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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11）當我們認為自己在甚麼事上都很強的時候， 
驕傲便使我們瞎了眼，根本看不到神 終掌管一切的事實。 

那時我們就必定失敗（賽9: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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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7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人們不去求永活的獨一真神，而是通過巫師或通靈人向死人尋求答案。只有神知道未來，也

惟有神是永恆的。我們要相信神的指引。 
 
猶大百姓拒絕了神為他們定的計劃，卻在責備神的試煉。人們繼續為自己的問題而責備神。

我們在責備誰呢？我們如何看待因自己的選擇而產生的不快呢？不要去責備神，要從失敗中

吸取教訓、不斷成長。 
 
在悲傷絕望中，我們害怕自己的悲哀和麻煩永無休止，但我們可以確信並進而得到安慰：雖

然主不一定把我們帶離困難，但是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地跟隨祂，祂必領我們安然渡過困難。 
 
親愛的聽眾朋友，讓我考考大家的記性，以賽亞書9:1-7這段經文裡，提到彌賽亞都有哪些名

稱呢？你能背誦出來嗎？ 
 
這段經文所描述的這個成為罪人拯救者的孩子，就是彌賽亞耶穌。根據馬太福音4:15-16的記

載，馬太引用了這些經節描述了基督的事工。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代表了北國是整體。

這是耶穌長大和經常宣道的地方，也是為甚麼他們會看見“大光”的原因。 
 
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1:9把耶穌比喻為“光”。根據約翰福音8:12的記載，主耶穌把自己比喻

為“世界的光”。 
 
那麼，甚麼樣的人 需要光呢？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9:2-6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在大黑暗的

時代，神應許說要差遣“光”照射生活在死蔭中的人們。祂是“奇妙策士”和“全能的神”

。這個希望的信息，是在基督降生，以及祂的永久國度建立時應驗的。祂是來拯救祂的百姓

脫離罪惡的奴役的。 
 
祂名叫“策士”，祂不必尋求人的諮詢，不需要徵求人的意見。羅馬書11:34說：“誰知道主

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神沒有謀士。主耶穌基督從來沒有把門徒聚在一起，問他們：

“現在，你們說我該怎麼做？”聖經裡沒有這樣的經文。主把門徒招聚在一起，對他們說：

“這是我要做的事，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哥林多前書1:30告訴我們，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

。我們並不聰明，我們必須尋求主的幫助。 
 
主名為“全能的神”，祂擁有“一切權柄”，是無所不能的神。無助地躺在馬利亞胸前的小

嬰孩，祂的手掌管宇宙世界。祂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祂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意思是永恆的父。這是說祂是萬有的創造主，是時間和空間的創造主，是萬

物 終的歸宿。正如約翰福音1:3所記載的：“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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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他造的。”保羅在歌羅西書1:16說：“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

為他造的。”希伯來書1:1-2記載：“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

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世界”原

文是“時間”，祂是“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這個名號強調：直到主降臨掌權，世界才會有和平。祂的政權不是停滯的，

而是會加增和成長的。當主耶穌掌權時，每天都不一樣。祂要掌管大衛的寶座，當主再來時

，祂要真正執掌王權。在祂的掌管之下，公義要得到伸張。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這不

是人能策劃的。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賽亞書9:8-10:14的內容。 
 
以賽亞書9:8-21記載：“主使一言入於雅各家，落於以色列家。這眾百姓，就是以法蓮和撒瑪

利亞的居民，都要知道；他們憑驕傲自大的心說：磚牆塌了，我們卻要鑿石頭建築；桑樹砍

了，我們卻要換香柏樹。因此，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敵人來攻擊以色列，並要激動以色列的

仇敵。東有亞蘭人，西有非利士人；他們張口要吞吃以色列。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

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這百姓還沒有歸向擊打他們的主，也沒有尋求萬軍之耶和華。因此

，耶和華一日之間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與尾，棕枝與蘆葦─長老和尊貴人就是頭，以謊言教

人的先知就是尾。因為，引導這百姓的使他們走錯了路；被引導的都必敗亡。所以，主必不

喜悅他們的少年人，也不憐恤他們的孤兒寡婦；因為，各人是褻瀆的，是行惡的，並且各人

的口都說愚妄的話。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邪惡像火焚燒，

燒滅荊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樹林中著起來，就成為煙柱，旋轉上騰。因萬軍之耶和華的烈怒

，地都燒遍；百姓成為火柴；無人憐愛弟兄。有人右邊搶奪，仍受饑餓，左邊吞吃，仍不飽足

；各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瑪拿西吞吃（或作：攻擊；下同）以法蓮；以法蓮吞吃瑪拿西，又

一同攻擊猶大。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 
 
本段經文說到以賽亞時代當地的情形，很快地，這些經文中有一部分會應驗。在未來大災難

時期，這些經文就會 後完全應驗了。神會繼續處罰以色列國，也會處罰所有不信神的國家

，直到基督再來。現代人不喜歡聽這種話，他們只想聽安慰人的好話。我們看看各國的歷史

，那些把神排除的國家，都有一段悲哀、慘痛的歷史，任何抵擋抗拒耶穌的國家， 終都要

面臨審判。 
 
此前，以賽亞以高昂的語氣宣告偉大的彌賽亞救恩的盼望。這段經文則以憤怒痛斥腐朽、驕

傲頑梗的北國以色列。 
 
“以法蓮和撒瑪利亞的居民”，指的是北國以色列。撒瑪利亞是北國的首都，以法蓮在十個

支派中 突出。通常用“耶路撒冷的居民與猶太人”指南國猶大。 
 
“磚牆塌了，我們卻要鑿石頭建築；”磚用泥製成，在當時的巴勒斯坦，只有窮人才用磚蓋

房子。富人或有權勢的人，則用鑿出的石頭建築。窮人使用桑木，富人或有權勢的人使用香

柏木等珍貴材料。以色列百姓非但對即將來臨的災難毫無畏懼，還大吹大擂必靠自己經營更

富裕的生活。這些惡人毫不羞愧地暴露自己的無知，不認識眼不能見之真理與正義的力量。 
 
亞蘭王利汛的仇敵攻打以色列。以色列的同盟國亞蘭與非利士都反戈攻打以色列。惡人表面

上似乎像朋友，但只要有利益衝突，便會立刻倒戈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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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與尾”是動物控制方向的重要器官。以色列的長老與先知將百姓引到虛妄之路。在任何

社會，領袖的墮落都問題重大。因此，領袖的清廉與公正，是衡量一個社會的尺度。 
 
先知以賽亞在本段提到“棕枝與蘆葦”，棕枝象徵尊貴人，蘆葦生長在低濕的草地，象徵低

賤的庶民。 
 
“褻瀆”含有“百姓舉止放縱無禮”之意，指百姓與領袖一起拜偶像，一同變為污穢無善行

之人。一直以來，孤兒寡婦倍受欺壓，卻一直蒙受神絕對的憐恤。但是他們也轉去拜偶像，

將要承受神公義的震怒。這意味著百姓不再配得神的憐憫。如此悖逆的以色列，與連十個義

人都沒有，且受到審判的所多瑪和蛾摩拉全然相同。 
 
以賽亞將邪惡比作吞滅荊棘蒺藜、燃燒整個樹林的烈火，以及防礙公義之光照耀世界的煙柱

。星星之火的氣勢逐漸加強，兇猛地吞食一切。 終，烈火所發的熱氣與上騰的煙柱，籠罩

整個天空。蔓延在猶大的惡行， 終也以這種方式覆蓋猶大全城，妨礙神聖潔旨意的正確傳

達。猶大百姓驕傲頑梗，並不接受這預言就是神的話語。 
 
本段18節指惡人的罪行像煙柱一樣，繚繞在全地；19節描述神的火從天而降，燒盡腐朽、彌

漫著濃煙的惡臭之地。 
 
20-21節暗示北國的內亂。吞吃己肉的可怕情景，暗示比作國家雙臂的兩大勢力以法蓮與瑪拿

西，分成兩派進行自我毀滅。以賽亞預言他們在共同的敵人猶大面前雖然暫時結盟，必不能

達成心願。 
 
以賽亞書7-12章記錄的是，在亞哈斯作王期間以賽亞所說的預言，提到亞哈斯是一個壞王。10
章是這一系列的預言中的其中一段。以賽亞說預言的時候，是在國家的黑暗時期，他提到了

當局的情況，但也預見將來神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這是一段聖經中值得注意的經文，其

中有神在處理人和國家問題時的重要原則和計劃。本章開篇，先知以賽亞簡短地說到當時法

院的情況，司法的不公不義反映在百姓的文化以及神的懲罰中。神使用亞述來審判神的百姓

。亞述象徵未來“北方的君王”，在末日，亞述要攻打以馬內利的土地。這個預言貫穿以賽

亞時代直到以色列國的衰敗。以賽亞凸顯這個時期，稱之為“到那日”。這一章結束時，我

們可以看到從北方來的敵人漸漸接近，以及世界末日戰場的可怕景象。 
 
以賽亞書10:1-2記載：“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為要屈枉窮乏人

，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 
 
“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這意味著不公正司法的設立者有禍了。他們應該代表正

義，卻作了不公平的判決。前幾節經文乍看之下，好像是柏拉圖或一個持道德主義觀點的人

在演講。惟一例外的是，在人類的公正背後，有神的公義。地上的法官和君王都應該作為神

的代表，伸張神的公義，並要向神負責。 
 
這段經文很配合潮流。我認為可以將其運用在當代的文化中，因為法院必須伸張正義、反映

神的公義，但他們卻不這樣做。到處是違法犯紀的人，人們沉溺在墮落之中。自由的思想已

被扭曲。每個被逮捕的罪犯應該要有公平的審判，為了使我們的家人可以平安地在街上行走

，罪犯必須被處罰。但很多罪犯被心地柔軟、頭腦愚蠢的法官釋放了。這種法官沒有給我們

伸張正義。 
 
今天聽到很多有關公平的事，我們都希望有公平。罪犯要被處罰，這樣我們才可以安全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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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才可能安居樂業。現在神提到窮人、孤兒寡婦，他們需要被保護。有一個政治分析

師說，每一個幫助窮人的計劃，結果都傷害到窮人。問題出在哪裡呢？真正能給窮人伸張正

義的是神。法官應該在地上代表神。今天有很多不信神的法官，他們不該坐在審判的位置上

，除非他們知道自己是代表神的。神做事是有原則的，除非法官代表神，否則他們就不能替

人民伸張正義。我們已經離這個觀念很遠了，我相信我的話像老古板一樣！我就是老古板，

必須如實地傳講神的真理。 
 
以賽亞書10:3記載：“到降罰的日子，有災禍從遠方臨到，那時，你們怎樣行呢？你們向誰逃

奔求救呢？你們的榮耀（或作：財寶）存留何處呢？” 
 
神對法官說：“你是代表我的，有一天我要審判你。”每一個法官都該認清一個事實，有一

天他要站在神面前，為自己在地上怎樣執行責任向神交帳。不論對窮人或富人，法官都應該

要伸張正義。當算總帳的日子來臨時，不義的法官要站在公義之神面前，接受正義的審判。 
 
以賽亞書10:4記載：“他們只得屈身在被擄的人以下，仆倒在被殺的人以下。雖然如此，耶和

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 
 
社會上的每一個階層，都可以看到正義被扭曲的情形。這影響了所有的人，造成人心墮落和

敗壞。今天我們的道德淪喪到了 低點。 
 
先知以賽亞在本章1-4節中闡述了當施憐憫的原因。聖經明確警告有自養能力卻懶惰而致貧窮

的人，但每個國民都被賦予社會保障義務，照顧沒有生活能力、需他人幫助的人。如同以色

列不義的法官在亞述的暴行面前羞辱地死去，濫用職權搜刮弱者的人，必在全能的神面前得

不到絲毫憐憫。 
 
接下來，我們要看整段的 關鍵句。神在這裡說了聖經中 奇怪的一句話，對大多數人來說

是很難承受的。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問神，因這是神說的。 
 
以賽亞書10:5記載：“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這是 關鍵的經文，本節點出了神的目的，因為經文說，亞述是神手中的杖，藉以管教以色

列百姓，這簡直是不可思議。正如你拿著一根鞭子管教做錯事的小孩，神使用亞述作鞭子，

以便管教神的百姓。亞述所施行的毀滅，是出於神的手。這對現代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事。 
 
以賽亞書10:6記載：“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搶財為擄物

，奪貨為掠物，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 
 
神提到很久以後的事，神讓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擊以色列，使北方的以色列國淪為俘虜。亞述

象徵另外一個北方國家，神在末日要用這個北方的國家。很多解經家相信本節經文和啟示錄

13章的獸有關，這個獸會從海中上來，成為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在以賽亞時代，神使用不信

神的亞述管教神的百姓。今天神可以使用不信主的人羞辱我們基督徒，好讓我們醒悟過來、

回轉歸向神。 
 
以賽亞書10:7-11記載：“然而，他不是這樣的意思；他心也不這樣打算。他心裡倒想毀滅，

剪除不少的國。他說：我的臣僕豈不都是王嗎？迦勒挪豈不像迦基米施嗎？哈馬豈不像亞珥

拔嗎？撒瑪利亞豈不像大馬士革嗎？我手已經搆到有偶像的國；這些國雕刻的偶像過於耶路

撒冷和撒瑪利亞的偶像。我怎樣待撒瑪利亞和其中的偶像，豈不照樣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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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嗎？” 
 
如果你問亞述是否知道，神用他作杖管教以色列，他會哈哈大笑的。亞述絕對不認為是神在

背後作主，他們不信這種事。亞述在各地都大大得勝，他們的驕傲使他們盲目，看不見自己

的真面目。因為他們倚靠自己的力量和優勢，不管打到哪裡都所向無敵。但神在掌權，神會

使用他們完成神的目的。 
 
以賽亞書10:12-14記載：“主在錫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時候，主說：‘我必罰亞

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榮耀。’因為他說：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聰明。我挪移列國的地界，搶奪他們所積蓄的財寶；並且我像勇士，使坐寶座的降

為卑。我的手搆到列國的財寶，好像人搆到鳥窩；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棄的雀蛋。

沒有動翅膀的；沒有張嘴的，也沒有鳴叫的。” 
 
當神利用亞述處罰自己的百姓之後，祂會對付亞述並審判他們。他們逃不掉的，歷史見證了

這個事實：神審判了他們。先知以賽亞說，神掌管並且審判地上萬國。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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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