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個無聲的提醒：雖然罪是充滿吸引力和刺激，但卻帶
來沉重的悲哀傷痛、空虛頹廢、痛不欲生。這是可作‘吃喝玩
樂’之錢幣的另一面。”∼施蘊道

耶利米哀歌

簡介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在希臘文、拉丁文和英文版本中，這

卷小書稱為“哀歌”。猶太人以第一、二及
四章的第一個希伯來字來稱此書，該字譯作
“何意”或“何其”。這書共有五首詩歌，
以相同的主題串連而成，就是耶路撒冷在主
前五八六年被尼布甲尼撒所吞滅；首四章以
獨特的離合詩體裁寫成。

可能為了方便背誦，詩歌（原文）是
按希伯來文字母次序排列，每節以一個字母
開始，除了第三章；該處每三節用同一個字
母。第五章的節數一如希伯來文字母的數目
（二十二），但並不是以離合詩體裁寫成。

雖然要用如此嚴謹的結構去寫作的確困
難，但此哀歌表達出熱切的愛國情懷和心痛
欲絕之情。

貳．作者
這卷哀歌本身沒有列明作者是誰，但傳

統認為是耶利米寫的，而這說法直至十八世

紀都沒有人提出異議。
耶利米哀歌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

本）有一個序，其寫作風格暗示這序原來是
以希伯來文寫成的：“以色列人被擄後，耶
路撒冷一片頹垣敗瓦，耶利米坐着為耶路撒
冷哀哭，唱此哀歌⋯⋯”（接着，第一章便
開始）。

此書的風格暗示“流淚的先知”是作
者，而歷代志下三十五章25節也提到耶利米
曾作哀歌。作者是個見證人，而除了耶利米
之外，再沒有其它合理的人被提出來，這就
支持傳統猶太教和基督教會的觀點，即耶利
米是寫成此哀歌的作者。

叁．寫作日期
錫安之被毀的一手資料形容得那樣栩

栩如生，似乎本書是在事情發生後（約主前
586或585年）不久就寫成了，同時應在耶利
米往埃及前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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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背景與主題
耶路撒冷的淪陷是一段苦不堪言、

受盡折磨的日子。就是這場可怕的災難
帶來了耶利米哀歌；我們相信，先知耶
利米是心力交瘁地寫成此書的。

哀歌成為耶利米書預言的一個附
錄。它描述先知在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
時深切的哀傷。先知並不因為他的預言
應驗而高興，相反卻為同胞的禍患而哀
哭。

大綱
壹．耶路撒冷荒涼得可怕（一1∼11）
貳．百姓痛哭、認罪、祈禱（一12∼22）

一．哀哭（一12∼17）
二．認罪（一18,19）
三．祈禱（一20∼22）

叁．耶和華被看為懲罰耶路撒冷的神（二）
一．神忿怒的後果（二1∼13）
二．神忿怒的原因──假先知沒有警告百姓（二14）
三．旁人的嗤笑（二15,16）
四．神的警告應驗了（二17）
五．呼籲悔改（二18,19）
六．祈求神的憐憫（二20∼22）

肆．先知說出余民的傷痛和認罪（三）
一．神的審判（三1∼18）
二．耶和華的憐憫（三19∼39）
三．呼籲靈命更新（三40∼42）

哀歌除了是耶利米的肺腑之言外，也表
達了：

1. 猶太余民眼見巴比倫入侵時的哀傷，
而耶利米是他們的發言人。

2. 彌賽亞來到世上受苦、流血、死在各
各他山的十字架上等折磨（參看一
12）。

3. 猶太余民將來被召去經歷大災難──
雅各遭難的日子──所經歷的傷痛。

犯罪	 受苦（一8）
	 哀傷	 悔改（一20）
	 	 祈禱	 盼望（三19∼24）
	 	 	 信心	 復興（五21）

更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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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利米為耶路撒冷哀哭（三43∼51）
五．先知祈求神拯救他擺脫敵人（三52∼66）

伍．比較猶大從前與現在的光景（四1∼20）
陸．將來的展望──以東被滅，猶大復興（四21,22）
柒．余民懇求神施恩和復興（五）

壹．耶路撒冷荒涼得可怕（一1
∼11）

我們在這裏看到耶路撒冷變得徹底荒
涼。本段經文是從旁觀者的語氣說話。曾經
住滿居民的城市現在卻如一個淒涼的寡婦；
王 后⋯⋯成為進貢的，被她的眾偶像離
棄，被她的盟友出賣（1,2節）。百姓已經
因他們的罪而被遷到外邦，再沒有朝聖者到
錫安敬拜（3∼9節）。聖所的珍貴器皿已被
巴比倫人搶掠（10節），人民受盡饑荒之苦
（11節）。

貳．百姓痛哭、認罪、祈禱（一
12∼22）

一．哀哭（一12∼17）
這段經文講述耶路撒冷獨特的痛苦。第

12節成了“表達憂傷的經典例子”1
，也讓我

們想到，我們的主也曾為這個頑梗地拒絕祂
的城市而哀哭。這些用語也適用於基督在十
架上的情況：心硬的兵丁和宗教領袖，還有
普遍的群眾無情地觀看祂受苦，象湊熱鬧一
樣。

猶太人知道是耶和華（1 5節）使災難
發生，而雖然錫安舉起雙手，期盼憐憫臨
到，卻無人安慰她；她已變成不潔之物（17
節）。

註釋
二．認罪（一18,19）

在猶太人的認罪中，他們承認耶和華
使他們被擄，是公義的；承認曾違背他的命
令，承認她異教的“情人”，即外邦列國，
愚弄她。

三．祈禱（一20∼22）
猶太地祈求神報應那些充滿邪惡，又幸

災樂禍的仇敵，她在重重的歎息中承認自己
的罪過。

叁．耶和華被看為懲罰耶路撒冷
的神（二）

一．神忿怒的後果（二1∼13）
二1∼7　這些經節描述神對猶大所做的

事──毀滅聖殿（腳凳）（1節）；吞滅眾
城邑（2節）；拒絕阻攔仇敵，好象祂自己
就是猶大的仇敵（3∼5節）；祂毀壞聖殿，
象只是毀壞一個庭園；使錫安內獻祭的活動
終止；且對君王和祭司置之不理（6,7節）。

二8∼13　祂使全城變成瓦礫廢堆，統
治者被擄走，先知們得不到耶和華的片言隻
語，長老要哀號，處女羞辱得垂下頭來（8
∼10節）。孩童在街上餓得發昏，他們暈倒
死去（11,12節）。百姓的痛苦大得令先知不
知如何安慰他們（13節）。百姓應該是“錫
安的民”，但現實上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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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忿怒的原因──假先知沒有警
告百姓（二14）

猶大的先知們看見的是虛假騙人的異
象。他們不但沒有揭露百姓的罪孽，反而製
造虛假的默示。

三．旁人的嗤笑（二15,16）
猶大的鄰居嗤笑耶路撒冷的沒落。他們

拍掌、嗤笑，幸災樂禍地說：“這真是我們
所盼望的日子臨到了！我們親眼看見了！”

四．神的警告應驗了（二17）
耶和華⋯⋯應驗了祂的話。祂傾覆自己

的子民，高舉猶大敵人的能力（角，一個希
伯來文的修辭用語）。

五．呼籲悔改（二18,19）
先知勸那為人父母的，都要為年幼子女

不停地問心哀求主，因為在每個街頭都有孩
童餓得昏倒。

六．祈求神的憐憫（二20∼22）
婦人因為饑荒而喫掉自己所生的骨肉。

街道上充斥殺戮，因為神招來巴比倫人，象
邀請人來赴大會宴一樣。

肆．先知說出余民的傷痛和認罪
（三）

一．神的審判（三1∼18）
先知交替使用我和我們的稱呼把自己的

經歷和百姓作一比較。神的忿怒以下列的形
象描繪出來：黑暗、祂手不停的攻擊（1∼3
節）、提早衰老、骨頭折斷、被苦楚和艱難
圍困、行屍走肉一樣的生活（4∼6節）、被
囚禁無法逃走、禱告沒有回答（7∼9節）、
象野獸般埋伏、當作箭靶攻擊（1 0∼1 2
節）、深深的傷口、被嘲弄、飽吃苦的茵陳
（13∼15節）、牙齒被磣斷、衣服蒙灰（16

節）、失去記憶、平安和繁盛安樂的日子，
所有希冀神幫助的盼望都幻滅了，毫無指望
（17,18節）。

二．耶和華的憐憫（三19∼39）
先知向神祈禱，求祂記念他的苦楚。

雖然他因苦難而沮喪，愁緒久久揮之不去
（19,20節），但他仍不注目自己，卻專心仰
望耶和華。當他記起耶和華諸般的慈愛和憐
憫，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誠實極其廣
大2（21∼24節）時，就重新恢復指望。他
從折磨的操練中得到教訓：安靜等候耶和華
的拯救和在幼年時負祂的軛是件好事（25∼
27節）；接受神的磨煉，被人擊打侮辱也不
還手還口（28∼30節），這都是好事；神拒
絕人，並不是終局，也不是無緣無故的；祂
的慈愛和憐憫必隨之降臨（31∼33節）；主
看不上欺壓、不公或漠視權利的事情（34∼
36節）；祂是至高無上的，祂的話極具影響
力，萬物都服在祂的旨意下；當祂懲罰罪行
時，發怨言是無知的（37∼39節）。

三．呼籲靈命更新（三40∼42）
在自省中，繼而歸向耶和華，這才是得

蒙祝福的方法。犯罪而不認罪，是不能獲赦
免的。

四．耶利米為耶路撒冷哀哭（三43
∼51）

經文的主題轉向耶利米和同胞的受苦。
神追趕和殺戮他們，並不顧惜，而且與他們
的禱告隔離，又使他們成為世上的渣滓（43
∼45節）。當神的子民飽受恐懼、危險和毀
滅時，他們的所有仇敵都嘲笑他們。同胞所
受的災難使先知不止地流淚（46∼51節）。

五．先知祈求神拯救他擺脫敵人（三
52∼66）

先知被追迫，象追雀鳥一樣，又被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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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牢獄中，被水漫過；他心想，生命快到
終結了（52∼54節）。他從深淵中懇切地祈
禱；神聽了禱告，告訴他不要懼怕（55∼
57節）。現在他請求耶和華記念他如何被
虐待──被人仇恨謀害、指摘辱罵、非議奚
落；他並求神為他審判。公義的心要求懲罰
咒詛敵人，追捕毀滅他們（58∼66節）。
“蒙着帕子的心”（和合本譯作“心裏剛
硬”）（65節）在另一段經文也提及：“每
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猶太
人）心上。”（林後三15）大概不是指“剛
硬”，而是心靈被蒙敝，招致滅亡。3

伍．比較猶大從前與現在的光景
（四1∼20）

先知比較耶路撒冷從前的光榮和現今的
可憐景況。聖殿被拆毀，母親遺棄他們的孩
童（3,4節），百姓餓死（5節），傾覆延長
（6節），貴胄在街上無人認識（7,8節），
吃人的風氣盛行，即使慈心的婦人也是這樣
（10節），曾是攻不可破的城市現在已淪陷
（12節）。這全因為他的先知、祭司和百姓
所犯的罪所致（13∼16節）。他們尋求埃及
的幫助是無用的（17節）。巴比倫人突然圍
困他們（18,19節），耶和華的受膏者西底家
王被人擄去（20節）。

陸．將來的展望──以東被滅，
猶大復興（四21,22）
以東的民為耶路撒冷的淪陷而歡呼，但

她將被重重懲罰，她的罪孽要被顯露。錫安
將要復興。

柒．余民懇求神施恩和復興
（五）

五1∼14　在這些經節中，百姓為着臨

到他們身上的可怕情況而痛哭──日常必
需品的價格高昂（4節）；被迫得疲乏（5
節）；被欺壓（8節）；有饑荒和危險（9,10
節）；處女、首領和老人被施暴（11 , 1 2
節）；少年人、孩童和老年人吃盡苦頭
（13,14節）。

五15∼18　這種種可怖的事使猶大不再
快樂，歌舞變為哀哭，她頭上的冠冕跌落，
錫安山變得荒涼。

百姓承認發生所有這些事的原因說：
“我們犯罪了，我們有禍了！”

五19∼22　最後，百姓懇求耶和華使他
們向祂回轉，以致他們可以復新，可以重新
開始。有一點很有趣，在許多希伯來文抄本
中，第21節在22節後重複出現。很明顯，這
是為了使本書以盼望來結束，而不是以悲哀
結束。4事實上，正如凱爾指出，若正確地了
解第22節，這樣的重複就不必要了：

這個結論完全與耶利米哀歌的風格一
貫，抱怨與哀求應持續至結束──但不
會沒有盼望的元素在內。雖然後者不一
定在歡呼得勝高潮中出現，但正如格拉
克表達自己說：“只是遙遠處的微光，
象雲層中的晨星，雖然它宣告旭日快要
升起，但它自己無法驅走夜幕的陰影，
不過它將取得勝利。”5

評註
1 （ 一 1 2 ∼ 1 7 ） 　 夏 理 森 （ R .  K .  

Harrison）,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頁
210。

2 （三19∼39）　如果讀者不介意我加
插個人的回憶，那麼第22和23節對編者來說
深具特別意義。家父很愛引用這節經文：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
愛。”（22節）而家母最愛的詩歌“你信實
何廣大”（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是
出於第23節。直至他倆離開世界回到主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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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才明白他們的情操──他們的性情
的各個特征──正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彼此
配合。

3 （三52∼66）　凱爾（C. F. Keil）, 
Lamentations,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XX:455。

4 （五19∼22）　在傳道書、以賽亞書
和瑪拉基書的結尾都出現相似的重複，為了
更適合在猶太會堂裏誦讀。

5（ 五 1 9 ∼ 2 2 ） 　 凱 爾 （ K e i l ） , 
Lamentations, XX: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