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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直觉告诉我们，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必定存在

着一种深度交织的关系。弄明白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并不容易。虽然

我们能够而且也已经对两者之间的许多关联点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但

本书乃是要提出并解释圣经与福音之间的两种特殊关联：福音是圣经

启示的因，福音也是圣经启示的果。换句话说，神在福音中所表明的

伟大而永恒的救赎旨意促成了圣经的诞生，而圣经又成就了神在福音

中的旨意。

福音是圣经启示的因和果

因

如果我们将福音看作神永恒的旨意，即神要拯救一群百姓归他

自己（彼前2:9），并复兴堕落的受造界（罗8:19-21），那么这个

“好消息”就存在于圣经启示之前，且促成了圣经启示的发生。整本

圣经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圣经的赐下是神的作为。从这种意义

上来说，福音是圣经启示的因。虽然圣经本身并不是福音，但整本圣

经都跟福音有关，福音是圣经存在的理由。福音也是贯穿整本圣经的

主要信息。

神启示的目的永远也不能跟他拯救的旨意分开。神过去在永恒

中计划要拯救一群百姓归他自己：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

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

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

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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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 1:3-6）

神与人之间的口头交谈被保存在了圣经中，其背后隐藏着神的

计划。

启示这个观念本身就有表达意图的意思。神是要透过启示他自

己来成就一些事：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赛 55:10-11）

神赐下他的话语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即拯救一群百姓归他自己。

神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他要召聚一群百姓归他自己 ：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耳而听，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作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 ；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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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赛 55:3-5）

新约经常明确地提及启示的这个目的。保罗论到旧约时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

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盼望什么？盼望神良善的旨意成

全之后所带来的完全得赎（参罗8:18-25）。保罗说，这就是神写下

圣经的原因。圣经对于启示神拯救的旨意和作为是必不可少的。从这

种意义上来说，福音就是圣经的因。但福音，至少从一种关键的意义

上来说，也是圣经启示的果。

果

我们提到福音的时候，指的都是福音信息的有效传讲。如果从

这种意义上来说，启示必然先于福音，福音是圣经启示产生的结果。

福音是圣经中的主要信息，而传讲圣经中的内容——即旧约先知所预

言的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以及新约使徒所见证的基督做成之工——

则带出了福音信息的大能，成就了神为它所定的旨意。

保罗在《罗马书》10章中就此做了精辟的论述。他在提到神的

旨意乃是要拯救一群百姓归向他时写道：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没有传道的，怎

能听见呢？（罗 10:12-14）

隔了几节经文，保罗又做了如下的总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

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第17节）换句话说，忠心传讲圣

经可以成就神所定的良善的拯救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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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

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所传给你

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1:23-25）约翰在《约翰福音》中也呼

应了这种观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

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1）这其实就是用另外

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圣经之所以启示，就是为了成就神伟大的旨意，

即在基督里拯救一群人归向神自己。

所以，圣经既是因为福音而存在，也是为了福音而存在。关键

在于福音乃是基督的信息。圣经各部分都以某种方式指向并解释了基

督。因此，圣经各个部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福音，也有助于我们

“听到”福音之后就可以去相信，神也可以彻底成就他良善的拯救旨

意。这也要求我们根据神良善的旨意来合宜地使用圣经。

正确读经前必须接受的根基性信念

要想让圣经产生神所期待的那种果效，我们就需要接受一些根

基性的信念，并让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读经。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保罗提醒他在信心中的真儿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提后3:16）保罗乃是在说，圣经源于神的心意，也是由神的心意说

出（“呼出”）的。基督徒必须坚定持守圣经是神所说的话这种信

念，只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能被圣经塑造。当我们用“神的话”这

个词来指代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应当错过这个词所传达的含义。神

说了一些客观的事情，他也正在说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他正在说

话。他在传达他的意思。神确实已经发声，而圣经就是记载神话语

的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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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的主要含义是，圣经是值得信赖的，是真实的。“神

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箴30:5）如果持守这种信念，我们自己

的读经还有我们对圣经的回应都会深受影响。这会让我们不再总是质

疑圣经，怀疑圣经。反之，我们若不持守这种信念，那么我们一旦在

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或者一旦在圣经中遇到任何难解的地方，我们

就会猜疑，举棋不定，摇来摇去。

圣经是可明白的

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

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我们还要按着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换句话说，神不仅说了一些客观的、具体的事情，而且他

希望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这些事情。神不是残忍的神，不是只想借着启

示玩弄我们。他绝对不会说一些他原本就知道我们无法理解的事，就

像那些无法破解的密码一样。他跟我们沟通的目的绝对不会是让我们

因为听不明白而沮丧。神说话有其目的，启示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了

其目的是让人知道、明白。神正在成就他所定的一个伟大的目的，因

此他希望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

然而，我们也要记住《提摩太后书》2章15节的前半部分。保罗

告诉提摩太必须竭力做工。没有人天然就可以明白圣经。但我们需

要牢牢持守这个信念：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去研读，就一定可以明白圣

经。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

圣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神的百姓只有相信、遵守他的话才能活出丰盛的生命。神的话

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特别有益。圣经不是必须通过一番神秘的操作才

变得有用，而是借着日常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这些

途径显出其功用（提后3:16）。圣经借着这些途径才显出其真的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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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益。

圣经是有功效的

圣经宣称它对人是有帮助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怎样帮助人

呢？我们再来思想以赛亚的话：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赛 55:10-11）

除此之外，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

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当《希伯

来书》的作者称神的话是“活泼的”，他指的就是神话语的功效。他

的意思是神的话有能力达成其目的，而且他还说神的话要借着它那刺

透一切的能力来达成这个目的。

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声称能够做到哪些具体的事情：

1）它让人产生信心：“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

2）它赐人属灵的生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

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

道。”（彼前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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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它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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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它叫我们成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

真理。”（约17:17）

5）它察明我们的心思意念，并证明我们是有罪的：“神的

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

6）它叫我们得自由：“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8:31-32）

7）它让我们得到滋养和更新：“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

活。”（诗119:25）

8）它让我们重新活过来，并光照我们：“耶和华的律法全

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

慧。”（诗19:7；另参见 8-11节）

上面仅列举了神的话语声称能够做到的部分内容。难怪大卫

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

福。”（诗1:1-2）这样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

子，叶子也不枯干”（第3节）。简言之，神要借着他的话语来滋养

百姓。圣经是神喂养我们、让我们得到滋养、让我们兴旺的主要途

径，也是他借以成就他良善旨意的主要途径。

如果基督徒能接受这四种信念，并用这四种信念来指导其生

活，那么神福音中的转变之恩就必定能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他们。但神

的话语还有一个绝对必不可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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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当有的姿态：谦卑

为了使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领受圣经，我们必须主动地、热

切地、心甘乐意地将自己降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们往往太高看自

己，因此容易将自己置于神的话语之上，去论断、批评神的话语。

我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去巴黎参观卢浮宫。这个人特别喜

欢看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但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了这幅画一会儿之后，就宣布说：

“我不喜欢这幅画。”站在边上的保安就说：“先生，现在已经轮不

到我们来评判这幅画了；这幅画已经成为检验看画之人水平的一个标

准了。”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现在已经轮不到我们去评判它了，它已

经成了检验读它之人情况的一个标准。问题在于，读者是否愿意谦卑

降服在神透过他的话语所彰显出的绝对权威之下。

降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就包括愿意接受圣经的审查。我们应当

习惯于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但我们不能以自我为参照地省察，也不

能在一种真空状态下省察。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神的话语来省察。神宣

告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耶17:10）作为回应，我们应

当效法大卫那样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诗

139:23）

《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神用他的话语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

主意（来4:12）。我们应当经常认真地用圣经来审查自己，好在圣经

的光照下做出改变。这个目的不应当只是一种义务。我们应当满怀喜

乐地盼望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就他拯救的旨意。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一旦神的话语显出我们的不是，我们马上

就会找借口说这并不适用于我们。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就

说服自己放弃了神为我们的益处而为我们预备的事情。十七世纪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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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牧师汤姆·华森（Thomas Watson）下面的这番话解释得非常到

位，我们最好来听一听：

你要将圣经中的每个字都当作是对你说的。当圣经对

罪发出雷鸣般的斥责时，你要想到 ：“神指的是我身上的

罪。”当圣经提出任何义务时，你也要想到 ：“神也希望我

这样做。”许多人将圣经跟自己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仿佛

圣经只是写给最初成书时的读者看的。但是你要想从圣经

中受益，就要将圣经应用在自己身上 ：药再好也没有用，

除非你将它吃下去。a

谦卑是绝不可少的，我们要带着谦卑甚至是喜乐的心，主动而

又热切地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它的旨意。

不可或缺的解经式讲道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根基性的信念，还有内心所必不可少的姿

态，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解经的问题了。新约给出了两大关键的解经

原则。

以基督为中心

关于圣经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一点，或许没有哪处经文比

《路加福音》24章更令人信服了。当时耶稣的两个门徒正走在去以马

忤斯的路上，耶稣以陌生人的身份跟他们交谈。这两个门徒简要地为

耶稣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说他们所期盼的耶稣已经被杀，而三

天之后他们听人传言说耶稣复活了，可他们无法确认这一点。耶稣回

答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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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接下来路加又

告诉我们，“（耶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

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24:27）

在同一章的后面，耶稣对聚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说：“这就是我

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

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又补充说：“于是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24:45）这处经文中比

较明确的一点就是，耶稣明白整本旧约圣经确实都是指着他说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也讲述了同样的内容。他对耶路撒冷的

宗教领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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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耶稣再次认为旧约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

并且都是指向他的。

显然新约都是围绕着基督而写的。写新约的那些使徒们更是

小心翼翼，生怕读者脱离了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去读他们的作

品。圣经都是以神所指定的那种方式来讲述耶稣的。柴培尔（Bryan 

Chapell）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Christ-Centered Preaching）对

我们帮助很大。他在书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个观点：“每一处（圣经）

经文要么是对基督事工的预言，要么是基督事工的预备，要么是对基

督事工的反映，要么是基督事工所产生的果效。”b这句话的意思当

然是在说，我们若正确地读经，就一定能看到每一处经文都是跟基督

有关的。

然而，这并不是叫我们无论阅读或教导哪处经文，都要生搬硬

套地与耶稣扯上关系。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蒙召去明白并讲出经文到

底是以哪些方式指向基督的，但耶稣的话语已经假定每处经文实际上

都是在指向他。我们若想在读经的时候做到以福音为中心（而且我们

也应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随时仰望耶稣，定睛在他的身

上。但不论在解读新约还是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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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圣灵解经

只是单单认识到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才能正确地解经还是不够

的。我们在解读圣经时必须依靠圣灵的光照。圣经跟其他的书有着本

质的区别，我们必须本于圣经的本质来读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刚刚描述了自己

最近的侍奉，即“对你们（他们）宣传神的奥秘”（林前2:1），

并提醒他们他的讲道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乃是出于神的大能（4-5

节）。他说：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

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

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

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

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

上了。如经上所记 ：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

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

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

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

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

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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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看透。（林前 2:6-14）

《哥林多前书》2章的这处经文明确地提到了四件事。其一，神

向人启示了一种智慧（10、12节）。其二，那种启示是透过圣灵完成

的（10节）。其三，既然那种启示是透过圣灵完成的，我们就必须靠

着圣灵才能解释那种启示（13节）。其四，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信徒，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2节）这既适用于教导的

人（12节），也适用于听到的人（13-14节）。离了圣灵的工作，我

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神的话语。是圣灵赐人能力，叫人晓得圣经是真

实的，并能够明白圣经中的真理。

读圣经的两种方式

我们现在要来讲一讲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读神的话语。我们这

里指的不是公开读经的诀窍，而是私下该如何读经，包括自己研读圣

经以及在听别人教导圣经时分辨所讲的内容。怎样才是“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呢（提后2:15）？

圣经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因为它是神的话语，而神本身就有着

无比的吸引力。圣经是涌流不息的泉源。你读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其

中的真理和美难以穷尽。

实际上，有很多种读经的方法，而且也都很有果效，毕竟圣经

是取之不尽的。然而，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不是所谓的“方法”，

而是我们所说的“途径”。主要有两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圣经的

宝藏，那就是福音。

将圣经当作持续的叙事（或历史）来读

圣经是历史叙述。它牢牢地扎根于真实时空下的历史，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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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常有意地提到已知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地点（比如路3:1-3）。

毫无疑问，圣经可靠地记录了它所涉及的那些历史事件。从历史的角

度读经就相当于“顺着”圣经的叙述去读。圣经包含了许多不同作者

写下的作品，所以读者如果想将圣经历史的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可

能会觉得很有挑战性。

但整本圣经不只有叙述，不只记述了人类历史。它所记载的故

事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真正的圣经叙事乃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的

展开。圣经是神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线就是福音：神计划拯救一

群百姓归向他自己，并借着基督恢复堕落的受造界。

将圣经当作神所默示的概念（或神学）纲要来读

圣经不仅记述历史，也会解释历史。圣经的呈现形式包括宣

告、律法、应许、箴言、呼召等。但每一部分圣经都包含着神所默示

的概念。在阅读“整本”圣经时，我们可以考虑从神学的视角来读。

如果沿着这个主线来看待圣经，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概念划分为不同的

思想范畴，从而对整本圣经的教导有一个连贯的理解。这种读经方式

必然会让我们更专注每一卷书和每一处经文的轮廓，但我们一定要记

住：每一处经文的含义都跟其他各处经文的含义有着一定的关联，因

为它们都是神整个话语中的一部分。

圣经唯一的信息

不管我们用哪种途径读圣经，它的信息都是不变的。如果我们

将圣经当作持续的叙事来读，它的故事主线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和

成全。如果我们将圣经当作一系列的神学概念来读，它的主题就是

神、罪、基督和信靠。这两种读经途径所得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即

神永恒救赎旨意的得胜。这两种读经途径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它们

极有益于我们充分理解、“聆听”圣经中的福音，并帮助我们看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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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部分是如何契合、指向耶稣的。

以《马太福音》12 章为例来进行解释

我们简单用这两种途径来分解一处经文，借此解释一下这两种

途径如何互补：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

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 ：“看哪，你的

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

人可以吃的，惟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

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

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

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

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 12:1-8）

如果从叙事的途径来读这处经文，我们就会将重点放在《撒母

耳记上》21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遭遇的事如何预表了基督。耶稣认

为当下的情形跟大卫的遭遇到底有怎样的关联？大卫生平中遭遇的这

件事是发生在安息日吗？我们根本不知道大卫是星期几进入了神的

殿。如果这就是耶稣提到这件事的原因，那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提这两

者之间的关联，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这种关联到底是什么呢？耶稣是否在说：“嗨，如果可以

违反一次律法，当然也就可以违反第二次”？可以非常确信的是，

我们根本不能从耶稣之前所提到的他委身于律法的那番话（参见 太

5:17）中得出这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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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指出他们并没有违反律法，他们是“无罪的”。其中的关

联不在于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或情节。这种关联乃在于整个故事，我

们如果关注圣经的叙事线索就能看出这种关联。只有祭司才能吃陈设

饼，当然，除非比祭司权柄更大的那一位来到——就是已经受膏作

王，对律法有权柄的那一位。

通过引述这段旧约历史，耶稣是不是在表明跟大卫一样伟大甚

至比大卫更伟大的那一位已经来了，所以法利赛人应当像《撒母耳记

上》21章中的亚希米勒一样承认这种更大的权柄？在第3和第4节中暗

含的这个真理在后续的经文中表述得更加明确，因为耶稣宣告他比祭

司和圣殿更大。于是一切就都落到了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上，而正是从

大卫往后的这个叙事线索将我们指向了这里。这种途径强调了从大卫

到基督的王室血脉传承，也将马太在记述基督的话时想要传达的那种

王权和权柄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如果我们根据主题式神学途径来读这处经文，会得出什么样

的结论呢？这种途径要求我们关注神的同在这个主题，而神在整本旧

约中经常彰显他的同在。圣殿的各种深层含义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人

物，而耶稣表示他“比殿更大”，因此这句话也促使我们将重心放在

基督身上，看到他是神与这个世界（尤其是他的百姓）同在的新方

式。基于这种关联，我们最合理的结论就是：耶稣比安息日大，比守

安息日的人也大。

最后，这两种途径都将我们引向基督。万有都指向了基督，并

与基督一起敦促我们归向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8-29）这样，这两

种途径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聆听福音的信息。

读经至少应当能够让我们听到的福音信息得到双重的加固。每

一处经文至少都对福音做了双重的强调，一种是叙事层面的，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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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层面的；而且这两者彼此结合，可以让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与大

能更加稳固而活泼。

结论：福音既是圣经的因也是圣经的果

我们一开始就给出了结论。整个圣经启示都是在讲神伟大的永

恒救赎计划——它促成了圣经的形成，也是神赐下圣经的真正目的。

好消息是圣经唯一而又宏伟壮观的主题：借着基督无罪的一生，以及

他的代赎之死，复活，当下的事工，还有将来得胜的再来——那时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弗1:10）——神将

在人类身上和整个受造界成就他纯全的旨意（罗8:21）。

我们对神话语的一切“解读”，不管是自己研读神的话语，还

是满怀喜乐地宣讲神的话语，都要受这个结论的启发和引导，这样就

能叫神得荣耀，也能叫所有得救的人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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