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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三十四週（8/19-8/24），一年读圣经进度：耶 40-结 7章】 

週一 8/19，耶 40-45 章 週二 8/20，耶 46-49 章 週三 8/21，耶 50-52 章 

週四 8/22，耶哀 1-5 章 週五 8/23，结 1-3 章 週六 8/24，结 4-7 章 

 每日读经默想： 

1. 週一，耶 40-45 章。40～45章是耶路撒冷沦亡后所发生的事。 40章记载巴比伦王立

基大利为省长治理耶路撒冷。两个月后，基大利被以实玛利所杀，约哈难起来打败以

实玛利，夺回被以实玛利掳走的人。看见国难当头，人仍然不忘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约哈难作了首领以后，请耶利米向神求问，指示当走的路。 10天以后，神的话临到

耶利米，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怕巴比伦。四十二 10～17，「你们若仍然留在这

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必不拔出。如果不听从，坚持要去埃及，

必死在那里。」耶利米对犹大国的预言，岂不是已经应验了吗？人民应当确定他是先

知的身份及话语的权柄，不是吗？然而，四十三 2, 约哈难和一切狂傲的人，指责耶

利米说谎，后来他们坚持己意，带众人和耶利米到了埃及，最后都死在埃及。给我们

的属灵教训乃是，从神来的话若是与自己的心意不同时，我是否愿意放弃己见，顺从

神？还是仍然一意孤行？我们如何避免在求问神时，也落入这种偏好自己想法的情形。 

2. 週二，耶 46-49 章。46～51 章，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向外邦国说预言，

类似以赛亚书 13～23章的审判预言。在那个时候，多数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神。因此，

在作战之前，君王和百姓都会向自己的神祈求。如果打败仗，也等同于他们的神被打

败了。宣讲对外邦国审判的预言，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战败，

并不是耶和华神的失败，祂仍然是统治整个宇宙，统治万国的神，祂不是一族一国的

神。耶和华必按照道德规范及基本的公义去施行审判。46章是论埃及的预言。47章是

论非利士的预言。48 章是论摩押的预言。49 章是论亚们、以东、大马色、基达和夏锁、

以拦的预言。主耶稣说，祂已经胜了世界，祂呼召所有跟随祂的人，也要作得胜者。

这句话对你的信仰生活，有何意义和产生动力呢？ 

3. 週三，耶 50-52 章。50 章论到巴比伦必遭报应的预言。那时，巴比伦必成为荒凉、

无人居住之地；以色列得赦免，神必再领以色列回祂的草场，安息得饱足。51 章记

载巴比伦的最后结局，被玛代人所灭。所要表达的重点，乃是你们以色列人眼前所

看到强盛、无人可敌的巴比伦，在神的大能及权柄之前，也将灭亡，不复存在。然

而，在巴比伦被攻击时，你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必蒙神的看顾保守。51:64 节

记载，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52章总结了犹大亡国的历史片段，原因记在五十二 2～

3，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28～

30节，记载了三次被掳的年代和人数，总共 4600人。31～34节记载了向巴比伦投降

的约雅斤王在巴比伦受优待的情形。在神学意义上，神借耶利米预言的一切事都应验

了。從耶利米一生的事奉，看明一個真理。不是有多少人聽從，不是事奉有果效，乃

是對神的忠心最重要。參路十 20節。少想自己，多想別人、多想神國的需要。用這樣

的心志事奉，這真是非常難學的功課。你學到了什麼？ 

4. 週四，耶哀 1-5 章。如果屈原遇上耶利米，他们相见恨晚，秉烛夜谈。他们两人同样

为国为民忧伤痛心，处在国难、民困、敌人猖狂的处境，最后两个人都死了。屈原写



报德华人播道会，林春腾牧师   Page 2 

 

离骚，耶利米写哀歌，各自表述他们的心情，这两个人的不同点在哪里？有盼望的人

生，因为他有信靠的对象，他相信神的话必会应验，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见，他可以

存着信心，平安的死了（来十一 13）。没有盼望的人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理，环境的恶劣，使人失去求生意志，产生放弃理想及活下去的勇气；选择一条捷径，

自我了断，解决眼前的困难。耶利米哀歌里的哀叹，以惊叹的问句，表明哀恸。「唉，

多么荒凉的一座城；唉，主为何发怒；唉，黄金竟然失去了价值。」从哀叹中，表示

作者的心情，好像他站在一堆残砖破瓦当中，看到耶路撒冷毁坏，被火烧过的荒凉的

景象，回想以前圣殿庄严华丽的记忆，不胜唏嘘，心有戚戚焉，不禁扪心自问，为什

么？要到几时呢？本书的哀歌是从善恶有报的善恶观，作者身历其境的发抒心情之痛

写下。共有五首诗歌。每章一诗，各自成为单元，可以独立，不必寻索上下文的连续

性。这五首诗有个人的哀歌、团体的哀歌、及感恩诗的语调。写作背景应是在主前

586年，犹大亡国之后的情形。按内容可分成三大主题：1) 看，城市的景况。变荒凉

了，为何会变荒凉，我在荒凉中痛哭哀号。2) 看，神公义的忿怒及犹大所犯的罪。神

丢弃了自己的祭坛和圣所。3) 看，仰望神的怜悯，我在毁灭中看到曙光。第三个主题

是本书的高潮。在神学方面，可从正反两面分别来观察。神的公义若无审判，公义就

不是公义。然而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神施行审判乃是为了救赎。所以在失望中有希

望，苦难之后必有复兴。神学在反面看是灾祸，在正面看是复兴的盼望。因此，让我

们记住耶利米在经文中，所表达对神有信心的盼望之语：三 22，早该被灭的人，因神

的怜悯，仍然有一线生机。三 23，今日还活着（每早晨都是新的），证明神确实恩待

我（称颂神的诚实）。三 24，因此，忠心感恩的人，不是追求更多的祝福，而是单单

渴望神自己。 

5. 週五，结 1-3 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三次攻打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主前 605年，

他打败约雅敬，掳去但以理等，3023人（代下三十六 6）。第二次在主前 597年，他

打败约雅斤，掳走约雅斤及以西结等，832人。第三次是主前 586年，完全摧毁耶路

撒冷，掳走西底家等.745人。三次被掳的人共 4600人。依照结一 2节，约雅斤被掳

去的第五年应是主前 592年，以西结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

（特意临到）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一 3）。那时，

耶利米在犹大宣讲预言，以西结在被掳之地宣讲预言，而但以理在巴比伦已经事奉多

年。以西结书讨论三个主题：1)宣告耶路撒冷即将沦陷（1～24章）。 2）攻击外邦

列国的信息（25～32章）。 3）预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33～48章）。以西结信息的

特点是内容井然有序，其次是细心注明信息的日期。从神学角度而言，以西结的事工

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主前 593～586年，或至耶路撒冷陷落时，先知的工作主要是传

讲审判犹大的信息。以 24 章以西结之妻的死亡为分水岭。这些信息包括「哀号、叹息、

悲痛的话（二 10）」他对犹大的责备，大致与耶利米的信息类似。第二，主前 586～

571 年，耶路撒冷及圣殿被毁后，先知的事工是安慰性，预言以色列及其圣殿的恢复。

这些被掳者蒙洁净后，必要从他们的羞辱和困苦中得拯救，分裂的犹大与以色列也要

重归统一，他们的敌人会遭倾覆，他们的圣殿与敬拜也要恢复，至终在弥赛亚国度引

进之时，将要全面恢复。 

以西结书从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开始，1～3章很详细的描述异象的细节，是人心中很

难想像的画面。其中的关键主题是「神的荣耀」也是全本圣经的重要主题。另一个主

题是「神的主权、权柄」对住在被掳之地的犹大人民，是非常重要的，在但以理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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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的证明，神在被掳之地仍然掌王权。首先，在以西结书看到，神的主权在被呼

召的先知以西结身上。神呼召以西结向以色列人传讲预言，然而他们是额坚心硬的人，

他们必不听从；可是，神要使以西结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他的额硬过他们的额。因

此，立以西结作守望的人，忠心传讲神的话，不要害怕人的逼迫。三 18～21节是忠心

传讲的原则——听到的人，若是不肯离开他的恶，他要死在罪中的结局；先知已经尽

了神要他做的事。若是先知不忠心的传讲，因此使恶人死在罪恶中，那么先知要为他

的死负责任。表示任何的退让妥协，就是加入悖逆之民的群体，至终要与他们一样，

按同样的公义受审判。此外，神照祂的时间表，何时使以西结闭口不说话、何时开口

说话、何时使以西结的妻子去世、等等，这些都在神的手中；代表神的主权及有审判

的权柄。对我们的提醒，要忠心正确解读圣经的话，不要避开那些警告扎心的经文，

也不要淡化审判的危险性及可怕结果。 

6. 週六，结 4-7 章。以西结书使用大量的图像式语言，强化信息的力道。例如，用荆

棘和蒺藜、蝎子、弃婴、母狮及小狮、香柏树、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用巨鸟、华

丽的船、巨鳄来比喻尼布甲尼撒、埃及、推罗。本书也用许多的预表和表征行动来

吸引人的注意力，目的是要激起人的回应。这些表征行动的目的，不是只让人看见

真相，而是希望人用他的心去感受那个真相的震撼力，为了征服人的意志，愿意去

改变。例如，在第 4-6 章，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要拿一块砖、在砖上画耶路撒冷城、

又做攻城器具，拿个铁鏊，放在他和城的中间。这个预兆表示耶路撒冷城，将要被

围的困境。铁鏊是一片烤面包用的铁板，竖立在先知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表示神

与祂子民的关系，被一道铁墙隔开了，象征耶路撒冷城被孤立、无助的状态。然后，

神要以西结本人，要向左侧卧三百九十日，还要向右侧卧四十日。这个向左及向右

边的预兆，分别表示用以西结的不自由，来担当以色列和犹大应承受罪孽的年数。

然后，神要以西结在这段期间，只能吃喝不潔的雜糧餅和有限的水。有限的水和不洁

的杂粮饼的预兆，象征粮食的缺乏。被逐出到各国中的以色列人将要这样吃不洁净的

食物。这种烧烤食物的方法，是以色列人传统中是很难接受的事实。然后，又叫以西

结拿一把快刀、剃他的头发和胡须，用天平将须头发平分成三份。将三分之一在城中

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要从其中取几根，

有些包在衣襟里，有些扔在火中焚烧。剃头发及胡须的预兆，分别表示神审判的三种

方式：瘟疫、刀剑、被掳；和以色列人的四种命运：在城被围时，有人因瘟疫、饥荒

而死亡；有人要死在刀下；城陷后，有人被掳去巴比伦、散居各地。所剩下的人，有

些人仍难逃死亡于外地，只有愿意悔改的余民才有回归故土的机会。读以西结书要发

挥想像力，把自己套入那种意境之中，去了解这些预表及表征行动的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