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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埃及──摩西之一 
 

来 11:24-26 
 

来 11: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 他宁可和神的百

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

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引言、我爱摩西 
 

在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我认为圣经中真正有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摩西，只有摩西一个出

类拔萃鹤立鸡群，真正配称为有信之人。其它人的信，亚伯拉罕固然也很了不起，但不免比

较平和，以撒、雅各、约瑟等的信平庸粗浅，就更不足观矣。保罗的信当然也了不起，但毕

竟已经是新约时代，各种启示已经清晰明白，要信呢，理论上说，就相对容易一点了。甚至

连主耶稣基督，我口里当然不敢对祂的信心有微言，但潜意识里，我总疑心自己因着祂毕意

是上帝儿子嘛，一定有某些神能、灵丹、秘诀帮助祂信得容易一些，所以呢，就总不能一往

情深地打从心里佩服。唯有对于摩西一个，一个凡肉之躯，竟然能信得如大仁大义，可歌可

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令我「神魂颠倒」，五体投地。 

 

今天回想，这种看法不免粗浅和片面，这点是不在话下的了。因为一切的信，都扣连于对天

家、对天父与对祂赐给我们的儿女名份的深情盼望，都是一体相同、本质无异的。不过，话

说回来，圣经却也不是一味的「平均主义」，将所有人的信都一律拉平不分高下。摩西的信

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从某角度讲，仍然是千真万确不容否定的。 

 

可以这么说，摩西的信与所有有信之人的信，本质与内涵都是一样的，不分高下；令摩西的

信高人一等的，是他的信的那个「格」的高人一等。这个「格」如何高于寻常，真是无法言

传而只能意会。笔者是个文学人，只晓用文学来打个比方，这就好象屈原的辞赋、杜甫的诗

歌、鲁迅的文章，相对于其它作家的同类作品，它们的那个「格」总是高出很多。 

 

还是说得具体一点吧，摩西的信这个高出来的「格」究竟又是甚么呢？简单来说，可以分为

两点，第一点是比较「客观」的，就是： 

 

人皆有信，你最多情 

 

信爱同源，所以，一切有信的人都应该是有情的。不过，摩西的信却是更加情深无限──骨

肉情、民族情、家国情，还有更了不起的，就是他与上帝之间超乎想象的「友情」【容后详

说】，饱满、沉重、深邃、曲折、绵长，大情大义，都充满在摩西的信仰人生之中，足以感

动天地，照耀千秋。这就是我特别崇敬摩西之信的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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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客观」，因为这一点表面上看来，大家或者都会同意，而大多数「牧师」和「学者」

大概也会同意。不过，若果真是这样，告诉大家，我就不会这么「爱」摩西了。我特别爱摩

西，甚至爱得「心痛」，还有第二个远为曲折的「主观」原因： 

 

众口称善，尔（你）实含冤 

 

许多人口里称赞摩西，但摩西一生到死，甚至到了现在，都仍然蒙受着许多误解与冤屈。我

很早就发觉有好些「牧师」或「解经家」，总爱对摩西说三道四胡说八道。在圣经明明白白

地「赞赏」摩西的地方，例如希作来书的本段经文，他们就「跟风」大赞一通，甚至把他捧

上天上；但在圣经如实记载摩西生平事迹的地方，例如记述他「四十岁时杀人逃命」、「八

十岁上帝呼召他时他却推三推四」、「晚年更在盛怒之下击打盘石」等事迹的地方，却忽然

摆出个「道德家」甚至「圣人」的嘴脸，落井下可，一沉百踩，指责摩西鲁妄、冲动、犯杀

诫、没有信心、自以为是、EQ 太低、欠领袖风范、甚至「晚节不保」。 

 

这些「牧师」或「解经家」只会跟红顶白，只会用他们「抽像的信条教规」，坐在冷气办公

室内来量度人。我已经讲了无数次，真正的信必须有血有肉，摩西的信，背负着多少的血汗

和眼泪（详见下文），我疑心这些「牧师」或「解经家」连个边都揩不到。但这些人，自古

至今，都窃躆着某些「高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 

 

圣经中，如此伟大，又如此被众人误解，受尽屈辱的，除了主耶稣外，就一定是摩西。如果

摩西的信一直都受到「合理公道」的评价的话，我不会特别钟爱摩西，因为「他已经得了他

应得的了」。但没有，摩西伟大的信，至今仍然含冤莫白，饱受曲解。不过，亦正正因为摩

西的信这样含冤莫白，饱受曲解，就更加足以证明，他的信的确是超越群伦，非同一般、不

是凡夫俗子可以理解体会的。 

 

本来，讲述摩西的信，随便可讲一年半载，不过，为保存希伯来书十一章本身的脉络与主旨

──即着意凸显各人的信的一体相同而非高低有别，我就忍忍手，只用两篇来简述摩西的信，

这两篇分别是「一出埃及」和「二出埃及」。今天先说第一篇。稍后若有机会，我会再为大

家详细解说刻画摩西超越群伦的动人之信。 

 

 

一、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讲到摩西的信，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他八十岁的时候，怎样浩浩荡荡地领着可能多达二百万以

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在红海一举歼灭法老全军等等的「壮举」。不过，圣经作者，却更加希

望我们在意于信仰的内涵而不是外在的表现。摩西，其实在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四十年，

他自己已经一个人出了埃及一次了。那次就是「一出埃及」，也是今天要说的重点。故事是

大家熟悉的，只据经文简述一遍： 

 

出 2:11-15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

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甚么打你同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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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

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

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徒 7:23-29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

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

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

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甚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

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么？」摩西听见这

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根据这两段经文所记的事迹来讲摩西的信心，我们很快、很自然就讲到摩西如何有民族气节、

有骨肉之情、有信仰执着──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意思是不肯以埃及王子的身分独享荣

华，宁愿与以色列同胞们同甘共苦。这讲法大概没错，我下面也会说到。不过，大家读经若

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多少用心细想，有一点是不得不有所交待的，就是摩西如何对待她的养

母──法老女儿？ 

 

埃及人（法老王）逼迫以色列人是一回事，但法老女儿对摩西毕竟有救命与养育之恩，却是

另一回事！看圣经如何记载： 

 

出 2:5-10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

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

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姊姊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

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

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她的儿子。

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大家留意，法老女儿是明知救回来的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即是说，她也是违抗了他父王杀绝

希伯来男婴的命令，与摩西的亲生父母一样。而且，她既能一眼认出摩西是希伯来人，我就

有理由疑心她也是一早就知道所谓「乳娘」根本就是摩西的生母，只是装作不知而已。这位

法老女儿，从某角度看，实在颇有大义灭亲的气度。我上文已经强调过，摩西的信的「格」

之所以高人一等，正在于他特别有情，对于这位颇有仁义之心，而于他更有救命与养育之恩

的养母──法老女儿，摩西可以全不念旧、毫不动情吗？ 

 

我在上一篇讲章里再三强调，真正的信心必须是具体的、有处境的、有血有肉的。摩西当然

爱自己的骨肉同胞，崇敬自己的希伯来先祖的信仰，但他却绝对不是一个狭隘自负的「民族

主义者」、冥顽不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或滥杀无辜的「恐怖份子」。摩西天生就是个多

情人，对法老女儿不可能冷酷无情地说反就反。（不像今天的人动不动就「造反」──三反

五反、逢ｘ必反。）我们读圣经，必要读得上心在意： 

 

来 11: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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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大了」究竟是多大呢？ 

 

徒 7:23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摩西这个「长大了」是「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并不小了。若他是个狭隘的

民族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老早就应跑回同胞那里，又或倒过来利用王子地位，密谋政变推

翻埃及人的统治。但摩西没有，却迟到四十岁，才「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我们再看，经文虽说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但圣经没有一处地方记载他要「反叛

她的养母──法老女儿本身」。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重点是不贪图埃及王子的尊

位与荣华，以及珍惜他希伯来人的身份与信仰，却没有「冲」着她养母──法老女儿的任何

暗示。甚至我们看到后来摩西四十岁时杀死埃及人，以及八十岁时公开与老法王作对，在很

大程度上，都不是摩西故意挑起的。因为单就摩西本人来说，不仅法老女儿，整个埃及其实

都对他有恩，给他最好的教育和供养。而我们也看到，摩西本人，对埃及也没有甚么本然的

敌意与仇恨──我再说一遍，摩西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 

 

笔者大胆假设，摩西要等到他「长大后」，即「将到四十岁」一个不算小的年纪，才「心中

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甚至并未想到真的「脱离埃及」或公然反叛（后来杀人和

逃亡都是意外和被逼的），部分的原因，就是仍然感激养母──法老女儿的恩义，不忍心公

然反抗埃及以至伤害这位年迈的养母。对于摩西这个大仁大义之人，这个推想是完全合情合

理甚至必需的，因为，这样才更能见到他的信的「格」究竟有多高──连对仇人或仇人的儿

女，都这样讲道义恩怨分明，才配称为大仁大义的有信之人。 

 

这个「情节」，多少使我联想到大卫两度面对他的宿敌扫罗，却刀下留人，不忍心杀害毕竟

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扫罗；又想到三国演义里面，在华容道上，关羽因为念及昔日知遇之情

而「义释曹操」的片段。大抵一切大情大义之人，品性才情都是一体相同。 

 

死抓住几条「抽象的教条和教义」，然后就「六亲不认」地去照足字面执行，

看似「大有信心」，其实是「冷血无情」。这种比上帝还要「公义」和「神圣」

的人，实在非常可怕。唯是有信的人，必须同是有情，因为无情的人不能信。

想想，亚伯若是无情，怎能在上帝赐下的羊皮衣上面看到上帝的慈父心肠？亚

伯拉罕等列祖若是无情，怎能知道天父的本意是要赐给他们更美的家乡与更美

的名份？无情人，怎能信有情天？ 

 

这些有信之人都有情，不过，摩西却更是多情（甚至因为「太多情」而蒙受不

白之冤）──就连敌人的女儿的一点恩义，他都不敢或忘，这一点，更足以证

明摩西之信如何地超越群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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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当然，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解释的重点仍应在后面部份：「不肯

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至于我第一点的详细解说，目的是要大家放下狭隘肤浅的民族主义和

教条主义，用一个更加动情的心胸眼界，去明白摩西之所以「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的真

正意义和伟大内涵。 

 

事实上，埃及人，对摩西本人，有「私恩」，对以色列全族，却有「公仇」，正是： 

 

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 
 

──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歌词 

 

我们必须知道，摩西的信，是处于这样左右两难恩怨纠缠的处境中的，当中的痛苦挣扎，进

退两难、实在难以言喻。【这令我想起《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还有《天龙八部》里的

萧峰（乔峰）】最后，摩西「公以忘私」──「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

罪中之乐」。不过，我们必须弄清楚，导致摩西与埃及人决裂的关键却不是「公仇」，即不

是狭隘地要为以色列人报仇，而是来自另一重更加伟大绵长的「亦公亦私的大恩」。 

 

当年，「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是他的养母──法老女儿，但摩西从他的生母的口中更加知

道，真正「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是以色列的上帝，是出于以色列的上帝不可言说的恩典

和拣选。所以，对他真正有救命与养育之恩的，是上帝，而这份恩义，又必须连系于以色列

人一切有信的先祖。意思是，摩西蒙恩，既是上帝直接的关爱（这是「私恩」），也是父祖

辈间接给他的庇荫（这是「公恩」）。这里一点都没有矛盾，法老女儿的养育之恩，以色列

先祖的庇荫之恩，上帝的拣选救命之恩，摩西统统都不敢稍忘，于是，他的一生，都是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地报恩── 

 

首四十年，埃及宫中尽孝，报答养母养育之恩； 

四十岁时，看望骨肉同胞，报答先祖庇荫之恩； 

八十岁后，领同胞出埃及，报答上帝拣选之恩。 

 

明乎此，我们才了解经文中的对比所在： 

 

他（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明示暗示摩西在埃及宫中做了甚么罪大恶极的事，而且，圣经说「摩西学

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徒 7:22），据此，我们就更知道即使在埃及宫

中的时候，摩西都已经是个十分端正勤奋的人。再者，就算享受一下宫中的荣华财物，也不

算是甚么罪，记得，圣经并没有禁欲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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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摩西觉得有罪的，不是他享受到埃及皇宫中的某种快乐，而是他深深自责：「为何只有他

自己一人独享？」有罪的不是享乐本身，而是撇下自己骨肉之亲独自享乐。我也说过，摩西

也不是不感激于法老女儿的恩义，而是哀叹于这种恩义，为何不能遍及于他一切同在一个上

帝应许下的同胞骨肉── 

 

再好的东西，若只有他一人独享，对于大仁大义的摩西，都是罪！ 

 

而他一人独享的东西越好，摩西的罪咎感就更大！ 

 

这个，正就是摩西之信的「格」之所以高人一等的地方！ 

 

所以，一个人独享宫中之乐就是「罪中之乐」，重点不在哪享受到的到底是甚

么「乐」，而是「一人独享」就是罪──罪在背叛了自己的同胞。倒过来说，

摩西甘于与自己的同胞一同受苦，这个就是「义」，重点也不在受甚么苦，而

在「同受」。 

 

还有更重要的，是「一人独享」更背叛了上帝的恩义和祖先的庇荫，忘记自己

蒙恩不是因着自己和为了自己，而是有着上帝的深情厚意，并蒙受着先人的福

荫──先祖们曾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和犠牲。故此，自己「一人独享」，忘记

要使同胞（这是先祖的愿望）以至万民（这是上帝的愿望）得福的使命，不管

自己正在享受的是甚么「乐」，统统都是「罪中之乐」。 

 

总之，是「罪」还是「义」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而在于你有否紧紧扣连于你与

上帝及先祖（祂的子民）的关系。关系为本，是基督信仰讲信的基本向度。 
 

 

三、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

得的赏赐 
 

有些解经者死抓着字面，纠缠于摩西是旧约中人，对甚么新约中关于「基督」的教义应该不

很明白，于是花许多唇舌解释「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一句，实在是无中生有的。其实，希

伯来书的全书主旨，以及第十一章中的信心名单，正正是要打破这个所谓「新、旧两约」的

隔陔，高度凸显自古至今，一切有信的人都是「一体同信」的。 

 

有了新约的启示，许多旧约预表和信息是清楚了，可以这么说。但信仰毕竟就是「信」，古

往今来，信的定义，都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旧约中人有他们未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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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地方，故而必须有信，我们今天的人何尝就甚么都看得清呢？【参林前 13 章】特别在

末世的苦难、逼迫与欺哄之中，有着许多似明未明的东西，同样很需要信。我们与我们信仰

的先辈，「起跑点」虽然不同，但「终点」却是一样，都是遥盼着基督再来带给我们更美的

家乡，对于我们所有人，这些都是「未见之事」，都同样需要信。 

 

再回头看这一节圣经。第二点告诉我们，罪，指的是一个人没有进入一个适当的关系，并且

没有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份。义，倒过来，指的就是一个人进入一个适当的关系，并且

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份。对于摩西，脱离「埃及」，回归「以色列」，就是进入一个适

当的关系，并且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份。将摩西的典范放大到包括所有基督徒（连同旧

约信徒在内）的处境，这就是「脱离世界，回归基督」。 

 

摩西宁愿不要「埃及之乐」，「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重点不在当中有甚

么不好的地方（就算有也是另一回事），而是「埃及」不是他的「家乡」，与

他没有真正的「名份」──他不属于「埃及」，「埃及」亦不属于他。摩西却

宁愿「与以色列同胞一同受苦」，重点也不在于以色列人本身有甚么了不起的

地方，而是「以色列」是他的「家乡」（是他缘出的家乡，也是他盼望中的家

乡），与他有真正的「名份」──他属于「以色列」，「以色列」亦属于他。 

 

一个人认定上帝赋与他的身份（名份），安心立命，这就是义，也是信。我说

过，信心的终极赏赐之一，是得着上帝儿女的名份，想想，若一个人连人间的

名份（例如家族身份、民族身份）都不珍惜爱护，他会珍惜爱护上帝赐与他的

名份吗？所以，「安份」就是信，如此有信的人才配得神儿女名份的恩典。 
 

 

结语、你想家吗？ 

 

今天，是个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年代，所谓「有奶就是娘」，「会抓老鼠就是

好猫」的观念，已经成为打不倒的真理。 

 

我是中国人，祖藉是广东珠海（以前叫中山），却出生于澳门，一个葡萄牙殖民地，少年时

代又移居香港，一个英国殖民地。后来，为了旅游的方便，我领取了一个「葡国户照」，却

是在拿着这个「户照」过关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抬不起头」的失落感： 

 

一个中国人，却活在英国殖民地，又拿着个葡萄牙户照，算是甚么人呢？ 

 

我说过了，大家早惯了「有奶就是娘」，能方便过关的，管它是甚么国籍的户照呢？若你这

样想，也就算了，你听这篇道，甚至关于希伯来书的一系列的信息，大概也是白听的了。 

 

应当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甚之人之所以能信，就因为他懂得「想家」──想要寻找自己生

命的根源与归宿。我拿着一张可说是「不属于自己」的葡国户照已经失落如此，何况，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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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领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埃及王子的身份，是何等痛苦、失落以至于羞愧呢！我

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够堂堂正正做中国人，却闪闪缩缩「冒充」葡国人，已经有愧于心，无

法安身立命。摩西，一个这样有信复多情的人，就必定更加有愧于心，不能安身立命，必定

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与归宿，直至上溯到上帝所拣选的列祖列宗，以至上帝自己为止。 

 

民族感情（不是民族主义），对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慎终

追远、感恩图报的优美性情，奠定一个人高尚的信仰人格，他的信的「格」的高下，基本上

是由此奠定的。第二、只要不固步自封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访古寻根」的诉求，总

可以帮助你去锲而不舍地寻找天地根源，也强化你对更美的家乡的想望，换言之，就是帮助

你将信仰扣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而不是个人的感觉和短暂的利益上，大大地坚固你的信仰。 

 

告诉大家，共济会其中一个重要阴谋，就是要消灭所有人的民族感情，好建立一个全球一体

化的世界，让敌基督上位掌权控制全球。这不是电影情节，大家只要有眼看，圣经预言与现

实发展，都告诉我们这日子离我们不远。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摩西，好好坚执自己的民族身

份，当然，还要层层上进，最终借着基督 ，直找到爱的根源──我们的天父为止。 

 

摩西当年，他大仁大义、思恩念旧、慎终追远之信，引导他「一出埃及」，自

己先脱离了埃及的窂笼，追随上帝，再带领他的同胞「二出埃及」。当年，相

对于摩西的埃及，属灵上讲，就是今天相对于我们的世界。我们是否也能有这

种大仁大义、思恩念旧、慎终追远之信，引导我们也「出埃及」──远离世界

的牢笼，追随基督，直到得到那更美的赏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