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基本信息： 

▪ 内容：审判犹大和列国的预言，以及有关将来盼望的预言，其中交织着对犹大

快要结束的日子里先知耶利米角色的叙述。 

▪ 先知：耶利米，出生在祭司家庭，家乡为亚拿突城，距离耶路撒冷城南约三英

里。 

▪ 先知活动时期：公元前627—前585年（见1:2-3）。 

▪ 重点：犹大对耶和华不忠，结果遭到毁灭；神按照申命记中的应许，为他的百

姓预备了光明的未来——一个复兴的时期和一个新约；耶和华对百姓的心肠藉

着耶利米显明出来。 

 
 

《耶利米书》概要 

         耶利米书收集了先知耶利米说过的许多预言。这些预言大多针对犹大和耶路撒

冷，以诗歌的形式写成，另外还有大量耶利米祷告的叙述。预言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1-25章包括预言和经过解释的象征性行为，宣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即将临到。这

里很大一部分内容以先知和耶和华的对话的形式出现。26-36章中，两段叙事（没有

按照时间顺序）的中间是30-33章非常重要的关于盼望的信息。37-45章包括一系列按

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叙事，与应验第一部分中预言的事件有关。46-51章包括对列国的

预言，而52章以历史事件结束，为耶利米的先知身份辩护。因此： 

A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1-25章） 

B说明将来盼望的叙事部分（26-36章） 

B*关于耶路撒冷沦陷的叙事部分（37-45章） 

A*审判列国的预言（46-51章）  

结语(52章） 

       注意，26-36章的叙事与前述预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著名的圣殿布道的内

容出现在7章1-29节，而对它的回应出现在第一部分叙事中（26章）。21章8-10节向



巴比伦屈服的政策及被掳则是27-29章叙事部分的中心；22-23章给出了对犹大诸王和

先知审判的原因，这在26-29章和34-36章以叙事的形式出现。这间接说明了第一部分

叙事（没有按时间顺序）有意按主题编排而成。 

 

阅读耶利米书的具体建议 

        要想更好地理解耶利米书，需要对耶利米及其所处的时代，以及这卷书中材料的

特点略有了解。 

       首先是耶利米生活的时代。虽然耶利米在约西亚在位第 13 年（在位共 31 年）接

受了神的呼召，但是他只有一个预言可以归在那个时期（3:6-10）。他的大多数预言

出于约西亚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公元前 609－前 598 年，约雅敬；公元前 597-前 586

年，西底家）在位期间耶路撒冷动荡不安的那些年间。约西亚在位期间，国际舞台上

比较平静，当时亚述极为衰败，埃及和巴比伦正在争夺包括犹大在内的沿海地区的统

治权。约西亚在与埃及法老尼哥（公元前 609 年）作战的过程中身亡，但是尼哥于公

元前 605 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犹大国余下的事件与接下来的政治事件有关。 

       约西亚的儿子（和一个孙子耶哥尼亚）在位时间较短。在他们统治期间，在埃及

和巴比伦之间如同政治足球般被抛来抛去。通常情况下，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时间较

长。但是，他们多次回到埃及寻求帮助，以求卸下巴比伦的辄，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

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公元前 598 年尼布甲尼撒的围攻，这次围攻结束了耶哥尼亚为期三

个月的统治，耶哥尼亚和耶路撒冷的大部分领袖也被掳至巴比伦（王下 24:8-17；耶

29:2；以及以西结书）。尽管如此，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西底家还是继续采取这些无

用的政策，这最后导致第二次围攻和耶路撒冷的完全毁灭（公元前 586 年）。那些留

在犹大的余民继续反抗，结果逃往埃及，耶利米和巴录也被带到了那里。 

       离开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耶利米。在约雅敬和西底家在位的 22 年间，他针对这

些政治事件发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叙事部分揭露出大量政治阴谋，以鹰和鸽子为

代表，并可以听到支持埃及和支持巴比伦的声音。因为耶利米的预言和叙事（在结束

部分 37-45 章之前）没有按时间顺序编排，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这些名字、日期和政 

治上的政策随手记下会有益处。 



       其次，耶利米所领受的，是一个最不令人羡慕的差使，他要与大卫王室、众先知、

祭司和百姓做对，宣告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并规劝众人若要存活并盼望有任何未

来，就要接受巴比伦被掳的命运。争议之处在于耶利米支持巴比伦的政策（效法约雅

敬在位期间公元前 598 年第一次被掳至巴比伦的政策），在王室产生了两方面不利的

影响：许多人相信 (1)因为有大卫之约和耶和华在圣殿的同在（见 7:4-11)，耶路撒冷

是安全的，而且 (2)当前耶哥尼亚被掳将是暂时的（见 28:1-4)。耶利米的信息很清楚：

向巴比伦屈服就可得生，即使回来还需等待一生之久；与巴比伦作对就必死。与巴比

伦作对的背后有一个信念，这种信念根源于耶和华曾救赎耶路撒冷脱离亚述一事（见

赛 36-37 章），认为锡安因为其中有耶和华安息／居住的所在即圣殿，所以是不可攻

克的。 

       第三，在本卷书中，1-25 章构成了耶利米预言的中心，可能代表了约雅敬焚毁书

卷中的大部分信息，这些信息在巴录的帮助下重新写过（36 章）。开篇的预言宣告了

即将来临的审判及审判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耶和华不忠，以偶像崇拜为表现形式），

同时充满了对犹大的强烈呼吁，若她的人民悔改，耶和华就会发慈悲。但是人们不理

会耶利米的呼吁，最后，即将来临的审判成为定局。这卷书还包括耶利米自己与耶和

华就即将来临的灾难或者他自已遭受苦待（通过辩论、对话、恸哭和抱怨的形式）互

动的许多饶有趣味的记载。在阅读的过程中，如果将发言人的变化仔细标注出来，可

能会更加顺利。其中还包括几处对象征性动作的解释，阐明了耶和华对犹大所说的话。 

        在影响耶利米自身的几个因素中，何西阿书和申命记最为显著。耶利米大量使用

了前者对以色列的生动意象，视其为不忠的新娘，后来沦为娼妓；她曾是蒙耶和华深

爱的女子，但她的不忠使他放弃了她，将她交给了她的“情人们＂。而这依次反映出

他受申命记的一些影响，尤其在呼吁他们要回到圣约的规定方面，包括在他们是否只

侍奉耶和华（耶 11:1-13；参 17:5-8)这一关键问题上对神不忠会遭到的咒诅在内。与

此有关的意象为受过割礼／未受割礼的心（4:4；参申 10:16；30:6）以及以新约应许

被掳后的复兴（耶 30-33 章）。如在申命记中一样，问题不仅在于偶像崇拜，更在于

信仰的混杂——信仰耶和华的同时还信仰巴力，但是惟有耶和华是神，一位忌邪的神

不能忍受他们拜偶像的行径，但是他对百姓有怜悯和慈爱。这些现实交织在一起，在

耶利米书中尖锐地表现了出来。 

 



       总结：耶利米书不断地提醒我们，神信守祂在申命记中说过的话，拣选的百姓若

不忠乎耶和华，就会受到咒诅，遭到被掳的命运，但是日后他们将借着对一个新约的

盼望而得以复兴——这个约借着大卫“公义的苗裔＂（耶 23:5）耶稣基督已经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