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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人神關係的恢復與維持 

前言 

上面所讀的第一處經文(路加四 16-21)，是主耶穌開始服事的時候，進到一處

猶太會堂所頌讀。它源自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1-3 節。耶穌在會堂頌讀這一段經

文，是對自己彌賽亞使命的宣任。更震撼的是，耶穌對會眾說：「今天這經應驗

在你們耳中了。」。這等於宣告，以賽亞書中對禧年的盼望因為耶穌的降臨已經

來到。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內容是， 神的僕人耶穌基督，如何成就 神禧年的應

許，恢復並維持了  神與百姓的關係。 

壹、神人關係的恢復 

一、以賽亞先知受命指責、預告 

以賽亞書記載南國先知以賽亞的服事。以賽亞的服事經歷了四個王朝；也就是

烏西雅、約坦、雅哈斯及希西家，時間約在 740-686 BC 之間。聖經中先知的主

要的工作不是發預言，未卜先知，而是要成為上帝的代言人，把他在上帝面前

所領受的話說出來教導神的百姓。就如以賽亞書六章 1-8 節紀載，以賽亞被帶

到聖潔、榮耀的上帝面前。神以憐憫的心，除去他的罪惡，並且命他向以色列

百姓傳講信息。 

在聖經研究的學術界中，一般認為以賽亞書可以分成兩個或三個單元。第

一個單元包括 1-39 章，主要談到被擄以前的信息，第二單元是在以賽亞書第 40

章以後的材料，反映了被擄期間的思想，及所領受的啟示。猶太人經過亡國、

被擄，歸回後有三個覺醒: 第一，他們的神是獨一無二的上帝；第二，上帝的

律法(妥拉)有無上的權威；第三，將來必有一個由彌賽亞掌權的黃金時代。來

到新約時代，彌賽亞由一個「受膏者」的普通名詞，成為專有名詞；專指「耶

穌基督」。基督徒相信，耶穌是以色列歷史中那位蒙應許的彌賽亞。 

二、百姓崇拜偶像的罪 

以賽亞書要傳達的第一個主題就是，神的百姓崇拜偶像的罪。不信靠全能的真

神，卻依靠世上的人、事、物，把這些看作與神同等就是崇拜偶像。因此神責

備當時的百姓是，「作惡犯罪的國家，邪惡敗壞的人民」。例如，當時的南國猶

大為抵抗北方以色列與敘利亞的聯軍，就與巴比倫聯盟。隨後，為了抵抗巴比

倫的入侵，又與埃及聯盟。當時的西亞各國，各有各的神明，這些偶像操控、

駕馭著百姓的生活。所以，當以色列百姓與他國的聯盟，在出征前的祭拜儀式

中，耶和華上帝常常與其他的神明並列受拜，這樣的舉動誠然違反了十戒的誡

命。因為我們的主是忌邪的神，因此，「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埃及記 20:3）。上帝就藉由以賽亞先知質問以色列民說，「那聖者說：你們將誰

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 (參考四十:25-26)。 

色列民的心理剛硬、靈裡盲目、行為悖逆，顯示出他們是瞎眼的。這是否

也預告他們的王西底家離開耶路撒冷時的情景；眼睛被挖出，在黑暗中被擄到

巴比倫。586 BC 猶大王國滅亡，如以賽亞的預言，猶大國的百姓隨後被擄到巴

比倫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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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在被擄後，他們失去了土地、失去的自由、失去的田產！猶太人

亡國被擄的悲慘，忠實的表現在詩篇中(例，詩篇 137:1-6)。猶太詩人訴說了他

們被擄到巴比倫時的心情。這首詩歌中充分顯露，被擄的以色列百姓在巴比倫

的悲苦與思念耶路撒冷的思鄉之情。 

三、禧年的預告 

然而，責備與審判不是  神最後目的，審判後  神必定復興祂的子民。以

色列的復興，需藉由神的僕人的出現來實現。有關這位僕人的預言，一般稱為

僕人之歌，記載在以賽亞書的 42、49、50 及 52 章。路加四章 16-21 節的經文，

有學者稱為新的僕人之歌，或稱為第五首的僕人之歌。經文介紹這位神的受膏

者-彌賽亞的身分及使命。這位耶和華的僕人將代替以色列人受盡痛苦，使雅各

歸向  神的懷抱。祂也要開萬國的眼睛；使瞎眼的能看見，被囚的出監牢，為

萬國帶來希望。祂要擔當百姓的罪，使許多人因祂而稱為義。讓萬民看到神的

榮耀。 

上帝的僕人受膏者-彌賽亞宣告，這是一個禧年。所謂的禧年就是一個得救

的年，是一個重新歸回上帝的年。利未記中提到，每六年後的第七年就是安息

年，第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就稱為禧年。每到第“五十年”；就是禧年。當年

不能有撒種和收割，而所有土地都要歸還其原來的擁有者，當奴隸的也可以獲

得自由，被釋放回家。以色列的法律中彰顯出神的慈愛。神對以色列百姓的關

愛，通過與其盟約與律法的制訂得到彰顯。 

神為讓以色列百姓能夠平等自由地生活，頒佈了除去貧富差距的律法。只

有在經濟分配公平公義的基礎上，才能確立社會真正的正義。通過這樣的律法

也讓我們認識到大地是上帝所造，自己不過是神的管家，要好好珍惜地使用。

很可惜，這樣的理想，綜觀歷史，在現實中還沒實現。 

因此，對於禧年的盼望與憧憬，成了福音的重要主題。以前曾經敗壞、毀

損的，如今可以重新修建。關鍵的詞語是「代替」。以前是敗壞的，現在用美好

來代替；以前是什麼收成都沒有的，現在用加倍的收成來「代替」；以前是荒涼

的，現在用豐富來「代替」。「代替」一詞的出現，顯示出福音的本質，就是把

不好的，用好的來取代。這樣的取代就發生在耶和華的恩年，也就是禧年。 

因為沒有土地就沒有收成，沒有田產也就沒有生計了。因此，對以色列民

這種取代的領受是非常具體而真實的。難怪當禧年來到，耶和華的救恩降臨之

時，百姓要讚美道，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神快樂。因祂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

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婦佩戴妝飾。田地怎樣使百

穀發芽，園子怎樣使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民中

發出。(以賽亞六十一:10-11) 

這段經文以詩歌的方式頌讚耶和華上帝的救恩。以色列民憧憬看見主耶和華以

拯救衣、以公義袍給百姓穿上。不只是神的百姓得恩典，接下去的經文也提到

萬國也得恩典。禧年的到來給人帶來一種永恆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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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彌賽亞降臨 

約在七百年後，一位在伯利恆誕生的嬰孩耶穌，實現了以賽亞先知的預言。當

耶穌生下來不久，被帶到聖殿要獻給  主的時候，一位受人尊敬的長者西面預

言這個嬰孩「是你(上主)為萬民所預備的：他要成為啟示外邦的亮光，成為你

子民以色列的榮耀。」(路二 32)。 

耶穌出來服事後不久，有一天回到拿撒勒；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

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舊約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

他，耶穌就打開，找到一處寫着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

人的禧年。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

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上帝的僕人奉上帝的差遣，用聖靈膏抹他，要他傳講美好的消息。這個段

落充滿了美好的消息。膏抹是舊約時期，上帝揀選君王、先知及祭司時，所做

的一個動作，被膏抹的人代表被上帝揀選、託付要來完成一個特殊的使命。受

膏抹的同時，上帝將祂的靈賜予這個人，使他有能力來完成授託付的工作。 

來到教會時期，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經歷了上主藉由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所成就的救贖恩典，這比先知以賽亞時代更加具體而明確。新約時代看

到耶穌基督，這一位「代罪的羔羊」，以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來成就上帝的公義

與慈愛。對我們而言，我們在浸禮與聖餐中也經歷了心靈的更新。最重要的是

回到一個救恩的基本原則；就是這裡所講的「代替」。主耶穌基督將我們的罪，

用祂的血洗淨，用祂的公義來代替，使我們恢復與神的關係，這不就是先知以

賽亞在這裡所強調的代替與恢復嗎？ 

貳、人神關係的維持 

一、聖靈保惠師是關係的守望者 

上帝設立守望者使百姓不走離上帝。上帝以耶穌基督為代罪的羔羊，代替百姓

的罪，恢復神與百姓的關係以後，又為祂的百姓設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分；

那就是一位「守望者」，為「耶路撒冷」；聖潔的國度，而守望。這位守望者要

經常提醒，常常呼喚神的百姓，讓百姓不至於遠離上帝。下面的經文說，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

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以賽亞書六十二:6-7) 

守望者對每一位百姓而言，的確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關係取代了、恢復

了，但是關係的更新也必須經常保持。若是關係有疏遠、鬆懈的時候，這個關

係也必須繼續更新，進一步的歸回，這就是守望者重要的職責。 

上帝設立先知成為人民的守望者，是因為上帝愛人，不願意看見人因在罪

中而死亡，希望罪人改過自新而活下來。先知一再提醒以色列人在苦難中要回

頭，改過自新，回歸上主的道路。先知以賽亞要以色列百姓記住，他們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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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神聖的子民」、「上主所救贖的子民」，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喜愛的城」，「上帝

不遺棄的城」。 

對五旬節之後的所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守望者是誰呢？當然就是在我

們心中的聖靈。舊約先知約珥展望，有一天上帝要將祂的靈澆灌所有的人。「以

後，我要把我的靈傾注給每一個人：你們的兒女將宣告我的信息；你們的老年

人要做奇異的夢；你們的年輕人要看見異象。那時，我甚至要把我的靈傾注給

奴僕和使女(約珥二 28-29)」。 

在舊約中，上帝的同在使以色列民有別於其他民族；在新約中，聖靈的同

在也成為基督信仰群體的記號。這一位聖靈上帝，經常來到我們心中提醒、教

導、責備，使我們在信仰的旅途路上，經常修正、歸回拯救我們的主耶穌；帶

來關係的更新。神學教授 T.W.Mansn 對十字架的恩典有個比喻說，十字架好比

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地登陸，登陸成功，勝利在望，但是盟軍仍然需要打進柏

林，使德國完全投降，才算是克竟全功。 

二、教會作為信仰群體的見證 

著名的基督教倫理學者侯活士認為，教會不但要「說出所信」，也要「活出所

信」。換句話，就是以行動落實生活來呈現所信。我來分享一個台灣後山的故

事。很多人聽過台東關山非常有名的「親水公園」，還有聞名的「關山香米」，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來自瑞士「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所創辦的

「關山療養院」。這群修女們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跟著瑞士白冷會的神父們一

同來到台灣，最早來的四位，分別來自瑞士與奧地利。 

  這些修女們都學有專長，特別是醫療服務上。一開始，她們在台東海岸線

的新港(成功)、大武鄉的尚武村、達仁鄉的森永村，以及關山鎮設立了診所，

服務當地的居民。她們買了一間簡陋的日式木造房子，她們親自整修、粉刷，

然後開始服務關山地區的病人。經過兩年後，她們發現有很多病人需要住院治

療，所以決定將小診所拆除，改成鋼筋水泥建造的兩層樓小醫院；有二十張病

床可收容病人。醫院規模雖然很小，但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但有 X

光室，也有檢驗室，還從瑞士和歐洲各地徵求醫生，以「志工」的方式來協

助。從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五年，都不曾有醫生短缺過。 

這樣的醫療服事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三年馬偕醫院決定在台東

建立分院，新的醫師法也要求，在台灣任何人要行醫，需要有醫師執照。在這

個規定下，從瑞士和歐洲各地徵求來的醫生，無法再到台灣來從事醫療服務。

但是這群「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認為，他們對  上帝所許的願不能

改變，所以一九八五年後，把醫院逐步改成今天的「天主教關山療養院」，堅持

照顧貧窮的植物人病患。他們所表現的愛心，有一年還成為台北醫學大學「醫

療典範」課程的實習場域與內容。 

就像是侯活士所說，聖經上紀載的教會是一跨時代的建制。主要是一個群

體，與他們的上帝，一同踏上旅程的故事。「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修女們，

不只用說故事的方式表達信仰，也親身參與在故事中來表達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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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從以賽亞先知在這些經文中所提的重點，其實深深反應我們今天的屬靈生活和

信仰的落實。我們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恢復了與上帝的關係。著

名的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 Thomas Goodwin 就說過: 在上帝眼中只有兩種人，一

個是由亞當-「首先的亞當」而來、代表所有的罪人，一個是由耶穌基督-「末

後的亞當」而來、代表所有蒙恩的罪人。「末後的亞當」已經取代了「首先的亞

當」，這一個的取代，就是福音的本質。在耶穌基督裡，人與神的關係被改變。

我們本來與神隔絕，現在與神恢復和好，這個取代，也是信徒生命的更新。 

聖靈成為我們的守望者。他聖靈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

判，自己責備自己。這一位上帝的靈－聖靈，在我們心中經常提醒、經常教

導、經常責備，使我們走在這條信仰的路上的時候，經常修正、歸回這位拯救

者耶穌基督，帶來關係的更新。  

教會是耶穌的身體。耶穌將這個恢復與維持與神關係的責任交付給教會。

誠願我們的教會在生活中，以行動落實信仰來呈現所信。使我們在傳福音時，

不只用說故事的方式表達信仰，也親身參與在故事中來表達信仰。我們既然領

受這樣的一個奇妙恩典，求主引領，在聖靈保惠師的提醒之中，使我們不偏行

己路。讓這一條基督信仰的恩典之路，越走越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