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渡河立石」(3 - 4章)



前言：

1-2 章 喇合 – 個人的信心

3-4 章 百姓 – 全國的信心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
完全的地步...信靠神 (來 6:1)

信心– 進去佔領應許之地的重要關鍵



一.預備渡河 (3:1-13)

A. 離開什亭
在曠野行程末段，百姓在什亭與米甸女子犯姦淫
拜偶像。這是不久前的失敗，要離開失敗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百
姓就喫他們的祭物，跪拜他們的神。以色列人與
巴力毗珥連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民 25:1-3)



耶利哥

什亭

約但河

鹽海

示羅

取自聖經簡報站



一.預備渡河 (3:1-13)
在第二章，探子回報得悉敵人心消化、
士氣低落、軍勢動搖，這是大好時機，
何不立刻進攻？

面對大障礙：約旦河

「原來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 (15節)



神的時間表 vs 人的時間表

急功近利
怕失良機

順服信靠
安靜等候

理性
分析

信心
聖靈

抉擇
Who Is In Control ?

人生最困難，最不利，心中也最
抗拒時... 也是神正要彰顯的時刻！



一.預備渡河 (3:1-13)

B. 三個吩咐：
1.各人自潔

不是去預備磨刀、利劍、打造盾牌，乃是預備好
自己去經歷神蹟奇事！(15節)

外面–抹身、洗衣服 裡面–除偶像、離罪惡

四十年前經歷過紅海，如今準備經歷過約旦河
= 被逼、被動 = 順服、選擇

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

神蹟表示有神同在

為三谷祈求更多神蹟！



一.預備渡河 (3:1-13)

B. 三個吩咐
2.跟定約櫃 「約櫃」3-4章 16x = 神的同在

神在開路引領 (不是祭司/領袖)

主耶穌 = 以馬內利 = 神與我們同在

如今信徒亦要跟隨耶穌走十字架的道路

人的責任在於緊緊跟隨



出 25:12-24
- 鑄四個金環
- 皂莢木作槓
- 槓穿環內，以便抬櫃拱抬約櫃，高舉基督

高出人頭，不求己榮



一.預備渡河 (3:1-13)

B. 三個吩咐
3.保持距離 「兩千肘」= 三千英呎

約櫃 = 神聖，心存敬畏

較後面的百姓容易看見

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
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
來沒有走過 (4節) 信心之路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
來沒有走過 (4節)



一.預備渡河 (3:1-13)

C. 抬舉約書亞 (7節)
1.在眾人眼前尊大

蒙神抬舉，不是人自舉

過紅海 – 摩西被肯定

2.照樣與你同在

渡約旦 – 約書亞被肯定



二.渡約旦河 (3:14-17)

A. 信心與順服

60 萬大軍 (20至50歲) + 4 萬軍 (兩支派半)

+ 婦女、兒童、老人 = 200 萬？ (參民數記)

+ 眾多的牲畜

1.水漲之期

約但河

迦南地 摩押平原

東西

(曠野經歷)(得勝境地)

攔阻



約旦河 亞當城

加利利海

死海

吉甲

耶利哥

黑門山

渡河點

枯水期 (夏天)
寬 25-40公尺
深 1-3 公尺
- 淺灘、游泳

豐水期 (春天)
寬 1公里，下雨、
溶雪、湍急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極遠之地... 亞
當城那裡停住，立
起成壘 (3:16)



佐證：歷史中有三次記載約旦河的水曾經斷流。
阿拉伯歷史家 Nuwairi 記載，主後 1267年12/3
因上流發生地崩，約旦河水突告中斷十六小時。
1906年發生第二次同樣現象。第三次於1927年，
由於地震而停留二十一小時。

所以，上帝可以用山崩、地震，或任何其他方式
來完成神蹟。其實，在時間上合時的安排，本身
就是神蹟。再者，這次渡河是發生在氾濫時期！
更何況，祭司腳一離開，河水立刻又復流。



取自聖經簡報站



埃及 曠野 迦南地

在世界裡 在基督裡

紅
海

約
但
河

更豐盛
的生命

取自聖經簡報站

脫離罪惡捆綁
受洗歸入基督

結束漂蕩生活
得主豐盛產業



二.渡約旦河 (3:14-17)

A. 信心與順服
2.先踏入，才分開 踏出信心的一步

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他們到了約
但河，腳一入水... 上往下流的水便在... 亞
當城那裡停住，立起成壘 (14-16節)

紅海是先分開，百姓才下海
約旦是腳入水，河水才停住 更跨一步的信心



船長請戴德生向神求風

船因無風被潮水沖向食人族島

戴德生要求船長先將帆升起

向神表達信心需要有行動



二.渡約旦河 (3:14-17)

A. 信心與順服
3.祭司最先下水，最後上岸

卓越的「領導」並不只是分配好事工，安排
不同人去作事，而是更需要有從神來的
authority (神的呼召) 及 special deeds 
(神作為的印證)。

followers 
Leader 



帶頭作榜樣、超乎常人的信心、有始有終、
順服神、肯犧牲、有膽量...



二.渡約旦河 (3:14-17)

B. 屬靈意義：

什麼是我們生命中的約旦河？ (屬靈障礙)

- 學業、事業、婚姻、家庭、子女、享受...？

如何穩渡人生障礙？

願順服跟隨神的帶領
約櫃上 = 施恩寶座 
約櫃裡 = 法版、嗎哪金罐、亞倫的杖 

神的話語、神的供應、神的主權 



二.渡約旦河 (3:14-17)

B. 屬靈意義：

願過聖潔的生活

如何穩渡人生障礙？

- 在屬靈品格上、在肉體行為上

跨出信心的一步

- 不只付出行動，也要站立得穩

願順服跟隨神的帶領
Character & Good deeds

Take risk & Stand firm



三.立石為記 (4:1-24)

從約但河中、祭司腳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
帶過去，放在你們今夜要住宿的地方。約書亞另
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但河中，在抬約櫃的祭司腳
站立的地方... (4:1-3、8-9) 為什麼要放兩堆石頭？



吉甲
約但河

看得見 看不見
斷絕過往、不再回頭 老我埋葬、新生開始
外在提醒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內在根據

取自聖經簡報站

當看得見的石頭消失時，心中仍存著信心之石嗎？





三.立石為記 (4:1-24)
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甚
麼意思？就告訴他們... 神在你們前面使約但河的
水乾了...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
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 (4:21-24)

目的： 

記念神的救贖
見證神的大能
代代信仰傳承

我們替子孫後代立了什麼紀念碑
  來提醒他們有關神的作為呢？

不像世人立碑紀念功績或緬懷昔日光輝，乃是
挑起好奇，奠定信仰，更引人進到神面前。



作見證就是把自己曾經歷過的事，
告訴那些未經歷過的人！



三.立石為記 (4:1-24)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
色列人所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事
奉耶和華。 (書24:31)

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離棄了領他
們...列祖的神 (士2:10-12)



恩典紀念碑？

照片、日記、禱告信、飾物...

挑起好奇，方便講述...

人容易忘恩負義

人有見證神作為的責任

思念神恩讓生命成長。造福後代



三.立石為記 (4:1-24)

在吉甲安營：

- 名意「輥」，離耶利哥不遠

- 日後征服「迦南的大本營」，重要軍事基地
  (9:6、10:6, 15, 43、14:6)

- 歷史事件重地 (撒上11、撒下19、王下2:1-2、
  4:38)
立掃羅為王、押沙龍判亂後大衛回歸被迎接處
、以利亞/以利沙時期此處有先知學校



三.立石為記 (4:1-24)

在吉甲安營：

- 日後成為犯罪「敬拜偶像之地」(何 4:15、
  9:15, 12:11、摩 4:4、5:5)

耶和華說：他們一切的惡事都在吉甲；我在那裡
憎惡他們。(何 9:15)

以色列人哪，任你們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
增罪過 (摩 4:4)



信心往前跨越三個提醒：

1.聽從神吩咐 (書 3:1-13)

2.跟隨神引領 (書 3:14-17)

3.見證神作為 (書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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