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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知懼──摩西之二 
 

來 11:27-29 
 

引言、只要信，不要怕？ 
 

信者知懼，一看到這個題目，大家或者就會有某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因為我們慣常總是

說「只要信，不要怕」，又或以為只要有「信心」就甚麼也用不著「怕」了。 

 

不過，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信心範例卻告訴我們，有信之人之所以為有信，不是因為他們天

不怕地不怕，而是他們「知懼」──懂得應該怕甚麼不怕甚麼。今天，我會透過本系列中關

於摩西的第二篇講章，講述「信」與「懼怕」的真正並且全面的關係。 

 

一、摩西的「全人格信仰」 
 

11:27 他（摩西）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

能看見的主。 

 

為了解釋摩西怎樣「離開埃及，不怕王怒......恆心忍耐」，有好些解經人士就花費了不少唇

舌去引證這節經文說的究竟是摩西第一次（四十歲時）還是第二次（八十歲時）的「離開埃

及」、摩西究竟「怕」還是「不怕（法老）王怒」、他「忍耐」的究竟又是甚麼？這是因為

這節經文對照起摩西的生平，似乎確有一些含糊混亂之處。出埃及記記載的摩西第一次出埃

及大約是這樣的： 

 

出 2:13-15 第二天他出去，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鬥，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為甚麼

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

殺那埃及人嗎？」摩西便懼怕，說：「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聽見這事，就想

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經文描寫摩西又「懼怕」，又要「躲避法老（王）」，似乎是說他十分「怕王怒」，與希伯

來書的描寫不符。至於出埃及記記載的摩西第二次出埃及，則好像是大有信心，不怕法老王

的諸多恐嚇，帶著可能多達二百萬的民眾浩浩蕩蕩地出埃及去。合起來看，那麼來 11:27 上

半節說到的「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就應該是指向摩西第二次的出埃及了。但是這樣一來，

下半節的「他恆心忍耐」又好像沒有著落了，因為這半節最「自然」的解釋，似乎是指向他

在「米甸地居住」隱姓埋名的四十年，那麼上半節的「離開埃及」又似是指第一次出埃及。 

 

關於摩西的生平，好些細節我暫且不在這篇講章裡交代，免得扯得太遠，我會留待在四月號

的主題頁《摩西沉冤錄》中，才詳細分析給大家知道。這裡只作幾點概述： 

 



 2

第一、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重心是建構一個「整體的信的團契」，而不是標榜「個別的信心

英雄」，因此，對個別人物的生平介紹就往往比較簡括，只選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甚或將

其生平事蹟作了很大程度的「壓縮」（例如將幾件事併合為一件事來寫）。 

 

第二、基於同樣的理由，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也會對不同人物的信心事蹟作出某種程度的「混

同」（混為一談），強調的是各人信心的本質相同而不是高低有別。 

 

第三、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是對各個相關人物的信心的「總結性評論」，目的是進一步整合出

信心的典範和定義，用以教導和鼓勵信徒，故此就不糾纏於具體的歷史細節。 

 

第四、就算單就摩西本人來說，他的信仰人生也絕對不是截然二分、非此即彼的。他第一次

出埃及的時候，確有懼怕，但不等於毫無信心；他第二次出埃及的時候，確較有信心，但不

就等於毫無懼怕（大家細讀出 4-5 章，就一定會看得出摩西仍是有許多「猶疑」的）。我最

近的講章就不斷強調，真正的信心，必須有處境、有血肉，所以，總不會像我們坐在辦公室

或圖書館內「分析」的時候那麼一清二楚的。 

 

其實，將 11:27 連起上面的三節經文來一併看，我們就會知道作者不是要複述摩西生平，而

是要用非常有「中國風」的「人格框架」來概括摩西的「信仰人格」，並同時告訴我們「信」

應該是怎樣「全人格」的一回事。 

 

孟子說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意思是一個「大丈夫」的「人格框架」應包含三種氣質：第一是「富貴不能淫」──在富貴

中不會沉迷逸樂喪失志氣；第二是「貧賤不能移」──在貧賤中也不會轉移立身處世的原則

與理想；第三是「威武不能屈」──在惡勢力的威脅底下，寧死亦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參照

這個「框架」，希伯來信 11:24-27 就一目了然了。大家請看這個經文分析表── 

 

富貴不能淫 
來 11:24-25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

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這就是「富貴」）。 

貧賤不能移 
來 11: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這就是「貧賤」）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威武不能屈 
來 11:27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這就是「威武」）；因為他

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所以，我們根本不必要亦不可能一一對應地分析這幾節經文，說那一節是描寫那一件事，因

為這四節經文是一個總結和概括，寫的是摩西「有信的一生」、摩西整個的「信仰人格」以

及「信」與「人格」的整體關係。 

 

總而言之，來 11:27 說到的「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

見那不能看見的主。」就不是特指摩西某一次出埃及的經歷，而是指摩西「一生」都有「出

埃及」的信念和理想，還包括有「威武不能屈」的堅毅、忠誠和氣慨。以下，我就要詳解摩

西如何並為甚麼可以「不怕王怒」──「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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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者之忠勇──不怕王怒 
 

來 11:27 他（摩西）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

那不能看見的主。 

 

這節經文告訴我們，真正的信，必須有「勇」的原素，具體表現出來，就像摩西那樣「離開

埃及，不怕王怒」，面對威武強權而不屈服。不過，這種勇決不是一時之勇、血氣之勇、逞

能之勇、粗暴之勇，而是「忠貞之勇」。 

 

必須在意，就是有勇的人不一定有信，除非，他的勇是來自於「忠」，就像摩西之「恆心忍

耐」，為的是效忠於那位「不能看見的主」。正是「忠信」、「忠信」，信必定不能離開忠

來說。事實上，一切與信仰人格相關的品格，都必須連繫於忠這個核心原素，否則，都會被

扭曲成為非常可怕的「殺人禮教」── 

 

富貴不能淫──會變成矯情造作的「修道主義」，一面過著富貴奢華的生活，一面又裝著很

不「享受」的樣子；貧賤不能移──會變成違反人性的「禁慾主義」，將上帝賜與我們享用

的美物一一蹧蹋；威武不能屈──會變成自我神化的「殉道主義」，用造作的「犠牲」來企

圖將自我「放大」。因為這些人所追求的其實是某種自我神聖化的「宗教成就」或「宗教感

覺」，並不是發自內心，動心動情，謙卑地效忠於主基督。 

 

 

三、信者之敬懼──只怕上帝 
 

在上一點我已一再強調，信心裡面「勇」的原素必不可少，但必須扣連於忠──為基督而不

是為自己，否則，那就根本不是信。所以，摩西之「不怕（法老）王怒」，我們在意的就不

應該是摩西怎樣了不起地「頂撞」法老王，而是他怎樣「順服」地效忠於（信）上帝，故而

可以不把法老王的威嚇和強權放在心上。原來，摩西之所以不怕「王」（法老），因為他更

怕「上帝」。我們且看下一節經文： 

 

來 11:28 他（摩西）因著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

列人。 

 

摩西一再無視法老王的威嚇與強權，但對上帝的警告，卻是非常的上心在意── 

 

出 12:1-13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

首。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你們預備羊羔，要按著人數和飯

量計算。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

全會眾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當夜

要吃羊羔的肉；......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

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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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

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

上滅你們。」 

 

接著，聖經就說： 

 

出 12:28 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人就怎樣行。 
 

當然，「以色列人就怎樣行」，必定是因為「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樣行」。原來

信不能「無懼」，反之，全本聖經都告訴我們，信必須「有所懼」──就是懼伯耶和華，將

上帝的公義、憤怒、審判和警告都一一放在心上，並且祂怎麼說，你就怎麼行。我懇請大家

發夢也要記得：經文中提到的「那滅長子的」，不是「惡魔」，而是「天使」，更準確說是

滅命天使所代表的「上帝」！──我們必要怕祂！ 

 

不過，若只是一味的「懼」，卻也不等於就是「信」。猶大賣主後也很「懼」，但他沒有信

──他自始至終也不相信上帝的救恩與憐憫，結果就只得出去「吊死」。邪靈鬼魔對基督也

很「懼」，卻只是徹法地逃避和抗拒基督。至於有信的「懼」卻必須同時有「敬」，也就是

我們整天掛在嘴邊的──敬畏耶和華。這個「敬畏」看似負面，其實只是「忠信」的另一個

表現形式。「忠信」必定意涵「敬」，而「敬」亦必定會表現為某種「畏（懼）」。這裡沒

有一點矛盾衝突。我們之所以「覺得」矛盾衝突，只是因為我們受「上帝不罵人」這種溫情

主義荼毒了太深太久之故。 

 

帶著「敬」的「畏（懼）」本來是非常正常合理的，因為「信」本來就意味「由下對上」的

某種關係，故此，敬、懼與信，三者根本是不應分割的。不幸的是，今天，這種真理（甚至

是常理）幾乎已經「失傳」，甚至在「教會」裡失傳。結果，我們就「天不怕地不怕」，最

後，連上帝的公義、憤怒、審判和警告都統統不怕，統統不放在心上──那就是不信！ 

 

我們卻不知道，或者久已沒有人告訴我們：摩西「不怕王怒」，是因為他「只

怕上帝」──那真正能「滅命」的一位。 
 

 

四、不信者之愚勇──自取滅亡 
 

對上帝合理的「怕」是信所必需的，故此，倒過來說，不怕上帝就是不信。接著的這一節經

文，就道出了這個真理： 

 

來 11:29 他們（以色列人）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

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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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經文說到好像「所有以色列人」都「很有信心」似的，但我們知道，事實上，有信心的

肯定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就是有信心的，也不見得是「很有信心」。不過，我上文已經

強調過，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是有「混為一談」的特色。這節裡的所謂他們（以色列人）的信

心不過是摩西的信心的小小反映而已，重點其實仍是摩西，就像上文提到雅各、以撒、約瑟

的信，重點仍然是亞伯拉罕之信一樣。這節裡更值一提的，倒是上、下半節的強烈對比── 

 

他們（以色列人）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 

 

這個「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即跟著以色列人後面也衝進紅海裡去，驟眼看來，其實也是某

種「勇」或「無懼」的表現啊。以色列人進入海水分開的紅海，是某種「勇」或「無懼」的

表現，埃及人也跟著進入海水分開的紅海，也似乎是某種「勇」或「無懼」的表現，不過二

者的結局截然相反，以色列人「如行乾地」即平安渡過，埃及人卻被海水「吞滅了」。 

 

原來，二者「貌似相同」卻又有天淵之別，乃是在於「信與不信」。以色列人（重點仍在摩

西本人）進入紅海，是因為他們（他）信──信上帝會在凶險中施行拯救；埃及人也進入紅

海，卻是因為他們不信──不信上帝真的會施行審判與毀滅。簡單來說，就是埃及人「不信

邪」，盲目「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斷，結果就自招滅亡。 

 

埃及人的「勇」，是一種自取滅亡的「愚勇」，一種沒有屬靈智慧的勇，因為

他們不知道：「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這種不信的「愚勇」與摩西有信

的「忠勇」，洽洽成強烈對比。 

 

 

結語、信者「知懼」 
 

事實上，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信心名單，一直都包含著這個信息──信者「知懼」，有信的

人都是曉得應該怕甚麼和不怕甚麼的人。 

 

亞伯打不還手，因為他怕上帝的公義而不怕人的私刑（被哥哥該隱殺害）；以諾與神同行飄

泊人間，因為他怕喪失天家而不怕在人間流浪；挪亞默然建造方舟，因為他怕上帝的審判而

不怕人們的冷眼；亞伯拉罕獻上愛子以撒，因為他怕永遠喪失上帝兒子的名分過於怕暫時失

去愛子以撒；摩西也怕喪失上帝永恆的賞賜而不怕忍受人間暫時的屈辱、貧賤和危險。 

 

信者「知懼」，所以，他們對別的一切反倒可以「無懼」了。不信者卻「不知

懼」，但「不知懼」不是甚麼都不怕，而是他們沒有智慧去分辨甚麼值得怕，

甚麼不真正可怕，結果，這種人，倒是甚麼都怕──怕生、怕死、怕窮......

只是不怕該怕的上帝！記得，真正能夠「滅命的」是誰，就怕誰。最後，就讓

我們用主耶穌這句話來來互相勉勵提醒，太 10:28：「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上帝），正要怕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