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厄則克耳先知書 
 

厄則克耳（Ezekiel）先知書記錄了厄則克耳先知的蒙召、生活、思想與及天主透

過他所作的啟示。厄則克耳先知原是一位司祭，是步齊（Buzi）的兒子，約於公元前五

九七年，與猶大王耶苛尼雅（Jehoiachin）一起被充軍到巴比倫。 

「厄則克耳」一名有「天主堅強的（人）」或「願天主堅強（他）」的意義。在巴

比倫境內，他居住在靠近革巴爾河（Kebar Canal）的特耳阿彼布（Tel-abib）地區，相

信是靠近古城尼普爾（Nippur）的一個猶太人聚居的地方。他在那裏被天主所召叫，並

由那裏開始執行他的任務。他作為先知的時期，大約是公元前五九三至五七一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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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厄則克耳先知生活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南猶大的滅亡、耶路撒冷被毀、天主

應許給以色列的地被搶佔、領導階層的人被擄往巴比倫。而且聖殿被破壞、達味家族

的王權也被中斷了。2 這為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可算是一個雙重的打擊：在政治上，他

們再沒有國家和君王（北以色列和南猶大先後被滅亡）；而在宗教上，他們的天主離開

了他們，他們也不能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向天主獻祭。不過，在聖經不同書卷的描述

中，他們的遭遇是咎尤自取的；因為是他們先犯了罪，背棄了天主。 

自公元前第八世紀後半葉起，亞述帝國的勢力，影響著包括巴勒斯坦的近東（Near 

East）一帶。北以色列在公元前第九世紀中葉已成為亞述的藩國，後來因對亞述反抗而

導至其於公元前七二一年的滅亡。 

巴比倫於公元前六○九年把亞述帝國滅亡了，取代了亞述的領導地位。雖然南猶大

王希則克雅（Hezekial），在公元前七○五至七○一年之間，曾試圖對巴比倫反抗；但都

失敗了。 

而直至約史雅（Josiah）作猶大王時，對宗教和政治作一個全面的改革，由耶路撒

冷開始，並伸展至北以色列的地區（列下 22:4-23:27）。但是，這種改革卻在他於默基

多（Megiddo）那次戰役（約是公元前六○九年）陣亡以後停止了。因為，他的兒子約

阿哈次（Jehoahaz）及後來被埃及所立的約雅金（Jehoiakim）都沒有繼續執行這種改革。

而約雅金的兒子耶苛尼雅繼位為王三個月左右，便被巴比倫王拿步高俘擄去了巴比倫。

巴比倫王立耶苛尼雅的叔父瑪塔尼雅（Mattaniah）為猶大王，更給瑪塔尼雅改名為漆德

克雅（Zedekiah）。可是，在公元前五八七年，因著漆德克雅背叛拿步高王而導致整個耶

路撒冷和聖殿被毀滅了。同時，漆德克雅被拿步高俘擄去了巴比倫，南猶大也就隨之而

滅亡了（列下 23:2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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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拿步高俘擄去了巴比倫的猶大人，雖然沒有完全的自由，但也不是囚犯。他們在

巴比倫內，沒有受到嚴苛的對待。他們於不同的地方聚居在一起（則 3:15；厄上 2:59；

8:17），而且可以建屋、種植、聚會及一些其他的團體活動（耶 29:5-7；則 8:1；14:1；

33:30）。直至波斯的興起，居魯士王（Cyrus）打敗埃及和巴比倫後，猶大人得到居魯士

王的許可，於公元前五三八年回國去重修耶路撒冷和聖殿（編下 36:22-23；厄上 1:1-4）。 

 

二、作者和成書時間 
全卷厄則克耳先知書的內容，都是以第一人稱來講述先知的神視或天主給他的神

諭，而且更描述得極為詳盡，甚至日期也非常清楚。3 這令人感覺到這書的作者應是厄

則克耳先知本人，因為只有本人才能這樣清楚所發生的事。而事實上很多學者都持著

這種意見，認為厄則克耳先知親自撰寫和完成這卷書。4 

然而，書中一些不合常規的元素，例如一些重複的片段：3:17-22 和 33:7-9，

18:25-29 和 33:17-20。有關天主使厄則克耳成為啞吧的片段，即 3:26、24:27 和 33:22，

被很長的言論所分隔。四活物的神視 1:4-28 和 3:12-15 被書中 2:1-3:11 的神視所打

斷。同樣地，對耶路撒冷的譴責 11:1-21是第八章的延續，而這片段明顯地打斷了有關

革魯賓的描述，那描述自 10:18-22 起始，但在 11:22 才得以延續。另外，26-33 章的

日期更沒有按著時間的次序。這些元素使一些學者認為這卷書並非厄則克耳所作，而

是他的門徒或後人所寫成的。因為若這卷書是作者將親歷其境的事寫出來，是不應有

這些不合常規的元素的。5 

無可否認，這卷書有一些不合常規的元素，而且以此書為厄則克耳的門徒或後人

所完成也相當合理。不過，這也不能抹煞厄則克耳對於這書的的貢獻，因為書的內容

必定是他所提供的，其他人亦沒有必要假托他的名字以編撰這卷書。這卷書應是他的

門徒或後人把厄則克耳遺留下來的資料收集後，再加以整理和編輯成書的。6 

因此，整卷書成書的時間不可能是與厄則克耳同一時期內，而應是較後的時間完

成。7 可是，確實的成書的時間卻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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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結構 
整卷厄則克耳先知書，都是由神諭（Oracles）和默示錄式文體（Apocalytic Genre）

所構成的。8全書共可分為五個部份：一、厄則克耳的蒙召（1:1-3:27）；二、對耶路撒

冷的神諭（4:1-24:14）；三、對其他民族的神諭（25:1-32:32）；四、有關以色列再得以

復興的神諭（33:1-39:29）及五、新聖殿和新的敬禮（40:1-48:35）。 

書開始時，作者即將厄則克耳先知蒙召的時間和地點準確地寫出來（1:1），並且

將厄則克耳所見的神視詳細地以第一人稱加以描述（1:4-28）。先知蒙上主召叫，更吞

下了一卷書（2:1-3:3）。他被派遣到以色列人那裏，宣講上主的話（3:4-27）。 

第二部份首先以三個不同的象徵：將耶路撒冷畫在一塊磚上、以小麥等六種穀物

來做餅、先知用火燒掉自己以刀剃下來的頭髮和鬍鬚；來指出以色列將要遭受到的懲

罰（4:1-5:17）。以色列遭受懲罰的原因是由於以色列背棄了天主，敬拜偶像（6:1-7:27）。

而先知更在神視中看到耶路撒冷城內的惡行，天主的光榮要離開聖殿，耶路撒冷亦要

被罰（8:1-11:25）。並且透過先知的行動作為徵兆，預告他們要被充軍到巴比倫

（12:1-28）。更譴責那些隨意講預言的假先知（13:1-23），指出崇拜偶像者的結局是遭

受懲罰（14:1-23）。然後以幾個不同的比喻以描繪以色列的罪惡，與及他們將會因著這

些罪惡而遭受到上主的懲罰（15:1-19:14）。隨後記載上主藉先知對以色列的長老講述了

以色列犯罪的歷史，而上主更要以巴比倫的劍去懲罰以色列和阿孟（20:1-22:31）。另外，

上主更以兩個淫蕩的姊妹來代表背棄了上主的北以色列和南猶大，並指出她們要承擔

敬拜偶像的罪罰（23:1-49）。最後，銹了的鍋和先知妻子的死亡，成了以色列所犯的罪

惡和因而受罰的兩個記號（24:1-27）。 

在第三部份中，記述了上主對不同民族的神諭。首先是預言了阿孟、摩阿布、厄

東和培肋舍特這四個民族的滅亡（25:1-17）。繼而詳盡地描述了提洛被巴比倫毀滅的過

程（26:1-28:19），也提及漆冬的滅亡（28:20-24）和上主要再聚集以色列家族到安全的

地方（28:25-26）。然後記述了上主在七個不同的日子裏，向先知講論了埃及將要受到

的懲罰（29:1-32:32）。 

上主要先知作為以色列人民的警衛（33:1-9），開始了全書的第四部份。並且提示

以民悔改以獲得寬恕，否則便會滅亡（33:10-33）。隨後，上主譴責以色列的牧者的不

負責任（34:1-10），而且，上主更要親自去牧放祂的羊群（34:11-22）。另外，上主要興

起一個如同達味的牧者去牧放祂的羊群（34:23-31）。在攻斥了厄東後，上主便祝福了

以色列的群山及家族；並且，預言了以色列將要復興（35:1-36:38）。然後，預言枯骨的

復生以顯示上主的拯救（37:1-14）和藉兩塊木板連結的比喻，以指出北以色列和南猶

大將要復合為一個民族（37:15-28）。最後，記述了哥格（Gog）將要攻擊以色列；但是，

哥格卻將會徹底失敗和要被殲滅（38:1-39:29）。 

第五部份首先記述了先知在神視中見到的聖殿，先知詳盡地描述了整所聖殿的結

構和外觀（40:1-43:12）。而在講述了聖殿內的祭壇後，上主便仔細地指示了對司祭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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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元首應有的責任和處事態度、各個慶節和祭獻的規則等（43:13-46:24）。隨後描述

了水從聖殿門限下邊流出而形成河流，河的兩岸土地變得肥沃，而且河水的灌溉使樹

木生長，充滿生機（47:1-12）。最後，上主為以色列的領土定了邊界，並且指示各支派

分配土地，而元首所得的城市要被稱為「上主在那裏」（47:13-48:35）。 

 

四、主要的思想 
在這卷書中，描述厄則克耳先知在神視中，看見不少異象。而上主除了藉這些異

象啟示他外，也透過一些行動作為記號以顯示祂的旨意。雖然上主對北以色列和南猶

大的懲罰很重，但祂在啟示中仍流露出對他們的愛。祂使猶大人被充軍到巴比倫，感

受亡國之痛；也給予他們復興的希望，應許要興起一位如同達味的君王。整體而言，

全書帶出了三個主要的思想：解釋為何天主要使選民受到充軍的懲罰、天主與選民重

建彼此的關係、新生命及新耶路撒冷等。 

選民雖然犯了不少罪惡，可是，在這些罪惡中，上主透過先知斥責得最嚴厲的，

不是他們的不正義或是墮落的倫理態度（7:10,23; 18:7-9; 22:11-12）；而是他們對上主的

不忠，背棄上主而去朝拜和事奉其他的神祇。事實上，選民在離開埃及後，一直都是

如此（16、20、23 章）態度對天主。他們褻瀆了安息日（20:13,24）、隨便地在任何一

個高丘上朝拜和獻祭（6:13; 20:28）、更玷污了上主的聖所（23:37-38）。由於這些罪惡，

他們破壞了上主與他們所建立的盟約。同時，他們日積月累的罪惡，也導致天主對他

們的懲罰。 

然而，由於天主的慈愛，天主並沒有完全放棄了祂的選民。為了祂的選民，他要

親自作為選民的牧者來牧放他們，取代了那些不稱職的牧者（34 章）。天主要潔淨大

地，重定邊界，並且要把選民從充軍之地領回，再成為上主的人民和產業（36-37 章）。

另外，其他的民族曾一度欺凌選民，天主不但要從他們手中把選民救出，並且要懲罰

他們（35,38-39 章）。 

天主對以民的拯救，除了要復興他們，讓他們能重建國家外；上主更許諾要派遣

一位如同達味的君王，來作他們的牧者，並與他們重訂盟約（34:23-25）。再者，作者

更進一步地以上主使枯骨的復活（37:1-14），來指出天主的救恩。選民的得救，就如同

天主賦予他們新的生命。最後，新的聖殿和新的耶路撒冷城的建造（40:1-42:20），讓選

民明白新耶路撒冷，是上主寶座之所在（43:1-12），上主要再次臨在他們中間，因為從

這新城完成時起，人要稱它為「上主在那裏」（48:35）。 

由此可見，即使選民犯罪而離棄了上主，破壞了與上主盟約。但是，上主仍因著

祂的慈愛而憐憫他們，使他們再次復興起來，而且更與他們重訂盟約。天主更要親自

來到他們當中作牧者，並為他們重建聖殿和耶路撒冷，為他們帶來了新的生命和新的

希望。 

 

（取自《荒漠燃荊：丙年》，香港：展福（香港）有限公司，2000，(42)-(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