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帖記-第三章 

 一心要滅絕整個猶太民族的人叫哈曼，他是亞甲人，是猶太人的宿敵。在撒母耳記

上十五章曾記載過，耶和華命令掃羅要將亞瑪力族滅絕，但掃羅卻憐惜亞甲，沒有將

他殺死，直至撒母耳的介入，才在吉甲將亞甲殺了。而末底改是便雅憫人，掃羅就是

他的先祖了。從這個背景去看，就稍為明白哈曼為何要針對末底改及猶太民族了。 

 

 哈曼被亞哈隨魯看重，晉升至高位，因此所有臣僕及官員都需要向他跪拜，以示對

這身份的尊敬，惟獨末底改不跪不拜。末底改不跪拜的理由，是否因為哈曼是亞瑪力

族的後裔呢 ? 這理由是很牽強的，猶太人在入迦南時，耶和華的確要求猶太人滅絕當

地所有的民族，但最後不成功，有很多民族都留在迦南生活。而經過亞述、巴比倫及

波斯的入侵，昔日迦南地的所有民族，都己成為亡國奴，全部都受波斯所管轄。如果

末底改因為昔日先祖沒有徹底滅絕亞瑪力人，感到愧疚，因此今天就拒絕向亞瑪力的

後裔哈曼跪拜，這理由實在令人費解。 

 

當哈曼知道末底改是猶太人之後，就決意要加害末底改以及整個猶太民族。他首先

以掣籤的方法去擬定滅絕猶太人的日期，就是十二月(亞達月)，然後訴諸一個「不守

王的律例」的罪名，用來滅絕整個民族。哈曼並向亞哈隨魯表示要捐出一萬他連得的

銀子，以行賄的手段去促成此事。亞哈隨魯對此事沒有經過任何的調查就答允了哈曼

的請求，並摘下戒指交給哈曼，好讓他在諭旨上用王的戒指蓋印，並通令全國知曉，

如期執行。王的諭旨在正月十三日發出，訂於十二月十三日執行，當日一百二十七個

行政地區要將所有猶太人，無論老少、婦女或孩子，全然剪除滅絕。諭旨一旦發出，

不能收回，這是第一章埋下的伏筆，猶太人如何可以逃避這場滅族的浩劫呢 ? 

 

亞哈隨魯的隨意性又再顯露了，要訂一個民族的罪，以及滅絕一個民族，可以這麼

草率的嗎 ? 在第二章的結尾記載過兩個太監要下手害王，也經過查究之後，才把二人

掛在木頭上，更何況是整個民族的罪行，豈有不查明之理。另外，一個民族如果對王

真的有威脅，會作亂，要鎮壓，王直接下旨即時處理便是，無需等待十一個月之後才

執行，更無需哈曼捐出一萬他連得的銀子。可見亞哈隨魯對人的無情及冷漠，視人命

如草介，以及他對事情的決定是不符合情理的。 

 

哈曼對末底改的報復固然有其歷史的因素，但己是祖先的歷史了，現在彼此都已淪

為亡國奴，為何仍不能嚥下這口氣呢 ? 縱然末底改對哈曼不跪不拜，那仍可只針對個

人，無必要向整個民族報復。雖然整個書卷中沒有神的名字出現，亦沒有神的蹤影，

但卻見到敵對神的邪惡勢力。哈曼的邪惡在於要滅絕神的子民，從信仰角度看，他就

是神的敵人，他以不法的手段使猶太人與耶和華在地上的聯繫消失，使神的名不能透

過猶太人在地上彰顯。因此，以斯帖記表達了一種屬靈的爭戰，只是神隱身在我們見

不到的位置而已。 

 

今天，信徒亦遇到不同形式的哈曼，想滅絕我們與主的關係及聯繫，破壞我們在地

上為主作見證的心志，我們需要看看末底改及以斯帖如何能夠反敗為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