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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12）工具若沒有外來的力量使用它，便達不到它的目的。 

亞述人是神手中的工具，但他們沒有意識到， 
若工具吹噓有比自己的主人還大的力量，它就有被擱置的危險。 

只有神使用我們的時候， 
我們才稱得上有用（賽 1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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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14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驕傲使以色列認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和重建家園。儘管神使以色列成為一個國家並給了

他們土地，但是他們仍然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神。我們常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根本忘記

是神給了我們所有的能力和資源。我們甚至為自己有基督徒的特殊身分而驕傲。神不喜歡任

何驕傲或只相信自己的人，因為驕傲會切斷我們與神的關係。 
 
瑪拿西、以法蓮不是親兄弟嗎？為何會同室操戈、互相吞吃呢？瑪拿西和以法蓮是約瑟的兩

個兒子，他們的後裔是北國的支派。因為自身的自私和軟弱，他們打了一場內戰。士師記 12:4
記載：“於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與以法蓮人爭戰。基列人擊殺以法蓮人，是因他們說：‘你

們基列人在以法蓮、瑪拿西中間，不過是以法蓮逃亡的人。’” 
 
不公正的法律為神所憎惡，那麽基督徒對國家的法律能够做些什麽呢？神要審判不公正的法

官以及訂立不公正之法律的人。那些壓迫人的人將自食其果。生活在以正義立國的土地上並

不足够，每個人還必須公平地與窮人和沒有權力的人交往。不要把我們的責任丟給我們的國

家或教會。我們的所作所為要對神負責。 
 
昔日神使用亞述這個敵對祂的國家，今日神是否也在這樣做呢？雖然亞述不知道自己是神計

劃中的一部分，但是神卻使用這個國家去審判神的百姓。雖然有百姓或國家排斥，但神還是

完成了在歷史中的計劃。神並不是單單使世界處於動態，而是推動世界向前！因為全能的神

今天仍在掌權，所以這世界雖瞬息萬變，但我們還是安全的。 
 
迦勒挪、迦基米施、哈馬、亞珥拔、撒馬利亞和大馬士革是亞述所征服的城巿。亞述王相信

帝國的版圖能不斷擴大，所以發表了飛揚跋扈的演說。亞述已經攻克了幾個城巿，並認為猶

大也會像其他城巿一樣被攻陷。他們一點兒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至高神的手中。 
 
先知以賽亞旗幟鮮明地指出：偶像毫無用途，不堪一擊。撒馬利亞和耶路撒冷到處都是偶像，

它們在亞述的軍事武器面前根本不堪一擊。只有天地之主可以推翻亞述，但那將會是在神用

亞述達到目的之後的事情。 
 
亞述自以為軍事實力超群、所向披靡，但以賽亞卻預言：不可一世的亞述帝國，又豈能逃脫

神之手呢？對亞述懲罰的預言很快就實現了。根據以賽亞書 37:36-37 的記載，大約在主前 701
年，十八萬五千亞述士兵被主的天使殺死。後來亞述帝國被巴比倫傾覆，從此亞述沒能東山

再起成為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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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人目空一切，認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實現一切。如果我們沒能認識到神在通過我們作工，

那我們的成就便可毀了我們的前途。當我們認為自己在什麽事上都很强的時候，驕傲便使我

們瞎了眼，根本看不到神最終掌管一切的事實。那時我們就必定失敗。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以賽亞書 10:15-11:2 的內容。 
 
現在，神藉先知以賽亞的口，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以賽亞書 10:15-19 記載：“斧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鋸豈可向用鋸的自大呢？好比棍掄

起那舉棍的，好比杖舉起那非木的人。因此，主─萬軍之耶和華必使亞述王的肥壯人變為瘦

弱，在他的榮華之下必有火著起，如同焚燒一樣。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聖者必如火焰。

在一日之間，將亞述王的荊棘和蒺藜焚燒淨盡；又將他樹林和肥田的榮耀全然燒盡，好像拿

軍旗的昏過去一樣。他林中剩下的樹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寫其數。” 
 
可以想像，有一把斧頭躺在森林裏。你走進森林，聽到有個東西拍拍自己的背說：“你看我

砍下來的這棵大樹。”你走到斧頭旁邊，發現沒有人、只有一把斧頭。你對斧頭說：“你說

什麽？是你砍下這棵樹的？”斧頭說：“我把這棵樹砍下來了。”你會覺得很可笑。一定要

有人用斧頭砍樹，這就是亞述和其他列國的情形。神使用列國。因此我們一定要堅信有神，

人必須尋求神的指引和帶領。曾經有一個學者說：“與神同在的，就是大多數。”如果你與

神同在，你就是與多數人同在。我們必須確定自己是在神這一邊，因為祂是掌管宇宙的神。

亞述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 
 
在本段經文中，以賽亞用斧、鋸、棍、杖等較為粗大的工具，比喻只有蠻力卻不認識耶和華

的人的愚昧。在神看來，人在歷史中自誇是何等可笑的舉動。同時，以賽亞也指出惡人的結

局。亞述因撒縵以色、西拿基立、以撒哈頓、亞斯那巴等君王的勢力，當時在近東地區擁有

最大的版圖。不過這只是短暫的輝煌，亞述在亞斯那巴王去世後開始衰敗，首都尼尼微在主

前 612 年被巴比倫王拿布波拉撒佔領。從此亞述帝國在地球上銷聲匿跡。以賽亞用兩種比喻

說明惡人的結局：第一，惡人必像樹林一樣被火吞噬；第二，惡人像患者一樣日趨衰殘。惡

人在不知不覺間一步步走向毀滅，在神施行審判的那日，他們必頃刻被滅絕。 
 
現在，在異象中，先知以賽亞似乎看到大災難期間猶大的餘民。 
 
以賽亞書 10:20-23 記載：“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不再倚靠那擊打他

們的，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

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雖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歸回。原來滅絕的事已定，必有公義施

行，如水漲溢。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 
 
本段經文中，以賽亞預言將來、到“那日”亞述的情況。我們都知道“那日”是神的日子，

也就是大災難時期的日子。 
 
以賽亞在這裏嚴肅地宣告：因神歸回的應許，多數滅亡、少數得救的計劃來自造物主，所以

必然成就。以賽亞將神的意志比作君王嚴肅的封印。 
 
以賽亞書 10:24-27 記載：“所以，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住錫安我的百姓啊，亞述王

雖然用棍擊打你，又照埃及的樣子舉杖攻擊你，你卻不要怕他。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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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的忿恨就要完畢，我的怒氣要向他發作，使他滅亡。萬軍之耶和華要興起鞭來攻擊他，

好像在俄立磐石那裏殺戮米甸人一樣。耶和華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舉起，像在埃及一樣。

到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項；那軛也必因肥壯的緣故撑

斷（或譯：因膏油的緣故毀壞）。’” 
 
“你卻不要怕他。”這句是安慰猶大的話，因為猶大還不會成為亞述的俘虜。 
 
本段經文中，以賽亞又預言“到那日”的情形。在這裏，以賽亞所預言的對象從驕傲的亞述，

轉向承受神藉亞述施行的審判、大大領悟悔改的餘民。以賽亞預言這些悔改的人不會永遠滅

絕，必得歸回。在主前 722 年，以色列被攻陷 ；在主前 586 年，猶大被攻陷，以色列歸回的

預言，在歷史上得以成就。神的審判並未以以色列的最終滅亡落下帷幕，乃為他們提供了悔

改的機會。 
 
在描述神對亞述審判的同時，以賽亞插入以色列歷史中的兩個偉大事件：第一件是基甸率領

三百勇士殲滅十三萬五千敵軍；第二件是以色列人橫渡紅海，將追擊的埃及軍兵留在後面。

這樣記載的目的是要使他們確信，過去拯救以色列的神，今日也必拯救他們。 
 
亞述將以色列擄去，使其為奴。但在神滅絕亞述的“那日”，以色列必從亞述手中得到解放。

這也象徵在彌賽亞的日子，基督徒將從撒但的所有轄制與罪的誘惑中得到解放。“因肥壯的

緣故”有力支持這種象徵意義。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在受膏者面前”，此處“受膏者”指

“耶和華的受膏者”彌賽亞。因此，這句話可譯作“在彌賽亞面前”，暗示在彌賽亞的十字

架面前，罪人將脫去罪的纏累。 
 
以賽亞書 10:28-32 記載：“亞述王來到亞葉，經過米磯崙，在密抹安放輜重。他們過了隘口，

在迦巴住宿。拉瑪人戰兢；掃羅的基比亞人逃跑。迦琳的居民（原文是女子）哪，要高聲呼

喊！萊煞人哪，須聽！哀哉！困苦的亞拿突啊。瑪得米那人躲避；基柄的居民逃遁。當那日，

亞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錫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掄手攻他。” 
 
這是預言中要特別注意的一段，提到一些地理位置，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我們可以看到

亞述人進攻的路綫，以及從北方而來的未來侵略者的路綫。經文還提到一些地方，比如：“亞

葉”，這是大約在耶路撒冷北方十五英里的地方；“米磯崙”，是在亞葉的南方，該地區是

個隘口，根據撒母耳記上 14 章的記載，在米磯崙，約拿單曾經戰勝非利士人；“迦巴”和“拉

瑪”兩地則坐落在耶路撒冷北方大約六英里處；“亞拿突”是在耶路撒冷北方大約三英里的

地方，是先知耶利米的家；“萊煞”在巴勒斯坦的最北方，位於但支派；“瑪得米那”是在

耶路撒冷以北，“基柄”可能在耶路撒冷的北方，確切的位置不詳；“挪伯”也在耶路撒冷

北方，從耶路撒冷就可以看得到。經文清楚地畫出北方敵人行進的路綫，使得耶路撒冷陷入

癱瘓，而且吃了敗仗。 
 
本段經文預言亞述的入侵。以賽亞栩栩如生地預言以色列的仇敵亞述，經耶路撒冷北部的便

雅憫地界，侵入耶路撒冷東部丘崗的村子挪伯，這是亞述即將包圍、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情況。

以賽亞在亞述尚未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如此詳細記述亞述入侵的情景，並非要使耶路撒冷居

民感到恐懼，而是為安慰他們，無所不知的神知道拯救的道路。 
 
“在密抹安放輜重。”意思是“將後勤部隊與車馬等輜重裝備留在密抹。”密抹位於耶路撒

冷東北約十二公里處，海拔比耶路撒冷低二百米左右。從北方攻打耶路撒冷的仇敵，常將輜

重留在密抹，以輕裝攻打耶路撒冷，正如撒母耳記上 13:1-2 所記載的：“掃羅登基年四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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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時候，就從以色列中揀選了三千人：二千跟隨掃羅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

千跟隨約拿單在便雅憫的基比亞；其餘的人掃羅都打發各回各家去了。” 
 
以賽亞書 10:33-34 記載：“看哪，主─萬軍之耶和華以驚嚇削去樹枝；長高的必被砍下，高

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樹林，他要用鐵器砍下；黎巴嫩的樹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本段經文描述神彷彿一位身材魁梧的壯士，全副武裝殲滅仇敵。 
 
神會介入、拯救祂的百姓。我相信這裏是提到基督再來時要建立祂的國度。 
 
以賽亞書 11 章繼續講述先知的預言，1-12 章都是預言，是以賽亞在亞哈斯作王時說的。在前

面的章節，我們看到審判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耶穌稱之為大災難時期。11 章是聖經中最重要

的彌賽亞預言之一，提到基督再來時要建立祂的國度，以及祂的計劃。在 12 章，我們會看到

這一段的最高潮，那時候，神的子民會在國度裏敬拜主。 
 
以賽亞書 11:1 記載：“從耶西的本（原文是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此處沒有提到大衛，而是提及大衛的父親。當然這表示基督是大

衛的後裔，但為什麽以賽亞要追溯到耶西呢？皇族的後裔的確是從大衛開始的。耶西是個農

夫、是個牧羊人，住在伯利恆小鎮。但到了主耶穌的時代，大衛的後裔已經淪為農夫、不再

是皇宮貴族，而是木匠的兒子了。因此以賽亞很小心地說：“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枝子

就是“活的新芽”。這是我們在以賽亞書這卷書中第二次提到“枝子”，第一次是在 4:2。在

希伯來文中有十八個字都叫枝子。這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之一，53 章描述祂“在耶和華面前

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一位偉大的希伯來學者說：“根據馬太福音 2:23 的記載，在

已經應驗的歷史中，連預言的文字也被記錄下來：枝子是謙卑的，祂是貧窮的拿撒勒人。”

基督從謙卑開始，祂降生在伯利恆，伯利恆是大衛的城，也是耶西的城。 
 
以賽亞書 11:2 記載：“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

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有七種靈住在主耶穌基督身上，這七種大能的靈分別是：第一，耶和華的靈；第二，智慧的

靈；第三，聰明的靈；第四，謀略的靈；第五，能力的靈；第六，知識的靈；第七，敬畏耶

和華的靈。 
 
聖經中的“七”不必認定是完美的意思，主要是指充足、完全的意思。約翰福音 3:34 記載：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以弗所書 5:18 記載：“不要

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我們中間有些人只是被聖靈充滿一點點，有些人

被聖靈充滿四分之一，還有人被聖靈充滿一半。很少有人是完全被聖靈充滿的。有一個小女

孩禱告說：“主啊，用聖靈充滿我。我裝得不多，但我可以滿出來很多。”很少有基督徒是

裝滿、且滿到溢出來的。主耶穌是例外。 
 
首先，“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主耶穌基督在肉身的時候，祂一言一行都行在聖靈的

大能中。當祂再來時，祂要在聖靈的大能中掌權。 
 
第二，“智慧的靈”。根據哥林多前書 1:30 的記載，神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只有祂能引導

我們、帶領我們走這一生。我們與世界不合。約翰福音 14:30 記載主耶穌基督說：“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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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撒但不能在基督裏找到任何可為他所用的東西，

但撒但會在我們裏面找到一些對其有利的東西。我們需要智慧的靈，主耶穌基督就是智慧的

靈。 
 
第三，“聰明的靈”是指屬靈的洞察力。很少有基督徒具有屬靈的洞察力，這真是悲哀。有

些人甘願跟隨人，他們喜歡世人所寫的書、愛聽人稱讚自己的聲音，但他們並不瞭解自己崇

拜的偶像所說的話是什麽意思，也不清楚自己追隨的偶像所說的是否符合聖經教導。基督徒

需要聰明的靈，我不斷地為此禱告，神的兒女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聰明的靈。我們必須分辨誰

是為主的、誰不是為主的。你有沒有求過聰明的靈？求神賜給你聰明，因為這正是你所缺的。 
 
第四，“謀略的靈”。每一個人都需要謀略。主耶穌基督從來沒有要求人給祂謀略，祂不需

要謀略，祂賜人謀略。 
 
第五，“能力的靈”，就是能力。我們非常需要能力。在腓立比書 3:10，保羅說：“使我認

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我們需要能力。 
 
第六和第七，“知識的靈”和“敬畏耶和華的靈”。這兩種能力來自研讀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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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