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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默想】主要的話──省察 

 

題示：請先把本書讀一至两遍。哈該字義乃「耶和華的節期」或「神的筵席」，就如他所傳的信息，重建聖殿，乃是人

生最快樂的事工。本書主要有四篇信息，可以分作四大段：對懶惰自私的百姓的譴責和勉勵、對國度期中聖殿的

預言、對百姓罪污的警告、對彌賽亞的應許。本書重點是復興與重建聖殿為主，其經過情形，在以斯拉記中有詳

細的記載，故需兩書一同研讀，才能明瞭其全般狀況和歷史背景。 

 

默想：摘自邁爾《珍貴的片刻》 

12 月 26 日 

 

讀經 第 1 章 第 2 章 

中心思想 呼召重建聖殿 鼓勵完成建殿工程 

主要的話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鑰節：【該一 5~7】「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

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

的行為。」 

 

默想：這些話是對被擄歸回的人說的，神指著祂的百姓忽略聖殿的重建，說明這是歉收主要的原因，他們的勞力沒有什

麼功效。他們辛苦賺來的工資，卻放在破漏的囊中。 

這種描繪正是今日許多情形的寫照。他們工作辛勞，卻不能在勞力中得著安慰，他們的家貧乏，兒女也都有問題，環境

實在惡劣。他們常在焦慮之中。賭博、醉酒、濫交等都是如再破漏的囊中。但是這也可有別的解釋。有時我們認為日子

過去，似乎一無所成，什麼都沒有作出來，我們把時間與思想放在計畫上，雖然詳盡捨己，但最後還是失敗與失望，這

一切好像工人將工資放在破漏的囊中，他回家，拿不出什麼課表現他的努力。 

這是損失與失敗的主因，所以這不僅指猶太人從被擄之地歸回，還可有多方面的應用。我們沒有將神放在第一，只顧到

自己的家，卻不顧神的家。我們做事的基礎弄錯了，如果我們不全心信靠神，只依賴自己的聰明；如果我們的眼目不認

定祂，在一切的路上不靠祂引導，不義祂的事為念，祂使地荒涼，有什麼課驚奇的呢？所以我們要省察， 

 

親愛的，擄歸回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建造神的殿。但他們開工奠基後，遭遇外邦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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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而都灰心失望，竟然停工了十五年之久。於是神對於這些百姓，有一個特別的字給他們，那就是「要省察」

（5、7 節）。第 5 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先心中仔細察看，過去所作的是甚麼呢？他們為什麼辛苦的撒種，卻收的少

呢？他們為什麼得不著神的祝福呢？第 7 節的「要省察」是要他們省察，現今是否有上山取材，建造聖殿的行動呢？藉

此「要省察」回想過去的失敗、把握現今的時機，並提醒他們不應只為自己的事，而忘記了聖殿重建的事。所以，你也

「要省察」自己的生活優先的順序和人生的價值觀。你是否看重神家的事比自己家的事更重要嗎？你是否將主擺在你生

命中首位呢？ 

 

【一章重點】】猶太人在公元前 538 年從巴比倫歸回耶路撒冷後即重建聖殿，但由於敵人的諸多阻礙，開工奠基後就停

止了。直至主前 520 年八月，也就是停工超過止十五年之後，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哈該出來呼召和鼓勵百姓完成

聖殿的重建工程。哈該在短短四個月中，一連傳達了四篇獨特的信息，忠心完成了神所託付的使命。第一章記載哈該傳

講的第一篇的信息。神藉先知責備歸回的選民只顧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而讓神的殿荒涼，結果卻自招貧窮；先知勸他們

要省察自己；後來百姓聽從神的話，起來建造神的殿。 

 

鑰節：【該二 9】「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默想： 新的聖殿在裝置飾物方面遠不不如所羅門的擺設，既沒有金銀，也沒有寶石。可以裝飾在牆上，但是哈該說這種

缺乏並不說明以色列的神有什麼缺乏，不能供給資源。金銀都是神的，如果祂願意，盡可賜給他們，豐足有餘。但是祂

有意不給予，為使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屬靈的榮耀，以致第二個聖殿更為重要著名。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

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這是說明榮耀是指道德與屬靈的。神說：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親愛的肢體，天父有意不賜金銀，因你已有足夠的生活需要，不必再求什麼。你會像使徒那樣說：金銀我都沒有。其實

金銀是祂的，祂必作了其他的事，祂不賜你，怕你驕傲，受了那些東西的吸引，忽略真正的財富，那就是光耀的信心，

經過火的試煉，比精金更寶貴；你溫柔安靜的心，會被地上的金屬去了原有的美。 

惟有平安、公義與謙卑才是永久的，你要栽培那些，好讓你的生命像聖殿那樣，有神居住的榮耀。這是神的殿，是萬代

的願望，有神的榮耀藉著這殿照耀出來，廣被多人。 

 

親愛的，許多人看重外表物質的豐富華麗，而忘了聖殿若沒有神的臨在，不過是個普通的建築物而已。今日你應看重

的是──教會是否是個禱告的教會？是否是個聖靈充滿的教會？是否是個有愛心見證的教會？是否是個能彰顯神大能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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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該二 9) 這是一個

重要的預言。「這殿后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并不是指當時所羅巴伯所建的殿。這殿顯然是指千年國中那榮

耀的殿（結四十～四七），因為在它出現以前，神必先「震動天地、滄海、与旱地震動萬國；萬國所羡慕的必來到」，

然后神使這殿滿了榮耀（該二 6～7）。在屬靈的方面說來，「這殿」也指基督自己，所羅門所建的殿中所有的一切都是

預表基督，基督就是殿中各樣預表的體形。所以基督這屬靈的殿當然比第一所殿更榮耀。「這殿」也指那榮耀的教會。

教會在神的眼中看來是「聖潔沒有瑕疵」的，所以教會這屬靈的殿也比第一所殿更榮耀。 

 

【二章重點】第二章的信息是在第一章的一個半月後說的，之後再一個月，耶路撒冷人就開始動工，預備蓋聖殿的材

料。本章記載哈該傳達了其它三篇的信息。在第二篇信息中，哈該激動百姓的心，並傳講重建聖殿之榮美的應許。他題

醒百姓不要小看建殿之工，因祂應許要將萬國的珍寶運來，使殿充滿比前更大的榮耀，並要賜平安；同時他以神的同在

激勵百姓剛強作工（1～9 節）。第三篇的信息是警告百姓罪污要得潔淨。哈該解釋百姓雖已動工建殿，但因有污穢，在

神面前不蒙悅納；接著他安慰百姓，他們若歸向神，神必再賜福與他們（10～19 節）。第四篇是有關所羅巴伯(預表彌

賽亞)的應許。哈該預言神要除滅列邦，以所羅巴伯為印，藉此預表神要建立祂的國度（20～23 節）。 

 

【本書大事記】本書有關猶太人回國建聖殿和城牆之先後次序，分列如下(年分全是主前)—— 

(1) 五三六年：所羅巴伯領五萬猶太人歸耶京。 

(2) 五三六年七月：重建祭壇獻祭。 

(3) 五三五年二月：重建聖殿，被阻。 

(4) 五二○年六月一日：哈該勸勉百姓動工。 

(5) 六月卅日：建殿工作重新開始。 

(6) 七月廿一日：第二次勸告。 

(7) 八月一日：撒迦利亞第一個信息。 

(8) 九月廿四日：哈該第三、四次勸告。 

(9) 十一月廿四日：撒迦利亞見異像。 

(10) 五一八年九月四日：撒迦利亞再見異象。 

(11) 五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聖殿完成。 

(12) 五一五年一月十四至廿一日：歡度逾越節。 

(13) 四五七年：以斯拉重立律法，施行改革。 

(14) 四四四年：尼希米重建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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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 主要的話──省察 

 

對建造聖殿者的四預言 

一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一日：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二 1 至 9         大利烏二年七月廿一日：新殿的榮耀 

二 10 至 19 大利烏二年九月廿四日：被罪惡玷污 

二 20 至 23 大利烏二年九月廿四日：所羅巴伯為印 

 

重要主題  

主題 解釋 重點 

正 確

的 價

值觀 

神吩咐被擄歸回的猶太人

重建聖殿。但因為百姓只

顧重建自己的家園，以致

十五年過去了，建殿工程

仍未完成。於是哈該告訴

他們要有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很容易看其他事情比神

的工作更重要，但神要我們

完成祂的工，建立祂的國。

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找藉

口；要把心思校準，保持正

確的價值觀，做正確的事。 

神 的

鼓勵 

百姓工作，哈該就鼓勵他

們，以聖靈的同在和最後

的勝利來堅定他們，又告

訴他們彌賽亞必作王，讓

他們得著盼望。 

神把工作交給我們，我們就

只管去做，不用害怕。神的

資源無限，祂會透過周圍的

人鼓勵我們，幫助我們完成

祂所吩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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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背景註釋 
一1～15 

建殿的呼籲  

一1 年代小註 以精確日期引出一段先知敘事，是被擄歸回後的

常見寫作手法。此處提到的君主是大利烏一世，於主前五二二年九

月二十九日得到波斯王位。之前帝國問題叢生，先是高馬他於三月

十一日反叛，並於七月一日篡位，直到剛比西斯逝世，為時七個

月。即使大利烏鞏固政權以後，反抗活動依然繼續，記載於聞名的

貝希思敦銘文。哈該記載的日期是主前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1 所羅巴伯 是大衛王位的繼承人（約雅敬的孫子；參：王下

二十四章註釋），在波斯王大利烏一世之下擔任猶大省長。周遭的

人對他寄以厚望，把他當成民族救星。當然有些人指望他能建立應

許的國度，帶領人民脫離波斯的奴役。所羅巴伯的職責雖屬凡俗，

但是以斯拉書卻將他與祭司約書亞相提並論，許為重建耶路撒冷聖

殿的幕後主力。所羅巴伯得波斯王授權治理，他的責任是保障法律

與安定民心，並且徵收稅金。他固然是大衛繼承人裡最後一位作省

長，考古學家發現一枚示羅密的印章（在代上三19列為所羅巴伯女

兒），上面稱她為艾拿坦的妻子或手下。一般認為是艾拿坦繼任所

羅巴伯為省長。 

一1 約書亞 是被擄後初期的大祭司。祖父西萊雅在耶路撒冷淪

陷於巴比倫手中，被尼布甲尼撒處決（王下二十五18～21；請注

意，以斯拉也來自西萊雅家族，參：拉七1）。猶大王位繼承人所

羅巴伯作省長，但是因為猶大仍受波斯掌控，因此他的權力有其限

制（免得逾越波斯王權）。因此以色列群體的統治權分別歸屬於省

長與大祭司，給了後者顯要的地位。我們對約書亞所知不多，只知

道他是率領建造聖殿的領袖之一，當時的經外作品並沒有提及他。 

一4 鑲蓋的房屋（呂譯） 「鑲蓋」一字也有「覆蓋的」、「有

天花板的」（和合本）意思，重點在於已經完工。他們的家並不是

還在「施工中」，而是已經完全建好，然而聖殿還是一片殘垣。這

個字並沒有華麗或奢侈的意思，但是鑲蓋的東西也確實如此。當時

的民宅用木頭鑲板是不尋常的。所羅門的王座也是「鑲貼的」（王

上七7，和合本：「遮蔽」）。 

一7 先知的建造聖殿角色 主前第七世紀的亞述先知勉勵以撒哈

頓王與亞述巴尼帕王，重新建造某些神明的廟宇。國王一定要有神

明來的訊息，才能自由開始準備工作。只有居住在那座廟堂裡的神

明，才有權下令動工。 

一15 年代小註 此處的日期大約為主前五二○年，九月二十一

日，亦即第一則預言的三週半之後。 

二1～9 

聖殿的榮美  

二1 年代小註 應該是發生在主前五二○年，十月十七日，第一

則預言發出後七週。 

二3～4 聖殿的榮光與神的同在 將聖殿造得美輪美奐，主要原因

是要配得神的同在，藉著建築與擺設的豪華輝煌來尊崇神。有人甚

至以為如此方能使神居住其中。哈該在此消弭他們的恐懼，向他們

確保耶和華打算住在這「不太輝煌」的殿，但是將要給這殿帶來威

榮。 

啟示文學 

  「啟示」（apocalyptic）是一種特殊文類的名稱，獨具特色。

啟示文學有著些許聖經以外的淵源（參但以理書十一章，有關亞喀

得文學的附論，第1040頁），但是最早的起源在舊約聖經，諸如但

以理書與撒迦利亞書。啟示文學在聖經中與先知文學緊密相關。在

兩約期間，有十多本猶太啟示文學著作，最顯著的是《以斯拉四

書》（4 Ezra）、《以諾書》（The books of Enoch）。啟示錄是新

約聖經的啟示文學，這期間還有《黑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彼得默示錄》（The Apocalypse of Peter）、《以賽亞

升天記》（The Ascension of Isaiah）。這也是諾斯底派喜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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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在他們的作品中有不少例子。啟示文學具有敘事架構，通常也

有天使在先知一旁引路、解說。天使也會帶先知遊歷天境，顯明一

些實情與事件，或是揭開未來苦難與拯救的一幕。這種文學作品也

使用相當廣泛的象徵用語，諸如別具意義的數字或是神話意象，大

量引用聖經與經外作品，因此圖像是啟示文學的特色。閱讀啟示文

學有幾點需要注意。第一，不是每個細節都具有象徵意義，即便是

那些具有象徵含義的細節，也未必能運用在我們身上。猜測其含義

沒有什麼助益。第二，我們一定要記住，啟示的異象本身不是信

息，而是傳遞信息的工具或時機。比如說，撒迦利亞第一個異象

（亞一7～17）的信息重點並不是番石榴樹中間有四匹顏色不同的

馬。其信息在第14～17節說得非常清楚。因此，啟示只不過是媒

介。 

二10～23 

污穢與祝福  

二10 年代小註 與其相等的日期是主前五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則預言發出後的三個半月。 

二12 聖潔的散播 「聖肉」碰觸過的東西都成為聖（例如衣

襟），但是碰觸到衣襟的東西並不能成為聖。此處形容的是當時常

見的情況。歸回不久（主前535年）祭壇即已建好，但是還沒有建

造聖殿，因此不能按照常規，在固定的聖殿地點吃祭肉，因此需要

送到專門吃祭肉的地方。聖經沒有將潔淨物搬移的規矩，因此一定

是以色列人的口傳傳統。利未記六27說到，只要觸摸到贖罪祭肉的

人就成為聖，若是血濺到衣袍上，就一定要洗乾淨。 

二13 不潔的散播 禮儀上的污穢則像傳染病一樣，因著接觸而散

播（參：利十一8，二十二3～9註釋）。接觸屍體會引起最嚴重的

污穢。因為屍體而禮儀不潔的人，不准參加正式敬拜（例：民九

6；又見：民十九11註釋），並且常常被打發出到營外（民五2）。

因此，食物被污穢的人觸摸過，就被污染了。 

二17 旱風、霉爛、冰雹，作為神的審判 此處描述的三種審判，

是神糾正古代以色列民的慣見手法（參：摩四9註釋）。旱風的希

伯來文指沙漠吹向陸地的熱風，也指旱風的損毀效應，使作物枯萎

而死。霉爛是指霉菌引起的病，水災或過量的雨通常是其肇因。第

三種壞天候是冰雹，隨著強風而來，會破壞農作物。冰雹與其他兩

種現象一樣，被視為神的審判（參：書十11註釋）。 

二18 年代小註 此處以主前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二章10

節所提的同一天）為耶和華的聖殿奠基日。因此這一天對哈該極為

重要。 

二23 印 「印」應該是指封印，可能是圓筒形，用鍊子穿起來戴

在脖子上；或是刻在戒指上，此處應為後者。圓筒形印章在美索不

達米亞非常普遍，印戒則通行於以色列。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

─巴勒斯坦兩地發現了數以千計的這兩種封印。封印代表著權威、

身分，與擁有權。 

 
主前一世紀希律所建之神殿模型 

── 華爾頓等《舊約聖經背景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