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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所以，彼位曾救贖亞伯拉罕的上主對以⾊列⼈民按呢講：
『以⾊列𣍐閣受恥辱；𪜶的⾯容𣍐閣再青筍筍。』」（29:22）
n 「救贖」亞伯拉罕，根據創世記的故事，有可能指的是亞
伯拉罕沒有兒⼦作為繼承者，因此感到「恥辱」、「青筍
筍」，上帝讓他在年⽼的時候有了兒⼦以撒作為繼承者。

n 連續兩個「𣍐閣」表達出當下的以⾊列⼈確實感到不再受
到眷顧，⽽上帝的眷顧讓以⾊列⼈不再受恥辱、青筍筍。

u 「當𪜶的⼦孫看著我佇𪜶中間的所做，𪜶會尊我的名做聖，
會尊雅各神聖的上帝做聖，會敬畏以⾊列的上帝。」（29:23）
n 上帝在亞伯拉罕所做的神蹟奇事，上帝也會讓以⾊列⼈的
⼦孫「看著佇𪜶中間的所做」。

n 在神蹟之後，⼈們應該尊上帝做聖，敬畏上帝。
u 「愚戇的⼈會曉悟；嗷嗷唸的⼈會接受教⽰。」（29:24）

n 前⾯提到「愚戇」（29:9）、「智慧消失」，現在這些現
象都消失了，他們都能夠「曉悟」。

n 「嗷嗷唸的⼈」也就是埋怨的⼈因為願意「接受教⽰」。
u 省思：

n 上帝控訴⼈敬拜單單⽤嘴巴，⽽不⽤⼼靈誠實敬拜祂；單
單⽤僵化的「教⽰」，沒有真正思考這些教導背後的真正
意涵。（29:13）

n 加爾⽂定義上述兩種現象為「虛偽」以及「迷信」：「虛
偽往往離不開「不敬虔」或「迷信」，另⼀⽅⾯，「不敬
虔」、「迷信」也從來離不開「虛偽」。

n 他批評當時的天主教說「⽤無⽤的鐘聲、喃喃⾃語、蠟燭、
薰⾹、華麗的禮袍，以及許許多多的瑣事來敬拜上帝時，
他們⾃以為將敬拜賦予某些的價值。因此，我們看到上帝
不僅拒絕他們，也對他們感到深惡痛絕。

n 新約中，太 15:7-8以及可 7:6-7都引⽤了 29:13的經⽂，
耶穌攻擊法利賽⼈和經學教師（⽂⼠）虛偽、假敬虔。這
兩段經⽂的背景都是耶穌⾯對有⼈指控他的⾨徒沒有遵
守誡命所回應的。

n 然⽽，包括先知以賽亞以及耶穌的批評，不是認為「傳統」
敬拜⽅式或過去的教導是不好的，⽽是所有外在的宗教儀
式與對於上帝話語的了解，都是在表達⼈對於上帝與信仰
的理解。

n 因此，如何⽤⼼靈誠實敬拜上帝、如何思考教導（誡命）
背後所隱含的「真理」，並且在「敬拜」與「⽣活」中實
踐出來。

n ⼈類的「智慧」有他的侷限性，因此，⼀個真正敬虔的⼈，
隨時預備好「神蹟」的發⽣，是超越理性、經驗以及⼈的
智慧。（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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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不幸地，我們⼀不⼩⼼就認為⾃⼰計畫可以超越上帝的旨
意，卻忘了⾃⼰只是被造的「黏⼟」「瓷器」⽽已，上帝
知道祂所造的⼀切。（29:16） 

n 現代⼈的挑戰是，當我們強調⾃⼰的⾃主性與隱私權，上
帝的全知全能的概念將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對於⼈來說，
這可能不是「祝福」，反⽽是感到「被監視」。 

n 在「黏⼟」和「燒瓷師傅」的⽐喻中，上帝指責他們想要
當「上帝」，卻沒有意識到即使他們滿意現況（如阿摩司
書所說），上帝也將逆轉情勢，讓他們陷⼊敵⼈的威脅中。 

n 那些在困境之中的⼈，將要得著⽐喻中的應許，最終因上
帝的應許⽽歡喜快樂。 

n 反之，那些作惡多端的⼈將要被審判，最終被遺棄。 
n 任何聽上帝話語的⼈，都要保持所有的可能性，在許多令
⼈想不到的地⽅，往往上帝將會在其中做⼯，這就是從上
帝那來的盼望。 

n 「我們保證遵⾏上帝的道路，無論我們已經知道或將來才
會知道的事。」∼早期清教徒⽴約內容 

6.4.3 上帝拒絕聯盟的計畫	
6.4.3.1 南國猶大的計劃被拒絕（30:1-14）	

u 「上主講：『諸個背叛的⼦民，慘啊！𪜶無照我的⼼意，家⼰
定計劃，無照我的旨意亂結盟約，致到罪上加罪。』」（30:1） 
n 本段談到的是當亞述帝國不斷地擴張，促使南國猶⼤與埃
及結盟，先知給予譴責。 

n 在現實中，當亞述帝國與埃及的衝突之中，埃及需要南國
⼜⼤做為緩衝國，⽽南國猶⼤為了⾃⼰的安全尋求埃及的
庇護，這是可以理解的，卻也必須付出代價。 

n 信仰上帝的⼈與外國⽴約本⾝就是⼀種背叛上帝的⾏為，
先知無論從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度，提出反對的聲⾳。 

n 先知認為他們這樣選擇是違背上帝的⼼意、計畫與旨意，
導致犯了滔天⼤罪。 

u 「𪜶無問我就落去埃及，尋求法⽼的保護，通匿佇埃及的翼
股下。」（30:2） 
n 重點是「𪜶無問我」暗⽰不是「結不結盟」的問題，⽽是
在這當中是否尋求上帝的旨意。 

n 這說明了，上帝不會不管祂⼦民的死活，⽽是這樣的結盟
的下場可能是更慘烈的。 

u 「⽏拘向望法⽼保護，變做恁的⾒笑；期待埃及致蔭，顛倒互
恁漏氣。」（30:3） 
n 即使可能得到些許的保護，但畢竟埃及的出發點，是想要
南國猶⼤成為兩⼤國之中的緩衝國，南國猶⼤可能是在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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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被當作墊背。 
n 因此，本來想得著保護、致蔭，最終得到的是⾒笑、漏氣。 

u 「雖然𪜶的官⾧去到瑣安，𪜶的使者派到哈內斯，⽏拘𪜶逐
個⼈攏會受著侮辱⾒笑，因為埃及𣍐當幫贊𪜶，𣍐當互𪜶什
麼利益，只有互𪜶⾒笑漏氣。」（30:4-5） 
n 上帝的懲罰未被是親⾃出⼿，南國猶⼤在⼀開始決定讓他
們「⾧官」去到埃及的⾸都，也到了重要城市哈內斯（字
義：「恩典已消失」）進⾏談判，就已經註定要失敗。 

n 他們尋求保護與幫助，但上帝告訴他們，埃及不會幫助他
們、不會給他們利益，只會帶給他們侮辱⾒笑、漏氣。 

u 「有關尼⾰夫野獸的信息：猶⼤的使者將財物載佇驢仔的尻
脊，將財寶靠佇駱駝的尻脊骿。𪜶經過艱難困苦的地，佇遐有
獅啲哮，有毒蛇及⾶蛇，去到𣍐當救𪜶的國家遐。」（30:6） 
n 「尼格夫」是猶⼤和埃及之間的地區，進⼊這個地區是相
當危險的，包括有許多的猛獸與毒蛇。 

n 「驢仔」、「駱駝」所背負的東西，表達出南國猶⼤對埃
及的貿易和進貢。 

n 他們經過千⾟萬苦將⾦銀財寶帶給埃及，卻遇到⼀個「𣍐
當救𪜶的國家」。 

u 「埃及的幫贊完全無路⽤，所以，我叫伊做『坐定定無路⽤的
拉哈伯』」（30:7） 
n 「拉哈柏」是神話中的海怪，有「⼤⽔」、「狂暴」、「暴
⾵」的意思，聖經中，「拉哈伯」往往與埃及同義（詩 87:4）。 

n 「坐定定無路⽤」∼原本看起很有破壞⼒的海怪，卻只能
坐著不動顯得「無路⽤」。 

u 「今你去，佇𪜶⾯前將諸個刻佇⽯版，寫佇冊裡；佇欲來的⽇
⼦，通永遠做⾒證。」（30:8） 
n 和 8:1-2⼀樣，先知被要求將所發⽣的事寫下來，好在後
來成為「呈堂證供」，也成為現代⼈的指引。 

u 「因為𪜶是背叛的⼦民，欺騙的⼦兒；上主的教⽰，𪜶攏⽏
聽。」（30:9） 
n 南國猶⼤被稱為「背叛的⼦民」、「欺騙的⼦兒」，他們
被認定不願意遵⾏「妥拉」（教⽰）的規定。 

u 「𪜶給先⾒講：『⽏通看異象。』𪜶給先知講：『⽏通給阮講
正確的預⾔；著給阮講阮合意聽的話，給阮預⾔無影跡的代
誌。」（30:10） 
n 他們拒絕先⾒、先知的異象和預⾔，他們只想聽中聽的話，
只想聽縹緲虛無的話。 

u 「阮欲離開正路，對直路越⾛，無愛閣聽著以⾊列神聖的上
帝的名。」（30:11） 
n 他們不想要⾛正路，⽽是選擇彎彎曲曲的道路，不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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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更不想聽到任何有關上帝的名。 
 

u 「所以，以⾊列神聖的上帝按呢講：『因為恁拒絕此個信息，
顛倒信賴壓迫，倚靠欺騙，』」（30:12） 
n 「所以」表達了先知套語中的轉折，要從控告轉變到宣告
審判。 

n 「此個信息」是讓他們可以躲避災難與敵⼈的壓迫，但他
們卻拒絕先知所傳的話，並且倚靠那些欺騙⼈的勢⼒。 

u 「所以，此個罪佇恁⾝上會親像⾼牆的𤿎痕爆裂，忽然倒壞。」
（30:13） 
n 第⼆個「所以」，直接宣判審判，但這個不是上帝直接⼲
預，⽽是他們所倚靠的「⾼牆」從裂痕中爆裂、倒壞。 

u 「伊會親像瓷器互燒瓷師傅⼤⼒摔，破甲碎糊糊，無甲⼀塊
會當提來取⽕爐的⽕種，舀⽔池的⽔。」（30:14） 
n 這裡讓我們想到 29:16燒瓷師傅與「黏⼟」的⽐喻，這裡
被砸碎的「瓷器」，表達出燒瓷師傅有⾃由選擇破壞他所
做的器具。 

n 在這，形容這瓷器被砸得徹底，連廢物利⽤當作取⽕種的
器具、舀⽔池的⽔都不⾏。 

6.4.3.2 上帝的計畫被拒絕（30:15-17）	
u 「⾄⾼的上主—以⾊列神聖的上帝按呢講：『著反悔安歇，恁就
得著解救；著鎮靜信靠，恁就得著氣⼒，⽏拘恁拒絕。』」（30:15） 
n 和合本「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在乎平靜安穩」 
n 與 9:7⼀樣，當以⾊列⼈重新信靠上帝，就將要得著安歇、
寧靜與⼒量，但他們拒絕了。 

n 藉著信⼼過⽣活，不是軟弱的，⽽是充滿⼒量的，不是活
在失敗主義之中，⽽是⼀種永不妥協的意志。 

u 「恁講『無愛！阮欲騎⾺逃⾛』，所以，恁會真緊逃⾛；恁講
『阮欲騎快⾺逃⾛』，所以，趇恁的⼈會追真緊。」（30:16） 
n 他們沒有安歇、寧靜，卻發誓他們「無愛」，他們寧可騎
⾺逃跑，展現出相當驚慌失措的樣⼦。 

n 許多⼈盼望通往平安的道路，是倚靠⾃⼰的能⼒，卻忘了
倚靠上帝才能得著真實的平安。 

u 「對敵⼀個⼈喝，恁⼀千⼈逃⾛，五個喝喊，恁全部⾛散；賰
的，親像⼭頂的⼀⽀旗杆，⼭頭的⼀⽀⼤旗。」（30:17） 
n 南國猶⼤透過與埃及結盟違背了上帝所提出的計畫，導致
他們開始戰敗，過著逃跑的⽇⼦。 

n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那些更倚靠外在的幫助⽽不是上帝
的⼈，他們的結局是多麽不幸；因為所有⼀切都會不成功
且違背他們的期望…武器和⼈多有什麼⽤呢？⼈的⼼失
敗了、慌張了，要塞與堡壘⼜有什麼⽤呢？」∼加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