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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何西阿書一章 1─11節 

    當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

色列王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備利的兒子何西阿。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

話，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

亂，離棄耶和華。於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這婦人懷孕，給他

生了一個兒子。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我必

討耶戶家在耶斯列殺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到那日，我必在

耶斯列平原折斷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懷孕生了一個女兒，耶和華對何西阿說：

給他起名叫羅路哈瑪；因為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決不赦免他們。我卻要憐

憫猶大家，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不使他們靠弓、刀、爭戰、馬

匹，與馬兵得救。歌篾給羅路哈瑪斷奶以後，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耶和華

說：給他起名叫羅阿米；因為你們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們的神。然而，

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

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裡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

一同聚集，為自己立一個首領，從這地上去，因為耶斯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弟兄姊妹平安！ 

 

基督是我們的救主 

    今年 2018年年度主題是「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就是強調一種關係─基

督是我們的救主，但是基督的拯救跟世人的拯救是不一樣的。有人救了我們，

使我們免於生命的危險、免於疾病、免於財產的損失，我們心裡很感謝他，也

想盡辦法要來謝謝他，但是他不一定會成為我們的朋友，也不一定會跟我們有

什麼感情，更不會成為我們的主宰。 

    但是基督拯救我們，這個拯救的智慧、能力跟慈愛都太豐富了，我們這被

拯救的人，因著看到他的力量、智慧、慈愛，在我、在眾人的身上是極大的，

以至於在我們的信仰裡頭，我們被基督拯救出來之後，我們不是感謝他一番就

結束了，我們跟他的關係沒有停止，是變得更好、更貼切，是對他越來越佩

服、越來越感謝讚美。 

    我們對他產生一個長期的信靠和愛，以至於到一個程度，我們心甘情願成

為他的僕人，整個人都想獻給他。當然我們還是罪人，有時候還是會遠離神，

對他不忠實、或是對他有不服氣的時候。在基督裡，就是表示我們跟基督越連

越緊密，關係越來越好；而在這樣的關係裡面，也一定會有更聖潔、良善的生



活。 

    今年主日信息經文的範圍，舊約是小先知書，從何西阿書到彌迦書，新約

則是提摩太前後書和提多書。我們知道大先知書和小先知書的差別並不是在於

它的重要性，而是在於它的篇幅，小先知書篇幅相對是比較少的。今天我們就

要進入何西阿書。 

    何西阿是愛的先知，他對上帝的愛有極深的體會，他用婚姻來象徵上帝和

他子民親密的關係。上帝要何西阿用親身的經歷來呼籲他的百姓能夠回頭。何

西阿這個名字有拯救的意思，我們看到何西阿書雖然不斷在宣告上帝的憤怒跟

責備，但是信息的中心卻是上帝對他的子民有著不變而且永遠的愛。 

 

聆聽神的話 

    今天我們要從何西阿書第一章來學習「在基督裡」。第一章第 1節說到

「當…耶羅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何西阿。」何西阿是一

位先知，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當神的代言人，上帝要他說什麼、他就說什

麼，上帝要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但是先知要傳講上帝的話，就必須先要有

上帝的話臨到他；同樣的，今天我們要向人傳講上帝的話，我們也必須先要有

上帝的話臨到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很習慣去聽人的聲音、去聽人怎麼說，甚至我們不太

習慣沒有聲音、安靜的時刻，但是我們需要去聆聽上帝的聲音，需要有上帝的

話臨到我們。這裡不是說我們不必去接近人、不必去請教人，不必去聽那些智

慧人的建議，但是我們需要人的智慧，也更需要從神那裡來的智慧，因為耶和

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是由他口而出〈箴 2：6〉。 

    上帝也藉著先知以賽亞說『你或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

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21〉我們需要聽上帝的聲音，需要有上帝的

話，因為他要引導我們一生都走在正路上面。所以上帝不是一位冷漠的神，也

不是一位不說話的神，上帝樂意親近他的兒女，上帝要向我們說話。當我們親

近神的時候，神就必會來親近我們。一位如此愛我們，願意為我們罪死、而且

死在十架上的救主，我們豈不應該來聽他要對我們說什麼呢？ 

 

來親近基督 

    我們知道當我們要聽清楚一個人要說什麼，我們必須要來接近他、靠近

他。所以同樣的，我們要聽主的聲音，也必須要來親近他。我們常說：做什

麼，就要像什麼；同樣的，我們做一個基督徒，也就要像一個基督徒。我們要

像個基督徒，就必須要來親近基督。 

    教會有對年長的夫婦信主之後，就常常來參加主日學。有一次我就請教他

們：是什麼樣的原因激勵你們常常來上主日學？他們說：因為他們信主得晚，

而上帝的話又是如此的寶貴，所以他們要把握機會、更多來親近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努力的工作、殷勤的服事、盡心盡力在許多的事情

上面擺上，這些都很好，但是這些都不能取代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所以在一



年、新的開始，盼望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志、共同的禱告，也都願意真實來

付上代價，那就是懇求天父，讓我們在基督裡能夠更親近主，都更有穩定的靈

修生活。 

 

更經歷主 

    第 2節這裡說「耶和華初次跟何西阿說話」，這裡講到「初次」，初次就是

第一次。我們知道第一次的感覺總是新鮮、具有吸引力的，總是會令人期待。

我們需要常常親近主，讓主的話常常臨到我們。但是當我們親近主、讀上帝話

語的時候，我們又是帶著一個什麼樣的心境呢？或許我們對聖經已經相當的熟

悉、新舊約也讀過好多遍了，也或許我們對聖經不是那樣的熟悉，但是當我們

在讀上帝話語的時候，會不會因為太熟悉或是太不熟悉，很快就這樣把它讀過

去。 

    在路加福音裡頭說到：當馬利亞聽到牧羊人把天使論到救主基督的話傳開

來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說：馬利亞的反應是把這一切的事放在心裡，而且是

反覆的思想。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我們在基督

裡面也已經成為豐盛；但是我們對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多少的認識？我們對

主所賜給我們豐盛的生命又有多少的經歷？當然這裡講的認識，是包括深度的

瞭解、真實的經歷。 

    我曾經聽過有一位信主多年的老媽媽，她的聖經很特別，因為在她的聖經

裡頭打了很多個勾。教會弟兄姊妹知道之後，就很想明白是什麼樣的原因。有

一天，就有人請問這位老姊妹：為什麼在你的聖經裡面有這麼多打勾的記號？

這位老姊妹就微笑著回答這位弟兄說：只要上帝的話我有真實經歷過的，我就

會在經文旁邊打個勾。 

    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大家在聖經上面也去打勾，但是這裡可以讓我們思想

的是：我們對上帝的話、上帝的愛、上帝的豐富、上帝的心意，我們認識了多

少？我們有多少真實的經歷？所以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讀上帝話語的時

候，不論我們聖經已經讀過幾遍，每次都能像是第一次讀的一樣，是新鮮、活

潑，有力量的，而且每次都是帶著一個渴慕的心來到主的面前。所以求主幫助

我們，讓我們在基督裡頭能夠更認識主、更經歷主。 

 

神的話令人難以接受 

    第 1節講到說「上帝的話臨到何西阿」，上帝跟何西阿說了什麼話呢？上帝

對何西阿說：你去娶一個淫婦為妻，並且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是的，我們

沒有聽錯，這是上帝對何西阿所說的話。我想我們絕對不會去跟人家說：你去

娶一個行為放蕩的女子，我們也不會跟人家講說：你去嫁一個負心漢，通常我

們只會對人說祝福的話。 

    上帝第一次跟何西阿說話，就這麼難聽。上帝是有跟何西阿說為什麼要他

娶淫婦為妻，因為這個地大行淫亂，對上帝不忠實、離棄了耶和華。上帝是說

了原因，但是這樣的原因能夠叫人接受嗎？這樣的事有人願意去做嗎？的確，

上帝有些話是很難叫人明白的。 



    亞伯拉罕忍耐等候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在一百歲的時候，妻子撒拉

生了以撒，但是上帝竟然要亞伯拉罕把自己的兒子獻上。上帝要先知以西結長

時間的側臥，來擔當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罪孽；約伯這個人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但是上帝卻允許撒旦來試探約伯，而且叫他在一天之內失去所

有。 

 

正面態度讀神的話 

    但是何西阿是如何來回應上帝的話呢？第 3節說「於是，何西阿去娶了滴

拉音的女兒歌篾。」是的，我們沒有聽錯，何西阿沒有去質問上帝，反而是去

娶了歌篾。弟兄姊妹，上帝有些話是很難明白的，上帝的帶領有時候也會叫我

們感到害怕，但是求主幫助我們，當我們在讀上帝話語的時候，不要帶著太多

的成見，我們總是用正面的態度來讀上帝的話，因為聖經所有的書卷都是對我

們有益處、都是正面的。不要讓我們的成見，妨礙了上帝要對我們說的話。我

們會發現：許多時候異端跟偏差就是帶著成見去讀聖經，最後讀出來錯誤的結

果。 

 

更信靠主 

    第 7節這裡講到說「我卻要憐憫猶大家，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

救，不使他們靠弓、刀、爭戰、馬匹，與馬兵得救。」這裡很清楚告訴我們：

神要拯救猶大家，是因為他們願意來信靠耶和華神。有人靠車、靠馬，但是我

們要靠萬軍的耶和華。 

    去年十二月 30日，煒東執事在年終感恩禱告會的時候做見證。他在 2016

年十月發現肝臟長惡性的腫瘤，從發現腫瘤到現在，已經住過五次院。他經歷

過電燒、切除手術、血管栓塞、放療，還有目前的標靶治療。他見證說：疾病

的痛苦雕塑了他的個性和想法，但是唯有神的話語才能夠真正的安慰人。 

    他說：當他想到在人生的巔峰壯年期，因為一場疾病而意外退休下來，他

失去了舞台、失去了工作再晉身的機會，他說：他難免會陷入嘆息和惋惜。他

心裡頭存著苦悶和焦慮，苦悶是因為他被疾病所困住，焦慮是他不知道未來的

路會如何。但是他也見證說：他苦悶的心在聽詩歌和禱告的時候，就被改變

了。 

    當他翻開聖經的時候，上帝也回覆他心中的疑問，給了他盼望。他說：雖

然不曉得前面治療道路會如何，但是他深信這位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的神，必定會保守他的一切。所以求主幫助我們，不論是健康或疾病、在順境

或逆境，讓我們在基督裡都能夠更信靠主。 

 

神會管教在罪中的兒女 

    神不僅要何西阿去娶歌篾，還要去收歌篾從淫亂所生的兒女，並且為孩子

取很奇怪的名字。神要何西阿給孩子起什麼名字呢？第一個孩子要起名叫耶斯

列，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要追討他的罪；第二個孩子要起名叫羅路哈瑪，也就



是不蒙憐憫的意思；第三個孩子要起名叫羅阿米，也是非我民的意思。 

    我覺得當先知很辛苦，因為上帝的話很難聽，當先知的孩子也很辛苦，連

名字也要取得這麼難聽。我想父母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孩子取名叫要討罪、不愛

你、或是不要你這樣的一個名字。如果真的取這樣的名字，我相信孩子不敢、

也不願意上學，一定會被同學嘲笑。 

    但是上帝透過這些孩子的名字要表達什麼呢？當神的兒女一直在罪裡頭悖

逆神、不願意悔改的時候，神在最後忍無可忍的時候，是會有憤怒、管教的。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持續在罪中，但是神並沒有伸手來管教，仍然讓他十分的順

利，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可能會落入更大的罪惡當中。 

 

更順服神 

    神透過何西阿的呼籲，是要把他的百姓挽回。上帝的話臨到我們，不是要

我們增加知識，而是要我們更明白他的心意，能夠更順服神。我想真正的信心

一定會帶出順服。信心是什麼？信心就是當我們面對世界各樣的試探、錯誤的

時候，我們仍然選擇站在上帝這一邊。 

    我們必須承認：順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常常選擇的是自己，而不

是選擇上帝。我也在思考我們要如何更順服主，我就想到當有先生肯聽太太話

的時候，可能就有人說：他是怕太太。其實我覺得先生聽太太的話，不是因為

他怕太太，而是因為他很愛太太，我相信太太也是很愛他的。 

    所以當我們能夠更認識、更經歷上帝的愛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更來順服

主。我們也的確看到一個人順服主，也更蒙上帝賜福給他，所以求主幫助我

們，讓我們在基督裡頭，我們可以更順服主。 

 

因著基督 

    以色列百姓離棄耶和華，對耶和華不忠實，神要追討他們的罪，神不憐憫

他們，神也不做他們的神。但是在第 10節卻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先知何西阿

預言說「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裡必對他們說

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去年下半年我們讀羅馬書，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九章

25─26節也同樣引用了何西阿這裡的預言，將神的救恩運用在以色列百姓以外

的人身上，也就是運用在你我的身上。 

    我們從前不是神的子民，如今卻成為神的子民；我們從前不是蒙神所愛

的，如今卻成了蒙神所愛的。上帝不要我們，但是又要我們；上帝不愛我們，

但是又愛我們。我們無藥可救，但是上帝又救我們。這個轉變的關鍵，就是這

個受苦的僕人耶穌基督。所以福音是什麼？福音就是我們是罪人，我們就像是

淫婦一樣，基督明明知道我們是淫婦，但是他仍然要娶；基督明明知道我們是

罪人，但是他仍然要愛。 

 

更愛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這裡一起敬拜神，我們可能會說：我們對神

沒有不忠實、我們沒有離棄神，但是我們是否有真正的愛他？就像夫妻住在一

起，他們的生活沒有距離，但是他們的心是不是一樣沒有距離？我們在神的殿

中，感覺離神很近，但是我們的心是不是也是離神很近？神如此愛我們，但是

我們是否有全心全意的去愛他呢？ 

    我們愛，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惟願上帝那測不透的愛、耶穌基督那捨己

的愛，也吸引我們在基督裡頭能夠更愛主。也因著我們更愛主，我們願意在基

督裡頭更親近主、更經歷主、更信靠主、也更順服主，也得著耶穌基督更多的

愛。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在新的一年，我們能夠更在基督裡。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從前是遠離神的人，是沒有指望的人，如今卻在基

督裡，靠著他的寶血，已經得以親近神了；在耶穌基督裡，不必再做外人和客

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天父，願你吸引我們，我們就快跑來跟隨

你，與你更親近，降服在你的愛裡頭，把我們的全人、全心都歸給你。我們這

樣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