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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伊茂盛的樹林及真肥的田園會徹底受毀壞，親像病人衰弱，

死去，消失。樹林內賰落來的樹真少，連囝仔都會曉算。」
（10:18-19）
n 上帝將用毀滅之火將亞述的森林、肥沃的土地都毀壞，就

好像病人漸漸衰弱而死去。

n 「連囝仔都會曉算」諷刺地譬喻剩下的樹真的少得可憐。

u 省思
n 是誰在掌握歷史的前進呢？常常看起來是人，就如亞述王

在強盛的時候，似乎他可以控制歷史的發展，實際上，上

帝才是歷史前進的主宰。

n 亞述王是上帝旨意的工具，他卻自以為是，亞述王受到上

帝的棍棒懲罰，主要是認為他才是控制事件的主宰，以至

於他所做的超過上帝的旨意。

n 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往往讓我們認為上帝事先知道且掌

控一切。

n 不過，聖經的敘述卻往往具有戲劇性、衝突性、以及不確

定性。

n 聖經所敘述的歷史，是上帝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之間的互

動，常常也是彼此衝突，在衝突中，上帝介入，並作出回

應。

n 個人或群體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執行了上帝的旨

意，就如亞述王。

n 但是，若我們所做的超越了上帝的旨意，也必須付出代價，

或許不公平，這卻提醒我們要謹慎自己所言、所行。
n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Lord

Acton），人的腐化來自傲慢，權力與傲慢總是相輔相成。
n 「偉人幾乎總是壞人」（Lord Acton）這是接著上一句話
說的，偉人指的是那些追求絕對權力的人，可能讓人偉大，
但也因超越自己本分行使所有的權力，最終便做出許多
「壞事」，而成為「壞人」。

n 無論是個人層面或教會、政治層面，對權力的渴望，有時，

達到公義、和平、平安，需要行使權力，需要處理的是權

力的傲慢，也就是不承認人的軟弱。

n 權力若是好的，是因為他來自於上帝，並按照上帝的旨意

去行，人才不會傲慢，不會自以為所做的都是對的，即使

成就了一些「偉大」的事，仍然謙卑。

n 權力的傲慢是每個人都必須克服的慾望，即是這「權力」

在人眼中是小的，但我們仍想要藉由「控制」他人，來行
使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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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佇彼日，以色列所賰的子民，雅各的後代死無了的人𣍐閣

去倚靠攻擊𪜶的人；𪜶欲堅定倚靠上主—以色列神聖的上帝。

雅各的後代所賰的人會倒轉去大權能的上帝遐。」（10:20-21）
n 在亞述帝國的毀壞之後，這對於猶大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n 「倚靠」與 7:9「恁的信心若無在，恁絕對徛𣍐穩。」的
「信心」是同一個字。

n 「𣍐閣去倚靠攻擊𪜶的人」～南國猶大在政策上做出錯誤的

決定倚靠會攻擊他們的亞述國。

n 這表明了這個「倚靠」不只是信仰的倚靠上帝，而是在所有的

政策、所有的決定都必須倚靠上帝。

n 再一次「所賰的子民」、「死無了的人」再次是「餘民」的

概念。

n 所有人回到「大權能」的上帝，表達出「歸回」主要不是

在地理上的，而是心甘情願、毫不保留地讓上帝的主權回

歸在自己的生命中。
u 「雖然你的子民以色列親像海邊的沙赫多，𪜶中間只有賰幾個仔

會轉來。毀滅的事已經決定，因為上主大大施行公義。按呢，至高
上主 — 萬軍的統帥照伊所決定，欲徹底毀壞全地。」（10:22-23）
n 前面看似盼望的經文，卻再次使用「餘民」的概念表達災

難的嚴重性。

n 這個預言可以是描述北國以色列滅亡，以色列人被擄；也

有可能是在南國猶大滅亡，猶大人被擄。

n 先知以賽亞面對南國猶大的情況，他深知上帝決定「徹底

毀壞」，這使得南國猶大的未來仍是艱辛且漫長的。
u 「至高上主 — 萬軍的統帥確實有按呢講：『住佇錫安我的子民啊，
雖然亞述用柺給恁拍，親像埃及用棍給恁摃，恁毋免驚；因為我對
恁的受氣連鞭會煞，我的受氣是欲互亞述滅亡。』」（10:24-25）
n 萬軍的統帥開始說話，祂所說的是關於「救贖」的話語。

n 「恁毋免驚」表達應該對抗那個導致災難與絕望的「恐懼」。 
n 雖然猶大面對亞述的攻擊，但這只是上帝審判猶大的工具，

因為上帝「對恁得受氣」很快就結束，一旦結束，那麼接

下來就是亞述帝國遭殃，他們將會被滅亡。
u 「後來上主—萬軍的統帥會攑伊的鞭捽𪜶，親像伊佇俄立的
石磐鞭拍米甸。伊欲伸伊的柺仔佇海的頂面，親像伊佇埃及
有按呢做。」（10:26）
n 上帝審判亞述，如同士師記中米甸人的領袖俄立在石磐上

被殺（士 7:25）；
n 如同在紅海時，摩西用拐仔一指向紅海，原本分開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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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恢復原狀，淹沒埃及人的士兵。（出 14:27） 
u 「佇彼日，亞述下的重擔欲對恁的肩頭徙走，下佇恁頷頸的

軛欲摃斷。」（10:27）
n 最終，上帝對於亞述的審判，讓南國猶大不再背負他們所

給予的重擔。

u 「亞述攻佔艾城，經過米磯崙，下補給品佇密抹。𪜶經過隘口，

佇迦巴過暝。拉瑪人皮皮惙，掃羅故鄉的基比亞人逃走。迦琳的

住民啊，著大聲喝；萊煞人啊，著聽；亞拿突人啊，著應答。瑪

得米那人逃走；基柄的住民逃命。彼日，亞述王會佇挪伯停啲排

陣；伊欲動手攻擊錫安山， 就是耶路撒冷的山。」（10:28-32）
n 再一次，從應許又回到了威脅。

n 這有可能談論的是於公元前 701 年，亞述王西拿基立入
侵耶路撒冷。但聖經以外的資料，亞述人是從南面向耶路

撒冷推進，而路徑都是耶路撒冷以北。因此，雖然談論的

是亞述王的入侵，卻是用敘利亞和以法蓮聯軍攻打的路徑。 
n 無論如何，重點是在亞述不斷地逼近，一直到威脅耶路撒

冷以及聖殿。

u 「看咧，至高上主—萬軍的統帥欲用通驚的力量剉斷樹枝；

大欉樹會受斬斷，粗閣勇的樹攏會倒甲平平平。伊欲用斧頭

剉平樹林，連黎巴嫩上好的樹都倒了了。」（10:33-34）
n 即使面對極大的威脅，上帝的力量是「通驚」的，在怎麼

粗壯的大樹，祂要斧頭將所有的樹都砍光。

n 樹木代表傲慢的入侵者，這裡可理解為亞述，上帝會保護

錫安山，受苦的人民將得著安慰。

u 省思

n 信仰帶給我們的不是一切都風平浪靜，反倒是在許多風雨

中，看見上帝的「大權能」。

n 「餘民」的概念總是帶有好消息和壞消息，好消息是有人

災後餘生，壞消息是許多人受苦甚至因此死去。

n 「餘民」成為後被擄時期自我認識的核心，即使遭遇到國

家滅亡、被擄的患難中，他們的倖存表達上帝沒有完全放

棄祂的子民。

n 基督徒也是「餘民」，原本我們應該是因著罪應該受審判

的人，因著耶穌基督代替我們受苦，讓我們「被稱為義人」。 
n 有時，「餘民」會自以為義，以為留下來的人是「公義」

的人，卻忘了上帝「互日頭出來照歹人及好人，嘛落雨互

義人及不義的人。」（太 5:45）
n 身為「餘民」的我們反倒應該是抱著感恩的心，讓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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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被稱為義人」的身份相符。

6.1.12 重新開始（11:1-16） 
u 「對耶西的老樹頭會茁芛，對伊的根會發幼枝。」（11:1）

n 面對極度的無望，先知用了老樹頭「茁芛」、「發幼枝」

來表達有一個新的生命力。

n 這個老樹頭是大衛父親「耶西」的，代表將來會有一個新

的「大衛王」。

n 這個異象表達在極度惡劣的情勢之下，未來將有一個王來

到，他所行的將帶來新的盼望。

u 「上主的神欲及伊同在，就是互伊有智慧及聰明的神，有計

劃及能力的神，有智識及敬畏上主的神。敬畏上主是伊所意
愛。」（11:2-3a）
n 上帝的靈就像風一樣，當上帝想吹向就吹向誰，沒有人可

以抵抗。

n 上帝的靈是一種力量，讓人充滿活力，賦予人力量、勇氣，

有上帝的靈的人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將會完成超越人的

能力的事情。

n 在生活中，許多時候會看到有人帶著「上帝的靈」，他在

許多不可能之處帶來新的可能，並改變歷史的發展。

n 當「上帝的靈」湧向「老樹頭」，將會長出嫩芽、新枝，絕

望的猶大因出現一位上帝的靈同在的新王帶來新的盼

望。

n 上帝的靈同在有三種的能力在這王身上

u 「智慧」與「聰明」經常同時出現
l 一個王很重要的是辨別能力，就是面對現實並公

正處理的智慧，包括在政治事務或法律事務上；

l 所羅門所求的就是智慧（王上 3:9, 11）
l 箴言認為缺少智慧的統治者將成為殘酷的壓迫者

（箴 28:16）。
u 「有計劃」與「能力」

l 指的是外交和軍事能力的判斷力。

u 「智識」、「敬畏上主」
l 箴言又認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

9:10），因此，這也代表新王的虔誠將會讓他所做
的與上帝的旨意一致。

l 這裡暗示連「敬畏上主」也是上帝所賞賜的。

u 「伊𣍐照目睭所看來審判，嘛𣍐靠耳孔所聽來判斷。」（11:3b） 
n 不根據自己所見所聞來判斷，意思是不按照表面的現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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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人或對事情做出判斷。

n 一個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釐清相互衝突的利益和要求，以

求解決社會爭端，使每個人都得到平安和幸福。
u 「伊欲用公義維護散赤人，用公平保障互人看無起的人。伊欲

用公正的裁決做棍摃迫害者，發命令處死邪惡的人。」（11:4） 
n 對於那些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王應該讓他們得到法律的

充分保護。

n 言語具有改變，以及毀滅的力量，王可能用「口中的杖」

（和合本）、「嘴裡的氣」（和合本）來擊打、殺死迫害

者、邪惡的人。

n 王用嘴中所說出的公正裁決、命令讓懲罰那些邪惡的人。

u 「伊欲用公義治理，用信實統治。」（11:5）
n 以公義、信實實行治理、統治，讓他所掌管的一切符合上

帝的旨意。

n 身為一個管理者，當然會有許多的現實考量，卻不能忘了最

重要的原則，就是在各個公共事務上彰顯上帝的公義，為沒

有權力者、受傷害者伸張公義。

u 「豺狼及綿羊會做夥住；豹及山羊仔子做夥睏。牛仔子及獅仔

子鬥陣食；細漢囝仔會做牧者看顧𪜶。牛母及熊母會做夥食；

𪜶的子會做陣歇睏。獅會親像牛食草。」（11:6-7）
n 從公義和信實轉到一種和平共處的宣告。
n 豺狼、豹、獅子、熊是掠食者，而綿羊、山羊、牛往往是

掠食者的獵物，他們都能在一起，甚至一起吃、一起睡，表

達一種和平相處的景象。

n 連軟弱者小孩子也都可以成為牧羊人，就更能彰顯這樣的

景象。
u 「食奶的嬰仔會佇毒蛇的孔口𨑨迌；斷奶的囝仔會伸手入去毒

蛇的穴。」（11:8）
n 這節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人與毒蛇的緊張關係解除。 
n 在理想的治理之下，動物世界和人類環境中所有敵對和威

脅都被消除，這些自古以來物種之間的衝突將和解並帶來和

平。
n 與 11:1-5 節似乎連結性不大，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扭曲，是
所有受造物扭曲的根源。

n 創世記第三章的記載，由於人違反了上帝的秩序，更成為

自然界的敵人。

n 現代的人因著貪心、貪婪，藉著科技發展，向大自然界進行

吞吃、破壞，想要在受造界實現和平，人們必須從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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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現經濟上的和解。
u 「佇我聖山的逐所在，一定無傷害，嘛無破壞；因為對上主的

認識普及全地，親像水充滿大海。」（11:9）
n 聖山就是錫安山，透過公義、信實的統治以及恢復大自然

的關係，就成為一個和平的地方，「和平的君王」（9:6）。
n 錫安山的平安不是停留在耶路撒冷而已，而是普及全地就

像大海充滿水一樣，充滿對上帝的認識。

n 「認識」是包含認知、親密關係和承認。

u 省思：
n 11:1-9 所傳達的信息，上帝願意為世界帶來公義與和平，
人們越認識上帝，祂的公義就越盛行。

n 上帝統治所帶來的和平，將在人類社會和政治中得到具體

的體現。

n 上帝的統治時期，無倫是王或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不但是

虔誠且信實，並且有聰明、智慧，有能力用公義來治理國

家、社會。

n 這段落常常與彌賽亞的預言連結，新約認為耶穌來到這世

上，就是應驗了這個預言。
n 因此，身為基督徒，應該認識耶穌來，將成為公義、信實

的王，祂將在基督徒群體中建立公義和信實的教會。

u 「佇彼日，耶西的根會成做萬民的大旗徛在在。萬國攏會擁

護伊。伊徛起的所在會充滿榮光燦爛。」（11:10）
n 「耶西的根」原本僅止於以色列人，然而這節卻擴展到萬

國萬民。

n 耶西的根成為「大旗」，引導並且召喚人的記號。

n 新的王受到擁戴，並且充滿榮光燦爛。

u 「彼時，主會第二遍伸手對亞述、埃及、巴特羅、衣索匹亞、以

攔、巴比倫、哈馬，以及沿海地區贖回所賰的子民倒轉來。」（11:11） 
n 上帝親自結束被擄的生活，贖回在各地被擄的以色列人。

u 「主會向萬國𫞼大旗，對地的四方聚集四散的以色列人倚來，

將受趕散的猶大人民聚集倒轉來。」（11:12）
n 「主」原文是「他」的意思，有可能是上帝，更可能是 11:1
所說的新王。

n 這個新王將所有被擄的人從各地聚集起來，這是一種被擄

歸回的場景，是以賽亞書的終極盼望。
u 「彼時，以色列的怨妒會消失，猶大的敵視嘛會煞；以色列𣍐

閣怨妒猶大，猶大嘛𣍐閣敵視以色列。」（11:13）
n 這些回到故鄉的人可能會發生「怨妒」、「敵視」，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