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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重申上帝的計畫（30:18-33）	
u 「上主猶啲聽候欲施恩互錫安；伊⼀定欲起來憐憫恁。上主
是公義的上帝；所有聽候伊的⼈真有福氣！」（30:18）
n 在這裡邀請錫安的⼈民「聽候」，引出「施恩」、「憐憫」
這兩個詞，帶出上帝是恩典的上帝。

n 這個恩典的上帝也是「公義」的上帝。
n 聽候的⼈真有福氣！∼即使遇到審判，上帝最終的⽬的仍
是盼望祂的⼦民得著恩典、憐憫與公義，因為上帝是恩典、
公義的上帝。

u 「徛起佇耶路撒冷，錫安的⼈民啊，恁𣍐閣再啼哭。伊聽著恁
啼哭的聲，會施恩互恁；伊⼀下聽著就會應恁。」（30:19）
n 錫安的⼈民不再哭泣，是因為上帝聽⾒⼈民啼哭、呼求的
聲⾳，祂將回應他們。

n 出 2:23-25，以⾊列⼈在埃及「哀叫」，上帝聽⾒了並且
做出回應。

u 「雖然主⽤艱難做飯，⽤困苦做⽔互恁，⽏拘恁的⽼師𣍐閣
匿起來，恁會親⽬看著恁的⽼師。」（30:20）
n 「⽤艱難做飯」、「困苦做⽔」表達上帝審判他們，讓他
們遇到艱難、困苦。

n 即使所遭遇到的苦難是「⾃作⾃受」，只要透過向上帝呼
求，承認⾃⼰的需要以及願意信靠上帝，祂必然會回應。

n ⽼師「匿起來」表達他們不願接受教導，因此，當⽼師不
再躲起來，他們「看著」⽼師，表達願意接受教導。

n 30:9，他們拒絕教導與這裡願意接受教導成對⽐。
u 「無論恁偏正旁抑是偏倒旁，恁會聽著後⾯有聲對恁講：『這
是正路；恁著⾏此條路。』」（30:21）
n 30:11，拒絕⾛正路，在這裡他們願意接受教導⾏正路。
n 30:20-21，以⾊列⼈重新調整⾃⼰的態度。

u 「然後恁欲將恁所雕刻鑲銀的偶像，及所鑄造包⾦的神像給𪜶拍
垃墋，親像給無清氣的物挕拺，講：『勿愛閣互阮看著！』」（30:22）
n 當以⾊列⼈⾏正路時，也就是遵守第⼀誡「除我以外，你
不可以有別的神。」

n 因此，不雕刻偶像、將這些東西丟掉表達不再拜偶像。
n 在未來的⽇⼦裡，錫安的⼦民（南國猶⼤⼈）將重建、預
備好⾃⼰，渴望⾃⼰順服上帝。

u 「主會落⾬，互恁撒佇⼟裡的種籽⽣⾧，互⼟地所出的五穀
好閣豐富。佇彼⽇，恁的牲⽣會佇寬闊的草埔⾷草。犁園的⽜
及驢會⾷⽤鐕仔及耙仔颺清氣，閣摻鹽的飼料。」（30:23-24）
n 以⾊列⼈的⽣活背景是乾旱的氣候，因此要耕種必然需要
有⾬⽔的灌溉。

n 上帝將要降⾬，表達祂所賞賜的恩典，讓耕種的農作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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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豐收。 
n ⾬⽔也讓草可以⽣⾧，⽜和驢等牲畜都有⾷物可吃，⽽這
⾷物是處理得很乾淨、並且調過味的⾷物。

u 「佇恁的對敵受⼤屠殺的⽇，𪜶的守望台倒壞的時，恁每⼀
個⼤⼭⾼嶺攏會有溪⽔直直流。」（30:25）
n 「⼤⼭⾼嶺攏會有溪⽔直直流」反映出前⾯的⾬⽔所帶來
的豐收景象，⽽這個景象就是在上帝開始審判，敵⼈遭受
到⼤屠殺，「守望台倒壞」表達敵⼈即將戰敗。

u 「佇上主包紮伊互伊⼦民受的傷，醫治伊給𪜶責罰的重傷彼
時，⽉娘的光會親像⽇頭的光，⽇頭會發出七倍的光，親像七
⽇久攏總的光。」（30:26）
n 在審判中所受的傷、責罰下的重傷，讓上帝的⼦民進⼊⿊
暗的⽇⼦中，如今，上帝的介⼊，光明再現，他們將得著
醫治。

u 「你看，上主本⾝對真遠的所在來；伊的受氣親像猛烈的⽕
啲𤏸，親像密密的煙淐⾼。伊的嘴唇充滿憤怒；伊的⾆親像啲
吞滅的⽕。」（30:27）
n 在這節中，⽤上帝的「受氣」來表達祂所要帶來的審判。

u 「伊的氣親像漲到頷頸的溪⽔；伊欲⽤毀滅的篩仔篩列國，
⽤⾺咬韁⾾佇𪜶的嘴，給𪜶拖去死亡之地。」（30:28）
n 這個審判是要透過毀滅的「篩仔」來「篩列國」，表達出
審判的本意是要篩掉不好的，留下好的。

n 「⽤⾺咬韁⾾佇𪜶的嘴」表達出上帝審判的強制⼒，可以
將受審判的⼈拖去死亡之地。

u 「⽏拘恁，上帝的⼦民，欲唱歌，親像節期的暗暝啲慶祝；⼼
內歡喜，歕𥰔仔上上主的⼭，上到以⾊列的⽯磐遐。」（30:29）
n 那些信靠上帝的⼦民，他們得以⽤唱歌、慶祝來迎接那審
判的⽇⼦來到。

n 「上上主的⼭」「上到以⾊列的⽯磐」表達出登上錫安⼭
上的聖殿敬拜上帝。

u 「上主欲互⼈聽著伊威嚴的聲，互⼈看著伊刑罰的⼿⾻，有
極⼤的受氣，吞滅的⽕焰，有脆雷、暴⾵，及親像⽯頭的冰
雹。」（30:30）
n 先知描述上帝透過各種的⽅式表達出祂的怒氣與審判。

u 「亞述⼈會因為上主的聲驚惶，因為伊會⽤柺仔拍𪜶。」（30:31） 
n 這裡，正式揭曉上帝審判的對象是「亞述⼈」，可能指的
是當時南國猶⼤所遭遇到亞述帝國的威脅，卻也可能指的
是任何將受到審判的國家。

u 「上主每⼀遍⽤刑罰的柺給𪜶摃，伊的⼦民攏會彈琴拍⿎配
合；佇爭戰的時，伊會出⼿及𪜶交戰。」（30:32）
n 「彈琴拍⿎」表達出在聖殿敬拜的儀式中，意味著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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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和敬拜中的⾳樂聲結合在⼀起。 
n 審判與敬拜的場景結合在⼀起，表達出這是⼀場「聖戰」。

u 「陀斐特已經為著亞述王準備好勢，彼所在的⽕窟深閣闊，
內⾯有⽕及真多⽊材；上主的氣，親像啲燒的硫磺，欲給⽊材
點𤏸。」（30:33）
n 「陀斐特」意思為「燃燒之地」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外的⼀
個地⽅，以⾊列⼈曾經在那個地⽅向「摩洛」神獻祭。

n 這個地⽅將要作為焚燒亞述王的地⽅，也就是審判之處。
u 省思：

n 在 30:10-11，在現實⽣活中經常發⽣，領導者或⼀般⼈民
都喜歡聽「好話」，聽⾃⼰想聽的話。

n 特別是在戰爭或者在不好的時期，⼈們要聽可以「激勵⼈」
的好話，認為聽到不好的話讓⼈「喪氣」。

n 然⽽，⾯對現實才是⼀個上策，譬如透過先知的提醒，⾯
對現實將會讓⼈離開不應該做的事⽽不受到審判。

n 民主社會選舉時的攻防、⽴法院的公開辯論都可能讓政策
⾛向更好的⽅向，⽽不帶來毀滅。（重點是⼤家是否有⼀
致的信念，就是為了國家好）

n 在 30:18-20, 26提到⼈民的受苦來⾃於上帝，即使後來上
帝對亞述（敵⼈）的審判，帶給受苦的⼈得著安慰與盼望。

n 確認上帝讓⼈民受苦也是⼀種告⽩，也就是上帝掌管所有
⼀切，並讓⼈民看到上帝的公義與憐憫之間的連結。

6.4.4 真實或虛假的保護（31:1-9）	
u 「慘啊，許個落去埃及求幫贊的⼈！𪜶倚靠⾺，倚靠真多戰
⾞，倚靠真強的⾺兵。𪜶無愛仰望以⾊列神聖的上帝，嘛無欲
尋求上主的幫贊。」（31:1）
n 再⼀次以「慘啊」開始，表達出那些想要尋求與埃及⽴盟
約的⼈是錯誤的。

n 在戰爭中，「戰⾞」、「⾺兵」是極為重要的戰⼒，當
然是⼈必須倚靠的。

n 從信仰的⾓度，⾯對敵⼈威脅最重要的是「仰望」上帝，
尋求上帝的幫助，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

u 「⽏拘，上主有智慧，伊會降災難，𣍐收回伊的話，會起來攻
擊⽍⼈的家，對抗許個幫贊作⽍的⼈。」（31:2）
n 對於上帝的⼦民來說，誰才能夠提供真正的「幫贊」呢？
n 對於與埃及⽴盟約的南國猶⼤⼈，⼀時間，他們好像認為
埃及才能夠提供幫助，但並⾮如此。

n 上帝的智慧，祂必然按照所應許的去幫助倚靠祂的⼈，⽽
且是無可抗拒的，因為祂「收回伊的話」。

u 「埃及⼈不過是⼈，⽏是上帝；𪜶的⾺是⾎⾁，⽏是神靈。上
主⼀下出⼿，幫贊的會跋倒，受幫贊的會倒落去；兩旁的⼈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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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夥滅亡。」（31:3） 
n 埃及⼈擁有「⼈」、「⾺」，也就是「軍事⼒量」，但他
們卻不是上帝、也不是「神靈」，只是「⾎⾁之軀」⽽已。

n 上帝有創造的⼒量，⽽埃及所擁有的軍事⼒量，只是被創
造物所製造出來的。

n 「幫贊的會跋倒」表達出埃及會遭遇災難，「受幫贊的會
倒落去」表達南國猶⼤也會跟著遭殃。因此，他們會因受
審判⽽同歸於盡。（參考詩篇 146:3-6）

n 南國猶⼤⾯臨⼀個抉擇，拒絕或繼續接受埃及的幫助。
n 在 31:1-3，「⼈的智慧」vs「上帝的智慧」，耶路撒冷的
領導者，他們認為⾃⼰⽐上帝更有智慧，因此，選擇和埃
及結盟約，結果卻證明他們是愚蠢的。

u 「上主有對我按呢講：獅抑是獅仔豚為著伊的獵物噤噤哮，
歸陣牧者集倚來攻擊伊的時，伊𣍐因為𪜶的哄喝著驚，𣍐因
為𪜶的喧嘩⾛閃。親像按呢，上主—萬軍的統帥會落來錫安
⼭的⼭嶺作戰。」（31:4）
n 在舊約中，獅⼦往往都表達「災難」（伯 10:16；詩 7:2;

17:12；箴 28:15; 賽 5:29; 38:13；何 13:7-8；摩 3:4-8）。 
n 不過，在這裡獅⼦化⾝為保護獵物，表達上帝為耶路撒冷
⽽戰的決⼼。

n 獅⼦保護獵物，即使在曠野中有牧⽺⼈聯合攻擊牠的時候，
仍不會因他們「哄喝著驚」，也不會因此⽽「⾛閃」。

n 上帝保護錫安的⼦民也是如此，祂必然會到錫安⼭的⼭嶺
替⼈民作戰。

u 「親像搋翼啲⾶的⿃按怎保護伊的⼦，上主—萬軍的統帥嘛欲按
呢保護耶路撒冷；伊欲守護，欲解放，欲解救，欲保守。」（31:5）
n 在這裏，「⿃」展開翅膀保護幼⿃，上帝就像⿃⼀樣保護
耶路撒冷。

n 連續⽤「守護」、「解放」、「解救」、「保守」，強調
上帝必然會強⼒地保護他們。

u 「以⾊列⼈啊，著悔改，歸向恁所背逆的上主。佇彼⽇，逐個
⼈欲掃除⾦的偶像及銀的偶像，就是恁雙⼿所造致到恁家⼰
犯罪的偶像。」（31:6-7）
n 以⾊列⼈悖逆上帝，並且落⼊偶像崇拜的試探之中，因此，
他們必然要悔改，重新歸向上帝，信靠祂。

n 悔改並不停留在⼼靈，⽽是必須⽤掃除偶像，才能去除讓
⾃⼰犯罪的東西。

n 這樣的偶像崇拜，也可能是對於埃及的軍事能⼒的依賴，
導致他們悖逆上帝。

n 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們對物質、⾦錢、權⼒…等等
的依賴，也將造成⼈無法歸向上帝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