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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天 国 留 种 
 

──以赛亚书 6:1-13 

前言、呼召之源 
 

信主二十多年，曾经在多个场合，听到有人引述、讲解或应用这节经文：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以赛亚书 6:8 

 

正是「望文生义」，许多人就引述、讲解或应用这节「好使好用」的圣经，来引证自己如何

蒙受上帝的呼召，或呼吁信徒积极回应上帝的呼召，甚至拿来证明普世福音工作必有某种成

功在望的信念，并鼓励信徒广传福音拓展天国云云。我并不是固意专唱反调，但回到圣经，

就是将这节经文放回它的「脉络」¡¡ 包括上文下理与写作背景之中，它呈现出来的意思和

调子，却是完全另一回事。 

 

努力传福音对吗？当然对！我们应该积极回应上帝的呼召吗？绝对应该！这节经文有鼓舞我

们传福音的用意吗？的确有。只是，它所根据的理由和逻辑，却绝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或演

绎出来那么表面和肤浅。将以赛亚书 6:8 放回圣经之中来正确理解、精确会意，我们就会发

现，圣经鼓励我们努力传福音，是有一个你可能从未想过的根本原因： 

 

为 天 国 留 种 ！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去，细心分析上帝对以赛亚先知的呼召是怎样的，而这种「呼召

模式」又可以给我们甚么重大提醒和启发。简言之，究竟应该是甚么呼召我们？ 

 

一、疑点重重的呼召 
 

首先，让我们先读一读如果要解好以赛亚书 6:8 的话，最「起码」要参考阅细的上下文，即

6:1-13，看看这个「呼召」其实有许多疑点。我尝试将这个呼召经过分为五小段，叙述如下： 

 

第１段、天上的敬拜与上帝在天上的辉煌形像 

 

6:1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2 其

上有撒拉弗【一种天使】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

个翅膀飞翔。3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

地！」4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第２段、面对上帝威荣，先知自愧形秽及得蒙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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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6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

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7 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

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第３段、上帝的呼召及先知的回应，可说是是全章的中心 

 

6: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

里，请差遣我！」 

 

第４段、上帝对祂发出的呼召作出郑重声明（澄清） 

 

6:9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

晓得。』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第５段、先知对这个呼召的疑惑与上帝进一步的解释 

 

6:11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

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12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

多。13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

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这段圣经展现出来的呼召，有四大疑点： 

 

1、一般的先知书，先知蒙召的过程都记载在开始部分，例如第一章，为甚么以赛亚

的蒙召经历，却要到第六章才出现？ 

 

2、上文第一段显出上帝在天上的威荣显赫，但第四段却说到衪的说话，在地上却非

常不受人的尊重。为甚么会有这强烈对比？这对比放在这里，又意味甚么？ 

 

3、看第二段，先知的呼召，又要生又要死，又有火又有炭，这么「激烈」，有甚么

意思呢？为甚么要特别强调「嘴唇不洁」而不是其它的罪？ 

 

4、上帝呼召人去传道，为甚么未传就「打定输数」，事先声明百姓怎么也不会听进

耳去，最终最多只有极少数人得救。这样一片宿命，传来有甚么意思呢？ 

 

原来，我们细看这段关于呼召及传福音的经文，会产生这么多疑点，是因为我们饱受「功利

主义」的荼毒，非常惯性地用「果效」来衡量价值。结果就将「传福音」演绎为「增加信徒

人数」、「发展教会组织」、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拓展上帝国度」。按照这种成功导向与强

势逻辑的想法，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所谓呼召，就简直不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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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作聪明的解释 
 

对于这个看上去，完全不合情不合理的呼召，我见过一个「息事宁人」的解释。很简单，就

是指出以赛亚在此领受的呼召是「非一般」的。既是非一般，言下之意，就是不必介意，更

不可奉为典范啦！【这种一发现有甚么「看不顺眼」的经文，就以「非一般」或「例外」等

理由来将它「消灭」掉的所谓「解经」方式，今天满街都是！】 

 

但对不起，综观圣经，像这种「劳而不获、吃力不讨好、好心着雷劈」的传道际遇或呼召模

式，无论是事先声明或事后发现的，倒是「非」常「一般」的。士师记的以色列史，就一再

记录以色列人怎样重蹈覆辙，「悔而不改」。上帝派去拯救与管教他们的士师，生前，他们

就唯唯诺诺，一死了，就故态复萌： 

 

士 10:6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和亚斯她录，并亚兰的

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事奉他。 

 

士师的命运还好，至少「生前」百姓还肯表面听话，后来的先知的命运就更坏了。耶利米就

历数以色列人怎样顽梗，一直不肯听从上帝派来的先知的训诲劝勉： 

 

耶 32:30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尽以手

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31 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

气和忿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33 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

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 

 

到了新约圣经，主耶稣更为历世历代先知饱受百姓藐视，劳而无功的命运，作了一个非常惨

痛的「总结」： 

 

太 23:3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遣到你这里来

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象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总之，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召模式，在圣经中是非常一般的。只是，要真正明白

圣经，参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召，究竟是甚么意思和如何运作，我们就必须回

到圣经自己的那一套独一无二的「信仰逻辑」。以下，我将逐节解释这段圣经。 

 

三、先知蒙召的「开始」 
 

首先，先知的呼召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的： 

 

6:1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 

 

第一章一节，也曾整体地提到以赛亚历任先知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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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第 6:1 提到以赛亚先知「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6:8 又提到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

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可能是先知第一次得到上帝的默示（指较直接和个人的

启示），但绝不等于他在此之前不会从族人、前辈（他出身于王室家族）、已成文的部分圣

经及以色列人世代相传的历史，以至现实上的所见所闻，以较间接的方式认识上帝的旨意和

同胞的苦罪。其实，「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正意味犹大国势走下坡的开始。乌西雅本来是个

不错的犹大王，在位五十二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代下 26:4），可惜晚节不保：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

坛上烧香。」（代下 26:16）所谓上行下效，国民的信仰光景，就可想而知了。而其时，亚

述亦日益强大，北国以色列，不多久就亡于亚述手下，亚述大军，快必兵临犹大城下。 

 

我们可以相信，先知在第六章的「正式蒙召」前，一定已经以某种形式开始事奉。因为上帝

的默示，绝不会是忽然之间、突如其来地向某个不相干的人「报梦」。以赛亚出身于王室家

族，代下 26:22 说「乌西雅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可

见他一定十分在意和认识国运兴衰的「大势」和原因；再根据他在 6:5 中的敬虔表现，我们

更可以肯定以赛亚自幼就非常认真信仰、痛恨罪恶、忧怀国是。简言之，以赛亚必定是一个

已经预备好领受上帝默示的人，才会有 6:1-13 的呼召的出现。 

 

四、先知被召的情景 
 

6:1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2 其

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3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4 因呼

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先知蒙受呼召的情景，并不是一场「振奋人心的奋兴会」，也不是一个「赚人热泪的宣教士

见证会」，更不是一个「意气高昂的宣教大计分享会」，而是一个发生在天上的圣殿的敬拜

集会。全部的焦点，尽在上帝自己的无上威荣上面，绝不像那些所谓「宣教大会」，充满了

人意、口号、「气氛」、业绩和计划，上帝却敬陪末座。 

 

我们回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启示，在这个在天上无比威严与辉煌的敬拜面前，以赛亚不是情

绪高昂、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地「投入」，像今天人们参加活像开「派对」似的所谓「敬拜

赞美会」那样。此情此景，先知心中泛起的，却是极大的恐惧与颤栗。 

 

五、何谓嘴唇不洁之罪？ 
 

6:5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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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无比威荣面前，先知惊觉的是自己与自己百姓（以色列民）的罪，但不止于此，很

奇怪的是，先知特别强调「嘴唇不洁」的罪。至于下一节，亦特别强调清洗、赦免这个「嘴

唇不洁」的罪： 

 

6:6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7 将炭沾我

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为甚么会要这样特别强调「嘴唇不洁」的罪呢？首先，我们要回看前文一至五章，即是以赛

亚书「总述」的部分，看看以色列人究竟犯了甚么「嘴唇不洁」的罪。综观一至五章，先知

或上帝对以色列人，几乎由头骂到落尾。一开始，就骂他们忘恩负义： 

 

1:2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

们竟悖逆我。3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又骂他们犯罪作恶，背弃上帝： 

 

1:4 嗐！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还骂他们不受管教，屡劝不改： 

 

1:5 你们为甚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6 从脚掌

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

也没有用膏滋润。 

 

更用预言警告他们必会因此受罚，被围城以至于亡国： 

 

1:7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

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8 仅存锡安城，好象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

屋，被围困的城邑。 

 

跟着，再具体指责以色列人的罪行，包括贪婪、残暴、奢侈、骄傲、拜偶像等【从略】： 

 

1:23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

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2:6 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作观兆的，像非

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7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

匹，车辆也无数。8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

的。8 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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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

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15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

贫穷人的脸呢？」 

 

3:16 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脚下

玎珰。17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她们赤露下体。」 

 

5:7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

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8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

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5:11 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留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12 他们在筵

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 

 

这些罪恶固然罪大恶极，但似与「嘴唇」没有太大关系。以赛亚作为罪人，又活在犯罪作恶

的百姓之中，面对上帝的威荣而如此战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他为甚特别强

调「嘴唇不洁」之罪？是一般的污言秽语、花言巧语、咒骂别人么？但是相对上述的罪行而

言，这些并不见得是特别大的罪呀？ 

 

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有某一种「嘴唇之罪」是只有他们会犯的，而且比一切

的罪更加招惹上帝的震怒。奥妙就在以下这节经文： 

 

5:18 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 

 

我们要特别留心「虚假」一词。这里，「虚假之细绳」不是指「虚假」的「绳」，而是以「虚

假」为「绳」来「牵罪孽」和「拉罪恶」。如何的「虚假」会牵引极大的罪并招来严厉的审

判？在一至五章中，我们发现最少两种「虚假」的大罪，且都与「嘴唇」有关。一是在是非

对错上「造假」： 

 

5:20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

的人！21 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能，自看为通达的人！22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

能力调浓酒的人！23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记得，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律例典章，却就靠「一把口」来颠倒黑白、歪曲真理，这就比

未曾直接领受过上帝启示的外邦人罪加一等，更无可恕。而他们颠倒歪曲的极致，竟是连在

宗教信仰上都是一片「造假」： 

 

1:10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

我们神的训诲！11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

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12 你们

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13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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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会，我也不能容忍。14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

便不耐烦。15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

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第十三节提到「虚浮的供物」，「虚浮」一词正与「虚假之细绳」中的「虚假」相同。事实

上，在摩西十诫中，这字就出现过两次： 

 

出 20:7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申 5:20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可见上帝如何憎恨人「造假」。至于所谓「嘴唇不洁」，就是指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厚颜

无耻的「造假」行为。事实上，主耶稣就曾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在宗

教信仰上的「造假」： 

 

赛 29:13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

是领受人的吩咐。 

 

太 15:7 假冒为善的人哪，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 8 这百姓用嘴

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9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对于以色列人「用嘴唇造假」的离谱程度，较后期的以西结先知亦有同感： 

 

结 33:31 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彷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利。 

 

请不要轻看「嘴唇的罪」，魔鬼撒旦与最邪恶的人，都是靠一张嘴来犯下最可憎的罪： 

 

约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

人的父。 

 

大家还要明白，上帝指斥的「宗教造假」，不是指个别信徒或领袖有言行不一的问题。这里

是指大伙儿、全国性、集体化、建制化、系统化、甚至「合理化」的「宗教造假」。就当时

的宗教处境来说，「造假」──大锣大鼓、装模作样的所谓「敬虔」表现绝不是「失误」，

反之被视为「正常」甚至「合理」的。一面不断犯罪作恶，一面又「过时过节」到圣殿循例

献祭赎罪，献完又再去犯罪作恶，对他们来说，丝毫没有矛盾。他们的「逻辑」，就正如黑

社会一边做犯法的事，一边又向理应执法的警方或法官行贿，然后又大摇大摆去做坏事，因

为从某角度看，他们的「罪行」已经一笔勾消了！简言之，圣殿献祭，竟然被犹太人的宗教

领袖，演绎为某种「宗教贿赂行为」，他们的信仰光景，就是堕落到这个样子。记住，就是

在以色列人这样可怕不堪的信仰光景，或至少是先知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必会发生的前提底

下，上帝向以赛亚提出 6:8 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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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帝的哀求与先知的不忍 
 

      6: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明白个中沉痛不堪的背景，我们便「听」得出上帝不是在「大声疾呼」，然后期待「台下」

许多人应声附和，接着就展开一个庞大的「福音遍传」运动。不是这样！事实上，「台下」

仅有先知以赛亚孤伶伶一个人，因为在虚伪粉饰的建制宗教底下，根本就没多少人能够预备

自己去聆听上帝的呼召。 

 

50:2 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 

 

忠心传讲真理的先知与使者早已被杀殆尽、花果飘零；剩下的多是尸位素餐，淡化甚至歪曲

上帝的道来迁就百姓；至于这些百姓，也的确不是善类，去到他们中间传讲真话，徒废唇舌

不在话下，还要赔上性命，白白送死。这样的苦差，还有谁能够和愿意接受呢？所以，上帝

不是在「大声疾呼」，而是在「苦苦哀求」： 

 

      我（还）可以差遣谁呢？谁（还）肯为我们去呢？...... 

 

先知，也不是自告奋勇、豪情慷慨地「应召」，而是看到现实上「人材凋零」，更听到上帝

的心酸寂寞。天上，有天使撒拉弗向上帝高呼赞美，但人间，却静悄无声，没有一把声音回

应上帝的悲情呼唤。情何以堪？......最后，以赛亚心里不忍，便回应说： 

 

      6:8......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言下之意，是叫上帝不要过于失望，因为看看这边，还有「我」嘛！可是，对于以赛亚的回

应，上帝似乎并不特别高兴，倒担心先知是否「听错」，未有充分领会这个呼召的目的与结

果。于是，祂非常郑重地澄清这个呼召的「工作性质」。 

 

七、终极无用的召命？ 
 

6:9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

晓得。』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原来，先知不是奉命去改变或挽救百姓信仰上的不堪光景，倒是去「成全」它，让这些历来

顽劣的百姓「不信到底」，不要回头！这种「呼召」，实在更加「情何以堪」。先知自己也

知道此行凶险，但也没想到始终仍是一事无成，白做一场。先知并不是怀着肤浅的「乐观主

义」与「成功神学」，但上帝的真理与计划，总不应该是「一败到底」的吧？他心中疑惑难

消，唯有再有此一问： 

 

      6:11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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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上帝的答复，却是更加叫人泄气： 

 

6:11 ......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12 并

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13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

一，也必被吞灭，......」 

 

原来，百姓拒绝接受真理的情况，会到连百姓都没有了的情况下结束，真是一万个「情何以

堪」。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会病好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你爽性死掉。」这到底是

甚么呼召呢？倘若终归无效，呼召我们去做甚么呢？ 

 

八、使命所归──为天国留种 
 

原来，一切奥妙，都归结在这最后的半节圣经里： 

 

6:13 ......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

如此。 

 

这句更好、更通的译法，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转折词──「但是」： 

 

6:13 ......但是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

也是如此。【参吕振中、当代、新译本、NIV等】 

 

原来，如此不堪而近乎荒谬的呼召，为的就是¡¡  

 

为 天 国 留 种 ！ 
 

综观以赛亚书，除「审判」之外，「拯救」或「以色列人得救」的信息亦交替频繁出现。不

过，全书却没有一处地方，明示或暗示以色列人以至全人类，会有大规模的，自然而然，非

常乐意的集体悔改及多数得救的情况出现。圣经不断强调得救的只是「剩下的余数」，而且

尚要上帝悉心的呵护保守，才得以保存下来。以赛亚书本身，就多次提及这个「拯救剩余之

民」的观念： 
 

      1:9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 

 

11:11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所剩下的。 

 

28:5 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冠华冕， 

 

46:3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 

 

事实上，以「留种」这概念来演绎何谓「拯救」的典型事例，充满在圣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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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方舟： 

 

创 7:1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

我面前是义人。2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

3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以色列人的祖先： 

 

创 45:7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

们的生命。 

 

旧约里的忠心信徒： 

 

王上 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

力亲嘴的。 

 

最终得救的犹太人： 

 

罗 9:27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

余数；28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29 又如以

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

了。 

 

倒过来说，「不拯救」在圣经中也会呈现为「灭种」，最经典的例子，是出埃及记中多次出

现的「杀子」行动¡¡ 埃及人原来击杀犹太人的儿子（初生男婴）最后使他们灭种，最终上

帝却倒过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杀子」不仅是一般的杀人，而是「灭后」和「灭种」的象

征！正如俗语所谓「斩草除根」： 

 

摩 2:9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

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 

 

玛 4:1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以色列人绝不是特别善良，甚至比许多外邦人更可憎可恨，但上帝因着祂自己的怜悯与信实，

竟不断为他们「存留余种」。当然，上帝的恩慈也延及我们外邦人，但同样地，我们也乏善

可陈，一样靠上帝为我们「存留余种」才不致于完全灭绝。由此可知，我们传福音就不是甚

么夸夸其谈、意气风发的「拓展天国」，而是希望在这个将要被审判焚烧的世界里，在几乎

无可救药的人群之中，盎可能为天国留下一些「余种」。 

 

不过，上帝自己既会「留种」，我们还有甚么角色？我们传道（福音）又有甚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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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应召之因 
 

原来，上帝自己会按祂的先见与保守「留种」，这正正是我们在不堪的信仰光景下，仍可以

努力传道的原因与动力。上帝向以赛亚先知「保证」祂会负责「留种」，保证他的努力必不

会终归白费。 

 

不过，这又岂不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么？ 

 

绝对不同！不同的，是这种「果效」，我们必要凭远大的信心和广阔的胸襟，看得很深很远

才能发现和掌握。庸俗自利的功利主义者，绝不会看到这种「果效」。 

 

回看以赛亚先知的一生，就知道是甚么一回事。先知传道的「短期果效」，在他一生中只能

短短续续地出现，他对在供职期间在任的四个王的影响力，不是没有，却并不彻底，更不长

久。前面说过，第一位的乌西雅王晚节不保，后来第四位的希西家王也晚节不保，他们已是

差不多最好的王，其它的就不要说了。 

 

总之，先知「有生之年」并不能看见国家在政治、社会，特别是宗教上有真正的起色，反每

况愈下，步向亡国的厄运。哪么，他努力「传道」的「种」去了哪里呢？ 

 

其实，只要我们看远一些、深一些，以赛亚先知努力传道留下的「种」真是无处不在呢？ 

 

以赛亚肯定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他的教训、人格感染鼓舞了他的许多后辈。比以赛亚稍后

的先知弥迦，肯定受到他的影响，以致他们的信息以至用语都十分相近。新约圣经大量引用

以赛亚的经文来引证耶稣基督的出身（童女怀孕、大卫子孙）、身分（受苦仆人）和使命（宣

告禧年）。以赛亚书中更有旧约中最详细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与新约启示录遥相呼应，为

受苦中的信徒带来无比盼望。在建立新约的基督论与末世论方面，以赛亚是居功至伟的。他

的信息的「道种」，延至新约，就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根基与核心。而这正统的基督

信仰，历世历代，就拯救、鼓舞了无数的牧者与信徒。 

 

留种，不是看数量上的业绩报告，不是计算直接「过你手」信主决志的人数有多少，而是你

宣扬的道，有多忠诚、真实、有力，最终能够鼓舞、提醒、引导多少人回归真道不致灭亡。

先知努力存留「道」的「种子」，因为上帝向他保证，祂会保留「人」的「种子」。为着那

些不致灭绝的「人种」，我们都努力保存与宣讲「道种」，或者倒过来，我们忠心保存与宣

讲「道种」，会在上帝保留「人种」的工作上，有一点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弟兄姊妹，呼召我们的，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鸿图大梦，更不应该是某些宣教大会上的「现

场」的气氛或口号，而是我们对上帝会「留种」的信念，以及自己也想为天国留种出一分力

的承担。所以，一切都不必计较了，就算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明知道有生之年都不会见到甚

么「果效」，也愿意忠心传道，一同为天国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