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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六)背棄的盟約 

神讓以西結用比喻、謎語、俗語，和哀歌，來描述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並且

指出神起初如何愛他們，建立他們，使他們得著尊榮的位分。他們卻輕看神所賜

的恩，縱情淫亂，以致神的忿怒臨到他們，顯明神的公義。在耶路撒冷即將被圍

之際，神預先警告他們，神要懲罰他們背道的罪，因他們背棄與神所結的盟約，

也背棄與人所結的盟約。他們最終的結局是耶路撒冷徹底的毀滅，神的子民都被

擄到外邦，神也要顯明祂公平審判的原則，各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當擔報應。 

 

一. 耶路撒冷的比喻〔以西結書 16:1-63〕 

根據考古，耶路撒冷約有四千年的歷史，在被大衛攻取之前，已被迦南七族佔據。

耶路撒冷預表神的子民，也是羔羊的新婦，這裡比喻作神的妻，卻不斷行淫。 

1. 卑賤到尊榮〔結 16:1-14〕：耶路撒冷原來是迦南人的城，為耶布斯人所佔據，

在大衛時期，才歸以色列掌控(撒下 5:6-9)，後來成為都城，聖殿設在其中。 

a. 追本溯源：父親是亞摩利人〔自高〕，母親是赫人〔懼怕〕，他們原是屬

山地(民 13:29)。人的罪性是因驕傲自大引起，犯罪後怕受審判而懼怕。 

b. 出生景況：赤身出母腹，且被遺棄，無人理會。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

生下的孩子曾被扔進河裡。聖徒得救，在過犯罪惡中等著死亡(弗 2:1)。 

c. 神動愛情：神用衣襟遮蓋，起誓結盟，用水洗淨，抹上膏油，表示立了

婚約。舊約的以色列人和新約的教會與神立約，脫離罪惡，作神的子民。 

d. 發達尊榮：耶路撒冷漸漸昌盛，如女子漸漸成熟長大，給她配戴各樣的

裝飾。神造的都是好的，撒但受造時佩戴各樣寶石，榮耀華美(結 28:13)。 

2. 美貌而行淫〔結 16:15-34〕：耶路撒冷發達到王后的尊榮，本與王相配，卻行

淫亂，做了與身分不相配的事。聖徒行事為人，要與所蒙的恩召相稱(弗 4:1)。 

a. 縱情淫亂：耶路撒冷被神揀選成為祂的居所，聖殿設在其中，卻又立了

許多偶像，祭拜別神。不盡心專一事奉耶和華，就是犯了屬靈的淫亂。 

b. 行事邪惡：以色列人從神蒙恩得福，他們卻將從神所得的去事奉別神，

使兒女經火，與列邦發生不正當關係，進行貿易，直到迦勒底〔巴比倫〕。 

c. 不知羞恥：耶路撒冷所做的，比妓女還差；妓女是行淫得贈送，她行淫

卻還贈送人，向他們行賄賂。若犯罪而不以為恥，便無可挽救(羅 1:32)。 

3. 審判和報應〔結 16:35-43〕：因耶路撒冷行了羞恥的事，本來是神的城，聖殿

設在其中，卻充滿偶像崇拜，犯屬靈的淫亂。神就定意審判，使城被摧毀。 

a. 露出醜態：神使耶路撒冷在她所愛的人面前，露出醜態(何 2:10)。就是

耶路撒冷被敵人攻陷，被外人踐踏。象徵女子被剝去衣服，失去尊嚴。 

b. 四圍攻擊：神興起仇敵攻陷耶路撒冷，奪去財物，殺害百姓，燒毀房屋。

神使耶路撒冷遭難，目的是使她不能再行淫，所有的偶像祭壇都被拆毀。 

c. 忿怒止息：審判過後，神的忿怒就止息，神的忌恨也離開。以色列人就

不再貪淫，不再行一切可憎的事。以色列被擄後，就不再行拜偶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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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甚的罪孽〔結 16:44-52〕：仇敵攻擊以色列，嘲笑他們罪孽的本質：有其母

必有其女。罪人蒙恩，若再犯罪，就又還是罪人，不改犯罪本性(彼後 2:20-22)。 

a. 不以為戒：耶路撒冷的姊妹是撒馬利亞〔北〕和所多瑪〔南〕。她們都因

犯罪而受審判，原本可以引以為戒，耶路撒冷卻沒有受教訓，依然犯罪。 

b. 更大的罪：耶路撒冷的罪比所多瑪和撒馬利亞更甚，他們有神的教訓，

卻悖逆。知法而犯法，便是有禍了，要受更重的刑罰(太 11:20-24; 23:14)。 

c. 更顯為義：耶路撒冷犯的罪，使其它城的罪都算不得什麼。過去受審判

的人，要定這時代人的罪(太 12:42)，定有律法卻犯律法人的罪(羅 2:27)。 

5. 幼年立的約〔結 16:53-63〕：神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約，雖然這約因著

他們的背逆而廢棄，但神仍記念這幼年立的約，不斷用慈繩愛索引他們回頭。 

a. 被擄的歸回：神要做恢復的工作，以被擄的歸回為表徵，包括神的子民

和外邦人。藉著外邦人得著救恩，就可以激動猶太人發憤(羅 11:11)。 

b. 驕傲的日子：指惡行還沒有顯露出來，心裡剛硬，沒有憐憫，輕看別人。

就如法利賽人自以為義，輕看罪人，別人卻比他有義(路 16:15; 18:9-14)。 

c. 前約與永約：神要懲治祂子民背約的罪，但祂還要記念過去的約〔舊約〕，

要與他們立永約〔新約〕。神是守約的神，我們縱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 

 

二. 大鷹叼枝的謎語〔以西結書 17:1-24〕 

神以鷹和葡萄樹的謎語，來反映當時猶大的政治情況。說到猶大衰弱卑微，只能

任人擺布。然而，他們卻不肯謙卑示弱，背棄與巴比倫立的約，以至造成毀滅。 

1. 說謎語設比喻〔結 17:1-6〕：謎語是講述一個含糊的概念，需要解釋才能明白。

比喻是用比較法，將隱藏的函義說出來。耶穌常用比喻，解釋天國的奧秘。 

a. 有一大鷹：指巴比倫王，把約雅斤〔嫩枝〕擄到巴比倫，立西底家〔枝〕

作猶大王(王下 24:15-17)。若服事巴比倫王，就必能存活(耶 27:1-11)。 

b. 猶大被擄：利巴嫩〔耶路撒冷〕、香柏樹〔猶大王朝〕、香柏樹稍〔國家

精英〕、貿易之地〔巴比倫〕。巴比倫王將猶大人擄到巴比倫的歷史事件。 

c. 小葡萄樹：矮小葡萄樹轉向那鷹。西底家被扶植作王，他看巴比倫王的

臉色行事，猶大國就得以繼續存在，但毫無地位，只是淪於附庸國。 

2. 葡萄樹被拔出〔結 17:7-10〕：猶大國經過兩次被擄，仍能苟延殘喘。但由於

西底家想靠埃及擺脫巴比倫的控制，卻適得其反，以致猶大被滅，人民被擄。 

a. 另有大鷹：指埃及法老，他唆使西底家背棄與巴比倫的盟約，允諾提供

保護與需用。起先埃及曾出兵幫助猶大對抗巴比倫，後來撤兵(耶 37:7)。 

b. 彎的樹根：西底家背棄向巴比倫所起的誓，拒絕向巴比倫進貢，卻轉向

埃及。猶大國處在兩大強權之中，左右為難，他們卻不肯聽從神的警告。 

c. 栽于肥田：猶大國依附巴比倫，只要謙卑，向神向人謙卑，就能存活。

就如葡萄樹栽於肥田水旁，原可多結果子，就能成為佳美的葡萄樹。 

d. 根被拔出：西底家的叛變，激怒巴比倫王，因此率領全軍，除滅猶大國。

如炙熱的東風吹來，將葡萄樹根拔起，除掉它的果子，使其完全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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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棄所立的約〔結 17:11-18〕：巴比倫王立西底家為猶大王，與他立約，使他

發誓。以為神的子民會敬畏神，看重指著祂名所起的誓，想不到竟然背約。 

a. 解釋比喻：神將大鷹和葡萄樹謎語的函義解釋出來，指出西底家背約，

輕看所起的誓。以致神要報應他背約的罪，即使有埃及幫助，也是徒然。 

b. 不能自強：神讓猶大國不能獨立存在，只能依附在大國的盟約中，就是

讓他們學習謙卑。他們不肯順服，不肯事奉神；只好順服、事奉巴比倫。 

c. 背棄盟約：神看重誓約，如基遍人與以色列人立約(書 9章; 撒下 21:1-2)。

神與亞伯拉罕起誓立約，為要格外顯明祂的應許是不改變的(來 6:13-18)。 

4. 追討背約的罪〔結 17:19-24〕：以色列人輕看神與他們立的誓約，不斷犯罪。

而今，西底家輕看他與巴比倫王所立的約，就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國破人亡。 

a. 背約的罪：舊約時代常有起誓、許願的事，但人卻很難遵守。耶穌教導

門徒不可起誓(太 5:33-37)，因為人是小信的，而神才是信實，守約的神。 

b. 樹稍嫩枝：比喻彌賽亞將會是大衛的子孫，將來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彌賽亞比喻為「嫩枝」，象徵祂柔和謙卑，神卻將祂升為至高(腓 2:5-8)。 

c. 成為大樹：樹可預表國權，神使高樹矮小，矮樹高大；青樹枯乾，枯樹

發旺。表示神在人的國中掌權(但 4:32)，天國也比喻作大樹(太 13:31-32)。 

 

三. 吃酸葡萄的俗語〔以西結書 18:1-32〕 

神藉著吃酸葡萄的比喻，指出宿命論的錯誤，神雖然有絕對的主權，也給人自由

意志。神審判人的原則，是個人按自己的行為，來承擔罪責和刑罰(王上 8:39)。 

1. 罪孽各自擔當〔結 18:1-9〕：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大人認為兒子要為父親的罪受

懲治，便用「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的俗語來嘲諷，向神抗議。 

a. 傳統俗語：當時盛行「吃酸葡萄」的俗語，耶利米也曾提到(耶 31:29-30)。

這句話是根據神要追討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20:5; 利 26:39)，

猶太人覺得自己因父輩的罪受苦，如兒子的牙因父親吃酸葡萄而酸倒了。 

b. 神的主權：世人都是屬神的，祂創造所有的人(賽 45:12; 可 10:6)，對人

有絕對的主權。祂使人死，也使人活(申 32:39)，審判的權柄也在於祂。 

c. 生死關鍵：神定了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利 18:5; 羅 10:5)。

若違反神的律法，就是罪(約一 3:4)，罪的工價乃是死(羅 6:23)。惡人的

兒子行義，就要存活；義人的兒子作惡，就必死亡，這是神定的法則。 

2. 兒子不擔父罪〔結 18:10-20〕：神指出審判的原則是根據各人所行的報應，與

自己出身無關，也與父的罪無關。這與義人的義只能救自己相似(結 14:14-18)。 

a. 兒子作強盜：父親雖是虔誠人，兒子卻犯了罪，違反律法，就不能存活。

以色列人雖與神立了約，都是神的子民，但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b. 行善的兒子：兒子因父的罪孽而懼怕，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不致死亡。

好王希西家的兒子瑪拿西是惡王，惡王瑪拿西的孫子約西亞卻是好王。 

c. 善惡的報應：各人不在乎出身，也不在乎父親和兒子如何，審判的時候，

各人都要獨自面對神，照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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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道必然公平〔結 18:21-32〕：神是審判的主，祂的審判盡都公義(詩 51:4)，

必照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啟 22:12)，所以，各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a. 惡人蒙恩：神不喜悅惡人死亡，而喜悅他回頭離開所行的道。神賜人有

機會悔改(徒 5:31)。只要悔改，一切罪就不記念，必能得救，不致死亡。 

b. 義人失腳：舊約的義人是根據行為，遵行神的律法。新約的義人是藉著

信心，且要有行為，行義的才是義人(約一 3:7)，神照各人所行的來審判。 

c. 主道公平：人總覺得自己無辜，受不公平的審判。因為萬物在神面前是

赤露敞開的(來 4:13)，所以，主的道在審判時是公平的(約 5:30; 12:48)。 

d. 存活之道：神不喜悅惡人死亡，也將存活之道指示他們。神的拯救方式

就是叫人悔改歸正，便領受神所賜的新心和新靈，成為新人，且得永生。 

 

四. 以色列王的哀歌〔以西結書 19:1-14〕 

哀歌一般在追悼重要人物之死，這哀歌是給以色列王的。原來神對以色列美好的

應許是在南國猶大〔獅子〕和北國約瑟〔葡萄樹〕的身上，但兩個都滅沒了。 

1. 猶大的小獅子〔結 19:1-9〕：獅子代表猶大的王權，大衛的寶座(創 49:8-11)。

猶大國在約西亞死後，幾個王即位，在位都不長，不是死，就是被擄到外邦。 

a. 約哈斯：約哈斯只作王 3個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廢掉，並帶到埃及。 

b. 約雅敬：被法老立作王，又臣服巴比倫後背叛，結果被擄，死在巴比倫。 

c. 約雅斤：在位 3個月就被擄到巴比倫，以西結也同他在被擄的人當中。 

d. 西底家：被巴比倫扶植作王，後來背叛，以至國破家滅，百姓被擄。 

2. 燒毀的葡萄樹〔結 19:10-14〕：葡萄樹代表以色列，本來如約瑟是多結果子的

枝子(創 49:22-26)，卻被刀劍、饑荒、瘟疫、惡獸侵害，被擄異地，分散四方。 

a. 極其茂盛：原文「在你血中」。這裡用葡萄樹的汁比作血，代表生命活力。

七十士譯本譯作「如石榴花開」。一般譯作茂盛的園子，表示多結果子。 

b. 枝幹堅固：葡萄樹的枝幹做「掌權者的杖」，象徵王權。從大衛到西底家，

共有 22個王。猶大亡國後，大衛後裔仍延續，直到彌賽亞興起(路 1:32)。 

c. 樹被拔出：葡萄樹因神的忿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任東風吹，枝子折斷，

被火燒毀，栽於無水之地。表示猶大即將亡國，百姓被擄到巴比倫。 

d. 掌權者的杖：當以色列失去王權時，正是彌賽亞要降臨作王(結 21:27)，

祂是要來的那位〔細羅(創 49:10)〕，要建立祂的國，祂的王權直到永遠。 

 

結論 

神向亞伯拉罕起誓，使他的後裔極其繁多，且得地應許之地為業。神向大衛起誓，

他的後裔不斷有人坐在他的寶座上，治理以色列民。這些誓約因著以色列亡國，

百姓被擄，似乎都不復存在了。然而，神卻藉著彌賽亞，讓這約永續存在，成為

永約。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聖徒與神立了新約，得著新心新靈，成為

新人，能夠進入所應許的諸約中。藉著這約，就能與神同住，得以作神的兒女，

成為主的新婦，得著天上永不衰殘的產業，並且與主一同坐在寶座上，執掌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