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树
智慧书

基于罗兰·E·墨菲（圣经学家）



有多少本书？

新教（基督教）- 希伯来圣经：《约伯传》《箴
⾔》《训道篇》 

天主教和东正教：上面三本书再加上《智慧篇》
《德训篇》



特征
缺少典型犹太⼈的东西 

没有提及 

（1）对先祖的应许；（2）出⾕记和梅瑟；（3）盟
约和西乃；（4）对达味的应许（撒下 7） 

除了德44-50和智11-19，在书的最后



智慧是讲关于在天主创造的世界中的日常⽣活经
验，⽽不是天主在以⾊列历史上的⾏为（如梅瑟五
书和历史书），但是。 。 。 

以⾊列的天主也是恩赐智慧的上主（箴2:6）; 

他们与以智慧著称的撒罗满王密切相关（列上3-
10：3:9; 5:9-14） 

箴⾔，训道篇和智慧篇， “作者”被认为是撒罗满
（伪托智王撒罗满之名）



基督教传统的理解
它们旨在指导⼈类进⼊精神⽣活的三个阶段。 

1. ⼊门：《箴⾔》教导我们在世界上过道德的⽣
活。 

2. 进阶：《训道篇》教导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是虚
幻和短暂的。 

3. ⾼级：《雅歌》带领我们进⼊天主的⽆限圣爱



那些智者是谁



也许，⽗母（祖⽗母）是专业智者进⼊历史舞台之
前的第⼀个智者。 

因此，家也许是传递智慧最开始的地⽅。 

智慧首先通过⼝头传播，然后才被记录在书中。 

智慧的谚语源于⼈类的情况和需求。



在后来的阶段，智慧与专业的圣贤和谋⼠联系在⼀
起（见撒下16:20-23-阿希托费耳； 列上12:6） 

根据耶肋米亚书18:18： 

“司祭的法律； 

智者的计谋； 

先知的话。”



语⾔和⽂学形式



对应Parallelism

箴 18:22 – 后半句强化前半句 

箴 10:5 – 对比使想法更清晰 

箴 16:3 – 后半句从前半句得出结论



也有对应当词汇：明智/愚蠢； 嘴/舌头。 

作者还玩词语，并发出⼀些在翻译中经常丢失的东
西。 

训7:1：טוֹ֥ב שׁםֵ֖ מִשׁמֶּ֣ןֶ טוֹ֑ב） (tov shem, mishemen tov) 

箴11:2: בָּֽא־ זָ֖דוֹן וַיּבָֹ֣א קָלוֹ֑ן (ba zadon, vayavo qalon)）



⽂学形式

两种主要形式： 

1.谚语 

2.训诫



谚语

通常根据经验表达的指示性句⼦。 

它可以是⼀句或者两句。It can be one line or two 
parallel lines. 

列上20:11



两种谚语

经验的谚语 

说教的谚语



经验的谚语告诉我们“事情的样⼦”，但我们必须对
其进⾏验证。  

箴13:12： 

“希望迟不兑现，令⼈⼼神烦恼， 

愿望获得满⾜，像株⽣命树。” 

这种⼼理观察告诉我们⼈们经验事物的感觉。



说教的谚语提倡⼀种既定的理念或价值，⼀种⾏动
⽅针。  

箴14:31： 

  “欺压穷⼈的，就是凌辱他的造主； 

怜恤苦⼈的，就是尊敬他的造主。” 

“慷慨”



箴10:30： 

“义⼈永不会动摇， 

恶⼈决不会久留地上。” 

呼吁以正义⾏事.



其他的谚语 
1.“好”与“不好” ：箴19:2 

2.“更好”：训7:5; 箴15:16 

3.数字：箴 30:24-31。 

4.“憎恶”：箴 11:1; cf. 20:10,23） 

5.“祝福”：咏1，玛5:3，箴28:14。



6.⼀种根据确定的主张得出结论的谚语。  

箴15:11： 

“阴府和冥域，都明摆在上主面前， 

何况世⼈的⼼怀！” 

德10:30。



训诫

正面的 

负面的



正⾯的训诫—指令
通常势在必⾏。  

箴16:3： 

“将你的作为委托于上主， 

这样你的计划必会成功。” 

与箴16:20中的说法相似。



负⾯的训诫—禁令
箴22:22-23： 

“你不可因为⼈穷⽽剥削穷⼈， 

亦不可在城门⼝欺压弱小者； 

因为他们的案件，上主必予以辩护； 

凡剥夺他们的⼈，上主必讨其性命。” 

请注意，此禁令有⼀个原因。



其他形式

智慧的诗： 

箴 2:1-22  - 字母诗 - 22⾏ - 22个希伯来字母; 

箴30:1-31; 咏34-智慧的诗篇。



感叹-约3 

反思-训2:12-17; 18-26。



要点

谚语只表达了现实的⼀小部分。 

应该在最初的上下⽂中理解它。



箴27:21：“锅炼银，炉炼⾦，谄媚炼⼈⼼”。 

箴25:23：“北风带来时雨；谗⾔易惹怒容。” 

这些说法是概括性的。 但是，总是有例外的可能
性。 

还有天主的奥秘也可以使我们感到惊讶（箴21:30-
31; 16:9; 20:24）。



谚语不应以教条的⽅式进⾏解释。 

任何⼈都不应自作聪明（箴26:12）。 

⽽且，我们甚⾄可以找到⼀个关于愚蠢的陈述（训
10:1）。



“你应全⼼信赖上主， 

总不要依赖自⼰的聪明”（箴3:5）。 

“不要自作聪明， 

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箴3:7）。 

德2:6-10; 耶9: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