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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帝國的人也如此地稱呼他們的神(拉1.2, 5.11-12, 6.9-10, 7.12, 

23﹐尼1.4-5, 2.4, 20﹐但2.18-19, 34, 44等)。 

 但以理及三友在巴比倫可以忍受改名﹐但他們拒向偶像跪

拜等。被擄歸回的以斯拉和尼希米就恢復神的百姓對自有者的

敬拜﹑立約﹑守安息等。 

D. 結論 

 總結來說﹐神的百姓對於其他的宗教之開放的程度﹐只能

當自有者的屬性更清楚地被祂的百姓明白了﹐而祂的主權也更

完全地得到他們的認可了﹐視他們的信仰和實行順從以色列獨

特的信仰(亦即倫理性的獨一神信仰)的程度﹐亦視他們容許他們

的宗教開花奔放到怎樣的程度。 

第13章思考問題 

 你所受的苦難對神和對你有什麼價值？在苦難中﹐神的名

字如何成為你的鼓舞？住在多神的社會裏﹐有什麼危險和長

處？ 

 
 

第十四章 神恩賜拯救者~戰士(376) 

「在今生神與人最殘酷的爭戰乃是‚ 祂把人撂在那裏‚ 不與人

爭戰了。」 

巴斯卡﹐沉思錄。7.498 

經文：出埃及記6.28-18.27 

I. 引言(376. p. 376) 

 在前一章裏﹐我們看見神預備了祂的器皿摩西。在本章

裏﹐我們要看見神乃戰士﹐率領祂的百姓爭戰。 

II. 出埃及的結構與神學(6.28-18.27. p. 376) 

 其結構即Waltke講述這一段的大綱： 

A. 以色列出埃及得救贖(6.28-13.16. p. 373) 

1. 災殃的引介(6.28-7.13. 373) 

2. 九樣災殃：自有者的大能對比法老的剛硬(7.14-10.29. 373) 

3. 第十災(11.1-12.30. 380) 

3a. 擊打埃及人(11.1-3. 380) 

3b. 警告法老(11.4-10. 381) 

3c. 逾越節的筵席與無酵餅(12.1-28. 381) 

3d. 第十災的執行(12.29-30. 382) 

4. 出埃及(12.31-13.16. 383) 

4a. 從蘭塞到疏割(12.31-42. 383) 

4b. 逾越節禁令(12.43-50. 383) 

4c. 首生者分別為聖(13.1-16. 383) 

B. 在西奈曠野蒙贖者得保守(13.17-18.27. p. 383) 

1. 引言(13.17-19. 383) 

2. 從疏割到以倘：神作引導者(13.20-22. 384) 

3. 從以倘到比哈洗錄與紅海：神作保護者(14.1-15.20. 384) 

3a. 背景(14.1-1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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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自有者在紅海得榮耀(14.14-15.20. 385) 

4. 存活與忠誠試驗：神作供應者(15.22-17.7. 386) 

4a. 瑪拉與以琳：以色列人試探神的信實！(15.22-27. 386) 

4b. 嗎哪與鵪鶉：神試驗以色列人的順服(16.1-36. 387) 

4c. 從尋到利非訂：以色列人試探神的忠誠！(17.1-7. 387) 

5. 以色列人藉摩西權杖與約書亞之劍敗亞瑪力人(17.8-16. 388) 

 6. 葉忒羅迎見摩西﹑敬拜自有者(18.1-12. 389) 

 7. 葉忒羅建議摩西設立審判官：過渡到律法(18.13-16. 389) 

由上可知﹐分兩大段：出埃及﹑赴西奈。 

A. 以色列出埃及得救贖(6.28-13.16. 373) 

1. 災殃的引介(6.28-7.13. 373) 

 行了神蹟：杖變蛇…但法老心裏剛硬。施行災殃的目的乃

是「叫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華。」(7.5) 

2. 九樣災殃：自有者的大能對比法老的剛硬(7.14-10.29. 373) 

循環 災殃 經節 警告 時間 指引 代理 
I-1 血 7.14-25 1 清晨 站在他面前 亞倫 
I-2 蛙 8.1-15 1 --- 去見法老 亞倫 
I-3 虱 8.16-19 0 --- --- 亞倫 

II-4 蠅 8.20-28 1 清晨 站在他面前 神 
II-5 疫 9.1-7 1 --- 去見法老 神 
II-6 瘡 9.8-12 0 --- --- 摩西 

III-7 雹 9.13-35 1 清晨 站在他面前 摩西 
III-8 蝗 10.1-20 1 --- 去見法老 摩西 
III-9 暗 10.21-29 0 --- --- 摩西 

高峰 滅長子 11.1-8, 1 --- --- 神 

12.29-30 

剛硬：「同樣的陽光叫臘溶化﹐卻叫黏土更硬。」Christopher 

Wright: 神的目的： (1)在全地無人像我…(2)我的名在全地宣

揚…(3)叫你知道全地都是自有者的…(9.14, 16, 29)。 

3. 第十災(11.1-12.30. 380) 

 4.23首度告知摩西。 

3a. 擊打埃及人(11.1-3. 380) 

3b. 警告法老(11.4-10. 381) 

 這話是對法老說的。11.5是向法老宣示長子/首生者必死。 

3c. 逾越節的筵席與無酵餅(12.1-14, 15-20, 20-28. 381) 

 吃無酵餅七日：林前5.7 「…成為新團﹐因為…」 

3d. 第十災的執行(12.29-30. 382) 

4. 出埃及(12.31-13.16. 383) 

4a. 從蘭塞到疏割(12.31-42. 383) 

 在埃及共430年。王上6.1：建殿=出埃後480年=所羅門王第

四年西弗月。出埃及=1446 BC﹐建殿=966 BC。 

 閒雜人(12.38 עֵרֶב)﹐亦見尼13.3﹐參民11.4。 

 「耶和華的軍隊」(12.41, 51)：參14.8的「昂然無懼」﹐11.7

的「連狗都不敢向他們搖舌/叫吠」! 13.18「都帶著兵器上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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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逾越節禁令(12.43-50. 383) 

 惟有蒙贖/受割禮者方可吃。 

 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參約19.36)：「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腓2.8)﹐完全的順服(來5.8-10)﹐「因一人的順從﹐眾人

也成為義了」(羅5.19) 

4c. 首生者分別為聖(13.1-16. 383) 

 首生的都屬乎神… 

B. 在西奈曠野蒙贖者得保守(13.17-18.27. 383) 

1. 引言(13.17-19. 383) 

約瑟的骸骨同行(創50.22-26﹐來11.22) 

2. 從疏割到以倘：神作引導者(13.20-22. 384) 

 雲/火柱第一次出現(13.21)…何時消失？可能是過了約但河

以後(參書5.11-12, 13-15)。 

3. 從以倘到比哈洗錄與紅海：神作保護者(14.1-15.20. 384) 

3a. 背景(14.1-14. 385) 

 自有者是戰士! 

3b. 自有者在紅海得榮耀(14.14-15.21. 385) 

 向海伸杖…(14.16, 21)…乾地(參書3.17) 

 奇妙的雲火柱(14.19-20) 

 同行的「神的使者」(19)是誰？(參33.2, 14-17) 

 摩西的歌(15.1-18)： 

4. 存活與忠誠試驗：神作供應者(15.22-17.7. 386) 

4a. 瑪拉與以琳：以色列人試探神的信實！(15.22-27. 386) 

 … 

4b. 嗎哪與鵪鶉：神試驗以色列人的順服(16.1-36. 387) 

 … 

4c. 從尋到利非訂：以色列人試探神的忠誠！(17.1-7. 387) 

 … 
5. 以色列人藉摩西權杖與約書亞之劍敗亞瑪力人(17.8-16. 388) 

 … 
6. 葉忒羅迎見摩西﹑敬拜自有者(18.1-12. 389) 

 … 
7. 葉忒羅建議摩西設立審判官：過渡到律法(18.13-16. 389) 

 … 

III. 自有者為釋放者(389) 

 自有者無所不勝任。天路客一路上所需的保護和供應﹐都

來自於祂。以色列人的釋放是自法老的暴政得政治的自由﹐同

時也是從罪惡的轄制下得屬靈的自由。 

A. 列祖出埃及和兩河流域(390) 

 亞伯拉罕的離開吾珥和爾後的離開埃及﹐都成為日後神的

百姓的歸回或出埃及的預示。(神因撒拉而降災給法老及其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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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雅各曾在巴旦亞蘭待過20年。 

B. 出埃及(390) 

 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是雙重的釋放。這件事可說是救贖最大

的預表了(參林前15.8)﹐在舊約屢屢被提起。 

C. 出巴比倫(391) 

 對先知們來說﹐出埃及已成過去﹐如今他們所面對的挑戰

是神的兒女怎樣出巴比倫。結37章是大章﹐用脫離巴比倫來描

述神家的復興。以賽亞也用出埃及的語言來描述他所看見的出

巴比倫(賽52.11-12)。 

D. 教會的出埃及(392) 

 路9.31的「去世」(ἔξοδος)的譯法﹐現代的英譯本都不用

KJV的譯法﹐而是強調耶穌的「離去」。摩西的出現在榮耀裏更

強調了耶穌要帶領新約百姓的「出埃及」。主所設立的聖筵(太

26.26-29)﹐是在吃逾越節的筵席的背景之下設立的(26.17-19)。 

 張註：約6章的五餅二魚之記述﹐與對觀福音有所不同；約

翰刻意用逾越節來描述它(約6.4, 33-58)。若說該章是約翰筆下最

後的一夜的「聖餐」﹐也未可厚非。 

 真正將神的兒女從罪惡的轄制下釋放出來的﹐乃是基督的

死而復活(羅6.18, 22)。 

IV. 自有者為戰士(393) 

 自有者既要釋放祂的選民﹐就避免不了爭戰(創3.15)；紅海

是一決戰點。創世記第一章的創造敘事﹐充滿了七個好﹐沒有

ANE者的造物主與對頭之間的衝突。詩77.13-18, 104.7的創造敘

事﹐確實用了日ANE的語言﹐好像神在創造時也是涉入了屬靈

的爭戰。「詩77篇也許借用了神話的文學意象﹐來描述自有者

在開始時﹐贏過了創世的混沌；但它沒有借用它的神學。創世

記第一章一點都沒有暗示在神與造物之間﹐有什麼意志上的衝

突。」(393)  

 然而從創世起﹐神在伸張祂的主權時﹐不時地讓我們看到

自有者之為戰士的觀念﹐在救恩史的開展上扮演著顯著的角

色。 

A. 列祖的敘事(394) 

 列祖相信應許是屬靈的事﹐而未曾訴諸刀兵。不過﹐亞伯

拉罕曾以318人﹐擊敗四王聯盟(創14章)。他們真如耶穌所宣告

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而用屬靈的心態解決他們

所遇見的紛爭。就以以撒為例﹐他會有什麼武力﹐居然叫亞比

米勒停止搶他所挖出來的水井﹐而主動在別是巴和他立約﹐因

為亞比米勒「明明地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而心生畏懼﹐轉

而不如與他友好互惠(創26.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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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埃及(395) 

 過紅海的爭戰是自有者為戰士之典型(參出15章)。 

 Schadenfreude (= damage joy. 395): Waltke討論良多…以為這

種快慰是正義的推論。 

 注意摩西手中的「杖」(出14.16, 21)…紅海分開是在他向海

伸杖後發生的…「祂為以色列人爭戰﹐祂在其上爭戰﹐祂無需

以色列人介入而爭戰。」祂是「戰士」(ה ישׁ מִלְחָמָ֑  。(15.3 .אִ֣

 在利非訂的山頂上與亞瑪力人爭戰時﹐山下有約書亞的率

軍爭戰﹐但是決定勝負是手握權杖的摩西的手﹐還是那權杖

(17.9, 11)。他承認自有者是他們得勝的旌旗(17.15)。 

C. 申命記(396) 

 本卷書奠定聖戰得稱為義的根基。申9.5說﹐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義﹐也不是因你心裡正

直﹐乃是因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

趕出去﹐又因耶和華要堅定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參創15.16) 

張註：今年五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瑪斯)之間的戰爭…好萊塢

的Natalie Portman與Gal Gadot的立場分歧。 

 利未記18章指出迦南地一系列的可憎之事：性倫理的亂倫

(18.6-20)﹑同性戀等(22-23)﹑獻嬰(21)；申18.9-13指出九種邪

術﹐也都是神所憎惡的。華人圈中常見的有看風水﹑算命﹑看

相﹑數字迷信﹑黃道吉日﹑生辰八字﹑抽籤﹑六合彩﹑紫微斗

數﹑魚仙﹑扶乩﹑八掛﹑拜祖先﹑拜偶像﹑求香符等。) 這些是

約書亞記的神學根基﹐公義戰究竟在爭戰些什麼﹐與十誡的道

德律習習相關。 

 張註：保羅使團在以弗所的宣教﹐所帶起來的復興﹐其實

就是聖戰﹐即神與黑暗權勢的爭戰(徒19.13-41)﹐整個陰間的國

度都震動了。 

 君王不明白聖戰﹐就會犯規(申17.16-20乃君王的三戒：戒

權﹑戒色﹑戒錢)。 

 在聖戰中信心佔有重要的因素。喇合站對邊了﹐因信。亞

古珥(箴30.7-9)﹑大衛(詩30篇)﹑士師時代學習爭戰(士3.1-4)﹑保

羅(林後4章, 12.10)﹐都是信心的功課(亞4.6)。 

D. 約書亞記(397) 

 約書亞是申命記神學的實踐者。認定自有者為戰士與承受

地業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詳述於第18章。 

E. 士師記(398) 

 士師記多了許多故事﹐但不掩蓋自有者乃戰士的道理。神

在聖戰中使用自然的力量(士5.20的「星宿」何解？5.21的洪水﹐

參5.13, 15﹐其900輛戰車是怎樣潰亂的？)﹐也用神的靈降在有

領導魅力的軍事領袖身上﹐率領百姓爭戰。或許底波拉最大的

功勞就是鼓舞以色列人起來爭戰(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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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統一國度與預言(1050~925 BC, 撒母耳與詩篇. 398) 

 「萬軍之耶和華」一語最早出現在撒上1.11：神不僅是以色

列軍隊的元帥﹐同時也是敵對者的元帥！當以色列的歷史發展

入君王期時﹐這一神的名稱也出現了。 

 設立君王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咒詛﹐當他們濫用權力﹐

不認定自有者為戰士時。(張註：在宗改時﹐路德始終不願意挺

他的諸侯使用武力來維護信仰…) 先知和祭司雖非國家掌權者﹐

但他們都為著維護自有者的至高主權﹐不遺餘力。列王記上一

章的王位繼承戰﹐亞多尼雅沒有先知拿單和大祭司撒督的支

持﹐雖有元帥約押和祭司亞比亞他的站邊﹐還是失敗了。神站

在那一邊呢？(約押是大衛的表兄弟﹐代上2.15-16。) 

G. 分裂國度與預言(925~760 BC. 399) 

1. 早期先知與君王(399) 

 列王記在舊約正典裏﹐是放在前先知書內的﹐原因是「在

救恩的歷史中﹐是自有者的先知膏立﹑斥責並罷黜以色列的君

王。」(399) 羅波安離棄主時﹐自有者就藉著埃及王示撒來教訓

他(代下12)。 

 約書亞看見戰士異象時﹐他的問題對嗎？(書5.13-15) 

 從王上22章來看﹐謊言的靈居然都會為自有者~萬軍之耶和

華的旨意效力! 這是先知米該雅看見的。 

 王下3章的約蘭王+約沙法王+以東對陣摩押之戰﹐按Waltke

的詮釋﹐乃是自有者透過以利沙引導二王戰敗於米沙的手下(王

下3.27﹐這是舊約難解的經文之一)﹐為什麼？NIVSB: 神對亞哈

王朝的忿恨﹐及對約沙法王的不滿。 

 以利亞升天時﹐以利沙的呼喊他為「以色列的戰車馬兵」

(王下2.12﹐參13.14)﹐突顯了先知的話語之能力已取代了君王的

兵馬。 

2. 乃縵事件(王下5. 400) 

 先知們及七千位與君王的衝突﹐在乃縵事件達到一高潮。

耶穌在路4.27也提到他。因著大痲瘋得醫治﹐乃縵成了自有者的

敬拜者(王下5.17)。從以利沙對他的回話﹐似乎先知對於便哈達

王沒有什麼特別的敵意(5.19a)。Waltke的評論是﹐「這點清楚地

表明﹐自有者反對背道的以色列。」(400)  

H. 晚期國度與著作先知(760~586 BC. 400) 

1. 耶和華的日子(400) 

 此一詞彙出現在此一時期﹐它通常指向未來自有者在祂的

仇敵身上澈底的審判﹐也扮隨著神的顯現。舉阿摩司書為例﹐

以色列國的行政腐敗﹑祭司們不聖潔﹑先知們冒假﹐都成了自

有者的對敵﹐餘民指望主的顯現伸張祂自己的榮耀﹐擊敗祂的

仇敵。 

 果不其然﹐北國亡於亞述帝國。南國也沉淪背道﹐586 BC

亡國。連聖殿都交付審判﹐變為荒涼(參彌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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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戰與先知(401) 

 在ANE的概念裏﹐一國之興衰即表現在所敬拜之神祗的榮

辱。無怪乎西拿基立王的大將拉伯沙基﹐敢高分貝地羞辱耶和

華 (王下18.22, 25, 33-35)。詩人也明白這種的痛苦 (參詩42.3, 

79.10, 80.5, 102.9, 115.2﹐珥2.17﹐彌7.10)。 

 國度時期出現的有著作的先知們﹐帶來了另一種形式的戰

爭﹐不只用十誡針砭神的百姓﹐同時指出耶和華的大日即將來

臨﹐警告他們要立刻悔改歸向神。巴比倫和波斯(Cyrus)都在他

們的預言中。先知書通常形成了審判書與安慰書兩部份﹐他們

把盼望投射在未來的那個大日。 

I. 被擄與歸回(402) 

 在流放期﹐屬靈的國度與政治者之分離達到了另一階段。

賽45.1說﹐古列王是神所膏立的﹐而神也藉著他恩待祂的選民

(45.4)。在這段時間﹐神興起祂受苦的僕人 (賽42.1-7, 49.1-7, 

50.4-11, 52.13-53.12)；其中所捲起的乃是屬靈的戰爭﹐其管治的

規律則是新約(耶31.31-34﹐結37.26)。 

J. 新約(403) 

1. 政府與教會分離(403) 

 這種分離在新約時代成熟了。政府或國家的權力也是神所

賦予的(羅12.17-13.7)。但是神的兒女們仍持守良心順從神的自

由(徒4.19, 5.29)。 

 張註：提前2.1-7是保羅有關政治與信仰最後的教訓： 

2.1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2.2為君

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無事的度日。2.3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2.4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使」說明了我們為君王等代求﹐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1)教

會的平安度日﹐(2)真道的傳揚。或者我們問一個更露骨的問

題：君王/政府有沒有責任去履行十誡呢？在基督教國家裏﹐若

政府公然執行與十誡相反的政策﹐基督徒公民應當怎樣反應

呢？Waltke在此所說的政教分離﹐與他所出身的重洗派門諾會之

背景或許有關。 

 在宗改的光譜裏﹐路德是政府大於教會—所以走上了國教

之路；慈運理走的是激烈的改革﹐政府是他宗改的工具﹐在他

的心目中﹐教會絕不會小於政府；加爾文類似慈運理﹐要把屬

靈的權柄從政府中取回﹐歸給教會。政府與教會的分離是日內

瓦的作法﹐但它不代表基督徒公民對政府沒有屬靈的期待與要

求。 

2. 教會的屬靈爭戰(403) 

 登山寶訓揭櫫新約教會所走的純屬靈的道路﹐耶穌對彼拉

多的話裏也宣示這一點：「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因此

我們讀舊約經文﹐其詮釋也是遵循這個新約啟示而為之。 

 但另一面﹐靈戰確實在屬靈的境界裏進行(弗6.10-20﹐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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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其實新約的啟示完全印證了創3.15的話﹐撒但和其從者

才是我們真正爭戰的對象。 

3. 教會至終的勝利(404) 

 舊約和新約多處的預言﹐最後都匯集到啟示錄。基督和祂

的選民將贏得最終的勝利。 

第14章思考問題 

 身為基督徒﹐你應當參加國防的軍隊嗎？若參加了﹐你會

開槍殺敵嗎？還是說你會是一位良心反戰者？在二戰時﹐你會

將猶太人藏在家中嗎？ 

 

第十五章 神恩賜舊約(405) 

「沒有給予之處‚ 加上律法；加上律法之處‚ 給予恩惠。」 

巴斯卡﹐沉思錄。7.522 

經文：出埃及記19-24章 

I. 引言(405) 

 滿了三個月﹐以色列民來到西奈山下﹐在此與神立約；藉

此﹐神要將他們建立為在地如天的敬拜社區/民族/國度。 

 19-24章有三個重點：立約的前奏(19)﹑律法(20-23)﹑立約

儀式(24)。十誡是其核心。然而基督教本身在這些年世俗化﹐離

開十誡之道德律﹐是為警號。 

 律法(תּוֹרָה x219)一字的原意是問答式的指教﹐它強調乃是神

與祂的百姓之間的問答式的教訓﹑指引﹐而非那些誡命規條等

等﹐參見申17.11﹐「要按他們(=祭司們)所指教你的律法」；耶

18.18﹐「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耶利米﹐因為我們有祭司講

律法…可以用舌頭擊打他。」用這兩個負面使用此字﹐我們可

以揣摸它的正面使用的意義了(p. 405, fn. 1)。 

II. 開始立約(出19.1-25. 406) 

 摩西在本章裏三次登山：19.3-6, 8b-13, 20b-25…有三天之

久。 

A. 循環一：盟約的基礎﹑動機與目的(19.3-8. 406) 

 基礎(19.3)是神的呼召﹐參申7.7-9, 9.1-6。 

 動機(19.4)是回應神的揀選和救贖… 

 目的(19.5-6)：屬我的子民( סְגֻלָּה)﹑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

民。這三點集中的意思乃是神的百姓乃是祭司的國度﹐是敬拜

神的祭司﹐宇宙性的。現在神要和他們立約﹐恩約﹐也是一種

婚約。這目的是神的永旨﹐回應創1.26-28﹐參見彼前2.9-10。 

B. 循環二：(19.9-15. 408) 

 百姓們在19.8講了一句饒有意義的話…摩西雖是中保與神面

對面交通﹐但是百姓們自潔後﹐在山腳下可以聽到神啟示的聲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