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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实存主义的社
会里，圣经中很多真理，尤其是
以赛亚书 30:15-18 的信息，似
乎是十分不合时宜的。试问一
个人又怎能透过宁静和信靠去
得到能力的呢？这些观念对现
代社会人仕是十分怪异的。

本文尝试基于以赛亚书 30:
15-18 的信息去探讨“能力之
源”，简述如下三点：
一. 实存主义生活方式的问题

实存主义可谓充斥着今日
社会的气氛，究竟“实存主义”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理念或理
论主张一个观念的价值是在乎
它对人类有否实际用途。从这
理论导致人往往以实用的结果
和价值去衡量每一件事物，换言
之，唯独实用的事物才是有价值
的。从这个标准和观念去衡量
人生的价值，就引致今世的人每
以入息高为荣，所谓“笑贫不笑
娼”就是今日时代的写照。记得
1979 年暑假回到香港结婚时，
遇到不少旧日在大学时代的书
友，他们一碰面就大谈入息问
题。似乎入息高就是成功，就表
示自己有价值。当时我在暗忖，
若果真如此，我将来毕业后作传
道人入息不会高，岂不是没有价
值吗？但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
只有在神里面，人才能得到最大
的价值。

在这种实存主义的价值观
下，人就不断地去劳动，去忙，
去搏斗，以为越劳动就越有价
值，越忙就越代表自己有用。故
此，人类就没有半点安静的时
间，整个社会都在忙，并没有时
间去思想“到底为什么忙”？于
是不少人患上精神分裂症，而香
港有很多市民患上轻微的精神
分裂症，曾有新闻报导在香港有
一位精神错乱的人持刀杀幼童
事件，死伤三，四十人，这是忙
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就算比较温和的影响，实
存主义教人注重职业，衔头身
价，入息等，这些追求成为时
尚的风俗，每个人都向这目标
努力。结果，“忙碌”就成为可
羡慕的字汇，致使多数人都看
轻宁静和止息，事实上，很多
人甚至对独处感到不安，也不
习惯单独与神同在。

这种强调实用的风气对信

仰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越实际
就越有价值，没有事情是不需要
努力而达成的，故此，每一位信
徒都忙这忙那，而竟忽略了在神
面前安静信靠的重要。不少信
徒成为“马大”，“为许多事思虑
烦扰”（路 10:41）而忘记了一件
不可少的事，就是安静在主耶稣
的脚前等候，好像马利亚一样。

人类的共同弱点就是自己
不断地忙乱和烦扰，而却忽略了
寂静地信靠神。在希西家王的
时候，犹太人都是一样为自己的
国家犹大而心里思虑烦扰。由
于备受列国的攻击，犹大向亚述
求助，但惟恐会被亚述所操纵，
故犹大又向埃及求援助。犹太
人以为埃及可以救他们脱离亚
述的束搏，但他们却忘记倚靠神
的救拔。故此，以赛亚书 30:
15-18 是神吩咐犹太人归向神，
不要相信埃及。照样，今天神向
我们呼吁，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
努力，而应归向神单倚靠祂。

二. 在神里安息的邀请
当时的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没

有先寻求神而只是恳求埃及的援
助（赛30:1-5），故此，神借着先知
以赛亚指责他们说：“主耶和华以
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
安稳…”（赛30:15）

换言之，神的意思就是：
“你们相信埃及人可以解救你
们，但是你们的信是枉然的。又
有神掌管一切事物，而祂会来审
判你们。因为你们的得拯救是
在乎归回和安息。”得解救的媒
介是归回和安息；归回即回转到
神那里，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
从自我选择的路之改变；安息即
从自以为是的信靠中静止下来。

以赛亚所用的词句与犹太
人的真正行径成了一个很强烈
的对比。犹太人正忙碌地派遣
差役和满载礼物的马车队，去讨
好埃及人的欢心。他们很活跃，
忙乱地作事为的是去挽救自
己。可惜，这并不是得解救之
法。原来得救是在乎安息，即是
停止人的活动而在依靠神的恩
惠上安息。

得救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包
括得胜罪恶的胜利，它包涵能力
去作神的儿女。犹大需要这份
能力，真正的能力去抗衡仇人，

但是那份能力要在寂静中找
到，即是放下个人忙乱的关顾
和疯狂的渴求，反而在内心中
存着信赖耶和华的心，即否定
所有自我的本领，全心归附上
帝。（诗46:10；29:10-11；28:7）

在笔者个人牧会的经历中
也多次体验以赛亚先知在这段
经文的信息。尤其在几年前，因
教会同工离职的事，牵起了很多
谣言，多是针对我对同工处理不
当。当时我也多次俯心自问，又
试图向有关人事道歉，但是似乎
谣言还是接踵而来，不少的中伤
诬告，会议中的指责，暗地毁谤
批评。那段日子多次以泪洗脸，
苦不堪言，真有如主耶稣钉十架
般。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托着
我，又得师母的同心支持。有一
次差不多支持不下去，本想与搅
事的人对擂，亦想找出事实真相
与毁谤的人对质。但是想到圣
经的教训，神说：“伸怨在我，我
必报应。”（罗 12:19）我们夫妇
俩就以信心祷告神，求神自己施
行祂的公义和怜悯。想不到这
个祷告改变了整件事情，成为我
们的解救。我们也切实经历了
神借以赛亚给我们的教训：“你
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故此，这是得救的真正道
路，亦是得力的唯一源头：得
救在乎悔改回归，安息在神里
面；得力在乎寂静和信赖神。
这是神使人能以得解救和得能
力的良方，对那些愿意得能力
的人，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主
意，全心归依神，在等候信靠
中得神的力量。

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这个

并不是人自然的倾向，而犹太人
也如是，他们四处寻找帮助！就
此神借先知向他们哀痛地说：
“你们竟自不肯”！（赛 30:15）这
是人类的悲哀的写照，因为我们
众人都忽略了真正能力之源，而
竟然希望在别处去找能力。

以赛亚在第十六节描写那
些犹太人的态度和行动，而且亦
指出他们错误所带来后果。当
犹太人拒绝了得解救的真正途
径，他们自己找出路，他们会向
埃及人求助，获得大量骏马，以
为拥有这批骏马就可以逃避敌
人的追赶。

三. 不信的后果
在古代马是象征着有恃无

恐，是骄横的象征（诗20:7）。
犹太人骑在快马上，但是他

们的敌人也骑着快马，故此，他
们并没有可能逃避仇敌。

犹太人的问题也包括他
们相信人数众多，希望以众敌
寡。他们以为可以从埃及找
来很多军队，就能战胜亚述的
铁骑。不过，这也是没有希望
的幻梦而已。神在第 17 节说：
“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五
人叱喝，你们都必逃跑…”一
个人的恐吓就赶走了一千个
犹太人，五个敌人就把所有犹
太人吓走了！这是神的刑罚，
神定意要处罚叛逆的儿女，所
以 无 人 可 以 逃 避 神 的 刑 罚 。
原来，第十七节所提到神的刑
罚，是神从前应许以色列人的
话之反面，在出埃及进迦南的
历史里，神应许以色列人祂必
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去赶散
仇敌。（利 26:8；申 32:30）

叛逆的儿女要孤独地站立，

神说：“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
旗杆，冈上的大旗。”（赛 30:17
下）这种情景正好描写那些犹太
人，他们将信心放在埃及人身
上，人的帮助只会带来孤单和失
败。在圣经中，“埃及”有时用作
世俗社会的代表。信徒切不要信
靠这世界，从世界中寻找帮助，
反之，我们应单信靠神和寻求祂
的帮助。

无疑，神是审判之主，但
是祂也是满有怜悯的神，第十
八节指出神的恩慈：“耶和华
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
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
和 华 是 公 平 的 神 ，凡 等 候 祂
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的神拥
有怜悯和公义；事实上，神的
怜 悯 是 建 基 于 祂 的 公 义 上 。
神在等候要彰显祂的欢悦和
怜悯，我们愿否等候神呢？那
些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必
定在祂里面得解救，得能力。

后来犹太人顺从以赛亚
先知的信息，在希西家王的带
领下回转归向神，在祂里面得
到解救和能力。据以赛亚书
37:36 和列王纪下 19:34-37 的
记载，神使用祂的使者出到亚
述军队的营中杀了十八万五
千人，一时将亚述军兵全然剿
灭！犹太人不费一兵一马获
得胜利！

小结
但愿今日信徒认识能力

之源，让我们安静投靠神，信
赖祂能够带领我们的人生，直
至见祂的面。在平静安稳中
得到神的加力，这是灵命活泼
和满有能力的秘诀！

来源：金灯台

圣经中有四分之一的
篇 幅 属 预 言 部 份 ，每 30
节中便有一节是有关末
世预言，单在新约中有关
主再来的预言便有 318 次
之 多 。 整 本 圣 经 共 有
31124 节 经 文 ，旧 约 有
23210 节 其 中 6641 节 涉
及 预 言 部 份 ，即 28,5% ；
新 约 有 7914 节 ，其 中
1711 节关於预言，即 21,
5% ；旧新两约预言经文
合 公 8352 节 ，即 27% 之
多。

圣经共 66 卷，除了旧
约的路得记与雅歌，新约
的腓利门书及约翰叁书
外，全都与预言有关。尤
其有关末世预言密度最
多的书卷有五：1. 西 番
雅书 89%，2. 俄巴底亚书
81%，3. 那鸿书 74%，4.
以西结书 65%，5. 启示录
63% 。

由於旧新两约预言经
文最丰的首三本分别如
下 ：以 西 结 书 (921 节) =
65%，耶利米书 (812 节)=
60%，以赛亚书 (754 节)=
59% ；启 示 录 (278 节) =
63% ，希 伯 来 书 (45%) 与
彼得后书(41%) ，都列 入
重要的预言经卷。

( 一 ) 为 什 么 圣 经 预
言佔据如此重要篇幅呢？

答案很清楚，因为圣
经预言是基础真理的重
要部份。圣经之基础神
学 共 分 九 大 范 畴 ：1. 圣
经 论, 2. 神 论 ，3. 基 督
论 ，4. 圣 灵 论 ，5. 教 会
论，6. 人论，7. 救恩论，
8. 天 使 论 ，9. 末 世 论 。
而圣经之预言是救恩论
的 部 份 ，因 为 救 恩 是 从
太 初 神 所 预 知 和 预 定
的 ，早 已 在 旧 约 和 新 约
预言中的核心思想。教

会 论 和 人 论 ，尤 其 末 世
论 ，更 是 圣 经 救 恩 论 的
重 要 部 份 ，其 实 基 础 神
学的九大范畴彼此息息
相关，互相说明。

此外，圣经预言又是
圣 经 历 史 的 主 要 关 键 。
圣经历史可分为两大类：
(1) 过去历史, (2) 预言部
份。而“过去历史”又可
分为六个时期：由创世至
堕落；由堕落至洪水；由
洪水至亚伯拉罕；由亚伯
拉罕至耶稣基督；由耶稣
基督至教会诞生；由教会
诞生至教会被提。接着
便进入“预言部份”：由教
会被提至耶稣降临；由耶
稣降临至千禧年国度；由
千禧年国度至白色大宝
座的审判；由白色大宝座
的审判至旧天旧地过去；
由 新 天 新 地 至 永 恒 国
度。如此分法研究圣经，
就更容易明白。

( 二 ) 为 什 么 圣 经 预
言如此重要？

因为预言启示神的本
性，彰显神独有的主权。
比 方 赛 41：21-24 记 载 ，
神以独特的权柄挑战假
神的虚无，假如他们是真
神，就会说明“将来要发
生的事”，言下之意，只有
真神才能作到。神独有
的主权“能知未来”，因为
连天使也不知道未来的

事，但以理书 2；6 节记载
两位天使彼此对问有关
将来的事。彼前 1：12 也
告诉我们，不但天使不知
道将来的事，连有关救恩
的 奥 秘 天 使 也 不 明 白 。
总而言之，圣经预言的存
在使基督信仰驾凌所有
的宗教，因为基督信仰是
“启示的宗教”，不是“人
为的宗教”。宗教研究者
虽不一定接受基督信仰，
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然
而亦异口同声承认基督
信仰是与众不同的。

(三 )圣经末世论之重
要 性 更 推 助 长 信 徒 过 着
敬虔的圣经生活：

圣 经 预 言 专 家 Dr.J.
O. Pentacost 每次说到圣
经预言的应验性时，总是
劝告信徒不但要过着圣
洁的生活，更当以服事神
与服事人为生活的最高
目标，并殷勤儆醒等候主
的再来。不但信心得着
坚固，盼望得着挑旺，更
能真诚爱主爱人，而忠心
将自己摆上，更热切传福
音救灵魂。

( 四 ) 如 果 忽 略 读 圣
经 预 言 ，究 竟 有 什 么 后
果呢？

答 案 也 很 清 楚: 第
一，忽略了圣经四分之一
的内容，使研究圣经不能
得着全部的信息和祝福；

第 二 ，传 福 音 缺 乏 迫 切
感，落入得过且过和因循
怠惰的习惯；第三，导致
忽略儆醒、预备、等候主
的再来，失去追求和上进
灵性的渴慕；第四，不能
明白神对人类历史进程
的救恩计划，糊糊涂涂度
过短暂的人生；第五，不
能明白神统管世界的心
意和目的；第六，不能明
白神对救赎历史的目的
和结局；第七，不明白神
在永恒国度中所要成就
的荣耀，致使我们失去永
恒的盼望，不知所措的活
在今生。

主 耶 稣 临 别 门 徒 时
曾说：“我将这些事告诉
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
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
有 苦 难 ，但 你 们 可 以 放
心 ，我 已 经 得 胜 了 世
界。”( 约 16：33) 这些事
就 是 指“ 将 来 必 成 的
事”，也就是圣经所说的
预言。

圣 经 提 及 世 上 多 有
苦难，苦难与人生结了不
解之缘，我们怎样避都避
不过苦难，但信心与勇敢
是面对苦难的要素，神亦
给人足够的恩典、勇气和
力 量 应 付 各 样 的 苦 难 。
使徒保罗说:“进入神的
国 必 须 经 历 许 多 艰 难 ”
(徒 14：22)。

圣经预告，在主再来
的地上建立国度前，世上
将经历空前的大灾难，是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过的大灾难 (太 24：
21)，正是“冠冕之前必有
十 架 ” (cross before
crown)。 主 再 来 前 的 预
兆已经很清楚地展示在
我们面前：

第 一 ，假 基 督 必 横
行-----异端到处传播，
深入教会及民间各处；第
二，打仗和打仗，从风声
到暴行，热战冷战遍及各
地；第 三 ，饥 荒 、病 毒 和
瘟疫必定四处发生；经济
萧条，生活艰难，因饥饿
横死遍野；第四，到处必
有地震，越来越频繁，越
来越大，威脅全人类的生
计与安全；第五，宗教迫
害信徒间也彼此对敌，人
与人失去爱心，仇恨从神
的家起首；第六，敌基督
出现，迷惑所有的人背道
叛逆，越来越凶，使人无
法 抵 抗 ；第 七 ，气 候 变
迁 ，冷 热 无 常 ，海 水 上
升，泛滥成灾，人人无处
可逃，何从何去，不知所
措。

当 我 们 看 见 这 些 事
情的时候，就知道主来的
日子近了，就在目前，让
我们儆醒等候祂的再来
吧！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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