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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註釋（第七章與總結） 

 

引言、終結的終結 
 
終於到了彌迦書第七章，是全書的最後一章，也是第三篇（亦即書中最後一篇）相對獨

立的講章的終結部分，可以說，本章是一個「終結的終結」。洽巧的是，本章中「終

結一切」的「末世意味」，也是自始至終，濃得化都化不開。而所謂終結一切，含意極

廣，包括人類的窮兇極惡、上帝的忍無可忍、惡人的窮途末路、義人的沉冤得雪、世界

的可怕終局、天國的榮耀降臨。請細看下文分解。 
 

一、邪惡橫行、末日之象（7:1-6） 
 
首先，我們看到彌迦書第七章首六節經文透現出來的，絕不只是以色列某一次亡國的景

象，也不僅是關係以色列人的結局，而是關乎全世界、全人類的末日景象。大家只要稍

稍細心在意，又略懂一點我所說的「宏觀釋經法」，就會發現在全本聖經裡，有許多

與這六節經文同樣充滿「末日意味」的經文，可以前後呼應、互相解釋印證。 
 
7:1 哀哉！我（指「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盡，又像摘了葡萄

所剩下的，沒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羨慕初熟的無花果。 
 
這裡用第一人稱「我」來表達以色列對自己的失望，反映的，其實也是上帝對以色列

人和先知對他的百姓的失望。這個「沒有一挂可吃」的比喻，不是說「果子被收盡」

以致枝上沒有剩下的，經文是說「好像」而已。事實是以色列根本就像一棵極壞的、

不結果的、或果子都是壞透不可吃的葡萄樹，壓根兒就找不到一挂值得收割的果子。這

個「壞葡萄樹」的比喻，再連起「我心羨慕初熟的無花果」一句來看，我們實在有理

由記起主耶穌曾對某棵「沒果子可吃的無花果樹」的咒詛： 
 

太 21:18 早晨回城的時候，他（耶穌）餓了，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

到跟前，在樹上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

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令主耶穌如此失望，以至於在大怒下說出咒詛的，當然不是因為「肚餓」，因為眼前這

棵「沒果子可吃的無花果樹」令祂失望。使主憤怒失望的，是上帝廢盡苦心「栽種」卻

終歸不能「開花結果」，為上帝在全地作好見證的以色列人。基督對無花果樹「永不

結果子」咒詛，其實是一個比喻，宣告以色列人以至全人類的「末日」到了。（留意

馬太廿一章後的經文，幾乎全是末日信息。） 
 
在第一節的「比喻」後面的，第二節到第四節就是「比喻的解說」，其中的末日意味更

是清晰不過，不容否認，也不許輕忽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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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上虔誠人滅盡，世間沒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都用網羅

獵取弟兄。3 他們雙手作惡；君王徇情面，審判官要賄賂，位分大的吐出

惡意，都彼此結聯行惡。4 他們最好的，不過是蒺藜；最正直的，不過是

荊棘籬笆。 
 
這幅全人類（不只是以色列人）「罪大惡極」的圖畫，絕對有理由令我們聯想到挪亞

洪水前的另一幅「末日畫象」： 
 

創 6:5、11-13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

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

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7:3 他們雙手作惡；君王徇情面，審判官要賄賂──同時，先知亦再一次不厭其煩地指

斥末世全人類的根本大惡是貪財好利、巧取豪奪。其他大惡，都是由「貪財」這「萬惡

之根」延伸氾濫成災的。到第四節下半，先知作為「守望者」，就作了有力的總結與

預告，宣告這世界的「末日」： 
 
7:4 ......你守望者說，降罰的日子已經來到，他們必擾亂不安。 
 
這些話，又令我們合理地想起主耶穌的末日警示： 
 

路 21:22-26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

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

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

了。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

慌不定。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要注意的是，這些末日警示一般都有貌似「含糊」之處，就是有些字句似乎是單單針對

以色列（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有些字眼卻又似是針對全人類（如「地

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其實，二者緊密關連，讀的時候，不必要，也不應該強行二

分。記住，「以色列」是上帝拿來給世人看的「樣版」，在以色列一再亡國與復國的事

件中，顯明上帝的公義、信實與慈愛，以及信與不信的結局的天淵之別。 
 
言歸正傳，不僅如此，這幅末日景象還有一個更加可怕的一面： 
 
7:5 不要倚賴鄰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懷中的妻提

說。6 因為兒子藐視父親，女兒抗拒母親，媳婦抗拒婆婆；人的仇敵就是

自己家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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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釋經書隨口說這兩節經文是說「家庭解體」（如夫妻離異、婆媳紛爭之類），完

全是「望文生義、常識解經」。記得，現在講的主題是「罪惡滔天的人類末日」，「家

庭解體」算是甚麼東西？用「宏觀釋經法」，用全本聖經的整體啟示來理解對照，我們

就絕對有理由從這兩節經文聯想到主耶穌以下的末日警告： 
 

太 10:34-36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

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

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 

 

可 10:17-22 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

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你們

被交的時侯，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弟兄要把弟兄，父親

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

人恨惡。 

 
看到嗎？那不是甚麼「家庭解體」，而是「信仰大決裂」，全人類終必為基督的緣故

分成兩大陣營，父母夫妻至親好友都「沒情講」，都要「一刀兩斷」各走各路。這幅大

決裂的景象，同時亦預示末世時候，全人類對真信徒的大排斥與大逼迫，這與新約論到

末世大逼迫的預言完全吻合。 
 
總之，彌迦書第七章一開始，先知就用了一個既傳神又沉重的「不結果的葡萄樹」的比

喻，宣告人類的徹底敗壞、上帝的失望震怒與末日審判的必然來到，然後再加以具體的

描述與解說。眼下，面對這個不堪的末日景象，我們尚有何「生路」呢？ 
 

二、忍耐到底、必然得救（7:7-12） 
 
原裝足版的聖經末世論，沒有一隻字叫我們團結起來「齊心抗末日」。聖經總是極其

掃興、不得人心地勸導我們要──低頭思過、甘心受罰、忍耐等待、直到上帝的怒氣

過去，好再憐恤我們。 

 
7:7 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8 我

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

華卻作我的光。9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為我辨

屈，為我伸冤。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 
 
必須永遠記得，全本聖經都告訴我們，只有一位上帝：降罰的是耶和華，施救的也是

耶和華。大家必須徹底粉碎任何「善惡二神論」的異端思想。因為「善惡二神論」會

誘惑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反抗「降罰的耶和華」，將衪視為「惡魔」，結果就罪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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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因不服責罰以致永遠不得赦免。我們只要認定衪是「慈父」，不是「法官」，更不

是「惡魔」，就有信心相信衪的怒氣總會過去，必會再憐恤衪軟弱的兒女。 
 
7:9 ......直等他為我辨屈，為我伸冤──不過，我們既然是「罪有應得」，怎麼衪又會為

我們「辨屈伸冤」呢？難道說衪懲罰我們是「冤枉」了我們，所以後來就向我們「道

歉」了事？當然不是！ 

 
我們被罰，包括以色列人一再亡國飄流，許多基督徒備受痛苦，就算不完全是我們「罪

有應得」的，也總有上帝降禍的原因，說不上「冤枉」。真正「冤枉」我們的，是見到

我們受禍的外邦人與異教徒。他們「冤枉」我們，一口咬定我們「特別有罪所以受苦

特多」（記得約伯與主耶穌嗎？）、又「冤枉」我們「已經破上帝完全棄絕，所以毫無

希望了」，其實等同「冤枉」上帝，說祂並不會真的守約憐憫衪的「選民」。一句話，

他們「冤枉」我們是「死定了」。對此，上帝終有一天會為我們「辯屈」，也為衪自己

「辯屈」，就是衪畢竟是守約施憐憫的主、必再憐恤我們，兌現衪的承諾，所以我們也

總有希望。結果呢？ 
 
7:10 那時我的仇敵，就是曾對我說「耶和華你神在哪裏」的，他一看見這

事，就被羞愧遮蓋。我必親眼見他遭報，他必被踐踏，如同街上的泥土。 
 
原來，更罪大惡極的是他們、真正被上帝永遠棄絕的是他們。上帝罰我們（包括以色列

與基督徒）罰得特別「重手」，甚至「重」到使別人以至我們自己都有「被棄絕」的感

覺，都只因上帝「特別」憐愛我們，不想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滅絕，故而下重手「管教」

我們，好為我們留下「餘種」。天父滿心慈悲，只要我們「忍耐到底」，等衪怒氣過去

了，必為我們「復國」（見 7:11-12），給我們吐氣揚眉。 

 
10 ......他必被踐踏，如同街上的泥土。──這幾句話，很自然令我們聯想到上帝對罪魁

禍首魔鬼撒旦（蛇）的咒詛： 

 
創 3:14 耶和華神對蛇（撒旦）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

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原來，一切撒旦的「子孫」與「同黨」，他們的結局都必定與撒旦一樣，通俗點說，就

是「衰到食泥」。（可參看下文 7:17 「他們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撒旦

與一眾惡人現在仍貌似風光，創 3:14 的咒詛似乎仍未兌現，但「結局已定」，牠們怎

樣垂死掙扎都不會改變分毫。弟兄姊妹，我們要忍耐等待，千萬不要羡慕牠們現在「剎

那風光」。我們的結局，將是好得無比的： 

 
7:11 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牆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開展。

12 當那日，人必從亞述，從埃及的城邑，從埃及到大河，從這海到那海，

從這山到那山，都歸到你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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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對惡人與義人，意義是截然相反的。到那一日，是義人「翻身」、吐氣揚眉、沉

冤得雪的大好日子。基督再來，引入天國，也就真真正正的「復國」。記住，要「復」

的不是一個名義上叫「以色列」但事實上不三不四不倫不類的國家（像現在的所謂以色

列），要「復」的是三一上帝的尊榮、真理正義的伸張、仁愛慈悲的遍行、安樂祥和的

國度、神人和好的天家、還有我們是天父兒子的名份──到時在惡人面前「威到盡」！  
 
主耶穌在馬太廿四章中教導我們，能使我們「安渡」末世的秘訣是「忍耐到底，必然

得救」。其中「忍耐」二字指向的，不是泛泛的天災人禍與逼迫苦難，而是「慈父的

怒氣」。所以，萬萬不要相信和參與任何「齊心抗末日」之類的講法與行動，最起碼也

要保持高度警惕。那些是「善惡二神論」的異端，是集體反叛不得饒恕的至惡大罪。 
 

三、必有報應、還有恩典（7:13-17） 
 
我們天上的慈父滿有恩典，但為要徹底拯救我們，使我們將來在天國裡不會「故態復

萌」，衪必要在末世給我們「永世不忘」的慘痛教訓： 
 
7:13 然而這地因居民的緣故，又因他們行事的結果，必然荒涼。 
 
這世界必有應得的報應，無可反抗，更不應反抗。不過，我們尚不至於了無生路，因為

在上帝的手上，報應中總有恩典，所以我們仍可以呼求天父： 
 
7:14 求耶和華在迦密山的樹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獨居的民，就是你產業

的羊群。求你容他們在巴珊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時一樣。 
 
迦密山上，以色列人對上帝三心兩意（見王上十八章），但上帝對以色列人卻是一往

情深、不離不棄。我們實在不值可憐，但慈父總有慈心，就不在我們身上，卻在衪自己

身上苦苦找尋「理由」來繼續憐惜、拯救、扶助我們。彌迦先知透察慈父的心，就一再

用「你」與「你的」來祈求上帝看在「你的份上」憐恤「他們」。至於迦密、巴珊、

基列，都是著名的草場，先知希望上帝像慈心的牧人永遠疼惜祂的「羊群」。不止於

此，慈悲天父還替我們爭戰，擊倒一切殘害輕看我們的勢力。當年，衪曾打倒奴役百姓

囂張的埃及，將來，衪也必打敗亞述、巴比倫以至一切狂傲的邪惡力量。 
 
7:15 耶和華說：「我要把奇事顯給他們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時候一樣。」

16 列國看見這事，就必為自己的勢力慚愧。他們必用手摀口，掩耳不聽。

17 他們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戰戰兢兢地出他們的營寨。他們

必戰懼投降耶和華，也必因我們的神而懼怕。 
 
到那日，曾「冤枉」我們說「上帝不要你們了，你們死定了」，又「冤枉」上帝說「上

帝不管這個世界了，祂沒眼看了」的大惡人們，當他們看見我們「重出生天突然翻身」

的「奇事」，必然「羞愧」得無地自容，不敢「面對事實」，只能俯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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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盼望所歸、何神像你？（7:18-20） 
 
7:18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

怒，喜愛施恩？19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

切罪投於深海。20 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各發誠實，向

亞伯拉罕施慈愛。 
 
先知「彌迦」的名字，原文的本義就是「誰像耶和華」，這全書最後三節經文，真有

畫龍點睛之妙。 
 

創 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

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

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28:13-15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對雅各）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

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

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

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 

 
是的，有何神像我們的耶和華那樣的動情、多情、長情？衪一旦選上、應承了我們的先

祖──既包括柔和謙厚的「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也包括人品不怎樣高尚的「世界仔」

雅各，就決心保守他們的子孫、要賜這地給他們永遠為業。從此，祂就生生世世、永生

永世不離不棄，要愛他們一直愛到底。中間曲曲折折、反反覆覆，但祂一直信守盟約，

直到一字一句成就衪對列祖的承諾。至於我們，透過接受基督救恩，也成了「真以色列

人」，成了上帝守約施慈愛的對象之一，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對於惡人們，上帝是將「他們」本身踏在腳下（以至於「吃泥」），又將「他們」投

於深海（永不超生）；但對於我們，天父卻是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

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永這不計算不記念我們的罪惡過犯。 
 
上帝「偏心」成這個樣子，不是因我們本身的「義」（我們本質上不比世人良善，最

好的仍是罪人一個），而是因衪一朝「愛上」我們就難捨難離的「義」。我們之「稱義」

只是因為相「信」衪有樂意赦免拯救我們的大「義」，這就叫「因信稱義」。告訴大

家，上帝若不「偏心」、來個一視同仁、斤斤計較，你與我不是死定了麼？ 
 
是的，有何神像你耶和華，愛我們愛得這樣不問情由、不講道理、不思計

較、還故意善忘？卻是因此，我們落在你的手上，即使是多麼沉重的責罰

與苦難，仍是充滿盼望、滿懷感激。 



 7

彌迦書全書總結 
 
彌迦先知，是二千七百年前以色列的先知，但他的信息，到今天仍然鏗鏘

有力、如雷貫耳、發人深省。特別對以色列「因貪亡國」的強烈指控，完

全適用於貪利忘義的今天。 
 
彌迦先知雖是南國猶大的人，但他的信息，卻及於整個以色列，也及於全

人類，直指向世界的末日、真正的復國與永恆的天國。 
 
彌迦先知的信息，與全本聖經的末世信息完全一致，既不是宿命的悲觀主

義，也不是膚淺的樂觀主義。他絕不粉飾太平，絕不隱瞞人類的滔天大惡

與這個世界不能自救的「絕望真相」；但他也不是一味幸災樂禍，卻告訴

我們仍然大有希望── 
 

我雖跌倒，卻要起來！  
 
但不是靠我們的狂妄自救與盲目自信，而是低首思過、甘心受罰、忍耐等

候......因為，我們有一位非比尋常的慈父，衪的怒氣只是一夜之間，衪的

恩典卻是一生之久。 
 

神啊，有何神像你！ 
 
衪樂於赦免，喜好施恩。至於那些終歸不得赦免、不得施恩的人，都只因

他們「不信」──不相信天地間竟有如此大仁大義，結果，只得像猶大般

「出去吊死」了。至於在「信」的人，卻是總有恩典，就像彼得跌倒「出

去痛哭」後，仍然能夠重新振作，再次站起。 
 

我雖跌倒，卻要起來！  
 
這都只因── 
 

神啊，有何神像你？ 

──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 

──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