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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共有 48 章，作者是以西结。以西结的意思为「神必赐力量」、「神

是我的力量」。写作日期主前 570 年，地点在巴比伦，对象是犹大被掳的百姓、

犹大掳民。目的指出以色列败亡之因，及预言将来之复兴。 

    主前 597 年，巴比伦王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先知以西结 25 岁时和其他的

百姓一同被掳到巴比伦，过著流亡的生活。以西结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中间工

作，当时约有 10000 个被掳之人住在巴比伦的集中营里，他的使命是向那些掳

民传达神的话语（592BC）。 

    以西结被立为守望者，替神警戒人（3:17）。他与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他

30 岁蒙召，在掳民中工作 22 年之久（主前 593 年—571 年），地点在迦巴鲁河

畔巴比伦北边的犹大掳民集中营。迦巴鲁河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令凿开的一

条人工运河，以西结在被掳民中一同开掘运河，传说也是诗篇 137：1 的那条河，

据此，诗篇 137 篇亦传说是以西结撰写的。 

    当时他们祖国犹大国尚未灭亡，在巴比伦的掳民中有假先知出现，造谣惑众

说：「耶路撒冷绝对不会毁灭，犹大国必不会灭亡，他们不久就可以回国了。」在

耶路撒冷的先知耶利米听见了，就写信给掳民，要他们安心留在巴比伦，勿听信

假先知的话，当一心归向神，过了 70 年，神必使他们归回故国（耶 29：1-4）。 

    在巴比伦的以西结乃印证耶利米之话，宣告国家因屡犯重罪，必须经过神的

审判，这因果律之必然性，也是先知书中「审判」的部分。但以西结同时劝人悔

改归向神，劝掳民学习受罚之教训，也预言将来的复兴，这是本书「安慰」的部

分。 

    以西结是一个信仰坚定和想像力丰富的人，他文笔优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先知，他传道的方法可说是用尽各样文学技巧，表达与传递神的信息，包括平铺

直述的讲道，各种出奇的异象，生动的比喻，奥秘的谜语，富教育性的寓言，甚

至象征行动亦用上了，目的是更能完整无缺地将神的信息清楚及有效地传达。他

重视内心和灵性上的更新，强调个人应对己罪负责，同时预言国家将要复兴。 

 

    以西结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一、以西结的蒙召（1—3 章） 

    二、对犹大国灭亡之预言（4—24 章） 

    三、对七个外邦国受审判之预言（25—3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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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色列国复兴之预言（33—48 章） 

 

     本书内容所包括的时间，约有 20 年（592—572 BC）。 

     以西结常常在这本书中用「我」字记述他的信息，故以西结书是旧约中「最

自传性」的一卷。 

     以西结的服事与耶利米有极相似之处，因此他的信息被称为「耶利米声音

之延续」。以西结、耶利米与但以理为同时代之人，耶利米在犹大地作先知，以

西结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掳民中间作先知，而但以理则在巴比伦宫中朝廷作先知。

当耶利米传递有关耶路撒冷被毁的冷酷信息，以西结则传递以色列将被重建的温

暖信息。 

    耶利米是流泪富情感之人，以西结则是理智有异象之人。这些异象从犹大背

信的领袖与不信者的定罪，到犹大未来的安慰。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人们将看到

以色列至高神的荣耀，同时「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6：10） 

 

    本书的中心主题乃「神的荣耀」，从「神的荣耀」的活动显出神与以色列国

之关係。本书指出神的荣耀有四方面的活动： 

    一、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显现，呼召他作先知（1—3 章）。 

    二、神的荣耀从以色列民中逐步离开，放弃犯罪之民，而降审判（4—24 章）。 

    三、神的荣耀在列邦中受辱，故向外邦国施审判（25—32 章）。 

    四、神的荣耀在禧年国时复回，建立荣耀弥赛亚的国度（33—48 章）。 

    先知蒙召时所见的异像是一幅神荣耀宝座的天象，在宝座周围有供差役的特

级天使。此后，他一直留意神的荣耀显现，因神的荣耀正代表神的圣洁，如神对

属祂之人的要求。 

    他追溯神的荣耀活动，从迦巴鲁河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8：4）。以西结

在异象中目睹一切，原来神要他见证选民在圣殿里所犯各样膜拜假神偶像之罪。

先知细观看下去，神的荣耀从约柜的施恩座升起，停在门槛（9:3，10:4），续渐

离开（10:18），至圣殿的东门（10:19），直往前行，从城中上升，在城东之山上

（11:23）上升至天上去了（11：24）。这是一幅神的荣耀离开选民，弃之不顾，

任由巴比伦攻陷的图画。 

    下一次神的荣耀复现时，乃在选民蒙神保守、复国、圣殿得重建后，神的荣

耀逐从天回来至城的东门，进入殿里，充满圣殿，那是神宝座之处，于是神的同

在重归圣民，直到永远（43：1-7）。 

    接著来解释这本书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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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西结的蒙召（1—3 章） 

     这本书一开始籍作者自己蒙召的经验，把他作神仆人的权柄描述出来。 

     1：1 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以西结与其他选民一同被掳到巴比

伦，当时他们的处境真是满目苍夷，家愁落寞，眼见国家将家破人亡，何等的痛！

正如诗篇 137 篇所描述的情况：「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

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

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

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可是，就在这个四面

楚歌，穷途末路的时候，天却为他们开了，使以西结得见神的异象。 

    这个异像非常奇特，非常复杂，非常有趣，里面有些教训。 

    第一个教训，由 4 活物的形象，有人的形状，各有四个脸的形象：人、狮子、

牛、老鹰，代表基督的四方面，指出仆人应有的工作态度（1:10）。 

    第二个，从「灵的上下」，可见神是支配万有之神，祂一定会复兴以色列

（1:13）。 

    第三，由「套轮」，圣灵的异象是活物的灵在轮中，四面八方，行动自由，

不用掉转，指出神之旨意的随意运转活动，其范围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往（1:16）。 

    第四，从「满有眼睛」可以看到神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全能全知的神，

所以以西结只要忠心的服事主。 

    第五，由「声音」指出作僕人背后之权能（1:24）。 

    第六，由「荣光」可知神是尊贵无比，不可轻慢祂（1:26-28）。约翰就近见

到神的宝座（启 4:2-3）。神借此异象，使以西结看见祂荣耀的呼召。 

    神给他五次的呼召，把传道的信息託付他： 

    第一次，在 2:1—3：3，要他作先知的託付，不要怕危险； 

    第二次，在 3：4—9，要他作谴责者的托付； 

    第三次，在 3：10—15，要他作被掳人中传道人的托付； 

    第四次，在 3：16—21，要他作守望者的托付； 

    第五次，在 3：22—27，要他作忠心之僕人的托付。 

 

    二、对犹大国国亡之预言（4—24 章） 

    在第二段里面，4 章到 24 章是警诫犹大的预言，当以西结蒙召与受到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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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付以后，他就在巴比伦被掳的人中工作，在耶路撒冷被毁前 6 年，开始预言城

要被毁。以色列民不断作乱，尼布甲尼撒费了 20 年的时间，又屡次与埃及结盟，

才完全毁掉耶路撒冷。他借著一些表征性的动作，审判性的信息，启示性的异象，

首先指出神的审判一定要迅速地临到犹大。 

 

    在 4 章到 5 章中，他有四个象征性的动作： 

    第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筑城。他把圣城被围困时的图画出来，指出耶路撒冷

将被围困。 

    第二个象征性的动作：侧卧。左右侧睡各 390 日及 40 日，这是指出被掳的

时期将是长久的。 

    第三个象征性的动作：做饼。把这饼放在他侧卧之日，以示耶路撒冷城受到

围困，粮食缺少，饥荒。 

    第四个象征性的动作：把自己头发胡须剃了任风吹散，表示将来耶路撒冷被

灭的时候，要受到死伤。 

    除了这 4 个动作以外，接下来从 5：5—7 章，有 3 篇审判性的信息，这 3

篇的信息解释了为什么神要审判犹大，也描写了神愤怒审判的情形，并且哀叹审

判以后的结果。 

    三篇信息以后，再有四个启示性的异象: 

    1、 8：5—18 崇偶图，看到拜偶像的情况，表示出耶路撒冷为什么会遭受

灭亡，乃因首领们拜偶像。 

    2、 9：1—11 一个带著墨水匣子之人，表示他可以用笔写下百姓的罪状，

指出耶路撒冷将被屠杀的情形。 

    3、 10：1—8，一个火炭灾之情景，表示将来耶路撒冷要被焚烧。 

    4、 11：10—13 看到肉在锅中，表示耶路撒冷不得安全，并预言神必从万

民中招聚他们，赐他们合一的心，新灵及新心，作神的子民。 

    从这你可以看到神的审判要很快地临到犹大。 

    接著从 12—19 章，以西结再用表征性的动作、责备性的信息、审判性的预

言来解释审判一定快要来临。 

    在这段中，首先 12 章中有两个表征性的动作: 

    第一个：搬屋之喻，表示耶路撒冷要被掳（12:1-16）。 

    第二个：惊慌之脸，耶路撒冷被掳时惊慌之景况（12:17-20）。 

    接下来从 12：21—14 章，有 3 篇信息来斥责当时虚假的情形，斥责虚假的

先知，斥责虚假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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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15 章到 17 章，有 3 篇审判性的比喻： 

    第一个审判性的比喻，15：1—8 葡萄园之喻，以色列就好像一个无用的葡

萄园，所以他们要被审判。 

    第二个审判性的比喻，16：1—34 淫妇和被弃婴孩之比喻，以色列就好像被

淫乱妇人所生并丢弃的孩子一样。 

    第三个审判性的比喻，17：1—22 庞大双鹰之比喻，表示神要审判犹大，就

像用大鹰来审判一样。 

    18 章里面，以西结继续地解释为什么神要审判，原来是神的公义。个人性

的审判。 

    19：1—9 哀歌，以色列正如要被擒的母狮，19: 10—14 也如被烧葡萄树那

麽之可悲。 

    最后，以西结又在 20 章到 24 章，用信息指出审判应来临。 

    在 20：1—44，他屡述选民之反叛史，他数算以色列的罪行以及宣告他门将

要面临的审判。 

    在 20：45 到 21 章，以火烧树为喻，神的审判如利刃临到一样。22：17—31

渣滓熔炉之比喻，说明以色列为什么要受到审判，神的忿怒。第 23 章讲到以色

列是一个淫乱的国家，他用两淫妇的比喻，犹大和以色列都是淫乱的国家，神的

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一定要来。 

    最后在 24 章，有一幅悲惨的图画，积薪沸釜，肉在锅中，还有先知爱妻死

不可悲伤之比喻。 

    因着选民的犯罪，神要带给他们国家性的审判，神以极为严厉的言词宣告祂

与选民为敌，祂的刀已经从刀鞘中拔出来了，原来神是用巴比伦人作为祂的刀，

要使选民完全的倾覆，也把他们当作材料被火焚烧，直到灭亡为止。在关于个人

的审判里面，也指出个人对自己的罪都要付责任。 

    选民的罪恶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以西结多次提及他们不顺从、抛弃、干犯、不遵

行、不谨守神之律，他们实在是藐视神律法的民族。 

    第二，敬奉偶像。在圣殿里，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国中 70 个长老光天化日

在敬拜神的圣殿内，向外邦邪像进行膜拜。国家首领竟然在圣殿里拜偶像，是对

神的不敬不尊、胆大至极，所以，神说「不顾惜他们，也不可怜他们。」 

    第三，与外邦结盟。选民对神失信，追求外邦的假神，又因他们在政治上的

立约，背弃对神的忠信。先知统称这些行为是宗教性的行淫，并有政治性的行淫

（16:23—29），就是与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结盟。这些动作归根结底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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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的不信不忠不贞的表示，结果神就以这些「相欢相爱的」（16:37），成为祂

审判选民的工具。神所行的实在出人意料，对选民也是一大讽刺。 

 

    三、七国受审判之预言（25—32 章） 

    这段经文是以西结宣告列国受审判的信息。神不但审判自己的百姓，也审判

欺辱选民的外邦列国。只是，神惩罚外邦国，也是带着使他们归向神的目的，因

此「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此言在审判外邦国的预言信中多次出现，在本卷书亦

出现 65 次之多，还显出神不喜悦审判人，只是审判有时是迫不得已的（18:23，

31，33）。当时正是犹大亡国之际，这里受责的七国主要是因他们在犹大被亡时

幸灾乐祸，趁火打劫。神是掌管以色列，也是掌管万国之神。 

    七个国家有亚扪、摩押、以东、非利士、推罗、西顿和埃及。 

 

    四、复国之预言（33—48 章） 

    耶路撒冷的灭亡在以西结的事奉中成为极大的转捩点，在灭亡前他的信息注

重责备性，宣告耶路撒冷灭亡之原因。但在国家灭亡后，以西结的信息偏重于安

慰性。33 章到 48 章的信息注重犹大国复兴的预言，这也与其他先知书有同样的

结构，先预言审判，再预言复兴，先责备，后安慰。 

    A. 安慰劝勉（33—36 章） 

    新的守望者、新的牧者、世仇以来西珥败亡、新的羊群、枯骨复国异象、国

家统一、末日大战、国家获救。 

    B. 复国（37—39 章） 

    神的复原，神以五个方法向他们作出保证，以色列的回归是在末日，在弥赛

亚的日子。 

    他安慰的信息，论到以色列被炼尽后，神再次眷顾他们，从四海万国中，把

分散的选民召集回来，带回起初应许给他们的地土；把灭亡的国家重新复兴起来；

并且使他们完全承受从没完全承受的领土。 

    C. 禧年（40—48 章） 

    40 章到 48 章可以说是以西结这本书的高峰。40 章一开始是以神的荣耀为

开始，神要以自己的荣耀住在他们当中，恢复所有的敬拜，这是禧年国的敬拜。 

以西结的 40 章到 48 章特别描写了将来选民在神给他们的产业里面得到三样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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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借著禧年国度的圣殿，他们可以享受到神的永在（40—43 章）。 

     第二，借著禧年国度的崇拜，他们能够享受与神亲密的交往（44—46 章）。 

     第三，借著禧年国度的国土，他们可以享受所应许的产业（47—48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