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  公义的上帝：四 5 ~六 30 

「耶路撒冷阿、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耶四 14 

经文：耶四 5～六 30，代下卅四 3-7 

【一】绪论 

犹大的百姓极不愿意回头，已顽梗地坚决不听任何警告(五 9-12，20-24)。 使耶利米痛苦的改变他传讲的重点。

他说「回头吧」；但他们拒绝回头。剩下的便只有用阿摩司的话来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摩四 12)，而且让百姓想到如此无疑是自讨痛苦的。 

一个定意悖逆的百姓，必然引来定意审判的上帝。神的审判为的是要百姓停止继续活在悖逆的境况里好能回转、

开始一个与神有新的关系。 

因此拔出为了栽种，拆毁为了建立。 

有两个一般性的要点值得提醒的； 

1 重复的许多中心问题: 

在这里我们面对历时多年工作中重复的许多中心问题，其中包括概念、用词、经文和例证。例如； 

§ 论到百姓的败坏与罪咎 (五 1-9)； 

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五 9 

§ 论到宗教领袖的败坏： 

1) 在论到剥削穷人和困苦人之经文中，有完全一样的话出现于五 29。 

2) 有几处经文是攻击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鼓励人抱着自满乐观的心情(四 9-10「哀哉！主耶和
华…」，六 13-15「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而且在不同的背景中，这后一段的经文又再出现

于八 10-12「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2 和上帝对话: 

我们以为那些先知是被动的上帝使者。然而，在第一章的异象中，我们已经发现他不但揭露他自己心灵中的

极大痛苦(四 19-21「我的肺腑啊….」)，我们还会发现他在和上帝对话(五 1-9；六 9-12)。在他得到的信息上

寻求亮光，并分享他对信息的反应。这样的谈话或对话在耶利米书中是典型的。它是耶利米之「心灵日记」

的摘录，很明显、耶利米受到了他所传讲信息的影响。 

§ 警告逐渐逼近： 

1) 离开本位：耶四 5-8；当时人的反应四 9-10 

2) 如风如云：耶四 11-13；回转吧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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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了但、以法莲：耶四 15-16；先知的反应四 19，神的反应四 22；以色列人的反应四 30-31 

§ 以色列仍然不听： 

1) 不听先知耶利米 四 10 

2) 不听古道 四 16 

3) 不听守望者 四 17 

4) 不听训诲 四 19 

§ 所以神也不听！！ 

【二】毁灭荒凉—必定来到：四 5-31 

由几首小诗组成(5-10，11-13，14-18，19-22，23-26，27-29，30-31)，结构紧凑、意念鲜明、描述生动。 

1 响起警号(四 5-10) 

§ V 5：耶一 13ff之第二个「灾祸从北方发出」的异象，即将来临。「你们当……吹角」(V5)。号角在以色

列召唤人来敬拜，警告外来的侵袭。号角对耳朵所表达的(传扬，宣告，吹角，高声呼叫)，就如旗帜(六 1)

对眼睛表达的是信号。 

§ V7：要离开无防卫的乡村；到有防卫的城市寻求庇护；仇敌 (「狮子」，「毁坏列国的」)要来，极可能

是指巴比伦人。 

§ V8：然而这并非只是指仇敌的入侵；它也是「耶和华的烈怒」V8。 

百姓并没有回头 shuv；因此耶和华的忿怒也没有向他们转消 shuv。 因此你们应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号，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这才是正常的反应！ 

§ VV9,10：「欺哄」(创三 13「引诱」同) 唉呀！神怎么会如此呢？ 

犹大的领袖们不了解时代的征兆，也不认识神(二 8)，继续告诉他们的百姓是平安的(V10)，其实那时刀

剑已经要临到头上了。 

2 审判的热风(四 11-18) 

§ V11：从北方边疆的但，下至耶路撒冷以北的以法莲，并在京都本身，这入侵的信息都传开了。这是上帝
的审判、比作热风；「向我的众民，我的女儿刮来、不是为簸扬、也不是为扬净，」11 节。 

从东部的旷野刮来又炽热又乾燥的风，使气温升腾，对农夫来讲是一种威胁，太猛烈不能用来把糠粃与

谷粒分开。这是在四至六章中听见这样的语调仅有的一次；听起来它彷佛像最末了绝望的呼喊，在暴风

雨中发出来却又被淹没下去似的1。 人也许在热风之下可以躲到屋子里，可是当北方巴比伦大军压境时，

又往那里逃避呢？同样、神审判的日子，也无一人能辛免！ 

 
1 比较八、九章或许更亲切动人，强调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及祂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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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5：从北方边疆的但、更北的以法莲，并在京都本身，这入侵的信息都传开了。奇怪的是耶路撒冷仍
然毫无察觉。 

§ 耶利米心焦如火！极力劝告悔改 四 14-18 

「耶路撒冷阿、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14节，「你的行

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18节 

 

思想问题：真假莫辨 

他们真的是盲目而且愚蠢吗？还是他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平安，有上帝的应许，而且那些应许在过去

都已证明是真的！ 

在一百年前亚述人差一点就要毁灭耶路撒冷，当时先知以赛亚岂不曾说过(赛卅一 5)：「雀鸟怎样搧翅覆

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耶和华的确这样行了(王下十

九章)。 

上帝岂不曾应许大卫王的家，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么？(撒下七 8-16；诗二和一一 O)

百姓岂不是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并且高唱道；「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

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

也不害怕。」诗四十六 1-3；「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诗四十六
11。 

在他们看来，耶利米必定是假先知，出卖王和国家，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然而，耶利米确信这样的人

是错误的，说「大家必得平安」的人是受了欺骗；正如耶稣忧伤地眺望耶路撒冷，说：「巴不得你在这

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路十九 42) 

但是我们怎样分辨呢？第十节断言有如在王上廿二章米该雅与四百名先知之间冲突故事的解释。假如我

们在耶利米时代是在耶路撒冷的话，我们可能都会说「大家必得平安」，而且可以列举出这样说发种种

最佳的宗教理由。 

也许我们今日仍然太容易说这样的话了。 

3 先知的痛苦(四 19-29) 

§ VV19-22：神、人同泣 

灾上加灾，祸上加祸「络绎不绝」，这是上帝的信息。这信息必须宣讲出来，但耶利米无法以平静漠不

关心的心情来宣讲。他是上帝的使者，但他也是百姓的一员。他只能在他们的悲剧中与他们认同。在他

的同胞灭亡之际(八 18-19)，他个人不可能有灵里安静的避难所。在国家崩溃之际，他内心的生活也照样

崩溃。他突然高叫;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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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作「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2啊！我在打转！」 

作先知的代价不只必须传讲不受人欢迎的信息，而且还包含内心的挣扎，情绪的起伏。他已被逼到一种

境地，不能再忍受那种压力。他的困惑忧愁要到何时呢？(诗十三 1-2；诗七十四 1；伯廿四 1) 在他的困

惑中有从耶和华而来的话临到他 ( 22节)，那不是安慰的话，而是肯定悲剧发生、别无选择的话。百姓要

如何回应上帝，却是茫然无知。 

「帐棚」，「幔子」皆指家庭(耶十 20)。 

耶利米说：我的「肺腑」meah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amm…十 22 

耶利米因见神的百姓遭害说：「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他是独身的、所以寓意的家庭当然不是指耶

利米的家庭、而是以色列百姓的家了。十 19，21应该是神与先知同哀！「愚昧的儿女啊，有智慧行惡、
沒有知識行善！」 

§ VV23-26：天地荒凉 

在 23至 26节极其最引人注意且富戏剧性与预言性的异象。听见四次「我观看……」(和合本多加了一个

「我观看」，原文无)的回响，而先知所看见的是他熟悉的世界，溶解成为无秩序、太古时代的混沌状

态。好像倒叙创世记第一章的故事； 

1) 地球回复「空虚混沌」，回复到它所来自之不成形状的混沌状态(创一 2)。 

2) 光又再被黑暗取代(创一 3)。 

3) 大山和小山，稳固和上帝所造井井有条之世界的象征(诗卅六 6)，都震动并且摇来摇去。 

4) 无人居住的世界，无人(与创一 24-27成对比)，无雀鸟(与创一 22成对比)。 

5) 肥沃的世界变成草木不生的旷野(与创一 11ff成对比)，城市都被毁坏。 

在上帝所造井井有条之世界，使生命有可能而且有意义的一切都失去了。旧约从未有过人与其所居之世

界分离的概念。社会的混乱反映在世界的混乱之中。 

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我们也破坏了我们自己。 

§ VV27-29：全地毁坏、战争所带来的毁坏 

1) V27：「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必定把它毁灭净尽」 

即使全宇宙都陷入悲哀之中，上帝的意向并不会改变。先知所传的信息都有持久的价值，从不轻忽对

待邪恶。他们确信上帝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处理的。主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必定把它毁

灭净尽」。比较 VV27a , 28-29，「却不」似乎不妥， 

现代本作「上主說過，全地要荒蕪，但他不徹底加以毀滅。」 

2) V28：另译为「因为我言已出、必不后悔、我意已定、也不转意不作。」 

 
2 希伯来人把不同的心理上的经验安置于身体不同的部分。肺腑被视为强烈情感所在的部位(赛十六 11，直译作「我的肺腑隆隆作响」，新英文译本译作

「我的心震颤」，和合本作我心腹……哀鸣。「心腹」在耶四 19译作「肺腑」)。所以在西三 12「怜悯的心肠」 (钦定本)在现代大多数的译本中都译作

「同情」，和合本作爱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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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29 a ：「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或作「有人喊叫『马兵和弓箭手』各城的

人就都逃跑。」 

4 犹大却死不回转(四 30-31) 

从第四章论国家崩溃的话题转到描述以色列这个妓女的行径，我们看见她给自己打扮得好像和恋人幽会那

样。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与死亡约会。这幅寻欢作乐的图画渐渐转入一幅妇人生头胎的图画，她疼痛尖叫，

喘气，双手紧握。以色列正在偿付她行径的代价。她的恋人竟然是谋杀她的人。 

§ 耶四 30 作「你凄凉的时候，为什么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浓妆艳末这样妖妍的打扮岂不是枉然

的？你的恋人藐视你、他们是要你性命的。」 

§ 耶四 31 「我听见有声音、彷佛妇人产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他喘著

气、(挓挲手，音渣沙)紧握双拳、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大难临头仍不知回头，仍然企图谄媚仇敌，以求苟安。那知不久就要家破人亡了！與后来所发生的事实吻

合。 

【三】犹大罪有应得：五 1-31 

1 如此百姓(五 1-9) 

耶和华与耶利米之间的对话(五 1-9)，在 1-2节以耶和华向耶利米所发出的盘问作开始。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

的信仰其实是假的；试找一个人出来，他真正表现那正确的生活，才是耶和华悦纳的惟一回应。 

耶和华说，找出一个这样的人，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比较创十八 22-33，找出十个义人)上帝现在彷佛对

耶利米说：「在我看来，耶路撒冷似乎比所多玛更糟；你若能够找出一个义人来，就证明我的错 。」 

耶利米不得不承认失败(五 3-6) 。百姓从过去痛苦的经验并没有学到什么。他们顽梗地拒绝悔改(回头) 。耶

利米说，他们之中有些人可以原谅，他们是「贫穷的或软弱的」(五 4)。意思大概是指他们不过是平凡人，

若得到适当的带领，都会行在正路；关键在领袖们，就是「尊大的人」。那些人应该明白神所期望的。也许

他们知道，但他们对耶和华不再起反应，像逃走的牛对它的主人一样。像这样游荡的牲口显然会成为那些侵

掠者(狮子、豺狼，豹) 的食物。因此那些离开耶和华而游荡之民会被撕碎便是预料中事了。 

耶和华在 7至 9节中的答覆是以一个问题开始(「我怎能赦免你呢？」V7)，也以一个问题作结束(「耶和华

说、我豈不因这些事讨罪呢？豈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V9) 你的审察后判断正确，但我怎能赦免这百姓一

切的罪恶呢？ 

§ 宗教上背道，它的徒劳令人哀伤，由于人在敬拜「那不是神的神」。V7a 

§ 社会上的败坏在卖淫业和奸淫上显示出来。V7b，8 

把这些特别的社会罪恶显明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与敬拜丰饶之男神与女神中，他们与性事有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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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所鼓励的被视为为社会可接受的大概就不足为奇了。一个社会所敬拜的以及怎样敬拜，必然影响它的价

值观。参申卅二 15ff 3 

2 不忠的百姓受审判(五 10-31) 

这一段是一系列简短的讲章，阐释耶利米教导的一些基本主题。虽然有一段(五 15-17) 包含对从北方来之入

侵者进一步的描述 (是强盛的，是从古而有的人民，讲外国古怪的言语)，最主要的关注不在于它作耶和华之

审判的执法者，而在于这审判的事实和原因。 

1) 这是一个摒弃上帝，把祂当作与其生活无关的民。百姓说，「祂不做什么」。与耶利米同时的先知西番

雅证实耶路撒冷的人有同样的心境，他们说； 

耶和华必不降福， 
也不降祸。 番一 12 

那是一个易于操纵的神；至少祂决不会干涉你的生活方式。当然在我们有需要时，祂也没有多大帮助。 

2) 所以，这是一个对人生真正问题盲目的群体，他们 

有眼不看， 
有耳不听。五 21  

正如赛六 9-10，太十三 14-15 所说的；他们看不见神对他们要求要「敬畏耶和华」(五 22-24)，只顾作

自己的事情。在自然世界沙把海与陆地隔开，使海的狂浪不能越过 V22，见证神的良善。 

然而神的子民拒绝接受任何界限。耶利米希奇百姓「背叛忤逆的心」V23，就是那在人性中绝对的顽固。 

3) 他们的顽固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来。耶利米要人注意到恶人在社会昌隆，好像捕鸟的人笼中满了雀鸟，照

样恶人设圈套陷害人，使他们家中充满了不当的得利( 26-27)。法律被操纵损害社会上困苦人、穷人和孤

儿。富人愈来愈富，而穷人则每况愈下。 

4) 宗教领袖，尤其是先知，又再受到攻击； 

先知(的话)必成为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13节  

里面有辛辣的讽刺，「风」可以译作「灵」。这些先知自称有耶和华灵的默示，耶利米却说，并非如

此，他们不过是风囊。在 VV30-31，耶利米指责先知说假话，导人入迷途的预言。对祭司说，他们本应

尽教导人的职责，竟在不圣洁的事上与他们合作。 

§ 在这种情况中，先知只可能传审判的道(像火烧灭，14-15)。在这两节中我们又再听到四 27已讨论过的

「使(将)—或不使(不将)—净尽」这样的话(10和 18)。第一处用熟悉的以以色列为葡萄园或葡萄树的图画

(赛五 1-7；何十 1)；必须作彻底的修剪，剪掉那些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10。另一处描述百姓，被

放逐到外国，哀伤地问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临到他们，并且毫不含糊的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已离弃了耶和

华。18-19 

 
3 但耶书崙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 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別神、触动 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

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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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幅图画可从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彻底的修剪、放逐，在这种情形我们应译作「毁灭净尽」。然而彻

底的修剪让葡萄树仍然完整，并使它长出新的枝子(约十五 1-2)。这放逐的余民，国家的将来就是建立在

他们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译作「不毁灭净尽」，在非常的灾祸中仍敞开一道希望之门(卅至卅三章)。这是

圣经信息中必需的部分。我们若不透过复活的光辉看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就会是未消除的幽暗，最黑暗

的悲剧。 

【四】无药可救——审判将至 (六 1-30) 

1 最后的警告(六 1-8)罪恶满盈 

神向以色列人宣战，一一列出原因：城中罪恶满盈(7-8)，掩耳不听神的话(9-15)，离弃古道(16-21)，彻底的

失败(27-30)。 

§ 六 1：在四 5-6警告百姓要逃到安全的地方，从无防御的乡间逃到那些设防的城市，当然没有一座比耶路
撒冷更大。耶利米在这里却劝「便雅悯人」(一 1)，要逃出耶路撒冷。它非但不能提供安全，相反它是一

个死亡的陷阱。「提哥亚」和「伯·哈基琳」都是位于耶路撒冷南⽅不远旷野边缘的犹⼤城⾢。便雅悯⼈

本来住在耶路撒冷北⽅的便雅悯境内，现在却要逃往南⽅的犹⼤境内，表明「灾祸与⼤毁灭从北⽅」⽽

来，便雅悯已经沦陷，耶路撒冷即将被围。 

§ 警报已响遍全国；在提哥亚，就是阿摩司在耶路撒冷东南山地的本城，并在伯哈基琳，大概在耶路撒冷

西面。第一节的下半节包含这些希伯来文类似声音的双关语4，它几乎不可能用译文表达出来。我们若将

之义译如下，也许比较接近其原意。 

在提哥亚要拿起号角， 
在伯哈基琳要发出信号(点燃烽火)。Young’s 

(在提哥亚吹角， 

在伯哈基琳立号旗。) 和合本 

§ 六 2：耶六 2-3「 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女子就是指民的意思］，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

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棚、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秀美」原意「青草地」；「娇嫩」意思「小心呵护」；「剪除」原意「使缄默」或「灭口」 

「锡安女子啊，你是备受呵护的青草地吗？我必剪除！还要让牧人带他们的羊群到那里、支搭帐棚、使

羊吃草。」 

§ 六 4-6：「准备」原文「分别为圣」，「圣战」。好像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动圣战！甚至中午不成，夜

间去攻击，并且教敌人如何攻击。为何耶和华要如此呢？ 

耶路撒冷被围困正开始。因此那些作君王的牧人(二 1-13)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周围。他们渴望强袭进攻，

他们准备黄昏后继续军事行动，在古时这不是正常的战术。这城周围的树木都被砍伐，为破城槌筑斜

坡，为要攻破城墙。在耶路撒冷的人不可能逃避上帝，因为耶路撒冷所受的审判是罪有应得的。 

 
4 「提哥亚 ְּעַוֹקת  /tek-o’-ah」原文与「吹⾓ ָּעקַת /taw-kah’」谐⾳，字形相似。「吹⾓」和「号旗」都是为了招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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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7：因为，从一口井里如何不断涌流出新鲜的活水，从耶路撒冷，那个邪恶的社会，也不断涌流出来

无尽(各样花招)的邪恶。正如箴四 16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抢劫的声音、常看见欺压打伤的事。」 

§ 六 8：最后的警告已经发出，若被忽略便使耶和华与祂的百姓「生疏」。这是以色列的悲剧；神开始时

是那样充满希望，现在已经幻灭了，直到与祂的子民完全陌生。 

2 岂有例外？(六 9-15) 从小到大掩耳不听 

这里是耶利米与耶和华的另一段谈话。命耶利米像「摘葡萄的人」那样行，把葡萄结集起来后，再走遍葡萄

园去摘净那些剩下的葡萄。便不应有甚么剩下来了。(比较耶五 1) 

§ 六 10-12： 参五 1的回答给我们看见耶利米在怎样的压力下生活。一个先知的工作重点在于使百姓可以

听到，注意那些警告，并且离开他们的恶道。耶利米却说：无人听，「他们塞住耳朵」(指未受割礼之

人，见徒七 51，司提反的讲词「捂著耳朵」)。在旧约里未受割礼这个词更常作隐喻的用法，用以指口

(出六 12，30)或心(耶四 4)。 他们不但对上帝对他们说的充耳不闻，而且他们也公然嘲笑先知所说的。

耶利米说，传讲毫无意义；但不传又令我心如刀割。我无法把上帝这忿怒的信息压抑在我心中。  

耶和华回答说，不要设法把信息压抑下去，把它倾吐出来吧(11 ff)。在这里面可能包含了斥责，耶和华彷
佛在对耶利米说：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么？休想；我不要求你成功，我要求你忠心。传讲吧，向

一切街上初学走路的孩子以至年老的囚徒传讲吧；那即将来临的灾祸无一人能逃脱； 

「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  12 

「伸手」这个词语在旧约里面往往指打或痛打一个人。有时它是指上帝毁灭性的忿怒。在以赛亚书一系

列的篇章中每一处都用如下的叠句作结；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赛九 12，17，21；赛十 4  

§ 六 13-15：耶利米所描绘当代社会的那幅图画是严厉的。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卷入争权夺利之

中，而且在这过程中别人受害的话，他们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些应该更有见识的，从先知

到祭司 V13，都在助长一种对社会中所进行的事漠不关心的心情。「平安了，平安了」或「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希伯来文是 shalom，是他们使人安心的信息。shalom 这个字的丰富意义，它指那在上帝管
理下丰满、健康的生活。在其中所有人的需要和权利都受尊重而且获得满足。但在耶利米时代，耶路撒

冷说「平安了」，就好像一个庸医轻轻忽忽的治疗致命伤时不负责地保证，说出安慰的话一样(四 9-

10)。他们习惯了作邪恶的买卖，以致他们不再承认那样做是邪恶了。这样的先知和祭司怎能期望他们看

守羊群呢？在八 10b-12会发现在不同的处境中复述以上的话。 

道德良知尽失，行了可憎之事都不会脸红！ 

3 离弃古道(六 16-21) 

§ 六 16：「古道」，诗一三九 24作永生的道路，不仅是古老的而且是正确的。可是人以为是「老套」。 

§ 六 20：平安是人所祈求的，人甚至不惜花费的去寻求 (当今的拜偶像)，愚蠢吗？且看多少人看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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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意弃绝那使他们能得救之道。这与 621BC改革后的那几年有关。那改革是依据申命记，其中再三

要求百姓面对抉择。因此百姓需要「站在十字路口」要选择「古道」16。这是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起初

信仰中心，就是与上帝建立的关系，惟独这种关系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或「安息」。那种关系意味人要留

意耶和华的话和祂的「律法」 torah 19；照申命记所说，要存敬畏顺服的心回应上帝的爱(申六 4-9；申

七 6-11)。 

百姓应听到「守望的人」的声音 17，就是众先知的声音(以西结警告百姓生死的后果在于他们所作的抉

择，结三 16-21)。但警告无人留意。 

并不是说百姓完全不热心宗教。他们带给上帝贵重众多的祭物。认为祂祂会满意；那些供献还加上「乳

香」，和「甘蔗」或香料 20。燔祭是一种把全牲放在坛上献给上帝为礼物的祭；那些祭物用来分享，在

这种圣餐中祭物的一部分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其余的由祭司与敬拜的人一同享用。因此百姓成群去敬

拜并且相信这样是为上帝尽一己的本分……但上帝的判决却是「不蒙悦纳」。 

敬拜和献祭的体制是古时以色列人得恩典的真正方法，正如今日敬拜的人的心态一样；但这些方法不能

代替顺服(七 22)。敬拜与委身上帝的生活若分开，是一种无意义且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敬拜中临到祂百

姓的上帝是要求严格的上帝。这是自从阿摩司以来的众先知决不容百姓忘记的(摩五 21-24；赛一 12-

17) 。拥挤的教会不能保证在灵性上的意义。 

我们再转去看申命记对以色列所讲的一些话：「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

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

他……」(申三十 19-20)。但出乎意料地，他不是呼天唤地作他的见证者，而是呼唤「列国啊」 V18，就

是在他们中间的别国人民，这些列国，在以色列人眼中是异教徒，但他们都承认上帝严厉地对待祂的百

姓是正当的。 

4 先知的任务(六 22-30) 

§ 耶六 27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高台作试验人的］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 

§ 耶六 28- 29，另译作「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谗谤人，都行坏事。风箱吹火，熔炉旺盛，他们炼而又
炼、终是徒然，铅被烧毁了仍不能把铜、铁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杂质还是不能除掉。」 

22至 26节包含对上帝之审判的代理者，就是从北方来的仇敌，进一步生动的描述。面对这无情的仇敌，他
们的巡逻队在乡间高视阔步走来走去，百姓在他们极大的痛苦中彷佛产难的妇人无人帮助。四围都有惊吓

25，这是耶利米最喜爱的说法。他用它作了巴施户珥，就是那个作圣殿总管之祭司的浑名，这个总管把耶利

米上了枷锁，设法不要他作声(廿 3 )；耶利米想像自己正听见那设法破坏他为先知之信用的耳语运动应用在

他身上(廿 10)。现在百姓剩下的只有举哀，像人丧独生子痛苦哭号了 26。丧独生子意味这个家庭完结。不可

能有比这悲剧更甚的经验了。摩八 10用同一的例证论到上帝审判的日子。 

在这一切之中先知的任务是甚么呢？他要照一个试金者作的而行 27 (和合本作「高台」，小字作「试验人

的」），就是作测验贵重金属纯度的精制者。在精炼过程中银渣与铅都置于坩埚中。加热到一定的温度，铅

便氧化并从银液中除去合金中的任何杂质。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尝试炼净我的百姓，你会发现是一件不可能

的工作。他们已败坏至极，不纯净的程度像被抛弃的银渣或渣滓一样，毫无用处，只好弃置于矿渣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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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炼金者所得到的若全是渣滓，他要继续做精炼的工作多久呢？「败坏至极」──这就是耶利米向他的同胞所

要说的吗？若然，他的工作岂不是白费么？这是使耶利米萦扰不安的问题。 

【四】信息： 

人的审判 

耶六 30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