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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簡介

舊約聖經從以賽亞書至瑪拉基書這部
分，常被稱為“先知書”。以賽亞、耶利
米、以西結和但以理被稱為大先知，只因為
他們的書卷的篇幅較其它書卷為長；十二卷
篇幅較短的先知書被稱為小先知書。

壹．先知的職任
按聖經真義，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在罪

惡泛濫、信仰遭背棄的時期，他們1被興起來
指斥百姓的罪，並預告百姓若不悔改，將受
到神的審判。

在舊約，先知時期始於撒母耳（約主前
1100年），在祭司制度衰落的時候。先知們
繼續他們的工作至舊約歷史的結束（約主前
400年），包括被擄歸回及重建耶路撒冷和
聖殿。

然而，先知書的著寫要到王國分裂（約
主前930年）時期才開始；因此，先知書中
記述的事件，可配合列王紀和歷代志的記
載，直至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貳．先知的方法
正如論者常指出的，先知書的信息包括

代言和預言。
代言指先知們說出神的話。他們意識到

自己正說出神的話，所以用一些語句象“耶
和華如此說”或“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參
看耶一9；結二7）。

作為預言者，他們透視未來，告訴百姓
順從和悖逆所導致的後果。先知自己不常明

白那些信息（但七28；八15∼27；一○7∼
15；啟七13,14；一七6）。他們在預言將臨
的彌賽亞時，特別感到困難。他們預言基督
的受苦及隨後的榮耀時（彼前一10∼13），
不能理解彌賽亞怎可同時是耶和華受苦的僕
人，又是那統管全地的君王。他們不知道彌
賽亞有兩次不同的降臨──降生伯利恆和再
臨橄欖山。他們也不知道兩次降臨之間有一
段加插的時期。

叁．先知書的題材
舊約先知書的題材可歸納如下：

1. 神的聖潔。
2. 神選民的罪和失敗。
3. 呼召悔改。
4. 百姓若不悔改，神有審判臨到。
5. 神對鄰國的審判。
6. 部分被擄的國民歸回故土。
7. 彌賽亞的來臨和被拒。
8. 彌賽亞在大能和大榮耀中降臨。
9. 復興神的選民。

10. 基督作全地的王。

在這裏我們要留意，教會並不是舊約預
言的主題。我們不預期從中找到有關教會的
記載，因為新約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是創立
世界時隱藏在神裏面的奧祕（弗三4∼6）。

雙重參考之律是明白某些舊約經文的有
用鑰匙。雙重參考之律指舊約的一些預言有
即時應驗和部分應驗，並將來有一天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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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前的先知在亡國之前事奉神；被擄
期間的先知在以色列民被擄巴比倫後代神發
言；被擄後的先知與人民一同歸回本國，勸
勉他們重建耶路撒冷和聖殿，並改善道德風
氣。

先知書也可以按照信息的主要對象來分
類：

以色列　　　
何西阿書　　
阿摩斯書　　
約拿書　　

應驗。例如約珥書二章28至32節的預言，在
五旬節時部分應驗了（徒二7∼21）；但這
預言在大災難時期結束、主耶穌再臨地上設
立祂的國度時，完全地應驗。

我們要記住，有些預言從開始就是明確
清晰的，但另一些未到真正發生時仍不知道
內裏乾坤。

我們應該避免對預言作想象性的詮釋，
宣稱某人或某件事是預言的應驗，但後來卻
顯明不是，以致造成很大的錯害。

肆．先知書的用詞
下面一些重要的字詞能幫助我們明白先

知書：

1. 以色列一名通常指北國的十個支派，
但也有時候指整個民族──亞伯拉罕
的所有子孫。

2. 另一方面，猶大則通常指南國的兩個
支派，即猶大和便雅憫。

3. 以法蓮一名用來描述十個支派，即北
國（尤其是在何西阿書）。約瑟家也
指到北國。

4. 撒瑪利亞是北國的首都，常被提到。
5. 耶路撒冷是南國的首都。
6. 尼尼微是亞述的首都。
7. 巴比倫城是巴比倫帝國的首都。
8. 大馬色是亞蘭（即敘利亞）的重要城

邦。

先知在痛斥拜偶像之罪時，常使用有
關拜偶像的字詞，例如“木刻的偶像”、
“高岡”、“橡樹”或“青翠樹”，和“園
中”。

“審判”通常被先知用來指公正。他們
指責“審判”的墮落，意即他們譴責審判官
收賄，不主持公正。

先知書明顯提到以色列余民的概念；
這些書預言將來有一天，以色列民中信主的
余民回轉，就象被擄巴比倫後，余民歸回一

樣。

伍．先知書的分類
先知書可以按幾個方法分類。我們已經

看過將其分為大先知書和小先知書，另外也
可以按照先知生活的時期來分類：

被擄前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

被擄期間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被擄後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列國
那鴻書
俄巴底亞書

猶大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約珥書　
彌迦書
哈巴谷書
瑪拉基書　

西番雅書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先知當中，有些是在多過一個群體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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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枷鎖（王下一七3,4）。
5. 撒縵以色圍困撒瑪利亞，主前七二二

或七二一年，城被攻陷，很多人被
擄到米所波大米和瑪代（王下一七
5,6,18）；余下的人都被迫臣服於異
族。

猶大國（南國支派）
亞述征服了北國後，開始威脅猶大。神

向猶大保證，雖然亞述人敵對他們，但亞述
人不會成功，反而被消滅。這件事發生在希
西家作王、西拿基立攻擊耶路撒冷的時候。

後來，巴比倫勢力興起，成為猶大最大
的威脅。巴比倫征服猶大的政治步驟如下：

1. 約雅敬成為埃及王的傀儡。
2. 巴比倫征服了埃及和亞述，於是猶大

臣服於其勢下（主前605年）。
3. 在主前六○五年（約雅敬第三或四

年），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把
聖殿中的一些器皿帶到巴比倫，又把
王族中的一些成員擄去作俘虜。被
擄的人中包括約雅敬王和先知但以理
（王下二四1∼6；代下三六5∼8；耶
四五1；但一1,2）。

4. 在主前五九七年，尼布甲尼撒把約雅
斤和很多其它人擄去（王下二四10∼
16）。以西結也在這時被擄去。

5. 在主前五八六年，尼布甲尼撒的軍隊
焚燒聖殿，破壞耶路撒冷，擄走大批
國民，只留下最貧窮的人（王下二五
2∼21）。

6. 剩下的人由省長基大利管治，耶利米
也在這群人當中。後來基大利被暗
殺，余民中很多逃到埃及，耶利米也
被他們帶去了（王下二五22∼26）。

被擄七十年和被擄之後的時期
主前五三九年，古列奪取了巴比倫，巴

比倫帝國覆亡。古列發出諭令，准許俘虜歸

事奉的。例如：約拿可歸為以列國為對象；
彌迦對以色列說預言，也對猶大說；那鴻對
猶大（一15）說，也對尼尼微說；哈巴谷也
多次提到列國。

在不少情況中，先知的名藏在他所說的
預言中。例如：以賽亞的名字意思是：耶和
華是拯救；以賽亞書十二章2節說：“主耶
和華⋯⋯成了我的拯救。”

耶利米──耶和華建立或耶和華所高舉
的（五二31）。

以西結──神堅固（三四16）。
約珥──耶和華是神（二13）。
彌迦──誰象耶和華？（七18）。
西番雅──耶和華所隱藏的（二3）。
瑪拉基──我的使者（三1）。

陸．先知書年表
下面的年表能幫助讀者明白先知書中的

好些經文。

以色列國（北國支派）
王國分裂後，亞蘭是以色列的頭號敵

人。
然後亞述帝國興起掌權，威脅以色列。

亞述征服以色列的步驟如下：

1. 耶戶向亞述王撒縵以色納貢（主前
842年）。

2. 米拿現向提革拉毗列色納貢，提氏開
始把以色列人擄離以色列地。

3. 比加作王期間，提革拉毗列色攻陷拿
弗他利全地，把那些地方的居民擄到
亞述國（王下一五29）。他又侵擾約
但河東的地方，在主前七四○年，把
兩個半支派的人驅逐到米所波大米
（代上五26）。後來何細亞謀反，弒
殺了比加，登上王位。

4. 何細亞成為撒縵以色的僕人，向他進
貢；但他陰謀背叛亞述王，送禮物給
埃及王，企圖與埃及結盟，以掙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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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以色列地。主前五三八年，所羅巴伯率領
第一批國民回歸故土；主前四五八年，以斯
拉率領第二批人歸回。

主前五三八至五三六年，瑪代人大利烏
作王。

主前三三三年，希臘人亞歷山大大帝推
翻瑪代波斯帝國，取得世界的統治權。

被擄七十年始於耶路撒冷在主前五八六
年陷落，終於聖殿在主前五一六年重建。

評註
1　當時也有一些女先知，如戶勒大（王

下二二14；代下三四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