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巴谷書1:12-2:1 

 神縱然回應了哈巴谷先知的提問，但內容卻令先知更加的疑惑。先知不明白神 

 為何興起一個如此殘暴、兇殘、目中無人，視一切為無物的巴比倫。先知的神學框架 

 認為，神絕不容許邪惡在祂的面前出現，甚至要對不義者施行審判，但為何要使用一 

 個不公不義的民族去管教猶太人呢 ? 因為他們不像神帶著憐憫的心態施行管教，而 

 是帶著仇恨、滅絕、欺凌的心態而來。 

 先知從神學的角度提出他的疑問，12節：「耶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你 

 不是從亙古就有嗎」。先知肯定神的超越性，祂是聖者，是至高者，是永恆和聖潔的 

 大能者，是從亙古到現在都如是。但神豈能容許惡的存在，還使用惡去執行祂的命令 

 ，那麼，神還是美善的嗎 ?  第13節道出了先知的困擾：「你的眼目清潔，不看邪惡， 

 也不看奸惡，為何你卻看著人行詭詐呢？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人，為何你保持沉默 

 呢」。先知不明白，聖潔及公義的神，應該不容許惡行在猶大出現，對犯罪的人應施 

 行審判，以顯出神的屬性，現在非但不出手，更以極大邪惡的人去滅絕那些沒有那麼 

 敗壊的人，這種以惡制惡的方法，又豈是神的性情嗎。 

 惡人當道，他們殺戮列國的人，毫不顧惜生命，視人命如草芥，並享受所掠奪 

 的美物。他們的歡喜快樂，成為先知的在17節的提問：「但他豈可因此屢屢倒空羅網 

 ，時常殺戮列國的人，毫不顧惜呢」。巴比倫的殘忍暴行，要容忍到幾時呢 ? 因此 

 ，他站在城樓的瞭望臺，要聽神第二次的回應，並思考如何向祂申冤。對比上次對神 

 的質詢，哈巴谷今次沒有太激昂的情緒，語氣也較溫和，只要神回應，他就願意等 

 待。這種虛心、等待聆聽的心態，是上次呼求時未能見到的。 

 對於哈巴谷對神屬性的不理解，也就是將神局限在他個人的神學框架之內，其 

 實是將神矮化了。神學上有「God above God」的理論，就是人的智慧及知識，根本 

 不能完全的認識神，當人以為已經100%了解神的時候，真正本質的神卻在這100% 的 

 認識之上，這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限制。從以賽亞書55:9節，可以印證這點：「天 



 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既然如 

 此，我們就要謙卑在神的面前，除了承認自己的不足及限制，也要承認真理亦不在我 

 們的手裡。 

 人在信仰上有懷疑是很平常的事，關鍵是以甚麼的心態去面對及解決。哈巴谷 

 選擇以對話的方式去提問，讓神的話去解答他的疑惑。今天，我們以為與神對話的方 

 式不復存在。或許，正確點說，像哈巴谷這種與神對話的方式可能真是不復存在，但 

 並不表示與神對話的途徑是斷絕了。神可以透過任何的方式與我們對話，關鍵是我們 

 有沒有敏銳到神正向我們說話。神可以透過講道、培靈會、讀經、默想、默觀、退 

 修、唱詩等等多不勝數及多元的途徑向我們說話，因為聖靈能滲透其中。不過，仍需 

 我們有哈巴谷那種信心仰望的態度。神正等待我們走上城樓，與我們促膝長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