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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默想】主要的話──報應 

 

題示：請先把本書讀一至两遍。俄巴底亞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的僕人」。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以東的

羞恥、以東的罪惡、耶和華的日子、以東的結局。以東的屬靈意義代表肉體。本書題醒我們在肉體中有驕傲和仇

恨的特徵。願我們受教導，在神面前謙卑自己，不照著肉體來生活，而是照著靈來生活：愛弟兄—彼此相助，才

能蒙神的喜悅和賜福。  

 

默想：摘自邁爾《珍貴的片刻》 

12 月 18 日 

 

讀經 第 1 章 

中心思想 以東的結局 

主要的話 你怎樣行，祂也必照樣向你行 

 

鑰節：【俄 15】「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俄 17】

「在錫安山必有逃脫的人，那山也必成聖；雅各家必得原有的產業。」 

 

默想： 以東長期侵略及擾亂雅各家，確使人們不能平安地承受產業。每逢收穫的時候，敵人就立即來搶奪他們勞苦的成

果。但是以東的霸權一定會了結的，於是晴空無雲，再沒有攔阻使他們不能快樂了。 

人們不能承受產業，有許多原有。有的將傢俱財物收藏起來，經久完全忽略。有的畫放在畫架上不去碰它們。有的在他

們擁有的土地從不開採煤鐵的礦藏，有的從來不下享受他們朋友的友情。有的就不肯取發掘支取豐富的資源。 

神的兒女中有許多就是這樣。父神已將一切的豐富在基督裡蘊藏，祂賜下一切有關生命與敬虔的事，也給我們在基督耶

穌裡所有屬靈的福分，在我們救主，有智慧的寶藏，也有聖潔得勝的努力，仁愛與忍耐的恩典，神的代理商給我們帶來

火煉的精金、白衣與眼藥。但是我們沒有承受產業，也不好好利用無窮的寶藏；其實只要我們有少許的信心，隨時都可

以支取；我們好似製造的廠家不肯用動力，家庭不願轉動電器的開關。 

 

親愛的，「你怎樣行，祂也必照樣向你行」（15 節）。在耶路撒冷遭難時，以東不但袖手旁觀（11 節），幸災樂禍

（12 節），還趁火打劫（13 節），並將難民交給仇敵（14 節）。這是神審判以東的的原因，祂要照他們所行的報應他

們，以致他們的名號將從地上除去（15～21 節）。對于新約聖徒，神審判的原則也是如此──「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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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太六 14～15）；「因為你

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么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給你們」（七 2）；「你們愿意人怎樣待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六 31）；「因為那不怜憫人的，也要受無怜憫的審判」（雅二 13）。所以在教會中切

勿像以東，心胸狹窄，充滿仇恨、嫉妒和苦毒，缺乏對弟兄的愛心。肢體之間應彼此相顧，彼此相助，彼此相愛，彼此

同心，才能蒙神的喜悅和賜福。  

 

【本書重點】本書僅二一節，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四大段：（1）以哀歌來預言以東將受的羞恥（1～9 節）；（2）以八次

「你不當」，說明以東受懲罰的原因（10～14 節）；（3）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15～16 節）；（4）以東被焚

毀的結局和以色列的復興──得救、得勝、得地、得國（17 節~21 節) 。 

 

【本書說出以東的前途和結局】在整本舊約聖經中，最短而又似乎最難讀的一卷，應是俄巴底亞書。古教會一位對聖經

有深刻認識的教父耶柔米(Jerome，346~420)告訴我們：「俄巴底亞書是一卷非常難讀的書。」 

在小先知書中，有三位先知的職事是傳達神對以色列史上三大頑敵的審判：那鴻專對亞述、哈巴谷專對迦勒底、俄巴

底亞則專對以東。 

以東是以掃的後裔，以掃是雅各的哥哥，從以掃的譜系延續下來的這一批人，就稱為以東人。今天我們再也找不到以

東或以掃這個民族，因被耶和華永遠斷絕(參 10 節)。大概是主後七十年，那時耶路撒冷再度被拆毀，從此在也不見以東

的名字出現在歷史中了。 

毫無疑問地，聖經中的以實瑪利人、摩押人、以東人等等，是用來描寫我們身上多元化的肉體，但問題是：在肉體的

面面觀中，聖靈要藉以東人來突出肉體的哪一方面呢？以東所代表的肉體，不是指著那些墮落、犯罪、不認識神的人說

的；這肉體是發生在以撒的家中，是發生在嚐過主恩滋味、有過恩典的人身上。很明顯的，以東在這裏所代表的肉體，

特別與神的見證(耶路撒冷)有相當的關係。 

   嚴格說來，以東所代表的肉體就是「肉體的驕傲」；如達秘(Darby)弟兄所說的，他認為「屬靈的驕傲是最難死的

罪，也是最後死的罪。」特別是現今一些愛主、有追求、在教會熱心服事的弟兄姊妹，他們裏面的肉體，神往往用以東

來代表。── 陳希曾《見證的失落與回歸──俄巴底亞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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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 主要的話──得著 

 

以東的滅亡 

            1 至 9            以東的降卑 

            10 至 16          以東反對猶大的罪 

以色列人的復興 

            17 至 21          拯救與產業 

 

重要主題 

主

題 

解釋 重點 

公

義 

俄巴底亞預言，因為以東協助

巴比倫入侵猶大，神必定會消

滅他們。以東人背信棄義，當

神為祂的子民伸冤時，神會將

他們的國土撥歸猶大。 

任何人傷害神的子民，神都要

審判嚴懲。我們可以對神最終

的勝利充滿信心。神愛護我

們，必定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公

平。 

驕

傲 

以東人自恃地勢險峻，無敵能

克，以致狂傲自信，但神壓下

他們的氣燄，將他們從地上除

滅。 

凡蔑視神的，都要有和以東人

同樣的下場。任何國家以勢

力、財富、技能或知識自恃，

神都會把它打倒。驕傲的人終

會驚醒：沒有人可以逃避神公

義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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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背景註釋 
1 以東 俄巴底亞書的主題是控訴以東對猶大國所犯的罪。這個國

家位在死海的東邊與南邊，與以色列的淵源錯綜複雜。一如兩國始祖

雅各和以掃之間的矛盾、搖擺不定的關係，以東有時是猶大的友邦

（申二2～6；王下三9），有時又是死敵（民二十14～21；摩一11～

15）。在新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帝國（734～586年）時期，以東是附

庸國。俄巴底亞對以東的控訴，看起來最可能和它參與耶路撒冷最後

的破壞、人民於主前五八七至五八六年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擄有

關。然而以東在其中的角色到底如何，未有清楚的記錄。 

1 出使結盟 古代近東地區，國家有戰事時，必須召喚所有盟邦和

附庸國派遣部隊並供應物資來聯合作戰。信使受差遣呼叫大家實踐條

約的承諾，並指明徵召士兵的數量（如：撒上十一3～4，和法老蘭塞

二世與西臺王哈圖西利斯三世〔Hattusilis III〕之間的條約）。馬里文

獻甚至記載派遣使者到神廟去稟告神祇軍隊的情況，並且呼求神助

陣。 

 
蘭塞二世的條約 

 

3 以東的地勢 以東地處山區，主要山嶺從撒烈溪南邊到亞喀巴。

這個地區有很多山峰，高達海拔五千七百呎，陡峭的山壁、山洞和裂

口可供軍隊藏匿。有些以東的城市就座落在這些幾乎無法到達的地

方，像是波斯拉和彼特拉的多岩山嶺烏姆比亞拉（Umm el-Biyara），

有人認為就是西拉（Sela）。 

 
彼特拉的山嶺 

 

5 葡萄的重要性 以東素以山邊優質葡萄園著稱。這國家的毀滅應

是與小偷和撿剩餘者的雙重掠奪有關。小偷和採收者留下的，會被撿

剩餘的人拿走。剩下來的都是在地上爛掉、踩過的果實。 

6 以東／以掃的關係 交替使用以東、以掃兩個名字，是由於以掃

係該國始祖，記載於創世記三十六31～39（見：瑪一2～3）。該處有

列出以色列的君王制度建立前，八位以東國的君王。 

6 隱藏的寶物 該詞原文在舊約中只有這裡出現，而且因為字的形

式特殊，又缺乏別處經文情境參照，故無法適當翻譯出來。以賽亞書

四十五3與耶利米書四十九10提供此譯法的基礎。經文中指出了以東

被劫掠得相當徹底。祕密寶物在古代世界為人所知，然而此處用在以

東最適合不過，因為其地形，整座城市都可以保持祕密。 

7 破壞國際禮儀 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像是埃及和赫人帝國之間

（蘭塞二世和哈圖西利斯三世），或是主前七世紀亞述王以撒哈頓的

附庸條約，作為共同防禦公約，要求簽署國提供武器、情報，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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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以東在此被控全然破壞這些協議：難民遭驅逐回到本國邊界，

沒有獲得任何援助；違反盟國間互不侵犯條約；對傳統待客之道，包

括共進餐食以示和平約定（在詩篇四十一9和馬里、亞馬拿文獻都提

及盟約之餐），也全然視若無睹。 

  在古代世界，於己有利或方便就破壞條約，屢見不鮮。例如埃及

未在亞馬拿期間提供迦南王足夠的軍隊；巴比倫王拿波尼度破壞與瑪

代人的條約，並且與他認為較具威脅的波斯人另立條約。 

8 以東的智慧名聲 以東智慧的傳統，多少起自該國與約伯的關係

（約伯的家鄉烏斯，有些人認為位在以東境內），而他的朋友以利法

是提幔人。 

  住在北阿拉伯沙漠邊緣，從沙漠商隊及銅礦中獲利，以東素以俐

落的商業、靈巧的外交手腕聞名（見：耶利米書四十九7的平行敘

述） 

9 提幔 要確切指出提幔部落地區的位置，有點困難。有些學者認

定是波斯拉城，是主前八世紀後以東的首都，然後認為提幔人生活在

以東的北部地區。不過另有一些學者根據第四世紀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的參考資料，指出提幔在以東的南方，並和古代的國王戶珊（創三十

六34）有關。孔蒂拉特阿吉魯碑文記載到「提幔的耶和華」，並且將

這地指向較南方的所在。在此段記載中，提幔是以東國的同義詞。 

10 針對雅各的暴行 以東∕以掃和雅各∕猶大之間的兄弟關係屢見

於俄巴底亞書中（見6節註釋），故不需要另行敘述條約協定。這使

得對素有親戚關係的鄰邦施行暴力，顯得特別令人震驚且可恥。此處

形容暴力所用的措辭，含義廣泛，包括謀殺、強暴、重傷害、流人

血。在此的用法，作為「震撼措詞」來顯示出傷害的嚴重程度，和以

東受懲罰之合理。新亞述的年表亦有類似的記載，表達了對於盟邦反

叛的憤怒、驚訝，並需以軍事制裁。 

11 為耶路撒冷拈鬮 在巴比倫和亞述地區，拈鬮作為占卜的程序之

一，請參看：出埃及記二十八30，有關烏陵與土明的註釋。入侵者貪

婪的看著耶路撒冷，預見劫掠的景象和破壞這城市所帶來的巨額財富

（見：賽十七14）。 

  軍隊慣例上會有一套分配戰利品的方式（馬里文獻中有對那些未

和士兵分享戰利品的軍官之罰則），拈鬮可能是分配貨品或奴隸的其

中一種方式，意指神的介入。 

16 在聖山喝杯 以東本來喝酒慶祝耶路撒冷和其盟邦陷落，至終卻

演變成以東和其他參與破壞耶路撒冷的國家，將被迫喝耶和華的「苦

杯」（見：詩七十五8；賽五十一17；耶二十五15～16）。 

19 領土變遷 在此所預見的是以色列敵人將受報應，以及以色列傳

統地域的光復。尼革（和合本：「南地」），也就是別是巴和死海低

窪地區，將會接手以東的土地。薩非拉（和合本譯為「高原」）即濱

海平原和丘陵之間的狹長地帶，擴展成非利士人的城邦。以法蓮和撒

瑪利亞是主前七二一年被亞述人征服的地區，將會由猶大人民光復。

最後，外約但的基列（從下加利利到亞嫩河）會再次由便雅憫族裔掌

管（在伯特利和耶路撒冷間的支派屬地）。 

20 撒勒法 撒勒法位於腓尼基的推羅、西頓間濱海公路上，是預期

中以色列恢復後的北部邊界。它是一個專門處理紫色染料的商業中

心，見於主前十三世紀埃及文獻中，並列為主前七○一年降服於亞述

王西拿基立的城市之一。 

20 西法拉 確實的位置，從西班牙到赫絲佩拉地（Hesperides，位

於希臘），到西米迪亞（western Media，位於今伊朗西北）都有可

能。這些指證是根據地名和新亞述時期的原文線索。 

  不過西法拉最有可能的地點是小亞細亞西部的薩爾迪

（Sardis）。這是波斯時期里底亞人的首都，而另一份該地發現的雙

語碑文，以亞蘭文記載該城的名字，和希伯來文的俄巴底亞有著相同

的子音。這對耶路撒冷被擄之民來說，是遙遠的旅途。不過文獻中暗

示，即使再遙遠，也會回去重新據有那塊土地的一部分。 

── 華爾頓等《舊約聖經背景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