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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  內憂與外患 

(和合本 - 經文：七 24-八 3) 

 

 

 

 

 

 

 

 

 

(一) 引言 

(1) 研讀中國近代史時，有兩件事值得我們細心思想：首先，是有關 1930 年代蔣介石剿共

的歷史，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政府，先後四次剿共，但都失敗，但最後一次成功了，並

且逼使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逃離蘇維埃區，開始了他們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期間，

紅軍損失大部分軍力，本來國民政府大可以一舉剿滅所有紅軍，為什麼他又容許他們逃

往延安呢？不少歷史學家以為蔣介石其實是藉着紅軍四處流竄，而乘機削弱各地區的軍

閥勢力；紅軍的存在給予他一個極好的藉口進軍各地，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紅軍

一直以來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張學良西安事變的歷史懸謎，一般人以為這是因為蔣介石之「攘外必

先安內」之政策，引起張學良不滿，於是擄劫蔣介石，逼使他答應國共聯合抗日。雖然

這說法已經被不少歷史學者所否定，因為張學良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底的「不抵抗」將軍，

又怎會忽然間熱心抗日呢！然而，蔣介石「攘外與安內」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雖然從

他的日記中我們知道他不是不抗日；而只是覺得時間愈拖得久愈好，以便有時間他作更

好抗日的預備工夫。但他同時也看到；內患往往比外憂更是危險！所以他在九一八事變

後，他沒有積極抗日，而是積極的剿共。 

(2) 其實，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之與亡，往往是因內患多過外憂，昔日如是，今日也如

是。國家如是，教會也是如是，難怪耶穌在受死前提到教會合一的問題。昔日以色列人

入迦南，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各支派未能合一，不能團結，以致被外患所困擾。基甸不

但要處理米甸人的外患，他更要處理內憂的問題，這正是我們在這兩課要討論的。首先

是以法蓮人，之後是疏割和毗努伊勒人。 

 

 

24 基甸打發人走遍以法蓮山地，說：「你們下來攻擊米甸人，爭先把守約旦河的渡口，直到

伯‧巴拉。」於是以法蓮的眾人聚集，把守約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 
25 捉住了米甸人的兩個首領：一名俄立，一名西伊伯；將俄立殺在俄立磐石上，將西伊伯殺

在西伊伯酒醡那裏；又追趕米甸人，將俄立和西伊伯的首級帶過約旦河，到基甸那裏。 
1 以法蓮人對基甸說：「你去與米甸人爭戰，沒有招我們同去，為甚麼這樣待我們呢？」他

們就與基甸大大地爭吵。 
2 基甸對他們說：「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以法蓮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強過亞比以謝

所摘的葡萄嗎？ 
3 神已將米甸人的兩個首領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們手中；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

基甸說了這話，以法蓮人的怒氣就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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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法蓮人，何許人也？ 

(1) 以法蓮是約瑟其中一個兒子，在以色列十二個支派中，雅各的兒子約瑟沒有份兒，但他

兩個兒子卻是十二支派中其中二個支派；即是以法蓮和瑪拿西。在曠野及往迦南期間，

以法蓮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據民數記一 32-33，以法蓮族共有 40,500男丁，但到

了民數記廿六 36，以法蓮人降至 32,500男丁。 

(2)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不是摩西，而是約書亞，約書亞是屬以法蓮族的，在約書亞時

代，以法蓮更是佔一席相當重要的地位，但自從約書亞死後；以色列各族各自為政，團

結便成了一大問題，每當有外族欺壓以色列人，他們呼求神，神就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

在士師記三 15-30，神興起「左手仔」以笏，刺死摩押王伊磯倫，雖然以笏是便雅憫支

派，但這次能打敗摩押人至大的功臣也是以法蓮人 (v.27-28)。在第四章，神興起女先知

底波拉和巴拉，以法蓮人也是積極份子(v.5)。 

(三) 以法蓮的不滿 

(1) 據士師記六 35所記載，當基甸呼召以色列人一同抵抗米甸人時，他並沒有到以法蓮

呼召，他只是到瑪拿西、亞設、西布倫和拿弗他利那裏，但到了戰爭真的開始了，追

趕逃跑的米甸人時，基甸才打發人走遍以法蓮山地，叫他們把守約但河的渡口。以法

蓮人立即採取行動，不但守住約但河渡口，而且還生擒了米甸人兩個首領俄立和西

伊伯，並把他們殺掉，將他們的首級交給基甸。(七 24-25) 

(2) 以法蓮雖然參與這場戰事，但對基甸卻感到非常不滿。八 1「以法蓮人對基甸說：「你去

與米甸人爭戰，沒有招我們同去，為甚麼這樣待我們呢？」他們就與基甸大大地爭吵。」

據這段說話來看，當時是極其緊張，似有內閧，以法蓮人不滿被忽視，而且被排拒於外，

因而引起不滿，雙方對陣，一觸即發，這樣就前功盡廢，所以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四) 基甸的政治智慧 

(1) 基甸如何處理這局面；這是足以影響整個以色列歷史的發展，基甸相當有智慧 v.2-3，基

甸對以法蓮人說：「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以法蓮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強過亞

比以謝所摘的葡萄嗎？神已將米甸人的兩個首領，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們手中；我所

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基甸說了這話，以法蓮的怒氣就消失了。 

(2) 「權力鬥爭」往往是內閧的主因，以色列人看來是可以打勝米甸人，而率領以色列人反

抗米甸人的是基甸，他的名字「耶路巴力」一時成為佳話，他具有無比的胆色，拆掉父

親所建的巴力祭壇，又領 300個人，一舉大勝米甸，在以色列民眾中頓時成為英雄，人

人尊敬和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以法蓮人呢？在這一切光榮的戰蹟中並沒有份兒，他們對

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功勞也似乎被人忘記得一乾二淨，而更傷的他們以為在基甸的眼中，

他們並不受到尊重。甚至，在召兵這大件事上，也沒有以法蓮的份兒，現在危急之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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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法蓮出兵，以法蓮也不計，並且打敗了米甸，生擒兩個米甸首領，把首級送給基

甸，以示其實力，若基甸與以法蓮處於相爭，對敵的情況，以色列則危矣！ 

(3) 基甸洞悉這情況，也很有智慧避過捲入這場權力鬥爭的情況中。首先他肯定以法蓮的實

力及對以色列整個民族的汗馬功勞。 

 「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呢？」他這樣謙虛的態度，「看別人比自己強」，就多

多少少化解了以法蓮的怒氣。 

 他跟着講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以法蓮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強過亞比以謝所摘的葡

萄嗎？」亞比以謝是約瑟之後人，屬瑪拿西一族，也是基甸的先祖。基甸這樣說，是

肯定以法蓮是尊貴和有實力，他是無法與他們比擬的。 

(4) 在 v.3 他說得更有說服力，就是在這次戰役中，以法蓮的功勞更是不可沒。他們不但打

敗米甸人，而且更生擒兩個首領，俄立和西伊伯，所以基甸說：「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

所行的呢？ 

(5) 然而，有趣的地方是，他一方面不領功，把功歸予以法蓮，而另一方面他更強調的，是

神自己戰勝，既不是基甸，也不是以法蓮，而是神自己。基甸在這裏是用 Elohim一字稱

呼神，而不是用 Yahweh 一名 (七十士卷用 Yahweh 是錯誤)，用意是表明神才是真正的

「權柄」，我們都要臣服在神手中，而不可高舉自己，這使我們想起士師記七 2說：「耶

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自我誇

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所以在八 3 基甸強調是神把米甸人交在以法蓮

手中。這是神的作為，如此以法蓮人的怒氣就止息了。 

(6) 同樣的，若我們都一致承認神才是我們的王，也是我們一切能力之源，我們只不過是祂

的僕役，一切榮耀都是歸祂所有。正如施洗約翰說：「祂必興旺，我必衰微。」教會就自

然合一，沒有內憂了！ 

(五) 默想 

(1) 你有沒有經歷過「內訌」「相爭」「爭權」之情況？你又如何化解這危機呢？ 

(2) 我們從基甸學到一個什麼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