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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風格上，俄巴底亞的預言是獨特的。這全然是一卷責
難的書，其中沒有絲毫憐憫，或盼望可以緩和斥責的語調。”
∼戴輔德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俄巴底亞⋯⋯的默示”（一1）是舊

約中最短的一卷書，在整本聖經最短的書卷
中排第三。俄巴底亞書只有一個主題，就是
雅各的孿生兄長以掃之後裔的毀滅。在歷史
上，以東人經常攻擊以色列人，藐視這群選
民。

貳．作者
舊約中，有多個稱為俄巴底亞（耶和華

的僕人）的人，但沒有一個可證實是本書的
先知。事實上，除了從作者口中的話得知他
的事，我們對他一無所知。

叁．寫作日期
由於我們不知道作者的背景，寫作日期

必須取決於書中內容。
一般的自由派人士和許多保守派學者

都認為寫作日期應是一個較後的日子，即
在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被毀後不久。雖

簡介

俄巴底亞書

然本書與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和詩篇第
一百三十七篇有相同之處，而某些詞彙1也顯
示較後的寫作日期，但書中沒有提及聖城和
聖殿的全然被毀，又使人覺得，本書似是在
較早的日期寫成的。

較早的寫作日期被認為在約蘭（主前
848∼841年）或亞哈斯（主前731∼715年）
執政的時候。不是很多人支持後者，而堅持
的人以歷代志下二十八章17節為論據，因那
節經文述說以東人攻擊耶路撒冷，又把人民
囚在監裏。

如果最早的寫作日期是正確的，俄巴底
亞便是第一個先知作家，是與以利沙同時期
的人。除了本書沒有提到主前五八六年耶路
撒冷的完全被毀外，俄巴底亞書第12至14節
又似乎是警告以東人不要重蹈覆轍。如果耶
路撒冷當時已成灰燼，這種警告便毫無意義
了。

相信聖經的基督徒可以支持當中任何一
個觀點，而不用放棄這是神的默示的見解。
然而，約在主前八四○年的說法似乎是最有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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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背景與主題
這書的預言是針對以東人的，他們是以

掃的後裔，也是以色列民的死敵。文中描述
他們為耶路撒冷的陷落而歡呼喝釆。馬太亨
利指出短短的俄巴底亞先知書背後是藏着強
烈的情緒：

有些人細察到，當以色列民眼見自己
身為蒙神喜愛之雅各的兒女，竟遭遇種
種不幸，而以東人是可惡之以掃的後
裔，卻不但繁盛，而且竟因以色列民受
苦而興高采烈，這可能對以色列民造成
極大的試探。因此神讓他們看到以東敗

亡的前景（這是一個全面的結局），同
時給他們看到自己的回轉是一件值得高
興的事。2

正如上文所述，研究聖經的人對於文中
所指的是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所毀，還是
指該城較早前的淪陷，並沒有一致的意見。

在新約中，以東稱為以土買。以東人
的經濟被阿拉伯人所破壞，其後又被羅馬人
所征服，最後約在主後七○年從歷史上消失
了。

大綱
壹．以東的傲慢被貶抑（1∼4）
貳．以東的毀滅（5∼9）

一．徹底的劫掠（5,6）
二．以東被盟國出賣（7）
三．以東的領袖被滅（8,9）

叁．以東衰敗的原因（10∼14）
肆．以東理應受審判得報應（15,16）
伍．以色列和猶大復興而以東卻不再存在（17∼21）

註釋
壹．以東的傲慢被貶抑（1∼4）

俄巴底亞一開首便預言，以東因傲慢
而被侵略者消滅。經文描述一位使者正在激
勵列國攻打以東。它的首都西拉城或彼得拉
城，是從死海南部的玫瑰紅色山崖雕鑿出來
的。這城一直被視為固若金湯，無法攻取
的。誰知，耶和華把他們從如大鷹高飛之處
和在星宿之間的窩中拉下來。

貳．以東的毀滅（5∼9）
一．徹底的劫掠（5,6）

以東的毀滅不能歸咎於盜賊或強盜；他
們只拿走想要的東西。即使是搶掠者也剩下
些葡萄，不將地方搶掠一空。然而，就連以
掃隱藏的寶物也被查出！

二．以東被盟國出賣（7）
所有和以東結盟的都出賣她，設下網羅

陷害她。

三．以東的領袖被滅（8,9）
她所引以為榮的智慧人和勇士將在屠殺

中被剪除。



俄巴底亞書

877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Living Stone Publishers Ltd. 活石出版有限公司

叁．以東衰敗的原因（10∼
14）

以東人看見耶路撒冷被襲時，不當因此
歡樂。他們不應嘲笑或說狂傲的話，不應劫
掠這城，或剪除想逃脫的猶太人，也不應將
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

這裏看到一幅圖畫，是以東人如何冷酷
地對待神的子民，他們完全是殘酷無情的。
以東絕無憐憫之心，對他們的兄弟雅各沒有
一絲同情。也許正因為這種倒戈相向的家庭
關係，使他們的“厄運”成為最終的結局。

肆．以東理應受審判得報應
（15,16）

耶和華震怒的日子臨近萬國，以東將因
她對猶大的暴行而受罰。他們的仇殺將報應
在他們頭上。利文斯頓對喝苦杯的比喻有這
樣的解釋：

有時候，先知會以喝烈酒來比喻滲着
悲哀的懲罰。參看耶利米書二十五章15
至28節時，可看到這比喻的引申應用。
神必不單單挑選以東作為例子，卻是公
平地審判萬國的罪。3

伍．以色列和猶大復興而以東卻
不再存在（17∼21）
17,18　俄巴底亞書最後一段預告以色

列將來的逃脫。以色列和猶大將成為火焰，
把以掃家⋯⋯吞滅。戴輔德這樣總結以東歷
史的終局：

以東人被拿巴提人逐出家園，但卻
奪取了南地，稱之為以土買，甚至有
段時期佔據了猶大的一部分，直至主前
一八五年猶大馬加比進軍為止。格拉撒
的西門後來將以土買夷為平地，以東人
似乎在主後一世紀完全消聲匿跡。在主
後七世紀該國被伊斯蘭教徒佔據前，彼

得拉確實成了基督教主教府的所在。現
今已無一種族可被確定為以東人。俄巴
底亞預言以東無人存留，現在已經應驗
了。4

19∼21　住在南地（尼格夫）的以色
列人將獲得以東地。那些住在沿海平原（高
原；低地）的人必得非利士地。被擄之民將
再次得到迦南人的部分地區。救世主5（或拯
救者）將管治以掃山，耶和華卻統治整個國
度。

評註
1 （簡介）如第20節譯作被擄之民的希

伯來字。
2 （簡介）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

“Obadiah”,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IV:1271。

3 （1 5 , 1 6）利文斯頓（G . H e r b e r t 
Livingston）,“Obadiah”,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頁841。

4  （1 7 , 1 8）戴輔德（F r e d e r i c k  A . 
Tatford）, Prophet of Edom's Doom，頁55。

5 （19∼21）第21節的拯救者或救世主
可能指那些將與基督一同作王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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