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基本信息： 

▪ 内容：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被掳归回之后犹大的重建和改革。 

▪ 历史范围：从第一次归回（公元前539/538年）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尤其是公

元前458-前430年波斯王亚达薛西统治期间。 

▪ 重点：尽管遭遇反对，第二次修建圣殿仍然得以竣工；尽管遭遇反对，耶路撒

冷城墙仍然得以重建；异族通婚和丧失民族特征的危机；在被掳归回耶路撒冷

的人当中，需要重申圣约以及对改革的关注。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概要 

        正如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一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在英文圣经中以两卷

书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们在希伯来圣经中原本只是一卷书，直到进入基督教时代后才

被分开。因为这两卷书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而非两个故事，所以放在一起阅读会有

益处。 

        这部书的作者—编者（可能是尼希米自己）使用以斯拉和尼希米（书卷中使用

“我”第一人称，是颇引人注意）的回忆录，再加上书信和各种名单，记录了犹太人

在公元前458—前430年间改革的故事。改革包括修建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再次给

“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定出了边界，尼1:9；参申12:5,11)，忏悔与异族通婚，

和以宣读律法书为重点重申圣约的仪式等。作者借此给我们留下了被掳归回之后最重

要的犹大历史资料。 

       留意叙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转换，你就可以很容易地跟上叙事的思路。

这卷书以回顾七十多年前重建圣殿（公元前538/ 537－前516年）的历史事件为开端，

以几份档案资料为基础，对历史的回顾强调了波斯王在圣殿竣工这件事上所起的重要

作用。同时，作者稍微离题(4:6-23)，插人了后期重建城墙面对的阻挠，也是以斯拉

和尼希米所面临的更直接的一个问题。作者借这种文学手段，将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

这些事件均遭到相同势力的阻挠，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以斯拉回忆录（拉7—10章）首先将以斯拉置于亚伦的血统之下，因而他是属于

祭司的后裔，接着记载他和其他人一起在亚哈薛西王的支持下回到耶路撒冷（于公元

前485年）。与异族通婚被认为是引人偏离神，转去跟随别神的主要源头。在围绕这

个问题的斗争中， 这里的关注点是要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重建一个敬虔的社区。 

        尼希米回忆录（尼1一7章）的第一部分讲述了耶路撒冷城墙在面对各种派别强烈

阻挠的情况下得以重建的故事，这些阻挠甚至来自居住或者重新定居在这里（融合了

不同宗教）的部分犹太人。这卷书以重述以斯拉记开始部分（拉2章）回归者的名单结

束(尼7:6- 73)。 

       接下来是叙事的高潮部分（尼8—10章）一一圣约的重申仪式以恢复住棚节开始，

这个节期持续了24天（8章），全民认罪（9章）， 首领签名立约，立志要遵行“神借

摩西所赐律法”的所有内容（10章）。 

       这卷书另外列出两个名单（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新居民的名单，祭司和利未人

的名单）之后，以尼希米回忆录的第二部分结束。这个部分描述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奉

献礼和末后改革的部分内容（13章）。 

 

阅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具体建议 

        在阅读以斯拉记一尼希米记之前，鉴于这卷书与历代志所处历史时期和宗教背景

相同，你可能需要回顾一下历代志上、下“阅读建议”部分对这段历史时期的介绍

(83-84页）。你要留意叙事中的几个重点，这会是你理解这卷书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作者（表现出他采用资料的主要来源为以斯拉和尼希米）对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信仰的纯洁性极为关注，这与迄今为止前面的各个书卷相符。这种

纯洁性在遵守“神的律法书”中的这些诫命上可以看到。这卷书中提到的一切改革均

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上，以斯拉记10章和尼希米记9-10章有关悔改的部分也惟以律法的

话为依据。这也说明了这卷书强调祭司和利未人（如在历代志中）的原因。教导律法，

并维护敬拜的纯洁性是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 

       改革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的民族身份正处在危机之中：谁是神百姓真正的余民？

谁在真正意义上可以延续过去？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够对异族通婚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拉9-19章；尼9: 2; 10: 28-30；13:23-28）有更好的理解。因此，以斯拉记一尼希



米记大部分内容关乎群体建设的提议并不离题，实际上，这卷书讲述的就是在过去宗

教实践的基础上重建属神的群体的故事。 

        民族身份所面临的危机也是满怀热情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背景。城墙并不只是为

了将不喜欢的人挡在外面；在古代，城墙设定边界，也给了城市及其中居民一个身份。

在尼希米生活的时代，大卫之城，也就是神选择作为其名所居之所的耶路撒冷，是以

色列民族的宗教身份的根本象征（这是贯穿诗篇的主题）。 

         最后，在重新献给神的城里（新国际版圣经中尼希米记3:1中"dedicated”一词

指“献“圣物之意），一个属于神的洁净的民族在被洁净的圣殿中敬拜神，对此的关

注也是理解犹太人对待波斯诸王（有些矛盾的）态度的背景。一方面，以色列民，即

便那些已经回归的人，通常被称为“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总体上缺乏作为一个民族

的独立地位，因此感到难过（“奴仆“，拉9:9；尼9:36）。另一方面，他们完全知道，

圣殿和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只是由于波斯统治者的保护和法令才有可能得以重建，

这使他们可以免受反对势力的搅扰。因为居鲁士下令修建圣殿是以斯拉和尼希米的主

要内容，也就是建造城墙—这次以亚哈薛西王的信为根据（尼2:7-9)一一的引子，所

以以斯拉记1—6章叙述了圣殿的建造。 

 

总结：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通过描述在耶路撒冷的改革是如何启动的，将圣经故事大

大向前推动了一步。耶路撒冷的改革是后来犹太教的基础，耶稣和早期教会均出于犹

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