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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色列簡史

1. 列祖遷移時

以色列地於石、銅器時代（主前 6000-4000 年）已經有

人居住。約主前 2000 年，以色列人的先祖亞伯拉罕於迦勒

底的吾珥蒙神呼召，移居迦南地（參：創 12：1-5）。亞伯拉

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名以色列，以色列十二支派

由雅各而出。雅各兒子約瑟貴為埃及宰相，接雅各全家在埃

及躲避饑荒。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約四百年。摩西與約書亞

後來相繼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約旦河，定居迦南美地。

在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進迦南時，耶路撒冷為耶布斯人

居住的地方，位於地中海與死海當中的猶大山區上的高原，

四圍有群山環繞。便雅憫支派攻城不下，只好與耶布斯人共

居其中（參：士 1：21）。士師時代結束後，掃羅成為希伯

來王國首任君王。直到主前 1010 至 970 年間，大衛作王統

治以色列才征服了耶布斯人，把耶路撒冷定為以色列王國的

首都，並在周圍築牆，建了一個軍事要塞名叫大衛城（參：

撒下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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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聖殿時代

大衛之子所羅門繼位後，國力達至顛峰，為神建造聖殿

（參：王上 4：21-6：38）。所羅門之子羅波安敗壞祖業，王

國分裂成北國以色列及南國猶大（參：王上 12）。北國於主

前 722 年被亞述所滅，剩下猶大獨存（參：王下 17）。主前

586 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毀壞聖殿，猶大貴胄被擄去巴

比倫，猶大國至此覆亡（參：王下 25）。

3. 巴比倫之囚

巴比倫帝國的首都是巴比倫城，這城的位置在今日伊拉

克首都巴格達以南大約九十公里。聖經裡說，巴比倫是「堅

固的城」，是「大城」（參：啟 18：10）。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在主前 598 年和 586 年，兩次攻佔耶路撒冷。當尼布甲尼

撒王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的時候，猶大王約雅斤年十八歲，

登基才三個月。根據聖經的記載，他帶著母親、臣僕、首領

和太監一同出城投降。巴比倫王不但將聖殿和王宮裡的貴重

寶物都擄了去，還擄走國中的官員、首領、巧匠和勇士上萬

人（參：王下 24：8-16）。

在德國柏林的「別迦摩博物館」收藏了一塊尼布甲尼

撒王的泥板文件，記錄的時間是在主前 595 年，就是他第

一次攻佔耶路撒冷之後的第三年。文件是一份供應給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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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約雅斤」和他五個兒子的食物清單，詳細列出了要供應

的大麥、油和棗等食物。這印證了聖經《耶利米書》五十二

章 31-34 節所記載的，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受優待供養的事

情。第 34 節說：「巴比倫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

一分，終身是這樣……」。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 586

年，第二次攻佔耶路撒冷。這一次滅掉了南國猶大，徹底結

束大衛王朝。南國所有的王室貴族和百姓都被擄到了巴比

倫，歷史上把這個事件叫做「巴比倫之囚」。

4. 第二聖殿時代

主前 539 年，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倫，實行「自願遣返

政策」，容許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在所羅巴伯領導下，

以色列人建起第二聖殿（參：拉 1-6 章）。主前 334 年，亞

歷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地，引進希臘文化。亞歷山大於主

前 323 年死後，以色列地先由埃及的多利買王朝統治至主前

198 年，繼由敘利亞的西流基王朝統治。主前 175 年，安提

亞古四世作西流基王，污穢聖殿。主前 168 年，猶大馬加比

成功打敗希臘人，修復聖殿、恢復獻祭，成立以色列人繼大

衛後的第二個自主王朝。因馬加比屬利未支派哈斯摩族，故

稱「哈斯摩尼王朝」。

主前 64 年，羅馬龐培將軍滅了哈斯摩尼王朝，以色列

人復被外族統治，直至二十世紀。主前 39 年，羅馬附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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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人大希律王平定以色列地，大興土木，整修並擴充第二聖

殿。主前 6 至 4 年，耶穌基督降生。主後 30 至 33 年，耶

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為拯救人類而捨命。主後 66 年，猶太

人第一次反抗羅馬革命。主後 70 年，羅馬提多將軍平定叛

亂、燒毀第二聖殿，將猶太人逐出耶路撒冷。此後，猶太人

的宗教活動轉在各地會堂內進行。

5. 流徙萬國時代

主後 135 年，羅馬哈德良大帝平定猶太人，遂引發猶

太人第二次反抗羅馬革命。據聞猶太人死傷達六十萬人，餘

民被趕逐離開以色列地，拋散於萬國之中。哈德良將以色列

地易名為巴勒斯坦（非利士人）地，種下日後以巴衝突的禍

根。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四世紀初將基督教合法化，使之成

為國教。羅馬人在巴勒斯坦建造多間教堂和修道院紀念耶穌

和門徒們。君士坦丁後由羅馬遷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

﹙今伊斯坦堡﹚，故東羅馬帝國亦稱為「拜占庭帝國」。主

後 614 年，波斯人侵佔巴勒斯坦，毀壞數以百計的教堂。主

後 638 年，穆斯林攻陷耶路撒冷，並以之為伊斯蘭第三聖

城，直至今日。1071 年，來自土耳其的塞爾柱人佔領耶路

撒冷，拒絕基督徒從歐洲到耶路撒冷朝聖。1095 年，教宗

烏爾班二世為求解放聖地，下令十字軍東征。1099 年，十

字軍收復耶路撒冷，建立「拉丁王國」。十字軍於 1187 年被

埃及薩拉丁打敗，耶路撒冷復歸回教徒統治。1291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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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回教王朝或擄來或僱買奴隸所組成的回教軍隊，統治埃

及和巴勒斯坦達兩個半世紀之久，稱「曼路克時代」。1453

年，以土耳其古都布莎為基地的奧圖曼軍隊攻陷君士坦丁

堡，後來以之為奧圖曼帝國的首都，改名為伊斯坦堡。1517

年奧圖曼擊敗曼路克，將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皆

併入奧圖曼帝國的版圖，為時達四個世紀。十六世紀蘇里曼

大帝為耶路撒冷建造城牆，規模至今猶存。

6. 回歸錫安時代

1917 年 11 月 2 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猶

太科學家韋斯曼對戰事的貢獻，英國政府聲言勝利後，將支

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安居之地，這就是著名的「巴

爾福宣言」。1918 年大戰結束後，奧圖曼帝國瓦解，協約國

成立國聯，委託英國暫管巴勒斯坦。

1922 年，英國托管正式開始，巴勒斯坦人與回歸的猶

太人（約佔當地人口 11%）在巴勒斯坦地經常發生衝突，

國聯、英國多次建議劃分巴勒斯坦皆告失敗。1941 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希特勒曾屠殺六百萬猶太人，

引起普世對猶太人的同情，猶太人也陸續移居巴勒斯坦，增

至人口的 33%。1947 年 11 月 29 日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

治議案。猶太人歡迎決議，但巴勒斯坦人拒絕接受此方案。

1948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英軍撤出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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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復國振興時代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獨立，巴勒斯坦復稱以

色列地。阿拉伯聯軍隨即圍攻以色列，但未能成功，反被以

色列佔領比聯合國通過的分治議案更多的土地，因而產生許

多難民。1964 年埃及鼓動巴勒斯坦人成立了「巴勒斯坦解

放組織」，不斷進行對以色列的顛覆活動。1967 年 6 月以埃

及為首的聯合阿拉伯共和國集結大軍威脅消滅以色列，反被

以色列先發制人，只用了六日擊潰阿拉伯聯軍，耶路撒冷城

二合為一，直到今日。

二、《以斯拉記》簡介

1. 作者、時間、地點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歷代志》、《以斯拉記》和《尼希

米記》的作者都是以斯拉。然而，也有學者因為《尼希米記》

的內容多是使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推斷《尼希米記》的作者

很可能就是尼希米自己。據學者考證，這三卷書應當都是以

斯拉在世時期所作，並可能再加添一些後人的補充。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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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書，是文士用已經失傳的《以斯拉傳記》和《尼希米回憶

錄》為基礎，按著主題卻不一定完全按照事件時序所編輯而

成的。這個特點尤其是在《以斯拉記》第四章的中間最為顯

著，比如，在四章 6-23 節裡，我們可以看到敘事中插入了

聖殿已經重建完成後才發生的事情。

多數的舊約聖經學者都肯定這三卷書皆在主前第五世紀

的中期（即主前 440 至 430 年間）所完成。雖然《以斯拉記》

曾經追述一些在波斯帝國發生的事，但主要都是記錄在耶路

撒冷發生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所

以這幾卷書的寫作地點應當是在耶路撒冷。

2. 特色

《以斯拉記》裡面有好幾個清單，包括：所歸還的聖殿

器皿（參：拉 1：9-11）、第一次被擄歸回者的名單（參：

拉 2：3-67，與尼 7：8-69 幾乎完全相同）、以斯拉的家譜

（參：拉 7：1-5）、第二次被擄歸回者的名單（參：拉 8：

1-14）以及與異族通婚者的名單（參：拉 10：18-43），可

見以斯拉有機會取得一些官方的資料。《以斯拉記》裡面還有

七份官方檔案，就是古列王的詔書（參：拉 1：2-4）、利宏

等人的控訴（參：拉 4：11-16）、亞達薛西王的回覆（參：

拉 4：17-22）、達乃等人的報告（參：拉 5：7-17）、古列

王下詔的記錄（參：拉 6：2-5）、大利烏王的回覆（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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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和亞達薛西王給以斯拉的授權書（參：拉 7：12-

26），這些文件也和一些當時波斯的文獻類似。《以斯拉記》

用這些官方檔案和史實，證明了以色列的歸回、重建，都是

神的作為；神感動了好幾位波斯國王，用奇妙的方法消除了

以色列百姓歸回、重建聖殿和城牆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攔

阻。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以色列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常常不

順服神的帶領，需要領袖和先知不斷地教導、監督和督促。

3. 金句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

訓以色列人。」（拉 7：10）

4.《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綜合概論》上、下集大綱

a. 第一次歸回時期（拉 1-6）

b. 第二次歸回時期（拉 7-10）

c. 第三次歸回時期（尼 1-7）

d. 尼希米時代的復興（尼 8-13）

5. 古列的詔書

古列元年，就是主前 538 年，古列征服了巴比倫帝國之

後的第二年。古列王為了爭取民心以方便統治，決定讓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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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被迦勒底人擄到巴比倫的別國人民歸回原住地，並且歸

還本來屬於他們的聖物，讓他們重新為自己的神建造殿宇，

好讓大家都為他祝福。《以斯拉記》所記的詔書內容（參：

拉 1：2-4）和十九世紀在巴比倫發現的「古列銘筒」（Cyrus 

Cylinder，現存大英博物館）所記的極為類似，上面記著古

列說道，他已歸還大河（就是幼發拉底河）以西各地方的殿

宇及殿中所有的聖物、神像，並將各地各城被擄的人民遣返

原居地，願各族的神都賜福給他。後來，考古學者又發現了

一些其他楔形文字泥版的碎片，上面也有類似的記載。學者

們認為，古列的詔書可能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版本，但內容

相似。神感動古列王；他頒佈了這樣的政策，成就了祂藉先

知的口所說的預言。這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歸回故土重建聖

殿的歷史背景。

6. 先知的預言

(1) 以賽亞預言

以賽亞是在主前第七世紀在耶路撒冷作先知。神透過他

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1-5 節這樣說：「我—耶和華所膏

的塞魯士（或譯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

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

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

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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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被聖靈感動，

在波斯帝國興起的兩

百多年前，就早已預

言古列這個人將會做

這件事。

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

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我

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

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

在這之前，神在《以賽亞書》四十四章

28 節說：「論塞魯士（或譯古列）說：『他

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

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以賽亞被聖靈感動，在波斯帝國興起的兩百

多年前，就早已預言有個名為古列的人將會

做這件事。

(2) 耶利米預言

耶利米是在主前第七世紀末到第六世紀初在耶路撒冷作

先知；他在猶大國的最後一位好王約西亞戰死後作哀歌。

耶利米不住地責備百姓犯罪、崇拜偶像，甚至把自己的兒

女獻給外邦人的神為祭。他警告百姓若不悔改，大災難就會

臨到。在主前 605 年，他這樣說：「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

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

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



18

舊
約
新
視
聽—

歸
回
之
書

駭、嗤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又要使歡

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

亮光，從他們中間止息。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

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

罰巴比倫王和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

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25：8-12）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果然在主前 586 年攻破耶路撒冷、

活捉國王、殺死主要官員、拆毀城牆、焚燒聖殿、擄走百

姓，並且把聖殿中的金銀器皿全都搬回巴比倫去了。第一聖

殿時期，到此結束。但是，神沒有離棄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

列百姓。祂藉著先知耶利米預言：「耶和華如此說：『為巴

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

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 29：10）

7. 死海古卷

在以色列境內，死海西北角的岸邊曠野，有一個地方叫

昆蘭。主前二世紀，一批敬虔的猶太教信徒因為不滿耶路撒

冷宗教領袖腐化，遁隱昆蘭。他們刻苦度日，勤讀「摩西五

經」和抄寫聖經，過著一種公社式的生活，世稱愛色尼教

派。主後 68 年，羅馬軍隊兵臨城下，愛色尼教派信徒將聖

經抄本收藏於附近的洞穴中。後來愛色尼人被羅馬士兵殺死

或離散，他們藏的經卷也就失傳了，近兩千年沒有人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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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抄本這回事。沒想到，這些經卷因當地乾燥的氣候被保

存了下來。

1947 年，一位牧童意外地在昆蘭附近找到主前二世紀

遺留下來的一批「死海古卷」，引發考古學家在猶大曠野搜

尋古卷的熱潮。結果，在十一個山洞中，找到了四百多個古

卷及幾萬塊殘片；最初由牧童發現古卷的山洞編號為第一號

洞，第二個是第二號洞……，以此類推。存有最多古卷的第

四號洞中，曾經發現超過一萬四千塊經文殘片，其中包括了

在 2012 年由挪威學者辨認出來的《尼希米記》。雖然這些被

發現的經卷大部分已經殘缺不全，但是除了《以斯帖記》之

外，《以斯拉記》和所有舊約經卷都已經被學者們辨認出來。

「死海古卷」在聖經研究和評經學上，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和

巨大的影響力！

播放影片內容

第一集：經歷漂泊的以色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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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揀選了亞伯拉罕，賜福他和他的後裔。從以色列國和

猶大國相繼滅亡的歷史來看，人當如何才能蒙神賜福？

2. 以色列在 1948 年復國的這個歷史事實，如何幫助你

我認識神的屬性和祂的作為？

3. 「死海古卷」的發現，是否讓你我對於今日手中的這本

聖經有不同的感受？請分享。

4. 古列詔書的出土，使我們對神的信實、偉大的能力和

慈愛的應許有怎樣的體會？

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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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引導者的提示

1. 作為神所揀選的象徵，以色列經歷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代

代傳承。其中，有建立王國的時期，也有國破家亡的歷史。

作為被揀選的民族，他們的價值並非封閉性地指向「民族」，

而是在歷史中為上帝所喜悅的價值向每一個世代做出活的見

證。當他們軟弱時，這個見證依然沒有消失，因為見證不是

指向「被揀選者／以色列」的尊貴，而是指向「揀選者／上

帝」的榮耀。當我們成為引導者，就如同以色列百姓被揀選一

般—我們的身份並沒有高過同行者。上帝在舊約如何成為全

地的主宰，在今天祂同樣是引導者與同行者的上帝。身為引導

者，我們無法高過以色列的歷史，因為我們分享著同樣的人

性。然而，我們卻可以不斷藉由以色列被擄歸回的過程，領受

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慈繩愛索的引導工作。

2. 在我們以自己為人生的中心點時，世界的價值觀取代了天國的

價值觀，我們的計劃代替了尋求上帝的心意。在這一段陪伴同

行者共讀《歸回之書》的旅程，就是一段一起走回上帝心意的

過程。我們會透過猶太人被擄歸回的艱辛點滴，反思自己與上

帝揀選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遠。鼓勵你為這一趟即將展開的歸

回之旅有一個分別出來的守望禱告時間，為自己，也為著所認

領的「同行者」。



給同行者的提示

1. 你認為當初以色列人為何會從擁有自己的國家、君王、祭

司、聖殿、軍隊，淪落到到國破家亡的光景？如果神允許當初

按祂啟示所造的聖殿、祭司制度一一被拆毀，大衛的子孫在被

擄的階段也不再有人坐在王位上，我們需要從神審判與公義的

手看見祂是不偏待人的神，也是忌邪的神；任何罪惡在祂的面

前都無所遁形。然而，我們卻也在祂引導百姓重歸故土的行動

中，見證到上帝施恩與憐憫的雙手，始終沒有離棄屬祂的百

姓。因此，不論你過去是一個勤讀聖經的基督徒，還是對聖經

一知半解的老基督徒、福音朋友，誠摯地邀請你與引導者藉由

共讀《歸回之書》的過程，經歷世界觀與價值觀的轉變。

2. 面對這一趟歸回上帝心意的旅程，並只是在知識上增加認

識、理智上一起讀書的過程，而是徹底地檢視自己在被擄之地

失落的價值，重新眺望上帝當年對亞伯拉罕所啟示的應許之

地。當你預備好要重新返回耶路撒冷，重新返回天父的心意

時，記得要跟好這一路為你守望的引導者。他或許不是最有口

才、最有學識、最有經驗的引導者，但卻是願意陪伴你一同

歸回天父心意的天路客。誠摯地祝福你們藉由這段共讀的過

程，回到天父的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