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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行傳 ---- 民數記」                            第 7 堂 

(五) 從加低斯到摩押平原 (20:1-22:1) 

       本段 20:1 先宣佈米利暗的死的簡短訃聞，引進了出埃及第三個旅程，也是最後一個旅程。 

       原本加低斯是以色列人起步的地點，因為開始派探子偵察迦南，準備進迦南，但卻因埋怨，

在曠野繞了 38 年，返回加低斯，在這個退步的地方再起步。 

 

一. 米利暗卒 (20:1) 

1. 摩西姊姊米利暗是出埃及故事的女主角。 

2. 米利暗葬在尋的曠野。 

她是神的用人。(出 20:20-21)。(彌 6:4) 

 

二. 摩西在米利巴擊打磐石出水 (20:2-13) 

1. 這是另一個典型的怨言故事。 

2. 出 15:22-17:7，與本處經文，都是神吩咐摩西要用杖使磐石出水，而兩處地方都因該次事

件而稱為米利巴！ 

• 第一次是出埃及的第一年，來到何烈山(即西乃山)，附近的利非訂(出 17:1-7)。這次是

38 年後返回加低斯 (民 20:2-13)。 

• 第一次神叫摩西擊打磐石出水，這次神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不但可是吩咐，而

是擊打了兩下。 

• 以上兩次都稱這水叫做「米利巴水」(爭鬧的意思) (出 17:7；民 20:13) 

3. 「吩咐磐石」出水與「擊打磐石」出水 (V.8、11) 有什麼分別？ 

 

三. 與以東的衝突 (20:14-21)(請看以東地圖 Q2 橫看) 

• 進入應許之地的第一步十分安靜，以色列人請求穿越以東的領土，但遭拒絕，只得繞道。 

• 以東是以掃的後裔，(摩押是羅得的後裔)，這次以友善的態度請求以東人允許他們路過以

東地，卻遭以東王用敵對和威嚇的話拒絕了(民 20:18-21)。 

• 摩西這次做得對，因為耶和華己將那地賜給以掃的後裔(申 2:4-5)，故繞道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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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倫之死 (20:22-29) 

1. 聖經冷靜及客觀記載了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去世。 

2. 「歸到他列祖那裡」，是以色列人描述義人壽終正寢的慣用語。 

3. 亞倫下台不再作大祭司，是以色列生命中極富關鍵性的一刻。亞倫必須按照禮儀脫下大祭

司的聖服，任命他的兒子以利亞撒，來象徵轉變。大祭司去世被視為一個紀元的終結 (民

35:28) 

                     

五. 在何珥瑪大勝 (21:1-3) ( 請看地圖 Q 2 上) 38 年前同一個地方。 

• 38年前，12探子報惡信後，百姓一起發怨言，百姓受罰：20歲以上的不得進入應許地，

報惡信的死於瘟疫 (14:37)。 

• 這個簡短的報告，只有三節，是以色列人首次戰勝迦南人的記錄，又可算是新紀元開始

的宣告。 

 

六. 火蛇與銅蛇 (21:4-9) 

1. 以色列人因食物發怨言，緬懷埃及的美味，這是聖經所記最後一次 (21:5-6)。 

• 這次的怨言與 14:1-2 是一樣的。 

• 他們把嗎哪形容為「淡薄的食物」，這樣來形容天上的食物，是極大的不敬。 

• 這是 38 年後的怨言，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怨言，真是代代相傳。 

2. 神的懲罰與拯救 (V.6-9) 

• 如以往一樣，這種說話挑起神的怒火, 這次怒氣彰顯的形式，是一咬就足以致命的「火

蛇」。 

• 非有火的蛇，這種毒蛇把人咬傷之後，可能導致發炎，傷處痛如火燒，因而以火蛇稱

之。又可能這種蛇身上色紅如火。 

• 為何這蛇是用銅做？ 

• 百姓知罪，求摩西為他們禱告，於是神吩咐摩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

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8-9 節提及兩次) 

3. 火蛇與銅蛇有什麼象徵和預表？「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照樣被舉起來」(約 3:14)。

主耶穌將這故事視為十字架救恩的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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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與預表： 

(1) 火蛇預表罪惡的勢力。 

(2) 銅蛇預表基督的拯救 (林後 5:21) 

(3) 銅蛇掛在杆子上，預表耶穌基督掛在木頭上 (約 3:14-15) 

(4) 受傷的以色列人只要「一望這蛇」，馬上得痊癒。預表人類仰望基督而蒙恩得救。 

(5) 銅蛇是神指示的唯一方法，基督為人類死也是唯一的救恩，也是奇妙的救法 (徒 4:12) 

(6) 銅蛇本身沒有救人的能力，但百姓必須舉頭仰望銅蛇，神的能力就彰顯。對於神的救

恩，人必須相信而接受，才能得救 (弗 2:8)。 

(7) 銅蛇在杆子上，使人神復和，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也使人神復和 (西 1:20-22) 

                            

七. 以色列人從阿伯起行至毘斯迦 (21:10-20)  ( 參看地圖：阿伯 S5，何珥山以東;  毘斯迦 S4 上) 

1. 行程最後一段(14-20)，提到穿越亞摩利人的領土，到了毘斯迦。 

2. 14 節是聖經唯一提到「耶和華的戰記」的地方。是戰歌集。 

3. 17-18 節 「井之歌」。這首詩歌大概是唱來鼓勵掘井的人，表達他們一再經歷神供應食水，

從而賜生命的喜樂。 

 

八. 戰勝亞摩利王西宏 (21:21-32) 

1. 亞摩利人大敗，以色列人得了他們的地 (24-26) 

2. 希實本之歌(27-30)：此歌是亞摩利的詩人寫的，大概是要證明以色列有權佔領此地。 

 

九. 戰勝巴珊王噩 (21:33-35) 

1. 巴珊王噩是偉人(巨人)，以色列人 40 年探子已報告在迦南地有偉人，因而喪志退步。 

「（利乏音人所剩下的只有巴珊王噩。他的床是鐵的，長九肘，寬四肘，都是以人肘為度。

現今豈不是在亞捫人的拉巴嗎？）」(申 3:11) 

2. 這是最後一段戰役，戰勝巴珊王噩(31-35)：對於雙方的軍力一無所知，但無論是象徵還

是歷史上，這些勝仗都意義重大。以色列支派首先定居之處，就是外約但的這一幅土地。

他們在此定居，就是應許之地迦南至終必須被以色列人所得的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