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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谈到福音与文化的关系。除了福音信息外，还有很多圣经教训是有规范性和泛

文化的。怎样决定有规范性的圣经教训？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可惜在福音派里

还没有共识。我只是提出一些意见，作为抛砖引玉，希望其它人参与讨论。 

 一个极端的立场说所有圣经教训都是文化的产品，没有规范性的。福音派当然不接

受这立场。相反的立场说所有圣经教训都是有规范性的，虽然所有教训都含有文化色彩，

但是这些文化色彩都是有规范性的1。在这个立场下，只有些少经文清楚表明是给一些

人，不是对所有人都有规范性，例如保持独身 （太 19:12;林前 7:8）。但是所有经文都

可以说是给某些人的，那么怎样决定是有规范性呢
2
？ 

 我采取一个中间的立场，就是不预先决定是有规范性或没有规范性，而是藉着以下

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有规范性： 

 

一. 若经文中有相对性的标志， 便没有绝对规范性。 

 有些经文中有指定相对性的标志，这些标志指出经文教导的有限性，因此不是对所

有人有规范性。虽然如此，仍然需要找出原则来应用。这些标志是以下： 

1． 若教导是针对固定有限的接收者，便可能没有普世规范性。 

 例如年青财主(太 19:21)3。上文提到所有经文都可以说是给某些人的，所以这条

原则是不足够的。但是在太 19:21耶稣给年青财主的命令，很明显是不适合一个失去所有

财产的难民。所以如果教导与固定有限的接收者有直接关系，便可能没有规范性。 

2． 若教导是有固定有限的条件，便可能没有普世规范性。 



 例如彼前 2:174，背景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政治制度（虽然不是理想）。若是一个

抵挡基督的制度（徒 4:18-19；启 11:3-8），这教导便没有规范性了。 

3． 若教导的理由是因文化的影响，便可能没有普世规范性
5
。 

 例如彼前 3:3教导妻子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原因是按

当时的文化这样的外表不能表现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3:2）。若在不同文化中没有这

样的表现，这教导便不适用了。 

4． 若教导是出于有限的圣经处境，被后来基督的教导取代了，便没有规范性。例如新

约对旧约律法的立场。 

  

二 .  教训的文化背景与现存文化有很大差异，便很可能没有普世规范性。 

 例如林前 14:34-35的背景是妇女普遍没有接受教育，与今天的情况不同6。当然很

多圣经教训的文化背景与现存文化有差异，所以这原则是不足够作决定的。 

 

三.  如果在一些文化里遵从教训带来违背教训的目的，这教训便没有普世规范性。  

  一个例子是罗 16:16。在一些文化里，遵从亲嘴这教训会带来不圣洁的意思，违

背了这节相关的教训，所以没有普世规范性。 

 

四.  神学的教训是有绝对规范性
7
。 

   神学的教训是指圣经中的教条，特别新约的教条。这些是有绝对规范性。 

 

五.  道德的教训通常是有绝对规范性。 

 新约的道德的教训通常是有绝对规范性，但是有些教导不是很清晰的。近几年在北

美洲出现了对一些道德问题的争议，例如奴隶制度和教会中女性的角色
8
。这些问题虽然

在圣经里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可以引用以下原则： 

1． 如果圣经教训开始修改当时文化和社会结构，而且引示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便可以

发展下去。例如废除奴隶制度，虽然圣经没有明确教导废除，但是有关信徒的相爱和平等

的教导，都是修改当时文化，而且引示应该发展下去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

引示，便不适合发展下去（例如妇女解放神学）9。 



2．     如果教训是根据于创造与堕落，便可能是绝对规范性。 

 提前 2:11-14教导有关女性在教会的角色，因为是根据于创造与堕落，所以可能是

绝对规范性10。当然有关这方面有不同的见解 ，主要因为不同的释经立场和应用上的困 

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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