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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 了解敘述文體 

舊約聖經將近一半的篇幅是由敘事文（故事）所組成。認識聖經敘述文體，包括：敘述文體

的特徵，敘述文體模式，敘述文體元素（背景、情節/佈局、人物等），敘述文體的研經

步驟，和解經的技巧。 

（一） 敘述文體的特徵 

敘述文體的特色，是由一連串發生的事件組合而成，將真理襯托出來。敘述所描繪的故事通

常是真實的人生，容易讓人產生共鳴。甚至，讓讀者可以「設身處地」，而不自覺會問：

如果我處在相同的情況，我會怎樣做？同時，理解敘述的情節，會加強記憶。 

敘述文體有一定的格式，就是「結構、佈局、角色、觀點、對白、敘述的時間等」。這一切

都能幫助讀者了解經文的重點，明白神如何感動聖經的作者，來敘述祂的歷史。 

神有時亦會在敘事文裡的眾多人物中，藉着某段經文裡祂所說的話和作為，將祂自己包括進

去，讓我們對祂有更多的認識。只要讀者能夠掌握敘述文體的格式，便能了解敘述者，

刻畫該事件的心意，並作為信徒生活的指引。 

敘事文體傳遞神學真理的缺點 

敘事文的意義，可能深奧難懂，或文意含糊不清，讀者可能無法瞭解，整個故事的含意或可

能將過多的神學，引進敘事文裡（寓意解經）。同時，讀者可能只對故事本身有興趣，

而無法領會敘事中的意義。 

（二）敘述文體的模式 

敘述的四種模式：「直接的敘述」、「戲劇性敘述」、「描述性敘述」和「註釋性敘述」。 

描述性的敘述 - 是由敘述者描述一位人物，或者提供背景的細節。敘述者和故事的人物，作

以下的人物描述：由敘述者的描述、由故事人物描述、敘述者的旁註等。 

註釋性的敘述 - 是由敘述者對故事的情節、背景或人物作出解釋。敘述者向觀眾透露他的觀

點。規範性的解釋，則是敘述者借用故事中的人物，作出規範性的言論。而這個人物是

由故事中的人物說出來。 

（三）敘述文體的基本元素 

敘述文體的三種基本元素：背景、佈局或情節、和人物。 

毎個故事都含有這三大元素：當敘述某地某時某人在做某事時，『某地』是背景，『某人』

是人物，所做的『某事』是事件。 

敘述者的觀點：敘述者透過敘述時間和情節時間、敘述的修辭、和敘述的觀點，來傳達他想

表達的信息。 

場景 – 包括：背景（地點）、人物、事件、敘述時間、情節時間、敘述者的觀點（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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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劃）、實物背景、連續性的行動、情節、直接的敘述、角色進場與離場等。 

（1） 

背景 

Ryken 提到背景包含以下三方面：「實物背景」、「時間背景」以及「文化背景」。 

「實物背景」是當時的故事情節，發生在某一個實質的環境裡。 

「時間背景」就是故事情節發生的時間。 

「文化背景」是指當時故事情節，發生的社會背景、人文思想意識和風俗習慣。這些背

景資料十分重要，它幫助我們對故事的理解。 

（2） 

佈局或

情節 

敘述文是由一連串持續發生的事件，結合戲劇性動作的起伏，令整個情節的架構更為清

晰，並推動故事的進展。 

從衝突的開始到衝突的平息，有開始、發展和結束，將多個事件串聯一起，成為一個完

整的故事。情節就是為了使故事有組織，激發讀者們的興趣和情感，同時對事件賦

予意義。 

大部分敘事文的結構佈局，具有三個要件： 

（i）解說 – 故事以詳細而明確的解說開始，內容是基本的背景說明，揭開一系列主要

事件的序幕。 

（ii）衝突 – 由於某些情節的不完全或無法滿足的慾望，因而引發一連串的衝突。 

（iii）衝突的化解 – 最後一個要件，就是佈局的解決方案。 

 

情節的類別 

Ryken 在他的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一書，列出八種不同的典型情節：1 

悲劇性的情節：一個原本性格不壞的人，因着別人的陷害，而遭遇苦難，如：參孫。 

懲罰性的情節：因着自己的冷漠無情，遭遇懲罰，如：耶洗別。 

傷感性情節：一個心存憐恤的人，不是他的過失，而遭遇苦遇，如：約瑟。  

喜劇性情節：一個單純的角色，捲入不利於他的情境，仍然能夠成功活下來，如：以斯

帖和路得。 

豪傑性情節：以一個常勝姿態出現的人物，如：以利沙和但以理。 

悔過性情節：從邪惡轉成良善的人物，如：雅各。 

墮落性情節：原本是良好個性的人，演變成墮落的人物，如：所羅門。 

啟示性情節：焦點是在扮演角色過程中，經歷神給他的應許實現了，如：亞伯拉罕。 

 

以連貫詞作連繫 

文體中常有 “這事以後” （約 5：1）這樣的片語，把兩段故事連接在一起，也是敘述

                                                           
1 Leland Ryken,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53. 此書有詳細的解釋這八種不同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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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作情節向前發展的暗語。 

（3） 

人物 

故事有情節沒有人物，就不成故事，情節需要人物帶動。敘述情節所包含的每個人物角

色，都有其功能，包括出場一次的配角或中介，目的是要帶出敘述者的意圖，抑或

推動情節發展。 

人物的描繪 

人物的描繪有直接和間接。直接描繪有「特殊稱呼」和「描述」是敘述直接介紹人物的

手法。間接描繪有「言語」和「行動」。敘述者幾句話描繪情節中的角色，對故事

發展有重大意義。 

奧爾特（Robert Alter）認為聖經作者（敘述者）會用三種不同的層次，來描述人物的動

機、態度和品格。 

（4） 

敘述者

的觀點 

（i）敘述時間和情節時間： 

「敘述時間和情節時間」 - 雙重時間的關係，在敘述結構中佔重要的位置。 

「敘述時間」是將故事分階段逐漸向讀者呈獻和闡明，即故事連續發展的時間過程。

「情節時間」是故事裡的人物，言行舉止和事件都存在時間之內。 

（ii）敘述的修辭： 

希伯來敘述文體的作者和詩人，都喜歡用反諷語法和重複的技巧。反諷語法是一種

修辭的手法，用相反的情節或話語傳達本義，以達到挖苦嘲弄的目的。 

Ryken 提到敘述者使用重複技巧，幫助讀者了解閱讀的功能。2 聖經文本中的重複

現象繁複，其中有詞語的重複、主題思想的重複、題旨的重複、情節的重複、

連接性行動的重複、典型場景的重複和數字的重複。 

另有三回合的情節重複模式，或三加一，以一連串重複的事件向前推進，每一次的

情節重複都有增強的趨勢往前推進，或推向一個高潮，或是一個逆轉。 

敘述文體文學技巧 – 包括：關鍵字詞、重複字詞、人物角色、典範場景、慣用手

法、反諷的技巧、對比的技巧、諷刺的字詞、敘述節奏、與前章聯貫點、敘述

文體引言、重覆情節、敘述目的、對話、人物之間的傳話等。 

（iii）敘述者的觀點： 

（a）觀點 

敘述觀點是聖經裡敘述文體的主旨，聖經的目的是要影響讀者。敘述文體以潛

移默化的方式，以發揮其功能。 

（b）記述觀點 

敘述者選擇他所要的記述，在故事的每個情節，場景，安排不同的角色 

                                                           
2 Leland Ryken,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59. 



7ministry.org 第九課 – 了解敘述文體 -  P. 4 

進出場，甚至採用一些技巧，營造張力，突顯故事的焦點。目的在引導讀者朝

着他的觀點了解故事的情節。每位研經者即使對相同的事物，也會有不同

的看法。但研經者必須從敘述者的角度，判斷故事的情節，找出他的觀點，

才能正確了解故事的教訓。 

（c）觀點切入 

有時在故事的開始，敘述者自己敘述，故事的一些背景和直接的事件報導。由

敘述者的觀點，說明事件的發生，並且帶動整個故事（直接的敘述）。  

（四）敘述文體研經步驟 

要從聖經敘述文體的故事中，得着亮光和啓迪，研經者就要訓練自己，從敘述者的觀點來觀

察故事的情節與發展，如福克爾曼所言：「讓故事帶着我們走」。3  

以下是敘述文體的研經步驟： 

步驟一、從「模糊」到「清楚」 

閱讀的目的是要了解故事的情節、背景和人物，以幫助第二步驟的思考。 

步驟二、從「閱讀」到「觀察」 

第二步是「觀察」故事的背景、人物和情節的環節。了解每個場景有什麼背景，人物，

誰是主角和配角、屬於那一類形的情節。 

（1）觀察故事的背景 

（2）觀察故事的情節 - 留心觀察故事的情節，例如：情節的段落、情節的衝突等。一

般故事的風格都有衝突，衝突使情節展開和引起讀者追查故事的發展。敘述者如何

描述衝突的開始，衝突加劇而升溫到頂點，到衝突的解決和結束。 

（3）觀察故事的人物 - 同時留心觀察故事的人物，例如：誰是主角？、誰是配角？、

人物的描述、角色的進場與離場、人物之間的對話和傳話等等。 

步驟三、將自己「置入」在故事情節裡閱讀 

聖經的故事將背景、情節和人物，按某一邏輯順序編織起來，構成一篇敘述文體的故事。

不妨用故事裡的背景、情節和人物劃成圖像。 

最後，將自己置入圖像中；以致，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圖像的情節，使你由客觀轉

為主觀，亦騰出心靈的一片空間與敘述者交流。 

總結及應用： 

（1）了解這段經文對原讀者有何意義？ 

（2）衡量原讀者與我們有何不同？例如：文化的鴻溝，地理的鴻溝等。 

（3）這段經文有甚麼神學上的原則？尋找原讀者與我們二者，相關的神學原則，而它們必須

                                                           
3 福克爾曼，《聖經敘述文體導讀》，第二印刷，胡玉藩等譯（香港：天道，200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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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這段經文。努力抓住作者在舊約這段經文裡的意義，並且尋求這個意義，如何成就

於新約及適用於新約的信徒。 

（4）今日的基督徒，如何在生活中應用這些神學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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