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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主题与要点 

引言 

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作者在这段经文要说的主旨是什么？

这样问，是要知道这段经文的主题。另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作者用什么主要内容把这

个主题发展起来？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在这一课，我们会一同学习怎

样找出一段经文的主题和要点。 

相信我们都看过电视上的一些演说。这些演说总会有一个主题，例如：某个镇的

政府把该镇打造成重点旅游区的计划。演说的人会介绍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也就是

各个发展要点，例如：兴建新式酒店、拓建道路、把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重新翻修、

加强对外宣传等等。 

演说的主题如同一台会转动的机器的轴心，而演说的内容要点就是它周边的齿轮。

轴心转动的时候，齿轮也会转动，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刚才提到的计划就是演说

的轴心，它带动着各个未来的主要发展项目，例如兴建新式酒店、拓建道路……。推

行这个计划，就等于推行各个发展要点。 

一段篇幅较大的经文，也会有它的主题和要点，主题如同轴心，是整段经文的主

要内容，而要点就如同周边的大齿轮，具体地把主题表明出来。当我们读一段长经文

的时候，若只读一遍，不一定可以完全明白它要表达的意思。因此，我们要把它分段，

用不同的工具，把整段经文剖开；我们一边观察，一边解释，找出各章节彼此之间关

系：哪里有重复、类比、对比、因果关系等等。这就如我们细心观察一台机器的不同

部分，就能发现轴心和各个齿轮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如何一起运作的。当我们发现

一段经文不同部分彼此的关系时，我们就较容易找出这段经文的主题和要点，就会更

明白经文的意思。 

右图是这一课的棒。中间的大圈是轴心，也就是主题；而

旁边四个小圈就是齿轮，也就是要点。当轴心转动的时候，齿

轮也会转动，成为一台机器。由此可见，主题和要点是连贯在

一起的；要点不能离开主题，而主题也需要要点。可是，我们

要注意，由于我们不能把图画画得太复杂，图画内的小圈之间

看来是没何关连的；然而，我们要记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要点之间是有关联的。 

解释部分  

一、 阐明“主题”和“要点” 

主题与要点 
 
 

© 

© ©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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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的定义 

主题就是作者在一段经文中所讲的主要话题。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问

一个问题：作者在这段经文要说的主旨是什么？这样问，是要知道这段经文的主题。 

 “要点”的定义 

要点就是作者按主题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有不少人在讲道的时候，都会这样表达：

就这个题目（主题），我要说的第一点是……。然后，他会说：第二点是……。这些

“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就是要点。我们查经的时候，不仅要找出经文的主

题，也要找出它的要点。再回到我们开始时所提到的例子，把某镇打造成重点旅游区

的发展计划就是主题，而兴建新式酒店等就是发展计划的要点。 

 “主题”和“要点”的关系 

我们跟人谈话，每段话都会有一个主题。谈完一个主题后，我们就会转到另一个

主题。同样，当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把经文写出来的时候，每段经文都会有

一个主题。在确定了经文的主题后，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内容要点。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主题和要点是连贯在一起的。因此，经文中的每一个“要点”

一定与“主题”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有些时候，作者说完了一个要点后，会再说一

些话，而这些话跟主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都是要点以下的小点。若要点是轴心上的

齿轮，那么，这些小点就是轴心齿轮旁边的小齿轮。很多时候，这些小点是作者从要

点引伸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查考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找出它的主题，然后把这段经文

的要点逐一列出来。若要点以下还有一些小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点列在要点之下。 

二、 如何找出一段经文的“主题”和“要点” 
 若经文比较长，可按内容把经文分为几个分段 

 先观察和分析经文中的内容与结构 
用这个课程所介绍的工具来观察、解释经文。若经文属于叙事文体，那么，我们

就再要以“六何问题”来观察经文。 

 提问题 
提出“七何”问题，并借思考来深入观察、解释经文的内容。 

 找出、确定经文的“主题”  

1. 找出“重复”的关键词 

出现次数越多的关键词或说话，跟主题的关系应越密切，因为如果把这些关键词

或说话删掉，整段经文的意思就会变得很不完整。然而，我们不仅要留意重复出

现的字词或说话，也要留心意思相近的字词，又或相同或相近的观念。若我们能

有效地运用“重复”这个工具来观察经文，我们会较容易找出经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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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诗篇 150 篇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赞美”，若把“赞美”删掉，整篇

诗的内容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要说的是什么。因此，显而易见，

这篇诗的主题就是“要赞美耶和华”。又例如诗篇 139 篇 1 至 6 节有一组重复出

现的关键词：鉴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知识。因此，这段经文的

主题很可能就是“神深知我的一切”。 

我们要留意，如果经文已经被分为几个分段，我们不仅要观察每个分段内出现的

重复关键词，也要留意有哪些关键词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分段内。这些在不同分段

内都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很可能就是整段经文的主题，或跟主题有非常密切的关

系。例如马太福音 6 章 25 至 34 节，可以按内容把它分为几个分段。然而，大家

会发现：“不要为……忧虑”这句话重复出现在开首的第 25 节、中间的第 28、

31 节和结束的第 34 节。由此可见，贯穿整段经文的主题是“不要忧虑”。 

2. 观察有没有“普遍到细节”、“细节到普遍”或递进 

经文中如有“普遍到细节”或“细节到普遍”，那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作者所要表

达的主题，或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诗篇 139 篇 1 至 6

节，第 1 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第 2

至 6 节就是细节： 

 

因此，这段经文的主题可以是“耶和华认识我”。 

此外，我们也要留意经文有没有递进，若发现有递进，就要提问：这是关于什么

的递进？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就是经文的主题。例如创世记第 1 章首先记述“神

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最后，神造了人。而第 31 节提到

神看着一切都甚好（比好还要好）。这是一个关乎什么的递进？关乎神创造的递

进。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神创造的进程”——神创造天地万物，包括人的

过程。 

3. 用“引言”、“发展”、“结论”找出主题 

“引言”就是作者跟我们所打的招呼，介绍接着下来的话题，因此，引言也可以

帮助我们找出相关经文的主题。例如路加福音 18 章 1 至 8 节关于寡妇找不义的

官伸冤的比喻，这段经文的第 1 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

心”就是引言，它简单地介绍了： 

 接着的经文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一个比喻；和 

 比喻（经文）的主旨是：鼓励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

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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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若发现经文有结论，特别是总结，那么，这个结论也大有可能就是主题；即或不

然，它跟主题应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总结”会精简地重申、摘述已经在

整段经文里陈述过的重点或主要内容。我们在第七课曾经引用马太福音 7 章 15 至

20 节，指出这段经文的结论是 7 章 20 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

他们来”，它重复了第 16 节所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样的重复和结论，显示经文的主题是“凭果子分辨真假先知”。 

所以，当你从经文中找出引言、发展和结论时，你其实已经找出该段经文的主题

了。我们怎么知道在一段经文内，哪部分是引言？哪部分是发展？哪部分是结论

呢？我们用工具把经文剖开，并且留意上下文，就可以发现它们。只要你能纯熟

地运用以上提到的各种工具，再加上提问，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出经文的主题。 

4. 写出“主题” 

(1) 尽量用 4 至 10 个字，精简地写出主题。这不是说，超过 10 个字就绝对不行；

而是要说，既然主题只有一个，在一般的情况下，应该不需要用太多字把它说出

来。 

(2) 开始学习写主题时，不用担心自己是否写得完全正确，又或字数是否太多，最重

要是先运用结构工具剖开经文，加上提问，并且按刚才的建议找出主题。然后，

尝试写出来。若嫌字数太多，就看看可以删减哪些字。多练习，就会掌握得更好。 

(3) 要尽量具体，不要太空泛和空洞。例如：“信心”这类的主题就太空泛了。相对

来说，“信心的根据”就比较具体。 

(4) 评估、确定所写出来的主题是否能涵盖整段经文的主要内容 

 如何检定是否整段经文的内容都跟这个主题有关？你可以把每一节经文跟主

题比较，查看它们彼此的关系，这样就可以确定你所写的主题是否正确。（还

记得轴心跟齿轮的关系吗？）例如马太福音 6 章 25 至 32 节，假若你的主题

是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你用这个主题来检视每一节经文，你就会

发现第 25 至 32 节每一节都跟这主题无关。由此可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

义”并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 

 假若所写的主题并未能包括经文的主要内容，就要想想：是否需要重写主题？

但要留意，如果只是一少部分经文跟这个主题没有直接关系，这些经文很可

能是要点之下的小点。 
 

 找出经文的“要点”  

1. 顺序阅读经文，一直读到一个意思完结为止，这个分段的意思就是一个要点。 
 

 彼前 1:3~7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

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

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6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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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7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这段经文有一个重复的关键词：得着；另一组的关键词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除此之外，还有一组重复的关键词：试炼、试验。这三组的关键词

是有关联的，指出我们在试炼中的盼望：将来要得着的基业是怎样的。所以，这

段经文的主题是：试炼中的盼望。 

我们可以按各分段的意思，把经文分为以下 3 部分，每部分都可以说是一个要点。 

 第 3 至 4 节是一个要点：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得着天上的基业； 

 第 5 节是另一个要点：我们蒙神的能力保守，必能得着； 

 第 6 至 7 节是一个要点：虽然如今在试炼中，但信将来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2. 按重复关键词的分布，找出不同的要点。出现关键词的分段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要点。 

圣经例子（一） 

 约壹 3:14~18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

死中。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16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17 凡有世上财物

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8 小子们哪，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爱（爱心、相爱）重复出现的次数最多，分别出现在第 14、16、17 和 18 节。那

么，第 14、16、17 和 18 节都可能是要点所在。而按内容，第 17 和 18 节是连在

一起的，那么，这段经文应该最少有三个要点： 

(1) 第 14 至 15 节：爱弟兄是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证据； 

(2) 第 16 节：以基督的爱来爱弟兄； 

(3) 第 17 至 18 节：要爱弟兄，就要有实际的行动。  

圣经例子（二）： 

 当然，很多时候，一段经文，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可能多过一个。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按个别关键词的分布情况来找出要点，例如约翰福音 10 章 11 至 15 节： 
 

 约 10:11~15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

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13 雇工逃走，因他

是雇工，并不顾念羊。14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正如父

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这段经文有好几组重复的关键词，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羊，其次是好牧人（牧人）、

雇工。这三组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间有什么关系？作者在经文里，把好牧人和羊

的关系，跟雇工和羊的关系作对比。 

 然后，我们就要看，其余出现的关键词跟这三个关键词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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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下羊”（不顾念羊）和“逃走”是两组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它们都跟雇工有

关；“认识羊”和“为羊舍命”是两组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它们都跟好牧人有关。

那么，这段经文的要点应包括以上所提到的，也就是好牧人和雇工跟羊的关系。

经文的主题是：“主是好牧人”，而它的要点应包括： 

(1) 主是好牧人，为羊舍命 （11、15 节）； 

(2) 主不是雇工，不会不顾念羊，也不会撇下羊逃走（12~13 节）； 

(3) 主认识他的羊（14 节）。 
 

 以上两个例子指出，我们不仅要找出重复的关键词，还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较容易找出经文的要点。 
 

 写出、确定经文的“要点” 

1. 写出要点 

 尽量用简短的文字、完整的句子来表达每一个要点的意思。可以参考经文使用

的字词来写出要点，但不一定要完完本本地抄录经文的文字。另一个方法是，

想一想，若你要在讲道时分享这个要点，你会用什么说话来表达？最重要是，

不要担心自己写得对不对、好不好，而是要尝试写出来。 

 在每一个要点之后列出经节的出处，这样可以方便自己在评估的时候，查看自

己所写的跟相关经节的意思有没有出入；也可以帮助我们查看所写的是否已经

包括所有的经节。如果有遗漏，就要再思考，然后重写。 

 把其他关于要点的延伸内容列为小点。 
 

2. 评估、确定所写的要点 

 检查每一个要点是否都跟整段经文的主题有关联。若没有关联，又或关联并不

紧密，那就要重新检视主题；若主题是正确的，那么，你所写的要点就很可能

并不是要点。 

 如果所写的要点跟主题没有关联，只不过是跟某个要点有关联，那就可以把它

列为该要点之下的小点。要点和小点的分别在于：要点跟主题有直接关联，而

小点只跟要点有直接关联，跟主题则没有直接关联。例如在约翰福音 10 章 11

至 15 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就是一个小点，因为它跟主题“主

是好牧人”没有直接关联，却跟其中一个要点“主认识他的羊”有直接关联。 

 检查所列要点是否已包括相关经节的主要内容，如有遗漏，就要再思考和重写。 
 

主题： 主是好牧人 

要点：(1) 主是好牧人，为羊舍命 （11、15 节）  

要点：(2) 主不是雇工，不会不顾念羊，也不会

撇下羊逃走（12~13 节） 
 

要点：(3) 主认识他的羊（14 节） 
分点：正如父认识我，我

也认识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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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题与要点”的例子 

圣经例子（一） 

 雅 1:2~4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因为知道你们的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分段 

由于经文只有 3 节，因此不用分段。（编按：这段经文是雅各书 1 章 2 至 8 节的

首个部分；1 章 5 节是第二个部分；1 章 6 至 8 节是第三个部分。可是，为了让学员

掌握找出主题和要点的步骤，我们在此只集中讨论 1 章 2 至 4 节的部分。） 

 用工具来观察、解释经文 

1. 重复：有三组重复的关键词，分别是：（1）试炼、试验；（2）忍耐；（3）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2. “先果后因” 的关系： 

结果  （为什么？） 原因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线索：“……因为”（1:2~4）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为什么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

乐的原因。） 
 

3. “先因后果” 的关系： 

原因  （为什么？） 结果 

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生忍耐 

 线索：“就”（1:3）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基督徒的“信心经过试验”的结果。） 
 

4.  “对比”的关系： 
 

你们的信心经过试

验，就生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

备，毫无缺欠 

 线索：“但”（1:3~4）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作者拿“一时的忍耐”跟“恒久忍耐”作对比；

他强调光有一时的忍耐是不够的，一定要在各种试炼中忍耐到底，生命才能成

熟。） 
 

5. “目的”的关系： 

行动  目的 

忍耐也当成功  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线索：“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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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忍耐成功”的目的。）

 （请留意：这是“目的”。因为若把经文改为“忍耐也当成功，为了使你们成

全完备，毫无缺欠。”意思是通的。当然，目的也是结果。在试验中若能忍耐

下去，生命就会更成熟。因此，这也可以是因果关系。）

 提问 

 找出本段经文的主题 

1. 找出重复的关键词：（1）试炼、试验；（2）忍耐；（3）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三组

关键词出现的次数都是一样的，都只有两次。

2. 观察有没有“普遍到细节”、“细节到普遍”或递进：没有。

3. 用“引言”、“发展”、“结论”找出主题：第 2 节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

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这段经文的引言，因为它介绍了这段经文要表达的主要

内容。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有可能有好几个：“在试炼中要忍耐”；“试炼的益处”；

“在试炼中要喜乐”。然而，从这段经文的引言来看，“在试炼中要喜乐”最符

合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要评估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最贴切的主题，我们要把自己

所理解的要点写出来，然后问：自己所写的主题能否包含所有的主要内容。如果

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写的主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找出本段经文的要点 

1. 顺序阅读经文，一直读到一个意思完结为止：

 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第一个要点：在各样试炼中，要喜乐（2 节）；

 第二个意思，也就是第二个要点：在各样试炼中要喜乐的原因（3 节）（因为第

2 节和第 3 节的关系是先果后因）；

 第三个意思，也就是第三个要点：忍受试炼的目的、结果（4 节）。

何人 “你们”是指谁？（当时收信的信徒；也可以包括所有信徒。） 

何时 在什么时候要以为大喜乐？ 

何地 在什么情况下要以为大喜乐？ 

何事 落在百般试炼中；基督徒忍受试炼有什么结果？ 

何解 

“试炼”、“喜乐”、“荣耀”、“忍耐”、“成功”、“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是什么意思？ 

雅各提到的试炼是怎样的试炼？（各式各样的试炼） 

如何 
基督徒如何才能以自己落在百般试炼中为大喜乐？ 

基督徒如何忍受试炼才可以成功？（凭信心） 

为何 

基督徒为什么要以忍受试炼为大喜乐？ 

雅各为何用“先果后因”、“先因后果”、“对比”和“目的”

的关系？（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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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用这个方法已足以找出这段经文的要点，因此，不需要从重复出现在各分段

的关键词去找要点。 

 评估、确定所写出的要点 

就以上的要点来说，“在试炼中要喜乐”这个主题跟刚才所提到的要点在意思上

是相符的。由此可见，在找出要点后，我们要再查看我们的主题，看看彼此是否

一致。若不一致，就要看看要在哪方面作出修改。这样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例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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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 

由于经文只有 4 节，因此不用分段。 

 用工具来观察、解释经文 

1. 重复：有 6 组重复的关键词，包括（1）思念；（2）上面的事；（3）基督；（4）与基

督一同；（5）生命；（6）显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上面的事”和“思念”（求）。 
 

2. “先因后果”的关系： 

原因  结果 

2:20~23 的内容  你们……当求在上面的事 

 线索：所以（3:1）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若信徒认同歌罗西书 2 章 20 至 23 节

的内容，就会有歌罗西书 3 章 1 至 4 节的结果。由此可见，若经文的首节有“所

以”或“由此可见”这一类关于结论或因果关系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观察上文。） 

 

3. “条件”的关系： 
 

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们当求在上面的事 

 线索：若……就（3:1）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该有的结果。） 

 

4. “对比”的关系： 

思念上面的事  思念地上的事 

 线索：“要……不要”（3:2）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强调基督徒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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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果后因” 的关系： 

结果 （为什么？） 原因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

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线索：……因为（3:2~3） 

 作者为何用这种结构关系？（为了说明要思念上面的事的原因。） 

 提出“七何”问题 

何人 “你们”是指谁而言？（收信的基督徒；也可包括所有的信徒。） 

何时 我们什么时候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将来会在什么时候显现？ 

何地 基督现在在哪里？将来会在哪里显现？ 

何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指的是什么事情？ 

何解 
 “上面”代表什么地方？“地上”代表什么地方？ 

 “一同复活”、“思念”、“生命”、“荣耀”是什么意思？ 

如何 基督会如何显现？基督徒该如何思念地上的事？ 

为何 
 为何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保罗为何用“因果”、“条件”和“对比”的关系？（参上文） 

 找出本段经文的主题 

1. 找出重复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上面的事”和“思念”（求）。 

2. 观察有没有“普遍到细节”、“细节到普遍”或递进：没有。 

3. 用“引言” 、“发展”、“结论”找出主题：第 1 节上半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

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是这段经文的引言。它简单地介绍了之后要说的。

因此，主题很可能跟“当求在上面的事”有密切的关系。 
 

鉴于“思念”和“上面的事”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而引言是“当求在上面

的事”，因此，主题大有可能是“当寻求和思念上面的事”。 

 找出本段经文的要点 

顺序阅读经文，一直读到一个意思完结为止： 

 第一个意思：当求上面的事（1 节）； 

 第二个意思：要求上面的事，就当思念上面的事（2 节）； 

 第三个意思：当求和思念上面的事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同死、同

活、将来要与他同享荣耀）。 
 

第一个意思跟第二个意思十分相近，因此我们把这两者合而为一。那么，这段经

文的要点可以是： 

 第一个要点：当寻求和思念上面的事 （1~2 节）； 

 第二个要点：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 （3 至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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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方法已足以找出这段经文的要点，因此，不需要从重复出现在各分段的

关键词去找要点。 

 评估、确定所写出的要点 

就以上的要点来说，“当寻求和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主题跟刚才所提到的要点是

相符的。 
 

研习部分 

练习一（腓 1:12~1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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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 1:12~18 上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13 以致

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4 并且那在主里

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15有的传基

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16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

音设立的；17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18这

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把经文分为几个分段 

按内容来分，其中一个分法如下： 

1. 第一个分段：第 12 至 14 节。内容是：虽受捆锁，福音却兴旺； 

2. 第二个分段：第 15 节至 18 节上（……为此，我就欢喜）。内容是：对保罗来说，不

管别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爱他，还是嫉妒他，最重要的是基督被传开了。 

由此看来，这两段都跟传福音有关。 

 用工具来观察、解释经文 

 第一个分段：第 12至 14节 

1. 重复：（1）我受的捆锁 （我受遭遇的事）；（2） 传基督（福音、神的道）；（3）放胆

（无所惧怕）、（4）越发（更是叫）、（5）基督（主）。  

2. 先因后果：线索是“以致”；原因是“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结果是“我

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2~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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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因后果：线索是“因……就”；原因是“我受的捆锁”，结果是“那在主里的弟兄多

半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14 节）。 
 

 第二个分段：15至 18节上 

1. 重复：（1）传基督（福音、基督被传开）；（2）出于；（3）嫉妒分争（结党、不诚实、

假意）；（4）好意（爱心、真心）。  

2. 对比：没有明显的线索；“出于嫉妒纷争”跟“出于好意”对比（15 节）。 

3. 对比：没有明显的线索；“这一等出于爱心”跟“那一等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对比

（16~17 节）。 

4. 目的：线索是“意思是”；行动是“那一等传福音”；目的是“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

（17 节）。 

5.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这有何妨呢？”；答案是“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

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6. 先因后果：线索是“为此”；原因“是基督被传开了”；结果是“保罗就欢喜” （18

节）。 

7. 细节到普遍：细节是“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

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

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普遍的原则是“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

喜”（15~18 节上）。 

 提问 

何人 

 “你们”是指谁？（收信的信徒；也可包括所有信徒。） 

 “御营全军”指谁？ 

 “我”是指谁？   

何时  

何地 保罗在哪里被捆锁? 

何事 
 保罗的捆锁引发了什么事情？ 

 这段经文最主要讲论哪些事？ 

何解  

如何 保罗的捆锁如何叫复音更加兴旺？  

为何 
 为何有些人要借传福音加增保罗的苦楚？ 

 保罗为何用“因果”、“目的”和“对比”的关系？（参上文） 

 找出本段经文的主题 

1. 找出重复的关键词 

 在第一个分段，“传基督”（福音、神的道）和“我受的捆锁”重复出现的次

数最多； 

 在第二个分段“传基督”重复出现的次数最多； 

在这两个分段中，“传基督”重复出现的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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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有没有“普遍到细节”、“细节到普遍”或递进 

 在第二个分段可以找到“细节到普遍”：细节是“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

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普遍的原则是“无

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3. 找“引言”、“发展”、“结论” 

 第 15 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是第 15 至 18 节这

个段落的引言；而第 18 节上“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是这个分段的结论。 

4. 确立主题 

 从第一个分段的重复来看，主题一定跟“传基督”和“我受的捆锁”有关系。 

 从第二个分段的重复、引言、结论来看，这段的主题跟“基督被传开是更重要

的”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综合来说，这大段经文的主题可以是：“保罗的捆锁叫福音更兴旺”。 

 找出经文的要点 

由于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把经文分为两个分段，因此，每个分段都至少有一

个要点。以下所写的只是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而已，并不是绝对的标准。 

主题：保罗的捆锁叫福音更兴旺 

 保罗虽失去自由，但福音因而更兴旺（12~14 节）；  

 保罗不管别人传福音的动机，最重要的是基督被传开（15~18 上）。 

 评估、确定写出的要点 

就以上的要点来说，“保罗的捆锁叫福音更兴旺”这个主题跟刚才所提到的要点

是相符的。 

练习二（腓 1:18 下~26）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花一段时间祈祷，求圣灵光照。你可以用自己的话祷告，或者使用

在先前已经背诵的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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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 1:18 下~26 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

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20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

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21 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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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

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

的。24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

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26 叫你们在基

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把经文分为几个分段 

按内容来说，不用分段，然而，它有两个相关的主要内容： 

1. 第 18 下半节至 21 节。内容是：保罗欢喜，深信自己终能获得释放；与此同时，他认

为若他因而殉道也是有益处的。

2. 第 22 节至 26 节。内容是：保罗重视弟兄姊妹的益处大过自己的益处，因此，认为继

续为他们活着是更重要的。

 用工具来观察、解释经文 

1.  重复：（1）欢喜；（2）所切慕（所盼望）；（3）生（活着、肉身活着、住在世间）；（4）

死；（5）没有一事（凡事）；（6）基督（耶稣基督） ；（7） 为你们（与你们、使你

们、叫你们）。

2.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还要欢喜”，原因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

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获自由）”（18 下~19 节）。

3. 对比：线索是“没有……只要”；“一事叫我羞愧”跟“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

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对比（20 节）。

4. 目的：线索是“总叫”；行动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目的是“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20 节）。

5.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结果是“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

上照常显大”；原因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0~21 节）。

6. 对比：线索是“但”；“我死了的益处”跟“我在肉身活着的益处”对比（21~22节）。 

7. 条件：线索是“若……就”；条件是“我在肉身活着，成就我工夫的果子”；结果是“我

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2 节）。 

8.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原因是“这是好得无比

的”（23 节）。

9. 对比：线索是“然而”、“更是要紧”；“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跟“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对比（23~24 节）。 

10. 先因后果：线索是“既然……就”；原因是“我这样深信”；结果是“知道仍要住在

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

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25~26 节）。

11. 先因后果：线索是“使”；原因是“（我）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结果

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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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的：线索是“叫”；行动是“我仍要住在世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目的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25~26 节）。 

13.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结果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越发加增”；原因是“我

再到你们那里去”（26 节）。 

  提问 

何人   “你们”是指谁？（收信的腓立比信徒） 

何时  

何地  

何事 这段经文最主要讲论哪些事？ 

何解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是什么意思？ 

如何 
 在生与死之间，保罗如何作抉择？ 

 保罗的死如何带来益处？ 

为何 

 为何保罗若获得释放，弟兄姊妹的喜乐就会越发加增？ 

 保罗为何用“因果”、“目的”和“对比”的关系？（参上

文） 

 找出本段经文的主题 

1. 找出重复的关键词 

 “为你们”（与你们、使你们、叫你们）和“在肉身活着”（活着、住在世间）

重复出现的次数最多。 

2. 观察有没有“普遍到细节”、“细节到普遍”或递进 

 没有。 

3. 找“引言”、“发展”、“结论” 

 第 18 节下半节至 19 节“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

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是第 18 节下半节至 26 节的引言；而第 25 至

26 节“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

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是结论。 

4. 确立主题 

 从重复、引言和结论来看，这段经文的主旨跟“保罗无论生死都为了基督，但

为弟兄姊妹活着是更重要的”有密切的关系。为弟兄姊妹，也就是为信徒。 

 因此，综合来说，这整大段经文的主题可以是：“最重要的是使信徒长进”。 

 找出经文的要点 

以下所写的只是一个建议，仅供参考，并不是绝对的标准。 

主题：最重要的是使信徒长进 

 保罗深信能获释，但即使殉道也是有益处的（18 下~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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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宁愿放弃个人的益处，好叫信徒得到益处（22~26 节）。 

 评估、确定写出的要点 

就以上的要点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信徒长进”这个主题跟刚才所提到的要点是

相符的。 

 

补充练习 
林后 1:3~7；罗 13:8~10，13:11~14；西 1:9~14；诗 1；来 4:14~16；太 5:13~16，

6:19~21；林前 13:1~13；1:18~25；林后 12:5~10；诗 23；林前 9:19~23；诗 139:1~18；

37:1~40；40:1~8；帖后 3:6~15；提前 6:17~19；雅 2: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