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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推動讀聖經和查經事工 
盧俊義牧師 

 

 

一、 楔子： 

 

我是在一九七四年自台南神學院畢業。在這之前，我就已經受到當時由陳南州牧師、謝叔陽牧

師、鄭信真牧師，以及林弘宣兄等幾位當時還是神學院研究所二年級的同學所影響，因為他們

四位推出「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的事工，我雖然還是神學生，沒有參與，但我發覺他們所推

動的事工才是教會最需要的事工，因此，畢業之後就很積極地投入參與這項事工，並且將這樣

的概念－研讀聖經的正確方法－帶入我在牧會的事工中。 

 

 

二、 我從幾個方面來推動這樣的工作： 

 

1. 農村的鄉下教會，因為識字的會友並不多，且受教育的機會也比較少，因此，要他們自己研讀

或是帶他們研讀、查考都會有實際上的困難。為此，我就從講道著手。我很有「系統」的方式

講道，這樣，他們可以配合講道的激勵來配合教會事工。但那時候的有「系統」講道也只是停

留在「主題式」的經文講道。 

 

今天因為拜電子媒體科技的進步，已經有聖經錄音帶，也有「電話聖經」之類的新類產品，甚

至還有所謂的DVD這種有聲、有影像版本的聖經，要推動信徒讀聖經應該是更容易了。 

 

另一方面，我在農村教會牧會期間也撥出時間積極參與推動「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的工作。

時至今日，我還在直、間接中關心和參與這項事工。我認為從我們的青年開始著手這項事工是

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大專團契中，他們都是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也比較會思考問

題。因此，在「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可以訓練他們思考聖經和信仰的問題，以及進一步從信

仰到實際生活之間，怎樣取得適當的互動關係，這對大專學生來說都是非常貼切的。 

 

推動「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之事工還有另一項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大專生大部分是住宿學

校或校區臨近的宿舍，且是好幾個人一間房子。他們有的是學校團契契友一起租房子，然後相

偕去參加團契聚會，甚至有的同學就住在團契學舍，這就有一個好處：大家可以彼此互相鼓勵

每天固定時間讀聖經、祈禱等靈修功課，有時也可以類似查經班，彼此交換對經文引申出來的

問題和見解，這樣的討論和靈修，對這些青年後來投入教會事工有很大的幫助。今天有很多教

會幹部都是當年參與「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的學員，他們從參與該班的事工，多少會有許多

福音事工的概念。因此，如果能將這些參與該班的學員（包括畢業之後的學員）組織起來，對

整體教會的發展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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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一九八四年開始我在中型都市教會牧會，這裡的會友受教育的情況比農村教會的還要普遍，

識字的會友更多。教會原本就有查經班，我很自然地就接了下來。不但如此，有一位在教會醫

院工作的會友因為發現我帶查經是逐節經文解釋的方式，就在該醫院發起查經班的事工，邀請

我去帶他們研讀聖經，這是我第一次從教會延伸查經班到臨近教會醫院去。 

 

另一方面，我也推動大家一起研讀聖經，並且在講道之前會先撥出幾分鐘的時間，詢問一下參

加禮拜的會友對上個禮拜研讀聖經經文的一些簡單問題。有時我也會點會友的名字請他們回答

問題。因此，有些人很緊張，特別是長執更怕被我點名問問題，因此，會更加認真研讀聖經。

有一陣時間，我還在講道之後留下時間，讓會友問我講道時他們聽了之後想要問的問題。 

 

後來，最讓我興奮的乃是：有一位姊妹告訴我說，她因為晚上時間無法來參加週間的查經班，

只能在白天來參加，是否可以在白天為類似她這種有小孩在家需要照顧的婦女開查經班？我當

時的回答是：只要找到五個人我就開班。這位姊妹就真的找到五個來參加，而她們當中有三個

竟然是非基督徒，都是這位姊妹的親友。不但這樣，由於參加這個查經班的姊妹會「傳述」她

們參加後的心得給工作職場的同事，或是與她們經常來往的朋友，於是，人數增加到後來的二

十名出席。最可貴的地方是這些增加出來的姊妹都是非基督徒，她們告訴我說，原本以為聖經

只是一本宗教經典而已，是要參加禮拜或是加入該宗教信仰的人才會讀的經書，沒有想到聖經

也可以當作一本「歷史、文學」等方面的書籍來看。但最使我感動的是，經過兩年時間的查經

後，這些當年參加查經班的姊妹已經有好幾位都去臨近教會參加聚會了，而她們去參加聚會都

是在我離開該教會之後。 

 

 

三、 從一九九○年開始，我試著除了帶查經班之外，也在講道時將聖經一卷

卷、一章章（或是段落）地講，為的是要幫助會友更清楚整卷經書所說的

信息。 

 

我之所以會這樣做的原因基本上有兩個： 

 

1. 我發現即使鼓勵信徒每日讀聖經，還是有人不會讀，也不想讀，這不僅是信徒，也包括了教會

長老、執事，他們根本就不在意教會推動的這項事工。因此，我就利用這種方式來講道，這

樣，即使不讀聖經，只要有來參加禮拜，至少也會在我講完一卷經書時，他們也跟著讀完（司

會者）一卷經書，並且還聽過我講完該卷經書。 

 

2. 用這種方式講道對傳道者的幫助最大，原因是可以使自己對那些不熟悉的經文也會因為這樣的

講道方式，逼自己花些時間好好地研讀、準備，才不會有永遠都不會用之來講道的經文超過大

半部的聖經，那就很說不過去。 

 

在這樣的講道方式之後，我發現會友比較容易明白整卷經文的主題，也會清楚前後經文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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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信息。另一點很有意思的是，許多會友都會先在家裡看過禮拜日要讀的經文，也有的會

友會先去找書看過該段經文的意義。這樣，他們來聽傳道者講道時，就會更容易進入況狀，甚

至發現他所瞭解的經文內容與傳道者所講的有出入時，也會在禮拜後與傳道者提出來討論，這

對傳道者來說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進步」。 

 

自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我將講過的經卷之講道稿整理後出書，至目前為止（二○○二年十月）

已經出版過二十卷（廿五冊），我計畫在有生之年能將整本新舊約聖經六十六卷都講完且出

書，雖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還是繼續朝這個方向前進。 

 

 

四、 我目前是這樣子推動讀聖經的工作。 

 

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我在中南部一間教會推動每日讀聖經，當時就是編排一份兩年讀完新舊約

聖經一遍的讀經表，然後每個月要信徒寫作業回來交。但繳交作業回來的兄姊並不多，即使如

此，我還是繼續推動並不氣餒。我在作業中出十道題目，其中七題是填充題，三題問答題。填

充題都是有標準答案，而問答題都是申論題，沒有標準答案。我將這些申論題的答案選擇我認

為比較不錯的刊登在週報上，這樣可以讓其他會友也一起分享。 

 

同樣的，我也在台北東門從一九九九年元月初一開始要大家每日讀聖經。我編排一份兩年半的

讀經表，然後每兩個禮拜出一份「讀聖經寫作業」。我從信徒中揀選四位組成一個小組，專門

負責出題目和閱讀作業，以及篩選申論題寫得不錯的，將之放在週報上。開始參與寫作業的人

有一二八名，直到最後完成第一輪回的有七十一名。雖然減少了很多，但發現這些參與寫作業

的會友，有許多都是全家檔、夫妻檔。 

 

為了幫助會友喜歡讀聖經，不會半途退出，我每個禮拜在週報上刊登該禮拜內要讀經文的簡單

「聖經導讀」，鼓勵會友一面讀聖經一面參考「導讀」資料，並且告訴他們：只要他們讀完一

卷，我就送他們該卷「聖經導讀」，這樣就完成一套新舊約「聖經導讀」手冊共計三十六本。 

 

現在已經進入第二輪回，我沒有重新寫「聖經導讀」，而這次長執討論後認為將原本的兩年半

拉到三年讀完新舊約一遍的速度會比較好。同樣的，也是每兩個禮拜寫一次作業，但我將參與

出題目和閱讀作業的小組同工擴編，讓更多人來參與。參加的人數一直很穩定地在一百名左

右。 

 

另外，每次作業中，我都有留一塊空白欄，主要是讓會友在讀該兩個禮拜的經文中，若有遇到

經文的問題就寫出來。我發現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文的，還有許多是與在信仰上

遇到的問題有關。當出作業小組同工將這些問題拿給我處理時，我發現許多人在經文上都有同

樣的問題，例如：上帝創造了亞當和夏娃，他們夫妻兩人同房之後，生下了該隱和亞伯。後來

該隱殺死亞伯，但創世記第四章 17節說：「該隱跟他的妻子同房，妻子懷孕，生下一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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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以諾。」很多人都這樣問：「只剩下一個該隱，怎麼還能跟妻子同房？妻子是從哪裡生出

來的？」有類似這樣問題的人很多，於是，我將這些問題直接在週報上回答，也讓大家可以知

道自己有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別人提出來的問題中。然後，我將這些問題蒐集成書出版。現在

已經出版第一本「牧師，我有問題－福音書篇」。是由台灣教會公報社的人光出版社出版。 

 

其實，從會友寫出來的讀聖經寫作業當中之申論題，我知道他們的想法，這對我在講道上很有

幫助，因為我可以明白他們在信仰上的認知，且有許多資料是值得我引用在講道中的，這些資

料都是相當寶貴的。特別是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幾乎很多都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這也幫

助我明白：我認為沒有問題的，並不是沒有問題；我認為有問題的，在會友看來並不見得就是

問題。而這些都不僅幫助了我的講道，更幫助了我帶查經班的工作。 

 

 

五、 我是這樣子準備查經班的。 

 

一九九八年三月起我開始在台北東門牧會，同年七月初一我開始帶查經班。我一開始就帶兩個

查經班，其一是禮拜三上午九點三十分，其二是禮拜五晚上七點三十分。兩班查考的經文和內

容和進度都是一樣，為的是要讓會友「白天不能來的，晚上來參加」，或是「晚上不能來的，

白天來參加」。我從馬可福音這卷開始查起，用馬可福音作底，然後比較馬太與路加這兩本福

音書。這樣，查考完馬可福音時，也就同時看過馬太與路加福音了。時至今日，已經查考過的

除了馬可福音外，還有創世記、羅馬書、路加福音，目前正在查考約伯記。參加的人數也從一

九九八年七月初一開始早晚各自有三十名參加，至今禮拜三上午有一五○名、禮拜五晚上有九

十五名參加。參加的兄姊並不都是我牧養的教會會友，有南來自桃園，北自宜蘭；有外教派會

友，也有慕道友。我主張使用「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因為看起來比較容易懂、好讀。

當我在引用經文時，都必須特別強調是「舊約部分第XX頁」、「新約部分第XX頁」，好讓那

些慕道友知道怎樣翻閱聖經。其實，我也發現很多信徒對聖經是相當陌生的，真正熟悉聖經的

信徒並不多，這是只要看他們翻閱聖經的狀況就能看得出來。 

 

目前我總共開五個查經班，除了前述兩個固定在禮拜三上午和禮拜五晚上的查經班外，我也在

禮拜四晚上開兩個查經班，都是隔週一次，其中一個班在教會，另一個班在會友的家。在教會

這個班是大專畢業生，也就是所謂的「畢契」學生，他們都是利用下班後直接到教會來。另一

個在會友家開的班，則是以外教派的會友居多。第五個班是禮拜日上午九點的青少年國、高中

生班。 

 

我帶查經班是選一卷經書，然後一章章、一節節地查考講解。在禮拜三和禮拜五的班中，我會

先用十五分左右的時間帶領大家唱聖詩，並且在唱詩中講些短故事，這些故事都是與周遭生活

有關係的人、事、物等。我也經常講些歷史故事，也講時事，讓他們知道我是從基督教信仰的

立場看這件事。然後帶大家一起禱告後就開始經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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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考福音書時，除了我自己會編排一份福音書經文對照表之外，也會發講義給他們。這樣，

來參加的人除了有講義可以幫助他們明白之外，還可以幫助他們專心聽我講，就可以省去許多

寫筆記的時間。目前，我已經準備將這些查經講義彙整成書出版，預定在明年（二○○三年）

可以出版的有路加福音、羅馬書、創世記等三本查經講義。 

 

查經班一次大約九十分鐘，但中間有休息十至十五分鐘，再加上提早十分鐘開始唱詩歌，這樣

總共用的時間大約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中，我需要準備的講義大約是三千至三千五百個字。

我不僅僅是講經文內容，也會在經文內容中穿插許多生活或歷史實際的例子。因此，這就必須

準備許多材料，而這些資料都是與平時閱讀報章雜誌刊物書籍有密切關係。我也經常介紹我認

為好的書給他們看，鼓勵他們買。因此，我也會向出版社直接訂購來賣，書價也比一般書局要

便宜很多。要介紹他們看書，我就必須先自己讀過，這樣也可以激勵自己多讀些書。 

 

由於我對經文都是採取逐章、逐節講解，因此，講解的速度很慢，一本馬可福音就用去一年三

個月的時間。除了農曆過年休息一次之外，其它時間都不休息，沒有國定假日或是暑假休假，

除非我出國或生病住院之外，一概不休息，好讓進度順利。我將所有演講都排除在查經班之

外，為的就是讓這查經班可以穩定。我也經常鼓勵參加的會友多帶朋友來參加，即使現在禮拜

三那班的人數已經多到一百五十名，我還是繼續鼓勵他們來參加，我甚至準備當人數達到一百

八十名時，就分成兩個班。 

 

 

六、 從查經班我發現到非常重要的功用。 

 

很多人不瞭解我為甚麼要用這麼多時間帶信徒查經？其實，當傳道者用心投入這項工作時，就

會發現我們的信徒確實是很可愛的；他們的心靈渴望著明白聖經上帝的話語已經很久了。因

此，當他們聽到有人在講解聖經時，那種喜悅的心會從他們身上表露出來。 

 

從查經班與參加的會友互動中，我知道有許多長久累積起來的錯誤觀念，例如：教會節期以哪

一個最重要？很多人會回答說「聖誕節」，而我可以利用查經班讓他們知道過受難週最重要。

也可以幫助他們明白為甚麼要大家來讀聖經？因為有研讀聖經、查經，教會的糾紛就會相對減

少，信仰品質才會提升，並且從這裡進一步地引導他們關懷軟弱的教會的需要。目前我鼓勵參

加查經班的兄姊，每個人每個月奉獻兩百元來支援一間或兩間弱小教會，現在這項奉獻已經超

過兩間弱小教會聘請專任傳道者一整年的經常費用所需。我們把這項關心與總會原住民宣道委

員會合作，也讓大家知道查經班在關心的教會是哪幾間。 

 

當然，這樣的查經班因為人數實在太多，根本無法討論問題，因此，我只好告訴他們有問題的

話可以在結束後留下來。結果往往留下來的人不少，有時為了討論問題要用去大約四十分鐘時

間。而在禮拜四晚上的查經班就可以討論問題，因為社會青年（大學畢業生）這班的人數只有

八名，會友家的那班也只有十八名而已。但只要有人要參加查經班，我就帶，人數多寡並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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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從來參加查經班的兄姊可以看出，他們確實很熱心在追求。有許多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實在

無法參加。因此，他們就訂購錄音帶。我教會為此買專用的錄音拷貝機，目前訂購錄音帶的人

數有多達六十份。他們當中有的人將錄音帶有寄到國外去的；有的是買回去再聽一次，然後轉

送給親友；有的人則是帶回去給丈夫、家人在上下班途中於車上聽。看他們這樣熱切在追求認

識聖經，我就更加奮力要做好這件事。 

 

 

七、 結論： 

 

我一直認為身為一個傳道者，我的使命就是傳「道」，因為「道」是上帝的話，而上帝的話就

是聖經。而不是要當傳「教」者，因為「教」是在談組織、發展。這是我的理念，也是我獻身

的使命感，打從神學院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很清楚這種身份。今天，我也發覺每當我越帶

領信徒研讀聖經時，我發覺自己對聖經的興趣越濃厚，甚至也看到自己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經

文之精華。每天用很多時間閱讀聖經、研究聖經，我深深體會到上帝從聖經中對我說話，與上

帝的關係也越親密。 

 

我當然知道帶信徒研讀聖經、查考聖經，並不會馬上使教會增長，但我知道聖經才是教會的基

礎，就像咱長老教會創會者約翰‧加爾文對教會所下的定義說的：「教會是奠基在聖經上帝的

話語之基礎上。」我的看法是：若是沒有聖經基礎，就算教會因為推出某種事工而帶動起來，

可能看起來很興旺、增長很多，但可能因為缺乏對上帝話語的認識而根基膚淺，恐怕有一天就

會因為找不到上帝的話而日漸枯萎下去。如果有聖經上帝的話語作基礎，則表面上看起來並不

是很興旺，但卻因為有上帝的話語扎根很深，不論這個世代怎樣變遷，教會並不會因此而受到

動搖。這是我的告白，也是我的信念。 

 

（寫於二○○二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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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分享日期：2003年1月8日 

相關回應與討論：1. 傳道者應該從神學生的時代就開始培養讀聖經的習慣。又神學生在準備神學院課

程的作業時，都有查考聖經的機會，而此類聖經的查考是否等同於所謂的“查

經”？ 

 2.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因為好讀、易懂，並且後面附有註釋及索引等，好

像攜帶著工具書一般，故推行使用之。而《和合本聖經》的使用除了習慣因素

外，亦牽涉到認同的問題－大中國主義情結。 

  倘若神學院本身不鼓勵神學生使用《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當學生踏出校

門後，也就不會推廣使用了。 

 3. 對於總會推動的事工或運動如「新眼光讀經運動」，該如何取得神學院老師的認

同及配合？ 

 

讀經運動－綜合 

相關回應與討論：1. 培養讀經運動的推動者，使長老教會成為讀聖經的教會，並進一步改造整體教會

的本質及體制等。 

  建議可從第 40屆神研班開始做起，建立人力資料庫。並建議大專事工委員會舉

辦歷屆曾參與過神研班的學員校友會，或是藉由舉辦輔導培訓時，再將這些學員

組織起來，使成為推動讀經運動的酵母。或許學員會有工作、時間及人格特質等

方面的考量，但這些考量是可以經過協調及訓練的。 

 2. 各種讀經運動除了期待養成參與者每日讀聖經的習慣，也應該在運動中加強宣導

使這些參與者在回到自己的教會後，能夠成為推動讀經運動的媒介及種子，將每

日讀聖經的運動推廣成為教會內全面性的讀經運動，並成為教會推動宣教事工的

助力。 

 3. 除了藉由各種讀經運動的刺激使參與者有讀聖經的動機並幫助建立讀經的習慣，

當這些參與者回到自己的教會後，亦需要有外來的力量繼續作推動，例如愛修會

的聖家族持續作關懷及追蹤讀經的動作、教會傳道者的嚴格叮嚀等。 

 4. 既然「新眼光讀經運動」為長老教會所推動的讀經運動，就應該全面大力推行，

連同《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聖經》的配合使用。 

 5. 如何使多種宣教運動相互效力成為全面性的宣教運動而不互相抵觸？又除了今日

所分享的三種讀經運動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讀經模式可以提供作為參考？ 

 6. 可以透過教會發行的報章雜誌例如教會公報、耕心及福報等，提供推動讀經的實

例，以及讀經生活的實踐分享等。 

 7. 探討多元宣教模式的最後終須回歸到讀聖經，而傳道者在教會推行紀律或讀經運

動時應該堅持到底而不放棄，並且用相同的標準反求諸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