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河靈糧堂_主日裝備課程_舊約概論 

講師：鄭春煥 傳道 

 

    1 

第十二講 

前言： 

 

耶利米的蒙招經歷與以賽亞： 

 

    以賽亞面對上帝外在的威嚴/耶利米與上帝內在的聲音 

 

耶利米與何西阿的觀念相近： 

 

何西阿的觀念：A. 上帝的信實和良善（何二 9，四 1，六 6，十 12，十二 6） 

              B. 以色列卻破壞約，如同破壞婚姻之約（何二 8） 

耶利米也使用以上的觀念論述以色列以往的情景（耶二-三） 

 

耶和華的信實和慈愛帶領以色列到曠野（何二 14-15；耶三十二 20-22） 

 

何西阿和耶利米都提出以色列的背叛（何二 5-8；耶二 10-11） 

 

耶利米和以西結都強調個人的責任（耶三十一 29-30；結十八 2-4） 

 

    耶利米注重人與上帝的關係；以西結注重人應有的行為和道德 

 

耶利米的“行為藝術”表達 

 

    宣講資訊之後的表達： 

1. 土磚描繪耶路撒冷被圍困（耶四 1-2） 

2. 長期的側臥、少量的飲食（耶四 4-12） 

3. 剃髮焚燒、扔散（耶五 1-17） 

4. 麻帶束腰、酒罈（耶十三 1-20）：警告百姓必須悔改 

 

耶利米描述以色列被擄的情景（耶二十二 19-23） 

 

上帝審判與救贖的異象：兩筐無花果（耶二十四 1-10） 

  

上帝的性情“愛”與“恨” 

 

    相對立的性情、卻是同時存在；愛慕上帝的真理、恨惡一切的假道 

 

救贖的預言：新約（耶三十一 31-34） 

 

 

 

 

 

被擄之前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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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 

 

 

    哀歌在希伯來原文的舊約聖經裡，並非屬於先知書，而是屬於第三部份的聖卷。它與雅歌、路得記、

傳道書、以斯帖記同列為五卷，分別在逾越節(雅歌)、五旬節(路得記)、住棚節(傳道書)、普珥日(以斯帖

記)、耶路撒冷被毀周年紀念日(贖罪日之前，哀歌)等五個節期時公開誦讀。 

 

事件的時間：587B.C.亞筆月（五月），相當於西曆 7-8月 

            五月初十（耶五十二 12）；五月初七（王下二十五 8-9） 

 

作者：猶太傳統認為是耶利米，但是有不同的意見 

 

主題：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焚毀和百姓被擄/以色列人是否還能維持信仰？ 

 

特點： 

    離合詩體 

 

        1-4章中每節的頭一個字母是按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的順次排列，寫 22節 

        3章則是每三節用同一個字母，共 66節 

        5章沒有采離合詩的體裁，但是仿離合體寫有 22節 

 

    核心是三章 

 

        作者原先是看不到任何指望(哀三 18) 

        在禱告仰望中，心裡有指望(哀三 21-24)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哀三 25) 

        作者呼籲省察自己的行為，歸向耶和華(哀三 40) 

         

大綱： 

 

一. 第一首哀歌（1章） 

    1.  一 1-11錫安遭浩劫 

    2.  一 12-22錫安的哀號和呼求 

二. 第二首哀歌（2章） 

    1. 二 1-10主如仇敵吞滅錫安 

    2. 二 11-17錫安的創傷 

    3. 二 18-22錫安的哀求 

第三人稱來描述錫安的苦難 

個人“我”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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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首哀歌（3章） 

    1. 三 1-18：自述遭神忿怒 

    2. 三 19-39倚靠神的憐憫 

    3. 三 40-41呼籲悔改 

    4. 三 42-54罪的愁苦 

    5. 三 55-66安慰與咒詛 

四. 第四首哀歌（4章） 

    1. 四 1-12往事不堪回首 

    2. 四 13-20罪的結果 

    3. 四 21-22預言以東遭報 

五. 第五首哀歌（5章） 

    1. 五 1-18再述苦境 

    2. 五 19-22祈求復興 

 

幾個思考： 

 

1. 集體受苦的問題 

 

       哀歌的作者為：承認是神審判耶路撒冷，並求祂伸手幹預，復興祂的子民。 

       與申命記的關聯 (申二十八 15、49～50) 

       盼望（哀三 22-23） 

 

2. 婦女的禱告 

 

       耶路撒冷以女性（寡婦，哀一 1；女子，哀一 6）的身份發言 

        “耶路撒冷的民哪”（二 13）“民”是“女子” 

 

3. 信仰的重點 

 

       先知以賽亞認為的“耶路撒冷永不受侵犯”（賽二）與先知彌迦相同（彌四）， 

       彌迦另外的觀察（彌三 12） 

       耶利米面對堅持民族主義的假先知哈拿尼雅，提出耶路撒冷被毀的災難和希望 

 

       苦難的問題：苦難是罪惡的刑罰 

       盼望的緣由：根據上帝的恩慈 

  

個人“我”的悲痛 

40-47以“我們”，48-51轉向個人“我”的悲痛 

1-16以第三人稱來描述錫安居民的苦難， 

17-20“我”的失望，21-22“我”的盼望 

“我們”禱告呼求上帝看顧受苦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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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作業:                                              姓名：  

 

1. 先知用什麼比喻來形容耶路撒冷的遭遇? 

 

 

 

 

2. 先知悲痛的情形如何?(哀二 11) 

 

 

 

 

 

 

3. 先知在極深痛苦中仍有指望，這指望從何而來?(哀三 22-23) 

 

 

 

 

 

 

4. 猶大亡國與申命記二十八章的記述有何關聯？ 

 

 

 

 

 

 

 

 

 

如有其他的問題，請提出，下一堂主日學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