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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九)背棄的誓約 

巴比倫和埃及兩大強權的戰爭影響了猶大的命運，第一次戰役〔605 B.C.〕埃及

戰敗，使約雅敬臣服於巴比倫，造成第一次被擄。第二次戰役〔601 B.C.〕雙方

傷亡慘重，巴比倫暫時撤軍，約雅敬背叛巴比倫，引起巴比倫攻擊，造成第二次

被擄〔598 B.C.〕。590 B.C.，埃及誘使猶大和鄰近諸國與埃及結盟，共同對抗

巴比倫。西底家因背叛巴比倫，引發巴比倫攻擊〔588 B.C.〕。34章說到巴比倫

攻打猶大，35-36章說約雅敬時代兩件故事：一是忠誠的利甲族，聽從先祖吩咐；

一是燒書卷的約雅敬王，輕慢神的話。37-38則說到耶利米被囚與西底家的困境。 

 

一. 釋放奴僕之約〔耶利米書 34:1-22〕 

巴比倫王扶植西底家作王，與他立約，使他發誓(代下 36:11-13)，他卻輕看起誓，

背棄盟約(結 17:11-21)。巴比倫王對西底家的背叛感到憤怒，率領全軍攻打猶大。 

1. 對王的警告〔耶 34:1-7〕：猶大經過兩次被擄〔605、598 B.C.〕，但沒有從中

得著教訓，仍舊不聽神藉著先知所說的話。巴比倫圍攻猶大殘餘的三座城：

耶路撒冷、拉吉、亞西加，使西底家無路可退。但西底家卻不會死於戰場，

而是被擄到巴比倫，在那裡平安而死，直到蒙神眷顧的時候，可能如約雅斤

一樣(王下 25:27-30; 耶 32:4-5)。這樣的結局顯明神有豐盛的憐憫(撒下 24:14)。 

2. 立約與反悔〔耶 34:8-16〕：立約極為慎重，立約人必須守約，若毀約，必遭

咒詛。西底家曾背棄和巴比倫的盟約，而今他發起釋放奴僕之約，卻又反悔，

使神的名被褻瀆。聖徒與主立約，若故意犯罪，要受更重的審判(來 10:26-31)。 

a. 釋奴之約：律法本來規定 7年為豁免年(出 21:2; 申 15:12)，要釋放奴僕，

但以色列人從未認真執行。而今因巴比倫的圍攻，就宣告奴隸得自由。

聖徒蒙恩得救，就脫離罪的捆綁，若再犯罪，則又被奴僕的軛轄制(加 5:1)。 

b. 後來反悔：釋奴之約立了之後，埃及軍隊來援，巴比倫便撤兵(耶 37:5)，

當危機解除，他們就反悔，強制自由的奴僕回來為奴。惡人若離惡行善，

他的惡就不再被記念；義人若離善行惡，他的義也不被記念(結 18:21-24) 

c. 褻瀆主名：神指責猶大人自列祖就不聽從神的命令，而今他們回轉歸正，

釋放奴僕自由，後來卻又反悔，褻瀆神的名，輕看在神面前的起誓立約。

神的子民若指著神和律法誇口，卻不遵行，就是妄稱神的名(羅 2:23-24)。 

3. 背約的報應〔耶 34:17-22〕：神與祂子民的關係是建立在「約」的基礎，神用

立約的方式實現祂的應許。但神的子民卻一再背約，就得了背約當受的咒詛。 

a. 牛犢劈開兩半：亞伯拉罕與神立約的方式就是從劈成兩半的肉塊中經過

(創 15:10-18)，表示違約者要像牲畜被劈開(撒上 11:7)，以示約的慎重。 

b. 王和眾民被殺：違背誓約的結局就是被仇敵所殺，屍首給鳥獸作食物。

末世有離道反教的事(帖後 2:3)，仇敵要轄制他們(太 24:28; 啟 19:2)。 

c. 城邑變成荒場：神的百姓不守安息年〔豁免年〕，因此這地就要成為荒涼，

他們被擄 70年，地就荒涼 70年(代下 36:21)，補還過去所沒有收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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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忠誠的利甲族〔耶利米書 35:1-19〕 

601 B.C.，巴比倫與埃及爭戰不利，約雅敬就趁機背叛巴比倫，不久巴比倫重整

旗鼓，和各國聯軍攻打猶大(王下 24:1-2)。許多難民逃到耶路撒冷，利甲族也在

難民行列(耶 35:11)。神就以忠誠的利甲族和背逆的猶大人作對照。因神看重人

忠於他們所立的約，即使在戰亂中，或本該滅亡的人(書 9章)，都受約的保障。 

1. 試驗利甲族〔耶 35:1-5〕：神以利甲族為例，說明守約的家族遵行祖先的教訓，

神的子民卻不遵守神的約。守約和遵守神誡命並不難，只要存著愛和敬畏的

態度，都可以做得到。新約和舊約的誡命都不難守(申 30:11-14; 約一 5:3)。 

a. 利甲族的背景：利甲族是基尼人的後裔，與以色列有姻親和結盟的關係

(士 1:16; 代上 2:55)。他們在曠野住在帳棚，曾幫助以色列人打敗迦南人

(士 4:11-24)，也曾幫助耶戶，除滅亞哈家和巴力的先知(王下 10:15-17)。 

b. 不飲酒的誓約：飲酒不是神的禁令，但若立志不喝酒，就可不喝。凡事

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林前 6:12)。但藉著起誓，可約束自己(民 30:2)，

如拿細耳人不喝酒和不吃葡萄(民 6:1-8)，利未人不可有產業(申 18:1-2)。 

2. 順從的後裔〔耶 35:6-11〕：利甲族教訓他們子孫順從祖訓，神也吩咐祂子民

要教導他們的子孫敬畏神，遵行神的律例誡命(申 6:1-9)，並且代代相傳。 

a. 祖宗的吩咐：神眷顧亞伯拉罕，要他吩咐他的眷屬遵守神的道(創 18:19)。 

b. 子孫的遵行：作為敬虔的後代，不僅孝敬父母，也敬畏神，尊重傳統。 

3. 背逆的百姓〔耶 35:12-16〕：神百姓悖逆，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賽 65:2)。 

a. 神背逆的百姓：神從早到晚差祂的僕人眾先知，就是提醒神的百姓回頭，

離惡行善，不隨從事奉別神。神給他們應許，但他們卻沒有聽從。 

b. 約拿達的子孫：利甲族子孫不飲酒，不住帳棚，他們敬畏祖先，就遵從

祖訓。神的子民只要愛神，敬畏神，就不難遵守主的命令(申 30:20)。 

4. 守約的獎賞〔耶 35:17-19〕：神看重人聽從祂的命令，勝於獻祭(撒上 15:22)，

祂向敬畏祂的人守約施慈愛(申 7:9)，遵守祂命令的就蒙恩得福(申 28:1-14)。 

a. 神鑑察一切，約拿達的子孫聽從祖先命令，雖不是神給的律法，卻像是

寫在他們心裡的律法(羅 2:13-16)，神必照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羅 2:6-7)。 

b. 神應許利甲族不缺人侍立在神面前，因他們所守的誓約，就如利未人和

分別為聖的拿細耳人一樣，就有權利到神面前事奉祂(路 1:75)。 

 

三. 被燒毀的書卷〔耶利米書 36:1-32〕 

約雅敬的第 4年〔605 B.C.〕巴比倫打敗埃及，猶大向巴比倫稱臣，猶大人經歷

第一次的被擄。神要耶利米把從約西亞時〔627 B.C.〕所說的預言，寫成書卷，

向全國人民宣講。目的是要他們回頭，離開惡道，神好赦免他們的罪孽和罪惡。 

1. 聖殿宣講書卷〔耶 36:1-10〕：約雅敬第 5年 9月，巴錄將謄寫的書卷在聖殿

對眾民宣講，那時猶大人經歷被擄不久，百姓正在禁食。禁食是刻苦己心，

自卑在神面前尋求，心裡柔軟(賽 58:5)，如尼尼微舉國上下聽到神的責備，

就禁食自卑，便蒙神赦免(拿 3:1-10)。然而猶大人表面禁食，心仍頑梗背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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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卷念給官員〔耶 36:11-19〕：巴錄把耶利米的信息再向文士和眾首領宣講，

他們敬畏神，也懼怕王。他們要王知道這信息，又怕王聽到就想殺害巴錄和

耶利米，於是叫他們躲藏。約雅敬時代的首領敬畏神，後來都被擄到巴比倫。 

3. 約雅敬的反應〔耶 36:20-26〕：約雅敬對神的話反應和其父不同，約西亞聽了

律法的話就自卑(王下 22:11)，帶領百姓悔改。約雅敬自高，容不下責備的話。 

a. 燒掉書卷：約雅敬將書卷用刀劃破，將其焚燒，顯出他對這些話的忿怒。

驕傲的人對神的話是抗拒和毀謗(徒 19:9)，屬神的人卻謙卑領受神的話。 

b. 捉拿先知：不敬畏神的人惡待神的先知，逼迫他們，神必報應(詩 105:15)。

敬畏神的人就敬重神的先知，幫助先知，他們必得先知的賞賜(太 10:41)。 

4. 重新謄寫書卷〔耶 36:27-32〕：天地都要廢去，神的話卻要成全(可 13:31)。 

a. 約雅敬受懲罰：他兒子約雅斤作王 3個月就被擄到巴比倫，其後裔再也

沒有坐寶座的(耶 22:24-30)。他的結局是被巴比倫王用銅鍊鎖著，要帶到

巴比倫去(代下 36:6)，可能死在半途，屍首被拋棄，像驢被埋葬(耶 22:19)。 

b. 巴錄重新謄寫：除原來的話，另外又添加了許多相仿的話。神留意保守

祂的話(耶 1:12)，祂的話決不徒然返回(賽 55:11)，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 

 

四. 耶利米處境險惡〔耶利米書 37:1-21〕 

西底家第 9年，巴比倫圍困耶路撒冷，不久埃及軍隊前來，巴比倫便撤軍。人們

以為危機已過，平安將至。耶利米卻說巴比倫必再進攻，這城必要毀滅。故引發

眾怒，指控耶利米叛國，將他逮捕、折磨。眾人恨耶利米，就是恨神(約 15:23-25)。 

1. 西底家的求告〔耶 37:1-5〕：西底家見巴比倫退兵，滿懷樂觀，想知道將來的

形勢如何，就差人向耶利米求問。一國若有先知，就能掌握敵情(王下 6:8-12)，

若惡王當政，就逼迫先知，陷入虛謊，不信真言，自取滅亡(王上 22:13-40)。 

2. 耶利米的回答〔耶 37:6-10〕：神回答西底家的求問，不像掃羅碰到危機時，

神不回答掃羅(撒上 28:5-6)。只是神回答的話不是西底家想聽的，巴比倫必再

回來，這城必被毀滅，這事已經命定，無可挽回。神的信息已被宣告，看人

如何回應，若是不信，即使神的話臨到，他們卻不接受(徒 13:40-41; 哈 1:5)。 

3. 先知被控投敵〔耶 37:11-15〕：當時反巴比倫的氛圍正濃，耶利米向來被視為

親巴比倫份子，是當時愛國志士的眼中釘，伺機尋找他叛國的罪狀。 

a. 耶路撒冷解圍後，許多人出城，耶利米因出城看地(耶 32:9)，卻被指控

投降敵人而被逮捕。保羅因心繫外邦人而被猶太人逮捕(徒 22:21-22)。 

b. 西底家的首領惱怒耶利米，便打他，將他囚禁。這些首領不同於約雅敬

時代的首領，會保護耶利米(耶 26:16; 36:19)，只是他們都被擄到巴比倫。 

4. 先知被囚在監〔耶 37:16-21〕：耶利米被關的房屋，可能是蓄水池當作地牢，

耶利米在那裡受苦。直到西底家詢問神的話，才移到環境較好的護衛兵院。 

a. 說假預言的先知都不見了，人們仍然逼迫真先知，因他的信息不中聽。 

b. 耶利米在獄中每天吃餅，一直到城裡的餅用盡了，他預言的飢荒應驗了

(王下 25:3)，自己也嘗到飢荒的滋味。先知見證他的話，與百姓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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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底家最後機會〔耶利米書 38:1-28〕 

耶路撒冷即將陷落，眾首領想置耶利米於死地，西底家左右為難，私下找耶利米

求問神，是否能得救。神對西底家說話，給他最後的機會，但他仍不聽從，以致

錯失良機。十字架上的兩個強盜，最後關頭，一個得救，一個沉淪(路 23:39-43)。 

1. 淤泥的牢獄〔耶 38:1-6〕：耶利米被囚在護衛兵的院中，但首領聽見他的信息，

就控告他叛國的罪，要置他於死。耶穌受審時，也被眾人起哄定死罪(約 19:12)。 

a. 耶利米的信息就是要猶大人投降，以生命為掠物(耶 21:8-10)，這不僅是

叛國的行徑，且影響民心士氣。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神的事(林前 2:14)。 

b. 西底家愈來愈沒有主見，並且受制於眾首領，他們的立場是反巴比倫、

親埃及。就任憑首領把耶利米置於哈米勒〔王〕的兒子瑪基雅的牢獄。

讓他陷在淤泥中，任他飢餓而死。神救我們脫離禍坑淤泥(詩 40:1-3)。 

2. 營救耶利米〔耶 38:7-13〕：耶利米面對生死關頭，只有古實人以伯米勒出手

相助，就如同古利奈人〔北非〕西門幫耶穌背十字架(路 23:26)。以伯米勒是

古實人〔非洲人〕，任職太監(徒 8:27)，為耶利米求情，使耶利米免於死亡。 

3. 再求問先知〔耶 38:14-23〕：西底家面對生死存亡之際，再度求問神，神給他

指出一條生路。西底家一再不聽神的話，後來神給他指出一條生路，他仍不

聽從。平時若不遵行神的話，將來再大的神蹟也無法使祂聽從(路 16:27-31)。 

a. 西底家的誓言：他稱神為造我們生命之永生耶和華，他以永生永死作為

誓詞。但西底家有幾次背約的例子，他的起誓顯得沒有意義(太 5:33-36)。 

b. 耶利米的回答：與先前的話都是一樣，要西底家投降，要他降卑，就必

存活。神是不改變的神，祂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來 13:8)。 

c. 西底家的顧慮：他為著尊嚴，害怕被戲弄而不肯投降。耶利米保證不會

有事，並力勸生死、榮辱，只在一念之間，他要做出選擇(申 30:15-20)。 

4. 實情被隱瞞〔耶 38:24-28〕：西底家見耶利米之事雖然隱密，但終究被人知道。

但談話內容不被人知。西底家要耶利米隱瞞談話內容，別讓人知道。人可以

向人隱瞞，卻不能向神隱瞞。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說出來(路 12:2-3)。 

a. 耶利米遵照王命，似乎沒說實話。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

自以為有智慧(箴 26:4-5)，有時不得已，必須說愚妄話(林後 11:1, 16-19)。 

b. 直到城被攻破，西底家至終仍不聽從神的話，不肯降卑，就失去他一切

所有，他的生命，眾兒女，和百姓與這城，都一同滅亡(王下 25:4-7)。 

 

結論 

先知哈巴谷說：「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必因信得生(哈 2:4)。」

面對殘暴的敵人和險惡的環境，神子民存活之道就是「信心」；而信心是建立在

對神應許的信靠，和祂起誓與我們所立的約(來 6:17-18)。然而，神的子民背棄與

神所立的約，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來 3:12)；以至危難臨到時，神雖

一再地應許要施恩，他們卻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來 4:2)，結果步向滅亡。

神的子民當信從神的話，堅定與祂所立的約，祂的應許就是生命福祉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