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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對列國之首的巴比倫宣告默示之後，賽 14:28 開始的默示，就指向

猶大周圍的列國。其中包括非利士(14:29-31)、摩押(15-16 章)、亞蘭與以色

列(17 章)、古實(18 章)、埃及(19-20 章)、推羅(23 章)等國。這所有的默示

的主題指出：列國都不足為恃，唯有掌管歷史的神才是餘民的避難所。 
 

I. 有關非利士的默示(14:28-32) 
1. 有關猶大周圍列國的默示(14:28) 

 以賽亞書中，只有三處的默示也指出明確的時間(6:1; 14:28; 

20:1)。此處的亞哈斯王駕崩之年，應該是公元前 716 年。之

前不久，亞述王撒縵以色也駕崩了。 
 

2. 非利士將自身難保(14:29-31) 
 非利士人係來自於迦斐託(創 10:14)，即地中海之克里特島。

他們在主前十三世紀大批移民至埃及和巴勒斯坦沿海，被稱

為「海上之民」。他們擁有先進的煉鐵技術，曾欺壓以色列

人長達兩百多年，直到大衛將他們制伏。後來羅馬帝國就將

這片土地，以拉丁文稱之為「巴勒斯坦」─即非利士人之地。 
 

 這「折斷的杖」應該是指過世的亞述王，而不是指猶大王亞

哈斯。因為剛繼位的亞述王仍在忙著肅清內部的政敵，而無

暇他顧，非利士人誤以為這是造反的時機。然而正如摩西的

手杖變為蛇，後繼的亞述王將如飛蛇一般地來征討列國了。 
 

 「貧寒人的長子」─即最貧苦無依的人─也可以在神那裡得

到食物與安息；而依靠己力的非利士人，卻必敗亡。 
 

3. 唯有耶和華是避難所(14:32) 
 這「外邦的使者」乃是非利士派來哀悼的使節，他們想慫

恿繼位的希西家王與他們聯盟，來反抗亞述帝國。但先知

的信息很清楚地指出，耶和華既建造了錫安，就必以此作

為餘民的避難所。去與非利士訂立軍事聯盟，絕非良策，。 

II. 有關摩押的默示(15:1-9) 
1. 摩押一夜之間滅亡了(15:1) 

 摩押人係羅得的子孫，因此與以色列人有遠房親戚的關

係。他們住在死海東邊。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

前，路經摩押時，神不許以色列人與摩押人爭戰(申 2:9)。

但是摩押人與以色列人之間，一直有愛恨情仇的微妙關係。 
 

 「亞珥」是摩押邊界上的城(申 2:18)，而「基珥」這個字就

是「城市」之意。因此，這可能泛指摩押的諸城。 
 

2. 摩押各地將哀鴻遍野(15:2-8) 
 本章一連提到 16 個城市的名字，主要是藉以表明，在摩押

遍地─從北到南，都聽到了哀聲(共用了 12 次同義詞)。 
 

 這裡的「我」(5, 9 節)乃是神自己。也就是說，祂一方面藉

著戰爭與飢荒來嚴嚴地管教摩押人，但是祂同時也爲摩押

人的苦難而悲哀。這是先知們共有的心情(哀 2:11)，也是耶

穌爲耶路撒冷哀哭時的心情(路 19:41)。 
 

3. 摩押的管教仍未止歇(15:9) 
 雖然摩押人已經遍體鱗傷，但是神管教的手「仍伸不縮」

(14:26)，這是因為摩押人極其傲慢(16:6)，常常不服管教，

所以神必須繼續嚴嚴地管教他們。 

 

 

 

 

 

 

討論問題： 
1. 在遭遇困難時，我們總是會找關係、拉人情，希望藉此來解決問題。

要學習安息在神裡面來等候神，似乎很難。你自己的經歷呢？請分享。 
2. 基督徒與教會會用很多合乎常情的做法，卻可能過分使用人的力量，

而不是依靠神(例如為教會募款、找工作等等)，你有何感受可以分享？ 
3. 當我們被神管教時，有時我們認為：我既然已經認罪悔改了，神為何

還是不讓我快快脫離困境？你曾有此抱怨嗎？我們要學習什麼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