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福音神學院2017春季   校本部與推廣教育處合開  timothywu@ces.org.tw 
以賽亞書                         教師：吳獻章(23659151轉 326) 
課程簡介 
本課程研討舊約中救恩信息最濃厚的以賽亞書，其歷史背景及其文學的一

貫、合一性，並逐章逐段來看本書所呈現的神學主題—上帝藉著祂僕人更新錫

安，以建立讀經、解經、講道、教導的能力。 
舊約中最被新約引用、救恩信息最濃厚的的書卷非以賽亞書莫屬，但是其困

難度也最大。自十九世紀末的來源批判學(Wellhausen)後，自由派學者(Duhm為
代表)就將本書分割成三大段，且宣稱這本第八世紀的先知書，是歷經數百年的
孕釀、三個不同時期的作者所編寫成的累積(編撰批判學)，將本書的合一性破壞
無遺。猶有甚者，書中福音書常引用的僕人之歌，被執意堅持達爾文般意識型態

的學者，解成為單單對於被擄後的以色列的應驗，因此，一本原含有極豐富三位

一體論、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末世論的啟示，被拆成四分五裂的人間進化

產物。難怪有舊約學者說：「誰會解以賽亞書，就會讀所有的舊約書卷。」 
 本課程將約略沿著近代以賽亞書學者研究的方法沿革，約略分析並批判舊約

神學方法，在方法上只要用近廿年來舊約學者所凝聚的共識：正典批判學

(Canonical Criticism)和文學分析(Literary approach)，特別留心先知以賽亞如何
用特殊文學手法，來闡述祂的神學信息(文以載道)，藉研討本書的歷史背景及其
文學的一貫、合一性，釐出賽亞書中所呈現的神學主題—上帝藉著祂僕人更新錫
安，以建立讀經、解經、講道、教導的能力。對於延伸部同學，本課程盼望建立

的，不是學術研究的內涵，而是福音派信仰研究以賽亞書下的結果，成為欣賞、

感恩、靈修，甚至成為主日學老師的管道。 
 
課程進度(7:00-9:30pm) 
日期 進度 作業 
2/22 導論。1-5章 沿著以賽亞書預讀經文 
3/1 1-5章反思，6章  
3/8 7-12章(1)  
3/15 第一次小考—1-12章; 7-12章

(2)+13-23章 
 

3/22 24-27章+28-35章(1)  
3/29 28-35章(1)+36-39章  
4/5 溫書假  
4/12 第二次小考—13-39章; 40-47章 繳交讀《卷二》之兩頁反思/心得 
4/19 48-55章  
4/26 56-62章  
5/3 林道亮神學講座  
5/10 56-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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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第三次小考—40-66章; 63-66章  
5/24 停課 5/26下午 5pm前繳交報告(4-5頁) 
5/31 同學報告分享 繳交讀書進度表(含 10題爭議議題) 
作業 

a. 三次考試(內容以經文和講義為主，30分)。 
b. 寫一篇報告(4-5頁)，題目建議如下(40分)。分兩類：處理爭議性議題者，
分數較高，但至少引用 2本註釋書(限用註腳)，其最後一頁乃講章，或可
用於講道的職場/家庭或事奉的神學反思; 處理應用性、教牧性、輔導性、
教育性者分數稍低，仍須引用一本註釋書(限用註腳)，好先奠定解經基礎。 

c. 閱讀(共 30分)： 
(1) 吳獻章，《天道聖經註釋：以賽亞書卷二》，天道，2005年。從本書任選所閱讀
的 250頁寫出兩頁，A4單行，13-39章中對當今華人世界的社會+教會+職場＋事
奉＋靈性的反思。 

(2) 吳獻章，《以賽亞書卷三》，100頁。列出五個爭議問題; 
(3) 吳獻章，《以賽亞書卷四》，150頁。列出五個爭議問題; 

d. 出席(缺席一晚扣 3分，缺席第四次後就沒有學期成績) 
 
教科書： 
1. 吳獻章，《天道聖經註釋：以賽亞書卷二》，天道，2016年。 
2. 吳獻章，《天道聖經註釋：以賽亞書卷四》，天道，2006年。 
 
參考書 
呂紹昌，《天道聖經註釋：以賽亞書卷一》，天道，2014年。 
吳獻章，《天道聖經註釋：以賽亞書卷三》，天道，2005年。 
Beuken, Willem A.M. Translated by Brian Doyle. Isaiah II/2: Isaiah 28-39. HCOT. Leuven: 

Peeters, 2000. 
Beuken, Willem A.M. Übers. Ulrich Berges. Jesaja 1-12. HThKAT. Freiburg: Herder, 2003. 
Beuken, Willem A.M. Übers. Ulrich Berges & Andrea Span. Jesaja 13-27. HThKAT. 

Freiburg: Herder, 2007. 
H.G.M. Williamson,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Isaiah 1-27. N.Y.: T & T 
Clark,2006.  
John E. Goldingay, Isaiah 40-55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N.Y.: T & T 
Clark,2005.  
Mark W. Elliott , (ed.) Isaiah 40-66.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7.   
Paul, Shalom M. Isaiah 40-66. Grand Rapids: Eerdmans,2012.  
Joseph Blenkinsopp, Isaiah 1-39: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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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Isaiah 40-55: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19A.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________________., Isaiah 56-66: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19B.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Brueggemann Walter, Isaiah 40-66. Louisville, KT: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8. 
Jan L. Koole, Isaiah 40-48, Kampen, Netherlands: 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 1997 
_________. Isaiah 49-55, Leuven: Peeters, 1998。 
_________. Isaiah 56-66, Leuven: Peeters, 2001. 
Melugin, Roy F. and Marvin A. Sweeney, New Visions of Isaiah. JSOTSupp 214. 
 Sheffeld: Sheffeld Academic Press, 1996. 
Motyer, J.A. The Propehcy of Isaia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IVP,  1994. 
North, C.R. Isaiah 40-55. TBC. SCM, 1952. 
Oswalt, J. Isaiah 1-39. NICOT. Eerdm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________. Isaiah 
40-66,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Ridderbos, J. Isaiah. BSC. Zondervan, 1985. 
Westermann, C. Isaiah 40-66. OTL. Westminster, 1969. 
Young, E.J. The Book of Isaiah. 3 vols. Eerdmans, 1965, 1969, 1972. 
許宏度編，《聖靈古今論》。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9。 
唐佑之，《以賽亞書釋義卷上、卷下，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98。 
蘇儀(J. F.A.Sawyer)著，陳佐人譯，《以賽亞書注釋上、下冊》，基督教文藝出
版社，1994。 
坎伯摩根(Campbell Morgan)著，鍾越娜譯，《以賽亞書》，美國活泉出版社，
1997，五版。 
Alfred Martin，《以賽亞書》。香港：宣道，1992。 
 
題目： 
1.從第五章來看青少年事工反思、婚姻輔導。 
2.從 3章來看青少年價值觀的迷思和反省。 
3.從本書一章(如 43章)寫下學校/或教會之生命教育教材。 
4.47章(或 32章)以給羨慕成美女者怎樣的啟示？ 
5.從 1-5章(或部分)寫職場信徒反思、信徒建造手冊。 
6.從第六章寫職場信徒反思、信徒建造手冊。 
7.以賽亞本人做神學反省、職場反思、或主日學教材。 
8.從本書的一章(如 55章)，寫下婚禮講章。 
9.從本書的一章(如 26章)，寫喪禮講章。 
10. 從本書的一章(如 2章)，寫一講章給公司員工。 
11. 從 54章來看公司(或教會)「品牌」之建立。 
12. 從 3章(或其他章)寫下神學勸勉給新的執事、小組長、區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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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古列來看職場老闆與僕人的關係。 
14. 從 13-27章中的一個邦國，做神學反思 
15. 從以賽亞和亞哈斯的互動，寫下如何牧養職場領導。 
16. 從以賽亞和希西家斯的互動，寫下如何牧養職場領導。 
17. 從新約看童女懷孕 
18. 分析 7:1-9:7和 9:8-11:16的對比 
19. 請處理 9:1-7。 
20. 探討本書的餘民。 
21. 從以賽亞(可以引用本書任何一章，或一段)如何傳道。 
22. 從四首僕人之歌(中一首)得到怎樣的啟示？(與新約對照)。 
23. 希西家王一生給我們怎樣的屬靈功課？ 
24. 從希西家來看中年危機和轉機(38章) 
25. 亞哈斯王一生給我們怎樣的屬靈功課？ 
26. 從 39章來分析君王心態和出路 
27. 從 44章來看偶像製造、崇拜者的迷思和出路 
28. 從 46章來看偶像製造、崇拜者的迷思和出路 
29. 本書錫安主題的發展。 
30. 從以賽亞書第六章看先知和其信息。 
31. 第一以賽亞書的神觀 
32. 第二以賽亞書的神觀 
33. 第三以賽亞書的神觀 
34. 整理亞述興亡的歷史 
35. 整理巴比倫的興亡史 
36. 整理以賽亞書中的埃及、古實或推羅。 
37. 以賽亞書中的基督論 
38. 以賽亞書的三一神觀 
39. 以賽亞書中的末世論 
40. 從以賽亞和王之間看基督徒的政治觀。 
41. 從新約看以賽亞中的受苦僕人 
42. 分析以賽亞為先知時猶大國的社會局勢。 
43. 分析以賽亞為先知時猶大國的信仰局勢。 
44. 比較本書與出埃及記 
45. 比較本書和其他先知書的幾點異同。 
46. 從新約(任何一本，特別是福音書)看以賽亞書。 
47. 分析教會歷史如何讀本書的特定經文(如第四僕人之歌)。 
48. 從本書的君王幫助現代信徒怎樣的啟示？ 
49. 從本書的僕人幫助現代信徒怎樣的啟示？ 
50. 從新天新地看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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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督徒對耶路撒冷/以色列國該有的態度。 
52. 以賽亞一生給事奉者怎樣的啟示？ 
53. 以賽亞與君王的關係看傳道人/教會該有的政治立場。 
54. 寫一齣戲給青少年來欣賞以賽亞書(C. S. Lewis和 J. R. R. Tolkien再世？)。 
55. 從以賽亞書來寫一封神學信來勸君王。 
56. 以以賽亞書為腳本，寫一輔導手冊來幫助單親者、或憂鬱者、或浪子…. 
57. 任何一教父，如何解讀以賽亞書(的一段) 
58. 韓德爾與以賽亞 
59. 施洗約翰與以賽亞書 
60. 研究彼勒在巴比倫和波斯的角色 
61. 啟示錄看以賽亞書 
62. 從 50章來看婚姻如何破鏡重圓？ 
63. 從本書之一章來安慰喪偶者、或喪親者。 
64. 從 11和 65章看環保。 
65. 分析以賽亞書中的動物角色。 
66. 分析以賽亞書中的植物角色。 
67. 分析以賽亞書中「以色列的聖者」。 
68. 教會歷史(一位教父)如何詮釋一首僕人之歌 
69. 54章與啟示錄 
70. 從 55章談宣教與救恩論 
71. 聖靈在以賽亞書中的角色 
72. 探討巴比倫帝國興、或亡史 
73. 探討波斯帝國興、或亡史 
74. 探討本書中以色列的歸回和以斯拉記的關係 
75. 探討本書中以色列的歸回和尼希米記的關係 
76. 探討以賽亞眼中的埃及 
77. 探討以賽亞書中的摩押 
78. 探討以賽亞書中的推羅 
79. 探討以賽亞書中的讚美詩—並教會聖樂崇拜反思 
80. 從 40章來看苦難神學 
81. 從本書的偶像來反思台灣宗教迷思和出路 
82. 分析本書 40章中的偶像和創造對比 
83. 從 66章評估人死後，靈魂不滅？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