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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认识释经的重要（一）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徒 8：30）学习解经

与研经，除了帮助人理解和认识圣经之外，对传道

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够按着正意分解神的道。解

经和讲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解经的目的是为着讲

道；好的讲道信息，也是透过努力研经和解经而来。

一、学习解经的 3个目的
A. 能正确明白神的话A. 能正确明白神的话

研经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明白圣经经文本身的意

义，也就是作者真正要表达什么。首先要学习的是

探究经文，了解经文的概念。当我们说查经或是研

经的时候，有寻找、调查、考察、观察的意义。

1. 观察经文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不要太快或心急，

而是要用时间思考，并详细地看整段经文及对这

段经文做全盘的研究。有几个问题要发问：历史

背景是什么？经文的主题是什么？所要表达的目

的是什么？

2. 观察之后是分辨字义或含意。按着字面解释经文

是解经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按照字面的涵义去

了解圣经。当然也有例外，例：一杯凉水、挖出

眼睛、眼中有刺 / 梁木等。这时就要抛弃字面的

意思，注意在文字背后，作者或是说话的人要表

达的涵义。

B. 重新把神的话语呈现和表达出来B. 重新把神的话语呈现和表达出来

圣经的历史和文化跟现今的世界天差地别。研经或

讲道的目标就像搭桥的工作，把经文的世界和今天

听众的世界连结起来，叫人能“听”见神的话。斯

托得（John Stott, 1921-2011）说：“传道人需

要跨越文化的鸿沟，把圣经连到当代的世界。这是

释经讲道的目标。”换句话说，除非透过研经，包

括了解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才能帮助人准确

地认识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C. 使神的话语关联到听众今天的生活C. 使神的话语关联到听众今天的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如果光有研经，恐怕只是停留

在知识的层面；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当

中。应用应该是从经文中产生，而不是拿一段经文

来配合我们所想要的应用。解经的目的不单是明白

经文，更重要是让经文的教训或提醒，能准确地应

用在今天的处境中。这是我们讲道时要注意的。所

以，研经的目的是为着讲道。释经讲道者的目标，

是通过解经的方法，把经文中属灵的原则找出来，

并且透过讲道，让今天的听众能够应用。

二、释经讲道的定义
释经讲道就是用现代的解经和神学方法，仔细研究

所选择的经文，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文法、历史、

背景等，找出原作者的意思和中心概念。

三、释经讲道的特点
1. 信息一定来自经文。

2. 信息是经过详细的解释。

3. 忠于圣经，尊重原作者的目的。

4. 有中心主题或概念。

5. 中心概念一定是从经文产生。

6. 能够把经文的意义应用在今天会众的身上。

第二课
认识释经的重要（二）

虽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超自然的工作，但圣经

是透过文字来向读者传递信息和观念。作者透过文

字或符号来传递信息，当中至少涉及 3 个要素：发

言人或作者；可以理解的声音，或是可以理解的书

写文字；听众或读者。作者的目的，是要藉着传达

者和接收者共同的语言，把他心中的概念传达给听

众或读者。圣经既是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书写而成，

最终目的也是神要向人类传达他的心意。以下是查

考圣经时应注意的基本推论及要问的问题。

一、经文在当时读者的文法表达是什么意思？
1. 无论是旧约或新约，圣经的每一字句或是书卷都

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也符合一般的文法意义，

并包含修辞用语。所以，圣经不是什么天书或是

密码，需要用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才可以解开。

神使用当代读者的言语，也就是他们惯用的语

言，来传递有关神自己的真理。

2. 解经的基本前提：神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

找出字面的意义，是解释人的话或文学作品的

正规方式。圣经本身是采用按字义解释的方法写

作，例：旧约预言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弥5：2）、

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亚 9：9）、为我们的罪过受

责罚（赛 53 章），而后来基督完全按照字面的

意义成就了这些预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解释圣经的目标是要找出经文的原意，称为“正

意解经”，也就是探讨经文的意思。相反的就是

“私意解经”，曲解经文原来的意思。

3. 这带出一个问题：释经的目标是找到圣经作者的

原意，还是经文的原意？其实，作者的原意与经

文的原意差别甚小，当中的区别可能非常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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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了解的是经文说什

么，而不是花大量心思去研究作者的“原意”。

因为除非藉着经文，我们是无法了解作者的“原

意”。作者的原意是否等同于经文的原意，值得

我们思考，免得过度钻牛角尖。

二、这些字句对原来的读者有何影响？
圣经的每卷书都是作者为了特定的原因，在特定的

历史时空下，写给特定的听众或读者的。因此，

我们一直强调要按正意解经，也就是找出经文的原

意。换句话说，要问这些字句对最初的读者的意义

是什么？我们不是最初的读者，所以如果要确定经

文对我们的关联和重要性，就需要找出经文对原来

读者的意义。

三、当时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经文的写成？
圣经所写的内容都受当时的文化背景所影响。

四、这句话在上文下理中有何意义？
每段经文都应该按照上文下理来理解。

五、经文用什么体裁写成？
每卷书都采用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来表达。

六、逻辑和信息的传递如何影响这段经文的意义？
要知道最初的读者是根据逻辑和信息传递的基本原

则去理解圣经的。

第三课
研经需要工夫

有人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解经法。

但这只是人以自己的主观想法为出发点去研经，所

得到的结论也不过是符合自己的需要或答案。误解

圣经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问题通常是断章取义，

也就是所强调的重点是这段经文并没有提过的。如

果期望研经有进步，有几个步骤必不可少。我们都

学过归纳法查经，就是透过观察、解释、发问及应

用，有效地帮助我们更准确掌握经文的意义。我们

可以自己做研经的工夫，是有系统的、连贯性的研

究。逐章研究或是根据主题来研究，都是不错的方

式。

一、观察经文
1. 观察经文是第一步，不要一开始就倚赖释经书。

可以用“六何”的方式来发问：何人、何处、何事、

何时、为何、如何。

2. 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准确地找到经文原

本的意思。这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观念，也是研经

的基本态度。每段经文一定有一个中心思想。要

找到经文的原意和基本的观点或教训，可以藉着

研读来发现关键或重复出现的词句。列出重要的

代表字词，就可以定出经文的主题。

3. 要操练从上文下理、背景、经文的思路脉络，来

找出合理的解答或答案。例：了解经文的前后关

系、整卷的概览等。所谓上下文，不但包含经文

前后的文字，也包含跟整章或整个段落的关联。

经文的解释只有一个，应用却可以是多方面的。

4. 观察经文时要发问“对”的问题：

a. 定义性和解释性的问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b. 逻辑性和关联性的问题―为何会如此？前后的关

系是什么？

c. 引申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主要目的是找出经文的

意义。

所有的发问必须根据从经文本身观察到的事实。

好的问题和“对”的问题，可以帮助人更准确地

掌握经文的意义。

二、应用
1. 研经的目的是透过观察、解释（可参考释经书），

再带出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应用。应用不是解释，

但正确的应用一定是从对经文准确的认识而来。

正确的应用一定建立在正确解经的基础上，也一

定是从经文的中心思想找出最明显的教训。

2. 我们也要研究经文原来的应用是什么，了解现在

的情况和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否一样，再衡量一下

原来具体的应用，确定有什么跨文化的原则。

3. 要找出广泛的原则和应用，例：有什么命令要遵

守？有什么应许要成就？有什么罪和试探要逃

避？这些都是实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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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再谈以经解经和灵意解经

一、以经解经与私意解经
1. 以经解经的定义：全本圣经必须成为某段或某节

经文的指引和标准，而不是以经串经。

2. 有人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解经，就是私意解经（彼

后1：20），但这是圣经不容许的。所谓私意解经，

顾名思义，就是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于是，

解释出来的只是人的学问而不是神的意思，例：

自由神学、否定神迹等。

3. 私意解经所解释出来的，要不就是错误，要不就

是枯躁无味。凡是圣灵出来的解释（真正的灵意），

一定如蜂房下滴的蜜一样甘甜；从私意解出来的，

却必定枯躁无味，最多只能增加知识而不能让生

命成长，因为正确的解经才会使人的生命长进。

4. 虽然正确的解经可以使用不同的解经方法，但是

不会超越圣经的范围。也就是说，以经解经就是

以整本圣经的原则，去解释某段圣经，包括圣经

中一些含有预表或是灵意的经文，例：灵磐石、

自主的妇人等。圣经不会违背圣经本身的原则。

二、真正的灵意解经
1. 解经时一定要寻求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会用某

处所记的神的话，来解答这处经文的问题。正确

的解经是不能超过圣经整体的原则，而只有圣灵

才是最会用圣经、最懂得圣经含意的。

2. 赛 34：16：“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

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神的话语是互相印证、互

相解释的，而只有神的灵把这些话聚集，让人可

以了解。因此，解经只有一条路，就是靠圣灵来

以经解经，而私意解经是不容许的。

3. 许多人反对灵意解经，是因为人很多时是冒用灵

意解经之名，行私意解经之实，使人不懂得真正

的灵意解经；久而久之，灵意解经就遭人否定了。

但这是因噎废食。真正的解经，是谦卑地倚靠圣

灵，以圣经解释圣经，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

事。这是释经的正途。

三、以经解经的特性
A. 合一性A. 合一性

整本圣经的教导和信息一定是合一的，不会前后矛

盾。合一性也确定了圣经的权威（提后 3：16–17）。

B. 多样性B. 多样性

圣经的书卷无论是写作的题材、形式、作者的背景

等都是多样的，容许解释经文的人去领会每一段经

文，也说明圣经的信息教训不会过时，适合任何时

代的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需要按照当时写

作的背景和体裁、风格来解释。不同的体裁、文体，

会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四、以经解经的原则
A. 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A. 符合圣经整体的教导

每段经文的解释，必须与圣经整体的教训和教义不

相冲突，也符合整个启示的原则。不可任意赋予

经文不同的意义。同类经文的解释或应用原则，要

看圣经是否有同类的教导，并符合圣经教导的大原

则。不要把绝对的教导相对化，却把相对的绝对化。

B. 明白圣经启示的渐进性B. 明白圣经启示的渐进性

1. 新约往往会解释旧约，例：约拿在鱼腹 3 天预表

基督的复活。但也不要太快就把新约直接套用到

旧约的解释，因为有时旧约所说的并没有明显的

意义。例：“击打磐石”的“磐石”是指基督吗？

2. 注意旧约的预表往往只是部份或片面的预表，例：

约拿只是部份预表基督，约书亚也是部份预表基

督。

五、讲道的形式
1. 主题式讲道。

2. 经文式讲道。

3. 解经式讲道。

不同的讲道形式各有优缺点。

第五课
解经与讲道

有人定义释经讲道的 3 个原则：归纳式、解经式、

释经解说式。归纳式的方法，是依据圣经，找出经

文本身的意义，并且让经文说出该说的话。归纳式

查经就是从圣经入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

的意思。

一、释经讲道的预备
1. 有系统地归纳，了解全卷书的概念、大纲和目的。

要全面了解经文的意思。解释经文的第一个原

则，是必须先按照字面的涵义去了解，而非天马

行空地想像。熟读经文，找出当中主次的关系。

2. 分辨字义或涵义。按着字面解释经文是释经的基

本要求，但是要分辨当中的教训或命令是不是要

求人去遵行。有时圣经记载的，不一定都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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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遵行的。例：利未记的洁净条例和献祭的规

则、耶稣为门徒洗脚（学习谦卑服侍而不是按字

面去做）、使徒行传记载的“凡物公用”（这只

是生活的榜样）等。

3. 释经讲道者必须对经文下工夫准备，遵从适当的

释经法和解经法。释经讲道者必定是能“按着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的人（提后 2：15）。观察，

可以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讲什么；解释，就是根据

观察的事实，去探究经文的原意。

二、释经讲道的重要步骤
1. 辨认文体。

2. 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

3. 掌握上下文的经文脉络。

4. 经文字义、文法、句法的分析。

5. 神学分析。

6. 应用原则化。

7. 经文默想。

三、实际开始准备释经讲道
A. 决定经文主题A. 决定经文主题

真正的释经讲道，要先明白经文的意思，再决定主

题。主题不是题目，而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或中

心概念。换句话说，有效的释经讲道者需要认清单

一的主题或概念。释经讲道者的目的：把神话语中

某个特定单元的信息带给听众，而这个中心思想或

概念，是在经文文脉中，藉着研经的工夫，了解历

史、文法和体裁所衍生和传达的。每篇讲章应该是

一个单独而显著的概念的阐明。

B. 确定信息的目标和目的B. 确定信息的目标和目的

释经讲道不是单单解释经文的细节，而是要达成一

个根据经文本身的教训而能使人信服的目标（不同

于主题式讲道），也就是讲员盼望透过这篇信息在

听众心中激起的回响。确定信息的目的，可以使讲

员对这次讲道所预期的结果更具体化。这目的也应

该能够反映讲道的大目标：改变生命。

C. 建构信息大纲C. 建构信息大纲

讲道大纲和查经大纲是不同的。讲道大纲是以现代

的词句来陈述，并依据会众的需要而关连到生活。

D. 发展信息内容D. 发展信息内容

1. 把研究的经文、大纲，逐步发展为一篇完整的讲

章，然后把圣经的信息传达给会众，也就是让圣

经作者、讲道者和听众的世界连在一起。

2. 为了让听众明白，有几个步骤：

a. 陈述信息的内容；

b. 解释信息的意义；

c. 证实信息的准确性。

3. 应用信息，使之连上生活。

E. 引言、例证和结论E. 引言、例证和结论

F. 拟定具创意的题目F. 拟定具创意的题目

第六课
释经讲道的重要与操练

一、释经讲道的重要
1. 好的讲道不单感动人，更能“喂饱”人，因为神

的话是生命的粮。忠心的管家能够“按时分粮”，

使人的生命得着改变和更新。

2. 著名释经讲道作家凯瑟（Walter C. Kaiser 

Jr., 1933-）说：“今天教会最可怜的光景就是

缺乏能力，而问题往往在于讲台缺乏能力。”如

果要根治这个问题，传道人必须肯下工夫，传讲

有权柄的信息。权柄来自神的话语，所以传道人

要通过解经神学，又肯花时间等候神，根据经文

的单一意义来宣讲神的道。

3. 今天教会很多传道人努力传讲神的话，建造信徒

的灵命，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教会的讲坛无

法传讲适当的信息帮助会众。原因就是缺少以圣

经为基础，深入研究神话语的释经讲道；也就是

无法把圣经客观的真理，适当地、全面地、系统

和深入地教导会众，帮助他们应用在自己的信仰

生活中。

二、释经讲道的操练
张西平提到释经讲道传讲的十大要点，很值得参考

学习（《实用释经讲道法》[ 美国：华训，2000]，

页 125–133）：

1. 根据圣经―释经讲道最重要的是忠于圣经，不是

一个观念，一个想法。

2. 充分预备―传道人最不应该的是懒惰，没有花足

够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信息。

3. 用归纳法―以圣经为依归，客观地探索经文的意

义，让圣经自己说出神要说的话。用归纳法的讲

章能够让听众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感受。

4. 合乎逻辑。

5. 富趣味、创意、想像力。

6. 权柄―知道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和权柄。

7. 热诚―讲员要对所传讲的信息充满热忱。一篇讲

道所感动的不单是会众，更要先感动讲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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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必须从我们所看见的

真理中自然产生。

8. 适切―要适切关联。讲道不单是解经，也是沟通，

把神的信息传达给活生生的人。讲道的关联性是

非常重要的。由神而来的话语，可以使过去和现

在连结在一起。

9. 应用―要有应用，因为讲道的主要目的不单要正

确教导神的话，也要引导会众实际地应用这段经

文，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会众不单听道，

也要能行道。

10. 清晰―每篇讲章都应该有清楚的焦点。必须包

含清晰的信息，使讲章宣讲得清楚，听的人可

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