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經和看事物的眼界

• 一個人的眼界決定一個人對一切事物的反應。
• 約書亞和迦勒的眼界和其他十個探子完全不同，反應不同，結果不同，
屬靈的祝福也完全不同。

• 一個人的屬靈程度可從他的眼界反應出來。例如約瑟，保羅。

• 我們讀經應該有的眼界。
• Jer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 一個人的眼界是從聖靈的光照而來
•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
的眼睛 (弗1：17-18）

• 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得着一個新的眼界，更新了他對聖經的認識。



士師記大綱

• 一章至三章六節，失敗的根源
• 一章，不顺服乃是整個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根源

• 二章，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循環模式

• 三章七節至十六章，失敗的歷史

• 十七章至二十一章，失敗的内心狀態



士師記

• 約書亞記是一卷得勝之書，而士師記是一卷失敗之書。
• 士師記中充滿了神百姓失敗的記錄。
• 雖有士師帶來的復興， 百姓並没有真正悔改， 所以士師死后，又會再次
陷入失敗，在這個惡性循環中不斷地走下坡路。

• 讀士師記的眼界。
• 人的肉体都不肯順服神，而是利用神來為自己服務。
• 人真正的難處並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全然敗壊。
• 在神榮耀的計劃里，士師記却是一卷拯救之書。
• 神的慈愛和信實要越過人的失敗和軟弱，將祂所選召的人從失敗的循環
中拯救出来，走向祂榮耀的目的



前言

• 約書亞記結束在以利亞撒的死。
• Jos 24:33 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兒子非尼哈所得、
以法蓮山地的小山上。

• 以利亞撒的死代表神權時代的結束。

• 從出埃及記到約書亞記是神權時代，此時代祭司是最關鍵的事奉，
因為祭司是人與神中間的橋樑。

• 從約書亞記到士師記，是從神權時代過度到士師時代，此時代最
關鍵的事奉是士師，從約書亞死后到掃羅作王的時期，被稱為士
師時代。



士師記第一章
不顺服乃是整個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根源



分段 -- 不顺服乃是整個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根源

• 攻取未得之地的原則 (1-8)

• 猶大支派的不順服 （9-20）
•俄陀聶和基尼人成為猶大人的對比

•其他支派的不順服（21-36)



攻取未得之地的原則 (1-8)

• 各支派應攻取自己的未得之地。
• (2) 耶和華說：「猶大當先上去，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
• 在摩西和約書亞的時代，以色列人每一次争戰都是全體出動， 代表基督
的得勝，也是身體合一的得勝。

• 攻取未得之地的爭戰，代表我們的得勝，也是肢體的得勝。神要使基督
的得勝成為我們的得勝。

• 得勝的根據是神已經將未得之地交在他們手中。
• 猶大支派不需要與西緬支派同去。
• 也無需使用外邦人的做法，砍斷他們手腳的大姆指。
• 這兩件事都是猶大支派信心軟弱的表現。



猶大支派的不順服 （9-20）
• 用俄陀聶與猶大支派對比。（9-15）

• 底璧是後來分給利未人的城，也就是猶大支派奉獻出來給利未人的城，攻取底
璧的人並不能得着底璧，因此奪取底璧是為神家而戰。

• 俄陀聶是一個為神家而戰的人；而猶大支派卻沒有勇氣為著承受神已經應許的
產業而戰。

• 用基尼人與猶大支派對比。（16）
• 基尼人是摩西岳父的后代，他們與以色列人一同來到應許之地，但並没有分得

地業，而是在各支派的地業中住帳棚，基尼人的后代利甲族謹守祖训，世世代
代住帳棚、不喝酒。所以神稱讚他们说：「利甲的兒子约拿達必永不缺人侍立
在我面前」（耶三十五19）

• 基尼人謹守祖训；而猶大支派卻不能順服。

• 用迦勒與猶大支派對比。（17-20）
• 八十五歳的迦勒趕出巨人亞衲族的三個族長；而猶大支派卻不能趕出平原的居

民，因為他們有鐵車。



其他支派的不順服（21-36)

• 從猶大支派的“不能趕出”到便雅憫支派的“沒有趕出”
• 猶大人和便雅憫人都不能把耶布斯人趕出去，直到大衛的時代。

• 約瑟家(以法蓮支派), “表面上”趕出了路斯城的迦南人，新的路
斯城却建起来了，而且到如今還叫這名，外表上是得勝了，“實
際上”還是失敗了。
• 耶利哥城的喇合得赦免，是因為她憑信心投靠神（书二9-13）；而這個
伯特利人却只是為著利益。

• 瑪拿西和西布倫和拿弗他利 沒有趕出迦南人，是因为贪圖眼前的
好處，利用迦南人做苦工。
• 從前約書亞留下基遍人在神的會幕里服事，是因為他們甘心降服、願意
事奉神。而這些迦南人被迫為以色列人做苦工，讓以色列人暫時得着了
眼前的好處，結果却把他們引去拜偶像。



其他支派的不順服（21-36)

• 從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間(27-30), 到亞設人住在迦南人中間 (31-32)
• 住在迦南人中間的亞設支派很快就喪失了神百姓合一的立場，后来底波拉
呼喻各支派聯合抵抗迦南人時，「亞設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士
五17）

• 到了但支派，連「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間」都不行了，淪落到被迦
南人强逼的地步，最后被迫遷往北方另觅居所（十八章）

• 從亞克拉濱坡，從西拉而上 (36), 已不是以色列人的境界， 而是亞
摩利人的境界。



士師記第二章
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循環模式



分段 -- 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循環模式

•以色列人不順服的結果 (1-5)

•以色列人不能順服的第一個原因 -- 不知道耶和華(6-10)

•以色列人不能順服的第二個原因 – 世界的吸引（11-15）

•神對以色列人不順服的反應 – 進入士師的時代（16-23）



以色列人不順服的結果 (1-5)

• 神永不廢棄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 (1)
• 神所立的約與人不同：人的約若一方違約，另一方就可以毀约；但神所
立的約雖然人没有聼從，神却永不廢棄，祂必負責把人挽回。

• 既然百姓不肯顺服，所以神必不將迦南人從他們面前趕出 (3)
• “他們必作你們肋下的荊棘。他們的神必作你們的網羅.”

• 百姓放聲而哭, 却没有實際的悔改,撕裂衣服而沒有撕裂心腸。



以色列人不能順服的第一個原因 –
不知道耶和華 (6-10)

• 不知道耶和華（10）。
• 只知道神的知識，却不認識神的性情，也不把神當神來敬畏。

• 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 只知道出埃及、进迦南的故事，但却不認識神的工作的目的，也不存感
恩的心。

• 那世代的人指經過迦南的争戰的人。
• 他們能事奉耶和華，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卻不能事奉耶和華。



以色列人不能順服的第二個原因 –
世界的吸引（11-15）

• 巴力是管雨水的神。（11）
• 亞斯他錄是巴力的配偶。迦南人為著豐收而敬拜巴力，
• 「巴力和豐收」是看得見摸得着的，讓人抓在手里覺得踏實，如金钱、
權力、地位；巴力是為人服務的，能滿足人的慾望。

• 列國的神。 （12）
• 真理只有一個，謊言却可以無數；永生的道路只有一條，死亡的歧途却
可以有成千上萬。

•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
• 真正愛我們的神，必然會用怒氣来阻擋顽梗的百姓走向滅亡。



神對以色列人不順服的反應 –
進入士師的時代（16-23）

• 士師是神為百姓興起的拯救者。
• 士師的權柄來自神的同在(18); 士師的能力來自聖靈的膏抹。

• 士師時代百姓失敗的循環模式，启示了两個事實。
• 人的徹底敗壊：既不可能主動悔改，也不可能救自己脱離罪惡。

• 神的恩典信實：若没有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没有人配得神的救恩；
若没有神不離不棄的管教和挽回，没有人肯從滅亡之路上回頭。

• 耶和華留下各族，不再從他們面前趕出。
• 為要藉此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肯照他們列祖謹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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