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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16）我們的希望只能在那惟一能聽見和幫助我們的神裏面 

（賽 15: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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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可能是用來敬拜亞述和巴比倫的名字。這個名字的意思有可能是指

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他們就像晨星一樣隱沒去。 
 
這裏的“明亮之星”指的是誰呢？學者對以賽亞書 14:12-14 這段經文中所說的“墜落的這一

位”有幾種解釋：第一，牠是撒但，因為牠比任何一位國王能力都大。但這可能只適合 12-14
節，並不適合本章的其他部分。第二，這可能是有 高權力的西拿基立或尼布甲尼撒王。他

們的百姓把他們敬為神，這些王想要統治世界。第三，這可能同是指撒但和一位强大的君王，

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因為巴比倫在啓示錄 17-18 章中被視為罪惡的典型。驕傲是撒但也是

巴比倫的罪。三種觀點的共同之處是，驕傲頑固地反抗神將受到神的審判。以色列太驕傲以

至於犯了不信靠神的罪，我們也容易犯同樣的罪。 
 
不僅以色列受到攻擊，非利士也遭到擊打，以賽亞在亞哈斯王駕崩的那一年，從神那裏得到

了這個信息並宣告這個預言。“擊打你的杖”指的不是亞哈斯而是撒縵以色五世，或亞述的

撒珥根。北方的“烟”是指亞述撒珥根的士兵。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以賽亞書 15:1-18:1 的內容。 
 
以賽亞書 15:1 記載：“論摩押的默示：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

間，摩押的基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 
 
“一夜之間”，意味著審判突然來了。這種表達方式在本節經文中重複了兩次，强調暴風雨

突然侵襲到這個國家。暴風雨在夜晚來襲，整夜都沒有停息。亞述用出其不意的方式摧毀了

摩押，好像要把摩押從地球消除掉。“基珥”是在山頂上，距離死海東南角落大約十英里。 
 
以賽亞書 15:2 記載：“他們上巴益，又往底本，到高處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號，

各人頭上光禿，鬍鬚剃淨。” 
 
本節經文提到好幾個我們不熟悉的地方。“巴益”是房子的意思，是指在那塊地上基抹的神

殿。“底本”是在約旦東邊的小鎮，在那裏可以找到摩押人的石頭。“尼波”是一座山，摩

西在尼波山上看到應許之地。根據約書亞記 13:16 的記載，“米底巴”是屬於呂便的城市。

在以賽亞時代，這些城市都屬於摩押，都會被摧毀，雖然摩押人自稱認識神，卻花時間在異

教的廟裏拜偶像，而且美其名曰是在敬拜永活的真神。 
 
以賽亞書 15:3-4 記載：“他們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頂上和寬闊處俱各哀號，眼淚汪汪。

希實本和以利亞利悲哀的聲音達到雅雜，所以摩押帶兵器的高聲喊嚷，人心戰兢。” 
 



 

2 

 

有位牧師曾這樣見證說：“當我在約旦的安曼時，有一種怪異的感覺，這是一個奇怪的地點。

現在是很貧窮的土地，但在以賽亞時代，卻是非常富有的國家。我覺得神的審判還在。” 
 
對摩押嚴厲的審判，讓以賽亞動容了。 
 
以賽亞書 15:5-9 記載：“我心為摩押悲哀；他的貴冑（或譯：逃民）逃到瑣珥，到伊基拉‧

施利施亞。他們上魯希坡，隨走隨哭；在何羅念的路上，因毀滅舉起哀聲。因為寧林的水成

為乾涸，青草枯乾，嫩草滅沒，青綠之物，一無所有。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財物和所積蓄的

都要運過柳樹河。哀聲遍聞摩押的四境；哀號的聲音達到以基蓮；哀號的聲音達到比珥‧以

琳。底們的水充滿了血；我還要加增底們的災難，叫獅子來追上摩押逃脫的民和那地上所餘

剩的人。” 
 
雖然摩押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賽亞還是很同情他們，因為臨到他們身上的審判太恐怖了。這

是神的心意。儘管人們犯罪，神還是愛他們，只要他們願意回轉歸向神，神就願意向他們施

憐憫。這一章其餘的經文詳細描寫摩押地的荒蕪。這個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 
 
以賽亞書 16 章一開始便向摩押人提出 後的呼籲，希望他們能珍惜神的憐憫。 
 
以賽亞書 16:1-5 記載：“你們當將羊羔奉給那地掌權的，從西拉往曠野，送到錫安城（原文

是女子）的山。摩押的居民（原文是女子）在亞嫩渡口，必像遊飛的鳥，如拆窩的雛。求你

獻謀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間如黑夜，隱藏被趕散的人，不可顯露逃民。求你容我這

被趕散的人和你同居。至於摩押，求你作他的隱密處，脫離滅命者的面。勒索人的歸於無有，

毀滅的事止息了，欺壓人的從國中除滅了，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

上，在大衛帳幕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速行公義。” 
 
本段講述先知以賽亞勸摩押服從大衛的王權。以賽亞勸亡國失去親人的摩押難民服從大衛的

王權，獻羊羔為貢物，以示歸順。在亞哈王之時，摩押王米沙將十萬羊羔毛和十萬公綿羊毛

作為貢物獻給以色列，以示和親。以賽亞以此事為根據，是實質性的外交要求，在更深遠的

屬靈意義上，是指勸勉摩押順服大衛王權的終極繼承人基督。 
 
以賽亞書 16:6-14 記載：“我們聽說摩押人驕傲，是極其驕傲；聽說他狂妄、驕傲、忿怒；他

誇大的話是虛空的。因此，摩押人必為摩押哀號；人人都要哀號。你們摩押人要為吉珥‧哈

列設的葡萄餅哀嘆，極其憂傷。因為希實本的田地和西比瑪的葡萄樹都衰殘了。列國的君主

折斷其上美好的枝子；這枝子長到雅謝延到曠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過鹽海。因此，我要

為西比瑪的葡萄樹哀哭，與雅謝人哀哭一樣。希實本、以利亞利啊，我要以眼淚澆灌你；因

為有交戰呐喊的聲音臨到你夏天的果子，並你收割的莊稼。從肥美的田中奪去了歡喜快樂；

在葡萄園裏必無歌唱，也無歡呼的聲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來；我使他歡呼的聲音

止息。因此，我心腹為摩押哀鳴如琴；我心腸為吉珥‧哈列設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見的時候，

在高處疲乏，又到他聖所祈禱，也不蒙應允。這是耶和華從前論摩押的話。但現在耶和華說：

‘三年之內，照雇工的年數，摩押的榮耀與他的群眾必被藐視，餘剩的人甚少無幾。’” 
 
本段經文指出摩押人因驕傲而失去屬靈分辨力。與對列邦宣告審判不同，以賽亞在 15 章可怕

的審判預言之後，提示預先躲過審判的方法。這段經文再次强烈彈劾摩押。因為摩押人非但

沒有接受以賽亞在 16:1-5 提出的勸告，反而無視、拒絕。摩押拒絕以賽亞勸告的緣由是：他

們居住在高地，擁有包括亞嫩河在內的豐富水源，可以收穫足够的糧食；蓄牧業很發達。他

們不僅物質富饒，四圍還修築了堅固的要塞，成為當時繁榮的中心，極其驕傲。在今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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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也可看到，物質的富饒與堅固的國防，混淆個人與國家的屬靈分辨力與道德情操。 
 
以賽亞書 17 章講述神對大馬士革和以法蓮的審判。大馬士革是亞蘭的主要城市，今天還是一

樣；很多人稱大馬士革為世界上現存 古老的城市。有位學者說：“大馬士革比其他城市更

常遭到摧毀，但又從廢墟中一再興起。”本章的“大馬士革”是指亞蘭國。以法蓮是以色列

支派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是一座山的名字，也是一個人的名字。聖經常用以法蓮代表以

色列北方的十個支派。何西阿書 4:16-17 記載：“以色列倔强，猶如倔强的母牛；現在耶和華

要放他們，如同放羊羔在寬闊之地。以法蓮親近偶像，任憑他吧！”以賽亞書 17 章是對大馬

士革和以法蓮的審判，也就是對亞蘭和以色列的審判。因為以色列和亞蘭結盟，為了要對抗

猶大，以色列導致亞蘭也要受到審判。犯罪的夥伴就是審判的夥伴。 
 
以賽亞書 17:1 記載：“論大馬士革的默示：看哪，大馬士革已被廢棄，不再為城，必變作亂

堆。” 
 
很多人很快指出，“必變作亂堆”這件事沒有應驗，因為現在的大馬士革和原來的一樣。我

說過有些預言會在很久以後才會應驗，也有的會在當地或當時就應驗。關於預言所帶來的問

題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歷史學家在確認古代城市的位置這方面，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

曾經有一個人寫了一本很有深度的歷史報告說，世上 大的說謊家就是歷史學者。現在的大

馬士革附近有很多城市的廢墟中，其中之一有可能是原來的大馬士革。大馬士革就像很多古

城一樣，在被摧毀之後又重建，但不一定會建在舊址上，而是換了一個地方。但聖城耶路撒

冷是重建在原地，因為該地對以色列百姓來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我們把這些問題留給

考古學家，讓他們來確定哪個廢墟是原來的大馬士革。第二，大馬士革在歷史中已經歷經數

次戰爭的蹂躪，但一直還在，僅管它的位置改變了。它可能是世上 古老的古城。它屢經軍

隊的踐踏之後又保存了下來。但到大災難時期就不能存活了，它會被摧毀；正如以賽亞在這

裏所說的，它不再成為一個城市，必變作亂堆。不論哪一種解釋，都顯明以賽亞的預言是正

確的。 
 
以賽亞書 17:2 記載：“亞羅珥的城邑已被撇棄，必成為牧羊之處；羊在那裏躺臥，無人驚嚇。” 
 
“亞羅珥的城邑”是靠近大馬士革的郊區，會被摧毀。這可能已經發生了，而且還會再發生。 
 
以賽亞書 17:3 記載：“以法蓮不再有保障；大馬士革不再有國權；亞蘭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

人的榮耀消滅一樣。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北國以色列要背負自己的重擔，或承擔大馬士革的審判，因為他們與大馬士革結盟。根據列

王紀下 15:29 和 17:6 的記載，兩國都被包圍，百姓都被亞述王放逐。這當然證明以賽亞的預

言中有一部分已經應驗了，但對許多人而言，這預言是完全的滿足。我覺得這都是指向未來，

但神透過預言部分的應驗是要告訴我們，有一天先知的所有預言將會全部應驗。 
 
以賽亞書 17:4-11 記載：“到那日，雅各的榮耀必至枵薄；他肥胖的身體必漸瘦弱。就必像收

割的人收斂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乏音谷拾取遺落的穗子。其間所剩下的不多，

好像人打橄欖樹─在介儘上的枝梢上只剩兩三個果子；在多果樹的旁枝上只剩四五個果子。

這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的。當那日，人必仰望造他們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聖者。他

們必不仰望祭壇，就是自己手所築的，也不重看自己指頭所做的，無論是木偶是日像。在那

日，他們的堅固城必像樹林中和山頂上所撇棄的地方，就是從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棄的。

這樣，地就荒涼了。因你忘記救你的神，不記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樹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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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異樣的栽子。栽種的日子，你周圍圈上籬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種的開花；但在愁苦極其

傷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飛去了。” 
 
以賽亞是在對以色列的北方王國說話，而他所說的已經實實在在地實現了。經文所說的可以

應用在屬靈層面上。今天的以色列已成了綠地，黎巴嫩香柏樹的森林幾乎被移除了，但地上

還有很多樹。橄欖山遍滿了樹，但是當土耳其人控制巴勒斯坦時，這整片土地是光禿禿的，

沒有綠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開始在那塊地上種樹，如今的以色列政府仍然繼續這

項政策，現在那地區已是一片綠地了。 
 
以色列的罪在於依靠外邦過於信靠神。北國以色列與大馬士革（也就是亞蘭）結成同盟，為

的是侵略猶大或阻止亞述入侵，因此在道德、文化、宗教方面受到大馬士革的很大影響。以

色列依靠外邦權力過於信靠神的幫助，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這不僅僅是政治、文化的背叛，

乃是宗教、倫理的背叛，宣告放棄作為神選民享有的榮耀與義務。以賽亞藉秋收的比喻，宣

告神對以色列的審判。以賽亞只用一句話論及大馬士革的滅亡，但對以色列將受的審判，詳

細描述理由、情景及例外情況。以賽亞預言，神的百姓以色列受審判時，必有存留的餘民。

在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教訓：第一，無論何種情況，神都信守與立約百姓以色列所立之

約；第二，但神並未放縱罪惡，與神所立之約雖然有宗教、屬靈的特權，卻絕對不是免去倫

理責任的祈福性信仰之約。 
 
以賽亞書 17:12-14 記載：“唉！多民鬨嚷，好像海浪匉訇；列邦奔騰，好像猛水滔滔；列邦

奔騰，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責他們，他們就遠遠逃避，又被追趕，如同山上的風前糠，又

如暴風前的旋風土。到晚上有驚嚇，未到早晨他們就沒有了。這是擄掠我們之人所得的分，

是搶奪我們之人的報應。” 
 
本段經文預示亞述入侵猶大遭到失敗。在前段經文，以賽亞預言大馬士革與北國以色列將被

神的審判工具亞述所滅。在這段經文，以賽亞預言日後亞述入侵猶大，因神戲劇性的介入，

猶大不會被攻陷，龐大的亞述帝國將會遭遇失敗。四十年後（即主前 701 年），此預言得以成

就。雖然神如此幫助，但猶大 終還是重蹈北國以色列之覆轍，走上墮落之路，主前 586 年

被巴比倫所滅。 
 
以賽亞書 18 章有五個審判，就是“古實河外”的審判。以賽亞心中到底是指哪一個國家，無

從查考，因此有很多解釋。有些人認為是指埃及，但與這段描述的情況不合，而且埃及是下

一章的主題。在 19 章，我們會看到神和這個國家的關係還沒結束，關於對埃及的預言已經應

驗。有人說，18 章是指英國和美國，這種解釋也站不住脚跟。我相信 合乎聖經的本文和主

旨的是指埃塞俄比亞。聖經有兩個古實，一個在亞洲，一個在非洲。我相信這裏所說的古實

是指非洲的古實，就是“河外”之地，古實河就是尼羅河。現在神要世人把注意力放在古實

身上。 
 
以賽亞書 18:1 記載：“唉！古實河外翅膀刷刷響聲之地，” 
 
本節的“唉！”和 1:4 的“嗐！”是同一個字，都是嘆息的意思，或者說像 55 章的“喂”，

是要人注意的感嘆詞。在這裏神說：“喂，這地上的人，聽我說，要注意聽！” 
 
“翅膀刷刷響聲之地”可以譯作“翅膀遮蔽之地”。有一個宣教士曾在這裏住了好幾年，他

說：“埃塞俄比亞 著名的就是鳥。古實被稱為‘翅膀之地。’”這使我確定這裏的古實指

的就是埃塞俄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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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實位於尼羅河上流，許多昆蟲在此栖息。尤其蒼蠅很多，因有很多適於蒼蠅栖息的湖水和

沼澤。以賽亞充分利用地域的特殊性，强調所傳達的信息。藉此地區的地理特徵，暗示為防

禦亞述入侵，被召集的軍兵震耳欲聾的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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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