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能轉危為安

拉5:1-6:15



危機還是轉機
「不要讓一個好好的危機淪為浪費」—邱吉爾



角度/心態很重要



背景:三次被擄三次歸回
北國以色列主前722年亡於亞述帝國。
南國猶大以色列人經歷三次被擄；於主前586年
亡於巴比倫帝國。
1. 主前606/605年，猶大約雅敬王時, 但以理被

擄。
2. 主前597年，猶大約雅斤王時, 以西結被擄。
3. 主前586年，猶大西底家王時, 耶利米被擄，

後被釋放在以色列的遺民中事奉工作。



以斯拉記；

1-6章記載所羅巴伯第一次歸回和建聖殿的過

程。(中間有危機變轉機，關鍵是??)
7-10章以斯拉第二次歸回，整理摩西律法、

頒布法典，整頓社會風氣，生活步入正軌，

保持民族血統和信仰上的純一。



以斯拉-尼希米記
猶太人被擄七十年後(606-536 BC)，共經歷了三次回歸

行動；

1. 主前537/536年，古列元年，所羅巴伯帶領，建聖
殿(586-516 BC)。 (隔年根基完成, 拉3:8) (恢復信仰) 

2. 主前458/457 年，亞達薛西王七年，文士以斯拉帶
領，誦讀教導律法，行道前先知道。(教導信仰)

3. 主前 445/444 年，亞達薛西王廿年，尼希米帶領，
重建耶路撒冷城牆。(活出信仰)



波斯帝國時期跟聖經有關的國王如下：
1.古列 〔今譯「居魯士」〕( Cyrus，BC 536-529)；(第一次歸回)
2. 岡比西斯 (Cambyses，BC 529-522)；
3. 大利烏一世 (Darius I，BC 522-486)；(第二聖殿完工)
4. 亞哈隨魯一世(Ahasuerus I， BC 486-465)；(以斯帖記)
5. 亞達薛西一世(Artaxexes I， BC 465-425)；

(以斯拉歸回, 拉7:1/尼希米建城牆,拉4:23,尼2:1)
6. 亞哈隨魯二世 (Ahasuerus II， BC 465-424)；
7. 大利烏二世 (Darius II， BC 424-405)；
8. 亞達薛西二世(Artaxexes II， BC 405-358)。 摘錄整理自以斯拉培訓網路



建聖殿時程表
主前五三六年：約五萬人第一次歸回。(拉1:1)
主前五三六年：歸回同年七月，築壇獻祭。

(拉3:2-6)
主前五三五年：建殿工作開始，後停工。

(拉3:8,4:4,24)
主前五二○年：受哈該與撒迦利亞之鼓勵而復工。

(拉5:1,該1:1)
主前五一六年：聖殿告成。(拉6:15)



第二聖殿模型 維基百科



經文分段
接續4:5,24 (仇敵控告擾亂聖工；聖殿停工) →衝突

大利烏王在位時，神的先知敦促建殿（5:1-2），
→解決方案

河西行省總督(原文省長)的合法性調查（5:3-5），
向朝廷作的報告（5:6-17）。
大利烏王降旨准許繼續建殿工程（6:1-12），
聖殿完成後歡慶逾越節並獻殿的事（6:19-22）。



內憂外患聖殿停工
聖殿因仇敵的控告攪擾停工16年；
1. 波斯王古列時歸回建聖殿；BC536/ 537?

聖殿根基奠立 (拉3:10-11)；仇敵在每一次新王登基的時

候就控告擾亂聖殿的建造 (拉4:4-6,8) ：聖殿建造停工(拉

4:24) ，直停到大利烏王第二年(拉4:24, BC 520/519 ?) 。
2. 在猶大省內，富有的猶太人(拉2:64-67)都忙於爲自己建

造漂亮舒適的房子（該1:3-4），沒有爲重建聖殿花絲毫力
量，根本不熱衷於這項工作，認為時間還沒到(該1:2)。



3.到了主前520 或519 年，哈該先知受神差派，要挑起猶大省及耶
路撒冷居民的熱心，對他們說勸勉的話，在十六年前所立根基
上重建聖殿。猶太的領袖所羅巴伯及大祭司約書亞回應哈該的
挑戰，全心全意投身於爲神建殿 的工作裡，猶大人亦上下一
心，參與建殿工程（拉5:1, 該1:14）：
根據哈該書的記載，重新建第二所聖殿的工作，開始於同年六
月二十四日（該1:15）。大利烏王第六年亞達月初三日完工(拉

6:15)。 (BC 516/515) 《聖經難題彙編》(香港：角聲，1987)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壟溝的水，隨意流轉。」箴21:1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巴比倫王古列(拉5:13) ；君王只是神手
中的器皿。



危機就是轉機/轉敗為勝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理由。

找方法的第一步：痛定思痛；總結失敗的原因並

避免再犯同樣的錯。

轉敗為勝的關鍵；邀請神介入護理的方法。

－聽神的話；尋求神的幫助；相信神的看顧(原
文雅威的眼目發生) (拉5:1-5)





相信神的話

聖經教師兼作家克萊倫斯.海恩斯（Clarence
Haynes) 為文表示，撒但常用的伎倆之一就是

在我們心中種下懷疑的種子，通常以疑問句

的形式出現。這就像魔鬼撒但在伊甸園對夏

娃所說的話：「神豈是真說」？

1.神真的饒恕你了嗎？羅8:1,約壹1:9



2.神真的愛我嗎？羅5:8
3.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4.你真的相信神會一路陪伴你嗎？來13:5,賽 43:2
5.沒有人了解你的處境。來4:15-16,傳4:9-10
6.你真的覺得你能做到嗎？瞧瞧你自己。腓

4:13,1:6
7.這樣真的值得嗎？林後4:8-9,16-17



世上再沒有比「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與計畫」，能帶
給你更大的影響和喜樂。這是你為什麼被造，以及為何撒
但正想盡辦法讓人遠離神不要跟隨神，懷疑而不去行祂旨
意的原因。 (資料來源：iBelieve.com）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



哈該和撒迦利亞勸勉的話(預言)
1.哈該: (讀哈該書1 章)

要省察自己的行為；專顧自己的事。該1:5, 7
結局: 徒勞無功；詩127:1-2

百姓回應:
百姓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該1:12
同心建造聖殿(教會) 該1:14；
神歡喜得榮耀，且應允： 『 我與你們同在。』
(你不孤單，你與神同工) 該1:7, 13



2. 撒迦利亞 (讀撒迦利亞書1:1-6)
不要效法列祖；不聽不順服。亞1:4
列祖因惡道惡行遭報。你們的列祖在哪裡呢? (回
想國亡城破人被擄) 亞1:5

『要回頭轉向神；神就轉向你。』亞1:3-4
百姓回應: 
他們就回頭(同轉向，悔改)；列祖受到懲罰，承認
神的確按他們的惡行報應他們。該1:6 (有病識感)



總結哈該和撒迦利亞的話

1.存敬畏的心。(心態很重要)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

和訓誨。」（箴1:7）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

是聰明人……」（詩111:10）



2.省察自己的行為；不專愛自己、專愛世界。

3.不要效法世人世界；不敬畏不聽不順服。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約壹2:15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
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約壹2:17



4.要回頭要悔改

路加3:10-14告訴我們什麼是「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稱。」(太3:8,路3:8) 
三個例子: 一般百姓，還有稅吏(猶奸類外邦人)和

兵丁(這些兵丁有可能是羅馬人，也有可能是被羅馬

統治雇用的外籍傭兵，但絕不會是猶太人)。

你/我:分享、不貪婪(守法)、知足(不強暴不訛詐)



轉敗為勝/危機成為轉機的祝福；

1.『 我與你們同在。』該1:13
2. 『你們要轉向神；神就轉向你。』亞1:3
3. 『凡事亨通!』拉6:14

惡勢力遠離(拉6:6)、沒有攔阻(拉6:7)、足

夠的供應(拉6:8-9)、額外的保守(拉6:11)



結論：神能轉危為安

這是關鍵；

對神存敬畏的心；真實的認罪回轉。

省察自己的行為；不要效法世界。

就能危機變轉機；就能轉危為安。







危機變轉機
一個女兒對她的父親抱怨她的生命是如何痛苦無助，也失去改變的動力，一心只想放棄。當廚師
的父親，二話不說，拉起心愛的女兒的手，走向廚房。他煮了三鍋水，當水滾了之後，分別放進
蘿蔔、蛋和咖啡。
女兒看著父親，不知所以然，而父親則只是要她靜靜地看著鍋裡正煮著的蘿蔔、蛋和咖啡。一段
時間過後，父親把鍋裡的蘿蔔、蛋撈起來各放進碗中，把咖啡濾過倒進杯子，問女兒說：「你看
到了什麼？」女兒說：「蘿蔔、蛋和咖啡。」父親把女兒拉近，要女兒摸摸經過沸水燒煮的蘿蔔，
蘿蔔已被煮的軟爛；他要女兒拿起那顆蛋，敲碎薄硬的蛋殼，細心觀察著這顆水煮蛋；然後，父
親要女兒嚐嚐咖啡。
喝著香濃的咖啡，女兒笑著問：「爸，這是什麼意思？」父親解釋，這三樣東西面對相同的逆境，
也就是滾燙的水，反應卻各不相同，原本粗硬、堅實的蘿蔔，在滾水中卻變軟了、爛了；這個蛋
原本非常脆弱，它那薄硬的外殼起初保護了它溫柔的內心，但是經過滾水的沸騰之後，蛋黃與蛋
白都變硬了；而粉末似的咖啡卻非常特別，在滾燙的熱水中，它竟然改變了水。
「妳呢？我的女兒，當逆境來到時妳像是什麼？」「妳像堅強的蘿蔔，在逆境到來時卻變得軟弱
了嗎？或像一顆蛋，原本有著溫柔的心，在困境之後，變得僵硬？或者，妳像咖啡，在逆境中流
露出生命的芬芳。當逆境到來，妳要讓逆境改變妳，還是妳要改變逆境？」



「以斯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这个最初的书

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反

复强调创造天地之神的「帮助」（拉1:4、6；5:2；7:6、
9、28；8:18、22、36；10:4；尼2:8、18），国度和

圣殿的恢复，并不需要人的帮助，因为「我们神施恩的

手必帮助一切寻求祂的」(拉8:22）；而书中频繁出现的

献祭、祷告和律法，正是百姓领受神恩典的媒介。



因着神施恩之手的帮助，被掳的余民不但归回耶路撒冷
（赛10:22），更「归回全能的神」(赛10:21）；不但重
建了圣殿和圣城，更重建了「圣洁的种类」（拉9:2）。
经过了被掳和恢复，百姓痛定思痛，认清了失败的根源，
重新与神立约（拉10:3；尼9:38），立志分别为圣、彻
底与偶像和外邦恶俗决裂。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先后曾经三次掠夺圣殿中的器皿：
1 . 尼布甲尼撒元年，即主前605年（耶25:1；46:2），尼布甲尼撒

王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约雅敬王和部分圣殿器皿被掳（6-7
节），先知但以理也在这次被掳（但1:1、6）；

2. 尼布甲尼撒八年，即主前597年（王下24:12），耶路撒冷城被围
三个月后陷落，约雅斤王、所有的犹大精英和部分圣殿器皿被
掳（王下24:13-16），先知以西结也在这次被掳（结1:1-2）；

3. 尼布甲尼撒十九年，即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
所有的圣殿器皿和大部分剩下的百姓被掳（王下25:11-17）。
聖經綜合解讀



猶太人第一次被擄發生在約雅敬第三年，即主前
606 年，但以理就是在這一次被擄到巴比倫。第二
次被擄發生在約雅斤統治未期，距離第一次被擄八
年，即主前 597 年，以西結就是在這次被擄。第三
次被擄發生在西底家統治未期，距離第二次被擄十
一年，即主前 586 年，先知耶利米本來也在被擄之
中，後來神安排他被釋放，留在以色列遺民中工作。
第三次被擄亦即是巴比倫人攻佔耶路撒冷，聖殿被
毁的日子，當時殿內一切的器皿都被擄到巴比倫去。



第一次回歸發生在古列元年(主前 536 年) ，
在被擄七十年滿的時候，神的僕人但以理
向神認罪悔改(但9: 1-19)，聖經記載神感動
古列容許猶太人回歸(拉1: 1-11)。



猶太人回歸後立即建築以色列神的壇，要照摩
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燔祭(拉3: 1-2)。到
了回歸第二年，他們開始重建聖殿(拉3: 8)。但
卻遭敵人擾亂(拉4: 4)，敵人後來更透過當時
省長等人上奏波斯王，這城若再建造，城牆
完畢，河西之地，王就無份了(拉4: 12-16)。當
時的波斯王便命令停止建殿(拉4: 21)。



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因有先知哈該和撒
迦利亞的勸勉(拉5: 1-2)，重建聖殿的工作恢復
過來，並蒙大利烏王批准(拉6: 1-15)。在波斯
王大利烏第二年十一月，即恢復重建聖殿後五
個月，有耶和華的使者在先知撒迦利亞的異象
裡(亞1: 7-17)，為耶路撒冷荒涼七十年的事詢
問主。四年後，聖殿重建的工作就在大利烏
王第六年(主前 516 年)完成，距離聖殿在主前
586 年被毀，也剛好七十年。



猶太人第二次回歸發生在主前 458 年，即
亞達薛西王七年。第二次回歸的帶領者是
文士以斯拉，這次的回歸同樣記載在以斯
拉記(拉7: 6-13)。回歸猶太人在以斯拉領導
下，在信仰上開始醒悟過來。他們矢志向
神盡忠，順從摩西律法，並且堅決不沾染
外邦異教，使猶太信仰的精粹得以保存。



第三次被擄歸回，發生在亞達薛西王廿年(主
前 445 年)，即以斯拉回歸後十三年，尼希米
眼見耶路撒冷城的荒涼，於是向王懇求批准
他回歸重建城牆，王又賜他所需的木材和專業
的人才。重建城牆是一種防禦措施，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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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不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