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士師耶弗他身上認識神 

 
讀經: 士師記 11:1~11:40 

 

今天與弟兄姊妹來看一位特別的士師耶弗他，他被大家排擠，流放到外地，但神卻呼召他回來拯救

以色列人，我想藉由他的事蹟，來幫助我們認識神的屬性。 

 

[神的慈愛與憐憫] (士 11:1~11) 

這個故事發生在約旦河以東的地區，「 基列人耶弗他是個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兒子。耶弗他是

基列所生的。」(士 11:1) 耶弗他是基列的後代，而基列是瑪拿西的孫子，所以耶弗他有合法的產

業繼承權，但是因為耶弗他的母親是個妓女，耶弗他的其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們看不起他，認為他會

跟他們爭奪父家的產業，所以把耶弗他趕到以色列境外的陀伯地(士 11:2~3)。從這件事，我們看見

以色列人頑梗悖逆，心中乖癖，不按照神的律法行事，欺壓孤兒寡母。在神所訂的條例當中有許多

是針對保障寄居的外邦人或是弱勢族群而設的，更何況耶弗他本身雖然是庶出，母親雖是妓女，身

分卑微，但是仍舊是自己的族人，繼承產業本來就應該有他的份，但他的兄弟竟然為了分產業將耶

弗他趕出了以色列境內。 

 

以色列人事奉外邦的假神，離棄耶和華，神因此任憑亞捫人欺壓以色列人有十八年之久。但是當

「以色列人後悔除掉他們中間的外邦神，事奉耶和華。耶和華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難，就心中擔

憂。」(士 10:16) 以色列人離棄神，但神的心卻沒離開以色列人，神暗中將耶弗他與一些受壓制的

人安置在陀伯地，預備他們來拯救以色列人(士 11:3)。當時以色列人安營在米斯巴預備打仗，但是

卻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帶領他們出去攻打亞門人(士 10:17-18)。亞捫人的欺壓迫使長老們放下身段，

把耶弗他勸回來領導他們(士 11:4~6)；耶弗他雖然遭到放逐，但是他是個心胸寬大，並且敬畏神的

人，當神的呼召臨到他時，他願意盡棄前嫌，勇敢捨身回來拯救以色列人(士 11:7~1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慈愛與憐憫，雖然神藉著亞捫人管教以色列人，但管教的目的是為了挽回

他們。耶弗他與投靠他的人都蒙神的眷顧，更說明了我們的神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母，雅各書也

提醒我們:「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 1:27)。新的一年度教會要推動課輔班，照顧弱勢的家庭，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願神感動

更多的弟兄姊妹出來積極參與，一起來成就這件美事，讓我們能夠把愛心給出去，相信這是合神心

意的事奉，不僅參與的弟兄姊妹會蒙福，整個教會都會因此蒙福。 

 

[神的公義與大能] (士 11:13~33) 

耶弗他臨危受命擔任了以色列的元帥，他先派遣使者跟亞捫王據理力爭，亞捫人宣稱目前加得支派

所在的約旦河以東的土地(從亞嫩河到雅博河，直到約旦河)原是他們的地(11:13)。耶弗他辨明這塊

土地原是亞摩利王西宏的土地，當時以色列要借道進迦南地，但西宏不願意借，要與以色列人爭

戰，神將西宏和他的眾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因此得了亞摩利人的全地。

(11:14)。 神賜這地給以色列居住已經有 300 年之久，以色列人與亞捫人都應該謹守自己的神所賜

予的土地，亞捫人不應該強佔耶和華給以色列人的土地(士 11:15-24)。耶弗他先以低姿態，有理卻



未咄咄逼人，強調挑釁的是你們(亞捫人)，我方被迫反擊，實不得已(士 11: 27)。 後來亞捫人不接

受，「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來到基列的米斯巴，又從米斯巴來到

亞捫人那裡。」(士 11:29)，耶弗他招聚群眾，各處辦說明會，凝聚共識，最後在米斯巴士師。

「米斯巴」最早出現在雅各與岳父拉班宣誓(創 31:49)，意思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鑒察。耶弗

他與他的同胞們在神的見證下，一同出征，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大能同在的基礎，最後他們大大

殺敗亞們，從亞羅珥到米匿，直到亞備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制伏了亞捫人(11:32~33)。 

 

從這裡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原則，神的大能必須建築在祂的公義之上。耶弗他熟悉歷史，他抓緊了

神公義的原則，因此他理直氣壯的與亞捫人爭戰，最後得勝。正所謂的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

順。教會誕生後一直處在一個屬靈的戰場上，撒旦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消滅教會，因為教會就是神在

地上的代表，撒旦要摧毁教會最快的方法就是控告他的正當性，否定教會的資格。所以我們要明白

神的公義，就要有紮實的屬靈建造，極力的裝備自己， 對真理追求如尋寶，這樣當遇到似是而非

的言論時，才不會受到迷惑。當我們站穩在神公義的地位，就能抵擋仇敵一切的控告，神的大能才

能夠在教會中施展出來，在磨難來臨時仍能站立得住（弗 6:13）。教會除了主日講台的信息外，

還預備許多的主日學課程，有初階的，也有進階的，提供有系統地聖經教導，透過官網我們每日一

起操練靈修，一起為教會的事禱告，這些都是主所為我們預備的屬靈糧食，我們要吃才能被建造。 

 

[神的忌邪與管教] (士 11:30~40) 

耶弗他為了能確保打勝仗，一時興起下了毒誓，「耶弗他就向耶和華許願，說：『你若將亞捫人交

在我手中，我從亞捫人那裡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先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就必歸

你，我也必將他獻上為燔祭。』」(士 11:30~31) 結果耶弗他打勝仗回來，不料，拿著鼓跳舞出來迎

接他，竟是他的獨生女，結果他犧牲了自己的女兒 (士 11:34~35)。「使我甚是愁苦」，字面意義是

「使我真的跪下」。這裡提醒我們要特別注意口舌，主耶穌提醒我們「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

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 5:37)。「獻活人祭」這種愚蠢的行為是當時

異教的風俗，他們認為人必須要發毒誓神明才會聽，這是一種與鬼交易的錯誤觀念，申命記中也明

文禁止。神已經給應許了，我們就要安息在神面前，安息就是耐心等候。我們自作聰明所做的事，

常是畫蛇添足，會壞事。有一點或許我們會感到疑惑的是，神既然知道耶弗他下毒誓不對，但似乎

也沒有介入制止悲劇的發生。有些解經家試圖說明這裡的獻祭是獻「活祭」而非「燔祭」。但我個

人的領會是既然聖經清楚的說「燔祭」，應該就是用火燒盡。耶弗他身為以色列的領袖，他的動見

觀瞻，會影響整個以色列，耶和華是忌邪的神，有時神必須忍痛用嚴厲的管教方式，以色列人才會

記取這個慘痛的教訓，因此每年以色列的女子為耶弗他的女兒哀哭四天，警戒後代不要亂起誓(士

11:40)。 

 

當今教會中我們也要留意類似的問題，首先不要有「參雜的敬拜」，凡事不屬於神的東西要一概除

去。當時以色列人的問題就是將外邦神與耶和華混雜在一起敬拜；從巴比倫被擄歸回後雖然不敢再

敬拜外邦人的偶像，但是當他們對神的心冷淡時，他們又落入血氣的律法主義。什麼是「參雜的敬

拜」？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天主教設立了許多使徒敬拜，又另外設立了許多的聖禮，將許多原來不

是屬神的東西加入了敬拜，或許原來出發點是善意，但是後來人把這些取代了信仰的實際，以為做

到這些外在的形式儀式就是敬虔，這是不蒙神喜悅的。 

 

更進一步，我們要避免落入像耶弗他一樣的「血氣（flesh）的服事」。這不僅是指一時的衝動，一

時地大發熱心，更是指出於「己」的事奉。我們要經常提醒自己，放下「己」的堅持、「己」的利

益，「己」的成敗榮辱，多為其他弟兄姊妹著想，在神的真道上下功夫，按神的真理行事，在靈𥚃

多方禱告，一旦聖靈提醒有不妥之處，一定要認真的悔改，調整自己。神給我們的最大的誡命就是



「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太 22:37)，當我們的心歸給神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避免這些問

題。 

 

[結論] 

面對新的一年，有兩件事，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1）「站得穩」- 在神的真理上更深的扎根，透過「大家來靈修」、「一年讀經一遍」、「主日

學」、「禱告會」，與眾弟兄姊妹一起追求； 

（2）「走出去」- 將神的慈愛與憐憫傳出去，透過「 課輔班」、「福音隊」將福音傳給真正需要

與渴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