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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書和普珥日                       2015. 10. 24. 

 
 （Megila）是「書卷」的意思，希伯來聖經分類的「著作」  （Ketuvim）

中有「五節日書卷」    （Chamesh Megilot）：雅歌（逾越節）、路得記（五

旬節）、哀歌（埃波月九日）、傳道書（住棚節）和以斯帖記（普珥日）。在猶太

的口傳律法《米示拿》 （Mishna）第一、二篇的 Megila 均提及普珥日，因

此以斯帖記也被稱為 Megila。這卷書記載了普珥日    （籤 Purim）（單數 
  Pur）的由來，普珥日可以說是猶太人的嘉年華會。 
 
公元前 586 年猶大被巴比倫擄去，公元前 539 年波斯戰勝了巴比倫，猶太人被波

斯統治。在波斯管治下的猶太人，擁有較好的生活，也和其他的居民和氣相處。

但是後來新的宰相哈曼掌權，他是個痛恨猶太人的人，決定要消滅所有的猶太

人。他制籤決定在亞達月十四日殺死猶太人，並得到了國王亞哈隨魯（又名薛西

斯 Xerxes I，公元前 486-465 作王）的許可。「普珥」的意思「籤」，因哈曼「制

籤」決定哪一月、哪一日要害死猶太民族。亞哈隨魯的皇后以斯帖是猶太人，他

的叔叔莫底改在王宮中做事，莫底改也是猶太三合林公會的會員。以斯帖、莫底

改和所有猶太人禁食了三天，他們共同的行動改變了亞哈隨魯王的決定，拯救了

猶太人，並吊死哈曼和他的兒子們。為紀念這個禁食的舉動，亞達月十三日是「以

斯帖禁食日」，十四日則是歡樂的慶祝，有盛大的筵席、化妝、互贈禮物，並樂

捐給貧窮的人。有的地方的猶太人在十五日才歡樂慶祝。 
 
古代的智者規定了普珥日要遵守的七個命令： 
一、誦讀以斯帖書卷兩次，晚禱後一次，隔天晨禱後一次。誦讀全卷之前，全會

眾誦讀以斯帖二 5、八 15、八 16 和十 3 這四節。 
二、餽贈鄰人禮物，至少要贈送兩樣禮物，兩種菜餚或飲料等。 
三、贈送窮人禮物，至少要贈送兩個窮人各兩樣禮物，不一定菜餚，金錢亦可。 
四、在清晨禱告時頌讀律法書──出埃及記十七章與亞瑪力人作戰。 
五、祈禱──有關普珥日的神蹟事件，和謝飯禱告。 
六、舉辦筵席並歡樂。 
七、禁止說哀傷的話和禁食。 
 
普珥日是在亞達月的十四日，約在陽曆的二、三月間。慶祝普珥日要誦讀以斯帖

書卷，還要辦豐盛的筵席，在筵席上人們以不同裝扮出現。比較起燭光節（獻殿

節）思想革命戰爭，和人精神的存在，普珥日乃是思想與哈曼的鬥爭得勝，是強

調身體的存在，因此在物質上歡樂。在歡樂中體會，我們在這裡生活，我們吃，

我們喝。這個節日也要眷顧貧困的人，大家可以一起歡樂。猶太人有句諺語說「不

是天天都是普珥日」        譯為英文就是 Not every day is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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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普珥日的歡慶就如基督徒過聖誕節。 
 
在這節日十四日的晚上和隔夜的早上要誦讀以斯帖書卷，書卷完全由手抄寫，用

寫字的筆管或鵝毛筆書寫在羊皮卷上，並放在匣子裡面保存。書卷和保存它的匣

子需要許多藝術家合作才能完成。兩次的誦讀都是有裝扮好的大人和小孩一起

聽。若是遇上閏年的閏亞達月，則在當月的十四日有「小普珥日」     （Purim 
Katan）。 
 
這個節日中吃一種三角形的餅，在德國為主的亞實基拿（Ashkenazim）社群稱之

為「哈曼口袋」或「哈曼耳朵」。這是用乾果、葡萄乾和罌粟子，或依照各家傳

統的其他食譜的填充物所製的餅。在這節日裡，人們要想辦法改變裝扮，讓人認

不出來，因為猶太人在這日不再被逼迫，而被保護，不再受輕視，而被尊重，所

以人們要改變得和平時不一樣。這個節日最好喝很多酒，讓人分不清楚誰是誰，

被輕視或被尊重，猶太人或哈曼？一種身分的混亂，讓人找到新的自己，從被監

禁的監獄中出來了。 
 
在猶太法典說明，普珥日的神蹟中，上帝是沉默和隱藏的，就如同以斯帖記裡面

沒有寫到上帝的名字。整個故事像是人的故事，他們獨自以他們的靈巧智慧戰勝

了仇敵。猶太人解釋以斯帖  （Esther）這個名字的字根就是「隱藏」 

（samech-tav-resh），所以猶太人在這個節日以不同的穿著隱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