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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哈巴谷书（9）哈巴谷感谢神对他所提疑问的答复──罪恶不会长久得胜， 

因为神仍然掌权（哈 3:1-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哈巴谷书 2:20，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

续查考与研读这卷书 3:1-4 的内容。 

 

读罢哈巴谷书 2:20，或许有人会恍然大悟，感慨地说：“圣经告诉我们，偶像不会说话，但神

是不同的！”先知哈巴谷指出，偶像没有生命，也没有位格和能力，只不过是木头或石头造出

来的东西，其殿宇也是空空如也，根本没有真神在内居住。但圣殿却不同，圣洁之神的殿是

神的居所。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满有能力，祂是完全的神。拜偶像的人会命令偶像拯救

自己，但我们敬拜生命之主的，则是以尊崇的态度，默然仰望永活真神，我们承认祂的掌管，

并知道祂的行事法则。偶像并不能答复我们的问题，但永生的神却能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到祂的面前，静心等候祂要向我们说的话！ 

 

哈巴谷书 2:20 是要纠正偶像崇拜的缺点。偶像既是人雕刻出来的，是不会作声的，是毫无气

息的，哈巴谷叫人不要去崇拜偶像，先知介绍一位与这些偶像完全不同的真神。这位真神是

耶和华，他是神圣的，与众不同的，当他在殿里的时候，普天下的人都当肃静。哈巴谷信这

位上帝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神。迦勒底人不拜独一真神，是因为不认识神。现在经过哈巴谷

的宣告，神命令天下众生都服从神。神在圣殿中就是掌权，就是发号施令，全世界的人都当

服从遵守，肃静地听神的命令。 

 

哈巴谷书 2:20 是一个桥梁，引进下一个主要段落的预言；从上面消极的一面（即注意巴比伦

的罪），转向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注视神）。 

 

哈巴谷书 3 章的主题是先知的喜乐。我们来到哈巴谷书 3 章，会看到哈巴谷的生命大大改变

了。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尾声时，我们就会看到先知彻底地改变了。哈巴谷书开始的时候是

很忧郁的，先知哈巴谷脑中出现了一个问号，他向神求问。现在，经文要在荣耀中结束，我

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一章在赞美的歌声中结束，你可以在最后一段看到更多的信心，

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分成三段：前二节是先知的祷告；3-17 节是叙述神

的计划，18-19 节则是先知的心志。 

 

这一章是哈巴谷的赞美。通过与神的对话，哈巴谷所有的疑问都已冰释，他便赞美神。这篇

的颂赞词体现了先知哈巴谷因神的答复而欢喜快乐，以及对神由衷的感恩之情，他以悦耳动

听的词句颂赞神的性情，歌颂神的能力，讴歌神的美意，并赞美信心之福乐。 

 

我们先来看先知的祷告。 

 

哈巴谷书 3:1 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流离歌。” 

 

流离歌是一个音乐名词。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音乐上的音符，指示音乐家如何演奏。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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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乐器的名称。诗篇 7 篇的标题就提过这个名词，这是和音乐有关的。哈巴

谷的祷告，是用希伯来诗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是一首高亢的赞美诗。先知哈巴谷的生命

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他在守望所里荣耀的经历，以及等候神回答的耐心，带领他体会到什么

是真正的信心，开启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事。因此，这一章是他的诗歌，我

说是民谣，是一首欢乐的歌，这首歌要用丝弦的乐器来演奏，因为在哈巴谷书 3:19 经文说：

“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注释，哈巴谷把注释放在这里，是

要让人们知道该怎么唱这首诗歌。或许他要让独唱的人明白，这首歌在唱的时候要用丝弦的

乐器伴奏。今天，很多民谣就是用弦乐器伴奏的。这一章就是要用丝弦的乐器伴奏、演唱，

当时，比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音乐水准高多了。 

 

“流离歌”属于诗歌音乐的调子，含有“激昂奔放”之意，诗篇 7 篇就是配以这类调子的代

表作。 

 

哈巴谷这时向神祷告。他已听闻神从前如何对付神子民的敌人，所以他求神复兴神的作为，

惩罚神的仇敌，拯救神的子民。 

 

哈巴谷书 3:2 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译：言语）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

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这些年间”也可译作“我们的时代”。先知哈巴谷殷切恳求神在施行惩罚的时候，向神的子

民存留恩典。 

 

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先知哈巴谷诗歌的魅力，及其与神亲近的传奇经历。从以赛亚书与

以西结书我们常常看到，先知多用熟知的传奇意象来传达信息。第一种方式是以传奇的人物

故事叙述历史；第二种方式是改以历史的某些内容叙述传奇故事。根据出埃及记 15 章的记载，

当作者以传奇的神战胜大海来描述出埃及，特别是过红海时，这就是第一种方式的例子。以

赛亚书 27 章与以西结书 32 章的描述，则属于第二种方式的例子，也就是：一些熟悉的传奇

变成神谕，责备当代历史背景下的真正国家。哈巴谷则两种手法兼并使用，将巴比伦与迦南

地的神话编织于诗歌里。哈巴谷书 3 章的叙事，近似于巴比伦的《埃努玛埃利什》史诗。《埃

努玛埃利什》史诗讴歌了玛尔杜克；他的随从侍立两旁，凌驾风暴之上；他的敌人被攻散击

溃。玛尔杜克获得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哈巴谷书的描述项目类似。不过这个顺序并非《埃

努玛埃利什》史诗所独有，显出哈巴谷刻意采用熟知的故事人物，但是赋以新的用法。 

 

诗人根据耶和华过去作为的名声，用两个方法来回应。“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意思是“我

在敬畏中站立”，这是先知哈巴谷个人对神创造和维持万有能力和主权的回应；对于神，哈巴

谷只能信靠、顺服。有人将两个希伯来文字母对调，结果变成诗人“看见了”神的作为，比

如吕振中译本和思高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但如此改变的抄本支持非常微弱。除了敬畏之外，

作者也盼望这位过去曾经彰显其大能作为的神，现在，在这些年间仍然如此做，实现神在这

卷书 1-2 章中的应许。神过去的作为要复兴，好叫神及其工作能再次显明出来。耶和华在历

史中的“工作”，将在这一章 3-15 节用能力和审判的词句来描述。 

 

勃然大怒和审判并非神全部的本质，这些只不过包含了神本体启示的一部分，反映出神怎样

对待那些破坏盟约的人；先知在哈巴谷书 3:2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提及的奸恶国家，自然无法

免去神的忿怒和审判。神也是一位对那些顺服祂律法之人发怜悯的神。刑罚落在那些敌挡神

及其律法之人的头上，无论是神自己的百姓，还是他们的仇敌，都不例外；但在这些刑罚中，

哈巴谷仍呼求神以神属性中怜悯的一面为念，并显出怜悯来。“以怜悯为念”这句中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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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怀念”的意思，这个字在别处是用在神对那些承认祂的人施予立约的恩典。神的爱是那

么坚强，甚至当神极度受人轻忽、背弃、拒绝时，神仍不顾对方的作为，反倒以怜爱来对待

他们，如丈夫对妻子、母亲待孩子一样。人的错误是真实的，但神的爱怜和渴望赦免的心，

也同样是真实的，只要和好的“条件”（即一颗更新、渴望承认神的心）一出现，神的怜悯将

如洪水满溢，不可遏制。这首诗最后的部分（即 3:16-19）将会描写神的这种怜悯。如此看来，

这一章 2 节可说是这卷书信息的浓缩，也是今日所有人需要向这位永远公义，但也永远怜悯

之神发出的祷告。 

 

哈巴谷的诗歌很好听，是一首很美的祷告词。哈巴谷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也

就是说，神回应了他的祷告。神对他说：“哈巴谷，我要你留在守望所，要你凭着信心而行。

我要你信靠我。你别以为我没有采取行动来惩罚我百姓所犯的罪，其实我有。我正在预备使

用一个国家，该国的人是迦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我要使用他们，就像我使用亚述人对

付北国以色列一样，他们是我‘怒气的棍’，但是我用完巴比伦之后，我要审判他们，我要按

我的公义惩罚他们。”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详细记载在 2 章的五个灾祸中，这个国家犯的大罪

使得全国衰败。神要动工，使巴比伦衰败。 

 

有趣的是，哈巴谷变了另一个人。他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哈巴谷怕什

么？他以为神不会采取行动。现在他怕神会太严厉了！请注意，哈巴谷说：“耶和华啊，求你

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说：“神啊，

我以前以为你什么事都不管，你不会采取行动，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施行审判了。既然你要施

行审判，请你怜悯我们，也请怜悯迦勒底人，求你向你的百姓施怜悯。”以前，哈巴谷一直呼

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不仅降在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离弃神，也降在加勒底人的身上。现

在他说：“神啊，求你施怜悯。”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慈的神。祂不愿见到有人灭亡。今天，

看起来神好像啥事都不管似的，但是如果我们登上哈巴谷的守望所，如果我们学到“义人必

因信得生”的真理，如果我们对神有活泼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幕后有行动了，那么，

我们会像先知哈巴谷一样地感到稀奇。我们可能也会呼求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

们希望神的祝福如同春雨降下，我们需要全能神的怜悯。 

 

哈巴谷的祷告，是在详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回顾神过去的作为，就能前瞻神

必定会引导以色列人。你可以信赖神过去的作为，相信神还会继续带领。保罗在腓立比书 1:6

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在你身上动

善工了吗？神一直在引导你，带领你，直到现在吗？神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动了善工，可以确

定的是，神会继续动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直到神带领你离世，又直到你越来越像

祂。这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先知哈巴谷在赞美诗中所展现出来奇妙的信心。 

 

我认为哈巴谷书 3 章的幕后有三个人，可是经文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人能做的

事，而是神借着人写成的诗篇。因此经文没有提到人的名字。很多学者在这里看到两个人。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3-6 节）、摩西（7-10 节）、约书亚（11-15 节）。 

 

哈巴谷书 3:3 说：“神从提幔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细拉）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

大地。” 

 

“提幔”在以东，“巴兰山”靠近西奈半岛。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指以色列民出埃及地的路线。

可是远在那事件之前，亚伯拉罕就先下到埃及去了。 

 

“细拉”是个很有趣的名词，在诗篇中常常出现。这里用“细拉”，可能是再次暗示这是一首



 

4 

诗篇。关于“细拉”，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音乐乐理上的休止符，是要作暂

停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指鼓声要进来，音乐要渐渐变强了。我对音乐没有概念、一窍不通。

对我来说，“细拉”的意思就是：“停、看、听”。我小的时候，每一个铁路平交道上都有一个

牌子，上面写着：“停、看、听”三个字。我认为“细拉”就是这个意思。神说：“现在坐好，

注意听。”于是唱歌的开始唱，鼓手准备要开始打鼓了。“细拉”就是叫人注意下面要说的话。

至于经文是指亚伯拉罕，还是摩西，都不重要，因为神已经与这两个人同在了。在这里有一

个荣耀的、奇妙的写照，那就是：“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这句话直到现在还

没有应验。但是就亚伯拉罕来说，他心中充满了赞美。对以色列民来说，当他们离开埃及时，

至少心中是充满了赞美的。然后来到旷野的旅程中，他们变成爱抱怨、爱发牢骚的人。 

 

经文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今天，我们要谨记：我们都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神是大

有威严、大有能力的，他是非常奇妙的神！ 

 

先知哈巴谷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将要审判世界而显现在世人面前的神，有着庄严的威荣。同

时哈巴谷也象征性地描写出：神的威严对自然界与恶人所起到的影响。 

 

哈巴谷在这里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耶和华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的事。神显现是要人知

道神要怎样拯救祂的百姓，怎样审判以色列的敌人。以下的经节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 

 

哈巴谷书 3:4 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先知哈巴谷在这节经文中对神手中的光线的描述，使用了当时百姓所能明白的比喻手法。近

东风暴之神的常见姿态，就是手高高举起，握着闪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作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