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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20）我們不能放棄努力，罪雖在蔓延，但我們可以抵制罪 

（賽 2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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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22:25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度瑪或以東是神百姓的宿敵。以色列人落入亞述手中時他們高興，這便注定了以東的毀滅。

根據約書亞記 24:4 的記載，西珥山是神賜給以掃及其後裔的産業，所以西珥是以東的別名。

先知俄巴底亞曾詳細地預告了以東的毀滅。 
 
以賽亞在以賽亞書 21:13-16 這段經文裏，列出的地方都在阿拉伯的境內，是控制陸上商路的

邊境城巿。這是以賽亞所預言的一個災難。 
 
“異象谷”是指耶和華所住的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不會遭受攻擊，除非神的百姓背離了神。

可是神的百姓用各種方法尋求可能的保護，就是不向神求助。他們相信自己的智慧、武器，

甚至他們的異教鄰邦。 
 
以賽亞雖警告了百姓，但他們仍不悔改，因此他們要受到神的審判。以賽亞顧念百姓，為百

姓受到的審判感到痛心，深深悲哀。有時候我們所關心的人不聽我們的勸告，結果他們遭受

到本來可以避免的痛苦。我們很多時候為這些事傷心。神期望我們參與別人的事，有的時候

也要我們跟他們一同受苦。 
 
以攔和吉珥處於亞述的統治之下。整個亞述帝國的軍隊，包括為臣的各路諸侯都前來攻打耶

路撒冷。 
 
領袖們在竭力準備戰爭：他們有了武器，修築了城牆，在水庫中儲備了水。但他們所有的努

力都白費心思，因為他們從來就不向耶和華求助。我們經常採取的措施，往往本身不錯，但

不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得到武器修築城牆”，但要有神來指導工作才行。 
 
人們說“讓我們來吃喝”，這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希望。他們四面受攻，本應悔改，可是他們

卻選擇了歡宴。問題的根本在於猶大不信靠神的能力和應許。以賽亞書 56:12 記載：“他們

說：來吧！我去拿酒，我們飽飲濃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哥林

多前書 15:32 記載：“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什麽益處呢？若

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當你面對困難的時候，要去尋求神。

今天我們仍然看到有人在放棄希望，人們對無望有兩種普遍的反應：絕望和自我沉淪。但人

的一生並不是永無指望，所以我們不應因一時的困難而絕望。正確的反應當是信靠神和祂的

應許，神要把我們帶入祂創造的理想新世界。 
 
舍伯那是位宮廷掌管財物的高級官員。他跟耶路撒冷的其他人一樣務實。他可能支持猶大與

外國聯盟，因為他忽視了以賽亞的忠告。神說，舍伯那要丟掉他的職位並由以利亞敬接任。

以利亞敬在屬靈上就像被楔入“牢固處”的“釘子”。不幸的是以利亞敬也會跌倒，因為他

也是人。只有基督是真正堅固的釘子，基督徒應把自己的人生和每件事，都定睛在主耶穌身



 

2 

 

上。 
 
接下來，我們進入以賽亞書 23:1-24:4 的研讀與查考。 
 
以賽亞書 23 章所記載的是神對列國的第十一個審判，也是最後一個審判。以賽亞書提到審判

的對象是以色列周圍的列國。每一個國家都代表神要審判的原則、哲學或制度。讓我重複這

十一個國家，並說明他們所代表的意義： 
 
第一，巴比倫，代表假宗教和偶像。偶像就是貪婪，是無止盡地渴望更多，熱衷於累積世上

的物質。 
 
第二，非利士，也就是巴勒斯坦，代表偏離正道、已經離棄了真正的信仰。今天的教會也有

類似的現象，他們遵守儀式、重複背誦《使徒信經》和主禱文。從外在來看，他們似乎持守

聖經，實際上卻否定聖經裏的真理。他們變節了，遠離了他們曾經信靠的獨一真神。 
 
第三，摩押，代表形式上的宗教，也就是說，表面上看來很敬虔，內心卻否認敬虔的能力。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人用盡一生累積物質，眼睛專注於想要的東西。人是

貪婪的。有些人從小就在相信聖經的教會中長大，但是他們其實已經遠離了聖經的教導。他

們去教會只是遵守形式、儀式或習慣，從外表來看都很好，但本質卻是死的。 
 
第四，大馬士革，代表妥協。這是今天大多數教會的立場，即使基本教義派也是一樣。感謝

神，還有一些教會持守真理！ 
 
第五，古實，代表宣教！我們需要一起傳福音！ 
 
第六，埃及，代表世界。神要以色列出埃及，亞伯拉罕在埃及陷入窘境。聖經勸我們：“不

要愛世界。”我們有很多人陷在世界的麻煩中。 
 
第七，波斯，也指巴比倫，代表奢華。在逐漸富裕的社會中，大多數人喜愛奢華的生活。 
 
第八，以東，代表肉體。有很多人服事肉體。 
 
第九，阿拉伯，代表戰爭。社會上有兩派人：好戰的和愛和平的，但和平團體擁護和平，卻

也願意為和平而戰！ 
 
第十，異象谷，也就是耶路撒冷，代表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有人以為政治可以解決世界

問題。 
 
第十一，推羅，代表經濟，就是龐大的商業利益。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有關神對推羅的審判的預言。 
 
推羅和西頓是腓尼基人的兩個重要城市。西頓是母城，很快就會被驕傲又富有的女兒推羅超

越了。腓尼基人的船隻進出地中海所有的港口，甚至進到地圖沒有記載、遠在天邊的海港。

腓尼基人是好戰、進步的民族。他們是定居北美的迦太基的祖宗。迦太基是羅馬的死對頭，

也是腓利基人的城市；基提的繁榮要歸功於與推羅的貿易關係。腓尼基人還建立了其他的中

心，例如他施。當先知約拿想逃離神時，他買了一張到他施的船票。他施在西班牙的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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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發現他施的？是腓尼基人。有趣的是，腓尼基人發明字母。推羅王希蘭是大衛王的好友。

在以西結書 26 章，我們會看到有關於推羅的預言，這個預言精準地應驗了。神說推羅會被巴

比倫毀滅，會被俘虜七十年，就像猶大一樣。推羅的百姓會回歸故土，就像以色列一樣，他

們在被擄之後，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重建了他們的城市，這個新建的城市距離舊城只有半英

里遠。根據以西結書 26:4 的記載，神說舊城的廢墟會被刮盡，後來亞歷山大大帝刮盡了推羅

古代的遺址，建造一條通往這座島嶼城市的堤道。他很聰明，不想再打仗，因為腓尼基人是

航海專家；所以亞歷山大大帝建了一個提道，從舊城連接到新城。現在這個堤道還在，到處

都是破爛的陶器。這些陶器、柱子、瓦礫來自古代推羅的廢墟。亞歷山大大帝刮盡了舊城表

面，才築好他的堤道，舊推羅的遺址全都在提道上。當亞歷山大攻取這座城時，以西結的預

言應驗了。以西結書 26:14 記載：“我必使你成為淨光的磐石，作曬網的地方，你不得再被

建造，因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23:1 說：“論推羅的默示：他施的船隻都要哀號；因為推羅變為荒場，甚至沒有房

屋，沒有可進之路。這消息是從基提地得來的。” 
 
本節經文描繪的是船隻從他施回到推羅，那裏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有消息告訴他們，推羅

已經被摧毀了。當他們駛近時，他們看到了城市的烟霧。然後他們看到城市被夷為平地，港

口被封鎖。推羅將不再是一個偉大的商業中心。 
 
以賽亞書 23:2 說：“沿海的居民，就是素來靠航海西頓的商家得豐盛的，你們當靜默無言。” 
 
“西頓”在推羅北方三十英里處，推羅和西頓結合在一起，是腓尼基人兩個主要城市。因為

西頓的海上貿易很有名，所以這裏的商人把推羅變成重要的城市。關於推羅被毀的預言已經

完全應驗了，但預言沒有提到西頓，到今天西頓還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如今，有許多船

隻裝滿了油，從西頓啓航，運往世界各地。 
 
以賽亞書 23:3 說：“在大水之上，西曷的糧食、尼羅河的莊稼是推羅的進項；她作列國的大

碼頭。” 
 
西曷是“黑色”的意思，是指尼羅河上游，尼羅河上游的泥沙淹沒了埃及，使埃及的土地變

得很肥沃。以前埃及的財富流經推羅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榮景了，只有不景氣而已！ 
 
以賽亞書 23:4 說：“西頓哪，你當慚愧；因為大海說，就是海中的保障說：我沒有劬勞，也

沒有生産，沒有養育男子，也沒有撫養童女。” 
 
這裏暗示推羅是西頓的女兒。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正確的。 
 
以賽亞書 23:5 說：“這風聲傳到埃及；埃及人為推羅的風聲極其疼痛。” 
 
推羅的毀滅摧毀了當時埃及的貿易。 
 
以賽亞書 23:6 說：“推羅人哪，你們當過到他施去；沿海的居民哪，你們都當哀號。” 
 
推羅被毀造成全面性的哀悼，甚至遠在西班牙南岸的殖民地也為之哭泣。當尼布甲尼撒摧毀

這城時，有一些推羅居民坐船逃到他施。 
 
以賽亞書 23:7 說：“這是你們歡樂的城，從上古而有的嗎？其中的居民往遠方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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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商業大城也是娛樂中心，因為在城裏要滿足人的肉體需要。現在先知以賽亞勸推羅人盡

可能逃得越遠越好，因為這個過去被稱為歡樂的城市要毀滅了。 
 
以賽亞書 23:8 說：“推羅本是賜冠冕的。她的商家是王子；她的買賣人是世上的尊貴人。遭

遇如此是誰定的呢？” 
 
“賜冠冕的”，意思就是“冠冕的城市”。推羅建立了冠冕的殖民地，換句話說，就是國王

直轄的殖民地。近代大英帝國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冠冕的殖民地受國王的立法和管理，他們

沒有自己的憲法和代議制政府。 
 
以賽亞書 23:9 說：“是萬軍之耶和華所定的！為要污辱一切高傲的榮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貴

人被藐視。” 
 
萬軍之耶和華決定要毀滅推羅，神不必為此道歉。 
 
以賽亞書 23:10 說：“他施的民（原文是女）哪，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羅河；不再有腰

帶拘緊你。” 
 
這河是指尼羅河。當尼羅河淹沒河岸時，他施的移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因為推羅

已經毀滅了，再也不能控制他施。“不再有腰帶拘緊你。”意思是不再受拘束或捆綁。 
 
以賽亞書 23:11 說：“耶和華已經向海伸手，震動列國。至於迦南，他已經吩咐拆毀其中的

保障。” 
 
你有沒有注意到本章有三種描寫推羅的方式？在 7 節，推羅被稱為“歡樂之城”；8 節，推

羅又被稱為“冠冕之城”；11 節，推羅則被稱為“貿易之城”。這三種描寫都是很貼切的。 
 
以賽亞書 23:12 說：“他又說：受欺壓西頓的居民（原文是處女）哪，你必不得再歡樂。起

來！過到基提去；就是在那裏也不得安歇。” 
 
4 節的暗示，在這裏做了清楚的聲明。推羅是西頓的女兒，西頓比較舊，從西頓來的富商建

立了推羅，曾為推羅帶來榮美景象。現在繁榮的喜樂消失了，推羅和西頓都要受苦。 
 
“過到基堤去；”可能有人認為，逃到基堤就可以從頭開始。如果這麽做，他們同樣要失望。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神做的，神利用人作工具來完成神的旨意。 
 
以賽亞書 23:13 說：“（看哪，迦勒底人之地向來沒有這民，這國是亞述人為住曠野的人所

立的。現在他們建築戍樓，拆毀推羅的宮殿，使她成為荒涼。）” 
 
當亞述是個大國時，巴比倫只是一個鄉下小鎮。現在巴比倫爭霸全球了。 
 
以賽亞書 23:14-16 說：“他施的船隻都要哀號，因為你們的保障變為荒場。到那時，推羅必

被忘記七十年，照著一王的年日。七十年後，推羅的景況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這被忘記的

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內，巧彈多唱，使人再想念你。” 
 
推羅要被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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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23:17 說：“七十年後，耶和華必眷顧推羅，她就仍得利息（原文是雇價；下同），

與地上的萬國交易（原文是行淫）。” 
 
七十年後，推羅會恢復，再次開始她的世界貿易。她會再成為偉大的商業中心，會與地上萬

國行淫。先知把推羅比喻為妓女，不斷地從事不聖潔的交易。神是這樣描寫這些重要的貿易

中心。我們往後看，到末日大災難時期的情形，會發現推羅又成為一個大國，她會進入千禧

年中。 
 
以賽亞書 23:18 說：“她的貨財和利息要歸耶和華為聖，必不積攢存留；因為她的貨財必為

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所得，使他們吃飽，穿耐久的衣服。” 
 
“她的貨財必為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所得，”推羅的貨財必全部奉獻給神。詩篇 45:12 記載：

“推羅的民（原文是女子）必來送禮；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 
 
17 節“與地上的萬國交易（原文是行淫）”，與緊接其後的 18 節“利息要歸耶和華為聖”，

形成鮮明對比。這意味著在歷史中，推羅將為以色列民族提供商業交易賺得的錢財。這象徵

悔改歸回的外邦人奉獻一切，參與福音事工。在舊約時代，不潔的金錢不能奉獻給神。以賽

亞在這裏的預言體現了不被律法纏累的精神：若金錢的主人完全悔改，金錢本身就不再污穢，

可用於聖潔的事工。 
 
先知以賽亞預言推羅將得到恢復。經文令人意外，與 19:18-25 的預言相似。與猶大一樣，推

羅在主前 605 年被尼布甲尼撒攻陷，  七十年後因瑪代、波斯得到解放。推羅人因悔改，將依

靠世俗商業積攢的錢財，用於聖潔的事工。 
 
以賽亞書 23 章結束了對列國的審判。24 章是新的一段，雖然主題還是審判。我們看到神的

審判就像滾雪球一樣，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現在神要對全地施行最後的審判，主耶

穌基督稱這個時期為大災難時期。有學者認為這就是末世論，就是神對全世界最後的審判。

13-23 章講的是神對列國的審判，這部分的預言絕大多數已經應驗了，但最後的審判還沒有應

驗。 
 
以賽亞書 24:1-4 說：“看哪，耶和華使地空虛，變為荒涼；又翻轉大地，將居民分散。那時

百姓怎樣，祭司也怎樣；僕人怎樣，主人也怎樣；婢女怎樣，主母也怎樣；買物的怎樣，賣

物的也怎樣；放債的怎樣，借債的也怎樣；取利的怎樣，出利的也怎樣。地必全然空虛，盡

都荒涼；因為這話是耶和華說的。地上悲哀衰殘，世界敗落衰殘；地上居高位的人也敗落了。” 
 
“地”原文是指以色列地，或全世界。從上下文來看，此處的“地”理解為“全世界”比較

適合。其實神的審判是雙重的，不只指向以色列地，也指向全世界。 
 
“居高位的人也敗落了。”意思是到那日，所有不思悔改的人都將滅亡。以賽亞惟獨談到平

常自以為高、自以為傲、自以為强的驕傲之徒的滅亡，原因有兩點：第一，他們的滅亡，更

能彰顯神的權柄；第二，他們要按照自誇、自高的程度，在神面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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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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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