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的預言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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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ICEJ—自 1980年以來，各國的基督徒都來到耶

路撒冷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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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

族（原文是方言）中出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

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撒

迦利亞書 8:23） 

 
今年住棚節盛宴的主題是「各國十人」，取自撒迦利亞書 8:23。

這段經文在數多個層面上會對我們有所啟發，還可以有許多

的應用。例如，外邦基督徒對信仰根源的興趣日益增長，這

段經文很容易與其連結起來，引領我們一同探索這豐富的希

伯來根源主題。 

 
對於許多福音派來說，他們渴望在真實的希伯來背景下認識

耶穌和明白主的教誨。「時代」雜誌在 2008年 3月的封面專

題「改變世界的十大理念」中列出了「耶穌的再猶太化」的

趨勢，並指出學者們如何透過猶太人耶穌的眼光重新解讀福

音書。甚至在以色列的一流大學裡，人們對自耶穌原有的以

色列環境和文化中重新發現歷史上的耶穌充滿了濃厚的興

趣和好奇心。 

 
對於一般的基督徒來說，許多人也發現這些根源非常「肥沃」，

正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11:17 中所說的「橄欖根的肥汁」。

深入研究耶穌的猶太背景和整本新舊聖經背後的希伯來文

化，可以豐富我們與主的屬靈路程，極大地啟發我們對聖經

的理解。 

 
其他人則更具體地將其視為外邦人向拉比學習「妥拉」的預

言異象，這也是當今的一種發展趨勢。事實上，現在有許多



 

正統的猶太教拉比熱衷於向外邦基督徒傳授妥拉課程。他們

甚至認為這節經文預示著在末世，大批外邦人將信奉猶太教

或挪亞七律。他們將這節經文與撒迦利亞書 14:16聯繫起來，

得出了這個結論，經文中提到先知預見有一日萬族都會來到

耶路撒冷敬拜主並守住棚節。因此，他們相信這些外邦人的

大規模歸信將在住棚節期間發生。 

 
基於此原因和其他的因素，我們需要留意謹慎，因為針對基

督徒的這些妥拉課程實際上更多是偏向於塔木德的內容，而

「塔木德」對一般基督徒來說是一個非常複雜且有些封閉的

世界。從福音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穌非常熟悉「塔木德」，

並遵循其寓言教導的風格。但對今日的我們而言，需要成為

一位真正全心全意委身於耶穌的學者，才能夠深入研究「塔

木德」，從中汲取那些能讓我們受益匪淺的寶藏，同時摒棄

那些是損害我們對基督信仰的東西。對我來說，已故的德懷

特．普萊爾（Dwight Pryor）博士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基督教

學者，現今還有許多這樣的學者，比如布拉德．楊（Brad Young）

博士和司提反．諾特利（Steven Notley）博士。此外，現在還

有許多彌賽亞猶太信徒教師，他們非常擅於解釋聖經希伯來

文中重要經文原意和背景。 

 
我們可以說，當基督徒與以色列和猶太民族走得越來越近，

不可避免地遇到猶太教拉比時，必須注意且要避免許多的彎

路和危險。因此，作為外邦人的我們要抓住猶太人的衣襟時，

一定要抓著那位對的猶太人！當然，在聖經中最能描繪這真

理的莫過於患血漏婦人的故事，她觸摸了耶穌的衣裳繸子就

得著痊癒了（馬太福音 9：20-22）。 



 

本著這樣的想法，今年的住棚節盛宴主題更準確地講述到，

主將在列國諸族中興起公義的餘民，他們被獨一真神的救贖

知識之光所吸引，乃是透過猶太民族，特別是透過一位非常

特殊的猶太人—彌賽亞耶穌。祂是將神的律法和道路教導給

萬民的主（以賽亞書 2:3；彌迦書 4:2）。應許的彌賽亞不單

只是救贖雅各家，祂還將成為外邦人的光，將神的救恩帶到

地極（以賽亞書 49:6）。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和跟隨耶穌的人們已經並仍在履行這項

彌賽亞的使命。主透過話語和行動傳揚福音，並賦予我們大

使命，要將這救贖的真理傳到地極。幾個世紀以來，這項大

使命持續地推動著，並產出了不同的果效，但只直到了現代，

借助全球通行和通信的方式，福音才傳到了地上的每一個國

家和語言群體。也只有在現代，列國才能夠登上那個回到猶

太人手中的耶路撒冷。 

 
公義的餘民 

 
聖經撒迦利亞書 8:23 中提到的十個人顯然與「公義的餘民」

的概念有關。這個概法可以追溯到創世紀第 18 章和始祖亞

伯拉罕的故事，當時神告知他，他的侄子羅得居住的所多瑪

城即將被毀滅。因此，亞伯拉罕懇求神，如果他能在那城見

到 50個義人，就請神饒恕那地方的眾人，接著他不斷地懇求

從 45個、40個、30個、20個，最後是見有 10個義人，主

應允也不毀滅那城。 

 



 

因此猶太人自這故事中，形成了需要十個義人組成的

「minyan」的概念（即猶太教中正式禮拜儀式的法定人數），

使他們可以在會堂裡集體向主祈禱。毫無疑問地，聽到撒迦

利亞說出這預言的人們，即是以此角度理解「必有十個人從

列國諸族（原文是方言）中出來」的這句話。 

 
撒迦利亞書第八章的全篇都是關於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在末

日復興的美好且令人欣慰的話語。當然，撒迦利亞是在類似

猶太人從巴比倫流放地返回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時期，受主

差遣為猶太民族恢復預言的水流。但在此，還出現了一個現

象，即來自各國的外邦人互相談論著，準備前往耶路撒冷大

規模朝聖，向主敬拜祈禱。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

來到。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

的恩，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強

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和華的恩。」

（撒迦利亞書 3:20-22） 

 



 

 
ICEJ住棚節盛宴上的「列國獻旗」。 

 
這確實反映了撒迦利亞書 14:16 中先知預見的異象，即有一

天列國將每年來到耶路撒冷敬拜萬軍之主並守住棚節。如今，

這個異象終於開始實現，撒迦利亞書第 8章補充道，神正在

呼召來自每一個國家和族群至少十個公義的餘民上到耶路

撒冷，代表他們的人民來尋求主。 

 
神在世上始終保留著一群公義的餘民。即使在以利亞時代，

以色列人不信耶和華的時期，主仍然向他保證，祂仍有 7,000

名公義的餘民沒有向巴力屈膝。保羅在羅馬書 11:2-5中對此

的描述，就好像神在誇讚這一小群留在以色列的忠心義僕，

就像神為自己在我們這個時代所保留的公義餘民而歡欣鼓

舞一樣。 

 



 

聖經中關於「公義的餘民」的概念在末世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先知撒迦利亞預見外邦人中的公義餘民會認識並遵循神對

以色列的預言性旨意。我們需要定位我們的教會和事工，以

理解和堅持對以色列的預言意義，即以色列的復興，看重聖

經中的節期，以及耶路撒冷作為萬國「禱告殿」的普遍性呼

召和「大衛的後裔」耶穌即將到來的王權。 

 
在為今年住棚節做準備之際，我們將進一步探討這些聖經真

理。但請現在就開始準備，以確保在今年的 2025年的住棚節

盛宴上，至少有十位基督徒能前來代表您的國家和族群。 

 
文章來源：ICEJ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R. 

Parsons）博士 

文章日期：2025/01/2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迦利亞書 8: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裡極其火熱，我為她火熱，

向她的仇敵發烈怒。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到錫安，要住

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

山必稱為聖山。 

 
撒迦利亞書 14:16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祢向以色列信實守約到如今，讓世人看見祢的大

能，使以色列復國，招聚猶太民族從世界各地回到祢應許他

們始祖亞伯拉罕的土地，並使以色列成為祝福萬國的渠道。

我們祈求神更多啟示教會關於撒迦利亞書中的預言，讓這啟

示的真理成為教會的在末世盼望，並預備好自己迎接將要再

來的榮耀君王基督耶穌。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究竟要不要釋放？ 
以色列人質協議的兩難局面 

2025/02/05 
 

 
「放？還是不放？」是目前以色列全國都在思考的問題，因

為它涉及以色列必須為贖回人質付出代價，即同時釋放數百

名手上沾滿鮮血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而這些恐怖份子極有

可能將此解讀為他們的勝利，甚至再次展開他們的血腥屠殺。 

 
對此，人們提出許多支持與反對這項人質交換協議的論點。

然而，原來「贖回俘虜」一事早已在猶太社群中持續被討論

了數個世紀。事實上，哈拉卡（Halakha，註：以猶太教塔木

德為基礎的律法）文獻中大範圍地提及贖回俘虜的誡命，而

這也反映出此類綁架事件在猶太歷史上的普遍性。 

 



 

主要觀點由 12世紀的塞法迪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

所闡述，他說：「沒有比『救贖俘虜』還更大的誡命了。」

他認為「贖回俘虜比供給窮人食物與衣服還更為優先，因為

俘虜也遭致著飢餓、乾渴、赤身露體並面臨著危及生命的處

境。而那些不願意拯救他們的人，則違背了『不可忍著心和

不可揝著手』（申命記 15:7）以及『不可與鄰舍為敵』的誡

命（利未記 19:16）。」 

 

 
作為人質協議的一部分，獲釋人質於 2025 年 1 月返回以色

列。（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 

 
從上面看來，「Pidyon Shvuyim」（贖回被擄者，註：猶太教

的一項宗教義務）是一條絕對的誡命，必須時時遵守，但有

一個重要的例外，正如《米書拿》（Mishnah）休書（Gittin）

四章六節所解釋的那樣： 

 
「為了『Tikkun Olam』的緣故，也就是為了修復世界的良好

秩序和全體利益的預防措施，人們不能以超過俘虜價值的代

價來贖回他們，做出這項決定的原因之一是防止變相鼓勵匪

徒，以免他們認為有利可圖，從而繼續綁架他人。 

 
猶太傳統中的爭論常圍繞在平衡這兩個相互矛盾的原則中，

譬如什麼時候支付的價格會超過合理的價值？塔木德中有



 

許多故事可以說明這種情況，顯然贖金往往高於合理的價值。

另一方面，也有故事闡明相反的情況也適用於此。舉例而言，

羅滕堡的梅爾（Meir）拉比（西元 1220 年，他出生於德國的

沃爾姆斯）是一位知名且備受尊敬的領袖，但他在前往聖地

時卻遭到綁架，猶太社群認為他是重要領袖，故願意支付高

額贖金以贖回他，但梅爾拉比因為過高的贖金而拒絕被贖回。

最終他死在囚禁中，他逝世後 14年，一位富有的猶太人付了

一大筆錢才贖回他的遺體。如今，這兩人都被安葬在沃姆斯

的墓地。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故事來闡明這兩難局面的兩種決定，與往

常一樣，猶太人並沒有對此給出一個絕對性的答案，只是顯

示決策的利弊，但人們必須自己做出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來自猶太哈拉卡文獻的引述，都源

於流散時期。當時猶太人作為少數民族生活在異國他鄉，經

常遭受騷擾、迫害與綁架。 

 
《聖經》中為拯救人質的故事描繪出一幅不同的畫面。在創

世記第 14 章裡，亞伯蘭出發去營救在列王之戰中被劫為人

質的羅得，他追趕綁匪，「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連

他姪兒羅得和他的財物，以及婦女、人民也都奪回來。」（創

世記 14:16）。 

 
另一次成功的救援行動記載在撒母耳記上第 30 章，當時亞

瑪力人入侵南方，燒毀洗革拉城，並俘虜城內所有婦女和大

小人口。當大衛回來後，感到非常苦惱，但他倚靠主並心裡



 

堅固（第 6節）。隨後大衛與跟隨他的人出發執行救援任務，

並在一名被亞瑪力人拋棄的埃及奴隸的幫助下，得到情報，

最終救回所有人質，其中包括大衛的妻子。 

 
這兩起事件代表著明顯的軍事勝利，即敵人被徹底擊敗。除

此之外，我們還有出埃及記的偉大拯救故事，上帝奇蹟般地

將整個以色列民族從奴役中解救出來，並伴隨一場令人震驚

的軍事勝利。 

 
在以色列的現代歷史中，曾有數次成功的營救行動，其中最

著名的是 1976 年 7 月在烏干達恩德培的大膽行動。當時，

以色列突擊隊在約納坦．納坦雅胡（Jonathan Netanyahu）的

率領下，於距以色列數千公里遠的機場，出其不意地拯救了

102名人質（其中三人死亡）。 

 
從這些故事來看，顯然目前的協議並不是場徹底的軍事勝利。

以色列仍須與兇手談判，而這很像流散時期的故事，當時猶

太人被驅逐，必須付出代價才能贖回人質。這是一個發人深

省的情況，使得「何為贖回人質的合理條件？」一事變得更

加重要。 

 



 

 
作為人質協議的一部分，獲釋人質於 2025 年 1 月返回以色

列。（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 

 
對於目前的人質交換協議，人們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

釋放恐怖份子將對社會構成危險，而拒絕付出「交換囚犯」

的代價就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這種說法是對的，因為釋放

巴勒斯坦囚犯將可能使這數百名殺手變得更膽大妄為，且可

能促使他們繼續殺害人民。 

 
另一方面，10月 7日發生的事件又是特殊的情況，且不符合

比例原則。猶太傳統中關於贖回人質的討論通常指的是「一

人」或「幾個人」的綁架事件，然而 10月 7日有「數百人」

遭到俘虜。因此，這不僅是衡量個人利益與社區利益的問題。

此決定所帶來的兩種結果都會影響整個社會，這代表群體的

一個合法利益將與另一個合法利益發生衝突。 

 



 

另一種觀點認為，人質面臨生命危險是既定的事實，最終，

人質可能會在囚禁中死去，然而「未來遭受恐怖攻擊」只是

一種可能性，且可以透過預防措施與提高警覺來減少危險。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邁蒙尼德的一句話聽起來很熟悉：「俘

虜也遭致著飢餓、乾渴、赤身露體並面臨著危及生命的處境。」

這讓我們想起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25章所說的話：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

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

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35-

36, 40） 

 
耶穌將每一名人質視為他的兄弟姊妹，至於那些為人質的生

命而奮鬥的人，等同於做在主的身上了。 

 
讓我們為正努力應對這悲傷且受辱困境的以色列社會來禱

告。讓我們繼續傳遞希望，相信終有一天，那位被差派來「醫

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的基督將

再臨。（以賽亞書 61:1）我們渴望祂在我們有生之年快快來

到。 

 
文章來源：ICEJ國際事務部副總裁 克謀智（Mojmir K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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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馬太福音 25:35-36, 40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

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

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詩篇 62:6-7 

惟獨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祂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

都在乎神。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我們將以色列的人質交換協議交在祢的手中，即

便用囚犯交換人質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懇求主紀念以色列看

重人質生命的心志，並求主保守人質都能如期獲釋並平安回

到以色列，也求主繼續保護以色列的安全，因為祢是以色列

的磐石、是他們的高臺，更是以色列的拯救，奉主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ICEJ海法之家 

令人動容的大屠殺紀念儀式 
2025/02/05 

 
2025年 1月 27日星期一，在全世界紀念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之際，基督徒與猶太人一起在 ICEJ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舉

行特別儀式，紀念這一事件。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午後，海法之家門前的街道上擠滿了

數百名大屠殺倖存者和親朋好友，大家齊聚一堂，參加 1945

年 1 月 27 日蘇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 80 週年紀念活

動，以紀念這個意義重大的時刻。當這場感人的活動開始時，

空中隨即響起了才華洋溢音樂家演奏的美妙小提琴聲。 

 



 

 
舉行儀式的紀念場地。 

 
包括海法主要廣播電台在內的媒體都在現場直播了此次活

動，而停在附近一輛由 ICEJ贊助的救護車明顯地讓人們看到，

ICEJ給予海法地區大屠殺倖存者的持續支持。 

 

 
大屠殺倖存者及其親友參加在海法之家舉行的儀式。 



 

 
才華橫溢的小提琴家在典禮上演奏。 

 

 
在海法之家舉行的儀式上，由 ICEJ贊助的救護車停在人群

旁邊。 

 
以色列部長伊萊．科恩（Eli Cohen）和瓜地馬拉大使等貴賓

發表了演講，當地兒童合唱團演唱多首歌曲，為活動帶來了

振奮人心的希望之音。 

 



 

一些演講者指出，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 80年後，反猶主義再

次在全世界肆虐的這個悲慘事實。一位寶貴的大屠殺倖存者

說道：「我們以前見過這種情況」，這句話令人不寒而慄。

儘管人們誓言道：「永不重演！」，但世界仍然再次面臨著

導致恐怖大屠殺的同樣偏見與暴力。 

 

 
2025年 1月 27日，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在海法之

家舉行的大屠殺紀念日儀式上致詞。 

 
然而，我們仍有理由抱持著希望。放眼望去，有數百人聚集

在儀式現場，這顯示出一個強大的轉變，這一次，猶太人民

擁有了更多的盟友，尤其是基督徒的支持者。他們不再是孤

單的。 

 



 

ICEJ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向群

眾發表了聲援以色列的演講： 

 
「值得慶幸的是，今日有數百萬基督徒準備好並願意與猶太

民族和以色列國同站立。在大屠殺期間，有太多的基督徒保

持沉默，漠不關心。但在 10月 7日之後，全世界的基督徒都

向你們伸出了援手……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遊行，表明支

持以色列。我們已經為人質獲釋、以色列士兵和全體以色列

人民的安全祈禱了 479天。」 

 
他繼續說道：「如今，許多基督徒認為他們有強烈的道德責

任來對抗猶太民族和猶太國家的敵人。在這場戰鬥中，你們

並不孤單。與你們同站立的基督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多。

同心協力，我們就能得勝利！」 

 
這個強而有力的信息在整個儀式上迴盪著，與以色列在當前

戰爭期間提出的口號產生了共鳴：「同心協力，我們必勝」。 

 
在對抗反猶主義和反以色列主義的拼鬥中，基督徒對猶太民

族和猶太國家的聲援與日俱增，對世界而言這是個充滿希望

的轉折。這一次，願我們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邀請

您支持以色列的大屠殺倖存者！ 

 

👇請點擊下方奉獻連結： 

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https://p.ecpay.com.tw/96A19 

https://p.ecpay.com.tw/96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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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6:4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我已

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耶利米書 30: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

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

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感謝祢使用 ICEJ海法之家成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

晚年照顧的最佳之處，並讓 ICEJ和世界各地基督徒的愛心奉

獻與支持在海法市和媒體中成為了美好的見證。我們祈盼猶

太人民因著基督徒對他們付出的關愛，能感受到基督的愛並

向主耶穌敞開心門，接受救贖之恩。我們也祈求藉由「國際

大屠殺紀念日」再次提醒世人，永不重演那般恐怖的浩劫。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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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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