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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重复 

《查经技巧（上册）》教导 11 种基本的经文结构关系。事实上，不单圣经的作者，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使用这些结构关系来写作。这些结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

的各部分是如何接合起来的，也能帮助我们找出作者的写作目的。大部分结构关系都

有一些词语线索，这些词语能让我们知道作者使用了什么结构关系。 

 “重复”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种结构关系。“重复”是一种写作上的修辞手法，

目的是要强调某个观念。福尔摩斯使用放大镜去发掘线索，照样，在这一课我们也要

学习使用查经“放大镜”——“重复”关系，找出线索，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意义。 

 

解释部分 
 

引言：唠叨的老人家 

〖教学提示：教师可以考虑把这个引言改为角色扮演，请两位学员分别扮演儿

子和母亲的角色，并且各拿着手机，扮作彼此在通话。之后，教师可以问学员：刚才

那位妈妈反复叮咛儿子做什么？为什么她要重复说？〗 

有一个人将要到东北出差。出发前的一天，他跟他妈妈通电话。他妈妈知道他快

要去东北，就不断提醒他要多穿衣服和多吃，才能抵御东北的寒冷天气。快要挂线的

时候，他的妈妈又再叮嘱他要多穿衣服和多吃。 

为什么这位妈妈要反复叮咛儿子多穿衣服和多吃？因为她认为，这两件事对去东

北出差的儿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两件事成为了她跟儿子通电话的主要内容，

也是她要强调的内容。 

一、观察“重复”关系的益处 
圣经经文常常会出现相同或相近的词汇或观念。这些相同或同义的词汇或观念，

大有可能是作者特别要强调的东西，对我们解释整段经文的意思举足轻重。因此，用

来表达这些重复出现的重要观念的词语就是关键词。 

上文故事中的那位母亲，她对儿子的叮咛中，重复出现的有“你”这个字，但大

家都应明白“你”不是一个重要观念，另外，重复的词语还有“多”、“穿衣服”和

“吃”。它们都是关键词，突显了“多穿衣服”和“多吃”这两个叮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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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明“重复”关系 
 

1. “重复”的定义 

 “重复”是指相同的东西再次出现。这是一种常用的表达技巧，也是圣经中重要

的写作技巧。作者如同一位唠叨的老人家，在经文内重复提到某些词汇或观念，从而

强调和突显它们的重要性。 

2. 观察“重复”的线索 

要发现“重复”关系，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经文中重

复出现的词语。在旁边的方框中，“X”代表重复的词语，我们先

把“X”圈起来，然后用线把它们连起来。这样就很容易找出整段

经文的关键词，从而发现经文的重点。（下面的例子字体加粗的

词语，就是经文中重复出现的词语。请你先把它们圈出来，再用

线把它们连起来。） 

除此之外，有时作者“重复”的不是相同的词语，而是意思相同的同义词或近义

词。所以在观察“重复”关系时，我们不仅要找出相同的词语，也要找出同义词或近

义词，这些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找出重复出现的词语后，还要测试它是否关键词。只要把这组意思相同的词语删

去，再看看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否仍然完整，如果不能，那就表示这组词语就是这段经

文的关键词。 

3. 解释“重复”关系： 

当我们通过观察，找出“重复”的关键词后，我们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才能

正确地理解作者用“重复”关系表达的意思： 

(1) 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2) 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3) 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4. “重复”的例子 

一般例子 

这本手册所介绍的写作技巧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技巧，也不是圣经独有的，许多

现代作者写作时也经常使用，“重复”的结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我们跟别

人谈话，也常常会用上这种技巧。上文中那位妈妈重复叮咛儿子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 

前天下雨，昨天下雨，今天又下雨，气象报告说后几天也要下雨。 

 哪个是重复出现的关键词？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重复 

 

X A B X C 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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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一）：利 11:44 
 

 利 11:44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

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 

观察：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 

这段经文有三组重复出现的词语：“我是”、“你们”、“圣洁”。这三个词语

都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找出它们之后，我们要问三个问题：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

关系？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例：“圣洁”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作者要强调的东西，从而正确地理解经文的意思。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我是你们的神”，“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就是

说，以色列人身为神的子民，要像他们的神，所以要圣洁。 

圣经例子（二）：书 1:6~9 
 

 书 1:6~9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9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必与你同在。 

 观察：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留意：“不要惧怕”和“不要惊惶”是

另一组重复的同义词，它们是近义词。）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

关系？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刚强”、“壮胆”是什么意思？“不要惧怕”

和“不要惊惶”是什么意思？ 
 

“刚强壮胆”明显是一个重复的关键词。神在这段经文多次重复鼓励约书亚要“刚

强壮胆”，因为他与约书亚同在。“不要惧怕”和“不要惊惶”是另一组重复的同义

词，也是作者要强调的一个重点。这两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都很清楚，至于它们的关

系，消极方面是不要惧怕，积极方面是要刚强壮胆，两方面加起来，意思就完备了。 

值得留意的是，“那地”和“赐给他们的地”也是另一组重复的同义词，然而，

它们不是关键词，不是作者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即使我们把相关的词语或短语删掉，

变成“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

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经

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跟原来的还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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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棒 
 请大家背诵：“重复”。为了帮助大家记住这个关系的特点，

请牢记左面的图。我们也可以用手势来记住这个关系：两只手在

胸前重复地打圈。 

 观察：找出重复的关键词。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它们彼此间的

关系是什么？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研习部分 

 我们现在要练习查经技巧。不要忘记查经的四大步骤：祷告、观察、解释和应用。 

练习一（可 2:27~28；彼前 1:24）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并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说话，或者用下面

的经文和祷词，向神祈求，预备好自己的心。 

 诗 25:4~5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

路教训我。5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

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教学提示：教师可以请学员找出这两节经文的重复词语：你的道、你的路、

你的真理是一组近义词；而指示我、教训我、引导我是另一组近义词。〗 

步骤二：观察 

1. 可 2:27~28 

请注意耶稣重复什么词语。 

 可 2:27~28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28 所

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请再读这段经文，并在重复出现的词语下画线。画完线后，找出重复出现的关键

词，把这些关键词（要点）圈起来，然后用线把它们连起来。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

把不同的要点连起来，也可以给一个要点画圈，另一个要点画方框，以辨别不同的关

键词。然后，请你在继续往下阅读前，找出这段经文的要点，并写在下面： 

 

重复 

 
 

X A B X C 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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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2:27~28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28 所

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 

在这段经文中，“安息日”、“人”和“设立”都是重复的关键词。 

步骤三：解释 

 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安息日的意思：根据十诫，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不可作工，那天

要举行聚会，记念和敬拜神。经文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

的。因此，在两者中，较为重要的是人。 

耶稣要让法利赛人明白：最重要的不是怎样在形式上遵守安息日的一切规定，而

是安息日对人的意义和作用，从中认识神对人的心意，这样，人才能晓得以正确

的态度来看待神为人设立的安息日。 

从上述例子可见，解释和观察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往往是边观察，边解释。当

我们找出各组关键词，并明白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后，我们就会明白它们所要突显

或强调的真理或教训。 

步骤四：应用 

 这怎么改变我？ 
找出经文强调的真理或教训后，跟着就是把它应用在

生活中。既然经文指出安息日（聚会）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聚会）设立的。那么，我们在安排

聚会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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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前 1:24 

 彼前 1:24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

凋谢。 

再把这段经文细读一遍，并在重要的词语下面画线。画线后，找出重复出现的词

语。把这些词语圈起来，然后用线把相同的词语连在一起。请你在继续往下阅读前，

找出这段经文的要点，并写在下面： 

                    

                    

                    

 观察：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 

这节经文有三组重复的关键词语，“草”是一组，“花”是一组，“枯干”和“凋

谢”是另一组。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

关系？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作者以草来比喻凡有血气的，以花比喻他们在地上所追求的荣耀；再以草在短时

间内就枯干来比喻人生的短暂，并且以花在短时间内凋谢来形容人的荣耀必定会

消逝。 

若我们留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也就是 22 至 23 节和 25 节，我们就会发现作者

是要突显一个主题：既然主的道是永存的，而我们因这永存的道重生了，那么，

我们应该追求以恒久的爱来彼此相爱，而不是追求个人的荣耀。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只爱追求世上那些很快就消逝的荣华，你追求的又是什

么？房子？名声？金钱？然而这些都不可靠，如草上的花一样，必会凋谢。 

  

 

练习二（西 3:1~4）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说话祷告，

或使用在第二课已经背诵的祷词。 

 西 3:1~4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边。2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

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

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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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 

与基督一同（与他一同）；上面的事；显现；思念；生命。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

关系？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重生了的

我不是独自生活，而是与基督一同生活。我们靠着基督活出新生命应有的样式，

并且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和首位。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上面的事，也就是我们

与基督的关系。不管世人今天怎样看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显在荣耀里。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我们要好好发展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因为其他所有关系都没法满足我们心灵的需

要。我们要思念的是上面的事，要关注基督的事情。我们有神儿女荣耀的身份，

因此，我们要按永恒的事实来过地上的生活，以在主里的新价值观来看和处理今

生的事情。今天，我按什么观点来看和处理地上的事情？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处理，

不计较眼前的名利得失和在主里的劳苦？还是你从世人的角度来处理，事事斤斤

计较，不想背十架跟从主？ 
 

 

练习三（林后 1:3~7）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说话祷告，

或使用在第二课已经背诵的祷词。 

 林后 1:3~7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

的神。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样患难的人。5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6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

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7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观察：这段经文有哪些重复的关键词？ 

主耶稣基督（基督）；父神（父、神）；安慰；患难（苦楚）；一切（各样）；

同受（同得）；多得（多受）。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

关系？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作者借这些重复的关键词说明，当我们落在患难中，我们会得到从父神和基督而

来的安慰，因而可以安慰那些落在患难里的人。 

事奉跟艰难、压力是分不开的。当我们感到四面受压的时候，我们要谨记神是我

们的天父，并且他怜恤他的儿女。诗篇 103 提到神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

他深知我们的软弱、限制、性情，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多少压力。 



30 查经手册（上册） 

 

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天父也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在各样

情况和患难中，天父的安慰会让我们得着勇气面对困难。保罗和他的同工身经百

战，但他见证他和他的同工，在一切的患难中，经历父神的安慰。 

苦难可以帮助我们与主建立更深的关系，令我们经历到主对我们个人的安慰。苦

难不仅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反而能令我们更深体会基督的爱。苦难还可

以让我们跟那些受患难的人建立更深的关系，因为我们受苦的见证可以鼓励别人

在患难中坚持下去。这样看来，苦难可以说是神的恩典，虽然令我们经历苦楚，

但也令我们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更甜美。哈利路亚。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这段经文有什么应许？有什么命令？ 教会里有哪些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安慰？

请把他们的名字（或别名）写在下面： 

                    

 

练习四：彼前 1:15~16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说话祷告，

或使用在第二课已经背诵的祷词。 

 彼前 1:15~16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16 因为经

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观察：请找出重复的关键词。 

 解释：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认为

作者要强调什么？ 
 

过圣洁的生活的关键，不是守着一大堆规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而是认识我们的尊贵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并且天父是圣洁的，我们要效

法他。人怎样生活跟他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试想，如果你

是某个国家的王子或公主，你在人面前会怎样生活？你会随随便便，甚至任意

犯罪吗？还是会时刻警醒，保守自己不会做一些跟王子或公主身份不相称的

行为？作为天国的王子或公主，我们也要警醒，保守自己言行圣洁。当然，我

们不是靠自己活出圣洁的生活，而是倚靠圣灵。因此，我们要认识我们在基督

里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是其他身份、地位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圣洁的

意思：分别出来，归神使用。 

 应用 

1. 研习这段经文后，你有什么心愿？为什么？ 

2. 这些重复字句对你个人、生活和服事有什么意义？ 

3. 请尝试把神借你研习这段经文给你的教导，综合、组织成为一篇信息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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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这一课谈论的结构关系是重复。不是所有重复出现的字词都是关键词。要判断它

们是否关键词，是否作者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可以尝试把一组字、词或短句删掉，看

看经文表达的意思跟原本的有多大的差别。如果删掉的是非关键词，我们会发现意思

还是跟原本的差不多。如果删掉的是关键词，整段经文就会失去原本的意思。 

找到重复的关键词后，我们要问三个问题：  

 这些重复的关键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这些重复的关键词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认为作者要强调什么？ 
 

这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作者要强调的重点，从而正确地解释经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观察几节经文、一大段落经文中“重复”的字、词或句。例如：启示录

的 2、3 章重复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不

是那七个教会的信徒，但有耳朵的你和我需要听圣灵向这些教会所说的话吗？ 

又例如观察希伯来书第 11 章，会发现作者重复提到：“因信……”（因信采取一

些行动）。真正的信心必定会带来相应的行动。如果由你来写自己的人生，你会说自

己因信作什么呢？ 

神设立整个救恩和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观察以弗所书第 1 章，你就会发现“使他

的荣耀得着称赞”重复出现了好几次。我们个人和教会所作的，都应使神的荣耀得着

称赞。 

我们也可以观察整卷书中的“重复”的字、词或句。例：在以西结书中，“他们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重复出现了 70 次。这句说话是我们了解这卷书主旨的一个

主要线索；其中有 29 次用来表达神审判耶路撒冷（4~24 章）；24 次表明神对外邦列

国的审判（25~39 章）；17 次用来表明神在日后要复兴以色列国，赐福给他们（40~48

章）。不可忽略的是，“知道”一词，有“了解”、“亲近”和“爱”的意思，所指

的是关系，而不单是头脑上的认识。由始至终，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明白这

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卷书以“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同在）作为结语。 

 

五、补充练习 
如果你想多练习，请研习以下经文，找出“重复”关系，写在自己的查经笔记本

上：弗 4:3~6；太 5:3~10；诗 29:1~2；诗 150；创 1:27；腓 4:4；腓 4:6；约 15:1~8；约

10:1~18；太 5:13~16；太 6:25~34；路 11:9~10；路 15:17~21。 

 

☆ ☆ ☆ ☆ ☆ ☆ ☆ ☆ ☆ ☆ ☆ ☆ 



32 查经手册（上册） 

 

讲道大纲 

下面的讲道题目旁，附有经文出处（创 1:27）。每一个讲道大纲都选用本课程

所教导的技巧作为示范。从下面的大纲里，有一个用黑体字显示的结构关系【重复】，

让我们留意到这个结构关系如何帮助建构这个大纲。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创 1:27） 

 创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没用？会对自己没有信心？ 

2. 失败后，面对别人的批评，说你没有前途时，你有没有感到绝望，生命没有价值？

（举例） 

3. 有两个真理能帮我们肯定自己的价值。 

因为神造我们，因此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有尊贵的身份。男人和女人同样尊贵，因为都是按

神的形象造的；不同种族、背景的人都同样尊贵，因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点明

中心思想） 

二、因为神造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价值。 

1. 如果我们发明了什么、制造过什么，我们一定对这个制成品感到满意。（举例） 

2. 照样，因为神创造我们，他为我们感到自豪（参诗 104:31）。 

3. 神对于他在头几天所创造的事物，每一次都“看着是好的”（创 1:10、12、18、21、

25）。当他造人后，他“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他创造人类之后，才

说“甚好”。他看着我们，也会说“甚好”。他对我们的看法，肯定了我们的价值。 

4. 应用：如果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不用介意，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我们，在神的

眼中，我们有价值。 

三、因为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有尊贵的身份。 

1. 神给我们他的品德、性格。他造我们时，是按着最好的模型，就是他自己的形象

造的。 

2. 圣经作者要强调某真理的重要性时，会一再重复这个真理。创世记的作者为了强

调我们的价值、尊贵身份，重复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重复】 

四、总结 

1. 神既然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就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神不会造次品。

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发扬他的形象，发挥他赐给我们的品德。 

2. 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在他眼中非常宝贵，所以不用介意别人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