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教育面对的挑战 

我们可能会发现教育孩子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工作。有些教育工作者告诉我们：

“管教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更容

易。”虽然这句话有点道理，可是也不

能完全代表每个工作者的心声。假设您

有两个孩子，开始时在家庭的环境之

下，他们的性情相近，却在过后的成长

的过程中，各自在不同的环境的熏陶

下，彼此之间就有了差别，在性情方

面，的确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有了好与

坏的分别。有一句古老名言这样说道，

“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必须在孩子

们小的时候好好教育他们。如果没有让

他们得到引导，好的性格也会变坏。又

要套一句老话，“苟不教、性乃迁”。

事实上，环境变迁和缺乏教育会改变一

个人。若要孩子有良好性格，日后成为

社会有用之才，除了提供适合的成长环

境，教育就成为关键，因为塑造一个人

的品格和各方面的知识上栽培他们是需

要时间。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身为父母，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有什么办法呢？主要办法是专心一致，

不能松懈，没有什么捷径可言，正所谓

“教之道、贵以专”。 

 

如果您同意我的想法，那么身为基督徒

的我们，就面临更大的挑战。试想想，

教会的普通信徒，跟我们没有血缘关

系，身为领袖的您，又要怎样培育他们

呢？每个礼拜可能只见面一两次，对方

的背景也可能不清楚，没有时间的优

势，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又怎样栽培

他们，圣经有一句话说：“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王下 19:30）谈何容易

呢？这并非教会领袖单方面可以做到，

而是，讲得比较通俗一点，彼此要“你

情我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经文：民数记 11章 4-6、10-16、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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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许风雨 



我在讲，您在听，好像是是很轻松。可

是当我们回到今早的《民数记》的叙述

里，读到的是跟随摩西出了埃及的以色

列民的第一代，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

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写照，让我们可以体 

会人性的丑陋一面，也明白灵命成长的

挣扎！ 

 

第一、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

乎“天长地久” 

这段经文 4-6 节的上文可从 1-3 节开

始，它讲述了以色列民的公开造反，他

们发怨言致使耶和华用火燃烧他们。在

摩西为他们求情之下，耶和华才停止惩

罚的行动，而第三节就指出，“那地方

就叫做他备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

们中间燃烧。” 

 

为什么以色列民会造反呢？如果我们回

到《民数记》第十章，这个问题的确是

值得追问的。当时的摩西与以色列民对

本身的前景是充满着希望。摩西甚至邀

请何巴一同前往“到耶和华所说的地

方”，而他们也将“必善待你，因为耶

和华已经应许赐福气给以色列人。”

（29节） 

 

不仅如此，摩西和以色列民都知道耶和

华的约柜在他们前面，一直引导着他

们。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与子民同

在，耶和华的确值得他们的信赖，而我

们可以通过这首诗歌看到:“耶和华

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溃散！愿恨

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35节）他

们一切就绪了，为什么十一章 1-3节有

了重大的转变？难道造反是反映他们与

耶和华的问题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吗？ 

 

答案是出现在 4-6节里！以色列民的怨

言是因为“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4

节），在他们当中兴风作浪，挑拨离

间，让他们觉得耶和华提供的吗那，再

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食欲。民以食为天

啊！如果你对一种食物已经厌倦的时

候，你一定会回想以前的食物，所以就

让他们回想到以前在埃及的食物真得不

错。所以他们的怨言，实在是一种“只

在乎曾经拥有”的心态。但是，他们并

没有考虑到耶和华为他们过去所做的一

切，反之，他们认为只注重目前的情

况，“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除了这

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6 节） 

 

很久以前，有一支手表广告风靡一时；

它邀请了许多巨星（周润发与吴倩莲、

王杰、梅艳芳）拍了多个版本。尤其是

刘德华为瑞士的“铁达时” 的版本，

广告在结束时留下经典金句：“不在乎

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

也似乎成为当时以色列民的写照。耶和

华的感受完全不再是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之内，他们只记得当时曾经在埃及拥有



过很好的食物。这就足以影响他们彼此

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不在乎天长地

久”！了。然而，今天的经文是要提醒

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在乎

“曾经拥有”，只在乎“天长地久”。 

 

身为平信徒，我们又会对上帝有什么心

态呢？要求上帝满足我们的欲望（学

业、事业、感情、物质、事奉等）吗？

“他备拉”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燃烧”是以色列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

导致耶和华的审判，而今天若要得到有

“生命价值”的东西，必须面对训练、

纪律、挣扎与牺牲的考验。与此同时，

学习体会上帝的大能、完备性、平安。 

如果您是领袖，就可理解基督教教育的

挑战了。对你而言，犹如为人父母，

“莫忘初衷”，必须“坚持到底”。在

如何应付“害群之马”（4节）的同

时，亦要正面回应过去与上帝的记忆

（埃及的日子）。除了本身要面对一般

人在社会与家庭的问题外，也要处理教

会的事务，压力是双倍的。因此，领袖

必须拥有 AQ（adverse quality）。在

成长过程之时，紧记“抗压”能力是成

长的必备良药！ 

 

第二、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

到目前 

您可能会想，“讲得容易，做起来

难”，毕竟现实与理想是有一段距离。

试想想，摩西当时面对的困境, “摩西

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在帐棚门口哀哭。因

此， 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看

了也不高兴。”（10 节）。事情可能

从几个“闲杂人”开始，“煽风点

火”，现在却越闹越大了。更糟的是，

神明也动怒了，历史会像 1-3 节那样重

演吗？ 

 

接着下来，火焰并没有出现，而是赤裸

裸的人性展现。从摩西的反应，我们看

到了人性的弱点。面对排山倒海的压

力，摩西似乎是崩溃了！他开始发怨言

了，对耶和华申诉，“你为何苦待仆

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众

百姓的担子加在我身上呢？”（11 节）

又有一句老话“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义”提醒我

们，玉在还没有被打磨雕刻之

前，其实与石头是没有两样的，

人也是一样的，必须经过刻苦磨

练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

不能像以色列民，把耶和华的恩

典当作是“理所当然”并“理直

气壮”地向祂要求满足种种的需

要，而是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

己，今天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的种

种问题，例如：为何生活如此艰

苦？好景没来到是对我的惩罚

吗？为什么人有我没有？不能让

这些问题成为影响与上帝长久关

系的绊脚石。 

 



一连串的问题显示，摩西认为，所得到

的并不符合“蒙恩”的身份。他提出的

理由更直接，以色列民跟他没有血缘关

系，耶和华对摩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12节）。接着的两节经文，让我们看

到一名理直气壮的领袖的呐喊，“没有

资源、没有行动”（13-14节）。投诉

也同时带有威胁的意味，“如果你这样

待我，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我若在

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

苦。”（15节）或者这样说，“早知有

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摩西的宣泄学到正

面的功课。身为领袖必须明白“高处不

胜寒”的道理。就像一首老歌的歌词，

“身处高峰尝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

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重要的是，

他必须看得更远，明白问题的根源，才

能展现坚韧毅力，临危不乱。在此，摩

西是做对了，通过祷告把问题交到耶和

华的手上，坦诚承认自己的弱点，依赖

上帝，让解决问题与祷告的配合。身为

领袖，不能漠视门徒必须付出的代价，

临阵退缩（11 节），反要为对上帝的

忠诚、本身的正直、事奉的有效性等付

出代价（14-15节）。无需对自己有苛

刻的要求，毕竟您要问的是，“上帝是

否要求我们负上一切的责任？”的确困

扰带来无限烦恼，将问题放大，应有支

援减轻。但是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不让

困扰与忧愁阻碍我们对支援（资源）的

视线。上帝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把自己

所学的，如何综合理论与实践，解答生

活的实际问题，深入浅出。 
 

摩西的宣泄让平信徒学到什么呢？其实

老歌提醒了我们：几许风雨，我也经

过、屹立到目前。首先，不要受人“挑

拨离间”，以怨报德，贪得无厌（10

节）。的确，人面对生活烦恼与问题是

蛮多的，如病痛死亡、物质要求、破裂

关系等，让人内心受到种种压力。以色

列民的要求：“给我们肉吃”（4，13

节）反映许多人对物质的贪婪，造成无

形的压力，最终，追求物质享受不能代

替一切。 

 

 

 

正所谓“曰喜怒、曰哀惧、爱恶

欲、七情俱”，人不仅有七情而

被它困扰，在处理问题和压力等

问题，也可以被牵着鼻子走。不

管您是领袖或普通信徒，我们都

要去面对，我们能够处理好复杂

的感情吗？能够信赖我们的上帝

吗？能够想到祂过去对我们做的

一切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

可以明白跟祂的关系就是“天长

地久”，才有勇气去面对今天所

面对的问题。 

 



第三、海阔天空，走遍千里 

摩西发出的怨言有一个正面的成果；耶

和华命令摩西要组织一个团队（16

节）。因此，摩西“从百姓的长老中召

集七十个人来，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四

围。”（24节）对我们来说，又怎样

看待这个安排呢？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曾经劝导摩

西，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

为百姓的领袖，减轻摩西的工作负担

（出十八 13-27）。安排反映耶和华容

许摩西分配工作给不同恩赐的人。安排

七十长老与摩西一同站在会幕前，并不

只是位置上的细节，而是表达耶和华所

安排的仆人及其工作理应得到全体会众

的认可、接受和支持。 

 

身为平信徒的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委

派的领袖”？站在面前的领袖们是上帝

呼召的（25节），信徒愿意接受、肯

定与支持他们吗（24 节）？领袖并非

只属于礼仪与机制的工具而是属灵的仆

人（25-26 节），不要阻碍他们的工作

（28-29节）。领袖可能只是与您是泛

泛之交，被安排事奉岗位，委身于事

奉，听从指令等就成为“领袖的肯定、

认可、接受与支持”的考验，也让我们

展现“团队精神”。所谓“团队精神”

是指大局的意识、携手合作的精神、服

务的态度能够集中的体现，明白人与人

在本身聚会之处的“相处之道”！ 

 

摩西的安排也出现一段小插曲，仍然留

在营中的伊利达和米达，竟然能够说预

言（26-27 节）；对于助手约书亚的抗

议（28 节），摩西的回应，“惟愿耶

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

灵降在他们身上！”（29 节）就展现

广阔胸襟，愿意分享权力。这种态度提

醒我们：海阔天空，走遍千里。领袖们

之间必须要相辅相成完成上帝的交托，

在整个过程，愿意合作与配搭，彼此聆

听对方的想法，追求上帝的引导与旨

意，充分利用祂通过圣灵提供的资源

（25节）。经文提醒我们，领导团队

不是由上而下，领袖也应学会“该放手

的时候要放手”！ 

领袖与普通信徒能够和平、合一、融洽相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弗四 12；新标点）圣经有此教导，你我能够达到此要

求吗？古人有此劝解，“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谓“三

纲”所指的是，人与人相处之间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君王与臣子、父母与

子女、丈夫与妻子。若要一个互相尊重、和谐融洽的关系，每个人必须认清

自己的身份，从自己做起才能得到和平、安宁与谅解。说实在的是，这比攀

登高峰更难！ 
 



结语：时间，让爱更了解爱 

当我为今天所讲的定下“几许风雨”的

标题时，其实有几个想法。从讲章的预

备过程中，我发现解经家聚焦在“领袖

的质素”上，以摩西为主角和反思的对

象。我本身却是把经文放在摩西的工作

上和他带领以色列民的旅程与经历。来

到了《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代的子

民故事结束了，一连串的悖逆致使他们

死在旷野里。他们的问题，摩西与其他

领袖的挣扎，其实是现代教会面对问题

的缩影。今天我们可从基督教教育的层

面上，反思这段经文的现代意义。经文

反映了现实中的食物、怨言、谣言、信

赖、领导等问题，让我们不禁要问，

“信仰究竟在哪里？” 

 

简单来说，基督教教育必须让信徒明白

“信仰承载生活”，甚至超越人生带来

的困扰！从经文的叙事来看，有三种情

况值得我们留意：对话、认同、参与。

以色列人因食物短缺而“怨声四起”，

根本没有意思与摩西“对话”，只想把

问题解决。我们会把本身或教会的困难

与领袖，甚至上帝“对话”和交托吗？

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认同”摩西或整

个旷野的旅程，遇到问题就发难了。我

们会“认同”上帝委派的领袖吗？长老

们协助摩西显示，信仰团体生活不是单

靠一人承担一切，也需其他人的“参

与”，合作与配搭。身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会“参与”教会的服侍吗？缺乏教

育，选择错误、最终“信仰缺失，为什

么而活就成为了问题”！ 

 

经文的诠释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要

求我们去想，“最终您我看到什么？” 

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同在一个群体中，他

们被要求谨守岗位，也必须腾出宝贵时

间投入教会举行的敬拜、事奉、祷告、

查经等。大家可能要想一想这句话，

“当我给您时间，我是将生命的一部分

交给您，一去不回头。因此不要浪费

它。”生命随着时间消失了，我们能与

上帝“天长地久”吗？无数的经历，我

们依然能够“屹立到目前”吗？解决问

题的智慧，究竟能帮助我们“海阔天

空，走遍千里”吗？如果彼此没有爱，

一切会变得怎样呢？ 

 

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不属于“追星一

族”，而铁达时的广告留下的金句也离

我远去。然而，据我所知，这支瑞士名

表的广告依然流传到现在。2013 的版

本，留给您去确认男女主角，值得我们

去细细的玩味一番的是， “时间，让

爱更了解爱。”从这次的领悟中，您是

否有明白主耶稣基督留下的一句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

音 14：6）。[TYPE INFORMATION A 

SUMMARY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NEWSLETTER OR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