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书 

 

    旧约圣经接着十二卷历史书后为「智慧书」，或称「诗歌书」，就是约伯记、

诗篇、箴言、传道书及雅歌。「智慧书」的性质与历史书不同。 

    智慧书的文学形式大多是诗歌体裁，它们的主题内容重思想生命的意义，目

的是在人获得幸福人生的途径。书内容多以人生的教益为主题，特别论到人在世

上存活的问题，也论到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借着这些彰显神的智慧，因祂是一切

智慧的源头。历代信徒从这些智慧书中所得之灵训，所受之感动，至美至深，多

人在书内得安慰、得滋润、得亮光，因而看透万事，与主有更密切美好的交通。 

 

   「智慧」这词乃是旧约常使用的词汇，此词在旧约共出现了 346 次。在智慧

书里，智慧是神的礼物，使人能活出良善与满足的生活，智慧由实际的生活经验，

去验证幸福之道在于遵行神的旨意，因整个宇宙是由神主宰。智慧是人反应、回

应神间接的启示。有智慧的人，就是神在他生命里占据首要的地位。所以，「敬

畏神」这个词在智慧书反复出现。按智慧书来说，智慧者就是敬畏神的人，在他

的生活里，总是显出敬畏神的样式，也就是说，活出一个神「中保国民」生活的

样式。 

 

    什么是「敬畏神」呢？ 

    敬畏神就是爱祂、专靠祂、事奉祂。敬畏神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样式，

表现出生活中的谦卑、信靠、顺服、敬拜，是生命的见证，是听见、学习、回应

神话语的结果。 

    希伯来智慧的来源有三方面： 

    1. 外邦的影响：与埃及人之格言相似（如 22:17-23:11）。 

    2. 本身的经验：经由教导而得，考察天地间之规律、人间之事件（24:32） 

    3. 是神所赐的：（王上 3:11-13；但 1:17-23） 

 

    智慧文学的共同重点： 



    智慧书中，各有各的独立主题，然而它们有四项共同的重点。 

    第一，强调神伟大的创造。智慧人喜欢寻求生命的奥秘与意义，常常探讨人

在宇宙大地中的地位，由此产生对神主权的顺服。 

    第二，强调生命的意义。智慧人喜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常探讨生命的

来龙去脉、人生老病死、爱情、苦难、虚空、处世、敬拜等等。 

    第三，强调对神的敬畏。敬畏神是智慧人常强调的主题，他们认为，只有这

个方法才能使生命充满，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此言不但是智慧文学主题的核心，也是全部圣经的总主题。 

    第四，强调神的律法。智慧人认为，敬畏神的智者是遵守神律法的人，这样

的人才能远离恶事，待人至公至允，正如传道书结语所言：「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祂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智慧五经各卷书的重点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分别有其独具的主旨和重点： 

    约伯记的主旨是受苦的意义，智慧人不怨神，内容讲到人存在之终极意义如

何，面对苦难与罪恶之问题。 

    诗篇的主旨是讚美敬拜，智慧人敬拜神。 

    箴言的主旨是处世的原则，智慧人敬畏神，内容为日常生活，包括人际关係、

言语、态度活出智慧人的样式。 

    传道书的主旨是虚空的人生，智慧人不忘神，内容为有意义的人生。 

    雅歌的主旨是爱情的楷模，内容为美好婚姻关系。 

内容归纳，就是生命与生活。人有智慧，就有美好的生活，敬畏神才是真智慧。 

  

约伯记 

           

    约伯记共有四十二章，根据犹太的传说，作者是书中的一位人物以利户。约

伯记为世上最古书籍之一，可能在先祖时代主前 1500 年写成。地点在以东地的

乌斯。写作目的指出为何义人要受苦难及在苦难中应有的态度，指出一个完全顺



服神的义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不论是富是贫、是悲是乐，他都不会改变对神的

忠心和信靠。 

 

    本书目的乃在两处经文裡： 

    1. 伯 1:9——人为何要敬畏神？ 

    2. 伯 2:10——人是否只能在福中敬畏神，在祸里就不能敬畏神？ 

 

    本书大纲可分成三段： 

    一. 序幕引言  撒但的控告（1—2 章） 

    二. 地上的争论（三大点）（3—41 章） 

       A. 约伯与三个朋友的对话（3—31 章） 

       B. 约伯与以利户的对话（32—37 章） 

       C. 约伯与神的对话（38—41 章） 

    三. 闭幕的结语  真神的赐福（42 章） 

 

   （试炼为：路 22:31—32； 林前 5:5； 来 12:7-11； 雅 5:11） 

 

    首先介绍约伯。约伯名字的意思是「被痛恨」、「受苦者」、「受逼迫者」、「忏

悔者」。他是乌斯地的人，即旧约以东人之地南部。在个人的操守方面，约伯是

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智慧人的风模。他家财万贯，仆婢无数，是

东方人的首富。他有儿女 10 人，其中 7 个儿子，3 个女儿，各人常献感恩与赎

罪祭给神，表示全家皆以敬畏神为生活中心。另外，约伯还有兄弟、亲戚多人。

约伯是地方官，是大慈善家，慷慨好施的仁者。在 29 章苦难前的约伯，把他过

去所享受的恩典清楚地陈说，可说是有人生的五福：他与神亲密相交，他家庭美

满，他德高望重，他生命旺盛，而且他充满睿智忠言。 

 

一. 序幕引言  撒但的控告（1—2 章）： 

 



    本书一开始便揭开一幅天庭的景象。在 1:6、2:1 所提「神的众子来侍立在

耶和华的面前」。「神的众子」明显是指天使，但撒但怎麽也在其中？此处指神特

别允许撒但前来，在祂面前参奏约伯敬畏神的动机。「撒但」字意「控诉者」，故

他有权能常在神的面前弹劾信徒。 

    魔鬼前来控告约伯敬畏神的动机。神准许魔鬼向约伯攻击，先是倾覆了他的

家产，再来残害他的儿女，最后加害到他，使他全身长满了毒疮，痛苦难堪。但

约伯是怎么回应？他的态度是怎样？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的。约伯在这一

切的事上，他都不以口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二. 地上的争论（3—41 章）  

 

    A. 约伯与三朋友的对话（3—31 章） 

    约伯记一开始记神与撒但在天上对话，然后转移到地上，描写了一位名叫约

伯的古代族长。神准许撒但攻击约伯，约伯的幸福在一个晚上顷刻之间转为悲痛，

他失去了健康、财富、家人和地位。他的三个朋友听闻后来探望慰问，混乱中约

伯寻求答案：「为什么？」 

    他的三位朋友都无法帮助他理解此事，也不能够安慰约伯。约伯的朋友们用

传统的宗教观念解释约伯的灾难，认为神赏善罚恶，约伯遭受灾难，无疑是他犯

了罪。但约伯不服，不认为自己应受惩罚，因为他是一个良善正直的人。于是开

始三大回合的辩论。 

    约伯实在不明白，神为什麽让这么多的苦难临到像他这样的人身上。约伯大

胆地质问神，但他没有失掉信心，他渴望能在神面前蒙神的嘉许，重新恢复义人

的光荣。后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向约伯和三友陈述论及苦难有神的美意，要叫

人得益处。 

    第 3—41 章是本书的第二大段。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约伯受苦的消息，本

是赶来安慰他的痛苦，却和他展开了三大回合的辩论。 

    在第一个回合里，他们的辩论是以神的性情为主题；在第二个回合里，他们



辩论的主题是恶人要遭受报应；在第三回合里，他们斥责约伯不义。 

    这三位朋友跟约伯争执的中心： 

    第一位朋友以利法，他说约伯受苦是因为犯罪。但是约伯怎么答辩呢？他说，

他没有犯罪，要求神来为他伸冤（6：10）。 

    第二位朋友比勒达，他说约伯虚伪，不承认自己的罪。约伯回答说，有人受

苦并不是因为罪。（9：22） 

    第三位朋友琐法，他说约伯眼睛瞎了，看不见自己的罪。约伯回答说，他自

己是行义不改变的。 

 

    B. 约伯与以利户（32—37 章）  

    另外一位年轻人叫以利户，他的眼光远大，看见受苦的意义和目的。他指出

受苦是有益的，这时约伯缄默不说话。 

    29 章中约伯默想自己的正直和善行，深以自满。他夸耀自己，十分自爱，

自满自足，自命不凡。在第 6 章中，显出他骨中的傲气，30 章亦写出他心中所

存的骄傲。约伯负气，然而他仍依靠神，且盼望找到神，向神申诉，又抱怨神的

手在他身上沉重（23 章）。比勒达也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8:3-4）琐法更直截了当：「并将智

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少。」

（11:6）后到的以利户也口气连珠，发言四次，重点在于苦难具有「教育功能」，

愿约伯从中得益。他述说神怎样管教人，又怎样管教义人（33:14—29）。 

    面对亲友的谴责，约伯变得更自义，竭力为自己申辩。俗语说「人言可畏」，

多人认同的意见就变成了真理，约伯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约伯引以自义，由此证

明他在神前实在无义足称。他未能以神为义，反怨神无故攻击他（13:15—19，

16:12，23:3）。 

    经过多番连串的激辩，约伯与他的朋友谁也没有说服谁。正僵持不下之时，

神终于「插手发言」。祂不像人的辩论，只集中在是非之间，而是将人带到祂的

创造大能裡，让人看看神的创造奇妙。有谁可以创造万有、养活万有？有谁明白

万有背后运作的智慧，包括人间的悲苦喜乐世界？ 



 

    约伯将自己的正义感编作自义的袍子穿上，以致掩蔽了神，也失掉自知之明。

他竟以为比神更义（10:7-8，16:17，23:11.27:2-6）。以利户因此责备他，并将

神的作为向他说明。他指出神怎样临到人，惩治约伯，等他折服后，清楚自己在

神面前的真情实况，并拯救他脱离压制他的恶势力。以利户接著说，神既惩治他，

他就应当虚心学习，以明白自己的错误究竟何在。 

 

    C. 约伯与神（38—41 章） 

    最后，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对约伯的问题，神没有回答，却用一连串自

然界现象的问题，向约伯挑战，表示了自己至高的主权和智慧，使他认识神的无

限和权能，醒悟自己的卑微和无知。 

    在 38—41 章，是神来跟约伯辩论。神用两件事情跟约伯辩论： 

    第一，在 38—39 章中，神说祂是创造万物的神，祂有创造万物的奇能。神

的创造有说不尽的奇妙，祂不但创造伟大的动物，也关心微小的鸟虫。这是指出

神的全能，祂的智慧、仁爱和荣耀。约伯的反应就是缄默，他不说话。 

    第二，在 40—41 章中，神指出，没有人可以跟神来争辩。这一段中，使约

伯可以觉悟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无义，和自己的卑微。这时候，

约伯承认他过去的愚昧，承认真神的全能和神旨意的奥秘。在神和约伯交谈的时

候，神向他作出许多有关祂自己本性的启示。这些都要说服约伯对于宇宙人生，

有许多不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 

 

    既然对宇宙人生有很多问题，都找不到答案，那么为什麽要坚持让神解答约

伯的痛苦呢？神宣告祂是创造万物的神，不但天地是祂造的，连一切的动物也是

祂造的。接著，祂宣告无人能有这样的能力来作神所作的。神在宣告结束时说，

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只有神才能够供养万物、驾驭万物，天下万物都是神的。

神不只是创造者，也是掌权者；不仅是供应者，也是眷顾者。神不厌其烦地向约

伯指出祂创造的完美无瑕，神让约伯明白：他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既然神在创

造、管理大地和万物上都没有错，难道神在约伯的身上是一个例外，做错了吗？



绝对不是！ 

 

三. 闭幕结语  真神的赐福（42 章） 

 

    42：1-6 指出约伯再一次对神的回话。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约伯回答耶和华

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掩

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约伯听完神一席话，茅塞顿开。虽然身体的痛苦没有减轻，受苦的真相神也

未说明，然而他心里有一种力量，不再追问答案，只向神表明自己的顺从。他承

认神万事都能做，神是独行奇事的神，不受任何势力左右，凡神所做的皆尽善尽

美。因此他深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也是一件美事。 

    约伯也更深地认识神绝对的旨意。因神有绝对的权能，故祂的旨意亦通行无

阻，且是奇妙无比的。约伯承认神的旨意不容易明白，那不等于他放弃神，而是

更深地顺服神的带领。 

    在 42:4—5，他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

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苦难也能使人更深认识自己。约伯从风闻（客观的，

理论的，人云亦云对神的认识）到亲自见到神（主观性，经历性，个人性的认识

神）。 

 

    約伯经过苦难后，对神的认识完全改观。他认识神是一位令人爱慕和敬拜不

已的。在 42:6 他說：「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在极大的

痛苦下，清楚认识自己。可见认识自己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人常被安逸、顺利、

健康的外在掩饰了，看不见自己的真我，而苦难能夺取人的依靠，使人面对自己

的真相。约伯因此厌恶自己，对自己以前所讲的话懊悔至极，承认过去的无知，

与对神和三个朋友的无礼。约伯的懊悔也表示了他在神面前的认罪是真诚的，表

示他不会再这样做，也不敢再谬言向神来问话。 

 

    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虽然高举神的公义，却完全忽略了神的主权。他



们只指出犯罪会招致受苦的理论，却没有表示受苦与犯罪可以是无关的。约伯对

神的观念，胜过并超越他三个朋友的狭窄的思想。 

 

    神命令三个朋友认错，预备大批献燔祭的牲畜，表示他们犯了错。神以约伯

为他们的祭司，求神赦免。三友顺服神的命令认错、献祭。约伯也为这三个朋友

代祷，求神赦免他们。 

 

    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加倍地祝福报偿他。神许可敬虔的人受撒但的攻击，

目的就是要他们受到更深的造就，许多的事当时不一定明白，但是要深信「万事

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42：10－17 节，记载神使约伯转回。在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后，神使约伯

从苦境中转回，这转回在物质方面，使约伯获双倍的祝福。约伯的财产得双倍的

祝福，儿女也如前一样，7 男 3 女，连同他先前的 7 男 3 女，现在是加倍。约伯

先前 7 男 3 女虽然死了，他们只是比父亲早一步安息在乐园里面。现今约伯再

有 10 个儿女在身旁，10 个儿女在天上，也是神双倍的祝福。约伯三个女儿是当

时绝世美女，名字分别是「雏鸽」，「玉桂」或「芬芳」及「黛眉」。她们均在父

亲的产业上有份，这也表示约伯的盼望，就是他的子女能保持愉快的关係，不因

家产分配不公而转目成仇。 

    本书在结语说：「此后，约伯又活了 140 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

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生命结束的语句与其他旧约伟人一般。 

    约伯在转回后，又活了 140 年，是当时平均寿数的倍数。若他在苦难后又活

了 140 年，而 140 是 70 的双倍，那麼他受苦时，可能是 70 岁。因此，他一生

的寿数是 210 年，儿孙满堂，直至四代同堂，一个丰盛的生命。 

 

对约伯记故事的属灵评估： 

 

    1. 约伯记圣经最古老的书卷，揭开了人生最古老的困惑，人为什么受苦？

特别是为何义人受苦？ 



 

    2. 书中透露一个灵界的大奥秘。自约伯记后，世人才知道乃是神容许撒但

苦待义人，换句话讲，苦难可以是与犯罪没关係。因此，全书的教训颇清楚地指

出，在不知道为什么受苦时怎麽应付苦难，弃绝神，或不放弃神。那不放弃神的，

神必加倍偿还他。因此，苦难在撒但或在神的手中只是工具。在撒但手中，是引

诱人弃掉神的工具；在神手中，却是叫人更深信靠神的工具。在约伯身上，苦难

的确能够叫人更深刻地认识神。 

 

    3. 神亦以约伯成为历代信徒忍受苦难的典型之楷模，而且是最高楷模。因

此，约伯受的苦难也是极重的。在约伯身上，神证明一件事情：人是可以在答案

未揭开时，全心全意信靠神的。 

 

    4. 人生有很多奥秘的事，人永远不能明白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义人必相

信一切事情的发生总是有神的美意，不论直接或间接的。义人需要明白，神的缄

默不等于祂不存在。因此，在没有答案前，在奥秘没有揭开前，批评神是最严重

的谬误。 

 

    5. 人永不可以指导神如何来统治万有，无限的神和有限的人之间有个无限

的距离。明白了这个道理，人该在他的有限里信靠无限的神管理着万有，才是最

妥当的。如果神需要人的指示才能统管万有，那神就不是神了。所以，当神清楚

地向约伯表示祂的统治权后，约伯立刻俯伏下来，平心静气地反思自己那有限的

地位。有限的地位是顺从的地位，无限的地位不需要向有限的做任何报告、解释

或请求任何的批示。 

 

    6. 义人从本书可获得一个启示，乃是不要追根究底，穷追不捨地问「为什

么」，只要全心全意信靠神从不误事，祂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人

的意念，祂的道路是完全的，祂满有恩慈与怜悯，祂的恩典够人用。 

 



    7. 本书最后指出，义人的生命必苦尽甘来。如此，敬畏神才是对的神学。不

然，义人所受的苦便太冤枉了。神可能此时隐藏自己，但祂的爱却是明显不过，

且是一生之久，永不改变。如果没有约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不少信徒将会失

去战胜撒但的勇气，在受苦时，很快便灰心丧胆了。整个故事虽然写出最后的祝

福胜过先前，但这不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全书指出一件不可改变的事实：神是全

能的神，在人忍受苦难到极度时，祂必干预，并指导人应走的路及应付苦难之力。 

 

    8. 无一人读完约伯记后，不害怕像约伯那种苦难临到他们身上，但神将这

卷书放在圣经里，乃是叫属灵的人明白苦难的另一种原因，非由人的犯罪而引起。

但在整个事情的背后，神让人学习：祂是使人夜间唱歌的神。因此，软弱的人可

刚强壮胆，争战时显出勇敢，约伯的教训就在这里。信靠神有时会经历苦难，要

绝对相信「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是很难学的功课，有时只有时间才

能显出忍耐的价值。信靠神需要时间的考验才显得真诚。 

    新约雅各书 5：11 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

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原来苦

难和悲痛是神拣选的方法，使人看见神是绝对看顾人的神，显明主是满心的怜悯

与慈悲。 

 

    开花的人生不如结果子的人生。受苦前的约伯活在美丽如花的光景中，华丽

而吸引人，深受人的赞赏和羡慕。可是花必凋谢，只有果实才能够使人充饥。人

在风平浪静时所表现的信心，不如在狂风骇浪中所展示出来的信心更伟大。伟大

的信心是不怕暴雨烈风吹袭的，在安乐窝中的信心永远比不上在烈火炙热中的伟

大。 

    当你认识清楚神之后，一切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因为神有办法解决问题。至

于祂要如何解决，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约伯的问题有没有答案无关紧要，就算有了答案，他也不明白，这样有等于

没有，所以不用再追究下去。于是神不提痛苦的问题，约伯也不再追究下去。 

 



灵训： 

1. 当我们遭受苦难时，问题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于信心。 

2. 让苦难塑造我们的品格，成为我们未来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