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弥迦书 

弥迦书的基本信息： 

▪ 内容：交替宣讲了以色列和犹大因为拜偶像和社会不公正将遭到的毁灭，以及

未来盼望的预言，后者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 

▪ 先知：弥迦，犹大先知，来自位于耶路撒冷西南约25英里处的摩利沙镇。 

▪ 先知活动时期：约坦上任（公元前740年）至希西家去世（前686年）期间的一

段时间内。 

▪ 重点：百姓背约，所以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耶和华是公义之神，是怜悯之神，

他为穷苦人辩屈，并要求他的百姓也如此行；审判之后，神要借着应许的大卫

式的君王复兴耶路撒冷； 耶和华是列国的神。 

 
 

《弥迦书》概要 

         弥迦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六卷书，它精心独到地汇编了弥迦在一段显然较长的

时间内宣讲的预言（1:6-7清楚表明是在公元前722年撒玛利亚沦陷之前，而1:10-16

可以看到西拿基立大军前进的痕迹，这事发生在公元前701年；见王下18:13-19:37；

赛：36-37章）。其独到之处在于预言的编排（并不一定按照时间的顺序），审判和

盼望的预言交替出现（大致可分为：弥1-2；3-5；6-7，以呼唤他们“要听”来划

分）。 

        1章2节-2章11节的预言主要宣告了神对撒玛利亚和（尤其是）耶路撒冷（以首

都代表南北两国）的审判；以未来要得到复兴的简短应许结束（2:12-13)。第二部分

以三个毁灭的预言引入（3:1-4,5-8,9-12)，以一个较长的关于盼望的预言集（4:1-

5:15)结束，这部分预言以应许的大卫式（弥赛亚式）君王为中心。第三部分威胁

（6:1-16）和盼望（7:8-20)之间分布得更为平衡，借弥迦为以色列衰落所发的哀歌

（7:1-7）结合在一起。 

 

阅读弥迦书的具体建议 



        要想很好地理解弥迦书，了解四个方面的内容至关重要。首先，这卷书本身的编

排不仅为理解其文本信息提供了帮助，而且也说明了弥迦个人的一些神学关注，是申

命记 28-30 章的真实写照。以色列背约，神必须审判（咒诅）他们。同时，耶和华盼

望祝福自己的百姓，因为他们属于他，而且他的性情也是怜悯、仁慈、饶恕（弥 7:18-

20)。与何西阿书一样，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这卷书的核心。可以说，这种双重的现实

让弥迦本人也感到心碎，然而这种双重的现实也使他的心能得安慰。这卷书的最后虽

然突显了这种张力，但是却以未来的盼望这个光明的基调结束。 

        第二，如以色列的大部分先知书一样，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对理解其中的预言有

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弥迦在公元前 8 世纪的先知中排在第四位。比何西阿和阿摩司晚

一代人，比以赛亚稍年轻，与以赛亚为同时代人。这时，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雅统治

时期的太平日子已经过去，随着何西阿、阿摩司和以赛亚所咒诅的偶像崇拜和社会不

公四处泛滥，已经埋下了一切朽坏及全然毁灭的种子。同时，亚述开始重新在近东世

界的强权地位立足，在国际舞台上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在弥迦书中亚述显

得很突出，但是她的角色却很矛盾：虽然神借她审判撒玛利亚（1:6-7,10-16)，但是

她在攻打犹大时遭到了失败(5:5-6)，并最终将经历神的审判（5:15；7:10)。同时，这

卷书和以赛亚书一样，也预示了巴比伦的兴起（4:10）。 

        第三，要特别注意审判犹大的原因。和以赛亚书与阿摩司书一样，审判犹大有两

个原因，即拜偶像和社会不公。对弥迦书而言，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应许之地作为产业

的角色，在这里分两个方面：（1) 百姓被从这片土地上赶了出去，是因对耶和华不忠

心遭到咒诅的一 部分；(2)百姓对耶和华不忠心，因为首领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夺去了穷

苦人传统上继承的田产。 

        第四，弥迦特别严肃地（弥 4:1-4；7:11-13)提到了以色列按照应许要祝福列国

的角色（创 12:3)。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创 7:20；也是这卷书最后的一句话），

也是弥赛亚式君王最根本的使命，他将是神的代表，作列国的平安。因此，要注意，

4-5 章用弥赛亚的措辞表达了对将来的盼望，这是这卷书编排的核心。从而，关于盼

望的第一个预言和第二个预言特别以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式君王为中心，马太福音对弥

赛亚为列国利益代表（太 28:19-20）的角色尤为关注，这卷福音书的 2 章 6 节就引用

了弥迦书 5 章 2 节的内容。 



        最后，还应注意弥迦书 3 章 12 节的预言 100 年后为一些长老引 用，来反对想要

置耶利米于死地的约雅敬王（耶 26:17-19)，这一段内容也暗示着弥迦的讲道也是希

西家改革的部分原因（王下 18:1- 8)。 

 

       总结：弥迦书是一卷非凡的先知书，表现了圣经故事在旧约及其预表新约中的各

个要点，应许了弥赛亚的到来和神百姓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