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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研经指引 

第 12 讲：从连接词来研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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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马太福音 28: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给了我

们什么命令？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遵守这条命令的原因呢？你如何知道哪部分是这条命令，

哪部分是在讲这条命令的原因，或者理由，或者基础呢？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经文中有

一个连接词，标示出命令与理由之间的联系。这个连接词就是所以。 

 

1. 什么是连接词？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种释经工具，称为“连接词”，马太福音 28 章的这个“所以”只是这个

工具的一个例子。找到连接词，理解连接词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段特定经文

中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命题？小时候我们都写过什么“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

文”，但那不是这里说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命题，是指关于某些事物的一个陈述或者判断，

所以，两个字“他吃”是一个命题，因为它就某种事物作出了一个陈述或判断。“他”是主

项，而“吃”就是谓项。命题不一定只是单句，一个段落，甚至几段文字可以构成一个大的

命题，即便其中包含了几个小命题。许多时候这对于理解圣经很有帮助，尤其是对保罗书

信。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系列的命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些命题彼此间

是如何关联的。找到关联的方法就是查看各命题之间的连接词，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各命题是

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从实践角度看，连接词对你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在很幼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理解它们了。比如说，你可能听到父母这样说：“不要把手指伸到那个插座里面

去，因为你会触电的。”请注意，你的父母很慈爱地把意思表达清楚，“不要把手指伸到插

座里去”和“你会触电”不是两个孤立的命题，而是有联系的，它们是有关联的。他们用了

“因为”这个词来表明其中的联系。“不要把手指伸到那个插座里面去，因为你会触电

的。”因为把两个命题连接在一起，告诉我们，触电是你不能把手指伸到插座里去的原因和

理由。 

 

连接词可以用来：提出例证──“比如”；增加信息──“还有”；总结归纳──“总

之”；对观点进行排序，或者表明过程──“首先，其次，最后”；给出理由──“因

为”；给出结果或目的──“所以”；相反的观点──“但是”；区分──“并且”。今天

我们只简单地看一下 4 个连接词。盼望你能够体会它们的功能，了解为什么注意这些词并明

白它们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话语的含义。 

 

“因为” 

 

我们从“因为”这个词开始。历代志下 20:21：“当称谢耶和华，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这个字告诉了我们神发出这条命令的理由。当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祂的慈

爱永远长存”。这里的“因”与“因为”、“由于”这样的词起到了同样的连接功能。哥林

多前书 5:11-12：“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

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

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对于那些有明显重大犯罪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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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所谓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说不可与他作平常的社交活动，为什么要这样

做？因为教会有判断成员的权柄。腓立比书 1:18-19：“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

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

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说他要怎样？他还要欢喜。保

罗说，尽管在捆锁之中，他仍然还要欢喜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最终会得救。“因为”这个

连接词帮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联系。我们有这样的欢喜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通常没

有，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会在哪里！希伯来书 10:23：“也要坚守我

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要怎么做？坚守所承认的

指望（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信实的。为什么这个原因很

重要？如果只是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怎么样？那样我们就会没有盼望，也没有力量

坚守。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连接词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去理解神的话语。 

 

“所以” 

 

与“因为”这个词类似，“所以”也向我们揭示了两个命题之间的思维运动方向。不过，如

果说“因为”指出的方向是从右到左，“所以”指出的方向则是从左到右。这两个词的功能

是差不多的，将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但“所以”标示出了前一个陈述的特定效果或后果。

所以希伯来书 10:23 可以调转方向，不是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开始，而以“那应

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开始，然后接上“所以，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另一个例子可以

是：“耶稣是神，所以，我敬拜祂。”诸如“结果”和“为此”这样的词也有类似的功能。

腓立比书 2:5-11：“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

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

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

归与父神。”“所以”的是什么呢，所以就是原因。天父做了什么？祂将基督升为至高。祂

为什么要这样做？基督顺服了父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那些悔改相信的罪人付上了

赎价。希伯来书 11: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

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既有因为，又有所以，可以很

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前后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 

 

“若” 

 

“若”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表示有条件。申命记 28:13-15：“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

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

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若”连接到了怎样的

条件？这几节经文是给以色列人的严重警示。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持守圣约的条

款。祝福不是自动赐予的，如果子民转离祂，是可以失去的。而祂的子民真的一次又一次背

离了祂。作为现在在基督里的人，你对这段经文的回应是什么？我赞美神，祂与我所立的约

乃是依靠基督的顺服和义，而不是我自己的。 

 

第二，“若”这个词也可以有与“因为”类似的作用。罗马书 8:9-11：“如果神的灵住在你

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

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

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

来。”在这里保罗是如何使用“若／如果”来提出一个涉及原因的论辩？保罗在这里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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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对于所有这些情况的发生有任何疑问。相反，他使用“若”的方式类似于“因为”。

所以保罗的主要论点是，人有了基督的灵，就是属于祂的，并得以重生。 

 

“这样” 

 

“这样”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用这个词是要告诉我们某些事物背后的目的。罗马书

1:11-12：“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第二，或者，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引出某些事物的后果。加拉太书 6: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

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最后，我们综合各种连接词来做一个测验，罗马书 6:1-14：“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

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

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

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

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

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

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

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

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 

 

在 5-10 节有几处“若”与“因为”接连出现。保罗如何告诉我们重生的涵义，这与基督有

什么关系？第 12 节的“所以”有什么重要性？将两段经文连接起来。为什么 1-11 节与 12-

14 节的连接是重要的？大致上，12-14 节给出了命令，1-11 节是原因（当然，在 1-11 节中同

样解释了基督救赎的意义，有一串小命题，而整段又构成一个大的命题）。这样，基督救赎

的恩典可以激励我们与罪作斗争。相信可以看到，连接词在这里如何起作用，将句子联系在

一起，作深入的解释，澄清其间的关系，又如何将较长的段落连接起来，并显明意义，提出

劝勉。 

 

总结 

 

通过对连接词的学习，我们开始知道，这些词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判断研读经文的顺序，帮助

我们找到作者的论辩思路，最终帮助我们明白在一段特定经文中，神要我们知道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