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基本信息： 

▪ 内容：耶和华至高的主权和他救赎的慈爱，在自己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民中显明

出来，他们注定要受审判，也注定要得救，列国也包括在内。 

▪ 先知：耶路撒冷的以赛亚。 

▪ 先知活动时期：从公元前740年左右至公元前687年（见1:1)。 

▪ 重点：耶和华的圣洁、主权和公义；耶和华的怜悯和救赎的慈爱；以色列在耶

和华对列国和世界的计划中的主要作用；锡安在这些计划中的主要角色；神受

苦的仆人的救赎角色；神为自己的百姓在末后所预备的荣耀的将来。 

 
 

《以赛亚书》概要 

         就许多方面而言，以赛亚书都是圣经以色列故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从时

间顺序来看这卷书并不是第一卷书，但是它居于先知书之首，起着引导我们阅读先知

传统其余书卷的作用。除此之外，这卷书也涵盖了神学的各个层面，它不断地提醒以

色列人耶和华是永活的神，是创造主，祂拥有至高的主权，是审判者，是满有怜悯的

以色列的救赎主。因此，以赛亚书展望以色列将面临的审判，借第二次出埃及从被掳

之地得救，并借着即将到来的君王兼仆人，实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在这

个约中，耶和华的救恩也将临到列国。最后，它描绘了当神与百姓同在的锡安恢复最

终荣耀之时，神在新天新地中对以色列和列国最终的救赎。因此以赛亚书对新约作者

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新约引用或暗指这卷书的次数之多在旧约中超过除诗篇以外

的任何一卷书。 

        这卷书将这一辉煌的全景作为一个精心制作的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基本上由两

个部分组成：1-39章主要与受亚述威胁期间的耶路撒冷有关，但在最后以赛亚预言以

色列将被掳至巴比伦。40-66 章集中在被掳巴比伦接近尾声之时以及之后以色列和耶

路撒冷的将来上，以对新天新地和最终末世锡安的盼望为高潮部分。 

       每一部分结构和节奏：1-5章引出了第一部分关心的主要问题一一耶和华为自己

和列国的缘故呼召犹大和锡安为自己的百姓，但是他们辜负了耶和华，因此他们必受

审判（赛2:1-5期待呼召的实现）。他们的失败表现在三个方面：（1）他们缺少对耶



和华的信靠；(2)他们不断地拜偶像；(3)社会缺少公正。以赛亚蒙召(6章）引出了第一

部分的其他内容。他在异象中见到“以色列的圣者”，接着祂先知得洁净，并受差遣

宣告神对百姓拜偶像的审判，但他们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第一部分余下的

内容被夹在两段叙事中间（7-9章；36-39章），一段叙事在这段内容的开始（亚哈斯

做王时期），一段叙事在结尾部分（希西家做王时期），都发生在以赛亚长期的事工

期间。所述事件均发生在以色列受外敌威胁时期，并且都提到了同样的地方（7:3；

36:2）。这两段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耶和华的信靠：亚哈斯不信靠神，而希西家信

靠神。但是希西家后来在对待从巴比伦来的使者方面表现出对神信靠的不足，因而出

现了这卷书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层结构的大部分是对列国的预言，其中包括以

色列不信靠神，而是喜欢向诸国寻求帮助。 

         第二部分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由两个部分组成。40-55章中，故事

向前发展至被掳巴比伦即将结束之时；40-48章既有安慰，也有冲突，冲突是针对那

些安居在巴比伦无心参与新一轮出埃及的那些人，而49-55章反映出（如今推迟）的

新一轮出埃及将由耶和华的仆人实现，他最终会聚集列国。56-66章反映出以色列持

续的失败（56-59章），但是接下来提到了神为百姓和列国所预备的荣耀的将来(60一

66章）。 

 

阅读以赛亚书的具体建议 

        要想很好地理解以赛亚书，需要对这卷书所反映的历史，以及使这卷书从头至尾

充满活力的神学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1-39 章所反映的历史中，亚述在国际舞台上占主导地位。乌西雅王在耶路撒冷做

王的最后一年（公元前 792-前 740 年，见王下 15:1-7)，以赛亚蒙神呼召，其时，正

是亚述处于衰落的时期，因此，当时犹大和以色列相对而言比较平安。但是，当乌西

雅王驾崩之时， 亚述的系列君王（提革拉比列色三世［前 744 一前 722 年］，撒绶以

色 五世［前 726 一前 722 年］，撒玛根二世［前 721－前 705 年］和西拿基立［前

704 一前 681 年］）在近东世界再次显出了它的强势。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许多

政治阴谋都与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给亚述纳贡与否有关。这些阴谋就是以赛亚书 7-9

章和 36-39 章两段叙事的背景。在这两段叙事中，以赛亚宣告了神对锡安的拯救，但

是他也预言了他们将被掳至巴比伦一事（39:5-7）。 



         围攻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两次被掳至巴比伦是耶利米书和以西结

书的内容。以赛亚书 40-55 章的历史背景为被掳至巴比伦的后期，当时人们已经留意

到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中所预言的信息，被掳的人们在巴比伦已经安顿了下来，开始

了新的生活。以赛亚书这部分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新一轮出埃及的期盼。从他们被掳，

越过旷野，耶和华一路为他们供水，保护他们的平安，到返回锡安，耶和华将重新确

立他名的居所。但是被掳的人却听不进这些安慰的信息——他们不能相信耶和华会使

用波斯王居鲁士来完成他的旨意，因此，第二次出埃及成了更加遥远将来的一部分。 

         以赛亚在神学上的强烈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

者”（这个词在以赛亚书中出现了 30 次，在旧约的其余书卷中只出现了 6 次）；（2)

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圣民”(62：12); (3)锡安（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48:2) 和

“圣山”（1:9；27:13)； （4）神的百姓中包括列邦（外邦人）在内（2:2;52:15)。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一切的核心——以赛亚的异象(6 章），耶和华的公

义和审判（5:19-25)，耶和华作为救赎主（41:14; 43:3-15; 62:12）对以色列的怜悯

和饶恕。因此在以赛亚书中，圣洁一词承载着两个必不可少的特性：（1)耶和华的独

一性——他是万物和列国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他无与伦比，因为没有别的神存在。在

阅读的过程中你无法忽略这个主题，偶像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44:6-20)，当这

个主题以厉声指责偶像“没有生命气息”出现的时候尤其如此。(2)耶和华在道德／伦

理上的绝对圣洁。作为一位圣洁的神，他要求他的百姓圣洁，他们要有他的形象（怜

悯、慈爱、良善、信实），而不是偶像的形象。毕竟，偶像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公义：

没有生命的神祗是没有公义的，敬拜它们的人也会像它们一样。 

        以色列是以赛亚故事的中心，他们已蒙救赎，但却悖逆；他们固执，却蒙神所爱，

借着出埃及和大卫之约，故事反复讲述了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显出了神的仁慈和

怜悯。神必须审判以色列人，但是他不会放弃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耶和华拯救

“余民”的主题成了圣经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救赎的故事以仆人弥赛亚为以色列和列

国而死，将他们救赎出来达到顶点，在耶稣基督和十字架上得以成就。 

        耶和华和百姓之间关系的象征就是他在锡安山上耶路撒冷城中与他们同在。以色

列人正是在这里亵渎了这种关系(1:10-25)，也是在这里，耶和华计划恢复这种关系

(1:26-31)，好让列国和以色列一起在锡安山上敬拜他（2:1-5)。因此，这卷书以被站

污的锡安开始，应许锡安将得以复兴，并以包括外邦人在内的圣城和圣民这种最终的

表达形式结束（65-66 章）。 



        在对圣经故事的非凡讲述中，还有许多别的内容，但是留意这几个主题并且对其

富有感染力的意象和诗歌的韵律保持敏感，这会帮助你捕获这卷书的宏伟气势，并帮

助你理解这卷书在圣经故事中的重要地位。 

 

       总结：以赛亚书在旧约中间的位置，提醒世人耶和华是永活的神，他将按照公义

审判世界，并在怜悯中借着他“受苦的仆人＂弥赛亚拯救他的百姓和列国。因此这卷

书概括了旧约的故事，为新约预备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