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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老師╱    偉文

羅賓森（Haddon W. Robinson, 1931-2017）被譽為

過去三十年來最深刻地影響福音派講道學的人。1 他

曾在美國三間聲譽卓著的神學院任教加總超過五十年

的時間，2 其間受邀至世界各處的神學院演講與開授

短期課程不計其數。在 Baylor University 相隔二十年的

兩次調查中，他都獲選為英語世界最佳的十二位講員

（1996, 2018）。《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在2006年表彰他為過去五十年最有影響力的二十五位

講員中的前十名。四年後當《講道期刊》（Preaching 

Magazine）評選過去二十五年最有影響力的二十五位

講員，他依然名列其中。3

羅賓森成長於紐約市的哈林區，這是充斥犯罪、貧

窮的社區。然而神透過他家庭（尤其是父親）的基督

信仰與主日學老師認真、風趣的教學，保守他沒有

像同齡朋友一樣，誤入歧途。有一天他在聽完 Harry 

Ironside 牧師的講道之後，在日記上寫道：「他講道一

個小時之久卻聽起來宛如二十分鐘，其他人講了二十

分鐘卻像一個小時那麼長，我想知道到底差別在哪

裡？」探索此問題的答案成為羅賓森一生的志業。4 

大學期間他沉浸於圖書館裡的講道學書籍和講章，畢

業前就贏得一座卓越講員獎。在1950 年代初期，講道

學（Homiletics）在達拉斯神學院仍是鮮聞的領域，同

學們就要求羅賓森教他們講道。在畢業、牧會一段時

間之後，他在1958年受邀回到達拉斯神學院開始教授

講道學，從此委身於教導講道的事奉。

他的講道學名著Biblical Preaching：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於1980 年出版，由

華神在1995年翻譯為《實用解經講道》。原書在美國

兩次再版（2001、2014），華神也已於2020年將第

三版翻譯，更名為《合乎聖經的講道》，此時距離原

書的初版已經過了四十年。或許有人會質疑，時空變

遷、物換星移，四十年前的書仍然可以幫助今日的講

道者嗎？本文試圖透過再思羅賓森的理念，主張他的 

Big Idea Preaching 仍然可以幫助今日講道者預備一篇合

乎聖經的講章。



2 32 3

一、What’s the Big Idea?

羅賓森在書中花了一章的篇幅討論什麼

是Big Idea（大點子），因此他的講道理論被稱為Big 

Idea Preaching。5 羅賓森認為一篇講章要能夠有效傳遞

聖經作者的意圖與概念，應當如同一顆子彈，而非鉛

彈。6 這個理念來自於修辭學和傳播學對聽眾聆聽體

驗的思考。曾任惠頓學院院長的 Dr. Duane Litfin，同時

是位新約也是傳播學者。在他特別針對基督徒所寫作

的大眾演講教科書中就指出，在過去的兩千五百年，

曾經研究並且實踐大眾演說的人，不論是古典希臘或

羅馬的修辭學家、當代的傳播學研究者、歷世的講道

者、各方政治領域的演說家，都主張一篇演說要能達

至最大的效果，必須試圖發展單一、顯著的主題，並

讓信息圍繞它來鋪陳。7 

羅賓森睿智地指出：「講章失敗的原因，很少是

因為包含太多概念，較常是因為太多互不相關的概

念。」8 講道者往往只是針對經文中的字詞和片語進

行解釋、評論，但卻沒有掌握整段經文的思路與脈

絡，好使各個字詞、片語各按其職地串連、呈現出聖

經作者在這段文本中的核心概念和意圖。這樣的錯誤

其實忽略一個事實，那就是字詞本身若是沒有與其他

字詞連結，並且透過上下文理的對照，就無法表達意

義。只是單純、逐字的文法分析，卻沒有提升到概念

的層次，那麼講章就變成在朗誦註釋書，也許有這裡

一點、那裡一點的「亮點」，讓人聽了耳目一新，然

而卻沒有成為一個兼容合一的 Big Idea，最終聽眾腦海

中的印象只是散落一地的珠寶，而非一串具有整體設

計感且引人注目的項鍊。

在一篇講章中呈現單一重要的概念也切合人類思

維的方式。已故的達拉斯神學院講道學教授  Dr. Keith 

Wil lhite主張，人類的心靈傾向追求一致、次序與進

展。人們會自然地從看似散亂、無序、片段的資訊中

試圖分析其中的規律，判斷出一以貫之的主旨，因為

當重點太多其實就等於沒有重點。為了達至一致性，

人們試圖透過在凌散的觀點裡尋找出次序，辨識資訊

之間的邏輯關連、順序安排，如同拼圖一般，一片一

片地拼湊出完整統合的圖片。而幫助人們從次序中找

出一致性的關鍵就是進展。每一個概念的主張都是由

一連串的論據或理由所建構而成，而這些論據或理由

可能以歸納式的發展引致可信服的主張，或是以演繹

式的發展來支持、解釋、證明所提出的主張。講道也

是如此，Keith Willhite認為，透過連續觀點的進展，講

者可以按著修辭性的邏輯次序來呈現信息的一致性，

傳遞合乎經文文本的單一、重要概念。9 

處境來探索經文對原始讀者的意義，藉由「捕捉經文

的邏輯進程…決定單元的中心，並看出其他部分和中

心的關聯」，14 將出自這段經文的眾多觀點匯集整合

為單一、顯著、聚焦的解經概念。

誠如羅賓森所言，合乎聖經的講道不是向人講授聖

經，而是從聖經來與人談論他們自己，目的是讓人從

聖經來面對自己，而不只是聽見聖經歷史或考古的教

學。15  因此合乎聖經的講道在表達經文意涵的同時也

聚焦於聽眾的需求，讓真理應用在他們身上，好「叫

屬神的人得以完全，預備行各樣的善事。」16 為了能

夠傳講與今日世界有關，真實改變聽眾生命的信息，

講道者必須將文本原始的解經概念提昇、擴充為普遍

性的神學概念。正如凱瑟所說，每一段聖經經文都蘊

含、表達了某部分的神學，編織了文本內容的部分結

構。17 沒有進行神學性思考與整合的講章，要不就是

停留在古代世界，成為註釋、串珠式的報告，或是產

出太快跳進現代世界，缺乏處境化考慮的錯誤應用，

再不然就成為充滿個人想像，讓人瞠目結舌的寓意信

息。因此，講道者不單需要發掘經文內容、找出解經

概念，也要關注聖經作者下筆時的寫作意圖和神學原

則。透過觀察作者是否給予直接的評論或是記錄神開

口的講論，評估上下文的脈絡來推斷作者的寫作和神

學目的。這些都要求講道者應當具備聖經神學與系統

神學的素養，從而掌握經文的神學概念以提出切合現

代世界的應用，並且形塑一個邀請聽眾回應真理的講

道概念。

一個透過解經概念和神學概念所引導出來的講道概

念，一方面反映經文的主旨，切合作者的神學意圖，

合乎整體的教義原則，另一方面專注於現代心靈的需

求，讓這段經文的信仰原則向聽眾說話，要求他們在

想法、態度或行動上回應上帝。正如上述定義所說

的，講道的完整必須包含聖靈將概念運用在講道者，

再藉由宣講應用到聆聽者。為了有適切的應用，羅賓

森提醒講道者：「要應用一段經文之前，你必須先看

這段經文如何啟示神，以及人們如何回應神、如何在

祂面前生活。在現今生活中找出相同的因素。人們今

日的光景，如何反映古人的罪惡、懼怕、盼望、挫

折、憂慮、困惑？他們需要神的什麼形像？他們對那

個形像如何回應或不回應？這樣，你才是誠實正直地

從聖經經文走到現在處境。」18 講道者必須根據對聽

眾的認識與分析，從前面的詮釋步驟與神學反思判斷

哪些經文議題或神學原則需要解釋、需要證明或是需

要應用，並且決定使用何種修辭證據—經文的、邏輯

的、倫理的、情感的—來向特定聽眾闡釋、證實、運

用普遍性神學原則。19 藉由上述的方法，羅賓森提供

我們一個講道的哲學與方法，可以建構合乎聖經又切

合時代的信息。

三、結論

合乎聖經的講道試圖透過這個從經文到

神學再到宣講的路線，建構出一個單一、顯著主題的

「大點子」講章。一篇有效的信息不能只是將經文散

落的重點隨意拼湊，寄望任意的一、兩句話可以幸運

地中的。當零散的字詞評註缺乏整合的功夫，不過就

是一盤散沙，亂槍打鳥。事實上，一篇強而有力、改變

人心的信息應當如同一個專一聚焦的「子彈」，精準

地射中標的，完成講道的目標。合乎聖經的講道同時

以聖經文本為中心，服膺經文權威，又聚焦在現代世

界特定聽眾的真實需求，不論是屬靈、情感、生理各

方面的需求。講道內容必須本於經文、合乎脈絡、忠

於意圖，讓文本原意和神學意圖來引導信息的發展。

同時這個信息要能適應不同的聽眾群體，提出切合情

境的應用，才能讓真理有效地被聽見，並且在人的思

想世界中產生作用，進而帶出想法、情感、意志、行為

的轉化與更新。羅賓森的 Big Idea Preaching 建立在歷史

悠久的修辭傳統與傳播研究的理論和實踐上，肯定聖

經具備神所默示的權威，從經文到講章的發展依循著

原意―神學―信息的詮釋路徑，並且看重對現代世界

與聽眾的分析與認識。因此，即便面對瞬息萬變的時

代，合乎聖經的講道，仍舊是今日講道者的最佳利器，

能被使用在思想的戰場上，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註釋：

1. Kenton C. Anderson, “Celebrating the Influence of 

Haddon W. Robinson,＂ The Journal of Evangelical 

Homiletics Society 11.2 (2011): 18. 

2. 分別是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Denver 

Con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 and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3 .  h t t p s : / / w w w . g o r d o n c o n w e l l . e d u / b l o g /

remembering-haddon-robinson/

4. Keith Willhite and Scott M. Gibson, “Introduction 

and Dedication＂ in The Big Idea of Biblical 

Preaching: Connecting the Bible to People, p.8.

5. 在中文譯本《合乎聖經的講道》裡，Big Idea被

翻譯為「大點子」，希望用通俗、形象化的

語彙表述原意所蘊含對概念的重視與強調。

羅賓森的 Big Idea Preaching 正是建立在人類思維與聆

聽體驗的研究上所提出的講道理論，他認為零碎化正

是釋經講道需要面對的潛在危險。許多自稱為釋經、

解經的講章並沒有將經文字詞的評註整合為一，而且

不能分辨出一段經文中，不同單詞、片語、句子之間

的主從關係，對主要觀點與次要觀點的處理要不就是

本末倒置，要不就是齊頭並進，傳講的信息變成放大

抓小或是多點開花，給予的應用也無法真確地反映出

文本的神學意圖和觀念並給予合適當代生活的勸勉。

羅賓森慎重地提醒：「一篇有效講章的核心，必須是

一個位居中心、統合一切的概念，忽略這項原則，就

是將傳播學和講道學的專家們的忠告置之不理。」10 

 二、合乎聖經又切合時代的信息

羅賓森的 Big Idea Preaching 不單反映了

歷代修辭理論與傳播研究強調信息必須傳遞單一概念

的主張，藉由此方法所建構的講章同時是一個以文

本為中心（text-centered）與以聽眾為焦點（audience-

focused）的信息。講道者的挑戰在於發掘針對特定時

空傳講的經文原義，同時掌握作者（A/author）在文本

之後的神學意圖，並且因時、地制宜地將之應用在現

代的時空處境中。羅賓森如此定義合乎聖經的講道以

回應這個挑戰：

釋經講道是聖經概念的溝通，此概念是透過經文脈

絡中的歷史、文法與文學研究而得，也藉此傳遞，聖

靈將此概念先運用在講道者的個性和經驗上，再透過

講道者運用到聽者身上。11 

這個定義首先反映出講道者對聖經權威的順服，因

為我們相信聖經是「神口中所呼出的」。12 雖然保羅

寫作時意指舊約聖經，然而我們肯定整本新、舊約聖

經都具有從神靈感而來的永恆權威，對歷世歷代的人

都具有切身的意義，人當有的回應就是謙卑順服。

因此羅賓森主張：「聖經作者的思維決定一篇釋經

講章的實質。」13 講道要真的能夠達到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的目標，信息內容必須服膺

於文本蘊含的永恆意涵（eternal significance）。講章

的講道概念（Homiletical Idea）必然來自於文本的解經

概念（Exegetical Idea）同時切合聖經作者的神學意圖

（Theological Idea）。

一個以文本為中心且合乎經文意涵的講道，不應把

宣讀的經文作為跳板，淪為替講員的「異象」，或是

教會推動的事工背書，也不會太快地把會眾的需要讀

進經文，扭曲了文本的初始意義。相反地，講道者應

走近聖經世界，從文法、文理、文學、文化…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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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是“A sermon should be a bullet, not buckshot.＂ 

翻譯為鉛彈的buckshot是指狩獵禽鳥時所使用，

發射出膛後會散開的多顆彈丸，亦稱為霰彈、散

彈。

7. Duane Litf in, Public Speaking: A Handbook for 

Christians, p.80.

8. 羅賓森，《合乎聖經的講道》，41頁。

9. Keith Willhite, “A Bullet Versus Buckshot: What 

Makes the Big Idea Work?＂ in The Big Idea of Biblical 

Preaching: Connecting the Bible to People, p.20-22.

10. 羅賓森，《合乎聖經的講道》，44頁。

11. Ibid., 25頁。

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71,091,000

171,086,000

5,000 

累積數

93,361,031

86,315,895

7,045,136

3月

11,316,531

10,287,833

1,028,698

 2022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22年8月1日～2023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207773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突破講道框架

融合新舊典範，兼具福音與律法的宣講特色

這世代的人們愛聽故事，不愛聽道理。講台信息談太多恩典，沒指出

律法，福音成為廉價品，讓人不以為意；講太多律法，沒指出恩典，

信息只帶來定罪，讓人沒有盼望。

面對多元世代的多元會眾，採取多元典範、新舊交織的方式達到口語

傳播的效應，即是在採取諸般智慧的方法，將個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因此，作者提倡兼備傳統講道法與新講道法的模式。

對於傳統講道模式與新講道模式的融合實踐，作者秉持的原則是：

一、多元典範，並行不悖。

二、認識律法，經歷福音。

三、搭配文體，新舊交織。

盼望能根據聖經不同文體的特質，透過不同的講道模式，

達到口語宣講的果效，將福音生動的傳遞出去。

  一本親民的講道著作

《講道Info：講道進階手冊》

作者╱劉幸枝 

(中華福音神學院推廣教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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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後三章16節，「神所默示的」的希臘文詞源意

指“God-breathed＂。

13. 羅賓森，《合乎聖經的講道》，25頁。

14. 羅斯，《創造與祝福》，49頁。

15. 羅賓森，《合乎聖經的講道》，33、118頁。

16. 提後三章16節（和修2010版）。

17. 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Exegetical Theology, 

       p.136.

18. 羅賓森，《合乎聖經的講道》，112頁。

19. Timothy Warren, “A Paradigm for Preaching,＂ 

Bibliotheca Sacra (October-December 1991): p.479.

【研究生神學學術研討會】

華神將聯同台神、信神與浸神於

5月8日舉辦「研究生神學學術研

討會」，由四所學校的神學碩、博

士生發表學術性文章，並安排回應

人評論。

本次研討會於中華福音神學院╱

汀洲校區（台北市汀州路三段101

號），時間為9:00─16:00（8:30

開 放 入 場 ） ，  相 關 聯 絡 可 致 電

03-2737477分機1374或電郵至

angelchen@ces.org.tw 查詢。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最新課程】

教牧博士科

7月11至14日「衝突管理」由張復民、曾紀鴻、陳

明正、杜明達等牧師授課；7月18至21日「聖經文體

的釋經講道(二)：詩歌、箴言、啟示文學」由賴建

國、何世莉、吳榮滁等師長授課；7月25至28日「教

會財務管理」由陳志宏、柴子高、張復民、陳稻松等

授課。傳道人需要在教會的財務管理上學習作個好管

家！畢德生勸導教會領袖不應輕忽行政管理，做好行

政管理不必然會使教會成長，但是行政管理做不好一

定會阻礙教會的成長。

宣教博士科

7月10至14日「跨文化溝通」由Dr. Scott Moreau授

課，融合跨文化溝通、社會心理學、文化人類學與聖

經神學的觀點，探究宣教領域的各項議題；7月18至

21日「宣教領導力」由馮浩鎏牧師╱醫生授課，從中

國地會與洛桑運動的歷史，聖經中的例子及近代領導

學的觀念，看宣教領導力。

【2023 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圓滿結束】

2023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從醫治釋放與屬靈爭戰看

門徒訓練」一連三天（4月17至19日）於八德校本部

順利舉行。墨爾本神學院資深研究員、墨爾本聖公會

牧師馬可．杜里博士（Dr. Mark Durie）親臨台灣擔任

講員，是疫情三年後，華神再次邀請國外講員來台講

座分享，杜里博士從大使命開始談起，特別提到門徒

成長的八個向度：愛神和事奉神、跟隨耶穌、在生活

的每個領域先求神的國高於一切、戰勝惡魔的屬靈得

勝、與聖靈同步的生活、相信真理、群體生活、在苦

難的恩典中成長。

杜里博士又從歷史脈絡中，說明教會忽視醫治釋放

事工的原因：受啟蒙運動的影響、去神話化、聖靈恩

賜的中止論（Cessationism）等。杜里博士從聖經中提

出七證據－特別是大使命－來說明醫治釋放事工的重

要性。杜里博士也在講座中介紹了幾位過去60年在醫

治釋放事工中重要的事奉者，例如：葉光明（Derek 

Prince）、安妮．懷特（Anne White）、溫約翰（John 

Wimber）、柯瑞福（Charles Kraft）、尼爾．安德森

（Neil Anderson）、葛蘭．慕冷（Grant Mullen）等。

最後一天，杜里博士具體介紹醫治釋放事工的方法

與原則，透過多年服事伊斯蘭信徒歸主的經驗，作為

個案研究，並以「放棄伊斯蘭教的祈禱文」為例子說

明如何幫助那些脫離伊斯蘭教者得著醫治解放與被擄

得自由（從清真言得自由）。三天聚會，除了牧者、

華神老師們針對每個主題做回應外，發問環節會眾提

問亦十分踴躍，從台灣教會的處境出發，以聖經、神

學、歷史及實際文化處境等面向進行更深刻的反思。

講座最後，教牧宣教研究中心主任吳獻章老師邀請

在場與線上數百位會眾高舉禱告的手，為那些仍受捆

綁的靈魂代禱，也為杜里博士的服事恩上

加恩，力上加力禱告！再次感謝杜里博士

在這三天為我們帶來精彩的分享以及重要

的屬靈提醒！ 錄影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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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又對他們說：「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

他那裡去，對他說：『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

有一個朋友旅途中來到我這裡，我沒有東西招待他。』

那人在裡面回答：『不要打擾我，門已經關了，孩子們

也同我在床上了，我不能起來給你。』我告訴你們，雖

不因他是朋友起來給他，也會因他不顧面子地直求，起

來照他所需要的給他。」（路加福音十一5-8）

耶穌這樣禱告又這樣教導，顯示禱告並不是為了掌

控或操縱。上帝要我們如此禱告，並不是因為祂是不甘

寂寞的神，所以渴求與我們說話，想要我們來肯定祂。

事實是，上帝愛我們，希望給我們最好的。有人說感恩

的禱告勝過祈求的禱告，這是非常荒謬的。祈求式禱告

對我們是有益的，因為在禱告中，我們能更深明白上帝

是愛我們的父，而我們是上帝的兒女；向天父祈求事物

是完全不自私也不操縱的。如果孩子從不要求父母或

不纏著父母要東西，一般做父母的不覺得奇怪嗎？

祈求是一種很棒的禱告形式。在祈求的禱告中，我

們可以透過耶穌基督來經歷我們與上帝的愛的關係。

耶穌教導我們，上帝希望我們向祂求：「我們日用的

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上帝想要透過賜給我們日常

生活所需，來回應我們的祈求。因此，禱告不是說服

上帝給我們什麼，而是讓我們預備心來領受。上帝給

我們的賞賜是我們一直所求所想的，如雅各書一章17

節所言：「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都是從

上頭來的，從眾光之父那裡降下來的；在他並沒有改

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當上帝的恩澤賞賜臨到我

們，成為禱告的應允，我們就看見那是上帝的禮物，

是祂對我們的愛。

真實的禱告是誠心的禱告，誠心將我們心裡想要的

一切帶到神面前。真心誠意的禱告也包括將我們額外

的和庸俗的欲望都帶到神面前。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想

法和需要都誠實地告訴天父，祂會引導我們去了解自

己內心真實的景況，並且使我們與祂更親密。我們應

該信任上帝，相信祂正在領我們從我們的真實現況中

走向祂自己。

祈求式禱告的真正用意在於祈求我們所要的。誠實

面對我們真正的欲望，是祈求式禱告的核心。當我們無

法誠心禱告時，通常是因為受到干擾。禱告時，我們的

心思意念難以集中，很容易就飄到別的事上。禱告時心

思不定是一種徵兆，顯出你正在為並不是真心想要的

事情禱告。許多基督徒常常認為，為自己並非很想要的

事物禱告，反而更為屬靈且更適切。為你應該去關心

卻不怎麼關心的事情禱告，你的禱告很快就會分心。

讓你分心的，就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些東西，也反映出你

一直真心想要的是什麼。分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你真

正的欲望和渴求。為你不怎麼在乎的事情禱告，會在你

開始禱告之前就毀了你的禱告。當你為你真正的欲望

和渴求禱告時，自然就不會分心（Herbert McCabe, God, 

Christ and Us, 8）。英國神學家麥凱布（Herbert McCabe）

寫下真心誠意向上帝禱告的重要性：

當你禱告時，仔細思考你想要什麼和需要什麼，不

管那聽起來有多麼庸俗或幼稚。如果你很想要通過考

試，或更深認識一個男孩或女孩，那就是你要禱告的內

容；先把世界和平擺一旁，因為你可能還沒準備好要熱

切祈求這個願望。禱告時，你一定要儘可能誠實地來

到上帝面前，在祂面前裝模作樣沒有意義。禱告對人

的一個重要性，就是你能面對真實的自己並承認自己想

要的，你也知道你能夠向上帝訴說這些事，因為祂是全

然愛你、接納你。真誠的禱告裡，你必須遇見上帝和遇

見真實景況中的你自己，惟有如此，上帝才能從真實的

現況中領你前行。禱告也有點像冒險，如果你禱告並

承認自己最幼稚的欲望，就很有可能會成長一些―是

上帝使你成長。當你（儘可能誠實地）向上帝訴說你的

欲望時，祂通常會非常溫柔且圓融地向你顯示，你其實

還有更深更成熟的欲望。但找出這樣欲望的方法只有

一個：從你現在的真實景況開始。假裝自己滿腹都是崇

高遠大的志向，這對自己沒什麼益處，你必須耐心等候

直到自己真的變成那樣。如果一個孩子被當作大人來

對待，他永遠都無法變成大人。禱告，是天父引導我們

的途徑，祂透過不同路徑引導我們每一個人成為聖徒，

也就是與他同在。（出處同上，頁105。）

為我們真心所欲的事情祈求，使我們能看清我們真

正在意什麼以及不在意什麼，這樣的覺察是我們成長

的開始。看清自己和自己的真實欲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那是靈命轉變的起始點。因此，我們在禱告中一

定要從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開始禱告，因為上帝創造

我們成為有欲望的生命。上帝放了一個渴望在我們裡

面，那個渴望是只有上帝能夠滿足的，只有在祂裡面

我們才有滿足的喜樂。第二，當我們為真心想要的事

情禱告時，上帝就會在禱告中來形塑我們的欲望。祈

求式的禱告終究能教導我們，使我們邁向成聖。當我

們願意真心誠意將自己的真實欲望帶到神面前，祂必

會使我們的欲望漸漸對齊祂的渴望；如此一來，我們

混亂的欲望便得到醫治，並且能看見隱藏在背後的

真正想望。在這歷程中，我們的欲望會變得越來

越與我們的需要相符一致，而我們的欲望也會

慢慢變成能夠榮耀上帝並改變世界。因此，要

為你真正想要禱告的事情禱告：「你們中間

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太七9）

▓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周學信

禱告是基

督徒生活的中

心。聖經認定禱

告對於信徒的生活

非常重要，但卻從沒

為禱告下任何定義。

這中間的空白，一直

由基督教傳統中的靈修

學者和神學家們所填滿。最廣義地

來說，基督徒的禱告是感受上帝臨在

時的個人回應，也就對這位已先親自對我

們說話的上帝產生回應。這意味著上帝先向我們顯明

祂自己。禱告，是我們對上帝臨在的察覺與承認，那

是上帝主動對我們行的，而非我們做的；因為禱告

中，採取主動的是上帝，而非我們。是上帝使我們開

口說話、開口尋求。上帝領我們走進關係之中，讓

我們倚靠上帝的慈愛活著。啟示錄中對基督的描述確

切說明了這個禱告觀點：「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

若有聽見我聲音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裡去，我與

他，他與我一起吃飯。」（啟三20，和合本修訂版）

然而，多數基督徒並不清楚我們禱告背後的動力其實

是來自上帝。禱告源自上帝。禱告的本質必定在於上

帝自己與我們溝通，我們的部份僅只是回應。當禱告

不再是對上帝主動出擊的回應，禱告便會淪為單方的

獨白，很容易就退化成某種豪言壯語的叫嚷，最後使

上帝變成一種客體―成為我們禱告的偶像。在這樣的

禱告中，上帝可能變成使人崇拜偶像的一種誘惑。所

以，儘管對我們來說上帝是慈愛的，且與我們有個人

的關係，但當我們把上帝抽象化及物化時，我們的禱

告將淪為一種醜聞。這樣的上帝偶像化對我們來說是

安全的、甚至使我們心滿意足，卻無法改變我們。

傳統對於禱告的分類有四種形式：敬拜讚美、感

謝、祈求、代求。然而，基督徒中最常見也最多人用的

禱告形式是祈求的禱告（petitionary prayer），祈求的禱

告也是最隨興突發的禱告，是單純向上帝求事情的禱

告。基督徒被教導要向上帝祈求我們所需要的，禱告

將我們的需要與上帝連結。祈求的禱告，其重點在於

當我們求上帝做某事時，就有可能改變上帝的作為。

但若深入思索祈求的禱告，我們會發現它並非如我們

常見的那樣容易和直接。上帝是全知的，因為祂不僅

知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祂的全知當然也包括我們

想要的事物。既然如此，祈求的禱告不就顯得多餘且

過時？耶穌提醒我們：「在你們祈求以前，你們所需要

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了。」（太六8）如果上帝知道

所有的事和我們想要的東西，那麼祈求式禱告到底有

什麼意義？為什麼還要用這樣的禱告來煩上帝？一直

祈求禱告，難道不會對上帝不敬，等同挑戰上帝的全

知嗎？此外，上帝是良善的，也是所有善的源頭。上

帝所做的都是好的，祂對我們的旨意也都是好的，所

以祈求祂做好事不就顯得多餘，甚至令人厭煩。這一

切都讓祈求式禱告顯得愚蠢且好像要試圖操縱上帝似

的。因此，我們不難理解為什麼有人會拒絕祈求式禱

告，認為這樣的禱告過份單純化甚至是幼稚的。

的確，祈求式禱告看起來像是一種說服或操縱的手

段。當然，上帝不計較利害得失，也不會屈從於阿諛

奉承、誘騙和浮誇的言語。這也是為什麼聖徒和靈修

學者喜歡他們認為「較單純」的禱告形式―字句不多

或不說話，如默想和默觀；單單沈浸於神的臨在，只求

祂的旨意成就，完全不提自己的個人欲望。但我們知

道耶穌要我們做祈求式的禱告，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

詞裡，中間那句就是祈求的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約翰福音裡，耶穌使拉撒路復活之後

說：「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了我。」可見父

神總是聆聽耶穌的祈求。耶穌接著又說：「我知道你

常常聽我」，意味著耶穌盡自己的本份，時常做祈求的

禱告（太六21、33）。耶穌教導我們禱告時要說「我

們的父」，顯明祂不斷地向上帝祈求，並求祂賜予所

需。耶穌如此禱告，說明了禱告並非說說話或操縱上

帝。在朋友半夜求餅的比喻中，耶穌自己不就教導我

們上帝會屈服於我們不斷祈求禱告的壓力嗎？

77

本文轉載自《基督教論壇報》「華神專欄：

從神學進入社會」2023年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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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方式：電洽（02）2365-9151轉202、204、264或傳真（02）2365-5885 

或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E-mail：tee@ces.org.tw 

繳費截止：新生 2023 年 6 月 6 日、舊生 2023 年 6 月 9 日   課程起迄：2023 年 6 月 19 日至 9 月 9 日

2023學年度暑密班（夏）課程一覽表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旅旅搶先報

2023/11/18、12/16、2024/1/20

週六上午 9:00～12:00 行前上課

2024/2/5～16 前往以色列、埃及、約旦三國共12天

帶隊老師／吳獻章 

★6/9 前報名者團費最多可省 6,000 元

週一課程╱晚上7:00～9:25

01.現代詩歌即興伴奏-個別班 王珮伶

＊上午10:30～13:25 

02.見主榮美：教堂建築藝術的底蘊 戴佳茹 

03.舊約歷史書導讀 黃立仁

04.從教牧書信看領袖、團隊與事奉 李慎政

05.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 周玖玫

週二課程╱晚上7:00～9:35

06.保羅生平事奉與神學 王瑞珍

07.祭壇前的事奉：如何選詩、領詩、唱詩 楊美惠

08.詩歌智慧書導讀 左大萱

09.歸納法查經：撒母耳記上下 林智偉 

10.青少年情緒與溝通 駱月絹

11.藝術欣賞： 陳韻琳

文藝復興時代的藝術與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興起

週三課程╱晚上7:00～9:25

12.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00～4:25  王俐俐

13.當代生死學電影鑑賞 吳庶深 

14.全民希臘文讀聖經 張奇軍 

15.敘事文體與釋經講道（進階課程） 于厚恩

16.活用讀經法 陳美如

17.助人歷程與技巧 孫榮岩

週四課程╱晚上7:00～9:35

18.用聲樂方法說話與歌唱＊下午2:00～3:15 駱惠珠

19.用聲樂方法說話與歌唱＊晚上7:00～8:15 駱惠珠

20.聲樂（下）＊下午3:20～5:55 駱惠珠

21.聲樂（上）＊晚上8:20～9:35 駱惠珠 

22.一般書信導讀 于厚恩

23.實用司琴法初階 王俐俐

24.牧養中的真偽辯：認識正統、極端與異端 施永昌

25.為成人說故事：故事中的破碎療癒與希望 陳韻琳

26.五旬節╱靈恩運動歷史與信仰概論 葉先秦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27.一般書信導讀（香港但以理） 王良玉

28.基督教神學（上）（創啟地區） 施永昌

29.一般書信導讀（含啟示錄）（溫哥華學區） 吳存仁 

30.羅馬書（溫哥華學區） 黃子嘉

31.整全人格與靈命進深（溫哥華學區） 張宗培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 全球選讀 

＊35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宗教改革之旅 

7/8、7/22、8/5

上午9:00～12:00 行前上課 

8/11～8/25 前往

德、法、瑞、奧、捷五國共15天 

帶隊老師／周學信

★6/9 前報名者團費最多可省 5,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