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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們的教區九回膺梵二的呼籲· 先後成立了兩個延噴

培育委員會：一個為聖職人員，另一個為教友。這兩個委員

會的成員正期開會，審視峙代徵兆，檢討目前裨職人員或教

友的需要，策劃相閉的進修講座及聚會。事實上｀早在四十

年前，當我在聖神修院擔任神學主任時，已受命負責聖職人

員延噴培育委員會，且冝年一月初便安排數天舉行司鐸學習

營，有超過百名神父參加。這既可幫助神父延噴培育，亦可

促進呻父間的弟兄情誼。

去年· 聖職人員延憤培育委員會邀請了一位聖言會神父

貝文斯 (Fr. Stephen Bevans, SVD) , 於六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 為教區神父、會士、執事、修士主講教宗「信德年」

的宗座手諭《信德之門》的內容。

貝神父是美國芝加哥天主教墀合神學院「使命與文化」

的神學教授。他在講崖中特別指出， 「信德」的內容，應從

三万面去界定，即：思想條文，心靈清感，生活行為。三方

面互相連結；除非三万面都包含在內，否則不算是有實質內

乩訐盯勺言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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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貝神父的講話很有道理，且切合時冝，不但適

用於神職人員，也適用於一切教友。教區要求預備領冼者要

草道一年半，但是教友在領冼後，仍當茫噴接支培育。除了

參加堂區或教區的善會或團體，以促進彼此間的支持相學習

外，也鼓勵祂們多看靈修、教理和神學書籍，或參加有關謀

程。

我們的教區獲得天主福佑，也十分多謝大家上下－心

努力福傳，以致近年來，教區每年復活節前夕约有三千五百

成年人領受冼禮。但他們和我們還要繼嘖接受培育。聖神修

院神哲學院（下稱學院）在新的學年開辦兩個全新課程

神學證書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期望能為教區的平信徒提供

更多適切的信仰培育機會。為了配合新課程的開辦，學院

與公教真理學會合作，出版一系列教材叢書。我覺得這不但

切合旳宜，且屬必須。因此，我作為教屆主教，鄭重推薦這

套教材，也祈求上主百倍答謝提供這套教材的件者及工作人

員，並使所有讀者能藉此加深訒識信仰，瓦愛止伺，亦能在

生活言行上見証信仰和傳揚福音。

十湯漢樞機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



編者的話

「普及神學教材系列」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為推動神

學普及化的嘗試。這套教材的面世，是九了配合本學院所

開辦的神學證書課程，同時也是為推廣神學本地化的一個努

力。

因此，整套教材有兩個重要的元素：首先，它是一套

系统的寫作，為渴望進一步明瞭天主教信仰的人，提供一個

理性的基礎。其次，它的設計是以「自學」模式為主，所以

內容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能從閲讀中學到相關的知識，從

而深化信仰，親近天主。

基於以上的元素，這一系列的教材在缢輯上均有幾個

相同的特色：

L 在內容上，整套教材包括了教義、聖經、禮儀、倫

理及其他相關的科目。讀者既可專就其中一個範疇，由淺入

深，逐步學習，也可以綜合其他的範疇，以達觸類旁通之

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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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設計上，每一部書共分為十個單兀部分，將學習

的內容以提渭挈領形式編寫，力永讓讀者可以循序漸進地訒

識相闞諜題。

3. 在編排上，巨一個單元的開端部分均列出學習目標

及重點：在內容中提供思考問題，有助讀者反省學戸內容：

在結尾部分則提供參考書目，讓讀者更容易尋找到延伸閌讀

的資料。

這個系列的教材帶有自學的色彩，讀者可以單純閲讀

這些教材，學習相關科目的知識。如果希望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所交流，甚至測試自己學習的成果，教材可配合本學院的

神學普及課程的授課和神學證書課程的輔助資科，這到更佳

的學習的效果。

教材得以順利出版，實有賴學院的教授鼎力支持，並

且獲得教會內不同的匪體的相助，特別感謝在缢輯、校對、

排版上作出貢獻和努力的弟兄姊妹，及為碩寫自學教材提供

了寶貴意見的曾婉媚博士和劉煒堅博士。

以中文舄作而有系统的神學教材，並不多見。我們希

望這套教材不僅有助天主教教友提昇自己對信仰的認識和珅

解，也希望擔磚引玉，在未來的日子裡，看到更多質素卓越

的中文神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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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智惡文學簡介

1. 緒言

舊約聖坦中的智慧文學包括了七卷聖經：聖詠、约伯

傳、箴言、訓道篇、雅歌、智慧篇和德訓篇；其中智慧篇和

德訓篇屬於次正經，即並不為基督教所承認為正典的徑卷。

在這書裡，我們會向讀者逐一介紹以上各部經卷，但在此之

前，我們會先介紹這些智慧文學的特點和以色列智慧的來

厙、本質和特色。

智慧文學以「智慧」為名，在舊约裡別關一類，雖然

其核心的思想仍然是天主，但表達的方式卻與其他經卷有明

顯的分別，因此在本書開始，先説明這種特色，然後再在各

經卷裡，詳细地看看這種智慧如何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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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宇元後，能初步了解：

• 舊约的智慧文學所説的智慧是甚麼：

• 以色列的智慧的來凉：

• 以色列民族智慧的本質和形式；

• 智慧文學的主要文體和特色：

3. 導論

思考：你曾否有這樣的經檢：上司不滿下屬，忿怒地

指摘他們：「你有沒有腦子，竟然做了這些

事！」罵人沒腦子，即暗示對方沒有思考能

力，也就是沒有智慧。究竟這「智慧」，是否

等同舊約裡智琶文學中的「智慧」？如果有

別，究竟舊約智慧文學所講論的智慧是甚麼？

天主教的傳統把聖翌中的聖詠、勻伯傳、箴言、訓道

篇、雅歌、智慧篇和德訂篇统稱為「智慧文學」 ，又稱為

「智慧書」。這七卷書被冠上「智彗」之名，並不是因為

它們的文體與舊勻其他書卷的文體有所不同，而是由於它

們的內容，是教導人智慧。讀者要清楚，智慧文學所談的智

慧，不僅是指學問，也不僅是理解或邏輯推理的能力，更是

人生的智慧，如何了解天王、世界和生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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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如果也曾閌讀這七卷書，可能會對聖詠也被列入

智慧文學而感到疑惑。因為表面看來，聖詠與其他的袒卷有

著明顯的分別，後者的內容，主要都是談到人生笠檢的反省

和表達，而聖詠卻是祈陪的詩歌，看來與智慧萁闊。趴而，

為以色列民以至初期教會末祝，聖託中的祈禱同樣是智彗的

表達，因為祈禱表達了對天王旳敬畏與愛慕，這是人與天主

應有的關係，同樣是天主啟示洽人的智慧。因此，教會傳统

也把聖詠吶入智慧文學裡。

此外，在閼始介沼智慧文學前，也要先忒忒出谷事件

在以色列民族中的重要性。讀者如匹識舊勻聖翌，定必發

覺出谷的主題不斷地在舊约各經卷中出現。天主藉著梅瑟帶

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脱階為奴之冢，成為自由人。天主進

入人類的歴史中，主動舆以色列民立勻，使地們成為袍的芒

民，而祂亦成為以民的天主，後來祂更容謹以色列成為一個

國家。這一切天主與他們同行的經驗，使以色列刻骨銘心，

永志不忘。

出谷事件不單是以色列民在宗教和信仰上的偉大旿

刻，也是他們民巨歴史中的生活翌驗。從此，上主是以色列

的唯一天主，以色閂是天主的子民。舊约的江卷，包括智慧

文學，都肩負起這偉大的見證，見證著以色列這個獨一餌二

的歷史，她的歷史不是一個世伍的歷史，而是智慧的天王蔘

與其中的，使人類獲得救巴的叔恩史。

讀者若细心閲讀舊勺旳智肆文學，可能驚訝地發現在

這些荳左中，大部分的內名都與以色列的歷史沒有直接的間

建，只有茫訓篇 (44-.50虐 I 、智慧篇口 1- 1 CJ章）和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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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有提及到聖祖和以色列民出谷的事躋。讀者因此或許了

解到為何智慧文學和舊约其他書卷有著顯著的分別。然而，

這並不表示以色列的智慧是俗世的事或與其他民族的智慧

皿異，或智慧文學與以色列的歷史毫不相干。智疇文學的目

的，不論是嘉言勵語、讚美或懇求天主的祈禱、歌頌愛清的

詩篇，都是要讓以色列民警覺，他們民族歷史的盛衰，是取

決於他們是否敬畏和愛慕天主。

以色列的歴史發展是基於他們對天主的信仰，人若沒

有信仰，就不容易明白箴言、约伯傳、聖詠、雅歌或訓道

篇等所講論的智慧。以色列的智慧源自天主，人可以獲得智

慧，是因為人是天主按自己的肖像所創造的，有能力去接受

神聖的啟示。人只有接受這事實，才有能力接受天主的啟

示。因此，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箴 1:7 ; 詠 111:10) • 而

擁有智慧才能成為賢明的君王（箴8:13-17) • 才能讓以色列

繁榮興盛。纘而言之，舊约智慧文學在以色列的宗教、歷史

和文學上，都佔著一個重要的位置。

4. 智諶文學的源頭

思考：撒羅滿是達味的兒子，達味王朝的第二位君

主，而他有不少富傳奇色彩的記迪，你曾否聽

過？撒羅滿的甚麼特質，叫你最印象深刻？

傳统詔為在智慧文學中，不少聖紅三卷（如箴言、訓

道篇、智慧篇、雅歌）的作者都是以色列君王撒羅滿。除了

這些正典外，連一些偽袒也被當作是撒羅滿的什品。這是

因為撒羅滿是一位前鉺古人，後氫來者的智慧君王（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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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按舊勾記載： 「撤逵暠的智慧超過所有東方人和

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向有的人更有智慧：比則辣王人

厄堂，比瑪曷耳的兒子茌曼、 1]耳苛耳和達爾達都更有智

慧：他的聲譽傳遍周圍列國。世說過三千句箴言，作的詩

歌有一千五百首。」 （列 L:°': 12 l 可見他的智慧囍與倫比。

撒黽滿在以色列的智彗又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

然學者們認為智慧又學中大三＇分亡哎書日開，都晚於撒躍滿

君王時代，也對窪卷內部分的鬥言智語是否卫日丐丐訢· 有

著很大的疑問，但是學者對於把當中的一共古老恪言尸入徵

躍滿的著作，卻沒有甚麼異蟻。姑勿論如何，撒黽滿是以色

列民族中，第一位讓智慧得到發展和成長的智者。這也與他

的經濟開放政策有關，因為隨著以色列與埃及和腓尼基等外

地的貿易關係日趨密切，以色列民能經常接觸其他民族，參

考他們民族的智慧。箴言篇的部分涇文 (22: 17-24:34) • 與

埃及智者阿門摩培 (Amenemope) 的訓誨篇相近，就是例

證。

5. 智瑟的本質10形式

既有這七卷書命名為智慧文學，在這裡，也不妨探究

一下， 「智慧」在這些作品裡的含意。智慧文學有別於梅瑟

五書或先知書，因為不少經文中所解説的智慧，並不是直接

來自天主的啟示，如同先知接受天主的話那樣。綜合各部智

慧文學，作者都是由生活出發，在自己的生活經驗裡，找到

智慧，屬於生活智慧，如「貧窮的人，為親朋所厭：富貴的

人，則高朋滿座」 （箴 14:20) • 明顯是作者在生活裡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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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現象，而這也是智慧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不少智誓文

學的寫成，是智者涇過生命的细察，了解人的內心深處的渴

求和恐懼，並明白箇中的意義後，拾世人留下勸勉和警世的

智慧之言，勻伯偉和訓道篇就是最佳的例子。

有學者訐為，這種智彗文學的表達，是受到雷旿近東

不同文化的智慧文學所影響，因為近東各民族也有相類似的

文學體裁。這些作品多是來由一些智者，值們西藉自己對生

命的反思，漸漸成為人民的老師，向別人傳授他們的墨驗和

教誨，灌輸正確的道德觀念和原厠，指示處世之道等等。智

者教導的目的是要人跟隨他們所領悟到的道理。這些智慧的

話語不但關汪人類，也牽涉個別人生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生

活在極度痛苦中而尋找生命意義的人。由於智者對人生智彗

的不斷探求，促使他們把所悟到的追珅，寫成又字，使更多

人可以獲益。

叭而，舊勻中的智慧文學與其他民族的智慧又學有一

個重要的分別，就是在生舌繹驗乙餘，以色列旳智者比其

他民族的智者有更進一步的領厝，他們深深體會到，其他民

族的智慧，雖説是來自人天生的理智和思考能力，但人是天

主按自己的肖像所創造的，因此，這智慧也是來自天主的恩

賜，由此，祂們領會到一切的智慧都是來自天主！他們知迫

只有在天王內才能找到真正的智彗，他們強調撒躍滿君王舉

世鯛雙的智慧，是源自天主給地的恩寵，因為也向天主求賜

一顆慧心，使他可判斷善惡（列上3:9) • 而天主俯聽了他

真誠的祈禱（列上~:6-14) 。因此，只有天主能賜給人真正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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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活旳智慧到智彗由天王而來，在這兩極中，漸漸

信生出對智慧的擬人化表達。故此，到了智慧文學的晚期·

作者以陰性「她」來稱呼智彗，賦予她獨立的地位。關於這

一點，在下文都會有所提及。

以上籠單説明了智慧一訶旳含意，而在具體表達上·

智彗文學中的智慧，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意義，以下列舉其中

較重要的幾點，讓讀者參考：

(1) 好的．．智慧乏指吁曰東西，可以是技巧、能力、

美德。作者並沒有清楚説明，就以智慧來概括表達。

(2) 聰明：這万面最典卽的例子，就是撒瑄滿，聖羣

説他有智彗，主要是指他有頭腦，能夠好好思考，是聰明的

表現。這也是智慧又學裡最常用的一個意思，就是要生活得

夠聰明，在吩擾的世事裨，懂得以適合的方法來處理。

(3) 道德上的判斷能力：如果説「聰明」是指向「真、

善、美」中的真，即看出真相，得到真珅，那麼，智慧另一

個重要的作用，是看出善之所在。因此，在智慧文學裡，智

慧不僅幫助我們好好處理生活上的一切，還讓我們活得合乎

道德，這才是真正的智慧。

(4) 敬畏上主：在智慧文學裡，智慧在宗教上的意義

也很重要，所以作者往往把智慧與敬畏上主連緒在一起，有

智慧的人自叭廑得敬畏上主，二者不能截然分開旳，甚至可

以説，不懂得敬畏上主的人，不能算得上是有智慧的。智

慧文學的作者意識到，人類的第一宗罪惡，就是沒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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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輕視了天主拾人的教導，因此狡猾的魔鬼才有機可

乘，並持纘向人類作出不同的誘惑，引誘他們不再敬畏天

主而攫取假智慧，導人喪亡（創3: 1-6 : 智2:24) 。這些自以

為擁有「智慧」的人，對世事妄下判斷，例如祖帥自以為擁

有上主的法律，便「以荒謬的筆鋒把它瑨成了謊言」 （耶

8:8) • 那些王家的智者只遵從值們白己的心巴而行事（依

29:14-15) • 君王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不接受士主的旨意

（依7: 10-13) 。可是真正的智慧有著神聖的來源，因為天

主能夠並通傳智慧給那些祂喜悅的人。因此，讀者可以了

解，為甚麼智慧文學的作者喜歡深思细想神聖的智慧（智

6:16-17: 德3:22: 14:22-23; 50:29-31 等） 。他們明白到人的智

慧是源於天主的。

6. 文體

舊约的智慧文學中，除了聖詠與雅歌是詩歌外，其他

鉕卷的文體主要是「瑪沙」 (mashal) 。這字有多重官義，

最簡單的意思是對句式的至理名言，通常是以平行詩的方式

出現，例如： 「凡觸摸瀝青的，必被瀝青玷污：凡與驕傲人

交接的，必為他所同化」 （德 13: 1) 。另外「瑪沙」也有比

喻和謎語等的意思（詠49:5; 78:2) 。除此之外，它也是指長

的詩歌體（约27:L 29:1) 、嘲諷體（詠44:15: 69:12-13• 也

參閲依14:4-12 : 米2:4: 申 28:37) 等等，而最為普遍的用法

是言論體，這連繫了智者的教訓（列上5: 12 : 箴26:7, 9 : 訓

12:9) 。綜合而言， 「好能明瞭箴言和譬喻，明瞭智者的言

論和他們的隱語」 （箴 1:6) • 就説明了「瑪沙」的意義。

福音中耶穌的比喻也有著同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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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智瑟文學的神學觀念

思考：讀者可相信「吾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

西？那麼．你如何解釋在生活裡，有些好人落

得棲慘的下場· 而有些壞人卻有囿滿的人生？

這一切該如何去理解？

智慧文學能成為舊弓聖五中，與法律、歷史書及先知

書並列的紅卷，當中必有天王啟示的真理，那麼，當中有甚

麼重要而共同的神學觀合· 是特別值得大家留意的？在往後

個別經卷的介紹裡，都會涉及這問題，而下同的經卷所關願

的神學課題也有差異，但都有一點是共通的，所以在道裡先

綜合説明，待以後的單元裡，再談到道問題時，讀者先有一

個概括的認識。

7.1 賞善罰惡的因果報鄺觀

為希伯來文化來説，他們相信世事的生成必然有其道

理。既叭天地是天主所創造的，那麼事清的發生，都該由

天主所主宰決定，所有事情的終極原因，都來自天主，例

如： 「猶大的長子厄爾行了上主所厭惡的事，上主就叫他

死了。」 （創38:7) 「他（敖難）作這事，為上主所厭惡，

上主就叫他死了。」 （創38: 10) 這裡都可以看出以色列人

的觀點，就是人做了壞事，天王會主動和直接地施以懲罰，

所以萬事皆有因由。

這個基本觀念，也是智慧文學中常見的教導，例如在

較早期成書旳箴言，就説： 「挖掘陷阱的必自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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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石頭的必為石所壓。」 （箴26:27) 而道是來自天主的賞

與罰： 「上主厭惡乖戾的人，摯愛正直的人。上主詛咒惡

人的住宅，祝福義人的寓所。 上主不芒義人受飢，卻使

惡人大失所望。 使人致富的，是上王的祝福」 （箴3:3主

10:3, 22) 。聖詠中也不時有相同的見解： 「我旳天主，求

你醒起助我，施行你定的斷案。 上主，闐民旳審判者！

上主，請昭我的正義，請按我的氫罪，護衛我的權利。」

（詠7:7, 9) 由此可見，以民相信天主會賞善罰惡，不會放

過作惡的人，也不會任由善人受苦。

然而，以色列人觀察了人生真實的情況，發現善人可

能沒有善報，做了很多好事，卻不一定就能得到美好的人

生，義人受苦，惡人享福的例子屢見不鮮。這些現實的情

況，不禁溟人疑惑，以上所提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

觀點是否真確。於是，部分智慧書的內容就嘗試回應足個閆

題，而约伯傳和訓道篇，都針對這王題而作出反省。

正由於在現世上看不到明確的賞善罰惡，但又不否定

天主是萬事萬物的根源，所以白伯傳的內容，就呈現一種難

以説明的懷疑觀點，即不能解釋現況，但仍相信天主是公義

的。為此，人即使不明白，仍然要相信天王，按天主的誡命

去生活。訓道篇以另一方式，把這質疑呈現出來，並訒為這

是因人的有限，不能掌握人生的奧秘，然而，天王是會秉

持正義的： 「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洽人

訒識時事的經歷，但人仍不能明瞭，天王自始至終所做的

工作。」 （訓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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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後成書的德訓篇裡，雖然也指出尋求智慧的義人，

必受到天主的祝褔（德 14:20-15:10) • 但它也帶出一個新的

觀點，就是天王可以在人死之後勻才洽人賞報： 「在死亡之

日，依陌人的行徑報應人，為上主是一件容易事。」 （德

l l:1c'5' 參閲德1:13: 7:J工 211:6:41:121

智轉又學中最虔成書的智慧篇，終於為生命最終去

向｀帶來了突破： 「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滅的」 （智

2:23) • 而王義同樣是不死不滅的（智 I: l'. 勺。這觀點，洽

受苦的義人帶來了祈希望。傳統評為賞耆罰惡的因杲報應，

只能在今生出現，可是永生的概念突破了這框框，義人在世

受苦旳最亮賞報，忱是在死後與天王在一起，享受永恒旳福

樂（智3:1-l)) 。

在天主的啟示之下，以民對傳統善有着報、惡有惡報

的觀念，逐漸有更深的理解，在舊勺的最後時期，他們已

開始明白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縉，而能遵守法律、敬畏天主的

人，將在死後獲得天主永生的賞報。

7.2 智薏與啟示

智慧文學與聖經其他涇卷的其中一個不同之處，在於

內容上多以個人生活為隹點，多於民族整體的事宜，或直接

來自天主的啟示。當然，縊並非説，智慧又學不關心信仰，

它記了啟示．而是指它的切入點與其他舊约玉卷有所不同。

智慧文學要告訴大家的，是天主的啟示不單在梅瑟的

法律和天主藉先知的話語中找到，亦可以在祂所創造的世



學文慧智
,-- 

2 l 

界中找到。约伯傳中便明示了：天上的飛鳥和地上的走獸、

爬蟲，也會教導人，是天主創造了這一切己加2:7-10) 。箴

言也指出，從觀察動物的行徑中，人可獲得世閆的道理（箴

30: 19, 24-31) 。聖詠更以詩歌的形式説明這道理： 「高天陳

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日與日侃侃而談，夜

與夜知識相傳。不是語，也不是言，是聽不到的語言：它們

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逹於地極。」 （詠 19:2-5) 這

個天主透過大自然啟示自己的觀念，亦是保祿所翌同的：

「自從天主創世以來，他那看不見的美善，即他永遠的大能

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告他所造的萬物，辨詝洄察出來，以

致人萁可推諉。」 （莖 1:20)

人生活在世界上，全是天主奧妙的安排，祀也透過広

生活的環境，把自己啟示給人。只要人能開啟自己的心目，

明認這個事實，便能在生活中發掘到真理。然而，我們不能

視之為一種單绳的人類經驗反省、歸吶和總縉，而門略了當

中有天主的啟示，因為人的理智和思考的能力，都是來自天

主的。

由此可見，智慧文學中的智慧，既有屬世的元素，卻

也不能忽略它的啟示真理的內涵。雖鉄它芷不如同梅瑟五書

或先知書那樣，直接以天主的話來表達，但是由天主選民的

生活繹緒而來的生活智慧，也是來自天主的啟示。因此智慧

文學的關鍵思想在於：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德 1: 16 ; 箴

1:7 : 言永 111:10) 。

一個敬畏上主的人，自能獲得生命的智慧，善度日常

生活的人。他噸當具有好好過日子的睿智，有做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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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以及能廑得避開引忒與危險，不讓自己陷入危苦之

中。這七卷書，正是以色列的智者，經歷過漫長的歲月裡，

在不同的處境下，深刻地問會到的人生智慧，並且化為文

字，讓後人都可以一同參厝坞反已。

7.3 擬人化的智惡

思考：如要採用擬人的方法來表達，美麗是男還是

女？是崗還是矮？沉默又如何？不同的形容詞

各有不同的特色，不妨聯想一下？

讀者閲讀智慧文學時，可會發現智慧書的作者們間或

以形容人的方式，套用於智慧之上，學者們稱這樣的表達為

擬人化。其實· 所謂擬人化就是把一事一物或一個概念説成

人的樣子。希伯來文的智慧一詞，在文法上是屬於陰性的字

詞，因此智慧文學的作者就把智慧比作女性。例如把智慧乒£

成人的姐妹、人們所追求的「愛人」、「女友」 （德 14:22-

24; 箴7:4) 、愛護子女的母親（德 14:26-27) 丶妻子和新

娘（德 l 5:.2-3) 、好客的主婦（箴9: 1-6 J 、頻家的婦女（箴

14: 1) 和愛人的神（智 l :6) 。德訓篇更説只要人願意追求

她，便可得到她（德51: 18-34) 。

智慧書的作者 特別是箴言、智慧篇和德訓篇－—

説出擬人化智慧的內涵。智慧是來自至高者的口中（德

24 :5) • 她是人類智慧的根源（箴8:22-26) , 是永遠存在的

（德24:14) , 她居於高天（德24:7) '侍立在天主的寶座旁

（智9:4) '與天主親密往來（智8:3) • 透徹天主的奧程·

抉擇天主的工程（智8:4) · 「她是天主威能的氣息，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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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滲入她內。她

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

像。」（智7:25-26)

智慧參與天主的創造工程，是夭主創造萬物的技師，

是天主的喜悅，她不斷在祂前歡躍（智7:21 ; 箴8:30三 l lJ-

20) '智慧管理萬物（智8: 1) , 參與人類歷史（箴8:31 ; 

智 10:1-11:4) '是人得救的保證（智9: 18-19) • 猶如一株生

命樹（德24:13-31) 等等。因此，智慧向愚昧的人發出了警

告，向旭們官布了判決（箴 1:20-33) 。她邀請尋求地的人

分享她的產業，參與她的筵席（箴8: J -21, 32-36 三）4-6 ; 德

24:21\-26) 。天主藉她行事，使人得知祂的旨意（智9:17) 。

智慧不但透過自然的事物，為天主工作，她更聽從天

主的命令，定居於性的選民以色列之中（德24:12-16) 。因

此，枏瑟的法律，以及天主與以色列的盟勻，都是智慧的工

作成果（德24:32, 35) 。她在以色列中，挖起了通傳夭主話

語的角色（德24:2) • 當中包括了天王哈以色列的應許，也

就是默西立預言： 「上主曾應許自己的僕人達味，要從他

的後裔中，興起一位強而有力的君王，永遠坐在光榮的寶座

上。」（德24:34)

列舉了以七對智慧的表達後，讀者應明白智慧書的作

者，在説出擬人化的智慧時，已預示了降生成人的聖子

耶祅基督，但是天主的聖言，被派遣來居於人間（若 I: 1-

14) • 圓滿地把天主及其真珅啟示洽人（希 1: 1-2) 。基督就

是「天王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 （格前 1 :24) • 「在他內瑄

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 （哥2:2-3: 參閲格前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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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一切在智慧文學內所搆卣的智慧，都可以洽當地

用在耶酥基督身上 e

8. 摘要

(1) 智琶文學包拮了聖詠集、約伯傳、箴言、訓道篇、雅歌、

智慧篇和德訓篇。

(2) 以色列的歷史不是一個世俗的歷史，而是智慧的天主參與

其中的投恩史。智琶文學的嘉言勵語，提醒他們以色列歷

史的盛衰，是取夬於他們是否敬畏天主。

(3) 撒羅滿王的智慧是前典古人，後紙來者 他的智慧超越萬

邦的智者。因此很多智慧的書籍都視撒羅滿為作者。

(-1) 智琶文學中的智慧具多方面的含意，既指向好的，也有生

活智慧的技巧，亦有聰明之意，但為以色列來說，智慧是

來自天主的，因此，最重要是敬畏天主。

(5) 舊約的智慧文學的文體主要是「瑪办」 (mashal)' 它的

意思是對句式的至理名言，也有比喻、謎語、長詩、言論

等文體的意思。

(6) 智慧文學的主要神學思想，包括：善賞惡罰的觀念，智琶

也是來自天主的啟示，以及擬人化的天主智慧。



16 i 智慧文學

9. 參考資料

L 思高聖經學會，《智慧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lJ6l)' 

頁 1-11 。

2. 房志榮，《舊约導讀下》。台北：光啟出版社， l lJlJS• 

頁508-5 且。

3. S .H. Blank, "Wisdom",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4.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4, pp.852-860. 

4. Roland E. Murphy, "Introduction to Wisdom Literature",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0, pp.447-452. 

5. 艾理臣著，陳惠榮譯，《舊勻信息》。香港：天道書樓，

1991' 頁84-94 。



單元二

聖詠（一）

L 緒言

簡介過智慧文學的基本資料後，這裡就開始七卷位書

的個別解譫。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詳述每卷相關的內

容，只能盡量把有關銲卷的重點，闡述出來。一万面，希望

能夠把每部作品的特點都能突顯出來，另一方面，亦希望可

以把當中有關智慧文學的特質呈現，讓讀者完成以下九個單

元的研讀後，可以對智慧文學有一具體實在的詔識。這單元

開始介紹的· 是舊约智慧文學的第一卷書，被稱為「祈裙手

冊」的聖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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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了解：

• 聖詠的來源：

• 聖詠的缢排次第；

• 聖詠標題的分類、內容和所產生的問題：

• 五卷聖詠是甚麼和它們的內容；

• 幾位聖詠標題所講的作者是誰和他們的臘責。

3. 導論

思考：聖詠是一部祈禱集，為甚麼它被視拐智慧文

學？如我們寫下我們的祈禱，它是否也是屬於

智慧文學？

聖詠的希伯來名稱是「讚美歌」 (Mizmor) '宣思就

是用作讚美天主的詩歌。此外，由於聖詠72:20説明了這是

達味的祈禧，後來有學者也稱它為「祈禧手冊」。《七十賢

士本》的譯經者把它稱為「聖詠」 (Psalmoi) '這希臘文

有「用弦樂伴奏的歌詠」的意思，當新约作者引用它的內容

時，也稱它為「聖詠集」 （路20:42 : 宗 1 :20) 。這些名稱都

闡明了聖詠的內容，就是以誦詠的形式，對上主作出感謝、

讚頌和祈禱。

聖詠蒐集了 150篇感情豐富、鱈情澎湃、刻骨銘深、真

情流露的詩歌。教會時常以它來作祈褚、彌撒選讀、日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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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除此之外，教友也喜歡以它作為日常靈修、祈招、和

個人反省的工具。

聖詠的內容包黽萬有，這些詩歌表達出詩人在當時、

當地的個人和團體的內心惑受。例如，詩人會問為何人終會

死亡 (40:11) , 祈求天主保護他脱離敵人和邪惡的人的壓

迫 (140:2. 5 ! 等等。讀者也訐會如同詩人一樣，希望知道為

何邪惡的人安寧幸褔，正義的人飽受痛苦口3:2-16) • 也不

峙希望譜夫天主，因為塑是偉大慈愛的 (66:1-4.16-20) • 

或投訴祂對人的痛苦生活，置若罔聞，沉默不語 (28:l-_,) : 

當我們有著如同詩人殷的感受時，這些詩歌便可以成為最美

妙的禱文，幫助我們向天主訴説內心的感受。

其實，聖詠以外還有不少古以色列向上王頌讚的詩

歌，它們分散在各經書中。如待波辣的凱旋歌（民5章） , 

亞吶的頌謝启（撒上2: l-10) • 希則克雅的謝恩歌（依3fUO-

20) • 耶肋米亞的自傳歌（耶 15: 10-20) • 達尼爾的讚美歌

（達2:20-23 l • 阿匝黎雅的讚主曲（達U6-45) • 三青年歌

（達3:52-00) • 约納的感恩詩（納2:3-10) , 托彼特的讚主

詞（多 ]3章）等等。學者在研究聖詠時發現，在聖詠問世之

前，已經有許多小型文集的出現，而聖詠就是由這些文集彙

集而來的一部巨著。

廷噴了以色列的聖詠傳统，新钓也有很多感人的祈禱

詩歌，如路加福音的耶穌童年史已有五首了：依撒伯爾讚主

曲（路1:25 J 、聖月謝主曲（路 1 :46-55) 、匝加利亞讚主曲

（路 l 伍-79) 、天使讚主曲（路2: 14) 、西默盎譖主曲 I 路

2:29-32) : 此外在書亻戶中還有保掾的基督頌（斐2:6-11 : 

口5-20)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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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詠的來源

讀者研讀聖詠時，可會發現在聖詠集內，詩篇的繼排

雜亂餌章，篇章的分配沒有一定的規範。這也間接反映了聖

詠的來源： 150篇聖詠不是同一作者所著的，也不是同一時

代的人所撰寫的。

對於這些詩篇的來源，學者都沒有一致確實的説法。

他們詔為聖詠是由不同的古以色列的詩歌所組成的，是

墀者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收集而成的，他們最初只是按

詩歌的內容，隨言地把相似的放在一起。例如： 50和 51

篇都是有關奉獻祭品， 34和 35篇都提及「上王的天使」

(34:8: 35:5-6) • 55和56篇都提及鴒子 (55:7: 56: I) • 3-5篇

的內容有閼晨禤和晚禤， 20和 21 篇是戰前和戰後的祈禱等

等。

有學者訒為這些詩歌起初是以口述吟詠傳留下來，作為

人們的祈禱和歌詠，後來才由不同的收集者把它們收集，筆

錄成為獨立的言篇。他們加以編類整理後，成為「小集」。

初時，這些詩歌是沒有著明作者的名字，它們的真正作者的

名字已噩法考究。及後，嗌者再為詩篇加上標題，把它們分

類方「達味的詩歌」、 「阿撤夫的訝歌」、 「科辣甲的詩

歌」等，叭後再把相閼的垕排在一起成為「大集」。蒐集聖

詠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夕工過很長時間的，學者估計

幺!J 由主前四世纪至主前二世纪，但實際上约過多少歲月來彙

集，則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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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詠的編排次第

聖詠篇草的缢排在不同的古老版本中下儘相同，讀者

可參考《舊勻導論》有關這問題的解説。以下簡單列出兩種

最為常用的垕排方法 .. 

《瓦索芸本》 《七十賢土本》

1-8篇 1-8籌

9-10篇 9蕾

11-11 3篇 10-112篇

114篇 113 1-8 

115篇 11 3 9-26 

116.1-9 114篇

116:10-19 115篇

117-146篇 116-145篇

14 7 1-11 146篇

147:12-20 147篇

148-150篇 148-1 50篇

《思靡聖涇》跟隨《瑪索辣本》的分占· 但九方便讀

者，也把《七十賢士本》的篇章分法以括號列出。今日的

著作多採用《瑪索辣本》的篇章分法，但夭主教傳統的日

課經與禮儀往往仍舊隨從《七十賢士本》的分法，讀者可

多加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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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的聖缸版本在節數上的編排上也有不同，

原围是有些版本把聖詠的部分標題缢放在第一節裡，因而有

相差一節的分別，例如聖詠22章：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為甚麼捨棄了我？」在《思高聖紅》裡，這句被編為第2

節，而在英文版的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裡，卻是第 1

節。有關標題的討論，以下會詳细談及。

6. 聖詠的標題

聖詠篇首標題的問題頗為複雜，在古老的希伯來文版

本中，不少聖詠是沒有標題的，猶太人稱這些沒有標題的

聖詠為「孤兒詩」。但經過歷代的缢輯修訂，現今的聖詠版

本，不少把流傅下來的標題也一併翻譯過來，例如《思高聖

經》的每篇聖詠，都有標題，並按當中一些主要用作註釋的

文字（如「達味詩歌，交與樂官」等） ，放在巨篇的第一節

中。

學者認為聖詠的標題不是出自原來的作者，應是後人

加上去的，而這些標題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因芍《七十賢士

本》也把這些標題全都翻譯過來，這表示了這些標題在主前

二世纪或三世纪已存在。叭而，由於翻譯等種種問題，部分

的標題看來與正文關係不大，而且有些標題的文字，為今日

的學者來説，已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有一些現代譯本甚至

不把縊些標題翻譯過來。

然而，有學者訒為縊些標題有其歷史價值，也有一定

的作用，可以在某程度上幫助讀者明白該詩篇的內容、性

質、用途或使用的曲目等。這些標題的內容可能在那時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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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熱識的。例如調寄「朝鹿」 (22:l) '這曲調可能在當

時非常流行，但是度人卻無法知曉「朝鹿」的樂章是如何

的，因為它已失傳了。

雖鍶學考已下把匕們視為天主默感的豆文的，血論如

何，它們的出現也有其凉本的寶思的，我們把它們以不同

分類的方式，逐一介沼，訊讀者對聖詠的標題也有概括的訂

識。

讀者可留意，正如上文説，兀不是每篇聖詠都有標題

的。再者，標題不單是一句前短語句，以桿示其內容：聖詠

的標題中，往往也包含了一些註釋庄質的又字，如指示詩歌

類型、禮儀用途、音調、作者等等，以下會簡單説明。

（一）指示詩歌的文體類型：王要有以下各類：

L 米茲莫爾 (mizmor) : 意思是「聖詠」 ，勻有57篇：

2. 希爾 (shir) : 意思是「歌曲」 ，刃有30篇：

3. 馬斯克耳 (maskill : 意思是「訓誨歌」 ，勻有u篇：

4. 泰黑拉 (tehilah) : 意思是「讚美歌」 ，只有一篇；

5. 泰非拉 (tefillah) : 意思是「祈襦」或「禱詞」共有

5篇：

6. 希加秧 (s加ggayon) : 意思是「流離之歌」或稱為

「訴苦歌」或「懺悔歌」 ，只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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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示禮儀用途：早在以色列人被充軍之前，在

他們的禮儀上已運用聖詠了，特別是在聖唄祭獻時，九表示

隆重，他們一定會歌唱聖詠。後來在充軍後，他們舉行禮儀

時，也一定會選用聖詠。學者訒為聖詠集裡的篇章，幾乎全

部被採用（參閲煽下23:18 : 厄上3:10 ; 厄下 12:27) 。當中主

要分為以下八類：

1. 祝聖聖殿聖詠，一篇 (30)

2. 纪念歌，這種詩歌會在「纪念祭」中詠唱，共兩篇

(38, 70) ; 

3. 安息日的聖詠，一篇 (92)

4. 感謝聖詠，一篇 (100) ; 

5. 登階歌，即「登聖殿歌」 ，是猶太人每年罰往耶路

撒冷朝聖所詠唱的聖詠，共15篇 (120-U4) : 

6 大讚美歌，共6篇，巨篇皆以「亞肋路亞」 （意即：

請讚美上主！）開始 (113-118) : 

7. 小讚美歌，是每位猶太人在巨天早上唸的聖詠，共5

篇 (146-150) : 

8. 還有一些聖詠是固定用於節日和祭祀大禮上的。

（三）指示音樂上的配合：這包括了聖詠的曲調和所

使用的樂器。上文説過，聖詠標題內的曲調，因時間久遠，

學者已餌從稽考了。因此要了解曲調的音韻，似乎沒有可能

的了。另外，有閼古以色列的樂器，學者也訂識得大少，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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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了解分析。姑勿論如何｀因為聖詠標題中的記載，我們也

將這一類的內容分成兩組來展示在讀者眼前：

(1) 指示樂器的，表示陔篇聖詠是以該樂器來伴奏

的，共有五種：

a. 絃樂器 (4, 丘 54, 55, 61,67, 76等篇）

b. 管樂器 (5) ; 

C. 加特 (8, 56, 81, 84等篇）

d. 八度低音 (6, 12等篇）

C. 女聲高音 (46) 。

(2) 指示譜調的，標題當中所記載的曲調，大概是當

時希伯來民間所流行的歌曲，或者是鄉間的民謠，是當時的

人喜愛的曲調，有點像我們現今所謂的「流行曲」或「金

曲」。因此當人以位們喜愛的曲調配以這些聖詠的詩句後·

便可把詩篇以歌詠來表達，這更可讓詠唱的人感受詩人作詩

時的情懷，詠唱起來更富情感和更令人容易記著詩篇中的內

容。聖詠標題中提到的曲調共有六種：

｀｝調寄「朝鹿」 (22) 

b. 調寄「遠万羆聲鶺」 (56) 

C. 調寄「木特拉本」 (()) ; 

cl. 才」且言周 (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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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調寄「百合」 (45, 69) 

f. 調寄「見證的百合」 (60, 80) 。

還有可能與聖詠的音樂相關的，是在一些聖詠的詩句

後出現的 selah 一字（如3主 5, 9) • 《思高聖翌》譯作「休

止」。這是一個「提示文字」 ；是一個「記號」。有學者詔

為「休止」是提示歌唱聖詠的群眾，在見到它時，表示要轉

換音調，或音樂「過場」 ，或「過場」後再詠唱。也有學者

訒為，這是禮儀上的提示，當參與禮儀的群眾，在詠唱到這

「記號」時，便俯伏在地上，作私人的祈樁。

（四）指示聖詠的作者：在约 100篇的聖詠標題中，包

含了作者的資料，概括地可列舉如下：

• 梅瑟一篇 (90)

• 撒羅滿兩篇 (27,127)

• 阿撒夫十二篇 (50, 73-83) 

• 科辣王的後裔十一篇 (42-49, 84, 85, 87, 88• 在這十

一篇中，其中42及43實為同一篇的上下部分，而88同

時更明確指出是屬於科辣里的後裔赫曼的著作） : 

• 厄堂一篇 (89)

• 達味共有七十三篇。

綜觀來説，聖詠標題中所顯示的主要作者有三：達

味、阿撒夫和科辣里的後裔。然而，有學者發現，在一些

標示為達味所寫的聖詠中，內容卻顯示是出於達昧以後的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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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因此，可能並不是達味所仃鬥。例如第24和第26篇的標

題分別標示了「達味詩歌」仁「達味作」 (24:1:26:]) • 可

是干察詩篇內容：

－「誰能登上上主的堊二？：口能居留在他的聖殿？」

(24:3) 

- 「上王，我喜愛信严住爪戌亨，就是你那榮耀寄居

的地方。」 (26:8) 

孰悉以色列歷史的也會知道，聖殿是由達味的兒子撒

曬滿所興建的。達咪死後，聖因才建築而成的，因此，學者

詔為達味應不是上述兩篇聖詠的作者，而是有萁名氏把他們

的作品歸於達味名下。這些厠名氏把其作品偽託於名人的方

法，為當時代的文化是常見的，甚至可説是慣常的做法。

7. 聖詠的種類

這裡嘗試按聖詠的內容，把聖詠分為八類： (l) 懇求

聖詠， (2) 感恩聖詠， (3) 讚美聖詠， (4) 君于聖詠，

(5) 鷗雍聖詠， (6) 上主為王聖詠， (7) 智慧聖詠，

(s) 申命纪聖詠。

7.1 懇求聖詠

"'~ , .. 

^ ，詛

思考：當生活裡遇上不幸的事情，或是重大的挫折，

你會否向天主懇求？會否希望天主加以援助？

在這情況下，祈禱的內容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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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聖詠的內容，主要是作者處於困境中，因而向上

主請求拯救和幫助。懇求聖詠可细分為兩大類： (I) 個人

懇禱， (2) 團體懇禱。

7上 l 個人懇禱

讀者若要了解這類的聖詠，首先是要明白聖詠作者寫

作這類聖詠的動機，就是他們對天王有絕對的信心，深信天

主必會俯聽他們的哀禱。

個人懇禱的聖詠不是禮儀性的聖詠，而是作者在地們

面對榻度困難和苦楚時，向天主發出他們內心的哀怨，祈

求天主給他們援助，因此是非常個人的，不適合於團體中誦

詠。

按作者身處的情況，可把這類聖詠歸吶為： (1) 作

者面對死亡的危險而向天主哀禱， (2) 在病榻中向天主懇

禱， (3) 受了委屈後向天主發出哀包的祈禱。

(I) 作者面對死亡的危險而向天三哀禱：以色列民繹

是希望能獲享長壽的，因此對「早死」詰別害怕 (102:25:

91:15-16) 。希則克雅王在患病中所作的感恩歌，就是一個

好好的例子，位向天主祈褥説： 「正當我的中年，我就要離

去：我的餘年將被交於陰叮之門。 我的居所被拆除，由

我身士撤去，彷彿牧童的帳幕；你好像喊工，控起了我的生

命，由幟機上將我割斷。白日甲夜你總想將我縉束！」 （依

38:10. 12) 中年夭折，被視為天主對歹徒的懲罰 (5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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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勻有著這樣不確切的思想，尤其在主前二世紀下半葉

前，原因是他們對「來世」沒有正確的觀念；徨們訒為人死

後要到陰府中，那裡是死者的居所 (22:30: 88:4-8) 。死者

的屆所是沉寂的，在那裡，人是不能與天王溝通 (I 15:17) : 

是一處出暗的地万，一垃遺言區 (88: l 勺 。在黃泉裡· 只

有死者：只有像幽靈般的人絕望沮喪地存在著，他們沒有

渴求的意欲，與天主的關係已被切斷 (88:6) ; 在那裡，

沒有人會想念天王，沒有人會稱謝讚頌天主，一個也沒有

(6:6: 88: 11- U) 0 

聖詠作者在描述死亡的危險時，時常以誇張的修辭万

法來表示祂對天主的依賴，例如作者説他自己就快進入陰

府，或他巳在那裡 (69:15; 88:5) • 或他向天主感恩，因為

天王把他征死者中釋放出來 (J0:4) 等等。

(2) 作者在病榻中向天主懇禱：這些聖詠可以讓讀者

明白以色列民面對病苦時的心態。在舊約時代，以色列民視

病患和苦痛為上主向人的打擊，至於患病的起因卻是次要的

(38:2-11: 69:27: 102: 11 : 依38:12: 29 汀。聖詠作者時常會

問天主為何洽他們受到病苦的煎契，他們把病苦視為上主向

他們施以懲罰的方法之一 (38:4; 41 :5) 。

這些向天主的祈禱，旿常對病苦有著誇張的描述

(38:6-10) • 他們甚至把病苦視為敵人向他們展視自己的權

力，這些敵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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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和親屬：他們訒為病苦是天王懲罰人或他的雙

親所犯下不為人知的罪惡 (38: 12• 也可參閲若9:2•

约伯傳） ，因而對作者加以責難，由此成為了作者

的敵人；

• 不敬天主的人或褻瀆上主者：他們以善人的痛苦來

嘲笑其美德 (69: 11-13) • 這類人是反對上主和祂所

障管的：

• 作者的仇敵：這些敵人會趁著他患病、隅所依靠時

來打擊他。此外，敵人先前對他的詛咒現今得以

實現，上主正在懲罰祂 Ul:12-14: 35:15-16: 69:27: 

109:22-25) 。

(3) 受了委屈後向天主發出哀怨的祈禱：在古以色列

的社會，貧富严殊的問題嚴重，不正義的事因而不斷發生，

因此，訴訟在那時是很常見的事。貧窮階層不斷受到社會領

導階層的欺壓（參閌撒下 12章：列上 12章：達 13章：依 I :23; 

5:7; 亞5: 12 : 耶5:26; 22:3 等） ，這清況直到祈勻時代也沒有

甚麼改善（參閲路18:2-5) 。

其實天主的法律早已禁止人作假見證和行不正義的事

（出 20:16 ; 23章） ，並要那些判冝向那些作假見證和作不

公義事情的惡人作出報復（申 19:18-20; 出 21:23-25) 。這肆

案件通常在城門前審判（申21: l 叭 22:15:25:7; 约5:4; 29:7-8; 

31:21 ; 詠 127:5; 箴22:22-23 ; 亞5: 10-15 : 匝8: 16等） ，也有

時會在皇宮裡作審判 (122:5) 。因此，為以色列人來説，

「城門口」與在「法庭前」是同義和相通的芍思，是審判案

件的地万。在審決原告和被告雙方誰勝誰負時，證人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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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參閲 127刃 ．若王占據或證人時，就要發誓．

以表清白或皿辜 (7:4-6) 。左鱷辜者眼中· 上主是最佳的讒

丿丶 (J 07 :41-4 2) 。

這些受盡委屈的聖邙作者，遂以各種的方式·

描述作假見證的人、丘告者和指責者，例如以舷人

(7: 16: 35:7: 57:7: 6J: 1 (): 1-1-0:6) 、暴民和盜賊 (17:9-12:

56:7) 、獅子 (7:J: 17: 12: 丶－、） 、惡大 (SLJ:15-16) 和蛇蝮

(58:5-6) 等的行户來比甿這些人，並向天主作出哀求和申

訴。

7.1.2 團體懇禱

團體懇哈的內容，往往是因為國家的苦難和困迫，而

向天主祈禱。這與個人懇褶的隼點放在作者本身，有所下

同，但就懇求的万式，就有相類似的地方。

團體懇襦強調天主的盟勻，和過往天主對他們民族的

神聖干預，祈求天主顧念祂與他們的祖先的盟约而作出拯

救，也為他們所犯的罪過而向天王祈求寬恕。在國家民族面

對著災難的時期：如作戰前、戰敗、旱災、農作物失收、瘟

疫、蝗禍等，政府往往下令全國禁食祈褶· 君王、司祭或民

族首領率領人民前往聖悶向天主祈禱，祈求天主拯救他們的

國家（參閲列上8:33-40 : 編下30:9 : 加上4:37) 。這樣的

「朝聖」並不是為了慶祝節日，如逾越節等，而是全因穿

著苦衣，頭上撒灰，為民族的罪而祈求天主寛恕，祈求天三

因著牠的仁茫把聖面轉向他們，垂顧他們（撒上7:6 亡二

3:47 : 友•l:~-15 ; 岳 l:U-14: 2:15-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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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領袖代表人民向天主祈禱，祈求天主寛恕以色

列。例如：梅瑟（申9:25-29) 、若蘇厄（蘇7:7-9) 、约沙法

特（編下20:6-12) 、厄斯德拉（厄上9:6-15 ; 厄下9:6-37) 、

乃赫米雅（厄下1:5-ll) 。同樣地，以色列人集合一起向天

主祈禱，求祂幫助以色列對抗敵人（加上; 50-53) 。

聖詠中這類團體懇禱的詩篇，包括4土 60, 74, 77, 79, 80, 

83, 85, 123, 126, 129, 137等篇，它們唯一的主旨是強調：上

主，這是你的人民：因此，以色列的問題，有待上主來解決

(44:13: 74:2: 79:l; 80:16) 。

7.2 感恩聖詠

感恩聖詠的出現，是作者感受到天主的眷顧而作出的

回應，因為夭主俯聽了他們的祈禱，使他們得到平安，所以

當他們脱離困苦後，便向天中作感恩的讚頌。他們寫作感恩

聖詠的目的，主要是讚頌天主的大恩大德，但除此以外，足

些作品也是要在人前為天主作證，好讓其他人也知悉天主對

他們的作為 (9:15: 92:1-土 116:14-19: 118: U8:l-2) 。由此可

見，感恩聖詠的寫作對象，也包括在聖殿旁看熱鬧的人，當

中可能也有在聖闕裡朝拜天主的人。詠唱這些詩歌的人，也

邀請這些旁觀者與他們一起讚美感謝天主 (9: 12: 30: 瓦 32: 11-

12; 34:4; 107:1-3; 118:1-5) 。

另外也有一些聖詠訣及還廂的群眾在聖罔裡作禮儀性

的集會 (40:11-12; 107:32; 116:18-19) 。明顯地，聖殿是人

民向天主還頤作祭獻的地方 (107:22; 116:17-19) 。我們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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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聖詠詩歌中，明白到那時代的宗教文化處境：當一位以

色列人要前往聖殿還他向天工求召的誓願時，他並不是一個

人上聖殿的，而是與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帶著祭品前往聖

殿，感恩還願。他們在那裨會把祭品交給司祭，然後便和其

他的還願者一起，分享上工如何拯救他們的故事，並一起讚

美天主。因此，這些讚美旳內容便成為感恩聖詠，這些聖詠

猶如現今我們的感恩見謚。

感恩聖詠也如懇求聖詠般分為兩大類：個人感恩聖詠

和團體感恩聖詠。一般來訌，正如上文所逕的，感恩聖詠是

用作禮儀用途的。

7.2.1 個人感恩聖詠

個人感恩聖詠 (9; 18;30;32;34;40;41;66;92; 107; 

116:118;138篇）是作者在聖殿向天主作出感恩祭獻時，向

祂表達感謝的詩歌。這表示向天主感恩，因為祂開解了他的

悲痛和憂傷。作者會在聖殿作出祭獻時，詠唱他的感恩歌

(116:17-19) ; 在這時刻，祈禱者會吃喝 (22:27) • 並與

朋友起舞 (30: 12) 。這舞蹈由聖所外開始 (100:2;4) • 在

聖所門前停止 (66:13-15) • 然後再移向祭壇 (118:27) 。

明顯地，這些聖詠雖是個人的感恩，但內裡卻反映

出，他們並不是以私人崇拜的方式來進行，反而是一個團體

的禮儀。煊裡以詠107作一例子，以具體説明。在這篇聖詠

裡，作者闡明聖殿裡舉行的感恩禮儀，是细心地、有組織地

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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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 107描迫了四個不同的組群：遊客 (4-9 節） 、囚徒

(10-16節）、病人 (17-22節）和海員 (23-32節）。聖詠開

始便以糟儀性的説話，邀請那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人，促請他

們向憐憫的天主作感恩讚頌 (1-3 節） ，然後再邀請以上的

四個組別的人，以同一的目標讚美天主。詩歌首先描述了徨

們的困境，然後訴説： 「他們於急難中一哀求上主，上主即

拯救他們脱離困苦」 (6. 1 主 19, 28節） ；其後，邀請他們感

謝天主的仁慈： 「廓他們感謝上主的仁慈，稱頌他給人子顯

的奇蹟」 (8, 瓦 21, 31 節） ：禮儀以回想天主對人類的各項

恩賜作結 (33-43 節） 。由此可見，感恩聖詠是宗教禮儀慶

典的「附加物」 ，禮儀慶典包括了個人或團體的感恩歌詠。

7.2.2 團體感恩聖詠

團體聖詠 (65: 66; 67: 124 篇）大部分都是涉及國家的。

例如，凱旋歸來，或是在天主解救國家的危機後向天主感恩

讚頌 (66: 124篇）。除此之外，也有因為天王縉他們鬪收的

一年，而件出感恩讚美 (65: 67篇） 。因此，不論國家或個

人都承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天主的恩賜。

團體感恩聖詠一如侗人感恩聖詠殷也是在聖殿裡讚美

天主的。

7.2.3 感恩聖詠的結構

感恩聖詠，羆論是個人的或是團體的，內容主要分為

三部分：引言、主體和咭語。例如聖詠12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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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天王是強有力的救星 登聖殿歌，達味作」

(la節）。

引言：道出了感謝上主的背景，是國家面對強悍的外

族入侵時，得到上主的保佑而得安全： 「若不是上主保佑我

們唯願以色列子民再説：若不是上主屎佑我們，當世人起來

攻擊我們，並向我們發洩怒火時，必會活活將我們吞食。就

像淹沒我們的水禍，氙過我們頊項的洪波。又像洶湧澎湃的

狂浪，早已門我們淹沒誡亡。」 (l b-5 節）

主體：感謝上主把他們的國家由敵人的手解放出來：

「讚美上主，他沒有將我們拋出，使我們做成他爪牙的獵

物：我們像掙脱獵人羅網的小鳥，瓘牻被扯破了，我們自然

逃掉。」 (6-7節）

縉語：感謝天主的因由，是因為上主是地們的救助，

是萬物的創造者： 「我們的救助是仰賴上主的名，上天和下

地都是由他所造成。」 (8節）

7.3 讚美喂詠

美聖詠源於以色列歷史的初期 米黎盎的讚美歌

（出 15 :21) '它回應著梅瑟的凱旋歌（出 15:1-19) 。不論

是米黎盎的讚歌或是梅瑟的凱旋歌，它們都是以色列民綱驗

天主的大能救恩，向祂亻午出自發性的感恩讚頌。

另外女民長德波辣的讚歌（民5章） ，也是以詩歌的形

式讚美天王的神性干預，使以色列民能擊敗強悍的敵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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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之，每次上主作出威嚴的顯示，或作出歷史的干預後，

人們便會作出感恩的歌詠（友16:]-12,13-17) • 在慶節的禮

儀中表達出來。

因此，讀者可以看出以色列的慶節與讚美聖詠的密切

關係。亞毛斯先知斥責當時的宗教性的偽善，並說上主不願

聽他們的歌聲和琴聲（亞5:23) 。歌詠是以色列的慶節不可

或缺的部分 (136; 118:2-4; 135:19-21) • 詠 150邀請人以樂器

舞距來歌詠讚美天主。

熱誠虔敬的以色列民以擊掌有節奏地讚頌天主 (47:2;

98:8) 。以色列民在興高采列時會高聲地歌詠（參閌列上

l:32-3l) ; 缢下23:11-13;29:30) • 因此當他們讚頌上主時，會

大聲地呼喊上主的聖名「雅威」 (Yahweh) '或以希伯來文

短式的 Yah 來代表上主，因此，希伯來文的讚美上主，就是

Allelu-Yah• 《思高聖經》音嶧為「而肋路亞」） 。

另一種歡樂的呼喊就是「阿們」 (Amen) (41:14; 

72: 19; 89:53; 106:48 : 參閌編上 16:36 : 友 15: 10) 。這希伯來

字詞在聖詠裡是用作讚頌詞的芍尾語，但是其原意是解作

「但願如此」、 「是，上主」 （耶口 5) '或「盼望是這

樣」（耶28:6) 等。

另外，感恩聖詠時常出現的讚頌是： 「他（上主）的仁

慈永遠常存」 (106: 1, 107: I; I I 8: 1-4, 2l); 136) 。這句讚美詞

不單只出現在聖詠集中，也常出現在其祂的聖經章節中（缢

下5: 13; 7:3, 6; 20:21 ; 耶33: 1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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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聖詠也可以讓我門對以色列民禮儀的慶典多點認

識，例如以民也會以動作來表示他們對天主的虔敬，如高

舉雙手 (28:2; 77:3; U」辶 1"1-1 :2) 、伏地、屈膝 (5:8: 95:6: 

96:9) 等。

7.4 君王聖詠

聖詠集內有不少聖芯，是以以色列君王為中心的 (2;

18; 20; 21; 45; 72; 89; 101; 110; 132 篇） ，也可以説它們是達味

後裔君王的竹－品。以色列君土在以色列的宗教佔著優越的角

色，因為以色列君王是天主的受傳者（默西非） ，是天主執

行袒神性計劃的工具，是天主許諾的執行者，是代表著天主

帶領以色列民邁向平安和幸福，是人民在天主前的代言人。

鯛論如何，君王的角色尤其重要的是，君王代表著以色列國

家去接受天主的神性許諾，去成就天主願音他們去做的事

（參閲撒下7 章） 。因此，大部分的君王聖詠，都可視為

「默西亞聖詠」。

讀者要知道，以色列是神權政治的國家，天主才是她

真正的君王，而在世的統治者是天主的兒子，是天主在世的

代表，由天主所選拔的，是經過受傅才能坐上王國的寶座，

治理以色列（煽上28刃。他在上主前的所竹所為，要如達

味一樣，才會受到上主的祝福（列上0:4-5 ; 塲下7:17-18) 。

當君王登基之日或是慶祝登基的纪念日，又或是君王

的婚禮，又或是在戰爭勝利後凱旋歸國，他們都要向天主仁

感恩祈褶，這表示他們不會忘記自己是上主的「受傅者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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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主揀選他們作以色列君王的。因此，在以上的日子，君

王都會在皇宮或聖殿以歌詠感謝天主。

君王聖詠的出現，可追溯至君主政體的時代，這些聖

詠反映著那時代王室的語言和禮儀。這些作品説及當時君

王的清況，並視那位君王為坐在達味的寶塵上的理想君王。

天主選民的君王是「受傅者」 ，是「默西亞」 ，是夭主許諾

給達味的家室，因此作者都視這位達味的後裔為天主所喜愛

的，他是那位會完成天主救恩計劃的人。這些聖詠的出現由

開始忧是「默西亞」式的聖詠。

7.5 熙雍聖詠

當達味佔據耶路撒冷後，便以這城作為以色列的首

都。他後來更把上主的勻櫃遷入這城內：達味這聰明的行

動，為耶路撒冷作為全以色列政教中心珂設了一條康莊大

道。當撒躍滿在耶路撒冷築起了聖顾後，耶路撒冷更加明顯

地成為以色列王國的宗教中心。

熙雍原是耶路撒冷東南而的一個山崗，可説是耶路撒

冷城發源地。後來熙雍也泛指耶路撒冷城，或成了聖殿和聖

山的名稱。以色列民訒為匝E雍是上主所捒選的，是祂喜愛的

聖山 (78:68-69; 68: 17; 48: 主 87:2) 。

其後，當亞述王散乃王黎布攻佔耶路撒冷時，人們仍

以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主的城邑，是不會被摧毀的。耶肋米

亞先知為此嘗試打破以色列的狂妄的信心（耶7:3-7) 。當

拿步高佔據了耶路撒冷後，歷史再一次證明先知所説的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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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妄之言。在充軍期後. ~ 皮互躪的回雍成為以色列期待默

西亞希望的車心（依60 : 66章＇匝8章）。以色列期望著新

耶路撒冷的出現，她是全人亡巳京城，因此，熙雍聖詠的內

容，不論是充軍期前或回歸忥土，都是為新耶京和她的聖闕

而表達出作者的期盼的。

熙雍聖詠是軻聖者前往聖項所詠唱的詩歌，作朝聖禮

儀的用途。梅琶法律規iE以色万又仁三大慶節，即逾越節、

五旬節和帳棚節的節期中，鄯要訂生上王旳台前，出席敬拜

天主的禮儀占動（出23: 17: 汀n: 申 16: I 6 1 。因此，讀者明

白前往願雍朝拜天主是理所當然的，朝聖活動是禮儀性的活

動 (84; 122等篇）。

大郃分學者評為熙雍聖詠共有六篇: 46: "1S: 76: 8土 87.

122 。當中第46; 48和76篇似是慶祝主前701 或688年，熙雍促

散乃王黎布的手中解救出來而向天主讚頌；餘下的好像沒

有明確的歷史背景。第84篇舉揚聖殿是上主的居所，是以色

列民朝拜上王的中心；第87篇表揚熙雍是萬民的母親，而第

122篇顯明地是朝聖歌。

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認為熙雍聖詠與那些在標題

內説明是登聖殿歌的 (120-134 篇） ，雖然有著同樣的喜

棐氣氛，倡卻是兩回事。學者提出按昭猶太玕典米市吶

(Mishnah) 內所説，這十五篇登聖殿聖詠是肋未人在通往

「尼卡爾諾」門前的十五級階級而唱的，每一階级唱一篇聖

詠，大约都是屬於晚期的作品。登聖殿聖詠與熙雍聖詠雖有

不同，但它們有些因素或成分卻是相近的，例如登聖殿聖己

都像第84篇一樣，是為激發、滋養在聖殿裡朝聖者的差丸户＝

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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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上主為王聖詠

以上主為王作主題的聖詠，共有六篇： 47; 03; %; 07; 08; 

00 。「天主是我們的君王」這個概念，早在初期以色列歷史

中已呈現出來（出 15: 18 ; 戶 23:21 ; 申 33:5 ; 民8:22-23 ; 撒上

8:7; 12:12) 。這位以色列的天主在以色列民中，透過盟约而

作了他們的君王。

以民為了表達盟约的神聖性和對它的敬重，把勻版放

在結约之櫃裡，上有一對革魯賓像；而舊约痘文，不時以天

主坐在革魯賓中間，或坐在他們之上，來表達祂坐在結约之

櫃上，顯示了袍是以色列民唯一的君王 (18: 11; 80:2; 00: 1 ; 

出 19:6-8: 25:22 ; 達3:55 ; 列下 1 0: 15) 。在曠野邁向褔地的旅

程中，結约之櫃存放在帳棚裨：在聖殿建成後，它被放在

聖殿的至聖所內。這樣，以色列的上主天主成為了看不見

的、唯一的以色列君王。結约之櫃就是上主的腳凳 (99:5;

132:7) 。

上主為王聖詠的處境是建基於以色列禮儀的慶節。讀

者可以見到這類聖詠的主題是歌頌讚美天主。聖詠權威學者

Sigmund Olaf Plytt Mowinckel (1884-1 %5) 認為以色列的新

年節，就是要慶祝和纪念上主登極為王，這個慶典是由巴比

倫慶祝他們的神衹瑪爾杜克 (Marduk) 引入來的。有一些

學者訒為以色列民以禮儀來慶祝上主為王，當中有著明顯的

目的，就是高舉未來的普世國度，這個未來的王國的君王，

就是上主，因此帶有強烈末世性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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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論如何，這類聖詠所歌唱讚美的，是以色列及整個

宇宙的判官和國王，以及歷史的主宰 上主夭主，因此·

詩句語氣充滿了喜樂和興奮。作者在聖詠的開始便以邀請

詩句來邀請群眾、普世大地在禮儀中一齊讚美天主 (47:2:

97: l: 98:4-6) 0 

7.7 智薏聖詠

智慧聖詠共有十一篇： L37:4lJ: 言； lJ]; ]]2: lllJ: 127: 12~: 

133; 139 。有些智肆聖詠的作者堅持「因果報應」的原則

(doctrine of retribution) '認為義人在今生是珅所當然的獲

得福樂，惡人必定獲得懲罰，這也是自古以來的倫珅觀。

但是也有一些智慧聖詠的作者，好像约伯傳和訓道篇的作者

殷，受過痛苦的西歷，認為上述的智慧觀念是非常膚淺的，

這些論據是不能令人獲得真正的人生答案。

智慧聖詠作者，有的代表著傳統的教導：認為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有的是一反上述的觀念：義人受苦，惡人

享福；向上王要求懲罰惡人，回復義人應得的福樂。還有一

類是作者更進一步，當他們提問曹人為何享福的同時，也強

調了義人獲得真正的幸福，就是擁有天主，例如第37; 4lJ和

73篇，它們讓讀者明白， 「報應」不是取決於人的富有或貧

窮｀它不是按昭世界上普遍的思维或世俗的事惰來解釋的。

7.8 申命紀聖詠

申命纪聖詠共有五篇： 7凡 81: l)5: 105: 106 。它們般稱為

申命纪聖詠，是因為它們的內容是有闢申命紀的，特別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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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章。若果讀者细心閲讀申命纪，會發覺申命圯作者時常

重覆一些主題： （一）規勸以色列民務要遵從上主的誡命、

法令和規則（申 5:1-22;6:l-9) ; (二）告誡他們要敬畏和

忠於唯一的上主，並向祂作真正的敬禮（申6:10-16; 8:11-

18) ; 以警告作規勸他們，不要向其他神祇膜拜（申4:26-29;

8: 19-20) : 上主許諾了若以色列民忠於天主，祂便會幫助他

們對抗敵人，佔領福地（申6:18-19; 7:16-24) 和獲得豐麈的

生活（申7: 13-1 主 8:7-10) ; (三）囑咐他們不但纪念，並要

向他們的子孫不斷地講近出谷的事件（申6:6-9: 11:18-21) 。

申命纪聖詠不單只反映上述的主題，也反映以民在禮

儀中詠唱詩歌時，也同時表述申命汜的誡命。聖詠開始時邀

請群眾讚美天主 (81 :2-土 95:1-2: 105:1-2: 106:1) • 接著便重

新述説申命纪的主題：

(1) 回憶上主的誡命、法令和規則 (81:5-6; 78:5-10; 

105:8-10) ; 

(2) 講述出谷事件 (81:7-8: 78:1 lff; 105:llff: 106:7ff) 

(3) 勸誡 (81:9-1 主 78; 95:8-11; 106) 

(4) 許諾 (81:14-17) 。

申命紀聖詠提到，若要滿全申27及j2章（參閌蘇8及24

章）的指導，天主的子民在以色閂盛大的慶節中，除了要不

斷地綬述出谷的事件外，也要回芍天工的盟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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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摘要

(1) 聖詠也被稱為「祈禱手冊」，共蒐集了 150篇的詩歌。它

的內容全是以民向天主的祈禱。

(2) 這 150篇聖詠不是同一作者所著的，也不是同一時代的人

所著的。它的來源頗不易確定，對於每篇聖詠的寫作時期

及作者｀學者都難有一致喧實的說法。

(3) 大多數的聖詠在篇首都有標題的，猶太人稱那些沒有標題

的聖詠為「孤兒詩」，當中包拮了序篇、亞肋路亞聖詠、

朝聖殿歌、法律讚等。聖詠的標題不是出自原來詩人的手

筆，應是後人加上去的。

(4) 聖詠按其內容可分判八頦：懇求聖詠、戒恩聖詠、讚美聖

詠、君王聖詠、熙雍聖詠、上主為王聖詠、智慧聖詠、申

命纪聖詠。

(5) 懇求聖詠分內涸人懇禱和罔體懇禱。前者按情況而可細分

為： (1) 面對死亡的危險而向天主哀禱， (2) 在病榻中

向天主懇禱， (3) 受了委屈後向天主發出哀怨的祈禱。

後者是圍體方國家的苦難和困迫向天主懇求。

(6) 烕恩聖詠分為兩大類：個人成恩和圉體戌恩。前者是作者

在聖殿向天主作出成恩祭獻時，向祂表達烕謝的詩歌。後

者是作者在天主解救國家的危機後，向天主成恩讚頌，也

有向天主哈他們豐收的一年而作出戚恩讚美。

(7) 讚美聖詠是在上主作出威嚴的頤示或作出歷史的干預後，

人們作出成恩的歌詠，並在慶節的禮儀中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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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君王聖詠大部分是以君主為主題的聖詠。當君王登基之日

或是慶祝登基的纪念日，又或是君王的婚禮．又或是在戰

爭勝利後凱旋歸國，他們都要向天主作吸恩祈禱。

(9) 熙雍聖詠是朝聖者前往聖城所詠唱的詩歌，是朝聖禮儀時
採用的詩歌。

(10) 上主為王聖詠的處境是建基於以色列禮儀的慶節。這類聖

詠所歌唱讚美的是以色列及整個宇宙的判官和國王，歷史

的主宰，上主天主。

(1 l) 智慧聖詠既表達箸傳统的教導，認夯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也有要求上主懲罰惡人，回復義人的福樂，以及表示

善人的報酬就是擁有天主。

(1 2) 申命纪聖詠的內容是有間申命纪的主題，特別是申 5-11

章。作者提到天主的子民在以色列盛大的慶節中，除了要

不斷地敘述出谷的事件外，也要回憶天主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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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聖詠（二）

L 緒言

本單元羊噴單元二的訂論，進一步説明聖詠的內容。

聖詠是智慧文學的一部分，而從上一個窋元裡，讀者初步看

到這些詩篇的背景資科。在這單元裡· 我們會再進一步，淙

合地解説這些聖詠的重要思想，並且選讀具中數篇，妤諶讀

者能更具體地訒識聖詠。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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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初步了解：

• 聖詠的其中三個重要神學：熙雍、以色列君王是上

主的兒子、天主的法律：

• 聖詠23 、 118的內容及思想。

1 導論

在甲元二裡，我們已為讀者介綹了聖話集的來諒和框

架，現在我們要增壇這聖詠的旅程。要綜合介紹聖詠並不

容易，因為它涉及的內容非常廣之，牽涉到人類各種各樣的

事情與感清，所以並不容易簡翟證明。為此，在這單元裡，

我們會為讀者介紹其中幾個重要的主題，吁使讀者能堂握重

點，以後閲讀聖詠時，便會更容易明白鬲中的內容。最後，

這單元會介縉兩篇聖詠，分別是2 汽篇與 118篇，都是聖詠中

極其出名的作品，希望藉此讓讀者多掌握一點閌讀聖詠的方

法。

4. 理詠中的項要主題

聖詠集是經過最少七侗世呈匯集而成的祈禱集，內容

是有關以色列民的生活和信仰的表逞。這芸祈禱詩歌也嘗試

藉著竹者們的生活紅檢來了解天主的行動和植神性的教導。

因此，他們有一些共通相同的神學王題。因篇幅所限，這押

只為讀者介縉三個較為顯著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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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熙雍

聖詠中有一個顯眼的」六象徵．這為以色列民足非常

重要的，就是永恆之城耶路崖冷和她的聖殿。耶路撒冷聖城

象徵著天王臨在祂的子民已中，因芍那裡是天主的居所。一

如上單元提及過， 「匝且雍」五名 f~最初是指耶路撒冷內的閂

雍山，撒躍滿王就在戸弄山上享］禮了宏偉的聖殿，作為以色

列民朝拜天王的地万， 「回己维」後來更成為耶路撒冷的別

名。

因為以色列民相信天主居住在閂雍 I 或耶路撒冷）

因此，熙维神學應運而生。根據胭璀神學· 以色列民相信只

要有鷗雍的一日，一切都會順利，因為天王住在那裡。

瞑雍為以色列民是非常重要的 (9: 12日 20主 U7:6) • 因

為上主居住在耶路撒冷聖葭內，因此她永不動搖 (46:6) • 

就連災禍也不會降臨熙雍。因此佑眾在天禍降臨旿，都要

奔向她，因為上主屆住在那裡，他們必會受到上主的保護

(46:2-4) 。渴慕上主的信友必要在慶節中前往耶路撒冷，

在那裡讚美天主 (84:2-3) 。

天主的子民會在痛苦時想念四雍，常希望上耶路撒冷

覲見上主，獲得喜樂和歡渝 (42:5: 122:1-2) 。

上王並不只居住在聖殿裡 (50:2-3) , 也居於穹蒼上

(97:2-6) 。上王居住在聖殿裡，讓人可以接觸祂，因而認

識祂和袒的威嚴：上主居往在穹蒼上，讓人認識袒的本醴

從上述的兩篇聖詠來看，兩位作者對天王的居處有著不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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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思想。有聖詠作者更把以上兩種神學思想咭合： 「上主

住在自己的聖嶸，上主的寶座設立於天：位的眼睛垂視下

地，他的目光細察人子」 (11 :4) 。這表示作者既保留著以

色列民的宗教生活的特式－~天主居住在聖殿裡，保護聖城

耶路撒冷，但也表示另一個觀點，就是天主的寶座是在穹蒼

上，细察人的行為。從這些不同的表達中，可見聖詠當中的

神學思想，是多麼豐富。

4.2 以色列君玉是上主的兒子

達味後裔能成為以色列君王的，就是天主的兒子

(2:7) 。作為天主的兒子，達味和他的繼承者是天主在

人問的代表，替祂管治人民，是天主氫懈可擊的受傅者

(18:5 I) 。這位天主的受傅者，天主在世的代表，是按昭

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因此，天王的受傅者是君王，

也是司祭 (110:4) 。這位君王除了是司祭外，也是一位正

義的判官，代表天主在世上作出正義的審判 (72: 1-4) 。

以色列民意識到達味和他的福承者與天王有著特殊的

關係，是基於天主藉著吶堂先知向達味作出了的許諾（撒

下7章） ：根據天主這個許諾，達咪和他的後裔只要能遵守

盟约的誓言和上主教訓他們的法典，這王權便可以永遠保存

(132:12) 。

達味永遠的王權要給人民帶來福祉，君王是天主的工

具，故此，他要管治、指導和幫助人民過天主喜愛的生活。

若果君王離棄上主，天主便會收回祂對以色列民的一切祝

福。故此，君王朝拜唯一的天主，為以色列來説是非常重要



單元三·聖詠（二，
9 'T 

的。以色列民會為他們的君王向天主祈禱，希望君王敬拜上

主，使國家興盛，顾泰民安。

4.3 天主的法律

天主的法律在聖詠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只要遵守

上主的法律，人民就能安居樂業，國家便得到興盛，人才得

到幸福 (1 I 9: I) : 然而，不守上主法律的人，便得到相對

的懲罰 (89:31-33) 。

察看人對天主法律的態度，就能辨識他是否一位敬畏

和膜拜上主和正義的人。正義的人的行為，能符合上主法律

所吩咐的，行善避惡，並獲得上主的賞報；不遵守上主法律

的惡人，多行不義，必會受到上主的懲罰。人的行為與結果

相稱。遵守上主法律行事的義人的賞報就是生活富足，家族

興盛；相反地，不守法律的人便災禍纏身，生活苦不堪言。

這就是傳统所説的「因果報應」 ，它盛行於舊约時代，也影

響了聖詠的作者。上主給予正義的人福樂，懲罰那些不遵守

祂的法律的人 (34: 16-17) 。

上主好善惡惡，賞報義人，懲罰惡人：聆聽正義的人

的呼求，而對付那些作惡多端的惡人。雖然如此，上主卻不

一定即時作出「因果報應」的，惡人因著他們的惡行，所要

承受應得的嚴重後果，也可以在將來才出現的 (7:16-17) 。

另一方面，有些聖詠作者從生活經驗中，看不到「因

果報應」的執行，他們發覺有些惡人享受富貴榮華，有些

義人反而飽受貧窮、壓迫和欺凌。這些聖詠的作者詞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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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者如同愚者一樣，結局都是死亡，不能帶走任何財富

(49 目， 12b) 。也有聖詠作者訓誨人民不要因「因果報應」

尚未實現，而失去對上主的信仰，驕傲自大的惡人雖然看來

安寧幸福，但是他們不能擁有上主所賜的绳潔的心，這就是

天主對正義的人的賞報 (73:1) 。

聖詠作者指出，跟隨上主旨意行事的人，會看見義人

和惡人的最終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義人興盛：惡人受罰

(49:16; 73:15-20, 26-28) 。

5. 聖詠選讀

以上綜合地介紹了聖詠的全貌，以下嘗試選取其中兩

篇聖詠，略加分析，與讀者一同欣賞這些詩歌如何表達以民

對天主的感清。

5.1 理詠23篇

這是一篇對上主充滿信心和信任的聖詠。作者把上主

視為他的牧者，在這個夏幻莫調的世界，他將自己交託給上

主，讓祂帶領，好能走向永恆的天國，在那裡享受餌窮的福

樂。

這首聖詠分為兩個部分： 1-4節和5-6節，它們各有主

題，前者表達上主是作者的牧者，後者表達上主是作者的恩

主。而兩個主題合而為一，放在同一首詩篇裡，就是要表達

上主是作者唯一的天主，是作者唯一進入永生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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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聖詠充滿了寓意的表達，讀者要領會當中的深

意，便先要明白聖詠中的各種寓言的音義：

(1) 牧者和羊群：以色列的祖先「原是個飄泊的阿蘭

人」 （申 26:5) • 是以遊牧左生的民族，因此以色列人對遊

牧生活，有著深刻的經驗。牧者是平群的領袖，又是牠們的

伴侶，更重要的是，牧者的責任伉是保護羊群免受猛獸的侵

害，免被吞噬而死亡。因此，羊群對牧人是有一份依恃之

心，因為牠們把自己旳生命交託洽牧者。因此羊群必會聽從

牧人的指示，也會認識牧人的聲音和他所作的一切行為舉

動。牧人拿著牧杖，就能指揮羊群，讓牠們每日在牧放中，

享受平安和飽跃。

其實在古代東方民族如亞述和巴比倫等，他們的君王

也視自己為牧者，認為他們所膜拜的神明委託他們召集和

阿顧羊群 他們的國民。以色列也是一樣，在聖經的不少

章節中，都以牧者和羊群，來比作天主和以色列民 (95:7:

78:52; 80:2 : 依40:11: 49:10; 耶 13:17 : 歐4:16; 匝 10:8)• 由

此可見，以民明白天主就是他們至善的牧者。

牧人和羊群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甚至與生死攸閼。

這牧者並非只顧自己，不顧羊群的牧人（則34:2-8) ; 反

之，上主是生命的善牧，祂帶領羊群從死亡深坑中這出，脱

免死亡 (49:15-16) 。這也説明了人沒有上主的照管，是不

能活的。

(2) 青祿的草場和幽靜的水旁：它們都是天堂樂園中

必有的東西 (36:10;65:13-14) • 在那裡的生活，是－氫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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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和飽跃的（箴 13:25) 。在那裡，義人還需要甚麼？就只

需要天主，只有天主才是人的富足和飽跃： 「我要常與你同

處，你已經握住了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聖訓來領導我，最

後引我進入你的榮耀。在天上除你以外，為我還能有誰？在

地上除你以外，為我－鉺所喜。」 (73:23-25) 。在基督徒

釋徑方面，青草和水預示了基督的生命之糧—－聖體聖事。

U) 牧杖和短棒：這是牧人常備的權杖和武器，是用

來帶領和保護羊群的。當牧人一步一步地走路時，就以他的

牧杖一下一下地鑿地發聲，以指示羊群要行走，羊群聽見這

聲音，便跟著牧人而去。當有野獸來襲擊羊群時，牧人就是

用短棒來打擊野獸，保護羊群。作者使用這圖像來表達上主

的神聖法律，若人遵守這法律，必得到平安和喜樂。

(4) 筵席：希伯來文原文是餐桌，是以皮或禾桿做成

的，遊牧民族慣常把它鋪在地上，放上食物，一家一齊坐在

餐桌旁，享用餐宴。要了解第5節，唬要先明白希伯來民族

等的待客之道的文化。

遊牧民族待客之道是可稱讚的，是一種最受推崇的美

德，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受到祖先亞巴郎在瑪默勒檬樹林遇

見上主的使者所影響（創 18: 1-15) • 由此而發展成民族的文

化特色。他們評為客人是神聖的，囚此人以能夠接待客人

為榮。若接待陌生客人，他們會以三天的時間盡情的招待

他們，並保護他們，甚至對抗敵人，當客人要灕別時，主

人仍有責任保護他們離開，他除了親自護送客人一程外（創

18: 16) • 更會委派兩個僕人，護送客人至更遠的地方，最

遠可達万圓 150公里外。若讀者了解他們的文化，就不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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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為甚麼詠2j的作者在他的作品第二部分目r表達出感恩喜悅

之情了。作者在這裡暗示在天主的聖殿內，在它的祭壇的

角，得到了喜樂和安全 (27:2-5;61:4-5: 列上 1 :50-53) 。有

學者詔為筵席也如青草和水一樣，預示了基督的感恩祭宴，

上主的聖殿就是基督自己。

(5) 傅油和杯爵：主人為客人傅油也是一種待客之道

的古老習慣，議他們在酷氬的情況下，可以在主人的家中清

潔裝飾一下，解除酷蛄所帶來的不快感覺，舒服地在主人家

中作客。那些油一般是橄欖油，有時混合一些香料。有學者

認為傅油象徵天主的祝福和祝聖。

杯爵表示主人的殷勤。按以色列民習俗，主人對自己

的家人、親戚、朋友分杯斟酒，表示主人對那位客人如自

己人般，是受保護和祝福的。「杯爵」亦是命運吉兇禍福

的象徵 (11:6; 16:5; 23:5) 。這裡所指的是「救恩的杯爵」

(116:13) • 因為作者在上主的殿裡受著上王的保護。

悰合而言，詠23篇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1-4節和 5-6節。

前者的主題是上主是牧者：後者是上主的保護。上主猶如一

位負責任和有愛心的善牧，保護祂的子民－—羊群，在祂們

的人世旅途中．一直與他們同在，不斷昭顧他們，使他們

得以脱離陰間的門，走向祂九人類親手建設的樂園裡（創

2:8) • 享受永恆的生命。在這人生的旅途中，夭主給信賴

祂的人平安，並把幸福和慈愛永遠賜給他們，因為他們參與

了上主為他們擺設的生命筵席，就是戰西亞的筵席，譔佳严

永遠享受萁窮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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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聖詠118篇

這篇聖詠從佈局來看，是在大節日遊行時所用的聖

詠，因而標題也稱為「慶節遊行曲」。有學者認為它屬團體

的感恩聖詠，也有學者説是個人的感恩聖詠，這在學術界中

仍有爭議。這裡會採用學者 M. Dahood 和 J. A. Burger 的寶

見，以詠118為個人的感恩聖詠來作解説。

餌論是個人感恩聖詠也好，是團體聖詠也好，這篇聖

詠可以肯定是詩人在得到天主幫助後在大節日中於聖殿內向

天主作感恩讚頌。

以色列民有三個重大的節日：逾越節、帳棚節和五旬

節。在這些慶節裡，以色列民的男子都有責任前往聖殿朝

拜天主，並向祂作祭獻（出23:17 ; 申 16:1-17) 。從這篇聖

詠的內文看來，它可能是指以色列民在帜棚節所唱的聖詠

(27節） 。因為按猶太習俗，以色列民在帳棚節一連七天的

慶祝，並在第八天為上主獻火祭（肋23:34, 36) 。在這慶期

內，以色列民要在帳棚中居住，以汜合他們的祖先出谷後，

居往在曠野中的苦況。他們都會事先在郊外、廣場或者在自

家的天井裡，以橄欖、長春、棕櫚樹等樹枝，鋪搭自己的帳

棚（厄下8:15-16) 。

在這慶期內，聖殿內人人手拿著樹枝，並在參禮的時

候不斷地搖擺（加下 10:7) 。在充軍以後，這禮儀還加添了

遊行的儀式，每天早上司祭和百姓從聖畏內遊行至史羅亞

池，在那裡取水回來倒在聖殿內全燔祭壇的西南角上，象徵

慣由西南方向而來的田水，全年不會缺乏。在這取水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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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姓邊行邊唱，不停地搖著手中的樹枝，抵達聖殿的全

燔祭壇角邊，把樹枝放在那裡 I 了b節） 。

在夜間的禮儀中，晚褡二 f妥，有婦女團體跳舞慶祝，

此時必須圀點火把，以作昭土．五儀式表示了以色列民出

谷後在曠野中，夜間上王冑以火柱來光昭他們，領導他們走

上正確的道路（出 13:21 : 乜下LJ:12. 19! '27a節所表達的光

明，就是指在這慶節中夜間澧儀所用的「火把」。

由此可見，這篇聖詠的背景，可能是作者在帳棚節問

中在聖殿內參與禮儀時，興高采列地邀請聖殿內參與禮儀的

群眾一齊讚美上主。這篇聖詠的內容，除了使讀者能感受到

慶節的歡樂氣氛外，也能讓讀者大概了解禮儀的程序。

這篇聖詠的結構可分成四部分： （一）邀請和呼籲在

聖殿前的聚會者一起前來讚頌上主 (1-4節） ; （二）讚美

上主的理由，回憶上主的救恩 (5-18 節） : （三）進入聖

坍時的歌詠 (19-25 節） ; （四）朝拜上主者的歡呼和讚頌

(26-2lJ 直仃） o 

綜合而言，作者感謝上主的大能幫助，使他脱離險

境，因而在帳棚節慶期中，在聖殿朝拜天主時，所詠唱的感

恩詩篇。他看見朝聖者進入聖葭朝拜天主時，邀請他們歌頌

讚美天主，並與他們一起分享天主援助他們的故事，並跟隨

禮儀遊行的隊伍進入天主的聖戩內，向天主膜拜。這篇聖詠

表達出當時的以色列民在帳棚節的禮儀，讓讀者跨越時空，

進入敬禮天主的人群中，與他們在天主居住的聖殿裡，一~~

朝拜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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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摘要

(1) 聖詠有一些神學主題，這裡介綹三個較為頤箸的：熙雍丶

以色列民的君王是上主的兒子、天主的法律。

(2) 熙雍神學表達出以色列民的信仰根基，他們相信只要有熙

雍的一日，一切都會順利，因為天主住在那裡。

(3) 以色列民認為他們的君王是上主的兒子，達味後裔能成方

以色列君王的，就是天主的兒子。作為天主的兒子，就是

代表著天主管治人民，他是天主無懈可擊的受傅者。

(4) 天主的法律在聖詠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只要遲守上主

的法律，人民就能安居樂業，國家便得到興盛，人才得到

幸福；然而，不守上主法律的人，便會得到相應的懲罰。

(5) 聖詠23是一篇對上主充滿信心和信任的聖詠，作者把上主

視為他的牧者，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他將自己交託哈

上主，讓祂帯領，走向永恆的天國，在那裡享受無窮的福

樂。

(6) 聖詠118是一篇畋恩聖詠，作者在帳棚節期間在聖殿內參

與禮儀時，興高采列地邀請前往聖殿參與禮儀的群眾，一

齊讚美天主。這篇聖詠的內容，除了使讀者能威受到慶節

的歡樂氣氛外，也能讓讀者大概了解禮儀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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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約伯傳

L 緒言

七卷智慧文學各有自己的時色，駰論是形式或是內

容，差異都很大，如上兩個單元介沼的聖詠，以詩歌的形式

來表達以民的喜怒哀樂，由此而向天主祈禱。但是，來到這

個單元，雖然在原文裡，约伯傳的主體都是詩歌體，但卻是

一件完整的事件，以汽伯為主角，探討人在痛苦當中，如何

纘續信仰天王，這也是智慧文學其中一個正要的反思。

值得留寶的是，不同的智慧文學紅卷，對人生的反

省，各有不同，其實有互相參考的價值，所以讀過聖詠，來

到約伯傳，是其中兩個面向：再探究下去· 會看到更多不同

的取向，而守合各種觀點，才是真正的智轉。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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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瑄單元後，應能：

• 了解约伯傳的背景如作者及成書：

• 了解约伯傳的內容大要：

• 初步了解约伯傳文學的特色和文學類型：

• 掌握本書的神學思想。

3. 導論

思考：年前有一首雹視劇主題曲，其中一句歌詞是

「何必偏偏選中我」，以表達主角的命運坎

坷。當時有很多人都有共鳴，因此這首主題

曲，風行一時。為甚麼這句語會引起這麼大共

鳴？是否很多人也有遭命運玩弄的戒慨？

「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侯人约伯沒有？」 (1:8日 2:3) 紐

個問題是上主向撒殫提出的。這個提問就啟動了義人约伯傳

奇的一生，以及有關「因果報匯」足傳統智慧的爭辯。约伯

按自身的坦歷，對這個傳统的智慧產生質疑。這樣，持守

傳统智慧的三位朋友與親身體驗伊度痛苦的義人勻伯起了爭

辯，约伯甚至要請天主下來九他辯護，以證位的清白。

縊人生難解之謎 義人受苦，究竟帶給讀者甚度智慧

的啟示呢？這正是約伯傳的核心問題。至於答案，也許在約

伯傳的收結處，可以譔人窺探一二： 「究竟智慧由何處而

來，那裡是明智之所在？在眾生的眼目未曾見過，天空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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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也未發現。 「毀滅一與「死亡］都説： 「我們只風聞過她

的聲望。」惟獨天主誇識她的道路，惟有他知道她的處所。

因為惟有他觀察地樁，俯視天下的一切。」 (28:20-24) 。

也就是説，天主的智慧，不是人可以探究洞悉的，不過，這

鉺損叮伯博的閲讀價值，因為，即使我鬥下能直接找到答

案，卻能以此作反省。

4. 約伯傳的背景問題

有學者指出，從原文版本來看，約伯傳是最殘破不全

的一部舊约竺卷，也因為如此，從文字、文法、用語等角度

來判斷這書的成書年代或寫作過程，都非常困難，所以這裡

也不打算花篇幅處理這些爭論。一般來説，學者都同意這部

作品經過很長時期的發展，才形成今天的版本，而從當中呈

現的一些概念和思想，讓我們可以估計它的成書年分，例

如書中有魔鬼的出現，就顯出這書下可能是極早期的作品，

不能早於主前七世纪：又由於德訓篇曾提及约伯傳，所以它

又不會晚於三世纪，而大部分的學者· 就相信紐書完成於主

前六至三世纪之問。當然，這是指完成的日子，而發展的過

程，可能相當漫長。

同樣地，约伯傳的作者是誰巳鉺從稽考了，學者只能

憑書中的內容推測一二，相信他對人生痛苦有深刻的詞識｀

並且深切明白，只有在天主內才得到真正的解脱。也對詰＼

文化有相當認識，學問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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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伯其人

思考：約伯真有其人西？若不是真有其人其事，那麼

約伯的故事會否減低它的震憾性呢？為甚麼？

约伯的名字在希伯來文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把它解

作「（我的）父親在哪裡？」也有學者把它解作「（上主

的）敵人」或「（上主視他爲）敵人」 ，更有一些學者把它

解作「後悔者」。鯛論如何，约伯這名字曾在主前二千年左

右分別在中東的楔形文字和在埃及詛咒文中出現。約伯這種

遭遇人生苦痛的繹驗，在古巴力斯坦和其週遭地方的詩歌中

也曾出現。故此，有學者約為约伯傳的主角约伯可能是虛構

出來的。

6. 約伯傳的內容

思考：故事開始時約伯對天主的忠信是藉得我們讚賞

和學科的 (1:21; 2:10)• 但為甚麼後來他卻埋

怨天主，並要求祂為他作證呢？

勻伯傳就全書而言，大部分是詩歌體，學者茫為它是

今日所保存的最長一首古希伯來詩，也可能是希伯來文學

中最長的一首。约伯傳除了它的序言和緒語之外 (1, 2及42

章） , 「對話」是本書的中心部分，幾乎佔據全書九成的篇

幅。

勻伯生活於胡茲地，學者詔為這是厄東以南或基肋

阿得以東的地方。约伯家境富裕，為人正直，對主虔敬，

時常關心子女的行為操守，是當時東万人民中最偉大的人

(l: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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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庭的聚會中，上主店庄問撤殫有沒有觀察祂的僕

人約伯。撒殫對约伯的正直虔散發出了質疑，牠評為若上主

取回他的一切，他必會離棄忙 e 上王接受了撒殫縉建議，並

讓牠去試探他 (I :6-12) 。撒韋因此便把約伯擁有的一切，

包括他的子女取去，但是勻伯接受了這災禍，並不因此而失

去對上主的虔敬，甚至讚夫上王 r. I: 1 主22) 。撒殫於是再向

上主提出另一項建議，荳是要令弓信身受皮肉之苦，上主容

許牠，但是不容許牠取去值的生命 I 2: 1-6) 。撒殫使勻伯身

體長滿令人討厭和痛苦的毒瘡，使他生不如死。他的妻子要

他詛咒天主，但约伯道時還保持他的完善，斥責妻子，並接

受天主拾他所有的一切 (2:7-10) 。這個時刻，勻伯的三個

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後，遠道而來，目的是想安慰他，七日七

夜與他默不作聲同坐在灰土中。

约伯在痛苦中投訴，詛咒自己的生日，想知道為甚麼

生命如此不幸，生活令人討厭，希望死亡早日降來 (3章）

隨後约伯的三位朋友相繼發言。厄里法次作了三次

言論 (4:1-5:27; 15:1-35;22:l-30) 、彼耳達德作了三次言論

(8: 1-22; 18: 1-21; 25: 1-6) 和左法爾作了兩次言論（口: 1-20: 

20:1-29) ; 约伯對他們的言論也分別作出了回應，也為自己

作出了自白，就是這樣形成三場對話 (4-31 章）。

讀者若細讀約伯傳，便會得知整卷約伯傳的重心是在

辯論的部分，特別是約伯的自辯部分，讓讀者如「陪審團」

殷來參與辯論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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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朋友的論點，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

統智隸，可是這種智慧為约伯來説是站不住腳的。鯛論友

人如何規勸约伯，约伯都不為所動，反而他們的言論被约伯

一一擊破，因為勻伯詔為自己是清白鯛享的，是他親身的體

驗，唯有正義的天主才可為他申辯，證明他的羆罪。

约伯藉著回應友人的指責，來指控天主，他對天主的

指控流露出他對傳統智慧的困擾和對天主信仰的掙扎。當约

伯把所有的不幸歸於天主而向祂挑戰時，就是他運用了理智

而思考過，並有意志地質問天主的正義。可是，他忽略了自

己的地位，而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看事情。他的遭遇值得

人們的同情，但也欠了對他的造物主天主－個公道，就是他

只是以自己的「私德」作根基來質問「全德」的天主，忽略

了造物主的「自由」與「公義」 ，這毫皿美德可言：對天主

的安排義陣反顧，才是美德。

约伯本人堅持自己是一位囍享的受害者，祂依循天主

的旨意生活，為人樂善好施，不欺也不詐，善待旅客僕婢，

照顧孤兒寡婦，從不作陣禮之事，也不作不義之事，處事公

平，也沒有依恃財富。因此三位朋友所説的那些「安慰」和

「智慧」的話，對他來説，未免搔不著癢處，未能解決值心

中的疑惑。況且傳统智慧難以説服约伯的，是他親身經驗這

因果報噸的失效，因為以约伯所見，惡人不但沒有受到天主

的懲罰，反而一世亨通，獲享高壽，兒孫滿堂，家宅平安，

諸事順利，享盡美食，壽終之日，風光厚葬，平安降入陰

庁。相反，義人在世飽受痛苦，為何天主如此待人，違反傳

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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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朋友的語氣由最汀的安雪、勸勉而轉到斥責，言

論的內容大致跳不出傳统留下來旳智慧 因果報應。若按

這條傳統倫理的道德大律來推戶，讀者可以想像，最終結論

也是指出勻伯的災患來源， L 是 f之先罰的罪過所致，至於勻

伯所犯的罪惡，他自己暉富臼主· 因此他咿向王義的天主痛

悔己罪，決官悔改，那末或可以辶現今的災禍痛苦中解脱出

來。

约伯與三位朋友的對話，未能解決勺伯心中重重的困

惑。正在直時，出現了另一位較年仁的厄里閂，他對眾人

的辯論未感滿意，因而介入其中。他也有三篇言論 (3 2-

37章） ，但勺伯卻沒有回應。厄里烏提出了較新的觀點：

「天主藉痛苦拯救受難的人，以患難開啟他們的耳鼓。」

(36: 15) 除此以外，他並沒有甚麼新的見地，只是將三友

的言論略作補充而已。

對於約伯來説，厄里為的言論也解不開他的心洁，結果

也師濟於事。最後還是要上主在旋風中出現 US: 1-42:6) • 

才能騷散勻信心中的疑團，使他明白自己的愚昧，和不應埋

怨上主。

上主不斷問约伯：你知道甚麼? (38:.5,18,20,21,33: 

39: 1) 约伯聽了天主的提問伎，承認自己的餌知，因為他完

全不知大自然的規律和蓮作，只有上主才能知曉，因為祂是

宇宙萬物的創造者，王宰這個世界的造化。因此，约伯只能

回答天主説： 「我知道你事事都能」 (42:2訌 ；若天主事

事都能，那麼祂的計劃就沒有不實現的了 (-i2:2b-c) '也因

此，從天主講論宇宙的自然和妥善的運作中，讀者看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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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约伯先前抗議天主不理人間事理，是錯誤的，是不理解

天主的自由、不理解祂的正義。

因著「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你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

你」 ，約伯承認自己的無知，坐在灰土中懺悔 (42:1-6) 。

在結語部分，上主斥責約伯的三位朋友，因為他們沒

有一如約伯般正確地講論祂。最後，天主命他們去約伯那

裡，邀請他為他們奉獻全燔祭獻，也要他們請约伯為他們祈

悄，免得受罰。

最後，上主不單只恢復約伯之前的福樂，更加倍地賜

給他。這些福樂，遠勝他以前所擁有的，並獲享高壽，兒孫

滿堂，喜氣洋洋 (42:7-17) 。

7. 文學特色

约伯傳的作者極具文學才華，但以不同的文學技巧表

達约伯的境況。首先，作者以散文的文體，來描述故事的基

本內容，引領讀者進入约伯與三友的辯論；並介紹厄里鳥發

言的主要原因和作大團圓結局的描述 (l:1-2:13; 32:1-5; 42:7-

17) 。除此以外，作者善用隱喻和明喻、富詩意和豐富情感

的文字、引用當時的諺語、以提問和諷刺等等技巧，來表達

箇中的意思，這些都是作者的文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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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隱喻利明喻

作者大量使用隱喻和明喻· 例如．． 「我的日月速於議

梭，也因無希望而中斷。」 (7:6) 「我的日月過去比跑信

的還快：疾走而過，無福樂可享。急急駛過· 似蘆葦船，如

驟降攫食的鷹。」 (9:25-26) 「他四面打擊我，使我逝去：

拔除我的希望，猶如拔樹。」 (I LJ: 1 Cl) 「他們期待我如望

甘霖，張著大口如渴盼春市。」 (lLJ:23) 

作者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暗喻的延伸，書中的一些暗

喻含有錯綜複維的細節，使意義更為深遠： 「我的兄弟們詭

詐有如溪水，有如水過即乾的河床。溪水因咭冰而混濁，積

雪掩蓋在其上：季節一溫暖，溪水即竭，天氣一炎紈，河床

即亁。商隊離開大道．走入荒野，因而喪命。特瑪的商隊觀

望，舍巴的客旅期待，但他們的希望落了空，他們不管到了

那裡·必狼狽不堪。現今你們待我也是一樣：看見了我，就

驚惶失措。」 (6:15-21) 

7.2 優美的詩歌

作者不時以優雅雋永的詩歌來表達行文的意思。例如

當描述天主的創造時： 「市有父親嗎？誰生了露珠？冰出自

誰的胎？天上的霜是誰生的？」 (3x:28-29) 「閂的力星，

是你所賜？牠頸上的長驣，是你所披？你岩能使牠跳躍如蚌

蜢？牠雄壯的長嘶．實在使人膽寒。」 (39:19-20) 「牠嗤

笑膽怯，一囍汩瞿：交鋒之時，決不退笮。牠背上的箭袋震

震作響，還有閃爍發光的矛與檜。」 (3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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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情感豐富的文字

约伯傳中所表達主角所受的痛苦 (3章： 10:18-22) • 是

同類型文學作品（如耶20:14-18) 之中最富清感的代表。這

些經文表達了约伯餌奈中的盼望，例如勻伯詛咒自己的生

日，表達他盼望他不曾出世，好能使他避免接受極度的苦痛

(3今10) 。

此外，约伯對所受之苦的表達，也以控訴的方式呈

現 (3:11-26;6-7章； lJ:25-10:22; 13:23-14:22; 16:6-17:lJ; 23 

章： 29: 1-31:37) 。當中不時以提問的形式出現，以「為

何」作開端，雖然主角所要求的答案是不會明確地出現的，

但是藉此卻表達了自身的苦痛 (3:11-26; 10:18-22) , 提問帶

出了盼望不想出生的原因。

约伯的投訴不單只直接指向他的友人，視他們為仇人

(6:14-23 等） ，也向天主投訴 (10:2-22) • 作者投訴的語

句描述约伯極度挫敗的情況，目的是要在投訴中為三方的

參與者 天主、友人和受苫者 留下辯論的空間，對傅

统智慧作出挑戰和辯護的論戰。而這些視文充分表達了约

伯在極度沮喪之中，在控訴和相信祂的拯救之中排徊不定

(l lJ:23-2lJ) 。

7.4 徵引其他諺語

約伯傳有很多辯論，作者在此徵引其他明言哲理來作

支持根據，雖然有些徵引已難找其出處。鉺論如何，徵引其

他諺語是勾伯傳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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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辶文中，町伯和艾人下時自由地引用哲言智語（勻

伯： 6:14, 25a: 12:5-6. 12-U: U:28: 17:5 : 厄里法次： 5:2, 6-7: 

22:2, 21-25 : 左法硐: 20:5 : 厄里為： 32:7) , 這些諺語都是

描述性的，當中充暠哲琤，例如： 「的確，憂憤殺死愚人．

怒火使痴者喪生」 丶］ : 「因為災禍不是由土中而來，

憂患不是生自地中：而是人自尋苦滷，如雛鷹自會飛翔。」

(5:6-7) 

在］三些至理明言之中，乜包括一種類似箴言的勸戒形

式，但勸戒並不是武甌旳. 而是有其充分的理據，譔人有

珅由遵守當中的指導，例如： 「請你與但程善和好，藉此你

的幸福必得次復。諮你領受他口中的教訓，旿他的話存在心

中。」 (22:21-22)

作者也會引用當時的諺語和民間智慧，來表述他的思

想。例如： 「撒殫回答上主説：那只不過是以皮換皮罷了！

人都肯捨棄所有，去保全自己的性命。」 (2:4) 《思高聖

痘》為渲註釋： 「『以皮換皮＝這句成語，似乎仍與游牧生

活有關，即通常交易的一種常規，如以羊皮換牛皮等：但如

果交易者遇到搶盜，那他只有捨獸皮，以保全自己的皮，即

性命。」 （也參閲 11:12; 17:5 等）

7.5 辯論與提問的技巧

钓伯傳在探討義人受苦的問題時，不時運用了辯諠「

方式來表達箇中的寶思。例如，在一些章節中，作者會弓主

這些民間箴言，但隨即指出它的不足： 「正義日了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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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美！但你們的責斥是指摘什麼？你們豈能只在言詞上吹毛

求疵？以絕望者的話當耳邊風？」 (6:25-26) 

同樣地，作者也會先糾正一些民間的諺語，作為隨後

言論的論據： 「厄里烏發言説：我年齡小，你們年纪大，故

此我退縮畏懼，不敢在你們前表示我的見解。我心想： 「老

人應先發言，年高者應教人智慧。」但人本來都具有靈性，

全能者的氣息賦與人聰明：並不是年高者就有智慧，老年人

就通曉正義。」 (32:6-9) 厄里烏説這番話的目的，是要緝

正當時的見解： 「白髮老人是有智慧的，年纪大者是有見識

的」 (12: 12) • 申明年輕人也有權發言。

作者也會先引用他人的觀點，然後才以自己的看法來澄

清辯論的要點。例如： 「（你們説）難道天主要向他的兒子

討罪債？其實應向他本人報復，叫他覺悟！」 (21: 19) 作者

並不認同這質疑天主的觀點，並基於乙前友人的意見，評為

天主的行徑是難以捉摸和理解的 (4:17: 11:7. 12: 15:8. 14) • 

因而藉约伯的口回應： 「天主既審判天上者，人豈能教洽他

什麼智識？」 (21:22) 

此外，在辯論時，作者不時以提問作為修辭上的「工

具」 ，繹文中的每一位參與辯論者，都能孰練地使用縊「工

具」。例如约伯： 「我的力量豈有巖石之堅？我的肉身豈是

銅製的？」 (6:12• 也參閱6:5-6, 22-23: 7:12: 9:12: 13:7-9, 11-

12) 厄里法次： 「智者豈能以虛言作答？豈能以東風果腹？

豈能以陣益的廢話，無濟於事的言詞來辯護？」 (15:2-3• 

也參閌4:7; 15:7-9, 11-14) 彼耳達德： 「蒲草不在池沼內，怎

能長大？蘆葦沒有水，怎會長起？」 (8:11• 也參間8: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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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法爾： 「難道喋喋不休. 壹不需要答覆？難道多嘴多舌的

人，就證明有理？」 (11 :2三，乜參閲7-8, l 0-11) 厄里烏：

「誰委派他掌管大地，詐任命乜囯理西世？」 (J4:U• 也參

閌 17-19, 31-33: 36:19之2-23) 這些堤閂句中，不少也是以詩歌

和平行字句的方式，來表示空岂鬥尖鋭性和加強問題的震撼

性。

得文中的天主，不時也以提問的形式，要求人作出深

思。例如： 「我奠定大地旳基礎時，你在那裡？」 「你知

道是誰制定了地的度量，是睢在地上拉了準繩？」 (38 乜，

5) 「死亡的門給你開啟過嗎？你見過死影之門呵？」

Ux:17) 「你豈能使你的聲音上達雲古，使市水庫然降在

你處？」 (38:34) 

疽些經天主口中的提問，迫使约伯承認自己的無知（我

不知道）和餌能（當然！我不能） 。天主以命令式的語句問

约伯： 「你若驄明，儘管説罷！」 (38:4b) 「你若知道，請

你説罷！」 (38: 18) 這些提問所設下的答案重壓著约伯，直

至他謙卑並噩言地在天主前下跪才能解決他的困擾。

基本上，這些發問只是辯論中的技巧，因為發問者的

目的，只是要更有力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其實在他發出問題

時，己決定了答案。聆聽者被引入辯論中，因為他要回答發

問者的提問。一殷來説：他們會回答： 「不！」或「絕不！」

或「當然不是！」或「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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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幽默與諷刺

约伯博的作者間中也採用幽默的手法，使紅文加添趣

味。例如當天主責備约伯時： 「你禮該知道，因為你那時已

誕生了，而你的年歲已很高」 (38:21) ; 同樣地，當約伯

指責友人時： 「的確，只有你們是有知識的子民：那麼，你

們一死，智慧也與你們一同喪亡！」 (12:2) 

作者也不時使用嘲諷式的言詞，例如： 「你豈是第一

個出生的人？在山嶽未有之前，你豈已誕生？難道你聽見了

天主的秘旨，把持著智慧？有什麼事，只有你知，而我們不

知；只有你明瞭，而我們不明瞭？」 口 ':i:7-9• 也參閲6:27;

口 1 工 26:2-4) 這些言詞在古代的爭鬥中時常出現（撒上

17:43 : 列下 14:9) 。當中一段諷剌匠的詩文： 「人算什麼，

你竟如此顯揚祂，將他置諸心頭，天天早晨看護他，時刻不

斷考察他？」 (7:17-18) 可視為作者對聖詠8:5的詮釋。

8. 約伯傳的神學

约伯傳的來由非常古老，因此有理由相信，這部作品

經過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增潤，圍繞其善人受苦的疑

問，不同觀點都得以融會其中，最後成為今天所見的版本。

由此，衍生出以下各個的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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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天主的自由

思考：人接受了信仰，就希望所信的神賜哈他各種各

樣的恩惠，否則，他便轉投其他的宗教。你對

天主是否也有這樣要求：獲得各種恩寵，好能

幸福地生活？加是者，你有沒有干預了天主的

自由，你如何了解天主的自由呢？

约伯和他的友人的言面完全阻礙天主的自由。约伯的

友人評為痛苦是天主的懲罰，是傳统智慧所說的因果報應：

而约伯的看法就是天主要正義人受苦是不對的。

约伯傳的作者肩負著傳统智慧的「教導」 ，卻引入了

天主是自由的神學思想。祂所作的都是叫人驚訝的，是人所

不能知曉的，不能完全明白的。祂叫正人對祂作出扭曲的思

想；修正人對祂不當的描述。天主可自由地允許撒殫對祂的

僕人的試探，而不須事先徵得受試探者的同意，甚至佩須知

會他。天主自由地有祂干預世界的「時間表」 ，也有祂自己

的「議程」 ：天主可自由地不回答約伯的「尖銳」問題，祂

也可自由地不贊同约伯的友人對「教義」作浮誇的陳述。最

重要的是天主自由地去昭顧保護约伯，和寛恕他的友人對祂

所作的，以偏概全的言論。

在整部约伯傳來看，作者描述天主不受人類所關注的

事情所束逋，也不須為他們所作的德行，而償還「所欠的人

情」。天主以祂的自由去作任何活動，袒不須持守任何的指

示，祂自由地創造宇宙萬物和维持它們的動力，是祂啟虻；

昭管歷史的前進。天主可按垕申命纪和箴言篇而行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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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約伯傳中所表達的，超越這些規範。约伯傳讓讀者上了寶

貴的一課，人類只能訒識天主的某部分，而不是袒的全部。

人不能因天主的作為超越了他們的期望而感覺奇佯、失望和

沮喪，因為天主有絕對的自由。

8.2 有限與無限

讀者如閲畢本教材系列的《神學導論》，當中曾提及

不同神學思想的出現，在於對「本體實有的不同表達」 ，即

對於有限與餌限兩個不同的秩序的理解，而在勻伯傳裡，以

民正是透過故事的形式，把這個梅其哲學性的問題，呈現出

來。

约伯説： 「現今我親眼見了你（上主）」 (42:5b) , 

因而不得不臣服於天主的大能下，也解開了友人對天主作死

板的神學言論的枷鎖，因為他親眼目睹天主，他的造物主，

是一位無限的天主，是一位自由的天主，是與人接近的天

主，是全能美善的天主。道位天主是他一生都渴望見到的上

主 (19:26-27) 。约伯的一切轉變都在於親眼看見上主的經

瞼，四週環境依舊，但他的心已轉變，因而一切事物的音義

都清晰了。他把天主和自己放回合適的位置中：天主是自由

的創造主，他是天主的受造物，回歸到他本有的地位 在

灰塵中懺悔 (42:6: 創2:7) 。

约伯在初受打擊時，他「坐在灰土堆中，用瓦片刮

身」 (2:8) ; 故事的最後，他也坐在「灰麈」中，是作者

的首尾呼應法，但兩處境況有著不同的音義。在前者裡，約

伯只知自己清白鯛辜，卻不知為甚麼得到如此的厄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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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中，他石見了天王的大能，這讓約伯明白，自己是有限

的，天王是鋼限的，這兩種秩序之間，有限不能明白無限

的。因此，勺伯不是明白而是順服，這是勻伯傳作者對人間

苦難的一種神學理解。

8.3 報廄利正義

思考：你認為有因果報應西？你如何看惡人的幸福和

善人的厄運呢？

由上一個思想發展下來，幻伯傳表達了作者對「善有

善報、惡有惡報」的重新訒識。一方面，傳统的智慧仍然

有效，但不是採用一般人理解的方法，於是在表象上，惡人

可以獲得長壽和幸福：義人反而受著折磨和極大的痛苦 (21

章； 24:1-17) , 但人不應論斷這一切，因為只有天主的最終

判決能帶哈人類真正的正義。

除此之外，约伯的故事給我們説明每人的生活遭遇都

不同，不能把賞善罰惡這觀念，劃一地放在每一個人的有限

生命裡：作者也要讀者明白正義的人受苦，邪惡的人享福，

內裡也包含了為人煩難以理解的智慧。因此讀者不能妄説人

的受苦，是因為在他的內心裡，隱藏著未被發現的罪惡，因

而受到天主相稱的懲罰，或稱那些享受世間福樂的人為義

人。天主如何维持世界的公義和施行袒的審判，遠遠複雜過

我們表面所看到的因果報應原則。人世間的痛苦、困難、門

劇、災禍的出現，超出了人對世界運作的理解，而且與人竺一

天主是否忠信，或是否願意事奉天主，沒有直接的閼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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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言論指出祂约束邪惡的活動，促進受造物在各

方面的普遍益處。天主賜予人自由和恆久的福樂，並要平衡

雨者，只是簡甲施行「因果報膺」是不可行的。在天主對萬

物的照管下，祂不單施予人恩寵，也對人作出卫讓。天主對

於氫切尋找祂的人，會在適當的時空下，給予他們最妤的恩

賜。就如上主洽予约伯牾別的恩寵，使他能親眼看見天主，

體會到天主羆限的奧秘，從而堅持對上主的忠信，到最後獲

得豐厚的「賞報」。因此，這「賞報」並不是指勻伯卫受痛

苦後而賺得的，而是在痛苦中仍保持信仰。

约伯的約檢告訴讀者，即使我們在厄運中，仍要以忠

信來事奉天主，這樣，我們終必可以看見天主。有如约伯一

樣，當經驗到天主與人同在時，便能深深體會到自己的氫智

和鯛知 (42:3-6) • 天主的臨現和對人的愛，使约伯親眼看

見天主，這種快樂和喜悅，才是人真正和恆久的福樂所在。

在約伯與朋友的整場辯論中，雖然他也曾埋怨天主為

何容許他受盡痛苦和折磨，但最終仍能緊特但的正直和信

仰，獲得天主的賞報。约伯的故事，為依撒意亞先知所描述

的「上主受苦的懍人」鯖設前路。這位三義的上主受苦的僕

人，為他人而接受痛苦（依49:1二 50:4-9: 52: 13-53: 12) 。而

约伯和「上主受苦僕人」所預示的，就是耶穌基督，雖然他

與凶犯同被釘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令人難以召受、罪犯式、

極度恥辱和苦痛的死亡，但是，實在的，耶銩基督才是真正

不折不扣的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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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受苦的力量

當痛苦來臨時，不是每個人都有著勻伯一樣的熊度和

能力去面對，然而幾乎每個人都會遇上痛苦的時刻的。勻伯

傳作者的其中一個寫作目的，就是協助人學會接受和忍受突

如其來的「厄運」。

约伯傳教璹人接受天王旳自由，祂會為著正義的目的

而容許痛苦在義人身上出現。人必須保持對天主的忠信，因

為天主是全能的，但不是卑劣的：是勝利的卻不是懷匽報復

的。纔然是一個细微的痛苦，人都會抗拒和潽匽，但天主會

令人在痛苦中結出美好的果實。如果明白這點，當人面對痛

苦時，會更有能力去安然接受。

约伯也教導讀者，人在痛苦中需要安慰，這為受苦的

人是非常重要的。為约伯來説，朋友向他發出的譴責的言

論，特別是那些譴責是一些天真的勸諭或謬誤的安懟，對他

是搔不著癢處。雖然友人發出以上的譴責的動機，是渴望維

護天主的正義，可是這些警告的言辭為正在飽受痛苦前熬的

人來説，是鯛濟於事的，更甚的是會加深對他的傷害，因為

朋友真的不理鮮约伯的為人，以及困擾他的究竟是甚麼。约

伯傳內最大的悲劇，或許就是失敗的友情，友人錯誤使用了

似是而非的神學觀，壇添了约伯的苦楚。但們儼如由约伯的

朋友的身分變成了他可怕的敵人。

约伯在與友人的談話中，不但沒法得到安慰，更激竺

了冗長的爭辯，當中也向天主亻乍出投訴。其實當人面三

苦，身心疲磾不堪時，難免向天主發出怨言，聖竺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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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例子：耶肋米亞（耶20:7) 、聖詠作者（詠 102篇） 、哈

巴谷（哈 1:2) , 甚至耶酥（谷 14:36; 15:34) • 都曾向天主作

出投訴，以緩解他們的痛苦。约伯傳的結局告訴讀者，道些

對天主的埋怨和控訴，只是他們一時之間為了舒縵情緒而發

的，當中的道理都不能成立。當人面對痛苦時，只能誠懇地

信任天主、信賴祂的愛和牠所作的一切。其實，约伯也深明

此道的，因為他深信自己對天主的忠誠，會一直支撐著徨，

直至他的死亡或更遠的境界 (19:23-29) 。

「曾留心注薏到我的僕人约伯沒有？」 (1:8; 2:3) 天主

這句話不單只是對撒殫説的，也是告訴所有的人。雅各伯書

的作者就用约伯作例子，教導他的團體如何在痛苦中學習喜

樂： 「看，我們稱那些先前堅忍的人，是有福的：约伯的堅

卫，你們聽見了；上主賜給他的結局，你們也看見了，因為

上主是滿懷憐憫和慈愛的。」 （雅5: 11) 

在上主的聖意和慈憫的懷抱下，支持著一位忠誠的受

苦者面對「厄運」，這為受苦者來説，是最強大的力量。

8.5 痛苦的起源

思考：判甚麼會有痛苦的出現？痛苦為你有甚麼意

義？

最後還可一談的，就是约伯傳如何理解痛苦的起源，

就是訒為，痛苦源自人希望超越自己的有限。這可以從約伯

與三位友人的辯論中看出來。约伯受盡苦楚，友人卻認為這

是因他犯了罪而帶來的後果。約伯受到友人的指責，便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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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清白紐辜作證，證明目己是一個正義的人。其實勻人

是否義人，是由天主判斷的，並非自己可以證明的，因此，

约伯的動機，已超出自己有限的範圉。

按傅统「因果報應」的觀念，義人是不暉受苦的，因

此，约伯為了證明自己是義人，把自己一切的不幸，都歸咎

於天主。他越軌挑戰正義的天王，想與公義的天主對簿「公

堂」 ，這是他進一步的越限。樅使友人已提醒了约伯： 「天

主豈能違背公道？全能者豈能屈枉正義？」 (~:3) 「天主

決不行惡，全能者決萁不義！」 (34: 10) 但是约伯仍以為

他是義人，是清白的，因此，他仍要越限地挑戰上主。

事實上，人是由餌限的天主創造出來的有限物。有限

的人，生存於有限的人世，自然面對很多的失去，包括所

擁有的事物、健康、年華，以及所愛的人，甚至生命。面對

不斷的失去，人若能滿足於自己的有限，樂於接受這一切，

就不會怨天尤人，雖苦猶樂：但人一旦不接受自己有限的事

實，有了過分的要求時，內心便會出現怨潰，真正的痛苫就

由此而生。

人只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承詔天主的佩限，才是完美

的正義。正如智慧篇所言： 「我們既承詔我們原屬於你，我

們就不再犯罪了。實在，認識你就是完美的正義；承認你的

主權，就是不死不滅的根源。」 （智 15:2-3) 約伯有意餌它

之間，意圖超越自身的有限，當他越想與天主對質，他計巨

痛苦，越不正義。這亦是智慧文學中的中心思想：敬畏一尸

的天主是智慧的根本、中心和極峰。這樣的人· 才可戸三三
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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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主所創造的，人以自己的理性可以訒識天主，

明白到天主的旨意，並以自己的意顾，甘心服從天主的旨意

而生活。如果能做到這點，人生命中即使面對種禪的挫折和

失落，便會不以為苦。因為當人樂於接受這些事實時，這份

服從與犧牲，便成了一份祭品，奉獻給應受敬畏與讚頌的天

主。這樣，痛苦便會帶來喜樂：不識得服從之苦的，就不

知真正的喜樂。正義的人不能越限正義源頭的正義。這是常

理。若是人越限了正義，便成為痛苦的來源。

9. 摘要

(1) 約伯傳的作者是誰，已無從稽考，但學者認為他是一位以

色列學者，他可能如約伯一樣，在痛苦中質疑傳统智慧中

的賞善罰惡觀。

(2) 有學者認為約伯是虛構出來的人物。

(3) 約伯傳的內容描速胡茲地的偉人的痛苦遭遇。他的朋友與

他辯論，以傳统的賞善罰惡觀，企圖說明約伯的痛苦是因

為他的罪惡．但是約伯的親身經驗使他對這個傳统的智慧

並不信服。他不斷要求天主為他作證，天主向他提問了問

題後，使他悔改，最後天主回復了他的一切，還多加哈了

他恩惠。

(4) 約伯傳不僅思想深遠，而且表達非常生動有趣，當中運用

各種的寫作技巧：隠喻和明喻、優美的詩歌、情戒豐富的

文字、徵引其他諺語、辯論與提問，還有幽默與諷剌，非

常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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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伯傳有豐富的神學思想。首先是天主的絕對自由，因

而祂的作為是令人瑩訝的。祂處事並不須事先徵得人的同

意，祂容許撒殫向約伯作出試探，以證明他的正義。

(6) 約伯不知道世界如何運作，也不知道世界萬物如何被造。

約伯在看見無限偉大的上主後．才知道自已要回到自已的

位置上，不再懐疑天主，痛悔己罪，這罪就是他企圖裁判

造物主的不義。

(7) 約伯痛苦的原由，就是他的越限，若他接受自身的有限，

就不會意圖與天主對質，也不會如此痛苦了。人的正義就

是背定自已的有限，承認天主的無限。

(8) 人的痛苦不是因為犯了罪而得到的懲罰，而是要颜揚天主

的光榮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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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雅歌（一）

L 緒言

智慧文學是以人類生活的經驗，來反省天主的啟示真

理，而當中又特別偏重生活本身。在聖詠裡，我們得見不同

人以詩歌來表達自身的喜怒哀樂。在勻伯傳中，則是以故事

的框架，來探訂人生有善不賞的問題。到了雅歌，便從人生

的另一個重要層面來探討智慧的意義，這就是愛情了。

猶太人和某督宗教都把一本描寫愛情的堊卷＿雅歌．

列入聖辶正典的綱目內。与甚麼呢？原來愛清本身是天主叮

賜的，是神聖的。雅歌就把人間的勺愛的忠貞和偉大顯現出

來，教導人如何去追求真實的愛情，在那裡學習智慧、尋大

智慧。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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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膺能：

• 掌握雅歌的名稱、作者及成書時代：

• 明白雅歌幾個可能的寫作目的；

• 掌握雅歌的大繡及內容軍點：

• 瞭解幾種詮釋雅歌的方法。

3. 導論

思考：世界上有很多愛情小說、歌劇、詩歌等，為甚

麼雅歌這部愛情故事，卻被吶入舊約聖經的正

典綱目內？

有學者評為雅歌是一本「奇書」 ，它的內容表面上沒

有任何的宗教官義，只描述男女愛情的互相追逐和傾慕，但

竟可列入聖繹正典綱目內。猶大人把它列入聖卷／雜集內，

是他們的「禮儀聖卷」 （又稱「五卷書」）的其中一卷。在

每年的逾越節慶期內，他們都會把雅歌誦讀出來，這傳統正

説明了雅歌的神聖性。我們會在這個單元和下一個單元，向

讀者介招這本「奇書」的重要部分，使讀者明白這書的內容

和要點。這單元先從基本資料入手，向讀者分析雅歌的成書

背景、作者、大繼、寫作目的、內容及寫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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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雅歌應否是聖i'.:;::正典的一部分｀在天主教內近于

毫鉺爭議的。可是，在猶太教裡，它的正典性曾受過質疑·

因而在第一世纪的猶太雅木尼雅議會 (Synod of Jamnia) 

期間，竺師阿基巴 (Rabbi Akiba) 譫： 「望天主總不容許·

我們合訂雅改的神聖性· 全輯界的價值也比不上雅歌

的貴重，因為雜集（聖卷＼囚釩是神聖的，絪而雅歌卻是

至聖的。」 （《米市吶》 Mishnah Yadayim 3.S) 阿基巴更

對那些在酒館唱雅歌的人說： 「誰在酒館唱雅歌，如同唱別

的吹一樣，在凌目，即在默西亞時代，也不會獲得祝福。」

(Tosefta Sanhedrin 12. IO) 然而，歷史上不時也有學者認

為，雅歌只歌頌世俗的愛，不應屬於聖經，但雅歌的正典

性卻一直為基督宗教和猶太教所接受，因此其啟示真珅的事

實，是餌可置疑的。

如果從「雅歌」這名字的含意來説，它就是一首高貴

優雅的情歌。這固然是一個很好的讚美，卻也帶出另一個質

疑：為甚麼它的內容從沒有提及上主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如

其祂荳卷所表達的「正義」？或者更百接地問：為甚麼這本

以愛情為內容的詩歌，可以成為啟示真理的一部分？

再者，也有學者認為雅歌內容充滿情慾的表達，是一

部世俗的愛情故事，不堪登大雅之堂，髀以成為聖經。聖值

可納德·明谷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lOY0-1 I 53) 就曾

這樣説： 「一個人倘若未以嚴格的纪筐，町束自己的肉身·

使之完全附屬於犁神；倘若未唾棄和割捨虛假的世俗，還下

陌擺脱地上沉軍的負擔，竟敢貿然閲讀雅歌這部豆書· 王

足褻聖的行為。大陽的光線穿不透瞎子的眼睛·正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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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人，不能領受天主聖神的事。』 （格前2: 14) 」 (《雅

歌講道集》 I :2) 雖然聖伯爾納德肯定雅歌的神聖性，不過

也沒有否定這作品裡有關情慾描寫的存在。

面對以上的各個疑問，正是雅歌不容易解釋的地方，

而希望在往後的介沼裡，有助讀者揭開這書卷的神秘面吵，

看清其深邃的內容。

4. 名稱

雅歌的原文題名是「歌中之歌」 (Shir Hashirim) ' 

其他古譯本，例如《拉丁通行本》都把雅歌的原文題名直

譯過來 (Canticum Canticorum) '英語譯本也跟隨傳統用

Canticle of Canticles 或 Song of Songs 作這經卷的書名。但

是 Shir Hashirim 如按囯希伯來語法來表達，這是一種「比較

詞句」的最高形式的表達，即是要表示這歌曲在所有歌曲之

中，是最高貴和最美妙的，遠在其他歌曲之上，是最優美動

人的清歌 (the loveliest love song) 。中又版本，鉺論天主教

的或是基督教的，都把這仁卷的名稱譯為雅歌。

另外，由於部分學者詔為這經卷的作者是智慧之王撒

羅滿，所以便把它稱為《撒羅滿之歌》 (The Song of 

Solomon) 。

5. 作者與寫作時代

傳統以來，雅歌被視為撒罹滿的作品，因為書中曾七

次提及他的名字 (1:1, 5 〔撒耳瑪，原又是撒羅滿〕， 3:7,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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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辶 12) • 特別是 1: 1 : 「雅歌，撒羅滿作」 ，這表明了

雅歌的作者弳是撒灑滿。事實上，撒羅滿確是一位創作詩歌

能手（參閲詠72; 127) 。有學者更嘗試把雅歌中對忠信和愛

情的描述，詮釋為撒羅滿對他自己政治性婚姻的表達（列上

l ]:]) '但這並沒有任何證實。

然而，雅歌是否撒罐滿作品，在聖三學界仍有不同的

看法。有學者發覺雅歌中有著阿剌美語色髟的字，和有一

些雖是希伯來文字，但卻是阿刺美語的官義。也有學者提出

袒卷出現了波斯文和希臘文的借用字，就是：園 (4:13) 和

寶座 (3:9• 原意是轎車） ，這兩個借用的文字，都是在波

斯和希臘王朝盛起之後，才在以色列一帶出現。此外，坵文

中也有發現常用於晚期希伯來文的關係代名詞的形式特性等

等，這些證據表示紅卷是晚於撒曜滿時期的作品。其實這並

不奇悸，因為當時的著作常有託名的手法，以抬高自己作品

的身價。

雖然撒躍滿暉不是雅歌的作者，但是有一些背景和語

調反映著撒羅滿的旿代。有學者詔為佚名的雅歌作者，可能

在充軍時期搜集不同時期的婚曲或情歌，來傳達雅歌的核心

訊息一天主對以色列民的愛。因此，學者按上述的理由作

根據，推斷雅歌應是由一位作者，大概在充軍後，把數篇愛

情或婚禮詩歌綱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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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寫作H的

雅歌並其清楚明確的宗教主題，或提及上主或其他常

見的宗教詞彙。學者要理解這繕卷的寫作目的，只能基於

它的內容及它收吶在聖經正典裡的事實來推斷。若然雅歌純

粹被視為愛情選集，便肯定是不能被吶入聖幻正典之中。因

此，學者大多以寓意的釋窪方法，引用於雅歌上，並把雅歌

中的愛情，理解為天主與怕子民之間的關係，從而教導以

民，這亦是教會一貫所採用的釋經法，我們會在其後再作解

説。

另一方面，那些主張雅歌該昭字面意義解釋的人，則

通常會採取以下的方法，來看雅歌的寫作目的，而採取哪一

個寫作目的，又會影響如何解釋全書的內容，縊也是詮釋雅

歌的困難之處。

6.1 婚禮之歌

有學者認為雅歌是一本詩集，供人們在婚禮上詠唱

的。雅歌內纘美愛人的美祝詩句，與一首在婚禮裡（也在

其他情況用的）讚美新娘新郎的阿拉伯詩歌《華沙夫》

(Wa: 仞有相似之處，這樣便成為這觀點的論據。學者説：

「在新娘的結婚之日讚美她，是第二聖殿時期猶太婚禮的慣

常荇色，而這些讚美歌都是一種專門的藝術 」。

這些學者詔為雅歌可分作幾段來閲讀，正好對暉猶太

人的婚禮有七天慶祝的習俗（創29:22-27 ; 民 14:12-18) • 道

與阿拉伯人所奉行的七天婚禮慶典的風俗，同出一轍。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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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一惜地万的阿拉伯民族婚屈慶典，通常舉行一個星期之

久：在這七天內，冝天有歌唱、演劇、跳舞等不同的節目，

旨在讚美新娘的美麗，鼓勵她要忠貞不二，祝賀這對新人白

頭偕老。而這一週稱為「君王週」 ，因為在阿拉伯的婚禮

中，新郎和新娘通常被比喻為國王和王后＾

以國王和王后來比喻祈郎和祈娘，在雅歌裡也有這樣

的表達，因為詩歌中也以撒璀滿王為新郎，更特別將撒睪滿

的王冠與他旳婚禮驌繫起來曰 11) 。詩歌中描述新娘的部

分，也提及叔拉米特的名字 (7: I) , 有學者認為叔拉米荇

乃撒羅滿這名字的陰性表達，也就是以皇后的身分比喻祈

娘。

6.2 教誨

很多釋經學家認為單兕頌揚人類愛情是不能作為一個

基礎，讓雅歌吶入聖經正典裡。他們使在人類愛情的禮讚

外，找尋一些教導或教誨的巳的，來支持它能成為正典的論

證。事實上，傳统以來以寓言來解釋雅歌時，會在雅歌裡找

到很多關於天主和祂子民的關係的教導。然而，一些近代的

學者並不滿足於這個傳统的目的，於是便嘗試從雅歌裡，找

到一個閼於對婦女或對婚姻的正確觀念的倫理信息。

6.3 對人類愛情的禮讚

這觀點認為雅歌的基本目的是要證美頌揚人類的夏三

是天主所賜的禮物，除此之外便不需要再尋找其他王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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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看來這觀點完全與經文直接的官思是一致的。雅歌誠

然是一卷頌讚人類愛情的高貴和純潔的經書，所以它的目的

是教誨讀者和向他們作道德的教育。愛情來到這個罪惡的世

界，這裡是一個隨處可以找到性慾及情慾的地万，兇猛的誘

惑肆意攻擊人類，並嘗試破壞天主給予人類的婚姻的標準。

雅歌特別以美麗的方式提醒讀者，真愛是何等純潔和高責。

7. 大綱及內容用黏

雅歌的內容錯綜複雑，初看有如一部愛情的詩集，編

者只是把一些優美的情詩，併放在一起。因此，要整合全卷

經文的意思，實在困難，有著名的猶太經師形容雅歌為一把

鎖，而開啟這鎮的繪匙，巳涇失掉了。由此可見，要完全明

白這書的啟示，並不容易。

雅歌一共八章，一般都分為穴部分，可視為六段詩

歌，或稱六幕。詩歌中有三位主要的人物，分別是新郎（有

時亦稱之為君王）、新娘和耶京女郎。而詩歌的內容，就是

他們三人的自白或對話，都在表達他們的所感所想。詩歌的

背景，看似是大婚在即，而新郎與新娘在此時此刻，回憶相

它的種種與渴望，帶有強列的愛音。至於耶京女郎，有學者

詔為她的身分是伴娘。

簡單地掌握以上的背景，再看以下的大綢，會較容易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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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l 主題 類型 詠唱者 章節

詩段

引言：作者 1.1 

第一幕 互相傾慕 對不在場的愛入 新娘 1:2-4 

(12-27) 發出冉慕之言的

竺幺白

謙癌的自我介紹 新娘 1·5-6 

尋找邂逅機會 新娘，

耶京女郎 1 :7-8 

對新娘的美麗發 新郎 1 9-11 

出讚美的情歌

回應新郎的讚 新娘 1.12-14 

美歌

愛侶互相對話的 新郎，

讚美青歌 新娘 1 15-2:4 

親密的讚美情歌 新娘 2•5-6 

要求耶京女郎不 新郎 27 

要驚醒他的愛人

第二幕 互相追求 對愛入接近的 新娘 2 8-14 

(2:8-3:5) 描述和對他的

邀請

新娘由打情罵 新娘 2.15-16 

俏轉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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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愛侶回來與 新娘 2:17 

她相聚結合

對新娘的沮喪和 新娘 3:1-4 

滿足的描述

要求耶京女郎不 新郎 3:5 

要驚醒他的愛入

第三幕 愛情成劻 新郎戲劇性的來 耶京女郎 3:6-11 

(3:6-5:1) 齒和對他的讚美

描述新娘的美麗 新郎 4.1~7 

對新娘發出邀請 新郎 4:8 

的鸞曲

對新娘仰慕的清歌 新郎 4:9-15 

對新郎發出邀請 新娘 4:16 

的I青歌

熱切回門的情歌 新郎 5:1 a 

邀請歌 新郎 51 b 

第四幕 愛青的試探 惡夢開始 新娘 5:2a 

和鞏固
夢見新郎的呼喚 新郎 5:2b 

(5:2-6:10) 

報告惡夢的內容 新娘 5:3-7 

緊急求助 新娘 5:8 

發出戲弄問題 耶京女郎 59 

對新郎俊美的措述 新娘 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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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獻弄問題 耶京女郎 6 1 

喜悅和委身 新娘 6:2-3 

炫濯新娘美麗的 新郎 6:4-9 

搭述

回應 耶京女郎 610 

第五幕 亨受愛情 含糊的部分 新娘

(611-84) （不肯定） 611-12 

耶京女郎請新娘 耶京女郎 7:1-6 

出來，聽她門對

閱卫丑勺訃崆司

渴望親密的戀曲 新郎 7:7-10 

要求愛肯的圖蓋 新娘 7 11-8 3 

要求耶京女郎不 新郎 8:4 
要驚醒他的愛人

第六幕 愛情的圓滿 發出暗示愛侶 耶京女郎 8:5a 

(8:5-14) 回歸的問題

愛情連續的提示 新郎 8 5b 

是慕忠貞愛情的 新娘， 8:6-7 
情歌 新郎

忠貞愛情的言式探 新娘的
8:8-10 I ' 

兄弟，

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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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忠貞 新娘的 8·11-12 

兄弟，

新郎

思慕新娘的聲音 新郎 8:13 

的青歌

邀請實現愛情的 新娘 814 

戀曲

如果從情節進展來看，第一至二幕是二人感情的尋

找，而第三幕是二人感情的確定，不過到了第四幕，就出

現了波折，幸好到第五幕，風波過去，二人在第六幕圓滿

地過生活。但是，要留意的是，以上的記述，都是以愛情

的角度來記述這詩歌，如果採用不同的演澤方式，就會有

不同的內容理解，不過，幣體的進展也是相同。

＆釋經方法

思考：雅歌中所表達的是否現今男女自由戀愛的觀

念？

歷代聖翌學者對詮釋雅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這裡我

們為讀者介紹四種聖經學者普遍採用的詮釋的方広： (1) 寓

官 象徵： (2) 原義： (3) 膜拜 神話； (4)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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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寓意詮釋

以寓意 (allegorical) 的方法，去解釋雅歌的臣文是源

自古老傳统，卻仍深受現代聖經學者評同的其中一種釋經万

去。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基督徒· 也喜愛巨用這種釋経方法來

詮釋雅歌的內含的官義。

所謂寓寶，就是又字表面説的是一件事，但其原來的

目的，卻是要傳達另一件事：也就是文字的真正的意義，寄

存和隱含於文字之後。要了解寓意法，最佳的例子就是看看

童話中的寓言故事。例如伊索寓言中的龜免賽跑故事，表面

是門龜和免子的賽跑，但故事原來的意義，卻是教訓人不要

驕傲和要努力不澥。

以寓意法去解釋雅歌，就是雅歌的文字表面説的是男

女之間的愛情、思慕、渴望、忠貞和喜悅，但其實正要表

達的意義，卻是天主與人的愛。猶太學者把雅歌的男女愛清

關係，視為雅威和祂的子民以色列的盟约閉係：雅歌中的新

郎、君王和牧人就是天主，而紅娘就是以色列。

在舊约之中，以婚约來比喻天主與以色列所立的盟

约，也頗常見，例如： 「就如青年怎樣娶處女，你的建造

者也要怎樣娶你：新郎苫樣喜愛新娘，你的天主也要怎樣喜

愛你。」 （依62:5' 也參閲依51: 1; 54:4-8) 因而當以民背棄

天主、不守盟约、敬拜邪神時，聖紅中也不時以失節、犯姦

淫、行淫等來表述這些惡行（耶3:6-8; 出汀 15-16) 。而整

卷歐瑟亞書的內容，都是以先知的婚姻，寓意天主與』三二

間的盟勺閼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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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傳统對雅歌的寓意詮譯，也為新勻教會所傳承。

然而，稍為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徒把雅歌的愛情寓竟為基

督對他的教會的愛，因為天主與以民所立的舊盟勻，隨著以

民不斷背棄天主而出現了新發展，天主因而派遣了耶穌基督

來到人間，與新以民列 教會 建立了新的盟约。以婚约

和夫妻間的愛情，來寓意基督與教會，在新约中也有出現，

例如當被質疑為何他的門徒不禁食時，耶酥以新郎自居，來

作回應（瑪(): 14-15) 。厄弗所書5:22-32更以基督與教會的關

係，來教導夫妻冏的相處之道。由此可見，以男女的愛情和

婚姻，寓意天主與人的關係，在聖經中頗為常見，以此引用

於雅歌的詮釋之中，是自然不過的事。

此外，天主與人的這份愛情關係，不單在於與民族、

團體和會眾，也可引申至個人與天主契合之上。因而有學者

以這個人的角度去詮釋雅歌，除了希望在羥文中，尋找到信

仰上更深層的意義外，也渴望找到在個人神修上的官義和啟

發。靈修上的「神婚」概念，相仁也是號此而發展出來的。

8.2 原義詮釋

原義 (literal) 釋經的意思是指雅歌中的紅文，應要以

字面的明顯意義來理解。有學者評為雅歌是一部巨集，由一

位作者搜集不同的愛情詩歌或是由不同時代的婚禮曲編著而

成的。因此，雅歌應以自然男女情愛去解讀，因為它是一部

講及男女情愛的經書，表達了男女的愛情和婚姻，是尊貴和

值得歌頌的，從而反映了其神聖性，及當中有夭主創造人的

目的和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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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膜拜一＿神話詮釋

膜拜 神話 (cultic-mythological) 釋經是近年崛起的

釋經方法。學者藉著考古學所發現的古代近東文學典籍，來

與雅歌的內容作比對，互相參照，從而解釋雅歌的意義。他

們發現古代近東盛行一些膜拜神明的詩歌，因而把巴比倫膜

拜的神祇塔慕次 (Tammuz) 和依市塔爾 (Ishtar) • 或是埃

及人膜拜的陰府之神 (Osiris) 和光神 (Mithras) • 或是客

吶罕人膜拜的巴耳 (Baal) 和阿吶特 (Anath) 等等，與雅

歌的主角對昭起來。按阿這觀點，雅歌是一篇膜拜神明的詩

歌，它的起源，是以民參昭了其他民族在對甘神明的崇拜禮

儀中，待別是在神人婚姻的高峰中，所採用的詩歌，編寫成

為他們在禮儀中對雅威的讚曲。

8.4 戲測式詮釋

支持以戲劇式 (dramatic) 釋經的學者倡議，讀者應以

一齣戲劇來石雅歌，因為它的內容是以新郎新娘「對話」

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愛情故事。黯論如何，倡議這万法來

解釋雅歌也有不同的內容分析。有學者認為這是一齣「皇室

婚禮」的讚歌，因為其內容是撒羅滿君王迎娶一位美隍的少

女，雅歌就是歌頌撒羅滿君王的婚姻的讚美曲。然而另一些

學者卻持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詔為美麗的少女拒絕撒躍滿君

王的愛，因為她巳芳心暗許，並許諾她會接受牧人的愛，正

所謂「襄王有心而神女陣夢」 ，最終撒羅滿因此而要擱置他

的大婚計劃，雅歌就是描述這樣的偉大愛情。



98 ! 智慧文學

8.5 綜合詮釋

為天主教來説，一般的釋亞學者，都採用源自傳统的

寓寶詮釋方法，以天人關係來理解雅歌的經文。不過，傳統

中的寓竟詮釋法，往往只著重文字背後所隱含的寶義，而輕

視甚至忽略了文字本身所表達的事物。而以上近代所發展出

來的釋經法，正提醍我們雅歌的文字所描述的男女愛情，也

可以包含了天主所啟示的真理。正因為聖經的啟示是如此深

邃和豐富，現今教會在詮釋聖經時，也保持開放的態度，好

使這些隨著聖經學不斷增進而發展出來的釋廷法，能有助教

友更深入理解天主的聖言。以下的內容，就是嘗試淙合以上

幾種詮釋方法，為讀者解説這首詩歌的內容。

雅歌不論是一部蒐集愛情詩歌的巨集，或是禮儀祭祀

的頌神讚曲，或是一齣愛情戲劇，有學者認為它的內容是

顯揚和高舉人類绳潔的愛情，而不是提供任何「教義」的訓

導。它表達出新郎新娘的內心肽態和純潔愛閆的互相交付。

這樣，雅歌是關於一對年启了人彼此間互相尊重的愛情，儘

管他們並未成親，但叨問地，值們正在默觀真正愛情的美

麗。

雅歌的用詞是愛情的言語，我們今天看來是「露骨」

的語言，但是在希伯來世界卻表達了愛情的真摯。這些在舊

约世界中使用言語，除了表達人間的愛情外，也表示了天人

間的愛清，天主對以色列的愛情以人間的愛情言語來表達。

雅歌的圓美緒局，作者和犏者以直疫的語言，表達出

但們所體會到對愛清的原義： 「因為愛情猛如死亡，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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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如陰府：它的焰是火焰，是上王的火戩。洪流不能熄滅愛

悄，江河不能將它沖去，如有人獻出全副家產想購買愛悄｀

必受人軛視。」 (8:6b-7J 這些智慧的語言使讀者想起箴言

篇和德訓篇的智言睿語（參間箴5:15-llJ:31:10-31; 德25: 17-

26:24) 。因此教會傳统把雅歌歸內於智慧又學之中，把它

描述男女互相交付的愛情，解釋為邪威和的的子民以色列旳

互相交付的愛情。

若讀者明白當時的宗教和文化，也可以從中明哼創世

呈第二章的故事，作者表逹天主創造亞當和厄娃，他們因相

互吸引而產生愛情（創2:23) 。對比於雅歌中的男女互相愛

慕和驚訝對方的肉體的美，因而作出由衷的讚歎，平而產生

純潔的愛情，兩者同出一轍，兩個故事並沒有重要的分別。

啡一的輕微分野就是創世纪的作者在天主創造人後，附上一

個評論： 「為此人應雎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為一體。」 （創 2:24) 而雅歌的作者在詩吹的咭尾

指出，愛情的火焰就是上主的火焰，它之猛烈和頑固，並

非「洪流｛工河」所能熄滅的｀亦非人世間吋富所能換來的

(8:6-7) 。兩段繹文同樣在見證著人類對愛情的態度和翌驗

是如何的生潔和忠貞。夫妻的愛情（包括夫詞間的性愛）

是屬於天王在起初創造秩序之內，這也是天主的奧妙創造之

一。夫妻間的愛喚起向對方的讚美和感謝，同是也要對天工

仃出讚美和壞有感恩之清。

有學者訂為雅歌是一卷膜拜神衹時向他們諠美的裨

歌，或是阜宰婚禮用的讚美新人的詩歌。囍論如何，巨亡仁

著以上的色衫。這解釋了為何雅歌中的場境、氣氛、春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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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喜樂、新郎新娘沉醉愛情之中等等。整體而言，雅歌的

故事充滿了自然的氣息。天主創造了人的肉身，也創造了人

的蚤魂，因此，自然而然地，愛情是由人的體糯美、人的品

性來喚醒起來的，當中性愛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若然我們

否定了婚姻愛情中的性愛，這是不切實際的，和不合乎聖經

的教導。

雅歌的作者為了吸引讀者注意，他透過新郎新娘的個

人品格，來豐富婚姻的概念：新郎新娘的品格讓愛情帶出獨

特的價值（參閲2:2-3: 6:8-9) 和確定男人與女人之間的真實

平等。理所當然地，男女間真正的平等，就是他們可以自由

地選擇他們所愛的伴侶。更令讀者注目的事實是，從雅歌整

部經卷的上下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明顯地支持一夫一妻制，

和婚姻不可拆散性的觀含。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讚揚祈郎新娘愛的奉獻，不單只

恢復婚姻的閂定性和男女平等，也有天主啟示發展的訊息，

就是它扮演著耶肋米曲先知所預言的，天王將會與以民訂

立新的盟約（即是雅歌8:6所芝的印垕） ，即祂把由以色列

人民所破壞的西乃翌约，轉為新而永久的盟约（耶31:31-

34) 。這個新盟约明確地申明了人（男和女）的尊嚴和地

位。因為，當純潔的愛情被公訒為在婚姻中不可或缺的元

素，以互相交付的熊度成立幸福家庭時，新郎新娘就屬於對

方，其他的人就要停止對值們的愛情作出阻撓或批評。這是

邁向表揚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的人格尊嚴的決定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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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摘要

(l) 雅歌是一部神聖的書卷，內容雖是愛情的詩歌，卻被教會
和猶太教列入聖經正典裡，內含天主的神聖啟示和智慧。

(2) 一般謎為雅歌是撒羅苗的作品，但近來學者否認了這樣的

看法，認為有一位佚名的作者在充軍後託用撒羅滿的名字

而作的，目的是抬高自已作品的「身價」。

(3) 教會傳繞以寓意法解緑雅歌．以愛情寓意天主與以色列

的間係。近代學者卻以其他著重字面意義的擇經法分析雅

歌· 認為雅歌的作者寫作目的，不離以下 為婚禮而寫的

婚姻曲；教誨人婚姻的正確觀念；人類愛情的禮讚。

(4) 雅歌－共八章，一般都分為六部分，或稱六謠。詩歌中有

三位主要人物．分別是新郎、新娘和耶京女郎。詩歌的內

容，就是他們三人的自白或對語，藉此表達他們的烕受，

而新郎與新娘在此時此刻，回憶相戀的種種與渴望，帶有

強烈的愛意。至於耶京女郎，有學者認為妃的身分是伴

娘。

(5) 許歌的背景，是大婚在即。從情節進展來看，第一至二徭

是二人的互相傾慕，繒而互相追求，尋找戒情的發展，第

三墓是二人戒情的確定，第四篇是波折出現，是為愛情

的試探和鞏固，第五雄是風波的過去，第六藍是愛情的圄

滿。

(6) 學者普遍用以詮釋雅歌的方法包括：寓意、原義、膜拜一－

神話、戲劇詮釋法。今天可綜合各種方法，好能更全面和

深入地理鮮雅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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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

雅歌（二）

1. 緒言

這個單元緡嘖承接單元五，向讀者介沼雅歌的含意。

在眾多的舊约經卷裡，雅歌明顯是一部文學成分較重的作

品，因此，它能夠容許更多的詮釋方法，而這又令到這裡要

為讀者説明它的內語，帶來一點困難。在上個單元裡· 讀者

可以明白有關雅歌的基本內容，包括它大致的清節以及其他

人理解詮釋它的方向· 而在這單元裡，可以再進一步，探討

這書的愛情及性愛觀，這又有助深化對這書卷的理解· 而探

訂這書卷的又學技巧，亦有助讀者欣賞它的優美，這是從另

一個角度，深化我們的靈性。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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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

• 掌握雅歌中的愛情與智慧的重點：

．詝識雅歌所表達的愛情特徵：

• 掌握雅歌主要的文學技巧。

1 導論

思考：世上有很多所謂愛情戀歌出現．它們對愛情的

表述浮誇失實。有的隔靴搔癢，搔不著癢處；

有的沒有把愛情的真義表達出來；有的則過了

火位；有的卻口沒遮攔般胡亂拉扯；有的毫無

深度、毫無道德標準地歪曲了愛情的真諦；有

的把高尚的愛情變為低俗的性愛觀，並企圖使

之原則化等等。在你心目中，愛情該是怎樣？

要尋找真愛，就要用智慧去追求。雅歌的作者以文學

的技巧把他的愛情觀展示於讀者眼前，作者除了表達愛情的

美祝外，也教導讀者有關愛情的智慧，更對夫妻間性愛以正

面的方式來表迫，把一殷人約為難以啟齒的夫婦性愛，以大

自然圖像的表達方法描述出來。作者在表達愛情的喜樂的同

峙，也試圖糾正那時代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文化，説明了

男女應是平等的，愛情是自由的，是男女雙万都可以向所愛

的人作出追求。因此，作者支持一夫一妻制度，婚姻是一項

不可拆散的盟钓，愛情是不可以用任何東西來購買的，因為

它是羆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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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各位讀者，我們現在再次進入雅歌迷人的垣

界，看石雅歌的智慧愛情觀。

4. 愛情與智惡

思考 雅歌中所描迪愛侶的愛情是否有違傳繞的道

德？

雅歌把人間的愛清以歡渝的方式描述出來，並以跨越

傳虎的限制末表逞愛清的忠貞和享受。在雅歌的愛情世界

裡，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妝嫁聘禮」的描述，

反而提到社會及兄弟的牽制和壓迫（耶京女郎2:7; 3:5; 8:4 ; 

城市衛兵3::,:5:7; 兄弟8:8-10) 。雖然如此，新郎和新娘下

是以愛情作自由的藉口，來貪＃［情慾享受· 他們更討厭雜交

惡事。因此，雅歌所慶祝的不是男女愛情本身，而是享受愛

情必須互相交付。讀者可在雅歌中看到愛情的溫柔、歡俞、

親密、巒慕、互相尊重和美麗神秘的情愛。

雅歌教導讀者有關愛清在生命中的智慧，可從三方面

理解：（口美好， (2) 平等， (3) 疸墮。

4.1 美好的

愛情是天王所賜的，也是人間的最美好的事，人間真

正和純潔的愛渭正反映著天主的愛。愛情是沒有朽壞的，也

沒有終緒：它是一件永生之事， 「請將我冇如印璽，放在仃

的心上，有如印璽，放在你肩上，因為愛清屈如死亡，妒；

頑如陰門：它的焰是火焰，是上主的火酞。」 (8:6 I 

表示愛情是超越死亡的限制，較死亡更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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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較諸於醇酒更美，因為酒雖使人醉，但酒醉之後

就回復酒醉前的狀況。反之，愛情令人陶醉之餘，更讓人可

以懷抱著愛情的許諾。人間的愛情是由天王的愛而來，這是

聖經傳统的美（創2:21-24) 。再者，上主對以色列有著如

男女婚姻的愛，就算以色列如何不貞不潔，祀也不會離棄

她（依50: 1) 。上主也藉先知歐瑟亞的婚姻生活，來比喻祂

對以色列的固久卫耐的愛情（歐1:2-3:5) 。

愛情是美好的，因為它是天主所賜予人類的：人體是

美好的，因為它是天主所創造的： 1生是天主所設計的，是上

主所悅衲的，是神聖的。因此，一夫一妻的忠貞愛情是高尚

的，是美好的，是正當的，是合乎天主的旨意的。紲正和忠

貞的愛情不但是世閆的事，也是天上美麗的事情。

4.2 平等的

在雅歌中，愛情是聖潔的，是人內心強列的清堵。這

是天主所賜予的：是上主洽予人旳巴王。

在當時的猶太社會裡，男尊女卑，可是雅歌的作者卻

以新娘為主，帶出了男女平等的託息：女性不是屈於男忤

的權下。在全書中，主角雖為訢郎和訐娘，但學者 Andre

LaCocque 在他的著作 Romance, She Wrote: A Hermeneutical 

Essay on Song of Songs 中，為雅歌的情語內容作出统計，男

女情話比例是-34比5-3' 它的開端和縉語都是新娘的情話，又

新娘大部分時間都是作出主動的。因此，學者認為雅歌的主

角中的主角，實是新娘，愛情的道德觀就是男女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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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是熾熱和激列旳，是迅速的行動，是忠實的，不

會滅亡的，是匯價的，是有如印璽的保證 I 8:6-7) 。雅歌的

愛情觀是智誓的愛情，把愛情提高至天主的愛的層面，是要

人學習天主的愛，因為愛是由天卞而來的。雅歌中的愛回復

天主創造的原有形態，是平等的· 相互之間都要完全把自己

交付出來的愛。

4.3 合乎倫理道德的

愛的倫理的根基就是天王創造人，創造了性別，創造

了不可拆散注的婚姻制度，渲是好的，是倫理的基礎。

4.3.1 親密的真愛是尋求一生的摯愛

雅歌中新郎和新娘的愛情是現實的故事，不時有著「相

聚」與「分離」的實際經歷體驗。愛人相聚的時候，正在飽

享愛清的甘露：分離兩地的時候，又滿是思念和盼望，渴

望愛情永不溜走 (2:5-6, 17; --1-: 16; 8: 14) 。新娘尋找新郎時·

雖叭困難重重，但是新娘的餌比寶志，誓要尋找她最愛的新

郎，她愛得瘋狂，愛得熾孰，新娘在愛情催迫下四處尋找新

郎。

尋覓摯愛成了追求親密沌真愛情的必要階段。尋覓是

困難的，易放棄的它情不是真愛，雖然新娘碰壁受阻，但皿

揖尋找真愛的心。當新娘尋得她的心上人，便如獲至寶，死

纏不放，把她所愛的帶回她的私人地方，一處安全地帶

她母親家中的內室，共度良宵，使他們的偉大愛情得以三

U: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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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愛是真心的互相交付

愛是痛苦的，愛是喜樂的：真愛是囍私旳付出，真愛

是反射的接受，是雙向的，是兩極的但卻是圓滿的。愛本

身是一份禮物，是犧牲，是喜悅。新郎新娘為對方來説已是

一份禮物，這份禮物是神秘的，使人趨之若鶩，產生輝限好

奇，浪漫至極。真愛是顛止境的渴求，匯終止的奉獻，囍邊

際的嫉妒，他人是不能分享的。人縛是渾身充滿著愛，愛得

徹底，愛得皿懼。純潔的愛情有如餌籠大火，匭燒人心，一

發不可收拾，即使滔滔大水也不能把它撲滅。真愛是紅得起

考驗，即使在困難中，仍然屹立不倒，堅貞不移，高貴無價

(8:6-7) 。因此， 「我的愛人屬於我，我屬於我的愛人」

(2:16) • 作者在之後再進一步強調： 「我屬於我的愛人，

我的愛人屬於我」 (6:3) • 説明了互相交付旳亮咕，是愛

的智慧。

5. 愛情的特徵

思考：雅歌的愛情觀和現代的情愛思想有甚麼分別？

在現今俗世愛情的洪流中，你會如何跟從雅歌

的愛情忠貞？

以上扼要地以人生智慧的角度看男女之愛，而在縊部

分裡，我們嘗試集中於愛清本身。既趴雅歌是一首愛情詩，

同時又是聖翌正典之一，它所記述的愛情，必鈥符合天主的

旨意，所以值得拿來分析，有助訒識在信仰中的愛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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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然

作者描述愛侶的心靈肽況旉外在世界之間的和諧與互

動，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產主／下可言喻的喜悅。這種喜

況是與傳统的希伯來文化有弓弋『分別。在其池的舊约芍卷

中，提及大自然美麗的片只不多｀或是固勺人地把它作出宗教

性的意義。例如天主藉著合卣枝又召叫耶肋未亞（耶 1:1 I) • 

邀請大自然讚美上王 I 詠 I 八篇：達3:46-81) • 或驚訝上

主的創造（弓,8-41 章）等等。可是，把愛情的徑檢投射

到大自然，或以大自然反映愛侶的心境，卻在不少其他的

又學著作中出現，如近東、古典、中世纪時代、文藝復興時

代、浪漫王義時代、現代的文學等等，它們對愛情的描述，

都是非常细膩和豐富的。

在雅歌中男女的愛情聞係，大自然佔著重要的角色，

因為愛侶在春日時間走到大自叭中享受佳們的愛情 (2:8-17:

7:11-13) • 他們在瀰漫著各式各樣的花朵（鳳仙、水仙、百

合、玫瑰、甘松、番紅、丁香、肉桂、蘆薈、曼陀羅） ，樹

木（香松、蘋果樹、陣花果樹、黎巴嫩香柏、悰櫚樹、葡萄

樹、石榴樹） ，農作物（美酒、葡萄亁、蘋果、石榴、蛋

糖、奶、乳香、沒藥、核桃）和動物（羊、牝馬、鴒子、羚

羊、牝鹿、幼鹿、班鳩、狐狸、山羊、綿羊、獅子、豹子、

烏鴉、鶉鴿）中發展情愛。就是這樣｀男女就在大自然的見

證中表達出但們對對方的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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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求愛與婚姻

有閏男女心靈對性和婚姻的不可言喻和微妙的態度，

雅歌都有不少強而有力的表達。作者不但以具體例子，表達

愛侶和他們的友人的感受和欲望，雅歌的內容，更涉及男女

調情和風情的賣弄，相思之苦和失去芒人的惶恐，渴望官感

快樂和愛情的圓滿笑等的不同幅度。雖然雅歌坦率地描述愛

侶對性的渴望和滿足，但這並不表尓道德標準因而被破壞，

因為作者對於男歡女愛的感情並沒有粗製濫造，也沒有任何

下流的表達，反而他對新郎和新娘的心靈與肉體的合一，雅

緻地描述出來。

5.3 夫妻間的性愛

「你當飲你自己池裡的水，喝你井裡的活呆。你的泉

水豈可外溢，成為街頭的流水？其實都頎全歸於你，不得讓

外人與你共享。你的泉源珅應受祝福：你哂由你少年時的妻

子取樂。她宛如可愛的母鹿，嬋媚的母羚：她的酥胸應常使

你暢懷，她的愛情應不斷使你陶醉。我兒，你為什麼要迷翌

外嬗，擁抱別人妻室的胸懷？上主的眼目時常監視人的道

路，不斷審察他的一切行徑。」 （箴5戶-21) 這段幻文説明

了性是一份恩賜，是喜悅的，只能在夫妻之閆所共享的、愛

的行為。

聖徑中的話語，很少好像亞當在發現厄娃時所發出的喜

樂。當天王把厄娃帶到亞當面筐時，他歡欣苫狂地芷： 「這

才真是我的親骨肉，她應稱為］女人－ ，因乃是由男人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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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創2:23) 亞當那充滿著歡俞的説話，充分説明了厄

娃是徨期行已久的鎝身伴侶。雅歌忧著男女「性」的親密，

來表達了沌潔愛情的喜悅。學者Meredith Kline況．＇雅歌歌

頌人類愛清與婚姻的神聖和美麗 ．天主用這廣大的篇幅洽

我們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正義 。

學者 Cowles 認互：雅立對愛情的措述，是充滿希望的

婚姻，及期望結婚的愛情· 而式不去的情芒。夫繻間的性愛

是屬於上等旳品味· 是夫霑閏相互旳吸引力，是人格高度優

美的標準。雅歌推崇夫婦的忠貞· 指出他們二人相互的全

媯交託和從屬 (2:16; 6:3) : 呈現很美麗的緒合，有自趴的

愛，有田園生活的歡喻，有婚姻在什會中的角色。對人性的

绳潔與提昇，雅歌有崇高的貢獻。

要理解雅歌性愛的線索，可在上述的箴言尪節找到。

竹者委婉地描述夫妻問行為，以喝井裡的活泉（箴): 15) 仃

象徵。因此，雅歌作者以花園、葡萄園作為夫妻繕合的象

徵，也相類同。作者對新郎新娘相愛及婚姻性愛的景徵，用

委婉、隱喻，或其他的万式，含蓄地表逹出來，在這卷書之

中，既作出公開的教導，同時也將道翡常细膩和具美感的．

卻非常個人性和私隱的愛情，給予维護。作者在公開教導與

含蓄之間，作出了美妙的平衝。

雅歌闞郿到新郎新娘的性愛，可由以下的主題看出：

(1) 依依不捨：新娘朝思暮想地渴望她的新郎與她祖

聚。愛侶相宗，珍貴氘比；二人離別，難捨難離，盼望下欠

相言的佳期快些來臨。人類愛清的精髓，濃縮在二人的怎三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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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心相印：新娘深深盼望夏侶分享她的心靈深

處，作者描繪新娘為「花園」 ，妲邀請她旳夏人新郎進來，

吃她甘美的佳果，喝黎巴嫩沆下日＼舌水泉 14:12-5:1) 。新

娘「是關閉的花園，是一圉閼鎖亡花園，是一固封績的泉

源。」 (4: 12) 這座花園，這個水泉，只能允訐她的愛人新

郎進入，閒人不能闖入，因為只是屬於新郎的。

(3) 雨情相悅：新娘思念新郎擁抱的喜樂歡欣 (2:6;

8 勺 ，新郎思念新娘嘴唇「滴流純蜜」 (4: 11) • 新娘的

衣服「芬芳好似乳香」 (4: 11) '新郎體香如「沒藥囊」

(1:13) '如「鳳仙花」 (1:14) 。

新郎新娘的夏清是天主的賞賜，儘管撒緬滿君王擁有

鯛數皇后嬪妃少女 (6:8) • 可是新郎擁有他唯一的祈娘便

心滿意足。這就是人類的性愛神學，是顯揚婚屈之愛的喜

樂。

性是天主為新郎新娘所設計的，當中壇含了夫妻床第

之樂，閨房之趣，這是天主的恩賜。天主在起初創造萬物

時，同時也創造了夫妻的性愛，它茨天主訂為是好的。因

此，雅歌對婚姻和婚姻的l生愛所描亡的，都是美好的，不能

污衊的。性是神聖的，是新郎新娘親密地共享的。

6. 雅歌的文學技巧

在解説過雅歌所表達的愛情，以及當中所呈現的愛情

特徵後，在介紹雅歌的最尾部分，我們也簡單地講解作者在

撰寫瑄些美麗動人的詩句時，所使用的文學技巧，好讓讀者

在閲讀這卷書時，能更深入體味箇中的優美和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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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所用的詞語是不尋常的，聖經學者研究後所得，

經卷中勻有十分之一的語言，是雅歌所獨有的，它們不曾在

其他三卷中出現。還有的是，雅歌也大量用「圖像」和「詩

句對應」等文學技巧來描寫愛情。

6.1 圖像

雅歌善於運用又學技巧去表達詩歌體的圖像。作者所

運用的文學技巧包括祈婚喜歌、寓意、頌詞、比較／明喻／

隱喻、省略語、誇張語、提喻法、擬人法和人物模仿等。

(1) 新婚喜歌 (epithalamion) : 有很多聖經學者詔為

雅歌是一首婚禮曲，一如上單元曾指出，雅歌是一首婚禮喜

歌，來讚美新郎和新娘的英俊美麗和愛情的高貴。

(2) 寓意 (allegory) : 雅歌有很多裝篩詞的敍述，來

用作指示某些事物。作者善用隱喻、標認和象徵，藉以「裝

扮」真實的或預期中難以啟齒的表述和意思。例如蘋果樹

(2:3-5) 、關閉的花園 (4:12-16) 、棕櫚樹 (7:7-9) 。

(3) 頌詞 (encomium) : 作者以詩歌對新郎和新娘的

美麗頌唱讚美 (4: 1-工 5:10-16; 6:4-10; 7:2-10) • 有如讚美新

娘新郎的阿拉伯詩歌《華沙夫》 (Wasf) 一樣。

(4) 比較 (comparison) 、明喻 (simile) 、陘唷

(metaphor) : 雅歌作者在主角言詞中常用比較、明喻和隱

喻，以此來表達新郎和新娘的體態美。他或會把不同的事竺

用不同的方式來作出比較，因此把兩組不同的事物連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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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為符合的圖像。讀者可能覺得這樣的連繫有些奇怪，

因為這些組合為我們都是陌生的，是他們閃族典型的圖像，

顯示著的他們鄉村風格的情調。作者大量用「好似」、 「有

如」、 「猶如」等等這些字詞來表達但的文學技巧。例如：

「我的愛卿！我看你好似牝馬，套在法郎的御車上。」

(I :lJ) 

「找的愛卿在少女中，有如荊棘中的一朵百合花。」

(2:2) 

「我的愛人在少年中，有如森林中的一棵蘋果樹。」

(2:3) 

「你的頭髮猶如由基肋阿得山下來的一群山羊。」

(4:lc) 

「那上升如晨曦，美麗似月亮· 光耀若太陽，莊嚴如

齊整軍旅的，是誰？」 (6:10) 

(5) 省略語 (brachylogy ! : 百略語是表示在句子中

唧該有的字，作者刻意把它遺団，加強了讀者的想像力。這

技巧在原文中不時出現，仞如若按原文直接翻譯： 「我的愛

卿，你多麼美麗，多麼美麗！你的雙眼是鴒眼」 (J: 15) 。

但有些譯本在這些「圖像」前加上「有如」、 「猶如」、

「像」等等的字詞來掩飾這樣的「省略」 ，例如《思高聖

經》，便把這末句譯為： 「你的雙眼有如鴿眼」 （也參閲

4:la; 5:12訌。其他同樣的例子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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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愛人有如鳳仙花，生在恩革狄葡萄園中」 (1:14) 

「猶如 ．一群山羊」 (4: 1) 

「像一群浴後上來的母綿羊」 (6:6) 

「有如 石榴」 (6:7) 等等。

(6) 誇張語 (hyperbole) : 雅歌作者有時會誇大其

辭，目的是製造「特別效果」。例如：作者把愛情描述為

「疾病」 (2:5; 5:8) ; 把新郎描述為擁有「六十勇士」保護

的君王 (3:7) 。

(7) 提喻法 (synecdoche) : 提喻法是作者只是把言

論中的圖像的重要部分提出來，以代表全部。例如： 「君

王正在坐席的時侯，我的香膏已放出清香。」 (1 :12) 這裡

單單以「香膏已放出清香」作為提喻，來描寫即使新娘身

不在席，卻巳如同整個人在君王身旁一樣。其他例子有：

「熱吻」 (1:2) ; 「愛捍」 (4:10) ; 「沒藥囊」 (1:13) 

「項鏈上的一顆珍珠」 (4:9) ; 「棕枝」 (5:11) ; 「鴒子」

(6:9) 等等。

(8) 擬人法 (personification) : 件者把一些抽象的概

念和皿生命的事物歸屬於人的特世和行動。例如：作者呼喚

「北風」和「南風」 「起來」 (4:16' 《思高聖經》把「起

來」譯亻T 「吹來」） 。

(l)) 人物模仿 (travesty) : 作者善用虛擬人物來代表

其作品的王要角色。自然地，這是一個小説中的「角色」

這角色的約色，好像帶了「面吵」 ，來裝扮成所要表達的人



116 : 智慧文學

物的荇質，因此而好像「變成了」那人一樣。在此期閼，真

人與「偽人」不再是兩個不同的實體，而是成為一個實體：

新郎就是「君王」。這使那渴望成為所扮演角色的人，在生

活中成為扮演角色的「身分」—－新郎 君王，祂的渴望

能因此得以成就，卻沒有改變他的真正的現實地位。如此，

在這文學的概念裡，虛構的人格就是理想角色的象徵或記

號。

雅歌的作者，如埃及的情歌作者一般，用這虛擬的三

個角色 君王、僕人和牧人，來表達他的思想。

君王式模仿時常出現在詩歌中，除此之外，作者把婚禮

進行曲 (3:6-11) , 連縉對君王的記述 (1:4; 1:12-14; 7:6) • 

也描述了君王的皇宮和外表 (1: 16-1工 5 日 -16) • 這些都構

成了雅歌的重要部分。有關這婚禮進行曲的描述，富於君王

的色彩，在其中作者三次描述撒璀滿王的围威 (J:7. l入 11) 。

這就表示作者以愛侶代入或「交換」了戸王門角色，來歌頌

愛情的高貴和美滿。

僕人的角色在雅歌中忙不尸 1月· 只是一侗仿效。在一

般文學來説，慎人只會在做家昚中才哎店鬥卫起來。可是這裡

特別表示了愛侶冏的親近，新郎為尸洽亥可吱新娘召喚，他

忠於他所愛的新娘，但愛莧她。在雅,:中，祈娘曾向新郎表

示她的顥望： 「萬望你是我的兄弟」 i 丶j I '和「請將我有

如印璽，放在你的心上，有如印璽，放在［尸言上」 (8:6) 。

新郎也稱他所愛的為「我的妹妹」 (.1: l) _ 1 0. 1 2: 5: 1 -2) • 表

示了他們的親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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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建議愛侶前往田園去談情，暗示了一個渴

望，希望他們的愛情遠離城市和回歸大自然。在雅歌中· 新

娘代表了守護葡萄園的人 (1:5-6;8:]j) • 她視她的愛人為

「牧人」 (1 :7-8) 。田野、葡萄園和蘋果樹下都是體現圓

滿愛情的最佳場所 (7:12-13:8:5) 。在牧人的世界中，他們

的眼中常見的就是牝鹿、呤羊 (2:7. l人 17: 3:5:'-f:5; 千4) 、山

羊、綿羊 (4:1:6:5-6) 和羊群 (1:8) 等等，因此，他們便就

地取材用他們日常所見的週遭的圖像，來形容他的愛人的美

麗和行間。

6.2 詩句對廄

學者 Robert Lowth 把雅歌的詩句對應分為三類：同義的

詩句對應，對立的苫句對應，聯想的詩句對應。

（］）同義的詩句對應 (synonymous parallelisms) 表

示同一個意念的重覆。例如： 「跳過山崗，躍過丘陵。」

(2:8) 

\ 2) 對立的詩句對應 (antithetic parallelisms) : 表示

相對的思想的表述。例如： 「我母親的兒子向我發怒，派

我去看守葡萄園：而我自己的葡萄園· 我卻沒有去看守。」

(I :6) 

(3) 聯想的詩句對應 (synthetic parallelism) : 表示同

一個音含的延伸。例如： 「他的左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緊

抱著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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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族式語言或文學的其中一個特式是玩弄文字相對

(word-pairs) 的技巧。雅歌作者也把這技巧展示於讀者面

前。例如： 「唇／／舌與蜜／／奶」 (4: 11) : 「甘松、番紅／／丁

香、肉桂／／沒藥、蘆薈」 (4:14) : 「酒 II 痛飲」 鬥 1) ; 

「手／／手指」 (5:5) : 「嘴唇／／手臂」 (5:13-14) : 「兩

眼／／池塘」 (7:5) : 「牆／／塔」 (8:10) 等等。

還有有趣的例子： 「田間的花卉已露，歌唱的時期已

近。在我們的地方巳聽到斑鳩聲」 (2:12) 。

上述的第一言句和第三詩句由第二詩句的「歌唱」連

緒起來， 「歌唱」這希伯來字 (zamir) 有兩種官思： 「修

剪過的植物」或「彈奏弦琴」。前者代表「田間的花卉」 ; 

後者代表「斑鳩聲」。學者稱這種又字對匯為「雨面神」對

應法 (Janus parallelism) 。這是文學界把黽閂神話中的兩面

神 (Janus) 來作比喻，這位神明的頭」是擁有前後面孔。

那度，讀者可以想像「兩面神對暉土」所表達的前後文字對

應的效果。它是一種加強讀者集中力的又學技巧：詩句間互

相喚醒或牽動，説明了當中宮不可分旳誾係。這種在書卷中

不時出現的技巧，令人萼覺忥郎和新限也是密不可分的，互

相屬於對方的，他們是「天生一封」的。

6.3 m語的交叉結構

學者 Duane A. Garrett 把雅歌的用語，以交又結構的形

式來分析4:16-5: 1 b的一段包文，從而看到了其中心黯，是愛

侶享受圓滿愛情的地方，就是在新郎的花園，這是一所只開

放洽新郎與新娘的私人花園，其他人不能進入，因為新郎和

新娘的愛情只屬於他們二人而已。



A 君王，願你引我進你的內室 (1: 1-4) 

B 我自己的葡萄園 (1 :5-7) 

C 胸前、製造金鏈 (1:8-14)

D 屋樑、屋椽 (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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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蘋果、愛情、左手、右手 (2:3-7)

F 開花放香 (2:8-13)

U 葡萄園 (2: 14-15) 

H 我的愛人屬於我 (2: 16-17) 

l (訂衛兵 (3: l-5) 

(b) 御轎、金頂 U:6-11)

l (c) 眼、髮、牙 (4:1-7)

J 沒藥、香科、蜜、酒、奶

(4:8-15) 

K 我的愛人進入他的

花園 (4:16)

K' 我進入了我的花園

(5: 乜-b)

J' 沒藥、香料、蜜、酒、奶

(5:lc-d) 

I'(a) 守衛 (5:2-<JJ

r (bJ 頭顱金碧輝煌、黎巴嫩香

打自樹 (5: 10-6: 1) 

I'(C) 眼、髮、牙 (6:4-7:6) 

H' 我屬於我的愛人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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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葡萄園 (7:7-13aJ

F' 香氣、開花 (7:13b-14)

E' 石榴、愛情、左手、右手 (8: 1-5) 

D' 全副家產 (8:6-7)

C' 乳房、建造銀垛 (8:8-9)

B' 我的葡萄園 (8: 10-12) 

A' 我的愛人，趕快跑來 (8:13-14)

雅歌中心點所説的「花園」 ，所寓意的就是創世纪中

天主親手在伊甸東部種植了的那個「花園」 （創2:8• 《思

高聖經》譯作「樂園」） ，它們所用的希伯來字來自同一個

字根 gan 。這也表示了天人相愛的圓滿所在地，氕是天主的

「花園」 ，在那裡「新郎」與「新娘」都巴於雙万之間忠貞

的愛情。只有天主才是「新娘」 新以色列 的新郎，

這位「新娘」只屬於天王， 「新娘」的愛情只有在天主內才

得到圓滿。

7. 摘要

(1) 雅歌把人間的愛情以詩歌的方式描迪出來，並跨越傳繞的

限制，以坦率和詩意的文字，來表達愛情的忠貞和享受。

(2) 雅歌教導讀者有闢愛情的智慧 包括美好的、平等的、合

手倫理道德的。從雅歌整部經卷的上下文中，可以看出作

者顯然是支持一夫一妻制和婚姻不可拆散性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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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歌說明了夫妻間的性愛是喜悅的，是愛的行為。夫婦間

的性愛是高尚的· 是夫掃間相互的吸引力，是人格高度優

美的樟準。夫妻間的床第之樂，閏房之趣，是天主的恩

賜。

(-!) 有學者認為雅歌的內客是顓揚和高舉人煩純潔的愛情，而

不是提供任何「教義」的訂導。

(5) 教會傳统認夯· 雅歌呤了表達人間的愛情外，也寓意了天

人間的愛情。天主對以色列的愛情以人間的愛情言語來表

達。有學者把它描迪男女互相交付的愛情．重新蘚釋為雅

威和祂的子民以色列的互相交什的愛情。

(6) 雅歌作者以幾個重要的文學技巧，來表達它的訊息，包括

了表達詩歌體的圓像、詩句對應、用語的交叉結構。

8. 參考資料

L 韓承良，《雅歌釋義》。香港：思高聖豆學會， 1993•

頁8-18 。

2. 思高聖經學會，《智慧書》。香港：思高聖巨學會，

1%9• 頁211-230. 233 。

＼房志榮，《舊约導讀下》。台北：光啟出版社， 1995• 頁

467-470 。

4. N .K. Gottwald, "Song of Songs",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 

of the Bible, vol. 4.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4, 

pp.4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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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

箴言

L 緒言

閌讀本書到了這個單元，也可以視為分水嶺，因為前

文介沼的聖詠、约伯傳及雅歌，無論是形式和內容，都有

其非常獨特的地方· 與其他智慧又學裡的丘卷並不相同，可

視為獨一鯛二。不過，由箴言開始的四部經卷，雖然同樣各

有特色，但是在形式上有較相近的地方，談論的內容也軟接

近，也可以説，是從較生活的角度，來看人的智慧，從而

認識天主。其中，箴言就最能突顯這特點，因為它是以條目

的形式，把人生不同的面貌，陔如何好好過活，一一呈現出

來。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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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

• 初步瞭解箴言的作者是誰：

• 明白箴言的寫作目的和成書時期；

• 掌握箴言的大渭及內容大要。

3. 導論

思考：你曾否聽過一些富豪炫耀他們的成就和財富

時，口出狂言地說：「我是食腦的，因此我

的家勢雄厚，每天享受富貴榮華！不像你們這

些沒腦子的窮人，每天憂柴憂米地過生活！」

其實罵人者本身有沒有智慧呢？究竟甚麼是智

慧？在箴言中可能找出答衆西？

有學者把箴言描述為一卷有問以色列道德倫理的「手

冊」 ，這樣的觀點似乎加強了渲邰幺二卷的訓誨意義：智慧

（正義）使人昌盛幸福，相反地．曇註(邪亞）使人自趨滅

亡。實在地，西方的明哲先賢巳祀這卷三書內的格言慧語，

以如詩似畫般的表達傳遞下來，「作為直瑄教導那時代的人

民。人們引用當中的至理名言，作 fa,）警世的工右銘，甚至把

箴言內的格言慧語，視為權威，比任何伍世的著作更有影響

力。

可是，箴言筒的真正精妙之處卻很少人在其生活中能

運用得宜。然而，箴言內的道德準則，鞏回了它的神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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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它貞正的目的，是要培養及教導一個人，使他「形成」

莒良的匪格，因而能展現巴麼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

活，也教導人如何用最好的万法，去處理人生。

作者喜愛採用「比叡式」或「類比」的万法來找出人

與人之間· 或人與其他東西（動物和其他受造物）之間的分

別。箴言不多採用「命令」旳方式，反而試圖以勸説，或逗

弄的方法，帶領讀者進入一種「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即使

如此，我們也得承認，忥口禱翌的某些部分（例如 1-9章） , 

的磑有較濃厚的教訓色元。

在這單元裡，我們首先從背景入手，然後會就內容加

以説明。因為這書卷來自不同的源流，研讀時也可以分辨

開來，一一說明其內容。首先從 1-9章入手，因 P,l這是一個

頗完整的部分，接著是兩卷撒罐滿的集子 (10:1-22:16:25:1-

29:27) • 代表另一個源流，繼而是箴24:23-34• 內裡是格言

諺語與智慧體裁式的勸告的合成品，而30章被學者稱之為

阿古爾的格言· 這集子包括了「謎語」的表達和「數字格

言」。 _q: 1-9被稱為肋慕耳的格言，內容表達了肋慕耳的目

親如何教導她的兒子勿沉溺酒色，要去追求正義。 31:10-31

説明了完美的妻子是丈夫的幸福。

解説內容後，也會就其寫作手法及思想，午一簡單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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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者

如果讀者已經讀過《舊約導論》，可能也沒有忘記，

箴言的作者有多位，因為這部作品並不是由一人立成，反而

是有誾生活智慧的合集。按箴言的內容推斷，作者相信包括

撒羅滿 (1: 1) 、阿古爾 (30: 1) 、肋慕耳 (31: l ! 和一些不

知名的智者 (22: 17) 。而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撒羅滿，所

以這裡就多加介沼。

以色列第三位君王，達味的兒子撒羅滿的智慧聞名於

世，世上鯛人不曉，這在單元一已有介紹，在此不贅。因

著他的智慧，以色列傳统士便釕九他是智慧文學的始創人，

當中的箴言、雅歌、訓道篇，甚至智慧篇都是歸納於他的名

下，或是源自他的智言睿語。甚至猶太人的典籍《塔耳慕

得》也評為：撒躍滿君王在他年輕時寫出美閥愛情的

曲 雅歌，在他中年時寫了訓言雋語 箴言，冇他年老時

寫了善度人生的訓道篇。

然而，當我們談及箴言亡作者是芷時，要謹記一點，

這經卷的寫成的日子漫長，在已稈禋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

參與了編訂工作，所以｀我們不能用今天有關作者的概念，

完全套人這部作品的寫作者身上。

5. 寫作H的

有學者詔為以色列民的智慧，是一門優秀的藝術，而

箴言可以説是這藝衡的結晶，是使人獲享成功生活的「手

冊」。箴言援引人們不同的生活習慣，來清楚闡明甚麼是

對、甚麼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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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的內容沒有提及以色列的典故，也沒有論及先知

性的主題，如盟约、默西亞等，這並不表示箴言篇的作者

不知道以色列的歷史，或是沒有察覺先知的教訓的重要性。

相反的，箴言的目的，氕是要把以色列由粤天主締緒的盟勻

中，所接受的信仰準町庄閂範，嗎用在猶太人每天的日常生

活中，包括做人處事的礱吱庄人與人的關係上。要知疸，愛

的法律（肋 19: 18 : 申 6::, : 蔘間谷 12:2lJ-J 1 ! 是舊勺眾經卷所

強調的核心，箴言差是作芍這核心的延倬的汙釋和解説。

天主的子民應完全服從天主的法律'遵守天主的法律

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逃避的責任。箴言的作者視服從天

主的法律為「敬畏上主」 (1:7; 2:5: 9:10: 參閲約28:28 ; 詠

111:10) • 而這個責任與先知書中所強調的「認識天王」 ` 

是同出一轍的（歐4:1: 6:6 I • 就是在生活上需要向天主作出

崇敬和感恩，並在不同的環境下都要遵從天王的旨意而行

事。因此，箴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確並詳细地説明，

人必須要完全聽命於天王的旨意而生活的。

6. 成書時期

從25: 1 節提到希則克雅王（主前715-686年）來看，箴言

的成書日期下可能早於佳的時代，有學者訒為它的最後兩章

經文應是在充軍期，或在充軍後（约主前500年）彙集而成

的。箴言的第十章至二十九章的經文似乎是在希則克雅時代

繼輯而成的了。至於 1-9章、 30-31 章的控文，學者訒為它們

雖是較古老的箴言，一些更被評為在充軍期罰很久囍已豆

流行的諺語恪言，只是繼輯者後來才把它們收吶在這邰三書

內。鷦論如何，學者認瓦這部位書大約是在王前五世紀昷彙

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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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綱

學者把箴言分為七卷如下：

卷 1 章節 內容大綱 作者

卷— 1 (1 :1-n 標題與目的 撒羅満

(1:8-9:18) 邀請人獲取智慧：智慧 撒雕滿（有學者訒

的果實和讚美智慧 為是屬於佚名的格

言）

卷二 行為規則 撒雍滿

(10:1-22:16) 

卷三 對近人的責任，保持 智者

(22:17-24:34) 操守，避免懶惰

卷四 不同的格言、座右銘 撒睪滿（由猶大

(25:1-29:27) 王希則克雅的人

所蒐集）

卷五 (30:1-33) 神聖的智彗，人的渺 阿古爾，有學者

小，智者的謎品： 認為30:15-33屬

數字格言 於佚名的格言

卷六 (3 口 -lJ) 君王的母親哈君王的 肋墓耳

指導

卷七 讚美賢良淑德的妻子 佚名

(31: I 0-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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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內容概覽

以下是有關箴言內容的介紹，由於這位卷由不同的人

所寫，而以下也按作者來分別加以介紹。

8.1 箴言1-9章的洞察力

思考· 「敬畏上主是智琶的肇基」 (1:7)' 那麼一些

沒有信俘的人｀是否就沒有智慧？事實上，不

少非基督徒．如歷史中的偉大人物、科學家、

醫生等等，都為世界帶來了幸福和進步，你又

如何看他們的智慧？

箴言篇威嚴的導言 (I: 1-6) • 不但把它的讀者領進智

慧教學的目標，它也是詮釋全書的鑰匙；所有的後續都是提

供讀者人生的指導 (I :5) 和美德的培訓 (1:3) 。雖然，明

顯地，作者在這万面並沒有把世俗和宗教劃分出來，可是全

書共31 章的「智慧課程」訓練教育，本質上就是宗教教育。

箴 I: 1-6的詞彙用語，發揮著勢不可擋的威力：學習、明瞭、

仁義、慎重、學識、智謀等等，它們都詳细説明了智慧的豐

饒。它們不是抽象的，而是智慧的特質；這些特質都連繫著

人的品行。

在導言的最後，編者提出一個智慧的「格言」 : 「敬畏

上主是智慧的肇基」。這句睿言放在這個位置，就是要點出

這是全書的重點。這智慧之言不但在卷一的結尾 (9:10) 重

覆出現，以作首尾的呼應，也出現在15:33 : 「敬畏上主，是

智慧的導師」。事實上，這個概念在舊约聖經中常常出現

（羞J28:28 : "if永 111: 10 ; t恩 1: 16, 20, 34, 19: 1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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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部箴言裡， 「敬畏上主」一詞，不圧出現，目的

在於教導以民，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智慧，以及甚麼才是

敬畏上主的作為。箴言篇教導人，除了對天主的信仰和虔

敬是一種表達「敬畏上主」的行為外，正當道德行為也是

「敬畏上主」的一種表現，這樣，才能使人獲享真王的生命

(14:27: 19:23: 22:4) 。

箴言篇常見作者以「父親」或「母親」自稱，來教導

其「兒子」 ，寓意自己是以智慧導師的身分，教導那些虛心

學習「智慧」的讀者（參閲 1:8等）。如果父諲向兒子作出

的建議被接受的話 (1 :8-19) • 就可以避免犯罪，即使惡人

對他們作出誘惑，值們也可以拒絕邪惡。母親的建議 (1 :20-

33) 猶如「智慧夫人」的言論：她激烈的言論像一位先知，

公開地警告著那些抗拒她勸告和規諫的人，預言他們會自我

滅亡、走向注定失敗的命運。智慧導師拾讀者選擇兩條路：

要麼走向萁知和愚昨者的道路 誡亡：要麼聽從智慧

安享太平 (1:32-33) 。

箴言第二章強調智彗如何「打這辶那些跟隨她的人

(2: 12, 16) , 因此作者用了很多～若是 ．能」的文學表

達。敬畏上主、認識天工和智彗，在這段落裡親密無閆的

交喊在一起 (2:5-6 J 。繻然智慧是值得吸人努力追永的「東

西」 ，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是來自天王的巴賜 (2:6) 。作

者以善人、義人、正直的人、成全的人與它人的對比 (2:20-

22) • 使人想起聖詠的訓誨（詠 1: 1-6) 。

箴言第三章，一開始使以一連串「下要 」或「你

哂／應以 」的方式，告誡和規勸讀者，要信賴和敬畏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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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這些告誡和規勸涉及傳吮的智誓：恪守法律、

慈祥和忠實、信賴和敬畏上王，這樣的生活便會避免陷入

「自作聰明」 (3:5, 7) 的危險。最後，就是當生活上沒有

得到繁榮和順境時，人應該考慮，這些懲戒或譴責是天主對

他作出善音的提醒，天主要教導那些在生活上下接受袒的愛

和不遵守祂的法律的人曰 11-12) • 這是出於父親愛子女的

表現。這兩節的教導，被新约希伯來書所引用（希12:5-6) 。

3: I 3-1 R重覆地提及「有福」。作者讚頌智慧遠超於

「绳金」和「虫錢」 ，因為它能給人生命和平安。其實智慧

萱「是一株生命樹：凡堅持她的，必將吶福。」 (3: 18) 接

著，作者確詔了智慧在天主創造的行動中的角色 (3:19 : 參

閲8:22-31 : 詠 104:2土 147:5) • 抨別是創造了水讓巴力斯坦

地的居民賴以生存 (J:20 I 。這章的褚束一如開端，是以一

系列的告誡來規勸讀者要獲取智慧，遠離罪惡的陷阱 (3:21-

35) 。

第四章一開始就是一位導師回憶他的父母的教海

(4: 1-6) • 其後他緡溍深切地教導讀者要獲得智慧（參閲

7: 1-4) ! 「華冠」和「榮冕」 (4:9) 的暗喻叫讀者騮想起

先前的訓言－－遵守父月的教訓和誡命，就能獲得智慧，取

得生命的冠冕 (1:9) 。「道路」和「生命」是4:10-27 的向

個重要的闊鍵字，智慧的迫路，引人走上正直的途匡 (4: 11. 

J 8) '領人進入生命：惡人的道路，不要進去：壞人的紅

巨，不要踏入 (4:14) • 若要進入，便不能獲得生命。人選

擇其中一條「道路」而走，號清楚表明了人選擇了智慧或愚

睬：捒連了他的灣向：生命或死亡 (l 翌- _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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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至第七章的主題是圍澆著2: 16中所氬的「品婦」和

「娼妓」。這些婦女在生活上未能保持聖潔，天主子民應與

這些己婦和娼妓隔絕，以免被她們誘惑，陷於邪菩之中。因

此，理所當然地，如此不正當的男女交合，是智彗教導的必

然題材，因而也會在其他的段落裡出現，如22:14: 23:27-28 。

為甚麼智慧導帥要詳細教導讀者避免與淫嫦和娼妓發生關

係？或許作者要把智慧夫人與愚昧太太作出對立（參閲第

9章） 。追求智慧，猶如追求淑女：迫求淫婦，會受其諂言

媚語所惑，墮入她的圈套。

此外，匡局和娼妓，也有其象徵意義。在聖徑的其他

經卷，也曾用男女結合的圖像，來表達以色列子民對天主的

忠貞或不忠誠（參閲歐瑟亞書） 。以色列的歷史也多次記載

了天主的子民與客吶罕神祇，如巴耳和阿舍辣等行品，道些

神祇就是品婦和娼妓；這些品婦和娼妓正勾引以色列民去膜

拜牠們，離棄雅威。另一方面，淫婦和娼妓也可指那些不忠

於上主的以色列民，聖經作者以婚姻盟约為喻，指出他們背

棄了與天主的盟约。這點在前文介紹雅歌時，已有詳盡的解

説，在此不贅。

與此同時，這也可能有另一個層面的解釋，虢是件者建

議以色列民要敬畏上主，忠於他們的信仰。智慧夫人的圖像

的出現，看來是要提供給愚昧太太的一個典範 (9:13-18) 。

胭論如何，讀者應注意的是這些建議是警戒性的，即導師警

告少年不要受淫婦和娼妓的引誘，但是導師卻沒有指示他們

如何控制自身的性慾或情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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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合青年的警告是辛直坦誠的 (5:1-14) : 品婦的

腳帶領人走向「死境」和「陰府」 (5 :5 J , 唯一的指控

正等待著「不幸」的人 (5: 12-14) 。導師教導少年要忠於

池的妻室： 「你當飲你自己池裡的水，喝你井裡的活泉」

(5: 15) • 妻子的愛惰是丈夫生命的源流 (5: 18-19) 。「姦

品」的主題在6:20再纘績，之前是導師洽人一些其他的建

議：如何作保、要勤奮、如何判斷作壞事的人和列舉七件

上主厭惡的事等 (6: 1-19) 。其後緡續在淫亂的主題上對少

年作出警告 (6:20-35) '若青年犯姦己，便會面對一些負面

的縉果 (6:27-28) '犯姦品的愚昧者最佟會毀誡自己 (6 汀－

35) 。

智者在第七章生動地描述少年人如何受到品婦的誘惑．

一位油嘴滑舌的品婦向皿知少年作出勾搭口 l 4-20 J 。學者

J.N. Aletti 訂為這段經文的重點是沄婦以言語 (7瓦 6:24) 而

不是交合來引誘青少年犯姦淫，因為作者希望突出語言的

力量，這股力量足以使少年人沉溺於情慾敗壞之中。

作者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再以擬人化的方式，來表達智

慧的身分，把她以「女人」來作她工作的表述和特質（參

閌 1:20-33) 。作者在第八章清楚地説明智慧夫人猶如先知般

向人發出呼聲．召叫他們前來聽取她的教訓 (8:2-4, 10) 。

她強調她的訊息是真理 (8:7) , 她與皇室有著密切的闍係

(8:15-16) • 她給尋求和愛慕她的人得享榮譽和富貴 (8: 17-

18) 。隨後她自述她的權能，説出她的神聖性，她介沼了自

己的神聖起源，她是「遠自太古，從顯始」的時候已受生和

被立 i 、鬥-25) 。在世界玻創造之時，她在天主的封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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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作祂的技師 (8:26-30a) 。她不單只是天主的喜悅，也樂

於與世人共處 (8:30b-3 l) 。智慧夫人要人聽她的教訓，因

乃這樣做為他們是有福的 (8:32-34) • 並許諾找到她便得到

生命；反對她的，是自找死亡 (8:35-36) 。

作者在第九章把智慧夫人與愚眛太太所設的宴會「配

對」起來。她們同是邀請人赴她們的「瘙宴」 ，那些參與智

慧夫人的盛宴的，必得生命 (9:6) '相反地，坐席於愚昧

太太的，就是進入陰門的深處 (9: 18) 。

8.2 兩卷撒羅滿的集子 (10:1-22:16; 25:1-29:27) 

思考：如果人生經驗和傳统教導發生衝突時，你會如

何運用「智慧」去解泱兩者間所產生的矛盾？

第九章以後，出現了很多短語、不連貫的詩句、兩行

詩、對聯等，在這裡我們會向讀者闡釋這此詩句短語的特

色。導師的規勸言辭產生大量格言警句，朔陝這些智慧的

話語，看來並非隨音唁排在一起，可是若讀者呵心察看，

也會發現這些呈排卻沒有嚴謹的芍構 「辶、」和「口」

(15:2-15) 這些流行旳用語和普遍口二舌皂」如「愚昧」

(26士 12) 等，雖然都在這些格言言工中出現，可是什者卻

沒有把它們放在抨別的「處境」或「個案」中來闡述。

作者有時约別並列一些明顯相對的格言來竺示讀者：

「土王的名號，是昭固堡壘： 富人的財產，是他的堅

城」 (18: I 0-11• 參閲 10:15a) 。這是為加強讀者在下一節

「心傲是滅L 的前導」 (18: 12) 的反思。箴言篇有很多格



皐元七· 箴言 135 

言慧語、諺文睿句之間都引出張力，但是也有一些是特別

引人汪目的格言： 「回答愚昧人，別囝樣愚屁，免得你也

像他一樣：回答愚昧人，有時應愚昧，免得他自以為聰明」

(26:4-5) 。

讀者要注意的是，有些箴言智語有著平衡的張力。浞

導師一万的觀點來看· 智者憑他們的人生仁驗來洽予讀者一

些勸導，提示讀者要細心聆聽和從池們的人生經驗中認識直

理。另一方面，導帥要肩負著傳統的訓導來教導讀者；他們

把父日和長輩的教導和訓誨傳下來，指導讀者。

若傳吮訓誨與人生經驗智慧間發生衝突時，忧把它拿

出來作公開討論。自古以來，傳統教導的論點，天主會給予

那些遵從智慧而生活的人昌盛繁榮：智彗哈人事事頃遂，生

活一帆風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從人生經驗來看，貧窮

往往不會被指責為天主洽人的懲罰，反之，人應關心窮人，

因為這樣做，就是尊敬他們的造物王 (14:3l; 17:5) 。

在人生中，有很多模稜兩可的事出現，這共清乩是不

能用一些傳統訓海教導來解決或以似是而非的説話來解釋

的。這就是為甚垕在箴言篇中有很多的智言睿語，是與富貴

與貧窮、言論與沉默有關的。真正旳智慧是取決於在思考傳

统智慧和格言的同時，也考慮訓海以外的人生仁驗實況。

有時在某些情況下，應要隨機應髮來處事的，這才算是智

慧，例如26>-!-5 中的教導：回答愚昧的人的因時制宜的處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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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箴言雋語內含多層意義。上文已痘説過，為

幻文中的一些格言諺語，作者沒有以特別的「處境」或「個

案」來闡述。因此，讀者要自行詮釋，以了解格言諺語的內

涵意義。可是，這便會可能因著讀者個人的偏見或理解力不

足的情況下，歪曲了它的原寶，或誤解了它其他層次的意

芊
孑戈 ° 

最後，有些箴言的寶義很含糊，這可能是由於原文抄

寫或翻譯時出錯，或前人對它過度注釋之故。囍論如何，最

重要的是，讀者要嘗試找出當中的重點。有學者嘗試以瑪竇

福音中的「寶貝比喻」作出闡釋： 「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

寶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

切，買了那塊地。」 （瑪 13:44) 這個比喻呈現了多重的重

點。天國是珍貴的，它被埋藏起來，但這是比喻的重點嗎？

在下半節的園文裡，那珍惜天國的人和他的行動，也同樣有

啟發性和重要。因此，比嗡的重點可以是多万而的：寶貝、

高興、埋藏和買地等等。這個比喻看來是簡單的，可是它所

表達的意思郤是多重的：況出人的明智，因為他賣掉所有的

一切去追尋天國：它能加深我們對天囤旳慨合—－我們不應

該計算代價，還要從根底地轉之我們門生活方式。一如這個

比喻，不少箴言有著多重的寶義，為人類旳生活狀況作出精

彩的注釋。若人以平凡陣奇或老調陳控口論調，來理解箴言

所觸及的生活方式，難以完全領悟當中的奧義。

談過箴言的多重音義後，我們回到這雨卷撒羅滿巨集

的內容上。學者 P. Skehan 指出第一個胭黽滿巨集 (l 0: 1-

22: 16) 合共有375句箴言。如果讀者對希伯來文有初步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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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可能也知道希伯來文的巨個字母，也代表一個數目｀而

375這數字，剛巧是撒羅滿四個希伯來文字母所代表的數目

總和 (slmh· 當中 s=300, 1=30, m=40, h=5) 。

很多釋垕學家把這第－個撒曜滿巨集分為二大部分，

二者的主要分別，是在於文體上的差異，前半部口 0-1 5 

章）主要是以前後對立詞句的方式表達．後半部 (16章以

後）則多為罰後同義或聯想的詞句。迢巨集的主題覆蓋範圍

恨廣闊，但是· 第十章至十五章的話題不外是有關正義（智

慧）和邪惡（愚昧）的教誨，也是有關人的「行為」與其

相稱的「回報」。學者 C. Westermann 詝為這些箴言是建立

在單一的思想上，它們與约伯的友人的思想同出一轍。讀者

细閲這些繹文時，可會發現導師在這裡似于洽予讀者上了－

課傳统的教誨，多於作者自己從人生經驗中所領悟的生命真

諦。與此同時，導師給予讀者識別甚麼是德行（如謙遜、好

客等）和甚麼是邪惡（不誠實、驕傲等）。

作者也在這巨集內特別提到言論或言辭。畢竟，在智

慧的領域中，不能不包括言論。在聖紅世界中，言論的威

力是非常巨大的。箴言篇的作者也理所當然地關注人是否發

表正確的言綸。學者 W. Buhlmann 發現在撒羅滿集子中，

有60項有閼正確言論的箴言｀例如：它比黃金和寶石更為

珍貴 (10:20:20:15) : 它是優雅、甘甜、仁終和有説服力的

(15:2: 16:21, 23; 22:11) : 它是親切和溫良的 (12:25; 15:26; 

16:24) : 它是溫柔的 (15:1;25:15) ; 它是正義、坦然和勸

戒的 (10:10:16:13) ; 它是誡實和可信賴的 (12:19, 22; 14:5. 

25) : 它是適合時宜的（戶23) : 它是拯救的媒介（日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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繻的説來，少説話是明智的，因為言多必失。智者定

必會慎言，這樣能表達出其聰敏的觀察力，並自由地控制其

思維，減少發生錯誤的機會。這些慎言的智慧反映在許多諺

語上：沉默寡言，约束自己的唇舌 (10:19; 17:27) : 不要信

口開河 (13:3;15:28) : 先聆聽後説話 (18 口） ：謹口慎言

(13辶 21:23) 等等。這些「慎言」的格言諺語要讀者知道

在任何清況下如何先保持緘默，深藏不露：這樣做會被詔為

是明智的 (12: I 丘 23; 17:28) 。

撒黽滿的第二個箴言集子 (25-29章）是由猶大王希則

克雅的人所蒐集的 (25: 1) 。學者評為希則克雅王派人搜集

撒繩滿箴言的目的，是要教導或訓練王室或官員如何處理事

務才是明智的。很多學者詔為在這集子中，也可分為25-27

章和28-29章兩個部分。前部分包含了很多比較和隱喻的格

言慧唔，卻很少對立平行的諺語：後部分的內容卻使用了大

量的正與邪的對比，來教訓讀者。

學者 R. Van Leeuwen 把25-27章竹以下的分析：作者主

要用「格言詩」來教導讀者。王題包括：王室成員和官員如

何處理有關社會秩序和衝突 I 25:2-2~I : 如何以智慧在生活

上與愚昧的人交往 (26: 1-12 J : 有聞五人的描述，好讓讀者

警湯自己，免得被列入懶人的行列 (26:U-16) : 教導人如

何以真誠的心，處理社會秩序和衝突，切勿做偽善和説讒言

假話的人 (26:17-28) ; 一些混雜的兩行詩格言 (27:1-22) ; 

對君王的告誡詩，作者以牧人暗喻君王，要他好好管理牧放

他的羊兒 人民 (27:23-27) 。最後，作者在28-29章以較直

接的方式來把正義和邪惡、富人和窮人作出對比，並勸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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囍只氘懼，以守法、仁慈公平處事，接受教育並约束自己旳

生活。

8.3 阿門摩培的«訌"誨篇»與箴言 (22:17-24:22)

思考．埃及智者阿門摩培的《訓誨篇》與箴言篇有著

很多相似的教導。你訝為可否把前者也與後者

一樣，視為天主啟示的聖經？

聖夕工學者訒為從「你應當傾聽智者的訓言，膺專心致

音領會我的知識」 (22: 17) 一句，可推靳這是新集子的

開始 (24戶也有同樣情況） 。這集子內容主要是「勸戒訓

言」多於人生格言，智者大部分以對句的方式 (22:22-23.

24-25. 26-27等等）來忠告讀者（參閲 3口 2) 。

教會傳浣詔為， 22:17-24:22的箴言與埃及的格言連上閼

係，可能箴言的作者參考了埃及智者阿門摩培的一部《訓誨

篇》 (Instruction of Amenemope) 內的格言，來告戒他的讀

者，因此這部分也可説相近於埃及智者阿門摩培的金言。

阿門摩培是埃及新王國峙代末期（勻主前 11-13世纪）

的智者，他的作品把智者和愚者對立起來。例如，智者溫又

有禮，語調溫柔，常謹口慎言，甚至保持喊默：愚者卻心急

口決，容易暴躁，他們讓怒氣摧毀自己的生命等等。另外，

阿門摩培著重卫耐的美德，因此他在《訓誨篇》中所表達的

智者，雖然是咢有物質享受，亦並非個個富裕，但他們卻處

處表現自制，言語謹慎，為人著想，又是呻明的許遜僕役。

除了這些德行外，他也明認智者並非成全的人，因為只有神

明才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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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主前1250年以前，有不少雅各伯的後代在埃

及生活，而以色列在王國時代，又與埃及保持著深厚的文化

連繫。在這個背景下，讀者可以容易瞭解，為甚麼箴言篇

(22: 17-24:22) 或其他的經書，如訓道篇等，與阿門摩培的

《訓誨篇》有著很多相應的地方（以上資料，引用《思高聖

經光磲版》內舊约經外文獻16 阿門摩培《訓誨篇》）

箴言除了22: 17-24:22與阿門摩培的《詞誨篇》內的格言

相應外，當中也散布了不少與《訓誨篇》格言相近的句子。

例如，有關人的計劃與天主的行動： 「人雖如此説，神的

行動卻是另一回事」 （《訓誨篇》 18:3) 相應於「人心裡都

策劃自己的行徑：但祂的步伐卻由上主支配」 (16:9• 參閱

16:1) ; 還有有關愛的詞勉： 「寧可快樂地吃一條麵包，勝

過憂愁地享盡榮華富貴」 , 「寧可知足而吃麵包，勝於憂

愁地享用財富」 （《訓誨篇》 6:16,13:8) 相應於「有情吃蔬

菜，勝於顛情食肥牛」 (15:17) 。這裡説的「勝過」的「格

言」是訓勉讀者要實行對窮人的「愛」 ，就是哈予他們「用

餐」。

「你應當傾聽智者的訓言，廊專心致意領會我的

知識。你若细心存想，常在口中誦念，必會令你喜悅」

(22:17-18) • 這句箴言是「智者的全言」集子的「導言」 , 

它明顯地與《詞海篇》的導言是非常接近的： 「你應當頴聽

我的話，牢記我的教訓，把我的話銘刻於心旳將會興麈，放

棄我教訓的要飽受窮困！你要把我的話珍藏心靈內，把它們

保存在心坎裡」 （《訓誨篇》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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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G. Bryce 更指出箴22:22-23: 11 有九個不同的部分，

各有不同的題材，其中六個郃分的開端詞或短句是完全對膺

著《訓誨篇》的。現給讀者列出如後：

阿門摩培的《訓誨篇》 箴言篇

不要剝削窮入，或欺詐豉子。 你不可因為入窮而剝削窮人，

(2 1) 亦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弱小者。

(22 22) 

不要與易怒的入結交，也不要 易怒的入，不可與他交結，

與他們攀談。 (101) 暴躁的人，不要與他往來。

(22:24) 

那出類拔萃的書記，將受法郎 你曾見過辦事能幹的人廌鬥也

任用。 (306) 必侍立在君王面前，決不侍立

在傭入面前。 (2229)

在首長面前坐席，不要亨用美 幾峙你與首長坐席，應記著，

食。 (23 1) 在你面前的是譙，你若過於

貪食，應在咽喉上，放上—把

刀。 (23 1-2) 

不要為積蓄而勞碌，只為所需 不要辛苦企求致富，反應放棄

而工作。 (7 3) 這種企圖。 (23"4)

不要貪巒他入的土地，或侵佔 不要移動孀婦的地界，不要侵

寡婦的田地。 (62) 佔孤兒的田地。 (23:10) 

I 以上＼訓誨篇》的大部分中譯資科，是引用《思高聖

経光碟饭 內舊約經外文獻 16 阿門摩培《訓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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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或會提問兩部集子在本質上有甚麼關連？它們的

內容是否都來自其他的著作？在學者细心研究下，相芷箴

言篇的作者，雖曾參考《訓誨篇》的格言來教訓他的讀者，

但並非全部逐字逐句地抄襲過來的，而是均過细心思考後，

按但們的需要而改編的。因此，我們只可以説，在箴22:17-

23: 11 中發現《訓誨篇》的痕跡。

其實有些人生的道理是苫遍的，是「放諸四海皆準」

的真理。 Bryce 指出，仆塔曷紵仆的訓誨箴言 (Instruction

司 Ptah-Hotep) 中有關神與人的行動的對比的格言，也在阿

門摩培《訓誨篇》，甚至其他的埃及古籍（如 Instruction of 

Ani 等）出現。箴言篇的作者也教導讀者相近的真理： 「內

心策劃在於人，應允卻在於上主」 (16: 1) • 即使中國的古

老諺語中，也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説法。因此讀者

不能説這些反映人生真評的箴言，是互相抄襲的。

埃及古物學者已紅發現《訓誨篇》冇著宗教的語調。

學者 Miriam Lichtheim 汗意到二誨篇》的「雲目素質」，

這個素質就是謙卑和對生活的 i了巴 這可以解釋為甚麼希伯

來的智者會接吶《訓誨篇 旳咯言慧詒。另外，學者也指

出「沉默寡言」的人與「易怒亡告」的人的對比，不時在

《訓誨篇》和其他埃及智慧著作牛出現。這類的題材，讀

者也可以在箴言篇中找到 (15:18: 22:2土 29:22) : 「心神鎮

走」 (17:27) 就是形容那些常當能控制口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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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智者的箴言 (24:23-34)

在這個小小段落的起首已説明「以下是智者的箴言」

(24:23) • 學者因而推匠足裡是另一個智者箴言集子的開

始。福者把這集子放在與埃及智者阿門摩培相近的箴言集

(22:17-X-l-:22) 之後，或訌可作為它的「附錄」。內容主要

是要秉持公義和不要懶惰。這集子可以説是在傳统智慧的勸

告之上，加上新收集的智者格言的「合成品」。例如，一

個有閾懶惰人的勸告故事 (2-l:30-32 J • 緊隨其後的箴言

(24:3 三-l J 就里覆之前的勸告 (6: l 0-11 J • 這就是一個

「合成品」的例子了。

8.5 阿古爾的格言 (30:1-14)

「瑪薩人雅刻之子阿古爾的格言」 UO:l) '這句標題

式的開始，肯定了它的來源是園於阿古爾的。對於阿古爾旳

身分，聖7千學者除了知道他是來自阿拉伯半島北部的瑪薩民

族和他的父親是雅刻外，對他一駰所知。

這段阿古爾的格言，到底在哪裡結束？聖經學者沒有一

致的共識，有學者説是30:4 ; 有説是30:6 ; 也有説是30: 14 。

囍論如何，大部分學者只能肯定30:2-4是屬於阿古爾的。這

三印傳吮上被稱為「神諭」 (oracle) ';".!、而它卻是以「謎

語」的方式表達。這三節弓又有如一段聲明，述説自己是愚

蠢和沒有人的才智，而30:4則似是宣告一個「謎語」 ，當中

包合七條問題，最後的一條為「你知道嗎？」以挑戰讀者為

「社語」作出回答。而謎語的核心問題，差是：他是誰？他

的兒子又是誰？



144 I 智慧文學

其實要解答「謎語」中所描述的主角是誰，在第二至

四條問題裡巳洽了極重要的提示： 「誰能將風收集在手中？

誰能將水聚集在大衣內？誰為這大地立定了邊界？」答案

肯定是創造世界萬物的天主（創 1 :6-10 : 詠 104:5-6) ; 至於

第一個問題「誰曾上升過天而又降下？」這就要與雅各伯

的「天梯」 （創28:12-13) 聯繫起來。雅各伯在法郎前描述

自己是「寄居人世」 （創47:9) 。「寄居人世」的希伯來

文使人想起阿古爾，因為阿古爾原文的啻思就是「我是寄

居者」。因此，阿古爾就是第六條問題「其子姓甚名誰」

的答案。如果阿古爾是雅刻的兒子，那麼，學者就從雅刻

(Yqh) 這個希伯來名字去推想。學者推斷 Yqh 三個字母所

代表的，正是「上主，神聖者」 ，因為它的希伯來文 YHWH

qados hu 的第一個字母串連起來，就成為雅刻了。如果以這

樣的解釋，讀者便可以明白這段落的意義：阿古爾不是指一

個外邦人，而是指雅各伯（以色列） ，他是上主，那神聖者

(YHWH qados hu) 的兒子（出4:22; 參問智 10:10) 。他自

稱愚蠢和沒才智 (30:2) '然而一個「崮昧」的人最終證明

他是善於猜謎的，而且是天主的兒子。

30:5-6可以舺解為對阿古爾聲可的汪釋，這兩節的徑文

是閼於對天主的説話的可信鬥 I 參閌詠 18:31 : 申4:2) 和豐

盈 沒有增刪的可能。

在30:7-9的祈禱文中，作者是以第一身單數的形式來表

達向天主的祈求，就好像阿古爾先前的聲明，因此有學者認

為30:7-9是連續他之前的話語，而這段祈睪文以求天主「兩

件事」 (30:7) 開始，這種句子上包含數字的風格，支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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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章節。阿古爾的祈襦文的內容包含了兩項向天主的

請求： 「令虛偽和欺詐遠離我，貧乏或富裕勿賜與我，只

供予我必需的食糧」 (30:8) • 以免過於自滿而背叛天主，

或作偷竊的行為而有辱天主之名 (30:9) 。學者認為接著的

30: 10• 看來是硐者錯誤地把它放在這裡· 因為它與前三節

沒有任何關係；也與其後的格言沒有牽連，因為在30: 1 l 及

以後，箴言的重點在「詛咒」。

30: 11 士1都是以「有」來什開始的，它們描述了四類的

惡人的特徵。其實，這裡已屬於隨後的數字格言。

8.6 數字格言 (30:15-31)

以數字模式表達的箴言在30:15-31 是很明顯的。作者在

30: 15-16迪過坪比的方法，把水蛭的本性與不斷索取並下會

施與的四種「物」聯繫在一起。 30:17是獨立的諺語，説明了

忤逆子女終極的懲罰。 30:18-]()的格言是自然智慧的典型．

説明了作者對大自然的「道」的讚美和驚訝．當中包括之男

女間的性愛行為。作者隨之説出淫婦的作風 (30:20) • 明閂

是以此與男女性愛之「道」作一對比，這是作者所不明瞭旳

(30:18b) 。

緊接著的數字箴言 (30:21-23) 是有關世界被顛倒的主

題，對於這些使大地也戰溧的事，作者看來是希望能回復

正確的社會秩序。作者在30:24-28讚美四種小動物的智慧。

其後的數字箴言顯然是讚美君王的能力，他比其他的三種動

物更加威嚴 (30:29-31) 。最後作者以反對驕傲來縉束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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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箴言，並勸告人若「壓迫」他人是不能解決任何生活問

題的 (30:33• 原文出現了三次「壓迫」 (mis) • 在《思高

聖徑》中分別按語境而翻譯為「攪動」、 「用力扭」、 「激

起」）。

8.7 肋慕耳的格言 (31:1-9)

這集子的箴言被視為「肋慕耳的格言」 ，但從31: 1 得

知，這集子的格言其實是來自肋慕耳的母親勸戒兒子的訓

言。聖續學者除了詔為肋慕耳是一個真實的人物外，對他和

他的母親一皿所知。

肋慕耳這名字的意思是「屬於天王」。古代的母后通

常會教導她的王兒如何生活和管治國民，給王子的建議是世

界性的智慧傳统，例如《默黎卡勒王的箴言》 (Instruction 

of Merikare) '巴比倫的《對王子的建議》 (Advice to a 

Prince) 等。這集子是母后要王兒禁止沉溺於酒色，並督促

君王追求正義。這類王室的智譬訓言在聖經閆统中被平民化

了，即表示這此格言可應用在王室中，也適用於一般平民百

姓。

8.8 賢婦讚 (31:10-31)

思考：你心目中「賢淑的婦女」是怎麼樣的女子呢？

你有否遇見過這樣的女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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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淑的婦女」 (31: 10) 中的賢淑一詞，在希伯來含

有力暈的意思。因此，賢淑的婦女，就是女子的力量，可以

有助丈夫，因而已被譽為丈夫的「冠冕」 (l 2:4) 。

整段玉文是一首字母詩，即以順序的希伯來字母，來

開始每一句。作者以這首讚美「賢淑的婦女」的字母詩歌，

來作為箴言篇的結束詞。這詩歌讓讀者記起「誰覓得了賢

妻，便覓得了幸福. 得了上王恩眷」 (18:22 J 這句格言。

詩歌中的「賢慧的婦女」的力量是令人彆訝的，以致

議人提出一個問題：這位「賢姍」應否作為一個「典範」 , 

讓所有的婦女去仿攻「她」。學者 0. Ploger 詝為「賢婦」

這個形象是真實的，問題是如何能找到她。他把這位「賢

婦」與约伯傅中所講的「智慧」 （勻 2R:12,20) 連繫起來：

究竟在哪裡找到「她」？實在的，這位賢婦被亻1者描述為

「智慧」本封：她的價值被澮逕為「遠勝過珠寶」 (31 且）｀

參閲3瓦 8 且） 。智者曾説： 「尋得智慧和獲取睿智的人是

有福的」 U:l3) 。德訓篇的作者也説： 「有賢妻的丈夫，

是有福的」 （德26: l) , 更説： 「只有敬長上主的人，因自

己的善行，纔能得到她（賢妻）」 （德26:3) 。在智讎文學

中，智慧和賢婦似乎緊宮相連，交諴在一起。

對於智慧與賢婦的緊密關係，從這字已詩作為整部箴

言篇的緒語一事，可見一斑。學者 T. McCreesh 指出，足

首以字母詩寫成的「賢婦讚」 ，是全書的一個「繕緒」

或「縉局」 ，這顯示了它的重要忱，這万式猶如德訓丨篇

以詩歌體的形式來芍束全書一樣（德51:18-JR) 。與其說這

位「賢婦」是一位忠於婚姻和脣天履行婚姻職責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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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笠「她」是智慧的象徵，或者按声學者 A. Barucq 所

説的： 「智慧的一種形式」。這首字母詩內的「賢婦」與在

lJ:4-6中所描述的「智慧夫人」 ，可以構成一對智慧姊妹的圖

像，讀者甚至可以在「賢婦讚」發現一個精巧的謎語： 「有

誰能找到 ？」 U1: 1 o) 作者也在邀請讀者去解答，去

發掘這位賢婦的身分。學者訒為箴言的最後兩章包含了謎

語： 30章就是阿古爾的謎語， 31 章包含了賢婦讚中的謎語

(31: 10-31) 。

9. 箴言與新約

新约作者不時直接或簡接引用箴言篇中的經文，來支

持他們的教導，以下列出一些新约作者援引箴言的金句給讀

者參考：

箴言篇 新約鑿經

3:7a 羅1216

311-12 希12 5-6 

3 34 雅46; 伯前5Sb 

4.26 希1213a

1012 雅520; 伯前4.8

2521-22 羅12.20

2611 伯後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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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基督來到世上，是要成全法律和先知（瑪5: 17) • 

也揭示天主的智慧，以滿全舊约智慧文學的啟示（瑪12:42 : 

格則 1 :24-25, JO ; 哥2 勺。干耶託也用智者的文學技巧

格言體、比喻體、自然的圖像等一來教訓門徒。箴言是愛

的 1去律的延伸注釋，正是如此，箴言的教導是要人敬畏上

主，目的是要人獲得智慧，這智慧最後因著基督的辜現人間

而回滿地彰頃。

10. 摘要

(1) 根據列上 5:9-] 4和一般學者所認為，箴言是撒羅滿的作

品，甚至猶太人的典籍《塔耳慕得》也認為他在中年時寫

了箴言篇。

(2) 作者寫箴言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由與天主締結的鹽約

中，所接受的信仰準則和規範，應用在猶太人每天的日常

生活中。箴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確並詳袖地說明，

人是要完全聽命於天主的旨意而生活。

(3) 箴言應在主前五世纪編彙而成的。

(4) 大部分學者把箴言分為七卷。卷一、卷二和卷四被認為

是撒羅滿的作品（也有學者認為卷一不是屬於撒羅滿的格

言）；卷三和卷七是一些佚名智者的金句，卷五是阿古爾

的格言，卷六是肋慕耳的格言。

(5) 箴言篇的導言 (1: 1-7) 說明了智慧教學的目標，也是詮釋

全書的鑰匙。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就是全書的

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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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在起首的數章裡，作者以「父親」和「毋親」的自稱來

教導他的兒子一一讀者接受智慧，免得走向邪惡之路。當

中又喜愛用象徵來表達他的訊息，例如口克全」、 r 銀

錢」、「生命樹」、「華冠」、「螢冕」、「道路」、

「生命」、 r ; 主婦」、 r 褐妓」。再者，作者也用了大

量篇幅要青年不要受淫婦和娟妓引誘而犯姦淫，並要忠於

自己的妻室。

作者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裡，擬人化地表達智慧的身分，她

是天主的喜愧，樂於與人共處。因此，她要人聽從她，以

便獲得生命。

有些箴言智語有著對衡的張力，無論如何，真正的智慧是

取泱於人在思考傳统智慧和格言外，也同時考慮訓誨以外

的人生經驗實況。有時在某些情況下，應要隨機應變來處

事的，這才算是智慧。

作者認方智者定必會慎言，這樣能表達出其聰敏的觀察

力，並自由地控制其思维，烕少發生錯誤的機會。

(10) 有學者認為 22:17-24:22的箴言與埃及智者阿門摩培的一

部《訓誨書》的格言相近，可能箴言的作者確有參考外邦

的智慧，但真理是有普遍性的，不能說箴言的作者是抄襲

的。

口 1) 智者的箴言 (24:23-34) 是格言諺語與傳繞智慧體裁式的

勸告的 r 合成品」。

(12) 阿古爾的格言 (30章）包括了 r 謎語」式、「祈禱式」和

「數字式」的箴言。

(13) 肋慕耳的格言 (31:1-9) , 是毋后要王兒禁止沉溺於酒

色，並督促君王追求正義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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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賢婦讚 (31:10-31) 是作者把賢婦描迪為「智慧」本身，

也有說她是智慧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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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

計II道篇

L 緒言

在七篇智慧文學裡，訓導篇有其相當獨待的位置。從

又體來説，它較近於箴言、德訓篇和智慧篇。從內容來泣，

同樣是較接近這三卷書｀以人生的智慧去反省人生的音義。

不過，反省的方式，訓導篇郤又較近於以色列傳統的思想，

而不如其他三卷那樣，明顯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在此略提

一二這些差別，希望讀者在研讀內容時，同樣能辨識到相闊

的细微分別，有助進一步認識智慧文學中的各邙卷。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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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

• 掌捍訓道篇的名稱的意思：

• 知悉它的作者及成書日期等問題；

• 從訓道篇的結構認識它的主題和內容：

• 詔識訓道篇的幾項文體特色：

• 認識訓道篇的兩個主要神學思想。

3. 導論

從表面文字看來，有學者説訓道篇的作者是悲觀主義

者或懷疑論者，可是更多的學者卻訒為他樂天知命，並教導

人如何享受天主所賜的一切圄賜，是正面的，樂觀的和知道

人的有限庄。訓道者斥責人類高估自己的智慧，只追求「成

就」 ，這是徒勞皿功的，他甚至抨擊同摯「智者」所傳授的

智慧，並不能解決人生所面對旳實閂問題。訓道者要人知道

自己的有限和天主的紐限，皐享受天王每天洽予的恩賜，這

樣才能知道生命的快樂。

聖經著作少有的把一系列教導人的意見視為「訓道」 , 

學者嘗試找出當中的訊息：就是要激發讀者去思考人生的目的

究竟是甚麼。訓道篇內容給讀者眾多有關人生目的的思索。

每次讀者打開這經卷來閲讀時，都要再一次面對人生寶義的

挑戰，追尋訓道者的論據，解讀這些訓導的訊息，不斷思考

人生的目的和意義。讀者如這樣做的話，便會感受並明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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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不停地在工作中，好使人類的閒題能巨细無遺地展示出

來，並九道些因擾生活的境況，作出警齿和提供解決方法。

訓道篇説明了舊约智慧未圓滿的地万： 「天主所行的

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給人訒識時事的繻歷，但人仍不

能明瞭，天主自始至終所做的工作。」 (3: 11) 因此，那時

日一到．天主便派遣了祂的獨生子來到世上，把智慧圓滿地

啟示冶人。耶訐基督旳生活· 以及被汀在十字架上、死亡和

復活，正啟示洽天王旳子民，天王顾意值們依賴祀的旨荳而

生活，如同祂的愛子一樣。

4. 名稱

訓逍篇的希伯來文書名是 Qoheletlz (科厄肋特） ，是作

者的名字，這出現在整卷的開始： 「達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

王尸訓道者』的語錄」 (I : I) '當中「訓道者」一詞的原

又，號是科厄肋特。

訓道篇的英文書名與希臘文一樣，都是 Ecclesiastes•

相信是希膽文對希伯來文 Qoheletlz~-詞的釖譯，有著「會

議召集人」或「集會中的發言人」的含意，逍召集人或發言

人大概是「訓道者」。但有學者訝為把 Qoheleth 譯為「訓道

者」或「傳道者」 ，並不是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的原意。皿論

如何，對於「科厄肋特」一詞的原意，已難以稽考，而且相

伝與以民的信何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訓道者」並不是以

法律或先知的教導向讀者什訓道或傳道，反而是作者從自己

對生命的觀察來向讀者表達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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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者及成書H期

「達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 訓道者 的語錄」

(1: 1) '這個標題好像已表示了訓逍篇的作者是智慧王撒

縉滿，可是除了這裡和 1: 12• 以及第二章閆接的提及外，視

卷中並沒有明確地表示作者就是撒羅滿。況且，從亞文內容

看，科厄肋特對皇室和對生命作出了否定的觀點。

關於作者是誰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涇文提供了更具體

的訊息： 「訓道者不但是智者，並且教人獲得知識，在沈思

推究之後，編撰了許多格言。訓殂者費神尋找適當的語句，

忠誠地寫下了真理之言」 (12:l;J-10) 。他們從這兩節的鉭文

推斷作者可能建立了某所「學仅」 ，它類似德訓篇中所提及

的（德51:31) • 而訓道篇可能就是孕所「學校」聚會時的

宣講者（科厄肋約）的一位門徒或多位門徒編纂而成的。學

者估計作者约九主前300年的一位或多位不知名的人物，他

們透過繕文教導以民人生智慧。有開它的成書期，學者根據

在谷木蘭考古發現的希伯來文殘卷，認為它暉在主前 150年

或以前，巳在民間廣傳。

6.3: 題丶結構利大綱

思考：你的生活是否「空虛」 所渴求的是否「追

風」？如是者，你的生命又有甚麼意義？天主

為芒麼要你生存在世上呢？

作者在本書提及「達呋之子見路撒冷的君王」是「訓

道者」 ，就是希望藉此吸引讀者來毛看池的人生格言。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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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嘗試反駁和修正傳统智慧的教導和它得來的褚論。猶如约

伯傳的作者一樣，訌道者反對他同時期的「導師」只概括

地傳授傳统智慧，以此使他們的學生「明白」如何獲得一

個「成功」的人生。可是他們把人生和它的規律過分簡單

化，這樣便會誤導莘莘學子，最後因著傳統智慧的教導與

人生的實際紅驗發生矛盾，而不斷困惑他們。導師們因為對

生命的觀察非常膚淺，因而向學生所聞授有關生命的忠告便

顯得桴為軟弱皿力，學生們仍陝對生活的辛勞、社會的不義

和人的死亡的種種問題產生困擾和苦屆。而訓迫篇正正帶有

批判的罪度審視這些傳浣智慧。

6.1 主題

思考：面對重複又重複的生活· 有些人成到無聊，甚

至認為生命毫無意義，因而追求佳餚美酒丶戒

官的剌激。你認為，這會否讓生命活得更有意

義？

為訓道篇的作者來説，傳统智慧不單止不足以解決人

生各項問題，甚至有褻瀆天主之嫌。它把天主與人類之間的

分歧，推向險境。當智者因著智者與愚者的所作所為，預詞

值們將會得到「報應」時，就是超越了人與天主的界線。對

於天主的自由和祂的奧妙行為，訓道者比較他的同胞擁有更

確切的認知，因為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認知上有限注： 「在

空虛，消逝如影的人生少數歲月內，有誰知道什麼事對人有

益？又有誰能拾人指示，他身後在太陽下要發生什麼事？」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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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修辭性疑問句指出天主所知道的與人所能夠知

曉的，存在著很大的鴻溝。人類在探究這樣的鴻溝前，卻

高估自己的眾多「成就」 ：智慧、享樂、名聲、財富，甚

至正義。對這些錯誤的心態，訓道者擘頭第一句翌作出

抨擊： 「虛而又虛，訌道者説：虛而又虛，萬事皆虛。」

(1 :2) 

「虛而又虛」這樣的文學形式的表達，就有如「萬王

之王」或「歌中之歌」等一般，這文學形式表達了最高級

別的形容詞或副詞的形態。這樣，訓道者所説的「虛胭」

或「匪幻」就是事物當中最「虛餌」或「虛幻」的，人類

追求的上述所謂「成就」忧是最徒勞細功的行為。這是希

伯來文文法語風的一種表達，也號是加倍強調「虛幻」的存

在性和影響性。再者「萬事皆虛」是「虛而又虛」的結論，

這個緒論指出「虛鱸」或「虛幻」的廣泛性。「虛皿」或

「虛幻」這個希伯來詞彙 (hebe/) 可以解釋為「一口氣」或

「蒸氣」 （依57:13) • 這樣也可以解釋一些「沒有實體的存

在物」 ，也忧是「空洞」、 「虛假」、「庫霧」、 「徒勞囍

功」、「暫時性」、「荒誕」、「難以解釋」、 「費解」等

雪的意思。從「難以解釋」和「費解」的角度去珅解這部經

書，訓道者為人生寶義全了讀者最好的庄釋：人類是沒有能

力去掌握人生的奧秘：也佃能力去改文生命的現實。

訓道者用了大量的』丨i言去闡示和解釋這個主題。他在

整部繕書的十二章，包括開始、內文和苲論裡，也在證明

人能藉著從大自然和生命所得的紅驗，來珅解天主的自由和

壟奧妙的行為。「萬事皆虛」只是以負面的方式表達他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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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祂不阡地把這「空虛」一詞，敲入在相閼竺節中 (1: 1°+; 

2:11, 17, 19, 21, 23, 26; 4:4, 7-8, 16: 5:9; 6:9: 8:14; 12:8) • 目的

是為所描述的境況作出真確的注釋，並希望他的輕率和樂觀

的朋友能聆聽和接受他的訓洹。

儘管如此，訓迫者也同時以積極和正面的方式，把生

命的美好和音義，交項在值的口JI[ 道中： 「人除了吃喝和享受

自己勞作之所得以外，別芷更好的事。我也看透了：這是從

天主手裡末的。」 (2:2口訓迫者強調，一切美好的事物，

皆來自天主的恩賜。

訓道者不時肯定他以上的觀點 (3:12-13, 22: 5:17-19; 

8 回 9:7-10) • 並在最後的嵒論中再次加以強調： 「你應敬

畏天主，遵守他的誠命，因為這是眾人的義務。」 (12: l 勺

如果讀者珊閲全卷十二章的詞道篇，便會發覺內文只有一處

要求讀者遵守法律和誡命 (8:5) • 表面看來，相比於訓道

者的書告，鬯守梅瑟法律似乎不大重要。然而，作者在這裡

以畫龍點睛的筆觸，道出這些忠告的重點，是要敬畏天主，

而背後也預設了讀者要遵守天王的誡命，因為敬畏上王的

人，沒有可能不遵守祂所頒布的法律。

6.2 結構

訓道篇獨閂的辯論万 1去，使學者對它列出有條理的大

綱發生困難，甚至有學者訒九這經卷似乎只是簡單地蒐集智

者的眾多思想，多於有系统地统一對生命的辯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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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曾以多項的方法來分析訓道篇，這裡我們以訓道

者的兩種方法來把這書的中心和褚構大綢帶拾讀者。訓道者

的第一種方法是以閃族的文學方法 重複地向讀者展示他

所要表達的論題：第二種方法是使用一連串的格言 「忠

告」 ，去澄清或加強祂所提出的論點。這個方法特別要告訴

讀者，在天主的光昭下，訓道者渴望修正「智者」的傳统

「智慧」。

6.3 大綱

I. 導言 (1: 1-3) 

A 標題 (1: I) 

B 主題 (I :2-3) 

几闡述主題（一） (1:4-2:26) 

A 受造物的恆常性 (1 :4-11) 

B 人的智慧 (1: 12-18) 

C 樂事 (2: 1-11) 

D 酋世人的命運 (2:12-17)

E 人類的辛勞 (2:18-23)

F 縉論：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2:24-26)

田．闡述主題（二） (3: 1-4: 16) 

A 天主管理萬物 (3: 1-11) 

B 結論：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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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萬物的死亡 (3:16-21)

D 咭論：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3:22)

E 暴行的壓迫 (4: 1-3) 

F 勞亻午 (4:4-6) 

G 孤獨貪婪的人 (4:7-12)

H 受人曇花一現的擁戴 (4:13-16)

I\ 訓道者的忠齿（一） (4:17-5:11) 

A 前往聖殿朝拜欽崇天王 (4:17-5:2)

B 向天主還誓願 (5:3-6)

C 對不義的管理不必驚訝 (5:7-8)

D 不要對財富過分重視 (5:9- 且）

V. 闡述主題（三） (5:12-6:12) 

A 生意失敗財富盡失 (5:12-16)

B 緒論：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5:17-19)

C 不能享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6: 1-9) 

D 命運的固定性 (6: 10-12) 

Vl. 訓道者的忠告（二） (7:1-8:9) 

A 聲譽較奢侈品重要 (7: 1) 

B 謹滇勝於輕率 (7:2-10)

C 擁有智慧勝於擁有財帛 (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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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順從天命優於大發怒火 (7:13-14)

E 正直誠實優於狂妄自負 (7:15-22)

F 接受人的局限優於索取成就 (7:2J-2l))

G 妥協有時勝於堅持 (8: 1-9) 

V且闡述主題（四） (8:10-9:12) 

A 正義內的矛盾 (8: 10-14) 

B 縉言：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8:15)

C 天主的奧秘行為 (8: 16-17) 

D 智者和愚者共同相似的命運 死亡 (9: 1-6) 

E 結論：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9:7-10)

F 生命的鯛常 (l) 口 -12)

口TT. 訓這者的忠告（三） (l):U-12:8) 

A 引子：智慧的價值的故事 (9丘16)

B 寧做智者勿作愚人 (9:17-10:15)

C 廑得君王們亡習圄 110:16-20)

D 掌握優良的生存之逗口 1: 1-8 1 

E 在年老來臨前兄念造立王 I 11 :l)-12:8) 

lX. 後記 (12:9-14)

A 訓道者寫格言的目的口2:9-10)

B 對訓道者的教導的評論口 2: 11-12) 

ct恩钅吉 (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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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容

看過訓洹篇的大渭後，我們閼始簡叩介紹全畫的內行

大要，與讀者一同瀏覽這卷睿智的作品。

在導言悝 (1: 1-3) '作者既如上所言，介紹作者，但

更重要是展示主題，這也在上文講及，就是「虛空」人生的

感溉。

殃後· 在闡逕土罡 (~-I (1:4-2:26) f里· 作者進－步

説明這種「虛空」的意思。首先是從受造物的固宮性 (1 :4-

日）來證明肆「虛字」 ，正因九「大地仍然常在」、太陽升

落重複、川流不息· 所有夭王的創造都重複不止，令作者想

到，人生亦是種樺不匠重現的事清。更悲哀的是，在道重重

複複之中，一侗侗的人，就被遺忘了，而這正是作者深感

「虛空」的原因。

那麼，人的智慧 (1:12-18) 又是否有價值？作者説自己

智慧過人· 但是亦深感自身的研先並皿意義， ］月為· 智彗

愈多，煩崮愈多：學問越廣，憂慮越深」 (I: 18) 。這為現

代人，是否也是同樣的感溉？資訊之謚，學問壇長· 往往令

人更不容易做選擇，以及安心下來。

那麼，以樂事 (2: 1-1 1) 來自娛又如何？作者描述自己

所什過的：喝酒、修建宮殿、累積財富、蓄養男女奴僕、唱

歌作樂等等。很可厝· 這一切都不能瓿作者覺得滿足，反而

仍叭有相同的感覺： 「一切都是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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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作者感到虛空的是，鯛論自己多有智慧，最後的

命運，也與普世人的命運沒有分別 (2: 12-17) 。但做過的事

情，他的緡位者會重複：智者比愚者聘明，但「愚人的命

運，我也會遇到」 (2: 15) • 也就是早晚要被人遺忘，以及

會死去，這都是苦世人的命運了。

為一般人來説，自己的智慧與努力，能傳給下一代，

就是人生的寶義，但作者卻大唱反調 (2:18-23) • 認為自己

的努力要留洽不努力的人，這也是空虛皿意義的。所以，他

總結説： 「其實，人天天所有的事務，皿非是悲苦和煩惱；

而且夜押，心也得不到安息：這也是空虛。」 (2:23) 

那麼，這是否代表人生真的沒有意義呢？作者並不是

如此想，他的長篇大論，目的是要帶出享受天主今天賜與

的生命 (2:24-26) 這觀點。或是説， 「雛了天主，誰能有吃

的，誰能有所享受？」 (2:25) 這裡，作者很明顯地回歸猶

太人的一貫思想，就是以天主為生命的中心，唯有天主，一

切才有意義。

以上可視為仃者解釋生命寶義的第一部分，而在第二

部分，作者繼績解遑生命的言義在於天王，因為天主管理

萬物 U: 1-11 J , 作者以「事事有旿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

時」為這部分的定調，指出人生的不同時刻，都是有所安排

的，天主結予我們任務和工件，按時展開，但人不一定明

白。在此，作者再重複上一部分的回啊，直是要亨受天主今

天賜與的生命 (3: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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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者沒有鮮釋，天主事事有安排與不義之事之閆

的矛盾，但他沒有漠視這些問題，並且嘗試加以説明 (3:]6-

21) 。作者的觀點非常獨特，他在提到人生有很多不公平的

現象的同時，指出天主的公平，在於好人與壞人，人與走

獸，都要一死。這就是天王的公平，而死後如何，是天主的

事．我們不能左右，所以還是回到相同的咭論：享受天主今

天賜與的生命 (3:22) 。

同樣地．人生巨礱，各有不回．如以人的目光去珅

解，一切都是虛空。例如暴行所帶來的壓迫 (4: 1-3) • 當然

是惡事，如浞這角度來看，死者勝於生者，未出生的優於出

生，因為二者都遠離壓迫，但是，人真的會這樣覺得嗎？同

樣地，勞作 (4:4-6) 也是虛空，而在這裡，作者插入一段

較難解釋的紅文，就是討論到孤獨貪婪的人 (4:7-12) • 但

是作者並不如以上的表達，指出這些都是虛空，而是強調「

兩人勝過一人」 口l)) 。叭凌，再提及受人曇花一現的擁

戴的青年 (4:13-16) • 就回到既有的主題，即一時的支特愛

護．最後還是會失去的，仍是「虛空」。

隨後這部分，在訓道篇是相當特別的，因為訓道者的

告告 (4:17-5:8) 與宗教行為扯上關係· 是全卷書裡咿一的

地万。在此以前，作者全都是以人的思考智慧來反省人生的

意義：在此以後，也纘繪這觀點，只有在這裡，提到人要在

兩万面敬畏天主：前往聖畏朝拜欽祟天主 (4:17-5:2) 及向

天主還誓頠 (5:3-6) 。二者的重點，在於對天主的敬畏。

前者是從行動上表達出來，而誓頤則強調實踐，而且皿論如

何， 「祂們之上還有更高者」 鬥7 l • 所以我們的一言一
行，都為天主所同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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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作者又回到現實生活，指出財富不見得讓人快

樂，不要對財富過分重視 (5:9-11) '因為「工人不論吃多

吃少，總匪得甘甜；飽食的富人，卻難於安眠。」 (5: 11) 

而且更不幸的是，財富反而令人吃盡苦頭 (5: 12-16) '因為

由奢入儉難。所以，人還是回到基本的午論：享受天主今天

賜與的生命 (5: 17-19) 。

在第六章裡，作者重申人的空虛，在於不能享用自己

所擁有的一切 (6: 1-lJ) • 也不能好好接受命運的安排 (6: 10-

12) • 而二者實則回應事事有定時的思想。人的空虛，正因

為人不能好好地享受天主今天賜予的一切，反而為過去與未

來煩惱。

到了第七章，是訓道者第二個忠告，但首先指出聲譽

較奢侈品重要 (7: 1) • 這實是叫人要謹慎生活，不然難以

有好的聲譽，但是，人還是要死。聲譽為以色列人來説，

是很重要的，而作者卻仍然要指出，在死亡時，一切都

得沒有意義。作者用反諷的手法來表達，可視為謹慎勝於軛

率 (7:2-10) 的表現，實則是要求人從死亡這個必趴的緒局

來反思人生的意義。正因如亡，才會導向擁有智慧勝於擁

有吋帛 (7: 11-12) 的芍論，因乃「智誓賦與有智慧者生命」

(7:12) 。

甚麼是真王的智慧？在此， f信者指出三個万向：順

從天命優於大發怒火 (7: 13-14) : 工直諴實優於狂妄自負

(7:15-22) : 接受人的局限優於索取成就 (7:23-20) 。三者

的指向，都是要求人歸向天王，而不要自以為傲，而這就是

要「觀察天主的作為」 (7:13) 、「散畏天主」 (7: 18) 及

吹復天主對人本來的設計（參閲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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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隨之筆鋒－轉，就把這種順應天王的熊度，應用

到平日的生活裡，指出妥協有門勝於堅持 I 8: l -9) '所以

要聽君王的説話，也要遵守誡命。這又回到原來的主題：

天王巳玉事事有記時，我們要做旳，是按祂的規定來行事。

既然我們不知道祂真正的旨音是甚麼，就只有做吁眼前的一

切，因九「戰場土沒有人能退役，邪惡救下了作惡的人」

(~:8) '在人生這戰役裡，作者忠告我們，要做好事。

由此，作者又帶出正義內出現矛盾的間題 (8: 10-14) 。

作者不得不説出自己看到的景象：善不一定有善報，惡人可

以得到安慰。這也是人類長久的疑問．而作者用一句話精警

地説明： 「在世上還有一件虛幻的事：就是義人所遭遇的，

反如惡人所暉得的：而惡人所遭遇的，反如義人所應得的：

我遂説：逍也是虛幻。」 囹 14)

為甚麼會這樣，作者再一次回到相同的結論裡· 就是

好好享支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8: 15 J • 因為天王的奧秘行

岂 (8: 16-1 7) 是我們不能猜度的，而我們能夠肯定的，就

是智者和愚者共同相似的命連 (9: 1-6) • 就是死亡。作者

指出任何人都有相同的結果，就是死亡，所以在死亡以前

的生命· 才是我們值得珍惜的。迢正好回應要珍惜今天的

一切，好好享受天主的賜與 (9:7-10) • 因為「你手能做什

縻，就努力去做，因九在你所要去的陰府內，沒有工作·

沒有計劃，沒有學問，沒有智彗。」 I 9:10) 再者，生命皿

常((): 11-12) • 作者的描述非常生活化： 「我又在太陽下看

見：善跑的不得競賽，勇將不得參戰．智者得不到食物，明

白人得下到呀富· 博學者得不到寵幸，因為他們都遭遇了不

幸的時運。」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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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知道，自己會面對甚麼，人的有限是一個鼴奈的

事實，也是這書卷的主調，而面對疽問題，作者再一次提出

智慧的價值，這就是訓道者最後一次的店告 (9:13-12:8) 。

這裡由一個故事開始 (9: 13-16) • 作者寫一個貧賤人以智慧

救了全城的人，但人們卻因為他的貧賤而忘記這人。這故

事正如全卷書的調子，從矛盾中看到價值，就是要説明，即

使世人不能明白你的所為，但智慧確能救人，就是重要的，

所以在故事以後，作者就説寧做智者勿作愚人 (9: 1 7 -

1 0: 15) • 因為「智慧勝於武器：一個錯誤能破壞許多好

事。」 (9:18)

在紐裨，作者採用對比的手法，列舉各種情況和不

同的人，要説明智慧能帶來幸褔，愚者卻受苦。要留意的

是，這裡所舉的例子，不再是抽象而空泛的事情，更多是

實在具體的事，這也顯出其中的矛盾：從整個人生來説，

智愚者同一下場，但是在個別的情景來看，二者還是有分

別的。所以再進一步，作者又指出，智者懂得君王們的習

慣 (10: 16-20) • 學廑君臣應有之道，就可以好好生活，

而且在生活上懂得小心安排，是為掌握優良的生存之道

(11: 1-8) 。

最後，作者要求人在年老來臨前记念造物主 (1 l: 9-

12:8) 。记也是一個矛盾，忧是在這部分以前，作者叫人

要具智慧地生活，才能好好過日子，但是到了這裡，又一

次指出，人的智慧不足以過天主所愛的日子，反而該好好

記住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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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道篇的正文到 12:8結束，然後是後己 (12:LJ-14) • 王

要是説明訓道者寫格言的目的 (12:9-10) • 萱是「忠誠地

寫下了真理之言」 (12: 10 J , 然後指出智者的説法已竺足

夠，不要四處尋找了 (12:11-12) • 並以天王會知曉一切作

钅門釒吉 (12:13-J,-l) 。

8. 文學特色

8.1 反省性

訓道篇是以訓道者「第一身」的一連串散文為骨幹。

它的內容是有閼訓道者在觀察人生的匯奈後作出反省，並

洽予讀者的「指導」 ，學者 W. Zimmerli 稱這些反省為作者

的懺悔告明。這些反省是以「我習專心」、 「我再專心」

(I :13, 17) 、 「我觀察」 (1:14) 、 「我心裡自語」 (I: 16: 

2: I) 、 「我還看見」 (3: 16) 、 「我又轉目注視」 (4: I. 7: 

9: 11) 等開始。「觀察」在訓道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

者重覆用「看見」這動詞來「反省」他在「觀察」中所發現

的智慧，因此「看見」就是有「觀察」和「反省」的意思。

作者一如约伯傳的作者，對智者的傳统智慧教導的「因果報

應」有所質疑，至於人生的變幻，訓疸者只能反覆表述他所

搜集的、所見的而作出結淪。這類反省文體準確地吻合和表

達作者對現實的明悟，是作者當下親身和理性的江驗反省。

訓道者常常把反省來繒結自己的咭論，並以一句句

子來咭束他的反省： 「我纔發覺：連這項工作也是追風」

(I: J 7) : 「但當我回顧我所作的一切工作， 看，一切

都是空虛，都是追風 ．」 (2: 11 ; 參閲2:26: 4:4. 16日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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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箴言

訓道篇同時用傳統的和非傳統的箴言來訓勉讀者。一

如其他的智者，他用了兩種主要的類型： (1) 陳述或説明

文體； (2) 勸告或告戒文體。有學者 Ellermeier 稱前者為

「真理格言」。陳述或説明的目的，廑僅是承認現實就是如

此這樣的： 「愛錢的，錢不能使他滿足：愛財的，進益不能

使他滿足 」 (5:9) 。而勸告或告戒則包括了命令和背

後的目的，這些命令有正面的： 「把你的糧食拋到水面，多

曰後你必有所獲」 (11: 1) • 也有負面的： 「你心裡不要輕

易動怒，因為憤怒只停留在愚人胸中」 (7:lJ) 。

訓道者喜愛把兩個行為作出比較，一個比另一個「較

好」 (4:6,9, ]3·'i-4·7·]-~'i 8 9·]7- 18) 。這種文體類型迴避

了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問題：事情未必全是好或全是不好

的：但肯定的是，有些事情較其他的更好。作者也用這種文

體來顛倒傳统的智慧，他把一般被公詔為不好的東西或事情

調到成為好的（參閲第七章） 。

「訓道者不但是智者，並且教人獲得知識，在沈思推

究之後，鴒撰了許多格言。」 (12:lJ) 這讚揚訓這者和他的

訓導的話語，能加強格 Ll旳訌呎力。百且，匡思想也不時

出現在了訓道者的格言中，加強了訓道箴言的結論 (1: 13-

18) 。

訓道篇的文體最重要的是辯論：詞道者常運用箴言去

幫助他的讀者去解決但們的人生問題。這樣的箴言常鼓勵讀

者「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口JI[洹者這個對人生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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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面的，這些健康的忠告 (4: 17-5: 11: 7: 1-8:l): 9: 13-12:8) 

教導人如何活出最好的生活。

訓迫者引用其他的箴言，目的是與它們的思想作出辯

論：訓道者先引用傅疣智慧的格言，然後用他的聲明來反駁

它 (2: 14: 4:5-6) 。「智慧勝於武器；一個錯誤能破壞許多

好事」 (l): 18) • 智慧確是充滿力這，可是訓道者卻説不可

以高估了它，因為一個漫不經心的芷錯，能夠造作莫大的損

失。

訓道者運用「反箴言」作他智慧的反思，他把箴言的

另一面名合讀者指示出來： 「因為智誓俞多· 煩伷愈多：學問

越廣，憂慮越深。」 (1: 18) 以上的語句，與箴言篇中所説

的智肆能帶來福樂（箴2: 10: 3:1 主 8這-36) , 兩者乙間的對

比是顯著的，這樣訓道者便與其惶的智者的教導分別出來。

8.3 修辭性疑問句

訓道者時常用修辭性疑問句，目的是吸引讀者進入訓

道者的辯論中，並推動他們訒同他所説的「虛幻」或「虛

氘」的觀念。這些疑問句子常出現在段落的略咭前，它們是

訓道者陳述觀點前的「線索」 ，例如： 「人在太陽下所受

的一切勞苦，以及痛心旳事· 究莧有什麼裨益？」 ! 2:22) 

「工作的人，從勞苦中得了什麼利益？」 (3:9) 修辭性疑問

句的答案幾手是負面的，如「空虛」、「沒有」、 「有

誰」 、 「有何用」 、 「有什麼益處」 (1:3; 2:2. 1 么 15. 19. 25: 

3:21: 5:5, 10; 6:6, 8, I 1-12; 8:1. 4. 7) 等等。



172 : 智慧文學

8.4 描述性

「享受天主今天賜與的生命」 ，這句格言常是訓道者

用來作他的正面緒論。在詞道篇的縉尾，作者以一系列的

圖像來加強讀者對他的結論的信念 (12:2-7) 。訓道者主要

勸勉讀者： 「在你年輕的時日， 你應記念你的造主」

(12: 1) • 因為當人年老力衰時，並不能做甚麼，人的肢體

都因而產生衰弱的現象，失去其應有的作用，對補身的食

物，都感到乏味皿意義 (12:2-6) 。人死後，肉身便歸於塵

土，而生氣返回創造人的天主那裡 (12:7) • 作者就以此完

縉了對老年和死亡的描述。

9. 計"道篇的神學

思考：面對人生的變幻不測，有人認為，應該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有人認判順其自然，才是正

途；也有人認為自得其樂，就已經足夠。為基

督徒來說，哪一種態度才是正確？還是基督徒

有另一種獨有的生活態度？

9.1 天主的自由與人有限的智薏

有學者認為訓這篇的作者是懷疑論者或悲觀王義者，

可是大部分學者都對上逕的表達工不苟同。佳們反之訒為

訓道者正面積極地探索人神闞係伎，吒表達了他與別不同的

看法。他著重人的有限能力和理解，來看人神關係。如此足

樣，訓道者的貢獻，在於帶出了人類以往的努力，都是徒勞

萁益的看法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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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人類的有限與天主的無限

思考· 你與天主的閼係是怎樣的？你認為天主是否滿

意現今你與祂的關係？你如何才能達到天主旨

意的要求呢？

人是受著天主所決定的生活方式的限制，他們沒有能

力去改宴歷史的進程的： 「彎曲的，不能使之正直；虧缺

的，實在不可勝數。」 (1:15) 這「反格言」正回咽著修辭

注疑問句： 「你應觀察天王的作為：他所冗曲的，誰能使之

正直？」 (7: 13) 作者觀察那時人類的生活徑驗，人類的辛

勞並不能改宴天主為他們所設置的生活處境曰] -LJ) 。

「太陽下」一詞不斷出現 (I : 3, LJ, 1 土 2:11, 17-20.22: 

U6, 4:1, J. 7, 15; 5:12, 17; 6:1, 12; 8:Y, 15, 17: LJ:J, 6. lJ, 11, 13: 

10:5) '差不多是作者向生活在現世，並受著人生困擾的人

作出嘮叨的提醒。「太陽下」的意思，首是遑明人是活在這

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天王的居所—－天上。

9.1.2 有限的人類不能明瞭天主的處事方式

雖趴人可以明白他們是在天主的管冶下生活的，可是

人不能明瞭如何生活，或為甚麼要如此生活。這就是令以色

列眾智者頃擾的地方，他們希望知道他們生命中每一個時刻

的任務： 「應對得當，自覺決慰；言語適時，何其舒暢！」

（箴 15:23) 可是問題不在於天主，而是在人類： 「天主所

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洽人認識時事的經歷，但人

仍不能明瞭，天主自始至終所做的工作。」 (3:] 1)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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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芭句子在7-11 章佔著主導地位，鯛怪訓道者對転率祈

禤者作出忠告： 「你不要在天主前冒叭問口，你的心也不要

色於發言應許，因為天主在天上，你在地下，為此你説話應

當簡單。」 (5:1) 

箴言篇的智者也承認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對天主的管

冶方式並不清楚： 「人心裡都策劃自己的行匡：但他的步伐

卻由上主支配」 （箴 16:9) ' 「人在心中儘可策劃多端，實

現的卻是上主的計劃。」 （箴 19:21)

讀者或要問為甚麼訓道者會選擇強調人的有限？是否

由於對天主失去信任，或要滿足那些對尋找有條理的生活

秩序的人的根本欲望，好議值們清楚地辨識未來的境況？詞

逕者是不是扮演護衛真珅的角色，拒絕智者有關如何控制生

活和命蓮的主張？學者 Zimmerli 認為訓道者知道敬畏上主

的真正意義，就是人類膺知悉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

運。 Zimmerli 認為，訓道者或許是對以色列的現況作出餌聲

的才亢議，直至值們真心相信萬物的創造者是天主，並承詔祂

有自由洽予怕許諾洽子民的一切美善。

9.2 人要面對真實的生活狀況

9.2.1 天主的恩賜

雖然訓道者沒有提及以色列有閼盟勺或救贖的學驗，

但是f也肯定了天主洽人駰限的恩賜。為他來説， 「天工的

恩賜」這事已在天主給予所有受造物的訂行會中證明了出來。

訂道者所作的第一個止向繕論中已表達了： 「人除了吃喝和



璽元 A• 訓道篇 I 175 

享受自己勞作乙所得以外，別艇更好的事。我也看透了：

這是從天主手裡來的。因為離了天主，誰籠有吃的，誰能有

所享受？」 (2:24-25) 他把足些事情描范九「天王的恩賜」

(3: 13) 。讀者可會發現，作者多次把「賜」這個字，配合

它的主詞「天主」來運用，以説明一切都是天主的巴賜。有

學者認為目當訓道者在面對著生活的困惑，並不曉得天主那

高深莫測的計劃門，他毫無疑問地認為這是創造者与日哈予

人的恩賜。

訓道者表達「天主的恩賜」的真實性時，多以人所得

的一分來表達 (2:10. 21: 3:22: 5:17-18; 9:6. 9• 在前三個章節

中，同一個字在《思高聖豆》分別譯為「報酬」、 「作為

產業」和「命運」） 。這一分表示了「部分」、 「有限」和

「天主的恩賜」的注質。天工沒有令予人一切，因此，人的

簡單和決樂就是袒拾人類的恩賜，人嗎諲要感恩。一分這字

詞相對著訓杓巨者另一些喜用的字詞「詞」 、 「價值」 、 「好

處」、「優於」 (1:3: 2:11, 13; 3:0, 19: 5:8. 15; 7:11: 10:10-

11 J 。作者把「益」描述為人因勞作所賺得的· 而「一

分」則指天王給予人的部分。作者認為若天中不洽予人息

賜，人其實是不能賺到任何東西的：天主賜予他們生活的和

擁有的，為他們已足夠了。

9.2.2 死亡

人纘會死，但死亡何盱來到．是人的智慧不能捕捉

的。無諭智者、愚者、世人或走獸，他們亮不能逃避死亡的

來臨 (2:14-15: 3瓦 9:2-'.)) 。死亡威嚇著人類，並下斷提醒

他們沒有控制未來的能力。當死亡來臨時，人一氘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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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學問和才幹辛勞所得到的一切，只會留給未曾勞竹

的人，作為位們的產業 (2:21) • 或他們曾經渴望把他們所

得來的遺留給他們的後人，但是他們可能會因一次的失敗而

失去它們 (5:12-16) 。

有學者認為訓道者形容死亡的情景是以創世纪天主造

人的記載作根基的：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

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 （創

2:7) 雖然訓道者提問一些死亡的問題 (3:20-21) , 但是他

也確認了死亡的過程，是天主創造人的逆轉： 「灰麈將歸於

原來的土中，生氣將歸於天主，因為原是天主之所賜。」

(12:7) 值認為，為那些錯誤和過度樂觀的人來説，死亡使

他們成為最大的沮喪者。 Zimmerli 更訒為訓道篇的作者視死

亡為一種力量，不但取去整個「受造物的能力」 ，甚至人的

智慧。

9.2.3 享受快樂

既然訓道者詔為辛勞支配了嚴酷的人生 (l:3;2:10-11,

19-21, 24: 3:13: 4:4, 6, 8-lJ: 5:14-15. 18: 6:7: 8:15-17: 1():15)' 因

此，他常常以享受決樂作為他的正面結論 (2:24-25: 3 已 22:

5:17-19: 7: 14: 8: 15: lJ:7-9: 11:8-9) 。人面對令人討厭的痛苦和

現實生活狀況，以及不穩定的將來，訓道者詔為人應對天主

作出感恩和感謝祂給人的恩賜：食物、飲料、工作和愛情；

如果能正面地看這一切，享受人生快樂是可行的。訓道者向

充滿著追求名成利就、注重縉果和操控他人和事物的社會作

出警告：決樂並不能在人類訒為的成就中找得到，因為向它

們追求猶如「追風」 ，是餌法實現的 (2: 11, 17 等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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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只能由創造者天主按昭祂的旨意來分配，冝天因人的需要

洽予他們，在天主賜予的恩賜中找到。

10. 摘要

(1) 訓道篇的作者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激發起讀者去思考人生

的目的究竟是甚麼。訓道篇內容哈讀者眾多人生目的的思

索。

(2) 訓道者並不是以法律或先知的教導向讀者作1)1] 道或傳道，

作者反而多從自己對生命的觀察，來向讀者表達他的思

想。

(3) 訓道者雷試反駁和修正傳统智慧的教導和它得來的結論；

他反對他同時期的 r 導師」向學生所傳授有關生命的忠

告，他認為是缺乏說服力的。

(c±) 為訓道者來說，傳统智慧不單止不足以解決人生各項問

題，茜至差不多有褻瀆天主之嫌，因為過於倚賴人的智

慧，等同漠視人的有限性，和對天主真實的認知。

(5) 訓道者認為 r 虛而又虛，萬事皆虛」，就是人頦沒有能力

去掌握人生的奧秘，也築能力去改變生命的現實。

(6) 訓道篇的神學思想包括．天主的自由與人有隈的智琶，和

人要面對真實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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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九

智息篇

1. 緒言

有關智慧文學的介紹到了尾聲，而在紐單元裡的智慧

篇，與下一個單元的德訓篇，也有其家庭訓言的味道，就如

同中國古代的家訓，如較為出名的是《顏氏冢訓》那樣，都

是以長輩的身分，向後輩傳達人生智慧，好使自己的後輩，

能夠有一些條文作指引，好好地過生活，培養成具智慧的

人，度有智慧的生活。

這也該是間讀智慧文學的感覺或印象。在過去五卷書

的介縉裡，讀者也該感到，每一書卷都是人面對各種的處

境，而在這些處境裡，人要面對真實的生活困難，而他們都

在思考，天主這時刻，究竟在哪裡。紐困難既屬於以色列

人，也屬於任何時代的各種人，是每一個人在真實的生活裡

都要面對的處境。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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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篇以及德訓篇裡，問題又一次出現，但是作者

的觀點，與以上各卷又有其不同。可以説，七卷書各有其觀

點，為人類面對人生，帶來全面的智慧。

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這單元後，應能：

• 瞭解智慧篇的名稱由來，作者是誰和它們的成書日

期；

• 明白這書的寫作對象、大綱、內容重點及王題：

．詔識智慧篇的寫作特色：

．訒識智慧篇的神學思尸。

3. 導論

智慧篇同樣是教導人如何獲得智彗和智慧的美善和能

力。不過，與以往各書卷不同，智慧篇更重視的是以色列歷

史的反省，作者先思考智慧的本質，然後則嘗試把這種智慧

的特質，應用到以色列人的歷史上，抨別是出谷的事件上。

因此，智慧篇前堊是讚美智慧，闡明妲的竺質與效能 (1 : 1-

口 1) '而後篇説及智慧在以色列出谷歷史的作為 (11: 2-

19:22) 。

在這單元裡，讀者先從背景資料入手，認識智慧篇，

再看看這書卷的內容重點，希望這有助讀者再深化自己對智

慧文學的詔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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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書名丶作者與成書H期

根據希臘傳统，智慧篇的書名是「撒羅滿的智慧」 , 

但是《思高聖經》就按拉丁傳统，稱這經卷為智慧篇。根

據全書的內容，以後者作爲書名是比較合適的，因為全書

並沒有明示作者就是撒羅滿，而只是以第一身單數「我」作

稱謂，這個「我」工不如：『逗篇那役明顯，説明這個「我」就

是「達味之子耶路圍冷的君王 4 二門 1: 1 i 。誠陝，什者曾在

書中假借撒羅滿旳「身分」 ，以位的名義發言 (l):7-8, 12) • 

因此，傌統把這繹卷有如箴言篇、詞道篇和雅歌殷，放在撒

羅滿作品的名下，但真正的作者是誰，卻始終是不能確定

的。

由於未能確定作者的身分，書卷的成書期亦未能由此推

斷。近年學者按它的希臘文譯本來估算，先把它的成書期放

在主前200年作起點，另一方面，學者發覺對舊钓式悉的猶

太哲學家准羅 (Philo of Alexandria• 主前20-主後54年） ，在

他的著作中未能顯示他評識這卷智慧篇，而他的思想背景，

卻與智慧篇頗為接近，因而有學者推斷這書的成書時代，應

與淮黽的時代接近，也就是在主前一世紀的後半葉成書的。

紐個推測暉較為可靠，因為它應是來自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

城，那裡當時不但是古代世界智識分子的活動中心，也是散

居的猶太人的一個大聚居地。這亦可解釋作者不論對希臘思

想，或以色列民以往在埃及的事件 (11-19章） ，都相當孰

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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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智轉篇確如以上推斷，是在主前一世纪下半葉成

書，那麼，它便是舊约最後寫成的一本書了。這亦可能是這

書的神學思想，較舊约的其他經卷，更接近新勻的原因。

5 郢尹, nn 口

雖然有學者曾經爭議智慧篇的前篇是由希伯來文翻譯

過來的 (1-10章） ，但現在大部分學者巳得出了共識，詔為

智慧篇的原文是希膽又。儘管如此，作者的文筆仍保留著

不少希伯來詩歌的文學技巧，學者認為這些文學技巧不可能

出現在譯本中。另外，讀者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它的前篇

(1:1-11:1) 和後篇 (11:2-19:22) 的文體有著明顯的區別，

但聖繹學者不僅訂九文本是希臘又，而且作者只有一人。學

者 J. Reese 指出全書有45個「倒技」 「一個或一組重要

的詞彙，或者一個獨特思想出現在書中的兩個不同邙分的

簡短重覆的表達」一－來證明它的統一性。比方， 6:12-13和

13:5-6• 兩個片段都是表達「思慕」和「推想」就是尋找和

找到智慧和天主的第一步。

6. 寫作對象

讀者或會驚訝，智彗篇的寫作對象是那些「吡冶世界

的人」 (1:1) 、 「列王」和「世上的判官」 (6:2) '看來

好像是未道名的撒羅滿君王寫全合他的「同僚」 。對於此書的

寫作對象為何是這些人，學者也未找到清楚解釋。智慧當然

是和王權有關聯，可是作者的寫作對象，更是他的猶太弟兄

姐妹，並渴望以傳统的教導來堅強但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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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作者並沒有提及撒罐滿的名字，他顯然是以這位

君王的名義來寫作（參閲8-9章） 。這虛構的君王身分，使

他的話語更具分量，也或許藉此掩蓋了他寫作對象的身分。

撒罨滿被譽為以色列最有智慧的君王，也是以色列智慧的典

範，智慧在那時被看作君王獨有的權利。

1 寫作特色

作者不但強列地突出猶大的又化荇徵，同時也打上了

希臘文化的印記。這樣的寫作特色，只會出現在希臘文化

時期的作品，而對於出谷事件的關注和引述，也表達出作者

非常關心散居在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的生活境況。除

此之外，作者深深訒識希伯來聖經的內容，他偏愛選用創

世紀、依撒意亞先知書、箴言、和聖詠集的資料，也對聖

經中的某些部分作為他精心發展的主題，比方7-9章中對應

箴言篇的智慧表述， 10章以創世纪中先祖的歷史來表逑，和

11-19章用出谷纪來表述。

J. Reese 作出了统計，作者全書用了 1734個不同的字

詞，其中 1303個字詞只出現過一次，而335個字詞（约百分

之二十）並不曾出現在其他舊约經卷中。更重要的發現是，

作者深受那時代希臘文化思想的影響，明顯的例子是四樞德

(8:7) 或對詔識天主的哲學表達 (13:1-9) 。要迫尋作者是

根據或依靠甚麼作品來表達他的思想是困難的。儘管如此，

有學者如 C. Larcher 和 J. Reese 認為作者攫取了當時的希臘

哲學思想方法來處理他的作品。萁論如何，作者在闡明自己

的信仰的同時，也嚴肅地處理了那時代的宗教智慧和道德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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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聖經學者對智慧篇的文體有著不同的意見，但

學者 J. Reese 和 D. Winston 皆同音，智慧篇的文體是進行

教導式的規勸文體。近種文體最早要追溯至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主前384-322) 的時期，在之後再加以發展。學

者 M. Gilbert 認為它的體裁融合了希膽和拉丁的修辭技巧，

是屬於一種讚頌辭的文體。一般學者都同寶，作者在使用了

不同的獨立文學類型來表達他的思想。例如第 1-6章以「長

篇抨擊」的類型，來表達作者的教導式的規勸。這種抨擊的

特色是向各君王的規勸訓話，是為道德正義而爭辯，和運用

想像的對抗者的話語來堅強作者的論點；又例如第 11-19章

以希廛的修辭方法，把事物作「對照」或作「比較」。但為

全書整體結構的一致性而言，煊是創新的，也可説是開創了

文學的新特色。 1: I 和6:2是向君王們訓話； 10:20-19:22是向

天主作讚美感恩的演説，因為袒才是作者所關注的中心。

8. 大綱

智慧篇的結構大斕可有不同的編排，縊裡按其中一種

列出。整部書可分為前篇 (1 : 1-1 1: 1) 和後篇 (11:2-19:22)

兩大部分：前篇再分為兩部分，後篇也分為三部分。讀者可

汪意，這編排積微不同於《思高聖堊》。

(I) 前篇：對智慧的讚美 (1:1-11:1)

(A) 智慧的賞報是永生口 1-6:21)

(a) 君王要正義的規勸 (l 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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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義的人自招死亡（惡人的言論）

(1: 16-2:24) 

(c) 天主昭中的計劃 (3: 1-4: 1 Sl) 

(b') 審判（惡人的言論） (4:20-5:23) 

(a') 尋找智慧的規勸 (6: 1-21) 

(B) 智慧的本質與撒繩滿尋求智慧 (6:22-11:1)

（二導言 I 6:22-2:i) 

(b) 撒羅滿的演説 (7: l-S:21) 

(c) 撒羅滿求智慧的祈禱 (9: 1-19) 

(d) 過渡部分：智慧保護了受造物

(10:1-11:]) 

(II) 後篇：在出谷期間天王對祂的子民的忠誠

(11:2-19:22) 

(A) 引言式的敍述 (11 :2-4) 

(BJ 主題：以色列在天主懲罰埃及的事情中得氫

(11 :5) 

(C) 五組對匡 (11:6-19:22)

（訂第一沮：擊石出水對比尼羅河雯血

(11:6-14) 

(b) 第二組：鵪鶉為食物對比動物的疫禍

(11:1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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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內容

(c) 第三組：天降瑪納對比冰雹等懲罰

(16: 16-29) 

(d) 第四組：火柱對比呈暗之災 (17:1-18:4)

(e) 第五組：埃及哀悼長了旳懲罰對比

以色列的光榮出谷 (18:5-19:22)

9.1 智瑟的賞報是永生 (1:1-6:21)

思考：有些被公認為有智慧的人，他們既並不認識天

主，也是無神論者，究竟為甚麼他們這樣有智

慧，而不信神的存在呢？你如何辨識誰是真正

有智慧的人呢？

智慧篇首六章的內容涉及正義、智譬和永生的問題。

開始時，作者強調智慧與正義的關係，而首先要學習這道理

的，就是君王，因為在開首就表明，這是哈「統冶世界的

人」 (1: 1) 。那麼，正義與智慧有何閼係？「因為，智慧

不進入存心不良的雹塊裨，也不住在一個屈服於罪惡的身體

內。」 (1 :4) 作者哈讀者一個竺告：智誓的神充滿夭地，

萬事萬物都脱離不了天主的法眼口 6- 7 I • 所以「談論不

義之事」 (1 :8) • 也必定會被追究。在這裡，作者似乎特

別重視言語上的不義，提及「怨言」、 「毀謗」等詞（參閱

1: 10-11) • 並且指「説謊的口舌，必殺害靈魂」 (1: 11) 

不過，不義不僅在於言語，還有生活 (1: 12) • 而這

些錯誤有違天主原本的計劃：柏要人得到生命而不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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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1: 13) • 因為「正義是不死不滅的」 (1: 15 : 參閲達

12: 1-3) 。不死不滅是植根於人與天主的關係（參閌創 1 勺 6:

詠73:23-24) 。誠然，人的選擇可能會破壞了天主與人的關

係。那些背離了天主的惡人，他們的命運又會怎麼樣？他們

完全失敗，並與死亡「結立盟约」 (1: 16) • 這裡用上縉盟

一詞，代表死亡不僅僅取走他們的肉身而已，更與他們永遠

相伴。

筆鋒一轉，作者以芒人与綬述者，證明他們如何壓迫義

人，而這種行為，令這些不義的人目招死亡 (1:16-2:24) 。

惡人行惡有自己的觀點，他們訒為生命易逝， 「火花

一旦熄滅，身軀即夏成灰土」 (2勺 ，所以惡人覺得不如

及時行樂，乃至於「壓迫窮苦的義人」 (2:10) • 因為義人

「太令我們討厭」 ，又「控訴我們品行不檢」 (2: 12) 。惡

人還為自己傷害義人尋找珅由，説是「考驗他是否忍耐」

(2: 19) • 以及「看他是合蒙受眷顧」 (2:20) 。

作者針對惡人的行為，指「他們這樣思想真的荒謬」

(2:21) • 丙為天主本來就為人準備了不死不滅的生命，只

是與魔鬼咭緣 (2:25 J • 讓人陷入死亡當中。這是作者對死

亡的理屏，就是源自魔鬼對人的嫉妒。

由此，話題進入天主暗中的計劃 (3: 1-4: 19) 這部分。對

義人來説，死亡不會帶來泯滅，因為死去的義人正處於安寧

中 13:2-3) , 他們「充滿著永生的希望」 (3:4) '到天王審

判藹國時，義人就能一直與天主一起 (3:8) 。這與魔鬼結喙

的人成了強列的對比，在接著的片段裡 (3:9-4: 19) , 作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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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的篇幅，從各方各面把義人和惡人加以對比。義人

即使是荒胎婦人或是不育男子，仍能得到天主的眷顧；惡

人即使有生育的能力，卻淫亂苟合，最後也會滅絕 (3: 13-

16) 。在縊裡，作者似是抨別要強調惡人即使在現世裡成

功，例如子孫繁多、高壽等，仍然是毫不可取，而作者這

樣的表達，原因是要指出，天主暗中自有其計劃，而惡人卻

不明白 (4:17) • 而且自作聰明，最後就會陷入審判當中。

然後是惡人的審判 (4:20-5:23) 。在簡單的引子後

(5: 1-2) • 敍述者又轉為惡人的自白，他們為自己曾經譏笑

侮辱義人而懊悔，終於發現自己沒有走上正路 (5:3-7) 。

曾繹得到的一切財富與虛榮，到了審判的一刻，他們都發現

那一切如同陰影與流言 (5:8-12) • 自己白過一生。因而感

溉： 「沒有表現一點功德的痕跡，只在邪惡中消耗了我們的

一生。」 (5:13) 

與此相反， 「義人卻永遠生存」 鬥 16) • 得到天主的

瞑顧與庇護。由5: 18起，作者以戰鬥作比喻，表達天主會懲

罰「愚頭」者，把启芒占烕。

在「智慧是永生的賞報」的最伎霏分，作者提出尋找

智慧的規勸 (6: 1-21) 。在這部分，作者特別指出，列王要

尋找智慧，因為他們權力是來白天主，所以更需要天主的

旨音：如果不能有智慧明白天主的旨官， 「天主必要可泊

而迅速地臨於你們，對身居高位的，執行嚴厲的審判。」

(6:6) 所以尋找智慧，並不是錦上添花之事，而是人生重

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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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管人暉要尋找智慧，但智慧期望那些渴望尋找她

的人能找到她，因此她主動尋找那些配得上她的人 (6: 12-

17口 。作者採用擬人的方法來表達人如何尋找智慧，並指

出尋得智慧，就「能高登王位」 (6:17-21) • 而這王位是不

朽的，因為「不朽使人親近天主」 (6:20) 0 

9.2 撒羅滿與智惡 (6:22-11:1) 

店

'
c

思考：智慧是否只屬於某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一個人

的智商高低、財富多寡，是否有助或有損他們

的智慧？還是智慧與這些都無關？

這是整卷書前篇「對智慧的讚美」的第二部分，借撒

罨滿的口，表達對智慧的看法。起首的導言 (6:22-25) 指

出： 「我要陳述，什麼是智慧，她是怎樣有的：我決不向你

們隱瞞她的妙珅，反而探源索本，將對她的認識公開陳述，

決不歪屈真理。」 (6:24) 而巨一個人應診接受這有益的訓

圭。
仁

然後是撒蹦滿有關智慧的言論，這片段包括三部分，首

先撒羅滿指出自己與任何人一樣，都是生於母胎 (7: 1-6) • 

故他的智慧下是源自他個人旳特殊性。他本來與他人無異，

卻能成為偉大的君主，原因在於他曾向天王祈求，因而獲得

智慧（列上3:5-9 ; 綱下 I :0-10 J 。而7 :7-14可説是呼應這段涇

歷，既寫出他如何祈求智慧，也以不同的比喻來描述智慧的

高貴和美好。在7: 15-21裡，作者進一步描述智慧的本質，忧

是包涵一切· 因為智慧令撒罩滿明白： 「世界的構造，和元

素的能量. 時間旳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轉妥，和季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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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年歲的循環與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夭性，和野獸的本

能，鬼神的力量，和人類的思想，植物的繁雜，和草根的效

能。所有或隱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為教導我的，是造萬

物的技師 智慧。」 (7:17-21)

他列舉了在智慧內的神的二十一個屬性，它們解釋了

智慧如何能教授一切知識 (7:22-23) 。智慧是敏鋭而精純

的，能滲透萬物 (7:24) 。她是神聖的、獨一皿二的、全能

的、全知的。這帶出了智慧的一系列的圖像 (7:25-26) • 這

些圖像都是描述她與天主的關係，其後，作者又描述智慧在

世間的行動 (7:27-30) 。這裡表達了智慧既是神聖和超越一

切世物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卻也在世之中推動一切

（內在性 immanence) '作者為智慧的超越性和內在性作出

了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天主只愛那與智慧同居共處

的人。」 (7:28) 最後作者斷言智慧對世界全面的照管，來

結束他對智慧的描述。

作者在第8章中以婚姻的愛作比喻，去描述他對智慧的

愛慕 (8:2,9. 16.18) 。作者喜愛她的美麗 (8:2) , 而且她

與天主同住 (8勺 ，也訂諴天王的奧秘 (8:4) 。智慧教導

他四樞德鬥7) '囚著她卓越的品格，撒矓滿想要她成為

自己的伴侶 (8:l) J 。若要娶得智慧，祈禱是必要的 (8: 19-

21) 。

經過一連串對智慧的讚美後，撒羅滿在第9章中記述了

他祈求智慧的禧文；他祈褶的結構分為三部分： l):J-6, 7-12, 

13-ll) 。第一部分的主題表達了撒躍滿不是完人，除非他得

到創造時巳經存在的神聖智慧，否則不能管理天主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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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列上3章） 。第二部分的主題表達出他有意為天主建

造聖殿，並祈求天主賜祂創造時已經存在的神聖智慧，好指

導他行事。第三部分的主題是撒羅滿把闕汪轉移到思考人

類的處境上．人沒有天主洽予智慧的恩寵，是難以知曉天王

的作為的。因此人若有智慧，便知道天主在歴史上的救恩行

動。

最後一部分屬過渡 (10:1-11:1) • 撒羅滿由智慧的能力

開始，再談到智慧如何拯救了以色列民的先祖，從而引進下

一部分。第 1 CJ章説明了智慧的拯救能力，除了述説了一些以

色列人的先祖被智慧保護和拯救的個案外，祚別提到在出谷

事件中，智慧所作的解放和拯救以色列民的作為。出谷事件

把智慧和歷史會合在一起，但是在這裡，作者強調的重點，

在於天主拯救以民時，智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9.3 在出谷事件中天主的旨意 (11:2-19:22)

智彗篇的後篇是對出谷事件作默想或説教。它不尋常

之處，在於這是作者向天主説話 (11:-1-. X-11 等等） 。總的來

説，作者技述了天主對埃及所施行的其中七個災禍，這些鯪

述的目的，是要讀者在故事中吸取教訓。貫穿整個敍述的主

題就是：埃及人受罰；以色列人得益 (11 :5) ! 

另外，作者要給讀者介縉的一個重要旳「規律」 ：學

拜偶像的埃及人應該詔識到，天主給他們的懲罰，正是他們

曾犯的那些罪孽 (11:17) 。為了這個目的，作者列出了五

生互相對昭的章節，來對比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經歷。另一

方面｀這也是作者在 1-.'i章論及義人和惡人命運的延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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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要表達的是：以色列是義人，埃及是惡人。天主在出

谷事件中對祂的子民的忠誠，與祂在 1-5章對義人的忠誠是

一致的。出谷是天主拯救義人的行動的－植類型或模式，

甚至對比先前章節所提及祂對義人的試探 (ll:lJ-10• 對比

3:5-6) • 惡人注定失敗 (13:10• 對比3: 11) 等等。

在 11:6至 18:4裨，內容的核心是五組對照，但也有觸及

其地主題，以下簡單説明。

第一組對照：擊石出水對比擊尼羅河變血（且6-14) • 

作者指天主為懲罰埃及人的惡行，把「常流的江河，混入

了鮮血污泥」 (II :7) • 「另賜給了以色列人豐富的水」

(11 :8) 。要留亶的是，作者要表達的，重點不僅在於公

義，更是要強調天主與以色列人的特殊關係，因為懲罰埃

及人，是要讓以色列人明白， 「以色對人固然受了試探，

但這只是出乎仁愛的懲戒」 （口 10) • 與不虔誠的人相

比，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然後是第二組對照：鵪鶉對比動物的疫視（口 I 5-

16: 15) • 這一段篇幅甚長，當中先討論到敬拜邪神的問

題，最後才回到對閂上。

由 11: 15開始，作者的隼點放在天主是唯一真神這論述

上，而埃及人卻「崇拜了餌雹的爬蟲和賤獸」 （口 16) • 

招來天主的懲罰，但天主仍然是仁荳的天王· 因為祂的懲罰

是要讓人悔改覺悟 (11:22-12:2) • 但人亞是難以糾正自己

的錯誤，所以天主又要懲罰那些「操行巫術和邪惡的祭祀」

(12:4) 的人。作者既結合以色列人的歷史，以此説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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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殺滅客吶罕人的合理性，因為他們行巫術，殺害嬰

兒，吞食人肉，以民是奉天主的旨意懲罰他們。另一方面，

又論述到天主在公義以外的仁慈，只要他們願意悔改，天

主仍會接納的 (12:8-20) '而以色列人就應該感謝天主的恩

典，因為天主對待他們不同於異族 (12:21-22) • 對堅持敬

拜動物的外族如埃及人， 「便用他們敬拜的醜惡之物來折磨

他們」 (12:23• 也參閲 12:24-27) 。

異族除了崇拜動物，也有自然崇拜的做法，這裡同樣

加以譴責 (13: 1-9) • 這些人「因這些東西的美麗而著迷，

奉之為神」 (13:3) , 作者九此而感到可厝，因為他們只追

求外表，而不能再深入一點，訒識創造這些自然之美的創造

者。

作者纘而指責崇拜偶像的人 (13: 10-15: 1 9) '這裡用了

兩章的篇幅來談論。大概在當時的社會，這是相當嚴重的問

題，故作者先以偶像的製作説起，指出這些偶像，只是人工

的製作及修飾，它的外形以及擺放，都是假手於人 (LUO-

16) 。然而，人卻向這東西祈求一些偶像本身也沒有的東

西，如「向這死物，要求生命」 (13: 17) 、 「向這有駟不

能行的東西，要求旅行」 (13:18) '均是荒誕的。

在 14:1-11裡，作者再以船九例子，説明船所以能夠幫助

人出海，是因為人的巧手製造得宜，万能渡海。人不能放棄

自己的智慧，因為智慧使人善用物件，獲得所需，如「藉一

葉扁丹，經過巨壽而平安到達海岸。」 (14:5) 所以人的智

慧可蒙祝福：反之，如把智慧放在偶像身上，就變得可詛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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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12-31 裡，作者進一步分析人為何會崇拜偶像，原

因是「人的虛榮心」 (14: 14) 。人想把自己不能親見的人

物，以精美的形象呈現，是錯謨的開始，最後就會令人自我

膨脹，自以為是神，這就是品亂與腐敗的開端了 (14:12) 。

人會因這些錯誤而愈趨瘋狂，會為這些偶像而發起戰鬥，殺

害兒童等一連串邪惡的行為 (14:23-29) • 咭果必會被天主

所懲罰。

到了十五章，作者就轉向天主： 「至於你，我們的天

主，你是良善的，旳實的，寛容的，以慈愛治理萬有。」

(15: 1) 由此開始，作者説明天主的各種屬性，都是偶像

不能相比的，一切由人手做的東西，最後都要歸於塵土，

而崇拜它們的人，就更是犯下大罪了 (15:5-13) 。而當中

又以埃及人最為愚碩，因為他們不僅崇拜死物，也崇拜動

物 (I 5: 14- 1 9) • 所以天主就「用同樣的動物來懲罰他們」

(16:1) • 而與之對昭的，就是綹以色列預備鵪鶉作食物

(16: 1-4) 。雖然為了懲罰，以色列人也同樣受過動物的侵

襲，如毒蛇的咬傷（參閱戶 21 :4-9) • 但對以民的這些懲

罰，卻與埃及人的不同，分別在於天主最後救治了以民，卻

任由埃及人受苫 (16:5-14) 。

然後足第三毛對昭：天降瑪芍對比冰雹等懲罰 (16: I 6-

29) 。一方面，作者描述天王下降冰火，為毀滅不義，另一

方面則寫瑪吶的美咪。道禋主線寫火的不滅，頗有詩寶，以

此説明天主對不信者的厭惡與對以民的愛厝。

再來是第四組對瞑：火柱對比里暗之災 (17:1-18:4) 。

這裡用上不少篇幅描寫甲暗，指三暗屬邪惡，而不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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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卫暗掩飾自己的罪過，結果被里暗吞噬 (17:3) 。在

呈暗中，人只會驚惶與膽怯，甚至沒有勇氣看到光明的真

實，結果為田暗所囚 (17:4-20) 。與此相對照的，是天王

賜洽聖徒的火柱，極大的光明，譔人得見前路，走向天王

(1~: 1-4) 。

到了第五組對筐：埃及哀悼長子的懲罰對比以色列的

光榮出谷 (lR:5-10:22) 。這部分同樣與出谷的記述很相

近，作者把隹點放在以民走出紅海前後的記述，天主如何昭

科以民的種種口9曰 2) '但對埃及人首是另一回事｀天主

要懲罰他們，甚至把埃及人比擬九索多瑪人 (19:14) • 因

為惶們同樣不能善待旅客。

到了 10:18-22• 就是全篇的澤縉，作者舉出各稠例子，

指世事多至· 萬事萬物都可以有不同的及化，而天王卻是不

霎的，並且支撐這一切的變化。

10. 神學思想

天主的智慧就是：以色列的天主是全能的創造者，掌

管宇宙萬物命運的、至高餌上的王人。而智慧篇要強調的，

是天主的屬庄：天主智慧餌限，袒以公義處理一切，也懲

罰那些膽大妄為的惡人 (12:15-18) 。祂是至善的，是眾人

的朋友，渴罩拾他們幸福 (7: 14, 26-28) 。祂愛祂的受造物

(1:U-14) 。祂憐憫眾生 (11 :24) • 寬宏大量： 「人在犯

罪之後，你常鳴予懺海的機會」 (12: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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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調智慧是天主的屬忤之一，並以哲學性的詞彙

把智慧的來覘和性質介縉出來 (7:22-24) • 她與天主有著緊

密的關係 (8:3-4: 9:4) • 她的創造能力是顯著不凡的 (7:21:

8:5-6: 9:2, 9) , 她羆所不在 (7:24-25) • 陣所不知 (7:23;

8:4) '皿所不能 (7:23,27) • 她從容冶理萬物 (8: 1) • 

她是至聖的 (7: 22) , 她在以色列的歷史中作為施惠者

(I 0: I -口 4) '她是愛人的神 (I :6:7:23) • 她關心人類

(6:13-17) • 最重要的是人從她那裡獲得德行 (8:7) 。除

此之外，她在當時希臘文化的社會中名合予人們事物的正磾知

識 (7:17-21; 8:8) 。

智慧的教導起著新约中恩寵的前奏作用。智慧居住在

聖善的靈魂中 (l:4;7:27) • 她與天主的神置於同一的層面

上 (1:4-7;9:17) 。她的珍貴之處在於使人獲得天主的友愛

(7:14,27-28) • 況且，因為天主是智隸的哈予者，人是要

向祂求取的 (7:7: 8:21) 。就算人擁有一切美善，若沒有智

慧，他在天主面前也算不了甚麼 (lJ:6) 。智慧保證人能遵

守天主的法律和引導人走向不朽的生命 (6:18-21: 8:17) 。

智慧篇最重要和新日{]教導，差是「天主造了人，原是

不死不滅的」 (2:23 J • 巴伍呎上王的人死後，池的靈魂不

是居住在死暗的陰府裡，而是生占在天主前，享受鉺盡的

喜樂 (3:9) 。道個教義在己尼閂書中也相略地表達過（達

12:2) • 現在作者更向讀者保證人「下死不滅」的特性，洽

人新的希望。傅统「因果報應」的觀合已被更祈，現在，讀

者可知道「今生」是為未來旳生命作出準備，義人的痛苦的

效果就是凈化他，並為他贏取更大的報酬。遵行天主的旨意

相生活在怕的愛內，就是奔向永生的在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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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摘要

(1) 雖然智慧篇全書並沒有明示作者就是撒羅滿，但學者在書

中找到有假借撒羅滿的名義發言的章節。因此，他們就把

這經卷有如箴言篇、訓道篇和雅歌般，放在撒羅滿作品的

名下。

(2) 智慧篇作者的身分不能確定，推測成書時期為主前一世纪

的下半禁，極可能是舊約最後一本寫成的書。大部分學者

有共識其原文是希臘文。

(3) 智慧篇的寫作特色不但強烈地突出猶太文化的特徵，同時

也打上了希臘文化的印記。學者認為作者在間明自己的信

仰的同時，也嚴肅地處理了那時代的宗教智慧和道德文

化。

(4) 智琶篇的內容說明正義、智慧和永生的問題，並假借撒羅

滿的事跡，說明人獲得智慧的重要性· 斷言人若沒有天主

哈予智慧的恩寵．是難以知曉天主的作為的。因此人若有

智慧．便知道天主在歷史上的救恩行動．也明瞭智慧在出

谷事件中· 所作的解放和拯救以色列民的作為。作者也用

了兩部分彼此對照的寫作方式，對比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

的經歷。

(5) 智慧篇在教義方面，強調智慧是天主的屬性之一，智慧居

住在聖善的靈魂中，她與天主的神置於同一的層面上。就

算人擁有一切美善．若沒有智慧．他在天主面前也算不了

甚麼。智慧保證人能違守天主的法律· 和引導人走向不朽

的生命。

(6) 智慧篇說明義人受苦的效果就是淨化他．並為他贏取更大

的報酬。連行天主的旨意和生活在祂的愛內，這就是奔向

永生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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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t

德訓篇

1. 緒言

來到最後一個單元，我們介沼智慧文學中的最後一卷

書一—德訓篇，也可以視為整個智隸文學的總結。正如在過

去各個單元裡重複提示的一點：智慧文學是對如何在生活中

看到天主的思考與反省。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從人世間的

經驄出發，嘗試在天主的光戸下，理解自己人生的音義。

這一切，同樣都在德訓篇中看到，甚至可以説，它更

加典型，因為它是以教導子女的方式來編寫，因而更加明顯

地表達這類反省和思考。所以，到了最後的單元，以此作為

整本書的結束，也是很適合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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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讀者學習本單元後，應能：

• 瞭解德訓篇的名稱由來，作者是誰和成書的時代：

• 明白這書的寫作對象、大情、內容重點及主題；

．芷識德訓篇的主要思想。

1 導論

德訓篇可算是一部「家訓」 ，是一位猶太經師或智者

所寫下的教導，並由其孫子翻譯為希臘文。德訓篇闡述智

慧的來源和本注，要讀者敬畏上主，遵守法悍，因為智慧與

法律是同一的。德訓篇也如智慧篇般，述及以色列歷史，

不過，德訓篇的作者逐一讚美愛草智慧的英雄人物 (44: 1-

50:26) • 因為他們都是由智慧帶領下走上聖潔之路。

4. 作者丶著作H期利地點

德訓篇的作者在書末説出了自己的名字： 「息辣厄肋

阿匝爾的兒子耶穌」 鬥():2l) I o 近同表達方式有別於其他

舊约的繕卷，因為這些臼卷一役者L不會顯示寫作者的名字，

而這書的作者，甚至他把祖父（息踝）和父親（厄肋阿匝

爾）的名字告訴他的讀者。作者的祖父息辣，應是當時的知

名人士，而父親卻可能名不經傳，因而作者把祖父的名字也

作交代，好讓人得悉其背景。傳統上更逐漸不提其父親，簡

稱作者為息辣的兒子 (ben Si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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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邙學者一般都詔為作者在主前二世纪初葉從事於教

導和寫作，因為德訓篇沒有反映安提约古四世厄丕法乃在

主前175年成為敍利亞王，也沒有提及隨後因聖殿被褻瀆而

引發瑪加伯起義的重大事情（主前 167年） 。因此，學者訒

九德訓篇的成書期大勻是主前 180年左右。這個推斷在古希

臘文翻譯本（同樣在（巴高聖繕》）的序言中得到支持：

作者的孫子説池在厄威革琫王,3年（主前 132年）到了埃及

（也許是亞歷山大早亞城） ，忙開始了翻譯工作。從這事

件可勻略估計，他祖父的年代勺在中前 180阡。另一個有力

的證明，就是經卷內對大司祭的讚美 (50:1-23) • 這位大

司祭應是息孟二世，他在主前219-196年任大司祭。儘管作

者在50:l 暗示了息孟圍死，但作者在描述他的聖職時，仿如

親眼看見一樣。因此，一般來説，德訓篇應在耶路撒冷完成

的。

5. 正文與譯本利名稱

德訓篇原文為希伯來文，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它的

原文在十一世纪時不幸遺失了。在 1896年以後，部分希伯來

原文殘卷陸續被發現。考古學者先後在埃及開羅以及死海

西岸的瑪撒達找到了這卷書的一些希伯來文原文殘卷，约佔

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當學者把它與先前的不同版本，如希

臘版本、敍利亞版本和拉丁版本作比較時，顯現了兩種長

短不同的文本。因應這些發現，現今的版本也有首要的（較

短）和次要的（較長）兩種。一般來説，多了的辭句，大多

數是強調人死後的審判和人的不死不滅等 (6:2主 15:8; 16:22: 

17:25; 18:22: 20:4: 24:46等等） 。



202 吾琴文學

基於版本上的不同，《思高聖豈》亦作出相應的綱

排，以大小字體顯示分別。這在其德訓篇的引言裡有較詳

盡的説明： 「今中文譯本以《希臘譯本》 （註：即《七十

賢士本》）作翻譯的藍本，但西方教會在彌撒和其他禮儀

中常用《拉丁通行本》的經文，為此在本譯文內隨從《拉

丁譯本》的節數，且以小字體加上《拉丁譯本》所多有的辭

句。」

古代猶太人以作者的名字來命名，稱這抨卷為《息辣之

子耶酥的智慧篇》 (The Wisdom of Jesus, Son of Sira) 。一

些希臘文譯本簡單地稱之為《息辣書》 (Sirach) • 這亦是

現今煊卷書的其中一個英文名稱。教父在引證此書時，常稱

之為《息辣之子耶穌的諸德智乩I 》，或簡稱為《德訓》。另

外，自聖西彼廉 (258年致命）以後，它又被稱為《教會之

書》 (Liber Ecclesiasticus) 。至於中文譯名，清末民初的著

名教育家，曾翻譯褔音的馬相伯先生根據教父對這卷書的稱

謂，把它命名為《德訓》，《思高聖窪》亦因此而稱這部綽

書為《德訓篇》。

6. 結構大綱利內容大要

思考：你曾否看過《論語》一書？當中的內容，是否

相當雜亂？如果你細心讀下去，是否會戒受到

它背後的準則？

有關德訓篇的結構大綱，除了一致訒為51章是補篇或附

錄外，各種研究的縉果都有相當大的差剔，至今也沒有得出

一致的共識。除了51章外，徑卷的其餘部分大多是各種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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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家訓」 ，當中多采多姿，包括有關智慧、友誼、貧

窮、財富等等。當時的人似乎已紅知道這部「家訓」是沒有

結構的。

6.1 以主題為線索的大綱

餌論如何，攻庄－在 7三閂向讀者建議兩種閲讀德訓篇的

方法。其中一種万工· 足（：：記－草閂始· 四官地一章一章地

閲讀下去，這亦是下一節庁b炎及的內容簡介。叭而，這樣便

會發現差卷出現不少重覆的王題。另外，讀者可以按主題，

把相閼的縊文合併來閌讀，以便在同一主題上能綜合箇中的

思想。我們在這裡為讀者列出主題索引，可幫助讀者嘗試以

這方法閲讀，好能較容易掌握這部「家訓」的內容和思想。

主題 章節

關乎作者本身 2441-47: 33 16-18 34.9-13: 50.29-31: 51 .18-29 

似是而非的話 20 9-33 

祈禱 22 33-23 6; 361-19: 50 24-26: 51 1-17 

對先祖的讚美 44.1-49 19, 50.24-25 

諭大司祭息孟 50 1-23; 50 26 

論專業與智慧 38 25-3915 

論友誼 65-17; 914-23; 11 31-1219 

諂父母和子女 3 1-18; 7 25-27, 29-30: 161-4: 30:1-13: 41,8-13 

諭死亡 1411-21:38.16-24,411-7 

論克己 18 30-19·3: 3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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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判斷和謹慎 11 7-30 

論朋友和敵入 22 24-32, 27·17-24 37 1-19 

譙法律 9 2 3: 1 0 1 ; 1 7. 9: 1 9 21 , 2 4. 3 3, 3 2 1 8-3 3 3 3 5 1 

38 39b 

諭社會正義 4.1-11, 34 21-27; 3514-26 

諭借貸和救濟 291-35 

諭臣物 1110-23;1411-21;311-11 

論商議 37 7-19 

論婦女 9.1 刁 3: 23 32-36: 25 17-26 24. 36.20-28 

（妻子、女兒） 42:9-14 

論羞愧 41 19-42 8 

諭陰府 14 1 6-18: 17.25-27 

讜創造 16.24-1814 39 16-41: 42.1 5-43.37 

諱喜樂 1411-21: 30.22-27 

調富有與貧窮 131-14.10 

詢智慧 11-10 4.12-22 618-37, 14.22-1510. 24.1-47 

51 18-38; 另舛參閲1819-33.2112-31

32.18 - 33 6 37 20-29 38 25-39 15 

論對天主的敬畏 1.8-2 23 (也參閲上項「輪智慧~)

論罪惡和愚蠢 16 6-23: 1919-22 2. 7-23 

論箝制舌頭 511-18: 23 7-20, 28.10-30 

譫寬恕 28 1-9 

淪緘默 205-8 



重元十· 德訓篇 I 20s 

論謙卑 319-26: 719: 10.31 

論餐桌禮儀 3112-3217 

論醫生 38.1-15 

綰尉祭 3421-35.15 

雜集 4 1-64 7 1-8 22 

（命令和禁令）

讚美詩一 32 18-33 18. 39 1 6-41 

天主的旨意

讚美詩－－ 16"24-1814, 42 1 5-43 37 

創造

以上的主題繁多，讀者可按興趣和需要，自行尋找合

磁經文细閲，亦可參考下文有關德訓篇個別主題的解説，作

為主題閌讀的學習。

6.2 內容簡介

由這裡開始，我們按全卷書的章節次序，九讀者簡介

德訓篇的內容，但需要留意的，是這書的內容並沒有清楚明

確的結構祖喊，所以讀者會發現同一的主題，可能會重覆出

現，但當中可能是作者刻意的編排，以連繫前文後理，讀者

不妨嘗試加以理解，好能更深入明白作者的深意。

全卷德訓篇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 (1:1-23:38) 的

主要內容，是智慧的本質、規勸和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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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先談論智慧的起源，涉及一點哲學的討論，指

智慧存在於一切之先， 「是天上天主的言語，她的道路是永

久的誡命。」 (1 :5) 智慧是在萬物之上，在天王以下。叭

後作者談到敬畏天王，並把這與智慧連結，敬畏天主是智慧

的開始、虔誠、圓滿、冠冕及根氞 (1: 14-26) 。既鈥敬畏上

主是這麼重要，那麼，就要以智慧來做明智之事，方能敬畏

上主 (1 :27-40) 。

第二章要討論的，是在人生中如何以智慧來敬畏上主。

智慧文學不僅在概念上討論智慧，也暉用到實體上，第二章

正好頃出這特點。作者指出，人生會遇上「災難」 (2:2) 丶

「各種困苦」 (2:4) 等考驗，而人需要以智慧來敬畏上主，

默默卫受（參閌2:1-6) • 並且相伝，最後天主都會把救恩洽

予願意敬畏祂的人（參閌2:7-L汀 。痘而，作者以三個「禍

哉」與四個「凡敬畏上主的」作比較 (2: 14-21) • 縉論是：

「假使我們不悔改，我們就必落在上主的手裡，而不是落在

人的手裡：因為他是多縻偉大，他的仁萼又多麼偉大。」

(2:22-23) 

第三至四章圍澆在人哼關係的智慧裡，先式孝敬父己

U:2-18) , 帆後論工作三 19-26) • 指出譯按自己能力而

為，不要「心裡頭硬」 (3了 、 「 L 惰不正」 U:28) , 

而要明智熱心， 「在正義的工作L· 必獲成功。」 (3:32) 

作者以「施捨可以補陪罪過」 三旦｝的説法，由工作

轉向要幫助窮人，列出各種窮人的因囍，不僅要幫助他們，

還要「表示和氣」 （參閌4: 1-7) • 歸還惶們的債務，拯救被

壓迫者，以及翟顧婦孺 (4: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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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2-22• 作者又插入一段有關智慧的讚美，以及智

慧向人提出的忠告。然後在4:23-33• 再把這些有關智慧的理

解，應用到「我兒」在人生路上，該如何選擇， 「不要做閆

心有愧的事」 (4:24) • 反應該「至死要爲真理奮鬥，上主

天主必要助你作戰。」 (4:33) 

第五章談到兩種罪： 「貪財」 (5: 1- l O) 及「一口

兩舌」 (5: 11-o: 1 I '百在笛二章開始，就指出不要嚐慾

(6:2-4) • 三者都是人容易犯的罪，這也是德目川篇經常提醒

讀者的重點。

6:5-17節相當有趣，教導人如何交友，指出交友要多，

但能為你出諜獻策的很少 (6:5-6) • 還提到交友的過程該如

何 (6:7-13) • 並提出「忠實的朋友」的美好 (6: 14-17) 。

到了6:18-37節，作者就吩咐自己的兒子，由幼年到老

年，都要尋找智慧，因為「你用智慧去工仃，用功不久，很

決就可吃她的出產。」 (6:20) 相反，不能明白智慧的人，

如身負重石 (6:22) 、腳扣鎖鐐、頭套枷鎖 (6:25) 那樣生

活。如果廑得智慧， 「她的腳鐐，要成為你有力的護衛，堅

固的基礎；她的枷鎖，要成為你光榮的服飾。」 (6:30) 

第七章以另一個角度來談智慧，就是在上主面前應有

的德行和躲避罪惡 (7:1-23) '因為有智慧的人，既能做好

事，也能避開惡事了。然後，談到應該對不同的人和物，

都有善心，這包括「羊群」、 「兒女」、 「妻子」、「父

母」、 「司祭」以至窮人 (7:24-40) • 全都該加以善待，

「你在一切事上，要記得你的末日；這樣，你就永遠不會犯

罪。」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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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也是談智慧，而《思高聖經》的標題，採用「明

智」一詞，指的是生活智慧，即在具體生活裨，如何處理問

題最為適當。當中列舉與各種人的相處，如「不要同有權

勢的人爭吵，免得你落在他的手中。」 (8: I) 這就是一種

生活智慧。往後，談到如何與「富貴人」、 「饒舌的人」、

「祖暴的人」、 「老人」等的相處，也顯出不同的生活智慧

(8:2-7) 。

第九章先特別討論如何對待婦人 (9: 1-13) • 重點是男

人不可為美色所迷惑，不然就會「因你的情慾而陷於喪亡」

(9: 13) 。然後，談到交友之迫 (9: 14-15) • 要謹滇處世

(9:16-22) • 並且要懂得如何説話 (9:23-25) 。

第十章，先從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入手，談如何才是

聰明的管冶者 (10:1-5) • 然後提到各種處世的危險，包括

騶傲、貪財、翌棧權力，都是叫人走向死亡 (10:6-13) 。作

者特別重視驕傲，説它「始於人背離上主」 (10:14) • 「是

一切罪惡的起源」 (lCUS) • 驕傲者會被天主從世界上除

去。「富貴人、有名譽的人和貧窮人的光榮，就是在乎敬畏

上主。」 (10:2門這才是真正的光榮和值得敬重的。

第十一全十三章首先指出亢榮的人， 「不要自大；因

為上主的工程，雖是彆人的· 元榮的· 但他的行動在人間，

卻是隱而不現的。」 (11:4) 反之几事者［要信靠上主，因為

「幸褔、災禍、生死、貧富，都來自上主。智慧、學識及法

悍的知識，來自上主；愛情與行善的工作，也是從他那裡

來的。」 （口 14-15) 而且，在信靠上主之餘，也要慎防壞

人，要小心分辦朋友，因為「與惡人同行，而陷入他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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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顛人I舞惜。」 (12: 13) 膺要與同自己一樣的義人交

往 (13: 19-24) • 與富貴的人交往時，要小心，因為「富貴

人侮辱了人，還怒不可遏。」 (13:4) 

第十四至十七章首先教導人如何善用財富，不要吝

嗇，要厚待朋友 (14:3-21) 。接著便述説智慧帶給人的祝

福，使人不致動搖，不致受辱，且充滿上智和聰敏的神，

愉快喜樂 (15:3-6) 。然而，人是否擁有智慧，在於自己

的意廓：生死與善惡，法律和誡命，都置於人的面前，

由他自決，因此人不能推諉説： 「是上主使我沒有智慧」

(15 口） 。而這亦是人的責任所在，天主能明察一切

的，祂必會「依阻每人的行為審判人」 (16:13) • 施以懲

罰或賞報。

天主的智慧，彰顯在萬物之上 (16:24-31) '也彰顯在
人身上， 「好使他們能讚美他的聖名，光榮他奇妙的化工，

並傳述他偉大的工程。他賜名合他們理智，又賜給他們生命的

法律，作為產業；和他們立了永久的盟約，使他們認識正義

和自己的法令。」 (17:8-10) 天主時常注視著人的行徑，善

行和惡行，都擺在祂的面前 (17:16-17) • 因此人應及時修

德，讚頌上主 (17:23-27) 。

第十八至廿二章的內容，主要是一些具體的生活教

導。這片段開始時以天主的尊威與人的卑微作比較，指出

仁慈的上主必會勸告、懲戒、教訓世人，接著便一一列出

這些教導：施捨要出於誠心 (18:15-18) 丶作事要謙迸明智

(18:19-33) 、力戒酒色和邪品 (19: 1-主 23:21-38) 、慎用口

舌 (19:5-1 工 23:7-20) 、如何辨別真假的智慧 (19:1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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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緘默和避免責斥別人 (19:28-20:8) 、躲避罪惡 (20: 1-

口） 、明智與愚昧的比較 (20:14-33; 21:31) 、如何與愚人相

處 (22:1-23) 、如何保持友誼 (22:24-32) 。當中也加插一

段祈褶，祈求夭主不要使作者跌倒 (23:1-6) 。

全書第二部分 (24:1-42:14) 的內容與第一部分顆為相

近，但隼點主要是讚揚智慧的崇高和人生需要智慧。

第廿四章是對智慧的頌讚，而且描述詳盡而細膩，是

十分精彩的作品。瑄裡智慧以第一身的方式稱揚自己：

「我由至高者的口中出生，我在一切化工以先，是首先出

生的。」 (24:5) 智慧詳述自己在苫世的作為，並接受了天

主的命令， 「你要住在雅各伯那裡，在以色列中建立產業，

在我的選民中生根。」 (24: 13) 因而「定居在固雍山上」

(24: 15) 。她散發著各種美德 (24:20-31) • 並囉藏在盟约

書上，那裡有正義誡命的法律 (24:32-39) • 有如江河殷澆

灌和孕育世人 (24:40-47) 。

在第廿五至廿八章裡，智慧述説自己二作的成果，也

就是使她喜樂和感到幸福的事，如「兄弟和陸，鄰人友愛，

夫婦同心」 (25:2) 等等，芷以「敬畏L主，是愛上主的初

步；信德是依附上主的起鬪」 12只 16) 來亮咭這清單。智

慧之後也列出一連串她所厭惡的事，讓人加以戒備，首先是

惡婦的醜行 (25:17-36) • 並以賢妞來與二比較 (26:1-24) • 

繼而是貪財 (27: 1:4) 、説話不亁不凈 (27:5-8) 、與愚人

交談、洩露朋友秘密和口是心非的惡果 (27: 12-27) 。欲以

惡行傷害他人的，反而傷害了自己 (27:28-28:9) • 要狙免

爭吵和惡言，因為「激列的口角，容易节起怒火；激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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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辯，容易流血：妄證的口舌，致人死命。」 (28:13) 「搬

弄是非的，和一口兩舌的……使許多安享和平的人喪亡。」

(28: 15) 

第廿九章談到作善行時的智慧。別人有急難的，應給

予借貸，而借人錢的，應要感恩和準時歸還 (20: 1-10) '對

貧苦的人要樂善好施 (20 口 -18) • 在別人有需要時，可作

財政的擔保，但要謹叭 (29:19, 23-27) • 而受保的要感恩和

盡貞 (29:20-22) 。作者考咭這章時，指出最重要的，還是

知足旵樂，因為「在自己茅合裡，度窮人的生活，比在別人

家裡常有盛宴更好，因為那裡不是自己的家。」 (29:28-35) 

第三十章開始，作者進而講述家庭生活的智慧，首先

是要嚴厲地教訓子女 (30:1) '這裡按古人的風俗，以鞭打

作手段，當叭在今門今日來説，已不恰當，但教訓的重點

是不要放噴，因為如果這樣，到頭來反而會方子女帶來傷

害 (30:7) 。此外，還要竭力保持家人的身心健康 Uo:14-

27) 。

第卅一章指出財富容易使人失足， 「迷愛黃金的人，

是有禍的！……不寄望於金錢財寶的富人，是有福的！」

(31 :7-8) 當有了財富後，一設便會在飲食上好好享受，作

者因而述説赴宴盱應有的態度 (31:12-42) • 重吶就是要有

節制。隨後第卅二章談到的，是在筵席中主人、年長者和

年屿人應冇的態度 (32:1-17) 。接著，作者便回到敬畏上

主這核心教導上，因為這樣才能遵守法律，接受祂的教訓

(32:18-19) • 按這些誡命和教導三思後行的，決不會受害

(32:24-28) 。



212 : 智慧文學

在第卅三章裡，作者以「敬畏上主的，決不會遭遇凶

惡」 (33: 1) 來總縉以上的具體教導後，便再開始盛讚上

主的智慧。首先是説明了天主對大自然及一切都有精妙

的安排，不單在宇宙的規律上，更包括各人在不同階級和

崗位上的區別，暗示著世上「善與惡相對，生與死相峙」

(33: 15) • 都是至高者的化工，背後必有其美善的旨意。

其後，作者述説自己搜集箴言和寫這書的目的，是為了

教導人，因此作領導的要加以學習 (33:16-19) 。在這章

的最後部分，作者教導家長要如何對待自己的財富和僕人

(33:20-33) 。

第卅四章指出夢境的虛幻，迷仁和寄望於夢境的人，

必大失所望 (34: 1-7) • 絪而，夢境也有可能「是出於至高

者」 (34:6) • 但作者沒有教人如何分辨。與沉醉於夢境相

反的，是閲歷豐富的人，他們識見廣博，因而知道要信賴天

主的寵佑 (34:9-13) , 作者再重申，敬畏天主的人，必蒙祝

福 (34:12-20) 。而敬畏上主必會向柚作出祭獻，但祭獻不

可來自不義之財，因為「惡人的供物，上主決不會悅吶」

(34:21-31) 。

在第卅五章裡，作者緡噴冇閼祭品的教導，指出相稱

於祭獻的道德生活，同樣重要： 「遵守法律，便等於獻的

祭獻多：．遠離邪惡，就是舉行贖罪祭， 施捨等於讚美

祭。」 (35: 1-4) 丙為「義人的獻儀，使祭壇豐盈； 義人

的祭品，必蒙悅納」 (35:8-9) 。而不義者的祭品，必不被

接受 (35:14-15) • 因為天主會聽到他們所加害的人的哀求

(35:16-19) • 這些受壓迫者的祈禧，必蒙悅衲 (35: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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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六章是一篇近似聖詠的祈禱，作者祈求天王復興

以色列，打擊敵對民族，更祈水天主「指導我們走上正義

的道路，使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天王· 萬世萬代的天

主。」 (36:]-]l)) 祈禱之後，作者又回到生活的教訓上，首

先是如何選擇妻室，因為「獲得賢能妻子旳，就是獲得了最

好的產業」 (36:26) 。

第卅七章繼增選擇伙什的教導，在選擇妻室後，這

裡是如何選擇朋友，能甘苦與共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37: 1-6) 。而朋友之間萃不免會互相提點，面對這些意

見，要小心，要看看對方是否虔敬的人，更要依賴自己的

良心，因為「善人的良心有時預告實清，遠遠勝於七個坐在

高處觀望的哨兵。」 (37: 18) 作者隨之有感而發地指出，

善於教導人的智者，是有福的，因為他「在自己的民族中·

享有光榮和信任，他的聲譽千古流芳。」 (37:29) 在這章

的最後，作者再次教訓飲食要有節制，目的似是要帶出飲食

過度，會導致疾病，甚至因而喪命。 (37:30-_,..i) 

第卅八章隨之述説有闕患病時，對醫生應有的態度

(38: 1-8) • 而且在求醫的同時，也要祈求天王 (38:9-15) 。

當面對頠可避免的死亡時，在世者應為亡者哀悼，但要適

可而止，因為「死者不能再回來；你這樣悲傷，為他沒有

妤處，對你自己有害。」 (38:22) 在世者要繼續自己旳生

活，各人都要専心於自己的崗位。在社會上工作的人，他

們的貢獻，在於洽予社會生活上所需 (38:26-38) • 而與他

們不同的，是那些智者 「專注於認識生命的法律的人」

(38:25, 3l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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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九章接著述説智者的工作，是要尋找天主的智

慧，並加以宣揚 (3'-J: 1-15) , 當位詔識到天主神妙的化工

後，便要讚頌造物主的智慧，許邀請大豕「萬眾一心，眾口

一詞地，歌頌稱揚上主的聖名」 鬥9:41) 。

天王雖創造了美好的世界，但第四十章指出一個現

實，就是人生隍不開痛苦， 「死亡、流血、鬥爭、刀劍、

壓迫、饑饉、因苦和鞭笞：這一切都是為罪犯而設的」

(40:8-'-J) • 是罪惡帶來了懲罰。唯幸，人生仍是美好的，

只要努力面對人生挑戰的，自食其力，自給自足的，便會得

到幸福。而比這些更有福的，就是愛好智慧的人，因為

「有了敬畏上主之心，就一餌所缺，也不需要什麼援助。敬

畏上主，好比一座蒙受祝福的花園，使人蒙受一切光榮。」

(40:27-28) 

第四十一章較詳盡地談論到世上不好的事，首先是死

亡，它為惡人確是辛酸的 (41: 1-2) '但為善人，卻可以

是美好的 (41:3-7) 。惡人生前和死後，都會受到咒罵，甚

至禍及子女 (41 :8-14) • 反之智者生前死後，都閂獲享聲

望 (41:15-18) 。作者接苫列出一些有損聲譽，使人羞愧的

事，如姦淫、犯罪、不義等箏二 l:llJ-2Xi 。

在第四十二章，作者也勸勉人不要因為顧情面而放棄

一些應作的事，如害怕遭外邦人指指點點而不遵守梅瑟法

律；與朋友旅行分賬時，要公正等等 I 且 2-8) 。在顧及聲

譽的考慮上，更要小心的是如何藍護女兒，既怕未能適時出

嫁，或未婚生子、或出嫁後不孕、或封丈夫不忠等等， 「因



．元十· 德訓篇 I 21s 

為不名譽旳女人，能給人帶來恥辱。」 (42:14) 足樣就芍

束了整卷書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42: I 5-50:2幻的內容是有閼天主在大自然和

以色列民中的光榮顯現。首先是讚頌天王在大自趴中的光

榮，包括了井然有序的化工 (42:15-26) 、天空中日月星辰

的奇觀 (43口 1) 、宇宙的干奇萬変 (43:12-25) 、向洋旳

裨秘偉大 (43:26-.33) 。而天主神妙的化工，實在大多了，

人不能讚美天主於萬一 (43:34-37) 0 

第四十四至四十九章，是透過以色列救恩史上的聖祖

和偉大人物的事跡，來讚美天主的餌窮智慧： 「上主在他們

身上，作出許多光耀的事，自太古就對徨們，顯示了自己的

偉大。」 (4.+:2) 在這些列祖之中，包括了國王、民間的領

袖、智者、受人尊崇的人等等 (44:3-15) 。而受讚頌的名字

剛包括了哈諾客、諾厄、亞巴郎、依撒搭、雅各、梅瑟、亞

郎和丕乃哈斯、若蘇厄和加肋布、民長們、撒慕爾、達味、

吶章先知、撒羅滿（但也有譴責他）、厄里亞、厄里叟、希

則克雅、依撒意亞、勾史雅、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另外十

二位先知、充軍後的則魯巴貝耳、耶叔亞和乃赫米雅，最

後｀作者特別提到哈諾客、若琵、舍抖和他的兒子厄諾士、

閃、亞當。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整篇名單中，描述阿郎的篇

幄出奇地長 (45:7-27) • 而且也提及兩個較少人詔識的人

物，就是接替阿郎大司祭職務的，他的兒子厄肋阿［市爾，

及孫兒丕乃哈斯口5:2~-31 l 。由此可見，在作者成書的時

代，以民對大司祭是極為尊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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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結束了這篇民族聖祖和偉人的讚頌後，在第五

十章中也讚美了當時的大司祭息孟 (50: 1-5) • 並以頗長的

篇幅，措述了他所施行的聖儀。儀式中的最後祝福，也記錄

在內： 「願他賜給我們愉快的心靈，並使以色列現時平安，

永遠平安：卿他的仁慈不雛開我們，並在他指定的時日，拯

救我們。願他的仁慈，常存在息孟身上，並與他立訂丕乃哈

斯的盟约，這盟约要與他和他的後裔，永存不滅，如天之永

恆。」 (51 :25-26) 。

最後，作者以一個總結 (50:29-31) 和祈褡 (51: 1-38) 

作為全書的結束。

有關德訓篇內容的介沼，就到此為止，這裡只是扼要

地把全書介紹一遍，如讀者想多一點智慧，號要自己细心關

讀經文了。

7. 主題

德訓篇至少有囚個主題為聖經學者所注重的，分別

是：報應觀、智慧的本質、智慧與以色列神聖傳统的結合、

敬畏上主。

7.1 報應觀

思考：若有非教友的朋友問．「如果天主真正的存

在，為甚麼世界會有這麼多惡人作出傷天害理

的事？天主為何不立即懲罰他們？」你會如何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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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訓篇的作者孰識舊约聖経，他的作品不僅在風格

上，而且在教導上都類似箴言篇：但似乎沒有受到约伯

傳和訓道篇太大的影響。作者也和舊钓智者一樣，提出智

慧的行為是當下得到昌盛繁榮和生活美滿的媒介。他更

聲明世上唯一不朽的就是姓名或記憶，和其後裔 (JO:-l-

'.\ 37:29: 41: 15-16) 。

「你要施捨，也要收受，總要使你的心靈渝快。死酌

你膺履行正義｀因為在陰府裡· 氘嗝可尋。」 (14: 16-17) 

這差是以色列人順從死亡的明證。作者對哀悼者的忠告是

非常實際的，人可以表達對死者的哀傷，但卻不必過分。逝

者已矣，不能再回來，人就要毅然面對未來 (38: 16-24) 。

「你不論活十年，百年，或干年，在陰府裡，對生命的長

短，再沒有怨尤。」 (4 [ :6-7) 這句説話對於在世生活富足

的人來説，是多麼的痛苦；對那些生活艱苦的人來説，是

多麼的受歡迎。

「你在一切事上，要記得你的末日：這樣，你就永遠

不會犯罪。」 (7:40 : 參閲28:6-7) 「末日」這個字詞. 王

是向讀者提醒人必要一死，因此人應該正直生活，否則他的

「末日」將會帶來悲傷、逝去、與物分離的感慨而已。可是

天主能夠在人的「末日」償還他：因此· 透過人的「末日」

的万式，就可知道他的為人 (11 :28-30) 。噩論如何，作者

肯定了陰 I仔 1 死亡就是人的最終結局 (14:16-20:41:5-6) 。

傳统上，德訓篇要面對著有關報應的難題。在天主旨

意下，祂如何讓人能區別義人和惡人的命運？雖然作者認為

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天主的作為（只曰-14) • 但這並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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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人對他的所作所為，要負上責任。實在的，作者認為天王

議人有自決的能力 (15:14-16) • 正是告誡人不要把他們的

嚳妄罪惡歸咎於天主 (15:11-12) • 因為放在人面前的只有

生命和死亡，我們要接受我們所選擇的（鬥 17-18) 。

另外，作者傳述天主所作的事情皆是好的 (39: 16-

41• 特別是21, 26節）。他反對人們説一事不如另一事妤

(39:40) • 並指出凡事皆是天主的恩賜，比万水和火、奶

和蜜等 (39:31-32) • 為天主的人來説，它們是好的，但為

惡人來説，卻是壞的，這裨頗符合典型的因果報應觀念。此

外，作者正展開他進一步的討論： 「到了時侯」 (39:39) 。

他繕墳申明上王的「依時成就」 (39:16, 39, 40) • 也包括了

火、冰雹、饑饉和死亡 (39:35) 。它們都是天主的僕人，

它們在執行天主洽它們的任務。

還有，作者提出了對立的規律 (33:7-15) 。徨訒為「善

與惡相對，生與死相峙，罪人也與虔敬人敵對：請看至高者

的一切化工：囍不兩兩相對，一一對立。」 (33:15) 同樣

的思想也在祂的讚美詩出現 (42:1 辶 -43旦，特別是42:25) 。

餌論如何，作者如訓這篇的丘/II 道者一樣，意識到天中

的工作帶有神秘性 (1 :3, 6工 11 止：訓 ':11: 8:1 工 11 :5) • 

而他也有如訓道者一樣，教導位的讀者：若把自己託付於天

主，便會獲得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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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智急的本質

在德訓篇裡，智慧有一些明頃的本質，是值得訂論

的。首先是擬人化的智慧，使她看似是有位格的，意思是

指智慧好像一個獨正存在的主體，因為「智慧要稱揚自己」

(24:1) • 智慧有「自己」的意識，就是獨立個體的表現，

而且智慧「由至高者的口中出生」 124勺 ，這也代表智彗

有別於天主。

但要留寶，德訓篇的作者並未就智慧的本質，件有系

统的闡述，所以在書卷裡，又會找到「一切智慧，皆來自上

主」 (1: 1) ' 「一切智慧」的説沄，似乎又頃示了智彗並

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此外， 「祂藉著聖神，創造了智慧」

(l :9) • 這讓基督徒艦想到聖三的問題。只能説，作者對

智慧的特質有敏鋭的觀察和領悟，使他意識到智慧與天主的

本質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既有相同的本質，但也有分別。

在德訓篇的描述中，智慧在天主所造的一切裡，地位

崇高： 「我在一切化工以先」 (24:5) • 又「站立在凸世

上」 (24:9) , 並「掌握飼上威權」 (24:10) 。因此，智慧

是高於萬物的，而且她在萬物之上，指導一切美菩： 「在

智慧的府庫裡，有明智的箴言」 (1 :31) • 這些具智慧的箴

言，得以指導人得到美德，所以智慧明言謊： 「我是沌愛、

敬畏、智德和聖愛的母親。我具有真道和真理的一切優美：

我具有生命和道德的一切希望。」 I 24:24-25) 由此可見·
智慧指導著人，使人可以在現世中好好生活，做合符天主旨

意的事，這可謂是德訓篇的重點，亦是智慧文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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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智惹與以色列神聖傳統的結合

德訓篇是首部坵書把智慧和盟约結合在一起的，這將

別顯示了智慧與法律，都是天主教導以民的同一真理 (24

章） ，以及智慧如何彰顯在以色列英雄人物的名罡中 (44-

50章）。智慧對作者來説，是以色列人的自我理解的一種

新表達。智慧聽到至高者令人驚訝的命令： 「你要住在雅

各伯那裡，在以色列中建立產業，在我的選民中生根。」

(24: 13) 而事實上，她也做到了 (24:14-16) • 因而讓作者

在梅瑟的法律書中，把智慧辨訐出來 (24:32-33) 。

像24章一樣，在舊约聖經章節中也同樣非常突出的，還

有44: 1-50:26中作者對「列祖的讚美」 ，因為對人的讚美，

在其祂舊约經書是罕見的。就算舊約著名人物梅瑟、若蘇

厄、達味等等，其位舊约涇卷的作者都沒有讚美他們，只是

確切地描繪祂們的事跡，和強調值們是受天主的委派執行工

作而已。作者如此創新的撣寫這讚美列祖的經文，並編排這

些歷史人物一個一個緊湊地順序「出場」 ，這是其祂的聖經

經卷所沒有的。

這篇讚揚列祖的片段，緊接著讚美天主創造的詝

(42: 15-43:37) • 而後者的最後一句是「上主造成了萬物，

並賜給虔敬人智慧。」 (43:37) 這句話扼要地道出了隨後

讚揚以色列先祖的原因，就是祂們都因虔敬而獲得了天主所

賜的智慧。如此這般，作者讚美天主與列祖的事跡連緒起

來： 「現在譔我們來讚揚那些著名的偉人，和我們歷代的

祖先：上主在他們身上，作出許多光耀的事，自太古就對他

鬥，顯示了自己的偉大。」 (44: 1-2) 作者在讚揚列祖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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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 (44:1-15) • 沒有列舉任何名字，但是隨後就列出了受

讚美者的芳名，因為惶們履行了盟约，這就是智慧，因此池

們的名字和對他們的記憶是不死不滅的 (44:13-15) 。

7.4 敬畏1:主

為作者來這，智慧和啟畏上主差不多是同一的意義。

這個意義也可在箴言篇、訂伯傳和聖詠中找到的（箴 1:7;

9:10: 勻28:28 : 詠 11 l: 10) 。德訓篇重覆它們這個智慧又學

的關鍵思想：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 (1: 16) 。「敬畏

上主」或「敬畏天主」一詞，在德訓篇中出現了六十多次，

由此可見這思想在德訓篇中的重要性。

l口 0作爲德訓篇的導言，説及智慧的起源及尊貴。可

以肯定的是，智彗是與天主－起的，是人不難以評識和明白

的。然而，創造了智慧，並注視著她的天主 (1:9 • 對昭约

22':27) '溏溉地把智慧傳授予所有生命，尤其是那些愛慕

天主的人 (1:10) 。智慧雖然與上王同住，但卻可以為人所

接近。

作者把智慧就是敬畏上主的概念加以詳盡的解説 (1 且－

40) :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 (1: 16) 、圓滿 (1 :20) 、冠冕

(1:2:2) 、根源 (1 :25) 。敬畏上主的特徵是能自我拌制、

慎言、誠實和謙卑，更重要的是遵守天主旳誡命 (1:33) 。

敬畏上主與智慧之間構成一條雙向路：它導向智慧，同時智

慧反過來冷予敬畏上主的人「果實」和「常生」 (1:20-26: 

24:2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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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愛的語言來描述恵信的人和智慧的關係 (4: 12-

22; 6: 18-32: 14:22-2工 51:18-38) 。青年人會尋找她，找到她

便捉住她不放 (6:28 : 歌3:4) '他要追求她， 「從她的窗外

窺視，在她的門口頃聽」 (14:2,1 ; 歌2:9) • 祂的鎷愛將得

到智慧的回膺 (4:12-22) • 她會給予他食物和飲料 (15:J ; 

歌8:2) • 也會考驗和磨煉她的愛人 (4:18-19: 歌5勺 。作

者甚至説及情人要擔負智慧的「軛」 (6:26; 51:34) '但是

她的桎梏是蔚貴的記號，追求她的人要穿上她作為美麗的

服裝 (6:31-32) • 因為「愛她的，就是愛生命」 (4:13 : 箴

8:35) • 而她「將自己的秘密啟示洽他」 (4:21) 。

作者甚至將敬畏上主與愛慕天主視為同等： 「凡敬畏上

主的，決不背棄他的言語：愛慕他的，必遵循他的道路。」

(2: 18) 而且，這些敬畏上主的人必滿懷希望： 「因為他們

的希苧指向拯救他們的主，天宇的眼常注視愛慕他的人。

敬畏上工的人，頠所畏懼，皿所恐怖，因為上主是他的希

望。」 (34:15-16)

敬畏上主應發自人內心的深處，因而同門也會愛慕上

主和常懷希望。冇學者訂互對上工的散畏·固伕可視為心態

上的，但若具體地來説，詞t是遵守天字三梅荳頒布的法律書

(24章） ，因此讀者會詞誡作者為何強凋遵守法律的重要。

在他的著仃中，他不斷回到對智彗、敬畏上主和法律

的關係，作為他的主題。「一切智慧，在於敬畏上主，就是

叫人敬畏天主。齊全的智慧，乃是遵行沄律。」 口 9: 18) 

「敬畏上主的，必如此而行：謹守法律的，必獲得智慧。」

(15: 1) 智慧與天主有著緊密的園繫，她被卜主派遣到以色



量元十·德訓篇 I 223 

列中，居住在聖殿內。作者明確地把她等同為「梅瑟頒布洽

我們的法律」 (24:33) • 對此最佳的描述是「對法律的虔

敬」 ：對天主的旨意充滿喜樂和熱情的追求，這些思想也滿

布在聖詠集中（詠 I, 19, I 19等篇）。這不是拘泥於法律，而

是它展示天主的旨意： 「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是我

路途上的光明。」 （詠 119:105)

德訓篇的芍尾是一首希伯來文的字母詩 (51:18-38) • 

內睿上呼噸著它的卷首 (I: 11-40) • 都是描寫作者對智慧的

瓦列追求。作者以一句雋語來縉束全書： 「你們要及時工

作，到了時候，他必要給你們報酬I 。」 (51 :38) 實在的，

人致力追求天主的智慧，必會獲得天主的恩惠。

8. 摘要

(1) 德訓篇的作者在書末說出了自已的名字：息辣厄肋阿匝爾

的兒子耶穌。教父時代常稱之為《息辣之子耶穌的諸德智

訓》，簡稱為《德訓》。自聖西彼廉以後，它被稱為《教

會之書》。《思高聖經》稱這部經書為《德訓篇》。

(2) 學者認為德訓篇大約在主前180年左右成書，寫於耶路撒

冷，原文是希伯來文。

(3) 德訓篇被聖經學者認為是一部沒有完整結構的「家訓」。

它的主題多采多姿，包括有間智慧、友誼、賀窮、財富等

等。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大部分：智慧的本質、規勸和得

益；讚揚智慧的崇高和人生需要智慧；天主在大自然和以

色列民中的光榮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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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德訓篇至少有四個主題為聖經學者所注重的，分別是：報

應觀、智慧的本質、智慧與以色列神聖傳统的結合、敬畏

上主。

(5) 在教義方面，德訓篇說明智慧是來自上主的；她以女子的

身分出現，若人追求到她，就能確保獲得快樂幸福。

(6) 作者確定了智慧與法律是同一的，這是他的責獻。

(7) 作者對愛慕智慧的列祖列先歌功頌德，在他讚揚以色列英

雄人物中，他特別尊崇作為大司祭的亞郎、丕乃哈斯和息

孟。

(8) 雖然作者的觀念主要是繼承舊約的傳统，然而他也引進一
些新的思维，例如有闊人在死後的報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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