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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歷史中，有沒有連續三年的災難？若有，是否可以體驗他們

的教訓？可供借鑑的功課又是甚麼？我看了以利亞時代的三年半旱

災來反省。新約聖經將列王紀上十七、十八章的歷史，以禱告作焦點

流傳後世。的確，這兩章是以祈禱開始，以祈禱結束。雅各書用「義

人的祈禱」來總結：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亞與我們是同樣性情的

人，他懇切地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六個月沒有下雨。他又禱告，

天就降下雨來，地就有了出產。」(雅五 16b-18)。 
 

以利亞時代的大旱災(878-875, BC)，有幾個值得反省的重點： 

一，旱災與先知的祈禱相關：「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王上十七 1)。這顯示生態與靈界是息息相關，這也是上帝對所 

  羅門的禱告教育和應許(代下七 13-14)。今天我們要相信上帝是 

  全地的主！ 

二，災難為止息以色列民的不信：「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王 

  上十八 21)。旱災的元凶是亞哈王，先知說：「因為你們離棄耶和 

  華的誡命，去隨從巴力」(王上十八 18)。歷代的教會不是不信靠 

  主，而是不自覺地跟隨兩個主。我們要誠實悔改，專一愛主！ 

三，以利亞禱告蒙垂聽，眾民便宣認：「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 

  (王上十八 39)。在豐收之神巴力和天地之主耶和華之間，一定要 

  「決斷」抉擇！ 

四，以利亞的兩次禱告，都是認真、徹底和懇切的：天降大火燒祭物 

  前，他使祭壇充滿了水(用四桶，到了三次)；後又屈身跪禱七次， 

  然後天降大雨，這個祈禱使三年半旱災結束。(王上十八 30-46)。 
 

  耶穌的弟弟雅各將這段歷史的重點放在「禱告的功效」。他是使

徒時代的教會最高領袖，也是一個務實的主僕。他重視行為，甚至說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雅二 26)。禱告就是信心的行為並非空談。

禱告的功效在於「先」彼此認罪、互相代求；「凡人」也可以像以利

亞那樣祈禱(「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全球疫情已第三年了，今年春節我何不下定決心效法這種祈禱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