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希米記-第八章 

   耶路撒冷的城牆修葺好，城外的居民亦遷回城內居住，尼希米開始鞏固猶太人的信仰生命，

他召集百姓在水門前的廣場集合，是有心意的，因為在禮儀上視為不潔淨的男人與婦孺都可以

參與，如果聚會在聖殿內舉行，這些人會被拒絕進入聖殿集會的。另外，尼希米亦安排以斯拉

在七月初一宣讀律法書，是因為七月是猶太人的新年，亦有多個節期，包括首日有吹角節、七

月十日有贖罪日、而七月十五至二十二日有住棚節。 

 

  以斯拉在水門前的廣場，與十三位同工站在木臺上，宣讀摩西的律法書，從早上到中午，讓

百姓明白神的誡命、律例、典章。該十三位同工應該不是祭司或利未人，而是會眾的代表，另外

還有十三位利未人，協助以斯拉教導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知道自己犯罪，沒有遵守律法，就悲哀哭泣。然而，以色列民眾守聖日要獻平安祭，慶

祝亦自然離不開吃喝，尼希米吩咐百姓不要哭泣，因是主的聖日，應當「去吃肥美的肉，喝甘

甜的酒」，要百姓存歡樂的心去慶祝。另外，在這快樂的日子，民眾要慷慨地與貧窮人分享他

們的美食，讓每個人都可以歡度新年，彼此分享是以色列群體的特點。 

 

  百姓為自已及國家的罪而憂愁，固然是一種自省的表現，值得欣賞，但尼希米教導他們，要

靠著神而得喜樂。喜樂是神的恩典，也是祂的屬性。在此聖日應要靠神得喜樂，因為百姓在神

的怒氣中仍得到保護，亦是人民盼望的基礎，這就是喜樂的根源。 

 

  次日，眾百姓的族長、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以斯拉面前，為要更明白律法書的內容，因為

他們從律法書中得知需要守住棚節，住棚節除了慶祝豐收之外，亦是記念猶太人出埃及時，神

在曠野對他們的照顧。尼希米聲稱「從約書亞的時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實際上

，猶太人從來沒有不遵守住棚節的禮儀，為何尼希米這樣說呢 ? 尼希米沒有否定大衛、所羅門

、歷代君王、或所羅巴伯所舉行過的住棚節，而是民眾在以斯拉宣讀完律法書之後，民眾的屬

靈生命被喚醒，並且在住棚節中每天都讀律法書，這種群眾屬靈甦醒的場景，是以往的住棚節

中從來未見過的。 

 

  昔日，民眾的屬靈復興不是依靠一個節期活動，亦不是從與人分享食物的信仰實踐而獲得，

而是藉著聆聽神話語作為開始，實踐信仰作為屬靈復興的延續。也是今天講壇上經常講的「聽

道、行道」，信仰的復興不是推行多元化的活動、也不是團契的聯誼，而是紮根於神的話，然後

以喜樂的心去實踐主的教導，這才是信仰復興的根基，離開了神的話，就沒有復興的可能。今



天，教會如果想信徒的生命復興，就必須專注於神的話，也就是講壇的信息，以及主日學的質

素，這是惟一、亦是最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