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西安到錫安」代禱信（2017 年七月） 
親愛的牧長同工、弟兄、姊妹、代禱勇士們：平安！ 

    「國度影音事奉中心」訂於 7/21 日上午 9:00-下午 17:00 邀請「敞開的門」(OPEN DOOR)宣教士分

享敘利亞教會近況，了解苦難中 神的心意與如何經歷苦難等概況，歡迎對穆斯林宣教有負擔，及

關心在苦難中的肢體之弟兄姊妹參加，請以 mail 向本中心報名(kmmc@citilite.org.tw)。中午附午餐，

並歡迎對宣教士奉獻與代禱，體驗一個身體的服事，及關懷、陪伴受苦難的肢體與教會，進而動員

自由世界的教會，有效關心和服事正在受苦的教會。阿們！ 

代禱內容： 

壹、 為以色列守望： 6 月以色列首都市政府斥資 100 萬元，盛大舉辨一場＂特拉維夫 LGBTQ 驕傲

大遊行＂。這次遊行的主題是 B - Bisexual ，強調支持雙性戀族群的行為和權力。此舉也讓激進

的穆斯林國家更有藉口要消滅淫亂的以色列。末世的審判是普世性的，請為這群悖逆的以色列

人悔改代求。 

貳、 為國家守望：5/24 的同婚大法官釋憲案，讓支持方有憑據要想盡快全面修法後，台灣在倫理與家

庭的價值觀，可以預見將更加崩壞。台灣將來能否自由地闡述一夫一妻，牧者能否拒絕為同性

者證婚，甚至個人商家可否拒絕為同性朋友服務，會不會有法律的問題，可能會逐漸浮上檯面。

請持續為在上掌權者代禱。 

參、 為列國守望：為了維持美國石化王國、經濟優先的領先地位，川普政府已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

議，此協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把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革命前升高不到攝氏兩度，並且將

人類活動衍生的廢氣排放量，維持在不超過樹木、土壤和海洋等環境能夠自然吸收的水準，每

五年評量一次簽約國的減碳成果等等。美國政府此舉讓全球暖化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勢必更嚴

重，經濟破壞力更大。請迫切為更多人可以得著永生的生命，悔改到主的面前代禱。。 

肆、 為宣教士禱告：鄭姊妹（SIM 中華基督教國際事工差會） 

a.服事工場：創啟地區/宣教事工 

    b.代禱事項：1.求主在當地人心中動工，賜恩預備福音的機會，引導開路。 

     2.求主保守在台的家人身心健康，救恩早日臨到每個家人。 

     3.為出入平安，服事得力，身、心、靈強健代禱。           

伍、 禱讀經文：詩篇十六篇4-6節 

  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

不獻上；我嘴唇也不題別 神的名號。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

我持守。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陸、 宣教資訊：認識「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Malaysia )，民間簡稱大馬，全稱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一詞源自梵文 ，可

譯為「群山之地」，這個詞由古代印度商人所採用，指稱馬來半島。位於東南亞，由前馬來亞

聯合邦、沙巴、砂勞越及新加坡，於1963年9月16日所組成的聯邦制、議會民主制和君主立憲制

國家，新加坡後來在1965年8月9日退出聯邦。目前全國共十三個州，包括馬來半島十一州及位於

婆羅洲北部的沙巴、砂勞越兩州，另有三個聯邦直轄區（吉隆坡、布城及納閩），全國面積共

329,845平方公里。共分為東西兩大部分，之間有南海相隔著：西半部位於馬來半島，常稱為「西

馬」，北接泰國，南部隔著柔佛海峽，以新柔長堤和第二通道與新加坡和印尼廖內群島接壤；

東半部常被稱為「東馬」，位於婆羅洲島上的北部，南鄰印度尼西亞的加里曼丹，而汶萊國則

地處納閩、沙巴州和砂勞越州之間，人口較不密集。由於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氣候屬於亞洲熱

帶型雨林氣候。首都位於吉隆坡，是馬來西亞人口最密集和最繁榮的地區，聯邦政府所在地則

位於布城。西馬的人口密集度比東馬高許多，也是首都和聯邦政府所在地。全國人口超過3,100

萬。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與最大城市，它也是大馬主要的商業及經貿中心。其他主要城市

包括檳城、亞庇、古晉、麻六甲、新山、亞羅士打及怡保。人類在這個區域棲息的最古老證據，

可追溯到距今四萬年前。第一批居住在馬來半島的人類是尼格利陀人，又稱矮黑人。華人與印



度人，在2世紀與3世紀，在這個區域建立許多貿易港與城鎮，依據中國史料記載，數量多達30

個。兩國對馬來西亞的地域文化影響深遠。在公元的最初幾個世紀直至14世紀初，馬來半島的

人們主要信仰佛教和印度教等等的印度宗教，早在4世紀，更採用梵語做為書寫文字。在7世紀

到13世紀之間，馬來半島的許多地區，由三佛齊帝國所統治，來自三佛齊皇室的王子拜里米蘇

拉，建立了麻六甲蘇丹王朝，普遍被認定為馬來半島的第一個獨立國家。拜里米蘇拉的王子，

美甲·伊斯坎達·沙轉信伊斯蘭教，而且麻六甲蘇丹王朝的顯赫地位及政治勢力，促使伊斯蘭教傳

遍臨近小國，某種程度上，在15世紀加速回教為馬來人的主要宗教。1826年，英國殖民政府將

檳城、麻六甲與新加坡聯合組成了一個英國海外領地，名為海峽殖民地。19世紀下半葉，由於

馬來半島各王朝內部動盪，影響錫、米等資源採收，英國開始積極干預各王朝的內政。第二次

世界大戰，隨著日本佔據馬來亞，各族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大眾對獨立的支持，亦逐漸增長。

於1957年8月31日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贊同下，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同年，以君主立憲聯邦

成立一個新的國家。故此，東姑·阿布都拉曼就成為馬來西亞的國父，同年擔任第一任首相。馬

來西亞是一個由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東西馬原住民族等多元民族，共同建立的國家。1965

年，馬來西亞國會全數通過，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被迫獨立。1969年5月13日，

首都吉隆坡發生種族衝突，稱為「五一三事件」，之後阿布都拉薩政府開始推行頗受爭議的新

經濟政策，目標是想通過配額制，提高土著的經濟權益比例。種族因素在馬來西亞政治扮演重

要角色。政府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與1990年取代前者的國家發展政策，用以加強馬來西亞土

著的地位。這些政策提供各種優惠待遇給馬來人，包括就業機會、教育、獎學金、商業經營，

以及以優惠價格購買住宅。雖然這些政策改進馬來人的經濟地位，但卻招來部份人的不滿。馬

來西亞的法律法係為英美法系，而牽涉到穆斯林的穆斯林非刑事或非嚴重罪行的事務（如叛教、

離婚），則由穆斯林事務法庭審理。鞭刑是一種在馬來西亞廣泛施行的合法體罰，懲治對象不

一定是重犯，不過鞭刑最主要是懲治毒犯、強姦犯及非法入境者，政府以及大部分民眾認為，

嚴刑可有效制止罪案或破壞行為。馬來西亞政策的強力信條，就是國家主權，以及該國控制內

政的權利。馬來西亞對世界各國，都保持一定的外交關係，與各國都相處融洽，除了以色列，

護照中也有清楚的指示，不可造訪以色列。馬來西亞的國教雖然為伊斯蘭教，但國民於馬來西

亞憲法下，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力。國內主要宗教有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印

度教、錫克教等；種族方面，馬來西亞由華人（含峇峇、娘惹/土生混血華人）、馬來人、印度

人、伊班人、卡達山人、其他東馬來西亞原住民及其他殖民時期留下的英國人、葡萄牙人和荷

蘭人等歐洲後裔共同組成。經濟不平等，不只存在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也存在於不同的族群之

間，例如華人佔有馬來西亞70%的市場資本，即使他們的人口，不到全國三分之一。根據憲法定

義，馬來人是實行馬來風俗文化（習慣法）的穆斯林。他們在政治上具有主導權。土著地位也

授予某些非馬來的土著，包括泰人、高棉人、占族和沙巴和砂勞越的土著。非馬來土著在砂勞

越佔一半以上人口，在沙巴超過三分之二。歷史上，華人是經濟和商業方面佔主導地位的社群，

佔檳城、怡保、太平、新山及吉隆坡大多數人口，而怡保及檳城，也保留了豐富的中華傳統文

化。印度人在19世紀初開始遷移到現在的馬來西亞。印度人社群大部分為坦米爾人，其他還有

錫克人，以及同當地馬來人的混血後代仄迪人。許多歐洲人與中東人分別透過通婚進入基督教

與穆斯林社群。大多數亞歐混血馬來西亞人的祖先追溯到英國、荷蘭或葡萄牙殖民者。而華人

在節育、移民、經濟因素等原因的影響下，造成所佔人口比例逐漸下降。馬來西亞憲法保障宗

教自由，但規定伊斯蘭教遜尼派為國教。根據2010年人口和房屋普查的數據，約61.3%的人口信

回教；19.8%人口為佛教徒；9.1%基督教徒；6.3%人為印度教徒；1.3%人為儒家、道教和其它傳

統的華人民間宗信仰追隨者。其它則是包括幾種信仰，包括泛靈論、民間宗教和錫克教；而1.1%

的人沒有任何宗教或沒有提供任何訊息。依據馬來西亞憲法第160條，所有的馬來人被認定為信



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2010年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顯示，在華人人口當中，83.6%為佛教徒，基

督教是11.1%，道教及其他華人民間宗教則是3.4%。在非馬來的土著社群中，主要宗教是伊斯蘭

教（46.5%）和基督教（40.4%），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有4%，道教和其他華人民間宗教有3.9%等。

穆斯林在宗教事務方面，必須遵守伊斯蘭法庭的各項決定。伊斯蘭教法官將按照沙斐儀派的法

律學派，伊斯蘭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只限於穆斯林事務，如婚姻、繼承、離婚、叛教，改宗和

監護權等。伊斯蘭法庭具有類似於馬來西亞法院的層次結構，但它並不管轄其他刑事或民事罪

行。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稱為馬來西亞語，是源自英國英語的一種英語型態，在企業也廣泛

使用馬來西亞英語，以及大馬式英語，一種口語化的英語形式，帶有很重的馬來語、華語方言

及坦米爾語的影響。英語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間，曾經是官方語言，在1969年種族騷亂後，馬

來語成為主要語言。即便如此，馬來西亞依舊是英語世界國家。馬來西亞亦有設華文學校，即

課堂除以馬來語及英語教學之外，亦會以中文（主要為華語）作爲教學語言，主要為當地華人

而設。在馬來西亞存在許多其他語言，其中包括有137種語言的使用者。西馬包括41種語言。東

馬的土著部族有自己的語言，這與馬來語有關，但容易區別。在砂勞越主要部族語言是伊班話，

在沙巴土著則是說杜順語言。華人多講來自中國南方各省的漢語方言，較常見的包括華語、閩

南話、客家話、粵語、海南話、潮州話和福州話。坦米爾語主要由坦米爾人所使用，佔馬來西

亞印度人的多數。其他南亞語言以及泰語，也被廣泛使用。有一小群人種說克里奧爾語，例如

以葡萄牙語為基礎的麻六甲克里奧爾語，以及西班牙語為基礎的查瓦卡諾語。1971年，政府創

立一套「國家文化政策」，明確界定馬來西亞的文化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馬來西亞土著的文化，

而且伊斯蘭教必須在馬來西亞文化扮演重要角色。這套政策提升了馬來語優於其他語的地位，

卻導致非馬來人的不滿，他們覺得自己的文化自由遭到減損。由於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三大宗

教之一，因此，除了國慶與獨立紀念日外，穆斯林的主要節日也都是公共假期，如開齋節、哈

吉節、伊斯蘭新年、可蘭經降世日和穆罕默德誕辰日；華人會慶祝的所有的華人傳統節日，包

括農曆新年、元宵節、清明節、中元節、中秋節、冬至、端午節等等，農曆新年被列為公共假

期；南傳佛教徒則在每年5月的第一個月圓日，盛大慶祝衛塞節，除此之外，一些宗教節日如玉

皇誕、天后誕、九皇大帝誕辰和諸神誕辰，都會大肆慶祝；大馬印度人會慶祝屠妖節，這個象

徵光明的節日；大寶森節，可看到朝聖者從全國各地聚集在黑風洞。基督教社群與全球基督教

徒一樣，會慶祝聖誕節、萬聖節和復活節；東馬人慶祝豐收節，砂勞越稱為達雅豐收節，沙巴

則稱為卡達山豐收節；在其他小社群也會慶祝自己的節日，如錫克族會慶祝他們的錫克新年。

由於各宗教的曆法不一樣，因此有時會有兩個節日，落在同一天或同一個星期的情況，而創出

新的節日名詞，如農曆新年和開齋節落在同一天時，會被稱為「恭喜Raya」，屠妖節和開齋節

落在同一天時，會被稱為「Deepa-Raya」，這種情況通常會在每32－34年發生1次。馬來西亞是

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和多元語言的社會，由於政府的政治結構，再加上社會契約的理論，對

於少數族群產生，最低限度的文化同化。但漸漸伊斯蘭政策基本化，產生許多不平等與打壓等

狀況，求 神憐憫，唯有公義使邦國高舉，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是有福的。阿們！ 

                                           敬祝平安喜樂！有您同工真好！                                                                                          

「國度影音事奉中心」敬上   2017/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