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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30）希西家向巴比倫王的使者展示家中和全國的財寶及軍器； 

以賽亞安慰的話（賽 39: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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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7-38:2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因你向我發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話達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鈎子鈎上你的鼻子，把嚼環放在

你口裏，使你從原路轉回去。”這是亞述常用在俘虜身上的刑罰。把俘虜的鼻子用鈎子鈎住，

把嚼環放在嘴裏來牽著他們走，表示對俘虜的羞辱。 
 
神會因自己的榮耀，以及記念祂對大衛的應許之緣故，而保護耶路撒冷。亞述已衝撞了神，

他們不會成為神手中懲罰耶路撒冷的工具。耶路撒冷所不能做的，神將為他們而做到。如果

我們對神有足够的信心並向神求問的話，祂也會為我們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西拿基立的死在以賽亞書 10:12、33-34，以及 37:7 中都有所預言。他的死在列王紀下 19 章中

也有記載。 
 
當以賽亞找到希西家的時候，希西家病得很厲害。以賽亞告訴他要死的消息，希西家馬上轉

向了神。神答應了他的禱告，讓希西家多活了十五年。在回答急切的禱告時，神也可以改變

我們的生活。如果你想要徹底的改變，並以這種轉變榮耀神的話，那你就要毫不猶豫地向神

求告。 
 
根據歷代志下 32：24-26，就在希西家得到了醫治和解救的雙重神蹟之後，他犯了驕傲的錯誤。

後來他和他的臣僕謙卑下來，神就免除了對好幾代人的審判。 
 
希西家認識到他的禱告帶來了解救和赦罪。他的話“陰間不能稱謝你”，可能表示他不知道

神對那些信神的人在未來的賜福；也或許他是說死人無法讚美神。無論哪種情形，希西家知

道是神救了他的性命，所以他在詩歌中讚美神。希西家認識到，一些好的東西來自他的痛苦

經歷。如果你也在困難中掙扎，那就向神禱告求祂的幫助，從掙扎中得到益處。 
 
希西家說到了將主的喜樂由父親傳給子女、代代相傳的重要性。經過幾個世紀，信心的産業

臨到了我們，是因為那些信心的男女將神的信息傳給了我們。 
 
有位牧師生病時想起希西家的故事。他禱告說：“如果你讓我活下去，我保證會遵行你的旨

意，繼續傳福音。”因此這位牧師盡心、盡力、盡本分，不敢讓神失望。但神也不要他工作

過勞而死，一切都該合情合理。經歷像希西家那樣的神蹟之後，人會有遠離神的危險。你可

能認為希西家應該會更親近神的，但沒想到希西家遠離神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以賽亞書 39:1-40:11 的內容。 
 
猶大的敵人從亞述變成巴比倫，這是這一段經文的特色。這時的巴比倫還是幼發拉底河岸苟

延殘喘的小城，不能跟亞述相提並論。可是巴比倫必然會成為外邦人中最偉大的國家，就像



 

2 

 

金頭一樣，使得以賽亞書 39 章格外有意義。這一章顯示希西家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以及他人

性的脆弱和軟弱。往往在重大屬靈得勝之後，最大的失敗也隨之而來。 
 
以賽亞書 39:1 記載：“那時，巴比倫王巴拉但的兒子米羅達‧巴拉但聽見希西家病而痊癒，

就送書信和禮物給他。” 
 
米羅達‧巴拉但這個人對我們是沒有意義的，但他的名字卻有意義。“米羅達”意思是“反

抗者”，“巴拉但”意思是“不是神”。接續米羅達‧巴拉但作王的是寧錄，寧錄是巴比倫

的國父，代表反抗神的是撒但，撒但就是“世界的神”。 
 
米羅達‧巴拉但差派使者帶了一封信來諂媚希西家。這些使者說：“巴比倫王很關心你，聽

說你病了，又好了，所以他要送一份禮物來恭喜你。” 
 
以賽亞書 39:2 記載：“希西家喜歡見使者，就把自己寶庫的金子、銀子、香料、貴重的膏油，

和他武庫的一切軍器，並所有的財寶都給他們看；他家中和全國之內，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

他們看的。” 
 
這時，希西家沒有失去什麽財寶，這些財寶都是大衛和所羅門所收藏的。希西家犯了一個大

錯，就是炫耀他的金銀，因為他富可敵國。歷代志下 32:27-29 記載：“希西家大有尊榮資財，

建造府庫，收藏金銀、寶石、香料、盾牌，和各樣的寶器，又建造倉房，收藏五穀、新酒，

和油，又為各類牲畜蓋棚立圈；並且建立城邑，還有許多羊群牛群，因為神賜他極多的財産。”

希西家怎樣接待巴比倫的大使，是件有趣的事。他們送他一份禮物和巴比倫王寫的慰問信。

希西家沒有把信打開，攤在神面前，像他把亞述王寫的信攤在神面前一樣，他反而把信放在

一邊。他們諂媚他，於是他給來賓貴賓級的待遇。他帶他們參觀耶路撒冷。所羅門壟斷了黃

金市場，以及幾個重要的市場。這一切都藏在耶路撒冷。希西家愚蠢地向客人炫耀這些大筆

財富。巴比倫使者們回去禀報巴比倫王說，當他們國家漸漸强大起來的時候，只要透過戰爭，

就可以把這些財寶拿到手。 
 
希西家犯了一個大錯，他要服事神的誓言歸於無有。當初面對死亡時，他迫切尋找神，如今

卻改變心意。為證明自己與巴比倫站在同一戰綫上，不惜誇耀自己的財寶。希西家不該給他

們看財寶，而應見證使日影在日晷上後退十度、醫治自己的神之恩典。以賽亞聽說了這些事。 
 
以賽亞書 39:3 記載：“於是先知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問他說：‘這些人說什麽？他們從哪

裏來見你？’希西家說：‘他們從遠方的巴比倫來見我。’” 
 
希西家覺得自己沒什麽不對，但以賽亞卻看出了危險。 
 
以賽亞書 39:4 記載：“以賽亞說：‘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麽？’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

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希西家極其愚蠢。 
 
以賽亞書 39:5-7 記載：“以賽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話：日子必到，凡你

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眾子，其中必有被擄去、在巴比倫王宮裏當太監的。’” 
 
希西家像個小丑。他不該把財寶向陌生人炫耀。 



 

3 

 

 
希西家的罪，是當時蔓延在猶大百姓中諸般罪惡的一種代表。藉此，神向整個民族宣告審判，

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後，財寶就會被奪去，意味著耶路撒冷最終的滅亡。當然，百姓亦有罪，

並非只因希西家而無辜滅亡。但領袖的罪孽，必帶來全民族的滅亡。 
 
根據列王紀下 24-25 章，以及但以理書 1 章的記載，以賽亞的預言完全應驗了。 
 
以賽亞書 39:8 記載：“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因為在我的年日中必

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 
 
希西家回答以賽亞的話很奇怪。他的意思是：“只要在我有生之年不發生就好了。”他希望

在他有生之年不發生這些事，但他的兒子、孫子、曾孫怎麽辦呢？這些事會發生在他們的時

代。希西家的壽命延長了十五年。這樣好嗎？不好。他活像個小丑。在這十五年中發生了三

件可怕的事。這一章就在這些歷史事件中結束了。 
 
我們可從兩個角度思考希西家的話。一方面，希西家只滿足於即時的安泰，不顧後人的遭遇；

另一方面，如同大衛與拔示巴同居，聽到先知拿但的警告，立刻悔改認罪一樣，希西家也謙

卑地順從了先知以賽亞的警告。若是後者悔意，表明希西家認識到將要臨到猶大的震怒，是

他犯罪付出的極大代價。人認識到神的震怒是罪的代價，就會認識到神是公義的，也會知道

自己所要受的震怒比當受的要輕。若是前者態度，他不過是愚昧人，只安於現狀，不知為明

日作預備。 
 
以賽亞書 40 章把我們帶進了以賽亞書的最後一個主要部分。以賽亞書第一部分和最後一部分

之間有很大的對比。第一部分是至高神在寶座上的啓示，最後一部分是救主要經歷苦難的啓

示。在 6 章，我們看到冠冕；在 53 章，我們會看到十字架。第一部分的主題是神掌權，從

40 章開始，本書最後一個部分是講神的恩典。“你們要安慰”是開場白，點出此書最後一部

分的氣氛和節奏。來自上帝的信息是安慰，而不是我們在以賽亞書第一部分看到的審判。 
 
由於主題的改變，有人提出可能還有第二個作者以賽亞，他們認為這卷書是由兩個不同的作

者寫的，也就是以賽亞書由兩個不同的以賽亞寫的。但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其實信息稍有改

變，並不一定表示作者有改變。信息變了，但是傳達信息的人沒有改變。有些作者常寫主題

不同的文章。比方說，我讀過詩篇 2 篇，主題是神的審判，也讀過詩篇 22 篇，主題是神的救

恩；這兩個主題完全不同，但作者是同一個人。在以賽亞書的這一部分裏，西奈山的閃電被

神奇妙的恩典信息所壓制。 
 
以賽亞書 40:1 記載：“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此書第一部分的“禍哉”和“審判”，已經被一位擔負重擔的人除去了，祂將要應驗以賽亞

對祂所說的一切預言。根據馬太福音 11:28 的記載，祂邀請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

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主耶穌基督背負了重擔。“你們要安慰，你們要安慰”，

這是神內心最渴望的象徵。我們的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哥林多後書 1:3-4 記載：“願頌

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聖靈是保惠師。約翰

福音 14:16 記載主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譯：訓慰師；下

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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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2 記載：“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她宣告說，她爭戰的日子已滿了；她

的罪孽赦免了；她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據說在以色列，如果房屋負債或是要抵押時，他們要寫在紙上，也就是寫在法律文件上，然

後貼在門前，讓所有的鄰居和朋友知道，他們的房子已經抵押了。另外一個副本由擁有抵押

權的人保管。當債還清時，第二份副本，也就是複寫的副本，也要貼在門上，讓所有的人都

知道債務已經還清了。這就是“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的意思。耶路撒冷的罪，已經因在

耶路撒冷城牆外的主耶穌所經歷的苦難，被還清了。這是舊約神處理百姓罪的問題，與今天

不同的原因，也區分了基督教與其他異教，以及與摩西律法不同之處。不同的地方隱藏在“安

慰”這個詞中。異教的人會獻祭給他們的偶像，平息偶像的憤怒，這就是“安慰”的意思。

很多人也以為聖經也是這個意思，他們必須做什麽使神息怒，因為神生氣了。異教徒總是這

麽做，因為他們的偶像很容易生氣、很難相處，他們的偶像很容易受傷、不太友善。其實是

罪的緣故，人的罪使人與神隔絕，但神主動做了一些事。神是仁慈的，你不需要做什麽來取

悅神。神會息怒，我們要與神和好。神做了該做的事，我們要與神和好，不是要做些事來取

悅神。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神已經得勝了；我們只要接受基督為我們成就

的事。“安慰”是要給失喪的人。 
 
以賽亞書 40:1-2 預言神將拯救自己的百姓，强調神具有如此能力。如果神愛百姓，卻沒有能

力，就不能拯救他們。以賽亞强調神不僅有愛，還有能力，激勵百姓更加信靠神。 
 
以賽亞書 40:3 記載：“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說：當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四福音的作者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都把這節經文引用在施洗約翰身上。既然這節經文

四次出現在新約中，我們可以確定這節經文就是指施洗約翰。 
 
以賽亞書 40:4-6 記載：“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

親口說的。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什麽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

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路加把本段經文引用在施洗約翰身上。施洗約翰在基督事工開始之前，在曠野向猶大和耶路

撒冷宣告話語，督促悔改。 
 
以賽亞書 40:7-8 記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人好像田野裏的草。可是我們像草，還有什麽好安慰的呢？經過春雨澆灌之後的草是很美的；

但是只要太陽曝曬幾天，草就會枯乾死亡。人就像草一樣容易枯萎。或許你會說：“這怎麽

是安慰呢？”但主裏確實有安慰。人是無助的、是脆弱的、是軟弱的，但神的道是有能力的、

是確定的、是安穩的。神的道是我們的藏身之處，是我們可倚靠的根基，是我們的寶劍和盾

牌，是我們的高臺，是我們的保護，是我們的安身之所，是我們的救恩。彼得前書 1:23-25
記載：“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

的道。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

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只有福音可以給人永生，人在世上不過是過

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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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下面奇妙的信息。 
 
以賽亞書 40:9 記載：“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

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福音就是“好信息”，施洗約翰的“好信息”就是：“看哪，你們的神！”除非你看到耶穌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否則你就不能真正認識祂。你來到祂面前，要接受祂是神，祂不只是

人；祂是神、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如果祂只是人，就不能作我的救主；祂是以馬內

利，祂是我的救主。這真是太奇妙了。 
 
以賽亞書 40:10 記載：“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

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以賽亞把基督第一次降生和第二次再來寫在一起。這節經文所表達的意思是等候主的再來。

事實上，福音包括基督第一次降生和第二次再來。我們往往只偏重一邊，强調主耶穌第一次

降生，或强調祂的再來。我們兩樣都要强調，這才是完整的福音。 
 
以賽亞書 40:11 記載：“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

那乳養小羊的。” 
 
當主耶穌降生時，祂用了牧羊人的頭銜。約翰福音 10:11 記載主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

牧人為羊捨命。”在約翰福音 10:15，主耶穌又說：“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

我為羊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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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