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回歸、建神家、頌主恩 

李耀全 

經文：以斯拉記三章1至13節 

一、引言： 

今天是香港回歸祖國前倒數的第八天。1在7月1日我們將會成 

為這歷史性主權移交的見證人，一同慶祝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 

立，展開新時代的第一頁。因此今晚的畢業禮之意義顯得更加深 

遠。今天的百多位畢業生將成為中國新時代教會第一批的生力軍。 

我們現正為這大時代開啟序幕。 

三年前，兄弟舉家回流香港，家人與我一同經歷了連根拔起、 

尋根植根的辛酸。三年來我不但重尋到我的根，也找到了我的事奉 

角色，我的家人亦個別找到他們的角色。我們是為了回歸祖國而回 

流香港，所以我們是帶著興奮的心情期盼回歸的日子。為了今曰我 

們所得的位分，我們要先築壇感恩。 

猶太人遠在主前538年亦有過一次歷史性的回歸。當時波斯王 

古列，在神的感動之下，發通告讓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 

殿。雖然香港將結束一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而回歸祖國，與昔日猶 

本篇為建道神學院第八+七屆畢業禮講章（199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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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回歸不同，但我們仍可從對兩者的比較，學到重要的屬靈功 

課。但願我們從經文中學習如何迎向1997年7月1日的回歸，盼望我 

們能從猶太人的經歷得到啟迪，也同樣「慶回歸、建神家、頌主 

恩」。 

二、萬眾一心慶回歸（三1〜5)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 

耶路撒冷。」（三1) 

當時回歸的會眾共有42,360人（二64)，各人先分別回到各 

城，也就是說先回到自己的家鄉(NIV: had settled in their towns)，而 

到了7月1日才一同回到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人能從被擄之地（巴 

比倫）回到以色列，當然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因此他們在第一時 

間回到自己故鄉的故居，先經過一些安家（sett led)的時刻，亦是我 

們所能理解的。同樣，我們在香港近日所關注的也離不開「安定繁 

榮」和「平穩過渡」等期盼。 

到了7月1日，他們便從各城各鄉齊集到耶路撒冷聖城。他們 

「如同一人」，萬眾一心，意味著他們是帶著同一心志、同一信 

念、同一使命，也就是他們回歸的真正目的——重建聖殿。聖經學 

者認為這班人都計算好日子，一起在猶太曆的七月初一（陽曆9月 

至10月期間），即他們重要的節日之開始，集合起來。2他們的領 

袖都起來，先築壇、後按法獻祭（三2)。築壇獻祭是他們慶祝回 

歸感謝神的表示。 

我們在港的信徒如何慶祝回歸呢？上述的史實提醒我們不要單 

顧生活問題而忽略我們的使命。這班回歸的猶太人及他們列祖每到 

D.J.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NCB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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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階段或地方都先築壇獻祭感恩（例：創十二7，十三4)。讓 

我們也在中國香港新時代的開始，將自己重新奉獻給主，用信心接 

受新的挑戰。 

「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因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 

和華早晚獻燔祭。」（三3 )他們的獻祭有三個特點是值得我們留 

意的。 

(-)不變的信實 

首先，他們是把壇築在被毀的聖殿之原址，這意味著他們認定 

神持續不變的信實，中國領導人曾以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允諾來 

安定民心，但惟有神的信實才是永遠不變的。 

(二）無懼的勇氣 

從字面看來，回歸的猶太人是出於懼怕才築壇獻祭。但在這一 

節，原文的一個重要介詞 � i d � ，在和合本譯作「因（為）」，其 

實可譯作「儘管」（NIV作"desp i t e " ) °換言之，雖然當地從鄰國 

栘來的居民不歡迎猶太人回歸自己的國土，亦可能對他們諸多為 

難，卻不能阻止回歸的人重築祭壇。所以猶太人是不怕環境的阻 

力，照樣向神獻祭。香港人若能「馬照跑、舞照跳」，信徒則更應 

該有勇氣「道照傳、詩照唱」。這不是說香港未來在宗教自由上將 

不會有任何壓力，反而是說有壓力存在，但我們敬拜神的心仍應當 

永遠不變。 

(三）甘心的奉獻 

回歸的猶太人照摩西的律法恢復了獻祭的傳統，包括燔祭及節 

曰當獻的各樣祭（三2〜5，參民廿九12〜38) °除了上述的獻祭’ 

還有一項是甘心祭’這種祭的祭物要求沒有如其他祭品那麼嚴謹’ 

而是百姓甘心樂意自由地作額外的奉獻°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昔 

曰餘民的獻祭’無論是否律法所指定的，都是出於甘心。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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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時常考慮去留的問題，若然我們把以上所見的精神，應用在香 

港信徒身上，我們便當說：「讓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甘心樂意， 

帶著使命，把自己獻上，求主接納使用。」尤其是我們這一班為神 

國傳揚主道的人更應該有此態度一甘心行神的旨意。 

三、上下合力建神家（三7〜9) 

「從七月初一起，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燔祭。但耶和華殿的根 

基，尚未立定。」（三6) 

七月是猶太人年曆的開始，經過新春獻祭慶回歸之後，回歸的 

餘民要面對一個事實 f 申家的殿基，尚未立定。作者在此透露他 

無限的感慨，昔日輝煌的殿宇，那時仍然是一片荒涼的廢墟，長滿 

了荆棘野草。猶太人回歸重建聖殿只是在重建的祭壇得到一個象 

徵。工尚未成，餘民仍須努力。 

從第7節起，我們見到因聖殿開始重建而興奮的不同氣氛。他 

們當時的精神與表現是今日信徒該效法的。我們可以在教會的建堂 

或發展上應用以下的原則。 

(-)將最好的獻上 

回歸的百姓聘請了 好的技工，購買了 佳的材料來建造聖 

殿，因為神的聖所是神人相會的地方、是 聖潔尊貴的。今天我們 

在建立教會的時候，是否將 好的獻給主？有沒有忘記我們的任務 

是何等的重要高貴？有一個比喻說有三個工人在工作，過路的人逐 

一問他們在作甚麼。第一個工人沒精打采地說：「難道你看不見我 

是在砌磚牆嗎？」第二個只是簡單地報道說：「我在建造房子。」 

第三個卻興奮地說：「我正在建造 宏偉的大教堂。」讓我們不要 

忘記我們的重要位分，應當把 好的獻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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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盡依法行事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三7) 

回歸的猶太人在重建聖殿的事上，凡事都盡量用依法守法的態 

度行事，先得到官方 高的允准，後進行工作。這是因為他們知道 

這次能順利回歸，完全是神奇妙的作為。是神激動波斯王的心（一 

1 )，古列王親自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 

撒冷，為祂建造殿宇。在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可以……在耶路 

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有祂是神），願神與這人同 

在。」（一2、3 )連外邦人的君王也要承認只有耶和華是主。我們 

更當絕對相信神是歷史的主，一切的主權至終都是歸於祂，正如蔵 

言二十一章1節所說：「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 

意流轉 °」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像以上所說的那樣，有不怕環境壓力的勇 

氣，同時也要做一個模範的公民，不只求依法辦事，一切安分守 

己，也要無可指摘。 

(三）同心合作 

值得我們欣賞的是當時這班人的合作精神。首先，所羅巴伯與 

耶書亞都以身作則帶領建築的工作，而其他的弟兄（祭司），利未 

人與眾百姓，都齊心協力，彼此配合，「興工建造」（三8 )。年 

輕的利未人（二十歲以上）被派作督理的任務，他們便立刻回應， 

一同起來工作（三9 )。今日教會的問題是上下不能同心，可能每 

人都出於好意’卻各行己路，結果不能一同完成主的託付’反而導 

致破壞。 

傳說有一個窮苦人家的小兒子要結婚，但卻沒有錢買西裝’所 

以只好借用父親的西裝。可惜因為父親有長短腳，所以穿起來褲管 

是一長一短的。因為第二天就是結婚的大日子’各人對這事意見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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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云，也沒有把褲子修改。但到了半夜，媽媽不忍心，便靜俏俏地在 

暗暗的月光下將褲頭改好，再回去睡覺。到了早上二時，大姊又不 

忍心，同樣地起來改正褲頭，又回去睡了。又到了早上四時，二姊 

也不忍心，便再把褲子改短。到了清晨，弟弟起來穿了西裝，發覺 

以前的長褲已變成短褲了 ！這是他們各自工作，未達成一致的結 

果。 

昔曰回歸的百姓成功地立好聖殿的根基，是因為他們的合作精 

神。今日教會太多人堅持己見，只持定自己的做法。他們的出發點 

可能都是好的，但各走東西，使教會四分五裂。我們要團結起來， 

上下一心建神家。 

四、老少同聲頌主恩（三10〜13) 

聖殿的根基終於做好了，這是大喜的事，也是百姓再次慶祝， 

讚美神的原因。我們從這記載，亦可以學習不少有關崇拜的原則。 

(—)崇释是慶祝(Worship is Celebration) 

當時祭司穿上禮服吹號，利未人敲鈸，照大衛所定的例，站著 

讚美主（三10) °祭司（或牧師）莊重的禮袍、合宜的樂器與儀式 

都是對崇拜有幫助的。我們要更新我們的崇拜，才能使信徒全人投 

入，樂於敬拜讚美主。 

(—)崇释是頌主（Worship is Praise) 

百姓讚美主的重點是「祂（耶和華）」本為善，祂向以色列 

人永發慈愛。（三11 )百姓讚美神的話就像詩篇一樣（參詩篇一 

零五篇’ 一三六篇），他們的敬拜完全是以神為中心。他們彼此 

唱和’大聲呼喊，是將個人的情感完全的注入崇拜，但與此同時 

他們所唱的卻是充滿理性的教導。在此譯成「慈愛 I 的希伯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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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l ? e s e 4 � ’ 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字。它是指神的信實、恩慈、博 

愛’讓我們思想神的位格’祂的尊嚴與憐憫，歌頌神諸般的恩典與 

作為，以馳的聖約為本。 

今曰不少現代的讚美只會挑起我們的情緒，是以人為本的，重 

覆地說讚美神’卻沒有說出神為何值得稱讚，我們要學習以神為本 

的敬拜。 

(三）崇拜是見證（Worship is Witness) 

百姓有兩種極端的表現’年老的人痛哭、年少的人狂歡（三 

12〜13) 0當時的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聖殿的老人 

家，都禁不住流淚 °詩篇一三七篇記載昔日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 

曾說：「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 

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 

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腫。」（詩 

一三七1〜 6 )如今回歸的老年人，竟然親眼看見新殿的根基，又怎 

能不觸景生情，充滿無限的感慨呢？所以他們歡喜得大聲哭號。其 

餘年輕的人卻沒有這過去的包袱，所以只會大聲歡呼。然而，無論 

是哭號或是歡呼，百姓都不能分辨。除了聲浪的緣故，這是因為他 

們的聲音都是出於讚美。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聲音傳到遠處，見證神 

奇妙大能的作為。願我們的崇拜在這不信的世代，也成為見證主的 

聲音。 

香港回歸日是歷史性的慶典。但願我們今天這班畢業生與眾信 

徒及傳道人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般，萬眾一心慶回歸、上下合力 

建神家、老少同聲頌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