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智慧何處可尋 

經文：約伯記二十八章 1-28 節 

 

有一天，我經過同安街的頂好超市，發現超市隔壁的北天宮在超市高起的台階旁搭建了

一個新的小小廟宇，大約半個人高，有點像在山野看見的小小土地公廟，前面放個香爐，

點著香。我好奇地想知道他們現在迎來了那尊新神敬奉，於是前去看看。真是意外，居

然是個手拿蒲扇的諸葛亮，旁邊的對聯寫著「北諸正氣庇佑眾萬人，天葛應職四方破萬

法」。通常，有神明，就表示民眾有需要，看起來，現代人需要有更多的智慧面對這樣

多變的時代。 

 

人人都需要有智慧，但是智慧何處可尋？在約伯記也發出這樣的呼聲。 

約伯記二十八章 1-28 節 
v.1 銀子有礦；煉金有場。 
v.2 鐵從土裡開採，銅從礦石鎔出（被倒出）。 
v.3 人探索黑暗的盡頭（人為黑暗設界限），查究礦石直到極處，那是幽暗和死蔭； 
v.4 他在無人居住之處開鑿礦穴，在無足跡之地被遺忘，與人遠離，懸空搖擺。 
v.5 地出產糧食，地底翻騰如火。 
v.6 地的石頭是藍寶石之處，那裡還有金沙。 
v.7 鷙鳥不知那條路，鷹眼也未曾見過。 
v.8 狂傲的野獸（兒子們）未曾踩踏，猛烈的獅子也未曾經過。 
v.9 人動手鑿開堅石，翻倒山的根基， 
v.10 在磐石中鑿出水道，親眼看見各樣寶物。 
v.11 他封閉河川不得涓滴（哭泣），使隱藏之物顯露出來。 
作者以尋找稀有的礦產描述人有能力找出寶物。 
 
v.12 然而，智慧何處可尋？聰明之地在哪裡？ 
v.13 智慧的價值無人能知，活人之地也無處可尋。 
v.14 深淵說：「不在我裡面。」滄海說：「不在我這裡。」 
v.15 智慧不可用黃金換取（取代），也不能用白銀秤她的價值。 
v.16 俄斐的金子和貴重的紅瑪瑙，以及藍寶石不足與她比擬（不能被抵償）； 
v.17 黃金和玻璃不足與她比較（陳設）；純金的器皿不足兌換她。 
v.18 珊瑚、水晶都不值得提（不被想到）；智慧的價值勝過寶石。 
v.19 古實的紅璧璽不足與她比較（陳設）；純金也不足與她比擬（不能被抵償）。 
智慧要到哪裡去找呢，智慧的價值遠勝過人找到的一切珍寶。 
 
v.20 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地在哪裡？ 
v.21 她隱藏，遠離眾生的眼目，她掩蔽，遠離空中的飛鳥。 
v.22 毀滅和死亡說：「我們風聞其民。」 
人無法找出智慧，因為智慧是隱藏的。 



 
v.23 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知道智慧的所在。 
v.24 因為他（指上帝）鑒察直到地極，遍觀普天之下， 
v.25 要為風定輕重，又度量諸水， 
v.26 為雨定律例，為雷電定道路。 
v.27 那時他（指上帝）看見智慧，就談論她，堅定她，並且查究她。 
v.28 他（指上帝）對人說：「看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事就是聰明。」 
只有上帝知道智慧在哪裡，就在於敬畏主，遠離惡事。 
 
舊約聖經中的約伯記、箴言、傳道書和少許詩篇被稱為智慧文學。「智慧」是古代以色

列的宗教和文化現象。智慧的基本起源是來自生活經驗，而不是上帝的啟示，再從經驗

中引出結論，以探討人生為首。在中東、敘利亞、埃及均有智慧文學，且相互影響。聖

經的智慧文學主要的區別在於加入了許多信仰意識，但是仍然保有和其他文化相同的智

慧。智慧文學的目的在討論如何與上帝以及如何與人相處，在以色列的智慧文學中表現

出「追求上帝真理本質」的形態。 
 
到了智慧文學的晚期，智慧人格化為一個形象，她是陰性的，先存地從上帝口中生出，

在上帝創造天地時，是他的工師，她來到人間，惟獨她認識上帝的奧秘。在新約時代，

這智慧的形象與耶穌結合，耶穌被認定是「上帝的智慧」，路加福音暗示耶穌是「智慧

的孩子」（七 35），馬太福音更把耶穌的出現視為智慧的來到，耶穌就是世界的智慧（十

一 28）。哥林多前書不僅稱基督為「上帝的智慧」（一 24），他還成了「我們的智慧、公

義、神聖、救贖」（林前一 30），我們唯有通過耶穌的十字架，我們才能夠認識上帝亙古

的奧祕。 

 
一、人人都需要智慧 
智慧是一種普遍都需要的思考能力，來自於人生經驗，不是從書本上能夠獲得，也不能

用任何東西可以買到或換取。我們是否感覺我們是一番好意，但是說出來的話卻造成很

不好的結果。我們為人很正派，但是卻處處不受人喜愛。我們總是耗費了很大的心力，

卻得不到別人的贊同。我們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有困難，常常不知道怎麼搞的，就得罪

了別人。我們是否發覺我們很需要智慧，當我們認識了智慧的重要，我們便會思想如何

能夠得到智慧。要得到智慧，必須與主同死在十字架上，放棄自以為聰明的想法，才能

夠領悟。 
 
例：博士班學生評論學士班的論文，我原來只是按照自己所想的說真話，但是老師提醒

我必須想想我幾歲，那個寫論文的孩子才幾歲，老師說：你的用詞可能造就一個未來的

學者，或是斷送一個人繼續學習的想法。感謝老師的提醒，使我當天用詞非常委婉，把

「論文沒有標明頁碼」說成「忘記把頁碼打上去」，「採用的書籍不夠學術性」說成「寫

這篇文章很困難，因為相關的中文書籍很少」。我發覺，有的博士生的確認真批判，但

是卻沒有用語的智慧。我們班有位神父卻讚美同學，再提出問題請同學思想，事後，老



師說：你看看林神父的功力，那位同學被說的飄飄欲仙，其實神父提出問題請他想想，

就是點出了論文的缺失。 
 
二、靠耶穌得到智慧 
經文最後說出「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事就是聰明」。這裡把智慧和聰明對等，把敬

畏主和遠離惡事對應，舊約聖經對人最重要的教導就是倫理道德上的完美無缺，不但要

遠離惡事，還要主動行善，幫助有需要的人。新約聖經讓我們知道，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不由得我。人非常軟弱和有限，只有靠著耶穌我們才有力量行善，也才知道

該怎樣行善才是恰當的。人要放下自己的聰明，呼求主耶穌，幫助我們知道每一件事情

如何做，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和能力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例：好撒瑪利亞人，不是人人都能夠做的，還有很多其他的條件配合。我在河濱公園散

步看見一條受傷的狗，拖著身體爬，留下血跡，好像後腿被撞壞了，回家打電話找救狗

的機構，找到一個在鶯歌的人，問了地點和狗的顏色後才說，我在鶯歌，兩個小時之後

才能到，你必須與我們一起抓狗，一起去醫院，並且負擔所有的醫療費用。我感覺非常

無奈，無力，我無法養一條狗，怎能伸手救牠？一天都想到牠，心裡很難過。 
（後記）講稿寫好，黃昏時候我又去河邊，我想如果牠還在那裡，我就救牠吧。在跨越

河堤的天橋，我發現了許多血跡，沿著血跡走到牠停留的地方。看起來，牠奮力地要爬

過天橋，留了許多血，但是血跡只有再天橋下方的前兩三階，後面就再也沒有了。必定

有人救了牠，把牠抱起來帶走了。感謝神，或許這隻野狗因禍得福，找著一個疼愛牠的

好主人，這個主人也因救難而找著一個忠心的陪伴。我的心也放下了。 
 
願神與我們同在，我們每件事情呼求祂，求祂給我們智慧，求祂幫助我們做決定，我們

信任祂會有最好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