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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以斯帖记（9）继续讲述犹大人的反击、犹大人除灭仇敌、普珥日的设立， 

以及亚哈随鲁和末底改的功绩（斯 8:10-10: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以斯帖记 7:1-8:9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当到达以斯帖的宫中时，王与哈曼都还不知道以斯帖是名犹大女子。哈曼可能还因着一天中

所发生的事情而闷闷不乐。如果知道王后的身份，哈曼可能要么快快地逃命，要么面伏于

地、祈求王的宽恕。 

 

从前一晚的筵席起，亚哈随鲁王便一直等着听王后想要什么，因此当酒被斟上来之后，王又

重新提起这个话题。 

 

从以斯帖回答王的内容中，我们看出王后以斯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从一开始就说明了

她依赖王的恩典。她同时也指出，她的意愿是为了取悦王，而非取悦她自己。这是一个很好

的说法，尤其是在面对一位像亚哈随鲁王这样的暴君的时候。 

 

以斯帖把她请求的焦点放在王后的性命正处于危险之中，不仅王后的性命有危险，她的本族

也处在被杀的危险之中。到了这个时候，以斯帖才向王提及那个王颁布的要灭掉犹大人的命

令。事实上，她所说的话几乎与王的命令完全一致。亚哈随鲁王足以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

起，并且明白王后以斯帖是名犹大女子，而且很自然地将除灭犹大人视为对王后的谋杀！ 

 

以斯帖接着向王指出，王是收了钱才颁布这道命令的。如果他只是把犹大人卖为奴隶，那么

这个报酬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是灭绝犹大人，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财富来赔偿这样一

件事情。以斯帖所说的话，意思是：“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为什么要为如

此的小事劳烦王呢？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却是我无法不顾的。” 

 

“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亚哈随鲁王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在这件事情

上，他的怒气必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他的自尊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看错了哈曼这个人。之前

他擢升哈曼并允许哈曼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现在看来自己像是个大傻瓜。同时，王在没有弄

清事情原委的情况下，便批准了诛杀的命令更是一大错误。其结果便是，他使两位非常特别

的犹大人：他的救命恩人末底改和他所爱的妻子以斯帖，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毫无疑问，

王在园中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控制在他里面势如泉涌的忿怒。 

 

但是对哈曼而言，他仍然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希望得到王后的怜悯。或许他能寄希望于王后

的恻隐之心，并让她来为自己求情。以斯帖深知哈曼是魔鬼的工具，定意要毁灭犹大人。如

果他从起初便知道以斯帖是犹大女子的话，那么哈曼有可能会对命令中的词句加以巧妙推

敲，以保住王后的性命，而他仍然有权来诛灭她所有的同胞。 

 

当王回到宫中见到哈曼俯伏在王后所倚靠的榻上时，他怒斥哈曼在轻慢他的王后。正好这

时，伺候王的太监说出哈曼为救王的末底改制作了一个木架，更加添了王的愤怒。于是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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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将哈曼挂在这个木架上。哈曼处心积虑为末底改所建造的木架，正好被用来处决他自己。 

 

哈曼虽然已经除去，但国王之前下的命令还没有得到废除。只要以斯帖的同胞们仍处于水深

火热的危险之中，那么，财富、地位和个人的平安都不能使她得到满足。对以斯帖而言，生

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是个人的舒适，而是看到她的同胞们得救。因此，在这件事情还没有

得到彻底解决之前，王后以斯帖是不会安心的。 

 

所以，以斯帖再次冒死到王面前，流泪为她的同胞求情。施恩的金杖再次向她伸出。她求王

废除第一个谕旨。但根据波斯的律例，波斯王签了名、按了印的谕旨是不能更改的。王重述

了他为以斯帖所作的事情之后，就准许以斯帖和末底改写另一个谕旨来抵消之前一个命令。 

 

看似一切的事情都按照以斯帖的计划进行，其实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斯帖所能决定的，但

是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以斯帖都尝试去做了。她来到王的宝座前，请求王收回哈曼所发出

的命令。是她在王宝座前的求情，将犹大人从被屠杀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以斯帖并没有为自

己求什么，她只是单单祈求王拯救她的同胞，从而卸下了自己心中的重担。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以斯帖记 8:10-10:3 的内容。 

 

以斯帖记 8:10-14 记载：“末底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

快马的驿卒，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

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

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

报仇。于是骑快马的驿卒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书珊城。” 

 

这个新命令写于三月二十三日，可以推算出从哈曼向犹大人宣战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大约

七十天。犹大人大概还有八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 

 

我们一定要停下来考虑一下，末底改许可犹大人杀人劫物是否合乎道德标准。那些否定圣经

是神所默示的人，喜欢把圣经中各种由神命令的“大屠杀”，作为说明圣经中的神是“暴

君”的证据。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亚哈随鲁王所颁布的命令，这是所有事情的开始。如果末底改告诉犹

大人起来自卫是错的话，那么，起初哈曼及亚哈随鲁王让波斯人攻击犹大人便是错上加错！

自卫并非是犯罪，但种族大屠杀绝对是犯罪。那么，这些批评者是否是在认同王的命令呢？

我希望不是！如果他们并不认同王允许谋杀的命令，又怎么能不认同末底改的命令，允许犹

大人拥有行使自卫的权利呢？当然，要是哈曼的命令从未颁布过，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但现

在既然这命令已经颁布了，那么，通过自己的命令来消除前一道命令的影响，无疑是末底改

的最佳选择。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第 9 章中的记载，在其中你将发现三个重要的事实：犹大人只杀了那些

攻击他们的人。他们只杀了男人，并且并没有掠夺财物，当然他们有权这么做。光在书珊城

中，犹大人便杀了八百名男丁。这一事实表明，有许多波斯人正蠢蠢欲动，想要攻击神的百

姓。 

 

被杀的敌人的总数为七万五千，而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数约为一亿。当中至少有七万五千人预

备好，要屠杀毫无自卫能力的犹大人。这一事实正表明，有多少王的百姓憎恨神的子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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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些人在知道犹大人会自卫的情况下仍然执意地攻击他们，这更表明了在整个帝国中反

犹主义是多么地盛行。 

 

末底改的新法令是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完全相符合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末底改让秘书将新法令翻译成各种语言，并将法令抄写下来，随后用快马将好消息传递给帝

国中各个省的百姓。传信的人“急忙”起行，因为他们被“王命催促”。 

 

以斯帖记 8:15-17 记载：“末底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

袍，从王面前出来；书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

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

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末底改不穿麻衣，改穿朝服从宫里出来。犹太人听到这件事忽然有转机，都欢呼快乐了起

来，其余的民族却恐惧战兢。由于不想列为犹大人的敌人，这时许多外邦人都入犹大籍，改

信了犹大宗教。 

 

以斯帖记以犹大人低下的社会身分而开始，或许正因如此，末底改与以斯帖没有公开承认他

们的民族背景。但是现在，犹大人以他们的民族身分而自豪，并且对神透过他们吸引许多人

来接受他们的信仰而感到高兴！波斯帝国全国的人都能够看见，神是如何奇妙地看顾着祂的

百姓！ 

 

第 8 章是以以斯帖王后流泪而开始，又以犹大人的欢呼快乐与摆设筵席而告终。“开心”在

本段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了至少七次，在以斯帖记中，这是第八次提及摆设筵席，犹大人原

本在哀伤中禁食，但是现在，他们被极大的喜乐所充满。 

 

以斯帖记 9:1-10 记载：“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

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

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敌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

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末底改，就都帮助犹大人。末底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

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书珊城，犹大人杀灭了

五百人；又杀巴珊大他、达分、亚斯帕他、破拉他、亚大利雅、亚利大他、帕玛斯他、亚利

赛、亚利代、瓦耶撒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

有下手夺取财物。” 

 

犹大人组织并武装了起来，准备好要迎击那些想要攻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并夺取他们财物

的仇敌。神赐给他们比刀剑更重要的武器，就是“很多人惧怕犹大人”。神在外邦人的心里

放入恐惧，阻止他们与神的子民交战。 

 

人们对末底改的惧怕，从另外一方面也帮助犹大人获胜。王孙贵族们，以及全帝国的总督、

高官们都惧怕末底改，以至于他们都帮助犹大人，使其免受波斯人的攻击。神赐给末底改高

位和大名，末底改也运用他手中的权柄来成就神的旨意。 

 

以斯帖记 9:11-19 记载：“当日，将书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

人在书珊城杀灭了五百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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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珊的犹

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

旨意传在书珊，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十四日，书珊的犹大人又聚集

在书珊，杀了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

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十三

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但书珊的犹大人，这十三日、十四

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

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 

 

在以斯帖记 9:5-15 中，我们看到了书珊城传来的报告，在 16-17 节，我们进而知悉了帝国其

他地方的信息。在两天的冲突中，仅在书珊城中，犹大人就杀敌八百。令人惊奇的是，有这

么多波斯人敢在以斯帖和末底改居住的首都里攻击犹大人。或许因为这些人过去忠于哈曼，

依靠过他的恩惠，进而攻击犹大人。 

 

犹大人把哈曼的十个儿子也杀了，并且将他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了木架上，作为对仇敌的

警告。十个尸体被挂在木架上，肯定吓退了一些企图攻击犹大人的波斯人，挽救了很多人的

性命。 

 

在帝国其他地方的犹大人，一天之内杀了仇敌七万五千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有多少人仇

恨犹大人，并想要灭绝他们。平均每个省有六百人被杀。由于犹大人在帝国中的人数少于其

他族群，因此，他们的胜利显然是信心与勇气的明证。 

 

在本段有三次记录了犹大人未夺取财物。扫罗王因为夺敌人之财物而失去他的国，犹大人没

有重蹈他的覆辙。他们所要的不是财物，因为他们只想保护自己，护卫自己在帝国中平安生

存的权利。犹大人只杀了那些首先攻击他们的人，他们并非挑衅者。 

 

以斯帖记 9:20-28 记载：“末底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

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

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末底改所

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设谋杀害犹大人，掣普珥，就是掣签，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

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珥的名

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珥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

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

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珥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

记。” 

 

各省的犹大人在亚达月十三日结束了征战，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天进行庆祝，但由于书珊城的

犹大人十四日时还在为护卫自己而战，所以他们直到十五日才一起庆祝。之后，末底改写信

给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在亚达月的十四日和十五日进行庆祝。于是，犹大人设立了普珥

节，目的是为了提醒他们的子孙：神拯救了犹大人免遭毁灭。 

 

“普珥”的意思是“签”。这个词是从哈曼掣签决定哪天除灭犹大人而来的。虽然没有从神

而来的对这个新节日的认可，犹大人却决定世世代代都要庆祝这一节日。他们会着重教导孩

子们普珥节的含义，以保证这个节日的信息不会在后代中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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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 9:29-32 记载：“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末底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坚

嘱犹大人守这‘普珥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一百二十七省所有的犹大

人，劝他们按时守这‘普珥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

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珥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 

 

不仅宰相末底改写信指示国内的犹大人，王后以斯帖也与末底改一起写了第二封信。或许在

其他省内的一些犹大人不愿意改变起初庆祝的日子，所以王后和宰相就有必要发出第二封

信，以维持国中的和平。 

 

这第二封信是“和平诚实话”，这表明在犹大人中可能出现了纷争，这需要得到解决。以斯

帖和末底改不仅写了信，而且还把这件事情记录在册。很有可能，这卷书也成为了帝国官方

记录的一部分。 

 

犹太人每年都要庆祝他们这段胜过仇敌的历史，事件记录在两份官方信函和一份私人记录当

中，最终也被记载在旧约圣经上了！ 

 

以斯帖记 10:1-3 记载：“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

他抬举末底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玛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

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

话。” 

 

这短短的一章告诉我们，末底改与他的前任宰相哈曼不同，末底改使用他手中的权柄服事

王，并且帮助了犹大人。有些人在升官后，就忘了本，并忽略了普通百姓的需要。末底改不

是那种人。虽然他的政绩被记载在帝国的历史书里，但他为自己民族所做的，已被神所记

录，并必定得到神的奖赏。 

 

为什么作者提到了亚哈随鲁王新的税收政策？这与末底改和犹大人有什么相关呢？一些圣经

学者认为，是末底改制定了这个新的进贡体系，使之取代战争和掠夺，成为国家财富的一个

来源。现在国中太平，犹大人可以安居乐业，犹大人财富的增加也从整体上增加了整个帝国

的财富。 

 

关于以斯帖的精彩故事结束了，但祝福却在继续下去。神保守了犹大民族，以至于我们今天

能有圣经和救主。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有关这位救主的好消息，尽可能地

为这位救主赢得更多的人。 

 

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整卷以斯帖记的研读与分享。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继

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约伯记的旅程，请你提前熟读经

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