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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牆 Western Wall 
 
 

首都：耶路撒冷（最大城市） 

         特拉維夫（經濟中心）  

官方語言：希伯來語 
貨幣：以色列新謝克爾（ILS） 
面積總計：22,072平方公里 

以色列位於中東的巴勒斯坦地區（古稱「迦南」），
自古為各民族交匯之處。其國家位處阿拉伯半島西
北角、地中海東岸和紅海亞喀巴灣北岸，與巴勒斯
坦領土（約旦河西岸地區、加薩走廊）交錯相鄰，
北接黎巴嫩，東北鄰敘利亞，東與約旦接壤，西南
則為埃及西奈半島。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about the size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The country has a diverse climate with snowy mountains in the 
north and the hot desert in the sou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on the narrow coastal plain near the Mediterranean Sea to the west. 
The Dead Sea between Israel and Jordan is the lowest point on the Earth's 
surface at 1,365 feet (416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water is so salty 
and rich in mineral deposits that no plants and animals can survive there. 
The water is warm year round. 
 

西牆，又名哭牆，阿拉伯人稱之為布拉克牆，位
於耶路撒冷老城內，聖殿山山下西側。這是環繞
第二聖殿庭院的古城牆的殘存部份。在四面牆之
中，西牆被認為是當年最靠近聖殿的，使它成為
猶太教信仰中除聖殿山本身以外最神聖的地點。 
西牆，一般指聖殿山西側大廣場上，供人們祈禱
那段長57公尺的牆。完整的西牆長達488公尺，大
部份隱身在兩側的建築物中。我們能看的其餘西
牆，一段在南邊長80公尺，另外一小段在聖殿山
鐵門附近，稱作小西牆。西牆是座擋土牆，西元
前19年時希律王用以強化聖殿山的建築結構，將
聖殿山包圍成今天看到的矩形建築群。牆由45層
石塊堆疊而成，總高度32公尺。 

一個伊斯蘭教聖地，位於耶路撒冷舊城聖殿山，
是耶路撒冷最著名標誌之一，覆有精美花紋跟古
蘭經文的藍色系彩釉陶磚及金制穹頂。688年到691
年，由第5任哈里發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伊斯蘭教二
次內戰期間下令建造。也稱之為「奧瑪清真寺、
磐石清真寺、金頂寺」。穆斯林相信圓頂清真寺
中間的岩石就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和天使吉卜
利勒一起，到天堂見到真主的地方。 

圓頂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以色列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區域：
海岸平原、中部丘陵、約旦河谷、
以及內蓋夫沙漠。中央高原地帶的
東部是約旦大裂谷，屬於長達6,500
公里的東非大裂谷的一部份。在以
色列境內的裂谷是由約旦河、加利
利海、以及死海所構成。內蓋夫沙
漠由大約12,000平方公里的沙漠組成，
佔據了以色列的一半土地面積，在
地理上內蓋夫沙漠是屬於西奈半島
的延伸。 

The six-pointed Star of David is a common symbol for both Judaism and Israel. 
Known in Hebrew as a Magen David (shield of David), geometrically it is two 
triangles superimposed on each other, forming the shape of a hexagram. 
Though today the symbol popularly communicates Jewishness, its associations 
with Judaism are newer than one might think. 



猶太教潔食 Kosher 
 
 

又稱之為「復活教堂」，是耶路撒冷舊城內的一
所基督教教堂。當地的許多基督徒認為，教堂的
基址即是《新約聖經》中描述的耶穌基督被釘死
的地方，即各各他（ Golgotha-髑髏地）的所在地，
而且據說耶穌的聖墓也在其中，教徒因而對此地
頂禮膜拜。 
從西元4世紀開始，教堂即已成為一處朝聖的重要
目的地。時至今日，教堂是耶路撒冷牧首的教座
所在，而建築本身則由羅馬天主教會、亞美尼亞
使徒教會、正教會三個教會負責主要的行政及管
理，另外敘利亞正教會、衣索比亞正教會、科普
特正教會則享有部份祭壇等設施的使用及管理權。 

符合猶太教飲食規定（科謝魯特）的食材，含
「潔淨、完整、無瑕」之意。相關規定除了限制
了可食動物的種類外，其屠宰及烹調方式亦受影
響。根據希伯來聖經，定義哪些食物是猶太食物
的系統是由古代晚期的拉比（Rabbi）開發的。 
在舊約聖經利未記第十一章紀錄了各種可食與不
可食的動物名單。名單首先把動物分成「潔淨」
與「不潔淨」兩類。後者不但不可食用，亦不可
接觸其屍體，甚至連氣味都不能接觸，否則直到
晚上均屬不潔，並須洗滌衣服。如落入器物中，
或是清洗，或是打碎（陶器）。受屍體污染的水
乃禁忌中的禁忌。 
 
 

聖墓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或稱死海經卷、死海書卷、死海文書，該古卷
於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庫姆蘭出土，故名為死海
古卷。古卷主要是羊皮紙，部份是紙莎草紙。
抄寫的文字以希伯來文為主，當中也有少數由
希臘文、亞蘭文、納巴提文和拉丁文寫成。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死海Dead Sea 
 
 

位於以色列、約旦和巴勒斯坦交界，水源為約旦河。
是世界上地勢最低的湖泊，湖面海拔負424公尺，死
海的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陸地的最低點，湖長67公里，
寬18公里，面積810平方公里。湖水鹽度極高，且越到
湖底越高。最深處有湖水已經化石化。一般海水含
鹽量為3.5%，而死海的含鹽量在23%至30%左右。匯入死
海的主要河流是約旦河。 
「死海」是因為它的高鹽度使魚類無法生存於水中，
但有細菌及浮游生物，而在希伯來語中稱死海為
「鹽海」。因為鹽度高，所以富含大量的鎂、鈉、
鉀、鈣鹽等礦物，自1921年起開發溴化鎂和溴化鉀，
也因鹽水密度高，任何人皆能輕易地漂浮在死海水
面，但也要注意避免湖水進入眼睛或嘴巴造成不適。 

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記》以外的）舊
約全書，以及一些今天被基督教新教認為是外
典（包括次經及偽經）的經卷。經考古學家五
十多年的修復拼湊，近800書卷部份或全部復原，
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賽亞書》。目前，主
要的八部經卷均存放在以色列博物館；其餘的
則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斐勒博物館。 



認識猶太人—新年和逾越節 
 

資料來源    地球圖輯隊 

小補充：象徵食物有哪些？ 

◎燒過的羊腿骨：犧牲的羔羊。 
◎烤熟的雞蛋：春天來臨或是悼念被毀的聖殿耶路撒冷。 
◎水果、香料、酒混合成的醬：從前被奴役當造磚工人 
   的砂漿。 
◎芹菜：春天。 
◎無發酵餅：3塊各代表聖父、聖子、聖靈。 

我們的農曆新年總是熱鬧滾滾，紅色、金色的繽紛色彩，
還有吃飽穿暖的習俗，都讓我們對新年抱著高漲和期待
的心情；相反地，猶太人的新年卻非常的不一樣，他們
的新年期間充滿了反省和懺悔的氣氛！ 
 用反省和禱告度過新年 

「4」是重要數字 

把壞的丟水裡，把好的吃下去！ 

對猶太人來說，他們的新年(Rosh Hashanah)是每年9月左右開
始，新年開始的頭2天，猶太人會在下午來到河邊或是
湖畔等有活水的地方，翻翻衣服口袋，代表把罪惡丟入
水中，接下來10天，就進入了他們的「贖罪日」活動。 

在猶太人的信仰中，晚上才是一整天的開始，所以對
他們來說，新的一年就是從太陽下山後開始，進入他
們的新年後，他們會吹響叫作Shofar的號角，提醒人們
接下來要懺悔和禱告。整個猶太新年的活動會持續10天，
直到第10天「贖罪日」，他們會以羊隻的獻祭作為結尾。 
 

跟中國人忌諱在節慶看到「4」不一樣，猶太人在逾越
節時，會不斷重複與「4」有關的事情，像是喝4杯酒、
問4個問題、或是說4個祝福語等；原因是因為當初神
答應用4種行動去拯救他們。  

不免俗的，猶太人在新年期間，也會吃象徵性的食物來
招好運，就像我們會吃魚、吃年糕討吉利一樣，猶太人
用來招好運的食物像是：芹菜、葫蘆、椰棗、完整的魚
等，而我們也不陌生的蘋果、蜂蜜、番石榴對他們來說
是代表迎接甜蜜蜜又豐收的新年。另外，好吃的辮子麵
包(Challah)也象徵一個圓滿的年。 

有看過迪士尼動畫《埃及王子》嗎？動畫最後，摩西

高舉手杖打開紅海，並帶領希伯來人穿越海峽、逃離
法老暴政，最後終於到達上帝「應許之地」；對猶太
人來說，這件事蹟是猶太民族史上的大事件，每年的
「逾越節」一到，就是他們要感念先賢庇佑，讓他們
的民族能續存下來的重要節慶！ 

比新年更重要 

每年3-4月間，猶太人們要迎向他們最重要的節日──
「逾越節」(Passover)，這環繞著「救贖」為主題的節日，
就發生在猶太曆法的1月份，所以對他們來說，這逾
越節就像是新的開始！節日開始前，他們會先把家中
發酵食品清除，然後在8天的節日中，吃著「無發酵
餅」(matza)、並在家聚餐會上細細回顧當年先聖的種種
恩澤和事蹟。家宴時，他們會把盤子放上各種象徵意
義的食物，還會把沒有發酵過的餅掰一小塊藏起，讓
小孩子去找，找到的人就可以得到獎勵！  

逾越節要來臨前，猶太人們進入非常忙碌的準備工作。
例如在烘焙坊內就要趕快準備沒有發酵的麵餅。廚師
正在細心一一檢查雞蛋內有沒有血絲，食品必須是潔
淨且符合猶太認證(Kosher)。所謂的猶太認證例如：必須
是中性清潔劑、動物某些部位不能出現、禁吃豬肉等
規範。大量的未發酵餅，為的就是要讓猶太人在接下
來8天中有符合規定的食物可吃。在逾越節前夕，他們
要確保所有的物品都沒有沾到發酵食物。家中的發酵
食品也要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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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換地毯 

以色列圓頂清真寺 換個地毯吵翻天 
以色列位於聖殿山上的圓頂清真寺，是猶太人與穆斯
林信徒常常發生衝突的地方。最近，寺方決定換地毯，
又引來一連串爭議。 

換地毯大戰 
每隔一段時間，以色列的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就
得翻修，寺方會把被大量信眾踩踏磨損的地毯換新。
但是，圓頂清真寺是耶路撒冷最具爭議性的建築，稍
稍翻修都有可能引發宗教衝突。猶太人與穆斯林唇槍
舌戰就為了換地毯這件事，而圓頂清真寺所在的聖殿
山更是衝突不斷。以色列考古部門表示，穆斯林背著
他們偷偷換地毯，當局要求他們立即停工，宣稱換地
毯可能會造成難以修復的損害。沮喪的以色列考古人
員提到，之前換地毯時，他們發現了不在紀錄中的古
代地板設計，但他們還沒來得及紀錄，工人就又鋪上
了新地毯。 

這類傳奇深深吸引聖經狂熱者。耶路撒冷可能是全世界
最值得挖掘的城市，而圓頂清真寺更是考古學家眼中的
金脈，它從來沒有被好好挖掘過，因為這個地方非常政
治敏感，同時是猶太和伊斯蘭教的聖地。 

此外，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Abdullah II)也是翻修計畫的贊
助人。以色列在 1967年的中東戰爭中，從約旦手中奪下耶
路撒冷舊城，但以色列與約旦約定，約旦對該區域的穆斯
林聖地有管轄權。負責換地毯的賈莫將刷子伸進裝滿膠水
的罐子中，沾了沾隨後把膠水塗在有精緻裝飾的大理石地
板上，他說，在鋪上厚厚的地毯前，得先鋪上一層薄薄的
黑色毛氈。一些以色列考古學家害怕賈莫用的膠水會傷害
地板，但賈莫說不會。 

負責換地毯的約旦人員賈莫(Jamal Al Quda)表示，換地毯工程
早在一個月前就開始悄悄進行，以色列官方也協助翻修工
程，發簽證給他讓他來換地毯。一份 3月11日從埃及地毯商
寄給約旦大使館的貨運清單上，明白列出有 80捆地毯，這
些地毯要拿來鋪在清真寺中的禱告區。 

聖經秘密藏地板 
某些研究人員聲稱，聖經深藏的秘密有可能就藏在
地板的設計中。以色列考古學家札奇(Zachi Dvira)說：
「有東西在那裡，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有東西藏在
那裡。」。管理圓頂清真寺的穆斯林代表否認以色
列的指控。代表謝赫(Sheikh Azzam Tamimi)說，換地毯這
件事已經拖很久了，他反對以色列參與其中。 

猶太、穆斯林搶著要 
圓頂清真寺裡供奉著一塊大石頭，相傳是穆斯林先知穆
罕默德升天的地方。猶太人則認為，這塊石頭是 3,000多
年前，兩間古代猶太聖殿所在的地方。虔誠的猶太人祈
禱，終有一天第三間猶太聖殿會落成。圓頂清真寺附近，
又名哭牆的西牆(Western Wall)相傳是聖殿最後的遺跡，也是
猶太人祈禱的聖地，但巴勒斯坦當局表示，猶太人在歷
史上跟這個地方無關。各方較勁也造成這個地方層出不
窮的暴力衝突。 

考古上的犯罪 
1999年，管理該地的穆斯林挖了一個深 12公尺的大洞，
打算建地下祈禱室。他們把挖出來 1萬噸的土倒在鄰近
的峽谷和東耶路撒冷。以色列考古部門主任當時說，穆
斯林的所作所為是「考古上的犯罪」。多年來，以色列
考古學家札奇和退休的考古學家加布里埃爾(Gabriel Barkay)
帶領一群考古學家和志工開挖，希望能找到歷史遺跡。
這個計畫被稱作「聖殿山過篩計畫」 (Temple Mount Sifting 
Project)，由伊萊德基金會(Elad Foundation)贊助。伊萊德基金
會在東耶路撒冷爭議區買下阿拉伯人的房子，讓猶太人
可以住進去。評論家卻表示，以色列國家主義的計畫不
該和考古混為一談。以色列審計長在 2010年寫了一份措
辭嚴厲的報告，指控穆斯林在阿薩克建築群一系列非法
的工作計畫，也批評以色列沒有好好監控該處。以色列
官方一直把這份報告列為機密，擔心一旦出版會傷害與
約旦的敏感關係。  

錯過也不怕 
「聖殿山過篩計畫」研究人員法蘭奇(Frankie Snyder)表示，透
過在Facebook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寺內地板上的幾何圖案
是考古學家沒有看過的，有的圖案甚至可以追溯到 12世紀，
十字軍佔領圓頂清真寺的時候。退休的考古學家加布里埃
爾則說：「我擔心工程會破壞原本的地板，地板上的圖案
都還沒有被好好紀錄。」以色列考古部門主任哈森  (Israel 
Hasson)說，政府一知道翻修計畫後，就和穆斯林說好，會派
考古學家前往紀錄地板上的圖案，但某些地板已經被鋪上
了栗色和米色的地毯。「我們只紀錄了一部份，我們並沒
有全部紀錄下來，我也不會叫人把地毯掀起來讓我紀錄，」
哈森繼續說：「我們會等下次機會，我們在接下來的 2,000
年一定還會在這裡。」 

考古界的金脈 
地板上神秘的幾何圖案激發了研究人員的想像力，認為
其中可能暗藏玄機。古猶太傳統中有提到，裡面裝有十
誡的黃金法櫃有可能藏在第一間猶太聖殿的小房間內，
但是，第一間猶太聖殿早在 2,500年前就已經被摧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