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研讀

第34課
信是冒險、不信
是冒更大的險

十一：8-10，
13-16



希伯來書 十一 : 8-10,13-16

v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往哪裏去。

v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
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v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v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
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v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鄉。

v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v16 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神並不因他
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引言

1) 中學時，念過一篇國文，是這樣的：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

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如何？”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持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
富者有慚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蔫。
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引言（續）

2) 法國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

有一隻驢仔，看到前面有兩堆乾草，好作食物。左

面一堆，右面又有一堆，表面看來，都是美好的。

那隻驢仔看到右邊的乾草，悅人眼目，好作食物。

正想前往大吃一頓，忽然停下來想想：左邊的那些

乾草，似乎更是悅目，更好作食物。當他正要前往

左邊的時候，又停下來看看還在右邊的草，似乎比

較左邊的更好, 這樣他左望右望，總不能決定，最

後因飢餓而死!



3) 以上個故事都告訴我們：信心是一個冒險。當那個窮和尚要起行, 他前面
還有許多未知之數, 有好多尚未明瞭的問題。他就憑著信心, 把心一橫！
那隻驢仔, 沒有果斷之心，拿不著「把心一橫」的信心，就這樣餓死了！
」

話許你會問道: 留在四川也不會致死, 何必冒這麼大的險去江南呢？或者, 

我們以為, 留在原地，就是最安全的抉擇，最無驚無險。其實錯了！

2001年君玉患上了淋巴癌, 醫生告訴我們：她要接受骨髓移植手術, 有
50% 機會可以完全康復。換一句話來說，這是一個冒險，因為有一半機
會是不會成功的。但不接受又如何呢？醫生告訴我們：機會幾乎是零！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用考慮，很快便決定接受骨髓治療。何解？因為接受
治療可以痊癒的機會是50% , 不接受治療，機會是零。所以我說：信是一
個冒險, 不信是一個更大的冒險。信耶穌似乎也是一樣, 信耶穌得永生, 看
來似乎是有點虛渺, 很冒險。但如果我們不相信, 就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引言（續）



4) 耶穌在路加福音14章28-30節講了一個比喻「你們哪一個要建一座樓，不
先坐下計算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
都是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耶穌是透過這個故事, 叫我們好好計算一下, 清楚跟隨祂的代價: 跟隨祂, 

要冒一個什麼的險? 但我們更要想清楚, 不接受這冒險, 風險就更大。我
們不但要計算跟隨耶穌的代價, 我們更要計算一下不跟隨耶穌基督要付上
一個更大的代價。

歸根究底, 這是一個「信」的問題。究竟我們是相信耶穌？抑或相信我們
自己的能力呢？一方面「信」是未見和將來的事，某一程度上是有點不
確定的，但信就是act as if ，所以希伯來書稱信是未見之事的實體，是
將來之事的確據，更何況我們的信心是基於神的應許，神的話，這就是信
的確據。

引言（續）



(一)  「信」是離開安樂窩 v.8

v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往哪裏去。

1) 「信」第一個條件就是：離開那個安樂窩。對亞伯蘭來說，他的安樂
窩就是他的老家 - 加勒底吾珥。

神的呼召是很清楚的，創世記12章1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

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 去！」

所謂這地，就是指加勒底吾珥，即是現今的伊拉克南部、接近幼法
拉底河口，從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知道這地方在那時是一個非常富
庶和文明的地方。

為什麼亞伯蘭要離開？很簡單，因為神對他說：「離開」，他因信
神的話就離開了。



(一)  「信」是離開安樂窩 v.8 (續)

2) 猶太人有這樣的一個傳說：亞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他拉是寧祿軍隊
之統帥。當亞伯拉罕出世的時候，一顆明亮的星，光芒四射，掩蓋
天上所有的星星。寧碌心就想殺害這個嬰兒，但有人把亞伯拉罕藏
在一個洞穴中，以致他的性命得以保存。當他還在洞穴中的時候，
神向他顯現。他出了洞穴，見到烈日當空：就說：這個日頭一定是
神了！所以他就拜日頭為神。到了傍晚，他看到日落西山，就想：
神怎會跌落西山下面呢？ 所以日頭一定不是神！就在此時，他看
見月亮升空，就說：這月亮一定是神了！於是就跪下拜它。但到了
天明，月亮不見了，太陽又出來了！亞伯拉罕說：它們都是循規蹈
矩，依著一些定律而行，我只會敬拜那創造定律的神。所以他就拜
耶和華神，不像那些加勒底人敬拜日頭和月亮了！



(一)  「信」是離開安樂窩 v.8 (續)

2)

續
阿拉伯人的祖宗也是亞伯拉罕。他們也有一些
關於他的傳統故事。

當亞伯拉罕牧羊的時候，就問他媽媽說：誰是
這些牛羊的主人？媽媽回答說：「當然是你爸
爸他拉！」亞伯拉罕又問：「誰是他拉的主人
？」媽媽說：「寧祿」。他又問：「誰是寧祿
的主人？」媽媽無言以答。

無論是聖經或是偽經或是傳統，都告訴我們一
件事：加勒底吾珥雖然富庶，但卻是拜偶像之
地。正如約書亞說：今日你們要選擇：究竟你
要事奉大河那邊的神，抑或耶和華神？至於我
和我的家，必事奉耶和華神。



(一)  「信」是離開安樂窩 v.8 (續)

3) 我們要留意，亞伯拉罕的選擇是有點冒險的，希伯
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當他離開的時候，還不知道
往哪裏去。

「不知」一字的希臘文是 epistamai，意思是：把焦
點放在哪兒。

當我們旅行的時候，我們當然有一個目的地：朝著
這個目的地進發。但小孩子從不理會這地方是否安
全，只要父親帶著他們，因著信，他們就跟著父親
開開心心的前往。



(一)  「信」是離開安樂窩 v.8 (續)

3)

續
我們要留意希伯來書的作者是怎樣描繪亞伯拉罕的信心：當他蒙召的時候
，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我們特別要留意這句子的文化
結構

● 「蒙召」一字，原文是用 present participle，

● 主要的動詞是「遵命」。

● 意思是：當亞伯拉罕蒙召的時候，在同一時間內，亞伯拉罕就遵命出
去，毫無延遲，立即行動。當我們讀創世記這故事的時候，我們曉得
這呼召是發生於哈蘭。他拉、亞伯拉罕離開加勒底吾珥，來到哈蘭這
地方，他們就停下來。哈蘭仍然是在伊拉克境內，吾珥是在南部，哈
蘭是在北部。當亞伯拉罕離開哈蘭的時候，他拉並沒有同行，後來更
死在哈蘭？何解？原來「他拉」這個字，希伯來文就是「遲疑」「不
能當機立斷」的意思, 就好像先前我們所說的那驢, 不能當機立斷，缺
乏信心，就死在哈蘭。同樣的，我們若缺乏信心，遲疑不決，命運就
如他拉一樣！



1)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亞伯蘭是踏足在這應許地，但這地卻不是
屬他的，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 只是作客，而非主人。極其量, 他只是
買了一塊墳地, 作為安葬之地。神應許他的大國, 神應許他給予的那塊
地, 就是他的一生也沒有實現, 他一生仍是客旅，仍然是支搭帳棚, 就
好像蘇東坡所寫: 人生不知何所似, 真似飛鴻踏雪泥, 到處流離。不但
他的一生如是，就是他的兒子以撒，他的孫兒雅各也是一樣。

(二)  「信」是等候 v.9-10

v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
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v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2) 「幻滅」是一件極痛苦的事，他拋棄了安樂窩，老遠來到這裏，

卻又是作客，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難怪不少移民也有這種感覺

，一生痛苦，本以為來到美國這個流奶與蜜之地，誰料仍只是一

個金山客，雖然不是住在帳篷，但卻也住在唐人埠的散房。

(二)  「信」是等候 v.9-10 (續)



3) 但亞伯拉罕並非如是，他雖然到了應許地，還是作客，但他沒有失去信心，
因為他知道「信是等候」。他的信心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 他曉得在這個世界, 我們所有人都是寄居的、作客的。
v.13講得很清楚「....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謂作客
，希臘文的 paroikeo 是一個 compound word。oikeo 解作「住」, para 

解作「在旁」(alongside), 「客旅」這個字xenos試解作外族人，沒有身
份的、無證的，不屬於自己的。我們在世上就是寄居的客旅，一切都是
暫時的。

● 亞伯拉罕不但認定了自己是一個客旅，他更有眼光仰望著將來。
v.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亞伯
拉罕有眼光，看得遠。神所應許的，並不是巴勒斯坦那塊地，而是天上
的城；不是人手所做的，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他看得準，也看得遠，
因為他有一個活潑的盼望，因著信，他仍要等候。所以，我們說：信是
等候。

(二)  「信」是等候 v.9-10 (續)



(三)  「信是盼望」 v.13-

16 v13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
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v14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
要尋找一個家鄉。 v15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鄉。 v16其實他們
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神並不因他們稱他為神
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1) 我們要留意v.14「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對一個
流蕩曠野，無身份的人來說，他們何等渴望有一個屬自己的家鄉。正如
那時的亡國奴猶太人，何等渴望有一個屬自己的國家和家鄉。今天我們
不是一樣，真的可望找到一個真正的家。但現實及告訴我們，我們仍是
在世上寄居的客旅。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三個字來形容我們的身份:  

● Xenos—陌生人、難民。
● Paroikos—外族人，異鄉人，沒有身份的。
● Parepidemos—寄居，暫時棲身。



(三)  「信是盼望」 v.13-16（續）

2) v.16 亞伯拉罕找到了一條出路：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

好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我們的真正盼望，並不是這個世界，而是神為我們預

備的一個更美好的家鄉。這個世界是暫時的，虛空的

，沒有把握的。但天上永存的房屋卻是永久的，充實

的。



(三)  「信是盼望」 v.13-16（續）

3)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神為我們在天上預備了那座城

，他沒有食言，因為他所應許我們的不是這個世界，而是

一個更美好的家鄉，就正如哥林多後書4章16節至18節所說

：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
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
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
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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