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希米記-第三章 

    尼希米的修建工程開始了，眾人分工合作，由羊門開始，以逆時針方向建造，最後亦在羊

門結束。聖殿和王宮都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面，是以色列信仰、政治、文化、經濟、質易等活

動的中心，亦是城內與城外的主要交通要道，因此由大祭司以利亞實負責，他是所羅巴伯回歸

時大祭司耶書亞的孫兒。 

 

   西面的城牆很接近基遍、米崙、米斯巴等地，這三個地方都是河西總督管轄的範圍，城牆的

防禦工作不僅關係到猶大民族的復興，也牽涉每一個耶路撒冷民眾的安全，因為城牆是否堅固

與他們能否生活安定息息相關。因此，基遍人、米崙人、米斯巴人，都自然及積極地投入修築

城牆的工作。東面的城牆有泉門，西羅亞池就在此城牆下，而伯夙(叔)在希伯崙，是王陵的所

在，歷代君王都葬在這裡。 

 

   尼希米運用了他的恩賜，動用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參與這次的建造工程，包括祭司、利未

人、守門人、平民、以及金匠、做香料的，以及商人等的專業人士，由於萬眾一心，以及同心

合意，因此，僅以52天就完成了整個防禦事工的工程。而且他們發揮了分工合作的精神，儘

管各人修建的範圍及工作的細節不同，也都服從領導，按著整體的規劃施工建設，在配搭和諧

下，為重建聖城貢獻一份力量。 

 

  不論人民或官員，城內還是城外的居民，都盡力建立城門、架橫梁、安門扇閂鎖、蓋門頂、

修牆垣(緩)、修築城牆，大家都各盡其職，使工程井然有序地按照計劃分段施工。工程既浩大

，工序又繁多，所牽涉的範圍又廣，亦動員不少人力，以52天的時間，能夠完成耶路撒冷城

牆的重修工程，可以看到尼希米在組織、策劃、管理、動員、監督上都有極好的恩賜。 

 

    今天，像尼希米這類的屬靈領袖實在不多見，尼希米是一個事工型的領袖，他一抵達耶路

撒冷，就單獨去視察，從視察中已製訂計劃，然後按需要物色人手，發出呼籲，招聚人材，分

配工作及擬訂監督系統，讓每一步驟都能按計劃完成。此外，他亦是屬靈領袖，他對耶路撒冷

有負擔，為耶路撤冷及同胞的遭遇而痛哭、禁食祈禱，他勇於向王表達心意，亦願意回應神的

呼召，承擔使命。 

 

    今天的教會，欠缺了像尼希米這樣的領袖，尼希米最大的恩賜就是讓大部份的百姓都參與

了神的重建計劃之中，讓每一個屬神的子民在重建過程中都體驗與神同工的經歷，從事奉中將

百姓的屬靈生命提升，並達致合一的信仰精神。事工化的活動，並不能構成與神同工的體驗，



更不能使信徒的屬靈生命提升，甚至連事奉者之間的合一感也欠奉，但教會總喜歡舉辦多而又

多的事工化活動，這不是信徒的責任，而是屬靈領袖的責任，亦受領袖的恩賜所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