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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道今聲 
理解及應用聖經

愛因斯坦向來以蓬鬆的頭髮和質能關係式

（E=mc2，能量=質量x光速的平方）聞名

于世。但鮮為人知的是，他在人生的最后30年，致

力尋找一個理論，可惜卻未能如願。他深信宇宙間

應該存有一個宏大的理論，可以解釋宇宙所有主要

力量之間的關聯。而且他也深信，這個理論終究會

被人發現。

愛因斯坦的探索，至今仍在延續着。有學者稱

之為統一場理論（Unified Field Theory），也有人稱



 古道今聲2

之為大統一理論（Grand Unification Theory），而人

們一般稱之為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

	 雖然我與愛因斯坦沒有多少相通之處，卻對大

統一理論的想法深感興趣，就是探索一個關乎聖經

的大統一理論。一個簡潔優美，涵蓋並總結創世記

到啟示錄的所有真理及教導，甚至連孩童都能理解

的理論。

	 為什么呢？因為明白聖經的大統一理論，就可

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並且能知道從現在以至永恆，

對上帝來說什么是最為重要的；也會幫助我們明白

什么是指引我們生活的驅動力，知道我們受造的主

要目的。

	 后來，我的探索在與一位神學教授共進晚餐

時，取得了突破。我問他，出埃及記為什么會用那

么多篇幅，來詳細描述會幕的建造。他回答說：

「喔！這很簡單，因為上帝要親自與祂的百姓同住

啊！」這個簡單的回答，成為開啟聖經總意的鑰

匙。我發現，這把鑰匙可以開啟整本聖經的故事。

事實上，在聖經的最后章節中，使徒約翰記錄了他

所見異象的高潮：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

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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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裡從天而降，預備

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

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

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

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

帝。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

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

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

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示錄21
章1-5節）	

	 上帝創造我們，要讓我們成為愛的群體的一分

子，以祂為中心。因為上帝是愛，祂按自己的形象

創造我們，好叫我們能經歷祂深邃的愛，讓我們不

僅與祂相愛，也彼此相愛。

	 創世記3章所記載的人類墮落，就像一場地

震，震碎了上帝為我們所訂的計劃。罪從根本上摧

毀了人與人的關係，破壞了群體的團結，也隔絕了

我們與創造主之間的交流。

	 但是，上帝從未放棄祂起初的計劃。聖經的每

一卷書、每一個故事，都在描述祂費盡心力要把我

們帶回祂身邊。最終，祂成為人的樣式，並死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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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除去了使我們與祂隔離的鴻溝。

	 你一旦認識到聖經主要講述的是關係而不是規

條，那么你讀聖經的角度就會全然改觀。而且，一

旦你發現上帝的道主要講的是愛而非律法，你就能

體會我們這位造物主的心意。

	 這本小冊子是要幫助你理解並應用聖經，但是

當你踏上這個重要旅程的時候，一定要讓這個「大

統一理論」成為你的北極星，引導你到達你的目的

地。

古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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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了解原始情境

經典影片「回到未來」，描述1980年代的一位十

幾歲男孩，進入一部由汽車改裝的時光機器，

快速穿過時光隧道，回到了1950年代。同一座城市，但

一切都不一樣。女孩紮着馬尾，穿着短襪皮鞋，暢談

着：「他不正是我們的白馬王子嗎？」男孩則梳着油亮

的頭髮，穿着繡上英文字母的毛線衣及寬鬆長褲；每當

汽車駛入加油站時，穿制服的工人馬上趨前加油、洗車

窗並檢查機油；一加侖汽油才19美分，一瓶可樂是5美
分。當我們觀看這部影片時，會不由自主地對當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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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活而感到驚訝，也感慨人世的迅速改變。

	 此外，我們也會意識到，許多事物仍然一樣：十幾

歲的青少年，依然是尷尬的模樣；我們依舊上學、寫作

業、參加派對、交友、談戀愛等等；開車的人還是喜歡

把收音機開得震天價響；小男孩總愛作弄他們的姐妹；

可樂的價格雖然不是5美分一瓶，但仍舊廣受歡迎。到

底有什么不同的呢？

	 我們閱讀聖經，也有類似的體會。許多事看起來是

那么奇怪，那么陌生：人們只穿

拖鞋、騎駱駝、住帳棚；他們獻

動物為祭，認為豬肉不潔淨；他

們在星期六守安息日，星期日工

作；當妻子不孕時，她讓丈夫娶

她的奴婢為妾。何等不同的世界

啊！

	 當然，有許多事情仍是一

樣的。聖經中的人會面臨試探，

也會落入信心的考驗，我們也是

一樣。儘管約伯是4000年前的人

物，但對于他的苦難我們都能感

同身受。如今，丈夫仍然需要愛他的妻子，兒女仍然必

須順服他們的父母。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聖經作者

似乎在直接對我們說話，給我們鼓勵、安慰和希望。而

且，聖經一再告訴我們，上帝對祂的百姓懷着忍耐慈憐

聖經一再告訴我

們，上帝對祂的

百姓懷着忍耐慈

憐之愛，並呼籲

他們愛祂，且彼

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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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愛，並呼籲他們愛祂，且彼此相愛。

	 我們閱讀聖經，就如觀看描繪50年代的電影，會

有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這是因為時代的差距。雖然我

們與聖經中的人物有許多相同之處，卻與他們有2000到
4000年的間隔。他們生活的年代、地區和文化與我們不

同，使用的語言也不同。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並應用聖經，我們就不能忽略這

些時代和文化的差距。

時光旅行

	 閱讀和應用聖經，就像進入時光機器一樣。我們必

須跨越時間、語言、文化和地域的障礙，去認識聖經中

的人物，去明白上帝的話如何應用于他們的處境。這就

是本章的目標。

	 接着，當我們明白上帝的話如何應用在那個世代的

人身上后，我們就要再次進入時光機器，回到21世紀。

這樣，我們就能夠思想如何將經文應用在我們的時代、

文化，以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這是后面兩章要探討的

主題。

	 我們的時光機器需要各種不同的工具來建造，這些

是現代人研讀聖經時可應用的工具。有了這些工具，我

們就能夠跨越那些使我們與聖經世界分離的籓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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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時間的籓籬。因為聖經記載的事都發生在數千

年前，要了解這些事件，顯然有一個難題：我們都不在

那個時代！因此，我們經常缺少相關的歷史背景資料。

	 在新約聖經中，幾乎每一封書信都有特定的目的。

因為當時藉着耶穌與上帝建立新關係后的信徒，面臨了

一連串的問題。例如：加拉太人追求靠行律法稱義；哥

林多人需要解答有關婚姻、屬靈恩賜和吃祭偶像之物的

問題；提摩太需要知道如何重建教會的秩序。

	 除非我們了解這些問題或疑惑，否則，讀這些書

信，就如聽到電話一端的人在說話，卻不知道他為什么

說那些話。我們聽作者說話，卻不知道他為什么這樣

說。我們讀詩篇和先知書時，也是如此。我們所知道

的，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

	 例如，約翰在約翰一書中寫到：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

要試驗那些靈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

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

身來的，就是出于上帝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

帝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于上帝（約

翰一書4章1-3節）。

	 這段經文經常被誤解，因此也常被誤用來測試人是

否被鬼所附。有人解釋說，當我們遇到一個可能被鬼附

的人時，我們要「試驗那些靈」，就問那人：「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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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嗎？」如果這人是被邪靈所附，他會

回答：「不！」但如果他回答：「是！」我們就會排除

他是被鬼附的。

	 這樣的理解聖經就是一個脫離歷史背景的典型例

子。我們認真閱讀經文就會明白，約翰並不是要給我們

一個查驗被鬼附的良方，而是在講述如何分辨真假先知

（1節）。約翰所指的假先知，是那些否認基督道成肉

身的人，因為他們認為「肉體」和物質是惡的。

	 我們怎么知道這些呢？有幾種途徑可以了解經文

的歷史背景，其中之一就是從該卷書或篇章本身尋找線

索。我們在約翰一書2章19節可以發現，這些假先知原

先在教會裡面：「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

的」（2章19節）。約翰稱他們為

「敵基督」（18節）。他寫這封

信的目的，就是警告讀者要提防

他們：「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指着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26節）。約翰的這封書信，還

有許多其他的語句，或明顯或隱

晦地告訴我們一些細節，關係到

他的讀者當時的處境，以及他寫

這封信的緣由。

	 在探索經文的歷史背景時，

閱讀相關的經節也很重要。例

因為聖經故事都

發生在數千年前，

要了解這些事件，

顯然有一個難題：

我們都不在那個

時代！



 古道今聲12

如，詩篇51篇是大衛寫于與拔示巴淫亂之后，我們就可

以從撒母耳記下11-12章，讀到該事件的情節。另外，

詩篇51篇的標題，也告訴了我們他寫這詩篇的原因。如

果沒有這樣的提示，聖經辭典或注釋書往往都會列出相

關的經節。同樣，如果研讀腓立比書，我們應該參考使

徒行傳，因其中提供了腓立比教會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資

料（見使徒行傳16章）。

	 我們越多了解經文的歷史背景，就越能夠明白聖經

作者所傳達的信息。這些資料就像把拼圖中消失的那幾

片給找出來，一旦把它們放進正確的位置，整個圖像就

變得清楚了。

 跨越語言的籓籬。聖經是用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

臘文寫成的，因為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語言，所以在理解

上有極大的障礙。學習這些語言的人都能體會，要精通

這些語言是多么困難。幸好，那些精通聖經語言的人，

已經為我們跨越這道籓籬，把聖經翻譯成了現代語言。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有多種的聖經譯本可以選擇。  

  中文聖經有許多譯本，目前華人教會最普遍使用的聖
經譯本是和合本聖經，以忠于原文為目標，重視意義上

的準確。后來，又有以原文譯本為根據的呂振中譯本，

保持原文結構逐句直譯。近期還有現代中文譯本、聖經

新譯本、和合本修訂版等，都以通順易懂為翻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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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種譯本都有優缺點。有些譯本，儘量依照希伯

來文或希臘文逐字翻譯，但翻譯出來的語句經常拗口難

讀。

	 講究表達清晰的譯本，就不拘泥于逐字翻譯。這

樣的譯本很容易閱讀，但會給人一種聖經是21世紀產

物的印象。例如，有一個英文譯本將詩篇119篇105節的

「燈」翻譯為「手電筒」！

	 細心研讀聖經的人，會取用各種譯本的優點，因為

每種譯本，都能為作者的原意帶來一些洞見。

 跨越文化的籓籬。聖經中的事件，發生在許多不同

的文化中，諸如埃及、迦南、巴比倫、猶太、希臘和羅

馬……等等。因此，我們經常會讀到許多看似奇怪的習

俗或理念，因為它們離21世紀的文化實在是太遙遠了。

	 什么是「家中的神像」？為什么拉結會偷竊她父親

「家中的神像」呢？（創世記31章19節）為什么約拿會

懼怕尼尼微人呢？撒馬利亞人是誰？為什么他們與猶太

人那么仇恨彼此？（約翰福音4章9節）哥林多是個什么

樣的地方？哥林多人之所以會面臨特別的試探，是因為

他們住在那裡嗎？我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后，就能對

上帝的話如何用于當時信徒的特殊處境，有新的認識。

	 設想我們正在研究阿摩司書，我們讀到這樣的經

文：「我討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討伯特利祭壇的罪。

壇角必被砍下，墜落于地」（阿摩司書3章14節）。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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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對21世紀的我們，實在毫無意

義，但聖經辭典或聖經百科全書

可以幫助我們明白阿摩司的意思。

	 如果我們查閱「祭壇」或

「角」，就會發現，聖殿中的祭

壇有四個角，各有一個牛角狀的

突起物，祭牲的血抹在其上。在

舊約時代，許多猶太人都相信，

祭壇是一個避難所。那些尋求保

護的人，會進入聖殿，抓住祭壇

的角。阿摩司是在警告說，以色列人會逃到祭壇邊，卻

發現「角」已經不見了，也意味着他們失去了保護。

	 想研讀聖經，必須要深入古代的中東文化。  我們

越熟悉當地的文化，就越能跨越我們與古代世界之間的

籓籬。

	 單單從聖經本身，我們就可以發現大量關于文化的背

景資料。例如，福音書到處都提及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

生活。我們從中得知，當時的猶太人處于羅馬的統治下

（路加福音3章1節）；他們渴望彌賽亞降臨，拯救他們
脫離仇敵（1章71節）。我們也可以從中了解聖經時代的
日常生活：商業習俗（16章1-18節）、婚禮（約翰福音2
章）、喪葬（約翰福音11章）、工資收入（馬太福音20章
1-16節）、稅制（22章15-22節）等等。

我們越熟悉當地

的文化，就越能

跨越我們與古代

世界之間的籓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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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地理的籓籬。許多人很幸運，能造訪以色列。

通常，他們過后都會說，聖經的情節直接呈現在他們眼

前，是前所未有的經歷。對于未能走訪聖地的人，仍然

能夠透過其他方式，來獲取類似的體驗。我們若了解聖

經地理，對許多聖經段落將有新的理解。

	 例如，在阿摩司書1章3節至2章16節，先知譴責大

馬士革、迦薩、推羅、以東、亞捫、摩押、猶大和以色

列。乍看之下，這些似乎是阿摩司隨意提到的城市和國

家，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並非如此。前三個城市是與以

色列無關之國的首都，隨后三者是以色列的表親。位列

第七的猶大，是以色列南部的兄弟之邦。最后，是以色

列本身。

	 阿摩司宣告的順序，讓他的聽眾錯愕驚恐。

	 以色列人聽到阿摩司宣告對那些異教國家的審判

時，應該會因此歡呼，但隨着阿摩司提到亞捫、摩押、

猶大，指責越來越接近本國時，恐怕他們就開始冒汗

了。當他們聽到阿摩司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

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2章6節)，以色列已經

落入了上帝的譴責之中。

	 有多種方式，可以熟悉聖經地理。許多聖經都附有

地圖。一本好的聖經地圖或是聖經辭典，也可以為人們

不熟悉的地點提供寶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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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閱讀	

	 想像一下，你已經進入時光機器，完全跨越了時

間、語言、文化和地域的障礙。你現在身處第一世紀的

哥林多城，身穿希臘服裝，說着流利的希臘語，熟悉周

遭的文化與地理環境。你甚至還時常造訪哥林多教會，

並且熟識教會的人與問題。

	 當你在附近弟兄姐妹的家中參加崇拜的時候，一位

信差送來一封保羅的信，就是我們現在稱為哥林多前書

的信。你展開書卷，開始朗讀（當然是用希臘語）。此

時，你已經成功跨越時間、語言、文化和地域的障礙，

但這是否會讓你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明白保羅對哥林多人

所說的話呢？不一定。

	 使徒彼得是和保羅同時代的人，連他都發現，在

保羅的信中有一些「難明白的」地方（彼得后書3章16
節）。當然，彼得的困難，可能是因為保羅在某些地方

沒有交代清楚。但是，即便保羅寫得很清楚，我們能否

理解也取決于我們的閱讀技巧。因此，學習研讀聖經的

一個層面，就是要培養閱讀技巧。不管是閱讀聖經，還

是閱讀小說或雜誌，這些技巧都能幫助我們。

	 當我們閱讀時，首先需要回答一個主要的問題：作

者想要對他的原初讀者說什么？（至于這段經文要對今

天的我們說些什么？這個問題稍后再看。)

	 要發現作者的意思，可以遵循以下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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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你所閱讀的文學類型。

有天晚上，一位研究異端的

學者在某個地方教會舉辦講座。

有一群參加異端的人也來聽講。

當講座進行到一半時，其中一位

站起來，與學者爭辯說，父上帝

有我們這樣的肉體。他還引述一

些經節，提到上帝的「右臂」、

「手」、「眼睛」等，作為佐

證。講員就請他大聲讀詩篇17篇8節：「將我隱藏在禰

翅膀的蔭下」。

	 那人抗議說：「那只是一個比喻。」講員回答說：

「正是如此！」

	 聖經作者有多種表達方式，運用故事、書信、詩

歌、箴言、比喻、暗喻和象征等。每一種文學類型，都

有其獨特之處。我們必須確認作者所用的文學類型及其

語言，才能正確解讀他的含意。如果我們將作者象征性

的暗喻當作字面意義來解讀，最終我們會不知所云或誤

解其意義。

2綜覽該本書卷。這可以幫助我們從兩方面來探索作

者的意思。首先，我們觀察該書卷反複出現的概

念，便能發現該書的主題；其次，綜覽能幫助我們發現

該書的架構，釐清書卷各部分與主題之間的關係。

學習研讀聖經的

一個層面，就是要

培養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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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覽就像是透過伸縮鏡頭來看該本書卷。開始時用

全景模式，透過快速瀏覽該書卷，找出那些貫穿全書、

反複出現的關鍵字詞或概念。若無法閱讀全書，就瀏覽

略讀其內容，特別留意章節或段落的標題。

	 接下來，把鏡頭拉近一點，閱讀該書卷的主要部

分或段落。每段都會有一個重要主題。一旦你找到了主

題，就嘗試以簡要的字句，來總結這個段落。這樣，你

就已預備好，可以精研段落和字句了。

3逐章逐段研讀。一旦你對一本書的主題與架構有了

整體概念，就可以開始逐章、逐段地研讀了。我們

現在所使用的聖經，每一段落可能是一整章，或是幾個

小段。但我們應該知道，聖經原本沒有段落和章節，甚

至沒有標點。加上標點和分段，是為了幫助我們閱讀，

但我們不須受其制約。

4要敏銳把握聖經書卷或段落中的情感。聖經不只是

一些思想觀念的合集。聖經的作者和人物與我們一

樣，都有情緒與感受。在客西馬尼園裡，耶穌內心充滿

了悲傷與痛苦；加拉太書散發着保羅對猶太派基督徒的

憤怒，以及為加拉太信徒感到困擾；詩篇148篇則洋溢

着讚美的情懷。

	 雖然這是一個比較主觀的層面，卻可以讓我們對聖

經作者及人物的情感與動機，有更豐富的認識，進而對

他們的話語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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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其他的注釋書。一旦你

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某段的

主題以及作者的意思，你還要參

考一兩種好的注釋書。這可以給

你帶來更多的亮光，而且若你對

作者的意思有所誤解，也可以得

到糾正。但是，在參考別人的注

釋之前，你自己一定要盡可能地

理解經文。

回到未來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好，要重

新進入時光機器，回到21世紀。我們離開聖經世界，回

到現今的世界，我們必須重新越過時間、文化、語言和

地理的籓籬。

	 在廣義上來說，這就是所謂的應用。我們把在耶路

撒冷、以弗所或哥林多所學到的東西，用到我們現今在

芝加哥、倫敦、香港或台灣的需要上；我們將原本用希

臘語、希伯來語和亞蘭語傳講的信息，用我們自己的語

言清楚地表達出來；我們把在不同時代和文化情境中所

說出的真理，應用在我們自己文化中那些類似、卻有差

異的問題上。

	 要預備這趟返回21世紀的旅程，有一個很重要的步

聖經原本沒有段

落和章節，甚至

沒有標點。加上

標點和分段，是

為了幫助我們閱

讀，但我們不須

受其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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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就是要將上述的過程倒過來，不再是從細節中來看

上帝的話語。現在我們需要從聖經特定的命令與要求中

找出概括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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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找出概括性原則

有一個大家庭，每次圍着餐桌吃飯前，都輪流作

謝飯禱告。然而大家都怕的是，輪到最小的孩

子禱告。

	 他的禱告是那么地具體詳細，把人折磨得沒完沒

了。他會從他餐盤裡的食物開始，然后順着桌子禱告：

「親愛的上帝，謝謝禰賜給我雞蛋，賜給媽媽雞蛋，賜

給爸爸雞蛋，賜給姐姐雞蛋，賜給哥哥雞蛋；謝謝禰賜

給我肉片，賜給媽媽肉片，賜給爸爸肉片，賜給姐姐肉

片，賜給哥哥肉片。」然后，他還會為桌上的其他食物



 古道今聲22

禱告：「謝謝禰賜給我們胡椒粉，謝謝禰賜給我們奶

油，謝謝禰賜給我們果醬，謝謝禰賜給我們鹽。奉耶穌

的名，阿們。」此時，所有的人都會不約而同地鬆一口

氣，然后才開始享用已變冷了的食物。

	 有一天早晨，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按輪流的順

序，可怕的時刻又到了。全家人都低下頭，雙手合掌，

緊咬嘴唇。大家都知道，還需等上五到十分鐘，才可以

享用燻過的醃肉、金黃色的煎餅、橘子汁和熱咖啡。這

最小的弟弟，像以前一樣帶領謝飯禱告，但出人意料的

是，他的禱告竟是：「親愛的上帝，謝謝禰賜給我們食

物，奉耶穌的名，阿們。」哇！他學會概括歸納了！		

	 雖然聖經是寫給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但其信息

卻適用于任何時代的任何人。打從耶穌的時代起，祂的

跟隨者就得學習如何適當地過生活，來回應上帝在耶穌

基督裡所賜的恩典、慈愛及救恩。上帝已經將祂自己賜

給了我們，我們要如何表達對祂的感恩呢？在周而復始

的日常生活中，怎樣才算愛上帝、愛鄰舍呢？幸好，上

帝已經在聖經裡向祂的兒女表明，什么叫做與上帝同行

的生活。但有些時候，聖經中的某些教導似乎又太侷限

特定的情境，讓許多現代讀者難以產生共鳴。

	 在聖經的應用上，學習如何去歸納是很重要的一

步。當一段經文，從表面看來對我們現今的生活沒有什

么作用時，我們需要更深一層去尋找出一個概括性的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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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誡命

	 從聖經特定的教導中要找出概括性原則，這個觀念

並不是新發現，耶穌自己就教導我們要如此行。

	 有一次，一個律法師要試探耶穌的聖經知識，就問

祂說：「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這個律法師的目的，是要耶穌就當時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發表評論。  

 猶太的拉比列舉出律法書中共有613條不同的誡命，規
範各種事務，從發霉的衣裳到贖罪日的祭物。他們試圖

分出「大」（重）誡命與「小」（輕）誡命。拉比並無意忽

略小誡命，看重大誡命。相反地，他們想知道的是，有

沒有一些誡命更加重要，讓人們遵守了之后，就能自然

而然地守住其他較小的誡命。

	 	

	

	

	

	

	

	

	 耶穌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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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相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請特別留意耶穌接下來說的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

太福音22章36-40節）

	 換句話說，這兩條誡命總括了其他的誡命。根據

耶穌的本意，這兩條誡命囊括了聖經其他所有律法、律

例、誡命的精義，也解釋了以賽亞、以西結和耶利米這

些先知所傳講的信息。  這兩條誡命普遍適用于許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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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境，實際上，它們可用于所有的情境之上，因為

它們表明了上帝所賜每一條律法的動機和目的。

	 愛上帝和鄰舍，並沒有道盡整本聖經的意思。聖經還
講到上帝對我們的愛，但卻未包含在這兩條誡命之中。

耶穌后來還加上了第三條誡命：「你們要彼此相愛，像

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15章12
節）。在這裡，愛的新對象是我們在基督裡的弟兄姐

妹。愛的新標準，乃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對我們所展

示的犧牲之愛。

	

	

	

	

	

	

	 為什么需要這么多誡命呢？這些誡命，是要告訴當

時各式各樣的人，在各種情境之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展現對上帝和對人的愛。例如，在生意場上如何愛鄰舍

呢？「不可行不義，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

（利未記19章35節）。如何去愛那些饑餓和有需要的人

呢？「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

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利未記19章
9-10節）。																																														

	 要找出聖經特定誡命中的概括原則，並非難事。無

論是什么誡命，是什么情境，我們知道，它們都是對上

帝、對鄰舍之愛的表達。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聖經所強

調的是，跟隨基督主要是關乎我們與上帝、與人之間的

關係，這種關係是由上帝主動開始的，祂已經在耶穌裡

啟示了祂自己（腓立比書2章5-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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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我們只發現到這些概括性原則的話，那

就可能會令人感覺單調乏味了。想像一下，若每一篇講

章、每一本基督教的書籍、每一次查經，都只講「愛」

這么一個單一主題的話，那會是什么樣？還好，事實並

非如此。雖然聖經的核心主題是那么簡單，連小孩子都

可以明白，但聖經內容的豐富和精微，卻超過我們的想

像。

應用的層面

	 聖經包含許多應用的層面。這些層面就像一個金字

塔，兩大誡命（愛上帝和愛鄰舍）位于頂端，所有其他

的命令與要求，介于頂端和底層之間。

	 靠近金字塔頂端的誡命，數量較少，因為它們較為

概括和抽象。而那些接近金字塔底座的誡命（就像「不

可籠住牛的嘴」），數量很多，因為它們更明確、詳

細，更具體。

	 接近底座的誡命，有時似乎毫無意義或難以理解，

需要我們進入更高層面，才能發現它們背后的原則或原

因。相反，靠近金字塔頂端的原則，往往比較抽象、不

具體，需要用靠近底層的具體原則來闡明。

	 現在讓我們看一段經文，以闡明應用的不同層面。

 保羅關于祭偶像之物的教導。在哥林多前書8章，

保羅給了我們一些有關祭偶像之物的教導，似乎與現在



 古道今聲26

的許多文化都沒有關聯。然而，我們詳細閱讀這段經文

就會發現，關于食物的問題，只是位于金字塔底座的一

個應用層面。在金字塔上還有兩個層面，可以用于現今

的處境。

	 在尋找這些概括性的原則以前，我們首先必須了解

保羅的讀者所面臨的難題，以及這段經文如何應用于他

們身上。為什么他們會在意祭偶像之物呢？《聖經時代

的生活手冊》（Handbook of Life in Bible Times）可以幫

助我們跨越這道文化的籓籬：

		 即便是日常家務，比如從屠宰商那裡買肉，或

是與朋友外出晚餐，都會面臨種種問題。有些屠

宰商所販賣的肉，是從異教廟宇大量買進，那些

肉都經過宰殺儀式，或祭祀過偶像。哥林多的基

督徒無法確定，這種肉他們該不該買，擺在他們

面前的時候該不該吃。

	 保羅幫助哥林多教會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

題。保羅告訴他們，其實他並不在意他們是否吃祭偶像

之物。為什么呢？首先，他知道實際上只有一位上帝：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

么。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上帝。雖有稱為

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上帝」（哥林多前書8章4-6節）。其

次，保羅知道，食物在屬靈的意義上是中性的：「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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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能叫上帝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

無益。」（8節）	

	 然而，保羅也意識到：「人不都有這等知識」（7
節）。那些曾經深陷于偶像崇拜的基督徒，可能會因為

保羅或其他人吃祭偶像之物而心生疑惑：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

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

物嗎？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

你的知識沉淪了。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

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10-12節）。	

	 為了避免成為他人的絆腳石，保羅作結論說：「所

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

兄跌倒了。」（13節）

	 雖然保羅所作不吃祭偶像之物的結論，在當今許多

文化中並不適用，但他所說的理由，卻仍然適用。他在

第8-9節表明，真正的問題並不在于祭偶像之物，而是

「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換句

話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則：任何導致其他基督徒良

心軟弱而去犯罪的事，保羅都不願意我們去做（7、10
節）。保羅不要我們「傷了」他人，更不能使他人「沉

淪」，而是要在愛中造就他們（1節）。這個原則適用

于現今的許多情境。

	 我們已經從非常具體而且不太相關的祭偶像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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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比較有概括性且能應用的原則，就是不叫我們的自

由造成他人犯罪。在此，保羅提到了兩個大誡命中的一

個：在愛中造就我們的弟兄姐妹（1節）。因此，就這

段經文而言，我們的金字塔可以有三個層次的應用：

 層次1（最具體）：為了良心軟弱的人，哥林多的

信徒不應該吃祭偶像之物。

 層次2（較概括）：哥林多的信徒不應該讓他們的

自由（任何領域的自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

 層次3（最概括）：哥林多的信徒只應作那些在愛

中造就別人的事。

	 如果我們明白每一段經文，都是聖經金字塔各個

層次的一部分，那么，應用聖經就容易多了。如果一段

經文實在太貼近特定情境，以至于無法應用在我們的情

境中，我們就需要上升一個層次，找出可以應用的概括

性原則。

找出概括性的原則

	 要在一段經文中找出概括性的原則，就需要提出正

確的問題。特別是經文無法直接應用于我們的處境時，

我們要問三個重要的問題：

 問題1：作者是否在闡述概括性的原則？

	 哥林多前書8章的這段經文，展示了第一個、且是

最容易找出概括性原則的方法：看作者是否在陳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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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就像保羅在第9節所做的那樣。新約的作者，經

常會先陳述一個概括性的原則，然后舉出一些例子，用

以說明如何把原則應用于特定的情境。雖然並非所有特

定情境下的細節都可以應用于今日，但概括性的原則幾

乎都可以應用，因為它們反映出上帝的本性。

 問題2：作者為什么會給予特定的吩咐？

	 無論作者是否在陳述概括性的原則，我們通常都能

從誡命本身看到蛛絲馬跡，並且發現其理由。聖經的誡

命絕不會毫無來由，背后始終有金字塔上較高層次的原

則。一旦我們知道誡命的來由，我們就能在金字塔較高

的層次中，找到適用于現今世代的原則。

 問題3：上下文有沒有揭示出概括性的原則？

	 我們在尋找概括性的原則時，重要的是要考慮經文

直接和間接的上下文。例如，在哥林多前書8章，我們

可以很容易找出保羅的概括性原則，因為保羅在直接的

上下文中有所陳述（9節）。然而，有些段落可能需要

參考之前或之后幾章的經文。說到底，每段經文的最佳

脈絡  和指導原則，就是整本聖經。

	 	 	 	 	 	 	 	

	 	 	 	 	

 聖經的脈絡乃是前言所說的大統一理論。聖經所有的教

導和命令，目的都是要完成上帝的計劃，就是在上帝與

祂的跟隨者之間締造一個愛的互動關係。

	
	 找出聖經中的概括性原則，並不是要斷章取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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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把聖經真理包裝成整整齊齊的教義包裹，而是要

超越聖經特定的命令、例證、應許，為了要探究上帝的

心意。我們要領受的不只是上帝說了什么（當然這非常

重要），更是要明白上帝為什么要這么說。我們所渴求

的，乃是一個敬虔的心態，是一個以聖經大統一理論所

塑造出來的世界觀。

	 我們尋求聖經的原則，就是在努力透過聖經的字

句、章節、段落和書卷來察覺上帝的心意。靠着聖靈的

幫助，我們的目標旨在明白上帝的旨意。

還缺少一件

	 幾年前，老師要求幾個神學生用「好撒馬利亞人的

比喻」來講道。老師故意拖延每個學生的時間，直到講

道開始前才讓他們進場。當他們手拿講稿，匆匆忙忙穿

過校園時，老師找人假扮成一個需要別人幫助的人，故

意讓每個學生都遇上。諷刺的是，這群學生當中，竟然

沒有一個停下來去幫助那個人，因為他們急着去講「好

撒馬利亞人」的道！

	 到目前為止，這本小冊子嘗試提供一個思考概括性

原則的框架，以及找出這些原則的簡易方法。然而，概

括性的原則很容易淪為敬虔的陳腔濫調，除非我們採取

更為重要的步驟：就是將聖經原則應用在我們當今的情

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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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應用概括性原則

在電影「上帝也瘋狂」中，有人從飛機上丟下一

個可樂瓶，掉到非洲叢林的一個小部落裡。由

于瓶子是從天而降，村民都認為那是神明所賜的禮物。

	 開始時，這個與世隔絕的部落，為瓶子的奇怪模樣

深感困惑。他們從未見過玻璃，遑論玻璃瓶了。這瓶子

可做什么用呢？沒多久，他們開始發現這瓶子有許多用

途。由于瓶子堅硬，是搗碎根莖的上好工具；由于是圓

柱形的，可以用作為擀麵棍；他們甚至發現，若向瓶口

吹氣，還可以當作一種樂器。他們越用心去想，就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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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瓶子的用處多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聖經的原則就像這個可樂瓶。

我們知道這些原則是上帝所賜的禮物；但剛開始時，我

們不大知道該怎么去使用聖經原則，唯有當我們去思想

它們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時，其功效才能顯現出來。

	 然而，很多人恰恰就在這一點失敗了。有些人根

本不去思考這些原則如何用于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另有

一些人則犯相反的錯誤，要將它們用于根本不該用的處

境。就像叢林中的人，將「可樂瓶」當作擀麵棍來用！

「如果你愛我」

	 我們前面看到，耶穌教導說，愛上帝和愛鄰舍總結

了「所有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22章36-40
節）。在一個專注于聖經細節的文化中，耶穌告訴「律

法師」要尋求大視野，就是律法背后的原則。換句話

說，祂鼓勵他，將眼光從金字塔的底層移到頂端。

	 然而，若因此認為耶穌並不在乎聖經的具體細節，

那是錯誤的。在耶穌要上十字架前，祂告訴門徒說：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14章15
節）。稍后，在同一段話裡，祂換了一個說法：「有了

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21節）

	 換句話說，就如耶穌鼓勵律法師將眼光從金字塔的

底層移到頂端一樣，祂也鼓勵門徒要將眼光從金字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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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移至底層。抽象地愛上帝和鄰舍遠遠不夠。我們感

謝上帝藉着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但這感謝要表現

在具體的行為上。正如在聖經的每一條誡命背后都表明

上帝的愛，反過來說，聖經裡的每一條命令、規則和戒

律，都可以成為我們愛上帝和愛鄰舍的具體表現。  

	上帝的愛蘊藏在聖經的字裡行間；祂對我們的愛，最

極致的表現就是耶穌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復活。
	

	 事實上，我們從聖經找出的概括性原則，離不開具

體的教導。例如，你要愛一個人，就不可能不對那人表

現出仁慈、忍耐、慷慨等；同樣地，你要慷慨待人，也

不可能沒有具體的行動，比如給他金錢、食物、衣物或

他需要的其他東西。我們的愛心與慷慨，如果缺少有形

的表達，那等于沒有。

	 因此，當我們移到金字塔的上層找出一個概括性

的原則之后，我們就必須回到金字塔的最底層。換句話

說，一旦從聖經處境的背后找出概括性的原則，我們就

必須將之應用在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處境中。

應用概括性原則

	 我們尋求將概括性原則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時，可

以有兩個選擇：（1）可以應用在與聖經背景完全相同

的情境中；（2）可以應用在類似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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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在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我們閱讀聖經，有時

候會發現，當時的讀者所面對的情境與我們現在的情

境完全一樣。例如，在以弗所書6章，保羅告訴他的讀

者：「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

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管轄這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

6章11-12節）。雖然保羅的話使用的是第一世紀的語言

（羅馬兵的軍裝），但是他的吩咐用在今天，仍然與當

時一樣重要。為什么呢？因為兩千年來，我們爭戰的性

質並沒有改變。我們仍然在與屬靈氣的惡魔爭戰，而且

我們唯一的防衛武器，也還是上帝的大能。

	 同樣地，當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讀者：「你們存心

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13章5節）。

我們知道，他的話已經超越了時間的籓籬。金錢一直都

是誘惑人、使人衝動的東西。毫無疑問，每一個世代的

人都會如此說：「多少才足夠呢？再多一點點！」

	 以上兩段經文，當時的聽眾所面臨的情境與我們的

情境完全相同，所以上帝的話適用于我們，就像當時適

用于他們一樣。

 應用在類似的情境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

情境與聖經原初讀者的情境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

們就必須在金字塔中上移一個層次，找出一個可用于類

似情境的概括性原則。兩方的情境必須真正相似，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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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舉個例子，保羅提到吃祭偶像之物時，處理原則

是：「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

弱人的絆腳石」（哥林多前書8章9節）。遺憾的是，這

段經文和羅馬書14章類似的另一段經文，經常被誤用，

並非保羅的原意。

	 幾年前，許多教會聲稱，在教會使用鼓和吉他作樂

器，是犯罪行為，因為它們會成為長者的「絆腳石」。

然而，如此引用保羅的話，實在與當時哥林多或羅馬的

情境無法比照。保羅所說的絆腳石，是指「叫我弟兄跌

倒」的事物（13節）；至于被指為「絆腳石」的鼓和吉

他，對年長者來說，只是不成體統、不夠莊嚴而已。再

者，保羅所說的「軟弱的弟兄」，是指那些會落入試探

而跟着去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但對年長者來說，我真的

懷疑他們會落入試探，去購買一套鼓或一把吉他。

	 另一方面，「絆腳石」的原則，應可用于飲用含

酒精的飲料上。如果我喝酒的「自由」，會誘使一個曾

經酗酒的人落入無法控制的試探，我就應該放棄這樣的

自由。這樣的應用，與吃祭偶像之物這個問題的情境相

符。

缺失的環節

	 有時候，理解並應用聖經似乎顯得形式化，不夠

屬靈。畢竟，在這個過程中，上帝在哪裡？上帝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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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一套讓我們去發現並順服的原則，但祂自己卻走

開了呢？而且，即使我們找出所有為上帝而活的聖經原

則，我們就真的能把它們活出來嗎？難道我們領受了上

帝的恩惠，連祂愛子也成了上帝給我們的禮物，結果卻

發現我們無法達到上帝的要求嗎？

	 在本節前段，我引述了耶穌的宣告：「有了我的

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翰福音14章21
節）。這節經文的下半段，提供了我們這次討論所缺

失的環節。耶穌繼續說：「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

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愛是我們與耶穌基督建立

關係的主導力量，然而，如同任何關係一樣，愛需要表

達出來。耶穌希望我們藉着順服祂的命令，來表達對祂

的愛，就是效法祂愛上帝、愛鄰舍的榜樣。祂同樣也應

許說，祂會繼續向我們顯現祂自己，以表達祂對我們的

愛。明白並應用上帝的話，讓我們更能認識祂，從而更

愛祂、更順服祂。這就是彼此相愛的美妙循環。

}

在聖經有關上帝之愛的大統一理論背景下，我們

從聖經學到的是：上帝是誰？祂已經為我們成

就了什么？祂對我們有什么期待？對于這些，我們的回

應絕不應該枯燥乏味，而應該是溫暖、深情，甚至充滿

激情的行動，來表明基督對我們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的使命是讓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變得易懂、易得。

探索叢書以溫和、生活化和容易理解的方式帶出耶穌

基督的真理，讓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適用于生活的各

個層面。所有的探索叢書都是以不收費的方式提供

給讀者，可作為個人研經、小組查經材料或是佈道 

工具。

若你想要與我們一同將上帝寶貴的話語分享給更多的

人，可以點擊以下的連結，以奉獻支持探索叢書和靈

命日糧事工。

我們衷心感謝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

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帶給他人。

點擊奉獻

點擊奉獻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https://simplified-odb.or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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