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肋米亞先知

我的召叫



完成任務—先要醒悟



5節
「認識……祝聖……選定」
表示天主對耶肋米亞的特殊眷顧和簡拔。

「認識」非但指知識，也指知識兼愛慕。

天主認識那人，必然愛慕那人，使他感受

自己神愛的效能。

「祝聖」即將自己的寵愛賦予他的靈魂，

滌除他的原罪，選拔並委以特殊重任。



何謂召叫：

聖召—除非天主對某人預先有所認
識、

祝聖和選定，是沒有聖召的。



「作萬民的先知」，

列邦是天主手中的工具，

天主照顧她們，引導她們，

給她們制定了一種特殊使命(18:5-12)，
藉自己的信使警告和曉諭她們(28:8)



聖保祿是傳道工作，而耶肋米亞是

異民的先知，向異民宣佈了天主對

他們所有的計劃。

先知的任務：剷除、推翻、毀滅、

建設、栽培和復興的工作。



耶肋米亞由於年青，

非常膽小，

但有天主與他同在，

必能全心執行天主的旨意



但耶肋米亞拒絕，他內心所有的鬥爭：
人性與超性的鬥爭。

在他呼籲上主的輔助下，

滿全了他先知的使命。

天主將自己的話放在他口中，

所以這都是以天主的名義而發的。

蒙召終身保留不失。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色辣芬用鉗子從
祭壇上取了一塊紅炭
接觸了他的嘴

上主伸出手來
觸摸我的口

表示他的罪過
已被消除

表示先知任務
的授予



先知使命

一個建築家、一個勇士、一個農夫。

先拆毀、並予以修建和栽培

*使命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



第一個神視堅固先知接受任命的神視—
杏樹枝的神視 (11,12節)



*「杏樹枝」含有「警醒」的意義 *

上主的話傳給我說：

「耶肋米亞，你看見什麼﹖」

我回答說：「我看見一棵杏樹枝。」

上主對我說：「你看的對，

因為我要警醒，

看我的話怎樣實現。」
(耶1:11-12)



凡天主所說和藉耶肋米亞要說的話，
必予以履行。

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

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

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

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依55:11)



第二個神視，先知意識到懲罰即將來臨。

先知提示，選民最大的罪愆是崇拜偶像。

這無異是廢棄了西乃盟約，背棄了自己的

淨配—雅威。

17節「你要束上腰」，侍立或上陣的意思



*耶肋米亞勇敢走先知的路，
一生服侍他的天主。

* 召選他的天主，決不會離棄他。
* 先知對敵人應當無所畏懼，
因他蒙受天主的神力。



假使他不全心依靠上主，

上主不會扶助他，

反而要他遭受敵人的恫喝，

使驚駭侵襲他。

因對上主的依持，

變成了一座銅牆和鐵壁。

他只知道依靠上主。



這五章（2-6章）內的神諭，
先知的故鄉阿納托特宣布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解釋耶肋米亞何以會遭
受同鄉的惱恨和謀害 (11:18-12:6)



2-6章
意思不外乎指出猶大的罪過和懲罰

第一段由2:1-4:4
第二段由4:5-6:30選民惡貫滿盈，
天罰即將來臨 (2:1-37)



1. 選民惡貫滿盈，天罰即將來臨 (2:1-37)
2. 猶大之對上主無異是個淫婦 (3:1-5,19-4:2)
3. 猶大的罪惡更甚於以色列，必如以色列
一樣遭受滅亡

4. 猶大遭受的懲罰：
野蠻的民族將來自北方，代替上主懲治猶大



2:1-4:4 當中包括三篇詩歌：

(1) 2:1-25 選民的背信

(2) 2:26-3:5 由背信產生的磨難

(3) 3:6-10 散文的序言



•兩個比喻，說明上主曩昔的相慕相愛：

(1)以民「是上主的聖民」，上主的基業

(2) 又是上主「初熟的果實」。初熟的果實

必須進獻於上主，以民既是萬民中首先

蒙召的，必須完全屬於天主。



•宗教的混雜，民眾和首領的罪行

耶肋米亞特別提出司祭和假先知的罪過：

1.司祭不理會天主，使百姓誤入歧途
2.假先知擅自奉巴耳的名字講說預言，
「法律的保持者」，就是那些負責講解法

律而保持其真正意義的司祭們



32節先知用了處女和新娘的比喻，
以提示選民忘恩負義的可恥。

33節天主斥責以民孜孜追求愛人，
而毫不理會上主的警誡。



18章陶人與黏土

•猶大人曠古未聞和反人性的背信，

必陷人民於滅亡。

•先知呼求上主重罰陷害自己的敵人



19章
耶肋米亞在托斐特山谷，當著人民和司祭

首長的面，將瓶子打碎。以毀瓶為喻，明示
猶大國的將亡。先知說預言被帕市胡爾拘捕

20章
耶肋米亞悲歎自己受辱，

咒罵自己的生辰



•天主如一個陶人，掌握了萬國的命運。人與

天主合作，就是自主地、情願地服從天主的
旨意，因為人的吉凶禍福將憑人的自由服從
與否而定。

•天主原以為準備了最大的幸福，無奈他們不
甘心依從他的要求，天主只有災禍臨到他們
頭上。處女對待自己的態度是卑鄙可恥的。
以色列原屬於上主，有如岩石低層的肥土。



•經文所含的意義是：

以民的背叛上主，是反人性的事。

•上主的百姓置上主於不顧，而去愛慕虛偽的
神祗。雙重的不智(2:13)使他們陷於滅亡，
敵人蹂躪了他們的全國，掠奪擄去了國民。



•人民不顧忌殺害耶肋米亞

「我們用舌頭評擊他」—我們要時時窺視 他

的行動，竊聽他的言詞，藉以把握控訴他的

機會。監禁耶肋米亞是他的情報人的告發



11-13節
是先知內心安命的悲訴。

內心的痛苦和外來的苦楚的未來解除。 沉
重的內心鬥爭終止了耶肋米亞抑鬱的 絕望

，而且更堅定了他的信心，不管痛苦如何
重大，決不離開他的委任者—上主，他決
要受理義人和善人的訴訟。

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47867

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47867


•打碎的器皿，不能再修補

這次上主對待選民，好像打碎了他們，

消滅了他們，致使他們不能復原，

再沒有先前那樣的王室，

華麗的聖殿和隆重的禮儀。



•人所不能的，天主卻能夠做到。

天主能使打碎所離散的選民，再度集合

起來，領他們歸回故鄉；這使集合起來的

遺民，做為自己聖子降生和因「新約」

而振興的聖教會的準備(33章)



7-18節
第一段，是先自「自白」最動心的一篇。 在

這裡表白了他個人的本性，使人看透他的人性
與先知使命之間的鬥爭。第三段：

(1)耶肋米亞訴苦，因他成了眾矢之的(7-9節)
(2)仇人攻擊他的過程中，他唯上主是賴
(3)先知詛咒自己的生辰，心理的反常原是最
好的次序。



先知的敵人在竊聽他的言詞，窺視他的

一舉一動，希望他能失足，藉以向他施行
報復。

先知在自己的意識下，專心依賴天主的

保護。有上主強大的庇護，一切狡猾的

惡勢力，都成泡影。



他全淪於痛苦中，他再見不到一線光明。
更好不誕生作上主的先知。 由於

孝心，他沒有詛咒他的父母，卻詛咒自己
的生辰和給他父親報告他誕生的人。他以
為人們對這種噩耗，與其歡樂，毋寧流淚
，因為像他這樣的生活，為他似乎已失去
生命的意義。



我們在生活中怎樣回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ahQEPK9M_M&feature=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ahQEPK9M_M&feature=sh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