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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𪜶孵毒蛇卵，牽蜘蛛網，食著蛋的人一定死；蛇卵破，一
定出毒蛇。𪜶經的網𣍐當做衫穿，𣍐當遮蓋家己；」（59:5-6a） 
Ø 用「毒蛇蛋和蜘蛛網」來隱喻扭曲的以色列社會。 
Ø 毒蛇孵蛋的過程與其他物種孵蛋的過程都一樣，毒蛇蛋
所孵出的卻一定是毒蛇。 

Ø 這意味著法庭上的程序看似一般，卻因著背後的「惡毒」
的思維，長期下來將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Ø 蜘蛛網往往就是讓食物掉進網中而被捕捉到，因此被捕
捉到的人可能在不預期中被吞吃而死。 

Ø 加爾文將蜘蛛網理解為「無所不在」： 
² 「惡人在所有地方、時間、及交易中作惡…他們從
來不做好事…凡與他們有任何關係的人，都會發現
他們是毒蛇是具有毀滅性的。」 

u 「𪜶的行為攏是罪惡，𪜶所做的攏是強暴。𪜶的腳闖去做歹，
急欲流無辜的人的血；𪜶的心思意念攏是罪惡，行過的路攏

是踐踏毀滅。」（59:6b-7） 
Ø 再次具體控訴以色列所做罪惡、錯誤的行為。 
Ø 和 59:3-4 一樣談到「血」，強調他們「流無辜的人的
血」，並控訴他們計畫行出「不公義」的行為。 

Ø 他們無論所行的或所想的都是罪惡，這也使得他們行出
來的結果都是帶來摧毀（踐踏）以及毀滅。 

u 「和平的路，𪜶毋識；𪜶行的路無正直。𪜶為家己造彎曲的
路；行此款路的人攏無平安和平。 」（59:8） 
Ø 他們似乎認不得「和平、平安」的路，以至於他們所行
的是不正直、不公義的路。 

Ø 當他們行在彎曲的路，也導引他們走往「無平安和平」
的道路。 

Ø 「公義、正直」的社會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要求，只可惜
很少社會能夠符合這個基本要求，以至於在社會上生活
是完全缺乏平安、和平。 

u 「因為按呢，以色列人民講：『正直離開阮真遠，公義嘛趇
阮𣍐著。阮期待光明，毋拘猶是烏暗；阮聽候光亮，毋拘猶
行佇烏暗。』」（59:10） 
Ø 在嚴厲控訴之後，以色列人做出埋怨的禱告，這禱告成
為他們的告白，也肯定了控訴的內容。 

Ø 「正直」、「公義」是先知的要求，這時候他們卻埋怨
上帝的「正直」、「公義」離開了他們，讓他們追不上。 



台北東門教會查經班～以賽亞書  葉志達牧師 

 244 

Ø 他們期待能夠得到光明，所遭遇到的卻是「烏暗」，他
們等待天明，卻活在黑暗之中。 

u 「阮若失明的人摸牆壁啲行；佇中晝跋倒，若親像佇黃昏；
阮周圍的人攏勇壯，毋拘阮若親像死人。」（59:10） 
Ø 他們將自己比喻成失明的人一樣，只能摸黑走路，即使
在中午仍然像在黃昏昏暗的時候行走一樣會跌倒。 

Ø 他們所遭遇的一切，和其他人比，他們就像死人一樣，
充滿著死寂、毫無盼望。 

u 「阮親像熊啲哮，親像粉鳥啲哀鳴。阮向望正直，毋拘等攏
無；阮期待拯救，毋拘拯救離阮真遠。」（59:11） 
Ø 他們像那些熊、鴿子在遭遇到危險或受傷時那種低吼、
鳴叫，似乎訴說他們遭遇的不公平的待遇。 

Ø 他們期待的正直、拯救卻越離越遠，等不到任何盼望。 
Ø 或許，他們陳述的是他們深切的需要，卻只是埋怨而沒
有向上帝提出任何的要求。 

u 「阮佇你面前所犯的罪過真多；阮的罪作證控告阮。阮的罪
過隨阮隨牢牢；阮攏知阮的罪真重。阮背逆，棄絕上主，越
轉身毋跟隨阮的上帝；阮計謀壓迫及反叛，心存虛假，嘴講
白賊。」（59:12-13） 
Ø 從需求的陳述轉換成懺悔，回應了 59:2-8 的控訴，他們
承認自己是失敗的。 

Ø 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罪過、罪孽深重、悖逆、背棄上帝、
壓迫、悖逆以及虛假，也捏造許多謊言。 

u 「正直挫敗，公義恬恬徛遠遠；真理佇城門口摔倒，誠實𣍐
當入來。真理尋𣍐著；」（59:14-15a） 
Ø 這裡所有正面的語詞，包括「正直、公義、真理、誠
實」，卻都不存在以色列的社會之中。 

Ø 「遠遠」、「摔倒」描述著以色列人的生活持續的惡化
中，可以說是完全的失敗。 

Ø 在被擄歸回之後，正直、公義是新的群體不可妥協的條
件（56:1-2），很明顯地，他們沒有活出這樣的生活。 

u 「『離開邪惡的人反轉受害。』伊看無人幫贊受欺壓的人，
真著驚，就用家己的氣力拯救𪜶，用家己的公義扶持𪜶。」
（59:15b-16） 
Ø 然而，那些想要離開邪惡的人反而受害，上帝看到那些
無助、受壓迫的人沒有受到幫助，實在讓祂相當驚訝，
祂願意負起公義的責任來拯救受欺壓的人。 

u 「伊用公義做戰甲穿，用拯救做頭盔戴，用報復做衫穿，用
猛烈的受氣做外袍幔。」（59:17） 
Ø 與弗 6:11-17所描寫的全副軍裝一樣，這裡表達上帝將要
穿上公義、拯救的軍裝，要向以色列人抱負與發出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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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伊欲照人的行為給𪜶報應，欲對敵人發大受氣，給對敵報
復，對眾海島的人報應。」（59:18） 
Ø 上帝要擊敗以及毀滅所有抗拒上帝旨意的人，因為他們
拒絕施行上帝的公義。 

Ø 上帝的行動不只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更擴展到全世界，
一旦發動攻擊，祂將展現出毀滅的決心。 

Ø 對於波斯帝國時期的以色列人，即使他們仍活在別國的
統治之下，在外交上卻是相對和平，他們主要的問題是
內部的掙扎與衝突。 

Ø 這也提醒信仰群體內部的衝突往往不比對外的衝突還來
得小，反倒所有最激烈的語言、最無情的用語都是用在
「自己人」身上。 

u 「按呢，西旁的人會敬畏上主的名；東旁的人會尊崇伊的榮
光。因為上主會親像急流的河水沖來，伊的風啲吹，啲掃。」
（59:19） 
Ø 上帝將帶著如洶湧大河的衝擊力道，像狂風一樣的風力，
將會帶給東方以及西方的人都臣服於祂的統治之下，尊
崇上帝的榮耀。 

u 「有一位救贖主會來錫安，來到許個為家己的背叛悔改的以
色列人中間。上主按呢宣布。」（59:20） 
Ø 再次，上帝將成為錫安的救贖主，為了那些原本背叛祂
的人，透過悔改得著上帝的應許。 

Ø 「背叛悔改」意味著應許只給那些悔改並回到律法之中
的人，排除了繼續悖逆的人。 

u 「上主給伊的子民講：『我及恁立的約是按呢：我的神及我
的話攏會佇恁中間；我下佇恁嘴內的話一定𣍐離開恁的嘴，
嘛𣍐離開恁的子孫及恁子子孫孫的嘴，對此時直到永遠。』
上主按呢宣布。」（59:21） 
Ø 對於那些背離上帝的人，上帝再次提醒他們之間的「立
約」關係，他們必然要透過遵守律法、上帝的話才能夠
讓人不再成為「為家己的背叛悔改」的人。 

u 省思： 
Ø 以色列人「專心」尋求上帝（58:2），他們透過禁食、
禱告想要敬拜上帝，卻感到祂不接納他們的禁食
（58:3），也認為祂不重聽他們所禱告的。（59:1） 

Ø 先知並沒因此而同情他們，反倒呼籲上帝以公義的審判
對待，因為他們經常活出不公義的生活。 

Ø 事實上，先知的責備已經讓他們懺悔（59:9-15a），但
他們的埋怨仍存在著。 

Ø 上帝可接受他們犯罪是來自於環境的影響，但認罪、懺
悔卻是最後他們是否可以得著赦罪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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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人往往陷入困境之中，從埋怨
上帝為何不接納我們的敬拜與垂聽禱告，也只有這時候
才會想到要懺悔、認罪。 

Ø 我們的痛苦往往不只是別人對我們的傷害，而是我們對
於自己無法及時意識到罪惡和過錯，上帝卻要我們承認
自己的景況。 

Ø 不過，我們總是覺得是上帝欠缺我們，還是周圍的魔鬼
撒旦的問題，因此我們總是埋怨上帝，而不是先省思自
己。 

Ø 在痛苦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埋怨上帝，認為上帝並沒有
與我們同在，導致得不到正直、公義。（59:9-10） 

Ø 責怪上帝、撒旦魔鬼、他人比尋求看見自己的罪惡、缺
失還來得容易多了，因為面對自己的罪惡必須要勇氣。 

Ø 我們渴望的正直、公義，在我們生活中實現出來，卻沒
有發現它們的實現也是揭露我們的罪惡，讓我們不得不
顯露出內心的黑暗面，卻也是「潔淨」我們的罪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