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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那鴻的描述細緻生動，這卷書配稱為舊約文學中最優秀
的作品之一。”∼韋治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雖然那鴻書這卷短篇的預言書由一個希

伯來人寫成，針對的是外邦強國的首都（尼
尼微），但卻並非一卷民族主義的論著，而
是一卷斥責猖獗之軍國主義和暴政的書，尤
其是這樣的事影響着神的子民。雖然神借着
外邦人來懲罰祂子民背叛之心和罪行，但這
器皿本身也要受到應得的懲罰。

夏理森這樣說：

在這短篇預言厄運的書中，作者用活
潑生動、令人印象深刻的用詞，來展示
亞述人所輕視之國家的神，才是全人類
終局的創造者和主宰。祂公正嚴明，
即使是世上最大的勢力，也必須謙卑下
來，羞愧不已。1

貳．作者
那鴻的出身地是伊勒歌斯，這城的資

料不詳，但經常被看為迦伯農（希伯來文
Kāphar Nahûm，意思是那鴻之城），靠近加
利利海。先知的名字解作“安慰者”。

簡介

那鴻書

叁．寫作日期
雖然書中並無提及年分，但也可把寫作

日期歸為半世紀以內。這書必在主前六六三
年挪亞們（底比斯）淪陷後寫成，因為那鴻
提及這事（三8）。這書也必在主前六一二
年尼尼微被毀之前寫成。所以，此書應在拜
偶像之王瑪拿西（主前696∼642年）漫長的
王朝內寫成，可能約在主前六六三至六五四
年之間。

肆．背景與主題
伊勒歌斯人那鴻宣告安慰猶大的信息，

因為他預言亞述的下場和神子民的復興。他
的預言補充約拿書的內容。在約拿書中，我
們看見尼尼微城的悔改；但在那鴻書中，他
們又走回舊路，令神大為忿怒。我們的主耶
穌喜歡將不知悔改的法利賽人與尼尼微人悔
改的模樣作比較（太一二41）。

這卷小書是譴責軍國主義的經典作品。
亞述人冷血兇殘地對待敵人。有關他們打勝
仗的記載中，提到他們殘殺手下敗將，洋洋
得意地把敵人的皮剝下來掛在自己的帳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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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牆上。不管這是否他們的常見的做法，
但也反映出他們的心態。

他們也藐視以色列的神，然而這位神卻
操控一切，包括尼尼微的淪陷。

那鴻預言尼尼微的敗亡，在當時，尼尼

微是亞述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城市。
按字面意思，這預言的確已應驗了。但從另
一角度看，它預示將來威脅着神子民之亞述
的景況。

壹．神這位審判者的個性（一1
∼8）
一1∼5　神的性情一方面被形容為忌

邪、復仇和忿怒的，但另一方面卻又是不輕
易發怒和大有能力的。祂掌管宇宙和地上所
有居民。祂的忌邪是公義的嫉妒，就如丈夫
對所愛之妻子一樣，而不是妒忌別人的幸
福。以色列人是耶和華的“妻子”（參看何
西阿書）。

一6∼8　當祂施懲罰時，無人能抵受得
住。然而祂卻善待那些投靠他的人。祂的審
判象洪水淹沒亞述，粉碎她的首都尼尼微。

貳．尼尼微必遭厄運（一9∼
15）

一9∼11　這些話是對亞述說的。神要
毀滅他們，那圖謀邪惡，設惡計攻擊耶和華
的人要滅亡；這可能指西拿基立或傲慢的拉
伯沙基。

一12,13　雖然這時亞述人很安穩（或
作勢力充足），但他們將被剪除。雖然以色

大綱
壹．神這位審判者的個性（一1∼8）
貳．尼尼微必遭厄運（一9∼15）
叁．對尼尼微被圍攻的描述（二1∼12）
肆．神定意毀滅這城（二13∼三19）

註釋
列一直受苦，但她將不再受苦，因為神將從
祂子民頸項上折斷亞述人的軛。

一14　接着，耶和華直接向亞述王說
話。他的名字將被人遺忘，他供奉偶像的殿
將被洗劫，耶和華為他挖掘墳墓，因為他邪
惡鄙陋。

一15　這節描述報信者報好信，就是亞
述敗亡，猶大重得平安。保羅在羅馬書十章
15節引述類似的話，但這句話在那裏是用在
傳福音的背景中（參看賽五二7）。

叁．對尼尼微被圍攻的描述（二
1∼12）
二1　首十節經文描述尼尼微被巴比倫

人圍攻。“那打碎邦國的”可能指耶和華或
巴比倫人。先知用了四個命令，諷刺地告
訴城中狂亂慌張的居民，要預備好作戰。
那四個命令就是：“看守保障！”、“謹
防道路！”、“使腰強壯！”、“大大勉
力！”。

二2　耶和華復興祂的子民。以色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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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神定意毀滅這城（二13∼三
19）
二13　萬軍之耶和華宣告尼尼微即將

敗亡。由於耶和華以這城為敵，所以這城再
無機會翻身。她的戰車被焚，她的少壯獅子
（戰士）被刀劍所滅。不再聽見她的軍隊的
聲音，她手下也再沒有戰敗者。

三1∼3　第三章繼續描繪尼尼微的傾
覆，並且解釋其原因：這是個流人血的城，
並充滿謊詐和強暴，經常搶奪他人的財物。
這時巴比倫的馬兵以發光的刀劍來攻擊，街
上堆滿無數的屍體。

三4∼7　這國因妓女和邪術，借淫行
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多族，所以被審判。
耶和華將揭露這些罪惡，以醜陋作衣來覆蓋
她。這些懲罰最適合那美貌的妓女。

三8∼10　她無法逃脫，象挪亞們（底
比斯）3一樣；挪亞們這大城象征古實和埃及
所凝聚的強盛。

作為聯盟或幫手，底比斯也倚靠弗人和
路比族為她提供防護。這些地區通常都與利
比亞4有關係，但我們不能太武斷。弗可能在
比較遠的南方，乃現在的索馬里地。5

三11∼13　尼尼微也要喝神忿怒的杯，
且要喝醉。象初熟的無花果一樣，尼尼微已
準備好接受審判。他們國中的關口向仇敵大
開時，防衛是徒勞無功的。

三14∼17　雖然尼尼微對受困已有最佳
的防衛，取得比平時更多的水，以新的泥磚
鞏固保障，但也無補於事，仍被傾覆。雖然
他們的商賈、軍長和首領多如天上的星，但
他們也如成群的螞蚱在日出時離去，使城中
荒涼。

三18,19　亞述的牧人（領袖）現已在
死亡的睡夢中。這國已受到致死的一擊，損
傷無法醫治。它敗亡的信息帶來盛大的歡

會重見榮華，但不一定是很快就實現。當時
南國猶大仍未被擄，但卻正在進貢。

這段經文有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出
自另一個譯文。梅爾為短短的那鴻書寫了近
四百頁的註釋，其中他將“復興”一詞譯
作“剪除”，意思完全相反，又將“榮華”
譯作“驕傲”，那是一個常用的譯法。他寫
道：

“耶和華剪除雅各的驕傲”這句話是
描述耶和華從前曾降在猶大身上的懲
罰；猶大是先知的家鄉，而她的受罰是
由於她傲慢地拒絕全能者。那鴻可能想
起由西拿基立帶來的大災難，他誇口說
他已經向猶大施行掠奪和毀壞了。2

將以色列比作毀壞和空虛的葡萄園，其
實已多次應用在舊約中（詩八○8及下；賽
五5,6；耶一二10；何一○1）。

二3∼6　第3和4節描繪巴比倫的士兵，
穿上他們最喜愛的顏色：巴比倫人穿上紅色
衣服，而他們的盟軍瑪代人卻穿上朱紅色的
外衣。（亞述軍的顏色是藍色。）第5節中
步行絆跌的貴胄被理解為亞述的防衛者，但
上下文卻指出那是巴比倫的侵略者。河流傾
注進城，破壞地基，以致宮殿也被沖沒。

二7∼10　王后被人擄去。人民逃出
城，毫不理會“站住！”的命令。尼尼微的
寶器、積蓄和金銀被劫搶掠。這時城已變得
荒涼，人人的臉上都充滿驚恐。

二11,12　當我們想到，英國以獅子作
國徽，美國以鷹為標記，這些經節便更易理
解；亞述人對獅子趨之若鶩。在亞述的藝術
或雕像中，經常可以看見獅身人面（或相
反）的造型。無疑他們以為自己就是獅子，
也嘗試效法獅子的行徑。

那鴻以獅子的窩來比作尼尼微，以銳利
的辭鋒來刺穿尼尼微的傲慢，他用公獅、母
獅、小獅和少壯獅子來形容尼尼微，在短短
兩節經文中竟用了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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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因為很多國家曾受到它的迫害。尼尼微
於主前六一二年陷落。

那鴻的預言應驗得相當徹底，後來塞諾
芬和亞歷山大的軍隊經過時，竟毫不察覺，
他們是這麼接近或踏在這大城尼尼微的廢墟
上。

直至十九世紀，尼尼微的古址才被重新
確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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