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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色列国在撒母耳的治理之下，享有

一段太平昌盛的时期，但这种情况并

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撒母耳年纪渐长，

他需要有接班人来接续领导责任，于

是撒母耳立他的两儿子做士师。 然而，

他们不但没有学习父亲的好榜样，却

是贪图财利，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审

判。于是，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

们立王。 此时的要求看起来似乎很合

理，但为什么会引起撒母耳和神的不

悦呢？ 立王难道有错吗？ 

 

起初，撒母耳认为以色列民是针对他

的领导有意见；然而，神告诉他：

「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

埃及以来，他们就离弃我，去拜别的

神明。 你就顺着他们吧！ 但你要严严

地警告他们，并向他们说明，将来他

们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 」（7－9 节）

所以撒母耳接着告诉他们：「你们可

以立王，但将来这些王当中很可能有

不遵行神旨意的王，他们将会剥削你

们、奴役你们，让你们过着苦不堪言

的日子。到时候你们再来找上帝诉苦，

上帝将不会垂听你们的埋怨。 」虽然

如此，以色列民还是坚持要立王，最

后撒母耳就只好顺着他们的意。 

 

故事的背景 

让我简单说一说故事的背景：那时是

士师时代的后期。而士师时代是整个

以色列百姓中一段纷乱时期的历史。

那时以色列人备受外邦人的欺压，在

压迫中他们没有信仰的反省，反而与

祖宗的道路背道而驰。他们道德败坏，

如当初基比亚的便雅悯人曾对利未人

做出了十分可憎的丑事，以至于便雅

悯人差点亡族。 

 

当时以色列人缺少像摩西、约书亚那

样的伟大领导人物。来到了迦南地，

是以支派联盟的制度维系；神兴起士

师作为向内的审判官，也是带领支派

保护联盟，免受外敌的侵略。当中撒

母耳也扮演士师的角色。 

 

每当一个士师兴起，只带来极短暂的

好转，好像在一片黑暗中闪过的短暂



 

 

火光，昙花一现，以色列人仍然沦落

在无边的黑暗中。到了士师时代后期，

连短暂的火花都没有了，所以士师记

最后又重述了那一句话，“那时以色

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支派联盟基本上还是保留摩西般的领

导性质，以色列的生存有赖于对上帝

的忠心。这样的领导本质可说是神权

的统治，通过士师来处理政务与军事。

这种本来极富理想的制度，因以色列

人屡屡背叛，离经叛道，以致多次陷

全民于无政府状态中，再加上各支派

屡受外族侵犯，百姓痛苦不堪。 

 

撒母耳当时是以色列的领袖，他会集

祭司、先知，士师于一身。他继承摩

西，约书亚的领导，治理以色列百姓。

现在长老来到撒母耳面要求立王。 

 

这段故事的描述非常生动，是祭司撒

母耳跟人民的代表长老们的对立。撒

母耳连哄带劝的说辞没有奏效，人民

就是要一个懂得治理国家和军事的君

王，不是由祭司来作他们的领袖。在

那兵慌马乱的时代，这要求是很合理

的。撒母耳竟然拒绝他们合理的要求。

因为撒母耳在神权统治下的权力受到

的威胁和挑战。 

 

人权开始发酵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发现几个值得关注

的事： 

 

第一、在神权时代人民的要求没有完

全的消失。这表示，人民觉醒到人间

的事情不能完全听祭司的。人民有迫

切的需要，神职人员如祭司，他们生

活在宗教领域里，有些神职人员却不

知道人间疾苦。举一个例子，祭司撒

母耳明明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不守本分，

胡作非为，还要任命他们作士师。这

要不就是撒母耳的私心；或者就是他

已经不知道民间实在的情况了。 

 

第二、人民在神权统治下虽可以忍受

到某种程度，可是当他们的生存受到

宗教神权统治威胁到了无法忍受的时

候，他们会设法下情上达或陈情。撒

母耳治理下的人民就是透过长老们向

撒母耳陈情。这不是人民的权力在神

权统治下也开始发酵吗？在神权统治

下人民也会铤而走险，轻者通过陈情

的方式，重者则是诉诸于革命，改变

他们的生活。 

 

第三、在这段故事让读者窥见神是听

民意的神。以色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

痛苦不堪的时候，神不是不理他们的

哀声。神不但听取，并且采取解救的

行动。出埃及事件不就是这样发生的？

神是非常在意民意的。 

 

立王难道有错吗？ 

让我们再回去之前提出的问题。立王

难道有错吗？ 

 

以色列民要求立王，但这要求被解作

为厌弃神。 虽是如此，但神并没有拒



 

 

绝以色列民的要求，反而借撒母耳勉

励他们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

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事奉他。 」

（十二：20）从此看来，立王一事并

非本质的错误，因为立王以后的以色

列民仍可以选择忠心事奉神。 事实上，

事奉神不一定在士师制度下才可以。 

在士师制度下，以色列民也曾选择不

事奉上主。 因此，故事的重点在于以

色列人对神的忠心，而非探讨政治制

度上的神权社会与人权社会。 再者，

政治制度的神权社会不是必然尊重神，

反而极可能利用神权合理化统治者的

权威。 相反，一个强调人权的社会可

能更表达对神的尊重。  

 

政治制度中罢免权的重要 

虽然这里不是讨论有关的管治模式，

但其中却带出一些对人与社会制度关

系的课题。君王制度的弊端不一定在

于君王必然是压迫人民（八：10-17），

而在于人民对不称职君王缺乏罢免能

力。因为有别于士师，君王不只是一

个独立的人，也是一个世袭的集团。

意思就是专制地一代继一代，（Line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扫罗的

驾崩与大卫作以色列人的王，和以色

列人不满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而另选

耶罗波安等事，反映君王世袭制，在

早期还未形成，所以，以色列民亦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但从罗波安和耶

罗波安开始，以色列人已失去罢免君

王的权力，因为君王制度所凝聚的管

治系统，已非以色列人可以按他们的

意思修改，除非藉流血革命。 神所关

心就是以色列人因君王制度而失去罢

免统治者的权利。若罢免统治者的权

利是重要的话，我们就要问，人民是

否明白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 」「这

样的权利可以透过甚么制度实践？ 」

「在甚么条件下，这权利不会被滥

用？  」 

 

对选择和自由的尊重 

此外，撒上八章表达上帝对以色列人

选择和自由的尊重和维护。 当以色列

人向神提出立王一事时，神即时的反

应是不悦，但却接受他们的要求。神

的做法我们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假

设神应拒绝以色列人错误的选择。可

是，不容许有错误的选择就不是选择。

虽然选择的目的似乎是要避免错误，

但错误又非绝对可以避免。因此，在

尽量避免错误的同时，我们也要准备

好从错误中学习。神渴望以色列人自

由地回应祂，而非因压迫所致。因此，

神对以色列人选择尊重的同时，祂也

走上冒险之旅。 

  

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有道德感地行使

他的自由，但不应因不道德的选择，

人就被剥夺他的自由。 神尊重以色列

人选择立王，但以色列人也要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任。 这正是「那时，你们

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

不应允你。 」（八：18）的意思。  

 

一份挥不去的关怀 

纵使以色列人的选择是背离神，但神

始终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 虽然撒母



 

 

耳奉上帝的名说：「那时，你们必因

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

允你。 」（八：18），但以色列人的

历史却证明这话从没有实现过。神在

不同时候施行拯救，甚至起初对以色

列人的要求不满意的撒母耳也说：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

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

你们。 」（十二：23）或许，有人会

质疑撒母耳说：「为何你所代表就是

善道正路？ 」「为何只有我才会走错

路？ 」或许，撒母耳的路可能是错，

但他所表达就是一份积极参与以色列

人生活的决心，并尽他的能力塑造一

个合神心意的社会。 事实上，撒母耳

的承诺正标志日后先知的出现。 先知

说神要说的话，批判君王的不公义。  

 

总结 

我相信基督徒可以在任何一个政治环

境下事奉神，但不因此，我们就不去

批判和拒绝那些假扮神的政权。 民主、

自由与人权的可怕不在于被滥用，而

在于教会放弃对社会的投入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