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許與祝福 

 

哈該書 2:1-23 
 

         莊祖鯤 牧師     

 

前 言 

 
 自從大利烏王第二年(520BC)六月一日，哈該傳述了第一篇信息後，七

月猶太人有一連串的節日，如吹角節(七月一日)、贖罪日(七月十日)、及住棚

節(七月十五至二十一日)。這些節期都是群眾聚集的日子，因此，先知哈該

在住棚節的最後一天，再度向群眾發出由神而來的信息。 
 

I. 神的祝福（2:1-9） 
 

   1. 神要與百姓同在（v.1-5） 
 

 － 「我與你們同在」和「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是同義詞。特別在住

    棚節的場合說出，更有獨特的意義(出29:45-46)。 

 

 －「剛強」這字重覆了三次，是為了鼓勵猶太人。正如神在以色列人

   進迦南地前，鼓勵約書亞的話(約1:6,9)。 

 

   2. 神要將萬國的珍寶運來（v.6-8） 
 

 － 雖然回歸的猶太人在財力上很窘困，但神應許他們，神會「震動萬

    國」，使他們自動將財寶運來。結果不僅古列王下令歸還聖殿中的

    器皿(拉1:7-11)，之後大利烏王還命令河西的總督，以國庫的貢銀

    支持建殿的經費(拉6:8-10)。 

 

   3. 神要使這殿的榮耀超過從前（v.7-9） 
 

 － 重建的聖殿在外觀上，當然無法與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相比。但真正

    的榮耀不是物質的，而是屬靈的。 

 

 － 耶路撒冷是「平安(Salom)之城」的諧音。 

II. 神的警誡（2:10-19） 
 

    1. 屬靈的原則（v.11-14） 
 

－ 在潔淨的禮儀上，一般的通則是：物品是不能因接觸聖物而使

之自動成為聖潔的；但反之，物品卻會因接觸不潔之物而算為

汙穢。因    此，人心若不聖潔，所獻之物也就算為不潔了。 

 

    2. 追想從前（v.15-19a） 
 
    － 這「追想」(v.15,18)與「省察」(1:5,7)在原文是同一個字。 

 

    3. 展望未來（v.19b） 
 

－ 先知不僅要猶太人回想過去的失敗，也鼓勵他們期待未來的祝

福。使他們能發奮圖強，在重建聖殿的事上，盡心盡力。 

 

III. 神的應許（2:20-23） 
 

 1. 祂要震動天地（v.21-22） 
 

－ 在末日神要震動列國，施行審判，這是先知們共通的信息(例如

賽23:11; 耶51:21-22)。 

 

 2. 祂要以祂的僕人為印（v.23） 
 
    － 正如大衛一樣，所羅巴伯被稱為「我的僕人」。 

 

結 論 
 
 先知的信息，是要我們省察自己、重新出發、剛強壯膽、憑信前往。 

 

討論問題： 

（1）在你遭遇極大的壓力或困難時，你曾否經歷過因著「神的同在」的應 
許，給你莫大的勇氣與膽量，去面對挑戰？請分享。 
（2）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去運用2:11-13的屬靈原則？ 
（3）哈該書的信息，給你最大的提醒與鼓勵是甚麼？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