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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上）---審判中的拯救 

 

 

1. 背景與結構    
 
2. 以賽亞總論﹕ 賽一    
 
3. 以馬內利篇﹕上 賽二至六  
 
4. 以馬內利篇﹕中 賽七至十4   
 
5. 以馬內利篇﹕下 賽十5至十二  
 
6. 「在那日」篇﹕埃及我民 賽十三至廿   
 
7. 「在那日」篇﹕地必荒涼 賽廿一至廿七  
 
8. 死亡之約與歸回安息 賽廿八至卅二   
 
9. 兵臨城下 賽卅三至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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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1. 以賽亞書導讀 李思敬 

2. 審判中的拯救﹕「以賽亞書釋義」 李思敬 

 

 

其他書籍﹕ 

 

1. 恩怨情仇論舊約 李思敬 

2. 古道新釋 鮑維均 

3. The Prophets Abraham Heschel 

4. Old Testament Survey Lasor, Hubbard & Bush 

5. A History of Israel Walter Kaiser, Jr. 

 

 

 

 

簡介 
 
有學者說以賽亞書是「第五本福音書」；但它可能是我們既熟悉又
陌生的一卷先知書。 
以賽亞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拯救」。以賽亞書的信息正是耶和
華的審判和救贖﹕透過管教，上帝更新選民、施行救贖、使福音臨
到萬邦。此外先知對時代盲點的指責尤其值得我們思考。 
本課程藉著個人閱讀、課堂分享和小組討論，我們會深入淺出的認
識先知的信息和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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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背景與結構 
  

I. 以賽亞書在聖經中的地位 
A. 在舊約聖經中的排列中﹕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大先知書」中排行第

一、希伯來文馬所拉正典「後先知書」中排行第一 
B. 聖經中的「第五本福音書」 

� 有關彌賽亞最清楚的預言 
�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也多次引用以賽亞書為耶穌基督的身份和使命

作解釋，例﹕路四16-22、徒八（腓利向埃提阿伯太監傳道） 
C. 以賽亞書對上帝的愛和屬性有深入的描寫 

� 公義與慈愛、審判與拯救、上帝對以色列和列國的主權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
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賽四十九14-15】 
 

II. 結構分析 
A. 經文背景橫跨三個異邦帝國和四位猶大君王 

 
猶大君王猶大君王猶大君王猶大君王    異邦帝國異邦帝國異邦帝國異邦帝國    

賽二至賽二至賽二至賽二至五五五五    烏西雅 

亞述 
賽六賽六賽六賽六    約坦 
賽七至十四賽七至十四賽七至十四賽七至十四    亞哈斯 
賽十四至卅九賽十四至卅九賽十四至卅九賽十四至卅九    希西家 
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    

 
巴比倫 

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    瑪代波斯 
 

B. 以賽亞書分段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地域焦點地域焦點地域焦點地域焦點    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    
賽一賽一賽一賽一    全書引言   
賽二至十二賽二至十二賽二至十二賽二至十二    以敘戰爭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第一個危機 
賽十三至廿七賽十三至廿七賽十三至廿七賽十三至廿七    針對外邦 外邦國家 以色列覆亡對列邦的震憾 
賽廿八至卅九賽廿八至卅九賽廿八至卅九賽廿八至卅九    耶京脫險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第二個危機 
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賽四十至五十五    被擄回歸 外邦國家 古列興起，是禍？是福？ 
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賽五十六至六十六    重建復興 耶路撒冷 外邦與選民一同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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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書日期、作者 
A. 本書的作者和寫作日期是舊約學者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過去兩個世

紀「基要派」信徒以本書作者的觀點作為判斷信仰純正的準繩 
B. 他們主要是對預言的爭論而不是對文本的爭論；今天我們應該以比較

客觀的態度理解﹕「問題不是上帝能否預言、而是上帝有否預言」 
C. 教會傳統認為本書作者是公元前第八世紀猶大的先知、亞摩斯的兒子

以賽亞；他在烏西雅王崩那年被呼召作先知，之前他是烏西雅的史官 
D. 就其時代背景來看，本書歷時約二百多年﹕公元前第八世紀（烏西雅

王在位）至公元前第六世紀（波斯王古列下詔讓以色列人回歸） 
E. 今天福音派學者對作者的問題也持有不同的立場，還未有一致的定論 
F. 主要的理論包括﹕ 

 

一位作者一位作者一位作者一位作者    二位作者二位作者二位作者二位作者    三位作者三位作者三位作者三位作者    
第一以賽亞第一以賽亞第一以賽亞第一以賽亞    
（（（（耶路撒冷的先知以賽亞耶路撒冷的先知以賽亞耶路撒冷的先知以賽亞耶路撒冷的先知以賽亞））））    

1 至 66 1 至 39 1 至 39 

第二以賽亞第二以賽亞第二以賽亞第二以賽亞    
（（（（被擄至巴比倫時代中被擄至巴比倫時代中被擄至巴比倫時代中被擄至巴比倫時代中    
的一位神僕的一位神僕的一位神僕的一位神僕））））    

 40 至 66 40 至 55 

第三以賽亞第三以賽亞第三以賽亞第三以賽亞    
（（（（回歸耶路撒冷之時回歸耶路撒冷之時回歸耶路撒冷之時回歸耶路撒冷之時，，，，在瑪在瑪在瑪在瑪
代波斯的人代波斯的人代波斯的人代波斯的人））））    

  56 至 66 

 
G. 「三個以賽亞」不是說有三個名叫以賽亞的人之意思，只是學者用以

指出以賽亞書包括了三段不同的歷史時代和其中信息的不同重點 
 

IV. 以賽亞與耶路撒冷 
A. 賽一1﹕「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B. 從十二支派到南北分裂 

� 耶路撒冷的源頭（撒下五1-10） 
� 王國分裂（王上十一至十二） 
� 約瑟家與猶大家的恩怨（創四十九） 
� 長子名份與君王之裔（代上五1-2） 

 
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穢了父親的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了
約瑟、只是按家譜他不算長子。猶大勝過一切弟兄、君王也是從他而
出．長子的名分卻歸約瑟。    【代上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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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賽亞書中的地理環境 

 
� 南有埃及 
� 北有以色列和亞蘭（即

敘利亞） 
� 西有地中海 
� 東有亞捫、摩押和以東 
� 東面的亞述有沙漠阻

隔，所以必需向北繞道
而行到達地中海岸 

 

 
 

D. 公元前八世紀猶大中興的地理和歷史 
� 烏西雅（亞撒利雅） 王下十五1-7 代下廿六1-23 
� 約坦 王下十五32-38 代下廿七1-9 
� 亞哈斯 王下十六1-20 代下廿八1-27 
� 希西家 王下十八1-12 代下廿九1-三十一21 

〔賽卅六1-卅九8 王下十八1-13-廿21 代下卅二1-33〕 
 

E. 有關以賽亞的其他資料 
� 以賽亞與烏西雅（代下廿六22） 
� 以賽亞與希西家（王下十九-廿；代下三十二32） 
� 希西家與彌迦（耶廿六16-19） 
� 耶利米與古列（拉一1-3，代下三十六21-23）；引用耶利米書而不

是以賽亞書 
� 以賽亞之死（來十一37「被鋸鋸死」，旁經「以賽亞殉道與升天記」） 

 
F. 以賽亞書中的歷史事件 

� 公元前750年，烏西雅年間大地震（賽二12-22；摩一1；亞十四5） 
� 公元前733年，以敘聯軍南侵（賽七1-17；代下廿八5-25；王下十六

5-20） 
� 公元前721年，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賽十三至廿七、廿八1-4；王

下十七；代下三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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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701年，亞述圍攻耶路撒冷（賽三十六至七；王下十八至十
九；代下三十二） 

� 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亡於巴比倫（賽三十九，四十1-2；王下廿
五；耶五十二） 

� 公元前539年，古列下詔回歸重建（賽四十四28，四十五1-7；代下
三十六22-23；拉一1-4） 

 
G. 說不出的沉默 

� 公元前721年，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但以賽亞沒有明顯說出（賽廿
七13至廿八4） 

� 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亡於巴比倫，以賽亞也沒有說出（賽三十九5
至四十2） 

 
V. 功課 

A. 細讀以賽亞書第一章 
B. 以賽亞書第一章的分段是 

� 賽一1 
� 賽一2-4 
� 賽一5-9 
� 賽一10-15 
� 賽一16-20 
� 賽一21-28 
� 賽一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