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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知惧──摩西之二 
 

来 11:27-29 
 

引言、只要信，不要怕？ 
 

信者知惧，一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或者就会有某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我们惯常总是

说「只要信，不要怕」，又或以为只要有「信心」就甚么也用不着「怕」了。 

 

不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范例却告诉我们，有信之人之所以为有信，不是因为他们天

不怕地不怕，而是他们「知惧」──懂得应该怕甚么不怕甚么。今天，我会透过本系列中关

于摩西的第二篇讲章，讲述「信」与「惧怕」的真正并且全面的关系。 
 

一、摩西的「全人格信仰」 
 

11:27 他（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

能看见的主。 

 

为了解释摩西怎样「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恒心忍耐」，有好些解经人士就花费了不少唇

舌去引证这节经文说的究竟是摩西第一次（四十岁时）还是第二次（八十岁时）的「离开埃

及」、摩西究竟「怕」还是「不怕（法老）王怒」、他「忍耐」的究竟又是甚么？这是因为

这节经文对照起摩西的生平，似乎确有一些含糊混乱之处。出埃及记记载的摩西第一次出埃

及大约是这样的： 

 

出 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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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描写摩西又「惧怕」，又要「躲避法老（王）」，似乎是说他十分「怕王怒」，与希伯

来书的描写不符。至于出埃及记记载的摩西第二次出埃及，则好象是大有信心，不怕法老王

的诸多恐吓，带着可能多达二百万的民众浩浩荡荡地出埃及去。合起来看，那么来 11:27 上

半节说到的「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就应该是指向摩西第二次的出埃及了。但是这样一来，

下半节的「他恒心忍耐」又好象没有着落了，因为这半节最「自然」的解释，似乎是指向他

在「米甸地居住」隐姓埋名的四十年，那么上半节的「离开埃及」又似是指第一次出埃及。 

 

关于摩西的生平，好些细节我暂且不在这篇讲章里交代，免得扯得太远，我会留待在四月号

的主题页《摩西沉冤录》中，才详细分析给大家知道。这里只作几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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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重心是建构一个「整体的信的团契」，而不是标榜「个别的信心

英雄」，因此，对个别人物的生平介绍就往往比较简括，只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甚或将

其生平事迹作了很大程度的「压缩」（例如将几件事并合为一件事来写）。 

 

第二、基于同样的理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会对不同人物的信心事迹作出某种程度的「混

同」（混为一谈），强调的是各人信心的本质相同而不是高低有别。 

 

第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对各个相关人物的信心的「总结性评论」，目的是进一步整合出

信心的典范和定义，用以教导和鼓励信徒，故此就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细节。 

 

第四、就算单就摩西本人来说，他的信仰人生也绝对不是截然二分、非此即彼的。他第一次

出埃及的时候，确有惧怕，但不等于毫无信心；他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确较有信心，但不

就等于毫无惧怕（大家细读出 4-5 章，就一定会看得出摩西仍是有许多「犹疑」的）。我最

近的讲章就不断强调，真正的信心，必须有处境、有血肉，所以，总不会像我们坐在办公室

或图书馆内「分析」的时候那么一清二楚的。 

 

其实，将 11:27 连起上面的三节经文来一并看，我们就会知道作者不是要复述摩西生平，而

是要用非常有「中国风」的「人格框架」来概括摩西的「信仰人格」，并同时告诉我们「信」

应该是怎样「全人格」的一回事。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意思是一个「大丈夫」的「人格框架」应包含三种气质：第一是「富贵不能淫」──在富贵

中不会沉迷逸乐丧失志气；第二是「贫贱不能移」──在贫贱中也不会转移立身处世的原则

与理想；第三是「威武不能屈」──在恶势力的威胁底下，宁死亦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参照

这个「框架」，希伯来信 11:24-27 就一目了然了。大家请看这个经文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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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这就是「富贵」）。 

贫贱不能移 
来 11:26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这就是「贫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威武不能屈 
来 11:27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就是「威武」）；因为他

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我们根本不必要亦不可能一一对应地分析这几节经文，说那一节是描写那一件事，因

为这四节经文是一个总结和概括，写的是摩西「有信的一生」、摩西整个的「信仰人格」以

及「信」与「人格」的整体关系。 

 

总而言之，来 11:27 说到的「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

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不是特指摩西某一次出埃及的经历，而是指摩西「一生」都有「出

埃及」的信念和理想，还包括有「威武不能屈」的坚毅、忠诚和气慨。以下，我就要详解摩

西如何并为甚么可以「不怕王怒」──「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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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者之忠勇──不怕王怒 
 

来 11:27 他（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

那不能看见的主。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必须有「勇」的原素，具体表现出来，就像摩西那样「离开

埃及，不怕王怒」，面对威武强权而不屈服。不过，这种勇决不是一时之勇、血气之勇、逞

能之勇、粗暴之勇，而是「忠贞之勇」。 

 

必须在意，就是有勇的人不一定有信，除非，他的勇是来自于「忠」，就像摩西之「恒心忍

耐」，为的是效忠于那位「不能看见的主」。正是「忠信」、「忠信」，信必定不能离开忠

来说。事实上，一切与信仰人格相关的品格，都必须连系于忠这个核心原素，否则，都会被

扭曲成为非常可怕的「杀人礼教」── 

 

富贵不能淫──会变成矫情造作的「修道主义」，一面过着富贵奢华的生活，一面又装着很

不「享受」的样子；贫贱不能移──会变成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将上帝赐与我们享用

的美物一一蹧蹋；威武不能屈──会变成自我神化的「殉道主义」，用造作的「犠牲」来企

图将自我「放大」。因为这些人所追求的其实是某种自我神圣化的「宗教成就」或「宗教感

觉」，并不是发自内心，动心动情，谦卑地效忠于主基督。 

 

 

三、信者之敬惧──只怕上帝 
 

在上一点我已一再强调，信心里面「勇」的原素必不可少，但必须扣连于忠──为基督而不

是为自己，否则，那就根本不是信。所以，摩西之「不怕（法老）王怒」，我们在意的就不

应该是摩西怎样了不起地「顶撞」法老王，而是他怎样「顺服」地效忠于（信）上帝，故而

可以不把法老王的威吓和强权放在心上。原来，摩西之所以不怕「王」（法老），因为他更

怕「上帝」。我们且看下一节经文： 

 

来 11:28 他（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

列人。 

 

摩西一再无视法老王的威吓与强权，但对上帝的警告，却是非常的上心在意── 

 

出 12:1-13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

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

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

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

要吃羊羔的肉；......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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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

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

上灭你们。」 

 

接着，圣经就说： 

 

出 12:28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当然，「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必定是因为「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行」。原来

信不能「无惧」，反之，全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信必须「有所惧」──就是惧伯耶和华，将

上帝的公义、愤怒、审判和警告都一一放在心上，并且祂怎么说，你就怎么行。我恳请大家

发梦也要记得：经文中提到的「那灭长子的」，不是「恶魔」，而是「天使」，更准确说是

灭命天使所代表的「上帝」！──我们必要怕祂！ 

 

不过，若只是一味的「惧」，却也不等于就是「信」。犹大卖主后也很「惧」，但他没有信

──他自始至终也不相信上帝的救恩与怜悯，结果就只得出去「吊死」。邪灵鬼魔对基督也

很「惧」，却只是彻法地逃避和抗拒基督。至于有信的「惧」却必须同时有「敬」，也就是

我们整天挂在嘴边的──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看似负面，其实只是「忠信」的另一个

表现形式。「忠信」必定意涵「敬」，而「敬」亦必定会表现为某种「畏（惧）」。这里没

有一点矛盾冲突。我们之所以「觉得」矛盾冲突，只是因为我们受「上帝不骂人」这种温情

主义荼毒了太深太久之故。 

 

带着「敬」的「畏（惧）」本来是非常正常合理的，因为「信」本来就意味「由下对上」的

某种关系，故此，敬、惧与信，三者根本是不应分割的。不幸的是，今天，这种真理（甚至

是常理）几乎已经「失传」，甚至在「教会」里失传。结果，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最

后，连上帝的公义、愤怒、审判和警告都统统不怕，统统不放在心上──那就是不信！ 

 

我们却不知道，或者久已没有人告诉我们：摩西「不怕王怒」，是因为他「只

怕上帝」──那真正能「灭命」的一位。 
 

 

四、不信者之愚勇──自取灭亡 
 

对上帝合理的「怕」是信所必需的，故此，倒过来说，不怕上帝就是不信。接着的这一节经

文，就道出了这个真理： 

 

来 11:29 他们（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

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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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经文说到好象「所有以色列人」都「很有信心」似的，但我们知道，事实上，有信心的

肯定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就是有信心的，也不见得是「很有信心」。不过，我上文已经

强调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有「混为一谈」的特色。这节里的所谓他们（以色列人）的信

心不过是摩西的信心的小小反映而已，重点其实仍是摩西，就像上文提到雅各、以撒、约瑟

的信，重点仍然是亚伯拉罕之信一样。这节里更值一提的，倒是上、下半节的强烈对比── 

 

他们（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这个「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即跟着以色列人后面也冲进红海里去，骤眼看来，其实也是某

种「勇」或「无惧」的表现啊。以色列人进入海水分开的红海，是某种「勇」或「无惧」的

表现，埃及人也跟着进入海水分开的红海，也似乎是某种「勇」或「无惧」的表现，不过二

者的结局截然相反，以色列人「如行干地」即平安渡过，埃及人却被海水「吞灭了」。 

 

原来，二者「貌似相同」却又有天渊之别，乃是在于「信与不信」。以色列人（重点仍在摩

西本人）进入红海，是因为他们（他）信──信上帝会在凶险中施行拯救；埃及人也进入红

海，却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上帝真的会施行审判与毁灭。简单来说，就是埃及人「不信

邪」，盲目「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断，结果就自招灭亡。 

 

埃及人的「勇」，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勇」，一种没有属灵智能的勇，因为

他们不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这种不信的「愚勇」与摩西有信

的「忠勇」，洽洽成强烈对比。 

 

 

结语、信者「知惧」 
 

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名单，一直都包含着这个信息──信者「知惧」，有信的

人都是晓得应该怕甚么和不怕甚么的人。 

 

亚伯打不还手，因为他怕上帝的公义而不怕人的私刑（被哥哥该隐杀害）；以诺与神同行飘

泊人间，因为他怕丧失天家而不怕在人间流浪；挪亚默然建造方舟，因为他怕上帝的审判而

不怕人们的冷眼；亚伯拉罕献上爱子以撒，因为他怕永远丧失上帝儿子的名分过于怕暂时失

去爱子以撒；摩西也怕丧失上帝永恒的赏赐而不怕忍受人间暂时的屈辱、贫贱和危险。 

 

信者「知惧」，所以，他们对别的一切反倒可以「无惧」了。不信者却「不知

惧」，但「不知惧」不是甚么都不怕，而是他们没有智能去分辨甚么值得怕，

甚么不真正可怕，结果，这种人，倒是甚么都怕──怕生、怕死、怕穷......

只是不怕该怕的上帝！记得，真正能够「灭命的」是谁，就怕谁。最后，就让

我们用主耶稣这句话来来互相勉励提醒，太 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上帝），正要怕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