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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註釋（第四章） 
 

引言 
 
彌迦書的第三至五章，是全書的第二部分，也可以說是第二篇「講章」。第三章是講章的

第一部分，揭示了以色列（主要指南國猶大）過去與當下的罪惡，特別是政治領袖及宗教

領袖的失職、殘暴與貪婪，並預言他們必會遭到上帝嚴厲的責罰，以至於城破亡國。進入

第四章，即講章的第二部分，先知忽然筆鋒一轉，將大家的眼光引向「末日」，一個極其

樂觀與輝煌的未來。究竟哪是怎樣的「末日」？那「末日」又是如何來到的呢？ 
 

一、末日真義──完滿永恆的復國 
 
4:1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

要流歸這山。 
 
末後的日子──這絕不是指泛泛的「世界毀滅」（負面末日觀）或「世界大同」（正面末

日觀）的日子，而是奠基於聖經啟示的上帝對歷世歷代的以色列人的承諾，以及以色列奇

特綿長的興亡歷史，所具體指向的「以色列完滿永恆的復國」來到的那些日子，這與馬太

24:3 門徒問到的「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所指向的大致是同一回事。總而言之，大家務必

記得，從聖經啟示的以色列復國的觀點來理解的「末日」，絕對是正面樂觀和有某種實際

的政治含意的。不過，所謂復國的正面和樂觀，卻不在於以色列國表面上的經濟繁榮、軍

力強大和宗教輝煌，真相倒是某種近乎相反的表現，目的，是要凸顯上帝本身的恩典與大

能，以及真正信靠上帝（而非靠自身「國力」）的國家是多麼有福的。 
 
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真正的復國之所以完滿永恆，是因為它是以「耶和華殿的山必堅

立」為中心、作根據。「耶和華殿的山」，地理上說，是指耶路撒冷所座落的錫安山，代

指萬國之都──聖城耶路撒冷，亦代指真正復國以後上帝（基督）親自統治萬國的王權。

基督王權之「堅立」，即其建立並永遠堅定，才是「末日」的核心內容。下面，先知再細

說它是如何「堅立」的。 
 
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這幾句既可較屬靈地理解，表明「耶

和華殿的山──基督王權」的超然偉大，舉世無匹，凌駕在一切政權之上；也可以比較實

際地理解，就是按啟示錄第廿一章的啟示，到世界的末了，真正的聖城是會從「天」而降

的。天，自然是「超乎諸山，過於萬嶺」的！ 
 
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須在意的，是這個「復國」之所以完滿，是因為它不單復興狹義

的以色列國，更完滿了上帝創建以色列國的終極心意──使萬國得福。復興後的以色列國

不是自顧自地太平安定，而是能夠吸引萬民──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回歸」的絕不僅是

「失散的以色列民」，而是「萬民」，就是「許多國的民」（見 4:2）。而且天下萬國萬

族，不是空空泛泛地「信主」，而是真心實際地歸順於基督統治天下的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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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補充：關於「末後的日子」──「天國創建」的三階段 
 

對於上帝在「末日」裡「創建天國」的計劃，大家要曉得有以下三階段： 
 

第一階段：基督教會──是由主耶穌第一次降臨受死復活和聖靈降臨建立教會，直

到主耶穌第二次降臨為止。這階段天國的幸福及基督的主權，都以較隱藏的方式表

現在教會（屬基督的眾體）裡面，教會某程度上預示著將來天國的影子，但並不完

全。由於人的限制、教會仍處身世界的現實和魔鬼及壞人的滲透，建制化的，即表

面的教會更會日趨墮落，最終反成為「敵基督」的叛教大本營。 
 
不過，我們也不要完全否定它，因為即使不完全的教會，在引人認識天國方面仍有

有限度的作用，只是不要將它絕對方和無限化。教會忠實傳揚的「道」而非教會自

身，才是我們信仰的對象。 
 

第二階段：千禧國度──是由主耶穌第二次降臨，擊敗一切反叛勢力，完全接掌教

會和以色列國的主權，帶來真正的「復國」所啟始的。這時上帝要在地上建立一個

以耶路撒冷的基督王權為中心的太平盛世，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千禧年」。上帝會

暫時（按字面說是一千年，參啟 20:1-5）捆綁撒旦，不許祂迷惑列國謀反。這時候

列國政權仍然存在，有些惡人仍然隱藏惡心，但因撒旦被捆綁，群龍無首，未敢作

亂。這階段，天國基本實現，基督主權通行普世，但隱藏勢力仍待被最後清算。 
 

第三階段：新天新地──是由千禧年結束，撒旦暫時被釋放，出來引誘死心不息的

列國惡人集體聯合謀反，圍攻聖城，最後被上帝以神蹟全部消滅，再施行最後的大

審判，並引進「新天新地」所啟始的。從此，再沒有任何罪惡和苦難，直到永永遠

遠。這就是天國的完成階段。 
 

必須注意的，是聖經提到這「末日」或「天國」的三階段的時候，有時是清楚三分

的，有時卻是「混為一談」的。不同的預言的側重點會有不同，有時在第一階段，

有時在第二或第三階段，大體上舊約較重在第二階段，新約較重在第三階段，大家

要適當地區分。我說「適當」而不是「嚴格」，是因為有好些經文是不必過於「嚴

格」區分的，因此我們也不要自作聰明去挑剔拆解它們。總之，大家記得要有層次

和立體感地理解「末日」或「天國」的意思就是了。 
 
 
4:2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

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這些「許多國的民」（不包括那些隱藏惡心的壞人）不是逼於形勢或見有利可圖而歸順基

督王權，他們衷心佩服崇敬的是上帝的「道路」（真理）、訓誨與言語，是真正復國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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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掌權後的以色列國那舉世無雙的「治國（世）之道」，深深地吸引著「萬民都要流歸

這山」。這是怎麼樣的「治國（世）之道」呢？ 
 
4:3 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

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原來上帝（基督）的「治國（世）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和為貴」，祂必要徹底

和永遠地廢止戰事、解除武裝、甚至連打仗的概念也不要再傳給下一代。因為一切自有公

義全知的上帝親自調解和審判，不必再由人們自己來「武力解決」。 
 
4:4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親口說的。 
 
再沒有國防，沒有「導彈」或「導彈防禦系統」的列國人民，卻不會因此而活在惶恐不安

之中。反之，他們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因為有上帝親自來保護他們，就再沒有人可以

用「恐怖主義」或更恐怖的「反恐主義」來「驚嚇」他們。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原來，我們的上帝，是握有至高無上的大權，能夠統領天

下「萬軍」的「最高統帥」。祂號令天下，誰敢不從？ 

 
4:5 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 
 
這節不是說在「末後的日子」，「萬民」一方面「流歸耶和華的山」歸順上帝，一面仍舊

在本國「各奉己神的名而行」。不是的！先知的意思是要對比出「奉耶和華的名」（即信

服上帝的訓誨）而行，與萬民原本「各奉己神的名而行」，結果是有多大分別。就是「萬

民」原本奉行的異教之道，就是「爭強好勝」的治國哲學，帶來的只有連年戰禍、民不聊

生；但奉行我們的上帝的「以和為貴」的治國神學，帶來的竟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先

知這話，是要誘導以色列人以及「萬民」，都應該選上最好的，就是順服基督主權，並服

膺出自耶路撒冷的上帝的治國之道。 
 
不過，這個天下太平，安樂祥和的「末後的日子」不是自然而然地來到的，更不是人為的

宗教努力可以帶來的。天國的完全實現，以色列的真正復國，普世甘心真正服膺於基督的

主權底下，仍是需要一個過程，且是一個相當痛苦反覆的過程的。 
 

二、苦盡甘來──邁向末日之路 
 
4:6 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的。4:7 

我必使瘸腿的為餘剩之民，使趕到遠方的為強盛之民。耶和華要在錫安山作

王治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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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要從「正面」中看到「負面」，又從「負面」中看到「正面」，才能準確理解這段

經文的意思，以至內裡的情懷。 

 

想想，為甚麼要「聚集」呢？因為曾被「趕散」流落到「遠方」。為甚麼會是「瘸腿」的

呢？因為曾因犯罰被上帝撀打「懲治」而受傷。為甚麼會是「餘剩之民」呢？因為被上帝

撀打「懲治」後實在所餘無幾。為甚麼強調「耶和華......治理他們」？因為他們雖然是猶太

人，卻一直未肯甘心被上帝「治理」。為甚麼標榜「永永遠遠」呢？因為過去，猶太人只

能「偶然」順服上帝，總是不能持久。──這，就是從「正面」中看到「負面」，要明白

因人的軟弱，上帝要引進天國，一點不易。祂與人，都要為此而歷盡辛酸。 

 

不過，以色列民如此軟弱、反叛，反覆，要一再被「懲治」而至於所餘無幾，但上帝卻仍

從中間留下餘種，以此來復國，就更見到上帝對以色列人的「長情」、信實，和祂「無所

不能」的奇妙大能。──這，就是從「負面」中看到「正面」，就是從人的罪惡軟弱，反

更見到上帝的仁慈偉大。 

 
4:8 你這羊群的高臺、錫安城的山哪，從前的權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國

權──必歸與你。 
 
這節凸顯的，是上帝對祂的諾言絕對是信守到底的。「從前的權柄」，就是祂曾給以色列

人先祖，並應許會直到永遠的權柄，最終必會仍「歸與你（以色列人）」，不會有任何閃

失。換言之，不是以色列人守諾言而可以復國，而是上帝守諾言，在「不可能」中，仍看

在「祂自己」分上，不容祂的諾言告吹，就替以色列人最終復國，且直到永遠。 
 
不過，恩典卻不是姑息。百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為的是要他們飽受「懲治」，就永不

再重蹈覆轍了。如何「懲治」呢？原來邁向末日復國之路，尚有許多辛酸。 
 
4:9 現在你為何大聲哭號呢？疼痛抓住你彷彿產難的婦人，是因你中間沒有

君王嗎？你的謀士滅亡了嗎？ 
 
要進入不再有眼淚的天國嗎？那麼，我們就要在今生現世，為苦為罪，先哭過夠。所以我

們就要「大聲哭號」，因為天國的出現，會像婦人生孩子般艱難，要受極大的苦楚至於要

「大聲哭號」。這條「苦盡甘來」的路是必須走的，為的是徹底清洗我們的反叛惡心，不

要將它們帶入天國。我們更不要迷信甚麼「君王」和「謀士」，以為有甚麼神機妙算可以

逃脫這「生產之苦」。過去，就是這些「君王」和「謀士」誘惑我們走「截徑」，妄求「富

國強兵」，結果就與世人一同敗落。甘心被罰受苦吧！這才是最後能得救之路。 
 
4:10 錫安的民哪，你要疼痛劬勞，彷彿產難的婦人；因為你必從城裏出來，

住在田野，到巴比倫去。在那裏要蒙解救；在那裏耶和華必救贖你脫離仇敵

的手。 
 
甘心被罰受苦，就是甘心讓敵人帶我們到不願意去的地方，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這是為

了給我們一個永世不忘的教訓，就是我們既然在好端端的日子，不肯聽上帝的話，卻去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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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列國的神，迷信列國爭強好勝、殘暴貪婪的「治國之道」，那麼，上帝就由得我們被擄

到我們這麼「祟拜」的列國（廣義所指，不僅是巴比倫）中去，被逼拜他們的神，被逼順

服在他們的「君王」和「謀士」的治國之道下，看看那是怎麼一回事！ 
 
上帝如此「虐待」我們，為的卻是「解救」我們，好叫我們認清誰是「良朋」、誰是「損

友」，確知我們一直祟拜的是奴役我們的「仇敵」，而我們嫌祂嚕嚕囌囌，苦口婆心的上

帝，才是不惜代價「救贖」我們的恩主。天父讓以色列人，其實也包括我們，在這世上大

大的跌這一交，就是要「拯救」我們，脫離現世迷惑，好永遠愛主。但是，那些無法被「懲

治」，始終死不悔改的，下場又如何呢？ 
 
4:11 現在有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說：願錫安被玷污！願我們親眼見她遭

報！ 
 
首先，憑「許多國的民聚集攻擊你」一語，就知以下數節仍是講「末後的日子」，而不僅

是指後來被某國（如巴比倫或羅馬）入侵與亡國事件。經文明明是「許多國的民」而不是

某一、兩個國家，是用「我們」，表示他們是同時、集體地進侵以色列的，這是「末日」

才會發生的大決戰。至於所謂「遭報」，並不意味列國是在「秉行公義」和「替天行道」。

以色列固然該罰，上帝也確是激動列王的心擊打以色列來教訓她歸正，但不意味列國比較

善良。事實是相反，他們必要受到更為嚴厲，並不能翻身的擊打。 
 
4:12 他們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籌劃。他聚集他們，好像把

禾捆聚到禾場一樣。4:13 錫安的民哪，起來踹榖吧！我必使你的角成為鐵，

使你的蹄成為銅。你必打碎多國的民，將他們的財獻與耶和華，將他們的貨

獻與普天下的主。 
 
原來上帝用以色列作「餌」引誘萬國自動送上門來，集中一點，「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場一

樣」，然後一網打盡，省時省力。不過，引誘列國兵臨聖城的真正原因，當然不是為了省

時省力，而是要在祂揀選的百姓（即已經先行「流歸」聖城的猶太人與外邦人）面前擊打

列國，讓「選民」：第一是親眼目睹上帝如何保護他們，不容別人損傷他們一根頭髮，知

道投靠耶和華的人真是有福；第二是發現他們這個「不設防」的國家竟可以「打碎多國的

民」，知道上帝「以和為貴」之道確是奇妙；第三是讓他們看著列國毀滅，醒覺到一切不

可一世的惡人都只有悲慘下場，從此不要再思反叛作惡。這種用意，頗近於上帝故意領百

姓到紅海邊，引誘法老領兵追來，再在千鈞一髮之間，在百姓面前將法老全軍毀滅一樣。 
 

結語 
 
深哉！上帝的恩慈智慧何其難猜。祂為徹底拯救以色列人（廣義也指所有信徒），先讓我

們飽受痛苦，明白自己不依靠上帝，或活在一個不信上帝的世界是多麼痛苦，再經歷上帝

在千鈞一髮間的拯救，並目睹不可一世的惡人都必最終敗亡，使我們永世不忘親近上帝與

背叛上帝的結局，是如何的天淵之別，好在「現在」知所選擇，寧願暫受「生產之苦」和

忍受罪有應得的責罰，忠心到底，直到那光明幸福的「末後的日子」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