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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面对被虏 

经文：耶廿九章，卅九章 11节~四十章 7节，五十二 1~30，王下廿五章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

望。」耶廿九 11 

【绪论】 

自从犹大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犹大历史就分为两条线发展：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被掳到巴比伦的犹

太人。前者已在上一课说明；另一条线就是第一次被掳的犹太人，以及犹大亡国后仍留在耶路撒冷的遗民。

这两批人都是耶利米所关心的。对前者他写了一封令人惊愕的信。对后者，他默然地走入其中，以生命为奠

祭，走完他孤寂的一生。 

在耶利米书末了的信息里，有许多「珍宝」，崭新的启示。回顾最后这几章并重新思想他惊人的勇气。他在

圣殿中传讲不受欢迎的讲章，而且几乎被人以私刑处死(廿六章)；他设法影响周围的列国 (廿七章)；他与宗

教领袖、先知的冲突(廿八章)；而且他写了一封令人惊愕，有人会认为是叛国的信给他那些被掳至巴比伦的

同胞(廿九章)。 

你若问他为何如此，唯一的答覆就是：我在作耶和华吩咐我作的事。他忠于神的托付、不求别人的认可，但

勇敢地见证，不论要付上什么代价。 

【一】一封令人惊愕的信(廿九) 

1. 背景： 

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中怀著背叛巴比伦的思想。这不安很可能是由于那些假先知的煽动1。耶利米为了抗

衡这些先知的活动，便写了一封信给被掳的人，大概在前两章所描述的那些事件不久之后。在第二节总结了

王下廿四 14-16之史料，为我们勾勒了当时的背景。这封信是藉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之外交官员2之手带去

的，为向他的霸主重新保证他并无叛逆的意。在这封信的 4-15节和 21-23节，肯定对那些被掳之人所造成

极大的震撼。 

2. 「为那城求平安」：1~9 

§ 告诉那些被掳的人要定居下来，过正常的生活，在巴比伦作久居之计 V5-6。那些被掳之人现在必须适应

新的环境，不要为不能挽回的事而忧伤。 

 
1 21节提到，他们是「说假预⾔的」，与哈拿尼雅在耶路撒冷散播的同⼀种谎⾔，即巴比伦帝国已经时⽇不多，被掳之⼈不久就会返回耶路撒冷的家园。
巴比伦不稳定的政治景况，可能已经助⻓被掳之犹太⼈采取与他们巴比伦的主⼦不合作的政策，或甚⾄开始计画谋求⾃由了。 
2 关于那些信差，除了他们的名字以外，我们便⼀⽆所知；不过其中之以利亚萨(3节)则是沙番家的另⼀成员，耶利米因他们的帮忙，有理由在多次的场合
中表⽰感激(参廿六 24，卅六 1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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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被掳之人：「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

安，你们也随著得平安」V7。因为你们的平安与那城的平安连结在一起，但为巴比伦向耶和华祷告，并

且为那城「求」平安的命令，是意想不到而且是令人吃惊的。那些人惯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为以色

列和耶路撒冷求平安(参诗一二二 8，一二五 5，一二八 6)，而对那些威胁他们国家之仇敌，则痛恨呼求

报应。 

在这些仇敌中、巴比伦人他们对待耶路撒冷的做法使他们难以忍受(诗篇一卅七 8-9「将要被滅的巴比伦
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现在要

转而为巴比伦祷告，不为报复它，而为它的福祉祷告，是跨了一大步。 

我们在这里瞥见了一种新的属灵境界，突破了狭窄的国家宗教观。当时候满足时，耶稣的话便表明了: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五 44) 我们发现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行出来不容易。在

耶利米时代，甚至连这样说都不容易！ 

V1：「并生存的长老」 

V2：「太监」泛指宫廷要员(耶五十二 25) 

VV8-9：耶利米也警告那些被掳之人别理会那些「先知和占卜的」，他们出来说梦，那其实不过是「谎言」

V8。在 21节及以下各节有两个这样的先知，就是哥赖雅的儿子亚哈和玛西雅的儿子西底家，在耶利米

手中被即时地惩治。很明显他们预言的「谎言」必定涉及某种反对巴比伦政权的政治活动，否则尼布甲

尼撒绝不会牵涉在处决他们的事上。 

3. 新的希望：耶廿九 10~14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参赛六十三 7~14) 

§ 他们必须学习这情况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而不是「灾祸」V11，乃为要使他们得平安、指望，应许赐他

们一个崭新、充满希望的未来。已有被掳回归的应许，但时候还没有到，要等到「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

年满了」V10。七十年大概是要表明一个整数3，而且肯定排除当代的人在有生之年回归的任何可能性。

耶利米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耶和华如此说」V10。参耶廿五 1~14 

§ 不再是局限于圣殿中的耶和华： 

诗篇一卅七篇的作者，在面对被掳于巴比伦的背景下写诗时，声言不可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诗一

三七 4)。 

耶利米却强调被掳的人能够，而且必须在巴比伦那里找到上帝。他向他们挑战，虽然失去耶路撒冷、圣

殿、祖国，是他们的信仰不能缺少的东西，他们其实并没有失去甚么。真的信仰在乎向一位听祷告的上

 
3 犹太从第⼀次被掳(597BC)到古列元年(538BC)犹太⼈回国，中间是 59年。若从巴比伦攻陷尼尼微(612BC)到巴比伦被古列取代(539BC)其间是 73年。
若由尼布甲尼撒登基(605BC)到巴比伦被攻陷(539BC)中间是 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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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祷告，「专心」寻求并不断寻见(13节)；而且在巴比伦河边确实能这样行，正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

一样。 

V12：新译本「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12节开头的「那时」(和合本未译出

这个字)，乃是说你们此时此地就会找到我。上帝已不局限于耶路撒冷及此城的境界内，祂要让许

多被掳者在他们视为冷漠、凄苦和遭上帝遗弃的景况中找到祂。我们就必须小心，免得本来藉著来

敬拜的事物，反而成为限制了我们所看见的上帝，使我们看不见祂的无所不在。 

V13：「专心」即「全心，全人」。 

V14：「我必被你们寻见」LXX 作「我就向你们显现自己」 

4. 提防假先知：耶廿九 15~23 

§ 15，21-23节：另译：凡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都用这二人的名字来作咒语，说：「愿耶和华对你，像

巴比伦王对西底家和亚哈一样，烧烤在火中」 

§ 这些先知的命运被流传下来作为人咒诅仇敌的一个可怕鉴戒。但假如尼布甲尼撒介入要中断这等先知之

叛逆性政治行动，而在耶利米看来、他们的罪行便是一种有双重宗教性的罪行，这是他再三地指摘这些

先知的罪行——奸淫并假托耶和华的名说「谎言」，二者必然是从对以色列上帝本性的误解而来的

V23。 

§ 信仰，尤其是虚假的信仰，是危险的东西。它们能引致百姓作可怕的事，而且以从容自若的良心去作，

确信他们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呢。 

§ 耶利米所要说的，引起了敌对的反应。尼希兰人示玛雅，大概是在巴比伦任职的先知之一，写信给耶路

撒冷的宗教领袖表示不满，说他们早该对耶利米采取行动(24-28节)。但那负责管理圣殿的祭司把这信念

给耶利米听。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作的唯一回应，便是把示玛雅送往在耶路撒冷与他相似的哈拿尼雅同

一命运上。 

【二】与遗民认同(卅九 11~四十三 7) 

在耶利米人生最后的时候，他选择与以色列百姓共存亡，在废墟中重建希望、在死亡中重获生命。耶利米最

后的旅程分别记载于王下廿五章，耶卅九 11~四三 7，五二 1~30，在记录中有些出入。 

1. 耶路撒冷失守时的耶利米： 

§ 被囚在护卫院中(卅七 18~21，卅八 24~28) 

§ 被巴比伦人释放：有两处记载，其一(卅九 3、14)，另一(四十 1~6)。实际情形可能是两个记载的综合。

尼布撒拉旦给耶利米的两个选择既是可能，也是合理。并且交与「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

V14保护他。 

2. 在米斯巴的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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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这时已经荒废，于是耶利米就去在米斯巴的甘大利那里。留在耶路撒冷的不外乎4穷苦、未被充

军的农民，「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V7，那就是犹大军队的单位，他们大概一直与巴比伦

人打游击战而尚未被肃清。他们似乎已体会到继续抵抗占领军，至少在目前是无用的。以及从约旦河那

边回来的犹太难民，巴比伦人入侵时他们逃到那里避难(11-12节) 。 

§ 按照常理，如果去到巴比伦、耶利米的「前途」会更好。 

§ 耶四十二 10-11 「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与你们的

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

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 

 
 
 
 
 
 
 
 
 
 
 
 
 
 
 
 
 
 
 
 
 
 
 
 
 
 

 
 

 
4 耶卅九 8~10，王下廿五 11-12，耶五⼆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