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拜约是列国来到神圣殿，奉献礼物的其中一国： 
 

“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独峰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

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 

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

必荣耀我荣耀的殿。以赛亚书 60:6-7 
  

主啊！请打开这古老的大门，好让尼拜约的百姓聚集在你面前。 



 

 

第一日 尼拜約 – 背境 
 

 

尼拜约这个古国所在位置虽然不详，但古代亚述的文献却给我们一些亮

光。从这些及其他的资料，我们知道首都设在杜米亚真达（Udmat al-

Jandal）的基达王月希（Uaite），从亚述的逼迫和战役中逃脱。战役是亚述

图谋控制从亚拉伯南部（示巴/也门）而来的贸易孔道引起的。文献描述月

希王的艰险逃亡经历，他横渡一个荒芜无人称为那忽（Nafūd）的沙漠，

终于来到尼拜约。今天的哈以（Ha’il）是在沙漠边缘的绿州，很有可能就

是月希王所逃到尼拜约的一个主要城镇。 

 

* 但以理‧陆克标（Daniel Luckenbill）所著的古亚述和巴比伦（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第二册，1927 年，313-321 页 

 

哈以地区的山脉可以成为这里的天然屏障。 哈以（Ha’il）是阻隔或墙的意

思。 而从北方来的敌军须要经过沙漠才能到达。 故此，山势和沙漠便无形

中成为尼拜约中央政府和人民聚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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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记录中，没有很详细有关尼拜约的资料，这说明尼拜约在亚述心目中，

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地方。直到尼拜约和基达结盟背叛亚述，我们才见到有

记录出现。史实说明亚述军队是横渡“一个干旱的沙漠；在那里，没有飞鸟

在空中飞过，也没有野驴或羚羊吃草的踪迹可寻”。这就是说，亚述终于成

功地跨越渺无人踪的沙漠，而夺得了尼拜约，并俘获无数的人、驴、骆驼，

和羊。哈以周边地区也必定包括其中。从亚述军队所夺得的众多战利品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极其富庶的地方。现今的哈以也极其符合这

个描述，是一个极其适宜耕种和畜牧的地方。 

 

作为以赛亚书 60:6-7敬拜神的国家名单中最后的一个，尼拜约是最虚卑的了

。今天，哈以是一个蒙受祝福的地方，居民谦虚有礼，好客。在历史上，哈

以可以说是亚述中极具战略性的地方，但哈以居民在神眼中却是重要的一群

。尼拜约是包括在神的计划中。在朝拜神的国家名单中，没有了尼拜约，便

不成气候。 
 

 

 

 

祈祷事项 
 

• 为着沙地阿拉伯哈以地区的古尼拜约部族的族人接受主耶稣而祈祷，

愿他们爱主更深，更热切地荣耀主的名字。  

• 祈求尼拜约人的谦虚态度成为荣耀神的一部分。 

• 亚述在尼拜约广施杀戳和毁坏，求主将生命和医治带给尼拜约的人民

。 

• 拦阻主道在尼拜约家庭中运行的，不是高山，也不是沙漠，而是伊斯

兰教和物质主义。求神除开这些拦阻他们认识救主的障碍。 

 

 

 

 

 

 

 

 

 

 

 



 

 

第二日 尼拜约 – 这名字的意义？ 
 

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他妾夏甲的第一个儿子，夏甲是主母撒拉在不能生育

的时候，给亚伯拉罕作妾的婢女。故此，以实玛利的第一个儿子尼拜约，很

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孙子。 

 

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

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创世记 17:20） 
 
 

在创世记，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实玛利必蒙福，极其昌盛和繁多，必生十二

个族长。以实玛利因而给他长子起名尼拜约，意即“卓富有成”。在亚拉伯

文圣经，“卓富有成”和尼拜约的字根相似。这字根的意思是“植物性”或

“疏果类” [ &%ا#ن
' ]。圣经描

述以实玛利的众子向东方

迁移（创世记 25:6）。最

后，亚述的记录也记述了

尼拜约迁移到卓富有成的

哈以一带地区。  

  

今天，当你旅游哈以地区

时，你会看见数个绿州，

田野都是从地下水源灌溉

的。麦田和农庄遍布沙丘

边缘地区。这里的水源可

以容许在沙漠中大量撒种

，在早春雨季时份便可以

发芽生长。沙漠变成有生命的绿带地区，到处长满野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 40:8）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 …（以赛亚书 35:1） 

 

经上记着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

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彼得前书 1:24-25） 



 

 

 

 

祈祷事项 
 

• 最初，当以实玛利和他母亲夏甲被赶到干旱的沙漠，他们并没有悔怀着很
大生养众多的希望。但神保护他们，给他生养众多的应许，这就成了他们

新生的希望。求主给住在哈以地区，以实玛利的后裔认识他们所盼望的，

当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已成就了。 
 

• 祈求住在哈以的人，能够借着网站，当地信徒，及异象和异梦，领会神话
语的真确性。祈求他们阅读福音信息时，看到神给他们永远的爱。 

 
• 祈求当地的农业及商业机构，觉察到他们的繁多产量是由独一真神而来。 
 
• 求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好让他们享受敬拜神的“喜乐和福气”，从今时到
永远。 

 

 
 
 



 

 

第三日  尼拜约 – 敬拜神的时候，人拿什么礼物献给神？ 
 

 

以赛亚书六十章提及尼拜人来到神的坛前，奉献公羊作礼物。 羊的希伯来文

是“ail”，意即力量。 这是尼拜约领袖、王及人民，在敬拜神时，向神奉献

礼物的承诺。 他们的礼物象征着力量和能力，表示对神的忠贞，承认祂是唯

一的真神和王。 

 

在古代以色列，公羊、绵羊、山羊和公牛都是常见的动物。 而公羊则在不同

的祭礼中，常作献给神的祭物： 

● 平安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9:4 

● 燔祭的公羊 - 出埃及記 29:18 

● 搖祭的公羊 - 出埃及記 29:26 

● 赎愆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5:15 

● 平安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9:18 

● 赎罪祭的公羊 - 历代志下 29:21 

  

在民数记 29章，公羊和公牛都是被描述作适宜的祭牲，而公羊更是比绵羔

更贵重。尼拜约人将他们最好的献给神，他们的敬拜是隆重的，象征着他们

看神比一切财物更重要，值得他们献上最好的。 

 

公羊第一次出现在创世记 15:9，是神用作确立祂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稍后

，神奇妙地供应亚伯拉罕一只公羊，代替他儿子以撒作祭物。这是出自创世

记 22章，亚伯拉罕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的故事。对亚拉伯人来说，这是一

个意义重大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kmWsd_wMeY&t=127s  

 

天使告诉亚伯拉罕奉献以撒，稍后他便看见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

中，这便代替以撒作为燔祭。 这正好预表将要来到的弥赛亚耶稣。祂在十字

架上的牺牲，便为每一个敬拜神的人铺上一条通往神所悦纳的路去。 



 

 

 

一枝状似喇叭的号角，是希伯来人敬拜神所用的乐器，就是由公羊角造成的

。只有在重大事情和战争时才会用得着。这就是他们催毁耶利哥城墙时所用

的喇叭（约书亚记 6:20）。 

 

公羊是用作象征永生神的能力和敬拜！ 

 
 

祈祷事项 
 

• 但愿哈以人现在就觉察到耶稣的宝贵，便开始发声敬拜神，和实践以赛亚

书六十章所说的到耶路撒冷朝圣之旅。 

• 祈求哈以人明白亚伯拉罕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流传在伊斯兰中，但那里

却是另一版本（根据伊斯兰的传统，以实玛利才是被献祭的儿子）。祈求

他们明白，他们每年在宰牲节（Eid Al Adha）所记念这献祭的故事，是代

表着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 作为穆斯林信徒，意味着他们须要“顺服”。祈求哈以人将他们最好的，

他们的一生，顺服在神手下。好像在将来的日子，尼拜约的诸王和人民会

对神作的一样。 

• 祈求哈以人明白耶稣就是为他们过犯而牺牲的最完美祭牲。 

  

 



 

 

 

第四日 尼拜約 – 現代的人民 

 

 

在哈以地区，最大的部族是深玛利族（Al Shammari），是古时他耳（Tayy'

）的后裔（其中闻说已有基督徒）。深玛利是“束腰”的意思。意味着深

玛利人在灵里已束上腰带，预备走上以赛亚书六十章所说的旅程。你可以

想像深玛利族正在骑上骆驼，走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将他们最好的带去 - 

公羊及他们自己的生命 - 作为奉献给神的礼物。 

  
另一份礼物，就是他们的好客精神。这仍是哈以人文化的一个主要部份。甚

至是今天仍是如此，“伊便哈添“Hatim min Ikrim ( متاح نم مركإ )”是一个很普

通的说法，意即比哈添更要慷慨。在第六世纪，亚拉伯著名诗人哈添 ，是当

时统治国家的王子，又是他耳族的诗人（这族的后人就是亚深玛利人）。 

 
传说他是当代全球最慷慨的人，而他也是一个直到今天仍备受尊崇的 人。事

实上，用亚拉伯和英文写成的“欢迎”一词是由灯光照明，放在哈添要招呼

旅客到他家中的山上。他甚至出现在著名小说“天方夜谭”中。他 是亚拉伯

文化的典范，是哈以地区很多人效法的好榜样。 

 



 

 

闻说在这地区的阿拉伯人从不锁门，因为他们经常有旅客到访，故此大开中

门，任由出入。这样便可以带给这个家庭和当中成员好名声。他们也觉得保

护旅客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不容许任何人伤害这些来宾。创世记十九章罗得

的故事，正好反映“尊崇”陌生人更甚于自己家人的例子。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

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

么。」”（创世记 19:7-8） 

  
深玛利人曾经是一个强大的贝都因（Bedouin）部族，以游牧为生，牲畜有骆

驼、羊，和山羊。 在整个亚拉伯半岛中，他们深受尊崇，在哈以地区仍是继

续日益昌盛。  
  

 

祈祷事项 
 

• 祈求深玛利部族和其他住在哈以地区的人，他们有一天将会明白那划

时代的最大礼物 – 救恩 – 是为他们而设，是借着耶稣在十架上的犠

牲而成就的。求主使他们领会他们永不能回报这一贵重的礼物，他们

唯一可以作的就是俯首敬拜。 

 

• 祈求他们以好客的心态，献上礼物作为他们敬拜的礼物。 

 

• 祷告他耳人和其他人的基督徒传统得到复兴，神在哈以及周围地区建

立教会。 

 

• 新约耶稣的事迹可以从哈以地区开始，好像他耳人哈添的故事得到全

球广传一样。  



 

 

 

第五日 尼拜约 – 新的方向和朝圣之路 
 

法得是哈以地区的一个村镇，是尼拜约人的一个很重要绿州地带。 在亚拉伯

半岛有一个很流行的谚语，就是“水即生命”。 在生活艰难的沙漠地带，人

要寻得水源才可活命。 法得就是一个得“生命”的地方。 因为位于商旅必

经之路，故此这里常有旅客过访。 

  

公元 762 年，阿拔斯哈里发（Abassid Caliphate，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三位亚哈

里发），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建都。 伊斯兰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就是要

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 国家领袖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保护朝圣者在这艰辛

旅途上的安全。 

 
巴格达到麦加的路线称为“达布祖

拜达”（Darb Zubaydah）。 即“朝

圣”之路之意，全长 1,935公里，

亦即 1,161英哩。 如以日行 32公里

（20英哩）计算，需时 58天才可

从巴格达步行到麦加。 这条朝圣之

路的规划，施工、维施，已历经接

近五个世纪才得以完成。 法得这个

绿州是位居这条从巴格达到麦加路

线的中点。 故此法得要提供朝圣者

休息的地方、免受敌人攻击，及有

充足水源供应。 这些朝圣者可能都

怀着一个强大的希望，就是他们的罪可以借着去麦加的朝圣便得到赦免，但

当回程到法得时，他们会感受到伊斯兰的束缚，朝圣仪式所能给予罪 得赦免

的不确定性吗？  
 

在今天，法得这个古老绿州

，已属荒芜地带，它不再处

于主要必经之路上。曾经繁

华一时，是往麦加必经之地

，现在留下的却是颓垣败瓦

，但还设有一个仿似古堡式

的小型博物馆。也不复见到

任何曾作书巴得大道景点的

任何遗址。 虽然这里因着水

源的缘故，仍有一些新建的

房屋，但已是一个被遗忘的 



 

 

 

村落。法得曾经是处于祖拜达大路上最有战略性的位置上，也曾经在很多世

纪中，吸引着无数的朝圣者，齐集在这绿州之地。 

 
但是，还有另一条朝圣之路。 神呼召尼拜约和法得人踏上这条朝圣之路去。 

这就是朝着主耶稣方向而去的路。 他们的眼睛不再朝着麦加的方向去，而是

朝着耶路撒冷。今天神要带领他们归向祂，在未来之日，把他们的礼物奉献

到祂的殿去。 
 

朝耶撒冷去的上行诗：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圣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诗篇 134:1-3 
 

 

祈祷事项 
 

• 神没有忘记法得人。 祈求法得人觉察到他们是被神所关心和爱一群。 

• 祈求基督的活水在哈以人中涌流，求主使他们就在今天便寻求神。 

• 祈求尼拜约人看见福音的真理，在主里得着希望和信心。 

• 每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信徒都涌往麦加朝圣，盼望着罪得洁净。但都

是空手失望而回，罪的重担不能因着宗教的礼仪得到释放。祈求主使

那些寻求罪得赦免的人，不要再重蹈覆辙，晓得他们需要寻求另一个

新的答案。 

• 为着那些到麦加朝圣的人祈祷，愿神以异梦和异象，使他们认识耶稣

，在主里，他们可以离开黑暗，得着生命。 

• 求主使那些到麦加，痛悔自己罪的朝圣者，能够转眼到耶路撒冷，重

新向着那条在主里蒙福朝圣之路。 

 

 

谢谢你为尼拜约祷告。愿神祝福你为哈以及邻近地区的祷告。深愿那些在祷

告记念中的人领会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好叫恩

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神”（哥林多 后书 4: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