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 课 
 

 

放逐 
 
 
 

 

 
 
 

第 20课 讲稿 

古代世界没有报纸，但我们暂时假设他们有报纸。如果你们在读叙利亚、巴比伦、波斯的报

纸，甚至读关于后来新约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的报纸，你们认为他们的头条新闻会说什么？我设想

他们会谈论来自皇宫的新闻，也许会谈论经济的进步。他们会谈论外国前线的各种战争和战役，

尤其是荣耀地拓展他们国家的疆土，以及别的这类事情，但除了简要报道又有一些新的领土臣服

于皇帝陛下，你们几乎看不到关于犹大和以色列的任何消息。然而，当你们打开圣经时，你们将

会发现截然不同的事情。那是因为你们在从上帝的视角来读历史。你们认识到所有那些国家以及

他们所谓的重要性，其实都是并不重要的边缘故事。真正的故事是关于上帝百姓的。其他国家的

作用只不过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支持祂的救赎计划。上帝为了那个计划而掌管一切，但你们绝对不

可能从报纸上明白这一点。你们可能会认为重要的事情是关于巴比伦的，后来是关于罗马的，或

者别的什么人。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什么都不曾改变。重要的是上帝正在为当今教会做

什么。 

在这部分旧约历史中，我们看到上帝兴起了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来完成祂对自己

百姓的计划。上帝在什么时候警告过祂的百姓有被放逐的危险？祂说致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的

原因是什么？改革所带来的属灵方面的复兴如何推迟了被放逐的时间？这些改革包括什么？我们

 
本课主题: 

上帝的应许带来了特权，但也带来了责任。上帝的百姓认识到他们背叛上帝、违背上
帝的约所导致的结果是受到上帝怀着怜悯的管教，目的是训练他们走在上帝的道路
上，回到祂面前。 

 

经文: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
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
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 神。”（彼前 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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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放逐之人的经历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这使他们毫无盼望了吗？被放逐的有信心、敬畏上帝

的犹太人的例子，与当代基督徒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从致使犹太人被

放逐的时期到真正被放逐期间的这段历史。这个时期在重要性上仅次于他们先前在埃及为奴时期。

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他们从被放逐之地回归，如果你们愿意，那可以被描述为第二次出埃

及。 

首先，我们先简要概述一下那段历史。从一开始，上帝就曾警告说，祂的百姓会顽固不化地

陷在罪中不肯悔改。摩西在《申命记》第 31 章 20 节中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

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

弃我的约。”上帝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离弃祂，违背祂的约，他们将会失去与他们的土地相连

的特权，分散在列国中。所以，如果你们回过头读前面的经文，例如《利未记》第 26 章 27-33

节，或者《申命记》第 28章 64-67节，就会看到上帝在约书中提出了关于约的咒诅的这些警告。

稍后，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 19 节中，我们读到：“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

华，因为祂是圣洁的上帝。’” 

整个放逐事件首先是从北国以色列开始的，因为他们更快、更完全地转向了邪恶。以色列作

为一个与犹大分离的独立国家存在了大约 200 年，但上帝差派了一个又一个先知警告他们；最后，

在主前 722 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北方的十个支派被掳到了异国他乡。上帝差派先知到

犹大国去，警告他们要从北方的兄弟身上吸取教训，但犹大效法以色列的罪并承受了同样的后果。

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又继续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后来受到了巴比伦的侵略，最终耶路撒冷

在主前 586 年陷落了。上帝预言说他们要在巴比伦被囚禁 70 年。正如犹大没有从以色列的经历

中吸取教训，当代教会也有可能不从他们二者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先知书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个审判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犯了拜偶

像之罪，效法外邦人，《列王纪下》第 17 章 15 节概述了这一点：“厌弃祂（上帝）的律例和祂

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戒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

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但上帝推迟了犹大国被放逐的时间，因为在希西家王和约西亚

王的治下进行了合乎圣经的改革，带来了属灵的复兴。 

请注意上帝在《列王纪下》第 18 章 3 节中对希西家王的描述：“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在以色列或犹大历史中，没有别的君王像希西家这样得到

了如此高度的赞扬。虽然希西家并不完美，也犯了罪，但他总的见证是一个有信心、热爱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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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约西亚的改革似乎是最彻底的。他虽然年轻，却努力追求上帝所吩咐的，满怀热心地追求

上帝所喜悦的事和荣耀上帝的事。虽然这些改革延迟了犹大国被放逐的时间，却并没有完全避免

被放逐的命运。圣经教导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个民族的大罪仍然会受到上帝

的惩罚，百姓继续偏行己路，随从周围不敬虔的世界。犹大国被放逐的时间将会到来。应许之地

将要经历长达 70 年的安息时间，而那个罪恶的民族将会遭受被囚之苦。 

但在旧约历史的这个时期，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什么神学？哦，上帝再次信守了祂的应许，这

既包括约中的祝福也包括约中的咒诅。这段历史根源于摩西五经的启示之中，即圣经的前五卷书

中。上帝在《申命记》第 28 章中所阐述的一切，都因着以色列和犹大的不信和悖逆成为了现实，

但上帝并没有改变。在《罗马书》第 3 章的开头，保罗回顾了以色列在旧约时代的所有特权。但

新约教导我们要从旧约历史中吸取教训。例如，《哥林多前书》第 10章 11-12节说：“他们（旧

约圣徒）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

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整卷《希伯来书》，例如第 3 和 4 章，都强调了对于如今存

在的不信的警告以及将要收获可怕后果的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心，不要心里刚硬。来自被放

逐期间的先知的教导，与今天的我们密切相关，就像与从前的人密切相关一样。 

你们还应当注意到上帝出于祂主权的、对列国的安排。上帝甚至使用祂百姓的仇敌来成就祂

对自己百姓的美意。我们在《诗篇》第 76 篇 10 节中唱道：“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

怒，你要禁止。”上帝使用亚述来惩罚以色列，但亚述因他们邪恶的行为仍然当受责备，是有罪

的。所以，上帝因着亚述的行为，兴起巴比伦来消灭了亚述，然后又使用巴比伦来管教犹大。以

后，上帝将要使用玛代和波斯人来消灭高高在上巴比伦，作为对他们对待犹大的行为的刑罚。 

我们可以这样一直阐述下去，但上帝的主权彰显在世上的一切细节上。想一想我刚才的话如

何能够与新约的十字架联系起来。基督的仇敌把上帝无罪的儿子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们因自己

的邪恶行为是有罪的。但是，上帝为了祂百姓的救恩、他们的益处而命定了这些事件。在五旬节

那天，彼得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中对犹太人说：“祂（基督）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那是上

帝的主权）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哦，这其中有犹太人

的罪责。你们在《使徒行传》第 4 章 27-28 节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话。那里说：“希律和本丢彼拉

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

必有的事。”这些邪恶之人应当为他们邪恶的行为负责吗？是的，他们绝对要负责。但上帝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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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主权命定了这一切来成就祂的计划吗？是的，上帝确实命定了这一切。上帝出于祂的主权，

对于各国都有安排。 

但是，被放逐期间的预言也包括了上帝对将来的计划。很多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

《但以理书》第 2 章以及后面的第 7 章中，上帝在尼布甲尼撒的梦中显明了一个巨像，描述了将

要兴起的民族。上帝用那个巨像来描述了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最后，巨像的脚代表的是

罗马帝国。但以理在第 2 章 44 节中预言了在罗马帝国期间将会出现那个永存的国度：“天上的

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

预言了基督那无敌的国度将会在新约时代罗马帝国掌权时期建立起来。 

在《但以理书》的后面部分，我们还得到了更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的启示。在犹太人被

放逐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与我刚才所举的类似的例子，先知的预言中启示了许多将会在将来

逐渐展开的关于教会及其他方面的事。你们要记得我们在题为《国度》的那一课阐述过的关于土

地的教导，那是非常重要的。还记得关于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意义的那些神学要点吗？哦，那

些神学要点直接谈到了逐渐展开的放逐事件的重要意义。你们应当记得，那片土地象征着上帝的

同在，上帝住在祂的百姓当中。唉，他们普遍的不信和背道导致他们失去了上帝恩惠的同在。那

就是放逐期间发生的事情：他们离开了那片土地，耶路撒冷被毁灭了。以色列被赶出了应许之地，

与上帝隔绝了。新约中与之对应的属灵实体是关于教会劝惩的律例，例如，逐出教会，不肯悔改

的悖逆之人会被逐出有形教会——上帝的居所，失去了享受这些特权的地位。那带领我们来探讨

这些先知所处于的放逐时期与新约之间的联系。 

首先，旧约时代希西家和约西亚作王时进行的改革，为各个世代的教会提供了持久的模式。

当教会开始走上不信的世人的道路，开始败坏上帝所命定的敬拜方式时，必须按着这些步骤回到

上帝面前。例如，倘若你们学习教会历史，就会注意到旧约记述的这些改革模式与上帝在 16 世

纪的宗教改革和 17 世纪的第二次改革中的作为有很多相似之处。每当人离弃上帝，把自己放在

上帝的位置，随从自己心中的邪情私欲行事时，就会随从罪的邪恶道路，向彼此犯罪。也就是说，

违犯第一块法版上的诫命，即十诫中的前四条诫命，会导致人违犯第二块法版上的诫命，即第五

至十条诫命。 

新约中《罗马书》第 1 章等处阐明了这一因果关系：离弃第一块法版，会导致人犯下第二块

法版中列出的严重罪行。人越偏行己路，就变得越邪恶和堕落，就像我们看见的士师时代的人那

样，结果是出现了像所多玛和蛾摩拉那样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淫乱和谋杀。然而，回归之路总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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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把上帝当作上帝开始的。要记得大卫在《诗篇》第 51 篇中悔改的话：“我向你犯罪，唯独

得罪了你。”上帝是无比卓越的。所以，当我们把上帝视为上帝时，就会顺服上帝的规则，按照

上帝的圣洁指示敬拜祂，那会使我们与别人相处时有圣洁的行为。我们看到改革必须从回归上帝

的圣言开始。约西亚在位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回归上帝的律法。先向君王宣读上帝的律法，然后

向全体百姓宣读上帝的律法。上帝再次对祂的百姓讲话了，而且他们都在聆听。 

这个启示带来了对罪的深切懊悔、谦卑和悔改的果子。他们承认自己的罪，逃离世俗的影响

和偶像崇拜。他们把去除一切偶像崇拜和恢复上帝所命令的敬拜仪式作为首要之事。在新教徒进

行宗教改革时期也是如此：把上帝的圣言重新带回了教会舞台的中心，重新把上帝视为上帝，所

以改革中最先做的事情是回归对上帝的正确敬拜方式。约翰﹒加尔文写下了这些话：“如果有人

探询基督教信仰主要靠什么能够在我们当中持久存在并维持其真确性，那么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不

仅居于主要地位，而且涵盖了其他各个方面，因而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即首先是关于正确

地敬拜上帝的方式的知识，其次是救恩的源头。”旧约时代的改革包括回归上帝在圣经中赐下的

敬拜律法，因此那带领人普遍性地回归了敬虔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让上帝在我们心中回归其本来

的地位时，忠于上帝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那会在生命的其他各方面结出敬虔生活的果子。 

第二，我们不可丢弃自己的怜悯。当上帝的百姓犯罪抵挡上帝时，上帝管教他们的目的是让

他们回归正路，回到祂自己面前。所以，惩戒是一种怜悯，是上帝之爱的标记。《希伯来书》第

12 章 5-11 节强调了这一点。其中谈到了这些话：“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祂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

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

的呢？（稍后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

安的果子，就是义。”当你们感觉到在上帝的圣言下知罪的痛苦时，要认识到那是主的爱的记号。

上帝藉着护理之工、祂圣言中责备的话语、教会中的律例管教祂的百姓。上帝不会任由祂所爱的

人因犯罪而远离祂。但上帝的管教伴随着令人感到痛苦的刺，祂设计这样的管教的目的，是使人

结出美丽的属灵的果子。 

我们应当认识到的另一个联系是：在这个时期，有些敬虔的、敬畏上帝的犹太人与本民族的

其他人一起经受了苦难，他们自己也被放逐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但他们

仍然不屈不挠地忠于耶和华。在被放逐时那毁灭性的环境中，他们仍然支持上帝的律法，寻求上

帝的荣耀。用《加拉太书》第 4 章中的话来说，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最终的家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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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的耶路撒冷。新约中所描述的基督徒跟被放逐的人一样。新约中使用外人、客旅、寄居的、

局外人、寄住的这样的词来描述信徒。这是对于在这个世上的基督徒的描述，这个世界不是他们

的家，他们正在回天家的路上。 

彼得在给分散居住的信徒的第一封书信的开头写道：“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

基督，又蒙祂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然后他在第 2 章 11-12 节中继续劝

勉上帝在各个世代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

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

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像被放逐的人一样过着忠于基督的生活，

抵挡周围一切罪恶的道路。上帝呼召我们不要屈从于他们的影响，而是要持守圣洁，把自己献给

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一心一意地寻求上帝之事业和上帝国度的益处，胜过寻求一切。 

《诗篇》第 137 篇是犹太人在被放逐到巴比伦期间写的一首诗歌，这首歌现在仍然是基督徒

心中的呼喊。我们在《诗篇》第 137 篇 5-6 节中唱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新约的基督

徒想到的是教会），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当我们思想那些在放逐期间受苦的敬虔人的经历时，其中有许多值得

当代基督徒学习的功课。我们也等于是生活在敌对世界中的放逐者，周围都是异教的影响，我们

应当怎样生活？我们应当像一心深爱基督和忠于基督的人那样生活，行走祂的道路，持守祂的圣

言，追求祂的荣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心中关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业、国度、锡安、祂

的教会。我们认识到公共媒体中炫耀各国的成就的报道，其实只不过是次要的故事，主要的故事

仍然是上帝藉着教会进行的救赎之工。并且，我们参照圣经中的这些神学真理来看待当今这个时

代和近代历史。 

哦，总之，在耶路撒冷遭受了这一切破坏，犹太人被放逐到异教的土地上之后，那些被掳之

人还有盼望吗？这是个很迫切的问题。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他们的得救和回归，那可以被

称为第二次伟大的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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