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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哀歌(1 章-5 章) 

 

    “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

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我们读耶利米书，每章每页好像都看见他为国民悲痛。读耶利米哀歌，

则每章每页都听见他为国民哀哭。凡以敬虔的心读此书的，往往情不自禁地陪着耶利米流出同情泪、

伤心泪、悔改泪与爱国泪来。  

     

一、概论     

 

    (一)书之名称   书名哀歌，乃犹太与希拉的注释家所用的，我们亦乐用此名称，同情耶利米四十

余年，苦口热衷地宣传劝告，警戒代祷，个人所得的赏赐，即藐视、羞辱、逼迫、监牢。国人所有的

结局，即国亡家破，君王被掳，民遭惨杀。有心有情的神仆，怎能不为之一哭呢?我们当心中高兴时，

则唱乐歌；当心中伤痛时，则唱哀歌，以抒发心怀，亦情之自然。  

    (二)书之著者  本书未着明何人所作，教中之品评家，每以此书与耶利米书比较，虽事实相同，而

文法各殊，故不能确定出于耶利米之手笔。但教中笃信圣经者，则无不承认此书为耶利米的著作，或

仍由其书记巴录所誊写。耶利米写此哀敢有若为耶利米书的结束或附本，以抒发其为国伤痛中之余痛，

并说明其对于国民无望中之希望。且经有“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一语(代下 35:25)，乃以书中所论，

即自约西亚王之败亡开始。  

    (三)书之大题   即“悲伤”(2:18-19)，或“背道的结果”(1:8，18)，“为锡安哀悼”(2:l，4:11)，最

适宜者当为“绝望中的希望”。耶利米是伤心的先知，因看见神民受痛苦，就悲哀哭泣，在这极深极痛

的悲哀当中，仍然向神有盼望，正如当阴雨弥漫时，虽有极厚的云雾，将太阳遮掩，但他那信心的眼

腈，仍能透过密密层层的云雾，望见云外的太阳。因为神的心就是爱，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

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在极密极厚的云雾以上，太阳的确还在

那里发光，有时阳光经云雾透出，即被称为光华灿烂的彩虹了。所以这哀歌，正是表明神威严中的慈

爱。他们虽然因自己的罪恶受刑罚，但“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赛 63:9)。如耶稣曾为耶

路撒冷哀哭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



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 19:43-44)主又对跟随他的妇女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 23:28-31)所以耶利米当此极度

困苦忧痛时，仍向神有指望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3:24-25)“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求

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象古时一样。”(5:19-21)耶利米是一个富有

仁爱与同情心的人，在他这种特殊性情，即更能充分地表现耶和华为背逆犯罪的以色列民所怀的口不

能述说的忧痛和不尽的爱心，这种爱心虽然在当时似乎变成了忿怒与惩罚。但从另一方面看，仍然是

神大爱的表现——绝望中有希望。犹太人相传，在加略山耶稣钉十字架的地下面，有一洞穴，即耶利

米为耶路撒冷哀哭之处。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哭泣之地，亦正是主耶稣受死之处。  

    (四)书之着时   品评家或以此书乃耶路撒冷倾覆三百年以后之作品。独不想本书作者，必是对于

耶路撒冷倾覆之惨像，目击心伤；眼见巴比伦王如伺惨杀西底家王诸子，抉王双目，焚毁圣殿与王宫

公私宅第，堕城倾垣，富室贵族，悉遭俘掳。心不胜痛伤，情不能自抑地痛号悲泣所写之哀歌。以痛

悼以色列史于此可告一段落；回忆示罗圣所之毁灭，可表示士师时代的终了；所罗门所建圣殿之被焚，

可宣告列王时代之终了；将来罗马将军提多毁灭圣殿时，又要从一个极惨的厄运，宣告以色列国于帕

勒斯听的历史又告一结束了。先知当时亲见犹大亡国之经过，能不为圣地、圣城、圣殿、圣民洒热泪

吗? 

    (五)书之体裁    哀歌之体裁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1、每节首字冠以原文字母——此哀歌不仅为诗歌，亦好像诗篇 119 篇大卫的诗歌，每节首字冠一

原文字母；书共五章各为诗歌一首，于第一，二、四、五，四章书，每章皆 22 节，代表原文 22 个字母，

且于第一、二、四章每节之首依次冠以原文一个字母，如第一节第一字之首冠以 aleph．第二节第一字

之首冠以 beth 等等；于第三章共 66 节为三个 22 节即依次每三节冠以相同的字母，如一至三节皆冠以

aleph，四至六节皆冠以 beth 等等，如此可以帮助读者易于记忆。    2、每节句法皆有定倒——于第一、

二章第节皆有三短句。每节首字冠以原文字母；于第三章每节为一短句，每短句冠以原文字母，每三

节冠以相同的字母，第四章是对偶；第五章既不冠原文字母．亦不协韵；质而言之，五首哀歌皆总括

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之劝言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管教之时亦“不可灰心”。  

  (六)书之分段  

  1、分三段  

  (1)凄苦与悲哀  一至二章  

  (2)患难与盼望  三至四章  

  (3)认罪与祈求   五章  

  2、分四段  

  (1)痛言所遇的苦难——遇难时之态度   一章  

  (2)认明上主的惩责——受责时之灵觉   二章  

  (3)哀痛伤叹的认罪——在难中之神爱   三、四章  

  (4)由于祷告的盼望——倾败后的复兴   五章  



  3、分五段  

  (1)耶路撒冷因罪被掳    一章  

  (2)神允许敌人掳其民    二章  

  (3)先知面向圣城哀哭    三章  

  (4)原有尊荣因罪消没    四章  

  (5 祈祷诉苦求使复兴    五章  

  (七)书之重要    读圣经者多不以哀歌一卷有何重要性，细究则不然。  

    1、为耶利米书的总结——耶利米任先知历四十余年，平生工作为神、为国、为同胞忠勇热爱的收

获，无非是伤心、耻辱、眼泪，牺牲。自约西亚第十三年始，帮助约西亚改革的运动，历二十年，无

甚成效，约西亚终因与法老尼哥在米吉多之战事阵亡，犹大最后之希望，亦即随之而消亡。此后历经

约哈斯在位三月而俘于埃及；约雅敬王之无道，焚毁书卷捉拿先知}约雅斤仅为王三月，即投降被掳；

最后西底家嗣位，名义即“耶和华的公义”；此名为巴比伦王所赐，其所以赐此名义，确含深刻的讥讽，

和严酷的羞辱。意谓耶和华果为公义吗?犹大君民是否信“耶和华为公义”呢?终则眼见圣城再三被掳，

个人所说耶路撒冷灭亡之祸，竟一句一字的具体实现，怎能不面向耶路撒冷而哭呢? 

    2、为圣城陷落后的写照——读耶利米哀歌，恍若见圣城陷落的惨像，仍映现于目前。焚毁圣殿的

火焰，仍炎炎未熄，妇女孩童哭号的声音，犹隐隐可闻。全美城何竟成为乱堆；神圣的祭坛何竞被神

憎恶；黄金何其失光瑚金何其变色。冠冕从头上落下，眼睛因流泪昏花。耶和华啊，圣城虽陷落，你

的宝座却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呢? 

    3、为先知心于神心之显映——富有爱心而多情的耶利米，他这种特性，对于他的使命是特别适宜；

因为借着他那热爱多情的心，不住流泪的眼，更能充分地、完全地表现了耶和华对其子民不变的爱。

神的心就是爱，耶利米的心正是表现了神的心。他的使命虽然是为“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到

底是为要“建立、栽植”。耶和华对于选民的心，正如陶人在轮盘上制器，要将作坏的按照他的意思再

重新制成新样。  

    4、为启示录末数章之先影——耶利米哀歌的中心意思，即论耶路撖冷如何倾覆，又如何盼望在神

旨中恢复，此正好与启示录末数章同读，耶利米看见耶路撒冷如何倾覆荒凉，巴比伦如何荣耀胜利；

在启示录末数章，使徒约翰，则看见“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

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启 18:l—

21)他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侯丈夫”(启 21:2)。

这是何等荣耀胜利啊!我们宁愿与耶路撒冷同受苦难，同遭羞辱，以后有荣耀胜利；决不愿喝巴比伦的

毒酒，先有暂时的荣耀而狂妄骄傲，终究是沉沦灭亡。“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

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八)书之要义  本书要义，可谓刑罚中的恩典，或耶路撒冷的倾败与希望。书共五章，即诗歌五首，

或以五为恩典数，可与新约中帖撒罗尼迦前书或彼得前书等亦各为五章，对照而读，更显得恩典的完

全。我们可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对一章，略显其要义: 

    1、哀叹神的忿怒——脱离神的忿怒   哀歌第一章是哀叹神的忿怒；帖前第一章，是脱离神的忿



恐(帖前 l:10)。于哀歌第一章是因神的忿怒所受的处分；“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

(哀 1:12)。“前为王后，今为寡妇”；明友为仇敌，威荣全失去；锡安的路上，无人来守节；神的圣所中

外邦人竟进入；我因这些事哭泣，眼泪汪汪无人安慰。受永生神的刑罚，真是可怕的。感谢神，那位

将要从天降临的主耶稣。能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这是何等荣幸的事呢(帖前 1:10)! 

    2、因神怒而从天坠落——因神爱而立于主前(哀 2:l，帖前 2 章)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

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他在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

保障，使这保障坍倒在地。”(2:1-2)使圣节止息，圣殿被污，圣城倾倒，祭司不见异象，先知传假默示，

“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2:18)；但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们得以在他面前站立(帖前

2:19)。  

    3、刑罚中的恩典——患难中的安慰(哀 3 章，帖前 3 章)哀歌第三章，先知先哀叹所遭遇的忿怒

(3:1-18)。又从神怒中，仰望神的救恩。先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3:18)。后又说:“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耶和华是我

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

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3:21-37)“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

止息，直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3:49-50)感谢神，“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

得了安慰。”(帖前 3:7) 

    4、失败中的盼望——荣耀中的盼望(哀 4 章，帖前 4 章) 

  “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锡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算为

窑匠的瓦瓶?……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因她

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4:1-14)但锡安的民罪

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其再被掳去(4:22)，这是锡安民最大的盼望。但那最荣耀的盼望，即主

再来时同被提到荣耀里的盼望(帖前 4，13-18)。  

    5，因盼望而求复兴——因盼望而儆醒祷告(哀 5 章，帖前 5 章)哀歌第五章是祷告，是自己诉苦认

罪，求主使之复兴。帖前第五章，是儆醒等候主再临。两章的意义适相合。。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象

古时一样。”(5:19-20) 

    总言这五章书的次序实是很自然的，即因神的忿怒而坠落；在坠落刑罚中，神仍有恩典；因恩典

而有盼望；因盼望而祷告。求主使我们复兴。  

   

二、要训  

 

  (一)伤叹罪的结局   耶利米的哀歌，是为罪孽并罪孽的结果所唱的悲歌: 

    1、罪孽的败坏  原初神所造的世界——“起初神创造天地”——竟因恶者的败坏而“空虚混沌渊

而黑暗”。再造的世界．并在东方所立的伊甸园，叉固罪恶的败坏而天起凉风遍地荆棘。神所选的圣地、

圣民亦竟因罪恶的败坏而成为所多玛蛾摩拉与邻近的城邑倾覆时一样。“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



不洁之物”(1:8)。“耶和华为她许多的罪过使她受苦”(1:5)。“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1:20)

耶路撒冷的“污秽是在衣襟上。她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1:9)。他的罪成了重轭。  

    2、圣怒的责罚   “主何竟发怒……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

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坍倒在地。……

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角全然砍断……耶和华使圣节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耶和华丢弃自己的

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墙……她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耶和华

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2:1-22)“我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3:1)。“这

都因她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

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长属灵的癞病)(4:l3-15)所以

“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倒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4:11)。  

    3、敌人的掳掠  “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

追逼她的，都在狭窄之地将她追上。”(1:3)“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她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

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1:6)“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敌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问的一切勇士”(1:14-15)。

“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忍和毁灭，都临近

我们。”(3:45—47)“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4:18-19)敌人掳掠

他们，是困他们先被罪孽掳掠。  

    4、锡安的荒凉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1:1)

“锡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竞算为窑匠手所作的瓦瓶”(4:2)?“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

就悲伤。她的城门凄凉，她的祭司叹息……”(1:4)“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主如仇敌吞灭以

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

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  

    5、主名的羞辱    锡安罪孽的败坏，最大的愧耻，就是羞辱主的名。“耶路撒冷的民哪……因为

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2:13)“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

‘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

切齿说；‘我们吞灭她，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2:l5-16)“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

们担当他们的罪孽。’”(5:7)“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锡安山荒

凉，野狗行在其上。”(5:15-18)可怜啊，锡安山何竟荒凉任凭野狗行在其上呢?这实在是主的羞辱，信徒

犯罪令主名受羞辱，部是罪中之罪。  

    (二)痛哭郇城的败亡——为圣城耶路撒冷哀哭: 

    1、当日耶利米向城而哭    本书称为哀歌．即耶利米的哀歌，是他向着圣城耶路撒冷痛泣不得安

慰的哀歌。“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1:21)。“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

肝胆涂地”(2:11)。“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直等耶和华

垂顾，从天观看。”(3:48-50)“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2:lO)。

“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

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2:18-19)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啊，你“因这些事哭泣……



眼泪汪汪。”“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你的，但你可以像大卫那

样祈祷:“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诗 56:8) 

    2、日后主耶稣向城而哭(路 19:41-44)  耶利米原是耶稣的预表(16:14)，他所处的时代，所担负的职

务，所受本乡的迫逐，并其平生的悲观等皆与耶稣相同；其为恶待他的城众哀哭，亦与耶稣相同。当

耶稣末次骑驴晋京，到橄榄山头望见圣城耶路撒冷时，在欢迎群众的欢呼声中，即为城哀哭。“耶稣快

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路 19:41)。耶利米为城众哀哭，正可为耶稣的预表:耶利米是为城

众被掳到外邦巴比伦而哭，耶稣是为城众被赶散到外邦列国中去而哭。  

    3、历代圣徒为城而哭   耶利米并耶利米所代表的主耶稣，皆曾为圣城圣民哀哭；历代圣徒与传

道人亦莫不同为郇城即真教会而洒热泪。如保罗曾为同胞哀痛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

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 9:2-3)以斯拉等曾为圣城祷告认罪

哭泣，“俯伏在神殿前”。会众亦“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拉 l0:1)。尼希米说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 1:4)历来不知有多少热心圣徒，

为同族，为教会痛切祷告，得到了神特别的赐福，“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5)。  

    (三)哀歌中的金句    本书虽是耶利米向耶路撒冷唱的哀歌，但在这哀歌声里也发出了多少金句，

今从其中珞提数言如下: 

    1、黑云遮蔽锡安(2:1)   人的罪与主的怒气，如黑云遮蔽了义日的荣光，使人不得见主的圣面。从

来人不得见主的面，多是被罪的乌云所掩遮。  

    2、污秽玷染衣襟     “她的污秽是在衣襟上”(1:9)。衣襟是表现人的行为，是言人的行为上满了

污秽。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象“不洁之物”，正是罪孽的彰显。  

    3、祭司如瞎予乱走  “这都因她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4:13-14)

先知祭司既已犯罪不能作领导，他们自己不明神旨，灵中黑暗如瞎子；百姓们自然更不知何为正路，

即“如瞎子在街上乱走。”  

    4、为锡安流泪如河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3:48)“锝安的城墙啊，愿你流

泪如河，昼夜不息”(2:18)。“在主面前倾心如水”(2:19)。这是流的伤心泪，悔改泪、爱国泪，是最有

价值的眼泪。  

    5、神是公义的          “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1:18)我们虽受

责罚，神仍是从轻。“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也必伸明我们

的冤。  

    6、人在幼年负轭是好的  “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正是耶利米指着个人说的，因他是

自幼年即为先知。我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

是年幼的’…因为我与你同在……”(耶 1:6-7 又 l9 节) 

    7、非主命定事不成   “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3:37)神之定命，皆由其全知、预知与全

能；则其所有之命定，必是美而且善，自必事无不成。  

    8、当审查自己行为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3:40)此言人当深深自省，

除去个人心灵的阻碍，方可再归向神，而与神相通。  



    9、当诚心向神举手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3:41)。向神举手祷告，当然贵有诚心，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撒上 l2:24)。“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必须用心是和诚实拜他(约 4:23—24)。  

    10、耶和华是我的分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3:24)“耶和华是

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诗 16:5)“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

好处不在你以外。’”(诗 16:2) 

    11、要静默等候主的救恩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3:26)“凡等候

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3:25)“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

盼望是从他面来。”(诗 62:5) 

    12、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3:23)。

人当每日早晨，在一个新天，蒙新恩、得新力、行新事。主说:“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 43:19)“以后．我将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

的豫密事指示你。”(赛 48:6) 

    13、主的宝座存到永远      “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5:19)“神啊，你的

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神啊，耶路擞冷虽败亡，你那公义恩典的宝座，却是永远长存。所以你仍是我们的

盼望。“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 

    14、求主回转复兴锡安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

日子-象古时一样。”(5:21)此言人的回辅，须要“向神回转”，即向神悔改；此回转是“神使我们回转”，

人自己不能回转，不能向神回转。人既向神回转，神即叫人复新。先言人向神回转，继言神使人复新，

此即复兴当然的次序。  

    耶利米最后的话，即人向神回转，神使人复兴；这是说耶路撒冷的将来，与犹太人的大希望。也

是说明教会复兴必有的经过，即回转与复兴。先回转后复兴，非回转不复兴，既回转必复兴，由回转

之因，结复兴之果。“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于是，以色列全家就都

得救一复兴(罗 ll:26)。神荣耀的救恩，是永远可称颂可赞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