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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思想2 

引言 

听见“思想”这两个字，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可能你会以为这一课的内容比

较抽象。然而，大家不用担心，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么，这里所讲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意思？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约拿书最后一章的情节大家都很熟悉。 

 拿 4:9~11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

死，都合乎理！” 10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

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11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

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段经文的上文第三章最后讲到，神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没有刑罚他们。可是，

约拿却因此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甚至生气到一个地步，跟神说，他希望神把他的生

命拿走，因为他感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死比生存下去更好。然后，他就离开尼尼微城，

到城的东面坐下，要看这个城最终的情况会是怎样的。神用一棵蓖麻的生与死，作为

实物教材，向约拿说明他怎样看尼尼微城内的牲蓄和人的生与死。 

 

教学活动 

约拿书最后并没有记载约拿的回应。他之后作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圣经都没有

记载。现在就请大家： 

1. 思想：到底约拿会怎样回应？ 

2. 分两组来讨论以下的问题： 

 第一组：以你对约拿的认识，你认为约拿会怎样回应？原因是什么？ 

 第二组：如果你是约拿，听见神所说和所问的，你会怎样回应？原因是什么？ 
 

〖教学提示：分组讨论后，请教师邀请一两位学员分享一下他们组别的讨论结果。〗 

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约拿不把自己的回应记载下来？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但很可能约拿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要让读经的人思想，到底他会怎样回应？第一组的

组员以自己对约拿的理解来推断约拿的回应。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就进到经文里

面，尝试体验、领会神提出的问题对约拿所起的作用。 

第二组的组员会想象自己就是约拿，自己听到神这样问，会作出什么回应？当他

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也是进到经文里面，体会经文对自己的意义，或经文给自己的

信息。 

                                                        
2 参何翰庭：《圣经难解不难读》，香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2011 年，第 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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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第一组还是第二组学员，刚才都是通过思想经文，让自己进到经文里面，

进一步体会经文的意义。由此可见，思想经文不仅不抽象，反而可以实际地帮助我们

体会经文对自己的意义。 

从刚才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知道：思想的意思，就是进到经文里面，用心体验、

领会经文的意义。思想有思考的成分，可是却不纯粹是思考。因为思想需要情理兼备，

用心去领会和感受经文的意义。 

一、 为什么要思想？ 

 圣经鼓励我们思想 

 诗 1: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 119:97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 

 诗 119:165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为什么要思想经文？因为圣经鼓励我们去思想。有不少经文都提到我们要思想神

的话，最为人熟悉的经文就是诗篇 1 篇 2 节。我们不单要喜爱神的话语，还要昼夜思

想，便为有福。昼夜思想所指的，当然不是一天 24 小时都在思想，而是指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我们都可以进到神话语里，这样，

我们就必定蒙福。 

另外，诗篇 119 篇 97 节提到一个爱慕神律法的人，会整天不住地思想。“终日不

住地思想”的意思跟刚才的“昼夜思想”一样，一天 24 小时不停地想，而是多多地想，

在任何时候、地方都可以想。同一篇诗的第 164 节讲到爱神话语的人，有大平安；纭

经文不是说平安，而是大平安，并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你希望有福吗？你希望

有大平安吗？你希望什么都不能使你绊脚吗？如果你希望，你就要爱慕神的话语。还

有，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爱慕神的话语跟昼夜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真的

爱慕神的话语，除了多读以外，你肯定会多思想。 

 要查经，就要思想 

提问就是打开门口。若我们问了问题，却不思想，就等于停在门口，没有进到经

文里面享受经文。也就是说，要从门口（提问）进到经文里面，我们就要思想。 

当我们运用各种查经工具来观察经文时，我们必须按我们运用的查经工具问相应

的问题。例如，当我们找到重复的关键词时，我们就要问：“我明白这些关键词的意

思吗？”当我们找到“类比”时，我们要问：“作者拿什么跟什么比较？他要比较的

是什么？”当我们找到“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问：“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当我们找“引言”时，我们如果认为某几节经文是引言，我们必须问：“它们到底是

哪段经文的引言？”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思考。由此可见，要查考圣经就要思考。

也许你认为自己不会思考，然而，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倚靠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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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了解，就要思想 

1. 跟查经工具相关的问题 

然而，提出这些跟查经工具相关的问题，只能为我们打开门口，让我们进去。可

是，要进到里面深入了解，我们就需要思想，用心去体验、领会，特别是重复、类比、

和对比。例如以弗所书 5 章 25 节： 

 弗 5: 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这节经文有什么结构关系？线索是什么？作者拿什么跟什么相比？他要比较的是

什么？这里有一个类比，线索是“正如”；作者拿丈夫对妻子的爱跟基督对教会的爱

来比较，他要比较是爱的程度和内涵。 

我们作弟兄的，要爱妻子。要怎样爱？这节经文的教导是，要以基督那份为教会

舍己的爱来爱妻子。要用同样的爱来爱妻子，那我们要做什么？要回答，我们首先要

思想基督舍己的爱。基督舍己的爱到底是怎样的？要明白这样的爱，你需要思想，需

要用心去体会基督舍己的爱。然后，要再思想：若要以这样的爱来爱太太，你要作的

是什么？这样，才算是进到经文里面。 

2. 提出七何问题 

此外，我们先前也指出，如果我们要发掘事实背后的意义，深入了解经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提出“七何”问题。我们提这七个问题后，就要尝试找出答案，这是一个思

想的过程。例如：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提到几个妇女的名字，包括妓

女他玛、妓女喇合、摩押女子路得和乌利亚的妻子。一般人的做法，都不会提说不光

彩的过去，可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却没有这样做，却特别把这四个背景不太好的女子

记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作者要把这四个妇女的名字记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

思想这些问题，很可能引发我们问更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想得更深、更细。因此思

想经文是提问的必然结果。 

 要行道，就要思想 

 书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

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雅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

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当神呼召约书亚起来接摩西的棒的时候，神不单吩咐他要刚强、壮胆，还吩咐他：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让

我们用查经工具来观察这节经文的结构关系。这里有一个目的——昼夜思想经文的目

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谨守遵行一切神的命令。行动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

昼夜思想”，而目的是“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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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身为同工，如果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遵行神的话，那

么我们在教导真理以外，还要帮助、鼓励弟兄姊妹思想经文，进到经文里面，体验、

领会经文对他们的意义。这样，他们才能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雅各书 1 章 25 节也类似的提醒：详细察看神的话语，并且时常如此，就相当于把

神的律法行出来。这里的“详细察看”有思想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新约圣

经，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旧约的经卷。要时常详细察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

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时常拿出来细细思想。 

 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就必须思想？两者有什么关系？要真心遵守神的话语，内

心必须先顺服神，心里重视神、尊重神。思想就是用心去体会。如果我们常常这样作，

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就会很自然从内心发出我们对神的爱，很

自然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不光要教导真理，也要鼓励弟兄姊妹在听道以后，

学过课程以后，常常思想神的话语，这样，他们才能把所听的、所学的行出来。  

 要传递，就要思想 

 提后 2:1~7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2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

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

耶稣的精兵。4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5人若

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6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7我所说的

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神的话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也必须思想我们所要传递的。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2 章 1 至 2 节，劝勉提摩太要刚强起来、要把他从保罗所学的传递

出去。怎样才可以把所学的传递出去？这不光是提摩太要知道的，也是我们每一个都

要知道的。 

 在第 3 至 6 节，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说明。你能找出来吗？（精兵、专业运动员

（比武者）和劳力的农夫。）之后，保罗在最后的第 7 节，吩咐提摩太：“我所说的

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也就是说，若提摩太要遵行保罗的吩咐，刚

强起来，并把他从保罗所学的传递出去，他就必须思想保罗这番话的意思，并且需要

用从主而来的聪明去思想。 

所以，当我们备课的时候，若不积极地思想，不倚靠主给我们的聪明去思想，我

们就不能完全明白课程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怎能把真理有效地

传递出去呢？ 

解释部分 

一、 思想经文的好处 



第十二课：思想 139 

 按时候结果子 

 诗 1:2~3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3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

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喜爱神的话语，还要昼夜思想。这样，可以给

我们带来至少三样好处。首先是能按时候结果子。那些常常思想神话语的人，他们的

生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成长，并且能结出好果子。 

 心灵不枯干 

不少人在灵修后，就把圣经合起来，不再思想刚才所读的经文，也不再思想神，

这样心灵很快就感到枯干。可是，如果我们在灵修后，还常想到神的话语，跟神相交，

我们心灵就不会感到枯干。因为持续思想神的话，我们就持续得到供应。 

 所做的蒙神赐福 

如果我们不仅喜爱神的话语，还多多地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所做的就尽都顺利。  

 加增智慧 

 诗 119:97~99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99 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你有否发现，诗篇 119 篇的作者常常提到有仇敌要对付他、攻击他，逼迫他？这

些要对付他的人当然有许多诡计。作为一个普通人，诗人可以怎样面对呢？作者表示

他要终日不住地思想，不是思想怎样应对敌人的诡计，而是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教

导你的人是你的师傅。可是，第 99 节指出：如果你常常思想，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你

会比你的师傅更明白神的话。 

尽管你的学历不高，不是一般人眼里的聪明人。只要你爱慕神的话，终日不住思

想，这样，你就会比仇敌更有智慧。此外，在教会里面服事，有些时候，难免会受到

攻击。你要怎样回应？你需要先思想神的话，这样你才能做出更有智慧的回应。 

 胜过试探 

 弗 6:17 下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怎样才算拿着圣灵的宝剑？手里拿着圣经就等于拿着圣灵的宝剑吗？当然不是。

在古代，士兵腰间有佩剑，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把剑拔出来。如果我们

平常多思想神的话语，就能够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这就好像腰间佩剑，当面对魔

鬼撒旦的攻击时，就可以拔出来对付它。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即时引用圣经的话语

来抵挡。相信耶稣常常默想圣经的话，因而把圣经常存在心里，以至他能随时随地用

神的话语胜过魔鬼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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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弟兄，当他跟家人，特别是妻子有冲突，感到自己因受伤害想报复的时候，

他就会思想哥林多前书 13 章 4 至 7 节这段关乎爱的经文，从而得到医治。 

一位从事建筑的弟兄常常思想申命记 22 章 8 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

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他表示，若用较短的栏

杆建阳台，即使是短几公分，由于数量很大，整体成本也会有大幅度的下降，利润也

就更大。可是他不敢这样作。他建房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安全：工人要安全，住的人也

要安全。这位弟兄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被按立为教会的长老。 

面对金钱的试探，你会思想什么经文？ 

二、 怎样才可以昼夜思想经文? 
 申 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7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

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8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

经文；9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怎样可以昼夜思想？申命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1. 记在心上。怎样可以把经文记在心上？多读就能让经文存记心中，可以随时思想。 

2. 要殷勤教训家里的孩子，让神的话语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3. 不管在什么地方，在生活的任何层面，都要常常谈论。 

4. 要用各种方法把神的话语记下来，让常常神的话语提醒自己。这样就可以随时随

地思想神的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经文的上文是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 6:4~5）命令的总

归就是爱，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就要遵行神的话。按下文，要遵行神的

话，就要把神的话语记下来，并且要常常去思想。这样，我们遵行神的话就不是迫出

来的，而是发自我们的内心。 

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好让我们可以

随时随地思想。我们灵修后，往往把圣经合起来，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读经。可是，

不到一个星期，就把经文忘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灵修以外的时间思想神的话语。 

思想经文的意思并不仅限于回答“提问”的问题，更重要是让经文的内容犹如种

子一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扎根、发芽、生长。怎样才可以让经文在我们的心

思扎根呢？多读，把经文存记心中，并且昼夜思想。这种习惯对于预备讲章也有很大

的益处，因为我们让神先借经文向我们说话。 

三、 阐明“思想经文”的本质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思想经文的过程分成三部分。但我们要留意，这三部分其

实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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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观察工具的相关问题去想 

当我们运用查经工具去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观察工

具的相关问题去思想。以“类比”为例，我们要问：作者拿什么

跟什么相比？他要比较的是什么？问了以后，我们要思想。例如，

以弗所书 5 章 22 至 33 节里面有四个关乎丈夫如何爱妻子的类

比。你能找出来吗？ 

1.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3.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4. 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要明白作丈夫的该怎样爱自己的太太，我们要思想这几个

类比的意思，进到它们要表达的意思里面。例如：身体有点不正常，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因为身体不正常而骂你的身体吗？不会，你会去看医生，找出问题，让自己的身

体可以早一点恢复过来。同样，当你发现你妻子最近的脾气不好，对你没有耐性的时

候，你要想想，按经文的教导，你该如何作？ 

 从提问去想 

我们在第九课建议大家在深入研读经文的时候，提出七类问题。因此，有一部分

的思考是从“七何”问题入手，借观察、思考经文，找出问题的答案。 

1. 何人：经文谈及的人物是谁？ 

2. 何时：经文提及的时间是何时？ 

3. 何地：经文提及的地点是何地？ 

4. 何事：经文提及什么事情？ 

5. 何解：这些关键词是什么意思？ 

6. 如何：经文的各个部分如何互相关联？ 

7. 为何：作者为何用这些结构关系？ 
 

找到这七个问题或相关问题的答案后，我们可以把这些答案和上下文拼在一起，

联结起来思考。显而易见，这种思考较注重理性。 

例如，我们在第九课讨论过的马太福音 26 章 36 至 44 节： 

何人 耶稣、彼得、西庇太的两个儿子 

何时 耶稣被捉拿前 

何地 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按路 22:39，耶稣常常来这里祷告。所以，犹

大知道可以在这里捉拿耶稣。） 

何事 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园内祷告，希望他们能跟他一同警醒。耶稣先在

一旁祷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棒： 

思想 

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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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他回到门徒那儿时，却发现他们都睡着了。

于是他又去祷告，内容跟之前的祷告几乎一样。当他再回来时，门徒

还是睡着了。他第三次去祷告，内容还是跟先前的一样，而他再回来

时，门徒也跟之前一样，睡着了。 

何解 “这杯”到底是指什么？（绝对不是指死亡，耶稣又岂会贪生怕死

呢？这杯所指的是神的审判，也因此要被父神刑罚、离弃。） 

如何  面对难过得几乎要死的心情，耶稣如何面对？ 

 耶稣希望三个门徒支持他，与他一同警醒，门徒如何回应呢？ 

 门徒不能与耶稣一同警醒，耶稣如何对待他们？（没有责备、没

有埋怨，但提醒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这些重复、因果关系、条件如何关联起来？（表明耶稣当时内心

是有挣扎的，而且纵然没有门徒的支持，他还是愿意顺从父神的

意思。） 

为何  为何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因为将要被父神离弃，而

他本来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这种分离是从未发生过的，叫他难

以承受。） 

 为何耶稣要三次祷告，并且三次祷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其实，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好些问题是我们可以问和思想的，例如： 

1. 耶稣是否知道犹大会带人来这个地方捉拿他？如果他知道，为什么他还要来？ 

2. 耶稣的忧伤、难过跟这杯有关吗？为什么耶稣还未喝，就已经感到非常忧伤和难

过？ 
 

虽然问题只有七类，但思想的空间可以很大。因为思想可以引发更多的问题。 

 设身处地去想 

这种思想是从感受出发，让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入经文的处境中，并想象自己是

其中一个人物，然后代入和想象有关人物当其时的感受、反应。再例如马太福音 26 章

36 至 44 节： 

 想象你在客西马尼园，目睹和听见耶稣三次祷告，以及门徒不能与主一同警醒，

你有什么感受？ 

 想象你是主耶稣，你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想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痛苦和挣扎，你有什么感受？ 
 

1. 可 1:40~42 

 可 1:40~42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

净了。”41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42 大麻风即

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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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就是这个长了大麻风的病人。由病发当天开始，一直没有人摸过你，跟你

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当你走在街上时，你要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大麻风！”提醒

路人避开你。再想象一下：当你跪在地上，耶稣带着慈心摸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

受？ 

2. 约翰福音 21 章 

想象你就是彼得。你曾三次不认主，这个失败经历一直缠扰着你，魔鬼不时控告

你：你不配作主的门徒，更不配被主使用。当主三次问你是否爱他比这些更深，并且

把他的羊托付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 

3. 路 19:1~10 

 路 19:1~10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2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

个财主。3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4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5 耶稣到了那里，抬

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6他就急忙下来，欢欢

喜喜地接待耶稣。7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8撒该

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9 耶

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0 人子来，为要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想象你就是撒该。当时人山人海，耶稣却刻意停下来，向你打招呼，叫你的名字，

请你快下来，并且说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一向被憎恶、批评、排斥的你，被犹太人

视为卖国贼的你，听到耶稣的说话，你会有什么感受？ 

当我们设身处地去想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思想。例如，

这段关乎撒该的经文记述，耶稣对撒该说要住在他的家，撒该就悔改了。撒该悔改的

原因是什么？跟撒该当时的感受有关吗？另一方面，表面上，似乎是撒该去寻找耶稣。

但经文的第 10 节却说，是耶稣去寻找撒该。你同意吗？ 

 想想神借经文要向你说什么 

这种思想是从心灵出发，慢慢重复细读经文，让圣灵借经文向我们说话。例如：

借刚才设身处地的思想所得，再进一步思想一下神通过马太福音 26 章 36 至 44 节要

向我说什么？在耶稣身心灵所受的众多痛苦中，哪一样是最难承受的？ 

例如读耶稣洁净大麻风病人的经文时，想想自己过去多么不堪、污秽，如同患了

大麻风，可是主洁净了你，并且完全接纳你，你有什么感受？ 

例如读耶稣跟撒该相遇的故事时，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你认为是耶稣寻找了你

吗？你打算怎样回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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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要留意那些触动我们的词语和句子，借重复诵读，在心灵里把它们咀

嚼和消化，并且借祈祷把自己的感受、回应告诉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自己

的名字适当地取代经文中的名字或代名词。例如： 

 约一 3: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

的儿女。 
 

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XX）取代经文中的“我们”，然后，

细细诵读经文：“你看父赐给 XX 是何等的慈爱，使 XX 得称为神的儿女；XX 也真是

他的儿女。”有时候，如果经文是以“他”、“主”、“耶和华”等字词来称呼神，

我们可以用“你”来代替，然后把经文变成祷文。例如：“天父，感谢你赐给 XX 何

等的慈爱，使 XX 得称为你的儿女；XX 也真是你的儿女。” 

我们也可以思想： 

 一句话，例：何等的慈爱； 

 一个词，例：何等、儿女； 

 一个字，例：父、真、赐、使。 
 

 若你今天感到神借某段经文向你说话，你可以在未来数天，持续思想该段经文。

这种把神的话反刍的做法，可以让神的话扎根在你的心里，深深地影响你的心思和意

志。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借经文，又或就你所想到的向神祷告，与神相交，这是何等

美的事情。 

在默想经文的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受借着祷告、诗歌向神表达，也可以用

感谢、赞美回应，与神相交。这正正就是灵修最主要的目的。 

 思想如何应用 

 书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

一切话。 
 

我们不仅是为了明白经文而思想经文，还要借思想经文，与神相交，表明我们愿

意爱他，遵行他的命令。因此，我们也可以运用《查经技巧（上册）》第十四课的应

用问题来思想神借经文向我们说什么。你还记得那七条应用问题吗？ 

1. 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2. 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3. 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4. 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5. 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6. 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7. 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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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提醒、建议 

思想神的话，不一定马上或每次都会得到答案、亮光，或窝心的感受。然而，整

个过程和我们所花的时间，表明我们对神的渴慕，愿意与神亲近，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经文抄下来或存记在手机上，在候车或坐车的时候，把经文拿出来读，

细细地思想。另一个方法，就是背诵经文，把经文存记在心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随

时随地思想经文，并且把经文应用出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好，要知道记

忆力是可以改进的。能否把经文记下来，主要在于你是否愿意把它记下来。 

另外，最重要是多读，这样，你就会更熟悉圣经。还有，要把经文的大纲和中心

思想写出来，这样，就更容易把经文存记在心里，也就可以随时随地思想。你将会发

现你的生命会变得更丰富、更刚强、更有力量，成为神手中的利箭。 

练习（创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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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12:1~8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去。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5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

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6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

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

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8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

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1. 根据问题去想： 
 

何人 耶和华、亚伯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 

何时 亚伯兰 75 岁的时候。 

何地 哈兰、迦南的示剑、伯特利东边的山。 

何事 亚伯兰离开哈兰，到迦南的示剑，然后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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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 “为神筑一座坛”是什么意思？ 

如何 
作者重复提到（虽然亚伯兰在迦南地仍未安顿下来，在神的应许还

没有兑现的情况下），他两次为神筑坛，求告神的名。 

为何 作者这样记载有什么目的？ 
 

经文的上文提到那个时候亚伯兰的父亲已经死了。神不许亚伯兰回吾珥去，要他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说，他要举家移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

任何亲戚、朋友、同乡的地方。然而，亚伯兰没有犹疑，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 

这段路很漫长。当时没有汽车，他们只能骑骆驼前行。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

迦南。可是那儿的平原已经有迦南人居住，亚伯兰最后只能住在山上。虽然只能栖息

在流动的帐蓬里，可是亚伯兰还是用石头为神筑坛，敬拜神、感谢神。 

作者借这个记载要突显亚伯兰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神有信心吗？有什么证据？ 

2. 设身处地去想 

若你是亚伯兰，面对这样的旅程，你会有什么感受？你惧怕吗？你忧虑吗？你感

到孤单吗？像在冒险吗？你惧怕什么？你忧虑什么？若你不惧怕、不忧虑，为什么？ 

在你出发前，神给你的应许跟你当时的感受有关联吗？神的应许是什么？ 

(1) 在新的地方，虽然没有人认识你，没有知道你的名字，但我要赐福给你，使你成

为大国，让你的名为大； 

(2) 你虽然要与亲友分离，但将会有许多人（万族）因你得福； 

(3) 你虽然会感到孤单，但我会赐福和保护你。 
 

3. 想想神要借着经文要向你说什么 

4. 思想如何应用 

 

补充练习 
赛 6:1~8；路 10:38~42，22:39~46；约 13: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