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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第八講講義 

 

士師記 

一、基甸後期：支派衝突與報復（8:4-17） 

 背景：基甸與三百人追米甸王西巴與撒慕拿 

 敘事： 

o 基甸求疏割與毗努伊勒（迦得支派）供餅，遭嘲諷拒絕 

o 基甸揚言報復，後捉二王，懲罰二城：責打疏割長老，拆毗努伊勒樓，殺城

內人 

 觀察：支派間缺乏團結，基甸處置過嚴，顯以色列內部分裂 

二、基甸與領導權危機（8:22-27） 

 背景：以色列人欲基甸及其後代管理 

 敘事： 

o 基甸拒絕管理，強調「耶和華管理」 

o 卻求金耳環製以弗得，設於俄弗拉 

 結果：以色列拜以弗得，行邪淫，成基甸全家網羅 

 反思：基甸試圖平衡民意與信仰，卻引靈性失敗 

三、亞比米勒：王權興起（9:1-6） 

 背景：基甸妾的兒子亞比米勒（名意「我父是王」）謀權 

 敘事： 

o 亞比米勒聯合示劍母舅，殺基甸七十子，唯約坦逃脫 

o 示劍與米羅人立亞比米勒為王，首次出現「王」的字眼與概念 

 觀察：基甸拒王，亞比米勒篡權，凸顯當時的以色列社會渴望領導權，也有領導權

的需要 

四、約坦寓言：譴責示劍人不義（9:7-20） 

 寓言：樹木求王，橄欖、無花果、葡萄樹拒，荊棘應 

o 荊棘（象徵基甸家）以刺保護，求誠實相待 

 約坦解釋： 

o 控訴示劍人不義，殺基甸子，立亞比米勒 

o 並非要示劍人以誠相待亞比米勒，乃是指責他們未以誠相待基甸家 

五、結論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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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甸由怯懦至自信，卻陷報復與靈性危機 

 亞比米勒篡王，凸顯支派分裂與王權（領導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