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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处处境境境境探探探探讨讨讨讨    

    

 

跨科际综合研究法跨科际综合研究法跨科际综合研究法跨科际综合研究法的的的的宗教比较宗教比较宗教比较宗教比较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诺亚方舟史实诺亚方舟史实诺亚方舟史实诺亚方舟史实、、、、异教故事及异教故事及异教故事及异教故事及““““送子观音送子观音送子观音送子观音””””个案探讨个案探讨个案探讨个案探讨    

    

张军玉张军玉张军玉张军玉、、、、温以诺温以诺温以诺温以诺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以“温氏治学五要”跨科际综合研究法为方法论，以旧约圣经神学、新

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温氏中色神学、三一神观、关系神学、恩情神学、宣教宗教

比较学、宣教释经学为神学基础。更具体的处理法：先以宗教比较学的角度来解读旧

约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圣经史实，后与异教典藏中类似洪水事件；再以跨科际综合研

究法，来建构合乎圣经真理的神学推论。期盼在适切的处境中，处理宗教差异之处—

—“送子观音”的个案。 

 

一一一一．．．．方法论与关键词汇方法论与关键词汇方法论与关键词汇方法论与关键词汇    
 

温氏治学五要温氏治学五要温氏治学五要温氏治学五要： 由温以诺倡导的跨科际综合研究法，按优先次序排列，共五有个步

骤：圣、神、理、境、用（“STARS”）
1
 

 

宣教释经学宣教释经学宣教释经学宣教释经学：以“宣教”为释经焦点；超越多元文化、以全球教会、全球性视域的

释经；超越后现代、以接受多元性、拒绝相对主义的释经。 圣经是上帝宣教的产

物，圣经正典是一种必然的宣教现象；圣经的权威决定，圣经是对宣教的陈述与命

令；宣教是身负使命的上帝刻意创造、预备身负使命的人类，特别拣选身负使命的 

以色列，差遣圣子-身负使命的耶稣道成肉身，藉着祂的救赎，呼召身负使命的教会， 

委身参与上帝救赎全受造界的计划。宣教释经学，并不是以宣教来主导圣经释

经， 而是以圣经为主导来评判宣教。民族釋經學便是宣教释经学的分支 
2
 

                            
1  温以诺, 「差传研究的价值与重要 ─对华人教会的启迪」,  《往普天下去》2014.1-3 月号.@ 

http://www.hkacm.org.hk/News/2689/p1-4.pdf(retrieved Dec. 1, 2017) 
2 Christopher J. H. Wright, 宣教中的上帝, 译李望远, 初版, Shen xue cong shu (台湾:校园书房, 2011), 13–

64.  并参：温以诺，「民族释经学：于历世历代所有基督徒之必要性及困难」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
刊》第42期，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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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情神学恩情神学恩情神学恩情神学:::: 是系统性地探察、研究「恩情」的本质、现象及处境的系统性神学反

思。具体地以神向人显出的纵向恩情关系 (gracious/unmerited relationship) 为轴为首，

及后横向的受授过程，包括受恩者，把所领受 (纵向上而下)的恩情，横向传授/传

递，此种「受、授」模式，延续扩张。故此「恩情神学」又可简化为「系统地对神、

人、天使间先纵后横、既纵又横互动的现象及网如，所作神学构思」。其特色是「先纵

后横、既纵又横」、错综复杂、又贯连三界「即：神、人、天使」的关系网絡。
3
 

关系论关系论关系论关系论    ：关系是指具位格间的互动连系。三一神在同一本体中三位格之间的相互独

立且彼此合一的奇妙的互动关系，并非因我们的认识而发生，而如三一神一样是先

存的。三一神关系是地上家庭关系的本源，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圣父

为首及统治、受圣子遵从；圣子顺服及遵从圣父以至于死，为要救赎罪人，道成肉

身而尊荣，做长子成为初熟的果子，做神儿女所效法、信靠的典范；圣灵由父和子

而出，信徒藉着水由圣灵而重生，是与圣徒同在的保惠师，使圣徒明白圣经、信靠

因基督而明显的三一神。
4
 

关系性神学研究法关系性神学研究法关系性神学研究法关系性神学研究法 (relational theologizing): 「神学探究」(theologizing) 是系统性地探

察研究有关神、神的话语(Word)、神的作为(works) 的努力。「神学」(theology)是上

述研究的成果。「关系性神学研究法」是采用关系性思维方式，系统地进行神学研究

（即由三位一体的关系性特质和「关系实在论模式」导出），并且「关系神学」

(relational theology) 是「关系性神学研究法」成果的神学理解。
5
 

 

宗教比较学宗教比较学宗教比较学宗教比较学：比较宗教学的内容，便是将各宗教的教主、教理、教仪、教史，做比较

的研究和客观的介绍。它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举出各个不同的专题做综合性的研讨；

二是将各宗教单独的分章介绍。
6
 

 

二．宗教比较学角度解读诺亚方舟圣经史实和异教故事宗教比较学角度解读诺亚方舟圣经史实和异教故事宗教比较学角度解读诺亚方舟圣经史实和异教故事宗教比较学角度解读诺亚方舟圣经史实和异教故事    

    

（一）诺亚方舟圣经史实 

 

                            
3 温以诺, 《恩情神学：跨科际研究与应用》, 天道 徒.书馆-电子书, 2016. 
4 温以诺 著 《”关系实在论”简介》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一期 

温以诺 著 《破旧与立新—中色基督教神学初探》 第 224 页 
吕沛渊 著 《基要真理 I》 海外校园杂志 2000 年 第 5 章 认识三一神：关系的本源 

5 温以诺, 《恩情神学：跨科际研究与应用》, 天道 徒.书馆-电子书, 2016:8. 
6 释圣严, 比较宗教学 (台湾: 中华书局, 2015), http://ddc.shengyen.org/mobile/toc/01/01-04/index.php.第一章原始

宗教 第一节 绪言 此处只是借用圣严的定义，本文则是以基督教宣教宗教比较学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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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洪水与方舟事件，记录在创世记第 6 章至 9 章，是摩西五经所记事件中篇 

幅最长的。在旧约、新约中，也曾多次提及(创 10:1,32;11:10; 诗 29:10; 赛 54： 9；但 9

：26,11:太  24：38,39; 路 17：27；彼后 2：5)；这些经文提及挪亚洪水时， 都是将洪水

视之为一历史性事件，就象历史的分水岭一样，代表这一个时代的过去， 日期满足，

审判临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7
 

依据创世记的记述，神使洪水毁灭世界的原因是罪恶滔天。创世记 6 章 5：耶和华

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后悔造人，要以洪水除灭这

罪恶滔天的世代。然后，以神所拣选的挪亚一家人再次使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因为“惟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创 6:5-6)” 神给挪亚 120 年日子来制造方舟，给那罪恶的时代传讲

洪水来到审判毁灭世代的信息，使人悔改归向神，最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因信神的

信实得进方舟得救。地上的动物及飞鸟，只有被拣选带到方舟的才逃过灭顶之灾，成为

神为这世界所存留的余种；这些动物和飞鸟，都是成双成对、一公一母的得以存留。洪

水在地上，维持一年的时间，神才使水逐渐的退去，大地干了、稳定之后，挪亚一家才

再次在地上居住。挪亚率领其家人向耶和华神献祭，感谢神如此宏恩，神就以彩虹为

记，应许世人，不在以洪水来毁灭整个世界。
8
 

在洪水与方舟事件的记述过程中，从罪恶滔天惹神震怒的起因经洪水泛滥的审

判，历方舟救赎的宏大恩典到重返地面献祭得神的应许与祝福。自始至终，耶和

华坐着为王，审判罪恶、命造方舟、洪水泛滥、毁灭世代、使水退去、祝福平安

都是神的作为，挪亚及其家人所做的就是顺服听从，与神同行，就蒙受从神的恩

福。在经文中有着显得的叙事结构，这或许是作者精心的安排；如此行文，不仅

使记事内容格局有致，也波谷浪尖的律动美，更重要是让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的

互动。全权之神，公义圣洁之神，必要惩罚罪恶，慈爱怜悯之主，也必怜恤救赎

选民。 

                            
7 Walter A. Elwell,  李秀芳和陈惠荣,  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初版 (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 1277。 

8   同上, 1278. 



 

 

4 

A  神后悔造人，心中忧伤(地满了强暴) 

B 神第 1 次说话：毁灭 

C 神第 2 次说话：进方舟 

D 洪水开始泛滥 

E 洪水浩大 

F 上帝记念挪亚 

E’洪水退落 

D’洪水都干水 

C’神第 3 次说话：出方舟 

B’神第 4 次说话：不再毁灭 

A’神赐福立约 

六：11～12 

六：13～22 

七 ：1～5 

七 ：6～16 

七：17～24 

八：1a 

八 ：1b~5 
八 ：6～14 

八：15～19 
八：20～22 
九：1～17 

 

图一 — 洪水、方舟事件中的交叉平行结构如下：
9 
 

 

 

 

 

 

 

 

 

 

 

 

 

    【摘自 B.W. Anderson 的专文”From Analysis to Synthes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1-11”】 

 

（二）洪水与方舟事件的历史来源 

 

持保守态度，承继教会历史传统的基督徒，不会考虑圣经经文的来源问题，只

是简单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是透过不同的作者写成的。 

 

底本说（或称来源批判）的学者们，并不如此，他们依据底本假说，按年编排

的顺序为J、E、D 、P。底本说学者认为，创世记中洪水与方舟事件(第 6～9 章)是底

本理论的绝佳范例。这类学者提出，第一、经文中明显的前后不一致现象。如动物

数目创 6.19-20,7.9,15 是一公一母，而在 创 7.2-3 是七公七母。第二，对神的称呼有

两个【 1.耶和华[创 6.5]，2. 上帝[创 6.9] 】。第三，两种不同的洪水的结语 1. 挪亚献

祭，神闻到香味，撤回咒诅； 2. 神祝福挪亚并与挪亚立约。第四， 两种不同的叙

述风格和表达模式 1. 神极其人性化[后悔 忧伤... ] 2. 神全能而超然独存，洪水泛滥

，耶和华坐着王。底本说学者根据以上的证据，得出一个结论： 原本有两个洪水故

事。 第一、作者有事件痕迹可循，约撰于主前十、九世纪 (雅巍派)  第二、第二个

洪水故事成文在主前 550-450 年(P典)，有人将两故事进行修编合一。
10
 

 

对此底本假说，似乎有理，但有些未免牵强附会；如此将经文支解地如鸡毛满

                            
9 Victor P. Hamilton,  摩西五经导论 :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译 胡加恩,  初版,  旧

约系列   
10
 同上,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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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只是为满足于将经文与放在底本说的框架中进行支解罢了。而他们所提出的问

题，更多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解经。例如：所谓的“一公一母”与“七公

七母”的前后不一致问题。从上下来看，创世记中每当提及活物时，都强调是成双成对

的一公一母，是生命繁衍的伦理；洁净的活物存留七公七母，是上帝主权的定夺 
11
。其

二，作为保守的信仰者，我们坚持五经完整性；基于口头传统原则，故事中的出现

变异性重复现象是正常的；来源批判对内容的分割，只是基于一个虚拟的假设。其

三，从经文的文法结构来看，整个故事如同一块布经精心剪裁而成作品； 而非批判学

者所说剪贴报。其四，学者们B.W.Anderson 和G.J. Wenham 对经文研究表明：洪水方

舟事件是一段穿织成前后一贯、兼容并蓄的整体性作品；Anderson绘制洪水、方舟

事件内容的交叉平行结构图[图一]，此图未排除原始独立故事的存在， 但非常自然而

顺理成章地显示洪水与方舟事件的同一资料来源。
12
 

 

 

（三）其它文明中类似洪水与方舟事件的记录 

 

地球上有超过 150 种民族流传洪水的故事 
13
。在人类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中， 

 

没有比古代洪水灭世或洪水毁灭大片地土之故事更流传广远的另外一主题。东方

的文明古国，印度、古巴比伦、中国，西方的希腊，美洲的马雅文明，南太平洋

的岛国和其他的地方，都有类似或相关的故事，在各自的创世神话体系，其中都

有相似的地方。古代巴比伦的说法与创世记中的洪水与方舟事件极奇相近，巴比

伦人的历史和文化与发源于聚居在下米所波大米的苏默尔人，其创世神话也源于

此地，吉加墨史诗中所记述的乌他拿士比的故事，就象是巴比伦的挪亚洪水故事

一样。
14
 

比较创世记与米所波大米中的洪水与方舟事件，两个故事竞是如此的类同。两

故事都指出洪水是神指令而发，并向故事的英雄先行启示。 英雄同是得神指示建

造一只巨船，里外涂上松香；船上人数少动物多，在船上的都不会被毁灭。都指出

洪水的始因、经历日期长短、船只着陆地点和放出雀鸟。英雄均在洪水后献祭，得

蒙神的赐福，并应许不在以洪水毁灭世界。尽管如此的相似，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同

                            
11 邝炳钊, 创世记 卷壹, 初版, 天道圣经注释 (香港: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1997), 519. 

     “每样两个”，再指出这“两个”要“一公一母” 
12 Victor P. Hamilton, 摩西五经导论, 65～67. 
13
邝炳钊,  创世记 卷壹, 562. 赞成洪水是全球性的理由之第六。 

14 Walter A. Elwell, 李秀芳和陈惠荣,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1278.  参考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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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并且是不同多于相同。首要的是，多神与一神的分别，圣经是宣告独一真神

的。其二，洪水的始因不同，挪亚洪水是因为世人罪孽深重、罪恶滔天；吉加墨水史

诗， 没有说明理由；亚塔哈士史诗则说因人太吵使神无法入睡。此外，两个故事之

间，还有一些次要的细节的差异：宽限期不同，耶和华神给人 120 年的缓刑期，恩

理勒帽没有宽限期。船的设计尺寸不一样，登船的人不一样，洪水的时间不等，停船

着陆点不同，放出鸟类相异，故事中英雄所受的赐福有别。等等。似乎这是同一故事

的两个版本，米所波大米的多神版本，希伯来文的一神版本。创世记指出亚伯拉罕是

来自米所波大米，两个史诗的同源性是可以接受的。圣经作者并非是不依据任何资料

的写作，而是在神之掌管和引导下对原始材料进行取舍修正，最终有上帝来保障记载

的准确程度。
15
 

图二 — 不同宗教圣典记载的比较 

                                            记载记载记载记载    

情节情节情节情节    

吉加墨史诗吉加墨史诗吉加墨史诗吉加墨史诗    
    

亚塔哈士史诗亚塔哈士史诗亚塔哈士史诗亚塔哈士史诗    挪亚洪水方舟挪亚洪水方舟挪亚洪水方舟挪亚洪水方舟    与异教文化比较与异教文化比较与异教文化比较与异教文化比较    
    

一． 

洪水起因 

无理由，恩理勒
神将兴起洪水灭
世人 

人太吵，恩理勒
神失眠，所以降
灾 

人的罪恶 神的罪 

/ 人的罪 

二． 
获救原因 

依亚(Ea)神告知 

乌他拿士比洪水

灭世信息， 

恩奇神相告灾因 神看挪亚为义人 神之间的相争 

/ 真神之爱 

三． 

拯救工具 

授意造船。 亚塔哈士在神指 

引中造船， 

神让挪亚造方舟， 

存留物种。[一切在

神] 

建议/指引 

/ 神详细设计 

四． 

结局、 

主旨、 

训诲 

洪 水 退 ， 恩 理 斯
恩，乌 他 拿 士 比
及 其 妻子不死，
为要统治人类。 
并无训诲意义。 

洪 水 消 退 ， 无 人
献祭众神挨饿。造
出不孕女人，女祭
司族群。 
无训诲意义 

除了挪亚一家八 

口，及进入方舟的

生物，地上凡有血

气的尽都灭绝。 

无实际意义 / 诅 

咒不孕女人 

/ 赐福与立约, 不

再洪水灭世 

五． 

故事背景 

乌録王吉加墨朋 

友 恩 奇 度 被 女

神 伊 施 她 尔 所

杀，寻求永生未

果。 

人是神劳工苦役; 

恩理勒三次要灭

世。 

神的儿子随意娶 

人的女儿为妻子， 

地上满了强暴，终

日思想尽都是恶。 

 
 
N/A 

在墨西哥流传的洪水故事里，干觉斯和其妻儿老小带着动物和谷物乘船逃避一

声大水灾；水退之时，先放秃鹰无回，最后放蜂鸟带来一枝青叶，显示全船可以安

全着陆。夏威夷的神话，人类变得非常败坏，只有鲁如一个义人，他建造一庞大并 

有房舍的独木舟，满载食物，储备各样种子，又带动物、植物，和家人上船，在洪

水灭世之时，唯有独木舟的人与物得以幸存；一伟大神明与彩虹为记，作宽恕的标

                            
15
同上, 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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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印度教的传说中，义人马努为新人类始祖，有大鱼警告马努，将有大水灭地， 

他受命造船，船上储藏各样种子，并要把 7 位圣洁之人带到船上，后大洪水来，大鱼

把船只托到喜马拉雅山顶，马努获准重新繁衍人类。当然，还有中国的女娲造人与女

娲补天的故事，洪水满天，非人力所能挽回天势，最后，有女神女娲补天成功， 救了

人类。
16
 

这些圣经以外的传统故事，尝试解释洪水之灾，甚或那次全球性的挪亚洪水。

这些神话几乎遍布所有的民族之中，虽然这些传统在历代流传中，时有穿凿附会的

怪诞色彩，但它们总是有一些共同点与创世记的洪水与方舟事件相印证：（1）人

类及它生物被水毁灭；（2）有船只或方舟等工具成为选民的逃生工具；（3）选民

得以保存，人类更次在地球上繁衍；（4）人的罪恶是引致洪水的原因。
17
 

 

这些洪水神话的普遍性，当如何解释存在的缘由呢？如果以各个地区普遍存

在洪水灾害为由，实则无法解释世界各地洪水故事和创世记洪水与方舟事件之间

普遍相似性。 

 

 

（四）跨科性综合研究法建构的宗教比较学神学模型 

 

这个问题解决需要运动跨科际综合研究法，综合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地理

学、历史学、宣教学、宗教比较学、综合归纳分析法等来系统的处理这个问题。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可以简单相信，圣经才是唯一独一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与

其他宗教人士共处对话时，这种宣告无疑是拒绝对话的结语。运用以基督教宣教宗

教比较学的进路，因着共同的事实—全球性的洪水事件，建构宗教比较的神学模型、

搭建探讨共同话题的平台。 

 

我们相信创世记中的洪水事件是全球性，挪亚是洪水与方舟事件之后人类的

始祖，全世界的人类都是挪亚的后裔，闪、含、雅弗的子孙；这样，各国家民族

的人，都是从方舟着陆之地逐渐迁移、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在

地理的漂移中，人类共同的记忆——创世文明、洪水与方舟事件，通过口传相授世

代相传，在这样的传播之中，出现不同的偏差，形成各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洪水传

                            
16 同上, 1280 
17
 同上,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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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圣经的记录因着神的保守引领、圣灵的默示得以保存，与创世史实相合。其它

各族，因着对上帝信仰的遗失或断层，又因着环境与文化变迁缘故，对失落的信仰

添加上各自独特故事还原的色彩，于是演绎不同宗教、民族、区域的创世史诗和洪

水故事。根据以上所说，构建一个模型，来表明创世史实与不同宗教、不同思想的

创世史诗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依据图宗教比较模型，可以搭建洪水方舟事件的对话平台，也可以共建创世造

人的起源性问题探讨。进而可以推演出一个宣教宗教比较学神学模型。如下面图

三： 

图三  — 宣教宗教比较学神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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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耶和华神三一真神，是万神之上独一的真神，万王之上万有的君王。 

 

2.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启示旧约新约 66 卷圣经是圣灵默示的真理之书。是唯一的

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3. 人有天然的宗教性，总要解决自身、起源、终末的问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无论个人承认与否。 

4.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哲学思想、民间宗教等等，都是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

寻找某种理由搁置这些问题。 

5. 宗教有其共同性，也有其差异性；共同性是对话的机会，差异性独特的个性。基

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是要预备传福音机会，寻找主耶稣所预备得救之人。 

 

下面，就以基督教宣教宗教比较学的角度，来解读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宣教方式 

 

 

三．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宗教比较手法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宗教比较手法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宗教比较手法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宗教比较手法    

    

保罗是基督的宣教士，在雅典看见满城都偶像，心里着急，就要向他们传

福音，有犹太人和信犹太教的虔敬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以及

有着希腊、罗马神话文化背景的雅典人及客人。这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处境，也是

一个多元宗教比较的处境（徒 17：16-20）。当保罗被带到亚略巴谷时，并不是直

接向满城偶像信众护教宣战，而是称许他们“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徒 17：22)”这是宗教比较学的手法，接着说他们敬拜的“‘未识之神’，你们

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 17：23)” 这是建立共同点搭建对话平

台。接着，保罗就介绍创天造地、也创造人类三一真神给雅典人，说：“创造宇

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甚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

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

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 17:24-28）同时，保罗引用雅典人的诗词“有

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建造更多的共同点成为转化信仰的铺垫。并且

介绍道成肉身并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给雅典人，完成基督教宣教宗教比较学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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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果如何呢？结果有三种，其一：“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徒 17:21）；其

二：有讥诮他的（徒 17:32） 其三：“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

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17:34）” 

 

 

四．四．四．四．送子观音故事与宗教比较学角度的福音送子观音故事与宗教比较学角度的福音送子观音故事与宗教比较学角度的福音送子观音故事与宗教比较学角度的福音性性性性查经查经查经查经    
 

在华人的文化中，女人不生育是很大遗憾，甚至是羞辱。所以，那些在婚姻

中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生养儿女。有求医问药，从祖传

秘方，到民间秘术；有求神拜佛，从玉皇王母，到佛祖菩萨。近日有一传福音对象， 

五十岁中年女性，自言是信佛而未入佛门，只是信观音，详问得知，原来婚后无嗣， 

就去庙里求观音菩萨，然后就有了儿子，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其信观音，是因观音使

她诸事顺利。这种类似的情形在华人社会中，非常普遍，是典型的功利性的民间 

宗教。对此传福音的个案，本人以跨科际综合研究法，设计方案如下： 

 

1. 依据温氏关系神学、恩情神学，采用建立信任关系、分享恩情的福音预工。 

 

2. 分享自家祷告得女儿的经历，寻求生命历程的共同点；在生活饮食方面，找

到其擅长面点的特长，本人喜欢面食，多向其求教。搭建长期稳定友情对话

的平台。 

3. 设计福音性查经内容：（查经次数有一定的弹性，可多可少，视与福音对象

互动果效而变动，每次查经内容都与生命主权有关，最终指向耶稣基督。） 

1）A   上帝创造万物，并以上帝的形像造男造女。（创 1-2章）  

     B 人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路3:21-38） 

 

3)   A 撒拉生以撒的故事（创 18:1-15；创 21:1-8） 

 

B 利百加怀孕生以扫、雅各(创 25:20-28)  

C 哈拿生撒母耳的故事（撒上 1:1-28） 

D 撒迦利亚和伊利莎白生施洗的约翰（路 1:5-25，57-80） 

 

4）马利亚因圣灵感孕生耶稣（路 1:26-45；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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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睚鲁女儿的复活（马可福音 5:20-24、35-43） 

 

B 拿因城寡妇儿子的复活（路加福音 7:11-17） 

 

C 撒拉路复活 (约翰福音 11:1-45) 

 

6） 耶稣受难（约翰福音 18-19 章） 

 

7） 耶稣复活（约翰福音 20：1-31）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本文尝试以“温氏治学五要” ， 进行跨科际综合研究，其范围包括下列多项

科目：旧约圣经神学、新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温氏中色神学、三一神观、关系神

学、恩情神学、宣教宗教比较学、宣教释经学等。目的是具体地用以宗教比较学的角

度，来解读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圣经史实，然后与异教圣典中类似洪水事件的记

载；最后建构合乎圣经真理的神学了解。期盼在适切的地处理宗教差异之处，最后以

“送子观音”个案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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