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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可能是猶大人和撒瑪利人（以法蓮人）爭吵誰才擁

有歸回後的「統治權」。
n 上帝的應許是這種爭吵將會停止，和平的君王既然能阻止

掠食者和獵物之間的敵對，也一定能制止以色列之間的內

鬨。

n 宗教團體中的爭吵是最殘酷無情的，這讓人感到震驚卻也
是特點，在上帝的靈推動之下，上帝的應許將會臨到各地

方，並帶來福祉。
u 「𪜶會鬥陣衝落來攻擊西旁的非利士，搶奪東旁的人民。𪜶會

征服以東及摩押的人民；亞捫人會屈服佇𪜶腳下。」（11:14） 
n 一旦，以色列與猶大國和解，就會「鬥陣」去面對他們四周

圍的敵人，並且打敗他們。

n 對於這兩年來，兩個重要的戰爭俄烏戰爭、以色列哈瑪斯戰

爭的爆發，讓人感受到這經文的寫實。

n 若和平要透過人類的自相殘殺，其實是殘忍的，卻再次看到

人的罪惡
u 「上主會互埃及的海灣焦硞硞；伊會攑高伊的手大力搧燒風，

互幼發拉底河變做七條焦溪，人穿草鞋嘛會當行過。」（11:15） 
n 再一次，用出埃及的經驗，談到了「埃及的海灣」。
n 巴比倫帝國的首都巴比倫在幼發拉底河，當年從耶路撒冷被
擄到巴比倫時，必須渡過幼發拉底河20。反之，當他們歸

回時，也要渡過幼發拉底河才能回到耶路撒冷。

n 既然上帝在出埃及的時候，可以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也會

讓猶大人渡過幼發拉底河歸回。
u 「欲有一條大路為著上主所賰的子民備辦，通互𪜶對亞述逃脫

出來，親像古早以色列人對埃及地出來像款。」（11:16） 
n 上帝將要讓「所賰的子民」，可能是被亞述帝國擄去的人

民，就如出埃及一樣，預備「一條大路」讓他們歸回。

u 省思
n 當上帝給予「所賰的子民」盼望時，是否對被征服的敵人不

公平呢？

n 就如戰爭一樣，對勝利的一方是好消息，對戰敗的一方是壞

消息，那麼上帝是站在勝利的一方、還是戰敗的一方呢？

n 戰勝者未必是公義的一方，戰敗者也未必是必須受憐憫的一

方，倖存者也未必比那些死去的人更符合公平公義或更加虔

誠。

n 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對於這段經文所描寫的

20 幼發拉底河又稱「伯拉河」或「伯拉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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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感到毫無盼望，因為，這些盼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n 確實，以色列、巴勒斯坦，誰是公義的一方？誰才是真正

上帝的子民？即使以色列、哈瑪斯的戰爭結束，似乎也不

會有定論。

n 當我們在享受上帝給予的財富或恩典時，社會角落中似乎

有被上帝遺棄的人，他們沒有財富，更看不到上帝給予他

們的恩典。

n 無論在國際上，在社會上、在教會中，在個人的生活中，

有許多的不公義、殘酷的敵意、許多人流離失所，許多人

處在受到不公義的對待。

n 因此，很難想像 11:10-16所描述的上帝的盼望能夠實現。
更因如此，更要緊緊抓住這樣的盼望。

6.1.13 超越憤怒的讚美和感謝（12:1-6） 
u 「佇彼日，你會講：上主，我感謝你；雖然你有對我發受氣，

毋拘你的受氣已經煞，你有給我安慰。」（12:1）
n 這首詩歌是感恩詩，承認上帝是美善的與慷慨的。

n 「審判」、「盼望」是以賽亞書的特點，在這，可以看見

上帝「對我發受氣」，也可以看見「給我安慰」。

n 無論是從「律法」或「歷史」的角度，先知以賽亞所處的

時期是令上帝「憤怒」的。

n 在審判之後，上帝的憤怒平息，人們的罪孽得以被赦免，

上帝「安慰」因審判而受苦的人們。

n 這裡的「安慰」與 40:1 的「著安慰」，通常都用在被擄
歸回的事件中。

u 「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倚靠伊，攏𣍐驚惶。上主是我的

氣力，我的詩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12:2）
n 這節呼應了出 15:2，在那，讚美上帝帶領他們出埃及，讓
他們得著拯救。

n 因此，當上帝再次讓他們「歸回」時，無論是從亞述帝國

手中歸回或將來從巴比倫歸回，如同第二次的出埃及。

n 「倚靠」與「驚惶」並列，再次回到 7:4-9以及 8:12，先
知對於以色列人的呼籲。

n 上帝的拯救也帶給人力量，更讓人因此而願意歌頌祂。

u 「恁會對拯救的井歡喜快樂汲水。」（12:3）
n 「汲水」可能是一種儀式，表達對於將來上帝將賞賜新的

恩典、恩賜感到喜悅。

n 「維持生命所需的一切都是來自上帝的良善，本是人不配

得的。既然我們是空虛的，也就是缺乏一切美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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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恰當地將上帝的慈愛當作水源，使乾渴的人得著滿足，

使在炎熱天氣之下乾枯的人重新得力，疲憊的人得以甦

醒。」～加爾文對於此節的註釋。

u 「佇彼日恁會講：著稱讚上主，求叫伊的名；著對萬民宣揚伊

的作為。著宣布：伊的名應該受尊崇」（12:4）
n 因為知道人本不配得上帝這樣的良善，因此，詩人呼籲以

色列人要讚美上帝的作為，呼求上帝的名，好讓上帝的名

受到尊崇。

u 「著吟詩稱讚上主，因為伊有奇妙的作為；著對全世界宣揚

此個代誌。」（12:5）
n 詩人並沒有說出上帝「奇妙的作為」指的是哪一件事，因

此，可以從過去的出埃及到現在對於亞述帝國的審判，以

及未來被擄歸回的事件，都可以因此而讚美上帝。

n 在讚美詩中，以色列人的熱情是不受任何約束與限制，在

讚美中所做的見證，要在「萬民」、「全世界」傳揚出去。

n 即使上帝的作為是行在那些餘民身上，卻也向所有人提出

邀請，上帝的奇妙作為也將行在他們身上。

u 「恁錫安的住民啊，著歡呼，大聲唱歌，因為佇恁中間的以色

列神聖的上帝上偉大。」（12:6）
n 詩人再一次呼籲錫安的住民，應該大聲唱歌讚美上帝，因

為「佇恁中間」的上帝「上偉大」。

u 省思：

n 1-12章中，即使有令人感到難過的審判，頑固不化的以色
列國、猶大國，正遭遇生命中的低谷，但在 12章中對上
帝的讚美與感謝卻是非常重要的。

n 即使上帝在憤怒中施行審判，最終，上帝的作為卻是「安

慰」。

n 在生命中，上帝確實會有嚴厲的管教，卻也有其憐憫的看

顧，上帝奇妙作為帶給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n 上帝奇妙的作為本不是我們所配得，因此，我們必須用生

命之歌唱出對上帝的感謝與讚美。

6.2 從世界的角度看上帝的統治（13:1-23:18）	
6.2.1 上帝主權的嚴厲（13:1-22）	

u 「當事情發生各種變化時，有人認為是上帝在操縱人類的事物，

而有些人認為這一切都是人無法操控的命運安排。…很少人意識
到這些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旨意所安排、所控制的…所有人都會明
白，若沒有上帝奧妙的旨意，那些災難並不會發生。」～加爾文

u 「這是亞摩斯的子以賽亞對上帝所領受有關巴比倫的信息。」（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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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上帝對於各國的治理是 13-23章的中心主題，表達上帝是
各個國家、民族的統治者。

n 與 1:1; 2:1相同，強調這些話語是出於以賽亞先知，而這
次是針對巴比倫。

u 「著佇光禿禿的山頂𫞼一支大旗，對戰士發號令；著給𪜶搧

手，互𪜶進入貴族的門。」（13:2）
n 上帝發出了備戰的呼喚，開始差兵遣將，將軍隊調動起來。
n 當指揮官「搧手」，他們就開始進攻，對那些掌權者、既

有利益者採取行動。

u 「我有命令特別揀出來的人，有選召耀武揚威的勇士，來執

行我的受氣。」（13:3）
n 上帝特別選召一些人來執行因祂「受氣」所產生的計畫。

u 「聽咧，山頂有喧嘩的聲，若親像一大隊軍兵啲聚集！聽咧，有

萬國集合吵鬧的聲！上主—萬軍的統帥啲召集軍隊備戰。」（13:4）
n 在這，「山頂有喧嘩的聲」表達軍隊「集合吵鬧的聲」。
n 上帝就如同「萬軍的統帥」一樣，他所要召集的軍隊是「萬

國」的軍隊。
u 「𪜶對遙遠的所在，對地的彼旁來；𪜶是上主受氣用的武器，

欲毀壞全地。」（13:5）
n 這些軍隊從四面八方而來，都是聽到上帝的命令，成為「上

主受氣用的武器」，目的是「毀壞全地」。

u 「恁著大聲哀哭，因為上主的日近啦；全能者施行毀滅的時

到啦！」（13:6）
n 「上主的日近拉」表達上帝所召集的軍隊快到了，那個施

行「毀滅全地」計畫已經開始了。

n 因這是一個審判、毀壞的日子，所以「恁著大聲哀哭」。
n 「全能者」表達上帝的能力是令人可畏的，所有擁有權力

者，都無法抵抗上帝的全能。
u 「所有的手骨攏會痠軟無力，人的心會消熔失膽。𪜶攏會互恐

惶充滿，互痛疼艱苦擒啲。𪜶會親像產婦催陣，攪絞痛疼，因

為恐怖卬愕，互相相來相去；𪜶攏驚甲面青筍筍。」（13:7-8）
n 那些有權力的人，在上帝審判前「痠軟無力」、「消熔失

膽」、「驚惶」、「痛疼艱苦」。

n 他們所遇到的痛苦就如同陣痛中的產婦那樣的疼痛。

n 他們因著害怕只能四眼對望，臉部發紫。
u 「看咧，上主的日啲欲到啊！有殘酷、憤怒，及大受氣，欲互

大地荒廢，互地上的罪人受毀滅」（13:9）
n 過去，貴族認為他們生活已經受到保障，他們不需要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