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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圣经都是值得认真研读的一部书。成为基督徒之

后，更是有必要每天通过圣经学习与默想上帝的话，从中领会上帝的旨意，运

用在自己每日的生活之中。然而，如何理解与解释圣经，成了许多人的问题，

就是一些多年的老信徒，也常会感到吃力。福音的本色化所必然要遇到的一个

问题，是圣经研究方法上的本色化倾向。 

基督教各教派的神学院，大多开设有释经学之类的科目。但所涉及的方

式，其实，多受西方思维的影响，长于分解、专注个体，而在相当程度上，缺

乏整体系统化的框架与方式。一般学院所开设的释经学课程或解经的方法，大

多重字义分析、句式结构、修辞手法到文章体裁等，非常专业化，使一般读者

望而却步。这种做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懂原文就无法解释圣经，解释圣经

成了专业人士才能从事的工作。 

其实，圣经本来就是以大众语言而写，也是为大众读者而写。一般读者固

然不能领略圣经原文的殊胜之处，但不少圣经的翻译都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语

意，使圣经学习者在不借助原文或其它工具书的情况下，也能大体明白圣经中

最为重要的信息。 

华人的思维惯于整体性与实用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对圣经研究颇

有好处，可加以利用。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以实际的查经课方式，来探讨这一

问题。 

1. 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明白要读的是什么样的书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明白要读的是什么样的书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明白要读的是什么样的书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明白要读的是什么样的书。。。。请问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请问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请问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请问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

书书书书？？？？它与一般的历史文献有什么不同它与一般的历史文献有什么不同它与一般的历史文献有什么不同它与一般的历史文献有什么不同？？？？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三 16-17) 

(注：这一段经文表明了三个明显的意思：第一，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虽然是藉着人手

所写，却是上帝的启示。第二，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行善；第三是，预备人行善的途

径。) 

诚如这段经文所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启示的作品。这一确认表明

了圣经与一般的历史性文献的不同之处。一般来说，历史性文献通常是某一时

代性的产物，除了受文献作者的局限之外，通常还受到一定的历史时代与背景

的局限。但上帝的启示却具有无限的超越性。上帝给人的启示虽然也在人类历

史长河中发生，但所启示的内容与原则，却并不受历史背景、或时代地域的限

制。 

上帝虽然从起初看到末后的事，“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

亘古到永远，”（诗九十 1）上帝就知道他所要启示的内容。然而，启示的上帝

并不是将他的全部启示一次性地赐给人类，而是在历史的演进之中，照着他那

不可测透的美意，在最能感动人心之适宜的时代，适宜的地方，逐渐地赐下启

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特定的历史时期、地域、人物或事件，并不是上

帝的启示的根本与来源，但它们却为上帝的启示提供了施教的契机、可供教导

的实例、教导的模式与所要启示的侧重点。 

上帝的启示既然不是时代或地域的产物，历史背景也不能决定所要启示的

原则与内容，因此，研究上帝借以施教的历史时期、事件与人物、文化习俗、

语言特色或其它相关背景，就并非头等重要的事情。虽然这些实用知识对于活

现圣经中的人物、事件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它们不是研读圣经的重点。研读圣

经的重点应放在上帝藉助这些历史性人物与事件所要表达的真理性原则，而不

必在历史背景、语言与文化习俗等方面花过多的工夫。 

这样的认识或许能卸下一些人对圣经研究的某些心理负担，因为他们或许

认为若不具备相应的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就读不懂圣经。举一个圣经以外的

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孟子讲“人心四端”，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

之心、 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人心四端”是一个普遍性原则。若读者着眼于



 

 

研究孟子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等，寄希望从中找出“人心四端”的历史根源，

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同样可以牛顿与万有引力定律来打比方。万有引力定律

虽为牛顿所发现，但研究牛顿的个人背景，对了解万有引力定律本身并无多大

关系。 

研究圣经也是一样，不能一味专注于研究历史背景，好像上帝所启示的真

理性原则是从那些历史背景中推导出来似的；而看不到上帝的启示先于历史，

上帝所启示的原则，并不来源于历史，历史的背景只是为上帝发挥他的启示提

供了具体例证与教导时机。 

 

2. 圣经虽然是上帝的启示圣经虽然是上帝的启示圣经虽然是上帝的启示圣经虽然是上帝的启示，，，，但写作的内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框架之但写作的内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框架之但写作的内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框架之但写作的内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框架之

内内内内？？？？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

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启十二

7-9) 

(注：启示录揭示，天上出现了以米迦勒为代表的天使与以龙为领队的天使之间的争战。这

天上的龙，就是地上迷惑普天下的魔鬼撒但，是伊甸园出现过的那引诱夏娃的古蛇。这段

经文揭示了整本圣经的一个大的属灵争战的背景。换句话说，这场从天上打到地上的善恶

大斗争，就是整本圣经的写作大背景。) 

天地的创造，是在善恶之争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而上帝重造新天新地，

也是在这个争战结束之时。继之而来的，是永恒的时代。因此，我们在学习圣

经时，应时时记住这个大背景。一事、一人、一时代，或各有不同，但都发生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抓住了这个主线，就能更好地理解圣经中各个事件的发

生与发展。忽略了这个大的脉路，就有可能在解释圣经时，弄得天人相分，天

地相离，旧约归旧约，新约归新约，就有可能变得没有方向与连贯性。 

善恶之争提供了研究圣经的大的背景。其它具体的历史时期与事件，可以

认为是这一争战的局部战役。局部战役的地点、人物与事件可能有所不同，但



 

 

不改变整体战役中的主战双方的整体策略与格局。读者在研习这些局部性历史

演进时，当与善恶之争的大背景联起来考虑，方能读出圣经借着局部历史事件

所要启示的信息。 

 

3. 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当时代的人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当时代的人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当时代的人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当时代的人，，，，还是为了后来的世代还是为了后来的世代还是为了后来的世代还是为了后来的世代？？？？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

人。” (林前十 11)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

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

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

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彼前一 10-12) 

(注：上述两段经文都表明，圣经的写作主要不是为了当时代的人们，而是为了警戒后世代

的人。因此，读圣经，特别是一些预言体的书卷，如读但以理书，启示录时，不必过于着

力于寻找预言书在当时代的应验，而弄巧成拙。上帝对先知但以理说，有些事是关乎“后

来许多的日子”，让但以理去“安歇”。等到所预言的时代到来时，上帝自会带领人明白

他借但以理所赐下启示。同样的道理，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有一些预言与当时代无

关，要等到千年之后，才会应验。硬要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去寻找应验的事件，会显得很生

硬。) 

 

4.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圣经的经文在过去圣经的经文在过去圣经的经文在过去圣经的经文在过去（（（（当时代当时代当时代当时代））））与现在与现在与现在与现在（（（（现时代现时代现时代现时代））））的的的的

意思是否有所不同意思是否有所不同意思是否有所不同意思是否有所不同？？？？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

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赛四十六 10)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

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

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约壹一 1) 

(注：圣经经文的意思并无古今之别，不存在一段经文在古时是一个意思，在现今是另外一



 

 

个意思。上帝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过去与未来，都在上

帝的眼中，并无分别。从起初传给亚当的生命之道，也同样传给耶稣的门徒，

又通过门徒传给今天的我们。不过，经文的意思虽无古今之变化，但某些经文

在不同时代的寓意与应用，或有所不同。) 

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比方说，不能认为在旧约时期有一个救赎计划，在

新约时期有另外一个救赎计划。但我们同时也会注意到，经文的意思虽并无古

今之别，但在具体的应用与寓意上却仍可能有分别。 

 

5. 理解与解释圣经最为忌讳的是什么理解与解释圣经最为忌讳的是什么理解与解释圣经最为忌讳的是什么理解与解释圣经最为忌讳的是什么？？？？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

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彼后一 20-21) 

(注：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三个关键点....) 

第一，圣经的总编是圣灵。正因为有同一位圣灵在启发、引导与把关，所

以，圣经虽为众多作者所写，但内在却有着完美的一致性与互补性。 

第二，圣经是用人的语言写出，但说的是上帝的话，表达的是上帝的意

思。这个认识很重要，它表明圣经的写作者们，个人的主观意图不

强，他们在写作时重点要考虑的，是如何用自己的话，或当时所涉的

事，将上帝的意思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解释圣经的时候，圣

经写作者的意图，就不是我们急于要猜测揣摩的。而是要把重点放在

上帝藉着圣经作者们所写的文字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这也是上帝的

启示与一般的历史文献之间的一大区别。我们读一般的文献时，刻意

想要明白的是文献作者的意图，但读圣经时，写作圣经的先知的意图

并不是我们刻意要明白的重点。 

第三、解释圣经的一大忌讳就是“私意解经”。所谓“私意解经”，就是凭着

读者自己的意思来解说圣经。圣经既是上帝的话，因此也就应当让圣

经作为圣经的解释者。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以经解经”、或“按着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6. 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的核心是什么？？？？读经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读经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读经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读经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约五

39) 

(注：基本上来说，圣经是来启示基督的。在天上的争战中，基督是以米迦勒的形体出现

的，他的真实身分并未显明。上帝要藉着天地之间发生的善恶之争，来启示他的圣子基督

的本来面目。旧约圣经的核心是基督，新约圣经的核心仍是基督。整本圣经都是关乎基督

的。) 

单从名字上来看，基督代表着弥赛亚的荣耀，而耶稣代表着道成肉身的降

卑。似乎可以粗略地认为，旧约圣经是从荣耀的基督到降卑的耶稣的时代，而

新约时代，是从卑微的耶稣到荣耀的基督的时代。基督第一次降世，显出极大

的谦卑，但第二次降临，将彰显极大的荣耀。我们甚至可以说，整本圣经就是

从基督到耶稣，又从耶稣到基督的过程。 

既然耶稣基督是圣经的核心，那么阅读与理解圣经，就不可偏离这个核

心。倘若偏离这个核心，就不可能读懂圣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受着圣经的

教育，但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

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

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五 38-40） 

外邦保罗在写信给跟随他传道多年的年轻人提摩太时，说他“是从小明白圣

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三 15）表现了不同

时犹太人的另外的一种境界。 

基督是上帝之道，读圣经时需要有圣灵的光照，从而得以“颂经见道”、“颂

经入道（基督）”，因见道而感悟，因见道而获得永生。所以，我们可以说，理

解圣经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基督中心原则”。 

“基督中心原则”也得到彼得的发扬，他写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

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后一 19）“先知更确的预言”就是圣经，而读这些预言



 

 

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即心中见道（基督）。 

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这个“基督中心原则”，就是圣经中的森林。我们读

圣经时，既要见一卷一章的“树木”，也要见整本圣经的核心的“森林”。要避免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时也要避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读经法。在理

解整体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部分；整体与部分相辅相成。离开具体的部

分，整体性地把握就会显得空洞。相反，只专注于部分，而忽略了整体，就可

能偏离圣经的主旨。 

 

7. 圣经的写作横跨千年圣经的写作横跨千年圣经的写作横跨千年圣经的写作横跨千年，，，，有着什么编辑原则是写作圣经的先知们都在默默地遵有着什么编辑原则是写作圣经的先知们都在默默地遵有着什么编辑原则是写作圣经的先知们都在默默地遵有着什么编辑原则是写作圣经的先知们都在默默地遵

守的呢守的呢守的呢守的呢？？？？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太廿二 36-40) 

(注：这位律法师本来是想通过问问题来试探耶稣，耶稣不仅清楚地回答了上帝诫命的两

大原则，同时也提出，这两大原则正是旧约律法书与先知所写的圣书所阐发的一切道理的

总纲。换句话说，爱上帝与爱人如己两大原则，就是圣经作者写作时默默遵守的写作原

则。他们所写的一切话，都是在阐明这两大原则。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说，这两大原则，

也就是我们在理解圣经经文时的两大指导原则。当我们的理解与这两大原则相抵触时，就

应当回过头来检讨，或许是我们的理解有误。) 

 

8. 上述两大原则原来出自何处上述两大原则原来出自何处上述两大原则原来出自何处上述两大原则原来出自何处？？？？ 

出埃及记 20章 1至 17节；申命记 5章 6-21节。 

(注：爱上帝与爱人如己两大原则，出自十条诫命，是对十条诫命的总结。而十诫律法不

仅是上帝亲口宣布，而且是上帝亲手写在石版上的。) 

 



 

 

9. 以上帝律法为先如写作的总纲以上帝律法为先如写作的总纲以上帝律法为先如写作的总纲以上帝律法为先如写作的总纲，，，，表明了解释圣经时的什么原则表明了解释圣经时的什么原则表明了解释圣经时的什么原则表明了解释圣经时的什么原则？？？？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 

(赛八 20) 

(注：这段经文提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上帝的律法与训诲，是解释圣经的标准。) 

综合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十条诫命及其所体现的原则，正是解释

圣经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一切的解释，都应放在上帝十诫律法的光照之下

进行比对。如果我们的解释，与十诫精神相符，这样的解释可能在正确的轨道

上。但如果所得到的解释，与十诫律法相违背，那样的解释就不得见晨光，是

黑暗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调整。 

 

10. 耶稣还说了什么话耶稣还说了什么话耶稣还说了什么话耶稣还说了什么话，，，，进一步巩固了赛进一步巩固了赛进一步巩固了赛进一步巩固了赛 8：：：：20所说的标准所说的标准所说的标准所说的标准？？？？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

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

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

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

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太五 17-20) 

(注：耶稣宣称，若有人在解释圣经时，主张废掉上帝诫命中哪怕是最小的一条，又教人

这样做，都会被天国视为是最小的。相反，对圣经的理解，帮助人遵行上帝的诫命，又教

训人遵行，这样的理解与行为才是对的。主耶稣的这段话，进一步确立了以上帝诫命为理

解、解释与实践圣经教训的根本性原则。) 

 

11. 使徒保罗是如何强调这一原则的使徒保罗是如何强调这一原则的使徒保罗是如何强调这一原则的使徒保罗是如何强调这一原则的？？？？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象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

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

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

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林前二 11-13) 

(注：使徒保罗通过打比方进一步说明一个重要的解释圣经的原则，那就是要用“属灵的



 

 

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就好比我所说的话的意思，只有我自己才能做出最好的解释。

同样，上帝的话，也只有通过上帝自己才能作出最好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过的

“以经解经”的原则。) 

 

12. 圣经中哪段话最能体现什么是圣经中哪段话最能体现什么是圣经中哪段话最能体现什么是圣经中哪段话最能体现什么是“属灵的话属灵的话属灵的话属灵的话”？？？？ 

出埃及记 20章 1至 17节；申命记 5章 6-21节。 

(注：答案还是上帝的十诫律法。圣经上说，“上帝是个灵”（约 4：24）。十诫律法是上

帝亲口所说，亲手所写，中间并没有人的参与，无疑是最典型的“属灵的话”。圣经上的

其它话语，虽也是上帝的话，但却是圣灵感动人，是受灵感的先知与使徒所写。他们的

话，也得接受上帝自己的话（训诲与法度）的检验。) 

回到林前 2：11-13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不难作出与上面一

致的结论，圣经上所记载的属灵的事，都应当在上帝神圣的律法的光照下加以

解释。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圣经时，就可循着上帝的诫命来寻找生命的法

则，个人的职责与本分。阅读圣经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从中找出行事为人的

准则。 

 

13. 可否举例来说明以上帝的律法为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的具体运用可否举例来说明以上帝的律法为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的具体运用可否举例来说明以上帝的律法为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的具体运用可否举例来说明以上帝的律法为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的具体运用？？？？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

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西二 16-17) 

(注：如上所述，圣经的经文，均应与上帝的诫命一致。因此，我们的解释也应与十诫一

致，而不应与之相冲突。根据这一原理，歌罗西书 2章 16 节中的“安息日”不可能指第四

诫中的安息日。再仔细看经文，发现下一句有“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

督。”说明第 16 节中的安息日也是后事的影儿，是指向基督的。而十诫中的第七日的安息

日，不是“后事”的影儿，而是对“前事”的记念，是对前六天创造的记念。而且，第七

日的安息日，也没有什么形体。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发现，这里的安息日是指节期中

的安息日，这些安息日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后事的影儿，均以基督为形体。) 

耶稣更是指出，人不可因着自己的遗传，而“废了上帝的诫命。”（太十五

6）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十五 9） 

孔子有一段话大致可以说明凡事要依从圣律而行，不可有任何的偏废。 



 

 

子路问孔子：“我可以不理会古代的规矩而照自己的意思做事吗?”孔子答：

“不可以。从前东方蛮夷有一男子倾慕夏朝一女子，她有女儿，丈夫已死，便与

此蛮夷男子私下来往，表面虽说是终身不嫁，但实质却已违反了贞节的意义；

苍梧的弟弟娶了个美丽的妻子，欲与他的兄长交换，这虽是忠的表现，但是却

违反了礼教。如今你希望放弃古代的规矩而照自己的意思做事，那你就是是非

不分！如不遵守古代传下来的规矩，往后你便会后悔。” 

 

14. 可否总结一可否总结一可否总结一可否总结一下阅读圣经的层次下阅读圣经的层次下阅读圣经的层次下阅读圣经的层次？？？？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

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

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

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约六 53-56) 

(注：圣经中用了很多比喻来表示读经的过程，如这里所说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

血”，“擘饼”等。不仅表明圣经是需要阅读的，更需要消化吸收。读经的人要品读经

文之时，需要明白圣经之辞句，并非简单之“字句”，乃是道（基督）之肉、道之血。

一句话，圣经乃基督的文字身体。读经者需经历“化境”，既消化圣道又要为圣道所

化。既要入道，又为道所入。通过读经进入一种“我在道中，道在我中”的化境，诚如

经文所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 

我们在此试着列出读经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字句言辞：初步地从言辞与字句上的阅读与理解 

第二层次：篇章形意：认识篇章结构与文辞上所表达的意思 

第三层次：精意基督：穿越文表，触及本体，从文字之道洞见上帝之道的

耶稣基督，能将圣经中的诸事与上帝的救赎计划联系起来思想。见道入道，为

道融化，道化人生。 

 

15. 圣经各卷固然同圣经各卷固然同圣经各卷固然同圣经各卷固然同等重要等重要等重要等重要，，，，但在历史进程方面但在历史进程方面但在历史进程方面但在历史进程方面，，，，耶稣指示门徒重点耶稣指示门徒重点耶稣指示门徒重点耶稣指示门徒重点研究什么

书？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



 

 

会意）。” (太廿四 15) 

(注：会意就是要弄清楚，搞明白的意思。) 

《创世记》交待了世界的由来，描述了罪恶与痛苦临到人间的过程，同时

指出了人类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耶稣在临别之前，指示门徒研究但以理书，

意义深远。因为这本书的重点，不仅在于预言了从但以理时代起到基督复临

止，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关键的最后几幕；

而且还在于与其它旧约圣经书卷相比，《但以理书》更为突出地启示了弥赛亚

的工作进展与所要成就的救赎大功！对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而言，但以理书所

传达的信息与要赋予这些末世圣徒的使命，比任何其它旧约书卷都来得清晰与

迫切。耶稣对门徒所发出的，不是建议，而是一项命令。凡自命为基督徒的，

应该响应主的这一呼召，恳求圣灵帮助读懂《但以理书》。 

 

16. 还有哪一卷书是特别推荐给我们研读的还有哪一卷书是特别推荐给我们研读的还有哪一卷书是特别推荐给我们研读的还有哪一卷书是特别推荐给我们研读的? 

“念这书上预言（《启示录》）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

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启一 3) 

(注：这节经文不仅表明了启示录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一个有效的读经原则。) 

启示录一书以天地之间的善恶大斗争为框架，预言了从基督升天到基督复

临之间的教会的发展与世间大事的演进，也描绘了基督与撒但之间的善与恶的

斗争结束后的新天新地的美好景象，并且通过这些预言，深刻地表现与启示了

基督的工作与品德。启示录的开篇就鼓励我们读这卷书，并且遵守其中所记载

的。这“遵守”二字，实际上点明了正确读经的一大原则，估且称之为“遵守派”

读经法。这种读经是“有福”的，会促进进一步的理解，并带来永生的福气。 

 

17. 耶稣还说过什么类似的话耶稣还说过什么类似的话耶稣还说过什么类似的话耶稣还说过什么类似的话，，，，表明了正确的读经方式表明了正确的读经方式表明了正确的读经方式表明了正确的读经方式？？？？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

己说的。” (约七 17) 



 

 

(注：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并且有判断能力，知道

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讲的人自己。) 

这段话在今天我们读圣经时依然有效。我们遵命而行，就能明白圣经的教

训，也会培养起判别力。“行道”是进一步“知道”的基础。 

 

18. 只研究圣经而不遵行会怎么样只研究圣经而不遵行会怎么样只研究圣经而不遵行会怎么样只研究圣经而不遵行会怎么样？？？？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象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雅一 22-24) 

(注：如果不行道，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因道而获得的新的面貌与身分。) 

传道也是行道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吩咐凡跟从他的人，都要广传天国的福

音。 

 

19. 人凭着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吗人凭着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吗人凭着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吗人凭着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吗？？？？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

恶，我倒去做。” (罗七 18-19) 

 

20. 人光凭着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吗人光凭着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吗人光凭着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吗人光凭着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吗？？？？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因

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林前二 14) 

(注：老子曾写过，“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

足以为道。”上帝本是智慧的源泉，但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的道，反倒会以为愚拙，

正如老子所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没有圣灵的帮助，人无法见道，明道，更无法行道与传道。人生需要学习

的最卑微的教训是，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成就的一切善识与善行，均离

不开基督—上帝之道。“因为离了我（道），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十五



 

 

5） 

 

21. 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我们能力与智慧的来源何在呢我们能力与智慧的来源何在呢我们能力与智慧的来源何在呢我们能力与智慧的来源何在呢？？？？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

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约十六 13) 

行文至此，本书作为导入课程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圣经是我们的教材，圣

灵是我们的导师。人生所需要的一切智慧与能力，都藏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我

们所需要的，是谦恭地来到上帝面前，求真理的圣灵引导，一步一步地进入一

切的真理之中，并忠实地行在真理的亮光之中。 

读经容易解经难，熟读不解布疑团； 

能解不行空费力，纵得正解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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