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的基本信息： 

▪ 内容：宣告耶路撒冷沦陷的系列预言，包括耶和华离开耶路撒冷，以及随后耶

和华回归时以色列最终的复兴。 

▪ 先知：以西结，一位以色列的祭司和先知，公元前598年随犹大第一批被掳的

人到了巴比伦，他与耶利米属同一个时代， 比耶利米年轻。 

▪ 先知活动时期：从公元前593年（结1: 2)—— 前571年（结29: 17)。 

▪ 重点：耶路撒冷因为罪，尤其因为拜偶像的缘故，沦陷已成定局；神是列国的

主，也是历史的主，他的主权至高无上；应许之地的失落和复得，以及耶和华

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应许要赐圣灵，就是赐人生命的灵，这是守约的关键。 

 
 

《以西结书》概要 

         以西结书中记载先知以西结在耶路撒冷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22年间（公元前

593-前571年）的活动，向被掳至巴比伦的百姓宣讲的多个带有预言性质的异象和神

谕。除了论埃及的预言和为埃及做的哀歌之外（29:17-30:26），其余预言均按时间顺

序编排。 

         这卷书由三部分组成，条理清晰。1-24章包括围攻耶路撒冷（公元前588年）

前五年时间内宣讲的预言，主要是向自负的犹大人宣讲神审判耶路撒冷及圣殿的信息。

接下来是对犹大周围各国的预言(25-32章）。引人注意的是，巴比伦不在其中。最后

部分的预言是33-48章，宣讲耶路撒冷沦陷后的16年，内容集中在对将来的盼望上。 

        本书的结构反映了以西结的神学思想：耶和华向拜偶像的百姓发圣怒，将导致耶

路撒冷及其中的圣殿（神同在的地方）被毁——虽然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并

与之作对，但这件事必要来临（1-24章）。耶和华也是掌管万有之主，拥有对列国的

主权，所以列国拜偶像、犯罪，也会遭到审判（25-32章）。但是耶和华也是满有怜

悯 和恩慈的神，他计划复兴自己的百姓，并再次住在他们中间（33-48 章）。 

 

阅读以西结书的具体建议 



        要想很好地理解以西结书，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认识。

在列王纪下 22-25 章可以找到一部分资料。以西结出生于耶路撒冷城中一个祭司家族，

在约西亚改革之前（公元前 622 年）。据推测，他可能预备自己在 30 岁时（公元前

593 年）开始担任祭司的职分。但是在公元前 598 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城，灾

难突然来临。在以西结的一生中，伴随着埃及和巴比伦争夺犹大的控制权，在这场争

夺中，犹大的诸王在政治上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当尼布甲尼撒最后向耶路撒冷发动

进攻，国王约雅斤投降，他和耶路撒冷城中的大部分尊贵人物，包括以西结的家人，

都被掳到了巴比伦（见耶 29:2)，被置于迦巴鲁河附近巴比伦城南的一处流亡者的定居

点。显然，许多人认为，作为神的百姓，在他们荣耀的历史长河中，这次被掳不过是

一个暂时的现象（耶 28 章）。但是耶利米在他的书卷 中（耶 29:1-23）写道，他们将

在巴比伦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五年后，耶和华呼召耶利米做先知，让他宣告神对耶

路撒冷的审判，把自己的话讲给“以色列家” 主要是那些被掳至巴比伦的人（结 3:1, 

11)。 

          核心问题在于以西结和百姓都委身于的神学。这神学是：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的

百姓，为神所造并救赎，由他们所在之地（应许之地，尤其是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

同在（以耶路撒冷圣殿为象征）来界定。但是以西结和犹大的百姓对这一神学的看法

却截然不同。 大部分人认为这种神学意味着耶路撒冷坚不可摧，约 125 年前撒玛利亚

沦陷后，耶路撒冷奇迹般地得到拯救（王下 27-29 章），更是坚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

虽然遭到西番雅和耶利米的极力反对，但是宫廷里的假先知（如哈拿尼雅，耶 28 章）

一直在给百姓灌输这种神学思想。 

         以西结也明白以色列是由他们所在之地和神的同在界定的民族（毕竟他将成为

耶路撒冷城中的祭司）。但是他也认识到犹大没有能够持守耶和华的圣约（见 16 章和

23 章关于被捕的意象），因此，他们将失去应许之地，并将失去神的同在。借着许多

异象、先知的行动和预言，他一再宣讲耶路撒冷城不久将遭到毁坏并且耶和华将离开

圣殿的信息(10 章）。这对以西结来说是极其痛苦，而被掳至巴比伦的人听到后则感

到难以置信。但是，以西结非常清楚地看到，过去最美好的一切在将来都将再次出现，

包括君王、应许之地、百姓、圣约和神的同在——这一切最终在基督和他与百姓所立

的新约中得到了应验。 关于预言本身，你会注意到，与在以西结之前的先知相比，他

讲预言主要采用散文的形式而不是诗歌的形式。实际上，阅读以西结书就好像进入了

一本用词语构筑的图画世界，先知讲—段话，接下来不是先知自己的象征性行动，就



是一个异象，或者是一个寓言性的图景，其中有一些还会给出解释。后面提到的部分，

从 1 章（参 10:1- 22)和 37 章启示性的意象，到 15 章和 17 章带有解释的象征性的异 

象，再到 16 章非常直白以至无需另行解释的比喻，涉足范围甚广。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能还想留意以西结书独有的其他特征，包括他对圣殿和

祭司有关物品的兴趣等。例如，留意以耶和华提问开始的预言出现的频率，以及以

“你／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58 次） 结束的预言或者“主耶和华如此说“(18 次）

出现的频率。他喜欢不断重复。现代读者可能读起来会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在以西结

看来，这种方式会使他所看到的以及所传达的信息更有力量。他多次称自已为“人

子＂，这是希伯来思想中强调在永在的神面前自己不过是人的一种方式。 

        最后，在新约中，尤其是保罗写的书信和约翰写的启示录中，你会发现许多以西

结曾经使用的意象和他的思想。约翰曾从以西结书一书中借用许多意象为自己所用，

并和但以理书、以赛亚书中的意象一起，形成一整套新的意象，再次表达了神难以言

喻的伟大，描述了他的作为。 

 

       总结：以西结书讲述了神百姓最终的失败，正如第一个约所制定的一样，但是展

望未来，神将与百姓重新立约，这新立的约中，包括真正的牧人和神所赐的圣灵。以

西结书是神的故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