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篇
散居的犹太移⺠视⻆



简介

书名：撒罗满的智慧（希腊传统），或智慧篇（拉丁传统） 

作者是谁，我们不得⽽知。 

9:7-8, 12 – 似指⼀位国王- - 但没有学者接受撒罗满为其作者。



本书以希腊⽂写成，在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译本，即七⼗贤⼠译本
（LXX）中。 

本书的写作年代，被公认为是公元前第⼀世纪。 

罗1:18-32 和弗6:11-17 似乎运⽤了其中某些思想。 

很可能写于埃及- - 也许在亚历⼭⼤，那⾥是⼀个⼤型的流散犹太
移⺠中⼼。



作者熟知希腊思想； 

他极其尊重犹太传统，热爱⾃⼰的⺠族，且尊敬圣祖； 

同时，他鄙视偶像崇拜； 

他深信以⾊列有特殊使命在身，要 “将法律不灭的光明传到普世” 
（18:4）。 



读者

虽然本书以写给“统治世界的⼈”（1:1）开始，并告诉“列王”“要
听，且要明⽩”（6:1），但作者脑海中却是⾃⼰的犹太同胞。 

他想巩固他们对其传统的认知。/他想加强他们在他们的传统。 

作者为使他的教导显得有分量，托名于智王撒罗满（8-9）。



本书特点

⼀⽅⾯，本书极具犹太⾊彩； 

另⼀⽅⾯，也反映出作者时代的希腊⽂化。 

作者基于七⼗贤⼠译本（LXX） - -  为散居的犹太移⺠容易理解



圣经学者们指出，作者显出对《创》、依40-66、《箴》及
《咏》的偏爱。 

作者将圣经的某些部分作为他精⼼研究的主题： 

在7-9章中——列上3:5-15 和《箴》 

在10章中——《创》 

在11-19章中——《出》



希腊⽂化的影响，可以在所提到的四枢德（8:7)， 

有关从哲学论述⻆度认知天主，可在 13:1-9找到。



作者回顾以⺠历史，为从中提取有关正义⽣活的忠告。 

他也称赞明智的⾏为，即意味着遵从天主的诫命。



⼤纲

本书可分为三部分： 

1:1-6:23 - - 作者展示不同的⼈⽣悖论，强调诚实与正义的重⼤价
值； 

智慧的回报是永恒（不死不灭）。



6:24-9:18 - - 赞美智慧； 

10:1-19:22 - - 智慧在救恩历史中， 

天主眷顾全体⼈⺠，以引领他们归向信仰。



内容



1:1-6:23 
智慧的回报：不死不灭

本书前六章的讯息，涉及到正义、智慧和不死不灭。 

⼈类受造，有灵魂和身体（1:4） - -  受希腊思想影响。希伯来思
想谈及⽣命时⽓息或精神和灰⼟（训12:7; 创2:7）。 

1:2 - -  编上28:9; 参阅亚5:4;



没有⼈可以躲避天主。 

1:6-7 - - 通过智慧之神，天主洞悉恶⾏。 

作者指出，⼈类因⽣活堕落⽽遭致丧亡（1:12）。 

天主并未造死亡！（1:13） 

正义是不死不灭！（1:15）。 

参阅达12:1-3，也指不死不灭 。



但是，正义植根于⼈与天主的关系（创15:6; 咏73:23-24）。 

并⾮⼈类努⼒的成果。 

冥府之夜（训9:4-5） 不为义⼈所设。 

那么恶⼈呢？ （参阅 4:19; 5:13-14）他们似乎被认为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活 。



借着与死亡 “结⽴盟约” （1:16），他们⾃招死亡。 

⼜因着属于魔⻤⼀党，他们经验死亡(2:24） 

他们没有未来，他们的纪念也被抹去（4:19）。 

因此，死亡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死亡。 

再者，为正义之⼈，死亡遭到“拒绝” 。



在愚⼈眼中，他们(义⼈）算是死了，但他们却是处于安宁中
（3:2-3）。 

他们充满着永⽣的希望（3:4）； 

有份于“天主的⼉⼦们” （5:5）。 

因此，不死不灭，意味着永远与天主在⼀起。



恶⼈的⽣活⽅式（2:1-9） 

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 

因此，义⼈为他们构成挑战，因为义⼈的⽣活⽅式控告他们的⽣
活⽅式（2:10-20，特别留意2:12）。 

此处恶⼈之间的对话，可谓⼀篇佳作。 

谁可以是这样的⼈？敌对的外邦⼈？拒绝⾃⼰的⽂化⽽接受希腊
⽂化的犹太⼈？



2:6-9 - - 死亡这⼀事实，不但没有警醒恶⼈悔改，反⽽为他们成
为享受⽣命的邀请。 

2:17-20 - - 指向基督的苦难。 

2:21-24 - - 作者批判性地评论他们的想法。 

他们根本不明⽩天主的奥秘。 



⼈⽣悖论

1、 痛苦的悖论 - - 3:1-12; 

2、 荒胎⽆⼦⼥的悖论 - - 3:13-4:6; 

3、 夭折的悖论 - - 4:7-20。



痛苦的悖论

在传统观念中，正义的⽣活会赢得⼉孙满堂、⻓命百岁、不偿痛
苦。 

但是，《约伯传》和《训道篇》都指出，事实并⾮如此。  

作者顺着约伯朋友们对此⽣痛苦的看法，将痛苦视为考验和净化。
（3:5-6）。



他们的赏报在死后（3:7-8）。 

那时，⼈⼈会看到义⼈与恶⼈之间的异同。



荒胎⽆⼦⼥的悖论

为何恶⼈⼉孙满堂，义⼈却死亡，且膝下⽆⼦⽆孙？ 

旧约中，没有⼦⼥是受天主惩罚的标记（欧 9:11）。 

作者借聚焦于灵性赏报，来解决此难题。



阉⼈的例⼦已在依56:4-5中出现过 （智 3:14）。 

荒胎妇⼈因其纯洁⽽受赞扬。  

这样的⼈将“在灵魂受眷顾时”看⻅其正义⾏径的果实（3:13）。  

“更好是⽆⼦⽽有道德，因为道德的记念，永存不朽” （4:1） - - 
我们可以想⼀想所有成为圣⼈且如今被教会纪念的神⽗/修⼥/修
⼠之⼈。



夭折的悖论

按照天主的要求，延年益寿是对⽣命的酬报（出 20:12）。 

但⽣命⼜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例⼦，义⼈英年早逝，⽽恶⼈⻓命百
岁。 

作者陈述：义⼈英年早逝，实是天主特别眷顾的标记 （4:14）。 



显然，他在短期内达成了许多⼈在百年内都不能达成的。 

因此，年数不能衡量⼈的成熟与否，⽽是德⾏- - 正义 - - ⽣命整
合/诚实正直（4:13）。 

“死去的义⼈，是判定活着⽽不虔敬的⼈有罪；夭折的⻘年完⼈，
是判定⾼寿⽽不义的⽼年⼈有罪。” （4:16; cf 4:9） - - 极有⼒度
的陈述。 

恶⼈不能明了这样的奥秘（4:17-20）。



第 5章

第5章可以放在第2章之后读。 

在第2章中，恶⼈表达了他们的⼈⽣哲学和对义⼈的憎恨。 

在第5章中，他们懊悔不已，意识到⾃⼰的愚蠢（5:3-8）。



恶⼈承认⾃⼰的罪：讥笑过义⼈，屈服于享受⽣命。 

他们的悲剧是，在他们转瞬即逝的有⽣之年中，他们没有⾏任何
善事——没有美德的痕迹。 

他们枉费⼀⽣（5:13）。 

⽽义⼈却永远⽣存（5:15）。



对抗愚昧之战争

第5章以关于 “攻击愚顽⼈” 之战争作结（5:15-24，尤其看5:21）。 

作者是在指向末⽇吗？ 

有趣的是，整个宇宙 - - ⾃然界- - 都要⽴于天主⼀边助阵。



但是，最后的话为我们众⼈都是重要警告。 

“不法的事要使全球变成荒域， 

邪恶要倾覆有权势的座位” （5:24cd）。 

千真万确 

罪恶在其⼀切后果中皆是致命的。 



第⼀部分以写给统治者- - 君王的⼝吻结束，⼀如开始时的⼝吻
（1:1; 6:2）。 

⾸先，针对统治他⼈者给出⼀项警告。 

他们若滥⽤职权，他们就有祸了。  

天主不畏权势，⽽且要对他们严加审讯（6:8-9）。 

⽽对于卑微的⼈，祂却仁慈对待（6:7）。



故此，身为君王的，为避免惩罚，应向智慧开放（6:10-11）。 

随之，智慧以⼈的身份出现（6:13-14, 17）。 

⼈该渴望她，努⼒获得她，爱慕她 （6:15, 18）。 

⼈需要听从她的指示（6:18）。 



是智慧确保君王永居王位（6:21-22）。 

获得智慧之后，其果实是不朽，亲近天主，永远为王。 

参阅箴9:4-6; 德6:23-31。 



6:24-9:12 - - 智慧赞

6:24-27 - -  序⾔。 

作者准备开始谈论智慧。 

不同于古代世界中的⼀些神秘宗教为精选⼈⼠保守某些秘密，作
者不会对他的学⽣有所隐瞒。 

“嫉妒” （6:25） - -  保留⾃⼰研究的成果。 



6:26 - -  真正的智者对世界的重要性。 

6:27 - -  邀请其学⽣或读者聆听他的训⾔，让他的话在他们耕耘
智慧。



他通向智慧之道

尽管他将⾃⼰描述为君王（7:8） - -  撒罗满？ - -  但他也以“与众
⼈⽆异的有死之⼈” 出现。 

7:1-6 - - ⼈类起源与诞⽣的美丽描述（创2:7）。 

7:7 - -参阅列上3:5-9。  

他祈求了智慧，因此读者也该祈求智慧。



正是智慧的恩赐，使撒罗满与众不同。 

尽管是“与众⼈⽆异的有死之⼈” （智 7:1） ，但他成了智者，且前
⽆古⼈，后⽆来者（列上3:12）。 

7:10 - - 他对智慧的爱；深切渴慕去了解她。  

在作者看来，智慧之质，⽆与伦⽐（7:9）。



智慧是宝藏，引领⼈去获得天主的友爱（7:14）。 

⽽且，⼀切美物伴她⽽来（7:11;参阅列上3:13）。 

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保禄对基督的认知（哥2:3）。 

智慧出于天主，祂导引⼈⾛智慧之道， 且矫正智者  （7:15）。 

7:16 - - 提醒我们记起保禄的另⼀陈述（宗 17:28）。



7:17-20  - - 超越了列上5:9-14所呈现的。 

在此我们可以瞥⻅古希腊的教育制度。 

哲学、宇宙学、物理学、天⽂学、动物学、植物学、⼼理学、逻
辑学和神学。



智慧赞中的赞歌 - - 7:22-8:1

形容智慧的词语，有21个 

或许我们可以将数字21拆为3x7 来看，暗示圆满的完美。 

有些形容词出⾃希腊斯多葛哲学，有些出⾃圣经传统。



7:26 - - 参阅哥1:15。 

“光明” 是特别⽤来描述智慧特质的⼀种⽅式（智7:26, 29 - -参阅
玛 17:2）。 

她使⼈成为天主的朋友（7:27）。 

天主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7:28；参阅箴9:1-6）。



8:1 - -  宇宙有其秩序，因为是天主的智慧妥善安置⼀切。 

宇宙是可理解的，并⾮⽆规律的。 

故此，我们可以加以研究。 

许多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惊叹，我们竟然可以研究宇宙，并
发现其规律。 

答案就在圣经中（创 1:1-2:4; 智 8:1）。 



智慧有如⼈⽣伴侣 8:2-18

8:2 - - 作者与智慧的关系，让我们想起《雅歌》（歌1:15; 4:9-10）。 

⼀如《雅歌》中的新娘，智慧在此，吸引(Xīyǐn)（男）⼈⼼。 

智慧“美丽”，出身尊贵，与天主共同⽣活（8:2-3）。 



她的价值超过了此世⼀切财富。 

感谢她，作者赢得了⼈们的尊重； 

她教导他审案公正，治国有⽅。  

⽽且，她指引他如何获得幸福，并在忧苦的时⽇安慰他 。 

犹如⼀个善良的妻⼦，她的临在就带给家庭欢愉与喜乐。 



8:7 - - 四枢德，在希腊⽂化中尤为重要。 

声誉（8:18）和不朽（8:13）随她⽽来。 

这⾥意指留在后代⼼中。



祈求智慧之恩 - - 8:19-9:19

8:19-21 - - 祈祷的前⾔，给出祈祷的理由（列上3:6-15; 编下1:6-
13）。 

只有天主的智慧之恩才能赋予⼀个“病弱短命” 者真正的伟⼤
（9:5）。 

只有借着智慧，他才能明辨天主的旨意，公正地治理天主⼦⺠，
并配坐他⽗亲的宝座（9:12）。



这篇祈祷可分为三部分： 

1、 9:1-6 - - 作者明⽩⾃⼰是⼈，很不完美，因此不能治理天主的
⼈⺠，除⾮他获得天主的智慧，即那彰显于万物之中的智慧。 

2、 9:7-12 - - 为建造殿宇、治理百姓，作者需要在世界受造之时
就已临在的智慧。 



3、9:13-19 - - 作者思量⼈类的处境。 

我们的思想与天主的计划相距甚远，我们被⾁身的软弱所累
（9:15）。 

没有智慧之恩，我们不能明了天主所是。 

9:17 - - 此处，智慧似乎被等同于天主圣神。  

在基督徒传统中，树多智慧的特征该归功于天主圣神。



在救恩史中的智慧 
10:1-19:22

10:1-11:4 - - 从亚当到梅瑟 

作者反省救恩史中的精选事件。 

这⼀部分的主要⽬的，是⿎励读者更加相信天主，让读者向智慧
之恩开放⾃⼰。



作者展示智慧如何指引⼈的⽣活。 

他谈到7个⼈物：从亚当开始，⼀直到梅瑟 。 

10:1-2 - - 亚当; 10:3 - - 加⾳; 10:4 - - 诺厄; 10:5 - - 亚巴郎; 10:6 - - 
罗特; 10:10 - - 雅各伯; 10:13 - - 若瑟10:16 - - 梅瑟。 

是智慧援助他们跨越重重困难。 

智慧也拯救他们出离了埃及（10:18）。



智慧与历史相逢。 

在德第 44-50章，我们看到类似的反省。 

还有希第11章。 

但在希伯来书中，是信德和历史相遇。



救恩史的悖论与逻辑  
11:5-12:27

11:1-12:2 - - 埃及和以⾊列。 埃及代表罪⼈，以⾊列代表所有时代
的义⼈和忠信者。 

作者指明，同⼀件事，可以是对罪恶的惩罚⼿段，也可以是救恩
的途径（11:5）。 

⽽且，罪⼈不明⽩，他们⽤来犯罪的东⻄，恰是其受罚的⼯具
（11:17）。



⽔ （11:7-8） 和动物（11:16-17）。 

为埃及⼈ - - ⽔变成了⾎； 

为以⾊列⼈- - 磐⽯中流出了⽔。 

天主⾃⼰，对⼀些⼈犹如⽗亲，对另⼀些⼈则像法官（11:11）。 

但是，即使是祂的审判，⽬的也是为悔改与得救。



埃及⼈的特征之⼀是偶像崇拜 - - 敬拜各种动物。 

表现为愚昧（11:16）。 

天主本可即刻将他们消毁（11:21）。 

但祂不愿这样做。 

11:24-12:2 - -  包含了旧约中有关天主仁爱与怜悯的最美段落之
⼀。



12:3-11 - - 天主对客纳罕⼈的审判。 

客纳罕⼈的罪恶⾏为⼀列表令⼈发指（12:4-6）。 

12:7 - -参阅创15:16。 

但天主还是怜悯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12:10）。 

然⽽，作者指出，在他们的情况中没有悔改的希望可⾔（12:10-
11）。



能从12:12-27吸取的教训

12:12 - - 反问句 - - 参阅罗9:19-21。 

天主是公义的，祂能按公义处理万⺠所犯的罪（12:15）。 

但同时，天主更愿意温和地对待我们（12:18）。 

罪⼈总是有希望的（12:19-22）。



对偶像崇拜的批评 
 第13-15章

我们在依44:9-20和罗 1:18-23中找到类似的批评。 

13:1-9 - - 崇拜⾃然。 

13:1 - - 出3:14 LXX - - “⾃有者”。 

作者认为，⼈该由⾃然的美丽推想到其造物主 （13:5）。



作者似乎也理解他们的过错（13:6-7），但他仍不给他们这类借⼝
（13:8-9）。 

13:10-14:11 - - 崇拜⼈⼿所造的雕像。 

作者描述⼀个雕像的制作过程（13:11-16; 参阅依 44:12-17; 耶10:3-
5）。 

然后，他给我们看⼈在制成它之后如何躬身下拜，要求帮助。 

“向这⽆能的东⻄要求援助” （13:18）!



在航海者的例⼦中，作者教导，是天主的眷顾- - ⽽⾮⼈⼿的雕塑
品- - 在保护并引向安全港湾（14:1-5）。 

接着，他⼜反省诺厄和⽅⾈（14:6-7）。 

在制造诺厄⽅⾈⽤的⽊头和制造偶像的⽊头之间的对⽐（14:7-
8）。  



偶像崇拜被认为是敬拜唯⼀真天主的障碍（14:11）。 

列邦的偶像是⼈类⽣命绊脚⽯（障碍）（14:11）。



偶像崇拜的原因和后果 
14:12-31

14:12 - - 序⾔。 

我们在这⾥发现想法保罗后来要发达（罗1:21-32） 

偶像崇拜导向道德败坏（14:22-29; 特别14:27）。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描述的偶像崇拜之源头（14:15-17）。



14:15-17 - - 希腊罗⻢时期的某些皇帝和国王命令其⾂⺠敬拜他们
夭折的⼦⼥。 

已故皇帝、国王和英雄的雕像，也被制造出来，并命⾂⺠崇拜
（14:21）。 

14:18-20 - - 作者也批评艺术家（参阅宗19:23-28）。



⼀唯天主崇拜 vs偶像崇拜 
15:1-19

15:1-3 - - 敬拜以⾊列的天主与偶像崇拜的异同。 

导向悔改，归向⽣命之道，远避罪恶。  

认识天主就是完美的正义，承认天主，就是不死不灭的根源
（15:3）。



作者带领我们对陶⼯进⾏⼀番思考（15:7-13；参阅耶18:1-11；罗
9:21-24）。 

他⽤泥⼟制造偶像，却不能意识到他⾃⼰原由泥⼟——“尘⼟”造
成（创 2:7）。 

然⽽，区别在于，他不能将⽣命的⽓息注⼊他的制造品，⽽天主
却将⽣命的⽓息注⼊他内（15:11、17）。



那么，他为何要制造？ 

谋利（15:12；宗 19:24-25）。 

作者还认为，陶⼯知道⾃⼰的罪（15:13）。 

作者对那些崇拜⼈⼿制造品的严加批评- - 他们是“最愚蠢的” 
（15:14）。



天主对埃及和以⾊列的教训 
第16-19章

以⾊列⼈和埃及⼈的⼀系列经验对⽐。 

这些对⽐开始于11:6 - - 对埃及⼈⽔变成⾎，对犹太⼈提供的饮⽤
⽔。



成群的害⾍vs 鹌鹑 （16:1-2）; 

苍蝇 vs ⽆法征服以⾊列⼈的毒蛇（16:10）; 

冰雹vs 玛纳 （16:20）; 

⿊暗 vs 极⼤的光明（18:1）;



⾸⽣者之死vs 逾越之夜及出⾕（18:6-9; 19:8）。 

埃及军队的灭亡vs 以⾊列穿越红海（19:3-8）。 

出⾕成了天主拯救义⼈——以⾊列所象征的——的⼀种⽅式。



对⽐

16:1-4 - - 以鹌鹑养育以⾊列⼈，⽽埃及⼈看到派遣给他们的丑陋
动物后却⻝欲尽失。 

16:5-14 - - 关于毒蛇的反省（户 21:4-9）。 

作者澄清了⼀个可能性的误解。



不是梅瑟所制造的“铜蛇” 治愈⼈，⽽是天主治愈⼈（16:7）。 

据列下18:4记载，以⾊列敬拜的 “铜蛇” ，被希则克雅王所毁坏。 

作者想从那个故事中除去任何偶像崇拜的迹象。 

他们将这⼀经历理解为对以⾊列的警告，和天主怜悯⾃⼰⼦⺠的
标记（16:6,10）。 



他们得了医治（，并⾮由于任何药物，⽽是天主的话 （16:12）。 

“祢那治好⼀切的话”这⼀陈述，准备我们更好地理解若3:14-15。 

16:13-14 - -显示天主和⼈类之间的巨⼤差异。 

我们杀戮，但不能使⽣命复⽣。 

天主引⼈下⼊阴府的⻔，⽽⼜领回（16:13）。



祂甚⾄能做更多，能从死亡领域起死回⽣。 

福⾳书中有三个耶稣复活死⼈的故事（⾕ 5:22-24, 35-42; 路 7:11-
15; 若 11:14, 39-44）。 

福⾳的核⼼，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故事。



16:16-29 - - 暴⾬、冰雹和⽕（雷电交加）。 

作者对此的反省，传递着⼀个强有⼒的讯息。 

⾃然之维护义⼈（16:17） - - 在能熄灭⼀切的⽔中，⽕焰反⽽更为
炽烈。 

埃及⼈损失了⻝物，但以⾊列⼈却为玛纳所饱饫。 

玛纳被形容为“天神之粮” （16:20；参阅咏 78:24-25）。



从此事件所得的第⼀个教训，与申 8:3 的教训类似 - - ⼈类赖天主
圣⾔⽽⽣存 （ 智慧篇16:26）。 

第⼆个教训，是接受邀请在⽇出之前去向天主祈祷（16:28）。



17:2-18:4 - - ⿊暗 vs 光明。 

描述“⿊暗对埃及⼈的影响”的段落铿锵有⼒（17:3-19）。 

作者得出了某种的⼼理学⽅⾯的结论： 

邪恶原本是懦弱的（17:10）。 

恐惧源⾃⼈对事情进展的不了解，以及找不到解决⽅案（17:11-
12）。



恐惧也会因最普通的声⾳⽽引发最逼真的反应（17:17-18）。 

“良⼼”（思⾼译为“天良”）在圣经中⾸次出现（17:10）。 

取⾃希腊⽂化，被理解为道德上的良知。 

此处似乎在说：埃及⼈的有罪的良⼼对所犯罪过感到恐惧。



“整个世界正为辉煌的光明所照耀” （17:19），但他们⾏⾛在⿊暗
中。 

17:19-20 显示了罪恶感是如何扭曲对现实的感知的。  

相反，以⾊列在他们前往旷野的旅途中却有光明环绕，有⽕柱引
路（18:1-4）。



⿊暗被描述为惩罚，因为他们扣留以⾊列为奴。 

作者也呈现出⼀幅积极乐观的画⾯，以⾊列本可以为他们所经历
的来⾃埃及⼈的痛苦⽽复仇，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18:5-19:22 - - ⻓⼦之死与以⾊列重获⾃由。 

18:5-25 - - 对出11-12 章和户16-17章中所提事件的反思。 

为以⾊列男孩定了死刑（出 1:16,22），压迫天主的⻓⼦以⾊列
（4:22-23）的埃及⼈，却通过⾃⼰⻓⼦的死亡⽽接受惩罚。 

18:9 - - 以⺠团结共融的许诺，在逾越节的庆祝中咏唱圣咏113-118为
证。 



有趣的是，那施⾏毁灭者（⽆情的战⼠）似乎被认同为天主圣⾔
（出12:23; 智 18:15）。 

18:20-25 - -参阅户 16-17 - - 科辣⿊、达堂和阿彼兰的叛乱，和礼
仪的效能。 

是亚郎，借着举⾏礼仪 - - “⽤祈祷和赎罪的馨⾹” （18:21） - - 拯
救了⼈⺠。 

 看《德训篇》有关赎罪⽇礼仪的反思（德 50:5-21）。



19:1-3 - - 天主知道埃及⼈会改变⼼意（出12:33; 14:1-9）。 

检验埃及⼈的改变⼼意，是从瘟疫开始到结束的罪有应得的报应
（19:4）。 

19:6 - - 另⼀个对⽐- - 以⾊列踏上极美旅程，⽽埃及⼈却迈向死
亡 。



19:6-9 - - 穿越红海是另⼀个⼤⾃然听从天主指令⽽服务祂⼦⺠的
例⼦。 

19:7 似乎是指创造故事，天主命令⼤⽔汇集，使陆地出现 （出1:9-
10）。 

19:11 - - 指户11:31。



19:13-17 - - 作者指出，埃及⼈的主要罪过是没有善待客⼈-- 就像
索多玛⼈⼀样。 

我们必须记得，他⾃⼰居于埃及。 

他⾃⼰住在福地以外的经验会影响他对此的反思吗？



19:18-21 - - 希腊⻛格。 

作者⽤竖琴和⾳符来⽐喻解放⾃⼰⼈⺠的事件，以及惩罚埃及
⼈。 

这导向结论  - - 突⺎吗？ - - 为读者（19:22）。 

天主以前总是忠实对待祂的⼦⺠ - - 这指出祂在将来也持续祂的
忠实。



结论

《智慧篇》显示，希腊语⾔和⽂化进⼊圣经。 

智慧和救恩史相逢； 

但是，智慧在此不被识别为托拉 （德24:23），⽽被识别为神
（智 7:22-23），被识别为天主 （7:25-26）。



本书也公开宣告死后的不朽⽣命（1:15; 2:23; 5:15）。 

“天庭” （参阅咏 29; 约1:7）被呈现为⼀个⽬标，⼀个⼈们向往的
群体 （智 5:5）。 

被拟⼈化的智慧是光（7:10, 25-26, 29） 和神（1:7; 7:22; 9:17）。



从前，她与天主的创造有联系（箴8:22ff），徜徉于受造世界 
（德 24:5）。 

如今，她渗透深⼊⼀切（智1:7; 7:24; 8:1）。 

在德24:8-12，说智慧居于耶路撒冷圣殿。  

在智7:16-8:1，智慧⽆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