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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39）上帝的審判只是短暫，祂對我們長久的態度是拯救與赦免 

（賽 5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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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從經文信息的進展看，第四首僕人之歌是救贖的高峰。這是 長的一首僕人之歌，而內容也

豐富，經文詳述僕人的樣式和工作，也提及他的工作果效。從以賽亞書的內容分析，我們

看見先知介紹一位僕人的工作，這位僕人在以賽亞書中逐步顯示在舊約的讀者眼前。先知書

的作者和讀者一同等候這樣的一位僕人出現，按以賽亞書而論，我們無須指明這僕人是誰，

因這已經超越以賽亞書啓示的範圍。 
 
以賽亞書 53:1-9 以第一人稱眾數說話，發言的是以色列人，內容是懊悔自己對僕人的作為不

諒解，不知僕人所忍受是為了以色列人的罪過。首先，先知表達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信息。

以色列人驚嘆沒有人會信他們所見證的事，因為這位僕人的外表被人藐視。以賽亞書 53:2 以

植物比喻僕人的容貌，像嫩芽，又像根出於乾地，平凡的成長，沒有特別之處可以叫人注目，

不單沒有被尊重，更加被人藐視。以賽亞書 53:3 兩次强調他被藐視，內中又指他經歷痛苦和

疾病，人生充滿不幸，這正是他不被人尊重，反而被人藐視的原因。憔悴受苦的人當然得不

到人的尊重，僕人因著以色列人的誤會受痛苦，不被人諒解，但令人驚嘆的是：他所作的是

為了別人的需要。 
 
4 節以“誠然”開始，是發言者的醒悟，他們誤會僕人所承受的是神對他的懲罰。5 節進一步

說明人對神的背逆，人的過犯使僕人壓碎，因他受的懲罰，人得平安；因他受的鞭打，人得

到醫治，說明僕人受苦的功效，使以色列的困境得解救，但為何這稱為“我們”的人要受苦

呢？6 節指出這是因為這些人如羊走迷，和充滿罪惡。如羊走迷的理解是各人行自己的路，

沒有遵從神的指引。這些人犯罪當受的刑罰，神都加在僕人身上。這段經文說明責罰由罪而

來，更提出替代的信息：無罪者為有罪的人、離棄神的人受罰，而且這是神的作為。 
 
僕人為人受苦到更高的境界，是為人的罪而死，而且是甘心的、謙卑的和安靜地為人犧牲。

以賽亞書 53:7-9 是舊約的救贖福音，7 節以羊被宰殺描寫僕人被殺的情景，經文强調僕人的

無聲。他不發言爭辯，也不訴冤，因為他明白所謂何事，他也甘心走上被殺之路。8 節用法

庭的情景描寫僕人受害。僕人被拘捕和審判，然後被帶走、鞭打， 後被殺，不再存活於世

上。當日的人沒有考慮過他所遭遇的，是因為百姓的罪。9 節描述僕人的死亡和埋葬，僕人

死在罪人中，但竟然和富有的人一同埋葬，是先卑微後得到高升。 
 
10-12 節是本僕人之詩的 後一段，闡述僕人所遭遇的一切，是神的計劃，是神所喜悅的事。

10 節强調神的喜悅，開始時以喜悅為動詞，結束時喜悅為名詞，中間記述神對僕人的工作設

計。神要壓傷僕人，使他痛苦，使他的生命為贖罪祭，意即獻僕人的生命如獻贖罪祭，這樣

他會見到他的後人，他也得以延長年日，這些都是神喜悅並且作成的事。這節經文所表達的

信息有清楚的地方，僕人是贖罪祭，即他的犧牲，使人的罪得赦，而且救贖的果效延展下去。

但這節經文令人費解的是，一個以生命為贖罪祭的僕人，如何延長自己的年日？死亡和長壽

如何同時實現？ 容易的解釋是復活。死亡是僕人的工作，復活是聖靈的果效，就是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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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子延長；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僕人以自己為贖罪祭是一個比喻，並非真正死亡，這詩

歌體的描述旨在說明僕人的犧牲及其功效。11 節是救贖的果效，第一個詞組直譯是“從他生

命之痛苦，他看見、他滿足”。經文沒有說明他看見什麽， 可能是 10 節的後裔，即 11 節

的因僕人的工作，使許多人成為義。僕人完成工作，心滿意足，因為他是義僕，也使人為義，

正如 11 節 後一句所述，使人成義的結果，是因為他擔當了他們的罪，正回應了 10 節的僕

人作為贖罪祭。12 節因僕人的工作，神使他高升，有如一位戰爭得勝的人得到高位，分享擄

物。他認同罪人，成為罪犯中的一位，又救了罪犯。 
 
第四首僕人之歌顯示了一種救贖方法，要解決神子民 基本的問題──罪。以色列人終極的

救贖，不止回國和以色列國度的重建，而是 基本引致滅亡的原因，要完全地解決。耶和華

的僕人所要處理的正是這事，處理這問題的方法，在舊約聖經其他經文沒有出現過的，就是

一位神的僕人，甘願謙卑自己，為人受苦，甚至丟棄性命，使人因他得稱為義。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賽亞書 54:1-17 的內容。 
 
闡述僕人的救贖信息後，經文以兩首邀請之歌完結 40-55 章這個救贖的信息。神分別向自己

的子民和普世呼籲，正如救恩先臨到神的子民，然後伸延到普世。54 和 55 章都以“你”為

呼喚的對象。不同之處在於 54 章的“你”是女性單數，而 55 章的“你”是男性眾數。54 章

以錫安為呼喚的對象，而 55 章則對全人類作廣泛的邀請。這兩章經文都是緊接著神僕人的救

贖詩歌，54 章邀請錫安因所蒙的恩向神歡呼感恩，但 55 章則邀請人尋找神。 
 
54 章是向錫安邀請之歌，本章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錫安──耶和華所愛的妻子（1-10 節）；

第二，錫安──重得榮耀的城（11-17 節）。 
 
以賽亞書 54:1-10 記載：“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産難的要發聲歌唱，

揚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

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

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懼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

因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不再記念你寡居的羞辱。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耶和華召你，如召

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的。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

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

華─你的救贖主說的。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怎樣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

我也照樣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

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本章以喜樂的音調開始這個邀請，錫安以神妻子的身分出現。神呼喚她向神歌唱，她本來是

不蒙祝福的女子，是一個沒有子女的棄婦。神現在應許她的帳棚要擴張，她將有後裔得列國

為業。6 節解釋這一個現象，是因為“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

娶被棄的妻。”神只是暫時離棄她，現在要再一次憐憫她。神以兩件事說明祂要向以色列人

再施恩愛，首先以洪水的事件說明，神當日如何起誓不再以洪水毀滅世界，今天同樣起誓不

向以色列人發怒。第二以大自然說明，就是大山、小山會震驚，甚至離開原處，神對以色列

人的慈愛也不改變，因耶和華是那位憐恤以色列人的神。 
 
這十節經文主要用的圖像，就是妻子與婦人生子的圖像，說明耶和華與祂的妻子以色列那種

不能分割、不能離棄的關係。經文的格式比較多元，我們在1節看見讚美詩的格式“要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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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4 節看見拯救應許的格式“不要懼怕”，更在 10 節看見救恩的宣告格式“我的慈愛必不

離開你”。以賽亞把不同的格式放在一起，帶來一種集大成於一身的感覺，以各種 動人及

典型的字句，來說明耶和華與以色列民所立的盟約之堅定。在以賽亞書 54:1-10 的經文裏，

我們可以看到主慈愛的三個方面。 
 
主慈愛的第一個表現在 1-3 節。1 節經文以讚美作為開始，指出那些不懷孕及不生育的婦人要

歡呼，讓我們想起撒拉，也讓我們在被擄的場景中，想起她們就是耶利米哀歌當中提到的“錫

安女子”。根據當時的文化而言，“錫安女子”是一個比喻，比喻錫安城及其子民好像女子

那般的軟弱，“錫安女子”在被擄時失去了子民，就好像那些不懷孕及不生育的婦人一樣。

現在 1 節呼籲這般在不育情況下的婦人要歡呼，因為將來她們要比有丈夫的人所擁有的兒女

更多，這種歡呼是預言性的，這種讚美是應許性的，成為這般不懷孕的婦人讚美的理由。5
節指出“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所以 1 節所說的婦人是一個比

喻，就是指以色列。這樣，2-3 節指出擴大居住之地的圖像，說明這位婦人以色列的後代將要

多不勝數，這種後裔極多而需要擴大居所的情況，便是一種對不育婦人的拯救。因此，由不

育到極多後裔，便是主慈愛的第一個表現。 
 
第二個主慈愛的表現，就是在 4-6 節看如何逆轉“幼年的羞愧”，這些羞愧包括“守寡”以

及在 6 節出現的“心中憂傷遭遺棄”，這些都是被擄的圖像，說明以色列民被擄彷彿就是被

耶和華遺棄而成為寡婦一樣，然而，這種“幼年的羞愧”將得到逆轉，耶和華呼籲她“不要

懼怕”，並且要“召回”她。原來，就算以色列民的罪孽有多大，被擄的光景似乎是壓倒性，

耶和華 終也會在管教與審判過後再次安慰她，以致她不再蒙羞。 
 
第三個主慈愛的表現，就是 7-10 節所描述由暫時的怒氣轉為永遠的盟約，並且用了挪亞之約

說明，必不再以同樣的方式，就是洪水與被擄來刑罰以色列民。以賽亞用了 古老的盟約來

說明現在以色列這婦人的經驗，這樣的經驗也是一種完完全全轉化的經驗，像昔日挪亞的約

一樣。關於挪亞之約，我們明白神拯救的行動，不是導致盟約的成立，盟約不是拯救的基礎，

而是拯救的確認，在挪亞的年代，神不是先立約才拯救，而是先拯救，然後再以約確認拯救。 
 
透過上述的十節經文，我們看到主的慈愛永不離開我們，因為祂賜下蒙福的應許，因為祂除

去我們的羞愧，也因為祂的審判只是短暫，祂對我們長久的態度是拯救與赦免，基於以上三

點，就算我們身處在“不生育”、“羞愧”及“審判”的光景中，也知道我們還是有讚美及

歡呼的理由，這不是由於我們所身處的光景立刻已逆轉，而是由於神的應許與信實永遠不變，

這種不變的常數為我們多變的生命注入盼望，成為我們歡呼的理由。 
 
以賽亞書 54:11-17 記載：“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

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四圍

的邊界（或譯：外郭）。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義得

堅立，必遠離欺壓，不致害怕；你必遠離驚嚇，驚嚇必不臨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卻不由於

我；凡聚集攻擊你的，必因你仆倒（或譯：投降你）。吹噓炭火、打造合用器械的鐵匠是我所

造；殘害人、行毀滅的也是我所造。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

攻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這是耶和華僕人的産業，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義。這是耶和華說

的。” 
 
11-17 節描寫神為以色列人所建榮美的耶路撒冷城。11 節原文並無“人”字，所以更貼切是

指耶路撒冷城是困苦、得不到安慰的城。神要用各種寶貴的石頭，建立這城的根基、城樓、

城門和城牆，是一美麗榮耀的城。城中的人民得神的教導，而且大享平安，無懼有人來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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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些攻擊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軍事的，神回答說祂是這些攻擊耶路撒冷的人的創造者，

就是神不容許他們向神的子民動刀動槍；另一方面是法律或審判方面的攻擊，祂的子民從神

得到公義。總括來說，神自己要保護這城，建立耶路撒冷為神榮耀的城，神稱這城是“耶和

華僕人的産業”。 
 
我們在其他先知書常常看到耶路撒冷城，以往常在欺壓困苦人、流人血、多行不公不義、拜

偶像行邪淫，沒有履行耶和華的律法、沒有為百姓帶來公平公義，所以耶和華使她被擄，城

牆與聖殿都被徹底地拆毀，一無所有。在世人看來，這是罪有應得的城。 
 
可是，耶和華對耶路撒冷卻有另外的心意，祂還是期待耶路撒冷的將來。在 11-12 節，以賽

亞預言這受困苦、被暴風捲走、不得憐憫的城，將來神必用很多不同名貴的寶石，來建築城

牆、城門、邊界與根基，代表這城將來的榮耀超越她本來的，也是世上所有城市中 富有及

榮華的。在此我們要留意，這種寶石的外牆並不表示耶路撒冷只是虛有其表，反之，她的

子民有敬虔的生命質素，在 13-14 節“你的兒女”都要領受耶和華的教導以致享平安，城內

必以公義來管治，離開從前而有的欺壓與驚嚇，那些弱勢的人得到伸冤，城內也不再有流人

血的事，因著這種公義的實踐，這城從此得到堅立。所以，耶路撒冷的堅立與平安並非因為

軍事與財富，而是因為耶和華的教導以及公義的實踐。 
 
以公平公義來使城堅定的耶路撒冷或許會有人來攻擊，但在 15-17 節，耶和華卻應許將來就

算受到攻擊，攻擊她的人也必會仆倒，他們的兵器也無效用。經文指出這些攻擊不是由於耶

和華，而是別國的人對華麗的耶路撒冷之口舌所致，這些口舌可能指別人的冷嘲熱諷，也可

能指別人對耶路撒冷的羞辱，這些攻擊都必沒有任何果效。原來，當耶路撒冷以公平公義來

作管治，所有的百姓及官長都因而變得光明正大，再大再多的冷嘲熱諷，也能理直氣壯地被

駁斥，百姓都以坐在公義的一方而自豪。 
 
透過上述的經文，我們看到神給以色列人的應許，只要他們行公義，就算他們受到攻擊，攻

擊他們的人也會仆倒。同樣地，這也是神給我們的應許，只要我們遵守神的教導，即使我們

看似受委屈，被別人欺負，但是我們相信神一定會安慰我們，為我們伸冤，你相信神的應許

和公義嗎？ 
 
其實，耶路撒冷的公義，並非因為其中的百姓的素質有所改變，而是因為耶和華對耶路撒冷

不離不棄，以及百姓願意行使公義的心。罪人得刑罰並願意悔改，神便能由咒詛的荒涼中重

建華麗的城邑，在不公義的土地上能再次找到公平與公義，在絕處找到恩典處處，在哭泣與

悲哀中找到盼望的理由。而你也願意在悔改的路上前進，決意到達重建的彼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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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