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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約的分類



• 建立國家之前的歷史

➢ 約書亞記：接受恩典（領受神所賜的產業）

➢ 士師記：在恩典中墮落（選民陷入罪惡的循環）

➢ 路得記：在墮落中得拯救（神預備了一位救贖者）

• 以色列國的歷史

➢ 撒母耳記：偏離神的道路（從神主到君主）

➢ 列王記：在錯誤的道路上掙扎（列王的功與過）

➢ 歷代志：神的同在與審判（聖殿的故事）

• 國家滅亡之後的歷史

➢ 以斯拉記：重建與復興（重建聖殿與律法）

➢ 尼希米記：重建與復興（重建聖城）

➢ 以斯帖記：神在歷史中掌權（興亡在神的手中）

歷史書的分類與主題



被擄與歸回後到四福音書的時間線



• 偶像絕跡
➢ 對古時的猶太人而言，自他們進入迦南之後就沒有停止過拜偶

像，一直拜到因拜偶像而國家滅亡。可是，國家一滅亡，他們
被擄到巴比倫，從此以後偶像在猶太人中間絕跡，直到今日

• 會堂成立
➢ 在被擄期間，聖殿被毀，人民分散，於是猶太人在各地成立會

堂，將中央敬拜轉為地方性的敬拜。會堂是猶太人聚會之處，
他們在此敬拜、祈禱和學習律法

• 改變語言
➢ 猶太人的母語是希伯來文，為了生存，被擄之後必須學習當地

的語言。巴比倫和波斯時代的國際語言是亞蘭文（一種類似希
伯來文的閃族語言），從此猶太人改說亞蘭文。到了耶穌的時
代，人民平時用亞蘭文交談，到了會堂就聽人用希伯來文讀經

猶太人於被擄時期的轉變



• 改變職業

➢ 猶太人的老祖宗是以畜牧為生的，從亞伯拉罕起都是養牛、
養羊的。進入迦南之後又從事農業，成為農、牧混合。被
擄之後，他們不再擁有土地，但卻置身於繁榮富庶的巴比
倫。猶太人很會適應環境，許多人棄農牧而經商，並因經
商而致富

• 民族團結

➢ 猶太人亡國之後，發展出強烈的民族意識，特別在面臨外
侮的時候，極為團結。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雖然經過
兩千多年寄居人下的生活，仍然保持著自己的民族特性

猶太人於被擄時期的轉變



• 以斯帖記

➢ 以斯帖記描述一個猶大女子，在外邦中如何憑信心拯救族
人免遭滅絕。真正意義，就是在闡述神對子民，在被擄時
期，信實而隱藏的保守與眷顧

• 以斯拉記

➢ 以斯拉記記載了一次屬靈復興的經過，整本書的中心思想
是復興；不只是聖殿的修復，更是甚選民的屬靈，道德，
社會的復興

• 尼希米記

➢ 尼希米記描述神施恩於祂的子民，使他們雖然被外邦人統
治，但仍得到幫助，在猶大故土中站得住腳。以及猶太人
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城牆，以及怎樣重建他們早已經
坍倒的信心

本課主要經卷



• 概論
➢ 以斯帖記是一本特別的書，是聖經裡僅有以女性為主的兩

本書之一（另一本是路得記）

➢ 以斯帖記在希伯來正典中，與路得記，雅歌，耶利米哀歌，
和傳道書，同屬於文集中的五書卷，在不同的節期中誦讀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對於本書的作者是誰，爭議頗多；此人必為猶太人，住在

書珊城，對波斯習俗，宮廷，文獻都瞭若指掌；因此有猶
太史學家根據9:20-23認為是末底改

➢ 聖經記載，以斯帖的父母或祖父母是在第二次被擄的時候
（猶大王約雅斤投降， 2:6），被帶到巴比倫。巴比倫後
被瑪代波斯所滅，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在波斯王薛西斯
Xerxes（希伯來發音為：亞哈隨魯 Ahasuerus）王的時候，
是在 483-473 BC的十年之間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瑪代和波斯原為同一民族，位於底格里斯河東的伊朗高原；

瑪代在西北，波斯在西南。波斯的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歷史稱為古列二世，又稱居魯士二世），於550 

BC戰勝瑪代和呂底亞（小亞細亞），隨後在538 BC打敗巴

比倫，建立了波斯王朝，又稱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國

是古代西亞四大帝國（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中版

圖最大的

➢ 亞哈隨魯（薛西斯）繼大利烏一世（又稱大流士）作王，
當時國力鼎盛，版圖宏大，東至印度，西到馬其頓，南到
埃及全地與北非，共有一百二十七個省，惟有希臘尚未征
服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亞瑪力人

― 故事中要謀害以色列人的，是在波斯王朝中居高位的哈曼 Haman，

他是亞甲族的後裔（3:1）；亞甲族應該是亞瑪力王亞甲的後代（參

看撒上 15:20）

― 亞瑪力人在創 36:12 說是以掃的孫子，是生活在西乃半島的遊牧民

族。以色列人在離開埃及後，在汛的曠野最早碰到的敵人就是亞瑪

力人，在利非訂爭戰（出 17:8-16），當時神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

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

― 掃羅為王時神要他去擊打亞瑪力人，聖經記載結果掃羅憐惜亞甲和

一切美物，而違背神的指令見棄於神（撒上15:2-9）。亞瑪力人在

大衛王朝還是一直與以色列爭戰，是強硬的仇敵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猶太人的節期：神在舊約律法中，定了七個節期（利23 章）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猶太人的節期

― 逾越節 Passover（Nissan 尼散月十四日）－紀念神在埃及地擊殺埃

及所有長子，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子，得贖離開埃及為奴的日子。

（出 12:1-14）

― 除酵節 Unleavened Bread（尼散月十五日）－連續七日，代表在神

的恩典中過聖潔的生活。（出 12:15-20）

― 初熟節 First Fruit（尼散月十六日）－百姓開始收割麥子，將初熟

的麥子獻給神。（利 23:9-14）

― 七七節 Pentecost（又稱五旬節，Sivan 西彎月六日）－收穫季節之

末，慶祝豐收，獻上感謝。（申 16:9-12）

― 吹角節 Rosh Hashanah（Tishri 提斯利月一日）－通知百姓聚會，

宣讀律法，反省悔改。回歸後，成為新年元旦。（民 29:1-6）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猶太人的節期

― 贖罪日 Yom Kippur（提斯利月十日）－大祭司進至聖所，為百姓

贖罪。（利 23:26-32）

― 住棚節 Tabernacles（提斯利月十五日）－為期七天，紀念以色列人

在曠野以帳篷為居的日子。

― 普珥節 Purim（Adar 亞達月十四，十五日）－紀念神藉著以斯帖拯

救在波斯被擄的百姓。

― 修殿節 Hanukkah（Kislav 基斯流月二十五日）－為期八日，紀念

馬加比家族帶領以色列人革命，戰勝褻瀆聖殿的敘利亞王安提阿哥

四世伊比法（希臘後期），奪回耶路撒冷，修復聖殿，重新獻殿給

神。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以斯帖從一個寄居在外邦之中平凡的猶大女子，成為龐大
版圖波斯帝國的王后；又因她放下自己生命的安危，藉著
她的身份，解救了她族人的危機。在峰迴路轉的事件中，
看到神的安排，保守，眷顧；也看到以斯帖與末底改的信
心，使得神藉著他們成就大事

➢ 以斯帖記不僅看到神信實的引領，也是信心學習的功課。
書中最重要膾炙人口的一句話，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
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以斯帖明白了這句話的真
義，放下自己順服神的旨意，將生命交托給神，因此成為
神貴重的器皿，救贖了祂的百姓

➢ 我們今日的生命，是為求自己的尊榮；還是願意預備好，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在「現今的機會」中，彰顯神的榮耀？

以斯帖記中的大事記



被擄與歸回重建的時間表



第一次歸回的路線



第二次歸回的路線



• 概論
➢ 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是以色列人被擄復國工作，僅有的兩

卷歷史記錄。希伯來舊約聖經，把這兩卷書合併成一卷。
到拉丁文譯本（武加大譯本）時，才把以斯拉與尼希米分
開成兩本書卷

➢ 一般認為歷代志，以斯拉，和尼希米三卷書都是以斯拉寫
的，因為三本書的文筆風格相似，對史實的記錄連貫一致。
歷代志的結尾（代下36:22-23），與以斯拉的開頭（拉
1:1-3）重複銜接，等於把歷史繼續記錄下去

➢ 傳統而言，猶太人對以斯拉的貢獻是十分景仰的。他在歸
回後負責統一和訂立一切典章節期儀式的準則，並且肩負
祭司教導的責任。他也把希伯來文聖經正典，劃分為律法，
先知，和文集三部份。他編寫了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
和尼希米記。他建立地方性會堂，供分散各地的猶太人聚
集和敬拜之用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以斯拉在書中自述是大祭司亞倫的後裔（拉 7:1-5），在被

擄之地擔任文士，就是精通摩西律法的聖經學者。以斯拉
又自稱祭司（拉 7:11），因為他是祭司的後代，本該做祭
司的職務，只是聖殿已毀，無法執行獻祭職務，但仍負責
教導百姓有關律法的工作

➢ 一般認為以斯拉記寫於 440 BC 左右，尼希米記則寫於約
430 BC。兩書內容取材甚廣，有波斯官方文件（如詔書），
上書奏文，家譜，聖職人員名單，個人親身經歷。兩書主
要是以希伯來文寫作，書中也有用亞蘭文的部份

➢ 以斯拉記有部份用第一人稱敘述（7:27-9:15），表示個人
的經歷；其餘用第三人稱表達。書中有一些引起解釋上的
困難的地方，例如在 4:21-23 講到亞達薛西下令停工，在
時間上來說是指重修城牆的事；可是在 4:24 突然時間上有
點跳脫，講回五十多年前大利烏王聖殿停工之事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以賽亞在 44-45 章就預言，神要藉著古列的手重建耶路撒

冷，那個預言真的在一百五十年後實現。古列作王時 538 

BC，受神的聖靈感動（代下 36:22，拉 1:1），下詔允許猶

太人返國重建聖殿；當年被巴比倫搶奪的金銀器皿全都歸

回（拉 1:6-7），不願回國者需對重建聖殿捐款

➢ 於 538 BC 猶太人在省長所羅巴伯和大祭司耶書亞帶領下

（哈該書及撒迦利亞書中翻成約書亞，是同一個名字），

共有約五萬人返回故國，這是第一次回歸，開始修建聖殿。

他們在聖殿舊址敬拜獻祭（拉 3:1-5），聖殿的奠基於第二

年（536 BC）二月完成。可是受到外來（當地的撒瑪利亞

人）連續的阻力迫害，加上回歸後的百姓生活豐裕，看重

物質，於是聖殿修復的工作停頓下來，有十六年之久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到波斯大利烏王一世（Darius I，又稱大流士）元年，下
令撤去停建的禁令，神藉著先知哈該與撒迦利亞在大利烏
二年（520 BC），鼓勵以色列民去完成修殿的工作。結果
百姓受到鼓勵，大發熱心，短短的四年時間就把聖殿修復
了，是大利烏王六年亞達月三日（拉 6:15）。這正是應驗
了耶利米先知的預言（耶 25:11，29:10），聖殿荒蕪七十
年（586 BC 被毀- 516 BC 重建）

➢ 在波斯王亞達薛西七年（458 BC）下旨允許以斯拉帶民回
耶路撒冷，這是第二次的回歸。十四年後（亞達薛西二十
年，445 BC），尼希米得到王的允許，四月份回耶路撒冷
修建城牆，擔任省長（參看尼 1-8 章），這是第三次回歸。
以色列民亡國三次被擄（605，597，586 BC），復國歸回
也是三次（538，458，445 BC）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以色列人自從第一次回歸和重建聖殿完成後，他們仍效法

當地的外邦人，作可憎的事，又娶外邦女子為妻，以致聖

潔的種類和這些國的民混雜（拉 9:1-2）。以色列人不以過

去歷史為誡，他們反倒行前人被神驅逐離開的行為。結果

眾人因以斯拉的禱告哭泣認罪（10:1），以色列民的屬靈

復興就這樣開始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分別為聖

聖殿的修復 選民的修復

第一批歸回 聖殿的修建 第二批歸回 屬靈的復興

1-2 章 3-6 章 7-8 章 9-10 章

所羅巴伯 以斯拉

538-516 BC 458-457 BC



• 主題信息

➢ 耶和華神激動古列的心，使他下詔讓以民可以歸回耶路撒

冷，重建聖殿。神使外邦君王的心幫助以民，顯示祂在人

類歷史政治中的掌權，也彰顯神對以色列人的信實。主要

歸回的是猶大和便雅憫支派，和祭司利未人

➢ 聖殿的修建經歷當地的人攔阻，以致阻撓以色列人修殿之

事。大利烏王看到以前古列批准的諭旨，同意讓以民完成

修殿工程，且撥款幫助他們。結果以民凡事亨通，短短四

年就完成了

➢ 耶和華神感動波斯王亞達薛西的心，使他願意讓以民歸回，

而且提供財物資源，又鼓勵以斯拉以神的律法教導百姓，

治理社會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得知當地以民，娶外邦女子為妻，仍效

法外邦人的習俗，行神看為可憎的事。他就撕裂衣服，聚集百
姓向神禱告認罪。百姓受了感動，也都痛哭悔改，願意休了所
娶的外邦妻子，和她們所生的兒女

➢ 反對雜婚是因為要保持以色列人為神選民的專一性。以色列人
到迦南地後，就是因為沒有分別為聖，受外邦風俗影響，學當
地人拜偶像，道德敗壞，宗教混亂，離棄神不守誡命，才會遭
神管教，受審判亡國被擄。所以以斯拉要歸回的餘民記取過往
的教訓，一定要在神面前專一事奉，分別為聖，除去不潔，不
沾染外邦異教，成為神聖潔的子民

➢ 屬靈的復興不能勉強，不是計劃，而是發自人的內心對神的愛
的回應；是對神的敬虔，是聖靈的感動。屬靈的復興，也不是
在教會中，指責別人和會眾的罪；它是一個整體的承擔，一個
共同的委身。屬靈的復興從認罪開始，從回轉歸向神開始，最
後使人離罪和奉獻自己

以斯拉記中的大事記



• 概論

➢ 尼希米記的前六章是說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而後七章
則說到對神子民再一次的教導

➢ 在尼希米記中，他有三個角色：開始時是王的酒政；後來
他成了城牆的建築者；最後他又成為耶路撒冷及其鄰地的
省長。這正是被擄後重建的中間階段情況

• 作者與寫作時間

➢ 本書採用第一人稱代名詞「我」，表明作者乃是尼希米本
人

➢ 尼希米在領導修建城牆完工之後寫下他的一切經歷，故此
本書是主前 433 年之後寫成的

➢ 因為尼希米和先知瑪拉基生存於同一時代，所以與瑪拉基
書大約同時間完成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大綱

➢ 以斯拉與尼希米二書都強調—是耶和華使餘民回到應許之
地（神開路預備）；這位聖潔的神要求祂的選民活出相稱
的生活（被擄就因未能活出聖約）；重建耶路撒冷的是耶
和華神（神除去敵對勢力）；神始終信實，故此復興之路
取決於百姓對神話語的認識與委身

➢ 尼希米繼以斯拉之後，對歸回的餘民再次挑戰屬靈的復興，
整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對神的信靠。不只是城牆的修復，更
是選民在屬靈、道德、社會上的更新

➢ 以斯拉記講聖殿的修復；尼希米記講城牆的修復。聖殿代
表個人的靈命與教會；聖城則代表國度，尼希米為我們設
下一個信徒為神國度事奉的好榜樣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歷史背景
➢ 所羅巴伯率領第一批民眾回歸巴勒斯坦，重建了聖殿。以斯拉

則率領第二批民眾返回；他見猶太人與外邦人通婚，非常難過，
於是進行改革

➢ 尼希米是第三批回猶大地的人，當時城牆自巴比倫攻陷後久已
荒廢又未有修補，故此尼希米在神的帶領下，開始建築城垣和
進行改革的工作。另一方面，以斯拉同時教導民眾認識摩西律
法，與尼希米合力領導民眾歸向神

➢ 三次的歸回都各有其屬靈的意義，所羅巴伯帶餘民由各地中被
呼召出來，回到故國建聖殿，得以恢復與神的關係和對神的敬
拜以斯拉帶第二批百姓，完成了擱置已久的聖殿重修工作，更
要求百姓在生活中見證神、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 尼希米的第三批歸回，則是修復國度的保障。由儀式上的敬拜，
到內心生命的更新，擴大到神國度的事工，每一批都有重建的
工作，帶來屬靈的復興，進入屬靈的潔淨與醫治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餘民的觀念
➢ 餘民回歸可以被視為是第二次的出埃及。餘民已經不再被

視為是希伯來人（Hebrews）或以色列人（Israelites），
而是猶太人（Jews），來自猶大支派的稱號。這是以色利
民亡國後重建社會、屬靈、實際生活、和恢復他們與耶和
華神之間聖約關係的歷史過程

➢ 以賽亞曾經預言說：以色列百姓「雖多如海沙，惟有剩下
的歸回」（賽10:22）。這裡所謂的歸回並不只是說從被擄
之地歸回，也指著「歸回全能的上帝」（賽10:21）

➢ 從被擄之地歸回的人數雖有五萬人左右，但這些人覺得：
和他們的祖先人口比起來，他們畢竟仍只是一小撮而已。
所以，他們說他們是「剩下」「逃脫」的人（拉9:15）。
這些生還者正也證明瞭上帝的恩眷和信實的慈愛是不變的。
因此，「被擄之人」這一個詞倒成了一個榮譽的頭銜，意
思即相等於「真以色列人」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神國度的復興

城牆的修復 選民的更新

修復的
預備

城牆的
修建

聖約的
重建

聖約的
實踐

1-2 章 3-7 章 8-10 章 11-13 章

神的事工 神的敬拜



• 主題信息
➢ 「神的信實」是在這卷書中首先看到的主題。一系列的事

件連著出現是要成就一個先前的應許，每個事件都同樣地
呈現一件事：上帝的主權。當中並沒有明顯的神跡發生，
但一個王接著一個王作成許多決定，其實都是上帝在平靜
無聲中所策動的

➢ 上帝既與祂的百姓一同做工，也做工在祂的百姓身上；祂
既做工反對那些有權勢之人，也借著那些人去做工。尼希
米記有名之處即在於屬靈的力量與那些精明又實在，不怕
丟臉的人充分地結合在一起。「我們禱告……就派人看守，
晝夜防備。」（尼4:9）。「當紀念主……，要為……爭戰」
（尼4:14）

➢ 這段時期有兩件事是很被強調重視的。第一，延續以色列
歷史的傳承，這些餘民仍稱為以色列人；第二，要與外邦
文化的污染區隔開來（分別為聖的觀念）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主題信息
➢ 特別是第二點是關乎到宗教信仰的純正性。要追求這一點

是更難也更危險的事，因為會使得他們形成一個孤立的社
群，或遭致外人的敵意，以及養成妄自尊大的傾向

➢ 因此，所羅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等人他們的任務系在保
守以色列人成為「聖潔的族類」這獨特的身分，亦就是要
全然而絕對的向主神忠誠，不致被周遭的文化所吞沒或稀
釋

➢ 應用：
― 尼希米記這一卷書可以說是全部聖經中論及個人為神工作的經典著

作。基督徒在世界中所從事的任何一種職業，或在教會裡所參加的
任何一種服事，都是為神作工

― 神的旨意在基督徒身上所能成就的程度，完全是在於基督徒全部生
活的細節和祂的旨意相合到甚麼地步，而且只有祂的旨意在基督徒
身上得以成就的時候，基督徒的一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尼希米記中的大事記



• 請分享上完本課的心得

• 在環境特別的時刻，我們會不會記得我們有特殊的身
份，因而具有特別的信心呢（如同以斯帖一樣）？

• 以斯拉禁止以色列人與外族通婚是否合理嗎？基督徒
可以與非基督徒結婚嗎？

• 從尼希米建城墻的事工中，我們可以學習到那些屬靈
的應用？

討論問題



• 請先閱讀下列書卷及章節，並預備分享你的心得與問
題

➢ 但以理書：1-6章

➢ 哈該書：1-2章

➢ 撒迦利亞書：4，7-9，13-14章

➢ 瑪拉基書：1-4章

• 王文堂牧師讀經班網站
https://pastorwarrenwang.com/

• 讀經手劄 https://westielatte.blogspot.com/

課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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