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帖記

簡介

“以斯帖記給我們其它聖經書卷沒有記載的猶太人歷史。舉
例說，猶太人到今天仍然慶祝普珥節，這裏記錄這節日的來
源。”∼顏梅亭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最 近 有 一 個 西 方 人 問 一 個 俄 借 猶 太

人，假如俄國加強反猶太人的政策，結果會
怎樣。他回答說：“大概是又多一個節期
吧！”那西方人請他解釋。他說：“法老企
圖消滅希伯來人，結果是逾越節；哈曼想滅
絕我們，結果是普珥節；安提阿古依彼芬尼
想逼迫我們，結果是獻殿節（光明節）！”

以斯帖記說明普珥節這個豐富多彩的猶
太節日的來源。今天，在一年一度公開誦讀
這本書時，每當讀到哈曼的名字，便噪音回
響了。

以斯帖記在幾方面都很獨特，記述不守
習俗1的猶太人的故事。他們情願留在波斯2

享繁榮，而不願象少數的余民跟隨所羅巴伯
回到耶路撒冷，過艱苦的生活（拉二）。除
了禁食之外，以斯帖記沒有其它宗教活動可
供參考。

本書另一個明顯的特色是沒有提到神的
名3
，這令到一些人懷疑它應否歸在聖經中。

但巴斯德指出，耶和華（Jehovah）這個名字

有四次用離合體的語言形式隱藏在書中（一
20；五4；五13；七7），都是在故事的關鍵
時刻出現。另一個名字 “Ehyeh”（我是自
有永有的）有一次用離合體的語言形式出現
（七5）。史廓治說：“這不是巧合。使用
這種形式書寫的人，顯然知道其難度。”4

由於很少基督徒認識希伯來文，而離合
體如不用例子說明也很難解釋。我們引用兩
句裴雅森充滿藝術和巧妙的英文韻句，列出
離合體的形式。他用LORD代替希伯來文的
YHWH。注意他所用的形式跟希伯來原文一
樣。例如原文中第一個例子用字首，第二個
例子用字尾。另外，第一個例子的LORD是
倒轉串寫的，第二個是正常的用法：

Due Respect Our Ladies, all 
Shall give their husbands, great and 
small.（一20）
IlL tO feaR decreeD I find,
Toward me in the monarch's mind.
（七7）5 

雖然神的名沒有明顯地記在書中，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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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一連串有計劃的“巧合”為祂的百姓提
供拯救，祂的同在和能力在整卷書中都清楚
表明出來了。縱使耶和華的名與那些自願留
在巴比倫、沒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明顯地沒
有連在一起，但祂對他們的看顧一點也毋庸
置疑。他們仍是祂的子民；祂從那些企圖消
滅他們的反猶太主義（由魔鬼策動）中保守
他們。神是所有歷史的作者，縱使祂不是每
一頁都簽署。

羅維理的詩很合適用來作以斯帖記的評
註：

那大復仇者似乎漠不關心：
歷史的冊頁只記載
一個在黑暗中的死亡摸索──
在舊制度與神的話之間。
真理永遠在絞刑台上；
錯誤永遠在王座上：
然而絞刑台管 將來；
在不知的矇矓中，
神站着，在暗影中

看顧屬祂的人。

新約聖經沒有引述以斯帖記，而到目
前為止，也沒有發現以斯帖記的死海古卷。
加上其它種種原因，一些人（包括一些猶太
人）質疑以斯帖記的正典地位。無論如何，
本書有奇妙的教訓：即使神的子民不順服，
神仍是信實的。

貳．作者
本書作者無疑是一個熟悉波斯習俗和王

宮細節的人。（考古學家已經證實其中的一
些特點。）作者寫來象耳聞目睹；他用的文
字是被擄後的希伯來文。有人認為作者是以
斯拉或尼希米。猶太人的傳統說末底改是作
者。但事實上我們不知道誰寫以斯帖記；也

許本書地上的作者不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人
物吧。無論作者是誰，正如《講台註釋》所
說：“不信神的人不能寫出這樣一本書來；
信神的人看了信心不能不得堅固。”

叁．寫作日期
以斯帖記十章2節暗示亞哈隨魯王（薛

西）已經死了。由於他在主前四六五年死
去，因此本書一定在其後寫成。書中波斯文
化的細節，作者可以參閱宮廷的記錄，以及
象眼見一般的描寫，都支持本書在薛西死後
不久寫成，大概在亞達薛西年間（主前464
至424年）。而不信神的批評家一如他們的
習慣，將本書定在一個較後的日期（主前三
或二世紀）。

肆．背景與主題
本書的事情發生在以斯帖記第六和七章

之間，就是在波斯王亞哈隨魯（薛西）統治
期間。本書論到那些決定留在巴比倫的猶太
人的故事，他們沒有跟隨小部分的余民，在
所羅巴伯的帶領下回到耶路撒冷（拉二）。
本書書名取自主角以斯帖，那位成為王后的
孤女。以斯帖是波斯名字，意思是“星”，
可能來自女神伊施塔（Ishtar）的名字。她
的希伯來文名字是哈大沙，意思是“番石
榴”。

亞哈隨魯的宮廷在書珊；是波斯三個
主要京城之一。另外兩個是亞隨密化（以
伯丹拿）和巴比倫。書珊是希伯來名字，
意思是“百合花”6

。先知但以理曾在那裏
一段時間（但八）。尼希米在以斯帖後的
時期在巴比倫服事王（尼一）。故事在這
裏發生，開始於主前四八三年。（薛西在
主前486年登位；第一章開始是他在位第三
年﹝3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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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下詔廢王后瓦實提（一）
貳．以斯帖升為王后（二）
叁．計劃消滅猶太人（三∼四）

一．哈曼與王說話（三）
二．末底改與王后說話（四）

肆．挫敗滅絕猶太人的陰謀（五∼九）
一．以斯帖的請求與哈曼的怒忿（五）
二．哈曼的羞辱與末底改的尊榮（六）
三．以斯帖指控；哈曼被殺（七）
四．末底改得高位；猶太人得拯救（八）
五．敵人滅亡；普珥節開始（九）

伍．末底改得高升（一○）

註釋
壹．下詔廢王后瓦實提（一）

一1∼4　雖然不是所有學者對亞哈隨魯
的身分都有一樣的看法，但大部分現代解經
家都相信他是薛西，是大利烏大帝的兒子。
薛西在主前四八六年至四六五年治國。

第一個筵席不一定是連續一百八十日都
舉行。反而這是將他榮耀之國的豐富給人觀
看的時間。大概不同的首領在不同的時間來
到，因為帝國的幅員非常廣闊。

一5∼8　第二個筵席設擺七日，邀請所
有住書珊城的人。御酒用金器皿盛載，放在
美侖美奐的御花園中，任人飲用（第6節相
信是聖經中最多姿采的一節經文）。嘉賓客
人可各隨己意多飲少飲。

一9∼12　那時王后瓦實提正為婦女另
外設擺筵席，喝醉了的薛西吩咐太監將王后
請來。他要她出席公開的慶祝活動，好讓他
能給人看她的美貌。按着波斯的禮節，婦女
在公開場所要戴面紗，波斯王這樣做無疑是

叫她自貶身分，好滿足他喝醉後一時興起的
怪念頭。瓦實提拒絕任人觀看，因此大大惹
王發怒。

一13∼20　王諮詢他的明哲人，他們
告訴他瓦實提的事會給全國的婦人一個壞榜
樣。因此米母干建議下旨廢后，並將詔諭傳
遍通國。這些明哲人知道瑪代和波斯的例是
不更改的，他們做到這一步，是要確定瓦實
提不能翻身，報復他們。

一21,22　王輕率地簽署他們的建議，
成為法例，並吩咐用各省的文字寫給各族的
人民。詔書內容是丈夫要在家中作主，說他
本地的方言。麥智賢博士認為米母干可能是
一個畏妻之人，因此他用這諭旨來對付他的
妻子。7

貳．以斯帖升為王后（二）
二1∼4　王似乎為他對瓦實提所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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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後悔，他的謀士建議尋找貌美的處女，讓
這女子代替她作王后。

二5∼7　可望中選的年輕佳麗都被帶到
書珊城；以斯帖是京城中的女子，也在入宮
之列。她父母死後，由她堂兄末底改收養。
末底改是便雅憫人；他的曾祖基士在耶哥尼
雅被擄時，一同被帶到巴比倫（王下二四14
∼16）。

二8∼11　後宮的總管希該對以斯帖特
別喜愛，給她和她的女侍需用的香品和她所
當得的分，更給她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
聽從末底改的吩咐，沒有將她的借貫宗族告
訴人。雖然末底改不能直接見到她，但他有
方法知道她日常生活的消息。

二12∼14　預備年輕女子為王侍寢的
程序需時十二個月。她們要經過沒藥、香料
和潔身之物潔淨身體十二個月。然後，她們
每人挨次見王；可以要求任何衣服、飾物和
珠寶。每人伺候王一晚。然後，除非王喜悅
她，題名召她，否則不再見王面。

對基督徒來說，一生都是訓練我們作王
的時間。然後主可以將教會獻給自己，毫無
玷污皺紋等類的病（弗五27）。

二15∼18　以斯帖沒有要求奢華的外
在裝飾，只聽憑希該的建議。他大概叫她憑
本身的美貌吸引王。無論怎樣，王愛以斯帖
過於其它人，選她為王后，並為她設擺大筵
席。他給各省的歡慶節日，可能包括大赦或
免稅，但也可能只是歡慶的節日。他也按自
己的財富大頒賞賜。

二19∼23　招聚處女的事第二次進行，
可能為充實王的后宮。以斯帖仍沒有將她的
宗族告訴人，而末底改仍然坐在朝門的關鍵
地點。這時，末底改聽到一個行刺亞哈隨魯
王的陰謀。他將此告訴以斯帖，以斯帖轉告
王。想行刺的人被捕、受審，然後問吊，掛
在木頭上。

這件事只按程序記在王國的歷史中。末

底改沒有即時獲賞。他要等待，但賞賜一定
來到。神有很好的記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
羅多德說，絞刑是當時波斯對叛國者和造反
者的標準刑罰。8

叁．計劃消滅猶太人（三∼四）
一．哈曼與王說話（三）

三1　“這事以後”指出，第二和三章
之間相隔五年的時間。以斯帖記這齣劇最後
一個重要人物，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在第1
節出場了。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他被高
升，但後來的歷史明顯地讓我們看到，王的
手後面有撒但的手。哈曼是亞甲族人，是亞
瑪力王的後裔（亞甲是王號）。耶和華宣告
了長遠與亞瑪力作戰（出一七8∼16）。以
斯帖記是這場戰事最後的記載（另參看撒上
一五32；三○1∼10；代上四43）。

三2∼6　王下令人都要跪拜哈曼，因他
地位僅次於王。但末底改拒絕向人跪下，尤
其是一個亞瑪力人。敬畏神勝過懼怕人。摩
西的律法沒有禁止人對在上位者表示尊敬，
但禁止人除了神之外去敬拜人。東方的君主
常要人敬拜他。末底改的同僚為了取悅哈
曼，於是告訴他末底改沒有遵王命。哈曼是
一個極為自大的人，眼見末底改公然不敬，
他氣忿莫名。他沒有單獨對付末底改，反而
計劃要滅絕國中所有的猶太人！

三7∼11　哈曼的第一步是掣籤定大屠
殺的合適日期。在一個看似偶然的情況下，
日子定在差不多一年之後。有人說：“甚至
迷信也與神戰車的輪子連上了。”神作出干
預，讓祂有足夠時間阻止哈曼的計劃。“籤
放在懷着，定事由耶和華。”（箴一六33）
哈曼接着在王面前詆毀猶太人，訛稱他們危
害國家。他求王下旨吩咐滅絕他們。根據瑪
代和波斯的律法，這種諭旨一經頒佈便不能
更改或撤回。為了增加王下旨的決心，哈曼
自願捐一萬他連得銀子進王庫，因那時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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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希臘吃了連場敗仗，弄致國庫空虛。亞
哈隨魯用他的戒指封上這個死亡的敕令，使
千萬無辜的男女老幼，將要在哈曼驕傲的壇
上犧牲了。第11節的意思，可能是被殺之人
的銀子歸哈曼所有。

三12∼15　屠殺令的抄本徹底詳細地通
佈全國，定明十二月十三日是這場暴行的日
期。亞哈隨魯和哈曼在宮裏滿不在乎地坐下
飲酒，但書珊城中卻大為慌亂。詹遜這樣評
論：

第三章的最後一句很重要：“書珊城
的民，卻都慌亂。”不單猶太人，連非
猶太人對這個暴政的兇殘例子也有反
應。群眾有時會錯，但不一定常常錯。
在這裏，有無上權力的王和他的重臣，
便是錯誤的少數。但所有人（無論是個
人或民族），必須承認最高的權力是
神。王的諭旨簽發、通告了，但萬王之
王最後的話才作準。9

二．末底改與王后說話（四）
四1∼3　消息傳遍通國之後，猶太民

眾都很震驚。在邪惡的統治下常有悲哀。末
底改穿上哭喪的麻衣，在城中哀哭行走，直
到朝門停住，因為穿麻衣者不可在王面前出
現。他知道自己是哈曼怨恨的核心。那快臨
到他民族的命運被他無意地激發起來了。

四4∼9　由於律例禁止以斯帖離開王
宮，她派人送衣服給末底改，使他不至於給
王看見穿麻衣而喪命。但末底改拒絕隱藏他
的憂傷。以斯帖派伺候她的哈他革問他不停
哀傷的原因，末底改將事情的始末告訴他。
他將一分抄寫的王諭旨送交王后以斯帖，並
吩咐她以王后的位分為本族的人求王。

四10∼12　以斯帖回答末底改，提醒他
未得王召擅自見王是死罪，除非王向她伸出
金杖赦免她。她還告訴他一個複雜情況，說
明求王要冒生命危險：亞哈隨魯王已經三十
日沒有召見她，可能王已對她不悅。

四13,14　末底改對以斯帖的理由直接
回答：就算她身為王后，當其余的猶太人被
殺時，她也不能倖免。假如她不去行動，神
會興起別人去拯救祂的百姓，但她自己卻滅
亡。她得王后的位分，也許就是為了用這個
機會救她的百姓。第14節應該成為我們各人
的挑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
是為現今的機會嗎？”雖然我們絕少有人去
到以斯帖的地位，但每個信徒在神正在進行
的計劃中，都有重要的角色。

四15∼17　以斯帖立定決心之後，要所
有猶太人都和她一同禁食三天，然後她才去
見王。

普爾對以斯帖著名而英勇的名句“我若
死就死吧”，作了這樣的評論：

我面前的危險重大又明顯：詔令很清
楚，王的心又很難捉摸，王對從前的王
后瓦實提那麼嚴厲。然而，我寧願自己
欣然、決斷地仰賴神給我的安全和成
功，去到王面前，不願忽略我對神和祂
子民的責任。10

基督徒面對困難和試煉的情況，應該
持樂觀的態度，而不是宿命的態度，尤其當
我們來到天上的寶座前，求恩典作隨時的幫
助。我們有坦然無懼的途徑；神赦免的杖已
經在各各他山向我們伸出了。“所以我們只
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16）

肆．挫敗滅絕猶太人的陰謀（五
∼九）

一．以斯帖的請求與哈曼的怒忿
（五）
五1∼3　第三天禁食完了，以斯帖穿上

朝服，鼓起勇氣在未得亞哈隨魯王召之下見
王。王知道王后冒死求見，必有重大事情。
王向以斯帖伸出手中的金杖，賜她無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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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答應准她所求，甚至給她國的一半（這句
話是比喻語言，表示他願意不問情由答應她
一切所求）。基督恩典的杖伸向所有憑信心
到祂面前悔改的非信徒（參看約六37下）。
至於信徒，祂的金杖常是伸出來的（參看來
一○22）。

五4∼8　以斯帖這時只是邀請王和他的
寵臣哈曼赴她的筵席（書中第四個筵席）。
席上，王再次嘗試找出王后想要什麼。以斯
帖再次拖延，並請亞哈隨魯和哈曼第二天再
赴另一個筵席；那時她會將所求的告訴王。
以斯帖在說出她的請求時有這兩次拖延，很
多人對此有不同意見：（1）王明顯沒有象
從前般寵愛她（參看四10∼12的評註），她
需要時間討王歡心；（2）她兩次都沒有膽
量提出要求；（3）她想製造懸疑的氣氛，
給王一個印象，就是她的事極為重要，不是
一時興之所至；（4）她想激起哈曼的驕傲
之心，令他不提防，然後才揭露他是兇殘的
殺人者。也許以上的猜測都是她的策略。

五9∼14　哈曼心高意滿，滿心歡喜地
離開筵席。他出宮時看見末底改，滿心惱怒
但忍着不動手。他叫他朋友和他妻子細利斯
來，對他們述說自己所得的恩寵。令他心
中不快的，只有那個頑固的猶太人──末底
改！他的妻子建議他建一個七十五英尺高的
木架，然後求王批準將末底改吊死。哈曼歡
喜這話，便叫人作了木架。

二．哈曼的羞辱與末底改的尊榮
（六）
六1∼3　在哈曼香甜入夢時，神使亞

哈隨魯睡不着，以挫敗哈曼邪惡的計劃。王
想好好利用他失眠的時間，命人取他當朝的
歷史來，念給他聽。在神所作的“巧合”
下，所念的正是末底改粉碎刺殺王的陰謀那
一段。一問之下，才知沒有為他所行的賞賜
他。

柏勒說的話很值得注意：

⋯⋯這段歷史情況交織得十分奇妙：
情節下再有情節，一環緊扣一環，一個
情況影響另一個⋯⋯這一切加在一起，
為要成全神奇妙的計劃。11

主耶和華掌管一切。

六4∼11　哈曼大概早上去見王，請王
將末底改掛死。很奇怪，王就在這時興起一
個念頭，要賞賜救他脫離遇刺之險的人。哈
曼進來後，亞哈隨魯王隨意問他一個問題：
“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當如何待他呢？”哈
曼以為自己的偉大時刻快要來臨，於是向王
建議給他最精心策劃走遍全城的遊行，和僅
次於王的尊榮。他更建議在街上遊行走遍全
城時，有人在他面前宣告：“王所喜悅尊榮
的人，就如此待他。”這時，王吩咐哈曼要
速速將這些尊榮加在猶太人末底改身上，而
不是他的身上。於是哈曼出去宣告他的死敵
是王所喜悅尊榮的人。“驕傲在敗壞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箴一六18）

今天我們也有一個王所喜悅、尊榮的
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神已定意叫人
“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腓二10,11）。

六12∼14　哈曼垂頭喪氣地回家，對他
的妻子和智慧的朋友述說事情奇怪的發展。
他們從當天的事知道末底改注定勝利，哈曼
失敗。那時，以斯帖派人催哈曼赴筵席。

三．以斯帖指控；哈曼被殺（七）
七1∼4　以斯帖的第二個筵席，有令舉

國震動的結果；而震動從哈曼的家開始。在
王的詢問下，以斯帖終於作出懇求。她求自
己和她本族百姓的性命，因為他們都被判了
死刑。假如他們只是被賣為奴為婢，她也可
能閉口不言，因為這不足以彌補騷擾王的罪
（4節下）。但他們面對的絕境迫使她採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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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7上　王大怒，問誰出這令人髮指
的計謀害以斯帖的族人。王后請哈曼在這時
候赴筵席，實在很有智慧。她當面指責這惡
人哈曼。哈曼真正的性情原形畢露了。亞哈
隨魯象一隻忿怒的豹子走到御園中。當他想
起自己批准這個可怕的計劃時，也許他的良
心亦受到困擾。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七7下∼10　在死亡的恐懼下，哈曼求
王后以斯帖救命。王回到房中，以為他要凌
辱王后。哈曼的結局到了。王雖沒說什麼，
但伺候的人便蒙 哈曼的臉，那是行刑前的動
作。其中一個太監告訴王說哈曼造了木架；
亞哈隨魯便命人將他掛在其上吊死。這樣，
哈曼便在木架上代替了末底改；這真是“自
作自受”了。王的忿怒這纔止息。

四．末底改得高位；猶太人得拯救
（八）
八1,2　王將哈曼的家產給以斯帖；將

他的位分給末底改。

八3∼8　哈曼雖然已經除去，但他的惡
謀仍在進行。以斯帖再次冒死到王面前，流
淚為她的同胞求王。施恩的金杖再次向她伸
出。第3節是她懇求的要點；第5和6節是實
際的話。她求王廢除第一個諭旨。但根據波
斯的律例，波斯王簽了名、打了印的諭旨是
不能更改的。王在重述他為以斯帖所作的事
情後，准許以斯帖和末底改寫另一個諭旨抵
消第一個。

八9∼14　王的書記召來了，末底改念
出一個批准猶太人可保護性命財產的諭旨。
這個新王命用御馬圈快馬急速傳到全國各
處。人從罪惡的權勢得救贖的好消息，豈不
應該更快、更徹底地在撒但的勢力範圍下傳
開麼！

八15∼17　末底改不穿麻衣，改穿朝服
從宮裏出來。猶太人聽到這件事忽然有轉機
都歡呼快樂。其余的民族卻恐懼戰驚。由於

不想列為猶太人的敵人，這時許多外邦人都
入猶太借，改信猶太教。

五．敵人滅亡；普珥節開始（九）
九1∼5　當那重大的日子──十二月

十三日來到，猶太人在各城 聚集，要消滅他
們的敵人。甚至各省的貴胄和首領也幫助猶
太人，因他們懼怕末底改──他在國中乃一
人之下，萬人之上！

九6∼15　單在京城已有五百人被殺，
還有哈曼的十個兒子。王聽到這消息，他知
道國中其余地方的殺戮必更多。以斯帖求王
給猶太人再多一日，掃除書珊城中所有反猶
太的余黨。結果再有三百人被殺。她也求王
將哈曼十個兒子的屍體掛起來示眾。

九16　在王的各省⋯⋯猶太人⋯⋯殺
了⋯⋯七萬五千人，但沒有奪取他們敵人的
財物。這樣他們便向眾人表明，他們只是要
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而不是要得取財富。

九17∼28　各省的猶太人在十二月十四
日設筵歡樂，在書珊城的猶太人卻在十五日
慶祝。這是普珥節的開始。普珥（Purim）12

這個字詞來自 “Pur”（普），就是哈曼所
掣的籤（三7）。後來末底改規定所有猶太
人每年都要守亞達月十四、十五兩日。普珥
節象其它古代節期一樣，每年都要守，好提
醒後來的世代子孫這次神奇的拯救。

九29∼32　很明顯，有兩封信傳送給
所有的猶太人，囑咐他們守普珥節（第一封
在第20節，第二封在第29至32節）。第32節
所說的書，大概指的是王國的史記（比較二
23；六1；一○2）。

伍．末底改得高升（一○）
一○1,2　以斯帖記結束時提到末底改

的高升。他的高升與亞哈隨魯王的功業，一
同記在瑪代和波斯王的歷史上。顏梅亭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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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話為他寫的以斯帖記作總結：

聖經沒有記載末底改的死亡，這十分
值得注意，因為大多數人的歷史都是以
某種訃告的形式結束。但末底改不是這
樣；因此他留在我們心中的印象，是一
個一直活着的人。“惟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7）13

一○3　末底改為他本族的人求好處。
司布真將他的事奉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末底改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因此，
當他在亞哈隨魯王的國中升到王以下最
高的位置時，他用他的權位為以色列人
謀福祉。在這方面，他是主耶穌的一個
預表。主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不求自己的
益處，而是將祂的權力用在祂的子民身
上。假如每個基督徒對教會都象末底
改，竭盡所能為教會的興旺努力，那就
好了。有些人有財勢有地位，願他們在
地上的高位尊崇他們的主，並在大人物
面前見證耶穌。有些人有更好的東西，
就是與萬王之王有親密的交通，願他們
記得每天為神子民中那些軟弱的、疑惑
的、受試探的和沒有安慰的代禱。14

評注
1 （簡介）不守習俗的猶太人，是那些不

守宗教禮儀、不守摩西律法（包括飲食的規
定和傳統）的猶太人。

2 （簡介）波斯今天稱為伊朗。他們的文
字（Farsi）與阿拉伯文無關連，但使用修改
過的阿拉伯文字母表，並很多來自回教和回
教文化的阿拉伯字。

3 （簡介）一些猶太人為了“補救”這
個情況，用希臘文加了很多情節在以斯帖記
的正典文本內。他們不知道這實際上是破壞
書中的主要信息──神在祂的百姓中暗中工
作；縱使他們選擇住在遠離耶路撒冷祂的殿
的地方。這些加插的文字可以在旁經中找
到，但與希伯來原文的特色格格不入。他們

加入大量的宗教活動，以及一些“喜劇”般
的內容。猶太人和基督徒拒絕這些加插作神
聖經的旁經，那是很對的。

4  （ 簡 介 ） 史 廓 治 （ W .  G r a h a 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Vol. I, The Old 
Testament，頁96。

5 （簡介）史廓治（Scroggie）引述，同
上。

6 （簡介）英文名 Susan和Susannah來自
希伯來文的百合花。

7  （一2 1 , 2 2 ）麥智賢（ J .  Ve r n o n 
McGee）, Ruth and Esther: Women of Faith，
頁232,233。

8 （ 二 1 9 ∼ 2 3 ） 顏 梅 亭 （ C a r l 
Armerding）引述，Esther: For Such a Time as 
This，頁35。

9  （ 三 1 2 ∼ 1 5 ） 詹 遜 （ I r v i n g  L . 
Jensen）, Ezra / Nehemiah / Esther，頁88。

1 0（ 四 1 5 ∼ 1 7 ） 普 爾 （ M a t t h e w 
Poole）, Matthew Poole's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頁913。

11（六1∼3）柏勒（J .  G . B e l l e t t） , 
Witnesses for God in Dark and Evil Times: 
Being Studies and Meditations on the Books of 
Ezra, Nehemiah, and Esther，頁70。

12（九17∼28）普珥（Pûrîm）是“籤”
（希伯來文Pur）的雙數字。

13（一○1 ,2）顏梅亭（Armerding）, 
Esther，頁128。

14（一○3）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Morning and Evening，頁667，
reading for November 28, Ev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