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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信息系列(八)：再造之恩(The Second Chance) 
 
經文：民 26:1-4; 27:12-23; 28:1-8 
26:1-4 
1 瘟疫之後、耶和華曉諭摩西、和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說、 
2 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按他們的宗族，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計算總數 
3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但河邊、向以色列人說、 
4 將你們中間從二十歲以外的計算總數、是照耶和華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話。 
 
27:12-23 
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琳山、觀看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 

13 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像你哥哥亞倫一樣． 
14 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命、沒有在湧水之地會眾眼前

尊我為聖。（這水、就是尋的曠野加低斯米利巴水。） 

15 摩西對耶和華說、 

16 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 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 
17 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 

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 
20 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 
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他

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命出入。 
22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 

23 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話。 

 
28:1-8 
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2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獻給我的供物、就是獻給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你們要按日期獻給我 
3 又要對他們說、你們要獻給耶和華的火祭、就是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每日兩隻、作

為常獻的燔祭。 
4 早晨要獻一隻、黃昏的時候要獻一隻。 
5 又用細麵伊法十分之一、並搗成的油一欣四分之一、調和作為素祭。 
6 這是西乃山所命定為常獻的燔祭、是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 
7 為這一隻羊羔要同獻奠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在聖所中、你要將醇酒奉給耶和華為奠祭 



主日信息  金振宇 

 2 

8 晚上、你要獻那一隻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獻上、作為馨香的火祭、獻

給耶和華。 
引言： 

1. 弟兄姐妹平安。假設你在公司裡負責一個很重要的專案，結果你搞砸了。你的判斷完

全錯誤，客戶的要求沒有作到，經理的指示你也忘得一乾二淨，更慘的是因著你的錯

誤，其他同事要跟你一起背鍋。事情搞砸了的第二天早上，經理把你叫到辦公室，你

心裡有數他大概要把你辭退了。結果大出你意料之外的是，經理不只沒有把你趕走，

他還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當下的你，感覺會是如何？ 
2. 我們今天所讀到經文也是類似的境況。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從一再的發怨言，好幾次
都要放棄旅程，死在曠野，但在主的恩典中，以色列人有了第二次機會。現在他們終

於來到曠野的尾聲，迦南地越來越近了。上次的信息我們講到靠近迦南地，意味著以

色列現在要與迦南的民族近距離的接觸，藉此我們思想神子民是如何面對世界。今天

的信息我們則會思想上帝是如何預備祂的百姓迎接這個新的開始。 
 
一、數點：迎向未來 
1. 民數記 26章是另一次數點百姓的記載。將 26章和 1章對比會看見很多重要的信息。
但一開始請大家注意第 1節：「瘟疫之後」。這裡的瘟疫指的是上一章摩押女子引誘
以色列人犯罪所帶來的審判。但時間上，26章發生在瘟疫之後。但背後的另一個意思
是，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上帝在瘟疫之後給予以色列人第二次機會，而數點百姓正好

最具體的行動，因為民數記正是從數點百姓開始的。 
2. 接下來我們比較一下二次數點百姓的記載。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挑選其中兩個跟主
題有關的觀察，大家有空可自行看看有沒有其他發現。 
1) 數點的重點：在第 1章數點百姓的記載中，同樣的一句話「照著家室、宗族、人名
的數目，從二十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丁，有多少多少人」，重覆了

12次，連同一開始的吩咐和最後的總結，這句話一共出現了 14次。而在 26章，
這句話只出現在一開始(v.2)，之後就沒有了。反而，26章多了非常多的人名，譬
如呂便的眾子是那些人，西緬的眾子又是誰，每個支派裡面的宗族都指名道姓，非

常清楚。  
2) 細節的補充：跟第一次數點相比，第二次數點百姓補充了許多細節，歸納起來有五
處：(v.8-11)提到可拉之亂，特別註明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v.19)猶大之子珥和俄
南死在迦南地；(v.33)西羅非哈的女兒們；(v.60-61)亞倫的兒子拿答與亞比戶因獻
凡火而死；(v.64-65)被數的百姓中，除了迦勒和約書亞，沒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3. 以上兩個比較，背後的信息非常明顯：以色列人有新的機會，但他們要好好珍惜，不
要過去重蹈覆轍。將每個支派的眾子的名字都記載清楚，背後的原因在 52-56節已經
說了，是為了以後的分地，表示以色列人前面雖有爭戰，但也表示得地為業的應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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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就，因此充滿盼望。至於補充這五處的細節，要提醒以色列人要好好珍惜第二次

的機會，別走可拉、珥和俄南、拿答和亞比戶，還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道路。 
 
二、繼承：接下權責 
1. 民數記 27章包括兩個事件，第一件是 1-11節西羅非哈的女兒向摩西的伸訴，第二件
是約書亞接摩西的棒，以後要帶領以色列人前進迦南。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2. 西羅非哈的女兒在民數記出現了三次，26章數點百姓時，27章向摩西伸訴時，最後一
次 36章涉及嫁娶時。數點百姓的目的是爭戰，所以女性並不在列，因為打仗是男性的
責任。但我們剛剛提過，民數記 26章的第二次數點除了爭戰，更多的是得地為業的盼
望，所以就有了這一段記載。西羅非哈又是誰呢？27:1交待得很詳細，西羅非哈是瑪
拿西支派的子孫，他有五個女兒，分別叫瑪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西羅非哈

已經去世，女兒們還特別強調爸爸不是因可拉支派的叛變而被擊殺，而是跟其他第一

代的以色列人一樣，因發怨言而不得進迦南。問題是西羅非哈只有五個女兒而沒有兒

子，所以錯不在她們。她們希望摩西能出手仲裁，而神也指示摩西作出合宜的安排。

西羅非哈女兒可以得地為業。不只如此，摩西還訂向繼承產業的優先順序：先是兒

子，再是女子，再來是死者的兄弟，再來是伯叔，最後是至近的親屬。 
3. 我們接著來約書亞接棒，然後再回來看整章的信息。上帝吩咐摩西要交棒給約書亞，
讓他治理會眾，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摩西主動提出要上帝

選立另一個領袖。當時神將摩西帶到亞巴琳山，讓他觀看迦南地，並且提醒摩西他也

快要歸到列祖那裡，意思是摩西離世的日子近了。摩西的反應不是抱怨、也沒有苦苦

哀求神延長他壽命，而是順服，並求主㨂選下一代的領袖。這是屬靈領袖該有的胸

懷。第二，從神選立約書亞，到約書亞正式獨挑大樑，其實還有相當的日子。神選擇

這個時間點，我想背後的用意是讓約書亞可以把握機會好好跟著摩西學習。約書亞雖

然常在摩西身邊，但用幫手的身份跟著摩西，和用接班人的身份跟著摩西，心態是完

全不一樣的。 
4. 27章講的這兩個事件，歸納起來就是「接下權責」。權不是權力(power)，而是權利

(right)。第二代的以色列有進迦南的盼望，有得地為業的應許，這是神在厚恩中賜下
的權利，不是他們的功勞。但另一方面，第二代的以色列也繼承了相應的責任。有得

地的應許，就有爭戰的責任。有領袖的尊榮，就有治理的擔當。 
 
三、節期：建立規律 
1. 最後我們看 28-29章。對民數記信息系列有印象的弟兄姐妹，大概對整卷書的編排已
經不覺得陌生。敍事之後會接律法，然後再回到敍事。譬如我們之前講到 16-19章中
保之爭的時候，16-17章是可拉的叛亂和後續百姓發怨言，18-19章則是神重申祭司利
未人與百姓的律法，用意是恢復彼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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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我們讀到的 28-29章也是跟恢復關係有關，但主要是神人關係的恢復。獻祭的禮
儀是提醒以色列人，神在他們中間，樂意與他們同住，而他們是分別出聖的屬主的百

姓。另外，大家或許會注意到，28-29章是各樣跟節期有關的吩咐，從每日該獻什麼
祭，到安息日的獻祭，到每個月的獻祭，再到一年三大重要節期—逾越節、七七節、
住棚節—的獻祭，並加上七月初一的吹角節和七月初十的贖罪日。基本上重覆了利未
記 23章的內容。 

3. 為什麼上帝要吩咐摩西跟節期有關的規定呢？除了神人關係的恢復，另一個重要原因
是 28-29章指向以色列人未來的生活。大家或許會注意到，28-29章所記載的節期是配
合農耕生活的節奏。28:26莊稼成熟，獻祭給耶和華。素祭用的細麵，就是從麥子而
來，麥子是農業活動的成果。至於牛和羊是遊牧民放和農耕民族都能夠飼養的動物。

神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節期的規定，既給予以色列進迦南的盼望，也刻劃了一幅百姓

安居樂業的圖畫，更提醒以色列人敬拜的重要。別忘了，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

南，目的是讓他們成為敬拜真神的群體。 
4. 接下來的星期四是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因著疫情的影響，美國很多家庭都無法整個家
族聚會，而只是自己一家人過。現實的情況或許讓我們感恩不起來，但讓我們從今天

的經文學習感恩的功課。瘟疫之後，以色列人迎來第二次機會。讓我們也帶著盼望的

說：疫情之後，我們也迎來第二次機會。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見，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是帶著盼望的迎向未來，因為他們有進迦南得產業的應許，勇敢的承擔責任，並且知

道敬拜是他們生活的中心。盼望是正面態度、承擔是事奉心志、敬拜是生活重心。讓

今天的信息作我們的激勵，我們一起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