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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概論】  
一、 書名  

本書書名來自一 1「所羅門的箴言」。「箴言」的希伯來文 mashal 之字根有「相似」或「代表」或「平行」

之意，可泛指一種比較式的描述。這個詞也應用在含有警句式的比喻上(例：民廿三 7)。及後箴言發展為

簡明的格言，即是以日常生活之事例來教導有關行為和品格的真理，其範疇包括道德、社會及靈性。英文

'Proverb 是由兩個字組成，pro=for, verb=words, 即是說以最少的字代表眾言之意。中文以箴言為名， 

大概是取其規誡之意。 

 

二、 作者  

本書和詩篇相同，是一卷編集而成的書，故此作者不止一人。所羅門是主要的作者（一：1，十：1，二十

五：1）。其他作者尚有智慧人（二十二：17，二十四：23），亞古珥（三十）和利慕伊勒王（三十一）等。 

 

三、 寫作時地 

本書大部分是所羅門王於中興時期（約主前 950－900）在耶路撒冷所寫作的，但全書大概要在希西家王年

代（主前 715－686 年）才編集成書（二十五：1）。 

 

四、主旨 

講述人生在世處事為人的智慧，闡明起居應對之律，叫受教者知所行止進退，遵守的人必蒙神引導保守。

整卷書的主旨在序言(一 1-7)中清楚道出：為要「使人曉得智慧」，「領受智慧」，「使愚人靈明」，

「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也使智慧人更加明智。這智慧是建築於「敬畏耶和華」的根基上。這種對神

敬畏之心，能生發人生處事為人所需的智慧，使人活得正常及合乎神旨意。 

 

五、 本書重點 

（一）本書的目的是叫神的子民尋求智慧，得著智慧(智慧這詞用了超過一百次)。好使在地上過敬虔、 

蒙神悅納的生活。書中所說的' 智慧' 並不是指' 世上的智慧'（ 林前一：20）， 乃指人對神的

認識和敬畏。人如果認識他而懂得他的法則， 敬畏他而遵行他的旨意， 這是真'智慧'。人有了這

真的' 智慧'， 就能在生活上表現出聖潔、 公義、 良善、 高貴的品格和超越的道德。書中所題

的知識、 謀略、 學問、 聰明、 靈明等都是'智慧'的同義字（ 一：7，29； 二：5； 九：10； 

十五：33 等）； 而書中所題的愚昧、 愚頑、 不義、 懶惰、 無知等等， 則是智慧的反義。 

（二）本書的教訓雖然有些類似東方民族(如中國人)的諺語，但不要因此便以為它是人智慧的產品，而不

能與其他舊約書卷相比。要知道舊約裡的君王—本書作者的身份—也是神的僕人，如先知和祭司一

樣，能代神說話。神藉這些箴言教導祂的百姓，觀察及衡量人生，繼而作出正確日常生活路向的決

定。本書也並非單適用於以色列人或某一個時代，它的教訓是普世性的，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因它

是神的話語，也是非常實用的話語，說出神所要的行事為人之準則，叫我們留心遵行。這樣不單叫

我們處事有智慧，更叫我們在地上過一個敬虔的生活，以討神喜悅。有弟兄說：「背誦一句箴言不

消一刻，但應用之則要一生之久。」願我們多多背誦並經歷。 

（三）「敬畏耶和華」在本書出現了十四次，與得著智慧大有關係。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也是知識的開端，得

以認識神(一 5,7,29，二 1，九 10，十五 33)；敬畏神，乃生命的泉源，必得著生命(十四 27，十九 23)，也

大有倚靠(十四 26)；敬畏神的人，必心存謙卑(廿二 4)，遠離邪惡(十六 6)，有知足平安(十五 16)，也不嫉

妒罪人(廿三 17)；敬畏神，使人日子加多。這是真正有福的人生。 

（四）本書所論的智慧，與基督有很密切的關係。在不少方面實是預先描繪基督這位智慧的化身。箴言所

談及的智慧各方面，完全在祂身上顯明出來，尤其在第八章，那永存的，無始的，創造萬有的，奠

定諸天的智慧，可說是基督的代名詞(參：賽十一 2；路二 40；林前一 24；西二 2，3)。茲列對照

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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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中的智慧 新約的基督(經文) 

1. 亙古就存在 八 23-27 約一 12；西一 17 

2. 創造者   八 27-30 約一 3；來一 2 

3. 為神所愛  八 30 路三 22；約十七 24 

4. 智慧之源  八 14 西二 3 

5. 向人呼叫  八 1-4，一 20-23 太十一 28；約七 37 

6. 是糧食   九 5 約六 35 

7. 是生命   八 35 約六 47，十四 6 

8. 有真道   八 6-7 路四 22；約十四 6 

（五）箴言還有不少重點，值得我們去發掘，諸如： 

(1)人的心我們要保守心(四 23)，因為我們生活為人的喜怒哀樂是從心發出，它的情形也影響健康

(十五 13,15，十七 22，廿三 7)，故此我們要儆醒，存正確的心(十四 30，十八 15，廿三 17，

18)，心不存邪僻、愚昧(十七 20，十九 3，廿四 17,18)。求主衡量、熬煉我們的心，甚至責打

我們，使我們的心乾淨得醫治(十七 3，廿一 2，二十 30)。 

(2)驕傲驕傲乃是罪，是神所恨惡的，神會拆毀驕傲人的家(廿一 4，六 16-17，十六 5，十五 25)，

因為驕傲在敗壞之先，帶進爭競和行事狂妄，結果是卑下和羞恥(十六 18，十八 12，十三 10，

廿一 24，廿九 23，十一 2)。我們該受題醒，禁止驕傲在我們心中興起；而要敬畏耶和華，心存

謙卑(廿二 4，廿九 23)。 

(3)言語不少箴言題到有關人的話語。話語上的過失，是自己的網羅，會敗壞別人，並遭神所恨惡

(十二 13，十 14，六 16-19，十二 22比較廿五 11)。言語急躁，多言多語，往來傳舌，作假見

證，虛謊、諂媚和讒謗的話，都要避免(廿九 20，十 19，十四 23，十一 13，十四 5，十六 28，

十七 20，二十 19，廿六 20，十九 28，廿一 28，廿六 28，三十 10)。反之我們該是義人，明哲

人，智慧人，話語良善，柔和、正直，好保守自己，造就別人(十 11,13,20, 21，十二 18,25，

十五 1，十六 13，十三 3，十二 6，十六 24)。話語是我們生命和內心最具體的表現，人心裡是

善的就發出善來，反之就發出惡來，求主指教、管理我們的口，使其發出甜水來(太十二 35，

參：雅三 1-18)。 

此外有關財富(金銀)，懶惰與殷勤，交友，愚昧，慈憐(施捨)，淫婦與賢婦等箴言，都值得一

一查考細讀。 

 

六、 鑰字和鑰節 

鑰字：智慧（ 一：2···，）；敬畏（ 一：7···，） 

鑰節：一：7；四：22－23；八：10－11九：10 。 

 

七、分段  

箴言的內容，大部分是獨立的金句，不一定与上下文相連，所以它的分段比其他的經卷難。我們根据它內

容的性質，姑分五段： 

(一)引言（一 1～6） 

(二)追求智慧的重要和沒有智慧的危險。（一 7～九 18） 

(三)智、愚和善、惡作對比（十～二四） 

(四)希西家年間所謄錄的箴言（二五～二九）。 

(五)補遺： 

(1) 亞古珥的言語（三十） 

(2) 利慕伊勒的言語（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