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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按圣经所载，神民之劲敌有三:即以东、亚述与巴比伦。在俄巴底亚书内，我们已看见神如何刑罚

以东，于那鸿书内，又看见神如何刑罚亚述(尼尼微为亚述之京城)。在本书内即看见神如何刑罚迦勒底

(京城即巴比伦)。所以本书是紧与那鸿书相接。而且在那鸿书内，曾论及亚述人如何逼迫犹大，令其进

贡；在本书则论犹大在脱离亚述人的轭以后，复肆无忌惮陷于重罪，先知则预言他们必将被毁于迦勒

底。但迦勒底也必不免受刑。  

     

一、著者  书之著者，即先知哈巴谷。其为先知之时，约在犹大王约西亚王之末年。其事迹除本书外，

皆无从考究。或以看他的祷词，正如诗篇，且可用谱调歌唱，则以为他必是列在圣殿内之音乐班中，

按犹大古传，他即书念女子，因以利沙为之祷告所生之子，且因以利沙之祷告而复活者(且言那鸿即撒

勒法寡妇之子，曾经以利亚祷告而复活者)。但其所处年代不甚符合，即以为他的寿命较长，曾被天使

带到但以理的狮子洞中，去供给但以理。此遗传固不可凭。按灵意说，却是对的，因他既为一代之信

心伟人，且是“因信而得生”。凭信生活的但以理(但 l:12-13)，当然是得了他灵性上的供养，连他在狮

子洞中时，未尝不是得了哈巴谷信心的力量。  

   

二、引言  书之引言，只有一句话，即“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此引言虽是极简单，却是最真确

的。一则，他是先知，是神所宣召、所兴起、所任用、所启示的。因为他是神的先知，虽未明言他的

出身、他的家乡、他的年代，只说他是主的先知。他的资格已经够了。二则，他得了默示，按“默示”

原文是“重担”，对于他的责任，并他发表的一切问题，真是一个“重担”。三则，他所发表的，是

他所看见的。按“所得的默示”之“得”字，原文是“看见”。他所见证的，是他看见过的事，不是

他的言论，他的理想，乃是他所看见的，他已经见过的，他是主的见证人。在本书里，主特以哈巴谷

为见证人，因而他所说的。皆是他所见过的，他无愧为主作见证。非见过，不够见证的资格。主曾论



他自己的见证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约 3:11)。  

     

三、要旨  书之要旨，解经者或看法不同: 

    (一)神之眷顾  

    即神如何眷顾他的子民，虽受异邦之侵凌，或各方面之困难等等，皆在神眷顾之下。“耶和华在

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神面前肃敬静默。”  

    (二)是为神利用者受刑  

    神借迦勒底人刑罚犹大，并非以迦勒底人比犹大人好，不过神借迦勒底人为工具，“如同杖、如

同棍”借着责打他的子民。可是迦勒底人过于凶残，“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民”，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如此“自尊为大”，以“人血建城”，能不重遭天谴吗? 

    (三)论信心的生活  

    本书最要的意思，即论到信心的功用与价值。啥巴各即信心的先知，显明了信心的实际。总起来

说，这三种看法还是相合的，神实在是眷顾了他的子民，在他子民被掳遭难的一切过程中，处处皆表

显了神的美旨。那些迫害神民，掳掠神民的，虽一时被神所用，终不免受神的谴责。我们信徒在这一

切遭遇中，只需凭信心，即可安然度过，因知神的旨意，皆是尽美尽善的。  

     

四、名称  

    书名哈巴谷，不但是因为先知哈巴谷所著，且以书之要义即“哈巴各”。以“哈巴谷”之意，即

怀抱神的旨意。人在苦难中，如何能有镇静的态度、坚忍的精神、不变的信心，甚至“以苦为乐、以

辱为荣”呢?必是要作“一个哈巴谷”，怀抱了神的旨意，确知神的旨意永不会错，神也永不误事。他

的旨意，我虽然一时不明白，好像阴雨弥漫，但不久即见晴天白日显出来，使我可以恍然于神旨的美

妙，并苦难的功用与价值! 

   

五、分段  

  (一)一种分法  

  1、先知之问言(1:1-2:4) 

  (1)第一问言并答复(1:2-11) 

  (2)第二问言并答复(1:12-2:4) 

  2、先知之宣示(2:5-3:19) 

  1、论骄纵(2:5-20) 

  2、论公义(3:l-l9) 

  (二)二种分法  

  1、先知悲痛的呼求(1:2-4) 

  2、先知所得之答复(1:5-11) 

  3、先知痛心之诘问(1:l2-17) 



  4、先知儆醒之守望(2:l-3) 

5、先知种种的警告(2:4-20) 

6、先知最高之祈祷(3:1-19) 

 

第二章  哈巴谷的祷告 

 

    本书所记载，多半为哈巴谷的祷词。我们看他的祷告，可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个祷告有信心、

有能力的人，大可以为我们的模范。虽然旧约时代的信徒，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的祷告，显有不同，不

论是态度、是关系、是倚靠、是祷告的目的等皆有分别。如旧约时代多存敬畏，新约时代多有亲密；

旧约多有形的、物质的，新约则多为无形的、属灵的。以摩西与保罗的祷告相比，可立时看出彼此不

同之处。但我们看哈巴谷祷告，却仍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试略言其祈祷的态度: 

   

一、为会众衰败伤痛的祷告(1:2-4，12-17) 

  似乎他在黑房子里的祷告，不像雅各祷告到天明。  

  (一)哀求(1:2-4) 

  是因国家多罪，真理埋没，在暗无天日中，向神哀求。所最痛心者，好像虽然呼求，却无效力。  

    1、不应允——“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2、不拯救——“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3、不理会——“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4、不显明——你既不应允、不拯救、不理会，“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

公理显然颠倒。”  

    (二)诘问(1:12-17) 

    因哈巴谷哀呼，神示以迦勒底人必行讨伐。哈巴谷心甚不安，而诘问神。  

    1、为何看着不理呢?“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但是“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2、为何静默不语呢?以色列人虽然有罪，但迦勒底人更有罪。“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

默不语呢?”  

    3、为何使人遭遇惨苦呢?为何使人如鱼，被人用钩钩住，用网捕获呢?——这是为教会之败亡极痛

之祷告。  

     

二、在望楼求主显现的祷告(2:l-4)这是进步的祷告  

    (一)态度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2:l 上)。  

    1、立定志向——本段好像是与上紧连，仍是一次的祷告，但按“我要”二字，可知他是另定了一

个坚决的志向，非达目的不停止的祷告，故言“我要”。  



    2、站在望楼——要立在高的地步，时时瞭望着教会有何危险，有何仇敌，有何需要。  

    3、时刻儆醒——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是表明一种儆醒谨守的态度，毫无倦怠困惫的样子。  

    4、急切等候——站在那里，也是表明一种等候，且是急切等候的态度。  

    (二)希望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2:l 下)。  

    1、要得主的指示——“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祈祷是神人双方的事，属灵的电话打通了，自

然得天上的回响。  

    2、要诉我的冤屈——“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不论在我们心中受了什么压迫，有何疑难，都

可在神前陈述，心中立时就得安慰。质言之，祈祷的希望，第一，即得了主的“耳朵”，听见我祈祷

的声音；第二，即得了主的心，把他的心意指示我。  

    (三)结果(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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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竟远超他所希望的。即神不但把事情的终局，完全显示与他；并且把属灵救恩，显然昭示于他。

他这一次上到望楼上，站在祷告的高地步上，即信心的地步，灵性的高地步上，便发现了最大最要紧

的荣耀救恩。可见一个信心伟人上到望楼上祈祷时，亦即教会最蒙恩时。今日会中有先知之责者，是

否常用信心在较高的望楼上祷告呢? 

    1、关于历史的——哈巴谷在望楼上祷告所得的结果，关于以色列历史方面的: 

    (1)要清楚宣示(2:2)。因关系之重要，要传报于各处，快快传报，跑到各处，随跑随读，读与各地

之人听，而且写出来，也可传于后世。  

    (2)要等待主的时候——此默示必要应验，也必快快应验，但还须稍待时日。这默示的应验，即关

于巴比伦败亡等事，还要迟延，必须等待主的时候来到。  

    (3)义人必因信得生——主的默示既然要等到主的时候方可应验，一般目中无神、不信神默示的人，

不免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不信默示，不以神的话为然，时日一到，终逃不了神的判断，但那些敬畏

神的义人，以信等候神旨意的人，终必因信而得生。坚持信心到底，不疑惑神的默示，到了主的时候，

即看见主的救恩来到。这不但是关于第一次巴比伦倾倒，以色列民得解放说的；也是指着在末后的日

子，巴比伦还要第二次倾倒，使以色列人再一次蒙拯救说的(启 18:l-24)。  

    2、关于灵意的——按着圣经，不但有有形的巴比伦，也有无形的巴比伦，此无形的巴比伦，把世

界一切人类，全都掳去。惟赖主的救恩，“义人可因信得生”，民即赖主的救恩，可“因信称义而得

生”，永远解脱巴比伦的俘掳。此即全部圣经的要义，为主大能的荣耀救恩。先知哈巴谷一次在望楼

上祈祷，关系如此重大，可见今日会中的先知人，当如何登较高的望楼，为教会尽守望之责呢? 

     

三、求主复兴工作的祈祷(3:1-19) 

    第三章是哈巴谷的祷告，也是他的诗篇，用了诗篇的体裁与谱调，且三次用“细拉”。这是哈巴

谷最高的祷告。第一次是为教会失败，教会遇难与主辩论，向主诘问所发怨叹的声音。第二次即站在

望楼上，扩大了眼光，向主发表他的希望。第三次不但是上瞭望楼，也是昂首天外，好像看见了主的



荣光，在那里求主即刻复兴教会的工作，并在那里高声歌唱赞美。  

    (一)对于主  

    1、主的工作——一则，求主复兴他的工作，即求主复兴他百姓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他自己荣耀

的工作，求主快快复兴这工作。二则，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工作，即求主勿再迟延，要在这些年间复

兴他的工作、复兴他的教会、救济他的子民。三则，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

在是自隐的神”(赛 45:15)。求你现在不要再隐藏，要速速显明出来；不但把你的工作显明出来，也要

把你自己显明出来。  

    2、主的荣耀(3:3—4)——“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

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3、主的得胜(3:8—9)——“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你的弓全然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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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作“为了你受膏者之救恩”。神不但救他的选民脱离仇敌，更是在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里，为一切

被掳的百姓，施行拯救，他是施行拯救的神。  

    (二)对于己  

    1、我的敬畏(3:2 上)——“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2、我的依靠——(3:l7-l8) 

    3、我的喜乐——(3:l8)我的喜乐不在主以外。  

    4、我的力量——(3:l9)“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这三次祷告，是紧相连的:第一次是先看见教会衰败，心中伤痛向主哀呼。第二次不但哀呼，且在

望楼上，借着祷告作了教会的守望者，求主为教会的缘故，即速显现。第三次则一面求主复兴教会，

一面在那里赞美主，因为主的旨意美善，主的作为奇妙。  

 

第三章 哈巴谷之预言  

 

    哈巴谷全书所载，几乎都是预言，即预言迦勒底人如何侵伐犹大(1:5-11)，并迦勒底人所要受的惩

罚，有五种“祸哉”临到他们(2:5-13，15-19)，以及神借此所显的荣耀。其中有数节是新约曾经引证者，

合此数节论，是可以表显神的计划: 

 

一、不易信的一奇事(1:5；徒 l3:41) 

    神对于他的国，并他所爱的选民，有一永远的计划，此计划之成功，是由于神自己的作为。神说:“你

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1:5)

这一件事是关于神国成功的一个过程，却也是关于选民的一种经过，即他们要经过播散的苦难。一则，

这种苦难是显然的，“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二则，这种苦难是令人可惊奇的，要“大大惊奇”。

三则，这种苦难是神自己施行的，“我行一件事”。四则，这种苦难是人不易相信的，“虽有人告诉

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1、这件事应验于迦勒底人之掳掠(1:6-11)。  

    2、这件事更应验于罗马之驱散——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讲道时，曾引证哈巴谷的话(见徒 l3:38，

40，41)。  

     

二、快要临到的日期(2:3；来 l0:37—38) 

    关于哈巴谷的默示，有一个日期，这日期是特别的。一则，是一定的，是神所定的，神为他一定

的事工，皆有一定的日期，是神特别定规的日期。二则，是必要应验的，“快要应验，并不虚谎”。

三则，是需要等待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彼

后 3:9)。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是“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日期，固然是指先知哈巴谷的默示所表显

的，却更是指着主再来。因为在写希伯来书的人引证此言:“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

不迟延”(来 10:37)，即把“默示”二字，换作“他”。本节按原文直译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

那要来的就来，决不迟延”。这话明明是指耶稣必要二次再来说的，因犹太人被赶散天下，被圈在不

信中，究竟到何时为限呢?即到耶稣再来，那是神所定的日期，是一个一定的日期，那日子必要快到，

现在虽像是耽延，不过还有一点点时候，他——那个快要来的，就来，是决不迟延的。  

     

三、信仰上最大的标题(2:4；罗 l:17；加 3:11-14；来 l0:38) 

    当主尚未回来之前，以色列会众播散在世界各地的生活，流亡艰苦，不堪言状。在这流亡生活中，

最要紧的是信心。所以在本处，即大书而特书地说‘义人因信得生”。新约中屡次引证此言: 

    (一)引证此言指着异邦(加 3:ll-14) 

    (二)也是指着犹太(来 10:38；何 3:4) 

    (三)更是指着犹太和异邦(罗 1:l6-l7，ll:26-27) 

     

四、世界的黄金时代(2:14；赛 ll:9-12) 

    当主二次再来，不但雅各全家都因信得生，而且“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到那时，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此即世界的黄金时代:一则，世界的

劳苦叹息已过去，如以上所言，不论选民、异邦，全世界皆充满了罪恶，满了痛苦。何幸有一天，这

各方面的痛苦都在止息，连万物也要一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21-23)。二则，认识主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世界一切痛苦、一切失败，全因不认识耶和华而来。到那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

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这种属灵的知识，是极“荣耀”的，是神的荣耀，也是人类的荣耀。人类不

认识主，即失去了人的真价值，即失去了人的真荣耀。  

     

五、全地一致的崇拜(2:20；启 31:3) 

    现世代人的信仰极复杂，但有一天: 

    (一)“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惟他是神，他的帐幕要在人间，要和人同住。“据我们的仇敌

自己断定，他们的盘石不如我们的盘石”(申 32:31)。“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2:18-19) 



    (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此时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既充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

万口都颂扬主，万膝都跪拜主。“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所以全地都

在主面前肃敬静默，虔诚崇拜。  

    此五种预言，有很自然的次序，是从犹大家被掳，说到他们被赶散天下，直到耶稣二次再来，千

禧年国成立，基督为王。到那时，要看见主的荣耀充满大地，惟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

在他面前肃敬静默。  

 

第四章 哈巴谷的信心 

 

 

        哈巴谷是信心的先知，全书所论，也是信心的问题。用信心的眼光，在仇敌得胜的时代，看

到仇敌的失败；在神发怒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在同胞遭难的时候，看到同胞的福乐；在全世界扰

乱不堪、公理不显、是非颠倒，如同阴雨弥漫的时候，看见青天白日之晴光。信心的眼光，真是奥妙；

信心的能力，真是希奇。  

   

一、以信诘问神(1:2-4，12-17) 

  其所以诘问神，是因其深信神之神格: 

  (一)信神是永在的——“从亘古而有”(1:12) 

  (二)信神是圣洁公义的(1:3，12-13) 

  (三)信神是听人祈祷的(1:2)——在此，哈巴谷所以大胆诘问神，正是因为他笃信神的神格，他是永远

可靠的，乐意听人祷告的神。  

     

二、以信称义得生(2:4) 

    此乃圣经中最要之经节，是关于通道之大题，是救恩之金句。新约书内而再而三地引证此言，不

但是以此言之关系，有犹太、异邦之不同，也是在各处所注重的不同: 

    (一)是重在“义”(罗 l:17) 

    (二)是重在“信”(加 3:1l-14) 

    (三)是重在“生”(来 l0:38) 

     

三、以信立于望楼(2:l-3) 

    我们读这段经文，使我们最深地感觉: 

    (一)各教会中急需有守望楼  

    (二)更需要有人站在守望楼  

    (三)急需而又急需者，是有人以信站在守望楼——哈巴谷因为有信，即站在守望楼上:一则，在那里

作了会众的眼目“立在望楼上观看”。二则，在那里替会众儆醒。会众往往自己不知儆醒，需要有人



替他们儆醒代祷。三则，在那里凭信心忍待神的回答，如得不到神的回答，即站在那里等候不离去，

直到“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四则，在那里代会众申诉，即代表会众把他们的心愿、冤枉，向神

申诉。  

     

四、以信说预言  

    哈巴谷预言了多少关于后来的事，莫不是凭信而言。他写书之要旨，即多论神隐密之眷顾。神既

眷顾他的子民，那以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残忍暴虐，过分苦待神子民的人，神能不报复他们吗?

所以本书二章五至二十节，有五个“祸哉”，说到迦勒底将要遇的灾祸: 

    (一)因其骄狂纵欲(2:5-8) 

    (二)因其贪财不义(2:9-11) 

    (三)因其肆行残暴(2:12-13) 

    (四)因其沉缅于酒(2:15-17) 

    (五)因其拜像崇邪(2:18-19) 

     

五、以信奋兴教会(3:2)(弗 2:10；林前 3:9) 

    神的葡萄园也即神的教会，神决不任凭他的工作荒废，他的教会衰败。犹大虽一时经敌人蹂躏，

但神必复兴他的工作，重新建设他的教会。看教会历来奋兴之经过: 

    (一)本是出于神的旨意  

    (二)神将此旨意放在爱教会的人心中  

    (三)爱教会者即为教会奋兴祷告  

    (四)神即允人祷告，而复兴他的教会  

    我们看哈巴谷的祷告，正是奋兴教会的祷告。他是当时的奋兴家，奋兴的烈焰是在他心中着起来，

所以神就借着他奋兴了教会。  

     

六、以信安度生活(3:17-18) 

    (一)以物质言之(3:17)——本处所言是兵祸以后，荒旱的现象。无花果、葡萄酒与橄榄油三者皆犹

太人生活中之日用品。旧约用此三种树代表犹太人；新约用以表明基督的信徒。以无花果取其不花而

果；葡萄取其生命丰盛；橄榄取其出油。此三种树皆不效力，可知生活之艰难。而且因战事影响圈内

无羊，棚内无牛。处此艰苦环境中，仍因主欢欣喜乐，非有信心，决不能有这样快乐的生活。  

    (二)以灵性言之(3:19)——一则，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灵性的力量。靠着主，凡事都能。二则，

主使脚快如母鹿，奔走灵程，力上加力，“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三则，使我稳行高处，

越走越到高尚的地步。凡此莫非信心的效力。  

     

七、以信遥望主国  

    (一)关于主首次来(1:5；徒 l3:37-41)所行的一件令人惊奇、不易相信的事。按保罗的引证是指主首次



来，关于无形之天国，犹太人不肯相信而言。且指犹太人赶散天下，将他们圈在不信之中，好救异邦

人，借此而立教会，即无形之天国。  

    (二)关于主二次再来(2:14；赛 ll:9-12)“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时，即基督荣耀的国

度实现时。在哈巴谷信心的眼光中，对此荣耀国度，已实现于目前，所以说得最清楚而最确切。  

    在艰苦时代中更需要宝贝信心之功用，哈巴谷在犹太将要被掳之前，说了这种极宝贵、极有价值、

从信心而发的预言，他自己固然因此得了安慰，以色列全会众也必因此大得感力，可以帮助他们，在

患难中不灰心。每一句信心的言语，每一件信心的行事，皆是人在患难中、忧苦中的安慰和能力。先

知哈巴谷所以能怀抱神永远的旨意，正是信心极大的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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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平生而论，也好像一个信心的日子。

从旧约的亚伯说起，哪一个属主的人，不是度信心生活呢?哪一个不是凭信心工作呢?哪一个不是因信蒙

主喜悦呢?又哪一个不是度了一个信心的日子呢?哪一个的信心愈高愈大，那一个信心生活必愈荣愈美。

其信心的日子，也更显得有价值。我们可在哈巴谷书里，看他所经过的信心日子，于我们有何教训: 

   

一、信心日的清晨(2:4) 

    信心的先知，在他信心的生命里，表显出来一种生命的光亮，令多少住在死荫地幽暗中的人，见

了亮光，得了生命。当漫漫长夜已过，清晨的日光照临时，百花开放，百鸟呜叫，万物好像都苏醒起

来，欣赏这有福的晨光。一个得救的信徒，他那在罪孽中，与神隔绝的生命，遽然又复活起来，也是

因为得了信心的晨光照临。这信心的晨光是什么呢?即本处所言:“义人因信得生”。这一句话即信心生

活的晨光，信心生命的由来，也是信心生命的开始。这一句话内，包含了三个要紧的字，即: 

    (一)“信——灵生命最初的动机或起点，即在于一个“信”字。信心好像属灵的眼，睁开即看见了

真光。也好像属灵的手，一伸出来，即从主那里有所得。关于救恩最重要的字，在神一面是“爱”；

在人一方面即“信”。信即得生命的必须，也即得生命的秘诀。  

    (二)“义”——人灵生命之丧失，是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使人死在罪中。欲得灵命，非把罪的

障碍消除，而在神前得称为义不可。但在神前称义，不是在于行，乃是在于信。“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按原文直译:创 15:6)。此处明言，是以信“称”为义，不是凭行成为义。按人

的救法，往往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但按主的救恩，乃是“你当信——就必得救”(徒 l6:30-31)。  

    (三)“生”——得救即得生，未得生命，即未得救。一个真得了救的，即是因“信”称“义”得

“生”，凭着信心称为义，而得生命。信徒因信称义之时，在此灵性生命之伊始，即其信心日之早晨，

也即其一生灵性生命之早晨，这是何等有福快乐之时啊! 

     

二、信心日之午时(2:l4) 

    本处所言是信心的正午  



    (一)以量言——此即救恩普世，主荣丕显的时候，故也可称为信心日的午时。  

    (二)以质言——此即个人信心日的午间。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认识”不是理智，乃是经验，灵、

魂、身体全被道化，即道化的生命。惟信心是生命，方能活出信心的生活。  

    (三)以质与量言——因为以量言，于救恩的各方面，皆已亲历；以质言，于救恩的每一方面已有深

切的经验，也即到了信心日的午时了。  

     

三、信心日的晚间(3:l7-l9) 

     本处所言，是指信心的暮景。信心的生活，不都是处于光天化日之中，从极黑极厚的云雾里，透

出了美丽的彩虹，更显得光华灿烂。就本处所论: 

    (一)按生命言——三种树皆表信徒，当一棵树不发旺、不结果、不效力时，并不失望，仍然因耶和

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生命的发展是在于主。  

    (二)按生活言——当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时，是处境最困难时，但信心

的安慰与喜乐，并不因此而减少。  

    (三)按工作言——此时有什么工作可作呢?还有什么兴趣去工作呢?但是信心的能力，正是在这无工

作可作，或不能工作的时候，更显出工作的能力与效率。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

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当信心日的晚间，更是表显了信心的功能与价值。于信心日的午间，

固然看见信心的光华；于信心日的晚间，即更表显了信心的荣耀。信心的午间与晚间，是互相表发效

力的。由午间至晚间，而晚间的信心更有能力；由晚间至午间，而午间的信心，必更显光荣。哦!基督

徒的信心日，是多么美丽啊!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古人也是“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应当“仰望为我们

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作一个信心的先知哈巴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