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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2）以赛亚提出以色列民需要有悔改的行动（赛 1:10-2: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以赛亚书书 1:1-9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在希伯来圣经中，可能没有一卷书像以赛亚书那样庄严、宏伟。以赛亚书，取名自以赛亚先

知，“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本书的写作时间，约主前 680 年。 

 

以赛亚书常常被新约的作者引用。福音书的作者常常引用该书来解释耶稣基督的经历，包括

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预备基督的降生；以及当时的人，为何不

听耶稣基督的劝勉。保罗也引用该书来表明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并引用余民的观念来

说明犹太人的结局。启示录也有引用本书来说明末世的境况，包括新天新地。 

 

以赛亚书的开始，描述以赛亚先知得到由神而来的“默示”，在原文的次序来看，“默示”这

字出现在 1 节句子的起头，主要的意思是异象、神谕或先知默示，代表这是神与先知沟通的

不同渠道，而由于以赛亚书 6 章描述以赛亚先知蒙召时，看见主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异

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赛亚先知所得的“默示”，不但指能听见的声音，也指能看见的

异象。这样，以赛亚书 1:1 以“默示”作开始，为要说明全书所谈及的东西，并非以赛亚本人

无中生有的话，而是全能的耶和华所启示的“默示”，这为此书所描述的内容增加了权威性。 

 

作者首先向天地发出呼吁，也就是邀请天与地为将向以色列民所作的指控作见证，情况就好

像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立约时。从申命记的上下文来看，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带有盟约性

的语言，指出以色列民作为恩约的子民，如果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便带来福气；如果他们违反

耶和华的命令便带来咒诅，而摩西正在这关键的立约期间呼天唤地，来邀请创造秩序作见证，

见证以色列民已与耶和华立下这盟约的条款，立约的双方都不能反悔。 

 

原来，呼天唤地的呼吁，就是对整个创造秩序的呼吁，这种呼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以色

列民违反了神创造时的秩序，违反了神所赐予的自然天性。这二节经文说明神的子民，做了

违反自然及创造秩序的事，指出犯罪、骄傲及欺压，都是与神的创造相违背的。在 3 节，牛

与驴都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拥有顺服主人的天性，但可悲的是，以色列民不能学习牛与驴

的顺服天性！另外，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理应是人的天性，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

现在耶和华把以色列民养大，他们竟悖逆神！因此，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就是见证以色列

民与被造天性的格格不入，简单来说，以色列民的悖逆就是那么匪夷所思，自然界的生物，

都没有以色列民那样邪恶。 

 

2-3 节主要说明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是父子关系，那么，4-9 节就是主要说明耶和华与以色列

之间的君主与国民的关系，这说明以色列民除了家庭关系不理想及违反创造秩序与自然之外，

他们与大君王耶和华之间的君臣关系也不理想。 

 

4 节说明了以色列人犯罪的定义，那就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首先，“以色列的圣者”一词是

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的用字，占据了以赛亚书多处对神的称呼，以色列的圣者的称呼强调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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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的圣洁，让我们想起天使撒拉弗唱颂的歌词中所提及的三叠圣哉，这指出耶和华的神圣

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步，而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同样都要学习耶和华的神圣，让神的子民能

在世界中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不过，以色列民却“藐视”祂，原文“藐视”一字可翻译为侮

辱，代表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中散发神圣，反而散发出邪恶与不洁，他们的

生活在这点上侮辱了他们的主耶和华。 

 

5-6 节运用了健康的主题，来说明以色列人的情况，健康是身体最自然及正常的状态，现在以

色列民却不健康，而且满身是伤口，代表这国民需要主的医治。我们要留意：所有描述的伤

口，都不是来自自然的病患，而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反叛所招来的管教。简单来说，以色列民

一直都活在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当中。 

 

根据这三节经文的描述，这显然是战争后留下的境况，学者推测此次战争应该是主前 701 年，

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入侵。7-9 节具体地说明以色列战后悲哀的情况。神依然存留以色列国是因

为神的怜悯，依然存留一些余民。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以赛亚书 1:10-2:5 的内容。 

 

以赛亚书 1:10-15 记载：“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

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

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

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

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

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以赛亚书 1:9 提到的所多玛及蛾摩拉，只是在外表上的破坏，但 10 节却以所多玛及蛾摩拉来

说明以色列民心中道德的败坏，因此，9-10 节运用所多玛及蛾摩拉的比喻，为要说明以色列

民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完完全全地败坏，外面有神的管教与伤口，内心及道德却满是黑

暗。 

 

由 10-15 节的描述可见，当时社会已经有一套很完善及复杂的礼祭，以色列民的问题并不是

在于他们未能做出这些表面的礼祭仪式，事实上，他们外表的礼祭有可能完全根据摩西律法

的要求，当中包括月朔、安息日、严肃会及各种的献祭，他们非常表面地办理一切宗教的事

务，但在这一切表面化的礼祭背后，他们的手却都满了杀人的血。这样，以色列民、官长及

祭司们花很多的精力，放在外表的礼祭当中，把自己打造为外表敬虔的敬拜者，这种做法实

在非常诱惑人，因为这一方面可以得到别人的掌声，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借着欺压别人而得

到利益，可算是名利双收。然而，神正借着先知来向这群领导层发出神谕，呼吁他们悔改。 

 

13 节提及他们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虚浮这字可解作虚无或空洞，代表这些供物没有实质的

内容，只有虚空不能长存的外表，这类供物只满足外表的要求，只为了做给人看，却在奉献

给神的事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任何长久的质量，是内外不一的虚伪礼物。另外，

他们的供物之所以虚浮，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配合他们所献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他

们的祭物不被神所接纳，为何不被接纳呢？因为他们在奉献时不悔改，以为做了一些赎罪的

礼祭，便可以随意犯罪，把祭物当成赎罪提款机，没有真心的悔改，道德及行为也没有任何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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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是否只有敬虔的外在，内心却无比黑暗，言语无比恶毒呢？很多基督徒，

只是主日的信徒，周日有聚会，有奉献，周间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

耶和华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内心的敬虔。 

 

以赛亚书 1:16-20，耶和华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

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

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一段提出以色列民需要有悔改的行动。首先，神的子民的确不需要再献上更多的祭物，也

不需要更多聚会及节期，而是需要除掉他们的恶行，停止作恶，并且要学习行善及寻求公义，

停止犯罪与寻求良善，是两项以色列民必须做的事，他们已习惯了履行祭礼要求等表面工夫，

他们以表面的敬虔，来为自己所进行的欺压开脱，哪知神所针对及看重的，并非表面化的礼

祭，以及虚浮的供物所带来向神的讨好，而是那种由内而外，以及表里一致的更新生命，而

生命的更新必须由悔改开始。 

 

17 节所提及的公平，可以解作社会公义，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便是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

为寡妇辨屈，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行动。官长是一群有能力解救受欺压者的人物，他们可以

为弱势伸冤与辨屈，如果他们站在高位而不履行律法的要求，那便等同与欺压别人的人同谋，

成为行恶者的帮凶。 

 

然而，这种行公义的要求，并非一种没有神学的社会行动，圣经中的社会公义，是一种神学

性的社会公义，而不是一种没有信仰的社会行动，这些神学性的社会公义，连接于 19 节所提

及的甘心听从当中，这种听从假设了神作为律法的吩咐者，祂的要求以及人的顺服，才是履

行社会公义的根本原因。要明白顺服律法的要求，并非一种政治或社会互动的考虑，如果我

们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活动时，那么我们便会落入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当中，以致于

只是履行了没有神学及没有信仰的社会行动。当以色列民愿意听从神的吩咐，他们便视律法

为命令，而不是社会上其中一种意见，命令不同于意见，前者视神为主，所要求的是听从与

顺服，后者视神为建议者，听意见的人有权审视不同意见而作出自己的决定。但神要求的是

听命与顺服。 

 

顺服与听从带来怎样的后果呢？18 节指出的后果就是：“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

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代表有神的赦免与医治。但在此处，神的赦免，不是因为神一定

有义务去无条件地赦免，神的赦免是基于祂本身的自由意愿，当然神把自己的赦免连接在人

对神顺服的条件当中。神在此应许，人总有悔改得赦免的可能，就算我们的生命何等黑暗，

也有回转的盼望。 

 

我们需要反思：甘心听从就是回应耶和华的律法最应该要有的行动，但很多时候，我们或许

会因为身处的社会及群体中种种社会及政治的压力，而带来妥协，把神的命令降格为一种意

见，把眼前的利益看得高于神本身，当我们这样做，或许会带来短暂的方便，但长远却成为

得罪神及欺压别人的帮凶。求主叫我们能真心悔改，甘心顺服与听从。 

 

以赛亚书 1:21-31，以赛亚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

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搀对。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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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

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

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

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

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

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

扑灭。” 

 

一个城市的成就，不是取决于财富，而是取决于公义。昔日以赛亚先知在繁荣安定的耶路撒

冷发出先知讲论，直指：神必会审判这城。当时这城美丽动人，各人安居乐业，有充足的银

子与酒供百姓享用，国力也算强大，衣食无忧，在人的角度看来，这城满有前途。为何先知

却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向官长说出如此苛刻的审判词呢？是因为当地的执政者为了追求如

渣子的金银，却忽略了如珍珠般的公义。 

 

在摩西五经及先知传统看来，公平公义等于照顾穷人、孤儿及寡妇，为受欺压的弱势群体伸

冤，并要行使五经律法的要求。但在 21 节，以赛亚提到：在本来有公平公义的城中，竟然有

凶手，而凶手理论上必受到惩处，但现在却竟安然居住，可见公平公义已荡然无存。在 26 节

指出，神必重新复还公义的审判官，恢复起初神的心意，原来先知的指责，不是为指责而指

责，而是为了城市重新得着公义而发出宣召。因此，这种指责是一种宣召悔改。 

 

以赛亚书 2:1-5 记载：“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

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

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

事。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以赛亚书 2-4 章，主要以一种将来与现在的交替来写成的，整个段落由将来的理想转为现在

的现实，再转为将来的理想，这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将来的远景主要说明神在终末的一天，

为锡安带来审判与拯救，这是以赛亚书向生存在现实的人所作应许，对受欺压的人来说，这

一日是拯救的日子，对欺压别人的人来说，这是审判的日子，因此审判与拯救在终末的图像，

看来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全段主要说明：一个骄傲及自足的以色列，可以成为大能神的见证，

当她被神审判到一个极度软弱的地步时，才看见自己的不可靠，才可看见神的公义及神的恩

典，才可恢复真正应有的生命。 

 

本段描述的是末后日子的情景，这日子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高

的山；第二，万民向这山朝圣；第三，这是一个未来的盼望。有关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

高的山的概念中所描述的最高，是指神学上的最高，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最高，代表这山更能

与天上的圣所耶和华居住的地位接轨，带来天地互通的神学意思，让地上圣殿中所献上的祷

告，可达到天上，也让天上的福气与赦免达到地上，这样，当经文描述在末后的日子，万国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时，便等于说明万国万民都与天上的神接轨。 

 

3 节是一个呼吁，就算犹大人本身不来到神的山上学习神的道，其他外邦人也可以来到学习，

所以最重要的是，来并视锡安为神启示自己道的地方。在此，锡安山为万国万民带来统一的



 

5 

管治，断定是非的准则，全都根据耶和华的律法，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与争战，也都没有

了，因为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因此，末日的光景是和平与公义的光景，也是与天上的神关连的光景。 

 

以赛亚展现给我们终末的情况，是和平与公义彰显的日子，即是审判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

子，万国万民都必会从争战与仇恨中得着解放或拯救，取而代之的就是和平。正是带着这样

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愿意持守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