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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課 以色列的復興 (以賽亞書四十九 7-13 節) 

引言 
我們在第 25 課已經討論過有關「僕人」的身份，他是預表了耶穌基督。在新約聖經中，如羅馬

書十五 26、約翰福音十二 38、使徒行傳八 32 等等都說明以賽亞筆下的僕人，就是預表了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在第 24 課時我們討論到這僕人被以色列人拒絕、藐視和厭棄。但在這段中，我們看到僕人

的權柄、能力和以色列的復興。 
 
(一) 僕人的威嚴( v.7) 

1. v.7「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耶和華，對那被人鎖藐視、本國人所憎惡，官長所虐待的，如此

說：君王要看見就站起，首領也要下拜，都因信實的耶和華，就是揀選你以色列的聖者。」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是耶和華說的一席話。在此，耶和華被稱為「救贖主」和「以色列的

聖者」。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呢？「救贖主」(Redeemer) 這一詞曾出現在路得記，波阿斯被

稱為救贖者(Redeemer)，按猶太人的習例，這個所謂 Kinship Redeemer 習例，是指當一個人

有難的時候，他的近親有責任去加以援助。拿俄米有難，兒子死了，近親的波阿斯便有責

任娶了拿俄米媳婦路得為妻，為其前夫延續他的後嗣。這裏的救贖主當然是指耶和華神，

耶和華叫耶穌從死裏復活，所以便稱為救贖主了，耶和華又是一位聖者，掌管萬有的神。 
2. 耶和華的僕人被神選召，但他在以色列中被藐視。v.4「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

我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我的賞賜必在我神哪裏。」v.7 又說：「他被人所藐視，本國所憎

惡，官長所虐待。」  
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面去理解這節聖經。在舊約的時候，神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哪裏，

傳遞神的信息。但卻被以色列人拒絕和虐待。先知的經歷，正好預表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被猶太人拒絕，被官長虐待，甚至把祂釘在十字架上。 
3. 但這並不是說僕人的使命徒然無功。弔詭的地方，就是因為祂的受苦，猶太人的拒絕，我

們得拯救，而且福音因此而傳至外邦人。所以，v.7b 告訴我們：君王要看見就站起，首領

也要下拜。都因信實的耶和華，就是揀選你的聖者。這裏所謂「君王」、「領袖」是指誰

呢？腓立比書二 6-11 給了我們一個答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

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服，無不以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

歸於父神。」耶穌本是神，滿有尊貴和能力，但他卻甘心降卑，成為人的樣式，受盡人間

的疾苦，最後更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神叫他從死裏復活，以致地上一切君王、首

領無不屈膝，口稱耶穌為主。這節聖經是一個應許，在耶穌基督裏應驗了。 
 
(二) 眾民的中保 (v.8) 

1. v.8 耶和華如此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我要保護

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 
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是「悅納的時候」和「拯救的日子。」這都是引自利未記廿五章8節，

有關禧年的信息。在禧年期間，神施行拯救，釋放祂子民得自由、蒙救贖。舊約的禧年只

是一個預兆，預表著耶穌基督的降臨和拯救。正如主耶穌基督第一次出來傳道時，引用了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1-2 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

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然後

耶穌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所以，v.8 所說的，其實是指著耶穌來的時候，

為我們成就了救恩，這就是「悅納的時候」和「拯救的日子」。 



以賽亞書的研讀(40─66 章) 

2. 我們要留意：這一節又形容僕人為「眾民的中保」。原文的意思是「眾人的約」(make you 
to be a covenant of the people)，這正好說明僕人的使命。他的使命是為神的子民與神立一個

新約。「約」是指人與神的關係，這是一個生死的關係。祂與亞伯拉罕立約，願意把自己

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捆在一起，立下一個生死的約。但以色列人背了約，被神剪除。耶

穌藉著祂的死 ，叫人與神和好，並且承受了安息之地。 
3. 僕人的使命，就是要「復興遍地，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表面上，是指僕人帶領流蕩

異鄉的的猶太人，歸回巴勒斯坦，重建聖殿。其實是指著新約的教會的建立和發展，就如

使徒行傳三 31 說：「耶穌的復活就應驗了這應許。」 
 
(三) 回歸之路 (v.9-13) 

「對那被捆綁的人說：出來吧！對那在黑暗的人說：顯露吧！他們在路上必得飲食，在一切淨

光的高處必有食物。不飢不渴，炎熱和烈日必不傷害他們；因為憐恤他們的必引導他們，領他

們到水泉旁邊。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

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原文是希尼)來。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

哪，應當發聲歌唱！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憐恤他困苦之民。」 
 

1. 這是一幅回歸的圖畫，一方面是描繪出埃及，同樣的，也是描繪猶太人從被擄之地返回耶

路撒冷。但無論是哪一次回歸，都是指向一個更大的回歸，就是耶穌基督帶領我們離開罪

惡之地，來到這安息之處。以賽亞用群羊的比喻來描述他們回歸的路程。 
2. v.9 形容那些被召的是「被捆綁的，在黑暗之中的」，神呼召他們出來得享自由，一切都是

由神主導和引導。他們就如群羊，在牧羊人帶領之下，奔上回歸之路： 
• 在路上，他們不會飢餓，因為必得飲食；就是在光兀的山上，仍是滿有草場，以致他們

不飢不餓。 
• 不但如此，神必保護他們，炎熱的天氣，烈日當空，也不能傷害他們。眾山也成為大道，

帶領他們到水源之地。 
• 這些群羊，從不同的地方回歸，有從北方來的，有從西方來的，有從秦國來的，有從遠

處來的。這裏所謂秦國，其實是指南方，遠處是指東方。換言之，回歸的來自東南西北，

他們都被神呼召，在回歸的行列當中。 
• 這真是一幅奇景，先知不禁發出邀請，天與地一同加入這個敬拜的行列中：諸天啊，應

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啊，應當發聲歌唱！因為神已拯救祂的子民，回歸到

實為他們我預備安息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