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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講 

 

歷史背景 

波斯列王表 

王名 年代（B.C.） 

古列（賽魯士） 550-530；征服瑪代，組成聯合政權，征服巴比倫，讓猶太人第一次回歸 

甘比西斯 530-522；征服埃及 

士每第 522-521；執政極短，停止猶太人建聖殿（拉四 1-23） 

大利烏一世 521-486；試圖征服希臘而失敗，准許猶太人繼續建造聖殿（拉五-六） 

薛西一世（亞哈隨魯） 486-465；再度入侵希臘、失敗；（以斯帖王后） 

亞達薛西一世 465-424；以斯拉第二次回歸，尼西米做酒政帶領第三次回歸 

薛西二世 423 

大利烏二世 423-404 

亞達薛西二世 404-358 

亞達薛西三世 358-338 

亞西士 338-336 

大利烏三世 336-331；波斯被希臘征服、亡國 

 

第一次回歸：所羅巴伯與耶書亞帶領五萬人歸回(536B.C.) 

第二次回歸：以斯拉第二次帶領兩千人回歸(458B.C.) 

第三次回歸：尼西米帶領回歸，人數不詳(445B.C.) 

 

 
以斯帖記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作者 不明 猶太傳統認爲是以斯拉 猶太傳統認爲是以斯拉 

日期(B.C.) 約 470 約 430 約 420 

地點 波斯國都-書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目的 
指出以色列民蒙神保守免遭屠

殺 

指出以色列蒙神眷顧，歸回祖

國，重建家園與聖殿之歷史 

指出以色列蒙神眷顧，歸回

祖國，重建神治社會之歷史 

主旨 以色列得蒙保守 以色列重建聖殿與聖民 以色列重建聖城與聖民 

關鍵章節 四 14 一 5 二 5 

 

一.以斯帖記 - 浪漫的劇情歷史 

 

亞哈隨魯王/在波斯史中名薛西（Xerxes, 486-465B.C.），『亞哈隨魯』是王的尊號，意爲『尊貴王』， 

以斯帖 – 波斯名字，意爲：星；從巴比倫女神“以斯他 Ishtar”演變而來 

          哈大沙是猶太人名，意爲：桃金孃的灌木/蕃石榴樹 

時間：約 470B.C. 

地點：書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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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明，從對波斯宮廷禮儀、政制、習俗等準確的描述，以及很多波斯字彙的運用， 

      可見作者為身居波斯的猶太人 

主旨與目的：介紹普珥節的由來及猶太人守節期的責任（上帝藉皇后以斯帖施行拯救） 

寫作特色：修辭方面的押韻、諧音、平行、對稱、誇張 

關鍵的章節：猶太人必得解救(四 14) 

 

三段劇情式的大綱 

     

    以斯帖入宮 

            一．亞哈隨魯廢王后瓦實提（斯一 1-22） 

            二．選立以斯帖為新后（斯二 1-18） 

猶太人的危機 

            三．末底改立功（斯二 19-23） 

            四．哈曼的陰謀（斯三 1-15） 

            五．末底改向以斯帖求救（斯四 1-五 14） 

            六．以斯帖的妙計（斯六 1-13） 

上帝的保守 

七．哈曼的下場（斯六 14-七 10） 

八．廢除哈曼的陰謀（斯八 1-九 32） 

九．末底改的善政（斯十 1-3） 

 

    神學信息思考 

 

1. 沒有提到上帝和太多的巧合 

間接性的提出： 

    1.「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四 14） 

    2.「悲哀、禁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中」（四 3-16） 

暗示：上帝所揀選的，沒有任何世間的權力可以把他們消滅掉 

2. 衝突的背景： 

末底改 – 便雅憫支派基士族的人(二 5)，基士是掃羅的父親 

哈曼 - 亞甲的後裔(三 1)，亞甲是與掃羅爭戰的亞瑪力王(撒七十五) 

3. 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關係 

猶太人臣服於幾個世界強權之下：亞述、巴比倫，和瑪代波斯，在外邦統治的國度中不一定

要作奴隸，也有可能生活富裕，而仍持守猶太教 

 

二．以斯拉和尼西米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原來是一卷（名為以斯拉記），且和歷代志原屬一卷 

    新約中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分成兩卷，大概是從教父俄利根（Origen, A.D.185-254）開始 

    1448年以後，希伯來文聖經也分成兩卷 

 

以斯拉在亞達薛西 7年（458 B.C.）回歸，尼西米在亞達薛西 20年（445 B.C.）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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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猶太人認為以斯拉（幫助者）是這兩卷書的作者，現代學者也認為以斯拉是這兩卷書的編纂者， 

        因為二書的文字、風格、宗教觀點等與他個人的敘述 （拉七 27-八 34，九） 相符 

 

   主題： 

1. 以斯拉記 

所羅巴伯重修聖殿，之後祭司以斯拉回歸重建以色列民的信仰（部分經文使用亞蘭文記載） 

2. 尼希米記 

尼西米（耶和華的安慰）重重困難下，不屈不撓地重建城牆，在五十二日內完成工程的經過。

重建城牆是一種防禦措施，屬政治活動，但這活動也以信仰為核心，因為猶太人認為政治與

宗教活動不可分割 

    

   經文大綱 

 

以斯拉記 

 

一．所羅巴伯率眾第一次回歸（拉一 1-二 70） 

二．恢復敬拜、重建殿基（拉三 1-13） 

三．大利烏時聖殿重建（拉四 1-六 22） 

四．以斯拉率眾第二次回歸（拉七 1-8八 36） 

五．與異族通婚的問題（拉九 1-十 44） 

 

尼希米記 

     

    重建聖城 

一．尼希米返回猶大（尼一 1-二 8） 

二．尼希米督建城牆（尼二 9-三 32） 

三．敵人的破壞行動（尼四 1-23） 

四．民生疾苦（尼五 1-19） 

五．敵人的陰謀（尼六 1-19） 

六．守衛聖城（尼七 1-73） 

           重建聖民 

七．宣讀律法並與神立約（尼八 1-十 39） 

八．遷徙至耶路撒冷城內（尼十一 1-36） 

九．祭司利未人的名錄（尼十二 1-26） 

十．城牆落成典禮（尼十二 27-47） 

  十一. 連續的宗教改革（尼十三 1-31） 

 

   神學信息思考 

 

1. 沉默的婦女（尼六 14） 

 

2. 聖與俗的問題(尼十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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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作業:                                                        姓名： 

 

1. 末底改用什麽方式來勸告以斯帖？有何含義？（參：斯四 13-17） 

 

 

 

 

 

2. 何谓普珥日?这日有何特别意义?(參：斯十一 20-33) 

 

 

 

 

 

 

 

3. 以斯拉爲什麽認爲猶太人與外族通婚會影響信仰生活？（參：拉九 1-12） 

 

 

 

 

 

 

 

 

4. 尼西米改革那些百姓的惡習？（參：尼十三） 

 

 

 

 

 

 

 

 

 

 

如有其他的問題，請提出，下一堂主日學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