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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若毋是上主—萬軍的統帥給咱留幾個仔賰落來的子民，咱
早就親像所多瑪赫害，親像蛾摩拉赫慘！」（1:9） 
n 「萬軍的統帥」～上帝是真正統管軍事、軍隊的統帥。 
n 當以色列犯罪所帶來的麻煩就是災難性的毀滅，但萬軍的
統帥仍留一手，讓他們有「倖存者」（賰落來的子民）。 

n 先知用眾所周知的比喻「親像所多瑪赫害，親像蛾摩拉赫
慘！」來表達他們所遇到的災難。 

n 以色列人自作自受，本應該徹底毀滅，最後留下倖存者和
耶路撒冷城。 

n 「給咱」～表達聽眾是倖存者的一員，先知盼望他們得著
教訓，若有下次的背叛，上主萬軍的統帥所帶來的毀滅，

可能像所多瑪和蛾摩拉那樣的淒慘。 
n 對先知來說，以色列人的悖逆而遠離上帝是顯而易見的
（1:4），因此，最後落得淒慘落魄的結果（1:5-9）。 

u 「恁諸個所多瑪的官長啊，著聽上主的話！恁諸個蛾摩拉的
人民啊，著注意聽咱的上帝的教示！」（1:10） 
n 1:10-20是一個完整的的先知預言。7 
n 耶路撒冷城的名字直接被替換掉，變成了「所多瑪」和「蛾
摩拉」，這兩個城市代表邪惡也代表受審判而毀滅。 

n 他們作惡多端，就如同這兩座城一樣。 
n 先知邀請他們一起來聽「上主的話」、「上主的教示（tora
摩西律法）」。 

u 「上主講：『恁獻赫多祭物互我，有什麼路用？我無稀罕綿羊
káng的燒化祭；肥滋滋的牲生的油，我真厭。我嘛無合意牛
káng、羊羔，及山羊 káng的血。 」（1:11） 
n 1:11-15是先知對於耶路撒冷城「現況的批評」。 
n 先知一開始批判，雖然按照上帝的「教示」（tora），他
們獻祭、獻「燒化祭」（燔祭），「有什麼路用」，上帝

「無稀罕」、「真厭」、「無合意」。 
n 這是一個很諷刺的批判，在 10節才邀請他們聽「上帝的
教示（tora），他們也按照「摩西律法」（tora）去做，先
知卻說上帝不喜悅他們所做的。 

u 「恁來朝見我，是啥人叫恁帶諸個牲生來踐踏我聖殿的埕？」
（1:12） 
n 當時的以色列人按照摩西律法的規定，無論是守安息日或
其他的節期8帶「牲生」來聖殿朝見上帝，卻被認為是「踐

 
7 現況的批評（＝先知話語）–使者套語–將來的遭遇（＝上帝話語） 
8 以色列人（猶太人）到聖地敬拜上帝：安息日、月朔（猶太曆法每月的第一日）、節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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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聖殿的埕。 
u 「毋通閣提無路用的祭物來；香的味我真厭惡。初一、安歇
日、召集的聚會，我忍𣍐牢。我𣍐當容忍恁犯罪閣守嚴肅會。」

（1:13） 
n 「初一、安歇日、召集的聚會」如同註 8所說明的。 
n 上帝不喜愛他們的敬拜繼續擴展出去，包括他們的祭物，
包括他們敬拜時所使用的「香」9、「聚會」（敬拜上帝） 

n 「嚴肅會」～指的敬拜上帝的嚴肅聚會。 
n 先知開始訴說上帝為什麼不喜歡他們的聚會，因為他們
「犯罪閣守嚴肅會」。 

u 「恁初一及定期的節慶，我非常討厭；諸個攏變做我的重擔，
我真煩，無愛閣擔。」（1:14） 
n 「初一及定期的節慶」～見註 8，指的是「月朔、節期」。 
n 先知不斷強調上帝討厭他們守節期的態度，當他們持續犯
罪，這些都將成為讓上帝感到厭煩的重擔。 

u 「恁手攑高高祈禱的時，我會掩目睭毋看恁；恁祈禱偌多遍
我嘛毋聽；因為恁雙手攏沐著刣人的血。」（1:15） 
n 包括他們敬拜或平常生活的禱告，「手攑高高」（禱告的
姿勢），上帝也遮眼不看（和合本翻譯），再多的祈禱，

上帝也不聽。 
n 原因是他們「雙手攏沐著刣人的血」，這不只是「殺人」，
而是任何的形式的暴力。 

n 以現代人來說，「暴力」不只是讓人受傷，有時無形的暴
力，更讓人受傷，包括言語霸凌、性騷擾…等等。 

u 「恁著洗，洗互清氣；著除去一切邪惡的行為，互我無閣看著
恁啲做歹。著學習行好。著追求正義，解救受欺壓的；著為孤

兒申冤，為寡婦辯護。」（1:16-17） 
n 1:16-17，從拒絕轉向要求，盼望以色列人回到耶和華上帝
的懷抱中。 

n 「洗互清氣」延續了 15節後面「沐著刣人的血」，將雙
手沾染人血的污穢洗淨。 

n 在宗教信仰上，經常用儀式上的潔淨，代表著一個人生命
的轉變，除去一切邪惡的行為，不要讓上帝在看到他們繼

續作惡。 
 

棚節、逾越節、七七節）。 
9 對舊約來說，上帝是接納人燒的香。在台灣，「燒香」與佛道教、民間宗教的拜拜連結，因
此，「燒香」比較不被基督教所接受。另外，「燒香」若是一種「賄絡」的行為也是必須注意

的。台灣天主教對於「燒香」行為比較寬鬆，這也沒有對錯的問題，只是「本土化」的一種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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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7 節提到的都是社會上那些弱小的，需要幫助的人，他
們受到當時國家政治影響、社會經濟的剝削。 

n 上帝的話語中羅列了幫助他們生命轉變的事，盼望他們不
要紙上談兵，而是要用行動證明。 

n 正確的敬拜與「聽」上帝的「教示」（tora），是必須與
透過憐憫的行動、施行公義放在一起。 

n 若做不到，就是不「識」上帝（1:3），勢必付出難以承受
的代價。 

n 省思： 
u 1:10-17談到了敬拜和社會公義之間關係的重要問題。 
u 有時，我們為了強調社會公義與上帝的憐憫，貶低了
敬拜儀式的重要性；有時，卻是相反的。 

u 公義、憐憫和敬拜之間，不是二擇一的問題，而是兩
者都很重要，是相輔相成的。 

u 「上主講：『來，咱來辯論！雖然恁的罪親像朱紅，猶會變做
親像雪赫白；雖然親像烏𪐞紅，猶會變做親像羊毛赫白。」

（1:18） 
n 1:18-20，回到了審判或訴訟的場景，更是宣告「將來的遭
遇」。 

n 在古代，無論是民事或刑事的訴訟都是透過「辯論」，也
就是一方指控、另一方回應，在言詞交鋒之後，做出符合

公義的審判。 
n 「雙手攏沐著刣人的血」（1:15）因此罪的代表是「朱紅」、
「烏𪐞紅」，但在審判之後，人若有悔罪改變，將要「親

像雪赫白」、「親像羊毛赫白」。 
u 「『恁若願意聽趁，恁會當食土地出產上好的物。毋拘恁若毋
順趁，反叛，恁會受刀劍吞滅。』上主親嘴按呢宣布。」 
（1:19-20） 
n 順服就能夠得到祝福，不順服就會得到詛咒，這是舊約的
概念。 

n 對古代來說，豐收、吃「上好的物」，代表上帝的祝福；
而拒絕悔改，仍然「毋順趁」，將受到審判、懲罰。 

n 上帝要求人生命轉變，是一種應許，也是警告。 
n 省思： 

u 在 1:1-20，一開始，過去，上帝像父母一樣關心與人
們的悖逆與愚昧形成對比（1:2-3），現在，人們背叛
上帝（1:4-9），即使有敬拜卻活出不公義的生活（1:10-
15），未來，上帝要求他們改變（1:16-17），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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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審判中，得到祝福。（1:18-20）。 
u 雖然沒有說出「悔改」，卻有悔改的概念，也沒有強
調認罪，卻隱含有這樣的意思。 

u 潔淨（1:16）和赦免（1:19）是有條件的，上帝主動關
心人，但人的反應決定未來。 

u 「本來忠誠的城竟然變做娼妓！以前城內充滿正直，公義佇
內面徛起；今仔日住佇遐的是刣人的兇手！」（1:21） 
n 一開始是一個相當嚴厲的控訴，原文「竟然」（怎麼）為
這節的第一個字，表達出相當大的訝異和悲痛。 

n 這個城市的腐敗與墮落，居然被比喻為「娼妓」，出賣自
己、自我放縱、毫無原則。 

n 特別是，對比於過去這個城市正直、公義，而如今卻被成
殺人兇手。 

u 「你的銀已經變做渣滓；你的酒攏透水。」（1:22） 
n 原本代表美好的銀子和酒，現在變成毫無價值的渣滓及水。 

u 「你的官長背叛，變做賊的同伴；𪜶攏愛收賄賂，四界要求人
送禮。𪜶無為孤兒主持公道；寡婦的控訴，𪜶毋插。」（1:23） 
n 先知開始用具體且明確的控訴來訴說他們的腐敗與墮落。 
n 「官長」～王子（王室成員）、統治長，長官或領袖。 
n 這些領導者都變成和賊一樣，收人賄絡、收回扣、不為需
要的人主持公道，不理那些受委屈的人，當權者不為沒有

權力者辯護。 
u 「所以，上主 — 萬軍的統帥、以色列的大能者按呢講：「啊，
你成做我的對敵！我欲將大受氣摒佇你頂面；我欲報復敵對

我的人！我欲下手處罰你；我欲將你的渣滓煉清氣，將雜質

攏除盡。」（1:24-25） 
n 「所以」這是先知很標準的一個轉折用語，從審判轉折到
宣佈懲罰。 

n 用了很多神聖稱謂～上主、統帥、大能者，強調了要作出
審判與懲罰的是上帝本人。 

n 「啊」～往往是上帝要宣布對敵人宣洩憤怒，向敵人復仇
的開頭。 

n 原本，上帝對敵人發怒、報仇的語言，是以色列人期待在
聖戰中針對敵人的宣告，如今，卻使用在他們身上，「下

手處罰你」。 
n 上帝的審判雖然是痛苦的，卻帶有「潔凈」、「煉淨」 
n 在 1:22，帶有渣滓的銀子，經過火煉淨之後，可以去除雜
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