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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士師記士師記士師記、、、、路得路得路得路得記記記記((((一一一一))))�    
““““此後此後此後此後，，，，給他們設立士師給他們設立士師給他們設立士師給他們設立士師，，，，約有四百五十年約有四百五十年約有四百五十年約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    （（（（使徒行傳十三使徒行傳十三使徒行傳十三使徒行傳十三：：：：20））））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各人任意而行各人任意而行各人任意而行。。。。””””    （（（（士師記二十一士師記二十一士師記二十一士師記二十一：：：：25））））     
歷史所在呈現的是人物、事件、國家百姓及社會的情境、興衰與意義,由人的角度看好像歷史

就是一種循環與重演,就像所羅門王所下的結論: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9)  可是敬畏神的歷史觀是歷史中有神在其中，神掌權，而且有

其意義和目的。傳道書的智慧就在所羅門經歷虛空的後半生中，焠練出一句話：“你趁著年幼，衰

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十二：1）。  
有人看了舊約歷史，說：“祂是嫉惡如仇的神好殘忍。所以，對這樣的神興致缺缺。”也有人

看了新約看到大罪人如像十字架旁的强盜或犯姦淫的婦女，都無條件地被赦免，感到神太沒有原則

了，連這種人都可以得救，深感不平，對神不服。唉！如人者，何能理解神完全的公義與絕對的慈

愛。他藉著他所揀選的百姓審判迦南地人所行的“惡”；同時，也藉著迦南地的人處罰以色列人的

“罪”，這兩邊（迦南當地的人和以色列人），一是不該做的去做，污穢邪惡，另一邊是該做的沒

有去做，以至於淪落到像迦南當地人的敗壞。如果我們難以理解什麼是完全的公義與愛，至少我們

可以了解神祂對人所存的忍耐（愛的特質之一）。聖潔的神以四百多年的時間，忍耐迦南地人的惡

貫滿盈（一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才施行審判），神以長久的忍耐忍受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的悖

逆不信。士師記中不厭其煩的在七次“犯罪—遭難—呼救”下，不斷興起士師拯救，還記得尼尼微

城全城被拯救的歷史事件嗎？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神一點都不容許“惡”，卻對罪人可以一

再的寬容。 

““““因為他的怒因為他的怒因為他的怒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氣不過是轉眼之間氣不過是轉眼之間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一宿雖然有哭泣一宿雖然有哭泣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早晨便必歡呼早晨便必歡呼早晨便必歡呼。。。。””””（（（（詩篇三十詩篇三十詩篇三十詩篇三十：：：：5）））） 

 

士師記與路得記本應是連成一氣的，都是王國前的歷史，其中的最大分界點是士師記是處在黑

暗時期，而路得記突現一道光芒，士師記裏充滿著使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撒母耳先知在靈感的默示

下所寫的士師記一點不隱瞞血淋淋，醜陋陋的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其中是有很多應限制級的記事，

但是，其歷史目的不是在情節，而是神的大能用一些不可愛，不勇敢，無能的人去施行拯救，神是

審判者，卻藉著這十二個泛泛之輩執行他的審判。  
士師是在約書亞與撒母耳之間擔任審判者、判斷者、拯救者的腳色，以色列人在約書亞死後，

因為無一領袖，形成各支派各自為政的局面，第一代入迦南的征服者已過去了，接下去的這四百多

年是一個人不認識神，不按神的話生活的年代，當初祖先「事奉耶和華」的志願幾乎一絲不存了，

只隔一代信仰的傳承就斷了綫，他們不但各自為政，而且彼此分崩內訌，以色列民族面對了： 

 一． 民族危機— 與拜偶像者通婚，被當地人同化。 

 二． 政治危機— 被異族侵犯，群龍無首。 

 三． 道德危機— 信仰的偏離必會帶來道德的墮落(心中無神，也不把神當神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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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任逞人的私慾。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 二章二章二章二章 

在講述以色列各支派當時的景況，成為之後危機的原因，因為他們不遵守神的話，不與迦南地

人分別，妥協同處，結果是神也不幫助他們趕出敵人。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 十六章十六章十六章十六章    

十二個士師俄陀聶、以笏、珊迦、底波拉、基甸、陀拉、睚珥、耶弗他、以比讚、以倫、押頓、

參孫的記事，同樣的就像迦南之戰取其重點，有的詳細佔多的篇章，有的祇簡單帶過，其中如底波

拉與巴拉，基甸，參孫都是些所詳知，也是佔較多篇章的士師，但是其中不管哪一個士師的事蹟都

有一種模式： 

行惡背道行惡背道行惡背道行惡背道    ����    落難落難落難落難    ����    呼救呼救呼救呼救    ����    神用士師拯救神用士師拯救神用士師拯救神用士師拯救    

其中共有七次的循環，神使用士師是神對他百姓悔改禱告的回應，其中士師的出身幾乎都是很貧賤， 

而且他們所用的武器就如：牛棍、橛子、錘子、空瓶、驢腮骨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像基甸以三

百個人用空瓶子與火喊“耶和華的刀”，大勝十三萬五千個敵人，其中無非在彰顯只有神才可能，

也只有靠神得救。  
聖經中描寫士師們時暴露了他們的軟弱、失敗，但是其成敗的原因祇在於依靠相信神，對神回

到起初的信心與心志，除了耶和華沒有別的秘訣。 

 

第十七第十七第十七第十七 ~ 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    

是士師時代後期的情形，可以以“混亂”兩個字形容： 

一、 宗教混亂─ 十七、十八章利未人竟作起拜偶像人的祭司。 

二、 道德混亂─ 十九章由利未人娶妾被姦殺的事件，看到道德的淪落，本章 30節把   

    當時的敗壞作了一個很恰當的形容 ─ 前所未有。 

三、 內部混亂─ 二十、二十一章結集報仇，自相殘殺。  
士師記由二章十節“不知道耶和華和其所行”為序論，而以 “各人任意而行”作結束，神是

聽了禱告，神是興起士師及時拯救了他們，可是，士師時代的後期卻是內戰，內亂的局面。面對外

患，神哪能不拯救自己揀選的百姓，而內憂內亂自己打自己叫神如何以對？怪不得撒母耳告訴我們

“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三：1）  
若換成今日的教會，不也是如此？ 唉！？ 

 

作業： 1. 信仰的丟失，是一下子嗎？或是慢慢的？你可以由約書亞，士師記找出其歷史路逕嗎(怎麼丟的)？  2. 參孫的力量由何而來，是頭髮嗎？若不是頭髮，為什麼長了之後又有力量了？他的長髮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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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你是基甸，在得勝後你將會學到什麼？記得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