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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专栏 —  于中旻牧师 

耶利米哀歌：哀哭的时候 

 

 

悲哀是人的情感之一。有的圣徒以为信主的人该抑制悲哀的表现，那是不自然的，

是受了斯多亚主义（Stoicism）的影响，多过基督教思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祂曾为耶路撒冷哀哭，

所以有人猜想祂是先知耶利米复出（参太十六 14），因为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

他曾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

泣。”（耶九 1）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 “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是

一首大家所熟悉的诗；曾经苏曼殊，胡适等人译为中文。不错，它具有浪漫主义的热情特

点，而且拜伦也曾为了情感上的牵缠投身希腊的独立战争，以至身殉；但其感情的层面，

到底不够高，也不够深。 

     倒是战国时屈原的离骚，气质比较高越，感情比较深纯，文体也哀楚而壮烈。中国

在一九三零年代，注重文学和圣经的时期，曾有人试将哀歌用骚体译出，其中李荣芳的新

译已出版。 

                                                         剧变 

     悲哀的产生，大多是由于变，由常而进入非常。人死了，是变；所以通用的安慰

话是 “节哀顺变”。国亡了，也是变；所以称为国难国变。爱之越深，在诗流露出来，也

越能动人。司文本（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曾列数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

哀歌或挽诗，推米尔顿（John Milton）的“Lycidas”，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

“Adonais”，和阿诺德（Matthew Arnold）“Thyrsis”，而希望他自己的“Ave Atque Vale”也可

列入，成为四大哀歌。有人说，司文本的诗，至少可列名第三。无论如何，这四首诗都是

为哀悼挚友而作的，所以有真诚的感情，读来可以体会，朗诵可以听受，不止是文字的技

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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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诺德的“泰西斯”（“Thyrsis”）的开始，就像圣经的哀歌一样，提到了“变”的事

实。 

            耶利米因为满有爱国的热情，看到了圣城荒凉，人民所受的痛苦，不禁悲从中来。

这是情感的宣泄，出于自然流露；见到“现在”的情形，追想光荣的“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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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在诸省中为王的，现在成为进贡的！… 

锡安的威荣，全都失去； 

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 

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 

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 （哀一 1，6-7） 

     耶利米亲眼看到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境况。一个离开神的国家，遭受亡国之祸，从列国

之首，降低到被掳为奴的地步，是多么的凄凉。诗人有多少的热爱，也感受到多少失败的

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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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作的瓦缾？ 

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 

          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驼鸟一般。 

          吃扔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 

          孩童求饼，无人擘给他们。 

          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 

          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 

          锡安的贵冑，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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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 

          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 

          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 

          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 

            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 

           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民被毁灭的时候， 

           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哀四 1-10） 

        这是从国民个人方面，观察到价值的改变。本来分别为圣，现在沦为俗化；本来是贵

重的器皿，竟成为卑贱的器皿。灵性的堕落，竟使人性有可怕的改变：由怜悯慈爱，变为

反常的残忍，如同野兽；由救恩的荣耀中，降卑到世界污秽。用这种对比的方法，可以看

出今昔之不同，自尊心消失了，丰盛的生命枯干了，爱心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只是为了

存在而存在。还能降低到比这更卑下的地步吗？先知敏锐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伤，由

内心的深处伤痛。 

                              主的烈怒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 

祂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 

祂在发怒的日子，并不记念自己的脚凳。… 

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 

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 

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墙。… （哀二 1-9） 

虽然在苦难当中，先知看见了黑云之上的神；这一切是神作的。 神为甚么向祂的子民发

怒呢？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 

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 

  却为你见虚假的默示，和〔成为〕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哀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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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先知是以色列“被赶出本境的缘故”，是亡国的原因。这是多

么可怕的事实！先知本来该为百姓作守望的，作百姓的眼目，警告他们将要临到的事；因

为人的罪恶，神要降刑罚。“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

实没有平安。”（参耶八 11，22）他们只是讨人暂时的欢喜，麻醉人的良心，“并没有显

露你的罪孽”。其实，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主耶稣不是无缘无故上十字架，是为了人的

罪；没有罪就不需要救恩。不过人实际的情形正是绝望的陷在罪中，罪使人灭亡，使国家

衰败，使人民被掳。假先知迎合人讳医忌疾的心理，却不想到这绝不能医治人的病，只能

使人不寻求救恩。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宣圣工，是在遍地吹起角声，让人知道罪恶的可怕，悔改离开罪

恶，才能得到平安。 

                                            等候仰望主 

     在人与神之间的真正阻隔，是人的罪使人与神断绝，使人行在黑暗中。“神就是光，在

祂毫无黑暗。”（约壹一 5）既然知道所遇的剧变，是由于神的烈怒，除了神以外，谁能

施行拯救呢？先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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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祂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哀三 21-25） 

     在受责罚管教之后，想到归向主，是从困苦中得的智慧。就如同浪子的转机，在于他

转念想到父家。（参路十五 17-20）就如約伯在极深的痛苦之中，发出信心的呼喊：“我

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伯十九 25）并不在于我们自己的义，是在于神的慈爱怜悯和诚

实：“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后二 13）我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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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们的感觉，都是会改变的；但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不是靠改变的自己，不是靠可变

的环境，而是靠不改变的神。 

     我们好像在暗夜里迷失方向的人，看到早晨升起的太阳，就燃起了希望，心中得到了

温暖和光明。因为这见证神的信实没有改变；祂是永远可靠的。那遮蔽锡安的黑云，终要

因公义太阳的出现而消没，祂必再施慈爱。 

    我们当深深思省，“考察自己的行为”。改变的是我们，不是神。我们当转向祂，认罪悔

改，祂必再照祂的信实而施恩。 

     宣道的文字不是散播盲目的乐观，不是鼓励人存不能兑现的盼望；而是指向那众光之

父的神，告诉人悔改蒙恩的道路。 

                                          倚靠人的悲惨经验 

        当神的儿女离弃永生活水的泉源，寻求人的帮助，他自己得意，以为是智慧之举。那

知所带来的恶果，会使他无尽的后悔，噬脐莫及。首先，与外邦结盟，是一项出卖自已立

场的行动，这事件的本身，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失去见证；跟着来的是引进世俗的方

法；接着来的是丧失自己的主权。 

         我们该时时记得，即使世人在某些事情上，可以对我们作某种限度的帮助，而所付

出的代价，也远比所得的帮助为高。犹大王亚哈斯去求亚述王的帮助，自卑自贱，称作

“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结果作了人政冶上，宗教上，和文化上的附庸（参王下十

六 7-16）；但想得帮助，反受欺凌（参代下廿八 19-21）。到主人自顾不暇的时候，以色

列的情景就如同孤儿了（参王下廿四 7）。耶和华称这种混合，如妓女行淫，却连妓女也

不如；因为得不到罪恶出卖自己的利益（参结廿三 30-49 十六 30-34）。先知说：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 

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 

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 

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市上行走； 

我们的结局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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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子满足， 

我们的结局来到了。…（哀四 17-18） 

到结局临到的时候，才经验到人的帮助不可靠，可惜已经太迟了。 

  这样惨痛的经验，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看看今天的教会，仍然忽视历史的教训，

仍然走着失败的道路。教会引进了属世的东西，在装门面，为自己壮胆，希望对属灵的败

落有所帮助；其实比缘木求鱼更糟。 

      现今教会最大的危机，恐怕是心理学的侵入。心理学还算不上一种科学；但因了人的

好奇，渗入了文学，医学，教育，法学等领域。复因为教会面对着科学的挑战，有严重的

自卑感，像扫罗的部下，面对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一样惶恐（参撒上十七 11），于是心

理学披着辅导的外衣出现，代替了信仰。本来主耶稣是“谋士”，主的道是“谋士”（参赛九

6 诗一一九 24）；现在由人的话代替。“哀莫大于心死”，心灵对罪失去了敏感，失去了

羞辱感，认为罪不是问题，那才是教会最大的问题。不幸的，外邦的“帮助”，正是进行对

心的谋杀！ 

转与复新 

      感谢主！“祂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哀三 33）圣徒遇到苦难，正是复兴的

开始；在悲哀之中，蕴藏着转机： 

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 

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 

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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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时一样。（哀五 15-21） 

    当冠冕落下，人开始自卑的时侯，就是在升高复新的路上了。愁苦，悲哀，哭泣，要带

来圣洁与复兴（参雅四 9-10）。 

    文宣的战士们，时代先见的诗人们！愿圣灵感动你的心，愿你的笔下涌流出爱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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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复兴的希望，为教会带来属灵的新春。现在是哀哭的时候，人不会哀哭，才是最大的

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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