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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希伯來書（34）亞伯拉罕憑信心敬拜神，才能在生命中順服神的帶領 

（來 11:12-19）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希伯來書 11:7-11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順服有時會招來人的嘲笑，就如挪亞。親愛的聽眾朋友，面對他人的冷嘲熱諷，你還願意順

服神嗎？挪亞經歷過被排斥、拒絕，因為他有別於他的鄰舍。神吩咐他在旱地上建造一艘大

船，即使這命令看似愚蠢，他仍然服從。挪亞的順服，使他在鄰舍中間看似古怪，就好像初

信基督的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成為異類。當你順服神的時候，就算別人認為你怪異，也不必

詫異，因為你的順服顯出他們的不順服。要謹記，神要我們做事，就必定賜我們足够的力量

去完成那工作。 

 

作者說：“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親愛的聽眾朋友，你可能會說：“有

一天，神或許會這樣吩咐我，我要想想，該如何回應。”根據創世記 12-25 章的記載，亞伯

拉罕的一生充滿著信心。他毫無懷疑地順服神，照著神的吩咐離開家園，前往另一個地方。

他對神與他所立的約深信不疑。亞伯拉罕順服神，甚至願意把兒子以撒獻給神。親愛的聽眾

朋友，今天，倘若神要求你離開熟悉、有安全感的環境，按祂的旨意而行，你不要覺得驚訝。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

應許她的是可信的。”這真是太神奇的恩典了！如果你是撒拉，也許你也會如此。撒拉是亞

伯拉罕的妻子，雖然他們已婚多年，卻沒有孩子。神應許賜他們一個兒子，但撒拉卻認為自

己年紀老邁，不可能會懷孕。起初她竊竊偷笑，後來終於相信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希伯來書 11:12-19的內容。 

 

希伯來書 11:12 記載：“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

邊的沙那樣無數。” 

 

因著信心，事情就這樣成就了。但是請注意，亞伯拉罕和撒拉在活著的時候，並沒有看到神

的應許應驗在他們身上。 

 

以撒出生時，亞伯拉罕已差不多九十九歲了。在人看來，他完全不可能成為父親，但神仍應

許他有眾多後裔。這事一定要成為事實。亞伯拉罕透過以撒，成為眾多地上的子孫，即希伯

來民族的袓先。透過基督，他成為無數屬靈後裔，即往後歷代真信徒的袓先。大概海邊的沙

是指地上的子孫，天上的星則代表屬天的後裔。 

 

亞伯拉罕的事記載在舊約聖經創世記 12-25章，根據羅馬書 4:11-12，以及加拉太書 3章的記

載，新約聖經稱他為“信心之父”，是憑信心生活之人的非凡榜樣。“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

和“所應許之地”都是指迦南。亞伯拉罕完全相信神的帶領，雖不知往哪裏去，仍是遵照神

命出去。他也因著信，雖住在地上的帳幕中，卻能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所建

造的那永遠的城。“彷彿已死的人”，意思是指因亞伯拉罕已經一百歲，垂垂老去，但他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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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一個以色列民族，更因他的信心，成為今天一切信靠神的人靈性上的“父”，正如

加拉太書 3:7所記載：“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在接下來的經文中，希伯來書的作者停止對眾族長的信仰歷程的回憶，並提到信心的前輩所

擁有的五個特徵，即確信、印證、盼望、分辨力和賞賜。 

 

希伯來書 11:13 記載：“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眾族長在世的時候，迦南地的應許還未成就，但他們因確信這應許必能成就而喜樂。因他們

盼望那永恆之家，所以在這世上能够像客旅一樣生活，這告訴今天的信徒：世上的生活是客

旅的生活，是為永恆作準備的時期；在天上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通過這些我們知道以下

兩點教訓：第一，有確信的信徒才能成為福音的見證人；第二，對信徒而言，重要的不是擁

有什麽，而是盼望什麽。 

 

憑著信心行事，可以使我們認清：身為神的兒女，我們在世上只是客旅和寄居的。 

 

以色列眾族長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他們在有生之年並沒有看見應許的成就。例如，亞伯拉罕

並沒有見過他眾多的子孫，希伯來人從未完全佔據神應許給他們的土地。舊約的聖徒並沒有

目睹彌賽亞的應許已經應驗。然而，他們遠眺的眼光，卻把這些應許帶到跟前，近至聖經形

容他們是歡喜迎接。他們知道這世界不是他們最終的歸宿。他們樂於成為客旅和寄居的，並

拒絕了安頓下來讓自己過得舒服的主張。他們的希望，是能够走過塵世路而不受沾染。他們

定意要向屬天的聖地進發，正如詩篇 84:5所記載的那樣：“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

的，這人便為有福！” 

 

希伯來書 11:14記載：“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舊約族長時代信心偉人的生命清楚表明，他們要找一個家鄉。他們對神有信心，就産生一種

要歸家的意願，因此，迦南地的種種樂趣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心中總渴望要進到更美之地，

是他們可以稱為家的。 

 

信心使人仰望未來，神的兒女要仰望未來。我很喜歡現在我住的地方，這裏是我住得最久的

地方，雖然空氣不太好，交通很擁擠，但是我很愛這個地方。感謝神給我這個地方，我住得

很舒服。可是我常常向神禱告說：“求主不要讓我過分貪圖目前的生活，愛到不想離開這裏

了。”憑著信心，我們在世上是客旅和寄居的，我們仰望一個更好的地方，正如希伯來書的

作者在這節經文中所記載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要找一個家鄉”，這句意指列祖把自己稱為客旅、寄居的，是因為他們對天國有明確的盼

望。因此，信徒在現實生活中的動力，就是對永生的盼望。 

 

希伯來書 11:15-16記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羡慕一

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耻，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

備了一座城。” 

 

如果有人對這個世界感到滿足，他都可以轉身、回到世界。可是神的兒女要憑著信心，仰望

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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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說舊約時代的信心偉人在尋找家鄉的時候，目的是要澄清所指望的並不是他們的出生地。

亞伯拉罕若有意返回美索不達米亞，他是可以這樣做的；然而對他來說，那裏已不再是家鄉

了。這裏正確的解釋是，他們正在尋找在天上的家鄉。這頗為異乎尋常，因為神給以色列人

的應許，大多是關於在地上物質的柷褔。但他們同時也抱有屬天的盼望，這個盼望使他們看

世界為異地。寄居者的心態，特別能得神的喜悅。有學者說：“那些心系天上、以屬天産業

為自己的分的人，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耻。”神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在那裏

他們會找到安息、滿足、完全的平安。 

 

族長知道可見的家鄉是暫時的，天上的家才是最好的。因此，他們放棄對世俗的眷戀，單單

仰望神。從中我們可知以下兩點教訓：第一，信徒不能執著於不信時所享受的世俗生活；第

二，需要分辨神所喜悅的。“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這句表明神為信徒預備了“賞賜”。

因此，信徒不應執著地追求這世上的福，而要盼望在天國的賞賜，在患難、逼迫中大大地喜

樂。馬太福音 5:12記載主耶穌教導門徒說：“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在接下來的經文中，作者再次列舉信心之前輩們的生活，並表明神應許的偉大性。 

 

希伯來書 11:17 記載：“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

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作者提及亞伯拉罕所面臨最嚴峻的信心考驗。神吩咐他將獨生子以撒獻在壇上。亞伯拉罕毫

不猶豫，便順命將自己最心愛的獻給神。難道他不察覺自己正落在極大的困境中嗎？神曾應

許賜他無數的子孫。以撒是他獨生的兒子。這時候亞伯拉罕已經一百一十七歲，撒拉也一百

零八歲了！ 

 

現在我們要看亞伯拉罕的晚年，他獻上以撒為祭，這是最高等的祭物，他把神給他的兒子獻

給神。 

 

根據創世記 22:1-10的記載，亞伯拉罕雖得到神藉著以撒繁衍子孫的應許，但仍順從神的命令

獻上了獨生子以撒。因為亞伯拉罕堅信神必成就應許。亞伯拉罕是信靠神、順從神的“信心

之父”。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以下幾點信息：第一，神信實地履行應許；第二，神的一

切命令最終是為了信徒的福分；第三，當信徒遭到危機時，神不會袖手旁觀。 

 

希伯來書 11:18記載：“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亞伯拉罕還有其他的孩子，但是以撒被稱為“他獨生的兒子”（17節的原文並沒有“兒子”

這個字），以撒是亞伯拉罕的獨生子，因為這是神應許要給他的兒子。 

 

後裔不計其數的應許，必須透過以撒來成就。這正是困難所在：如果亞伯拉罕把以撒殺死，

這應許又如何成就呢？這時候以撒已經不是嬰幼兒了，他至少已經是有力氣背柴的青少年了，

尚未娶妻。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記載在創世記 22章。他的信心如山，深信以獨生子以撒為燔祭，神能叫

以撒從死裏復活。神在最後關頭阻止他下手，以撒有如死而復活，祭牲以神所預備的一隻公

羊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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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1:19記載：“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亞伯拉罕知道神應許了什麽，這是最重要不過的。他認為神若要他把兒子殺了，神定會使其

從死裏復活，以應驗神的應許。直到當時為止，世上從未有過死人復活的記載，連一次也沒

有。事實上，復活的觀念是亞伯拉罕首創的。他對神的應許充滿信心，他推斷神必使以撒復

活。亞伯拉罕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以撒，他已經認定以撒必須被殺，神因此嘉許他的信心。然

而，有學者很深刻地指出，神使亞伯拉罕得免於受創心碎，神自己卻飽嘗喪子之痛。神安排

了一隻羊來代替以撒，使這獨生兒子得以回到父親的家，撫慰父親的心。 

 

結束討論這偉大的信心榜樣之前，我必須指出兩點：第一，神從沒有真正打算要亞伯拉罕殺

死自己的兒子。神從沒有要求神的子民將人獻上為祭。神試驗亞伯拉罕的信心，要知道亞伯

拉罕的信心是真的，神於是撤回命令。第二，亞伯拉罕相信神要賜他無數後裔的應許，但這

信心所受的考驗時期超過一百年。當這位一族之長首次得到應許說，神要賜他一個兒子時，

他的年紀是七十五歲。他等了二十五年以撒才出生。亞伯拉罕帶著以撒登摩利亞山，要在那

裏把以撒獻給神的時候，以撒的年紀是十七歲。以撒四十歲才結婚，結婚二十年後才生下雙

生子。亞伯拉罕一百七十五歲逝世。離世的時候，他所有的後裔包括一個兒子和兩個孫兒。

然而根據羅馬書 4:20-21的記載，亞伯拉罕在世的時候，“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

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開始時，神沒有要亞伯拉罕獻上以撒，直到他老的時候，神才叫他要這樣做。因為亞伯拉罕

起初還沒有信心可以做得到。神永遠不會試驗你“過於你所能受的”，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

書 10:13 所說的：“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神沒有

要亞伯拉罕獻上以實瑪利，也就是說，神沒有要亞伯拉罕把以實瑪利獻在祭壇上。你知道為

什麽嗎？首先，以實瑪利不是應許之子。第二，你看得出來那時亞伯拉罕做不到。亞伯拉罕

甚至懇求神不要把以實瑪利送走，他求神讓他保有這個孩子，讓這個孩子成為應許之子。你

看，那時亞伯拉罕的心裏還沒有準備好。以撒小的時候，亞伯拉罕也不可能把他獻上為祭。

當以撒長大的時候，亞伯拉罕預備好了要順服神、倚靠神。在這裏，我們看到信心是要受考

驗的。 

 

我想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我們通常以為神給他這麽大的應許，神要把迦南地賜給

他，讓他的後代極其繁多。但是在亞伯拉罕活著的時候，他得到什麽呢？他看到什麽呢？他

沒有看到這些應許應驗在他身上，他只有神賜給他的家。 

 

當亞伯拉罕還年輕、住在迦勒底的吾珥的時候，他和一個美麗的女子結婚了。有一天，亞伯

拉罕回到家，對撒拉說：“永生神呼召我，要我離開這個地方。”當時的吾珥是拜偶像的地

方。我可以想像撒拉會說：“你在這裏的生意很好，所有的親戚都住在這裏，你的朋友也在

這裏。你要去哪裏呢？”亞伯拉罕說：“我不知道。”撒拉很疑惑地說：“神呼召你，你卻

不知道要去哪裏，這是什麽意思？”亞伯拉罕說：“神會帶領我，我要離開這裏。”最後，

撒拉說：“好，我跟你走。”於是這對年輕夫婦離開了吾珥。他們的信心不大。他們帶著爸

爸和一些親戚一起離開，來到哈蘭。他們在哈蘭逗留了一陣子，直到父親他拉過世，他們把

父親葬在那裏。然後亞伯拉罕進入了應許之地，神在那裏向他顯現。神對他說：“亞伯拉罕，

我答應你的，我都會做到，我還要給你一個兒子。”這才是一個家，亞伯拉罕和撒拉會得到

一個兒子。亞伯拉罕和撒拉建立了一個敬虔的家，那是神要年輕人建立的家，我們稱之為基

督化家庭。 

 



 

5 

 

為了讓亞伯拉罕和撒拉建立敬虔的家庭，神並沒有讓他們上家庭的課，也沒有給他們可以輔

導的牧師。在今天教會裏，我們的牧師們已經做了太多輔導，告訴年輕人該怎麽做。我們已

經變得太理想化，但是神是非常實際的。神說：“亞伯拉罕，如果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建立家

庭，你必須離開你的父母。”這是神從一開始對亞當和夏娃說的話。創世記 2:24記載：“因

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雖然亞當和夏娃沒有父母，但是在開始

設立家庭制度的時候，神就定下這個重要的原則。曾有年老的牧師見證說：“我從來不覺得

我這個祖父有資格告訴兒女如何教養孩子。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父親，但是我學會不能光

講怎樣做一個稱職的父母。子女有時會犯錯，但那不關我的事。我們常會犯錯，他們也會犯

錯；父母不該干預兒女的家庭生活。”神要亞伯拉罕遠離家鄉，他們的親戚就不能干涉他們

的家庭生活了。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