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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背弃的百姓：二章 1节~四章 4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

子。」耶二 13 

经文：耶二 1 ~四 4，代下卅四 3-7 (约西亚王的改革) 

【一】绪论 

来自 621BC约西亚改革以前先知工作的时期，包括很多短讲、诗句、圣言等简短讲道集，是耶利米信息的

主题，藉著变化而又再传讲1的讲章。如此的重复，是因他再三地以急迫的心意和热情传讲。 

诗体的作品是一个诗人传道者的真情流露，想使一个国家的良心醒觉过来。它充满情感(二 12「諸天哪、要

因此驚奇、極其恐慌、甚為淒涼」，四 19「我的肺腑阿、我的肺腑阿、我心疼痛」)，充满一个诗人生动的

意象。包括使用城乡周围极多熟悉的事物。特别地，在这几章里面充满了两性关系的意象2。 

1. 百姓的背逆(二章) 

神心痛、如初恋的受伤著，心如刀割。诧异地呼天唤地，不能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离弃耶和华！ 

§ 如不忠贞的妻子：耶和华的百姓、神的选民竟然妥协去敬拜巴力。 

§ 社会充斥各种罪恶、不义、腐败。 

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体的两面。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敬拜者的生活。 

上帝以不可思议之爱，主动地建立自己与祂子民之间的关系——「约」所表达的关系。纵然这约是以恩典为

本，它仍是一种有要求的关系。以色列民向这位上帝献出专一的忠诚，并在社会中把那种忠诚以「诚实」、

「公平」和「公义」表现出来。(四 2)。 

2. 及时的悔改 (三 1至四 4) 

这一大段的经文主题—「归向」或「回来」shuv  

耶和华神愿尽一切的力量挽回背叛祂的以色列，因为祂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耶利米要以色列民在灾祸尚未临之前作出决定，不是轻率或表面的悔改。这种真正归向的条件清楚地表明了

(四 1-2)，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要选择」。 

【二】不忠的百姓：二章 hesed 

 
1 耶二 2-3,14-19,20-28,32ff 的「你」是阴性单数，而在 4-13 和 29-32 节的「你们」是阳性复数。 
2 在二 2 下，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如同婚姻的关系，在婚姻的蜜月期。在二 5，上帝像一个伤心的爱人在倾吐，问题∶「我有甚么不义？」再三
地敬拜迦南那些丰饶的神被描述为「去寻求爱情」 (二 33) 或「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三 1)。在三章二节我们发现旧约之「花街流莺」的同义词(五 7)。

二 20 新英文译本「你仰卧犯乱交的罪！」百姓贪求别的神在二 24 比作雌野驴的贪求色欲，嗅到雄野驴的尿，便飞奔追逐，以满足她的肉欲。若想真了解
圣经、也不可装得过分正正经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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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往幼年的恩爱：二 1-3 

§ 二 1：耳中「喊叫」说 

§ 二 2「恩爱」hesed ：耶和华「坚定的爱」。上帝和以色列之间婚的姻关系，如同何西阿先知的描述(何

二 15，九 10，十一 1-2)。以色列确定知道她是属耶和华的(一 5圣洁的)，把所收初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

(申廿六 2)，表明他们的一切都是耶和华所赐，以色列是耶和华初熟的果子(第 3节)。 

§ 「记得」：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过去的事件所产生的能力，它影响今日的现况。 

§ 「有罪」不单指人知道做错了事，也包括因做错事而吃苦头，有「自讨苦吃」的意思。 

耶二 2 「向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样说：我记得，你年轻时对我多么情深！蜜月期间，你多么爱我！你跟我走过

荒野，经过没有耕种的地方。」現代本 

2. 如今怎会如此？(二 4-13) 

§ 二 5「你们的列祖见我有甚么不义」，翻译为「你们的列祖见我作错了什么呢？」更好，百姓「……随从

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第 5节)。在这的讽刺和希伯来文「虚空」 hebel这个字的双关语(在传道

书中常译作「虚空」)。它指像一阵风的，「只是谎言」或「令人捉摸不住的东西」。但 hebel 这个字听

起来有点像迦南神巴力的名字，而且 baal 也是希伯来文，是指丈夫的其中之一的用词。John Bright在

Anchor Bible的译法便有这种意味; 

随从虚妄的主（Delusion）， 

便成了受迷惑的（Deluded）。 

「难道我我作错了甚么，你竟然离开我，去跟那个虚妄的巴力，搞得自己不三不四！」 

思想：为何会去拜巴力？  

可是这婚姻开始变质了。在旷野的艰苦生活所锻炼出来的紧密结连，已因迦南地繁荣的来临而折断了(二 6-
7)。在百姓看来，若只是为了受祝福、丰衣足食，那些土地神比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更有吸引力。而且巴

力对敬拜者的要求少，只要献上礼物，管你从那里弄来的。耶和华就不同了，祂要求信的人「行公义、好怜

悯」 

§ 上梁不正、下梁歪：二 8 

在第八节耶利米首次对当日宗教和政治领袖抨击(五 13，30-31；六 13-15；十四 18；廿三 9ff)。 

1) 祭司： 

以色列的祭司除了与献祭有关，他们有更重要的职责就是「传讲律法」(8节)，在社区中有教导的任

务，负责把律法，神的启示、旨意和目的，并向百姓讲解。这样的认识更是指着个人对神的委身，并

活出顺服的生活 (何四 1ff)。但是现在，先知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 

2) 官长(伯来文作「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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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是古代近东和以色列为大家所熟知代表王的称号。王并非只是以色列有名无实的首领。他在百姓

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担任最主要的角色。王的品德和决定是民众的幸福所依赖的。诗篇七十二篇描绘

一幅对一个真正君王有何的期望。然而，以色列的那些王，非但不是公正公平办事，保护穷人和困苦

人的诉讼，他们非但不认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反而时常背逆耶和华。(耶廿二 13-19)。 

3) 先知： 

面对那些互相抵触的声音，都声称是奉上帝的名，百姓怎能知道哪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道呢？先知自

己怎样知道他传讲的道来自真实的源头呢？我们怎样知道呢？这里说，「先知藉巴力说预言」(第 8

节)；像百姓一样，先知们发现敬拜巴力比敬拜耶和华更加兴奋并且更加刺激。在「随从无益的东西

(和合本作神，原文无)」这片语中巴力之名与「无益的」的希伯来文有双关语的含意。 

§ 二 9：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riv，翻译为「申诉」 法律用词，更好。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 

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 二 10-12：天啊！天下那有这样的事？二 12 

这个不守妇道的妻子(以色列人)现在发现自己在法庭中受指控了： 

向西、到地中海的那些岛屿，例如基提 Cyprus；向东、到旷野的社区，例如基达 Arab；搜遍全地，看看

有任何国家会换了它的神。多么出人意料，以色列、蒙神特权得以认识独一真神威严与光辉的，竟还不

如异教徒，用那些不是上帝的代替这位上帝！ 

§ 岂有如此荒唐的事： 

耶利米对以色列人，却执意随从虚妄，感到惊异不已。在一个每年的雨量都不稳定的地方，还有甚么比

活水的泉源更好呢？没有这样的泉源，水便要贮存在石灰岩凿出的水池中。为防止水渗漏，这样的水池

要涂灰泥。如果灰泥龟裂，水池很快就会乾枯。 

那就是随从虚妄的别神写照；虽然储水，仍然乾渴；虽然耕种，仍然挨饿！什么是我们生活中心的代替

物？ 

3. 咎由自取(二 14-19) 

§ 看见家乡被蹂躏、城市被入侵者劫掠，以色列竟然问：「耶和华若真是我们的丈夫，祂为甚么不保护我

们呢？」 

§ 722BC亚述人(被描写为狮子，第 15节)毁灭北边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继续存留了一个多世纪，但大多数

时候只听命于亚述帝国。雖然在 609BC约西亚王力求争取国家革新，但犹大国，被巴比伦人接管前的一

段短时期，是在埃及人的控制之下(挪弗 Memphis和答比匿，都是埃及的重要城市)。从这一点来看，用

作奴仆(第 14节)来描述这个国家的光景岂不胜于归耶和华的婚姻么？ 

§ 那时，在耶路撒冷就有亲亚述和亲埃及的说客(第 18节)。然而，耶利米看犹大是上帝的子民；她的难题

和命运是与远离耶和华有关的。「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

弃耶和华你的 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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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丑态毕露(二 20-28) 

§ 第 20-22节，犹大子民被比作； 

1) 逃跑的牲口，不肯回到它主人那里； 

2) 妓女，在庙中或高冈上淫乱，与敬拜巴力的事连结在一起； 

3) 原为上等的葡萄树却意外地长出坏枝子的葡萄树，所结出的都是野葡萄(赛五章)。 

§ 第 23-25节 
没有清洁剂能除去这污垢，就是贯穿百姓生活中根深蒂固之罪和败坏。 

欣嫩子谷，就在耶路撒冷城外，是因行异教习俗，把孩童献为祭(耶七 21-26；王下 廿三 10)而罪恶昭彰

的。它是量度百姓耽溺有多深的一把尺，可是他们却看不出这样的习俗有何过错。 

然后用两幅图画来加以描绘百姓的不忠； 

1) 「独峰驼」近代的翻译为「小骆驼」更合适。小骆驼易惊恐，站立不稳，狂奔乱走，一会儿东，一会

儿西； 

2) 交尾期中之雌驴，嗅到雄驴的尿，便飞奔追逐雄驴；毋须驱使它自动去追逐。百姓如此热切地去追随

其他的神。像这样的行为最终只有弄至心疲力竭。但人对这警告却充耳不闻。百姓像是上了瘾的吸毒

者，知道在这种情况中的危险，然而不能抑制要再吸一剂的热望。 

§ 第 26-28节： 

神像充斥城市的街道(28节)，但当危机来临时，这样的神显得无力，丝毫不能帮助那些热性丰饶神马策

瓦 matsevah的神像。在耶利米所说的话里面有厉害的讽刺—这些可怜不安的百姓对一个女神像说，

「你是我的父」，而对一个男神像说，「你是我的母 (和合本作你是生我的)」。但这不过是更深切和更

严重混乱的反映，他们看不出那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和那些使他们失迷、毫无生命的代替物中间的

区别。 

5. 罪行昭彰(二 29-37) 从另一个角度重述前面的理由 

§ 虽然作了抗议(第 35节)。但是判决必然是有背逆上帝的罪。29节「争辩」那个字，与第 9节译作「争

辩」的是同一个法律用词。以色列对上帝的审判，现在已被忽视了；就如摩四 6~11一再重复出现沉痛

的叠句「你们仍不归向我」。 

§ 那些先知，现在不但被忽视，更被杀戮了(第 30节)。(廿六 20-23)；耶利米自己够幸运，未遭遇同样的

命运(第卅七章)。真先知没有一个是受人欢迎的传道人。 

§ 尽管耶和华仍继续是恩慈的(第 31节争论说，祂曾冷淡对待你么？)百姓却令人惊异地决定去做自己的

事，他们以为；如此便解除了耶和华所加于他们的束缚。做他们自己的事，导致一连串可怕的罪行； 

1) 无约束的宗教热诚使百姓对巴力的事奉(追求情郎)鄙俗不堪，以致连最淫荡的女子都学你们的样(第

33节)。 

2) 社会因此混乱，你们的衣服沾满了穷人和无辜者的血。穷人被谋杀，无辜人无任何合法保障显示

出来(34节「你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参出廿二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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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把戏只能引致国家的灾祸(「你两手抱头」37节，是悲哀的表记，撒下十三

19)。 

上帝子民唯一的真自由是委身于上帝里才能得到的，这种委身必须表现于生活的每一方面，表现在个人

的决定以及在社会处理并选择优先次序的事上。这样的委身是耶利米所反覆恳求的。 

【三】回转的呼吁：三章 1 节~四章 4 节 shuv 

「还是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吗？如果有，要根据甚么条件呢？」 

这是搜集在三 1 至四 4中章节的主题。在三 16-18的一段散文特别是这种情形；三 6-11的可能程度稍逊—

根据那「回来吧 shuv」的召唤，无疑是有可能重圆的，这是耶利米初期的传讲中一个重要的信息。 

shuv主题；出现不下 18次之多。它有几种意义，都是从回来的基本概念引伸的。 

§ 你能转向不同的方向，转身离开某人、背向他们，离开他们；因此从动词 shuv变成的一个名词在三 6、
8、11、12中用以描写以色列为「背道的」。 

§ 你能转身背向人或转过来面向人，因此这个字是按回归的意义使用，作向后转，归向上帝，就是圣经所

指悔改的意思；在三 22 和四 1就有这种意义。 

在三 12译作「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罢」(或译作「变节的以色列啊，回头罢」)的片语并在三 14和三 22

「背道的儿女啊，回来罢」这类似的片语中就有这些不同意义的双关语。 

1. 有回转的可能么？(三 1-5) 

§ 首先、我们必须看一看申廿四 14的离婚的法规。但以色列民不只重婚一次；他们对许多爱人都不忠实。

那么他们怎能期望与耶和华他们的第一任丈夫破镜重圆呢？按律法，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例证的目的

在哪里呢？ 

1) 使百姓诚实地面对重圆的要求。真正的重圆是须要付代价的，不忠且不悔改的百姓、决不能就这样轻

易的归向上帝。重圆决非只是在言语上的。 

2) 重圆所依据的，不是法理而是恩典。惟独耶和华才能赐给人重新开始的希望。旧约也是一个浪子的故

事。以赛亚书最能说出这种情况，那里上帝向令人伤心、失望的子民讲话，说：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赛四十九 15) 

我们对这样的一位上帝不能有要求的权利，我们只能接受祂更新的恩典。 

§ 「净光的高处」：巴力邱坛，公开宣淫之处。淫行，恬不知耻的神态人人皆可看到。 

§ 转向巴力，岂不是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吗？结果呢？「 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

脸、不顾羞耻。」三 3，可怜！ 

2. 前车之鉴(三 6-11) 历史上是在约西亚王在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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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讲章，讲论人怎样忽视过去的教训。两姊妹，其一为以色列， 722BC 被亚述人占领，另一是犹

大，在亚述人猛攻后继续存在。以色列已对耶和华不忠实，不肯回到她真丈夫身边，而且已被耶和华休

了。犹大本可从痛苦经验有所学习，但她也玩同样的游戏，并且「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第

10节)。百姓外表上已改变了许多；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曾有「假意」的归回，这比从没归回还要

糟。耶利米发现，没有什么比对那些相信自己已经悔改的人、传讲悔改信息更令人沮丧。 

§ 因此犹大「比她的姊姊以色列更不义」。这对犹大的人来说，必定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相信在亚述人

侵略中残存下来，乃是因为在耶和华眼中他们比他们北边那些背道的邻居强些。 

思想问题：虚假的复兴 Counterfeit Revival? 

表面的祝福，还是有生命的改变？生活上的表现？如威尔士的大复兴，酒吧都关了。影响深入人心、社会。 

3. 回转的召唤(三 12-18) 

§ 终于传来重圆的召唤，是「向北方」对「背道的以色列」讲的。这可能意味它起初是对久已分散于北国

以色列的人所作的召唤，他们的命运是耶利米不断关注的(参卅至卅三章)，但这召唤也是向犹大发出的，

按上帝子民的意义，犹大也是以色列。真正重圆的两个要素在 12和 13节中加以强调。 

1) 上帝的信实与慈爱是不会改变的。三 12节译作「慈爱的」那个字是二 2译作「恩爱」的形容词。百
姓虽然已经不忠，但上帝对祂犯过错之妻子的爱依然沒有改变 (何十一 8ff) 。祂的忿怒雖然是应该

的，但祂不就此施行惩罚。 

2) 从百姓必须有认罪的表示，公开而且诚实的承认他们背逆耶和华。除非清楚面对那些引致关系崩溃的

事，否则便不可能重圆了。 

§ 重圆的题目在 14 至 18节又再提起并且加以扩展。从叫他们回来的召唤开始(如 12节)，这召唤根源于耶

和华的性情，祂在这里用「我作你们的丈夫(巴力)」来描述。巴力是迦南人拜的丰饶之神，是百姓放纵滥

用他们热爱的对象；但在希伯来文中巴力也是主或主人的意思，也是用作丈夫的字眼。因此要求百姓要

记牢他们真正的巴力(丈夫)不是巴力(Baal)，而是主 Lord—耶和华。有这样的丈夫就有希望，就是新社会

的希望，有虔敬的统治者(牧人们)智慧地管理。 

§ 这保证的应许，在 16 至 18八节中由三幅图画来描述，每一幅都用希望的片语；「当那些日子」(16，18
节) 和「那时」(17节) 作引言，指明在将来某一时候会实现。 

1) 第一幅图画以「约柜」为中心，是以色列最早之象征或圣物之一(出廿五 10ff)。它象征耶和华在祂百
姓漂流旷野时期以及在迦南初期之战争中与他们同在(民十 33-35；撒上四) 。被置于耶路撒冷至圣所

中。在 587BC巴比伦人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失去。 

2) 第二幅图画(17节)是从第一幅连续下来的。若是约柜从前被认为是上帝的宝座，它现在便被「耶路

撒冷」取代了。耶路撒冷会成为所有蒙启迪的人民朝圣的目标，由于在那里他们会找到上帝(赛二 2-
4)。 

3) 第三幅图画(18节) 展望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长久分裂和分散之人民的重行结合。他们将要成为上

帝之新子民来到上帝所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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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展希望的主题，也是耶利米书所传的中心信息。我们之希望异象的内容可能改变；但在那里必定有希

望。没有希望便不可能有对上帝持久之信心，祂的信实以及祂出于爱为祂儿女所定的目的，终有一天必定得

胜。 

4. 真正重圆的实质(三 19-四 4) 

§ 这宗婚姻以悲剧收场。百姓已当著耶和华的面拒绝了祂的恩典。但不贞带来痛苦的幻想破灭。「在净光

的高处」，就是在敬拜丰饶之神的中心，听见的不是敬拜带来的喜乐或欢喜，而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

之声」(三 21)。所应许的美好生活已变成辛酸。向前走的惟一道路是归向耶和华，寻求更新、医治，这

些惟有祂才办得到的。 

§ 在百姓的口中我们听到悔改认罪的祈祷文(三 22b-25)。它包含： 

1) 重新保证忠于耶和华为以色列的上帝； 

2) 承认敬拜别神的错误与无用，那种敬拜被讽刺地描述为「大山的喧嚷」(三 23) 

3) 承认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才能找到真正完整的生命，帮助，拯救—「得救」(三 23)一词包含所有概念； 

4) 坦率承认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持续腐蚀生命力的背逆史(三 24-25)。 

注释：「可耻的东西(和合本作偶像，原文无)」，是对巴力之名的讽刺3。 

§ 但祈祷文必须在生活中获得证实：因此真悔改的意义(四 1-2表明出来) ，它包含必须与假神(和合本作你

可憎恶的偶像)断绝关系，而要恢复向耶和华的忠诚；现于「诚实」、「公平」，和「公义」。在上帝的

管治下所有人之权利都被承认。假使有这样的更新，那么其他国家便因以色列而被吸引来亲近上帝，在

祂里面蒙受「福气」，就是上帝所赐之生命的丰富与丰盛。(创十二 3，十八 18，廿六 4 对亚伯拉罕、以

撒、和雅各所作类似的应许)。 

§ 因此必须有一个新的、彻底的开始。任何农夫都知道；把好的种子浪费在长满荆棘的田里是不合理的。

你必须孜孜不息的开垦，把荒地变成可耕种之地(四 3)。光是有宗教外在的表记也是不够的。割礼是以色

列男子属于上帝子民的一个外在表记。但除非有相应的内在意义，否则外在的表记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所发出的召唤是「你们当自行割礼……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四 4 )。没有这种内在的更新，便只能期待那

可怕的审判临到了。 

§ 对群体里的罪恶的审判信息为这卷书的下一主要段落铺路。 

【四】信息 

神的挑战：「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甚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

妄的呢？」耶二 5 

 

 
3 在旧约有些经文中，巴力之名用「可耻」去代替，希伯来文为波设 bosheth (撒下二 8，扫罗有一个儿子叫伊施波设，意为「可耻之人」)代上八 33给我

们看见他的真名是伊施巴力。供百姓承认参与敬拜巴力乃「我们的羞耻」(25节［直译］；请比较十一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