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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解》以赛亚书 

 

 

第 1 讲：导论 

一、以赛亚书被公认为最伟大丰富的大先知书，

其特点如下： 

1. 主耶稣前七百年预言主的一生，非常准确，

实在是圣灵大能的明证。 

2. 被新约引用 411 次之多，其重要可见。 

3. 全本 66 卷： 

1-39 卷集中在“预言”和“历史”上，与旧

约相似；40-66 卷集中在“弥赛亚”的身

上，与新约相似。故此，被称为全圣经中的

“小圣经”。 

二、以赛亚书预言 

1. 预言太准确，因此为近代自由派（以人意为

主）神学家证为： 

1.1. 全本只有前部分为以赛亚所写。 

1.2. 后部有关主耶稣部分经文，为后人所

写，故有第一以赛亚与第二，第三位作

者之多。 

2. 死海古卷印证 

死海古卷发现大部分以赛亚书同时出现，证

明： 

2.1. 全书出于同一作者。 

2.2. 全书与我们手中以赛亚书绝对一样证明

神亲自保守这书。 

三、重要经文 

1. 童女生子（7:10-17） 

2. 婴孩降生（9:1-7） 

3. 耶西之本（11:1-3） 

4. 明亮之星（14:12-17） 

5. 弥赛亚主（42:1-17，49:3、5-7，50:10，

52:13，53:11） 

6. 独一真神（43-46） 

7. 受苦仆人（52:13-53:12） 

8. 新天新地（65:17-20） 

四、问题 

1. 为什么以赛亚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

经”？ 

2. 你对以赛亚书的认识有多少？ 

第 2 讲：罪恶与悔改（赛 1-2 章） 

一、以色列民之罪──心意与行动 

1. 离弃神（1:2-4） 

1.1. 不如牛羊 

1.2. 行恶离弃神 

1.3. 地土荒凉，城邑被毁。 

2. 献祭之罪（1:13-15） 

2.1. 虚浮的供物──不严谨 

2.2. 作罪恶又守严肃会──憎恶 

2.3. 举手祷告 

二、悔改 

1. 辩论（2:16-20） 

2. 应许祝福 

3. 伸冤 

4. 洗濯自洁 

三、祝福 

1. 报仇（1:24） 

2. 炼净（1:25） 

3. 救赎（1:26-27） 

4. 公平（1:28） 

四、预言 

1. 耶城为列邦之首（2:1-4） 

2. 报应外邦和以色列（2:5-17） 

3. 神的大怒（2:18-22） 

五、问题 

1. 以色列人有什么罪？ 

2. “悔改”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 3 讲：历史和信息 

一、历史背景 

1. 乌西雅王崩那年蒙召（公元前 740）。 

2. 亚玛谢是愚王，其后乌西雃却是明君。 

3. 亚述兴起，北国（撒马利亚）比加王利汛要

求亚哈斯（南国王）加入同盟对抗亚述大军

（赛 7:1）。 

4. 亚哈斯与亚述联盟，没被灭反引入其偶像。 

5. 亚哈斯后的希西家是敬畏神的君王，战胜亚

述大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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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比伦兴起有取代亚述之势，埃及也努力防

备先知预言： 

6.1. 巴比伦取代亚述，并取悦大国。 

6.2. 不可倚靠埃及。 

6.3. 神以后要刑罚巴比伦。 

二、先知的信息 

1. 除去以色列所有倚赖者并领袖（3:1-12） 

主要原因是不专心仰赖神，倚靠偶像。 

2. 对各国都有个别预言。 

3. 耶和华为神为一切中心，真仆人也应被接

纳。 

4. 弥赛亚预言 

4.1. 旧约中无“弥赛亚”一词。 

4.2. 预言──描述及其统治 

4.2.1. 大卫之子（太 22:42，21:5、9；

徒 1:16，2:25-36） 

4.2.2. 大卫王朝（撒下 7:11-16；赛 1:7-

11:1） 

4.2.3. 王族诗歌（诗 2:1-8，5:1-17，

110:1-6） 

4.2.4. 王的国度（赛 11:2-4、6-9） 

三、问题 

1. 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如何？ 

2. 先知的信息以何最重要？ 

 

第 4 讲：葡萄园之歌（赛 5 章） 

一、温习：以赛亚书的背景 

1. 列强环绕，十分危险，而自己是兵家必争之

地。 

2. 世界的中心，神以此为根据地，圣民，圣

殿，圣城，圣子。 

3. 文化的中心，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人类文

化之始。 

4. 属灵的中心，光暗分别，正邪之分。先知信

息──专心靠主，不看环境，不靠世人。 

二、主题：葡萄园之歌 

1. 葡葡园就是以色列国，是当地最丰美的出

产，探子抬头，主耶稣变酒好坏葡萄。 

2. 属神之国 

2.1. 神所喜爱的。 

2.2. 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树。 

2.3. 指望好收成。 

3. 野葡萄 

3.1. 野的代替正的好树。 

3.2. 放弃（神离弃）。 

3.3. 百姓享乐不以神的事为主。 

4. 修理 

4.1. 降祸 

4.2. 不顾 

4.3. 毁坏、旱干、地震、刀兵 

三、问题 

1. 葡萄园代表什么？ 

2. 以色列民能满足神的心愿吗？ 

 

第 5 讲：蒙召（赛 6 章） 

一、引言 

1. 先知的历史是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列强的形

势，但耶和华仍掌管一切。 

2. 先知的信息以“弥赛亚”最重要。 

二、主题：先知的蒙召 

1. 蒙召之前 

1.1. 看见罪恶，严责 

1.2. 为主心里火热 

1.3. 从第 1-5 章都是严厉语句 

2. 蒙召经过 

2.1. 看见主 

2.1.1. 主显现 

2.1.2. 主亲自呼召 

2.1.3. 见主的荣耀──保罗所见 

2.2. 主的荣美 

2.2.1. 高高的宝座 

2.2.2. 衣裳遮满圣殿 

2.2.3. 天使侍立──圣哉 

2.2.4. 充满云烟 

2.3. 看见自己 

2.3.1. 祸哉，我灭亡了 

2.3.2. 言语不洁 

2.3.3. 见主清洁 

2.4. 洁净和顺服 

2.4.1. 炭沾咀 

2.4.2. 可遣谁？ 

2.4.3.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2.4.4. 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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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 

1. 你蒙召的经历如何？ 

2. 神的传道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第 6 讲：童女生子（赛 7:14） 

一、温习：“蒙召”三件事 

1. 被主深深感动。 

2. 看见自己的卑微。 

3. 得着洁净和呼召。 

二、本论 

1. 亚哈斯王 

1.1. 祂是中兴之王，有才干。 

1.2. 祂是不信之王（王下 15-16 章）他往大

马色得坛像，造成于耶城，敬拜偶像。 

1.3. 他是大卫之后，仍有主福。 

1.4. 他面对联军亚兰（利汛）和北国（比

加）来攻耶城。 

1.5. 他有意讨好亚述。 

2. 先知被派 

2.1. 与儿子（被掳得回）同往。 

2.2. 称二败王为冒烟之火把，快熄灭，不必

惧怕。 

2.3. 可求兆头。 

2.4. 称国王为大卫家表示神记念，主自给兆

头，以马内利。 

3. 兆头 

3.1. 童女生子 

3.2.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太 1:23） 

3.2.1. 约 1:18──表明出来 

3.2.2. 利 4:14-16──与人认同 

3.3. 神与人同在──拯救 

三、问题 

1. 为什么亚哈斯王不求兆头？ 

2. 新约何处明说此兆头的应验？ 

 

第 7 讲：婴孩降生（赛 9:6-7） 

一、温习：童女生子 

1. 国家有难，特别须要倚靠神，所以神有回

应。 

2. 神赐兆头。 

3. 以马内利──救恩之源（太 1:23） 

二、本论 

1. 背景 

1.1. 百姓倾向外国之助和巫术（8:19）。 

1.2. 先知警告这一切都要失败。 

1.3. 救恩必来（9:1-5 对照太 4:15-16）。 

2. 婴孩降生 

2.1. 回应 7:14 童女生子。 

2.2. 婴孩之名 

2.2.1. 必担政权──他是王，掌权宇

宙，大卫之后之远之王。 

2.2.2. 奇妙策士──有完全智慧 

2.2.3. 全能的神──祂是神自己 

2.2.4. 永在之父──子与父同为一 

2.2.5. 和平之君──人与神和好 

2.2.6. 大卫宝座直到永远。 

2.3. 这事必在神手中成全。 

三、问题 

1. 本段对应那处经文？ 

2. 主耶稣具有那些特点？ 

 

第 8 讲：耶西之根（赛 11:1） 

一、温习：婴孩降生（9:6-7） 

1. 回应 7:14 童女怀孕生子的事。 

2. 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因太 1:23 提及“童女”

的事。 

3. 婴孩是君王，坐大卫宝座的，也是全能的

神，和平之君。 

二、本论 

1. 又是一篇应验主的话 

1.1. 太 20:30 承认，主耶稣是耶西（大卫之

父）之后。 

1.2. 路 1:33 大卫宝座的基督（路 1:31-33）。 

1.3. 大卫之子早已断绝，但神的应许永在

（撒下 7:16）。 

2. 延续 

2.1. 大卫家族的延续。 

2.2. 根生的枝子──重生 

2.3. 指着主的复活，生命的延续。 

2.4. 主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生命。 

3. 圣灵的同在 

3.1. 内住之灵 

3.2. 智慧之灵 

3.3. 聪明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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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谋略之灵 

3.5. 能力心灵 

3.6. 知识之灵 

3.7. 敬畏神之灵 

三、问题 

1. 耶西是谁？（撒上 16 章） 

2. 为什么说主耶稣是耶西之后呢？ 

 

第 9 讲：明亮之星（赛 14:12-24） 

一、温习：“耶西之根”（赛 11:1） 

1. 耶西是大卫的父后，也是耶西之根（路

3:32）。 

2. 神应许大卫必不断人在王位之上，所指的就

是主耶稣。 

二、本论 

1. 特色 

1.1.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竟从天坠落，是一

篇败坏之星的描述，因此，很多人认为

是魔鬼的描述。 

1.2. 三处至高： 

1.2.1. 升到天上； 

1.2.2. 宝座在众星之上； 

1.2.3. 与至高者同等。 

1.3. 名号是巴比伦，很可能是个代号，所指

是天使的坠落，与撒但极似。 

2. 其他参考经文 

2.1. 结 28:11-19 

2.1.1. 天使长──基路伯 

2.1.2. 伊甸园中 

2.1.3. 被造完美 

2.1.4. 被强暴充满 

2.1.5. 坠落 

2.2. 帖后 2:1-4 

2.2.1. 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 

2.2.2. 高抬自己，抵挡主。 

2.2.3. 在殿中自称为神。 

2.3. 太 4:1-11 

2.3.1. 魔鬼 

2.3.2. 试探 

2.3.3. 拜他 

三、问题 

1. 明亮之星大概是指撒但，有何根据？ 

2. 魔鬼最大的罪是什么？ 

第 10 讲：列国预言（赛 13-18、24 章） 

一、温习：“明亮之星” 

1. 指撒但的根据 

1.1. 天使──从天而堕 

1.2. 与神同等──至高 

1.3. 要人敬拜 

2. 撒但最大的罪是“代替神” 

二、本论 

1. 巴比伦 

1.1. 先知也是列国的先知 

1.1.1. 我们今天也是列国的先知。 

1.1.2. 普世救恩的观念，非常清楚。 

1.1.3. 阿摩司、耶利米、以西结皆预言

列国。 

1.2. 论巴比伦也在 13-4 章。 

1.3. 巴比伦代表了撒但（14:12-17），所以也

就是黑暗的世界。 

1.4. 巴比伦预言──必定败亡（13:17-22） 

启 16:17-21：巴比伦大城 

2. 诸国预言 

摩押、大马色、古实、埃及、亚拉伯、度

玛、推罗（16-19、21、23 章） 

3. 耶城与百姓的预言 

3.1. 背约（24:1-3） 

3.2. 回归（24:14-16） 

3.3. 作王（24:21-23） 

三、问题 

1. 以预言诸国上，你看见了什么？ 

2. 为什么主要作王？ 

 

第 11 讲：埃及预言（赛 19 章） 

一、温习 

1. 神是预言之主，从预言的应验上证明耶和华

是真神。 

2. 神的最终目的就是全世界归主，所以神一定

要作王。 

3. 埃及是以色列的死敌，但至终却成为神的产

业。 

二、本论 

1. 祸乱 

1.1. 埃及曾消灭以色列人。 

1.2. 现在埃及必有战乱。 

1.3. 神使埃及遭遇大祸（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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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哀求（19:19-23） 

2.1. 哀求耶和華 

2.2. 有一位救主 

2.3. 歸回耶和華 

3. 敬拜（19:23-25） 

3.1. 亚述与埃及联合 

3.2. 亚述与埃及联合敬拜耶和华 

3.3. 埃及、亚述、以色列三国一律 

三、问题 

1. 埃及、亚述在历史上如何敌挡以色列？ 

2. 三国一律表示什么？ 

 

第 12 讲：耶城被毁（赛 22 章） 

一、温习 

1. 埃及、亚述都要消灭以色列。 

2. 埃及、亚述与以色列都归耶和华。 

二、灾难要临 

1. 异象谷就是耶城。 

2. 列国一齐攻击。 

3. 建城和水池防敌。 

4. 不记念神的工作。 

三、反应 

1. 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2. 欢乐吃喝。 

3. 断不能赦免。 

4. 更易首相。 

四、教训 

1. 苦难有神旨。 

2. 刑罚有恩典。 

3. 刑罚有希望。 

4. 刑罚有护佑。 

五、问题 

1. 以色列民对苦难的反应如何？ 

2. 苦难可以得何教训？ 

 

第 13 讲：遗民之福（赛 24-25 章） 

一、温习 

1. 以民对苦难的反应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并不

悔改。（22:12-14） 

2. 苦难有神旨，叫人成熟，悔改，蒙恩。 

3. 颂赞主名之章。 

二、本论 

1. 神行惩罚 

2. 战争荒乱的世代，强权当道，亚述、巴比

伦、叙利亚、埃及。 

3. 战争极凶残──灭族之战，被掳，移外

族……。 

3.1. 神行惩罚，保卫四部曲。 

3.2. 作穷人的保障──墙壁，躲暴风之处。 

3.3. 炎热的阴凉 

3.4. 压制外邦人的喧哗 

3.5. 热气被云影消化 

4. 神施丰美 

4.1. 摆设筵席，陈酒、满髓的肥甘，澄清的

陈酒 

4.2. 除去百姓的羞耻──蒙脸的帕子 

4.3. 吞灭死亡 

4.4. 擦干眼泪 

5. 遗民赞美 

5.1. 赞美神 

5.2. 等候神 

5.3. 因神快乐 

5.4. 外邦败落 

三、问题 

1. 百姓的终局是什么？ 

2. 神最终的目的何在？ 

 

第 14 讲：救恩之城（赛 26:1-19） 

一、温习 

1. 选民最终蒙受神恩 

2. 神的目的就是公义得伸 

3. 救恩之城──耶路撒冷；属灵意义──教会 

二、本论 

1. 救恩之城 

1.1. 指耶路撒冷──何等完美 

1.2. 指灵性之城──教会（太 16:18），永不

灭亡 

1.3. 耶城之美 

1.3.1. 建筑之美 

1.3.2. 居民之美 

1.3.3. 复兴之美 

2. 城 

2.1. 救恩之城（诗 27:1-3） 

2.2. 自由之城──义民进入（约 10:9） 

2.3. 正直（平直）之路（诗 26:12） 

2.4. 盘石根基（太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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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进城之民 

2.5.1. 守信（第 2 节） 

2.5.2. 倚靠（第 3 节） 

2.5.3. 谦卑（第 5-6 节） 

2.5.4. 义人（第 7 节） 

3. 复兴 

3.1. 等候主（第 8 节） 

3.2. 羡慕（第 9 节） 

3.3. 记念（第 8 节） 

3.4. 寻求（第 9 节） 

3.5. 学习（第 10 节） 

三、问题 

1. 你可在救恩之城中？ 

2. 何为复兴？ 

 

第 15 讲：雅各和以法莲（赛 27-29 章） 

一、温习 

救恩之城 

1. 救恩之城是耶城，其实是指教会。 

2. 复兴包括：等候、羡慕、记念、寻求、学

习。 

二、雅各和以法莲：南国和北国 

1. 雅各 

1.1. 神的葡萄园 

1.1.1. 看守 

1.1.2. 浇灌 

1.1.3. 除草 

1.1.4. 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1.1.5. 击打、修理、圣山上敬拜为止 

2. 以法莲 

2.1. 北国 

2.2. 酒徒──高傲之民 

2.3. 主要用外邦人对百姓讲话──亚述已破

亚兰和北国 

3. 拯救 

3.1. 锡安的房角石 

3.2. 信靠祂 

3.3. 是根基、试验过、稳固的、宝贵的（罗

9:33；太 21:42；徒 4:11-12） 

三、问题 

1. 本课背景如何？ 

2. 主是房角石的经文何在？ 

 

第 16 讲：莫靠埃及（赛 30-31 章） 

一、温习 

1. 背景是亚述大军压境，不知所靠。 

2. 主是房角石，是倚靠之主。 

二、主旨 

1. 大军压境求外援 

2. 埃及不可靠 

3. 专心靠主 

三、本论 

1. 埃及 

1.1. 出埃及记──灭族 

1.2. 饥荒──逃城 

1.3. 当代南方的强国──世界能力 

1.4. 与埃及结盟 

1.4.1. 不由于神 

1.4.2. 不由于神灵的引领 

1.4.3. 表面的力量 

1.4.4. 结局的羞辱 

1.5. 埃及是不能动的拉哈伯 

2. 倚靠神 

2.1. 以色列向来藐视神的训诲。 

2.2. 以色列的得救在乎回到平静安稳之中。 

2.3. 耶和华祝福等候的人。 

2.4. 亚述必败。 

2.5. 埃及人只是人（31:3） 

四、问题 

1. 为什么以民要靠埃及？ 

2. 神的原则是什么？ 

 

第 17 讲：公义之主（赛 32 章） 

一、温习 

1. 亚述大军南下，先后消灭了亚兰和北国，因

此兵临耶城，南国危在旦夕，急于向埃及求

救。 

2. 神在人危急之中，特遣先知警告人，应向神

悔改，寻求赦免，从而得救，而非求外人力

量。 

二、主旨 

1. 神在国家危难之秋，藉先知预告明君的兴

起，国家因此得救。 

2. 遥远的公义之国──基督之国，亚述必败

（3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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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论 

1. 公义之君 

1.1. 求外援，不如公义之君的兴起。 

1.2. 他必行公义，尊重神旨，其形容如下： 

1.2.1. 避风雨的隐密处──在风云紧急

之际的好信息 

1.2.2. 河流在干旱之地 

1.2.3. 大盘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1.2.4. 德政的结果──眼明、耳听、心

灵、舌通 

2. 公义之君──遥远 

2.1. 第 15 节是圣灵的浇灌。 

2.2. 公义的果效是平安直到永远。 

3. 亚述之败 

3.1. 义民之求（33:2）；神的回应（33:6） 

3.2. 耶和华如到烈火（14 节） 

3.3. 义民心蒙保守──基督之国 

四、问题 

1. 目前公义之君是谁？ 

2. 遥远的公义之君是谁？ 

 

第 18 讲：恢复之恩（赛 34-35 章） 

一、温习 

1. 目前公义之君是希西家王，他带来复兴与战

胜亚述，国家得了暂时安稳。 

2. 遥远之君是基督，祂的国永远。 

二、主题 

1. 神惩罚列国，以东为例。 

2. 恢复之恩 

三、本论 

1. 神的惩罚：尸横遍野（启 16:14-16，19:11-

21） 

哈米吉多顿大战 

1.1. 天象哀败（启 6:13） 

1.2. 以东之灭，献祭──波斯拉为以东坚

城、复仇、绝灭。 

2. 恢复之况 

2.1. 神的荣华 

2.1.1. 荒野欢喜。 

2.1.2. 沙漠开花。 

2.1.3. 利巴嫩、迦密，沙仑的华美都出

现。 

2.2. 人的健康 

2.2.1. 弱者有力 

2.2.2. 怯者有胆 

2.2.3. 身体完全 

2.3. 环境改变 

2.3.1. 沙漠有河流 

2.3.2. 干地、泉源 

2.3.3. 正道兴起 

四、问题 

1. 刑罚之后是什么？ 

2. 神的心意如何？ 

 

第 19 讲：亚述战败（赛 36-37 章） 

一、温习 

1. 亚述是当时最强之国，其武功征服列国，而

且不可一世，引至今课详述其南下征服耶城

之役，其骄横无以复加。 

2. 以属灵的角度看，亚述实可代表撒旦的力

量，要消灭教会—耶城，结果完全失败。 

二、主题 

1. 希西家王 14 年，公元前 714，以赛亚为先知

最成熟年代。 

2. 亚述王西拿基立→拉伯沙基（36 章）→犹大

王希西家→以赛亚→为自己和大卫的緣故，

必拯救这城。 

三、本论 

1. 拉伯沙基 

2. 西拿基立的大将，领大军攻耶城。 

3. 拉的狂语 

3.1. 埃及是压伤的苇杖。 

3.2. 不够二千人骑马。 

3.3. 对百姓说： 

3.3.1. 不要听希西家和耶和华的话“这

城不被攻破”。 

3.3.2. 投降亚述王便有好居所。 

3.3.3. 列国之神不能救，耶和华也不

能。 

4. 百姓不语 

5. 希西家 

5.1. 求先知祈祷──神答应王。 

5.2. 到殿中把信放在主前，求主拯救。 

5.1.1. 创造天地之主 

5.1.2. 亚述辱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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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列国之神非真神 

5.1.4. 求真神拯救 

5.3. 亚述兵死于一夜 18 万 5 千人 

四、问题 

1. 亚述王说了什么？希西家如何祈祷？ 

2. 神如何拯救？ 

 

第 20 讲：希西家之病（赛 38-39 章） 

一、温习 

1. 亚述大军临城辱骂耶和华。 

2. 希西家，以赛亚的祈祷，耶和华神的拯救。 

二、主题 

1. 希西家在亚述军败（公元前 714）害病要

死。 

2. 希西家祈祷病好。 

三、本论 

1. 其病 

1.1. 是神的旨意，先知证明。（第 1 节） 

1.2. 是死病，要准备后事。 

1.3. 约在公元前 714 

1.4. 希西家求：完全的心、诚实行事、行

善。 

1.5. 十五年寿数 

2. 神迹 

2.1. 日晷后退十度。 

2.2. 无花果饼治病。 

3. 巴比伦 

3.1. 派使和礼物至希王。 

3.2. 希忘却神恩示国产。 

3.3. 先知的话：巴比伦必灭南国。 

4. 信徒的死 

4.1. 不可逃避神旨。 

4.2. 十五年的逆子玛拿西。 

4.3. 亡国于巴比伦（公元前 586）。 

四、问题 

1. 什么是神的旨意？ 

2. 从希王身上学了什么？ 

 

第 21 讲：修平沙漠（赛 40-41 章） 

一、温习 

1. 西希家的哀哭，结果神给他 15 年多加的寿

数，结果，15 年中他做了两件事： 

1.1. 逆子玛拿西，亡国于巴比伦。 

1.2. 向巴比伦使者显出国宝，结果，完全被

掳。 

2. 我们学习的功课──完全顺服 

二、主题 

1. 40 章开始弥赛亚的预言 

2. 与新约对应 

三、本论 

1. 分水岭 

1.1. 前后对比 

前（1-39 章） 后（40-66 章） 

向耶城被掳而言 被掳之后而言 

多论神的审判 多伦神的救恩 

多咒诅，责备 多安慰之言 

1.2. 開始是曠野之聲和太 3 章所說正合。 

1.3. 末后所論新天地正與啟所論符合。 

1.4. 賽 1-39 章“前”關于猶太的應許和預

言，正可說是對歷代教會所說的話。 

2. 旷野呼喊 

2.1. 赛 40:3 呼喊重心有三，都是预备神的

路：山洼填满、山岗削平、高低弯曲拉

直。 

2.2. 对应太 3:3；约 1:23；路 1:16；可 1:1-

3。 

3. 安慰以民（41:8-16） 

3.1. 东方兴起一人（41:2），他释放以民──

古列 

3.2. 立物之民 

3.3. 完全的安慰 

四、问题 

1. 40 章开始了什么新的局面？ 

2. 古列与基督有何相似？ 

 

第 22 讲：仆人之歌（1）（赛 42:1-4） 

一、温习 

1. 开始新约的代表：1-39 章是预言和历史；40-

60 章是预言弥赛亚。 

2. 古列是基督的影子。 

二、主题 

1. 赛 42:1-4：仆人之诗之第一篇，与对以色列

所指仆人不同。以色列 41:8-16 安慰、保

护、祝福、使用；43:1-7：仆人是个别的

话，选召，使用之外却包括苦难，以色列族

之外，个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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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三首仆人之诗：49:1-13，50:1-9，52:13-

53。 

三、本论 

1. 仆人的三重恩典（第一首） 

1.1. 神所扶持的，包括选召、加力、认同。 

1.2. 神所拣选的，神照祂的全能所选召的。 

1.3. 神所喜悦的──神所爱，悦纳的，都在

主耶稣里完全应验。 

2. 圣灵充满（第 1 节） 

圣灵赐给祂： 

2.1. 主必有圣灵充满才能完工。 

2.2. 主必有圣灵充满工作是灵工。 

2.3. 主必有圣灵充满才有能力──圣力。 

3. 工作 

3.1. 传公理至全地。 

3.2. 不高举自己──谦卑。 

3.3. 怜恤、扶持（第 3 节）、芦苇和灯火。 

四、问题 

1. 仆人是谁？ 

2. 为什么主的工作要圣灵充满？ 

 

第 23讲：独一真神（赛 43-46章） 

一、温习 

1. 仆人有两代表：以色列、受苦之仆（个别的

话语）。 

2. 主的工作是灵工，所以要圣灵的充满。 

二、主题 

1. 是三位一体真神的清楚启示。 

2. 四处重要经文。 

三、本论 

1. 三位一体说： 

1.1. 神只有一位──本课的重心 

1.2. 新约 

1.2.1. 林前 12:6，8:4、6 

1.2.2. 弗 4:6 

1.2.3. 可 12:29 

1.2.4. 罗 3:30，10:12 

1.2.5. 加 3:20 

1.3. 圣经说是“神”的有三位。 

2. 一位神 

2.1. 赛 43:10-13：别无真神 

2.2. 赛 44:6：首先末后 

2.3. 赛 45:5-7：外无别神 

2.4. 赛 45:21-22：再没有神 

2.5. 赛 46:9-10：并无别神 

3. 真神只一位 

3.1. 不要拜假神。 

3.2. 要全心信靠神、尊重神、敬拜祂。 

四、问题 

1. 怎样解说“三位一体”的真理？ 

2. 对神的正确态度如何？ 

 

第 24 讲：仆人之歌（2）（赛 49 章） 

一、温习 

1. “三个位一体”的误解：其实神只有一位。 

2. 太 3:16-17 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独有经

文。 

二、主题 

1. 很清楚是一首个人之歌，不能说是以色列民

族。 

2. 具很强的世界福音普世救恩意识。 

三、本论：选召 

1. 出母腹便蒙召 

1.1. 主耶稣（路 1:31；太 1:21） 

1.2. 耶利米（耶 1:5） 

1.3. 保罗（加 1:15） 

2. 恩赐 

2.1. 口如快刀 

2.2. 磨亮之箭 

2.3. 主赐真理 

3. 工作 

3.1. 使雅各归主 

3.2. 使以色列聚集 

3.3. 神为力量 

3.4. 外邦的光直到地极 

3.5. 众民的中保 

3.6. 使全球蒙恩 

四、问题 

1. 仆人之诗共四首重要性何在？ 

2. 什么是普世救恩？ 

 

第 25 讲：仆人之歌（3）（赛 50:4-9） 

一、温习 

1. 仆人之诗四首重要性是从民族至个人，让人

清楚知道神对祂仆人的心意：基督是受苦之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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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犹太人只有狭窄的救恩观念，应照圣经改变

为普世救恩。 

二、主题：仆人之诗的第三首 

三、本论 

1. 仆人的恩赐 

1.1. 受教的舌头 

1.1.1. 有当讲的话 

1.1.2. 有适合的表达 

1.1.3. 有当作的回应──扶助疲乏者 

1.2. 开通之耳 

1.2.1. 善知主意 

1.2.2. 作聆听者 

1.2.3. 作分析回答 

2. 仆人的领受 

2.1. 每早 

2.2. 提醒 

2.3. 谦卑能听 

3. 仆人的心志 

3.1. 受苦：背、腮、脸 

3.2. 坚固──面如坚石 

3.3 信心──主必帮助 

四、问题 

1. 第三首仆歌有什么特点？ 

2. 仆人有什么心志？ 

 

第 26 讲：仆人之歌（4）（赛 52-53 章） 

一、温习 

1. 第三首更个人化，开始有受苦的意识。 

2. 仆人的心志──受苦和信心 

二、主题：仆人之诗的高潮──受苦（非犹太人

弥赛亚观） 

三、本论 

1. 无佳形美容 

1.1. 憔悴枯槁（52:14） 

1.2. 无佳形美容叫人羡慕 

1.3. 嫩芽干地 

1.4. 忧患之子（不被尊重） 

2. 担当罪孽（53:4-6） 

2.1. 担当忧患，背负痛苦──赎罪祭──除

罪（来 9:14）、赎罪（来 9:15）。 

2.2. 过犯罪孽压伤（我们的） 

2.3. 代替──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

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2.4. 归到祂身上 

3. 赎罪祭（53:10） 

3.1. 不开口（第 7-8 节） 

3.2. 夺去、剪除 

3.3. 定意压伤 

3.4. 应验 

3.4.1. 与恶人同埋 

3.4.2. 与财主同葬 

3.4.3. 赎罪祭 

3.4.4. 看见后裔延长年日 

3.4.5. 列在罪犯之中 

3.4.6. 担当罪孽 

3.4.7. 心满意足 

四、问题 

1. 仆人之歌之四可以代表以色列吗？ 

2. 主耶稣在“罪”上有什么表现？ 

 

第 27 讲：异邦归主（赛 54-55 章） 

一、温习 

1. 非常个人，决非以色列的代表。 

2. “罪”三点：除罪、赎罪、忧罪。 

二、主题 

1. 赛 54-55 两章以以色列为中心，复兴从他们

开始──全家得救。 

2. 异邦因犹太人蒙恩──归主，普世救恩。 

三、本论 

1. 以民得救 

1.1. 圣者为丈夫（54:5） 

1.2. 收回妻子（54:7） 

1.3. 永远的爱（54:8） 

1.4. 慈爱相待（54:9-17） 

2. 以民之福 

2.1. 可吃可喝 

2.2. 求告蒙允 

2.3. 更高的意念道路 

2.4. 永远的证据 

3. 万民归主 

3.1. 扩张营幕（54:1-3） 

3.2. 一切干渴、饥饿（55:1-5 

3.3. 世界万民蒙恩 

四、问题 

1. 什么是普世救恩？ 

2. 为什么将来以民会全家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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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讲：复兴之道（赛 56-57 章） 

一、温习 

1. 用以民祝福万民；用教会祝福全世界。 

2. 犹太民全家归主才让全世界蒙恩。 

二、主题：复兴──与主重新联合 

1. 守安息日 

2. 悔改──心灵痛悔 

三、本论 

1. 安息日 

1.1. 立约的日子 

1.2. 主里面才有的安息 

1.3. 圣山──圣殿──安息日的工作 

1.4. 祷告的喜乐 

1.5. 献祭蒙悦纳 

1.6. 招聚众民 

1.7. 招聚外人 

2. 悔改 

2.1. 以民旳罪行 

2.1.1. 杀儿女献祭 

2.1.2. 敬拜偶像 

2.1.3. 毁与神所立之约 

2.2. 绊脚石的除去 

2.3. 心灵痛悔 

2.4. 谦卑向神 

2.5. 得神医治 

四、问题 

1. 为什么以民要复兴？ 

2. 怎样悔改？ 

 

第 29 讲：新城耶路撒冷（赛 60 章） 

一、温习 

1. 行动──守安息日 

2. 心志──悔改 

二、主题：新的开始──千禧年度，基督作王 

三、本论 

1. 圣城 

1.1. 世界中心 

1.2. 神建立属灵的中心──圣殿 

1.3. 以民犯罪，神的刑罚弃圣城于不顾。 

1.4. 悔改之后有新城 

1.4.1. 千禧年之城──历史上从未真正

出现过 

1.4.2. 将来从天而降之新城 

1.5. 今课略作描述，遥指将来的新城。 

2. 城中新民 

2.1. 神的子民被抱而来 

2.2. 为万国，万民之首 

2.3. 城中圣殿重得荣耀 

2.4. 世界美物 

3. 城墙 

3.1. 外邦建城 

3.2. 城门大开 

3.3. 修饰圣所 

3.4. 万国的丰盛 

3.5. 永远之光 

四、问题 

1. 为什么有新的圣城？ 

2. 本章和启 21-22 章有什么相同？ 

 

第 30 讲：新主（赛 61-63 章） 

一、温习：新城 

1. 圣城必须更新，表示神与人更新关系。 

2. 启 21-22 章其城与本处一样。 

2.1. 万国、万民的中心 

2.2. 救主光照 

2.3. 永永远远 

二、主题：新主 

1. 是弥赛亚 

2. 得胜者 

3. 全人类的救主 

三、本论 

1. 全人救主 

1.1. 圣灵同在 

1.2. 传福音：好信息、医治、释放、报仇

（审判） 

1.3. 祝福：华冠、喜乐油、赞美衣、公义树 

2. 圣民得救 

2.1. 为祭司 

2.2. 立永约──神的后裔 

2.3. 万民之福 

3. 审判 

3.1. 报仇之日 

3.2. 救子民 

3.3. 审判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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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 

1. 这位救主施行了那三件事？ 

2. 主耶稣在千禧年为如何之主？ 

 

第 31 讲：新的世界（赛 65:17-25，66:22-24） 

一、温习 

1. 新主，耶稣作两件重要的事是全人类的救主

和审判者。 

2. 主耶稣在千禧年在地上作王。（启 20:4-6） 

二、主题：新的世界──世界必须更新 

三、本论 

1. 新天新地 

1.1. 启 21 章说世界末日之后，旧天地被毁

重造新天地（启 20:11），而新天地中无

死亡，可见与本处的新天地不同。 

1.2. 赛 65:20 指死亡仍在可见非启示录的新

天地，而是指千禧年的天地。 

1.3. 这处的预言也可包括二者（山峰理

论）。 

1.4. 主要在千禧年中地上统治，是祂的“得

国降临的时候”。 

2. 新天新地──新的世界 

2.1. 无罪恶才能成新──主耶稣治下 

2.2. 新城──重新建造 

2.3. 新人──更新的人 

2.4. 新万物 

3. 新的天地（66:22-24；启 21:1-5） 

3.1. 神与人同居（第 3 节） 

3.2. 无罪、无死亡 

3.3. 完全新 

3.4. 仍有地狱（启 22:15） 

四、问题 

1. 以赛亚书的新天地和启示录的有什么分别？ 

2. 为什么要有新天地？ 

 

第 32 讲：总复习 

一、温习 

1. 二者不同，前指全新地球天地，后指非地上

的新天地。 

2. 新天地意义 

2.1. 更新一切 

2.2. 主耶稣地上掌权 

2.3. 神与人同居 

二、主题：最后一课总结 

三、本论 

1. 小圣经 

1.1. 圣经共 66 卷，赛 66 章，旧约 39 卷包

括以色列人的历史、预言及先知等。赛

1-39 章为预言和历史为主，似旧约圣

经，新约圣经共 27 卷，以主耶稣为

主，赛 40-66 章以弥赛亚为主。 

1.2. 分段 

预言与教训犹大和耶城（1-35 章） 

各国（13-27 章） 

历史（36-39 章） 

弥赛亚：平安的原因（40-48 章） 

平安之君（49-57 章） 

平安之景（58-66 章） 

以赛亚生（公元前 765） 

以赛亚蒙召（公元前 740） 

以赛亚被杀（公元前 684） 

2. 弥赛亚预言 

2.1. 童女怀孕生子（7:14） 

2.2. 婴孩降生（9:6-7） 

2.3. 耶西之根（11:1-5） 

2.4. 稳固根基（28:16-17） 

2.5. 修平沙漠（40-41 章） 

2.6. 仆人之歌（42-53 章） 

2.7. 新天新地（65-66 章） 

四、结论 

1. 以赛亚书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先知，其书包括

含全部圣经启示的精华，写于主前七百年，

却应验清楚在主耶稣身上。 

2. 预言主耶稣的降生、事工，并延续至新天新

地。 

3. 先知之名=耶和华拯救，故全书以救恩为

主，不但当时亡国阴影下最适合，将来主耶

稣的救恩亦包含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