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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的研讀(40-66章) 

第一課 仍是有望(以賽亞書四十 1-11)                蘇穎睿牧師 

引言： 

1. 2020年是一個難忘的時刻，也是一段相當黑暗的日子。無論是 COVID 19疫症的肆虐，或是香

港這兩年來的劇變，或是美國大選成社會的撕裂，都叫人心裏難過、憂慮、悲憤，我們不禁問

道：「像這樣的日子，何時才能過去呢？信徒的禱告也是：「神啊！你為我們伸冤，要等到幾時

呢？」(啟示錄六 10) 

2. 以賽亞書可以分為兩部份，一至卅九章是第一部份，四十至六十六章是第二部份，近代不少學

者以為第二部份並非出於以賽亞手筆，而是以色列被擄後在巴比倫時的作品。以賽亞生於希西

家王年代，以賽亞一至卅九章主要是針對那時情況而論述，但四十章以後，卻主要是針對以色

列人被擄而論述。前者是發生在主前八世紀中葉之後，而後者則發生在公元前六世紀年代。所

以他們的結論是：以賽亞書是有二個不冋的作者，前一部出於以賽亞手筆，後一部則是一位六

世紀不知名的先知撰寫的。不但作者不同，其論述的對像也不同，其實是兩部不同的著作。在

此我不論以賽亞書作者的問題，但我們若以為這是兩本不同的書，其間並沒有連帶關係，則大

錯特錯了，無論四十章以後是否出於以賽亞，但肯定的是整體來說，這是一本完整的書，二者

(四十章前與四十章後)是一致的，只要細讀此書、答案是非常明顯的。 

3. 所以，我們看到 40章是延續第 39章的論述，如果我們合併來看，我們是很清楚見到歷史的進

程。我們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亞述人攻打希西家失敗後，以色列人確實是享有一段安樂的日子，正如希西家對以賽亞書

說：「......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境況。」(卅九 8) 

 正因猶太人以為日子昇平就離棄神，希西家大病不死，癒後放肆，更把自己的財富顯示給

巴比倫王的兒子米羅達巴拉但看。 

於是以賽亞就預言說：「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出到如今的，都要被擄

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兒子，其中必有被擄去，在巴比倫皇宮

裏當太監的。」（ 卅九 6-7） 

 到了第 40章開始，神就藉先知以賽亞告訴我們，神會差派那受苦的僕人來拯救他們，這

是神的救贖計劃。40章一開始就提到神對他子民的安慰，緊緊連接着 39章的信息，從這

個角度看，40章不是獨立的一章，而是與 39章有極緊密的關係！ 

 

(一) 神的安慰(v.1-2) 

 v.1-2「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她宣告說，

她爭戰的日子已滿了；她的罪孽赦免了；她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1) 首先，我們看到這是神藉着先知以賽亞向祂的子民所說的話，「我的百姓」是指以色列，
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並且說：「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百姓。」所以，神是向與祂立約的百

姓講這番話，尤如父母對子女所說的。 

2) 這番話的內容一言蔽知：安慰。「安慰」明顯是 40—66章的主題。在這幾章中，這個字出

現了 13次之多，而在 v.1再重複的出現，目的是強調這是一個神給祂子民安慰的信息。 

3) 究竟這安慰的內容是什麼呢？ 

 他(耶路撒冷)戰爭的日子已滿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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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是指祂的百姓，「爭戰」一字是指一些艱辛及困苦的日子。所以 NIV譯作 hardship 。

(參看約伯記七 1；十四 14)，很明顯，這是指以色列人被擄至巴比倫的日子。神說，這些日

子已滿了，意思是完結了！黑暗的日子也完結了！ 

何解？因為他的罪孽赦免了，他救贖的日子來了，以色列人之所以受如此的苦楚，是因為

他的罪孽，所以這是神給他們的刑罰。但如今，他所受的刑罰已經足夠了。這裏所謂「加

倍受罰」是指足夠了，完全的足夠了，也是得釋放的時候了！ 

然而，這釋放是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指以色列人可以從被擄歸回巴勒斯坦，但其實這更

是指到將來基督的來臨，帶給我們的拯救，是從撒但的權勢得拯救，得釋放。 

4) 論到這宣告的語氣，是溫柔的、安慰的口吻。v.2「說安慰的話」，是指溫柔地向他們宣告。

不過，這都是預言，是將來的事，以賽亞從神那兒得到啟示，然後宣告出來，說明這後期，

必有救恩臨到祂的子民。 

 

(二) 曠野的呼聲(v.3-5) 

v.3-5「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

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1) 「有人聲喊着說」—究竟這是誰的聲音呢？ 

 這不可能是神的聲音，因為 v.3說「我們神。」這聲音一定是出於其中的一個「我

們」，而不是神自己。 

 這也不可能是天使(神使者)的聲音，同樣的，天使並不是「我們」的一份子。 

 所以這一定是人的聲音，但是何人呢？原文沒有講清楚，從文法的結構來看，這似乎

是指以利亞的聲音，但如果我們以 qore’ 這個希伯來文視為一個 genitive word 不是

predicate，則可譯作「在曠野有人聲喊着着說：當預備耶和華的路。」七十士本正採用

這譯法，而新約聖經（馬太福音三 13，馬可福音一 3，路加福音三 4，約翰福音一 23）

都是採用這種譯法。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否以賽亞的聲音，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卻

可以肯定的說，這聲音是來自在曠野的人，他又是講出神的信息，他是神的發言人。 

2) 我們在上一段已經提過，這語言可以從兩個不同層面看：i)指以色列人的回歸 ii)是指新約

的施洗約翰，約翰就是那位「預備祂的路，修直祂的道」的基督先鋒。 

3) 究竟這聲音所說的內容是什麼呢？v.3提到「耶和華的路」和「我們神的道」究竟是指什麼

呢？先知是用了兩個不同的字來形容，一個是「路」(The way )第二個字是「道」(Highway)，

是指那時亞述人當時為了行軍迅速，建築了一條高架之路，尤如今天的 highway。但「道」

這個字卻是以賽亞常用的一個字，到了新約時代，特別是使徒行傳，這個字便有着深厚的

「屬靈意味」，也是本指福音—神的道。 

所以，從聖經神學的角度看，這裏所提到「神的道」「耶和華的路」有着幾重的意義： 

 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為他們預備了一條通過沙漠和曠野之道。 

 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波斯回歸，他們已走過高山與沙漠之道，返回安息之地。 

 耶穌就是那道，施洗約翰就是為這道預備，在曠野呼叫人「悔改」歸向神。 

4) 究竟是誰預備，又預備些什麼？及怎樣預備呢？在 v.2 我們知道是以色列人因着罪而被擄

及受苦，如今他們的罪孽赦免了，可以歸回神賜給他們安息之地，但在回歸的路上，卻滿

有山窪及大大小小的山崗，高高低低。對新約的作者來說，約翰就是傳揚那悔改之道：「天

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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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那道預備好了，我們就會看到神的榮耀，而且是人人可以看到的榮耀。「榮耀」一字，
往往是指耶和華的臨在，而聖殿就是神臨在的標記，也是榮光之所在，但聖殿被毁，榮光

又離開了。但如今神的榮光必然再顯然，正如約翰福音一章 14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三) 唯有神的話才是永存(v.6-8) 

v.6-8「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

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草必枯乾，

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1) 在 v.3-5這聲音給我們的信息是：人的罪 VS神的赦免和拯救。v.6-8這聲音給我們的信息是

人的短暫和神話語的長存。 

2) 以賽亞 v.6以草和花來形容我們，v.7「草必枯乾，花必凋殘。」這都是暫時，空虛和短暫

的，何解？v.7b「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這裏所謂「耶和華的氣」是

指從耶和華來的風，希伯來文 ruah可譯作「氣」、「靈」，但同時也可譯作風，這裏指從

南面的乾風，吹過花與草，它們立即枯乾，人的生命也如此，「如水沖去，如睡一覺，如

早晨發芽的草，早晨生長，晚上割下枯乾。」(詩篇九十 5-6) 

然而，唯有神的話才永遠立定。 

 

(四) 好消息(v.9-11) 

v.9-11「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

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

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

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1) 第一個問題我們要解決的是：誰是那傳訊息者？和合本的譯法，是指一個傳道者(你)，他可

能是以賽亞，亦可能是類似以賽亞這樣的人，向錫安和耶路撒冷傳這福音，但這種譯法最

大的問題是：「報好信息」—動詞是 feminine(陰性) singular imperative，以賽亞(或像以賽

亞的傳道者)是陽性的，又怎會用一個 feminine singular imperative呢？最有可能性是指「錫

安」「耶路撒冷」。作者用擬人方式(personification)把他們視為傳好消息的人，而錫安，耶

路撒冷就是神的子民，也即是新約教會，神的使命是叫祂的子民去宣讀這大好的消息。 

2)  第二個問題是：這是一個麼的好消息？原來「主耶和華帶著大能來到，祂來是統管掌權，

賞賜和報應。」原文是一個「將來式」的句子，換言之，救恩還未來到，這是一個預言。

這裏所謂「賞賜」是什麼意思呢？希伯來文 šakar 本來是指工人作工所得的工價。英文譯

作 reward，而報應一字也是工人作工得工價。與「賞賜」其實是同一意思，不少釋經家以

為，主耶和華便是那位賞賜者，報應者，對義人則是賞賜，對惡人則是報應。其實，從文

法結構來看，主耶和華就是那位領受「工價」的一位，因主耶和華所作的，他就得到合適

的工價—為祂的子民成就了救恩！叫身他們可以從罪中得到釋放！ 

3) 主耶和華不但以能力和威嚴來到，祂同時亦以一個良牧來到，「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
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這是祂溫柔的一面，祂用膀臂，

把羊羔抱在懷中，並且乳養小羊，使他們得安慰，得平安。    

 

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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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賽亞書 39章與 40章有沒有關連？ 

2) 40章提到的安慰，其內容是什麼？ 

3) 從曠野來的呼聲是什麼？ 

4) 以賽亞用什麼形容人生？ 

5) 以賽亞所謂的「好消息」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