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處處處境境境境探探探探討討討討 

本色化的研經探討本色化的研經探討本色化的研經探討本色化的研經探討 

王敬之王敬之王敬之王敬之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聖經都是值得認真研讀的一部書。成為基督徒之

後，更是有必要每天通過聖經學習與默想上帝的話，從中領會上帝的旨意，運

用在自己每日的生活之中。然而，如何理解與解釋聖經，成了許多人的問題，

就是一些多年的老信徒，也常會感到吃力。福音的本色化所必然要遇到的一個

問題，是聖經研究方法上的本色化傾向。 

基督教各教派的神學院，大多開設有釋經學之類的科目。但所涉及的方

式，其實，多受西方思維的影響，長於分解、專注個體，而在相當程度上，缺

乏整體系統化的框架與方式。一般學院所開設的釋經學課程或解經的方法，大

多重字義分析、句式結構、修辭手法到文章體裁等，非常專業化，使一般讀者

望而卻步。這種做法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懂原文就無法解釋聖經，解釋聖經

成了專業人士才能從事的工作。 

其實，聖經本來就是以大眾語言而寫，也是為大眾讀者而寫。一般讀者固

然不能領略聖經原文的殊勝之處，但不少聖經的翻譯都較好地傳達了原文的語

意，使聖經學習者在不借助原文或其他工具書的情況下，也能大體明白聖經中

最為重要的資訊。 

華人的思維慣於整體性與實用性的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其實對聖經研究頗

有好處，可加以利用。本文試圖在這方面，以實際的查經課方式，來探討這一

問題。 

1. 閱讀任何一本書都需要明白要讀的是什麼樣的書閱讀任何一本書都需要明白要讀的是什麼樣的書閱讀任何一本書都需要明白要讀的是什麼樣的書閱讀任何一本書都需要明白要讀的是什麼樣的書。。。。請問聖經是一本怎麼樣的請問聖經是一本怎麼樣的請問聖經是一本怎麼樣的請問聖經是一本怎麼樣的

書書書書？？？？它與一般的歷史文獻有什麼不同它與一般的歷史文獻有什麼不同它與一般的歷史文獻有什麼不同它與一般的歷史文獻有什麼不同？？？？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三 16-17) 

(注：這一段經文表明了三個明顯的意思：第一，聖經是上帝所默示的，雖然是藉著人手

所寫，卻是上帝的啟示。第二，聖經的目的是為了叫人行善；第三是，預備人行善的途

徑。) 

誠如這段經文所說，聖經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啟示的作品。這一確認表明

了聖經與一般的歷史性文獻的不同之處。一般來說，歷史性文獻通常是某一時

代性的產物，除了受文獻作者的局限之外，通常還受到一定的歷史時代與背景

的局限。但上帝的啟示卻具有無限的超越性。上帝給人的啟示雖然也在人類歷

史長河中發生，但所啟示的內容與原則，卻並不受歷史背景、或時代地域的限

制。 

上帝雖然從起初看到末後的事，“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

亙古到永遠，”（詩九十 1）上帝就知道他所要啟示的內容。然而，啟示的上帝

並不是將他的全部啟示一次性地賜給人類，而是在歷史的演進之中，照著他那

不可測透的美意，在最能感動人心之適宜的時代，適宜的地方，逐漸地賜下啟

示，“這裏一點，那裏一點。”特定的歷史時期、地域、人物或事件，並不是上

帝的啟示的根本與來源，但它們卻為上帝的啟示提供了施教的契機、可供教導

的實例、教導的模式與所要啟示的側重點。 

上帝的啟示既然不是時代或地域的產物，歷史背景也不能決定所要啟示的

原則與內容，因此，研究上帝藉以施教的歷史時期、事件與人物、文化習俗、

語言特色或其他相關背景，就並非頭等重要的事情。雖然這些實用知識對於活

現聖經中的人物、事件會有一定的幫助，但它們不是研讀聖經的重點。研讀聖

經的重點應放在上帝藉助這些歷史性人物與事件所要表達的真理性原則，而不

必在歷史背景、語言與文化習俗等方面花過多的工夫。 

這樣的認識或許能卸下一些人對聖經研究的某些心理負擔，因為他們或許

認為若不具備相應的歷史背景方面的知識，就讀不懂聖經。舉一個聖經以外的

例子，或許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孟子講“人心四端”，說人有惻隱之心、羞惡

之心、 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人心四端”是一個普遍性原則。若讀者著眼于



 

 

研究孟子的時代背景，生活經歷等，寄希望從中找出“人心四端”的歷史根源，

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同樣可以牛頓與萬有引力定律來打比方。萬有引力定律

雖為牛頓所發現，但研究牛頓的個人背景，對瞭解萬有引力定律本身並無多大

關係。 

研究聖經也是一樣，不能一味專注於研究歷史背景，好像上帝所啟示的真

理性原則是從那些歷史背景中推導出來似的；而看不到上帝的啟示先於歷史，

上帝所啟示的原則，並不來源於歷史，歷史的背景只是為上帝發揮他的啟示提

供了具體例證與教導時機。 

 

2. 聖經雖然是上帝的啟示聖經雖然是上帝的啟示聖經雖然是上帝的啟示聖經雖然是上帝的啟示，，，，但寫作的內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框架之但寫作的內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框架之但寫作的內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框架之但寫作的內容是否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框架之

內內內內？？？？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它的使者去爭

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它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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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十二

7-9) 

(注：啟示錄揭示，天上出現了以米迦勒為代表的天使與以龍為領隊的天使之間的爭戰。這

天上的龍，就是地上迷惑普天下的魔鬼撒但，是伊甸園出現過的那引誘夏娃的古蛇。這段

經文揭示了整本聖經的一個大的屬靈爭戰的背景。換句話說，這場從天上打到地上的善惡

大鬥爭，就是整本聖經的寫作大背景。) 

天地的創造，是在善惡之爭的大背景之下展開的；而上帝重造新天新地，

也是在這個爭戰結束之時。繼之而來的，是永恆的時代。因此，我們在學習聖

經時，應時時記住這個大背景。一事、一人、一時代，或各有不同，但都發生

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抓住了這個主線，就能更好地理解聖經中各個事件的發

生與發展。忽略了這個大的脈路，就有可能在解釋聖經時，弄得天人相分，天

地相離，舊約歸舊約，新約歸新約，就有可能變得沒有方向與連貫性。 

善惡之爭提供了研究聖經的大的背景。其他具體的歷史時期與事件，可以

認為是這一爭戰的局部戰役。局部戰役的地點、人物與事件可能有所不同，但



 

 

不改變整體戰役中的主戰雙方的整體策略與格局。讀者在研習這些局部性歷史

演進時，當與善惡之爭的大背景聯起來考慮，方能讀出聖經借著局部歷史事件

所要啟示的資訊。 

 

3. 聖經的寫作主要是為當時代的人聖經的寫作主要是為當時代的人聖經的寫作主要是為當時代的人聖經的寫作主要是為當時代的人，，，，還是為了後來的世代還是為了後來的世代還是為了後來的世代還是為了後來的世代？？？？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

人。” (林前十 11)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就是

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麼時

候，並怎樣的時候。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

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彼前一 10-12) 

(注：上述兩段經文都表明，聖經的寫作主要不是為了當時代的人們，而是為了警戒後世代

的人。因此，讀聖經，特別是一些預言體的書卷，如讀但以理書，啟示錄時，不必過於著

力於尋找預言書在當時代的應驗，而弄巧成拙。上帝對先知但以理說，有些事是關乎“後

來許多的日子”，讓但以理去“安歇”。等到所預言的時代到來時，上帝自會帶領人明白

他借但以理所賜下啟示。同樣的道理，在約翰所寫的啟示錄中，有一些預言與當時代無

關，要等到千年之後，才會應驗。硬要在使徒約翰的時代去尋找應驗的事件，會顯得很生

硬。) 

 

4.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聖經的經文在過去聖經的經文在過去聖經的經文在過去聖經的經文在過去（（（（當時代當時代當時代當時代））））與現在與現在與現在與現在（（（（現時代現時代現時代現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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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

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賽四十六 10)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

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

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約壹一 1) 

(注：聖經經文的意思並無古今之別，不存在一段經文在古時是一個意思，在現今是另外一



 

 

個意思。上帝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過去與未來，都在上

帝的眼中，並無分別。從起初傳給亞當的生命之道，也同樣傳給耶穌的門徒，

又通過門徒傳給今天的我們。不過，經文的意思雖無古今之變化，但某些經文

在不同時代的寓意與應用，或有所不同。) 

這個道理並不難明白。比方說，不能認為在舊約時期有一個救贖計畫，在

新約時期有另外一個救贖計畫。但我們同時也會注意到，經文的意思雖並無古

今之別，但在具體的應用與寓意上卻仍可能有分別。 

 

5. 理解與解釋聖經最為忌諱的是什麼理解與解釋聖經最為忌諱的是什麼理解與解釋聖經最為忌諱的是什麼理解與解釋聖經最為忌諱的是什麼？？？？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預言從來

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彼後一 20-21) 

(注：從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三個關鍵點....) 

第一，聖經的總編是聖靈。正因為有同一位聖靈在啟發、引導與把關，所

以，聖經雖為眾多作者所寫，但內在卻有著完美的一致性與互補性。 

第二，聖經是用人的語言寫出，但說的是上帝的話，表達的是上帝的意

思。這個認識很重要，它表明聖經的寫作者們，個人的主觀意圖不

強，他們在寫作時重點要考慮的，是如何用自己的話，或當時所涉的

事，將上帝的意思清楚準確地表達出來。因此，解釋聖經的時候，聖

經寫作者的意圖，就不是我們急於要猜測揣摩的。而是要把重點放在

上帝藉著聖經作者們所寫的文字想要表達出來的意思。這也是上帝的

啟示與一般的歷史文獻之間的一大區別。我們讀一般的文獻時，刻意

想要明白的是文獻作者的意圖，但讀聖經時，寫作聖經的先知的意圖

並不是我們刻意要明白的重點。 

第三、解釋聖經的一大忌諱就是“私意解經”。所謂“私意解經”，就是憑著

讀者自己的意思來解說聖經。聖經既是上帝的話，因此也就應當讓聖

經作為聖經的解釋者。也就是我們常聽說的“以經解經”、或“按著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6. 聖經的核心是什麼聖經的核心是什麼聖經的核心是什麼聖經的核心是什麼？？？？讀經的首要目標是什麼讀經的首要目標是什麼讀經的首要目標是什麼讀經的首要目標是什麼？？？？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五

39) 

(注：基本上來說，聖經是來啟示基督的。在天上的爭戰中，基督是以米迦勒的形體出現

的，他的真實身分並未顯明。上帝要藉著天地之間發生的善惡之爭，來啟示他的聖子基督

的本來面目。舊約聖經的核心是基督，新約聖經的核心仍是基督。整本聖經都是關乎基督

的。) 

單從名字上來看，基督代表著彌賽亞的榮耀，而耶穌代表著道成肉身的降

卑。似乎可以粗略地認為，舊約聖經是從榮耀的基督到降卑的耶穌的時代，而

新約時代，是從卑微的耶穌到榮耀的基督的時代。基督第一次降世，顯出極大

的謙卑，但第二次降臨，將彰顯極大的榮耀。我們甚至可以說，整本聖經就是

從基督到耶穌，又從耶穌到基督的過程。 

既然耶穌基督是聖經的核心，那麼閱讀與理解聖經，就不可偏離這個核

心。倘若偏離這個核心，就不可能讀懂聖經。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受著聖經的

教育，但耶穌批評他們說，“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來的，你

們不信。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

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 38-40） 

外邦保羅在寫信給跟隨他傳道多年的年輕人提摩太時，說他“是從小明白聖

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 15）表現了不同

時猶太人的另外的一種境界。 

基督是上帝之道，讀聖經時需要有聖靈的光照，從而得以“頌經見道”、“頌

經入道（基督）”，因見道而感悟，因見道而獲得永生。所以，我們可以說，理

解聖經的一個大的原則，就是“基督中心原則”。 

“基督中心原則”也得到彼得的發揚，他寫道：“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

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

的時候，才是好的。”（彼後一 19）“先知更確的預言”就是聖經，而讀這些預言



 

 

的最終目標，是要讓“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即心中見道（基督）。 

用更為通俗的話來說，這個“基督中心原則”，就是聖經中的森林。我們讀

聖經時，既要見一卷一章的“樹木”，也要見整本聖經的核心的“森林”。要避免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同時也要避免“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讀經法。在理

解整體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部分；整體與部分相輔相成。離開具體的部

分，整體性地把握就會顯得空洞。相反，只專注於部分，而忽略了整體，就可

能偏離聖經的主旨。 

 

7. 聖經的寫作橫跨千年聖經的寫作橫跨千年聖經的寫作橫跨千年聖經的寫作橫跨千年，，，，有著什麼編輯原則是寫作聖經的先知們都在默默地遵有著什麼編輯原則是寫作聖經的先知們都在默默地遵有著什麼編輯原則是寫作聖經的先知們都在默默地遵有著什麼編輯原則是寫作聖經的先知們都在默默地遵

守的呢守的呢守的呢守的呢？？？？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誡命，

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太廿二 36-40) 

(注：這位律法師本來是想通過問問題來試探耶穌，耶穌不僅清楚地回答了上帝誡命的兩

大原則，同時也提出，這兩大原則正是舊約律法書與先知所寫的聖書所闡發的一切道理的

總綱。換句話說，愛上帝與愛人如己兩大原則，就是聖經作者寫作時默默遵守的寫作原

則。他們所寫的一切話，都是在闡明這兩大原則。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說，這兩大原則，

也就是我們在理解聖經經文時的兩大指導原則。當我們的理解與這兩大原則相抵觸時，就

應當回過頭來檢討，或許是我們的理解有誤。) 

 

8. 上述兩大原則原來出自何處上述兩大原則原來出自何處上述兩大原則原來出自何處上述兩大原則原來出自何處？？？？ 

出埃及記 20章 1至 17節；申命記 5章 6-21節。 

(注：愛上帝與愛人如己兩大原則，出自十條誡命，是對十條誡命的總結。而十誡律法不

僅是上帝親口宣佈，而且是上帝親手寫在石版上的。) 

 



 

 

9. 以上帝律法為先如寫作的總綱以上帝律法為先如寫作的總綱以上帝律法為先如寫作的總綱以上帝律法為先如寫作的總綱，，，，表明了解釋聖經時的什麼原則表明了解釋聖經時的什麼原則表明了解釋聖經時的什麼原則表明了解釋聖經時的什麼原則？？？？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得見晨光。” 

(賽八 20) 

(注：這段經文提出了一個標準，那就是上帝的律法與訓誨，是解釋聖經的標準。) 

綜合上面的經文，我們可以看到，十條誡命及其所體現的原則，正是解釋

聖經的一條極為重要的原則。一切的解釋，都應放在上帝十誡律法的光照之下

進行比對。如果我們的解釋，與十誡精神相符，這樣的解釋可能在正確的軌道

上。但如果所得到的解釋，與十誡律法相違背，那樣的解釋就不得見晨光，是

黑暗的，就應當放棄或加以調整。 

 

10. 耶穌還說了什麼話耶穌還說了什麼話耶穌還說了什麼話耶穌還說了什麼話，，，，進一步鞏固了賽進一步鞏固了賽進一步鞏固了賽進一步鞏固了賽 8：：：：20所說的標準所說的標準所說的標準所說的標準？？？？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

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

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

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我告訴你

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太五 17-20) 

(注：耶穌宣稱，若有人在解釋聖經時，主張廢掉上帝誡命中哪怕是最小的一條，又教人

這樣做，都會被天國視為是最小的。相反，對聖經的理解，幫助人遵行上帝的誡命，又教

訓人遵行，這樣的理解與行為才是對的。主耶穌的這段話，進一步確立了以上帝誡命為理

解、解釋與實踐聖經教訓的根本性原則。) 

 

11. 使徒保羅是如何強調這一原則的使徒保羅是如何強調這一原則的使徒保羅是如何強調這一原則的使徒保羅是如何強調這一原則的？？？？ 

“除了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上帝的靈，也沒有人知

道上帝的事。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上帝來的靈，叫我們能

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

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林前二 11-13) 

(注：使徒保羅通過打比方進一步說明一個重要的解釋聖經的原則，那就是要用“屬靈的



 

 

話”來解釋“屬靈的事”。就好比我所說的話的意思，只有我自己才能做出最好的解釋。

同樣，上帝的話，也只有通過上帝自己才能作出最好的解釋。這就是我們在前面所提過的

“以經解經”的原則。) 

 

12. 聖經中哪段話最能體現什麼是聖經中哪段話最能體現什麼是聖經中哪段話最能體現什麼是聖經中哪段話最能體現什麼是“屬靈的話屬靈的話屬靈的話屬靈的話”？？？？ 

出埃及記 20章 1至 17節；申命記 5章 6-21節。 

(注：答案還是上帝的十誡律法。聖經上說，“上帝是個靈”（約 4：24）。十誡律法是上

帝親口所說，親手所寫，中間並沒有人的參與，無疑是最典型的“屬靈的話”。聖經上的

其他話語，雖也是上帝的話，但卻是聖靈感動人，是受靈感的先知與使徒所寫。他們的

話，也得接受上帝自己的話（訓誨與法度）的檢驗。) 

回到林前 2：11-13中“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我們不難作出與上面一

致的結論，聖經上所記載的屬靈的事，都應當在上帝神聖的律法的光照下加以

解釋。 

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在閱讀聖經時，就可循著上帝的誡命來尋找生命的法

則，個人的職責與本分。閱讀聖經的第二個原則，就是要從中找出行事為人的

準則。 

 

13. 可否舉例來說明以上帝的律法為解經的一個重要原則的具體運用可否舉例來說明以上帝的律法為解經的一個重要原則的具體運用可否舉例來說明以上帝的律法為解經的一個重要原則的具體運用可否舉例來說明以上帝的律法為解經的一個重要原則的具體運用？？？？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

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西二 16-17) 

(注：如上所述，聖經的經文，均應與上帝的誡命一致。因此，我們的解釋也應與十誡一

致，而不應與之相衝突。根據這一原理，歌羅西書 2章 16節中的“安息日”不可能指第四

誡中的安息日。再仔細看經文，發現下一句有“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

督。”說明第 16節中的安息日也是後事的影兒，是指向基督的。而十誡中的第七日的安息

日，不是“後事”的影兒，而是對“前事”的紀念，是對前六天創造的紀念。而且，第七

日的安息日，也沒有什麼形體。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發現，這裏的安息日是指節期中

的安息日，這些安息日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後事的影兒，均以基督為形體。) 

耶穌更是指出，人不可因著自己的遺傳，而“廢了上帝的誡命。”（太十五

6）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十五 9） 

孔子有一段話大致可以說明凡事要依從聖律而行，不可有任何的偏廢。 



 

 

子路問孔子：“我可以不理會古代的規矩而照自己的意思做事嗎?”孔子答：

“不可以。從前東方蠻夷有一男子傾慕夏朝一女子，她有女兒，丈夫已死，便與

此蠻夷男子私下來往，表面雖說是終身不嫁，但實質卻已違反了貞節的意義；

蒼梧的弟弟娶了個美麗的妻子，欲與他的兄長交換，這雖是忠的表現，但是卻

違反了禮教。如今你希望放棄古代的規矩而照自己的意思做事，那你就是是非

不分！如不遵守古代傳下來的規矩，往後你便會後悔。” 

 

14. 可否總結一可否總結一可否總結一可否總結一下閱讀聖經的層次下閱讀聖經的層次下閱讀聖經的層次下閱讀聖經的層次？？？？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

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

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

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約六 53-56) 

(注：聖經中用了很多比喻來表示讀經的過程，如這裏所說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

血”，“擘餅”等。不僅表明聖經是需要閱讀的，更需要消化吸收。讀經的人要品讀經

文之時，需要明白聖經之辭句，並非簡單之“字句”，乃是道（基督）之肉、道之血。

一句話，聖經乃基督的文字身體。讀經者需經歷“化境”，既消化聖道又要為聖道所

化。既要入道，又為道所入。通過讀經進入一種“我在道中，道在我中”的化境，誠如

經文所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 

我們在此試著列出讀經的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字句言辭：初步地從言辭與字句上的閱讀與理解 

第二層次：篇章形意：認識篇章結構與文辭上所表達的意思 

第三層次：精意基督：穿越文表，觸及本體，從文字之道洞見上帝之道的

耶穌基督，能將聖經中的諸事與上帝的救贖計畫聯繫起來思想。見道入道，為

道融化，道化人生。 

 

15. 聖經各卷固然同聖經各卷固然同聖經各卷固然同聖經各卷固然同等重要等重要等重要等重要，，，，但在歷史進程方面但在歷史進程方面但在歷史進程方面但在歷史進程方面，，，，耶穌指示門徒重點耶穌指示門徒重點耶穌指示門徒重點耶穌指示門徒重點研究什麼

書？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



 

 

會意）。” (太廿四 15) 

(注：會意就是要弄清楚，搞明白的意思。) 

《創世記》交待了世界的由來，描述了罪惡與痛苦臨到人間的過程，同時

指出了人類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耶穌在臨別之前，指示門徒研究但以理書，

意義深遠。因為這本書的重點，不僅在於預言了從但以理時代起到基督複臨

止，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將要發生的重大事件，特別是關鍵的最後幾幕；

而且還在於與其他舊約聖經書卷相比，《但以理書》更為突出地啟示了彌賽亞

的工作進展與所要成就的救贖大功！對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而言，但以理書所

傳達的資訊與要賦予這些末世聖徒的使命，比任何其他舊約書卷都來得清晰與

迫切。耶穌對門徒所發出的，不是建議，而是一項命令。凡自命為基督徒的，

應該回應主的這一呼召，懇求聖靈説明讀懂《但以理書》。 

 

16. 還有哪一卷書是特別推薦給我們研讀的還有哪一卷書是特別推薦給我們研讀的還有哪一卷書是特別推薦給我們研讀的還有哪一卷書是特別推薦給我們研讀的? 

“念這書上預言（《啟示錄》）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

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啟一 3) 

(注：這節經文不僅表明了啟示錄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一個有效的讀經原則。) 

啟示錄一書以天地之間的善惡大鬥爭為框架，預言了從基督升天到基督複

臨之間的教會的發展與世間大事的演進，也描繪了基督與撒但之間的善與惡的

鬥爭結束後的新天新地的美好景象，並且通過這些預言，深刻地表現與啟示了

基督的工作與品德。啟示錄的開篇就鼓勵我們讀這卷書，並且遵守其中所記載

的。這“遵守”二字，實際上點明了正確讀經的一大原則，估且稱之為“遵守派”

讀經法。這種讀經是“有福”的，會促進進一步的理解，並帶來永生的福氣。 

 

17. 耶穌還說過什麼類似的話耶穌還說過什麼類似的話耶穌還說過什麼類似的話耶穌還說過什麼類似的話，，，，表明了正確的讀經方式表明了正確的讀經方式表明了正確的讀經方式表明了正確的讀經方式？？？？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上帝，或是我憑著自

己說的。” (約七 17) 



 

 

(注：耶穌說，“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並且有判斷能力，知道

是出於上帝，還是出於講的人自己。) 

這段話在今天我們讀聖經時依然有效。我們遵命而行，就能明白聖經的教

訓，也會培養起判別力。“行道”是進一步“知道”的基礎。 

 

18. 只研究聖經而不遵行會怎麼樣只研究聖經而不遵行會怎麼樣只研究聖經而不遵行會怎麼樣只研究聖經而不遵行會怎麼樣？？？？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雅一 22-24) 

(注：如果不行道，很快就會忘記自己的因道而獲得的新的面貌與身分。) 

傳道也是行道的一部分，因為耶穌吩咐凡跟從他的人，都要廣傳天國的福

音。 

 

19. 人憑著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嗎人憑著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嗎人憑著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嗎人憑著自己有遵守的能力嗎？？？？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倒去做。” (羅七 18-19) 

 

20. 人光憑著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嗎人光憑著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嗎人光憑著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嗎人光憑著自己能明白上帝的道嗎？？？？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知道。因

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林前二 14) 

(注：老子曾寫過，“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

足以為道。”上帝本是智慧的源泉，但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上帝的道，反倒會以為愚拙，

正如老子所說，“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沒有聖靈的幫助，人無法見道，明道，更無法行道與傳道。人生需要學習

的最卑微的教訓是，我們的本體不過是塵土，所成就的一切善識與善行，均離

不開基督—上帝之道。“因為離了我（道），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十五



 

 

5） 

 

21. 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我們能力與智慧的來源何在呢我們能力與智慧的來源何在呢我們能力與智慧的來源何在呢我們能力與智慧的來源何在呢？？？？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

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十六 13) 

行文至此，本書作為導入課程就到了結束的時候。聖經是我們的教材，聖

靈是我們的導師。人生所需要的一切智慧與能力，都藏在上帝的話語之中。我

們所需要的，是謙恭地來到上帝面前，求真理的聖靈引導，一步一步地進入一

切的真理之中，並忠實地行在真理的亮光之中。 

讀經容易解經難，熟讀不解布疑團； 

能解不行空費力，縱得正解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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