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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士師記（8）基甸擊敗並制伏米甸人、基甸的逝世、亞米比勒的惡行， 

以及陀拉、睚珥作士師的故事（士 7:22-10:5） 
 
 
聽衆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衆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爲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士師記 6:34-7:22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士師記 6:34-7:22繼續講述神呼召基甸成爲以色列的士師，以及基甸擊敗米甸人的故事。 
 
基甸是否是試驗神，或是只是求神給他更多的憑證作爲支持呢？不管是哪種說法，儘管基甸

順服神、打敗仇敵的動機是對的，但他的方法卻不够理想。基甸似乎已經知道，他的請求可

能會令神不悅，但他仍然求神行兩個神蹟，並且這是在他親眼看到磐石上有奇妙的火以後才

求的。要作出正確的抉擇，需要事實根據，這是沒錯的；然而基甸已經有充足的證據，他仍

然猶豫，遲遲不順服神，還想求更多的憑證。向神要求額外的憑證就表示不相信神。在我們

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也常常懼怕，想等候更多的證實。如果求眼見的徵兆只爲再一次證明

我們已相信的是真實的，我們又何需這些徵兆呢？現在神引導我們最偉大的方法，就是神的

話語（即聖經），我們有神完全的、默示的話語。如果你想獲得神更清楚的引導，不必求神蹟，

只要查考聖經就足够了，正如提摩太後書 3:16-17所記載的那樣：“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
譯：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

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基甸看到濕的羊毛以後，爲什麽還要另一個神蹟呢？也許他認爲第一次試驗的結果有可能出

於自然現象。太陽曬乾了地面，但厚厚的羊毛裏面，是可能存有水分的。“將羊毛再試一次”，

以此作爲抉擇的方法不足取。這樣行的人是限制神，要求神照著人的願望和方式而行。這樣

試驗的結果，通常不能産生明確的效果，不能使人對自己的抉擇更有信心。你應當藉著讀經

和禱告得到神的智慧，不要用“羊毛試驗”來取代。 
 
有時我們的力量被剝奪得所剩無幾，是不是完全的壞事呢？我們相信，只需靠自己的力量，

必定能成就大事，這種自滿就是我們的仇敵。神爲了使基甸的士兵去除這種心態，所以將他

們的人數由三萬兩千減至三百人。以這少數人擊敗仇敵，勝利當然是出於神，他們便不能自

誇。我們像基甸一樣，必須明白若靠自己力量爭戰是極其危險的，只有倚靠神，不倚靠自己，

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基甸面對敵軍壓倒性的優勢，心中甚爲懼怕。神明白他的恐懼，不過神並沒有讓基甸卸責，

反而讓他潛入敵營去竊聽敵人的談話，使他産生勇氣。親愛的聽衆朋友，你是否正面臨爭戰

呢？神能賜你力量，足以應付一切的情勢。不要因爲神幫助你的方式特別就心生驚恐，你必

須像基甸一樣聽從神，隨時踏出第一步。只有開始順服神之後，你才會有勇氣前進。 
 
米甸是亞伯拉罕第二個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兒子，他的後裔有五個家族，都是騎駱駝的劫掠者，

住在死海與紅海中間的曠野。 
 
敵軍一名士兵夢見一個大麥餅滾入他們的帳幕之中，將帳幕撞倒。大麥只值小麥的一半價錢，

用大麥作的餅被看爲下等貨。以色列一小隊的軍隊和米甸與亞瑪力人的大軍比起來，也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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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但是神會使被人看不起的以色列人，成爲難以匹敵的大能大力者。 
 
基甸的軍隊只需呐喊觀看米甸軍倉皇潰退，並不需要拔刀殺敵。他們一小分隊軍隊靠自己的

力量，絕對不能如此大勝。神要向選民顯示，得勝不在於人多或力大，乃在於順服神。 
 
上一次節目的最後，我們說到士師記 7:16-22這段經文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屬靈功課，因時間關
係還沒分享完。接下來，我們繼續再看這段經文有關於瓶子的屬靈教導。哥林多後書 4:7記
載：“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瓶子讓人聯想到基督徒的身體。羅馬書 12:1記載：“所
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要把榮耀歸給人，哥林多

前書 3:21記載：“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肉體就是瓦器。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
裏，就是瓶子裏。我們有些瓶子還沒有打破，所以不會發光。要發的光不是自己的光，而是

主耶穌基督的光。神的光要藉著我們破碎的生命發出去，才能照亮世界。腓立比書 2:14-15
記載：“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僞，在這彎曲悖謬的

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再看號角。哥林多前書 14:8
記載：“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這裏指的是基督徒的見證。基督徒的見證必

須清楚、明確。 
 
在士師記 7章，神透過基甸神奇地把選民從米甸人的欺壓下拯救出來；接下來，我們在 8章
再看後續的發展。以色列民再得自由，興盛起來。米甸王西巴與撒慕拿被殺了。以色列民很

久沒有像這樣再蒙神的祝福，他們對基甸滿懷感恩，請求基甸繼續治理他們。 
 
士師記 8:22記載：“以色列人對基甸說：‘你既救我們脫離米甸人的手，願你和你的兒孫管
理我們。’” 
 
從經文中我們第一次看到選民希望有一位王來管理他們。一開始，神說不要以色列像其他國

家一樣有王治理，但基甸把選民解救出來之後，他們希望基甸成爲他們的王。基甸是有史以

來第一位被推薦爲王的人，可是他拒絕了。稍後以色列人再度要求立一位王。其實他們不是

求，而是堅持，於是神告訴以色列最後一位士師，同時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說神要爲以

色列膏一位王。在撒母耳記上 8:7神清楚地指出選民不是厭棄撒母耳，而是厭棄神。神要親
自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應當是神權治國的國家。比如說，神奇妙地使用基甸治理百姓，但

百姓心中的王是基甸。他們不但要基甸作王，還要他的後裔都作王。這表示他們想和四周的

鄰國一樣。對此，基甸給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回應。 
 
士師記 8:23記載：“基甸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理你們，惟有耶和華管理你
們。’” 
 
基甸的確成熟了，當年在酒榨打麥子的年輕人認清楚自己的軟弱，他知道是神讓選民得勝，

他自己是辦不到的，他也看清這是神興起他的目的。基甸真了不起。在希伯來書 11章，基甸
被列在“信心的偉人”當中，他是最好的士師。希伯來書 11:32-34記載：“我又何必再說呢？
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衆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够了。

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

劍的鋒刃；軟弱變爲剛强，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神興起基甸爲要成就一個非

凡的事工，這教導我們：神按著神的規則使用神所揀選的人，神揀選世上軟弱的人成爲神的

器皿。基甸還有一個弱點。 
 
士師記 8:30-31記載：“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因爲他有許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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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基甸與他起名叫亞比米勒。” 
 
基甸有許多妻妾和七十一個兒子。這是他的大污點，正如有人批評所羅門一樣，說：“神怎

麽使用這樣的人？”基甸是在打敗米甸人之後才娶了這些妻妾，並生有這麽多的孩子，但神

還是使用他。神不讚同基甸的行爲，經上記載說他的行爲給以色列國帶來悲劇。神禁止選民

和外邦人通婚，禁止選民娶妾。神爲亞當造了一個夏娃，不是很多個夏娃；神只取了亞當一

根肋骨。亞伯拉罕娶了名叫夏甲的埃及女僕爲妾，從此家庭矛盾不斷。 
 
士師記 9章記載亞比米勒的生平。亞比米勒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兒子，一個背逆、邪惡的人。
基甸不該娶妾，給以色列國帶來禍害。 
 
士師記 9:1-3記載：“耶路‧巴力的兒子亞比米勒到了示劍見他的衆母舅，對他們和他外祖全
家的人說：‘請你們問示劍的衆人說，是耶路‧巴力的衆子七十人都管理你們好呢？還是一

人管理你們好呢？你們又要記念我是你們的骨肉。’他的衆母舅便將這一切話爲他說給示劍

人聽，示劍人的心就歸向亞比米勒。他們說：‘他原是我們的弟兄’；” 
 
亞比米勒的野心很大，他聽說以色列百姓要立基甸爲王，他身爲基甸的兒子，很想作王。他

就到他母親的娘家示劍，說服示劍人追隨他。 
 
士師記 9:4-5記載：“就從巴力‧比利土的廟中取了七十舍客勒銀子給亞比米勒；亞比米勒用
以雇了些匪徒跟隨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親的家，將他弟兄、耶路‧巴力的衆子七十人都殺

在一塊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兒子約坦，因爲他躲藏了。” 
 
“巴力‧比利土”，指“立約的巴力”。當時，示劍人廢棄與神所立的約，反而與巴力立約，

從而深深陷入偶像崇拜中。他們從廟中取出七十舍客勒銀子，當作政治資金交給亞比米勒。  
 
亞比米勒又惡、又殘暴，他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有解經家把亞比米勒列爲士師，他可能擔任

過士師，22節說：“亞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也有解經家說：“殺死兄弟爲要篡位的
亞比米勒不可列爲士師。”他殘暴地殺死基甸的七十個兒子，自立爲王。這種不健全的政權，

印證了但以理書 4:17說：“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
人執掌國權。”即使在今天，人們會以“神興起他”形容一位好的領導。那麽那些邪惡的領

導者呢？神也會許可讓他們坐上寶座，因爲原則是“有什麽樣的百姓，就有什麽樣的祭司”，

物以類聚。以色列百姓要亞比米勒作他們的王，他們就得到他們要的人。放眼今天的世界，

這個原則仍然不變。但神審判亞比米勒，也審判士劍的人，因爲他們擁立亞比米勒爲王，讓

他踏上不歸路。許多人不服亞比米勒的領導，於是發生了內亂。 
 
士師記 9:52-57記載：“亞比米勒到了樓前攻打，挨近樓門，要用火焚燒。有一個婦人把一塊
上磨石拋在亞比米勒的頭上，打破了他的腦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對他說：

‘拔出你的刀來，殺了我吧！免得人議論我說，他爲一個婦人所殺。’於是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見亞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這樣，神報應亞比米勒向他

父親所行的惡，就是殺了弟兄七十個人的惡。示劍人的一切惡，神也都報應在他們頭上；耶

路‧巴力的兒子約坦的咒詛歸到他們身上了。” 
 
基甸有亞比米勒這樣的兒子，是他一生最悲慘的結局。神把基甸從卑微的地位興起，成爲百

姓的拯救者和士師。一個有這麽大成就的人竟作了神不喜悅的事，結果讓以色列發生內戰，

真是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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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士師是陀拉和睚珥。你可能沒有聽過陀拉，沒關係，他沒什麽大的作爲。 
 
士師記 10:1-2記載：“亞比米勒以後，有以薩迦人朵多的孫子、普瓦的兒子陀拉興起，拯救
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蓮山地的沙密。陀拉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三年，就死了，葬在沙密。” 
 
陀拉做了什麽？他死了，葬在沙密；沒有其他的記錄。雖然他在以色列作了二十三年的士師，

從出生到死，卻沒有一件值得記載的事蹟。 
 
士師記 10:3-5記載：“在他以後有基列人睚珥興起，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二年。他有三十個
兒子，騎著三十匹驢駒。他們有三十座城邑，叫作哈倭特‧睚珥，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

睚珥死了，就葬在加們。” 
 
對這位士師，經文只記載他有三十個兒子，他給每一個兒子都買了一頭小驢駒。這三十個兒

子一起騎著驢駒上街，場面想必壯觀！睚珥的事件給我三個聯想：興旺卻却沒有目標、富裕

卻沒有影響力、有名卻沒有能力。在睚珥的時代，驢駒是興旺的標記，代表他的財富。例如

士師記 5:10提到的“騎白驢的、坐綉花毯子的、行路的，”是指上流社會和權貴。驢駒是財
富的象徵，也是國王的座騎。沒有人知道當時有沒有馬。在聖經，驢駒代表和平，馬是用來

打仗的。小驢駒是昌盛與王室的象徵。主耶穌基督騎著小驢駒進入耶路撒冷。撒迦利亞書 9:9
記載：“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

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撒加利亞不是

說耶穌基督騎著小驢駒而顯出謙卑，而是說耶穌基督騎著王室的座騎，仍然心存謙卑。如果

耶穌不是王，卻騎著驢駒進入聖城，接受百姓的歡呼擁戴，那就是放肆。睚珥必定是個有名

望的富人，買得起三十頭驢駒，每個兒子都有，他一定有個能容納三十輛車的車庫！這是慈

父的記號，他一定很慷慨；但我想他把孩子寵壞了，他對孩子有求必應。他們生活豪奢，口

裏含著金鑰匙。驢駒有不同的品種，睚珥買的一定是最好的。但這些驢駒爲神帶來榮耀嗎？

讓睚珥成爲好的士師嗎？爲百姓帶來祝福嗎？三十個兒子當中有人成了宣教士嗎？沒有，他

們都住在基列。有驢駒沒有什麽不對，但一個士師在兒子和驢駒身上花大錢也不是件好事。

這很重要。主耶穌基督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是要應驗先知的預言，也要展現他是君王的

身分，因此百姓會歡呼和散那。當主耶穌騎著驢駒進入城門時，撒但被激怒了，宗教的領袖

大表抗議。但睚珥的驢駒沒有使百姓歡呼和散那，當這些驢駒吠叫時，撒但一定在暗笑，人

們也在看笑話。睚珥是空有財富沒有目標的例子。在挪亞時代，也是同樣的情景，路加福音

17:27記載：“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所羅門王也一樣，列王紀上 10:22記載：
“因爲王有他施船隻與希蘭的船隻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裝載金銀、象牙、猿猴、孔雀回來。”

所羅門王差遣船隊，帶回猿猴、孔雀；帶回孔雀是爲了觀賞孔雀的美麗，帶回猿猴是爲了娛

樂自己。今天我們有財富，卻沒有目標。請問你生命的目標是什麽？沒有意義？沒有目的？

你覺得日子過得很無聊嗎？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劇本中曾這樣寫道：“這個世界在我眼裏，

了無新意、平淡無趣、毫無益處。”我們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意義和目標。到今天，人類

最大的挑戰是活出以耶穌基督爲目標的生命。睚珥這個士師，實在不怎麽樣，對不對？睚珥

代表沒有能力的時代。他屬上流社會，但卻沒有功績、沒有作爲，他有三十頭驢駒，但沒有

屬靈的能力。今天教會也失去了能力。我們在睚珥身上看到一個靈命衰敗的景象。 
 
聽衆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爲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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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