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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奸甚于外敌 
 

引言、大树倾颓不因风 
 

每年的六至十月是香港的台风季节，台风袭港期间，有大树，甚至「百年老树」被强风吹倒的

新闻时有所闻。非常直觉，人们见到这些树平时不倒，到打风时候才倒，就自必然是被强风吹

倒的，换言之，「被强风吹打」就是这些大树倒下的原因。 

 

不过，细心一想，我们却同时发现：「打风期间并不是所有大树都倒下，为甚么独独是这些倒

下？」换句话说，「被强风吹打」可能不是它们倒下的主要或根本原因。事后亦果然发现，部

分倒下的大树的树干竟然是「空心」的，是早已被虫蚁蛀了一个大洞，只是外表看不出来，以

致看上去非常粗壮的大树竟然「弱不禁风」。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也很传神的教训：「内奸甚于外敌」。外在的「被强风吹打」，

可能只是造成大树倾倒的一个「偶然因素」，其实内在的「被虫蚁蛀蚀」，才是它们倾下的「必

然原因」。 

 

我们回看以色列的历史，自从公元前大约 1050 年建国后，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两朝三代大

概一百年的努力，国家一度非常安定富强。但是好景不常，所罗门死后，国家就陷于分裂局面，

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及南国犹大。最后，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 722 年亡于亚述帝国之手，而南国

犹大亦于公元前 587 年亡于巴比伦帝国的手下。就是这样，一度安定、繁荣、强大、统一的以

色列就烟消云散了。 

 

表面上看，造成以色列北南两国先后亡国的原因，是亚述与巴比伦两国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换言之，是「外敌」的侵袭造成它们的灭亡。不过，细看历史与圣经，我们就会发现，造成以

色列（不分南北）亡国的根本原因是某种「内奸」──原来，远在它们被外敌亚述和巴比伦打

倒之前，它们的内部已经被某种「虫蚁」，通过「宗教侵略」及「文化侵略」的方式严重地蛀

蚀了，种下了后来亡国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大家，甚么是造成以色列亡国的「内奸」。这些「内奸」如何渗入并植

根在以色列国内，「蛀蚀」它的国家根基，终于导致亡国？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惨痛的历史教

训，对于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又有甚么不可轻忽的警告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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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以色列的「内奸」？ 
 

考之圣经，对以色列明显怀有「敌意」的国家或民族先后有非利士、亚兰、摩押、埃及、亚述

和巴比伦等等。（参见以下两幅地图） 
 

  

图一：以色列近处的邻邦         图二：以色列远处的强大帝国 
 

非利士、亚兰和摩押是与以色列近在咫尺的邻国，「一山不能藏二虎」，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

突似是在所难免的。至于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则是当时相继坐大的「超级大帝国」，对外扩

张是势所必然之事；「不巧」的是无论埃及要「东扩」或亚述和巴比伦想「西进」，位处夹缝

之间的以色列都是必经之地，被这些「列强」攻击侵略，也是无话可说的。总之，近处的非利

士、亚兰和摩押，远方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都各有用武力攻击侵略以色列的所谓「理由」。 

 

但是，若我们再细看上面的图一，却发现独独有一个国家（姑且称作国家）──由推罗、西顿

等城邦组成的腓尼基，虽然与以色列接壤，历史上却从未对以色列发动过武装侵略，甚至自大

卫时代开始，与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互惠互利」，非常良好。为甚么呢？是腓尼基人特别善

良，特别没有野心么？答案恐怕是刚刚相反。世事难料，原来，促成以色列的亡国厄运的「内

奸」，正正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及从他们那里引入的腓尼基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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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奸」如何出现？ 
 

腓尼基人大约于公元前十五世纪出现于地中海沿岸，以航海经商，准确说是「巧取豪夺」闻名

于世，先后建立了多个大商埠，包括西顿、推罗、迦太基等，并由这些城邦联结为一个「经济

共同体」。以色列建国之初，腓尼基人势力最大的海港城市是西顿，后来因为遭受到亚述的破

坏，霸主地位便渐渐被位处较南方的推罗所取代了。另外，由于腓尼基人长期占有盛产建筑用

的优质木材（如香柏木）的黎巴嫩山地，那些最善于利用「一切资源」的腓尼基人，于是就成

为了人类最早期的「建筑商」，并到处鼓吹建造「大型建筑」，因此大发其财。 

 

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腓尼基也是迦南地的主流宗教──巴力崇拜的大本营。巴力本来是主管农

畜收成的风雨之神，其实就是典型的「财神」，贪财好利的腓尼基人主力拜巴力（财神）实在

不足为奇。不过，腓尼基之所以会成为「巴力教大本营」，还有一个微妙的历史原因。话说以

色列人初到迦南地，在战功显赫的约书亚的带领下不断南征北讨，打败和赶走许多迦南人，再

上敬虔的大卫王的全力「扫荡」，残余的迦南人连同他们所拜的「迦南神」（巴力）就落荒而

逃，被逐出国门去了。他们逃到哪里去呢？以下经文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书 11:4-8 这些王（迦南地北部的众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

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耶和华

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

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

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玛音，直到东边米斯

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 

 

经文末段虽然说「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但同时也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伏笔，就是「追

赶他们到西顿大城」。这里会否暗示有一些敌人逃进了「西顿」境内，却因为是「大城」或别

的原因，约书亚没有攻进城去捉人，就让这些「迦南余种」（包括迦南的神──巴力）得以逃

过一劫，可以在西顿的包庇下继续发展，找到机会卷土重来，意想重新「入主中原」？就算真

的全死了，但其它未被约书亚攻打的迦南人，却可能「闻风先逃」，事先逃到推罗、西顿避难。 

 

事实是腓尼基一带，就算在以色列国最强大，横扫亚兰、摩押和非利士的时候，都没有受到以

色列人的攻打，这就使得推罗、西顿等腓尼基大城，极有资格成为残余的迦南／巴力势力的收

容所。我们看以后的历史发展，就是「巴力教」确是再次由西顿大规模「输入」以色列，就可

以倒过来证明腓尼基确是在约书亚及大卫大力讨伐之下，残余的迦南／巴力势力大逃亡时候的

避难所，并且容许、包庇它们在那里保留实力，恢复元气，伺机反击。 

 

总而言之，位处于以色列西北面的腓尼基（包括西顿与推罗等大城），就既是当时地中海东岸

的「世界贸易中心」，也是巴勒斯坦地区（即迦南地）的「巴力宗教中心 」。大家可以想象，

好象腓尼基这样贪财好利又崇拜上帝的死敌巴力（财神）的民族，怎可能特别善良，对以色列

人特别友善？──原来，他们表面的善良与对以色列维持友好关系，是怀有更加长远和恶毒的

目的的──就是想渗透入以色列的内部，在里面来「侵略」它。这种文化侵略及宗教侵略，比

起亚兰、亚述和巴比伦千军万马的军事侵略更加可怕、更大杀伤力、也更加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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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奸」如何渗入坐大？ 
 

腓尼基（推罗、西顿）人的势力究竟是如何渗透入以色列国中的呢？我们且看他们在圣经中是

怎样「出场」的： 
 

撒下 5:10-11 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

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原来，推罗王见大卫「日见强盛」，竟然送来（极可能是作为免费的贺礼送来的）一批名贵的

香柏木，还派来一批建筑师（木匠石匠）帮助大卫建造宫殿。不过，大家想一想，推罗王是腓

尼基人，是典型的「生意人」，香柏木价值不菲，真的会「免费」送来吗？还有是两者的信仰

截然不同，大卫信奉耶和华，推罗王却供奉耶和华的死敌──巴力，两者大相径庭，推罗王为

甚么竟肯（而且是主动）派人来帮助信仰敌对的大卫王建造宫殿呢？ 

 

其实，这段经文本身已经透露了一些「玄机」，我们再看一遍： 

 

撒下 5:10-11 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

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原来「玄机」就在第 10 节里面：「大卫日见强盛」。生意人果然就是生意人，这个推罗王见到

大卫「日见强盛」，正是形势大好，不可能与大卫「力敌」火并，而只可以「智取」。于是就

施行「软功」，用「银弹政策」讨好大卫，目的多着，大概是一矢三雕： 

 

1、向以色列主动示好，打出「免战牌」，以免武功显赫所向披靡的大卫王攻打推罗。 

 

2、巴结大卫，希望日后可以在强大的以色列国中揩到一些油水。 

 

3、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伺机渗入以色列国内，进行某种颠覆活动。 

 

总而言之，「生意人」做甚么都必定有其「目的」，推罗王帮助大卫，更是居心叵测。我没冤

枉他，大家再看下文便可知哓。无论如何，腓尼基人就是这样以他们「圆滑」的生意手段，很

容易我骗取以色列人的好感与信任。 

 

老谋深算的推罗王果然「得偿所愿」，首先，在大卫国力最强，横扫四方的时候，腓尼基却因

表面上与以色列维持「友好」关系，被大卫轻轻放过，得以继续生存，继续大做生意。更重要

的，是推罗王以「小往大来」的计策，果然钓到「大鱼」。原来又是老例，推罗王见大卫之子

所罗门继位，形势继续大好，就马上派人来「道贺」，深化两国「友好」关系： 

 

王上 5:1 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膏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

遣臣仆来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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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财好利又拜巴力（财神）的推罗王怎么会「爱」大卫？说穿了，顶多是「爱」大卫的财富势

力及从中好可以揩到的好处，或是装出来的一种「友善姿态」吧！ 

 

王上 5:2-6 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争

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直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服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

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意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

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坐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

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

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 

 

大家细看这段经文，再「回忆」一下上述提过在大卫王在世的时候，推罗王已经送来了一批香

柏木，合起来，是否觉得「事有譊謑」呢？就是这个推罗王只是「免费」送来了一小部份，之

后的，却是要「收费」的啊！或者大家会说，是所罗门自己主动付费的，可能推罗王本来想全

部都免费送哩！且看下文： 

 

王上 5:7 希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

个有智能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 

 

这个自己拜巴力的推罗王竟然惺惺作态起来，「赞美」耶和华，这些绝对是「外交辞令」，切

勿当真。其实他心里崇拜的只有一位，就是巴力──财利。在并没有甚么实际要求却又有着数

的时候，他甚至不介意「赞美耶和华」。我们再细看令他「甚喜悦」的究竟是甚么： 

 

王上 5:8-12 希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

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

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

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希兰

麦子二万歌珥，清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希兰。耶和华照

着所应许的，赐智能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 

 

清清楚楚，「生意王」是绝对不会真的「免费」给你甚么的，这推罗王当初给大卫的一点「好

处」，现在终于连本带利收回来，难怪他「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了。而且好处不只是

实时得到「粮食」作为回报，更是可以与以色列人进一步「和好，彼此立约」，这样一来，将

来的「可能收益」就更是无可限量了。 

 

再看后来，所罗门心都红了，建完圣殿就想起皇宫，需用的「建材」就更多，「粮食」就已经

不足以「找数」（回报）了，而要用城市来抵偿： 

 

王上 9:11 （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

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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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务必留心，中文圣经虽然译作「资助」，但绝对没有「免费」之意，所罗门为购入大量「建

材」，需要付出二十座城为代价。不过，「生意王」希兰「收货」时却不很满意： 

 

王上 9:12-13 希兰从推罗出来，察看所罗门给他的城邑，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

给我的是甚么城邑呢？」他就给这城邑之地起名叫迦步勒，直到今日。 

 

大家知道「迦步勒」是甚么意思吗？就是「无用之地」。所以，推罗王本来的「甚喜悦」（以

为有利可图）就变成「不喜悦」了。生意人毕竟是生意人，终于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了──他所

做的一切都必须「有用」（某种功利目标），而且一定算过度过，绝对不希望做蚀本生意的。 

 

只得二十个还是「无用」的小城，腓尼基人当然不满足于此，他们必要在以色列人身上谋取更

大的「利润」。方式呢？生意人总是灵活变通，没有一定的。对手强大时你「吃」他不下，就

与他交好合作，来个「互惠互利」的所谓「双赢政策」；但一旦对手倒霉有可乘之机，就不必

客气了，不妨马上翻脸，张开大口将对手整个「吞」下肚子里去。 

 

所以呢，当所罗门国力强大的时候，推罗王便建议大家不如「合作发财」，方法是以色列出地

借路，推罗就出人出技术。 

 

原来在以色列南端有一个叫以旬迦别的港口（见上面的图一），是去非洲东岸及阿拉伯半岛航

海做生意位置极佳的根据地。以色列人不懂得航海经商，占着这个「风水宝地」不用，看得推

罗王心都痒了，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或毒计），就是请所罗门批准推罗人借用这个港口出海，

交换的条件是容许所罗门派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大做生意，发了财就两家「分赃」，这就是所谓

「双赢政策」了。越来越好大喜功的所罗门竟然应承了，却忘记了上帝叫以色列王不要「多积

财宝」的训令。 

 

当然，甚么「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只是「吃」你不下或「吃」了你也无甚好处的时候的权宜

之计，一旦有机可乘，或「吞」了你可以获利更大时，就会用各种方法渗入干涉，甚至颠覆取

代以色列的政权。后来，同样是腓尼基人，推罗王的盟友西顿王谒巴力就将女儿耶洗别嫁入以

色列的亚哈王朝，展开一系列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颠覆活动，几乎令南北两国彻底覆亡。（详细

请参看 10 月号的主题页） 

 

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的腓尼基人总会随时做好「两手准备」，无论如何，都要确保自己立于不

败之地。这些就是腓尼基人的「信仰」，或称「生存哲学」，也是「巴力教」的根本精神。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腓尼基人这套软硬兼施、投机枝巧的「生存哲学」是非

常成功和有效的。首先，是推罗王希兰向大卫主动示好，再与所罗门王建立盟约

大做生意「互惠互利」，赢得以色列人普遍的信任和好感，再到亚哈为了强化两

国邦交世代友好，更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为后，这样，腓尼基势力就有了全面入

侵以色列内部的机会，而腓尼基人及腓尼基文化，作为导致以色列亡国的「内奸」

的地位，也就得以形成并且逐步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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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奸」如何导致亡国？ 
 

腓尼基（推罗、西顿）人这些擅长航海经商「内奸」，确曾为以色列带来一度繁华强大： 

 

王上 10:11-23 （推罗王）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

宝石来。......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

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甚么。因为王有他施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

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能胜过天下的列王。 

 

如此好景，确令人非常羡慕，垂涎三尺。但是风光背后，却是「恶果累累」，种下了以色列后

来分裂、败坏与亡国的远因： 

 

1、助长好大喜功之风 
 

由大卫预备到所罗门完成的建筑圣殿的工程，所建的是供奉耶和华的殿，本是无可厚非，甚至

是值得称许的。不过，不单只是建造圣殿，任何本意为上帝做的工作，一旦「事业有成」，都

会有归功于己，将它们算入自己的「账」内，以致好大喜功，想越做越大的危险。 

 

所罗门花了七年建完圣殿，看见圣殿的壮观华丽，就心都「红」了，竟再花十三年为自己建造

更壮观更华丽的皇宫。到王国分裂后，暗利夺得北方政权后，又照办煮碗，在撒玛利亚山上营

建一个足以与南方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匹敌的撒玛利亚城──大家竞争建造「大型建筑」。 

 

宏伟的建筑物，由「巴别塔」开始，已经是诱发人好大喜功和自我炫耀之心的重要原因。想建

造宏大工程，其实是内心霸权的一种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一旦「上瘾」，就不可收拾，会

在各种方面都设法表现、炫耀自己的功业和成就。以色列的君主，坏的不要说，就连公认相当

好的，到了晚年往往都有好大喜功、自我炫耀的倾向──大卫王数点兵马（撒下 24）、所罗门

扩充后宫（王上 11）、乌西雅（又称亚撒利雅）超越本位私自烧香（代下 26）、希西家向巴比

伦使节大开国库炫耀财宝（王下 20）...... 

 

这种好大喜功的风尚，与从腓尼基（推罗、西顿）人引入的建造「大型建筑」的奢华传统实在

大有关连，引诱以色列的君主及国民的心由信奉上帝，到迷信自己「打造」的工程和事业，一

步一步偏离上帝的真理，步向亡国的厄运。这是第一个恶果。 

 

2、重税造成南北分裂 
 

所罗门王好大喜功，贪一时「好看」，但建造营运如此庞大的建筑物，一定会虚耗国库劳民伤

财，沉重的赋税也一定会招致人民不满。结果到所罗门一死，人民的不满就爆发了，终于导致

北方十个支派与大卫王室的缺裂，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从此，大卫和所罗门治下的统一繁荣

的以色列盛世就一去不返，北方的以色列与南方的犹大，亦都先后步上衰弱和亡国的厄运。这

就是第二个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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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诱国民迷信异教 
 

从腓尼基人引入建造「大型建筑」的传统的同时，亦逐步引入推罗、西顿的异教文化──对巴

力（财神）的崇拜，不再专一信奉耶和华上帝。所罗门为提高国际地位而迎娶列国公主时，就

已经被诱惑引入「西顿的神」，到亚哈王朝全线靠拢西顿，以西顿公主耶洗别为后，还纵容她

权倾朝野，大力推行巴力崇拜。这样，曾经一度被大卫逐出国门的巴力教竟可以卷土重来，入

主中原，甚至几乎倒过来消灭耶和华信仰。由腓尼基势力的渗透导致的信仰堕落，正正是促成

以色列（包括南北两国）败坏与亡国的核心原因。 

 

在所罗门的时代，腓尼基势力虽然未能像后来的亚哈王朝那样，直接影响甚至操纵王室，但腓

尼基人追求财富、奢华的风尚已经渗入以色列的思想与信仰中，使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上帝曾藉

摩西吩咐他们「不可多置兵马、不可多立妃嫔、不可多积金银」的立国宪章。以色列的真正「国

基」──对耶和华及衪的律法的信仰与忠诚，便日趋崩溃，终于导致亡国。这是第三个恶果。 

 

4、诱使全国一片贪婪 
 

腓尼基（推罗、西顿）人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贪」字。这种腓尼基的「贪利文化」（巴力

信仰），通过所罗门时代的外交盟约、亚哈时代的外戚干政、到亚他利雅的直接夺权，逐步推

行全国，在全国泛滥。我们看先知书，众先知对以色列人的严厉责备，除了骂他们背弃上帝迷

信假神外，余下的一大半就是骂他们贪财好利、巧取豪夺：（详细请参看《弥迦书注释》） 

 

赛 3:14-15 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

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

人的脸呢？ 
 

弥 2:1-2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3:10-11 

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

为银钱行占卜。 
 

摩 2:6-7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

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耶 5:27-29 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

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

为穷人辨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耶 6:12-13 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

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 
 

结 22:29 国内众民一味地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理欺压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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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国上下一片贪婪的风气，毫无疑问是渗入国内的腓尼基信仰文化所造成的。这套从腓尼

基引入的偏离上帝旨意的巴力信仰，彻底败坏了以色列的「立国精神」，使以色列丧失了作为

万国「正面典范」的宝贵身份，终于招致上帝的失望和极大的愤怒，就容许亚述和巴比伦大军

压境，先后消灭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给全世界一个「反面教训」。这就是第四个恶果。 

 

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是直接造成以色列亡国的「外敌」，不过，使以色列衰

亡的更根本原因是在它里面的「内奸」──贪财好利腐败全国人民信仰道德的腓

尼基文化。所以说：内奸甚于外敌！ 
 

 

结语、谁是今天的「腓尼基人」？ 
 

作为一个血缘民族的「腓尼基人」，今天已经不知所终了；不过，作为一种文化族类的「腓尼

基人」，今天却是依然健在，势力更加是无处不在，而变相的「巴力教」借着资本主义借尸还

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今日的主流宗教。 

 

谁是今天的「腓尼基人」呢？──答案是但凡诱惑你好大喜功、贪财好利、巧取豪夺、迷信异

教（尤其是财利崇拜）的，统统都是「腓尼基人」！大家不必我指名道姓吧？！ 

 

这些「毒蛇的种类」今天正主导着整个世界的文化，他们就是这个世界最终会走向腐败与灭亡

的「内奸」，就像当年在以色列国内的腓尼基势力（巴力教）一样。 

 

坊间的经济预测多数是随口乱说的，但历史的教训却非常老实不会骗人。以色列的亡国教训就

明明的放在我们面前了──弟兄姊妹，选择「巴力」（财利）还是选择耶和华，你不可以「心

持两意、默然不语」了，你必须选定一条「航道」，从而也选择你自己的结局。 

 

如果你还是想继续「投机观望」，可以的，因为不必多久，上帝就会容让大诱惑和大逼迫来逼

使你在不知不觉中作出（多数会是错误的）「抉择」。 

 

总之，若你在迦密山上先知以利亚的「善意劝导」下不肯「自愿表态」（王上 18），那么，你

将要在将军耶户的「恶意诱骗」下「被逼表态」（王下 10，参见今期主题页）。分别呢？是前

者引你悔改，后者却要你灭亡！ 

 

愿上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及早向基督忠诚「表态」，不要等到衪提着宝剑策马归来，击杀反

叛的列国之日，因为到那日大局已定，要悔改都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