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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研经指引 

第 10 讲：从目的和上下文来研读圣经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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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经指引”。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研读各种文体。今天我们就开始探讨

研读经文的一些方法。我想请问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脱离上下文使用过圣经经文？我想可

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应用一段经文，但实际上放在原始的经文脉络里，它要

表达的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上下文。当你拿到一段圣经经文，永远要问两

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什么？了解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

的目的和上下文有助于正确理解圣经，防止犯刚才提到的那种错误。 

 

作者的目的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工具开始，作者的目的。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一个特定的意图，我们需要

根据这个意图来解释这卷书的各部分内容。当我们研读经文的时候，好像在经文中得到了些

启发，但却没有在意作者的写作目的，那么就还没有真正理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圣经的

作者是受了神的默示；因此，他们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学习

如何发现作者的目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些作者的目的很容易看出的经文。 

 

明显和清晰的目的 

 

请翻到约翰福音 20:30-31：“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

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

命。”这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约翰明确告诉我们他写作这部福音书的意图。在 31 节他

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

名得生命。”所以，当你学习约翰福音时，就要把这个目的记在心里，然后阅读和理解这卷

书。 

 

让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经文。请翻到路加福音 1:1-4：“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

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

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

写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路加的目的是要提阿非罗确信无疑，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描写

基督出生时非常详尽，对耶稣事工的描述也很长。 

 

再翻到约翰一书 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

永生。”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使信徒有永生的确信。为什么知道这个目的很重

要？看一下 2:4：“人若说‘我认识祂’，却不遵守祂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

他心里了。”如果撇开约翰的整体目的，孤立地来读 2:4，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一个

人孤立地读这节经文，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哪怕一条神的诫命，他们就不是基督

徒了。这样就错误理解了福音，也错误理解了约翰的目的。约翰想要带给读者的是确信，而

不是怀疑。 

 

暗示或含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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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目的不是那么明显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察文本寻找线索；试着

去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写这段，主要的主题又是什么。读新约书信以及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试

着问以下四个问题：这段文字是谁写给谁的？作者和读者的处境如何？有没有经文正在处理

的问题？整卷书有没有重复出现的主题或者中心思想？ 

 

让我们按这些问题来考察提摩太后书 1:9-10：“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

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

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

出来。” 

 

在问我们的问题之前，这段经文中有没有什么信息是可以在不清楚书信目的的情况下也能知

道的？我们已经因恩典得救了，不是靠行为；这恩典是通过基督在万古之先已经给我们的；

尽管这些真理都是极好的默想主题，但是理解这些经节如何推动书信的目的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做一下练习，看看对提摩太后书问这四个问题会有什么收获。 

 

谁写给谁？保罗写给亲爱的朋友提摩太。保罗是谁？保罗是使徒，奉派传基督的道。提摩太

是谁？提摩太是一位教会领袖。保罗和提摩太的境况如何？保罗被关在狱中，因传福音而受

苦，许多人离弃了他，保罗相信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可能即将死去。谈到什么问题？在

提摩太的教会有假教师，他们偏离福音。保罗警告将来有人会听信错误的教导。有没有反复

出现的主题？保罗鼓励提摩太为福音真理立场坚定；跟随基督意味着受逼迫/受苦。这样，

根据我们对四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一下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目的：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坚

守真正的福音，训练其他人做福音工作，忍耐所遭遇的苦难，且要看到摆在面前荣耀的将

来。这个目的会对我们如何解释经文有影响吗？我们再来读一遍要解释的经文，提摩太后书

1:9-10：“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

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

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知道了目的如何影响经文解释？这一段经文并不是保罗第一次向提摩太教导福音。提摩太可

能已经听过、教导过福音有几百次之多，看来保罗认为他还没有听够，要在书信的开头略微

跑题、讲一下福音。所以，当提摩太面对苦难和假教师时，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福音、传讲

福音，并且倚靠福音。提摩太不需要害怕，因为他已经被恩典所救，死亡已经被击败了，以

及他有永生，可以盼望将来的事。 

 

应用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想要给正在挣扎中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但却觉得自己好像没

有什么深刻的话可以说？你当然可以提醒他们记得福音，可是他们早就知道了，所以不会有

很大帮助，是这样吗？然而，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却是：福音永远应该是中心，并且福音永

远都够用！无论你有多熟悉福音。看到了吗，理解作者的目的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经文？

如果你不理解作者的意图，你所做的很可能只是确认一项普遍的圣经真理，但却会错失经文

真正的意图和更深刻的含义。判断目的时，其他书卷可能会更难一些；但你总是可以寻找主

要的主题以及作者关心什么的线索。 

 

上下文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工具，上下文。什么是上下文呢？顾名思义上下文就是经文前面以及后

面的内容。我们读圣经的方法要更像是读小说，而不是读一本属灵的百科全书。每一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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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每一节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的内容都联结到圣经的宏大叙事，之前我们已经

学习过，就是：神通过拯救祂的子民、审判祂的仇敌，通过基督的生、死和复活，荣耀祂自

己。按百科全书的方式使用圣经，举个例子，就好像孤立地读十诫。如果你把其中每一条都

孤立起来读，就可能会以行为主义的方式理解人如何得救。如果我行了这些诫命，神就会拯

救我。但是，如果你读十诫的导言，会看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你再接着读十诫，就会明白神是在将祂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颁布这些诫

命，并呼召他们在救恩之中生活，而不是告诉他们如何赢得救恩。所以，研读一段圣经经文

的时候，考察这段经文之前说了什么，之后的内容又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上下文有哪些类型呢？在《全民读经法》中，作者给我们列举了五种上下文类型。 

 

1. 文字类上下文 

 

指该经文所在的段落、区块和书卷。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可以从前后文中读到关于

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比如约翰在写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前文看

到，教会中有好为人首的丢特腓，不让教会的带领者们接待为福音奔走的传教士们。因此，

我们可以知道丢特腓的做法是罪恶的，而勇敢的按着主的教导行与真理相合的事，是约翰鼓

励收信人该犹的。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的善事是指接待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虽然遇上教

会中拦阻行真理的事的人，我们也当坚持做与真理相合的事。 

 

2. 历史性上下文 

 

这节经文记载发生在哪里？这段经文位于哪一段历史中。甚至这个时候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

发生什么？比如：我们读到创世记 42:21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

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约瑟的哥哥

们去找约瑟讨粮食的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时发生了什么呢？爱琴海周边发生了什么大

事？ 

 

3. 文化性上下文 

 

文化是经文描写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如果你以现代人的角度去阅读路得记，你可能会认为

这卷书挺难理解的。比如为什么波阿斯要别人的一只鞋子。原来在古代以色列文化中，脱鞋

子给另一个人意味着这个人不愿意尽为亲属生子传宗接代的义务的证据。申命记 25:5-10 中

可以读到。但对现在的人而言，是不能理解的。那理解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波阿斯是如何的

遵守主的话，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愿意遮盖他人羞耻的人，愿意牺牲自己来侍奉他人，保

护他人的人。因此我们便可以看到波阿斯是如何预表基督的完备，基督的爱，基督的牺牲，

基督的遮盖。 

 

4. 地理性上下文 

 

也就是经文所在的地理位置，有的发生在埃及，有的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有的发生在西奈

半岛，有的发生在罗马，有的发生在哥林多，有的在以弗所。比如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说的到

了较力争胜，赛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话，因为，哥林多有地峡运动会和当时奥林匹克运动

会很像。比赛中有这些项目。耶稣在加利利海叫风浪停止的事为什么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在

加利利周边的地理特征会让这小小的内陆湖爆发强烈的大风，并造成过无数的人死在加利利

海中，而当时的渔夫们对此非常明白。耶稣让风浪停止，为什么会让几个经验老道的渔夫大

惊失色并彼此对说：这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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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学性上下文 

 

这卷书，作者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作者这个时候与神的关系如何？在那时候，人是如何敬拜

神的。对于当时的区域还有什么宗教是很有影响力的。另外，这段经文出现在全本圣经写作

过程的哪段时间？圣经写作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我们称之为“渐进式启示”。就是随着时

间的过去，神逐渐地揭露了他话语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考

虑的是这段经文记载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在读挪亚洪水的记载时，要知道，这个时候，

挪亚和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什么是受割礼，他们不知道什么十诫，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洁净什

么东西不洁净。他们没有爱人如己的教导，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祂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的真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少的，远远少于我们。那当我

们读“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的行为很好？还是神接纳挪亚并

不是因为挪亚的行为多好，而是神发起主动恩宠挪亚。 

 

总结 

 

今天我们谈到使用两个工具──作者的目的和上下文，来帮助我们找到特定经节的含义。不

过，我们需要始终牢记，神在所有圣经经文背后的目的，是要彰显祂的荣耀，主要是通过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学习神的话，当我们努力尝试分辨一段

经文的目的和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不断地更多认识祂一切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