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 

 
經文: 士師記 2:1-3；彼前 4:7-8。 

 

【前言】 

士師記則主要記載主前 1390-1050 這段 340 年以色列歷史。當時約書亞已經不在了，雖然幾

場關鍵戰役的勝利之後，以色列人掌控了迦南地的主控權，但是接下來神要以色列各支派拈

鬮分地，趕出當地的迦南人，他們要開自立自強，學習倚靠看不見的神，得地為業，在迦南

地落地生根。然而事情的進展並不順遂，當他們倚靠神時，他們就得勝，能夠制服迦南人，

但是當他們什麼時候心懷二意，神的保護就不在，他們就受迦南人的欺負，當生活困頓到某

個程度，他們開始向神呼求，神就興起士師(Judge)拯救他們，但是當士師死後，以色列人漸

漸的又故態復萌，與迦南人立約，然後又陷入困頓，這樣的循環不斷地發生。士師記中記載

了 12 位士師的故事。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聖經記下這些故事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學得「前車之鑒」，成

為「後事之師」。就像我們得救信主，是靠著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但是接下

來的生活，我們必須要學習如何繼續依靠十字架的救恩，在生活上不斷地得勝，使我們能活

在地上，卻與世界分別。有人說第一次犯錯是無辜，第二次犯錯就是愚昧。神要我們從這些

故事當中學習教訓，脫離愚昧的生活，享受得勝的喜悅。 

 
【從各自為政到相愛合一】 (士師記 1:1~36) 

這段經文主要說到以色列各支派對神量給他們地業的處理態度。首先我們看到一個嚴重的潛

在問題，就是各支派各自為政。除了記載猶大和西緬互相幫助的例子之外(士 1:3)，我們看不

到其他的互助例子。「沒有趕出….」這個字眼反覆地出現，神毫不客氣地把各支派一些沒有

征服的城市與地區一 一的列出。迦南地的地形是長條型，有一點像台灣，中間有中央山脈，

左邊有一條沿海大道，右邊有一條君王大道，中間有幾條橫貫公路。這些城市都位在通商要

道之上，掌握了這些城市，就掌握了迦南地的主導權，如果這些城市被外邦人把持，就會失

去迦南地的主控權。他們各自為政的心態，以為自己沒事就好了，而不管其他支派需不需要

幫忙，結果許多重要的城市都沒有拿下，後來等到迦南人強盛，一個要塞城市被箝制，其他

地方就出問題，就像血管一樣，一處被阻塞，血液無法正常供應養分，最後全身出問題。 

「各自為政」這個現象也正危害今天的教會。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神愛的彰顯。弟

兄姊妹們因著領受同一位聖靈而成為肢體，肢體之間一定是血脈相通，彼此需要養分的供應，

所以相愛合一非常重要。但是這個愛不是溺愛、姑息，而是在神的管教中。我們經常看見做

的好的，得到很多人的鼓勵與讚美，但是做不恰當的，大家的包容性很強，也不好說，這樣

漸漸助長本位主義，除非功勞全拿，否則袖手旁觀，以致在教會整體的靈命上很難有太大的

進步。我們要謙卑下來，學習看見別人的寶貴之處，不要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各人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才是真正的相愛合一。 

教會設有各部事工，目的是為了要分工合作，相互支援。但是如果大家抱著本位主義，

團契部少了宣教部，就沒有人積極籌畫傳福音，沒有新人，最後團契就會漸漸老化萎縮；宣

教部少了團契部的支持，新人進了教會沒有團契的關懷，最後很快地流失，雖然每年規畫許

多宣教活動，但就只是例行活動而已，漸漸沒有活潑的生命；教育部推動的「主日學」是教

會養成教育的搖籃，大家都應該積極參與，不是僅僅知道一些神學知識，更要接受靈命的造

就，與各種事工的裝備，把神的道行出來。當人「對」了，各部才會有「對」的人才，做

「對」的事，這樣才能造就教會；沒有樓上的保母與兒主老師們的付出，我們也不可能有這

麼安靜舒適的聚會環境；沒有各團契輪流負責備膳，大家聚完會就等著回家吃自己了；週三

禱告會常被大家忽略，但是它卻是肢體相通的重要聚會，透過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心意，分享

https://cnbible.com/1_peter/4-7.htm


各部的負擔，如果大家互不相干，那週三的禱告會自然就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而漸漸形式

化。試問如果沒有一起禱告，我們如何尋求神的心意呢? 

 

【從漸失異象到更新調整】(士師記 2:1~3) 

接下來士師記 2:1~3 是一段神語重心長的責備。「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對以色列

人說：「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我又說：『我永不廢

棄與你們所立的約」(士 2:1) 吉甲是以色列人橫渡約旦河後，進入迦南地的第一站，曾在那

裡立石為紀，象徵神的大能帶領他的百姓走乾地過約旦河，也要萬民敬畏耶和華。「吉甲」

的意思就是「滾」，神要帶領以色列人得迦南地，滾去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羞辱（書

5:3）。然而歷經了二十五年的爭戰，神差遣使者在波金對以色列人說重話，波金是「哭泣」

的意思，這好似神原來對以色列人抱有很高的期待，但現在卻跌入極深的失望谷，因爲以色

列人總是心懷二意，與神的心意始終是處在一個拉鋸的狀態。神提醒他們原是在埃及為奴，

是他們先祖亞伯拉罕與神立約的緣故，神才把他們從埃及領出來賜迦南地給他們為業。因為

迦南人罪惡滔天，神要藉著以色列人審判迦南人。神曾明確的與他們立約:「這些國民的城，

耶和華─你 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申 2:16)。但是當以色列人

進了迦南後，開始受到了許多試探，不知不覺的與迦南人勾勾搭搭，暗通款曲，「你們也不

可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士 2:2a)，當他們沒有下定決心跟隨神時，也

漸漸忘記自己的使命了，最後的結果就是與他們簽訂合約，捨不得拆毀他們的祭壇。神痛心

疾首的質問他們:「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士 2:2b)。我們看到有的支

派沒有把敵人清乾淨，有的選擇與敵人共處，認為只要彼此不侵犯，相安無事就好了；有的

貪圖眼前的利益，竟把迦南人當成奴隸，成為廉價勞工，他們忘記當年在埃及當奴隸，遭受

到打壓的日子。神清楚的告訴他們「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他們必做你們肋下的荊

棘，他們的神必做你們的網羅。」(士 2:3)，耶和華不再與他們並肩作戰，最終這些迦南人

將就成為他們肋下的荊棘，整天騷擾他們，使他們無法得到安息，更可悲的是，他門會被世

俗同化而陷入假神的網羅，一旦陷進去想掙脫也掙脫不掉。 

 反觀今天教會也正面臨了「世俗化」的危機。撒旦總是欺哄我們凡事以和為貴，魚幫

水水幫魚，還可以來個共榮共存，何樂而不為? 久而久之我們會漸漸忘記了我們是靠神的大

能才能站立的穩。此外「迷信制度」一直是以色列人的迷思。他們以為國家積弱不振是士師

制度的問題，因為士師是神所選召的，如果士師死了，神沒有立刻選人繼承，就會造成群龍

無首，所以經歷了 340 年士師治理，以色列人一直認為是神的問題，吵著要神為他們立一個

王，仿效外邦人的王室世襲制度。但是事實證明，有王以後如果王的品格有問題，那問題更

大，所以問題不是士師制度或是君王制度，而是他們的心，當他們的心對神若即若離，偏於

邪，不願意神治理他們，神自然找無人可以託付，什麼外在的制度都無效。在當今教會中我

們也要留意這個問題，我們常以為採用某種制度就能解決問題，這是迷思。沒有錯，好的制

度可以幫助有效管理，防止一些弊病，但是當我們過於依賴制度，就會漸漸忘記依賴神，進

而漸漸失去異象。如果人的心不對，任何制度都無效。所以箴言說:「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言 23:26)，我們要經常求神更新調整我們的心。 

 
[結語] (彼前 4:7~8) 

以色列人失敗的原因: (1)各自為政，缺乏團結。(2)面對問題不先求告神，轉而向世界，最後

漸漸失去異象。彼得提醒我們「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

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7&8)「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就是

要常常禱告，活在主面前，生活中要讓基督有主導權，發揮我們做鹽、做光的影響力，不要

糊裡糊塗地被世界同化。「彼此切實相愛」就是不要各自為政，要彼此幫補，真正的活出愛

的團契生活。我們要學習安靜侍立在神面前，這樣才能聆聽到神的聲音，明白神的託付，不



論得時不得時，照著神量給我們的，持守神的道，活出基督的生命，盡心盡力服事肢體，將

神對世人的愛廣傳，相信神的大能會彰顯在我們當中，蔭庇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