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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打破銅門、砍斷鐵閘(以賽亞書四十五 1─8)           蘇穎睿牧師 

 

引言 

1. 基督徒的歷史觀是怎樣的呢？我們就以 1949 年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敗走台

灣為例。當學者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時，他們會問：為什麼國民政府在 1946 年中日戰爭結束時，

擁有四百多萬軍隊，又有美國配給的優良裝備。而紅軍當時只有 80 萬，無論在兵力及裝備上，

遠不及國民黨的軍隊。事實上，蔣介石亦豪言說：三個月內便可消滅共產黨！但事實上，不夠

三年國民政府的軍隊便兵敗如山倒；整個國家迅速落在共產黨手中。更難明的，強大的日本軍

隊，蔣介石尚可頑強抵抗了八年，最後取得勝利！為什麼 1949 年，不足三年就潰不成軍，被共

產黨所敗？ 

 
不少歷史學家都提出不同的理論解釋。如國民政府的敗壞與貪污，人民生活的痛苦，怨聲四起，

政府軍隊各自為政，不少對蔣介石不滿而倒戈，美國政府對蔣介石不滿等等理論。但作為一個

基督徒的歷史學者，我們可否說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下，一切歷史發生都是神的安排？這是一

個非常爭議性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讀聖經，聖經強調歷史都是神安排。我們就以波斯的興起與古列王的歷史為例。巴

比倫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但到了 550 B.C. 波斯列興起。539 B.C.他打敗巴比倫，順利接管巴比倫

帝國，並且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和擁擁戴。從歷史的角度看，他的精明、才幹和統治的睿智是

他成功的因素，但從聖經角度看：他是神的用人，完成神在祂子民的救贖計劃，這完全是神的

安排。 

 
2. 但我們可否用同一的理論，去詮釋所有歷史呢？我們要明白：救贖歷史有異於普通歷史。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與毛澤東帶領紅軍長征是有分別的。前者，我們稱之為救贖歷史。後者，

我們稱之為普通歷史。所謂救贖歷史，就是指神在歷史中，如何施行祂的的救贖計劃。所有這

些歷史都是指向耶穌基督的降臨與再來。而普通歷史則有所不同；這些歷史未必與神的救贖計

劃有直接關係。古列的歷史是神的救贖計劃中重要的一環。古列叫以色列人可以重返巴勒斯坦，

重建聖殿。這就是耶穌出生的地方，這一切的事都為耶穌基督降臨世間有所預備。所以歷史都

在神的掌管下。不但如此，從救贖的歷史看，古列預表了基督的降臨。古列作為一個彌賽亞，

做了兩件事：第一，他解救了以色列人，讓他們可以重歸故土，建立家園。第二，他責罰欺壓

以色列人的外邦國，執行審判。從這方面看，古列是預表了那位施行救贖與審判的耶穌基督。

我們稱這樣的釋經法為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但我們卻不能以此方法解讀普通歷史。 

 
(一) 古列與彌賽亞 (v.1-4) 

以賽亞是在古列王 150年前的先知。換言之，嚴格來說：他所說的是預言，而非歷史。早在古列

王 150年前先知預言古列對以色列人的拯救。正因如此，不少釋經家以為以賽亞書 40章至 66章

是被擄後的作品；而非出於以賽亞手筆。有關此點，我們在第一課已討論過。但無論是預言或

是歷史，二者都表明神是歷史的主宰。歷史中所發生的事並非偶然的。 

 
以賽亞書 44章 24節至到 44章 13節是 41章 48章的中心思想。這一段是講述古列王與彌賽亞的

關係；44章 24節至 28節是講及有關古烈的事蹟；45章 1至 27節是神對古列所說的一番話。換

言之，古列就是預表日後的彌賽亞。施行拯救和審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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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看看以賽亞是怎樣形容古列。令人感到驚訝的，耶和華竟稱古列為祂所膏的。「所膏」

一字在舊約聖經的意思頗為廣闊。撒母耳記下一 21 說掃羅的盾牌沒有受膏。很明顯，這是指沒

有被油抹過。詩篇 105 篇 15 節稱先知為受膏者，不少經文又稱祭司為受膏者。這個字本來的意

思是：當一個人要接受一個使命，就以受膏的禮儀表明。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所有皇帝都被稱

為受膏者，這一字正是彌賽亞的意思 (詩篇 22篇 2節)。但所有這些都是指向一個更大的彌賽亞，

就是主耶穌基督。古列之所以被稱為受膏者，一方面是神派他去完成神給他的使命：就是拯救以

色列民，審判外邦。另一方面他正好預表耶穌基督---一個更偉大的彌賽亞耶穌，祂來拯救我們，

也會再來審判這個世界。 

 
        古列王不單是一個受膏者，它更是神的用人。 

 我扶持你的右手。 (v.1) 

 使列國俯伏在你面前，使你戰勝列國。(v.1) 

 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嶇之地，打破銅門，砍斷鐵閘。 (v.2) 

 我又賜你寶物與財富。(v.3) 

 所有這些都是要你知道：我是主，是以色列的神。是我召你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真理： 

 耶和華與古列是有著一個密切的關係，這是「你與我」的關係(I-thou relationship)。 

 古烈王一切的成就、戰績、財富都是耶和華所賜的。並要他知道：他只不過是神的僕人，

沒有神，他只會一事無成。 

 
(二) 古力仍是一個不信者 (v.5-8)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神的僕人，又是神所膏的，為神完成任務的古列，竟然仍是一個不信者。正

如第四節說他仍是不認識神。然而，第四節告訴我們：耶和華之所以如此看古列，是因我僕人雅

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換言之，神之所以照顧古列，又加給他的名號，不是為了古列，而

是為了神的子民。他只不過是神的工具。因為神是掌管宇宙萬物和歷史的。一切都在祂的權柄之

下。正如 5至 8節說：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從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之外，沒有別神。我做光，又做暗，我賜平安，又

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撕裂，產出救恩，

使公義一同發生。這都是我耶和華所做的。 

 
從這段經文看來我們看見神是一個怎樣的神。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這表明整個宇宙大地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華真神，除祂以

外並沒有別個神。 

 

 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光與暗、災禍與平安、都是在神的控制下。不但如此，祂又降

甘霖，滋潤大地。祂還降下公義與審判，恩典與救恩。這是有關全人類的信息，而不只

是以色列的信息。正如約伯說：賞賜是耶和華神，收取也是耶和華神。 

 
或者我們會問：如果神是想藉古列王成就這目的，祂似乎沒有達到。在古列王時代，很多人還是

不認識神，甚至古列自己也不認識神。難道神的計劃全盤失敗？我們要明白，古列王只不過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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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預象，要等到耶穌降世才會成就。正如腓立比書一章十至十一節說：一切在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 

 
默想 

1) 為什麼神會如此稱謂古烈王，說他是受膏者呢？ 

2) 古列以基督有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