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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用的牧養與無用的牧人 
 

──撒迦利亞書 11:1-17 

引言：非常的抉擇 
 

自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開始，我便意識到世界已經進入了「末世」的非常時期（詳細可

參看我的見證文章──《我與「俄巴底」的姻緣〔系列〕》）。不過，作為一位牧者，特別

是當時來說，是一位堂會牧者，我心底裡最關懷，也是最掙扎的，不是某些「末世事件」，

例如敵基督是誰，啟示錄六章的「四馬」究竟是甚麼，牠們甚麼時候來，來了沒有，而是

在這「末世」的非常時期，我如何可以忠於牧者的職事，「有效」並且「忠心」地為上帝牧

養祂所託付的「羊群」（弟兄姊妹）。 

 

由那時開始，我便再也無法「正常」和「靜態」地思想、實踐基督信仰，神學院學來的「神

學」，特別是所謂「實用神學」，根本無法對應一個瞬息萬變異端充斥的末世世界。最嚴重

的，是由共濟會與天主教主導的「合一運動」已成了無可逆轉的「洪流」，而成功神學、溫

情神學、現世神學和靈恩神學（籠統而言是「功利神學」），在蕭律柏和趙鏞基之流的推動

底下，亦已經泛濫成災。兩者合流，足可以沖倒一切──「功利神學」摧毀末世教會的「內

部根基」，「合一運動」則拆毀末世教會的「對外堤防」，如此「裡應外合」，末世教會，就

如同一所「危樓」搖搖欲墮... 

 

令我困擾，令我掙扎的，是我如何在這所「危樓」裡繼續牧養教會，守望群羊？？？ 

 

七年來，作為牧者，我心中無時或已的掙扎，是「留」還是「去」。留下？但我實在看不到

出路，我哪裡有本事力挽狂瀾，阻止「危樓」倒下？留下繼續牧養事奉，但在我眼前的，

彷彿只有「無用的牧養（事奉）」，恐怕多少努力，最終都是枉費一場心機！但離開？我又

捨不得群羊，也不能全盤否定自己的牧養職事與牧者心腸，更不敢辜負的，是上帝的呼召

和託付。離開撇下群羊，我豈不成了「逃兵」，成了一個可恥的「無用的牧人」？ 

 

留下繼續做「無用的牧養」，或者離開做一個「無用的牧人」，是否，只有這兩個「怎麼都

錯」的「抉擇」？ 

 

尚幸，我們並不孤單。原來歷世歷代的先聖先賢，包括聖經記載裡的幾乎所有先知，都曾

遇過非常類似的掙扎，他們的典範，給我很大的啟發、很多的安慰和鼓勵。今天，我會透

過撒迦利亞書第十一章，告訴大家，上帝的感召、啟示和恩典，怎樣幫助、鼓勵他的眾僕

人忍耐、沉著，繼續甘心於「無效的牧養」，並且堅守本分，握守岡位，決意不做「無用的

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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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前設：三個牧人、兩個層次、一個前提 
 

為解好這章聖經，大家必需先了解「三個牧人」、「兩個層次」和「一個前提」。 

 

解釋這章聖經的其中一個困難，是經文裡「牧人」的形象十分複雜，甚至混亂。原因是經

文提到的其實有不同種類的牧人（有時字面沒有明言），所以要準確了解這章聖經，首先，

我們必要搞清楚經文提到最少三個（或三類）不同的「牧人」。第一個（類）是「大牧人」，

即上帝自己，及隱約指向的主耶穌基督（記得主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第二個（類）

是「惡牧人」，即那些失職甚至瀆職的政治和宗教領袖；第三個（類）是「小牧人」，是奉

上帝旨意好好牧養「餘剩的羊」的牧人，包括作者撒迦利亞先知本人。 

 

其次，與上述第一點相關的，是「牧人」與「羊群」的定義是相對的，最起碼包含著兩個

層次。簡單來說，就是相對於我們所牧養的「小羊」，我們是「牧人」，但相對於上帝這位

「大牧者」，我們卻成了祂所牧養的「小羊」。對應於不同的關係和對象，同一批人，有時

會是牧人，有時會是羊群。搞清楚「三個牧人」的定義和「兩個層次」的關係，理解這章

聖經就會比較容易一點了。 

 

還有第三方面，就是我們必要掌握「一個前提」，就是九至十四章的「末世取向」。綜觀撒

迦利亞書九至十四章，裡面關於以色列「亡國」與「復國」的描述，並未完全應驗在歷史

上的任何一次以色列「亡國」或「復國」事件之中。這五章經文所描述的規模和意義，毫

無疑問帶有極強烈的「末世意味」。講到耶路撒冷被「圍攻」和「淪陷」，是這樣的── 

 

14:1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2 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

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

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以色列的國都撒路撒冷，曾經多次被圍城以至淪陷，但從未試過被「萬國」圍城。這個場

面與規模，指向的肯定是「末日決戰」，而非任何一次歷史上的圍城或亡國事件。不過，更

關鍵的是經文提到的「解圍」描寫，肯定是空前絕後的── 

 

14:3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4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

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

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5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

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

一切聖者同來。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

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

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

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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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說「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不過，非常「不一樣」

的卻仍有六點之多： 

 

1.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主耶穌談論末日降臨的時

候是在「橄欖山上」（太 24），祂升天時也在「橄欖山上」，至於祂的再來，天使

傳言「祂怎麼去也必怎麼來」（徒 1），故極可能也是在「橄欖山上」，所以這個「腳

必站在...橄欖山上」的描寫，我們可以很合理聯想到末日主耶穌再來的預言。 

 

2.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這一次，上帝「親自出馬」從天

而降，還帶來千萬天使天軍。「聖者」，指天使。這樣的「陣容」空前絕後，使我

們聯想到的也是主耶穌末日身騎白馬領千萬天軍降臨爭戰的偉大場面。（啟 19） 

 

3. 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山體分開兩邊，百姓從中間經過逃命，使我們聯想

到的，是出埃及時上帝分開紅海拯救百姓及毀滅法老全軍的情景。（出 14） 

 

4.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這個景象可以給我們兩重聯想：１、想到日月

無光眾星墜落的末世景象（太 24）。２、想到上帝全然得勝，親自光照聖城，再

無需日月星的光輝的景象（啟 22）。無論是１或２，末世的意味都是極強的。 

 

5.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活水（生命水）湧流，潤澤四方，這是創世記描寫的「伊甸園」（創 2），也

是啟示錄展示的「新耶路撒冷」（啟 22）的重要意象，含有極強的終末意味。 

 

6. 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節經文更清楚顯示和

宣告，上帝「大獲全勝」，毫無疑問是指向末日決戰後的最後勝局。 

 

我作這樣詳細的分析，只為說明一事，就是這五章經文（亞 9-14）所指的絕非尋常的歷史

事件，而是關乎這個世界的末日的「決戰前後」，故此，這五章聖經的信息，就絕不能抽離

這個末世論的背景來了解分析。 

 

本著這個前設，我們回頭再看撒迦利亞書第十一章，就會有極不相同的領受。 

 

一、危城末日，惡牧失業 
 

11:1黎巴嫩哪，開開你的門，任火燒滅你的香柏樹。2 松樹啊，應當哀號；因為香柏

樹傾倒，佳美的樹毀壞。巴珊的橡樹啊，應當哀號，因為茂盛的樹林已經倒了。3 聽

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有少壯獅子咆哮的聲音，因約旦

河旁的叢林荒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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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巴珊和約旦河，都是以色列本土或邊境地帶的地名，可知本章所指的，是以色列

國自己的興亡。但我們要留意，就是根據上述的分析，這裡「城門大開」、國防盡失的「亡

國」意象，代表著不是「一般」的圍城或亡國事件，而是世界末日將近的預示。 

 

根據聖經，我們知道以色列一再亡國都是因為「牧人」──特別是宗教領袖，即祭司和先

知──失職，沒有按上帝的教訓牧養和引導百姓，以致他們沉溺在反叛和罪惡之中，最終

招致上帝的審判，興起敵國入侵而亡國。以色列在末日最終的敗亡，原因亦相同。 

 

3聽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這裡提到的「牧人」，是指那些

失職、瀆職的「惡牧」（政治及宗教領袖），因著他們不盡忠職守，「草場毀壞了」，比喻整

個宗教建制和國家體系也給他們敗壞了。他們如何不盡責呢？── 

 

10:2 因為，家神（以色列人迷信的偶像）所言的是虛空；卜士所見的是虛假；做夢者

所說的是假夢。他們白白地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流離，因無牧人就受苦。 

 

這些「惡牧」沒有引導百姓歸向真神，反誘惑他們迷信各種偶像和邪術。現在，這些「惡

牧」發出「哀聲」，因為他們終於「失業了」，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 6:5）的

日子因為亡國而完蛋了。這些人領受了「牧人」的召命卻沒有盡責，以至以色列人信仰墮

落、道德淪喪、國家敗亡，惹來上帝極其憤怒，最終要廢棄他們── 

 

10:3 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

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 

 

為甚麼「牧人」與「公山羊」相提並論？記得引言提到的「兩個層次」嗎？這群「惡牧」

相對於「大牧」上帝，就是「惡羊」。並且，上帝廢棄「惡牧＝惡羊」，不等於完全放棄祂

的所有羊群，祂必會留下「餘種」，因祂「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

在陣上」，最終必叫剩下的「卑微小羊」盡顯威風，如同雄赳赳的「陣上戰馬」。 

 

二、惡牧失職，先知續命 
 

我們回頭再說這些「惡牧」，他們「惡」成怎樣呢？ 

 

11:4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5 買他們的宰了

他們，以自己為無罪；賣他們的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我成為富足。』牧養他

們的並不憐恤他們。 

 

原來，這些領袖不但沒有好好教導、保護、照顧百姓，反「出賣」他們任人「宰殺」，以此

來謀取私利，還厚顏無恥到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我成為富足」。究竟他們如何「出

賣」百姓呢？直接賣給外國人為奴隸嗎？應未至如此明目張膽。向百姓榨取重稅或借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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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甚至因他們無法還債而逼他們賣身為奴嗎？確有這種情況，不過仍不會太普遍，而且

也不至於令通國全民敗壞到亡國的地步。 

 

這些領袖，特別是宗教領袖，包括所有瀆職的祭司和先知，他們「出賣」百姓的真正方式，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迎合百姓的「宗教心理」，以虛假偽善的儀文、粉飾太平的信息，騙

取宗教上的高位和好處，卻「出賣」了上帝囑咐的信仰，誘惑百姓陷在不知悔改的「假平

安」和「偽信仰」之中，最終招來亡國和被擄的厄運──這些「惡牧」，其實就是這樣「出

賣」上帝的託付給他們的羊群（百姓）。 

 

三、大牧撇棄惡牧（惡羊） 
 

11:6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

他們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民脫離他們的手。』 

 

前面已說過，這些「惡牧」原本也是上帝牧養的「羊」，但他們既不憐恤「小羊」（百姓），

上帝也就不憐恤他們，放棄他們，不再牧養他們，任他們滅亡。 

 

四、先知接收「苦羊」 
 

11:7於是，我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著兩根杖，一根我稱為

「榮美」，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我牧養了群羊。 

 

原本的牧人（惡牧）被上帝廢棄了，所以群羊（百姓）就沒人照管了，就成了「無牧人的

羊」，也就是「最困苦的羊」。於是，先知就「接收」了這些小羊，為上帝在末世的艱難時

期牧養和保守他們。至於「拿著二杖」是甚麼意思呢？「杖」是牧人牧羊用的工具，故仍

必與「末世牧養」的主題相關，詳見下文。 

 

五、大牧除滅惡牧 
 

11:8一月之內，我除滅三個牧人，因為我的心厭煩他們；他們的心也憎嫌我。9 我就

說：「我不牧養你們。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餘剩的，由他們彼此相

食。」10 我折斷那稱為「榮美」的杖，表明我廢棄與萬民所立的約。11 當日就廢棄了。

這樣，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說的是耶和華的話。 

 

這裡，更具體地說明上帝如何廢棄那些「惡牧」，甚至「一月之內，我除滅三個牧人」，可

見上帝實在忍無可忍，要痛下殺手。上帝重伸他必要廢掉原來的惡牧，像牧者棄掉不服從

的「惡羊」一樣──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餘剩的，由他們彼此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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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斷「榮美」的杖的是上帝這位「大牧人」，表示上帝的「榮耀」離開這群叛逆的子民，與

百姓斷交，廣義而言，也代表了上帝與人類的缺裂。 

 

不過，慈悲的上帝總是會留下「餘種」，就是那些「最困苦的羊」。他們，就像主耶穌基督

第一次降世，廢掉宗教建制內的祭司文士（即主耶穌當時的「惡牧」）的同時，卻被主所肯

定和收納的稅吏、妓女和罪人。顛覆世界的上帝，總會在世上最卑微、最被人踐踏的人當

中，為自己的名留下「餘種」來作天國的子民，這不只是上帝的仁慈，也是祂的公義和睿

智。（請參考我的上一篇講章：《顛覆：審判與拯救》。） 

 

六、惡牧撇棄小牧，小牧惡牧分離 
 

11:12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三

十塊錢作為我的工價。13 耶和華吩咐我說：「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丟給窯戶。」

我便將這三十塊錢，在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戶了。14 我又折斷稱為「聯索」的那根杖，

表明我廢棄猶大與以色列弟兄的情誼。 

 

這裡，撒迦利亞先知代表上帝，與百姓（特別是那些領袖們）正式提出「解約」（就是折斷

「榮美」的杖所表示的），結果，這些領袖竟以「三十塊錢」來了事，「三十塊錢」原來只

是一個「奴隸」的公價，表示他們事實上並不珍惜、不重視、不稀罕上帝或祂所指派的牧

人來牧養他們，他們倒喜歡自己「作王」。 

 

上帝吩咐先知丟掉這「三十塊錢」，是表示祂與這些反叛的百姓再無關係，要徹底地「一刀

兩斷」，情況就如一個離婚的婦人連前夫的「贍養費」也不要，表示徹底缺裂一樣。 

 

第十四節折斷「聯索」之杖的，應是指先知本人，表示他與同胞斷交，亦廣義地代要人與

人之間的「情誼」的缺裂（沒有上帝，人與人之間只有「同流合污」，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共處」）。當然，先知既然代表上帝，所以這「動作」也可表示上帝再也不管以色列國的太

平或者分裂，這也是徹底缺裂的另一重表示。 

 

至此，我們看到，上帝廢棄了「惡牧」，而百姓的領袖（惡牧）也「解顧」由上帝委派而來

的「善牧」──反映出雙方關係已缺裂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很有「末世攤牌」的意味。 

 

七、惡牧的結局 
 

11:15 耶和華又吩咐我說：「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16 因我要在這地興起一個牧

人。他不看顧喪亡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也不牧養強壯的；卻要吃肥羊

的肉，撕裂牠的蹄子。17 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7

奇怪的是，神廢棄了一批「惡牧」後，竟然興起一個更壞的「惡牧」──「他不看顧喪亡

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也不牧養強壯的；卻要吃肥羊的肉，撕裂牠的蹄子。」

上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人既然放棄上帝指派給他們正直的「善牧」，而偏偏喜歡偽善的

「惡牧」，就像以色列人要自己「立王」一樣，上帝就任憑他們「求仁得仁」，給他們要多

惡有多惡的「惡牧」，讓他們自討苦吃，自取滅亡。 
 
當然，這樣的「惡牧」決不會有好下場──「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

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極諷刺的是，他「丟下

羊群」自己逃跑（無論是「見風轉舵趨炎附勢」或是真的「逃跑」），本來都是為了「保命」

的，最終卻因激怒上帝，被上帝交付敵人，反而喪命。 
 

結語、寧為小牧，不做惡牧，聽候善牧（大牧）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

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9:16 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們；因為他們必像冠冕

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以上。 
 
做個忠心耿耿的「小牧」，為上帝在此末世照顧、教導、牧養那些「最困苦的

羊」，不可能有甚麼大局面大作為，在由「惡牧」控制的「主流」的打壓和沖

擊下，牧養的工作更是寸步難行，很難有甚麼可以量化的「成效」，成為令人

難堪的「無用的牧養」。 
 

感謝上帝，因祂求於我們的只是「忠心」。在建制內外並非關鍵，像以利亞般

在建制外堅持真理，或像俄巴底般在建制內忍辱負重，只要忠於上帝和愛惜

小羊，都是主的忠僕。 
 

無論如何，我們只要不做「惡牧」──丟棄羊群的「無用的牧人」──就是

了。同樣，在建制內外並非關鍵，在建制外對群羊死活不聞不問，或在建制

內趨炎附勢隨波逐流誤導群羊，實質上都是「賣羊的惡牧」，並無分別。做「惡

牧」，可以上位可以「坐廟」，可以風光一時，甚至保得短暫的平安和榮耀，

或至少可以暫時「保命」，但最終必定「喪命」──最起碼會喪在上帝的追究

和審判之下。 
 

主耶穌是好牧人，祂說「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祂是我們忠心牧養的典

範，也是我們可以忠心牧養的盼望，因我們確信，終有一天，主必會榮耀歸

來，永遠作我們的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