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修小品: 馬匹                                                                     羅老師 
 
早上靈修閱讀神的話語時, 碰到有關 “馬匹” 的記錄, 引發興趣. 看了一些資料, 組
織成文分享. 
 
聖經第一次提及馬, 是在創 47:17. 廝時也, 是在埃及地荒年之際, 首相約瑟提議埃
及人民可以用物易糧, 除了牛, 羊, 驢等我們較為熟悉的牲口之外, 還有馬匹. 似乎
顯示埃及人很早已掌握養馬, 馴馬, 用馬等技術了.  
及至不久後, 雅各臨終前為 12個孩子祝福, 輪到但的時候, 卻也提及馬. 他說: 但
必作道上的蛇, 路中的虺, 咬傷馬蹄, 使騎馬的墜落於後. (創 49:17) 雅各是否生活
在埃及前後 17年 (創 47:28), 耳濡目染, 認識到當地情況而衍生出來涉及有關馬
的 “祝福”? 
 
聖經沒有資料顯示馬匹是被歸在潔淨或不潔淨動物之列, 但整體而言, 對 ”馬” 的
觀念都較負面; 當然, 較正面 (或說較中性) 提及馬的, 包括: 
1. 馬的力大 (伯 39:19, 詩 33:17; 147:10) 難怪前人提及動力或計算功率時運用的 
    單位是 ”馬力” (英文直譯: horsepower).  
2. 以賽亞先知也曾指出當時務農社會, 也有人利用馬來協助 (賽 28:28), 鮮見. 
 
聖經提及馬匹的資料, 負面方面則較多, 而且多跟打仗, 戰事有關. 
1. 馬為打仗之用 (箴 21:31). 以色列族/國以外的其他民族/國家, 都有組成馬兵隊 
    伍作戰. 有些更被提及有戰車/鐵車等, 估計都不會是用燃油, 太陽能等作動力,    
    而是用馬來拉動的馬車. 既是作戰工具, 那相對永恆真主是和平之君, 顯得有點 
    不相容了. 
2. 耶和華透過摩西吩咐以色列王, 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為要加添他的馬匹 (申 17:16). 香港操粵語的信徒要留心, 天父不鼓勵我們 “買 
    馬” 呢! 
3. 可惜所羅門王沒有停止從埃及進口馬匹, 除了儲備和增添自己的作戰能力之 
    外, 也從經濟商業的角度, 轉手倒賣, 再賺一筆 (王上 10: 26-29, 代下 1:16-17) 
4. 先知以賽亞親身經歷以色列的敗亡, 他指責那些在上位者, 以為可以倚靠人強 
    馬壯的埃及, 迷信他們可以伸出援手, 而沒有倚靠耶和華. 先知指出馬也只不過 
    是血肉而已 (賽 31:1) 
 
聖經中還有幾處有關的經文記載, 值得我們留意 
1. 當日約書亞接過師傅摩西的棒, 帶領 200萬以色列人進入天父應許的迦南地時,  



    遇到夏瑣王耶賓為首的軍事同盟, 企圖要消滅這些外來人口. 他們聲勢浩大, 人 
    強馬壯 (書 11:4-5). 可耶和華卻直接提醒約書亞作戰之方, 就是砍斷馬的蹄筋  
    (書 11:6). 結果如何, 不用言諭. 沒想到 200多年之後, 大衛王跟瑣巴王作戰時,  
    也學了這一招式, 大勝而回 (代上 18:3-4). 1 
2. 先知以利亞是聖經記載中, 是一位沒有嚐過死味的人物. 耶和華神直接差派火 
    車火馬前來把他接走 (王下 2:11). 當時他的首席大弟子以利沙親眼目睹這特 
    殊的一幕. 日後當亞蘭王前來跟以色列人爭戰時, 以利沙也再一次看到從神而 
    來的火車火馬, 滿山都是 (王下 6:17). 究竟以利沙分別兩次看到神差來的火馬,  
    是否同一批為神服侍的部隊? 
3. 先知撒迦利亞預言他日施行拯救公義的王進入耶路撒冷時, 不會像外族騎著駿 
    馬而來, 反而是將會謙謙和和的騎著驢駒進來. 這個預言終於在 550年之後出 
    現 (亞 9:9, 太 21:1-11) 
4. 世界末日耶穌再來, 之前必出現大災難. 2 馬匹的出現顯示他也是永恆真神手 
    中的服侍器皿, 包括白馬, 紅馬, 黑馬, 灰馬 (啟 6:2, 4, 5, 8, 19:11). 這樣的描 
    述, 早在耶穌之前 500年, 先知撒迦利亞預言過 (亞 6:1-8) 
5. 兩千年前當耶穌第一次以人的形象降生人間, 聖經記錄了嬰兒耶穌被放臥在客 
    店的馬糟中, 且成為牧羊人尋見的記號 (路 2:7, 12, 16). 但按理解, 在羅馬政權 
    統治下的猶太社會, 基本上是沒有馬的 (更嚴重一點說, 是不容許百姓私下飼養 
    馬匹的). 所以在翻譯上什具爭議. 若簡單把 “馬糟” 翻譯作 “糟”, 那就不會產生 
    誤導, 把馬也拉進來了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 真神期待每一位屬他的兒女都能赤膽忠肝, 一生倚靠他而不
是其他財力物力權力, 所以有這樣的教導: 
1.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題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詩 20:7) 
2.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 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詩 33:17) 
 
我有 3次騎馬經驗, 都是在宣教工場中出現. 第一次是在菲國. 剛結婚, 迎來新同
工 (我的愛妻). 假期中我們來到南部一個開放給遊客觀望的火山區 Taal 
Volcano, 人生第一次在馬背上遠觀火山湖中的火山口. 第二次是 C國西南部. 家
兄家嫂前來探望我們的時候, 我們順道跟他們旅遊一下. 期間我們兄弟妯娌都坐
上馬背, 觀山望海. 第三次同在 C國, 那是西北地區, 女兒前來探望我們時一家三
口齊到那區考察, 也順道騎馬上山遠觀環境.   

 
1 記憶所及, 先父在教導我背誦 “滿江紅” 一辭時, 講述中國歷史故事提到, 南宋岳飛大破金人女真強勁的拐子 
  馬陣勢, 也是砍馬足, 使之倒下, 戰車功力驟然報廢, 且帶來骨牌效應. 是民間傳奇? 是史料記錄? 各自考證 
2 有關大災難的出現情況, 可參考太 24 



不過, 回顧在 K國宣教, 當地人民被稱為 “馬背上的民族”, 卻也沒有機會經驗當
地人的馬族文化. 憾事! 目前我的宣教地點是在 EU城北, 屬市郊, 附近有不少馬
場. 看日後可有機會再登馬背. 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