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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研經小組 2021 

與馬同跑：耶利米書選讀 

 
 
01耶利米書鳥瞰，耶利米生平速讀 

 
   「耶和華說：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平安之地，雖然安
穩，在約但河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耶十二 5 

 
 
耶利米書 

舊約的先知書。依照中文聖經的編排，列在第二卷。 

 
 
耶利米 

 來自亞拿突的先知 

 出生於祭司家庭 

 耶利米生於祭司家庭，約西亞王第十三年（主前 627年）蒙召，以後在猶大歷史中最黯淡

的時期，克盡他先知的職分凡 40年。 

 他感情豐富而又多愁善感，通常被稱作「流淚的先知」（參 9:1，13:17），他奉差遣傳神

審判的信息，一再忍受反對、鞭打、監禁等逼迫，面對百姓的罪惡與神將臨的懲罰，他內

心的痛苦與衝突達到極點，但他仍忠心地傳講與國家政策相違的信息，甚至必須與政治、

宗教領袖敵對，在那個周圍有各樣攻擊的環境中，神讓耶利米單獨憑著信心繼續傳道。 

 當巴比倫大軍攻陷耶路撒冷時，先知懷著一顆破碎的心眼睜睜地看著他的預言應驗。 

 在國家淪亡，百姓被擄後，先知獲釋，並受巴比倫王優待，任他選擇前往巴比倫或留在耶

京，他選了後者，但不久又被強迫逃往埃及，在埃及傳道一段時間後，據說終於殉道了。 

 在約書亞攻佔應許地之前，亞拿突已是迦南人的一個村落。亞拿突之名，可能來自女神亞

拿。當地人對亞拿神的膜拜十分盛行，這神專掌性愛和戰爭。從發掘出來無數的偶像，都

證明了膜拜這女神的人，行為是何等墮落。 

 
 
寫作地點和收信人 

耶利米在亞拿突開始事奉後不久，遷到耶路撒冷。他一直住在那裏，直到主前 584 年，跟那

些不順服的難民流浪到埃及為止。約雅斤被擄（主前 597）之前，猶大的君王和人民是他信息

的對象。後來信息的對象除了原來的人外，又加上了被擄到巴比倫的人（二十九章）。遷居

埃及後，當地的猶大人也是他傳講信息的對象 。 

 
 
寫作背景 

耶利米書以猶大末年為背景。當時，猶大在瑪拿西的影響下，拜偶崇邪，作惡多端，神的忿

怒總不止息。雖然在約西亞第十八年間，朝廷從事大刀闊斧的宗教改革（參王下 22-23章），

可惜後來流於表面的革新，未能深入民間實際的崇拜生活中，百姓並沒有真正悔改歸向神，

反而迷信聖殿聖城，認為那是民族安全最大的保障（參 7 章），整個國家墮入虛假的安全感

中，從先知到祭司一味作假。 

 
外交方面，先知蒙召時，猶大還臣服於漸趨衰微的亞述帝國，主前 612 年亞述首都尼尼微被

巴比倫、瑪代攻陷，609年埃及法老尼哥率軍北上援亞述，猶大王約西亞出兵攔阻，不幸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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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王下 23:29）。其子約哈斯繼位，作王僅三個月就被尼哥帶到埃及，由尼哥另立約哈斯的

兄弟約雅敬為王，從此猶大成為埃及的附庸。主前 605年埃及在迦基米施之役慘敗（參 46章

註）後，巴比倫勢力進入巴勒斯坦，曾擄去猶大宗室貴冑，如但以理等（參王下 24:1；代下

36:6；但 1:1），於是猶大轉為巴比倫的附庸，惟不久約雅敬又傾向埃及，結果巴比倫聯軍圍

攻耶路撒冷，約雅敬之子約雅斤被擄，巴比倫王立西底家為猶大王。西底家生性懦弱，又乞

援埃及，導致巴比倫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西底家也被擄到巴比倫，猶大遂亡。巴比倫所立

的省長基大利旋即被刺，猶大餘民逃至埃及（參 44章）。 

 
 
主題特色 

耶利米的信息帶著悲觀與盼望，又存著對審判與復興的矛盾憧憬。雖然他一再對悖逆的百姓

絕望，卻對神有信心，他相信神的管教具有醫治的能力，他透視了苦難背後的恩典、審判後

面的救贖。在國亡家破的痛苦中，他必須起來解釋神學上的問題，即耶和華為何離棄祂的百

姓，使百姓的信心得以存留，能以面對慘劇。先知再次堅定神與大衛之約那不變的應許，並

且強調神的管教，苦難不是結束，以色列與猶大在神手中是有盼望的，拆毀為要帶來積極的

建立（參 1:10，18:7-10，31:28），打傷為醫治，被擄還要歸回，以色列回轉後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後就「拍腿歎息」（31:19）。 

 
本書內容並未按年代的順序編排，以致研讀時稍有混亂的感覺。先知對民族深邃的情感與對

使命的執著態度，每每予人屬靈的感染力。30-32章論及復興的「安慰之書」尤可與以賽亞書

40-55章爭輝。 

 
 
寫作目的 

 神委任耶利米時，道出了祂的目的：「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耶一 10）。 

 被神立在列邦列國之上的耶利米，要藉著對道德和屬靈罪惡的譴責，摧毀當時的宗教和社

會結構。 

 耶利米責備道德和宗教的惡行，呼籲人民順服神藉巴比倫所降的懲罰，以及宣告順服會帶

來祝福，都是前後一致的信息。 

 此外，耶利米書的目的，也包括了預見遙遠的未來，當新約取代舊約（三十一 31-37），

應許那些得著改變的人，不再犯罪，而是順服神，他們將可得著神所應許的千禧年。 

 
 
內容提要 

細讀耶利米書，便能看出內容的分段： 

一、序言（第一章） 

 二、從神而來對猶大人的譴責（二至二十五章） 

  三、歷史──圍城前耶利米的表徵和苦難（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四、安慰之書（三十至三十三章） 

  五、歷史──圍城後耶利米的表徵和苦難（三十四至四十五章） 

 六、從神而來對外邦的譴責（四十六至五十一章） 

七、結語（第五十二章） 

 
I. 先知蒙召（1章） 

II. 神對猶大的審判（2-25章） 

 1. 以色列的罪行和刑罰（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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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錯誤的信仰（7:1-10:25） 

 3. 警告與審判（11:1-16:21） 

 4. 先知的比喻、宣講、異象（17:1-25:28） 

III. 耶利米與假先知的爭論（26-29章） 

 1. 聖殿院內的爭執（26:1-24） 

 2. 警告聯盟（27:1-22） 

 3. 先知與先知的衝突（28:1-17） 

 4. 致書被擄之民（29:1-32） 

IV. 安慰之書（30-33章） 

 1. 復興之歌（30:1-31:40） 

 2. 先知獄中購地（32:1-44） 

 3. 復興故土、堅立聖約（33:1-26） 

V. 約雅敬、西底家年間史事（34-39章） 

 1. 對西底家及百姓之宣告（34:1-22） 

 2. 利甲族的榜樣（35:1-19） 

 3. 耶利米的書卷（36:1-32） 

 4. 西底家求問耶和華（37:1-38:28） 

 5. 耶路撒冷淪陷先知獲釋（39:1-18） 

VI. 耶路撒冷淪陷後的史事（40-45章） 

 1. 耶利米獲釋基大利作省長（40:1-12） 

 2. 米斯巴慘案（40:13-41:18） 

 3. 餘民逃往埃及（42:1-43:7） 

 4. 耶利米在埃及宣講的信息（43:8-44:30） 

 5. 給巴錄的信息（45:1-5） 

VII. 論及列國的信息（46-51章） 

 1. 論埃及（46:1-28） 

 2. 論非利士及摩押（47:1-48:47） 

 3. 論亞捫及以東（49:1-22） 

 4. 論大馬士革等地（49:23-39） 

 5. 論巴比倫（50:1-51:64） 

VIII. 歷史補篇（第 52章） 

 1. 耶路撒冷淪陷（52:1-30） 

 2. 巴比倫王恩待約雅斤（52:31-34） 

 
 

 先知以一連串詩體形式的宣講，責備耶路撒冷的罪惡，作為他事工的開始（二 1至三 5）。

接下來的是一些類似的信息（部分是散文形式，至第四章止），然後以審判的詩作結（五

至六章）。 

 在聖殿門口的信息（七至十章），則引入對背約者的指摘（十一至十三章）。為旱災（十

四章）和其他災難（第十五章）而寫的哀歌，與其他對於悲傷的表達，有很多相似之處。

耶利米和其他先知一樣，善用實例去教訓人。除了變壞了的麻布腰帶（第十三章）、打碎

的瓦瓶（十九，二十，二十八章）、無花果（第二十四章）、軛和繩子（二十七，二十八

章）等實物例證外，尚有藉別人（第三十五章）和先知自己的獨身（十六 2、3）、不入喪

家（5-7節）、不參加宴樂（8、9節）等為例。這都幫助他闡明和強調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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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君王出入的城門口，宣揚審判的火，將要從這門口進入（十七 19、27，三十九 3）。

他去到窯匠家中（第十八章），又去到欣嫩子谷和陀斐特（又稱「殺戮谷」；第十九章）。 

 
 一章 8節暗示耶利米要受逼迫，又在一章 19節預言這事。 這逼迫首先來自家鄉（十一 19-

23），連他的親人也反對他（十二 6）。公開的反對，使他被毆、上枷（二十 2、3）。耶
利米其實寧願保持緘默，因為開口便要受苦（二十 9）；但神的話卻如火在他的骨中，使
他不能閉口不言。結果他受盡朋友的非難、嘲笑、恐嚇、指摘，甚至生命也有危險（二十
7-18）。耶利米所以能夠在祭司、先知、人民手下大難不死，全靠幾位忠實的朋友（二十
六 8-24）。他的預言逐漸成就，人們對他的憎恨也隨之上升。他被誣告、痛打後，又囚在
牢房多天（三十七 14-17）。在衛兵的院子內歇了幾天後（三十七 21），領袖又再嘩然要
求把他殺死（三十八 4）。他們把他丟在乾了的蓄水池中，使他陷在淤泥中（三十八 6）。
他被拯救，逃過一死，但仍監禁在衛兵的院子（三十八 28）。他的著作被割破、焚燒（三
十六 23），他所說的話遭人否定、拒絕（四十三 1-7，四十四 16）。 

 
 盼望之書不是沒有審判的話（三十二 28-35），在耶利米書其他地方，也不是沒有光明（三

11-18，十六 14-16，二十三 1-8，二十九 10-14）。但在這幽暗的書卷之中，這 4章（三十

至三十三章）依然帶來了令人欣悅的安慰。盼望的高峰是預言那新約（三十一 31-40），

這也是新約聖經引用耶利米書最長的段落（來八 8-12）。耶利米書也有描述摩西律法和聖

禮的結束（例：三 16），以及那新約的永恆（三十二 40，三十三 19-26）。 

 利甲族人忠於拿細耳人的願之事（第三十五章），發生在約雅敬年間。然而在被圍之時，

這事件卻是極佳的實例。利甲族人順從了人的誡命；猶大人卻拒絕了神的誡命。利甲族人

因此蒙福（三十五 18、19），猶大卻因此受到審判（15、17節）。耶利米宣稱，拒絕神藉

先知傳達的信息，必招致毀滅（第 15 節）。約雅敬王以輕蔑的態度對待先知的書卷（第

三十六章），活生生地證實了先知的話。 

 
 西底家王在耶利米書三十七章另一次的詢問，把焦點集中在圍城上（不依時序的三十五、

三十六章，是加插的例證）。耶利米書三十七章 11 節，把時間推到尼布甲尼撒王暫時解

圍，引兵把法老合弗拉的軍隊逐回埃及的時候。趁著局勢稍緩，耶利米出發到亞拿突或附

近地方，參加一個家族會議，解決一些產業問題。第三十二章 6 至 15 節提及的地業，可

能也在討論的範圍內。然而就在離城之時，耶利米卻以投降巴比倫的罪名被捕。他被囚在

牢房中，直至他得到西底家王的善待。 

 
 西底家的官員有充足的理由，控告他煽動叛亂；耶利米曾宣告應當投降巴比倫（二十一 9，

三十八 2）。叛國是死罪，他們對耶利米的判決也是這樣（三十八 4、5）。在當時充滿暴

力的環境，官長也選擇了殘忍的方法處決耶利米：把他丟在一個淤泥坑中，讓他在那裏餓

死，也在那裏埋葬。古實人以伯米勒同情耶利米的處境，勸王放他出來。然而一貫不改、

關乎審判的預言，又再次從耶利米的口中發出。他對王的信息，有一句反映了他剛經歷的

處境：「你的腳陷入淤泥中……」（三十八 22）。 

 
 三十九 1至四十三 7，記載了從耶路撒冷淪陷到逃亡埃及的史實。所記的歷史包括了耶利

米獲釋（第三十九章）、基大利的任命和被弒（四十，四十一章）、神警告他們不可到埃

及去（第四十二章）、人民頑梗地悖逆（四十三 1-7）。 

 
 耶利米最後的話寫在第四十四章。聽見耶利米信息的，是從埃及各地，遠達巴忒羅而來，

那些拜偶像的猶大人（四十四 4-6）。耶利米重複昔日先知的勸誡，要他們離棄假神，歸

向耶和華，卻徒勞無功（四十四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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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巴錄的信息（第四十五章），約在主前 605年寫成，放在這裏作為本書主要部分的結語。

這主要部分以「拆毀」、「拔出」開始（一 10），在此也以相同的希伯來動詞作結（四十

五 4）。巴錄若有意在猶大王廷，像他兄弟西萊雅（五十一 59）般爭取高位，耶利米的忠

告是：這是徒勞無用的。正如前面各章所說，災禍必然來臨。 

 
 四十六 1引入了從神而來對列國的譴責（四十六至五十一章）。這些預言和以賽亞書第十

三至二十三章、以西結書二十五至三十二章、阿摩司書一章 3 節至二章 16 節一樣，是一

個獨特的分段。 

 論埃及的預言，以詩體的描述開始，生動地描繪了埃及佔領迦基米施，不久便被驅逐（主

前 605；四十六 1-12）。第二首詩歌（四十六 13-26）所述的，可能是主前 601 年法老尼

哥在邊界阻止尼布甲尼撒的一役，也可能是主前 588 年合弗拉不能為西底家解圍的那一

戰。但最有可能的，是預言主前 568年尼布甲尼撒乘埃及衰弱，進侵佔領。那一次正如預

言所說，尼布甲尼撒設立了審判的寶座（四十三 10），判決所有叛徒死刑；其中也包括了

參與反巴比倫陰謀的猶大人。論埃及的預言，重複了盼望之書一部分（四十六 27、28；參

三十 10、11）。 

 
 論以東、亞拉伯、腓尼基諸城（推羅、西頓）和亞捫的信息，主要是譴責人們的驕傲、殘

忍、拜偶像。論以攔的詩歌（約在主前 597發表）是耶利米書獨有的。以攔人住在巴比倫

以東，和以色列鮮有接觸機會。其他先知都沒有宣告對這民族的審判。耶利米預言以攔要

遭受災難，但最後得以復興。以西結把以攔列為陰間的居民之一（三十二 24）。 

 
 最後一項的審判，證明先知不偏不倚的態度。耶利米的信息，使他得到巴比倫人的厚待。

巴比倫人殘忍地處置其他猶大人，卻尊重、善待耶利米。然而當神責備巴比倫的話臨到，

耶利米也不顧自己的安全，公開把它宣告。從前，他也是這樣，明知緘默是自保之道，但

他不顧一切，宣告責罰埃及的信息。 

 
 「耶利米的話」在第五十一章終結了（第 64節）。 

 
 
教導 

1. 國家犯罪，帶來全國的懲罰 

沒有真理，比這個說得更清楚了。外邦和以色列同在審判之下，因為神不單是猶大人的神。 

2. 神審判國家時，並沒有忽略個人 

神在每一個人面前，擺明了生和死的路（二十一 8），又勸告每一個人揀選生命（二十七

13：「為何要……死亡……呢？」）。耶利米用古實人的膚色和豹子的斑點，描繪人性的墮

落（十三 23）。人墮落程度之深，是無法測度的（十七 9、10）。人甚至喜愛虛假（五 30、

31）。但神應許改變那些願意呼求祂的人（三十三 3），賜給他們「新心」（二十四 7，

三十二 38-41）。新心是新約最高的應許（三十一 33-35)。成就這項拯救工作的彌賽亞，

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王、公義的苗裔、大衛的苗裔（二十三 5、6，三十三 15、16）。 

3. 接受這救恩的人，將會組成一個新的國度 

經過好像產難般的災難以後（三十 6、7），猶大人將要明白他們的彌賽亞真正的身分。他

們以哀哭悔改的心相信、接受祂時，便得潔淨（三十三 8）。全能的神（三十二 27）要從

萬國把他們召回（第 37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