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以巴衝突』

主日學：約書亞記 2025年

究竟巴勒斯坦屬於誰的？



小於加州20倍

New 
Jersey



為何美國及歐洲多國被捲入這衝突中？



以色列 = 世界和平及結局之鑰匙



重重包圍

決心剷除以色列國，治猶太人於死地



世界有 22 阿拉伯國家，其中10 國出產石油

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 很需要石油供應

世界有 1,600 萬猶太人，700 萬居以色列，另一
半住各地，尤其集中在美國與法國

美國猶太裔滲透影響
商業、金融、科學、
醫學、政治、音樂、
文學、教育、藝術、
電影...



一.前言
911事件發生後布希總統說：「喚醒了一個巨人」

「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12:3)

    「國要攻打國，民要攻打民... 這都是災難的

起頭...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

的主那一天來到」(太24:6-9, 42-44)



二.恐怖主義 (Terrorism )
A.定義：重複地用策略作出暴力行動去攻擊敵方

軍事勢力，甚至殺害平民；故意殘忍地

濫殺無辜

B.目的：散佈恐懼，製造衝擊

C.對象：不是那群無辜者，而是那群目擊者

D.後果：腐蝕作用，加深仇恨，使議決硬化，

使人更激烈化



三.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爭執
A.追溯根源

1.地理關係
以色列 (Israel)= 國家
巴勒斯坦 (Palestine)* = 地方

*意即「非利士人之地」Land of Philistine
Israelis = 擁有以色列國籍的人
Palestinians = 非以色列國籍的非猶太人



2.宗教關係

民族 猶太人 阿拉伯人 基督徒

信仰 猶太教 回教 基督教

經典 摩西五經 可蘭經 聖經

祖先 以撒 以實瑪利 三一神

領袖 摩西 穆罕默德 耶穌

聖所 聖殿 清真寺 各教會



3.政治關係
a. 耶路撒冷

清
真
寺



3.政治關係
a.耶路撒冷
b.西屯
c.迦薩長廊
d.哥蘭高地



三.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爭執
B.歷史回顧

唔
耳

最早住是迦南人

接著是希伯來人

之後是阿拉伯人



B.歷史回顧 十
二
支
派

大
衛
王
朝



金頭

銀胸

銅腹

鐵腿

半泥半鐵的腳

巴比倫帝國

波斯瑪代帝國

希臘帝國

羅馬帝國

末世邦國聯盟

尼布甲尼撒的異夢

滅了猶大國

被擄者歸回

基督降生、新約教會

聖經沒記載
安提亞古四世
       
馬加比叛變

亞述帝國 滅了北國 722 BC



B.歷史回顧
亞述帝國 (750-612 BC)

   
   巴比倫帝國 (612-539 BC)

    
   波斯帝國 (539-331 BC)
    
   希臘帝國 (331-143 BC)
    

722 北國被滅，人民被俘

586 南國被滅，聖殿被毀
         流亡驅逐

回歸重建聖殿

猶太人被希臘化



B.歷史回顧
哈斯摩尼王朝 (143- 63 BC)

    
  羅馬帝國 (63BC-326 AD)
      

耶
穌
時
代

潔淨聖殿、馬加比家族統領

耶穌在世傳道
   猶太人多次叛變

主後136 猶太人徹底被逐出 
猶大地易名「巴勒斯坦」

 拜占庭帝國 (326-638 AD)
立基督教為國教

   從羅馬遷都至伊斯坦堡



B.歷史回顧
回教興起 馬穆魯克 土耳其 (奧圖曼)

638-1291 1291-1516 1516-1918

(軍奴兵)

十字軍東征
(1095-1291)



B.歷史回顧
「錫安運動」開始 (1897年)

Theodore Herzl

建立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國土，大派猶太人歸回



B.歷史回顧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4年)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年)

  
   
   League of Nations 成立 (1919年)

   Arab Revolts (1936-39年)

   British White Paper (1939年)

   

英國公開聲明，表示支持在巴勒
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的國家」

英國同意在猶大民族國土建立「巴勒斯旦自治國」
同時限制國外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

奧圖曼帝國戰敗，
英國擁有巴勒斯坦
託管權



B.歷史回顧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45年)

  Holocaust  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

*英國撤離巴勒斯坦的託管權













B.歷史回顧
UN Partition Plan (1947)

    

一
地
兩
國



B.歷史回顧
以色列國宣佈獨立 (1948年 5月 14日)

    

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聯盟攻擊
以色列不遂 = 【獨立戰爭】





B.歷史回顧
巴勒斯坦解放軍成立 (1964年)

     PLO =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Yasser Arafat



B.歷史回顧
六日戰爭 (1967年)  

     Six Days War
    

以色列收回：
- 西乃半島
- 迦薩長廊
- 哥蘭高地
- 西屯



敘
利
亞
進
軍

埃及進軍

B.歷史回顧
贖罪日之戰 (1973年)  

     Yom Kippur War (突襲)
    

西方面臨石油危機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
你們要守為聖會...
甚麼工都不可作；
因為是贖罪日，要
在耶和華你們的神
面前贖罪 (利23:27-28)



-1978 簽署「以埃和約」
   -1982 以色到將西奈歸還埃及
 黎巴嫩戰爭 (1982-85年)

HAMAS 組織成立 (1988年)  
   Oslo Declaration (1993年)

   
 

B.歷史回顧

拉賓被殺 1995

-以色列、PLO 簽署和約
「西屯、迦薩」自主權

-引發1st Intifada (1987-1993)

 (巴勒斯旦人起義) 

Carter

沙達 Begin

沙達被殺 1981

Rabin Arafat

Clinton



B.歷史回顧

Camp David Summit (2000年)

Ehud 
Barak

-談判不成功

-引發 2nd Intifada (起義)

Arafat



911事件 (2001年)
B.歷史回顧

HAMAS 突擊以色列 (2023年) 



耶和華在西乃山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
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就要守安息。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
旅，是寄居的。(利 25:1, 23)

地主：耶和華

租客：以色列

租金：遵守律法

以巴路、基利心山宣言

約書亞將律法上祝福、咒
詛的話，照著律法書上一
切所寫的，都宣讀了一遍。
(書 8:30-35)



四.伊斯蘭教 (回教)
   A.名稱來源： Islam = 順服

Muslim = 順服者

   B.基本信仰：

穆罕默德 – 最偉大、最後一位先知 (570-632)

生於麥加、葬在麥地那、Hadith = 生平言行

聖經被污濁，其真實可靠性不及「可蘭經」

S-L-M = 平安

拒絕「三為一體」，耶穌是先知，不是神



政教合一：信仰不是選擇、生下來就是回教徒

四.伊斯蘭教 (回教)
B.基本信仰：

信仰五樑：見證、禱告、禁食、施捨、朝聖

出生無罪：罪性是在青春發育期才開始



四.伊斯蘭教 (回教)
   C.不同派別：

1.正統

       
      2.極端

溫和派
  85%

埃及、土耳其、
印尼...

偏激派
  13%

伊拉克、伊朗、
黎巴嫩...

嚴格派
 1-2%
分佈各地



四.伊斯蘭教 (回教)
    2.極端派分子

a.聖戰 Holy War or Jihad  (意即「奮鬥」)
        b.恐怖主義者

HAMAS (熱忱者)
          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
        Al-Qaeda – Osama Bin Laden
        Taliban



五.結論與反思
A.真正的平安 (約16:33, 14:27)     

    B.真正的根基
「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耶穌是我們的指望... 是靈魂的錨」(來6:19) 
    C.真正的和平 (弗2:14-18)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
        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

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賽1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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