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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结论 

引言 

现在我们来到“引言”、“发展”和“结论”中的最后一个工具——“结论”。一

般而言，作者写一段经文时，会先用“引言”带出他要表达的主题，接着用“发展”

的方法来丰富他要表达的主题，把他想表达的内容完整地告诉读者，最后以“结论”

结束。 

这就好像一个人被邀请到朋友的家里作客，他从早到晚在朋友的家里享受丰富的

美食和主人家的热情款待。期间，他会多次向朋友表达谢意，感激朋友的款待。到了

晚上，他会向朋友告辞，跟朋友挥手话别，内容要点会包括： 

1. 谢谢你邀请我到你的家作客，让我享受了一整天的款待； 

2. 今天我很开心； 

3. 你那么盛情款待我，可以看得出你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 

4. 你辛苦了一整天。不用送了，早点休息。 
 

他的说话可以说是他这一天在朋友家作客的结论。 

同样，我们观察一段经文时，也要留意它的结论。但我们也要注意，不是每段经

文都包含引言、发展和结论的；有些时候只有发展和结论；有些时候则只有发展 。刚

才那位客人的结论有四个重点，分别跟四个作结论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当我们观察一

段经文的结论时，我们也可能会发现作者以这些方法来作结论，但不一定每次都会同

时用上这四个方法；许多时候，他们只用一两个方法来作结论。 

现在让我们一同学习怎样观察“结论”，并且从结论找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让

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解释部分 

一、 观察“结论”的益处 
使用“结论”这个工具来观察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断定相关经文的意思在哪儿

结束，以及确定作者说什么；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相关经文跟上下文的关系。 

当我们找出一段经文的“发展”、“结论”，以及作者使用哪些方法来发展和作

结论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确定这段经文的主题和内容。“结论”有时还能提供作者对

他所写的主题的看法，让我们可以对整段经文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加明白作者想要表

达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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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在一段经文里找不到结论，只发现作者从一个主题立刻进入下一个主

题。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认为他已经把有关的真理或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觉得没必要再

作结论；另外，也可能是因为作者想把这两个主题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也可能是因为

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主题，可以一并讨论。因此，有时我们要把我们观察范围扩大，

在较大篇幅的经文中，才能找出整个大段落的结构关系和它所要表达的主题。 

此外，作者不写结论，也有可能是刻意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深思、探究。约拿书

的结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最后一章，作者记述了神向约拿表示他爱惜尼尼微城

里的幼童和牲蓄，却一反之前的方式，没提到约拿对神这番话的回应，刻意给读者空

间去想象：约拿这回会有什么反应呢？这当然不是叫读者按各自的想法来解释作者的

意思。事实上，约拿书的作者就是约拿，倘若他没有悔改听从神的话，他就不可能写

出约拿书。虽然他刻意不写“结论”，但读者只要细心阅读和思考，就不难能知道约

拿的回应。 

总的来说，“结论”是有效观察一段经文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作者原来的

意思。当我们找到引言、发展和结论三个部分时，就可以写出有关经文的大纲。 

 

二、 阐明“结论”关系 
 

 “结论”的定义： 

 “结论”是一段经文较后部分的文字，作者用它来总

括这段经文的思路发展。作者可以使用四个方法来写“结

论”：（1）总结；（2）结语；（3）推论；（4）劝勉。

作者可以采取一个或多过一个的方法来作结论。 

正如本课开始时的比喻所说的，“结论”是告别的话。这

一课的“棒”就是一个人跟朋友挥手道别，再加上四个作结论

的方法（如图）。（请注意：这幅图画跟“引言”的图画是不

同的，“引言”是跟朋友见面打招呼，但这里是挥手道别。） 

 阐释作“结论”的四种方法 

作“结论”的方法最少有四种，而每一种方法的意义都不同。  

1. 总结 

作者在“结论”中精简地把整段经文的内容再说出来。作者精简地重申、摘述已

经在整段经文里陈述过的重点或主要内容。回到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例子：客人在

接受款待期间多次表达谢意，他在挥手话别的时候，再重申他的谢意，说：“谢谢你

邀请我到你的家作客，让我享受了一整天的款待。”这就是总结。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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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一） 

 约 15:12~17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 人为朋友舍

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5 以

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

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

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

赐给你们。17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第 17 节是总结，因为它重申先前第 12 节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 

圣经例子（二） 

 罗 13:8~10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

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0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 8 节提到“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而第 10 节精简地以“爱是不加害与人”总

结先前的内容（凡事不可亏欠人……不可贪婪等等），然后再次提到：“爱就完全了

律法”。因此，第 10 节是总结。 

圣经例子（三） 

 代下 29:2 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代下 31:20 希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历代志下 31 章 20 节是历代志下 29 章 2 节至 31 章 20 节的结论。整段经文详细

描述希西家所带来的复兴。31 章 20 节是总结，因为它重申了先前所提到的，就是希

西家在犹大遍地所行的事，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2. 结语 

作者写完一件事情之后，用最后的经节来总括事情的后果，或简单地说出后续事

情。“结语”通常是用在一段叙述、一封书信或一卷书卷的结尾。回到我们开始时提

到的例子：客人接受了一整天款待后，他说出这次款待的其中一个结果：我今天很开

心。这就是结语。 

圣经例子（一） 

 士 3:9~11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

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10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

士师，出去争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珊

利萨田。11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死了。 
 

在士师记 3 章 9 至 11 节中，第 11 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

聂死了。”是结语，指出俄陀聂作士师所带来的后果和后续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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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二） 

 出 14:31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

他的仆人摩西。 
 

这节经文是出埃及记 14 章整章经文的结论。整章圣经说明神借摩西使红海分开，

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追捕，并且神使追捕他们的埃及人淹没在海中，连一个也没

有剩下。作者最后以结语来作结论，说出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以色列人因所看见的，

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圣经例子（三） 

 创 49:33 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这节经文是创世记第 49 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也是结论。整章经文详尽地描述雅各

给众子祝福，并且嘱咐他们要把他葬在亚伯拉罕的墓地里。作者最后以结语来作结论，

指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就躺下，气绝而死。 

 

3. 推论 

作者在发展部分发展他讲论的内容，写出他经过思考、辩论的理由，或者详细记

述了一件事件的内容和前因后果。最后他在经文的结尾，写下他根据这些内容作出的

判断或意见，这就是推论。回到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例子：客人接受了一整天款待

后，跟朋友说：“你那么盛情款待我，可以看得出你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这就

是推论。 

圣经例子（一） 

 徒 11:18 下 众人听见这话……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

得生命了。” 
 

这节经文是使徒行传 11 章 1 至 18 节的最后一节，也是整这段经文的结论。彼得

跟一些奉割礼的门徒为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传道，并且领他们信主而争辩。彼得把他

所见的异象，以及他在哥尼流家的所见所闻向他们讲解。听的人根据彼得所说的，作

出判断和结论：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因此，这是一

个推论。 

然而，“众人听见这话……得生命了”这句话本身也是结语，因为这是整件事之

后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当作者作结论时，可能会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来作结论。这

是大家在观察时要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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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二） 

 林前 7:38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这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 7 章 25 至 38 节的最后一节，也是这段经文的结论。保罗

在第 25 至 35 节指出，在他看来守独身可以少受苦难、专心事奉主；鉴于这些原因，

能守独身就更好。第 38 节就是他根据自己先前所说的，而作出的推论。 

圣经例子（三） 

 加 6:9~10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10所以，有了机

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加拉太书 6 章 10 节是 6 章 9 至 10 节的结论，第 10 节的上半节“所以，有了机

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是推论。因为第 9 节提到：到了适当的时候，先前所作的善行就

会有收成。既然会有收成，那么，最合理的推论是：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

徒一家更要这样。（而第 10 节的下半节“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则是劝勉。） 

4. 劝勉 

有些时候，作者把一个真理说清楚后，会劝勉读者把有关真理应用在生活上。回

到我们在开始时提到的例子，客人接受了一整天款待后，跟朋友说：“你辛苦了一整

天。不用送了，请回。早点休息。”这就是劝勉。 

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也有劝勉的成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是一个劝勉。他给门徒这个劝勉，因为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 

圣经例子（一） 

 帖前 5:11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这节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5 章 1 至 11 节的结论。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主再来

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因此，我们要儆醒，要作好准备，不该贪爱世界，要与

主天天同活。保罗在第 11 节以一个劝勉来作结论：大家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像大

家现在所做的一样。  

圣经例子（二） 

 彼前 1: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

给你们的恩。 
 

这节经文是彼得前书 1 章 1 至 13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劝勉。开首的“所以”指出

它是要连接上文。鉴于信徒将要得到的恩典非常宝贵、荣耀和确实，彼得于是劝勉信

徒要把自己的心预备好，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将来所要得到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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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例子（三） 

 来 10:35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 10 章 32 至 35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劝勉。第 32 至 34 节指

出希伯来书的读者曾为主受苦，舍弃很多。在第 35 节，作者劝勉他们不要失去勇气，

若能坚持下去，必定会得到极大的赏赐。 

 练习：分辨四种作结论的方法 

你认为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作结论？总结？结语？推论？还是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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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16:30 下 

 士 16:30 下 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 
 

这半节经文是士师记 16 章 23 至 30 节的结论。这个结论为参孙的一生作出一个

评价。纵然他在世的日子，并未能像其他士师一样，为以色列国带来太平的日子。可

是，他死的时候却是他的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候，因为他的死带来极重要的后果。因此，

这是结语。  

2. 林前 15:58 

 林前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

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这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 15 章 1 至 58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劝勉。保罗鼓励哥林多

信徒：既然我们有身体复活的盼望，就该为主作工。  

3. 太 12:27 下 

 太 12:27 下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这半节经文是马太福音 12 章 24 至 27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推论。如果耶稣是靠

鬼王赶鬼，那么，法利赛人的子弟又是靠谁赶鬼呢？ 

〖教学提示：请老师留意，在12章28至32节，作者把内容延伸到另一个相关的

题目：人对主的态度，是没有中间路线的。〗 

4. 来 11:39 上 

 来 11:39 上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这半节经文是希伯来书 11 章 1 至 39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总结，因为第 2 和 13 节

都提到第 39 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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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来 11:39 下~11:40 

 来 11:39 下~11:40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40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

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这是一个结语。因为它指出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的

人，将要跟我们一同得到所应许的。 

6. 弗 2:19 

 弗 2:19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节经文是以弗所书 2 章 11 至 19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推论，是拿从前的情况对

比目前的情况，从而得到的结论。  

7. 来 1:14 

 来 1: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 1 章 1 至 14 节的结论。这是一个总结。上文已经提过神的

儿子的地位比天使更高，受天使的敬拜和服待。作者在第 14 节重申天使只不过是服役

的灵，它们的地位其实比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还要低。 
 

话说回来，很多时候，圣经作者会同时采用一个以上的方法来作结论。大家应尝试

分辨作结论的不同方法。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明白有关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在刚才的

练习中，我们根据我们对经文的观察，判断作者用哪些方式来作结论，这样做有助我

们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要解释经文，“结论”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结论”的线索： 

 “结论”通常都是一段经文的最后一两节，但有时因为文意的问题，也可能是最

后一节经文之前的一两节。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理解经文，根据作者表达的意思，

找出经文的“结论”，这是找“结论”的最主要线索。 

其次，“结论”的部分应该跟前面的经文互相关联，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经文的结

构关系入手。作者常常会使用以下的连接词带出结论，例如：“所以”、 “所以……

要”、“因此……要”、“这样看来”、“这样”、“如此说来”。然而，这些连接

词也可以是因果关系的线索。因此，当我们在一段经文的最后部分留意到这些连接词

线索，在使用学过的工具来分解经文的结构关系的同时，也要留意看看有关的句子是

否就是这段经文的“结论”。例如罗马书 3 章 20 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

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节经文以“所以”来连接上文。

我们细读上文的意思，就会发现这节经文其实是罗马书第 3 章整章的结论：既然世人，

包括有律法的犹太人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犯了罪，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

以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此，在找出结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留意有关经文的

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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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观察和解释“结论”关系： 
 “结论”必定是紧随“发展”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先理解整段经文的意思，

使用学过的工具来观察整段经文，找出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明白作者怎样“发展”

他的主题，找出他使用的“发展”方法，然后观察“发展”部分是怎样跟“结论”部

分连贯起来的。这样，我们就能找出作者用哪些方法来下“结论”。 

我们找到疑似“结论”的经节时，必须回答以下的问题，从而确定有关的经节就

是该段经文的“结论”： 

 先反复阅读整段经文。 

 作者在经文中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他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我们盼望学员从比较短的经文入手，学习使用“结论”这工具。学员要先阅读经

文几次，用学过的工具来观察，理解经文的意思后，尝试回答以上观察“结论”工具

的问题： 

圣经例子（一）：撒上 2:12~17 

 撒上 2:12~17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13 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

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的叉子，14 将叉

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

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15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

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16献祭的人若说，必须

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17 如此，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在这段经文中，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耶和华、祭司 、献祭、肉、罐里（鼎里、釜里、锅里）、取了去（取）。 

2.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献祭的人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结果是“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我便抢去’”。 

3. 条件：线索是“先……然后”；条件是“先烧脂油”；结果是“你可以随意取肉”。 

4.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原因是

“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12 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是这段经文的引言；第 13 至

16 节是发展，借列举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两个恶人所做的恶事。它的主要内容是：

以利两个儿子破坏献祭秩序、不按律法取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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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17 节；线索是“如此”。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以利两个儿子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结语：后果是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推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圣经例子（二） 

 太 7:15~20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

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

摘无花果呢？17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

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19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20 所以，凭着

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在这段经文内，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岂能摘、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2. 对比：线索是“却”；“外面披着羊皮”跟“里面是残暴的狼”对比。 

3.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和“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

呢？”。没有答案，作者以这种反问的方法指出：坏树不可能结好果子。 

4. 对比：线索是“唯独”；“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跟“坏树结坏果子”比较。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15 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

的狼”是这段经文的引言；第 16 至 19 节是发展，借树与果实的关系来说明防备

假先知的方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凭着假先知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7 章 20 节。留意：第 20 节的“他们”是指第 15 节的“假先知”，而不是指果树。

线索是“所以”。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凭着假先知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总结。因为作者重申了第 16 节所说的。 

圣经例子（三）：雅 2:14~17 

 雅 2:14~17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

信心能救他吗？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16 你们中间

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

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在这段经文内，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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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答：线索是“呢？”、“吗？”；问题是“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

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和“这信心能救他吗？”；没有答案。这个反问本身就是

答案。（14 节） 

2.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

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答案。这个反问本身就是答案。（15 节） 

3. 重复：信心、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看、因着（因）、称义 

4.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信心没有行为”，结果是“那样的信心是死的”。（17 节）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14 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

心能救他吗？”是这段经文的引言。第 15 至 16 节是发展。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

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17 节是“结论”；线索是“所以”。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推论。这是经过辩论而得出的结论。 

四、 交棒 
 这一课的棒的图画是跟朋友挥手告别，再加上辅助的文

字。如果学员背诵能力强的话，可以背诵以下可能是线索的连

接词：“所以”、“因此”、“这样看来”、“总而言之”等。 

 

研习部分 

练习：（路 14:25~33；徒 6:1~7；雅 2:18~24；约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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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先反复阅读整段经文。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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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对一些学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较艰深的问题。） 

1. 路 14: 25~33 

 路 14: 25~33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26“人到我这里来，若

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

的门徒。27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28你们哪一个要盖

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29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

人都笑话他，说：30‘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31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

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32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33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

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在这段经文内，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不能作我的门徒、先坐下计算（先坐下酌量）、不能。 

(2)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

姊妹，和自己的性命”；结果是“不能作我的门徒”。 

(3) 条件：没有线索；条件是“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结果是“不能作我的

门徒”。 

(4) 问答：线索是“呢？”；问题是“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答案是“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5) 问答：线索是“岂……呢？”；问题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

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答案是“若是不能，就趁

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6)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不能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结果

是“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7) 条件：线索是“若”；条件是“不撇下一切所有的”；结果是“不能作我的门徒”。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25 节是引言，指出这段经文是向谁说的，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耶稣并没

有因为有许多人跟随他而感到兴奋；他所关心的是这些人是否全心全意要作他的

门徒。第 26 至 32 节是“发展”，耶稣叫众人计算清楚跟随他的代价。条件是要

爱他胜过一切，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并且要为此忍受苦难。之后，耶稣用

两个比喻来说明。耶稣的用意不是劝喻人在衡量得失后，不要作他的门徒，而是

要鼓励人想清楚，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要违背神的呼召。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33 节；线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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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总结。作者重申在第 26 至 27 节所说的。 
 

2. 徒 6:1~7 

 徒 6:1~7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

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2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

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3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

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4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5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

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在这段经文内，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先果后因：线索是“因为”；结果是“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

言”；原因是“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2) 先因后果：线索是“所以”；原因是“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

宜的”；结果是“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3)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大众都喜悦这话”；结果是“拣选了司提反……

安提阿人尼哥拉”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1 节是引言；第 2 至 5 节是发展。主要内容：早期教会拣选七个执事。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7 节。没有线索。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结语。指出事件所带来的后果。 
 

3. 雅 2:18~24 

 2:18~24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

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

也信，却是战惊。20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21我们的

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 可见，信心是与他

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3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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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24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

单因着信。 
 

 在这段经文内，可以找到以下的结构关系： 

(1) 重复：信心、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信、称义。 

(2) 对比：没有线索；“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跟“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有行为的信心）”对比。（这段经文的上文指出没有行为

的信心是死的。可是有些反对的人却认为有些人可以拣选信心，另一些可以拣选

行为，不用两者兼备，并且两者是可以分开的。）（18 节） 

(3) 类比：线索是“也”；“你（们这些自称有信心，但认为不用具备相应行为的人）

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认信的内容是对的）”跟“鬼魔信（神只有一位，

认信的内容是对的，但那是没有行为的信，因为它们没有悔改，继续引诱人相信

假神）”是类比，指出没有行为的信心如同鬼魔的信心一样，对信的人没有什么

作用。（19 节） 

(4) 问答：线索是“吗？”；问题是“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

的吗？”；没有答案，作者用问题引导读者去思考。（20 节） 

(5) 问答：线索是“吗？”；问题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没有答案，作者用这个读者熟悉的例子来表明他的立

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21 节） 

(6) 先因后果：线索是“就”；原因是“亚伯拉罕信神”；结果是 “这就算为他的

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22 节）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第 18 节上半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有人认为“信心与行为是可

以分开的”）是这段经文的引言。第 18 节下半节至第 23 节是发展。这一段的主

要内容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如同鬼魔的信心一样，是死的；若真的有信心，就会

有相应的行为。”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24 节是“结论”；线索是“这样看来”。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人称义是因着信心，但信心必须有相应的行为。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推论。作者经过辩论所得出的结论。 
 

4. 约 21:24~25 

 约 21:24~25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

证是真的。25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

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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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达什么主要内容？（先看看有没有引言、发展） 

作者所写的都是真的。 

 哪几节经文是这个段落的"结论"？ 

第 24 至 25 节是全卷书的结论。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耶稣所行的事都是真的，没写出来的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他想，所

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作者用什么方法来下结论？ 

结语。指出后果。 

 

五、 补充练习 
来 4:1~9；罗 8:1~12；加 3:21~24；西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