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世上信心站立⑶逆轉勝的感恩紀念日 
蔡維恩 

前言:基督徒過「端午節」的態度 
   本週是「端午節連續假期」。端午節的由來爲每年的農曆五月

初五。端午節起源於中國，最初爲崇拜龍圖騰的部族舉行圖騰祭

祀的節日，以龍舟競渡形式舉行部落圖騰祭祀的習俗。後因戰國

時期的楚國詩人屈原在農曆五月初五抱石跳汨羅江自盡，楚國百

姓非常哀痛，紛紛湧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起船在江上

來回打撈他的真身。有位漁夫拿出爲屈原準備的飯團、雞蛋等食

物丟進江裡，他認為讓魚龍蝦蟹吃飽了，就不會去咬屈原的身體

了。人們見後紛紛仿效。一位老醫師拿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裡，

要藥暈蛟龍水獸，以免傷害屈原。後來人們用樹葉包飯，外纏彩

絲，發展成棕子。從此，每年舊曆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龍舟競

渡、吃粽子、喝雄黃酒的風俗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統治者爲樹

立忠君愛國標簽將端午作爲紀念屈原的節日。 

   對基督徒而言，過端午節我們可以除了避開民間信仰、迷信元

素外，我們或能更積極的回到節日理念原型中重新詮釋，把符號

意義再次更新。  

   真要「驅毒避邪祈福」，就回到一切祝福的源頭天父上帝面

前，「潔淨」我們的身體和生活環境，讓蚊蟲毒害遠離我們；「潔

淨」我們的心靈，祈求上帝賜給我們信心，離棄一切的惡形、誘

惑，以感恩的心敬拜上帝，使我們在上帝的同在中，得著真實完

全的保護。為「紀念先賢」、「為表明愛國心志」嗎？讓我們講述

聖經中的信心偉人，他們的信心、他的軟弱、他們的悔悟、他們

的得勝。 為我們能夠生命中能夠「逆轉勝」找到「感恩的紀

念」。對此，我們可以從以斯帖記的「普珥日」作對照，找到啟示

與精神。 

 

一、思考的爭點 
1. 在我們人生遇到重大逆轉勝時，我們會認為神蹟或是「巧



合」？我們會充滿感恩或認為自己幸運？ 

2. 面對人生「逆轉勝」時，自己是否能作感恩紀念日，每年懷念

提醒與感恩？ 

 

參考經文：《以斯帖記九 20-27》 

9:20 末底改記錄這事，寫信與亞哈隨魯王各省遠近所有的猶大

人， 

9:21 囑咐他們每年守亞達月十四、十五兩日， 

9:22 以這月的兩日為猶大人脫離仇敵得平安、轉憂為喜、轉悲

為樂的吉日。在這兩日設筵歡樂，彼此餽送禮物，賙濟窮人。 

9:23 於是，猶大人按著末底改所寫與他們的信，應承照初次所

守的守為永例； 

9:24 是因猶大人的仇敵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設謀殺害猶

大人，掣普珥，就是掣籤，為要殺盡滅絕他們； 

9:25 這事報告於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謀害猶大人的惡事歸到他

自己的頭上，並吩咐把他和他的眾子都掛在木架上。 

9:26 照著普珥的名字，猶大人就稱這兩日為「普珥日」。他們

因這信上的話，又因所看見所遇見的事， 

9:27 就應承自己與後裔，並歸附他們的人，每年按時必守這兩

日，永遠不廢。 

 

二、聖經背景 
  首先，在聖經中，「以色列人」、「猶大人」和「猶太人」這些

詞彙有時被用來指代不同的群體，但它們之間也存在著重疊和演

變的關係。 

以色列人：這個詞彙最早是用來指代亞伯拉罕的後裔，即雅各

（以色列）的後代十二支派。 

猶大人（Judeans）：猶大人是指來自猶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代表

與猶大王國相關的人民和地區。 

猶太人（Jews）：猶太人是一個較廣泛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屬於

猶太民族的成員，無論他們來自哪個支派或地區。特別是在巴比



倫流亡和回歸後。猶太人通常信仰猶太教，遵守猶太教法和傳

統。 

「普珥」（Purim）這個詞來自希伯來語，意思是「拈鬮」或「抽

籤」。這個詞在以斯帖記中有所提及，指的是在猶太人的故事中，

他們抽籤確定了一個重要的事件或決策。在以斯帖記中，哈曼原

本計劃在某個特定的日期將猶太人滅絕。然而，猶太人摩卡和以

斯帖給了波斯國王亞哈隨魯（Ahasuerus）一個計劃，讓猶太人有

機會自衛。根據以斯帖記九:24-26，猶太人抽籤確定了一個日期，

即在哈曼計劃實施之前的一年後的「普珥日」，作為他們反擊的時

間。這一天成為了猶太人的勝利和自由的象徵，並成為了普珥日

的名稱。 

   因此，「普珥」這個詞彙的意義擴展到了整個節日本身，用以

紀念感恩上帝對猶太人的救贖和拯救，並且表達對以斯帖的感激

之情。同時，它也象徵著猶太人的團結、信仰和抵抗迫害的精

神。 

 

三、啟示 
（一）只有合一抗敵才可能逆轉勝 

     在《以斯帖記》中，王下令消滅猶太人的第一道命令是波

斯王的法令，依據波斯帝國的法律無法輕易撤回或撤銷。即使亞

哈隨魯是波斯王，他也受制於國家法律和程序。由於波斯帝國法

律的不可撤銷性，亞哈隨魯無法直接撤回第一道命令。然而，他

透過發布第二道命令，允許猶太人自衛反擊，以抵抗可能對他們

進行攻擊的敵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提供猶太人保護自己的權利，

並讓他們有機會自衛和反抗迫害。 

亞哈隨魯發布第二道命令的動機是出於對以斯帖和猶太人的支

持，並且認識到第一道命令是建立在謊言和陰謀之上的。儘管他

無法撤回第一道命令，但他通過發布第二道命令提供了一種平衡

的方式，允許猶太人保護自己並反擊攻擊者，從而在某種程度上

修正了之前的錯誤。 

   也這是這場戰爭，必須自己實際爭戰，用「自衛反擊」才能



達成勝利，而不是以斯帖王后一個人努力即可完成。這也是猶大

人與亞瑪力人的歷史恩怨作最後的決戰。 

   如同舊約歷史上，以色列人在利非訂與亞瑪力人爭戰，摩西

舉手時以色列人就得勝，摩西的手會發沉，亞倫與戶珥就扶著他

直到日落戰勝。（出埃及記十七:8-13）許多基督徒在生活中不願尋

求幫助，認為會令人覺得自己軟弱。然而在軟弱之際也正是剛強

的時刻，因為得著醫治時神的榮耀就得著彰顯。神的兒女按著所

得的恩賜扶助軟弱者，也正是在榮耀神。摩西需要亞倫和戶珥來

贏得勝利，同樣，處在苦難中的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扶持。神在我

們彼此相愛扶持中得著榮耀。 

 

（二）逆轉勝是神蹟不是巧合或努力 

   在這卷書當中最明顯可以找到上帝蹤跡的地方，莫過於是大

量巧合和逆轉的情節。書中充滿了一連串巧合的情節，其中一些

更對故事的結局帶來關鍵的影響，例如： 

末底改湊巧知道守門太監想害王的計謀（斯二:21-23） 

哈曼在首次宴席後湊巧碰見末底改，心裏惱怒想殺害他就吩咐人

做了木架（斯五:9-14） 

王湊巧睡不著覺，吩咐人念歷史書，湊巧讀到末底改救王的記

錄，發現還未賞賜末底改（斯六:1-3） 

哈曼湊巧為殺害末底改的事進入王宮的外院被王召見(斯六:4-5) 

哈曼湊巧誤會王想尊崇的人是自己（斯六:6） 

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湊巧被王看見，被王即時處決(斯七:8-10) 

《以斯帖記》的敘述充滿著不尋常的巧合和逆轉，一兩個巧合和

逆轉的情節或許證實不了甚麼，但眾多巧合的累積就表明了上帝

正在幕後確保事情正循某個方向發生，是上帝的手在背後引導，

並且控制著全盤的局面，使猶大人最終得蒙拯救並且被提升，而

他們的仇敵卻要敗落。這些非人手所能作的多次巧合和逆轉，成

為了上帝在背後掌權和工作的明證，就是那位隱藏的上帝透過一

連串的「巧合」去逆轉局勢，以拯救祂的百姓。 

   對我們基督徒而言，神蹟或巧合的判斷成為信心重要的關



鍵。一般世俗人無法確定是神蹟還是巧合，這取決於具體的情況

和個人的信仰觀點。「神蹟」通常指的是超自然的干預或表現，被

認為超越自然法則和人類能力的事件。而「巧合」則是指兩個或

多個看似相關但並非由直接因果關係引起的事件同時發生。無論

是神蹟還是巧合，解釋這些事件的觀點往往取決於個人的信仰、

科學知識和個人經驗。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些事件可能會加強他

們的信仰，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們可能只是看似特殊但可以在

科學或統計的框架內解釋的現象。以斯帖記提供一個重大的參

考，在普珥日的慶祝上，猶大人相信這是上帝主導的神蹟，所以

他們充滿了感恩與自信。 

 

（三）逆轉得勝成為每年感恩紀念日 

    照著普珥的名字，猶大人就稱這兩日為「普珥日」。他們因

這信上的話，又因所看見所遇見的事，就應承自己與後裔，並歸

附他們的人，每年按時必守這兩日，永遠不廢。各省各城、家家

戶戶、世世代代紀念遵守這兩日，使這「普珥日」在猶大人中不

可廢掉，在他們後裔中也不可忘記。（斯九:26-28） 

   有趣的是，凡讀過以斯帖記的人都知道，這卷書沒有一處提

到神的名，上帝似乎躲藏在幕後。但即便如此，我們知道耶和華

的眼目遍察全地（歷代志下十六章 9節）；以斯帖的故事告訴我

們，儘管神看似是隱藏的，祂仍舊以主宰的作為照顧祂的子民。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猶太人在慶祝普珥節時，會穿戴面具及傳統服

飾；就是為了提醒世人：即使神是自隱的神，卻在暗中照顧祂的

子民，神依舊存在，信徒要信靠並經歷神隱密的同在。 

普珥節就是要慶祝一個事實，這個世界不是隨機巧合的。這個節

期被命名為「普珥」，正是要提醒猶太人和所有認識上帝的人，即

使事情看來似乎是偶然，就像是抽籤一樣，但是上帝仍然是事情

終極的掌權者。 

普珥節是一個充滿歡樂的節期，猶太人會以筵席和互贈禮物去慶

祝。正如《以斯帖記》這書卷在表面上像是一本很「世俗」的

書，沒有「宗教」成份，所以猶太人在慶祝這個節期時也像是在



過一個世俗的節期，期間沒有非常宗教性的活動，例如：禱告、

獻祭、宗教儀式。根據猶太傳統，在普珥節的核心活動是在會堂

誦讀整卷《以斯帖記》。 

我們明白了這個節期的意義之後，也就應該跟猶太人一樣，

在這個節期紀念我們的上帝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 

 

四、自己的感受 
  當我們今天要明白各種習俗如何形成今天的文化，正是藉由溯

源尋找其文化理念訴求的初衷。屈原、伍子胥皆以死明志，雖然

感人，卻是沒有盼望的選擇，而聖經中的愛國典範，乃是從深處

看見上帝在他們民族中的拯救作為，先知不畏生死警戒君王；祭

司帶領百姓棄絕偶像回歸真實敬拜；所羅巴伯、以斯拉、尼希米

選擇帶領百姓重建家園；但以理在異國中做宰相見證上帝國的榮

耀；以斯帖在波斯為皇后，透過她的手保護以色列百姓。  

   他們的愛國是從愛上帝開始，他們選擇尊主為大，先愛上帝

國，再愛自己屬世的國，若我們真明白「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

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那麼我們

的祈禱和盼望便是，願我們的國家、百姓、文化，都能在基督裡

得著更新，願我們的人民都能快快聽聞福音，你我也都能立定心

志，願我們的習俗文化，處處述說上帝的故事、顯明上帝的榮

耀。 

 

自己的感受與故事。自己傳福音給高醫教授夫婦故事以及小組新

人學習感恩小組長，每年記念「重生紀念日」。 

 

五、結論 
   我們曉得上帝沒有應許天色常藍，沒有應許信主後我們的生

活就一帆風順，但即便世上有再多的困苦艱難，即便在我們平凡

的生活中好像看不見上帝明顯的工作，我們仍要忠於上帝，感恩

上帝，因為祂是信實的，祂不但能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

帝的人得益處」（羅八:28），祂也必再來並成就所應許的終極救贖



與逆轉！上帝即使在人看似最缺席的時候也在場，就算沒有先知

來解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甚至沒有任何明確來自上帝的說

話。我們有自己感恩的「普珥日」。 

   上帝作為我們的拯救者仍然會在暗中看顧保護屬祂的子民，讓

他們永遠不受盲目的命運或邪惡力量的擺佈，因上帝仍然掌管世

界的歷史，並以隱藏的方式去工作，以實現祂的永恆計劃和對祂

子民的應許。深盼我們都從《以斯帖記》中學習，以信心的眼睛

去看見那位隱藏卻從不缺席的上帝，並因著這份屬靈的看見，更

積極主動地為上帝的國度擺上自己，願我們都更多被上帝使用，

以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美好的旨意。 

 

討論題綱： 

1. 分享這一年來，上帝在你身上、家庭、事業及教會的服事中，

所賞賜的恩典與帶領，認為這是神蹟或巧合？ 

2. 透由以斯帖記「普珥日」，分享自己是否遇到重大感恩事項，

每年設定紀念日，親友來慶祝。 

 

代禱事項： 

1. 分別從個人、教會、團契，或台灣整體，看上帝的恩典，向上

帝感恩。 

2. 請將你個人的願望和計畫，對教會的宣教及服事，對台灣的國

家方向的關心，化為交託和禱告。 

 

祈禱文： 

主上帝祢是我們生命的導演，我們為著祢不變的慈愛與拯救，陪

伴我們度過每一個日子來向祢感謝。誠願祢的公義更加顯明，治

理我們日夜心繫的台灣。賜我們謙卑的心志，日日接受祢的指

引，願我們所思所行榮光祢的聖尊名。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

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是否能夠將自己的重大感恩事項，當作紀念日，每天作感恩

紀念，表達對上帝與對人的感謝。 

2. 自己願意在信仰上，實際行動表達感恩小組長、區長或牧長

的牧養以及上帝的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