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內奸甚於外敵 
 

引言、大樹傾頹不因風 
 

每年的六至十月是香港的颱風季節，颱風襲港期間，有大樹，甚至「百年老樹」被強風吹倒的

新聞時有所聞。非常直覺，人們見到這些樹平時不倒，到打風時候才倒，就自必然是被強風吹

倒的，換言之，「被強風吹打」就是這些大樹倒下的原因。 

 

不過，細心一想，我們卻同時發現：「打風期間並不是所有大樹都倒下，為甚麼獨獨是這些倒

下？」換句話說，「被強風吹打」可能不是它們倒下的主要或根本原因。事後亦果然發現，部

分倒下的大樹的樹幹竟然是「空心」的，是早已被蟲蟻蛀了一個大洞，只是外表看不出來，以

致看上去非常粗壯的大樹竟然「弱不禁風」。 

 

這個事例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重要也很傳神的教訓：「內奸甚於外敵」。外在的「被強風吹打」，

可能只是造成大樹傾倒的一個「偶然因素」，其實內在的「被蟲蟻蛀蝕」，才是它們傾下的「必

然原因」。 

 

我們回看以色列的歷史，自從公元前大約 1050 年建國後，經過掃羅、大衛、所羅門兩朝三代大

概一百年的努力，國家一度非常安定富強。但是好景不常，所羅門死後，國家就陷於分裂局面，

分裂為北國以色列及南國猶大。最後，北國以色列於公元前 722 年亡於亞述帝國之手，而南國

猶大亦於公元前 587 年亡於巴比倫帝國的手下。就是這樣，一度安定、繁榮、強大、統一的以

色列就煙消雲散了。 

 

表面上看，造成以色列北南兩國先後亡國的原因，是亞述與巴比倫兩國大規模的「軍事侵略」，

換言之，是「外敵」的侵襲造成它們的滅亡。不過，細看歷史與聖經，我們就會發現，造成以

色列（不分南北）亡國的根本原因是某種「內奸」──原來，遠在它們被外敵亞述和巴比倫打

倒之前，它們的內部已經被某種「蟲蟻」，通過「宗教侵略」及「文化侵略」的方式嚴重地蛀

蝕了，種下了後來亡國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訴大家，甚麼是造成以色列亡國的「內奸」。這些「內奸」如何滲入並植

根在以色列國內，「蛀蝕」它的國家根基，終於導致亡國？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慘痛的歷史教

訓，對於今天的我們、今天的教會，又有甚麼不可輕忽的警告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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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是以色列的「內奸」？ 
 

考之聖經，對以色列明顯懷有「敵意」的國家或民族先後有非利士、亞蘭、摩押、埃及、亞述

和巴比倫等等。（參見以下兩幅地圖） 

 

  

圖一：以色列近處的鄰邦         圖二：以色列遠處的強大帝國 
 

非利士、亞蘭和摩押是與以色列近在咫尺的鄰國，「一山不能藏二虎」，與以色列發生軍事衝

突似是在所難免的。至於埃及、亞述和巴比倫，則是當時相繼坐大的「超級大帝國」，對外擴

張是勢所必然之事；「不巧」的是無論埃及要「東擴」或亞述和巴比倫想「西進」，位處夾縫

之間的以色列都是必經之地，被這些「列強」攻擊侵略，也是無話可說的。總之，近處的非利

士、亞蘭和摩押，遠方的埃及、亞述和巴比倫，都各有用武力攻擊侵略以色列的所謂「理由」。 

 

但是，若我們再細看上面的圖一，卻發現獨獨有一個國家（姑且稱作國家）──由推羅、西頓

等城邦組成的腓尼基，雖然與以色列接壤，歷史上卻從未對以色列發動過武裝侵略，甚至自大

衛時代開始，與以色列的關係一直都「互惠互利」，非常良好。為甚麼呢？是腓尼基人特別善

良，特別沒有野心麼？答案恐怕是剛剛相反。世事難料，原來，促成以色列的亡國厄運的「內

奸」，正正就是這些腓尼基人及從他們那裡引入的腓尼基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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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奸」如何出現？ 
 

腓尼基人大約於公元前十五世紀出現於地中海沿岸，以航海經商，準確說是「巧取豪奪」聞名

於世，先後建立了多個大商埠，包括西頓、推羅、迦太基等，並由這些城邦聯結為一個「經濟

共同體」。以色列建國之初，腓尼基人勢力最大的海港城市是西頓，後來因為遭受到亞述的破

壞，霸主地位便漸漸被位處較南方的推羅所取代了。另外，由於腓尼基人長期佔有盛產建築用

的優質木材（如香柏木）的黎巴嫩山地，那些最善於利用「一切資源」的腓尼基人，於是就成

為了人類最早期的「建築商」，並到處鼓吹建造「大型建築」，因此大發其財。 

 

同樣不可忽略的，是腓尼基也是迦南地的主流宗教──巴力崇拜的大本營。巴力本來是主管農

畜收成的風雨之神，其實就是典型的「財神」，貪財好利的腓尼基人主力拜巴力（財神）實在

不足為奇。不過，腓尼基之所以會成為「巴力教大本營」，還有一個微妙的歷史原因。話說以

色列人初到迦南地，在戰功顯赫的約書亞的帶領下不斷南征北討，打敗和趕走許多迦南人，再

上敬虔的大衛王的全力「掃蕩」，殘餘的迦南人連同他們所拜的「迦南神」（巴力）就落荒而

逃，被逐出國門去了。他們逃到哪裡去呢？以下經文給了我們一些線索： 

 

書 11:4-8 這些王（迦南地北部的眾王）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人數多如海邊的沙，並有

許多馬匹、車輛。這諸王會合，來到米倫水邊，一同安營，要與以色列人爭戰。耶和華

對約書亞說：「你不要因他們懼怕。明日這時，我必將他們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殺了。」......

於是，約書亞率領一切兵丁，在米倫水邊突然向前攻打他們。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

人手裏，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到米斯利弗瑪音，直到東邊米斯

巴的平原，將他們擊殺，沒有留下一個。 

 

經文末段雖然說「將他們擊殺，沒有留下一個」，但同時也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伏筆，就是「追

趕他們到西頓大城」。這裡會否暗示有一些敵人逃進了「西頓」境內，卻因為是「大城」或別

的原因，約書亞沒有攻進城去捉人，就讓這些「迦南餘種」（包括迦南的神──巴力）得以逃

過一劫，可以在西頓的包庇下繼續發展，找到機會捲土重來，意想重新「入主中原」？就算真

的全死了，但其他未被約書亞攻打的迦南人，卻可能「聞風先逃」，事先逃到推羅、西頓避難。 

 

事實是腓尼基一帶，就算在以色列國最強大，橫掃亞蘭、摩押和非利士的時候，都沒有受到以

色列人的攻打，這就使得推羅、西頓等腓尼基大城，極有資格成為殘餘的迦南／巴力勢力的收

容所。我們看以後的歷史發展，就是「巴力教」確是再次由西頓大規模「輸入」以色列，就可

以倒過來證明腓尼基確是在約書亞及大衛大力討伐之下，殘餘的迦南／巴力勢力大逃亡時候的

避難所，並且容許、包庇它們在那裡保留實力，恢復元氣，伺機反擊。 

 

總而言之，位處於以色列西北面的腓尼基（包括西頓與推羅等大城），就既是當時地中海東岸

的「世界貿易中心」，也是巴勒斯坦地區（即迦南地）的「巴力宗教中心 」。大家可以想像，

好像腓尼基這樣貪財好利又崇拜上帝的死敵巴力（財神）的民族，怎可能特別善良，對以色列

人特別友善？──原來，他們表面的善良與對以色列維持友好關係，是懷有更加長遠和惡毒的

目的的──就是想滲透入以色列的內部，在裡面來「侵略」它。這種文化侵略及宗教侵略，比

起亞蘭、亞述和巴比倫千軍萬馬的軍事侵略更加可怕、更大殺傷力、也更加防不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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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奸」如何滲入坐大？ 
 

腓尼基（推羅、西頓）人的勢力究竟是如何滲透入以色列國中的呢？我們且看他們在聖經中是

怎樣「出場」的： 

 

撒下 5:10-11 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推羅王希蘭將香柏木運到

大衛那裏，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給大衛建造宮殿。 

 

原來，推羅王見大衛「日見強盛」，竟然送來（極可能是作為免費的賀禮送來的）一批名貴的

香柏木，還派來一批建築師（木匠石匠）幫助大衛建造宮殿。不過，大家想一想，推羅王是腓

尼基人，是典型的「生意人」，香柏木價值不菲，真的會「免費」送來嗎？還有是兩者的信仰

截然不同，大衛信奉耶和華，推羅王卻供奉耶和華的死敵──巴力，兩者大相徑庭，推羅王為

甚麼竟肯（而且是主動）派人來幫助信仰敵對的大衛王建造宮殿呢？ 

 

其實，這段經文本身已經透露了一些「玄機」，我們再看一遍： 

 

撒下 5:10-11 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推羅王希蘭將香柏木運到

大衛那裏，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給大衛建造宮殿。 

 

原來「玄機」就在第 10 節裡面：「大衛日見強盛」。生意人果然就是生意人，這個推羅王見到

大衛「日見強盛」，正是形勢大好，不可能與大衛「力敵」火拼，而只可以「智取」。於是就

施行「軟功」，用「銀彈政策」討好大衛，目的多著，大概是一矢三雕： 

 

1、向以色列主動示好，打出「免戰牌」，以免武功顯赫所向披靡的大衛王攻打推羅。 

 

2、巴結大衛，希望日後可以在強大的以色列國中揩到一些油水。 

 

3、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係，伺機滲入以色列國內，進行某種顛覆活動。 

 

總而言之，「生意人」做甚麼都必定有其「目的」，推羅王幫助大衛，更是居心叵測。我沒冤

枉他，大家再看下文便可知嘵。無論如何，腓尼基人就是這樣以他們「圓滑」的生意手段，很

容易我騙取以色列人的好感與信任。 

 

老謀深算的推羅王果然「得償所願」，首先，在大衛國力最強，橫掃四方的時候，腓尼基卻因

表面上與以色列維持「友好」關係，被大衛輕輕放過，得以繼續生存，繼續大做生意。更重要

的，是推羅王以「小往大來」的計策，果然釣到「大魚」。原來又是老例，推羅王見大衛之子

所羅門繼位，形勢繼續大好，就馬上派人來「道賀」，深化兩國「友好」關係： 

 

王上 5:1 推羅王希蘭，平素愛大衛。他聽見以色列人膏所羅門，接續他父親作王，就差

遣臣僕來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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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財好利又拜巴力（財神）的推羅王怎麼會「愛」大衛？說穿了，頂多是「愛」大衛的財富勢

力及從中好可以揩到的好處，或是裝出來的一種「友善姿態」吧！ 

 

王上 5:2-6 所羅門也差遣人去見（推羅王）希蘭，說：「你知道我父親大衛因四圍的爭

戰，不能為耶和華他神的名建殿，直等到耶和華使仇敵都服在他腳下。現在耶和華我的

神使我四圍平安，沒有仇敵，沒有災禍。我定意要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華

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話說：『我必使你兒子接續你坐你的位，他必為我的名建殿。』所以

求你吩咐你的僕人，在黎巴嫩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僕人也必幫助他們。我必照你所定

的，給你僕人的工價。因為你知道，在我們中間沒有人像西頓人善於砍伐樹木。」 

 

大家細看這段經文，再「回憶」一下上述提過在大衛王在世的時候，推羅王已經送來了一批香

柏木，合起來，是否覺得「事有譊謑」呢？就是這個推羅王只是「免費」送來了一小部份，之

後的，卻是要「收費」的啊！或者大家會說，是所羅門自己主動付費的，可能推羅王本來想全

部都免費送哩！且看下文： 

 

王上 5:7 希蘭聽見所羅門的話，就甚喜悅說：「今日應當稱頌耶和華，因他賜給大衛一

個有智慧的兒子，治理這眾多的民。」 

 

這個自己拜巴力的推羅王竟然惺惺作態起來，「讚美」耶和華，這些絕對是「外交辭令」，切

勿當真。其實他心裡崇拜的只有一位，就是巴力──財利。在並沒有甚麼實際要求卻又有著數

的時候，他甚至不介意「讚美耶和華」。我們再細看令他「甚喜悅」的究竟是甚麼： 

 

王上 5:8-12 希蘭打發人去見所羅門，說：「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聽見了。論

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願而行。我的僕人必將這木料從黎巴嫩運到海裏，紮成

筏子，浮海運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裏拆開，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願，

將食物給我的家。」於是，希蘭照著所羅門所要的，給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羅門給希蘭

麥子二萬歌珥，清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物。所羅門每年都是這樣給希蘭。耶和華照

著所應許的，賜智慧給所羅門。希蘭與所羅門和好，彼此立約。 

 

清清楚楚，「生意王」是絕對不會真的「免費」給你甚麼的，這推羅王當初給大衛的一點「好

處」，現在終於連本帶利收回來，難怪他「聽見所羅門的話，就甚喜悅」了。而且好處不只是

即時得到「糧食」作為回報，更是可以與以色列人進一步「和好，彼此立約」，這樣一來，將

來的「可能收益」就更是無可限量了。 

 

再看後來，所羅門心都紅了，建完聖殿就想起皇宮，需用的「建材」就更多，「糧食」就已經

不足以「找數」（回報）了，而要用城市來抵償： 

 

王上 9:11 （推羅王希蘭曾照所羅門所要的，資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羅門王就

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給了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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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務必留心，中文聖經雖然譯作「資助」，但絕對沒有「免費」之意，所羅門為購入大量「建

材」，需要付出二十座城為代價。不過，「生意王」希蘭「收貨」時卻不很滿意： 

 

王上 9:12-13 希蘭從推羅出來，察看所羅門給他的城邑，就不喜悅，說：「我兄啊，你

給我的是甚麼城邑呢？」他就給這城邑之地起名叫迦步勒，直到今日。 

 

大家知道「迦步勒」是甚麼意思嗎？就是「無用之地」。所以，推羅王本來的「甚喜悅」（以

為有利可圖）就變成「不喜悅」了。生意人畢竟是生意人，終於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了──他所

做的一切都必須「有用」（某種功利目標），而且一定算過度過，絕對不希望做蝕本生意的。 

 

只得二十個還是「無用」的小城，腓尼基人當然不滿足於此，他們必要在以色列人身上謀取更

大的「利潤」。方式呢？生意人總是靈活變通，沒有一定的。對手強大時你「吃」他不下，就

與他交好合作，來個「互惠互利」的所謂「雙贏政策」；但一旦對手倒霉有可乘之機，就不必

客氣了，不妨馬上翻臉，張開大口將對手整個「吞」下肚子裡去。 

 

所以呢，當所羅門國力強大的時候，推羅王便建議大家不如「合作發財」，方法是以色列出地

借路，推羅就出人出技術。 

 

原來在以色列南端有一個叫以旬迦別的港口（見上面的圖一），是去非洲東岸及阿拉伯半島航

海做生意位置極佳的根據地。以色列人不懂得航海經商，佔著這個「風水寶地」不用，看得推

羅王心都癢了，終於想出一條妙計（或毒計），就是請所羅門批准推羅人借用這個港口出海，

交換的條件是容許所羅門派人跟著他們一起去大做生意，發了財就兩家「分贓」，這就是所謂

「雙贏政策」了。越來越好大喜功的所羅門竟然應承了，卻忘記了上帝叫以色列王不要「多積

財寶」的訓令。 

 

當然，甚麼「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只是「吃」你不下或「吃」了你也無甚好處的時候的權宜

之計，一旦有機可乘，或「吞」了你可以獲利更大時，就會用各種方法滲入干涉，甚至顛覆取

代以色列的政權。後來，同樣是腓尼基人，推羅王的盟友西頓王謁巴力就將女兒耶洗別嫁入以

色列的亞哈王朝，展開一系列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顛覆活動，幾乎令南北兩國徹底覆亡。（詳細

請參看 10 月號的主題頁） 

 

不過，善於投機取巧的腓尼基人總會隨時做好「兩手準備」，無論如何，都要確保自己立於不

敗之地。這些就是腓尼基人的「信仰」，或稱「生存哲學」，也是「巴力教」的根本精神。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腓尼基人這套軟硬兼施、投機枝巧的「生存哲學」是非

常成功和有效的。首先，是推羅王希蘭向大衛主動示好，再與所羅門王建立盟約

大做生意「互惠互利」，贏得以色列人普遍的信任和好感，再到亞哈為了強化兩

國邦交世代友好，更娶了西頓公主耶洗別為后，這樣，腓尼基勢力就有了全面入

侵以色列內部的機會，而腓尼基人及腓尼基文化，作為導致以色列亡國的「內奸」

的地位，也就得以形成並且逐步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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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奸」如何導致亡國？ 
 

腓尼基（推羅、西頓）人這些擅長航海經商「內奸」，確曾為以色列帶來一度繁華強大： 

 

王上 10:11-23 （推羅王）希蘭的船隻從俄斐運了金子來，又從俄斐運了許多檀香木和

寶石來。......所羅門王一切的飲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宮裏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

所羅門年間，銀子算不了甚麼。因為王有他施船隻與希蘭的船隻一同航海，三年一次，

裝載金銀、象牙、猿猴、孔雀回來。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 

 

如此好景，確令人非常羨慕，垂涎三尺。但是風光背後，卻是「惡果纍纍」，種下了以色列後

來分裂、敗壞與亡國的遠因： 

 

1、助長好大喜功之風 
 

由大衛預備到所羅門完成的建築聖殿的工程，所建的是供奉耶和華的殿，本是無可厚非，甚至

是值得稱許的。不過，不單只是建造聖殿，任何本意為上帝做的工作，一旦「事業有成」，都

會有歸功於己，將它們算入自己的「賬」內，以致好大喜功，想越做越大的危險。 

 

所羅門花了七年建完聖殿，看見聖殿的壯觀華麗，就心都「紅」了，竟再花十三年為自己建造

更壯觀更華麗的皇宮。到王國分裂後，暗利奪得北方政權後，又照辦煮碗，在撒瑪利亞山上營

建一個足以與南方猶大首都耶路撒冷匹敵的撒瑪利亞城──大家競爭建造「大型建築」。 

 

宏偉的建築物，由「巴別塔」開始，已經是誘發人好大喜功和自我炫耀之心的重要原因。想建

造宏大工程，其實是內心霸權的一種最主要的外在表現形式，一旦「上癮」，就不可收拾，會

在各種方面都設法表現、炫耀自己的功業和成就。以色列的君主，壞的不要說，就連公認相當

好的，到了晚年往往都有好大喜功、自我炫耀的傾向──大衛王數點兵馬（撒下 24）、所羅門

擴充後宮（王上 11）、烏西雅（又稱亞撒利雅）超越本位私自燒香（代下 26）、希西家向巴比

倫使節大開國庫炫耀財寶（王下 20）...... 

 

這種好大喜功的風尚，與從腓尼基（推羅、西頓）人引入的建造「大型建築」的奢華傳統實在

大有關連，引誘以色列的君主及國民的心由信奉上帝，到迷信自己「打造」的工程和事業，一

步一步偏離上帝的真理，步向亡國的厄運。這是第一個惡果。 

 

2、重稅造成南北分裂 
 

所羅門王好大喜功，貪一時「好看」，但建造營運如此龐大的建築物，一定會虛耗國庫勞民傷

財，沉重的賦稅也一定會招致人民不滿。結果到所羅門一死，人民的不滿就爆發了，終於導致

北方十個支派與大衛王室的缺裂，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從此，大衛和所羅門治下的統一繁榮

的以色列盛世就一去不返，北方的以色列與南方的猶大，亦都先後步上衰弱和亡國的厄運。這

就是第二個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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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誘國民迷信異教 
 

從腓尼基人引入建造「大型建築」的傳統的同時，亦逐步引入推羅、西頓的異教文化──對巴

力（財神）的崇拜，不再專一信奉耶和華上帝。所羅門為提高國際地位而迎娶列國公主時，就

已經被誘惑引入「西頓的神」，到亞哈王朝全線靠攏西頓，以西頓公主耶洗別為后，還縱容她

權傾朝野，大力推行巴力崇拜。這樣，曾經一度被大衛逐出國門的巴力教竟可以捲土重來，入

主中原，甚至幾乎倒過來消滅耶和華信仰。由腓尼基勢力的滲透導致的信仰墮落，正正是促成

以色列（包括南北兩國）敗壞與亡國的核心原因。 

 

在所羅門的時代，腓尼基勢力雖然未能像後來的亞哈王朝那樣，直接影響甚至操縱王室，但腓

尼基人追求財富、奢華的風尚已經滲入以色列的思想與信仰中，使他們幾乎完全忘記上帝曾藉

摩西吩咐他們「不可多置兵馬、不可多立妃嬪、不可多積金銀」的立國憲章。以色列的真正「國

基」──對耶和華及衪的律法的信仰與忠誠，便日趨崩潰，終於導致亡國。這是第三個惡果。 

 

4、誘使全國一片貪婪 
 

腓尼基（推羅、西頓）人的信仰，其實就是一個「貪」字。這種腓尼基的「貪利文化」（巴力

信仰），通過所羅門時代的外交盟約、亞哈時代的外戚干政、到亞他利雅的直接奪權，逐步推

行全國，在全國氾濫。我們看先知書，眾先知對以色列人的嚴厲責備，除了罵他們背棄上帝迷

信假神外，餘下的一大半就是罵他們貪財好利、巧取豪奪：（詳細請參看《彌迦書註釋》） 

 

賽 3:14-15 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

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主──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

人的臉呢？ 
 

彌 2:1-2 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3:10-11 

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

為銀錢行占卜。 
 

摩 2:6-7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他們為

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耶 5:27-29 籠內怎樣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為大，而且

富足。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

為窮人辨屈。耶和華說：我豈不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國民呢？ 
 

耶 6:12-13 他們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轉歸別人；我要伸手攻擊這地的居民。這是

耶和華說的。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貪婪，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 
 

結 22:29 國內眾民一味地欺壓，慣行搶奪，虧負困苦窮乏的，背理欺壓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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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全國上下一片貪婪的風氣，毫無疑問是滲入國內的腓尼基信仰文化所造成的。這套從腓尼

基引入的偏離上帝旨意的巴力信仰，徹底敗壞了以色列的「立國精神」，使以色列喪失了作為

萬國「正面典範」的寶貴身份，終於招致上帝的失望和極大的憤怒，就容許亞述和巴比倫大軍

壓境，先後消滅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給全世界一個「反面教訓」。這就是第四個惡果。 

 

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是直接造成以色列亡國的「外敵」，不過，使以色列衰

亡的更根本原因是在它裡面的「內奸」──貪財好利腐敗全國人民信仰道德的腓

尼基文化。所以說：內奸甚於外敵！ 
 

 

結語、誰是今天的「腓尼基人」？ 
 

作為一個血緣民族的「腓尼基人」，今天已經不知所終了；不過，作為一種文化族類的「腓尼

基人」，今天卻是依然健在，勢力更加是無處不在，而變相的「巴力教」藉著資本主義借屍還

魂，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今日的主流宗教。 

 

誰是今天的「腓尼基人」呢？──答案是但凡誘惑你好大喜功、貪財好利、巧取豪奪、迷信異

教（尤其是財利崇拜）的，統統都是「腓尼基人」！大家不必我指名道姓吧？！ 

 

這些「毒蛇的種類」今天正主導著整個世界的文化，他們就是這個世界最終會走向腐敗與滅亡

的「內奸」，就像當年在以色列國內的腓尼基勢力（巴力教）一樣。 

 

坊間的經濟預測多數是隨口亂說的，但歷史的教訓卻非常老實不會騙人。以色列的亡國教訓就

明明的放在我們面前了──弟兄姊妹，選擇「巴力」（財利）還是選擇耶和華，你不可以「心

持兩意、默然不語」了，你必須選定一條「航道」，從而也選擇你自己的結局。 

 

如果你還是想繼續「投機觀望」，可以的，因為不必多久，上帝就會容讓大誘惑和大逼迫來逼

使你在不知不覺中作出（多數會是錯誤的）「抉擇」。 

 

總之，若你在迦密山上先知以利亞的「善意勸導」下不肯「自願表態」（王上 18），那麼，你

將要在將軍耶戶的「惡意誘騙」下「被逼表態」（王下 10，參見今期主題頁）。分別呢？是前

者引你悔改，後者卻要你滅亡！ 

 

願上帝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及早向基督忠誠「表態」，不要等到衪提著寶劍策馬歸來，擊殺反

叛的列國之日，因為到那日大局已定，要悔改都已經來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