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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十三)聖民的爭戰 

亞述帝國歷經幾任君王：提革拉毗列色(745-727 B.C.)，撒縵以色(727-722 B.C.)，

撒珥根(722-705 B.C.)，和西拿基立(705-681 B.C.)等的南征北討，國勢達到頂峰。

他們征服西亞各國，以殘忍，虐殺征服戰俘及人民著稱。在他們征服之地經常有

抗暴事件。因此，他們一面開疆拓土，一面應付各地的叛亂。猶大在亞哈斯時代，

向亞述稱臣納貢(王下 16:7)，希西家因攻擊亞述的聯盟非利士，此舉被亞述視為

背叛(王下 18:7-8)，701 B.C.，西拿基立藉機攻打猶大。〔參：列王紀下 18-20 章〕 

 

一. 希西家的困境〔以賽亞書 36:1-22〕 

亞哈斯王時〔734-715 B.C〕，以賽亞曾預言亞述要成為禍患，威勢必沖入猶大，

漲溢氾濫，直到頸項(賽 8:5-8)。這事在希西家王 14 年〔701 B.C.〕應驗了。 

1. 亞述的招降〔賽 36:1-3〕：亞述王西拿基立攻下猶大四十多個城邑，耶路撒冷

成為孤城，孤立無援。當時亞述王攻打拉吉，派軍長拉伯沙基向希西家招降。 

a. 上池水溝：拉伯沙基來到上池的水溝旁。33 年前〔734 B.C.〕，以賽亞在

同樣地方呼籲亞哈斯信靠神，亞哈斯卻信靠亞述(賽 7:1-17; 王下 16:7-9)。 

b. 猶大官員：希西家派家宰以利亞敬、書記舍伯那、史官約亞作談判代表。

先前以賽亞也有責備和勉勵的話給舍伯那和以利亞敬(賽 22:15-25)。 

2. 恐嚇與威脅〔賽 36:4-10〕：拉伯沙基不是招安，用和平的話，而是語帶威脅，

他如吼叫的獅子(彼前 5:8)，用恐嚇的方式使人心消化，並羞辱王和百姓。 

a. 面對現實：亞述席捲各國，氣勢正焰，許多比猶大強的國家，如亞蘭、

以色列都被亞述滅亡，猶大的城都一一陷落，耶路撒冷如何能抵擋亞述。 

b. 誰能倚靠：勸猶大不要倚靠埃及，因他們靠不住的；不要倚靠耶和華，

也許是耶和華叫亞述來毀滅他們；也不要聽王的話，不要相信神的應許。 

3. 羞辱與譏刺〔賽 36:11-20〕：猶太傳統認為拉伯沙基是猶太叛徒，他用猶大人

聽懂的言語說話，為要讓人心消化，失去扺抗的意志，以期不戰而屈人之兵。 

a. 粗鄙的話：拉伯沙基說了褻瀆的話，給官員和百姓聽。末世敵基督要說

褻瀆的話，褻瀆神，祂的帳幕〔百姓〕，以及那住在天上的(啟 13:6)。 

b. 陳述事實：拉伯沙基說的有理，有事實作例證，且軟硬兼施，告訴他們

只要投降就能存活。神的子民因著犯罪，神就把他們交在仇敵的手中。 

c. 狂妄自大：亞述征服各國，貶抑各國的神。猶大信奉耶和華，而今看來

耶和華也不能保護耶路撒冷。結果耶和華卻保護拯救這城(賽 37:35)。 

4. 靜默的百姓〔賽 36:21-22〕：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時不出聲，不說話(書 6:10)。

過紅海時，神吩咐他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因耶和華為他們爭戰(出 14:14)。 

a. 不要回答：面對恐嚇和羞辱，希西家命令百姓不要回答一句。以色列人

嘴唇不潔，時常發怨言，面對爭戰，能勒住舌頭，就不落在血氣中。. 

b. 撕裂衣服：憂傷痛苦的表示。神的百姓面對爭戰，最忌諱的是被激怒而

採取出於血氣的反應。而是要自卑，向主哭訴(書 7:6)，神必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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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西家的呼求〔以賽亞書 37:1-38〕 

猶大談判代表向希西家報告敵人恐嚇的話，希西家沒有退路，只能完全倚靠神。

希西家走到人的絕路，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必為求告祂的人打開一條出路。 

1. 傳話給先知〔賽 37:1-7〕：王率領國中的領袖、祭司來見先知以賽亞。若國中

有先知，便勝過敵人的千軍萬馬(王下 6:8-23)。神會藉著先知說話，保護他們。 

a. 披上麻布：表示悲哀(摩 8:10)，或自卑悔改(拿 3:5-6)。神的子民若自卑、

禱告，尋求主的面，離開自己的惡行，神必從天上垂聽(代下 7:15-16)。 

b. 求神幫助：希西家即位之後，做了許多神眼中看為正的事，使百姓的心

歸向神(王下 18:1-8)。現今急難時刻，他來到神的面前尋求神的幫助。 

c. 先知勉勵：先知從神得話語，心裡篤定，因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神的話絕不落空，祂的應許不落空。百姓只要相信，就必立穩(賽 7:9)。 

2. 亞述的困境〔賽 37:8-20〕：西拿基立急於攻下猶大，說了狂妄和威脅的話。

其實，亞述有他們的難處，力有未逮，便說出誇大的話，掩飾他們的困境。 

a. 古實的威脅：神使西拿基立聽見古實〔埃及〕軍隊要與亞述爭戰的風聲，

他必須調度軍隊，因此更急切地想攻取耶路撒冷，以免有後顧之憂。 

b. 求神來定奪：希西家將西拿基立的書信帶到聖殿，在神面前展開，向神

告狀。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太 12:36)。 

c. 辱罵永生神：西拿基立派使者拉伯沙基逼降，情急之下說了辱罵神的話。

歌利亞因怒罵神，而被大衛擊殺(撒上 17:45)。末世，敵基督得著權柄，

卻狂妄自大，開口褻瀆神(啟 13:6)，結局是受到無憐憫的審判(啟 16 章)。 

3. 神攻擊亞述〔賽 37:21-35〕：亞述攻擊耶路撒冷，威脅神的子民，辱罵永生神。

他們不是攻擊人，而是攻擊神(徒 5:39)。他們所謀的，必被敗壞，不能成就。 

a. 神興起爭戰：神保護祂子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 32:10)，摸他們的，

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人(亞 2:8)。神為祂自己和大衛的緣故，必要保護拯救

耶路撒冷。亞述王因狂妄自大而褻瀆神，神必不以他為無罪，必要追討。 

b. 人不自量力：人口中的話和心中的意念，神都鑑察。亞述興起征服列國，

卻不知他們只是神手中的工具，且要因狂傲自大而被神懲罰(賽 10:5-19)。 

c. 神賜下兆頭：兆頭是證據(賽 7:11, 14; 38:8)，表示預言一定會實現。亞述

入侵破壞農業活動，但神保證會有充足的糧食供應，到第 3 年，將恢復

正常生活。這預言應驗，印證將來餘民歸回的應許必定實現(賽 37:31-32)。 

4. 亞述王遭報〔賽 37:36-38〕：亞述王必不得來到這城，不在這裡射箭，不得拿

盾牌到城前，也不築壘攻城。他們只是將耶路撒冷圍困，並未發動軍事攻勢。 

a. 滅命天使：神的使者一夜在營中殺了 18 萬 5 千人，西拿基立被迫撤軍。

【史家記載亞述與埃及爭戰，但因遭到鼠患〔損糧或感染鼠疫〕而撤軍。】 

b. 歷史記載：亞述記載西拿基立攻猶大的功績：攻陷 46 座城，擄 20 萬人，

並把叛徒希西家「關在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像鳥被關在籠中一樣」。 

c. 王的結局：20 年後〔681 B.C.〕，西拿基立被兒子亞得米勒和沙利色謀殺，

亞述和巴比倫的歷史證實聖經記載，西拿基立的幼子以沙哈頓接續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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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希西家的病癒〔以賽亞書 38:1-22〕 

神能做萬事，祂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但藉著人的禱告祈求，神有時會改變

心意(出 32:9-14)。希西家原本要死，他禱告，求神改變心意，使他多活 15 年。 

1. 病危的呼求〔賽 38:1-3〕：神統管萬有，祂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

也使人往上升(撒上 2:6)；祂損傷，也醫治(申 32:39)，生死在神眼中都是一樣。 

a. 希西家要死：希西家病得要死，神就藉先知以賽亞宣告，叫他預備後事。

生死都是出於神，祂賜人生命，也收回人的氣息(詩 104:29-30; 傳 12:7)。 

b. 希西家痛哭：希西家不是呼求憐憫，而是陳述其功績，自以為義。基督

也曾流淚禱告(來 5:7)，但不求自己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太 26:39)。 

2. 神賜下醫治〔賽 38:4-8〕：神應允希西家，使他第三天能上聖殿(王下 20:5)，

希西家暫時脫離死亡。基督的禱告也蒙應允，但天父讓基督為人人嘗了死味，

使基督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來 2:9; 14)，並且讓祂從死裡復活(林前 6:14)。 

a. 加增 15 年：希西家延長壽命，對他是件好事，對國家卻是災難。這期間

生了瑪拿西，12 歲時登基，在位 55 年(王下 21:1-9)，是猶大最壞，在位

最久的王。因他犯的罪，神定意棄掉猶大和耶路撒冷(王下 23:26; 24:1-3)。 

b. 日晷的兆頭：希西家向神求兆頭(王下 20:8)，求神使亞哈斯的日晷退後

10 度，意思是「時間倒退一個小時」。神創造一切，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c. 協西巴：意思是「我喜悅的在於她」，西希家按著自己的喜悅行事，結果

生了瑪拿西，是照自己喜悅所結的果子，而不是為了討神的喜悅。 

d. 瑪拿西：意思是「忘了」，約瑟忘了一切困若和他父的全家(創 41:51)。

人在喜悅時，常忘記從前如何，卻不可忘記神一切的恩惠(詩 103:2)。 

3. 感恩的詩歌〔賽 38:9-20〕：希西家病癒後寫的「我的詩歌」，描述個人的經歷，

又用聖殿崇拜的形式表達出來。但內容過於專注於「我」，共出現 33 次，並

看重今生的指望。就如雅比斯的禱告(代上 4:10)，但他的祈禱還是得了應允。 

a. 眷戀人世：希西家捨不得今生的事。生死是人所必經之路，不是自己能

掌控(傳 8:8)；今生都只是寄居的客旅，期待進到永恆的帳幕(林後 5:1-5)。 

b. 死的驚恐：人在面對死亡時，不免產生驚懼(詩 18:4-5; 可 14:33)。基督

為人人嘗了死味，並要拯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 2:9, 15)。 

c. 稱謝讚美：當罪人蒙恩得救，心中便會湧出讚美神的話(詩 40:1-3)。死人

不能讚美神(詩 115:17)，但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神(詩 150:6)，直到永遠。 

4. 神蹟的兆頭〔賽 38:21-22〕：神曾叫亞哈斯求一個兆頭，或顯在深處，或顯在

高處，亞哈斯卻不肯，神就親自給他們童女懷孕的兆頭(賽 7:11-14)。對不信

的人而言，兆頭是在試探神；但對信的人而言，兆頭是信心的確據(士 6:36-40)。 

a. 無花果餅：無花果餅是尋常之物，卻顯出神醫治的大能。無花果也象徵

以色列(太 24:32)，末日的審判遲延，神乃願祂的選民都能得救(彼後 3:9)。 

b. 得救兆頭：日晷向前或向後，人生命開始與結束，都在神的手中。末世

基督再臨的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24:36)。希西家

為了自己一人得著痊癒的確據，卻不在乎這個兆頭是否影響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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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西家的愚昧〔以賽亞書 39:1-8〕 

希西家病癒後，有巴比倫的使者來訪，拜訪國中所現的奇事〔日晷退後 10 度〕，

這件事神離開他，要試驗他，好知道他心內如何(代下 32:31)。希西家是猶大的

好王，但如烏西雅一樣，前半生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但後半生因驕傲而失敗。 

1. 巴比倫特使〔賽 39:1-2〕：巴比倫位於遙遠的東方，原臣屬於亞述，但伺機想

獨立。西拿基立征伐猶大失敗，巴比倫王便遣使，想與猶大結盟，對抗亞述。 

a. 米羅達巴拉但：巴比倫王趁西拿基立西征時叛變，脫離亞述，後來失敗，

被迫流亡他方。巴比倫在尼波布拉撒時興起，滅了亞述〔612 B.C.〕。 

b. 遣使祝賀送禮：猶太史家約瑟夫在猶太古史中提到這次的到訪，表面上

是來祝賀希西家恢復健康，實際上是為要爭取猶大加入反亞述的聯盟。 

2. 驕傲的炫耀〔賽 39:2-4〕以賽亞從希西家的舉動中，看到將來的災禍。當人

覺得平安順利，便忘記要隨時警醒，倚靠神。突然之間，災禍就來了(帖前 5:3)。 

a. 外國使者：猶大在面對國家危機時，總是想藉著與外國結盟。面對亞蘭

和以色列，想與亞述結盟；面對亞述，也想與埃及、巴比倫結盟。這些

結盟之國卻是最危險，且是最大的威脅，重犯倚靠人，不倚靠神的錯誤。 

b. 展現寶物：希西家招待巴比倫的使臣，把一切的寶物和軍器炫耀給他看。

耶穌叫門徒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將珍珠丟在豬前，以免被咬(太 7:6)。 

c. 先知警示：先知的職分也為國家守望，他得知從巴比倫來的使者，看了

宮中的寶物，預知將來猶大要被巴比倫所滅，百姓和寶物要被擄到那裡。 

3. 被擄的兆頭〔賽 39:5-7〕：以賽亞從王所做的事，看到國家將來要發生的事。

希西家後來生了瑪拿西，行了大惡，讓神定意要將祂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 

a. 財寶被掠劫：列祖所積蓄的財物，全數被擄去，沒有一樣留下的。聖徒

所得的產業，要靠神才能持守(詩 16:5)，不然會被仇敵所奪(路 22:31-32)。 

b. 子孫成囚奴：希西家的子孫中，有在宮中成為太監。這話約在一百年後

應驗，約雅斤時代〔598 B.C.〕，他的眷屬被擄到巴比倫(王下 24:15)。 

c. 先知的預言：以賽亞的話都不落空，宣告神要拯救醫治的應許，也宣告

將來的災難和審判。聖徒要謹慎，免得先知審判的話臨到自己(徒 13:40)。 

4. 不想到未來〔賽 39:8〕：以賽亞預言巴比倫將要擄掠猶大，希西家的子孫要在

宮裡當太監。希西家聽了，並沒有撕裂衣裳，反而輕鬆自在，滿足於今生的

太平穩固。聖徒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 15:19)。 

 

結論  

聖徒在世會遭遇許多的困苦患難，面對各樣的爭戰，神允許這些事臨到，目的是

要煉淨我們，並且試驗我們的心內如何。希西家作猶大王，從事許多宗教改革，

使神的百姓回轉歸向神。他也帶領神的子民爭戰，靠神擊敗亞述的攻擊。然而，

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在的，而在自己的心內。希西家前半生忠心事奉主，彰顯主的

榮耀；但他後半生卻鬆懈墮落，以至傷及國家與後代子孫。希西家的事蹟給我們

寶貴的功課，神統管萬有，祂也鑑察人心，聖徒要警醒事奉祂，忠心跟隨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