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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41）主耶和华会在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民之时， 

同时把外邦人归入被掳回归的圣殿群体中，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圣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赛 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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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3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神对人的邀请基于人类的需要。世人是干渴饥饿的，但世上的水和食物，不能满足人的真正

需要，人类心灵的需要只有神才能满足。2 节中，神提醒人不要为不能满足人需要的东西徒

劳，人要做的是“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神的心意是

要与这些寻求神的人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3 节下半节直译作“我要与

你立永远的约，就是给大卫信实的慈爱。”“大卫之约”原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7:5-16，神应许

祂的慈爱不离开大卫的后人，而且王国和大卫家的后人的王位直到永远。以赛亚书 53:3-4 中

记载大卫之约，成为神和普世的约，而大卫成了万民的见证。万民的领袖是发命令的人，可

见神对大卫的约最终的心意，是要万民归向祂，但要借大卫家和以色列国，使人来到神面

前。 

 

在 6 节，经文一开始便用寻找耶和华的主题作开始，寻求耶和华的人就是愿意遵行耶和华吩

咐的人，他们都愿意凭信心离开那迷人的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在这朝圣的

路上，那些恶人都要离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也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因为恶人与不义的人

在重建耶路撒冷的事，都不能达到公平与公义，所以只有义人及以信心踏上的人，才能回归

耶路撒冷。 

 

这样奇妙的救恩，是远超过人类思想所能知道的，但神的道路就是如此奇妙可畏。虽然神的

作为高深莫测，但神的话却一定可靠，应许一定成就，“决不徒然返回”。 这好像雨雪从天

降到地，地就长出粮食。结果因着神的救恩，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喜乐和复兴。地因人的罪生

出了荆棘和蒺藜，如今“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就是为了耶和

华的名，作为永远的证据。 

 

8 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句的前提是 7 节“恶人当

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意念”原文是筹划的意思，“意念”与

“道路”本身不是指苦难背后隐藏的意义，也不是指神迹背后的惊讶，而是指人犯罪的意

念。“除掉自己的意念”这句在原文看来有一个“恶”字，字面翻译是“他的恶的意念”，这

与前文“恶人的道路”相对应。因此，“意念”对这些恶人来说，是指他们的行恶计划。 

 

现在，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并非一种安慰或感

恩的说话，而是责备的说话，神正责备以色列人有行恶的意念，与耶和华的意念背道而驰、

南辕北辙。神不是说他们在苦难中有另一个心意，而是说他们的现况不佳，道德不良，远离

了神的意念。 

 

再者，以色列民行恶的光景很严重：“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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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经文用天与地的距离，比喻作神与恶人的距离，先知正责备以色

列民行恶的程度，已到达非常严重的地步。到底神的子民应当如何回应呢？ 

 

在 7 节，先知提到：“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

免。”经文提到两个“归向”，该词原文是悔改的意思，指出以色列民必须悔改，便能重新体

会神的意念，把自己的意念与神的意念拉近。因此，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是一种

先知对恶人的责备，指出他们的邪恶意念离开神的意念，好像天与地那么远，这同时也是呼

吁人悔改的神喻，叫人转向神的意念。 

 

12-13 节，先知指出犹太人会进入一个完全改变的世界。他们会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地进入

一个新家，沿途各国都善意地祝福他们。山中的居民必发声歌唱，表达喜乐之情。连田野的

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的树木尽都前来迎接。他们以为田野必长满荆棘和疾藜，实际上却长

满松树和番石榴。这都是为了神得荣耀，为耶和华留名。大地和其上的受造之物，都因神的

拯救而欢喜。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以赛亚书 56:1-8 的内容。 

 

以赛亚书最后的十一章经文，部分学者称之为第三以赛亚。学术界认为以赛亚书的成书是源

自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前后约 250 年，由亚哈斯年代的以赛亚先知作起点，经历多代的门

徒承传而成，以赛亚书多处都说明有这种门徒传承的情况，以致以赛亚本人的信息能在不同

的时代得以延续及发扬光大，这多代的传承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了以赛亚书中三个部

分的组成，分别是第一以赛亚（1-39 章）、第二以赛亚（40-55 章），以及第三以赛亚（56-66

章）。第一以赛亚的成书背景大约是被掳早期，第一，以赛亚这位门徒收集以赛亚本人及其

有关的神谕而写成；第二，以赛亚的成书背景大约是被掳后期及回归早期，第二以赛亚这门

徒把以赛亚先知的神学应用在回归的处境中，让人在回归的道路上得到鼓励；第三，以赛亚

是最后一代的门徒，他身处在波斯帝国的年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及礼祭已形成，回归的以色

列民面对大国之下身分的张力与挑战。第三以赛亚便兴起，承接以赛亚先知的神学，鼓励当

时的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要回归律法，主张要活出安息日、禁食与禧年喜乐的精神，在异象中

看见锡安的福音，并以新天新地的终末远景来定义当时在波斯帝国之下的身分。这样，三部

分的以赛亚书代表了三个时代的先知，他们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却传承同一位师傅以赛亚的

神学，让人明白神借以赛亚启示的真道是永活的道，永恒地向不同的时代说话。因此，就算

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赛亚把全书分为三部分，以赛亚书还是一卷书，因为这是一个学派所形

成的书，传递了一致的神学思想，但却奇妙地向最少三个时代说话。 

 

被掳回归的犹大人面对很多的挑战，他们第一项的挑战是身分的危机，当犹大国已不再成

国，而是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分。他们的身分需要从由国家主权定位，改变为对宗教信仰

的坚持。当所罗巴伯把圣殿重建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之后，犹大人的身分角色都围着这圣殿

而建立。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是在圣殿献祭及敬拜的人，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子民。活

出神喜悦的禁食，活出公平公义，也盼望终末的新天新地，这些信息对回归的犹大人来说很

重要，也是建立他们身分认同的基本神学元素。简单来说，犹大人不再以国家主权来定义自

己的身分，而是以信仰及摩西律法的实践来定义自己的身分，他们是耶和华的国民，也是神

圣的子民。 

 

紧接着 40-55 章，丰富的救赎信息之后，56 章以责备警戒开始，呼召人离罪悔改，然后看见

神的荣耀重临锡安，天地为之改变。这个段落的中心是锡安的复兴，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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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亲自降临锡安，使之重新成为荣美的城，神住在其中，天地都被更新。以赛亚书神学信息

的中心是救恩，而救恩不单在于耶和华仆人的救赎工作，也在于救赎带来给以色列人的果

效。56-66 章正指出，救恩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耶路撒冷的更新，和进一步的天

地的更新。56-66 章主要的信息包括有：第一，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恶，呼唤他们悔改；第

二，神要亲自拯救锡安；第三，锡安重获荣美，受膏者在那里宣告神的救恩。 

 

以赛亚书 56:1-8 是 56-66 章的引言。1-2 节呼召以色列人守公平和公义，因为神的救恩临

近，又要求他们谨守安息日、不可犯罪。这两节经文包含了人的悔改和神的拯救。3 节提出

两类蒙救赎的人，一是太监，一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太监因不能生育，代表不蒙

祝福，不被人接纳的人，外邦人也是在以色列人中不被接纳的人。太监称“我是枯树。”外

邦人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救恩的伟大就是惠及本来不蒙祝福的人，只

要太监拣选神喜悦的事、守神的约，他们得到的祝福比有儿女更好。外邦人同样，只要他们

事奉神、守神的约，“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

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里显示神和以色列人以外

的人立约，外人可以享和以色列人相同的恩典，救恩临到外邦。8 节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和外

邦人并列，神招聚自己的子民，又要把一些另外招聚的人归入到以色列人。这正是 56-66 章

的信息进路，神救赎以色列，复兴锡安，然后惠及普世。 

 

以赛亚书 56:1-2 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

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

福。” 

 

以赛亚以耶和华呼吁以色列民，要守公平及行公义作为开始，并指出公平与公义便是救恩的

临到。为何公平与公义与救恩有关？首先，公平与公义这两个字是同义词，所谈及公义的准

则并非由个人来定义，而是由摩西五经律法所定义。律法所谈到的公义，并非一种人文主义

的世俗产品，而是一种由神的吩咐与命令所定义的公义，所以是一种神学性的公义，公义的

实践连结到与神的盟约关系之中。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民之所以要实践从律法而来的公平

与公义，并非因为公义有市场，而是因为他们与神有盟约关系，神在盟约中定意要拯救以色

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基于这种拯救的作为，以色列民得以离开不公不义的埃及，自由地

到达西奈山与神立约，从此神便颁布律例典章，成为盟约场景之下的行为标准。每一位以色

列民都不可以忘记神拯救的恩情，所以当他们到达迦南地，他们不可忘恩负义，以埃及不公

义的方式来营运土地，反而要以律法的准则来治理土地，让埃及地的欺压不会重复在迦南地

发生，好让迦南地因以色列民行律法，而成为当时世界中少有的实践公平与公义的土地。因

此，以色列民经历了先蒙拯救，后得律法；先救恩，后公义。神的救恩是公义的前提，而神

拯救的作为也同时是公平与公义之本。以赛亚把公平与公义连结到救恩，让以色列民回想他

们昔日出埃及、过红海、吃吗哪、西奈山、立约等的日子，他们以这一系列的救恩行动来认

识拯救他们的耶和华。 

 

2 节却突然要求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并且要禁止己手不作恶，而在文学句法看来，守安息

日与不作恶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守安息日便等于不作恶，要不作恶便要守安息日，为何经

文带出安息日的重要？这与公平与公义以致盟约有何关系？ 

 

由出埃及记我们明白，安息日是西奈之约的记号，以色列民守安息日成为盟约的窗户，好像

一个证据一样，让别人明白这群百姓是西奈之约所定义的人民，这对当时被掳回归的犹大人

很重要，因为他们身处在波斯帝国的大国之中，犹大再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省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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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但以一个国家的国民来定义自己的身分，更因安息日是西奈之约的记号，他们便借着这

个记号作为证据，来说明自己的身分所在，简单来说，他们是一群守安息日的人。 

 

新约过后，基督徒未必要守安息日，而是转守主日崇拜，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日，基督

徒在主日放下手上的工作，在教会事奉及敬拜，以此表明自己的身分所在。你也是否正在活

出这身分，以主日表明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呢？ 

 

以赛亚书 56:3-6 记载：“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

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

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

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事奉他，要爱耶

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是我）约的人。” 

 

3 节记载了外邦人的一段说话，他们看见被掳回归的犹大人得到神的眷顾，便羡慕他们背后

有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在当时不错，以致外邦人也愿意成为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却知道自

己不是盟约以内的子民，认为耶和华把外邦人由祂的子民中分别出来，并且认为自己是枯

树。可是，耶和华借以赛亚鼓励他们，他们原本不是被排斥于盟约以外，而是与盟约有分，

4 节指出，只要他们与犹大人一样都守安息日，并持守盟约，他们的名字便可以被记念。因

此，以赛亚对外邦人有很强的包容性，认为他们只要重视安息日及守盟约，他们也可以成为

神子民的一份子，彼此没有分别。 

 

以赛亚书 56:7-8 记载：“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

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

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 

 

外邦人不但能借着守安息日与盟约而成为神的子民，更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及会中敬拜。

这样看来，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第二圣殿，重新定义了盟约子民的身分，借着圣殿作为敬拜

的中心，开放给所有万国万民，他们都可以来到这圣殿中敬拜及祷告。神要引领万国万民来

到神的圣山上，这样的引领尤如迷羊的引领，把本来在盟约以外的野羊，带领到神的圣山

上。经文以牧羊的图像来说明神是万国万民的大牧人，带领各式各样的人来到神的殿中喜

乐，并且悦纳他们所奉上的燔祭与平安祭，并指出这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当我们翻查原

文，正确的翻译是：“我的殿就是让所有列国呼喊的祷告的殿”，也就是说，这殿的本质就是

供列国的人借着祷告来呼喊。这种供外邦人祷告的安排，早在所罗门的祷告中已存在，所以

以赛亚书 56:7 为圣殿的定义不是创新的定义，而是传承昔日所罗门祷告中对圣殿的定义：

圣殿是开放给所有人祷告及呼喊的。圣殿是给予万国万民祷告的，教会也同样是给予所有人

的。我们是否把教会私有化，成为一小撮人拥有的俱乐部，仿佛要有会员证才可以进入，并

把自己不喜爱的外邦人排斥于门外？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圣殿的公共性，带着开放的心，才能

放下自己的偏见，才能跟随大牧人耶和华，把各式各样的小羊带到殿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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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