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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十一)聖民的倚靠 

彌賽亞為審判到這世上來(約 9:39)，但祂來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

得救(約 3:17)。以賽亞書中雖有許多審判的信息，但對祂子民審判的目的，不是

為了要滅絕他們，而是給他們機會悔改，使他們認識神的全能，得以堅心倚賴祂。

然而，神的百姓還是有人不信靠神，而求助於神以外，別的人事物力量，或虛假

的事。末世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們被罪迷惑，就信從虛謊，以致沉淪。神讓不愛

真理的人都要被定罪(帖後 2:9-12)，惟有信靠主，走在神道中的，卻要得救。 

 

一. 大衛城遭難〔以賽亞書 29:1-24〕 

耶路撒冷被稱作大衛的城，特被揀選作為神的居所。後來因充滿犯罪而被審判，

至終成為荒涼。經過煉淨之後，神應許要恢復，讓那裡充滿敬畏神的百姓。 

1. 亞利伊勒〔賽 29:1-8〕：是「祭壇供台(結 43:15)，或神的獅子」的意思。象徵

耶路撒冷，和大衛安營之城。神雖興起仇敵攻擊他們，但神仍眷顧保守他們。 

a. 節期周流：神的百姓不斷地獻祭，守節，就如祭壇上的火一直不停息。

但犯罪又守嚴肅會，是神所不能容忍的(賽 1:13)，神必要懲治攻擊他們。 

b. 敗落之城：耶路撒冷將要敗落，除亞述之外，將來巴比倫也要上來攻擊

他們。神管教他們時，他們仍不悔改，神必使他們全然敗落，城毀國亡。 

c. 神的眷顧：攻擊神子民的列國，神必追討他們的罪。耶路撒冷與彌賽亞

降臨有密切的關係，她永遠是神的城，雖然被審判，神仍會看顧保守。 

2. 沉睡的靈〔賽 29:9-16〕：神的百姓有虔誠的外表，心卻遠離神，神就使他們

被蒙蔽，讓他們靈沉睡。他們自以為有智慧，卻不明白屬神的事和神的作為。 

a. 昏迷醉酒：指屬靈上的醉酒，表示審判臨到，神使沉睡的靈澆灌他們，

使他們眼被封閉，看不明白，聽不曉得，他們就得不著赦免(賽 6:9-10)。 

b. 封住的書：神透過先知和先見警告神的子民，但他們不領受，這些默示

如封住了的書卷。就像屬血氣的人，不能領受神聖靈的事(林前 2:14)。 

c. 外貌敬虔：耶穌時代的宗教人士(太 15:8-9)，以人意代替神意。有敬虔的

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神就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 1:21)。 

d. 向神隱瞞：神子民不明白神的全能和主權，在暗中行事，並且議論神。

當人自以為聰明，議論神的作為(羅 9:19-24)，卻顯出人的自大和無知。 

3. 盼望復興〔賽 29:15-24〕：先知不僅宣告審判，也宣告盼望；不僅看到眼前的

黑暗，也看到將來的光明。審判和救贖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為使他們認識神。 

a. 復興景象：雖然猶大將會亡國，土地要成為荒蕪，但在神所定的日期，

復興臨到時，曠野要變肥田，肥田看如樹林(賽 32:15; 41:17-19; 55:13)。 

b. 窮人有福：彌賽亞來的時候，就是要傳信息給貧窮的人(賽 61:1)，軟弱

謙卑人必不再羞愧，他們必要明白神的道，要敬畏事奉神，且因神歡喜。 

c. 聖民回頭：神的子民在經歷神的懲治之後，神必要救贖他們，他們必要

認識神和神的作為。末世，以色列要認識救贖主，全家得救(羅 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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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及不可靠〔以賽亞書 30:1-18〕 

埃及是當時的強權，以色列過去在埃及為奴，屬靈上預表世界。神子民現在面對

北方的仇敵亞述及後來的巴比倫，都求助於埃及，卻不向神求助。神讓他們看到

埃及並不可靠，從人來的幫助是枉然的，只有堅心倚賴主，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1. 徒然的幫助〔賽 30:1-7〕：以色列面對亞述的威脅，沒有求問神，仰賴神幫助，

卻遣使到埃及求救。其實當時埃及陷於內憂外患，自身難保。歷史記載亞述、

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帝國，都先後打到埃及。倚靠埃及是自取羞辱。 

a. 同謀結盟：過去面對亞蘭和以色列的威脅就投靠亞述，現在面對亞述的

威脅，就要投靠埃及。這都是因懼怕人，而不懼怕神的結果(賽 8:11-13)。 

b. 埃及蔭下：過去神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他們的心仍想往埃及，而今，

他們不求神的幫助，卻求埃及的幫助，投靠埃及的蔭下。神的子民本該

投靠神蔭下的(詩 57:1; 91:1)，這才是有福的，可以得著完全的保護。 

c. 羞恥凌辱：猶大國派使臣來到瑣安〔埃及北部〕和哈內斯〔埃及南部〕，

以為可以從埃及得幫助。但他們不僅得不著幫助，反成羞恥和凌辱。 

d. 虛有其表：當時埃及內憂外患，力量薄弱，神預見他們也要被仇敵擄掠。

過去埃及就被稱為「拉哈伯(詩 87:4; 89:10)」，指深海中的水怪(賽 51:9)，

有「巨浪翻騰、誇大」之意。卻是坐而不動，徒有外表，名不符實。 

2. 藐視神訓誨〔賽 30:8-14〕：以色列百姓只願聽吉利的話，要求先知只說平安

柔和的話，不願聽正直的話。他們喜愛虛謊，不喜愛真理，甚至不願提到神。 

a. 記錄的話：神要以賽亞將責備的話刻在版上，寫在書上，以便流傳後世，

叫他們明白神的話。聖徒與神立了新約，律法便寫在他們心上(來 8:10)。 

b. 柔和的話：神的百姓只想聽甜言蜜語，不想聽正直的話，不想受責備，

不想提到神的名。彌賽亞來，不是要定人的罪，乃叫人因祂得救(約 3:17)。

若心裡柔軟，神的話句句扎心，若心裡剛硬，便掩耳不聽，並且抵擋。 

c. 審判的話：神的百姓藐視訓誨的話，所以神必審判他們。彌賽亞為審判

來到世上，祂並不要審判人，但祂所說的話，卻要審判人(約 12:47-48)。 

3. 得力的途徑〔賽 30:15-18〕：雖然神的子民不斷背逆，神還是眷顧他們，應許

他們得救和得力的秘訣，他們卻反其道而行，以致與神的應許相背(利 26:8)。

但神仍等候，要施恩憐憫，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必要從新得力(賽 40:31)。 

a. 歸回安息：當神的百姓悔改，轉離自己的道路和行為，歸向神和神的道，

神必眷顧他們，拯救他們，並且帶領他們進入所應許的安息(來 4:1)。 

b. 平靜安穩：指內心的靜默與篤定，只有堅心倚靠神的人，才能心裡平靜，

靠主得力。聖徒在基督裡，靠著加力量給他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 

c. 騎馬奔走：神的百姓不肯聽從神的吩咐，不想倚靠神，卻想靠馬，卻是

枉然(詩 20:7; 33:17)。結果，追趕他們的也像馬一樣飛快，他們便在仇敵

面前敗落，神給的應許顛倒(利 26:8)，因神將他們交給仇敵(申 32:30)。 

d. 施恩憐憫：神的百姓雖然一再犯罪，但神仍給他們機會，等候他們悔改。

神是力量的源頭，祂不並隱藏，凡等候祂的，必從新得力(賽 4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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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聖民受眷顧〔以賽亞書 30:19-33〕 

神的百姓因著悖逆被神懲治，會有艱難困苦臨到他們，這些都是神的管教，目的

是要煉淨他們，使他們得益處。最終，神會眷顧他們，仇敵會受終極的審判。 

1. 神引導聖民〔賽 30:19-22〕：神已預見祂百姓將要受苦，並因受苦而向神哀告。

這些苦難的環境其實都是神的管教和煉淨，為使他們滿有神一樣的性情。 

a. 聖民不再哭泣：當神聽見祂百姓的哀求，就應允他們。聖民與神有立約

關係，稱為神名下的子民，只要自卑回轉，神必垂聽禱告(代下 7:14-15)。 

b. 教師不再隱藏：彌賽亞就是公義的教師〔合宜的秋雨(珥 2:23)〕，祂要將

各樣的事教訓聖民，藉著環境對他們說話，引導他們。艱難和困苦成為

他們的糧食和水，不像神命定屬靈飢荒，就是不對他們說話(摩 8:11-12)。 

c. 後面有聲音說：神會引導祂的百姓，當他們走在正途時，神便靜默不言；

當他們走錯路時，神就提醒他們走回正路，如聖靈引導保羅(徒 16:6-10)。 

d. 離棄偶像崇拜：當神賜下話語，聖民便知何去何從。希西家王帶領神的

百姓回歸真神，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將其拋棄(王下 18:3-7)。 

2. 神應許復興〔賽 30:23-26〕：從前，神的百姓因犯罪，這地便遭咒詛。而今，

當神要復興他們，神也必賜福這地，按祂所應許的，使地得出產，牲畜繁多。 

a. 主必降雨：撒種之後的雨稱為秋雨，神必降合宜的秋雨，像先前一樣，

使地所出的糧肥美豐盛。當神賜下聖靈，就帶下復興，會有屬靈的收成。 

b. 加鹽的料：直譯是「混合飼料，或濕飼料」，即「用糠麩煮成的飼料」，

是牲口的最佳飼料。即使是最卑微的牛和驢，也得到了最好的照顧。 

c. 復興景象：大行殺戮指仇敵遭報，高台倒塌象徵大巴比倫傾倒(啟 18:2)，

川流河湧，從聖殿流出的水，愈湧愈豐(結 47:1-12)，神帶領聖民得勝。 

d. 醫治纏裹：彌賽亞就是公義的日頭，使聖民得著醫治(瑪 4:2; 賽 53:5)，

聖民的生命更新變化，在祂的國度裡，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太 13:43)。 

3. 神篩淨列國〔賽 30:27-33〕：亞述被神懲治時，神子民要唱歌。末世，神降下

七印、七號、七碗審判之前，天上先有敬拜讚美(啟 4-5章; 7:9-8:5; 14-15章)。

在羔羊婚筵、擊敗眾仇敵、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前，天上也有讚美(啟 19:1-6)。 

a. 神怒氣發作：審判也稱為神忿怒的大日，全地的人都要躲避坐寶座者的

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啟 6:15-17)。彌賽亞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仇敵(帖後 2:8)。 

b. 聖民要唱歌：神的作為奇妙，是當稱頌的。當聖民靠主得勝，都要向神

唱歌，出埃及如此(出 15:1-21)，世界末了也是如此(啟 15:1-4)。稱頌神的

作為奇妙，祂的公義、聖潔、 誠實，因祂的審判顯明祂公義的作為。 

c. 威嚴的聲音：指神審判時所發出的聲音，如末世閃電、雷轟，列國傾倒，

眾山不見(啟 16:18-21)，彌賽亞要用鐵杖轄管，仇敵必要驚慌(啟 19:15)。 

d. 陀斐特：即耶路撒冷南面的欣嫩子谷，以色列人在那裡拜摩洛，使兒女

經火之處(王下 23:10; 耶 7:31-32)，欣嫩子谷在新約稱作地獄(太 5:22)。 

e. 硫磺火燒起：神是烈火，審判時，祂要用火燒滅眾敵人(來 10:27; 12:29)。

末世，撒但和屬撒但的，要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啟 19: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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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城蒙拯救〔以賽亞書 31:1-9〕 

神子民急難時尋求幫助，他們不倚靠神，反而倚靠埃及，卻是枉然。惟有耶和華

降臨爭戰，才能剋制仇敵。因為神統管萬有，列國的興盛衰亡，都在神的手中。 

1. 真正的幫助〔賽 31:1-3〕：猶大面對亞述的攻擊，神應許要保護拯救耶路撒冷，

但他們不求真正能幫助他們的主，反而去求那不能幫助的，結果自取其辱。 

a. 下埃及求幫助：猶大想倚靠埃及的車輛馬兵，他們卻忘記神曾幫助他們

戰勝法老的馬匹和車輛(出 14:9-27)，真正的幫助是從神來的(詩 121:1-4)。 

b. 幫助人的跌倒：埃及人不過是人，不是神；他們的馬屬血肉，不是屬靈。

神要伸手攻擊，他們就和埃及一同滅亡。聖徒的爭戰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將人心意奪回，使人都順服基督(林後 10:3-5)。 

2. 強力的保護〔賽 31:4-5〕：神的子民稱為祂名下的子民，他們遭受患難，神的

眼目必看顧他們。神為自己和大衛的緣故，必保護拯救耶路撒冷(賽 37:35)。 

a. 獅子咆哮：神定意要保護祂的百姓，如同獅子護食，無人能擋，再多的

仇敵也不能勝過。聖徒得著神的幫助，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敵擋(羅 8:31)。 

b. 搧翅覆雛：神必保護祂的子民，如雀鳥覆雛一樣。神多次差遣先知來，

要聚集保護神的百姓，但人總是不願意(太 23:37)，以致他們散居各地。 

c. 越門保守：「越門」的希伯來文 pasach，和逾越用的是同一字(出 12:13)， 

回顧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藉著羔羊的血，使他們不被滅命的所滅。 

3. 回轉歸向神〔賽 31:6-7〕：神的子民因犯罪而遭難，神應許只要他們回轉歸主，

主必向他們施恩。人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約一 1:9)。 

a. 悖逆的罪：人生來懷著悖逆，但神樂意醫治背道的病(耶 3:22; 何 14:4)。

只他們心存謙卑，盡心盡性尋求神，神必使他們從苦境轉回(申 4:25-31)。 

b. 拋棄偶像：以色列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神就使他們被擄到外邦。

但經過被擄之後，以色列民痛定思痛，定意遵行律法，從此不再拜偶像。 

4. 亞述將敗亡〔賽 31:8-9〕：因亞述狂妄自大，神就要擊打亞述，這事在希西家

時代應驗了(賽 37:33-38)。亞述征討猶大失敗，從此一蹶不振，不再成為強權。 

a. 非人的刀：希西家王時代，亞述圍攻耶路撒冷，但夜間被耶和華的使者

擊殺 18萬 5千人，應驗了亞述並非倒於人刀之下，而是出於神的手。 

b. 國勢衰敗：過去亞述不可一世，在 701 B.C.大潰敗之後，亞述帝國國勢

衰微，他們的少年人成為服苦的奴隸，至終亡於新興的巴比倫帝國。 

 

結論 

人生在世，不免遭遇困苦、患難。對聖徒而言，患難並不是問題；因神是我們的

避難所，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 46:1)。耶穌也告訴門徒，

在世上會有苦難，但在祂裡面卻有平安(約 16:33)，門徒便平靜安穩，從主得力。

因為真正的幫助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神已賜下聖靈保惠師 parakletos，

保惠師的意思是在旁幫助我們的那一位。祂會永遠與我們同在，也要在我們裡面

(約 14:15-17)，使我們全心倚靠神，心得安息，行在神的旨意中，活出神的榮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