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说明 

3-4 书信 1. 林前十二 1-31 

5-6  2. 林后八 1-15 

7-8  3. 弗五 18-21 

9-10 叙事 4. 创廿二 

11-12  5. 创卅八 

13-14  6. 撒上一 

15-16  7. 尼二 

17-18 使徒行传 8. 哥尼流信主（十 1～十一 18） 

19-20  9. 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徒十一 19－30；十二 25－十三 1－3） 

21-22 福音书 10. 太廿六 6-13 马利亚香膏抹主 

23-24  11. 可十 17-31 富有的少年官 

25-26 比喻 12. 路十六 19-31 财主与拉撒路 

27-28  13. 太廿五 1-13 十童女的比喻 

29-30 律法 14. 除罪水条例（民十九） 

31-32  15. 逃城条例（民卅五 9-34；申十九 1-13） 

33-34 先知书 16. 约珥书任选一段 

35 诗篇 17. 五（个人性哀歌） 

36 

 

（
参
各
类
型
结
构
） 

18. 五一（悔罪诗） 

37 19. 七四（全国性哀歌） 

38 20. 一卅五（咏史诗） 

39 21. 一四七（全国性赞美诗） 

40 智慧文学 22. 箴三 5-8 

41  23. 箴廿六 4-5 

 

姓名：       



圣经导读上习作手册/说明 

 1

                                                

《圣经导读上》
1
习作手册说明 

 
这本作业手册是「实用释经学」课程中，配合《圣经导读上》课本提供学员运用所

学解经与释经的原则，分类研读相关经文。 
 
手册中「文意脉络」的表格是根据《旧约精览》、《新约精览》2与《大光圣经研究

图解》3，目的帮助密集班上课的学员在此基础上操练释经原则的应用，而非为讲解圣

经；只做所选读作业经文的全卷综览概念提示。 
 
而各卷书综览可参照《基础读经旧约手册》与《基础读经新约手册》

4
，学习巨细靡

遗的读经不跳页；对比于「灵修式的读经」，只从神话语的宝库中揭取自己所需要的，

而这宝库中仍有大部份的「保留区」尘封着，可想而知，我们对神的认识与经历也有所

局限了。综览式读经容许圣经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对圣经、对神自己有更整全的认识。 
 
而这样的读经操练可提升我们的思维，从圣经到所处的环境，学习综观全局、掌握

重点，穿越复杂的表象与修辞丛林，洞悉背后的思路结构，视各别事件与人物为不可分

割的整体，培养见树又见林的艺术宏观，处事不至迷失在枝微末节中，从问题导向转至

目标导向的眼光。 
 
综览读经并非草草略读，采「鸟瞰」或「飞行员」的眼光，兹说明如下： 

 

综览结构的研读方法说明5

 
一、「结构」之定义：是经文分段大纲背后的逻辑关系 

大纲式的写作是数字式（numerical）、静态式（static）的思维方式，vs. 结构分析 
在作者下笔前已有逻辑式（logical）与动力式（dynamic）的思维方式，成文的著

作是这种思维结构的具体呈现。 
 
结构式研经是要在平面的经文中探索其立体特性的结构，以掌握经文的全盘组织。 

 
二、「结构」研读之重点 
 

 
1戈登˙费依，《读经的艺术》，华神，1999，台北 
(加)菲(Fee)＆(美)斯图尔特(Stuart)，圣经导读(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原著：Douglas Stuart & Gordon D. Fee,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2003,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2 詹逊（Irving L. Jensen），《旧约精览》、《新约精览》，宣道 
3 艾温.．杰森，《大光圣经研究图解》，大光 
4 诸蔡筱枫，《基础读经旧约手册》与《基础读经新约手册》，汉明 
5 李保罗，《结构式研经与释经》，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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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怎么说（how） 说什么（what） 
经文结构 经文内容 
动向形式－－表达方式 主旨－－中心思想 

 
三、「结构」研经之方法－－综览：3 要点 

□. 熟悉全书内容 
□. 分段略读，着重各点之相互关系 
□. 注意全书的整体性 

 
四、步骤： 

1. 速读经文一两次，以感受经文的气氛获得一个整体的概念。 
2. 再细读经文两三次(或更多次)，留心内容的细节及其发展。可笔记要点备忘。 
3. 划出节码表。如果经文太长，可以先用几个字简述每节的要点。 
4. 初步把经文分段。(研究下去时可能会再作修订。) 
5. 找出经文中何人／何事／何时／何处／为何／如何／结果之类的观察性问题： 
留意篇幅比例／语气或气氛／经文文体／文法运用／经文背景／强调或省略之处。 

6. 用一个词或片语总括每个分段的主旨。 
7. 思想各分段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经文结构了)： 

a. 先列出各个可能的结构。不妨先把明显的或简单的列出来，然后再探索有没有

较隐藏或复杂的结构。 
b. 分别那些结构是次要结构(涉及部份经文)， 

那个结构是主要结构(涉及全部经文)。 
c. 那些次要结构怎样支持或丰富了那个主要结构？ 

8. 根据主要结构找出经文中心：试回答「作者怎样(结构)说甚么(中心)」这个问题。 
9. 试在这个结构及中心之下，找出经文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不一定每个结构都

有中心经节。) 
10. 根据主要结构，列出「待解答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上述的步骤可作成图表如下: 
4.分段 6.（分段主旨） （分段主旨） （分段主旨） （分段主旨） 

3.节码 1      5 6     10 11     15  
3.摘要     
 5.按经文内容留意各方面观察性问题；多留意文法 
7.结构 a. 找出不同的结构 

b. 分别次要／主要结构 
c. 分析各结构的内容细节 
d. 次要／主要结构的关系 

8.中心 在分析各可能结构及找到主要结构后再填写 
9.钥节 说明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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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书信习作 
1. 林前十二 1-31  
一、历史背景（圣经辞典、注释书导论或 study bible） 

A 认识哥林多城： 

 

B 哥林多教会状况： 

 

受

书

人 

C 写信背景与原因： 

 

A 写作时之情境： 

 著

书

人 B 动机与目的： 

 

二、文意脉络（合乎逻辑的自然分段）： 

哥林多前书综览图表 

 

三、整段思想，研读林前十二 1-31，问： 

 保罗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根据以下参考的分段／或另做自己的分段，写下各段摘要重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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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3        

4-6        

7-11  神给圣徒的恩赐  

12-20        

21-27        

28        

29-30        

31         
四、再问：保罗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试再做整理： 

Ａ｜1-3        

 Ｂ｜4-6        

  Ｃ｜7-11        

   Ｄ｜12-20        

   Ｄ｜21-27        

  Ｃ｜28  神在教会设立的恩赐    

 Ｂ｜29-30        

Ａ｜31         
五、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 
 
 
 
 
 

六、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不可能表达作者与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留意文化关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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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后八 1-15 
一、历史背景（圣经辞典、注释书导论或 study bible） 

A 认识哥林多城：（同前书） 

B 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 

 

 

 

 

 

受

书

人 

C 写信背景与原因： 

 

 

 

A 写作时之情境： 

 

 

 著

书

人 B 动机与目的： 

 

 

 

二、文意脉络（合乎逻辑的自然分段）： 

哥林多后书综览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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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段思想，研读林后八 1-15，问： 

 保罗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根据以下参考的分段／或另做自己的分段，写下各段摘要重点： 

标题： 1-8        

9        

10-12        

13-15         
四、再问：保罗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试再做整理： 

一、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1-9） 

1.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1-8） 

2.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9） 

二、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10-15） 

1.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10-12） 

2. 两 个 舍 己 为 人 的 榜 样 （13-15） 

五、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 
 
 
 
 
 
 

六、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不可能表达作者与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留意文化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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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弗五 18-21 
一、历史背景（圣经辞典、注释书导论或 study bible） 

 7

  以弗所书综览图表 

 

 

 

 

 

 

 

 

 

 

 

 

 

教义与生活实践之平衡 

一至三章：教会蓝图 

（一）教会是 

神在基督里的计划 

四至六章：在爱中彼此建立 

四 1 至六 9 分为五个段落,每段开始都是"所以"与"行事" 

A.四1- - 16 节：行事之重要，强调教会的合一 

B.四1- - 16 节：行事不要像外邦人 

A 认识以弗所城： 

 

B 以弗所教会状况： 

 

受

书

人 

C 写信背景与原因： 

 

A 写作时之情境： 

 著

书

人 B 动机与目的： 

 

二、文意脉络（合乎逻辑的自然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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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是 

神在基督里的工作 

（三）教会是 

神在基督里的奥秘 

C.五1- - 16 节：凭爱心行事 

D.五1- - 16 节：行事像光明之子 

E.五1  -六 9 节：行事如智慧人 

最后.六1 - - 16 节：论属灵的争战 

三、整段思想，保罗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  

研读弗五 18-21，参 KJV、ASV 等英译本，留意文法，问： 

命令语气的关键词是：要被圣灵充  满  （18），注意全书中圣灵的角色与工作 

其他三个分词是：          （19）， 

              （20）， 

              （21）； 

下文五 22 至六 9 列出三方面的人际关系：夫       妻（22-33）、

亲     子（六 1-4）和主仆    之间（5-9） 

四、留意接下来所连接的「属灵的争战」（六 10-20），再问：保罗怎么说（how）？经

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试再做整理，试订标题： 

 

 

 

 

 

五、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指出思考问题中解经与释经之部份 

思考问题：试由圣灵在全书的工作与角色来看五 18 的「要被圣灵充满」之意义 

「要被圣灵充满」之目的为何？今日信徒仍应追求「圣灵充满」吗？ 

比对今日教会对「要被圣灵充满」之教导与以弗所书之异同。 

 

 

六、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不可能表达作者与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留意文化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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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叙事作业： 
4.创廿二 
一、历史背景与文意脉络： 

亚伯拉罕生平 
  信心 启期 信心成熟期 信心高峰期

  

蒙
召
离
家
到
迦
南 

下
埃
及

卖
妻 

与
罗
得
分
手 

救
罗
得 

立
约

因
信
称
义 

生
以
实
玛
利 

行
割
礼 

应
许
生
以
撒 

为
所
多
玛
代
求 

灭
所
多
玛 

亚
比
米
勒

卖
妻 

以
撒
生 

献
以
撒 

葬
撒
拉 

为
以
撒
娶
妻 

  75     86 99     100    
创世记： 十二上 十二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上 十八下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五次立约： 一  二  三  四      五   

二、文学分析 

留意作者费心描绘的背景资料，若背景扮演重要角色，试分析背景对故事诠释的贡献。 
（1）实物背景常是掌握故事发展关键的环节： 
有哪些实物？ 有何象征功能？ 有何统一整体结构的功用？ 
 

 

 

  

（2）时空的定位有利于事件的掌握： 
 这事以后… 

（
一

故
事
场
景

 
（3）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仔细观察故事里所有相关细节或刻意省略之处，尽所能认识各角色，站在剧中人物的立

场去体验故事。 
（1） 关于外貌： 
 
（2）关于个性： 1.藉动作：表情、手

势、姿态、服装 
2.藉其他角色之评语、人物

对白、内心剖白 
3.作者直接陈述 

亚伯拉罕 

 

 

   

以撒 

 

 

   

（
二

角
色
描
写

 

耶和华/神的使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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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结
构
布
局

 

辨认故事中冲突事件的性质，分析其发展经过和最终化解之道： 

 

神试验：将独生子以撒献给祂 

→亚伯拉罕的回应：此日便行动 

→与仆人的对话→以撒的提问 

 

（
四

叙
事
手
法

 

反复、格式的重复、直接叙事、戏剧叙事、描写、诠释等： 

 

 

 

 

 

三、解经结论 

「底层」的信息（文学分析的结论）： 
 

 

「中层」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 
 

 

（
留
意
三
层
次
之
间
的
关
联

 

「上层」的信息（救赎计划）： 
 

 

四、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以解释叙事的原则做反省，不需逐项） 

□. 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 

□. 通常阐明别处所教导的一项或多项教义 

□. 记录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 

□. 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 

□. 大多数的人物并非完美 

□. 结局不一定说明所发生的事是好是坏 

□. 选择性的记录 

□. 叙事不是为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写的 

□. 叙事可用明确或含蓄的方式来教导 

□. 神是圣经全部叙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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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卅八：她玛与犹大 

一、历史背景与文意脉络： 

卅七与卅九约瑟 

年数：17（卅七 2）+13（30 岁四一 46）+7+2（四五 6） 

 

 

 

二、文学分析 

留意作者费心描绘的背景资料，若背景扮演重要角色，试分析背景对故事诠释的贡献。 
（1）实物背景常是掌握故事发展关键的环节： 
有哪些实物？ 有何象征功能？ 有何统一整体结构的功用？ 
犹大失印、带、杖 

 

 

  

（2）时空的定位有利于事件的掌握： 
子死、妻死，与友人去剪羊毛盛会 

（
一

故
事
场
景

 

（3）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卅八章 vs.卅四章与当地迦南人的互动＞＞种族的危机；为亡兄立后（申廿五 5-10）

仔细观察故事里所有相关细节或刻意省略之处，尽所能认识各角色，站在剧中人物的立

场去体验故事。 
（2） 关于外貌： 
 
（2）关于个性： 1.藉动作：表情、手

势、姿态、服装 
2.藉其他角色之评语、人物

对白、内心剖白 
3.作者直接陈述 

她玛 

 

 

 

 

妓女的衣服 

寡妇的衣服 

犹大：「她比我更有义」  

犹大 

 

 

 

 

   

（
二

角
色
描
写

 

儿子们 

 

 

 

  在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耶和华就叫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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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结
构
布
局

 

辨认故事中冲突事件的性质，分析其发展经过和最终化解之道： 

与亚杜兰人希拉（他朋友 v.12）＞＞妻＝书亚（迦南人）之女 

 珥＝犹大取名，「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俄南＝母取名，「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 

 示拉＝母取名，犹大在基悉，「恐怕示拉也死」 

then，犹大为珥娶妻＝她玛（迦南人？） 

「她比我更有义」vs.犹大 

子死、妻死，与友人去剪羊毛盛会－－亭拿（参孙遇非利士女子士十四 1） 

（
四

叙
事
手
法

 

反复、格式的重复、直接叙事、戏剧叙事、描写、诠释等： 

「题旨重复」（repetition of motifs）的技巧：乱伦生子（创十九 36） 

「后裔」的主题： 

腹内相争的双生子（廿五）；大的服事小的：法勒斯与谢拉 

后裔的危机＝亚伯拉罕（十二＋二十）、以撒（廿六）的不认妻 

雅各失约瑟时的「认一认」 

犹大的恶行：约瑟两次失衣//犹大失印、带、杖（她玛的妓女的衣服、寡妇的衣服）

戏剧性的反讽：丧子的雅各柔肠寸断 vs.丧二子的犹大－－冷漠！ 

被家人欺骗的雅各（卅七）被她玛欺 

三、解经结论 

「底层」的信息（文学分析的结论）： 
 

「中层」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 
犹大的角色与地位 

谢拉－红线（书七 1；代上二 3-7）＞＞法勒斯（家谱：得四 12，18-22；太） 

（
留
意
三
层
次
之
间
的
关
联

 
「上层」的信息（救赎计划）： 
蒙拣选 vs.被弃绝 

四、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以解释叙事的原则做反省，不需逐项） 

□. 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 

□. 通常阐明别处所教导的一项或多项教义 

□. 记录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 

□. 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 

□. 大多数的人物并非完美 

□. 结局不一定说明所发生的事是好是坏 

□. 选择性的记录 

□. 叙事不是为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写的 

□. 叙事可用明确或含蓄的方式来教导 

□. 神是圣经全部叙事的主角 

 

底拿 vs. 妻＝书亚（迦南人）之女 

vs.大卫之女她玛（撒下十三） 

蒙拣选 vs.被弃绝 

她玛 vs.利百加（廿四），儿媳的角色 

真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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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撒上一 
一、历史背景与文意脉络： 

撒上综览图表 

 

 

 

二、文学分析 

留意作者费心描绘的背景资料，若背景扮演重要角色，试分析背景对故事诠释的贡献。 
（1）实物背景常是掌握故事发展关键的环节： 
有哪些实物？ 有何象征功能？ 有何统一整体结构的功用？ 
 

 

 

  

7、 时空的定位有利于事件的掌握： 
 

 

（
一

故
事
场
景

 
（3）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仔细观察故事里所有相关细节或刻意省略之处，尽所能认识各角色，站在剧中人物的立

场去体验故事。 
（1）关于外貌： 
 
（2）关于个性： 1.藉动作：表情、手

势、姿态、服装 
2.藉其他角色之评语、人物

对白、内心剖白 
3.作者直接陈述 

哈拿 

 

 

   

以利加拿 

 

   

毘尼拿 

 

   

（
二

角
色
描
写

 

以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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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结
构
布
局

 

辨认故事中冲突事件的性质，分析其发展经过和最终化解之道： 

                   冲突最剧烈      冲突降低点 

(篦尼拿刺激)  高潮     (哈拿向神祈祷) 
 

 

 

    剧情 始    冲突产生               原始冲突解决   剧情结束 

               (v.6)                   (vv.19-20) 
背景  最初事件  导火线  复杂化   解决法           结果     结论 

(1-2)  (3-4)     (5)     (7-16)    (17-18)          (21-27)    (28) 

（
四

叙
事
手
法

 

反复、格式的重复、直接叙事、戏剧叙事、描写、诠释等： 

 

 

 

 

三、解经结论 

「底层」的信息（文学分析的结论）： 
 

 

「中层」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撒母耳的生平正值王国建立之关键期，他的出生

是由「祷告」所孕育，

这个国家呢？ 

撒上二与撒下廿三

的祷告呼应。 

（
留
意
三
层
次
之
间
的
关
联

 「上层」的信息（救赎计划）： 
 

 

四、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以解释叙事的原则做反省，不需逐项） 

□. 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 

□. 通常阐明别处所教导的一项或多项教义 

□. 记录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 

□. 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 

□. 大多数的人物并非完美 

□. 结局不一定说明所发生的事是好是坏 

□. 选择性的记录 

□. 叙事不是为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写的 

□. 叙事可用明确或含蓄的方式来教导 

□. 神是圣经全部叙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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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尼二 
一、历史背景与文意脉络： 

  
主题－重建 

前言：重建的诏书 拉一 1-11 
实现：重建的蓝图 拉二-尼七 
 回归名单 拉二 
 重建圣殿 拉三-六 
 重建圣民 拉七-十 
 重建圣城 尼一-七 4 
 回归名单 尼七 5-73 
庆祝：重建的完成 尼八-十二 
 圣民立约 尼八-十 
 圣城人口 尼十一 
 圣殿敬拜 尼十二 
后记：重建的警惕 尼十三  

二、文学分析 

留意作者费心描绘的背景资料，若背景扮演重要角色，试分析背景对故事诠释的贡献。 
（1）实物背景常是掌握故事发展关键的环节： 
有哪些实物？ 有何象征功能？ 有何统一整体结构的功用？ 
 

 

  

（2）时空的定位有利于事件的掌握：他在第一章的祷告他为此境况祷告达４个月之久（二

1）。尼希米听见这消息的反应，显示他知道神正在呼召他到另一个全新的事奉范畴，而

的地位和训练，已特别为他作好了准备。从尼希米与同胞的认同（4、6-7 节）， 他

（
一

故
事
场
景

 

（3）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仔细观察故事里所有相关细节或刻意省略之处，尽所能认识各角色，站在剧中人物的立

场去体验故事。 
(1)关于外貌： 
 做王酒政 

(2) 对王 对仇敌 对归回的百姓 
（
二

角
色
描
写

尼
希
米 

关
于
个
性
（
对
话

 

注意他不能明说「耶路撒冷」

这敏感的名字，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

若喜欢，求王差遣我…」(5)
「…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

(6)

面对敌人的恼怒(10)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

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

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

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

凌辱！」我告诉他们我 神施恩的

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九 4

十三 14，22，

29，31＝4× 

因神(施恩)的手 
帮助/保佑＝8×
拉七 6，9，28；
八 18，22，31；
尼二 8，18

尼希米祷告

＝12×

一 5；二 4；四 4，9；

五 19；六 9，14＝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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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结
构
布
局

 

辨认故事中冲突事件的性质，分析其发展经过和最终化解之道： 

1-9 尼希米与王：王的关怀（1-4节）＞＞尼希米的蒙恩（5-9节）

第 10 节和 19 至 20 节对尼希米敌人的平行记述，明显地把本章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

尼希米满有信心而行，因他确信神正在回应他的祷告；在第二部分， 始接触那未知的事

时，他显出了应有的谨慎。 

10尼希米面对敌人的恼怒 

11-16 尼希米安静视察耶路撒冷城墙－－抵达耶路撒冷后，便小心翼翼地试验神给他的召

命。首先，他暗里实际地担负起那交托他的任务；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先计算一下代价。

17-18传递建造异象：他相信是神差遣了他，要求众民与他合作，一起完成这个呼召。他

们一致的回应证明了他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19-20 宣告上帝权能－－面对敌人的嗤笑       别怕反对的声音，澄清自己的使命 

（
四

叙
事
手
法

 

反复、格式的重复、直接叙事、戏剧叙事、描写、诠释等： 

 

 

 

 

三、解经结论 

「底层」的信息（文学分析的结论）： 
 

 

「中层」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 
 

 

（
留
意
三
层
次
之
间
的
关
联

 
「上层」的信息（救赎计划）： 
 

 

四、释经－－对「我们的」意义：（以解释叙事的原则做反省，不需逐项） 

□. 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 

□. 通常阐明别处所教导的一项或多项教义 

□. 记录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 

□. 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 

□. 大多数的人物并非完美 

□. 结局不一定说明所发生的事是好是坏 

□. 选择性的记录 

□. 叙事不是为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写的 

□. 叙事可用明确或含蓄的方式来教导 

□. 神是圣经全部叙事的主角 

破茧而出的祷告（尼二 1-20） 

一、向上－－寻求我们需要的亲密－－认知上的 

澄清观点，提升角度，系统思考 

二、向内－－寻求我们需要的改变－－态度上的 

认识谁是真正的王，不卑不亢地表达，自我降服 

三、向外－－寻求我们需要的事奉－－行动上的 

「主正在建造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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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徒行传作业： 

8.哥尼流信主（十1～十一18）
一、历史背景： 

    作者路加本为医生，是新约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西四 12-14）。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着路

加是保罗的好同工。此外，当保罗在罗马面临死刑宣判时，路加还在他旁边伺候陪伴（提后四

11），路加堪称为保罗的「患难之交」。 
    使徒行传的第八至十二章，是叙述外邦人如何 始得救信主，并且领受圣灵。福音从此借

着彼得、保罗、巴拿巴、提摩太……等众使徒传到外邦，并且在四处建立教会，兴旺福音。 
二、文意脉络（综览参讲义 23 页）： 
 
 
 
 
三、叙事文学分析： 

一

故
事
场
景

 

二

角
色
描
写 

 该撒利亚（哥尼流家中） 约帕（硝皮匠西门家中） 在耶路撒冷教会 

彼
得 

彼得＋同行的 6 弟兄 

 
 与受割礼的犹太人

哥
尼
流 

义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个虔诚人，他和全

家都敬畏上帝，多多赒济百姓，常常祷告

上帝。是外邦人的一位领袖 

哥尼流的两个家人、

一个虔诚兵 
 
× 

 

三

结
构
布
局

1. 哥尼流看见异象（十 1-8）该撒利亚 

2. 彼得看见异象（十 9-23a）约帕硝皮匠西门家中 

3.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十 23b-48） 

4. 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受割礼的犹太人）报告（十一 1-18） 

四

叙
事
手
法

重现的主题： 
１•彼得见异象（２×）：十 9-16；十一 5-10 要义：「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及「无论甚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２•哥尼流的异象（２×）：十 3-5，30 
３•圣灵之引导与圣灵的洗之印证（综览参讲义 23 页） 

四、解经结论 

1. 本段经文之重点（what）？ 
彼得被圣灵的指引，首先向外邦人哥尼流传耶稣，且有圣灵印证；向犹太弟兄见证。 

哥尼流的信主是划时代的大事，难怪使徒行传三次提及这事：十； 十一 1-18；十五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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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作者路加对整件事的记载，头一个问题浮现于十一 1-14， 而彼得的答案是：他和六

位弟兄之所以进入哥尼流的家，完全是出于神的引导（异象、圣灵的声音、天使的的话）。 
 
第二个问题于十一 15-18 隐约可见，在十五 6-10 更是讨论的焦点。彼得的答案清楚有力：哥尼

流与家人听道后即有圣灵降下的现象，可见神已悦纳他们的信心，又赐圣灵作见证，如同对待

犹太信徒一样；因此，教会不应要求他们受割礼，守摩西律法，将人为的重担加诸外邦信徒身

上。 
 

2. 在路加整段叙事中的功用（how）？ 
表明了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神不偏待人，而且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圣灵的工作。 
证明：「除了犹太人，上帝也拯救外邦人，并不偏待人」 

 

3. 为什么要放在此处的作用（why）？ 
为福音广传外邦做预备，毫无疑问的，若没有哥尼流的例证，使徒的大公会议很可能会有不同

的结果，而教会的历史更要改变了。 
 

五、释经－－对「我们的」意义：探讨此段叙事之先例是否有规范作用？属于【○1基督教

神学、○2基督徒伦理、○3基督徒的经验与惯例】哪一层面之教导？参思想提纲 
1.神借着异象、天使、圣灵直接地指示彼得及哥尼流。今天神用什么方法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呢？

 

2.彼得是从异象里领受上帝引导以准备他被神使用向哥尼流等人传福音。 
你最近在真理的追求上有新的领受吗？这新的学习能帮助你承担更合乎神心意的事奉吗？ 
 
3.注意哥尼流的为人及寻求神的经过。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功课呢？ 
 
4.耶路撒冷教会一些信徒不满彼得向外邦人传道。留意十一 1-3 所提到的批评。 
今天的教会是否对一些信徒的「反传统行为」觉得难以接受呢？ 
当我们对这些行为作出评价时，有没有重蹈耶路撒冷信徒的覆辙呢？ 
 
5.彼得在复述他的经历时提及圣灵的工作。当你传福音时，时否留意圣灵的工作并与祂同工呢？

 
6.外邦人借着彼得的宣讲得以领受神的道。你同意这是初期教会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吗？ 
身为外邦人，你曾否因自己有机会听闻福音而感恩呢？ 
 

 

 

 

 

哥尼流信主的经过对今日信徒还有其他的提示：神会恩待全心寻求祂的人，甚至采用特殊的手

法让这些人听闻福音；此外，信徒之领受圣灵全是神的工作，不能硬套进某个公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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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徒十一 19－30；十二 25－十三 1－3） 

一、历史背景： 

「安提阿」：离耶路撒冷 483 公里（300 英里），是叙利亚与基利家这联合省份的首邑，当时罗马

帝国三大都市，仅次于罗马及亚历山太，50 万人。 
福音的广传一方面是地理上的，另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有人推测路加医生就是在此时信主的！） 
这里所谓的「希腊人」并非国籍上的，比较是文化上的，很可能是指不敬畏神的外邦人，化外人

 
二、文意脉络（综览参讲义 23 页）： 
影响世界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第一间外邦教会 
徒十一 19－30；十二 25－十三 1－3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十一 18）总结前段，对耶路撒冷教会领袖而言，

是划时代的宣告，使徒行传以下的的篇幅就是以外邦人的信主为主题了。 
 

 
三、叙事文学分析： 

一

故
事
场
景 

1.福音的先锋（19-21）－一群无名的传道者－「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19）
－－八 1「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八 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五旬节后返乡，他们的特质与吸引的慕道者（20） 
 

二

角
色
描
写 

2.教会的核心同工－－巴拿巴 
他的看见「看见 神所赐的恩就欢喜」（23） 
他为众人所立下的目标：「立定心志、恒久靠主」（23）对年轻基督徒的重要性 
他的榜样：”因为”「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

主。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24-25）（参九 27） 
他的同工：教导、栽培 
第 25-26 节从大数走路到安提阿有几天的路程。巴拿巴之所以找保罗可能因为安提阿教会

有好些外邦人，而巴拿巴很可能深知（九 27）保罗被召，正是为了他们（廿六 12-19）。他

们二人在安提阿的合作似乎甚成功，他们「教训了许多人」。 
1. 巴拿巴：从居比路来的犹太人 
2. 称呼尼结的西面：西面的拉丁（罗马）名为尼结，意思是「黑肤」。为耶稣背十

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路廿三 26）？ 
3. 古利奈人路求：来自北非 
4.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马念与大希律之子安提帕年龄相若，同在王宫长大

的贵族 
5. 扫罗：来自基利家的大数，法利赛人 

这段经文并没有清楚划分五位领袖中谁是先知、谁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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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构
布
局 

安提阿教会进行有计划的海外宣教工作，过程：教会在圣灵引导下作成决策 
vs.个人、因逼迫而将计就计。 
在此以前这卷书所记载的差遣，都是教会差人出去考察当地的福音工作，而非差人出去传

扬福音（八 14，十一 22）。传福音的工作似乎都是自发的，通常在当地的会堂发起，或在

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由圣灵特别引导（正如八 4-5 借着「分散」，又如八 26 直接由神的使者

引导）。 
 

四

叙
事
手
法 

十二 22-24 的情况与过去在撒玛利亚的情况相同；「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听闻此事就打发

人来看过究竟。这回所差派的不是十二使徒之一，而是巴拿巴。 

四、解经结论 

1. 本段经文之重点（what）？ 
 

 

2. 在路加整段叙事中的功用（how）？ 
「基督徒」之名的由来 

 

3. 为什么要放在此处的作用（why）？ 
安提阿成为使徒行传后半段的宣教中心（vs.耶路撒冷） 

 

五、释经－－对「我们的」意义：探讨此段叙事之先例是否有规范作用？属于【○1基督教神

学、○2基督徒伦理、○3基督徒的经验与惯例】哪一层面之教导？ 
1.为牧养外邦信徒，耶路撒冷教做了什么？  
 
2..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安提阿建立起来。她在那一方面能成为今天教会的榜样呢？ 
 
3..请重新思想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含意。 
 
4..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往外传道的教会。 
  这工作是怎样 始的呢？ 
  当你的教会 始或参与差传事工时，在那方面可向安提阿教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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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音书作业 

10.太廿六 6-13 马利亚香膏抹主 

1.耶稣的历史背景： 

 
一

历
史
背
景 

2.马太写作的历史背景： 
 

 

 

1. 横向思考： 
太廿六 6-13： 
 
可十四 3-9 ： 
 
约十二 1-8 ： 
 
路七 36-50： 
 

2. 纵向思考：A.马太福音综览 

 

 

 

 

 

 

 

 

 

 

 

二

文

意

脉

络 

B. 太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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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文学分析： 

一

故
事
场
景 

 
 

二

角
色
描
写

 

三

结
构
布
局

 

四

叙
事
手
法 

耶稣在 1-2 的预言 vs.宗教领袖 3-5 的计划 
「筵席」的重复场景 
「有名」的西门 vs.「无名」的女人（却被记念） 
「不知情」的门徒 vs.「知情」的女人 
她的膏主 vs.犹大的卖主 
 
 
 
 

四、解经结论： 

 

 

 

 

五、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 

 

为什么耶稣嘱咐门徒将马利亚膏祂的事向所有信徒宣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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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十 17-31 富有的少年官 

 23

1.耶稣的历史背景： 
 

 

一

历
史
背
景 

2.马可写作的历史背景： 
 

 

 

 

写作目的 
1. 让外邦人得闻福音 
2. 鼓励正面对逼迫的信徒

3. 为信仰辩护 
4. 说明十字架的重要意义

1. 横向思考：  
太十九 16-30： 
 
路十八 18-30： 
 
 
2. 纵向思考：Ａ．马可福音综览 

 

二

文

意

脉

络 

钥节：十 45「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

多人的赎价」       从祂的服事到祂的舍命之转捩点是八 27 
 

     耶稣以祂的工作
启示祂的身份

        他们说 
         我是谁？ 

耶稣自己宣告说 
祂就是基督 

 
一至八 26

 
      八 27-30 

 
八 31 至十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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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十 1-52： 
门徒五型 

一、心硬型 

 试探主 

二、小孩型 

 被接纳 

三、财主型 

 忧忧愁愁地走了 

四、为大型 

 作仆人、服事人 

五、可怜型 

 得完全，跟随主 

三、叙事文学分析：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叙事手法 
 

 

 

 

四、耶稣的言论：（书信原则） 

 Ａ．耶稣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Ｂ．耶稣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五、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 

 Ａ．耶稣的教训对「富有的少年官」、对周围「其他门徒」的信息；与祂将赴耶路

撒冷面临十字架有何关系？ 

  

 

Ｂ．三＆四马可所要传递的信息：  
 

 

 

六、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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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喻作业 

12. 路十六 19-31 财主与拉撒路 

1.耶稣的历史背景： 

 

 
一

历
史
背
景 

2.路加写作的历史背景： 
 

 

 

 

1. 横向思考： 

 

2. 纵向思考：Ａ．路加福音综览 

四卷福音书共有 35 个比喻，19 个是路加福音独有的 
 
 

Ｂ．留意十五 1 至十七 10 前后 6 个比喻将「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对照，并由比

喻的对象了解中心信息
 

十四       与法利赛人冲突         十六 36 十七
对门徒训诲

十九 27

    
智慧管家的交账 财主的 

悲惨下场
事奉的 

正确态度 
天国的 
教训 

     

 

    

 十五 1 8 11 十六 1 14 19 1  10 十七 11

 
神的恩典 人的责任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三个管家的比喻  

二

文

意

脉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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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属于哪一种生活经验 
 叙事文学分析：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叙事手法 

 
 
2. 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 
 

 

 

 

3. 找出 1 与 2 间相对应点（不须每一重点都赋予教训） 
 
 
 
 

三

比
喻
之
解
释
步
骤

 4. 确定中心思想──耶稣的言论（书信原则）： 
 Ａ．耶稣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Ｂ．耶稣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四、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辨别主要/次要）：要求听众之回应？ 

 

 

 

 

 

五、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 

用符合我们自己处境的形式来表达同样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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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廿五 1-13 十童女的比喻 

1.耶稣的历史背景： 

 

一

历
史
背
景 

2.马太写作的历史背景： 
 
1. 横向思考： 
可十三 
 
路廿一 
 
 
 

2. 纵向思考：A．马太福音综览（参习作 21 页） 
   Ｂ．太廿四至廿五：主再来的讲论 

廿四 3-41  有关将来的预言 廿四 42-廿五 30  论准备主要来的比喻  

1-2 3-14 15-28 29-31 32-35 36-41 42-44 45-51 1-13 14-30 

 

31-46 
预
言
圣
殿
被
毁 

         

末
日
审
判
的
写
照 

二

文

意

脉

络 

 

三

比
喻
之
解
释
步
骤

 

1. 确定属于哪一种生活经验 
 叙事文学分析：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叙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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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 
 

 

 

 

 

3. 找出 1 与 2 间相对应点（不须每一重点都赋予教训） 
 
 

 
 
4. 确定中心思想──耶稣的言论（书信原则）： 
 Ａ．耶稣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Ｂ．耶稣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四、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辨别主要/次要）：要求听众之回应？ 

 

 

 

 

 

 

五、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 

用符合我们自己处境的形式来表达同样的重点 

 

 

 

 

 

 

 
 



圣经导读上习作手册/律法 

 29

九、律法作业 

14.除罪水条例（民十九） 

一

历
史
背
景 

 

 

 

 

 

 

 

二

文

意

脉

络 

民数记综览 
神的恩慈和严厉 

旧的世

（西乃

一～十

过渡时

野

十五～

新的世

加低

廿一～

代 
至加低斯） （旷

四 

期 
生涯） （

二十 

代 
斯至摩押） 

卅六 
数点 

（一～
 

训令 
（五～

 
起行 

（十～

 
飘 
 
 
流 

新的旅

（廿一
 

新的数

（廿六
 

新的训

（廿八

四） 

九） 

十四） 

程 
～廿五） 

点 
～廿七） 

令 
～卅六） 

 
 
 
 
 
 

 

三

律
法
之
解
释

 

1. 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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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示性意义 
 

 

 

 

 

3. 救恩性／预表意义──新约根据：来九 13  
 
 
 
 
 
 

四、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对以色列人的益处）：  

 

 

 

 

 

 

五、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以「要」与「不要」做为反省 

1. 视为神向你启示的话 命令 并非神直接给你的

2. 是旧盟约、以色列历史的基 者） 础 非新约基督徒所应遵守的约（除有更新

3. 神所启示的公平、慈爱等高标准 公平、慈爱之标准并非不同 

4. 典范与实例 一切 并非完全，非包含

5. 律法的核心－爱神、爱人 
更新

而已 
在先知书中重复出现，在新约中

律法并非被先知书与新约引用

6. 是给以色列人的祝福 约束 并非专制的

 

 

 

 

 

 

 

 

 

 



圣经导读上习作手册/律法 

 31

15.逃城条例（民卅五 9-34；申十九 1-13） 

一

历
史
背
景 

 
 
 
 
 
 
1. 横向思考： 
逃城的设立 

i. 民卅五 1-34 
ii. 申四 41-43 

iii. 申十九 1-13 
iv. 书二十//代上六 54-81 

二

文

意

脉

络 

2. 纵向思考：申命记综览 

 

 

 

神的信实 
I 一 1-5 引言 
II 摩西第一次讲论 

 
－历史性序言（一 6-四 43） 
在历史中经历神(一-三) 
呼吁百姓服从神的律法(四 1-43)  

III 摩西第二次讲论 －律法（四 44-廿六） 
小引（四 44-49） 
最基本的诫命－注释和劝勉（五-十一） 
特殊律例—约在生活中的实践(十二-廿六） 

IV 摩西第三次讲论 －立约的呼吁（廿七-廿八） 
更新立约（廿七） 
祝福与咒诅（廿八） 

V 摩西第四次讲论 －结语（廿九-三十） 
VI 摩西→约书亚 （卅一-卅四） 

三

律
法
之
解
释

 

1. 历史性意义： 
A 逃城是谁的产业（民卅五 1-8；书廿一 1-45） 
B 逃城为谁设立（民卅五 15） 
C 有关逃城的规定摘要： 
 
 



圣经导读上习作手册/律法 

 32

2. 启示性意义 
 

 

 

 

3.  救恩性／预表意义──新约根据：来六 18 
 
 
 

四、解经结论－－对「他们的」信息（对以色列人的益处）：  

 

 

 

 

 

 

五、释经应用－－对「我们的」意义：以「要」与「不要」做为反省 

1. 视为神向你启示的话 命令 并非神直接给你的

2. 是旧盟约、以色列历史的基 者） 础 非新约基督徒所应遵守的约（除有更新

3. 神所启示的公平、慈爱等高标准 公平、慈爱之标准并非不同 

4. 典范与实例 一切 并非完全，非包含

5. 律法的核心－爱神、爱人 
更新

而已 
在先知书中重复出现，在新约中

律法并非被先知书与新约引用

6. 是给以色列人的祝福 约束 并非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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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先知书作业 

16.约珥书任选一段：       

一

历
史
背
景 

 
 
 
 
 
Ａ．约珥书综览： 

二

文
意
脉
络 

Ｂ．发言人与受众的转换，分为三大段落： 

一 1-二 17  哀歌（选民→神） 

二 18-28  拯救（神→选民） 

三 1-21  审判（神→外邦） 
   

(1) 仔细阅读整卷书和经文段落。 

(2) 找出作者写作主旨和主题的发展脉络。 
 

三

先
知
文
学
诠
释
原
则 

(3) 辨识起首和结尾等套语、关键字眼，并分析结构模式，以划分文体段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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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辨别各次文体类型。 

 

 

(5) 区别诗体和散文，运用合宜的诠释原则。 

 

 

(6) 特别留意作者所使用的文学意象、象征和题旨。 

 

 

(7) 重新阅读经文，以臻全面的理解、果效和应用。 
Ａ．先知说什么（what）？经文内容、主旨－－中心思想是什么？订立标题： 
 
 
 
Ｂ．先知怎么说（how）？经文结构、表达方式？他为什么（why）这样论述？ 
 

 

 

(8) 最后，在历史性和预测性上，取得平衡。 

四

解
经
结
论

－－对「他们的」信息（书信原则）： 
  
 
 
 

 

新约引用旧约－－预言与第二个意义 
 
 
 
 

五

释
经
应
用

 

－－对「我们的」意义： 
 
 
 
 
 

 



圣经导读上习作手册/诗篇 

 35

十一、诗篇作业 
（参各类型诗篇结构之比较/习作说明） 

17.五（个人性哀歌） 

1.根据题言／内容：： 
 

一

历
史
背
景 

2.根据卷目： 
 

1. 根据习作说明 P2，1-10 之步骤试做成结构表格形式： 
 
 
 
 
 
 
 
 
 
 
 

二

文
意
脉
络
／
结
构 2.对照讲义所提供个人性哀歌之结构，标注各段落之经节： 

A 宣告/哀呼：    

B 自述困境：    

C 祷告/颂赞：    

订标题： 

 

三

解
经
结
论

 
 
 
 
 

四

释
经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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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五一（悔罪诗） 

1. 根据题言／内容： 
 
 

一

历
史
背
景 

2.根据卷目： 
 
 
1.根据习作说明 P2，1-10 之步骤试做成结构表格形式： 
 
 
 
 
 
 
 
 
 
 

 

 
 

二

文
意
脉
络
／
结
构 

2.对照讲义所提供悔罪诗之结构，标注各段落之经节： 
A 恳求   
B 悔罪本文   
C 信心宣告   

订标题： 

 

三

解
经
结
论

 

 

 

四

释
经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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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七四（全国性哀歌） 

1.根据题言／内容： 
 
 

一

历
史
背
景 

2.根据卷目： 
 
 
1.根据习作说明 P2，1-10 之步骤试做成结构表格形式： 
 
 
 
 
 
 
 
 
 
 
 
 
 
 

二

文
意
脉
络
／
结
构 

2. 对照讲义所提供全国性哀歌之结构，标注各段落之经节： 
A 哀呼神名    
B 叙述困境/质问    
C 祷告    

订标题： 

 

三

解
经
结
论

 
 
 
 
 

四

释
经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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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卅五（咏史诗） 

1.根据题言／内容： 
 
 

一

历
史
背
景 

2.根据卷目： 
 
 
1.根据习作说明 P2，1-10 之步骤试做成结构表格形式： 
 
 
 
 
 
 
 
 
 
 
 
 
 
 

二

文
意
脉
络
／
结
构 

2. 对照讲义所提供咏史诗之结构，标注各段落之经节： 
A 呼吁赞美   
B 述史   
C 结语   
 

订标题： 

三

解
经
结
论 

  
                                         
    
 
 

四

释
经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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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四七（全国性赞美诗） 

1.根据题言／内容： 
 
 

一

历
史
背
景 

2.根据卷目： 
 
 
1.根据习作说明 P2，1-10 之步骤试做成结构表格形式： 
 
 
 
 
 
 
 
 
 
 
 
 
 
 

二

文
意
脉
络
／
结
构 

2. 对照讲义所提供全国性赞美诗之结构，标注各段落之经节： 
A 呼吁赞美    
B 赞美原因    
C 结语    

订标题：  

三

解
经
结
论 

   
 
 
 
 

四

释
经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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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智慧文学作业 

22.箴三 5-8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

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根据箴言之释经原则思考： 

1. 箴言常用比喻－亦即比喻之辞－表达超越它们本身的事物； 

 

 

2. 箴言非常实际，不是理论性的神学； 

 

 

3. 箴言的措辞是为了使人容易记住，而不是要按照字义叙述明确； 

 

 

4. 箴言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自私的行为－正好相反！ 

 

 

5. 箴言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特色，可能需要合理的「转化」，才不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6. 箴言不是神所给的保证，而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教导人要有好的行为原则； 

 

 

7. 箴言可能使用十分特殊的措辞、夸张的描述、或任何一种文学技巧，来表达它们的重

点； 

 

 

8. 箴言提供有益的劝告，教人如何明智地处理人生某些方面，但涵盖的范围并不广泛； 

 

 
9. 箴言若被误用，可以证明愚蠢、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对的。若使用得当，箴言会对

每日的生活提供实际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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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箴廿六 4-5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根据箴言之释经原则思考： 

1. 箴言常用比喻－亦即比喻之辞－表达超越它们本身的事物； 

 

 

2. 箴言非常实际，不是理论性的神学； 

 

 

3. 箴言的措辞是为了使人容易记住，而不是要按照字义叙述明确； 

 

 

4. 箴言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自私的行为－正好相反！ 

 

 

5. 箴言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特色，可能需要合理的「转化」，才不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6. 箴言不是神所给的保证，而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教导人要有好的行为原则； 

 

 

7. 箴言可能使用十分特殊的措辞、夸张的描述、或任何一种文学技巧，来表达它们的重点；

 

 

8. 箴言提供有益的劝告，教人如何明智地处理人生某些方面，但涵盖的范围并不广泛； 

 

 
9. 箴言若被误用，可以证明愚蠢、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对的。若使用得当，箴言会对每日

的生活提供实际的劝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