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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细节到普遍 

如果你胳膊摔伤了，你会找一个对人体结构完

全没有认识的“大夫”来医治吗？一个大夫必须经

过长时间的训练，对人身体结构有深入了解，并且

掌握身体各部位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知识，

才能给人治病。 

照样，研究圣经也必须学会分析一段经文，看

其中的经节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联系

的。在这课，我们要学习从一段经文里找出各个部

分怎样彼此关联。掌握了本课所介绍的“细节到普

遍”关系，我们就能像属灵的“大夫”那样，明白

“肌肉”和“骨头”是怎会联结起来的，了解一段

经文里面的真理如何彼此联系。 

 

教学活动：角色扮演 

请老师邀请两位同性的学员进行角色扮演。一位扮演病人，另一位扮演医生。医

生详细查问病人有什么征状和不适的地方，然后判断病人患了什么病。 

老师随后可以指出，医生诊症是根据各种病征，推断病人患上什么病。这些病征

好比“细节到普遍”结构关系中的细节，而相关的疾病就好比普遍事实。医生诊症要

从“细节”找出“普遍事实”。例如：病人的病征是流鼻涕、发烧、头痛，他就很可

能患上感冒。有时，医生会搜集更多“细节”，例如为病人抽血化验，从而确定病人

到底患了什么病。真正的医生总是根据各样“细节”，找出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 

在上一课，我们学了“普遍到细节”的结构关系，现在我们要讨论另一种相关的

结构——“细节到普遍”。作者先提出几个细节，然后把这些细节总结为一个普遍原则；

这种写作技巧也称为“归纳”。后面的普遍真理总结、概括了前面的细节。“细节到

普遍”与“普遍到细节”关系的分别在于次序的不同，这种分别有时是为了表达不同

的重点与效果。如果经文先有“细节”，后有“普遍原则”，这是“细节到普遍”关

系（“细节”“普遍原则”）。如果经文先有“普遍原则”，后有“细节”，那就

是“普遍到细节”（“普遍原则”“细节”）。圣经作者一般不会在一节经文里使

用这种结构关系，而是在一大段经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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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部分 

一、观察“细节到普遍”的益处 
 诗 19:7~10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

慧；8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9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10 都比金子可羡

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大卫在诗篇 19 篇 7 至 11 节先仔细解释耶和华律法的六个属性与效果：（1）是完

全的，能使人心苏醒；（2）是确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3）是正直的，能使人心

快乐；（4）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5）是洁净的，能坚立到永远；（6）是

真实的；又是完全公义的。 

说明这六个属性以后，他就说出一个普遍的真理：（1）神的话比金子宝贵；（2）

比蜜甘甜。可见，大卫明白学习圣经会带来各种益处与奖赏。愿神给我们大卫那种珍

爱圣经的心，明白学习、谨守律法的好处，最终必然得着大赏赐。 

二、阐明“细节到普遍” 
相关词汇：总结、归纳、概述、具体细节、普遍原则。在一般

的情况下，作者都不会说明哪部分是细节，哪部分是普遍原则。我

们需要细心观察经文。 

1. “细节到普遍”的定义：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诗 19:7~10）已经观察过大卫如何使用这

种结构关系，讲解关于圣经的真理。在第 7 至 9 节我们发现大卫提及几个细节，形容

圣经的属性，然后在第 10 节把这些细节归纳起来，成为一个普遍原则：神的话比金子

宝贵，比蜜甘甜。 

跟上一课的“普遍到细节”关系一样，“细节到普遍”也是很常用的。不但圣经

作者经常用这种关系，传道人也经常使用。例如，先用几个例子描述神如何保护我们，

然后把这些细节归纳起来，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就是运用了“细节到普遍”关

系。 

为了更容易找出这种结构关系，我们要先找出普遍的原则，然后在这普遍原则之

前的经文，找出被这原则所归纳的细节。 

2. 观察“细节到普遍”关系 

在观察“普遍到细节”关系时，我们要问以下问题： 

 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  

细节到普遍 

细节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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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释“细节到普遍”关系 

在解释“普遍到细节”关系时，我们要问以下问题： 

 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4. “细节到普遍”的例子： 

一般例子 

今天没有下雨，也没有什么云，阳光普照；这晴天好美。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  
 

    细节     普遍情况 

  今天没有下雨 

  也没有什么云  这晴天好美 

  阳光普照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作者使用这种结构关系指出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从而作出结论：这是一个好美

的晴天。 

注意，除了“普遍情况”与“细节”的次序以外，这“细节到普遍”的一般例子，

跟上一课“普遍到细节”的一般例子，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可见，“细节到普遍”与

“普遍到细节”的分别，很多时候，是在于“普遍情况”与“细节”的先后次序。 

圣经例子（一）：来 11:4~5、7~8、20、39~40 

 来 11:4~5、7~8、20、39~40 亚伯因着信……5 以诺因着信……7 挪亚因着信……
8 亚伯拉罕因着信……20 以撒因着信……39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

未得着所应许的；40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

能完全。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  
 

 细节  普遍真理 

 亚伯因着信（11:4） 

 以诺因着信（11:5） 

 挪亚因着信（11:7） 

 亚伯拉罕因着信（11:8） 

以撒因着信（11:20）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

证据…….（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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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 11章列举了多位信心英雄，然后在第 39至 40节概

述这些英雄所得的赏赐。美好的证据也可解作，他们的信心得到神的认可和欣

赏。 

这些信心英雄的事迹指出，能否成为信心英雄跟个人的背景没有任何必

然关系。因此，不要因为自己的背景不好或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主

妇，就以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信心英雄。在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犹太人，也有

外邦人；有尊贵的君王，也有低下的妓女；有被人拥戴的摩西，也有被轻视、

排斥的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被同父异母的弟兄赶逐）；有富甲一方的亚

伯拉罕，也有出身贫穷的基甸；有年纪老迈的撒拉，也有年轻的亚伯；有性格

冲动和好胜的参孙，也有喜好安静的雅各。这些人见证，信心是否得到神的称

许，与性别、年纪、种族、出身、地位、贫富、性格、事奉岗位都无关。 

在众多的信心英雄中，也许最特别的一位就是喇合。作为一个妓女，作为

一个外邦人，按一般人的眼光，怎样看，也看不出她有条件可以成为信心英雄。

然而，她不单榜上有名，雅各书更把她和亚伯拉罕并列，指出信心没有行为是

死的。 

此外，他们的生命故事告诉我们，即是曾经失败，并不等于就不能成为信

心英雄。大卫曾经犯奸淫，并且借刀杀人，然而他的信心并没有因此就完蛋。

其他人如参孙也没有因为过错而永远不能翻身。这些信心英雄都不是完美无

瑕的人，但他们因信得胜，软弱变为刚强，他们的信心得到神的称许。你认为

靠着神的恩典，你的信心能得到神的称许吗？ 

 

圣经例子（二）：诗 138:6~8 

 诗 138:6~8 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

傲的人。7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

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8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 
 

 细节 普遍真理 

 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138:6）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138:6）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138:7） 

 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138:7）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138:7）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

事（138:8）；耶和华啊，

你 的 慈 爱 永 远 长 存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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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大卫首先提出耶和华帮助他的例子，然后把这些细节归纳到“耶和华必成全

关乎我的事；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普遍真理。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是神看

顾和拯救低微的人。今天，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低微的传道人——学历不高，牧

养的教会人数不多等等，感到人微言轻。然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尽管我们低微，

但神看顾我们；纵然事奉主的路困难重重，但他会拯救我们，为我们对付里外的仇

敌，他必定要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可以小看自己，却不要小看神在我们

身上的作为。因为神必成全关乎你的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三、交棒 
请大家背诵：“细节到普遍”。为了帮助大家记住这个关系的

特点，请牢记右面的图。我们也可以用手势来记住这个关系：右手

握拳，代表“普遍真理”，然后张开左手，手指向着右手；左手的

手指代表“细节”。 

 

 

研习部分 

练习一（诗 144:12~15；耶 31:35）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并且祈求圣灵引导我

们。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语祷告，或者用在第二课已经背诵的祷词。 

1. 诗 144:12~15 

 诗 144:12~15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

女儿如同殿角石，是按建宫的样式凿成的。13我们的仓盈满，能出

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孳生千万。14 我们的牛驮着满驮，

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争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

号的声音。15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便为有福。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先把它掩盖，

练习先填写普遍真理和再填写细节，然后再继续阅读。） 

 

 

细节到普遍 

细节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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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 普遍真理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殿角石，是……凿成的 144:12） 

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144:13）  

我们的羊，在田间孳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驮， 

也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争战； 

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号的声音（144:14） 

 

 观察：上面的经文还有别的结构关系吗？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作者还用了“类比”。例如：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

像树栽子长大。树栽子就是树苗，作者用这个类比说明那些以耶和华为神的人，

他们的儿子会好像树苗一样，快高长大。至于他们的女儿，作者把她们跟按着建

造样式凿成的殿角石作类比，指出他们的女儿会长得美丽，并且在家庭里担当重

要的角色，就像殿角石那样，能把家庭各个部分（成员）联结起来。 

此外，作者在第 14 节指出蓄牧的工作蒙福，牛羊的数目很多。在那片流奶与蜜之

地，内部治安很好，没有盗匪，而对外的关系也很好，没有战争。最后，作者重

复提到一个关键词“便为有福”，由此可见，这是他要表达的重点。 

中国人特别喜欢福气，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更渴望儿女蒙福。你认为在

什么情况下，才算是有福？若你把这篇诗从头到尾读几遍，你会发现作者指

出，在神里面，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和拯救。若众人都以耶稣基督为他们

的神，各人的家庭、孩子、工作，甚至整个社区都会蒙福，有真正的保障和平

安。今天，你认为怎样才算有福？ 

 

2. 耶 31:35 

 耶 31:35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

浪砰訇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

便为有福。有耶和华

为他们的神，这百姓

便为有福（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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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先把它掩盖，

练习先填写普遍真理和再填写细节，然后再继续阅读。） 

 细节 普遍真理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对犹太人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了他的本性。这节经文指出的普遍真理是：

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是，神管理一切，包括有形无形的，能

看见和不能看见的，包括天上的天军（天使）。这节经文的上文是关于神要与以

色列人立新约。这个新约会被废掉吗？第 35 节指出，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他一直

掌管着大自然定律（定例），控制着日月星辰和海洋的活动，这些定律恒久不变。

同样，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新约也是不会变改、不会被废掉的。每天的日出日落，

晚上的繁星，潮水的涨退，这些“细节”都在告诉我们，神掌管着一切，我们在

基督里所承受的新约是不会变改的；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不会变更的，基督的救赎

是有着完全和永远的功效的。 

 

练习二（诗 128:2~4；路 6:27~31）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并且祈求圣灵引导我

们。 

1. 诗 128:2~4 

 诗 128:2~4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3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

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4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

人，必要这样蒙福。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31:35上） 

 使星月有定例（31:35中） 

 使黑夜发亮（31:35中） 

 又搅动大海（31:35中） 

 使海中波浪砰訇的（31:35中）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31: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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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先把它掩盖，

练习先填写普遍真理和再填写细节，然后再继续阅读。） 

 细节 普遍真理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诗人要指出的普遍原则是“敬畏耶和华必要蒙福。”蒙什么福呢？他们的

工作蒙福，有成果，并且事情顺利；他们的家庭蒙福，开枝散叶，代代相承。

有不少敬畏神的人都没有结婚，可是，神赐福给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在主里所生

的属灵孩子。保罗没有生孩子，可是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他属灵的孩子，并且他

嘱咐提摩太要忠心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神必定赐

福他们所作的工。今天，若你存心敬畏主，你的事奉必定会蒙神赐福。 

要做好培训工作，技巧、知识当然重要，然而，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敬畏神

的心，这样，你会用心听课，用心消化、备课和教课，而你因蒙神赐福，也能

感染你的学生去教导。 

 

2. 路 6:27~31 

 路 6:27~31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

他好！28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29有人打你这边的

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30凡求你的，就

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31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待人。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先把它掩盖，

练习先填写普遍真理和再填写细节，然后再继续阅读。）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128:2）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128:2）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128:3）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128:3） 

 
敬畏耶和华的人必

要蒙福（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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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 普遍真理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应用：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和应用，请参考下面的讲道大纲。 
 

 

练习三（罗 12:17~21）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并且祈求圣灵引导我

们。 
 

 罗 12:17~21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18 若是能行，总要尽

力与众人和睦。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

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0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21你不可为恶所

胜，反要以善胜恶。 

 观察：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先把它掩盖，

练习先填写普遍真理和再填写细节，然后再继续阅读。）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6:27）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6:28）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6:28）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6:29） 

 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6:29）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6:30）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

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待人（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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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 普遍真理  

 

 解释：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保罗要用这种写作方法指出“以善胜恶”的普遍原则。我们要留意，把炭火堆在

他的头上是指当时埃及的一种仪式，一个人若想当众表明悔改，就在头顶上顶着

一盘烧着的炭火。因此，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要善待仇敌，领他悔改。 

 

 应用： 
 

你一直以来是用什么态度看待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别人冤枉你，在背后

说你，你会怎样回应？你会跟对方大吵一场，即使关系破裂，也要为自己讨回

公道吗？你认为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以善胜恶呢？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就要多点想到神怎样爱

我们这些本来与他为敌的人。面对人的伤害，我们的主以善胜恶，为伤害他的

人辩护代求，求父神赦免他们；面对彼得三次不认他，主不但为他的回转祷告，

更把牧职托付他；面对出卖他的犹大，主洗他的脚，并且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蘸饼给他，视他为上宾；面对捉拿他的马勒古，主耶稣治好他的耳朵……。我

们的主曾经遭受别人的伤害、逼迫、厌弃、凌辱、嘲讽、鞭打、掌掴，最后更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他的门徒、仆人，我们又怎么可能不遭受伤害呢？然

而，我们要学效和倚靠主，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要善待仇敌 

 
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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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在这课学习的结构关系是“细节到普遍”。跟上一课所讲的“普遍到细节”

关系一样，“细节到普遍”也是很常用的。为了更容易找出这种结构关系，我们要先

找出普遍的原则，然后在这普遍原则之前的经文，找出归纳出这原则的细节。当我们

发现这样的结构时，我们要问以下问题： 

 普遍原则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

 为什么作者要使用这种写作方法？

五、补充练习 
如果有时间，可以研习这些经文：彼前 3:3~5；太 23:8~12；可 13:32~37；路 12:35~40；

诗 148:7~13；从经文中找出“细节到普遍”的结构关系，写在自己的查经笔记本上。 

☆ ☆ ☆ ☆ ☆ ☆ ☆ ☆ ☆ ☆ ☆ ☆ 

讲道大纲： 

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路 6:27~31） 

 路 6:27~31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

待他好！28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29 有人打你这边

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30 凡求你的，

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待人。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有时候，我们会因性格或观点的不同，跟别人产生冲突。（举例）

2. 世人碰到冲突时，会彼此相恨，彼此报仇（举例）。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处理冲突。

3. 耶稣给我们处理冲突的秘诀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点

明中心思想）

二、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先给我们具体例子，然后从这些例子总结出一个普遍的原

则。【细节到普遍】 

1. 耶稣先提到敌人：要爱我们的敌人；恨我们的，我们反要待他好。（路 6:27）应用：

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们，待我们好，我们也就要这样对待别人，即使是仇敌，我们

也要爱他，待他好，不要报仇。

2. 耶稣继续说，咒诅我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我们的，要为他祷告。（路 6:28）应

用：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咒诅，而是期望得到祝福，因此，咒诅我们的，我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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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反要为他祝福。我们都不愿意受凌辱，而是希望别人为我们祷告，因此，

咒诅我们的，我们反要为他祷告。（举例） 

3. 有人打我们一边的脸，我们要把另一边也给他打。有人拿我们的外衣，连里衣也

让他拿去。（路 6:29）应用：我们都不希望被人打，都不喜欢被夺去外衣，有人这

样对待我们，我们不要报仇，反要爱他。（举例） 

4. 最后一个例子是，有人向我们求些什么，就给他吧；有人夺去我们的东西，不用

追讨回来。（路 6:30）应用：我们要慷慨宽容地对待别人，正如我们愿意别人也这

样待我们一样。 

三、这教导是不容易遵从的，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一定要报仇。圣经至少给我们

四个要爱敌人、不要自己申冤或报仇的原因。 

1. 第一个原因是：神吩咐我们不要报仇。（利 19:18；箴 24:29） 

2. 第二个原因是：申冤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神的责任。（罗 12:17~21） 

3. 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我们等候神，他必拯救我们。（箴 20:22） 

4.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会承受福气。（彼前 3:9） 

四、令我们可以不报仇的最大原因，是耶稣的榜样。 

1. 耶稣被欺压却不开口，不保护自己。（赛 53:7） 

2. 耶稣受苦时，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 2:21~23） 

五、总结 

1. 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不要报复，反要爱仇敌。 

2. 我们希望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