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耶利米書選讀 (29:1-14)  精采 

俗世暖流，為這城求平安 

課後回應     6-5-2021 

 

1. 這一節課，和所讀的經文，什麼片段最能觸動你？ 

2. 與耶利米時代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比較，你作為一個在不信的人群中間生活的

基督徒，有何相似的地方？ 

3. 耶利米强調被擄的人能夠，而且必須在巴比倫那裡找到上帝，你能夠在你的「巴比倫」

看見上帝的作為和保守嗎？ 

4. vv. 10-14 如何鼓勵你在一個充滿變化和陌生的社會中仍然信靠上主？ 

5. 在現今的生活處境中，請你想出三個範疇/向度，可以更開放自己讓上帝使用你。你如何

將之在生活中實踐？ 

 
----------------------------------------------------- 
 

1. 「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因為這是神美好的心意，叫我們無論去到那裏都要感恩及總要祝福他人，自己也得祝

福。 

 

2. 會對許多的事情如政治宗教信仰文化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甚至有強烈被困迫的感覺。 

 

3. 我想日常生活中接觸許多不同的生活群體與文化都是我們的「巴比倫」，總要警醒學習

並相信上帝的帶領，在自己的「巴比倫」中做好上帝的見證人。 

 

4. 要對上帝有信心地作長治久安，安穩不來的信靠 

 

5. 三個範疇的開放： 

a. 開放自己的時間去關顧身邊人，並願意花時間與他們同行。 

b. 開放自己的思想去更多接納不同自己思想、信仰和國度的人，成為彼此的祝福? 

c. 開放自己的生活空間去更多接觸不同的人與事，讓學上帝帶領經歷更豐盛的人生。 

 (Christina) 
 
------------------------------ 
 

1. 經文中，耶利米引述，神要被擄之民建造房屋、種田園、娶妻嫁人、生養眾多、為那城

求平安。 



人的心可能是想到「自己」不能回國，看來不是好消息。另一個角度，卻想起「在敵人

面前擺設筵席」，不帶愁懷和驚惶生活，而是神應許他們「打倒了，卻不致死亡」。 

把「自己的歷史」釋放出來，明白神才真正是歷史的主。願神能夠保守這份信心。 

 

2. 相似地方很多： 

心裏明白自己的身份，卻知道與世界的價值觀很大矛盾，本質上是不協調。 

當不信的人羣高舉其價值時，心裏會覺得不舒服，心中掙扎明示自己立場。 

順從世俗/ 心不認同卻不言語 / 為神發聲，都是內心的掙扎。求神憐憫。 

 

3. 這是不容易的。當自己覺得「巴比倫」是懲罰，是神掩面不看、不座席的時刻，心裏會

驚惶和不安，想逃離。 

若神啓示「巴比倫」也是神的工具、僕人，都是在神「賜平安的意念」底下的「安

排」，出奇地，能夠有平安去繼續走下去，用新角度，在「巴比倫」之中感受神的作為

和保守。 

 

4. 經文鼓勵自己不要從「自我」角度去看身邊環境，嘗試把視野角度和主權歸還給神。這

樣比較能夠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和看到神作為。 

求主賜信心，自己不是單純依賴可見之物或方法去行事。 

 

5. (i) 常存感恩的心 -- 感受神的供應，不着眼於不足/不滿。 

(ii) 凡事禱告，保持和神有親密的關係，保持謙卑。 

(iii) 識別空閒時間通常被甚麼人/事/物 佔據，更多為肢體代禱，彼此支持（這個很難，求

主堅固）。 

(B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