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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全地的主：耶四十六~五十一章 

经文：耶四十六~五十一章 

耶一 5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 10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绪论】 

1. 和合本圣经乃是根据希伯来文马索拉抄本。但七十士译本 LXX，这段经文是放在耶十五 13之后，而且论列
国的次序也不相同 (以栏、埃及、巴比伦、非利士、以东、亚扪、基达、大马士革和摩押，与其他先知书吻

合。参赛十三~廿三：结廿五~卅一) 。然而，和合本圣经的次序大体上与历史事件发生先后吻合。 

2. 在以下的六章中(五十一章最后六节是例外)包含了诗集和散文短篇，它们论及猶大四周许多国家，特別是那

些涉及导致耶路撒冷毁灭的国家。关于许多地名以及历史典故我们所知甚少。我们从论埃及(四十六章)开

始：然后我们沿海岸平原北上；论及非利士(四十七章)；从那里我们转向內陆，找到摩押(四十八章)、亞捫

(四十九 1-6)和以東(四十九 7-22)諸國。東部旷野之阿拉伯諸部落(四十九 28-33) 奇秒地夾在大馬色 (四十九
23-27)和以攔(四十九 34-39)之間。就我们所知，后二者都沒有在耶利米时代的猶大国历史上扮演过任何角

色。最后以论巴比倫(五十至五十一章)作結束。 

3. 在旧约先知书中「论攻击列国之神谕」有漫长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有摩一 3至二 3的简短神谕，赛十三至廿
三章，结书五至三十章，论及亚述人的那鸿书，以及论及以东人的俄巴底亚书，在耶利米书与其他先知书中

的神谕，在措辞和思想上有许多密切的连系。(例如：论摩押的四十八章与赛十五、十六章有许多类似之处；

同时论以东的那一段(四十九 7-22和俄巴底亚书)读起来像一系列论到同一个主题不同的版本。甚至攻击的用

辞都有雷同之处(四十九 19-21针对以东和提幔居民的指摘；五十 44-46攻击巴比伦和迦勒底人) 。耶利米时

代，对犹大国命运最据影响的埃及和巴比伦，这一段落始于埃及而终于巴比伦。 

4. 我们所相信、所敬拜的上帝并非我们的守护神，祂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保护我们的利益、

应允我们的祷告。这种情形在以色列历史中一再发生，阿摩司遇见这种情形，以色列民以为作上帝的子民便

是要上帝无条件使他们的国家强大和繁荣(摩三 1-2，五 18-20)。耶利米在那些传平安的先知的信息中，也指

出他们的错谬，以为耶路撒冷决不致毁坏(第七章)。从阿摩司到耶利米的众先知都力言，相信耶和华就是相

信一位掌握全世界的上帝。这位上帝，万国为了达成祂的旨意而存在；这一位上帝，祂的公正和公义是普世

标准，万国若忽视，他们就有危险，包括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虽然那些先知都是身处自己的年代，他们并非

只关注自己同胞，他们的视野要深远得多。任何有违公理的，在上帝统管的世界必然引致公正的惩罚。 

§ 埃及若自信它强大的兵力，追求她的野心(四十六 8)：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 

结果那样它便是： 

坐失良机的吹牛王。(四十六 17，现代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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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形在今日并无不同。那指向非利士人亚实基伦之话语： 

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 
你要入鞘，安靖不动。 
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焉能止息呢？(四十七 6-7) 

§ 也将指向今日不公平的世界。 

我们在此仅仅讨论埃及、非利士、摩押、巴比伦。 

【论埃及】耶四十六章 

1. 论迦基米施战役：(四十六 2~12) 

§ 发生于公元前 605年 (约雅敬四年，V2)是一场极具决定性的战役。决定了亚述、埃及的没落与巴比伦的
兴起。 
VV1-2.  耶利米的神谕从埃及开始，因为巴勒斯坦长久以来都在埃及政治影响的势力范围之内。除此之

外，犹太人亦从未忘记他们于摩西时代在埃及所受的压迫。法老尼哥于公元前 609 年，在米吉多杀了约

西亚，约西亚当时亟欲阻止埃及部队前往救援被困于哈兰的亚述军。 

迦基米施之役在埃及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该城于公元前 605 年被埃及佔据，但尼布甲尼撒于同一

年席捲该城，打败佔领的埃及人，使他们抱头鼠窜。巴比伦的编年史指出，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 601 年

再度对埃及用兵，这一次双方都损失惨重。这样的情势可能促使约雅敬伺机而动，背叛巴比伦(王下廿四

1)，但埃及其实也爱莫能助。 

VV3-6：第3-4节描述埃及军官对战车和步兵发号施令，预备作战1。进攻的一方对获胜深具信心。5节开
始，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 具有先知敏锐洞察力的耶利米，此时不难想见犹大千方百计才求

来的埃及军队竟然戏剧化的溃败，并以活泼的用辞来捕捉当时的画面。他们若不是在战场被拦截下来，

就是被伯拉河的天然屏障所截断，根本不可能逃跑。 

V7 江河指的是尼罗河及其灌溉的水道。象徵蜂拥而至的埃及人，就像尼罗河氾滥时淹没邻近的乡间(參

賽八7-8)。 

V8  他说，可能指的是埃及的法老。早在自示撒(约945~924BC)的年代起，法老的勳业便不如以往辉煌。

沙美提克斯一世在位时(约664~610BC)，重新整军经武，以希腊佣兵做为部队的核心，强大的舰队则驻

扎于地中海和红海，而海上贸易也因此大为加强。 

§ 埃及自信它强大的兵力：(四十六 8)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 

V9 是一连串的命令，内容和3节有些类似。古實(即衣索匹亚)和弗(可能即今利比亚？或是索马利亚？) 为

埃及提供佣兵。路德族显然也是非洲人(参创十13)，可能居住在利比亚。此处对这些佣兵射箭技能的描

 
1小盾牌māḡēn 一般是圓形的；而大盾牌 ṣinnâ 則是橢圓形或長方形，用來遮蔽全身。盔很可能由皮革所製，且似乎是士兵在作戰時才穿戴。 



 

 3 

述。基列(參耶八22) 以出产乳香而天下闻名。埃及医术在2000BC左右即已十分先进，而其伟大的蒲纸医

学手稿，亦大约出自该时。 

§ 对埃及的审判：(四十六 10-11) 
V10 

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要向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以他为)献祭的事。 

埃及的创伤必不得医治2(VV11-12)。参耶四十六 5，耶六 25。 

V11  提到多服良药，乃在讽刺埃及无法医治被击败的伤。她最后所受的羞辱，就是其他人都得知她的挫

败。 

2. 预言巴比伦攻击埃及(四十六 13~26) 

§ 「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弗、答比匿、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

四围施行吞灭的事。」四十六 14 

VV13~17 埃及在迦基米施惨败之后，巴比伦便扮演神的僕人来惩罚这被征服的国家。巴比伦事实上于

568/7BC远征埃及 (见四十三11)。有关密夺和答比匿(見四十四1)。 

§ 双关语： 

1) 四十六 15，你的「壮士」(Apis 埃及人的神牛，在敌人面前却如母牛犊 V20) 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

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 

RV 作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马索拉经文nish]ap{ (沖去) 有时被分开写成na{s h]ap{，若依七十士译

本则作「为何撤退」Haf？，RSV 作「阿比斯Apis为何逃走？」古时近东的人认为，征服一个国家必

须打败她的神。埃及人拜阿比斯可由下面的问句反映出来：「你的壮牛为何站立不住？」 这裡马索

拉经文的~abbi^reyk[a 可能是闪语的複数形，意指尊贵。将勇气、荣耀和高贵的观念加在动物身上，

虽然是近东一贯的想法，但在此仍以解为国家的元首法老为佳。如此一来，全句便成了「你的大能者

为何被打败？他站立不住吗？」 

2) 耶四十六 17：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谐音)，或作已经败亡。 

马索拉经文在16-17节有些传递的问题。AV 作祂使多人绊跌(16节)，七十士译本译为你的多人绊跌。 

V17：马索拉经文作qa{r#~u^ s%a{m (他们在那里喊叫)，但七十士译本則将同样的子音作不同的解

读，译成命令式的动词 qir#~u^，並將名詞解為 s%e{m，所以译文便成了「叫法老王的名字……」。

NEB 把这句译为作自夸的王，而 RSV 則译作嘈杂的人。然而，「高声说话的人」似乎更能表达马索

拉经文中的轻蔑，因为它把法老描绘成好自夸却错失机会的人。 
 

2 「埃及的民哪、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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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18-19 ： 巍峨的他泊和迦密均在附近区域相当受人注目。尼布甲尼撒和其他国家君王的关係，就

有如他泊、迦密之于邻近地区，甚至法老都对尼布甲尼撒的能力和威严畏惧三分。因此，埃及人必然

要收拾长途旅行必用的物件，作好被掳的准备(参结十二3)。 

VV20-24： 将巴比伦惩罚性的攻击比作牛虻。马索拉经文作ba{~, ba{~ (它來了，它來了)，但根据七

十士译本、古叙利亚文新旧约合订译本Peshitta以及其他手抄本，似乎将其读成ba{~b[a{h 较佳，亦即

「它已临到她」。这裡所说的佣兵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和加利恩人Carians，他们于沙美提克斯时代

被雇用，且为继任的几位法老沿用。 

3) 耶四十六 22：这裡提到埃及滑行而去好像「蛇行」一样，法老的徽号是蛇，在「因为他们遭难的日

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所以也溜了。 

§ 对埃及诸神「阿比斯」、「挪」的交待 (四十六 25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扪

［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这与拜偶像的犹太妇女有关系(四十四 1~28)。 

VV25-26：亚扪是底比斯，即「挪」主要的神祇，而挪则是上埃及地区的首都。七十士译本删去了法老

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神的目的在于惩罚埃及，而非毁灭她，所以将来她必再有人居住。 

3. 以色列得救(四十六 27~28) 

「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怕，以色列阿、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阿、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

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

耶和华说的。」 

VV27-28： 这一段几乎和耶卅10-11完全一样，耶利米以自己的语言重申以赛亚对于复兴的想法。被掳必可

以管教这恣意妄为的国家，并引导它回头负起西乃之约的属灵责任。 

【论非利士】耶四十七章 

1. 旧约其他的记载： 

其他先知论及非利士人的经文颇多，如：摩一 6-8；赛十四 28-31：结廿五 15-17：番二 4-7。可是在耶利米

中的记载所知有限。例如四七 1，4。 

2. 向非利士的攻击：1-5 

V1：这段诗歌体的文字，描述非利士各城市将被从北方而来的敌人毁灭。「法老攻击迦萨之先」，不清楚这

句是指什么年代(故而七十士译本将其略去)，可能指法老尼哥于609BC进犯哈兰一事。在此所用的异象是洪

水淹没非利士平原(参四十六8，那里的经文对埃及军队亦有类似的描写，只是这裡指的是巴比伦人)。届时必

然人心惶惶，连父亲都将撇下儿女，任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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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剪除推罗西顿的人……意义有点含煳，看来是指阻止任何腓尼基的援助达到非利士。迦斐託就是革哩底

岛在旧约时代的名字，也就是非利士人的祖居地(參摩九7)。 

V5：光禿若非象徵哀痛 (參耶十六6，四十一5)，就是形容迦萨完全破败的景象。亚实基伦位于迦萨以北约十

哩，从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在该地居住。在亚马纳(Amarna)时代，亚实基伦由埃及统治(參申二23)。亚述年鑑

以 An-qa-en-na 来称呼它，并记载它于734BC提革拉毘列色三世为王时， 成为亚述的属地。604BC十二月，

亚实基伦因为抵抗尼布甲尼撒而被掠夺一空，而其中的居民则全被驱赶到巴比伦。RSV的第5节遵照七十士

译本译为亚衲族，马索拉经文同处则作他们的谷(前后二者的希伯来文分别是`@na{qi^m 和 `imqa{m}，但前者

纯属臆测。`e{meq 在此和四十九4一样，用以指「能力」或「力量」(NEB )，正如乌加列文的 `mq。耶利米

虽然恳求神的刀剑停止破坏，但他也知道这是神在对异教的国家施行审判。 

3. 战争惨烈，回头是岸：6-7 

非利士人语中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四十七 6-7)∶  

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 
你要入鞘，安靖不动。 
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焉能止息呢？ 

【论摩押】耶四十八章 

1. 概论： 

§ 摩押地是位于死海以东、介于亚嫩河和撒烈河中间的肥沃高原。 

§ 摩押人可追溯至罗得(创十九37)，在列祖时期，他们大致上对以色列人相当友善。但在以色列人过约但河

之前不久，于耶利哥城附近，选民受摩押女子诱惑而拜偶像(民廿五1~3)，自此两个民族之间便屡有战争

(参士三12~30；撒上十四47)，直到大卫使摩押臣服纳贡为止(撒下八2、12)。公元前八世纪末，亚述打

败摩押，但当亚述帝国瓦解时摩押又重获自由。于581BC以后，摩押被尼布甲尼撒所征服，后来又受到

波斯和阿拉伯极大的影响。 

§ 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摩押屡次被提到将受神审判(參賽十五-十六，廿五10；耶九26，廿五21，廿七3；結
廿五8-11；摩二1~3；番二8-11)。耶利米似乎总结了在他之前的先知们的言论，使得前人所说的更切合

公元前七世纪的景况。他引述 最多的是以赛亚书十五至十六章。 

§ 摩押与耶路撒冷有关，王下廿四2，约雅敬背叛尼布甲尼撒，602BC第一次被掳，西底家想要背叛巴比

伦，又牵涉到摩押。幸好耶利米劝阻。 

2. 注释 四十八1~10 

V1：这裡的尼波不是指尼波山，而是指由流便人所建造的摩押城市(民卅二3、38)。大约于840BC竖立的摩

押石碑，记载着摩押王米沙背叛以色列时(下三4-5)，如何攻下尼波。基列亭亦出现于摩押石碑之上，可能即

今魁瑞亚特El Quaraiyat，位于约旦底本Dibon 西北约六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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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他们在希实本设计谋害」b#h]es%bo^n h]a{s%#b[u{}，「设计谋」与「希实本」同字根。但无法确认究

竟是历史上哪一事件。玛得缅是另一个文字游戏mad[me{n tiddo^mmi^。它的所在地不得而知。这裡提到的

城市，大多都被摩西分给流便支派(民卅二33~38；书十三15~23)。 

V3：何罗念Horonaim 就是摩押石碑上所提的 Hauronen，但确切位置不详。 

V4：「她的孩童」乃依马索拉经文而译为 s]#`i^reha{；七十士译本则略加修改成S]o{`@ra{h，亦即「远及琐

珥」。依上下文来看，以后者为佳。 

V5：鲁希坡介于琐珥和拉巴，摩押之间。(参赛十五5) 

V6：依马索拉经文的「亚罗珥」，译为石南树丛；RSV照七十士译本和亚居拉Aquila希腊文译本，译作野驴

`a{ro^d[；NEB 则译为沙松鸡。十七 6 的 `ar`a{r 一字之前后文类似于此处，RSV 依拉丁文圣经译作杜松。美

国犹太出版协会的英文版则作柽柳，此译文似乎较前者为佳。看来这裡所要表达的不外乎是，只有与世隔绝

才可获得安全。你们要逃跑，逃命！像旷野的野驴〔同字音：亚罗珥〕 

V7：马索拉经文的7节意思并不明确，第二个字财宝可能是第一个字的注解。七十士译本将这两个字译成在

你的要塞，这译文很可能保留了原本的意思。基抹是摩押主要的神祇3(民廿一29)，毁灭必临到罪孽深重的摩

押，她的地将来必无人居住。 

V9：马索拉经文的9节4意思颇为含煳，其中的名词 s]i^s] (花、装饰)在后来的希伯来文中只有翅膀的意思。 

V10:  不專心做上主工作的人該受咒詛！不揮動刀劍殺敵的人該受咒詛！  

VV11~15：摩押的自满告终 

也许是所在的位置，摩押虽然经常被侵略和佔据，但从未被掳过。在此她被比作得以沉淀渣滓的葡萄美

酒，从来没有经过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的过滤过程。此一明喻特别切合摩押出产的葡萄美酒(参赛十六

8~11)。然而将来在危机到来时，摩押的酒不再会被小心翼翼地倒入其他器皿，而是会被任意倒空。七十

士译本和亚居拉希腊文译本都将马索拉经文的他们的罈子，译成他的罈子(12节)，如此和前后文较为吻

合。摩押人必然对他们所信奉的基抹感到希望幻灭，因为当大难临头时，基抹将无力帮助他们。当先知

提到以色列的命运时，这个问题就更显尖锐。 

VV 16~20：大祸临到摩押  

「杖」和「棍」象徵着权势和力量(申卅二35)，但在神的审判之下两者均会消失。18、20节，有些英译
本中的坐受乾渴(18节)一词有点难解。RSV 没有依照马索拉经文的 s]a{ma{~ 乾渴 ，而是译为 s]a{me{~乾

旱之地，就像赛四十四3一样。可能原本的 s]e{~a{h粪便，被后来的文士修改过。RSV住在底本5的民6在

 
3 献孩童为祭是其敬拜仪式中重要的一环(王下三 27)。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基抹建筑邱坛(王上十一 7)，但在约西亚时被拆毁(王下廿三 13)。 
4 七十士译本将其解作 s[iyyu^n (在卅一 21 作路碑；而在王下廿三 17 则作墓碑)。 
5 底本即今狄本 Diban，位于亚嫩以北四哩，死海以东十三哩。摩押石碑于公元 1868年在此地被发掘出来。亚罗珥位于底本西南，是亚摩利王西宏在位时

疆域的最南端。此城和民卅二 34 以及撒上三十 28 所提的城市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6 参四十六 19，该处「住在埃及的女子」一词，是以诗歌的方式代表埃及全体百姓。耶利米经常使用「我的女子／我的民」来代表犹大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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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索拉经文原作「住在底本的女子」。亚嫩河在隐基底的对面流入死海东侧，为北边的亚摩利和南面的

摩押的国界(士十一18~19)。 

VV21~25： 

这一段加插的散文列出了摩押主要的城市。何伦至今仍不知究竟何在，它并非书十五51，廿一15所提的
同名城邑。雅杂Jahzah；书廿一36作 Jahaz可能是西宏作王之前即存在的摩押城市。米法押是属利未支

派的城邑(书廿一37)，可能是现今的加瓦Jawah，位于亚扪南方约六哩处。伯低比拉太音Beth-diblathaim

亦即摩押石碑中提到的Beth-diblathen，但所在不详。伯迦末很可能就是今柯北耶美Khirbet el-Jemeil，在

底本之东八哩。伯米恩就是民卅二38的巴力免，距米底巴西南约五哩。加略亦见于摩二2。波斯拉很可能

就是申四43，以及书廿8、廿一36的比悉，与耶四十九13、22所提的以东城市波斯拉有别。 

VV 26~34：自傲之地倾覆 

神要与摩押敌对，摩押必因此恐惧而沉醉(参廿五15~29)。骄傲7的罪是摩押沦亡的主因之一。 

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8(各英译本)用的是希伯来文动词 sa{p{aq，这裡想必是指一个人捧着肚腹正在吐。摩

押曾一度嗤笑以色列，但现在轮到摩押要受人嘲弄。摩押的自以为是已在民间恶名昭彰，以赛亚和耶利

米两人可能都略为引用民间有关的说法(参赛十六6，廿五11；番二8~11)，而摩押此刻就快要自食骄傲的

恶果了。 

吉珥哈列设(31节)是古摩押的首都，位于亚嫩之南十六哩。如果它原本的摩押名字是 QRHH，摩押石碑

应该会加以记载。大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它就是克拉克Kerak。 

32节和赛十六8-9同中有异。雅谢位于希实本之北十哩，是以色列所佔的亚摩利城市之一(民廿一32)。西

比玛距希实本西北约三哩，原本属于亚摩利王西宏。这整个地区均因其葡萄园和夏季水果着称，而搾葡

萄汁所用的大桶及园中塔楼的遗迹，都已在当地出土。译文雅谢之泉要比 AV 的与……一样哀哭为佳。

乌加列文 mbk 意即「水泉」(参：伯廿八11)，在此是针对动词 bk[h哀哭的文字游戏。AV 的雅谢海乃依

马索拉经文而译，此词自前一行重複了ya{m 海 一字，应该像七十士译本和赛十六8一样，予以删除。 

33节和赛十六10大同小异，意指呼喊不再是採葡萄者的欢呼，而是仇敌的呐喊 (参廿五30，五十一14)。 

34节似乎依照马索拉经文的「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赛十五4作希实本和以利亚利呼喊

(RSV 和 NEB。然而，我们不该理所当然地认为以赛亚书的经文必然优于耶利米书)。以利亚利位于希实

本之北约两哩；雅杂则在更加西南。琐珥和何罗念均位于摩押的南部。RV、RSV 和 NEB 都依照七十士

译本，将 AV 的三岁的小牝牛当作一专有名词伊基拉施利施亚。宁林很可能是恩努美拉河（Wadi en-

Numeirah），距死海南端十哩。 

VV 35～39：为摩押哀哭 

 
7 如果她指着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而夸口(参：诗廿 7，卅四 2；耶九 24)，则必然兴盛。基督徒必须避免各样的骄傲(参：可七 22；罗一 30；雅三 5，等
等)，反而应为神藉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而夸口(林前一 29、30；加六 14，等等)，因为凡属人的自夸，在主裡都已废去(林前一 25～30)。 
8 此字意指拍掌(民廿四 10；哀二 15)和拍腿(耶卅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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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献祭的(35节)七十士译本作「上邱坛」`o{leh `al ba{ma{h，但此译文似乎不如马索拉经文(参：赛十

六12)。神才是摩押哀哭的原因，因为祂终止了那可憎的基抹崇拜。有关37节悲哀的表现(十六6)。无人喜

悦的器皿是一明喻，在廿二28用以指约雅斤，现在则是摩押要被打碎并丢弃。 

VV 40～47：神对摩押的审判 

七十士译本略去了40节的看哪！……摩押、删除了41节下半节。大鹰随时准备要攫取猎物，比喻尼布甲

尼撒(参：申廿八49；耶四十九22)。摩押的毁灭始于公元前一世纪拿巴提Nabatean的阿拉伯人，于拜占

庭时代在阿拉伯人手中告终。 

45-46节的背景参民廿一28-29和廿四17，但这两节不见于七十士译本。巴兰论摩押的神谕就要成为事

实。马索拉经文的 mibbe^n (从其中)显然是抄写之误，原应作 mibbe^t[ (出于……的家；和合：出于……

的城，RSV)。亚述的文献以「暗利家」Bit-Humri作为撒玛利亚的同义字，而在此「家」一字的意思正是

如此。虽然先知宣告了杀戮和毁灭的预言，但他还是期待神再向摩押施恩的那一日。先知曾针对以色列

和犹大说过类似的灾祸信息，同样有复兴的应许伴随着那些信息。马索拉经文的末后，很可能指的是弥

赛亚将要来临。 

3. 受惩罚的原因： 

耶四十八 29：「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比较赛十

六 6，因地势高竣利于防守 (2-6节)，水草丰富(王下三 4，耶四十八 7-10)。 

4. 神的审判： 

耶四十八 30：「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忿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 

神要摧毁一切摩押人所依靠的四方面 
1) 摩押的神：「摩押必因基抹羞愧」V13，基抹乃是摩押的神 

2) 地势：「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V8 

3) 勇士：「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V15 

4) 丰富：「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醡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

敌的呐喊。」V33 

5. 尚有恩典： 

耶四十八 47：「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实际上应验了吗？ 
摩押的毁灭始于公元前一世纪拿巴提 Nabatean的阿拉伯人大举迁入之时，并於拜占庭时代在阿拉伯人手下

告终。马索拉经文的末后，很可能指的是弥赛亚将要来临。 

【论巴比伦】耶五十 1~五十一章 58 

包括两个主题；巴比伦的倾覆(6-16;21-32;35-46)，以色列的回归(17-20，耶和华的申冤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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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巴比伦这两章，所强调的信息是耶利米多年来工作的一部分，594 BC 年西底家在反巴比伦阴谋失败之

后(廿七章)，被召往巴比伦，在那里给指出他这种行动的不适当。西莱雅9，王的「王宫的大臣」，耶利米叫

他在巴比伦念先知所写的一个书卷，其中写「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五十一 60节)。西莱雅念了论灾祸

的话之后，他要拿那书卷，把一块石头拴在书卷上，扔在幼发拉底河(即伯拉河)中。书卷下沉时，随即说，

「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她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五十一 64)。 

同一年较早的时候 (由廿七至廿八章)，耶利米曾极力反对那些附庸国，包括犹大国，背叛巴比伦霸主的企

图。这使人认为他在政治上赞同巴比伦。他藉著一种象征的行动(肩上负轭出现于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表示

人无法摆脱巴比伦的轭，表达他反对这背叛的计画(廿七章)。藉著这个象征的行动，他表明巴比伦和犹大都

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若想按政治的角度去衡量耶利米，那就完全误解了他。 

1. 巴比伦的倾覆： 

§ 在论及巴比伦的五十和五十一章，预期而且庆祝巴比伦的败亡和毁灭。公义的报应临到一个曾被上帝用

来惩罚祂百姓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已「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五十 29)。它曾赢得残忍暴

虐和权欲无餍的名声。它在世人面前可以炫耀它的权势，但是∶  

巴比伦虽升到天上， 
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 
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五十一 53  

耶五十 2：「彼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 

耶五十 21： 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双关语、意思是双重的反叛：指南巴比伦；「比割」

的居民(指审判东巴比伦)，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全巴比伦在神的审判之下。 

耶五十一 1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立加米」的人(起来反对我的

人之心，指迦勒底人，参廿五 26，五十一 41)。 

耶五十一 27：要在境内竖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豫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实基

拿」(巴比伦以北的民族) 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 

§ 中心思想： 

示沙克［巴比伦］何竟被攻取， 

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 

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王下十七 24，廿 14~17，代下卅三 11，卅六 6，赛十三、十四、卅
五、四十八，但四，启十四、十六~十八)。 

原来「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颠狂了。」 耶五十一 7，耶五
十一 41。参启十七，十八章 

2. 对列国神祗的处理： 
§ 当时的习俗： 

 
9  西莱雅可能是巴录的兄弟，耶利米之另一个近身的代言者；至少二者都被描述为「玛西雅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五十一 59节；巴录，卅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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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战败国的神像、神殿 
耶五十一 11 「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意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玛代君王

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参诗七十四 3-10「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

叫‧ 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凋刻的、他们现在用

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尽行毁

灭、他们就在遍地把 神的会所都烧燬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帜‧ 不再有先知‧ 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

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神阿、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 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麽？」，巴比伦毁灭圣

殿的情况； 

羞辱战败国的神 
耶五十 2「『彼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 

耶五十一 51-52 「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 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

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凋刻的偶像‧ 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 

§ 神要向列帮显出，天上地下只有祂是唯一的真神： 

耶五十一 15-16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

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 

3. 以色列的回归：耶五十 45~51 

耶五十 19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迦密和巴珊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

饱足。」 

耶五十 20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

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思考问题】 

1. 先知对列国审判的预言，代表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如何看待？ 

2. 列国所犯的错误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