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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俄羅斯 

過去十多年來筆者和內子曾經幾次想參觀聖地，但每當我們計劃了行程之後，中東局

勢便突然變得緊張起來，結果一次又一次我們不得不取消行程。今年，我們死心不息，又

再試多一次，我們剛剛報名後，奧巴馬便宣布美國可能轟炸敘利亞，以懲罰其使用化學武

器屠殺平民，敘利亞政府威脅說，如果美國轟炸敘利亞，他們一定會攻擊以色列。不用說

，內子和我非常失望，幸好後來俄羅斯提出和平方案，令本來劍拔弩張的局面得到緩解。

有人說，俄羅斯這樣做是為了自身利益，例如保護他們在敘利亞的海軍基地和商業利益，

並且保持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以抗衡美國。坦白說，只要保持和平，讓人們的生活

更美好，我不在乎俄羅斯的動機是什麼。 

 

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的猶太人 

在十二月底我們如期啟程，當地導遊在以色列台拉維夫機場迎接我們，她的名字叫妮

妮，她的面部特徵完全似中國人：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而且她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

話。當她告訴我們她是猶太人的時候，我還以為她跟猶太男子結婚，並歸依猶太教。其實

她是單身的，她說自己是來自中國河南開封的猶太人。在十二世紀，一群猶太人來到中國

，向北宋皇帝進貢西洋布，皇帝非常高興，要求他們留在汴梁（今河南開封）。他們被中

國人稱為「挑筋教」，因為猶太人屠宰牛羊時會剔除其腳筋，根據舊約聖經記載，猶太人

祖先雅各與天使角力時大腿筋被天使扭傷，故此猶太人不吃動物的腳筋。這一群猶太人也

被稱為「藍帽回回」，因為他們頭上頂著藍色的帽子，中國的回教徒戴白色的帽子，因而

被稱為「白帽回回」，中國人不能明確區分猶太人和穆斯林，於是兩組人被統稱為「回回

」。中國人是非常務實的，只要任何人能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宗教觀點和禮儀並不重

要。「藍帽回回」沒有受到任何歧視，他們甚至可以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有很多人還做

了政府官員。 

一九五零年，以色列立法會通過回歸法，給予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

權利。一九七零年，定居以色列的權利延伸到具有部份猶太血統的人。根據這些法律，一

些河南開封的猶太人便能夠移民到以色列。妮妮就是那些的移民之一，自二零零六年以來

她一直居住在以色列。旅遊團中的一位成員問她看自己為中國人還是猶太人，她回答說：

「兩者都是，如果中國和以色列發生戰爭，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妮妮令我聯想起伊



朗出生的以色列歌手麗塔雅涵法羅（Rita Yahan-Faro）。法羅在一九六二年出生於伊朗，

在二十世紀七零年代她全家移民到以色列，後來她成為了以色列最知名的女歌手。自二零

一一年起，她開始在伊朗的地下市場走紅，因為她發布了很多首以波斯語演唱的歌曲。如

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爆發戰爭，她又會怎麼辦呢？ 

 

伯利恆聖誕教堂的你爭我奪 

聖地之旅其中一個重頭戲是耶穌的出生地

：伯利恆，在過去絕大多數伯利恆居民是基督

徒，但由於與穆斯林發生無休止的衝突，許多

基督徒逐漸逃離這座城市，今天基督徒反而成

了少數。 

事實上，伯利恆從未有過持久和平，這城

市在主後五二九年受到撒瑪利亞人破壞，在六

三七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後來十字軍、馬木留

克、奧斯曼帝國、西方國家先後奪取城市的控

制權。 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把伯利恆劃入國際管

理之下，但約旦在一九四八年的阿拉伯以色列

戰爭中吞併了這城市，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

爭中以色列佔領了伯利恆。自一九九五年以來

，伯利恆一直由巴勒斯坦人治理。 

當旅遊巴士駛近伯利恆的時候，我們看到城市周邊都聳立著混凝土高牆，檢查站張貼

了這告示：「以色列居民進入這區域是十分危險的。」進入伯利恆之前，妮妮脫下她的以

色列導遊胸卡。她告訴我們，為了避免麻煩，她已經安排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作為我們

的導遊，在這篇文章中，我姑且稱這導遊為克里斯，克里斯向我們介紹自己，他是伯利恆

聖經學院的一名學生，他告訴我們，伯利恆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旅遊業，旅遊高峰是在聖誕

季節，因為在這段時間基督教朝聖者都來參觀聖誕教堂（The Church of Nativity），可是，

當以色列不安全時，遊客便不會來，他們當然受苦。 

接著，克里斯講述了聖誕教堂的歷史，聖誕教堂的地點被認為是耶穌的出生地，原來

的教堂是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和他的母親海倫娜在主後三三九年建成的，但教堂在公元六

世紀撒瑪利亞起義時被毀，新教堂在五六五年由拜占庭皇帝於原址重建。波斯人在六一四

年入侵伯利恆 ，他們摧毀了全市所有教堂，但並沒有破壞聖誕教堂。根據傳說，波斯指



揮官看到教堂內描繪的東方三博士身穿波斯服裝，因此他下令其軍隊要保持教堂完好無缺

。今天聖誕教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 

走進教堂時，我擔心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襲擊，相反，我害怕基督徒之間可能爆

發打鬥。聖誕教堂這地方由三個基督教支派共享：亞美尼亞使徒會、希臘東正教、羅馬天

主教，但這些基督徒群體不時發生衝突，最近一次發生在二零一一年的聖誕季節，當時希

臘東正教和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約一百名神職人員及信徒用掃帚來互相毆打，幸好基督教神

職人員沒有像少林和尚或者武當道士般習武，聖經亦不似易筋經或者太極劍譜，否則後果

不堪設想。最後，巴勒斯坦防暴警察分隔開了兩個基督教團體，恢復了教堂內的秩序，但

在此事件中巴勒斯坦旅遊部長和巴勒斯坦警察隊長都受了輕傷。其實，巴勒斯坦官員絕對

不願意見到騷亂影響旅遊業。 

靠著神的恩典，聖誕教堂內氣氛平和，我們全身而退。在實地考察聖誕教堂後，克里

斯帶領整團人來到一間禮品店，他懇請我們買紀念品，以支持他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

說，很長一段時間，戰爭和各種衝突令遊客數量減少，那些禮品店並沒有很多生意，因此

，現在他們需要我們去重振經濟。內子和我很想幫助他們，同時也想帶一些有紀念價值的

伯利恆精品回到家中，所以我們買了很多以聖經故事和聖誕節為主題的紀念品。這些商品

的價格有點昂貴，但我為到能振興經濟與促進和平而很高興。當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一個

和平穩定的環境可以帶來商機和幸福的生活，宗教狂熱份子便可能萎縮成一個極少數。 

 

耶路撒冷的商業化聖誕節 

然而，離開伯利恆和到達耶

路撒冷的酒店後，我們發現酒

店禮品店也銷售同類商品，但

價格要低得多，於是內子和我

繼續購買以基督教為主題的紀

念品，最後，我們買了一個銀

制的諾亞方舟模型、一套木製

的五餅二魚和幾個十字架。當

我付款時，我好奇地問店主：

「你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

他回答說：「兩者都不是，我是穆斯林。」我追問：「你為什麼出售基督教和聖誕節的紀

念品呢？」他笑著說：「我是一個開明的穆斯林。」內子用中文對我說：「他是只是一個

商人。」她的意思是，商人只會向錢看，管它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另一種情況下，可能我會看不起這個店主。試想像，假設一位基

督徒在一間寺廟旁邊賣佛像和香燭，我會毫不猶豫說這個人沒有原則。同樣道理，如果一

個中國人在日本靖國神社附近售賣神道教物品，我會一口咬定說這人是叛徒。但在耶路撒

冷，我對店主的態度完全相反，我十分尊重這位穆斯林店主。許多基督徒都反對將聖誕節

商業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同意這觀點，但是這一次在這個特殊的地方，我反而欣賞這位

穆斯林店主把聖誕節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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