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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的研讀(40-66章) 

第三課 對萬國的對質(以賽亞書四十一 1-7)             蘇穎睿牧師 

引言： 

要明白這段聖經，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這經文的歷史背景。南國猶大曾經歷三次被擄：第一次

發生在 605B.C.，巴比倫在著名基米施一役中打敗了埃及，並乘機進佔埃及的同盟猶大首都耶路撒

冷，臣服當時的猶大王約雅敬，並擄走了一批宗室貴胄，包括了但以理等人。第二次是發生在 597B.C.，

其因是於 601B.C.，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再征埃及，但被擊退，約雅敬乘機起來背叛，漠視耶利米

先知的警告。於是尼布甲尼撒便揮軍進攻耶路撒冷；598B.C.約雅敬死，其子約雅斤繼位，在位只有

三個月，於 597B.C.耶路撒冷被攻陷，約雅斤被擄走，同行的還有太后、臣僕、百姓領袖等。在眾

精英中，包括了先知以西結。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擄的發生於 587B.C.。猶大王西底家背叛巴

比倫王，又與埃及結盟，於是尼布甲尼撒圍困耶路撒冷有兩年之久，城內出現大饑荒，終於被陷。

西底家及剩餘之民也被擄走，這是最後一次被擄，整個以色列國也滅亡。巴比倫另立基大利為省長，

管治猶大區。 

 

到了 539 B.C.，波斯興起，吞併了瑪代，並且把國力伸展到整個米索北大米亞。當時巴比倫王

拿波尼度，他在位不久，就退隱到阿拉伯提瑪，把國交給其子伯沙撒管治，這引起國內不少人反對，

波斯王古列趁伯沙撒王在宮中歡慶之際，輕易攻入巴比倫城，把伯沙撒王殺了，巴比倫就此淪陷。

古列王在位九年，東征西伐，建立一個強大的波斯王國。他統治這大帝國，軟硬兼施，頗得民心，

最後於 530B.C.在北方征戰是受了傷，其後死亡，運回波斯國都 Pasargadae國葬。波斯對猶太人的

管治較為友善，並且容許百姓自由選擇留下或回歸故國，參與重修聖殿，又把昔日尼布甲尼撒從聖

殿取來的金器、銀器回歸猶太，放回聖殿原處，猶太人回歸分三次： 

 第一次是 538B.C. 

 第二次是 458B.C.，由以斯拉帶領 

 第三次是 444B.C.，由尼希米帶領 

而巴勒斯坦亦成為波斯王國的一個省份。 

 

(一) 講者與聽者(v.1) 

v.1「眾海島啊，當在我面前靜默，眾民當重新得力，都要近前來才可以說話，我們可以辯

論。」 

 

1) 究竟這是一段的講者是誰？v.1 所提到的「我」明顯是指神。這是耶和華對聽者的對質。

(confrontation) 

那麼誰是聽者呢？「眾海島」究竟是指什麼？「海島」一字在舊約聖經出現過 15次之多，

有趣的地方是其中 14次都是出現在以賽亞書中，E.J. Young以為這是指東地中海的沿岸及

其海島包括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在世人看來這些都是曾經顯赫一時之大國，

西班牙的遠航勢力，伸展至整個美洲，法國在拿破崙統治下征服了一大片土地，羅馬大帝

國及亞歷山大的希臘大帝國更是史無前例的大帝國，就是在近代史中，島國如日本及英國

也是顯赫一時的大帝國。但以賽亞書四十 15 說：「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

平常上的微塵，祂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在神的眼中，他們只像水桶的一滴，天

平上的微塵，真是微不足道！至於「萬國」一詞，乃是指所有「外邦人」，也即是「非神

的子民」。 

 

2) 我們要看看耶和華對那些不信的萬民講些什麼呢？「當在我面前靜默」「當從新得力」是
什麼意思呢？從文法上來說，這是 imperative verbs(命令式動詞)，意思是：「你們要靜默！

你們要重新得力！」這是一個對質(confrontation)，神吩咐他們要想清想楚，不要多言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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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的放矢，並且叫他們用盡力量，預備來和我耶和華辯論，但無論怎樣，你們都是微不足

道，一定失敗。 

 

3) 這裏所謂「彼此辯論」，並非指一場辯論比賽。而是指法庭的一個場景，神叫這些萬民近
前來，為你們陳詞辯論，然後聽我向你們宣判我的裁定。神就是法官，而這些海島和萬物

是被審判的被告，神容讓他們在法官面前陳詞辯護，但最後神會宣判祂的裁決！ 

 

(二) 誰掌管歷史？(v.2-4) 

v.2-4「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他來到腳前呢？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轄君王，把

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刀，如風吹的碎秸交與他的弓。他追趕他們，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

誰行做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 

 

1)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誰是那位「東方興起」的一人呢？從經文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有關他
的幾個特點： 

 他是從東方來的 

 他是神使用的一個工具，工具有別於「用人」或「僕人」，他只是神的工具，替神行

事。事實上，他行了之後，還不會察覺原來是神召他來作神的工具的。 

 他會管轄列國，並且戰勝他們，「把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刀，如風吹的碎稭交與他的

弓。」 

 

2) 從歷史的角度看「他」應該是指瑪代波斯王古列(Cyrus)。事實上，在以賽亞書四十四 28

及四十五 1都指名道姓的提到古列的名字。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

根基。」(四十四 28)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

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四十五 1) 

有不少近代釋經家，以為這一定不是出於以賽亞的手筆，因為以賽亞是古列百多二百年前

的人，又怎會知道歷史上有古列這人呢？亦有釋經家以為這是神給以賽亞的預言，神怎會

不知道呢？在此我不判斷誰是誰非，但我可以肯定的說，無論這是否出於以賽亞手筆，卻

一定是神的啟示。 

 

3) 古列的確是從東方(從巴勒斯坦的角度看)而來，的確是征服萬國，他的確是「追趕他們，

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然而，他只是神的工具吧了！祂可以從東方興起一人，但

也可以從北方興起另一人(四十一 25)，權柄和決定在乎萬有的主宰耶和華神。所以 v. 2說：

「憑公義召他來到腳前。」這不是說古列是一個公義的人，「公義」這個字並非用來形容

古列，而是用來形容耶和華的道，神是召他來為神完成祂公義之道。所以，v.4說「誰行

做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和

合本的翻譯令人費解，其實這裏有三個動詞，一是宣召(call)，一是行(done)，一是成就

(accomplish)，這裏我們看到神三個動作，首先祂呼召，跟着他執行，最後祂必會完成，從

起初一直到完成都是出於神，而古列只不過是祂完成這工的一個工具吧了！所以神說：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三) 徒然之抵抗(v.5-7) 

最後我們要看看 v.5-7「海島看見就都害怕；地極也都戰兢，就近前來。他們各人幫助鄰舍，

各人對弟兄說：壯膽吧！木匠勉勵銀匠，用鎚打光的勉勵打砧的，論銲工說，銲得好；又用釘

子釘穩，免得偶像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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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召古列去完成祂公義之道，列國的反應是什麼呢？他們看見，並懼怕。希伯來文是以
ra’u(看見)和 yira’u(懼怕)為起頭，無論是中譯或英譯都未能表達其精彩的表達，事實上這

是以賽亞書經常表達的方式，但無論他們是何等驚恐懼怕，這些事都臨到他們身上。 

 

2) 面對着如此的驚恐，他們如何應付呢？ 

 他們彼此結盟，彼此鼓勵 v.6「他們各人幫助鄰舍，各人對弟兄說：「壯膽吧！」他

們不是去求萬軍之耶和華之幫助，而是他們以為彼此結盟便可以自救！ 

 他們向偶像求救，v.7「木匠勉勵銀匠，用鎚打光的勉勵打砧的，論銲工說，銲得好；

又用釘子釘穩，免得偶像動搖。」神用嘲笑的口吻對他們說，你們所倚靠的偶像，其

實是人為的，一根釘子釘得不穩，那偶像連站也站不住腳！無論這些做偶像的工匠如

何彼此讚賞和勉勵，他們始終都是人造的偶像，就正如四十 19-20說「偶像是匠人鑄

造，銀匠用金包裹，為它鑄造銀鍊。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選不能朽壞的樹木，

為自己尋找巧匠，立起不能搖動的偶像。」 

他們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等候神的審判！ 

 

結論 

今天我們也像那些海島和萬國，面對着強大波斯的黑暗勢力壓境，我們驚慌惶恐，忙着想着

如何應付，我們以為可以加盟埃及，或是彼此結盟，又或是帶一些強大的偶像作為後盾，一

切都是徒然，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回歸到神那裏，其餘一切，都只不過是花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默想 

1) 神如何看歷史的進展？誰是掌管歷史的進展？ 

2) 我們當如何看如古列的強大軍政勢力？ 

3) 神給我們的忠告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