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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研经指引 

第 11 讲：从结构与平行来研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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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课我们讨论了读经时可以用到的两种工具：作者的目的和上下文。我

们了解了从作者的意图出发查考经文有怎样的帮助，以及阅读大段的经文而不是孤立的经节

有什么好处。今天我们要讨论两种更重要的释经工具：结构和平行，这两个工具都是用来帮

助我们划分大段的经文，更好地理解其含义。我们先从结构开始。 

 

结构 

 

上一课我们讨论了上下文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尝试理解一段经文的结构时，要问

自己两个问题：作者如何将材料划分成不同部分？所划分出来的各部分怎样结合在一起？在

查考整卷书或者短一些的经文段落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分段的时候，建议划分的段落

数量不要超过五段。超过五段就太多了，之后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会有困难。当我们看一卷

书或者一段经文时，要注意不要太过依赖圣经的章节划分。这些划分并非出于神的默示，圣

经的编辑者偶尔也会把结构搞错。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讨论了十二个不同的主题。

只有 5 章和 15 章按照单一的主题准确划分。12-14 章是三章，但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位

参加过的婚礼中，有多少次会来读哥林多前书 13 章那一段关于爱的讲论？这一章的经文很

美丽，可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段正好在 12 章和 14 章之间，保罗是在谈论属灵恩赐。所

以，当你开始看一段经文，可以先从一个纯文本版开始（没有章节划分、分段，等等）。把

经文打印出来也可以让你在页边写笔记、划下划线，你在自己平时用的圣经上不会这样做标

记。 

 

有时经文结构会很清晰 

 

与我们上一课讲到上下文时一样，有时候，文本会清晰地标示出分段的地方，好像一大块巧

克力上面的沟槽，表明在那里更容易掰开，而有时则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就需要仔细寻找线

索。我们先来看一些结构比较清楚的经文段落。翻到约翰福音 1:19-51。你手中的圣经很可

能作了正确的段落划分。约翰用了哪个词来表示他开始一个新段落呢？他用了“次日”这个

词，在 29、35 和 43 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使用“论到……”这个措辞。现在请翻

到以赛亚书 40:3-11。请注意在这一段中，有三个声音在呼喊，分别是 3、6 和 9 节。同样，

在这个例子中，结构也相对清楚。 

 

有时候结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就必须寻找线索 

 

有时候在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线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文体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判断。对

于叙事文体，想象你是一名电影导演或者编剧，试着确定何时变换场景。对于对话，比如在

诗篇、箴言以及约伯记中，常常可以根据谁在说话来划分段落。比方我们读约伯记时，可以

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约伯？神？还是约伯的某一位“朋友”？对于某些保罗书信，我们可

以找到不同的论证步骤，照此划分文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每一步的论证是如何建立在其他

论证步骤之上。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的开头。在罗马书的 1 章和 2 章，保罗证明每个人

都处在神的忿怒之下。1 章论到外邦人，2 章论到犹太人，接着在 3 章开始论证相信的人可

以得到在基督里白白的救恩。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比较长的段落，其中的重要观点并不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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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顺序排列，而是按主题划分，提出两三个重要主题、按这些主题组织整体段落。以赛亚书

就是这样。重申一下，先按排列顺序考察经文总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按顺序的方式不奏效，

再采用主题式的方法。 

 

理解各个段落，再将它们重新组合到一起 

 

无论是按场景、论证还是主题划分，将经文划分成小段后，可以给每个小段设一个小标题。

这可以迫使我们思考每一小段的重点是什么，并把它写下来。不要觉得最初的想法不可以更

正，这始终可以改变，不过，给每一段写一个精炼的小结也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

的各个部分。用几句话总结各段的意思后，下一步就是看一下各个段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书信中，各部分可能是逐步递进、互相关联的论证过程，而在

一个叙事中，各部分之间则可能是对照或补充的关系。看清楚作者是如何组织文本结构，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段落中更宽广的观念。 

 

我们来一起看一个例子，看看我们能不能分析清楚作者安排的结构。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

福音 18:12-27。在我们读经文的过程中，请大家试着在不同场景之间做分段的标记。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那

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

益的’那位。”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

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

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

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

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

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得不

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

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

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

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分段的地方在哪里呢？你认为约翰为什么要来回切换？你认为他在表达什么意思？镜头在耶

稣和彼得之间切换。你觉得彼得在这里的行为如何？ 

 

首尾呼应 

 

我们继续来看圣经中常用的另一种安排结构的技巧，“首尾呼应”。就是同样的措辞出现在

一个段落的首尾。罗马书 1:5：“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

名信服真道”罗马书的末了 16:26：“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名，借众先

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不仅是为了构成对称，这样的呼应还表示，在

两处之间的所有内容都是统一而有联系的。 



3 

 

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种结构上的模式：交错配列 

 

希伯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文学结构，来帮助我们看清某一段落的重点或高

潮。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习惯于重点出现在故事的结尾，但在希伯来作者的作品中，他们常

常把重点放在正中间，然后围绕这个中心思想作对称的排列。这称为“交错配列”。我们来

看个例子，创世记 11:1-9：“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

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

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

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

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

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

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

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现在我们知道了哪些语句是成对的，有没有人能够指出中心在哪里？答案：“然而耶和华降

临”这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作者使用这个结构来强调他的重点，就是神干涉了其子民重大

的犯罪行为。 

 

平行 

 

我们在学习诗歌文体的时候已经略微接触到了平行。与我们的诗歌多用押韵不同，希伯来诗

歌使用平行。示例：诗篇 24:1-2：“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你可以看出每一节的两半都是互相平行的吗？同样

的事情说了两遍。这是同义平行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类型的平行。另一种是“反义平

行”，也就是说，一节经文的下半句与上半句的角度相反。箴言 29:11：“愚妄人怒气全

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还有一种称为“交错配列平行”。在这种平行中，下半句与上半句

表达的意思相同，但是词序却颠倒过来。请看示例，马太福音 6:24：“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

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请注

意看，“恶这个、爱那个”与“重这个、轻那个”，“不能事奉两个主”与“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都是同样的意思。平行向我们传达意义。平行是很美丽的文学手法，但

它也帮助我们把握经文的意义。首先，它给了我们两次机会来理解某些内容。如果没有明白

第一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与之平行的第二句。以赛亚书 55:6：“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如果你只读第一句，可能不太明白以赛亚说“寻找神”

是什么意思，不过，后面还有一句“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祂”。“寻找神”与“求告祂”是

平行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寻找神呢？通过求告祂，最可能的是在祷告中。这样，平行结构

就帮助我们理解了经文的意义。 

 

提摩太后书 2:13，上下文是 11-13 节。你觉得 13 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纵然失信，祂

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我给你们两个选项：即使我们失信，神仍然向我们保

持信实；不信的人要小心，因为如果你失信，神还是会向自己的属性保持信实，就会转离你

这个不信的人。我们来看上下文，请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 2:13：“我们若与基督同

死，也必与祂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祂，祂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向祂的属性），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根据这里的平行，那个选项是正确的呢？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说，我们失信没关系，而

是在提出警告，这样会有极大的危险。当保罗说“失信”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指信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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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我们要来看平行结构，尝试明白“失信”的意思。与“失信”平行的是哪个词呢？“不

认祂”所以，保罗是在说，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如果我们不认神差遣来的弥赛亚，祂就不认

我们，因为不认耶稣，就是拒绝了救恩的唯一来源和赦免！ 

 

总结 

 

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圣经的意义和艺术性都是何等丰富。使用结构和平行这两个工

具，我们就可以开始挖掘神的话，并且“发掘出藏在圣经里的宝藏”。愿神的话语可以帮助

你更多的认识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