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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亞伯拉罕之約        

這是聖經裏最重要的約，神在新舊約裏的許多作爲都與亞伯拉罕之約有關，因此這約對於瞭解以西結 

書非常重要。創世記記載，亞伯拉罕之約是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關乎神對亞伯拉罕和他後裔的應許，

這約的祝福也將透過他的後裔及於萬民（創 22:18）。亞伯拉罕之約有三大應許，其細節記載在後來所立的

三個延伸的約裏： 
 

 巴勒斯坦之約。延伸亞伯拉罕之約關於土地的應許(創 13:15、15:18、17:8，申 30:5)。 

 大衛之約。延伸亞伯拉罕之約關於君王的應許（撒下 7:16,  詩 89:20，27-29，耶 33:17)。 

 新約。延伸亞伯拉罕之約關於福氣的應許(耶 31:31-34，結 36:25-28,路 22:20,來 8:6-7)。 
 

以上的三個應許，有的已部分應驗，它們的完全應驗要等到主耶穌第二次來到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之時。

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是否能成就完全在於神，而神是信實守約的，因此這約必定會成就。亞伯拉罕後裔的

悖逆和不信只能使他們失去享受這約所帶來的祝福，甚至遭受神嚴厲的管教（就是利未記 26章、申命記

28章的“遵命蒙福，悖逆受詛”），卻不能使神廢棄此約。 

 

B  末世、末日 

聖經中多次提到與“末”字有關的詞，如末世、末時、末期、末後、末後的日子、世界的末了、末日 

等。可見這世界一直向末了移動。以西結書以相當多的篇幅記載在末後的日子將會發生的事。 

1 廣義的末世(the Last Days)：指從主耶穌道成肉身到主再來。這是新約聖經所講的末世(來 9:26)。

新約書信作者指當代為末世，因為他們相信主很快會再來。 

2 狹義的末世(the Last Days): 指主再來之前的最後一段時間。有人說這是指七年大災難期；也

有人說這是指從以色列建國到七年大災難結束的一段時間。聖經並未明確指出是哪一段時間 

3 末日(the Last Day)：指主再來使信徒身體復活的日子(約 6:39),可能發生在七年大災難結束

後到千禧年開始之間的一小段時間（但 12:11-12）。 

                                  

C  先知書簡介 (參考表一：先知書年表) 

 先知是神選之人，為了傳神要他向人傳達的信息。 

 先知書寫作的三重目的：(1) 警告當代和未來世代  (2) 帶來復興的盼望  (3) 解釋以色列歷史的發展        

 先知書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1) 定罪    (2) 審判    (3) 復興 

 先知書共 17卷，篇幅有長有短，但重要性與長短無關。有 5卷篇幅較長被稱爲大先知書：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其餘 12 卷篇幅較短,被稱爲小先知書：何西阿書、 

  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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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西結書簡介   

 作者： 

  以西結(621-571BC)，生於南國猶大。25 歲時(597BC)被擄到巴比倫，此後一生在巴比倫渡過。三十歲

時(593BC)在巴比倫蒙召為先知，直到 570BC，一般認爲以西結書也寫成於該年。他和耶利米、撒迦利

亞一樣，均有祭司和先知的雙重身份。同時代的先知有耶利米和但以理，三人使命不同：耶利米在耶路

撒冷向猶大君王領袖和百姓傳信息；但以理被擄後在巴比倫宮廷向外邦君王和大臣傳信息；以西結被擄

後向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百姓和領袖傳信息，但他的信息也傳到當時還未亡國的猶大。  
 
 時代背景：(參考古近東地圖， 猶大被擄巴比倫年表) 

以西結生長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他生於屬靈和道德均已極墮落的南國猶大。雖然南國最後一位好王 

約西亞立志改革救國，極力破除偶像崇拜，帶領全國囘歸耶和華，然而整個國家墮落已深，難以挽回。

609BC 約西亞王戰死後，一切又死灰復燃。當時的近東情勢也很波動。曾為近東霸權的亞述已經衰弱，

612BC 其首都尼尼微被崛起的巴比倫攻陷，埃及與巴比倫趁勢爭奪霸權。605BC巴比倫在著名的迦基米設

之役中大敗埃及和亞述的聯軍。從此亞述亡國，大傷元氣的埃及也退囘北非，從此無力再爭霸，巴比倫 

遂成為近東世界的新霸主。巴比倫在迦基米設擊敗兩國聯軍之後順勢揮軍南下，攻陷耶路撒冷，猶大王 

約雅敬被迫稱臣納貢，巴比倫把國中菁英擄到巴比倫作人質，此為猶大第一次被擄，先知但以理在其中。 

數年後猶大背叛巴比倫，與埃及結盟，巴比倫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廢在位僅三個月的約雅斤王，立西底 

家為王，將約雅斤、王室、貴胄和一萬勇士擄到巴比倫，此為猶大第二次被擄，先知以西結在其中。 
 

以西結在巴比倫蒙召後，即向被擄的以色列人傳達：神必因以色列人的罪而審判猶大，祂將使用巴比倫 

攻陷耶路撒冷，且為期不遠。他的信息也遠傳到當時尚未亡國的猶大。然而這兩地的以色列人均迷信聖 

殿是護身符，認爲神必因聖殿而保護耶路撒冷，猶大必不滅亡。假先知也迎合人心，預言巴比倫將很快 

衰弱，被擄的人兩年内可囘國，因此兩地的以色列人更加不信以西結的預言。當時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 

冷也傳審判的信息，並預言以色列人將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猶大的君王寧可聼信假先知而不聽真先知 

的勸告，寧可信靠埃及而不信靠耶和華。588BC 西底家王背叛巴比倫與埃及結盟，巴比倫遂圍攻耶路 

撒冷。586BC 城破，聖殿被毀，王的眾子、大臣、將領和許多百姓被殺。巴比倫王擄走雙眼被剜的西底 

家王、百姓和聖殿的聖物，只留下國中貧窮的人照顧田地。此為猶大第三次被擄，猶大自此亡國。 
 

 主要内容： 

1 定罪。指出拜偶像情況嚴重，全國上下道德敗壞，聖殿敬拜僅剩其表。   

2 審判。神將使用巴比倫為祂審判猶大的工具。猶大的滅亡和被擄將無可避免 

3 復興。神不會放棄以色列。他們將囘歸故土，並悔改認罪，進入新約的祝福，國家重建，敬拜更新。 
 

 中心信息和主題： 

1 神的榮耀。本書以先知在異象中看到神的榮耀開始，後來在異象中目睹神的榮耀離開聖殿，最後在異 

  象中看到神的榮耀重囘聖殿。其他多處經文亦提及神的榮耀。 

2  神公義信實的屬性。神對猶大和列邦的審判以及對以色列復興的應許，均突顯祂公義信實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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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和特色： 

1. 先後有序。預言均按時間先後敍述(除了一處)，且提供豐富的年份資料。 

2. 結構平衡。前 24章是對猶大的審判，33-48章是猶大的復興，兩大主題之間以 25-32章對外邦的 

  審判為連接。 

3. 使用多種文學技巧。除了講述，更使用異象、箴言、寓言、比喻、象徵性舉動，目的是要引起心

硬如鐡或心灰意冷的色列人對先知信息的注意，加深他們對信息的印象，明白神的心意。 

 

E 圖表  

                                   

                                        先知書年表     （* 大先知書）               

                  (根據被擄前、中、後、和預言對象而列。年份是先知事工的開始之年) 
 

       預言對象: 猶大         預言對象: 以色列  預言對象: 以東 預言對象: 亞述 

被擄前   約珥書  830BC         阿摩司書 760BC 俄巴底亞書 845BC 約拿書 780BC 

 * 以賽亞書 740BC 何西阿書 755BC  那鴻書 650BC 

   彌迦書 735BC    

   西番雅書 635BC    

 *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626BC       

   哈巴谷書 609BC    

被擄期 * 但以理書 605BC（第一次被擄）    

 * 以西結書 593BC（第二次被擄）    

被擄後   哈該書 520BC    

   撒迦利亞書 520BC    

   瑪拉基書 43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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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近東地圖 
 

                                                              

   CYPRUS (居比路島).  CANAAN (迦南地).  LOWER EGYPT (下埃及).  Carchemish (迦基米設).  ARAM (亞蘭國). 

   AMMOM (亞捫).  MOAB (摩押).  EDOM (以東).  Nineveh (尼尼微城).  ASSYRIA (亞述帝國).  Babylon (巴比倫城). 

BABYLONIA (巴比倫帝國). 

 

                                                              猶大被擄巴比倫年表 

      被擄年代及在位君王                                         被擄人物             被擄先知 

第一次被擄 605BC, 約雅敬王 

  (王下 24:1-7; 代下 36:5-8) 

猶大菁英  但以理  

第二次被擄 597BC, 約雅斤王 

（代下 36:9,王下 24:10-16） 

王、王室、貴胄及一萬名勇士 以西結  

第三次被擄 586BC, 西底家王 

（耶 52:28-29） 

王、百姓、 聖物     耶利米獲准留在猶大，

但被國人綁架到埃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