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希米記-第十二章 

   十二章的上半部分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單，第一份名單記錄回歸時在職的大祭司耶書亞，以

及與他一起回歸的祭司和利未人。第二份名單記錄大祭司約雅金任職期間，祭司家族和利未家

族參與的服事。下半部分是回歸群體在祭司和行未人的帶領下舉行城牆奉獻典禮，又按照律法

規定把祭司和利未人當得的分歸給他們。 

 

  根據本書第七章及以斯拉記第二章的紀錄，與所羅巴伯一起回歸的祭司只有四大家族，即耶

大雅、音麥、巴施戶珥和哈琳，但在大祭司耶書亞的任期內，在聖殿事奉的祭司家族已經有二

十二家，後來又增加至二十四家了，他們一起經歷聖殿的重建。 

 

  以色列沒有王的時候，歷史的紀錄是以在任大祭司的名字作定位，而不是以利未人的名字作

定位。本書作者提供了兩個資料來源。首先是由大祭司以利亞實、耶何耶大、約哈難、押杜亞的

任期內，利未人的族長名字都記在冊上。另外一個來源是從波斯王大利烏開始記錄利未人的族

長。對於利未人以家族為單位供職，作者指出這種安排是始於回歸之後，由於他們的職責是以

家庭為單位，所以這份名單只有幾位族長的名字。 

 

  神揀選利未人在聖殿中服事，輔助聖殿的敬拜，在城牆奉獻禮中，他們是主要的工作人員。

過去與所羅巴伯或以斯拉一起回歸的利未人相當少，就算歸回，都不在耶路撒冷定居。因此，

城牆的感恩慶典既在聖城舉行，自然需要召集他們回來一起參與。民眾用盡方法，把散居在耶

路撒冷城外的利未人帶回來，協助奉獻城牆的典禮。 

 

  尼希米帶著很多人在城牆上遊行，遊行的隊伍分成兩隊，秩序井然。兩支隊伍的成員平均分

配，只是在第一隊加入經學家以斯拉。第一隊向南走，第二隊向北走，每隊前排有詩班，詩班

後面有聖樂隊，前面的人歌唱，後面的人伴奏，形成美妙的歌聲。遊行隊伍集中在西面的城牆

，由谷門出發，兩隊相迎而行，沒有繞行，在護衛院的門前匯合，整個遊行的活動，只是稱謝

神，獻上他們的感恩。 

 

  這種全城民眾參與的慶典，讓百姓能夠在慶典中參與了集體的敬拜與感恩，表現出整個民族

的合一性，神所悅納的並不是單一個的尼希米，而是整個希伯來民族。香港教會在疫情期間，

大都以網上崇拜代替實體崇拜，這是不得以的辦法，但在疫情緩和後，參與網上崇拜的信徒卻

不願再返回教會實體崇拜，除了是懶惰之外，亦認為已參與了敬拜神的行為，滿足了信仰上的

要求，卻不知神喜悅的並不單是個人的敬拜，而是一群屬神的子民一起去敬拜，這都是高舉個

人主義的信徒需要反思的。此外，教會的活動多在戶內舉行，內聚的心態比較強，應該多舉辦



戶外的活動，與非信徒多一些的互動，讓信仰在生活中展現出來。曾有信徒說過，身邊沒有非

信徒的朋友，這是因為信仰生活太內聚，只願意與信徒聯繫，少接觸一些非信徒的群體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