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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為解救猶⼤⼈，她禁食三⽇。她禁食時，如何尋求神的⼼意呢︖或許我們可以從以斯帖
向亞哈隨魯王祈求的內容，看⾒她禁食在內室裡的禱告。

1） 願王將我的性命、我的本族賜給我

王后以斯帖回答說：「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為美，我所願的是願王將我的性命賜給
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以斯帖記7:3）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了，要剪除、殺戮、滅絕我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也閉⼜不
⾔，但王的損失，敵⼈萬不能補⾜。」（ 以斯帖記7:4）

2） 我何忍⾒我本族、同宗的⼈受害

「亞甲族哈⽶⼤他的兒⼦哈曼設謀傳旨，要殺滅在王各省的猶⼤⼈。現今王若願意，我若
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為美，若喜悅我，請王另下旨意，廢除哈曼所傳的那旨意。（以斯
帖記8:5）

 我何忍⾒我本族的⼈受害，何忍⾒我同宗的⼈被滅呢︖」（以斯帖記8:6）

故事背景 

這故事記錄在猶⼤國貴冑百姓被擄到巴比倫，爾後巴比倫遭波斯所滅，現在的猶⼤族⼈散居在
由波斯管轄的127省當中。歷史記載，被末底改收養作女兒的猶⼤⼈以斯帖，被送入宮，並選
⽴為亞哈隨魯王的王后。（參：以斯帖記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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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的視野 - 伸⼿加害末底改的本族 

哈曼因末底改不向他跪拜，憤⽽計謀殺害猶⼤全族，他奏告王內容如下：

哈曼對亞哈隨魯王說：「有⼀種民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
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們與王無益。王若以為美，請下旨意滅絕他們，我就捐
⼀萬他連得銀⼦，交給掌管國帑的⼈，納入王的府庫。」（斯3:8-9）

實際上，哈曼認為下⼿要加害末底改是⼩事，他的⽬標是消滅末底改的本族。⽽哈曼說服亞哈
隨魯王的理由是："散居王國各省的猶⼤族⼈的存在對王無益”。如果王同意下旨滅絕他們，他
還會加碼⼀萬他連得的銀⼦入王的府庫。

末底改的視野 - 猶⼤族必得解脫拯救 

以斯帖輾轉被告知，起來為本族的⼈在王⾯前懇切祈求。起初，以斯帖⽤地上的身分提出她角
⾊的為難，但末底改又⽤什麼⽴場回覆她呢︖

「王的⼀切臣僕和各省的⼈民都知道有⼀個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內院⾒王的，無論男
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杖，不得存活。現在我沒有蒙召進去⾒王已經三⼗⽇
了。」 （斯4:11）

末底改託⼈回覆以斯帖說：「你莫想在王宮裡強過⼀切猶⼤⼈，得免這禍。 此時你若閉
⼜不⾔，猶⼤⼈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斯4:13-14）

⽽末底改確信無論如何，猶⼤⼈必得解脫蒙拯救，只是以斯帖你選擇什麼︖以斯帖的身分，既
是波斯國王的王后，也是神盟約裡的⼦民，以斯帖如何使⽤她這兩個身分︖哪⼀個身分才能作
衡量價值的關鍵︖

以斯帖的視角 - 死就死吧 

以斯帖選擇和族⼈同站⽴，她⼼中的確有根據，她相信揀選⽣命的道路：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
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王。我若死就死吧！」（斯4:16）

以斯帖記提到⼀個特別的⽇⼦與線索：『正⽉⼗三⽇』。那是逾越節的前⼣，那是從書珊向各
省傳王的旨意，就是關於亞達⽉允許剪除殺戮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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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三⽇，就召了王的書記來，照著哈曼⼀切所吩咐的，⽤各省的⽂字、各族的⽅⾔奉
亞哈隨魯王的名寫旨意，傳於總督和各省的省長並各族的⾸領，又⽤王的戒指蓋印，交給
驛卒傳到王的各省，吩咐將猶⼤⼈，無論⽼少、婦女孩⼦，在⼀⽇之間，⼗⼆⽉，就是亞
達⽉⼗三⽇，全然剪除，殺戮滅絕，並奪他們的財為掠物。（斯3:12-13）

在三天的禁食後，以斯帖因王的施恩得以進宮，並預備筵席向王請求。因此可推測以斯帖禁食
的時候，就在逾越節期間或亞筆⽉（正⽉）。妥拉保存節期所帶出龐⼤資訊量是讀聖經其它書
卷很重要的根據，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孫，清楚知道的，脫離埃及法⽼和進入妥拉盟
約——摩西之約，神對以⾊列民的拯救是盟約裡的應許，相信逾越節帶給猶⼤族⼈的盼望，會
是末底改的⽴場，也是以斯帖回應與族⼈同站⽴的根據。

以斯帖的請求：族⼈的利益與王的利益 

在第⼆次王與哈曼赴以斯帖預備的筵席中，以斯帖才向王提到她和她的本族被賣了，要被滅絕
的消息！她請求王能拯救她和族⼈，至少……。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了，要剪除、殺戮、滅絕我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也閉⼜不
⾔，但王的損失，敵⼈萬不能補⾜。」（ 以斯帖記7:4）

王的損失，敵⼈萬不能補⾜是什麼意思︖以斯帖⾸先求保留族⼈的性命，但或許被賣為奴，為
了國王的好處，她會選擇保持沈默︔換句話說，國王的國庫會因為奴隸（族⼈）⽽獲得好處，
她不會阻礙國王從中可能得到的任何好處。

只是因為以斯帖是國王⼼愛的王后，她在王⾯前⽤奴隸和國王的價值作衡量，就可以為⾃⼰和
族⼈求情嗎︖

王並沒有⽴即的回覆，經⽂說他到了御園，擴⼤版聖經提到，他在思考衡量（消滅猶⼤族之於
統治各族間的價值），推測哈曼的計謀直接威脅到他的王后，同時也踩到王權的界線，因⽽處
決了哈曼。不過哈曼⼀⼈的死，並無法解除已通知公告到波斯王國各省猶⼤⼈的危機。直到以
斯帖⼆次在王⾯前祈求。

創世記故事背景：尋求神的⼼意 

末底改和以斯帖是隨著猶⼤國遭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滅，被擄，屬《便雅憫⽀派》，離
散住在異邦，後又被波斯帝國統治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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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珊城有⼀個猶⼤⼈，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憫⼈基⼠的曾孫、⽰每的孫⼦、睚珥的兒⼦。
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猶⼤王耶哥尼雅和百姓從耶路撒冷擄去，末底改也在其內。

末底改撫養他叔叔的女兒哈⼤沙（後名以斯帖），因為她沒有⽗母。這女⼦又容貌俊美，
她⽗母死了，末底改就收她為⾃⼰的女兒。（斯2:5-7）

⽽便雅憫和猶⼤之間的故事，讓我們回想起先祖⼿⾜之間的痛苦記憶。

猶⼤提議賣約瑟作奴隸 

創世記37章，猶⼤建議說服其他兄弟，把深受⽗寵愛之妻拉結的兒⼦約瑟賣作奴隸：

猶⼤對眾弟兄說：「我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有什麼益處呢︖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
實瑪利⼈，不可下⼿害他，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骨⾁。」眾弟兄就聽從了他。
（創37:26-27）

猶⼤的建議是，站在兄弟們的利益，若殺了骨⾁約瑟的代價太⾼，不如把他賣作奴隸。

猶⼤為便雅憫和⽗親請求 

創38章，猶⼤經歷了她瑪事件後，在第⼆次糴糧，帶著⽗親所不捨的便雅憫前往，約瑟⽤策陷
害便雅憫，以此試探他兄弟們的反應。猶⼤成為站出來，願意擔罪，為便雅憫和⽗親請求赦罪
的兄弟，其中他說：

……恐怕我看⾒災禍臨到我⽗親身上。（參：創44:34）

這句話和以斯帖為猶⼤族⼈的代求是同樣的句型，她向王流淚哀告說：

我何忍⾒我本族的⼈受害，何忍⾒我同宗的⼈被滅呢︖」（以斯帖記8:6）

聖經教師Rabbi David Fohrman說明以上這兩句經⽂是⼀樣的句型，以斯帖⽤⼀樣的句型，為
猶⼤⼈代求。

何忍⾒災禍臨到我本族的⼈（⽗親）身上︖

回到創世記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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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約瑟遇害傷⼼的⽗親，猶⼤從失寵之妻利亞的兒⼦，成為為受寵卻恐遭害的便雅憫代求的
身分，猶⼤選擇離開隔絕的關係，⽤⾃⼰⽣命作為贖價，他想保全⽗親和⼩兄弟便雅憫的⽣
命。猶⼤所的衡量對以⾊列家族更⼤的價值和利益，以致於他能為便雅憫代求。

同樣的以斯帖，察覺到猶⼤族⼈的⽣命，將⾼過她作為王后身分帶來的榮華富貴，她置⾃⼰的
⽣命之外來護衛族⼈更⼤的利益。妥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便雅憫的後裔以斯帖，為猶⼤群體
族⼈求⽣命。

代求的智慧 

憑什麼猶⼤相信他描述家庭的歷史悲劇，可以得到⼀個外邦宰相的認同呢︖（雖然那埃及宰相
是約瑟。）同樣的，以斯帖有什麼把握為族⼈祈求的說詞，可以改變亞哈隨魯王的⼼呢︖

這些『話術』都不是來⾃技巧很⾼的詞藻，妥拉引導我們看⾒，⼦民唯⼀能信靠的是以⾊列的
神，祂才是真正的掌權者，祂已應許為與祂有盟約的以⾊列爭戰：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做紀
念，又念給約書亞聽。」摩西築了⼀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
誓，必世世代代和亞瑪⼒⼈爭戰。」（出17:14-16）

猶⼤的回轉，也許是因為他看⾒⽗親對寵愛的妻⼦拉結所⽣的兒⼦約瑟傷⼼，超過他看⾒⾃⼰
失寵的悲傷或憤怒。猶⼤的回轉，也許也是因為她瑪，讓他從欺騙者（賣約瑟）、假冒偽善的
⼈，回轉並重新回到神與先祖的盟約關係中，作信實守護約的⼈，超過他想隱瞞⾃⼰在外邦媳
婦前的羞愧。因此猶⼤⽤⾃⼰的誠實為性命，為換得便雅憫的⽣命，他揀選⽣命，與神同站
⽴，作仇恨的終結者。

同樣的以斯帖選擇和她的族⼈⽣、死與共，她說：『死就死吧。』當我們連結於創世記雅各家
過往的悲劇，更可以理解⼀個拉結的兒⼦便雅憫的後裔以斯帖，為利亞的兒⼦猶⼤的後裔代求
是何等的寶貴，以斯帖站在神的利益，知道神的拯救會更加的整全，既使他們的身份是被擄異
邦。這些離散住在列國中的後裔，有妥拉、安息⽇，他們知道與以⾊列⽴約的神——耶和華才
是他們真正的王與國度的歸屬。

終極的仇恨終結者 - 耶穌 

耶穌，祂又是怎麼教導⾨徒，來成全妥拉呢︖耶穌站在⽗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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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命的，就失喪⽣命︔在這世上恨惡⾃⼰⽣命的，就要保守⽣命到永⽣。（約翰
福⾳12:25）

於是，耶穌對⾨徒說：「若有⼈要跟從我，就當捨⼰，背起他的⼗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
要救⾃⼰⽣命的，必喪掉⽣命︔凡為我喪掉⽣命的，必得著⽣命。 （⾺太福⾳16:24-25）

這兩句經⽂，都指向⼀個重點，神的意思是，更多⼈的救贖，在盟約裡的確據，是通過耶穌，
才能真正讓⼈得著"『有祂永活⽣命在裡⾯』的⽣命"：

耶穌說：「⼈⼦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粒⿆⼦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粒來。（約12:23-24）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
思，只體貼⼈的意思。」（⾺太福⾳16:23）

但是耶穌是如何做到終解仇恨呢︖以賽亞書53章，整篇章提到這位受膏者將傾倒⼰命，⼀切勞
苦的功效，只為了擔當所有⼈的罪孽。

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賽53:12b）

祂是獻祭的羔⽺，願意以⾃⼰為贖罪祭作多⼈的贖價，祂是⽗的獨⽣愛⼦，祂單單體貼⽗的意
思。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後裔，並且延長年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中亨通。（賽53:10）

禱告：現今，列國中各⾃打算各⾃的利益中，並不求神的利益，如同詩篇⼤衛所說，要抵擋耶
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齊起來，臣宰⼀同商議，要抵
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詩2:1-2）

我們真的以為耶穌受了虧損，疏不知那成了眾⼈的利益的，也是神的利益！神親⾃⽰範捨⼰，
能帶來利益與真理合為『⼀』，因此揀選⽣命，不是世⼈所想的。

但世⼈以為的利益，神也能翻轉成為祂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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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不想⼀個⼈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他這話不是出於⾃⼰，是因他
本年做⼤祭司，所以預⾔耶穌將要替這⼀國死。（約11:50-51）

祂替我們死，因祂將我們看作祂擺在祂⾯前最⼤的喜樂：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
以成為富⾜。（林後8:10）

默想經⽂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證⼈，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
的罪，存⼼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
在前⾯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這
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來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