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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条件 

教学活动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城代求的故事（创 18:16~33），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现在请

两位学员分别扮演亚伯拉罕和耶和华，把这个故事再次重现在大家眼前。角色扮演完

结后，老师可以问学员： 

1. 亚伯拉罕最早提出在什么条件下，神就不应毁灭所多玛？倘若满足了这个条件，

神会否毁灭所多玛？ 

2. 之后，他提出在什么条件下，神就不该毁灭所多玛？倘若满足了这个条件，神会

否毁灭所多玛？ 

3. 最后，他提出了什么条件？倘若满足了这个条件，神会否毁灭所多玛？ 

4. 那么，你认为所多玛城内有没有 10 个义人呢？ 

 

在这个故事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是公义的，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把他

们统统灭绝。与此同时，他爱这两个城的人。因此，他不断地为他们求情。神的回应

是，若那个城能符合亚伯拉罕所提出的条件，他就不毁灭它。但可惜和可怕的是，当

中连 10 个义人也没有。也许，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因此，亚伯拉罕不再继续跟神“议

价”下去。 

在这一课，我们要学的结构关系是“条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也经常

在我们的说话中，用带有“条件”的句子来表达我们心里的期望，处理跟别人的互动。

例如：我们会跟朋友说，如果他明天有空，大家可以一起吃晚饭。我们明天跟朋友一

起吃晚饭的条件就是，朋友明天有空。 

解释部分 

一、观察“条件”的益处 
 代下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这节经文的上文是：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

行在我民中……，描述的是一个枯干、没有成长、受亏损、死气沉沉的景象，也许这

正是今天好些信徒和教会的光景。 

你想弟兄姊妹经历复兴吗? 你想你的教会复兴过来吗？你想自己经历复兴、更深

经历神的同在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必须留心研读这节经文，因为它说明了

在四个息息相关的条件下，复兴必定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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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卑 

自卑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自卑感，而是指在神面前自卑，撇弃种种个人拦阻

神赐福或作工的心态如骄傲自满（自恃自己有经验、有恩赐、讲道备受推崇、有威望

等等），承认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因而为自己的自夸自恃感到羞愧，在神面

前自卑。 

当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便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

哭泣（参历下 34:27~28）。然而，可惜到了最后，他不再自卑，不听从神的警告，跟

埃及王开战，结果伤重身亡（参历下 35:22）。 

 

2. 祷告 

祷告是复兴不可缺少的条件，教会历史指出，祷告与复兴密不可分。复兴来自在

神面前呼求。使徒时代的教会充满了祷告，他们常常祷告，他们重视祷告，主的灵与

他们大大同在，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交给他们，给他们大复兴。 

 

3. 寻求神的面 

当神向人仰脸，表示神喜悦人，要赐恩给人(参民 6:26)。寻求神的面，就是要讨

神的喜悦，以神的旨意和命令为依归，在这种情况下，人必定会深深地经历到神的同

在，而这正是历代复兴的一个共同特征。怎样寻求？正如申命记 4 章 29 节所说的，要

尽心尽性地寻求——因渴慕得到神的喜悦而不惜付出一切。 

寻求神面的人，必然会寻求神——全心仰赖神。圣经多番提到亚撒寻求神，为国家

带来复兴。可是，他晚年仰赖亚兰王，不再仰赖耶和华；当他的脚有病，他没有寻求

耶和华，只寻求医生。这就是圣经给他的人生结语，多么令人惋惜。 

 

4. 转离恶行 

当人寻求神的面，认识到神的圣洁，人就会看到自己种种的不是，决心离开罪恶。

当真正的复兴来临时，人对神的圣洁总会有新的体验，人对罪恶必然会有更深的憎恶。

1909 年，在英国威尔斯的大复兴中，有一个城镇出现了以下的事情：偷来的东西都送

归原主；社会治安变好，很多地方的法官无案可审，律师也失业了，他们就组成诗班

到各地献诗；报纸没有暴行和八卦新闻可报导，改为报导各地复兴的消息……。 

若我们明白神作工的条件，并且采取行动来满足这些条件，神必定会按他的应许

作工。 

 

http://panel.pixnet.cc/w/index.php?title=%E5%BE%8B%E5%B8%88&variant=zh-tw
http://panel.pixnet.cc/w/index.php?title=%E5%85%AB%E5%8D%A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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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明“条件”关系 

1. “条件”的定义： 

条件句（含有条件的句子）表示在符合所列明的条件

后，接着句子所提到的反应、行动或后果就会出现。这些反

应、行动、后果是否会出现，在乎条件句所订定的条件满足

了没有。 

右图所展示的玩具可以帮助幼儿认识和辨别不同的形

状。当小木块的形状跟孔洞相符时，小木块就可以放进孔洞

里。 

经文里的条件句如同这个玩具的孔洞，唯有符合条件，才会出现作者接下去所说

的结果（小木块就可以放进到里面）。 

 

2. “条件”的线索： 

这一课的棒所用的图是不同的物件试图穿过一个筛子，能符合

条件的就能通过筛子，产生结果；相反，未能符合条件的，就不能

通过筛子。 

作者运用“条件”结构关系时，常常会使用以下带有条件的连

接词：“如果……（就）”、“若”、“倘若”等等。（在下面例子

中，被圈出来、字体加粗的词语，就是带有条件的连接词，也就是

我们找出“条件句”的线索。） 

我们要留意“若”，因为它既可解作如果，也可解作“例如”、“任何”。例如，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

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彼前 4:11)。在这节经文，“若有讲道的”不是条件句，因

为符合了“有讲道人”这个条件，不一定就会出现“按着神的圣言讲”这结果（大家

都很可能遇过一些不按神的圣言讲道的人，例如：有传道人借讲道来推销商品）。根

据之前的经文（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节经文

的意思是，例如有讲道的，就要照所得的恩赐，按着神的圣言讲……。 

要分辨“若”的意思，我们就要看看，如果这个含有“若”的句子是条件句，会

否产生或出现接着所提到的结果或反应，如果不一定的话，这个句子就不是条件句。 

 

3. 观察“条件”关系 

我们观察“条件”关系时，我们必须回答以下的问题： 

 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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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释“条件”关系 

当我们解释“条件”关系时，我们必须回答以下的问题 

 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5. “条件”的例子： 

一般例子 

 如果明天不下雨，我就带你到公园玩。 
 

当一个父亲跟孩子这样说代表他明天会否带孩子去公园玩的关键在于明天会否下

雨。不下雨，才去；下雨，就不去。所以“明天不下雨”是条件句，唯有符合了这个

条件，下文的“我就带你到公园玩”才会发生。爸爸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可不要误会

爸爸明天一定会带她去公园玩。 

 

圣经例子（一）：约壹 1:9 

 约壹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

我们一切的不义。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条件    结果 

我们认自己的罪 线索：若 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认罪，神的回应是完全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追究

我们的罪，并且彻底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罪带来的一切玷污都除清了，在神

与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阻隔，我们跟神的相交完全没有任何拦阻。 

 应用：这节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应许？ 

认罪其实是一个释放，能把我们从悔疚和自怨自恨中释放出来。可惜的是，当我

们年纪越大，事奉的日子越长，很容易会变得自义，为自己的错失辩护，不认为

自己有什么罪。因此不愿意认罪。 

经文中，提到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指出神的本性，并不包括在可能出

现或可能不出现的“条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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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二）：彼后 1:8 

 彼后 1:8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

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条件 
 

 结果 

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 线索：若……就 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

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

果子了。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你渴望可以常常更深和更有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按这节经文所

说，如果我们要具备上文彼得后书 1 章 5 至 7 节提到的属灵品德：信心、德

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们就必定更深认

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最后提到的两种品德都跟爱有关。由此可见，属灵的

高峰就是爱。按哥林多前书 13章的教导，爱大过最瞩目的恩赐；爱胜过全然

的奉献；爱本身就是目的；“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爱人如己”是我们一切服

事的根本目的。 

圣经例子（三）：罗 8:17 下 

 罗 8:17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条件 
 

 结果 

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线索：如果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如果我们要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充充足足拥有的几样

美德，其中一样是忍耐。要忍耐什么？这节经文所指的是忍受艰苦。基督所走

的是一条受苦的路。如果我们要跟随他、认识他，我们就必须走一条受苦的路。

你准备好了吗？然而，在基督里苦是不会白受的。因为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

大的应许：若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当你为主受苦时，

请谨记你是和他一同受苦，受苦能使你跟基督靠得更近，你会感到他特别的同

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将来，你必和

他一同得荣耀。因此，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请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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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四）：太 18:9 

 太 18:9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条件 
 

 结果 

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线索：倘若……就 
 

把它剜出来丢掉 

 观察:除了条件关系，还有别的结构关系吗？ 

 解释：耶稣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在这节经文的上半节（太 18:9上），耶稣基督用“条件”句来教导我们要

彻底对付罪恶，把一切可以引诱我们犯罪的东西连根拔起。在下半节（太 18:9

下），耶稣用一个“对比”关系来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对

比”关系的线索：“强如”，那是指“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比“有两只眼被丢

在地狱的火里”更好。这当然不是说，每一次犯罪，我们都要把相关犯罪的器

官砍下来，这样，不认主的彼得就要把舌头砍下来了。若我们的眼睛偷看不该

看的东西，例如网上的色情信息，不是说我们就要把眼睛剜出来丢掉，而是如

果我们没法逃避，就要把电脑砍掉。耶稣以这种强烈的对比手法来表达，是要

指出我们不要容忍、姑息罪恶，在对付罪的时候，即使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也绝对不能手下留情，而是要决绝地、彻底地对付，不然我们的亏损就会更大，

我们末后的下场会很可怕。要对付罪恶，我们要倚靠主，唯有主能救我们脱离

罪恶。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反思、默想 

现在让我们安静下来反思默想。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细心检查我们内心深

处，有没有仍然贪恋一些世上看为贵重，但却拦阻我们得到永恒福乐的东西？求神让

我们在省察之后，立志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中除掉。〖教学提示：最后，请老

师带领学员向神立志祈祷。〗 

圣经例子（五）：太 26:39 

 太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

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条件  结果 

可行 线索：倘若 叫这杯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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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除了条件关系，还有别的结构关系吗？（还有对比关系：关键词是“然而”；

把“耶稣自己的意思”跟“父神的意思”作对比，指出在耶稣心目中，父神的旨

意更重要，更值得尊重。） 

 解释：耶稣使用“条件”关系表达什么？ 

我们先前提过，当条件满足了的时候，相应的后果、反应就会出现。父叫苦杯离

开耶稣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夺去主耶稣的命，惟有主愿意舍命，人才能杀

害他（参约 10:18）。虽然这是可行的，可是，耶稣更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因此

他没有坚持自己与父神同等所享的权柄，宁愿顺服，照父神的意思舍己。 

很多人的做人原则是，倘若自己真的没有错，就要为自己伸冤。然而，圣

经教导我们在教会里，纵然我们没有错，我们也要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不

要为自己伸冤。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 

三、交棒 
 这一课的棒所用的图画是不同物件试图穿过一个间隔的孔洞，

这个间隔的孔洞就是条件，唯有通得过这些条件才能产生结果。我

们也可以用手势来记住这个关系：右手好像拿着门匙，插进门锁锁

孔，然后手腕一扭打开门锁；门匙符合门锁的要求，就可以插进门

锁，并且把门打开，代表满足了条件后，相应的结果就会出现。 

 请大家牢记这幅图画，以及“条件”关系的线索：“如果……（就）”、“若”、

“倘若”等等。 

 

研习部分 

练习一（罗 8:25；罗 8:31；约 15:7；创 4:7)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或者

用下面的经文和祷词，向神祈求，把我们的心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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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罗 8:25 

 罗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条件  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 线索：若……就 
 

____________________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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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盼望所不见的是条件，若我们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忍耐一切的苦楚，等候

身体得赎的日子来临。对于已经见到的事物，我们根本不用盼望，因为已经在眼

前了。然而，神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例如身体得赎、与主一同作王等，都是我们

今世看不到的。在众多你所盼望的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

是我们能亲眼看见那位因爱我们而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主。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感到我们在地上所忍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约 15:7 

 约 15: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

你们成就。 

条件  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线索：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耶稣跟门徒说的这段话，用了一个“条件”句子，但这个句字包含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们常在我里面”，第二个是“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符合了这

两个条件，才会出现下面的结果：“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读

经的时候，决不能断章取义，以为无论我们愿意祈求什么，神都会为我们成就。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一个人的生命跟神结联在一起，像枝子常常结连在葡萄树上，这个人的心思意念

就为神所掌管，不会有私心；他心里常常有圣灵的提醒，他所思想的都是按着圣

经的真理；当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按着圣经真理的原则向神祈求。既

然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神当然答允他的祈求。我们理当好好保守自己常在主里，

和好好读经，明白神的话和旨意。当我们如保罗所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西 1:9）时，那么，无论我们祈求什么，神都会为我们成就。根据这段经文的下

文，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常在主里面。 

 

3. 创 4:7 

 创 4:7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伏它。” 

条件  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线索：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课：条件 95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这儿有两个条件关系，第一个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其中“你行

得好”是条件，而结果就是“岂不蒙悦纳？”第二个是：“你若行得不好，罪就

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其中“你行得不好”是条件，而结果就是“罪就伏在

门前，它必恋慕你”。线索都是一样：“若”。 

 观察：在这节圣经里，你还可以找到哪种结构关系？ 

对比：把“行得好”的结果跟“行得不好”的结果作对比，从而突出两者所带来

的结果有天渊之别。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圣经一直强调神先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然后是他所献的；神先看不中的是该隐

这个人，然后才看不中他的祭物（创 4:5）。亚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时的人

不吃肉（洪水之后，人才吃肉，参创 9:3），那么，亚伯养羊的目的就是为了献祭，

跟神亲近。他更晓得将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以色列人要到出埃及后才晓得这

样的安排），可见，他不是马马虎虎的献祭，而是在事前先求问神，先了解神要

的到底是什么。他行得好，是因为他对属灵事物有很深的渴慕，因而愿意按神的

指示行事。相反，该隐虽然是哥哥，可是他没有这样的渴慕，更行恶，这是神看

不中他的原因。 

今天，我们的服事如同献祭，服事是否蒙神悦纳，关键在于我们对神和对服事的

态度。若我们的心态不蒙悦纳，不管我们多劳苦，我们的服事是不会蒙神悦纳的。 

 

 练习二（彼前 2:19~20）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话祷告，或

者使用在第一课已经背诵的祷词。 
 

 彼前 2:19~20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0 你

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

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观察:线索是什么？哪部分是“条件”？哪部分是“结果”？ 

这里有三个“条件”关系的线索，依次序是“倘若……就”、“若”、“若”。

三个“条件”关系表列如下： 

条件 1  结果 1 

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 线索：倘若……就 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条件 2 
  

结果 2 

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线索：若 有什么可夸的呢？ 

（没什么可夸的） 



96 查经手册（上册） 

 

   

条件 3  结果 3 

你们因行善受苦，能

忍耐 

线索：若 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观察：在这节圣经里，你还可以找到哪种结构关系？ 

(1) 重复：“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能忍耐”。 

(2) 对比： 
 
 

 

 

 解释：作者使用“条件”关系来表达什么真理？ 

作者使用第一个“条件”关系，说明“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结果“忍受冤屈

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接下来的两个“条件”关系，一个是反面的说法，

“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另一个是正面说法，“你们若因

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作者用这两句说话作对比来突显前

面第一句“条件”关系的真确性。此外，重复两个正面说法“这（在神看）是可

喜爱的”，是要强调我们应该看为义受苦是神所喜爱的。 

 应用： 

1. 这段经文有什么真理、应许、鉴戒？ 

2. 经文对我个人和别人有何意义？ 

 

四、补充练习 
如果有时间，可以研习这些经文：启 3:20；约壹 1:6~10，2:15；加 1:10，5:18，

6:1、9；罗 4:2，8:13、17；结 33:9；弗 4:21~22；太 26:39；约 5:46，13:35，14:2、3、

7、14、15、23，15:4~7、10、18~24；彼前 2:2~3，4:16~18；路 16:11，17:4；林前 7:9、

12、15，13:1~3，15:13~19。从经文中找出“条件”关系，写在自己的查经笔记本上。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

呢？ 

 

线索：但 

你们因行善受苦，能

忍耐，这在神看是可

喜爱的。 



第九课：条件 97 

讲道大纲： 

与神同工，建造人生（诗 127:1~5） 

 诗 127:1~5 〔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

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2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

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3 儿女是耶和华所

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4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介绍诗 127 篇的背景。 

 以色列人带着家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唱的诗歌，是一篇上行之诗。 

2. 从诗 127 篇学习：没有与神同工、没有神赐福的人生是枉然的。（点明中心思

想） 

 

二、要与神同行，要倚靠神 

房子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事业。没有与神同工，没有倚靠神，只顾独自追求事业是

枉然的。看守城池为了平安，然而没有与神同工，没有倚靠神，人是不会得到真

正的平安的；每日的生活都是枉然（诗 127:1~2）。 

1. 若不是神保守，建造房屋、看守城池都是枉然，为生活所需劳碌也是枉然。【条

件】【重复】（诗 127:1~2 上） 

2. 应用：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必然蒙福。（诗 127:2 下） 

 

三、儿女是神所赐的 

儿女不是夫妇二人努力生育就必然可以得到的，而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和福气（诗

127:3） 

1. 儿女跟勇士的箭的类比。【类比】（诗 127:4~5） 

 在古代，儿女越多，表明越蒙福，越有安全感。正如勇士的箭袋越多箭，勇士就

越有安全感。 

2. 当父亲跟敌人有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儿女必在审理的地方为他们的父亲出头。 

3. 应用：什么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保护？ 

 

四、总结 

1.  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在生活上，我们要倚靠神，与神同工，才能蒙福，才会得

到真正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