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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八)神審判世界 

神是審判全地的主，祂能用各樣的方式施行審判，如洪水、飢荒、瘟疫、烈火等。

神審判迦南人是使用刀兵，以色列人是神審判的工具，後來以色列人犯罪，神也

使用刀兵審判神的子民和列國列邦，全地都受到影響。在末後的審判，神不僅要

震動地，也要震動天(來 12:26)；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世界的王也要受

審判(約 12:31)。但審判過後，世上的國，要成為神和彌賽亞的國(啟 11:15)。 

 

一. 論埃及的默示〔以賽亞書 19:1-25〕 

埃及的原文就是麥西，意思是兩河道〔尼羅河〕，是含的後裔(創 10:6)，原要作

奴隸(創 10:6; 9:26)。但神子民在埃及時，反成為埃及人的奴隸。神帶領以色列人

出埃及，並降下十災，審判埃及，這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時預定的(創 15:13-14)。 

1. 埃及分崩離析〔賽 19:1-4〕：描述埃及將要毀滅的情景，埃及本是強國，後來

相繼被外來的勢力征服。埃及預表世界，預表末世，神的審判要臨到世界。 

a. 乘駕快雲：詩篇描述神在天空駕馭祥雲(詩 18:10-15)。末世，彌賽亞也要

駕著天上的雲，施行審判，彰顯祂的榮耀(啟 1:7; 14:14; 太 25:31)。 

b. 民攻打民：社會分崩離析的概況，這現象出現在家庭、鄰舍、城市中。

這也象徵末世基督榮耀再臨的景況，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太 24:7)。 

c. 心神耗盡：埃及陷在災難與戰亂中，人們求問交鬼與靈界的事。末世，

會有撒但的運動，行虛假的奇事，迷惑世人，使他們沉淪(帖後 2:9-12)。  

d. 殘忍主手中：埃及先後被亞述、巴比倫、波斯、羅馬、阿拉伯，和英國

所轄制。末世敵基督要掌權，在世上任意而行，行恐佈統治(啟 13:5-18)。 

2. 江河大地傾壞〔賽 19:5-10〕：埃及的生存命脈仰賴尼羅河，與所灌溉的肥沃

土地。神懲治尼羅河，代表懲治全埃及。神懲治獸，就懲治獸的國(啟 16:10)。 

a. 江河乾涸：神使尼羅河水量減少，土地無法得著灌溉，經濟民生便遭遇

打擊。神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所降的第一災就是擊打尼羅河(出 7:14-25)。 

b. 國柱打碎：國柱或譯作「根基」，表示埃及徹底被摧毀。末世，各樣災難

臨到世上〔七印、七號、七碗〕，舊的天地過去，將有新天新地(啟 21:1)。 

3. 愚昧乖謬攙雜〔賽 19:11-15〕：埃及以智慧和術士著稱，這些使埃及陷入錯謬

和迷惑。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林後 4:4)，世界的王將受審判(約 12:31)。 

a. 首領受迷惑：瑣安和挪弗都是埃及重要的城，曾為都城，但首領卻變為

愚昧，都受了迷惑，以致使百姓走錯路，成為瞎眼領路的(太 23:16)。 

b. 愚昧的謀士：埃及的謀士和智慧人為法老籌劃獻策，但所謀的都是愚昧，

走錯了路。只有神才能顯明深奧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但 2:20-22)。 

c. 乖謬的靈：受乖謬的靈影響，埃及從上到下都成了愚蠢的人，陷入混亂，

一事無成。所有真理與智慧都從神來的，使人將謬妄分辨出來(約一 4:6)。 

4. 埃及人求告神〔賽 19:16-25〕：日子臨到，埃及人體認到自己的愚蠢，並認識

神的偉大，他們就得著智慧的心，並且求告神。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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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懼怕猶大：猶大是弱國，埃及是強國，埃及卻懼怕猶大。世人看聖徒如

渣滓(林前 4:13)，末世，世人嚇得魂不附體，聖徒卻挺身昂首(路 21:25-28)。 

b. 迦南方言：後來許多猶太人移居埃及，舊約希臘文聖經在埃及翻譯的。

彌賽亞降臨，賜下聖靈，人們得著聖靈的恩賜，被聖靈充滿，說方言。 

c. 滅亡之城：或譯「太陽城」，是埃及五城之一，也是太陽神崇拜的中心。

預表末世兩個見證人受難之城，按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啟 11:8)。 

d. 向主求告：埃及要為神築壇立柱，神要賜他們救主，醫治他們，使埃及

歸向神。彌賽亞降臨，要作全世界的救主，使萬民呼求主名，歸向祂。  

5. 地上的人得福：亞述在北，埃及在南，彼此為敵，以色列在兩者中間，左右

為難。將來兩強不再是敵對，而是在彌賽亞和平的國度裡，一同敬拜耶和華。 

a. 埃及我的百姓：成為神的百姓必須靠立約，才能成為神的子民(來 8:10)，

藉彌賽亞作成和好的工作，才能與聖徒同國，成為神家裡的人(弗 2:19)。 

b. 亞述我手的工作：聖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裡做成的(弗 2:10)。 

c. 以色列我的產業：只有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才能承受產業(加 3:29)。

只有藉著彌賽亞，才能成為神的兒子，才能作神的後嗣(羅 8:17)。 

 

二. 先知露身赤腳〔以賽亞書 20:1-6〕 

以賽亞赤身三年，作埃及和古實的預兆。三年後，埃及數次遭亞述入侵，王族和

百姓多人被擄到亞述。衣服代表人的身分地位，赤身乃失去社會地位，成為奴隸。 

1. 亞述王〔賽 20:1〕：根據史實，約在 711 B.C.，亞述王撒珥根派他珥探〔司令〕

出兵平定亞實突〔非利士〕的叛亂。與聖經有關的亞述王的名字與年代如下： 

a. 提革拉毗列色 745-727 B.C.：以色列比加(王下 15:29)和猶大亞哈斯年間。 

b. 撒縵以色 727-722 B.C.：滅掉北國以色列，把他們擄到亞述(王下 17:3-6)。 

c. 撒珥根 721-705 B.C.：亞述的勢力擴張，入侵到埃及和古實(賽 20:1)。 

d. 西拿基立 705-681 B.C.：希西家時代攻打猶大(賽 36:1)，失敗而返。 

e. 以撒哈頓 681-669 B.C.(王下 19:37)：把外族人遷到撒馬利亞(拉 4:2)。 

2. 先知的動作〔賽 20:2〕：以賽亞以動作表明神的默示，他露身赤腳行走，模仿

被亞述擄去之人的命運，以表明信靠埃及的結果，就和他們一樣赤身被擄。 

3. 赤身的意義〔賽 20:3-5〕：亞當犯罪後，發現自己赤身露體，不敢見神(創 3:10)，

挪亞喝醉酒，便在帳棚裡赤著身子(創 9:21)。代表人犯罪後，需要遮蓋。 

a. 埃及蒙羞：即「埃及的裸露」，埃及人和古實人，乃代表當時統治埃及的

衣索匹亞王朝。在亞述的攻擊之下，過去的輝煌和榮耀，都被剝奪殆盡。 

b. 驚惶羞愧：以色列人仰望古實和埃及幫助，卻導致亡國被擄，驚惶羞愧。

蒙救贖的聖徒得著白衣，就要與主同行，不可赤身而行(啟 3:4; 16:15)。 

4. 眾人都醒悟〔賽 20:6〕：「沿海一帶」的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島」。當時，所有

沿海一帶的民族，如非利士、腓尼基、居比路等，都參與對抗亞述，也遭到

無情的攻擊。他們發現所倚靠的埃及和古實，都是枉然。末世敵基督不僅要

勝過聖民，也要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只有神是惟一的倚靠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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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比倫的覆滅〔以賽亞書 21:1-10〕 

以賽亞曾預言巴比倫要興起，也要敗亡(賽 13章)，而今巴比倫傾倒的默示顯明，

是被瑪代和以攔的軍隊所滅。巴比倫預表末世的大淫婦，從榮華到破滅傾倒。 

1. 仇敵從曠野來〔賽 21:1-2〕：曠野是爭戰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到曠野受

試煉，與仇敵爭戰。末世，仇敵要逼迫聖徒，神在曠野保守他們(啟 12:5-6)。 

a. 海旁的曠野：巴比倫是平原城市(創 10:1-9)，被建造在伯拉大河邊，周圍

有許多湖泊河道，極為繁華。神將巴比倫預表為末世將要毀滅的大城，

又稱坐在眾水之上的大淫婦(啟 17:1-5)，與她聯合的，都要一同滅亡。 

b. 悽慘的異象：尼布甲尼撒四處征戰，征服列國，建立巴比倫帝國，傳了

三代，在伯撒沙王時代，就被瑪代波斯聯軍打敗，以致滅亡(但 5:1-30)。 

2. 先知產難之痛〔賽 21:3-5〕：神讓以賽亞體會到婦人生產之痛，用產難來表示

滅亡即將來臨(鴻 2:10)。以西結也曾以彎腰歎息，代表毀滅將至(結 21:6-7)。 

a. 驚恐抓住：以賽亞感到驚惶痛苦，預表巴比倫亡國情景。伯撒沙王看到

牆上寫字的手，驚恐萬分，表明巴比倫帝國的末日到了盡頭(但 5:5-6)。 

b. 擺設筵席：巴比倫滅亡的那夜，王擺設狂歡的筵席(但 5:1-4; 耶 51:39)，

狂宴的那一夜，敵人用油抹盾牌，當晚，瑪代和波斯聯軍攻陷巴比倫。 

3. 軍隊列隊而來〔賽 21:6-7〕：歷史記載瑪代軍隊由水道潛入城內，伯沙撒被殺，

城內沒有經過激烈抵抗就淪陷了，城內軍民投降，迎接古列王進入巴比倫城。 

a. 設立守望的：以賽亞先看到以攔瑪代軍隊，再看到巴比倫的筵席，現在

看到軍進入城。先知像巴比倫陷落前城牆的守望者，報導所見所聞。 

b. 騎馬的軍隊：一隊一隊地來，騎著一匹、牽著另一匹。耶穌騎驢進城，

迎接和平的君王。基督再臨時是騎著白馬，頭戴許多冠冕(啟 19:11-12)。 

4. 巴比倫傾倒了〔賽 21:8-10〕：神兩次提到巴比倫將受審判(賽 13:17-22)，這事

約在 170年後才發生。巴比倫在屬靈上指末後與世界聯合的大淫婦(啟 17:1)，

敵基督的國(啟 18章)，末世彌賽亞榮耀降臨時，巴比倫大城必要傾倒。 

a. 像獅子吼叫：守望者像獅子吼叫，宣告巴比倫必要傾倒。末世審判何時

臨到，無人能知道。只有大衛的根，猶大支派的獅子才能宣告(啟 5:5)。 

b. 打碎的偶像：巴比倫征服列國，便將各國神廟中的偶像和耶路撒冷聖殿

器皿，都擄巴比倫。在瑪代波斯軍隊當前，巴比倫偶像要被打碎，大大

蒙羞(耶 50:2)。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非利士的大袞像要折斷(撒上 5:1-5)。 

c. 被打的禾稼：聖經常用收割來比喻神的懲罰(賽 41:15; 耶 51:33; 摩 1:3)。

耶穌也以收割來比喻末世的審判(太 13:39)，彌賽亞榮耀降臨時，要吩咐

天使伸出鐮刀來收割(啟 14:14-20)，將屬祂的收入倉裡，不屬祂的就燒去。 

 

四. 以東與亞拉伯〔以賽亞書 21:11-17〕 

度瑪在七十士譯本譯作以東，度瑪是以實瑪利的兒子(創 25:14; 代上 1:30)，以掃

和以實瑪利聯姻(創 28:8-9)。西珥則屬以東(創 36:8)，與亞拉伯連接，亞拉伯為

以實瑪利的後裔。以東和亞拉伯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卻沒有得著應許之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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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度瑪的默示〔賽 21:11-12〕：度瑪〔沉默〕指寂靜中的人(詩 94:17; 115:17)，

沒有得著神的幫助，無法讚美神。本是長子，卻失去名分，不能承受產業。 

a. 西珥以東：以掃因著輕看長子的名分，而失去所應許的祝福(創 25:34)，

預表蒙應許的子孫，卻沒得到應許的產業；雖號哭切求，仍不能使父親

的心回轉(來 12:16-17)，在天國的門外哀哭切齒(太 8:12; 22:13; 25:30)。 

b. 夜裡如何：問守望者何時天亮，天亮表示彌賽亞來了(彼後 1:19)。對於

不屬神的人，現時是漫漫長夜，彌賽亞來的日子，也是黑夜(摩 5:18)。 

c. 早晨黑夜：彌賽亞就是世上的光，沒有祂，早晨與黑夜沒有分別。聖徒

原是從以撒生的，是照著應許作兒女(羅 9:8; 加 4:28)，但若像以掃一樣，

不能承受所應許的產業，就像被丟在外面的黑暗裡，哀哭切齒(太 25:30)。 

d. 回頭再來：黑夜與早晨，光明與黑暗，是不能並存。所以，聖徒當趁著

有光，信從這光，好成為光明之子(約 12:36)。時常悔改歸正(啟 2:5)。 

2. 論到亞拉伯〔賽 21:13-15〕：亞拉伯的意思是「變為昏暗的曠野」，指分佈在

亞拉伯半島的遊牧民族，形成許多部族。亞述擴張時，亞拉伯被亞述征服。 

a. 曠野民族：底但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創 25:3)，為著名的貿易中心。提瑪

是以實瑪利之子(創 25:15)，都是定居在亞拉伯沙漠曠野的遊牧民族。 

b. 憑著血氣：亞伯拉罕的後代中，只有以撒是應許之子，其餘都是憑人意、

血氣生的兒女，生子為奴，不能和應許之子以撒同受產業(加 4:21-30)。 

c. 迎接客旅：703 B.C.，亞拉伯加入米羅達巴拉但的反叛，但遭西拿基立

擊潰。底但人有逃離戰亂的，鄰近的提瑪人來幫助他們。當神要用刀劍

來施行審判，即或逃避刀劍的，仍要跌倒(利 26:36)，人的幫助都是枉然。 

3. 弓箭手消沒〔賽 21:16-17〕：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和埃及人夏甲所生的後裔，

離開亞伯拉罕，住在曠野，成了弓箭手(創 21:20)，其後代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創 16:12)，成為亞拉伯曠野的民族。神審判以東之後，接著審判亞拉伯。 

a. 一年之內：摩押僱工的年數為三年(賽 16:14)，亞拉伯則為一年，一年後

被亞述征服。雇工作工不會超過講定的期限，基達的毀滅不會延遲。 

b. 基達勇士：基達是以實瑪利的次子(創 25:13)，或泛指亞拉伯沙漠的遊牧

民族(詩 120:5; 歌 1:5)，以勇猛善戰著稱，亞述擴張時，他們遭受打擊。 

c. 人數稀少：亞拉伯的榮耀必歸於無有，他們的勇士必然稀少。亞拉伯在

末世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會敵擋彌賽亞和聖民，但終究會敗亡。 

 

結論 

人因著罪，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蒙召成為

聖徒，就要脫離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成為神的兒女，進入神的國。當末日審判的

時候，屬神的人要與神同在，世界和屬世界的人，就要與神隔絕。所以聖徒今生

活著，就當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愛世界，不要與世俗為友，

免得與神為敵(雅 4:4)。而是跟隨基督，與祂同釘十字架(加 6:14)，活出神兒子的

生命，成為世上的光(太 5:14)。迎接基督榮耀再臨，與祂一同進到新天新地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