

【前言】 

先知問了兩個問題（一 12-17；一 2-4），得到神兩次清楚的回答（一 5-11；二 1-4）。原本哈巴谷

以為百姓中間還有謹守律法的義人時，他求神拯救義人、扶正祛邪；但是，當他認識到百姓實際上和迦

勒底人一樣全然敗壞以後，就不敢再求神伸張公義，而是求神「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三 2)，緊

緊抓住「惟義人因信得生」（二 4）的寶貴應許；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中，仰望神的應許的成就。 

【破冰題】有無遇到絕望的困境時，卻因為神的回答或別人的善言善行，自己的想法、心情全然改變？ 

一、祈求神復興作為(1~2 節) 

「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是比喻等待神的指示。先知求神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作為，是求神在

審判中存留憐憫，在百姓受管教的年間，重新施行祂在出埃及、進迦南時對百姓的帶領和拯救。求神在

最近這些年間，更新並振興祂的作為，讓人們能明顯地看見並感觸到神的作為。 

二、讚美神的榮耀與能力(3~6 節) 

古時候耶和華引導雅各，如同羊一樣經過曠野，那時他從提幔而來，從巴蘭山發光，祂的榮光遮蔽諸

天，頌贊充滿大地。先知在祈求現今的憐憫時所默想的，就是這條奇妙的道路。他生動地描繪了以色列

的大能者從沙漠中通行，在外邦人中散播了恐懼與驚鄂，叫祂所救贖的百姓充滿歡欣與喜樂。不論仇敵

多麼狂暴，先前會像這樣顧念祂百姓的神，如今仍然會顧念他們。 

三、讚美神大能的作為(7~16 節)   

這段經文好似一幅光彩奪目的全景圖片呈現在先知哈巴谷的眼前。他看見有火柱在前面行走，趕出心懷

敵意的萬邦，為耶和華的軍兵開闢出一條道路來。他看見海水倒流，好讓祂所揀選的百姓從河床上經

過。他留意到一條神奇的溪流從被擊打的岩石中湧流出來。他引用耶書亞征戰時，日月都聽從一個人的

話，在本宮停住（書十 13 )。他聽見得勝者的歡呼，以及滅亡者的哀號。當他認識到以色列的牧者仍然

信實地與他們同在時，他內心戰兢，因為聽見至尊者的聲音而嘴唇發顫。他的骨中朽爛，一切自信消失

得無影無蹤。他渾身戰慄，只可安靜地等候不久將要臨到這地的災難之日。這災禍已經開始了，因為入

侵者已經擁兵上來。但他知道神必得勝，所以在戰兢中靜待神的管教到來，在戰兢中仍信靠神。 

四、因神自己而歡欣(17~19 節) 

從開頭到結尾，哈巴谷的負擔有多麼大的不同！開始時他就像一個驚慌失措的人，心裡充滿了疑慮和困

惑。到結尾時，他找到了對他一切疑問的解答。他的靈魂也在神裡面得到了滿足。這實在是最有福的。

當五穀不出產，羊群被滅絕，田地不出產，牛群也被消滅，但神卻永遠長在，在祂裡面有豐富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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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滿足一切的需要。因為這種充滿榮光的知覺而歡欣，哈巴谷就能因信行在高處，遠離世上的迷霧與

網羅。 

【問答題】 

問題(一)：當哈巴谷明白了神的回答後，他回應的禱告是什麼？為什麼？ 

問題(二)：是否可從 3-6 節中描述先知對神權能有什麼樣的看見？ 

問題(三)：可否從 7-16 節中，分享一些先知所使用神帶領以色列人征戰的故事？回顧這些歷史，帶給

先知什麼思想與態度上的轉變？ 

問題(四)：請解釋哈巴谷 17-19 節禱告的內容與意義。 

【結論】哈巴谷把困擾著自己的問題直接地向神提出，當他聽到神的回覆，他便以信心的禱告回應。哈

巴谷雖然知道神會管教猶大人，並知道受管教的過程必是極不好受的，不過他仍然接受神的旨意，憑信

心接受猶大人需受管教這事實，並求神賜下憐憫。都是哈巴谷個人與神的對話，與神的互動讓哈巴谷的

靈命更為成熟，從第一章到第三章，生命從抱怨到向神發出讚美。當哈巴谷得到神的啓示後，他就可以

歡然向神歌頌讚美。 

人若「在耶和華里」看見供應人、拯救人的立約之神在一切之上掌權，就可以「狂喜」；無論是「犯境

之民上來」，還是生活困苦缺乏，都能得著力量、滿有「喜樂」地擁抱即將到來的管教。因為我們的盼

望乃是根據與神不可動搖的立約關係，是根據神的信實和大能，而不是根據自己靈性的剛強或軟弱。今

天，神依然會管教祂所愛的人，為的是要帶他們到自己那裡去（來 12:5-6）。讓我們歡喜快樂地接受

祂的管教，並求祂幫助來改變我們。所以，我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羅

八 38-39）。立約之神堅定不移的愛，必「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在管教和困

苦中得蒙保守、得以恢復。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內心受到衝擊，有些人可能失業，有些人可能健康出現問題，有些人遭到虧損，當這

些臨到我們生命的時候，我們要相信神在掌權。神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神有祂美好的計劃，哈巴谷不明

白神所做的，所以他來尋求神，我們要像哈巴谷一樣來到神的面前尋求更深的開啓，因為神給我們每一

個人生命的計劃都是不一樣。末世災難會越來越多，個人的遭遇也都不同，彈藥相信這一切都有神的計

畫與美意，也都是為了信徒生命的成長。每件事臨到神兒女身上時，都是要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生活應用】 

1. 我們要如何引用哈巴谷書的 3：2 來為國家禱告。 

2. 請分享最後的三節對你的啟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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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解釋】 
【哈三 1】「流離歌」狂野、熱忱、旋律快速的歌，是一種激昂奔放的調子。 

【哈三 2】「我聽見祢的名聲就懼怕」可譯為「我聽見祢的報告就敬畏」（NASB）。意指每當聽見有

關神的作為之信息，便從深處興起一股敬畏神的心。 

【哈三 3】「提幔」是以東的城市，其城市以出智者和勇士著名於世(俄 9)；本句象徵神帶著智慧和能

力而來。「聖者」指「神」。「巴蘭山」是以東和西奈中間的山區（申三十三 2）。全句意指神顯現時

祂的榮光佈滿諸天，讚美神的歌聲充滿大地。 

「細拉」（3、9、13 節）指插入一段較高昂的樂曲，歌唱者則暫停歌聲，故含有『休止符』的意味，

表示暫停、由樂器演奏插曲或轉換音調。 

【哈三 4-5】「從祂手裡射出光線」可能指閃電從密雲中發出光輝，比喻神的大能。「祂的輝煌如同日

光」意指神榮耀所發的光輝如同太陽的光線(瑪四 2)。「從祂手裏射出光線，在其中藏著祂的能力」：

『祂手』象徵祂的作為；『光線』象徵能力，特別是醫治之能(瑪四 2)。全句意指祂的作為滿帶著醫治

的能力。神大而可畏的能力並不只限於創造戲劇性的奇蹟，祂也會用這能力來秉行公平公義。「瘟疫和

熱症」是神懲治人的工具，經常用來對付頑梗悖逆的人們(出九 15 等)。 

【哈三 6-7】「祂站立，量了大地」意指神衡量察看遍地的情況，站立準備有所行動。「觀看，趕散萬

民」意指當萬民意識到神正在鑒察準備有行動時，便紛紛逃離四散，要躲避神的忿怒。「永久的山崩裂；

長存的嶺塌陷」可能指神降臨西乃山時的威嚴景象。「祂的作為與古時一樣」可譯為「祂的作為永遠長

存、恆久不變」。「古珊」、「米甸」位於以東周圍，神帶領以色列人從西奈曠野經過以東進軍迦南時，

曾經過這些地方。「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是平行對偶同義句，意指當神的審判臨到

祂的子民時，甚至連遠在古實(古珊)、以東(米甸)的住處都能感受震動和苦難。 

【哈三 8】「耶和華啊，祢乘在馬上，坐在得勝的車上，豈是不喜悅江河、向江河發怒氣、向洋海發憤

恨嗎？」意指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際所行的神蹟，兩次擊打尼羅河水(出七 17~25)，一次使紅海之

水分開又復合(出十四 21~31)。 

【哈三 9】「祢的弓全然顯露」意指箭搭在弓弦上待發，轉指神隨時準備好伸張得勝的權能。「向眾支

派所起的誓都是可信的」本句有兩種譯法：(1)意指神向著祂子民乃是信實可靠的；(2)本句用於補充上

句，含有蓄勢待發之意。「你以江河分開大地」形容神創造的智慧和權能，水流能裂開岩石、分開大地。 

【哈三 10】「山嶺見你，無不戰懼」借用當神降臨西乃山時，地大震動，轉用來形容山嶺所表徵大權

在握的君王，在神面前無不恐懼戰兢。「大水氾濫過去」借用約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卻在以

色列人腳下立成乾地(書三 13~15)。「深淵發聲，洶湧翻騰」：借用紅海之水在以色列人的左右立起成

牆垣(出十四 22，29)，形容神一發令，埃及全軍(表徵黑暗世界的權勢)便都葬身海底(出十五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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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三 11】『箭和槍』的閃爍光芒，用來形容約書亞所率領的以色列大軍，如閃電般猛然臨到敵陣，

使敵人潰不成軍(書十 9~10)。「日月都在本宮停住」指日頭和月亮在天空中停止不動，此事發生在約

書亞率以色列人擊殺亞摩利人之時(書十 12~14)。 

【哈三 12】「你發憤恨通行大地」意指神在盛怒中跨大步遍行全地，準備有所行動。「發怒氣責打列

國，如同打糧」指神發怒的對象是以色列的眾敵國，祂要責打他們如同用打穀機使穀粒和糠秕分離一樣，

非常嚴重。 

【哈三 13】『受膏者』原指神選民的君王、祭司和首領，但在此處百姓與受膏者可視為同義詞；全句

意指神從天上下來，為要拯救祂的選民。「打破惡人家長的頭，露出他的腳，直到頸項」意指正如藉拆

毀一座建築物從頂部(頸項)直到根基(腳)，使根基裸露，引致全房倒塌一樣，來除滅惡人的權勢(頭)。 

【哈三 14-15】「你用敵人的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指使敵人自相殘殺。「他們來如旋風，要將我們分

散」指敵軍行動迅捷，企圖快速瓦解我軍。「他們所喜愛的是暗中吞吃貧民」指他們的用意是趁人不備

擄獲無辜的百姓。「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湧的大水」意指神有如騎馬的勇士，踐踏那洶湧大水

的紅海，使海水分開，叫以色列人安然行過(出十四 22)。 

【哈三 16】「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兢」意指先知

哈巴谷一聽見神說話的聲音，就十分懼怕，渾身戰兢發抖，幾乎站立不住。骨中朽爛，特指內裡的心緒

全然消化。「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意指以色列人的災難既是出於神的旨意，

先知哈巴谷對此無能為力，只好安靜等候那將要犯境的敵軍出現之日到來。 

【哈三 17-18】在迦南地的果樹以本句所列三種為代表，『無花果』是重要果品食料，『葡萄』是重要

酒類飲料的來源，『橄欖』是重要食用兼潤膚的油料來源；全句意指即便是重要果樹的出產不足民生需

要，穀類歉收，導致飢荒，肉類食物也缺乏。全節描述雖然由於敵人的入侵並蹂躪，致使民不聊生，陷

入極度的困境。「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是先知一種心情與見識的改變，他看到神

就是那改變全局的因素，有了祂作為我的神，我就能夠歡欣雀躍，仍舊滿有盼望，祂必顧念我，拯救我

脫離困境，使我有滿足的喜樂。 

【哈三 19】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指像母鹿一樣，穩定迅捷地行走在崎嶇險

要的峭壁和山間，全句意指神使我在追隨祂的道路上，既快且穩，不落後也不跌倒。「主耶和華是我的

力量」意指神是我心裡的力量，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賽四十 29)，使我能夠快跑追隨

祂(歌一 4)。「又使我穩行在高處」意指神使我的步伐穩健，快速行走在屬天、屬靈的高處上，克敵制

勝，不受攔阻。這是大衛禱告的詩句（撒下二十二 34）表明信靠神的大衛相信神在他一生所要經歷的

曲折道路中，必然保守他行走穩當、有驚無險。同樣，信靠神的義人若順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神也必保

守他們「穩行在高處」。「伶長」指聖殿中樂班的指揮者；「絲弦的樂器」包括十弦琴和瑟。從 19 節

可以推測，哈巴谷可能是利未人詩班的帶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