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诗篇》与人生智慧 
 

明白《诗篇》在整部圣经中的地位；在《诗篇》中认识上帝、耶稣基督、世界 

与自我；学习运用《诗篇》进行祈祷、赞美、辅导；从《诗篇》中明白何谓人 

生的真智慧。 

 

第一讲 《诗篇》与智慧文学 

第二讲 律法诗篇 

第三讲 弥赛亚诗篇 

第四讲 赞美诗篇 

第五讲 哀歌诗篇 

第六讲 感恩诗篇 

第七讲 信靠诗篇 

第八讲 天上君王诗篇 

第九讲 地上君王诗篇 

第十讲 咒诅诗篇 

第十一讲 智慧诗篇 

 

一、《诗篇》在圣经中的地位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

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 24:44-45）。 

1、 律法书总论：上帝与律法，5 卷 

2、 历史书总论：历史与规律，12 卷 

3、 智慧书总论：人生与智慧，5 卷 

4、 先知书总论：先知与世界，17 卷 

5、 福音书总论：基督与福音，4 卷 

6、 教牧书总论：教会与世界，22 卷 

7、 启示录总论：得胜与得荣，1 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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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书总论 
王志勇 编著 

 

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充满诗意的生活。而诗歌智慧书就是基督徒充满诗意

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智慧书包含《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

歌》五卷，因为主要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所以被称为“诗歌智慧书”。《诗篇》

和《雅歌》是用典型的诗歌形式写成的智慧书，而《约伯记》，《箴言》和《传道

书》则是以散文诗的形式写成的智慧书，以探讨人生哲理为主。其实，诗歌形式

不仅见于智慧书，它在先知书中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总共约占旧约篇幅的三分之

一，但这几卷书十分特别，它们虽然各有各的写作背景。所表达的信息却是超越

时间空间，讲述人心灵的经历，因此独树一格。 

因此，《约伯记》探讨义人受苦的问题，《诗篇》是人与上帝交通的记录，《箴

言》讲述智慧的生活，《传道书》思想正确的人生观，《雅歌》则表彰上帝与人之

间爱的关系。这几卷书正好能针对信徒成圣的各个过程：《约伯记》刻画出人生

劳苦愁烦的景况，《诗篇》显示人所经历到的救恩及喜乐，《箴言》教导一个蒙恩

的人如何待人处世，《传道书》道出一个成熟的信徒如何存敬畏的心享受上帝一

切的赏赐，《雅歌》则描绘出上帝与人联合的最高境界。 

 

一、智慧书的划分 

犹太教和更正教的学者，往往只把《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和《雅歌》

当作智慧书，天主教学者则增加了次经《便西拉智训》及《所罗门智慧书》。除

此以外，他们都将若干《诗篇》也附于其中。 

分辨衡量智慧诗的标准，可分两类：形式的（根据文学型态）和主题的（根

据内容）。可以区分成以下几种风格的智慧诗：（1）依字母结构排列，如离合体；

（2）数目式格言，例如：“三番四次”；（3）“有福”格言；（4）“强如”格言；

（5）比喻、劝诚；（6）父亲对儿子的称呼法；（7）使用智慧的辞汇，及措辞巧

妙的片语；（8）运用箴言、直喻、诘问及类似“听我”的字眼。与智慧有关的主

题，有：（1）报应的问题；（2）义人与恶人之分；（3）鼓励人个别信靠主；（4）

敬畏上帝；（5）默想上帝的律法是赏心乐事的泉源。 

圣经学者一般以形式与主题分类，把以下《诗篇》列为智慧诗篇：第一篇，

第十九篇；第三十二篇，第三十四篇，第三十七篇；第四十九篇，第七十八篇；

地一百一十一篇；第一百一十二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二十七篇；第一百

二十八篇；第一百三十三篇。人们一般把上述诗篇归属于智慧类的清单上，与四

卷智慧书同列。我们认为整个诗篇所涉及的就是智慧的敬虔，敬虔的智慧，是用

精炼的诗歌的形式，并通过歌唱，以上帝的律法来雕凿人的情感，可以概括到智

慧书中。 

当然，智慧书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五卷书，其实，整个的先知传统的精义都是

“敬畏耶和华”，这样的主题贯穿所有的先知书。先知的应许和智慧最直接相连

的地方，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至2结有关以马内利七重之灵的预言：“智慧和

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其实，在摩西五经中也强调智慧的作用，尤其是主张领袖和地方官长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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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方面的表现，他们必须“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

的人”（出18：21），“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申1：13-17；参民11：

11-30）。这种对领袖品质的要求，与智慧文学一致。因此，《箴言》8章15至16节

中谈及智慧时以拟人的与其说：“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

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 

 

二、智慧书的目的 

智慧书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从圣约的角度理解生活，并把上帝的律法

具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智慧书所讨论的是为人处事的伦理，是对人生的体验

和反省。智慧书的教训有三个重点：智慧、敬畏上帝和敬畏上帝的人生，这三个

方面是互为表里的。其实，关于智慧的教训绝不限于智慧书。在乐园中，女人受

了蛇的诱惑，为了得到智慧，违背上帝的圣约，吃了上帝明确吩咐不可吃的树上

的果子，结果却丧失真正的智慧，把罪恶和死亡带进了世界。在列族当中，约瑟

是一个智慧人的典型。他不受主母的引诱，也不计较兄长们对他所作的恶事，处

事精明能干，甚至赢得法老的欢心，在各方面都现出高超的智慧。而以色列民族

作为上帝的选民，在万民中也是有智慧的，而它们的智慧就在于上帝将他的律法

赐给它们，使他们可以遵守。“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

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

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申4：5－6）。可见，智慧、聪明始终是与遵守

上帝的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圣经中所说的智慧并不单单是一些知识

或聪明，乃是关乎人的整个品质，特别是和作人的道理与生活的艺术有关。智慧

的基础在于人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人生上帝为创造万物的主宰，明白人生在

世的价值，以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用所罗门的话概括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

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12：13－14）。 

 

三、智慧书的对象 

智慧书的对象，乃是社会结构中最小的单位－个人，且指示个人应当怎样行

才能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智慧教师虽然关心整体的社会结构和状况，然而

他们深深地晓得，若要变革社会，当从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入手。智慧书的作者探

究人类的潜能，并且重视开发人类的潜能。因为人是上帝的杰作，具有上帝的形

像，上帝赐予人理智和意志，并把智力全地的权柄赐予他。个人必须肩负自己的

责任，如何接受上帝从赐予的使命，面对人生的各样挑战，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

运。因此，人性的弱点，如贪婪、怠惰等，应当予以革除，因为这些习性都会拦

阻人科技自己的指责，使人无法发挥上帝所赐予的能力。智慧文学呼吁人敬畏上

帝，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抛开上帝的律法，人就陷于各样的幻想之中；违背上

帝的律法，乃是最大的愚拙，是自己坑害自己。“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8：36）。 

 

四、智慧书与律法书的关系 

智慧书与《申命记》有特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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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律法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同时，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地方，一定会出现反律

主义的现象，二者可谓是孪生的毒瘤。在《申命记》1章9至18节；16章18至20节

设立审判官时强调“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在《箴言》也同样强调。

《申命记》中强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申5：20），《箴言》中强调“说出真

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箴12：17），“作假见证的，必不必

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箴19：5），“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也不

可用嘴欺骗人”（箴24：28）。在《箴言》中，出处可以见到与上帝的律法对应的

地方。因为智慧的精义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应用到具体的生活处境中，而智慧书的

目的就在于指导人在日常生活中遵行上帝的律法。 

其他对比之处： 

（1）关于上帝的圣言：“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申

4：2；参12：32；13：1））。“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

（箴30：5-6）。 

（2）关于地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申19：14；参27：17）。“你先

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箴22：28；参23：10）。 

（3）关于度量衡：“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一大一小两样

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平的升斗，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

你上帝所憎恶的”（申25：16）。“两样的法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箴20：10，23）。“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箴11：1）。 

（4）关于许愿：“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申23：22-

24）。“不可冒失开口……你向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传五1-5）。 

（5）关于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申1：17；参16：19）。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箴24：23；参28：21）。 

（6）关于追求公义：“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叫好你存活”（申16：20）。

“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箴21：21；参10：2；11：4，19；12：28；

16：31）。      

 

五、智慧书的主要概念 

华德凯瑟在其所著的《旧约神学》中，谈及智慧时期，说：“智慧时期的主要

概念为‘敬畏耶和华’——这个观念在族长时期早已存在，这是因着信心而有的

反应（创22：12；42：18；伯1：1，8-9；2：3）。把应许和律法与此时此地全人

生活的美感和富足相连的，正是这个连结点。现世不仅意味着存在；生活是可以

变得有意义、有享受的，并与永恒的价值和委身结合在一起。”1     

将上帝的应许、律法、智慧联系在一起的特殊字眼就是“敬畏上帝”。上帝

在西乃山所赐给所有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也都指向他为列祖所设置的同样目标，

敬畏上帝就是藉着信靠上帝应许而产生顺服的（创22）。在族长时期，“敬畏上帝”

一词出现在《创世记》22章12节，亚怕拉罕因着信，愿意将儿子撒奉献给上帝；

约瑟因为敬畏上帝，就不与人同流合污（创42：18）；在约伯身上突出出的为上

帝所赞许的特征就是“敬畏上帝”（伯1：1，8-9；2：3）。 

在摩西时期可以看见更多的敬畏上帝，连收生婆也列于敬畏上帝的人当中

（出1：17）。为此，“百姓多起来，极其强盛”（出1：20），收生婆的家室也兴旺。

 
1 华德凯瑟：《旧约神学探讨》，廖元威等译，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出版，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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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经文再次道出其理由是“因为敬畏上帝”（出1：21）。在出埃及时，以色

列人也敬畏上帝（出14：31）。事实上，如果他们一直持有这种对上帝的敬畏，

就不致犯罪（出20：20），因为主是以色列的上帝，她应当敬畏他（利19：14，

32；25：17，36，43），如此就得以存活。 

在《申命记》中，敬畏上帝更是关注的焦点（申4：10；5：26；6：2，13，

24；8：6；10：12，20；13：4；14：23；17：19；28：58；31：12-13）。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敬畏并不是某种神秘恐怖的激动感觉，而是听见、学习、回应上帝

话语的结果（申4：10；8：6）。在《申命记》中，敬畏主与“遵守他的诫命”、

“跟随他”、“事奉他”、“爱他”、“专靠他”，永远是不可分开的（申10：12-13；

13：5）。因此，敬畏上帝从来都不是空泛的，而是惟独以上帝其启示的圣言为标

准，爱他、专靠他、事奉他（申10：20；13：4-5）。 

当我们读到智慧书与智慧诗篇，敬畏主也是认识上帝，得智慧的要素。在《箴

言》一章7节，它的功能犹如全书的座右铭；在《倡导书》十二章13至14节，其

功能乃对全书争论的总结（参传7：18；8：12）。同样，在《约伯记》廿八章28

节，“敬畏主”显然是智慧的顶峰。有四分之三的智慧书，都要以敬畏上帝来理

解，这是相当具有转折性的重要字眼。 

敬畏主是智慧文学中极具支配力的概念，它也形成了智慧文学的神学原则，

是对上帝应许与赐福话语的回应，正如亚伯拉罕和摩西时期一样。敬畏上帝乃是

真智慧的根本。若是没有这种智慧，人就无法成为有效的领导者，也不能正确判

断或认识上帝、人与物的价值。如此，生命将毫无意义，缺乏满足与喜乐。然而，

如果人生是由敬畏主来领航，生命就会成为从上帝而来的一项赐福。因此，敬畏

上帝是与选民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箴10：27；14：27；19：23；22：4）。 

 

六、智慧与顺服 

人的堕落就是因为自己作主，自行其是。真智慧是顺服上帝，当然体现在顺

服上帝的律法上。《利未记》十八章5节奉劝所有尊上帝为主的人说：“所以那么

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智慧书继续这一主题，指出： 

（1）顺服乃生命之路（箴2：19，5：6；10：17；15：24）； 

（2）智慧与敬畏主的教导是“生命泉”（箴12：14；14：27）； 

（3）智慧、公义及温良的舌，乃是生命树（箴3：18；11：30；13：12；15：

4），这是摩西律法的信息。自从以色列接受上帝的恩典与救赎，就不断受催促，

要考察并遵行新主人所有的诫命，使他们可以存活（申8：1）。这种生命不只是

物质的事，更是属灵的根本与目标，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中所出

的每句话（申8：3）。因此，以色列正面对生死的抉择，他们所得的催促是要选

择生命（申30：15，19），他们可以做的是爱他们的上帝，顺服他的声音并且专

靠他，因为他是他们的生命（申30：20）。 

上帝在西乃山赐下律法，正是为了要成就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

显明了智慧与应许的关系。智慧是藉着信心，通过遵行上帝的律法，得享上帝应

许的福分。上帝已经应许一位后嗣（后裔）、产业（土地）和继承权（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当人开始决志委身于上帝，就已包括接下来顺服上帝的话

语、诫命的生活型态。顺服的果子是生命，悖逆的结局是死亡。这么一来，敬畏

上帝的定义，就是远离恶事，选择生命之路，所有骄傲自大，堕入恶道，乖言邪

行，都当从敬畏主之人的生命中除去（箴3：7；8：13；14：2；16：6；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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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诗歌与智慧文学的特色 

希伯来诗歌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平行句”，即文法相同意义又相关的句子，

与中国人的对联相似。例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

1）即是平行句，二者互相补充，将意义表达得更完全。  

平行的两个句子的意义可能相似，可能相对，可能重复以加强语气，可能用

以解释或比较。无论何种形式，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当作一个概念处理，例如上例

的意义为“诸天与穹苍都述说传扬上帝的荣耀与手段”。  

平行现象不但会出现在两句之间，也会出现在多句之间。例如《诗篇》114

篇中，不但各节中都出现平行句，而且3，4节与5，6节也明显平行。有的是前后

互相对应，如《诗篇》67篇，有的是一段与一段平行，如《诗篇》107篇，这些

平行或对应关系构成了一首首诗歌的结构，与中国的词牌相似，却远比词牌复杂。

能正确掌握诗歌的结构，也就很容易掌握诗歌的原意了。  

 

八、解释原则 

因此，要分析一首诗歌，首先要确定整首诗的范围，然后按其结构分大小段

落，再看各段的主题为何，各主题间又有何关系，从中归纳出整首诗的主题，将

它转换成超越时空的属灵原则。诗歌体裁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含有丰富的描写

技巧，类似比喻，夸张，象征的措辞比比皆是。它们不能尽按字面解释，而要体

会作者的原意。例如《诗篇》98篇8节：“愿大水拍手”是指愿上帝在全地受尊崇，

而非指大水真的有手且拍动。因此，很多人极力主张的所谓的“字义解经”并不

合乎圣经本身的体裁。  

除了以上两个特点外，智慧文学的体裁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未必每句话

都可独立出来作为不变的真理。例如《约伯记》中所述苦难的原因，往往只能算

部分真理，不宜将它绝对化；又如《箴言》中的一些隽语，也未必放诸四海皆准

或毫无条件限制（如箴26：4，5）。读诗歌智慧书时，一定要以圣约为基本的架

构，以律法为不变的标准，不但要用头脑去明白，也要用心灵去体会，如此必对

灵性大有益处。 

 

九、智慧书卷的主题 

1．《约伯记》－上帝的主权：生活的态度－如何对待物质的兴盛与患难。 

2．《诗篇》－上帝的选民：敬拜的艺术－如何在敬拜和灵修中与上帝交通。   

3．《箴言》－圣约的标准－生活的艺术：如何处理生活中具体的事宜。 

4．《传道书》－圣约的后果：思想的艺术－如何在人生经历和哲学思想上摆

正自己。 

5．《雅歌》－圣约的延续：相爱的艺术－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

艺术。 

 

十、重要教训 

1．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2．当以上帝的律法教训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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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被上帝之爱吸引的人，才会真正跟随上帝。 

4．学习唱颂、默想诗篇《诗篇》，乃是基督徒敬拜和灵修生活的关键。 

5．学习“决疑术”（casuistry），在具体生活中遵行上帝的律法，分辨善恶，

乃是基督徒生活的艺术。 

 

卷一(1-41，21首哀歌，3.5首赞美，5.5首感恩，41首)  

1 律法诗（智慧诗）  

2 君王诗  

3 哀歌（个人）  

4 哀歌（个人）  

5 哀歌（个人）  

6 哀歌（个人，忏悔诗）  

7 哀歌（个人）  

8 赞美诗  

9 哀歌（个人，离合体）  

10 哀歌（个人离合体）  

11 信靠诗  

12 哀歌（民族）  

13 哀歌（个人）  

14=53 哀歌（个人）  

15 进殿歌?  

16 信靠诗  

17 哀歌（个人）  

18=撒下22，感恩歌（君王）  

19 1-6赞美，7-14律法  

20 君王诗  

21 君王诗（感恩歌）  

22 哀歌（个人，弥赛亚）  

23 信靠诗  

24 进殿歌?  

25 哀歌（个人）  

26 哀歌（个人）  

27 1-6信靠，7-14哀歌  

28 哀歌（个人）  

29 赞美诗  

30 感恩歌（个人）  

31 哀歌（个人）  

32 感恩歌（个人，忏悔诗）  

33 赞美诗  

34 感恩歌（个人，离合体）  

35 哀歌（个人）  

36 混体（智，赞，哀）  

37 智慧诗（离合体）  

38 哀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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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哀歌（个人）  

40 1-11感恩，12-17哀歌  

41 哀歌（个人）  

 

卷二(42-72，18首哀歌，1.5首赞美，2.5首感恩，31首) 

42 哀歌（个人）  

43 哀歌（个人）  

44 哀歌（民族）  

45 君王诗  

46 锡安诗  

47 赞美诗  

48 锡安诗  

49 智慧诗  

50 礼仪诗  

51 哀歌（个人，忏悔诗）  

52 混体  

53 =14 哀歌（个人）  

54 哀歌（个人）  

55 哀歌（个人）  

56 哀歌（个人）  

57 哀歌（个人）  

58 哀歌（民族）  

59 哀歌（个人）  

60 哀歌（民族）  

61 哀歌（个人）  

62 信靠诗  

63 信靠诗/哀歌  

64 哀歌（个人）  

65 感恩歌（民族）  

66 1-12赞美 13-20感恩  

67 感恩歌（民族）  

68 礼仪诗（难归类）?  

69 哀歌（个人）  

70=40：12-17哀歌（个人）  

71 哀歌（个人）  

72 君王诗  

 

卷叁（73-89，9首哀歌，0.5首赞美，1首感恩，17首） 

73 智慧诗  

74 哀歌（民族）  

75 感恩歌（民族）  

76 锡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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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哀歌（个人）  

78 智慧诗  

79 哀歌（民族）  

80哀歌（民族）  

81 礼仪诗?   

82 礼仪诗?  

83 哀歌（民族）  

84 锡安诗  

85 哀歌（民族）  

86 哀歌（个人）  

87 锡安诗  

88 哀歌  

89 君王1-37赞38-51哀  

 

卷四（90-106，3首哀歌，9首赞美，1首感恩，17首）  

90 哀歌（民族）  

91 信靠诗  

92 感恩歌（个人）  

93 赞美诗  

94 哀歌（民族）  

95 赞美诗  

96 赞美诗  

97 赞美诗  

98 赞美诗  

99 赞美诗  

100 赞美诗  

101 君王诗  

102 哀歌（个人，忏悔诗）  

103 赞美诗  

104 赞美诗  

105 历史诗  

106 历史诗  

 

卷五（107-150，12首哀歌，12首赞美，5首感恩，44首） 

107 感恩歌（民族）  

108=57：7-11；60：5-12合  

109 哀歌（个人）  

110 君王诗  

111 赞美诗（离合体）  

112 智慧诗（离合体）  

113 赞美诗  

114 赞美诗  



 10 

115 礼仪诗  

116 感恩歌（个人）  

117 赞美诗  

118 感恩歌（个人，君王）  

119 律法诗（智慧，离合体）  

120 哀歌（个人）  

121 信靠诗  

122 锡安诗  

123 哀歌（民族）  

124 感恩歌（民族）  

125 信靠诗（民族）  

126 哀歌（民族）  

127 智慧诗  

128 智慧诗  

129 哀歌（民族）  

130 哀歌（个人，忏悔）  

131 信靠诗  

132 君王诗  

133 智慧诗  

134 礼仪诗  

135 赞美诗（历史诗）  

136 赞美诗（历史诗）  

137 哀歌（民族）  

138 感恩歌（个人）  

139 哀歌（个人）  

140 哀歌（个人）  

141 哀歌（个人）  

142 哀歌（个人）  

143 哀歌（个人）  

144 君王诗  

145 赞美诗（离合 体）  

146 赞美诗  

147 赞美诗  

148 赞美诗  

149 赞美诗  

150 赞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