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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重建課第

經      文

教學目標

以斯拉記3：1∼6，10∼13

藉由以色列人重建聖殿的記事，教導學生明白禮儀和信仰的關連性，並鼓勵學

生遵行宗教禮儀，也活出信仰的生活。

6

教學流程（90分鐘）

合
班
︵
40
分
鐘
︶

1. 禱告

2. 詩歌：〈天頂講起上帝榮光〉（台語），見教師本178頁

〈我心專注恆切禱告〉（華語），見教師本175頁

詩歌錄音均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Ⅷ》

3. 信息：聖殿重建

4. 金句：「我的上帝啊，求你記得我為你的聖殿和敬拜事宜所做的一切

事。」（尼希米記13：14）

金句遊戲見教師本69頁。

5. 奉獻

6. 報告

分
班
︵
40
分
鐘
︶

各級活動 教具預備

幼兒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重建聖殿

                單元二生活實踐：生活，信仰齊步走

初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築壇守節

                單元二生活實踐：建立信仰的根基

中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重建聖殿．信仰重建

                單元二生活實踐：「獻上」按讚

高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信仰的重建之路

                單元二生活實踐：「獻上」打卡

合班
祝禱

給予學生鼓勵，提醒下週注意事項，為學生禱告。（10分鐘）

發「主日學下課後—給家長的一封信」給學生帶回家，讓家人了解本週主

日學教學內容，一起複習。

筆、色筆、色紙、

紙膠帶、口紅膠

筆、色筆、色紙、

紙膠帶、口紅膠

聖經、筆

聖經、筆、手機或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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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前的預備
1. 研讀本課經文。

2. 細讀研經。

3. 消化信息，注意本課教學目標。

4. 確認教具。

5.  老師在進行單元一之前，建議先複習本課信息，再跟學生解釋本單元內容，帶領學生進

行課程。

 經文研究 

以斯拉記

3：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鄉都安頓下來。於是他們全體同心一意在耶路撒冷聚集。

「七月」：以色列人用的是陰曆，因此這裡的時間落在公曆9∼10月間（公元前537年）

（參照下圖）。以色列人的七月特別繁忙，是猶太人的新年，有三個節日要守，計有吹

角節（參利未記23：23∼25）、贖罪日（參利未記23：26∼32）、住棚節（參利未記23：

33∼36）。

圖片來源：猶太曆法與節期簡介http://www3.telus.net/public/kstam/tw/temple/details/calendar.htm

「在耶路撒冷聚集」：為的是過住棚節。耶路撒冷自從公元前10世紀，所羅門聖殿（第一

聖殿）在耶路撒冷建成，耶路撒冷一直是猶太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聖的城市。耶路撒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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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猶太教的象徵價值始終未變。被毀前的耶路撒冷聖殿內的至聖所藏有約櫃，是猶太教最

神聖的所在，只有大祭司才有資格進入至聖所。而以色列全體男丁必須一年三次來到耶路

撒冷（逾越節、住棚節和五旬節），過宗教節日。今天，全世界的猶太會堂祈禱時仍要面

朝耶路撒冷。

3：2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祭司同事們，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他的親屬們，重新

築了以色列上帝的祭壇，好照神的人摩西法律上的指示，在壇上獻燒化祭。

「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尼布甲尼撒王摧毀耶路撒冷之後，處死當時的大祭司西萊雅，

將他的兒子約薩答擄到巴比倫。（參列王紀下25：18∼21；歷代志上6：14，15）耶書亞

於公元前537年隨同所羅巴伯從巴比倫獲釋回鄉，在猶太人當中做大祭司。（參以斯拉記

2：2；5：2；尼希米記7：7；哈該書1：1）這樣，上主保全了大祭司的世系，讓以色列從

復興到彌賽亞來臨的時期都有大祭司供職。耶書亞和所羅巴伯帶頭建造上帝的壇，並在先

知哈該和先知撒迦利亞的鼓勵下重建聖殿。（參以斯拉記3：2；5：1∼2）耶書亞與所羅

巴伯並肩作戰，跟阻撓建殿工程的敵人對抗。（參以斯拉記4：1∼3）

「所羅巴伯」：猶太人獲釋回鄉後的首任省長（參哈該書2：21）；大衛王的子孫，耶穌

基督的祖先；很可能是比大雅的兒子，法律上則被視為撒拉鐵的兒子。

「祭司」：主持祭祀的人稱為祭司。祭司制度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時設立的，由亞倫做首

任祭司，以後由他的後代世世相襲。

「神的人」：屬上帝的人。摩西是第一位被稱為「神的人」的人。（參申命記33：1）

「燒化祭」：這個字來自字根「上升」的希伯來文，形容祭物焚燒，化為煙氣上升。牲祭

的一種；獻上的牲畜要全部在祭壇上燒化。

3：3 雖然返回的流亡人懼怕當地的居民，他們還是在祭壇的舊址上重建祭壇，然後再開始

在壇上獻早晚的燒化祭。

「懼怕當地的居民」：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已經有鄰國人設立簡陋的祭壇放置於聖殿祭壇原

址上，因此猶太人必須拆毀該祭壇重建祭壇，這種行為可能導致鄰國的敵視。

「在祭壇的舊址上重建祭壇」：除了方便外，也有「從原來失敗的地方重新開始」的意味。

3：4 他們按照規定守住棚節，每天按數照例奉獻該獻的燒化祭。

「住棚節」：猶太人的節期，紀念他們的祖先在曠野流浪時居住在帳篷裡。節期在十月

初，前後八天。

「按數照例」：依照民數記29：12∼38，這七天共要獻上公牛犢71隻、公綿羊15隻、公羊

羔105隻、公山羊7隻。按照規定第一天要獻公牛13隻和其他祭牲，第二天獻12隻（參民數

記29：12∼40），依此類推，可見確實是一大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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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另外，他們又獻上例常的燒化祭，以及在初一日和在所有其他敬拜上主的聚會中所該

獻的祭，又有向上主獻的自願祭。

「初一」：在每月陰曆首日（參民數記 28：11）。這日百姓會向上主獻祭，敬拜上主等。

這時候一切日常的工作都不可做（當然包含買賣交易）。

「自願祭」：可以是燒化祭，也可以是平安祭（參利未記3：1∼17；7：11）。燒化祭牲

必須是完全無殘疾的，平安祭則可以是四肢長短不一的（參利未記22：23）。

3：6 雖然人民還沒有開始重建聖殿，但從七月的第一天，他們已經開始向上主獻燒化祭了。

七月一日起，以色列人開始向上主獻燒化祭、守節期，但尚未開始建立聖殿。

3：10 他們開始奠立聖殿根基的時候，祭司都穿上禮服，站在各人的位置，手拿著號角；

利未人亞薩的子孫拿著鐃鈸站在那裏。他們按照大衛王時代傳下來的規矩讚美上主。

「號」：用捶出來的銀子製造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說這種號的長度約50公分，比笛子

厚一點，通常是由祭司吹奏。

3：11∼13 他們對唱，感謝讚美上主說：上主至善；他對以色列的愛永遠長存。每個人都大

聲呼喊，讚美上主，因為聖殿奠基的工程已經開始了。許多年老的祭司、利未人，和族長曾

經親眼見過以前的聖殿，現在看到聖殿再次奠基，不禁放聲痛哭；其餘在場的人卻都大聲歡

呼。沒有人能分辨出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聲音太大，好遠的地方都聽得到。

「對唱」：似乎是兩個詩班啟應輪唱。

「上主至善； 他對以色列的愛永遠長存」：與大衛送約櫃時的歌詞類似（參歷代志上16：

34），也令人想起耶利米的預言（參耶利米書33：11）以及詩篇136：1∼26。

 信息：聖殿重建
親愛的學生們，平安。還記得我們上禮拜的故事嗎？波斯皇帝塞魯士決定讓以色列人

回去家鄉重建聖殿。還記得是誰宣讀律法書嗎？就是以斯拉。所以我們今天要繼續聽以斯

拉記的故事喔！

今天的經文一開始，就是敘述大祭司耶書亞和第一任省長所羅巴伯帶著百姓回到耶路

撒冷預備要重建聖殿。但是，你們猜猜看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是拿起槌子嗎？

還是畫設計圖呢？或是快快尋找工班？答案是：都不是。

（出示彩圖a）他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修築祭壇，獻上燒化祭。」（參以斯拉記3：

2）同學們，你們還記得什麼是獻祭嗎？沒錯，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上帝透過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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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以色列人要如何敬拜他的宗教儀式。但獻祭要如何獻，才是上帝所喜悅的呢？聖經中有記

載當時的規定，簡單來說就是：（1）把祭牲帶到祭壇前（2）宰殺祭牲（3）把血灑在壇上。

透過牲畜的流血與死，象徵人的罪被牲畜的犧牲所替代，這樣，牲畜就擔當了獻祭者的罪。

所以，獻祭的意義就是向上帝承認自己的罪，並且求上帝原諒的悔改儀式。但為什麼

以色列人再次回到家鄉耶路撒冷時，第一件所做的事情是獻祭呢？因為，這是上帝跟以色

列人所立的約定。上帝教導以色列人獻祭時，告訴他們：「你們要聖潔，歸屬於我；因為

我是上主，是聖潔的。我把你們跟列國分開，要使你們作我的子民。」（利未記20：26）

當以色列人如此做的時候，就代表他們是屬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百姓。所以，當他們不

記得過去與上帝之間的約定時，上帝就任憑他們被敵人擄去。也因此，當以色列人領受上

帝的憐憫與恩典時，再次回到耶路撒冷預備重建聖殿時，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快點

找設計師、建築師來工作，而是獻祭給上帝，代表他們內心真的在乎上帝，並願意重新恢

復與上帝所立定的約定，再次跟上帝建立互動的關係。

除了恢復獻祭的宗教禮儀之外，他們還做什麼事呢？上週在尼希米記8：1∼3讀到：

「他們請經學專家以斯拉祭司把法律書帶來；這法律就是上主藉摩西頒給以色列人的。於

是以斯拉把它帶到群眾聚集的地方；那裏有男有女，還有年紀較大、能明白事理的兒童。

以斯拉在水門前的廣場上向他們宣讀法律，從黎明一直讀到中午；他們都很注意聽。」因

此我們知道，當以色列人回去修築聖殿時，他們重視的不只是修築華麗神聖的建築物，或

是恢復過去的敬拜儀式而已，他們更希望可以明白如何遵行上主所頒佈的律法。

（出示彩圖b）在這裡，老師想跟大家分享位於台東縣成功鎮的新港長老教會重建老

屋的一個故事，這個老屋是日據時代的支廳長菅宮勝太郎，於1932年興建這棟兩層樓木造

日式建築，至今已擁有87年的歷史了。老屋在1946年時，一位受到新港人尊敬的「老高醫

生」高端立醫師到此行醫，他買下這棟房子設立了「高安診所」。而在二十年前，新港教

會買下這棟建築做為靈修會館，提供旅客歇息之用。近年來因屋頂木樑漏水侵蝕嚴重，教

會開始思考該如何修繕利用，重新賦予老屋新的價值與意義，也讓更多人藉由這棟老屋見

證了在地政治、經濟、醫療、宗教發展史。

從台北來到台東牧會的劉炳熹牧師與幾位教會同工都不是在地人，卻願意留在這裡服

務社區、深耕福音，陪伴這些偏鄉孩子成長。曾有學生問他說：「牧師，難道你不會想要

放棄嗎？」劉牧師回答：「因為有你們的參與，我們才有辦法繼續堅持下去！」他回憶七

年前剛來新港牧會時，當時教會已經有一年半沒有傳道人，門戶緊閉、欄杆掉漆，感覺相

當荒涼，加上青壯年人口外移，整個社區只剩下老人跟小孩。

而後，他帶領教會持續透過社區服務、兒童教育、老人關懷、建築修繕等，慢慢拉近

教會與社區民眾之間的關係。新港教會雖然只是一個50∼60人的小教會，但這些年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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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超過一半的孩子幾乎都參加過教會舉辦的活動。劉牧師指出：「教會在地方上必須擔負

起重要的社會責任，要不斷的反省和思考，跟上腳步看見社區的需要。」

另一方面，透過新港教會重修老屋的過程，沒想到菅宮勝太郎的後代子孫十分感動，

也建立了與新港教會的跨國情誼。許多學校也會帶學生到老屋參觀，讓學生對社區的發展

歷史有更多的認識。同時，也使社區和教會對老屋有了共同的記憶，社區與教會不再是分

隔兩邊，而是共同體。透過重新修建老屋，也恢復了教會與社區的關係，間接促成福音的

宣揚。

親愛的同學們，一開始我們說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後，不只是修築聖殿而已，更

重要的是，他們恢復敬拜上帝的禮儀，恢復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倚靠上帝，繼續走向未

來。或者有些同學可能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敬拜上帝需要這些禮拜儀式呢？」難道不

能「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好了嗎？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儀式是為了幫助我們記得與

上帝之間的約定，這就像結婚明明是兩個人的事，卻需要舉辦一場結婚典禮，因為透過結

婚典禮，新郎新娘在眾人和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屬於彼此的，從今以後，他們要把自己

完全的交給對方，而每年的結婚紀念日，也正是幫助他們重新記得這個婚約，回憶起他們

曾經許下的諾言。

但是，我們要知道婚姻最重要的不是結婚當天浪漫的婚禮宴客過程，而是婚姻生活中

如何展現愛的關係。因為愛對方的緣故，我們要學習犧牲，學習成全，甚至我們也要學習

在乎對方所喜歡的事物，學習讓對方更加快樂，更感覺到被愛，其實這也是上帝期待我們

與他之間的關係。上帝不希望我們與他之間只剩下儀式，而是透過儀式，表明我們對他的

愛，以及記得我們與他之間的約定。

所以，當我們每次在敬拜上帝時，都要再次回想上帝是如何愛我們，我們也要像以色

列人獻燒化祭時的態度，將自己獻給上帝作活祭，成為上帝所喜悅的祭。親愛的同學們，

但願我們能透過各種方式展現出自己與上帝之間彼此相愛的關係，也願上帝祝福每個喜愛

敬拜他、愛慕他而謹守他話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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