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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2）以賽亞提出以色列民需要有悔改的行動（賽 1:10-2:5）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賽亞書書 1:1-9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在希伯來聖經中，可能沒有一卷書像以賽亞書那樣莊嚴、宏偉。以賽亞書，取名自以賽亞先

知，“以賽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的救恩”。本書的寫作時間，約主前 680 年。 
 
以賽亞書常常被新約的作者引用。福音書的作者常常引用該書來解釋耶穌基督的經歷，包括

耶穌由童貞女所生；施洗約翰在曠野呼喊的聲音，預備基督的降生；以及當時的人，為何不

聽耶穌基督的勸勉。保羅也引用該書來表明外邦人可以成為神的子民，並引用餘民的觀念來

說明猶太人的結局。啓示錄也有引用本書來說明末世的境況，包括新天新地。 
 
以賽亞書的開始，描述以賽亞先知得到由神而來的“默示”，在原文的次序來看，“默示”

這字出現在 1 節句子的起頭，主要的意思是異象、神諭或先知默示，代表這是神與先知溝通

的不同渠道，而由於以賽亞書 6 章描述以賽亞先知蒙召時，看見主耶和華高高坐在寶座上的

異象，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以賽亞先知所得的“默示”，不但指能聽見的聲音，也指能看

見的異象。這樣，以賽亞書 1:1 以“默示”作開始，為要說明全書所談及的東西，並非以賽

亞本人無中生有的話，而是全能的耶和華所啓示的“默示”，這為此書所描述的內容增加了

權威性。 
 
作者首先向天地發出呼籲，也就是邀請天與地為將向以色列民所作的指控作見證，情況就好

像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立約時。從申命記的上下文來看，這種呼天喚地的呼籲，帶有盟約性

的語言，指出以色列民作為恩約的子民，如果遵守耶和華的命令便帶來福氣；如果他們違反

耶和華的命令便帶來咒詛，而摩西正在這關鍵的立約期間呼天喚地，來邀請創造秩序作見證，

見證以色列民已與耶和華立下這盟約的條款，立約的雙方都不能反悔。 
 
原來，呼天喚地的呼籲，就是對整個創造秩序的呼籲，這種呼籲的目的，就是為了見證以色

列民違反了神創造時的秩序，違反了神所賜予的自然天性。這二節經文說明神的子民，做了

違反自然及創造秩序的事，指出犯罪、驕傲及欺壓，都是與神的創造相違背的。在 3 節，牛

與驢都是創造秩序的一部分，擁有順服主人的天性，但可悲的是，以色列民不能學習牛與驢

的順服天性！另外，子女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也理應是人的天性，是神創造秩序的一部分，

現在耶和華把以色列民養大，他們竟悖逆神！因此，這種呼天喚地的呼籲，就是見證以色列

民與被造天性的格格不入，簡單來說，以色列民的悖逆就是那麽匪夷所思，自然界的生物，

都沒有以色列民那樣邪惡。 
 
2-3 節主要說明耶和華與以色列之間是父子關係，那麽，4-9 節就是主要說明耶和華與以色列

之間的君主與國民的關係，這說明以色列民除了家庭關係不理想及違反創造秩序與自然之外，

他們與大君王耶和華之間的君臣關係也不理想。 
 
4 節說明了以色列人犯罪的定義，那就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首先，“以色列的聖者”一詞

是以賽亞書特別喜歡的用字，佔據了以賽亞書多處對神的稱呼，以色列的聖者的稱呼强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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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聖潔，讓我們想起天使撒拉弗唱頌的歌詞中所提及的三叠聖哉，這指出耶和華的神

聖沒有任何妥協的地步，而作為神的子民，以色列同樣都要學習耶和華的神聖，讓神的子民

能在世界中散發出神聖的光輝。不過，以色列民卻“藐視”祂，原文“藐視”一字可翻譯為

侮辱，代表以色列民不但沒有在他們的道德生活中散發神聖，反而散發出邪惡與不潔，他們

的生活在這點上侮辱了他們的主耶和華。 
 
5-6 節運用了健康的主題，來說明以色列人的情況，健康是身體 自然及正常的狀態，現在以

色列民卻不健康，而且滿身是傷口，代表這國民需要主的醫治。我們要留意：所有描述的傷

口，都不是來自自然的病患，而是因為以色列民的反叛所招來的管教。簡單來說，以色列民

一直都活在一種違反自然的狀態當中。 
 
根據這三節經文的描述，這顯然是戰爭後留下的境況，學者推測此次戰爭應該是主前 701 年，

亞述王西拿基立的入侵。7-9 節具體地說明以色列戰後悲哀的情況。神依然存留以色列國是因

為神的憐憫，依然存留一些餘民。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以賽亞書 1:10-2:5 的內容。 
 
以賽亞書1:10-15記載：“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啊，

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耶和華說：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

的脂油，我已經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悅。你們來朝見我，誰

向你們討這些，使你們踐踏我的院宇呢？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月

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你們

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裏恨惡，我都以為麻煩；我擔當，便不耐煩。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

不看；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 
 
以賽亞書 1:9 提到的所多瑪及蛾摩拉，只是在外表上的破壞，但 10 節卻以所多瑪及蛾摩拉來

說明以色列民心中道德的敗壞，因此，9-10 節運用所多瑪及蛾摩拉的比喻，為要說明以色列

民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在，都完完全全地敗壞，外面有神的管教與傷口，內心及道德卻滿是黑

暗。 
 
由 10-15 節的描述可見，當時社會已經有一套很完善及複雜的禮祭，以色列民的問題並不是

在於他們未能做出這些表面的禮祭儀式，事實上，他們外表的禮祭有可能完全根據摩西律法

的要求，當中包括月朔、安息日、嚴肅會及各種的獻祭，他們非常表面地辦理一切宗教的事

務，但在這一切表面化的禮祭背後，他們的手卻都滿了殺人的血。這樣，以色列民、官長及

祭司們花很多的精力，放在外表的禮祭當中，把自己打造為外表敬虔的敬拜者，這種做法實

在非常誘惑人，因為這一方面可以得到別人的掌聲，另一方面又可以繼續藉著欺壓別人而得

到利益，可算是名利雙收。然而，神正藉著先知來向這群領導層發出神諭，呼籲他們悔改。 
 
13 節提及他們的供物是虛浮的供物，虛浮這字可解作虛無或空洞，代表這些供物沒有實質的

內容，只有虛空不能長存的外表，這類供物只滿足外表的要求，只為了做給人看，卻在奉獻

給神的事上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也沒有任何長久的質量，是內外不一的虛僞禮物。另外，

他們的供物之所以虛浮，就是因為他們的生命沒有配合他們所獻的東西，主要的問題是，他

們的祭物不被神所接納，為何不被接納呢？因為他們在奉獻時不悔改，以為做了一些贖罪的

禮祭，便可以隨意犯罪，把祭物當成贖罪提款機，沒有真心的悔改，道德及行為也沒有任何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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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經文提醒我們是否只有敬虔的外在，內心卻無比黑暗，言語無比惡毒呢？很多基督徒，

只是主日的信徒，周日有聚會，有奉獻，周間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就像披著羊皮的狼一樣。

耶和華要的不是這些，而是內心的敬虔。 
 
以賽亞書 1:16-20，耶和華說：“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

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顔，必白如羊毛。你們若甘心聽從，

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這一段提出以色列民需要有悔改的行動。首先，神的子民的確不需要再獻上更多的祭物，也

不需要更多聚會及節期，而是需要除掉他們的惡行，停止作惡，並且要學習行善及尋求公義，

停止犯罪與尋求良善，是兩項以色列民必須做的事，他們已習慣了履行祭禮要求等表面工夫，

他們以表面的敬虔，來為自己所進行的欺壓開脫，哪知神所針對及看重的，並非表面化的禮

祭，以及虛浮的供物所帶來向神的討好，而是那種由內而外，以及表裏一致的更新生命，而

生命的更新必須由悔改開始。 
 
17 節所提及的公平，可以解作社會公義，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便是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

為寡婦辨屈，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行動。官長是一群有能力解救受欺壓者的人物，他們可以

為弱勢伸冤與辨屈，如果他們站在高位而不履行律法的要求，那便等同與欺壓別人的人同謀，

成為行惡者的幫兇。 
 
然而，這種行公義的要求，並非一種沒有神學的社會行動，聖經中的社會公義，是一種神學

性的社會公義，而不是一種沒有信仰的社會行動，這些神學性的社會公義，連接於 19 節所提

及的甘心聽從當中，這種聽從假設了神作為律法的吩咐者，祂的要求以及人的順服，才是履

行社會公義的根本原因。要明白順服律法的要求，並非一種政治或社會互動的考慮，如果我

們只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社會活動時，那麽我們便會落入人文主義的世俗化當中，以致於

只是履行了沒有神學及沒有信仰的社會行動。當以色列民願意聽從神的吩咐，他們便視律法

為命令，而不是社會上其中一種意見，命令不同於意見，前者視神為主，所要求的是聽從與

順服，後者視神為建議者，聽意見的人有權審視不同意見而作出自己的決定。但神要求的是

聽命與順服。 
 
順服與聽從帶來怎樣的後果呢？18 節指出的後果就是：“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

雖紅如丹顔，必白如羊毛。”這代表有神的赦免與醫治。但在此處，神的赦免，不是因為神

一定有義務去無條件地赦免，神的赦免是基於祂本身的自由意願，當然神把自己的赦免連接

在人對神順服的條件當中。神在此應許，人總有悔改得赦免的可能，就算我們的生命何等黑

暗，也有回轉的盼望。 
 
我們需要反思：甘心聽從就是回應耶和華的律法 應該要有的行動，但很多時候，我們或許

會因為身處的社會及群體中種種社會及政治的壓力，而帶來妥協，把神的命令降格為一種意

見，把眼前的利益看得高於神本身，當我們這樣做，或許會帶來短暫的方便，但長遠卻成為

得罪神及欺壓別人的幫兇。求主叫我們能真心悔改，甘心順服與聽從。 
 
以賽亞書 1:21-31，以賽亞說：“可嘆，忠信的城變為妓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

現今卻有兇手居住。你的銀子變為渣滓；你的酒用水攙對。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

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贓私。他們不為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因此，主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大能者說：哎！我要向我的對頭雪恨，向我的敵人報仇。我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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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我也必復還你的審判官，像起初一樣，復還

你的謀士，像起先一般。然後，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錫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贖；其

中歸正的人必因公義得蒙救贖。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敗亡；離棄耶和華的必致消滅。那

等人必因你們所喜愛的橡樹抱愧；你們必因所選擇的園子蒙羞。因為，你們必如葉子枯乾的

橡樹，好像無水澆灌的園子。有權勢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毀，無人

撲滅。” 
 
一個城市的成就，不是取決於財富，而是取決於公義。昔日以賽亞先知在繁榮安定的耶路撒

冷發出先知講論，直指：神必會審判這城。當時這城美麗動人，各人安居樂業，有充足的銀

子與酒供百姓享用，國力也算强大，衣食無憂，在人的角度看來，這城滿有前途。為何先知

卻在這國泰民安的時候，向官長說出如此苛刻的審判詞呢？是因為當地的執政者為了追求如

渣子的金銀，卻忽略了如珍珠般的公義。 
 
在摩西五經及先知傳統看來，公平公義等於照顧窮人、孤兒及寡婦，為受欺壓的弱勢群體伸

冤，並要行使五經律法的要求。但在 21 節，以賽亞提到：在本來有公平公義的城中，竟然有

兇手，而兇手理論上必受到懲處，但現在卻竟安然居住，可見公平公義已蕩然無存。在 26 節

指出，神必重新復還公義的審判官，恢復起初神的心意，原來先知的指責，不是為指責而指

責，而是為了城市重新得著公義而發出宣召。因此，這種指責是一種宣召悔改。 
 
以賽亞書 2:1-5 記載：“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末後的日子，耶

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

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

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

事。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 
 
以賽亞書 2-4 章，主要以一種將來與現在的交替來寫成的，整個段落由將來的理想轉為現在

的現實，再轉為將來的理想，這是一個三明治的結構。將來的遠景主要說明神在終末的一天，

為錫安帶來審判與拯救，這是以賽亞書向生存在現實的人所作應許，對受欺壓的人來說，這

一日是拯救的日子，對欺壓別人的人來說，這是審判的日子，因此審判與拯救在終末的圖像，

看來是一個銀幣的兩面。全段主要說明：一個驕傲及自足的以色列，可以成為大能神的見證，

當她被神審判到一個極度軟弱的地步時，才看見自己的不可靠，才可看見神的公義及神的恩

典，才可恢復真正應有的生命。 
 
本段描述的是末後日子的情景，這日子主要有三個特徵：第一，耶和華殿的山是全世界 高

的山；第二，萬民向這山朝聖；第三，這是一個未來的盼望。有關耶和華殿的山是全世界

高的山的概念中所描述的 高，是指神學上的 高，不一定是地理上的 高，代表這山更能

與天上的聖所耶和華居住的地位接軌，帶來天地互通的神學意思，讓地上聖殿中所獻上的禱

告，可達到天上，也讓天上的福氣與赦免達到地上，這樣，當經文描述在末後的日子，萬國

萬民都要流歸這山時，便等於說明萬國萬民都與天上的神接軌。 
 
3 節是一個呼籲，就算猶大人本身不來到神的山上學習神的道，其他外邦人也可以來到學習，

所以 重要的是，來並視錫安為神啓示自己道的地方。在此，錫安山為萬國萬民帶來統一的

管治，斷定是非的準則，全都根據耶和華的律法，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與爭戰，也都沒有

了，因為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因此，末日的光景是和平與公義的光景，也是與天上的神關連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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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展現給我們終末的情況，是和平與公義彰顯的日子，即是審判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

子，萬國萬民都必會從爭戰與仇恨中得著解放或拯救，取而代之的就是和平。正是帶著這樣

的盼望，我們基督徒願意持守真理。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