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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MONDAY
以斯拉記

2:1-70

許多流亡的人離開了巴比倫省，回到耶路撒冷和猶大，到自己的家
鄉去。自從尼布甲尼撒王把他們俘虜過去，他們的家人一直流亡在

巴比倫。他們當中的領袖有所羅巴伯、耶書亞、尼希米、西萊雅、

利來雅、末底改、必珊、米斯拔、比革瓦伊、利宏，和巴拿。以下

是以色列各宗族從流亡返回的人數統計……（以斯拉記2:1-2）

在上主的感動下，塞魯士王於公元前539年下令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可以回到

耶路撒冷故鄉，並重建聖殿。以斯拉記第二章清楚地記載了他們當中領袖的名字，以

及以色列各宗族從流亡返回的人數，也包含祭司、利未人、聖殿工人、所羅門僕人等

宗族的統計，甚至是無法證明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後代，還有找不到族譜來證明他們祖

先的祭司宗族也都清楚登載。

這些資料對現代的我們讀起來是有點煩瑣，試想，如果聖經上記錄了你阿公阿嬤

的名字、或你所知道的家族祖先，你和你所有家人每次讀到這段歷史，是不是會備受

鼓舞、與有榮焉呢？這就是「名字」被記錄下來的意義，不僅是肯認這些人在當時的

貢獻，更是為後代留下見證和激勵。

倘若名字被眾人記住，我們都希望是因為有貢獻而留「美名」，而非作惡多端的

「臭名」。無論我們是否有機會在歷史留名，身為基督徒，我們真正祈願的，是你我

盡心盡力為主所做的工，都能蒙上主喜悅和紀念。

願主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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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主，感謝祢讓我透過聖經，看見前人

為主做工的見證。但願祢使用我，使我也有機會為

後世留下傳福音的榜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

阿們。

行動反思

台中中會教社部2017年8月13日於忠孝路教會舉行「人權宣言40週年感恩禮拜」，宣

言起草人之一的牧師張宗隆受邀講道表示，台灣如今是世界的孤兒，若從聖經來看，台

灣就像耶穌在路加福音18章所說：向不義之官申冤的弱勢寡婦，他勉勵基督徒，面對台

灣在國際的狀況，仍然要像寡婦不怕人嫌、批評，繼續公開呼喊公道，引發更多人注意，

並堅定向上帝祈禱。(TCNN)

不懈呼喊公義 願主記念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