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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廿九 1–7「1 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寄信與被擄的祭司、先知，和眾民，並生存

的長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 2（這在耶哥尼雅王和太后、

太監，並猶大、耶路撒冷的首領，以及工匠、鐵匠都離了耶路撒冷以後。）3 他藉沙

番的兒子以利亞薩和希勒家的兒子基瑪利的手寄去。他們二人是猶大王西底家打發

往巴比倫去見尼布甲尼撒王的。4 信上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

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5 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

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6 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

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7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

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先知耶利米的時代，猶大受強國巴比倫侵掠、攻打。猶大國力軟弱，戰爭頻頻失利，國家危

在旦夕，社會民不聊生。當時以色列民幾乎全數被擄，但先知仍然顧及以民的安危，他勸勉

那些被擄的，要為他們的居留地禱告求平安，因為那城得平安，他們也隨著得平安。以色列

民身為亡國奴，被擄到巴比倫，當然會想念自己的國家，但先知呼籲他們要為被擄的那個國

家、那個城市求平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基督徒都有一個屬於自己永恆的國度，就是神的

國度，我們好像被擄到屬世界的國度，正正等待著全人救贖與神的國度來臨。先知呼籲他們

要在居住的地方扎根生活，然而神的百姓仍要分別為聖，不受巴比倫的邪惡、墮落和偶像

敬拜所玷污，持守著神的律法，為著神的旨意而成為一個被分別為聖的族類。基督徒也是

一樣，我們是天國的子民，但另一方面我們仍然活在世上，因此我們要持守神的話語，遠

離一切罪惡，我們是「在世而不屬世」，「入世而不屬世」，並且指望有一天進入神永恆的

國度裡。今日我們生活於香港，我們應該常常為這片土地守望禱告，為這個城市求平安，

好像先知耶利米曉諭神的心意，他們指望有一天回歸應許地，但另一方面在異邦中生活要

分別為聖，並且要為居住的地方求平安。提前二 1 保羅說：「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

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度日。這是好的，

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當我們專注末後的日子，等

候耶穌基督再來，等候神完全的救贖，並不表示因為這個末世觀，而使到我們對於四周的

人漠不關心、毫無責任，我們要成為處身的地方、四周的人之平安和祝福。雖然我們要有

一個正確的「末世觀」，我們很自然明白我們不屬於這世界，不會留戀這世界，常常與世

俗的觀念和價值抗衡，不受世界所誘惑和試探，但另一方面現實四周的環境和人，我們不

能不關心。基督徒或福音派教會很容易跌落一個誤區，我們只強調屬靈的事、傳福音的事、

個人的事、教會的事等等，往往好容易與社會脫節，彷彿很多事情與我無關。  

1. 福音派教會的觀點  過去教會歷史裡面，對於「政治」與「宗教」或「政府」與「教

會」的關係有很多爭論，基本上有四類觀點【1】政府管轄教會（共產政權、獨裁政府）。

【2】教會管轄政府（中世紀教皇管轄皇帝）。【3】政教聯盟（「政治與宗教」或「政府與

教會」結合，如很多中東回教國家，天主教梵蒂岡等）。【4】福音派觀點：「政教分離」

（是政府與教會的分離；而不是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在第 4 種立場的前題下，並根據福

音派在 1974 洛桑會議，1980，1982 普世性福音會議的議決，傳福音是教會首要任務，

社會關顧是傳福音帶來的結果、是引到傳福音的橋樑、亦是配合傳福音的夥伴。  

2. 不同程度的參與 【教會】：政教分離；傳福音是首要任務；表明立場，發表聲明；社會

關懷（服務和行動）等。【教牧】：聖經為最高原則；教導合乎聖經的基督教倫理；有限度

參與；以神的榮耀和旨意為依歸。【會眾】：接納不同政見；聽取專家意見；個人參與。 

禱告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1. 聖經的教導 「為萬人禱告」，為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人，不同政治立場，不同人生價

值觀的人禱告，因為他們都需要神的憐憫和拯救。「為君王和在上位的禱告」，羅十三 1 保

羅說：「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既然為執政掌權者的權柄是

出於神，我們須要為他們禱告，使他們曉得如何治理百姓，使他們的決定符合神的心意，

當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信徒才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禱告是神施恩，賜下



平安的渠道，7 節「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

隨著得平安。」（1）那城得不得平安是關連於我們有沒有為那城求平安。（2）那城得平安，

我們也因此得平安，兩者是息息相通的。是一個相互關係、唇亡齒寒的關係，我們不是獨

善其身、做好自己本份就認為足夠，假若所居住的城市不平安、我們也不會平安。  

2. 一個信徒的反省 一位弟兄讀完耶廿九之後，他深深被神得著和提醒。他曾經在學業上不

如意，工作上不大高興，不過神讓他看到：「我有盡責任嗎？自問有沒有為同事禱告，為工作

環境禱告呢？我明白這幾年工作上那麼苦悶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沒為『那城』求平安，使自

己得著平安。神讓我看見，祂把我放在什麼地方不是偶然的。我有沒有為學校禱告？我有沒

有為公司禱告？我有沒有為教會禱告？我有沒有為居住的城市禱告？我有沒有為國家禱告？

這是我們的責任，神也因此祝福我們，因為這些地方的屬靈氣氛得到復興，我們也得平安。」 

3. 沒有平安的世代  李炳光牧師在一個佈道會分享信息：「平安有兩種不同的感受，是外

在和內在的平安。外在的衝突會令內心不平安，但內心的平安可以幫助應付外在的不平

安，正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聞息不變』，笑對風浪。…… 內心的平安較外在的平安更為重

要。冷酷的人際關係、破碎的家庭問題和心靈的真空，這都會影響人內心的平安。主將

平安傾注在人的身上，從祂身上能獲得真正的平安。主所賜的平安是惟一的，平安是指

內心真正的無懼，即使面對外在風浪的衝擊，內在也能保持真正的寧靜，這才是真正的

平安。」最近有一位素未謀面的姊妹打電話給我，她說她有一個姨甥仔，吸毒、與家人

關係不和諧，與父親關係非常惡劣，據說父親不喜歡生仔，故此自少與這兒子不和，兒

子做很多事情要討好父親，父親也不喜歡。這年青人最近失戀、情緒非常低落，要跳海

自殺。父母已經以放棄的心態來對待，反而這位姊妹和其他親戚非常擔心，好希望尋求

幫助。今日，我們求主賜下平安，神可以改變環境使平安臨到，也可以使用你和我，透

過你和我的見證、服事和代求，把神的平安賜予那些沒有平安的人身上。  

4. 禱告的向導  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禱告、代求、祝謝，使我們可以敬虔平安無

事度日。今天國家或城市的領袖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亦不一定是我們非常欣賞的；無

論政權或善或惡，聖經教導我們都要為執政者禱告，為我們居住的地方求平安。歸根究

底，平安不是來自任何政權，而是來自神。但願我們無論在任何處境，都為我們所住的

地方與執政者禱告，願賜平安的神與我們同在。但以理書指出神權在王權之上，神設立

執政者，同時亦會設立「守望者」，所以每一個制度都需要被監察，今天信徒和教會都

是「守望者」，用禱告來守望。我們的信念乃是認定神在歷史中掌權，祂進入或介入歷

史之中，祂可以改變人，改變環境，改變在位者，祂可以立王，祂可以廢王。箴廿一 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祂亦設立守望者，為一切在位者禱

告。當然，神的子民無論身處任何惡劣環境，不論政權的意識型態或社會瀰漫的思潮與

我們的信仰不一致時，我們不單要禱告，也要繼續在其中生活、見證和貢獻自己。除禱

告外，我們住在這城市裡，我們應有的心態和準備：（1）我們是其中一份子，是不能分

割，社會任何事情對我們有切身的關係和影響。（2）在患難中信徒和市民彼此相助，一

齊面對，具有共存共亡的社會意識。（3）謹守自己的崗位，為鹽調和百味；為光發熱發

光。（5）遵行聖經教導，在不同崗位，以不同恩賜、能力、機會來影響社會，祝福別人。 

禱文：主啊，求你興起我們有愛城市的心，叫我們有負擔為城市禱告守望：願主的榮光趕逐

一切黑暗，讓人人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主施行審判的真實，要揭露在這末世年代中，要人人

曉得敬畏上帝，遠離惡事；又願主的真理在人心中響起，讓人人曉得行在正確的路上，讓城

市大得平安。掌管國度權柄的主，深願所有監察民生的議員官長，無論信主與否，都要謙卑

尋求全能者的幫助，承認自己的不足，一心祈求全能者指示當行的路。甚願這些有智慧尋求

全能者帶領的領袖，都有尼希米的心志，能夠體恤民情，為民請命；有所羅門的聰明智慧，

有能力治理百姓；有但以理堅心依靠上主的心，有勇敢、有耐力解決難題。主啊，願官民間

能夠上下一心，和睦共處，彼此尊重；使經濟穩定，人人安居樂業。但願天父垂聽我們的禱

告，成就我們的祈求。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