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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42）圣殿领袖都是失职的领袖；领袖的罪是贪图逸乐、玩忽职守，

而人民的罪是拜偶像；耶和华宣告救赎的信息（赛 56:9-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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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8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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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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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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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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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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以色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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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以赛亚书 56:9-57:21 的内容。 

 

以赛亚书 56:9-58:14 的结构为：在 56:9-57:13 这一段主要讲了先知责备罪恶，在 57:14-21 这

一段主要讲了先知宣告神有赦罪之恩，在 58:1-14 主要讲了先知又责备罪恶。耶和华有赦罪

之恩，但得救恩的先决条件是人要离开罪恶，回到神面前。这部分经文列出先知责备以色列

人的罪，包括 56:9-57:2 之看守者失职，和 57:3-13 民众拜偶像的罪。然后在 57:14-21 神宣告

祂对以色列人有赦免之恩，最后在 58:1-2 又再回到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主要是有关禁食的

罪，最后在 58:13-14 劝告人回转悔改结束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留意到 58:14 提到以守安息日

作为悔改的表现，回应了 56:1-8 引言部分多次提到安息日的说话。 

 

以赛亚书 56:9-57:2 神说：“田野的诸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诸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

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

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

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

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原文是进入）

平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原文是床上）安歇。” 

 

在 1-8 节说明主耶和华会在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民之时，也同时归并外邦人在被掳回归的圣

殿群体中，因为神的心意就是此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然而，耶和华对外邦人的恩惠并不

代表以色列民本身已在生命上预备好接受这新的群体，9 节用了田野及林中的野兽作比喻，

说明耶路撒冷就如没有城墙的田野及丛林一样，随意让野兽出没在这荒土之上。这种没有城

墙的荒废状态，就如尼希米在书珊城的宫中听见犹大来的弟兄论及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

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光景带来以色列群体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无法防止外

邦人加入群体，并且也同时任意让别国的价值观，与众神明祭祀的习俗影响圣殿群体。 

 

面对同化与外邦习俗的影响，圣殿群体的领袖理当比任何人更需要保持摩西律法所定义的价

值观，可是在 10-12 节却指出，这些圣殿领袖的素质强差人意，10 节指出他们是看守的人，

他们的任务本应该为耶路撒冷察看有没有突如期来的攻击，以及看守城内的安全，但经文却

说他们是哑巴狗，对将要来的冲击视而不见，只会做梦、躺卧及贪睡，他们都是失职的领

袖。 

 

11 节称这些领袖为“牧人”，这些都是以色列的领袖。在以西结书 33 章，神立先知为守望

者，若守望者失职神要向他讨罪。以西结书 34 章，耶和华责备以色列的牧者不照顾羊群，

可见这些名称是先知文学常用作称呼以色列人的政治领袖，表明他们对社会和人民有当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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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以赛亚形容这些守望者是狗，而且是不负责任的狗，只知“做梦，躺卧，贪睡”。以

色列人的领袖只顾自己的逸乐，没有为人民守望，以致以色人被敌人吞吃，而且他们看见义

人死去，无人放在心上，即社会上有不公的事，甚至义人被害，他们也不介意。这些所谓的

牧人只谋求自己的路，并且只求自己的利益。12 节指出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享乐，

他们首要的工作并不是顾念自己的羊，而是先照顾自己的欲望与肉体，他们期望每天都享

乐，所以他们说：“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因此，犹大人的领袖还未

预备好建立圣殿的群体，就算神感动外邦人来到圣殿敬拜，这些领袖只顾自己的利益与享

乐，没有活出牧人与看守者的召命，让这群迷羊能认识耶和华，情况就好像当时那些欺压百

姓的贵冑与官长一样，因此尼希米当面批评他们。 

 

听众朋友，你认为自己是事奉神还是事奉自己的利益或享乐呢？当神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

时，你会否认真看待这位置所代表的召命？很多时候，我们在事奉的早期都怀着事奉的爱

心，可是当人有权有名有势时，便敌不过花花世界的同化，事奉便开始变质，不但未能履行

看守者及牧人的角色，更谋求自己的利益与满足自己的欲望。祈求主帮助我们时刻检视自己

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好的牧人及看守者。 

 

以赛亚书 57:3-13，神说：“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

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

翠树下欲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分。这些就是你

所得的分；你也向他浇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

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

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

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记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

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益。你哀求的时

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

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以赛亚书第 57:3-13 延续了 56:9-12 对恶人的审判，并以先知传统一贯以来对拜偶像者的比

喻，说明这些恶人都是行邪淫的人，他们叛教及得罪神，神的审判与刑罚要临到他们身上。

然而，57:14-21 却转了风格，以安慰及引导的话来向以色列民宣告医治与平安，这样的平安

并不是一种因财富或强大军事实力而得的平安，而是一种由神带领而离开罪恶并得到神医治

的平安，这种平安是认罪悔改的平安。获得平安的首要条件便是在神面前自卑。 

 

这段经文描写了领袖的罪是贪图逸乐、玩忽职守，而人民的罪是拜偶像。这段经文描写以色

列人如何拜偶像，包括在各处的山间树下拜偶像，在山谷中向假神献祭，其中涉及邪淫的仪

式，以及人类的交合，来引动迦南神明的结合，以为如此可使大地生发出农作物，所以神称

背道的国为离弃自己的丈夫，追随外邦人的神。以色列人拜偶像是宗教上的罪，又同时是道

德上的罪，甚至是政治上的罪，他们不倚靠耶和华，反投靠外邦人，拜他们的神，又效法外

邦人的生活模式。在 13 节，神讽刺他们哀求偶像，但得不到帮助，只有投靠神的人可以得

到神应许的地业。 

 

以赛亚书 57:14-21 记载：“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

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原文是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

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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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

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

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

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惟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

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段经文，耶和华宣告救赎的信息。14 节提到神要为以色列人预备回归的道路，这与 40:3-5

神为百姓在旷野中开道路吻合，这个道路不是真实地理的道路，而是心灵的道路，而百姓现

在的问题不是巴比伦与耶路撒冷之间的旷野问题，而是 14 节所说的有关“绊脚石”的问

题，这样，此处所指的道路就是要除去绊脚石，这道路比喻作救恩的道路，而绊脚石却是比

喻灭亡的意思。神要救赎祂的子民，但子民要向神心存谦卑。祂要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神

的救赎基于祂的本质，祂不是一位长久发怒的神，祂主动给人平安，祂说：“我看见他所行

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 

 

15 节描述耶和华是至高至上的，这种描述直接引用以赛亚书 6:1 对神的描述，指出耶和华是

至高的那一位，可是这种高却不是与世隔绝，反而却与心灵痛悔及谦卑的人同居，也就是与

低处的人同居。神的高不是自我高傲，祂的高就是显示在祂对低者的关爱，祂愿意使谦卑人

警醒。这些谦卑人就是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心中不会自高，因为他们深深明白至高的才是耶

和华，所以在神面前自卑，视自己为低。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以神为神、以人为人。 

 

在 18-19 节，先知提出谦卑的人才能体会及经验神的安慰、引导及医治，这是历代志下 7:14

的应许，当中安慰、引导及医治等用字也同时采用了第二以赛亚喜欢的字，可见第三以赛亚

传承了第一及第二以赛亚的图像，把这些亘古不变的信息转化为当代的应用，以致这以赛亚

的信息成为永恒生命之道。这道正在呼吁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回归到耶路撒冷时要有真正的

谦卑，才能经验真正的平安与医治。 

 

20-21 节说明恶人不能得平安，这些人不会自卑，他们的高使他们不能与真正的至高者耶和

华同居，他们的内心不得平静，所以平安与否完全在乎自己心中的高或低。听众朋友，我们

一起反思，到底你的生命有何高的东西要放下呢？如何才能视自己在神面前是低的人，活出

真正的谦卑，从而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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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