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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分享过，自归信以来，自己日常灵修（devotion）所使用的材

料一直都是古旧的教理问答（catechisms），也就是三四百年前，由长

老宗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

分别公认的教义性的学习材料。 

 

下面分享一下笔者目前灵修的学习阶段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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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正在学习 16 世纪改革宗教会的布林格（Bullinger）牧师于 1566 年

撰写的《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和约翰 ·加尔

文（John Calvin）牧师于 1545 年发布的《日内瓦教理问答》（Geneva 

Catechism）。同时，笔者最近四个月来每天在使用改革宗教会 1563 年

的《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进行灵修，同时在读

《诗篇》和《约伯记》。笔者最常用的灵修读物还是《海德堡教理问答》

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很多肢体询问笔者，如何使用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进行灵修？这个问题

听 起 来 挺令人感到悲哀的 ， 因 为 自 16 世 纪 欧 洲 宗教改革运动

（ Reformation ） 以 来 将近五百年 ， 传统的福音派更正教徒们



（Evangelical Protestants）一直都在用教理问答进行灵修，尤其是清

教徒（Puritans）。英国国教（安立甘宗，Anglican）内的敬虔之人用

《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里的教理问答与祷文进行灵修，

清教徒则使用改革宗/长老宗的教理问答进行灵修。这一优良的传统如

今渐渐在主流福音派里丢失，我们应当感到遗憾和愧疚。 

 

笔者如何使用教理问答进行灵修？简单地说，就是和读经一样，遵循古

旧的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传统：Lectio Divina，英 文 译 为

“Divine Reading”或“Spiritual Reading”，中文暂且相应翻译为“神

圣阅读”或“属灵阅读”。 

 

Lectio Divina 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3 世纪的古教父，后来，安布罗修（St. 

Ambrose）大主教将它教导给了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于是经过

中世纪的流传与法国修道院长 Bernard of Clairvaux 的强调和发展，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受到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牧师的继续推崇。

作为改革宗（Reformed）敬虔传统的一部分，Lectio Divina 经过改进，

在清教徒之中备受欢迎，称为“清教徒灵修”，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长

老宗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牧师，他高度颂扬 Lectio Divina 这

一灵修方法。 

 

Lectio Divina 的灵修方法究竟是什么？它被称为“以圣道为盛宴”。

它分为四个步骤： 



1、Lectio，即阅读，这是“咬入”；2、Meditatio，即默想，这是“咀

嚼”；3、Oratio，即祷告，这是“品尝”；4、Contemplatio，即默观，

这是“消化”。 

 

Lectio Divina 的灵修方法用于阅读圣经，笔者也将其运用在阅读教理

问答作为日常灵修。 

 

现在试举一例。比如，加尔文牧师在《日内瓦教理问答》56、57 问答中

对“彼拉多定罪基督”的解释，令笔者赞叹称绝。  

 



 

 

笔者首先认真严谨地阅读完这两个问答，这是 Lectio（阅读）。然后是

Meditatio（默想）：《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说彼拉多定

罪了耶稣，而彼拉多在《马太福音》27:24 称耶稣为“义人”，这如何理

解？法官见证耶稣的无辜；作为我们的担保人，耶稣被定罪，为我们赚取

了豁免。然后笔者进行 Oratio（祷告）：父上帝，感谢祢差来祢的独子



耶稣，他真是无辜的义人，是为我们罪人而被定罪，好使我们被称义，耶

稣真的是担保人。求祢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唯独信靠耶稣！最后一步，

Contemplatio（默观），笔者沉思：什么是福音？“His condemnation 

obtains our acquittal”（耶稣的被定罪赚取了我们的豁免），这就是福

音。 

 

同样，加尔文牧师在《日内瓦教理问答》里解释《使徒信经》的“圣而公

之教会” ， 在 96 问 答 这 里 ， 笔 者 Lectio （阅读） 发 现 ：教会论

（ecclesiology）、末世论（eschatology）、救恩论（soteriology），

三者巧妙地合为一体。  

 

 

 



笔者 Meditatio（默想）：我们称教会是“圣”的，她是已经完美了吗？

是也不是，已圣而未圣，正如组成她的每个信徒，我们在今生与罪持续征

战，已经成圣却未完全成圣。我们等待基督将我们最终成圣。然后笔者会

使用《诗篇》24 篇、25 篇、86 篇、101 篇中的一篇进行 Oratio（祷

告），求上帝使我们成圣。最后笔者有相应的 Contemplatio（默观，或

沉思）。 

 

最 后 再 举 一 例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194 问答解释〈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引用了《马太福

音》18:23—27。 

 



 



 

笔者在 Lectio（阅读）之后进行 Meditatio（默想）：欠了一千万银子，

他要把自己和妻儿都卖了才能偿还，而主人免了他的债，为什么？因为

他“动了慈心”（《马太福音》18:27）。救恩论取决于上帝论（theology 

proper），因为上帝是慈爱又怜悯的。笔者此时便充满感恩，用〈主祷

文〉进行 Oratio（祷告）感谢赞美上帝。最后笔者 Contemplatio（默

观）：为什么我们祷告要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是上帝公义的债

户，《马太福音》18:27 是一句血淋淋的经文，那是基督的献祭之血。  

 

如此，借着教理问答的学习，笔者“咬入”圣道、“咀嚼”圣道、“品

尝”圣道、 “消化”圣道。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圣道。 除 了 在圣餐礼

（Eucharist）中我们真实地吃喝他的体与血、领受他自己，我们也在教

理问答中领受他自己。因为他就是圣道，被赐与我们，为的是建造我们。 

 

这是笔者领受到的 Lectio Divina（神圣阅读），也是笔者的灵修方式。

这是古教父的方法、宗教改革家的方法、清教徒的方法。“以圣道为盛

宴”，因为那位成了肉身的圣道亲自说过：“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

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6:55）。 

 



 

 

最后附上笔者建议的信经信条学习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