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帖記概論】  

一、 書名  

以斯帖記從書中主角得名， 猶太人稱這書為' 以斯帖書卷'， 因猶太人在節日中所讀的五卷書， 其中一

卷就是以斯帖記。 

 

二、 作者  

本書作者是誰， 學者對此意見不一， 有的說是以斯拉， 亦有說是尼希米所寫，但從本書九章二十節

‘末底改記錄這事，’和二十三節‘猶大人，按著末底改所寫与他們’的話看來， 本書很可能是未底改

所寫。  

 

三、寫作時地和背景 

時間：大約寫於主前 470 年至 460 年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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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整個猶太民族遭遇了滅族的危險。 

地點：波斯地。  

背景：書中記事發生在波斯王亞哈隨魯（ 即薛西斯'Xerxes'） 時代（ 主前 486－464 年）， 應在以色

列人第一次及第二次回歸之間（以斯拉記六章至七章所載的時間中間）。當時回歸之人只是少數， 散居

在波斯國的各省或其統治版圖尚有數百萬以色列人面臨一次全族盡滅的危機。因亞哈隨魯王手下的寵臣哈

曼十分憎恨猶太人， 獻重金給這位好大喜功的帝王， 交換准他殺滅猶太人的諭旨。可是藉著一位默默無

籍的未底改和一位弱小俊美的女子以斯帖， 揭發陰謀， 扭轉危機， 將殺人的凶日、死亡之日， 變成歡

度勝利的日子， 改寫了整個以色列人的歷史。 

 

四、主旨 

這卷書的主要寫作目的，是要紀念普珥節(Purim)，寫出導致這節日產生的所有事件，並強調神拯救了猶

太人免於滅族，所以猶太人歷世歷代都要紀念這個蒙拯救的日子。本書屬靈的目的，顯示神的手掌管一切

一切人、事、物，又顯示神明顯的或是隱藏的眷顧及保守祂的百姓，無論他們置身何處。本書雖然沒有一

處題到神的名字，卻處處記著神的作為。正像有一位認識神的弟兄說，‘假若神的名不在書中，祂的手卻

必定在書中。 

 

五、本書重點 

（一）本書不但為教會中歷代的經典家所公認是聖經之一卷，而且它在猶太人中被認為非常重要，它在聖

經中的地位僅次于五經。本書與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為猶太人被擄後的三卷歷史書。前兩卷是記載

神的子民在猶大地的歷史， 本書是記載神的子民在外邦地的歷史。前兩卷是說到神如何眷顧那些

回歸的遺民， 本書是說到神如何保守那些散居在外邦各地的遺民。舊約聖經中被擄以後的書一共

有八卷：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前三卷是被擄後的歷史書； 後五卷則是被擄後的先知書。 

（二）以斯帖記在聖經中是一本奇特的書， 因其中全無神之名字出現；而且有的地方似乎本應該題到

神，可是它故意避免題到。這正是它的美點，并不是缺點。因為我們的肉眼在本書的字句中的确找

不出有神，可是我們信心的眼在它所記的每一件事中都看見有神。本書中情節曲折離奇， 萬分緊

張， 當係與生死只一發之間， 事情急激變化， 化險為安， 都因那位掌管一切、 全能的神暗中

的作為。即便是一件極普通的小事， 也可看出神的工作。例如： 亞哈隨魯王那夜失眠的事； 又

因而讀到未底改救王有功的歷史（六：1－3）。表面看來是何等瑣碎， 不值一提， 但卻因此阻止

了哈曼陷害未底改的陰謀。 

（三）在本書許多事情的背後，我們可以看神怎樣通過人，藉著祂主宰的權柄，實行祂的旨意。諸如： 

王后瓦實提違背王命不肯在狂飲的國宴中出現， 激發王怒而被廢， 導致以斯帖被選為后； 在緊

急關頭以斯帖違例入宮見王， 蒙王施恩伸出金杖； 哈曼為欲將未底改處死的 75 尺高十架竟成了



自己的刑具等等； 處處看見那掌管一切， 在大事或小事上， 明顯地或隱藏地眷顧、 保守他的百

姓。我們一生中許多時刻， 或許也會陷於毫無準備的危機中， 或又會遭遇到任何不測的巨變， 

若果我們肯信靠祂， 雖不知神會怎樣作， 何時作， 但總相信他統管一切， 讓那肉眼看不見的神

作主作王， 到了時候便會經歷祂的拯救， 從不遲延。 

（四）本書中許多事情的背後，我們可以看見撒旦利用他所授意的人，要毀滅神的子民。哈曼是亞甲人，

是以色列的宿敵亞瑪力人的後裔（撒上十五 8），因此他仇恨猶太民族。表面看來，哈曼有意加害

未底改，似乎是出乎一個普通的原由，只因未底改不肯在朝門向他跪拜。但這事顯然是出乎撒但，

藉著哈曼心中深切的仇恨，開始布置惡毒的陰謀，要全然剪除，殺戮滅絕猶太人(斯三 13)。 若是

他的計謀成功，就沒有神的子民像以斯拉、 尼希米的第二代回歸故土的人，恢復建造聖殿與城墻

的工作。更重要的， 有關彌賽亞的預言就不能應驗， 主耶穌也就根本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恆。歷代

以來， 撒但常利用人作它殺害神兒女的工具。但感謝神，祂施恩典憐憫，興起末底改，以斯帖在

爭戰中得勝。 

（五）本書第四章指出扭轉神子民危機的幾個因素：  

(1) 願作神的器皿（四 13，16）－－一切雖全在神的掌管之中，可是未底改和以斯帖必須積極地

參與救援的行動。感謝神，他們不顧自己的安危得失， 只求神子民的好處，因而使神的旨意得以

成就。 

(2) 把握時機盡好本份（四 14）－－未底改和以斯帖也作了合適的安排， 以合適的人選， 在合

宜的時間， 說適當的話。我們不可走極端， 只仰望神而不盡該盡的本分。 

(3) 禁食禱告（四 16）－－ 以斯帖、 未底改和全書珊城的猶太人禁食禱告， 不憑靠血氣的辦

法， 乃謙卑俯伏、 專心依靠神。這樣的同心合意的禱告，神豈不應允呢？ 

末底改在關鍵時刻，適時地提醒和勉勵以斯帖，讓她明白神呼召她的目的和心意，使她能臨危受

命、挺身而出。求主賜下更多的末底改在我們身邊，勉勵我們在黑暗、絕望中仍能沉穩、伺機而

動。 

 

六、 鑰字和鑰節 

鑰字：禁食， 四：3，16。本書有兩個鑰字──神和禱告，可是都沒有在書中題起過一次。 

鑰節：一、 四：3 ：二、 四：14－16  

 

七、分段  

以斯帖記所記的一切事，都各自圍繞著不同的筵席（一、二、五、七、九章），並且与猶太人的命運發生

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書根据那三個筵席，可以分成三大段：亞哈隨魯王的筵席、以斯帖的筵席、普珥節的

筵席。 

（一）亞哈隨魯王的筵席──神的預備，猶太女子以斯帖被選為后  一至二章  

（二）以斯帖的筵席──神的干預，猶太人受滅族的危機   三至七章  

（三）普珥節的筵席──神的得勝，猶太人蒙拯救    八至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