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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传情达意 
建筑工人建造好房子的基本结构后，工程还

未算完成。他们还要花时间谨慎地安装里面的门

窗、电线与水管等。同样，即使我们“筑”好我

们的讲道大纲，还不算是准备好上台讲道。为了

能有效地带出信息，我们除了要重视讲章的内

容，还要注意我们的演讲技巧，确立个人的讲道

风格。 

同样的菜肴，分别放在精美清洁与破裂肮脏

的盘子上，你会选择哪一个？必定是精美清洁的

那一盘！因此，我们既要在讲道前用心制作一个

“美味”的讲道大纲，又要磨炼自己的演讲技巧，

把讲道的信息有效地传递到听众心里。在本课与

下一课，我们要学习如何改善自己的演讲技巧。

演讲技巧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用眼神与身体传达情意的技巧；二是语言表达的技巧。我

们在这一课先学习如何善用眼神与身体语言与听众沟通，到下一课，我们会学语言表达

的技巧。 

解 释 部 分  

一、演讲技巧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希望所讲的道能触动听众，就必须注重传达信息的技巧。除了言语的表达，

善用身体语言与听众交流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家发现在人与人的沟通里，55%的信息透

过面部表情及身体语言传递，用语气、声调传递的占 38%，而语言传递的仅占 7%。1

可见要把真理清楚地传达给听众，不但要用有声的语言，也要用表情、手势等身体语言。 

遗憾的是，许多传道人每星期用很多时间预备讲道的内容，可一年中大概只花很少

时间改善他们的演讲技巧。以下是一个关于讲道的故事：某教会有个传道人，讲道很死

板。于是，弟兄姐妹把一个引用希伯来书 11 章 4 节的标签放在讲台前面，写着“他虽

然死了……仍旧说话”。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传道人。 

神呼召我们尽一切努力把奇妙的福音传给他的子民。愿神把分享真理的热情充满我

们，使我们利用各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包括眼神与手势，更全面地带出信息。愿这个传

讲耶稣的心愿，在我们的骨子里燃起一团火，使我们热切分享主的真理，叫听道者遇见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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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眼神交流 

（一） 眼神交流的重要性 2 

人从小就懂得看人眼色行事，眼神的变化是一种重要的身体语言。目光接触是通

过无声语言与人交流的 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要跟听众保持眼神交流，用温柔的眼神

流露对他们的关 与爱心，邀请他们跟我们共享真理。我们讲道时望着听众的眼睛，

也显出我们有勇气，并多么的相信真理，同时又可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大部分人会

凭我们的目光去评估或判断我们的品格与信息的可靠性。有科学家发现，听众判断传

道人是否可靠，一半是靠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因此，我们要学习怎样与听众眼神交

流。 

（二） 眼神交流的原则 

1. 注意每一个听众 

讲道时，讲员要环视全场，目光要顾及每一个人，使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留意

他、重视他，他们就会更愿意听我们的道。我们虽然向着众人讲道，但心 要好

像对着每一个人谈道，把每个听道的人当作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讲道时，要好

像在家里跟朋友坐在沙发上交谈那样，而不要像表演者在大众面前演出歌舞。以

个人为对象，能避免讲一些硬要给人深刻印象的花言巧语。 

“以个人为对象”讲道，必须用眼神配合。讲道时，我们可以先用几秒望着

一个人，目光在他身上稍作停顿，再把目光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停留几秒钟，

照此类推。虽然我们向着五十、一百或几百人讲道，可是我们的目光要让听众觉

得我们对着他们一个一个地说话；这是需要多练习的。如果听众很多，我们可以

在脑海中把听众分成若干区域，然后有意识地把视线轮流停留在每一区里的某一

两个人身上片刻，望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轮流望向每

一区的听众讲话，可避免只照顾一半听众，而忽略了另一半。 

2. 根据反应调整内容 

我们望着听众讲道，其中一个目的是观察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借着注意他

们表情上的细微变化，意识到他们是否明白或是否感兴趣。有时我们会发现有些

听众皱着眉头，似乎在发问，那我们就要再解释刚才所说的话，补充一些事例或

删掉那些深奥的内容。灵活的讲员能按着听众的反应作出适当的应变。奥古斯丁

讲道时就很会注意听众的反应，如有必要，他会马上调整他的讲章。3 

（三） 具体改善眼神交流的技巧 

1. 望着听众的眼睛 

我们与人说话时，应该望着对方的眼睛。传道人传递信息的对象是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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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常常望着听众的眼睛。我们决不能定睛在房间后面没有人的角落或墙壁上，

也不要望向听众头部以上的空间或窗外，更不应老是看着笔记本说话。如果我们

不注视听众的眼睛，他们可能会不愿听我们的话，或质疑我们所讲的信息。有人

讲道时举目望天，像在背诵；有人低头，只看讲稿不看听众，像报告一样；这些

毛病都要避免。4 

2. 避免顾此失彼 

讲员要避免死盯着一两个听众。有时传道人只注意面前的几个听众，忽略了

旁边和后边的人；有时弟兄讲道，眼睛只看着男座；或姐妹讲道，眼睛只看女座。

我们要有意识地留意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 

3. 身体配合视线自然移动 

身体的移动应该与视线的转移互相配合。我们不可一直站着不动，呆若木鸡。

我们的视线望着哪一方，头部和身体也应该自然地向那方移动，或是走近我们看

着的听众。但无论你怎样移动身体，都要确保所有听众听到你的声音。 

4. 注意光线 

听众总希望能看见讲员的脸和眼睛，因此要注意房子的光线是否足够，好提

高你与听众眼神交流的效果。我们要站在房间的灯光下，好使听众看清楚我们，

并尽可能接近听众。5 我们可以不用讲坛，让我们与听众有更多的接触空间。 

三、使用身体语言 

（一） 身体语言的重要性 

身体语言包括身体各部分的动作，比如摇头、点头及各样的手势等。我们说话表

达感受时，往往用身体语言加以配合。演讲者 多使用的身体语言是手势。适当的手

势帮助讲员更明确地表达言语的意思，并能吸引人的注意力。 

在人际沟通里，很多意思是用身体语言表达的。如果我们把电视的声音关掉，只

看演员的表情和身体语言，我们大概也能猜出他们说什么。遗憾的是，有些传道人只

站在某个位置丝毫不动。如果人们想看雕像，也会选择去博物馆而不是教会吧！指挥、

演员、歌手等都常常灵活地运用他们的身体，传道人也应该如此。6 

（二） 使用身体语言的原则 

身体语言与所说的话要表达一致的意思。如果我们所说的话与身体语言互相矛

盾，人们会倾向相信我们的身体语言而非有声言语。如果我们口里说某个真理非常重

要，可是声调平淡，身体提不起劲，听众怎会相信我们所说的呢？或是我们口里说教

会必须彼此相爱、彼此关心时，却作了一个用拳头打人的手势，人们会相信我们所讲

的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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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开始尝试用身体表达信息时，可能会感到尴尬，这跟我们初次做任何活动

一样。我们刚开始学习骑自行车或打乒乓球，都觉得不习惯；后来练习多了，动作就

越来越自然。我们起初用手势强调某个要点，难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试过几次之后，

就会跟走路一样，觉得轻松自如。7 

（三） 具体改善身体语言的技巧 8 

1. 动作要自然 

讲道时，要像跟朋友谈话一样，自然地摆动头和手。原则上，在讲台上的手

势要比两个人交谈时的幅度大一点、动作明显一点，好让众人看得清楚明白。当

然动作也不能太夸张，因为会让人觉得太刻意或造作，而且会分散听众聆听信息

的注意力。 

2. 手势要多样化 

在讲道时，不要重复地做一两种手势，例如总是反复抬起、放下右手；那不

但起不到好作用，还反而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如果我们要强调某个真理，手势

必须有变化，要跟平常做的有所不同。有人计算过，人可以用手臂、手腕、手掌

和手指表达 700,000 个不同的基本信号，你讲道时会用到其中多少个？ 

3. 手势的次数要恰当 

做手势的次数要恰到好处；过多会失去强而有力地表达意思的作用；太少会

显得呆板、缺乏生气。 

4. 别用手指指人 

千万别用手指指着听众。有一次，某传道人讲

以利沙是个秃头，他说：“我今天要讲以利沙这个

秃头。”同时用手指指向听众。刚巧前面的一位弟

兄是个秃子，又是初次来聚会的。那人生气地说：

“以后不来了，那传道人不讲别的，就是指着我的

秃头。” 

5. 避免紧张时的动作 

很多人紧张时都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惯性的动作，比方说，抓抓头、搓搓手、

摸摸耳朵等。如果你有这种情况，讲道时就要控制自己不做那些动作，而要自然

而然地让讲道信息带动你的身体，做出各种合适的动作。 

6. 避免小动作 

绝不能在讲台上做踏步或摇晃身体等漫不经心的小动作，因为这些动作会引

起听众情绪上的不耐烦，影响他们听道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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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身体稍微倾前 

把你的身体稍为倾向听众，让他们感到与你更接近、更亲密。我们可以把身

体的重心放在前脚掌上，这样身体就会自然地倾向听众。 

8． 对着镜子练习 

我们练习讲道时，可以对着镜子，注意自己的动作是否轻松自然。我们可以

反复练习一些手势，以至做得更自然，但不要刻意编排。手势若不自然宁可不用，

也无需模仿他人的手势或动作。要记住你是在讲道，不是在演戏。 

四、整理讲道大纲——范例 
上一课，我们用彼得前书 2 章 9~12 节作为例子，示范如何整理讲道大纲。现在，

我们用另一个例子——诗篇 118 篇 5~9 节作示范。写讲道大纲所需的资料，都在第三至

八课的范例预备好了。我们现在要把各部分整合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道大纲。我们先写

一个初步的提纲，然后按照提纲编写讲道大纲。写好讲道大纲后，我们还要把它摘要成

为一个在讲道时使用的简短提纲。 

（一） 初步提纲——诗 118:5~9 

中心思想：因为神成全祷告，作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投靠他，不惧怕人。 

一、引言 
1．我们经常惧怕人。 
2．中心思想：因为神成全祷告，作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投靠他，不惧怕人。 

二、第一个应许：神成全祷告 

三、第二个应许：有耶和华帮助我们 

四、第三个应许：看见恨我们的人遭报 

五、因有这些应许，我们要倚靠神，不惧怕人。 

六、总结：神给我们那么多应许，我们要信靠神，不怕任何人。 

（二） 讲道大纲——诗 118:5~9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好多人怕被人攻击：孩子们怕被同学嘲笑；传道人怕被关进牢里；工人怕因信

耶稣被解雇。（引言要针对各类听众的需要） 
2．圣经里有很多英雄能克服对人的恐惧：约书亚与迦勒不怕迦南人，也不怕十个

探子的反对；但以理不怕被敌人投进狮子坑；耶稣不怕犹太领袖的逼迫和十字

架的羞辱。我们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他们有什么秘诀？ 
3．他们都知道：因为神成全祷告，作他们的帮助，他们可以投靠他，不惧怕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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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心思想）人能把我们怎样呢？我们要透过诗篇 118 篇，学习这伟大的应许

与真理（读诗 118:5~9）。 

二、诗 118 篇的第一个应许是：神会成全祷告（读诗 118:5）。 
1．诗人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这急难来自列国，如同蜜蜂围绕他；他们推他，要

他跌倒（读诗 118:10~13）。（应用）敌人常常如同蜜蜂般围绕我们，我们被逼迫

以至跌倒。这时，我们投靠神还是靠自己呢？ 
2．耶和华应允诗人的祷告，使他站在宽阔之地（读诗 118:5）。“宽阔之地”代表一

个自由的、令人放松的环境。这确据使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 
3． （事例）大卫曾经被敌人四面围绕。面对着迦特王亚吉（读撒上 21:10~15），他

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救他脱离一切患难（读诗 34 篇的小标题与 34:6）。 
4．（应用）我们真的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此愿意像小孩子向爸爸求助那

样，向神祈求吗？如果我们相信神垂听祷告，就会相信他常常与我们同在，因

此不会惧怕任何人。我们惧怕人，无非都是以为人比神更大。但愿我们相信神

与他的应许，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他。忧虑嘲笑我们时，我们要宣告：“神垂听

我的呼求，他必应允。” 

三、诗 118 篇第二个应许是：因有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必不惧怕（读诗 118:6）。 
1．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人不能做任何事情阻挡神的帮助。在诗 118:13，诗人快

要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他。 
2．（事例）人能把王明道怎么样呢？在三十年代，

他不怕日军逼迫，后来更为信仰缘故坐牢 22 年，

也不惧怕，因他知道神必帮助他。 
3．（事例）鸟不怕从山崖跃下，因它相信风的承托

力。我们愿意同样信靠神的保护吗？ 
4．（应用）我们被恐惧辖制了多久？神呼召我们今

天挣脱这捆绑，叫恐惧不能再控制我们。愿我们

用对神的信任代替对人的恐惧。 

四、诗 118 篇第三个应许是：因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看见那恨我们的人遭报（读

诗 118:7）。 
1．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报仇，因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参利 19:18；

罗 12:17~21）诗 118:7 的“遭报”，在原文可翻译成“看见敌人被战胜”，也就是

说，诗人没有为自己报仇，而是等待神为他伸冤，看着自己的敌人被神所胜。 
2．（事例）大卫在诗 23:5 也道出了相同的真理。我们看见大卫晚年的时候，因为

神帮助他，所以身边所有仇敌都被神所胜（参撒下 7:1，22:1）。 
3．（事例）旧约的约瑟也见证了这个真理。他一直仰望神， 后他得胜了（参创

50:19~23）。 
4．（应用）我们也不必怕任何人，因为 后我们肯定会得胜。人能把我们怎样呢？ 

五、因有这些应许，我们要投靠耶和华，不依赖人（读诗 118:8~9）。 
1．（事例）如果我们要穿过太平洋，是乘独木舟还是大轮船？依赖人好像乘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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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遇到风浪容易翻船。只有神是绝对可靠、信实的，我们要投靠他的“大轮

船”。 
2．耶利米说倚靠血肉的人有祸了。相反，倚靠耶和华是有福的（参耶 17:5~7）。 
3．（事例）耶稣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他不怕人。面对逼迫，他不依赖门徒而倚靠

神（参可 14:32~42）。 
4．（应用）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当别人嘲笑与逼迫我们时，把自己交托给神吗？

人能把我们怎样呢？ 

六、总结 
1．神多次应许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应许，不惧怕

人，以坚定的信心倚靠他吗？ 
2．（事例）亚撒王明白这伟大的真理。在代下 14 章，他面对可怕的强大敌军，于

是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垂听他，使敌军在亚撒面前大败。 
3．我们也会面对逼迫，受到试探，以致我们惧怕人；然而亚撒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我们牵着神的手，就不怕任何人。人能把我们怎样呢？ 

（三） 简短提纲——诗 118:5~9 

一、引言 
1．我们经常惧怕人 
2．约书亚、但以理、耶稣不惧怕人 
3．他们知道：因为神成全祷告，作他们的帮助，他们可以投靠他，不惧怕人 

二、第一个应许：神成全祷告 
1．急难中：列国如同蜜蜂围绕（诗 118:10~11） 
2．宽阔之地的意思 
3．大卫面对亚吉（王上 21:10~15；诗 34:6） 
4．神垂听祷告，我们无需惧怕 

三、第二个应许：有耶和华帮助我们 
1．快要跌倒，但有神的帮助（诗 118:3） 
2．王明道 
3．飞鸟 
4．从惧怕人到信任神 

四、第三个应许：看见恨我们的人遭报 
1．伸冤在神（利 19: 18；罗 12:17~21），“遭报”是“被战胜”的意思 
2．大卫的例子（诗 23:5；撒下 7:1，22:1） 
3．约瑟的例子（创 50:19~23） 

五、因这些应许，我们倚靠神，不惧怕人 
1．独木舟还是大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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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耶利米的教导（耶 17:5~7） 
3．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榜样（可 14:32~42） 

六、总结 
1．那么多应许，我们愿意信任神吗？ 
2．亚撒王的榜样（代下 14 章） 
3．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五、交棒 

（一） 本课的棒 

演讲技巧 

1) 眼神交流 

2) 身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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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经式讲道总体的棒 

请在下图的“12”字旁边写上本课总体的棒：演讲技巧（参考附录二）。 

研 习 部 分  

一、讲道练习 

（一） 分组 

现在，同学们要重新分组。每三个人一组，组员必须跟以往的不同，三个组员要

在组内逐一讲道。分组后，如果发现你的组员跟你使用同一段经文讲道，就跟另一组

交换组员，务求每个组员所用的讲道经文都不同。 

10. 

9. 9. 8. 

1. 

4. 

3. 

2. 

5. 

6. 

7.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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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师带领小组 

理想的是每组都有一位老师带领，如果老师不足，请由主要的同工负责。 

（三） 参加讲道练习的人数 

如果培训地点的空间有限，讲道练习的参加人数 好不超过 18 人，即不超过六

组。如果学生的总人数超过 18 人，就请主要同工挑选 18 个学生出来讲道，并安排余

下的学生加入各小组作听众和观察者，然后一同参与讲道练习后的讨论。 

（四） 讲道练习的安排 

分组后，让练习讲道的三个组员自行决定讲道的先后次序。组员要为头一个讲道

的同学祷告，然后请他用大概 40 分钟讲道。负责讲道的组员应该使用已经预备好的

简短提纲讲道。如果两个或以上的小组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练习，讲道的人要

控制自己的声量，不要太大声；也 好不要带领听众唱诗歌，以免声音影响附近的小

组。 

二、小组讨论 
讲道结束后，小组的老师（或负责的同工）要带领组员用 20 分钟讨论以下问题： 

1. 引言带出需要 

 引言带出了哪些听众的需要？什么需要？ 

 引言使用了什么方法讲解需要（遵守真理的好处、不遵守真理的后果、正

反两面的例子）？ 

2. 点明中心思想 

 引言有没有点明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中心思想适合听众的需要、符合作者的原意吗？ 

3. 讲道大纲 

 有哪些要点？是否陈述得清楚？ 

 讲章的要点是否大体上跟从经文的要点？要点有没有突出经文？ 

 要点是否解释得正确、清楚？论证是否合理、充足？ 

 要点用了什么方法来解释（上下文、历史背景、相关经文、好处及后果）？ 

4. 应用与事例 

 中心思想与各个要点有没有包括应用的信息？请举出其中一个应用点。 

 是否大部分的要点都包括事例？请举出其中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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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概括总结 

 总结有没有重复中心思想？ 

 传道人用哪种方式作总结（事例、诗歌、相关经文、提问等等）？ 

 总结有没有发出 后的呼吁？ 

6. 演讲技巧 

 传道人有没有与组员保持眼神交流，并使用恰当的身体语言？ 

☆ ☆ ☆ ☆ ☆ ☆ ☆ ☆ ☆ ☆ ☆ ☆ 

讲道大纲 
为何要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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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

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萨达姆·侯赛因曾经在伊拉克总统选举中获得 100%的选票。这结果代表伊拉

克人支持侯赛因吗？不是，人民投他的票只因为惧怕他。他们表面上好像喜

爱侯赛因，但实际上对他心存恐惧。 
2. 同样，圣经里的法利赛人表面上很圣洁，好像很喜爱神，可是在圣洁的外表

背后有不正确的动机。他们以为有圣洁的行为，就可以讨神喜悦，背后的动

机不外乎是骄傲或惧怕的心。有些基督徒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有圣洁的表

现，但动机不过是为了取得神的喜悦。这些人心里不是骄傲，就是惧怕神，

他们没有喜乐。 
3. 耶稣自己给我们的榜样却恰恰相反。他过着 圣洁的生活，且是出于正确的

动机。他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他爱他的天父。我们如何更像主耶稣？ 
4. 彼得在彼前 1:13~21 解释了“圣洁”的定义，也提出了三个过圣洁生活的正

确原因：1) 因神是圣洁的；2) 因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3) 因要避免

受神的管教。（点明中心思想） 
二、我们首先要明白“圣洁”的意思。彼得给我们三个“圣洁”的定义。 

1. 彼前 1:13~14 给“圣洁”第一个定义：圣洁就是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神恩、不放纵私欲。彼前 2:1 说明私欲包括恶毒、诡诈、假善、嫉

妒和毁谤。（应用）我们 容易受哪一种私欲所试探呢？毁谤就是说流言中伤

别人，我们有没有跟别人一起批评其他人呢？嫉妒就是看别人比我们好而觉得

不高兴，我们有没有忌妒人呢？求神除去我们的私欲，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2. “圣洁”的另一个定义是“分别出来”，要跟世人不一样。彼得在彼前 1:17

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度寄居的日子。”（举例）如果我们到别的国家旅游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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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是否会学习那地的方言，跟随那里的风俗习惯？不会。照样，我们

在世界作旅客的，也不要学世人的言谈，随从他们的风俗，而是要分别出来。 
3. 后，彼得在彼前 1:22 给我们“圣洁” 重要的一个定义：“彼此相爱”。 

三、为何我们要圣洁？彼得给我们三个合乎真理的原因。 
1. 在彼前 1:15~16，他提出第一个原因：因神是圣洁的。（举例）小孩子要效法

的英雄是谁呢？往往是他们的父母！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要效法的英雄，我

们要跟他一样圣洁。 
2. 有些人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要讨别人喜悦，他们害怕弟兄姐妹发现自己的

罪。（应用）这个动机是不健康的，这种人在弟兄姐妹不在的时候，很容易会

跌倒。一旦别人发现了他的罪，他就不再过圣洁的生活了。其实，我们要圣

洁，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四、我们要圣洁的第二个原因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 

1. 彼得在彼前 1:18~19 解释说，我们得赎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举例）因为我们

都犯了罪，我们本来是被罪捆绑的；按着律法，我们都被卖到奴隶市场。但

耶稣来了，他怜悯我们，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这就是“救赎”的意思。 
2. 我们为什么得赎呢？因为我们圣洁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彼得在彼

前 1:21 说，因信耶稣，我们在神里面有盼望。 
3. 耶稣的救赎会感动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举例）要拉动一辆马车，马要放在前

面，车在后面。“马”好比耶稣的救赎，一定要放在前面；“车”就是我们圣

洁的生活，要在马的后面。耶稣的救赎在前头拉着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4. （应用）问题是有些基督徒把马与车本末倒置，把圣洁的生活放在救赎前面。

这些人以为他们必须很圣洁，神才会救赎他们。他们遵守神的命令，是为了

使神继续悦纳他们。 后，他们要圣洁的动机是因为惧怕神。他们跌倒的话，

就会惧怕神的愤怒临到。（举例）想一想小狗，如果有人打它，它会怕得用双

腿夹着尾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惧怕神呢？如果我们失败了，是否会害

怕神责打我们呢？惧怕不是过圣洁生活的正确动机。 
5. （应用）这些信徒必须重新把马放在车的前面。彼得说神拯救我们，不是因

我们圣洁，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神现在不是用法官的愤怒来看待我们，

而是用天父的慈爱跟我们建立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救赎来自耶稣的宝血，

然后让神的恩典感动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五、我们要圣洁的第三个原因是避免要受神的管教。 

1. 彼得在彼前 1:17 说明，神会审判我们的行为是否圣洁。如果我们不圣洁，他

会管教我们，为要使我们更像他。这个真理会让我们对神产生敬畏的心。 
2. 请注意彼得说审判我们的是谁——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审判我们，是

按着他公义的标准，但他已经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罚，使我们不被定罪。

因此，他管教我们，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而是要保护我们，免得我们受到

罪的伤害。（举例）父母不会让小孩子在高速公路旁边玩耍，因为太危险了；

同样，神不要我们犯罪，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为了保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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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我们为何要圣洁？ 
1. 是否因为要讨人喜悦？还是因为我们怕神发怒？我们要圣洁是因为神是圣洁

的，是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同时也为了避免被神管教。 
2. （举例）有个妇人，她的丈夫虐待她，强迫她做家务劳动。丈夫去世后，她再

结婚，第二个丈夫非常爱她。一天，她找到前夫曾经写给她的家务劳动表，就

哭起来，因她想起自己从前听从前夫，是因为怕他；现在为第二个丈夫做同样

的家务，却是因为爱他。我们要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怕神，而是因为我们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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