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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簡介(二) 

(一) 歷史問題 

(1) 士師記不但是歷史，也是神學。一方面它是記載了一段在大衛王國之前之黑暗時代，

另一方面也是講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神學真理─世俗化的危機。 

(2) 首是我們看看這段歷史，據列王紀上六 1 所載，由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至所羅門

作王第四年(即 966 B.C.)共有 480 年。但從歷史角度去看，這引申了一個極大的問題來。 

(a) 士師記時代共有 410 年，這計算是根據士師記的記載而作出的結論： 

 古珊利薩田的欺壓(三 8)  8 年 

 俄陀聶作士師(三 11) 40 年 

 摩押的欺壓(三 14) 18 年 

 以笏作士師(三 30) 80 年 

 迦南人的欺壓(四 3) 20 年 

 底波拉作士帥(五 31) 40 年 

 米甸欺壓(六 1)  7 年 

 基甸作士師(八 28) 40 年 

 亞比米勒之欺壓(九 22)  3 年 

 陀拉作士師(十 2) 23 年 

 睚珥作士師(十 3) 22 年 

 非利士人的欺壓(十 7-8) 18 年 

 耶弗他作士師(十二 7)  6 年 

 以比讚為士師(十二 9)  7 年 

 以倫為士師(十二 11) 10 年 

 押頓為士師(十二 14)  8 年 

 非利士人欺壓(十三 1) 40 年 

 參孫為士師(十五 20) 20 年                                                   

共  410 年 

若我們計算摩西時代，以色列人在曠野年日，約書亞征服迦南時期及撒母耳時代，掃

羅時代、大衛時代及所羅門 40 年，至少有 600 多年，這豈不是與 480 年有極大的差

距？ 

這個問題的解答也很簡單，在整個「士師記」中，作者以乎是有意把「以色列」(Israel)

及「所有以色列」(all Israel)分開，意思是雖然在士師時代，以色列並非一個一統的國

家，而是十二個支派分散在各處，但作者仍然以它為一個整全的國家，就稱之為「以

色列」；所以當士師記說「以色列」時，可能只是指以色列的一部份。而「所有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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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指全部十二支派的以色列的意思。在整本「士師記」、「以色列」這個字出現過 184

次，而「所有以色列」只出現過 2 次，意思是當士師記記述這些士師時，並不是一定

指他們是統治整個(全部)的以色列，而只是部份的以色列。所以很有可能，有些士師是

在同時間，但不同的地方出現。一如學者 Washburn(1990)以為耶弗他、基甸、參孫是

同一時期出現的士師，所以到列王紀六 1 所載的是準確的，與士師記的記載並沒有衝

突。 

 

(二) 歷史神學問題 

(1) 士師記給我們一個非常明顯的歷史神學觀，以色列之所以受欺壓，基本上是因為他們

離棄神、背叛神，神就差派這些外邦人去欺壓他們。以色列能夠脫離這些迦南人的欺

壓，主要不是因為出色的領袖或是足夠的兵力。非也；而是神的幫助叫他們得勝。神

之所以幫助他們，是因為他們悔改，歸向神。 

(2)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歷史觀去解讀歷史，這豈不是很有問題？我們可否說中國被日本勞

役，是神的審判？我們又能否說日軍之所以戰敗是神的刑罰？我們又可否說美國在越

戰失敗是神的責罰？如此看歷史，這是否把事情簡化，什麼也是神，那麼我們根本就

不用研讀歷史了。這種神觀的歷史觀是否很有問題呢？ 

(3) 首先，我們要明白聖經(包括士師記在內)並不是一本歷史書，而是有關神救贖歷史。究

竟歷史與救贖歷史有何分別？我們可以比較二件歷史事蹟：毛澤東與紅軍的長征與摩

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何不同？雖然這兩件歷史史實對中國及以色列兩個之發展有

着重要的影響，但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救贖計劃的一部份，而且它更預表有

另一個「出埃及」，就是耶穌透過祂的死與復活帶領我們罪人離開為罪奴之地！正因如

此，士師記基本上不是講述以色列歷史，而是神的救贖歷史！ 

然而，我們所講述的救贖歷史，並非否定它的歷史事實。然而，聖經的作者只是對與

神救贖有關的歷史才感與趣，既是神救贖計劃，神當然就是主角及導演了。 

 

(三) 士師記的主題 

只要我們仔細看看士師記，便不難發覺這書有三個明顯的主題： 

(1) 這書第一個主題而是表明神的信實。神與亞伯拉罕立約，並應許亞伯拉罕的子孫有如

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麼多，這是神的應許。但以色列人失敗了，這豈不是說神的應

許落了空。這書的第二章就已經表明以色列人的失敗，並不是神沒有履行祂的應許，

而是以列色自己咎由自取。在未入迦南地之前，神已經警告以色列人要守約，不可拜

偶像，但以色列人背叛神，神乃差遣迦南人教訓以色列人，叫他們轉回。換言之，以色

列在士師時代受勞役、被欺壓，不是外邦人兵力較強，更不是外邦的神強勁，而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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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神對以色列人的責罰，好叫他們離開。這主題在整本書都非常突出和明顯。 

(2) 第二個主題是有關神的慈愛和憐憫，雖然以色列人背叛，但當他們回轉的時候，神就

樂意伸出拯救的手，與起士師，救他們脫離敵人之欺壓。神目睹以色列人的苦楚，又

聽到他們的呼求及悔改之聲，就會伸出救援的手。人雖失信，但神仍是可信的。 

(3) 第三個主題是論及神的大能。在昔日，耶和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帶領他們進入

迦南地，以色列人往往視耶和華為他們的神，也是在流蕩中保護他們的神，又是在爭

戰中叫他們得勝的神。現在他們開始定居在迦南地，不少也從事農業耕作，而迦南的

巴力神就是「土地神」，祝福他們物產豐收，在迦南的宗教中，有不少妓寨，他們以為

透過男女的交合，土地就會更肥沃(所以英文 fertile 一字可解作土地肥沃，亦可解作男

女交合生育之意思)。所以當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後，戰爭時就靠耶和華神，平時耕作則

拜巴力，他們以為這並沒有背叛耶和華，只是不同時候不同需要就拜祭不同的神明。

在他們心目中，耶和華只是以色列人的 tribal god，而非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整個

宇宙的神。在師士記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神學觀。 

 

(四) 默想/討論 

(1) 歷史與救贖歷史有何不同?士師記是屬那一類歷史？ 

(2) 士師記有那三個神學主題?這與我們的信仰有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