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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引言、发展、结论 

 解释部分  

 我们在这一课选取了一些同时拥有“引言”、“发展”

和“结论”的经文作为例子和练习，让学员既可完整地看到

怎样运用这三个工具，也可以多做一些练习，培养大家观察

和解释一段经文的能力。 

 

圣经例子（一）  

 腓 2:5~13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强夺的；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

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

屈膝，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12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13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心、形象（样式、样子）、顺服、死、名。 

2. 对比：线索是“反倒”；“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跟“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对比（6~7 节）。 

3. 先因后果：线索是“既……就”；原因是“有人的样子”；结果是“自己卑微，存心顺

服”。 

4. 先因后果：线索是“以致”；原因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结果是“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8 节）。 

5. 递进：从高到低；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

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6~8

节）。 

6.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

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6~9 节）。 

7. 目的：线索是“叫”；行动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目

的是“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

基督为主”（9~11 节上）。 

引言 

 

发展 

 

结论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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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的：线索是“使”；行动是“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目的是“荣耀归与父神”（11 节）。 

9.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原因是“你

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12~13 节）。 

10. 目的：线索是“为要”；行动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目的是“成就他的美意”（13

节）。 
 

 观察和解释“引言” 

 哪些经节是“引言”？它是哪些经节的“引言”？ 

2 章 5 节是 2 章 5 至 13 节的“引言”。 

 “引言”谈及哪些人物／事情？ 
 

人物 关于这个人物的内容重点 

你们（腓立比的信徒）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个“引言”介绍接着的经文的什么主要内容？ 

基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 

 观察和解释“发展”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在第 6 至 8 节用向下的“递进”方式来说明基督谦卑的榜样。作者在第 9 至

11 节说明，神对基督的降卑所作的回应——把他高升。 

 作者为什么使用这种方法？他这样写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使用向下的“递进”方法来说明耶稣基督虚己的榜样，让读者清楚知道该怎

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观察和解释“结论”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12 至 13 节是“结论”；线索是“这样看来”。 

 “结论”是什么？ 

这是一个劝勉：当顺服保罗的教导：效法基督降卑的榜样。 

 观察、解释的综合结果 

 哪些经节是“引言”？ 

2 章 5 节。 

 “引言”介绍什么主要内容？ 

基督的心。 

 它是哪段经文的“引言”？ 

2 章 5 至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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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怎样“发展”这个主要内容？ 

说明。 

 哪些经节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2 章 12 至 13 节。这是劝勉。 
 

圣经例子（二）  

 路 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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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找

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

去的羊已找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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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

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13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

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14 既耗尽了一切所

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

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16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17他醒悟

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18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19从今以后，我不

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

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21 儿子说：‘父

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22 父亲却吩咐

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

上；23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25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

见作乐跳舞的声音，26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27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28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9 他对父亲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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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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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

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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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提示：老师可以借这个练习向学员指出，路加福音15章全章经文（这也

是上一课“结论”的其中一个练习）的整体结构，让学员日后懂得从宏观的角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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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释经文。因为学员一般的读经习惯都是把经文分开段落来读。例如他们很可能会

把路加福音15章分为三个段落来读：（1） 失羊的比喻（路15:1~7）；（2）失钱的比

喻（路15:8~10）和（3）浪子的比喻（路15:11~32）。可是，读完以后，并没有把三个

比喻综合起来思想。这样就看不见作者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的结构关系。〗 

 在这段经文中，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请留意以下只是关于引言、发展和结论的结构关系，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的。

至于这章圣经的其他结构关系，我们先前在《发展（二）》已经观察过。 

1. 引言：作者以“先因后果”的技巧来说出耶稣用比喻的原因。原因是“众税吏和罪人

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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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耶稣就用比喻说”（15:1~3）。 

2. 发展 1：发展的方法是借举例（比喻）来说明（15:4~6）。 

3. 结论 1：结论的方法是“推论”（15:7）。 

4. 发展 2：发展的方法是扩展，借另一个比喻来再说明（路 15:8~9）。 

5. 结论 2：结论的方法是“推论”（15:10）。 

6. 发展 3：发展的方法是扩展，再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路 15:11~32）。 

7. 结论 3：并没有就这三个比喻作任何明显的结论，但如果以路加福音 15 章 32 节作为

浪子比喻（路 15:11~32）的结论，它是“结语”。然而，第 31 至 32 节是父亲对整件

事所下的结论，也可以说是第 1 至 30 节的结论，并且隐含着耶稣就法利赛人和文士

的议论所作的回应。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第 31 至 32 节是整章的结论，是耶稣的推

论。 

 

 观察和解释“引言” 

 哪些经节是“引言”？它是哪些经节的“引言”？ 

路 15 章 1 至 2 节是路 15 章 1 至 32 节的“引言”。 

 “引言”谈及什么人物或事情？ 
 

人物 关于这些人物的内容重点 

众税吏和罪人 
 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 
 私下议论 （耶稣）说：“这个人接待罪

人，又同他们吃饭。” 
 

 这个“引言”介绍接着的经文的什么主要内容？ 

耶稣解释他为什么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吃饭。 

 观察和解释“发展”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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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了“说明”来发展主题，解释耶稣为什么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但是如

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第 15 章整章的结构来说，第二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的发展的

方法是“扩展”。因为作者用这两个比喻丰富了整章经文的同一个主要内容。 

 作者为什么使用这种方法？他这样写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耶稣没有直接跟法利赛人和文士解释为什么他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但他一连

说了三个比喻，以不同的事例来说明和扩展，让他们自己去反思。（至于耶稣为

什么要用比喻，可参考马太福音 13 章 10 至 15 节、34 至 35 节和马可福音 4 章 10

至 12 节。） 

 观察和解释“结论” 

从表面来看，作者并没有就这三个比喻作任何明显的综合结论。第 7 节是第 4 至

6 节的结论，是一个“推论”；第 10 节是第 8 至 9 节的结论，也是一个“推论”；

而第 31 至 32 节则是父亲对第 11 至 30 节整个件事所下的结论，是一个结语，但

隐含耶稣就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议论所作的回应。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第 31 至

32 节可以说是整章的结论，这是作者的推论。 

 观察、解释的综合结果 

 哪些经节是“引言”？ 

15 章 1 至 2 节是引言。 

 “引言”介绍什么主要内容？ 

耶稣解释他为什么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吃饭。 

 它是哪段经文的“引言”？ 

15 章 1 至 32 节。 

 作者怎样“发展”这个主要内容？ 

以举例（比喻）来说明，并以不同的比喻来扩展。 

 哪些经节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15 章 31 至 32 节是结论；结语和推论。 

 

研习部分 

练习一（路 3:1~20；罗 14: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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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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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三：观察、解释 

 路 3:1~20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

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

王，2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

他。3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4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

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5 一切山洼

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

为平坦。6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7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

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8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

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9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10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11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

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12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

“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13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14 又有

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15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

督。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

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7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18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

们传福音。19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

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20 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 
 

 在这段经文中，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旷野、我们当作什么呢？基督、施洗、火。 

2. 类比：线索是“正如”；“来到约但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跟“先知

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类比（3:3 下~4 上）。 

3. 普遍到细节：普遍的原则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细节是“一切山洼都要填

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

为平坦”（3:4 下~5）。 

4. 问答：线索是“谁……呢？”；问题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

没有答案，目的是要指出，他们不能逃避神的审判。 

5. 对比：线索是“要……不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跟“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对比（3:8 上）。 

6.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答案是“有两件衣裳的，

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3:10~11）。 

7. 问答：线索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当作什么呢？”；答案是“除了例定的数目，

不要多取”（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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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问答：线索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当作什么呢？”；答案是“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3:14）。 

9. 对比：线索是“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跟“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

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对比（3:16）。 

10. 对比：线索是“只是”；作者把百姓对约翰的信息的回应（若要悔改，就该作什么？）

跟希律对约翰信息的回应作对比（3:19）。 

11. 先因后果：线索是“因”；原因是“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结果是“受了约翰的责备”（3:19）。 
 

现在让我们使用“引言”、“发展”、“结论”这三个工具来观察、解释这段经文。 

 观察和解释“引言” 

 哪些经节是“引言”？它是哪段经文的“引言”？ 

3 章 1 至 2 节是 3 章 1 至 20 节的“引言”。 

 “引言”谈及什么人物或事情？ 
 

人物 关于这个人物的内容重点 

约翰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的时候 

 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的时候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的时候 

 是撒迦利亚的儿子 

 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这个“引言”介绍接着的经文的什么主要内容？ 

施洗约翰对百姓所传讲的信息。 

 观察和解释“发展”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在 3 章 3 至 6 节，引用旧约圣经“证明”施洗约翰在传讲神的话；在 3 章 7

至 14 节，以例子来“说明”约翰传讲神的话的内容；而在 3 章 15 至 17 节他把内

容“延伸”到弥赛亚的来临。 

 作者为什么使用这些方法？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使用旧约圣经来“证明”约翰传讲的是神的话 （比较路 3:4 和赛 40:3）；作

者希望通过这个有力的证据让读者相信和接受约翰传讲的信息。他用例子来“说

明”，让读者知道约翰传讲的内容。他把话题“延伸”至基督，既可表明施洗约

翰不是基督，也可以指出基督将要作的事情。 

 观察和解释“结论”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18 至 20 节是“结论”。 

 “结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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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是“总结”，因为它只是

重申说出约翰一直以来所做的。第 19 至 20 节是“结语”，作者记载了约翰服事

的结局。 

 观察、解释的综合结果 

 哪些经节是“引言”？ 

3 章 1 至 2 节。 

 “引言”介绍什么主要内容？ 

施洗约翰传讲神的话，为主预备道路。 

 它是哪段经文的“引言”？ 

3 章 1 至 20 节的“引言”。 

 作者怎样“发展”这个主要内容？ 

3 章 3 至 6 节是“证明”；3 章 7 至 14 节是“说明”；3 章 15 至 17 节是“延伸”。 

 哪些经节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3 章 18 至 20 节是 3 章 1 至 17 节的“结论”；第 18 节是“总结”；第 19 至 20

节是“结语”。 

练习二（罗 14: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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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14:13~23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

物。14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

他就不洁净了。15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

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16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17因为神的国不在

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18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就为神

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19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20 不

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21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22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的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23若有疑心

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首先阅读这段圣经几次。 

 然后使用先前学过的工具来分解经文，让作者的意思显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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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复：不洁净、食物、罪、绊脚跌人（绊倒）、基督（主耶稣）、喜悦（称许）。 

2. 对比：线索是“唯独”；“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跟“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

不洁净了”对比（罗 14:14 下）。 

3.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你因食物叫弟兄忧愁”；结果是“不是按着爱人的

道理行”（罗 14:15 上）。 

4. 先因后果：没有线索；原因是“基督已经替他死”；结果是“你不可因你的食叫

他败坏”（罗 14:15）。 

5.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原因是“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5 下~17）。 

6. 对比：线索是“不……只”；“在乎吃喝”跟“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对比（罗 14:17）。 

7.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结果是“为神所喜

悦，又为人所称许”（罗 14:18）。 

8.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结果是“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

14:18~19）。 

9. 对比：没有线索；“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跟“因食物

毁坏神的工程”对比（罗 14:19~20）。 

10. 先因后果：线索是“因”；原因是“为该不该吃某些食物而彼此论断”；结果是

“毁坏神的工程”（罗 14:20）。 

11. 对比：线索是“但”；“凡物固然洁净”（一切食物都可以吃，吃食物不是罪）跟

“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对比（罗 14:20）。 

12. 先因后果：线索是“因……就”；原因是“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结果是 “就

是他的罪了”（罗 14:20 下）。 

13.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你有信心”；结果是“当在神的面前守着” 

14.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结果是

“有福了”（罗 14:22 下）。 

15.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有疑心而吃的”；结果是“必有罪”（罗 14:23）。 

16.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原因是“他

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 14:23）。 

 观察和解释“引言” 

 哪些经节是“引言”？它是哪些经节的“引言”？ 

14 章 13 节是 14 章 13 至 23 节的“引言”。 

 “引言”谈及什么人物或事情？ 
 

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的内容重点 

不可再彼此论断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之物 
 

 这个“引言”介绍接着的经文的什么主要内容？ 

不可彼此论断，也不可使人在有争议的做法（却不是真理）上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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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和解释“发展” 

 作者怎样或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主题？ 

作者在 14 章 14 至 20 节使用了不同的“发展”方法。首先他用食物来作为例子，

“说明”不可因食物叫人跌倒，自己被人毁谤（14:14~16）。然后他把主题“延

伸”到读者应该追求的事上（14:17~19），并且在 14 章 20 节再以食物的问题来

“说明”。 

 作者为什么使用这些方法？他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 

作者以“食物”作为例子，说明他的主题“不可彼此论断，也不可使人跌倒”，

让读者不会觉得抽象（相信当时的读者也正处于因食物而彼此论断的问题中）。

这样，作者的教导就清楚有力了。作者然后把主题“延伸”到读者应该追求的事

上（14:17~19），更进一步教导读者肢体生活的原则，也就不需要就每一件事给他

们具体的指引。最后，作者在 14 章 20 节说明：若因食物叫人跌倒就等同犯罪。

读者读到这里，就应该完全明白为什么不要因食物彼此论断，令人跌倒。 

 观察和解释“结论”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罗 14 章 21 至 23 节。 

 作者以什么方式来作“结论”? 

作者先以食物作为例证来“发展”主题：“不可彼此论断、令人跌倒”。之后，

作者在 14 章 21 节重申：在什么事上也不可使人跌倒；所以这是“总结”。之后，

作者继续辩证这其实是信心的问题（14:22~23），所以那是“推论”。 

 观察、解释的综合结果 

 哪些经节是“引言”？ 

14 章 13 节。 

 “引言”介绍什么主要内容？ 

不可彼此论断，也不可使人跌倒。 

 它是哪段经文的“引言”？ 

14 章 13 至 23 节。 

 作者怎样“发展”这个主要内容？ 

作者用“对比”，以食物来“举例”，“说明”不可使弟兄跌倒。 

 哪些经节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14 章 21 至 23 节。 

 这个“结论”属于哪种方式？ 

总结和推论。 

 

补充练习 
罗 13:8~10；来 10:32~39；罗 8: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