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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发展（二） 
温习 

〖教学提示：这一课是“发展”的下半部，请老师务必带领学员温习上一课的内

容： 

1. 用比喻解释“发展”的概念： 

 一棵树从树干生长出主枝和侧枝，才可以发展成为一棵高大的树； 

 河流流入大海前，在三角洲衍生出互相连接的支流。 

2. “发展”的定义、棒（图画） 

3. “发展”的其中两个方法：“说明”和“证明” 

 

 解释部分  

一、 观察“发展”的益处 
1. 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作者在一段（或几节）经文中所要表达的信息（主题）。 

2. 帮助我们确定圣经作者在一段（或几节）经文中所要强调的内容。 

3. 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观察一段经文，并且按作者原本要表达的主题写出这段经文的

大纲。这个大纲不单可认帮有助我们牢记该段经文的主要内容，还可以帮助我们

构建我们日后的讲道大纲。 

 

二、 阐明“发展”关系 

 “发展”的定义： 

“发展”的意思就是，无论作者是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道

理，他会按着主题，用更多篇幅发展这个主题，丰富这个主题

的内容，让读者能全面了解、清楚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作者会按着他期望达到的效果和目的，用以下的方法：“说

明”、“证明”、“扩展”或“延伸”，把主题的内容发展出来。 

 阐释“发展”的四种方法： 

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讨论过“说明“和“证明“，在这一课，

我们会一同学习“扩展”和“延伸”。 

1. 扩展 

当作者发展主题内容的时候，他会从某个角度出发谈论一个真理，然后再从另外

一个角度谈论这个真理，令这个主题的内容更加丰富，这就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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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清楚解释 

证明：谈论理由 

扩展：丰富主题 

延伸：延伸到其

他内容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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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一）： 

 林前 13:1~3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

响的钹一般。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

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哥林多前书 13 章 1 至 3 节是一个典型的扩展例子。作者在每一节从不同的角度

探讨爱的重要性，从而指出爱是最大的。即使有非常厉害的方言恩赐，能说不同民族

的地方语，并且能够跟天使沟通，若没有爱，这些恩赐就如同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只会令人感到很震撼，但只此而已。之后，他扩展同一个主题，指出即使一个人有先

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但没有爱，他仍

然算不得什么。接着，他再进一步扩展这个主题：人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是无益的。 

圣经例子（二）： 

 太 13:31~33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32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

来宿在它的枝上。”33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

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天国就是神所统治的国度。耶稣的工作是要使万国的政权至终归于神的统治之下。

那正是神国的完满实现。在古代的中东一带，芥末的种子被认为是最细小的。但当它

长起来的时候，可以高达 2 至 3 米，高于一般的瓜菜类植物。耶稣以芥末的种子来比

喻天国，因为他当时的工作，在世人眼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被大部分人所轻

视。然而，有一天，这个事工要发展起来，达到一个不可能被人忽视的地步。 

作者在第 33 节扩展这个主题，以面酵来比喻天国。面酵也非常细小，然而，它发

起的面团可以很大。两个比喻的内容并不一样，但意思却一样。这就是扩展。 

2. 延伸 

有些时候，作者会从一个重点出发，继续发展他的主题，把他的论点延伸到别的

情况去。虽然他所说的仍然在同一个主题之内，但意思却有别于原来的重点。这就是

延伸。 

圣经例子（一）： 

 太 5:21~26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

免受审判。”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

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

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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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献礼物。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

不能从那里出来。  
 

马太福音 5章 21至 26节是一个延伸的例子。经文最初的重点是不可向弟兄动怒，

不可骂弟兄（21~22 节）。之后，作者把主题延伸至另一重点，教导读者要尽快跟弟兄

和好（23~26 节）。 

我们要留意，先前的重点跟延伸后的重点，虽然内容有别，但彼此是有关系的。

因为人之所以动怒、骂弟兄，是因为关系出了问题，而作者引伸的重点——尽快修补

关系——正正跟关系有关。 

圣经例子（二）： 

 林前 12:27~31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28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

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

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29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

岂都是行异能的吗？30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

言的吗？31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开首的重点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恩赐，并且指出，各人不可

能都有同样的恩赐。最后，他把主题从“恩赐各异”这个重点延伸至另一个重点上：

最妙的道——爱。然后，他在下文指出：不管恩赐多大，若没有爱，是没用的。所以，

延伸出来的重点跟原先的重点都在同一个主题内：要用爱心去运用恩赐。 

  “扩展”与“延伸”的分别 

当作者用“扩展”来发展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开首所说的重点，跟之后所说的重

点是一样的。可是，当作者用“延伸”来发展主题的时候，他开首所说的重点，跟之

后所说的重点虽然有关联，但却不一样。这是“扩展”跟“延伸”最重要的区别。但

我们要留意，有些时候，在一段经文内，作者会先用“扩展”来发展他的主题，然后

再用“延伸”来发展，把重点延伸到另一个重点。 

 练习：区别“扩展”和“延伸” 

你认为作者用什么方法把以下经文的主题发展起来？是扩展，还是延伸？ 

〖教学提示：老师可以安排学员分组讨论，然后汇报他们的结论。〗 

1. 太 5:27~30 

 太 5:27~30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

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9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30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

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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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起首重点是什么？之后的重点又是什么？起首和之后的重点所表达的意思

一样吗？ 

 延伸。作者起首说的重点是不可奸淫。之后，他把主题延伸到另一个重点：我

们要把任何足以引致自己犯罪的事，从生命中彻底弃掉。 

2. 太 6:28~33 

 太 6:28~33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

也不纺线。29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

花一朵呢！30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

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你们要先

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作者起首重点是什么？之后的重点又是什么？起首和之后的重点所表达的意思

一样吗？ 

 延伸。作者起首说的重点是不要为生活所需忧虑，指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之后，他把主题延伸到另一个重点：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3. 林前 10:23~24 

 林前 10:23~24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无论

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作者起首重点是什么？之后的重点又是什么？起首和之后的重点所表达的意思

一样吗？ 

 扩展：作者起首说的重点跟之后所说的重点是一样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对

别人有益处。 

4. 林前 13:8 下~10 

 林前 13:8 下~10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

归于无有。9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

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作者起首重点是什么？之后的重点又是什么？起首和之后的重点所表达的意思

一样吗？ 

 扩展：起首的重是：恩赐是有限的，之后的重点是：知识也是有限的。 
 

三、 观察和解释“发展”关系： 
首先使用学过的工具来分解经文，然后回答以下的问题：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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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一） 

 路 15:1~11、32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2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

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3 耶稣就用比喻说：4“你们中间，谁

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

呢？…… 6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

欢喜吧！’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

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8“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

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 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

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10我告诉你们：一个

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

子。…… 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这段经文的第 1 至 3 节是这章圣经的引言，指出耶稣用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

士的议论。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是：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的原因。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1. 重复：罪人、失去（失落）、找……直到找着（找着了、失而又得）、悔改、欢喜（快

乐、快乐跳舞、欢喜快乐）、得罪了、不配。 

2. 问答：问题是“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

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没有答案，是明知故问，作用是强调在合理的情况下，

听见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做法。（15:4） 

3. 问答：问题是“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

地找，直到找着吗？”；没有答案，也是明知故问，强调这样做是必然和肯定的。（15:8） 

4. 类比：线索是“也是这样”；“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跟“一个罪人悔改，在

神的使者面前为他欢喜”比较。（15:9~10） 

5. 递进：向下的递进。小儿子的沦落，每况愈下（15:13~16）。 

6. 对比：线索是“但”；“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

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跟“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对比。（15:29~30） 

7.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结果是

“我们理当欢喜快乐。”（15:32）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记载耶稣如何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批评。耶稣以第一个比喻作为例证，

说明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的原因，然后再借两个比喻来扩展他的主题，指出

这样做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另一方面他借大儿子的反应，把主题“延伸”到另一

个事实：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反应如同比喻中的大儿子，因此，他们对耶稣接待罪

人感到不高兴。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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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包括法利赛人和文士）明白耶稣为什么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圣经例子（二） 罗 6:1~7  

 罗 6:1~7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2断乎不可！我们

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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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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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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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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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罗马书 6 章 1 节是这段经文的引言：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接着的

经文回应了这个问题。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是：“信徒不可继续犯罪”。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1. 重复：罪、死、复活、受洗、联合。 

2.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这样，怎么说呢？；答案（再提问）是“我们可以

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6:1）（留意上文 5 章 31 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

典就更显多了。这一段是要回应有些人的挑战或疑问：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

显多了；那么，我们何不继续犯罪，好显明神的恩典？） 

3. 问答：线索是“吗？”；问题是“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答案是“断

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6:1 下~2） 

4.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答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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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下~3） 

5. 问答：线索是“吗？”；问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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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答案，作者只是用问题来加强语气，强调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

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6: 3）。 

6.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

的死”； 结果是“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6:3~4 上）。 

7. 目的：线索是“原是叫”；行动是“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目的是“我

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6:4 上）。 

8. 类比：“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跟“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比较（6:4

下）。 

9. 条件：线索是“若……也”；条件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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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6:5）。 

10.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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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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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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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因后果：线索是“使”；原因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结果是 “罪身灭

绝”（6:6 上）。

12. 目的：线索是“叫”；行动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目的是“我

们不再作罪的奴仆”（6:6）。

13.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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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6:6~7）。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在 6 章 1 节用一个问题作为引言，引导读者思想这段圣经的主题：基督徒不

应该继续犯罪。之后，作者在 6 章 2 至 3 节指出基督徒相信耶稣、受洗归入基督

名下，是表明自己向罪死了，因此就不应继续犯罪。作者先用一连串的问题来说

明基督徒不应继续犯罪（参罗 6:1~3），然后把主题扩展，指出基督徒不应继续犯

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参罗 6:4），成为新造的人，一举一动应有

新生的样式。既然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脱离了罪的捆绑，就不应继续犯罪，活

在罪中（参罗 6:6~7）。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更清楚明白“基督徒不应该继续犯罪”的道理，在信仰上

更加坚固，也就能在生活上经历到“归入耶稣的死，就跟罪断绝关系”。

四、 交棒 
 这一课的棒所用的图画是一棵树从主干发展出四条主枝，然后以文字作辅助。老

师除了要带领学员牢记这幅图画外，还要帮助学生背诵四个“发展”方法的简单解释： 

研习部分

练习一：（路 6:43~45；太 6:1~8） 

步骤一：祷告 

说明：清楚解释 

证明：谈论理由 

扩展：丰富主题 

延伸：延伸到其

他内容 发展 

延
伸

扩
展

证
明

说
明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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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前我们要花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说话祷告，或使用

《查经技巧（上册）》第二课提到的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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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三：观察、解释 

 〖教学提示：老师要尽可能让学员先运用自己已经学过的工具来观察经文。

最理想的方法是每个学员独立地观察经文。老师也可以鼓励学员在完成观察后，跟伙

伴讨论、比较，看看大家的观察是否相同，然后让学员回答观察和解释“发展”的相

关问题。〗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1. 路 6:43~45 

 路 6:43~45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44 凡树木看果子，就

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45 善人从他心

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这段经文并没有引言。细读路加福音第 6 章，会发现这章圣经把耶稣的教训集合

起来。路加福音 6 章 17 至 49 节被称为“平原宝训”，因为 6 章 17 节提到当时耶

稣站在一块平地上。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是“内在的生命必定有相应的外在表现”。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1) 重复：树、结、果子、心里所存的、善、恶、发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或也没

有坏树结好果子”（“从荆棘上摘无花果或从蒺藜里摘葡萄”） 

(2) 先因后果：线索是“因为”；原因是“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结果是“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3)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凡树木看果子”；结果是“可以认出它来”。 

(4)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

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原因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5)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心里所充满的”；结果是“口里就说出来”。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耶稣以好树和坏树分别结出好果子和坏果子为例，说明内在的生命必然会有相应

的外在表现，并且从这个例子，把主题扩展到“善人和恶人会有不同的生命表现”



第六课：发展（二） 61 

的课题上。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在发展主题时，作者先以什么果树就结出什么果子为例，说明生命跟果子的关系。

然后，把这个例子扩展至“一个人的生命和他的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这样读

者就很容易明白他要表达的主题：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他内在属灵生命

的状况。 

2.  太 6:1~8 

 太 6:1~8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

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

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4 要叫你施舍

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5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

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

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

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7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8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

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背景资料：在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认为施舍、祷告和禁食是每个人都必须做的

基本善行。）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6 章 1 节是这段经文的引言：“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

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经文的主题是：耶稣教导人以

正确的动机行善。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1) 重复：故意、暗中、施舍、赏赐（报答）、看见（察看）、假冒为善的人、在会

堂里和街道上（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不可效法）。 

(2) 目的：线索是“故意叫”；行动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目的是“他们看见”

（1 节）。 

(3)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这样（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结果是 “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1 节）。 

(4)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

了”；结果是 “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

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1~2 节） 

(5) 对比：线索是“不可……像”；“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跟“那假

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比较（2 节） 

(6) 对比：线索是“不要……要”；“你施舍的时候，……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跟“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对比（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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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比：线索是“不可像”；“你们祷告的时候，……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

会堂里……”对比“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 

〖教学提示：老师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我们先前所说的对比仅限于一两

节的圣经的范围，并且有较明显的线索。然而，很多时候，圣经的作者会用两

个不同的情景来作对比，却没有提供清晰的线索。例如：撒母耳记的作者在第

28至30章，以扫罗跟大卫作对比。扫罗面对非利士人时，求问交鬼的妇人。但

当大卫的妻子和跟随他的人的妻儿都被亚玛力人掳走后，同样要面对军心不稳，

面对强敌，面对不明确的未来，大卫却坚定地求问神他们能否追得上。〗 

(8) 目的（太 6:5）：线索是“故意叫”；行动是“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目的是“人看见”。 

(9) 对比：线索是“不要像”；“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跟“爱站在会

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对比。 

(10)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原因是“你们没有

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耶稣教导人以正确的动机行善。作者以施舍和祷告作为例子，

说明应该怎样行善。之后，他把主题从“行善的动机”延伸至“祷告的方式”（7~8

节），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

了。”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把假冒为善的人行善的动机、他们所得的结果，跟正确的行善动机和相关的

结果作对比，从而突显行善的正确动机。作者先举出负面的例子，让读者知道那

不是真正的善行，然后说明要在暗中行善，让读者知道行善的原则。最后，作者

以“延伸”来发展这个主题，指出正确的祷告方式。 

 

 

练习二：罗 14:1~6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花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说话祷告，或用《查

经法（上）》第二课的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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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三、四：观察、解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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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14:1~6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辨论所疑惑的事。2 有人信百物都可

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

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4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5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6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

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先看看有没有引言） 

14 章 1 节是这段经文的引言：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但不要辨论所疑惑的事。作者

要表达的主题是“我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弟兄，不可轻看或论断他们”。 

（背景资料：什么是信心软弱的人？在当时的罗马教会中，有些信徒认为：不管

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在信主后都不必遵守旧约或其他宗教关乎食物、守安息日

等规条。可是另一些信徒［很可能是信主的犹太人］，因为未明白在基督里的自

由，仍然认为若能守住昔日那些关乎食物或日子的规条会比较妥当。他们很可能

就是信心软弱的人。）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哪些结构关系来讲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1) 重复：软弱的、吃的、不吃的、论断（轻看）、站住、看、是为主、感谢神。 

(2) 对比：线索：“要……但不要”，“要接纳”跟“要辩论”对比。 

(3) 对比：线索：“但”；把“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跟“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比较

（14:2）。 

(4)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

论断吃的人”；原因是“神已经收纳他了”（14:3）。 

(5) 问答：线索是“你是谁……呢？”；问题是“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答案是“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

他站住。”（这个问题要指出一个事实：没有人有资格论断别人的仆人；而答案

再次强调：只有仆人的主人才有资格判断他的仆人，而我们的主能使他的仆人［不

管是只吃素的，还是什么都吃的］站立得住，不致跌倒。）（14:4） 

(6)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他也必要站住”；原因是 “主能使他站

住。”（14:4 下） 

(7) 对比：没有线索；“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跟“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对比。 

(8)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结果是“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原因是“他感谢神”（14:6）。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在 14 章 1 节上半节提出了这段经的主题：“我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弟兄”。他

先以食物为例证说明这个主题，接着把话题从“食物”扩展至“守日”，以这两

个事例来说明。作者也用了“延伸”的方法，把话题从“不要跟人争论”延伸至

“不要论断别人”（14:4）和“只是各人要心意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

人是为主吃的。” ）（14:5~6）（“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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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意坚定”的意思。）  

 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要帮助读者明白“我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弟兄”的真理。作者所举的例子很

可能就是当时不少教会遇到的问题，因此，他直接用这两件事情来教导读者。 

 这段经文有什么命令、真理？ 

这段经文有一些命令：“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轻看信心软弱的，乃要

接纳他们”；“不要彼此论断”。这些命令都是基于一个真理原则：“神已经收

纳他，我们无权不接纳他”。 

 

五、 补充练习 
太 7:1~5；路 6:27~36；路 6: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