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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歷史書復興模式的初探        神召神學院劉慈梧牧師 

真正的復興--需要付上代價，今天在台灣有一些基督徒，只想要撿現成的復興，卻不願意

為真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復興付上代價，也不願意為辛苦培植他們的教會付上忠心到底的代

價。有一些錯誤的想法進入他們的心中--那就是以為不用付上背十字架的代價，仍然可以坦然

無懼、歡歡樂樂的進天國！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路 9:23）教會若要復興，絕對不可能越過基督的十字架而有復興！ 

復興的假像 

今天大家關心復興、談論復興，有一部份的答案（或者說大部份人的想法）是： 

 我希望我的教會人數增長：就是用人數來衡量復興的溫度計，但是有可能它只有刻

度卻沒有溫度！就算人數增加也不一定是復興。 

 我們也希望看見教堂數量增加：可以更多的拓荒、植堂和宣教，但這也可能只為滿

足教會團體的虛榮和輸人不輸陣的想法，就算堂數增加也不一定是復興。 

那些想要透過工作方法、小組方法、管理方法帶來的復興，不是真正的復興，因為復興

不是建立在方法上！（似乎小組已成為教會復興的萬靈丹）今天復興的定義似乎不再聽到：

好好的認罪悔改，然後專一的尋求上帝的面，如聖經上所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

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代下 7:14-15），「人」才是復興的要素，不是方

法！舊約學者華德凱瑟認為歷代志下 7:14-15 是研究聖經中「復興」的中心1，這一段經文也

提出了復興的四個條件：「自卑」、「尋求我的面」、「禱告」、「轉離他們的惡行」。華德凱瑟也

認為整個歷代志下所記載的復興也是以這四個條件做為主軸：2 

命      令 歷 代 志 下 國       王 

「自卑」： 十一～十二 羅波安 

「尋求我的面」： 十四～十六 亞  撒 

「禱告」： 十七～二十 約沙法 

「轉離他們的惡行」： 廿九～卅二 希西家 

「自卑」： 卅四～卅五 約西亞 

我們知道或許一場詩歌佈道會可以吸引大批的人潮，可以帶來情緒的亢奮，可以帶來熱

烈的鼓掌，但可能這只是復興的假像！十八世紀經歷過大復興的佈道家愛德華滋（Ｊｏｎａｔｈａ

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在宗教情操真偽辯這本書內提出幾種復興的假像，比方他說：擁有強烈的情感

                                                 
1 華德凱瑟著，《哭求復興》，p.5 
2 同上，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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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就是復興的現象、身體有激烈的現象，也不能證明他是屬靈或非屬靈的、熱愛談論信仰

事情的人，也不能證明他是屬靈或非屬靈的人、他也認為：如果一個教會有許多的崇拜、聚

會、禁食、節期活動，也不能證明是屬靈或非屬靈的教會，3因為以賽亞和以西結時代的猶太

人他們也很熱心於宗教活動，但是他們的心卻是不與神同在，所以神憎惡他們的聚會也不聽

他們的禱告（賽 1:11-15），因此在我們探討舊約歷史書中復興模式的時候，我個人要用一個比

較謹慎的角度來思想這些所謂的復興，它的果效如何、它的後續發展如何、復興的環境如何

醞釀、復興的關鍵人物是誰、復興發生的引爆點等項目來探討幾個復興的模式。 

我們無法用人工的方法來幫助復興的來到！我們只能用非常無助的心情，來尋求我們的

神！因為我們的無助、我們對教會事奉的無力感，迫使我們不得不來到上帝的面前，尋求祂

的幫助！這也是上帝往往使用的方法！4使我們走投無路時，教會的復興才有可能來臨。若我

們認為自己還有方法、還有才能，復興是絕對不可能來到的，因為上帝說了一句我們都很熟

悉的話「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馬丁路德認為：人都有律法主義的傾向！5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善功來買贖上帝豐富的恩

典，這善功包括透過禁食禱告、金錢奉獻、教堂建築或行許多善事來獲取上帝的憐憫。我個

人認為在尋求復興的同時，我們也有可能落入同樣的試探當中，以為用自己的努力可以為自

己帶來復興。 

復興的土壤—復興前的環境醞釀 

因此復興往往是透過苦難（這包含天災人禍）而來臨的，從新舊約聖經我們可以這樣看

見，在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的復興，常是因為國家遭遇困難了、有外患了、有滅族的危險了，

他們才轉而更積極的尋求神，例如在約沙法時代因為有摩押和亞蘭的聯軍，結果帶來了信仰

的復興，在猶大各處都有人出來尋求上帝（志下廿），在希西家時代，也是如此，因為希西家

看見他們的國家在他父親亞哈斯統治下，崇拜偶像，已經惹起上帝的憤怒，再不悔改的話國

家就要滅亡啦！等他即位當王的時候，帶來一次宗教上的復興（志下廿九），重開耶和華聖殿

的門、並恢復祭祀。 

如果我們再往後看，被擄歸回後以斯拉和尼希米時代的復興也是在苦難中出來的，他們

一同站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早到晚讀上帝的律法書並哭泣悔改！新約時代的復興，也是在

苦難中出現的，教會是在苦難、逼迫和死亡的威脅下被建立起來的！ 

                                                 
3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著，《宗教情操真偽辯》，台北：改革宗出版社， 
4 哈列斯比認為禱告有兩個重要的態度：無助與信心，參其著作，《禱告》，p.13. 
5 參《路德選集：上冊》，有關論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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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復興的根是建立在苦難的土壤裡，透過禱告和悔改的淚水加以不斷的澆灌，像農

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這樣復興一定會來臨！「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

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賽 32:15） 

台灣其實也在苦難中！是一種富裕中的苦難、一種心靈折磨的苦難、也是一場人最容易

忽略的苦難，我們的社會失業率高漲、自殺率也屢創新高，我們的心靈活在極端的痛苦裡面，

每一天當我打開新聞報紙或電視媒體的時候，我們都看到充滿苦難的新聞，我們實在需要為

這塊土地哭泣悔改，就像復興為何遲延，那位作者所言：「教會首先需要悔改，然後世界才能

粉碎自己！教會必須先哭泣，聖壇前面才會滿了含淚的悔改者。」6 

 

 

復興的個案研究 

以下將探討幾個代表性的復興模式其來源、發展和結果，以作為今日教會的一面鏡子： 

復興時代的 

代表人物 
經文 

復興前的環境 

如何醞釀 

復興的關鍵 

人物、特質 

復興發生的 

引爆點 

復興帶來的果

效 

後續的發展 

如何 

1.撒母耳 

王國前期 

BC.1105 

撒
上
七1

-1
3

 

遠因：約書亞死後以色列

經過了約 270 年的士師

時期，這是一段屬靈的黑

暗時期，「那時以色列中

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 17:6） 

近因：士師以利「知道兒

子作孽，自招咒詛，卻不

禁止他們。」（撒上 3:13）

最後與非利士人爭戰，連

約櫃都被搶去。人民崇拜

迦南假神巴力和亞斯他

錄。 

神的動工：「約櫃在基列

耶琳許久。過了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

華。」（撒上 7:2） 

關鍵人物： 

撒母耳 

身分： 

他身兼了祭

司、先知和士

師三種職分。 

屬靈生命： 

他是一個禱

告的人，上帝

也應允他的

禱告。 

米斯巴大會： 

以色列人飽受非

利士人的壓制。撒

母耳呼籲國人悔

改，歸向耶和華，

除掉一切外邦的

神和偶像。 

百姓徹底悔改： 

在米斯巴召開的

宗教集會，透過禁

食禱告、獻祭認罪

等，帶來了屬靈的

大復興，同時也帶

來了軍事上的勝

利。 

戰勝非利士： 

非利士人得悉

以色列民集會

於米斯巴，於是

上來攻擊以色

列人，企圖先發

制人，但耶和華

施行拯救，大發

雷聲，使非利士

人膽跳心驚，結

果大敗在以色

列人手下；以色

列人更乘勝追

擊，奪回大片失

地。 

持續時間： 

這時期至少有

40-50 年。7 

華德凱瑟認為

撒母耳的代禱

使這復興有持

久的影響力。8 

在撒母耳當士

師的時候，每年

他巡行各處審

判百姓，且不斷

為以色列民禱

告（撒上 7:8,16-

17）。 

壓制敵人： 

「耶和華的手

攻 擊 非 利 士

人。」（撒上

7:13）   

                                                 
6 參雷歐納著，《復興為何遲延》，p.100. 
7 參更新傳道會出版，《聖經研讀本》，p.468，有關撒母耳、掃羅、大衛的年代順序。 
8 參華德凱瑟著，《哭求復興》，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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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  撒 

（南國） 

BC.910-869 

歷
代
志
下 

十
四
～
十
六 

宗教環境： 

亞撒登基，國內雖安定繁

榮，但仍與北國長期處於

戰爭狀態，國勢並沒有完

全穩定下來。另外迦南地

方崇拜又再死灰復燃，甚

至連太后亦敬奉偶像。 

改革期間： 

亞撒的改革運動歷時了

15 年復興才來到。 

關鍵人物： 

國王亞撒 

先知亞撒利

雅 

關鍵特色： 

他們不斷尋

求耶和華（代

下十五 2-4） 

復興的講道： 

先知亞撒利雅的

勸勉（代下十五 1-

7），使亞撒的改革

運動達到顛峰（代

下十五 8-10）並召

開耶路撒冷奮興

聚會。 

耶路撒冷大會：

百姓獻祭、重新

與神立約、敬

拜、尋求耶和華 

除偶像： 

亞撒貶了崇拜

偶像太后的位，

這場復興是全

國性的。 

復興的時間： 

大約有 20 年，

從亞撒 15 年到

35 年。 

復興的範圍： 

這場復興影響

到了北國，有許

多以色列人歸

降亞撒。 

復興的衰微： 

亞撒 36 年以

後，因亞撒求助

亞蘭王，致使復

興的工作受挫。 

復興時代的 

代表人物 
經文 

復興前的環境 

如何醞釀 

復興的關鍵 

人物、特質 

復興發生的 

引爆點 

復興帶來的果

效 

後續的發展 

如何 

3.以利亞 

（北國） 

BC.875-848 

列
王
上
十
八 

遠因： 

北國以色列十九個王中，

幾乎沒有一個是善的，在

宗教信仰上偶像崇拜非

常厲害。祭司、利未人離

開北國投奔南國猶大。 

近因： 

在亞哈王統治期間，罪和

邪惡在以色列日益嚴重；

敬拜巴力的勢力日增，以

致帶來三年的大乾旱。 

 

關鍵人物： 

以利亞 

身分： 

先知 

屬靈生命： 

1.他是一位

復興家和改

革者，尋求恢

復神的約。 

2.以利亞向

神和神的約

忠貞不二。 

迦密山的禱告： 

以利亞向巴力先

知挑戰和他禱告

的目的，是為了顯

示神對其子民的

恩典，藉此使眾人

的心回轉歸向耶

和華(37 節)。 

迦密山的火祭： 

耶和華降下火來

燒盡燔祭，證明以

利亞是神的先知，

和耶和華才是以

色列的真神。 

百姓承認： 

「 耶 和 華 是

神！耶和華是

神！」（王上

18:39） 

果效： 

復興的果效似

乎有限，因為以

利亞曾為此灰

心失望（王上十

九）。 

隱藏的餘民： 

以利亞的事奉

不只幫助百姓

的心回轉或許

也帶來更多的

先知門徒。這些

人必然也包含

在未曾與巴力

親嘴的七千人。 

接棒人： 

以利亞的復興

工作，由以利沙

繼續拓展。 

4.約沙法 

（南國） 

BC.872-848 

歷
代
志
下 

十
七
～
二
十 

遠因： 

先前已有其父親亞撒的

復興運動。 

近因： 

約沙法進行屬靈的革新

（尋求神、遵守主道、除

偶像、教導百姓認識神的

律法書），為更大的復興

鋪路。 

關鍵人物： 

國王約沙法 

先知雅哈悉 

關鍵特色： 

他們不斷尋

求耶和華 

（代下 2-4） 

摩押聯軍： 

大軍壓境，猶太人

懼怕 

全國禁食禱告 

包括約沙法的禱

告（代下 20:4-12） 

復興的講道： 

先知雅哈悉的勸

勉（代下廿 14-

17），使百姓受感

動。 

敬拜讚美： 

設立歌唱的走

在軍前。 

戰勝仇敵： 

「眾人方唱歌

讚美的時候，耶

和華就派伏兵

擊殺那來攻擊

猶大人的亞捫

人、摩押人，和

西珥山人，他們

就被打敗了。」

（代下 20:22） 

復興時間： 

大約有 20 年 

復興的衰微： 

約沙法與亞哈

的結親，是復興

運動中的敗筆，

也因此約沙法

的兒子約蘭就

成為一個惡的

國王。（代下廿

一 5-7） 

復興時代的 

代表人物 
經文 

復興前的環境 

如何醞釀 

復興的關鍵 

人物、特質 

復興發生的 

引爆點 

復興帶來的果

效 

後續的發展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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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西家 

（南國） 

BC.715-686 

歷
代
志
下 

廿
九
～
卅
二 

遠因： 

猶大國勢衰微，「因為以

色列王亞哈斯在猶大放

肆，大大干犯耶和華，所

以耶和華使猶大卑微。」

（代下 28:19） 

近因： 

希西家即位元年便重開

耶和華聖殿的門並且恢

復聖殿的祭祀工作。 

另外「他廢去邱壇，毀壞

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

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

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

香。」（王下 18:4）。 

關鍵人物： 

國王希西家 

 

關鍵特色： 

1.他看重聖

殿的崇拜恢

復。 

2.他看重上

帝的律法書。 

3.他是一個

為百姓禱告

的人。（志下

卅 20） 

4.他是一忠

心持守誡命

的人。（志下

卅一 20-21） 

關鍵因素： 

神的子民如要得

著復興和更新，

有四件事絕不可

少﹕ 

1.具體認罪(6-7

節)。離開惡道轉

向神，這是復興

的基本前提，在

志下卅章 6-9 節

中，“轉向”一

詞出現了四次。 

2.潔淨神的殿

(5,18 節)。 

3.重訂聖約(10-

11 節)。 

4.贖罪祭的恢復，

宣告救贖寶血的

功效(20-24 節)。 

耶路撒冷大會： 

1.百姓獻祭認

罪悔改。 

2.百姓大有喜

樂（志下卅 23-

27）。 

3.上帝赦免他

們的罪就醫治

百姓。 

歷代志下卅一

是後續發展： 

1.猶太全國廢

棄諸偶像，甚至

擴及北國的一

些地區。 

2.恢復聖殿的

祭祀制度。 

3.恢復十分之

一的奉獻，以供

祭司、利未人。 

復興時間： 

大約有 29 年 

復興的衰微： 

瑪拿西即位後

復興運動因著

異端信仰而告

終止。（志下卅

三 9） 

 總結以上各復興歷史的了解，我們將它歸納成一個復興的生命週期曲線圖，做一個整體

性的說明： 
復興的生命週期曲線圖- Revival life cycle 

 

 

 

 

 

 

 

圖解說明： 

 復興影響的範圍—全國或地方性： 

1． 全國性：南國猶大的復興有可能影響到北國以色列的復興。例如亞撒和希西家的

改革就帶來了南北兩地信仰上的復興。 

2． 地方性：北國的復興比較屬於局部性和地方性的復興。例如以利亞的復興運動就

比較屬於地方性的，因為北國以色列很快又陷入崇拜巴力的信仰裡（王上廿二

51-53）。 

 復興影響的深度和時間： 

復
興
影
響
的
範
圍—

全
國
或
地
方
性

性 
南
國
：
猶
大

國 

北
方 

南
方 

復興前期 

復興後期 

復興時期 

復興持續的時間 

復興影響的深度和時間 

下一波復興 

復興引爆點 

復興循環週期：約 50 年一次 

復興衰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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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復興的深度：深度是指這場復興到底對人心有何影響？是膚淺的還是有深度的？

例如以利亞的復興工作是比較激情式的，但也很快又消退下去，但復興若要有長

久性的影響力，就非要在上帝的話語裡有紮根的功夫，例如約沙法和希西家的復

興運動就重視上帝話語的追求。（代下十七 7-9） 

2． 復興的時間：一場復興都有它生命的週期性，它持續的時間或許有的只有短短幾

年，有的可以持續好幾代。根據「榮耀進行曲—近三百年教會復興史」一書認為

復興的發生週期，大約 50 年一次9，其復興的循環模式大致是：復興的器皿興起

百姓歸向主百姓在蒙福中漸漸墮落、忘記神上帝興起苦難的環境（戰爭、

動亂、天災）百姓受不了痛苦，迫切向主認罪祈求上帝又興起另一波的復興

（包括復興的器皿）。 

3． 復興的衰微：主要原因大致上有異教崇拜的滲入（如約沙法與亞哈結親）、個人

的軟弱（如亞撒年老晚節不保，其實希西家在晚年時可能在延長壽命後，心裡驕

傲，以致得罪神，間接影響他的兒子瑪拿西的信仰，參代下卅二 25）、群體不和

協等，如南國約西亞時代的改革復興運動（代下 34-35 章），沒有深入民間，上

層雖有帶動，但百姓拜偶像的積弊已深，當約西亞王死後，改革就嘎然停止，國

勢急速走下坡。 

【結論】： 

若我們用巴刻（J.I.Packer）所認為的「復興神學」四個要素10來評估上述幾種復興的歷史，

這四種復興重點是：1.復興就是神使教會恢復生氣活力 2.復興是神將祂的忿怒轉離教會 3.復

興是神鼓勵祂子民的心 4.復興是神展示祂施恩的主權，從以上論點我們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

復興是神恩典的作為，為了使祂的百姓，重新恢復與祂正常的關係和屬靈的活力，特別是神

的選民更負有向時代宣揚神信實的使命，什麼時候當這個功能失去的時候，神便興起環境來

管教11他們回歸祂愛的懷抱，以轉離神的忿怒，這一切的發動和成就都是神在歷世歷代的恩典，

對於今日的教會也不例外。上帝仍然要尋找復興的器皿，從舊約歷史書幾個復興的故事看來，

復興器皿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他是一個禱告（代禱）的人！ 

誠如禱告的作者哈列斯比說：「代禱就是心靈的火藥，放在未信者心靈裡，也放在教會裡，

有一天上帝要親自引燃這些火藥，那時復興必然來臨！」 

                                                 
9 參克恩斯(Cairns, Earle E.)著/楊維美譯，《榮耀進行曲—近三百年教會復興史》。 
10 參巴刻著，《活在聖靈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pp.284-285. 
11 參 D.A.Carson，《認識苦難的奧秘》How long,O Lord?—reflection on suffering and evil，PP.6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