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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一）側耳而聽 
【閱讀經文】約珥書 1：1-21 

【前言】約珥書的背景是猶大日漸昌盛，百姓越來越驕傲自滿，不把神放在眼裡。他們以自我為

中心，拜偶像，犯各種罪。約珥警告南國百姓要留心，目前所經歷的蝗蟲不是輕度的自然災害，

乃是史無前例，是出於神的手。先知警戒他們述：「你們要將這事傳與子，子傳與孫，孫傳與後

代。」這重大的災害值得代代相傳警戒，免得重蹈覆轍。約珥要他們從過去的歷史汲取教訓，務

要謙卑悔改，否則審判正將來臨。 

【破冰題】若你對別人說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他們卻無心聽，甚至不聽，你會如何？ 

一、呼籲眾民嚴肅對待 (1~3 節) 

先知呼籲百姓不要醉酒沉睡，要看看周圍的生活環境的變化，仔細察看並傳與子孫。 

二、蝗蟲之災的可怕 (4~12 節)  

「田荒涼，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新酒乾竭，油也缺乏」，因為蝗災，農作物的枯萎死亡，牲

畜哀鳴，食物缺乏、收入不足，向神所獻的素祭和奠祭斷絕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樂趣都消失殆盡。

明顯地，他們沒有神的祝福，對未來也失去盼望。 

三、應當起來向神悔改求告(13~20 節) 
祭司應當為農產品的歉收，在神面前披麻蒙灰，悔改哀哭代禱；也特別分別出某些日子，向大眾

宣告周知，讓眾人聚在一起，刻苦己心，禁食禱告。16-20 節用一些農作物歉收、牲畜無糧草而

哀鳴、全地枯萎、野火燎原的現象來傳說「耶和華的日子」，這是 1：4-7 蟲害的結果，也是 神

的管教將臨到以色列的現象。 

【問答題】 

問題(一)：先知要老年人和百姓側耳而聽什麼？為何要將此事流傳下去？ 

問題(二)：4-12 描寫什麼樣的光景？設想若身處那樣的環境，以色列人會有什麼反應？ 

問題(三)：當遇到這種淒涼光景，百姓們當如何行？ 

【結論】 

「耶和華的日子」指神介入歷史，施行審判和毀滅的日子，包括對個別城市、國家局部以及對全世

界終極的審判，這些終將應驗在基督再來「審判的日子」（太十一 24）。「主耶穌的日子」（林

前五 5；林後一 14）或「主的日子」（帖前五 2；彼後三 10）。神要百姓注意的，不只是蝗災將

造成的巨大損失，更是藉蝗災預告的「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耶和華的日子」是神審判和得勝

的日子，也是神的百姓得贖的日子，更是神賜下安息與福氣的日子。約珥書中五次提到「耶和華的

日子」（一 15；二 1、11、31；三 14），先知以賽亞、以西結、阿摩司、俄巴底亞、西番雅、撒

迦利亞和瑪拉基也都反复提到「耶和華的日子」、或用「耶和華的大日」、「耶和華大而可畏之



2 
 

日」。約珥的預言必發生在未來的世代，因為那日必要來臨，但也啟示了那日榮耀的拯救，因為耶

和華 神必為自己的地發熱心，也憐恤他的百姓；我們務要對這日子銘記在心。 

【生活應用】「耶和華的日子」與我們傳福音有什麼關係？ 

【經文解釋】 

【珥一 1】「約珥」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神」，與先知以利亞名字的意思一樣。 

約珥是南國猶大的先知。本篇並沒有透露先知的背景和年代，因為神藉著約珥所發表的信息，並

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珥一 2-4】神首先對「老年人」說話，因為「老年人」最應該負起屬靈的責任，教導給子孫。

在歷史上，這麼大的蝗災僅次於出埃及時神對埃及的懲罰（出十 14），熟悉律法的人應當立刻想

起，這正是申命記中對悖逆百姓的咒詛。因此，他們應該立刻照著所羅門的禱告，認罪悔改、謙

卑禱告，尋求神的赦免（王上八 37-40）。蝗災對古代農業國經濟的打擊是致命的，就像現代的

經濟危機，是神對百姓管教的工具。以色列人還沒有進入迦南，神就宣告：百姓若悖逆神，「你

帶到田間的種子雖多，收進來的卻少，因為被蝗蟲吃了」（申二十八 38），「你所有的樹木和你

地裡的出產必被蝗蟲所吃」（申二十八 42）。 

蝗蟲是不完全變態的昆蟲，一生經過卵、若蟲和成蟲三個發育階段。襲擊以色列的沙漠蝗蟲通常

在紅海兩岸的蘇丹和也門沙漠中繁殖，陽曆二、三月份開始隨著風向遷徙，或到埃及，或到以色

列。「剪蟲、蝗蟲、蝻子和螞蚱」都是對蝗蟲的稱呼，原文都被用來形容能飛的蝗蟲，具體的區

別不能確定。「剪蟲、蝗蟲、蝻子、螞蚱」，既是預言即將爆發的蝗災，也是預言猶大將經歷蝗

蟲般的仇敵多次蹂躪，最後將應驗在末日大災難期間（啟九 7-10） 

【珥一 5-7】製酒的葡萄沒有了，所以好酒的人「都要為甜酒哀號」。「酒醉的人」和「好酒的

人」平時只關心現實的生活，不關心永恆。就像今天一些信徒只關心現實的利益，認為屬天的大

道理離自己太遙遠。同樣，神也不會一昧地用恩典來遷就、挽回信徒，必會藉著各種「蝗災」，

將一些信徒從不冷不熱中喚醒。 

「葡萄樹、無花果樹」是以色列最有代表性的兩種果樹，「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

居住」（王上四 25）象徵著和平與富庶。蝗蟲吃盡了別的植物以後，才會啃樹皮，使枝條露白。

樹木倚靠樹皮輸送水分，樹皮被剝將導致樹木枯死，是徹底的破壞。 

【珥一 8】「幼年的丈夫」，指訂了婚、但還未過門的丈夫。古代以色列人訂了婚，在法律上就

是正式的夫妻。「麻布」是用黑山羊毛織成的粗布，粗糙而不舒適，被用來做喪服，表示哀悼。 

【珥一 9】「素祭」是用細麵、油或新穗子做成的（利二 1-14），「奠祭」是酒（出二十九

40）。聖殿中的祭司每天早晚都應當獻上「素祭」和「奠祭」，不可中斷（民二十八 1-8）。當

蝗蟲吃光了用來獻素祭和奠祭的農產品以後，「事奉耶和華的祭司都悲哀」。在風調雨順的時

候，人常常覺得是自己將勞動所得奉獻給神；只有遇到了蝗災，百姓才能深切體會到，他們所奉

獻的其實不是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而是神賜下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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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一 10-12】「五穀、酒、油」、「大麥小麥」都是古代以色列的主要農產品。「葡萄樹、無

花果樹、石榴樹、棕樹、蘋果樹」都是古代以色列的主要果樹。樹木的枯乾將導致水土流失、土

壤肥沃度降低，新的果樹一般需要五年才能恢復生產力，經濟將癱瘓多年。因此，在嚴重而長期

的損失面前，「眾人的喜樂盡都消滅」。 

【珥一 13-14】「腰束麻布、披上麻布」代表悔改。律法只規定以色列人在每年的贖罪日禁食、

「刻苦己心」（利十六 29、31），但現在要為蝗災另外「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全國禁食的

「嚴肅會」，照著所羅門的禱告（王上八 37-40），認罪悔改、求神憐憫。神的百姓落到這樣的

光景，祭司應當帶頭悔改，並把律法教導給百姓，帶領百姓回轉。正如所羅門的禱告沒有具體提

到什麼罪，約珥也沒有具體提到百姓的罪，因為神的百姓「無論遭遇什麼災禍疾病」，都是神審

判的結果；所以百姓應當自覺有罪，認清並求神除掉自己的罪。 

【珥一 16-20】羊沒有牛吃得那麼多，甚至可以在半乾旱的曠野生存；如果連「羊群也受了困

苦」，表明蝗災的程度非常嚴重。蝗蟲常常在乾旱的年頭爆發，所以猶大地在蝗災之外又將遭遇

乾旱。因著人的罪，人所管理的全地也都「服在虛空之下」，喪失生命力；「一切受造之物一同

嘆息勞苦」只能向神求告，「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八 20-22）。 

在即將到來的蝗災中，雖然糧食將要斷絕、獻祭將要停止，但百姓還有一線生機，因為律法特別

規定，蝗蟲是可以吃的潔淨食物（利十一 22）。神在預備用蝗蟲管教百姓的同時（申二十八

38、42），也預備把蝗蟲賜給百姓作食物。 

神所量給我們的一切試煉，既是使肉體生命荒涼的「蝗蟲」，也是使屬靈生命豐盛的「食物」；

不是為了敗壞人，而是為了造就人。因此，「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

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

得住」（林前十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