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約概論 第二十三課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哈該書簡介 

• 我們對先知哈該所知有限，只知他是與撒迦利亞同時在耶路撒冷傳道，撒迦 

   利亞書是俗稱小先知書中最長的一卷，哈該書則是舊約最短的書卷之一。 

• 書中稱哈該「先知」，沒提他的家世，可見他在當時人盡皆知（拉五 1，六 14）。 

• 哈該名字取自希伯來文「筵席、節慶」，暗示他或許出生於某個宗教節日。 

 

哈該書文學架構與神學 

• 哈該書由四則神諭構成，日期皆在大利烏王一世第二年。先知直接傳講神諭， 

  置於散文敘事的架構中，因此這卷書似乎是在報導哈該的講論，以及對聽眾的 

  影響。 

1. 第一則神諭(一 1～11；主前 520年，8月 29日），是一段簡短的辯論與審判 

之言。 

1) 傳講之時可能是群眾聚集慶祝新月的時候，大家聚集在聖殿廢墟。 

2) 建殿的工作總能找到延遲的理由（一 2）。回歸的人盡力追求自己的福祉、蓋 

   房舍、種田產，卻遇到壞收成、通貨膨脹和乾旱，一切努力都白費了。 

3) 神稱「這百姓」而非「我的百姓」，表達了神的不悅。先知強調百姓的挫折， 

是因他們忽略聖殿的建造，當先知傳達此信息，百姓承認並順服（一 12～15）。 

二十三天之後，工作就開始了（一 15；主前 520年 9月 21日）。這與以色列 

對於其他先知講道的回應，常常是漠不關心、嘲笑或仇視，大大不同。 

2. 第二則神諭(二 1～9；主前 520年，10月 17日），是聖殿開始重修後不到一 

   個月時傳的。 

1) 七月是守住棚節的時候，從該月的十五日開始，連續七天，這月的二十一日 

   應是節慶最後一天。 

2) 在努力三星期後，可以看出這第二座聖殿遠不如第一座。先知向所有人傳出 

   鼓勵的話，肯定這第二座聖殿的榮耀將超過先前的殿（二 6～9）。 

3. 第三則神諭(二 10～19；主前 520年，12月 18日），在重修工作開始後三個

月。 

1) 有關妥拉的問題（二 10～14），是以雅巍和先知的對話來表達。 

2) 鼓勵的信息（二 15～19）。律法的定規為，聖潔沒有傳染性，在聖殿工作不 

   能使人聖潔，而人的不潔卻會使聖殿遭污染。這國家要蒙悅納，唯盼主施恩 

   惠。 

3) 先知鼓勵百姓，並保證神必定祝福。雖因在聖殿工作，沒有照顧田園(12月 

   是作物成長的季節)，但收成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必能大大豐收。 

4. 第四則神諭(二 20～23），和第三則神諭同一天，是向所羅巴伯說的。 

1) 所羅巴伯是猶大省長，出於約雅斤的家室，為大衛的後裔。 

2) 雖然哈該、撒迦利亞和當代的人，或許期待能趕快脫離外邦的統治，重建大 



   衛的王位，但所羅巴伯卻不是這位大衛家的王。 

3) 他們仍需要向前瞻望，直到末後的那日，神才會來震動天地（二 6～7、21）。 

 

哈該書展望新約 

• 在舊約時代，若神悅納一個聖所或祭壇，常會有火顯現，尤其是雲柱與火柱， 

   拉比稱之為「舍吉拿榮光」。「榮光」一詞也可以指財富。 

• 回歸團體存著盼望，萬國財富能流往耶路撒冷，如同以賽亞書第六十六章所 

   預言。波斯雖同意建殿，猶太人也有某種程度的自治，但仍在外邦權勢下。 

   外邦財富沒流入耶路撒冷，甚至連雲柱與火柱都沒在記載中。 

• 神可見的同在，就是耶穌「住在我們中間，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約一 

   14）因祂乃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相。」（來一 3）外邦財富 

   經由外邦博士送來，用活石蓋的新聖殿，猶太人與外邦人再無區別（林前三 

   16～17；彼前二 4～10）。 

• 新的國度不是世上的國度，乃是由另一位大衛後裔帶來，祂現正在掌權，將 

   萬有服在祂腳下。到萬物的結局，一切都將更新，神要與人同在，所有眼淚 

   也將擦乾（啟二十一）。 

 

撒迦利亞書簡介 

• 撒迦利亞書是小先知書中最長的一卷，也是最困難的一卷，耶柔米稱它為希 

   伯來聖經中「最不清楚」的書。但這卷書對基督徒又很重要，九至十四章是 

   受難故事中，引用最多的舊約經文，對啟示錄作者的影響，僅次於以西結書。 

• 撒迦利亞是常見的名字，聖經中有二十五位以上的撒迦利亞，他被指為是易 

   多的孫子、比利家的兒子（一 1），也就是說，他是出自被擄歸回之人中祭司 

   的家族，這點可說明他對聖殿事物的熟悉與興趣。 

 

撒迦利亞書歷史背景 

• 撒迦利亞和哈該的時間及對象相同，都是從巴比倫回歸的第一代。 

• 雖然古列下詔讓猶太人重建聖殿，卻發現當地反對勢力甚大（拉三 8～四 5、 

   24，五 1～六 22），而他們內部也有人事和實際的困難（八 9～13；該一 5～ 

   11，二 15～19），神興起撒迦利亞和哈該激勵百姓，致力完成建殿的工作（拉 

   五 1～2，主前五一六年）。 

• 撒迦利亞書前八章是散文。夜間的異象探討外邦人的報應（一 7～21，六 1 

   ～8）、耶路撒冷的安全（二 1～12）、聖殿的建造與完工（四 1～14），和應當 

   已煉淨的回歸團體，卻仍然犯罪的問題（三 1～10，五 1～11）。有關紀念耶 

   城被毀的幾個禁食的日子是否還要守（七～八）。 

• 最後六章講到末世與啟示性的意象，關係到遙遠的未來，似乎與當時的事無 

   關。主要是詩歌體，與一～八章的文學風格(散文)明顯不同。 

 



撒迦利亞書大綱 

一.撒迦利亞對權柄的宣稱（一 1～6） 

二.夜間異象（一 7～六 8） 

1. 將領和巡視的使臣（一 7～17） 

2. 四個角與四位匠人（一 18～21） 

3. 持準繩的人（二 1～13） 

4. 穿污穢衣服的大祭司（三 1～10） 

5. 金燈臺和橄欖樹（四 1～14） 

6. 飛行書卷（五 1～4） 

7. 量器中的婦人（五 5～11） 

8. 四輛戰車（六 1～8） 

三.大祭司的冠冕（六 9～15） 

四.禁食的問題（七 1～八 23） 

五.兩則神諭（九～十一，十二～十四），論到以色列的仇敵，以及錫安之王與牧 

   人的來臨。 

 

撒迦利亞書神學信息 

• 一～八章 

1. 撒迦利亞向以色列民說話（一 1～6），顯示自己像摩西一樣有權柄，如同以 

   前的先知，他的警告是有效的（一 4～6）。 

2. 第一個夜間異象（一 7～17）講到末世尚未實現的問題。神的使者向神祈求， 

   希望祂的怒氣平息，為祂的子民申冤。先知聽見肯定和安慰的話，神沒忘記 

   祂的子民，列國是神懲罰以色列的工具，但因他們過份驕傲放肆，神必要責 

   罰，而錫安將成為神施恩的對象。 

3. 第二個夜間異象（一 18～21），主要是在解釋四個角和四個匠人，這異象的 

   細節或許不容易肯定，但不論反對神子民的勢力是什麼，都將被擊碎。 

4. 第三個夜間異象（二 1～13）先知看見神如同火牆，圍繞著全城，而全城則 

   繁榮無比，神的同在不限於聖殿中的至聖所，整個城都成為神的居所。這個 

   主題在十四 20～21再度出現，啓二十一 3、22～27也加以使用。 

5. 在第四個夜間異象（三 1～10）中，撒迦利亞看到審判的景象：神的使者坐 

   著審判，有位起訴人（撒但），在控告大祭司，而他穿著污穢的衣服。神潔淨 

   大祭司，為他預備義袍，不是他自己作的（三 4），神的舉動除去了撒但所有 

   的訴狀，也是對回歸者的肯定，他們那一代可建造神的聖殿。保羅說：「神若 

   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 

   了。」（羅八 31～33） 

6. 第五個夜間異象（四 1~14），先知看見一座燈臺(邊緣有七盞燈圍繞，每一盞 

   都有噴嘴，內有七個燈蕊，因此總共有四十九個火苗。)，燈油來自燈臺旁的 

   兩棵橄欖樹和其上成串的果實，祭司通常一天清理燈臺兩次，剪去燒過的燈 



   蕊，重新加油。但這座燈臺卻不用清理，這異象表示：聖殿的工作是神的工 

   作（四 6），祂會負責到底（四 9）。有人對目前的聖殿感到失望（該二 2～3; 

   拉三 12～13），但神喜悅這項工程（四 10）。所羅巴伯和約書亞是神所使用， 

   要來完成使命的人（四 12~14）。約翰將這異象修改，啟示錄中兩棵橄欖樹， 

   是指二個穿毛衣傳道的見證人(啟十一 4)。 

7. 第六個和第七個夜間異象（五 1～11），事實上是同一齣戲的兩幕。飛行書卷 

   是十誡的摘要：前四誡為得罪神的事，由指神的名起假誓作代表（五 4;出二 

   十 7）；後六誡為得罪人的事，由偷竊作代表（五 4;出二十 15）。被擄子民要 

   被煉淨，成為聖潔。接著先知看到一個量器，裡面有一個人，代表罪。這罪 

   將再被帶到巴比倫（示拿，五 11），回到審判之地。 

8. 第八個夜間異象（六 1~8）再度使用第一個異象中各色馬匹的意象，其中的 

   細節雖難解釋，但重點很清楚：神將懲罰列邦，施加報復。 

9. 本段其餘的部分，不是異象，乃是報導，或歷史記載。有些被擄人士回來拜 

   訪耶路撒冷，代表仍在被擄之地的人為聖殿獻禮（六 9～15），所帶來的金子 

   為要作大祭司的冠冕的。 

10.在被擄期間，要守四次禁食，紀念耶路撒冷被毀前後的事。當聖殿完成，猶 

   太人開始問是否需要守這相關的禁食（七 1～3），撒迦利亞利用他們的問題 

   講了幾篇道，論到虛偽的禁食，和對律法細節吹毛求疵，卻沒有從內心真正 

   的順服（七 4～八 23）。同時撒迦利亞也預見，有一日列邦將與以色列人一起 

   敬拜神（八 20～23，十四 16～21）。 

• 九～十四章 

1. 本段為複雜的交錯結構，重複的主題為： 

1) 以色列與列國經由戰爭所得的拯救與審判（九 1～8，九 11～十 1，十 3下～ 

   十一 3，十二 1～9，十四 1～15） 

2) 主的日子由彌賽亞王的顯現引進（九 9～10，十一 4～17，十二 10～十三 1， 

   十三 7～9） 

3) 偶像的敗落（十 2～3上，十三 2～6） 

2. 回歸實現了神對以色列的許多應許，但這不是最後的救贖，回歸只是開端， 

   是個象徵，讓以色列民預嚐未來最終救贖的滋味。 

 

撒迦利亞書展望新約 

• 未來完美救贖時代的開始，是一位彌賽亞君王的出現，祂的形象卻十分卑微， 

   祂會將公義和救恩帶進耶路撒冷，但卻騎在驢背上進城（九 9；太二十一 5）。 

• 祂是牧者君王，但卻是被擊打的牧者（十三 7；太二十六 31）。被刺傷、遭背 

   叛（十一 12～13，十二 10；太二十六 15，二十七 9～10；約十九 34、37）。 

• 可是這位君王卻將制伏列邦（十二 8～9），在人間建立祂的國度（十四 3～9）。 

 

 



瑪垃基書簡介 

• 英譯本聖經是根據希臘文版本的傳統，以瑪垃基書作為舊約聖經的結束。 

• 本書以展望先知以利亞的來臨為舊約的結束，而新約時期最初的發言人之一，

就是施洗約翰，耶穌指出他就是以利亞（太十一 15）。 

 

瑪垃基書歷史背景 

• 作者：「耶和華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一 1）瑪垃基為先知的名字， 

   希伯來文意為「我的使者」。 

• 日期與歷史背景 

1. 瑪垃基的時候，聖殿已重建完成，但猶大仍是波斯微不足道的省分。神也沒 

   讓祂的子民格外成功，所以失望之情瀰漫，道德也隨之墮落。 

2. 既然對聖殿的失望已經產生，或許聖殿已經完工了幾十年。而由於本書沒有 

   提到以斯拉(主前四五八)和尼西米(主前四三三)，一般都假定，瑪拉基在他 

   們之前。所以大部分學者的結論為：本書寫於主前四七五至四五零之間。 

3. 瑪垃基和尼希米所面對的倫理問題相仿： 

1) 與外族通婚（瑪二 11～15；參尼十三 23～27） 

2) 不守什一奉獻（瑪三 8～10；參尼十三 10～14） 

3) 不守安息日（瑪二 8～9；參尼十三 15～22） 

4) 祭司腐敗（瑪一 6～二 9；參尼五 1～13） 

5) 社會問題（瑪三 5；參尼十三 7～9） 

 

瑪垃基書大綱 

標題語（一 1） 

一.六回合的辯論（一 2～四 3） 

1. 第一回合（一 2～5）設定辯論的模式 

1) 前言：神說「我曾愛你們。」 

2) 問題：百姓問「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 

3) 回答：神描述以掃的後代以東的毀滅。 

2. 第二回合（一 6～二 9）有關祭司藐視神的辯論 

1) 前言：神是父親與主人，配得尊榮。 

2) 問題：「我們怎樣污衊祢？」 

3) 回答：「你們將污穢的食物獻在我的壇上。」 

3. 第三回合（二 10～16）有關以色列人毀約的辯論 

1) 前言：神是父親與創造者 

2) 問題：「我們破壞了什麼互信關係，而污損了列祖的約？」 

3) 回答：你們離棄「幼年所娶的妻」。 

4. 第四回合（二 17～三 5）有關神公義的辯論 

1) 前言：神對祂子民的話語感到厭煩。 



2) 問題：「我們怎樣令祂厭煩？」 

3) 回答：你們指控當榮耀的神，又忽略罪惡。 

5. 第五回合（三 6～12）有關悔改的辯論 

1) 前言：神不會改變，但你們必須改變。 

2) 問題：「要我們怎樣回頭？」 

3) 回答：不要奪取神的十分之一 

6. 第六回合（三 13～四 3）有關頂撞神的辯論 

1) 前言：神控訴百姓，說他們頂撞祂。 

2) 問題：「我們說了什麼頂撞的話？」 

3) 回答：你們說「事奉神是徒然的。」 

二.兩重附記（四 4～6） 

1. 呼召人記念神（四 4） 

2. 宣告在主的日子未到之前，先知以利亞將會先來（四 5～6）。 

 

瑪垃基書神學信息 

• 先知的信息以聖約為中心：利未之約（二 8）、列祖之約和婚姻之約（二 10 

   ～16），神的審判是基於百姓的違約。 

1. 提到利未之約，是要指出祭司沒在神面前負起當盡的責任。 

2. 列祖之約是有力的控訴，指責百姓破壞了與神所立的約。 

3. 有以色列人離棄本族的妻子，而娶拜偶像的外族人為妻，破壞了婚姻之約。 

• 瑪垃基用六回合的辯論來有所教導： 

1. 神愛祂的子民（一 2） 

2. 神是以色列的父親與主人（一 6） 

3. 神是以色列的父親與創造者（二 10） 

4. 神是公義的神（二 17） 

5. 神不會改變（三 6） 

6. 神是誠實的（三 13） 

• 從前先知指出，回歸的以色列將經歷榮耀與能力（賽四十之後），但經過相當 

   長時期，他們仍在外邦統治之下。瑪垃基為重燃盼望之火，預言必有一日臨 

   到，那日神將干預歷史，使順服神之人可以得勝（三 1～5，四 1～6）。 

 

瑪垃基書展望新約 

• 馬可福音的開頭，是將瑪垃基書三 1與以賽亞書四十 3放在一起：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可一 2～3） 



• 瑪垃基指出這位使者乃是以利亞，以利亞會在主得勝與審判之日以先來到。 

   在新約中，預備道路的使者是施洗約翰，他帶來嚴厲的信息，正如瑪三 1～5 

   所言。施洗約翰在耶穌之前來到，預備祂在地上的事工，耶穌親自指認約翰 

   為以利亞（太十一 7～15，路七 18～35）。總之，瑪垃基書末世的盼望，已實 

   現在福音書的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