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行在神蹟中的國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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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祝福應許之地──以色列土地、語言復活神蹟 

 
在創世記十七章 7-8 節，神將應許之地賜給亞伯拉罕及他的

後裔永遠為業。 

 
如果回到以色列復國前一天，當基督徒讀到這段經文時，是

否會懷疑神的信實與慈愛，因為這地住的不全是亞伯拉罕的

後裔，他們早已不住在這地兩千年了。 

 
無法生存死亡荒廢的土地 

 
歷史上這應許之地曾被多個帝國占領，但都無法據為己有，

也沒有任何國家曾在這塊土地上立國。神為祂的選民保守看

顧應許之地兩千年，誰能奪取神應許賜給亞伯拉罕後裔的產

業！ 

 
1948年 5月 14日，神將這應許之地從外邦人手中奪回，再

次還給祂的選民，我們見證了這件事，也見證祂是守約信實

的神。聖經形容神所賜的應許之地，是流奶與蜜之地，而這

地要能成為流奶與蜜之地的祝福，其根基在於土地與祂選民

的聯合，當神的選民住在這應許之地，流奶與蜜的祝福就臨

到。 

 
回顧以色列人不住在這應許之地的兩千年間，在顎圖曼帝國

統治時期，為了修建鐵路毫不留情地大量砍伐樹木，不惜將

所有樹木資源用盡，嚴重破壞糟蹋的程度，已使人們無法在

這片土地上生存。美國作家馬克吐溫 1867年拜訪這地後，在



 

書中形容這片土地令人窒息、貧瘠荒廢、草木不生、色彩單

調、毫無生氣。從過去兩千年在這地所發生的事，我深信這

的確是當時流奶與蜜之地的淒慘景況，原因是當時猶太人尚

未開始回歸且以色列尚未復國。 

 
神為選民的歸回使土地復活 

 
但當 1948年以色列復國的那年，大衛鮑森牧師說，天氣歷史

紀錄顯示降雨量竟是最豐沛的一年。土地開始恢復生氣，綠

地森林漸漸重現，神使已死亡荒廢的土地再次復活，迅速恢

復應許之地應有的樣貌，因爲神的選民大量回歸。如今在以

色列可見到茂密的森林樹木花草，南邊的死海、紅海，北邊

的加利利、耶路撒冷、特拉維夫，都已成為觀光旅遊度假聖

地，到以色列的遊客含朝聖的基督徒年年創新高，在 2019年

已達約 450萬人。 

 
這片土地僅有 2.2 萬平方公里，所出產的農產品不但自己自

足，還可將蔬果花卉出口到歐洲。雖然 60%是曠野，年平均

雨量僅 300公厘，平均高溫攝氏 40度，但以色列從不缺水。

前幾年在外海更發現了天然氣，除了足夠供應全以色列，亦

有剩餘可賣給鄰國埃及，未來甚至可出口到歐洲。 

 
若非神的祝福，誰能相信七十年前這是被世人遺忘與廢棄之

地。但神為祂選民的歸回使土地再次復活，祂信守所立的約，

向亞伯拉罕的後裔彰顯信實與慈愛。因為當猶太人再次住在

神量給他們的地界，土地與人聯合時，這地就成為流奶與密

之地。 



 

死亡兩千年的古老希伯來語 

 
每個民族與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舊約聖經是用希伯來

文寫成，亦是那時以色列人日常生活所用語言。但主後七十

年，當猶太人被趕散到世界各地，為了生存他們的語言已經

完全在地化，失去了用希伯來口語溝通的能力。他們可接觸

到希伯來文的機會，大部分是在猶太會堂的宗教儀式時，聽

台上拉比用古希伯來文讀舊約聖經、用古希伯來文禱告本禱

告，或是一些詩詞創作中使用的古希伯來文。 

 
雖然有些人能看懂希伯來文聖經，然而希伯來口語在猶太人

的後裔生活中已經流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日常生活溝通用

語，聽得懂或聽不懂完全不影響生活，希伯來口語因以色列

人流散世界各地已經死亡了兩千年。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猶太人開始回歸應許之地，他

們日常生活仍然使用原本居住國語言。這些早期回歸的猶太

人中，有些深受錫安主義影響，相信神將猶太人帶回應許之

地也必會恢復以色列國，若是這樣就應該要有共同語言，否

則要重建以色列國艱鉅且困難。 

 
有些人提議採用 Yiddish（是生活在歐洲猶太人所用的一種混

合了希伯來語、阿拉姆語、德語及斯拉夫語系為基礎的語言），

但大多數回歸的猶太人普遍不接受；其中一些人主張，未來

以色列國的語言應該是希伯來文與希伯來語。 

 
 



 

希伯來語復活的重要里程碑 

有個叫 Eliezer Ben Yahuda的回歸猶太人，出生在立陶宛，從

小學習妥拉，熱愛希伯來文舊約、塔木德、米什納與希伯來

文的詩歌體文學，是錫安主義堅定支持者。他深信神不只是

要恢復以色列國，並且要恢復希伯來語成為這地人們的日常

生活用語。他成立希伯來語語言委員會（今日希伯來語學院

前身），致力提倡恢復希伯來語成為日常生活用語。當時希

伯來文可用詞彙有限，無法滿足社會、科學、生活學習交流

上所需，他說服委員會出版希伯來語文大詞典，編撰發音、

拼寫、古典詞用法及融入現代詞彙等，他創辦希伯來文報紙

亦是主編。 

 
他率先從自己家操練以希伯來語溝通，在他家中希伯來語是

唯一溝通語言，他在外與人溝通也用希伯來語，這如同小孩

剛開始學語言溝通一樣，可說是困難重重，但他深信這是恢

復希伯來語必要的第一步。越來越多猶太人與家庭開始效法

他的方式，從家庭生活開始學習用希伯來語溝通，希伯來語

漸漸在社會中被接納，自然而然形成了組織化的推廣，與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來口語。之後在特拉維夫也有了第一間

以希伯來語教學的幼兒園，希伯來語小學及中學也相繼誕生；

據統計在 1918 年一戰結束時，以色列已有數十間中小學與

幼兒園用希伯來語教學。 

 
不僅如此，1912年創建的第一所以色列理工學院（位於海法

市），因一戰拖延到 1924年才開始招生，受一戰影響決定不

以德語教學，最後用希伯來語教學；後續位於耶路撒冷的希

伯來大學，也決定用希伯來語教學；1922年英國託管巴勒斯



 

坦，宣布用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與英語為官方語言，這些決

定都奠定了希伯來語復活的重要里程碑。 

 
已死亡兩千年的古老希伯來語，再次在應許之地重新成為回

歸猶太人的語言，在以色列 1948年復國前，經過了幾十年的

努力，希伯來語神蹟似地死裡復活，已成為猶太人日常生活

語言。這對以色列復國有積極的影響，因為一個國家必定要

有自己的語言，這亦是恢復希伯來語的先鋒 Ben Yahuda付上

一生精力所堅信的。身為基督徒，我也深信他是神所揀選用

來恢復希伯語的開拓先鋒。 

 
文章作者：周效遠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ICEJ 國際理

事） 

 
（由於版面有限，後面將繼續敘述神在今日以色列所行的神

蹟，包含科技與福音的神蹟。） 

 
  



 

2023年新年快樂！ 

 

親愛的朋友和代禱者們： 

 
我代表 ICEJ祝您新年快樂！ 

 
隨著今年接近尾聲，讓我們一起思念主的良善，並感謝祂的

慈愛和祝福，讓我們在新的一年以「渴望與神有更深的連結」

作為一年的開始，讓祂成為我們一切的中心。 

 
我想祝福您 2023 年是在耶穌基督裡倍受祝福和得享成功。

我禱告今年主的旨意成就您的生命中，使您能在祂的國度裡

結出滿滿的果子！ 

 
願您今年真蒙祂的恩惠，祝您身體健康、豐盛平安、靈裡喜

樂以及在主裡昌盛。 

 
來自耶路撒冷的祝福！ 

 



 

溫暖的問候。 

 
猶根．布勒 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總裁 

 
文章來源：ICEJ總裁猶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 

文章日期：2022/12/30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民數記 6:24-26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

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詩篇 65:11-13 

你以你的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曠野的

草場也滿溢，小山以歡樂束腰。草場以羊群為衣，山谷蓋滿

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禱告方向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在 2022年的保守和看顧，願祢在新的一

年持續提升 ICEJ在以色列的所有事工，使更多的猶太人因祢

在 ICEJ所做的事大受祝福。 

 

  



 

納坦雅胡 

最早可能在下週首次正式造訪阿聯酋 
 
造訪阿聯酋（United Arab Emirates）的新消息是在阿聯酋總

統祝賀以色列總理組建新政府的第二天發佈的。 

 

 
2022 年 9 月 16 日，時任反對黨領袖的班傑明．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在特拉維夫會見了阿聯酋外交部長

阿卜杜拉．本．扎耶德（Abdullah bin Zayed）。（照片來源：

班傑明．納坦雅胡/推特） 

 
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辦公室週一

證實他正計劃首次正式造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總理辦公室告訴《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最早可

能在下週造訪，但具體日期和行程仍在制定中。 



 

總理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關於這次造訪，以色列政府與

阿聯酋政府持續保持聯繫。 

 
週六，阿聯酋總統謝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

揚（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在以色列政府正

式宣誓就職後致電向納坦雅胡表示祝賀。 

 
「殿下（阿聯酋總統）表示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

的聯繫，特別關注發展問題，並推進夥伴關係與和平之路，

造福兩國人民和更廣泛的地區。」阿聯酋官方通訊社（WAM）

報導。 

 
路透社報導（Reuters reported）稱阿聯酋外交部長謝赫．阿

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分別向新上任的以色列外

交部長伊萊．科恩（Eli Cohen）致電恭賀。 

 

 



 

2020年 9月 15日，在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巴林和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訂與以色列的亞伯拉罕協議。（圖中從

左到右）阿聯酋外交部長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

揚、巴林（Bahrain）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蒂夫．扎亞尼（Abdullatif 

al-Zayani）、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和美國總統唐納．

川普（Donald Trump）在白宮南草坪揮手致意。（照片來源：

SAUL LOEB / AFP） 

 
以色列和阿聯酋在兩年前因亞伯拉罕協議建立了兩國關係。 

 
納坦雅胡原定於幾個月後造訪阿聯酋，但由於疫情、行程安

排問題和國內政治危機，此行程一再延遲。 

 
他最終於原定 2021年三月總理任期結束前進行這次的訪問，

但由於約旦推遲批准他該國上空的飛行而被迫取消。 

 
2022年六月，時任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飛往阿布達比（Abu Dhabi）就伊朗問題舉行會談，而阿聯酋

外交部長阿勒納哈揚於九月訪問以色列，以紀念亞伯拉罕協

議簽署兩週年，他會見了當時的總理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和納坦雅胡。同年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總

統也訪問了阿聯酋。 

 
有人擔心以色列與海灣國家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受到納坦雅

胡硬派政府的影響。 

 



 

 
2022年 1月 30日，艾薩克．赫佐格總統（左）會見阿聯酋

王儲謝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照片來

源：Amos Ben Gershom/GPO） 

 
一位熟悉此事的高層官員告訴以色列時報，在去年的選舉之

前，阿聯酋警告納坦雅胡不要讓極右翼議員伊塔馬爾．本—

格維爾（Itamar Ben-Gvir）和貝撒勒．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進入他的政府。 

 
納坦雅胡和本．扎耶德在以色列會晤期間傳遞了這一信息。

這位官員說，阿聯酋外交部長警告若將這些極端主義者納入

納坦雅胡政府，可能會破壞以色列與阿聯酋關係以及亞伯拉

罕協議的更多發展。 

 
但自從右翼宗教黨在 11 月 1 日的投票中贏得多數席位後，

阿布達比（阿聯酋）顯然改變了態度。 

 



 

上個月，阿聯酋駐以色列大使穆罕默德．阿爾哈賈（Mohamed 

Al Khaja）會見了斯莫特里赫，不到一週前他被拍到熱情地問

候本—格維爾。 

 
本—格維爾自稱是極端主義拉比兼前議員梅爾．卡哈內（Meir 

Kahane）的追隨者，他的凱煦黨（Kach：以色列極右翼政黨）

在 1980 年代被以色列和美國取締並宣佈為恐怖組織。 

 
本—格維爾因煽動恐怖主義被定罪，儘管他堅稱自己近年來

已經有所收斂。2007年，他還因在抗議活動中舉著標語「驅

逐阿拉伯敵人」被判處「煽動種族主義」之罪。 

 

 
2022年 12月 7日阿聯酋駐以色列大使穆罕默德．阿爾哈賈

（左）在以色列議會辦公室會見宗教猶太錫安主義主席貝撒

勒．斯莫特里赫。（照片由議會辦公室提供） 

 



 

斯莫特里赫是宗教錫安主義黨的主席，在本—格維爾去年進

入政治界之前被視為以色列極右翼的議員之一。 

 
斯莫特里赫長期以來針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

持發表批判性言論，稱他的妻子不想與阿拉伯婦女在同一醫

院病房分娩是「顯然易見的」。 

 
去年，他感嘆以色列首任總理大衛．本古里昂（David Ben 

Gurion）沒有「完成工作」，意指沒有在建國時將所有阿拉伯

人趕出以色列。 

 
斯莫特里赫長期以來一直主張擴大定居點和併吞西岸的大

部分地區，且不給這些地區的巴勒斯坦人平等權利。 

 
阿聯酋啟動了亞伯拉罕協議，以換取納坦雅胡當時政府的承

諾，即不推進吞併約旦河西岸大片地區的計劃。 

 
新聞來源：以色列時報（TOI）拉薩．伯曼（LAZAR BERMAN） 

新聞日期：2023/01/0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共處，是多麼的善，多麼的美。 

 
 



 

以弗所書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透過亞伯拉罕協議促進以色列與阿

聯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我們禱告祢持續導護這些連結和關

係不被極端黨派攪擾，並在這中間教導這些極端主義者為了

以色列的緣故能真實的擁抱和睦的意象。 

 

  



 

ICEJ在光明節 

協助來自烏克蘭的救援航班 
 

 
 
光明節的第三晚，約一百名體弱的烏克蘭年長猶太人平安的

抵達本－古里安機場（Ben Gurion Airport），回到了以色列。 

 
對他們而言，光明節第三晚的祈禱具有特別意義：「願神祝

福你！我們的神－造物主，在這個季節為我們祖先帶來奇

蹟。」 

 
這趟緊急救援航班是在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與民

間志工組織「札卡」（ZAKA，全名為：Zihuy Korbanot Ason）

緊急小組的努力下促成的，同時由 ICEJ與其他組織提供了大

量的財務支持。 



 

 
 
在烏克蘭，光明節蠟燭是某些猶太家庭唯一的光源。 

 
這批剛回到以色列的猶太移民也經歷了光明節奇蹟，他們躲

過敵軍無情的轟炸，而這些攻擊更導致熱能、電能和水資源

的短缺。 

 
76 歲的愛拉．斯米爾諾娃（Ella Smirnova）離開了在敖德薩

（Odessa） 的家，當時她正在為九月份的猶太新年假期做準

備，卻不幸摔倒，導致脖子骨折，完全癱瘓。「我全身癱瘓，

只能臥病在床，這場戰爭讓我感到更加無助，彷彿看不見任

何希望。當空襲警報聲響起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躲在床

單下，因為唯一能夠救我的方法就是有其他人來幫助我。」

她說。 

 



 

 
 
札卡組織的執行長多維．韋森斯坦（Dovi Weissenstern）告訴

「J-Wire」澳洲新聞：「這次從戰區撤離一百人的航班令人十

分感動，特別在光明節期間更是如此，這彷彿當年馬加比家

族成功反抗塞琉古王朝的現代象徵。」（註：「光明節」是

紀念西元前 165年猶太馬加比起義成功，從塞琉古王朝奪回

耶路撒冷。） 

 
「可悲的現實是，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漸漸不再投入關注與協

助在烏克蘭戰爭上，但我們的團隊仍與其他組織合作，始終

在戰場上幫助人，我們每天都在救援大屠殺倖存者、長者和

在砲擊中受傷的人。」韋森斯坦指出。 

 
烏克蘭總理傑尼斯．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表示針對烏

克蘭的第 十次大規模襲擊中，許多能源設施遭到破壞，而第

十一次襲擊則發生在新年前夕。 

 
「俄羅斯試圖在新年前剝奪烏克蘭人的光明。」什米加爾在 

Telegram貼文中寫道。 



 

 
 
自烏俄戰爭爆發以來，ICEJ 立即作出反應並捐出大筆資金，

支付三百多位猶太人回歸航班的飛行費用。2022年，ICEJ從

烏克蘭救出 1,390名猶太新移民，包括近 400名身體微恙的

年長者（其中包含 200名大屠殺倖存者），而 ICEJ海法之家

已經接待了 17名大屠殺倖存者入住。 

 
以色列駐烏克蘭大使告訴耶路撒冷郵報，隨著俄羅斯對烏克

蘭基礎設施的攻擊愈來愈猛烈，他預計冬季還會出現另一波

回歸浪潮。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在冬季將更多弱勢的年長猶太人帶回以

色列，現在就給予您最好的禮物吧！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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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以弗所書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禱告 

願神在新的一年持續招聚猶太人從列國回到他們列祖之地，

賜福 ICEJ繼續成為阿利亞的幫助者，也求神感動更多基督徒

參與在神對以色列阿利亞回歸的心意與計畫中。 

 

  



 

以色列第 37屆政府首長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

華人分部，於 2012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

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

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

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華人團體上耶路撒

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禱消息給

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