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讲 
如 何 读 经 

 

过去，我带领一个人信主以后，就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告诉这位弟兄或是姐妹：你现

在信主了，得到了新生命，新生命需要吃饭，圣经就是你生命的粮食。你要好好读圣经和

祷告，生命才能成长。我就作到此为止，我还以为自己很尽责任。至于弟兄或姐妹应如何

读经，应有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我都没有予以指导和帮助。回想起来，实在亏欠太多、

太大，求主怜悯。 

一、读经态度：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更重要。加增知识读经和为了生命成长读经，

虽然方法不同，但读经的态度是一样的。 

(一)爱慕圣经，天天读经：“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

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前二 2) 

1、我们必须知道，信耶稣是得到了新生命，新生命是必须要靠吃、喝才能成长。有些

弟兄姐妹初信蒙恩时，有些特别经历；也有些弟兄姐妹在软弱失败、跌倒后，蒙神奇妙的

恩典回到神的面前，得到弟兄姐妹特别爱护、照顾以及赞美。他们的见证常被弟兄姐妹传

来传去。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一方面感谢主的奇妙，但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又

将蒙恩的肢体高抬了。往往使初蒙恩的肢体，自以为自己是强壮的、是大人了、是了不起

的，并陷于高抬自己或过分自信的危险里。传述见证是有必要的，但千万不要高举人，以

免使人自大。新生命一定乃是要靠吃喝生命粮长大。 

  我们的灵程往往是：在初得救时，自我很大。我们的自我是如同专靠自己不靠神的

大人，而灵命幼小；渐渐到多靠自己少靠神的青少年，灵命稍长；再渐渐到多靠神少靠己

的儿童，灵命渐长；最后到不靠己专靠神的婴孩，灵命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2、像才生的婴孩，谦卑受教，专一靠主：这里所讲的像才生婴孩，并不一定意味着一

定是初信的，乃是指我们不管信主多少年，都应渴慕真道，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专心靠

主。就像一个健康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新生的婴孩是靠奶长大的。我们的新生命既然是从

圣灵而生，自然就要靠神口中的话来喂养。我们怎么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是否以神的话作

为喂养我们的奶？如何吸取神的话，这些都对新生命成长极其重要。 

3、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不是死板的教条教规：有些初信耶稣的人问我：“信了基督

教，是不是像其它宗教，有什么教条、教规要守，有什么经要念？”他们之所以这样问，

当然肯定的说，是因为我没有讲清楚我们所信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既是

“宗教”，那一定就是有教条、教规。其实什么是宗教呢？所谓宗教就是指：对超自然力

量（上帝或神灵）的崇拜；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和对来世生活的追求。如果从这角度来说，

世人将信耶稣，归入信基督教，我们是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也自称是信基督教。但根本来

说，我们所信的是远超宗教。世人因罪性模糊了(或是说与神隔绝)对神的认识，用自救的

方法产生宗教。我们是借着神特殊启示，通过祂救（神救）的方法，而信耶稣得新生命。

所以从本质来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乃是相信远超过所有宗教的“生命之

道”。而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 

(二)用信心、接受的态度来读经：圣经是黑字写在白纸上。因此容易使人误解圣经是纯

知识的，以至于单纯用头脑去分析和理解。事实上，圣经是神的道，应该是运行在信主之

人的心中（帖前二 13），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相信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正如我们吃饭，虽

然是用眼睛看，但是是用嘴巴吃，不是用眼睛吃。不是吃在头脑里，而是吃在胃中。 

1、存着敬畏的心；倚靠圣灵；多用心灵；少用头脑： 

   （1）当我们读经时，让我们感谢神，赐下这本圣经来供养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

存着敬畏的心，倚靠圣灵，常与神交通，多用心灵来读，将圣经的话接受到心灵里、收藏



在心灵里。用头脑，是产生知识的效果，知识往往叫人自高自大；心灵接受，却能产生生

命力和爱慕的心。 

（2）不要将圣经单看成是过去神对人所说的话。让我们实际经历，在我们读经的当

刻，神就在我们的身边。祂爱我们，祂用祂的话来喂养我们。永活的神，要亲自向你说

话。 

（3）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圣灵像慈爱的母亲温柔地教导你，在你软弱

的地方帮助你。使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和喜乐并教导我们每日与神同行。我们像孩子紧

靠在母亲的身旁，享受母亲的赐予，享受神温柔亲密的爱。 

2、昼夜思想神的话，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它会生长： 

（1）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往往像履行什么义务似的，每天将圣经读过就算了。这

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读，而且要收藏在心中。具体说，要记在心中。正如同我们吃东

西，必须要吃到胃中。耶和华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申十一 18)

“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结三 10)“我将你的话藏在

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一一九 11)“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

在心里。”（西三 16） 

（2）昼夜思想神的话：“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一

2）“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一一九 97） 

  慕安得烈说：“神的话如同种子，种子必须埋在泥土里，才会生长。同样，神的话

也要藏在我们的心里，终日居住在我们里面。种子在未曾发芽之前，需要在泥土中安静一

段时间。所以我们不但读神的话，还要默想和思考，这样它才能产生功用。为什么我们常

常读了神的话真正渴望得福，但实际所得的却那么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没有

让种子有生长的时间，我们没有把它收藏和默想，而且又不相信它本身会生长。但愿我们

专心用信心接受主的话，好叫我们的心充满神的话。” 

(三)立定遵行主道的心志：读经时我们应该有“不是单单听道，而且还要行道”的心

志。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行道？如何将道行出来？ 

1、什么是行道？ 

  这比较简单，那就是将神的道行出来，也就是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行。但问题

比较复杂的是：行不出来。过去我总是想能作多少，就作多少，常常因为做不到，心中觉

得亏欠软弱。我们以前反复讲过，这样的行道，其实是在律法之下行事。不仅是行不到，

感觉亏欠，而且是神所咒诅的。(加三 10) 

2、到底应该如何行道呢？ 

（1）“道”肯定是应该行出来：问题是如何行出来呢？正如我们一定要到某地去，要

去，是肯定的。但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呢？是走去呢？还是乘车子去呢？还是有其它方法

去呢？如果要走去而又走不到，怎么办呢？ 

（2）如何行道呢？ 

A、我们行道的源头和动力：前面已经说过，靠我们自己根本行不出神的道来，也即

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要能行出道(也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源头和动力从

哪里来？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在前面，我们讲到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时，已经讲清

楚了：如果我们要达到天国子民的品格（即达到“道”的要求），一定是要从在基督里的

新生命，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中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清楚了行道的源头是新生命；行道的动

力是圣灵。只有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其实就是选择靠主），我们就是活在新生命之

中，让基督掌权；活在圣灵引导之中，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

出，为了要行道，也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祷告是何等重要。

祷告，祷告，圣灵才能更多、更好地运行。 



B、行道的内容和步骤：圣经中讲行道的意思，并不是我看了圣经怎么讲，就马上行

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靠自己的生命，凭自己的能力去行。在[雅一 19-25]、[罗

十 17]、[太十三 1-9]将听道、通道和行道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我们听了道(包括读经、听道、看属灵的书藉、彼此劝勉等)进入我们的头脑； 

        我们借着信心，将道从头脑接进入心中（信道）；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运

行，道在我们心中发芽成长、结实，圣灵将结实的道感动出来（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自

然而然能顺圣灵、靠圣灵而行（行道）出来。这就是行道的过程和意思。我们稍加详细讨

论： 

a、预备心田: 

        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是如同不同的田地。在[太十三 1-9]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

讲到四种不同心田。我们的心田，常常因为充满了神以外的东西，以至于当我们读经时，

神的道无法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应当如何凖备心田，使它成为好土，能接受神的道呢？撒

种以前一定要先开垦耙地。“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

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

除掉；恐怕我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四 3-

4）“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赛二十八 24） 

        如何预备心田呢？正如同神的救法是“神救”一样：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人

人都是因信（求告主名）靠主得救、重生。照样，要预备心田也是唯一只有靠祈求：求神

“在我们心中作，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的工作。”；求神“不断柔软我们的心，

给我们温柔的心，以至于能领受所听的道。”弟兄姐妹，千万不能走自救的路，不要想你

能靠自己除去一切污秽思想、盈余邪恶来预备好的心田，切切不要活在律法之下。太简单

了，祈求也只有祈求，也只要祈求。以后就是，顺圣灵在心中的感动和外面的和谐而行，

神会一步一步引导你。为预备你的心田这样的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乃是时时刻刻都可

以这样祷告，越多这样祷告，你的心田越是好土地。神的道越能栽种在你心里。 

  b、听道(包括读经、看属灵的书藉、人的劝勉等) 

        同样在听一篇道，但因着各人不同生命的程度，所听到头脑里的“道”是不同

的。当我们听到或读到“道”(圣经上的话，或肢体的劝勉)对我们的要求：“你必

须……。”“你应该要……。”“你不要……。”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做不到。是的，我

们是做不到，但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作，神要我们求、祈求，所以面对神对我们的任何要

求（包括读到或听到的“道”），不是想怎么做，而是应该祷告：求主拯救我脱离靠自己

的努力来行事；求主拯救我达到“道”对我的要求。 

讲到“道”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得救所得到的是新生命。既是生命，生命不同时期，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是一段神的话，在不同生命阶段，神对我

们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样是一段神的话，神对不同的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每个人只要在

自己生命的程度（不要仿效别人）里，即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例如：不可拜偶像。当我

初信时，我的领受（即那时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也即神的要求）是泥塑木雕看得见有形

的偶像；随着新生命的成长，我有了新的领受（即这时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也即神的

要求）：在我心目中有任何代替了神的地位的人、事、物，就是我心中偶像；到一定生命

程度时，又领受到“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十五 23） 

c、祷告:我们要相信，神会借着圣灵，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活泼、有力（即恩膏的

教训是活泼、有力的）。当我们领受神的要求时，千万不是想靠自己如何去行，而是应该

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对神说:“主啊，我不能，我没有可能达到你话的要求，但感谢

神，我不能，你能，求神拯救我脱离自己去达到‘道’要求。主，你自己去达到。”多祷

告，圣灵多运行，圣灵越运行，心田越被耕耘和洁净，就越有信心能领受所栽种的道；圣

灵越运行，道在我们心中，越容易成长、结实；圣灵越运行，我们就越容易顺服圣灵的引

导。虽然祷告后的当刻，甚至于过一段时候，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行出神的道来，我们



千万不要挣扎。我们继续祷告，祷告以后就凭着信心，相信祈求就必得着。到了时候必能

达到神的要求。 

d、领受（信道）所栽种的道：头脑所听了的道，如同种子，经过常常祷告，预备

了心田，栽种到我们的心田（信道）中。种子在心中经过埋藏，发芽、慢慢到结实。为着

使我们的心田更多被开垦耙地，成为好土，使“道”能发芽、长大、结实。神许可万事如

同“北风”、“南风”临到我们，吹入我们的园内，使果子成长发出香味。 

e、恩膏的教训：圣灵将经过栽种、发芽、长大已成果实的“神的道”随时、就事

感动我们；被圣灵感动出来已成果实的“道”，这就是圣灵写在心版上的“律”，也就是

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是满有谨守、敬畏和顺服的能力；是满有信心和生命力。 

f、行道：我们就自然而然顺服而行出来。这就是[雅一 25]所讲的“实在行出来”

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使我们实在行出来的道，或者说，能产生和增加我们

信心的是恩膏的教训。换句话说，行道，不是行我们即刻所听的道（一般不是现听、现

行；少数也有），乃是行：圣灵将所听的道，收藏在心中，反复思想，到了一定的时候，

感动出来。这就是恩膏教训。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一定行出来了。有时，在听道时，当刻就

产生恩膏的教训。那当时就能行出来。 

我们应该分别清楚：“道”有字句（我们以种子来表示）和精意（我们以已成的果实

来表示）之分。字句的“道”无法行出来。而精意的道，是活泼有力的，是能使人实在行

出来的。我们不是行字句的“道”，乃是圣灵将听了字句的“道”收藏在心中，慢慢发

芽、长大、结实成为精意的“道”，就能使人实在行出来。  

二、读经的方法:“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祂

的人亲密。”如果我们对读经的态度，是存一颗敬畏的心，神必定会引导你有适当的读经

方法。每个人，都可以随圣灵引导，而有一套自己读经方法。但是往往许多基督徒，因没

有固定的读经法，以至于生命不能健康成长。什么是合适的读经法呢？只要是能兼顾生

命、知识、及全面的读经法就好。我们读经应该达到的目的：是使我们得生命，新生命健

康成长，得丰盛的生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学习真道，明白圣经；系统地，全面地

明白圣经。在这里提供一个“三合一”的读经法，仅供各位参考。 

(一)灵修读经： 

1、什么是灵修？ 

   灵修，是指我们个人，每日预定、预空一段时间(即一天一定要分别一段时间)安静

下来，来面对面朝见神。在灵里与主交通，与主亲密。“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

(诗二五 14)在圣经里虽然没有“灵修”这两个字，但是圣经里充满了灵修的意思，圣经里

常用进入内室来表示。（参歌一 4；太六 6）神是灵，我们与主相交通，是通过我们的内

室——心灵——来与主交通。在读经、祷告、赞美中与神交往，敬拜神。以达到“寻求耶

和华与祂的能力，时常寻求祂的面。”(诗一Ο五 4)我们在灵修时，以称赞主的爱情，思

想主，主耶稣要因我们的爱，向祂的敬拜，向祂的默念而得到满足。我们也因着进入内室

与主交通，与主就联合得越来越密切，我们也就越来越满足和喜乐，并且支取每天生活的

力量，生命也因此健康成长。“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17）灵修是

与主逐日、逐日更紧密联合的途径。 

  如果有可能，在一天未开始接触任何人、事、物以前，先灵修。正如同一个电器，

如果要被使用以前，一定先要将插头插到电源上，才能开始工作。我们每天如果不和生命

的源头连接，我们如何活在圣灵里呢？正因为灵修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撒但也最多就是攻

击我们的灵修，他怕我们正常的灵修，胜过怕我们忙于事奉神。他常诱惑我们：“为了事

奉神，偶尔没有灵修，是没有关系的，反正你的圣经很熟，事奉重要，灵修并没有那么重

要。” 

2、灵修读经：在灵修时读圣经，我们称之为灵修读经； 



（1）灵修读经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前面讲过，读经要兼顾三方面的目的。而灵修读经

的目的，不是要增加多少圣经的知识。灵修读经是为了与主联合更紧密，使我们新生命成

长。 

（2）灵修读经的方法、态度：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

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五 39-40)这段经文给我们

指出，如果我们单单查经（用头脑知识来读经），并不能使我们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

我们必须到主的面前，什么是“到”主的面前读经呢？那就是指用“心灵和诚实”来读

经，乃是以接受的态度来接受圣经上的话；不是用分析、研究的心态，乃用“接受”的心

态。正如婴孩喝奶，他就是接受、接受，喝、喝进去，自然而然婴孩就长大。 

（3）灵修读经的要点：以色列百姓经过逾越节、出埃及、经过红海、到旷野、最后进

入迦南美地的整个过程，是基督徒灵程的预表。在[出十六 13-35]，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出

了埃及、在旷野、神赐给他们吗哪、作为他们日用的粮食的故事。我们借用这段经文指出

灵修读经的几个要点： 

A、每日准备空器皿收取吗哪：神要以色列百姓，每日收取吗哪，作为日用的饮食。

既要收取，就一定要准备好干净的、空的器皿。神的儿女也该不断祷告，求神洁净心田，

准备空器皿收取灵粮； 

B、早晨收取：神要我们一天没有开始生活、工作以前，灵修读经； 

C、按着各人的饭量收取：每天我们灵修读多少圣经呢？不是学人的样，别人读多

少，我就读多少；别人少读，我也少读；别人多读，我也多读。请听神的话：多给谁，就

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如果多给你时间，或多给你容量，或多给你消化能

力，你就该多收取。我们乃是按着自己的生命需要而收取； 

D、不许留到次日早晨：我们不能说：“今天多读一点，明天就不读了；将今天所读

的，留一点给明天用。”要天天收取神的话，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神是天天供应

我们的神。祂不要我们为明日自夸；祂不要我们为明日忧虑，祂要我们一天支取一天的恩

典。（如果因有什么特殊情况今天没有办法按时灵修读经，在可能的情况下，另找时间灵

修；如果今天没有灵修，明天仍照常灵修，不必来补今天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今天多

读经，明、后天就不读了。一定会发展到，有空读，没有空不读，最后不读了。新生命处

在软软弱弱，有气无力的光景中。 

3、如何灵修： 

  主要要有安静的心灵：灵修不是重在外表，而是重在内心，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

前。但是，如果有可能，要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地点，会帮助我们的心容易安静。 

  灵修的时间长短：是按各人新生命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也往往按各人实际的情况

不同而不同；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千篇一律”。初信的，时间先短一些，以后随着生命

的成长、成熟，灵修时间就自然而然会长起来。最要紧的是，个人要按着灵里的带领而灵

修。 

  灵修的内容：一般交叉祷告、唱诗、赞美、敬拜、读经（也有使用灵修读物）。通

过诗歌，透过别人的诗词，你可以更多表达你对神的感受，认定祂是一切好处的源头，用

夸胜的声音向祂欢呼；通过读经，神可以直接对你说话；通过祷告，你直接对神说话，并

接受神对你所说的话；通过每日读物，透过别人的领受、帮助我们更多明白神，更多认识

神。请注意，灵修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不要把为别人，为教会代祷的事项都放在灵修的

祷告中，代祷事项放在你灵修结束以后或另选时间再代祷。 

  灵修步骤(仅供参考)： 

（1）开始时，选一首赞美、感恩短歌，反复唱几次，以安静和带领我们心灵，敬拜和

亲近神。 

（2）然后祷告，可用所唱的歌词来祷告，表达你对神的赞美；为新的一天感谢神，求

圣灵带领你的灵修，求神向你说话。 



（3）接下来读经。我们可以选一卷圣经(如诗篇、约翰福音、约翰壹书、贰书、三书

或其它福音书和书信。建议不要先选除了诗篇以外的其它旧约书卷)作为灵修时用，灵修

读经，不求读得很多，每天可以读一段或一章，反复读，以后凭圣灵感动选一节经文，多

读几次，以至于会背下来，收藏在心中。慕安得烈认为读一节经文十遍，胜过读十节经

文。也可用灵修读物(如：活水、荒漠甘泉等)，将当天的经节背记、收藏在心中。也可以

一边读经，一边将所读的经文拿来祷告。在灵修过后，整天可以通过和使用背诵和思想这

经文与主相交通。 

（4）然后祷告结束：将一天的生活交给主，求主带领我一切当行的，拦阻我一切不当

行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以上所讲的灵修读经、灵修步骤，只是仅供参考。无论如何灵修，是非常自由、活

泼的。交叉了读经、祷告、和赞美。新生命既是生命就是活的，是灵活的，你可以按着神

的带领方式去灵修。但切切不能将一般读经、祷告当成是灵修；也不要因为自由，而变成

随便和放纵。如果那样灵修，结果必然是有一天，没两天的灵修，最后就不灵修，生命就

一直在软弱之中，无法成长。最最直接影响我们生命长大的读经，是灵修读经。 

(二)先快读，后熟读圣经： 

1、快读、熟读圣经的目的：是使我们对圣经有概括性的认识。如果我们天天灵修读

经，从来不间断，我们的生命会活泼成长。但对整本圣经来说，可能到我们见主面时，还

读不完一遍呢。全本圣经是整体性的、全备的、能苏醒人心。我们讲，“圣经都是神所默

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并不是指片面的那一

章，那一卷而说的，而是指整本的圣经说的。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没有一句是多余

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圣经有概括性的认识。 

2、快读，熟读圣经的方法：快读、熟读是为对整本圣经有轮廓性的了解；快读、熟读

圣经，并不是像灵修读经那样需要定时、定点，而是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读。无论在什么地

方，只要方便都可以读，每一天有空的时候，抽一点时间读经。从新约马太福音读起，挨

着秩序读。如果每天读四章，读完新约一遍以后；再读旧约，这样一年可以读一遍。快读

圣经，既是要对圣经有“整体性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要求对圣经章节的具体理解。读的

时候，一定有许多难处，没有关系，不需要停顿在那里，作个记号，继续念下去。就这样

一遍又一遍地，继续不断的这样念下去，一遍又一遍地读，先快读，以后就熟读了；先是

熟悉每卷书主要是讲什么，以后熟悉每卷书各章大约讲什么，再以后还可以比较各卷书等

等。 

(三)查考圣经： 

1、查考圣经的目的：是要“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 15)灵修读经是为了

我们的新生命成长；快读、熟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对圣经有全面熟悉，概括性的了解。

如果我们要对圣经知识性及属灵性的全面研究；如果我们要明白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

秘、旨意和计划；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正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查考圣经。 

2、查考圣经的方法: 

（1）倚靠圣灵，用接受的态度来查考圣经。“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

参透了。”（林前二 10） 

（2）有计划，有主题去查考。查经可以有： 

A、按主题查经：就是从圣经中取出一个主题。我们查考和这主题有关的经文，将有

关的经文放在一起，以得到神的教训，以明白神的心意。 

B、按卷查经：即将圣经一卷一卷查考。 

（3）查经时应注意的要点：不管是哪一种查经，在查经过程中有几点，都是一定要注

意的： 

A、在心态上: 



a、不要主观：我们在查经时，先求神除去我们“自以为是”主观的心态。“主

观”和“圣经观”是相对的，圣经中常常有“神看”、“耶和华看”，求主让我们在查考

圣经时，脱离“主观”而追求“神是怎么样看”的。例如：当我们读经读到保罗上耶路撒

冷被捕时，我们很轻易主观地说，他不应该去，因为神预先借着先知预言他要受捆锁。我

们所以下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主观上认为神既预先告诉他要受捆锁的事，他就不该去，

他去就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往往很主观的将人的看法（认为受捆锁不是神的旨意）代替神

的旨意（神的看法）。 

b、不要马虎：“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箴三十 5)查经过程中我们肯定有

许多地方不明白，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存敬畏的态度，仰望圣灵一步步的带领，相信如

今不懂，以后会明白的，那怕就是到我离世时，还是不明白。但我还是相信，“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决不该因我不明白，而以马虎的态度说，某节、某节经文是没有什么

意思的。我曾经听见人这样解释圣经：有人问，“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

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三 16）这节经文中的

圣灵与火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圣灵是指圣灵重生我们，而“火”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意

思，是随便添上的，只是为衬托圣灵工作而写。”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说，神的话句句都

是炼净的，我们岂敢对我们不明白的经文，以马虎的态度来对待呢？对圣经，每个人肯定

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这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能以马虎的态度，不懂装懂地乱解圣经。不明

白，并不羞耻；不懂装懂，才是可耻的。以马虎的态度来解经是得罪神。 

c、不要好奇：我们查经的目的，是要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圣灵不会为满足我

们的好奇心，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例如：关于主耶稣的再来。这是信徒荣耀、活泼的盼

望。我们应该在这预言上留意，并且积极准备自己。但是有些人关心的不是如何积极准备

自己，等候主来，而是单纯、好奇的关心圣经上是怎么讲的，是如何在局势中应验。 

B、所需要的工具： 

a、圣经：中文圣经有不同版本。我们一般通用的是和合本。近来有些新译本，有

的是按字译的新译本；也有按意译的当代福音等等意译本。意译本我们不能考虑为“圣

经”。我个人认为，读经、查经还是以和合本为主，其它新译本可以作为参考。 

b、工具书:是指圣经地理、经文汇编、圣经辞典等。 

c、解经方面参考书∗：如圣经手册、圣经各卷注解等。我们查考圣经，一切都是以

圣经为标准，任何参考书的教导，如果和圣经不符，我们不应接受。 

C、查考圣经的方法： 

a、定出主题：我们先定出一个主题，就专一查考这主题，不要节外生枝。 

b、汇集和此主题有关的经文。串珠圣经、经文汇编可以帮助汇集。 

c、以经解经：圣经的一贯性是以经解经的基础。圣经从不冲突，我们所认为的冲

突，只是因我们知识有限，理解有限而产生的。 

d、比较：查考圣经时，以相同、相近、和相反的人、事、物进行比较。这样能帮

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例如：亚伯和该隐；大卫和扫罗；麦基洗德和耶稣等。 

我们平常快读、熟读圣经，对比较及以经解经很有用。 

我们讨论了“三合一”读经法。请注意，不是讲三拣一读经法，这里不是讲三种读

经方法，乃是讲三种不同读经方式，合成一种读经方法。每天固定时间灵修，尽可能每天

拣一节圣经背记在心中；每天拣空的时间，快读、熟读。如果可能，一个星期有一次查

经，这样既能兼顾生命又能顾到对圣经有全面、轮廓性的了解，并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 

慕安得烈劝勉我们说:“亲爱的信徒，这是我最后，最恳切的话：‘你的生长能力和

生命，全视你怎样对神的话。爱它，把它看得比蜜甘甜，比千万金银宝贵。在圣经里，神

愿意向你敞开祂的心；耶稣借着圣经，把祂自己和祂的恩典给你；圣灵同样因圣经的话，

进入你的心，照神的心意，把你的心思意念更新。所以，不要单为怕跌倒而读经，要把



‘神的话充满你心，又在你里面成就一切’这件事看作读经的目标，而且是你一生最重要

的任务。‘神，我的主，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感谢你，又因你的话，我们得进入你

的心、你的旨意和爱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赦免我们曾悖逆你的话的罪；主啊，但

愿我这生命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愿意全心的活在你的话里。阿们。’” 

∗在使用参考书时，本人有如下的领受和建议： 

1、任何参考书是人写的书，只是作为参考的书，不是圣经。 

（1）圣经是绝对无误，不可更改。我们应凭信心、无条件的、全盘接受。 

（2）参考书是人写的书： 

A、人是不完全的。如果有错误在所难免。 

B、信耶稣是得到新生命。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 

a、在不同生命程度，对主的话领受必定是各有不同。“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

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十三 11）； 

b、即使在相同生命程度，每人的领受与看法可能也有所不同。（正如神创造了眼

睛，祂不是创造一点，乃是创造“个”；祂不仅是创造一个，还造一对眼睛。）借着不同

领受的配搭起来，就能将真道越阐越明。 

2、我们看参考书的原则是： 

（1）这本书作者的信仰及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弗四 3-5]的七个一，“一神、一主、

一灵、一信、一洗、一体、一望。”的信仰原则和内容； 

（2）在不违背这七个一的信仰原则和内容的前提下： 

A、对不同的领受与看法，我们存彼此尊重的心态：一方面有自己的领受与看法，但

也允许别人有他的领受与看法。（如教会被提有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等不同看法。） 

B、请记得：参考书只是人写的书。不要把人写的书绝对化，要么就是全盘肯定，要

么就是全盘否定。 

  以上这个原则，照样适合于在教会中对真理领受与看法不同时如何处理。在教会

里，在主内弟兄姐妹中间，如果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领受和看法时，可以在圣灵引导下，

在主里本着探讨真道的目的彼此交通。但千万不要对不同看法者进行攻击，以致造成伤害

和分裂。我们本着“一神、一主、一灵、一信、一洗、一体、一望。”的原则，彼此尊

重，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直等到

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为此彼此攻击，那是蠓虫滤出来，造成分裂是把骆驼吞

下去了。 

 
思考题与填充题： 

1、为什么需要读经？ 

2、什么是宗教？我们信耶稣，是信一种宗教吗？如果说是，为何？如果说不是，为

何？我们读经和其它宗教要守教条、教规有什么本质上不同？ 

3、读经的_______比读经的_______更重要。 

4、读经应该有什么态度？ 

5、[彼前二 2]讲到我们对待圣经，“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句经文是什么

意思？ 

6、什么是行道？行道的源头和动力是什么？请仔细叙述行道的步骤和过程。 

7、请解释：“在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不同时期，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同的。”这句

话的意思。 

8、如果我是一个会说谎的人，我读经读到“不可说谎”，我感觉真难啊，根本做不

到。你如何帮助我达到“不可说谎”的地步？ 

9、每位神的儿女，必须有适当的读经_______。每个人都可以随圣灵引导而有一套自

己的读经方法。合适的读经法，必须兼_______、_______及_______。 



10、圣经中常用_______来表示灵修。灵修的目的，是我们与主逐日、、逐日与主更

紧密联合的_______。使我们的新生命能_______。 

11、灵修读经的方法和态度？ 

12、本文中提到灵修的步骤是什么？你是如何灵修的？ 

13、查考圣经时，应有什么心态？请解释什么是“不要主观”？什么是“不要马

虎”？什么是“不要好奇”？ 

14、本文中所提到查考圣经的方法是什么？你在查考圣经方面有什么方法，请分享。 

15、请将本讲最后，慕安得烈对我们劝勉的话，反复读几遍。并简单扼要地总结他所

劝勉的内容。 

16、在使用参考书时，本文中有哪些建议？除此以外，你有何领受和建议？ 

17、带领一个人信主以后，交给他一本圣经，也不教他读经方法，只请他自己去读。

这样做法对不对？ 

18、我们的灵程和自我的关系。 

19、“像才生的婴孩”是指什么样的人？ 

20、请解释：从本质上来说，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那么是信什么呢？ 

21、神的道运行在信主之人的哪里？ 

22、当我们读经时，用我们的头脑或用心灵接受会产生什么不同效果？ 

23、请列举三处有关将神的话收藏在心中的经文，并将它们背下来。 

24、我们读神的话，不但要藏在心里，还要怎么样?为什么？ 

25、神的话如同种子，种子必须埋藏在泥土里才会生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

们常常读了神的话真正渴望得福，但实际上所得的却那么少？ 

26、“听道”、“信道”、“行道”各指什么？ 

27、我们如何能预备心田，脱去一切盈余的污秽和邪恶？ 

28、当你读经读到“你必须”，“你要”或“你不要”时，你的态度是什么？ 

29、请说明“字句”的道和“精意”的道的关系。 

30、什么是灵修？ 

31、最最影响我们生命长大的读经方法是哪一种？ 

32、快读、熟读圣经为要达到什么目的？ 

33、本书建议如何快读、熟读圣经？ 

34、查考圣经，主要是达到什么目的？ 

35、本书建议查经时需要什么工具书？ 

36、本书提到“三合一”读经法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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