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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經課程簡介 

王道仁 
一、彼此認識與分享課程期待 

二、課程簡介 

1. 課程目的：訓練可以在主日學、團契、小組帶領查經的同工(建議要作業)，也幫助願意學習參與

查經的信徒(旁聽)。 

2. 整體規劃：針對團契同工、小組同工、主日學老師的查經課程。 

3. 課程程度：已實際帶領查經的同工(建議要作業)、預備要帶領查經的同工(建議要作業)、對聖經

已具基本認識的信徒(旁聽)。 

4. 課程方式：上課、討論。 

5. 課程要求：出席、作業。 

6. 旁聽說明：可採旁聽(只須出席)。 

7. 課程編排：週六班 4/9、5/14、5/28 暫停一次，週日班 4/10、5/29、6/26 暫停一次 

(1) 課程簡介、解經立場概論(週六班 4/2、週日班 4/3) 

(2) 歸納法查經介紹(週六班 4/16、週日班 4/17) 

(3) 歸納法查經示範(週六班 4/23、週日班 4/24) 

(4) 歸納法查經實做(週六班 4/30、週日班 5/22) 

(5) 如何帶領查經分享(週六班 5/7、週日班 5/1) 

(6) 如何帶領主題查經(週六班 5/21、週日班 5/8) 

(7) 如何使用原文查經(週六班 6/4、週日班 5/15) 

(8) 如何帶領經卷查經(週六班 6/11、週日班 6/5) 

(9) 如何帶領聖經禱讀(週六班 6/18、週日班 6/12) 

(10) 帶領查經的秘訣(週六班 6/25、週日班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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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立場概論 

王道仁 
林前 14:29-31：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可有兩個人或是三個人，其餘的人當慎思明辨。30 假如旁邊

坐著的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31 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使眾人都

可以學習，使眾人都得勸勉。 

 

思考問題：當一個議題，不同教會(或不同牧師)提出不同看法時，該怎麼面對？哪種看法才是對？是

否可能兩種看法都是對的？ 

 

一、聖經解釋的豐富與對錯 

1. 聖經本身有時容許不同解釋空間：有些經文也可能刻意模糊，甚至同時強調兩個重點。弗 5:31

很明確有兩個意義，一方面指先生和太太，一方面指基督和教會 

    弗 5:31-32：「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32 這是極大的奧祕，

而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 

2. 人對聖經的解釋是有限的：我們有自己對聖經的解釋，但有時我們要學習尊重不同的解釋和

意見。有時不同解釋反而看到聖經的豐富。我們在聖經中盡力尋求上帝的心意，但我們絕對

不是上帝 

    羅 14:1-5：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不同的意見，不要爭論。2 有人信甚麼都可吃；但那軟弱

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評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接納他了。

4 你是誰，竟評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會站立，因為主能

使他站穩。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堅定。6 守日

子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他也感謝上帝。 

3. 有些對聖經的解釋是錯誤的：容許不同解釋，不代表可以隨便曲解聖經。基督徒仍然要慎思

明辨各種對聖經的解釋 

    彼後 3:15-18：並且要以我們主的容忍作為你們得救的機會，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弟兄保羅，照著

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信給你們。16 他一切的信上都談到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定

的人加以曲解，如曲解別的經書一樣，自取滅亡。17 所以，親愛的，既然你們預先知道這事，就當

防備，免得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從自己穩定的立場上墜落。18 你們倒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

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加 1:6-9：我很驚訝你們這麼快就離開那位藉著基督之恩呼召你們的上帝，而去隨從別的福音；7

其實並沒有另一個福音，不過有些人騷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8 但無論是我們或是天上來

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該受詛咒！9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我再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以往所領受的不同，他該受詛咒！ 

 

二、解經立場 

1. 解經立場的定義：解經立場就是每個人「如何解讀聖經」。我們讀聖經的時候都會有自己解釋

聖經的習慣和方式，這個隱含的立場會影響我們對聖經的解釋 

2. 解經立場的重要：解經立場會影響對聖經的解釋，因此意識到並認識自己的解經立場，可幫

助我們正確解釋聖經。意識並認識別人的解經立場，則能幫助我們明辨別人的解經是否正確 

3. 解經立場與查經：查經會探討許多對聖經的不同解釋。這些不同的解釋，若站在同樣的解經

立場，雖然不見得一定有共識，但仍能互相討論。若不同解釋是因解經立場不同，討論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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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有交集。因此認識自己和別人的解經立場對查經的聖經探討會很有幫助 

 

三、常見解經立場介紹 

1. 作者中心 

(1) 定義：研究當時歷史文化等來探究聖經作者的原意以及對當時的意義，也同時探究作者

的思想文字化為聖經的歷程 

(2) 案例：傳統解經是以此為目標，另外上一兩個世紀流行的聖經高等批判(歷史批判、來源

批判、形式批判、編輯批判)也致力於此 

(3) 特色：講道或查經時，會引用很多當時的歷史和文獻，說明當時的時代背景 

(4) 從聖經來看：耶穌面對摩西律法中離婚的規定，確實有探究摩西當初的原意，以及當時

的處境，然後再更深去判斷上帝的心意 

    太 19:3-9：有些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無論甚麼緣故，人休妻都合法嗎？」4-5 耶穌回答：「那

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文

你們沒有念過嗎？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7 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8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

硬，所以准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9 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不貞的緣故，

就是犯姦淫了。」 

(5) 優點：許多當時的歷史和文化資料對我們了解聖經很有幫助，幫助我們更貼近聖經所要

表達的 

(6) 缺點：歷史資料常有限制，隨人主觀解讀，也因此會產生很大的歧異。傳統解經和聖經

高等批判的解經都宣稱是尋找作者原意，但結果截然不同。而聖經高等批判，將研經的

焦點放在聖經產生之前，不僅聖經中沒有這種解經方式，而且各種理論過多無法證實，

也有很大瓶頸 

2. 經文中心 

(1) 定義：研究聖經正典經文本身在說什麼，從抄本確定經文、原文字義文法、上下文關聯

一直到整本聖經互相的關聯 

(2) 案例：傳統的歸納法查經雖希望歸納出作者原意，但實際上以研究經文為主，亦可歸類

在經文中心。神學界的正典批判、敘事批判亦可歸屬此一範疇(正典批判有人歸類在作者

中心，敘事批判有人歸類在讀者中心，但因為以經文為主，亦可考慮歸類在經文中心) 

(3) 特色：以上下文討論經文為主，較少旁徵博引 

(4) 從聖經來看：保羅引用舊約討論割禮及因信稱義，並非只有拿一兩節出來斷章取義，而

是完整研究創世記亞伯拉罕信上帝被稱為義的經歷 

羅 4:1-25：這樣，那按肉體作我們祖宗的亞伯拉罕，我們要怎麼說呢？2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

稱義，他就有可誇的，但是在上帝面前他一無可誇。3 經上說甚麼呢？「亞伯拉罕信了上帝，這就算

他為義。」…我們說，因著信，就算亞伯拉罕為義。10 那麼，這是怎麼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

呢？還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而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亞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上帝，在這位上帝面前亞伯拉罕成為我們眾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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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立你作多國之父。」18 他在沒有盼望的時候，仍存著盼望來相信，就得以作多國之父，正如先

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19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

能生育，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20 仍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剛強，

將榮耀歸給上帝，21 且滿心相信上帝所應許的必能成就。22 所以這也就算他為義。 

(5) 優點：聖經經文本身爭議最少，從直接的上下文、整體的上下文(以經解經)等可以提供

解經很好的依據 

(6) 缺點：正典經文因為抄本不同有一些細微的歧異，字義文法也有一些部份已經失傳。使

徒們的解經有的似乎脫離這個範疇 

3. 讀者中心 

(1) 定義：按照讀者不同處境，讓聖經對讀者說話 

(2) 案例：傳統的解經中聖經禱讀較偏這類，又例如女性主義解經、解放神學解經等 

(3) 特色：強調多元讀者的處境，有時有解構作者及文本的傾向 

(4) 從聖經來看：保羅引用申 25:4 時，用聖經回應自身處境。作者或經文本身是否有這個用

意，值得討論 

    林前 9:8-10：我說這些話豈是照一般人的看法？律法不也是這樣說嗎？9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

「牛在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難道上帝所掛念的是牛嗎？10 他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的

確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要存著指望去耕種；收割的也要存著分享穀物的指望去收割。 

(5) 優點：能讓人感覺切身相關，讓聖經對現有處境說話，甚至帶出實際行動。也提醒解經

要謙卑，要認識自己的預設與偏見 

(6) 缺點：有扭曲聖經來支持自己的可能性，在各種讀者解釋中可能無所適從 

 

思考問題：靈意解經或寓意解經比較偏哪一類？ 

 

思考問題：長老教會的解經立場是什麼？我們教會的解經立場是什麼？我的解經立場是什麼？ 

 

四、我個人的解經立場 

1. 我的神學背景說明：我的母會是和平長老教會，當時跟校園福音團契關係很好，後來有在華

神選修過課，道碩是在台神完成。因此我一開始的神學比較偏保守，但後來也接觸到許多不

同的神學面向 

2. 我的解經立場：其實作者、經文、讀者三個角度都不可或缺，我們需要對作者所處時代和歷

史有認識，並且也需要讓經文跟我們的處境有連結，但我最喜歡使用經文中心的解經，因經

文的可靠度最高。特別是處理爭議議題的時候，我不太敢宣稱自己掌握作者的想法，也很擔

心自己過份先入為主的讀者角度會使我對聖經的理解產生偏差。既然耶穌接受聖經的概念，

我喜歡直接就聖經的經文來討論 

    太 4:1-10：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3 那

試探者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

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5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

在聖殿頂上，6 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就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主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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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

我，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10 耶穌說：「撒但，退去！因為經上記著：『要拜主—你的上帝，惟

獨事奉他。』」 

 

五、聖經無誤的討論 

1. 聖經無誤的根據：照著耶穌的教導，雖然聖經在人為寫作歷程可能產生瑕疵或錯誤，但上帝

仍能超越這一切保守聖經無誤，至少上帝會保守聖經所傳達的信息沒有錯誤。聖經中的一些

小歧異(例如四福音當中)並不會造成困擾，反而更能讓我們信任聖經的歷史性，因偽造的資

料不可能容許這些歧異的存在 

    太 5:17-20：「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18 我實在告訴

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19 所以，無論誰廢掉這

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人也這樣做，他在天國裏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誰遵行並如此教導人的，

他在天國裏要稱為大。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天國。」 

2. 聖經無誤並非拘泥所有東西都要照字面意義解釋：聖經並非自然科學教科書，當中有些文體，

例如詩篇的情感抒發，並非要教導自然科學知識或教導報復。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像法利賽人

將蠓蟲濾出，反而吞下駱駝。我們必須學習靠著聖靈來了解上帝在聖經中的心意 

    太 23:23-24：「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獻

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你們反倒不做；這原是你們該做的－至

於那些奉獻也不可廢棄。24 你們這瞎眼的嚮導，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林後 3:1-6：難道我們又開始推薦自己嗎？難道我們像某些人那樣要用人的推薦信介紹給你們，

或用你們的推薦信給人嗎？2 你們就是我們的推薦信，寫在我們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誦讀的，3

而你們顯明自己是基督的書信，藉著我們寫成的。不是用墨寫的，而是用永生上帝的靈寫的；不是寫

在石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的。4 我們藉著基督才對上帝有這樣的信心。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配做甚

麼事，我們之所以配做是出於上帝；6 他使我們能配作新約的執事，不是文字上的約，而是聖靈的約；

因為文字使人死，聖靈能使人活。 

 

六、作業 

1. 請分析自己的解經立場，並說明自己的解經立場是如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