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師記講義 
 

一 

參考書目：《聖經提要》Watchman Nee，《聖經研究》種子出版社 

作者：撒母耳 

書名：Judge（delivery） 

寫作時間：1040-1020BC 

人物：士師，判斷是非的人。（only one noun，11:27 下“耶和華”） 

背景：約書亞時代和國度時代之間，即士師時代。 

Keywords：1“又”，again； 2“呼求” 3“興起”、“拯救” 

Keysentences： 

1.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1:25） 

2.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3:7、12 等） 

3. 耶和華興起士師，士師就拯救他們脫離搶奪他們人的手。（2:16） 

特點：一再迴圈，以色列民 7 次興衰史。 

分段： 

1. 序：神家荒涼失敗的原因——妥協（1:1-2:9） 

2. 正文：七次興衰史，a roote（犯罪-受轄制-呼求-得拯救……）（2:10-16C） 

3. 跋：用 3 個故事從 3 個角度來說明在士師時代神家荒涼的光景。（17C-21C） 

中心主題： 

如何在神家荒涼、危機四伏的光景中歸向神，帶下神家的轉機和復興。 

內在生命的荒涼是造成仇敵攻擊我們的主要原因。約瑟時代，神百姓得勝，法老就把最好的歌珊

地給了神家用；同樣是在埃及地，摩西時代的神百姓卻失敗了，法老派督工轄制，使他們不得自由。 

士師記是講屬靈荒涼的書，也是講屬靈爭戰的書。它藉著記載 7 次神子民的興衰史，每一次的荒

涼都說出神經出現的問題，同樣每次的仇敵也都是用不同的方法致使神百姓失敗。然而當人失敗的時

候，我們的神卻從來不失敗。這麼多次的荒涼，我們沒有看到一次神不反應，神的反應都藉著得著了

合用的器皿，能把祂的旨意在荒涼、混亂、失敗的光景裡一樣地實現出來。如同約伯記，，苦難不是

主題只是背景，榮耀才是主題；士師記裡的失敗、荒涼是背景，得勝和復興才是主題。 

 

二 

跋：17C-21C 

Q1：為什麼在那樣一個榮耀的全勝的約書亞時代，接續的竟是這樣一個荒涼失敗的士師時代呢？ 



人屬靈是沒有 gurantee 的，離了主，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Q2：為什麼說這 5 章在時間上是發生於士師記早期的呢？ 

1． 但指派仍未得地為業。（18:1） 

2． 提到摩西的孫子，亞倫的孫子非尼哈。（18:30） 

3． 耶路撒冷仍是耶布斯，是外邦城。（19:10-12,1:8） 

Q3：荒涼失敗的原因：17:6，21:25 

1.“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撒上 12:12“其實耶和華你們的神是你們的王” 

西 1：主基督乃凡事居首位 

2.“各人任意而行”=“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eyes.”（Darby 版） 

（一）侍奉的荒涼：個人和群體的失敗 17C-18C 

讀第 17 章，米迦的偶像。 

故事讀到一半，第 6 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這是聖靈的歎息，是傷了主的心啊。 

看看米迦這個人： 

1. 偷竊的罪。偷媽媽的錢，且是一大筆。 

2. 怕咒詛，怕損失。如果不是因為害怕媽媽的咒詛臨到自己，是絕不會坦白的。 

3. 雖然還了錢，卻一點認錯悔改的心都沒有。聖經上說，我們要結出悔改的果子，與我們悔改的心相

稱。 

4. 拜偶像。犯了拜偶像的罪，不僅是米迦一個人一個家，更使整個但支派陷入罪中，並且擴展到以色

列全家。列上 12:28-29，北國 20 個王中沒有一個好王，沒有一個行得正，都要加上一句話，他們“不

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那罪。”就是在但設立金牛犢的罪（列上 13:33-34） 

5. 私立祭司。祭司胸前的牌子上寫著：歸耶和華為聖。神聖的原則乃是：for Him,of Him and by Him. 

17:13 為米迦自己而立利未人。 

17:3,18:30 為自己，從自己來的。 

17:1 自己偷錢而來。 

即便如此，利未人並沒有資格當祭司。Only   利未人亞倫的後裔才可以。給利未人的城有 48 座，

其中 6 個為逃城，而伯利恒卻不是其中任何一座。他從神給的地方被 lay off 了，說出神家侍奉的荒涼。 

讀 18 章，但支派。 

後來，但人說：“你是作一家的祭司好呢？還是作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他竟上了賊船，下

船時也做了賊，把以弗得和神像一起從米迦家裡偷走了。 

詩 19：12-15 大衛的可愛之處在於不僅求神赦免自己外面的罪，而且求神來對付自己裡面“隱而未

現”的罪，求神來“攔阻”自己“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這罪：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right,即自我中心。 

 

（二）道德的淪喪：利未人、基比亞人的惡（19C） 



一開始就看到，家庭的破壞進到神家。 

申 22:21,利 20:10 淫亂是死罪。利未人本是罪熟悉律法的人，卻妥協了。 

之後，不進外邦城，卻被所謂的“弟兄”傷害。悲慘的故事發生在便雅憫的基比亞城。 

看看利未人： 

1. 對神的律法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忠心。 

2. 自我中心。完全無憐惜、不顧念自己的另一半。“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給他們……”（19:25、

27） 

3. 殘忍。英文中沒有“屍身”的說法，maybe 妾並未死，卻被切成了塊子。 

再看看房主老人： 

似乎很好。別人不接待他接待；為保護利未人願意犧牲自己的女兒……但如果說淫亂是罪，男與男行

是罪，那麼男與女性就不是罪嗎？在他個人價值體系中，不能接受前者，卻能向後者作出妥協。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eyes. 

舊約中，神藉著先知們指出的最大的兩個罪就是：拜偶像和行淫亂！ 

新約中，帖前 4:3-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汙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林前 6:18-20 “豈

不知你們的身體就是神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

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曾有人概括了“世紀追求”： 

19 世紀——金錢上的自由 

20 世紀——民主上的自由 

21 世紀——道德上的自由（婚前同居、離婚率）“我認為什麼是道德的什麼就是道德的……” 

 

（三）見證的荒涼（20C-21C） 

Two sides：便雅憫人和以色列各支派 

便雅憫人：護短（基比亞人），重人情面子勝過公義和神家的見證。這也是當時在曠野利未人拔刀而被

神特別揀選的原因。當摩西發問：Who is on the Lord side?當愛弟兄和愛神發生衝突時，我們如何抉擇？

拔刀站在神這一邊。 

眾支派的處理：看起來很屬靈和合理，聖靈的結語卻是 21: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天然人：也許人會看到許多優點、長處，但聖經的觀點是，所有不從基督而來的、所有從舊造裡來的

都是屬肉體的。 

天然人的特點： 

1. 很容易被環境影響，反應太快太倉促：立即調兵集合。40 萬大軍立即聚集，準備攻打。看似是在神

家中大發熱心，卻是從自己而來的血氣，最難分辨出來：調了兵早交通。 

為什麼在得到神回答後卻兩次打敗呢？為什麼看似是神許可的事卻大遭挫折呢？ 

答案仍是在羅馬書 11 章 36 節，那個偉大的屬靈原則。 

Of Him：第一個問題是誰先上去打而沒問我們可不可以去打 



By Him：第二次問的問對了，卻仍要學功課，爭戰的勝敗不在於人多人少，而在於神。從便雅憫支

派的大敗看，神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For Him:連續經過兩次失敗，對於我們是否真有異象真有使命感是個極大的考驗。如果真的是為了

神，不論失敗多少次，必不後退，而要 march on！ 

2. 反應過度，沒有節制：二萬六千的便雅憫人殺到只剩六百。 

完全憑自己的判斷處理，沒有神的管理——沒有王。  

3. 用錯誤的方法補救，不折手段：殺基列雅比人，搶奪士羅女子。 

因為害怕所起誓言而受咒詛，於是殺別人，搶別人。 

用更大的強暴（搶奪 200 個士羅女子）來補救曾經對一個人（利未人的妾）的強暴的罪，這叫做蠓

蟲和駱駝的道理。神看為重要的，他們反輕看、無視；神看為輕的，他們卻自以為是大發熱心。 

“神啊！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詩 19） 

 

小結：以上便是整個士師記的跋，雖然放在最後的 5 章，在時間上卻不是最後發生的，而是在士師

記的早期。跋者，並非結論，類似附錄。在這 5 章裡，讀到了 3 個故事：米迦和但、利未人和基比

亞人、支派爭戰及挽回。 

分別從 3 個不同的角度：侍奉、道德和見證的三個方面說出神家荒涼的光景。這是背景，荒涼的背

景，接續在全勝的榮耀的約書亞時代之後，士師時代的荒涼背景。 

 

三 

序言部分（1:1-3:6） 

士師記是講屬靈荒涼的書，也是講屬靈爭戰的書。它藉著記載 7 次神子民的興衰史，每一次的荒

涼都說出神經出現的問題，同樣每次的仇敵也都是用不同的方法致使神百姓失敗。然而當人失敗的時

候，我們的神卻從來不失敗。這麼多次的荒涼，我們沒有看到一次神不反應，神的反應都藉著得著了

合用的器皿，能把祂的旨意在荒涼、混亂、失敗的光景裡一樣地實現出來。如同約伯記，，苦難不是

主題只是背景，榮耀才是主題；士師記裡的失敗、荒涼是背景，得勝和復興才是主題。 

 

讀第一章，生動的故事拉開序幕： 

約書亞記那個全盛的時代漸漸過去了，士師記是接續之後的 

2:7-12 A turning piont 一分為二： 

約書亞時代的人還在的時候—— 

(一) 猶大家的得勝 

1. 先求問“誰先上去打”。與 20 章 18 節不同，這裡是對於神的命令就是順服。“有了我的命

令又遵守的，就是愛我……”比如聖經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你就不需要去問主說：“主啊，我的爸爸你要不要他得救？

如果你要，我就為他禱告。”No, of course!你當然要為他禱告，神的心意就是如此，神不願



意一人沉淪，乃要萬人都得救的。這些旨意我們都很清楚，不可以淫亂，在新約裡特別講到

做長老的只能做一個人的丈夫，就不需要再求問神說我娶這個小老婆是不是主的的旨意。上

次是對便雅憫的爭戰，是神家裡的紛爭，是應當求問神是否應當上去爭戰；這次是對迦南殘

留的各族，是神早已經應許要交給他們，並且吩咐一定要除惡務盡，不能耽延不去得的。 

2. 君王的支派，爭戰、經歷、力量上的先鋒。神家的領袖既是屬靈經歷的先行者，又是屬靈道

路的先行者。從來不退縮，是我的，我當仁不讓；是我的，我也不可以推卸我的責任。在曠

野行路時，猶大走在前面；在爭戰迦南各族時，猶大也沒有退縮，仍是作先鋒的。與世界所

說的民主有太的不同：在曠野，都是百姓跟著約櫃走，從來不會是約櫃跟著百姓走，約櫃則

是跟著雲柱和火柱走。 

3. 身體的配搭：各站其位，各盡其職。猶大是十二支派中最強大的支派，所得地業最多，在南

邊；西緬支派則是很弱勢一個支派，是從猶大那裡分出去的一部分。所以從地理上看，猶大

和西緬是 mix 的，一起打是合理的。但就著態度來說，猶大實在是值得學習。身體的原則永

遠是兩個人的原則，我裡面永遠謙卑地說我需要同伴，我需要肢體的説明。當得到回應說猶

大先去時，猶大馬上回頭來找哥哥西緬：請你陪我去，等我得勝回來，我又陪你去。一方面

我們謙卑地需要同伴的扶持；另一方面我們也願意去扶持別人。這就是很好的弟兄相愛的圖

畫：我們彼此需要！ 

4. 成全體恤的愛。其實就著猶大本身，他要單獨去打，他的能力是很夠的，猶大本就是“雄壯

的獅子”，非常有力量又勇敢，經歷了太多的得勝，況且神已經把應許給他們了；而西緬呢，

如果我們去仔細讀舊約，我們會發現西緬是在曠野裡得罪神最多的一個支派。在西奈山第一

次的數點跟在摩押平原第二次的數點，西緬的人數 drop 了 60%多，也就是說西緬倒斃曠野的

人數是最多的，很多西緬支派的人都被擊殺了，所以西緬本身並不是很好的，是軟弱的，用

今天的話講是不屬靈的，他的力量也是薄弱的，因為他剩下的人非常少，猶大難道需要西緬

這麼小小的一點人來幫他嗎？一方面說到猶大裡面有個謙卑的靈；另一方面也說到猶大那個

體恤的愛。他知道西緬將來單獨去打的時候會非常辛苦他可以說是明明是很強的，卻先站在

一個卑微的地步跟哥哥說請你幫我，等他再回頭幫西緬的時候，不會讓西緬覺得會那麼為

難。這是有愛的一個身體的感覺，哥林多前書也說到“不俊美的肢體越發給他俊美”，這是

一個“身體的愛”。他在打戰的時候做先鋒，義不容辭；他在能的時候，謙卑需要同伴；而

且他裡面那樣一個成全體恤肢體的愛。 

5. 勝過仇敵。“亞多尼比色”即比色的王：砍了 70 個王的手腳的大拇指。砍掉大拇指：除掉

做工、走路和爭戰的能力，使得我們只能有心願，不能有行動。想做工，卻沒有是否的能力；

想走路，卻走不動；想爭戰，也沒有得勝的能力。當 70 個王都失敗的時候，猶大勝了。 

(二) 攻城：攻下了 3 座非常重要的城。 

1. 耶路撒冷。就著天然的條件來說，它沒有好的的風景、好的資源，實在不是一個好的 Capital，

但因為神揀選了這一座城，這座城成了整個人類歷史上最特殊的一座城。也因為如此，所有仇

敵的攻擊都向著它，伊斯蘭教、猶大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都以它為聖城，直到今天的巴以衝突，



只要談到耶路撒冷的問題，和解就不可能。新約：加 4:6“在上的耶路撒冷”，來 12:22“天上的

耶路撒冷”，啟示錄 21:2“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設立守

望者，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直等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以站立的。”猶大來第一

個打下它，因為這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見證的中心，也是仇敵攻擊的中心。 

2. 希伯倫：“朋友”的意思，即跟神相交相聯結。亞伯拉罕在此築壇，被稱為神的朋友；迦勒得

勝點名要這座城；大衛的國度也是回到這裡開始……“希伯倫”是我們各人屬靈的高峰，正如

“錫安”是團體屬靈見證的高峰。 

3. 基列西弗：書城“City of the Book”，預表神的話語——聖經。由迦勒的女婿俄陀聶攻下，俄陀

聶就是第一位士師。 

小結：就著各人的屬靈經歷來看，從下往上看，這 3 座城恰好就是我們要經過的階段，特別是對我

們新約時代的信徒們而言。“基列西弗”，講到我們在神的話語上話功夫，在神的話語上受造就，

在神的話語上紮根建造。並且不光只是一個死的字句，我們發現俄陀聶娶了一位好妻子。他不僅僅

因著這個妻子得了“書城”，妻子給他智慧的幫助，跟他說：“你向我爸爸求什麼呢？求上泉下

泉。”講到雙倍聖靈的祝福：聖靈的澆灌和湧流。上泉和下泉，上泉澆灌，下泉湧流。再往前走，

我們進到“希伯侖”的境界，我們與神同行，與神相交，神是最好的朋友，我們跟神聯合。再往前

走，不光只是個人的得勝和屬靈，我們被帶到錫安，帶到耶路撒冷，是神整個旨意的完成，神心意

的中心。“看哪！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 

（三）其它的得勝和失敗 

其它的得勝不多說了。17 和 18 節“擊殺”、“奪取”。 

非常可惜的是，到 19 節“猶大趕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因為他們有鐵車”。

其實“鐵車”不是理由，因為在約書亞的時代一樣有鐵車的，這一切神兒女們開始失敗的原因，我

們都把它丟給仇敵，其實我們關鍵的問題，都在於我們裡面出了問題。講完猶大的得勝之後，接下

來就是記載各支派的爭戰情況，幾乎都是“得了……，只是不能趕出……”的句型，這講到：神兒

女們不是沒有得勝，得勝沒有持久；神兒女們不是沒有得勝，得勝不能徹底。為什麼不能徹底不能

持久呢？因為妥協了。不管是以法蓮、瑪拿西、西布倫、亞設、拿弗他利都是這樣，特別到了 34-36

節，但支派更淒慘，“亞摩利人強逼他們住在山地，不容他們下到平原”，這哪裡是神大能的子民？

他們浩浩蕩蕩地進來，神給他們那樣好的應許，迦南美地，卻被亞摩利人“強逼”，不准下來。“亞

摩利人執意住在……”當我們在主的面前妥協容讓，那麼仇敵就會興起來壓制；當我們持守得勝不

屈服，仇敵就被剪除趕出，即便留下也是被我們所管制而不能胡作非為。這兩個力量是從來沒有過

和平的，以弗所書第 6 章講到“全副的軍裝”，聖經提醒我們，在一個磨難的日子，我們與仇敵爭

戰，怎樣使我們在爭戰中站得住呢？所有的“爭戰”原文都叫做“摔跤”，就是說到兩個力量一直

在較勁，不是我占上風把你摔倒就是你占上風把我摔倒，不容有任何鬆懈的。 

今天神領我們到達應許之地，把這麼多美好的應許擺在我們面前，我們都在這裡往前去，我們

得救了我們信主了，我們都在神的應許中往前去，支取神的應許，享受神的恩典，都非常好。但弟

兄姊妹們，仇敵是用各樣的方法要把我們 stop 下來，要把我們摔倒。這樣一個妥協給神兒女們帶來



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這樣的妥協傷了神的心。 

讀第二章，神的使者從吉甲上來，對以色列說出了責備的話。“我永遠不廢棄與你們所立的

約”，這是神的應許，永不失敗永不更改的愛：應許之地要賜給你們……我要與你們同在……我帶

你們去的地方是有山、有水、有穀雨水滋潤之地……你們若順服我我就與你們同在，要大大賜福給

你們，使你們的倉庫收都收不完……神的應許沒有改變還是這樣，但是神有要求的。“你們不可以

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這是唯一神給我們的要求。但接下來卻聽到神的使者這

樣問道：“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這是神使者的困惑，也是神心裡的痛，“你

們為何要這樣行呢？”而這個不順服所留下的仇敵，必作我們“肋下的荊棘”、“腳下的網羅”並

我們“眼中的刺”（民數記 33:55，約書亞記 23:13）這些都講到仇敵無止息的攪擾和轄制，仇敵的

陷阱和破壞。爭戰是要負代價，不爭戰代價更大；跟隨主是要付代價，不跟隨代價更大。我們求主

幫助我們，把那個真正的智慧和看見給我們。有時候我們會怕爭戰怕付代價，但是我們都可以作見

證，如果我們不願意出來跟隨主、不願意出來爭戰，我們吃的苦頭更大更多。但當我們站在神這一

邊的時候，我們裡面的平安、踏實、把握、信心都是我們妥協時所不能得到的。 

第 4 節，百姓們“放聲而哭”，在這裡我們看到連哭我們都需要警醒。很多時候我們哭是因

為我們得罪神我們害怕會有管教，害怕受罰，而不是真正悔改，對罪的厭惡，對傷了神的心的傷痛

和懊悔。就算是哭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認罪，認罪的事情上卻徹底越認真，我們所得著的自由和安慰

也越大。表面上的認錯而沒有悔改，不過只是讓我們暫時良心平安，並沒有真正被改變，求主憐憫

我們。當神的使者說到管教的時候，並且說必要臨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都放聲大哭了；但是當他

們哭完之後，仍是一再地犯罪得罪神，並且愈演愈烈，沒有悔改在裡面。 

約書亞去世。“接棒的失敗”在賽跑比賽中，輸贏的關鍵很大程度上是看接棒接得好不好。前

面的人雖然跑得好跑得快，但接續的人如果沒有把棒子接好的話，棒子沒拿到，棒子掉地上了，又

跑回去撿，這都影響到他們的結局。所以在接棒的事上我們需要非常非常地認真，神家裡面敬虔長

者的存在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祝福，同時我們在接續的時候千萬不能成為“掉棒”的人——垮掉的一

代。 

第 7 節，“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華”……第 10 節“那世代的人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的人興起，不

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於是以色列人離棄耶和華，進入了一步一步

地罪的迴圈中: 

Step1:拜偶像離棄神（2:10-12） 

出埃及記 20: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十誡中的第一誡。“命令的總歸就是愛”，神

太愛我們，吧整個心意和祝福集中在這短短的十誡之中。為什麼說我們的神是“忌邪”的神呢？（出

20:5）因為我們的神太知道所有的假神都是欺騙，不能帶來真正的意義和方向，而是把我們帶進錯

誤的敬拜裡頭，不能帶來對永恆的盼望和把握，也不能帶來真正的滿足和喜樂。 

詩 16: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這就是我們是否拜偶像的指標。不一定是金

銀木石雕的刻的，凡是使我們愁苦加增的，或人或事，都有可能成為偶像。 



新約定義：讓基督在我們凡事上居首位。（歌羅西書 1:18） 

 

Step2:因受仇敵轄制而受苦（2:14-15） 

 

Step3:百姓因受苦而呼求神（2:18 下） 

Step4:神興起士師施行拯救（2:16-18 上） 

Step5:重蹈覆轍，迴圈（2:19-20） 

Never learn!屬靈的麻木 

eg.電熨斗與電話 

 

四 

正文部分：七次興衰史（3:6-16C） 

興衰之一：巴比倫 VS 俄陀聶 

錯事≠惡事 

錯事：舊約裡有逃城；新約裡有約一 1:9 基督的救贖 

巴比倫：字面意思為混亂，巴力的門。 

1. 霸權的巴比倫（軍事、政治） 

2. 宗教的巴比倫（創世紀 11C：巴別塔；啟示錄 17C：宗教和政治的巴比倫） 

3. 世界的巴比倫（破壞神家屬靈見證，啟示錄 18C：繁華巴比倫的傾倒） 

Cosmos：①物質的世界——中性的，是神所造的 

②世人——the soul of world 

③system——有組織、有次序、有目的的體系 

保羅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 

“與世俗為友的，就是為敵的。”（雅各書 4:4）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一 2:15) 

eg.慕勒弟兄的見證；倪弟兄、John Welsly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大利，當翻譯為“最好的福氣”。 

 

轉捩點 

Turn1：得著一個合用的器皿 

俄陀聶：lion of God,force of God.神的獅子——君主的生命、能力與得勝的生命 

Turn2：得勝的秘訣——耶和華的幫助，有神的同在。 

爭戰的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幫助我們的是耶和華。、 

我們基督徒並不是藉著爭戰來得勝的，我們乃是站在得勝的地位，來經歷神的得勝。 

3:10 聖靈的降臨——上泉下泉 1:15——聖靈的澆灌和湧流 



eg.威爾士大復興 

人遇見神，就什麼都好了。 

eg.人在危險的叢林中因為要走路而忙到沒空摘下遮眼布。 

eg.秦惠王攻打蜀國，石牛拉金糞開路的故事。 

 

興衰之二：摩押 VS 以笏（3:12-30） 

伊磯倫：肥胖的摩押王（創 19C 羅得與大女兒的兒子：肉體和情欲）某弟兄粗略計算，伊磯倫的腰

圍大概是 56 寸左右。 

肉體最大的特徵：與聖靈想爭，逼迫屬靈的，與神為仇。 

屬靈上的肥胖：身體是因為沒有節制沒有約束地發展而肥胖，而屬靈的肥胖則是生命沒有節制而畸

形發展。每一次餵養肉體，我們裡面的天然人就又胖一點。 

施洗約翰說，願祂興旺我衰微。 

1. 肉體的含義：sarx(希臘文)；flesh(英文)；中文翻譯為肉體，也有肉身、血氣（彼得前書、羅

馬書）情欲（加拉太書） 

從老亞當而來的舊人，本質和表現（思想、情感、喜好……） 

凡從舊造而來——包括兩方面 

不好：顯而易見的（淫亂、爭競、驕傲……）； 

好：隱藏天然人裡面的肉體（eg.即使在認罪過程中也曝露弱體出來。曾經有個弟兄在認罪禱

告時禱告說：“神啊，我真是個罪人”大家答：“阿們！”禱告：“我真是屬弱體。”大家

答：“阿們！”於是他不高興了：“我說我自己是罪人是我屬靈是我見光，看你們都不悔改；

我說我自己屬肉體你們憑什麼也這樣說？） 

——在神眼中都是肉體。 

2. 肉的性質、本質： 

①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羅馬書 8:7)；與聖靈相爭，互相為敵（加拉太書 5：17） 

②憑自己勝不過，也不能稱義。（羅馬書 18:7 下，加拉太書 2:16） 

③毫無良善（羅 18:7）；不得神的喜悅（羅 8:8） 

3. 肉體的結局： 

①已經釘死在十字架上（加 5:24） 

②順從情欲撒種的→收敗壞；順從聖靈撒種的→收永生（加 6:7-8）林前 3:10-15 聰明的工頭

建造的金銀寶石的工程。太 7:15-20 主耶穌講到兩種果樹，兩個源頭。 

③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5-6） 

4. 得勝之路 

①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3-15）事實上的得勝（加 5:24） 

②不給魔鬼留地步（羅 8:12） 

③順從聖靈（羅 5:5-6，弗 3:20） 



以笏：①聯合，united ② 強壯，Strong 

得勝：①3:20 我奉神的名……                ——仗著十字架誇勝 

②3:28 把守約旦河渡口，不容一人過去。——不給魔鬼留地步 

③3:27 以笏的呼召：follow me！       ——隨從聖靈 

以笏之後，珊迦在極其生活化的層面同樣為神作見證，“用趕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在謀生

的手段上，同樣大大得勝。 

 

興衰之三：迦南王耶賓 Vs 底波拉和巴拉 （4C-5C） 

（一）攔阻是大的： 

迦南王耶賓：攔阻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 block——罪 

900 輛戰車：屬靈攔阻和逼迫的強暴 

耶賓：仇敵的黑暗權勢攔阻神兒女屬靈生命和道路的往前 

1. 攔阻我們在神的旨意中的前進 

2. 攔阻我們承受產業和祝福 

3. 攔阻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不成熟，不結果 

4. 攔阻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提醒：在我生命中最大的攔阻是什麼？我的耶賓是什麼？要很認真地對付，不能妥協！ 

    200 年前約書亞曾率領神子民大大得勝耶賓；200 年後耶賓又興起來，並且有 900 輛戰車之多。說

明當神兒女享安逸而鬆懈下來時，仇敵卻從來不會停下，never give up。要很警醒地持守！ 

（二）主的應許如何： 

申命記 9:1-3 “以色列啊，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旦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國民，得著那堅固高

大頂天的城邑。那民是亞納族的人，又高又大，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有人指著他們說：‘誰能在

亞納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要滅絕他們，

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這樣，你就要照耶和華所說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亡。 

約書亞記 1:3,5,9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你平生的日

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三）合用的器皿： 

底波拉： 

1. 生命成熟老練。底波拉棕樹，能知曉神的旨意和人的需要，在眾民中作判斷，也是唯一一位女

士師。(4:5) 

2. 靈性剛強勇敢。底波拉所作的戰詩（5:7） 

3. 謙卑事主，守住姊妹當守的地位。打發人召巴拉，並且陪同巴拉一同作戰。但作為弟兄的巴拉

懼怕時，她沒有說：“你去前線，我為你禱告就是……”而是說：“我必與你同去……”更可寶貴

的是，在希伯來書 11 章中論到屬靈先賢時，上面是巴拉的名字而非底波拉，因她甘心樂意地順服



弟兄，並且樂意弟兄居首為頭。屬靈生命何等美麗！ 

巴拉： 

1. 看似膽小，卻是真勇敢。明知道爭戰的危險很大，底波拉一呼召叫他來他沒有找藉口不來；敢

於向坦白自己懼怕的弟兄已經不多了啊…… 

2. 可貴的謙卑。eg.無論身邊的姊妹怎麼提醒，弟兄開車就算走錯了幾十裡也不願停下來問問路。

而巴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明白若論屬靈生命，他不夠成熟老練，遠遠不及底波拉。 

3. 不計功名，為了神家拼命敢死全力以赴。在他上戰場前，底波拉已經明明告訴他神把西西拉交

在一個女人手裡，他是得不到榮耀的（4:9），但他沒有因此而停止往前腳步。eg.掃羅卻因為聽

到“大衛殺死萬萬，掃羅殺死千千”而從此追殺大衛。 

4. 爭戰除惡務盡。巴拉追趕仇敵，直追到外邦的亞設羅，將仇敵完全趕出神的應許之地，沒有留

下一個。（4:16）eg.掃羅留下了亞碼力王和肥畜。 

5. 神稱他為得勝。來 11:32，得勝者的行列。 

女子雅憶： 

1. 為著神家而勇敢。她沒有說：“嚇死我了！有沒有搞錯啊？”而是那麼沉靜、有智慧的反應，

真是了不起。聖經裡頭，特別是在舊約裡，“女人”特別預表軟弱的器皿。所以從某一個角度

來看，每個弟兄姐妹都是“女人”，我們天生就是一個軟弱的器皿。但是在不知道的時候，神

突然把一個這麼大的仇敵放在你的手中，帶到你的面前，我們能否為著神家勇敢，我們能否勝

過，完全看我們這個人平常生命的情形。神家沒有大力水手式的屬靈菠菜，在仇敵來到自己家

的時候，沒有時間考慮是不是神搞錯了或者抱怨別的。要勇敢地對付！不要小看自己！神在看

不到想不到的時候就要讓我們經歷祂自己！做工不是從人做起，生命對了，神自然會把人帶來！

我們的日子如何，我們的力量也如何！ 

2. 基督身體的見證。那一天雅憶很可以說：“我是個弱女子，怎麼可能要我去對付仇敵？”當天

使對童女馬利亞說她要懷孕生子起名叫耶穌，馬利亞也可以說：“我是個弱女子，怎麼可以這

樣呢？”我們有太多機會太多理由說我不行我不是，我們先不要管這些，先站好自己的位置，

盡好自己的本份，因為每一個神兒女的反應都影響整個神家！得勝從來不是個別的少數人的

事，乃是整個“基督身體”的見證。雅憶一個人在帳篷中得勝，帶出的結果是“以色列人的手

越發有力，勝了迦南王耶賓，直到將他們滅絕了”。（4:24）這是一個人的得勝帶出全面的得勝。

但是神百姓在經歷了耶利哥那樣偉大的得勝之後，這麼小的艾城，以色列卻失敗了，為什麼失

敗呢？因為亞幹一個人犯罪了，娶了神所吩咐當滅的物。這就是身體的見證！弟兄姊妹們，我

們千萬不要以為一個人犯罪一個人墮落沒有關係，這絕對影響到教會。我們在家屬靈，就給教

會帶來祝福；我們在家軟弱，關起門來犯罪，好像沒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仇敵知道，神家

顯出受虧損的情形。 

 

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的歌：偉大的戰歌 

1.荒涼的光景： 



  ①“大道無人行走，都是繞道而行。”（5:6 下）這裡講到神兒女們在主的面前繞道而行。路是

神量給我們的，道是神擺在我們眼前的。什麼時候神的兒女繞道而行，我們的屬靈生命就一

定掉到衰落和死亡裡頭；什麼時候我們繞道而行，就說到神的旨意沒有辦法照著祂所量定給

我們的。雖然字面上講外面的大道荒涼無人，就著屬靈意義來講神家荒涼，正路沒有人行走。

當我們一繞道的時候，我們屬靈的眼睛就失明；但我們一繞道的時候，我們屬靈生命就一定

失掉當得的祝福；當我們一繞道的時候，我們就掉進仇敵所設的網羅；當我們一繞道的時候，

我們就虛度光陰，因為那不是主要我們走的路。白走了！ 

      ②“以色列中的官長停職”（5:7 上）沒有人各站其位各盡其職，大家都不肯付代價，大家都不

肯做自己該做的。大家停職不工作，身體不 function，是很悲哀蒙羞的。 

      ③“以色列人選擇新神，爭戰的事就臨到城門。”（5:8 上）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神家離開了神，

不尊主為大，常常活在仇敵的轄制和攻擊之下。 

      ④“那時，以色列四萬人中，豈能見藤牌槍矛呢？”（5:8 下）神兒女中完全沒有爭戰的意識，

沒有爭戰的勇氣，更沒有爭戰的能力。四萬人中沒有一人有兵器，這怎麼能算是神家的精兵

呢？ 

2.局勢轉折： 

“直到底波拉的興起，等我興起作以色列的母。”頌贊耶和華：為百姓，也為首領。 

 

3.當呼召來到，各人反應不同： 

  ①唱高調，袖手旁觀的人。15 下-17：流便、基列人、但人、亞設人。 

  ②拼命敢死的人。14、15、18：西布倫、以薩迦、拿弗他利。感謝神！神家還好有這 

些“傻瓜”在，為著神家的需要，真的是生死都不管禍福都不問，神家有需要就拼命就敢死。

eg.他泊山是在高處，鐵車是不會來的，但是他們願意下來。興起興起，我的靈啊，你要往前！ 

 

4.光輝的禱告：“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①  除掉一切的失敗和黑暗的權勢。 

① 詩篇 19 篇“沒有一處被隱藏不得它的熱氣”。 

 

興衰之四：亞瑪力人 VS 基甸——屬靈糧食的爭戰 

經文：第六章 

主要人物：基甸 

故事仍是以“Again”開始，the route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仇敵：米甸——亞伯拉罕的庶子；亞瑪力——以掃的後代。 

“壓制”：每逢撒種之後……都上來攻擊、安營、毀壞神家裡的糧食。 

兵家勝敗的關鍵點：糧食(神家裡屬靈糧食的缺乏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 

聖經中提到的“糧食”： 



① 神的話。Eg.嗎哪、乾糧、靈奶；屬靈武器（寶劍） 

② 仇敵，enemy。有位屬靈偉人說：“no food, no enemy”。迦勒說：“他們就是我們的糧食。” 

缺乏糧食的因素： 

①�  經濟崩潰：鴿子糞 5 舍客勒/升 

②�  道德淪喪：易子而食 

③�  食物中毒：野瓜藤湯中毒。(列下 4 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容易被人忽視卻又極其嚴肅的故

事。以利沙的門徒因為肚子餓就隨便找了些野瓜藤來熬湯。聖經上說的很清楚，“因為他

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列下 4:39 下），今天神家也是這樣，神家裡缺乏屬靈糧食的供應，

雖然 Internet 上有好多“食物”，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因為餓，無論是什麼東西都吃，吃了

就中毒。弟兄姊妹們，今天中毒的人實在太多了！“我覺得應該這樣子……”“我覺得應

該是那樣子……”“我覺得在神家裡應該人人平等……”“我覺得在神家裡沒有權柄這回

事……”……常常吃到野瓜藤卻忽略了神家裡真正的屬靈糧食。真正的糧食絕對從神的話

語而來，從聖經來。解毒方法：面。面是什麼呢？就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

多籽粒來，這許多籽粒又經過許多磨碾，許多壓碎，，到最後產出真正純淨的，有生命的

供應、營養的麵粉來。不是說今天 Internet 上的信息都不好，應該說我們沒有經歷十字架，

很多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野瓜藤。在野地裡沒有經過栽種管理餵養兒隨便長出來的，我們

吃了還不知道中了毒。屬靈糧食的爭戰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神的話是我們的糧食，亦是

我們爭戰的武器。趁著豐年，求神使我們成為一個積蓄糧食的人。 

Eg.約瑟時代的七個豐年過後緊接著的是七個荒年，“因為饑荒甚大，不覺得從前的豐富”。還好有約

瑟，在豐年竭盡全力積蓄糧食，他為自己，為神家，甚至為天下萬民都積蓄了糧食，在需要時候他可

以打開糧倉，供應饑餓的人。 

Eg.文革時期神的教會遭遇大的逼迫，聚會停止，聖經被燒毀，神家大鬧“饑荒”，還好有一幫神的僕

人曾經背過聖經，使那段時期的神兒女們不致“餓”死。 

西 3:16 上“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神的話就是我們的糧食，餓的時候，可以拿起來吃，可以拿出來分糧…… 

路 12:42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按時分糧。” 

 

讀第六章六節…… 

1. 失去見證：極其窮乏、住在洞裡 

2. 呼求耶和華 

3. 差遣先知責備 

4. 興起士師拯救 

（徹底的醫治和拯救：先差遣先知責備，醫治背道的病；再是耶和華的使者找出基甸——在 祂的時間，

用 祂的方式，用 祂的器皿，來施行拯救。） 

 



呼召基甸 

6:11 下“正在酒榨打麥子，為要防備米甸人。”警覺性很高，因為仇敵隨時都有可能來破壞糧食……

雖是荒年，卻仍是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非常認真地積蓄糧食。 

13 節——埋怨神。平常不覺得有神；一碰到難處，第一個埋怨的就是神。Eg.游泳的孩子耳朵發炎

向醫生賴皮：我們自己出來問題不去解決卻埋怨神。 

任何一位屬靈偉人都經歷過軟弱……之所以成為神合用的器皿，不是因為沒有軟弱沒有失敗，而

是因為他們非常受教，他們會接受神的校正，神給的醫治和改變。They're just adjustable！ 

 

基甸求證據 

滿有信心的禱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給我一個證據，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 

①獻祭。真實的召一定帶出真實的奉獻。除掉天然人來的一切，即使是在人看來“好”的湯，都必須

要倒出來，因為不是神要的。同樣道理，不是所有“好意”都是神所悅納的，不是所有奉獻都是屬神

的。凡不是從基督來的，就是老亞當裡頭的天然人。當基甸聽命忍痛把湯倒掉之後，有火從磐石中出

來，燒盡了……常常說缺少火，缺少火就是缺少奉獻，缺少合神心意的奉獻。利未記 6:12-13 祭壇上的

火不可以熄滅。我們應當常常更新自己的奉獻，求主給我們一顆常常忠心愛主的心，不管環境如何，

奉獻的心志不失。 

②真正奉獻之後，不會因為覺得自己奉獻了什麼而驕傲或因為自己犧牲了什麼而自憐，反而會覺得自

己不配。“我滅亡了……我當面看見……” 

③立壇：耶和華沙龍——耶和華賜平安。當仇敵肆目時，這個時候的平安是何等可貴。這平安是從奉

獻而來。“完全的奉獻，帶來完全的安息。” 

④產生屬靈的影響力：拆毀巴力壇，砍下壇旁偶像……吹角。 

 

以色列人及其窮乏，“父家口糧有餘”，浪子卻在外淪落到連豬豆莢都吃不到。 

①仇敵喜愛破壞特產和全地。 

②“每逢撒種的時候……”；“飛鳥來立刻吃盡了……”。 

③ 仇敵的攻擊一波又一波。 

詩 132：13-15 神要使錫安“糧食豐滿”，“窮人飽足”。 

基甸的具體行動：一個真正認識主的人，一定是一個信而順服的人。信心不斷增長，順服越來越

絕對。現在的人們常常互相攀比自己的偶像，卻從不在乎自己有幾斤幾兩。Eg.崇拜羡慕冰上舞者，卻

從不願踏進冰宮練一次，因為怕摔跤。道理都有，負擔也有了，行動也當出來！ 

Action 1 ： 

第 25 節 “當那夜”，取牛來，拆毀父家的巴力壇，砍下壇旁的木偶燒掉……有屬靈的長輩這樣說：

“常常我們發現屬靈爭戰從自己家開始，從自己家的 backyard 開始。”基甸最害怕得罪的是自己的父

親，第 27 節說“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夜間行這事，就在夜間行了”，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父親約阿施沒有責備他，而是起來保護他為他同全城人爭辯：“你們是為巴力爭論嗎？你們要救他嗎？



誰為他爭論，趁早將誰治死！巴力若果是神，有人拆毀他的壇，讓他為自己爭論吧！”人際關係上的

提醒：“懼怕人的，陷入網羅，唯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箴言 29:25）不僅要面對父家，而且

還有從小養成的生活方式——拜巴力——這也是一定要面對的。真正的奉獻一定帶來改變，付代價，

被神來改變！ 

Action 2 ： 

“他就吹角……”“他又打發人……”——有使命感；不僅自己傳，還成全別人，不僅自己好，還影

響別人也好。 

Action 3 ： 

為了確定使命，向神求應證。 

“神從來不被惡試探……”（參見雅各書第一章）基甸一點也不是為了試探神，而是為著神國度的事

情為著神的旨意而求指引，因為他太看重這事了…… 

“神啊，你把這麼重大的使命交下來，是不是真的放在我的身上？”他覺得自己太不配來承擔如此重

要的責任。“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

小的。”（6:15） 

兩個應徵： 

① 羊毛有露水，擠了一盆，飽和的露水，而周圍都是幹的。 

② 周圍都是露水，而羊毛卻是幹的。 

神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神要降甘露給誰就給誰，神要使用稅就使用誰……通過這兩次的應證，他知道

神實在是提名召了他。 

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Can we try？很多人碰到事情是同樣也想要環境的應證。Eg.臺灣高雄有一位長

老要娶妾，別人跟他說聖經上不許，他說：“No！我已經禱告過了，向神求了應證。”問：“是什麼

應證？”答：“我向神求：如果我娶小老婆不是你的心意，那位今天晚上閉上眼睛就不能睜開。結果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了，這就說明神給我應證讓我娶小老婆。” 

到底我們可不可以向神要應證？有人說可以有人說不可以…… 

分享我的領受：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First，成為一個奉獻的人。我把我的主權奉獻給神，把事情的結果結局完全奉獻給神，我願意把自

己的成見、看法、擔心、害怕通通放下來，我只有一個禱告，而且是非常真心，不斷求主幫助我更真

實地禱告：“Let your will be down.”“願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沒有過這一關，我們很難真正明白神

的旨意。你要去藉環境應證，去藉別人的認同，去詢問專家意見……你會發現通通沒有用，這些都可

能欺騙我們。 

Second，應證不是不能要，而是不能隨便亂要，而且也不急著要。特別在新約時代，聖靈已經內住

在我們裡面，西 3:15“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做主”，祂是那個裁判（英），到底我們有沒有犯規，

有沒有不合神的心意，我們讓基督的平安來做主。有基督的內住，有聖經的教導，有教會屬靈前輩的

幫忙，有身體感覺的應證……這些都是比環境應證更好更重要的事，所以不急著去要。 

Third，就連我們要應證本身這件事都需要主的帶領主的許可和帶領。 



Forth，如果是神蹟的應證，我們要加倍小心。基甸是 both way，兩面的應證都要。接續前面的例子：

那位長老第一天禱告說如果早上睜開眼就是主的旨意，何不第二天再禱告如果早上睜不開眼睛醒不過

來就是主的旨意。如果只一個，就是以偏概全，我們要非常非常謹慎，我們寧可要 double-ashored，環

境的應證我們不能隨便叫隨便要，環境既然是應許，那就讓神親自做。 

神給的應許：Both way,有正面的，順利或者鼓勵；也有反面的，難處抑或風浪的興起。順利固然好，

但在不順的時候還能夠心裡越來越篤定，行動越來越堅定，這也是神的應許。所以千萬別只看表面。 

 

基甸的得勝 

一． 奉命淘汰跟隨的人 

神家數點可以爭戰的人數本有 60 萬，被呼召出來的不過是 3 萬 2 千人。與多如海邊沙天上星的

仇敵人數相比，實在不能比。 

“天國是努力的人進入的”，“天國是強暴的人進去的”……我們要花代價，要在乎得神的喜

悅。 

1. 責任感的淘汰。32000/600000  1/20  神家參與事奉的有多少？為神家禱告的有多少？ 

2. 使命感的淘汰。“你們懼怕膽怯的人可以回去”，於是回去了 22000，只剩了 10000 而已。

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不同的。 

責任感：享有權利的同時，也當盡本職、盡義務； 

使命感：看見了仇敵，更看見了神在我們身上的託付，讓我們產生了一個願意付代價、可以去

面對挑戰、面對困難的心。  

3.  警醒、屬靈生命程度的淘汰。跪在地上用手捧水喝，only 300。這 300 人不是不渴，但他

們只是各取所需，沒有忘記更重要的。以神家為念，一使命為念。 

三關的淘汰，3 萬 2 只剩了 300。我們的 神的滿了慈愛的 神，同時又是極其嚴格的 神，祂有 祂絕對

的法則揀選合 祂使用的器皿。 

 

二． 深入敵營得堅固 

“倘若你怕下去，就……下到那營裡去。你必聽見他們所說的，然後你就有膽量攻營。”（7:10-11）

是的，基甸去了，因為他實在是害怕的。本相中的軟弱更能顯明他的順服和使命感。這就是基甸的可

愛之處，是真實的害怕，真實的軟弱，也是真實的順服，真實的得勝。這段安慰、堅固基甸的話竟是

出自敵營，如果他們沒有“下到那營裡去”，他們就不會聽見。一個躺在家裡的人不會聽見這些話，

一個沒有上過屬靈戰場的人，他對神不會有這樣第一手的認識和經歷，他的信心也就不會這樣絕對，

以致在一切所遇的環境中都能不斷增長。當我們的信心是不斷增長時，我們的腳必須跟隨 神，我們的

腳必須踏入戰場上，在爭戰中親近 神、經歷 神，甚至在敵營中聽到神要堅固我們的話。約翰福音第

五章中畢士大池旁的那個癱瘓了 38 年的人，有一天主對他說：“你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

起來走了。有很多時候我們會對主說：“主啊，求你給我力量讓我起來走路，把我醫好了我就起來跟

隨你……”但是正好相反，主說“你起來走路就會有力量，你跟隨我之後得醫治……”就像主對這個



38 年的癱子說的一樣，“你起來，拿你的褥子走！”這個人的力量來自於他的順服，醫治來自於他的

“走路”。當抬約櫃的祭司把腳踏進約旦河時，河水就分開了。雖然基甸本來的情形夠不上神的要求，

但他一直順服，一直在主面前認真地“走路”。基甸——翻滾的大麥餅和基甸的刀——一方面成為神

家屬靈的供應，另一方面成為爭戰得勝的武器。 

 

三． 基甸與三百個勇士同心爭戰 

1. 經過三輪淘汰的精英 

2. 同一個心志：為屬靈糧食而戰，不容仇敵毀掉神家的祝福和屬靈糧食的供應 

同一個行動：一起吹角、一起打破瓶子、一起呐喊。利未記 26 章中提到的真正原則是一個人對抗

一百人，兩個人可以對抗一萬人。 

3. 絕對的順服：基甸的安排 

爭戰時間：三更之初 

分隊配搭：分隊，各異百人（沒有一人不服從分配） 

武器裝備：角、空瓶子、火把。 

① 角：誇勝、宣告。向著仇敵誇勝，仗著十字架誇勝。 

② 空瓶子：倒空的器皿。他們沒有自己的厲害，他們把神家的厲害放在自己之前；他們沒有自己的意

見，他們把神的旨意代替自己的計畫、自己的看法。 

③ 火把：神聖的火焰。使命感、聖潔的火焰在他們裡面燃燒。 

4. 美好的配搭：各站其位，各盡其職。“他們在營的四維各站各的位。” 

 

四． 基甸對得勝的處理 

一方面，不邀功，而是打發人去請以法蓮人來分享得勝的戰果。另一方面，除惡務盡，處理疏割人和

毗努伊勒人。（接納容讓屬靈光景不好的弟兄們，卻必須勇敢地對付傷害神家見證的人。） 

每次“道成肉身”都要經過考驗，無論是屬靈生命的成長，還是教會的建造，或者婚姻家庭等問題。

一個沒有使命感的人是不可能勝過這些代價和考驗的。 

回顧： 

1. 順服的考驗：拆毀巴力的祭壇。 

2. 信心的考驗：3 次淘汰跟隨的人；300 個人有勇氣與多得無數的米甸人爭戰。 

3. 生命度量的考驗：處理以法蓮的無理取鬧 

4. 使命感的考驗：基甸和跟隨他的 300 人“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又遇到說風涼話的疏割人和毗努

伊勒人。 

5. 得勝的考驗：仇敵要打倒我們，不一定是在戰場上，有可能是在凱旋的時候，在我們鬆懈的時候。

Eg.大衛制服了周圍列國，國家太平了，他做王了，但就著他最鬆懈的時候，他犯罪了。耳環——以

弗得——以色列家的網羅 

6. 婚姻上的考驗：雖然在舊約常常出現多妻的例子，但多妻並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蒙福的事情。且



所生的亞比米勒帶給神家這麼大的破壞和傷害。 

7. 雖然晚年所行有破口的地方，但位於希伯來書 11 章中得勝者的行列。 

 

興衰之五：亞比米勒 

經文 9C-10C 

士 8:33 “又行”，又掉進了那個 route。 

賽 1 

神的百姓是被打傷還是犯罪，再打再犯罪。 

回顧：美索不達米亞——世界；伊磯倫——肉體、情欲；耶賓——仇敵攔阻的權勢；基甸時代——仇

敵來毀壞神家屬靈的糧食；亞比米勒——腐化、分化神家內部…… 

腐化：高抬自己，以自己為中心（追求、事奉甚至禱告） 

分化：讓神兒女們不合一，相咬相吞。eg.一位韓國長老在美國的西餐廳不好意思禱告，他看到一位穿

著西裝筆挺的美國人在那裡很安靜地禱告然後用飯。他很羞愧，就坐過去開始攀談。美國人告訴他：

“我不是基督徒，我是撒旦教的。”把這個韓國長老嚇了一跳，“你們撒旦教也禱告？”“我們當然

禱告，我不僅僅自己禱告，我們還有禱告會，還有禁食禱告會。”韓國長老很好奇：“你們禱告什麼？”

“最常禱告的有兩件事：第一就是要神家的領袖失敗，第二就是要神家分裂，叫神兒女們不合一。”

弟兄姊妹們，連撒旦都知道神要的是什麼，那位韓國長老回去後對大家說：“我們再不起來禱告，我

們就完啦！” 

亞比米勒：耶路巴力也妾所生的，示劍人。 

1.Sign： 

① 爭競的靈：9:2“是七十人管理你們好呢？還是我一個人管理你們好呢？”——>“到底是那個人當

小組長好呢還是我當小組長好呢？” 

② 人情、面子：“要紀念我是你們的骨肉。”不是用神的話語神的旨意神的祝福神的異象和使命，而

是用人情、面子來結合人群。 

保羅在要離開加拉太教會時說：“我走之後會有兇惡的豺狼進到你們中間，他們外面都是披著羊衣的。

我們要有分辨的靈，要小心。很多時候教會被破壞是因為神兒女們沒有分辨的靈，不知道分辨，有些

披著羊皮的狼進到神家，用盡各樣的方法去收攏人心，去討好弟兄姊妹，保羅說：“你們要小心！為

自己謹慎，也為群羊謹慎！”我們裡面要有分辨的靈。 

2.Action： 

把七十個弟兄殺在一塊磐石上。—>9:5“立他為王”——高抬自己（仇敵腐化神家的詭計）self-centred。

先用人情、面子拉攏，翻臉時是“殺光”、“撒鹽”（徹底毀壞，苦毒的報復方式）。這樣的人若是成

為神家的領袖，而神百姓竟然左右手不分，這要成為神家的災難，所以我們要謹慎！ 

3.Respond：用什麼樣的方法對別人，神也用什麼樣的方法對他。 

①與人的關係：你是什麼樣的，就吸引什麼樣的人來跟隨你。亞比米勒重權重厲害關係過於親情，示

劍人也是這樣，9:22-23 示劍人“用詭詐”，“想要殺他”。磁鐵吸不了沙，卻吸得了鐵砂。肉體跟肉



體相碰，就都碰出肉體來；如果我們用新造的生命相感，就把對方新造的生命也帶出來。eg.夫妻爭吵：

我們人就是有本事吧對方連自己都不知道最醜陋的那一面激發出來，這是我們的本相，肉體碰肉體就

出來肉體。跟著大衛的那些匪徒後來成為神家大能的勇士，而跟著亞比米勒的匪徒後來就都是匪徒，

還反過來要殺他。我們要小心，不要用人的方法、人的詭詐來抓一些神不要我們得的東西。 

②面對神。加拉太書 6:7-8“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種的是什麼，收的就是什麼。順著情欲撒種

的，必從情欲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若種的是詭詐，之後收的就是詭詐的惡

果；種的是殘暴，受到也是別人以殘暴待他。eg.焦源廉小時候玩捉弄人的遊戲——仰脖子吐口水看誰

吐得最高，結果都吐到自己的臉上。仇敵常常這樣羞辱我們！ 

 

他詭詐對人，人也詭詐對他。示劍人起來反抗他，只是他更詭詐，先發制人，用更狠毒的方法把示

劍人都殺掉了。但是我們更清楚可以看到，神沒有放過他，藉著一個好人把一塊磨亞比米勒石推下，

打破他的腦骨。這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件極羞辱的，一個大能的勇士死在女人的手下。所以，亞比米

勒叫少年人把他殺死。 

9:56-57“神報應亞比米勒向他父親所行的惡，就是殺了他弟兄七十個人的惡。” 

示劍人：“約坦的咒詛”。 

 

約坦的比喻 9:8 

（荊棘——亞比米勒，黎巴嫩的樹——示劍人） 

1. 沒有爭競出頭的靈，不高抬自己。別人請他作王。 

2. 各站其位，各盡其職。以色列三大農產品。 

(1) 橄欖樹：一包橄欖，在其上加石頭，連加 5 快石頭，直到壓成渣，流出 5 道油 

①第一道——侍奉的膏油。膏祭司，抹聖物，用來特特歸神，最尊貴的。 

②第二道——醫治的膏油。eg.好撒瑪利亞人。 

③第三道——實用油。屬天的糧食供應我們所需。 

④第四道——燃燈用油。如同明燈照耀，讓我們知道什麼是神的教訓，啟示我們，讓我們能分辨什

麼是黑什麼是白。 

⑤第五道——渣滓最多，用作肥皂。潔淨我們。 

(2) 無花果：結甜美的果子，使人和神都能享受它。  

(3) 葡萄樹：供應使神和人都喜樂的酒。 

神家裡就是有這些寶貴的器皿，他們在就讓神兒女們進到神家就被分別，而且越變越尊貴；他們在能

夠讓神兒女來到神家之後，能夠享受神甜美的果子，神在我們中間也享受這甜美；他們在叫神和人都

喜樂，像酒一樣。多麼希望神家多有這樣的器皿，沒有任何意念要高抬自己，我們站在蒙恩的地位上，

盡我們該盡的位份。 

而荊棘卻不是這樣，一心想要做王。 

預表舊造生命。從亞當夏娃犯罪之後，神就說：“地要為你們咒詛，地也要因為你們長出荊棘和蒺



藜。這是犯罪的結果——荊棘和蒺藜是我們舊造生命最大的特點。 

①多刺。所有跟它相撞的一定受傷。 

②卑賤沒有價值。聖經上荊棘的結局就說焚燒，沒有用的；也沒有誰拿荊棘當裝飾品。唯一一次是主

耶穌的冠冕，非常殘忍的——荊棘編作冠冕——罪人的生命叫我們的主受傷。所以基督徒對罪要有這

樣的感覺，我們不敢隨便犯罪。 

③屬地。出於地，長在地，靠著地而生。這樣一個生命竟在樹林中要做王，“飄搖在眾樹之上。”荊

棘自己知道誰是王。它沒有說願火燒滅別的樹，而單說黎巴嫩的香柏樹。 

詩 104:16 “佳美的樹木，就說黎巴嫩的香柏樹，是耶和華所栽種的，都滿了汁漿。”如今黎巴嫩的香

柏樹在我們裡頭，而荊棘也在我們裡頭，但是荊棘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從荊棘中發出火來，燒

滅黎巴嫩的香柏樹。屬肉體的逼迫屬靈的。 

我們要在乎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要讓它在我們裡頭長達成熟，來替代我們裡面荊棘的生命。 

①香柏樹一路往上長，可以長到 40-50 尺，高大佳美，跟荊棘正好相反：一個向天而去，一個盤地而生。 

②荊棘無用，用來當柴燒；而整個聖殿的建材就是香柏樹，成為神家的棟樑，成為神家的見證，成為

神家那麼美麗的生命的彰顯。 

③荊棘的破壞，使人受傷；香柏樹、橄欖樹、無花果樹、葡萄樹各有美好的見證，成為美好配搭。 

 

興衰之六：亞捫 VS 耶弗他——勝過肉體再回頭 

經文：10C  

10:6“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不僅重蹈覆轍，並且變本加厲，幾乎列國所有的神都拜，就是不拜真神。四圍的列國都影響了他

們，卻獨獨他們沒有影響別人，完全失去了神兒女們屬天生命的影響力。 

主要仇敵：亞捫人的再回頭（2C:伊磯倫）歷史上，摩押、亞捫人是常常犯境——肉體一再轄制我們屬

天的生命。 

羅馬書 6 章說：“我們順服誰就作誰的奴僕。我們順從神，講完的身體當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成為義的奴僕……” 

一．對個人：得勝經歷的貧窮 

Sometimes 我們得勝。我們不是沒有得勝的經歷，但我們要知道，仇敵不會因為我們得勝過就不來，

they always keep coming back。 

太 7 聰明人蓋房子在磐石上，愚昧人蓋房子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不管是雨淋，不管是水沖，不管是風吹，都是 constantly，一直持續進行的，就像仇敵的攻擊是一撥接

一撥的，直到把那個建造摧毀。這就是肉體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法制，constantly 直到摧毀。所以亞捫人

的再回頭不僅僅是發生在耶弗他時代，我們今天也是這樣，如果我們不知道這個事實，就很容易產生

兩個“問號”： 

1. 聖經上所說的得勝生活是真的嗎？如果是可能是為什麼我不能經歷呢？我的經歷這樣貧窮，難道保

羅所說的“得勝有餘”是可能的嗎？難道保羅說“看萬事如同糞土”是可能的嗎？ 



2. 波浪式的起伏：忽好忽壞，忽高忽低。神的心意是叫我們“穩行在高處”，所以對我們來說失敗應

該是偶爾的，得勝才是經常的；我們真是的光景是什麼呢？我們卻變成得勝是偶爾的，軟弱是經常

的。 

二．對教會：無理地要求還地——搶奪教會的屬靈產業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那一刻，救恩的一切工作都已經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 so 

perfect，completely。在基督裡神把一切應許和祝福都賜給我們，“父曾經在基督裡講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氣都已經賜給我們”（弗 1），但是，當教會全盛時期一過就進入了黑暗時期，很多屬靈產業都失掉了。

教會歷史上上千年的時間裡，有誰知道“基督內住”？有誰講“聖靈充滿”的信息？有誰講“與基督

同釘十字架”的信息？這些信息通通被仇敵奪去了。教會就一直活著軟弱和黑暗中，知道馬丁路德開

始恢復“因信稱義”的真理，這是從仇敵手中奪回來本來就屬於我們的。因為主耶穌早就完成了救恩，

保羅早就講了因信稱義，可神的兒女們將這早就賜給他們的豐盛失卻，當時神的兒女們讀不到神的話，

當時他們要買贖罪券，當時他們政教合一，產業被搶奪了。感謝神，雖然神兒女們失敗軟弱，但我們

的神不失敗，祂大能的膀臂不縮短。藉著興起一個又一個神家的勇士，勇敢的與仇敵爭論，與仇敵爭

戰，奪回屬靈產業。 

馬丁路德——因信稱義 

弟兄會——重視聖經的屬靈含義，讀到聖經中的那麼多亮光 

慕安德列——聖靈內住 

賓路易師母——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等等，這麼多寶貴的屬靈產業被仇敵奪去，但我們發現這些大能的勇士，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用他們

的生命，用他們的血，用他們的腳蹤，用他們的見證，來為我們恢復神家屬靈的產業。賓路易師母，

當神要用她時，主把“同釘”的亮光給她，雖是姊妹，卻勇敢地起來釋放信息，她講得那樣好，加略

山十字架的得勝。還有史百克弟兄、倪柝聲弟兄……他們並不是發明瞭新的東西，而是在教會出現之

時，在聖經中早已完全了的信息。神早就賜給我們了，但仇敵就是要將我們從神的應許之地趕出去。

亞捫人的無理和強硬，就是要讓我們失敗，不讓我們進入神已經賜給我們的美地，不讓我們去得神已

經賜給我們的產業。 

我們不甘心被仇敵擄掠，不甘心被仇敵搶奪和踐踏，這是我們當得的份。 

個人，起來爭戰脫離肉體的轄制；教會，起來持守神家屬靈的產業。 

 

讀 10:10-16 

以色列人離棄神，拜偶像—>受仇敵轄制—>呼求神—>神的管教 

我們一定要知道上帝最厲害的管教是什麼。羅馬書中三次提到“任憑”兩個字。 

 

以色列人立即認罪，但就連認罪也很可以讀出自私和不成熟，“任憑你隨意待我們……只求你今日

拯救我們。”“今日拯救”這是我們常常有的問題。我們不順服神，我們犯了罪，結果管教臨到我們，

難處臨到我們，我們馬上想到的就是希望這個難處今天就解決，於是就悔改認罪。弟兄姊妹，這樣的



悔改，這樣的認罪，不是從心底裡因為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傷了神愛我們的心，不是從心裡真正知道

自己錯了，而僅僅是因為這個難處這個管教使我們不舒服我們不喜歡，這樣的歸回在主面前不夠真實，

成熟度不夠。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在不久之後又轉去犯罪。他們歸回是因為難處而歸回，是因為怕被

打怕痛而歸回，但神不喜歡我們這樣子。Eg.父母管教吸毒上癮的孩子。 

但是，在這裡讓我們感動的是，神還是接納了他們。16 節下，“耶和華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難，就

心中擔憂。”有人說舊約裡的神比較嚴厲，新約裡的神比較慈愛，但其實我們再認真一些來讀聖經，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神一直是沒有改變的，即使是舊約，你也可以讀出耶和華神是慈愛如父親的神。 

 

耶弗他 

聖經給他的評價：來 11 

與亞比米勒最大的不同是： 

亞比米勒——高抬自己，用盡一切方法抓權；專門對付別人，卻不對付自己 

耶弗他正好相反——不重權勢，不高抬自己（連回來做領袖都是別人請他回來的，是神差他回來的）；

專門對付神家的仇敵，卻對神家裡曾經得罪他傷害他的人不記仇。 

特點： 

① 出身低微。妓女所生的兒子，別人都看不起，甚至把他趕走。 

② 度量寬闊。他不記仇：雖然你瞧不起我，我不低看我自己；你可以羞辱我，但是我不羞辱我自

己。Eg.有些人在教會服侍為什麼不能長久，因為他們在乎別人怎麼看他，如果神家沒有照他所

期望的重用他，他就埋怨，他就發牢騷，make noises，甚至他就離開教會。 

③ 對仇敵特別勇敢。“爭戰顯出勇敢”恰好說到他。他的勇敢是對仇敵，今天太多人是對家人顯

出勇敢，在家裡做“頭”，都做“榔頭斧頭”，而不是做一個主耶穌那樣捨命的“頭”。耶弗

他知道神家危難的時候，他就回來，當仁不讓，對仇敵非常勇敢。這就是勇士！當亞捫人犯境

那樣無理地扭曲歷史羞辱神家，耶弗他沒有任何退縮，而是那樣義正言辭，跟仇敵 argue，用神

的話語跟他們講道理，你看，這是位大能的勇士！ 

④ 是一個會禱告會倚靠神的人。11:11 當百姓立他作領袖、作元首的時候，“耶弗他在米斯巴將自

己的一切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雖然我們不知道耶弗他所陳明的“一切話”是指什麼，聖

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是在陳明他的一切，把他的心事、心願，把他一切的感覺都向神傾吐。

30 節的一個許願，願意將一切交托，即使是最愛的，因為他知道他所倚靠的是耶和華。 

⑤ 熟讀聖經，熟悉神家的歷史。到底亞捫人的指責和控告是不是事實？亞捫人要他們將地交出來，

那麼到底他們有沒有侵佔過亞捫人的地呢？沒有！ 

申 2:16-19,36 下-37 神給他們的旨意就是 19“不可擾害……也不可與他們爭戰”，神不要他們得亞

捫人的地，而事實上他們也實在是繞過了這個這塊地，並沒有侵佔任何亞捫人的地。耶弗他對付無理

耍賴的仇敵那樣有耐心，他對神的話語那樣認真，對神家歷史那樣熟悉，他知道怎樣應對仇敵，怎樣

在仇敵面前不妥協，他知道怎樣穩踏主所應許賜給的境地。 

⑥ 懂得感恩，願意把最好的最首先的獻給神。遠好過 10 個大麻風病人被治好只有 9 個回來。 



 

興衰之七：非利士 VS 參孫 

經文：士師記 13-16 章 

主要仇敵：非利士人——屬靈的假冒，專門針對神家的得勝者 

歷史上非利士人也是從埃及進到迦南地的，但與神兒女的進法有很大的不同： 

非利士人是從北邊沿著地中海偷偷地進來；神的百姓是雲柱、火柱一直由神帶領，經過紅海（林前

10 章講到紅海預表受洗，重生得救的經歷），經過曠野（神的工作、神的製作），穿過約旦河（在主觀

的經歷裡在十字架裡面與主聯合與主同死同復活），再進到迦南地的。另一方面，帶出的結果也完全不

同： 

① 他們不是神的選民 

② 雖然他們也跑到神的應許之地，卻不是因著神的應許而來，也不是為了承受神的產業，正好相反，

他們來是為了針對神兒女，破壞神家見證，攔阻神旨意的成全。 

③ 特別預表屬靈的假冒，所以專門針對神家的得勝者。因為他們是假的，所以就怕真的，真的出現，

假的就顯露出來，所以一旦神家出現得勝者，他們就極力破壞。破壞到什麼地步呢，就剩下參孫了，

一個我們初讀時覺得不怎麼好的人，一個我們看來缺點多多的人。但就連只剩下參孫他們也不願意

放過，乃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軟硬兼施，連美人計都用上了。仇敵要工作在我們身上，那樣的

persistent，永遠不放棄，永遠不放鬆。Eg.John Wesley 的母親 Susanna 是一個及其謙和，滿口恩言的

人。她的孩子很多，衛斯理是他的第 18 個，查理是第 19 個。曾經有一個孩子挑戰她，問說：“媽

媽，你對撒旦的看法怎麼樣？”她笑笑說：“我很佩服撒旦那個永遠不灰心的態度。”一次不成功

就來第二次，二次不成功就來第三次；強暴的方法不行就用腐化的方式，恐嚇威逼不行就用美人計。

是的，仇敵的攻擊就像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關鍵是我們建基在磐石，還是沙土？ 

 

參孫：Strong、distinguished、sunrise（就著名字來說） 

就著這個人來說，勇敢，智慧，容易被神的靈感到……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他對神家的興衰

存亡深具使命感，他對神的百姓非常有愛心，對仇敵又非常勇敢，對神也是充滿信心。有人這樣評價，

概括起來說：【有使命卻無美好生命；有信心卻無德行（有點過了）；很有能力但不夠謙卑；雖然常有

聖靈感到卻又多隨從肉體；雖然常向神求恩卻又不遵行神的要求；處在危機裡頭卻不知道警醒；對仇

敵勇敢對自己卻是軟弱】總之，參孫身上有長處也有缺點，正像我們任何一個人一樣。但是，我們要

特別注意的是：一方面，仇敵知道我們各人的弱點是什麼，並且常常針對這些好對付我們，永不放棄，

所以我們在主面前要特別警醒；另一方面，因著仇敵在我們身上各樣的攻擊和破壞，我們更當求主開

我們的眼，叫我們看見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破口是什麼，我們的致命傷是什麼？是的，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軟弱，每個人身上的軟弱都數不完，但是有些軟弱不會在我們身上成為致命的傷害，而有一些卻會

成為我們的致命傷。一個器皿，破口不需要多，只要真是有一個，裡面所盛的祝福早晚要漏光。無論

是心中的偶像也好，或者生命的致命傷也好，或者說是在主面前最大的破口漏洞也好，無論是什麼，

我們都不要輕易放過，不要隨便妥協。因為常常這些最奪我們心的，就是最奪我們命的。 



以色列人：Again 

特別之處：並沒有記載百姓受苦哀求耶和華，卻記載了神早就預備拯救的器皿，早在第 13 章第 5 節，

參孫還沒有生下來時，神就已經預備要拯救。說到神的 unfailing love——羅馬書 5:8：“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 

 

13 章：拿細耳人 

3 個特徵（keywords）： 

① 許願——甘心的 

② 離俗——分別為聖 

③ 歸主——divided purpose 

3 個條件： 

①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連葡萄、葡萄枝、葡萄樹都不可以碰 

② 長髮不可以剪——十架生命的美麗和代價 

③ 一切的死屍都不可以接觸——不觸碰死亡，也不容死亡來觸碰 

然而自從神藉著摩西在西乃山頒佈拿細耳人的條例，直到士師記 13 章，差不多過去了將近 400 年的時

間，神家沒有出現任何一個拿細耳人，一個都沒有。神只好跟瑪挪亞夫婦要。再細心些讀，歷史上最

出名的 3 為拿細耳人：參孫、撒母耳、施洗約翰，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母親在生產上有困難，也都是藉

著神主宰的介入，神特別的恩典而讓這個母親甘心情願把這個孩子歸給神。我們在這裡都看到神家的

需要，神怎樣得著合用的器皿，他們都甘心把自己最愛的獻出來。而這些孩子都是在神家最荒涼的時

代，給神家帶來轉機的人，他們成為一個世代扭轉局勢的關鍵人物：參孫在士師時代給神家帶來轉機；

撒母耳也是一個轉移局勢的人，不僅使以色列全家歸向神，而且結束了士師時代，帶進國度時代；施

洗約翰則是結束舊約時代的關鍵人物，成為基督的 pioneer，為主預備道路。 

 

瑪挪亞和他的妻子： 

①兩個人都非常愛神，敬畏神。 

②模範家庭：姊妹守住自己的地位，弟兄也站好自己的位置。就屬靈來說，姊妹一般比弟兄更愛主，

神的使者兩次對瑪挪亞的妻子顯現（這不是因為她是媽媽的原因，施洗約翰出生時，神的使者是對爸

爸撒加利亞說話；而主耶穌要出生時則是對爸爸媽媽都說話）。雖然這位姊妹屬靈生命更好，但每一次

神的使者向她顯現，她第一反應都是跑去告訴她的丈夫。這弟兄也是很好的弟兄，他不會吃味，不會

說：神為什麼只對你說話不對我說話，只對你顯現不對我顯現。他的動作是第 8 節：立刻禱告，“祈

求耶和華”。這就是弟兄該站的位置，帶領全家舉手向神禱告，與神的使者交談、詢問並且發出挽留

和款待的要求，而不是抱怨。這就是一家之主該有的樣式。 

③夫妻之間的交通是那樣的真實沒有攔阻。弟兄也會有軟弱和害怕的時候，19-20 節，當神的使者從火

焰中升上去之後，他就害怕了。但他願意把自己的害怕、擔心和軟弱都向妻子敞開，這就是 true feeling

的交通；而當他的妻子來安慰他時，他也有足夠大的度量接受妻子的幫助。 



④二人同心同行。瑪挪亞每次講都講“我們”、“我們”、“我們”，至少有 5 次在他的話裡出現了

“我們”；而聖經中每次使者提到他們都會說“瑪挪亞和他的妻”、“瑪挪亞和他的妻”、“瑪挪亞

和他的妻”，他們兩個根本就是“一體”，“二人成為一體。” 

 

第 4 節神對孩子的媽媽說“你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如果想要家裡

出來一個拿細耳人，自己先學會做拿細耳人的父母。 

1、參孫的出生是非常特別的出生，不是憑著人意生的，也不是憑著血氣生的，而是憑著應許生的。這

也講到爭戰力量的來源，不是憑著人意，也不是憑著血氣的，我們在神面前一切屬靈力量的來源都

是出於神。 

2、特殊的身份：一出胎直到死都是歸神作拿細耳人。 

3、敬虔的後代：蒙神眷顧的雙親、同心同行的雙親、尊主為大的雙親。 

參孫的事蹟很多也很偉大，是大能的勇士：赤手空拳打死獅子，用驢腮骨殺死仇敵一千、抓 300 只狐狸

火燒園子、用門窗當扇子嚇走仇敵…… 

參孫的長處： 

①愛神。一生是為神的國度而活。 

②有使命感。不管做什麼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對付仇敵，連發脾氣都要發到仇敵的身上。 

③很有能力很有恩賜。神賜大能大力在他身上。 

④服侍很有果效。幾乎每一次打仗他都贏，仇敵每一次捆綁都捆不了他，他用各樣的方法去破壞仇敵。 

⑤神喜歡用他。他口渴了神就從窪處裂出水來供應他，神樂意用他並且祝福他。 

 

參孫和大利拉 

但是，他的缺點和破口也是同樣明顯：致命傷一直留下，並且曝露在仇敵面前。拿細耳人的三個

條例他一個也沒有守住。軟弱是難免的，但我們要特別注意提防我們身上的致命傷。 

eg.撒旦是釣魚的高手，他真是值得釣什麼魚用什麼樣的魚餌。連撒旦都知道我們的弱點在哪裡，我們

豈能不提防？魚餌吸引魚是真的，但是魚餌裡面所藏的致命的鐵鉤也是真的。這就如同箴言裡那個妓

女打扮好自己出來一勾引那少年人，那少年人就像牛背牽往宰殺之地。吸引是真的，但是背後要帶來

的那個致命的傷害也是真的。撒旦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明著的就是威逼利誘，有時候用強暴、用威脅、

政治迫害，讓我們不能夠站得住，甚至是“能殺生命”這類的外面危險，又或者是用各樣的好處來吸

引（眼目的情欲、肉體的情欲、今生的驕傲）；暗的呢就是腐化和消耗，把我們這個人屬靈的生命、把

我們的異象和使命通通在不知不覺中腐蝕和消耗掉。 

eg1.為 5 元錢而駝背的少年，從此夕陽不再燦爛，星星也不再神秘…… 

eg2.重慶火鍋裡的罌粟，讓人上癮。 

 

參孫的可惜之處就在於，明明自己身上有大的軟弱，比如貪戀女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仇敵曝露，

卻從來不對付，也不警醒。無疑，這使本有大能大力的勇士遇到一個又一個危機： 



參孫的危機： 

⒈ 太自信。“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終於倒塌，並且倒塌得甚大。” 

⒉ 松懶的生活。大利拉，名字的意思就是“楚楚動人，令人憐愛”。明明早就識破大利拉的企圖，卻

仍然捨不得離開放縱情欲的生活，並且松懶到一個地步，連耶和華神已經離開他了都不知道。第 20 節

“他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這是最可怕的事情：已經離開，而不是將要。我們很可能照著

自己的經驗像往常一樣帶聚會，一樣講得，一樣講很多“屬靈”的話做很多“屬靈”的事……但神的

膏油明明已經離開他了，他自己卻不知道。大家要小心，全世界各地都有想要剃別人頭髮的大利拉，

你我生活周圍都有，天天預備好了要來給我媽剃頭發的。偏偏又楚楚動人，令人憐愛，捨不得離棄。

這並不是說一定是女色，有可能是錢財，也可能是一個讓我們發達的機會…… 

⒊ 大的失敗和羞辱。從前那樣得勝，用一根驢腮骨就可以殺死一千人，徒手就可以殺死一頭獅子，取

了門窗可以當扇子扇，隨隨便便還可以捉到幾百隻狐狸玩玩仇敵……但如今卻這樣受羞辱！①非利士

人把他的眼睛挖掉了②然後用銅鏈捆鎖他使他成為奴隸，在監獄裡推磨③非利士人因為他那一次的失

敗而大大羞辱神，羞辱神家 24 節“眾人看見參孫就讚美他們的神……”④把參孫當小丑，叫他過來戲

耍戲耍。要知道從前是沒有一個非利士人敢單獨站在參孫面前的，連上千的人站在他面前都被擊殺，

現在卻叫參孫來當小丑。這對參孫來說實在是一個大的羞辱。 

 

每個人都有可能失敗，重要的是如何從失敗中走出來。eg.美國曾經有一任海軍高級將領因為一塊

勳章而自殺。這麼傑出、這麼上進、這麼好的一位將軍，就因為曾經失敗過那麼一次，吧一個不該是

他的勳章掛在身上照了一張相，他整個人被毀掉了，他無法忍受他的失敗被媒體公之於眾，於是選擇

了自殺。我們神家裡的人實在要求我們的神憐憫我們，我們失敗是難免的。一方面我們不要不放過別

人偶然的失敗，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該怎樣去 handle properly 自己的失敗： 

1. 認罪悔改。先不要因為會使自己丟面子而難過，如果我們的難過只是為了這個的話，我們的難過在

屬靈上是不值錢的。我們的難過應當是主我犯罪虧欠了你的榮耀。 

2. 立刻刹車。Don't go further！在犯罪的或者誘惑的事上多往前走一步，就要花多上 10 倍的代價、力

氣、功夫才能退回來，而每走一步所帶來的傷害的都是加速的嚴重。eg.撞到了人本要踩刹車卻一緊

張狠狠地踩了油門。 

3. 找出失敗的原因及防避之道以免重蹈覆轍，免得將來大利拉又回來了我們又犯同樣的錯。eg.日本的

“行銷之神”袁一平，連續 15 年日本行銷的 No.1，他本來只有 145cm。他有句名言：你如果想要糾

正自己的缺點，首先應當知道你的缺點是什麼。 

 

參孫的轉機： 

雖然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感謝主，他裡面的眼睛卻亮了。太 6:22-23 主耶穌說：“眼睛就是人身上的

燈。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裡面的眼睛若昏暗，那昏暗是何等的大。” 

裡面的眼睛更重要。參孫裡面的眼睛亮了： 

①認識了仇敵的詭計 



②認識了自己軟弱失敗的致命傷在哪裡 

③明白了他能夠得勝，他能力的來源不是自己而是神。 

外面的眼睛瞎了，裡面的眼睛卻亮了；外面的能力雖然失去了，他卻在主裡面漸漸培養出一個更新的

能力，他讓他的頭髮漸漸長長；雖然他曾經受過羞辱，但是他把更的羞辱留給了仇敵；最後他雖然死

了，但是他死的時候殺的仇敵比活的時候殺的仇敵還要多。主在最後對一個真正歸回的人仍是願意用

他，並且用的比以前更大，這個人是在生命裡頭被十字架製作過、對付過、潔淨過的。還有一個特別

的，在第 28 節“參孫求告耶和華……”這是參孫在所有爭戰中第一次向神禱告。他終於知道，離了主，

他不能做什麼。他的能力全然來自神。第 22 節，他的頭髮漸漸長起來，他的能力真正恢復，這是一個

真拿細耳人的生命和能力。神家一直沒有的拿細耳人，就連參孫的出生都好像是神不得不向人要的一

個，但是感謝神，神家第一個拿細耳人在監獄中產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