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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期待的彌賽亞。	

n 先知的信息被拒絕，耶穌的信息也被拒絕，難道是上帝讓

人鐵石心腸，盼望我們遭受到嚴厲的審判嗎？

n 人的環境一定要先變得更糟，才能變得更好嗎？

n 這樣的信息，代表著上帝的旨意在頑固不化的人中運行，

從來沒有輕而易舉的醫治，沒有現成的轉機。

n 沒有「廉價的恩典」，醫治、悔改，對人來說，都是必須

付出代價的；當人想要得著簡單快速的福音，最終就只是

留下愚蠢的人面對審判。

n 當我們對社會某些現象感到麻木：貧富差距極大、殘暴且

侵略的軍事主義、自我放縱等等，這是先知宣講信息中經

常提到的，那審判就會像小偷一樣在黑夜裡悄悄地進入。

n 即使再怎樣恐怖的信息，最終總是帶來安慰，這提醒著我

們，沒有任何放鬆的可能性，只有讓自己能夠成為「嘴唇

清氣的人」，才能成為那「聖的族類」。

6.1.5 信心的要求（7:1-9）	
u 「烏西亞的孫，約坦的子，亞哈斯做猶大王的時，敘利亞王利

汛及利瑪利的子以色列王比加進軍攻擊耶路撒冷，毋拘攻𣍐

破。」（7:1）

n 烏西亞王之後，南國猶大便面對了亞述帝國的威脅，周遭

的國家也是，包括敘利亞（亞蘭）以及北國以色利。

n 在猶大王亞哈斯的時代，提革拉比列色王三世（Tiglath-

pileser	III）對鄰近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有些國家的領導者

就組成一個對抗亞述的聯盟。

n 猶大王亞哈斯拒絕加入聯盟，使得敘利亞王利汛及以色列

王比加對耶路撒冷發動攻擊，想要推翻亞哈斯。（參考王

下 16:5-9;	代下 28:5-8）

u 「有人給大闢家講，敘利亞及以法蓮聯盟；亞哈斯的心及人

民的心攏驚惶皮皮惙，親像樹林內的樹互大風吹振動。」（7:2）

n 面對這樣的聯盟，猶大王亞哈斯和他的人民顯得相當害怕。	

n 用樹林裡的樹被風吹動的圖像來譬喻他們的「皮皮惙」，

可想像他們陷入極大的恐懼之中。

n 當談到「大闢家」（大衛家）指的是這個家族因著倚靠信

實的上帝的保守看顧，可以高枕無憂；然而，若倚靠其他

勢力來尋求安全，就失去了上帝的看顧保守。

u 「上主對以賽亞講：「你及你的子施亞雅述出去迎接亞哈斯，

佇上池的水溝口，迵到漂布場的大路見伊」（7:3）

n 遇到這種威脅、恐慌的情況下，上帝指示以賽亞，要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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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的兒子「施亞雅述」去找亞哈斯王。	

n 他們遇到的地方是「水溝口」，可能是城裡的水利設施，

是為了應對耶路撒冷被圍攻，表達亞哈斯王內心對於被圍

攻的驚恐。

n 「施亞雅述」這個名字是「餘數必歸回」，這代表著耶路

撒冷即將被毀滅，許多人將面臨死亡，只有「餘數」可以

返回。

n 即使帶著盼望，但在毀滅的事情還沒發生前，讓人感受到

的自己即將被毀滅的審判。
u 「給伊講：『著謹慎，著鎮靜，毋免驚。毋通為著此兩支啲淐
煙的火把，就是啲大發受氣的利汛及𪜶敘利亞人，以及利瑪

利的子，來驚惶失膽。」（7:4）

n 「此兩支啲淐煙的火把」形容生氣的人。
n 上帝透過先知提醒亞哈斯，面對兩國聯合攻擊不需要「驚

惶失膽」，應該謹慎、鎮靜應付，不要害怕他們的行動。

u 「因為敘利亞及以法蓮，以及利瑪利的子計謀攻擊你，講：阮欲上

去攻擊猶大，侵佔，征服伊；阮欲設立他比勒的子作王。」（7:5-6）
n 第 4,	5 節，不直接提到「比加」，只提「利瑪利的子」，也

不提篡位者的名只提「他比勒的子」，表達先知拒絕說出

他們的名字。

n 聯盟攻擊的計謀是想要把猶大王亞哈斯換成他們可以掌

控的人，雖然無法得知誰是「他比勒的子」。
u 「所以，至高的上主按呢講：此個代誌𣍐成功，一定𣍐實現，因

為敘利亞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首領是利汛；以法蓮的

首都是撒馬利亞，撒馬利亞的首領是利瑪利的子。(六十五年內以
法蓮一定滅亡。)恁的信心若無在，恁絕對徛𣍐穩。」（7:7-9）

n 先知傳達的信息就是他們的攻擊與計謀是不會成功的。
n 敘利亞和以法蓮聯軍在公元前 734 年發動攻擊，接著以色

列國的領土縮小，最終在公元前 721 年被亞述帝國所滅。

n 「65 年」的算法，有一說，直到公元前 670 年亞述帝國結

束對以色列的統治，期間剛好 65 年。
n 先知警告亞哈斯王「恁的信心若無在，恁絕對徛𣍐穩。」面

對威脅應該保持對於上帝的信心才能站立得穩。

n 另外「信心」也可以是「上帝的信實」，一旦，人離開了信

實的上帝看顧保守，將無法站立得穩。

n 最後這句，可以說是 9:4的補充，不要害怕、要有信心，不是

一種在順遂時的自我滿足，而是在逆境中，面對衝突、威脅、

危險的時候，先知對盼望他們不要害怕鄰國所帶來的威脅。



台北東門教會查經班～以賽亞書  葉志達牧師 

 45 

n 亞哈斯王應該從信靠上帝，做出具體且公開的行動，即使遭
遇危機，最終仍能得著勝利。	

n 可惜，他並沒有，最終去尋找亞述帝國的協助。	
u 省思	

n 先知介入了政治事務是相當正常的，以賽亞就國際情勢向
亞哈斯提出建言，也根據上帝將來不久的安排，告訴王該

怎麼面對聯軍的進逼。	

n 然而，因為以色列是所謂的「神權國家」，是承認上帝掌
權的國家，整個國家都在尋找上帝的旨意。	

n 現代國家沒有「神權國家」，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是必須互
相尊重的，宗教自由促成了政教分離。	

n 然而，宗教信仰並非不能「關心」政治，就如約翰衛斯理
認為「本質上，基督教是一個社會性的宗教」，而不是個

人性的宗教」。	

n 宗教帶有轉化社會、國家的責任，因此必須透過基督信仰
與神學，在公共對話中，對於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

政府政策，做出一個從信仰出發的解釋和觀點。	

n 然而，宗教在政治事務上的參與所帶來的危險就是「絕對
真理」的危險，堅信上帝站在某個民族、某個群體一邊。	

n 十二世紀的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在教會歷史中有這
段的黑暗時期，給教會歷史烙下污名。	

u 從法國開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到整個歐洲。	
u 天主教：羅馬宗教裁判成為控制思想和行為，剷除異
己的機構。15	

u 聖女貞德在英法百年戰爭的時候，幫助法國戰勝不少
戰役，在被英國俘虜時，原本要用女巫的名義用火刑

處死，因她是處女16而作罷，轉為控告她不穿女裝，這

是出於政治的目的，卻用宗教的理由來判刑而死。	

n 當公共話語中只有一種聲音，絕對真理的暴政才能實現。	
6.1.6 保證的記號（7:10-17）	

u 「上主閣對亞哈斯講：『著對上主—你的上帝求一個記號，無
論對上低的深淵抑是上高的天頂來』。」（7:10-11）	

n 先知和亞哈斯王的對抗仍然持續，也可以看是「信心和恐
懼」的對抗。	

n 上帝和亞哈斯王的對話，上帝親自邀請亞哈斯王尋求一個

 
15 第三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Lateran III，1179年）、成立宗教裁判法庭（1184年）、以火刑
懲罰異端邪說者（1224年）、建立直屬教宗管轄的宗教裁判所（1231年）。 
16 當時傳說女巫是與惡魔交媾來取得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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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這個記號無論來自哪裡都可能。	
n 對於沒有信心的亞哈斯王，上帝用很輕佻的言語盼望他尋

求記號，目的是要他重拾信心。

u 「毋拘亞哈斯回答：『毋，我毋求，我無欲試探上主。』」（7:12）

n 對於上帝的要求，亞哈斯王用很符合神學、信仰觀點的說

詞，拒絕上帝信心的呼召。

u 「先知就講：「大闢家啊，著聽！恁互人厭惡，豈算小可事？

恁豈嘛欲互我的上帝厭惡？」（7:13）

n 先知斥責亞哈斯王拒絕上帝的邀請，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已

經遭受到人民的「厭惡」（厭煩），現在又讓上帝厭惡。

u 「因為按呢，主欲親自互恁一個記號：看咧，有一個少年女子

會懷孕生子；伊欲叫做『以馬內利』。」（7:14）

n 即使亞哈斯王不願意接受，上帝仍然堅持給予記號，這說

明了「記號」（神蹟）往往是上帝透過「有形」的事物，

使得信仰變得具體，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n 這個記號是有一位年輕女子17懷孕生子，被取名為「以馬

內利」，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n 7:3 以賽亞兒子的名字是帶有負面的意思，而這個名字是

積極的，令人欣慰的。

n 在這種情況下，當上帝與人同在，人不需要懼怕。（參詩

篇 46:1-2,	5,	7）

u 「到伊學會曉拒絕惡，選擇善的時，伊欲有起司及芳蜜通食。」（7:15）	

n 拒惡揚善的年齡落在兩歲的年齡。18

n 「起司和蜂蜜」可能是應該吃母乳後第一口固體食物；也

可能暗指富足、繁華幸福的時代。

u 因為此個囝仔會曉拒絕惡，選擇善以前，恁所啲驚彼兩個王

的國土攏會徹底荒廢。」（7:16）

n 在孩子 2歲以前，聯軍的兩個國土將要荒廢19，而他們即

將不再面臨戰爭的威脅，而是生活在和平與繁華之中。

n 若公元前 734年聯軍發動攻擊，公元前 733年以色列被亞

述帝國攻擊，只剩下首都撒瑪利亞以及四周圍的領土；公

元前 732年，敘利亞被亞述帝國併吞。

n 對於聯軍的威脅是短的，亞哈斯王的恐懼表達當時的猶大

國是不信靠上帝，難怪他被視為不好的王。

17 過去翻譯成「童女」，強調這個女子的貞操，原文卻只是「年輕女子」，意思是適婚年齡的
女子。無論是新約或基督教傳統「童女」的解釋是很重要的，但與以賽亞書的原意有所不同。
18 另一說，當時，拒惡擇善、負法律責任的年齡大概在 12、13歲。 
19 另一個解釋採用 12-13年孩子能夠拒惡擇善，若公元前 734年聯軍發動攻擊，一直到公元前
721年北國以色列滅亡，恰好是 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