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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书 

 

    哈巴谷书共 3 章，作者哈巴谷（意为「拥抱者」或「鼓励者」）。主前 605 年

所写，地点在耶路撒冷，对象：犹大，目的：预言巴比伦即受神之审判，旨在警

诫与安慰犹大国受苦之百姓。主旨：巴比伦的灭亡，以色列的安慰。 

    哈巴谷书列在那鸿书之后，这两卷书的性质很相近，都说到神对祂子民仇敌

之审判。那鸿书是预言亚述的结局，哈巴谷书是预言巴比伦的结局。 

    本书以与神对话的方式来传达先知所得的默示。他一面写巴比伦将受神的审

判，旨在安慰活在巴比伦阴影下的犹大百姓；一面也趁此机会警告犹大国，若不

悔改，其终局也必如巴比伦一样。 

    哈巴谷处在犹大国将近尾声的时代，据哈巴谷书 1：6-11 所记载，巴比伦是

作者时代新兴的帝国，他们对付仇敌的手段比亚述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亚述已

经被灭，巴比伦将向选民大施暴虐。在哈巴谷书中，他看着祖国犹大的暴行与不

义，忍不住向神发出他的疑问，为什么神的百姓中恶行猖獗，义人不彰？为什么

神对邪行置之不理，毫无作为？他曾求神不要见国中罪恶横行而置之不理。可是

当神向他启示，神将兴起巴比伦人作审判选民的工具时（1:5-11），先知再度陷

入极度困惑的愁境，因他深知巴比伦人的凶残，他不明白为何神竟然用一个比他

自己国家更败坏的民族，成为审判的工具（1:12-17）。 

    及至他在守望所亲近神时，神将更进一步的启示向他说明，并告诉他「惟义

人因信得生」的道理（2:4），神用恶人来惩治恶人，恶人总有恶报，哈巴谷列数

他们五大罪状，神将清算巴比伦人的罪行（2:5-19）。当他深明一切之后，便解决

了他心中的困惑，了解「惟义人因信得生」，生是指生活、存活。先知便向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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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信靠的感言（3:1-19），向神祷告（3:3-11），无论环境如何，他都因著神而

欢欣、喜乐，因神是他的力量，也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稳行在高处。

先知有这样的心态，他劝谕国家百姓，当採同一心态，面对社会邪恶，相信神必

追讨，而读者必因信而活。 

 

    本书可分成三段： 

    一、先知的疑问（第 1 章）。先知问神为什么容许犹大罪行，神告诉说，将

要用巴比伦来刑罚犹大国，于是先知再问神：为什么容许巴比伦这样做呢？ 

    二、先知的受教（第 2 章）。先知这时等候神的启示，神告诉他巴比伦灭亡

的宣告和原因。 

    三、先知的凯歌（第 3 章）。先知向神祷告，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公义，

虽然他很多事不了解，但他信靠的神是唯一的答案。神以祂的全能、以祂过去的

作为、以祂的恩典，行事必定都是美好的。他因着祷告，就向神发出信心的赞美、

信心的凯歌，信心的顺服。 

   哈巴谷书给我们的信息：在艰苦患难中，义人当忠心守约，凭信度日。2：4

「惟义人因信得生」，使人学习到不看环境，在任何的环境中能够信靠神。先知

勉励顺从神的义人，面对将临的艰难应凭信心、忠心度过。 

 

西番雅书 

 

    西番雅书共 3 章，作者西番雅（意为「耶和华所隐藏的」）。写作日期：主前

622 年，地点在耶路撒冷，对象：南国犹大，目的：指出犹大之罪行，若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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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招惹神烈怒之审判。本书主旨：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的将来）。 

    西番雅是皇室的后人，希西家王之元孙（5 代），故与在位的约西亚王可能

为叔侄（或堂兄弟），在约西亚王年间蒙召（640－609B.C）。约西亚王于主前 621

年进行宗教改革以前，先知西番雅出来传神的话。西番雅强有力的预言是促成约

西亚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约西亚这次宗教复兴虽带来表面的改变，但除不

去这个国家败坏的领导统治（本书参考经文：王下 22-23，代下 34-35）。 

    西番雅的信息主要是宣告神的忿怒、责备和严厉的审判，故他被称为旧约「最

严厉的先知」。他劝民悔改逃避神的审判。他得蒙启示，称神的审判为「耶和华

的日子」。他明确地陈述「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罪恶将被对付。因为

犹大拜偶像，效法外族的习俗，国中充满强暴不义，欺诈剥削弱者，离弃神。所

以，公义圣洁忌邪的神要先审判犹大，并扩及其他的外邦人。但当神惩罚的过程

结束后，选民将来必定复兴，弥赛亚亦带来祝福。本书的信息表明世局虽然混乱，

不独外邦国离弃真神，连选民也背道作恶。但耶和华仍是全地的主宰，「耶和华

的日子」即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将临，祂必惩治一切作恶之人，并带来赦免拯救。 

 

    本书可分成二段： 

    一、耶和华日子的审判（1—2 章） 

    二、耶和华日子的安慰（3 章） 

 

    第一段，第 1 章审判犹大国，耶和华日子审判的因由和描绘。第 2 章耶和华

的日子审判外邦国 10 个国家。 

    第二段，第 3 章耶和华日子审判的原因，及审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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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耶和华日子的审判（1—2 章） 

    A. 审判犹大国（1 章） 

    在西番雅书里，选民犯了各种悖逆神的罪，先知称他们为「不知羞耻的国民」。

在 1：4-6 节、9-13 节，先知列出受罚者的清单，计有下列几点： 

    1、变成拜巴力者（巴力是迦南天神）。 

    2、变成基玛林（非利士拜偶像的祭司），犹大百姓中有人作了拜偶像的祭司。 

    3、他们自己的祭司也在受罚的名单之内。 

    4、拜天象的人。 

    5、一面敬拜耶和华，一面拜玛勒堪（亚门人的神）。 

    6、一切离开神的人。 

    7、在神降罚的日子来到，神特别针对那些跳门槛的。他们是偷盗，讹诈别

人财物的恶仆，当他们抢夺及行讹诈回来时，因恐惧门神惩罚，而大步跳过门槛，

这是非利士人的迷信。 

    8、对神的审判漠不关心的人。 

    9、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理会别人，尤其不理会神的人。 

    B. 审判外邦国（2 章） 

    2:4-15 共列出西东南北的外邦国，对于这些人，神早已定下了一项求生得生

的计划：人当谦卑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敬畏神，领受训诲，如此在耶和华的

日子里，可以被隐藏起来，他们的住处不至照神所拟定的除灭（2:3，3:7）。 

 

   二、耶和华日子的安慰（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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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审判之原因（3 章上） 

    在 3:1-5，先知称他们为「悖逆、污秽、欺压的城」，再开列一张他们犯罪的

清单，数算他们的罪行，计有下列几点。但审判过后，神给他们祝福，将复原他

们，神复原他们的步骤有六项： 

    1、在忿怒的日子里隐藏他们（2：3）； 

    2、余剩的人必定平安（2：7）； 

    3、选民战胜仇敌，享有仇敌土地（2：9）； 

    4、万国将用清洁之言语求告选民的神、事奉选民的神（3：9-10）； 

    5、选民必大享平安，毫无惊吓、羞辱，欢喜快乐（3：13-17）； 

    6、他们在地上万民中得称赞（3：20）。 

    由此可见，神的复原是超意料及完美的。 

    B. 审判的目的（3 章下） 

    耶和华的日子祝福的预告，共分为五点：（精 474）。 

    西番雅书之信息：时局虽然混乱，耶和华仍为王管治全地，耶和华的日子即

将临到。祂必惩罚一切背道不顺服的人。先知警告背道的国民，神掌管全地，必

快快施行公义的审判，呼吁选民速速悔改归正，追求公义，逃避神的忿怒。 

 

哈该书 

 

    小先知书的最后三卷均在主前第六世纪时期所著，此时余剩王国的选民被掳

之后，已经历了家破国亡的惨痛，选民在巴比伦度过 70 年奴役之期。在神的恩

典之下，波斯王古列下诏容许犹太人归回。哈该、撒迦利亚、及玛拉基均是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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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先知。 

    古列容许犹太人归回，第一次归回的 5 万多选民，首一目标乃是重建神的圣

殿。归回的次年（主前 536 年），安放殿基，众民涕泪纵横，欢呼的声音传遍远

处（拉 3:12-13）。只是好景不长，在他们着手重建时，遭受多方反对，尤其是撒

玛利亚人反对最激烈，结果他们建造圣殿的工程暂停 16 年之久（536—520B.C， 

4:1-24）。 

    在此期间，神兴起两位先知：哈该、撒迦利亚，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两位先

知的事奉异常成功，他们在主前 520 年复工，4 年后（516 B.C）便完成重建。

在 66 年前，圣殿被巴比伦人焚毁。 

    这两位应运而生的先知是神特别选用的仆人，可见神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百

姓，在不同的世纪，祂安置祂的出口。在选民当中，作他们的中保，使他们履行

为神选民国的见证与生活。 

    哈该和撒迦利亚在时间上出现的分隔只 2 个月，他们的工作不算长，但他们

带给人们勇气与希望。所留下的这两份文献，也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对后世影

响深远。 

    先知哈该强调圣殿若不建成，万国的珍宝运来也无处可容，故选民需努力复

建圣殿，不可懈怠，待圣殿重建成功，神下一步的祝福——复兴他们的国度必接

踵而来。因此选民得力，群策群力，不久将一座雄伟的圣殿重建成功。 

    先知撒迦利亚亦强调圣殿复建是选民复兴的前奏，他力陈神极为爱顾锡安，

不会丢弃之，而神将准绳拉在其上的异象赐予先知，透过先知的口向选民透露，

又说所罗巴伯已将殿顶之石安放稳固，故选民不可以怠工。 

    此外，两位先知也强调选民将经历更大的祝福，选民的外敌必一一灭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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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望，万国珍宝旋即运来，耶和华将成为全地的大君王，外邦列国也要来敬拜，

否则便遭到惩罚。 

    哈该书共 2 章，哈该意为「神的节期」，主前 520 年所写，地点在耶路撒冷，

对象：归回的余民，目的：鼓励归回之余民继续努力，重建圣殿，完成归回之大

计。 

    神藉着先知哈该对归回之余民发出五篇简短的信息，集这些信息而成本书。

本书内容所包括的时间前后只有 3 个月又 24 天。 

    以色列人第一次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到耶路撒冷（536B.C），他们开始建圣殿，

但在开始建造 16 年后，圣殿仍然荒废，选民仍未完成使命。他们只顾自己目前

的生活需要，忽略了重建圣殿的责任，影响了神的事工。先知在极困难之情形下

发出信息，一面解释百姓遭到祸灾困难之原因，是因未把神摆在首位；一面催促

民间领袖门对付懒惰消沉之罪，从速重建圣殿，在主里恢复勇气，在生活中恢复

圣洁，对那位掌管未来的神建立信心，并强调耶和华的应许。 

    信息结果非常良好，24 天内他们重新开始建殿工程。本书的信息是选民应

在生活和事奉上以神居首位。 

 

     本书大纲分成五段，是先知的五篇信息： 

     第一篇信息：责备（1 章上）。责备他们推迟不建圣殿，劝勉他们快快动工

（1:2-11 斥责的信息）。 

     第二篇信息：应许（1 章下）。保证他们一定能够建立神的殿（1:12-15）。 

     第三篇信息：激励（2 章上）。将来的荣耀会胜过先前的 （2:1-9  勉励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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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信息：安慰（2 章中）。应许他们日后的祝福（2:10-19  坚定的信

息）。 

     第五篇信息：预言（2 章下），建立弥赛亚国度（2:20-23 安稳的信息）。 

     哈该书的信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所需要的必加给你。 

     本书与撒迦利亚书之历史背景，参考经文：拉 2-3，5-6. 

 

撒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共 14 章，作者撒迦利亚（意为「耶和华必记念」）。在主前 520—

475 年所写。地点在耶路撒冷，目的：指出耶路撒冷将来在神国度内之荣美，旨

在鼓励当时百姓热心建殿，因那是神国度的中心。并安慰以色列人，神必亲自粉

碎敌人的搅扰，建立永久的国度。撒迦利亚传了三年的预言。 

    本书有一系列的异象、信息和负担，是一本不易明了的启示，主要信息是论

建殿与建造圣民。 

    本书的前半部分（1 章—6 章），多半以异象方式表达，鼓励人民与领袖重建

圣殿，叫他们知道这项工程对将来有重大关係。7—8 章是四篇信息。 

    本书的后半部分（9—14 章），在圣殿落成后（516B.C），论他们国家将来美

好的前途。 

    故简言之，前段论选民与圣殿，后段论弥赛亚与其国度。 

 

    本书大纲： 

    一、8 个异象（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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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 个信息（7—8 章） 

    三、2 个默示（9—14 章） 

 

     一、8 个异象（1—6 章） 

     第一个异象，乘红马在番石榴林中，讲出神还是记念着以色列人。 

    第二个异像，4 匠和 4 角，讲到神要惩罚列国对以色列的迫害。 

    第三个异象，拿准绳者，讲到神要使耶路撒冷重建。 

    第四个异像，约书亚大祭司戴洁淨的冠冕，表示神要为以色列除去污秽、罪

恶，使她重新蒙神的拣选。 

    第五个异像，金灯台与橄榄树，表示靠着神的力量，才能重建圣殿。 

    第六个异像，飞行中的书卷，指以色列人违背律法之罪被神洁淨（针对个人）。 

    第七个异像，量器中的妇人，以色列国家性的罪，因着巴比伦人把她掳去而

得到神的管教与洁淨（针对国家）。 

    第八个异像，两山中出来的是车辆，讲到外邦国之罪要受到神的审判。 

 

     二、4 个信息（7—8 章） 

     4 个信息都是讲到以色列当时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禁食时的悲哀并不

真诚，他们犯了许多的罪。但耶路撒冷要被复兴，忧伤得到欢欣。 

 

     三、2 个默示（9—14 章） 

     最后 2 个默示，讲到弥赛亚要来，预言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要带来福气，但

弥赛亚来临时也要遭受弃绝。最后，弥赛亚的国度要被建立，而且当国家建立的

时候，万国就要来朝圣，选民重新为圣。所以，本书的信息，让我们看见神在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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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来临的时候，洁淨复兴以色列，并恢复祭司的国度。 

 

 

玛拉基书 

  

    小先知书最后一本玛拉基书共 4 章，作者玛拉基（意为「耶和华的使者」），

在主前 425 年所写。地点在耶路撒冷，对象：归回之犹大馀民，目的：严责耶路

撒冷宗教与道德之败坏，宣告神之审判速临，劝告及早悔改。 

    玛拉基是在归国之先知中最后的一位，自从摩西立国以来至今，以色列人的

历史已经达 1000 年了。在这千年里，神不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作神的出口，

使选民国在每一时代有神的代言人，在他们当中传神的信息。 

    玛拉基是在尼希米返回波斯期间所兴起的先知，据尼希米记 13：6 所记，尼

希米在主前 433 年返回波斯。在他返回前，他曾协助当时选民经历一次宗教大

复兴（民 10:28-39）。 

    玛拉基书所提及选民之罪，必在尼希米回归波斯之间才发生。根据尼希米 13

章所记载，玛拉基书所提到的罪已经被矫正过来。神借着玛拉基来重责选民的罪，

也重新赦免他们，使他们重为神的国民。 

    玛拉基是尼希米第二次改革的先锋，为尼希米从波斯回来后的改革铺设康庄

大道，尼希米的成功也是玛拉基的成功。 

    玛拉基的信息是凌厉、严峻、锋利的，每点针针见血，选民在他的笔下，给

他骂得体无完肤。可是先知的信息也不是一面倒的责备，其中亦有甚多安慰的话

与复原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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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可分成两大段： 

    一、控告（1—3 章）。 

    神对首领、对百姓是控官。 

    二、警告（4 章） 

    耶和华的日子，公义的日头，记念摩西的律法、以利亚的来临。 

    旧约圣经中多有最后之言，如雅各的遗言，摩西的遗言，约书亚的遗言，大

卫的遗言等，这些全是个人最后的肺腑之言。但玛拉基书与他们不同，因玛拉基

书的信息，不是个人给选民的最后之言，而是神给世人的启示，至此达到一个暂

时的结束。 

    玛拉基之言总结了先知一系列的启示，自摩西至此，过了 1000 年以上的年

日，神不停地给人的启示至此暂别。先知的话完成了律法与先知的部分，下一个

先知的说话，便是耶稣基督自己了（约 1 章、太 16 章，和路 7：16），玛拉基书

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将旧约封闭，反而是一本敞开的书卷，引人进入神下一部在

新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说，从咒诅一直到主耶稣带来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