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大使命》雙月刊   第八十八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

普 世 宣 教

「……直到外族人的全數滿了；這樣，全以
色列都要得救……」(《環球新譯本》羅馬書十一
25下－26上)

引言

1985年，英國非牟利機構Live Aid招聚了全
球一些受歡迎的歌手錄製了一曲 “We are The 
World”，為埃塞俄比亞(Ethiopia, 以下簡稱埃
塞)的饑民籌款，以解決當時急需的糧食問題。
錄製該曲時也作現場轉播，吸引了全球10億以上
的人士，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有人即時收看或收
聽。自此，“We are The World” 成為了全世界
同心同行的代表。不少人提起埃塞的時候，就想
起當年的乾旱、貧瘠和瘦骨嶙峋、兩眼無神的埃
塞小孩。

研究方法

以下的資料，大部分是筆者在2009-2010年在
埃塞、東非和以色列向十多位埃塞猶太裔，或對
此課題有認識的人士進行採訪所得，除近代歷史
外，也包括了歷代口傳的故事，只作參考，不屬歷
史文獻。研究目的在讓讀者對仍留在埃塞的猶太人
裔，或已移民到以色列的埃塞猶太人的背景有簡單
的瞭解，知道怎樣為這另類的未得之民禱告。

獨特的文化

埃塞位於非洲東北偏東，雖與非洲很多國家
都是源遠流長，但卻有其獨特的文化、文字、曆
法和歷史，使之與非洲各國有別。

文字

很多非洲國家都是到了近世紀才有語言學家
(大都是宣教士)為他們的語言拼音造字，提供識
字教育，使能與外界溝通，所以很多非洲國家的
遠古歷史都無可稽考。然而，埃塞的語言很早已
有百多個字母，故有文字和文法等書寫系統，使
其歷史得以流傳下來，不至全部湮沒無聞。

曆法

埃塞更有其自訂的曆法，不單只非洲少有，
更是世界少有。埃塞的曆法每年有13個月，頭12
個月各有30日，第13個月卻只有5日(潤年則多加
1日，即6日)，合共365日(潤年則為366日)。公曆
的9月(September)是他們的新年，即第一個月。
公曆的8月(August)是第12個月，跟著就是第13個
月，稱為Pagume。埃塞的太陽非常猛烈，故埃塞
又有「13個月陽光」的美稱。

悠久歷史

簡單來說，埃塞人認為自己是挪亞(Noah)的
兒子閃(Shem)的後裔。一些埃塞人更認為自己是
約瑟(Joseph)次子以法蓮(Ephraim)的後裔，經過
長久的遷移，最後來到埃塞定居。也有一些埃塞
人認為自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被遺忘的「但」
(Dan)支派的後裔。

堅強捍衛

非洲整片大陸均受過歐洲列強的瓜分而成為
殖民地，但埃塞卻頑強抗敵，最後以簡陋的武器

十三個月的陽光――
把被遺忘了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曬黑了
賴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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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擁有先進軍備的義大利(Italy)侵略軍擊退，是非
洲唯一屹立而沒有遭受殖民厄運的國家。

世界遺產

傳 說 十 二 世 紀 埃 塞 第 七 代 國 王 拉 利 貝 拉
(Lalibela)夢中得到神的啟示，要在埃塞造一座
新的耶路撒冷城(City of Jerusalem)，並要用一整
塊岩石建造教堂。於是拉利貝拉王按照神諭在埃
塞北部海拔2,600米的岩石高原上，動用了2萬工
人，花了24年的時間鑿出了11座岩石教堂。竣工
後，這裡就被稱為拉利貝拉，並成為埃塞人的聖
地。至今每年1月7日埃塞的耶誕節，很多埃塞東
正教徒(Ethiopian Orthodox)都聚集在這裡。

這一座座龐大的教堂是在巨大岩石的深坑
中鑿成，精雕細琢，與埃洛拉的廟宇一樣從堅硬
的岩石中鑿成，造型驚人，內部的陳設獨特，是
十二和十三世紀基督教文明和繁榮發展的獨特產
物，有「非洲奇蹟」之稱，已於1979年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1

埃塞猶太人

黑猶傳說

埃 塞 的 猶 太 人 被 稱 為 「 法 拉 沙 人 」
(Falashas)，這是古代的埃塞人對他們帶有諷刺
性的稱謂，意思是「被放逐者」或」陌生人」。
雖然埃塞的猶太人也承認這個「法拉沙人」的
稱謂，但他們大多數自稱為「以色列家」(Beta 
Israel)。據稱「法拉沙人」是猶太人所羅門王和
曾統治過埃塞的示巴女王(Queen Sheba)的後代。
他們曾皈依基督教，但仍然保留著一些猶太教傳
統和宗教禮儀。按照歷史和聖經的記載，埃塞與
以色列發生關連，始於示巴女王從現在的厄立特
里亞(Eritrea，於1992年由埃塞獨立另成一國)往
耶路撒冷尋訪所羅門王(King Solomon)。(王上十
1-13)傳說示巴女王回國前，已為所羅門王懷了第
一胎身孕6個月，回國後把孩子生下來。當示巴女
王的兒子長大，渴望見到親生父親，所以20歲的
時候，示巴女王容許他到耶路撒冷與所羅門王團
聚。王子回到耶路撒冷，因酷似所羅門王，百姓
曾誤以為他就是所羅門王。更有趣的是，大部分
的埃塞東正教徒深信，所羅門王按王子的請求把
耶路撒冷聖殿裡的約櫃送給他，並在以色列十二

支派中，每支派選出千人護送約櫃到埃塞。該約
櫃現時存放在埃塞北面的Axum聖瑪利亞教堂後的
博物館後一個密封的寶庫內，不對外界開放。

曬焦黑猶

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受德國納粹殘酷的
滅族大屠殺，獲中國駐奧地利大使何鳳山博士，
發簽証予猶太人的(肯定有簽證號碼的約2,000
份) 2，約2萬的猶太人可以逃到上海，避過被屠
殺的命運，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救援猶太人最多的
國家。 3 1942年，上海靈糧堂創辦人趙世光牧師
更派遣兩位女傳道向逃難往上海的猶太人社群傳
福音，開辦英語查經班，寫下了華人猶宣歷史的
第一頁。2001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鳳山「國際義
人」的稱號。2005年，聯合國更稱譽何鳳山為
「中國的辛德勒」(Schindler，或譯舒特拉，德國
商人，曾努力挽救猶太人性命)。4

當時，也有一些猶太人逃往埃塞。自以色列
於1948年復國以來，曾多次把埃塞的「以色列
家」，透過非法偷運或合法移民的程序帶返以色
列。這些「以色列家」多是在貧瘠地區以陶匠、
織布、打鐵和務農為生，大部分都渴望歸回以色
列；但也有少數年紀老邁、行動不便的情願老死
埃塞的；也有一些在窮鄉僻壤生活的，根本不知
道有移民以色列的機會。

秘密行動

二十世紀80年代初，埃塞禁止在「法拉沙
人」中傳播猶太教和教授希伯來語，並指責一些
「法拉沙人」是猶太復國主義的間諜，猶太教領
袖也經常受到騷擾並監視。1984年11月18日到
1985年1月5日，以色列成功地策劃和執行了「摩
西行動」(Operation Moses)。埃塞境內8,000多名
「法拉沙人」，其中多屬青壯年男子，乘坐原始
的牛拉車，經過長途跋涉抵達蘇丹(Sudan)境內，
再由以軍送返以色列。由於旅程艱辛，當時約有
上千的「法拉沙人」死於步行途中。其後由於情
報洩露，阿拉伯國家對蘇丹施加壓力，「摩西行
動」未能繼續。

在「摩西行動」和另一次的「約書亞行動」
(Operation Joshua)後，成功返抵以色列的「法拉
沙人」和仍留在埃塞的親人兩地分隔，為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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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家人團圓，以色列一直努力說服埃塞允許其
他「法拉沙人」自由離境。為此，以政府於1990年
向埃塞提供了軍事援助，包括100輛T－55坦克及空
軍所需配件，埃塞開始同意「法拉沙人」前往以色
列探親。1991年，埃塞國內叛軍大舉推進，以色列
抓住時機，於5月24日重施故技，實行「所羅門行
動」(Operation Solomon)，撥款1億美元向以色列
航空公司租用34架大型客機，在36小時內不停地把
埃塞境內約1.5萬名「法拉沙人」從埃塞首都阿迪斯
阿貝巴(Addis Ababa)遷往以色列。

開放移民

1998年起，以色列改變大規模接收「法拉沙
人」的政策，代之以移民個案申請方案，透過正
式的移民程序和DNA血緣測試，在1999年把600
名「法拉沙人」送返以色列。由於這些「法拉沙
人」大多屬低下階層，移民回以的頭幾年都不容
易適應和投入社區，和使用先進科技器材。經過
了十餘年時間才能夠適應，而下一代也已經成長
了。他們脫離了父母的農民、織布、陶匠和鐵匠
等低下階層的背景，晉身大學，鑽研科技，更有
少部分參與國政。

移民培訓

據估計，現時埃塞還有約有15萬「法拉沙
人」希望移民到以色列，但尚有30萬「法拉沙
人」生活在埃塞的北邊，他們大都聚居在巴哈達
(Baharda)、幹達(Gondar)和奧辛(Axum)等地附
近，仍然從事低下階層的勞工。在以色列和一些
海外猶太人社團資助下，在這些「法拉沙人」的
社群中興建了簡單的會堂、學校和醫院等，並提
供學習希伯來文化、文字和語言的機會，幫助他
們把握等候移居以色列的時間，及早學習，使移
居以色列後更容易投入當地社區。可是，仍有一
些在偏遠的村落，對於以色列所提供的移民計劃
一無所知。

安頓融入

「法拉沙人」返抵以色列後，一般要在移民
中心接受6個月到兩年的希伯來語和文化學習，也
有就業培訓和教導如何適應先進科技社會。由於
許多「法拉沙人」來自農村，可能從沒有接觸自
來水和電，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以色列的現代

社會和先進科技，加上與親人別離，思想焦慮而
抑鬱，甚至有些企圖自殺的現象。

從歐美西方回到以色列的猶太人，社會、
經濟地位一般較從亞非東方來的猶太人為高，而
埃塞來的猶太人則生活在以色列社會差不多最底
層。他們一般是家庭成員多，孩子小，而單親家
庭比例也較大，失業率亦高。2002年底，以色列
議會「收入不均調查委員會」公佈的一份報告顯
示，埃塞猶太社團人數已增至約8.5萬人，其中
92%的埃塞猶太人從事低收入工作，他們與阿拉
伯遊牧部落貝都因人和一般不從事工作的猶太教
極端正統派教徒(Judaism Orthodox)一起構成了
以色列的「窮人」階層。5 至2010年，已經移民到
以色列的埃塞猶太人約有12-15萬人口，已有一些
脫離了貧窮階層。

福音復興

以色列政府曾對人民莊嚴承諾：「即使世
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們，我們絕對不會拋棄自己
人！」據一些受訪問者透露，在以色列的「法拉
沙人」，有仍相信東正教的，但也有不少基督
徒。這些「法拉沙人」基督徒已建立了14個熱
衷於傳福音的教會，在以色列傳福音的主流中燃
起了多個火焰。求神在以色列復興更多的「法拉
沙人」基督徒，他們有著非洲復興的熱忱，拿著
福音的火炬，高舉耶穌是救主的旌旗，與西方和
亞洲的基督徒並彌賽亞猶太的基督徒(Messianic 
Jews)攜手承擔使命，不單只把福音傳回福音開始
的耶路撒冷，更要傳遍福音終站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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