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摩 司 書  

引言 

1:1 當猶大王烏西雅，以色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1，大地震2前
二年，提哥亞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論以色列。 

神必審判以色列的鄰國 

1:2阿摩司說：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
3
； 

從耶路撒冷發大聲！ 

牧人的草場要衰殘
4
； 

迦密
5
的山頂要枯萎

6
。」 

1:3耶和華如此說： 

「大馬士革三番四次
7
地犯罪

8
， 

                                                 
1 原文作「的日子」。 
2 「大地震」。這是指主前第八世紀前半期發生的著名的地震。根據一個公

認的日期鑑定系統，烏西亞與他的父親阿瑪在主前 792-767 年同治，又於主前 767-
740 年獨治。耶羅波安（二世）與他的父親約阿施在主前 793-782 年間同治，又於

主前 782-753 年間獨治。引言中既只提及烏西雅和耶羅波安，阿摩司受命向以色列

人說預言和大地震的年間在主前 767-753 年。這引言至少在兩方面印證了阿摩司預

言事工的真確性：（1）阿摩司不是土著的以色列人，也不是職業性的先知。他是

提哥亞的一牧人（位於猶大境內）。他以先知身份來到北國証明他受了神的呼召

（見 7:14-15）；（2）阿摩司事工開始後不久的大地震可被看作警兆或是將臨的審

判的先兆。大地震最明確的指出在 1:1 及 9:1, 5；但用 3:13-15, 4:11, 6:11 及 8:8 的

動詞 也可能指地震；2:13「傾覆」(hafakh) הָפַ 和 6:9-10 也可能是地震的描寫，夏

瑣 Hazor 及其他地區發現地震斷層的證據，又亞 14:5 和代下 26:16-21 的提及足見

此次地震影響的重大。後期的先知也有用地震景像的描寫。另一方面，阿摩司書也

可能引喻即將來臨的兵災的毀滅性。 
3 耶和華為戰士─君王的身份在此比作獅子。參 3:4, 8。 
4 辭學者斟酌本處是否有兩字根，一作「哀悼」一作「枯萎」；下句的「枯

萎」似指「衰殘」之意。但有趣的是本字根用在後章 5:16; 8:8, 10; 9:5 為「哀

悼」，故 1:2 可能是雙關語提醒讀者隨同着審判死亡，還是本處應譯作「哀悼」

（KJV, NASB, NKJV, NJPS）。 
5 迦密山區以豐茂植物樹木著名。參賽 33:9; 35:2; 耶 50:19。 
6 舊約和古代近東文化常將審判和地的不長莊稼相連。 
7 「三番四次」或作「三樣，可說四樣」本書 1-2 章用此宣示審判。智慧書

亦常用這程式（箴 30:18-19, 29:31），一般認為每一清單有四樣不同的「罪」。但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
9
。 

因為她撕開
10
基列如打糧食器具的鐵齒。 

1:4我卻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
11
， 

燒滅便–哈達
12
的堡壘。 

1:5我必折斷大馬士革的門閂
13
。 

除去
14
邪惡谷

15
的掌權者

16
， 

                                                                                                                                                 
只在第 8 個訓示（以色列的）才列出四項。藉這樣的常規的修正更改，神指出他的

焦點在於以色列（他一心審判以色列，不想多說她的鄰邦），強調以色列向鄰國所

犯的罪（以色列的「罪」比別國先填滿）。參 R. B. Chisholm， “For Three 
Sins…Even for Four: The Numerical Sayings in Amos,” BSac 147 (1990): 188-197。 

8 「罪」本字通指叛逆（王上 12:19; 王下 1:1; 3:5, 7; 8:22）。外邦如何「叛

逆」神是歷來所爭辯的。有說這是列邦違背了神對挪亞的宣示（創 9:5-7）；這頒

令看作是神要令人遵守，在遍滿地面時也要尊重神所賜的形像。這解釋固然能從神

學觀點上啟明舊約，但本書的預言卻從無提及創世記的該段。J. Barton 認為先知是

說古代近東一帶戰事的公約（有關戰俘和作戰規章）（Amos’s Oracles against the 
Nations〔SOTSMS〕, 39-61）。故本處的「罪」是指觸犯了所有文化都必認同的

「人道」。也有的認為本書 1-2 章提及的列邦均是大衛王朝的成員。他們的「罪」

就是違反了彼此間的協定（參 M.E. Polley, Amos and the Davidic Empire）。這看法

連接在阿摩司所預言的重建的以色列的新大衛王朝（9:11-15）。這諸多的可能底

下，我們至終只能猜測阿摩司的所想。他沒有申明普世「人道」的神學基礎，但很

清楚地阿摩司相信萬國在耶和華面前都要負上殘暴人類的責任。他更假定即使不認

識他的神的人也要承認對人的不「人道」也是基本人錯誤的。「罪」（或作「到事

案」）在此是通用名詞指及不上某標準（神或人的）。本書各歷史性的事蹟可參

S.M. Paul, Amos (Hermeneia)。 
9 原文作「我必不收回」。「收回」指（1）以下宣示的審判；或（2）它

（所指的國家）。在這情形下，神明說：他必不和這國再有協定。 
10 「撕開」或作「撕打」。打糧用的「齒耙」一般是木製配有石齒或鐡齒。

耙在稻草上拖過，「齒」就將禾稈和穗分開。本處描寫亞蘭人（大馬士革人）如何

殘暴和不人道的對待基列人（約旦河之東）。 
11 指哈薛王朝。哈薛在主前 843 年作亞蘭王。見王下 8:7-15。 
12 便–哈達可能指哈薛之子和繼承人（王下 13:3, 24）或是一前期的王（王上

20），可能是哈薛掌權時所刺殺的。 
13 門閂象徵城的防禦工事和保障。 
14 原文作「剪除」 
15 原文בִקְעַת־אָוֶן (biq’-at ’aven)「亞文谷」（NAB, NASB, NIV, NRSV, 

NLT），本處應是負面的稱呼「邪惡谷」指大馬士革和亞蘭王朝。 
16 原文作「那坐在」。有英譯作「那住在」（KJV, NKJV, NASB, 

NRSV）。「坐在」是坐（在寶座上）之意，那掌權者。 



就是那在伯–伊甸
17
手執皇杖的。 

亞蘭人必被擄到吉珥
18
。」 

這是耶和華說的！ 

1:6耶和華如此說： 

「迦薩
19
三番四次地犯罪

20
，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
21
； 

因為她擄掠了全民賣給
22
以東。 

1:7我卻要降火在迦薩的城牆
23
， 

燒滅她的堡壘。 

1:8我必除去
24
亞實突

25
的掌權者

26
 

就是在亞實基倫
27
手執皇杖的。 

我必手擊以革倫
28
。 

其餘的非利士人必都滅亡
29
。」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9耶和華如此說： 

推羅三番四次地犯罪
30
，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
31
； 

                                                 
17 許多認為伯–伊甸 Beth Eden 就是靠近幼發拉底河的 Bit Adini（別–阿尼）

Ex；但這可能是諷刺性的稱呼「樂之家」。 
18 據摩 9:7，亞蘭文來自吉珥 Kir。耶和華威脅要逆轉歷史送他們回去。 
19 迦薩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之一（連同亞實突 Ashdod，亞實基倫 Ashkelon，

以革倫 Ekron，和迦特 Gath）。這是迦南地南端的海岸上（創 10:19）。 
20 「罪」通常譯作「過犯」（KJV, ASV, NASB, NRSV）或「罪」

（NIV）。參 1:3 註解。「三番四次」原文作「三樣，或說四樣」；參 1:3 註解。 
21 參 1:3 註解。 
22 原文作「交給」。「全民」或作「放逐之群」 
23 城牆象徵防禦工事和保障。 
24 亞實突 Ashdod 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之一。參 1:6 註解。 
25原文作「那坐着的」，即「掌權者」。 
26 原文作「我必轉手攻擊以革倫」。「轉手攻擊」是成語，用於詩 81:14；

賽 1:25；耶 6:9；亞 13:7。，， 
27 賽 1:25；耶 6:9；亞 13:7。 
28 原文作「非利士剩下的民必滅亡」。本譯本認為這是指住上以上城市之外

的人。 
29 參 1:3 註解。 
30 參 1:3 註解。 
31 原文作「交給」。「全民」或作「放逐之群」。 



因為她將全民賣給
32
以東， 

不記念弟兄間的盟約
33
。 

1:10所以我要降火在推羅的城牆
34
， 

燒滅她的堡壘。」 

1:11耶和華如此說： 

「以東三番四次地犯罪
35
，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
36
。 

因為她拿刀追趕兄弟
37
， 

刷除盟友
38
。 

她在怒中撕裂，毫不歇息
39
； 

在狂怒中，她不停地攻打他們
40
。 

1:12所以我要降火在提幔
41
， 

燒滅波斯拉
42
的堡壘。」 

1:13耶和華如此說： 

「亞捫人三番四次地犯罪
43
， 

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44
。 

他們剖開基列的孕婦
45
， 

                                                 
32 或作「遵守」。 
33 或作「兄弟協定」。古代近東常用家庭式名詞形容立協定的雙方。強弱兩

方的協定，強者稱「父」弱者稱「子」；平等雙方的協定稱為「兄弟協定」。參王

上 9:13；20:32-33。 
34 參 1:6 註解。 
35參 1:3 註解。 
36參 1:3 註解。 
37 本處的「兄弟」可能指協定的對方（參 1:9 註解）。若是指以色列，則引

用以東和以色列人血源的關係。（參 NCV, NLT「 他們的親屬，以色列人」）。 
38 或作「硬住他的憐憫」。原文רָחֲמָיו (rakhamayv)應作被以東出賣的「盟

友」。有的認為這字是רַחַם (rakham)「胎」，故譯作「消滅他的女性」。 
39 原文作「他的憤怒不住的撕開」。原文טָרַף (taraf)「撕開」常用作野獸

「撕開」獵物。這字形捕獲者瘋狂的進食。 
40 原文作「他不斷留下他的烈怒」。原文שְׁמָרָה (shemarah)可作「他持住它」

（NAB, NKJV, NRSV），作或「發烈怒」；故可譯為「他的烈怒不斷發作」

（NIV, NJPS）。 
41 提縵 Teman 是以東一重要區域（或城市）。 
42 波斯拉 Bozrah 是位於以東北部的城市。 
43 參 1:3 註解。 
44 參 1:3 註解。 
45 以軍事侵略擴張境界之下，這種殘暴的行為在古代近東戰爭並非罕見。 



來擴張自己的境界。 

1:14所以我要在爭戰吶喊的日子
46
， 

旋風狂暴
47
的時候， 

點火在拉巴
48
的城牆， 

燒滅她的堡壘
49
。 

1:15亞捫的王必被放逐， 

他和他的官員
50
一同被擄去。」 

這是耶和華說的！ 

2:1耶和華如此說： 

「摩押三番四次地犯罪
51
， 

我必不免去她的刑罰
52
； 

因為她將以東王的骸骨焚燒成石灰
53
。 

2:2所以我要降火在摩押
54
， 

燒滅加略
55
的堡壘。 

摩押必在激戰的鬨嚷、吶喊、吹角
56
之中死亡

57
。 

2:3我必剪除摩押的首領
58
； 

將摩押的一切官員
59
和他一同殺戮。」 

這是耶和華說的！ 

2:4耶和華如此說： 

「猶大人三番四次地犯約中的罪
60
， 

                                                 
46 原文作「爭戰的日子以一聲吶喊」。 
47原文作「以暴風日子的風」。「暴風」代表審判和毀滅，常見於舊約和古

代近東文學（耶 23:19; 賽 29:6）。 
48 拉巴 Rabbah 是亞捫 Ammon 的首都。 
49 參 1:7 註解。 
50 或作「王子」（KJV, NAB, NASN, NLT）；TEV 作「政要」； CEV 作

「首領」。 
51 參 1:3 註解。 
52 參 1:3 註解。 
53 摩押人可能掘了以東王的墓，將他的骸骨燒成石灰用作牆的塗料（申

27:2,4）。當時的文化下，入土安葬非常重要，毀墓毀屍是不可思議的行為。 
54 這是「以火還火」的報應。摩押人犯了縱火的罪，耶和華降火懲罸他們。 
55 加略（Kerioth）是摩押重要的城市。參耶 48:24, 41。 
56 「吹角」（用作戰號）表示開戰。 
57 「死亡」或作「消除」。 
58 或作「法官」。 
59 或作「王子」（KJV, NAB, NASN, NLT）；TEV ，CEV 作「首領們」。 



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61
。 

因為他們抗拒耶和華的訓誨
62
； 

不遵守他的命令。 

他們列祖所隨從的假神
63
， 

使他們走迷了。 

2:5所以我要降火在猶大， 

燒滅耶路撒冷的堡壘。」 

神必審判以色列 

2:6耶和華如此說：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約中的罪
64
， 

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65
； 

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無辜者
66
， 

為一雙鞋
67
賣了窮人。 

2:7他們踐踏
68
窮人蒙灰的頭

69
； 

                                                                                                                                                 
60 參 1:3 註解。改作（約中的）罪反映先知可能判定以色列國觸犯了摩西的

律法。 
61 參 1:3 註解。 
62 或作「律法」；NCV 作「教導」。 
63 原文作「謊言」。本字很可能是偶像的輕視性的稱呼（可參詩 40:4【來

40:5】）。假神在他處很可能稱作「虛空」（申 32:21; 王上 16:13, 26）。「虛幻」

（賽 66:3）。不過其他的先知書無稱偶像為「謊言」之例。這字也可能指假先知

的詭詐（結 13:6-9; 谷 2;3）。「隨從」是「忠於」之意。本句的影像是父母留下偶

像敬拜的傳統，兒孫按祖傳履行。 
64 同 2:4 註解。 
65 參 1:3 註解。 
66 或作「誠實人」（CEV, NLT）。希伯來之本字有時有道德倫理的含意，

如「公義」，「神性」。但下句平行句中有「窮人」字樣，示意本處是社會經濟法

律的觀點。這裏是描寫賣人還債的風俗（出 21:2-11; 利 25:35-55; 申 15:12-18）。

受害人所犯的罪可能只是無力還債或是債的高利貸。有的認為本處指賄賂；無辜者

被「出賣」（5:12; 出 23:6-7）。 
67 「一雙鞋」代表小額的價錢或債務。有的建議「鞋」是代表高價的信物。

更有的認為「鞋」是代表產業的交割儀式，指出窮人因債務而失去祖產（得 4:7; 
申 25:8-10），更有的將「鞋」字改為「隱藏的」而指「賄賂」。 

68 多數學者同意本字是從שָׁאַף (sha’af)「踐踏」，「壓碎」字根而來שׁוּף 
(shuf)，不是שָׁאַף (sha’af)的「喘息」，「驚嘆」; （參 KJV, ASV, NASB）。 

69 原文作「那些將地上塵土踩在窮人頭上的」或是「他們將窮人的頭踐踏在

地」；都是表示絕對的輕蔑。「蒙灰的頭」示意窮人在欺壓者面前十分的卑下或⁄
和憂傷。 



趕走窮困的人
70
。 

父子去到同一女子
71
； 

如此，他們藐視
72
我道德的純正

73
。 

2:8他們鋪人所當的衣服，臥在其上； 

就鋪在每個祭壇的旁邊！ 

又在他們神
74
的廟中

75
喝以罰款買來的酒。 

2:9我為以色列人除滅了亞摩利人
76
。 

他雖高大如香柏樹， 

堅固如橡樹， 

我卻上滅他的果子
77
， 

下絕他的根本
78
。 

2:10我曾將你們從埃及地領上來； 

在曠野引導你們四十年， 

使你們得亞摩利人之地為業。 

2:11我從你們子弟中興起先知， 

又從你們少年人中興起熱心宗教
79
的人。 

以色列人哪，不是這樣嗎？」 

這是耶和華在說話！ 

                                                 
70 原文作「撥開窮困人的路」。許多認為「路」是「因由」，就是窮困人的

權益被漠視。本處固然論及對窮人的不公，但似以盡意形容有財有勢的人推開窮人

鳴冤的嘗試。摩 5:12 更明顯地描寫將窮人從城門口推開（城門口是審訊之處）。 
71 原文 是「去到」，並無性關係之意；不過大多數譯本譯(halakh ’el) אֶל הָלַ

成此意（KJV, NASB, NIV, NCV, NRSV, TEV, CEV, NLT）。「女子」的身份並不

清楚。有的指作廟妓（NAB），但原文נַעֲרָה (na’arah)一字從不用作「妓女」；有的

指這是婢女。H. Barstad 認為這「女子」是偶像(marzeakh)飲宴，（6:4-7 詳述）的

招待，故這裏的罪不是淫亂而是偶像敬拜。若同意此說，本句就可譯作「父子一同

參加偶像飲宴」。F. I. Andersen 和 D. N. Freedman 認為這女子是女神（那女子）而

配用於 8:14。 
72 或作「玷污」，「羞辱」，「褻瀆」。 
73 原文作「我的聖名」。「名」指神的道德品性或聲譽；「聖」有道德倫理

的念意。 
74 「神」或「諸神」。原文הֵיהֶם 可譯作「他們的諸神」，「他(elohehem’) אֱ

們的神」（NAB, NIV, NLT），或「他們（以色列）的神」（NASB, NRSV）。 
75 原文作「家中」。 
76 原文作 「我在他們面前除滅了亞摩利人」。 
77 原文作「滅他枝上的果子」。 
78 原文作「滅他地下的根」。 
79 或作拿細耳人 Nazarites；下同。希伯來文 nazir 是向神「獻身」，「熱

心」的人（民 6:1-21）。 



2:12「你們卻給熱心宗教的人酒喝
80
， 

命令先知說：『不要說預言。』 

2:13看哪！我必壓你們， 

如同壓滿禾捆的車受壓一樣
81
。 

2:14快跑的無處躲藏
82
， 

有力的不能用力
83
， 

勇士的也不能自救， 

2:15拿弓的
84
守不住陣腳

85
， 

腿快的救不了己命， 

騎馬的也不能自救。 

2:16到那日，最有膽量
86
的勇士，必赤身逃跑。」 

這是耶和華在說話！ 

各事皆有其因 

3:1 以色列人哪，聽耶和華攻擊87你們的話。這話是向我88從埃及地所領出的全民
族說的。 

3:2「在地上萬族中，我只揀選
89
你們。因此，我必懲罰你們的一切罪孽。」 

3:3二人不認識，豈能同行呢
90
？ 

3:4獅子若非已困住獵物，豈會在林中咆哮呢？ 

                                                 
80 拿細耳人嚴禁飲酒（民 6: 2-3）。 
81 本句意義不清楚；有四種譯法：（1）我使你們難以行動，如裝滿禾捆的

車難以行動一樣。這是指以色列人難以逃脫面臨的審判（14-16 節）（NJPS）。

（2）我必將你們剪成碎塊，像車（將土）剪成碎塊；指車行的車轍（示意地

震）。（3）「壓」譯作「呻吟」，就是神使以色列下面的土地「呻吟」。（4）
「壓下」如本譯本。 

82 原文作「避難所從快跑者消失」。 
83 原文作「強者不能添力」。 
84 或作「弓箭手」。 
85 原文成語作「站立不住」，參結 13:5，或是「抵擋不住」；參士 2:14；王

下 10:4；但 8:7。其他譯法包括「不得持久」，「不能存活」。 
86 原文作「心最強的」。 
87 或作「反對」，「有關」。 
88 本處的第一身單數（我）似與上句「耶和華的話」（他）不配。但「我」

字是連接 2:10 節，兼引出以下所說。 
89 原文作「知道」(yada’)。這是立約含義的「承認」。 
90 3-5 節的問話。回答却是絕對性的「不！」。這些都指出因果性的原則，

立下 7-8 節辯論的邏輯根基。注意文句從 3 節的普通問題，到 4 節兩獸的「相

遇」，到獸與人的網羅「相遇」（5 節），到最高潮的「面對」神（6 節）。所有

的「相遇」都有不堪設想的後果。 



少壯獅子若無所得，豈會從洞中吼叫呢？ 

3:5若沒有餌，雀鳥豈會投入網羅呢？ 

網羅若無所得，豈會從地上彈起呢？ 

3:6城中若吹警號
91
，百姓豈不驚恐

92
呢？ 

災禍若臨到
93
一城，豈非出自耶和華嗎

94
？ 

3:7主耶和華若不先將奧秘啟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無行動。 

3:8獅子吼叫
95
，誰不懼怕？ 

主耶和華發命，誰能不說預言
96
？ 

撒瑪利亞遭禍 

3:9要在亞實突的堡壘中 

在埃及地的堡壘裏傳揚說： 

「聚集在撒馬利亞
97
的山上， 

觀察城中許多的暴亂
98
， 

許多的欺壓。 

3:10「那些以強暴搶奪財物、積蓄在自己堡壘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當的事。」（這是耶和

華說的。） 

3:11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敵人必來包圍這地， 

他必消除你的力量
99
， 

搶掠你的堡壘。」 

3:12耶和華如此說： 

「牧人怎樣從獅子口中搶回兩條羊腿   

或半個耳朵， 

住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救回
100
的是： 

                                                 
91 原文作「羊角」。 
92 或作「震驚」，「戰抖」。 
93 原文作「入到」；  NIV, NCV, NLT 作「來到」。 
94 原文作「豈不是耶和華做的？」 
95 「獅子吼叫」寓意將臨的審判（1:2; 3:4, 12）。7-8 節證實阿摩司的預言

和警告審判的信息。人在神行動之先應得到預言的信息。 
96 信息一旦啟示，先知必需說出。人必聽到將臨的審判而懼怕。 
97 撒瑪利亞 Samaria 可能指全區或是首都（後名為示巴斯特 Sebaste）。不過

城也定確在所建立的土坡上有山環繞。本處似指各國都可以來坐在這些山上觀看本

城的罪及其審判。 
98 這字有「惶恐」，「混亂」的含意。本處是使受壓者惶恐的暴行。 
99 原文作「他必拉下你的力量」。 
100「救回」通常是正面的「救出」，本處卻是諷刺性的用法。牧人企圖「搶

回」部份的羊證明是被野獸所殺，以此表示不是他偷取的。他沒有任何賠償的責任

（參出 22:12-13）。 



床的一角，部份
101
的長椅。」 

3:13主耶和華萬軍之 神說： 

「當聽這話，警戒
102
雅各家

103
！ 

3:14我討以色列犯約之罪
104
的日子， 

必毀壞
105
伯特利的祭壇； 

壇角
106
必被砍下，墜落於地。 

3:15我要拆毀過冬和過夏的房屋
107
；滿有象牙的房屋

108
也必毀滅，高大的房屋

109
必被沖去

110
。」 

這是耶和華說的。 

4:1你們住撒瑪利亞山的「巴珊母牛
111
」啊，當聽這話！ 

你們
112
欺負貧寒，壓碎窮乏， 

對丈夫說：「拿酒來，我們喝吧
113
！」 

4:2主耶和華指着自己的聖潔起誓
114
說： 

                                                 
101 原文דְּמֶשֶׁק (demesheq) （只用於本處）意義不詳。若不加修改本字常與

相連而譯作「大馬色被鋪」Damask linens（NASB(dammeseq)  ַדּמֶּשֶׂק 作「床鋪」）或

作「在大馬士革」in Damascus（KJV, NJB, NIV）。從拼音，歷史及次序的角度，

以上各譯法都不合理想。因此本字有許多的修訂如：床角（NEB, NRSV），床邊

（NKJV）。也有認為這是長椅的「部份」。 
102 或作「作証反對」。 
103 本句或向 9 節的聽眾或是 9 下的埃及人和非利士人。另一看法是無指定

的聽眾只是用這樣語氣取得聽預言的人的注意。 
104 參 1:3 註解。原文本處作「罪」。 
105 原文作「刑罰」（NASB, NRSV）。 
106 古代祭壇角朝上，四角類似獸角。避難者可抓住壇角求庇護（出 21:14; 

王上 1:50; 2:28）。壇角砍下後，耶和華的敵人再無庇護之處。 
107 原文作「冬天和夏天的房屋」。許多以色列的有錢人像王一樣有冬宮和

夏宮（王上 21:1, 18; 耶 36:22）。 
108原文作「象牙的房屋」。這些不是用象牙建造的房屋，只是有象牙鑲的牆

版或傢具。 
109原文作「許多」；NAB 作「多室的」。 
110或作「有盡時」。原文סָפָה (safah)「沖去」；סוּף (suf)「到盡頭」。 
111 先知用「巴珊母牛」稱呼撒瑪利亞的貴婦。她們要求丈夫滿足一切的慾

望。這侮辱性的名稱可能表示她們餵養肥壯等候宰殺。本詞常被批評為本書對女性

的觀點。 
112 原文「那人」，本節用 3 次。 
113 有解經學者認為這是 6:3-6 的瑪細亞筵席 marzeah feast；喝酒是這筵席的

主要部份（參 6:6 註解）。 
114 或作「確定」。 



「日子定然快到，人必用籃子將你們載去
115
， 

用漁人的筐
116
帶走你們最後的每一個

117
。 

4:3你們各人必從牆的破口直走
118
， 

必被扔向哈門
119
。」 

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色列的刑罰 

4:4「去伯特利
120
背叛

121
吧！ 

在吉甲
122
更多的背叛吧！ 

每早晨獻上你們的祭物， 

每三日奉上你們的十分之一！ 

4:5獻有酵的感謝祭
123
！ 

當眾顯揚你們的甘心祭
124
！ 

因為是你們以色列人所喜愛的。」 

                                                 
115 譯作「籃子」的原文不詳。S. M. Paul（Amos [Hermeneia], 128）論及幾個

選擇（130-132）：「盾牌」（NEB）；「繩索」，「荊棘」沿用作「鈎子」

（NASB 作「肉鈎」；NIV, NRSV 作「鈎子」）；「籃子」，「船隻」（阿摩司

不大可能用船隻放逐撒瑪利亞人）。參下句「漁人的筐」註解。 
116 「漁人的筐」。譯成筐（鍋）字的原文字意不詳。本處根據 S. M. Paul

（Amos [Hermeneia], 128）的數種選擇（130-132）：「荊棘」，沿用作「鈎子」

（NASB, NIV, NRSV）；「船」。但照上註解，用船隻放逐撒瑪利亞人，是地理

環境不大可能的事；故用「鍋」或「筐」，指漁人用作盛魚的器具。本處的景像是

撒瑪利亞的婦人像魚被放在筐內運到市場一般的帶去。以色列被捕見於耶 16:16 及

谷 1:14。 
117 或作「兒女」；KJV 作「後人」。 
118 原文作「從破口處你們必去，各向前往」。 
119 哈門 Harmon 字意不詳。許多認為是地名，但位置不詳。有的將此字修

訂為「黑門」Hermon 或相近的字如「糞堆」（NEB, NJPS）「垃圾堆」（NCV）

或「那堡壘」（參 NLV「你們的堡壘」）。 
120 「伯特利」Bethel 和「吉甲」Gilgal 因在以色列歷史上的重要，均為正式

的敬拜中心。耶和華在此譏諷地催促百姓去這些地方增加他們背叛的罪。他們正式

的敬拜，沒有社會的公正，在神眼中是在罪的清單上加上虛偽。明顯的他們對神有

錯誤的觀念。他們敬拜自造的神滿足宗教的衝動（參 4:4-5「你們所喜愛的」）。

注意 4:4-5 的各項儀式無一是罪。 
121 譯作「背叛」的原文可指以色列人的「違約」（下同）。參 1:3 的「罪」

和「約中的罪」（2:4 及 3:14）。同參註解。 
122 同上句「伯特利」的註解。 
123 參利 7:13。 
124 原文作「宣揚甘心祭，宣佈」。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4:6「我卻已使你們在一切城中無物可吃
125
， 

在你們各處缺了糧食
126
， 

你們仍不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7「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
127
。 

我降雨在這城，不降雨在那城。 

這塊地
128
有雨，那塊地無雨，無雨的就枯乾了。 

4:8兩三城的人湊到一城去找水， 

卻喝不足
129
； 

你們仍不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9「我以旱風、霉爛攻擊你們
130
， 

你們園中許多菜蔬、葡萄樹、無花果樹、橄欖樹都被蝗蟲所吃
131
， 

你們仍不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10「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像在埃及所降的一樣。 

我用刀殺戮你們的少年人， 

和你們捕獲的馬匹， 

我使營中屍首的臭氣撲鼻； 

你們仍不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11「我傾覆你們，如同我從前傾覆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132
， 

使你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你們仍不歸向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4:12「以色列啊，因此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我既必這樣行，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
133
！」 

                                                 
125 本處刻劃出神「給的」審判和以色列人所慶賀的賜恩之神（4:4-5）的強

烈對照。 
126 原文作「但我給你們的是牙齒的乾淨，和所有地方粮食的短缺」。 
127 指三月末至四月初的雨。 
128 原文作「分」； KJV, ASV 作「小塊」； NASB 作「部份」。下同。 
129 或作「卻仍乾渴」。 
130 或作「你們的莊稼」。 
131 或作「不斷的吃」。 
132 所多瑪俄摩拉的滅亡記載在創 19:1-29。 
133 因以色列的倔強不悔改，耶和華似要宣判刑罸。但以下數節是形容神全

能的審判者，並沒有列出罪狀刑罸。故此 F. I. Andersen 和 D. N. Freedman (Amos 



4:13因他就在這裏！他
134
創山造風， 

他將計劃啟示
135
人。 

他使晨光變為幽暗
136
，邁步在地之高處的。 

他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 神！ 

臨近的死亡 

5:1以色列家啊，要聽我為你們所作的哀歌
137
： 

5:2「處女
138
以色列跌倒了，必不得再起。 

她被遺棄在自己的地上，無人攙扶
139
。」 

5:3主耶和華如此說： 

「以色列家的城，發出一千兵
140
的，只剩一百； 

發出一百的，只剩十個。」 

5:4耶和華向以色列家如此說：「你們要尋求我
141
，就得存活。」 

5:5不要尋求伯特利
142
！ 

不要探望吉甲！ 

不要進入
143
別是巴！ 

                                                                                                                                                 
[AB], 450)認為判語列在 6-11 節。本處很可能是預告審判；細節的刪除可以製造緊

張的氣氛（參 S. M. Paul, Amos [Hermeneia], 149-50）。直到第 5 章方見分曉。本句

是從 4:4 節開始一段的茅盾性的結束。以色列人以為在聖所與神「相會」，卻誤解

了神領他們歸回的各樣嘗試。現在以色列要真正的與神「相會」——不在聖殿，在

審判台前面對面的相見。 
134 原文作「看，那位」。本節被認作這書的第一段詩歌；其他的在 5:8-9 及

9:5-6。學者認為這三段為同一首詩歌或是三首詩歌上有不同的見解。 
135 或作「宣告」（NAB, NASB）。 
136 原文作「他造清晨，黑暗」。本譯本認作「他使晨光變為黑暗」；引喻

神審判臨到之時，白日變為黑暗（5:20）。其他譯法有：（1）他造清晨也造黑

暗。（2）他將黑暗轉為閃亮的清晨（NJPS）。 
137 原文作「要聽我快要說出攻擊你們的話，一首哀歌」。 
138 或作「少女」。 
139 或作「無人扶她起來」。 
140 原文無「兵」字。 
141 下數節解釋甚麼是「尋求」耶和華。以色列必須放棄形式上的宗教活

動，和充斥社會的不公。百姓要悔改又推廣公正。這「尋求」神的呼召回應 4:13
預備迎見真正的他的挑戰。 

142 可笑的是以色列有心尋求神，但不是在伯特利（希伯來文是「神的

家」）。 
143 或作「過去」。要去別是巴 Beer Sheba 敬拜，人必要下去（越過）以色

列和猶大的邊界。以色列當時民間的宗教顯然有南下的朝聖之旅。 



因為吉甲
144
必被放逐

145
， 

伯特利要成為充滿災難之地
146
。」 

5:6要尋求耶和華，就得存活， 

免得他在約瑟家
147
像火發出

148
； 

在伯特利焚燒， 

無人撲滅。 

5:7你們
149
這使公平變為茵蔯

150
、 

將公道公正
151
丟棄於地

152
。 

5:8（但有一位造昴星和參星， 

能使死蔭變為晨光， 

使白日變為黑夜， 

命海水來澆在地上的， 

耶和華是他的名！ 

5:9他向力強的閃出
153
毀滅， 

以致保障突遭
154
毀壞。） 

5:10以色列恨惡那在城門口評理的
155
， 

憎惡那說正直話的。 

5:11你們使貧民付田稅
156
，抽穀糧， 

                                                 
144 指「吉甲的人」。 
145 「放逐」原文是גָּלָה (galah)，與「吉甲」Gilgal 是諧音字；表示吉甲的名

稱註定要被放逐。「吉甲」放逐是相當諷刺的，因在約書亞時代這是以色列人進入

迦南首處安營之地。「吉甲」成為以色列擁有應許之地的象徵。 
146 「災難」原文作「無有」；NIV 本作「吉甲必至無有」。本處又是諷

刺。伯特利 Bethel 在希伯來文是「神的家」充滿災難是何等可悲。 
147 「約瑟家」就是以法蓮 Ephraim 和瑪拿西 Manasseh 兩支派，代表北國。 
148 原文作「衝出」。 
149 或作「以色列」人。根據 11-13 節本處可能是部份的人——有財勢的

人。 
150 「變」原文 是「翻轉」，「轉為」之意。以色列人將公平(hafakh) הָפַ

「變」為茵陳，但耶和華將黑夜「變為」白日（8; 參 4:11; 8:10）。色列為惡而

變，神卻是顯出他的絕對的權能和主權。 
151 原文作「將公義丟去」。 
152 先知在 7 節開始描寫有罪的以色列，卻以括號形容他們必須面對能審判

者（8-9 節）。第 10 節繼續罪人的描寫。 
153 原文בָּלַג (balag)「閃出」意義不詳。 
154 原文作「臨到」，（毀壞臨到保障）。 
155 在古代的以色列，城門口是長老聚集評解糾紛的地方。 



所以你們用鑿過的石頭建造房屋，卻不得住在其內； 

栽種美好
157
的葡萄園，卻不得喝所出的酒。 

5:12我當然
158
知道你們的諸般背逆

159
， 

你們許多的罪惡。 

你們虐待無辜，收受賄賂， 

在城門口
160
屈枉窮乏人

161
。 

5:13所以聰明人
162
見這樣的時勢，必靜默不言

163
， 

因為時勢邪惡
164
。 

5:14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得以存活！ 

這樣，耶和華萬軍之 神可能與你們同在， 

正如你們口稱的。 

5:15要惡惡好善！ 

在城門口推廣
165
公義； 

或者耶和華萬軍之 神向約瑟
166
的餘民施恩。 

5:16因以色列的諸罪
167
，主耶和華萬軍之神全能者

168
如此說： 

「在一切廣場必有哀號， 

在各街道上必有哀悼
169
。 

                                                                                                                                                 
156 原文作「你們踐踏窮人」（KJV, ASV, NAB, NRSV, NLT）。傳統翻譯從

而來（賽「踐踏」(bus) בּוּס 14:25）但可能這字是沿用的，「抽田稅」。 
157 或作「可愛」；KJV, NASB, NRSV 作「可悅的」；NAB 作「上選的」；

NIV 作「濃密的」。 
158 或作「因為我」。 
159 或作「過犯」，「罪」。參 1:3 註解，並「約中的罪」（2:4）。 
160 參 5:10 註解 。 
161 原文作「推開」，指不給他們應得的公道。 
162 或作「智慧人」；「謹慎的人」。另外的譯法是「成功者」，「有錢

人」。這譯法下，下面「靜默」的動詞就是對自己的惡行「不作聲」。 
163 或作「呻吟」，「哀嘆」。若本處指富有欺壓者，這動詞就是描寫神的

審判臨到他們。 
164 若是描寫對惡人的審判，原文的רָעָה עֵת (’et ra’ah)必要譯作「災難的

時」。參 G. V. Smith, Amos, 170。 
165 原文作「排列」，「建立」。古代近東一帶，建立公平制度是王的責

任。 
166 參 5:6 註解。 
167 本處用指 10-13 所述諸罪，不是 14-15 節的括號性句子。 
168 或作「上主」。 「全能者」原文是אֲדֹנָי (’adonay)。 



他們必叫農夫
170
來哭號， 

叫職業哭喪者
171
來舉哀。 

5:17在各葡萄園，必有哀號， 

因為我必從你中間經過
172
。」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要求公義 

5:18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有禍了
173
！ 

你們為何想望耶和華的日子呢？ 

那日黑暗沒有光明， 

5:19災難逃避不了， 

好像人躲避獅子卻遇見熊， 

或是逃進
174
房屋， 

以手靠牆，就被蛇咬。 

5:20難道你不知耶和華的日子，是黑暗沒有光明── 

幽暗毫無光輝嗎？ 

5:21「我絕對藐視
175
你們的節期， 

全不喜悅
176
你們的嚴肅會。 

5:22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必不滿意； 

也不顧你們用肥牛犢獻的平安祭。 

5:23使你們
177
吵鬧的歌聲遠離我， 

我不聽你們彈琴
178
的響聲。 

                                                                                                                                                 
169 原文作「他們必說：『哎！哎！』」。原文的 ֹהו (ho, “ah, woe”)是הוֹי (hoy)

的別的說法；hoy 是「哀悼」，見於王上 13:30; 耶 22:18; 34:5。這雙關語用於 18 節

的「禍」。 
170 或作「田間工作的人」。 
171 原文作「會哀悼的人」（歷下 35:25; 耶 9:17）。 
172引喻出 12:12；耶和華當時宣告他要「在埃及中間經過」殺死頭生的。 
173 原文הוֹי (hoy)「禍」，用作哀悼死者。參 5:16 註解。先知本處可能扮演哀

悼國家的死，或是諷刺他們堅持錯誤的信仰。 
174 原文作「進去」（KJV, NRSV）。 
175 原文作「恨惡」。 
176 原文作「我必不嗅」。這些生動的字眼表示耶和華完全拒受以色列的敬

拜。本動詞指嗅覺，這對壇上燒獻的祭作馨香的煙是貼切的形容。（利 1:9, 13, 17; 
民 29:36）。視覺和聽覺在 22-23 節提及。 

177 本處原文作第二身單或「你」和 21-22；25-27 不同。有的建議這是指國

中部份的人。 
178 可能是「豎琴」（NASB, NIV, NRSV）或作「琵琶」（類似）

（NEB）。 



5:24公平必要如大水滾滾， 

公義
179
要像永不乾涸的江河。 

5:25以色列家啊，你們在曠野四十年，並沒將
180
祭物和供物獻給我。 

5:26你們抬着為你們王
181
西古士

182
的像， 

和你們為自己造的星神
183
， 

5:27所以我要把你們放逐到大馬士革以外。」這是耶和華說的。 

他名為萬軍之神！ 

富樂的終局 

6:1那些以為自己是為首之國的精英， 

為以色列家所看為首領， 

在錫安
184
和撒瑪利亞山安逸無慮的有禍

185
了！ 

6:2他們說
186
：「你們去甲尼察看， 

從那裏去哈馬–拉巴
187
， 

又下到非利士人的迦特， 

看那些國比我們的兩國
188
還強嗎？ 

境界比你們的境界寬嗎
189
？」 

                                                 
179 或作「公義的作為」。 
180 原文作「豈有…」。論點是：既然祭祀在立國初期代表神與以色列的關

係，百姓不應認為是基要的。耶和華着重公平而非空洞的儀式。可能耶利米和阿摩

司故意強調祭祀和守約的輕重。 
181 「王」。七十士（LXX），Vulgate 古卷及徒 7:43 作摩洛（Moloch）

（KJV）。希伯來文本字的發音與「王」（molekh）相同。 
182 原文 Sikkut 可能是 Sikkuth 是米索不大米亞 Mesopotanmia 的星神。本字

根據希伯來文שִׁקוּץ (shiqquts)「可憎之物」的發音。 
183 原文作כִּיּוּן (kiyyun)。指米索不大米亞的「土星」Saturn 神。本字發音根據

希伯來文的שִׁקוּץ (shiqquts)「可憎之物」。 
184 即耶路撒冷。 
185 「禍」。參 5:18 註解。 
186 「他們」。本譯本認為「他們」是上節的自以為是首領的人，因此本節

是誇口的語氣。有的認為本處是先知對領袖們說話（猶大和以色列比…強嗎？）。

這譯法就提醒猶大⁄以色列不比別國強。這些國家既陷入敵手，猶大⁄以色列也難逃

同一命運。由這思路，有人認為第 2 節是日後的補添，因為亞述（Tiglath-pileser 
III 在位時）征服甲尼、哈馬和迦特是在阿摩司以後的時期。不過這結論沒有必

要，因在阿摩司時代，上述各處曾受軍事上的挫折。 
187 或作「大哈馬」（NIV）；「偉大的哈馬」（KJV, NAB, NAS, 

NRSV）。原文 rabbah「拉巴」是大之意。 
188 原文作「這些」。 



6:3你們不肯相信
190
有一降禍的日子， 

卻建立強暴的統治
191
。 

6:4他們躺臥在象牙床
192
上， 

舒張在榻上， 

吃羣中的羊羔、 

棚裏的牛犢。 

6:5他們隨着
193
絲絃樂音歌唱， 

像大衛一樣，發明樂器
194
。 

6:6以祭碗
195
喝酒， 

用上等
196
的油抹身， 

卻不為約瑟的覆亡
197
擔憂。 

6:7所以這些人必首先被放逐
198
， 

躺臥式的宗教飲宴
199
必到盡頭。 

6:8主耶和華萬軍之 神指着自己
200
如此肯定了。 

耶和華萬軍之 神說： 

「我藐視雅各的高傲， 

厭惡
201
他們的

202
堡壘； 

我必將撒瑪利亞城
203
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敵人。」 

                                                                                                                                                 
189 兩問句的答案却是否定的。若這是領袖們的話，就反映出他們權力上的

自我陶醉（6:13）。先知卻沒有這國家優越性的錯覺（7:2,5）。 
190 原文作「推開」。 
191 原文作「你們帶來強暴的座位（皇位）」。另一譯法是指面臨的審判；

到時侵略敵人（強暴）攻佔全國。 
192 或作「象牙裝飾的床」。 
193 原文פָּרַט (parat) （只用在本處）；有譯作「撫」，「彈」。 
194 原文ּלָהֶם חָשְׁבו (khoshvu lahem)有幾種解釋：（1）他們認為他們的樂器像

大衛的；（2）他們認為自己是大衛般的音樂家；（3）他們和大衛一樣看重樂器。

（4）他們像大衛一樣譜曲彈琴；（5）他們像大衛一樣發明樂器。本譯本採取的是

最為認同的（見 S. M. Paul, Amos [Hermeneia], 206-7）。 
195 可能是宗教儀式的碗，或強調其大（如祭祀用的大碗）。 
196 或作「最好的」。 
197 指以色列社會的瓦解，或是將臨審判的效應。 
198 原文作「他們在放逐時走在最前」。 
199  「宗教飲宴」指 marzeakh。這是當時以色上層階級在治喪時所用的外邦

宗教的筵席。學者不能確定這是紀念死者還是祭祀死者。 
200 原文作「指着自己生命」。 
201 或作「恨惡」。 
202原文作「他的」，指雅各。 



6:9 那時，若在一房之內剩下十個人，也都必死。6:10 死人的親屬，就是燒他屍

首的204，要將這屍首搬到房外，問房屋內間的人說：「你那裏還有人沒有？」他必

說：「不要作聲，不可提耶和華的名205！」 

6:11看哪，耶和華出令
206
， 

大房就被破碎， 

小屋就被打裂。 

6:12馬能在山崖上奔跑嗎？ 

人能用牛耕海嗎？ 

你們卻使公平變為毒草， 

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蔯
207
。 

6:13你們因征服了羅–底巴而歡喜
208
， 

說：「我們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克服加寧
209
嗎？」 

6:14耶和華萬軍之 神在說： 

「 以色列家啊，我必興起
210
一國攻擊你們； 

他們必欺壓
211
你們， 

從哈馬口
212
直到亞拉巴的水流。」 

                                                                                                                                                 
203 原文作「那城」（6:1），指全部北國。 
204 「燒他屍首的」或作「歛屍的」（NASB, CEV）。 
205 本句有有名的難譯句。原文作「他必抬起他，他叔叔和燒他的人，將骨

頭從屋中帶出。他必問屋子內間的人說：「你那裏還有沒有？」他必說：「禁聲不

要提耶和華的名」。末句有幾種譯法：命令式的不要求告耶和華的名，恐怕他在審

判人轉回；理解到不適當奉耶和華的名為屋內死人求福，因所臨的是該受的審判；

憤怒式的不肯求神，因神已出賣了他的百姓任由他們受苦。 
206 或作「正在出令」。 
207 這植物的形像加上上句的問話清楚指出以色列人如何屈枉公正，以他們

不理智的道德行為顛倒了創造的次序。 
208 原文作「他們為羅–底巴歡喜」。羅–底巴 Lo-Debar 位於基列地 Gilead，

約旦河的對岸；是以色列軍隊曾經征服的地方。不過本處是尖銳的諷刺，因為羅–
底巴是「無有」的意思。事實上以色列為了不能久存的歡喜。 

209 加寧 Karnaim 也是在約旦河的對岸。這名字是「雙角」的意恩。獸角既

代表力量（申 33:17），以色列人誇張勝了「雙角」的軍力。 
210 或作「帶來」；「興起」（KJV, NASB）；NIV 作「攪動」。 
211 原文לָחַץ( lakhats)。又是神審判中的諷刺。欺壓的國家必受欺壓。 
212 原文作「從入口到哈馬」。לְבוֹא (levo’)可譯作入口或部份的地名。Lebo-

Hamath 指以色列的北界，亞拉巴的水流 Stream of the Arabah 是南界。參王下 14:25
耶和華會藉這侵略者逆轉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年間的勝利和土地的擴展。 



審判的異象 

7:1 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晚種的植物213，剛發芽的時候，主造蝗蟲。（晚種
的植物發芽在王家收成214之後。） 

7:2 蝗蟲吃盡那地的青物，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你赦免以色列！雅各微弱
215，他怎能存活呢216？」 

7:3 耶和華就決定217說：「這災可以免了。」 
7:4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來懲罰以色列。火就焚燒深淵，吞滅田

地。 
7:5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停手！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存活呢？」 

7:6 耶和華就決定說：「這災也可免了。」 
7:7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我見218主手帶着鉛219，站在一道鉛牆的旁邊。 
7:8 耶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甚麼？」我說：「看見鉛。」主說：

「我要將鉛放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不看他們的罪220。 

7:9 以撒的崇拜處221必然淒涼，以色列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用刀攻擊耶羅波安
的王朝222。」 

                                                 
213 或作「晚種的蔬菜」。是一月底─三月初種植，三四月間春雨時萌芽的植

物。   
214 或作「王的剪割」。這可能是初熟時的收割作為稅或皇家的貢物。 
215 原文作「微小」。 
216 原文作「站立」（ASV, NAB, NASB, NRSV）同。 
217 或作「改變主意」。 
218 原文作「看哪」。 
219 原文 只用在本段（本節兩次，下節兩次）。「鉛牆」「鉛」(anakh’) אֲנָ

若代表以色列，就建議軟弱和易毀性。（S. M. Paul, Amos 【Hermeneia】），233-
35。神的手中拿着鉛又放在百姓中間一句意義不詳，可能「鉛」這字與「憂傷」在

希伯來是諧音字（希伯來聖經後期文學同意此說）。若同意此說，則異像中的

「鉛」就表示審判帶來地上的「憂傷」。（見 F. I. Andersen and D. N. Freedman, 
Amos (AB), 759）。另一可能是神從「鉛牆」上撕下一塊「鉛」給百姓看。這國家

所引以為傲的高台不過是「鉛」的堡壘。傳統上對這數節的鉛譯作（有鉛作墜的）

準繩建造的牆邊。耶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甚麼？」我說：「看見準

繩」。主說「我要將這準繩放在我民以色列中，…」。根據這譯法，「準繩」代表

神的道德標準，用以量度以色列是正直還是歪曲的牆。， 
220 原文作「我必不再越過他們」。 
221 原文作「高處」（KJV, NAB, NASN, NIV, NRSV）；NLT 作「偶像神

龕」。 
222 「王朝」原文作「家」。 



阿摩司對抗祭司 

7:10 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打發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裏說：「阿摩司在以
色列家的中心223圖謀背叛你！他所說的預言224，這國擔當不起。7:11 事實上225，阿摩
司如此說：『耶羅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本地226。』」 

7:12 亞瑪謝然後對阿摩司說：「見異像的人227，走吧！逃往猶大地去！在那裏

賺錢228！在那裏說預言！7:13 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

的宮殿229！」 

7:14 阿摩司對亞瑪謝說：「我不是職業先知230。不231！我是牧人，又是修理232桑

樹的233。7:15 耶和華從看守羊群中選召我，給我這任命234，對我說：『去！向我民

以色列說預言！』7:16 現在你要聽耶和華的話！你說：『不要說預言反對以色列，

不要宣道235反對以撒家！』 
7:17所以耶和華如此說： 

『你的妻子必在街上
236
作妓女， 

你的兒女必死於非命
237
； 

                                                 
223 原文作「以色列家的正中」。 
224 原文作「話」。 
225 或作「因為」。 
226 參 5:5 註解。 
227 本字通常譯作「先見」，與「先知」同義，本處出自亞瑪謝的口，有不

屑的語氣。 
228 原文作「吃餅」（謀生或糊口之意）。 
229 原文作「王的聖所，是個宮殿」；指「宮殿」不是王的「宮殿」，是聖

所。 
230 原文作「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先知的兒子」指在先知

協會受訓的。希伯來經卷中既無相應字眼，故本處譯作「職業先知」。這情形下，

阿摩司雖擔任先知職事，卻否認是官方式職業先知的身份。許多英譯本對本句是過

去式（JB, NIV, NKJV）或現在式（NASB, NEB, NRSV, NJPS），頗有分歧。 
231 原文作「因為」。    
232 原文作「刺」，「割」。農業背景論說可參 O. Borowski, Agriculture in 

Iron Age Israel, 128-29。    
233 可能牧人要「修理」桑樹換取放羊的權利，參 P. King, Amos, Hosea, 

Micah, 116-17。這些樹既不長於提哥亞而在低地，另一可能是阿摩司在家鄉之外有

田產。若是這看法，阿摩司在對亞瑪謝說他不需靠先知的職業謀生。 
234 原文作「耶和華對我說」。    
235 本字的字意是「滴下」，似與「預言」同義，但有本處有不屑性的口

吻，可能指先知有時激動的宣道方式。若此，本字可譯作「噴水」，「口沫橫

飛」。 
236 原文作「城中」，就是公眾場所。    



你的地必給了別人
238
， 

你自己必死在外邦
239
。 

以色列民定被擄去
240
離開本地。』」 

其他審判的異象和信息 

8:1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見241一筐夏天的果子242。 
8:2 他說：「阿摩司啊，你看見甚麼？」我說：「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

華說：「我民以色列的結局243到了，我必不再不看他們的罪244。」 
8:3主耶和華說： 

「那日，殿中
245
歌唱的婦女必唱哀歌， 

必有許多屍首在各處拋棄
246
！不要作聲。」 

8:4你們這些踐踏
247
窮乏人的， 

清除地上困苦人的
248
，當聽這話！ 

8:5你們說：「月朔節期
249
幾時過去？我們好賣糧； 

安息日幾時過去？我們好打開麥桶
250
。」 

我們極願
251
以高價賣少粮

252
， 

用詭詐的天平
253
欺哄買者。 

                                                                                                                                                 
237 原文作「倒在刀下」。    
238 原文作「你的地必以（測量者的）繩分開」。    
239 原文作「不潔」，「不純」。這對祭司而言甚為羞辱，因他們的責任是

分辨甚麼是儀程中的潔與不潔（利 10:10）。 
240 參 5:5 註解。             
241 原文作「看哪！」。 
242 「夏天的果子」（下節同）可能是無花果，八九月間成熟。 
243 原文קֵץ (qets)「結局」與「夏天的果子」קָיִץ (qayits)近音，本處可能是諧

音字的用法。 
244 原文作「我必不再越過他們」。 
245 或作「宮中」（NASB, NCV, TEV）。 
246 原文作「他必在各處抛出屍首」。 
247 參 2:7 註解。             
248 或作「殺滅地上困苦的」。 
249 很可能在月朔節期不准工作，如在安息日。 
250 原文作「賣穀」。 
251 原文作「極願」。 
252 原文作「使伊法變小，使舍客勒變大」。伊法 ephah 是量乾糧的「升

斗」，舍客勒 shekel 是銀錢的單位。用小於標準的伊法和重於舍客勒的秤（天

平），這些商人就能欺騙買者獲取更大的利潤。 



8:6我們極願用銀子換
254
貧寒人， 

用一雙鞋
255
換窮乏人， 

將糠摻入麥子賣給
256
人。 

8:7耶和華以此誓印證雅各的高傲
257
說： 

「他們的一切行為，我必永遠不忘！ 

8:8地因此必震動
258
， 

其上的居民必然哀悼。 

全地必像尼羅河漲起， 

如同埃及的尼羅河湧起然後平復。」 

8:9主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落下， 

使地在日中黑暗。 

8:10我必使你們的節期變為出殯
259
， 

歌曲變為哀歌。 

我必使每人穿喪服
260
，頭上剃光

261
， 

使這場悲哀如喪獨生子， 

至終定如
262
痛苦的日子一樣。」 

8:11主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我不是說水和餅的短缺， 

而是聖啟示的終結
263
。 

                                                                                                                                                 
253 原文作「用詭詐的天平行騙」；NASB, NIV 作「不誠實的秤」；NRSV

作「假的天平」。詭詐的天平可能是移動天平的中心，使貨物比實在的重量為重，

用此欺騙買方。 
254 原文作「買」。這是奴隸貿易。 
255 參 2:6 註解。 
256 原文作「我們要賣穀糠」。 
257 人在起誓的時候指着永久性的事物作為承諾的決心。本處耶和華諷刺性

地指着雅各的高傲的審定（6:8）有如神生命之長久，或是這高傲的特性永不改變

（4:2）。其他的現觀點包括：神指着他心目中最為寶貴的地（財產）起誓（賽 4:2; 
詩 47:4）；這是特別的稱號如「以色列的榮耀」（撒上 15:29）；或本句與 6:8
同，譯如本處的「耶和華以此誓引證雅各的高傲」。 

258 本句的發言人是耶和華還是先知？兩說皆可。 
259 原文作「哀悼」。 
260 原文作「我將麻布放在所有的腰間」。哀悼者身穿麻布（喪服）表達哀

情。 
261 原文作「使每個頭光禿」；可指喪禮風俗的剃頭（有時人自拔頭髮以示

哀悼）。參利 21:5; 申 14:1; 賽 3:24; 15:2; 耶 47:5; 48:37; 結 7:18; 27:31; 彌 1:16。 
262 原文 ְּכ (kaf) （譯作「定如」）有「各方面都是」的語氣。 
263 原文作「不是食物的饑餓或是水的乾渴，卻為了沒有耶和華的話語」。         



8:12人必飄流，從這海到那海
264
， 

從北邊繞到東邊， 

他們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啟示
265
， 

卻尋不着
266
。 

8:13當那日，美貌的少女
267
和少男必因乾渴發昏

268
。 

8:14就是那指着撒瑪利亞罪的女神
269
起誓的人。 

他們說：『但哪，我們指着你那裏的活神
270
起誓。』 

或『我們指着別是巴的所愛
271
起誓！』 

但他們都必仆倒，永不再起來。」 

9:1我看見主
272
站在祭壇

273
旁邊，他說： 

「你要擊打支柱
274
，使門檻震動！ 

打碎柱頂落在眾人頭上； 

所剩下
275
的人，我必用刀殺戮， 

無一人能逃避， 

無一人能逃脫。 

9:2即使他們能挖到地心
276
， 

                                                 
264 從西面的地中海到東面的死海——橫貫全地。 
265 原文作「尋找耶和華的話語」。   
266 本句發言人是誰並不明確（耶和華還是先知）。 
267 或作「處女」，「那少女」。 
268 本句發言人究是耶和華或先知不能明確。 
269 原文作「撒瑪利亞的罪」。這可能是侮辱性的稱呼，指北國頗受歡迎的

偶像─女神亞舍拉 Asherah（代下 24:18; 該處稱敬拜為「他們的罪」），或是指在

伯特利國家聖所內的金牛犢（何 8:6, 10:8）。英語譯本─如 NEB, NRSV, CEV 作亞

示瑪 Ashimah ，哈馬人的女神（王下 17:30）。 
270 不知是何神。「但」敬拜的是耶羅波安一世所立的金牛犢（王下 12:28-

30）。 
271 「所愛」原文 可作「那路」；可指某神的名稱或是往別是巴(derekh) דֶּרֶ

朝聖的「那路」。「朝聖」在本書 4:4-5; 5:4-5; 8:12 提及。本譯本根據原文的修訂

字 譯作「所愛」成「親人」；亦用於） (dodekh) דֹּדְ 6:10）指耶和華或是其他的神

祇，別是巴地有稱和華為「父」，也有敬拜其他神祇的。參 S. M. Olyan, “The 
Oaths of Amos 8:14” Priesthood and Cult in Ancient Israel, 121-49。 

272 原文אֲדֹנָי (’adonay)是「上主」或「全能者」之意。 
273 可能是伯特利的祭壇。 
274 或作「柱項」。 
275 或作「生還」；或「直到最後的一個」。可能指殿塌後的餘生者；殿可

能指北國。 



我的手必拉出他們來； 

即使能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們來。 

9:3即使他們能藏在迦密山頂， 

我必追踪，捉出他們來。 

即使從我眼前
277
藏在海底， 

我必命海蛇
278
咬他們。 

9:4甚至他們被仇敵擄去， 

我必命刀劍殺戮他們； 

我必不讓他們脫離我的視線； 

他們只有災禍，沒有豐富
279
。」 

9:5主萬軍之耶和華必然成就。 

他摸地，地就消化
280
； 

住在地上的都必哀悼。 

全地必像尼羅河漲起， 

如同埃及的尼羅河復靜
281
。 

9:6他在天上建造樓閣
282
、 

在地上安定穹蒼
283
、 

命海水澆在地上， 

耶和華是他的名。 

9:7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哪，在我眼中 

你們正如衣索匹亞人。 

我固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276 原文作「陰間」Sheol  （ASV, NASB, NRSV）。希伯來文化認為地心是

陰間，是死者的居所。KJV 作「地獄」；NCV, NLT 作「死人之地」；NIV 作「墳

墓的深處」。 

 
277 或作「從我」。    
278 可作「那海蛇」。若有此冠詞，則海蛇就是神話中的「海蛇」，亂世勢

力的象徵。參伯 26:13 及賽 27:1（該處稱海怪 Leviathan）。舊約他處「蛇」是寫

作神的敵對，但本處指出即是如此的神的強敵至終也要服從神的旨意。 
279 原文作「我放目在他們身上是為了災禍，不是好事」。 
280 或作「熔化」，可能指地震土崩。參 5 下。 
281 參摩 8:8；與本節甚同 。 
282 MT 古卷作「台階」；若此，這就是引到天上聖殿或神寶座前的「台階」

（王上 10:19-20）。 
283 傳統性譯作「穹蒼」（vault），是一些相連合併物件的組合。（ASV, 

NAB, NRSV）；或作「承托拫基的底座」；此字確意不詳。F. I. Andersen and D. N. 
Freedman （Amos [AB], 845-46）認為這是建築物的底層建造。本處描寫全宇宙是

神的宮殿，始建於地，伸及諸天。 



但我也領非利士人出迦斐託
284
，領亞蘭人出吉珥

285
。 

9:8看！主耶和華正看住這有罪的國
286
， 

我必將這國從地上滅絕。 

我卻不將雅各家滅絕淨盡。」 

這是耶和華說的。 

9:9看！「我必出令， 

將以色列家抖散在列國中， 

好像用篩子篩穀， 

連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287
。 

9:10我民中的一切罪人必倒在刀下。 

就是那些說：『災禍必不臨到， 

必不與我們對抗』的人。 

大衛王朝的復興 

9:11到那日，我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288
， 

堵住其中的破口。 

修理荒廢， 

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 

9:12他們就必克服以東所餘剩的
289
， 

並萬國， 

都歸我統治
290
。」 

                                                 
284 迦斐託（Caphtor）可能是（位於希臘的）革哩底（Crete）島。以色列雖

是神特選的立約子民（3:2 上），耶和華強調他們並不超於其他民族，都在他的統

治之下。 
285 本句原文是問話式；本譯本譯作肯定亠以求清晰。 
286 或作「王國」。 
287 原文 רוֹרצְ   (tseror)「小石子」；撒下 17:13 譯作「石子」。若譯作「石子」

表示篩子讓穀粒落籃中，留下石子雜物在篩內。若將本字譯作「穀粒」，則篩子是

留下穀粒，任由石子雜物落在地。無論如何本處承接第 8 節，神必將義人（穀粒）

和惡人（石子）分開，為以色列留下餘民。只有惡人必被毀滅（10 節）。 
288 或作「正在倒塌的茅房」，指臨時的避風雨處（NASB, NRSV 作

「攤」）急需整修；「倒塌」形容昔日強盛的大衛王朝已頽頽將傾，有的認為本處

指耶路撒冷；有的認為是「舒可斯」（Sukkoth），外約旦區的兵營。它的重建大

衛王朝力量的恢復（M. E. Polley, Amos and the Davidic Empire, 71-74）。 
289「他們」可能是以色列人或是未大衛一脉的統治者。 
290 原文作「稱我名的國家」。這成語指統治權，有時是征服得來的。參撒

下 12:28。本節預見以色列統治的新紀元，依循大衛的武力征服傳統（撒下 8-
10）。不過，本節並無說明這統治如何成就。注意本書的結尾是太平富裕的景像，

最後對神的稱呼（15 節）不是有軍事能力的「萬軍之耶和華」。這景況與本書的

開端截然不同：萬國處於戰事中等待神的審判。 



此乃將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 

9:13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耕種的必追上收割的
291
， 

踹葡萄
292
的必越過種植的

293
。 

果汁必流下山坡， 

流下所有的山地。 

9:14我必領我民以色列歸回
294
； 

他們必重修荒廢
295
的城邑定居

296
， 

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園，吃其中
297
的果子。 

9:15我要將他們栽於自己的地方， 

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 

這是耶和華你的 神說的。 

 

                                                 
291 耕種是在 10-11 月間，收割是在 4-5 月間。但在未來恢復蒙福的世代，莊

稼之多需要收割者整夏的忙碌；收割未完又是種植的時候。    
292 葡萄收割後放入醡中由工人踩踏使汁流出。 
293 葡萄收割期在 8-9 月間，種植期在 11-12 月間。但在未來的歲月，葡萄之

多需要工人踩踏直到下季種類期的來臨。 
294 或作「我必恢復我民以色到的財富」（申 30:3; 耶 30:3; 何 6:11; 番 3:20）

（NEB, NRSV, NJPS 作此）。 
295 或作「荒涼」。 
296 或作「居住」。 
297 或作「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