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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学堂》圣经神学 

第 3 讲：圣经神学的工具──释经工具和故事大纲 
 

 

导论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

“圣经神学”。在第 1 讲，我们讨论了圣经神学的定义。什么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是学

习如何将圣经看做由一位神圣作者写成的完整故事，其高峰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作为，圣经

的各个部分都指向基督。在第 2 讲，我们思考了圣经神学为何可以保护和引导基督的教会。

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说，很多异端和错误的教义都是因为在圣经神学上犯了错。今天我们会

进一步学习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学习圣经神学有哪些工具？我们需要熟悉这些

工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圣经神学。那么今天我们将主要了解两个工具箱：释经工具和故

事大纲。 

 

工具箱 1：释经工具 

 

我先举一个例子。刚拖过地的商场里都有一个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小心地滑”，这个短语

可以被理解成两个意思，对吗？滑作为形容词，请顾客们小心地面很滑；或者滑作为动词，

请顾客们小心地在商场里滑。从上下文以及实际场景中来看，显然是前一种意思。所以，上

下文很重要。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我们就要了解作者、了解整卷书、

了解这章经文、了解这段经文、了解经文中的每个词。这就是我们在释经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我们研究词、研究句子、研究段落。释经学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学科意味着它是需要在一个

框架下去研究作者的意图，而不是随着读经者自己的想法或经验去理解作者所写下的话。早

期教父和神学家耶柔米说：“释经者的职分不是要找出自己喜欢的观点，而是找出作者想要

说的观点。”事实上，这一要求不仅仅是给释经者的，也是给每个人的。我们都需要理解作

者原本的意思，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作者的文字里。 

 

工具 1：文法──历史释经法 

 

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释经工具叫做文法-历史释经法，这一释经法是想要帮助回答这个问题：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首先对这段经文进行文法和结构分析：较长的经文应

当怎样分段或者分割成语义单元？主语、谓语动词和宾语各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

的？做基本的文法分析。句子之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一段文字的

背后，还有很多关于历史背景的问题：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例如作者、年代、听众和出处

是什么？这些背景对理解这段话或者某个词是否有帮助？有没有背后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需要

知道的，例如：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女性在古代罗马世界有什么权利和地位？有没有什么地

理、政治或历史背景可以给理解这段经文带来帮助的，例如：在约拿书中，神差约拿去尼尼

微，但他却逃往他施，他施和尼尼微是什么地缘政治关系？要使用这一工具，我们需要善用

好的注释书、圣经辞典、圣经百科全书和圣经地图，这些工具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免得我们望文生义或者自以为是。 

 

工具 2：文学体裁 

 

第二个释经工具就是文学体裁，或者说文体。我们应当在直觉上就明白这一点，譬如我们读

报纸的时候不会把笑话当新闻来读，也不会把诗歌当小说来读，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文体，文

体本身就限定了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段话，不同的文体蕴含着不同的解释原则，而这些解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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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带出不同的解释结论。在圣经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学体裁，例如：叙事、比喻、诗歌、

智慧文学、预言、书信、天启文学，等等，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文体决定了我们会不会正确

地解释。而对文体的理解需要我们对整卷书、作者和圣经本身有准确的把握。 

 

工具箱 2：故事大纲 

 

在第二个工具箱里，是各种我们所需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整本圣经的故事大纲中定位某段经文

的工具。整本圣经的故事主线是福音，福音是救赎故事和神得着荣耀的高潮。所以我们可以

说整本圣经的标题是“耶稣得胜”，所以如果我们打开第二个工具箱，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

每段经文如何与“耶稣得胜”这个标题相关联。要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故事大

纲工具，我们在这里介绍五个：情节，主题，应许和应许成就，预表，延续性和不延续性。 

 

情节 

 

整本圣经是有一个情节主线的。圣经是在透过六十六卷书，基于同一位作者──圣灵，在耶

稣基督的工作和位格上达到情节的高潮。这一情节主线并不是用单一的文学工具来呈现的，

而是透过渐进性的启示、最后在基督里收获高潮。神并没有在堕落之后立刻就赐下独生爱子。

神在人类历史中渐进性地启示自己和自己的计划，这种渐进性的启示包括了以色列的美好时

光与艰难时刻，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祂的儿子来到世上时能够被认出来：这位耶稣就是

神在历史中所做一切的成就。这意味着说，我们透过了解一段经文在情节主线中的位置，可

以将这段经文与耶稣基督的信息关联起来。我们不能把经文当作跳板直接跳到耶稣基督那里

去，而是要放在圣经的叙事历史中──也就是情节主线中。 

 

主题 

 

另外一个工具就是主题。好的故事总是围绕着故事的主题而被构建的，而且这样的主题往往

不止一个。所以，当我们往回看、往前看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按着某个或者多个相关

的主题往回看和往前看。在创世记 4 章该隐和亚伯之间发生的事也告诉我们，敌人包括了其

他的人类。从创世记 4 章开始，圣经呈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类被分为两种、产生了两种人

类：女人（夏娃）的后裔，以及蛇的后裔，神的百姓和不属神的人。随后，那些不属神的人

就常常攻击属于神的百姓，我们可以在以撒的身上、雅各的身上、摩西的身上都看到这样的

攻击和争战。在赐下律法和得到应许之地后，谁成了神的仇敌？神百姓自己，以色列人成了

神的仇敌。所以神允许祂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真正的仇敌是谁呢？我们来看基督。

我要问这个问题：基督击败的是哪一个仇敌？我们在每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神在保护祂的

百姓免受仇敌的攻击，神的百姓就是祂的儿女。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是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去

追溯的，包括圣约、国度、出埃及、被掳以及其他的主题。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基督的位格和

工作中得着成就。 

 

应许和应许成就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一个应许的神，也是一个持守应许的神。神不

像我们，我们常常不遵守承诺，但是神总是遵守祂所作的承诺。在圣经中，神的应许一般总

是有多重的应验，不仅如此，后一个应验不仅在时间上更晚，而且在神学上和历史上都具有

更大的意义。 

 

让我们来思考神在创世记 12:1-3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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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

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应许无子的亚伯兰说他会成为大国的父，会给地上的其他万国都带

来祝福。在几节经文后，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然得到迦南作为应许之地。让我们

来思考，神的这一应许是如何多重实现的：首先，是亚伯拉罕神迹般地得到了以撒，从以撒

有了雅各，从雅各出来了十二支派。其次，在出埃及记的开头，以色列人变得非常地多，以

至于法老感到受到了威胁。随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了应许之地。到所罗门王朝，

以色列大大地富足，以色列的智慧给多国带来祝福。当然，耶稣是真正的应许之子。因着在

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自万国万族的人都蒙神祝福、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成为一个延

伸到地极的属灵国度，然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地上的寄居者。不仅如此，将来还有应许

之地：新天新地，一个更大的国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被应验成就了几次？至少五次重大

的、被圣经看为应许成就的，而且每一次的成就都比前一次更大、意义更深广。所以，当我

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这段经文如何在圣经的整个故事大纲中得到应验的。 

 

预表 

 

因为神是历史的主，所以祂能使用自己的护理使一些事件发生、或者让一些人的生命存在，

以代表将要发生的事或将要来到的人，神学上将神这样的做工方式称之为预表。预表是一个

圣经神学工具，这是神用来教导祂百姓的工具，为要让祂的百姓凭着先存的去认识那以后要

来的。神有意地让一些人事物发生或存在，并有机地将它与未来更伟大、更重要的人事物发

生联系，这样当神的百姓见到后来的人事物时，便能更好地理解。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

在罗马书 5:14，圣经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保罗并不是简单地在比较亚当和基督，

保罗是在说亚当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表，亚当指向基督，对亚当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更

好地认识亚当所预表的那一位是怎样的身份和会做成怎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性的预表，

关键是一人影响了众人。亚当和基督都是某种意义上与人联合的人类代表，一个带来死亡和

过犯、一个带来生命。基督不是简单地重复亚当所做的，基督比亚当更伟大。预表指向的是

比预表本身更伟大的那一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预表并不是比喻，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过度

地解释比喻和预表，因此，在关于预表的解释上，为了避免错误的解释，有人主张一个很安

全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圣经有没有说。比如圣经的确说了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耶稣的

预像；圣经的确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新以色列、大卫的伟大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

裔、以色列和大卫的确是耶稣的预表。这就非常明确。圣经同样描述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的祭，是圣殿，是好牧人，是君王、祭司、先知，是摩西击打的磐石，是

真正的出埃及，是以色列的真葡萄树，是安息日之主。所以我们可以往回看，重新认识上面

所提到的这些旧约的礼仪、人物和事件，并且说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 

 

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虽然圣经的叙事是连续的，但是圣经也把从应许到成就描述为从影子到实体、从形状到真实、

从记号到记号所表述的真理。所以，预表和成就之间不仅仅是连续性地增长，也有不连续的

跳跃，这种跳跃就好像是从一个维度进入到另一个维度、一个纪元进入到另一个纪元。这一

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说一个预像或者应许指向的是未来的成就，但是那成就是实质性的、

是故事的本质所在，而不是和预像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仅仅在于

从应许到实现的连续性进展，更是那种不连续的、质的飞跃。耶稣把所有的主题都汇集在一

起，成就在祂的受死和复活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那些预表本身并不能带给我们盼望，

大卫做王（哪怕是永远的王）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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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圣经神学从释经工具箱开始，然后我们需要使用故事大纲这一工

具箱，从情节、应许、主题、预表等工具来解析这些经文，最后我们需要思考延续性和不延

续性的问题。最终，这些工具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思想君王的故事、仆人的故事、国度的

故事、盟约的故事，并且联系到这些故事所要成就的实质上，帮助我们看到神作为作者和主

角如何让整本圣经的中心和高潮都成就在神透过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