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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約之間宗教文化與歷史 》    (學員筆記)                                  教師：張傳華牧師 

 

第二課：瑪代 ‧ 波斯王朝 (538-332 BC) 
 
引言: 

(耶利米書二十五章 11-14 節、二十九章 10 節，耶利米書三十二章 15 節)。 
被擄後七十年可回歸的計算法，是由主前 606年第一次被擄算起，到主前 536年剛好是七
十年。 
 

一. 波斯帝國的興起與古列王 

1. 瑪代與波斯常混為一談，請看下面的關係表： 
 

     瑪代王亞斯替亞紀 Astyage (586-550 BC) 
                ↓ 
         女：曼丹尼 Mandane 嫁給一個小國安山 Anshan 國王劍比斯 Cambyses 為妻 
                                                       ↓ 
                                       子：古列 Cyrus (即後來的波斯王)                                                                                                             

2. 古列三十歲時表現非常出色，短短十年已成為世界的霸主。 
3. 巴比倫最後一位王帝是拿波尼都 Nabonidus 對政治沒有興趣，把國政委託其子伯

沙撒。但以理「在國中位列第三」的原因就是在此 (但以理書五章 7-29 節)。 
4. 古列王攻城之計，就是把底格里斯河掘了 180 條溝渠，引走河水，乘夜攻城。 

 
二． 古列王的國政 

1. 他推行仁政，對臣民友善，深得民心，猶太人更視為救星。 
2. 對被擄來的奴隸深表同情，凡願回歸者可回歸自己的祖家。 
3. 甚至給予優待、保護、資助 (以斯拉記一章 1-4 節)。 
4. 古列王是多神主義，信奉波斯教亞胡拉瑪茲達 Ahura Mazda，也協助其他宗教建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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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猶太人的回歸與重建聖殿的奮鬥史 
1. 所羅巴伯率領下的回歸 (第一次回歸) 

(1) 首批回歸是在主前 536 年： 
              帶領者 ---  所羅巴伯 (猶太王室) 
                                 耶書亞 (祭司) 
                                 設巴薩 (領袖) 
              成行者 ---  猶太人 42,360 人 (以斯拉記二章) 
                                 携同奴僕 7,337 人 
                                 唱歌者 200 人 
                                 牲畜 7,500 頭 

(2) 這次回歸純是宗教動機。 
(3) 回歸第二年 535BC，舉行隆重的奠基典禮，但遭撒瑪利亞人反對。 

 
淺論撒瑪利亞人： (參附加資料) 

先知哈該與撒迦利亞的工作： 

(1) 哈該先知責備百姓只顧美化家居 (哈該書一章 1-6 節) 
(2) 撒迦利亞先知極力鼓勵建殿，不要怕困難 (撒迦利亞書四章 6 節) 
(3) 三十年後即 480 BC 出現以斯帖記的故事。 

 

聖殿重建的意義： 

(1) 聖殿成為猶太人生活的中心，是神同在的標誌，民族自尊的所在。 
(2) 聖殿是維繫四散的猶太人，是敬拜的中心，是愛國精神的培養之地。 

 
2. 以斯拉的復興大會 (第二次回歸) 

(1) 所羅巴伯以後約 80年，另一批回歸的有六千人，由以斯拉帶領，他在亞哈瓦河
邊招聚願意回去者一同帶同大量金銀器皿回去，為聖殿之用。以斯拉回耶路撒
冷之後，極為憂傷、撕裂衣服、拔掉鬚髮、坐下哭泣、切切禱告，代百姓認罪，
因為百姓： 
      (a) 百姓疏忽了摩西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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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破壞了禁止與拜偶像者通婚的律法。 
      (c) 民中首領行大惡。 

(2) 以斯拉的功績： 
• 家庭改革運動 
• 重建崇拜程序 
• 念讀解律法書 
• 重編摩西五經 Torah 

 

3. 尼希米的成就 (第三次回歸) 
回歸時間約在主前 445年，尼希米生於巴比倫，進入書珊城王宮，任波斯王亞達薛
西的酒政，聰明能幹，敬畏神。尼希米的成就如下： 
(1) 重建城牆 
(2) 重整社區 
(3) 趕逐敵人 
(4) 禁止混婚 
(5) 重徵奉獻 
(6) 嚴守安息 

 
4. 瑪拉基時期猶太人的光景 

瑪拉基書是舊約聖經中最後一卷書，通常認為他是在哈該和撒迦利亞之後的一百年，
但有學者根據書的背景和內容，幾乎一致把這書放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時代中，約
主前 450-400 年。被擄曾經回轉復興，但現在又： 

1) 漸漸忽視聖殿的神聖 
2) 祭司懈職，毫無虔誠態度 
3) 獻殘疾的祭牲，好的留為己用 
4) 崇拜流於形式，沒有屬靈意味 
5) 民眾不履行奉獻 
6) 離婚、混婚、淫亂 
7) 欺詐弱者、假冒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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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三書簡表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作者 以斯拉 尼希米 末底改 
日期 445-430 BC 420-400 BC 470 BC 
地點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波斯皇宮 
主旨 重建聖殿 / 重建信仰 重建聖城 / 重建聖民 以色列人免被滅族 
主導 所羅巴伯 / 以斯拉 尼希米 以斯帖皇后 

 
 

思考問題：：  

一.  古列王對猶太人施以仁政，好處在那裡？壞處在那裡？ 
二.  猶太人看不起撒瑪利亞人，對今天世界的種族問題，有什麼異同？ 
      基督徒的立場應該怎樣？ 
三.  請比較三次回歸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