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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聖經故事？是甚麼一回事？

顧名思義，就是將聖經裡的故事，正確地、以

聽眾的語言、生動地講述或演繹，通常會在3至5分

鐘之內說畢。可以只講述一個故事，也可以述說一

系列的故事，例如耶穌的生平或聖經人物故事，也

可以講述整卷書或一個主題等等。在說畢故事後，

更可以提出一些與故事有關的問題，彼此分享。

在少數民族中講聖經故事

筆者十多年來，在一個聖經翻譯機構從事少數

民族識字教育和聖經運用事工，我的信念是：創造

主賦予各民各族權利，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去認識

神。因此我支持聖經翻譯，以識字教育幫助人，使

他們可以有機會讀神的話。然而，我發現，用翻譯

的方法，必須等待聖經翻譯完成(單是新約聖經一般

便要15年)，人們才有機會讀聖經；又或者，要他們

有足夠的閱讀能力才可以明白聖經的話，可能有些

人一生都沒有這個機會。對他們很不公平！但同時

我又發現，很多民族都愛聽故事，這是他們的口傳

文化，倒不如跟他們講述聖經故事吧！想不到，連

異教徒也來聽，對耶穌基督的故事聽得津津有味，

並且以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耶穌年代的生活來對答交

流。於是，我講一個故事，他們也講一個故事，生

命很自然地交流，對說教或講道理的傳道模式的防

範和抗拒不期然被溶化了！

可能有人認為口述聖經故事的主要對象是不識

字的、教育程度低的人，或者是小孩子、老人家

等，又或者是未有聖經的民族，在香港，用得著

嗎？

在香港也可以講述聖經故事

兩年前筆者回流香港，有機會參加了差會舉辦

口述聖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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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述聖經故事訓練班。近月來，定期帶領一個雙

職女性小組學習聖經，學習亞伯拉罕的生平，時間

是週六晚上9至10時。可以想像，她們在這個時段

的精神狀態應是比較疲憊的。所以，每次聚會開

始，我都將要學習的故事用口語來演繹，姊妹們很

投入，專心聆聽，沒有人打瞌睡。聽完了故事，翻

閱經文，大家都很主動分享。她們的回應是，看著

聽著，故事來得清楚、生動、明白，不會只流於一

頁白紙黑字；然後，閱讀經文時便較容易理解。所

以，每次完畢，都期待下一次回來聽故事。

審視我的教會(相信與一般香港教會相類)，我

們都著重學習聖經。我不禁要問：除了以慣常閱讀

文字的方式來學習外，口述聖經故事可以用得著

嗎？以下是筆者個人的想法，拋磚引玉，期與愛慕

聖經的同道中人彼此切磋。

從文化角度來說，我們中國人是一個口傳文化

和故事文化的族群，每一個成語都源於一個故事。

還有，豈不見父輩常把昔日的故事口耳相傳給後

輩，而現代人(不管那個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聚

在一起，也常說自己的、別人的故事，基督徒何不

講述聖經故事呢？當然，要比平常「口沫橫飛」的

來得精彩。

巧妙的！聖經本身就是許多故事的記錄，75%

是記述文/故事(其餘15%是詩歌，10%是書信)，很

配合中國人的口傳和故事文化，口述聖經故事不就

是最佳的傳訊方式嗎？而耶穌更是講故事的表表

者，最會用人能夠明白的故事來帶出真理。

在教會裡，我認為口述聖經故事對兒童和長者

來說，最適合不過。兒童愛聽故事是人所共知的，

大部分教會兒童主日學的教導模式，都是以講故事

和活動為主，當然一定要講得精彩。至於長者們，

一般的閱讀能力都較弱、視力衰退，要他們專注閱

讀文字，會很吃力。所以，為他們講述聖經故事是

最好的服侍！

再說，一般識字的人(無論信徒和非信徒)因為

中國人的口傳文化和故事文化特性，以及現代人對

聲音、視像的敏感性，和一些非閱讀型者的學習特

性，精彩的故事講述每每能使他們對聖經裡的事蹟

產生興趣，吸引他們閱讀聖經，追求真理。所以，

口述聖經故事是一道橋樑，能引導人閱讀聖經。

在傳福音、佈道方面，近年香港的街頭表演非

常普遍，無論有聲的戲劇、無言的默劇、舞蹈、演

奏、相聲、個人表演，圍觀的人都很多，基督徒何

不也來演繹一下耶穌故事？吸引人來觀看，即時將

耶穌的生命展示人前。大家都明白，福音單張即使

拿了在手，也往往很快便丟掉；但耳聞目睹的情

景，印入腦海，徘徊心靈，揮之不去！

我又觀察到，不少香港教會在服侍國內同胞，

有在本港的，也有在國內的；其中有信主的或未信

主的，有已參與教會聚會或仍在教會以外的；他們

都有口傳文化和故事文化的特性。對大部分少聽聞

耶穌故事的人來說，若要他們認識耶穌，講述耶穌

生平相信較一套大道理來得有效。若在國內，不一

定有機會長篇地講論聖經真理，要是能熟記聖經故

事，時機來到，隨時可以向人傳講，手上不用拿任

何材料，腹藏經綸，招惹麻煩的機會便減少了。而

且，這套方法不單可以用來傳福音，更可以訓練門

徒。我曾目睹一位姊妹在國內一所教會，向一群小

孩子播放一齣講述聖經故事的影片，三、四十個小

孩坐在地上，全神貫注投入故事當中。他們的面部

表情，身體動作，隨著故事在變化。聽完了故事，

姊妹向孩子們發問了一些關於故事內容的問題，他

們都能一一回答。

此外，香港也有一些教會在服侍少數族群(如菲

律賓、泰國、南亞裔)的福音工作，用口述聖經故事

方式介紹耶穌和學習聖經，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因為他們都是口傳文化和故事文化的族群。而且，

他們也有自己的信仰，跟他們講聖經裡的故事，較

講述信仰道理易為人接受，也避免了理性辯論。原

來有些群族也有與聖經類似的民族故事，尤其是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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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有很多舊約故事，講述聖經裡的故事正好與他

們交流，化解抗拒。

從語言方面來說，以香港為例，香港人的母語

是廣東話，是非常能夠傳情達意的一種方言。我們

所用的中文聖經是書面語，就算用了最現代的中

文詞語，也不能像廣東話般刻劃入微；若能將聖經

裡的故事以廣東話口述演繹，實在是無可比擬的

「妙」！並且，聖經裡或基督徒常用的宗教用語，

全部能以聽眾自己的語言來表達，便能即時明白，

這效果實在好得無比！以此推想，不同族裔的聽眾

都能以母語來聽聖經故事，這實在是無法言喻的

美！

講聖經故事要下工夫

人愛聽故事，當然要有人講故事。投入口述故

事的過程是先苦後甜，要花上許多時間和心思，要

有充足的準備。下了苦工然後才能快樂地收成。首

先，要將整個故事的內容清楚理解，整理結構，也

要處理文化背景和宗教用語；然後，以聽眾的語言

重新編製成口述的故事，跟著便要思量如何演繹，

也要熟記故事的內容情節，熟習演繹技巧，包括聲

線、表情、動作等等，都是很具挑戰性的工作。準

備就緒，就可以向人講述；流淚撒種，必然會歡呼

收割。按筆者個人的經歷，在故事預備過程中，整

個人的知性和感性都投入與神作生命相交，收穫良

多。

希伯來書的作者以比兩刃的劍更厲害來形容神

的道(來四12)，口述聖經故事，正是手中無劍，心

中有劍，由口來揮舞，刺進人心。

（作者夫婦是宣教士，現正在香港履行本土任

務，並遙距參與工場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