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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何書概論】  
 

一，書名 

何西阿書－－ 以作者為書名。「 何西阿」名字的意義是「救恩」或「耶和華是拯救」，其希伯來文的字根

與「耶穌」和「約書亞」相同。本書中的預言充滿了救恩，特別是耶和華對于背道的以色列的救恩。何西

亞的話主要是向北國以色列發出的，雖然書中也有題及猶大約有 14 次(如一 7，四 15，五 5)，題到以法蓮

(北國最強的支派)及以色列這兩名字卻共約有 80 次。在希伯來舊約正典中， 由本書開始至瑪拉基十二本

小先知書共為一本。所謂小先知書並非指先知地位較小，也不是指書中內容較為次要，乃是指這些先知書

的篇幅較短而言。 

 

二、 作者  

本書作者何西亞是備利的兒子(一 1)，極可能生長於北國以色列。他於南國猶大王烏西雅、約坦、約哈

斯、希西家年間，以及北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年間作北國的先知，約於主前八世紀中葉至北國被擄

前，為神說話，與他同時代的先知有以賽亞、阿摩司和彌迦。 

 

三、 寫作時地和背景 

時間： 約主前 710 年 

地點： 北國，撒瑪利亞 

背景：（請參閱王下十四 23－ 十七 6） 

何西阿於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年間作北國的先知， 與他同時代的先知有阿摩西和在南國作先知的彌迦

和以賽亞。那時正值北國開始衰落面臨深重危機的時期。雖然北國在耶羅波安統治之下， 在軍事上很勝

利： 征服外族， 收回失地、 臣服叛國， 又復得各國的進貢； 但王室及貴冑等人士氣焰甚盛， 只顧自己

揮霍放縱， 不顧平民利益，導致貧富懸殊， 窮人鋌而走險， 謀殺搶劫。尤有甚者， 耶羅波安帶頭拜偶像， 

引進屬靈的淫亂， 信仰道德如江河下瀉。到耶羅波安死後， 國內邪淫之風更是不可收拾， 異族淫亂宗教

乘虛而入，像獻兒女為祭和在廟堂的淫行竟在國中公然舉行； 朝廷上下陰謀重重，明爭暗鬥， 頻頻發生

弒君篡位之事， 政治之混亂到了極點； 道德及屬靈情況更是黑暗、 腐敗， 凡人能想得出的罪行無不全犯

上（四 1－2）， 君王、 首領、 祭司、 百姓全然棄絕神（ 四 10； 八 14）。何西阿的心靈被刺透， 苦口

婆心地勸告他們悔改， 可是百姓硬著頸項， 無人理會他的忠告， 他只得在耶和華的名下斥責他們， 並預

告他們必被神所棄絕、 飄流於列國之中（ 九 17）。 

 

四、主旨 

本書指出以色列如淫婦背棄神，而神卻以慈繩愛索把他們牽引回來，並且神向背道者指明一條正路，如果

他們回轉，他們必蒙憐憫和恩典。 

 

 

五、 本書重點 

（一）本書是一卷比較難懂的書， 因神藉著先知何西阿非常特殊和悲慘婚姻的生活喻指神與以色列家的

關係。何西阿作先知時，國內充滿強暴不法，在上者明爭暗鬥，互相殘殺，民間百姓被牽引拜偶

像，祭司為利縱容他們犯罪，全國信仰道德淪亡，國家危在旦夕，神卻要他起來傳講信息，勸勉

國民當從罪中回轉。他被稱為「愛的先知」，因為所傳的是一個偉大超越「愛的信息」。神要他

娶淫婦歌篾為妻， 為使她脫離墮落的生活， 給她供應和保護；可是她繼續犯淫亂（ 二：2－7）， 

他卻仍然愛那淫奔的妻子， 並為她出贖價， 與她立約（ 三：1－3）。先知娶淫婦的事象徵神和那

背道子民的關係－－ 神是丈夫， 以色列是那淫亂不貞的妻子； 神揀選她， 並不是因她有什麼優

點， 乃是完全出乎神的憐憫和慈愛。以色列歸神作選民後， 卻去拜偶像， 事奉別神， 繼續犯屬

靈的奸淫， 神不得已的宣稱他們的兒女為「羅路哈瑪」－ 不蒙憐憫和「羅阿米」－ 非我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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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以告示對以色列的審判。 然而神對她的怒氣是暫時的， 因著他那不變的愛， 要憐憫那淫

奔的選民， 呼籲其歸回尋求他， 並應許醫治他們背道的病， 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 十一：4－

8）。 願神這奇妙的愛感動我們， 不再二三其心、 忘恩負義去愛別的事物而速速的轉回， 重歸神

愛的懷抱。 

（二）本書說出以色列失敗的原因，就如無知、不認識神、棄掉知識(二 8，四 1，6，七 9，十一 3)，屬

靈的姦淫－事奉偶像(四 17，五 3)，倔強、驕傲、背約、順服人而不順服神(四 16，五 5，八 1，四

10，五 11)，與外邦人攙雜，尋求人的幫助(七 8，10，11)，且滿了虛謊、詭詐、欺騙等罪孽(七

1，3，十二 7，十 13…)。他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甘露(六 4)。我們有否這樣熱

心、愛主、追求、敬虔，不久就冷淡、退後、貪戀世俗，放縱肉體，陷入以色列人的失敗裡?這些

失敗原因，只要有其中一個，就足以使我們在神面前像晚霞朝露了。真願神憐憫我們，從其中學

習接受題醒。 

（三）「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 你棄掉知識， 我也必棄掉你……」（ 四 6），這話含有重要的教訓。

好些信徒專一追求生命， 而忽略知識。固然， 光是知識， 叫人「自高自大」（ 林前八 1）， 可

是知識還是追求生命的事所必須的。生命是主要的， 但它不能缺少知識； 生命必須以知識作扶

持， 知識必須以生命作根基。有知識而沒有生命是死的， 有生命而沒有知識是危險的。彼後一：

5「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識」。保羅為腓立比教會的禱告：「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 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 作誠實無過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 腓一 9－10）。讓我們不輕視知識， 與愛心（ 生命最高的表現） 一同增長， 使我們能分別是

非作誠實無過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四）「你們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雲霧， 又如速散的甘露」（ 六 4）。這是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的光

景， 在患難中向神悔改、 認罪， 等神應允他們的呼求， 施恩拯救， 過不多久， 又離棄神再轉去

拜偶像， 總是好景不長， 如曇花一現， 轉眼之間， 雲消霧散， 化為烏有。許 多 基 督 徒 豈 不 

也 是 如 此？往往在復興之後， 熱心、 愛主、 追求， 過了一年半載， 又退後冷淡， 貪戀世俗， 

放縱肉體。願神憐憫我們， 從他的話中得著教訓。 

（五）「 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 七 8）。一塊餅在火上只烤一面而不翻過來烤另外一面， 必是一面

焦不能吃， 另一面生也不能吃。許多基督徒就像沒有翻過的餅。例如： 有人專注重屬靈的生活， 

而忽視他在地上作人的本分； 有人專注重追求地上的事， 而忽略追求上面的事（ 西三 1）； 有人

太注重公義而一點恩典都沒有； 有人則太注重恩典而沒公義。有人只注重客觀的真理， 而不注重

主觀的經歷， 注重知識而忽視生命。總之， 人很容易只見一面而不見全面， 很容易拘泥於某一點

的真理而忽視其它的真理。神不要我們作一塊沒有翻過的餅， 不要我們偏激， 走極端， 他的話清

楚的告訴我們： 有了信心， 也得有行為（ 雅二 18，26）； 有了愛心， 還得有不喜歡不義的心

（ 林前十三 4－6）；'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識」（ 彼後一 5－7）。 

（六）本書關於基督的預言不多，只有三 5 預言大衛的後裔(基督)在國度中作王，再者太二 14，15 引用

了十一 1，指出神要從埃及召出祂兒子來。主耶穌也曾兩次引用本書六 6(太九 13，十二 7)。還有

本書的話直接或間接的被引用在新約聖經中有好幾處：一 9，10(羅九 25-27)，二 23(羅九 25，

26；彼前二 10)，十 8(路廿三 30；啟六 16)，十三 14(林前十五 55)及十四 2(來十三 15)。 

 

六、 鑰字和鑰節 

鑰字：歸回－－（ 三 5…） 全書大約出現十五次 

鑰節：(1) 六 1－3； (2) 十 一 8；(3) 十 四 4－8 

 

七、分段  

本書共十四章，根據內容性質，可分作三大段：(一) 不貞的妻子（一至三章）；(二)背道的百姓（四至十

三章）；(三)以色列的復興(十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