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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概論】  
一、 書名 

本書以作者－ 先知以賽亞為書名， 舊約先知書都是以作者命名。 ' 以賽亞' 的意思是' 耶和華拯救'， 

或' 耶和華是救恩'。 1947 年在死海附近的昆蘭石洞中發現本書希伯來抄本, 完整無缺。 

 

二、 作者  

以賽亞，他是亞摩斯的兒子，有傳統說他父親是猶大王亞瑪謝的兄弟，在國中很有影響力。以賽亞的妻子

也是一位女先知（八：3）。以賽亞在猶大國中作先知，歷經四個王朝：烏西亞，約坦、亞哈斯和希西家， 

前後約六十年。照猶太人的傳說，他在瑪拿西作王時，因反對王之惡行而被塞入一條空的樹幹內被鋸鋸死， 

享年 120 歲。 

 

三、 寫作時地背景 

時間： 一般相信是所羅門晚年覺悟前非後所著， 約於主前 936－930 年間。 

地點： 耶路撒冷。 

背景：約主前 710 年，南國猶大王烏西雅在位年間，因他敬畏神 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神使他亨通，國

勢強盛，聲名遠播（代下二十六：3－ 15）。可惜國內社會情況日趨墮落，不潔不義之事充斥民間，道德

的敗壞與拜虛無偶像正在積蓄神的忿怒。此況在約坦及亞哈斯年間不但沒有改善，更是變本加厲。先知以

賽亞與彌迦向全國多次警戒，君臣百姓卻充耳不聞。北國以色列情況更遭，何西阿及阿摩司是當時北國的

先知，多次向他們發出預言、責備、警告，若不迴轉歸向神必遭敗亡，但因不肯悔改而引至北國先亡於亞

述，南國後亡於巴比倫。又由於當時亞述與亞蘭（即敘利亞）互相爭霸， 其亞述野心勃勃，擴張勢力，

北國面臨亞述的威脅， 遂與亞蘭聯盟抵禦，並邀猶大王亞哈斯結盟，亞哈斯不肯，因此亞蘭與以色列聯

袂攻打猶大。此時以賽亞奉神命安慰， 並以童女懷孕生子之預言為證（七：1－16）。可惜亞哈斯不肯聽

勸，反之求救於亞述，結果成了亞述的附庸國。等到希西家年間，便背叛不肯事奉亞述王（王下十八：

7）， 在亞述王滅了以色列國之後，便再攻打猶大國，雖求助於埃及，但因埃及未及時救援，遂再淪為亞

述附庸國並被罰巨款（王下十八：13－18）。其後亞述王再圍耶路撒冷，向希西家罵陣， 這回希西家才

接受以賽亞的勸告，在神面前悔改祈求，定意不靠埃及而單倚靠神，結果一夜之間亞述十八萬五千人被神

擊殺（三十六，三十七），亞述元氣大傷， 自此猶大得脫亞述之威脅，暫享太平。（讀本書時應參讀王

下 15－20 章，代下 26－32 章，更能明白當時的歷史背景）。 

 

四、主旨 

本書的中心信息，正如先知名字的含義，就是‘耶和華拯救。’耶和華藉著審判和恩典向祂的子民施行拯

救。 

五、 本書重點 

（一）以賽亞書有' 小聖經' 之稱， 它共有六十六章， 而全本聖經剛好也是六十六卷。聖經分新、 舊

兩約與以賽亞分兩大段不謀而合。前段由一至三十九章（ 如同舊約三十九卷） 主題是神的公義； 

後段由四十到六十六章， 共二十七章（ 正如新約二十七卷） 內容是神的安慰。這與整本聖經的

思想內容相符合。更妙的是： 後段的二十七章最中央的一章便是以賽亞五十三章（ 前十三章由 40

－52， 後十三章 54－66， 最中央的一章便是 53）， 這一章預言到主怎樣為我們釘十架， 成就

了神的救恩。舊約說到神對墮落犯罪人公義的審判； 新約講到神慈愛而預備了救恩， 而救恩的中

心就是十字架。再有， 新約最後一卷最後兩章（ 啟二十一至二十二） 論到新天新地， 以賽亞末

了二章（65，66） 也提及新天新地。所以有人說以賽亞書是整部聖經的縮影。 

（二）本書除了四章（36－39） 是散文之外， 其餘都是詩， 辭藻華美、 簡潔， 又多用比喻， 有其獨

特的風格。本書可稱為舊約的福音書， 與新約最為接近， 新約經卷中直接引用本書的話至少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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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之多。本書預言基督的生平最為詳細， 又在論巴比倫王的詩中說出撒但的來歷（ 十四：12

－15）。 

（三）本書中心的信息正如先知的名字的含義， 就是' 耶和華拯救'。神藉先知嚴厲地指責百姓的弊病， 

乃因離棄真神， 轉去拜偶像， 神必按照他的公義審判， 但神也必按他的恩典拯救他們。救恩

（ 或拯救） 在本書用了 26 次（其它先知書隻共用了七次）， 同時也預言將來的彌賽亞國度。所

以本書有「以賽亞福音」之稱，而作者亦有「救贖的先知」及「第五福音使者」之稱，在律法的時

代中，沒有一人能寫恩典如此清楚準確，本書可謂舊約經卷中的福音書，在新約中直接引用本書先

知的話語，至少約有五十八次之多，可知本書所預言的信息，是與新約最為接近，都是出於全知的

神所啟示，該是何等的寶貴。 

（四）本書中心的預言乃有關彌賽亞（基督） 的預言，他對基督的身份、生平、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

再來說得相當詳細清楚：1) 來臨的預告（四十：35）；2) 譜系（十一：1）；3) 誕生（七：14， 

九：6）；4) 名字七：14， 九：6，四十二：1）；5) 被膏/被靈充滿（十一：2， 六十一：1）；

6) 工作（十一：3－4， 三十五：5－6，六十一：1－3）；7) 溫柔（四十二： 1－4）;8) 受死

（ 五十三：1－12）；9) 復活/ 戰勝死亡（ 二十五：8）；10) 高舉（ 五十二：13）；11) 再臨

（ 六十三：1－6， 六十四：1）；12) 作王（ 十一：3－16， 三十二：1， 三十三：17，22）。 

（五）本書的預言一面是警告神的子民，一面又是安慰他們。以賽亞不只被稱為‘救贖的先知，’他也被

稱為‘安慰的先知。’神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賽四十 1。）尤

其是從四十章起，我們可以看見先知一直在那里注重這項工作，他安慰神的子民有下列幾方面： 

(1) 神始終眷顧并記念四散在列國中的百姓。（四十 9～31，四三。） 

(2) 以色列人終必因著神的大能胜過他們的仇敵。（四一 8～16，五一～五二。） 

(3) 彌賽亞終必來到。（四二 1～9，五二 13～五三 12。） 

(4) 聖靈終必降臨。（四四 1～8，三二 15～20。） 

(5) 他們終必從巴比倫回來。（四四～四五。） 

(6) 他們頂大的仇敵，也是代表所有其他仇敵的巴比倫終必傾倒。（四六～四八。） 

(7) 以色列國終必繁榮。（四九 13～26，五四～五五，六十，六二，六五～六六 

（六）以賽亞寫了四首僕人之歌：1) 四十二：1－4；2) 四十九：1－6；3) 五十：4－9）; 4) 五十二：

13－ 五十三：12； 最後一首為各首之高潮和總結。這首描寫基督受苦預言的歌， 在新約都一一

應驗了。尚有一些有關基督得榮耀、 作王的預言， 要等主再來時才應驗， 這些都值得我們留

意、 研讀。 

 

六、 鑰字和鑰節 

鑰字：救恩（拯救）十二：2－3 等（用了約 26 次）；聖者/以色列的聖者一：4 等（用了約 35 次） 

鑰節：七：14； 九：6；五十三：5－6 

 

七、分段 

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三大段。第一段是講到神所以審判并使以色列被擄的理由，結局講到以色列蒙福、

复興。第二段是講到神的干涉和拯救。第三段是講到神的安慰；內分三小段，每小段末了都有厲害的警

告，前兩小段的結語是‘我的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五七 21，）第三小段的結論是惡人的死亡。 

(一) 神的公義－責備和審判（ 一－三十五章） 

(二) 神的拯救－歷史插曲（ 三十六－三十九章） 

(三) 神的安慰－救恩（四十－六十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