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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直⾔不诲：七章 1节~八章 3节，廿六章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七 4 

经文：耶七 1~八 3；耶廿六，王下廿⼆ 3-7，廿三 21-23；代下卅四 8-13，卅五 1-19 

【⼀】绪论 

1. 文体： 

经过前⾯的六章，都是以诗写的，⽽且所指的时代、对象不太明显。这段经文是耶利米书⽤散文写的第⼀处

⻓篇的段落1。这些篇章和讲章其中有些可能是巴录的作品(卅⼆ 12ff；卅六 14 ff)。后来经过的⼀些编辑重

写。然⽽，这些章节⽆疑来⾃耶利米的⽣平和事⼯中真实的事件，如七章 1-15 节之「圣殿讲章」就是⼀个

很好的例⼦。⾄于写作的时间可能在约⻄亚王，或约雅敬王期间。不论如何⼀定写在约⻄亚改⾰之后，需要

思想当时的情景！主要讲到： 

§ 圣殿与敬拜(七 1 ⾄八 3)： 

耶利米的宣告：「万军之耶和华以⾊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改正⾏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仍然居

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七 3-4 

§ 神的律法(八 4-九)： 

耶利米的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勇⼠不要因他的勇⼒夸⼝、财主不要因

他的财物夸⼝，夸⼝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慈爱公平和公义、以

此夸⼝，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九 23-24 

2. 背景：代下卅四 8-13「約⻄亞王⼗八年、淨地淨殿之後2」 

§ 百姓的⼼态：圣殿修复、献祭恢复、祭司利未⼈就位，⼀片欢乐(代下卅四 8-13)⼤复兴(代下卅四 18)。
同时他们站在殿⾥说：「我们可以⾃由了」，以为恢复圣殿…就可以保平安了。因为当时他们流⾏的

「信仰」就是圣⼭、圣城、圣殿是属于耶和华的，因此是不会倒的！(赛八 6，廿八 16。希⻄家的经历—
—代下卅⼆ 9-15，20-23；赛廿七 13) 

§ 先知的宣告： 

1) ⾏为与敬拜不相称：(太三 8，弗四 1，腓⼀ 27，徒廿六 20)⽆怜悯…以赛亚也有同样的感受(赛⼗⼀

15-16，赛廿六) 

2) 迷信：去向巴⼒烧香，使⼉女经火 

3) 圣殿变成了「贼窝」，恶⼈藏⾝之处 

§ 真实的敬虔：听命胜于献祭(撒上⼗五 22，雅⼀ 27［⾏道］) 

 
1 这样的散文故事在耶利米书中有许多(十一 1-17；十三 1-14；十六 1-18；十八 1-12；十九 1-廿 6)。往往是耶耶利米生平中的某一件事为中心，以及与这

事件有关的一篇讲章。 
2 约西亚王第十八年，也就是耶利米从事先知职事的第五年，他们修理圣殿。在修殿的过程中，祭司希勒家发现了一本律法书。这一本书的发现，对王具

有很深远的影响。这本书的内容，让王看到，百姓们离开神的道路和神的心意有多远。因著找到这一本书，他立刻进行了一个更激烈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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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和华的殿」: 

§ 在廿六章那⾥提到耶利米另⼀篇不受欢迎的讲章。虽然内容说的不多，却集中在听众的反应上；在不同

的段落中，祭司和先知们要求处以死刑，诸王⼦宣告先知并⽆叛国罪，⽽平⺠显然改变了他们的主意(比
较廿六 7 和 16)。这⼀切都使⼈想到这不是⼀篇普通的讲章；它透入⼈⼼，它够严厉，使⼈反感，并且也

使⼈反省。 

§ 若按廿六 1 指明这篇讲章的⽇期应该是「犹⼤王约⻄亚的⼉⼦约雅敬登基的时候」 (BC 609秋或 BC 
609/608冬某⽇，也有⼈认为是在约⻄亚王在位时写的)。约⻄亚王⼗八年推⾏改⾰，⼈⺠曾将国家更新

的希望寄托在他⾝上。可是他在米吉多之战中死了(王下廿三 28-30) 。约雅敬由他的埃及主⼦立为王。这

是给与约⻄亚所代表的犹⼤宗教⺠族主义的第⼀个冲击。 

但它还剩下⼀张王牌——耶路撒冷及圣殿(四 10就是耶和华住在祂⼦⺠中的地⽅)∶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诗⼀三⼆ 14 

§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七 4，耶路撒冷的⼀切必定都会没有问题。耶利米在他的讲章中攻击的就是这种

根深蒂固、错误的依靠，这篇讲章⼤概在圣殿内院⼤⻔⼝，正当⼀个国家宗教重⼤节⽇、百姓聚集在那

⾥敬拜时所传讲的。 

【⼆】不受欢迎的讲章(七 1-15) 

他奉「万军之耶和华以⾊列的上帝」之名七 3向敬拜的⼈传讲，他们前来敬拜上帝，称为祂的同在和保护的能

⼒。耶利米并不否认上帝与祂的百姓同在；但他警告他们不要因此⽽作出错误的结论。上帝的同在对那些以轻忽

态度对祂的⼈可能是危险的同在(参⼆ 19 「不存敬畏我的⼼、乃為惡事、為苦事。」) 

耶利米指责以⾊列⼈；以圣殿代替神，以献祭代替爱神，揭破他们⾃我保护、⾃以为义的⾯⽬。 

1. 若彻底改变其⽣活⽅式——诉诸良⼼：七 3-7⾏不义岂能靠圣殿得救？ 

§ 「若」，「就」 

这篇讲章呼唤⼈要彻底改变其⽣活⽅式 (「要改正你们的⾏动作为」七 3) ∶耶利米⽤⼀系列的「若」把其

意义表明出来(七 5-6 节共⽤了四个「若」字，和合本只译出第⼀个你們若實在改正⾏動作為、若在⼈和

鄰舍中間誠然施⾏公平、若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在這地⽅不流無辜⼈的⾎、若也不隨從別神陷

害⾃⼰)。 

上帝期望祂⼦⺠要毫⽆疑问的忠于独⼀的上帝，这种忠诚会实际表现于⽣命之中；如顾念关怀别⼈的社

会中。百姓只有注意这种召唤，他们才能声称上帝的那些应许为他们所有。 

§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仍然居住」(七 3，7)，或译作「我就与你们⼀同住在这地⽅」。这讲章「地⽅」

这个词是指「殿」，⽽不是指这座城。 

2. 若不悔改的后果——诉诸理由：七 8-11 违背戒命岂能靠圣殿得救？ 



 3 

§ 七 8-10吕译「但是你看，你们竟然倚靠虚假的话⽆所受益。怎么啦！你们偷盗、凶杀、奸淫、起假誓、

献祭给巴⼒，随从素不认识之别的神，你们⼜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前(事奉)，说：「我们得

救了！」──⽆他，只为的是要继续⾏那些可厌恶的事罢了！是不是？」 

换⾔之、不管在外作什么，只要在圣殿有事奉敬拜，⼀切就都可以遮掩了！例⼦ 

§ 「贼窝」 

传道者的呼吁是急迫的，由于那些礼拜之⼈⾏为表明他们是说谎话。他们⾃称是神的⼦⺠，然⽽七 8-10
节所描述的、表明他们⼏乎全然违反⼗诫。因此，当他们来到圣殿时，唱着：「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

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七 4，⼜声称「我们得救了 (和合本作「我们可以⾃由了」) 」七 10，他们是

活在幻想的幸福中，盲⽬信赖那些谎⾔。耶利米讽刺地说，这是「贼窝」七 11，是那些逃避上帝律法之

⼈投奔的地⽅。耶稣以同样的苛责攻击当⽇在圣殿发⽣的事(可⼗⼀ 17)，祂⽤这些话把他们与赛五⼗六

称圣殿为「万国祷告的殿」这幅真实的图画作强烈的对比。 

§ 「我都看⻅了」，是加强语⽓；「看哪，连我也可以看⻅」 

3. ⽰罗3的教训4——诉诸历史：七 12-15  ⽰罗已毁，靠圣殿岂能幸免？ 

§ 若前⾯的呼吁得不到注意的话，耶利米说那么圣殿非但不是安全的地⽅，⽽必定会变成⼀个荒凉的所

在。耶路撒冷的⼈说「这事不可能临到我们」。耶利米说「你们要学习⽰罗的教训」。当然⽰罗在北

部，耶路撒冷的⼈可能会说，这些拜异教神的北⽅⼈正得到了他们所该得的。耶利米说，你们也必定会

这样。时候将到，那时耶路撒冷的殿必定会变成像⽰罗的殿⼀样，⽽且你们必定会被放逐到远⽅去七

15。 

§ 这是不受欢迎的，太露骨了。⼈们不喜欢⾃⼰的宗教偏⻅受到质疑。敬拜岂不是求安慰，不是寻烦恼

吗？然⽽，有两件事是值得思考的。 

1) 耶利米在这⾥提醒，若与⽇常⽣活脱节的敬拜是⼀种危险的⾃欺。诗篇⼗五篇和诗篇廿四 3-6 很多时

侯被⽤在圣殿的对唱中；敬拜的⼈问： 

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 诗⼗五 1  

就是⾏为正直、作事公义、⼼⾥说实话的⼈‧他不以舌头谗谤⼈、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

谤邻⾥‧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他发了誓、虽然⾃⼰喫亏、也不更改‧
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辜。⾏这些事的⼈、必永不动摇  诗⼗五 2-5 

 
3 「示罗」是设会幕的地方：会幕原来是在基遍(代上 21:29)， 后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会幕迁到示罗，直到士师的末期以利的时候还有(书十八 31；撒上

一 3、24，三 21，四 3-4)。但是示罗后来被毁了，毁的情形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知道它的毁灭跟后来耶路撒冷的毁灭有点相似。诗七八 57-64

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 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背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祂的愤恨。

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祂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祂在人间所搭的帐棚；又将祂的约柜(原文是能力)交与人，将祂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
并将祂的百姓交与刀剑，向祂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 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因为死的太多了)」这个「约柜被掳去，祭

司被杀掉」：在撒上四章可以看到祭司被杀掉，指的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自己也死了，约柜就被掳到非利士地，当然约柜到了非利士地又为耶和华

报仇了。到了大卫的时侯，约柜已经在基列耶琳廿年，后来才迁至耶路撒冷。不过「约柜」到最后还是消失了，就如同「圣殿」也是消失了。 
4 在以法莲山地的示罗，曾经是敬拜万军之耶和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撒上一至四章)。在示罗的殿曾经放约柜，是神在祂百姓中间与他们同在的象征(三

16)。但在耶利米时代已是一个废墟(主前十一世纪被非利士人蹂躏，最后大概在八世纪末被亚述人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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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祭司注意⾃⼰的⽣活⽅式—作事公义、说话诚实、不欺骗邻舍、不受贿赂。在敬拜中我们往往只

听我们想听的，对其余的却充⽿不闻。 

2) 信⼼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但我们不該把应许化为⽆条件的迷信。例如，在创⼗⼆ 2-3 上帝对亚伯拉罕

所作的应许，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离开⽗家，前往未知之地就不可能实现。在信⼼中忽视那个「如

果」，便导致盲⽬的迷信。 

当敬拜和信⼼在我们看来似乎已丧失其意义时，就要开始认真检视我们⾃⼰的⽣活⽅式了，并问⼀问⾃⼰是

否已按著信⼼的要求去⽣活，这才是明智之举。 

【三】真实的献祭(七 16-八 3) 

1. 代祷的时候已过(七 16-20) 

§ 上篇讲章是耶利米对百姓讲的。⽽这段经文则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讲的。耶和华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

祷」(七 16，这句话在⼗⼀ 14 和⼗四 11 ⼀再重复)。因为百姓没有迹象要改变他们的态度，他们沉缅于

那些宗教⾏为当中七 19。 

§ 敬拜「天后5」这女神似乎简单⽽⼜容易七 18；烧⼀点香，献⼀点祭神的酒或献上印有女神神像或形状像

新⽉或星的薄饼就可以了。⽆害么？不，是致命的！…那⼀套混乱的价值观部分会引致必然的灾祸。 

2. 听命胜于献祭(七 21-28) 

§ 对献祭6的态度发出的声明也常⻅于其他的先知(摩五 21-25；弥六 6-8；赛⼀ 10-17)。 这段经文带我们回

到出埃及记，耶和华和以⾊列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开始，这关系我们⽤「约」这个字来描述；是概括在

「我就作你们的上帝，你们也作我的⼦⺠」七 23 这句话⾥⾯的⼀种关系。这段经文声称，当上帝建立这

种关系时，并没有提及燔祭或平安祭。相反地，只要求他们要顺服。虽然上帝再三(從早起來7)藉著祂的

仆⼈众先知，提醒百姓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七 24-26)，可是在以⾊列历史上⾃始⾄终缺少这种顺服。 

耶七 21 「万军之耶和华以⾊列的 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罢。」神已经不再管他们

作什么了，祭⾁与普通⾁不分、也不管了！ 

 
5 在犹大的妇女中似乎特别盛行。它在耶路撒冷被毁后继续存在，按四十四 15ff。也盛行于流亡在埃及的犹太人中。这「天后」是谁并不十分清楚，虽然
从亚述人、巴比伦人，和迦南人的来源得知她可能是丰饶之母的女神其中的一个。敬拜她是很普遍的，因为她是妇女的女神，对人的某些基本本能，特别

是性能力、母性，和想知道将来究竟怎样的愿望都有吸引力；正如今日在妇女杂志和日报的占星术所提供的。也许许多人认为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对耶和华

的敬拜太严谨，与他们日常的需要相距太遥远。 
6 在出埃及记裏，立约的时候，燔祭和平安祭都被提到(出廿四 5)；但在立十诫时(出廿 1-17 )，并没有说到关于献祭的事。耶利米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以色

列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唯一不可缺少的要素就是以顺服回应上帝。这不是说，献祭对以色列人的信心不重要。它乃是一种恩典，对以色列人的信心并非必要

的。正如在被掳到巴比伦时期，在那里不可能献祭。有许多事情无疑都有益，但非必要的。 
7 這個片語在聖經其他書卷中也出現過，惟有耶利米用這個片語指神(前後有十一次)。讀到他說神「從早起來」這個片語的意思是低下來，把肩頭低下來，

可以把擔子放在肩上。不論馱獸或人，清早起來就是為行遠路。現在耶利米將這個片語，應用在神的身上。他宣告說，祂從早起來臨到祂的百姓，對他們

說話，前後有三次；祂從早起來，差遣先知到他們那裏，有六次；祂從早起來，對他們抗議，有一次；祂從早起來，管教他們，有一次。這讓我們看到神

的態度；祂的百姓快速的離棄祂，忘記祂，但祂卻永不離開他們，從不撇棄他們，也絕不忘記他們。祂從早起來，低下肩頭、背起重擔，趕快說話，差人

到他們那裏，對他們抗議，教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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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七 22-23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题说、也没有吩咐

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 神、你们也作我的⼦⺠，你们⾏

我所吩咐的⼀切道、就可以得福。」 

献祭有如属灵肥皂。耶利米的意思是；献祭并非神立约的核⼼，也不是维持神⼈关系的必要条件。听命

与过道德的⽣活才是。 

§ 说：「如今圣殿、献祭都⽆⽤处」，这还了得。所以「你必要死」(廿六 8)，以致约雅敬要焚卷了。(卅六
20-26) 

3. 致命的痼疾(七 29~八 3) 

宗教应当是欢喜快乐的事，但耶利米却⽤讽刺来描绘。在论虚假宗教最后的这⼀段是由⼀⾸「哀歌」qinah  
引进的。在旧约⾥，如伯⼀ 20，剪发或剃头是公认的举哀的表记。⽽且悲哀是适当的，由于上帝已抛弃⼀个

为⾃⼰积蓄忿怒的群体。宗教非但不是给这个群体带来健康，它像癌⼀样，证明是⼀种致命的痼疾。这⼀种

宗教到处都有： 

§ 其他神的象征和神像，正如在旧约时常被称为「可憎的东⻄」七 30，在锡安⼭上耶和华的殿中是常⻅

的。尽管在宗教上两⾯下注，尽量拉拢各⽅男神女神，也不会有任何损害。 

§ 在耶路撒冷城南之欣嫩⼦⾕，在陀斐特的邱坛或神龛上有把孩童当作祭牲献给假神的事。陀斐特⼀词，

意义与「焚烧」⼀词有关，⽽且可能是「火坛」的表征(王下廿三 10，在那⾥孩童被当作祭物献给摩洛

神)。 

但这⼏节似乎暗⽰那些礼拜的⼈误以为这就是他们对耶和华表⽰热爱的⽅法之⼀。献的礼物愈贵重，祂

就会更可能保护他们。他们要从迷梦中醒觉过来。这个被错误宗教热诚充满的⼭⾕须更名为「杀戮

⾕」，⽽且变成⼀个巨⼤的坟场，32 节最后⼀句话应译作「直到⽆处可葬」。它诚然比坟场还不如，在

这⾥的毁坏是这样彻底，以致⼫体都⽆⼈埋葬，腐臭的⼫体作了食⾁⻦和吃腐⾁动物的食物。33-34 节⽣

动地描述死亡降临到这个地⽅所带来的沉寂。可怕的习俗带来可怕的惩罚。 

§ 敬拜星辰，敬拜各种天体、太阳、⽉亮，和不同的⾏星，与今⽇占星术流⾏的原因⼀样。这样的天体对

⼈们的⽣存有任何影响么？根本没有；他们只能冷漠⽽且寂静地望著那些热诚供奉者的⼫体，像「地⾯

的粪⼟」八 2 散布各处。 

在将来⼤规模毁灭中残存下来之⼈的命运被描述为比那些遭难者更加悲惨。假如这种描述读起来令⼈感到可怕，

那就是它的⽬的。耶利米决不容他的同胞以⾃欺⾃慰。这种假象必须摧毁；虚幻的安全必须加以粉碎。只有这样

才能有希望可⾔。 

【四】信息 

被扭曲的信仰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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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耶廿六 

1 ⼜是不受欢迎的讲章(耶廿六 1-16) 

§ 在七 1-15 我们⻅到⼀篇不受欢迎的讲章，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圣殿那⾥讲的。廿六 1 指出那篇讲章的⽇

期为「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是对约雅敬于主前 609年秋天登基与主前 608年新年开始这期间的专⻔

⽤词。在这两篇记载之间有许多微妙的分别，但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这篇记载把注意⼒从讲章的内容转移

到它引起的反应上。在圣殿的⻔⼝传讲圣殿和圣城的毁灭必招致强烈的反应。反应来了，暴⺠动乱起

来，由「祭司和先知」V7 的宗教体系煽动，⼏乎引致⼀次私刑。他们向他⾼叫道：「你必要死！你为何

托耶和华的名预⾔，说『这殿必如⽰罗，这城必变为荒场⽆⼈居住呢？』」 VV8-9。他们并不是真正问

「为何？」，他们对答案不感兴趣。他们已经下定决⼼，认定耶利米是对公众的威胁，必须把他除掉。

这种态度并不罕⻅，尤其是在宗教的争论上。封闭的⼼灵在宗教圈⼦⾥最显⽽易⻅，⽽且特别在那些最

⼤声宣称说他们是真理的追随者。我们往往都怕听那真理。 

§ 但耶利米之讲章引发的反思并不⼀致。耶利米因「⾸领们」V10 的⼲涉⽽未遭受到⾏私刑暴徒之⼿。那

些朝廷官员和政府听⻅骚动，便加以⼲涉，并在新⻔⼝，就是进⾏正式诉讼的地⽅，致⼒谋求公平的审

讯。祭司们和先知们带头起诉，并要求把他们清楚视为说假预⾔的⼈处以死刑(参申⼗八 20)。他们针对

他攻击耶路撒冷的观点，却巧妙地避免提及任何有关悔改的呼吁，这是这篇讲章中主要的元素 V13。断

章取义或偏引，乃是每⼀时代宗教和政治煽动家惯⽤的⼿段。 

§ 耶利米在辩护时(12-15 节)并不否认他所说的，但声⾔所说的是凭著耶和华所赐的权柄。然后他表⽰⾃⼰

服从法庭的裁判，不过警告他们有定⽆辜为有罪之虞。法庭宣告他⽆罪，承认他为真先知(第 16 节)。这

是⼀个引⼈入胜的故事，整件事的中⼼是⼀个⼈；在他周围有不同的群体，每组⼈都有他们⾃⼰的既得

利益──宗教当局⼒求使⼀个⿇烦的先知收⼝，政府当局要保持法纪和秩序，永远都摇摆不定的暴众，⼀

分钟前咆哮要流⼈⾎，下⼀分钟(参 16 节)⼜拥护宣告他⽆罪的裁决。这个故事在另⼀个⼈之经验中重

演，因别⼈对祂所持的不同态度，最终引致祂被钉⼗字架(参可⼗四⾄⼗五章)。 

2 三位先知──三种反应（廿六 17-24） 

正如耶利米在付出代价后所发现，作耶和华的先知是要冒⽣命危险的，且不保证⼀定成功，他亦⽆法知道听

众将作甚么反应。 

§ 为了辩护⽆罪释放的判决，有些⻓老引述摩利沙⼈弥迦的事例 VV17-19，他是耶利米以前⼏百年与以赛

亚同时代的⼈。他传的信息在某些⽅⾯跟耶利米传的信息同样严厉⽽且毫不妥协 — 18 节引⽤弥三 12 的

经文来⽀持这⼀点。但没有⼈尝试叫他缄默。诚然，以希⻄家王为代表的权贵刚好相反(显⽰我们知道以

⾊列⺠的历史是何等的少，在列王纪下⼗八⾄⼆⼗章和历代志下廿九⾄卅⼆章有关希⻄家在位的记载也

是难以协调的。虽然两处的记载都描述希⻄家是⼀位改⾰的王，但⼆者都没有将改⾰的功劳归于诸先知

的影响，也没有提及弥迦)。但弥迦在这⾥被描述为先知，他对圣殿和耶路撒冷所说严厉的话是受到⼈们

注意的；⽽且因为那些话引起积极的反应，因他所传灾祸将临的信息便得以避免。耶和华「就后悔…」

V19，就改变了祂的主意。(关于上帝对百姓之态度被认为有赖于百姓对祂之反应的说法)。 

§ 另⼀位先知乌利亚来⾃基列耶琳(在耶路撒冷⻄北约八哩)，是⽰玛雅的⼉⼦，他就没有那么幸运 VV 20-
23 。关于乌利亚，除了这⼏节以外，别⽆所知。在这⾥提及这件事与这篇圣殿讲章⽆关，它⼤概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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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雅敬在位后不久。乌利亚像耶利米⼀样，在发⽣了同样令⼈不快的预⾔事件后，便逃往埃及，他从那

⾥被引渡回来(引渡逃犯条款在古代近东的条约文件中并不罕⻅)。他即时受到审判，并且在耶路撒冷公开

处决了。在这⾥提到亚⾰波的⼉⼦以利拿单是那引渡团的⾸领 V22，在卅六章他⼜出现，为同情耶利米

的朝廷官员之⼀，警告耶利米要躲藏起来，⽽且⼒劝王不要烧毁耶利米⼝授巴录所写的书卷 (卅六 11-
19， 25)。我们从少量有关他的资料知道他似乎像许多其他政治家⼀样，准备本乎⾃⼰的良⼼议事论

事；当问题仍在研讨时，他确实也采纳不流⾏的意⻅，但当局⼀旦有了决定，他便看⻛转舵了。他是作

识时务的公仆，但不是殉道⼠。先知要不畏缩⽽且要坚持跟王对立，作⼀个先知的结果也可能是致命

的。 

§ 那么，为甚么耶利米在约雅敬王的⼿中没有遭到乌利亚同样的命运呢？他有居⾼位的朋友，尤其是沙番

的家庭，他的⼉⼦亚希⽢⽤他的势⼒保护他 V24。他可能在争取⽆罪释放的判决上，发出了有⼒的意

⻅，或者他可能采取了⼀些⾏动，在判决后确保耶利米个⼈的安全。同⼀家庭的其他成员在耶利米有困

难时也同样施以援⼿(参卅六 11及以下，卅九 14，四⼗ 5及以下) 。 

耶利米因此得以⽣存；他不像弥迦⼀样受⼈注意，也未像乌利亚⼀样殉道—他不受注⽬地⽣存下去(许多先知

都遭遇到的命运)，直到为时已晚，他徒然抗议的那些政策已引致国家遭遇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