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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和「羅網」。 

 原本保護人遠離陷阱和網羅的上帝，猶大將面臨很大的麻

煩，他們將「觸著」、「跋倒受傷」、「網著」、「掠著」。 

 以賽亞清楚看到了他們陷入了死亡的道路，將來在亞述帝

國、巴比倫帝國的手中。 

 「恁著給律法的冊捲起來，佇我學生的中間給教示封起來。」

（8:16） 

 先知似乎有「學生」或「跟隨者」，所以他命令學生們將

「律法的冊」捲起來，將「教示」封起來。 

 「律法的冊」，原文是「見證」、「先知訓諭」，可能是

將先知所說的話寫下來並捲成書，做以後的「見證」。 

 「教示」（tora）～先知的信息為「tora」（教示），封

住「教示」也是一種將先知的話語封起來。 

 先知將他所有的教導都捲起來、封起來，就如同將合約和

契約密封一樣，一旦所說的話成立成為呈堂證供。 

 「我欲聽候上主；伊越頭無看顧雅各的後代，毋拘我欲仰望

伊。」（8:17） 

 先知宣示要「聽候上主」，原因是「伊越頭無看顧雅各的

後代」。 

 在這個上帝「隱藏」的時代，人們將遭遇極大的麻煩，因

此先知選擇暫時不再說話，單單等候上帝。 

 看起來失去盼望的語言，不過，先知卻說「毋拘我欲仰望

伊」。 

 以賽亞書有一個特色「審判」和「盼望」常常放在一起。

先知從來不懷疑，人民會因著不虔誠、悖逆而遭受災難，

但從上帝那來的重生也隨之而來。 

 「看咧，我及上主賞賜互我的子兒，攏是伊互以色列的兆頭

及記號；上主是𫢶佇錫安山的上主—萬軍的統帥。」（8:18） 

 先知提到了上帝所賞賜給他的兒女，就是「互以色列的兆

頭及記號」，再次提醒，上帝早已透過他兒子的名字預告

或者提醒南國猶大，而這個「兆頭」及「記號」。 

 除了「兆頭」和「記號」以外，「𫢶佇錫安山的上主—萬

軍的統帥」也是先知盼望的源頭。 

 「若有人給恁講：『恁著去問牽亡的及童乩桌頭；𪜶吱吱啾

啾，用人聽無的話唸東唸西。人民豈𣍐用得求問𪜶的神明，抑

是替活人去問死去的人？』」（8:19） 

 或許，那時候的人在遇到問題或災難時，當他們認為上帝

沈默不語時，他們也會去尋求其他形式的啟示，或者是求

問神明或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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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𣍐用得！著請示律法及教示！許個講話無照律法及教示的

人，𪜶𣍐當看著天光。」（8:20） 

 對先知來說，這樣的做法是千萬不行的，因為這些都是違

反摩西律法與教導，他們所說的話是無法「看著天光」。 

 似乎針對「問死去的人」，卻也是談到透過這些方式是沒

有益處的，只有「請示律法及教示」才是正確的方式。 

 「人會佇逐所在流浪、艱苦、枵餓；𪜶無通食的時會起受氣，

咒詛𪜶的王及𪜶的上帝。𪜶攑頭看天，俯落看地，只有看著艱

苦、烏暗、苦悶，閣受趕入去烏烏暗暗內面。」（8:21-22） 

 那些被亞述帝國打敗的人民，四處流浪，受盡許多艱苦。 

 不過，他們只能抱怨自己的王以及上帝，在怨天怨地之後，

卻看不到光明，只看到許多黑暗的一面，並且不斷被趕入

黑暗之中。 

 省思： 

 孩子的名字總是一種對孩子的期待與祝福，以賽亞的孩子

卻被拿來當成預言的工具，且是負面的。 

 「一人呼召，全家服事。」，這是合理的嗎？ 

 父母的好見證，必然帶給孩子有好的影響，並一起追求信

仰，否則，辛苦服事，卻讓孩子在信仰上跌倒。 

 先知以及他的跟隨者可能成一個群體，無論大小，他們所

傳講的本身就帶有傳統的印記，數百年來，先知以及先知

群體塑造傳統且延續。 

 以賽亞承接了某個信仰團體的傳統，透過以色列民族的歷

史和信仰，向猶大王提到上帝對大衛王朝的應許。 

 許多「英雄」不是憑空出現的，雖不能否定其個人的勇氣

和創造力，卻必須知道「時勢造英雄」，這些英雄背後有

其支撐他的力量與許多人過去默默耕耘。 

 馬丁路德金恩牧師是一位偉大的「黑人運動」牧師，卻也

是「時勢造英雄」，很顯然的他是受到甘地和印度獨立運

動的影響。 

 當上帝沈默不語時，往往讓人開始用各種方法期待知道未

來，好讓在困境之中能看到一絲盼望。 

 現代文化之中，仍然盼望提醒知道未來，氣象預測、地震

預測，如何投資，以及分析未來趨勢。 

 從過去的經驗、理性思考，用各樣數字分析，這些都是合

理、符合信仰的方式，越知道未來，做出的決定越明智。 

 然而，算命、星座運勢等等，參雜宗教色彩的，就必須要

小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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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聲稱自己聽到上帝的話，更要小心去驗證，否則可

能只是一種的推斷或想像而已。

6.1.9 新王之大光（9:1-7） 
 「總是彼個曾受過痛苦的地𣍐閣再有烏暗。以前，西布倫的地

及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輕，毋拘將來此個地區，沿地中海的路，

到約旦河外，甚至到外族的加利利，攏會得著榮光。」（9:1）

 「總是彼個曾受過痛苦的地𣍐閣再有烏暗」放置的位置很

奇怪，很明顯地，這是延續前面的上帝沈默的黑暗時代。

 這裡提到的地方是在公元前 732 年，亞述帝國所併吞的

北國以色列的北部地區。（參看王下 15:19）

 這個地方即使被併吞，但有一天不再有黑暗，不再被看輕、

藐視，而是會得著榮耀。

 「行佇烏暗中的人已經看見大光；生活佇死蔭的地的人有光

啲照𪜶。 」（9:2）

 在這裡宣布了南國猶大將會出現嶄新的局面。

 「行佇黑暗中的人」、「生活佇死蔭的地的人」，代表南

國猶大的人民受到亞述帝國壓迫並且感到絕望（8:11;

9:1）。

 「大光」、「光啲照𪜶」代表他們將離開黑暗的生活，進

入光明，有新的盼望。

 「你互𪜶的國家強盛，互𪜶大歡喜。𪜶佇你的面前歡喜快樂，

親像啲收割的歡喜，親像啲分戰利品的快樂。」（9:3）

 當黑暗變為光明，喚起了無止盡的歡喜快樂。

 詩人舉了兩個例子的「歡喜快樂」：收割、戰勝。

 當收割的時候，發現這次是大豐收，一掃之前擔心欠

收的陰霾，對比之下，那是多麽歡喜快樂的事。

 當戰勝的時候，分戰利品的時候，那覬覦已久的物品

終於到手，戰爭的辛苦完全去除，那也是很快樂的事。

 「因為你有拍碎𪜶啲背的軛，摃斷𪜶肩頭頂的棍，遏折壓迫

者的鞭，親像你毀滅米甸的軍隊彼日。」（9:4）

 「軛」、「棍」意味著壓迫，可能是亞述帝國強加的重稅。

 「毀滅米甸的軍隊彼日」～根據士師記 6-8章的記載，米

甸人壓迫以色列人（士 6:2-6），最終士師基甸出乎意料

地戰勝米甸人。（士 7章）

 最終，南國猶大的人即將迎來勝利。

 「戰士佇交戰中穿的軍鞋，滒著血的軍服，攏會做柴燒。」（9:5）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殘酷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大肆殺戮，

使得士兵的兵器、裝備都血跡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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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軍事裝備「做柴燒」，不只是銷毀敵人的武器，也

帶有一種恥笑、羞辱敵人的行為。（參見詩 46:8-9）

 上帝透過巴比倫帝國，以暴力、強力的手段終結這個令人

憎恨的國家。

 「因為有一個嬰仔已經為著咱出世，有一個子賜互咱。伊欲

負擔國政；伊的名欲稱做：賢明的導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

天父，和平的君王。」（9:6））

 在這，運用了舊約中王的登基儀式，慶賀一個王的誕生，

而這個王是上帝所賞賜的。

 這個新的王被用誇張的名稱，表達了他能滿足人民的期待。 

 「賢明的導師」～國王將是智慧、精明且富有洞察力

的人，可以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作為，特別是與前任

亞哈斯王相比。

 「全能的上帝」～不是說這個王是上帝或具有神性，

是說這個王擁有了所有的權力。

 「永在的天父」～「天父」原文是「父親」，這裡所

談的不好理解，可能是這個王的能力足以保護人民，

在情況失控的時候，可以讓人民解除焦慮，因為新政

府一切都不會失控。。

 「和平的君王」～是新的王的特徵，他將維持現實的

秩序，與亞哈斯王成強烈對比。

 這些誇張的名稱，共同確保了一個嶄新的、秩序井然、正

常運作的、可靠的、賦予生命力的公共領域。它涉及部署

一個新的積極公共權力，並體現了「上帝國」。

 「伊的主權無窮；伊的和平無盡。伊欲坐大闢的寶座，繼承伊

的王國。伊欲用公平正義互國穩固堅立，對此時直到永遠。上

主—萬軍的統帥的熱誠一定會成全此個事。」（9:7）

 這個政權有三個重要的記號，使得王國可以屹立不搖，「對

此時直到永遠」：

 主權以及和平無窮無盡，意味這個王國是永遠存在的。 

 「伊欲坐大闢的寶座，繼承伊的王國。」，這王國是

奠基在上帝與大衛王朝的立約。

 立約的基礎是「公平公義」，這預告了這個新的社會

秩序與公共權力將因公平公義而受到保障。

 「上主—萬軍的統帥的熱誠」，這句話出人意料之外，卻

強而有力，上帝的「熱誠」表達了上帝的熱情以及情感充

沛的承諾，讓猶大社會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一方面，上帝對猶大以及耶路撒冷的熱誠，將確保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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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城市繁榮昌盛； 

 另一方面，上帝熱衷於維護自己的聲譽和信譽。

 省思：

 光明與黑暗的對比：「黑暗」是抑鬱以及死亡的隱喻；「光

明」象徵以及喚起生命和喜樂。（9:2）

 先知用禱告的語言勾勒出人們慶賀的畫面，人們歡喜歌唱

好想收割以及戰爭結束，出自心底的喜悅。（9:3）

 對比的畫面：一方面是戰爭與壓迫工具的嚴厲畫面（9:4）；

一方面卻是焚燒這些工具，有著「大光」的聚會。（9:2,

5）

 從亞述帝國的壓迫，被解救，一直到永久和平的願景。

 先知帶來一個好消息，一個新生的王要發出「大光」，成

為上帝拯救祂的子民的記號。（9:6）

 這個將帶來公平、公義，所建立的國度，所有一切都符合

上帝的旨意，一直到永遠。

 即使這些理想的畫面永遠不會實現，有「願景」就有可能

實現，沒有「願景」，就永遠不會實現。

 耶穌來到這世間上，也是在強權羅馬帝國的壓迫之下，他

所宣揚的「天國」（上帝國）就是直接挑戰希律王的統治。

 這段經文是必須在各個時代重述，現代國家大多已經放棄

以「宗教」立國，但上帝國的來臨，表達了上帝對公平、

公義臨到人類生活，建立和平、繁榮的熱誠永遠不變。

6.1.10 憤怒仍持續「伸長長」（9:8-10:4） 
 「主有宣告欲攻擊以色列王國；此個審判欲降落佇雅各的後

代。」（9:8）

 先知的神諭中，從南國猶大，轉向到北國以色列，宣告上

帝將要攻擊、審判他們。

 「所有以法蓮的人民及撒馬利亞的住民攏知，毋拘𪜶猶自高

驕傲，講：」（9:9）

 他們受到審判的原因，是出自於他們「自高驕傲」，他們

知道上帝對他們的審判，卻看不到上帝的旨意與作為。

 「磚仔厝已經倒落去，阮欲用拍好的石重起。桑材樹已經互

人剉了，阮會用柏香樹代替。」（9:10）

 磚房倒塌，他們就想用石頭建築；桑樹倒塌，就種更好的

香柏樹。

 他們遇見了災難，卻把這場災難當成更好的建設基礎。

 「所以上主激𪜶的敵人利汛王起來攻擊以色列。東有敘利亞

人，西有非利士人，𪜶攏開大嘴欲吞食以色列。雖然是按呢，

上主的受氣猶未煞；伊的手猶伸長長欲處罰𪜶。」（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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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帝的憤怒中，常常興起以色列人的敵人來攻擊他們。 

 上帝這是興起敘利亞的利汛王來攻擊以色列，不只有敘利

亞、還有非利士人都隨時虎視眈眈想要吞食以色列。 

 即使如此，上帝仍然沒有停止祂的怒氣，祂的手「伸長長」

要懲罰他們。 

 「毋拘，人民無悔改歸向拍𪜶的上主，嘛無尋求上主—萬軍

的統帥。」（9:13） 

 即使以色列到了晚期，仍有機會避免事態越來越嚴重，他

們可以選擇悔改，尋求上帝，將生命放在上帝的存在以及

旨意上。 

 但是，他們卻寧可冒犯上帝，拒絕尋求上帝。 

 先知訴諸傳統，認為以色列不僅冒犯了上帝（參見王下

17:13-18），而且被警告之後，仍拒絕改變，頑固不化。

（參見利 26:18, 21, 23-24） 

 「所以，上主欲將以色列的頭及尾溜—棕樹枝及蘆葦—佇一

日內攏斬斷。長老及有地位的人就是頭；用白賊教人的先知

是尾溜。」（9:14-15） 

 先知對於以色列的悖逆，用樹枝、蘆葦的頭尾被斬斷來做

比喻。 

 頭：長老和有地位的人。 

 尾：用白賊教人的先知。 

 在一天之內，上帝將斬除這些長老、權貴、和先知。（參

考 3:1-5） 

 「諸個領袖導此個子民行毋著的路；互𪜶導的人攏受吞滅。」

（9:16） 

 這些領導者帶領子民誤入歧途，讓他們受到吞滅。 

 「所以，主無欲憐憫𪜶的少年人，嘛無欲疼惜𪜶的孤兒寡婦； 

因為所有的人攏無法無天，逐個嘴講的話攏是邪惡。雖然是

按呢，上主的受氣猶未煞；伊的手猶伸長長欲處罰𪜶。」（9:17） 

 在這，上帝的懲罰是嚴厲的，明明子民是被領導者帶到誤

入歧途，卻遭到懲罰。 

 年輕人、孤兒寡婦，這些軟弱的人、受欺壓的人，本來應

該受到憐憫、疼惜的，上帝卻不憐憫、疼惜他們。 

 其中的原因是包括他們所有人都「無法無天」，嘴巴說出

來的話都是邪惡的。～根據以賽亞所說的，他是活在「嘴

唇無清氣的人」中間。 

 如 9:12，再一次強調上帝仍然沒有停止祂的怒氣，祂的

手「伸長長」要懲罰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