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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 言 
 

 從以賽亞書 7-12 章的背景可以看出，當時猶大國在亞述帝國的陰影

下岌岌可危。因此，很自然地，猶大國的君民都想藉著與周圍的列國組成

聯盟來與之對抗。但是在 13-27 章之中，先知提醒他們：神才是全地的主，

祂才是唯一可靠的。相反的，所有的列國都是不足為恃的。 

 13-27 章這一大段又可分為三個分段，13-20 章與 21-23 章各有五個「默

示」，24-27 章則也有五個小段。21 章的默示有點撲朔迷離，不容易確認其

時空背景與對象。然而大部分學者認為有兩個最可能的歷史背景，一個是

主前 722 年巴比倫王米羅達巴拉但(賽 39:1)所領導的叛亂，但是在 710, 702

和 689 年分別有三次巴比倫城被亞述攻陷。另一個時間是主前 539 年新巴

比倫帝國被波斯所滅。然而以賽亞的默示可能是雙重的應驗─現在與將來。 
 

I. 論海旁曠野(巴比倫)的默示(21:1-10) 

1. 先知得到異象(21:1a) 
 「海旁曠野」所指的地方不明確，但是有可能是指兩河流域

下游波斯灣附近的地方，那是米羅達巴拉但的發源地。 
 

2. 有關毀滅的異象(21:1b-2) 
 以攔是位於伊朗東南方的種族，瑪代則是在伊朗西北山區的

部落(現稱庫特族)。在主前 720 年反叛亞述時，他們是巴比

倫的盟友；但在主前 539 年他們卻與波斯聯盟攻破巴比倫。 
 

3. 先知因所見異象而驚惶(21:3-4) 
 先知不會因敵國被毀而幸災樂禍，反而因人們的受苦而哀慟

(如賽 16:11)。 
 

4. 設立守望者(21:5-9) 
 守望者宣告巴比倫的傾覆，代表地上的權勢不足為恃。 

 

5. 先知向餘民宣告異象(21:10) 
 這「被打的禾稼」與「場上的穀」都是指被篩選、揚淨之後

的穀粒，也就是指那些遭打擊卻仍然忠心的「餘民」。 

II. 論度瑪(以東)的默示(21:11-12) 

 「度瑪」的希伯來語意思是「沉默」或「死寂」，但是希臘文譯

本則譯為「以土買」(即以東)。因此，這可能是雙關語，既是

守望者回答以東人(西珥)的話，但又是無言以對的回答。 
 

 「早晨將到，黑暗也來」是指光明一定會來到，然而黑暗也會

接踵而至。這似乎是每個時代的寫照，也是英國作家狄更斯在

《雙城記》中的名言。 
 

 耶穌曾說：「天國正強有力地進入這個世界，然而暴徒仍然想佔

有它。」(太 11:12)。這才是一個對於時代最準確的屬靈透視。 
 

 12b 的口氣是鼓勵性的，意思是：「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知道，就

問！回頭再來！」。這「回頭」與「來」都是命令式的，也是鼓

勵我們作時代的守望者，為神的國和神的義代禱。 
 

III. 論阿拉伯的默示(21:13-17) 

1. 阿拉伯也將遭難(21:13-15) 
 底但和提瑪都在阿拉伯半島，基達則係遊牧的貝多因人，這

些都是以實瑪利的後代 (創 25:13-14)，因此泛指阿拉伯人。

巴比倫曾邀請阿拉伯人加入反抗亞述的聯盟，後來也被亞述

擊潰而逃散。 
 

2. 神的宣告(21:16-17) 
 16 節與賽 16:14 相似，都強調這預言必然應驗，因為這是掌

控歷史的神親自宣告的。 

 
 
 
 
 

討論問題： 
1. 在面對工作上的難處時，我們是否也會拉幫結派地想辦法？我們是否學

會單單依靠、仰望神的功課？ 
2. 神在歷史上常常容許逼迫患難臨到神的兒女，但是卻是為了達到祂「煉

淨」的目的。這對你有何啟發？請分享。 
3. 我們對於時代的是否有屬靈的洞察力？能夠看見神在時代中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