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帖記-第一章 

波斯王亞哈隨魯的希臘名字叫薜西，父親是大利烏大帝，母親是古列的女兒阿托薩。

他從父親手上繼承了一個龐大的帝國，當時波斯的版圖從印度開始，經過東部延伸到

北非、埃及、呂彼亞、古實。而西北面包括了整個小亞細亞，橫跨亞美尼亞。經文形

容波斯統治了一百二十七個行省，但實際上應該只有二十至三十個，一百二十七個應

該是較小的行政區域。擺設宴席的書珊城佔地十英畝，是大利烏王建造的王宮，不過

只限於冬季才會作為波斯的首都，因為夏季的溫度高達攝氏 60 度，不適合任何的活動

進行。 

 

 君王主辦極盡鋪張的盛宴在當時代是常見的事，典外文獻曾經記載過，亞述王曾在

十日內款待過七萬人的記錄，而波斯亦曾有款待一萬五千賓客的記載。經文提到一百

八十天的宴席是招待波斯的貴族、政府中的大臣、高級軍官，以及各省的總督。跟著

之後的七日宴席，應該是招待書珊城內的百姓或較低級的官吏，範圍亦只限於在皇宮

內的花園進行，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人心，以及展示君王及帝國的威嚴及尊貴。 

 

 亞哈隨魯在最後一天，要求王后瓦實提戴著冠冕到王的面前，好讓各賓客都見到她

的美麗，然而瓦實提卻不肯遵從，亦成為她被罷免的導火線。經文沒有透露王后拒絕

的真正理由，但禁宮與外界是有嚴格的隔離措施，法律禁止外人直視王室女子的臉面。

這時代的波斯女子必須乘坐密閉的車輛出入，以免暴露於一般人的目光底下。因此，

亞哈隨魯對王后的要求，就是侮辱她王室的尊嚴及身份，把她暴露在眾人面前，比要

她向眾人下跪更具侮辱性。根據典外文獻的資料，薛西王當時的王后不是瓦實提，而

是亞美翠絲，因此有學者認為作者是混合了歷史事實與虛構的情節而編寫以斯帖記。 

 

 亞哈隨魯被拒絕之後勃然大怒，詢問身邊通曉律法的大臣，按照法例，應如何處理

呢 ? 大臣們不認為是亞哈隨魯對王后在道德上的不尊重，反而認為是王后對王的藐視，

無視王的命令，更推斷到全國的妻子都會效法王后的藐視行為，會令帝國的紀律大亂。

大臣們建議王降下諭旨，廢除瓦實提王后的身份，並通令全國，無論丈夫是尊貴或卑

賤，凡作妻子的都必須尊敬他。經文在這裡提到諭令是永不能更改的，亦成為日後對

猶太人滅族的諭令埋下了如何解決的伏筆。 

  

 王后瓦實提被廢，是始於亞哈隨魯在第七日飲酒，心中快樂之後的一個意念，王的

一個隨意的意念可以改變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有權勢的人就更甚。亞哈隨魯其實可以

收回要求，或者不追究王后對她的拒絕，他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去處理這次事件。然而，

他卻訴諸一個不可更改的法律權利。亞哈隨魯是否反映著今天一部分的人，他們隨心

而說，隨心而行，標榜著個人的自由，聲稱這是他們的權利。 

 

 願意我們回顧一下保羅的教訓：「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這自由當作放

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信徒的自由與屬世的自由是不同的，屬世的

自由是為個人的隨心所欲而設，信徒的自由是為服侍別人而設。一旦信徒錯用了這自

由的本質，就遠離了主耶穌的心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