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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撒迦利亞書十四章，並其與新約的關係 

教師：吳獻章 老師                                 學生姓名：牛開蕾   學號：92113 

撒迦利亞書十二到十四章為一段完整的神諭。耶和華論以色列和猶大的默示。十二章一開始就講

耶路撒冷被圍困的時候，後來的篇幅「那日」一詞貫穿全部三章，很可能 9-11章講的是基督第一次來，

12-14章講到榮耀二次再來1，末世神將審判萬邦。Craigie2 認為這 12和 14章的戰爭是描繪相同事件
的不同版本，這兩章都指出了情景的某部分，但無法從這兩章中窥見事實的全貎。 

一、分段 

    最少的分二段3： V1-15 耶路撒冷的大災難 
    V16-21 耶和華被世人尊為王 

    最多的分為七段4：V1-3 耶路撒冷撒冷的最後圍城 
                     V4-5 神拯救祂的子民 
                     V6-9 新天新地 
                     V10-11 新耶路撒冷 
                     V12-15 對列國的懲罰 
                     V16-19 外邦列國敬拜主 
                     V20-21 神最後聖潔的國度 

第 12-21節就所讀的資料5，每位作者分法都相同，但 1-11節Merrill6及Gaebelein的分法7就和上面

的不同：V1-2 神子民的苦難（Gaebelein的標題：耶路撒冷的圍城） 
            V3-8 神子民的拯救（彌賽亞再來的記號） 
            V9-11神子民的保障（彌賽亞國度的建立） 

其中差別的在：1.有的第一段分到第 2節，有的分到第 3節。第 3節是耶和華親自出馬，4-8節是
詳述神親自出馬後所帶來的自然界的大變動，所以，有的把第 3節的關鍵放在前段的尾，把細節的描
述放在下一段；有的把這個關鍵一併並入下一個階段。 

2.有的分段在第 8節作結束，有的在第 9節作結束。無論是那種分段，第 9節都是一個高潮，只
是要把這個高潮放在前一段的尾，或是後一段的頭之分別。 

                                           

1. 上課講義及Merrill, Eugene H. Haggai,Zechariah,Malachi—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p.343 

2. 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Joyce G. Baldwin, 哈該書、撒迦利亞書、瑪拉基書，校園（1998），p.90 

3. 克萊基，十二先知書注釋 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1989），p.245 

4. McComiskey, Thomas, E. ed., The Minor Prophets：An Exegetical and Expository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pp.1226-1244 

5. Merrill, Eugene H. Haggai,Zechariah,Malachi—An Exegetical Commentary；General ed. Frank E. Gaebele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唐佑之, 十二先知書註釋（四）哈該書、撒迦利亞書、瑪拉基書；Keil, C. F., and F. Kelitzsch. Minor 

Prophets.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6. Merrill, Eugene H. Haggai,Zechariah,Malachi—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Chicago: Moody（1994），pp. 342-361 

7. General ed. Frank E. Gaebele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Zondervan.，pp. 68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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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rche的結構8： 
a. 耶和華的日子臨到 1-2a 
  b. 耶路撒冷被攻擊與不安全 2a-b 
    c. 那時（那日子） 3-5 
      d. 那日必⋯ 6 
        e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there will be a unique day）7a 
      d’ 那日必⋯ 7b-8 
    c’ 那日 9-10 
  b’ 耶路撒冷被保護與安全的地位 10b-11 
a’ 那日必⋯ 12-15 
 

    自己的分段：V1-3 耶和華為耶路撒冷而戰 
                V4-8 主干預致地象、天象、水象改變 
                V9-11 主在全地作王 
                V12-15 敵軍的慘況 
                V16-19 住棚節的敬拜 
                V20-21 神聖潔的國度     
 
二、每節的字面解釋及象徵意義 

1.耶和華的日子臨近，你的財物必被搶掠，在你中間分散。 

（Behold, a day is coming for the LORD when the spoil taken from you will be divided among you. 
[NASV]以下皆同） 
2.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路撒冷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女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擄去；

剩下的民仍在城中，不致剪除。 

（For I will gather all the nations against Jerusalem to battle ,and the city will be captured, 

the houses plundered,the women ravished and half of the city exiled, but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ill not be cut off from the city） 

3.那時，耶和華（the LORD）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  

和合本沒有譯出第1節原文的呼招語：看哪！（新譯本）或聽哪！（McComiskey 的翻譯）這樣一

個呼招語是先知為了要喚起聽眾的注意，先知宣告耶和華的日子快到了（新譯本）或照原文翻譯：為

了主的那一天快要來了（a day is coming for the LORD），若以主要子句來看，以下是那日子來時會發

生的事情： 

1. 財物被分散。 

2. 萬國與耶路撒冷爭戰。 

3. 耶和華與萬國爭戰。 

其他的文字是在形容要發生的這三件事： 

1. 被分散的財物原先是從以色列人這邊奪走的。 

2. 萬國與耶路撒冷爭戰，耶城遭到空前的浩劫，敵軍破城而入，燒殺擄掠，房屋被毀壞、婦女被蹂躪、

一半的人被敵軍擄走。但主在這裏應許有一半的人不會被帶走。 

3. 在這麼慘的情形下，神要出面與萬國爭戰了，神出馬必定得勝。「好像從前爭戰一樣」，上帝用歷

史的事實，來激發他們的盼望和信心，神以前在以色列史中如何幫助他們，如今仍然要幫助他們。 

                                           

8. 徐坤靖，大小先知書解經報告：詮釋撒迦利亞書十四章，並其與新約的關係（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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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的解釋有一個問題：財物被搶奪是從以色列和猶大中間被搶走，但被分散是被分散給下一

節來攻擊耶路撒冷的列國，還是分散給耶路撒冷的猶太人？原文：「在你中間分散」的意思並沒有很

清楚，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以前從你們中間被搶奪走的財物，當那一天來到的時候，要在你們中間分

散，亦即，再回到你們中間。 

 

McCOMISKEY的英譯有處理這個問題，他把「在你中間分散」翻譯為：Will be divided in your presence.

也就是以色列人親眼看到他們的財物被外邦人刮分。新譯本譯為：人要在你中間分取你的掠物。其他

的解經書也都是認為這下半句的意思是：財物是分給了外邦人。 

 

Craigie和McComiskey同樣提出這一章和 12章彼此之間關係的問題。Craigie認為這兩章是同一事情

的不同角度描寫。McComiskey提出一個的疑問9：第 12章肯定耶路撒冷要固若金湯，怎麼到了 14章又
說，城要被攻取、民要被擄去？是不是第 14章的文字放錯位置了？。McComiskey是用但以理書 9:24-27
所說的耶路撒冷的命運和這裏的耶路撒冷命運相似，來說明位置沒有放錯。 
 

我覺得第一節可當作是這整章的一個宣言，先知宣告一個盼望：耶和華的日子快到了，這一天是

歡喜的日子，那些曾經被刧掠走的財物，要再一次的聚集（v.14）回耶路撒冷，亦即，曾經在他們中

間被搶走的財物還會回到他們中間。會這樣解釋的原因： 

1.文法上感覺比較順（根據英文文法）。 

2.使得 12-14 章的全篇聖諭可有一致勝利的氣氛。 
3.Gaebelein 的註釋10中認為v.14剛好和v.1的描述相反，v.1是列國分配搜括自耶路撒冷的財物，v.14
是耶路撒冷搜括得自列國的財物。如此正可証明這兩節是有關聯的，這關聯未必是相反。先假設第

十四章講的是同一場戰役，v.14正好可以証明v.1「在你中間分散」的是v.14所掠奪過來的，而這些

萬國軍隊離鄉背景到耶路撒冷打戰，他們所有財物應也是他們的戰利品，也符合了v.1所說的：the 
spoil taken from you. 

 

4.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路撒冷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裂，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北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5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年間的人逃避大地

震一樣。耶和華─我的神必降臨，有一切聖者同來。 

6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7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不是白晝，也不是黑夜，到了晚上才有光明。 

8那日，必有活水從耶路撒冷出來，一半往東海流，一半往西海流；冬夏都是如此。 

當耶和華親自出馬時，自然界要發生變化： 

1.橄欖山要裂為兩半，一半向北挪，一半向南挪，中間要形成一道山谷，供耶路撒冷城的人在這場大

戰中逃跑。 

2.天上的發光體將隱藏，因此大地無光。 

3.地上耶路撒冷有活水流出，各往東、西流。且是一年四季都不乾涸。 

4.有天使與他一同前來，祂的腳要站在橄欖上。 

5.這超過人類過去所經歷的。（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 

 

9. McComiskey, Thomas, E. ed., The Minor Prophets：An Exegetical and Expository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p.1227 

10. General ed. Frank E. Gaebele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p.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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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10全地，從迦巴直到耶路撒冷南方的臨門，要變為亞拉巴。耶路撒冷必仍居高位，就是從便雅憫門到

第一門之處，又到角門，並從哈楠業樓，直到王的酒醡。  

11人必住在其中，不再有咒詛。耶路撒冷人必安然居住。  

第9節是個高潮，說到耶和華在全地作王。當祂作王時，沒有任何假神存在，天上地下祂是唯一

的神及耶和華的名是唯一神的名。那時也伴隨著地理上的改變： 

1.從北邊的迦巴（在耶路撒冷北邊九公里）到南邊的臨門11（約在耶路撒冷西南56公里處）要變為平

原（和合本的「亞拉巴」到了新譯本就翻為「平原」）

2.耶路撒冷城的所在（城的東、西、南、北界各為：角門、第一門、哈楠業樓及王的酒醡、便雅憫門）

要高起。 

除了地理的改變之外，耶路撒冷城裏的人也要安然居住，不會再有殺戮或隨著罪惡來的咒詛。 

 

12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路撒冷爭戰的列國人，必是這樣：他們兩腳站立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

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爛。 

13那日，耶和華必使他們大大擾亂。他們各人彼此揪住，舉手攻擊。（新譯本：到那日，耶和華必使

他們大大慌亂，他們各人互相抓住對方的手，並舉起手來互相攻擊。） 

14猶大也必在耶路撒冷爭戰。（另譯：「猶大也加入在耶路撒冷的喧嘩」）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

是許多金銀衣服，必被收聚。（希伯來動詞asap 可指收集或挪移） 

15那臨到馬匹、騾子、駱駝、驢，和營中一切牲畜的災殃是與那災殃一般。 

    前面講到耶和華親自出馬所帶來的地貌、天象、水象、人類信仰、耶路撒冷人社會的改變。這裏

接著講神如何對待那些與耶路撒冷爭戰的萬國：用疾病12來對付耶路撒冷的敵人和他們營中一切的牲

畜。聖經這樣形容人和牲畜所受的痛苦：他們兩腳站立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

潰爛。他們外部有天災攻擊，內部神使他們自相殘殺。猶太人自己也要起來為耶路撒冷爭戰13，並且

把敵軍營中所有的財物都擄掠過來。 

 

16.所有來攻擊耶路撒冷列國中剩下的人，必年年上來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17地上萬族中，凡不上耶路撒冷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降在他們的地上。 

18埃及族若不上來，雨也不降在他們的地上；凡不上來守住棚節的列國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攻擊他

們。 

19這就是埃及的刑罰和那不上來守住棚節之列國的刑罰。 

這裏把世界的人分成幾個集合： 

1.「來攻擊耶路撒冷列國中剩下的人」，這一種人又是年年來耶路撒敬拜大君王，並守住棚節的人。

其他的人又分為二種： 

2.「不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人」（「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是神全備的尊稱）和「不守住

棚節的人」，這二個名詞是說明同一件事，敬拜大君王就是守住棚節，不敬拜大君王就是不守住棚

節。 

3.「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人」和「守住棚節的人」。 

 

                                           

11.唐佑之，pp..309-310 
12.TWOT1294b：擊打、鼠疫 
13.Gaebelein, p.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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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世界上不需要在分不同民族了，因為只有二類人了：一是敬拜、尊崇耶和華、遵守住

棚節的人、另一是不敬拜耶和華、不守住棚節的人。而那些曾經來攻擊耶路撒冷，沒有在戰爭中死亡

而存活下來的人，也許他們因見過耶和華的大能，均懾服於大君王，所以他們「必年年上來敬拜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凡不敬拜大君王的、不守住棚節的地和人，必要承受無雨降臨、

無水可用、乾旱的刑罰。這裏因埃及法老在歷史上曾攔阻神旨意的運行，所以以她作為扺擋上帝的這

類人的代表。用沒有雨來刑罰，除了水對人類的重要性不言可喻之外，「雨」也象徵了屬靈的祝福。

（何六 3） 

 

以上是照字面來看，但Klein14認為這裏並不能照字面來看，這整段是要表達一個思想，就是到那

時，在神的國中，已經沒有「不敬拜神的人」容身之地了。而這章的最後二節也是用正面的筆法來表

達同一個思想。 
 

20當那日，馬的鈴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句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祭壇前的碗一樣。 

21凡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都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獻祭的都必來取這鍋，煮肉在其中。當那日，

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不再有迦南人。 

這二節有交叉型結構15： 
A當那日 
   B馬的鈴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句話 
     C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祭壇前的碗一樣 
        D凡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都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 

C’ 凡獻祭的都必來取這鍋，煮肉在其中 
B’ 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不再有迦南人 

A’ 當那日 

在那日，以下的範圍都要「歸耶和華為聖」16： 

1. B「馬的鈴鐺」：表公共領域 

2. C「耶和華殿內的鍋」：表宗教領域 

3. D「凡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表私人生活領域 

4. C’「凡獻祭的肉」 
5. B’ 整個聖殿： 

 
「歸耶和華為聖」原本是繫在大祭司頭冠上的金牌上面的刻字（出28:36），表明大祭司的身份和

對大祭司身份的聖潔要求。如今「馬的鈴鐺」上亦有這刻字，表示就連一般生活上的交通工具都已分

別為聖，達到神聖潔的要求。以獻祭的標準的看，馬為不潔的動物，如今不潔的動物也被神視為聖潔

了12。馬為不潔另一原因為，常為戰場所用，易沾染屍體，因此為不潔17。 

 

「祭壇前的碗（TWOT585a）」是用來盛獻祭用牲畜的血，具有重大意義，是最為潔淨的。如今聖

殿內煮肉的鍋也要像它一樣潔淨。所有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子都要歸耶和華為聖，都要達到耶和華聖

潔的要求。 

 

                                           

14. Klein, p.413 
15. Merrill, p.365 
16.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ontary, p.697 
17. 唐佑之，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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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鈴鐺」、「耶和華殿內的鍋」、所有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呈現出由外往內的層次，馬是在路

上跑的，耶和華殿內的鍋是在聖殿用的，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是每戶人家家裏煮飯用的，這表示由外

向內、由公領域往私領域、由人前人看得到的地方到人後人看不到的時候，每個人的生活都能滿足神

聖潔的要求。這讓我想到以西結被神的靈提到以色列的七十個長老家內，看見他們在私下行可憎的惡

事（結八7-12），這是一般外人看不到。但如今耶路撒冷、猶大全地的人最算是外人看不到的私生活領

域都是聖潔無瑕的。 

 
最後這一個高潮有很多解法： 
唐、包：迦南人或稱為貿易商人，只求財利的商人，「神的殿中不再有迦南人」是說，聖殿中不再

有作買賣的人、不再受賺錢的事的污穢，那裏是完全的聖潔。Craigie也是說：「聖殿將不再因商人尋

求從朝聖者身上謀利而受到褻瀆；她將要完全扮演作為敬拜之地的角色。」 
 
 

 
 
而McComisey、Gaebelein、Jamieson、Keil均表示採用商人的翻譯不妥，因上下文不合。為迦南

人的翻譯較適合上下文，迦南人代表道德上或屬靈上不潔淨的人，任何沒有被神揀選的人

（Gaebelein）。迦南人代表滿身是罪，活在咒詛之下的人（Keil）。但那日必沒有迦南人是代表，沒有
人不合格當上帝的子民，所有人都是受歡迎，都是屬於神的子民，沒有人是不受神歡迎的。（Merrill）
McComisey認為這句話保證神國度不再受不聖潔的威脅，且強調神對新耶路撒冷的統治。Keil（p. 415）
認為外邦人本來就不能進聖殿，所以，聖殿沒有外邦人是指，沒有外面是以色列人而心理像外邦人一

樣不聖潔的以色列人。 
 
照猶太人的角度來看，真的很容易就把這句話認為是，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會被滅絕，不再

有外邦人引誘他們犯罪的問題。但因為現在已經進入新約，相對於真以色列人的外邦人應是指沒有重

生得救的人，若那日神的殿中沒有沒有重生得救的人，那應是全地都是信主的人了。 
 
三、和新約的關係 

（一）第十四章有些經文的描述和新約某些經文很像： 
1.v.4「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路撒冷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 
徒 1:11「加利利人哪，你們為什麼站著望天呢﹖這離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見他怎樣往天上

去，他還要怎樣來。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離耶路撒冷不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路程。

當下，門徒從那裡回耶路撒冷去」 
2. v.6「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馬太 24: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了，月亮也不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落，天勢都

要震動」 
3.v.7a「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 
馬太 24:36「那日子，那時辰，沒有人知道，連天上的使者也不知道，子也不知道，惟獨父知道」 
徒 1:7「耶穌對他們說：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不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4.v.8a「那日，必有活水從耶路撒冷出來。」 
啟 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亮如水晶，從神和羔羊的寶座流出來」 

5. v21「凡耶路撒冷和猶大的鍋都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獻祭的都必來取這鍋，煮肉在其中。當那

日，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不再有迦南人」 

  啟 21:27「凡不潔淨的，並那行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不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

才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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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errill的觀點 
Merrill認為主在馬太 24章橄欖山上的講論就是使徒約翰在啟 19章所見的，也是對本章的進一

步更多細節的描述。亦即，先知撒迦利亞遙見末世的種種情形，模糊不清，只有大輪廓，但到了新約

就啟示更多細節。 
 
第 2節描述耶城被萬國的軍隊蹂躪，然後主才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就像馬太 24章說在主再來之

前，必有打仗的事。因著這個架構，vv.16-19就是真實會發生的，因基督再來時帶著審判的權柄，凡

不敬拜耶和華的神就用不下雨來審判他。 
 

Merrill認為第 9節不可能是新天新地，因為 vv..13-15顯示還有叛亂存在。 
 
另外Merrill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先知以西結、撒迦利亞、使徒約翰都看見有水從殿、從耶城、

從寶座流出，但他仍然認為以西結和撒迦利亞所見為千禧年的事情。  
 
若是照舊約的先知所見是大輪廓的想法，會不會 v.9和 v.20-21是不同的兩個時代？ 
 
（三）McComisey的觀點 
McComisey直把vv..6-9-比做啟示錄 21 章的新天新地，vv..10-11 就是新耶路撒冷，vv..20-21 就是最

後國度的完成。 

 

vv.6-7 的沒有光和啟21:23「那城內又不用日月光照」、22:5「不再有黑夜，也不再用燈光日光」

一樣。 

 
無論是對比千禧年或是新天新地都只能有部分吻合，部分無法解釋。 
 

四、結論 

先知撒迦利亞於主前六世紀得主啟示，遙見有關世界的未來，在 12-14章這一篇聖喻中，有些已
經於主耶穌第一次再來時實現18，至於第十四章的勝利、全地敬拜耶和華並全然的聖潔是主的第二次

再來或是新天新地，亦或是這二者都涵蓋在內的一幅大圖像，需要更多研究。 
 
無論如何，我們要記得，得勝之前必有爭戰，必有災難，但祂仍為王，掌管一切，並於他的時候，

搭救我們。 
 
 
 

 
 
 
 
 
 
 

18. 亞 12:10、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