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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在
夢
中
遇
見
主
耶
穌
的
穆
罕
默
德 

「這本是從神而來的，包含了神的話語。」「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翰福音 14:6)」(這是一個真人真事，在網頁《More 

than Dreams》記載)。 

穆罕默德(在穆斯林世界，穆罕默德是一個流行的名

字)來自尼日利亞，從小到大都跟隨父親腳步，努力做一

個虔誠的穆斯林。長大後，穆罕默德有一段時間常常發

惡夢，夢見很多黑色物體攻擊並擊殺自己。隔一段時

間，有一個穿白衣的人出現在夢中，拯救他脫離凶險。 

村裡面的醫生開了藥和符咒給穆罕默德，卻沒有任

何效果。直到最後一個夢，夢裏他正在看很多書，卻不

明白。那個穿白衣的人再次出現，問他是否需要幫忙。

他將手上的書給白衣人，白衣人說：「這本是從神而來

的，包含了神的話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 14:6)」  主

耶穌介紹自己給穆罕默德認識，穆罕默德更在夢中接受

主耶穌作生命的救主。 

詳細故事可以參考網頁《More than Dreams》，裡面

有幾個穆斯林遇見主耶穌的見證。在疫情及穆斯林國家

收緊簽證底下，宣教工人未必能親身接觸世界各地的穆

斯林，主耶穌卻能隨時隨地接觸穆斯林的生命。願我們

繼續努力祈禱，盼望更多穆斯林能遇見耶穌。 

為穆斯林禱告  

1. 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祈禱，盼望他們能透過各樣途徑認識主

耶穌。 

2. 求主繼續引領宣教工人，在疫情/申請簽證非常艱難的環境

下，繼續祝福身邊的人，將主耶穌的福音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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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黎巴嫩貝魯特禱告  

1. 求天父憐憫黎巴嫩貝魯特，願重建有序地開展。 

2. 求天父安慰傷心者，親自傾聽災後人士每個禱告。 

3. 願主繼續使用 SAT-7 團隊，在黎巴嫩成為燈臺，亦能將當

地需要傳遞到世界。 

第
二
天 

貝
魯
特
爆
炸
事
故
後
的
青
年 

   今年 8月 4日，貝魯特港發生大爆炸，造成人命傷亡，

建築物損毀。各方應援之際，9 月 9 日當地港口卻再次發

生大火，居民無不敢到顫慄。爆炸事故不但搖撼可見的樓

宇設施，也動搖了人心。SAT-7 團隊分享到，當地人反問

自己：「我們到底在這裏幹甚麼？為甚麼我們還相信這個

國家？為甚麼我們仍要堅持下去？」 

佈滿玻璃碎片瓦礫的街道，時刻都讓居民觸景傷情。然

而，在失望當中，SAT-7 團隊到災區拍攝時，卻看見不同

宗教背景的年青人走在一起，齊心合力的到街上清理雜

物。他們更自發招募物資，出外分派，在災區分發食物與

清水。 

起初發出傷心質問的當地人，其實也是 SAT-7 團隊同

工之一。但當他看見少年人互助的景像，就知道希望的種

子雖被淹沒，卻在生長！重建的希望正正在青年人身上反

映出來。2020 年確是萬物萬民都嘆息勞苦的一年。然而，

在絕望之處人們仍能，懷著盼望，豈不是反證出上主沒有

離場，仍在人心動工嗎？願我們繼續以禱告、奉獻與行

動，延伸天國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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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突
尼
西
亞 

    北非國家突尼西亞自 2010 年茉莉花革命推翻政權以

來，經濟本已疲弱不堪，今年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而實施鎖

國政策，更加雪上加霜，失業率上升，其中百分之五十的

難民和移民失去工作，而觀光業更受衝擊，大小店家瀕臨

破產。因此無論國民、新移民及難民都充滿負能量，對政

府不滿。在北非突尼西亞的基督徒大都是來自穆斯林背

景，他們通常會隱藏自己的信仰。如果家人知道就會感到

被背叛，並認為是家族恥辱。一位突民西亞歸主者曾這樣

說：「父親說，把你所有的衣服都帶走，我不想再見到

你，我會去政府部門將你的名字在從家庭中删除。因為我

的信仰，他告訴我的老闆不要再僱用我。」 由此可知，他

們信主後面對巨大的壓力，他們會遭家人朋友拒絕，甚至

遭受虐待，也會失去工作。他們的通信和電話也受監視和

攔截。而女性歸主者也會面臨家暴甚至性虐待。 

為突尼西亞禱告  

1. 在該國嚴峻經濟壓力下，歸主者首當其衝被栽減失去工作，

再加上家人社區的排斥，生活面對欺壓歧視，求主供應他們

的需要，也保守他們的安全。 

2. 祈求信徒倚靠主有力量向逼迫他們的家人鄰舍表達基督的

愛，又求主改變家人剛硬的心，因着信徒愛的表達和見證而

願意開放心靈認識主。 

3. 因着疫情緣故，信徒間的來往大大减少，祈求他們能透過電

子網絡平台、衛星電視等接收基督教訊息，在軟弱中得着鼓

勵、尋道中得着造就。 

4. 人民對於長期經濟危機的不滿已達沸騰，求主保守當權者有

智慧化解危機，並以公平正直治國。 

經濟疲弱再加上新冠肺炎疫

情，旅遊觀光業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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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  

猶
太
人 

猶太人有三個與眾同樂的節日，第一個是普珥節

(Purim)，於猶太曆阿達月14及15日即今年3月10及11日，

慶祝猶太人在以斯帖記中反敗為勝，會施捨金錢與貧窮

人、送食物和禮物及宴樂喜慶。第二個是住棚節

(Sukkot)，於提斯利月15-21日即今年9月3-9日，猶太人

住在室外搭建的帳棚，接待客旅和來訪的親友，一同慶祝

秋收。第三個是聖經中約翰福音10章22-25節提到的修殿

節(Hanukkah)，於基斯流月25日至提別月3日即今年12月

11-18日，現在普遍稱為光明節。 

猶太人會在室外設置巨型燭臺(menorah)點燭8天，讓

眾人看見並在室外慶祝，普天同慶。這與基督教的聖誕節

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慶祝一件神蹟，並與親朋歡聚享用

盛大晚餐。 

為猶太人禱告  

祈求天父光照猶太人在慶祝光明節時，同時聽到耶穌基督這

普世之光來到世上拯救他們的大好訊息。 

在紐約中央公園東南角

的廣場上架起大型燭

台，在光明節8天期間每

天太陽下山時點亮一個

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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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天 

印
尼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West Kalimantan) 第二大城市

山口洋 (Singkawang)，人口大約有20萬，其中70% 是

華人，他們大部份是客家人，而這裡有一種生草葯叫

「山枸黃」，用客家話發音就是「山口羊」，所以就用

作地方名。因為這個地方背山面海，「山口羊」後來改

稱為「山口洋」。在荷蘭殖民時期，山口洋曾經是天主

教宣教的根據地。山口洋有「千廟之城」的稱號，寺廟

林立、滿天神佛，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福德祠，當地人稱

為大伯公廟。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的元宵節，一些乩童

揉合了華人道教儀式與達雅族原住民的巫術，宣稱神明

附身，這就是山口洋最大型的宗教活動「迎神賽會」。 

早在20世紀初，福音已經在西加里曼丹的華人之間傳

播，在山口洋的第一間佈道所就是由華人創立，二次大戰

結束之後，又有內地會的宣教士來到山口洋。在1977-1978

年間，滕近輝牧師及師母傅忠愛女士曾經到印尼西加里曼

丹宣教一年，其中一站就是山口洋，對一些當地較為年長

的華人牧師來說，滕近輝牧師及師母的到訪，印象十分深

刻。滕牧師在《那一程》這本書中說︰「一般來講，華人

對福音的反應很好，但是教會面對一個大難題：工人太

少，開了佈道所卻無人去裁培慕道友！」直到今天，這一

番說話仍然在我們的腦海中迴盪。 

為印尼禱告  

1. 盼望山口洋的華人放棄拜偶像及接觸巫術，華人及其他族群

可以早日歸主。 

2. 求主感動更多年輕人投身宣教行列，特別是去一些福音難以

進入的穆斯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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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天 

本
地
尼
泊
爾
人 

 

疫情期間，尼泊爾孩童的功課輔導班也被逼暫停，

他們如何應付學習的需要呢？感謝神，尼米他們為尼泊

爾孩童安排了個別網上課，陪同他們溫習功課。上年度

因為疫情關係，各學校均安排不同形式的網上課堂，在

這混亂的學習中，尼泊爾孩童將去年度學習過的東西都

忘掉了。義工老師要一點一點地教導他們於上一個年度

學習過的內容，學生們都願意做功課，慢慢也有了進

步。 

一個疫情，亦真的使不少南亞裔學生變得散漫，尤

其是他們本身已比較抗拒學習中文，現在就更不用說

了。他們在疫情中只覺得多了一個悠長假期，有些中學

同學就更感到前路茫茫，生命沒有目標。有時候，義工

老師就把握機會，不但教他們功課，也和他們談談人生

意義和目標。 

為本地尼泊爾人禱告  

1. 尼泊爾學生極需要有愛心的基督徒義工與他們同行，不

但教他們功課，更加與他們分享生命。求主預備！ 

2. 求主讓在疫情期間疏懶了的南亞裔學生，能再次在學業

上努力，又求主給他們智慧能掌握課堂內容。 

3. 求主讓南亞裔學童能認識基督，在困難中能經歷主耶穌

基督的真實，並且在挫折中能倚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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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祈禱塔 11 月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 11月 14日 

早上 10:15-11:00 

  康澤 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 11月 19日  

晚上 9:15-10:00 

     康澤 13,14號課室 
 

祈禱塔 12 月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 12月 12日 

早上 10:15-11:00 

  康澤 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 12月 17日  

晚上 9:15-10:00 

     康澤 13,14號課室 
 

     

 
 

 
 

  

 

分享、加油鼓勵及祈禱  
 

網上版可於差傳部網頁或北宣 CONNECT 參閱 : 
http://www.npac.org.hk/~missionary/pray2.php 

 

查詢電話：2909 9700 差傳部 

 
 

 

http://www.npac.org.hk/~missionary/pray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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