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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2 分钟） 

2. 本课的内容： （45 分钟）《何西阿书》第十二章 

 

12:1 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 

 背景见《王下》17:3-4，约在 BC727 年，当時亚述王撒缦以色五世刚作王，何细亚王认为亚述新王刚登基政权不

稳，就去依靠认为有可靠的强权的埃及，与埃及结成盟邦，要与亚述对抗，结果导致於两年后被亚述灭国。（犹太

思维方式是由将来决定了现在，而不是中华文化观点——过去决定了现在和将来） 

 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原文 Ephraim{ef-ra'-yim}= "double ash-heap: I shall be doubly fruitful" 后来成

了强大的支派，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约书亚、北国的第一任王耶罗波安都是属以法莲人。在何西阿书中也用以法

莲来泛指以色列人，原本昌盛的民，因为拜自己造的偶像，所以“9:11 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

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何九 11）”。以法莲人承受了属世的福气，却使他更心高气傲，有了钱财却行诡诈，

越发富有就越发造偶像，难怪神要将其毁灭。在启示录中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已看不见以法莲的名字（参见《启》

7：8）。 

 「吃」原文是「放牧」。「吃风」：就是「在风中放牧」。「东风」：以色列东边沙漠吹来的旱风，是以色列违

约時上帝的审判工具《申》28:22“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注：或作“乾旱”)、霉烂

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此风吹一吹，人畜呼吸困难、农作物干死。 

 「把油送到埃及」：油。通常指巴勒斯坦大量出产的橄榄油（见申 8:7,8；结 27:17）。可作为礼品运往埃及，

以拉关系，谋取帮助，来抵抗亚述人。所以这节经文就是说以色列人居然背叛与造物者的圣约， 去跟列强立约，

这种的行为好像追赶旱风，在旱风中放牧，终究是自取灭亡。 

  

12:2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12:3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

候与神较力；12:4,5 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

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记念的名。12:6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 

「争辩」：法庭上的控诉, 「所行的」：原文是「他们的道路」。「所做的」：原文是「他们的作为」。「雅各」：

代表整个以色列国。「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见《创》25:26。「壮年」：此字是原来是指人的精力，生殖力，此

可能指性成熟之时，在文学上与「腹中」形成对比。「与神较力」：见《创》32:22-32， 12:4 是「与天使较力」，

注意在旧约中常常把天使（神的使者）与神混用。「万军」之神：「军队」、「战争」，表示上帝绝对的主权与能

力，也暗示上帝拥有控制一切「战争」与「军队」的能力。「万军之耶和华」一词圣经中出现三百多次，原文的含

意与统领天上的众天使有关，用来表明上帝的权能.“万军”特别适用与雅各，因为他在与神角力之前，曾遇见天

军《创》32:2。 

   「并且得胜」：原文是「他得胜」，到底是谁得胜呢？从《创》32:22-25 记载看，天使并非摔不过雅各，经文里

的“胜不过”仅仅表明他没有用神的能力，或者说他的目的其实是让雅各认识神的能力，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神能

的无限。从摸了一把，让雅各成瘸子，就可以让雅各知道了对方是谁，使得雅各缠着人家给祝福。此处何西阿就是

指「天使得胜」，所以雅各「哭泣恳求」，而「哭泣恳求」在创世记并没有记载，但是一个瘸子如何纠缠神的使者

呢？打又打不过，追又追不上，所以哭泣恳求在情理之中。4-5 节，指雅各有两次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见《创》

28:10-22，和《创》35:1-3，两次都是在雅各遇到危机的時候在伯特利遇到神。注意此处何西阿没有使用「伯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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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这個轻蔑的名字。「仁爱」：就是 4:1 中的「良善」：有「守约、救赎」之意，神也希望以色列百姓守

圣约，这是最大的美德。「等候」：「忍耐盼望」。 

 雅各还没出生就打算夺取长子的地位与名分，成长之后又想要胜过神。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行为狡诈，跟他们的

祖先雅各一样，喜欢用诡计获取利益，后来整个人生的关键，是在见以扫前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报复，结果在在雅

博渡口与天使摔跤。在失败中（先是心里有愧、有鬼，后是发泄，却不自量力）认知自己的有限，被神得著。所以

在 6 节，先知其实在鼓励以色列人在失败中要归向耶和华 

 

 12:7-8 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

来的，人必不见有甚么不义，可算为罪的。” 

「以法莲是商人」：直译是「以法莲是迦南人」。以色列民采用诡诈、强暴的手段，与擅长经商的迦南人无异。诡

诈的天平，见《利》19:36“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曾把你们从

埃及地领出来的。”《申》25:13-15“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

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爱行欺骗」：

原文是「欺骗盟友」或「与欺骗结盟」。「人必不见有甚么不义，可算为罪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天下都知！—— 以色列人行诡诈、爱欺骗，还认为没有人能察觉。 

 

 12:9-10“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棚，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

先知，并且加增默示，藉先知设立比喻。” 

「大会的日子」：指「住棚节」，以色列人住在帐棚中，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在为期七天的节日中，众民

住在帐棚里，纪念他们从埃及得救以后，在旷野住帐篷的事（见《利》23:33-43）。住棚节不但是每年感谢神所赐

福气的节日，而且以帐棚象征世界“没有常存的城”（见《来》11:9,10）。「晓谕」：「说话」的意思，向众先知

「说话」。「加增默示」：直译是「增加许多异象」。「比喻」：原文可指「比喻」或「灭亡」、「灭绝」。两种

解释都与上下文吻合。 

 这两节经文是说上帝要以「流离在旷野」来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真神，以色列的奸诈要被审判。 

 

12:11 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12:12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12:13 耶和华藉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

也藉先知而得保存。12:14 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

归还他。 

 “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 ”(6:8)。而吉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

们”(9:15)，有人认为这里的基列和吉甲代表北方王国的二个部份；基列是东部，吉甲是西部。 

 「乱堆」——如农民在犁田时所堆积的，为了便于搬走。基列（意为“见证堆”，创 31:47“拉班称那石堆为伊迦

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累得，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和吉甲的偶像祭坛，都要变成石堆（去

藏民区的山上和这里原住民的有堆石头敬拜的习俗）。对祭坛的这样处理不仅意味着毁灭，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荒凉。

田间的犁沟中到处有这些祭坛的废墟，生动说明百姓犯下了偶像崇拜的严重罪行。 



主日学 - 《何西阿书》 

 

12 - 何西阿书 主日学  Page 3 of 3 

 

  藉「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指「摩西」。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保存：可能指「撒母耳」或「以利亚」。

「惹动」原文是苦恼，愤恨，是申命记论历史的用词。由于以色列敬奉偶像，耶和华的心伤痛（参见《申》4：25，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彷佛甚么形像，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 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

发怒。” ）。 

 注意文学修辞的亮点：这里用雅各的事迹和神的工作起了对比之用：雅各为自己娶妻而服事人、神藉为救赎以色

列人而使用先知；雅各看守羊群、神看守以色列人；雅各娶了两个妻、耶和华兴起两个先知。 

 本节用雅各逃到拉班那里为他服务（第 12 节），来比喻以色列在埃及的经历（第 13 节）。有人认为 12,13 节是

指以色列所受的双重奴役：第一，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所受的；第二，是十二个支派在埃及所受的。也可能把雅各的

失意和痛苦与他子孙的兴旺相对照，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认识到，是祂对他们的恩慈，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从

而引发他们对神感恩，并谦卑地承认祂的仁慈。 

 「流血的罪」——以法莲业杀人无度（见《何》4:2；5:2）。「羞辱」——以法莲通因偶像崇拜和犯罪而羞辱了

神，这个羞辱将返还给他。背逆神并污辱祂圣名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报应（见《撒上》2:30“因为尊重我的，我

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11-14 节经文说明偶像祭壇終必被拆毀。先知藉雅各的历史來教训以色列，雅各為娶妻而付上沉重的像奴仆一样

的的劳力，以色列又會否像奴仆一样来事奉巴力？當以色列先祖犯罪的時候，神藉先知牧養以色列民，使他們歸正，

不再沉溺于偶像的虚妄之中。然而，以法蓮使神的心大大憂傷，神的審判是無可更改的了。 

  

 总结：以色列愈来愈靠近亡国的结局 。但是以色列人却被积财而奔忙(8 节)，以为太平无事，丝毫没有察觉危机

即将来临。先知何西阿感到時候不多了，因此紧急地抓住他的使命，努力地完成他的工作。 这里的经文上下文之

间彼此牵连；所提及的罪，多在前文已经有所记述，在此重复，目的是要加深印象，使读者认识到以色列堕落到如

此地步，有其深远的原因。作者列举以色列家行诡诈的例子：第一件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以色列企图同时与彼此为

仇的埃及和亚述联盟。第二个例子出自以色列古代的历史：雅各还未出生时，便在母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想取代

并夺去哥哥应得的名分。何西阿在此用这事件来表明雅各（以色列）从起初已充满欺诈。然后，何西阿转而描写神

如何扭转大局；雅各与‘人’（其实是神的使者）较力，并不放过对方，因而得到神的赐福和新的名字──以色列

（《创》 32:24-29）。神也在伯特利与雅各相遇（《创》 28:10-22），赐给他不配得的应许。先知借此来劝告以

色列人要向雅各学习，从诡诈的行为改变过来，归向神。在此，何西阿特别指明‘你的神’（6 节），和其子之名

罗阿米（非我民，1:9）形成对照，表示审判的预言可以转为祝福。留意在第 6 节下，他劝导他们谨守仁爱（即 6:4、

6:6 所述的坚贞不移之爱）和公平，常常等候他们的神。 

 

课后作业及提醒： 

作业：阅读第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