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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14）神對巴比倫的信息或默示（賽 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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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6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神要用公義和正直來統治。我們恨那些只根據表面現象和假見證，或道聽途說來判斷的人，

但我們是不是也在這樣做呢？只有基督可以成為完全公正的法官。只有祂在我們的內心作王

的時候，我們才能學會：“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猶大已變得腐化並且被敵對的外國勢力所包圍，全國迫切需要公義、正直和信心的復興。他

們需要離棄自私，向窮人和受壓迫的人施公義。神看重的公義不只是不犯罪，而且是積極地

接觸別人，向他們提供所需要的幫助。 
 
這是個黃金時代，也是個和平時代。兒童在這個時代裏可以與危險的動物玩耍。基督第一次

降臨人間的時候，這個時代還沒有到來，大自然還沒有回到原來的和諧狀態。這理想的平靜，

在基督統治大地時才能實現。 
 
舊約的預言常常是既適用於近期，也適用於遙遠的將來。猶大人不久就被擄到巴比倫，“所

剩下的人”將在塞魯士的命令下達後，於主前 537 年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在那“日子”到來

的時候，神的百姓要遍及全世界。經文提及的這些城巿代表了世界的四個角：北方的哈馬，

南方的埃及，東邊的亞述和巴比倫，西邊的海島。在基督統治大地的時候，百姓終於要大團

聚。 
 
北方的主導支派以法蓮，是北國以色列的另一個名稱。 
 
以東、摩押和亞捫是三個與猶大接壤的國家。他們在猶大被擊潰的時候幸災樂禍，還佔領了

猶大的土地。 
 
神要把散居各地的百姓帶回猶大。在說到彌賽亞要來統治大地的時候，以賽亞是在談論另一

次“出埃及”。古時神使紅海露出乾地，讓以色列人走過去到那塊應許之地；神也使約旦河

幹了，讓以色列人走過去，進入那塊土地。同樣，神也會讓百姓用另一種方式回國。 
 
“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正如先知以賽亞在經文中由衷發出的讚美一樣，以賽

亞書 12 章是一首優美的讚美詩，也是人們歡呼耶穌基督在地上掌權的另一幅圖畫。即便是在

今天，我們這些生活在新約恩典時代的信徒，也應當發自內心地向神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我們要感謝神、讚美神、將神的奇妙作為告訴別人，與他們分享這份恩典的福音。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賽亞書 13:1-14:8 的內容。 
 
以賽亞書 13:1 記載：“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先知對百姓宣告有關末日的嚴肅信息時，常用“默示”這個詞。比如，那鴻書 1:1 記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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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微的默示，就是伊勒歌斯人那鴻所得的默示。”哈巴穀書 1:1 記載：“先知哈巴谷所得

的默示。”撒迦利亞書 9:1 記載：“耶和華的默示應驗在哈得拉地大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

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華─”瑪拉基書 1:1 記載：“耶和華藉瑪拉基傳給以色列的默示。” 
 
在以賽亞書 13 章和 14 章，巴比倫城在歷史中已經漸漸出現了。後來巴比倫成為古時最偉大

的城市之一，是第一個重要的世界强權，在但以理的預言中也是這樣說。尼布甲尼撒是巴比

倫的“金頭”，他是第一個重要的世界强權巴比倫的王。巴比倫城將來會重建。巴比倫象徵

抗拒神的反叛聯盟，這是從創世記所記載的巴別塔開始，一直到啓示錄 17-18 章結束。到那

時，我們會看到宗教和政治的巴比倫統治這個世界。在大災難期間，巴比倫會因著神的審判

而走下坡路。這可能是聖經中第一次提到巴比倫。 
 
以賽亞書 13:2-3 記載：“應當在淨光的山竪立大旗，向群眾揚聲招手，使他們進入貴胄的門。

我吩咐我所挑出來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淨光的山”，指沒有樹木的荒山。山上沒有樹木，所以在遠處也能看到所立之旗。這是神

為抵擋巴比倫召集軍兵的方法，也常用揚聲或招手的方法。這些隱喻暗示天兵的威武儀容。 
 
“挑出來”的意思是“為了特定的目的分別出來”。神說：“我招呼我的勇士，為要成就我

怒中所定的。”基於特定的目的，神“挑巴比倫出來”，或說“神興起巴比倫來”。神對亞

述也是一樣，根據以賽亞書 10:5 的記載，神藉著先知以賽亞說：“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

拿我惱恨的杖。”神用亞述懲罰神的百姓，然後再審判亞述。神要這樣使用巴比倫。每樣東

西都可以挑出來，分別為聖被神使用。神挑選亞述和巴比倫懲罰以色列。他們是神為了特定

的旨意，成為神手中的工具。 
 
以賽亞書 13:4 記載：“山間有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大國人民。有許多國的民聚集哄嚷的聲音；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點齊軍隊，預備打仗。” 
 
這節經文解釋了“挑出來的人”是什麽意思。巴比倫會攻打和俘虜南方的猶大國，正如亞述

攻打北方十個以色列的支派一樣。 
 
以賽亞書 13:5 記載：“他們從遠方來，從天邊來，就是耶和華並他惱恨的兵器要毀滅這全地。” 
 
巴比倫人要成為“神惱恨的兵器”。 
 
以賽亞書 13:6 記載：“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

者來到。” 
 
這個預言超越了歷史的記載，指向大災難時期。 
 
“耶和華的日子”暗示神直接介入歷史的日子。在這日，罪惡與矛盾將被除去，餘民將得救。

舊約多從政治角度思考“這一日”。新約升華為“末世論”。帖撒羅尼迦前書 5:2 記載：“因

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彼得後書 3:10 記載：“但主的

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

都要燒盡了。”這一日並不是指無條件地拯救以色列，審判外邦人的日子。事實上，那些真

正屬靈的以色列人才能得救，其他人將受審判。“耶和華的日子”也預表末世惡人受審判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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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3:7-9 記載：“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

他們抓住。他們疼痛，好像産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耶和華的日子臨到，

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在大災難時期，神會再使用强權來審判這些百姓，就像過去所做的一樣。在這裏的“强權”

是指巴比倫。有人說，患難是勞苦的時候，而人也在勞苦中。主的日子從這艱難的時刻開始。 
 
以賽亞書 13:10 記載：“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這是大災難時期的現象。在馬太福音 24:29，主耶穌預言說：“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

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啓示錄 8:12 記載：“第四

位天使吹號，日頭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日月星的

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 
 
以賽亞書 13:11 記載：“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

伏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我們所處的世界正朝向審判邁進。 
 
以賽亞書 13:12-16 記載：“我必使人比精金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我─萬軍之耶和華

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地搖撼，離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人收

聚的羊，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敵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殺。他們

的嬰孩必在他們眼前摔碎；他們的房屋必被搶奪；他們的妻子必被玷污。” 
 
基督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增加了我們的價值。13-16 節繼續說大災難時期是全世界被毀滅的

時期，到那時，沒有“血肉之軀”可以存活，只有神為了自己的緣故保留下來的餘民可以存

活。 
 
以賽亞書 13:17-18 記載：“我必激動瑪代人來攻擊他們。瑪代人不注重銀子，也不喜愛金子。

他們必用弓擊碎少年人，不憐憫婦人所生的，眼也不顧惜孩子。” 
 
誰是瑪代人？瑪代和波斯結成聯盟，征服巴比倫帝國。先知以賽亞預言不久的將來要發生的

事。他確認摧毀巴比倫的是瑪代人。 
 
以賽亞書 13:19 記載：“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必像神所傾

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這個預言已經應驗了。巴比倫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馬其頓帝國很大，埃及帝國也很大，

正如羅馬帝國也很大一樣。以前的大英帝國可以稱得上是大國，但還比不上巴比倫。聖經稱

巴比倫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神傾覆了巴比倫的華美，正如毀滅所多瑪、蛾摩拉一

樣。你只要看古代巴比倫的廢墟，就會明白這些都應驗了。巴比倫是個大城，還沒有重建。

其他的大城都重建過。對耶路撒冷來說更是如此。羅馬被摧毀了，又重建。德國城市被炸毀

了，甚至消失了，又重建。德國的法蘭克福被夷為平地，又從廢墟中興起，成為一座大城。

但巴比倫沒有再興起。神說這個國家必永無人烟。巴比倫在將來會重建，但不是重建在巴比

倫古代的遺址上，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巴比倫代表混亂，未來的巴比倫會成為偉大的貿易

中心、宗教中心、政治中心、權力中心和世界的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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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3:20 記載：“其內必永無人烟，世世代代無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裏支搭帳

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臥在那裏。” 
 
巴比倫怎麽可能被摧毀之後，到末日又再出現呢？古巴比倫的遺址已經距離幼發拉底河七至

九英哩遠。這條河蜿蜒穿過古巴比倫城，最後匯入運河。古城從來沒有在遺址上重建過，但

會在別的地方重建。古巴比倫成了廢墟，證明預言精準地應驗了。挖掘巴比倫的考古學家說，

他們沒有辦法叫阿拉伯人待在廢墟旁邊的帳棚裏，阿拉伯人總是離開這個地區，待在外圍。

他們很迷信。神說他們在巴比倫不能支搭帳篷。 
 
以賽亞書 13:21-22 記載：“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裏；咆哮的獸滿了房屋。鴕鳥住在那裏；

野山羊在那裏跳舞。豺狼必在它宮中呼號；野狗必在它華美殿內吼叫。巴比倫受罰的時候臨

近；它的日子必不長久。” 
 
“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裏；”意思是獅子在廢墟中居住。“野山羊在那裏跳舞。”此處“野

山羊”原文是魔鬼。魔鬼在巴比倫跳舞。如果你想看魔鬼跳舞，可以去巴比倫。巴比倫是上

古世界偶像崇拜的總部，魔鬼利用這個地方聚集大眾。未來的巴比倫會成為世界的中心。罪

惡之子，頑固的王，也就是敵基督，會統治那地。那個地方會被摧毀，正如古代的巴比倫被

摧毀一樣。古巴比倫是一座證實預言精準應驗的紀念碑，也是神將要審判未來巴比倫的見證。 
 
以賽亞書 14 章繼續談審判巴比倫的預言。巴比倫是神第一個審判的對象。所有被審判的國家

都和以色列有關，不是以色列的鄰國，就是和以色列在政治上有關。14 章說到重要的問題，

邪惡的起源和審判，邪惡最後會從世上除滅。當地的情況和國家是當時外在的情況。14 章用

望遠鏡看國家和人生的問題，而不是把這些問題放在顯微鏡下檢驗。這一章開始的語調是喜

樂的，因為最後的審判要臨到巴比倫。千禧年的國度已經建立，不再有恐懼和危險，不再有

神的敵人。以賽亞在這裏和稍後對審判都做了解釋。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神對世人的計劃和

目的。這一章混合了光和暗，從國度的狂喜轉變為地獄的懲罰。撒但和邪惡的問題擺在我們

眼前，延伸到巴比倫最後的毀滅。這一章的主題隨著巴勒斯坦重擔的插入而結束，巴勒斯坦

的重擔可能因亞哈斯王突然死亡引起的。 
 
以賽亞書 14:1 記載：“耶和華要憐恤雅各，必再揀選以色列，將他們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

與他們聯合，緊貼雅各家。” 
 
這節經文提到末後的日子。神一再說以色列國會回歸故土。我不認為今天這個預言已經應驗

了。當神使他們回到故土時，以色列和其他的國家會和平相處。他們不需要向任何大國求助，

主耶穌會來掌管王權。很多人說他們相信聖經上的話都是聖靈默示的，但他們一轉身就說這

段經文不切實際。當你否定經文的真實和事實，你就是在否定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耶和華

要憐恤雅各，必再揀選以色列，”這句話神藉眾先知的口已經說了太多遍了，以致於沒有人

會說：“我不太明白。”或說：“這另有意思。” 
 
以賽亞書 14:2 記載：“外邦人必將他們帶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華的地上得外邦人為僕

婢，也要擄掠先前擄掠他們的，轄制先前欺壓他們的。” 
 
這個預言還沒有應驗。本節經文中的“百姓”是指外邦人。外邦人要把他們送回巴勒斯坦。

但外邦人到目前為止，是攔阻他們的。 
 
以賽亞書 14:3 記載：“當耶和華使你脫離愁苦、煩惱，並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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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得享安息的日子”，包含雙重意義，這一日在現實歷史中指以色列恢復和平的那日，也指

日後神賜給所有謙卑、敬虔人永恆安息的那日。本節經文既是對巴比倫王的諷刺，也是對這

世界所有邪惡驕傲之徒的諷刺。 
 
今天猶太人在那塊地上還充滿了哀傷和恐懼。街上到處都是軍人。因為他們處在恐懼和戰亂

之中。他們沒有安息。 
 
以賽亞書 14:4 記載：“你必題這詩歌論巴比倫王說：欺壓人的何竟熄滅？强暴的何竟止息？” 
 
以賽亞用了兩次“何竟”，意為“詫異得掩飾不住驚奇與嘲笑”，强調“你們總是誇耀自己

的强大，如今卻轉瞬成空，看來你們的心思意念愚蠢至極啊！” 
 
經文中的“巴比倫”代表在末日最大的敵人，他們的總部將設在巴比倫，代表了以色列的所

有敵人。以色列對巴比倫恨之入骨。 
 
以賽亞書 14:5-6 記載：“耶和華折斷了惡人的杖，轄制人的圭，就是在忿怒中連連攻擊眾民

的，在怒氣中轄制列國，行逼迫無人阻止的。” 
 
經文提到在大災難時期結束時，會有最後的審判。審判必會臨到，全地都要受到審判。因為

有太多不公義的事，必須有人施行審判。感謝神！主耶穌會施行審判。 
 
以賽亞書 14:7-8 記載：“現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靜；人皆發聲歡呼。松樹和黎巴嫩的香柏樹

都因你歡樂，說：自從你仆倒，再無人上來砍伐我們。” 
 
令人恐怖的征服者巴比倫被神折斷的那日，全地得到安息。眾人歡聲高歌，松樹、香柏樹這

些不能說話的被造物，也為不再為建宮殿被砍伐而喜樂。這表明全世界對獨裁者、邪惡君主

的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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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