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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孔子那種「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觀，塑造了中國人兩千年來的

現實主義─只顧眼前，不顧永恆。因此，中國人普遍對於死後之事似乎無

暇考慮，直到死亡臨頭，才開始感到茫然。所以中國知識份子雖然在順境

時持守儒家教訓，但是到了亂世或遭遇不幸，卻又紛紛遁入佛教或道家。 

基督教的人生觀，卻因為認識生命的永恆性，所以對於眼前的患難能

夠有正確的透視。基督徒既非貪生怕死，抑非醉生夢死，而是惜生，但不

畏死。因為我們知道死後有審判，也有復活的永生盼望，所以我們能夠珍

惜此生，願意為主而活。 

所以，先知以賽亞在 26:1-6 的讚美詩之後，就再度將眼光拉回到現實

生活的苦難之中。基督徒並不是以鴕鳥政策來逃避現實，而是在苦難中，

以信心學習恆久的忍耐，並堅持到底。 
 

I. 在危難中義人與惡人的區別(26:7-15) 

1. 義人在患難中學習公義(26:7-9) 

 聖經中的「等候」，不是在焦慮中茫然地等待不可知的結局，

而是在信心中期待神施行拯救。所以「等候」與「仰望」往

往是一體的兩面。 
 

2. 惡人卻頑梗地仍不學習公義(26:10-11) 

 惡人在蒙恩惠時、在正直的社會中，或當神舉手賜下祝福時，

都頑梗不肯學習公義。只有在神為祂的百姓而嚴厲審判選民

的仇敵時，惡人才感到抱愧蒙羞。 
 

3. 義人專心仰賴神(26:12-13) 
 

 

4. 惡人卻將全然消滅(26:14) 
 
 

5. 將來神的國度會擴張(26:15) 

II. 在危難中的盼望(26:16-18) 

1. 義人在急難中尋求神(26:16) 
 
 

2. 義人在無助時只能仰望主(26:17-18) 

 人的努力與掙扎，既不能自救，也毫無結果，正如難產的婦

人一樣(賽 13:8; 21:3; 37:3; 42:14)。然而當人因覺悟自己的軟

弱，而轉向、信靠神時，就會經歷神的大能。 
 

3. 復活的盼望(26:19) 

 這是舊約聖經中，除了但以理書 12:2 之外，最明確提到肉

體復活的經文。同時，19 節與 14 節是個鮮明的對比。 
 

III. 在危難中等候神(26:20-21) 

 聖徒們既對未來有出於信心的盼望，就能在現實的危難中，堅

定地持守著信仰(彼前 1:13)。 
 

 這經文是以出埃及記逾越節為背景的─當神以威嚴來刑罰世人

時，信徒只有隱藏在以羔羊之血所塗抹的屋內，耐心等候神的

憤怒過去。 

 

 

 

 

 

 

 

討論問題： 
1. 你覺得自己在等候神與仰望神的功課上，有何學習與心得？請分享。 
2. 你曾否在經過徒勞無功的努力掙扎後，感到全然無助，然後才轉向神，

最後卻經歷到神的幫助？請分享。 
3. 「信徒將從死裡復活」，對你而言，這將會對你處在何種境遇下，可能

發生重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