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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譙進 
作為教會的主日學老師，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剛講出當天聖經故事的第一個句子，下面的小朋友就忍不住舉手了。 

“老師，你是不是要講五饼二鱼的故事？（或者其他任何一個我們“熟悉”的聖經故

事）” 

“Andy，你太聰明了，一下就知道老師要講什麼。” 

雖然臉上還是要保持微笑，但是心裏已經感覺無力。很想放下手裏的課本，直接解散

下課。 

接下來的課就只能是硬撐著把故事講完，小朋友們也心神換撒地把故事聽完。 

這些故事在主日學已經教過很多次，小朋友們也聽過很多次。情節、人物、故事的高

潮和結局，甚至是屬靈的教訓都熟悉得如同看過無數次的小人書，已經再翻不出什麼

新鮮感了。主日學的聖經故事不知不覺成了按部就班，了無新意的程序。 

成人主日學的情況其實也差不多。聖經的故事只是不得不走的一個開場白，老師和學

生都急不可耐地要沖到後面的屬靈教訓和實際應用的部分。因為，那裏才有屬靈的亮

光，那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乾糧。前面的故事只是引起我們興趣的糖果，而且對於很

多人來說，這顆糖果從小就在吃。吃到現在，早就索然無味。 

一直以來我都有這樣一個的困擾。為什麼神給我們這樣一本聖經？這本聖經故事占了

絕大部分的的篇幅，而且這些故事大都發生在遙遠的時空中。對於現代的我們來說，

它們就像一座座巨大的障礙，我們必須跨越這些障礙才後發現後面隱藏的屬靈寶藏。

仿佛，神故意用這些故事在刁難我們。為什麼他不能有話直說，把屬靈道理一條條講

清楚呢？為什麼要講故事，而且還這麼複雜，這麼漫長的一個故事？ 

          我想《聖經故事如何說》這一課是神為我預備的答案。 

          其實，從去年接觸創文這個團體，並且參加課程開始，對文字的認識就逐

漸在加深。特別是對於如何去欣賞，並且理解故事文字，有了前所未有的開啟。這一

年多，神通過不同的書籍，不斷地衝擊、擴張著我的理解力。慢慢地，對故事也開始

懂得去品味。不只是去尋找故事表達的意義和思想，而是通過故事直接與我自己生命

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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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己的摸索畢竟有限。如果說這一段時間以來的閱讀幫助我看到了不

少從故事這扇窗戶透過來的光亮，那莫非老師的課應該算是幫助我把這扇窗戶徹底推

開，讓我看清了窗外的美景。 

          要回到聖經的故事中來，就必須要知道我們在哪裡丟失了這個故事。莫非

老師帶我們進入故事的歷史。從目前故事在教會中的現狀開始，回顧從古自今人類傳

播方式的變遷。這讓我豁然開朗，發現我的困惑並非個人偶然的經歷，而是在歷史大

背景下的必然面對的尷尬。 

          借由她自己對於聖經故事深切的體會，以及對於這個世代文化的認識，莫

非老師讓我們看到聖經故事本身所蘊含的巨大衝擊力。在後現代的文化中，以往那種

權威、系統的傳講方式已經很難引起人心的共鳴，因為人普遍懷疑權威，反對系統。

而故事卻能在人心最軟弱的地方開一條通道，讓聖經的真理借由故事流入人心中。 

          老師讓我們瞭解到，故事適合後現代人的接受習慣。這一代人是在電視和

媒體的包圍中長大的。他們所習慣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故事。而且這是一個懷疑一切的

世代，他們喜歡在故事中自己去尋求真像，尋求解答。所以，故事成了這一代人認識

世界和自我的途徑。 

所以，聖經故事不是以一種權威的姿態出現，而是邀請人進入聖經的世界，進入神所

設計的場景中，和裏面大大小小的人物，一起經歷一個個真實的故事。而在故事中，

我們也和聖經中的人物一起體會掙扎，一起走過高低，一起面對風浪，也一起經歷神

的真實和恩典。 

          在打下這個清晰堅固的基礎之後，莫非老師開始開始喚醒我們裏面沉睡的

“巨人”- 想像力。一個故事要讓它變得鮮活，必須要用想像力去建造一個讓讀者可

以用心裏去觸摸，去品嘗，去觀看，去嗅聞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必須讓人感覺現實

而立體，故事的情節也需要合理合情。這些都需要通過運用想像力去達成。 

          對於想像力如何運用的，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同學都有一個類似的問題。在

寫聖經故事的時候，如何合理地運用想像力，一邊做到故事能夠吸引人，一邊又能夠

讓故事緊扣經文的願意。這其中似乎有一個很難拿捏的平衡。 

          莫非老師的課就是從這個平衡點上展開。她幫助我們看到，想像力的起飛

其實是從經文本身開始，而不是從我們自己的想像力開始。在想像的每一步上，有必

須緊緊的抓住經文，讓聖經來主導我們想像力的走向。好的想像必須基於正確的解

經，這樣一句話從一個作家的口中說出來多多少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但是這就是莫

非老師一再重複的重點。 

          最後一天的課，應該是這一系列課程的實戰的部分。對我來說，這應該是

最辛苦的一個部分，因為要實際動手寫故事，但卻也是收穫最多的一個部分。從解

經，到抓故事主題，再到研究人物背景，莫非老師帶領我們一步步地走過創作一個聖

經故事必須要經歷的步驟。這裡，我們每一個學生，不管開始的程度高低，最後都能



夠按部就班地寫出一個個非常精彩的聖經故事。雖然，其中很多的細節我還不能完全

掌握，而且很多技巧還無法運用的嫺熟，至少對於我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故事創作經驗

的人來說，在看到筆下那篇完成的作品的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喜出望外的感覺。

這四天三夜下來，我居然也能寫聖經故事了。 

          其實，我還有一個屬於“意外”的收穫。我一貫讀經的習慣就是按照歸納

法查經的路徑，觀察，解釋，再應用。毫無懸念，中規中矩，卻也安全實用。雖然，

知道聖經是神的話，是神通過這本書向我說話，卻很少有與這位說話的神相遇的機

會。莫非老師這堂課，讓我真正開始從故事的角度進入聖經。聖經不再是一個研究的

對象，而更像是一扇帶我進入另外一個世界的門。在聖經的引導下，想像力開始帶我

去淌過伊甸園中清澈見底的河水；和諾亞一家在驚濤駭浪中漂泊；和亞伯拉罕一切去

看漫天的繁星和數不清的海砂；感受那燃燒荊棘的熾熱。運用想像力，我也可以站在

加利利海邊，感受海上吹過的涼風；也可以跟著耶穌和門徒一起，穿越加利利、猶

大、和撒瑪利亞的村莊；也可以去體會睚魯心中的焦慮和血漏婦人的羞愧；可以聽到

鐵釘打入手掌的聲音，看到肋旁滲出的血和水。在故事中，我開始與神相遇。故事，

讓聖經活了起來。 

我想，聖經一直都是活著的，因為神給我們的就是一個故事，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只

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去讀過。《聖經故事如何說》讓我可以坐下來，開始去傾聽神的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