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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無花果樹不發旺（哈巴谷書 3:17） 

課程目標 

上一課我們探討尼希米和以斯拉兩位在第五世紀末的神的僕人為接下來四百多年沒

有神的話語的期間所預備的根基。尼希米所結的果子，是確立猶太社區的行政地位（或有

爭取獨立行政權的心態），和執政者需有敬畏神的心的傳統。以斯拉則為當代及後世猶太

人的屬靈（宗教）生活，打下基礎。 

本課我們將探討兩約之間統治猶太民族的統治者，他們對猶太民族的治理方式如何

影響這個民族的命運？對敬拜耶和華的信仰扮演了什麼角色？馬加比革命爆發的前因後

果，和哈斯摩尼王朝對形塑新約時代的猶太教有什麼影響？ 

兩約期間巴勒斯坦的外族統治者 

統治者 政策 影響

⾺代波斯
（約到主前 
331 年）

宗教上採取尊重、寬鬆，甚⾄協助的政
策。在⽂化上，也尊重被統治民族的⽂
化，並准許他們回歸家鄉（在她之前的
亞述和巴⽐倫採取種族滅絕和融合的策
略）

願意回歸的猶太⼈可以回歸耶路撒，在重重困難
中重建聖殿、城牆、重新獻祭、重新學習律法。
猶太社區得以在猶⼤地重新建⽴，並⾮正式的開
始有⾃⼰的法律——摩西律法。這些都為後來猶
太教的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

亞歷⼭⼤希
臘（主前 
331-323）

統治初期表⾯上繼續採取尊重及寬鬆的
政策。實質上，亞歷⼭⼤⼤帝在國內積
極推動希臘⽂化。他將許多城市建⽴成
推廣希臘⽂化的中⼼。

希臘政府積極⽤教育系統、希臘⽂化、哲學思想
等來推廣希臘⽂化。這對猶太社群有很⼤的影
響。更重要的，由於希臘⽂是法定語⾔，學習希
臘⽂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希伯來⽂。這對猶太⼈
被希臘化有決定性的影響⼒。

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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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南北王
朝（主前 
323-164）

亞歷⼭⼤⼤帝死後，他的四個部下⽠分
了他的帝國。最後形成在南的多利買王
朝和在北的西流古（或稱塞琉古帝 
）王朝爭霸的局⾯。耶路撒冷⼀開始在
南⽅的多利買王朝統治下，延續了亞歷
⼭⼤⼤帝的政策。 
到了主前 198 年，耶路撒冷落⼊西流古
王朝（北⽅王）⼿中。由於連年戰爭，
稅收越加越重。 
主前 168 年，安提阿古四世（北⽅王）
再度揮軍南下在埃及的南⽅王。卻因羅
⾺⼈出⾯⼲涉⽽失敗。他悻然返回敘利
亞時，適逢猶太⼈因不滿他的希臘化政
策有抗議⾏動，他遂「惱恨聖城」，放
任軍隊在耶路撒冷城肆虐，下令禁⽌猶
太教。 
他又在 167 年對耶路撒冷「興兵」。麾
下⼤將假借稅務官的名義進城，在進駐
後，開始「褻瀆聖地」、「除掉常獻的
祭」。他更在聖殿的壇上宰了豬，在聖
殿內「設⽴那⾏毀壞可憎的」偶像。(但
以理書 11：31)

猶⼤國被滅前後，已經有許多猶太⼈逃到埃及定
居，加上耶路撒冷初期由相對和善的南⽅多利買
王朝管轄，為了成為⼤祭司，有些不敬虔的猶太
⼈開始⽤低劣的⼿段得到希臘統治者的任命。 
猶太教中受到希臘哲學思想影響的撒督該派的雛
形在此時開始慢慢出現。 
然⽽，兩個希臘政權的希臘化政策格外的成功。
許多猶太⼈已經不會希伯來⽂。根據傳統，希臘
南朝位於埃及亞歷⼭太城的 72 位⽂⼠（每⽀派 6 
位），將希伯來聖經翻譯成希臘⽂聖經，就是後
世所熟知的七⼗⼠譯本（Septuagint）。 
七⼗⼠譯本不但幫助已被希臘化的以⾊列⼈繼續
認識神，更是新約時代福⾳廣傳到整個羅⾺帝國
的重要⼯具。 
在耶路撒冷落⼊北⽅西流古王朝⼿中之後，更多
猶太⼈⾃願接受希臘⽂化和外邦宗教。甚⾄有些
年輕的祭司開始參與希臘⼈的體育競技活動。這
些活動是與敬拜希臘的海克⼒斯（Hercules）和
赫⽿墨斯神有關，（Hermes）因此猶太⼈當中敬
虔的⼈與統治者之間有越來越多，且越發激烈的
⽭盾。 
終於在主前 167 年安提阿古四世禁⽌猶太教，放
任屬下褻瀆聖殿後，爆發了⾺加⽐⾰命，促成了
猶太⼈為期 100 年的獨⽴建國。⾰命過程中重
修、獻聖殿、祭壇點亮聖所中的⾦燈台。為了紀
念這個⽇⼦，猶太⼈⾄今仍在 12 ⽉ 25 ⽇慶祝修
殿節（Hanukkah，又稱獻殿節、光明節、燭光
節、⾺加⽐節等）

羅⾺帝國/
希律王朝
（從主前 
37 年起）

哈斯摩尼王朝（⾺加⽐家族）因為內戰
⽽引狼⼊室，讓羅⾺共和國有藉⼜⽴⼤
希律取代哈斯摩尼家族近 100 年的執
政。 
⼤希律是以東⼈，又是哈斯摩尼家的⼥
婿，應該對猶太⼈的信仰，和他們對⽂
化的堅持，以及各教派別之間的⽭盾很
清楚。他⼀⽅⾯出資擴建聖殿，⼀⽅⾯
拉攏親他的猶太⼈。 
然⽽他好⼤喜功、徵收重稅，又疑⼼病
重。他從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選⽴⾃⼰
的⼤祭司來取代原來耶路撒冷的⼤祭
司，因此無論撒督該⼈或法利賽⼈都不
喜歡他。

哈斯摩尼內戰結束了猶太⼈的⾃治，再次被外族
統治。⼤希律的統治成功加深了猶太⼈彼此間的
⽭盾。他不得民⼼，使得耶路撒冷隨時處於緊張
狀態。他死後，巴勒斯坦地區開始有許多暴動。 
⽽羅⾺政府系統性的從各⽅⾯持續希臘化猶太⼈
（包括羅⾺治下的各民族）。表⾯上猶太⼈的信
仰又再次陷⼊危機。但在這危機中，神的拯救計
畫正如⽕如荼的進⾏。許多猶太⼈⼼中又重新盼
望起神所賜的彌賽亞來施⾏拯救。

政策 影響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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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加比革命和哈斯摩尼王朝 

在安提阿古四世下令禁止猶太教之後，在呂大之東有一個名為幕典（Modein）的村

中有一位長者是祭司的後裔名叫馬他提亞斯（Mattathias），與他的五個兒子，拒向希臘

神獻祭，並且殺死了安提阿古四世的使者。他們號召所有繼續奉行神律法的猶太人投入反

抗的行列。由於領導有方，節節得勝，因此得到越來越多猶太人的嚮應。 

馬他提亞病逝後，三子猶大（Judas）繼續領導行動。他把這批人數日眾的游擊隊

成功轉型成有組織的作戰部隊。把抗暴運動升高為成功的革命。因此他被稱為馬加比

（Maccabeus），也就是錘子（或執槌者），後人稱這次起義為馬加比革命。 

在他的領導下，屢次取得對敘利亞軍的勝利，更於主前 165 12月14日收復耶路撒

冷，潔淨了被偶像污穢了的聖殿，設立新的祭壇，使祭司復職，用新的聖器，並於主前 

164 12 月 14 日重新開始獻祭。並連續多天舉行慶祝聖殿重新供奉的隆重典禮，這就是猶

太人的修殿節（參約十22）。從主前 167 年 12 月聖殿被玷污，（ 宙斯神像在聖殿中被

立）到重新開始獻祭，共三年的時間。 

猶大死後（主前 160 年），家族的五弟約拿單成為新的領袖，由於西流古王朝中兩

個人在爭奪王權（Alexander Balas 和  Demetrius I Soter），雙方分別向約拿單示好。

Alexander 封約拿單為大祭司，並送他紫色外袍和金冠，稱他為「王的朋友」(friend of 

the king）。另一方面，Demetrius （德米特里一世）不落人後的加碼，但因為 

Demetrius 曾有欺騙，並多次攻打由大地，約拿單選擇支持 Alexander。最後 

Alexander 在羅馬共和國的支持下成為西流古王朝的統治者。 

約拿單憑藉著優秀的優秀的外交手腕和軍事才能，都與南、北朝的領導者保持他

「王之友」和大祭司的身份，並持續保持耶路撒冷宗教和政治上的獨立。 

馬加比家族從第三代開始使用希臘西流古所封的尊號：約翰「希爾卡尼亞」（John 

Hyrcania，狼）。約翰·希爾卡尼亞在主前 110 年趁西流古國內亂，安提阿古七世死亡，

宣布哈斯摩尼國獨立。他的大兒子猶大·阿里斯托布魯斯一世（Aristobulus I 或譯亞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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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一世）違背先王之命稱帝。他的稱帝引起法利賽人極度不滿，因為他是以色列民族所

的王中，唯一同時擁有有大祭司和王的身份的。但他不久後就死了。 

他的弟弟亞歷山大·詹納烏斯（Alexander Jannaeus 猶太名約拿單 Jonathan）即

位後法利賽人逼他必須在王和大祭司的身份中做選擇，因此他選擇與撒督該人結盟對付法

利賽人。有許多法利賽人因此被殺。最早的猶太公會，據信就是由亞歷山大·詹納烏斯和

他的王后擔任。 

亞歷山大·詹納烏斯死後，他的王后撒羅米·亞力山大（Salome Alexandra）即位為

猶太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王。女王死後，哈斯摩尼王朝也即將滅亡。 

在猶大馬加比的時候，為了拉攏羅馬共和國來對付希臘西流古，主動與羅馬議會正

式結盟。此後馬加比家族和哈斯摩尼王朝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 

撒羅米·亞力山大死後，她和亞歷山大·詹納烏斯的兩個兒子為了爭奪王位，直到羅

馬利用「協助調停」哈斯摩尼王位繼承權爭奪的機會，指派以東人安提帕德（Antipater 

I the Idumaean 大希律的父親）取代哈斯摩尼家族，成為巴勒斯坦地區的行政長官

（Roman Procurator）。經過了一段複雜的政治角力和鬥爭，大希律在主前 37 年被凱

撒奧古斯確認其「猶太人的王」(King of the Jews)的身份，結束了猶太人近 100 年的自

治。 

無花果樹不發旺的神學意義 

1. 我真的相信神的信實和慈愛嗎？雖然波斯王按耶利米的預言，在猶太人被擄後 

70 年容許猶太人回歸，卻沒有如以賽亞書從 60 開始所預言那萬邦來朝的復興。當神

沒有按照我們的期望成就時，我是否有哈巴谷那絕處逢生的信心（哈巴谷書 3：17-

19）？如果沒有，請你從今天開始為自己的信心禱告，求神賜給我們夠用的信心來相

信祂對我們的意念（耶利米書 2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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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俗化的危機。在猶太人這段近 400 的歷史中，他們最大的危機是世俗化。到後

來連馬加比（哈斯摩尼）家族也淪陷了。在我生命中，是否有什麼樣屬世的價值觀取

代了聖經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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