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心聖殿的重建系列⑴熱情的復興心志與淚水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待降節的開始」 
    「待降節」是基督教節期的開始。所謂「待降」（Advent）這

名辭原出於拉丁文，意思是「來臨」，就是等待耶穌基督的再度降

臨，一方面紀念祂曾降臨，一方面則期待祂二次降臨。「待降節」

更好是說「待降節期」，因為這個節期包括了四個禮拜，就是聖誕

節的前四個禮拜。所以一般來說都是從十一月最後的那個主日開始

算起，持續四個主日，直到聖誕節達到節慶高潮。今年的待降節為

12/3。聖誕節前的待降節，是許多基督徒一年當中最歡樂也最忙碌

的時期。教會各項聚會的安排、家中及教會的佈置、選購禮物、邀

請朋友參加福音聚會、以及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樣樣皆需費

心。但在歡慶救主耶穌降生的忙碌中，更當儆醒等候祂的再來。因

此，我們呼求說：「主耶穌啊，請來吧！」（啟示錄二十二:20b），

再次激發基督徒對救主降生和祂再來的渴望。 

   待降節的布置在教會傳統上是以待降節花環為主。花環上有四

支蠟燭（三支紫色、一支粉紅色），中間有一支白色蠟燭。在待降

節第一主日：點燃的第一根紫色蠟燭是象徵『期待、希望』，我們

要儆醒等待基督再來，藉此反省自己日常言行及對上帝的信心。待

降節第二主日：點燃的第二根紫色蠟燭是象徵『預備、信心』，當

預備主的路，以自己的好行為作榜樣，讓不信的人能因我們的好行

為而渴慕耶穌。待降節第三主日：點燃的第三根粉紅色蠟燭是代表

『宣告、喜樂』，當我們經歷主耶穌為我們而生，讓我們從罪中得

釋放，確定基督就是那位我們所等候的救主，因此，我們以愛和感

謝來慶祝這個日子。待降節第四主日：點燃的第四根紫色蠟燭是象

徵『服事、仁愛』，這禮拜是最接近主降生的日子，我們要以信

心、盼望來等待和彼此服事，預備心迎接救主基督的來臨。到

12/24聖誕夜或 12/25聖誕節，不但點燃環上的四根蠟燭，還在中

心點燃一根白色大蠟燭，象徵主耶穌－「世界之光」已經來到我們

中間，也就是「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整個聖誕節期就在



點燃「世界之光」達到敬拜主的最崇高境界，藉著耶穌的降生，上

帝給全人類生命更新的恩典。因此，藉著聖誕環及點燈，基督徒再

次溫習主耶穌降生的意義，並一代一代的將此神聖意涵傳遞給下一

代。 

  「待降節」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道成肉身」。在「待降節」的期

間，我們的教會、信徒應該深深地思考主耶穌來臨的目的，以及祂

在一生之中一切的行事和教訓，而信徒應該以悔改的心反省自己的

信心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所以對基督徒來說，待降節是靈修、懺

悔、等候和預備的節期，一方面以悔改的心來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

是否符合主的旨意，並求主重新誕生在我們的心中，使我們的靈命

得到更新。這也是我們說的，「內在聖殿」重建與復興。 

   今年我們教會特別用「三十天禁食禱告」的方式，在降臨節開

始，並宣告聖誕節的來臨，在我們生命中「內在聖殿」重新建立與

復興教會。 

 

一、思考的焦點.  
1. 在待降節來臨，我們是否有覺察到，自己的「內心聖殿」是否

需要重建，教會聖殿在意義上，是否透由禱告得著復興？ 

2. 在迎接聖誕節前一個月，我們是否在「內心聖殿」重建，充滿

熱情的復興心志與淚水？如同在待降節第一主日所點燃的第一

根紫色蠟燭是象徵『期待、希望』？ 

 

二、參考經文：《以斯拉記三 10-13》 
3:10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

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 

3:11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

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

殿的根基已經立定。 

3:12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

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

呼， 



3:13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

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三、經文背景 
   我們知道耶路撒冷聖殿有過兩次建造，第一次是在所羅門王的

時代建造起來的，詳細的建造過程記載在歷代志下第二至四章。說

宏偉，那是可想像得知，總共用了七年的時間才完成。不但這樣，

在聖殿的至聖所內，還放置著以色列民族看為最神聖的約櫃（參考

歷代志下五：2—10）。但這麼雄偉的聖殿，卻在主前五八六年被巴

比倫帝國的軍隊給予無情的摧毀，並且還搬走聖殿內部所有的器

物，包括「所有的銅帶到巴比倫。 

    後來，經過五十年後，也就是主前五三八年，波斯帝國興起，

打敗了巴比倫帝國，波斯的皇帝塞魯士決定讓以色列民族返回他們

的故鄉去重建家園。他為甚麼要這樣？我們已經無法完全清楚，不

過有一件事非常特別，他不但鼓勵以色列人返鄉，而且還將當年巴

比倫帝國所擄掠奪去的聖殿裏所有器物都歸還給他們。以斯拉記上

第一章九至十一節就記載了一分清單，說明波斯帝國的塞魯士王歸

還給以色列人當年巴比倫王擄掠奪去的聖殿的器物。這就是第二次

建造聖殿的一個簡單背景，這次的建造工程是由波斯王塞魯士所鼓

勵，並且由所羅巴伯帶隊返鄉進行這項建築工程。整個建造聖殿工

程的經過，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這兩卷經書中都有詳細記載。 

但是，我們知道第二次建造完成的聖殿後，直到主後第七十

年，由於猶太人的叛亂而遭遇羅馬帝國再次無情的摧毀，這次摧毀

的情景和過去都是一樣，不僅是聖殿而已，連耶路撒冷城也一併破

壞殆盡，幾成廢墟的狀態。耶穌基督就曾預言耶路撒冷聖殿會像荒

廢到「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上面，每一塊都要被拆下來」

（參考路加福音廿一：6）。 

《以斯拉記》它記載了猶大人民在波斯王國統治下從巴比倫回

到耶路撒冷的歷史，並描述了他們重建聖殿和復興猶大的過程。以

斯拉記呼籲人們堅守信仰和宗教傳統。這提醒現代人堅守自己的價

值觀和信仰，即使面對挑戰和困難也要堅持。提到了人民的悔改和



對過去錯誤的認知，並致力於建立更好的未來。這啟示我們在面對

錯誤和困難時，應該勇於悔改和改變，追求更好的方向。以斯拉記

描述了重建聖殿和城牆的過程，需要人們的奉獻和努力。這提醒現

代人要有耐心、毅力和奉獻精神，努力為個人、社會或群體的重建

作出貢獻。 

 

四、啟示: 
（一）真正的聖殿並不是外型建築物，而是建造在人內心中的敬畏

上帝之心。 

   我們都很清楚，無論是多麼雄偉的建築物，都會因為戰爭遭到

破壞，或是因為自然災害帶來毀壞；更可能因為建築科技、材料的

更新，而使過去被看成最美好、雄偉的建築，如今成為老舊、破損

的建築物，需要拆掉重建。西班牙的聖母院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被稱為塞維利亞大教堂（Seville 

Cathedral）。這座教堂的建造始於 1401年，但直到 16世紀晚期才

完工，花了近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它被認為是世界上建造時間最長

的教堂之一。另外世界上建造時間最長的教堂之一是西班牙巴賽隆

納的聖家堂（Sagrada Família）。這座教堂的建造始於 1882年，至

今仍在建設中，預計將在 21世紀完工。因為設計複雜、雄偉壯

觀，但時間年代問題，終究也是會重建的。 

使徒保羅則更清楚地指出：每個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殿」（參

考哥林多前書三：16），他說耶穌基督就是聖殿的「基石」，大家將

聖殿建造在這「基石」之上（參考以弗所書二：20—21）。彼得的

書信中也這樣強調說：「你們也要像活的石頭，用來建造屬靈的聖

殿，在那裏作聖殿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為上帝所悅納的屬靈

祭物。」（彼得前書二：5）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真正的聖殿並

不是這些看得見的外表建築物，而是建造在人內心的屬靈「房

子」。 

今天的基督教會都有建築物來顯明作為信仰團契聚會的地方。

但我們要注意一件事：一間教會是否會長久存在，並不是在於建築

物，而是在於真實敬虔的內心，且這敬虔的心是建構在上帝話語的



基礎上。這一點必須要清楚，含糊不得。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就會發現今天在美國、加拿大都發生好幾起拍賣禮拜堂的例子，甚

至有些原本是基督教會的禮拜堂，如今已經成為佛教的廟宇。因為

歐、美各地的信徒越來越不重視信仰，甚至荒廢了信仰的根基，對

上帝的話語越來越陌生，卻對於現世的物質生活講究又認真，這樣

的教會當然會凋零、枯萎，甚至荒廢，難怪沒有下一代來延續信

仰，使原本堂皇的禮拜堂持續發亮。可見「內心聖殿重建」的重要

性，值得我們用來做為借鏡、警惕之用。 

 

（二）受呼召來重建聖殿和見證福音的人，充滿著熱情與淚水 

西元前 539年，波斯王居魯士終結了新巴比倫帝國，誥令天下

解放巴比倫所擄掠的奴隸；其後，此誥令的效力也臨到了以色列

人。被擄 70年後，以色列人重新踩上了耶路撒冷的土地。 

在所羅巴伯的帶領下，回歸的以色列人重新蓋起了猶太教信仰

中心的聖殿。當聖殿根基立起的那天(放下了房角石)，眾百姓情緒

波動，大聲呼喊！對於老一輩見過所羅門王所蓋第一聖殿的人而

言，是聲淚俱下、百感交集！另外的人則是歡天喜地、高聲歡呼！

甚至働哭聲與歡呼聲勢均力敵，除了傳得極遠外，人甚難分辨其

聲。 

一聖殿，兩樣情。有人大聲働哭，有人大聲歡呼。「大聲哭號」

者：他們哭號的原因有三：(1)有感於在異國歷經亡國之痛；(2)聖

殿代表神的同在，因此覺得光明在望；(3)新殿的規模不能與舊殿相

比擬(參該二 3)。 

大聲歡呼」：他們單純受到鼓舞，歡喜快樂地高聲呼喊。一件

事，有的人觸景生情，因緬懷過去而傷心悲泣；有的人歷盡滄桑，

因眼前成就喜極而泣；有的人則從未見此恢宏氣象，因滿懷希望而

大聲歡呼。人們往往因為經歷不同，而對於事物的反應也就不一

樣。但一樣的是對聖殿的重建充滿著「期待與希望」 

兩千年後，流散各地的猶太人再次回歸到了耶路撒冷。1948

年，以色列再次建國，隨後就是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戰爭，以及那分

理不清、仇怨交錯的以巴關係。當回歸的猶太人進入到耶穌撒冷



時，一樣有人働哭，有人歡呼。然而那聖殿的原址上，卻是一座金

頂的清真寺，日日傳來虔誠伊斯蘭教徒的讚美詩。隔開清真寺的西

牆，則成了猶太人的哭牆，塞滿了時時淚水沾濕的祈禱文。一聖

殿，兩樣情。誰的聖殿？誰的兩情？只餘傳得極遠處的大聲，人甚

難分辨熟是孰非。 

    天上的聖殿來到了地上，屬靈的聖殿成了所有追隨耶穌基督的

身體。物質的聖殿再也不重要了，各人的身體就是神的聖殿，祂要

住在我們裡面(林前三:16-17; 六:19; 林後六:16)，或哭、或笑，主

都永遠與我們同在。一聖殿、兩樣情。原來是神的聖殿在我們裡

面，我們的歡笑與淚水裝在祂的心中。重要的熱情「重建內心聖

殿」的「期待與希望」  

 

（三）滿腔的「期待與希望」，願意為「天國價值」付出代價 

    （拉三 1-2）描述古列王元年，詔令以色列人可以歸國，他們

從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歷九百多里的路程，共走了四個月才抵達

耶路撒冷，經過一段時間的安頓，聖經中提到在七月，他們聚集於

耶路撒冷，而聚集的一個目的是他們同心，以合一的心，一起來到

耶路撒冷要恢復敬拜，「如同一人」是多麼美麗的形式，以色列人

被擄歸回來的有五萬多人，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但不知是何種的

吸引，到了七月，他們行動迅速，很合一整齊，如同一人的聚集起

來。我們是否有合一的心來到神面前敬拜祂，在教會中的敬拜，我

們需要合一的心來到神面前敬拜。合一的心甚是重要；因為是神預

備眾人的心來敬拜。 

當我們翻到以斯拉記第二章，我們見到被擄歸回的人只是少

數，這次歸回的百姓要離開早已習慣生活的巴比倫；連根拔起的回

耶路撒冷，並非一件簡單的事。當第一位領袖所羅巴伯呼籲人歸回

聖殿時，只有五萬多人響應，很多人沒有心回去。今日，我們是否

甘心的敬拜神，很多人回到教會卻沒有準備好心靈，又怎會有激動

的心願意為神的殿努力。我們有沒有感情的投入，為著神的緣故，

我們願意好好預備自己，來到神的面前持守好的敬拜生活，以致屬

靈生命得以復興。神的子民被神激動回去重建聖殿，他們內心已作



好準備，有心志和感情的投入，願意事奉神，神要求我們內心的預

備外，還要把我們其他一切都甘心獻上。 

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他們是在尚未建立自己的房屋，就先

修建聖殿，表明他們將上帝的事擺在第一。聖殿需先建，其次是城

牆、街道，然後才是住屋。在建殿的過程中，他們遭遇了敵人和撒

但的攔阻。所羅巴伯與其餘猶太領袖，秉著智慧與勇氣，拒絕與敵

人妥協，也不接受他們的幫助。雖然敵人用毒計、賄買謀士去破壞

上帝子民的工作，以致造成長達 15年的停頓。但藉著所羅巴伯不

屈不撓等候的信心引導下，加上先知哈該及時的勸勉，上帝的旨意

後來還是完成了。（拉四 1～24）從這些被擄歸回的餘民身上，我

們看見，與上帝和好、尊崇祂、敬畏祂、等候祂、順服祂、專心愛

祂，忠心到底，願意付出代價，來追求「天國價值」是何等重要的

生命課題。 

 

五、自己的感受 
   每一個時代神都在做新事，在所羅門王的時代，神透過大衛預

備建殿的材料，而在以色列人歸回的時候，他們透過波斯政府幫助

他們重新建殿，聖殿的建造除了神的心意，也與人的渴望有關。在

重建聖殿的過程中，常有個重大的問題思考，聖殿的荒廢被毀，是

「神的責任」或是「自己的責任」重新反省，才能清楚為何失敗

了，還要去「重建聖殿」！而且是「身份認同的重大抉擇」是勇敢

作自己（猶太人）還是成為與現實妥協的世俗人？ 

也許你也曾經對過去充滿緬懷，對眼前的情境感到沒有過去的

光榮而難過，但今天神要對你說，只要你持守對神的渴慕，每一個

現在，都是你可以再次榮耀的時刻，因為神的榮耀存在於每一個時

代，每一個空間，只要你的心繼續渴慕神，神的榮耀仍然在你心

中，記得當重建聖殿時，也是有許多人大聲歡呼！ 

願主耶穌的生命觸摸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一天因著對神的

愛、對神的渴慕，讓我們更深對齊耶穌的生命，使我們生活的每一

天，都能彰顯神的榮耀，求神恩膏建造我們的靈命與身體，使我們

的身體成為聖靈榮耀的聖殿，每一天更健壯、每一天更像神、更榮



耀神 

 

一直以來，教會都不是指著硬體的建築物，而是指著由我們眾弟兄

姐妹所組成的屬靈團體，但人們往往很容易眼見有形體的建築物。

我們不應該只注重建造實體的會堂，卻忽略了重建「心靈的殿」的

重要性；因此我們都應當回歸到信仰的本質——以神為中心，並從

「心」去實踐合乎真理的生活。 

 

曾有一個故事這麼說：「有一個人在夢中被天使帶到一個教會。他

看到司琴的姐妹很賣力的彈奏，但卻聽不見琴聲。輪到會眾和詩班

唱詩時，仍然聽不見聲音。隨後講道者上臺講道，只見口中念念有

詞，卻聽不見他在講些什麼。最後，當所有會眾一同迫切禱告的時

候，理當要聽見大家迫切的禱告聲，但仍然完全聽不見任何人的聲

音。於是這個人請教天使，為什麼他聽不見任何聲音？天使告訴

他：你聽不見聲音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用『心靈與誠

實』來敬拜神；這一群人聚在一起敬拜，不過是形式上擺個樣子而

已。他們的心並沒有真正在崇拜神，神並沒有垂聽他們的唱詩與禱

告，也因此你聽不到任何聲音。」 

 

這個故事很值得我們省思，我們是否曾經感覺到當自己在聚會中

唱詩時，只是有口無心的隨著眾人唱詩，或者只一味的追求歌唱技

巧，卻忘記讚美詩歌詞中的屬靈意涵？當講道者在臺上講道與帶領

會眾一同禱告時，我們的心思意念是否早就飄到千里之外去尋找屬

世的人、事、物？這種現象是否越來越常見呢？許多人來到教會，

只是「形式上」在敬拜，並未用「心靈與誠實」來敬拜神。若屬神

的真教會子民也有這樣的趨勢，縱使會堂蓋得很華麗，相信神看到

之後也會如同當時潔淨聖殿時一樣，心裡焦急、如同火燒。因此當

我們來到教會時，我們要學會靜下心來，去聽見神的聲音。我們更

當時時潔淨自己的心靈。 

 

六、結論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五 8），我們要提

醒自己，要在禱告中不見他人、只見耶穌。在禱告中專心的與神對

話，細細去傾聽神對我們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領受神所要教導我

們的，並且努力去實踐。縱使教會的軟硬體設備已經老舊，這些外

在的事物都不應該影響我們愛神的人。在這恩典的時代，我們當從

「心」出發，倘若眾弟兄姐妹都能夠從心開始去重建「心靈的

殿」，我們會更懂得如何以基督的心為心去對待每一個人，使我們

都能在基督裡合一，互相搭配成就神的善工（羅十二 5）。按著目

前教會推動的「三十天禁食禱告」來迎接主降生，如此，我們必定

漸漸漸看到這屬神的教會，有著《以弗所書》中所描述完美教會的

影子。 

 

討論題綱： 

1. 以色列民族遭遇到如此的苦難，為何他們總沒有失去盼望與勇

氣？ 

2. 現今台灣教會面臨到最大危機是什麼？是不是我們已經沒有夢

想及異象，甚至失去了期待與盼望？ 

 

代禱事項： 

1. 為自己每次做禮拜，能心靈潔淨、心無旁騖禱告。 

2. 為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存代禱。 

 

祈禱文： 

親愛的主，我知道有時我為罪所勝。但是，祢用自己的身體、寶血

重新建造我、潔淨我，這是何等大的救贖和恩惠。求祢接納我憂傷

痛悔的心靈，願意用單純的心靈誠實敬拜祢。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所羅巴伯明白屬靈的生命必須重建，對上帝的敬拜必須恢復，

因此歸回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排除萬難重修祭壇、恢復敬拜、

重建聖殿。同樣，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建造心中的



祭壇，讓主成為你生命的中心，讓基督登上你心中的寶座。在

每個清晨响午夜晚，都能與主親密相會，尋求仰望等候祂，在

每一件事上都倚靠順服跟隨祂。 

2. 在待降節中，學習安靜聽主的聲音，重新建造「內心聖殿」，內

心充滿著熱情的「期待與希望」。執行教會推動的「三十天禁

食」輪流為教會復興付上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