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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研经指引 

第 3 讲：归纳式查经法（上）观察和解释 

 

 

导论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

指引”。在第 1 讲，我们讲到圣经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要信靠圣经，第 2 讲我们讲到圣经神

学和系统神学之间的区别。今天来到第 3 讲，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查考圣经。我们要了解归

纳式查经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利用归纳式查经法来查考圣经。我们今天要尝试使用

归纳式查经法的前两步来研究经文，下一课我们讲归纳式查经法的第三步。 

 

什么是归纳式查经法 

 

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些名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归纳式查经法”这个题目，相对于“归

纳式”这个词而言，它的对立面是演绎式，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演绎式的学习方法。所以让

我们从认识“演绎式”学习开始。演绎法是指一种从普遍到特殊进行推理的学习方法。我来

举一个演绎法的例子。我有一个普遍的观察结果：人终有一死。那么我的朋友小明是一个

人，而因为人终有一死，我的演绎结论就是小明是会死的。演绎推理的缺点是，这种方法倾

向于在不完全的前提或推定基础上得出结论。所以，尽管人最终都死了，小明是一个人，所

以小明最终要死这个逻辑推理看起来安全且合理，但如果我们把“小明”换成“耶稣”，这

个逻辑链还对吗？人终有一死，耶稣是一个人，所以耶稣最终要死。这样说正确吗？ 

 

演绎法也确实是有帮助的。通过演绎法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出普遍性或主题性的圣经

教义研究，因为这种方法是采纳圣经中分散的要素，通过一定的排列，得出特定的结论，比

如基督的神性或者圣经无误。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错的，它在系统神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在其中我们就特定的问题寻找累积的圣经证据。所以，依靠演绎式读经，你可

以在圣经中寻找一系列有关信心的经文，或是一系列有关神迹的经文来佐证一个重要的主题

或者一个教义性的结论。不过，如果把这种方法当作个人查经的通常方式，就会有危险。演

绎式读经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假设），然后根据这个结论找一堆相关的经文来做互相印

证，而这些经文往往被脱离上下文来理解。我们的查经应该主要是在救赎历史的上下文中，

逐节学习各卷圣经书卷。这样可以使你不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框架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使你

更倾向于单单注目和倾听一段圣经经文本身在上下文中讲什么、有什么含义，而不是总是得

出随机的主题或问题。 

 

演绎式的读经是有帮助的，但是演绎法要求你从并非必然真实的推定开始；想一下，如果你

按照有关耶稣和祂最终要死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来解释所有你读到的圣经内容，你会对圣经

产生怎样的误解。或者，如果你带着超自然事物不存在，或者圣经需要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的

前提来读圣经，又会怎么样。由于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一个先入为主的框架用在圣经上，

所以用归纳法来学习圣经就对我们很有好处。让我们来看什么是归纳法。归纳查经法是对一

段文本的特定含义进行仔细查考。如果说演绎法是从普遍到特殊进行推理，归纳法则是从特

殊到普遍进行推理。用这种方法查考一部圣经书卷，或者一段特定的文本，是寻求理解这些

话是什么意思。目的不是建立教义，不是为了回答某一个特定的教义性问题，尽管在此过程

中可能会发生一点教义建立的工作，但总的来说目的是建立对圣经的基本认知和理解，而且

透过归纳式的查经你也能逐渐地建立对教义性问题的答案。归纳式查经发能够帮助你越来越

理解和熟悉神通过祂的话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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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归纳法查经 

 

首先，永远以祷告开始你的圣经研习。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哥林多前书 2:14

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

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始终要以祷告开始，请求圣灵的帮助。然后，归纳查经法可以分为

三个步骤：观察，解释以及应用。换个说法就是：圣经说了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对我有

什么意义？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你始终是先从观察开始，然后进入解释，之后才能开始应

用。我们今天主要分析的是观察和解释这两个步骤。 

 

观察：观察的目的是审视文本。你要能够回答“五个 W”的问题，谁？什么？何时？何

地？为什么？谁在向谁说话？他们在说的是什么？他们说话是在什么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这

样说？上下文是怎样的？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你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找出关键的人物以

及词汇、列出清单、用对比和比较的方法观察，以及注意对时间和地点的表述。所有这些都

会帮助我们审视文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本的内容有丰富的理解。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

解释。我想你很快会发现，好的观察造就好的圣经学习。好的经文观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呢？可以有这样一些指导性原则。用笔去观察。就像一个求学的学生一样，你需要用笔写下

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如果把经文打印出来会更有帮助，因为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上面写和

画；观察经文中的某些文法模式，例如比较、对比、平行、对称等等；圈出经文中的连接

词，例如因为、所以、然后、并且、但是等等，并且总结连接词的意义是什么。例如，“所

以”这个词的出现应该让你注意到这个词前面发生了什么，前面所发生的对“所以”的后面

有什么影响；写下你所看到的对其他经文的关联或引用。可以是直接的引用，或者是暗指、

提及、简述。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有专门一课探讨新约如何引用旧约，这对你观察经文会

很有帮助；写下所有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这一时间和地点有多重要；标出经文中的结论（例

如，“因此”，“为此”），以及这一结论对整段经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写下你心理所产

生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事实的问题，例如“迦百农在哪里？”或者是特定需要解释的问题，

“路得和她的家人为什么会离开以色列？”努力去为你的问题寻找答案；观察的一个最好工

具就是记忆，将你的经文记在你的脑海里，很有可能你会发现你原先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将你的圣经翻到尼希米记 1:1-3：“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

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思流月，我在书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

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

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

门被火焚烧。’” 

 

如果可能的话，请写下所有你对这段经文的观察。这是鼓励你自己要进行的一个操练。也可

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对这段经文的观察。观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解释的部分了。如果观察

告诉我们文本说的是什么，那么解释则告诉我们文本的意思是什么。我要给你七个解释的原

则： 

 

1. 上下文原则 

 

你的解释应该与所在书卷的主题、目的和结构相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你一定是在什么地

方搞错了。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考虑了历史和文化背景，或者是不是有意无视了这些东西以便

得到一个比较让人愉悦的解释？ 

 

2. 以经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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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寻求神话语的全备智慧。如果你的解释与清楚的、已经确立的信仰教义冲突，那么就需

要重新考虑你的解释。圣经的一部分绝不会与另一部分相抵触。有时候要解决一开始看起来

存在矛盾的问题需要付出许多劳苦，但这正是学习圣经的意义。我想，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涉及到诸如罪、人的性质以及神的属性之类的问题，你会为圣经教导的一致性感到惊奇。 

 

3. 绝不要把你的确信建立在一段模糊的圣经经文之上 

 

模糊的经文是指即便运用了正确的解释原则，意义仍然不太清楚的经文。同样，要利用圣经

的全备智慧。 

 

4. 按文本解经 

 

按照经文的字面理解意义，同时也注意文体、比喻和象征的差异。神给了我们圣经，让我们

可以容易读，且更深入理解祂，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某种更加“灵意”的方式去解释每一件

事。 

 

5. 寻找经文的单一含义 

 

始终要记得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什么是主要的含义？什么是明确的目的？不要扭曲

文本，以支持某些并非明确教导的其他解释。 

 

6. 从耶稣和新约的眼光研读旧约 

 

对于一段旧约经文，要问它是如何符合新约教导的。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这段经文在救赎

历史中属于哪个时期？这段经文如何指向耶稣？这段关于旧约以色列人的真理与新约关于教

会的观念如何发生联系？这段经文为理解新约表明的基督教信仰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哪些新

约经文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7. 采用新约看待旧约的态度 

 

操练自己的头脑，将新约经文与早先旧约传达的信息联系起来。问这三个问题：这段经文如

何成就了旧约中的应许？这个新约的观念与旧约教导如何不同或相似？这段新约经文以何种

方式澄清、揭示、完全或加强了旧约中的某些内容？ 

 

这七项指导原则对解释圣经非常重要，而只有在正确解释一段经文之后，我们才能应用。亲

爱的朋友，盼望我们能珍爱圣经神的话语，好好的研读，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以明白祂

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