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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13－23章是論列國的默示 (oracles）；總共包含10個默示。有些默示裡，會提

到不只一個國家。在這些默示中以賽亞用非常生動的詞彙來描述將臨到列國的結局，不過

我們在解釋經文時應當留意先知使用的是詩歌的形式與詩歌的語言。 

神藉先知預言以色列鄰國將來的命運，顯明耶和華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掌管歷史、審

判萬國的真神。在先知審判列國的預言中，我們也可以超越歷史的情境，把這些審判理解

為神對祂百姓仇敵的審判。 

14：24－27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意，必照樣

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亞述人，在我山上將他踐踏。他加的軛必離開以色列人，他加

的重擔必離開他們的肩頭。」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這是向萬國所伸出的手。萬軍之

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廢棄呢？他的手已經伸出，誰能轉回呢？ 

 

論巴比倫的默示 13:1-14:23 

這默示分為兩段－  

13：2－22 預言巴比倫遭受瑪代人的劫掠； 

14：4－23 猶大人作歌論到巴比倫王墜落陰間； 

這兩段經文用14：1–3連接起來。 先知以生動的筆法形容耶和華親自招集祂的軍隊去攻

擊巴比倫。整體而論，這詩歌是形容一種驕傲、自大、殘忍的權勢被耶和華的大能所消

滅。 

 

巴比倫是歷史上的帝國，曾經把世界完全地控制在它的手下。在但以理書中，它是王夢中

巨像的金頭，是所有帝國裡最榮耀的，但因它的罪惡、驕傲、強暴，神的審判臨到，它成

為極其荒涼之地－「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

伏強暴人的狂傲」（13：11）。13：19－22論巴比倫遺址的預言已經應驗：「其內必永

無人煙，世世代代無人居住」，連遊牧的「阿拉伯人也不在那裡支搭帳篷，牧羊的人也不

使羊群臥在那裡，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裡」。在新約聖經中，彼得以「巴比倫」暗指當

時的羅馬帝國（彼前5：13）；啟示錄則以「巴比倫」象徵敵基督的權勢（啟14：8，17：

5）。聖經中常常用巴比倫代表一切反對神的勢力，是墮落犯罪的人類所建造的「城」。

神對巴比倫的審判，也是神對祂百姓一切仇敵的審判。 

 

13：3 指瑪代波斯的軍隊。 

14：1－2 「耶和華要憐恤雅各，必再揀選以色列」  在神宣告對祂百姓仇敵的審判的同

時，神也安慰祂的百姓。 

14：12－15 有人將這一段拿來指魔鬼撒但的驕傲與墮落；13，14 兩節出現了5次「我

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我要

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他想登上與至聖者同等的地位，結局卻是「墜落

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結28:11－17 也有人認為是用來指撒但的經文。 

驕傲是神所恨惡的大罪，箴言6：16「耶和華所恨惡的... 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

舌...」 

 

參考資料 

賽14:12「明亮之星」用的希伯來字在聖經中只出現過這一次。七十士譯本的翻譯字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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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為黎明的使者，即黎明時分出現的金星。武加大譯本(通俗拉丁文譯本－Vulgate) 將它

譯為拉丁語 Lucifer 路西弗，意思是「光之使者」。KJV也將「明亮之星」譯為

Lucifer。近代的英文譯本則多意譯為morning star，或類似意思的字。許多基督徒傳承

自古代教父，認為這裡的「明亮之星」即指撒但說的，但不是指他的榮光，而是強調他的

隕落，就像太陽出來後晨星就消隱了。 

      

論亞述 14：24－27  

參10：24－27。神必使亞述的軛離開以色列人。 

這一段經文講到神是全地的主。 

 

論非利士的默示  14：28－32  

這默示是在亞哈斯王崩的那年，大約是主前716年。很可能是當時的亞述王死了，非利士

差遣使者到猶大希望訂立同盟。因此先知預言非利士仍會被亞述所滅，但猶大將因神得救

（14：32）。 

14：29 「杖」指亞述。 

 

論摩押的默示 15：1－16：14  

第15章主要論到臨到摩押的災難。 

15：2「高處」（high places）指拜偶像之處。（16：12）。 

16：1－5 先知呼籲摩押人向耶和華神尋求庇護，唯有坐在大衛寶座上的那一位能拯救他

們，只要他們願歸服在猶大施行公義的王。16：5也是指向彌賽亞的國度。然而摩押的驕

傲使他們無法得著這拯救（16：6－7）。 

在這段默示中，摩押的遭遇似乎觸動了先知的心。好幾處講到他為摩押憂傷哀哭（15：

5，16：9，16：11） 

16：14「照雇工的年數」就是不多也不少的意思。 

 

論大馬色的默示 17：1－11 

這段默示發生的時間是在北國以色列與大馬色（亞蘭）聯盟對抗亞述的時候。先知預言大

馬色的毀滅，並說到以色列以大馬色為倚靠的指望是徒然的。4－6 節用三個比方（消蝕

的疾病，禾稼的收取，和橄欖的採摘）說到北國以色列將被擄掠，成為荒涼。 

17：10「異樣的栽子」是說神百姓跟隨外邦的風俗，尋求神之外的幫助。所以雖然付出努

力，但終歸徒然（「在愁苦極其傷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飛去了」）。 

這段經文出現三次「到那日」： 

17：4 到那日，雅各的榮耀必致枵薄.... 

17：7－9 當那日，人必仰望造他們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聖者。8 他們必不仰望祭

壇，就是自己手所築的，也不重看自己指頭所做的，無論是木偶是日像。 9 在那日，他

們的堅固城必像樹林中和山頂上所撇棄的地方... 

 

17：12－18：7 先知的獨白／論古實 

在論大馬色的默示和論埃及的默示之間    有一段話，包含了兩部分，每一部分各以

「唉」作開頭。它是這位先知意識到周圍列國的景況而有感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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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4 這是先知一再重複的信息：列邦不過是神的工具，為要成全祂的旨意。因此

雖然他們好像「海浪砰訇，猛水滔滔」，但神一斥責，他們就像糠秕，被風吹散，沒有

了。詩篇46篇是很好的註解。 

18：1－7 很可能當時從古實來的使者正在猶大，想要尋求結盟。先知勸告從古實來的使

者回去，等候觀看耶和華的作為。亞述攻打猶大的計謀必然失敗，也不能侵犯古實。那時

古實人便曉得尊崇耶和華，將禮物奉到錫安山給萬軍之耶和華。 

用預備收割的過程（18：4），來比喻神的等待。用收集禾稼的比喻（18：5－6），來比

喻神施行審判。 

這段信息指出了神的子民在面對多民鬨嚷，列邦奔騰的環境下所應有的態度，就是認清神

是在觀看、等待，祂會在適當的時機採取行動，因此他們應該以完全的信心，安靜等候

祂；祂有能力，成就祂的旨意。 

18：1 「翅膀刷刷響聲之地」－有兩個解釋，一指古實地多有蒼蠅、蚊蟲；二指船隻在尼

羅河往來。 

18：2，7 「高大光滑的民」－指體格魁梧，皮膚光滑 

參考資料： 

古實指埃及南方，尼羅河上游一帶，位於現在的蘇丹北部，就是使徒行傳8：27的埃提阿

伯（Ethiopia）。但不包括現在稱為衣索比亞（Ethiopia）的國家的地區。以賽亞時代古

實人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埃及第25王朝，他們想鼓動非利士、猶大等背叛亞述，以緩

衝亞述的威脅。 

 

論埃及的默示  19：1－25  

這段默示可分為兩段： 

19：1－15  宣告對埃及的審判。 

19：16－25 以埃及為代表，論到神普世的拯救。 

 

19：12  你（法老）的智慧人在哪裡呢？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們可以知

道，可以告訴你吧！ 

19：17 猶大地必使埃及驚恐...這是因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第二段落一共出現6次「到那日」：19:16, 18, 19, 21, 23, 24。到那日，埃及必因耶

和華的作為而懼怕；在埃及會有猶太人居住，也有敬拜耶和華的壇；埃及人將認識耶和

華，耶和華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雖擊打他們，卻也要醫治他們。更奇妙的是埃及將與亞述

化敵為友，互相往來，連同以色列，成為神的子民，一同敬拜真神。這裡指出神的救恩是

普世性的，不僅賜給以色列人，也要賜給外邦人。 

19：18 「五城」－多城；「滅亡城」－與「太陽城」諧音，埃及拜日，意思是拜假神終

必滅亡。 

19：24－25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為萬軍之

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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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以賽亞露身赤腳行走三年，預言埃及古實被亞述擄掠 

20：1  這事件大約發生在主前711年，亞述王派軍隊攻取亞實突。亞實突城是非利士人一

個反叛亞述的中心，曾尋求埃及的支持；後來亞實突王逃往古實，最後被交出落在亞述王

手中。「他珥探」：不是人名，而是官銜，相等於今天的軍隊統帥。 

20：2－4 神吩咐以賽亞露身赤腳行走三年，好像戰俘一樣，藉此預言埃及人與古實人也

照樣被亞述王擄去。 

20：5－6  神是在警告猶大與埃及結盟的愚昧。很多猶大的領袖與人民認為埃及能夠幫助

他們脫離亞述的威脅，先知指出這都是徒然的。 

 

論海旁曠野（巴比倫）的默示  21：1－10  

這裡論到巴比倫的傾覆。有的學者認為是指以賽亞時代的巴比倫被亞述征服；有的認為是

指尼布甲尼撒建立的巴比倫帝國。是一段難解的經文。 

根據第一種看法：亞述帝國時代，巴比倫是亞述的附庸國，曾幾次背叛，也曾經想聯合猶

大反抗亞述（希西家王時期巴比倫曾派使者送禮物給希西家王）；先知警告猶大不要這樣

做，因為巴比倫必傾倒。 

 

論度瑪的默示 21：11－12 

一般解經家都認為這是論以東。 

「度瑪」是寂靜，死亡的意思。 

21：11 「夜裡如何」可以翻譯成「黑夜已度過多少」。 

守望者的回答是捉摸不定的。有解釋認為在不同侵略者之間，以東會得到短暫的自由。 

 

論亞拉伯的默示 21：13－17 

雖然他們逃跑，但仍終必遭災。 

 

論異象谷（耶路撒冷）的默示  22：1－25   

本章分作兩大段： 

22：1－14  描寫耶路撒冷城遭人圍困； 

22：15－25  是對一名叫舍伯那之人的預言。 

有人認為經文所描述的是預言主前701年亞述攻打耶路撒冷（賽36－37章）的情景，也有

人認為是有關耶路撒冷於主前586年被毀的預言。 

 

22：1 「異象谷」：因聖殿在耶路撒冷，異象、默示都出於神，所以這裡稱耶路撒冷為異

象谷。 

22：8－14 耶路撒冷城裏的人面對強大的敵人，作好了防衛的準備，但他們只倚賴自己的

預備，修補城牆，加強防禦，挖造水池，卻忘記了耶和華，祂纔是猶大惟一的庇護。他們

「仰望林庫內的軍器」，「卻不仰望做這事的主，也不顧念從古定這事的」。神叫他們舉

哀、悔改，誰知他們卻反過來歡喜快樂，又吃又喝；他們先作好防禦設施，然後就縱情於

吃喝宴樂。在這一切歡樂的背後，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心中充滿絕望，也顯明他們對神的

悖逆，以致神說，這罪直到百姓死亡，斷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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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引用22：13講到我們是有復活盼望的人（林前15：32...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

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22：15－25 耶和華要指定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取代舍伯那的地位。很可能舍伯那

是代表主張與埃及結盟的一方；神責備他的自高，只求自己的事。接下來這段有關以利亞

敬的經文（20－23），也是一段指向彌賽亞的預言（啟示錄3：7）；當時代的應驗是以賽

亞宣告以利亞敬是耶和華所任命的，神會裝備他，賜他能力完成他的工作，他要在神的引

導下，成功地治理猶大。但以賽亞也預言他將來的失敗，好像釘在堅固處的釘子將因負荷

過重而脫落。然而我們的主耶穌是神不失敗的僕人。 

啟示錄3：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

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 

以斯拉9：8－9 (以斯拉的禱告）..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施恩於我們，給我們留些逃脫的

人，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在受轄制之

中稍微復興。我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 

 

 

論推羅的默示 23：1－18   

23：1－12 預言推羅將傾覆，變為荒場。推羅人擅長航海、貿易、工藝，是商業的中心，

常常與西頓並提；可以說代表了古代文明在經濟上的最高成就。23：8形容它是「賜冠冕

的」，「它的商家是王子」，因為它的財富，有極大的勢力與影響力。聖經裡也常用推羅

來象徵世界及其奢華。 

23：13－18 預言推羅經過七十年後會蒙耶和華眷顧，被人再記念，並與地上萬國交易。

但與地上的萬國交易，原文作行淫；似乎暗示這裡並非預言推羅得到復興之後，將回轉向

神；神的意思，是要使用推羅來服事祂的百姓，使神的子民得好處。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神

呼召推羅（象徵財富，與以財富為他的主的人）來歸向祂，把所得的貨財歸耶和華為聖。 

 

23：1 「他施」就是西班牙，在地中海最西邊，「可進之路」－指港口 

23：2 「基提」就是現在的「塞浦路斯」(Cyprus)；和合本翻譯為「居比路」。 

「西曷」就是埃及小河，指埃及。 

23：8－9 推羅本是賜冠冕的，她的商家是王子，她的買賣人是世上的尊貴人。遭遇如

此，是誰定的呢？是萬軍之耶和華所定的，為要汙辱一切高傲的榮耀，使地上一切的尊

貴人被藐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