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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賽亞書（42）聖殿領袖都是失職的領袖；領袖的罪是貪圖逸樂、玩忽職守，

而人民的罪是拜偶像；耶和華宣告救贖的信息（賽 56:9-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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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8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以賽亞書最後的十一章經文，部分學者稱之為第三以賽亞。學術界認為以賽亞書的成書是源

自一個長年累月的過程，前後約 250 年，由亞哈斯年代的以賽亞先知作起點，經歷多代的門

徒承傳而成。以賽亞書多處都說明有這種門徒傳承的情況，以致以賽亞本人的信息能在不同

的時代得以延續及發揚光大，這多代的傳承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對應了以賽亞書中三個部

分的組成，分別是第一以賽亞（1-39 章）、第二以賽亞（40-55 章），以及第三以賽亞（56-66
章）。第一以賽亞的成書背景大約是被擄早期，第一以賽亞這位門徒收集以賽亞本人及其有關

的神諭而成；第二以賽亞的成書背景大約是被擄後期及回歸早期，第二以賽亞這門徒把以賽

亞先知的神學應用在回歸的處境中，讓人在回歸的道路上得到鼓勵；第三以賽亞是最後一代

的門徒，他身處在波斯帝國的年代，耶路撒冷的聖殿及禮祭已形成，回歸的以色列民面對大

國之下身分的張力與挑戰。第三以賽亞便興起，承接以賽亞先知的神學，鼓勵當時的猶大人

在耶路撒冷要回歸律法，主張要活出安息日、禁食與禧年喜樂的精神，在異象中看見錫安的

福音，並以新天新地的終末遠景來定義當時在波斯帝國之下的身分。這樣，三部分的以賽亞

書代表了三個時代的先知，他們的時代不同，但他們卻傳承同一位師傅以賽亞的神學，讓人

明白神藉以賽亞啓示的真道是永活的道，永恆地向不同的時代說話。因此，就算第一、第二

及第三以賽亞把全書分為三部分，以賽亞書還是一卷書，因為這是一個學派所形成的書，傳

遞了一致的神學思想，卻奇妙地向最少三個時代說話。 
 
被擄回歸的猶大人面對很多的挑戰，他們第一項的挑戰是身分的危機，當猶大國已不再成國，

而是成為波斯帝國的一個省分，他們的身分需要從由國家主權定位改變為對宗教信仰的堅持，

當所羅巴伯把聖殿重建在耶路撒冷錫安山上之後，猶大人的身分角色都圍著這聖殿而建立。

他們是屬於耶和華的子民，是在聖殿獻祭及敬拜的人，他們是守安息日的子民。活出神喜悅

的禁食，活出公平公義，也盼望終末的新天新地，這些信息對回歸的猶大人來說很重要，也

是建立他們身分認同的基本神學元素。簡單來說，猶大人不再以國家主權來定義自己的身分，

而是以信仰及摩西律法的實踐來定義自己的身分，他們是耶和華的國民，也是神聖的子民。 
 
緊接著 40-55 章，豐富的救贖信息之後，56 章以責備警戒開始，呼召人離罪悔改，然後看見

神的榮耀重臨錫安，天地為之改變。這個段落的中心是錫安的復興，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國，

祂親自降臨錫安，使之重新成為榮美的城，神住在其中，天地都被更新。以賽亞書神學信息

的中心是救恩，而救恩不單在於耶和華僕人的救贖工作，也在於救贖帶來給以色列人的果效。

56-66 章正指出，救恩給以色列人所帶來的影響，就是耶路撒冷的更新，和進一步的天地的更

新。56-66 章主要的信息包括有：第一，責備以色列人的罪惡，呼喚他們悔改；第二，神要親

自拯救錫安；第三，錫安重獲榮美，受膏者在那裏宣告神的救恩。 
 
以賽亞書 56:1-8 是 56-66 章的引言。1-2 節呼召以色列人守公平和公義，因為神的救恩臨近，

又要求他們謹守安息日、不可犯罪。這兩節經文包含了人的悔改和神的拯救。3 節提出兩類



 

2 

 

蒙救贖的人，一是太監，一是“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太監因不能生育，代表不蒙祝福，

不被人接納的人，外邦人也是在以色列人中不被接納的人。太監稱“我是枯樹。”外邦人說：

“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分別出來。”救恩的偉大就是惠及本來不蒙祝福的人，只要太監

揀選神喜悅的事、守神的約，他們得到的祝福比有兒女更好。外邦人同樣，只要他們事奉神、

守神的約，“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這裏顯示神和以色列人以外的人立約，

外人可以享和以色列人相同的恩典，救恩臨到外邦。8 節把被擄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並列，

神招聚自己的子民，又要把一些另外招聚的人歸並到以色列人。這正是 56-66 章的信息進路，

神救贖以色列，復興錫安，然後惠及普世。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賽亞書 56:9-57:21 的內容。 
 
以賽亞書 56:9-58:14 的結構為：在 56:9-57:13 這一段主要講了先知責備罪惡，在 57:14-21 這

一段主要講了先知宣告神有赦罪之恩，在 58:1-14 主要講了先知又責備罪惡。耶和華有赦罪之

恩，但得救恩的先決條件是人要離開罪惡，回到神面前。這部分經文列出先知責備以色列人

的罪，包括 56:9-57:2 之看守者失職，和 57:3-13 民眾拜偶像的罪。然後在 57:14-21 神宣告祂

對以色列人有赦免之恩，最後在 58:1-2 又再回到責備以色列人的罪，主要是有關禁食的罪，

最後在 58:13-14 勸告人回轉悔改結束這段經文。我們可以留意到 58:14 提到以守安息日作為

悔改的表現，回應了 56:1-8 引言部分多次提到安息日的說話。 
 
以賽亞書 56:9-57:2 神說：“田野的諸獸都來吞吃吧！林中的諸獸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

眼的，都沒有知識，都是啞巴狗，不能叫喚；但知做夢，躺臥，貪睡，這些狗貪食，不知飽

足。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從各方求自己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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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死亡，無人放在心上；虔

誠人被收去，無人思念。這義人被收去是免了將來的禍患；他們得享（原文是進入）平安。

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墳裏（原文是床上）安歇。” 
 
在 1-8 節說明主耶和華會在招聚被趕散的以色列民之時，也同時歸並外邦人在被擄回歸的聖

殿群體中，因為神的心意就是此殿要成為萬民禱告的殿。然而，耶和華對外邦人的恩惠並不

代表以色列民本身已在生命上預備好接受這新的群體，9 節用了田野及林中的野獸作比喻，

說明耶路撒冷就如沒有城牆的田野及叢林一樣，隨意讓野獸出沒在這荒土之上。這種沒有城

牆的荒廢狀態，就如尼希米在書珊城的宮中聽見猶大來的弟兄論及耶路撒冷的話：“耶路撒

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這光景帶來以色列群體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們無法防止外

邦人加入群體，並且也同時任意讓別國的價值觀，與眾神明祭祀的習俗影響聖殿群體。 
 
面對同化與外邦習俗的影響，聖殿群體的領袖理當比任何人更需要保持摩西律法所定義的價

值觀，可是在 10-12 節卻指出，這些聖殿領袖的素質强差人意，10 節指出他們是看守的人，

他們的任務本應該為耶路撒冷察看有沒有突如期來的攻擊，以及看守城內的安全，但經文卻

說他們是啞巴狗，對將要來的衝擊視而不見，只會做夢、躺臥及貪睡，他們都是失職的領袖。 
 
11 節稱這些領袖為“牧人”，這些都是以色列的領袖。在以西結書 33 章，神立先知為守望

者，若守望者失職神要向他討罪。以西結書 34 章，耶和華責備以色列的牧者不照顧羊群，可

見這些名稱是先知文學常用作稱呼以色列人的政治領袖，表明他們對社會和人民有當負的責

任。以賽亞形容這些守望者是狗，而且是不負責任的狗，只知“做夢，躺臥，貪睡”。以色

列人的領袖只顧自己的逸樂，沒有為人民守望，以致以色人被敵人吞吃，而且他們看見義人

死去，無人放在心上，即社會上有不公的事，甚至義人被害，他們也不介意。這些所謂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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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謀求自己的路，並且只求自己的利益。12 節指出他們終日所思所想的盡都是享樂，他們

首要的工作並不是顧念自己的羊，而是先照顧自己的慾望與肉體，他們期望每天都享樂，所

以他們說：“明日必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因此，猶大人的領袖還未預備

好建立聖殿的群體，就算神感動外邦人來到聖殿敬拜，這些領袖只顧自己的利益與享樂，沒

有活出牧人與看守者的召命，讓這群迷羊能認識耶和華，情況就好像當時那些欺壓百姓的貴

冑與官長一樣，因此尼希米當面批評他們。 
 
聽眾朋友，你認為自己是事奉神還是事奉自己的利益或享樂呢？當神把你放在領袖的位置時，

你會否認真看待這位置所代表的召命？很多時候，我們在事奉的早期都懷著事奉的愛心，可

是當人有權有名有勢時，便敵不過花花世界的同化，事奉便開始變質，不但未能履行看守者

及牧人的角色，更謀求自己的利益與滿足自己的慾望。祈求主幫助我們時刻檢視自己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好的牧人及看守者。 
 
以賽亞書 57:3-13，神說：“你們這些巫婆的兒子，姦夫和妓女的種子，都要前來！你們向誰

戲笑？向誰張口吐舌呢？你們豈不是悖逆的兒女，虛謊的種類呢？你們在橡樹中間，在各青

翠樹下慾火攻心；在山谷間，在石穴下殺了兒女；在谷中光滑石頭裏有你的分。這些就是你

所得的分；你也向他澆了奠祭，獻了供物，因這事我豈能容忍嗎？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設

床榻，也上那裏去獻祭。你在門後，在門框後，立起你的紀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擴張床

榻，與他們立約；你在那裏看見他們的床就甚喜愛。你把油帶到王那裏，又多加香料，打發

使者往遠方去，自卑自賤直到陰間，你因路遠疲倦，卻不說這是枉然；你以為有復興之力，

所以不覺疲憊。你怕誰？因誰恐懼？竟說謊，不記念我，又不將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許久

閉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嗎？我要指明你的公義；至於你所行的都必與你無益。你哀求的時候，

讓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風要把他們颳散，一口氣要把他們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

必承受我的聖山為業。” 
 
以賽亞書第57:3-13延續了56:9-12對惡人的審判，並以先知傳統一貫以來對拜偶像者的比喻，

說明這些惡人都是行邪淫的人，他們叛教及得罪神，神的審判與刑罰要臨到他們身上。然而，

57:14-21 卻轉了風格，以安慰及引導的話來向以色列民宣告醫治與平安，這樣的平安並不是

一種因財富或强大軍事實力而得的平安，而是一種由神帶領而離開罪惡並得到神醫治的平安，

這種平安是認罪悔改的平安。獲得平安的首要條件便是在神面前自卑。 
 
這段經文描寫了領袖的罪是貪圖逸樂、玩忽職守，而人民的罪是拜偶像。這段經文描寫以色

列人如何拜偶像，包括在各處的山間樹下拜偶像，在山谷中向假神獻祭，其中涉及邪淫的儀

式，以及人類的交合，來引動迦南神明的結合，以為如此可使大地生發出農作物，所以神稱

背道的國為離棄自己的丈夫，追隨外邦人的神。以色列人拜偶像是宗教上的罪，又同時是道

德上的罪，甚至是政治上的罪，他們不倚靠耶和華，反投靠外邦人，拜他們的神，又效法外

邦人的生活模式。在 13 節，神諷刺他們哀求偶像，但得不到幫助，只有投靠神的人可以得到

神應許的地業。 
 
以賽亞書 57:14-21 記載：“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脚石從我百姓的路

中除掉。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原文是住在永遠）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

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我必

不永遠相爭，也不長久發怒，恐怕我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昏。因他貪婪的罪孽，我就發怒

擊打他；我向他掩面發怒，他卻仍然隨心背道。我看見他所行的道，也要醫治他；又要引導

他，使他和那一同傷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願平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也歸

與近處的人；並且我要醫治他。這是耶和華說的。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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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我的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這段經文，耶和華宣告救贖的信息。14 節提到神要為以色列人預備回歸的道路，這與 40:3-5
神為百姓在曠野中開道路吻合，這個道路不是真實地理的道路，而是心靈的道路，而百姓現

在的問題不是巴比倫與耶路撒冷之間的曠野問題，而是 14 節所說的有關“絆脚石”的問題，

這樣，此處所指的道路就是要除去絆脚石，這道路比喻作救恩的道路，而絆脚石卻是比喻滅

亡的意思。神要救贖祂的子民，但子民要向神心存謙卑。祂要與謙卑痛悔的人同居，神的救

贖基於祂的本質，祂不是一位長久發怒的神，祂主動給人平安，祂說：“我看見他所行的道，

也要醫治他；又要引導他，使他和那一同傷心的人再得安慰。” 
 
15 節描述耶和華是至高至上的，這種描述直接引用以賽亞書 6:1 對神的描述，指出耶和華是

至高的那一位，可是這種高卻不是與世隔絕，反而卻與心靈痛悔及謙卑的人同居，也就是與

低處的人同居。神的高不是自我高傲，祂的高就是顯示在祂對低者的關愛，祂願意使謙卑人

警醒。這些謙卑人就是認罪悔改的人，他們心中不會自高，因為他們深深明白至高的才是耶

和華，所以在神面前自卑，視自己為低。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以神為神、以人為人。 
 
在 18-19 節，先知提出謙卑的人才能體會及經驗神的安慰、引導及醫治，這是歷代志下 7:14
的應許，當中安慰、引導及醫治等用字也同時採用了第二以賽亞喜歡的字，可見第三以賽亞

傳承了第一及第二以賽亞的圖像，把這些亘古不變的信息轉化為當代的應用，以致這以賽亞

的信息成為永恆生命之道。這道正在呼籲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回歸到耶路撒冷時要有真正的

謙卑，才能經驗真正的平安與醫治。 
 
20-21 節說明惡人不能得平安，這些人不會自卑，他們的高使他們不能與真正的至高者耶和華

同居，他們的內心不得平靜，所以平安與否完全在乎自己心中的高或低。聽眾朋友，我們一

起反思，到底你的生命有何高的東西要放下呢？如何才能視自己在神面前是低的人，活出真

正的謙卑，從而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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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