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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关键性的被动精神 
 

希伯来书 11:35-41 
 

引言、我们只有一种「信法」 
 

关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系列讲章，今天已经是第十四篇，也是最后的一篇了。对于基督信

仰所说的「信」，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能够掌握它的精确意义。若还是不能，今天是「最后

机会」啦！【这当然说笑，这系列的讲章，我暂时都不会删除，大家如有时间心力，可从头

到尾再听（读）一遍。记得，要掌握大纲，不要纠缠于细节。】 

 

当下，无论在教会内外，信心都被演绎为某种「成功秘诀」或「成功力量」，所要高度凸显

的，总是信心的所谓积极作用、正面力量和主动精神。包装上面，当然仍会叫你稍事忍耐或

者坚持到底，不过，「忍耐」云云只是手段，「成功」和「果效」才是讲和听这种信心的人

的终极甚至唯一真实的关怀。 

 

平心而论，希伯来书以至整本圣经的作者都没有故作清高，没有否定任何对功利性的结果的

关怀和期待，没有不切实际也不近人情地宣扬甚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之类的高调。真实

的人、真实的信仰，带着功利的目的，譬如，要得着天国的幸福、要得着永远的生命、要得

着天父儿女的名分等等，绝对是天经地义，无愧于心的。基督徒绝无必要「扮清高」。 

 

诚实的基督信仰所反对的，不是信仰里头有「功利成分」，而是对信仰与功利（事功）的关

系的错误的「逻辑演绎」。关于这个「信与事功的逻辑」，我上篇讲章中已经讲得不少，不

过，今天的信息──信心关键性的被动精神──却是非常重要和有力的总括。 

 

圣经真理的确不依人的意志转移，当全世界都在唱着甚么「积极」、「正面」和「主动」的

时候，希伯来书却以其「神来之笔」（事实确是从「神」而「来」的手笔），高调宣扬基督

信仰里的信心关键性的「被动精神」来捣全世界的蛋。其实，全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充满

信心的另类论调，只是它的结笔，即十一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却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现在，让我们先读一读这六节经文，然后逐一领会其中耐人寻味的信心意境： 

 

来 11: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

更美的复活。36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37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

38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9 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40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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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阻挡」上帝的信心 
 

来 11: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望文生义地「解经」，一定会将这半节经文解释为： 

 

有甚么「了不起」的妇人们，运用了甚么「了不起」的信心，就达到了得到死人复活

的「了不起」的结果。 

 

这就叫做错到离天万丈！ 

 

这几节经文虽然未有指名道姓，但不等于我们可以任意附会然后自由发挥或无限引伸。作者

不加细说，表面上是因为「时候不够」，实质的原因是其中所指的是人所共知的人和事，故

而再不必多说了。事实上，这句中的「得自己的死人复活」的「妇人」，稍稍熟悉旧约圣经

的，便知所指的主要就是这两个「妇人」──第一个是先知以利亚使她儿子复活的寡妇： 
 

王上 17:17-24 这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

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

她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

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她，使她的儿子

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

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

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

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第二个是另一位先知以利沙使她儿子复活的书念妇人：（书念是地方名） 

 
王下 4:18-37 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

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

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

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迦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她，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

人来了！你跑去迎接她，问她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她说：「平安。」妇人

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她，神人说：「由她吧！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

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

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

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她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

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

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

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

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她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

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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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新约，「得自己的死人复活」的「妇人」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必定是得了弟弟拉撒路复

活的马大和马利亚姊妹了。不详说了，只引述两句最能代表她们的信心程度的经文： 

 
约 11:21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约 11: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

死。」 

 

老实说，这四个「妇人」的信心表现都只是「差强人意」，说不上「大有信心」，但她们却

都「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不过，这个事实却正好证明：「了不起的结果」并不需要我们的

宗教常识里面所谓的「了不起的信心」。 

 

这几个「妇人」的信心虽然「小」，但毕竟是「有」！「有」在哪里？就在她们的「不阻止」

里面！──她们都有不少疑惑的话，寡妇是「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

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书念妇人是「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马利亚姊妹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至少她们没有

「阻止」先知或主耶稣的行动，没有根本上疑心上帝。她们都让先知或主耶稣「作工」，最

终就「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换言之：她们的信心并不是促成「复活」的神秘力量，而是容

让先知或主耶稣作工的最起码的耐心与信任。 
 

狂妄不知安分的现代人，总以为自己可以「帮助」上帝，殊不知道，他们肯站

在一旁「不碍事」已经是信心的表现！注意，我不是说人真的有能力「阻止」

上帝的作为或人的不信真的会「限制」上帝的工作。正如我上一篇讲章中强调

的，这几个妇人若然不信，上帝的整个拯救以色列人或全人类的计划仍然可以

完成，只是她们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也不能分享到最后的成果。 

 

这种「不阻止」就算是有信心的讲法，看似消极和被动，会很扫大家兴，很不

能满足狂妄自大的现代人的心理，不过，却是极重要的信心基础──请永远记

得：信心最难的，不是「动手动脚做甚么」，而是「停手」、「放手」、「不

做甚么」──甘心站在一旁「看」上帝的作为： 

 
出 14:13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

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发梦也要记得这句「信心格言」── 
 

信心不是「摇动上帝的手」，而是「绑起你自己双手」！ 

 

以下几点，其实都是由此伸引出来的。 



 4

二、不图谋自救的信心 
 

来 11:35 ......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希伯来书作者赞赏这些有信之人甘于「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甚么是「苟且得释放」

呢？就是「做一些甚么」（不管是甚么）来「自我解救」的行动。 

 

最破坏基督信仰里的信心的，就是这种不断地「图谋自救」的恶俗的宗教心理，可悲是它已

经充斥了整个主流教会，救无可救。至于甚么是「图谋自救」呢？ 

 

我们却不要把它想得太狭，以为只是指做甚么「坏事」，例如向现实低头妥协，跪拜假神偶

像，来逃避别人的冷眼或当权者的逼迫等等。记住要「立体」呀，「图谋自救」可以有许多

层次的，有些甚至看上去并不坏，但都是与信心反对的。想想，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犹大卖主是「图谋自救」，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图谋自救」，但不要忘记，连彼得「动刀

救耶稣」也是「图谋自救」呀！ 

 

基督徒求「苟且得释放」的做法，不一定是甚么大奸大恶的事，甚至可以是表面上很正义虔

诚的──例如彼得「动刀救耶稣」之类。放在今天，这种做法已经「进化」为为了教会的生

存或融入社会，对世界标准的曲意逢仰，大规模从事与基督信仰不相干的「社会服务」，结

果「不务正业」，最终严重扭曲基督信仰与教会使命，诸如此类。 

 

不少现代信徒，由早到晚都想着要「摇动上帝的手」，例如甚么「求大事做大

事」之类，却不知道，在上帝的手未被「摇动」之前，他们自己的手就「摇」

过不停了，「摇」到不能自制、不能自已，变成「属灵的柏金逊症」──整天

不断地「摇」，不晓得「停手」让上帝工作，才是信心的真正意义。 
 

表面上，这种不断「摇动上帝的手」的做法好象是信心的表现，但骨子里，这

种「妄图协助上帝来解救自己」的荒诞做法，实质是「妄图自我解救」，只是

想利用上帝来「延伸」自己的能力──是既胡涂又异端的恶俗的宗教心理。 

 

记得，信心的核心表现总是「忍耐」和「忍受」──「忍耐」和「忍受」不是

去「做甚么」，而是「甚么也不做」，包括貌似敬虔的甚么「摇动上帝的手」。

还要记往，当你「动手」的时候，上帝就「收手」，任由你「图谋自救」，最

后自取灭亡。唯有把手放下，恒心忍耐到底的，结局就是「更美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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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誓不反抗的信心 
 

来 11:36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37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

死，受试探，被刀杀...... 

 

这是上一点的必然延伸──不图谋自救的另一面，必定就是「一味的不反抗」。这些真正有

信的人，他们既然不图谋自救，就必也会「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苦难和

凌辱。这也是非常消极被动，却又是真信心的表现。这点较「显浅」，就不多说了。 

 

 

四、不与世界纠缠的信心 
 

来 11: 37-38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

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上文说到信心的各种「消极」表现及「被动」精神，讲到我们应当逆来顺受忍耐一切，但据

此，这第四点就似乎是有点「反常」了──就是它教我们「逃跑」。我们的疑问，是「逃跑」

算不算也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行为呢？若就着上文顺势「推理」下来，我们若有信

心的话，不应该是「呆着等死」才对么？为甚么要「逃跑」呢？ 

 

我再说第八百零一遍，请不要忘记立体。这里的「逃跑」绝不是「反抗」的另类形式，而是

更彻底的「不反抗主义」。这些有信之人四处「逃跑」，绝不是意味他们想找到甚么「人间

乐土」，然后在那里安居乐业，甚或建立甚么「信仰国度」。刚刚相反，正正因为他们不相

信人间有乐土，不相信用甚么努力就可以建立甚么「信仰国度」，于是，他们不在任何地方

纠缠和留恋，可留则留，不可留则走。 

 

他们努力实践信仰，也努力传福音，却从不妄想「改变世界」、「社会福音化」

或「文化基督化」。就像「游击队」般「打完就跑」。这不是他们没有信心，

反之，这正是他们的信心表现──他们不纠缠于某地方或某事工，自甘于四海

飘零，因为他们确信并真实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他们运用的，正正符合

主耶稣亲授的「福音策略」： 
 

太 10:11-15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

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

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

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

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他们不稀罕与世界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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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痴痴地等的信心 
 

来 11:39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这些有信的人总的信心表现，就是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等。 
 

他们已有了很好的信心表现，甚至得了上帝的称赞（即「美好的证据」），却是「未得着所

应许的」。这「应许」指的，就是前文一直讲着的「更美的复活」和「更美的家乡」，也包

括由此隐含着的「更美的名分」，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 
 

从人看来，基督信仰的信心的核心精神是极其消极、负面和被动的，归结就只

有一个字──「等」。告诉大家，不能这样「等」的人，天天发梦做甚么「大

事」的人，由早到晚想着「摇动上帝的手」的人，从来不知道「信」为何物！ 

 

问题却是：为甚么「信」总要求我们这样「呆呆地等」呢？ 
 

 

结语、信心的终极奥秘：为甚么总是要「等」？ 
 

来 11:40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原来，天父要我们「等」，是因为祂预备了要给我们「更美」（其实是「最美」）

的东西。 
 

细看经文，「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的解法有点含糊，好象说「他们」（指

上述由第二节开始提到的一切有名无名的有信之人）并不能够「完全」，除非与「我们同得」

这些「更美的事」云云。 

 

从某角度看，旧约未有基督降生的事实，比起新约来说，似乎是「未得完全」，但小心不要

变成肤浅的「旧约次等论」。第一、当作者不断强调新约的更美的同时，没有一只字是要否

定或贬低旧约的，旧约中的人们的信中，「基督的原素」故然相对含糊，但作者却没有任何

低贬它们，反强调它们是与新约的信心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即使到了新约，基督来了，但

作者也没有说「现在」就一切都「完全」了，不必再「等」了。综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论

调，新旧两约的信徒，都未算终极地完全，都在引颈等待那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家乡，更美

的名份，程度有所不同，但朝向同一最终目标的盼望、等待、忍耐，却是完全一致的。 

 

记得，旧约信徒的情况故然未完全，即「未得着」，但我们现在新约信徒其实也未完全，即

也是「未得着」。我们与他们，其实都要等到「那日」，即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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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同得着，一同完全。要他们与我们「同得」的，不是指向「现在」，而是指向一切圣徒

共同盼望的那同一个的「将来」。到那日，他们以及我们，都合而为一，同得完全。 

 

今天，主流教会里最大的「内部异端」就是「新约完全论」，谬称主耶稣来过「一次」就甚

么都「完全」了，所差的只是一点技术或者努力的问题而已。但是，希伯来来书以至全本圣

经却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至今未仍未得到的「完全」（又称「安息」），这个「完全」必

须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才会终极地完成。 

 

换个说法，旧约信徒当下未得完全，我们新约信徒也是，我们都必须通过信心仰望、等候那

个将来的完全。问题是，上帝为甚么要我们「一等再等」呢？──旧约信徒已经守候了很久

很久，为甚么新约信徒仍是要等呢？ 

 

这其实是响应着当时信徒的一个普遍问题：主耶稣为甚么不「马上」回来？ 

 

他们自问是新约信徒了，自先祖开始，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终于等到基督来了，带来了新

约救恩，但为甚么还是要等呢？──言下之意，为甚么信了主，还是要受着现实中的苦难和

逼迫，而不是马上就「好起来」的呢？ 

 

我必须强调，「新约完全论」这种「内部异端」真是害人不浅！它令许多信徒肤浅地以为信

了主就会马上「好起来」，不知道他们与旧约的信徒一样，只是程度或方式有所不同，却是

同样要「等」── 

 

旧约信徒第基督第一次来，新约信徒要等基督第二次来！ 
 

好了，问题还是：为甚么要「一等再等」呢？ 

 

这，只要我们倒过来想，就真相大白了──现在已不是旧约信徒的问题，而是我们新约信徒

的问题，旧约信徒仰望基督第一次降临，已经尽了他们「等候＝信」的本分，已经得了「有

信心的明证」，通俗地讲，就是已经「合格」了，可以安心等候那更美的应许的到来。但是

我们新约信徒却未可以，因为我们未有主体地参与过「等候＝信」的锻炼和考验，更未曾显

出对上帝「有信心」的「凭据」来。 

 

原来，慈悲的天父上帝希望给更多信祂的人有更美的恩典，于是，就「一等再

等」（是祂等）、一拖再拖，要等到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等候＝信」的信心

名单之中，最终拯救更多的人进入天家。 

 

上帝要赐给我们无论多美的事物，本来都毫无难度，祂「马上」赐给我们就是

了。但是，真正的难度不在于祂「给不给」，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得」。天父

的眷爱、天家的幸福、天父儿子的名分等等，仁慈的阿爸父几时吝啬过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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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呢？大家都忘了吗？在伊甸园里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甚么也不用做就

已经一一得着啦！可惜的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 

 

要我们表面上「得」着哪有难度呢？问题是，要我们「力保不失」才是极度的

艰难。结果，上帝就想出一条既是近乎常识又是奥秘绝伦的「绝世好桥」──

要我们「苦苦地等」。因为唯有经过「苦苦地等」而「得」着的，我们才会珍

惜、才会守护、才会永永远远不离不弃。 

 

是的，天父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信徒如此「苦苦地等」，是要给

我们「更美」的东西，但那个「更美」是主观意义而非客观意

义的──不是它们本身更美，而是经过「苦苦地等」后，它们

在我们眼中，就必显得「更美」了！ 

 

等──是「被动」之中最彻底的形式，却也最能够体现出你对

上帝的信，所以，「等」就是「信」的最高形式。 

 

曲折吗？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基督信仰里

面「等候＝信心」的「信心方程式」！大家就是不睡觉也应好

好搞通它，白费我的心机事小，枉读圣经就事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