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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歸正福音教會 

主日學課程 

第三季、二零一四年 

簡介舊約以色列的歷史 

第九課：被擄歸回的時期(到瑪拉基書) 
幾個重要的年代： 

南、北分國(931/930 B.C.)→北國以色列亡(722 B.C.)→南國猶大亡(586 B.C.)→ 

頭一次被擄歸回(536 B.C.)，由所羅巴伯率領→ 

以斯拉帶領一批百姓歸回(≈458 B.C.)→尼西米帶領一批百姓歸回(≈445 B.C.) 

 

被擄期間： 

但以理(606-534 B.C.)和以西結(592-571 B.C.)在被擄時期作先知，當時他們

所在之處均屬外邦地。 

1．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第一批被擄的人群當中，那時是 605 B.C.；他們被

帶到巴比倫皇宮裏受訓當差，學習迦勒底的文字語言，以及宮廷禮儀等。

據推測，當時但以理大概只是一個十幾嵗的少年人。 

2． 「但以理」這個希伯來文的名字，其本身帶有“我的上帝是審判者”的

含意。〖他被改了個名字，在迦勒底文裏叫「伯提沙撒」，意思是巴力

所喜悅的人。那麼，到底他是誰所喜悅的人呢？What is in a name?〗 

3． 但以理作先知的時期相當長，橫跨七十年左右，606-534 B.C.；歷經巴比

倫王朝、瑪代和波斯王朝。 

4．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認出來，並承認但以理裏頭乃是有「聖神的靈」

(但四 8-9，18)。〖對比法老王指著約瑟所說的話，「像這樣的人有神

的靈在他裏頭」，參看創四十一 38。〗 

5． 先知以西結三次提到但以理的名字，參看結十四 14，20；二十八 3。 

6． 在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分類上，但以理書列在歷史書(The Hagiographa

裏的 Historical books)類中。〖The Hagiographa 即 Sacred writings 之意。〗 

7． 從篇幅來看，但以理書並不長；但是，就其内容來看，所涵蓋的世代則

從當時的巴比倫帝國起，經過波斯、瑪代，希臘、羅馬等帝國，直到世

界的末了。〖用尼布甲尼撒王夢中所見的大像為例，那些世上的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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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屬金、銀、銅、鐵、泥。而但以理書中的主旨，在於宣告上帝所立的

國度，永不敗壞，也永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即有非

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參看但

二 44-45。〗 

8． 以西結則在 597 B.C.被擄，五年之後，即 592 B.C.，蒙召作先知，參看

結一 2。擔任先知的時期約在 592-571 B.C.之間。「以西結」這個希伯來

文的名字，其本身帶有“神是力量、神加力量”的意思。 

9． 這兩位先知都在國家將要滅亡之前被擄；也都在不久之後，親眼看見了

自己的國家破敗。所以，他們傳講的信息裏，都提到了有關神的國度的

應許。 

聖經裏提到了三次被擄歸回的記錄： 

1． 所羅巴伯、設巴薩(536 B.C.)：一起歸回的還有大祭司約書亞；開始重

建祭壇、聖殿。内外阻力都大，結果工程停頓了十六年之久。到了 520 

B.C.，耶和華上帝興起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透過先知的信息，責備並

復興百姓，同時激動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之百姓

的心，為耶和華神的殿作工。 

2． 文士以斯拉：大約在 458/457 B.C.左右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建造比較不

是外在的工程，而是靈性的復興，教導律法，重修家譜等等。 

3． 尼希米：在波斯朝中擔任酒政；那時，波斯帝國的國君是亞達薛西王

(Artaxerxes I, 465-425 B.C.)；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即 445 B.C.，允准尼

希米所求(參看尼二)，差尼希米回猶大地去。他作了猶大的省長，重新

建造、修復耶路撒冷城垣。之後，尼希米曾回返書珊；又在 432 B.C.回

到猶大再一次擔任省長的職位。 

4． 在被擄歸回期間，蒙召作先知的，有哈該(520-??? B.C.)和撒迦利亞

(520-518 B.C.)；瑪拉基(≈433-425 B.C.)。那個時代期間寫下來的書卷，

除了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之外，還有歷代志上、下，以斯拉

記、尼希米記和以斯帖記。據信歷代志上下的作者就是文士以斯拉。在

希伯來(舊約)經典裏，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原本並未分開，而是合成一

本書卷的。歷代志上下也是合成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