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巴谷書要義 
 

目錄：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哈巴谷的禱告  

第三章  哈巴谷之預言  

第四章  啥巴谷的信心  

第五章  哈巴谷信心的日子  

 

第一章 概論  

 

    按聖經所載，神民之勁敵有三:即以東、亞述與巴比倫。在俄巴底亞書內，我們已看見神如何刑罰

以東，於那鴻書內，又看見神如何刑罰亞述(尼尼微為亞述之京城)。在本書內即看見神如何刑罰迦勒底

(京城即巴比倫)。所以本書是緊與那鴻書相接。而且在那鴻書內，曾論及亞述人如何逼迫猶大，令其進

貢；在本書則論猶大在脫離亞述人的軛以後，複肆無忌憚陷於重罪，先知則預言他們必將被毀於迦勒

底。但迦勒底也必不免受刑。  

     

一、著者  書之著者，即先知哈巴谷。其為先知之時，約在猶大王約西亞王之末年。其事蹟除本書外，

皆無從考究。或以看他的禱詞，正如詩篇，且可用譜調歌唱，則以為他必是列在聖殿內之音樂班中，

按猶大古傳，他即書念女子，因以利沙為之禱告所生之子，且因以利沙之禱告而復活者(且言那鴻即撒

勒法寡婦之子，曾經以利亞禱告而復活者)。但其所處年代不甚符合，即以為他的壽命較長，曾被天使

帶到但以理的獅子洞中，去供給但以理。此遺傳固不可憑。按靈意說，卻是對的，因他既為一代之信

心偉人，且是“因信而得生”。憑信生活的但以理(但 l:12-13)，當然是得了他靈性上的供養，連他在獅

子洞中時，未嘗不是得了哈巴谷信心的力量。  

   

二、引言  書之引言，只有一句話，即“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此引言雖是極簡單，卻是最真確

的。一則，他是先知，是神所宣召、所興起、所任用、所啟示的。因為他是神的先知，雖未明言他的

出身、他的家鄉、他的年代，只說他是主的先知。他的資格已經夠了。二則，他得了默示，按“默示”

原文是“重擔”，對於他的責任，並他發表的一切問題，真是一個“重擔”。三則，他所發表的，是

他所看見的。按“所得的默示”之“得”字，原文是“看見”。他所見證的，是他看見過的事，不是

他的言論，他的理想，乃是他所看見的，他已經見過的，他是主的見證人。在本書裡，主特以哈巴谷

為見證人，因而他所說的。皆是他所見過的，他無愧為主作見證。非見過，不夠見證的資格。主曾論



他自己的見證說:“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約 3:11)。  

     

三、要旨  書之要旨，解經者或看法不同: 

    (一)神之眷顧  

    即神如何眷顧他的子民，雖受異邦之侵淩，或各方面之困難等等，皆在神眷顧之下。“耶和華在

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神面前肅敬靜默。”  

    (二)是為神利用者受刑  

    神借迦勒底人刑罰猶大，並非以迦勒底人比猶大人好，不過神借迦勒底人為工具，“如同杖、如

同棍”借著責打他的子民。可是迦勒底人過於兇殘，“吞滅比自己公義的民”，以自己的勢力為神，

如此“自尊為大”，以“人血建城”，能不重遭天譴嗎? 

    (三)論信心的生活  

    本書最要的意思，即論到信心的功用與價值。啥巴各即信心的先知，顯明了信心的實際。總起來

說，這三種看法還是相合的，神實在是眷顧了他的子民，在他子民被擄遭難的一切過程中，處處皆表

顯了神的美旨。那些迫害神民，擄掠神民的，雖一時被神所用，終不免受神的譴責。我們信徒在這一

切遭遇中，只需憑信心，即可安然度過，因知神的旨意，皆是盡美盡善的。  

     

四、名稱  

    書名哈巴谷，不但是因為先知哈巴谷所著，且以書之要義即“哈巴各”。以“哈巴谷”之意，即

懷抱神的旨意。人在苦難中，如何能有鎮靜的態度、堅忍的精神、不變的信心，甚至“以苦為樂、以

辱為榮”呢?必是要作“一個哈巴谷”，懷抱了神的旨意，確知神的旨意永不會錯，神也永不誤事。他

的旨意，我雖然一時不明白，好像陰雨彌漫，但不久即見晴天白日顯出來，使我可以恍然於神旨的美

妙，並苦難的功用與價值! 

   

五、分段  

  (一)一種分法  

  1、先知之問言(1:1-2:4) 

  (1)第一問言並答覆(1:2-11) 

  (2)第二問言並答覆(1:12-2:4) 

  2、先知之宣示(2:5-3:19) 

  1、論驕縱(2:5-20) 

  2、論公義(3:l-l9) 

  (二)二種分法  

  1、先知悲痛的呼求(1:2-4) 

  2、先知所得之答覆(1:5-11) 

  3、先知痛心之詰問(1:l2-17) 



  4、先知儆醒之守望(2:l-3) 

5、先知種種的警告(2:4-20) 

6、先知最高之祈禱(3:1-19) 

 

第二章  哈巴谷的禱告 

 

    本書所記載，多半為哈巴谷的禱詞。我們看他的禱告，可知他是一個禱告的人，是個禱告有信心、

有能力的人，大可以為我們的模範。雖然舊約時代的信徒，與新約時代的信徒的禱告，顯有不同，不

論是態度、是關係、是倚靠、是禱告的目的等皆有分別。如舊約時代多存敬畏，新約時代多有親密；

舊約多有形的、物質的，新約則多為無形的、屬靈的。以摩西與保羅的禱告相比，可立時看出彼此不

同之處。但我們看哈巴谷禱告，卻仍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試略言其祈禱的態度: 

   

一、為會眾衰敗傷痛的禱告(1:2-4，12-17) 

  似乎他在黑房子裡的禱告，不像雅各禱告到天明。  

  (一)哀求(1:2-4) 

  是因國家多罪，真理埋沒，在暗無天日中，向神哀求。所最痛心者，好像雖然呼求，卻無效力。  

    1、不應允——“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2、不拯救——“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  

    3、不理會——“你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  

    4、不顯明——你既不應允、不拯救、不理會，“因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

公理顯然顛倒。”  

    (二)詰問(1:12-17) 

    因哈巴谷哀呼，神示以迦勒底人必行討伐。哈巴谷心甚不安，而詰問神。  

    1、為何看著不理呢?“耶和華啊，你派定他為要刑罰人，設立他為要懲治人。”但是“你眼目清潔

不看邪僻，不看奸惡。行詭詐的，你為何看著不理呢?”  

    2、為何靜默不語呢?以色列人雖然有罪，但迦勒底人更有罪。“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為何靜

默不語呢?”  

    3、為何使人遭遇慘苦呢?為何使人如魚，被人用鉤鉤住，用網捕獲呢?——這是為教會之敗亡極痛

之禱告。  

     

二、在望樓求主顯現的禱告(2:l-4)這是進步的禱告  

    (一)態度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2:l 上)。  

    1、立定志向——本段好像是與上緊連，仍是一次的禱告，但按“我要”二字，可知他是另定了一

個堅決的志向，非達目的不停止的禱告，故言“我要”。  



    2、站在望樓——要立在高的地步，時時瞭望著教會有何危險，有何仇敵，有何需要。  

    3、時刻儆醒——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是表明一種儆醒謹守的態度，毫無倦怠困憊的樣子。  

    4、急切等候——站在那裡，也是表明一種等候，且是急切等候的態度。  

    (二)希望  

    “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我可用什麼話向他訴冤”(2:l 下)。  

    1、要得主的指示——“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祈禱是神人雙方的事，屬靈的電話打通了，自

然得天上的迴響。  

    2、要訴我的冤屈——“我可用什麼話，向他訴冤”?不論在我們心中受了什麼壓迫，有何疑難，都

可在神前陳述，心中立時就得安慰。質言之，祈禱的希望，第一，即得了主的“耳朵”，聽見我祈禱

的聲音；第二，即得了主的心，把他的心意指示我。  

    (三)結果(2:2-4) 

    希奇啊!哈巴谷一上到望樓上，即放大了信心的眼光，也即得了主的眼光，使他在望樓上所得到的

指示，竟遠超他所希望的。即神不但把事情的終局，完全顯示與他；並且把屬靈救恩，顯然昭示於他。

他這一次上到望樓上，站在禱告的高地步上，即信心的地步，靈性的高地步上，便發現了最大最要緊

的榮耀救恩。可見一個信心偉人上到望樓上祈禱時，亦即教會最蒙恩時。今日會中有先知之責者，是

否常用信心在較高的望樓上禱告呢? 

    1、關於歷史的——哈巴谷在望樓上禱告所得的結果，關於以色列歷史方面的: 

    (1)要清楚宣示(2:2)。因關係之重要，要傳報於各處，快快傳報，跑到各處，隨跑隨讀，讀與各地

之人聽，而且寫出來，也可傳於後世。  

    (2)要等待主的時候——此默示必要應驗，也必快快應驗，但還須稍待時日。這默示的應驗，即關

於巴比倫敗亡等事，還要遲延，必須等待主的時候來到。  

    (3)義人必因信得生——主的默示既然要等到主的時候方可應驗，一般目中無神、不信神默示的人，

不免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不信默示，不以神的話為然，時日一到，終逃不了神的判斷，但那些敬畏

神的義人，以信等候神旨意的人，終必因信而得生。堅持信心到底，不疑惑神的默示，到了主的時候，

即看見主的救恩來到。這不但是關於第一次巴比倫傾倒，以色列民得解放說的；也是指著在末後的日

子，巴比倫還要第二次傾倒，使以色列人再一次蒙拯救說的(啟 18:l-24)。  

    2、關於靈意的——按著聖經，不但有有形的巴比倫，也有無形的巴比倫，此無形的巴比倫，把世

界一切人類，全都擄去。惟賴主的救恩，“義人可因信得生”，民即賴主的救恩，可“因信稱義而得

生”，永遠解脫巴比倫的俘擄。此即全部聖經的要義，為主大能的榮耀救恩。先知哈巴谷一次在望樓

上祈禱，關係如此重大，可見今日會中的先知人，當如何登較高的望樓，為教會盡守望之責呢? 

     

三、求主復興工作的祈禱(3:1-19) 

    第三章是哈巴谷的禱告，也是他的詩篇，用了詩篇的體裁與譜調，且三次用“細拉”。這是哈巴

谷最高的禱告。第一次是為教會失敗，教會遇難與主辯論，向主詰問所發怨歎的聲音。第二次即站在

望樓上，擴大了眼光，向主發表他的希望。第三次不但是上瞭望樓，也是昂首天外，好像看見了主的



榮光，在那裡求主即刻復興教會的工作，並在那裡高聲歌唱讚美。  

    (一)對於主  

    1、主的工作——一則，求主復興他的工作，即求主復興他百姓的工作。教會的工作，他自己榮耀

的工作，求主快快復興這工作。二則，求主在這些年間復興工作，即求主勿再遲延，要在這些年間復

興他的工作、復興他的教會、救濟他的子民。三則，把他自己顯明出來，“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實

在是自隱的神”(賽 45:15)。求你現在不要再隱藏，要速速顯明出來；不但把你的工作顯明出來，也要

把你自己顯明出來。  

    2、主的榮耀(3:3—4)——“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贊充滿大地。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裡射出

光線，在其中藏著他的能力。”  

    3、主的得勝(3:8—9)——“耶和華啊，你乘在馬上，坐在得勝的車上……你的弓全然顯露……”  

    4、主的拯救(3:13 上)——“你出來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按“拯救你的受膏者”，

宜作“為了你受膏者之救恩”。神不但救他的選民脫離仇敵，更是在他的受膏者耶穌基督裡，為一切

被擄的百姓，施行拯救，他是施行拯救的神。  

    (二)對於己  

    1、我的敬畏(3:2 上)——“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  

    2、我的依靠——(3:l7-l8) 

    3、我的喜樂——(3:l8)我的喜樂不在主以外。  

    4、我的力量——(3:l9)“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這三次禱告，是緊相連的:第一次是先看見教會衰敗，心中傷痛向主哀呼。第二次不但哀呼，且在

望樓上，借著禱告作了教會的守望者，求主為教會的緣故，即速顯現。第三次則一面求主復興教會，

一面在那裡讚美主，因為主的旨意美善，主的作為奇妙。  

 

第三章 哈巴谷之預言  

 

    哈巴谷全書所載，幾乎都是預言，即預言迦勒底人如何侵伐猶大(1:5-11)，並迦勒底人所要受的懲

罰，有五種“禍哉”臨到他們(2:5-13，15-19)，以及神借此所顯的榮耀。其中有數節是新約曾經引證者，

合此數節論，是可以表顯神的計畫: 

 

一、不易信的一奇事(1:5；徒 l3:41) 

    神對於他的國，並他所愛的選民，有一永遠的計畫，此計畫之成功，是由於神自己的作為。神說:“你

們要向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1:5)

這一件事是關於神國成功的一個過程，卻也是關於選民的一種經過，即他們要經過播散的苦難。一則，

這種苦難是顯然的，“你們要向列國中觀看”。二則，這種苦難是令人可驚奇的，要“大大驚奇”。

三則，這種苦難是神自己施行的，“我行一件事”。四則，這種苦難是人不易相信的，“雖有人告訴

你們，你們總是不信”。  



    1、這件事應驗於迦勒底人之擄掠(1:6-11)。  

    2、這件事更應驗於羅馬之驅散——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講道時，曾引證哈巴谷的話(見徒 l3:38，

40，41)。  

     

二、快要臨到的日期(2:3；來 l0:37—38) 

    關於哈巴谷的默示，有一個日期，這日期是特別的。一則，是一定的，是神所定的，神為他一定

的事工，皆有一定的日期，是神特別定規的日期。二則，是必要應驗的，“快要應驗，並不虛謊”。

三則，是需要等待的。“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彼

後 3:9)。到了神所定的時候，是“必然臨到，不再遲延”。這日期，固然是指先知哈巴谷的默示所表顯

的，卻更是指著主再來。因為在寫希伯來書的人引證此言:“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

不遲延”(來 10:37)，即把“默示”二字，換作“他”。本節按原文直譯為:“還有一點點的時候，他，

那要來的就來，決不遲延”。這話明明是指耶穌必要二次再來說的，因猶太人被趕散天下，被圈在不

信中，究竟到何時為限呢?即到耶穌再來，那是神所定的日期，是一個一定的日期，那日子必要快到，

現在雖像是耽延，不過還有一點點時候，他——那個快要來的，就來，是決不遲延的。  

     

三、信仰上最大的標題(2:4；羅 l:17；加 3:11-14；來 l0:38) 

    當主尚未回來之前，以色列會眾播散在世界各地的生活，流亡艱苦，不堪言狀。在這流亡生活中，

最要緊的是信心。所以在本處，即大書而特書地說‘義人因信得生”。新約中屢次引證此言: 

    (一)引證此言指著異邦(加 3:ll-14) 

    (二)也是指著猶太(來 10:38；何 3:4) 

    (三)更是指著猶太和異邦(羅 1:l6-l7，ll:26-27) 

     

四、世界的黃金時代(2:14；賽 ll:9-12) 

    當主二次再來，不但雅各全家都因信得生，而且“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到那時，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此即世界的黃金時代:一則，世界的

勞苦歎息已過去，如以上所言，不論選民、異邦，全世界皆充滿了罪惡，滿了痛苦。何幸有一天，這

各方面的痛苦都在止息，連萬物也要一同“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 8:21-23)。二則，認識主的知識

要充滿遍地，世界一切痛苦、一切失敗，全因不認識耶和華而來。到那日，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

滿遍地，如水充滿洋海。這種屬靈的知識，是極“榮耀”的，是神的榮耀，也是人類的榮耀。人類不

認識主，即失去了人的真價值，即失去了人的真榮耀。  

     

五、全地一致的崇拜(2:20；啟 31:3) 

    現世代人的信仰極複雜，但有一天: 

    (一)“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惟他是神，他的帳幕要在人間，要和人同住。“據我們的仇敵

自己斷定，他們的磐石不如我們的磐石”(申 32:31)。“製造者依靠這啞巴偶像有什麼益處呢?”(2:18-19) 



    (二)“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此時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既充滿遍地，如水充滿洋

海，萬口都頌揚主，萬膝都跪拜主。“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所以全

地都在主面前肅敬靜默，虔誠崇拜。  

    此五種預言，有很自然的次序，是從猶大家被擄，說到他們被趕散天下，直到耶穌二次再來，千

禧年國成立，基督為王。到那時，要看見主的榮耀充滿大地，惟耶和華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當

在他面前肅敬靜默。  

 

第四章 哈巴谷的信心 

 

 

        哈巴谷是信心的先知，全書所論，也是信心的問題。用信心的眼光，在仇敵得勝的時代，看

到仇敵的失敗；在神發怒的時候，看到神的榮耀；在同胞遭難的時候，看到同胞的福樂；在全世界擾

亂不堪、公理不顯、是非顛倒，如同陰雨彌漫的時候，看見青天白日之晴光。信心的眼光，真是奧妙；

信心的能力，真是希奇。  

   

一、以信詰問神(1:2-4，12-17) 

  其所以詰問神，是因其深信神之神格: 

  (一)信神是永在的——“從亙古而有”(1:12) 

  (二)信神是聖潔公義的(1:3，12-13) 

  (三)信神是聽人祈禱的(1:2)——在此，哈巴谷所以大膽詰問神，正是因為他篤信神的神格，他是永遠

可靠的，樂意聽人禱告的神。  

     

二、以信稱義得生(2:4) 

    此乃聖經中最要之經節，是關於通道之大題，是救恩之金句。新約書內而再而三地引證此言，不

但是以此言之關係，有猶太、異邦之不同，也是在各處所注重的不同: 

    (一)是重在“義”(羅 l:17) 

    (二)是重在“信”(加 3:1l-14) 

    (三)是重在“生”(來 l0:38) 

     

三、以信立于望樓(2:l-3) 

    我們讀這段經文，使我們最深地感覺: 

    (一)各教會中急需有守望樓  

    (二)更需要有人站在守望樓  

    (三)急需而又急需者，是有人以信站在守望樓——哈巴谷因為有信，即站在守望樓上:一則，在那裡

作了會眾的眼目“立在望樓上觀看”。二則，在那裡替會眾儆醒。會眾往往自己不知儆醒，需要有人



替他們儆醒代禱。三則，在那裡憑信心忍待神的回答，如得不到神的回答，即站在那裡等候不離去，

直到“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四則，在那裡代會眾申訴，即代表會眾把他們的心願、冤枉，向神

申訴。  

     

四、以信說預言  

    哈巴谷預言了多少關於後來的事，莫不是憑信而言。他寫書之要旨，即多論神隱密之眷顧。神既

眷顧他的子民，那以勢力為神，像風猛然掃過，殘忍暴虐，過分苦待神子民的人，神能不報復他們嗎?

所以本書二章五至二十節，有五個“禍哉”，說到迦勒底將要遇的災禍: 

    (一)因其驕狂縱欲(2:5-8) 

    (二)因其貪財不義(2:9-11) 

    (三)因其肆行殘暴(2:12-13) 

    (四)因其沉緬於酒(2:15-17) 

    (五)因其拜像崇邪(2:18-19) 

     

五、以信奮興教會(3:2)(弗 2:10；林前 3:9) 

    神的葡萄園也即神的教會，神決不任憑他的工作荒廢，他的教會衰敗。猶大雖一時經敵人蹂躪，

但神必復興他的工作，重新建設他的教會。看教會歷來奮興之經過: 

    (一)本是出於神的旨意  

    (二)神將此旨意放在愛教會的人心中  

    (三)愛教會者即為教會奮興禱告  

    (四)神即允人禱告，而復興他的教會  

    我們看哈巴谷的禱告，正是奮興教會的禱告。他是當時的奮興家，奮興的烈焰是在他心中著起來，

所以神就借著他奮興了教會。  

     

六、以信安度生活(3:17-18) 

    (一)以物質言之(3:17)——本處所言是兵禍以後，荒旱的現象。無花果、葡萄酒與橄欖油三者皆猶

太人生活中之日用品。舊約用此三種樹代表猶太人；新約用以表明基督的信徒。以無花果取其不花而

果；葡萄取其生命豐盛；橄欖取其出油。此三種樹皆不效力，可知生活之艱難。而且因戰事影響圈內

無羊，棚內無牛。處此艱苦環境中，仍因主歡欣喜樂，非有信心，決不能有這樣快樂的生活。  

    (二)以靈性言之(3:19)——一則，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靈性的力量。靠著主，凡事都能。二則，

主使腳快如母鹿，奔走靈程，力上加力，“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三則，使我穩行高處，

越走越到高尚的地步。凡此莫非信心的效力。  

     

七、以信遙望主國  

    (一)關於主首次來(1:5；徒 l3:37-41)所行的一件令人驚奇、不易相信的事。按保羅的引證是指主首次



來，關於無形之天國，猶太人不肯相信而言。且指猶太人趕散天下，將他們圈在不信之中，好救異邦

人，借此而立教會，即無形之天國。  

    (二)關於主二次再來(2:14；賽 ll:9-12)“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時，即基督榮耀的國

度實現時。在哈巴谷信心的眼光中，對此榮耀國度，已實現於目前，所以說得最清楚而最確切。  

    在艱苦時代中更需要寶貝信心之功用，哈巴谷在猶太將要被擄之前，說了這種極寶貴、極有價值、

從信心而發的預言，他自己固然因此得了安慰，以色列全會眾也必因此大得感力，可以幫助他們，在

患難中不灰心。每一句信心的言語，每一件信心的行事，皆是人在患難中、憂苦中的安慰和能力。先

知哈巴谷所以能懷抱神永遠的旨意，正是信心極大的效力。美哉，信心的先知哈巴谷。  

 

第五章 哈巴谷信心的日子 

 

    基督信徒是度信心的日子，其每日生活，是信心的日子；以其平生而論，也好像一個信心的日子。

從舊約的亞伯說起，哪一個屬主的人，不是度信心生活呢?哪一個不是憑信心工作呢?哪一個不是因信蒙

主喜悅呢?又哪一個不是度了一個信心的日子呢?哪一個的信心愈高愈大，那一個信心生活必愈榮愈美。

其信心的日子，也更顯得有價值。我們可在哈巴谷書裡，看他所經過的信心日子，于我們有何教訓: 

   

一、信心日的清晨(2:4) 

    信心的先知，在他信心的生命裡，表顯出來一種生命的光亮，令多少住在死蔭地幽暗中的人，見

了亮光，得了生命。當漫漫長夜已過，清晨的日光照臨時，百花開放，百鳥嗚叫，萬物好像都蘇醒起

來，欣賞這有福的晨光。一個得救的信徒，他那在罪孽中，與神隔絕的生命，遽然又復活起來，也是

因為得了信心的晨光照臨。這信心的晨光是什麼呢?即本處所言:“義人因信得生”。這一句話即信心生

活的晨光，信心生命的由來，也是信心生命的開始。這一句話內，包含了三個要緊的字，即: 

    (一)“信——靈生命最初的動機或起點，即在於一個“信”字。信心好像屬靈的眼，睜開即看見了

真光。也好像屬靈的手，一伸出來，即從主那裡有所得。關於救恩最重要的字，在神一面是“愛”；

在人一方面即“信”。信即得生命的必須，也即得生命的秘訣。  

    (二)“義”——人靈生命之喪失，是因為罪，使人與神隔絕，使人死在罪中。欲得靈命，非把罪的

障礙消除，而在神前得稱為義不可。但在神前稱義，不是在於行，乃是在於信。“亞伯蘭信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按原文直譯:創 15:6)。此處明言，是以信“稱”為義，不是憑行成為義。按人

的救法，往往是“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但按主的救恩，乃是“你當信——就必得救”(徒 l6:30-31)。  

    (三)“生”——得救即得生，未得生命，即未得救。一個真得了救的，即是因“信”稱“義”得

“生”，憑著信心稱為義，而得生命。信徒因信稱義之時，在此靈性生命之伊始，即其信心日之早晨，

也即其一生靈性生命之早晨，這是何等有福快樂之時啊! 

     

二、信心日之午時(2:l4) 

    本處所言是信心的正午  



    (一)以量言——此即救恩普世，主榮丕顯的時候，故也可稱為信心日的午時。  

    (二)以質言——此即個人信心日的午間。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認識”不是理智，乃是經驗，靈、

魂、身體全被道化，即道化的生命。惟信心是生命，方能活出信心的生活。  

    (三)以質與量言——因為以量言，於救恩的各方面，皆已親歷；以質言，於救恩的每一方面已有深

切的經驗，也即到了信心日的午時了。  

     

三、信心日的晚間(3:l7-l9) 

     本處所言，是指信心的暮景。信心的生活，不都是處於光天化日之中，從極黑極厚的雲霧裡，透

出了美麗的彩虹，更顯得光華燦爛。就本處所論: 

    (一)按生命言——三種樹皆表信徒，當一棵樹不發旺、不結果、不效力時，並不失望，仍然因耶和

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因為生命的發展是在於主。  

    (二)按生活言——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不效力時，是處境最困難時，但信心

的安慰與喜樂，並不因此而減少。  

    (三)按工作言——此時有什麼工作可作呢?還有什麼興趣去工作呢?但是信心的能力，正是在這無工

作可作，或不能工作的時候，更顯出工作的能力與效率。因為“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

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當信心日的晚間，更是表顯了信心的功能與價值。于信心日的午間，

固然看見信心的光華；于信心日的晚間，即更表顯了信心的榮耀。信心的午間與晚間，是互相表發效

力的。由午間至晚間，而晚間的信心更有能力；由晚間至午間，而午間的信心，必更顯光榮。哦!基督

徒的信心日，是多麼美麗啊!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古人也是“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應當“仰望為我們

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作一個信心的先知哈巴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