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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意亚先知书》是先知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其内容多元丰富，涵括的年代相当久远，

从公元前八世纪的依撒意亚先知本人所处的时代到公元前六世纪末的流亡后期。依撒意

亚先知书因此可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三部分，分别对应一-三九章（First Isaiah），公元

前八世纪先知本人时期、四十-五五章（Deutero-Isaiah 或 the Second Isaiah），538BCE 流

亡的以色列人民要返乡之始、五六-六六章（Trito-Isaiah 或 the Third Isaiah），520-515 第

二圣殿重建时期。依撒意亚先知书所涵括的时代其实就是以色列历史上著作先知最为活

跃的时代。 

 

第一依撒意亚（一-三九章）关注的是 742-701BCE 之间耶路撒冷的命运； 

第二依撒意亚（四十-五五章）关注的是 540BCE 肥沃月湾拿布高的新巴比伦帝国迅速毁

灭，波斯帝国在居鲁士的领导下兴起，以色列在巴比伦的流亡者可以回国； 

第三依撒意亚（五六-六六）关注的是第二圣殿时期，即 520-516BCE 之间，与第二依撒

意亚相距不久，但处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依撒意亚先知书》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位置值得关注，它在《列王纪》之后，是前先知

/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也是先知文学（后先知）的开始。这样的次序在基督徒的圣经中就

看不到了。希伯来圣经如此的编排很有意义，因为列王纪和依撒意亚书都非常关注耶路

撒冷的命运。列王纪的结尾是耶路撒冷的陷落和犹大人流亡巴比伦。依撒意亚书转而是

对耶路撒冷命运的反思，耶路撒冷如何陷入流亡的危机，以及其流亡结束进入新的良好

状态1。Leslie J. Hoppe 在其《依撒意亚先知书》的注释中就以耶路撒冷的命运为关注点： 

 

耶路撒冷的未来（一 1-十二 6） 

耶路撒冷和列国（十三 1-二七 13） 

对耶路撒冷的宣判和救恩（二八 1-三九 8） 

耶路撒冷得自由（四十 1-五五 13） 

新耶路撒冷（五六 1-六六 24） 

 

《依撒意亚先知书》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以色列的圣者--上主，熙雍女子和上主的仆人2。 

《依》中不断出现“圣”（依六 3，qadosh， קָד֧וֹשׁ  ），特别是“以色列的圣者”（一 4；五

16，19，24；十 20；十二 6；十七 7；三七 23；四一 14；四三 3，14；四五 11；四八

17；五四 5；六十 9，14）。 

 

耶路撒冷、熙雍或犹大在《依》常以拟人的方式被描述为“熙雍女子/女儿/贞女”， 《依》 

颇具爱意地把她形容为一位年轻女子。这里的 “熙雍女儿” Isa 1:8 WTT；参十) בַת־צִיּוֹן 

32；十六 1；三七 22；五二 2) Daughter Zion，不是 Daughter of Zion，“daughters of Zion”

(依三 16-17；四 4) 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内的女人们。 

 

“上主的仆人”是第二依撒意亚的主要角色，有四首颇有影响力的“上主仆人”的诗歌。

这仆人不仅指个体，也指以色列群体。 

 

                                                             
1
 参 Brueggemann and Linafel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191. 

2
 Hoppe, Isaia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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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意亚先知书》用一阴一阳两个图像来描述以色列的未来：熙雍女子和上主的仆人。

熙雍女子曾被遗弃，没有子女，但她将子女绕膝，喜乐繁荣。上主的仆人虽受尽苦难，

被人侮辱唾骂，但他将被举扬，并成为万民的光，使上主的救恩达于低极（依四九 6）。 

 

本课程从《依撒意亚先知书》涵括的历史背景入手，进入依撒意亚书的文本世界，先从

整体了解依撒意亚书的三个部分，再逐一分析其中的关键段落。 

 

第一部分：《依撒意亚先知书》涵括的历史年代与历史背景 

 

《依撒意亚先知书》涵括的公元前八到六世纪操控巴勒斯坦的大帝国依次为亚述（612

灭）、巴比伦（587BCE 灭犹大）、波斯（538BCE 流亡的以色列人可以返乡）。 

 

依撒意亚书源起于耶路撒冷的依撒意亚先知，阿摩兹的儿子，约在 742-688BCE 之间做

先知，历经乌齐雅、约堂、阿哈次和希则克雅四位犹大君王（依一 1）。这一阶段的亚述

王有 Tigleth-Pilester III（745-727BCE）, 撒缦以色（shalmaneser, 726-722BCE），Sargon II 

（721-705BCE）和赛乃黑黎布/西拿基立（Sennacherib, 704-681BCE）3。依撒意亚很可

能是耶路撒冷的贵族，与王室成员有交往（依八 2；二二 15-16），得到国王的接见没有

什么困难（依七 3）。依撒意亚处在社会权利结构的中心，可能在王室或圣殿接受教育，

是位祭祀先知（a cultic prophet）4。 

 

一．  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以色列犹大经历的决定性改变 

 

John Bright 指出以色列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经历的许多事件，永远改变了她的命运。虽

然以色列和犹大之前也不时与邻国征战，有时遭受屈辱，但从未真正失去政治自由。她

们在绵延五百年的民族历史中，还没有完全屈服在哪一个列强权下5。但随着亚述帝国

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的复兴，向外推进帝国霸业，以色列亡国，犹大不再享有政治上的

独立。 

 

（一）以色列灭国和犹大失去独立 

 

1. 亚述在 Tigleth-Pilester（745-727BCE）的领导下复兴 

 

亚述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扩张，为了获取更多的木材及矿产资源，并掌控重要

的商贸门户。但因亚述内部的政权极不稳定，所以没有办法把征服进行到底。亚述军队

撤退后也给了弱小国家喘息发展的机会。但随着 Tigleth-Pilester 的掌权，亚述的霸权也

随之恢复。亚述的势力南至巴比伦，北到乌拉尔图王国，在西部也极力拓展，其推进已

经势不可挡。到 738BCE，叙利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北部多数国家已经给亚述纳贡。 

 

Tigleth-Pilester 与之前的亚述统治者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单纯收取贡品，一旦他治下的

国家有反叛，他就将其领地归入亚述帝国的版图，并驱逐本地人民，以杜绝任何爱国情

绪的滋生。 

 
                                                             
3 参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境界》，276. 
4 Brueggemann，191-192. 
5 Bright, 《旧约历史》，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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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色列的内部混乱导致灭亡 

 

面对亚述的扩张，即使强大的国家，有着睿智的领导都很难存活，更不消说以色列二者

都不具备。不仅如此，以色列内部极其混乱。雅洛贝罕 II（783-743BCE）去世后的十年

内，以色列先后出现五位国王，其中三位是通过暴力篡位夺取王位（列下十五 8-28）。

这让以色列陷入残酷的内战。 

 

以色列内部政治混乱，手足相残、阶级对抗、群体相争，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同时，

以色列异教主义泛滥。人们藉宗教的名义酗酒、堕落、淫乱（参欧四 11-14；依二八 1-4），

对上主信仰中严肃的道德规范已消失殆尽，为社会架构的公平、正义、无私提供基础的

共同信仰已经荡然无存。以色列的腐败因政治危机加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约束力的

与上主的盟约，现在却被遗忘。无限膨胀的私欲放任自流，以色列人甚至像食人族一样

自相残杀（依九 19f.），国家已经完全失控。只有具有非凡智慧和勇气的领导才会让以

色列从困境中走出来，但以色列的领袖们只知审时度势，终于让以色列陷入毁灭的不归

路。 

 

737BCE，主张反对亚述的以色列王培卡黑和大马士革王联盟，对抗亚述，他们自然希

望迫使犹大入盟（列下十五 37）。盟军从北部侵入犹大国，围攻耶路撒冷，企图废掉阿

哈次（依七 6）。阿哈次的王位岌岌可危，只好求助于 Tigleth-Pilester，依七 1-八 18 谈

的就是这场危机。依撒意亚先知告诫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恳求阿哈次坚信上主，但阿哈

次没有信心，反而给 Tigleth-Pilester 一份厚礼，乞求他的援救（列下十六 7f.）。 

 

Tigleth-Pilester 本已计划挫败反亚述盟军，无需阿哈次恳求。他向盟军发出猛攻，先穿

过以色列领土，于 734BCE 沿海岸南下，征服冒犯他的培肋舍特城邑（Philistines），推

进至埃及河，之后全力进攻以色列（约 733BCE）。以色列大部分领土被占领，划分成

亚述的行省，仅剩一小片土地，留给最后一位国王曷舍亚，作为亚述的附庸国。曷舍亚

投降亚述，只为保留以色列的领土，设想一旦时机成熟就反抗。Tigleth-Pilester 的儿子

沙耳玛乃色继位后不久，曷舍亚认为时机成熟，就一边向埃及示好，一边停止向亚述进

贡。但当时的埃及脆弱不堪、四分五裂，根本无力援助以色列。724BCE，沙耳玛乃色

进攻以色列，占领了它，只有撒玛利亚城坚持了两年多，于 722/721 沦陷（列下十七 1-6）。

根据 Sargon II 所说，以色列有 27,290 人被掳到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代，亡国。以色列

仅存的土地被编为撒玛利亚省，此城于 720BCE 起义，被 Sargon II 镇压，并将其永久收

编，在之后的一些年里，让外来人来这里定居，与当地的以色列人混居，他们的后代就

是撒玛利亚人（列下十七 24-41）。 

 

3. 犹大失去政治独立（阿哈次，735-715BCE） 

 

阿哈次为了寻求 Tigleth-Pilester 的援助，出卖了自己的自由，它作为独立小国的日子一

去不返了。阿哈次统治下的犹大为了政治目的，很可能会引进亚述神祇和崇拜模式（列

下十六 10-16）。一些迹象表明阿哈次对上主并没有真正的信仰热诚，自然也不会尽力抵

制异教习俗（依二 6-8,20；八 19f.; 米五 12-14）。犹大在那个年代邪教迷信成风，甚至

出现人祭（列下十六 3）。阿哈次时代大概是犹大历史上违背上主信仰最严重的阶段。 

 

乌齐雅王曾为犹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亚述的盘剥并没有阻止经济的继续发展。公

元前 8 世纪晚期犹大没有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然而犹大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以色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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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教主义，违背与上主的盟约，漠视上主的法律，这威胁到犹大社会的基础。宗教成

为国家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无法批评社会的不公，认为只需仪式和祭献就可以取悦上主。

司祭趋炎附势，只关心自己的生计，为了酬金篡改预言（米三 5-8，9-11），甚至酗酒放

荡（米二 11；依二八 7f.）。 

 

（二）希则克雅为获取自由而做的努力（715-687/6BCE） 

 

阿哈次因为亲亚述让爱国者对此非常痛恨，他的儿子希则克雅先比较谨慎地，后来大胆

地寻求脱离亚述统辖的途径。 

 

1. 犹大内部状况 

 

阿哈次的政策让虔诚的上主信仰者无法忍受，其弊端激怒的不仅仅是依撒意亚和米该亚

两位先知。以色列为犹大是反面教材，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改革的想法，并与爱国热情

交织在一起。同时，犹大的官方宗教强调上主与达味订立了永恒的盟约（撒下七），如

果国王犯罪，他们会受到惩罚，但王朝不会终结。当前的耻辱只说明上主不喜悦在位的

国王，这时期的先知宣讲中出现大量的关于理想国王的神谕，如依九 2-7；十一 1-9；米

五 2-6。阿哈次的政策表明他是个不信赖上主的懦夫，任何人有机会定会改变他的政策。 

 

2. 国际形势 

 

721BCE，亚述王 Sargon II 还没有坐稳王位，巴比伦就爆发了叛乱（列下二十 12；依三

九 1），。Sargon II 被叛军重创，丧失了对巴比伦的控制，十二年后才收复该地。在小亚

细亚、乌拉尔图国、伊朗西北的马代等地的其它战役也不断分散 Sargon II 的注意力，使

他在 720BCE 之后没有在巴勒斯坦展开任何重大战役。这或许使犹大轻视了他。 

 

埃及恢复了相当强大的地位，约 716/5 年，皮耶（Pianhki）统一了埃及，建立了第二十

五（雇士）王朝。亚述的附庸国开始再次向埃及寻求援助。 

 

3. 犹大起义的骚动 

 

埃及一恢复强大，就再次开始干预亚细亚的局势。亚述已推进到埃及边境，削弱亚述在

巴勒斯坦的权利成为埃及的首要防御措施。在巴勒斯坦，有人认为摆脱亚述的时机已经

成熟，结果证明并非如此。巴勒斯坦的一些城镇加入反抗亚述的起义，犹大、厄东和摩

阿布也被邀请加入，埃及答应给予援助（依二十章）。雇士国王派使者亲自拜访希则克

雅（依十八章），希望他合作。 

 

犹大内部对是否加入反亚述的起义意见不一。依撒意亚极力反对，他裸体赤足在耶路撒

冷行走，象征性地表明信赖埃及的愚蠢（依二十 1-6）。犹大在起义镇压时安然无恙表明

希则克雅听取了依撒意亚的建议，没有加入反亚述的联盟。 

 

4. 希则克雅的宗教改革 

 

希则克雅的宗教改革是民族主义与对上主信仰的大汇聚。他可能开始试探性地采取行动，

随着独立运动的加强逐渐推广。希则克雅的改革相当彻底，比约史亚的改革早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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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废除阿哈次引进的亚述的宗教习俗，还着手清除与上主信仰相关的长期流行的宗

教物品（列下十八 4），其中之一就是铜蛇像，据说还是梅瑟所造，很早以前就被放在圣

殿里。或许异教习俗在地方的上主敬拜场所非常盛行。约史亚之后如法炮制这些做法，

建立统一的中央圣殿也不是约史亚的创新。 

 

希则克雅的宗教改革并不局限于犹大，他也向北方推行，以期实现南北再统一的梦想（依

九 1-7），约史亚也同样这么做了。希则克雅的宗教改革无疑也会体现在社会层面，他不

会允许令人发指的社会不公。先知们强调的正是如果要回到对上主的真纯朝拜，必先清

除现有的经济弊端。我们不确定希则克雅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可能通过将度量衡的标

准制度化，以防欺诈，并建立公会制度保证手工艺者免受剥削。公元前八世纪末，耶路

撒冷的人口可能成倍甚至三倍地增长。 

 

5. 希则克雅与 Sennacherib 

 

犹大在 Sargon II 时期并未与亚述决裂，等 Sennacherib 继位（704-681BCE），希则克雅

可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式拒绝进贡（列下十八 7）。当时，反亚述的起义蔓延巴勒斯

坦和叙利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希则克雅可能成为一个领袖，依撒意亚对此表示

反对，声称如此做违背了上主的旨意，但希则克雅还是参与了，派使者前往埃及牵涉协

议（依三十 1-7；三一 1-3）。希则克雅也曾动用武力，迫使培肋舍特城邑加入联盟，他

当然明白 Sennacherib 不会善罢甘休，就急忙利用短暂的时间加强防御工事。著名的史

罗亚水道（Siloam Tunnel, 列下二十 20）就是此时挖掘的。 

 

Sennacherib 于 701BCE 在平定巴比伦后，开始进攻犹大（列下十八 13-16）。他自称攻克

了大部分犹大地区，将希则克雅围困了耶路撒冷犹如笼中之鸟。希则克雅无奈派人去讲

和，和谈的条件非常苛刻，国土被瓜分，贡款增加。希则克雅不得不搜光圣殿，并将几

个女儿送给 Sennacherib 做妾。 

 

希则克雅可能在 690/689 亚述遭巴比伦重挫，埃及给予援助的情况下收复了失去的土地，

但之后巴比伦的反叛被平息，Sennacherib 于 688BCE 再次将希则克雅围困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没有时间通过围困耶路撒冷而最终攻取它，就派人讲和，但希则克雅知道讲和就

意味着国家灭亡，人民被驱逐，遂宁死抵抗。年迈的依撒意亚完全支持他，他安慰希则

克雅耶路撒冷永不会沦陷（列下十九 29-34；依十四 24-27；十七 12-14；三一 4-9 等）。

耶路撒冷没有沦陷，因为亚述退军，可能遭遇瘟疫，可能 Sennacherib 需要回到亚述。 

 

希则克雅获取独立的努力失败了。 

 

（三）公元前 8 世纪后半叶的犹大先知：依撒意亚和米该亚 

 

1. 犹大经历的精神危机 

 

宗教信仰的合并趋势蔓延，人民精神涣散。传统信仰中的严谨、道德与社会责任被很多

人遗忘，祖先组建的社会结构日益瓦解。 

 

君王的合法性是透过上主给达味的许诺获得的，而不是通过西乃盟约。前者是上主无条

件的许诺，后者有履行的责任。逐渐，君王要履行道德义务、确保正义的责任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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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职责就是通过献祭与礼仪，确保国泰民安。以色列的宗教也如同许多异教一样，

成为现行国家秩序的护卫。 

 

公元前8世纪末犹大经历系列危机，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亚述人公然进入上主的圣殿，

这让人开始质疑上主如何有能力持守对达味永久王朝的许诺呢？对此，犹大人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反应：狂热盲目地相信或胆怯地不信，二者都有害无益。无论不顾形式贸然寻

求独立还是心甘情愿臣服亚述都不是明智之举。当时的犹大人没有放弃对上主的信仰，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先知的宣讲，特别是依撒意亚先知。 

 

2. 依撒意亚的讯息 

 

依撒意亚从 742BCE 开始，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犹大所处的危难时期做先知，引导着这

个民族。 

（1） 谴责贵族贪官，相互勾结，剥夺无助者的权利，没有道德规范，不信上主。 

（2） 企图用祭物满足上主的要求，反令上主反感（依一 10-20） 

（3） 上主的日子要来临，只有极小部分会留下（依十 22f.），即使这小部分还要被摧

残（依六 13）；遗民的思想 

（4） 依撒意亚最早干预国家政策是 735-732 年间，叙利亚-厄弗辣因战争，但依撒意亚

对阿哈次提出的不要投靠亚述的建议被拒绝，依撒意亚在阿哈次统治期间不再干

预政事。 

（5） 依撒意亚关于上主的教导十分广博。大概因为阿哈次的失职，依更加关注理想国

王（依九 2-7；十一 1-9）。 

（6） 依撒意亚再次干预国家政策是在希则克雅为王后（714-712BCE），埃及组建反亚

述联盟，依撒意亚坚决反对犹大加入（依二十章），很可能他的建议被采纳，犹

大躲过一劫。 

（7） 705BCE，亚述王 Sargon II 去世后，犹大全力投入反亚述联盟，还与埃及谈判。

依撒意亚坚决反对，认为这正是对上主缺乏信仰的体现，因为这是以埃及神之名

组建的联盟（依二八章）。依撒意亚的提议被驳回，但他没有放弃反对的立场（依

三十 8）。 

（8） 依撒意亚最后发言是约 688BCE，希则克雅再次反叛，Sennacherib 进攻耶路撒冷。

此时，几乎只有依撒意亚指持希则克雅。依撒意亚看似前后矛盾，实则是因为他

一切都从上主的角度考虑。 

 

3. 先知宣讲的效果 

 

犹大大部分人所认为的上主会无条件保护他们的乐观信仰与亚述危机完全矛盾，需要用

传统信仰的话语来重新阐释。提供这阐释的正是先知，特别是依撒意亚。依撒意亚的座

右铭就是相信上主的许诺（依七 9；十四 32；二八 12,16f.）： 

 

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faith, you shall not stand at all. (Isa 7:9 NRS) 

"The LORD has founded Zion, and the needy among his people will find refuge in her." 

(Isa 14:32 NRS)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See, I am laying in Zion a foundation stone, a tested stone, 

a precious cornerstone, a sure foundation: "One who trusts will not panic." (Isa 28:16 NRS) 



《依撒意亚先知书》（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70711  戎利娜修女 

7 
 

 

For thus said the Lord GO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n returning and rest you shall be saved; 

in quietness and in trust shall be your strength. But you refused (Isa 30:15 NRS) 

 

犹大之所以处在危机中，不是因为上主对达味的许诺不是真的，而是因为犹大人不相信

上主的许诺。上主要亲自攻打耶路撒冷，如同达味曾经做的那样（依二九 1-4）。 

 

在依撒意亚的神学中，上主对达味的许诺与西乃盟约中人的责任呈现出一种张力。他把

民族的屈辱看作是上主的责罚，而这正显示许诺的有效！上主神圣尊高，犹大经历的是

上主对他们的净化，亚述是上主手中的工具（依五 26-29；十 5-19）。依撒意亚强调犹大

的耻辱并非上主的失败，而是上主公义的彰显。为依撒意亚而言，希望就出现在悲剧与

苦难过去之后。 

 

先知的宣讲也激励了犹大国王的改革，让人无法忘记与上主立约的责任与义务。申命律

法的核心被珍藏先知理想的圈子保留下来，这也成为约史亚改革的基础。依撒意亚通过

遗民的思想，开启了对纯净的遗留下来的人将浴火重生，形成崭新以色列的追求，也点

燃了人们对理想达味后裔的渴望。 

 

二． 犹大的最后一个世纪：希则克雅去世（687BCE）到 587BCE 

 

犹大在最后一个世纪内，经历了多次戏剧性的变化。 

 

（一）亚述灭，犹大重获独立 

 

亚述帝国在 675-650BCE 间，疆域扩展到最大。此时，亚述控制了西部常挑起反叛战火

的埃及。犹大国王默纳舍（687-642BCE）一直臣服于亚述，他的政策与父亲希则克雅背

道而驰，全盘否定改革的一切。他在圣殿里再次竖起亚述与外邦的神祇，希则克雅禁止

的敬礼上主的异教习俗又开始了。这都不意味着犹大抛弃了传统的对上主的信仰，但上

主与各种异教神祇之间的本质区别已经模糊。对上主的信仰陷入危机，已不知不觉地沦

为多神崇拜，认为其他神祇即上主宫廷的成员，也给他们相应的敬礼。随着宗教的腐化

出现的是对律法的蔑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不公的社会现象。默纳舍被认为是最恶劣的

国王。 

 

亚述帝国靠战争与强力的压迫构建的庞大国家体系于 612BCE 倾覆坍塌，亚述灭亡了。

犹大随之独立。此时的犹大王约史亚（640-609BCE）在犹大史上开始了最大规模、最全

面彻底的改革，这也是获得独立的表现。约史亚的宗教改革与国家独立同步，并随着独

立的进程而逐步深化。约史亚如同希则克雅一样，清除外来信仰与习俗，扫除其器物，

并修缮圣殿。约史亚最大的成就，希则克雅没有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耶路撒冷圣殿定为

唯一的合法朝拜上主的场所，关闭地方上的上主神殿。约史亚同样向北方推进改革，这

不仅是把自由的以色列重新聚集在达味王座下的政治举措，也是宗教合一的重要步骤。 

 

当时的世界弥漫着某种焦虑情绪，人们被一种末日的前兆和噬人心肺的不安感笼罩，对

遥远的美好过去有一种怀旧式的向往。犹大也不例外，认为国家的安宁寄托在对古老传

统的回归上，国家的存亡维系在与上主的盟约关系上。这盟约关系记录在《申命纪》中，

要回到梅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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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史亚肯定收复了相当一部分联合王国的领土，自然也因此会重新组建军队，整个国家

各个层面致力于遵守盟约律法。当时犹大的公共道德肯定有了相当的改善。然而，约史

亚的改革获得了多大的成效还是个问题。耶路撒冷的确成为宗教中心，北方的人也来这

里朝拜，但宗教中心化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地方的神职人员肯定也不愿屈居人下，

耶路撒冷的司祭也不愿接纳他们。废除地方神殿后，地方上的人民不再有宗教敬礼的场

合，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分裂自然会更加严重。 

 

更有甚者，改革容易停留在表面，对人的内在生命不容易产生真正的影响。对律法的遵

守容易造成一种和平的假象，认为遵守律法就会有国家安全，先知宣讲也流于肤浅。 

 

（二）新巴比伦帝国与犹大最后的阶段 

 

虽然亚述的毁灭让犹大获得短期的独立，但其它强国虎视眈眈，要再次瓜分这些小国。

无论谁赢，犹大都是要输的。巴比伦于 612BCE 攻占并摧毁了尼尼微，埃及也觊觎插手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事物。约史亚于 609BCE 在默基多对抗埃及军队时战死，犹大在

609-605BCE 期间受制于埃及。 

 

605BCE，巴比伦的拿布高军队战败埃及。犹大王约雅金向巴比伦王效忠，成为他的封

臣（列下二四 1）。但犹大王并不情愿臣服，于是把希望再次寄托在埃及。601BCE，巴

比伦与埃及开战并未获胜，这让约雅金受到鼓舞，起来反叛巴比伦，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列下二四 1）。598BCE12 月，巴比伦大军开赴犹大，耶路撒冷投降。国王、太后和重

要犹大市民，以及大量战利品被掳往巴比伦（列下二四 10-17）。拿布高立国王耶苛尼雅

的叔父漆德克雅（Zedekiah）为犹大王。 

 

犹大在漆德克雅期间动荡不安（597-587BCE），漆德克雅本人懦弱无能，听信那些有勇

无谋的贵族。这些贵族因为其他贵族的被掳获益，可能认为自己才是犹大真正的“遗民”，

土地属于他们（则十一 14f.; 三三 24）。他们将建立达味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漆德克雅身

上，一直酝酿的反叛就不可避免。犹大的试图反叛最终导致拿布高于 588BCE1 月围困

了耶路撒冷（列下二五 1；耶五二 4；耶二一 3-7），开始拿下外围要塞，到年底，仅有

Lachish 和 Azekah 两城未被攻下 (Jer 34:7 NRS)。到 587BCE 夏，耶路撒冷的命运已成

定局。漆德克雅希望投降，又害怕投降（耶三八 14-23）。耶路撒冷城内粮草耗尽，漆德

克雅逃往约旦（列下二五 3f.；耶五二 7f.），但在耶利哥附近被擒。拿布高杀了他的三个

儿子，剜去他的双眼，把他虏往巴比伦，他客死他乡（列下二五 6f；耶五二 9-11）。一

个月后，拿布高的护卫长抵达耶路撒冷，奉命烧毁城市，一些重要市民被处死，另一些

被掳到巴比伦，犹大国永远地灭亡了。 

 

（三）犹大末期的先知们，上主的主权与正义问题 

 

依撒意亚为上主给达味的永久王朝的许诺加入了道德内涵，强调其中也隐藏着上主的惩

戒。但依撒意亚并没有放弃这一神学，反而从更深层对它予以肯定。他曾在亚述大军围

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告诉希则克雅耶路撒冷不会被攻破，后来事件的发生正如他所说。

上主的圣殿神圣不可侵犯成了不容争议的信条，世道越黑暗，犹大越不顾一切地抓住上

主给达味的永恒应许，在圣殿内寻求庇护（耶七 4；十四 21）。他们同时通过祭献礼仪

平息上主的怒火，得到上主的恩赐（耶六 14；八 11；十四 7-9,19-22）。这样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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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犹大虽步入毁灭，却自信满怀，他们认为上主打败了赛乃黑黎布，也同样会打败拿布

高（耶五 12；十四 13）。耶肋米亚的反对者很可能就是依撒意亚的徒弟，但他们远没有

依撒意亚高瞻远瞩。等犹大彻底被毁了，这样的神学就无力解释了。 

 

此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与耶肋米亚和厄则克耳先知。他们都强调犹大的末日，这末日是

上主正义的审判。他们粉碎了虚假的希望，认为毁灭的灾难是上主正义的作为。国家民

族不复存在，但新的团体将藉着忠信的个人抉择而形成。上主要求的不是祭祀牺牲礼仪，

而是内在的更新，每个人需要在上主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流亡成为民族的新旷野，

上主将带领他们走出来，犹如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在危难中，负责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个人抉择至关重要： 

 

“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技术的进步最终被用来摧毁人类，那么，并非是暴行导致人

类的灭亡，当然，更不能说是复仇行为使人类灭亡……人类的灭亡，却是因为现代人唯

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各种命令。我们所看到的悲剧和马上就要看到的

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的人、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惟命是从的人、听话的人

越来越多。”--法国作家 George Bemanos 

 

“一旦意识不到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成了危险人物。” 

Marshall B. Rosenberg, 《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21-22. 

 

三． 巴比伦流亡期（587-539BCE）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中断了，留在当地的人艰难地求取生存，无人引领。以色列真

正的核心群体暂时在故土失去了立足之地。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是政治、宗教、学术的

杰出代表。根据耶五二 28-30 记载，被掳有三次，分别发生在 597、587 和 582 年，共

4600 人。这些流亡者最终成为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社会的核心群体，他们将铸就以色列

的未来。 

 

流亡的以色列人身陷灾难与不幸，却没有向其他西亚小国一样永久失去民族身份，答案

就在于“信仰”。这些人受到了对信仰的最大冲击，他们经历的一切都让人怀疑上主的

能力与正义。并且，流亡的以色列人目睹了财富、繁华与权力，貌似连一个小国都保护

不了的上主，怎能是唯一真神呢？依四十-四八章描述了犹太人有强烈地想要放弃信仰

的试探，以色列的信仰再不能仅维持之前的状况了，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这信仰要么解

释一切，要么消亡。 

 

以色列的信仰在这样的时期展现出其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先知们直视苦难，向民众提

供足够的对民族灾难的神学解释。流亡不仅是惩罚，更是更新与净化。 

 

返乡前的第二依撒意亚 

 

巴比伦衰落，波斯兴起，以色列将获释回乡。第二依撒意亚（参 Bright, 374-379）适时

出现，为以色列的信仰做了必要的调整，他给以色列信仰中最绝对的一神论最清楚、最

前后一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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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主是大能的神，万物的创造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形象可以与祂相比（依四

十 12-26）。外邦的神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作为，因为它们什么都不是（依四一

21-24）。上主是唯一神，除祂以外，没有真神（依四四 6；四五 18，22；四六 9）。 

（2） 第二依撒意亚想象一个天国的会议，众神都被召出席（依四一 1-4；四三 9），他

们无法证明他们有主宰历史的能力。上主才是历史舞台的至高主宰（依四五

11-13,18；四八 12-16），以色列是上主的见证人（依四三 8-13；四四 6-8）。 

（3） 以色列流亡是上主对以色列公义的审判，为洁净和救赎他们（四八 9-11）。上主

利用居鲁士，尽管他毫不知情，重建熙雍（四四 24-四五 7）。先知将历史的进程

放在以色列古老的信仰视角下来解读，所有的一切都在上主的掌管之下，他呼吁

以色列信赖上主（四十 27-31；五一 1-16）。 

（4） 以色列回国不亚于当年出埃及，这不仅是以色列人身体的回归和复国，更是在地

上重建上主的国。这是“新事”（四二 9；四三 19；四八 3, 6-8），上主让这新事

发生，在鲜花盛开、清水流淌的沙漠背景中（四十 3-5；四一 18f.；四二 16；四

九 9-11；五五 12f.; 35）。 

（5） 以色列回国是上主的再创造，不仅是新的出埃及事件，甚至是回到创造本身（五

一 9-11）。第二依撒意亚盼望的不仅是旧秩序的恢复，更是新的历史转折点，是

上主永远掌权。 

（6） 以色列并不知情，不配这样的恩许，他们眼瞎耳聋悖逆（四二 18-21）。在这新事

中，达味没有参与，居鲁士不知情，是上主在工作。以色列将领受上主的神，并

承认祂是至高神（四四 1-5）。 

（7） 上主是世界唯一真神。第二依撒意亚将一神观阐述地更加清楚详尽（四五 1-7），

外邦人也可以接受祂的统治。有些以色列人自然希望外邦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以

色列对上主的观念和历史的归宿已经有了世界性的维度。 

（8） 以色列的使命和责任：上主的仆人。以色列要为上主唯一真神的身份做见证（四

三 8-13），实现上主目标的真正工具是以色列。在上主仆人的形象中，第二依撒

意亚给了以色列的命运和苦难最深刻的诠释。这仆人无辜受苦，做大众的赎价，

让大家清白（justification）。这一概念是新的，陌生、难懂、但令人印象深刻，远

超犯罪受罚的固有说法。第二依撒意亚将以色列的信仰融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并将以色列苦难的最深意义告知世人。信徒的标准即顺服谦卑，这打破了狭隘的

民族主义。 

 

四． 返乡与重建（539-520BCE） 

 

波斯王居鲁士与 538BCE 颁发谕令，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社会和宗教，这样的柔和政策

是透过地方的自治管理人民，尊重民族的习俗，保护他们的宗教。居鲁士的言行与政策

非常一致。犹太人第一次返乡的规模不可能很大，因为巴勒斯坦路途遥远，这样的跋涉

是个冒险，可能只有最勇敢、最有献身精神的人返回了。但重建的工作非常困难，犹大

地区贫穷弱小。到 522BCE，整个犹大社群的人数不及两万，耶路撒冷人烟稀少。 

 

从流亡之地回归的人与当地人发生许多冲突，当地的人并不欢迎外来移民，而归国者认

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双方的敌对情绪发展为暴力冲突，当地的公共安全面临很大

的威胁。圣殿只奠定了根基就无法再继续建下去。第三依撒意亚就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 

 

圣殿最终被建成，但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但圣殿起码给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

聚集的地方，并给以色列的遗民一个身份—耶路撒冷圣殿的宗教崇拜团体。 



《依撒意亚先知书》（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70711  戎利娜修女 

11 
 

 

第二部分：《依撒意亚》的结构 

 

学者们对依一-三九章的结构有着相当一致的看法，这是因为这部分有相当清晰的标记，

把不同的部分标示出来。依一-三九章可以被分为六大部分6： 

 

一． 一 1-十二 6 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判断与救恩 

二． 十三 1-二三 18 关于列邦的神谕（Oracles concerning foreign nations） 

三． 二四 1-二七 13 依撒意亚“末世论”（the Isaiah Apocalypse） 

四． 二八 1-三三 24 亚述猛攻下的耶路撒冷 

五． 三四 1-三五 10 关于厄东和流亡者的末世言论 

六． 三六 1-三九 8 依撒意亚、希则克雅和耶路撒冷的命运 

 

在这六部分中，只有一 1-十二 6、二八 1-三三 24 和三六 1-三九 8 三部分与第一依撒意

亚直接有关7。“阿摩兹的儿子依撒意亚”出现在一 1；二 1；十三 1；二十 2；三七 2, 21

和三八 1。在这三部分中，依撒意亚坚持上主的统域为政策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依四十-六六章 

 

一． 依四十 1-31 古老又常新的话语 

二． 四一 1-四八 22 临近审判 

三． 四九 1-五三 12 仆人—万民的光明 

四． 五四 1-六六 24 上主证明仆人的清白 

 

依四十-六六章有一些独特之处值得关注： 

 

1. 它处在旧与新时代的边缘，作者在灵感的驱动下，改变旧的宣讲模式，以适应流亡

时期处在苦难中的人的需要。以色列子民要离开流亡之地，经历新出谷；居鲁士如

同当年的法郎一样，要见证上主伟大的作为。 

2. 依四十-五二章的核心词是“仆人”，虽然如何界定仆人的身份和解读其角色与使命

相当困难，但无可争议的是“仆人们”只在五四章（17 节）才出现，复数形式在之

前是从没有的，而且“仆人们”在依五六-六六章处在相当核心的位置。依照Christopher 

Seitz 的解读，“仆人们”是“仆人”的追随者，“仆人”之后的一两代人。依四十-

五五章针对的是处在流亡之地的以民，而五六-六六章是刚从流亡之地返回的以民，

Seitz 认为这两部分地域之间的分隔其实并不明显，分界线应该放在五二 13-五三 12 

的上主仆人诗歌之后，“仆人们”以复数形式出现。 

 

上主仆人的诗歌：依四二 1-4；四九 1-6；五十 4-9；五二 13-五三 12 

 

 “仆人”在依一-三九章中只出现了 4 次，在四首诗歌中出现 6 次，在依四十-五五章中, 四个段落

之外出现了 13 次。传统上，释经学者们和宗八 34 一样，比较注重确定这个仆人的身份，但现代学

者更注重的不是“仆人”，而是“主人”，即上主透过这仆人所要完成的。 

                                                             
6
 Tucker, “The Book of Isaiah 1-39”, 42-44. 

7
 《布氏旧约导读》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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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歌，依四二 1-4 用的是王室君王的形象，这仆人的任务是传布真道（ט פָָּ֑ ט，（מִשְׁׁ פָָּ֑ 也可译为מִשְׁׁ

公理或正义。第二三首诗歌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最自然的想法就是它们很可能指第二依撒意亚自

己。依四九 1-6 说上主在母腹就召叫了他，让读者想到耶肋米亚和他的蒙召（耶一 4-10）；之后的

哀怨也很相似耶肋米亚（依四九 4；耶十五 15-18）；这仆人要成为“万民的光明”，耶肋米亚也是

万民的先知（依四九 6；耶一 5）。依五十 4-9 第三首诗歌中，哀怨更加强烈，作者描写因对上主使

命的忠信，先知所受的身体的痛苦（依五十 4-6），这首诗也如哀怨圣咏一样以信赖结束（7-9 节）。

第二依撒意亚很可能把“先知是上主仆人”的传统拿来，表达先知传统中死亡和复活的讯息。 

 

最后一首诗歌，依五二 13-五三 12，总体采用了先知传统。“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 （五三 6），

“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五三 11），和“作罪犯的中保”（五三 12）和厄则克耳先知要在一边躺

下以担负以色列的罪恶很相似（则四 4-8）。第二依撒意亚了解这个传统，特别是耶肋米亚和厄则克

耳象征性的行为，用自己的身体来承担人民罪恶的后果。第二依撒意亚先知在流亡后期，意识到先

知们所说的和所作的，都表明以色列子民能够在流亡时期保存他们的信仰和身份—以色列能够生活，

不会灭亡。以色列作为一个团体，会经历死亡和复活，正如厄则克耳先知所预言的。 

 

仆人的身份 

 

第二依撒意亚先知提到的仆人是个体还是以色列团体呢？单纯从个体或团体的角度来看仆人的身份

都不能让人满意，更好的理解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团体，以“仆人”这样一个个体为代表，这个个体

反过来又以团体的特征被描写出来。同时，这个个体也是团体的延展。 

 

第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描绘的是一个理想的义人因为正义而受苦，他挑战人们对正义和苦难的一般

理解，并声明他的苦难是上主的旨意（五三 10），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五三 12）。他因自己的苦难让

邪恶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悔改并被治愈（五三 5b,11b,12b）。这些苦难不但带来死亡（8-9），更

有死后的生命（10-12）。 

 

第三部分：《依撒意亚》释经 

 

一． 一 1-十二 6 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判断与救恩 

 

依一 1-十二 6 的内容相当复杂，几乎包括了先知文学的所有可能体裁。这部分的思路很

难辨别，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言和内容摘要，十二章的赞美诗是适当的结论，中间包括几

个小集。 

《依》被描述为 The vision of Isaiah (Isa 1:1 NRS) ּיָהו שַׁעְׁ 正如《欧》， (Isa 1:1 WTT)  חֲזוֹן יְׁ

被描述为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came to Hosea  (Hos 1:1 NRS) 。但是，《依》不仅

有异像/神视、话语，还有叙述甚至祈祷，也就是说，不仅有从上主来的讯息，也有导向

上主的话语。因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体裁、语境、发言人或听众、主题

等的变化，既要注意部分间的变化，又要看到它们之间可能有的联系，还要关注整体与

部分间的关系。 

 

释经 1：依一 1-31《依》的序言 

 

依一 1-31 是全书的序言和一-三九章讯息的总结，介绍、回顾、解读全书的讯息。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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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和编排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本章由不同的部分组成，随着单元的变化，形式和

内容也随之变化，如介绍一部分开始的格式： 

（1）依一 2 的 Hear, O heavens, and listen, O earth (Isa 1:2 NRS)  

依一 10 的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you rulers of Sodom! Listen to the teaching of 

our God, you people of Gomorrah! (Isa 1:10 NRS) 

（2）依一 4 Ah (Isa 1:4 NRS)   ˧̡ˢ(Isa 1:4 WTT) 

或结语性的格式，如依一 20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has spoken (Isa 1:20 NRS) 

 

第二，不同单元间以关键词相连，如“索多玛和哈摩辣”在 9 节结束了第一单元，就在

10 节出现，开始第二单元。Children 连接 2-3 与 4-6，justice 连接 10-17，21-26，27-31。 

 

第三，第一章是以主题的形式编排的，显示上主与自己的人民和圣城交往的模式，是对

历史的神学解读；其发展就犹如一个司法程序，先知代上主控诉人民。 

 

2-3 节：上主对自己孩子的控诉，以诉讼的形式，控诉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的不理解 

4-9 节：以色列的罪恶就是拒绝上主，这罪恶的结果就是人民经历灾难，最后焦点在圣

城 

10-17 节：先知开始教导，虽继续批判，但也指出需要做什么和更新的可能性 

18-20 节：明确指出宣判和解救 

21-26 节：再提以色列的腐败，但苦难将使之成为“正义的城市，忠贞的城邑” 

27-31 节：许诺熙雍的更新，其语言把读者带到本书的结尾；忏悔者得救恩，反叛者被

毁灭。 

 

《依》一章的主题：罪恶-惩罚-忏悔-更新 

依一 3：“to know”和“to undersatnd”在旧约圣经中是相当复杂，富有深意的表达。 这

里，“to know” יָדַע   如同在欧瑟亚中一样是盟约式的表达，涉及到上主同以色列之间的

关系；有时也有“承认”（to acknowledge）的意思。“to understand”与智慧文学密切相

关。上主抚养了以色列，以色列却不知道如何回应上主。 

依一 9：“残余”survivors，שָרִיד，战争留下的幸存者。这个词只在这里出现，另一个更

常见的词，词根为שָׁאַר，to remain, left over，其名词形式常被译为 remnant；参 Isa. 4:3；

10:19ff；11:11, 16；14:22；16:14；17:3, 6；21:17；24:6, 12；28:5；37:31；49:21。在《依》

中，好消息都是向“遗民”宣布的。 

 

依二 1-四 6 关于救恩和判断的宣讲 

 

释经 2：依二 2-4 与米四 1-3 基本相同。《依》比较早的形式很可能从依二 2-4 开始，第

一章是后加的，做全书的前言。有编辑者为了强调依二 2-4 最初来自依撒意亚，加入了

依二 1： 

הוּדָה וִירוּשָׁלָם ן־אָמוֹץ עַל־יְׁ יָהוּ בֶׁ שַׁעְׁ ר חָזָה יְׁ  הַדָבָר אֲשֶׁׁ

 (Isa 2:1 W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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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与依一 1 的开始基本相同，只是依一 1 中的 vision 在依二 1 中成了 word. 

הוּדָה וִירוּשָׁלָם ר חָזָה עַל־יְׁ ן־אָמוֹץ אֲשֶׁׁ יָהוּ בֶׁ שַׁעְׁ   חֲזוֹן יְׁ

依二 2-4 和米四 1-3 哪一个更早可能并没有定论，二者也可能都来自更早的耶路撒冷圣

殿传统。这段并不是一首赞美诗，而是先知宣讲或对救恩的许诺，这许诺不仅是针对犹

大和耶路撒冷的，也会涉及聆听上主话语的所有其它民族。要发生的事件的次序是重要

的：首先，上主的圣殿山要被矗立在群山之上；第二，万民都要向圣山涌来，这是朝圣

之旅；第三，当他们临近的时候，他们表达出来圣山的原因，因为上主将教给他们祂的

道路和途径；第四，熙雍的吸引力就在于 和上主的话语；最后，未来将基于上主  תוֹרָה

的统御，上主将使人把战争武器改变成耕种的工具，以有持久的和平。 

 

有几点需注意： 

1. 建树和平的主体是上主和万民/列国 

2. 上主要执行教导的职责 

3. 众人要聆听上主的话，学习祂得到途径，他们要把刀剑制成镰刀，而不是上主 

4. 万民聆听信赖上主让他们能化解冲突，这是和平的基础 

 

依二5是对雅各伯家的劝告：你们要首先迈向万民将走上的道路，进入“上主的光明中”，

即上主统御的愿景中。 

 

依三1-15 对犹大领袖的宣判：他们没有能力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食粮和水，没有能

够维护一个正义的社会（依三14-15），扭曲了上主对犹大的期望。 

 

依三16-四1：对耶路撒冷妇女的宣判：耶路撒冷的妇女富有，爱装腔作势，但要发生在

她们身上的将不仅是耻辱，她们要经历战败后的城市中的普通女性经历的：死亡的腥臭、

被虏获的绳索、秃头苦衣代替所有的装饰。 

 

依四2-6：耶路撒冷被净化，得保护 

 

依二1-5和四2-6构成一个小集的开始和结尾，其中充满关于灾难和希望的话语。这前后

两段把熙雍放在希望的中心，但它们对未来的希望展示的信心相当不同。依四2-6比二

1-5更趋于散文体，更显心事重重，没有朝圣的万民来到熙雍，也没有列国间所确立的

正义和平，但有对耶路撒冷幸存者得圣化的关注。耶路撒冷并非正义的中心，而是被选

者的圣地。 

 

上主要创造（ הוָה Isa 4:5 WTT）白日的云烟和黑夜的火焰（参出十三21-22；四十  בָרָא יְׁ

34-38）。这里象征上主对圣城保护性的临在。在依二10，19-21中，上主的临在令人畏

惧，但在这里是让人感到安慰的。 

 

在先知新耶路撒冷的神視中，聖殿似乎不具重要地位，依撒依亞設想天主臨在的未來的

熙雍不在堂皇的建築內，卻在農夫簡陋的農舍中。要臨於耶路撒冷的審判並非報復，其

目的是準備被淨化的幸存者。這些幸存者要見證天主在正義與公平的基礎上重建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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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依撒意亞譴責他時代的耶路撒冷剝削性的社會與經濟制度時，他看見一個洗滌了過去

罪惡的新耶路撒冷。 

 

释经3：依五1-30 

 

这章由三部分组成：1-7节是葡萄园的寓言诗；8-24节是连续六个“祸哉”；25-30节是

远方的异民要被召前来。这章显示相当明显的思路进展，从一般的指控，到具体的控告，

再到全面判决。有学者认为依五25之后应与九8相连，因为六1-九7构成一个单元，而五

章的主题在九8之后继续。 

 

依五1-7节：葡萄园的寓言诗 

“先知回到譴責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審判性言詞，但這審判隱藏在他「朋友的」葡萄園這

一暗喻之下（參：歐十 1；耶二 21；厄十九 10~14；瑪廿一 33；谷十二 1；路廿 10）。

先知的朋友在他的葡萄園投入時間和精力，期待著回報。葡萄這種農作物，要等栽種好

幾年後才會全面生產。葡萄園主要有信心和耐心期待收穫之日。但葡萄園之歌卻是關於

失望。期待的結果並沒有出現：葡萄園只結了苦葡萄。葡萄園主直接向讀者發問，徵求

建議，因為他要很快對葡萄園的未來做出決定。這詢問反映出某些程度的哀傷，因為沒

有說出的對園主問題的回應是「沒有什麼沒做到」。 

園主不會如人預期的拔除並毀壞葡萄樹，只是撤去他對葡萄園的照顧和保護。園主

將停止耕種葡萄園，允許事件自然發生。園主藉著拆除籬笆，把葡萄園開放給野獸，牠

們會吃掉葡萄。牠們的啃噬置葡萄樹於危險中。園主不修剪葡萄樹。它們長到太長不能

結果。園主不鋤草，使野草可生長並爭得滋養和水分，最終，野草遍園，葡萄樹變弱，

生長受到阻礙。先知暗示天主對耶路撒冷的審判就是天主支持性臨在的缺席，讓這城市

被那些欺詐弱勢者掠奪。 

猶大人民沒有達到天主的期望。他們該是世界的祝福，就是說，他們該結果實。他們該

滿全作為天主子民在世界上的召叫，維持一個價值由正義和公平塑造的社會。葡萄園將

被捨棄，不再被照料或耕種。它將被侵佔，最後毀滅，天主將抛棄猶大，把它交在征服

者手中。” 

 

依五 8-24 六个连续“祸哉”（七个，加上十 1-4） 

דָקָ  פָח לִצְׁ ה מִשְׁ הִנֵּ פָט וְׁ מִשְׁׁ קַו לְׁ עָקָהוַיְׁ ה צְׁ הִנֵּ  ה וְׁ

 (Isa 5:7 WTT) 

依五7以“冤声”结束，第8节以叹词הוֹי 开始（依五8-10,11-14,18-19,20,21,22-24）。此

词的具体涵义导致很多讨论，基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1） 犹如在丧礼中的哀悼之声，表达厄运或审判的来临：那些做了甲乙丙的人会受判

断或死亡 

（2） 祝福的反义词，表示谴责：那些做了甲乙丙的人是坏的或该受谴责的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它不过是叹词，但有明显负面的意思，所以更好翻译成“Woe”, 不

仅是Ah。 

无论它的涵义是什么，הוֹי后边引出的是一个特定的先知宣讲的文体，这些话语是先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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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天主的。其主题是关于社会的不正义现象，可具体到酗酒（依五11,22），也可概

括性地指邪恶（依五18）或善恶颠倒（依五20）。它可以谴责具体的不义行为（依五8,23），

也可以指态度，如傲慢（依五21）。先知把这样的行为归结为对上主缺乏信赖，他们拒

绝承认上主的权威和力量（19,24节）。 

 

依五25-30 审判没有终结 

 

依五25以“因此”（therefore）开始，指上主在过去的审判，26-30节指上主在近期未来

的审判。依五章显示明显的思路的发展，从1-7节的概括性的谴责，到8-24节的具体控诉，

到25-30节的审判。后边的六1-九7很可能是后穿插进来的。 

 

释经 5：依六 1-九 7：先知、孩子和国王 

 

这部分很可能是比较早形成的一个单元。其体裁为叙述，有先知的自传，也有以第三人

称对先知活动展开的描述。这部分资料的历史背景应该是735-732BCE的叙利亚-厄弗辣

因战争，主题是在面对军事危机时对上主的信赖。这部分以在理想的达味国王领导下的

和平正义的统治结束（九1-7）。 

 

本書為這蒙召提供了日期，提醒讀者依撒意亞的先知職發生在猶大歷史的轉捩點（依六

1）。烏齊雅王四十年的統治（主前 783~742 年）結束了。這曾是經濟擴張與繁榮的時期，

可是只有少數的猶大人民在烏齊雅王全盛時期享受到經濟上的利益。農人被遺忘。猶大

的經濟再也不如烏齊雅王統治時期強大了，強大的亞述軍隊的幽靈已經逼近，審判正在

來臨。 

依撒意亞蒙召故事的場景是聖殿。在那裡先知看到天主由色辣芬陪同。色辣芬的名字讓

人想起曠野傳統中的火蛇（戶廿一 6~9；申八 15）。希伯來文「色辣芬」的意思是「焚

燒著的」，被用作其毒液使被咬的人有灼燒感的蛇的名字。根據《戶籍紀》和《申命紀》

的敘述，天主因以色列人的抱怨，用這些蛇來懲罰他們。先知看見的色辣芬，是猶大命

運的先兆。他們的高呼強調本書基本肯定的：天主是神聖的。這神聖要求侍立在天主前

者滌除所有的不道德。依撒意亞意識到這點並相信他與天主會晤後難以存活。値得注意

的是先知與他的同胞團結一致。他不認為自己是個道德上正直的人，有資格在審判中在

別人之上，但色辣芬以一塊火炭滌淨了先知，因此他能開始他的使命，宣告天主滌淨猶

大的意圖。 

רָפִים  原意：fiery serpent, burning (Isa 6:6 WTT) שְׁ

依六 13 的“圣善的苗裔” 

שׁ מַצַ  רַע קֹדֶׁ ת  בָם זֶׁ בֶׁ ת מַצֶׁ כֶׁ שַׁלֶּׁ ר בְׁ כָאַלּוֹן אֲשֶׁׁ לָה וְׁ ר כָאֵּ בָעֵּ תָה לְׁ הָיְׁ שָׁבָה וְׁ עוֹד בָהּ עֲשִרִיָּה וְׁ ָָּהּוְׁ  בְׁ

 (Isa 6:13 WTT) 

Even if a tenth part remain in it, it will be burned again, like a terebinth or an oak whose 

stump remains standing when it is felled." The holy seed is its stump. (Isa 6:13 NRS) 

 

依撒意亚的邪恶被火炭清除与人民的罪恶经灾难清除是对应的，之后被更新，“圣善的

苗裔”是更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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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七1-八10 厄玛奴耳 

先知在泛泛而談之後，再次變得具體。他剛提到他使命的目的就是延緩猶大對天主旨意

的理解，直到天主的意向一清二楚。現在先知詳細地描述一個理解欠缺的例證。先知詳

述他會晤阿哈次，備戰中的猶大國王，承受著強大的壓力去加入抵抗亞述帝國勢力的各

小國聯盟。 

國王不想被拖入任何抵抗亞述的軍事行動，因此他尋求亞述的幫助，以維持猶大行動的

獨立。先知意識到阿哈次向亞述示好，只能解決目前的危機，其長期效應正與阿哈次要

保持猶大獨立的目標相反。依撒意亞勸阿哈次不要理睬反亞述聯盟對他的威脅，因這聯

盟注定要失敗。先知對政治狀况的分析遠比阿哈次敏銳。但國王既看不見，也不肯接受

先知的建議。他注定要這樣做（參：依六 9~10），因為天主的目標就是要毀滅猶大政府，

因它對自己的人民毫無正義。這段的諷刺性來自希伯來短語「厄瑪奴耳」，意思是「天

主與我們同在」，的三度重複。天主是與猶大同在，但在猶大能經驗到天主拯救的能力

前，必須先經驗對其不公義的社會與經濟制度的審判。 

這段經文圍繞著幾個文字遊戲展開。第一個牽涉到依撒意亞先知兒子們的名字。天主命

令先知帶著兒子去會見阿哈次（依七 3）。這兒子的名字是舍阿爾-雅叔布，意思是「殘

餘的要回來」。這男孩的名字暗示對猶大的審判和拯救。它的人民只有少數能在猶大的

政治和宗教機構被毀後存活，不過天主保證有幸存者要回來，重新開始。這段以為先知

的另一個兒子命名結束，瑪赫爾-沙拉耳哈市-巴次，意思是「趕快劫掠，急速奪取」。有

這樣一個笨拙名字的兒子對阿哈次是一個活見證，他對聯盟威脅的懼怕是毫無根據的。

在這孩子學習說他的第一個字之前（依八 3~4），聯盟就會潰敗。 

另一個文字遊戲在 7b~9 節，當先知結束他對阿哈次的保證時。在英文翻譯中保留這文

字遊戲的一個方法是將第 9b 節譯為：“If you do not make yourself firm（in the Lord），you 

will not be affirmed（by the Lord）”（「假使你們不使自己（在上主內）堅定，你們必然

不能（被上主）肯定」）。注意 firm/affirmed 是希伯來字根“mn”的形式，我們從“Amen”

（「阿們」）一詞可知。先知斷言阿哈次為拯救猶大不必作任何事，只須對天主的保證有

信心。靠著這信心，阿哈次自己尋找安全的嘗試自會落空，但阿哈次覺得他必須做點什

麼。他不願接受先知所保證的：上主會保護猶大。依六五 16 中上主的直譯為「阿們之

神」，即保證的天主，默三 14 確定耶穌為「阿們」。 

這段中最重要的文字遊戲是那些涉及希伯來短語厄瑪奴耳的，這短語出現了三次：七 l4，

八 8、10。先知試圖支持他保證的話語（依七 7~9），那些圖謀反對猶大的只是人，不會

成功。因阿哈次對這保證不滿意，先知就以一個「徵兆」來證實。先知使國王注意一位

兩人顯然都知道的孕婦。依撒意亞斷言當這尚未出生的孩子斷奶之前、危機就要過去。

這孩子的身分不清楚，徵兆的意義卻很明確。先知勸告國王耐心等待，危機會過去的。

他力勸阿哈次視孩子的出生為天主臨在的標記，保護猶大不受外來的威脅。 

厄瑪奴耳第二次出現在依八 8，不像第一次那麼安慰人。它代表的臨在不是拯救性的臨

在，而是要帶來審判的。先知確定猶大面臨的真正危險不是來自對抗它的列國結盟，而

是來自預料不到的來源。因為先知的訊息不被國王和人民重視，猶大必須面臨亞述和埃

及的恐嚇（依七 18~25，八 5~8）。依然，先知確信天主對猶大的最後話語不是審判，而

是救贖。猶大雖然要藉著列國經驗天主的審判，但是天主不會讓審判毀滅猶大。上主永

遠是猶大的「厄瑪奴耳」，同在之神（依八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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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意亚两个儿子的名字： 

אָר יָשׁוּב  the remnant shall return (Isa 7:3 WTT) שְׁׁ

ר שָׁלָל חָשׁ בַז swift is booty speedy is prey 战利品是快速的，猎物是敏捷 (Isa 8:3 WTT) מַהֵּ

的，意即战利品和猎物很快要来到。 

נוּ אָמֵּ   (Isa 7:9 WTT) אִם לאֹ תַאֲמִינוּ כִי לאֹ תֵּ

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faith, you shall not stand at all. (Isa 7:9 NRS) 

这里，句子的两部分构成一组文字游戏。 

 

依八16-20 

這段讓我們對《依撒意亞先知書》的開始有個初步認識。先知要求他的支持者記錄他所

說的，以便人們最終明白他話語的意義。許多不重視先知訊息的人轉向占卜來洞察猶大

的未來。依撒意亞願意他的話被保留下來，一旦他的訉息被猶大未來的事件證實，人民

就會知道是先知，而非占卜者向天主子民傳達天主的話。《希伯來書》二 13 引用 17~18

節談論耶穌如何藉著苦難達致成全。 

עוּדָה חֲתוֹם דָי ָּוֹרָה צוֹר ְָּׁ לִמֻּ  (Isa 8:16 WTT)  בְׁ

Bind up the testimony, seal the teaching among my disciples. (Isa 8:16 NRS) 

חִכִיתִי  ית יַעֲקבֹ וְׁ וְׁ ִָּיר פָנָיו מִבֵּ י לַיהוָה הַמַסְׁ  תִי־לוֹקִוֵּּ

 (Isa 8:17 WTT) 

I will wait for the LORD, who is hiding his face from the house of Jacob, and I will hope in 

him. (Isa 8:17 NRS)  

 。to wait for，to hope for 在希伯来文中，希望和等待的词根相同  קָוָה

 

释经6：依九8-十4 系列判断 

先知再次從關於未來的神視轉到對當下的控訴。雖然他看到有一天，以色列的兩個

王國將要在達味王朝的統治下統一，但目前以色列王國必須面對審判。這控訴有四個細

節，每個都以同樣的疊句結束：「 ǉ Ǌ Ǎ 」

（依九 11、16、20，十 4）。参五 25 

第一個細節（依九 7~11）譴責以色列的傲慢。窮人用泥磚和梧桐木所造的房屋正在

倒塌，富人卻正用香柏木和方石興建莊園。這必須停止，因此天主激起以色列的鄰邦，

它們的軍事襲擊將毀滅以色列和它腐敗的經濟與社會制度。 

第二個細節（依九 l2~16）單獨指出以色列的長者和先知，他們本應以正直領導人

民。他們的不負責將導致無人能幸免的毀滅。缺乏能勝任的領導者，整個社會變得腐敗，

將遭受天主的審判。 

第三個細節（依九 17~20）描述一個正在因內亂而自我毀滅的社會。以色列的社會

和經濟制度已經墮落到人們視彼此為敵人的地步。他們本應視彼此為兄弟姐妹，分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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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予這土地的恩惠。相反，他們卻展開對國家經濟資源操控權的相互競爭--- 一個帶給

以色列災禍的競爭。 

最後的細節（依十 1~4）控訴以色列創建了一個竊取無法自衛者的經濟制度。有手

段的人以窮人的貧苦滿足自己。他們因經濟的自相殘殺而負罪。這樣的社會自我判決，

這也正是先知向以色列宣布的判決。 

 

释经 7：依十 5-十二 6 反对亚述的宣判和宣布救恩 

 

这部分包括几个小单元：十5-19；十20-34；十一1-9；十一10-16；十二1-6。两个主题贯

穿其中，对亚述的宣判和犹大的救恩，后者通过经历审判后留下的“遗民”（十19-20）

和一位正义的君王而达成（十一1-9）。十二1-6是这部分礼仪式的结尾。一位达味式的

君王将使南北和好，并转换整个世界。: 

亞述--- 天主審判的工具（依十5~34） 

先知運動最大的成就是告知以色列人民，在他們的兩個王國內發生的事情實現了天

主的目的。另一解釋是，軍隊的潰敗和以色列兩個王國政治上的隸屬是由於上主比列國

的守護神軟弱。這裡先知明確認為亞述為天主審判的工具。因此,以色列兩個王國的毀滅

不是天主在任何方面的失敗，而是由於以色列的過失導致的。 

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亞述帝國將是以色列和猶大經驗天主對他們的社會和經濟

制度審判的工具。雖然亞述人有他們自己征服以色列兩個王國的目的，但依撒意亞相信

這實際達成了天主的旨意。亞述人欲佔領埃及以獲得其資源，並控制連結埃及與美索不

達米亞的商路。以色列兩個王國正處於亞述和埃及之間，亞述的軍隊為了保護它的通訊

線路不得不攻佔它們。亞述軍隊勢不可擋的力量和其領袖們的自信決定了以色列兩個王

國的命運。 

先知在亞述帝國的擴張政策中看見天主的手（依十 5~11）。以色列兩個王國畸形的

宗教活動為他們不公義的社會制度提供了宗教支持。以色列民族是藉著拒絕其它國家的

宗教體制，為侍奉站在奴隸，而非主人一方的天主形成的。先知譴責以色列人當前的宗

教行為，他們敬拜的神明支持富有者的貪婪，損害農民以養肥自己。在天主的引領下，

亞述會終止以色列和猶大的宗教愚行。 

亞述希望建立一個世界帝國，但先知強調以色列的天主已經這麼做了。儘管亞述的

擴張是天主選擇審判以色列君王的手段，天主要因亞述的傲慢而對付它，亞述要面對它

自己的審判日（依十 12）。在這發生前，亞述的軍隊要摧毀以色列的兩個王國。天主的

審判要像一場森林大火，焚毀其路徑上的一切。會有幾棵樹留下來，但這只是上主審判

這土地的標記。 

對以色列資源的毀滅將是可怕的，但並非盡毀。這些在天主審判的大火中存活的幾

棵樹就代表將得生存的「以色列的遺民」（依十 20）。審判絕非天主對以色列的最後話語，

遣民將是以色列存活的方式。這主題為依撒意亞的重要性很明確，通過他給長子取名為

「 」（依七 3）可看出。儘管如此，遣民的主題涉及到對不忠信的猶大審

判的宣告：依十 19，十七 5~6，卅 17。在遣民經驗到天主的拯救前，信德和悔改是必須

的。這將導致天主把遺民從他們被放逐的列國帶回國土（依十一 11）。《依撒意亞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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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遺民的語言大部分反映政治層面的用法，描述一個民族如何設法在企圖將他們徹底毀

滅的軍事行動後存活下來。 

遣民的思想在《依撒意亞先知書》的幾處經文中解釋為被神奇地保存的少數（依四

3，十 20 和卅八 5）。這思想與依撒意亞的中心主題相吻合：耶路撒冷受到威脅，但最終

會被解救。在《依撒意亞先知書》中，遺民的主題是先知呼籲悔改和信德的一部分。然

而，先知對遺民的身分幾乎沒做任何說明。索福尼亞，一位生活在依撒意亞兩百年後的

猶大先知，並不如此含蓄，他將遺民認定為貧苦的人（索二 3，三 12~13）。他們要在審

判後存活，成為天主新子民的核心。 

詩歌的 28~34 節描述了亞述人從北方向耶路撒冷進發的地理細節。似乎沒什麼能阻

擋亞述入侵者。然而，天主，在此被稱為「萬軍的上主」（The Lord of hosts，“host”是「軍

隊」的傳統名稱）阻止了亞述人佔領熙雍，相反，亞述人自己反而慘敗。 

 

依撒意亚中的“遗民”：被保留下来的少数 

ר לוֹ כָל־הַכָתוּב לַחַיִּים בִירוּשָׁלָם אָמֶׁ הַנוֹתָר בִירוּשָׁלַם קָדוֹשׁ יֵּ צִיּוֹן וְׁ אָר בְׁ הָיָה הַנִשְׁׁ  וְׁ

 (Isa 4:3 WTT) 

Whoever is left in Zion and remains in Jerusalem will be called holy, everyone who 

has been recorded for life in Jerusalem, (Isa 4:3 NRS) 

ם בֵּ ְָּׁ נַעַר יִכְׁ יוּ וְׁ פָר יִהְׁ רוֹ מִסְׁ ץ יַעְׁ אָר עֵּ  (Isa 10:19 WTT) וּשְׁׁ

The remnant of the trees of his forest will be so few that a child can write them down. 

(Isa 10:19 NRS) 

הָיָ  הוָה וְׁ עַן עַל־יְׁ נִשְׁׁ הוּ וְׁ ן עַל־מַכֵּ הִשָעֵּ ית־יַעֲקבֹ לְׁ יטַת בֵּ לֵּ ל וּפְׁ רָאֵּ אָר יִשְׁ דוֹשׁ ה בַיּוֹם הַהוּא לאֹ־יוֹסִיף עוֹד שְׁׁ קְׁ

ת אֱמֶׁ ל בֶׁ רָאֵּ  יִשְׁ

 (Isa 10:20 WTT) 

On that day the remnant of Israel and the survivors of the house of Jacob will no more 

lean on the one who struck them, but will lean on the LOR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n 

truth. (Isa 10:20 NRS) 

ל גִבוֹר ל־אֵּ אָר יַעֲקבֹ אֶׁ אָר יָשׁוּב שְׁׁ  (Isa 10:21 WTT) שְׁׁ

A remnant will return, the remnant of Jacob, to the mighty God. (Isa 10:21 NRS) 

דָקָה   ף  צְׁ אָר יָשׁוּב בוֹ כִלָּיוֹן חָרוּץ שׁוֹטֵּ חוֹל הַיָּם שְׁׁ ל כְׁ רָאֵּ ךָ יִשְׁ ה עַמְׁ יֶׁ  כִי אִם־יִהְׁ

 (Isa 10:22 WTT) 

For though your people Israel were like the sand of the sea, only a remnant of them 

will return. Destruction is decreed, overflowing with righteousness. (Isa 10:22 NRS) 

לָה  מָעְׁ רִי לְׁ עָשָה פְׁ מָטָה וְׁ שׁ לְׁ אָרָה שׁרֶֹׁ הוּדָה הַנִשְׁׁ ית־יְׁ יטַת בֵּ לֵּ פָה פְׁ יָסְׁ  וְׁ

 (Isa 37:31 WTT) 



《依撒意亚先知书》（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70711  戎利娜修女 

21 
 

The surviving remnant of the house of Judah shall again take root downward, and 

bear fruit upward; 

 (Isa 37:31 NRS) 

 

葉瑟的幼芽（依十一1~9） 

先知從政治和軍事的現實轉回到一個關於理想未來的神視。就如在九 2~7 中，依撒

意亞在那未來給一位理想的君王一個核心位置，他將是實際的猶大國王所不是的一切。 

天主對猶大未來的許諾會藉著達味之父葉瑟的一個後裔實現。「葉瑟樹幹的嫩枝」

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對一位理想君王的詩性隱喻，他將被天主的神武裝，以施行統治。

這將確保他的成功。這位救主—君王將因他明斷的智慧，將决策付諸行動的能力，對貧

苦者的態度，隨時準備嚴厲對付惡人，對天主的虔誠和他的正義（依十一 5）而聞名。

這位即將來臨的君王的統治將會使天主和祂的子民雙方都高興。 

這位理想君王的來臨將以馴服野獸為標記（依十一 6~8）。當前，人們不得不為他們

的家畜和孩子的安全而擔憂。先知設想一個這恐懼被去除的未來；然而，他很清楚這改

變只有在所有人的行為正義，與這位救世-君王的引領一致時才會發生（依十一 9b）。對

「上主認識」的缺乏是與天主疏離和因此而導致天主審判的原因（依一 3，五 13，六 10）。

先知所說的認識並不是關於天主的訊息，而是對天主和以色列傳統道德價值的獻身。 

先知描述的救贖不是指個人的救恩。這理想君王的來臨涉及到整個受造界的更新。

因為世界是天主所創造，將不會化為烏有，而要在猶太人和基督徒依然等待的最終完成

中轉化和更新。 

ה רֶׁ ר מִשָרָשָׁיו יִפְׁ צֶׁ נֵּ זַע יִשָׁי וְׁ ר מִגֵּ יָצָא חֹטֶׁ  וְׁ

 (Isa 11:1 WTT) 

A shoot shall come out from the stump of Jesse, and a branch shall grow out of his 

roots. (Isa 11:1 NRS) 

以色列與猶大聯合（依十一 10~16） 

對理想君王的談論引領先知講述他要統治的王國。以色列兩個王國大部分的歷史都

相互為敵，通常是以色列，二者中較強大的一個佔上風。先知設想的是兩個王國在一位

出於「葉瑟的根子」，即達味王朝的統治者的治理下聯合。在那愿景實現之前，天主先

要聚集兩個王國在流亡中分散的遣民。一旦這遺民被聚集起來，標誌著以色列（厄弗辣

因）和猶大關係的對立就不明顯了。新聯合的人民將享有對鄰國的主權。先知將這未來

的解救行動與將希伯來奴隸轉化為天主子民的出離埃及作比較。 

ǉ 1~6Ǌ 

這是一首簡短的，為耶路撒冷被救而獻上的感恩歌。雖然依撒意亞肯定耶路撒冷因

其領導者沒有維護一個正義的社會要受到天主的審判，但他也同樣確信耶路撒冷的最終

結局不是審判。當先知宣稱他對熙雍的未來充滿信心時，對稱頌感謝的呼籲一個接一個。

人可以超越審判看到熙雍輝煌的未來，因為以色列的聖者留在城中。先知的使命是使猶

大面對沒有維持一個正義社會的後果，但這使命還有另一層面不能忽視，猶大必須有未

來，先知的使命才有意義。這首關於救恩的讚美詩表達出先知所確信的，天主的審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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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猶大的終結，而是救恩新行動的開始。 

依十三 1-二三 18 关于列邦的神谕（Oracles concerning foreign nations） 

, , 

̙ 和

̙ 其 ̙

Ǎ 能 ̙ Ǎ

Ǎ 着 ̙ 

, 本地 ， 与 部

家抗衡̙ Ǎ 

̙ Ǎ ̙

帝国 , 和 王 的 终结̙ 

这部分有十个单元，每部分都以 开始，在这部分出现(utterance, oracle) מַשָא 11 次，之

外只出现在三十 6。 

1. 十三 1-十四 27 反对巴比伦与其国王们 

2. 十四 28-32 培肋舍特 

3. 十五 1-十六 14 摩阿布 

4. 十七 1-十八 7 大马士革 

5. 十九 1-二十 6 埃及 

6. 二一 1-10 Proclamation concerning Wilderness of the Sea 

7. 二一 11-12 Proclamation concerning Dumah 

8. 二一 13-17 荒野 

9. 二二 1-25 “神视谷” 

10. 二三 1-18 提洛 

这十大单元长短不一，看不到地理上的顺序或结构，也没有主题层面的发展。这些神谕

并不单纯指向外邦国家，也包括耶路撒冷（二二 1-25）、犹大和以色列。这其中还有两

段叙述，二十 1-6 和二二 15-25。这部分主题性的句子即二三 9： 

The LORD of hosts has planned it-- to defile the pride of all glory, to shame all the 

honored of the earth. (Isa 23:9 NRS) 

Seitz 指出这部分关注的是确立以色列的天主为万民的天主，判断人各种形式的傲慢和

偶像崇拜。这些反对列邦的神谕并不直接涉及以色列的救恩。 

依二二 1-14 耶路撒冷要受审判，因为他们没有听从先知的警告，促进社会正义。耶路

撒冷的领导要特别受罚，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里特别提到两位: Shebna 和

Eliakim。先知对 Eliakim 有很大的期望，但他同样令人失望（依二二 25）。那些有能力改

变犹大不正义的经济结构的，没有做任何事情，反而相信靠着政治和军事力量保护犹大。

但先知的使命就是让犹大社会意识到，其实正相反，只有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关注

弱者福祉的社会才能存立。 

 

释经 8：依二四 1-二七 13 依撒意亚“启示录”（the Isaiah Apocaly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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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章的内容相当独特，与《依》其它部分的内容不同。这几章谈及的是对普世的审判，

与之前十三-二三章的对列国的宣判相比，这几章不具体，更悲观。有学者把这几章称

为“启示录”因为它有不同于先知宣讲的启示录的特点：第一，这几章宣讲的对象包括

整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第二，这几章关注的是历史的终极，而非转折点；其思想是

末世性的，谈最后要发生的事。第三，属于末世体裁的主题在这几章出现，如亡者复生

（二六 19），审判天使（二四 21-22），号角召唤被选者（二七 13），圣山设宴（二五 6-8），

上主击败 Leviathan（二七 1），日月昏暗（二四 23），等。 

 

然而，依二四-二七章也有一些特点显示把它称为“启示录”并不合适。这几章也为读

者提供了一个契机去了解先知文学与末世文学的异同。第一，把这几章称为“启示录”

是从最模糊的层面而言，这几章中并没有透过梦境或神视显示的对未来的详尽描述。第

二，这几章也没有在末世文学中，如达尼尔七-十二章和《默示录》中奇特或对另一世

界的描述。第三，末世文学中常包括关于未来的神秘启示，只显示给少数被选者，在这

几章中也是没有的。 

 

这几章很可能来自相当不同的年代，包括不同的文体，靠着对末世与普世的关注组合在

一起。这几章的主题还是有一些发展趋势，二四章关注对整个大地与其居民的宣判，二

五章的主调是赞美与庆祝，但最后是对摩阿布的宣判（二五 10b-12）For the hand of the 

LORD will rest on this mountain. The Moabites shall be trodden down in their place as straw 

is trodden down in a dung-pit. (Isa 25:10 NRS)。 

二六章以许诺犹大将唱出胜利的歌曲开始，走入祈祷，以号召天主的子民隐藏直到天主

完成惩罚结束。二七章宣布给以色列的救恩，列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 

 

非常明显，这几章的内容是后加的，不会早于公元前 5 世纪。 

 

二四 1-23 上主对大地的判断 

二五 1-12 庆祝生命和上主的解救 

二六 1-21 请上主干预的歌曲和祷词 

二七 1-13 关于“那一天”的图像 

 

依二五 1-5 感恩歌 

这首诗歌感谢天主战胜了一个没有说明的强大敌人，上主保护了困苦人和贫穷人。末世

文学强调天主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方，这正是本首诗歌赞颂的。 

 

依二六 1-6 被救者的凯旋歌 

י דַלִּים י עָנִי פַעֲמֵּ לֵּ ל רַגְׁ נָה רָגֶׁ סֶׁ מְׁ  (Isa 26:6 WTT) ִָּרְׁ

The foot tramples it, the feet of the poor, the steps of the needy (Isa 26:6 NRS) 

依二七 2-6 与五 1-7 形成对照，上主葡萄园—雅各伯和以色列--的果实要布满地面： 

נוּבָה ל ְָּׁ בֵּ י־תֵּ נֵּ אוּ פְׁ ל וּמָלְׁ רָאֵּ שׁ יַעֲקבֹ יָצִיץ וּפָרַח יִשְׁ רֵּ  הַבָאִים יַשְׁׁ

 (Isa 27:6 W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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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ys to come Jacob shall take root, Israel shall blossom and put forth shoots, and 

fill the whole world with fruit. (Isa 27:6 NRS) 

依二七 7-11 以色列复兴 

上主要除去以色列所有偶像崇拜的痕迹，以色列的救恩就此开始。以色列要意识到是上

主让土地肥沃，他们没必要朝拜任何其它神明。当上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她的敌人就

要经历失败和毁灭。号角响起，以色列要被聚集起来（参户十 2-10），在耶路撒冷朝拜

上主。这部分的结尾与十二 1-6 相同。 

释经 9：依二八 1-三九 8：耶路撒冷的审判和救恩 

这部分由系列的文学式的双折画构成，一面是上主对以色列两个王国和耶路撒冷的审判，

一面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保证审判后有未来。这保证有时是以反对犹大敌人的神谕的形式

出现的，有时是先知向耶路撒冷宣讲救恩。最后四章，三六-三九章，与列下十八 13-二

十 19 几乎完全相同。但即使这几章也重复同样的审判和救恩的主题，耶路撒冷受到亚

述大军的威胁，但被奇妙地拯救了。同样，希则克雅得病，最后并没有丧命。但这部分

的结尾是来自依撒意亚的关于被掳充军的不祥话语，巴比伦将结束犹大王朝和国家。 

 

依二八 1-三三 24 亚述风暴下的耶路撒冷 

这部分的语言又回到一-十二章的风格，很可能来自公元前八世纪。这部分的历史背景

基本是 705-701BCE 犹大王希则克雅在亚述王 Sennacherib 的威胁下。这几章的内容从形

式、事件发生的次序和主题上，显示一些特点。 

从内容的编排上看，这部分中“祸哉”和“看哪”交错出现，最后三三章礼仪性的结尾

亦如此。 

出现在二八  הוֹי 1；二九 1；二九 15；三十 1；三一 1；三三 1；其中只有二九 15 是不

符合常规的。三二 1 以ן 。开始，表示在结论前的停顿 הֵּ ה 出现在二八  הִנֵּ 2,16；二九 8，

14；三十 27。 

三三章是一个礼仪性的结尾，以 开始，7  הוֹי 节转化成ן  הֵּ

这与依一-十二章的结构类似，系列的先知宣讲后以礼仪性的赞美诗结束。: 

从事件发生的次序来看，至少在二八-三一章内的事件是依照一个特定的次序记录的。

这些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虽不容易确定，但基本是列下十八 17-十九 37 与依三六-三九

章的背景。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亚述关于 Sennacherib 时期的年鉴。但圣经的叙述并

非历史，而是对历史事件的神学解读。 

这部分包括依撒意亚传统的话语和之后添加的内容，可以看出主题的发展。这几章一个

贯穿的主题就是对熙雍的关注。三三章的礼仪性的结尾也以耶路撒冷城和熙雍为中心，

熙雍受到威胁后，上主的反应。从整体上大致来看，这部分从宣判到救恩，解读上主运

作的方式，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更具体来看，亚述将灭亡，一位救主—理想的君王将在

犹大出现。 

二八 1-6对撒玛黎雅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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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同样以宣判开始（参一 1；十三 1），宣判的对象是傲慢的北国以色列。以色列有

美丽的风光，肥美的农田，但现在整个国家也如同首都撒玛黎雅一样，像昼夜欢庆饮酒

人头上的花冠的花朵，已经干枯，没有用处。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亚述常自比为扫荡一

切的风暴，以色列将荡然无存。最后，先知把以色列比作夏季早熟的无花果，对过路的

人很有吸引力。以色列被宣判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奢华，然而创造这些美物的普通百姓却

勉强糊口。因此，上主要摘掉以色列自傲的冠冕。 

但是，救恩要来临，上主要做残余百姓（ אָר עַמוֹ ，the remnant of his people）的冠冕  שְׁׁ

这些残余者相信毁灭后上主的力量。 

二八 7-13 反对司祭和先知 

先知控告他同时代的司祭和先知，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是醉的，如同以色列的权贵一

样（参二八 1）。肋十 8-11禁止司祭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喝酒。以色列的领袖们在醉酒的

状态下，如同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讲话模糊不清。醉醺醺的司祭给的劝言，二八 10b，

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相当晦涩： 

יר שָׁם  עֵּ יר שָׁם זְׁ עֵּ  כִי צַו לָצָו צַו לָצָו קַו לָקָו קַו לָקָו זְׁ

 (Isa 28:10 WTT) 

For it is precept upon precept, precept upon precept, line upon line, line upon line, here a little, 

there a little." (Isa 28:10 NRS) 

同样，为那些拒绝依撒意亚话语的人，上主的劝言也会变得晦涩、模糊不清，如同系列

毫无意义的音节。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惨的结局。 

依二八 14-22 反对耶路撒冷的政治领袖 

耶路撒冷领袖们的行为所囤积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一个与死亡的公约。这里，先知用

客纳罕阴府之神 MOT的文字游戏，MOT 的意思是死亡，它的行为壤土地贫瘠（参二五 8）。

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要保证城市的安全，但实际上他们却在加速它的倾覆、

死亡。耶路撒冷到底能否有未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正义的经济体系，想靠着建立联盟

来保护城市的努力就如同自杀。耶路撒冷在猛攻下努力建设防御机制给先知一个很好的

机会强调最好的防御是正义。耶路撒冷依赖上主的临在，反之，上主的临在也依赖城中

居民的行为—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们。然而，他们却没有促进正义，反而破坏它。这

让上主没有选择，只能在耶路撒冷开始一件新事，那就是毁坏，之后才有奠定正义基础

的可能性。 

以色列之前与其它民族征战的时候，上主总是为他们作战，打败他们的敌人（苏十 7-14；

撒下五 17-25），但现在，上主要作战反对犹大和耶路撒冷。 

מָס מִרְׁ ם לוֹ לְׁ יִיתֶׁ ף כִי יַעֲברֹ וִהְׁ אוֹל לאֹ תָקוּם שׁוֹט שׁוֹטֵּ ת־שְׁׁ ם אֶׁ כֶׁ חָזוּתְׁ ת וְׁ ת־מָוֶׁ ם אֶׁ כֶׁ רִיתְׁ פַר בְׁ כֻּ  וְׁ

 (Isa 28:18 WTT) 

Then your covenant with death will be annulled, and your agreement with Sheol will not 

stand; when the overwhelming scourge passes through you will be beaten down by it. 

(Isa 28:18 NRS) 

 



《依撒意亚先知书》（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70711  戎利娜修女 

26 
 

依二八 23-29 以农事比喻宣判 

耕种和播种要依照适当的季节，收割也要遵守一定的时间和模式。上主的宣判也是一样，

这一个都是为达成一个好的目的。这也暗示另外一点，农民的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期限，

不是永久的，上主的宣判要来临，但这不会是上主对耶路撒冷的最后话语。 

依二九 9-16 反对犹大的智者 

智者本给人提供建议，但他们也如同耶路撒冷其他的领袖们一样，没有能够履行他们的

职责。他们虽没有喝酒，却头脑混沌，不能提供好的建议，因为上主不让他们了解耶路

撒冷的真实状况。导致这状况的是人们只是心不在焉地参与礼仪，走形式走过场而已。

更严重的是，这些智者倾向于用外交策略解决危机，他们意识不到耶路撒冷的命运在上

主手里。 

依二九 17-24 耶路撒冷命运的转化 

ל יָגִילוּ רָאֵּ דוֹשׁ יִשְׁ י אָדָם בִקְׁ יוֹנֵּ בְׁ אֶׁ חָה וְׁ פוּ עֲנָוִים בַיהוָה שִמְׁ יָסְׁ  וְׁ

 (Isa 29:19 WTT) 

The meek shall obtain fresh joy in the LORD, and the neediest people shall exult in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sa 29:19 NRS) 

קַח  דוּ־לֶׁ מְׁ נִים יִלְׁ רוֹגְׁ י־רוּחַ בִינָה וְׁ עוּ תֹעֵּ יָדְׁ  (Isa 29:24 WTT) וְׁ

And those who err in spirit will come to understanding, and those who grumble will 

accept instruction. (Isa 29:24 NRS) 

依三十：耶路撒冷的未来在上主那里 

上主是正义的天主，耶路撒冷的未来在于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בוּרַתְׁ  ה גְׁ יֶׁ חָה ִָּהְׁ בִטְׁ ט וּבְׁ קֵּ הַשְׁׁ עוּן בְׁ שׁוּבָה וָנַחַת ִָּוָּשֵּׁ ל בְׁ רָאֵּ דוֹשׁ יִשְׁ הוִה קְׁ םכִי כהֹ־אָמַר אֲדנָֹי יְׁ לאֹ אֲבִיתֶׁ ם וְׁ  כֶׁ

 (Isa 30:15 WTT) 

For thus said the Lord GO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n returning and rest you shall be saved; 

in quietness and in trust shall be your strength. But you refused (Isa 30:15 NRS) 

י לוֹ י כָל־חוֹכֵּ רֵּ הוָה אַשְׁׁ פָט יְׁ י מִשְׁׁ ם כִי־אֱלֹהֵּ כֶׁ מְׁ רַחֶׁ ן יָרוּם לְׁ לָכֵּ ם וְׁ כֶׁ הוָה לַחֲנַנְׁ ה יְׁ חַכֶׁ ן יְׁ לָכֵּ  וְׁ

 (Isa 30:18 WTT) 

Therefore the LORD waits to be gracious to you; therefore he will rise up to show mercy to 

you. For the LORD is a God of justice; blessed are all those who wait for him. 

(Isa 30:18 NRS) 

依三十 27-33 上主要反对亚述 

上主利用亚述毁灭了不正义的犹大，但上主并不认同亚述的价值体系。亚述要为自己的

不正义负责，上主要反对它，因为哪里有不正义和压迫，哪里上主就会出现。 

依三一 1-3 反对埃及 

埃及比较强的是战车，但以色列的重要城市是高原，战车没有用武之地。犹大最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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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有信赖上主。 

依三一 4-7 上主保护耶路撒冷 

这里出现两个暗喻：上主如同狮子不会放弃猎物的（4 节），上主有如飞鸟展翼护雏（5

节）。 

לִיט הִמְׁ הִצִיל פָסֹחַ וְׁ רוּשָׁלָם גָנוֹן וְׁ בָאוֹת עַל־יְׁ הוָה צְׁ ן יְׁ ן יָגֵּ רִים עָפוֹת כֵּ צִפֳּ  כְׁ

 (Isa 31:5 WTT) 

Like birds hovering overhead, so the LORD of hosts will protect Jerusalem; he will 

protect and deliver it, he will spare and rescue it. (Isa 31:5 NRS) 

依三二 1-8 耶路撒冷的新领袖 

不称职的领袖损害的不仅是穷人的利益，整个社会都转化成不该成为的样子。先知期待

着正义的领导者的出现。注意这里并没有暗示正义的君王将出自达味家族。 

依三二 9-14 谴责耶路撒冷（参三 16-四 1） 

先知突然又从对更新的希望转向宣判，转向耶路撒冷的严峻局势，把焦点放在富贵的妇

女身上。 

依三二 15-20 田园诗般的未来 

先知又突然转回对未来的憧憬。正义是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正义将导向和平。 

ב  שֵּׁ ל ֵָּּ מֶׁ דָקָה בַכַרְׁ פָט וּצְׁ בָר מִשְׁׁ שָׁכַן בַמִדְׁ  (Isa 32:16 WTT) וְׁ

Then justice will dwell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ghteousness abide in the fruitful field. 

(Isa 32:16 NRS) 

טַח עַד־עוֹלָם ט וָבֶׁ קֵּ דָקָה הַשְׁׁ דָקָה שָׁלוֹם וַעֲבדַֹת הַצְׁ ה הַצְׁ הָיָה מַעֲשֵּ  וְׁ

 (Isa 32:17 WTT) 

The effect of righteousness will be peace, and the result of righteousness, quietness and trust 

forever. (Isa 32:17 NRS) 

 

依三三1-16上主的正义 

上主要打败耶路撒冷的侵略者，这里指亚述，之后上主要以公平正义治理熙雍。 

 

依三三17-24 新耶路撒冷 上主将是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与管理者，没有人受疾病和罪恶

的控制。 

א עָוֹן שֻּ ב בָהּ נְׁ ן חָלִיתִי הָעָם הַיּשֵֹּׁ  וּבַל־יאֹמַר שָׁכֵּ

 (Isa 33:24 WTT) 

And no inhabitant will say, "I am sick";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will be forgiven their 

iniquity. (Isa 33:24 NRS) 

 

依三四1-17 反对厄东 

厄东是犹大的近邻，它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它在犹大军事与政治无力时落井下石。 

这里的语言严厉刺耳，先知在这里描述的不仅是厄东。在先知看来，犹大与这些外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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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冲突天主与试图颠覆天主统御的邪恶势力的冲突。 

 

依三五 1-10 熙雍的喜乐 

这段与上段反对厄东的神谕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在反对厄东的神谕中，自然界是上主

审判的工具，在厄东境内将变为荒野。这里，自然界的欣欣向荣让耶路撒冷的复兴成为

可能的。这都是上主的作为，给上主带来光荣。 

 

这段的图像与主旨与依四十-五五章非常类似：三五1-2//四十3；三五4//四十9-10；三五

5-6//四十5-7；三五8//四十3；三五10//五一11。非常明显，依三五 1-10是要成为第一

与第二依撒意亚的桥梁。但为什么后边又有几章历史性的叙述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

者要强调上主的计划超越历史，不受人行为的限制。 

 

荒野和不毛之地变绿洲是圣经提及救恩常用的图像，因为以色列没有像埃及或美索不达

米亚的河流体系，经常受到干旱、饥荒和瘟疫的威胁。那些看不到未来的天主子民将在

新的状况下感受到希望。荒野不再是危险之地，将有一条大路出现，天主子民将喜乐地

回到耶路撒冷。国家的毁灭让天主的子民几近灭绝，但天主要带来救恩。 

 

释经10：依四十1-五五13 耶路撒冷得自由 

 

这部分出现了两个暗喻，一阴一阳。阳性的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即上主的仆人。阴性的

是耶路撒冷女子，不生育的石女成为多子的母亲（五四章） 

רָהָם אֹהֲבִי רַע אַבְׁ ִָּיךָ זֶׁ חַרְׁ ר בְׁ דִי יַעֲקבֹ אֲשֶׁׁ ל עַבְׁ רָאֵּ אַָָּה יִשְׁ  וְׁ

 (Isa 41:8 WTT) 

But you, Israel, my servant, Jacob, whom I have chosen, the offspring of Abraham, 

my friend; (Isa 41:8 NRS) 

ִָּיךָ אַסְׁ לאֹ מְׁ ִָּיךָ וְׁ חַרְׁ דִי־אַָָּה בְׁ ךָ עַבְׁ רָאתִיךָ וָאֹמַר לְׁ יהָ קְׁ אֲצִילֶׁ ץ וּמֵּ צוֹת הָאָרֶׁ ִָּיךָ מִקְׁ חֱזַקְׁ ר הֶׁ  אֲשֶׁׁ

  

 (Isa 41:9 WTT) 

you whom I took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called from its farthest corners, 

saying to you, "You are my servant, I have chosen you and not cast you off"; 

(Isa 41:9 NRS) 

 

四五7 

ה לֶּׁ ה כָל־אֵּ הוָה עֹשֶׁ א רָע אֲנִי יְׁ ה שָׁלוֹם וּבוֹרֵּ ךְ עשֶֹׁ א חֹשֶׁׁ ר אוֹר וּבוֹרֵּ  יוֹצֵּ

 (Isa 45:7 WTT) 

I form light and create darkness, I make weal and create woe; I the LORD do all these 

things. (Isa 45:7 NRS) 

 

居鲁士被称为默西亚（依四五1）：默西亚是对以色列国王的称呼，把它用在一位外国

的国王身上是前所未有的。明显地，先知所认为的犹大的复兴并不意味着王国的复兴，

犹大将继续受波斯的统治。犹大复兴也没有提及圣殿，复兴并不意味着回到犹大王国时

代的标准。耶路撒冷神奇的被救将扩展犹大的天主观。 



《依撒意亚先知书》（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70711  戎利娜修女 

29 
 

 

依四九8-26 以色列的复兴将影响整个宇宙和自然界。以色列的转化将通过正义和遵守

Torah而来（五一1-8），上主有能力在混乱中带来秩序。 

 

依四九15 上主对以色列的爱超越了哺乳的母亲 

 

1. 熙雍与上主和好（五四 1-17） 

2. 遵守安息日作为犹太身份的新标记（五六 1-8；五八 13-14）时间与空间 

3. 痛斥偶像崇拜（五七 1-13） 

4. 两条道路（五七 14-21），比较咏一；耶十七 5-8 

5. 新耶路撒冷的光荣（六十 1-22） 

普世救恩 universalism 和新耶京的居民是正义的， 

因为这是上主之城；参六二 1-5，6-12，等。 

6. 先知的使命，做穷人的司祭（六一 1-11） 

7. 以哀怨祈求上主（六三 7-六四 11） 

8. 新耶路撒冷，新世界（六五 17-25）；参依十一 

 

צִיּוֹן מָלַךְ אֱלֹ  ר לְׁ שׁוּעָה אֹמֵּ מִיעַ יְׁ ר טוֹב מַשְׁׁ בַשֵּ מִיעַ שָׁלוֹם מְׁ ר מַשְׁׁ בַשֵּ י מְׁ לֵּ הָרִים רַגְׁ  הָיִךְמַה־נָאווּ עַל־הֶׁ

  

 (Isa 52:7 WTT) 

How beautiful up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the messenger who announces 

peace, who brings good news, who announces salvation, who says to Zion, "Your 

God reigns." (Isa 52:7 NRS) 

 

你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們的聖殿和你們的宗教， 

   每當進到裡面時總要帶著你所有的一切。 

  要帶著你的犁耙、煉爐，木槌和琴瑟， 

  就是你們因需要或愛好而製作的一切。 

  因為光憑空想，你們不可能攀升得比你們的成就更高， 

也不可能跌落得比你們的失敗更低。 

  也要帶著所有人同去， 

  因為在崇拜中，你們不可能飛得比他們的期待更高， 

也不可能因自我貶抑而降得比他們的失望還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