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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解》查经法（3）新约文体分析 

 

 

第 1 讲：什么是启事文体 

1. 引言──什么是“文体” 

文体是指文章的写作体裁，圣经的体裁很多，

可以分为历史书、先知书、智慧文学、比喻、

预言、启示文学等等。 

2. 叙事文体 

2.1. 叙事就是记叙文，把发生的事情描写出

来。叙事文体是圣经最普遍的一种文学

体裁，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属叙事体

裁，新约的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也是用叙

事文体写成。圣经中的叙事与别不同，

目的是要透过叙事来显明神在祂所创造

的万物和祂的子民当中工作，所以神是

叙事文体的主角，是所有叙事文体中的

关键人物。 

2.2. 叙事文体是圣经最普遍的一种文学体裁，

旧约有 40%以上属于这种体裁，新约的

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也是用叙事文体写成

的。所有的叙事都有情节和人物，人物

既可以指神、人、动物，也可以是指植

物和任何其它东西。旧约的叙事更加在

整体的情节之中，加插一些小情节。 

3. 如何查考叙事文体 

3.1. 留意叙事者怎样在经文中表达自己的思

想 

叙事者是讲故事的人，扮演旁述角色，

通常是作者本人，常在经文中加插评论。

举例如下： 

3.1.1. 约 3:16-21。这是作者约翰的意见，

表达出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

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的真理。 

3.1.2. 徒 2:47，6:7。 

3.2. 留意叙事的观点 

这些观点是不同角色对事物的看法，也

就是作者对故事的看法，通常由叙事的

人说出来，目的是引导读者掌握故事的

意义和重要性。这些观点包括了五个范

畴： 

3.2.1. 心理方面：是指作者用旁述的方

式，说出某个角色心理的想法，

举例如下： 

3.2.1.1. 徒 24:26 

作者路加医生用这句话，

把腓力斯的贪心准确地

表达出来了。参 24:17，

可知这节经文的背景谈

到保罗已经被捕了，并

且在巡抚腓力斯面前受

审，腓力斯希望保罗能

送钱给他，贿赂他，因

为他听说保罗带了一笔

赒济的钱给巴勒斯坦的

基督徒。 

3.2.1.2. 路 1:29 

这是天使加百列向马利

亚问安之后，马利亚的

反应。把马利亚的心理 

变化完全表达了出来。

作者在经文中加入心理

方面的观点，使故事变

得更加生动，人物也充

满了感情，变得栩栩如

生。 

3.2.2. 对错判断方面：是指作者对事情

的直接评论和看法，举例如下： 

列王纪谈到不同王的事迹的时候，

经常加一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这是作者对那位王的评

价，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有效地掌

握经文内容。可参考王下 23:32、

37，24:9、11。 

3.2.3. 时间方面：准备引导读者掌握故

事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举例如

下： 

约 2:11 

这里所指的神迹是指耶稣在迦拿

婚筵将水变酒的事，若不要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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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是可以连接起来的。第 10

节是管筵席的人责备新郎把好酒

留到最后，第 12 节则是这件事以

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们一

起去迦百农。 

2:11 在时间上和整个故事截然不

同，作者约翰是在说完了水变酒

的事之后，忽然从故事的环境中

跳出来，回到写作的环境和时间

里，加了第 11 节的叙述，强调耶

稣行这件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彰显

荣耀。 

3.2.4. 空间方面：是指作者在记叙同一

件事情的时候，从两个不同的角

度出发，使事情更有立体感。这

两个角度很多时候会是故事中不

同角色的看法。举例如下： 

可 6:48-50 

这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记载。作

者把耶稣和门徒的行动分别叙述

出来，第 48 节是耶稣的行动（从

海面上行走）；第 49 节换到门徒

的空间叙述他们看见这件事的反

应（以为是鬼怪），和耶稣的行动

有很大冲突。第 50 节又换回耶稣

的角度（叫门徒不要怕）。 

3.2.5. 对话方面：通过人物对话，使故

事更加生动。 

徒 26:31-32 

徒 26 章的主题是保罗在亚基帕王

面前申辩，这两节记载亚基帕王

和巡抚非斯都，以及其他官员对

保罗的议论和对话，他们指出保

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如果不上告该撒，就可以释放。 

作者路加刻意记载亚基帕王他们

的对话，目的是强调保罗的确没

有罪。 

 

第 2 讲：启事文体的结构、人物、背景 

1. 结构布局 

透过冲突的表现，带出高潮起伏的情节，突

出戏剧效果。举例如下： 

马可福音是这类结构布局中的典型，在里面

可以找到很多冲突的地方。 

第 1-3 章的内容是耶稣赶鬼医病，却遭到文士、

家人、宗教领袖对他的反对，这是第一个冲

突。（有关的内容，请参第二部分查经法的三

明治结构。） 

第 8 章的结构布局也充满了冲突。首先记载

耶稣使 4000 人吃饱和法利赛人求神迹，接着

是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酵，

也就是虚假的教导。这是针对法利赛人求神

迹的事情而说的。 

可 8:22-26 记载耶稣为伯赛大的瞎子治病。在

四福音书里，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了这次特别

的治病经过。耶稣为伯赛大瞎子治病的方式

和为其他瞎子治病不同，祂两次按手治病，

第一次按手后，瞎子看不清楚，直到第二次

按手后，才完全康复，这是耶稣故意的，是

间接地责备门徒心里仍然是瞎的。 

作者马可藉这个例子，斥责门徒虽然看过耶

稣很多神迹，仍像瞎子一样，看不清楚祂就

是基督。另外,此例子也是 8:21 的回应，耶稣

在 8:21 责备门徒虽然见过很很多神迹，却还

是不明白。这个布局紧凑地带出了冲突。 

接下来的经文是很重要的转捩点：彼得在该

撒利亚腓力比认信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在

彼得认信后，才开始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

当彼得听到耶稣要受难，便想禁止他上耶路

撒冷，所以耶稣在 8:33 严严地责备他：“撒但

退我后边去吧”。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冲突，表

现出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彼得却单顾人的好

处。 

第 9 章还有另一个冲突，门徒争论天国里谁

最大，这和耶稣的谦卑降世形成了强烈的对

比。 

2. 人物角色 

角色分类： 

2.1. 主角（出现在故事中） 

2.2. 配角（出现在故事中） 

2.3. 虚构的人物 

虽没在故事中出现，名字却被提及，有

圣经学者认为，这类人物的出现，主要

是要突出他的名字的意义。举例如下： 

例：得 1 章──提过拿俄米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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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 

只能从经文中知道他们很早去世，其他

事迹完全一无所知。 

拿俄米大儿子叫玛伦，意思是弱者；小

儿子基连的意思是憔悴，这两个名字都

突出了他们在摩押地生活的时候，内心

的那种痛苦和挣扎。 

3. 找出背景 

作者会因应他的主题而强调某一些背景、或

者重复叙述某些背景。举例如下： 

3.1. 约翰福音 

重复用逾越节作为背景，故查考约翰福

音，可以用三次逾越节来找出耶稣的传

道路线和经过。 

3.2. 路加福音 

经常出现“在路上”这三个字，这是背

景资料。 

9:51 更说耶稣定意上耶路撒冷。这是路

加故意强调的背景，目的是表现出耶稣

所走的是一条受苦的路、也是一条完成

救恩的路。 

 

第 3 讲：启事文体的修辞技巧和层次 

1. 旧约中的叙事 

1.1. 旧约经卷大都属于这类文体，每一个故

事依照着上层、中层和底层三个层次来

叙事。 

1.1.1. 上层是指神借着祂的创造而实现

的救赎计划，是福音的重要内容，

故事 情节包括神的创造、人类的

堕落、罪的权势、救赎的需要、

基督的道成肉身和钉死复活等等。 

1.1.2. 中层叙事围绕着以色列的历史，

其中包括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带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南

北国的分裂、被掳归回等等历史

事件。 

1.1.3. 底层是所有发生在以上两层的个

别故事，譬如约瑟被哥哥卖到埃

及、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尼西

米修建城墙等等。 

1.2. 每个故事要表达的都和此三个层次有关

系。从故事里，更可以找出不同叙事手

法，包括直接叙事、戏剧叙事、背景的

描写和诠释四种，直接叙事和背景容易

明白，戏剧叙事的目的是增强故事的效

果，而诠释则等于故事的中心思想，或

者是作者的总结。举例如下： 

创 25:27-34（从此段落找出以上的叙事手

法） 

此段经文内容是讲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

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 

经文开始时用背景描写的叙事手法，交

待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

雅各为人安静；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

雅各。最后的描写停在“有一天，雅各

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这里

交待了故事的家族背景，而角色的性格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自然地带出下

面激烈的冲突。 

作者虽然省略了很多以扫和雅各的童年

往事，但是对整个故事的布局并没有影

响，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推测出来。 

25:29 戏剧性的叙事手法。以扫求雅各把

红豆汤给他喝。作者所用的是直接的对

白，从对白中，我们似乎能听到以扫的

粗嗓门，以及带着弓箭的形象。 

在雅各回答以扫之前，要留意 30 下半节：

“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是作者的诠释，

也是作者对以扫的评价。 

25:31-33 上同样是戏剧的叙事手法，记录

了雅各和以扫的对话。雅各要以扫用长

子的名分换取红豆汤，以扫答应了。在

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雅各是一个斤斤

计较、精打细算的人；以扫则是一个只

为了吃饱而生活的粗汉子。 

～33 下-34 上是对话的结果，作者用了直

接叙事的手法，用一连串动作如起誓、

吃了、喝了、起来、走了、轻看等等，

把故事推向高潮，这些都表达出以扫不

重视长子的名分。 

以扫轻看长子名分是这个故事的结果，

也是作者在 25:34 的诠释和总结。 

在短短的六节经文里，“长子名分”一共

出现了四次，这是重复词语，主要作用

是表示这是作者要强调的重点。（请参第



 4 

二部分查经法的释经原则） 

长子名分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在旧约的

时代里，长子在家庭里拥有特殊的地位，

是产业的继承人，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

双分的产业。 

这是属于底层的一个独立故事；但是它

和中层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上层所提的

神的普世计划却是分不开的。 

2. 交叉平衡写作技巧 

是指在一个中心转折点的前后，围绕着同一

件事的前因后果来对照着写作。举例如下： 

2.1. 创 25:29-34（从此段落找出交叉平衡写作

技巧） 

25:32以扫轻视长子的名分是故事的转折

点。要找出经文是否运用交叉平衡写作

技巧，首先要找出经文的转折点。 

在 25:31，雅各要求以扫把长子名分卖给

他；25:33 则是以扫听从雅各的吩咐，起

誓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这是第一个交

叉平衡的对照。 

25:30 记载以扫求雅各让他喝红豆汤，

25:34的第一句则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

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这里是第二

个交叉平衡的对照，同时交待了以扫喝

红豆汤的结局。 

25:29 下说，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25:34 中间一句，则是以扫起来、走了。

这里的对照使我们看到一个饿得完全没

有力气的以扫，以及一个吃饱后满足的

以扫。这是第三个交叉平衡的对照。 

25:29 上是雅各熬汤，25:34 下是以扫轻

看长子名分，表达出以扫的贪恋世俗。

这是第四个交叉平衡对照。 

把交叉平衡的内容拆开，可以看见强烈

的对照，帮助我们掌握故事的主题。 

2.2. 创 25:29-34 交叉平衡表列 

A. 雅各熬汤（25:29 上） 

 B. 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25:29

下） 

  C. 以扫请求雅各给他喝红豆汤

（25:30） 

   D. 雅各要求以扫出卖长子名份

（25:31） 

    E. 以扫轻视长子名份（25:32） 

   D’. 以扫起誓卖长子名份（25:33） 

  C’. 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以扫 （25:34 上） 

 B’. 以扫吃完,起来走了—恢复力气（25:34

中） 

A’. 以扫轻看长子名分（25:34 下） 

3. 叙事文体的十大原则 

3.1. 所看到的故事都是经过作者选择之后才

写下来的，故此，作者不一定记载了所

有相关的细节，而是着重写下认为我们

应该知道一切重要的事。 

3.2. 叙事文体所记载的事情，不一定是应该

发生的事，或者每次都应该发生的事，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特殊的教

训。 

3.3. 不要根据故事的结局而断定所发生的事

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反而要根据神在

圣经里的教导来判断结局。 

3.4. 要注意叙事文体并不是为了回答所有的

神学问题，它们有明确、特殊的限定目

的，并且只是处理某些问题。 

3.5. 故事里的人物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我

们要效法的榜样，有的时候反而相反，

成为我们的鉴诫。 

3.6. 叙事文体可以用明确的方式来说明某一

件事；但是也可以用含蓄的方式来教导，

因为作者只是清楚地暗示某一件事的教

导，却没用太多的话加以解释，故此必

须经过思想，才能彻底明白教导的内容。 

3.7. 无论在什么故事中，只有神才是真正的

主角。 

3.8. 旧约的叙事通常不会有直接的教导。 

3.9. 旧约所讲的事，一般会和其他的经文配

合，说明某些教导。 

3.10.旧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不完美的。 

 

第 4 讲：示范（一）：路得记 

1. 用“归纳式查经法”的七何，找出故事的脉

络。 

路得跟随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当时，路

得在拿俄米的亲戚波阿斯的禾场上拾麦穗，

波阿斯因为听见路得的信心和对拿俄米的孝

顺，所以对她很友善。后来波阿斯遵照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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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程序，娶路得为妻，并且保护她亡夫

的家庭财产权。路得和波阿斯更是大卫王的

曾祖父母。 

2. 要留意路得记隐含的四个重点，这是整个故

事的内容和教导。 

2.1. 第一个重点：外邦女子路得归信耶和华 

故事没有直接明确地说出来，却用了含

蓄的手法来表达。1:16-17 开门见山地把

这个重点说出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的降罚与我”。 

路得本是一位敬拜外邦神的摩押人，她

的这两句话含蓄地证实，她是真心相信

耶和华的，并且愿意遵照耶和华的标准

来生活。 

2.2. 第二个重点：波阿斯的公义正直 

波阿斯敬畏神，严格地遵守摩西的律法，

譬如让路得拾麦穗，是根据利 19:9-10 所

颁布的律法。律法规定在收割的时候，

不许割尽田角，也不准拾取遗落在地上

的，那些要留给贫穷和寄居的，路得完

全符合律法的规定。 

波阿斯尊重路得，当他发现路得躺在脚

下时，他表示愿意承担赎回的律法，为

拿俄米赎回土地，并且娶路得为妻（参

3:10-12）。经文并没有直接说出波阿斯的

正直，而是透过生活的片段表达出来，

这是含蓄的叙事形式。 

2.3. 第三个重点：伯利恒城市特征 

从人物的言行和当时的背景中，可以知

道伯利恒是特别敬拜神的城市。这是用

了含蓄的表达形式。 

路得记的背景是士师时代（参 1:1）。士

师时代是非常混乱的，宗教上主张偶像

崇拜、社会上动荡不安、经常发生淫乱

和不忠的现象，而种族之间也出现严重

的敌对。在这种情形下，伯利恒的敬虔

更加突出。伯利恒城的人在互相问安的

时候，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

耶和华赐福给你”（参 2:4）。另外，长老

对路得的接纳和祝福，以及妇女对拿俄

米的祝福，都见证了他们的信仰根基。 

2.4. 第四个重点：从大卫王延伸到耶稣基督

（背景方面） 

4:17-22 是简单的家谱，从当中可以知道，

按照肉身来说，耶稣基督是路得的后代。 

这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教导，不但表达

了路得和波阿斯对神的忠实，也显明了

他们夫妇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地位。这些

都是路得记隐含的教导。 

 

第 5 讲：示范（二）：王下 4:1-7 

（运用交叉平衡和解释叙事文体的原则来查考） 

1. 故事脉络 

有一个穷寡妇向以利沙哭诉被追债，以利沙

行了一个神迹，供应装不 完的油给那个寡妇，

使也不但能还清债务，剩下的还足够一家三

口的生活。 

2. 写作技巧 

以对话为主的，而叙事部分也非常简短。 

2.1. 作者自己的描写 

2.2. 角色人物的对话 

3. 分析示范 

4:1 只用短短一句介绍寡妇，交代她是先知的

妻子，因为遇到困难来找以利沙。作者的描

写在这里就停了下来，改为由寡妇用短短的

三句话，亲自说出她所面临的难题，接着把

整个故事搬上舞台。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呢？ 

寡妇是提出要求的人，她自己说出所面临的

困境，比第三者的陈述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戏

剧效果，引起读者的同情。 

若说第 1 节是事情的发生，那么第 7 节就是

事情的结局，那是以利沙所说的话“你去卖

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这两节经文是互相平衡的。一节是寡妇说出

面对的困境，一节是以利沙交待事情得到圆

满解决，这是完美的平衡。一个故事愈多冲

突，它的震撼力愈大。这两节经文就有不少

冲突，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寡妇所面对的困

难。譬如丈夫的死亡对应着寡妇和两个儿子

的存活，表达出生死之间的冲突；另外，第 1

节债主逼债的重担，对应着第 7 节的轻松还

债，并且可以靠卖油所剩下的过着衣食无虑

的日子，这又是一个冲突。 

第 2 节和第 6 节是第二个平衡。第 2 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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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的所有家产只是一瓶油，但是从第 6 节

则知道，她最后得到祝福，所有的器皿都装

满了油，两节经文的主题都是油。这里的描

写也很对称，既有问又有答，第 2 节是寡妇

回答以利沙：“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

有什么。”第 6 节是儿子回答寡妇“再没有器

皿了”。 

第三个平衡是第 3-4 节对应第 5 节。3-4 节是

以利沙直接的说话，他带着权柄向寡妇发出

指示，要她照着去做。以利沙的说话中包括

了六个很有意思的动作。1）出去，2）借空

器皿，3）回家，4）关上门，5）倒油，6）

放在一边。这六个动作把整个神迹发生的过

程表达了出来。 

第 5 节是寡妇把以利沙的吩咐执行出来。这

节经文的写作方式和其他六节经文不同，这

是作者直接的描写，而其他经文则着重对话

形式。另外，这节经文还有一个特色，作者

把借器皿的过程全部省略，只是突出后面的

两个动作：儿子拿着器皿和寡妇倒油。这种

描写使整个故事的节奏忽然慢了下来，我们

似乎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围着很多器皿，慢慢

地倒油的图画。作者是刻意地放慢脚步，目

的是要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倒油的过程。母子

两人一定是带着敬畏和顺服的态度来倒油的，

这是一个神迹，瓶里的油是供应不完的。 

另一个层面来说，第 5 节是整段经文结构布

局的核心，也带出神学思想。究竟是谁使这

一小瓶的油供应不完呢？当然是以利沙和寡

妇所信的神。不过在整个神迹发生的过程中，

以利沙并不在场，只有寡妇和两个儿子在场，

他们一家是参与神迹的人。这也强调出神迹

的发生是需要人和神同工的，同时也需要人

用信心来回应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就像寡妇

的信心一样。 

 

第 6 讲：另类启事：使徒行传 

1. 内容简介 

使徒行传是新约独特的著作，记载了初期教

会 35 年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是福音怎样从

耶路撒冷传到外邦，而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

也是在使徒行传。 

传整卷书的主题围绕着 1:8，福音要从耶路撒

冷开始，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根据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分

为三大部分。 

1-7 章是耶路撒冷，作者路加记载了教会初期

的生活。8-12 章是第二部分，内容是讲犹太

全地并撒玛利亚发生的事情。其中有几件重

要的事情，分别是司提反殉道；腓力把福音

传到该撒利亚，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

彼得带领外邦人哥尼流信主，哥尼流是第一

位外邦信徒；另外，这部分也提到第一个外

邦教会安提阿教会的成立。剩下来的 13-28

章是第三部分，所谈的内容涉及地极，福音

借着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而得到扩散。在这

部分内容里，除了要注意保罗的旅程之外，

还要特别留意第 15 章的耶路撒冷会议。 

耶路撒冷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直接影响福音是否能够传到外邦。当时，

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悔

改归主的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遵守犹太律法

行割礼。会议的结果将影响外邦教会是否可

以和犹太人的教会在基督里合一而不会分裂。

会议后，犹太信徒最后接纳外邦信徒无需受

割礼。 

经文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作者路加在开始说

一个新的故事时，都会先作一个小结。经文

中共有六句这类的句子，我们可以根据这六

句，把全书的历史记载分为六个段落，成为

六个故事。 

1.1. 第一个故事（1:1-6:7） 

描写耶路撒冷教会的生活情况，每一件

事情都和犹太人有关，6:7 是这个故事的

小结：“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

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

了这道。” 

1.2. 第二个故事（6:8-9:31） 

记载了福音第一次的扩展，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撒玛利亚。福音是由说希腊话的

犹太藉信徒把福音带给散居各地的犹太

人和撒玛利亚人。这次的传福音得到很

好的成果，路加在 9:31 便总结说：“那时，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

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

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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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个故事（9:32-12:24） 

第一次传福音给外邦人，即哥尼流信主

的经过。路加说完故事后，加了一个小

结：“主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1.4. 第四个故事（12:25-16:5） 

内容包括保罗开始他的宣教旅程，以及

教会历史上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路加

总结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坚固，人数

天天加增。” 

1.5. 第五个故事（16:6-19:20） 

保罗因为马其顿的呼声而将福音传到欧

洲，这段经经文让我们看见犹太人不断

地拒绝救福音，外邦人却欢欢地领受，

所以路加总结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

且得胜，就是这样。” 

1.6. 第六个故事（19:21-28:31） 

描写保罗将福音带到罗马的过程，包括

保罗的被捉和三次被宣告无罪。故事的

结束富鼓励性质，让我们知道保罗在罗

马的两年期间，仍然可以自由传讲福音。

经文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

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路加

的这句话成为了整卷使徒行传的总结。 

2. 查考示范 

使徒行传属于历史叙事文体，路加除了记载

初期教会的发展故事之外，还讲了很多永恒

的教导，其中最重要是要分辨当时的文化和

救恩的真理，就是外邦信徒是否需要守犹太

人的规条，这些教导都是渗进在故事中。 

查考的时候，要留意路加的写作目的。路加

没有把教会发生的所有大小事情记载下来，

而是有选择性地记载教会的发展，表明基督

教的信仰是建基在历史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事。 

用叙事文体来表达深奥的教导，是有一定限

制的，因为叙事文体所记载的，都是在一个

特定的时空下所发生的事，通常只能间接地

说出教导，或者透过故事中的人物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 

 

第 7 讲：福音书的研读方法 

四本福音书中，前三本的材料相同，称为符类福

音，主要叙述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约翰福音大

部分材料和符类福音不同，故事地点多在耶路撒

冷。 

福音书是认识耶稣生平的唯一材料，记载了祂一

生的事迹，属于叙述文体，故可以根据解释叙事

文体的原则来查考耶稣的事迹。 

另一方面，福音书包含了耶稣的许多教导，几乎

一个故事就有一个教导，故在解释福音书的时候，

除了用叙事文体的原则外，还要运用解释书信教

导的原则。（请参考本部分后页） 

四福音的内容有三大类，记录耶稣的生活、回忆

耶稣的教导以及为耶稣作见证。 

1. 四福音的内容主题 

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强调耶稣的受苦和

作门徒的意义，目的是安慰在罗马受逼迫的

教会。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写成后的十

年后才完成，作者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

然后加以补充。 

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的信徒群体，所以

特别强调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在第 1

章的家谱中，作者马太指出耶稣是大卫王的

后裔，而在整卷福音书里，出现了很多次“大

卫的子孙”这几个字，目的是证明耶稣就是

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 

路 3 章家谱所针对的重点，则是路加强调耶

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成就了神向世人所立的

救恩。路加有这个方向，是因为他的读者是

外邦人，是 1:1 所说的提亚非罗大人。 

不同的对象直接影响了福音书的主题。约翰

福音是一例。既然已经有三卷福音书了，约

翰什么还要写呢？20:30-31 交待了写作目的，

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于

这个目的，约翰选择的材料与之前的三卷福

音书有很大区别。 

2. 四福音的背景内容 

2.1. 一般的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涉及了耶稣时代的生活文化和

宗教信仰，譬如从福音书中知道撒都该

人不相信复活，至于他们为什么不信，

耶稣为什么很少和他们接触，福音书并

没有提过的，需要从其他的历史书中找

出答案，这是研究历史背景最直接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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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耶稣教导中的特殊背景 

福音书记载了耶稣许多教导，但是很多

都没有交待它们的背景。这是因为耶稣

基督的言行最初是用口述的方式流传的，

在长达 30 多年里，还没有完整的福音书

传下来，所以福音书往往只记载了耶稣

基督的教导，却没有把背景记出来。 

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项目是必须注意

的，就是耶稣教导的形式。耶稣喜欢用

比喻教导人，在比喻的时候，更故意用

夸张法来演释故事，譬如在太 5:29-30，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挖掉犯罪的眼睛或者

砍断犯罪的手，这都是夸张的文学修辞

技巧。夸张的说法是最有效的教导方法，

能够达到震撼的效果。 

2.3. 相同经文教导的比较（马太和路加的讲

论） 

马太福音主要有五大段的讲论，每一段

都交待“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作为结束。

背景虽然不同，却是马太故意按照主题

而编排在一起的。 

第一段：登山宝训（5-7 章） 

第二段：教导门徒如何传福音（10 章） 

第三段：天国的比喻（13 章） 

第四段：信徒的伦理讲论（18 章） 

第五段：末世论（24-25 章） 

3. 四福音的思考方法 

福音书是独特的体裁，既有叙述的部分，也

包括和书信相同的教导，所以在解释福音书

的时候，我们要从两个方向出发：横向思考

和纵向思考。 

3.1. 横向思考 

是指在研究任何一本福音书的时候，要

翻查其他福音书的相似经文。由于作者

取材的角度不同，参考多于一位作者的

作品，使内容产生互相补足的作用。 

符类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在叙事

和记载耶稣言论的时候，用字的相似率

很高，这是研究福音书文脉的时候需要

留意的。不能假定是由于符类福音的内

容差不多，故用相同的措辞来写作，这

其实和当时的背景有关。 

若福音书只是记载耶稣的言论，那么在

措词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作者在叙事、描写方面竟然用很多

相似的词，就是很特别的事情，这是根

据三个理由来说的： 

3.1.1. 耶稣时代所说的语言是亚兰文，

当作者用希腊文记载下来之后，

每个人所写下来的应该不会一模

一样，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符类

福音采用的词几乎是一样的。 

3.1.2. 希腊文的顺序是很自由的，可以

自由地摆列成为句子，但是从福

音书的原文里，却发现当中所用

的希腊文的顺序都完全是一样的。 

3.1.3. 作者马太、马可和路加住在罗马

不同的地方，却用相同的文字来

描写故事，尤其是马太和路加，

他们根本没看过对方的手稿，但

是当中的连接词等等都相同，这

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一点可以从

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故事中证实。 

有学者做过研究，发现符类福音在描写

这件事情的时候，曾经用过 53 个相同的

字，用字相同的百分比达到 60%，字的

顺序也经常相同，在希腊文的文化当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3.2. 纵向思考 

目的并不是在于研究历史的耶稣的生平，

而是要研读当中的教导，看神怎样向我

们所说的话。纵向思考的意思是说：在

研读福音书的时候，要了解其中两种历

史背景（耶稣的历史背景和福音书作者

的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直接影响福音书的上文下理，

经文上下文的很多资料，都是作者刻意

安排的，所以在解释的时候，首先要知

道一句话在原来的历史背景中的意义，

然后才能适当地了解他的教导。举例如

下： 

太 20:1-16（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经文内容：早上进去葡萄园工作的，和

下午五点进去的，得同样的工资，这代

表着神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得救不靠自

己的功劳，而是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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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横向思考，必须参考其他福音书，

发现马太在这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谨

慎地依照马可福音的形式来写，并且把

可 10:31“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

后的将要在前。”一字不差地保留在太

19:30，然后便加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讲完比喻之后，在 20:16 又重复了这句话，

只不过是把顺序倒了过来，成为“那在

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

两句话自然也成为了葡萄园比喻的直接

上下文。 

马太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这是纵向

思考的方法，即找出经文中的背景资料。 

在原来的背景中，耶稣可能受到法利赛

人无理取闹的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认为

自己已经整天劳苦，值得拿更多的工资，

耶稣是喜欢就地取材的，所以用这个比

喻来教训他们。 

耶稣用这个比喻还有一个原因。法利赛

人一直不满他不守旧约律法，于是耶稣

借着比喻，让他们知道，一切的定夺都

是出于神，神国里的工资不是根据公平

原则，而是根据神的恩典来决定的。 

按照查考上文下理的方法再看这个比喻，

就会发现内容是关于门徒身分的描写。

上文是作门徒的代价，下文是雅各和约

翰的母亲求耶稣让儿子们在天国里坐高

位。比喻正好夹在中间，补充了应该存

什么态度作门徒。这态度就是比喻带出

来的信息：舍弃一切来跟从耶稣，为主

作工的人，只要动机纯正，都是被主悦

纳的。 

 

第 8 讲：福音书的文脉（一） 

文脉研究的原则： 

文脉研究是指上下文的文学结构的研究，这是了

解经文内容的关键。在某程度上，福音书的文脉

受到历史背景很大的影响。 

解释福音书的文脉，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掌握

某一句话或者某个故事在福音书的意义；二、了

解福音书的创作性质，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任何

一本福音书的脉络，而不是只能掌握耶稣基督的

生平事迹。 

福音书的文脉研究有两个原则： 

1. 选择：是指作者刻意挑选适合他写作目的的

材料。 

2. 改写：是指作者用不同的角度写同一个故事，

最后带出来的主题也不一样。举例如下： 

2.1. 约翰福音 

所选择的材料便和符类福音几乎完全不

同。约翰记载的叙事和讲道比较少，却

详细得多，主要记载耶稣在犹太和耶路

撒冷的事奉，目的可能是要显明耶稣是

犹太人的弥赛亚，因为犹太人认为弥赛

亚真正的家乡是在耶路撒冷。 

约翰的选材配合了他的写作目的，是“要

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另外，约翰亲自告诉我们，他是选择性

地去记载耶稣的事迹的。21:25 用了夸张

法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

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

界也容不下了。” 

约翰除了运用选择的原则外，同时也运

用了改写的原则。约 4:44 是明显的子，

经文说“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先

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约翰引用耶

稣说过的这句话，强调弥赛亚在耶路撒

冷被人拒绝，使我们对耶稣的事奉有更

加深刻的了解。但是，当查考符类福音，

会发现约翰其实把这句句子改写了。句

子千真万确是主耶稣说的，但是并不是

在耶路撒冷说的，而是在拿撒勒被人拒

绝的时候说的。（参太 13:57；可 6:4 以及

路 4:24，然后对比约 4:44。） 

拿撒勒属于加利利省，约翰福音所记载

的事迹，并没有涉及加利利。故这个例

子说明了福音书之间出现差异，主要是

因为作者运用了改写的原则。 

2.2. “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咒诅”这段经文 

经文的差异最大。可 11:12-14、20-25；

太 21:18-22。 

可 11:12-25 用了三明治修辞技巧，马可

在描写无花果树被咒诅和枯萎之间，加

插了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就是推倒兑

换银钱的人的桌子等等。在马太福音里，

作者则将咒诅和枯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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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进一步强调信心的教导，因为

无花果树的故事是用信心的教导作为结

束的。 

故此，读经时不要怀疑哪卷书的记载最

正确，其实每件事情都是真相，只是作

者用了不同的写作方法而已。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圣灵启示作者用不同的方

式来记载基督的生平。 

 

第 9 讲：福音书的文脉（二） 

怎样观察福音书整体内容的文脉？ 

举例如下： 

可 1:14-3:6 

1. 这段经文的结构巧妙，1:14-15 交待耶稣开始

在加利利传道。然后在 1:16-20 记叙耶稣呼召

四个门徒，下文的 3:13-19 则是挑选 12 门徒，

使这个主题更加鲜明。 

2. 1:21-45 可以找到作者在紧密地铺排故事，一

共有四个故事。 

2.1. 耶稣在迦百农的赶鬼治病（1:21-28） 

2.2. 耶稣医治彼得岳母和许多病人（1:29-34） 

2.3. 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讲道，这是发生在

次日早晨的故事（1:35-39） 

2.4. 耶稣医治麻疯病人（1:40-45） 

四个故事有一个共同主题：耶稣的名声迅速

传开，并且广受欢迎，结果他不能公开地进

城，只好在旷野的地方，人们就从各处来到

他那里（参 1:45 下）。 

3. 在原文希猎文中，马可更六次用了“立刻”

这个词，使故事的效果更加明显，但在中文

和英语的翻译中，并没有译出来。含有“立

刻”这个词的原文经文如下： 

3.1. 形容耶稣在迦百农“立刻”教训人（1:21） 

3.2. 在会堂里“立刻”看见被污鬼附着的人

（1:23） 

3.3. 名声“立刻”被传开（1:28） 

3.4. —出了会堂，“立刻”去彼得家（1:29） 

3.5. 耶稣拉彼得岳母的手，她的热“立刻”

退了（1:31） 

3.6. 耶稣摸大麻疯病人，他“立刻”洁净了

（1:41） 

4. 马可写完以上的情形之后，接着选了五个故

事，叙述耶稣遭到反对的情况，前四个故事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现“为什么”。 

4.1. 2:7 耶稣治瘫痪病人后说“小子你的罪赦

了”之后，文士问“为什么”耶稣这样

说话。 

4.2. 2:16 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门徒一起坐席

后，问“为什么”一起坐席。 

4.3. 2:18 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

不禁食。 

4.4. 2:24 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

在安息日劳动，所指的是掐麦穗。 

4.5. 3:1-6 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 

总括来说，耶稣遭到反对，是因为他赦罪、

和罪人一起吃饭、忽视禁食传统，不遵守安

息日的律法。这和前面的受欢迎形成冲突，

所表达的效果更加突出。这就是马可刻意编

排的文脉，是通过细心观察才找到的。 

 

第 10 讲：比喻的五种形式 

1. 比喻 

在主耶稣的教导中，有三分之一是用比喻的

方式表达的，单是路加福音就记载了 34 个比

喻，当中独有的浪子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

的比喻，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至于用比喻

的目的，主耶稣也亲自回答了，是为了教导

那些接受真理的人（参太 13:11-17；可 4:10-12

以及路 8:9-10）。 

除了新约之外，旧约也有比喻，拿单就曾经

用比喻责备大卫，整个过程记载在撒下 12:1-4。 

不过当我们把比喻当作文体来研究的时候，

一般来说只是指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那也

代表着主要是查考福音书里有关比喻的内容。 

耶稣的比喻充满了属灵意味，在中心的信息

之外，往往还有次要的重点，譬如浪子回头

的比喻就有多个角度，主题可以是满有怜悯

的天父、可以是悔改的浪子，也可以是从大

儿子影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角度，把这个比

喻看成是带有讽刺性的主题。 

比喻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透过例子，帮助人容

易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

单单根据一个比喻的教导而断定整本圣经的

教义是什么，这是在解释比喻过程中必须留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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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喻的五种类型 

2.1. 格言形式 

格言式的比喻是指耶稣用一句简短的话

来加强祂的信息。举例如下： 

太 15:14：“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

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

在坑里。” 

在犹太人文化中，“给瞎子引路的”是一

句很普通的话，是用来尊称拉比的；而

“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主耶稣用这句格言

的目的，是教导门徒不要理会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的教训是使人眼目昏花、心灵

迟钝的，凡是跟从他们的人，必然会走

进灾祸之中。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指

出一个没有真正认识真理，只懂得炫耀

自己的人，心灵仍然是昏暗的、是闭塞

的。 

2.2. 隐喻形式 

隐喻中没有一些特定的比喻的词。举例

如下： 

太 15:12-13“被拔出来的比喻”。 

15:13：“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

的，必要拔出来。”神并不是农夫，也不

是园丁，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凡栽种

的物”，是指法利赛人的教义，这些错误

的东西，到时候都要被拔出来扔掉。 

2.3. 明喻形式 

明喻有特定的比喻词。举例如下： 

太 10:16：“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

群”。“如同”这个词，提示这是明喻。 

若要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就要看完整

段 10:1-28 的经文了。这段比喻和使徒的

使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事、生活有

密切关系，从中可以窥见使徒们所面对

的重大挑战。 

2.4. 完整故事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甚至中

间的高潮起伏细节，都详细地交待清楚。

每个比喻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举例如

下： 

2.4.1. 撒种的比喻 

2.4.2. 十个童女的比喻 

2.4.3. 浪子的比喻 

等等。 

2.5. 范例形式 

是指这个故事有鲜明的教训，可以成为

我们学习的榜样，内容大部分围绕着基

督徒的生活。举例如下：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25-34） 

比喻是因为一个律法师的问题引发出来

的。律法师在当时来说，是钻研摩西律

法为专业的律师，他的职务就是指导人

民如何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生活。他来见

耶稣的理由很简单，是要试探耶稣。 

“好撒玛利亚人”的教训是不分时代、

不分地域的，比喻中介绍的每一类人，

都可以在现在的环境中找到。 

比喻中主要有三类人： 

2.5.1. 祭司：祭司是在律法上事奉神的

人，深深地明白律法的要求和神

的爱，但是他完全不顾路边遍体

鳞伤的受害者，反而绕路走了。 

2.5.2. 利未人：利末人当然也是事奉神

的人，是耶和华挑选他们出来分

别为圣的，他主要的工作是解释

律法，所以对律法要求“你要尽

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绝

对陌生的，但是当他看见那位受

害者之后，反应竟然和那位祭司

一样，绕路走了。经文虽然没有

清楚交待那个受害者是什么身分，

我们却能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犹

太人。祭司和利未人虽然知道律

法，却不行出来，完全不顾自己

的同胞，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

人”帮助了受害者，拯救了他的

生命。 

2.5.3. 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犹太人和外

邦人结婚后所生下来的后裔，纯

种的犹太人非常憎恶他们，虽然

和撒玛利亚人是邻居，却不愿意

和他们来往。 

耶稣为什么要把祭司和利未人放在这个

比喻中呢？是为了藉这些宗教领袖，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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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犹太人在生活中假面具，他们以为自

己是义人，并且看不起所有外邦人。 

 

第 11 讲：比喻的特证 

1. 耶稣比喻的特征 

1.1. 第一个特征：就地取材，用日常生活的

习惯、事情作为比喻内容。 

1.1.1. 主耶稣所谈及的，和当时的生活、

文化有关系，可以总结为五类： 

1.1.1.1. 关于农业的：譬如葡萄

园的比喻、无花果树的

比喻、芥菜种的比喻、

迷羊的比喻、撒种的比

喻等等。这是都是加利

利人主要的工作，也是

他们熟悉的资料。 

1.1.1.2. 关于商业活动的：包括

了主人仆人、做买卖的、

税吏、债主和欠债的人、

建房子的人等等，这些

都是当时社会上不同阶

层的人。 

1.1.1.3. 和家居生活、社交生活

有关的：譬如娶亲的筵

席、街上玩的小孩、晚

上求助的朋友、看门的

人、女人寻找银币等等。 

1.1.1.4. 和宗教有关的：譬如法

利赛人、祭司、利末人、

撒玛利亚人等等。“好撒

玛利亚人”的比喻属于

这一类。 

1.1.1.5. 和政治有关的：譬如路

18:1-8 的审判官、

14:28-33 提的王出去打

仗等等。 

1.1.2. 比喻的元素 

主耶稣所讲的大部分比喻中，都

包含了三个组成的元素/角色。举

例如下： 

1.1.2.1. 葡萄园的比喻（太

20:1-16） 

第一个角色是园主； 

第二个角色是早上雇用

的工人； 

第三个角色是 11 点才雇

用的工人。 

1.1.2.2. 十个童女的比喻中（太

15:1-12） 

第一个角色是新郎； 

第二个角色是五个聪明

童女； 

第三个角色是五个愚蠢

的童女。 

1.1.2.3. 迷羊的比喻中（太

18:12-13） 

第一个角色：牧羊人； 

第二个角色：99 只羊； 

第三个角色：1 只迷羊。 

1.1.2.4. 浪子的比喻（路 15:11-32） 

第一个角色：父亲； 

第二个角色：大儿子； 

第三个角色：小儿子（即

浪子）。 

1.1.3. 比喻内容之间的对比 

耶稣所讲的比喻很着重内容之间

的对比，举例如下： 

1.1.3.1. 把房子建在盘石上和建

在沙土上。 

1.1.3.2. 新酒和旧皮囊。 

1.1.3.3. 有信心和仆人和恶毒的

仆人等等。 

1.2. 第二个特征：比喻的信息包含属灵的教

训或者神学的真理。 

耶稣一共讲了 35 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都

有叙述、冲突、高潮和最后带出来的教

训。举例如下： 

天国的比喻中表露无遗（太 13 章） 

比喻内容包括撒种比喻、稗子的比喻、

芥菜种的比喻、藏宝、寻珠的比喻等等。

现只详细解释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人如何回应

天国道理的教训，除了太 13 章之外，可

4 章和路 8 章都记载了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有三个组成的要素： 

1.2.1. 撒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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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种子 

1.2.3. 土地：土地再细分为路旁、石头

地、荆棘地和结果实的好地。 

1.3. 第三个特征：在属地和属灵的因素之间

作比较。 

譬如主耶稣在解释撒种比喻这个比喻的

时候便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

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但立刻

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两句

在可 4:14-15 的经文，就是交错地在属世

和属灵之间带出教导。 

1.4. 第四个特征：比喻中有详细解释 

在撒种比喻中，主耶稣亲自解释比喻的

属灵意义。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比喻都直

接地解释的，新酒旧皮囊和新布旧衣服

的比喻都是例子。 

2. 查考比喻时须提问的三大问题 

耶稣基督所有比喻的教训都是关于祂自己、

祂的国度和祂的跟随者的，所以每个比喻都

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在查考的时候，我

们须提出三大问题，帮助掌握比喻的主题。 

2.1. 第一个问题：这个比喻的主题是什么？ 

帮助我们找出比喻的中心思想和故事本

来的内容。 

2.2. 第二个问题：这个比喻怎样描述了，或

者是渗进了属灵的真理呢？ 

帮助我们解释比喻内容。 

2.3. 第三个问题：比喻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帮助找出用这个比喻的原因和总结。 

 

第 12 讲：解释比喻原则 

1. 留意比喻中的文化背景 

主耶稣很懂得用当时社会上的生活习惯作为

比喻题材，所以几乎每个例都有它的历史文

化。举例如下： 

1.1. 失钱的比喻（路 15:8-10） 

1.1.1. 比喻内容：一个有十块钱的妇女

失落了一块，立刻点起灯，谨慎

地打扫房子，找到了那块钱之后

就请朋友邻居一起庆祝。为什么

那个妇女会这么兴奋呢？这是和

风俗文化有关的。 

1.1.2. 历史文化：当时的巴勒斯坦妇女

收取十块钱作为结婚礼物，这些

钱和今天的结婚戒指一样具有感

情价值，所以一个妇女会因为找

回她所失去的一块钱而欢天喜。 

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指出神同样珍惜

每一个人，祂会因每一个失丧的人而伤

心，也会因找到祂的一个儿女，并且把

他带进祂的国而喜乐。 

1.2. 浪子的比喻（路 15:11-32） 

1.2.1. 比喻内容：当小儿子回来后，父

亲非常高兴，路 15:22 说“把戒指

戴在指头上”。这句话和文化背景

很有关系。 

1.2.2. 在当时的文化中，戴着父亲的戒

指代表着得到家产的承继权，父

亲不但欢迎小儿子回家，还让他

成为家族的承继人。了解了这个

背景，就能想到神的慈爱是多么

长阔高深了。 

2. 注意上下文 

找出在什么情况或环境下引发该比喻，从中

掌握比喻的教训。举例如下： 

2.1.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30-35） 

2.1.1. 好撒玛利亚人前设的问题是：谁

是我的邻舍？所以比喻的目的，

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2.1.2. 比喻的上文是 10:25-29。有一个律

法师来试探耶稣，在过程中问了

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下文的 36 节的意思和上文是几乎

一样的，耶稣说完了比喻后，问

那个律法师“哪一个是落在强盗

手中的邻舍？”从这里可知，这

是解决提问的比喻，也是一个处

境化的比喻。 

2.2. 恶仆的比喻（太 18:23-35） 

2.2.1. 比喻内容：主人饶恕了恶仆一辈

子也还不清的一千万银子，这个

仆人却揪住欠他十块钱的同伴不

放，还把他放在监里，这是很多

弟兄姊妹都熟悉的比喻。 

2.2.2. 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教导饶恕的

功课，主耶稣为何要说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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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 18:15-22 是答案。 

2.2.3. 当时主耶稣在教导门徒要用什么

态度对待有过错的弟兄时，彼得

就问耶稣，应该饶恕得罪自己的

弟兄多少次，当主耶稣回答：“不

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然后立刻讲了这个比喻。 

3. 找出原来的听众 

比喻当时的听众是谁，能更有效地掌握比喻

内容。举例如下： 

3.1.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30-35） 

听众是门徒，是追随耶稣的人。 

3.2. 恶仆的比喻（太 18:23-35） 

原来的听众主要是那个律法师，不过门

徒也成为了听众之一，因为门徒是天天

和主耶稣在一起的。 

3.3. 耶稣在被人投诉的时候，会喜欢用比喻

来为真理申辩（路 7:36-50） 

当法利赛人质疑耶稣为什么接受有罪的

女人用香膏摸脚的时候，耶稣用比喻来

回应，指出当债主免了别人的债时，欠

债五十两银子的比五两的更加感谢他。 

这个比喻的听众是称为西门的法利赛人，

整个比喻是耶稣和西门的谈话，一问一

答。（参路 7:40） 

4. 从经文中找出比喻的中心思想 

比喻和叙事文体不同，解释比喻的时候，千

万不要凭自己的想象，加入比喻中没有的元

素，这样做不但是画蛇添足，还找不出中心

思想是什么。 

同样道理，如果要在比喻的每一个细节上，

都找出象征的意义，就犯了释经原则“以大

解小”的错误，超越了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

教训了。举例如下： 

不义的管家（路 16:1-13） 

为什么主人知道管家不义，还夸奖他呢？主

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夸奖他的聪明，

说他懂得为自己谋算，利用现在的机会来准

备日后的出路。耶稣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

我们效法管家的不义，只是要效法他的聪明。 

 

第 13 讲：举例 

比喻查考举例示范： 

1. 娶亲筵席的比喻（太 22:1-14） 

1.1. 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较难捉摸，故此，

要明白这个比喻的重心，首先不要忽略

22:2：“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

亲的筵席”这句话。这句话指出下文的

比喻，不是单指比喻中的某一个人物或

者某一件事，而是整段 22:3-13 所描写的

情形，这是了解所有天国比喻的重要关

键。 

1.2. 娶亲筵席比喻的分段 

第一段：主题是讲那位王打发人去请被

召的人来出席筵会，但是被人拒绝了，

王十分愤怒，于是发兵除灭他们。 

第二段：王打发仆人从岔路口邀请人来，

其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最后被丢在黑

暗里哀哭切齿。 

1.3. 很多人读这个比喻，只注意了头一段的

主题，先入为主地以为比喻的重心是讲，

人们拒绝了王的邀请是表示人们拒绝福

音。故误以为第二段指出的“愿意来筵

席的人”是已经接受福音的人，其实这

个观念是读圣经的人自己加进去的。圣

经并没有把不愿意来参与婚筵的人解释

为作不接受福音的人，也没有把不穿礼

服的人解释为没有好行为的人。 

1.4. 整个比喻其实在讲两种在天国外围的人

会被“除灭”，一种是拒绝来筵席的人，

另外一种是来赴筵却没有穿礼服的人。

这两种人虽然都没份在天国里，但是他

们被拒绝进入天国的原因却是不同的。 

1.5. 这个比喻最大的争论，在于不穿礼服而

被丢在黑暗里的人究竟是谁呢？这可以

从经文中找到三点资料： 

1.5.1. 他被丢在黑暗里，和他的“善恶”

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22:10 说：“不

论善恶都召聚了来”，所以这个不

穿礼服的人被丢弃，并不是因为

他的成败或者善恶。 

1.5.2. 要注意关于“礼服”的问题。按

照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不穿礼

服出席婚筵等于是羞辱了婚礼的

主人。22:9 告诉我们，这些赴筵

席的人都是从岔路口请来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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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是忽然被邀请来赴筵的，

当时并没有穿礼服。但是主人为

他们预备了礼服。所以当王责备

那个人为什么不穿礼服的时候，

那个人顿时“无言可答”（参

22:9-12）。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

说，“礼服”是象征着神的恩赐或

者基督的义会比较合适。 

1.5.3. 要留意不穿礼服的人和不肯赴筵

席的人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是被

丢在黑暗里。 

1.6. 另外，这个比喻是和上文下理有联系的，

上文的 21:42-44是耶稣向犹太人说的话：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

的百姓。”故此，这个比喻第一段中出现

的，用不同借口拒绝赴筵的三种人都是

指犹太人。 

而在第二段中的在岔路口上遇见的人，

就是暗示着外邦人了。但是，并不是所

有被请来的都自然可以在王的筵席上坐

席，而是请来又穿着礼服的人，才可以

在神的国度上有份。 

1.7. 故此，不穿礼服的人就是不靠主的恩典

而自以为义的人，这些人虽然有机会听

福音，但是在神的国里，却是没有份的。 

2. 十个童女的比喻（太 25:1-13） 

2.1. 这个比喻中很多人物，似乎都有属灵意

义，譬如十个童女代表什么？她们预备

的油象征什么？灯象征什么？半夜是什

么时候等等。不过这些都不是比喻的重

心。 

2.2. 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于把十个童女分

为两类： 

2.2.1. 聪明的童女：除了灯里有油外，

还另外预备了油，所以新郎来的

时候，她们的灯仍然会发亮。 

2.2.2. 愚拙的童女：没有另外预备油，

所以当新郎来了，她们的灯却因

为没有油而不能发亮。 

根据以上的分类，童女的灯是否发光才

是比喻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说，除了灯

本来的油外，另外预备油的意义是什么，

就成为了解释比喻的重要关键。 

2.3. 要留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25:13：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这也是主耶稣讲完比喻

之后所作的结论，就是教导我们要怎样

预备祂的再来。 

留意“儆醒”是什么意思。按照字面的

解释，是否“儆醒”是在乎有没有在新

郎没有来到之前另外预备了油。我们知

道主会再来，所以另外预备了油的，就

是“儆醒”；相反，既然知道祂会再来，

却没有另外预备油的，就是“愚拙”。 

 

第 14 讲：书信（一）基本格式 

在新约 27 卷中，有 22 卷是书信的体裁，当中又

可以分为保罗书信和大公书信。保罗书信故名思

义是保罗所写的，共有 13 封，其中主要分为两类，

分别是坐牢时写的监狱书信，以及写给教会传道

人的教牧书信。 

大公书信是指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的 8 卷书。这

八封信是写给一般的犹太信徒的，基本上是针对

他们所面对的试炼和异端困扰的情况，然后解明

福音和犹太宗教的关系，同时强调信仰在生活上

的应用，很少涉及个人因素。 

除了保罗书信和大公书信外，最后一卷的启示录

也是一封书信。启 1:4 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

七个教会”。但是因为启示录的内容是预言主再来

的情况，所以一直以来，这封信被归入启示文学

的体裁。 

1. 书信的写作格式 

书信一般来说，由五部分的内容组成。 

1.1. 问安 

问安的内容包括了发信人是谁、收信人

是谁和问候，如以弗所书。 

在找出发信人是谁的时候，要留意这封

信是作者亲自写的，还是找代笔人写的。

在当时的社会里，找代笔人写信是很普

遍的事情，因为在蒲草纸上写作是很麻

烦的事，所以经常是由作者口述，另外

有人用笔记录。如罗马书就是保罗找代

笔人写的（参罗 16:22：“我这代笔写信

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1.2. 感恩 

发信人特别是为收信人在属灵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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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感恩。如腓 1:3-11，保罗为腓立比信

徒的感恩。 

1.3. 正文部分 

每封信的正文内容都不同，是针对收信

人的处境来写的，有的则是为了解决教

义问题。举例如下： 

以弗所书： 

前半部分的 1-3 章，集中讲救赎的理论；

后面的 4-6 章则讲信徒的生活。 

这封信并不是为一间特定的教会写的，

因为 1:1 说，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所以

包括了其他附近的教会。保罗写这封信

的原因，可能是因应亚细亚地区信徒当

时所面对的挑战，而帮助他们有神学理

论和生活性的指导。 

1.4. 训勉 

训勉通常都是带鼓励性的。 

1.5. 结语 

这是写完信后的问安和祝福，譬如保罗

在结语中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2. 经文示范（帖撒罗尼迦前书） 

2.1. 问安（1: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

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

惠、平安归与你们！” 

2.2. 感恩（1:2-2:16） 

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为帖撒罗尼迦的信

徒活出信仰而感恩。感恩祷告在保罗书

信里，往往自成一个单元，帖撒罗尼迦

前书用这么长的篇幅感恩，是要突显保

罗因着信徒的表现而得到安慰。 

2.3. 正文部分（2:17-3:13） 

保罗分享了他忧心的处境和后来接获好

消息的喜乐。参 3:9：“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

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2.4. 训勉（4:1-5:22） 

保罗劝勉信徒生活要圣洁，过神所悦纳

的生活。 

2.5. 结语（5:23-28） 

3. 书信格式的变化 

在书信的五部分内容中，第二部分中的感恩

和祈祷是可以随意变化的。有的书信甚至完

全没有这个部分，譬如加拉太书，保罗因为

惊讶加拉太人这么快离开真道，所以在问安

完后，立刻说出自己的惊讶。 

在新约书信中，除了雅各书、腓利门书和罗

马书是从作者的处境出发之外，其他的都是

因着读者的需要和处境而写出来的，通常是

为了纠正某些行为，或者澄清教义上的错误。

收信的对象全是第一世纪的信徒，所以主题

自然围绕在信仰的层面。 

有的书信不一定是按照格式来写的，这是查

考时需要注意的。如约翰壹书完全没有书信

的形式，没有问安、感恩和结语，而是直接

了当地把正文的真理讲出来。而雅各书和彼

得后书也是没有特定格式的书信。 

 

第 15 讲：书信（二）分类、特色 

1. 新约书信中的分类 

这里谈及的分类是从整体上来看的，并非按

照惯常的保罗书信、大公书信等分类。 

1.1. 第一类：推荐书信 

推介某人或者为某人求情。这在新约时

代中是经常出现的。举例如下： 

1.1.1. 罗 16:1：“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

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女

执事。” 

1.1.2. 林前 16:3：“你们写信举荐谁，我

就打发他们。”其他如林后 3:1；

约叁 12 章等。 

1.1.3. 腓利门书（典型的推荐书信） 

保罗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腓利门

重新收纳他以前的奴仆阿尼西母。

（有关腓利门书的分析请参第二

部分查经法的“历史背景”。） 

有圣经学者称赞腓利门书是一卷

用“最精巧的机智、最温文礼貌

和最戏剧化的聪敏”写成的杰作。 

1.2. 第二类：教牧书信 

包括了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

书是保罗写给教会传道人的，内容主要

涉及了教会的牧养、行政问题。譬如教

导怎样管理教会秩序、怎样忠心教导、

提防异端、设立长老等等，所以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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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书信。 

1.3. 第三类：剩下来的其他书信 

这类的书信可以再细分为三种： 

1.3.1. 第一种：普通书信 

就是大家熟悉的大公书信，从希

伯来书到犹大书共 8 卷书，内容

主要针对犹太信徒面对的试探和

异端困扰。 

1.3.2. 第二种：流通比较广泛的教会书

信 

保罗所写的信是给所有教会阅读

的，他为了信件更广泛地流传，

曾经主动地作了一些安排。譬如

吩咐歌罗西教会要将信交给老底

嘉教会，同时也要念从老底来的

信（参西 4:16）。 

信件是怎样流传呢？就是把信件

重新抄写，譬如加拉太书这封专

讲真理的书信手册，以及着重教

义性的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都有

很多抄本流通在不同教会中。 

1.3.3. 第三种：回复的书信 

哥林多前后书是两封明显的回复

信件，保罗在林前 7:1 说：“论到

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就详细

解答他们面对的问题，譬如分党

结派、道德上的堕落、关于复活

的错误观念等等。 

保罗在监狱里写成的腓立比书，

也是一封回复的书信，因为 1:12

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4:10 又说：“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

生。”这些都提示了保罗曾经收过

腓立比教会的信，所以针对着他

们的各种疑虑来回复。 

2. 新约书信的特色 

2.1. 书信不是一般的个人信件，而是公开信 

就算是腓利门这封典型的私人书信，也

要公开在教会传阅。 

2.2. 书信就是针对收信人的处境来写的 

从这个特色可以推测保罗对教会的关心。

保罗不但建立教会，同时关心教会，和

教会保持联络，所以才知道教会的最新

情况。举例如下： 

2.2.1. 加拉太书 

加 1:6-9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各教

会的原因，同时也指出加拉太的

教会当时的处境。他写信是为了

指出加拉太教会当时面对的情况，

就是离开保罗传给他们的真理、

离开神。 

2.2.2. 腓 4:1-2 

保罗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里

同心，一起事奉主。从保罗的字

里行间，可以猜到友阿爹和循都

基两人肯定是教会的领袖，她们

之间的争吵直接影响了腓立比教

会的合一。 

保罗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呢？有

可能是从腓立比信徒的来信中知

道的，他很有技巧地处理这件事

情，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公

开地勉励要同心事奉。 

2.3. 见信如见人 

书信的教导等同于现场教导一样，保罗

也亲自在书信中强调这点。举例如下： 

2.3.1. 腓 1:27：“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

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

况。” 

2.3.2. 林前 14:37-38：“我所写给你们的

是主的命令。”这里强调了他的教

导是由神而来的，无论是写的信、

或者亲口讲的教导，都是带有权

威的。 

 

第 16 讲：书信（三）释经原则 

无论是查考哪一种体裁，都离不开基本的释经原

则，譬如经文结构、文脉研究、历史背景等等。

不过，每种文体所着重的却是不同的。 

书信所着重的是它的结构，也就是找出一封信的

逻辑发展，包括找出作者怎样开展全篇的主题，

分析各个段落在全书中所占的地位等等。 

1. 第一个原则：找出书信的逻辑发展 

有的书信结构层次并不分明，要找出逻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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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不是容易的事了。举例如下： 

1.1. 约翰一书 

结构循环地围绕在三点上，分别是信心、

爱心和盼望。故首先就要特别留意经文

怎样重复地强调这个主题，然后再找出

它的逻辑层次。 

1.2. 雅各书 

雅各书是讨论信徒怎样把信仰实践在生

活中，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1.2.1. 试炼和信心（1:1-18） 

1.2.2. 基督教的实际应用（1:19-2:26），

其中包括 2:1-13 的偏待人以及

2:14-26 的善行。 

1.2.3. 言语的教导（3:1-4:12） 

在这个段落，可以找到循环重复

的逻辑关系。 

雅 3:1 先劝勉不要多人争着做师

傅，接着却没有延续这个主题，

反而在 3:2-12 指出舌头上、也就

是言语的一般性危险，讲完之后，

才在 3:13-18回应做师傅的资格是

什么。但是当讲完了做师傅的资

格后，又跑回去讲有关言语的问

题（参 4:1-10），到了这个段落最

后的 4:11-12 ，则是劝信徒之间不

要互相论断。 

1.2.4. 教会的四个问题（4:1-5:18） 

1.2.4.1. 自夸（4:13-17）的自夸 

1.2.4.2. 用钱财压迫穷人（5:1-11） 

1.2.4.3. 起誓（5:12） 

1.2.4.4. 祈祷治病（5:13-18） 

1.2.5. 雅各的总结，呼吁教会要带领犯

错的人归回基督（5:19-20）。 

2. 第二个原则：要研究语句背后的状况 

要留意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说，他和收信人当

时的情况分别是怎样的呢？这些听起来似乎

是不太要紧的事情，但是它不但可以决定一

卷书的写作背景，还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

环境之下，这段经文怎样应用在原来的读者

身上。 

在叙事文体中，很容易找出历史环境，但是

在书信中，就比较困难直接找出资料，所以

就要留意书信的语句，在言语之间找出背景。 

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很大关系，这是查

考书信文体最困难和最富争论的地方，尤其

是把圣经教导应用在生活层面时，就发现书

信中谈到的第 1 世纪的文化，和我们 21 世纪

的文化相距甚远，于是产生很多文化冲突。 

面对这种情况，有圣经学者提出区别文化的

七个原则： 

2.1. 要区分所谈论的是核心的教义问题，还

是枝节的、无关痛痒的问题。 

2.2. 要区分所讲的是否关于道德素质的问题。 

2.3. 要留意新约对讨论的教导是否有一致的

意见。 

2.4. 要区分教导中提到的原则和应用。 

2.5. 要留意有没有给新约的作者有选择的可

能性。 

2.6. 要留意文化背景的转变。 

2.7. 要和不同立场的人保持开放性的对话。 

举例：妇女讲道 

新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保罗

在提前 2:12 直接指出“我不许女人讲道”，在

林前 14:34-36 也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

言……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但

是在林前 11:5 却提到女人讲道的例子，那么

保罗的立场是什么呢？ 

保罗不许女人讲道，可能是针对当的文化背

景或者一些教会的混乱情况来说的。因为第

一世纪的妇女教育程度不高，却在信主后骄

傲起来，在主日随意开口讲道。 

若把刚才说的七个区别文化的原则应用下去，

就发现妇女能否讲道并不是福音的核心教义，

也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在某一些教

会中，仍然是按照传统，不接受女传道在主

日讲道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此说，教会违背了真理，

或者教导出现错误，这其实是不同教会的文

化，我们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就要遵重那个

教会的文化，只要他的教导正确就可以了。 

 

第 17 讲：启示文学的性质 

整本圣经中，只有启示录是彻头彻尾的启示文学，

而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即第 7-12 章，也属于启

示文学体裁。 

启示文学是比较深奥的文学体裁，读起来像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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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但是和预言又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参表：启

示文学与预言的差异） 

1. 什么是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这种体裁是根据启 1:1：“耶稣基督

的启示”而来的，在第二世纪才逐渐被采用，

作为犹太人著作中特别的一种文学体裁。 

“启示”这个希腊文原文只在启 1:1 出现，原

来的意思是“以神谕的方式揭开隐蔽的真理。”

所谓隐蔽的真理，最大的特征就是着重末世

的思想，也就是信徒对复活、基督再来、审

判和神的国的期待。这些内容在先知书里也

提过，只是并没有系统地表达基本的主题。

然而，大部分先知书都是预言，并不包含启

示含意。 

一位名叫汉森的圣经学者为启示文学定了基

本的意义，他指出：“启示文学是由一位不属

于这个世界的生灵，将天上的奥秘向先见作

启示性的沟通。一般来说，是以故事作为架

构，其中有很多异象。异象能够引导读者胜

过现在的情形，进入超越的情况，使读者在

试炼中得到鼓励。异象是将一般的经验颠倒

过来，天上的奥秘成为真实世界，现今的危

机却成了短暂，幻象式的情景，因为神将忠

心的信徒改变这个世界。”根据汉森所综合的

的意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启示文学的

特征，其中最明显的的是异象。 

2. 启示录浅析 

2.1. 启示录的文学类型 

2.1.1. 书信：这是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

教会的信（参 1:4） 

2.1.2. 预言文学：经文有不少内容和旧

约的预言文学一样。 

2.1.3. 启示文学：将末世的、隐藏的事

情揭露出来。 

2.2. 启示录的内容 

2.2.1. 第 1-3 章是丰富的背景，介绍了三

类主要人物。 

2.2.1.1. 作者约翰：在 1:1-11 交

待了他因为相信基督而

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但

是他有先知的洞察力，

看出现在的逼迫是将来

的事的兆头。 

2.2.1.2. 基督：在 1:12-20，约翰

用了出自但 10 章的内容，

再次表达基督是历史和

教会的主，只有祂掌握

着死亡和阴间钥匙。 

2.2.1.3. 教会：在 2:1-3:22，约翰

对这七间教会既有鼓励，

也有警告。 

2.2.2. 第 4-5 章讲到宝座、书卷和羔羊，

这些都说明了神在至高无上的威

严之中施行统治；同时，约翰也

提醒那些怀疑的信徒，基督的受

苦确实是为了救赎人类。 

2.2.3. 第 6-16 章是主要内容，结构清晰，

约翰把异象以七个为一组巧妙地

表达出来，按照这样分类，经文

一共有三组异象： 

2.2.3.1. 6-7 章的七印 

2.2.3.2. 8-11 章的七号 

2.2.3.3. 15-16 章的七碗 

2.2.4. 整卷启示录中，第 12 章是神学的

关键内容，经文写了两个异象： 

2.2.4.1. 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

的冠冕。 

2.2.4.2. 一条七头十角的大红胧，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2.2.5. 当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就知道约

翰是借着妇人怀孕生产来比基督

的降世，之后虽然被撒但迫害，

神却将祂升高到天上。 

2.2.6. 这两个异象带出的神学信息，是

指出撒但虽然用尽方法消灭基督，

结果却是它自己被击败了，正如

12:9 说“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

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在第 12 章

里，约翰同时强调，在救恩已经

来到的这个世代，世上既有喜乐，

也有灾难，因为撒但向神的子民

进行报复。 

2.2.7. 第 13-14 章接着显明这种报复如

何借着罗马帝国临到教会，但是

罗马帝国也要灭亡，这是第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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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内容。～启示录最后用两个

城市的故事来作为结束，一个是

死亡之城，借用巴比伦的灭亡，

讲到罗马因为参与逼迫神的子民

而被定罪；至于另一个城就是神

的城，神的子民永远能够在里面

居住。 

2.3. 启示录的结构 

整卷经文由四个异象构成： 

2.3.1. 第一个异象：写给七间教会的信

（1-3 章） 

2.3.2. 第二个异象：神审判世界的叙述

──七印、七号和七碗（4-16 章） 

2.3.3. 第三个异象：描写巴比伦的毁灭

和其中的罪恶社会、宗教以及政

府的倒塌（17-21:8） 

2.3.4. 第四个异象：神的圣城的建立和

人类永恒的归宿（21:9-22:21） 

 

第 18 讲：启示文学的特征 

1. 第一个特征：以旧约的预言文学作为蓝本 

其中主要参考了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

利亚书和部分以赛亚。 

内容和某些预言文学一样，主要是关心将来

的审判和救恩。但是，启示文学是在迫害或

者受到大压迫的时期中写成的，所以它主要

关心的不再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而是盼望

神在世界结束时候获得的胜利，以及邪恶受

到最后的审判。 

2. 第二个特征：经常以异象、异梦出现 

这是启示文学最典型的特征，在启示录和但

7-12 章中很容易找出来，凡是这类异象、异

梦，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所以作者特别

注意文学技巧，希望作品富有古典文学味道。

要达到这种效果，最重要的一个技巧是使用

假名，使著作的外表看起来像是古代的名人

写成的一样。 

这些著作是必须密封留给后世的人。但以理

书就出现了几次有关的描写，8:16 直接要但

以理把异象封住，12:4 又说：“但以理啊，你

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在 12:9

更重复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

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这些都是启示文

学的特征。 

不过，约翰并没有把异象封住，反而在 22:10

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这句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约翰写给亚细亚

教会的这封信，就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体裁。 

约翰同时也没有用假名来写启示录，他在

1:1-11 详细地介绍自己，同时指出是得到耶稣

基督的启示，藉七封信向亚细亚的教会说话。

约翰为什么不按照启示文学惯用的特征，隐

藏真实名字呢？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末世已经

来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用再封住书卷，

直到末世。约翰认为，末世在主耶稣诞生的

时候已经来临了，不像犹太人的祖先，仍然

等待末世的临到。 

在这方面，圣灵的降下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新约圣灵来到的时候，旧约先知的预言已经

停止了，那些先知是活在圣灵熄灭的时代，

但是约翰在 1:10-11 却说，他是受圣灵感动而

写启示录的。 

 

第 19 讲：启示文学与先知预言的差异 

1. 第三个特征：启示文学作者领受的和先知不

同 

先知是耶和华的代言人，他们受神的吩咐，

要把看见的、听见的说出来，约翰却是受神

的启示，把所看见的写出来，启 1:19 说：“所

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

的都写出来。” 

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虽然

是同一位作者，内容却很不同，约翰写福音

书和书信是为了见证耶稣，而启示录却是不

折不扣的预言（参启 22:18-19），这里也表示

了启示录结合了预言和启示文学的特征。 

2. 第四个特征：经常运用想象出来的事物来象

征某些意思，而那些事物并不是真实的。 

启示录有不少例子。譬如 9:7-10 出现的尾巴

像蝎子、头像人的蝗虫；12:1 的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妇人；另外

还有 13:1 的七头十角的兽等等，这些全部都

是现实世界中没有的。 

对于我们来说，蝗虫、妇人、兽都是真实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怪异的组合，一定

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启示文学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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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了解释这一类象征词语的困难。 

先知或者耶稣基督虽然也经常用象征的语言，

但是所用的却是实物，譬如太 5:13 用的盐、

路 17:37 的“尸首和秃鹰”，以及何 7:8 的“没

翻过的饼”，都是真实的东西。 

3. 第五个特征：文学固定的传统风格 

由于启示的著作也是文学作品，所以有它固

定的风格。作者一般会把时间和事件整齐地

区分，当我们读这些作品时，会发现当中有

几组是经过精心安排，放在一起表达某件事

情的。 

数字在启示文学中也占着重要的位置，甚至

是让人惊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三、四、七、

十、十二和七十这些数字。以启示录为例，

就反复出现七和七的倍数，譬如写信给七间

教会、七印、七号、七碗等等。 

不过，这类数字有时候也是令人摸不着头绪

的，譬如启 13:18：“六六六”究竟是什么意

思，是很难确定的。不过综合来说，我们已

经接受这是兽的记号，代表着撒但。 

 

第 20 讲：启示文学的释经原则 

1. 注意文学体裁 

启示文学作品很少只是纯粹一种体裁，以启

示录为例，它虽然是典型的启示文学，但是

也属于书信体裁，所以经文经常是用“我们、

你们”来称呼读者。 

启示录的七封信都带着浓厚的教导性质，约

翰针对不同的教会的需要，提出审判和警告，

并且提到神拯救的应许。故约翰所写的七封

信既是向当时的教会说的，也是向后世教会

说的。 

2. 留意整卷书的结构 

启 2-3 章写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中尤其明

显。约翰基本上用了同一种结构，每封信的

头一句都是“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说”，

然后才把异象说出来。在结尾的时候，又是

同样的一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

耳的，就应当听。” 

约翰每封信的内容都是不同的，针对着收信

教会的情况来写，譬如称赞非拉铁非教会有

忠心、斥责以弗所教会离弃爱心、推雅推喇

教会有不道德的情况等等。 

另外，这七封信在最后都带着正面的信息和

祝福，鼓励信徒要作一个得胜者。譬如给以

弗所教会的信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给士每拿教会的则

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其他五

封信都是同样的格式，指出得胜的，就能得

到指定的祝福。这些结构是我们读启示录的

时候需要留心的。 

3. 留意历史文化背景 

作者所用的字词或者例子，都是受到他身处

的时代背景影响的，在启示录中，我们就要

留意约翰写启示录时候的背景。 

当时，教会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压力，第一

是信徒受到社会物质生活富裕的影响，重追

求物质的满足；第二是受到政府的逼迫。罗

马皇帝的权力横跨欧洲和亚洲，把自己当作

神，强迫人民拜他。教会同时也受到逼迫，

约翰被放逐到达摩海岛。 

约翰在启示录提到十角兽和大巴比伦，明显

地就是指向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这是当

时的读者可以领悟的意思。当然，这些象征

也包含着第二种意义，是指向末世的敌基督

的。 

启示文学有很多深奥的神学信息，并且是关

于未来的预测的，至于怎样应验，只能等待

历史来显明。 

另外，启示文学有很多异象、异梦，这是要

特别分析的。在异象的记录中，约翰经常用

数字串成一组，这是他特意安排的，也形成

了启示录的一个特色，使各个异象之间，有

层层递进的效果，带出启示录的基本信息，

使读者逐步认同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 

我们读这些异象的时候，要连在一起读，一

口气读完七印的异象，不要只在某一个异象

的细节中琢磨太多时间，因为只研究一个异

象，并不能明白所有的启示。因为每个异象

之间是互相配合的，使主题更加鲜明。譬如

在读启示录中的七印、七号和七碗的时候，

最好是连在一起读，找出它们究竟象征什么，

有什么启示。 

4. 留意经文本身是否已为象征提供解释 

如果经文已经解释了象征，能帮助解释邻近

的上下文和全书其余的象征。启示录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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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譬如 1:20 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

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是经文直接

提供的解释，故要根据这个解释来看整卷经

文，千万不要自己再加上其他解释。 

启示文学是很难明白的经卷，主要就是因为

它充满了象征语法，借着可见的意象或者事

件所传达出来的概念，代表另一种事物，有

的时候，同一个意象可以象征正反两面的不

同事物，要特别留意。举例如下： 

狮子象征能力： 

在圣经里可以象征基督：启 5:5：“犹大支派

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 

但是又是撒但的象征：彼前 5:8：“你们的仇

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

可吞吃的人。” 

 

第 21 讲：如何解释启示文学的象征 

1. 象征的分类 

象征是一种特别隐喻，用可见的事物来代表

另一种事物。按照圣经学者格兰．奥斯邦的

分类，象征共有六类： 

1.1. 神迹：是指云柱、火柱和升天等等神迹

奇事。 

1.2. 异象：一般来说是用象征的语言来描写

的。 

1.3. 物品：譬如血等于生命；施恩座上的基

路伯代表神的圣洁；葡萄树和枝子代表

神的扶持，这些意义都渗进整本圣经的

信息中。 

1.4. 数字、姓名、颜色、金属和宝石：启示

录经常出现七和十二这两个数字；四种

颜色的马和新耶路撒冷十二道宝石的城

墙根基等等。另外但以理书第二章从金

到泥的王国，以及以赛亚书提到的他的

孩子的名字：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

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1.5. 带着行动的象征：启示录十章提到约翰

吃下书卷的动作是一个例子，而以西结

吃书卷也是有同样意义的。 

1.6. 关于礼仪方面的：包括浸礼、擘饼等等。 

2. 解释象征的六大原则 

2.1. 圣经是否已经为象征提供解释。 

如果圣经本身已经有一个解释，我们就

不要再找其他解释了。譬如约翰在启示

录已经解释了人子就是基督、龙就是撒

但、大淫妇是指罗马、细麻衣是圣徒所

行的义等等。 

2.2. 若没有清楚解释象征，必须仔细研究上

下文、背景文化和类比的经文，找出象

征的意义。 

启示文学经常用兽或者神秘的象征，代

表当时邪恶的政权，这种文学技巧含有

讽刺性质，作者同时能避免受到外邦政

权的迫害，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2.3. 要留意象征语言的目的 

象征语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于提供画

面，而是传达属灵和神学的意义，这是

读启示文学要留意的。如启 1:13-16 描写

了救主的威荣，包括身穿长衣、眼目如

同火焰等等。这些并不是救主的画像，

而是有独特象征意义的。譬如长衣象征

了祭司的身分、雪白的长发象征圣洁和

威严、眼目中的火焰象征基督超越的神

性等等。 

2.4. 要把握异象所传达的中心真理 

查考中要运用“以大解小”原则，不是

单单留意细节，因为细节通常是没有独

立意义的。每个异象都有它的中心思想，

细节往往只是作装饰的用途，或者加强

戏剧的效果，所以是不需要仔细来观察、

解释的。 

以启 16:8-9 为例。经文提到“第四位天

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 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

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这

段经文所描写的，是神对不悔改的人所

施的审判，所以当查考的时候，不用花

时间研究“碗”指的是什么；“日头”又

是指什么。这些象征的语言是让我们更

能感受到神审判时的严厉。 

2.5. 要留意象征的双重意义 

一件事物，可能有多过一个的象征，如

狮子既可以代表基督，又是撒但的记号。

羔羊既是献祭的记号，也代表了罪人。

蛇理所当然是撒但的象征，但是主耶稣

又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究竟哪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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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最正确？必须留意上文下理了。 

2.6. 留意数字的象征意义 

无论是但以理的七十个七，还是启示录

的一千年，都可能是象征的数字。譬如

耶稣曾经以赦免七十个七，讲到完全的

饶恕。在启示文学里，数目用来表达象

征的意义，多于用来表达实际的数字。 

另外，以前的人对数字不像现代人那么

准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在埃及受苦 400

年，或是被掳 70 年，多半是大约计算出

来的数字。就以在埃及 400 年为例，已

经有三个不同讲法，有的认为是 450 年、

有的说是 430 年，最后一种认为是 400

年。 

希伯来人认为“40”常常和重大的场合

有关，譬如洪水 40 昼夜，摩西禁食 40

天，神宣告尼尼微城 40 天后倾覆，耶稣

受试探 40 天等等。 

3. 启示文学和预言的差异 

 预言 启示文学 

沟通方式 神直接的说话

（可能也会透

过异象或异

梦）。 

异象和异梦 

例 1：约翰在启

示录多达 21 次

说“我又看见”。 

例 2：但 7:1 表

示以下所记录

的都是异象。 

传递方式 口传：神向先知

说话，再由先知

向以色列人传

递神的旨意。 

文字（参：启

1:11；但 7:1。） 

中间人 不常有，因神直

接和先知说话。 

常有：天使扮演

诠释和澄清角

色，“天使”一

词在启示录出

现 66 次。 

象征的来源 取自物质世界，

是生活中可以

经验的，如蝗

虫、马等等。 

常加上许多取

材自幻想或神

话世界的象征，

如蝗虫长着蝎

子尾巴、脸像

人；狮子有鹰的

翅膀等等。 

对现存世界的

看法 

比较乐观，若百

姓转回，就可避

免预言中的灭

亡，如耶 26:13； 

拿 3:10。 

比较悲观，内容

与末世的死亡

和审判有关，但

神会介入和干

预，为悲观信息

带来盼望，如启

21 章新天新

地、启 22 章等

候主再来。 

伦理教导 着重警告和指

责，要以色列严

厉遵守。 

着重安慰和肯

定，劝勉信徒要

过圣洁公义的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