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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一)概論與序言 

耶利米本為祭司，在猶大最黑暗時期蒙召作先知。當時是非不分，君王為政暴虐，

祭司強解律法，先知亂說預言，神藉耶利米說話卻無人聽從。耶利米目睹巴比倫

三攻猶大，至終國家滅亡，人民被擄，聖殿被毀，遭難之情，耶利米體會最深刻。

本書結合了歷史、傳記、詩歌，與預言，雖未按年代次序編寫，卻有一貫的思想。 

主題 呼召 對猶大的預言 安慰之言 歷史敘述 列國預言 總結 

分段 

章 

先知蒙召 

1章 

猶大受責 

2-20章 

被擄盼望 

21-29章 

新約應許 

30-33章 

聖城被圍 

34-38章 

猶大亡國 

39-45章 

列國受審 

46-51章 

被擄後記 

52章 

地點 猶大地 中東 巴比倫 

時間 627-580 B.C.〔春秋〕 

 

一. 耶利米書簡介 

耶利米書由於篇幅很長，歷史背景複雜，編寫方式沒按年代順序，以致研讀起來

很不容易。大多數基督徒都知道先知耶利米，但很少能對耶利米書有全盤的認識。 

1. 本書的特色：耶利米書現今被編在舊約聖經先知書的第二卷，以賽亞書之後，

其後是耶利米哀歌。但從前舊約分成律法、先知、詩篇，先知分成前先知書

〔約書亞記到列王紀〕和後先知書〔大、小先知書〕。有些古版本把耶利米書

置於後先知書之首，或視耶利米書為後先知書的統稱(太 27:9; 亞 11:12)。 

a. 最長的一卷書：除了詩篇之外，是聖經最長的一卷書，共有 42659 字。 

b. 耶利米書在希伯來文與希臘文舊約聖經〔七十士譯本〕很不一樣，除了

文字有些出入之外，七十士譯本將 45-51 章編在 25:13 之後。 

c. 本書可能由耶利米的書記巴錄所編(耶 45:1)，旁經中有巴錄書和耶利米

書信，相傳耶利米和巴錄被餘剩的猶大人挾持到埃及，在那裡寫的。 

2. 本書的地位：猶太人和基督徒都看重耶利米書，認為耶利米是重要的先知。 

a. 耶利米是公認的先知，他說被擄 70 年歸回的預言應驗了(但 9:2; 拉 1:1)。 

b. 耶利米在新約出現 3 次，都在馬太福音 2:17; 16:14; 27:9，是著名的先知。 

c. 新約引用耶利米書的預言有 41次(太 21:13; 可 11:17; 路 19:46; 徒 15:16; 

羅 9:20; 林前 1:31; 來 8:8-12)，其中 26 次出現在啟示錄(啟 18:2)。 

3. 屬靈的意義：本書描述猶大滅亡前的景況，可應用在現今神的子民的光景。 

a. 預表彌賽亞：耶利米為傳講神的話而受苦，為百姓遭難而哭泣，如基督

為擔當我們罪而受苦；祂也體恤我們的軟弱(來 4:15)，當我們在苦難中，

祂也同受苦難(賽 63:9)，同哀哭(約 11:35)，擦乾我們一切的眼淚(啟 21:4)。 

b. 末世的預兆：耶路撒冷被毀的前夕，就如末世審判臨到，神子民要儆醒

預備，等候逼迫患難的臨到。敵基督雖會勝過聖民(啟 13:7)，聖徒像是

被擄，但只要藏身在基督裡，日子滿足時，神會拯救我們，使我們得勝。 

c. 見證主的道：神的子民面對磨難，神應許要與我們同在；遵行祂的話，

忠心跟隨到底，成為主的見證(啟 12:11)，就要與祂一同得勝(啟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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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利米書的背景 

耶利米所處的時代是猶大亡國前後，當時國際局勢一片混沌，他事奉的期間約在

627-580 B.C.之間，親眼目睹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神的百姓被擄，流離失所。 

1. 國際局勢：巴比倫帝國興起，於 609 B.C.消滅亞述，趁勝攻打埃及，其勢力

進入猶大。猶大處在兩強之間，不知如何取捨，時而歸附巴比倫，時而歸附

埃及，引起巴比倫一再發兵攻打猶大，最終猶大亡國，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 

2. 末代諸王：猶大末代諸王受制埃及和巴比倫(王下 23:31-25:7; 代上 3:15-16)，

猶大亡國後，約雅斤終老於巴比倫(王下 25:27-29)，被擄之民仍尊他為王。 

a. 約西亞【祖】：〔在位 31 年，640-609 B.C.〕約西亞是猶大的好王，進行

宗教改革，後戰死沙場(王上 22:1-23:30)。耶利米為他作哀歌(代下 35:25)。 

b. 約哈斯【伯】〔在位 3 個月，609 B.C.〕：作王三 3 個月就被埃及法老所廢。 

c. 約雅敬【父】〔在位 11 年，609-598 B.C.〕：被埃及扶植作王，後因形勢

投降巴比倫又反叛，耶利米說到對他的評價和最終的結局(耶 22:13-19)。 

d. 【約雅斤】〔在位 3 個月，598 B.C〕：又名耶哥尼雅，他被擄到巴比倫。 

e. 西底家【叔】〔在位 11 年，597-586 B.C.〕：猶大最後的君王，因背叛、

且不肯投巴比倫，遭致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自己也慘死在巴比倫。 

3. 被擄時期：以色列人有三次被擄到巴比倫，第三次國家滅亡，耶路撒冷被毀。 

a. 約雅敬時代〔605 B.C.〕：猶大歸降，送宗室貴冑到巴比倫為質(但 1:1-2)。 

b. 約雅斤時代〔598 B.C.〕：猶大背叛又降，巴比倫王將聖殿的器皿都奪去，

並把約雅斤和國內的精英都擄到巴比倫去(王下 24:1-16; 結 1:1-3)。 

c. 西底家時代〔586 B.C.〕：猶大亡國，聖殿被毀，剩下的都被擄到巴比倫。 

4. 亡命埃及：耶路撒冷被毀之後，巴比倫立基大利為猶大省長，基大利被殺後，

餘剩的人害怕巴比倫報復，不敢留在猶大，便逃往埃及(王下 25:22-26)。 

 

三. 耶利米的生平 

耶利米生前受很大的誤解，身後卻被公認是偉大的先知，他的書編入舊約正典。

新約時代，當人們盼望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也會提到耶利米的名字(太 16:14)。 

1. 名字的意思：耶利米希伯來文意思是「耶和華所升高、傾覆，或拋擲、建立」，

耶利米書的內容就是耶和華使一些人升高，也使一些人傾覆(耶 1:10)。 

2. 祭司的家族：耶利米出身亞拿突的祭司，其祖先可追溯到以他瑪(代上 24:1-3)

和以利(撒上 1:3)。耶利米雖有祭司之身分，但卻沒有在聖殿供職的記錄。 

a. 亞拿突在耶路撒冷的東北方 3 英哩，屬便雅閔的祭司城(書 21:17-18)。 

b. 所羅門時代，以利的後代亞比亞他被革除祭司的職分(王上 2:26-27)。 

c. 耶利米的信息中提到示羅會幕(耶 7:12; 26:6)，在以利時代被毀的歷史。 

d. 耶利米的信息中，有許多對祭司的指責(耶 2:26; 4:9; 5:31; 13:13; 19:1)。 

3. 同期的先知：與耶利米同時代的先知有哈巴谷、西番雅、但以理、以西結等。

但耶利米同時也面對許多假先知(耶 2:8; 5:31; 14:14; 23:13-37; 27:16; 28:10)，

他們迷惑百姓，眾人情願聽從假先知，卻不肯聽從神藉耶利米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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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磨難的一生：耶利米傳講神的話，先是宣講神要使巴比倫毀滅這城，後來又

鼓勵王和眾民投降巴比倫。人們視耶利米為假先知和賣國賊，多方逼迫他。 

a. 神要耶利米終身不娶，沒有子孫，不可參加婚喪喜慶，他沒有多少朋友。 

b. 他到處奉耶和華的名講論，卻引起各方的攻擊，受人凌辱、譏刺，他曾

不再提耶和華，不奉祂的名講論，但神的話如火，使他不能自禁(耶 20:9)。 

c. 猶大亡國之前，耶利米不見容於國民。亡國之後，巴比倫王善待耶利米，

准他自由，但耶利米最終被餘剩的百姓脅迫，流亡埃及，不知所終。 

5. 流淚的先知：耶利米的感情豐富，為百姓遭難而哭泣(9:1; 14:17)。耶利米與

耶穌都不是為自己哭泣(路 23:28)，而是為耶路撒冷成為荒場和神的百姓將要

流離失所而哀哭(太 23:37-38)。耶利米哀歌就是為耶路撒冷被毀所寫的哀歌。 

6. 忠實的朋友：耶利米能在各樣逼迫中大難不死，全靠幾位忠實的朋友的幫助，

如巴錄(45)、亞希甘(26:16-24)、古實人以伯米勒(38-39)，和基大利(40)。 

7. 信息的對象：耶利米傳講信息的對象主要是猶大的君王臣宰和眾百姓。後來

加上被擄到巴比倫的百姓(29)。流亡埃及後，他也向四散的猶大人傳講信息。 

 

四. 耶利米書的內容 

耶利米書的內容豐富多樣，不同的文體、主題、歷史事件穿插其中，引人入勝。 

1. 先知的傳記：本書從耶利米幼年蒙召，一直記載到被迫流亡到埃及，他都從

神那裡領受話語。本書就是耶利米一生的傳記和服事的寫照，至死忠心順服。 

2. 異象的解釋：神藉著異象向耶利米啟示神的心意。有一根杏樹枝、燒開的鍋

(1)、可怕的旱災(14)、兩筐無花果(24)，顯明神的公義、全能，和信實、慈愛。 

3. 行動的信息：神藉著先知的動作和外在的景況，來表達神要施行審判的信息。 

a. 動作的象徵：腰帶、酒罎(13)、陶匠(18)、碎瓶(19)、負軛(27)、贖地(32)、

大石摶灰(43)、請利甲人喝酒(35)，表明以色列人頑梗悖逆，必遭報應。 

b. 講道的地點：如城門口(17)、聖殿(7; 26; 28)、街市(11)、河邊(13)、欣嫩

子谷(19)、陶匠家(18)、王宮(22)、護衛長內院(32-33)，都有神的話臨到。 

c. 先知受限制：不得娶妻生子、不得參加婚喪喜慶(16)、不可為民祈禱(11)。 

4. 歷史的記錄：猶大王約雅敬和西底家都曾先臣服巴比倫，後又背叛，他們把

國家帶到毀滅的地步。本書詳細記錄耶利米一再提出警告，反而被他們苦害。 

5. 救恩的盼望：耶利米提到被擄的盼望，神必保守看顧他們，70 年期滿，要領

他們歸回(29:10-14)。神啟示耶利米有關彌賽亞的盼望，祂是大衛公義的苗裔

(23:6; 33:16)，也提到彌賽亞國度(3:15-18)，與神應許要另立的新約(31:31-34)。 

6. 先知受逼迫：耶利米蒙召要受逼迫，但主應許與他同在，必拯救他(1:8; 19)。 

a. 鄉親亞拿突人的逼迫(11:19-23)，親人的反對 12:6)，知己的陷害(20:10)。 

b. 面對首領、眾民、祭司、假先知的苦害、誣告、痛打，給他上枷鎖(20:2-3)，

也曾被囚禁(37:14-17)，要不是神的保守，耶利米早已喪命(26:24; 37:20)。 

c. 耶利米面對約雅敬王和西底家王，講章被王割破、焚燒(36:23)，控告他

煽動叛亂投降的罪。把他丟在淤泥坑中，讓他餓死，也埋在那裡(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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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國的預言：耶利米蒙召就是要作列國的先知(1:5)，他對當時各國發預言：

埃及(46)、非利士(47)、摩押(48)、亞捫、以東、大馬色、基達、夏瑣、以攔

(49)、巴比倫(50-51)。神的子民散住在列國中，列國的預言也與他們有關。 

 

五. 耶利米的使命〔耶利米書 1:1-19〕 

本書一開始把耶利米的出身、背景、年代、事奉的時間，與他蒙召傳講神的話語，

神如何與他對話，給他應許，和他日後的使命與所要面對的挑戰，都詳細表明。 

1. 引言〔耶 1:1-3〕：耶利米原是祭司，蒙召作先知，他的事奉時期包含猶大的

最後 5 個王，其中約哈斯和約雅斤在位只有 3 個月，就不列他們的名。他的

事奉有 40 多年，神的話時常臨到耶利米，本書提到耶和華的話有 157 次。 

2. 耶利米蒙召〔耶 1:4-10〕：耶利米作先知不是出於自己，而是被神選召。 

a. 就像保羅在母腹裡就被分別出來(加 1:15)，聖經記載許多神的僕人，如

撒母耳、參孫、施洗約翰等，在未出母胎就已經被神選召來事奉。基督

降世為人是照著神的定旨先見，聖徒也是在創世之前被神選召(弗 1:4)。 

b. 耶利米聽見神的呼召，就自稱是年幼的，就像摩西一樣，想要迴避神的

呼召(出 4:10-13)，但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年紀不是

問題，如亞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只要願意回應神的呼召，必蒙悅納。 

c. 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就好比火炭沾了以賽亞的嘴(賽 6:7)，以西結吃了

書卷(結 3:1-3)，摩西原是拙口笨舌，神就賜他口才(出 4:12)。凡要成為

神話語的出口，神必先煉淨他的口，供應他的需要，成為神話語的管道。 

d. 拆毀和建造：耶利米的希伯來文意思就是「耶和華所傾覆，或建立的」，

神要施行審判，拆毀祂的城和祂的聖所，為要重新建立合神心意的居所。 

3. 杏樹的異象〔耶 1:11-12〕：杏樹的希來文 shaked 是「醒著」的意思，是春天

最早發芽的樹。「杏樹枝」與「留意保守 shoked」是同一字根，也是亞倫的杖

(民 17:8)。耶利米喚醒神的子民，如耶穌提醒門徒，面對末世審判時要儆醒

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參考：夏果 kayitz 是的字根是結束 ketz(摩 8:1-2)】。 

4. 燒鍋的異象〔耶 1:13-15〕：燒開的鍋預表「審判」，亞伯拉罕與神立約的異象

有冒煙的爐，神預言要審判埃及，因為埃及苦待神的子民(創 15:13-17)。神的

百姓因著犯罪要被神審判，「災禍」從北方而來，神興起北方來的敵國，成為

審判的工具，是因百姓的「惡」。「惡」與「災禍」在希伯來文是同一個字。 

5. 先知的使命〔耶 1:16-19〕：耶利米一生要面對各方的攻擊，神應許與他同在。 

a. 邪惡的百姓：神要藉著耶利米發出判語，攻擊這些惡民，因他們離棄神，

向別神燒香，跪拜偶像。神的百姓本是聖潔的國民，卻作了可憎的事。 

b. 知知束起腰：耶利米宣講神的話，人們不喜歡聽，必要一同聚集攻擊他。

耶利米必須堅定地面對挑戰，成為堅城、鐵柱、銅牆，勝過他們的剛硬。

神所賜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 1:7)。 

c. 神與他同在：耶利米要面對君壬、首領、祭司，和地上的眾民反對他，

如基督所面對各方的敵擋(詩 2:1-6)，只要倚靠神，必能勝過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