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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安慰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從 30:1-33:26，這段經文常被稱為安慰之書，因為他是上帝安慰他的百姓的信息，表達了在被擄之後的安慰和對未來的盼望。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上帝要讓以色列和猶大國復興，北國以色列在西元前 721 年被擄到亞述，南國也即將在西元前 586 年被擄到巴比倫，所

以這段經文是上帝對他的百姓所說恩典的話。但並不是全部的人都可以回去，而是只有真正屬上帝的百姓能夠歸回，這點在以賽亞書會有

更清楚的描述。上帝說，以色列國和猶大國這兩國犯同樣的罪，也遭遇同樣的命運，都被放逐和分散，但上帝仍然給他們恩典，透過先知

告訴他們，只要堅定仰望上帝的百姓，上帝會讓他們從各國中歸回並合成一國，且在大衛後裔的君王統治下又重得先祖們的地業，這是西

元前第七和第八世紀的先知們所看見的盼望，而這樣的盼望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成為事實。 

        在 30:12-17 的這段詩歌讓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苦難是有原因，不是平白受苦的，是因為他們罪孽深重、過

犯纍纍的緣故。上帝用外族人來懲罰他們，但這是一種不同的治療方式，使這些以色列民族的傷痕得以痊癒的一種方法，讓他們能夠再次

歸回。更重要的，作者在這裡要告訴我們，上帝要以色列人民不要再為你們的創傷哭訴。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因為這說明一件事：他們

所受的懲罰是應該的，不是冤枉的。因此，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要先反省，而不是哭泣與抱怨，因為他們所受的苦難是上帝的另一種醫治。 

        這也讓我們看到赦免必然伴隨著悔改，沒有悔改的赦免就不是赦免。這個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在每次的過犯中求主赦免的

時候，是否一樣帶著悔改的心志？我們是否有先意識到我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所以我們求主赦免我們，並且我們努力對付這些過

犯與軟弱，讓我們不再同樣的錯誤上跌倒？因為我們若是一直在同樣的事情上犯錯，不斷在這些事上祈求赦免，那我們就是濫用上帝的恩

典。我們一直在強調基督信仰是在於超越，讓我們能超越自己的限制與本性，能走在成聖的道路，並且在見主的時候能夠達到完全。 

        其實這也是洗禮的意義，我們在領受洗禮的時候，只是剛剛開始洗禮的過程，我們必須在每天的信仰生活上不斷領受聖靈的洗禮，讓

我們能心意更新而變化，在心志與行為上都每天換新，這就是成聖，而到我們見主面的那一天，洗禮才真正完成。所以不是牧師幫你洗禮

之後就完成了，而是要每天都繼續洗，一直到最後一刻。 

        再者，我們也從這段詩歌中看到一個重要的信息，人無法自己救自己，因為人無法靠自己洗清或除去自己的罪孽，只有在上帝的憐憫

下才能把人從罪孽所帶來的苦難解救出來，上帝要親自醫治這種因罪惡所帶來的苦難與創傷。另一方面，一個在苦難中哭泣的人，誰嘲笑

他，誰就會受到上帝的懲罰，因為在苦難中哭泣的人，也是一種反悔的態度。誰受苦難，都不能被嘲笑，因為嘲笑苦難者，等於是嘲笑上

帝的懲罰一樣。聖經告訴我們，上帝重視受難者的哀聲，對誠心懺悔者的祈禱，上帝必定垂聽。     

        上帝喜歡人悔改、謙卑、認罪，因此，任何嘲笑在認罪、反悔的人，都不是上帝所喜悅的，反而會引起上帝的怒氣。這些俘虜以色列

民族去當奴隸的大國，之所以會嘲笑被擄的以色列人民，乃是因為他們以為能打敗以色列民族，是他們的軍隊勇武之故，他們能俘虜以色

列人民，是他們的能力，是他們的大軍，是他們的軍武裝備，他們忘了，他們只不過是上帝借用的器具而已。 

        這裡也再次讓我們看到上禮拜的經文給我們的提醒，我們是否有在恩典或成就中就忘記了上帝才是一切的主宰，才是我們一切賜福的

源頭？我們是否有用其它的事物來代替上帝，忽略了我們都只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再來，30:18-22，這是一段應許的詩歌，是上帝對以色列人民重新立約的讚美詩。上帝應許讓他們生活在毫無恐懼中，以色列人民並

不會因為現在過奴隸的生活，就失去希望，反而會因為悔改、認罪，讓上帝的祝福重新臨到，上帝仍然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一樣還是上

帝的子民。 

        上帝這段話是否也讓我們覺得安慰呢？我們是否常常在苦難中找不到上帝，或是常常因為現實的困難而失去對上帝的盼望，但是上帝

對我們說：「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 

這也是我們在面對困難時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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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30:21 說：「他們的君王必是屬乎他們的；掌權的必從他們中間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親近我；不然，誰有膽量親近

我呢？這是耶和華說的。」這是以色列人民一直最盼望的事。從主前七二一年，北國以色列亡國，以及主前五八六年，南國猶大亡國，他

們開始期盼著這樣的日子會來臨，就是國家獨立，有屬於自己的君王，不再是外國的殖民地，不再是外國人統治他們。這種心情我們台灣

人應該也會有很深的感觸，因為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景況。 

        而以色列人到了耶穌的時代，他們對於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度之期盼更為強烈，甚至當他們看見耶穌有群眾的帶動力時，他們就曾想要

擁護基督耶穌作王，但是被耶穌所拒絕，因為耶穌所帶來的國，不是地上的國，乃是屬於天上的王國。 

        另外，在過去以色列人民對於親近上帝、見上帝的面是很害怕的，因為會死。例如摩西在何烈山上的經驗、以賽亞見到上帝時所說的

話，讓我們看到若不是上帝的憐憫，人根本無法接近上帝。但現在這位君王卻可以親近上帝，表明這個人乃是上帝親自揀選，是個很特別

的君王，是上帝所喜愛的統治者。與上帝有特殊的親近關係。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預表，就是上帝要透過這個王讓他的子民能夠親近他，代表上帝要自己住在他們中間，就像啟示錄所

說，上帝的帳幕要在人的中間，所以上帝在下一句就說：「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 

        這樣的話有沒有讓我們聯想到在摩西五經裡面，不管是出埃及記或是申命記，上帝都同樣強調這樣的關係。代表上帝應許的真實，上

帝的確是信實的上帝，雖然以色列人不忠實遵守與他的約，但上帝仍然信實，雖然以色列人如此悖逆，但上帝一樣堅守他的約，向他們顯

明應有的義，也代表屬上帝的子民，要重新與上帝有合宜的關係，耶和華仍然要做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依然是他名下的子民。 

        這邊也讓我們可以一起來回想，我們在生活中是否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樣，常常悖逆、硬心，但是上帝是否仍然以他的信實回應我們，

依然讓我們享受救恩的快樂，沒有對我們收回他的聖靈，讓我們仍能經歷耶利米所經歷的，耶和華我們的義？我們又該如何來回應上帝的

恩典？ 

        最後，30:23-24，這兩節可以說是重複第 23:19-20 的經文，完全一樣。這裡是在提醒那些經歷上帝恩典與信實卻仍不肯悔改的人，

將是使上帝持續發出烈怒的主要因素。當上帝的計劃完成時，也就是應許和平的日子出現時，那時人才會明白上帝的慈愛。因此，先知耶

利米在這裡說，「那時候，他的子民就會明白這事」，所要說明的是有一天以色列人民一定會明白上帝的拯救計劃。也就是說，他們今天

的苦難，其實就是實現上帝的計劃。 

        我相信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一定都會有經歷苦難的時候，我們常會因在苦難之中而失去盼望、懷疑上帝，甚至遠離信仰，但是上帝

說，在未來我們就會明白他美善的旨意。就像當時以色列人不明白他們苦難的意義，但是上帝在苦難中仍然為他們存留恩典，甚至讓他們

的苦難成為那個盼望的開始，成為救恩計畫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苦難，更顯明了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大愛，讓人不只是肉體能夠脫離轄制，

更讓我們的心神與靈魂能夠永遠脫離罪惡與綑綁。只要我們能持守忠實的信，成為真正屬上帝的子民，我們的苦難一定會成為那個盼望的

記號。 

        從舊約到新約，以色列人許多時候都在苦難中度過，也都在苦難中尋求上帝的安慰與盼望，上帝也不斷的用祂的話與能力安慰他們，

也一再清楚告訴他們，那個盼望將要臨到。然而，以色列人雖然因上帝的憐憫得到安慰，但他們卻沒有因為這樣成為上帝的喜樂。現在的

我們呢？待降節第三主日的信息是喜樂，我們是否有因為上帝所給的安慰而喜樂？我們是否有因為耶穌基督自己成為我們生命的盼望而喜

樂？如果有的話，我們也應該讓那位帶給我們安慰與盼望的上帝，也能夠感受到我們用心在回應他的憐憫跟恩典，就是我們要成為上帝的

喜樂。願我們都從上帝的安慰的裡面得到謙卑的心志與順服的力量，一起結出那顆合於反悔的果子。願我們都從聖靈與真理中領受生命的

換新，成為那個讓上帝喜悅的人，作伙在主的裡面享受救恩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