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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卷 ：詩 七 +  三 〜 八 +  九

亞薩詩集：七十三至八十三篇

我們在大衛三篇著名的詩（+ 五 、二 + 四及六+ 八 

篇 ）裡已經讀過有關那偉大的一天：神的約權終於被運回 

它在神的城裡最終的居所。歷代志上+ 五及+ 六章除了記 

錄這一件事外，也詳細描述了大衛如何舗排那一日及以後 

在聖所的崇拜。他選派了三人（各來自利未支派的三個家 

族 ）來負責當天的音樂：希幢和以探守在基遍（爆祭壇在 

那 裡 ） ：而亞薩則留在耶路撒冷。1到所羅門的聖殿完成 

後 ，約植和祭壇重新歸在一起，那 時 ，三個音樂家也重 

聚 ，共同在耶路撒冷中央化的禮儀制度中服事。2

在這三位音樂家中，亞薩是詩篇第三卷中的主角。雖 

然希帳和以採各與第三卷的最後兩篇詩有關（八+ 八篇是 

希慢寫的、八+ 九篇是以探寫的），但有十一篇卻是屬於 

亞薩的。另外一篇我們討論過的、亞薩寫的詩（五+ 篇 ） 

是被放在可拉詩集第一集和大衛詩集第二集之閩，也是整



本詩篇第二卷中閩的地方，其所包含的，是一組非常出色 

的 詩 ，它們探討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題。

讀者不會錯過的，是其中兩篇有關於公元前五八七年 

耶路撒冷被毀這歷史事件的詩。我們不禁要間：爲什麼亞 

薩 ，一位活在大衛王國初期的詩人，竟會寫出兩篇詩，哀 

嘆一件發生在四百年後、大衛王國結束時的事，怎會這樣 

呢 ？

很湊巧的，在我寫這一章時，由 沃 頓 （William Wal

ton ) 所寫的安大略比哈薩的節期（Belshazzar's Feast) ， 

正由里斯的大會堂廣播出來（里斯的大會堂是英國北部一 

個最重要的音樂中心）：而比哈薩節期的表演者包含里斯 

節期的聖歌塚。這首作品第一次發表，是七+ 年 前 ，在同 

一個演唱廳、同一個聖歌隊唱的（很恰巧的，這首作品也 

引用了一篇亞薩的詩一一八十一篇）。你大槪會說：「這 

些聖歌塚團員眞長壽 ! J 不是的，是同一個聖歌除，但不 

同樣的成員一一個別的團員退下去了，但那組織卻仍悠持 

續 。或許雨者之間的情形不是完全相同，但在某種程度 

上 ，「亞薩的聖歌隊J 也在亞薩去世後繼續下去，而旦也 

秉承旦發揚他的傳統及風格。同樣的，以 探 （後來被稱爲 

耶杜頓）和希暢的音樂事工也是這樣被傳承下去。大衛之 

後三至四百年，在希西家和約西亞統治的時期，這三個音 

樂世家仍然非常重要。3

在一段更長的歷史時空裡，我們還會常聽到亞薩的名 

字 。4到尼希米記+ 二章的時代，不只是以色列國的減t ， 

甚至是猶太國的被據，都成了歷史事實。那一章記載兩件 

和亞薩相關的事，都値得一提：第 一 ，尼希米提醒我們：

I ilT時 ，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的f令長」 ：第 二 ， 

fr:這節慶的敬拜隊伍中，有吹號之祭司的子孫撒邀利亞， 

就是亞薩的後裔。5

因 此 ，在反映整個王國歷史的不同詩篇中看到亞薩的 

字 ，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誠 然 ，這些詩篇的內容涵蓋以 

色列後期的歷史，由被擴後到歸回時，也涵括前期的歷 

史 ，由士師時期推前至出埃及時期：這些詩篇見證了神在 

幣個歷史中的工作。如同在第二卷中的大衛和可拉的詩集 

-樣 ，這些詩篇用「神 J ( G o d )這個字比用「主J ( Lord ) 

這個字的次數多許多。但 是 ，在亞薩的詩集裡，重申神是 

…位審判的神，如袍在埃及所作的；一位不斷說話的神， 

像袍在西乃山上所作的；並旦是一位歷年來一直在牧養袍 

子民的神。換句話說，袍是那位以羅欣 ( Elohim ) ，藉著 

袍的作爲，清楚顧示自己是耶和華—— 那位主、那位以色 

列的神。

至於爲什麼這些詩篇會被放在詩篇這一個地方，我們 

可以從被放在這卷書開頭的七+ 三篇中找到答案；這篇非 

常出色的詩馬上爲這問題的答案提供線索。

七十三篇

除了在第^^卷中間那個特例以外，七+ 二篇是眞正第 

一篇亞薩的詩，並且是最重要的一篇。

幫助我們明白這篇詩的方法，是逐步追縱詩人的思 

潮 ，而不是尋找其中的分段，或是尋索一些文學技巧。雖 

然這樣說，但 是 ，其中一個我們在別處已經提過、又在這



裡出現的字，將會幫助我們了解這篇詩。這 字 （無論是有 

意或是無意〉被詩人放在這詩三個段落每一段的開始。這 

字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它的意思（正如我們在六十二篇看過 

的 ）6 是 「確定的」 、「惟一的」 、 「肯定的」 、 「眞正 

的」 。它的效果就如英文中的斜體字（italics ) 一樣。七十 

三篇的開頭一句顧示了這一點。

1.詩人的問題（1〜12節 ）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袍眞的是。「實在」這字不是一 

個沒有意義的補充語，就如它有時候的確是沒有意思的 

(譬 如 ：主 ，我們實在想謝謝称），爲什麼需要加上「實 

在」二字？誰需要被說服？如果我們想多謝袍，那就付諸 

行 動 吧 ，我們並不需要這虛幻不實的副詞。不是的，第 1 

節 的 「實在」是要宣吿一個信念。就像詩篇第一篇裡的反 

語 一 樣 ，這一句說明了以色列所相信的：不 是 這 ，而是 

那 。以色列跟在聖經時代那些其他信仰和其他神抵不同的 

地方是，她相信她的神真的是袍所宣稱的那一位。

但袍眞的是嗎？我們在日常生活看到的，似乎跟我們 

在教會說的背道而馳。根據我們的信念，應該是那些聽從 

神的人會被神善待，而那些惡人則像綠批般被風吹去（又 

是第一篇）。但我們眼中所見的，卻是剛好相反。在這 

裡 ，實在這詞有不同的意思—— 「唉 ! 你當然應該記  

得 ！」意思是你不記得一一而詩人也同樣是在困苦中向神 

呼 求 ：「主 ，當悠妳應該是善待以色列的，不是嗎？因爲 

我看來並不是如此。」

他看見惡人興旺（3 節 ），並旦享平安，就是在七+

二 篇 ，神應允要給袍的子民，而不是給惡入的平安。那些 

對神毫無興趣的人怎可能這樣健康、強 壯 、自由自在地生 

活 呢 （4〜5節 ）？他們怎可以這樣傲慢和險惡（6〜9節 ) 

而不遭惡報？遺 有 ，爲什麼神容許他們帶領那麼多其他人 

走入岐途（10〜11節 ）？ 「神的民歸到這裡，喝盡了滿杯 

的苦水。他們說：神怎能曉得？」7

這是爲什麼詩人充滿懷疑和問題。並不是說他信心滑 

跌 、跳進不信的深谷；「只有信徒才會經歷懷疑，因爲你 

只能夠懷疑你所相信的。懷疑之於不信，與試探之於犯罪 

一 樣。懷疑只是一個試燥，它仍然未向罪惡投降。」8但在 

滑 跌 的 是 他 的 信 心 、他 的 確 據 、他 內 心 的 平 安 （2〜3 

節 ) °

2.詩人的危機（13〜17節 ）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如果惡人作惡也能興旺的 

話 ，那 麼 , 努力爲善遺有什麼意思？當詩人自己落在災 

難 、受懲治時，這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鋭^■當義人忍受惡 

人應該受的對待時，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如果我們誠實 

的 話 ，我們都得承認，對大部分人來說，無辜的人受苦這 

件 事 ，純粹是一個學衛的間題，直到我們成爲那些無辜受 

苦的人。」9

雖然他內心受到委屈，但 是 ，他也深知自己不可以公 

開說出他私底下的感受，因爲如果他說出來的話，會讓他 

所屬的那個群體感到失望和沮喪（15節 ）。有些人可能覺 

得這是一個眞正的練腳石：「如果連他也覺得行善是不値 

得 的 ，那麼我們也放棄算了。」



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會徒 

勞 無 功 （16節 ），但他並不是孤軍奮鬥的。他剛被提醒， 

他其實是屬於神的家的（15節 ，新英文聖經〔N E B 〕 ) 。 

這意念將他引領到神的聖所去（17節 ），他將會在聖殿中 

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會如何找到答案；如 

果我們嘗試去猜測神會用的方法（一句預言？ 一個神秘的 

經驗？）我們便完全錯失重點。事 實 是 ：聖殿是神呼召袍 

的子民與袍相遇、呼召视的子民彼此會晤的地方。是袍盼 

咐袍的子民在那裡鈴聽袍的話，並以讚美、祈禱和奉獻自 

己來回應袍的地方。在那個以神爲中心的團契裡，其中每 

一位成員都準備好服事其他人，每一位成員都留心聽神對 

衆人所說的，而且都要用順服的心去回應。像昔日的聖殿 

一 樣 ，今天的教會也應該提供這樣一個團契：在這裡，那 

些令人感到困惑或困擾的事被處理，雖然我們未>必能得到 

我們想要得到的答案。

3.詩人的答覆（18〜28節 ）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詩人因這些壞人的行爲而感 

到 忿 怒 ，他覺得自己的腳險些滑跌（2 節 ）；但眞的要滑 

跌 的 ，是他們的腳。

對他來說，第一件變得明顯的事，是一項有關那些傲 

慢惡人的眞理（18〜20節 ）。一篇在第一卷（三+ 七 篇 ） 

及一篇在第二卷（四+ 九篇）的詩已經說過神會怎樣對待 

他 們 。他們會由興旺陷進沉☆的光景：一些全無墜落跡象 

的成功故事，有一天終會突然且全然結束。而對那些看來 

如此眞實的權力，以及那些握有權勢的人，神會輕看他

們 ，把他們看成影像，看成一場在黎明時分便銷聲匿跡的 

惡 夢 。

同樣變得清晰的，是有關那充滿懷疑的信徒的眞理 

(21〜24節 ）。首 先 ，詩人的埋想也許是能體請的；但就 

算是能體誌，也是對神的工作一個愚昧和無知的反應，其 

中包含了不少的妒嫉和自憐。當他在所謂的聖所時，這些 

事實變得清楚了。他明白到，就算是在他感到最苦潔的時 

刻 ，神的恩典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他，是常常圍繞著他。思 

想的困惱和信心的失落不是同樣一件事。

號 後 ，在23〜24節 ，一篇請章的大綱躍然紙上—— 被 

掌 管 、被引導、被榮耀！ ( grasped、guided、glorified 1 ) 

柯 德 納 （Kidner)將這三個字連貫起來，並加上三個漸進 

的時 態（神已掌管、袍在引導、袍將會榮耀袍的僕人）： 

這一句讓我們想起新約一句相同意思的話，即羅馬書八章 

29〜3 0節那句話。1»就像前面曾提及死後生命這問題的詩 

篇一樣，第24節也可能有雙董的焦點：它提到的不但是今 

生的榮譽，更可能是來生的榮耀。"當創世記的作者形容， 

神 如 何 在 以 諾 於 世 上 的 年 日 結 束 時 被 「接 」去 （創五 

24 ) ，他用的那個字和詩人在這裡用的是相同的。

結束這篇詩的最後幾節（25〜28節 ）將一些屬靈的價 

値觀表明出來。如果你聽那惡人的話，你會以爲他們控制 

著天和地（9 節 ） ，但那些有神與他們同在的人，無論在 

地上或在天上，都會得著最多的益處（25節 ）。我們在前 

面已經提過，那些狂傲的人，他們的結局已經定了，而旦 

完了 ：但當信徒的生命結束時（26節 ） ，神會繼續是他的 

福 分 。問題的核 心 是 ，究 竟 我 是 親 近 神 、或是遠離袍



(27〜28節 ）。前者是那個眞實而永存的好處，它一直會 

蕴含在第 1節那小小的信念裡面—— 看來是微小的、但卻 

是無限的偉大：multum inparvo。

不只一個解經家常引用魯益師那些強而有力的、有關 

這兩種結局的話：「我們可以全然且絕對地被棄置於外 

面一一被擁棄、被放逐、被驅離，最後且無可言喻地被忽 

略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被召喚進來，被歡迎、被接待、 

被承認 D 」I2最後的分別將會解答詩人所有的問題。

詩篇裡的七+ 三篇

在二+ 世 紀 ，學者研究聖經的路線- -無論是詩篇或

是其他書卷，都是循著「形式批判」的路向走，意指學者 

問的是：「這一篇或那一篇詩的形式是什麼？」隨著這種 

研究方法，他們遂將詩篇中的詩重新編排，把它們分成哀 

歌或詩歌，分成皇家的或是個人的，禮儀的或是智慧的， 

或 是 「律法 J 的 詩 。

比較近期的研究改變了方向，再次回到詩篇的原型， 

即是一百五+ 篇詩原來的次序。畢 竟 ，當詩篇最初被承言忍 

爲神話語的一部分時，它原來的形式是這樣的。譬 如 ，蔡 

爾 莊 (Brevard Childs ) 爲他那本極具影響力、在一九七九 

年 出版的書取了 這樣一 個書名：《作爲聖經的舊約導  

論》 。這就好像在園藝的世界，當一陣出版關於花園植物 

百科全書的潮流過後，跟著出現的是有關這些植物生長於 

花園的書，爲何道些植物被種在花園的後面，那些被種在 

中閩的地方，而第三類則在最遠的地方？

在討論七+ 三篇時，布 魯 格 曼 （Bmeggemaim ) 也問

過這問題。I3他的答案是：七+ 三篇被放在整本詩篇的中 

間是有理由的：它成爲一個「聯撃」 、一 個 「門濫」 ，不 

只是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間的聯幫和門濫，也是整本詩篇的 

分水嶺。整本詩篇「從順服到讚美、從行禮如儀到歡呼頌 

揚」 （這是其中一部分的標題） ：也就是說，從第一篇的 

順服到一五0 篇的讚美。雖然第一篇說，如果我們行在神 

的路上，神便會恩待我們，但跟著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現 

的詩不斷重複埋怨說，這樣一個意念過於簡單：生命並不 

是這樣的。但是當我們把整本詩篇一直讀下去時發現，在 

埋怨這種想法過於簡單的同時，我們也看見一種不管發生 

什 麼 事 ，神總是會恩待袍的子民，這意念同樣地經常出 

現 ，直到最後一組讚美詩推展至純粹讚美的高潮。

明顯的，七+ 三篇也跟隨這模式。第 1節與第一篇互 

相 呼 應 ：神恩待那些清心的人。2〜12節代表布魯格曼所 

稱 「痛苦的坦誠」一一內在的清心以「痛苦的坦誠」來向 

神抗辯說：神 ，妳並沒有恩待我們！我們受苦，而那些惡 

人則興旺！ 13〜17節 是 「門濫」 ，在那裡他們被引領從神 

的觀點看事情。然 後 ，18〜26節表達了「感恩的盼望J ， 

這盼望引致整篇詩的最後幾節，跟整本詩篇的最後一組詩 

彼此呼應。

5.聖經裡的七+三篇

這樣對詩篇的理解及在詩篇中之七+ 三篇的理解，明 

顧的是一個導向（orientatkm ) 的 問 題。14 那些從第一篇 

(及詩七十三1 ) 那看來是簡單又天眞的角度看世界的人， 

會因眞實生活中的困境而迷失方向（disorientated)，因爲



這些困境似乎跟第一篇所標榜的人生導向相違。他們需要 

被重新定方向（re-oriented) —一要被轉過來，以致他們可 

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些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實。這新 

的 導 向 （new orientation ) 會引領他們最終來到一五 0 篇 

(及詩七+ 三27〜2 8 ) ，並且幫助他們更深地明白，「神 

實在是恩待以色列」的眞義。

當形式批判者將七+ 三篇歸類爲一篇智慧詩時，他們 

想的是七+ 三篇和蔵言（如蔵二十三17〜1 8 ) 之聞有相同 

之 處 ，但他們主要想到的，是七+ 三篇和約伯記之閩類似 

的 地 方 。然 而 》我們覺得雨者之間的相似不單是「智慧 

說 」的智慧之言，七十三篇其實是「約伯記的縮影」 。15 

約伯記一章1〜5節的導向是簡單明瞭的：有一個人，他大 

大 地 被 神 祝 福 ，因 爲 他 「完全正直」 。像那個在薩基  

( Saki) 小說中的小女孩一樣，無 疑 會 「爲著自己的好行 

爲而赢得許多德行的獎脾」 。W然 後 ，一件完全意料不授、 

不應該臨到他身上的悲劇，將他的道德世界完全倒轉過  

來 ，而接著的三十七章，都是用來描寫他如何迷失了方向 

( disorientation ) 。一次與神面對面的會晤（二 + 八〜四 

H 一 章 ）終於使他回轉（re-orient) 。雖然他並未得到他 

想要的答案，但最終他所蒙的祝福是「比從前所有的加 

倍」 （四+  二 1 0 ) 。

我們不是可以繼續說下去嗎？這不是整本聖經的模式 

嗎 ？第一篇及七+ 三篇 1節和約伯記一章1〜5節都反映創 

世記頭雨章所說的。在創世的起初，只要亞當肯順服，伊 

甸園便永遠是他的。但事情卻不是這樣發展。一個因罪而 

迷失方向的世界需要回轉過來，才有希望重獲伊甸園：而

事 實 是 ，它永遠都不會回到伊甸園。明 白 「神實在是好 

的」 ，這樣一個覺醒不能使人重新回到舊有的、最初的童 

眞 ，因爲那是失去的貞操，永遠失去的。回到伊甸園的路 

G 被火劍所欄阻，前進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前面那艱苦而 

漫長的略。七十三篇27〜28節反一五0 篇和約伯記四+ 二 

章所描述的榮耀，是天堂的榮耀，而天堂並不是伊甸園。 

你只能夠藉著七十三篇17節的路進入天堂：用新約的語言 

來 說 ，就是藉著加略山上在基督裡與神相遇。

七十四篇

正如我們在前面討論過的，詩篇最後的編輯有意將七 

十三篇放在整本詩篇的中間，讓它成爲此書上半和下半之 

間的極紐。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在詩篇前半部的詩都是迷 

失方向的，其作者都是埋怨神把事情弄得一團糟：或是詩 

篇接半部的詩都是校正過方向的，其作者都是平靜安穩 

的 ，雖然外在的環境不順利，但仍然能夠信靠神，相信袍 

必定會把事情弄好。不是這樣的：緊接著七+ 三篇馬上出 

現的七十四篇，充滿的是比在其他詩篇中見到的，更苦潔 

的抗辯和抱怨。這些抗辯和抱怨源自以色列一個最痛苦的 

經 歷 ，即是在公元前五八七年，耶路撒冷被毀的慘痛經  

歷 ；這經歷結束了希伯來人的王國。

我們可以從詩中動詞的時態找出這篇詩的結構，如泰 

特 （Tate ) 作 的 。▽如果我們從它標題的主旨而不是文法來 

了解這詩時，我們會看見以下的模式：



一次呼额：記念我們（1〜3 節）；

一 個 提 醒 ：他 們 作 了 什 麼 （4〜9 節 ） 

一 次 呼 银 ：毁 滅 他 們 （10〜 11節 ） 

•**個 提 醒 ：你 作 了 什 麽 （12〜 17節 ） 

一 次 呼 顧 ：為 你 自 己 申 訴 （18〜2 3節 ）

1. 一次呼鐘：求你記念（1〜3節 ）

大部分對 1節上的翻譯都迴避了問題。你為何永遠去 

棄我們呢？這裡有一個假設，就 是 ，神的丢棄是永遠的； 

但其實，按理分析，這不是一件詩人能夠知道的事。可能 

他眞的想問：「是永遠麼？」 （新英文聖經）你是不是終 

於丢棄了我們？ （耶路撒冷聖經〔J B〕 ) 。

神的聖城被攻陷這事實，對以色列人來說，是一切都 

完 了 ，這是一個世代的結束。由那結束點開始，詩人回顧 

整個希伯來歷史的開始（這是亞薩詩的特點之一，它們往 

往涵括這種廣閥的視野）。現在被丢棄的，是亞伯拉罕的 

子 民 ，那 些 被 棟 選 的 子 民 是 自 從 雅 各 的 日 子 便 被 神  

牧養的羊群，I9是在摩西的日子從埃及被救贈出來的國家， 

是在大衛的日子被神建立於錫安山上的王國。

耶路撒冷聖經提到錫安，那看不見盡頭的毀壞。雖然 

這很圖像化，但耶城的被摧毀是「永遠」過 於 「看不見盡 

頭 」 ，因爲詩人所想的是，耶城永遠不會再被重建了 ：而 

他求神的，是袍不要小心翼翼地走過賴垣政瓦（如耶路撒 

☆舉經說的），而是快快地來到，自己來看看這一片荒

涼 。就如聖經在別處用「記念」這詞一樣，它不單指回億 

往 事 ，而是採取行動。袍在袍的子民於埃及爲奴時所作  

的^ -「我實在看見了……我也聽見了……我下來是要救 

他們」 — 一詩人求视再作一次。並不是說袍曾有不在的 

時 候 ，只 是 ，视希望袍的子民在危難時會想到袍，並且渴 

望能有袍的同在。

2. 一個提醒：他們作了什麼（4〜9節 ）

他們所作的，肯定是指在公元前五八七年發生的那件 

事 。 而 他 們 ，則是指尼布甲尼撒的、巴比倫的軍隊。詩 

人在這裡使用了一連串完成式的動詞，他要作的，並不是 

述說事件的過程，而是事件的結果：這是他們所作的，而 

你自己可以看看它的結果。

他們到過這裡，在這聖殿中，就是称的子民曾經在那 

裡膀聽称聲音的聖殿中，大喊勝利的口號。在這聖殿中， 

他們掛上自己的徽號，代替称的；他們用斧頭把称的聖殿 

夷成平地，用火把將它燒成灰儘。他們把所有敬拜称的地 

方和物件盡行毀減（在那時只有一處敬拜神的中心，但 8 

節下是指在悠長的歷史中，約糧被放置的一系列的地方， 

或是任何一個以色列人衆集敬拜神的地方）。沒有任何神 

臨在的跡象、沒有任何藉著袍的先知說的話，這是比一切 

其他的事情令詩人感到更驚慌不已的。耶利米哀歌也表達 

了這種震驚，尤其在二章5〜9節中所說的。

神需要被吿知這一切事情嗎？袍早已知道一切。誠 

然 ，整個悲劇都是袍策動的。那麼說來，這樣一個提醒， 

是否又是另一個愚意而多餘的禱告，好像以爲神需要知道



這些資訊似的（「主 ，無疑称已經在報章上看到了……但 

是 ......J ) ?

不是的，這是對那位在第1及2節的大牧者一救噴主的 

正確回應，也 是 對 袍 那 無 聲 的 邀 請 「吿訴我發生了什 

麼事？」—— 的回應。

3. 一次呼鐘：毀減他們（10〜11節 〉

那個在第 1節使詩人感到困惑的雙重問題（爲什麼是 

這樣呢？這是永遠的嗎？）在這兩節中變得更明顯。有時 

候 ，就是那個信心最堅定的信徒也覺得，神作事的方法， 

有雨件是難以明白的：一是袍作事的理由，一是袍作事的 

時間表。七十四篇的作者最終會明白，「要到幾時呢？」 

是有期限的，而 「爲什麼」這問題也是有答案的。22在這 

些答案揭曉之前，他毫不猶豫地向神表達他的大惑不解。

遺 有 ，他也毫不猶豫地吿訴神，他應該作什麼（11節 

下 ） ！有些翻譯者覺得這一行有點奇怪，因此他們改動了 

其中一雨個字，但我們可以接納原來的希伯來文，雖然經 

文眞是有點突兀：「從你懷中！殷 減 ！」23—— 「毀減他 

們 ！」的暴力祈求是有點刺耳，但我們已經見過這一類的 

咒 组 。2巧口果我們知道詩人心中所想的是什麼，我們會明 

白 ，爲什麼詩人要發出這樣的咒証。他再次想到的，是出 

埃及的事件。這事件在第2節的救噴語言中提過，它將要 

在 12〜1 5節中變得更明顧 D 而 現 在 ，在這篇詩的中間部 

分 ，這出埃及的救續意金在以下的圖像中被凸顯出來：神 

伸出袍的右手，去作袍曾經在出埃及記+ 五章 12節中所作 

的 ，就是在紅海毀減埃及的軍除。現 在 ，在公元前五八七

年 （就如在幾百年前），神選民的命運又再次遭受到考 

驗 。

袍的僕人在聖戰中奢力，

神秘地在鬥爭的，是 

天上和陰間的權勢，

爭專的豈止生或死。25

在這場鬥爭中，教會會被毀減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因 此 ，旣然這場爭戰到最後會把對方全然消減，被消減的 

必然是敵人。

4. 一個提醒：你作了什麼《12〜17節 ）

這六節和4〜9節彼此呼應。再 次 ，我們看見一連串的 

動 詞 ，都是完成式，它們形容的，是一些已經發生了的 

事 。再一 次 ，我們看見幾個重複的代名詞，不 是 「他 們 、 

他 們 、他們」 ，而是三個加重語氣的「你 、你 、你」 ：再 

一 次 ，我們看見一樁歷史事件—— 其實是雨樁，都是有持 

續效應的：前一段提到的是敵人對耶路撒冷的毀減，而這 

一段提到的，是神創造了袍的子民及袍的子民所居住的世 

界 。

當詩人重複地提醒神，作事的是称時，他也是在鼓勵 

自己。袍的神把紅海分開、也征服了埃及（13〜 14節 ）， 

在瞎野中供應以色列人毎日所需，又引領他們過約但河、 

進入應許之地（15節 ）。這一切都令人驚嘆，而且奇睛性 

地把以色列塑造成一個人不能毀減的國家。视在這些事件



更早之前作過的事，更是叫人驚嘆，而且是奇續性地永遠 

長 存 ，但我們卻往往忽視了這事實：袍在創世時設立了整 

個日與夜、海和地、夏天及冬天的結構，這些時空季節成 

了歷史一幕一幕事件的場景：這些時空背景，如創世記八 

章22節吿訴我們的，是 「永不停息的_ 1。

當詩人的世界在他眼前瓦解時，他倚靠的，就是這樣 

一位神。尼布甲旧撒帶來的炎害就在眼前，而且顯然極度 

厳 重 ，但他深知道，神創造及再造的能力，卻是尼布甲尼 

撒的權勢無可比擬的。26

5. 一次呼龍：爲你自己申訴（1S〜23節 〉

在 1〜3節及10〜 H 節的呼績中，詩人旣問問題又發出 

呼 績 ，但到現在，他把問題都放在一邊，現在他的禱告盡 

都是祈求：求你記念、求你起來：請妳作這事，請称不要 

作那事。每個人都可以問神問題，但如果你要吿訴袍袍譲 

作什麼事，你 必 須 清 楚 自 己 是 誰 或 是 清 楚 知 道 袍 是  

誰 ！

但詩人的確知道自己在作计麼。我們留意到：他之前 

向神呼求的，第一次是「記念我們J ，第二次是「毀減他 

們」 ，現 在 ，他關心的是「你的名」 、「你的約」 、 「你 

必須爲自己申訴的」 ，而他也清楚明白這些呼求的含義是 

什 麼 。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誰，袍作的是什麼事，也知道 

一點有關袍行事的方法一一這一點可由詩人不斷救述神在 

過去所作的事看得到。再 次 ，雖 然 主 （耶和華）這名字只 

出現過一次（18節 ），但詩人對神過去作爲的教述表示他 

明 白 ，一直在推動歷史的是那位名叫耶和華的神。

詩人藉著禱吿，將我們在歷史 

稱爲聖經歷史-

七+ 五 篇 23

-或是我們應該把它 

所學到的教訓，帶回到神面前。每一個 

神的僕人都可以作這事。以詩人而言，他是在說，因爲视 

的名和袍的約本質是如此，因此视的名聲和视子民的命運 

是不可分割的。袍應該是一位救主，更具體地說，是他們 

的救主，但 是 ，袍並沒有救續他們，反而是失去他們！起 

碼這是愚頭民會說的話。我們都知道，那 些 「愚頑人」 ， 

不是愚霞，而是背逆，27反正他們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 

就 是 了 。但 主 啊 ！詩 人 說 ，称爲什麼給他們藉口來嘲弄  

称 ？

現在回顧，我們知道主要爲自己的名申訴。那些發生 

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可怕事件，不是因爲袍未能及時使用袍 

的權柄，或是因爲袍不愛袍的子民，因而導致失敗，而是 

詩人的眼睛所能看見的、一個更偉大計畫必須有的一部  

分 。這些事件像一架在轉動的蒸汽機車的活塞一樣：機器 

是向一個方向轉動的，但是那活塞，當我們在某一個時刻 

近看時，是往另外一個方向移動的。 「它在向後韓 !它爲 

什麼向後轉呢？」因爲它必須這樣作：不然的話，那機車 

便不會向前行。整部車是這樣設計的。

雖然詩人的眼界有限，但他的心是眞誠的：他的禱吿 

會被應允，雖然是透過一種比他目前想像的更複雜、更徹 

底 、更緩慢的方法應允。

七十五篇

在這篇詩裡，哪一句話是由哪一個人說出的？就如在



聖經研究的領域可能發生的，不同的人持不同的意見，而 

旦都非常堅持自己的看法。第 1節的我們大懷是指會衆， 

而在2〜3節 ’說話的是神。但4〜5節 ，也是袍在說話嗎？ 

第 10節又如何？此 外 ，我們是否也應該想像一個聖殿的禮 

儀 ，在這禮儀中，有哪位君王，或是一位先知，或是一位 

「帶敬拜者」之類的人物？

新國際本爲了加強已經是相當明顯的一點，在頭雨節 

之 間 ，即 是 在 「神啊…… 」及 「我到了所定的日期…… 」 

之 間 ，加 上 「你說」二 字 。希伯來的原文並沒有這兩個 

字 ，它讓我們自己決定其中的意思是什麼。希伯來原文著 

重 的 ，不是這篇詩如何在禮儀中被使用，而是它窝竟要說 

什 麼 。其中的主題是亞薩詩的特色，即是有關神是審判官 

這意念，這意念由2〜8節中一連串的、鮮明的圖像引發出 

來 。

1.地的柱子（2〜3節 》

無論這些柱子的意思是字面上的或是比喻性質（無疑 

的 ，外邦人認爲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希伯來人則以爲是比 

喻性的），都是指環繞我們四周世界的穩定性；不單是指 

天與地，同時也指人類世界裡的社會及政治結構。當這些 

結構被搖動時，從一個角度看，要負責任的是神自己，就 

如約伯記九章6節及二十六章11節中所說的；從另一個角 

度 看 ，使地搖動的是邪惡的勢力' 而袍則繼續扶持那個更 

深層的架構，使它保持穩定，就如這幾節經文說的（也像 

前一篇詩中16〜17節所說的）。就如哈該書二章6節所預 

r T，希伯來書+ 二 章 26〜2 7 節所回應的，那一天將會來

臨 ；在那一天，神自己將要震動整個創造的秩序，「使那 

不震動的常存」 。但 是 ，在 此 同 時 ，视的子民也可以放  

心 ，知道歷史上沒有一次動還不是在袍的掌控之的。

看來詩人及他的同輩剛從這樣一坎的動還中走過來， 

神並未叫袍的子民失望。再次的，這一篇詩的內容和以賽 

亞書中有關的部分彼此切合（就像前面的詩篇一樣）’以 

致我們可以猜測，這裡指的事件是在希西家的時代，亞述 

人對猶大的入侵，但那次入侵卻被神阻摸了，詩人爲此感 

恩 。28

就像其他亞薩的詩一樣，這篇詩的視野是廣閩的；詩 

人聽見那位在創世之日立定柱子的神，在這裡宣吿說：決 

定審判的 a 期的也是袍。他指 的，當然首先是亞述王西拿 

基立有限的審判，但也是指先知和使徒所預言的最後審  

判 》以没在最後審判時出現的大震動。

2.狂傲的角< 4 ~ 5 節 〉

這些話當然是由詩人說的；但也可能，他的意思是， 

這仍然是神在說話，神繼續袍在細拉前所說的話；乂或者 

是一位先知，或 是 會 衆 ，以同一■種聲音說出以色列的心 

聲 。無論如何，大家都會同意的是：神的敵人需要聽見這 

信 息 。

角是聖經所用的另外一種比喻。詩人心中想到的，是 

動物那些強而有力的角，即是公牛及公羊和公山羊的角； 

從比瑜的層面上看，它們是指能力，不管是好的或壞的能 

力 。因此第10節說的是：惡人會被征服，而義人會得勝。 

從不好的角度看，角是指一種自我伸張、橫行霸道、惟我



獨尊的權力；換句話說，是狂傲。第 5節中挺著頭項就像 

一頭頑梗背逆的動物，不受控制、不被訓服。

我們可能會說：「說這話的一定是神自己。如果這些 

『狂傲的角』是指那些硬著頸項的人，他們大槪除了神那 

滿有權威的聲音外，其他人的話也聽不進去。像我這樣的 

人 ，小聲地鳴叫：『不要把你們的角高舉』有什麼用？那 

些有權有勢的人怎會聽見我說的，更邊論聽從我所說的； 

而要他們作我要他們作的，就更不用想了。」

是 的 ，如果這些話是由凡人說的，那麼這些凡人一定 

是先知。他們必須要有神的心意，並且有神的召命去宣揚 

神 的 信 息 ，就是在充滿屬世權力的長施也是這樣作。就 

而 ，神在新約的僕人的確有「基督的心」 ，29而且在今天 

的民主國家中，他們也有機會說出這些話，讓有權勢的人 

能聽得見。這些機會是否就是召命本身？換句話說，神旣 

然提供了機會，我們是否就有責任去宣揚這些話？

3 . 命 運 之 輪 ？ （ 6 〜 7 節 ）

福耳圖拿（命蓮女神）是古典神話裡一個比較次要的 

神 。她通常被描I會爲一位負責管理命運之輪的女神：凡人 

(無論是男是女）都在輪圏內，可能是在輪圏的上面、下 

面 ，或是中間的部分，端看他們在生命中的位置，完全由 

這位女神主宰。

當 然 ，那些狂傲的惡人並不相信她。他們認爲能爬到 

最高的位置，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一個比較 

天眞的外邦人會以爲，惡人那麼成功，是因爲那些更大的 

神特別眷祐他們。另一個比較世故、比較悲觀且多疑的外

邦人可能會問，究竟是什麼原因，叫諸神恩待這些令人討 

厭的人，並且吿訴他們自己，這只不過是命蓮女神隨意轉 

動輪子的結果。

這一篇詩並沒有用輪這一個比喻，它用的是柱子、角 

授杯這些比險。但詩人對上面一段外邦人問的問題，卻有 

確切的答案，也就是聖經的答案。當 《公禱書》的版本說 

「步步高陸並非來自東面、也不是來自西面」時 ，聽來好 

像有點過時，但這句話的眞實性，在以前如是，現今也是 

一 樣 。當人們爬到最高峰時，最終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能  

力 ，也不是任何所謂的「更高的權勢J ，甚至不是命運之 

輪的轉動，而是因爲神自己。

舊約的耶路撒冷雨次受到敵人的攻擊，七+ 五篇所描 

寫 的 ，大槪是第一次的攻擊；在那一次，神阻■止了亞述王 

西拿基立的入侵。歷史吿訴我們的卻是另一次的攻擊：在 

一世紀之後，耶城再次被入侵的尼布甲尼撒得勝了。在這 

雨次的事件中，神都掌權；而根據但以理書所言，就是勝 

利的尼布甲尼撒，也會學到他的教訓。 「他遊行在巴比倫 

王 宫 裡 ，他 說 ：『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爲京 

都 ，要顯我威厳的榮耀嗎？』」馬上的，就 當 「這話在王 

口中尙未說完」 ，厄運卻臨到他，使 他 「知道至高者在人 

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

4 . 震 怒 的 杯 （ S 節 ）

輪可能不是聖經所用的一個比喻， 但杯卻肯定是 0 

像角一樣，杯也可以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我們在二十三篇 

5節見過詩人的福杯滿溢，也會在----六篇 13節中見到救



恩的杯。另一方面，先知們也常常提到神忿怒的杯。32在 

新約中，大怒的杯也在末日時等待著惡人，雖然基督在走 

上+ 架 時 ，已爲袍的子民喝盡那苦杯。33

七十五篇中的神，就是那位把持世界道德柱子的主， 

斥責頭上長著狂傲的角及轉動那所謂「命運」之輪的神， 

要強使那些高舉自己的人喝這懲罰的杯。諷刺的是，這杯 

倒滿了最高純度的酒，濃而味強，完全適合這些應得此報 

應的人喝！

他們應得此報應。我們在這裡看見的，正如我們在聖 

經其他許多地方看見的一樣，是神的掌權和人的責任兩者 

之間的甲跪 D 在公元前七百年興起西拿基立，又在一個世 

紀後興起尼布甲尼撒的，是神自己，在更早幾百年前興起 

出埃及記的法老，也是神自己；袍要在這些事上「向你顯 

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34然 而 ，他們也毫 

不遲疑地宣稱自己已「高舉他們的角」 ，因此视因著他們 

的驢傲而懲罰他們，也是相當合理的。

第 1和9節爲整篇詩提供了一個框架，開始是感恩，結 

束是讚美，每一節都述說神的作爲。或許在細拉的地方要 

朗讀出來的，是出埃及的故事，或是記載於撒母耳記上二 

章的哈拿之歌。在新約銀哈拿之歌相應的是 < 尊主頌 > ， 

即是馬利亞的歌，它 說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 

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 

的升高。」35或許第 10節是來自主、以色列的神，袍最後 

的保證；又或者是來自大衛後裔中的一位王，他的一個承 

諾 （無論是以色列的神，或是大衛系列的一位王，這些都 

遙指同一位主及王，就是耶穌基督）。我們不難明白編輯

將一篇鼓勵民心（因敵人被征服）的 詩 ，放在一篇令人沮 

喪 的 詩 （因敵人暫時得勝）之後的用意了。

七十六篇

七+ 六篇中有兩個、細 拉 ，有雨個加強語氣的你，有四 

個都是代表神的稱號（譬 如 「那發光的一位」 ）。3®這些 

元素使這詩有一種對稱的感覺。譬 如 ，我們可以說：每半 

部之間再由一個細拉分開一半。遺 有 ：詩的頭四分之一由 

那位自我啓示的神開始（1節 ），而第二個四分之一是由 

那位發光的神開始（4節 ）。詩的下半部之開始和結束（7 

及12節 ）都提到神是那位令人生畏的神。此 外 ，第二個和 

第三個四分之一是互相呼應的，是由你是有光華的（4節 ， 

耶路撒☆聖 經 ）及你是可畏的（7 節 ，耶路撒冷聖經）開 

始 。

像前面一篇一樣，這四個段落（各有三節）的每一段 

落都可能與發生在希西家時代的歷史事件有關：詩人因爲 

神魅救了耶路撒冷，阻揚了亞述入的入侵而歡呼。如果是 

這樣的話，列王紀下十八至+ 九章和以賽亞書三十六至三 

十七章又是這詩的背景。

1.那位自我啓示的（1〜3節 ）

在可拉第一詩集中的四+ 六至四+ 八 篇 ’與追篇詩所 

用的語言是相同的。在可拉的詩集中，神也是偉大的（詩 

四+ 七2 , 四+ 八 1 ) »啓示自己是那位保護袍子民的（詩 

四 十 八 3 ) ，並且是毀減戰爭武器的那位神（詩四+ 六



神是讓一個特定的地方、一群特定的人，來見證袍的 

自我啓示。歷代以來，許多所謂的基督教國家，都曾經奉 

神的名，不是逼迫，便是鄙視猶太人。但這篇詩一而再、 

再 而 三 地 提 醒 他 們 '引 用 《公禱書》的版本^一~■「神是 

在猶太人中彰顯自己」 。如果不是以色列和猶大，不是撒 

冷和錫安，他們便會對這位基督教的神一無所知。基督教 

及它的傳承，以及它所有衍生的結果，都植根於猶太人的 

歷 史 。畢 竟 ，「救恩」—— 基督教最重要的元素—— 是 

「從猶太人出來的」 。37

神也用特定的方法來彰顧自己。這裡被翻譯爲帳暴 

( s o k )及 居 所 ( n f ' d n ^ 這兩個字，在舊約別的地方，經 

常是指鯽子的巢穴或是坑洞。38在新約也是，鯽子是代表 

主自己，那位大有能力的神。39我們將會看見，這篇詩的 

作者在寫第二段落，甚至是第三及第四段落時，他想到 

的 ，很可能也有這鯽子的形像。

2.那位發光的（4 ~ 6 節 ）

魯益師吿訴我們，納里亞的創造者是「一頭彌子」 ， 

當牠在故事的開頭出規時，牠 是 「廳大的、粗擴的和發光 

的」 。•̂G當詩人在4節 下 說 「你是有光華和榮美」的那一位 

時 ，他 想 的 ，可能是聖經裡的、神聖的鯽子。因爲在衆多 

對 4 節下的翻譯中，最接近希伯來原文的是：袍滿有威嚴 

地 「從捕食之地而來」 （修 訂 本 〔R V ：] ) 。

這篇詩4^的 「捕食者」 ，很像西拿基立的軍隊。神在 

道裡說的是，西拿基立的火箭和弓並未能攻陷耶路撒冷。41

袍所作的是差遣袍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 

五千人。清晨有人起來，一 看 ，都是死屍了 ！ J 42

如果這裡所形容的鯽子的跳躍是一個比喻，比喻一支 

軍隊被消減的話，那 麼 ，麵子及軍隙都可以是比喻，是形 

容那位來幫助袍自已子民的神。神多少時候都是這樣出乎 

意料地撲向他們的敵人；多少時候也是這樣出奇制勝地置 

他們的敵人於死地。袍使用的，是作戰的雙方都完全未曾 

想過的策略！我們的人性驅使我們要吿訴神如何幫助我  

們 ，但神的智慧遠遠超越我們所想的；视可以用十分不同 

的方法達到同樣的目標。

3.那位令人生畏的（一 》《7〜9節 ）

第一段落是由那位自我啓示者開始，第二段落是由那 

位發先者開始，第三及第四段落則構成一個框架：這框架 

的 首 ( 7節上）及 尾 （12節下）都提到那位令人生畏的神。 

詩人在第三段落中，特別是第 7節 ，他心中所想的，仍然 

是那可怕的御子（7節 ）、睡了長覺的（5節 ）亞述大軍（8 

節 ），以及記載於列王紀下十九章及以賽亞書三+七章的 

整個歷史事件（9 節 ） ：這事件是神的審判和救讀的一個 

重要的例子。

有三個事實譲我們看見一個比較寬廣的圖像。第 一 ， 

在某一地被破壞的，同樣可以在全地上被破壞一一被傷害 

的不單以色列’也是全世界。第 二 ，那些形容神已作過之 

事的動詞，同樣可以是「先知式完成時態J ，是由將來的 

角度去看袍已經完成的事。第 三 ，那個叫人生畏的舊約的 

口內喊：「难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同時也可以是啓示錄



/\章 15〜 17節中的H内喊：「地上的君王 -在未日的時

候 ，他們也要面對盖羊的忿怒，袍同時也是那鯽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43

因 此 ，一篇爲慶祝已發生之事的讚美詩歌，同時也可 

以是一篇描述將來要發生之事的信心之頌。詩人要我們看 

見這兩層意義，並旦掌握好如何去使用這兩者。

4.那位令人生畏的（二 ）（10〜12節 ）

第 10節的話是向神說的。因爲不同的聖經版本對這一 

節經文有不同的翻譯，因此要知道詩人眞正想表達的是什 

麼 ，並不容易。修訂本的翻譯跟希伯來原文的意思相當接 

近 ：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翁怒，你要禁止。如 

果對詩人來說，神對埃及人的忿怒是袍對人發怒的典型， 

而對亞述人的忿怒是最接近詩人時代的、神對人發怒的例 

子 ，那 麼 ，對我們來說，這也是一個帶給我們安慰和保證 

的信息：每一次當世界攻擊神和袍的子民及袍的準繩時， 

袍都會回過頭來，反擊他們，叫袍自己得到榮耀。袍可以 

使用世界對视任何一點小小的攻擊，來完成袍的旨意。

第 11節的話是向教會說的。那可長的主是一個對神的 

稱 號 ，但不是我們一直以來所見的那種語言：它只是一個 

名 詞 ，那可畏的（the fear ) 。其他舊約經文提醒我們，主 

是以色列所「敬畏」的 ，就是以色列所尊崇的，44因此 11 

節下大概是跟11節上相應：是袍自己的子民被鼓勵去向主 

他們的神許願的：被鼓勵拿貢物獻絵神的，也是他們（現 

在被稱爲在他四面的人，新標準修訂本〔N R S V 〕 ) , 而 

不是那些住在鄰國的人（新國際本〔N I V〕 ) 。

第12節再一■次向所有的人宣吿：這就是那位叫人生畏 

的 主 ，袍最終會征服這世界所有要發動來攻擊袍的權勢。

七十七篇

般式批判者 ^ 把這一篇詩歸類爲一篇哀歌，它可能 

有 、也可能沒有一個快樂的結局。但其實它不止於此。作 

爲一篇亞薩的詩、一篇屬於一組亞薩詩的作品（這一組詩

的帶頭者是那極董要的七+ 三篇） 

别的詩。

它其實是一篇相當特

1.兩個問題

聖經裡有一類問題，是只有當你將不同的翻譯版本放 

在你面前互相對照時 ' 才會發現的。這類問題可能跟動詞 

的時態有關，十八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46有時候這 

些問題只是跟經文中的字有關。W

與第一類問題有關的，是 第 1節中的我....呼 求 。新

國際本的翻譯是T cried (過去式） ，但新標準修訂本的翻 

譯是 I cry (現在式） ；在這兩個不同的版本裡，這詩有一 

半 都 跟 隨 這 格 式 ■即 是 ，在新國際本的版本都是過去  

式 ，而在新標準修訂本都是現在式。但我們會說：等一 

等 ，究竟哪一個版本是對的？是一件過去的、令人難過的 

事 ，然後下半部告訳我們詩人如何從情緒低落的狀況中走 

出來？抑或是一件現在詩人正面對的困難，而下半部則吿 

訴我們他的期望，但不一定是神的答案？肯定的，這是對 

這篇詩雨種不同的誇釋。



至於第二類問題，這詩其中董要的一節不但包括一  

個 、而是雨個有問題的字。10節上是關於一個呼韻，或是 

一 件 「令人悲傷」的 事 ，抑或是肉體上的「虛弱」 ？ 10節 

下是關於神右手的年a (即是袍的能力），還是關於在年 

日 中 的 「改變 J ? 在衆多的可能性中，新國際本選擇了 

「呼纖 + 年日」 ，欽定本、修訂本則選擇了「虛 弱 + 年 

日」 ，而新標準修訂本則選擇了「哀 傷 + 改變」 。如莫 

德 （Motyer)說 的 ，第一種翻譯「最切合詩的上下文」 。48 

當我們仔細研讀這篇詩時，我們會看見，這一節是這詩中 

重要的一節。這麼董耍的一節，它的意思卻這樣不清楚， 

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當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去看這篇詩 

時 ，便會明白，作爲整篇詩的「福紐」 ，第 10節的功能是 

什 麼 ，也因此就比較容易明白它的意思。

2.雨種語調

1〜9節誠然是一篇哀歌，自從第三篇開始，我們已經 

見過不少的哀歌。這一篇爲何與衆不同呢？

在難過的心情下，詩人回想古時之日，並且特别想到 

一個歷史事件。在西乃山，神答應摩西，我 要 「在你面前 

經 過 ，宣吿我的名」 。接著那一天，袍眞的作了 ：「耶和 

華 ，耶 和 華 ，是有憐懼有恩典的神……並有豊盛的慈愛 

……」^ 但 是 ，詩人並未在這永遠値得記念的宣吿中找到 

安 慰 ，也沒有告訴神他仍然相信；反 之 ，他恐怕神不會應 

驗袍的承諾，不會施行袍的憐価，忘記了袍的恩典，並且 

不會施慈愛（8〜9節 ）。

是什麼讓他信心大減呢？是因爲他以爲自己永遠被丢

棄 了 。肯 定 的 ，耶路撒冷的論陷是這一篇詩的背景，正如 

它是七十四篇的背景一樣。布魯格曼強調以下這一點：詩 

中提到的，是 他 稱 爲 「聖經標準的記憶」和 「具體的病 

苦 J 之間的撞擊，即 是 ，詩人一直以來所相信的聖經事魔 

和他目前所經歷的，兩者之間的矛盾。5G神在西乃山上所 

說的話和詩人在錫安山上所目睹的災難，兩者之間的分别 

實在太大了。

在這裡我們看見的，是一個用來說明七十三篇的原則 

之 「最差的腳本」 。引用布魯格曼的用語，我們可以這樣 

說 ：在開始的時候，詩人相信那位在西乃山上宣吿自己是 

耶和華的神，但之後他所見到的、所要忍受的，譲他迷失 

了方向。像七十三篇17節一樣，七+ 七篇 10節是他重整自 

己的地方，他發現自己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在第 5節 ， 

回想古時之曰並未帶來多大的安慰，但現在，他知道那些 

曰子是至高者（顧出）右手之年代，袍的右手所彰顯的， 

在過去和現在一樣，是充滿能力的。

因此這一篇詩下半部的語調，和上半部有巨大的差 

別 。帶來改變的主要動力顯然是「從自我轉向神」

「我」是 1〜9 節的焦點；在 1〜9 節中充滿的，是我的悲 

情 、我的抱怨、我的假設一一就像充斥著自我的現代文化 

一 樣 ，在現今的杜會，這種文化非常受歡迎，而旦被苦心 

經 營 ，以致逐漸渗入我們的生活當中。但 10〜20節都是關 

於 你 一 ^尔的能力、你的道路，詩人開始願意思想他的經 

營 ，默念他的作為。如果這裡有轉變的話 '那並不是神改

變 （或許詩人會這樣想----至高者的右手改變了，10節 ，

新標準修訂本），改變的是他自己的態度。



3.兩段經文

詩人起初覺得理所當然，後來又懷疑的信念，是來自 

出埃及記，現在他又回到出埃及記去默想那裡的經文。他 

想到的那段經文必然是摩西在過紅海後所唱的那首歌，尤 

其是出埃及記十五章n 〜18節 。他在自己的詩中引用了其 

中一些細節：第 15節的細拉後所誦讀的經文也可能是這一 

段 。誠然他現在仔細地思考整個出埃及的事件，由埃及的 

災 難 （14節 ，出九16 ) 到過紅海（16節 ），到在西乃山上 

與 神 相 遇 （17〜1 8 節 ），再 抵 達 應 許 之 地 的 邊 界 （20 

節 ）。這種在廣度和深度上對聖經的思索，和之前只是形 

式上地背誦信條，是有天淵之別■ ^雖然之前所背誦的也 

是聖經的眞理。這譲他能夠面對最令人沮喪的處境。

爲什麼出埃及的事胰對詩人有如此深刻的影響呢？因 

爲出埃及的故事只是一個例子（雖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 

子 ），證明神掌管一切袍所創造的萬物。紅海的水代表混 

亂 ，而在創世時，神將秩序加諸這樣的混纯之上。這樣的 

一位神當然有這樣的能力：就是當我們身處的時代（及我 

們的信心）好像要瓦解了，但神仍然掌管。

另外一段相關的經文是哈巴谷的預言。那裡也記述了 

一位神，那 聖 者 （哈一 12 ) ，正如七+ 七篇13節和出埃及 

記十五章n 節所形/容的那位神一樣。當 然 ，有無數其他的 

經文也是這樣說，但哈巴谷書這一節經文對我們來說特別 

有意思，因爲哈G 各當時像詩人一樣，也帶著同樣的問題 

來到神面前，他關心的，是同一件事。在哈巴谷的時代， 

耶路撒冷還未偷階，但作爲一位先知，他已被腾諭，扁陷

將要臨到。巴比倫人，就 是 「那殘忍暴躁之民」 （哈一6 ， 

欽定本）已經朝著耶路撒冷的方向來。一位聖潔的神，一 

位曾經向袍的子民如此應許的神，怎可能容許這樣的邪惡 

來到？

從哈巴各書三章的祈禱中，我們可以看見，他也被指 

引回想出埃及的事。他用的語言充滿出埃及的典故；他再 

次被帶回一位眞正完全且終極地掌管一切所發生之事的神 

面 前 。古 柏 （William Cowper ) 這樣意譯先知的最後幾節 

經 文 ：

雜然葡葡树和撤横樹都不  

结出 它 們 應结的果實 ，

雜 然 所 有 土 地 都 乾 单 ，

羊 群舆牛群都已不在 那裡，

但 神 仍 在 那 裡 ，

對他的讚美 調校了我 的 聲音，

因 為 ，當我住在 他 裡 面 時 ，

我 不 能 不 歡 呼 。52

這不是那位「從 古 而 有 」的聖潔的神嗎？哈巴谷間 

(哈一 12 ) 。是 的 ，袍是那位「仍在那裡的神」 ，詩篇的 

作者是否懷疑，袍改變了。

七十八篇

第三卷現在爲我們帶來詩篇中最長的一篇（除一一九



篇外），七+ 八篇是一篇優美又發人深省的亞薩詩，它和 

其他詩篇中的作品有許多彼此呼應的地方。

1.亞 薩 、可拉及大衛

跟一般的亞薩詩一樣，七+ 八篇也是關於一位行動及 

說話的神。神的作為、他的命令（7 節 ）是這一篇詩主要 

談論的。還 有 ，袍牧養袍的子民、審判袍子民的敵人（也 

審判袍的子民） ：這兩個主題在之前的幾篇詩中也出現  

過 。再一次，袍顧示自己是一位眞正可以被稱爲主的神， 

雖 然 ，像前面的詩一樣，袍的名字（「主 ，耶和華」 ）很 

少被提到。

在可拉的詩中，四+ 九篇1〜4節與這一篇相應。兩篇 

都 邀 請 讀 者 ，在詩人 用 比 喻和 謎語 說話 時 ，前来胎聽  

( 1〜2節 ）。53四十九篇及七十八篇所用的語言和蔵言開 

頭所用的很相似。四千四篇1節採用了七+ 八篇 3〜6節所 

詳細閩述的習憤，即是用口來將以色列信仰中偉大的史實 

一代傳一代。以上提到的特色，將亞薩及可拉詩集的詩和 

舊約的智慧書連結在一起。

另一個亞薩和可拉詩集段大衛的詩共同的特色’是對 

神的一些稱呼：至 高 的 （詩七 + 八 3 5、5 6 ) 、磐 石 （35 

節 ，但出規最多次的，是在男外的地方’即大衛那篇偉大 

的 、慶祝神極救他脫離仇敵的+ 八篇）。雖然七+ 八篇和 

其他的詩有許多相連之處，但 是 ，整體來說，它跟我們到 

目前爲止所讀過的詩，仍有許多不同之處。

2.漫遊在歷史的里程碑中

這詩帶領我們走過大槪五百年的以色列歷史，從摩西 

至大衛的時代。54但詩人並不是用同樣的速度走過聖經的 

九 卷 書 （出埃;&記到撒母耳記下） D 它在某一些歷史時刻 

停留較久 '又越過另外一些時刻 ' 然 後 ，在過了四+ 節之 

後 ，我們驚i牙地發現，我們又再次回到開始的地方；我們 

發現自己很突然的，又走上回家的路。或許不應該把它稱 

爲一次旅程，似乎漫遊這詞更適當。

但 是 ，旣爲詩體，這一篇詩並不像我們在上一段槪覽 

這作品時所得的印象，其實它並不是那麼缺乏結構。其謹 

愼的結構可從詩的結尾，在67〜68節那巧妙的交錯配列架 

構看得出來—— 誠 然 ，希伯來原文顯示的，是一個雙重的 

交錯配列架構：

然後他去棄了 

約 瑟 的 帳 棚 ，

以法遂支淹

他 沒 有 德 選 ：

但他德還了 

猶 大 支 派 ，

錄 安 山 ，

他 所 愛 的 。

這 種 「形 式 的 自 然 表 現 」 （曼 寧 〔Maiming〕的用



語 ），55在整篇詩中表露無遺。莫德的大綱把這觀念說明 

得很清楚。在長達八節的引言之後，是一個長達三節、作 

爲前半部（9〜1 1節 ）的序言；這序言的重心是他們忘記 

了這幾個字：與它平行的，是作爲後半部（40〜42節 ）的 

序 言 ，它 說 ：他們不追念。在詩的前半及後半部，序言之 

後 ，各有四部分。詩人在前半部提到的、神對袍子民的救 

續 （12〜14節 ），他於下半部（43〜53節 ）再加以閩述。 

每一部分都有兩節（15〜16節 、然後是54〜55節 ）提到袍 

對 他 們 的 供 應 。然 後 ，詩 人 詳 盡 地 記 述 了 袍 的 審 判  

( 17〜33節 、56〜64節 ），以及袍對他們的愛 (雖然他們 

因忘記了他的恩悲而背逆袍），這些詳細的記述結束了每 

一 部 分 （34〜39節及65〜72節 ）。

神在摩西的時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費過囑野，這 

是第一部的主題（9〜3 9節 ），其所用的語言和出埃及記 

的語言很相似。第 二 部 （40〜72節 ）將故事帶到大衛的時 

代 。它提醒我們，神對袍子民的照顧就像牧人看顧他的羊 

群 一 樣 （52節 ） ；並 且 ，它解釋了爲什麼在建立王國後》 

袍將牧養袍子民的職責交付大衛一一遺有誰比大衛更好？ 

(70〜72節 ）。

袍棟選了屬於南國猶大族的大衛，表示袍丢棄了掃 

羅~ ^ 雖 然 ，屬於便雅惯支派的掃羅跟北國的支派及地方 

是有密切關係的（在這裡，詩人用了「以法蓮」這個槪括 

性的名詞代表北國的支派及地區）。56這樣的背景讓我們 

想起那旣背逆又不順服的掃羅，他在基利波戰役中陣亡 

(撒上三+ — 1及 下 〉；這歷史事件幫助我們明白原文令 

人感到困惑的9〜 11節 。這兩節經文成爲這篇詩主要部分

(9〜7 2節 ）的序言，爲詩人接著要達到的目標鋪路；他 

主要想作的，是帶出在67〜68節中所閩釋的論點。

3，考驗的目的

根據上一段所言，七+ 八篇不只是爲了滿足喜歡歷史 

漫遊者的興趣，它也不是一般的歷史教訓。七+八篇的引  

言 （1〜S節 ）清楚地帶出雨點：第 一 ，詩人所欽述的是比 

喻及隱藏的事，是蔵言及謎語，因 爲 「過去的記錄本身就 

是 一 堆糾 纏 在 一 起 的 事 件 ，是一個謎……是需要解釋  

的」 。67因此詩人選擇了一些事件，他強調某些地方，又 

在另外一些地方作各方面的聯幣：藉此將歷史事件的眞正 

意義及隱含的意義帶出來。

在此同時，他的讀者也需要有一個願意順服的心。在 

講到耶鮮的比喃時，馬太引用了七+ 八篇2節 ，58對那些虛 

心受教的人來說，耶穌的比喻是有意義的；對那些自以爲 

是的人來說，耶穌的教導只不過是謎語。 「誰能述說喜 

樂 」 ，亨利貝克爵士（ Sir Henry Baker ) 說 ，「誰能得到 

寶藏？是心靈單純的人，他們因聽到称的話，就獲得這些 

至 寶 。」69

第 二 ，神要求袍的子民要熟知這些歷史。由出埃及記 

+ 章2節開始，每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被教導要將聖經眞理、 

聖經的事實及聖經的解釋這寶貴的財產傳予下一代。出埃 

及記及撒母耳記上，遺有像這裡的七+ 八 篇 ，只是這財產 

承傳的一小部分。

這一點對現今世代（或是將來）的傳道者是一種鼓 

勵 ，尤其是那些在事奉生涯中感到疲乏乾■的傳道人；它



對規今世代（或是將來）的父母是一種挑戰，尤其是那些 

覺得可以把教導兒女眞理的責任交給「專家們」的父母。 

七+ 八篇告訴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責任把這些永遠鮮活的 

眞理傳給下一代，好叫他們仰望押，不忘記神的作為，而 

且要守他的命令（7 節 ）。這當然正是前面兩個小序言想 

要說的。第一個序言向前看，指的是掃羅，他故意地忘記 

神所作的（11節 ）。第二個序言回頭看在囑野中的以色列 

人 ，他們也像掃羅一樣，因著自己的頑便背逆而不造念他 

的能 力（42節 ）。

我們在前面一篇詩看見過，追念有時候可以像是一件 

徒勞無功的事情，得來的結果可能只是嗟嘆和埋怨（詩七 

+ 七 3 、6〜9 ) 0 但七+ 七篇的作者並未擴棄這意念，他 

全心全意地去追念神過去的作爲：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 

的 ，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 

的 作 為 （詩七+ 七 n 〜1 2 ) 。這就是七十八篇要我們作 

的 。

4.神第一次的救隋和供應

12〜14節用三個強而有力的句子撮要了神如何將袍的 

子民從埃及救贈出來。神作工了 ：袍讓那些奇續性的災害 

發生了 ：袍把紅海分開：袍從雲柱和火柱中下來。视的子 

民知道這些事實：他們看見過那些災害，他們走過紅海、 

他們跟隨過那移動的雲柱和火柱。他們經歷過的，和約翰 

見過的同樣眞實：當約翰窝以下的經文時，他可能想到七 

+ 八篇 3節 上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 

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15〜16節將焦點放在神如何在嚷野中爲以色列人提供 

水這件事上。兩個不同的希伯來字代表了像出埃及記+七 

章 中 的 「盤石」那個字，以及民數記二十章中的「盤石」

(crag ) 。另 一 方 面 ，代 表 「分製」 （divided ) 的海和  

「分襄」 （split) 的磐石的，只有…個 字 。英文的 divided 

和 split都不能完全表達神的作爲， 但我們可以採用修訂 

本的翻譯，而想像主「尊開」磐 石 ，正 如 袍 「養開」大海 

一 樣 ；主藉著這兩個行動顧示自己是那位不但拿控地與  

海 ，也掌管重要事件及滿足人需要的神。

5.神第一次的審判和施行慈愛

17〜33節把出俟及記+ 六章及民數記H 章所描输的 

二至三個事件湊合起來，形成一幅綜合的圖晝。這些事件 

與神供應水和食物的事件有關，但作者提到它們，主要是 

想指出以色列人的不順服，這些旣挑副埋怨、又不順從神 

的 人 ，心中試探神。重要的是，這一段中的一節經文（24 

節 ），被新約作者引用過 。 一 個稍微含糊的第 2 4 節的版 

本 ，由考問耶穌的人口中說出來：「你行什麼神續，叫我 

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做什麼事呢？我們的祖宗在囑野吃 

過 嗎 哪 ，如 經 上 寫 著 說 ：『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我們  

吃 。』」他們的態度極像他們的列祖：他們將要面臨神的 

審 判 ，就像他們的列祖一樣。

最 後 ，34〜39節顧示了神對他們那偉大的愛。他們所 

犯的罪是什麼呢？第 一 ，雖然袍已經救贈了他們，但他們 

仍然不肯信靠袍；第 二 ，當袍因爲他們的不信而懲罰他們 

時 ，他們不但不悔改，更是厚顏無恥地裝出一副悔改的樣



子 。但袍仍然愛他們！

6.神第二次的救瞻和供應

詩人現在將我們帶回到埃及。像前面的 12〜1 4節一 

樣 ，描寫以色列救續的部分（42〜53節 ）是由那裡開始， 

從神在域安所行的神續開始。82在這一部分（像上面一部 

分一樣），作者再次述說神如何在「雲下」帶領以色列人 

出 來 ，又使他們 「經過海」 。但在埃及和璃安，以及在雲 

和海之間，是一連串快速而可怕的圖像，顯示了這些神隱 

何等令人敬畏。

到 此 ，當詩入已經述說了以色列人「如 何 常 常 在 野  

中背逆袍」後 ，爲什麼又要回頭說神在埃及的作爲呢（40 

節 ）？肯定的，原因是因爲讀者需要被提醒，神是大有能 

力 的 （42節 ）一一袍可以如何對付那些經常背逆袍的人， 

這也是以色列人親身經歷過的。他們沒有追念，他們選擇 

不去追念以下的事：雖然有一些人被救續，但另外一些人 

卻 被 擊 例 ，因此那小小的序言一直伸延，進到第一部分 

去 ，由第42節進入第43節 。

上述都是回顧。故事的發展現在來到四十年之後，神 

將他們帶到自己聖地的邊界，現在袍看顧他們的方式，是 

讓他們安頓在那個视爲他們預備的地方。54〜55節是回應 

出埃及記+ 五章17節 的 ，當時神帶領以色列民過了紅海。 

出埃及記十五章17節是摩西之歌的結束。

神第二次的審判和施行慈愛

在短短的兩節間，下半部的「供應」部分將我們帶進

另一個時代，這時代的事踏記錄於士師記及撒母耳記上。 

這是第二個「審判」部分的背景（56〜64節 ）。以色列人 

的罪行不是發生在嚷野中，而是發生在迪南地（58節 ）。 

他們對神的背逆不再只是不信靠神，而是用別的東西代替 

袍 。神給他們的懲罰是讓非利士人把約權擴走，也讓侍候 

約植的人被殺，63而旦在示羅的邱壇也被拆毀。64袍將自己 

與袍子民同在的任何記號都拿走。神的意思再清楚不過： 

「如果你們不要我，你們便失去我。」

但最後一段（65〜72節 ）那令人震驚的信息是：無論 

發生什麼事，袍仍然愛他們。他的敵人和他們的敵人不會 

得到最後的勝利。動員非利士人的是袍自己；袍現在要叫 

他們永蒙盖辱（66節 ）。袖是醒著的，而袍子民的惡夢也 

終結了—— 起碼目前是如此。

那是大衛的時代。我們現在來到撒母耳記上的最後一 

部 分 。神棟選了大衛的支派，即是猶大；這表示袍棄絕了 

北國的支派（67〜68節 ），這些支派（正如我們在前面見 

過的 ），是由那被神棄絕的王掃羅所代表。到這時刻，並 

不是說他們已經完全被唾棄，而是他們的領導權已經由他 

們手中轉到猶大手中，正如一個古老的預言所說的（創四 

十九8〜10 ) 。

S.聖所和那位牧人

這個扣人心弦、對聖經五百年歷史的回顧在此結束。 

我們可以想像自己站在王國時期最開始的時候，然後回顧 

歷 史 。王國時期的開始，肯定是七十八篇的寫作時間，這 

詩的題目是「亞薩的詩」 ，它的意思是「亞薩寫的詩」 。



當那混亂的局面結束時，我們看見吃立不倒的是什麼？

是兩個偉大輝煌的事足責。第一是聖所（69節 ） ，可能 

仍不是所羅門的聖殿，但起碼是大衛董新放置約 ffi的邱 

壇 。兩件偉大的事及其慶典，我們在二+ 四及六+ 八篇見 

過 。 「以勉博」可能是寫在示羅神的家的那些字：「榮耀 

離開以色列了，這是因爲神的約ffi被據去。」65但神現在 

在錫安興起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裡建立聖所，好像高峰， 

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袍的榮耀又再次回到袍的子民當中。

第 二 ，那 位 牧 者 （70〜7 2 節 ）。神以袍的大能和慈 

愛 ，在出埃及的時代領出自己的民如羊（詩七十八52 ：詩 

七+ 七也是這樣完結）：神那大有能力、又充滿慈愛的看 

顧 ，現在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現在神達過大衛的統冶去 

看顧袍的百姓。新立的王大衛從小到大的職業，讓他對 

「牧養羊群」這事非常熟悉。大衛的職業和神幾百年來所 

作的■̂~牧養袍既背逆又悉笨的羊群 ^■是彼此配合的。65 

而 「大衛則按他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 

他們」 。

我們應該用謙卑、漸愧和犧悔的心來默想七+ 八 篇 。 

這是一幅描續我們的菲性、強而有力的圖畫，但那兩個結 

束這詩的意象是極其令人鼓舞的。這兩個意象一直持續進 

入到新約裡面：這是毋庸置疑的。福音書吿訴我們，基督 

自己是那約W 、也是那聖殿—— 在那裡，神住在人中間。67 

福音書也吿訴我們，基督是那看顧他們的牧者， 而兽示 

錄譲我們知道，就是在將要來臨的世界，基督仍然是聖殿 

和牧者。69

或許當歷代志的作者寫到「亞薩'•••••奉神之命作王的

先見 J 時 ，他想到的是七+ 八 篇 。這兩人實在是掌握了 

寶貴的眞理一一他們所看見的遠景，比一般亞薩詩集中作 

者所看見的遺要寬關。

七十九篇

亞薩詩的編者在將這篇詩放在前一篇旁邊時，一定體 

會到其中諷刺的地方。在七+ 八 篇 ，大衛剛登上王位，而 

他作爲王及牧人的身分表示的，是他的統治將要結束長期 

以 來 、以色列人中的荒譲和邪惡。在七+ 九 篇 ，另外四個 

世紀又過去了，而大衛的王朝也結束了，但以色列人依然 

深深地陷在同樣的荒譲和邪惡中，而這本來以爲是可以繞 

正 的 。在七+ 八篇的結尾，神的聖所「永遠被建立」於錫 

安 山 上 ：在七+ 九篇開始時，聖殿被站汚、聖城在一片類 

垣敗瓦之中。

1.我們所哀嘆的

在亞薩詩當中，七十九和七+ 四篇非常接近。這雨篇 

詩都哀歎在公元前五八七年發生的、耶路撒冷的偷陷：這 

事件對詩人來說，是歷歷在目，非常眞實的。他可能是那 

次災難的偉存者：但就算他是在事情發生許久後才寫這篇 

詩 ，這篇詩給人的感覺，仍像是一個目睹這事件的人窝 

的 ，因爲他把當時的情景描输得很生動，叫人感受到其中 

的恐怖和震驚。

這是另外一篇令人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轉化爲言語的禮 

儀 ：起碼在 1〜4節 ，詩人鼓勵讀者（或是參與禮儀的人）



「吿訴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袍已經完全知道發生 

了什麼事，但這時也是一個好的提醒，再次鼓勵我們要與 

神對話，不管內容是什麼，都是一個値得建立的習慣。

至於要跟神說些「什麼」 ，在我們現今的世代，資訊 

科技發展到一個地步，我們每天都收到許多叫人慨嘆的消 

息 ，以致眞的不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覺得驚恐才對 D 因 

此 ，値得我們記住的是：像這樣一篇詩，最好是把它應用 

到一種擾亂基督教會的炎難上。這篇詩提出的觀點會幫助 

我們思考這種災難。它主要關注的，是神的子民被邪惡的 

勢力壓碎，或是在衆目際曉下被羞辱。

2.我們所承認的

吿訴神關於地震和種族屠殺的可怖是一件適當而重要 

的 事 ：但這不是這篇詩的主題。在這裡，「我們成爲鄰國 

的羞辱」 （4 節 ），這是關於我們。我們所想到的、有關 

教會的問題 '可能是在一些遙遠的地方發生，但我們跟往 

那裡的、屬於神的子民認同。而在第 5節 ，當禱吿由訴說 

變成求問，並旦持續八節時，那種與神子民認同的情懷不 

再只是哀嘆別人的不幸，而是超越那不幸，繼而思考那不 

幸的緣由，並旦開始承:認自己的罪—— 我們先祖的罪擎 (8 

節 ）、我們的罪（9節 ）。

聖經時代的一些偉大而良善的人都曾經準備好去作這 

事 。約伯自己所受的苦幾乎是無可比擬的，雖然他不知道 

自己資竟犯了什麼罪，以致要受這樣的苦，但他仍然俯伏 

在神面前，「在塵土和爐灰中澳悔」 ，7■'尼希米和但以理 

都身處於富裕的環境中，跟苦難的場景離得很遠，但他們

跟受苦的人認同，而且跟他們的罪認同。 「我承認我們以 

色列人，包括我自己和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其中一人 

這樣說。 「我們犯了罪，並旦作錯了事。」而另一人這樣 

說 。「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離你的誠命典章。」72 

或者我們更像耶利米，知道我們置身於將要偷陷的耶路撒 

冷中？或是更差勁的，我們像西底家，導致耶城倫陷的， 

是他故意犯的罪？ （雖然西底家是大衛皇室的後裔，但他 

的行爲卻如此惡劣）。73不管是這樣或是那樣，當教會發 

生問題時，我們總是要承認，自己在某方面作錯了，或在 

男一些方面作得不好。

3.我們不明白的

當神的 f⑥怒…一古時的人能深深感受到的神的忿怒  

C詩七十八5 9 、62 ) 一一傾注於現今世代的教會時（詩七 

+ 九 5 ) ，神的子民坦白地承認自己的罪過，並不必然會 

解快所有的問題。其中特別需要處理的是神的名這問題（9 

節 ）。耶和華是那位旣信實又公義的神，因 此 ，當袍的子 

民不但受苦，而旦是不斷地受苦：當袍的敵人不但沒有被 

懲 罰 ，而且繼續不受懲罰時，這現象對袍的好名聲不是有 

損嗎？袍答允了要看顧前者、懲治後者，但袍似乎雨樣事 

情都沒有作好。袍不是公然把自己放在敵人面前，任由他 

們羞辱嗎？

正如在許多其他的事情上一樣，這問題歸根到底是跟 

神的時間有關。以公元前五八七年那場炎難爲例，我們可 

以理解神爲何讓猶大被懲罰，讓巴比倫得勝，譲一切壞心 

腸 、冷眼旁觀的（如以東）掩嘴嘲笑。 旦我們覺得難以



明白的，是爲何神容許這些事持續那麼久（5節 ）。

4.我們所承諾的

對於以上的問題，雖然詩人遺未得到答案，但是他和 

那些跟他一起禱吿的人，仍然牢牢地抓住對神的信心：他 

們深信神眞的是那位主，是一位信實公義的神：因此他發 

出了第10節的禱吿，求主彰顧袍信實及公義的一面0 詩人 

相信神這樣的彰顯會是公開的，是在外邦人面前作的：他 

也希望這事很快會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意思大槪是 r當 

我們還有機會見到的時候」 。無論如何，他深信這事有一 

天必定會發生。

這是爲什麼在 1〜4節的逮說和5〜12節的求問’詩人

作出了™ 個承諾一一他承諾神，我們----你的民遲早會向

称發出讚美的回應（B 節 ）。這讚美的回應是由你草場的 

羊發出的^ ^ 這眞是一篇亞薩詩啊！ 75就算當大衛（那位 

身兼君王及牧者身分的大衛）的王朝結束，而他又不再S公 

耶路撒冷作王時，神親自的牧養仍然會跟隨他們，就是當 

他們經過死蔭的幽谷也是如此，正如大衛那篇最著名的詩 

所說的：而他們則會住在耶和華的殿中，述說袍的恩典， 

讚美袍的聖名，直到永遠。76

八 +篇

八+ 篇是亞薩詩集中另外一篇有關牧者的詩，是另一 

篇視野遼閨、意境深遠的詩。

1.我是好牧人

在八十篇中出現了雨幅主要的圖像，這兩幅圖像使基 

督徒讀者馬上想起記載於約翰福音耶穌的兩個重要的宣  

稱 ：一 個 是 「我 是 好 牧 人 」 ，另 一 個 是 「我是眞葡萄 

樹」 。77同樣引人入勝的是：在這一段舊約經文裡（即八 

+ 篇 ) ,牧羊人代表耶和華，而葡葡樹則代表以色列。而 

在新約聖經，耶穌旣是牧人，也是葡萄樹；袍旣是神，也 

是 主 ，袍是眞以色列 '是神的兒子。除此以外，袍同時是 

神 、也是人，這一個看似矛盾的眞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 

心 。

在牧羊人和葡萄樹這雨個圖像之間，詩人比較注重前 

者 ：他把以色列比作葡萄樹，而耶穌所說的、關於自己是 

牧羊人一事（尤其是在約十16 ) ，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 

的架構。

像七+ 六 篇 ，一篇可能和這一篇同時窝成的詩（等一 

會我們便明白這一點），八十篇對神的稱呼是基於三個動 

詞 ，那牧養羊群的、那引領袍子民的、那坐在寶座上的 ° 

這些稱呼立即將我們的注意引到這篇詩的重點去。在頭兩 

節 ，我們稱袍爲以色列的牧者，我們向袍，那位引領約想 

的神說話，並且我們向那位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君王禱吿， 

求袍光照以法蓮、便雅偶及瑪拿西。這些名字比較少在亞 

薩的詩中出現：在亞薩詩中出現得比較多的，是以色列、 

猶 大 、撒冷及錫安：錫安更是亞薩事工的大本營。對於以 

色 列 、猶 大 、撒冷及錫安以外的名稱，我們聽見的，只 

是 ：雖然約瑟被神從埃及救噴了出來（詩七+ 七 15 ) ，以



法蓮卻不守神的約（詩 七 +八 9〜1 0 ) ，因此神棄掉約瑟 

的帳棚，也不操選以法蓮支派（詩七-h八67 ) 。

2.我另外有羊

神丢棄以法蓮只是銀國家的領導有關，袍以大衛王代 

替掃羅王。但在八+ 年之後，支派之間的不滿達到沸點， 

因而把國家一分爲二，破壞了團結。以法蓮、便雅惯和瑪 

拿西這些名字代表的，是那個分裂出去的北國。78這是詩 

人所代表的，向神祈求的「以色列」 ；他析求神向以色列 

施行视牧者的看顧。

雖然北國的支派是叛逆者，但詩人代表他們向著神， 

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不恰當。以色列任何一個支派都 

不會忘記他們的祖先雅各所說關於他們的預言。 「便雅f聞 

是個衡掠的狼」 ，這預言的確應驗了。79但 「約瑟是多結

果子的樹技....這是因爲以色列的牧者....你父親的神」 。®

一 ^這些話如何？完全不算數嗎？

全部+ 二支派都是葡萄樹，由神帶領出埃及，移植到 

勉 南 ，從西乃發展到黎巴嫩，並旦在大衛及所羅門的年代 

(8〜 11節 ），從幼發拉底延伸到地中海。當詩人提到北 

國支派的葡萄横t被砍伐時（12〜16節 ），他明顧是指公元 

前七二二年的事件，當時北國被佔據，而它的首都撒瑪利 

亞也落在入侵的亞述人手中。

他們不是屬於這羊圏的

在南國的賢君，就算是那些接受他們的先知勸勉、敬 

畏神的君王，對北國人的態度也是不一致的。在亞撒的時

代 ，南國的人敵視北國的人；在約沙法的時代，他們彼此 

聯 盟 ：在烏西雅的時代，在位的君王（烏西雅）似乎根本 

不理會北國的人：在公元前七二二年的災難發生後，希西 

家對那些殘餘的民衆表示極大的關懷。

究竟他們是不是神羊圏中的一份子？現今的教會也常

常要思考這問題。我們當然是神學上的南國人----在我們

中間才能找到眞正的、對神的敬拜！但對於街巷另一端的 

人 ，便很難說了，他們說的語言和我們所說的是相似的， 

甚至是一樣的，但他們的意思是否一樣呢？你們是否可以 

安坐在伯特利和但的聖所，又與我們這些屬於耶路撒冷的 

人彼此團契？誠 然 ，你若不搬到耶路撒冷來和我們在一  

起 ，你遺可以在屬靈的範禱內生存鴨？但 是 ，不要忘記， 

以利亞和以利沙，何摩司和何西阿，都繼續住在北國。

保羅在羅馬書二章28〜29節 中 ，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那 

眞正的問題。眞正的信心是跟以下的問題有關：我 們 「只

是在外面作神的子民，抑或是在裡面 ....在心中神的子

民」 。我們的心在神面前是否正確？這並不是說崇拜中的 

語言和形式並不重要：如果我們的心是正確的話，它自然 

會聽從神的話，並旦在這些事情上洞察何爲對、何爲錯、 

何爲善、何爲惡。但 是 ，這並不表示我們有時候能知道， 

有時候不能知道，一個人或是一群人是否眞的屬於视草場 

上的羊。83他們可能不是「這羊圈的」 ，但那是另外一個 

問 題 。重要的是，我們對待神學上的北國人（如果我們可 

以這樣稱呼他們的話）的態度，應該是這樣的：旣不是不 

理 不陳，也不是毫無戒心，而是恒切地關懷，尤其是當那 

一 方 ，那些葡萄樹看來是如此可憐時！



4. 我也要引領他們

當我們讀這篇詩時，發現它有一節副歌，是一節重複 

唱的副歌，雖然副歌與副歌之間稍有分別，求你使我們回 

轉 （3 、7 、19節 ）、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它是 

與六 + 七 篇 1 節相應的，也是亞倫的祝福之迴響（民六 

24—26 ) 0

無疑的，那陷於可憐光景的北國是需要被挽回的。但 

詩人的祈求不是只希望把事情處理好那麼簡單。修訂本用 

的 字 比 「挽回」好 ；這字令我們留意一個我們可能會錯過 

的指標性經文。藉著這指標，這篇詩槪略地可以分爲四個 

長短差不多的段落；它們的結尾是相似的：

神 啊 ，求你使我們回轉（3 節）

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7 節）

萬軍之神啊，求你轉向我們（1 4節）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求你、使我們回轉（1 9節）

詩人求神不只是要挽回他們，也不只是要轉回來（好 

像袍離開了似的），而是要轉過頭來，以致袍的臉再次向 

我們發光。在此同時，我們也求袍把我們轉過來。因爲我 

們轉臉不看袍，因此袍也轉臉不理會我們。

但這一種新的轉向跟一般的轉身不一樣。它並不是 

指 ：「如果我們轉身離開袍，袍便會離開我們，因 此 ，如 

果我們轉回，我們也可以使袍轉回來。」不 是 的 ，它指的 

是救恩的矛盾一一如果我失喪了，那是我自己的行爲所

数 ：但如果我得救了，那是袍的作爲。我可以使袍背向 

我 ，但我不能使袍再轉過來，因爲若沒有视的幫助，我自 

己不能先轉過來。因 此 ，第 14節是整篇詩的核心：詩人向 

神祈求，求主在袍的憐惱中，再次看顧他，因而幫助他完 

成一件他不能靠自己完成的事。在某一個層面，我的確是 

自己回轉過來，是自己悔改的：但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 

我需要被扭轉過來，我要靠袍「赐給我悔改的心」 。84袍 

必要領回那些走迷的羊，因爲他們永遠不會自動自發地回 

來 。

5.將會歸於一群

我們終來到有關日期和作者的問題。且 慢 ，這些問 

題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沉悶！編輯們從歷史中相隔甚遠的 

時 期 ，將類似的亞薩詩收集起來。七+ 八篇大槪是來自公 

元前一千年，七+ 五及七十六篇是來自公兀前七0 —年 ， 

七十四、七十七及七十九篇是來自公元前五八七年。在八 

十 篇 ，以法蓮、便雅惯和瑪拿西的被毀，仍然歷歷在目。

這篇詩是由一個目擊者所寫的嗎？或是由另外一位來 

自北國的詩人，在北國被減後寫的嗎？不管是誰，這篇詩 

的作者聽來是一個陷於可憐光景的人，他自己也非常需要 

被極救。

另一方面，我們也想起像希西家那樣的南國人，他們 

所表達的、對在戰亂中的北國之關心：「轉向主吧 1 」他 

用像八 + 篇的那些話去勸勉 北國錢餘的弟兄 ，因 爲 ，

「〔他 〕必不轉臉不顧你」 。85後 來 ，在南國的首都那些 

最黑暗的日子裡，就是在他們將要被敵人膝觸的前夕，神



5 6 詩 篇 {下 ）

口分咐耶利米也要發出一個類似的呼續：「向北方宣吿， 

『背道的以色列啊』 •」 ；然 後 ，過了一些時候，他聽 

見以法蓮的回應：「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86

以西結在一個以表演呈現的比喻中看見雨根被架在一 

起的木杖，這代表以法蓮和猶大最後的合併：87這種合併 

在這之前已經在南方的各支派之間看得見。在七十九篇， 

我們已見過尼希米和但以理在認罪的禱吿中，與在遠方的 

其他弟兄認同：同樣的，在這裡，我們可以想像身處南國 

的詩人亞薩，在寫這篇椎心的詩時，也感受到北國以色列 

深切的需要。

最終只有一個羊群。或許我們對於某些宣稱自己是神 

子民的群體表示深切的懷疑：或許我們對某些以基督的教 

會之名所宣稱的信仰或所作所爲深感遺憾，但無論聖經眞 

理的傳承在哪裡出現，我們知道，其實只有一個「神的以 

色列」 ，而我們應爲那些「照此理而行」的人祈求，求主 

賜給他們「平安和憐惱」 。8«

說到兄弟合一這一方面，我想大膽地引用一位六+ 年 

前來英國訪問的入所說的話：她深深感受到英美兩國之間 

的情詣，二者擁有一個共同的傳承，也面對一個共同的敵 

人 。她 說 ：

我生長於亞美利堅，

在遠裡我看見許多我僧恨的- 

但在一個英格蘭已完緒和死亡的地方 

我不顾意居於此地。89

-许多我要饒怒的

八+ - 篇 57

你可以用猶大代替亞美利堅，用以色列代替英格蘭。 

或 是 ，在我們身處的時代，在我們的教會以「我們」代替 

亞美利堅，以 「他們」代替英格蘭。

八十一篇

這是一篇喜樂的詩，由音樂開始（2 節 ） ，由美食結 

束 （1 6 節 ）。這 裡 ，在 鼓 、琴 ，一手里 拉 （古希臓弦樂 

器 ）、一手麥子和蜂蜜之間，是一個挑戰，就像在第二卷 

中的亞薩詩和在第四卷中那熟悉的「晨禱詩篇」 （五十及 

九+ 五篇 ）一 樣 。

1.兩節難解的經文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第 5及 10節的意思並不是那麼明 

顯 。第 5節提到埃及，這又把我們帶回到出埃及的時代。 

我在那裡聽見我所不明白的言語，意思是說，在表面上看 

來 ，我 們 （即以色列人），是身在異鄉的過客。其 實 「我 

們」應 該 是 「我」 ，但 是 ，是 「我」或 「我們」都沒有關 

係 ，因 爲 「我 」可以是擬人法，是代表以色列國。 「我」 

必須要習慣住在外國人中間。

5節下字面意思應該是：我聽見一種我不認識的聲音， 

也可以是指：「我開始聽見一種我從未聽見過的聲音。」 

這裡的意思可能是以色列人聽見埃及人的聲音。可 是 ，在 

希伯來人的歷史裡，從出埃及這事件，開展出新的一頁， 

具有極大震憾力，以致我們需要賦予這句話另外一種解  

釋 。這樣一種解釋可能更加合理：那新的聲音並不是埃及



的聲音，而 是 ：一 ，神的聲音一一以色列聽見神向他們說

話 ，或 是 二 ，以色列的聲音----他們向神說話。在這之

前 ，神從未聽見過视的子民向袍祈求，求袍極救；而他們 

也從未聽見過神以極救者的身分向他們說話，或 是 ，借用 

經典的聖經名字，用救瞻者的身分向他們說話。偉大的救 

瞻的語言、那些審判埃及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話語， 

是耶和華這名字的本質。這是爲什麼神會吿訴摩西：雖然 

亞伯拉罕、以撒及雅各都用過耶和華這名字，但因爲他們 

未曾經歷過出埃及的救睛事件，因此他們不能完全明白這 

名字的眞正意思（出六1〜8 ) 。

如果神聽見的，是一個袍的子民在此刻之前從來不需 

要發出的呼求，那 麼 ，第 5節是跟第 10及 16節呼應，每一 

節 （5 、1 0、1 6節 ）都是此詩三分之一部分的結束。這幾 

節都是有關神自己的：我聽見、我就給你充滿、我叫他們 

飽 足 。在回答一個次要的問題時，它也表示，5 節下的意 

思 （根據新國際本的翻譯）是 ：神出去撃打埃及（雖然那 

一節中的字跟創四+  —45中形 容「約瑟如何出去巡行埃及 

地 J 的字是一樣的〔標準修訂本〕）。

第 10節所表達的，可能比我們所想的還多。你要大大 

張 口 ，我就給你充滿所指的，可能是神承諾給以色列人的 

食 物 ；但明顯的，那是第 16節的應許。總體而言，當舊約 

提 到 「張口」和 「充滿」時 ，它指的不是食物，而是話 

語 。在 6〜10節這 一 整 段 中 ，神一直在說話，並希望袍的 

子民聽袍說話，旦遵從袍的盼咐。只要他們打開耳染向著

袍 ，便會發現，他們的U 也會充滿言語----就是對神的各

種 回 應 ，包括讚美、祈禱和宣吿。

2.水 和 光 < 1〜5節 〉

如果這樣讀這幾節富爭議性的經文是正確的話，那 

麼 ，這篇詩可以簡單分爲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由一個神 

發 出 的 「我」的宣吿結束。當袍這樣說話的時候—— 在第

5 、10及 16節—̂— 袍同樣地關注视的子民張開的口。在這 

裡 ，袍 的 子 民 張 開 的 口 發 出 的 （正如我們在前面看過  

的 ） ，是被奴役的人因陷於困苦的景況而發出的唉哼。因 

爲 ，這篇詩所描寫的（正如其他的亞薩詩一樣），是出埃 

及的日子。明顯的，這是一篇禮儀詩，是爲一群記念那段 

曰子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而窝的詩。另 外 ，這篇詩除了描寫 

神的魅救外，也記念神在西乃山頒布+ 誠 ，及神在囑野對 

袍子民的供應，因此這也是一篇爲住棚節而寫的詩歌。這 

是一個偉大的節期，於九月底（按照我們的年曆？）月圓 

之夜開始的 D 在這之前是兩星期前，以色列人慶祝的，新 

月時的吹角節（3節 ）。

當 然 ，只有當以色列在應許之地安頓下來後，住棚節 

才是用來慶祝收割的。在一個慶祝水和光的節期，人們在 

那時候爲神賜下的陽光和雨水這些恩典而讚美神，這是耶 

穌在約翰福音七及八章宣稱自己是「活水江河」和 「世界 

的光」的背景。但 是 ，本來以色列人在嘯野飄流四+年的 

日子裡，並沒有收割這一回事。那裡的水並不是雨水，而 

是從磐石中奇睛性地噴出來的水；那是神的照管。光又如 

何 呢 ？他們可能說，有太多光了 ~^這嚷野中肆虐的太  

陽 ，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的热氣。然 而 ，這些來自十九 

篇的字句，在這陽光中見到一幅神放示的圖像。同樣的意



念出現於第 4 節 ：每一條在神律例中的典章，即是賦予生 

命 、滿足靈魂之神的話，都是神的禮物，它光照了人類已 

經昏暗的思想狀況。

3.水 ：神的作爲（6 ~ 1 0節 ）

第二部分主要描寫的，是神爲视的子民那些被塑造的 

曰子所作的事。6〜10節充滿了出埃及記、申命記那段日 

子的事踏，任何一本好的串珠聖經都會譲我們看見這些聯 

繁 。 這些具體的事件和明證清楚顯示袍是耶和華，那位 

宣稱自己是極救袍子民的神。

袍結束了以色列人和泥做縛、被奴役的日子。袍從天 

上下來，在海中毀減了埃及的大軍，並且譲以色列在山上 

紫 營 ，這些事沒有人可以否認。當他們在米利巴（出 +七  

7 ) 試驗袍的時候，事實上是袍在試驗他們。由磐石中噴 

出來的水，是袍爲袍子民所作的事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 

親眼見過神爲他們作的一切事，他們不可能愚昧到一個地 

步 ，在目睹神那麼多的作爲後:，仍不全然信靠视。

這些出於神的作爲，都是恩典的作爲，人不可能靠自 

己的努力去換取或買得這些恩典。對神的作爲正確的回應 

是感恩和表達對袍的愛，這是跟五+ 篇有關的雨個主題其 

中一個。沒有一個外邦神（9 節 ）會這樣作事的：外邦的 

神要人撫慰他們、取悅他們、賄胳他們。這些外邦神的現 

代版本也是這樣：我們聽見我們的鄰居廳傲地宣吿，他們 

無論在什麼景況下，都會努力地站在他們「神 」的右邊， 

即正確的一方。相 反 的 ，你可以吿訴那些聽從八H 篇的 

人 ，他們將要站著，張開大口驚認地見證神那出人意表、

向那些不配的罪人所施的恩慈和憐惱，還 有 ，视使那些張 

開的口充滿感恩和見證。

4.光 ：神 的 話 （n ~ i 6 節 〉

那慶祝神藉著供應水和食物而彰顧自己良善的節期， 

每逢第七年，遺會多加一個環節，就是公開地誦讀神在西 

乃山上頒布的律例。92對於神的話語是神給袍子民的一份 

珍貴禮物，這一點沒人會有異議，但 是 ，在收割的節曰， 

在水果和蔬菜之中找到一本被放在重要位置的聖經，仍然 

是叫人感到i牙異的！或許舊約的信仰群體，比許多現今的 

基督徒更加清楚知道，神的話不但是像豊收一樣，爲我們 

提供每日所需，而且也同樣實際，甚至是更加需要。約伯 

說 ：「我看董他口中的言語，過於我需用的飮食。」93

以色列人可能明白這一點，但他們卻不一定會實踐出 

來 ，跟我們一樣。對於他們後來享受住棚節的方式，的確 

有點反諷的意味，因爲這方式遠離了住棚節原來的意義。 

在 戶 外 「露營」七 天 ，住 在 「棚 」內 ，或是用樹枝搭建成 

的遮蔭，可以說是週年的露營度假；這種度假無疑是相當 

好玩的。但 是 ，他們的祖先四十年來，每天在囑野裡簡陋 

的帳棚中度過，卻一點也不好玩。而這個經歷完全是因爲 

他們自己犯的錯所致，原因正是第11節所說的：他們不聽 

從 、他們不順服神的話。他們堅持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 

走神的路，因此袍就把他們所要的給他們；第 12節把這原 

則說得很清楚；這原則在新約的羅馬書一章2 4、26及28節 

又再重複。司布眞說：「要小心你向神要求的，因爲你肯 

定會得到它。」94



歷史記載的，是一群不順服的人，以及一個漫長的旅 

程 ：但事實上，神本來希望見到的，是一群順服的子民， 

和一段短的路程。但無論神的子民順服或不順服，無論那 

旅程是長或短，神的恩典和眞理都會被彰顧出來，袍的供 

應仍然會是源源不絕的，以致以色列人可以每年都慶祝住 

棚 節 D 兩者之間的分別是：那些聽從袍的（1 3 節 ）會發 

現 ，神是他們的力量，因此第14及 15節是呼應第 1節 的 。 

另 外 ，他們也發現自己的口也充滿；他們的口充滿的不是 

唉 哼 （5 節 ），也不只是帶著見證的讚美（10節 ），而是 

斬新且更大的祝福（16節 ）。嗎哪已經是足以使人嗔噴稱 

奇的神踐，但视爲我們預備的，是上好的麥子，是蜂蜜， 

而不只是來自磐石的水。

八十二篇

這是最後一篇亞薩詩；像其他亞薩詩一樣，它也把神 

描输成一位審判宫。這篇詩的首尾兩節就像一個框架的兩 

頭 。第 1節 的 在 「緒神」中行審判，和第8節的審判世界之 

問 ，是一些在整本詩篇中最奇怪和最令人爭議的經文。當 

我們由八H 篇進入八十二篇時，我們沒有迴避不處理一 

些難解的經文。

1.另一節難解的經文（1節 ）

從一種想像或是異象的角度來看，神被戲劇性地描給 

成一個主領議會或大會的主席，這樣一幅圖像並不只出現 

在這一篇詩裡。約伯記也描續過類似的圖像，另外先知彌

邀和新約對審判日的描寫也描输過這樣的圖像。95這裡最 

大 的問題是：在諸神中行審判的「諸神」是 誰 ？槪括而 

言 ，有以下四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适篇诗所說的，它們是諸神 是外邦人 

的衆神。如上一篇一樣，我們可以在九十五篇3 節中找到 

與這一節互相呼應的經文。在那裡，詩 人 說 「耶和華爲大 

神…… 大 王 ，超乎萬神之上」 。

另一個建議是：他們是保羅所謂的天空屬靈氣的惡  

魔 ，96類似天使的靈界活物^ 一不管他們是好或是壞 ° 聖 

經有時候稱他們爲「神的衆子」 （譬 如 ，在我剛剛提到的 

約伯記裡） ；這些靈界活拘在某些方面掌管（起碼是影 

響 ）人間的事物。

第三個建議是：這些諸神其實是人類，是以色列的統 

治 者 ，或是審判官，或是祭司；神將八+ 二篇3 〜 4節所描 

述的工作交付給他們。97

第四個建議是：他們就是以色列人，「都是至高者的 

兒子」 ，雖然舊約聖經沒有直接稱他們爲「諸神」 。

不同的解經者深入採討這些不同的說法，而每一本解 

經書大槪會選擇以上提到的其中一個。當我們討論6〜7節 

時 ，我們會再回來看這問題。

2. —條可跟隨的線索（2 ~ 5 節 ）

不 論 這些 「諸神」是 誰 ，從第 2 節我們可以清楚看見 

他們所作的是什麼；從3〜4節 ，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應該作 

的是什麼。神毫不含糊地說明袍要求他們作的是什麼。貧 

寒人的需要和困苦人的權利是袍心中所關注的，因此也應



該是他們所關注的。

到自前爲止，他們看來像是以色列的審判官。他們不 

能善盡職責，他們要胎訊、要被革職（7 節 ）。看來他們 

並沒有機會去改正他們的行爲：在3〜4節 ，神並不是在更 

新一個盼咐，而是提醒他們，交給他們這樣一個任務，但 

他們並未忠心地履行它。

第 5節帶出更多的間題。不知道、也不明白的，是那 

些不公正的執法者，或是他們的受害者？在黑暗中走來走 

去 的 ，是執法者，遺是他們的受害者？無論詩人的意思是 

什 麼 ，神要犯錯者向袍交帳這事實，已經說明這個社會結 

構中存在著許多問題。

跟著的幾節（6〜8節 ）會吿訴我們’袍既不打算譲這 

些不配的諸神繼續控制大局，也不打算癖除他們，以使那 

些有需要的人失去一個公義的架構。神會吿訴世人，他們 

可以 放 心 ，袍自己必按公義審判萬民’並引專世上的萬 

國 ，正如我們在之前的一篇詩看過的（詩六 + 七 4 ) 。如 

果這一篇詩（八十二篇）開始時眞的是說關於以色列的審 

判 官 ，結束時它描输的，是一個更寬閩的異象：神最終要 

建立一個公正的司法架構。在現今的社會，當我們看見那 

些制定及執行法律的人，他們的誠信有問題時，我們也像 

詩 人 一 樣 ，感到懦憶不安：我們也必須像詩人一樣仰望 

神 ，等候袍來作事。

3.連結在一起 , 或是開始把結鬆開來？ （ 6〜7節 ）

我們一直在追隨那條明顯的線索，直到最後。但這條 

線索其實並不是非常順暢的。6〜7節是這篇詩中的難解之

處 ，其中提到諸神的地方，比在第 1節 中 ，第一次提到這 

詞 時 ，更令人大惑不解。

第7節的問題比較小。像世人一樣死去的意思是不是， 

他們不是世人（而是諸神或天使）：或 是 ，他們是世人， 

因此他們也像其他世人一樣會死去？像王子那樣仆例（新 

標準修訂本），是指他們本身是「王子」威統治者（像新 

標準修訂本註釋所說的），或不是？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或許這根本就不重要。另一 

方 面 ，第 6 節卻帶出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當這一節在新 

約出現時，它不單是一個典故，甚至不只是一句引語。耶 

穌在一個關鍵的時刻，一字不差地引用它來說明一個重要 

的論點。當時主和敵對袍的人在爭辯一個議題，這事記載 

方◊約翰福音 + 章 31〜3 9節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 

他」 ，因 爲 〔他們說〕 ：「 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 

神 。」耶 穌說 ：「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 

們是神嗎？』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尙且稱爲神，父所分別爲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是

神的兒子，你們遺向他說『你說潛妄的話嗎？....J 」

我在討論之前一篇詩的一部分—— 四十五篇6節 時 ，98 

曾經順帶提過卡森（D. A. Carson ) 反對這些話的深刻洞 

見 ，他指出八 +  二 篇 6 節 所 顯 示 的 ，根 據 耶 穌 所 言 ，

「『神 』 （G o d ) 這個字可以合法地用來指神自己以外的

其 他 神 (gods ) 。旣 然 神 （God ) 是自己^---■不是任何其

他人—— 在聖經中稱其他的神爲『神 』 （gods ) 的 話 ，那 

麼 ，還有誰能夠在任何聖經的基礎上反對耶穌所宣稱的： 

我是神的兒子？」99



6 f 3 詩 篇 （下 ）

耶穌對這篇詩的绘釋，明顧地是極其董要的，因此我 

們應該再留意袍在約翰福音十章 31〜3 9節中所說的兩句 

話 。第 一 ，袍 說 「神 」 （g o d )這稱呼是應用在那些「承 

受神的道」的人身上的。第 二 ，袍說如果這些人也可以被 

稱 爲 「神 」 （g o d s )的 話 ，那 麼 ，稱 那 位 「父所分別爲  

聖 、又差到世間來的」爲 「神 J ，不是更加恰當嗎？我們 

又回到西乃山去。誰在西乃山上接受神的話？誰被分別爲 

聖並旦使被交付任務，又被差派出去、進到世界裡面去？ 

是以色列~ ^ 不只是她的領袖、她的審判官，也包括整個 

國 家 。

那 肯 定 是 耶 穌 的 諭 據 之 重 點 。视 沒 有 贬 低 「神 」 

( G o d )這 個 字 ，說它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特別：反 

之 ，袍是在強調，「以色列」這名字，是比我們所想的更 

加特别，因 爲 只 有 在 袍 那 眞 正 的 以 色 列 ^^~■裡 面 ，我 

們才能找到以色列這名字眞正的意思。

4. 一個値得思考的難題（S節 》

這是卡森提出的一個論點，我認爲很有說服力，「神 

站在有權力者的會中」 （1節 ），不是站在天使和審判官 

的議會。 「會」這個字是指整個以色列的聚集；它在出埃 

及記及民數記中出現過+ 幾 次 ，也在詩篇的開頭，即第一 

篇 5節那節重要的經文中出現過。以色列人「都是至高者 

的兒子」 ，因 爲 ，根據出埃及記四章22節所言，以色列國 

本 身 「是我的長子」 ，而在他們之中（「在諸神中」 ）， 

神在這時要針對的是他們中閩那些不義的審判官。

當 袍除 掉這些背信棄義的領袖時 ，會發生什麼事

呢 ？—— 他們是否會死去，像 「世人」一樣？

有雨件事會發生。第 一 ，在最後的時刻，袍會彰顧自 

己是那位最終的審判官，不但只是他們國家的審判官，而 

是萬國的審判官。到那時，所有在2〜5節中提到的邪惡將 

要被劃除。第 二 ，到那時以色列要董生，因爲其中一個 

「諸神 J 會 成 爲 「神 」 （G o d ) ;其中一個「至高者的兒 

子」會 「被 稱 爲 〔那位〕至高者的兒子」 。 (這是那位 

報喜訊給馬利亞的天使所用的字眼）。這裡所講的雨件事 

表 示 ：那不可思議的事將耍發生，就如八+ 篇的牧者耶和 

華 ，以及葡萄樹以色列一樣：那雨條平行的線，神和人 

的 ，時聯合在一起，而 神 「要藉著那位袍任命的人，以公 

義來審判世界」 。 這是詩篇另外一個激起我們好奇的疑 

團 ，疑團的答案要到新約才揭曉：當道成肉身的神績出現 

時 ，我們便明白八+ 二篇說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八十三篇

雖然位於它兩旁的詩都令人刮自相看一一■■八十'~"篇的 

奇 特 之 處 ，八 + 回 篇 的 爲 人 熟 知 但 「這一篇鮮爲人 

知」 的小詩卻有它吸引人的地方。畢 竟 ，它被詩篇的編 

輯 挑 選 ’成爲亞薩詩集的一部分；它應該被視爲亞薩詩集 

的高峰，過於是在結束部分一條無關重要的尾巴。

1.內 容 和 結 構

我們首先看看整篇詩的內容，以及詩人如何建構它。 

作者把一個細拉放在第8節後面，用意是作爲一個中



閩 點 ：我們留意到，這一點之前有一連串的專有名詞，在 

它之後也是如此。它們基本上是以色列所有敵人的名字， 

在舊約聖經別處我們也可以見到它們。

前一組名字是以色列目前的敵人（5〜8節 ）。在這之 

前敵人的話被引用（「來 吧 ！我們將他們剪減 ' 4 節 ）： 

在這一節之前，這篇詩是由以色列向神所說的話開始，是 

一個相當沮喪的禱吿，以色列在面對敵人攻擊時，求神幫 

助他們。後面一組的名字（9〜 12節 ）來自比較早期的歷 

史 。在這名字之後出現的，又是另外一個向神發出的呼 

求 。這是一個申辯的禱吿，以色列期望神救他們脫離敵人 

的 手 。

根據上面所說的，這一篇詩的結構很明顯是一個交錯 

配列的架構：

一個沮 提 的 槽 告 ( 1〜4 節 )

〔「他 們 说 ：來 吧 ！我們將他們剪滅」 〕

因為目前的敝人（5〜 8 節 ） ；

因為過去 的敞 人（9〜 1 2節 ）

〔他 們 說 ： 「我們要得神的住處」〕 .

一個申前的轉告（]3〜；16银 ) 。

2. —個泡喪的禱告（1〜4節 ）

在第一卷，即是大衛的詩集中，敵人常常出現。在記 

載大衛生平的記錄中，有許多敵人如何攻擊他本人的例  

子 ’其中一些攻擊他的是個別的敵人，而聖經也特別提到

他們的名字。有時候，大衛只是析求主挺救他脫離他們的 

手 ：另有一些時候，他祈求主讓他們敗蒋，特別是在?£言且 

詩裡面。在這些詩當中，我們詳細討論過的第一篇是三十 

五 篇 。這些詩其中一個重點是：大衛知道自己是神所棟選 

的 ，因此他把敵人對他的攻擊看爲對神的攻擊。

這一篇詩也是一樣。雖然它是大衛死後許多年才寫成 

的 （亞述現在已薪露頭角，8節 ），但詩人也和大衛一樣， 

把對以色列人的攻擊看爲對神的攻擊。詩 人 說 ：這 是 「你 

的仇敵」 ，這 是 n 艮你的」人 （2 節 ）。他們再不是個别 

的 敵 人 （好像大衛的時代），而是國家，而作為一個國家 

的以色列是他們威嚇的對象，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J ， 

是 「你所隱藏的人」 （3〜4節 ）。

這些鄰國之間的協議和現今的政治相似，同樣使人感 

到 不 安 ：來 吧 '我們將他們剪減，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 

色列的名不再被人記念！自從以色列在一九匹I八年復國以 

後 ，這一種張力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雖然威脅的語句可 

能很相似，但這雨個情況一^ 古代的和現代的^一卻不相 

同 。在基督來臨之後，「神的百姓」這一■詞有了薪新的思 

思 。詩人爲他的國家所祈求的，我們也應該析求，並不是 

爲我們的國家，也不是爲猶太人的國家，而是爲教會■ 

即是神的國，神的教會。他的禱吿是穩固地立基於神的應 

許 之 上 （我們應多用這種方式來禱吿），因爲神說這些百 

姓是袍的百姓，而這是袍要他們立身之處。因此被威脅的 

是那些應許，而無疑的，爲了袍自己的名聲，桃不可能再 

繼續保持靜默。

在上面，衆敵國說出了威脅的話，詩人也說了一些沮



喪 的 話 ，現在神要開口說話了。

3.目前的敵人（5〜8節 》

這些事情在什麼時候發生？我們只要在以色列歷史中 

找到一個時刻，是由這裡提到的H 個國家聯盟對付她， 

便可以回答這問題了。問題是，我們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 

原 則 。我們知道在這H 個國家中，在不同的時刻，其中 

不同的兩三個國家會聯盟對付以色列，但並沒有一個時候 

是 H —國共同機手的。就如在那古舊的傳說中，普羅克 

(編 按 ：希臓神話中的巨人）的床不夠大，不能譲他的身 

體完全躺下去一樣，我們在歷史上也找不到一個H 國的 

聯 盟 。聖經中這一連串的國名和歷史中的國名並不配合： 

如果要它們配合的話，只有縮短前者，政是加長後者了。

比較可能的是，詩人是在回顧好幾個世紀的歷史，然 

後描縫出一幅圖晝：裡面有許多的敵人，在不同的時候起 

來攻擊以色列，由最早期（亞瑪力人，出-h七 8 ) 到最近 

期 的 （亞 述 ，王下十五 1 9 ) 。或許第 6節描給的是以色列 

「至近又是至親的」 （1 ) 與她息息相關的、有 長 遠 「牙 

齒印」的民族：雅各的兄弟以掃的後裔以東人，以撒同父 

異母的兄弟以實瑪利人的後裔，及亞伯拉罕的娃兒羅得的 

後裔摩押人。 如果遍巴勒是緋尼基海港，泰爾的鄰居和 

同盟的話，那 麼 ，第 7節所記載的，是一群對以色列人來 

說 ，曾經在不同的時候，成爲她肉體中一根刺的國家：北 

邊的迴巴勒、東 邊 的 亞 、南邊的亞瑪力、西邊的非利 

士 ，然後又回到北邊的泰爾。除非亞述超越幾個世紀的時 

空和摩押及亞們打交道，要不然第 8節便沒有意思，因爲

摩押和亞們的歷史源頭早在創世記+ 九章已經有記載。

這樣一種蒙太奇一一即是在一個非歷史的場景將歷史 

入物放在一起的想像並不只是在這一篇詩中出現。歷 

代志上下兩本書有時候也採用這種技巧。 這樣一幅華麗 

的 、時空交錯的圖像，對我們這種活在另外一個時空的人 

有幫助：它譲我們明白，在歷史中發生的事，對我們這些 

活在現今世代之神的子民有什麼關係。我們不難看見古時 

衆敵國對以色列的攻擊，在我們現今的世代以不同的形式 

出 規 ：不難看見我們四周都有敵人；不難看見神對袍的教 

會所作的承諾受到質疑。我們可以將這篇詩轉化爲我們的 

禱 吿 。

4.以前的敵人<9〜12節 ）

在他向神祈求的過程中，詩人回想起士師記的日子。 

在八+ 三篇9〜12節中提到的國名，自從士師記的時代起， 

一直爲人熟知，而它們全部（當然除了基順和隱多琪這兩 

個地名外）是以色列的敵人。換句話說，這篇詩關注的， 

不是庭波拉、巴拉、雅億或基甸（即是詩人提到的、記載 

於士師記四至五章中，魅救以色列國的民族英雄) :他所 

關注的，反而是這雨章所記載的迴南王及他的統帥，以及 

六至八章記載的米甸王及他們的將領。

對詩人來說，這些從前的敵人等同於現今對以色列國 

構成威脅的敵人。從前的敵人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正 

如現今的敵人說：來 吧 ’我們將他剪除 1使以色列的名不 

再被人記念。這些從前的敵人（週南人和米甸人），比以 

色列當時任何其他的敵人更多，他們以雷霞萬鲜之勢檔住



這些新來者，不譲他們在神的應許之地安頓下來（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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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爲什麼詩人在那時候祈求神極救他們脫離那些苦 

難 ，而不是在别的時候（比較早或是比較遲）。因爲有一 

件新事正在發生：就是八+ 二篇剛描述過的，神如何將袍 

的葡萄樹移植到袍預傭好的、在题南地的葡萄園。誠 然 ， 

葡萄樹被帶出埃及，誠 然 ，它在新的土地上礼根。因此詩 

人以聖經爲根據這樣禱吿說：神已經成功地開展的工作， 

現在不可能會功飽一賣的。詩人向神禱吿說：求你待他 

們一一臣前的敵人■—— 就像你待米向一樣。八+ 三篇表達 

了像緋立比書一章6節的信心，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旣然神扬救了這些人，袍必定要繼續保守他們，這與袍的 

聲譽有關：「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 

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5. 一個申訴的禱告（13〜18節 ）

風和火是代表神的權能典型的象徵，正如摩西和以利 

亞 ，以及早期的基督徒，他們的經驗吿訴我們的。 詩人 

完全相信，神的敵人會像糖批和風浪草一樣被吹散（在美 

國電影將風滚草介紹給我們之前，我們怎可能知道它是什 

麼東西？） 或是被焚燒，像在一次山林火災中…樣 。

這一個比較長的段落之下半部（16〜1 8 節 ）吿訴我 

們 ，詩人祈求的，不只是挪去敵人的威脅。我們也要隨時 

準備好，神可能會査究我們禱吿背後的動機和目的。如果 

神眞的要問：「你求這些東西的眞正原因是什麼？」我們 

是否可以給袍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

至於八+ 三篇的作者，他祈求的目的，是爲了要達到 

六 、七個目標。他當然希望以色列可以從敵人的手被極救 

出 來 ：他也希望神秉行公義，懲治敵人：旣然他們作了令 

人沮喪的事，他們也應該要經歷沮喪的感受'—— •如果這聽 

來是帶有復仇的意味（其實不應該有這種意味，我們在前 

面的詩篇已經討論過有關義人呼求神懲洽敵人的聖經原  

則 ) ^ 一起碼他們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感到沮喪，即 

是 ，感到盖愧。詩人祈求神使之減亡的，大槪不是那些感 

到羞t鬼的，而是那些心裡剛硬的。當 然 ，我們這個極端的 

想 法 ，只能應用在那些至冗也要敵對神的人身上。

根據 16節下所言，他期望他們的減亡對其他人來說是 

…'個 教 訓 ：其他人因看見他們的下場而願意尋求旦承認  

主 。但在這三節，他也想到敵人其他可能的下場：如果他 

們拒絕承認主，他們一定會減亡。當他這樣想時，並未超 

過神自己所說的：這又是一個基於神的話的禱吿。如果沮 

喪引致羞愧，那麼羞愧可能會叫這些充滿敵意的人尋求， 

然後最終會認識主。

可拉詩集第二集：八+四至八十九篇

把第三卷的其餘部分稱爲「可拉詩集第二集」只是出 

於方便，其實並不準確。這一集只有四篇開頭有「可拉後 

翁的詩」這些 字，其餘的詩有大衛及以探的名字，而其中 

一篇可拉詩更有希慢的名字。我們在介紹亞薩詩時曾引介 

過這些比較不熟悉的名字，他們都跟耶路撒冷的聖殿禮儀 

有 關 ，而帶領這些禮儀的，是由大衛委任的音樂世家。



在第三卷這一處，詩人們再次回到第一卷的作法，就 

是固定用耶和華「主」 （Yahweh, ‘ the Lord ' ) 這名字， 

而 其 他 的 詩 則 比 較 經 常 使 用 以 羅 欣 「神」 （Elohim, 

‘ God ’ ) 這名字。等一下我們便會看見，這裡的兩、三 

篇可拉詩和開始第二卷的幾篇詩是彼此呼應的。基於這一 

點 ，我們可以猜測，可拉的後裔留給我們雨種禮儀的版 

本 ，雖然這雨組詩同樣有震憾力、同樣令人難忘。總體來 

說 ，它們沒有亞薩詩那些遼関的歷史背景，但它們卻也比 

較客觀，比較不是與某一個人特定的經驗有關，像許多大 

衛的詩那樣。

八 +四 篇

在這組補充的可拉詩裡面，打頭陣的是一篇旣著名、 

又爲人喜愛的詩。有兩首英文聖詩是以它爲根據改寫出來 

的 ，這雨首在任何一本標準的聖詩本中都可以找到：華滋 

〈居於世界之上的主〉 （Lord of the worlds above ) ，寫於

-- 1 一九年，及 萊 特 （Henry Lyte ) 的 〈妳美好的院宇〉

(Pleasant are thy courts above ) ，寫於一八三四年。

1.遠離家鄉

以色列人對以色列的聖潔之地、神的聖所的愛慕，在 

許多詩篇中躍然紙上。我們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大衛的兩個 

詩 集 中 （詩二+ 七 4 及六+ 三 1〜2 ) ，及第五卷（詩一二 

二 1 , 一三七 5〜6 ) 都可以找到。在第二卷可拉詩集的第 

一篇也表達了這種愛，正如第一卷的第一篇一樣，因爲八

十四篇這一篇朝聖者的詩，是合併的四十二、四+ 三篇的 

姊妹作。不管在八+ 四 篇 ，或是在四+  二 、四十三篇，我 

們都看見一篇表達作者渴慕在神的聖殿中敬拜袍的詩，而 

且都是一系列的詩之開始。這些銀著出現的詩，好像是爲 

前往耶路撒冷參加其中一個盛大節期的人而寫的，最可能 

的是住棚節。

八十四篇及四+ 二 、四十三篇之間的共同點是：結構 

上 ，它們都有三個段落，內容上則都描寫朝聖者渴望來到 

神的居所朝見神。但它們之間也有分別，在四十二、四十 

三 篇 ，詩人好像離家很遠’而離開神的殿也就更遠了 ；無 

論他身在何處，他 的 心 （感 情 ）是遠離他魂牽夢磐的故  

鄉 。而八十四篇，詩人並不是在那種困擾的狀態，他只是 

遠離耶路撒徐------個他希望自己居住在那裡的城市。

爲了到耶京去守住棚節，人們會從國內每一個角落出 

廢 。他們的家可能離位於錫安的神的家很遠，但他們定意 

要前往；這篇詩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這些朝聖者中的一位°

2.第二篇可拉的朝聖者之歌

在第 4 及 8 節結束時的細拉，爲讀者提供了最好的線 

索 ，譲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將這一篇分段，而段與段之間的 

聯 幫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第 1節提到神可愛的居所，董點並不是它的美麗，而 

是它多麼被愛慕。 因 此 ，這詩的第1節及最後一節構成一 

個交錯配列法的框架，將其他的經文都包含在內：萬軍之 

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愛；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 

的人便爲有福。另 外 ，第4及5節 中 的 「有福」也是整篇詩



的設計之一部分嗎？事實上可能是：第 一 個 「有福」結束 

了第一個段落：第 二 個 「有福」開始了第二個段落；在兩 

個段落之間則有一個細拉。當我們來到第二個細拉時，看 

見雨個相似的短句，我們便不難看出整篇詩的形式；道形 

式很明顯是詩人刻意建構出來的，絕不是意外：

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1 節）

〔愛莱神的居所'2〜 3 節 〕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4 節）

〔細拉〕

朝聖者何等有福！（5 節）

〔前往神居所的途中’ 6〜7 節；）----

神 啊 ，請 聽 ！（ 8 節）

〔細拉〕

神 啊 ，请 看 ！（ 9 節）

〔在神的居所中 ' 10〜1 1餘〕——

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0 2 節）

愛慕神的居所（第一段蔣） ：這肯定是詩人的心情。 

他完全浸淫在這種情緒裡面。他羡慕那些能在神殿中藥巢 

的雀鳥。但他愛慕這院宇，只因爲它屬於他所愛慕的主： 

他向神呼求，他渴慕的不是主的院宇、而是主的院宇。他 

尤其想看見的，是那祭壇：因爲在祭壇上所獻的祭解決了 

他的罪，使他和神可以有正確、正常的關係。

前往神居所的途中（第二段落）：朝聖者的旅程並不 

容 易 ，但神將力量賜給那軟弱的，將水賜給那口渴的，在

路途上賜福給他們（而 不 是 「水池」 ，雖然作者可能故意 

在希伯來這雨個字—— 「水池」和 「祝福」上玩遊戲）； 

並應許他們，袍會在他們旅途結束時與他們會晤。

在视的居所中（第三段落）：他們會找到所有他們能 

想到的每一樣娇處，是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相比的。

3.細看舊約的細節

和某些其他詩篇一樣，八十四篇也有令人困惑的地  

方 。其中四節尤其讓現今的讀者感到不解，雖然在舊約時 

代 ，讀者必热明白它的意思。

結束第 5節的短句是心中想往錄安大道的，這一句使 

翻譯者有點不知如何下手。就是最貼近希伯來原文的修訂 

本 ，也覺得需要解釋「往锡安的大道」 。 「大道」這詞有 

朝聖之旅的意思，這正是新國際本的翻譯。這個聖經中的 

朝聖之旅與中古時代另一個朝聖之旅相應，就是前往坎特 

伯里瞻仰貝克特（Thomas a Becket) 聖壇的那朝聖之旅； 

這條大路在今天的地圖上被註明爲「朝聖者大道」 。路易 

塞 貢 （ Louis Segond ) 的法文翻譯提出一個有趣的看法， 

他 說 ，在朝聖者的心中，他們心靈的眼睛已找著朝聖路徑 

(des chemins tout traces ) ；當人有眞正渴慕神的心時，他 

自然會有一種由聖靈所賜的本能，讓他知道如何能來到袍 

面 前 。

第6節所提到的可能是一個眞實的地方，「流涙谷」 。 

或許是利乏音（Rep h a i m )谷 ，從西邊開始，一直延伸、 

上達耶路撒冷。這山谷所產的香脂樹，在撒母耳記下五章 

22〜25節也被提過。在這一篇詩中，這山谷是整個朝聖之



旅一段特別乾旱的路程，但 「信心使它變成一塊泉源之地， 

在最不利的情況下，找到令人心嚷神治的清涼劑」 。

在欽定本、修訂本的第9節 說 ：看 哪 ，神我們的盾牌， 

而比較近期的翻譯在這一句中加上一個逗號，因而稍稍改 

變了其中的意思：「看 哪 ，神 啊 ，我們的盾牌。」根據後 

者的翻譯，盾牌是比喻一位王，或是對一位王的稱呼；這 

樣的翻譯在這一節應該是對的，雖然在第11節 ，神也被冠 

上同樣一個稱號，在這裡，我們的盾牌和你的受青者彼此 

呼 應 。

10節上原來的意思比外表上看來更複雜，但新國際本 

把原來的意思表達得很好。它下半部的奇怪之處是：它好 

像是將在神家中作一個不重要的人，和在惡人中作一個重 

要的人物比較：但其實，在殿中作守門的，絕不是個低下 

的工作，而是一項殊榮。其 實 ，詩人所想的，不是一個擁 

有正式職位的人，只是一個站在門口的人。或許這樣的表 

達會更貼切：寧願在這家戲院貿「勉票」 ，也不要那家戲 

院的前排座位！

4. 新約原則的概覽

對於八+ 四 篇 ，我們能夠說：「我要用靈歌唱，也要 

用悟性歌唱。」"《這是何等偉大的一件事。我們若有一點 

背景 知 識，便起碼可以掌握到這話對一位舊約信徒的意

可 是 ，這一篇詩在哪方面「說出一般基督徒的心聲」

(華滋之言）呢 ？在舊約和新約之間，有哪一些聯幫，促 

使我們能以八+ 四篇來向基督唱出我們的頌讚呢？

我們可以留意到三點，詩中的每一段各有一點。第 

一 ，在 1〜4節 ，詩人所愛慕的，主要不是神的居所，而是 

神 自 己 ；並 且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他所愛慕的，就是他 

羡慕麻雀和燕子，因爲牠們可以常常貼近獻祭的祭壇。他 

的心不但磐於神的身上，更定意要愛暮神，那位爲他提供 

了寬恕之路，又藉著流血爲他的生命帶來更新的神。用基 

督徒的話來說，朝聖者在踏上朝聖之途時，就已經遙遙看 

見+ 字架了。

第 二 ，在5〜8節 中 ，作爲新約的朝聖者，我們也是向 

神的殿進發，爲什麼可以這樣說呢？本仁約翰的主角前往 

矢城的略程，可算是代表基督徒對朝聖之旅的了解。甚至 

對那些覺得今生是一個眞正的「流涙谷」"1的人來說，也 

體會到，恩典使他們力上加力，直到他們抵達天堂的喜樂 

之城爲止。

另一方面，關於神的院宇，兩位偉大的聖樂家有這樣 

的 描 逮 ：「在這 塊充滿罪惡與哀愁的大地」 （萊特的 

詞 ），「称在地上的院宇是何等美好」 （華溢的詞）。兩 

人的歌都說明，神的居所旣在地上，也在天上，因此無論 

在何處，人都能到達神的居所。無論在哪裡，只要神的子 

民 聚 集 ，神便臨在。朝聖之旅不一定要指任何奇特的旅  

程 ，它也可以單純地指前往教會參加崇拝 ^一種「不停 

止 聚 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的決心， 不因爲現今 

邪風異俗的誘惑而停止聚會，譬如個人主義、享樂主義、 

遷徙頻繁、缺乏委身等。

第 三 ，9〜12節 中 ，詩人終於來到神的居所’這跟第 

一個細拉時的樁吿多少有點關係。第 10節應該像第11節一



樣 ，從 「因爲」這連接詞開始。爲什麼以色列的朝聖者要 

爲王禱吿呢（9節 ）？因 為 （10節 ）在神的居所與神會晤 

有無與倫比的價値。換句話說，以色列堅強的政府保障了 

朝聖者及聖殿的安全，因而讓聚會順利進行。我們基督徒 

知道神的確喜悅他的受會者。在基督的王權下，我們來到 

神面前的權利是受到保障的。

能到神面前爲什麼這樣好？因 為 （11節 ）耶和華是曰 

頭 、也 是 盾脾 （因 此 他 「引 領 （guide ) 及 保 護 （guard ) 

我犯錯的心」^ ^ 萊特的詞）；也因爲袍像降甘霖般賜下 

恩惠和榮耀，給那些尋求袍的人。再一 次，因著基督的來 

臨 ，舊約的語言被賦予新的意義和深度：從最寬閩的角度 

來 看 ，恩 典 、榮耀和所有美善的事都賜給郡些行動正直的 

人 （11節 ）因爲這是一個信心之旅（12節 ）。

八十五篇

雖然八+ 五篇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很典型的一篇可拉 

詩 ，但它也讓人想起亞薩及大衛的詩集。除了它的形式和 

風 格 外 ，另外叫人不可能錯過的，是它那膨满的屬靈力

一篇可拉的禮儀詩

又一次，可拉的後裔似乎在提供一個禮儀：而第二詩 

集與第一詩集互相呼應。在四+ 二 、四十三篇，如同八+  

四 篇 ，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參與節慶：在四+ 四 篇 ，如同 

八+ 五 篇 ，現在他們到達了聖城。

這兩篇詩一一四十四及八+五篇閨述了聖殿崇拜的方 

式 。 「哀歌」或 是 「申訴」是用來稱呼這些詩某幾篇的恰 

當標語，雖然形式批判者本身也承認，並不只如此。這些 

詩是在英國聖公會崇拜中的「激悔引言」部 分 。

引用郭勒德（Michael Goulder ) 的 話 ，雖然在八+ 五

和四+ 四篇之間有一個「靡大的....互相連結的網」 ，"3

簡單地比較雨篇詩的大綱（各有三部分），已足以顯示它 

們之間的關係。兩篇詩都先追述神在過去爲袍的子民所作 

的 ，是一些他們自己不可能作到、也不配得神爲他們作的 

事 （詩四+ 四1〜8 :八十五1〜3) ° 兩篇詩都坦§  •目刚 

一切都不好。他們再次需要神的恩惠、视來更新（詩四+  

四 9〜16 ,八+ 五 4〜7 ) 。兩篇詩最後都期待，神賜下他 

們所盼望的祝福，四十四篇的作者是帶著一點憂傷的心情 

來 期 待 （詩四+ 四17〜26 ) ，而八+ 五篇的作者卻是充滿 

信 心 ，切切等候祝福的來臨（詩八+ 五8〜13 ) °

2.與亞薩詩的聯聲

以色列現在的呼求，是基於神過去哪些恩待他們的行 

動呢？最明顯的一項是袍救回被播的雅各（1節 ），這是 

指视在公元前六世紀結束了以色列國在巴比倫放逐的曰 

子 。這事件通常被稱爲「歸回」 （restoration) ，而大部分 

的解經家認爲八十五篇是在歸回後寫的。這篇詩開頭的幾 

節 ，是在回顧那歸回的事件。

即便如此，第 1節的地也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剛進入應 

許之地時的迴南地，而被遮蓋的過犯和收回的忿怒，則屬 

於在囑野流浪的日子。在不同的地方，這篇詩令人想起出



埃及記三+  二至三+ 四章中的一些字句。如果此時作者想 

到 的 ，的確是那些字句的話，那麼這篇詩就是一篇典型的 

亞薩詩，充滿亞薩詩的風格，它跨越以色列幾個世紀的歷 

史 ，爲了展示以色列之神的偉大。

是不是這樣，我們無法確定，但這裡另外一樣東西就 

肯定使人想起前面的一篇亞薩詩。八4••五和八十篇之間的 

聯 繁 ' 是在兩篇詩中都出現四、五次的一個動詞—— 這動 

祠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因此並不明顧。不同於一位活躍在 

一九八0 年代的英國政治家，八+ 及八+ 五篇的作者永遠 

都不會說：「詩人不贊成回轉。」他們非常支持回轉。回 

轉及被扭轉，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是神的回轉和扭轉，對他 

們來說都是一種需要。

像八十篇一樣，這字被翻譯爲救回（restore) 没回轉 

(return ) :這字也隱藏於再將我們救活（revive us again )

(6節 ）後 面 。在 1〜3節 ，以色列人在造億往事時，他們 

想起神如果扭轉雅各的命運，以及袍如何韓離袍自己猛烈 

的怒氣。在4〜7節 ，以色列人向神祈求時，他們求袍再次 

扭轉他們，並且轉向他們，復興他們。在8〜9節 ，以色列 

人在啼聽神時，他們聽見神應許他們平安，但條件是他們 

不再轉去妄行。10〜n 節 ，以色列人在期待神的作爲時， 

他們看見一個新世代的異象，在那裡人不需要再作任何的 

回轉或扭轉。

我們都應該記得八十篇所說，有 關 這 些 「回轉」和 

「扭轉」的事情。作爲朝聖詩系列的第二篇，八十五篇在 

它的上下文中提醒我們要記住一件事實。 「回轉」是 「阪 

依 」在字典中的一個解釋，而我們會說：「喫 ！我不需要

『回轉』 ，我早已阪依了。」但它也是「侮改」的一個很 

好的解釋，而悔改，是我們每次來到聖殿時所需要作的。

3. 一幅大衛的圍畫

當所有的回轉都完成後，神的救恩和榮耀對我們來說 

就變得眞實（9 節 ）。一幅充滿著神的救恩和榮耀的美麗 

圖畫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樣的經文在詩篇的其他部分也出 

規 過 ；我們見過起碼兩處，都是大衛的詩篇 ° I'5第一是五 

+ 五 篇 。在 五 +五 篇 9〜H.節那卡通式的描給中 ' 一連串 

邪惡的勢力在霞食那城市的生活。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人

物 ，身上掛著大寫的字---- it詐的政治家、欺壓人的商

人 、邪惡的公誇員、在街角流® 的強暴和爭鬥，遺有道貌 

岸然的雨位名叫惡意和凌虐的公民。

有一篇更早之前、而旦比較著名的大衛詩，以擬人法 

來描I會比較令人舒暢的眞理。在二 + 三篇 6 節 ，那個有主 

作爲他牧者的人可以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 

我 。一個以色列的漫畫家不太可能會把這兩樣恩賜描續成 

一對牧羊犬，但一個英國的漫畫家會這樣作。但麥拉建 

(AlexanderMaclaren ) 的圖像卻相當準確：「兩fii谷光煙 

發的天使以隨從的身分跟在他後面。」117

在八十五篇10〜13節也是■ ~*樣 。我 們 看 見 實 和 •!/■約 

的愛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因而顯示天地相容，就 

如神所定意的。公義尤其是是袍的先鋒，無論袍在未世來 

臨 ，或是在現今就進入那些悔改者的生命中：當罪人以信 

心和悔改的心轉向袍時，他們便會發現，袍是那位「使人 

知道他自己爲義 '也稱信耶穌的人爲義」的神 。



4.但那是可拉後裔的風格

在 1〜3節 ，詩人追億神如何在過去彰顧自己是那位饒 

恕並使被擴的歸回的神。這幾節是指被擴歸回那件事，遺 

是數百年前的出埃及事件？詩人在10〜 13節期待被更新的 

祝 福 ，但他是否指在一次歉收後的一次豊收（12節 ) ? 而 

四+ 四篇相應的幾節是否指在一次政治災難後的復與？

如果我們希望詩人再具體一點的話，我們便錯過了他 

想提出的重點了。像 克 藍 麥 （Cranmer) 和他英國聖公會 

的改教者同工寫的禮儀一樣，可拉詩的作者目的是設計一

本 《公禱書》 這本書一方面是相當具體而旦是個人性

的 ，以致讀者心受感動，但也很一般性，以致每個人都可 

以用它，並旦重複使用。無疑的，四十四及八+ 五篇是源 

自一個特定的「單一的事件」 ，如郭勒德所說的；但他也 

認爲雨篇詩「是用華麗的格式寫成，是年復一年被使用， 

將經歷過的失敗，一件一件放在神面前」 。

這是華滋而不是衛斯理的風格，他們雨人的不同，我 

們在開始研讀可拉詩集時，已經討論過。 譲我們再次回 

到前面提過的、每一段的主題：任何一個信徒，甚至是現 

今時 代 的 ，都可以藉著研讀頭三節經文而追憶一些個人  

的 、屬靈的回轉經驗，沒有這些經驗，我們沒有一個人能 

夠享受主的祝福。所有的人都應該要藉著默想接著的四節 

經 文 ，而析求神賜給我們「更新」的屬靈經,驗 ，使我們在 

回轉和復興上都有突破 D 再 次 的 ，今天我們可以於聽（8 

及 9節 ）袍對平安、救恩及榮耀的應許，這應許是給那些 

承諾不再「轉去妄行 J 的 人 。最後四節將祝福化爲言語；

這些祝福是那些與神關係正確的人可以期待的。

非常可能，古時的以色列在毎年的住棚節，都使用這 

些可拉的詩篇。那些每個月都循環唱詩篇的教會，唱這些 

詩的次數便頻密多了 ：但其實，在任何時候，當神的靈感 

動信徒悔改，感動他們離棄罪惡、渴求董新得到這些古舊 

的憐恤時，這些詩篇都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

八十六篇

幾乎第一卷的全部及第二卷的大部分都是大衛的詩  

篇 。第三卷的頭四分之三到目前爲止卻不大一樣，這裡的 

詩主要是亞薩和可拉的作品，在這時候出現一篇大衛的 

詩 ，是有點令人感到意外的，尤其是當我們記得，這一組 

詩似平是在大衛時代起碼四百年後'I編輯完成的—— 這一 

點在七十四篇尤其明顧。

1.八十六篇的出人意表

除了在這一處看到一■篇大衛的詩令人感到意外，S寺中 

還有兩點是令人注目的。第 一 ，如果我們覺得這篇詩的某 

些部分似曾相識，那是因爲我們在之前不久的詩篇中，看 

過這些經文。八十六篇中有一些典故，一些直接的引句， 

是源自早前詩篇的，甚至是詩篇以外的書卷。八+ 六篇其 

實可以說是一幅鎮嵌畫，由來自不同源頭的片段構建而 

成 ，這些片段來自其他詩篇，也來自其他相關的舊約經  

文 。克巴確克想像這篇詩是這樣寫成的：「某一個敬虔 

的 、熟讀旣有經文的人，將他想到的一些經文重組，寫成



一篇適合他當時特別需要的詩。J 我們可以這樣說，雖 

然這是一篇在大衛時代許久之後才窝成的詩，但它可以被 

認爲是一篇大衛的詩，因爲詩中不少地方使人想起大衛詩 

集第一集的四篇（二十五〜二 + 八篇 ），及第二集的四篇 

(五十四〜五十七篇）。

第二點令人注自的是：這詩令人覺得意外的一個地  

方 ，是跟神的名字如何被翻譯有關。在新國際本，像在許 

多 其 他 的 英 文 翻 譯 本 一 樣 ，主 （L O R D ) 代表耶和華  

(Yahweh ) , 而 主 （Lord ) 則代表亞多尼（Adonai ) 。後 

者其實是比較不被敬仰，但對以色列許多人來說，它反而 

變得' (相反的）比較被尊重：正如我們前面看過的，在這 

社群裡，那四個字母因爲是太聖潔，不能被讀出來，因此 

當人們讀到印在紙上的Y H W H 時 ，他們會讀亞条尼（Ad- 

onai ) ° 122

如果我們以爲，因爲亞多尼可以被讀出來，因此它便 

比較不重要的話，那我們便錯了。亞多尼的意思是全能者 

(Sovereign ) ，或 是 主 人 ， 它在八+ 六篇出現不下七 

次 ，比 L O R D 或 是 神 （God ) 還要多。

2.主人和袖的僕人（1 ~ 6節 〉

一開頭的祈禱是向耶和華說的'就如第1和6節的框架 

所說的。但是袍，那位立約之愛的神（5節 ）也是亞多尼： 

在這一部分，詩人三次用這名字來稱呼袍。這兩個對神的 

稱 呼 ，它們之間的關係爲這一個禱吿增添色彩。

在第2節 ，詩人稱神爲主人，這事實有三方面的含義： 

第 一 ，他委身於袍。不是像一隻依偶在袍身旁的小狗，含

情脈脈地望著他、搖著尾巴那種「感性 J 的依伴，而是一 

種堅 實的 、踏實的委身，像是一樣被指定、被派定的東 

西 ，只爲某一種用途（譬 如 ：那筆錢是用在那建築計晝上 

的 ，不能有其他用途）。第 二 ，他 事 奉 袍。如果袍是主 

人 ，那明顯的，他便是僕人。第 三 ，他信靠袍。如果他完 

成僕人的實任，他便可以信得過 '他的主人會照顧他生命 

中其他更大的需要。

接著的經文再提供三個原因，說明詩人爲何可以滿有 

信心地禱吿。這三個原因都由「因」這個字顯示出來： 

「因 J 這字在第3及4節中出現，也應該在第5節的開頭部 

分出現。他相信他的禱吿會蒙應允，相信他會被祝福，因 

為他終日求吿神，因為他的禱吿是由心中發出來、是專一 

的 ；也因為他的亞多尼就是耶和華，是 良 善 、樂意饒恕 

人 ，並且有豐盛慈愛的。I24

3.主人和袍的能力（7 ~ 1 3節 ）

大部分的英文聖經譯本都把13節下的動詞理解爲過去 

式 （你 已接救了），但它也可以解作，你將會提救，而未 

來式其實也合乎這裡的意思。它的效果是，像另一部分一 

樣 ，它給予第二部斤一個框架，將第 7與 13節之間的經文 

放在兩個表達信靠的宣稱裡：我 在 患 難 之 日 你 必 應 允  

我 （7節 ）：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13節 ）。

在這框架內，S〜1 0節讚美主人的權能和偉大。從出 

埃及記+ 五章H 節開始 ’許多經文都讚揚那位無可比擬的 

神 。在諸神之中 ( S節上）》沒有人可以與袍相比擬。̂ 在  

被造的世界中，沒有人的作為（8 節 下 ，新標準修訂本）



可以和袍的作爲比較：在人類的世界中，萬國都要向袍屈 

膝 （9 節 ） ：在歷史中，袍所作的事跟其他人所作的都不 

同 ，因爲袍的作爲奇妙（10節 ）。

在 H 〜1 3節 ，詩人將神的權能和自己的處境拉上關 

係 。他其實不是求主擊打他的敵人（這些敵人會在第14節 

出現） ' 而是爲自己祈求。第 U 節那雨部分的析求都是令 

人印象深刻的，雖然前半部（可以這樣說），是二+ 七篇 

11節的循環再現。柯德納提出一個很董要的看法：這個學 

習神的道和走在神眞理中的禱吿，是 「關於建立正確的習

慣 ....而不是關於採取正確的行動」 。I28它是在於發展一

個健全的思想摸式，這思想摸式所作的決定越來越接近神 

的想法。

另一方面，11節下卻不是任何其他經文的循環再現。 

它是獨特的，是一塊圭寶。許多年前，我被它奇特的文法 

所困擾，許多年後我才明白它的屬靈深度。解開我的心， 

好叫我敬長你的名^ ~ 欽定本、修訂本這樣翻譯這一句。 

----樣已經是完整的東西，一個單一的名詞，爲何可以被解 

開呢？

三個偉大的聖樂家明白筒中的道理 D 達 德 理 （Philip 

Doddridge ) 億起他那「快樂的一天」 ，那天他將「自己的 

選擇」放在基督，他的救主身上：

安 歇 吧 ，我那長期分裂的心，

安揚 在那蒙福的中心 ’ 欺 息 吧 。I27

衛斯理明白那個不斷要被滿足的需要

我渴望一個真正的關注點，

一 個 阜 一 的 、穆 固 的 目 標 。

再早一百年前，i欠湯姆（Thomas Keii)帶出了其中具體的

合 義 ：

導引 > 掌 管 、指 示 ' 今 天 ，

我 要 作 的 一 切 ，或 是 所 行 ’ 或 是 所 言 ，

以致我所有的能力、我 一 切 的 意 志 ，

都迷结在称惟一的榮耀裡。

4.主人和袍的敵人（14~17節 ）

正如我們讀大衛的許多詩篇一樣'我們可以假設，大 

衛的敵人也是神的敵人：那尋索我命的一黨人沒有將你放 

在 眠 中 （14節 ）。那直接引自出埃及記三十四篇6節的一 

句經文（八十六篇15節 ）表 示 ，主人是那位守約的、西乃 

山的神，亞多尼的確是耶和華。每一個名稱都有它獨特的 

意 思 ，雖是 如 此 ，耶和華所擁有的一切特質，亞多尼也

有 ，反之亦然。

假如這篇詩不單是關於大衛，旦是由大衛所作的話， 

那些強横的人很可能是圍繞在押沙龍身邊的密謀者° 我們 

從撒母耳記下十五至十八章知道，大背叛對大衛來說是一 

段何等不堪的日子。但在這詩結束時，我們看不見任何自 

憐的跡象。他自己的愚昧導致他可憐的光景，但他以勇氣



和誠實面對它。

譬 如 ，他祈求神憐恤他，這祈禱表示他不但承認自己 

的需要，也承認自己的罪；敵人的確是可恨的，但他也不 

曾假裝自己沒有半點不對的地方。另 外 ，他析求神賜他力 

量 ，這禱吿表示，他既不是沒有骨氣的人，也不是一個失 

敗主義者。最後他祈求神向他顯出憑據，不是像基旬的羊 

毛那樣， 而是一個使他的（以及他主人的）敵人看見便 

羞愧的憑據。

或許八+ 六篇是用不同的經文拼湊而成的一篇作品， 

但大衛覺得它對他有幫助、滿足了他的需要。大衛旣無這 

樣 想 ，我們也不應該覺得八-卜六篇並無特别之處。

八十七篇

這篇倒數第二篇的可拉詩從某角度看，是一個疑團， 

就算是如此，它清晰的地方超過它模糊的地方，像詩篇中 

許多其他的地方一樣。

1.八+ 七篇及設計禮儀者

這篇讓人好奇的詩如何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崇拜中被使 

用 ，對這問題我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猜測。可拉的後裔如 

何使用這篇詩作爲一個禮儀呢？

如果像其他地方一樣，細拉的停頓是爲了譲帶領禮儀 

者有時間誦讀經文的話，那 麼 ，我們不難猜想哪一些經文 

適合在這時候朗讀 D —段來自耶路撒冷歷史的經文可以在 

第 3 節之後朗讀：一般預言性的、關於萬國齊集的經文，

也可以在第6節之後朗讀出來。

第 7 節當然是一句比較奇特的尾句。無論怎麼看，它 

都是相當奇怪的一句。有人認爲它不是這篇詩的一部分， 

而是一種提示，一種舞台上的指引：「在這一刻，歌唱的 

和跳舞的便出場表演：我的策源都在你裡面」 ！好像是爲 

了平衡第7節 ，第 1節像一個標題，多於像這詩的第一行， 

其字面上的意思是：耶和華所立的根基在聖山上。

以上都是猜測而已。讓我們回到比較踏實的觀察，兩 

個可拉詩集之間的聯幫，以及一個可能性：雨個詩集都是 

爲前往耶城參加某個節期的朝聖者而寫的詩篇。八+ 四篇 

(像四+ 二 、四+ 三篇一樣），是朝聖者離家時唱的，而 

八+ 五 篇 （像四十四篇），是朝聖者在抵達耶城時唱的。 

在大衛詩集第二集（八+ 六篇）及第一集的三篇額外的詩 

後 ，八十七和四 + 八篇彼此呼應，它們都是關於錫安的 

歌 。尤其是，四+ 八篇第1及8節的內容，在這裡可以再次

被 聽到 ：神的城…… 他的聖山....正如我們所聽見的’神

的城中所看見的，全能者啊’在我們神的城中：神必堅立 

這 城 ，直到永遠。

2 . 八 + 七篇及讚美詩作者

在策劃今天教會的崇拜禮儀時，我們應該多一點考慮 

使用詩篇，不管是什麼形式。這一方面，現今的教會作得 

比較少。除了使用詩篇外，也應該考慮使用適當的經文及 

有關的聖詩及歌曲。

談到聖詩和歌曲，誰不會被第3 節所吸引？約翰牛頓 

肯定是被吸引住了，而欽定本的翻譯絵他靈感，寫了一首



新的聖詩之第一句，幾乎是量身打造的：神的城U阿 ，有榮 

耀的事乃指著你說的。

其實這篇詩和牛頓那篇著名的聖歌相似的地方並不  

多 。八+ 七篇那一句爲人熟知的第3 節 ，爲牛頓提供了一 

個起飛點，讓他開始那令人振奮的飛行旅程（當然行程都 

是在聖經的版圖內）。牛頓的聖詩由八十七篇3節起飛後， 

便離開它，直到降落爲止，它的降落點是八十七篇最後一 

節 。其他部分則是取村自不同的經文：那城的磐石根基是 

取材自福音書， 它救恩的牆是取材自先知書；I32他從四 

+ 六篇4節 、以西結書四+ 七章及約翰福音七章38節找到 

活水的河這意念。然 後 ，出人意表的，他提到嗎哪及雲柱 

和火柱，這些意象將我們從城市帶到沙漠，又從詩篇回到 

出埃及記；我 們 （唱詩者）像朝聖者一樣，走過牛頓所設 

計的旅程後，終於抵達耶路撒冷。

最 後 ，「在錫安的聖城，藉 著 恩 典 ，我成爲其中一 

員」 ，終 於 ，我們又回到八+ 七篇裡去。 巧a果我們要爲 

這一篇詩點出一個主題，它會是：神藉著袍的恩典召聚那 

些不配的外人，讓他們進入袍的城 ' 又賜給他們成爲袍城 

中居民的權柄。

3.耶城之歌《1 ~ 3節 ）

第 1節的山其實是「衆山」 ，可能是耶城所在的山脈， 

或是它邊界內的山丘（像羅馬的七座山），或是一座由一 

個加強詞義的複數 ( intensive plural) 來形容的山，（好像 

我們說遼閱的天空，或是汪洋大海一樣）。I35它當然是指 

耶路撒冷。

第 1節的董點是：神是這城的創建者。她在亞伯拉罕 

的時代已經存在，I36今天仍然存在。但當神將她指定爲大 

衛的首都時，她其實是成了一個新的根基。在接著的一千 

年 ，由大衛的時代到基督的時代，她一直是神特別的城。137 

當她的現代意義變得清楚時，我們將知道神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向我們說：「你所站之地是聖地。」138

第 2 節顧示它獨特之處。爲什麼神會愛它勝於雅各一 

切的住處？整個以色列國不都是袍的嗎？不都是聖潔和被 

愛的嗎？是 的 ，但是 ，是在這地方（像以前的西乃山），139 

神 S 集袍的子民前來讚美、禱吿及薛聽袍的話，這些活動 

都以那祭壇爲中心，在那裡，罪得赦免。這是朝聖之旅的 

目的，正如之前的八十四篇1〜3節所提醒我們的。

毋怪乎這城以及她所代表的一切，會令人像神一樣地 

愛 慕 她 ，並旦使人在歌唱和講道中說出有榮耀的事（3 

節 ）。他們慶祝的，是教會的聚集，不是一個宗派（不管 

它的歷史有多悠久），也當然不是一座建築物（不管它有 

多華麗），而是神的百姓相聚，在當時、也在以後。有一

節之前的詩篇已向我們提過的，重要的新約經文----希伯

來書十二章22〜24節—— 簡約地說明了一個教義。如果那 

個由神親手策劃的眞實，能安穩而眞確地植根在我們教會 

經常的聚會中，那該有多好！如果我們在教會中可以說出 

像八+ 七篇3節所說的「有榮耀的事」 ，那該有多好！

4.城中居民的歌（4〜7節 〉

八+ 七篇中令人最i牙異的部分仍未出現。4〜7節中一 

連串的稱號代表了舊約時代赫赫有名的列國。將它們串連



在一起的共同點肯定是：它們都不屬於以色列！ 「拉哈 

伯」是指埃及， 而埃及和巴比倫是舊約時代以色列第一 

個及最後一個強敵。非利士和泰爾是他們的鄰國，前者是 

一根長年長在以色列身上、又拔不去的刺：而後者則是觸 

傲地自成一國。古 實 （即是埃提阿伯）是在很遠很遠的地 

方 在 地 極 ，對以色列來說是如此。

然 而 ，神說袍要帶領到錫安的，正是這些入，他們不 

單是來做客。第 4 節提到關於他們的三件事，而每一件事 

都被董複。主要提起他們，意思是 ，就如第 6節 說 的 ，袍 

在萬民冊中記錄了他們的名字。袍 當 然 會 ！因爲很明顧 

的 ，他們所屬的是萬民冊，而不是神自己子民的册子。 

啊 ，可 是 ，他們的名字會被記錄在「那些承認我的人」之 

中 。承認主的意思是，對视有個人的認識 '這是袍子民以 

色列的特殊權利 D 可能這是第 7節的意思：這些非以色列 

人會振棄他們從前所信的，而承認只有以色列的神是一切 

美善和喜樂的源頭。

套用現代的詞蒙，這些歸向神的非以色列人要成爲名 

譽會員，是這樣嗎？是 的 ，而且還不只如此，他們會被登 

記爲是生在錫安的人。再 次 的 ，第 6 節又重複了一件奇妙 

的事實：他們會被承認爲神生在城中的人》不只是城中的 

居民而已：不管他們原來的種族和國藉是什麼，不管他們 

的原籍和宗教背景是什麼，神都看他們爲生長於袍的城的 

人 D

「我們不可能不留意到：認識神，得著第二個、屬靈 

的國籍，及經歷重生 ^這 些 都 是 新 約 對 人心 深切 的改  

變之描寫。」 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猶太人或是外邦

八+ 八 篇 95

人 ，只要他拒絕藉著信而被恩典極救，就不可能期待獲得 

批 准 ，得以進入神的城。但所有的人，無論來自哪一個種 

族 ，只要是在神的恩典裡經歷過改變的，都被神歡迎進入 

袍的城。

八十八篇

雖然我們還未曾來到第三卷最後的部分，但這是最後 

一篇可拉詩。往某些方面，它與四+  二 、四+ 三 篇 （第一 

篇可拉詩）呼 應 ：一前一後，這兩篇詩爲雨個合併起來的 

可拉詩集形成一個框架。在其他一些方面，它使人想起四 

十九篇，因而完成了我們早前見過的平行：當我們將雨個 

詩集平放在一起（而不是一本先、一本後），繼而彼此參 

照 時 ，我們發現以下的詩互相呼應：四十二、四+ 三篇和 

八+ 四 篇 ：四十四篇和八十五篇：四十八篇和八+ 七 篇 ： 

現在還加上四+ 九篇和八+ 八 篇 。

1 .在黑暗中樓吿

八+ 八篇馬上給人的感覺是一個禱告。形式批判者將 

它歸類爲「個人的哀歌」 。詩人自己又如何歸類這一篇詩 

呢 ？明顧的，答案可從他對神說話的方式看得出來：他三

次重複說：我....在你面前呼II....我求告你....我呼求

你 。整篇詩是一個冗長的、充滿焦慮的呼求。我們可以用 

以上三句詩作爲三個分題來分析這篇詩：

我畫夜在你面前呼韻（1節 ）。他一方面稱主爲那位 

播救我的神，但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乞求這位神去側耳胎



-我們不難明白這種矛盾，因爲我聽他的呼求（2 節 ）- 

們也有這種經驗。接著的三節充滿了他的澳惱，而這都是 

眞實而可怕的，每一行都可以看見逼近眼前的死亡。看來 

他害怕的，是死 t 本 身 ，而不只是死t 這過程。就如我們 

在別處曾見過的，舊約的入對死後存有盼望，但現在，詩 

入好像忘掉了那盼望。

他 們 （死人 ）是你不再記念的這一 句，將焦點由詩人 

身上轉移到神的身上。接著那個重複的我（3〜5節 ) ，是 

一連串指向你的指控（6〜8節 ）。到 9節 上 ，這些他在神 

手中如何被對待的申訴又轉了方向；再次的，焦點又回到 

他自己身上，他又發出另一個苦潔的呼求，是關於他內心 

痛 苦 的 ：先是我、我 、我 、你 ；然後是你、你 、你 、我 。

耶和華啊，我天天求告你（9 節 ）。這禱吿、這一個 

舉手的動作，裡面有好多問題。詩人覺得以下的事^^-所  

有詩人經歷過的、神爲人作的偉大事情，以及人從心底對 

神獻上的感謝，所有他經歷過的、神的慈愛和信實，神的 

奇事和公義的作為，都自然地是屬於這一生及這世界的。 

他不能想像這些事怎能在死人去的陰間，在沒有受造之物 

的亞巴頓（Abaddon，無庭坑），在幽暗裡、在忘記之地 

發生？換句話說，這假設^■當我死後我會去到一個更好 

的地方一一只是一派胡言，是愚人的幻想。我將要離開我 

眼前的患難，進入一個比目前還要差許多的景況。

這些經節（10〜12節 ）導致一個單一的間題。這是一 

個 反 問 ，因爲詩人早已知道答案。主 ，我 說的沒錯，是 

嗎 ？是 的 ，那 麼 ，接著又怎樣？

然 而 ，他 繼 續 他 的 禱 吿 。耶 和 華 ，我 呼 求 你 （13

節 ）。最後一部分（13〜18節 ）完成了他絕望和痛苦這幅 

圖 畫 。在以下這些感覺一一被神拒絕、持續不斷的受苦、 

招架不住的恐懼、被最近最親愛的人拋棄一一由詩篇中一 

句椎 心刺骨的呼求推上高潮（如果新國際本是正確的  

話 ） ：黑暗是我最親密的朋友。這些話使人想起四十九篇 

14節那恐怖的景象：他們如同羊群浪定下陰間；死亡必作 

他們的牧者（新標準修訂本）。那一節描給了不信者的命 

運 。這一個聯繁說明，八十八篇 1 8節的作者畢竟並未忘 

記 ，神立約的愛要持續到這一生以後這盼望。反 之 ，他太 

清楚這意念了，而旦相信他已失去了這始 望̂ 。

2.在完全的黑暗中標告

我的心大大驚惶，大衛其中一篇最早期的詩這樣說。 

在死地無人記念你 ' 在陰間有维稱謝你？ （詩六3 、5 ) 由 

那個地方到這裡，有許多所謂的「哀歌」在詩篇中出現 

過 。許多其他的詩篇顧示，其作者的生命受到威脅，雖 

然 ，當三十篇3 節的作者說到下到坑中的危險時，他是要 

感謝神將詩人從那裡營救出來。

一方面，八+ 八篇有別於上述這些哀歌。死 t 的威脅 

和對死的恐懼在這詩中製造一種陰森悲凉的氣氛，這氣氛 

蔓延在整篇詩裡，從末消散過。在詩篇中沒有一個禱吿比 

這禱吿更絕望。二+ 二篇 1〜2節中那被神離棄的呼求可能 

更可怖，但那篇詩在三分之二時轉成讚美：然 而 ，八 +八  

篇的黑暗一直延伸到最後一節。在整篇詩裡，連一點希望 

的光芒也沒有。在這+ 八節裡，幾乎惟一積極的事情是開 

頭那一句向神說的話：耶和華接救我的神啊！但 是 ，詩人



好像完全不覺得他會被極救，不管今生或是死後，以致那 

些他在開頭時所說的話，其實也只不過是一些空洞無意義 

的公式。

等 一 下 ，我們一定要間：八+八篇本來是在什麼時  

候 、在哪裡、由誰來唱？今天有哪一個群體可以用眞誠的 

心來唱這詩篇？有哪一首現代的歌曲或聖詩可以宣稱，它 

是充分地反映它的內容的版本？古柏的最後一篇詩，雖然 

跟他寫給奧爾尼（Olney，英國的一個城市）的人唱的其他 

聖詩不一樣，起碼回應了八+ 八篇所說的。他描寫一位在 

大西洋的狂風中被淹死的水手，並用它來比喻自己如何陷 

入憂蠻和廳狂的「深淵」中 。

沒有天上的養音將臣浪撫平，

沒有吉利的大光照耀，

當 ，一切有效的幫助都被挪走時，

我們向下沉，你和我，孤獨地；

但我淹沒於一個更可怕的海洋，

沉沒於一個更深的深棚。143

眞的不是一篇適合會衆在敬拜禮儀中唱的詩，我們需 

要爲這裡的細拉尋找另外一個意思，因爲它一般的意思——  

在聖殿的禮儀中停頓下來彈點音樂或是朗讀經文一一實在 

不適用於這一篇詩。但許多在經歷個人淨扎的人，都非常 

明白八+ 八篇所說的是怎麼一回事。

3.何 人 、何 時 、何地？

至於經歷過「靈魂的黑夜」 ，也將他的經歷寫成詩歌 

的 ，是哪一個舊約時代的人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見解。 

第一個可能的人物是烏西雅王。烏西雅的麻瘾病使他與其 

他人分開，被隔在遠處，被他的朋友所 僧 惡 （8 、18節 ）。 

第 5節 中 的 「與 你 隔 絕 了 」和歷代志下二十六章21節記載  

的 、烏西雅的「別宮」 （即是他的隔離病房）是息息相關 

的 。但他的病是在一個悠長而成功的統治後才臨到他，因 

此跟八+ 八篇15節所說的並不吻合。第二個可能的人物是 

希西家王，聖經吿訴我們，「他也病了」 。他 不 但 「瀬臨 

死 t 的邊綠」 ，而且他也是一位詩人，有足夠的才華寫一 

篇 詩 。因 此 ，有人認爲，是他在被神醫治後，寫了一篇關 

方M 也的經歷的詩。I44那一篇詩和在我們眼前的八+ 八篇有 

許多相同之處：但 是 ，希西家卻不像這篇詩的作者：他從 

來沒有被隔離過。

第三個可能的人物是耶利米。他被認、定爲一個破壞秩 

序的 人 ，因而被隔絕了（ 8 節 ）。耶利米被關在西底家護 

衛兵院內及其他幽暗的地方，包括一個深坑（6節 ）。I45他 

很可能會說：「我 自 幼 受 苦 」 （15節 ） ，̂ 6但他卻從來沒 

有被朋友癖棄過。第四個可能的人物是約伯。跟八十八篇 

的思想很接近的是約伯記，雖然它們之間也有分別。約伯 

被他所有的朋友僧惡，除了四個之外，但這四個朋友他也 

可以不要：像八+ 八篇中的受苦者一樣，約伯也不斷地向 

神 呼 求 n 節 ），但他一直未得到任何答覆。

另一處與八+ 八篇相似的經文是耶利米哀歌三章，在



那裡我們也看見患難、黑 暗 、「晝夜」 、痛 苦 、被隔絕及 

未被應允的禱吿這些詞句，也 可 以 找 到 「極深的坑」和 

「翻騰的波浪」 。148但到最後，詩人的禱吿被應允，而那 

一章的核心是神的確據：「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 

其廣大。」 這些關於耶路撒冷被毀的哀嘆指向另外一  

個可能性：八十八篇的作者不是以個人的身分來寫，而是 

代表整個國家哀悼的。我們等一會再回來探討這觀念。

還有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編輯給八+ 八篇下的標 

題 。可能它只是指它所說的，其作者並不是我們前面所猜 

測的任何一位，而是希慢，即是那位音樂家，亞薩及以探 

的 同 工 ，或是所羅門時代那位著名的智慧人。 德里慈 

( Delitzch ) 甚至認爲是那後期的希暢，他 是 一 個 「智慧 

人」 ：這人可能曾將「他自己生命中的經歷、他的受苦及 

靈魂的煎熬，作爲一個戲劇性的主題來汗窝」 ，他只寫了 

這一篇詩，而且寫了約伯記。152

4.遠離家鄉

對於這篇詩的背景，郭勒德提出了另一個引人入勝  

的 、相當不同的看法。四+ 六篇 3 節的衆山嶺和翻騰的大 

海 ，爲我們引介了他的理論：他認爲可拉的雨個詩集本來 

完全不是耶路撒冷的詩篇。他認爲最合理的解釋是：它們 

是源自北國極北邊的但，那裡的聖殿崇拜。在那裡，黑門 

山是眞正的一座山，而約但河上游是一條眞正的河流，就 

如 四 +二 篇 6〜7 節所說的。這一切都解釋八十八篇的內 

容 。

另外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標題中的麻哈拉利暗俄這

-是 關 於 〔某些字有點隱晦不明；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方面〕的患難嗎？但 是 ，「麻哈拉」跟以賽亞書二章19節 

中 的 「土坑」很 相 像 。郭勒德認爲詩人所處的正是那地 

方 ；又 或 者 ’不是詩人自己，而是詩人所描述的那人。那 

極深的坑和極暗的深處是一些可怕的洞穴。約但河那剛由 

黑門山激湧出來的、浪花四職的水，不是旧'?日地，而是以 

暴布的形式，流進這些洞穴裡。八+ 八篇中的受苦者被隔 

絕在這可怖的、令人堂息的地方，他在那裡向神呼求說：

你用一切的渡浪困住我... 你的忿怒重愿我身（6〜8 、16

節 ）。

是神讓他跌進這幽暗可怖的地方嗎？不是的，這裡描 

输 的 ，是一個禮儀，在這儀式中，當時的王、大祭司，或 

是一位代表國家的人，要下到深坑中，爲他的子民接受神 

的; 慈 。當 悠 ，在早晨，他會被拉上來（13節 ）。這代表 

「復活」 ，表示神接納了他們的「祭」 。

這可能是嘗試解釋八十八篇的一個最盡心的努力，它 

爲八十八篇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背景。郭勒德這嘗試値得稱 

讚的是，它從這詩篇中看到一個指向基督的指標：「它談 

及一個無罪的人，藉著他帶有救讀性的苦難，去醫治社群 

的 罪 。教會選擇它作爲受難節誦讀的其中一篇詩，是不無 

道理的。在星期五受難日，那個被稱爲神兒子的，爲他們 

下到深坑中，他的禱告在早晨時，上達至神袍的救主面
前 0 」 153

可 是 ，「但 」離開耶路撒冷很遠，而這樣一個儀式跟 

在錫安的聖顧舉行的儀式也相去甚遠。整個北國邱壇的神 

學只是建立在它第一位王耶羅波安的政治謀略；這種神學



跟神赐給摩酉，又與大衛及他南國的後裔所訂立的約，兩 

者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5.非常接近回家的路

雖然郭勒德將焦點放在基督身上，這一點是値得稱許 

的 ，但他卻錯過了重點。問題出在：他的論點是源於他爲 

這篇詩想像出來的場景，而不是源自這篇詩本身。郭勒德 

的理論，像我們之前提過的毎一個可能的背景一樣，其實 

主要是猜測的。布魯格曼指出，若然要看見八+ 八篇的慣 

値和角色，便必須朝相反的方向走，我認爲他是對的。如 

果在八+ 八篇和其他的經文之間存有絕對無誤的關聯的  

話 ，那麼我們便可以說：「用這背景去讀這篇詩，一切就 

會變得清楚明白。」但問題是，並沒有這樣的關聯：根據 

最好的可拉傳統， 我們並不需要找出何人、何 時 、何 

地 ；誠 然 ，我們不知道更好。

因 爲 ，借用布魯格曼的話 ' 八+ 八篇的主角是一個完 

全迷失了方向的人，這是一篇當我們完全迷失方向時，向 

我們說話的詩。 「問題的核心是，當一個胎聽這篇詩的人 

陷在一種失去方向的光景時，他會完全明白詩人的心境和 

所表逢的意思，他會覺得一些解經的臆測對他來說不但不 

需 要 ，而旦更◎散了他的注意力。」I55換句話說，如果你 

已經完全明白你自己最深的坑和翻踌的波浪是什 麼，你會 

對上述各種猜測感到不耐煩。如果你自己處於詩人的景  

況 ，你已經透徹了解八+ 八篇了。156

沒 錯 ，基督自己是這樣下來，並旦被提升上去。但在 

這 裡 ，袍關心的是，袍要透過袍的話，並藉著那些明白视

話語的僕人，去觸摸被困於菜坑的靈魂。這也可能會發生 

在一個信徒身上，袍 說 ，這並不表示你迷失了方向；它可 

能發生在一個不應該這樣被對待的人身上，這並不表示你 

離開了正途。它可以隨時發生，只要這世界還存在，只有 

在未來的世界，這些事才會完全消失。它也可能在你不明 

白的情況下發生，不過會有答案的，有理由的，有一天你 

便會知道 D

八十九篇

一篇由以斯拉人以探寫的訓悔詩結束了第三卷。正如 

我們在討論三+ 二及四+ 七篇時說過的，訓酶詩的希伯來 

文 是 跟 「了解」有關的。八+ 九篇嘗試去處理一個難以理 

解的問題，像聖經中每一個主要的間題一樣，它最終的答 

案都擊於基督的+ 字 架 ，雖 然 ，當這篇詩被寫成時，這問 

題好像還不可能解決。

無論适是哪一位以探（有雨位），I57八+ 九篇一定是 

他死後許久才編成的。1〜3 7節回顧大衛和所羅門那些繁 

榮興盛的日子，但其他的部分，甚至是全部，一定是有關 

王朝的另一端，即是四百年以後。八 + 九篇是一篇「以探 

的詩」 ，它的意思跟前面提過的七 + 四篇是一篇「亞薩 

詩」一 樣 ，I58它是屬於那個以他爲名的傳統和聖歌隊，而 

不是由他親自執筆寫的。

掌握一篇長詩

在第三卷的前半部，亞薩的詩集有一篇比八+ 九篇更



長的訓識詩。這兩篇是整本詩篇中最長的兩篇之一.七+  

八篇有七十二節 ' 而八+ 九篇則有五+  二 節 。與比較短的 

詩 （如第一篇或二十三篇）比 較 ，各有好處：前者容易掌 

握 ，整篇詩從頭到尾一目了然，而後者則顧示 ' 一篇長詩 

可以被分成不同的、合乎邏輯的段落。一個分析性的大綱 

就像一幅地圖一樣，讓我們看見詩人如何帶領我們走前面 

的 路 。

首 先 ，我們應該注意：以探這篇訓語詩有五十一節， 

而不是五十二節，因爲最後的幾句其實是一個讚美，作爲 

整個第三卷的結束 D 然 後 ，相當明顧的，寫到第38節 時 ， 

詩人的語調突然改變，以使五H ' ■節中最後的+ 四節和其 

他的不同。再然後，我們會留意到，在頭+ 四節後有…個 

轉 變 ，在主的偉大後面的，是袍的子民和他們的王。希伯 

來的經文會吿訴我們，而英文版本中的經節長度也顯示， 

詩的韻律在這裡開始改變。

再 者 ，只要我們數算一下，便會留意到每一節都有雨 

行 ，除 了 第 1 9節有四行：因此整篇詩共有一0 四 行 ，而 

一 0 四是八的倍敷。莫德的分析不但跟上述的有關，而旦 

更討論到詩主題的發展，以及所有的（除了一個）細拉的 

位 置 。最重要的，他的分析非常合理，他把一0 四行分成 

三個主要的部分，如 下 ：

三又二分之一八行的段落（1〜14節） 

至高的神及袍的奇妙：

六個A 行的段落（15〜37餘）： 

立約的神及袍的應許；

三又二分之一八行的段落（38- 

那可畏的神及袍的矛盾。

'51 節）

2.至高的神及袍的奇妙（1~ 1 4節 ）

1〜4節是源自撒母耳記下那偉大的第七章，這是毋庸 

置疑的。那裡記載的是主在大衛統治開始時向他說話，袍 

藉著先知拿單給大衛的信息有關以下幾件事：一 ，袍如何 

棟選 :&建立大衛和他的王國；二 ，大衛的寶座及他的後 

裔 ：三 '袍永遠有效的應許。3〜4節也使用這語言，159並 

旦將它建立於主立約的愛及信實上：他立約的愛和信實各 

在 1〜2節中被宣稱。

5〜8節 顯 示 ，這位神，就是主耶和筆自己，在諸聖者 

中是至高無上的。 「天使」可能是最好的一個槪括名詞， 

可以用來形容那衆多的、在超自然世界之神的取子。對於 

那個世界，誰住在其中、誰屬於哪一個階層，我們只能有 

模糊的槪念；相反的，對於那些住在靈界的諸聖者，神是 

他們當中無可比擬的那一位。這事實是非常清楚的，摩西 

和彌迴也自睹過這事實，1S指寺人們也是。161

9〜1 2節提醒我們：我們也同樣可以一督袍的偉大。 

就如保羅在許久之後所說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 

知 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162 

在這幾節中，那董複的你和你的，顧示神對地、海和天原 

來的創造，以及袍對這些受造界持續的掌管表示：袍是這 

個我們所認識之世界的主宰，也是那個我們所不認識之世 

界的上主。视在自然界及超自然界都是至高無上的。袍是



歷史的主，拉哈 伯，那個製造原來混亂的惡魔，同時也指 

埃 及 ，而神在出埃及時,驯服了這惡魔。 「主 啊 ，誰成就 

了這一切？還有誰？當然是称。」

n 〜14節將我們帶回第 1節立約的愛和信實。這麼一 

位 神 ，一位行了那麼多奇妙事的神，怎可能無法履行袍給 

大衛的應許？

3. 一群子民的選擇 ; 一位君王的選擇（15〜21節 〉

這六個中心的段落由一幅圖晝展開：圖晝裡是一群 

人 ，他們是神立約之愛的對象（15〜 1S節 ）。他們令人羡 

慕 ，甚至今天的萬國也羡慕他們。第一段落的第一個宇是 

有福的，然後詩人繼而形容他們的喜樂，就是在神所棟選 

的王之統治下的歡樂。這王是他們能力的角、是保護他們 

的盾牌。

神對他們的棟選跟他們對袍的回應有關。袍善待他們 

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是一群「學會了向袍歡呼」的子 

民 ，他們也行在袍的光中。引用歐文 (Priscilla Owen  ) 的 

聖詩中，根據欽定本第15節的詞句，他們聽見了那歡呼的 

每 音 ；這聲音以基督徒的術語來說，就 是 「耶穌極救 1 」 

的呼喊：在以袍的救恩爲樂時，他們也定意要過順服神的 

生 活 。

這裡指的國當然是以色列，她的名字在這一段落的最 

後一行被提到。由此我們被引領進入下一段，它提醒我 

們 ，那王就是大衛。

9〜21節的八行將我們帶回到第3節 ，不只是回到神在 

撒母耳記下七章藉著拿單和大衛立的約那時候，也回到更

早 之前 ，就是在登上王位之前，被一位更偉大的先知所膏

立的時候（這事記載於撒上+ 六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

膏 油 …… 膏 了 他 。從 那 日 起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大  
衛 0 」164

神將治理袍子民的責任交在他模人大衛的手中。撒母 

耳記下七章幾次重複這樣稱呼大衛；男 外 ，七+ 八篇70節 

及詩篇其他的地方也是這樣稱呼大衛；遺 有 ，更重要的， 

在大衛王朝末期，在耶利米和以西結的預言中，也是這樣 

稱呼他。I65新約聖經在路加福音一章69節引用撒逝利亞的 

預 言 ，以及在使徒行傳四章25節教會合一的祈禱時，也用 

這一短句；此 外 ，保羅在引用撒母耳記上+ 三章 14節時解 

釋爲什麼神會這樣稱呼大衛，他 說 ，因 爲 他 「凡事要遵行 

我的旨意」 。御

第20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它提到那僕人被膏立，即 

是 說 ，他被棟選爲王。隨著時間流逝，王國變成一個遙遠 

的記億；而主的僕人其先知形像，越來越被視爲那位受苦 

的 僕 人 ，他的工作就是受苦。 這一個形像，和另外一 

位' ^ 那有一天會把所有的事情都各歸原位的王—— 似乎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對耶穌時代的一個猶太人來說， 

他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他們把他釘在+ 架 上 ，但我們 

也曾經希望他是那位要救讀以色列的。」 如果他是前 

者 ，就不可能也是後者。但事實是，耶穌兩者都是—— 袍 

是那位僕人兼君王，而將這兩種角色合併於一身的可能  

性 ，早在大衛的身上已出現過。



4.被高舉的君王；那永1’互的約（22〜29節 ）

第三段落（22〜25節 ）描述神將要把大衛塑造成怎樣 

的 王 。這是根據撒母耳記上十六章（神如何棟選及膏立大 

衛 ）和撒母耳記下七章（神如何定下立約的應許）之記 

載 。這八行是撒母耳記下七章9〜11節中神的話之詩篇版， 

這裡的22節下幾乎是從撒母耳記下七章10節下抄過來的： 

免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援害他們。之前的皇家詩篇（如第二 

篇及二 + —篇 ）也用過類似的語言。

高舉王的威嚴、能力和袍的角這事，在列王紀和歷代 

志的歷史中是經常見到的。當大衛及他的後裔遵行了一種 

紀 律 ，就是第15節所提到的，當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裡行走 

時 ，這種高舉便會出現。毋怪乎他們期望從大衛之子耶穌 

身上看見君王的勝利，因爲袍明顧是行在光中。比君王的 

順服更重要的，是神信實的愛，即是袍的信實和袍立約的 

愛 。在這裡，24節是在回應撒母耳記下的三節。

第 四 段 落 （26〜2 9 節 ）再次肯定主和那君王之間的 

約 ，其中的內容，然後再確定這約的永t互性。在這裡，這 

篇詩的中心點，有一個重耍的事實，是問題的核心。神列 

出雙方的協議：「他 ，那位君王，與我聯合，稱我爲他的 

父 、他的磐石、他的救主；而 我 ，他的神， If*要立他爲長 

子 』 ，爲世上最高的君王。」這些激起迴響的宣告，使人 

回顧詩篇第二篇7 ~ 9節 、十八篇大部分的內容，及其他詩 

篇 ，也指向新約聖經，特别是兽示錄一章5節 。

這裡重要的一點是，接著的四節經文都強調這一個約 

必要堅定。隱藏於英文譯本背後的，又是這篇詩的输字，

因爲良善是立約的愛，而永遠不令人失望的素質是信實。 

這些素質能夠保證，袍的應許會存到到永遠，如天之久。

5.暫時的紀律；永遠的應許 ( 3 0 ~ 3 7節 》

比較早期的詩（包括我們剛剛看過的八十八篇）都處 

理過我們可以構之爲「約伯的問題」這一個議題：即 是 ， 

爲什麼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好人身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 

題 ，但我們不應該讓它膨張到一個地步，使它模糊了我們 

的視線，使我們看不見一個比較簡單的事實：當不好的事 

臨到我們身上時，可能只是因爲我們是不好的人。聖經尉 

這個事實從不避譜不談。它吿訴我們，罪不但充斥世界， 

而旦它還會反彈過來。

世上偉大的人不只也受這規律管制，他們還會因爲自 

己的菲而受到更大的懲罰：位高則任重一一位置越高的人 

責任越大。這是第五段落（30〜33節 ）的警吿。如果由大 

衛的後裔而出的君王發出那歡呼的聲音，並旦稱神爲他們 

救 主 的 話 ，那 麼 ，他們也必須小心翼翼地，行在袍的光 

中 ，就如我們在第 1 5節中見到的。如果他們不這樣作的 

話 ，會得到以下的結果：不只他們的罪會有自動反彈的效 

應 ，而且神也會容許那些效應造成極大的傷害。還 有 ，袍 

自己會主動懲罰那犯錯者。聖經從不以其政治正確著名， 

它不會避緯不談刑罰，它說刑罰是痛苦的，並 且 用 「杖」 

的比喻描寫那刑罰人的方式。169

我們應該聽從這些警吿。如果像大衛和所羅門那樣的 

人也需要留心這些警吿，我們豈不是更需要？我們從聖經 

的教訓得知：我們不應該因爲受到不應受的懲罰而感到驚



奇 ，那 麼 ，假若我們受應受的懲罰，我們不是更加不應覺 

得驚奇嗎？

但 是 ，雖然如此，神重申袍曾說過的，我的僕人不應 

該 以 爲 ，當我管教他們時，他們便失去了我立約的愛或是 

我的信實。事實剛好相反，舊約和新約在這方面是一致  

的 。17。

中間這一部分最後一個段落（34〜3 7 節 ）強調這眞 

理 。第五及第六段落都源於撒母耳記下七章 14〜1 5節 ：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 ，但我的慈愛仍 

不離開他。」這最後的八行再清楚不過地道出那不能改變 

的 應 許 （34〜35節 ） ，一個關乎永遠的王權之應許（36〜 

37節 ) 。171

6.那可畏的神和袍的矛盾（38〜51節 )

在第38節的但代表一種令人感到痛苦的轉變，馬上改 

了這篇詩的語調。無論當時是哪一位大衛的後：裔 作 王 ， 

38〜41節中所哀嘆的，是他的城市被圍困、他的皇冠被奪 

走 。最可能的是西底家的統治時期（公元前五九七〜五八 

七年）。西底家並不是詩篇說的那一位；他是由巴比倫人 

安排代替他的娃兒約雅斤的愧偏皇帝，至於約雅斤本人， 

早已被據走了。42〜45節描输的，是那位十八歲時被人從 

皇位上拉下來，披上索羞的祐的皇帝：列王紀的最後一章 

描寫他在三+ 七年後仍然穿著「囚衣」 。172第 13節說主的 

右手被高舉’第42節將這事實反轉過來，在那裡，敵人的 

右手被局舉。

或許八十九篇有兩位作者。或許 1〜3 7節是一首歌，

是在一個比較快樂的時代作的（在標題裡，就如在許多比 

較早期的詩篇一樣，我 們 可 以 自 地 把 關 於 〔of〕解釋爲 

「由 〔所作〕」 〔b y〕 。在這裡，「關於」以採可以解作 

「由」與大衛同時代的以探所作）。然 後 ，在四百年後， 

這些經節經過修改，用在猶大歷史最後那可怕的+ 年 。若 

是這樣的話，那 麼 ，「那修改者容許那篇古舊的詩歌完成 

它榮耀的使命」 ，I73想後再爲它配上一個新的結尾。令人 

驚詩的是（雖然我們在之前也見過這樣出色的能力），他 

叫 38〜51節和 1〜14節互相呼應，因而使整篇詩成爲一篇 

美麗的、前後對稱的組合詩。這詩不但句稱，而旦也充滿 

熱 情 、充滿創意。

從 第 3 8節 ，詩人開始控吿神。你 、你 、你許多次： 

你 ，主 ，作了那些應許的是你，你又強調這是何等堅實和 

永久—— 但 是 ，在所有人中，那不守諾言、破壞信約的又 

是 你 。在最後一個岐長的段落（46〜49節 ），詩人問，我 

們是吾永遠都沒有機會看見這些應許應驗呢？詩人用那些 

開始這篇詩（或是比較早期那篇詩？）的話質問神，向袍 

發出挑戰：你所說的信實、你所說的立約之愛在哪裡？其 

實 ，第 49節直接回應第 1節 的 話 ：耶和華佳大的慈愛應該 

是主的愛（loves，複數）：「不變的愛的承諾」的數倍。174 

現在這些愛在哪裡？詩人在最後的四行（50〜51節 ）變得 

異常大膽；他 說 ：主 啊 ，請你記住，「羞辱你名的正是這 

種 事 。」

7.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

神會如何回應那些原來的作者，就是撰寫及唱出八+



九篇的以探音樂家？袍會如何回應我們現在讀的這八+ 九 

篇 ？

神不會嚴厲地對待這些音樂家的，雖然他們向袍說出 

厳奇的話；他們是一群感到迷倘的信徒，對他們來說，神 

的確令他們失望。袍明白這一點，但同時，他們也錯了， 

他們迷失了方向，而需要被引導走回正軌。他們需要掌握 

一個事實：從大衛所出的君王系列，在他們地上的王國被 

毀 後 ，會繼續生存下去。他們自己也唱過懲罰（32節 ) 及 

被 癖 棄 （33節 ）的分別。他們見到那年輕的君王被擴，心 

中感到很忿怒，敵人羞辱了你受青者的腳縱（51節 ）。他 

們假設這是被癖棄，而在第38節他們也這樣說。但神癖棄 

的只是由約雅斤所代表的、以色列中的邪惡，而不是以色 

列本身。對以色列來說，這是神因爲管教而施行的懲罰。

那不尋常的一句在詩的開頭和結束出現。它 是 ：立約 

的 愛 （loves，複 數 ）。這一句也曾在以賽亞書中一個著名 

的段落中出現過，神 說 ：「你們一切乾渴的……」被邀請 

「到水邊來」 ，而 當 你 「來到我面前」及 「側耳而聽」 

時 》「我 必 與 你 們 立 永 約 ，就是應許大衛那不減的慈  

愛」 新國際本的第一版回應了欽定本對這句的翻譯： 

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在這時，神作了那令人不能忘懷 

的 宣 吿 ：「天怎樣高過地，照 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  

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往 往 ，你們未能明白我的 

方 法 ，或是我的時間，但我最終的意念，你們是知道的， 

而我永遠也不會放棄達成這些目的。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 

如 此 ，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它去 

成 就 的 事 上 然 亨 通 。」 （賽五+ 五 1 、3 、9 、U  )

四+ 八 篇 爲 我 們 引 ■個希伯來人的觀念：過去是在 

我們的前面，而將來是在我們的後面，175 對西方文化來 

說 ，這是相當陌生的觀念，陌生到一個地步，値得我們好 

好 思 考 。我們這一代忙於將歷史從我們的教育制度中删 

除 ，同時又沉迷對將來的盼望和恐懼、壽算和規劃。但 

神的話再次吿訴我們，對於將來，我們一無所知，除了一 

件單一的事實：有一天我們要與袍相見，若不是在我們死 

t 時 ，就是袍再來那一天。相反 的，视把過去燥爛輝煌的 

各方面展開在我們眼前，那些準備好從這裡攝取教訓的， 

會得到全面的指引，譲人知道應該如何活在當下。

遼關而多層面的舊約預言都指向一件單一的事實： 

「神在成就袍的心意。」所有正在發生的事，雖然其中有 

一些令人感到撲朔迷離，但都被神編織進袍的心意裡，爲 

要成全袍與大衛及他的後裔一一當然也包括基督 ^^的  

約 。他向古時詩篇的歌唱者所說的，就像今天袍向我們說 

的 ：「從大衛及所羅門的統治所得的祝福學習以下的功  

課 ：那些順從我的人要得著賜給大衛那可靠的恩典。從約 

雅斤及西底家的統治之悲傷的結局，學習以下的功課：那 

些藉視我的人必有禍患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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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約査一 1 。

61. Tate,他有一句不太恰當的短句，「他把海分開」 ‘Hesplitthe 

sea ' (p. 278)'

6 2 .鎖 安 （Z o a n )是在尼羅河流域一個偉大的埃及城市'並未在出埃 

及記中被提及。

6 3 .撒上四。

6 4 . 耶七12〜14 , 二 +  六6 、9 。

6 5 .撒上四21〜2 2。



66. 乂是 H. W. Baker,〈慈愛的王是我的牧者〉 ‘ The King of love my 

Shepherd i s ，.

67. 約一 1 4 ( 「住在我們中間」二 「在我們中間搭建棚帳，並住在其 

中」 ，欽定本註釋）及二：19〜21 :林前三16 D

68.約+  n 及 下 ：來 + 三20 ；彼前五4 D

6 9 . 害七n  ’ 二H 2 2 。

7 0 . 代上二+ 五2 。

7 1 .伯四-K二6 。

7 2 . 尼一6 ;但九5 。

7 3 . 耶三+ 七6〜8 ，五 f 二 ]〜11。

7 4 . 參俄10〜 1 4。

7 5 . 第 B 節的短句是由詩七+ 四 1的 董 複 ：另參詩七+ 七 20 , 七+ 八

5 2 、70〜72 0

76. 詩二 +  三4 、6 D

7 7 . 約+ U 、14 ；十五 1 。

7 8 . 便雅惯的地位並不明顧。以利亞關於國家分裂的預言奇怪的地方 

是 ，他將自己的衣服衞成+ 二 份 ' 代表以色列的各族 0 他 將 份  

分給耶羅波安，但留下一份給羅波安（王上 +  — 29〜32 ) 。或許 

這 是 因 爲 「只有猶大一族 J 是對大衛家忠心耿耿的（王上 + 二 

2 0 ) ，而便雅 欄 ，作爲一個細小的「緩衝匿」 （羅波安的首都位 

於那裡 ) 被逼服蔡猶大，「要與以色列家爭戰，好將國奪回，再 

歸羅波安的國度」 （王上 +  二 21 ) ，便雅個不願意這樣作，因爲 

作爲掃羅的支派’它和大衛的支派並不親近。 「約瑟」 （即以法 

蓮和瑪拿酉 ) 和便雅爛曾有最親密的關係：見創三+ 五 24 , 四十 

八5 ；民二 1S〜24 ；及有關掃羅的個人接觸的註腳 '似乎是相像的

(40頁 '註 56 ) 0 因 此 '將便雅'閥歸類在十個支派之閩是自然的

事 ；原則 上 （若不是事實上） ，它是屬於北方的（王上+ 五22 ) 。 

那塊不知屬於誰的「布 」應該是最南方的支派西麵，它已經被吸 

納進入猶大裡面去（書+ 九9 ) 。

7 9 .創 + 九27 ； 士+ 九〜二 +  ；代上+  二 1及 下 。

8 0 .創四+ 九M 段 下 。

8 1 .幾乎在所有的現代翻譯版本中，只有新國際本放棄了那熟悉的  

'fold’ （羊圏）一 字 。我擅自將它加回去。

8 2 . 參王上+ 五16及 下 ’代下+ 六 1及 下 （亞撒），王上二+ 二 1〜4 0 ， 

代下+ 八 （約沙法）：王下 + 五 1〜7 ，代下二 + 六 （烏西雅） ： 

代下三+ (希西家）。

S 3 . 詩一0 0 3  ’參詩七+ 四1 ，七+ 九 13。

8 4 .徒五3 1 。

8 5 .代下三+ 9 ，欽 定 本 、修訂本。

8 6 .耶三1 2，三+ - -18，欽定本、修訂本。

8 7 .結 三 七 15〜2 8。

8 8 .加六1 6。

89. Alice Duer Miller, The White Cliffs (london; Metheun, 1941).

9 0 .參利二卜三23— 2 5、33〜3 6、39〜43 ；申+ 六 13〜15。

9 1 .修訂本的串珠非常徹底，見 上 册 ，16S頁 。

9 2 .申三+ — 9〜13。

93. 伯二 +  三 1 2。

9 4 . 參45頁 ，詩七十八60〜64的解釋。

9 5 . 伯一 6〜12 , 二 1〜7 ;王上二十二 19〜23 ：太二十五31 ：帖後一 

6 - 10 :猶 14*〜15

9 6 . 參弗六1 2 ，欽定本、修訂本、標準修訂本。

97. 參出二 + —6 ’ 二十二8 、9 、28 , 及以上每一處的註釋。



9 8 . 見上册，279頁 ，註4 2 0。

99.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Leicester: IVI^ 1991), p. 

397.整個對約+  34〜3 6 / 八+  二篇的評論部分，都値得思考。

100.路一32 °

101.徒 +七  3 1 。

102. Tate, p. 349. ( 「眞 的 好 想 不 理 會 這 篇 很 少 看 的 詩 篇 ，它的信  

息」 ！）

103.夏甲人可能，也可能不是「夏甲的後裔 J ( = 以實瑪利人），像 

新國際本的第一版本所說的。

104.見拙作 The Message o f the Chronicles (Leicester: IVI? 1987) pp. 101- 

102.

105.另見書H■• — 1〜1 0。

]06.參王上+ 九]1〜 12 :來 + 二 IS〜2 ] : 徒二 1〜3 。

107.我們以爲它是蘭種子冠毛，或是旋轉的塵土，或是一‘個 輪 子 ！

108.參現代英語聖經、耶路撒冷聖經、新英文聖經。

109. Kirkpatrick, p. 507.

110.林前+ 四15 D

ni. B a c a的意思 是「突泣 J (香 油 樹 「哭泣」的膠？) 這可能性使華 

滋 、萊 特 ，及許多其他詩歌作者看此生爲一個「流涙谷J 或 是 「哀 

哭答」 。我們覺得這比喻有點極端，那是我們的福氣；我們應該 

記 得 ，有千千萬萬的人並不覺得這比險是極端的。

112.來+ 2 5 。

113. Goulder, Korah^ p. 86.

1 1 4 .「造億 j 、 「祈 求 」 、 「除聽」 、及 「期 待 」這些標題是取自  

Motyer 的註釋書，p. 541.

115.其他的經文是：詩四+ 1 1 ，五十七3 、10 ’ 六H 7 (都是大衛的

詩 ） ，八+ 九 14 ( 以探的詩）。

i 16.見上册’ 336頁 。

117. A. Maclaren, The Psalms, Expositor's Bibl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93), vol.l,p. 23 1.

118.羅:：H 2 6。

119. Goulder, Korah, pp. 85-86.

120.月^上册，265頁 。

121. Kirkpatrick, p. 515.

122.這是那想像出來的名字耶和華的由來 ’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見過的； 

見上册，263頁 ，註384。

123.耶穌對袍的門徒說的話：「你們稱呼我夫子，稱 呼 我 ……我是

你們的主....」 （約+ 三 1 3，欽定本） ，耶穌說過這話並不是要

宣稱自己是亞多尼或雅魏，雖然後者很快（而 i;l.正確地）被讀進 

kyrios這希臓丰裡去（ 本身只有「先生」的意思，但在七+  

士譯本中，ky r io s這 字 是 被 用 來 翻 譯 親 」 ）。在約+ 三 13的

「:4^」的 意 思 是 「老師」 （新國際本和新標準修訂本是這樣用  

法 ）。

124.參 出三 +四 5〜6 。

125.無論這裡的「衆神 J 是指外邦神（當然它們不是眞實的），或是 

「天使」 （它們是眞實的）。

126. Kidner, p. 312.

127. Philip Doddridge, ' O happy day , that fixed my choice , .

128. Charles Wesley, ' Jesus, my strength, my hope，.

129. Thomas Ken, ‘ Awake, my soul, and with the sun ’ .

130. 士六36〜40 o

131.太七24〜2 5 ，+  六 18。



132.賽二 +  六 1 ’ 六+ 1 8 。

133.見 上册 ' 140〜 141頁 ，有關二 + 四篇的註釋。

134.除了在這裡提到的四節外，牛頓的原著還包括一句，是有關以下 

的方面的：「錫安被祝福的居民」以及他們作爲君王和祭司的地 

位 （啓一6 ，欽定本）。

135.參創一】〜2 ，「 天 水 」 。

136.見 詩 篇 （上 ），第165頁 ，註4 3 4。

137.參詩七+ 八67〜72 ’ 一三二 13〜 ：約四21〜2 4。

138.出三5 。

139.申四 10 D

140.參賽三+ 7 ，五+ —9 。

141.約+ 七3 ；緋三20 ：約三3 、7 。

142.拙作 The M essage o f  the Chronicles, p, 86.

M3. William Cowper, ‘ The Castaway ’ .

144.賽三+ 八1〜2 2 。

145.耶三+ 二】〜3 ，三+ 八4〜13。

】46.耶‘ —1〜19 °

1 4 7 .伯 + 九 1〜 19。

148.哀三1〜9 、53〜5 5 。

M y .哀三22〜2 3 、56〜5 8。

150.哀一1

151.參王」四3 1。

152. Delitzsch, vol.3, p. 24.

153. Goulder, Korah, p. 210.

154.見上册，264〜265頁 。

155. Brueggemann, p. 12 (我加的斜體字）。

156.同 樣的’保羅沒有吿訴我們他肉體中那根刺是什麼（林後+ 二7 ) 

使我們更加容易與他的痛苦認同。

157.就像雨個希暢一樣，一個是屬於利未族的、並且是亞薩的同工， 

和他一起負貴耶路撒冷的壁所之音樂；另一個是一個智慧人，不 

是一個利未人，他在所羅門時代非常著名（王 上 四 31 ; 代上六 

31—33 ' 39 - 44 ) ^

158.見7〜8頁 。

159.應該比較在撒下七及八十九篇的經文。它們是有緊密關聯的’雖 

然有時候新國際本的翻譯沒有把希伯來义的連接詞表達得很清楚

(例如：撒下裡的「後裔」（offspring ) 二詩中的「後裔」（line ) 。

160.參 出 +五 n  ；彌七1 8。

161.參詩三十五10 ；七H 19 ； A  + 六8 。

162.羅- 20 0

163.參詩八 .h七4 ：伯 二 +六 12〜13。

164.撒上+ 六1 3。

165.耶 十 三 19〜26 ；結三+ 四23〜24 , 三 h七24〜2 5。

166.徒+ 三2 2。

167.參賽四+  二〜五"■卜五。

168.路二十四20〜2 1 。

16 9 .「不 可 不 管 教 孩 童 ' 你 用 杖 打 他 ，他必不至於死 J (蔵二十三  

13 ) °

170.來.卜二5〜11 ’引自蔵三n 〜1 2。

171 .「如 日 ，如月亮」與所羅門的詩篇相應，正如第1及4節中的萬代 

(詩七+ 二 5 、7 、17 ) —樣 。我們不能肯定「確實的見證」是指

什 麼 。可能包括月亮、太 陽 、彩虹大S 然的律例及神自己。無論 

是指哪一樣，它必然是一些爲神的應許之可靠性作見證的東西。



172.王下二+ 五27〜3 0 。

173. Goulder, Korah, p. 230.

174. Motyer, p. 544.

175.見 上 册 ’ 295頁 ’ 註461

第 四 卷 ■ ■ 詩 九 十 一  0 六

出埃及詩集第一集：九十至"̂ 0 六篇

第四卷中很少詩篇有標題，而在那些有標题的詩中， 

沒有一篇提到與聖殿的聖歌隊，亞薩或是可拉，希慢或是 

以探有關的事實。但相對於前三卷書，這一卷更給人一種 

完整的詩歌書的感覺。我們很容易想像不同的群衆聚集在 

耶路撒冷，他們誦唱或是玲聽這些詩篇，其中大部分已收 

入基督的教會，成爲敬拜的一部分—— 收集後，它們可能 

保持原來的模樣，變成讚美歌，或是被修改，成爲聖詩。

旣然我們不能把像「可拉詩集」或 「亞薩詩集」等標 

叢貼在它們身上，是否有什麼題自可以把它們聯幫起來？ 

當我們讀完第四卷的+ 七篇詩時，我們會發現一個引 

人入勝的事實，這事實指向一個可能的題目。 九+ 篇是 

當中的第一篇，編輯給它一個標題（無論是什麼原因） ：W  

神人摩西的析禱。在第三卷中，有三篇清楚地提到摩西的 

時 代 ，九十五篇是其中的第一篇：它也提到以色列如何走



過鴨野’到達西乃。8〜9節的来利巴…… 〔及〕在嚷If的 

瑪 撒 ，在 那 裡 ，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基本上是直接引用 

出埃及記+ 七章 7 節 。接 下 來 ，我們看見另一個提到摩西 

和出埃及記的、比続槪括的描述：摩西和亞儉……求告耶 

和 華 ，他就應允他們。他在雲枉中對他們說話（九+ 九篇 

6〜7節 ）。可能詩人這時候想到的是出埃及記二+ 四 章 。 

第 三 ，一 0 三篇7〜8節由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這短句開 

始 ，然後又引用出埃及記三十四章6 節 ：在那裡，神向摩 

西作的，正是這事，他向摩西宣告自己的名字，並向他解 

釋這名字的意義。一 0 五篇是對整個出埃及記一個明確的 

撮 要 ，從那時候開始回顧亞伯拉罕的時代，又從那裡開展 

到征服勉南的時代。一 0 六篇記錄了同樣一個歷史事件， 

從出埃及開始，到經過囑野的旅程，到征服迴南地 ' 然後 

到士師時代，但一0 六篇的語氣幾乎完全是消極的。

至於禮儀詩是在什麼時候用的，學者們有不同的說  

法 ，他們提過一連串特别的場合，有時候他們的猜測只有 

薄弱的或甚至沒有任何的聖經基礎D 但的確有這樣一個場 

合 ，曾在比較早的詩篇提反(最接近的是八+ —篇 ）， 聖 

經吿訴我們許多關於這一個節期的事。這是住棚節，它除 

了慶祝收割完成外，也在每一個第七年時，包括一次公開 

的誦讀，誦讀神透過摩西所頒發的律例，1'«另 外 ，每年的 

住棚節也追億神如何帶領袍的子民出埃及，經過購野。

因此在一方面，一個眞實的、而不是虛構的節期將成 

千上萬的敬拜者帶到耶路撒冷，在那裡度過八天的時間， 

追億出埃及的事件：另一方面，這一個包括十七篇詩的詩 

集 （節期的每天各雨篇，而節期開始或結束時額外加一

篇 ？）不但經常反映出埃及的故事，而旦在某些地方詳盡 

地將詩的內容和歷史事件的內容，順序互相聯幫起來^ ~ ^  

九+ 五篇配出埃及記+ 七 章 ；九十九篇配出埃及記二+ 四 

章 ：一 0 三篇配出埃及記三+ 四章。等一下我們會看見，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 七篇詩和出埃及記一連串的經文串連 

起 來 ，使兩者之間彼此呼應。

總結來說，我們若把第四卷看爲一卷在住棚節使用的 

詩 篇 ，其實也不無道理。又或者，如果我們認爲這只是一 

個理論，那 麼 ，起碼我們可以稱它爲一個出埃及的詩集。

九十篇

根據它的標題，這一篇領導第四卷的詩是神人摩西的 

析禱 。作爲一篇摩西的祈禱，它在詩篇中是獨 特 的 ；除此 

以 外 ，它在其他方面也跟別的詩不同，甚至是有別於舊約 

中其餘的經文。或許只有以賽亞書四十章能夠比擬九+ 篇 

的開頭幾句：它們都令人讀而生畏，使人感受到神的偉大 

和人的微小，兩者之間的距離。這幾句激發了華滋的靈 

感 ，因而寫了一首馳名的英國聖詩：0  God, our help it! ages 

past。181

1.人軟弱、神永恒< 1〜6節 ）

「人 軟 弱 、神永假」是華滋給他的聖詩第一節的題  

目 。這首聖詩共有九節，其中六節在今天仍然普遍被使  

用 。這九節曾經是九+ 篇眞正的意譯。華滋在創作這首詩 

時 ，是忠實地借用九十篇的原文，而不像他在創作其他聖



詩時那樣，加入新約的元素，譬 如 ，他將七十二篇轉化爲 

< 耶穌要掌權 > (Jesus shall reign ) 。

世世代代（新英文聖經）這一短句反映了第 1節的希 

伯來原文的意思一一從人的角度看世代的流逝。華滋的歌 

詞 是 ：「神是我們過去的幫助，將來的盼望。」這一句由

從互古到永遠平衡過來（2 節 ）---- 這是從神的角度去看

同一件事情。這首聖詩的九節只是根據1〜6節 。它強調第 

1 節 的 保 證 （「在 妳 寶 座 的 蔭 庇 下 ，称的聖徒感到安  

穩」），然後在結尾時再次回到這保證，整首詩以「我們 

永懷的家」作結束。與華滋的聖詩比較，九十篇的語調陰 

沉多了。它藉著一系列的圖像強調的，不是世世代代的延 

續 ，而是每一個世代的短暫。

塵土沒有在希伯來原文的3節下出現，但新國際本在3 

節下董複這字大槪是正確的。 3 節上及下因此而互相呼 

應 ，加強彼此之間的效應；這兩節也使人想起創世記二章 

7節及三章 19節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你本是塵 

土 》仍要歸於塵土』 。」184

第4節的千年不完全是華滋的「你眼中的千個世代…… 

就如一宿的過去」 》雖然他所說的當然也沒錯。詩人的主 

題是短暂，不是時間的短暫，而是人生的短暫。詩人心中 

當然想到記錄在創世記五章的那些活在古代的人，他們的 

壽數是驚人的，有好些甚至超過九百年。 「就是那些壽數 

是接近千年的，也像其他人一樣要面對死t 。」185

前面 說過 ’詩人用一系列的圖像描續人生的轉瞬即  

逝 ° 第一幅圖像是第5節中的大水：「時間如滚滚不息的 

溪 流 ，把它的兒子沖去。」 「沖去」這意思在華滋所用的

欽定本中很明顯，但新國際本的動詞卻沒有那麼清楚地表 

违這意思。第二幅圖像是睡覺，無論詩人的意思是由睡覺 

結束的一天，或 是 一 個 「因爲新的一天來臨而消逝」的 

「一個夢」 。第三幅圖像是第6節中的草，這草是中東郊 

野的草，不是那些在溫和氣候中生長的長青植物。這些草 

Ilf以在短短的幾小時內生出，然後又枯養。

詩人談論人的軟弱比他談論神的永饭的篇幅長很多。 

.f戈們可以很容易地說，我們相信神是永恒的，但我們也需 

要不斷被提醒’我們的生命及這世界卻不是如此，因爲醫 

學和環境上的進步，都會加強我們的iO覺 ，叫我們以爲人 

牛是沒有極限的。我們在讀到維多利亞小說中那些臨終的 

片段時，會因那些催涙的情節而嗤之以鼻，但正如有人說 

過的，現代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哀働的人有福了」 ， 

每一攻的死t ，都削弱人那自以爲可以活到永遠的職傲。

2 - 人 犯 菲 、 神 忿 怒 （ 7 ~ 1 1 節 ）

人生的短暫是有理由的，這是3〜6節的主題。「你們 

世人要歸回塵土……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減」 （3 、7節 ， 

標準修訂本）。那個不起眼的「因為」 ，爲一連串的聖經 

問題注入了一道狹窄但強烈的光線—— 包括瑪土撒拉的高 

齢在內！爲什麼伊甸園的故事對現代人來說，是如此不眞 

實 ，被現代人認爲是不可信的傳奇？爲什麼在聖經故事的 

起 初 ，人的壽數那麼高，但後來的人歲數卻如此快速地遞 

減 ？誠 然 ，人爲什麼會死t  ?

九+ 篇扼要地提供了聖經的答案，人類會死t ，因爲 

神發怒了。神發怒了，因爲我們犯了罪。當我們說人是塵



土所造的，我們的意思不只他是由塵土作成，而且也指， 

他要歸回塵土（ 3 節 ）。宣吿人要歸回塵土的創世記三章 

19節 ，也是九十篇7節的背景。而記錄人要死亡的原因（亞 

當的背叛）之創世記三章17節則是第 8節的背景：你將我 

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揚在你面光之中。

神因人類犯罪而發怒的結果，是我們在袍的震怒下度 

過我們的日子。 「日子的經過」更貼切的翻譯是「日子的 

漸斜」 （這一個動詞可以這樣翻譯）。當耶路撒冷被毀的 

日子漸近時，耶利米的確用過這個字形容猶大的命運： 

「哀 哉 ！日已漸斜，晚影拖長了 ！」 嚴然是在亞當 

墮落後，人的壽命便過了陽光最猛烈的中午，自此;^後就 

變得越來越黑暗，越來越陰寒。

人類的墮落正是詩人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千裁J 

的原因。七十歲和第4節的一千年相比，是何等大的遞減——  

古時的列祖剛好避過這尖鋭的遞減！到了摩西的年代，下 

滑的斜線穩定下來了，因此我們仍然有七十年的日子可以 

過 》但這些日子卻只不過是勞苦愁煩，人生只不過是一個 

無情的、引往墳墓的旅程 D

道乃是罪的工慣。™  11節下不容易明白，但大槪的意 

思 是 ：神的忿怒和人對神的缺乏敬畏是成正比的。歸根到 

底 ，罪就是這樣一回事。

3.人檔告、神 應 允 （12~17節 ）

詩人已經承認，他是犯了罪的人類的一份子，他跟其 

他人一樣，都是有罪的。現在他說出了六個禱吿，餘下的 

每一節各有一個。每一個謙卑儀悔的人，當他明白神是忿

怒的神時，都應以這些禱告來回應那永生的神。

第 一 ，指教我們。數算日子並不是基本算術的一課， 

而是改變生命的神學。我們需要神教導我們的，並不是我 

們已經活了多少個日子，更不是'遺有多少日子可以過，而 

是 ，為什麼我們能過的年日會比從前的人少那麼多（爲什 

麼是七十年，而 不 是 一 千 年 就 然 ，爲什麼列祖的歲數 

也只限於一千？）還 有 ，爲什麼活著的日子都充滿愁煩？ 

奧古斯丁的一句話爲這問題提供了答案。在評論三十二篇 

時 ，他 說 ：知道自己是個罪人，是知識的開端：這是爲什 

麼這是智慧的核心。

第 二 ，轉 回 。第 3節的歸回和第13節的轉回都代表同 

一個字。在第三卷中的兩篇詩一一八十和八十五篇，它都 

是一個鐘字。I89神會繼續使人歸回塵土，即 是說 ，视會因 

爲人旧罪而任由死t 臨到他■ "而只有一個機侮的罪人， 

一個轉離自己罪惡的人，才有希望看見神不以袍無情的公 

義之手對付他。

但人類卻有那盼望。這盼望是基於神立約的愛，它能 

多甸在「進入漫漫長夜的旅程」■後 ，期待那薪新早晨的來 

臨 ；因 此 ，第 三 ，他能使那懒悔者飽得慈愛，歡呼喜樂。 

如此說來，在第 9節中的壽數遞減後，是否有另外一個辦 

新的清晨？那清晨是在今生還是來世？無論答案是什麼， 

這一節爲我提供了一些相當了不起的兽示。

第 四 ，叫我們喜樂，使我們得著的祝福，等同於我們 

所受的苦難。眞是好一個大膽的禱吿！但和新約聖經的應 

許比較，這禱吿遺差一段距離：「因爲我們這至暫至輕的 

苦 楚 ，要爲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191



最後的雨個禱吿—— 願神向我們彰顧袍自己和袍的作 

以 及 ，願神的榮美臨到我們身上—— 是屬於同一組的

禱 吿 。這些禱吿吿訴我們，詩人掌握到一個事寶：在袍的 

震怒以外還有更偉大的事。以新約的語言來說，就是恩典 

滿足了公義和公平的要求，因此它能祝福罪人，縱然罪人 

已犯了罪。這 裡 ，福音書再次將更豐富的意思加諸詩人的 

話語上。無疑的，他想到的是他在此生所作的，結果並不 

徒 然 》而是有價値的。但更高一個層次的想法，來自保羅 

的口 ：在述說完關於基督的復活和它對信徒的影響後，他 

向我們保證說：「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 

的 。 192

4.人被困、神攝救

很少解經家認爲標題中摩西的析禱，眞的是指摩西本 

人就是九+ 篇的作者。大部分的解經家都說是在被禱時期 

窝作的。有人指出九+ 篇和摩西在出埃反記三十二章和申 

命記三+ 二及三+ 三章所用的言語相似，但這些相似之處 

本身卻不足以證明九+ 篇是摩西時代的作品，或是出於他 

的手筆。

那些認爲摩西是作者的人，一般都認爲這是屬於「那 

些疲倦的、神遠離袍子民」的日子，即是當他們在西乃嚷 

野的日子；I93那些認爲摩西不是作者的人則認爲，當時以 

色列剛成爲一個新的國家，將要征服一片新的國土，但 

是 ，相反的 ，這篇詩是關於一個墮落了，疲 撒 ，又被歲月 

摧殘得體無完膚的民族。

但如果把日子往前推四十年，一幅不同的圖畫便出現

在我們眼前。當時摩西在米甸的囑野，或 者 ，他仍是埃及 

的王子。誠 然 ，以色列那時還不是一個國家，但它早已是 

- 個 民 族 ；神自己由亞伯拉罕開始直到摩西的時代一直是 

他們的居所。當他四+ 歲 時 ，摩西受過埃及人的教育，但 

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當 時 他 「出去到他弟兄那裡，看 

見他們的重擔J ； 也們被「奴役及被苦待四百年」這事 

實已足钩解釋詩人在九+ 篇所表達的，那種內心的煎熬。195 

克巴確克說：「以色列仍然處於患難的深夜。」I96而第 14 

節提到的那個早晨^^那個他們將要看見埃及人的屍骸被  

捲上紅海岸的早晨（出十四23〜31 ) 一一仍然是一個只在 

想像中存在的將來畫面。

如果我們這樣讀這一篇詩的話，毎一節都變得有意 

義 。我們開始明白，摩西的埃及（就是我們想成是「古埃 

及 」的那國家）是 新的 王國 ，而+ 八個王朝的王已經過 

去 。以色列的掌權者，亞 多 尼 U 、17節 ；我們從詩八十 

一5知 道 ，197以色列還未曾認識袍是雅諷那極救者，雖然那 

名字早已被使用，13節 ），必然是比任何一個之前的王朝 

都強大。不 過 ，眞的是這樣嗎？袍眞的那麼有能力嗎？我 

們在九-h篇 7〜 11節看見以色列人在製造碑塊的工場所受 

的 苦 ，在第 15節看見他們的患難，又在第 17節聽見他們的 

呼求 。他們手作的工，除了埃及的兩座積貨城外，還有什 

麼成果？

我們不難想像神人摩西是第一個發出這個祈禱的人。 

無論如何，詩篇的編輯們以這一篇詩作爲第四卷的開頭是 

一個正確的選擇，因爲這一篇詩和出埃及記的頭兩章彼此 

配 合 。它甚至是，或許根本就是住棚節開始時所唱的一篇



詩 ，爲整個節期揭開序幕。

九十一篇

很少詩篇像九H 篇一樣，同時令人鼓舞、也發人深 

省 。它被德利一史密斯（Timothy Dudley-Smith ) 意譯成 

〈安穩在主的蔭庇下 > ( Safe in the shadow of the Lord ) ，

爲現代教會所使用：另外一個意譯是萊特的 < 有一安全和 

隱密處 > (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throne thy saints have 

dwelt secure [ There is a safe and secret place ] ) ° 存在於

九+ 篇 中 ，一個並不明顧的、安全穩妥的意念（「在称寶 

座的蔭庇下妳的聖徒平靜安穩」 ），也是九 H 篇的主 

題 ；但這種在主裡的穩妥並不是信手枯來的。

1. 一個主題的開展

許多人像我一樣，早已熟悉欽定本的第 1節 ，但又對 

它的意思感到大惑不解。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 

能者的蔭下。但欽定本用的「住在 J 兩個英文字（dwell及 

abide ) 今天都已經很少使用，它們大槪都是指同樣的事 

吧 ！是 的 ，我們明白平行體的功能—— 譬如第13節中 的 ：

你要踏在御子和雄•蛇的身上’踐踏少莊御子和大蛇----但

宣稱那住在神的蔭庇下的便會住在神的蔭庇下，明顧地並 

不是詩的意思，只是有點虛幻而已。或許它的意思是：第 

一行是你要作的，第二行是當你這樣作時，你會發現的： 

換句話說，投靠视，你便找到安全的居所。198

這開頭的一節是這篇詩其餘部分的標題：

的含義在接著雨個差不多長度的部分再發揮和閩述。在每 

一個部分，詩人首先宣稱主是他自己的蔭庇，然後馬上轉 

向他旁邊的友伴信徒，1"並鼓勵他們也要這樣相信。 「袍 

是我的避難所……理所當然的，视也要極救你」 （2〜3 

節 ） ；「主……是我的避難所」及 「如果你使那至高者成 

爲称的居所…… 便不會有傷害臨到你」 （9〜10節 ）

然 後 ，詩的每一部分會帶出一連串的圖像，是關於各 

種危機。這些危機如何威脅神的子民，以及神如何保護袍 

的子民。

2. —個全面的保險計畫

在 3〜8節 中 ，詩人列出了七個這樣的危機。夾在第3 

節的網羅和詳誇及第 7節的萬人仆例之間，是那令人難以 

忘懷的四重奏：黑夜的驚駭、白日飛的静、黑夜行的疫 

'疫、午間減人的毒痛。穿挿於這四種患難的，是神的保 

證 ：袍說人並不需要害怕這四樣事情。詩人繼而提供了雨 

幅美麗的圖像，都是關於主的看顧的：「母雀那溫暖的保 

護」及 「盾牌那堅硬的、不肯屈服的力量」 （4節 ）。

在 9〜16節 ，提供了一個架構，是神答允看顧袍子民 

的各種方法：此 外 ，這幾節也提出另外雨種危險：將要跌 

倒的腳及危臉的野獸。在這詩的開頭及結尾，保護是由神 

提供的 ,但在這裡（可能使人感到袍有默遙遠），袍將保 

護的工作交給了天使，那些藉著服事「承受救恩的人」 

而事奉神的靈界活物。並 旦 ，根據第U 節所言，不只是一 

個守護天使保護一個人，而是一一有天使（多數）守護你 

(單數）！



如果我們從字面上去解釋這些患難，它們會臨到我們 

任何一個人；這些是代表人所害怕的事物。如果我們從比 

喻的層面去解釋這些患難，它們就代表更多種類的問題： 

這實際上是一張包羅萬象的清單，爲要吿訴我們，神的子 

民並沒有什麼需要害怕的。這保單什麼都保，是沒有例外 

的 ，並沒有一些排除條款，隱藏在印得很小的、不明II的 

小字裡。

3.摩西所説的

因爲它的包羅萬象，因此九-Ii一篇是一篇適合任何時 

候使用的詩，也是一篇可能是在任何時代寫成的詩（第 1 

節中至高者和全能者在很早以前已經被使用了，起碼可以 

追溯到亞伯拉罕的時代）。 K些認爲這詩寫於較晚的曰 

子 ，並假設是在被擴的時候，把這篇詩看爲對以色列人的 

一種鼓勵。當時的以色列人被據到巴比倫，正如但以理一 

樣 。205

這篇詩也可能是在以色列國歷史的另一端寫成的，即 

是在摩西的時代。像前面一篇詩一樣，這一篇詩也令人想 

起出埃及記及申命記^ 譬 如 ，神 的 「翅膀」 、 以色列 

人所投靠的蔭庇， 那守護的天使， 免受疾病及長壽的 

應 許 。 但令人注目的，不只是同樣的字囊在這篇詩及出 

埃及記和申命記都出現，而是它們故事架構的相似之處。 

無論從創世記到申命記五卷書是否都出於摩西的手，他肯 

定是那個向他同時代的人說話的先知，並旦不只一次提醒 

他 們 ，有關他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摩西所說的、有 

關那些事件的一切，比其他任何聖經背景更加切合九+  —

篇 ，切合得像手指伸進手套裡一樣。

讓我們仔細看看九H 篇及摩西五經如何述說同一個 

故 事 。以色列被困於埃及，成爲法老那令人致苑的話之受 

害 者 （3節 ，見 前 面 的 註 ) 法老的話使他們成爲奴綠。爲 

了要極救以色列人，神叫+ 災臨到埃及，袍自己的子民卻 

不需要害怕這些災害（5〜6節 ）：主曾對法老說：「我必 

分別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我要將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 

分別出來。」21«在+ 災過後，以色列人看見他們四周有成 

干上萬的人，因爲目睹和經歷一種全面性的破壞而謙卑下 

來 ，但他們卻被神保守，沒有遭受任何損傷（7 節 ），並 

ij見眼看見惡人被懲罰（8 節 ）。所有這一切事都應驗了 

神在早些時候向摩西所作的、七方面的應許（出 六 6〜 

S ) ：這應許非常特别，它的莊嚴及震憾力不下於九+  — 

篇結尾時一連串的「我要」 。

4.耶鮮所説的

新約聖經引用過這篇詩中的一句話，而那句話是來自 

馬太福音四章及路加福音四章那段記錄耶穌被魔鬼試探的 

經 文 ；這一句引自九+ —篇的話不是出自耶穌的口，而是 

魔鬼的口。

那時候，耶穌回應了魔鬼的第一個試探：袍回應的方 

xl：和袍回應前面雨個試探一樣，都是引用申命記的話。藉 

此 ，袍顯示自己是那眞以色列（誠然是那眞亞當），因爲 

池以堅定不移的意志遵從神的律法，這律法是神的子民 

(其實是全人類）人生的指引。這一點神對袍的子民說得 

很清楚。正如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 說 的 ：「魔鬼



能夠爲達到一己的目的而引用聖經。」 這 時 ，魔鬼勉強 

地嘗試扭轉局面，牠藉著引用神的話來桃戰耶鲜。牠和耶 

穌一同站在「聖殿的最高處……牠 說 ，『跳下去吧！因爲 

經上記著說：「主要爲你盼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 

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那試採者在邏輯推理上犯了什麼錯誤呢？很簡 單，就 

是這個：正如法蘭士（ Dick France ) 清楚表達的^ 一 「魔 

鬼的建議是一個製造出來的危機，而不是一個因順服而導 

致的情況。」 撒但鑑用了九+ —篇 ，將它用在不當的地 

方 。上述的保證在故意誤用的情況下是不算數的。神的應 

許並未給耶穌（或是詩人當代的人，或是我們）全權處理 

的權利，譲我們能開展任何他（詩 人 ）、他 們 （詩人當代 

的人）或我們所想到的計晝，然後相信它會自然地包含在 

道些保證裡。相 反 的 ，神的應許是給那些愛袍、承認袍及 

呼求袍的人（14〜15節 ） ；是給那些因順服袍而委身，並 

旦只願意走袍的路，不是走自己路的人。這是承保人必須 

接受的條件。承保人若是不理會這些條件而期望得到保  

障 ，那 麼 ，他 則 是 （如耶穌所說的）一個又愚議又邪惡的 

人 ，他對神的試探，是一個旣愚昧又差勁的嘗試。

5.保羅所説的

羅馬書八章 35〜3 7節那一段偉大的經文由這些話開 

始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這一段經文也引 

用了另外一篇詩（詩四+ 四22 ) 的話 。這一段經文所說的 

似乎和九H 篇所應許的有點不同。在九H 篇 ，詩人很 

清楚地說：揭患必不臨到你（10節 ） ：但保羅卻說，沒有

禍患可以「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意思當然是禍患會 

臨到我們了。

但其實，這雨段經文都是要帶出同一個主題。董點是 

在保羅引用了四+ 四篇22節之後所說的話：「靠著愛我們 

的 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7節 ）在這 

一切的事上：我們不是從這些事上被魅救出來，而是在這 

些事上被極救。消極的被轉化成積極的，是由一個屬天的 

燥金者所轉化：袍將錯練成金。

因 此 ，當我們讀到九H^ —篇 9〜10節而抱怨說：「但 

禍患的確臨到神的子民，不管他們如何信靠袍、順服袍、 

投靠视。」當我們這樣作時 , 我們可以好好地思考司布眞 

對這節經文的註釋。我在別處曾經引用過這些話，但它實 

在太精關了，我在這裡的評論若沒有它便不完全：「一個 

主所愛的人不可能會有任何不好的事臨到他。對他來說， 

不好的事不是不好，只是好的事以神秘的形式出規。失落 

豐富了他的生命，疾病是他的良藥，賣備是他的榮譽，死 

了就有益處。」這位偉大的傳道者想到前面提過的，保羅 

在羅馬書八章28節說的話；他解釋說：「厳格來說，沒有 

邪惡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因爲一切邪惡的事都被良善勝 

過 。」

九 +  二篇

編輯們稱這篇詩爲一首安息日的歌；華滋將它意譯爲 

一 首 聖 詩 ，並命名爲 < 甜美的工作，我 的 神 、我的王 >

( Sweet is the work, m y  God, m y  King ) ; 詩人將它寫成一



篇交錯配列的讚美詩。

1-到達那裡、又再轉回來

當我們第一次在第六篇看見一篇交錯配列的詩時， 

我們可能覺得，這是一種相當做作的寫詩方法，古怪到一 

個地步，足以扼殺人內心任何眞正的感覺。但其 實，一篇 

交錯配列法的詩，它的A B C D C B A 的形狀，就自然得像在 

散 步 ，一個人往…個目的地走，然後又沿著同一條路線回 

來一樣。我們由 A 點出發，經過 B 點和 C 點 ，到達 D 點 ， 

然後又由 D 點折回，再經過 C 點和 B 點 ，又回到 A 點 。

在九+ 二 篇 ，D 代表第8節 ，它很明顧是全詩的中間 

點 ，是七個耶和華中間的一個，是+ 五節中間的一節，是 

三H 節中最中間的一行。A 是 1〜3節及 12〜15節 的 「固 

定的敬拜」 。B 吿 我 們 ，主在4〜5節和 10〜11節 中 「爲 

我所作的」 。〔是關於在6〜7節及第9節 中 的 「明白和不明 

白」 ：這些短句將成爲我們的標題。整篇詩的格式如下：

主 耶 和 華 ，那至高者 ---

我們宣揚他立约的爱和他的信貴  

在 從 早 到晚 的缴 美中 。

「你 的 作 為 叫 我 高 與 ！

有 些 人 明 白 ，

至 高 禁 上 的 主 ；

但 有 些 人 不 明 白 。

我 因 你 的得 勝而 堅固 ! 」 

在 一 生 之 久 的 果 效 裡 ，

我們宣告他的正直和他的坦率- 

主 耶 和 華 ，那 替 石 。

2.固定的敬拜

詩人及所有他的同胞（詩人這樣暗示）從早到晚 彈 琴  

奏樂來讚美神（1〜3節 ）。無疑他們所奏的音樂對我們來 

說是相當奇怪，正如我們的音樂對他們來說是相當奇怪一 

樣 。但他們的音樂是有文字配合的，而這些文字（雖然是 

翻譯 ），對我們來說是很容慕認同的，因爲它們直揚 神 立  

約的愛和袍的信實，也就是教會所頌讚的，記載於舊約和 

新約中那懷久不變的主題。

在這篇詩的結尾，即是 12〜15節 ，詩人又發出一個類 

似的宣吿，和 1〜3節中的那個宣吿平行。主題是一樣的， 

但是以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方式來讚美。在我們的世代， 

神的子民會用《公禱書》一般的感恩部分的禱詞來讚美  

神 。他們會說：我 們 要 「向称發出讚美，不但是用我們的 

嘴 替 ，並旦是用我們的生命：是藉著獻上我們的生命來事 

奉 称 ，是藉著在称面前過聖潔和公義的生活，一生都是這 

樣 」 。他們會明白並欣賞掠欄樹的比嚼，它歷久常新、散 

發活力，最重要的是，它結實繁囊，甚至到年老的時候也 

是如此。他們明白敬拜是服事（service ) 而不是工作（ser- 

vices ) ，是結果而不是空談，是一生之久而不是一日的短 

暫 。



3.主爲我作的

詩人因爲神的作爲而感到高興（4〜5節 ），並因爲袍 

的得勝而被堅固（10〜11節 ）。

他可以按著他所知道的、關於神的作爲和意念而歡  

呼 。最 明 顧 的 ，這是指他肉眼所能見的、神所創造的世 

界 。作爲一個信徒，他知道神在歷史上和他自己經歷中的 

作 爲 ；作爲一個謙卑的除聽者，他躲聽神對這些事的解  

釋 。他因而對這些事背後深奧而複雜的計畫起碼有一點點 

的理解。

第 1 0節的角和油是我們熟悉的，是力量和祝福的象 

徵 。詩人想到的，可能是不同種類的好處，他眼睛所看 

見 、耳朵所聽見的（11節 ），是那特别的東西，是神如何 

戰勝敵人 D 就是這一句也有許多可能的應用；在橫跨整個 

舊約及新約的歷史~•起碼從出埃及時代開始一一神的子 

民在任何場合聚集在一起時，都可以用這些話來讚美神。 

新英文聖經用 g lo a t這 字 （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幸災樂 

禍 ）來翻譯第11節是錯誤的。以色列歡呼的是耶和華的主 

權 ，主自有能力摧毀邪惡的勢力，也有能力保守那些信靠 

袍 的 D

4.明白和不明白

第 6 節的愚頌人，正如其他地方一樣，指的並不是一 

個愚意的人，而是一個不理會神的人。這裡強調的，是他 

缺乏洞察力。可能這一節是承接前面的一節，以致神工作 

之偉大及袍意念之深切是那愚昧人不明白的。另一方面，

新國際本將第6 節和它之後的一句話相連是對的：他不知 

道其實那些看來發旺的惡人其實是行在 滑 地 ，並且是在遇 

向 沉 洽 (詩七+ 三 18 ) 。實際上，上述兩種解釋都是正確 

的 。那愚昧人旣看不見神的偉大，也看不見人的跟、小 ，尤 

其是惡人生命的短暫和無意義。

但 是 ，詩人卻清楚地看見這一切。因爲在作爲支點的 

第 8節另一端，即是與第7節相應的第9節 ，他提到惡人如 

何 被 毀 減 ，而 旦 雨 次 使 用 了 「看 啊 ！」 （Lo ! ) ： 216 

「主 ，看 啊 ！你 的 仇 敵 都 要 減 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離  

散 I 」 ( 9節 ）

前面我們剛剛提過的七+ 三 篇 ，是第三卷和整本詩篇

下一半的開始；它提醒我們關於那主要的方向重尋 那

是七+ 三篇的主題。而本篇的作者，像第四卷的作者一樣 

(一般而言），並不因爲惡人的發旺而感到不解，因爲他 

已經進 了 神 的 聖 所 、思 想 〔過 〕他 們 的 結 局 。之前他可能 

因那問題而迷失了方向，但現在他能夠從神的角度去看事 

情 。

5.住棚節的第一個安息曰？

詩人在第11節中表現的、對上述事情的理解，比在第 

9 節時更加清楚：我眼睛看見仇敵遭報；我耳朵聽氣那些 

起來攻樂我的惡人受罰。聽來像是一個感恩的宣吿，是爲 

一次從困苦中被釋放出來的經歷而感恩，因而使這篇詩適 

用於舊約歷史中許多不同的場合；這一點我們之前已經提 

過 。

但除此之外，它在舊約中是否還有其他用途，是因著



它在詩篇中的位置而衍生出來呢？在第四卷的引言，我說 

過這卷書和住棚節之閩的可能關係。如果它的+ 七篇詩分 

布於住棚節的八天，我們可以想像，作爲摩® 的析禱，九 

+ 篇可能被分出來，在節期之前誦唱。其餘的則是按次序 

來 使 用 ，一 天 雨 篇 ’而九 +  二 篇 （正如它的標題所顧示 

的 ）是其中一篇為安息日寫的詩歌，即是八天的頭一天。

如果這是編輯第四卷的理由，那 麼 ，當九十二篇的歌 

唱 者 唱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時，他們心中想的是什 

麼 ，便毋庸置疑了。如果九十篇是摩西的哀歌，而它的背 

景是出埃及記一至二章：如果九-Î 一篇反映的，是以色列 

在埃及十災時所經歷的，即是出埃及記三至 + 二 章 ，那 

麼 ，九十二篇4 節 中 的 「那工作」 ，便肯定是神将以色列 

從爲奴的光景極救出來的那工作了。

我們不要跑得太前面；我們知道，直到以色列人過了 

紅海而埃及軍塚完全覆沒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由。但 

我們仍然遺未來到出埃及記+ 四至十五章。逾越節的晚上 

是以色列人被t丞救的那夜：「耶和華的軍除都從那地出來

了...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 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

色列衆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出+ 二41〜42 ) 那之後 

許多代中，在春天慶祝的無酵節，是完全集中在逾越節 

的 D 但在秋天的住棚節卻是要記念整個偉大的，從出埃及 

到遊南地的偉大事件，因此也包括逾越節。

到目前爲止，以色列看到敵入被征服的地方，是法老 

的投降，是他最終要向摩西的要求—— 容我的百姓去——  

就 範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沒有一件事可以與這事比擬： 

這事件預表的，是基督在+ 字架上爲人類所帶來的極救——

叫人從罪惡中被釋放出來。

九十三廣

接著的八篇是一組的。它們大部分都清楚地尊神爲  

E ，並旦讚美袍，而旦都歌頌袍的統治和權柄。當時的以 

色列人怎樣使用這些詩篇？譬如說，是不是在以色列王每 

一次登基的儀式中使用，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夠根據 

學衛研究 '然後作出猜測。聖經說的，是一些有關將來的 

事 ，那 時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這些話來自撒题利

亞預言的高峰。他 看 見 r萬國....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

萬軍之耶和華 ' 並守住棚節」 。 因 此 ，這些詩篇可能不 

只是一系列的「皇家詩篇」 。就如在九十至九 +  二篇一 

樣 ，在九十三至一0 0 篇 ，我們可能找到它們與住棚節眞 

正的關係。

1.主 、世界、大水、法度

雖然九十三篇中有好幾句是重複的以威嚴為衣穿 

上…… 以威嚴為衣, 上…… 揚起…… 揚 起 ，大有能力....

大 有 能 力 …—— 但卻未影響它的流暢性；反 之 ，這些重 

複的句子給九+ 三篇一種跳躍的、有力的節奏。 可 是 ， 

在我們遺未曾習慣它的節奏前，它蔓然而止，來得相當突 

然 。這篇詩的結構一點也不複雜！

首 先 》主的名被高舉，袍的威嚴及能力，與不能動搖 

的寶座也被宣吿。袍所創造的世界不能被動搖，雖然和袍 

的寶座不能動搖的意思不同。很重要的，那說到世界不能



被動搖的雨行，是放在五行有關神的威嚴中閩。世界的堅 

立是有條件的，它 能堅 立 ，是因爲創造者使它堅固。當 

然 ，世 界 已 存 在 了 無 數 個 世 紀 ，但 袍 卻 是 「從互古便  

有 J °

在比較早期的英文版本，大海是被翻譯爲大水的，它 

的 原 意 是 「河流」 。這 些 大 水 （無論是怎麼形成）的能 

力 ，譲住在聖經時代的大部分人感到困惑，而旦不只他 

們 。你會發現，像大地一樣，大水也不能離開創造者而獨 

立存在，但大水同時也被視爲一種比喻，比喻一切起來反 

對视的勢力。就算是如此，像大地一樣，它也在那擁抱一 

切 、大有能力的主的掌控底下。

在第 5 節 ，詩人從大水突然轉去談論法度，好像有點 

令人意外：但只有那些忘記了在九篇也有類似轉變（由 

太陽的光轉至律法）的 人 ，才會因爲突然的轉變而感到大 

惑不解。這幾節提到主自己、袍的屬性及袍的工作，這幾 

方面是互相呼應的，因而使詩人由一種現實轉變至另一種 

現實的過程，顯得相當順利。主所創造的世界、袍自己原 

有的偉大、袍口中發出的律例，都可以同樣被形容爲堅定 

不動揚 D 當神的靈根據那些律例而重新塑造人的生命時， 

結果是一種同樣永久的聖潔，這種聖潔會「永遠」是神的 

家之特色。

2. 一個行動、不單是一件事實，但在什麼時候發生？

在孩童時代，我不但平時上課的日子會遇到拉丁動  

詞 ，每一個星期天，在 《公禱書》中我也會面對詩篇的古 

舊標題：這些標題吿訴我，九+ 三 篇 （及九+ 七和九十九

篇 ）說 的 是 。我知道那動詞是完成式，但 

卻不明白爲什麼拉丁文的九十三篇說：「主已經作王 ° 」 

是否之後袍便捨棄這王位？

不是的，拉丁文的完成式翻譯了希伯來文的完成式， 

意思大槪是：「主已經宣吿自己本身是王。」正如克巴確 

克說的：第 1節中一連串的完成式顧示的，「不只是一件 

事實……而是一個行動。J 219

這一類的觀念譲許多學者想到前面提過的登基的禮  

儀 。他們認爲，王重談他原來登基的儀式，而在董談的過 

程 中 ，他們代表主，織然主也在作同樣的事。聖經並沒有 

告訴我們，在摩西五經所記載原有的「教會年暦」之 外 ， 

遺有這樣一項額外的安排：因此它可能是住棚節的一部 

分 ，正如撒勉利亞書那段經文所說的。

旣然這些都只不過是猜測，這些登基詩篇的寫成，是 

否不是爲了董複的使用，而是爲某一個特定的場合而寫 

的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不是有些時刻，神的統治好像被 

人的統治蓋過了，然 後 ，過一段日子後，又重新展現出來 

嗎 ？其中一個明顧的例子是被擴歸回後的復興。沒 錯 ，歷 

史上再沒有大衛的後裔作王（尼希米和以斯拉可能會這樣 

說 ），但明顯的，主已經董回施的寶座，正如袍的子民被 

遣返回國這事實所揭示的。

這個理論有一個主要的問題。歸回後以色列的領袖非 

常清楚知道，剛才發生的，不是主再次把自己放在袍的寶 

座 上 ，原因很簡單，因爲袖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寶座。那 

麼 ，视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坐上寶座、並宣吿自己是王呢？ 

答案在九+ 三篇2節 ：你的寶座從太相立定；其實你、主 、



那位君王，從互古就有。

3.那位曾經是、將來仍是王的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只有在兩個場合我們眞的可以 

說 「主已作王了」 D — 是當世界被創造時：「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 

了 。」 （創二 2 ) 雖 然 ，從一個角度看 > 视的寶座從互古 

就 有 ；但 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袍作王是由袍登上寶 

座 、開始統治的那一刻起，因爲在那一刻之前，並沒有任 

何世界可以讓袍統治。

另一個場合是歷史的另一端和聖經的另一端。 「世上 

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啓 +一  1 5 ) , 在 這 裡 ，另 

外一個層面出現了，那是新的創造，那位從互古就存在 

的 ，現在登上寶座，在 那 裡 ，「他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 

遠 。J

在這雨次登基之間，袍沒有一刻不是在作王。如果九 

十三篇中有一個主題比任何其他的主題更加明顯地貫穿整 

篇詩的，那就是長久性這觀念。

無論如何，在我們這方面，應該經常被提醒，神是永 

久作王的。我 們 需 要 聽 到 創 造 的 :袍一直 

都坐在寶座上。這篇詩很適合在住棚節的節慶時唱。最適 

切的時間是當主使大水發聲（4 節 ）、波浪膨拜，將法老 

王的軍塚淹沒，又使袍自己的子民行在乾地上。這行動顯 

示袍自己是那位眞正反永恒的王。他們歌唱：袍被高舉， 

而第1節中的咸嚴呼應他們的話。220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歷史另一■端Dominus regnavit

的 鼓 勵 ，這 「先知式完成時態」將我們引到那榮耀的一 

天 ：到 那 天 '在天家時，我們會說：「袍已作王、袍統治 

萬 方 ！」毋怪乎這首歌是「僕人摩西的歌」 ，也 是 「恙羊 

的歌」 ' 也毋怪乎這首歌所慶祝的，是 「萬世之王」的榮 

耀 。221

九十四篇

雖然九十四篇不像它同組的詩篇那樣，用那麼多的詞 

句去宣吿主是王，但和其他同組的詩篇一樣，它也帶出了 

這個主題。

從一開始，我們便留意到，詩人的想法和使用的詞棄 

都是我們所熟恶的。讀這篇詩的過程中，在許多地方我們 

都會問自己：在詩篇前面部分是否見過這一類的事情？

1.五個部分

1〜7節往往被歸類爲一首「哀歌」 。或許一個更激烈 

的名詞會更恰當：起碼是理怨，或是忿怒的申訴。那觸橫 

的惡人—— 我們之前見過他—— 在掌握大局。他譲神的子 

民生活不好過，並旦假設神（如果袍存在的話）是無能爲 

力 的 ，是可以不理會的。因此詩人向神呼求，求神彰顧自 

己是那位宇宙的審判官。我們不需要遏止自己不說尖鋭  

的 、報復的話，因 爲 ，不管我們說什麼，我們都是希望那 

些定意作惡的人得到應得的報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 。

8〜 11節給人一種先知在說話的感覺◊在這幾節中，



詩人斥責愚昧人，指向一位旣聽見、又 看 見 、又知道的 

神 ，並旦清楚說明，萬國都是神所關注的。第 10節聽來好 

像阿摩司書的頭兩章，並旦遙望羅馬書的頭兩章。從一開 

始 ，詩人已經要求讀者要聽從這些話，並且遵照其中的盼 

咐 。

1 2 令人想起智慧書，如蔵 § ，或比較早期的、 

同樣風格的詩篇。這部分有一半是詩人向神說的話，另一 

半是關於神自己；兩部分都用肯定的語調說明。袍掌管一 

切 、推動一切，爲了一個最終的目標，就是叫袍的子民得 

福 。

16〜19節見證神是惟一的極教者。在別處，如+ 八篇 

31〜3 2 節及七+ 三 篇 25〜2 6 節 （也像許麥其他地方一 

樣 ），其他的詩人也說過類似的話，這兩處的背景是，詩 

人幾乎站立不穩，因此他需要提醒自己，神是他的能救。222

20〜23節將整篇詩帶到一個,終 點 ，詩人以強烈的信心 

指 出 ，那位是詩人避難所的神，也是殿減他敵人的神。這 

最後一段充斥著咒i旦詩的味道：我們早在第七篇已見過， 

並且在討論大衛詩集第一集的三+ 五篇時，也仔細思想過 

它的性質。但大衛詩集中的詩也經常提到神是避難所、是 

磐 石 、是山寨。

總結而言，在這篇詩的每一部分—— 埋怨的部分、先 

知式的部分、智慧的部巧、見 證 的 部 分 及 誇 勝 的 部 分 -

都代表一類號們所熟悉的詩篇。要明白這五部分是如何連 

結起來成爲一個整體，我們首先看看九十四篇本身，段與 

段之間的聯幫，悠後再看看它和之前的詩篇的關係，之後 

再研究這篇詩最可能的歷史背景。

2.各部分的連結

五部分之間的一些字促成整篇詩的整體性。惡人遭報 

應這意念，在開頭的禱吿及結束的讚美中都被提及（2 及 

23節 ），因此爲整篇詩形成一個框架。在第一部分結束， 

第7節中的思念，及在第二部分的開始，第8節中的思想， 

將道兩部分連結起來：新英文聖經的翻譯非常簡潔，他們

說 ’「....雅各的神必不思念。」你們當思想’你們最野

蠻的人！第 5節 （那充滿痛苦的抱怨的一部分）由第 14節 

來 回 應 （那平和的一部分）。主的子民、袍的產業，都被 

他們的敵人所摧毀和壓逼，但他們卻永遠不會被袍拒絕和 

解 棄 。

作爲八篇君王詩的第二篇，九+ 四篇是由九+ 三篇衍 

生出來的。九+ 四篇 2 節那個挺身而立的審判官，壓制了 

那在九十三篇3節揚起的波浪，而九+ 四篇2節的騎傲人和 

九十三篇 1節的威嚴彼此呼應：以上每一對希伯來字都是 

相關的。在沒有重複其他詩篇所用的君王語言的情況下， 

九+ 四篇讓我們看見，如栗作爲王的耶和華能控制消的  

波m ，這 表 示 ，作爲審判官的视，也可以對付那些強歷袍 

子民的人（詩九+ 四5和九+ 三3用的字是相同的）。現今 

的管教（詩九+ 四1 0、1 2 )及將來的審判（詩九+ 四 1 5、 

23 ) 是九十三篇所形容的，是主的統管不同的層面。九+  

三篇 2節的屬天寶座 ，比任何一個與它爭競的、會衰殘的 

寶座更長久。

如果我們看九十三篇之前的詩篇，我們會在九+四篇  

8節和九+  二篇6節之間找到聯緊（那不思想的和那些愚頑



人 ），以及九+ 四篇20節中的在位上行奸惡的，和 九 —  

篇 3節中的毒害的應 疫 。至於它和九+二篇的關係，我們 

會留意到，它們都提到愚昧人：這是指那故意頑梗背逆， 

而不是那些愚意的人，但他和那不思想的人是同一夥的。 

那不思想的人是眞正愚昧，因爲他完全沒有屬靈價値的觀 

念 。那偉大的強森博士 ( Dr. Johnson ) 將 一 個 「野蠻」的 

人 （他在欽定本中的詩九十四8 會找到這個字）和一頭牛 

比 較 ：他想像這頭牛說：「我在這裡有我的母牛和我的  

草」 ，因而相信沒有任何動物比牠更幸福了。223不是的！ 

不是的！第四卷的詩篇並不容許我們這樣像牛一般沒頭沒 

腦 。它們要求我們要思想。

至於九+ 四和九+ —篇之間的關係，這兩篇詩都向我 

們 保 證，神的子民終究會從九+ 四篇 2 0節在位上行奸惡 

的 ，和九H 篇 3 節的毒害的瘾疫中被釋放出來。衰殘和 

毒害是同樣的字，在這裡，它是一個會被摧毀的寶座，在 

那 裡 ，那短句大槪的意思也是摧毀，正如我們前面說過 

的 。這種關聯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問題去，就是關於九+  

四篇的背景問題。

3.在什麼時候發生、在哪裡發生

那些熟悉舊約聲音的耳朵，會在第 1節聽見申命記中 

摩酉的話：那申冤報應的神（申三十二35 ) , 也是那位發 

出光輝的神 ( 申三+ 三2 ) 。第2節引領我們回到更早期的 

歷 史 ，叫我們聽見在創世記中’亞伯拉罕向全地的審判官 

說 話 （申+ 八25 ) 。

如果第四卷眞是爲住棚節而寫的，因此而指向以色列

歷史的開始，起碼是指向出埃及的記述，那 麼 ，我們應該 

怎樣看待九十四篇呢？

如果這一組詩都是和以色列的歷史有關的話，那 麼 ， 

九+ 三篇一定是跟主盼咐分開紅海有關，主分開大海，爲 

要極救以色列人，袖使大水覆蓋埃及人，因而摧毀他們。 

至於九十四篇，它必定是從大海分開那一刻再往後回顧， 

並且回顧所有直至那一刻所發生的一切事。我們會馬上留 

意 到 ，1〜7節是在引號內，在引號內的是一個被奴役的國 

家的咕喊。他們的响喊是源自許多年來沒有中斷的勞苦和 

愁煩 ，正如那篇引入「出埃及詩集」的摩西之析禱所說的 

(詩九十10 ) D 在那時候，比任何時候更甚，主的子民被 

摧残和壓逼（詩九+ 四 5 ) ，而那壓制者完全不理會他們 

的 神 （詩九十四 7 ) 。法 老 說 ：「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 

的 話 ，容以色列人去呢？」224

出埃及記非常坦率地記述那些在九+ 四篇 8〜11節被 

形容爲民間的畜類人。這些人不聽從摩西的話，只聽見法 

老的話，而法老則不斷地增加他們的痛苦，且變得更加心 

硬 。225其 實 ，主完全知道自己在作什麼，而法老的圖謀是 

虛妄的（U 節 ）。如 12〜15節所說的，一個坑已爲惡人按 

好 。主會忠於袍的子民，會履行袍所承諾的，並旦使一切 

錯誤變成正確。

我們應該把16〜19節看成另外一個引句，這是以色列 

人的呼喊：維貴為我起來攻擊作惡的？當以色列人過了紅 

海 後 ，他們便知道答案，而第四段其餘部分則是一個見  

證 。20〜23節爲發展至自前的情節作了一個撮要，被摧毀 

的寶座和九H 篇 3 節的權殷的話，互相呼應（在前面我



們已經指出在位上行奸惡的和毒害的症疫之平行關係） ， 

法老的統治是 藉 著 律 例 架 寻 殘 害 。但那位一直容許這些事 

情發生的主，現在卻叫這一切都終止。叫惡人遭報在第2 

節是一個禱吿，在第23節卻成爲事實。

4.適用於今天的一篇詩

作爲記念出埃及事睛的詩，這些詩篇對我們來說，像 

對任何一個世代神的子民一樣，都是非常寶貴的。舊約的 

以色列人可能把住棚節視爲一個節慶，但他們也認爲，利 

用這機會去重新捕捉當時的情況也是重要的。當 時 ，他們 

的祖宗被神從一個可怕的環境中救噴出來。在 這 裡 （1〜7 

節 ），他們有所賜的話語，譲他們可以向埃及所代表的一 

切表達他們的僧恨。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語言来禱吿，求主 

摧毀邪惡，尤其是那終極的邪惡，就是加略山那更大的救 

噴使我們脫離的惡勢力。

8〜11節的其餘部分也同樣地認眞和嚴肅，雖然和上 

面的不同。埃及固然應該受罰，但以色列也要被責備；在 

他 們 當 中 , 有 太 多 沒 有 思 想 的 畜 類 人，他們太過遲純，太 

過小信，以数他們無法看見和相信，當神暴露法老的政策 

時 ，袍在作什麼。這也是每一個世代屬神的人要謹記的教 

訓 。對今天的教會，這肯定是一個責備。

只有在頭雨部分那戲劇性的背景下,第三段的平靜的 

樂 觀 （12〜 1 5 節 ) 才顯得有意義。只有當我們能同時理 

解 ，神一氣呵成將以色列人帶領離開埃及，以及袍持續不 

斷要將境及從以色列人的心中别除，即是說，只有當我們 

和神的關係正確時，我們才有把握知道，神不會離棄拖的

產業。

然後是見證（16〜19節 ） ：詩人引用他原先的响喊， 

再而喜樂地見證神如何回應了他的呼求；最後是誇勝  

(20〜23節 ） ：詩人現在清楚知道敵人的能力有限，也清 

楚看見敵人的淨律面目，以及他肯定的結局。因此他更加 

認定主，我們的磐石、我們的避難所，袍的偉大。

九十五篇

險了復活節那一天以外（那一天信徒會被指定唱另外 

一首頌歌） ，在一年中的每個早晨，英國每個教區聚會的 

人都會用這篇詩來彼此鼓勵：Venite、exultemus Domino 

^ " 來 吧 ，譲我們向耶和華歌唱！起碼這是英國的改教者 

期望能作到的。今 天 ，四百五+ 年之後，這樣的期望是有 

點不切實際，但那原則仍然是堅實的。

1.袍最配得的讚美，袍最聖潔的話語

《公禱書》中的早禱和晚禱崇拜禮儀有十首讚美歌， 

其中六篇是古舊的聖詩，或是新約的經文，其餘四篇是詩 

篇 。其 中 的 一 首 〈憐 '閥頌〉 （Deus Misereatur，六十七  

篇 ）我們在第二卷時已討論過。其他三首都取自第四卷的 

君王詩：〈都來頌 > (Venite，晨禱詩篇，九+ 五 篇 ）、 

<新歌頌〉 (Cantate，九十八篇）及 <歡呼頌〉 (Jubilate， 

- 0 0 篇 ）。

雖然九十五篇在 <早禱〉中很前面的地方，但之前有 

一段引言，提醒敬拜者聚會的目的。當然是要向神禱吿，



但也是爲了「要向袍發出袍最配得的讚美」以 及 「胎聽袍 

最聖潔的話語」 。這兩項是這一篇詩的雙董主題，也將九 

十五篇清楚地分爲雨部分。在 1〜7節 ，我們彼此鼓勵，要 

向神發出讚美：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 8〜11節 ，詩人開始說話，雖然他的聲音很快就變成神 

的聲音，催促我們要膀聽袍的話。

這篇詩的兩部分都提供了理由，吿訴我們爲什麼要讚 

美神和爲什麼要聽视的話，因爲讚美並不是一項不用腦筋 

的活動。我們應該以喜樂的聲音來歌唱，因為耶和華為大 

神 （3 節 ） ；我們應該屈身敬拜，因為他是我們的神（7 

節 ）。 「袖的偉大遠超乎我們，但袍的慈愛卻在我們身 

邊」 ，斯托得說。226我們要餘聽袍的原因是比較厳肅的， 

詩人用不同的方法表達這原因。這原因將我們帶回到以色 

列的歷史，等一下我們會詳細看看這一方面。

2.歌 唱 、屈 身 、胎聽

我們同樣可以把這篇詩分爲三部分 

十五行分爲十+ 五 + + ，我們可以看見它的對稱，以及其 

中的输字：歌 唱 、屈 身 、躲 聽 。

雖然我們歌唱的是主耶和華，是那磐 石、是那位救 

主 。但我們特別以爲樂的，是那位偉大的神、偉大的王 

0 〜5 節 ）。袍以創造者和維持者的角色來統治宇宙萬 

物 ，高峰和潔處都在牠的手中，正如旱地和海洋一開始時 

也是袍所造的。雖 然 ，比起聖經時代的世界，我們現代的 

世界充滿著更多人爲的、令人讚嘆的事物，但 是 ，我們更 

應該向神發出讚美，因爲神使人有能力去創造這些事物。

來 呀 ！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們在第 1節中彼此勉 

勵 說 ；承接著喜樂的是敬畏，因此我們繼續作的，是互相 

勉 勵 ，要在袍面前屈身敬拜（6〜7 節 上 ）。因爲這位神 

「是我們的神」 。在這裡袍被稱爲我們的創造者，原因可 

能不是因爲袍創造了人類，而是因爲袍是創造了以色列國 

的那位，並且使她成爲袍自己的羊群。創造者同時也是救 

贈 主 。

讓我們屈身。是 這 行 動 ，而不是那禮儀或音樂，或 

「崇拜」 （the cultus ) ，才是眞正的敬拜。我們屈膝、我 

們卑微、我們謙卑下來，因爲我們明白那位創造宇宙的神 

竟無看顧我們。當身體屈曲時，心靈和意志也應該「屈 

身」 、向袍順服。

到此我們已準備好去胎聽（7 下〜 U 節 ）即 是 說 ，去 

除聽;&順 服 。爲什麼我們要這樣作？背後的原因可以用以 

下的短句來撮要：「留 心 ，因爲神是一位發怒的神。」有 

些人認爲，這篇詩的最後四節與前面的七節並不是在一起 

的 ，而它們也不在一九八 0 年另一本禮儀書中的〈都來 

頌 > 中 ；這版本是按照一九二八年擬議的《公禱書》 （以 

及一七八九年美國《公禱書》 ！）。那些唱被腰斬了的 

〈都來頌〉的 人 ，卻沒有聽見「啼聽的重要」 ，這是多麼 

諷刺的一件事！

3. 一篇爲舊約教會而寫的槽儀

像許多其他的詩篇一樣，九十五篇的著作日期未被確 

定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至於它的用途，在以下的 

場合被使用應該是很適當的：就是在被擴歸回後，聖殿再



次被獻那個場合。將舊約聖經翻譯成希腹文的翻譯者，在 

九+ 六及九+ 七篇前加了標題，說明這兩篇詩的背景是上 

述的兩個時代。但 是 ，其他的時代也同樣是合適的，就算 

是以色列歷史的另一端也是。毋庸置疑的，像它旁邊的九 

十六和九十七篇一樣，九+ 五篇也反映了摩西的話，尤其 

是申命記三+  二及三+ 三章中的話。在那裡，神也是以色 

列的磐石及救主和創造者：在 那 裡 ，袍也向视的子民發 

怒 、並且提到米利巴和瑪撒。

我們又再次回到住棚節。自從九十篇的標題提到摩西 

後 ，這是第一次在這些詩篇中清楚提到有關出埃及的事  

件 ，即是米利巴和瑪撒。這雨個地名再次凸顯了出埃及的 

故事及住棚節的主題，使這故事和主題又再次到舞台的  

中 心 ，適時出現。九+ 篇以後的幾篇詩和出埃反的故事有 

關 聯 ，這只是建議，絕不勉強：出埃及記一和二章與九+  

篇有關，出埃及記三至+ 二章的災害舆九-I-一篇有關，以 

色列 被 神「從爲奴之地領出來」 （出+ 三 3 ) 與九+  二篇 

有 關 ；過 紅 海 （出十四〜+ 五 ）與九十三篇有關：一個 

「到目前爲止」的回顧與九+ 四篇有關。

九+ 五篇 1節 的 喜 樂 米 利 暗 在 海 邊 唱 的 歌 ，出埃 

及記+ 五章20〜21節 ，很快便由九十五篇8〜9節不愉快的 

事件代替，「試驗」和 「爭吵」是出埃及記+ 七章 7 節中 

兩個地名的意思。

柯德納說得好，每年在住棚節的時候，「以色列人在 

慶祝節日的心情下記念嚷野的日子…… 無疑的，他們會試 

圖將它浪漫化，把那段日子想像成一個田園詩般美麗的世 

代 。」但神記得的、並且在九十五篇提醒以色列人的，是

他們不感恩的心和他們的不信，以及袍自己的^§：怒和僧 

厭 。袍向以色列人當頭湊下的，是 「一盘現實的冷水」 。228

其 實 ，在神分開紅海這偉大的奇績發生後三天（只不 

過是三天），229以色列人便開始發怨言，並且在前後的四 

+ 年 ，斷斷續續地這樣作，直到另外一個米利巴， 甚至 

更後 。他們有長期病患者的一切病徵，要不斷地、重複地 

診 治 。神可能是故意設計了住棚節，作爲一種週年的體 

檢 ，當然還有其他的用途。 「你今天願意聽見袍的聲音  

嗎 ？今天你在這裡，在袖面前，旣歌唱又屈身，但 是 ，你 

在留心聽视說話嗎？ J

4. 一篇爲新約教會而寫的禮儀

整篇詩的重點是：神桃戰袍的子民去聽從及遵從袍的 

聲 音 ，不單是在過去，也在今天，跨越數千年。 「今天」 

是重點，我相信從某個角度看，這些詩篇是關於摩西時代 

的 ，但它的意思，相當矛盾的，以九+ 五篇而言，其場景 

就恰好不是摩西的時代。九+五篇是神在米利巴事件後  

( 10節 ）起碼四十年，甚 至 ，據我們所知，四百年後的一 

個 場 合 ，向以色列人說的話。這 是 重 點 ，九十五篇說： 

「神現在向你們說話，這是眞實得像视當時向你們的祖先 

說話一樣。很可能，你們像你們的祖先一樣，硬著你們的 

心 、不肯聽從。絕對可能的是，神也像袍當年對以色列人 

一 樣 ，對你們感到僧厭。」

新約的作者繼續這課題，並且在希伯來書三至四章中 

詳細閩述。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那裡警吿他第一世紀的讀  

者 ，他們若不謹愼的話，可能會容譲自己的心變成木信



服 、不 順 從 ，這顆心聽是聽見了神的盼附，但卻沒有遵 

從 ，因而失去了神的祝福。他們的論點是：「這樣的事發 

生在摩西的時代；許多年後，詩人說：『瑪撒的事件也可 

以發生在今天』 ；因此當我們讀袍的話語時，我們明白 

到 ，完全同樣的事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雖然事隔已經幾 

千 年 。」

而當然，當我們在今天一一又雨千年後一^■讀希伯來 

書 時 ，我們看見作者所說的「今天」 ，是引用詩人的今 

天 ，而詩入的今天也是引用摩西的「今天」 ，然後我們明 

白聖靈在向我們說（來三7用的是活生生的現在式） ：「你 

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袍 催 促 說 ，「就不可硬著你們的 

心 。J

正如我們需要向前踏出最後一步，以進入現在一樣， 

我們也需要向後踏最後一步，是在瑪撒的事件之前的一 

步 。以色列人的硬心、不順服及不信，只是一種不肯回顧 

只在數月前，甚至是數日前發生的事之頑便態度：這態度 

叫他們整代人不能進入那應許之地。那 時 ’你們的祖宗試 

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詩九+ 五 9 ) 。在 埃 及 ，神 

已經作了袍說袍要作的，而他們也知道。但神的作爲卻很 

快就變得不眞實，這些作爲已被歸爲歷史。現 在 ，他們 

說 ，我們覺得称應該作這事和那事，如果称不這樣作，我 

們便不再信靠称。

事實是 ，神過去的工作是今天的保證，保證袍今天仍 

然是同樣地値得信靠。 「弟兄們，你們要謹愼，免得你們 

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而實 

任 ，正如 <都來頌〉說的是落在整個團契身上：「總要趁

九+ 六 篇 ifii

著還有今 H , 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 

惑 ，心裡就剛硬了。」231

九十六篇

适是 <新歌頌 > 的 「另一個J 版 本 。比較著名的是九 

+ 八 篇 ’ 《公 書 》把它安排爲晚禱的 <尊主頌〉之另一 

個選擇。九+ 六篇是九+ 八篇的近親兄弟，雖然它們不是 

雙胞胎。干 特 （Josiah Conder ) 最優秀的聖詩232 (雖然它 

是根據一段新約的經文：啓+ 九 6 , 欽定本）：〈全能的 

神統治萬邦〉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 清楚反 

映了這裡的10〜 11節 ：「主是 王：引杭高歌，地上和天上 

都來歡呼！」 （The Lord is King )

1.新的景象

一直在有關出埃及事績的幾篇詩中，若隱若現的某些 

東西，現在展開在我們眼前。我們看見過的，在主手中的 

(詩九+ 五 4 ) 大地和它的深處和高峰，現在兩次出現在 

段們面前，形成一個框架，是九十六篇第…部分的前後雨 

邊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 1 節) ，全地要在他面前戰 

抖 （9 節 ）！在這框架內，這些經文[zg次 提 到 「萬邦」和 

化在地上的萬民233這篇詩的第二部分，即是10〜13節 ，告 

I诉我們一個要傳揚到列邦中的信息。在這一部分，大 地 、 

Aj空和大海及其中所充滿的，是在最董要的位置，而世界 

和它的居民則是在框架邊的幾節（1 0、13節 ）。

我們在別處也見過這整全世界的圖像，譬如在大衛詩



集第二集 (詩六+ 六 1 、7 、8 ) 、雨集可拉的詩集（詩四 

+ 七 1〜3及八+ 七 篇 ），甚至是在詩篇最前面的第九篇8 

節 ，在那裡，九+ 六篇10節下中的字已經出現過。新國際 

本把它翻譯爲：他要以公義管治萬民。但一篇以宏觀爲背 

景的詩，在整本詩篇中卻是一件新事，九十六篇是這樣一 

篇 詩 。

2.新的歌唱者

我們從九+ 五篇的開頭幾個字知道，這是一個呼織： 

詩人向以色列人，即是與他一同敬拜神的同胞，一起呼 

績 ，向主歌唱。但九+ 六篇的邀請是更寬闇的：它包括三 

次不同的呼聽，夾在三次的宣吿之間；詩人S 喚全世界， 

乃世界中所有的一切和人類來讚美神。

新國際本把詩的行數和句子安排得很好，以致我們很 

容易看見它的結構。詩的第一部分（1〜9節 ）有三個小部 

分 ，每一個小部分有三節（或 六 行 ）：呼 鶴 、宣 吿 、呼 

m 。第二部分（10〜13節 下）也有三個小部分，而每一個 

小部分各有三行：宣 吿 、呼 纖 、宣吿。最後兩行，即 13節 

下 ，將第二部分及整篇詩帶到結尾的地方。

第 一 ，全地都被召喚去向神歌唱。這本來是相當清楚 

直接的：但 是 ，這軟是宣吿袍的救恩，而且是由全地向萬 

邦宣吿。我們不禁要間：究竟是誰？在唱什麼？以色列人 

知道神是救主，但 是 ，有什麼關於袍的事情是大地知道而 

萬邦不知道的？如果沒有明顯的答案，那 麼 ，我們可以留 

待之後再回來思考這問題—— 這是一個處理所有聖經難題 

的最佳方法。

再來是對主的偉大的宣吿（4〜6節 ）。作爲創造萬物 

的 主 ，被尊榮和威嚴、能力和榮耀（這些觀念被擬人化， 

f嚴然它們是偉大的天使，我們狂前面的詩篇已見過這種擬 

人法）234所包圍的主，袍超越一切所謂的萬邦的神。

'第二個召喚出現在7〜9節 ：這一次，被邀請來敬拜主 

的是萬國、萬 族 ，235不太可能是指比較大的族類（印一歐 

的國家、伊斯蘭的國家、說英語的國家），比較可能是指 

比較小的單位，在每個國家裡面的族群：單位比較小，因 

此數目比較多。當時一定是有一個普世性的人心的轉變， 

衆人都看見神的榮耀，將禮物帶來，特意來到袍的院宇， 

在袍面前戰抖。

我們可以把第二部分看爲在 萬 邦 中 傳 揚 袍的信息之內 

容 （10節 ） ：萬邦中的國家，這是那些聽見過主的救恩（2 

節 ）及承認袍的榮耀（7 、8節 ）的國家。這三部分與節數 

不吻合，但在新國際本中，每一個部分都是一句，每句有 

三 行。第 10節是另一個宣吿：耶和華作王。就如在九千三 

篇 1節 一 樣 ，它像是在回顧袍的統治如何由起初便維持萬 

物 的 運 作 ：它也像是在前瞻袍宇宙性的統治如何涵蓋人 

類 。11〜 12節上是最後的呼繊，呼績天、海及地都耍加入 

歌唱者的行列，向神發出讚美：而 12節下〜13節下是最後 

的宣吿：這所有的喜樂都跟袍的統治有關，即是一位眞實 

和公義的神的統治。這正是這篇詩的最後兩行，13節下所 

宣吿的。

3.新的歌

看來第 1節的新歌和第10節的呼喊「耶和華作王」有



關 。如我們在前面談過的，這 是 「一個薪新的、蓋過一切 

的肯定……而不是一個沒有時間性的神學眞理」 。236

由此看來，這篇詩是爲一個特定的場合而寫的，在這 

場 合 ，主的統管重新被肯定。至於這場合是什麼，不同的 

解經家有不同的說法。在希厳文舊約聖經，標題說它是 

「在被擴歸回後神的殿被建時」所 使 用 的 ；當聖殿重建 

後 ，很明顧的，神又再次坐在寶座上 D 這篇詩的寫作曰期 

或許更早，是在王國時期，在某次的軍事勝利後：甚至是 

更 早 ，在歷代志上+ 六章23〜33節 ，我們看見整篇詩被引 

用出來，用作慶典的一部分：當時大衛剛剛在耶路撒冷登 

基 ，也把約植帶到那裡。

其他人則認爲這篇詩是前瞻性的。以賽亞書四+ 二章 

10節的開頭和這篇詩的開頭完全一樣，而先知說的新歌銀 

主說袍將要作的新事有關（賽 四 + 三 18〜 1 9，四十八 

6〜7 ) 。這預言可能是在展望被擴後的歸回，或是福音的 

來 臨 （這是加爾文的論點，他引用羅+  1 4，並 且 說 ：這是 

指福音的來臨，因爲世界怎可能讚美一位他們沒有機會相 

信的神？）又或者是一些更遙遠的事件，即是主最後的日 

子 。

可 是 ，假如第四卷總體而言，與出埃及事踏和住棚節 

之間有一個眞正的聯繁的話，九+ 六篇的董點是過去，而 

不是將來。很少人會把它的寫作日期定在摩® 的時代，但 

它的主題跟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的確很吻合。

新的裝飾

我們可以在出埃及記一至十七章中找到配合九+ 至九

+ 五篇的經文，並根據事件發生的次序讀出來。當我們看 

見九+ 六篇如何將主的讚美由以色列向外傳播到世上其餘 

的萬國時，我們不禁爲出挨及記+ 八章中所記載的一件事 

感到驚i牙，這一章記載以色列人在囑野紫營，而來到營地 

的 是 「葉或羅，米甸的祭司、摩西的岳父」 。237葉;成羅和 

摩西不但有姻親的關係，而且他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創二 + 五 1〜6 ) 。沒 錯 ，他不是一個以色列人，但當他 

向他的女婿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救了你脫離埃及 

人和法老的手……我現今得知耶和華比萬神都大」238的時 

候 ，他是第一位在以色列歷史中這樣說話的人。239

這是一件新事。耶和華作王是完成式的時態。 「神已 

經宣吿自己是神」 ，因此這是一件一次成就的事，而不是 

一項漫有時間性的眞理。但這不是一件最近發生的事，主 

的登基並不是一件新事，因爲這事實太初的時候已存在。 

袍在大地被造時，已是全地的王。新的事是那篇宣吿袍是 

王的歌，那篇向那些仍然未曾行在以色列光中的國家，宣 

吿袍是王的歌。

換句話說，那新事、神國的福音，是給每一個人的。 

這篇含義深遠的詩，其中那重要的主題，幫助我們知道， 

在 9節上幾個可能的解釋中，哪一個最正確。這一句的意 

思不是萬國都被召喚來到一個裝飾好的聖所敬拜袍(耶路 

撒冷聖經的說法），更不是以華麗衣裳表達的、間攀的聖 

潔 (新英文聖經註釋的說法）！另一方面，萬國應該以聖 

潔的裝飾來讚美袍，是一項偉大的福音眞理，因爲他們 

「穿上極救的衣裳…… 並披上公義的抱」 。24。

但或許跟這篇詩的主旨最吻合的解釋，是萬國都被召



喚來敬拜袍，「在他聖潔的光輝裡」來敬拜袍，正如新國 

際本所說的。究竟袍有多聖潔、有多特別，又如何與衆不 

同 ？豈不是因爲袍愛整個邪惡的世界，以及所有陷在罪惡 

裡的萬國，愛到一個地步，袍差遣自己的愛子—— 首先是 

以色列，然後是耶穌，那眞正的以色列，成爲袍極救萬人 

的媒介？

九 + 七篇

像六十八篇一樣，這也是一篇「引經據典」的誇 ，是 

從詩篇其他部分借來許多經文，但這樣作並未使道篇詩顯 

得較差。這篇詩的作者完成了一幅織錦晝，與詩篇這部 

其他的詩彼此伴隨，互相輝映。

1.耶和華作王（1節 ）

這部分有八篇（九+ 三〜一0 0 篇 ），它們之問有許 

多相同之處。九+ 七篇是這八篇的第五篇。有數句短句重 

複 出 現 ，而君王和歡呼這雨個主題也是。這組詩的開頭讓 

我們看見，編輯們心目中有一個結構，而這結構跟整個主 

題的發展是平行的。從九+ 三到一0 0 篇 ，毎篇由以下這 

些短句開始。耶和華作王/■那位申冤的神/ 來 吧 唱 歌 /  

耶和華作王/ 唱歌/ 耶和華作王/ 歡 呼 ！

再次的，「耶和華作王J 是完成式的時態，也是一個 

行 動 ，不只是一個事實。像這組中其他詩一樣，九+ 七篇 

不只是說主已經登基^ ~ 不是在一個經常性的禮儀，或是 

在一次幫助以色列人脫離厄運的事件中，而是在聖經的故

事 裡 ，曾經有過、也將會有的時刻，在這些時刻，袍王的 

威嚴發出亮光來，並旦顯示，在萬物起頭時登上寶座的是 

袍 D 只有當這世界承認這事實，並接受袍公正和公義的統 

治 時 （2 節 ），才會發現，生命的輪子按照它應該運行的 

規律運行。

2.密雲和烈火（2〜3節 ）

在衆多的詩篇中，+ 八篇是特别令人感到毛骨惊然  

的 ，其中讓我們看見的一幅圖像，是主在風和雨中、霜寒 

中 、雷和閃電中飛行，去幫助袍的子民。 當我們讀這些 

耶和華作王的詩時，我們不能不想起聖經別處有類似的經 

文，其中記載的，和+ 八篇所描述的相似。九十六篇和出 

埃及記+ 八章；̂閩的聯繁，我們記 1意猶新，而當我們讀到 

九+ 七 篇 時 ，不禁要想起出埃及記十九章的密雲、大片的 

黑 暗 、閃電和火。在記述完葉；!̂：；羅找摩西談話後，出埃及 

記接著說以色列人來到西乃山，而 那 天 「在山上有雷蟲、 

閃電和密雲……西乃全山冒煙，因爲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 

上 J 。242我們再次發現自己來到住棚節，溫習出埃及的事 

I績 。

「所見的極其可怕，以 致 摩 西 說 ：『我甚是恐懼戰 

練』 。」243但那最初的恐懼由一種敬畏和喜悅（意外的）

/么織而成的感覺替代。詩人們對在西乃山上頒發的律例， 

態度上也是如此，起碼這是我們觀察得到的。+ 九篇是第 

-卷中一篇突出的詩，而這一篇也不例外。當那位令人生 

i如勺、公義和公正的神向人彰顯视自己時，大地便震動（4 

節 ) ，但也歡樂（1節 ）。歡樂之聲充滿整篇詩，在開頭、



在中間、在結束的地方。我們沒有遵守神的律法是另外一 

回 事 ，然 而 ，我們一方面承認自己是罪人，另一方面又期 

盼一個有律法管治的世界，只要那些律法是由神制定及執 

行 的 。

3 . 錫 安 聽 見 （ 8 節 ）

8 〜 9 節由西乃山移到錫安山—— 我們記得 ， 六+ 八篇 

1 7 節 也 是 這 樣 這 詩 的 歷 史 背 景 因 而 也 被 拉 開 來 。詩 

人將我們從出埃及記帶回到創世記，回到一個錫安仍然被 

稱爲撒冷的時代。當 時 ，那神裕的麥基洗德是她的王，也 

是至高神的祭司。如同摩西在神從西乃山上下來時戰抖一 

樣 ，亞伯拉罕也在麥基洗德來到時，向他屈身，那時候並 

沒有雲和火。但無論是摩西或是亞伯拉罕，他們都知道， 

到來的那位，是比他自己更大的。245

我們也由摩西的時代前進到王國的時代。第 8節和四 

+ 八 篇 1 1節幾乎完全一樣，也譲我們想起前面一組朝聖 

詩—— 住棚節的詩篇？ 在第二卷那些第一集的可拉  

詩 。它們和九+ 七篇的來源是一樣的：亞伯拉罕出現在四 

+ 七篇9節 ，而那至高者出現在四+ 七篇2節及四+六篇 4 

節 。就像四+ 六篇 4 節 說 的 ，這些詩篇都以耶路撒冷爲中 

心 ，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這些詩篇也爲神一次成 

就的極救行動慶祝，這行動往往被認爲是脫離亞述大軍的 

圍困。246再一 次，那場合並沒有什麼「大氣翻騰的現象」 

出 現 ， 但 是 ，在西乃山發生的事，是非常好的圖像語 

言 ，無論什麼時候，當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神毫無疑問正在 

介入人間的事誇時，我們都可以用這語言來形容。

4.敬 拜相 ( 7節 ）

很可能的，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這些字將聖經的 

背景拉得更加廣鬧。這是希騰文對申命記三十二章43節的 

翻 譯 ，或 （更有可能的）是希騰文對引用於希伯來書一章 

6節這一句的翻譯。 根據希伯來書作者的了解，7節下的 

萬神不是 7 節中的偶像（因 爲 「神不要求虛假的神來拜 

袍」）， 而是天使。我們在之前的詩篇，如四+ 五及八 

十 二 篇 已 經 看 過 ，聖經有時候會這樣稱呼天使。

根據這一段新約經文（來一 6 ) ，是 當 「神使長子到 

世上來的時候」 ，袍才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換言 

之 ，雖然亞伯拉罕和希西家並不像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時候 

那 樣 ，耳朵眞的被震襲了，眼睛眞的被弄量肢了，但他們 

也經歷了一次比喻性的、在雷電交加中看見神威榮的經  

歷 ；基督降生時也是如此。或許布魯克斯（Philip Brooks ) 

在他的聖誕詩中，描述基督出生的夜晚時提到「寂靜的 

星」 ，及伯利1哲 「幽暗的街道」 ，都是正確的 D 但對那 

些有眼可以看見、有耳可以聽見的，他們所看見和聽見 

的 ，是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他們就甚懼怕。那天 

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 

您 然 ，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 。252

在九+ 七 篇 ，同時戰抖又歡樂，先是驚懼然後又是歡 

呼的 ，不只是西乃山，或是錫安、伯利恒，而是全地；因 

爲 ，理所當然的，耶穌的出生帶來的，是世界性的收割， 

而米甸人葉; 羅則是這大收割初熟的果子之一。誠 然 ，在 

伐們新約的時代，福音的傳播的確令眾海島歡喜（1節 ）。



5.朋友和敵人（3 、10節 ）

這一篇詩裡有一些線索吿訴我們，這一篇的重要性不  

限於我們所說的，它遺有其他含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 

說 ：到自前爲止，我們所思索過的場合’有哪一個是神的 

火在那裡燒減他四圍的敵人的？沒有。如果道樣一次對敵 

人徹底的消減要到末世才會發生的話，那 麼 ，是不是到了 

那一天，袍才把那些袍保缓他們 性 命 的 聖 民 ，全面釋放出 

來 ，搭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呢？如果是的話，第一篇那偉 

大單純的眞理，到七+ 三 篇 ，好像已經變成太簡單、經不 

起實際考驗。而在那一天，當邪惡的勢力被消減，當视爲 

袍的子民申冤平反時，全地便眞正地、全面地歡呼，而所 

有人都要看見袍的榮耀。

在貫穿整篇詩、又在 10節下清楚地表達出來的保證之 

同 時 ，是 1 0節上的要求：你們愛那和華的’都當恨悪罪 

惡 。忠於袍的，是那些在袍立約的愛中找到安息的入，他 

們也因此與袍立約，立志要回應袍的愛。如果我們被袍的 

聖名所召（12節 ），我們也應該要過一個相稱的聖潔的生 

活 ，並且認眞追求公義、憎恨罪惡。

有人認爲這觀念是譲生命旣枯燥又愁苦的最佳食譜， 

但聖經的作者異口同聲鄙視這種觀念。九+ 七篇的作者尤 

其 如 此 ，無論當他回顧耶和華在過去作爲君王彰顧的榮 

耀 ，或是當他展望將來，那最終的彰顯，他處處都看見要 

歡樂的理由。整篇詩的主旨是歡樂，而最後的幾節更把這 

主題敲得響亮清晰。「要在耶穌裡得到喜樂，别無他法， 

只有信靠和順服 D J  253

九十八篇

在雨篇 <新歌頌〉中 ，比較著名的，是這篇在結構和 

內容上都比較簡單而無特别花樣的一篇。它可被分爲三個 

不均等的部分（毎一部分有三節，但長度不同），它的發 

展是根據感覺，而不是它的文學結構。

1.唱 歌 、歡 呼 、發聲

唱 歌 、歡呼和發聲是第 1 、4及 7節的第一個動詞，也 

是 每 一 部 的開始。但 是 ，當這篇詩繼續時，其他歡樂的 

聲音也陸續出現。第4和6節的歡呼聲成了一個框架，在框 

架內的中段也充滿了音樂，而在7〜9節 ，那發聲的大海更 

由拍手的河流和歡唱的大山伴奏。

同樣的，雖然我們可以說，第一部分，詩人呼召以色 

列來讚美神，第二部分，他呼召萬國，第三部分，他呼召 

大自然的世界。但 是 ，這三次呼召之間的界線並不是清楚 

了然的。是 的 ，4〜6節是充滿了彈奏樂器的人們，但被呼 

召來歡唱的是大地。是 的 ，7〜9節主要是關於大自然，但 

那世界也包括所有住在其間的。

首 先 ，詩人呼喚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來向神歌唱。他們 

要因著袍是救主而讚美袍是合宜的，因爲那是袍與他們之 

間特別的關係。頭三節的每一節都提到袍的救恩，這是袍 

的名字耶和華核心的意義一一袍是主耶和華，而袍立約的 

愛和向以色列家的信實，主要是透過袍救睛他們的事件彰 

顯出來（3節 ）。



跟 著 ，大地的居民被呼召來，因著袍是君王而讚美 

袍 D 他們可能不知道袍是救主，但他們知道，當任何一個 

群體在袍的統管下，那群體就非常令人羡慕：那是一個基 

督徒團體，其中的成員並不是恪守一些宗教規條，而是過 

敬虔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會推翻那愚霞和無知的想法，以 

爲基督教只會破壞一切它碰觸的東西。

最 後 ，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宣吿神是審利官，即 是 ， 

神是他們的統治者。當我們遵守袍的律例及履行袍的決定 

時 ，不但我們自己，就是周遭的環境也得益處。

2. 一篇爲舊約百姓而寫的詩

九十八篇可以被視爲一篇出埃及的詩，無論它是在出 

埃及後多久才寫成。當舊約聖經被翻譯成敍利亞文時，它 

的標題是：「關於人民從埃及被救瞻出來」 ，而第1節 （因 

耶和華的右手施行救恩而向袍唱新歌）明II的是摩西之歌 

的 回 應 （出+ 五2 、6 ) 。

在以色列後來的歷史，王國時期，也有一些場合是非 

常適合使用這篇詩的。在欽定本的第1節 及 《公禱書》中 ’ 

救恩被翻譯爲「勝利」 ：新標準修訂本和新英文聖經在頭 

三節中的救恩也是這樣翻譯。或許這篇詩所慶祝的，是一 

次軍事的勝利。

究竟這篇詩慶祝的是哪一次勝利？許多人認爲最適當 

的是神把以色列民從巴比倫的擴掠中極救出來，使他們歸 

回國土那件事。這眞是一次只有藉著袍的右手和聖货而成 

就的得勝，其中完全沒有牽涉任何的軍除。事實上，這與 

任何的軍事行動完全無關。在幼發拉底河以外一個外邦的

帝國中，一個新成立的政府和一個新的政策，成爲神手中 

的工具，將以色列人領上歸家之途。以賽亞後:來的預言， 

尤其是四+ 四至六+ 三 章 ，也提到這一點，並且使用和九 

+ 八篇相似的語言：包括神的手及膀臂、袍的救恩和公 

義 、唱歌和拍手及大自然世界的歡樂。254

讓我們回到剛才提到的、舊約歷史中最早的一個時 

期 ：教利亞文的翻譯者將九十八篇和出埃及事件連起來， 

一定有他們的理由。當 然 ，它很自就地和九+ 七篇及出埃 

記+ 九章中的密雲、黑 暗 、大火吻合。在出埃及記接著 

的四章，神開始向袍救續的子民啓示袍的律法：「我是耶 

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爲奴之家領出來」 ，袍在出埃 

及記二+ 章 2 節這樣說。那是袍施行審判和救續奇踏的一 

個典型的例子，也就是九十八篇 1節所說的奇妙 的 事 。接 

著 ，出境及記二十章的神便宣告袍的+ 誠 。九+ 八篇 2節 

說 ，那位剛才發明了他的救 恩 的 ，現在顧 出 他 的 公 義 。雖 

然頒布律法那場合是莊嚴和令人生畏的，但對神的子民來 

說 ，當他們掌握了其中的含義後，他們便發起 大 架 、歡呼 

狀 領 （詩九 + 八4 , 在詩九+ 七 1〜2也出現過） 255

3. 一篇適合新約信徒的詩

對基督徒來說，唱新歌的理由是因爲耶穌的福音臨  

fi]。他們明白，所有適合唱九+ 八篇的舊約場合，都指向 

恥預言的應驗：即是救世主的降臨。

爲了某些原因，華滋根據九+ 八篇第二部分寫的詩歌 

(由第4 節開始），在過去一百年並不受重視，但現在卻 

/|:一般聖誕歌曲裡經常出現，「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大



地迎接她王。」 （Joy to the world I ) 聖誕的喜樂與棺欄 

主曰的歡呼相應；在那一天，撒勉利亞書九章9 節的預言 

被 應 驗 ：「耶路撒冷的民啊，應當歡呼！看 哪 ，你的王來 

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旦施行極救，謙謙和和地騎著

驢 ....」一一那是另一個像九十八篇所描寫的，也是相同

用字的救主來臨（歡 呼 、王 、來 、公 義 、極救）。

當 然 ，當我們唱 <新歌頌〉時 ，我們也應該記住另外 

一個來臨。藉著基督的道成肉身及所有在福音書中記錄的 

事 件 ，以及神差遣袍的聖靈進入袍的教會，又差遣袍的教 

會進入世界，神以薪新的方式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 

眼前顧出公義（2 節 ）。但 是 ，一個含義更深遠的更新， 

在未來等著我 們 ，就是當袍最終要審判遍地時（9 節 ）。 

爲什麼是大地，而不是那些居住在大地上的人，要爲主的 

來臨而歡呼呢？爲什麼河流要拍手，大山要歌唱呢？因 

爲 ，如保羅吿訴我們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 

直到如今」 ，它 們 「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 。羅馬書 

八章18〜22節那段經文譲我們看見，大自然世界的現況和 

將來的結局，與人類的現況和將來的結局是息息相關的。 

亞當的罪不但影響了他的後裔，也影響了他的環境。只有 

當菲最終被消除後，世界才能被更新。因 此 ，聖經的一端 

解答了聖經另一端的問題：神在世界開始時，在伊甸園中 

向人說話：「地必爲你的緣故受咒l a。J (創三1 7 ) 袍在 

世界結束後，在天堂時再說話：「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

(啓二H 5 )

華 滋 ，以他一貫遼閲的視野及深切的洞見，早已透析 

在九十八篇背後隱含的，新約這兩次的來臨，及其帶來的

釋 放 ：「袍 來 ，使袍的祝福廣流遠至任何咒 1目所達之 

處 。」在 <新歌頌〉中 ，我們看見一種過去對那眞實的、 

有效的將要來臨之事的慶祝，這是正確的。我們說，這些 

也是將來盼望的肯定，同樣是正確的。 「證明這事的說： 

是 了 ，我必快來。』阿門。主耶穌啊，我願你來！」256

九 十 九 篇

還有一篇詩是由耶和華作王這些字開始的。第一篇由 

這些字開始的九十三篇，是+ 分積極的，接著那一篇很戲 

劇化但很喜樂的是九十七篇；這一篇是第三篇 ' 旣撲實無 

華又生氣勃勃。

1 . 聖 哉 、 聖 哉 、 聖 哉

神的聖潔是舊約和新約聖經中，天上三重宣吿的主 

題 ：「聖 哉 、聖 哉 、聖 哉 ，主神是昔在、今 在 、以後永在 

的全能者。」257

在九+ 九 篇 ，我們也看見這三重的宣吿。第 3 、5及 9 

節都以這宣吿作結束，它們像是這詩三個段落的副歌，因 

此也作爲這三個段落之閩的分隔者。另一方面，這些段落 

明顯是非常不均等的。或許詩人的原意是將這篇詩分爲兩 

部 分 ，這兩部分就比較句稱，而副歌則比較長：如果是這 

樣的話’第 9 節便回應第 5 節 ：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 

神 ，在他腳覺（他的聖山）下 拜 ' 因為耶和華一~我們的 

神本為聖！

一個和上述兩種說法都不同的結構最適合這裡的解



釋 。這種結構是比較複雜的，但它的複雜性不會超過那種 

我們熟悉的、英國聖詩的詩韻（metrical pattern ) ，這種格 

式通常被稱爲64.64.6664。258在這格式中 '第一個偶句（以 

九+ 九篇爲例，是 1 ~ 3節 ）與第二個偶句 ( 4〜5節 ）和第 

四個偶句（8〜9 節 ）相 應 ：第三個偶句稍微不同（6〜7 

節 ） ，它出現了一些變化，但也很自然及整全地將詩引入 

第四個偶句去。

聖這宇是整篇詩的第一、二及四部分的高潮，而這些 

部分都包括一些直接向主說的話。它 們 把袍和錫安（2 

節 ）、雅 各 （4節 ）及以色列（8節 ）這些名字連在一起。 

第三部分我將分開考慮它。它譲人好奇的地方是，它不但 

提到摩西和亞倫（在這組關於出埃及事件的詩中，看到他 

們的名字並不奇怪），並旦提到一位令人感到意外的、屬 

於一個比鞍後期時代的人物，即先知撒母耳。

2.称的名字、妳的作爲、称的回應

詩人在1〜3節說的，是關於袍大而可畏的名。願萬國 

都來讚美它；並不是因爲袍作了什麼，即 ，不是因爲视作 

爲創造者和救睛者的名字，而是因爲袍的本性。總而言 

之 ，我們要宣吿袍的聖潔。

我們必須指出，這是萬國不願意接受的事實。這事 

實—— 袍是聖激的、是與衆不同的，而且至高無上；袍是

獨特的 ，並且在袍的獨特中對人有耍求----只有袍自己聖

潔的子民看得見，並對袍這些屬性作出回應。世上其他的 

民族只願意承認袍的存在，承認起碼袍跟其他神一樣，擁 

有一定的神性，甚至承認袍是primus inter p a r e s。但要承

認袍是如此聖潔？不可能。

然而视的作爲是無可否認的。在 4〜5 節 ，詩人向袍 

說 ：称堅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義。就是那些嘲 

笑基督徒的標準，說他們是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價 

値觀」的 人 ，也會說他們尊重「登山寶訓中的原則」 。當 

主根據那些原則來引導我們的生活時，我們也就作出公平 

和公正的事。聖潔的神在袍的子民中塑造出聖潔，這對任 

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來說，都是明顧的，iE是我們在九+  

八篇4〜6節中看過的。

我們暫時不談在第6 節中所提那些著名之神的僕人； 

在這裡，我們只想提一點：詩人在第》節中說的，是關於 

神對他們的回應。你應允他們；你是救免他們的神 '卻按 

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袍是那位會懲罰自己的僕人，而赦 

免罪人的神；而旦在作這兩件事時，是按照厳格的公平原 

則 ：因爲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 '视同時都是公義的神，也 

是那位稱投向袍憐惱的人爲義的神。

3.摩 西 、亞 倫 、撒母耳

第 6 節是另一個在詩篇第四卷和出埃及欽事之間的聯 

繁 。關於後者，我們假設是在住棚節中朗讀，我們已來到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直到這裡，摩西幾次獨自被呼召，在 

西乃山密雲遮蓋的峰頂上，與主相遇。但這一次的邀請卻

‘樣 ，「你和亞倫‘ 都要上到我這裡來 (出

二+ 四 1 ) 。摩西和亞倫兩兄弟，還有亞倫的雨個兒子及 

七+ 位以色列的長老往山上去，而聖經吿訴我f n ，在一個 

極奇妙的景象中，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出二十四10) 。



詩入想帶出的重點，是人可以接近神。第 6 節呈現在 

我們面前的，先是摩西一他是先知也是祭司，在這雨個 

角色中，他同時代表神向著以色列人，也代表以色列人向 

著 神 ； 然後是亞倫，第一位正式被委任爲大祭司的人： 

然後是撒母耳，他是繼承摩西，有摩西那樣地位的先知。262 

他們三位都是中保，他們都禱吿而旦發預言；他們是神、 

也是人的代言人。263

我們可以說他們三人都有這經歷：每一位都會經求告 

耶和華’他就應允他們；他們也代表所有曾經有過這經驗 

的 人 。當然從雲中來的聲音已經向他們說話，284因爲神永 

遠都是先採取行動的，而恩典一定是在信心之先。當他們 

在禱吿中尋求袍時，那聲音回應他們，賜給他們法度和律 

例 ，他們要按著這些法度和律例而活。聖潔的神要求袍的 

子民也要聖潔。這篇詩把那古舊的故事跟現今的現實連於 

一 起 ；畢竟這是一個像住棚節這樣的節期其背後的意義， 

就是譲那些董要事件的回億在我們的腦海中保持鮮活。神 

對我們的要求—— 要聖潔—— 在今天和過去一樣，從未改 

變 過 。

一 0 0 篇

這一篇詩雖然只有幾節經文，但卻譲歷世歷代無數的 

人爲它著迷。它的吸引力長存，正如主立約的慈愛及信實 

存到永遠…樣 （5節 ） ，是直到萬代的。

I.在舊約時代

就像出埃及詩集其餘的部分一樣，這篇詩也回顧摩西 

的時代。我們是他造的，不是指人類，而是指以色列國， 

神在西乃山上所建立的，袍自己的國家。袍引領袍的子 

,1:〈走過嚷野’袍視他們爲袍草場上的羊。袍盼咐他們爲袍 

的約値搭建院；就如九+ 九篇6〜7節令人想起出埃及記二 

h四 章 ：同樣的’ 一 0 0 篇 4 節也和出埃及記二+五至三  

I-一章相應。

作爲另一篇「進殿禮儀」 （像 + 五及二+ 四篇），這 

篇詩也可能是朝聖者在到達耶路撒冷的聖殿時經常唱的  

詩 ，無論這聖殿是所羅門或是在被擴歸回後重建的那所聖 

j段 。在某階段，一 0 0 篇被放在它現在的位置，先是在君 

王 詩 （九十三至九+ 九篇）之 後 ，然後在第四卷的九+ 至 

一0 六篇的出埃及詩組之中，最後成爲我們所知道的詩篇 

的一 部 分 。 一 0 0 篇所用的語言和它伴隨的詩篇所用的很 

相 似 ，尤其是九+ 五 篇 ：在那篇詩 (及其他地方），我們 

已見過以色列的創造者及牧人’遺有她以感恩和歡呼的聲 

音進入袍的臨在，這些詞句 r

2.在新約時代

以色列王國的瓦解，以及數百年後，第二聖殿的被拆 

毀 ，都表示到最終，我們都不可以從字面來解釋主的寶座 

或是袍聖殿的院宇。但後世的人仍然熱心玲誦一0 0 篇 ， 

包括猶太人、基督徒、中世紀的教會，然後是+ 六世紀宗 

教 改 革 的 教 會 。後 來 ，它 被 編 入 英 國 聖 公 會 的 《公禱



書》 ，被 稱 爲 〈歡呼主日頌〉 ’並且和其他雨篇並列： 

〈都來頌 > (九+ 五篇 ）反 〈新歌頌〉 （九十八篇）；同 

時 ，一 0 0 篇也被改寫成聖詩，被編在所謂詩篇的舊版本 

中 。作爲一篇那時候譜成的英文聖詩，它是在四百五+ 年 

後我們的聖詩集，其中一首佔有穩固地位的詩（並且被配 

以原來的曲譜、那古舊的一 0 0 篇 ！) —— 這即是克施 

( William Kethe ) 的 < 住在地上的萬民〉 （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 °

許多年後，華滋寫了他自己的版本，經過約翰•衛斯 

理的濃縮和修正，它的開頭是「在耶和華大而可長的寶座 

前 」 （Before Jehovah's awful throne ) ，這首聖詩也流傳到 

後 世 ，它非常値得流傳下去。當我們看到一首聖詩的作者 

旁邊所註明之寫作的日期時，我們正確的回應不應霞是： 

「咬 呀 ！多麼古老，簡直不可思議！ J 而 是 ：「它能流傳 

那麼久，一定有它特別之處。」

3.在我們的時代

它的確有其特别之處，不管我們熟悉的是哪個版本的 

一 0 0 篇 ，我們都會留意到它異象的廣大。

開始時它有三個呼召一一來歡呼、來敬拜、到主面前 

來 。之 後 ，是一個關於主的宣吿，吿訴我們爲什麼應該這 

樣 作 。那格式是重複的：我們要進入袍的門、感謝视、稱 

頌袍的名，然後又是一些關於神的事實，來說明爲什麼要 

這樣作。

我們可以說，1〜2節是我們語言的表達，我們行爲的 

順 服 （在這裡的敬拜是關於事奉），265以及我們心的渴

慕 D 這三者之共同點應該是喜樂：如果我們認識第3節的 

神 ，我們便有喜樂。出埃及的故事解釋了這一節’它吿訴 

找 們 ，惟一的眞神是那位在荆棘叢中（出二 15 ) 菩7K自己 

riv t 、耶和華、那救噴者（這是我的名 '直到永遠；這也 

M 我的記念 '直到萬代）的 神 。袍使以色列成爲袍「聖潔 

的國民」 、成 爲 「屬他的子民」 （出十九5〜6 ) ，而以色 

列民是袍的羊群，已應用在七+ 八篇52節 ，特别是應用在 

她引領袍的子民安全經過晴野的事件上。

何 等 的 能 力 ！如 此 的 看 顧 ！現 在 ，在 视 的 面 前 （4 

節 ) ，视的朝皆者帶來感謝和讚美，是因爲我們所知道 

fi勺、 袍的能力和眷顧背後三個偉大的事實。袍作了這一切 

的 事 ，是出於袍的恩慈、袍立約的愛及袍的信寶 °

總括而言，這篇詩有六個呼績：歡 呼 、事 奉 、來 、進 

人、感 謝 、讚美一一或許我們可以說有七個，如果我們包 

括第3節 中 的 r曉得」 。但這些呼聽是向誰發出的呢？

這篇詩是在神子民的團契中吟誦的，因此是我們彼此 

之間在說這些話。但這些呼織也是向全地發出的, 它的信 

息和 萬 代（1 、5 節 ）都有關係。它推動猶太人要伸展出 

去 ，接觸外邦人；它把挑戰放在教會面前，要她向世界傳 

揚 主。對改教者來說，它給予他們一個「住在全地萬民」 

的福音，因而砍破那不屬靈的祭司制度的勢力。它帶給人 

盼 望 ，叫人不但能夠盼望一種新人類的來臨，更盼望一個 

新天新地的來臨。

我經常爲以下的事感到驚課：在+八世紀早期那文雅  

有 禮 、著董外表的文化（華滋的時代）竟然産生了如此氣 

勢镑禱的作品來：



称的命令寬閩如世界；

称的慈愛廣大如永值；

称的真理髮固，如绝立在替石上，

即使歲月不再流轉，

称的真理依然堅定 D

華滋和他的非英國聖公會的會衆，不曾這樣唱〈歡呼 

主曰頌 > ，但他和他們對袍的偉大都有一定的領悟。

一 0 —篇

作爲一篇大衛的詩，而旦是充滿了爲自己的無辜和良 

善申辯的一篇詩，一0 —篇爲什麼會在這裡出現？它跟其 

他與它相似的詩（如在第一卷的+ 七或二+ 六篇 ) 爲什麼 

隔得那麼遠？

當我們回答以上的問題時，我們是將詩人最近一次自 

以爲是的行動，從摸糊不清轉成明朗化。它將一道強烈的 

光芒射進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禱。

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這篇詩裡五個重要的字上。

1.減絕和伺候《5 、6 、8節 ）

我們發現，原來詩人是一個處於尊貴地位的人，他有 

能力減絕護誇他的鄰居（5 節 ），誠然就是所有作惡的人 

( S節 ） ：他也是一個被其他人伺候的人（6節 ）。在舊約 

時代的以色列，這當然是王，因此一 0  —篇跟九+ 三至

- Q O 篇的君王詩並列是合理的。

像在第一卷一樣，完 全 （無可指摘）不應該被等同於 

「無情」 。相反的，它表示的是一個堅守原則、看重誠信 

1'|勺人。對 王 來 說 （正如柯德納說的），這表示他是一個 

「看重政府要廉潔，要求從上至下的官員都要誠實」的 

。266簾言往往這樣結合實際面和原則性，並且在許多地 

75和這篇詩互相呼應。

蔵言的句子通常是短小精t旱的；在這篇詩裡我們也看 

兒這類句子，因 此 ，這詩的結構比較不像一棵樹的有機成 

長 ，而比較像一座建築物的完成，詩的行數等於建築石

塊----兩行兩行地放在一起，或是四行作爲一個單位。它

共有二+ 八 行 ，因此有七個四行的段落。以下是其中一種 

把這些段蔣合併’形成更大單元的方法。

開頭的一個段落（1〜2節 上 ）引入信實的主題：那完 

全的生命、立約的愛及公義，都是神統治的特色，這些特 

性應該是王的統治之基要部分。

接著的三個段落（2下〜5節 ；留意在這幾節中2下〜3 

節上的完全）是關於王個人的價値觀。在這裡的鐘字是連 

結這三節的心這個字：他渴望有完全的心 , 遠離脊曲的心 

思 （新標準修訂本這樣翻譯），也不容忍高傲的心。

最後三個段落（6〜8節 ：留意第 6節中第三個完全） 

表達了他在公開生活中的政策，也就是他對他下屬的要 

求 。他們的行爲必須是完全的，正如他要求自己的生活完 

全一樣。割於結束的幾行，亞 倫 （Allen ) 有這樣的想像： 

他是主審官，在 主 持 「他經常在早上舉行的審訊」 。當他 

作判決時，他顯示了「他對高道德標準的委身」 。268



2.什麼時候？ <2節 〉

關於這篇詩原來是在什麼時候寫成、在什麼時候使用 

這 問 題 ，不同的解經家有不同的看法。關於使用它的場 

合 ，可能是一個週年的王室禮儀、一次君王的登基典禮； 

至於寫成時間，可能近至公元前第二世紀的馬加比時代， 

或是遠至公元前H 世紀大衛的時代。我們可以想像大衛 

在第一卷其中一篇偉大的詩篇中响喊，「我在急難中求告

耶和華... 他…… 使天下垂 '親自降臨....」 （詩十八6 、

9 ) ，大衛這P刚咸是一種感恩的表達，他感謝神聽了他在 

這一篇中的呼求：你幾時到我這裡來呢？ （詩一0 — 2)

但這呼求本身並不能將…0 —篇轉化成一個人在危難 

中的申訴，就如許多解經家所認爲的。 這篇詩比較像+  

五或是二 + 四 篇 ：在那裡，大衛剛在耶路撒冷登基，並且 

渴望把神的約權接回來，作爲神在视子民中臨在的具體象 

徵 。撒母耳記下六章的事件是道些詩篇適切的背景，而旦 

也是大衛的禱吿：你幾時到我這裡來的答覆。

那是大衛的統治美好的開始， 是時間流逝，大衛清 

楚看見，蓮他也不能達到他給自己和他的繼任人所設立的 

崇高標準。自從聖經的時代開始，許多王國中，王室是將 

王的家族和國家政府合併的：第2節的家是指前者，而第7 

節的家則是指後者。大衛在他的私生活中並不完全（2

上〜5 節 ）。他的確有將邪僻的事—— 通 襄 、謀殺- '擺

在他眼前；他沒有遠離他那背逆的兒子，也沒有減絕國中 

的惡人。同樣的，他公開的生活（6〜8 節 ）也是一塌糊 

塗 ，他幾乎失去了自己的王國，就如撒母耳記下詳細告訴

我們的。

但大衛王朝的失敗，並不能證明大衛的理想是達不到 

的 。反 之 ，這些失敗指向一個將來的君主，一位尙未出生 

的大衛之子，對於他，神可以說：「他一切都作得好。」 

有一天，他不但要審判以色列，也要以公正審判世界。

3.毎一個早晨《8節 ）

在舊約的時代，王室的公衆角色是王在政府和司法制 

度中的參與。在英國，涉及議會和法律的事情，我們仍然 

用 「高等法院」這名詞。在第 8節 ，我們看見大衛每天早 

晨都作以下的事，是 《公禱書》稱 爲 「懇治那邪惡的、並 

且 維 幫 〔神的〕眞正的—— 虔誠和德行」的 事 。

旣然當我們讀第四卷的詩篇時，不斷地想起出埃及的 

故 事 ，一 0 —篇 8節會讓我們想起出埃及記+ 八章 13節 ： 

作爲一個審判官，摩西比大衛多走了一步，他每天都坐著 

「審判百姓…… 從早到晚」 ！（他的岳父勸他在未把自己 

累壞前，把工作分給別人）。但這裡顯示的，不只是一個 

法律制度的制定那麼簡單，還有更深層的意義。這裡的重 

點 是 ：在大衛和他委任的人推行管理和施行法制時，他明 

白他自己對他子民的實任。神要他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

....而大衛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詩七十八71〜7 2 ) 。

再 者 ，在前些時候，我們讀過出埃及記+ 八 章 ，而我們讀 

過的和住棚節有關的經文，將我們帶到出埃及記三 +  二 

章 。在那裡可以找到什麼呢？從西乃山下來的摩西，他發 

現神的子民向一頭金牛積下跪，他馬上向那些犯罪的人秉 

公 義 、施行懲罰，並且析求神赦免他們。



摩西在金牛情事件中所作的，正是詩人在一0 —篇極 

想表達的關切：在社群中需要有公義。公義不但引導人的 

生活方式，也引導他們領袖的心思意念。有人宣稱，政治 

家的私生活並不影響他的公衆實任，這是何等荒譲的話！ 

如果他們的配偶也不能信任他們的話，爲什麼其他人要信 

任他們呢？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到教會，以及任何一個 

對其他基督徒都有責任的基督徒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了 D 我們都需要被饒恕，因爲我們並沒有充分地關心對彼 

此的公義；我們更需要被饒恕，因爲在私 生̂ 活 中，我們往 

往譲標準下滑：在這些時刻，沒有人看得見我們，只有神 

知道我們的所思所爲。

大衛在這篇詩中所表逵的理想仍然是持义不變的。今 

天 ，主可以把過去的汚點洗刷乾淨，那挑戰又重新擺在我 

們面前。

一  0  二篇

許多人都覺得這篇詩很熟悉，不但因爲它的開頭是禮 

儀的形式：「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容我的呼求達 

到 你 面 前 ！」而旦也是因爲我們在詩篇的別處已經見過  

1〜2節中那個短句；此外一0 二篇的其他部分也讓我們想 

起較前面的詩篇。

然 而 ，那特別的標題開始了一篇總體來說，同樣的是 

很特別的詩篇。

1,三篇短詩

最簡單和最明顧的分段方法，是把它分成三部分：

1〜11節 、12〜22節 、23〜28節 。乍看之下，它們是多麼 

地不同，以致幾乎可以被視爲三篇不同的詩；但 是 ，如果 

我們眞正用心以現代的方式，爲每一篇詩想一個題自時， 

我們畢竟會在三者之間，找到一條連結它們的線索。

頭 ^■̂一節似乎是一個病人的禱吿。他不但深深感受到 

他的病症所帶來的種種痛苦，也有被隨離的感覺；感受更 

藻的是，他覺得生命正漸漸溜走。這部分由這感覺開始， 

也由這感覺結束，我們可以稱之爲「那消逝的日子」 （3 、

11節 ）。

接著的H 節看來是一些完全不相關的事：錫安的重 

建 ，這也不是一個祈求的禱吿，像第一部分那樣。反 之 ， 

它是一個預言，最起碼是一種充滿信心的期盼，相信神要 

在袍棟選的時間內復興那城，再次譲全世界都認識它。這 

預言將要應驗，確實到一個地步，我們可以稱這部分爲 

「那指定的時刻」 （13節 ）。

最後六節雖然跟第一部分的精神面貌相似，但似乎完 

全關於神本身，尤其是關乎袍是那位永生神，那位創造世 

界 、乂有一天要把它帶到終結的神。與我們這世界的生 

命 、我們種族的生命（更邊論一個個人的生命）不同的 

是 ，袍享有的，是沒有窮盡的永恒，這也就是我們的第三 

個 標 題 （27節 ）。



2.三種背景

我們不知道詩人是誰、他生於何時。詩的第一部分也 

可以是希西家王在他因病快死時所寫的禱吿，272惟一的分 

別 是 ，在他統治猶大的年間，耶路撒冷只是被敵人圍困， 

而並沒有像這篇詩的1 4 ~ ],6節所說的那樣被破壞。第二部 

分聽來比較像被擴的時代—— I易安的塵土（ 14節 ）和尼希 

米回到耶城重建城牆時，到處見到的「灰土」 ，是同一個 

字 273̂ 余了他的回歸和被囚之人被釋放完全無關（20 

節 ）。

由上面的討論看來，寫作這篇詩的背景對我們的幫助 

不 大 ，因爲我們實在不能肯定那是什麼。另外一種歷史背 

景 （雖然同樣不能被證實）卻顯得有可能，而且引起許多 

聯 想 ，這就是將一0 二篇包括在詩篇的第四卷中，放;f王那 

個有關出埃及與住棚節的系列當中。

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摩西肩負了雙董的實任：施行 

審 判 ，又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積後，向神求憐懼 (一 0  — 

篇 ）。出埃及記三十三章述說神好像要在以色列人的旅途 

走到一半時，便要放棄他們：摩酉祈求神不要這樣作，而 

神答應他 , 要繼續看顧袍的子民，並旦兽示了袍那偉大的 

名字一 ~ 耶和華。我們將要看到，在一0 二篇同樣也有這 

些主 題，兩者之間的主題是平行的。

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很多地方被新約作者引用（來 

一 10〜12 ) 。一0 二篇和希伯來書一章10〜 12節之間的平 

行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希伯來書是在這篇詩許久之後寫  

的 ，正如出埃及的事件是在這詩寫作之前發生的。就算是

這 樣 ，我們也可以把這封信想成一種「背景」 ： 

希伯來書一章、一0 二篇及出埃及記的欽述一

I 二有 

-表達了神

在所有聖經背後之一致性的計晝。我們不應該以爲希伯來 

書一章中被引用的舊約經文「只是一些斷章取義被抽出 

來 ，爲了證明某事的經文J :像 古 丁 （ David Gooding ) 說 

的 ，眞 相 「恰恰與這種想法相反」 。27巧n果希伯來書的作 

者在引用一0 二篇其中三節時，其實是想到一0 二整篇的 

話 ，作爲基督徒的希伯來書作者是爲一0 二篇提供 / 合理 

的背景。

3.那座消逝的曰子（1 ~  11節 〉

「疾 病 、軟 弱 、漸 瘦 、痛 苦 、不 眠 、憂德、被拒及沮 

喪 」一一柯德納如此列出詩人的闲擾。275這困擾所帶來 

的 ，另 兩 種 結 果 ，在這篇結合窝作技巧與情感的詩中， 

佔 了 重 耍 的 位 置 。在 詩 人 所 使 用 的 一 連 串 的 明 瑜 中  

( 「如 」字出現了八次），在詩的中間，出規三次表達了 

他的被孤立（6〜7 節 ） ，而其他出現於詩的開頭及結尾 

的 ，都表達了他的生命是如何飛快地消逝。

旣然頭兩部分其實並不是兩篇分開的詩，而是邏輯地 

或明顯地連結在一起的話（我也如草枯乾〔H 節 〕 ，惟 

你 一 耶 和 華 必 存 到 永 遠 〔12節 〕），詩人的原意是否第 

二句是第一句的解決方法？如果是，似乎也起不了什麼安 

慰的作用：「我站在死亡的門前，但知道称無論如何是永 

遠活著這事實，的確令我感到釋然！」277

但 是 ，如果詩人相信那位永活的神將要重建錫安'並 

且在桃的榮光中顧現，而他卻沒有機:會看到這一切的話，



那 麼 ，無論他在第一部分的難受之處是什麼，也沒有比這 

事情更令他難過了。前面的詩篇顯示過，舊約的信徒在跨 

越死亡的門權時，是準備在另一端找到榮耀的（像在詩七 

+ 三 2 4 ) ，並且要把他們所珍愛的錫安的禮儀留在這一 

邊 ，包括他們喜恍的、錄安的石頭（像詩六 5 及詩一0 二 

14的短句）。

4.那指定的時刻 ( 12〜22節 ）

部分也是一'個父錯配列法：一前一後是主、袍的名 

或名聲及袍的城（錫安城），中間是袍所應允的禱吿（17 

節 ）。它展望未來，那些將要見證這些事件的人會說： 

「看 呀 ！它們發生了。」換句話說，它是充滿著「先知式 

完成時態」 。

13〜1 6 節是往前展望的，它以先知的口吻宣吿說： 

「指定的時刻到了 D 」而主也顯現，並且重建了錫安。 

18〜20節清楚地吿訴我們，這是為將來世代的人而寫的。 

詩人向活在將來的人說，袍已經作了這些事；意思是，從 

詩人世代的觀點來看，袍將要作這些事。

關於這第二篇詩，我們要注意三點：第 一 ，是主的名 

在其中所佔的重要位置。雖然耶和華這名字早在創世記四 

章 2 6節已經被使用，但它的意思要到摩西的時代才被解 

釋 。當摩西在出埃及前，第一次在酉乃山上與神相遇時， 

神告訴他：「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記 

念 ，直到萬代。」 （出三15 ,欽定本、修訂本）。在出埃 

及 後 ，當他再次回到那地方時，神答應在他面前宣吿的， 

也 是 這 名 字 （出三 + 三 1 9，來自在住棚節所誦讀的經

文 ）。 「名字」和 「記念」也包括在這一篇詩中，在第12 

節278及21節的框架內。因爲以一項顯示神的核心眞理是什 

麼的事件，錫安將要被重建和出埃及的事件同樣重要。

我們來到第二點：以色列從巴比倫手中被魅救出來這 

事 ，和她從埃及被極救出來，是平行的事件。這是這幾節 

經文所說的指定的時刻嗎？不是的，這些經文預見的，是 

比以色列被巴比倫所據更大的事。這事包括被判死别的囚 

犯要被極救這事實，他們被一位將要在榮耀中顧現的主所 

極 救 ：這要叫世上的君王來尊崇袍，叫萬民和列國來敬拜 

袍 。

第三點是，這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禱吿蒙應允（n  

節 ）。但這更讓詩人難過！因爲他祈求的，是神現在就應 

允他的禱吿，而神應承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才兌現袍所 

應許的。看 來 ，他的日子將要如煙雲消滅。誠 然 ，他 「生 

命微少的日子漸漸退去，並飛快結束」 ；279讓他感到哀傷 

的 ，不是他的生命短暫，而是他的壽命會被縮短。他使我 

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23〜24節 ，新標準修訂本）。我們由此進入最後一段。

5.沒有窮盡的日子《23〜28節 ）

很多的聖經版本和註釋書都假設，整篇詩都是詩人向 

神說的話：我們很容易理解他們爲什麼這樣說，這似乎是 

讀這篇詩的一個最直接的方法，但 是 ，我們不禁要問，當 

詩 人 說 「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數世世無 

窮」時 ，他 是 否 「只是求神不要太奇刻；要記住袍自己能 

享受永生，因此袍不應該介意一個受造之物多活幾天，這



只不過是人有限的一生之一半而已？」28®

對一 0 二篇其他部分作出重耍評論的希伯來書，在提 

到第24節 時 ，爲我們帶來特別的亮光。可以這樣說，它把 

舞台上的燈光移到另外一個位置，以致把我們以爲已經看 

得很清楚的第24節 ，變得更明亮，讓我們看見它眞正的面 

貌 。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一0 二篇25〜27節的經文是這樣 

開 始 的 ：「主 啊 ，你 起 初 立 了 地 的 根 基 …… 」 （來一

1 0 ) ；希伯來書的作者將一0 二篇24下〜28節的整段經文 

看 爲 ：不是詩人對神說話，而是神向那位彌賽亞說話。

希伯來書那位基督徒作者不是在剪裁舊約的經文，爲 

了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引用的，是基督教誕生前的猶太 

人用的、希II文舊約聖經譯本。意思是說，在基督之前， 

那些住在以色列的人已經明白，一0 二篇其實是有關那位 

要來的彌賽亞。一 0 二篇中的話（像在許多其他詩篇中的 

話一樣），實在是太「大」了 ，並不適合詩篇中那舊約人 

物 的 口 ；換句話說，他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但當彌賽亞 

來臨時 ，這些話卻非常適合袍。 新約說這些七+ 士譯本 

的■譯者是正確的，詩人是在說話，而神也向他說話，赚 

然他就是彌賽亞一樣；而彌賽亞結果是（正如新約神學說 

得一清二楚的）那位在創世之前已經存在的主，是那位神 

藉著袍創造諸天萬物的主。

因 此 ，在這一刻，詩人開始不是憑著自己的想像力述 

說一些不是他能掌握的、更大的事。只有在24節 上 ，他說 

的是自己的話：在這之後，他是在說神向彌賽亞說的話： 

我 說 ：「我 的 神 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然後拖對我 

說 ：「你的年數世世無窮 !你起相立了地的根基…… 天地

要減沒，你卻要長存…… 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現在把整篇詩從頭再讀一遍吧！看看舊約的詩人是如 

何被神引導去說話和特聽。他所說的話預表了另一位（A n 

other ) ，是在他以後才出現的、比他更偉大的另一位。福 

書以及其他的新約書卷（當然也包括希伯來書）吿訴我 

們所有關乎他的事，像 1〜11節說的一樣：他受的痛苦、 

他被孤立、神的盆怒（雖然他不應該承受這忿怒，因爲他 

求曾作過一件錯事）及被縮短的壽命，又像在12〜22節中 

说 的 ：神新的城，以及她在列邦中 被 承 認這 是 他 在 世  

匕的日子時看不見的:又像23〜28節 ，那充滿焦慮的禱吿 

(如果可能，讓他免受這痛苦），以及他的父神保證，他 

和 「〔他〕僕人的兒女」不但能忍受這些苦難，甚至得見 

找們所知道的、世界的未了。

神對袍的兒子那位彌賽亞，和所有屬袍之人的計晝， 

就是如此的偉大！

- 0 三篇

作爲第四卷中大衛兩篇詩其中的一篇，一 0 三是跟 

- 0 —篇相關的；從讚美詩的角度來看，它跟後面的三篇 

相 關 ，這三篇結束了這一卷書。

像許多其他的詩篇一樣，一 0 三篇也有一個交錯配列 

的結構。譬 如 ，開始和結束這篇詩的，是同樣的字。開始 

時重複出現的「凡」 、 「一切」 （all) ，結束時也再次出 

現 。而在第 6及 17節下出現的「公義」 ，爲提到立約的愛 

之第8及17節下提供了一個框架，在框架中間的是第11節 。



另一方面，整篇詩也可以平均地被分爲五個段落。萊特最 

好的聖詩，〈我 的 靈 ，讚美天上的王 > (Praise, m 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 ，282爲我們以下的討論提供了合適的 

標 題 。

1.被救腊、被醫洽、被挽回、被赦免( 節 ）

雖然一0 三篇的標題是「大衛的詩」 ，但跟其他大衛 

的詩比較，它沒有那麼自我中心，它使我們想起可拉詩集 

的風格。283在可拉的詩中，詩人往往是從自己對自己說話 

開始的，像在四+  二篇 5節 ：他的意志向他的感情說話； 

在一0 三篇1〜2節 ，他在鼓勵他的心智一^~一項我們很少 

去 作 、因而損失許多的練習！如果我們肯這樣操練，我們 

會經歷如應展翅上騰（5節 ）—— 這正和一0 二篇6〜7節 

的鶴鹏、鶴鳥和麻雀的垂頭喪氣成爲對比。284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這短句是回應申命記的話（申 

六 1 2，八 11 ) , 並且是詩中的第一條線索’讓我們知道， 

這篇詩是指向摩西的時代。赦免是以色列人經歷的第一樣 

恩 典 ；在出埃及記三+ 二章記述的金牛積事件中，以色列 

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需要神的赦免。我們同樣需要不斷 

地被赦免，但神已應許，饒恕會馬上臨到任何一個願意悔 

改的人身上。

醫治是第二樣以色列人經歷的恩典，也是另一個出埃 

及的應許。285神處理疾病的方法和袍處理罪的方法不同。 

在醫治時，時間是由袍決定的，這一方面聖經說得很清  

楚 。袍往往會延遲這醫治，直到來生那完全的醫治。如果 

這裡的詩人是大衛的話，他完全明白赦菲和醫治之間的分

別 ，神在大衛和拔示巴行淫後，使他的兒子生病，然後死

,；；•：神藉著這事教導他：「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 你

m 得的孩子必定要苑。」

藉著這帶來極大創傷的經驗，大衛深深明白神第三方 

i(ii的 恩 惠 ：他被神從深坑中救拔出來，「神已除掉你的 

'jp ., 」先知拿單吿訴他，「你必不至於冗。」若我們回頭 

# 神在埃及施行的極救，我們看見以色列被神從死的邊綠 

「救續 」 （「用瞻金瞻回」 ，ransomed，這是萊特用的  

, 因而看見「被續回」的 、更寬廣的意思；若我們展 

竭 新 約 「在基督耶穌裡的救讀」 ，287我們便明白「被續 

I函」之更深切的意義。

最 後 ，信徒被神立約的愛和憐惯挽回、滿 足 、更新 。 

神立約的愛和憐惱即是屬天的委身和慈愛，以及神的心思 

和意念。

2.對我們列祖的恩典和慈愛（6〜10節 〉

第 6 節撮要了神救赌的工作，那就是公義，而不只是 

新標準修訂本所翻譯的申冤；像柯德納說的：「袍不但把

錯誤的事情糾正過來 ......袍甚至把整個不對的局面和其

中有關的人扭轉過來。」

「爲所有被壓迫的人伸張正義」成了今天許多用意良 

好的信徒的口號，但如果他們要知道神「爲受屈的人申 

冤」是什麼意思的話，他們必須向那些神在聖殿中顧示自 

己心、意的人~ ^ 就是那些，用聖詩的話說「我們在困苦中 

的列祖」學 習 。說得具體一點，解釋神如何將一切錯誤的 

事糾正，叫作錯事的人董返正途的，是出埃及的故事，那



有關以色列人在摩西時代的事續。在讀詩篇第四卷時，我 

們來到一0 三 篇 ：在讀與這幾篇詩平行的出埃及記時，我 

們來到出埃及記三+ 四章 。在一0 三篇提到有關出埃及歷 

史事積的數節經文中，289重要的一節是第8節 。像它之前 

的八+ 六篇 15節 ，和它之後的一四五篇8節 ，這一節經文 

引用了摩西對耶和華這名字的宣吿。這是摩西最後一次登 

上西乃山時所作的宣吿，它扼要重述了神在袍首次下來關 

懷袍子民的困苦和奴役後「所有公義的作爲」 。 「耶和華 

在他面前宣告：『耶 和 華 ，耶 和 華 ，是有憐懼有恩典的 

神 ，不輕易發怒，並有豊盛的慈愛和誠實…… 』 。」

這吿訴我們，神正在處理的，是以色列人的無的以及 

他們的罪過—— 即是說，他們的所作所爲引起袍對他們的 

憐 惯 ，也引發起袍對他們的怒氣。它吿訴我們，袍是審判 

官 、也是救瞻主，袍控訴他們，但也極救他們。视 「慢慢 

謎 責 ，卻快快祝福」 ，如聖詩所說的：袍 「不常責備」 ， 

袍以審判官的姜態出現只不過是「暫時的」 而袍作爲 

救睛主的屬性卻是長久的。

3.袖知道我們軟弱的性情（11〜14節 ）

在 6〜10節 ，詩人關心的，是神對袍子民的罪和他們 

的無助之對待的方式D 如今在11〜14節 ，他吿訴我們，從 

他們 的 角 度 看 又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或 許 可 以 說 ，從我們的 

角度看，又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是我們的過犯（12節 ），一個回應第10節中的罪 

過和罪孽的字，因而又令人回想到三+ 二篇 1〜2節及出埃 

及記三+ 四章7節 上 。292將一切的錯糾正過來的是袍立約

的 愛 ，而不是我們嘗試作出任何續罪的行爲：至於糾正錯 

誤的方法，我們要在别處尋找答案：詩人所關心的，是事 

實本身。 「像天離地那麼高」—— 消除我們的罪那艱難的 

工 作 ，是需要多麼偉大的愛啊！結 果 是 ：像東離西那麼 

遠 那 救 續 的 工 作 是 何 等 的 有 效 啊 ！ 293

和這距離對應的意象是一種親密的景象。表達主如何 

關切我們的無助，是一幅描寫家中親情的圖晝，父親如何 

憐恤他的兒女。雖然現代評論者覺得這幅圖畫有點過時， 

不太眞實，甚至是令人不安，但我們不應該更改，更不應 

該癖棄這幅畫像。這樣一位父親深入了解他的兒女，雖然 

他對他們有很高的期望，他也容許他們犯錯，因爲他包容 

他們的軟弱和不成熟—— 用萊特的話說，他 包 容 「我們軟 

弱的性情」 。

4.凡人興起又減亡，神永遠長存《15〜18節 ）

萊特將這一段落和其他的段落一起放進聖詩裡面，但 

現代的聖詩卻往往跳過這些句子。萊特這樣寫：「脆弱如 

夏天的花，我們發旺，風一吹過，它便散去。」

可 能 這 是 他 整 首 聖 詩 寫 得 最 不 好 的 一 節 ， 也 肯 定 是 包  

括 了 寫 得 最 不 好 的 一 句 ：「當 凡 人 興 旺 又 消 減 時 ，神卻持 

續 長 存 。 」 無 可 否 認 ， 詩 人 說 的 比 萊 特 寫 的 強 烈 得 多 ， 但  

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互古到永遠；他的公義 

也歸於子子孫孫。沒 錯 ，在出埃及記三十四章關於神名字 

的 宣 吿 ， 以 及 在 第 二 條 誠 命 的 兩 處 都 說 明 , 2 9 4 會 影 響 三 、 

四 代 的 ， 是 袍 的 刑 罰 ， 而 不 是 袍 的 愛 D 但 就 算 是 在 那 三 處  

地 方 ， 袍 那 千 代 的 愛 眞 正 的 意 思 ， 可 能 是 另 一 處 經 文 ——



申命記七章9 節 ，那一節所指的是說，「视的愛 / 約」一 

直 延 伸 ，不只是到三、四 代 ，而 是 （像新國際本所指）會 

到千代 ：「愛 我 、守我誠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 

千代 。」295

和神這應許比較，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今天遺在這 

裡 ，明天便離開。人的生命就如野地的花，這意象不但出 

現在先知書和福音書一些著名的經文中，296也出現於這一 

卷的第一篇（詩九 + 5 〜6 ) 以及更接近的一0 二篇 4〜U  

節 ，當然也出現在這一篇裡。

如 果 「凡人興旺又減t ，神卻存到永遠」這一短句中 

的比較，對在一0 二篇H 〜12節的詩人來說並不是一種太 

大的安慰的話，297那 麼 ，何以見得一0 三篇的詩人又會有 

不同的感覺？然 而 ，這兩篇詩的語調是截號不同的。詩人 

感受到神愛的保證及其眞實性，也明白這保證對他和他的 

後裔同樣眞實；這認知使他的心靈輕省不少。可能在一0  

三 篇 ，他掌握到一0 二篇23〜28節中有關彌賽亞那核心的 

觀 念 ：那壽命減少而死去的那一位，袍的年日又會直到世 

世代代。這矛盾對那些屬於袍的人也同樣眞實。耶鮮所吿 

訴我們的這個復活的教義，早已隱藏在出埃及記三章15節 

裡 。298這是爲什麼這幾節經文在無數的安息禮拜中，成了 

強而有力的、給人有紛望的信息，並且把那些哀悼的人指 

向基督。就是死t 本 身 ，它也不能將那些「敬畏他的人」 

從那存到永遠的愛中拔出來。

在所有時空裡的居住者( 19〜22節 ）

在這最後一個段落的開頭，一 0 三篇再次回應九+.

至一0 0 篇君王詩的主題。特別震憾詩人心靈的，是神治 

理各方一^ 即是萬有、整個袍創造的世界^ 這事實。他 

告訴我們，當他說神治理各處時，他指的不只是這地球隱 

藏的結構，不只是人類社會，甚至不只是整個宇宙（我們 

的星球只是這宇宙中的一小部分）；詩人同時想到的，遺 

有神的天使，雖然他們是令人生長的靈界活物，雖然他們 

是 「存在」於科學觀察範圍以外的靈界之大能者，他們也 

同樣是主所創造的，像我們一樣。

第21節中的緒軍可能又是指天使，但詩人的思想也可 

能是進入那可觀察得到的宇宙，因此當他說諸軍時，他是 

指天上的星星。它們也是神的僕役，意思是，神計晝好它 

們每一個的位置和動作，在太空的各處，它 們 「行他所喜 

悅的」 。299毫無疑問的，到了第22節 ，他呼續每一個被造 

之 物 ，無論是天上的或是地上的，「在所有時空裡的居住 

者 J 包括他自己，都耍來讚美神。

就像一個樂團一樣，它所發出的整體聲音裡面，每一 

個都是必須的：每一個樂手都在那創作者所寫的音樂中找 

到他的滿足。那個最想從心底裡發出讚美的，是那深知自 

己脫離了正軌，但 現 在 （像第一段落那樣坦誠的表達）知 

道自己的一切罪孽都被赦免、一切疾病都被醫冶的那人。

一  0 四篇

第四卷的詩引發起音樂家的靈感，譲他們寫了那麼多 

爲後世傳誦的英國聖詩，這表示第四卷的詩的確有它們過 

人之處。緊跟著 < 我的靈，讚美天上的君王> (Praise, m 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 後 ，是 〈哦 ！敬拜王，所有榮耀 

的使者〉 （0  worship the King, all glorious above ) 。兩首

都是極佳的作品，但它們之間卻有一個分別：萊特對一0  

三篇的演縛是遂步描述整篇詩，每一部分都顧及到：格蘭 

特 （Sir Robert Grant) 對一O 四篇的演譯卻不同，寫到一 

半 時 ，他突然超速前行。他聖詩的第一節代表一0 四篇的 

第 1 節 ；第二節代表詩的 2〜3 節 ；第三節代表詩的 5〜9 

節 ：他的第四節則撮要了接著的二 "一 節 ，而他的第五節 

及第六節是他對整篇詩作個圓滿的結束。

1 .  一 0 四 篇 和 創 世 記

格蘭特對一0 四篇的處理和詩入自己描述聖經的創世 

事踏很相似。很明顧的，那是他的基礎，他根據創世記一 

章中神造萬物的次序來寫這篇詩，這是它一個突出的地 

方 。他根據的是神創造萬物的次序，但他用來描述每一天 

的篇幅和創世記的記述不同。2節上與第一天對應，而2節 

下〜4 節與第二天對應：然後是一個很長的段落：（5〜18 

節 ），是關於第三天的；然後詩人用了五節（19〜23節 ） 

來描述第四天，兩節來描述第五天（25〜26節 ），這只是 

用來描述第四天的一半而已。至於神在第六天造的，即是 

人類及動物，早在第H 節中已經出現了 D

換句話說，一 0 四篇不只是將創世記一章的記述轉化 

爲詩的形式那麼簡單。一 0 四篇 1節中的動詞字面上的意 

思 是 「你己變爲大，你已經以尊榮威嚴為衣服」 ，使這些 

詩和前面的君王彼此呼應。前面的君王詩也說到「已成為 

王」 。我們在討論九十三篇1節時已經提過，耶和華作王、

以威嚴為衣芽上這些字是代表一個行動，而不只是一個 

-中實。 我在那裡說過，詩人想到的，不是一些近期發生 

的 事 ，而是關於創世的事，在這篇詩中，詩人想的，明顧 

V:這 樣 。但一0 四篇也不是在追億一件過去的事，它其實 

m 在慶祝創世對現今世代的影響，這是爲什麼它記述每一 

創世造天的篇幅和創世記一章的記述不同。

2.开珍式與自由的結合

狂想的、跳躍的、自由的：解經家如此形容這裡的詩 

，與創世記一章中那充滿晝像的、莊嚴肅穆的語言截然 

同 。但 是 ，經過之前的討論，我們到現在已清楚知道， 

對詩人來說，自由和拘謹的形式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在 

- 0 四篇中我們看見框架和交錯配列法雨種相關的技巧， 

以及在詩篇中出現的某些输字；由這些技巧和输字，我們 

|谓始看見一個詩的形式，是跟詩人所發展的主題互相配合 

的 。

先談那些输字。在以下的圖表，祝福代表我的心哪 ' 

你要稱領耶和華中的動詞（1節和 35節 下 ）。 在大部分 

(但不是所有的地方） ，造這動詞和作為這名詞代表了兩 

個相關的希伯來字，可 以 用 「製作」 （making) 來涵蓋 

( 「製作」出現在非常重要的第19節 ，雖然在新國際本的 

翻 譯 中 「製作」這個字不見了）。當我們考慮到詩人的主 

題 時 ，地明顯是第三個鐘字，並旦多次出現。 第四個鐘 

字是人，當然是指人類，包括男和女，像在創世記一章的 

用法一樣。

當我們將這篇詩明顯的意思和這四個输字的出現合併



在一起時，我們看見一個異常工整的交錯配列的結構，在  

其 中 ，我們可以看見詩人的思路：由 1〜19節 ，然後又回 

到第35節 。 我們若將整篇詩分爲五部分，又加上經文的 

節 數 ，我們便看見以下的圖表：

祝福 1

製作 4

地 5

地 製作

人 14

製作 19

人 23

製作 }24
地

地 30

製作 3】

祝福 35

3.神的屬性和袖的作爲（1 ~ 4節 》

我的心哪！你要稱領耶和華（1節 ’新標準修訂本）。 

在 希 牆 和 拉 丁 文 中 ，「稱 頌 」的 字 面 意 思 都 是 「說好 

話 J , 雖然這不是希伯來文的同義詞ba-rak背後的意 

思 ，這也是一個描述這字義的一個好方法。如 果 「我說你 

的好話」 '那當然是™ 些關於你的好事情，而不是我說話 

的方式有多好！在聖經中，神首先在創世記一章3節中祝 

福我們：在那裡，袍 藉 著 「說」話 ，把光帶進世界—— 是 

一樣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當我們稱頌袍時，我 們 「是在傳 

揚 〔他的〕美德」 _ 一 些關於袍的好處。

詩人在述說這位神哪一些好處呢？這位神，就是那個 

造天地的第一天造光，第二天造天，及光在天空中讓 

們所看見的一切事物之創造主，袍有聯些好處呢？

無論在古代或規今，許多人說過神是誰，以及视作什 

麼 ，這裡有三個事實：第 一 ，那 些 「看見星宿」 、又 「聽 

1,1.隆隆雷聲」的 ，他們都感受到一種「奇妙的敬畏」 ；他 

們 因 見 到 這 些 景 象 深 受 感 動，因 而 驚 嘆 道 ：「称眞偉  

A: I 」3«6但這樣的讚嘆並沒有說明「那眞偉大的是雄」？ 

fj■許多人有一種泛神主義的想法，他們相信神是「在」所 

fi■的事物中間，或是在所有事物的「背後」 ，但詩人不只 

f'?留 於 此 ，他非常清楚知道第二個事實。他知道那用光做 

服 、以窘蒼做帳蓬、以雲彩鋪設袍宫殿地板的，是那位 

本身就是造光、造弯蒼、又造雲彩的神。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事實是：那位我們覺得袍臨在 

於世界、在我們周圍的神，那位我們相信是藉著袍的權柄

創造世界的神，是那位詩人稱爲「耶和華我的神」的----

以色列的神、聖經的神。袍當然也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和 父 。就是那位「披上亮光、鋪張弯蒼」的 神 。在 袍 ，而 

不是在任何其他神的身上，我們可以辨認到這位創造者的

雨方面 -----■袍在一切的創造物中無所不在：视在造這一切

的事物上無所不能。

4.創造及維聲一個可居住的世界 < 5〜13節 ）

若我們知道，在聖經的時代，一個廣傳的信念是：世 

界之自然及原始的狀態是一片混淹的話，我們便明白爲什 

麼 連 詩 人 們 也 懼 怕 大 水 和 深 淵 （詩四 +  二 7 , 六 +九



1〜2 ) ，並且當看見主掌握它們時'感到安全和快樂（詩 

二+ 九 1 0，九+ 三 4 ) 。這是袍在創世記一章中創造天地 

萬物的第二天所作的，袍把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氣分開； 

並在第三日爲海和地定出界線。因 此 ，是袍把水放在它應 

在的位置上。

詩人如何描述神創造大地呢？他扭轉了外邦人對地球 

的看法。外邦人看地球爲一個脆弱的孤島，被四周潔拜海 

湧的大水包圍及威脅。詩人筆下的地球卻不是這樣的，用 

格蘭特的聖詩說，大 地 是 「由一道不能改變的命令堅立

....然 後 ，〔造物主〕在它的四周撒下了大海，像一件外

袍一樣」 。然 後 ，相當出人意表的，他描述神如何把水差 

遣到他為它所定的位置，這裡用的》並不是完成式的時 

態 ，表示這是一件一次就完成的事，而是未完成的時態， 

是持續進行的時態：神持續譲水留在它的位置上。最好的 

是 ，在 10〜13節 ，他譲我們看見，神具體地操控水對世界 

的 威 脅 ，並且叫它降服在袍的權柄下，爲了完成袍的目 

標 。因 此 ，水成了一種祝福，它成爲衆水，由下面湧流出 

來 ：也是雨水，從上面降下來。

5 . 在 神 創 造 過 程 中 的 人 （ 1 4 〜 2 3 節 〉

第 14節的人和第23節的人爲這中央的部分作了 一個框

架 ，神將月見「安置」在天上，爲定節令，是全詩的中心 

點 。3。7

在這裡，詩人對創世的描述之開始是第三天的第二部 

分 （植物和樹木），及第四天（太陽和月亮）。再次的， 

他作的是把創世的故事和現在拉上關係，他關心的，不是

州m射侯所發生的事，而是現在的狀況。因 此 ，當他看著神 

Yi.m-三及第四日所造的世界時，他已經看見一個住滿了動 

和 人 類 的 地 方 （但其實神要在第六天才造動物和人  

i'i) 。

當他這樣作的時候，他11露了一種連最傲慢的人文主 

義者也感到驚詩不已的看法。這看法不是詩人自創的，因 

他在創世記一章找到這觀點。神在第六天說，袍在第三 

><造的植物和樹木（創一 11 ) ，是爲人的緣故（29節 ）° 

m 在第四天造的，爲了定節令、日子、年歲所作的記號 

( 14節 ) ~—— 太陽和月亮，也是爲了人的緣故，除了人， 

i'a有誰會留意這些記號？ 一 0 四篇這一部分也有同樣的意 

VJ、。神造樹木和植物的目的，是爲了鎭養袍在第六天造的 

!!i/j物和人類 1视造太陽和月亮的目的，是譲那些被造之物 

ff黑暗和亮光、月份和季節的循環。這一切和大衛詩集的 

（一0 四篇之前差不多一百篇的詩）吿訴我們的， 

一 致 的 ，即 ，人 是 神 所 造 萬 物 中 最 寶 貴 的 （詩八 

8 ) 0

這些經文提醒我們，雖然神爲人類及動物王國設計了 

地 球 ，但前者是更重要的。雀鳥和野獸向神尋求食物及住 

處 （21節 ），但人是農夫，不單是一個獵人（14節 ）。神 

腺給人類的、在聖經時代的三種主要糧食■ ■■酒 、油和餅 

( 1 5 節 ），是由神所造的三樣植物製造出來的，即葡萄 

樹 、微積樹和麥：此 外 ，神還賜給人能力，從這三種樹中 

造出食物來。因爲創造者神是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人，因此 

人也成爲一個創造者。



6.完結和撮要（24 ~ 3 0節 〉

雖然格蘭特聖詩的第三節，即關於大地不動搖的一 

節 ，是根據一0 四篇5〜6節 ，它的第一行（「大 地 ，那未 

被述說過的奇妙」 ）是來自第24節 。第四部分是由你的作 

為 （或是 你 的 「製作」）開 始 ，像和它對應的第二部分也 

由你的作為結束一樣，第四部分也給我們對你、所 造 的 （或 

是 「你的豐富」 ） 作最後一警。

詩人最後描述的是大海。有三樣東西馬上吸引我們的 

注意力：第 一 ，當他描述大海時，他關注的，是創造物的 

現 況 ，而不是它如何被創造；那裡有船行走，肯定是一個 

後伊甸的發展！第 二 ，詩人述說創造過程的五天，並旦只 

提到第五天的第一部分，因爲到目前爲止，他對創世的看 

法已經包括了第五天的雀鳥及第六天的動物和人類。

第 三 ，大海對詩人來說已變得很訓服，幾乎是溫和 

的 。就是那大魚，所有海中的魚類之最大的（在伯四H ' 

它大槪是一條鍾魚，但在這裡，毫無疑問的，牠比較像一 

條線魚），也幾乎被迪士尼化了。 牠的確靡大，令人生 

畏 ，但也爲人帶來喜悅：神使桃游泳在海中。大海可能會 

使水揚起（九+ 三篇 3節 ），但混亂已被平定。創造之物 

中最寶貴的人類，實際上也使用大海來完成他們的目標： 

他們的船「將海洋變成航道，而不是障礙」 。

27〜30節摘要說明了主的作爲，袍對整個動物王國及 

其周遭環境的創造。再次看見，詩人關注的，不是神在歷 

史上的作爲，而是袍在現今所作的。所有受造物在有生之 

年 ，都由袍來維聲，他們的生命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

結 束 ，都是由袍決定，袍什麼時候賜下氣息，什麼時候挪 

走氣息。重要的是詩人說的，不是生命和死亡，而是死亡 

和 生 命 ：他的創造主是那位不斷維持人生命氣息的神：當 

一個要過去的世代由另外一個世代接替時，我們看見袖 

「使地面更換爲新」 。

7.長存的和消逝的（31 ~ 3 5節 ）

在這篇詩的整體結構裡，這段經文和開頭的部分對 

應 。第31節中的作爲和35節下的稱頌，與第 1和4節的稱頌 

和作爲是鏡子中的反照。在其他兩個鐘字之中，大地爲最 

後一部分提供了內在的架構（32〜35節 上），而在中間部 

分 （14〜23節 ）的 人 ，一方面是指詩人本身，另一方面是 

指惡人。

信徒對世界的看法和非信徒對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 

當 然 ，他們可能都同意，世界不是長久的，詩人相信一位 

創造世界以致它永不動搖的神（5 節 ）；詩人也相信，只 

要這位神看著大地，然後用某種語氣說話，大地便震動 

(32節 ）。袍能夠、也有一天會拆毀它。但對信徒來說， 

有一樣東西是長久的，那就是主的榮耀。而他對神的讚美 

也是無窮盡（33節 ）一̂ 碼是一生之久，詩篇經常說， 

那生命會超越身體的死t 、甚至是宇宙的死t 。

3 5 節上的話好像一個刺耳的聲音：願罪人從世上消 

減 ，願惡人歸於無有！好像一個古舊的申訴由第一卷中冒 

出來一樣。但若我們看上下文，我們發現這句話其實並不 

突 然 ：這一句話在這裡出現是完全合理的。在伊 匈園 ， 

「不相稱的罪惡撞擊自然的聲音，並旦以雜亂的喧鬧，打



擾一切被造之物向他們偉大的主歌頌之悅耳的音樂。」3" 

罪本身，而不是罪的被除減，就是那刺耳的音調。這是神 

不容許它長久下去的。詩人所期許的，不但是菲，並且要 

罪人都歸於無有。若有人抗辯說，詩入的要求太苟刻，那 

麼神爲這樣的抗辯提供了一條出路，使罪和罪人脫飾，那 

就是悔改和赦免。那些不肯離棄罪的人，只有和罪一同減 

t 。但我們可以說，整體而言，一0 四篇是一幅圖晝，是 

創造的原意，也是一種將來會是這樣的速寫；而35節中刺 

耳的音調，反諷的，是一個小小的指標，指向基督的+ 字 

架 ；藉著基督的十字架，新的創造便會來臨。

8.—0 四 篇 和 出 埃 及 記

第四卷的編輯是否終於拋開出埃及記了  ？答案是 

是 ，也不是。這些詩篇一直跟隨著出埃及的記述，直到主 

的名被宣吿（出三+ 四 6 ) ，一 0 三 篇 8 節所引。但 是 ， 

一0 四篇5〜 18節在回顧創造過程的第三天（記錄於創一） 

時 ，也回顧摩西的事踏；一0 四篇所用的詞句很像摩西在 

申命記八章7〜9節及H 章 n 〜 15節中所說的話；當 時 ， 

他向以色列人對擺在他們前面的應許之地，作了一些前瞻 

性的簡介。在谷中和山上的水泉、麥 、酒 、油 ，和給牛吃 

的 草 ，都在那裡。

可能那就是一0 四篇在住棚節系列中的位置。對住在 

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來說，罪惡和邪惡的張牙舞爪看來永不 

會完結，但那位充滿憐惱和恩慈的神（詩一 0 三 S ) 將這 

些邪惡的勢力消滅，而將一個新生活的可能性，一個神從 

開始便要他們過的新生活，放在他們面前。與將要來臨的

日子比较，「如天覆地的日子那麼多」 。 在埃及爲奴的 

時 候 ，當回顧時，只不過是一段悅耳音樂中一個刺耳的音 

符 ，像一0 四篇35節中最後的一個偶句。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低估對付罪要付出的代價。整體 

而 言 ，出埃授事件是新約救續故事的模範，它各方面都指 

向 h字架 。那被殺的恙羊永遠不會是在天堂的邊綠，而是 

在天堂的中心，但這些內容比較像是屬於二十二篇那類的 

詩 ，這一篇跟新約的關係有點不同。

9 .  一 0 四 篇 和 新 約

新約希伯來書直接引用一0 四篇其中的一句：「論到 

使 者 ，又 說 ：『神以風爲使者，以火歇爲僕役。』」 （來 

一 7 ) ，若我們把它放在它原來的出處（詩一 0 四 4 ) 旁 

邊 ，其突兀之處馬上顯露出來。像神一樣，新約的作者是 

在 「論及天使」 ，他們一向如何被使用，甚至被轉變成 

風 ：但詩人是在談論風，以及它如何被使用，並且被轉化 

成神的天使或是僕役。 但在這一篇詩裡，無論前面兩個 

說法哪個是對，它們都說明一件事：就 是 ，除了袍的兒子 

之 外 ，一切受造之物，無論是有生命的或是沒有生命的， 

都是神所造的，都在袍的權柄下。

無論是新約希伯來書的作者，或是舊約詩篇的詩人， 

他們異口同聲說出的，都是神的屬性和作爲，就是袍至高 

無上的偉大及權能，袍從不倦於使用袍的權能。 「自從造 

天 地 以 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保羅在羅馬書一章20 

節這樣說。被造之物的聲音將一切都說明，並且帶著說服



力 ， 「叫 人 無 可 推 護 」 。

一0 四篇也特别向信徒說話，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鼓勵 

的聲音。因此彼得特別推崇像一0 四篇這樣的聖經教導。 

他 說 ：當神在困苦中的子民，看見袍如何奇妙地創造、並 

且仍然維幫這非常特別的宇宙時，他們應該「將自己靈魂 

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彼得前書四章19節是新約惟一 

一處這樣稱呼神的地方：它的含義是，袍的子民可以信靠 

袍將爲他們作比這更奇妙的事。

易脆又软弱的我們

信 靠 称 ，深 知 称永 不離 棄 我 們 ；

称 的 憐 恤 何 等 温 柔 ，何 等 堅 實 到 底 ，

我 們 的 創 造 者 、維 護 者 、救 赎 者 和 朋 友 ！

一 0 五篇

第四卷的最後兩篇詩是異卵雙生的兄弟。它們被放在 

道出埃及詩集的結束部分是很適當的，因爲這雨篇詩都回 

顧了出埃及的事廣，但一0 五篇的積極口物和…0 六篇的 

消極口吻，雨者之間的對比，是再強烈不過了。

1. 又是开^式和自由

論到詩篇的結構，短的詩往往表示它的內容比較簡  

單 ，但長的作品卻不一定表示它的內容比較複雜。敛述一 

個故事■一~^這是一 0 五及一 0 六篇所作的一一是一個比較

直接的過程。雖然一0 五篇所用的希伯來詩的技巧是很明 

顯 的 ，就像在一0 四篇一樣， 但形成詩的結構的’是故 

事的流程。一 0 五篇和第三卷的七+ 八篇一樣，都是述說 

同一個故事，但後者的欽述方法比前者複雜得多。一 0 五 

篇的欽事形式很簡單而旦井然有序，並旦緊貼著由創世記 

到約書亞記的歷史書中欽述事件的流程^ ■ 雖然一0 五篇 

的作者也作了相當多的剪裁，使整個欽述過程更流暢。

像我們之前說過的一樣，詩的技巧和欽述流程的合併 

往往譲我們看見一篇詩的分段。一0 五篇也是一樣；它似 

乎可以被分成四部分。

在 1〜11節 ，詩人呼織神的子民記念袍偉大的作爲， 

是從袍與亞伯拉竿所立的約開始，尤其是袍承諾爲他的後 

裔預備一個家園的應許。12〜23節先描述亞伯拉罕一家如 

何已經定居在那裡，但他們只是那地的遊牧的寄居者：然 

後 ，這段經文也描述他們如何因爲環境的變遷而移居到埃 

及 。

到此爲止，創世記爲這篇詩提供了背景；之 後 ，詩人 

開始進入出埃及的故事，而24〜36節涵蓋的，是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經驗，直到他們被極救的那一夜，也就是十災的 

最後一災時。

最後一段，即37〜45節 ，記錄了以色列人由埃及回到 

週南地的旅程，即是出埃及記到約書亞記的記述，又記錄 

神如何與袍的子民立約，到如何應驗這約的應許。

2.要記念、要 記 念 （1〜11節 ）

「是 的 ，我記得你的生日！我沒有作什麼來爲你慶



祝 ，但我是記得你的生日的！」

聖經的用語，記 念 （像聽見一樣）不只是一些在頭腦 

裡發生的事，眞正記得、眞正聽見，是表示你因著億起某 

事某人、聽見某事某人而有所反應。

這一段中兩次的「記念」就是最好的例子。當詩人在 

第 5節催促他的讀者要記念時，這是發出一連串的盼咐中 

最後的一個。這盼咐是之前囑咐的總結。「稱謝耶和華， 

求 吿 他 的 名 ，傳 揚 他 的 作 爲 ，歌 頌 他 ，讚 美 他 ，談論 

他 ，」詩人說，「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在他裡面歡喜，仰 

望 他 ，尋求他的面：總而言之，是要記念他。」

要記念袍什麼呢？第 5 節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總 

結 ：袍奇妙的作爲、袍的奇事、视的判語。詩人會在其餘 

部分繼續解釋這三方面；當 然 ，這三方面也在歷史書中 

( 由創世記開始）有詳細的閩述。

第 8節 ，以色列人再次得到神的肯定，神的記念是有 

行動的，不單是記億而已。在這裡 ' 要被記念的，是袍和 

列祖亞伯拉罕、以 撒 、雅 各 ，以色列的祖先所立的約。創 

世記記載了這三件事情。3̂5

我們可能會問，爲什麼詩人要強調立約之中、有關地 

的方面？可能是因爲，神應承亞伯拉罕會有無數的後裔， 

這承諾本身是不可估計的：但對於某一塊地，起碼你知道 

在什麼時候會到達那裡。因 此 「地方」提供了一個架構， 

而在 9〜11節中的承諾，會在42〜44節中應驗，表示神如 

何主動且有效地記念袍的約：而 「人」則付諸行動，他們 

要在經驗中體規在將來的日子要記念的。

3.從咖南地到埃及（12〜23節 ）

12〜15節是創世記總共三+ 章的一個鳥職。 亞伯拉

罕 「蒙召....往將來要得爲業的地方去」 ，新約聖經說，

「他在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 

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遊這個字可能給人一種漫 

無目的或迷失方向的感覺，但他們的旅程並不是無目的 

的 ，他們也肯定不曾迷失方向。詩人要說明的，是神一直 

在引領他們和保守他們。有三個世代之久，他們採取了遊 

牧民族的生活，像早期歷史中的許多民族一樣。

19節的餓荒最後把雅各全家帶到埃及地， 這事 

發生於 神̂在他們以先打發一個人去的許多年之後（17節 ， 

新標準修訂本） ：袍打發的人是約瑟，视使約瑟被他的兄 

弟當作奴謙賣到埃及。 到袍所說的應驗了，袍便結束約 

憩爲奴的日子。所應驗的，是約瑟六個夢中任何一個或所 

有重要的夢一一包括他自己的、與他一同被關的囚犯的、 

埃 及 王 的 夢 藉 著 這 些 夢 ，「耶和華的話」帶著能力臨 

到一個新的世代和一個異鄉的文化。320

法老對他能夠解釋異夢的欣賞，以及他後來在事業上 

的平步青雲、扶搖直上，由寂寂無聞的囚犯到赫赫有名的 

宰相一一這些事是這部分最後三分之一（20〜22節 ）的主 

題 ，跟創世記最後的九章吻合。

第23節告訴我們，神在這些年間的目的是什麼。簡單 

來 說 ，這一節經文是說「這是以色列人如何來到埃及」 ： 

如果退一即是适一段的結束，那 麼 ，它和第12節便爲這一 

部分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框架。那些從進南到埃及的



人 ，當他們在囑野作遊民時，他 們 是 gctrM ；當他們抵達 

逝]南 時 ，雖然在那裡安頓下來了，但他們仍然是 garim。 

今 天 ，我 們 稱 g a r im 爲 「暫時的住客」或 是 「外國居留 

者 」 。新約作者將「客旅」 （aliens)、「朝聖者」 （pil

grims) 、 「寄居的」 （strangers ) 合併起來，3力或許今天 

用來形容這觀念的最佳名詞是「外橋」—— 這名詞的殖很 

適 合 ，因爲這詩說的是神如何將以色列人引領到他們的  

p a tr ia，他們的家鄉。

4.在境及 （24〜36節 〉

因爲詩人清楚地說明他所關切的，是神續和神的判 

新 ，因 此 ，24〜36節中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來插述以色列人 

在埃及那漫長的日子中，最後的一段，也就是+ 災的那段 

時 間 。他們在埃及居留的大部分時間，記錄於兩節經文中 

(詩一0 五24 >25) »這兩節經文先說他們生養取多，這 

是引自出埃及記一章7 節 ；然後再說，埃及政府的態度改 

變 ，及埃及人射他們的奴役一一這是出埃及記一章其餘部 

分的內容。

第26節引進了那時代的英雄：主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及 

袍所棟選的亞倫：像第6節中亞伯拉华和雅各的衆子一樣， 

他們二人都是神所差派來的，像第 17節的約瑟一樣。神如 

何差遣摩西和亞倫這段歷史，詳細地記載於出埃及記三和 

四章 。

差遣的自的是：藉著這些人，神耍在埃及全地彰顧视 

的大能。接著的災難是用詩的形式列出，旣不完全、也不 

按順序。詩人是這樣列出十災的：他將比較早的六項災難

放在第九和第十災之間。到了第九災（28節 ），法老的大 

臣終於明白，他們不能勝過以色列的神，因而勸他與以色 

列 講 和 （ 「在袍將水變為飯及其他神睛後，他們不再違背 

〔神 〕的話了」）。323到了第+ 災 （36節 ） '連法老也明 

白 ，堅持下去是不智的。324與第八災（幢蟲吃盡了他們地 

上各樣的菜蔬，35節 ，新標準修訂本）相 比 ，最後一災就 

更加懷慘。第八災證實臣子的勸告是對的，而最後一災 

(神擊殺他們國內的長子）終於說服了埃及王。

5.從埃及到诞南地（37 ~ 4 5節 ）

一 0 五篇對以色列從埃及回到题南的記述，就像它記 

述其他出境;33：事件那樣精簡。出埃及記接著的七章，甚至 

(可以這樣說）是出埃及記後的三至四卷書，都被濃縮於 

五節經文裡。

詩人刻意漏掉、沒有記述的是什麼呢？是一切負面的 

東 西 。詩人完全沒有提到那旅程，沒有提到它的長度，沒 

有提到因爲以色列人犯罪，所以整個旅程比原來的時間長 

了四+ 年 。詩人也故意跳過一些正面的事件，譬如律例的 

頒 布 、造約植等。

另一方面，詩人所強調的又是什麼呢？是逃離埃及的 

奴 鎌 ，他們的財富和健康（37節 ），他們與埃及斷然決裂 

( 38節 ），以及神如何在他們前往應許之地時，爲他們提 

供一切所需：雲柱和火柱，「夜間的光、日間的遮蔭」 ， 

這是約翰牛頓詩歌中的歌詞，325以及神用神績供應的水和 

糧 食 （39〜41節 ）。

詩人不但把那充滿煎熬、在嚷野的四+ 年 ，用濃縮的



方法把它表達出來，而他們在一片歡呼架中，被神從埃及 

地帶出來，不久便抵達目的地。詩人用了幾乎完全一樣的 

言 詞 ，來形容詩開頭時的應許 ( 6〜1 2節 ），及結尾時的 

應 驗 （42〜44節 ) :神的僕人亞伯拉罕領受神的應許，而 

他的宗族，神棟選的子民，領受了這應許的應驗，因爲他 

們得到幽南衆國的地，作爲他們的產業。

6.故事的各種布局

賀柏特（GeorgeHerbert)的+ 七世紀，有現代人眼中 

看來古怪的寫法背後之深切的洞見。他將聖經比作一個布 

滿星星的夜空，他想知道神如何使

衆光合併，

交織成這樣的榮耀光芒 !

見到的不是一節一節經文的潍，

而是整個故事普萃成章。

自從古時以來，在天空地圖中所晝的，將星星串連起 

來的輪廊，當然是想像的。但聖經中不同「亮光」之間的 

聯 繁 ，卻是眞實的。當我們以這樣的想法再次看一0 五篇 

時 ，一幅圖晝出現了，我們看見的是一幅衆星圖。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篇詩譲我們看見主自己。袍 

基本上是1〜6節中的動詞所描述的主詞，也成爲詩篇其餘 

部分的主詞。無論亞伯拉罕或摩西，埃及或以色列作什 

麼 ，行動的仍然是神自己：袍作出應許、責 備 、差 遣 、造 

作 、轉 變 、說 話 、賜 予 。袍是那位筆始者，也是一切事情

背後的推動者。

第 二 ，在需要的時候，袍會使用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方 

法來完成袍的目標。袍使飢荒臨到迴南地，好使雅各一家 

遷移到埃及，但在更早之前，袍已經差遣了約瑟前往那地 

(先是作奴綠，然後作囚犯），使他能夠在一個適當的位 

置 上 ，極救他的家族。袍使以色列人生養衆多，使埃及人 

懼 怕 ，致使以色列人成爲比約課情況更不好的奴織，然後 

差派摩西去極救他們。

第 三 ，袍採取這些行動，都 是 因 爲 袍 「記念」袍的 

約 。袍已經計晝好、已經應許的，必定會執行，不管袍用 

的方法有多複雜、漫 長 ，或是令人困惑。

7.是爲了什麼？

一個框架把全篇詩框在其中，一前一後的，是幾個要 

求有回應的命令：「要稱謝、要談論、要記念」 ，1〜5節 

這樣催促：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第45節說 。

最後一節要求那些首批進入迴南地的人，在這新的地 

土上對袍忠心眞誠，正如在帶領他們到迴南地時，一路上 

袍對他們信實不變一樣。開頭的幾節要求更多，在許多世 

代後的以色列人，要讚美、也要順服。理所當然，民族的 

I.觸結及傳統要傳遞下去，不 然 ，那麼多世代後的以色列  

人 、怎可能仍然可以這樣眞心地爲出埃及和進入勉南地這 

件而歌唱、歡 呼 、歸榮耀給神呢？

詩人也呼續以色列人要用同樣的態度去傳揚神的名（1 

節上或許應該這樣被解讀）。327以色列的世世代代都要在 

;绝民中傳揚神在出埃及時所作的，是 一 些 「袍爲他們作」



的 事 。然 後 ，詩人又呼績以色列也要記念神的作爲。雖然 

這些事發生在基督降生前的十五個世紀，但在這些事發生 

之 後 ，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仍然會說：「這些事發生在我 

們身上。」

這篇詩大部分看來，特別適合一個場合，就是大衛在 

耶路撒冷建立聖所的時候；在被擴歸回、聖殿被重建時， 

同樣也有這樣的讚美和感恩。328

我們的文化仍未背叛到一個地步，完全不理會過去， 

以致摧毀了歷史的連續性。在今天的英國有些人仍然會 

說 ，「我們」在一八一五年滑鐵盧的戰役中打了勝仗：而 

如果有些愛爾蘭人仍然想爲「我們 J 在一六四九年克倫威

爾的征討，甚至是----七一年亨利二世向他們所作的事報

仇的話，我們都不應該感到驚認。

可 是 ，我們應該怎樣在我們和我們的先祖之間，劃那 

條界線呢？無論二H 世紀的列國如何回答這問题，以色 

列的歷史會這樣回答：「不在任何的地方」 ；完全不在任 

何地方：連同大衛及以斯拉的以色列，我們可以稱爲新以 

色 列 ，即 是 ，新約時代屬於神的以色列，都這樣記念出埃 

及這件事：這不是一件發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而是發生在 

「我們」身上的事。

8.袖的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

在第8節中千代這一短句329實在是比乍看之下更令人 

驚評的一句話。是 的 ，它是一種比喻，不可以用字面上的 

意思來解釋，可 是 ，它要傳達的意思是什麼？不是一段比 

在亞伯拉罕和基督之間（太一 1 7 )更 長 ，而旦長許多倍的

時 間 。聖經作者想的是，神的約所涵蓋的時閩是三萬年！ 

它的有效性在我們這世代結束後，肯定仍然會持續許久許 

久 ，如果神容許這世界繼續那麼久的話。

藉著基督的來臨，神要記念、而不是遺棄那古舊的約 

(路一68〜75 ) ，袍是在更新袍的約。他僕人亞伯拉罕的 

後 條 （6 節 ），這一短句的意思被無限擴充，是指所有屬 

基督的，外邦人或猶太人（加三29 ) 。而神對應許之地的 

承 諾 ，是 指 「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來H — 

16 ) 。

從這個角度看，一 0 五篇不但是舊約以色列的承傳， 

也是我們的遺産。基督徒也可以在出埃及的事件上說： 

「被帶領離開爲奴的舊生活，進入自由的新生活。要 『遵 

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的 ，是我們。」我們和他們之間 

的分別是，他們在回顧出埃及事件時，可以把它看成那更 

大的扬救中的一幅圖像；那更大的魅救是基督藉著袍的死 

對他們的救瞻。我們越覺得要回應基督救讀的恩典，便越 

覺得要回應一0 五篇開始的呼績：傳揚视和讚美袍，常常 

尋求袍的力量，尋求袍的面，並旦積極地、一 再 地 「記念 

袍的作爲 J 。

一  0 六 篇

像前面一篇詩一樣，這一篇也是對出埃及事件的回  

顧 。它所記述的歷史從比較後期開始，不是從亞伯拉罕、 

而是從出埃及本身開始，也在比較後期的時間結束，遙望 

士師的時代，甚至更後。



像上一篇一樣，如果我們看它寫作的風格和它主題的 

發 展 ，我們不難揺摩出它的分段和結構。在一個+ 分濃縮 

地記述+ 災和過紅海的記錄（6〜 12節 ）之 前 ，是讚美和 

記 念 （1〜5 節 ）。相 反 的 ’若我們從詩的結尾往前推的 

話 ，又會看到另外一個交錯配列的架構一我們看見，在 

一連串以色列人到達週南地所發生的事件（34〜42節 ）之 

後 ，又是記念和讚美（43〜4 8 節 ）。有關题南地的那一 

段 ，和開頭有關埃及地的那一段，彼此呼應。在這兩段之 

間 ，一系列共六個故事，都是關於以色列在囑野流浪的事 

績 ，當中提到許多以色列人作不好的地方（13〜33節 ）。

1.讚美和記念 ( 1〜5節 ）

在一0 五和一0 六篇這對摩生兄弟中，後者是先遮掩 

了自己的眞面@ 。只有到第 7節 時 ，我們才看得見他們之 

間相似的地方，以及相異之處。開始時， 式批判者並不 

容易決定如何將它歸類：它可以被歸入感恩和讚美的類别 

( 1〜2節 ），也可以算是一種智慧詩，因爲第3節 是 以 … 

這人便為有福的形式寫成的。另一個可能性是：它是一種 

「求你來極救我」 （4節 ）的 詩 。

若你一口氣讀到整篇詩的結尾，悠後又回到開頭，你 

會發現，前五節經文並不是五個彼此之間毫無關係的陳腔 

濫調 。「充斥全詩的一系列的失敗」33«譲讀者明白第1節中 

的呼績’並且給它一個切膚之痛的深度。當以色列人明白 

他們如此不値得神的憐欄時，他們便的確要爲了神的恩慈 

和長存的愛而感謝袍。第 2 節只不過是一個反問語：那些 

能狗表明他一切美德的，是那些常行公義 的 人 （第 3 節是

回應詩千五2〜5及二十四4〜5 ，這兩節經文都是在一個問 

題之後出現的）̂ ^ 或是那些知道自己不是常行分義的， 

而旦明白，沒有袍的幫助便永遠沒有辦法行公義的人（4 

節 ) 0

這篇以下的特色使人想起詩篇第一篇：先是第3 節中 

的便為有福，然後是第4及5節所表達的，在個人和群衆之 

間的平衡。早在整個詩篇的序言，即第一篇 5節 ，詩人已 

引介了義人的會，而他自己也是這會的一份子。331同樣的， 

這篇的作者與主也有一個個人的關係，但他有這樣的看 

法 ：他認爲自己的需要和神滿足這需要的方法，與教會的 

需要和主如何滿足這需要，是連在一起的。「當你極救他 

們 時 ，也來幫助我」 ，道一句話旣分別也結合了個人和群 

體 。詩人說樂你國民的樂時，使人想起保羅向帖撒羅尼迴 

人所說的話：「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332 

那些能夠保持這種平衡的人，便為有福！

2.在埃及 （6〜 12節 ）

詩人與整個社群認同，他也假設整個社群會跟他們的 

祖先認同。在這裡，一0 六篇表達了一0 五篇所閨釋過的 

「滑鐵盧的徵狀」 。333我和我們屬於同一組，而我們和他 

們也是同一類人，因 此 （就如柯德納說的） ，一項申訴變 

成一項承認。334或許我們不是在同一種情況內，但如果我 

們是的話，也會像他們一樣，作他們所作的。誠 然 ，在相 

似的情況下，我們和他們所作的，其實完全一樣。無論如 

何 ，起碼這是詩人代表他的世代所說的話，我們也沒有理 

由不說同樣的話：這裡的我們也可以指「住在二+ —世紀



的我們」 。像他們一樣，我們也犯了罪，更令人不安的 

是 ，我們和他們一同犯了菲（6 節 ，欽定本、修訂本）。 

這不只是一樁令人遺憾的巧合，也是一種遺傳的背逆。

這篇的作者具體提到的第一項出埃及事件是過紅海。 

在那裡，神径救和救續（10節 ） ，而以色列則相信和讚美 

(12節 ）。但這種積極的反應不是一般性的，我們可以從 

第 7節及這篇詩背後的歷史記述（出埃及記）中看到這一 

點 。我們明白，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許多苦，使他們忘 

記了神豐盛的恶愛，即袍立約之愛的行動，這些祝福是神 

在亞伯拉罕、以 撒 、雅各的日子傾倒在他們身上的。或許 

我們可以說，以色列人把在出埃及之前的那些神績，算爲 

摩西的功勞，由此他們忘記神豊盛的慈愛，或許是可以原 

諫 的 ：335可 是 ，當他們來到前線、來到海岸，親眼目睹神 

如何叫埃及人仆倒、如何爲摩西申冤，卻在看見一次危難 

時 ，便馬上背逆神，335這就比較難以原辣了。

由此看來，詩人並非完全不提在過紅海之前的事。 

一 0 五篇用了前三十六節來記述過紅海之前那些日子，述 

說耶和華的祝福之冗長的故事：但一0 六篇只用了一節來 

撮要那段日子，這已足以證明，藏在以色列人内心深處  

的 ，是一種對神的不信任。

3.在嘯野：懲 心 （13〜15節 ）

這種不信有許多不同的面貌。詩人以他深切的洞見， 

挑選了以色列人在嚷野旅程中的六點，因爲這些罪是嚴重 

的 罪 ，所以當我們見到新約的作者也提到這些，便不覺得 

奇怪了。譬 如 ，第一種罪讓我們想起另外一個囑野，以及

基督在那裡所受的試探。

可以這麼說，打從囑野的旅程一開始，神便行神躍爲 

袍的子民供應糧食，有 肉 （鶴鶴 ）、也 有 餅 （嗎 哪 ，出+  

六 ）。接著四十年，嗎哪的供應是不斷的，但鶴鶴看來只 

是一次特別的獎賞；到了民數記H 章4〜6節 ，以色列人 

已經在埋怨說：「誰給我們肉吃呢？……除了嗎哪之外， 

在我們眼前並沒有別的東西！J

第 14節吿訴我們，那些顯露出來的罪，一方面是愁心， 

是自私的悠念；另一方面，是要看神如何滿足這悠念，這 

一種試探袍的錯誰的態度。魔鬼希望在耶穌身上找到同樣 

的軟弱，因此牠建議袍先藉著行神績，來滿足视對食物的 

需 求 ，然後再看看神是否會回應牠提出的一個試探。337

以色列人在這方面犯的罪所帶來的結果（15節 ）是很 

戲劇化的。這罪所顧示的是很基本的，這也是爲什麼詩人 

把它放在第一。民數記吿訴我們，主耶和華的「怒氣便大 

大發作」 ，連摩西也「不喜悅」 。神藉著摩西吿訴以色列 

人 ，他們會得到他們所要的，要吃一個月，直到他們厭棄 

吃肉爲止；還 有 ，在這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主 還 「用最重 

的災映擊殺了他們」

以色列人犯的罪，只不過是貪心而已，爲什麼神的刑 

罰會那麼重？

要明白神爲什麼這樣忿怒，就必須要明白這罪的很源 

( 13節 ）。他們不曾熱切地回顧過去，找出神如何啓示自 

己是一位怎樣的神：也不願意用信心展望將來，以了解袍 

的心思（指 教 ），袍爲他們的福祉而作出的計畫。他們任 

性地離棄袍一直在爲他們，且仍在爲他們編織的、完美的



圖 案 ：他們只看見自己目前的需要，因此吿訴袖，眞正重 

要 的 ，是他們在此時此地所要得到的東西。

前面有一篇詩（八十一篇）使人想起司布眞的一句傳 

語 ：「要小心你向神要求的，因爲你肯定會得到它。」神 

要得著的，比我們想要的，有無限倍的重要。就算從我們 

自私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E'n la sua volontade e nostra 

pace ’ (在袍的旨意中我們得以安息），但丁說。339傳道 

人 （司布眞）和 詩 人 （但丁）都深切明白耶穌在許久之前 

所說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 ：「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4.在礦野：嫉 妒 （16〜18節 〉

民數記+ 六章提供了亞倫所；

個案例， 即以色列人在嚷野的過程中所犯的典型的罪。 

流便族的大明•和亞比蘭，利未人可拉（我們在詩篇中多次 

見過這名字，對他非常熟悉）引導一群人，公然挑戰摩酉 

作爲領袖及亞倫作爲祭司的權柄。

他們桃戰權威的方法是很典型的：他們自己推出發言 

人 ，由一群有影響力的人支持（「有名望的人」 ），他們 

宣稱自己代表整個大會（「每一個人」），並幌著道德的 

旗 犧 （「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 ）。312在這一件極其悲慘 

的事件中，卻有著一點喜劇的元素，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彼 

此攻擊：「你們作得太過分了 ！」一 ~ 「不是的，你們太 

過分了 ！」 「你們這樣還不夠嗎？」一 一 「你們這樣

還不夠嗎…… ？」 事情另一個典型的發展是：當這排山 

倒海的威脅不只一次、而是兩次臨到，幾乎把整個國家都

毀減時， 卻夏然而止。就如這篇詩的作者指出的：就像 

那有五+ 節經文的民數記+ 六 章 ，這篇詩也是由一個小字 

開 始 ，把事件擴大，然後又被縮到一個小字去，那個字就 

是 「嫉妒」 。

16〜18節的嫉护，是由13〜15節的愁心發展出來的。 

愁念要的是：「我要」 ，即 是 「我要你有的」 ；不是像你 

有的那樣東西，而是那東西本身，以致我要擁有，而你則 

沒 有 。這 「東西」可以是任何事物，在這裡，即是權力。 

摩西可能是直瞪著流便的兄弟和他自己的親族可拉，他們 

那自以爲義的臉孔，然後 想：「你們不知道你們要求的是 

什麼 。」 不要說那權力不是他說要交出來便交出來那麼 

簡 單 ，何況那權力對他來說根本就是一種重擔，他其實非 

常樂意把它放下來。但那些密謀者完全看不見這個，罪本 

身的眼光是如此膚淺！

但對神來說，並不是這樣。在這之前，袍已經賜予视 

的子民他們所要的，但到此時，袍忍無可忍了。不管他們 

高興或不高興 ,道一次他們要接受袍要的。 神爲摩西和 

亞倫申冤，而那些搗亂的人則「很快地墮落在陰間」 。347 

正如欽定本的翻譯。

5.在囑野：拜 偶 像 （19〜23節 ）

當這篇詩邁向它的中間點時，它所陳述的罪由一種與 

一己有關及一種與別人有關的菲，轉化成和神有關的罪。 

出埃及記三+ 二章吿訴我們，申命記九章又再次強調，以 

色列人如何「叩拜鐘成的像」 。

那 種 態 度 ，甚至是那種行動，也是我們經驗的一部



分 。他們故意不看事實：「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他們竟然 

選擇何烈山」來造金牛積：348何烈山是他們以色列人與神 

相遇的地方，並在那裡經歷了神令人震憾的同在，但他們 

竟然在那裡鐵造偶像。第 二 ，他們將他們的榮耀換爲偶  

像 ，他們的榮耀其實是主自己。而耶利米再次指出以色列 

人犯了這罪（耶二 1 1 ) ，對保羅而言（羅一2 3 ) ，這代表 

了典型的人類的罪性，因爲金牛積並不是眞神的代表，像 

一些人以爲的，而是袍的替代。第 三 ，他們不把創造者看 

爲最重要的，反而把一樣袍創造的東西看爲他們世界中最 

重要的，他們忘記了那位藉著在埃及行奇事來魅救他們的 

神 。袍在埃及行的神踏顯示了袍的能力’袍是超越埃及一 

切的神，也即是大自然的能力。以色列人這選擇比埃及人 

的選擇還不如：埃及敬拜的是太陽，他們稱它爲 R e 或是 

Aten ； 349以色列人甚至不選擇大地，或是大地上的河流， 

或是山脈、尼羅河，或是何烈山（西乃山），而選了一隻 

動物來作他們的神：大家都知道，這動物若沒有草吃便不 

能生存。當人離棄了聖經的神，他們所選擇的其他神是令 

人震驚的！

不用說，主完全不能接受這些行爲。一 0 六篇的頭雨 

部分強調袍立約的愛（1 、7節 ） ；當我們仔細閱讀這六個 

主要的有關以色列人走過晴野所發生的事件時，我們會發 

現 ，詩人所描寫的神，是一個審判的神。袍的子民出賣了 

自己作爲袍的選民（5 節 ）的身分，而袍可以消減他們。 

但這一次视並沒有這樣作，因爲在這一刻，惟一配得「選 

民」這稱號的摩西，「站在破口當中」 ，使袍的怒氣轉 

消 。這一場景放在聖經這一處，爲了要顯示恩典的功效；

恩典的功效在基督的身上完全地發揮，基督是那更大的、 

被棟選的那位，袍在加略山上百分之百彰顧了神赦罪的恩 

典 。

6.在 囑 野 ：發怨 言 ( 24〜27節 )

在嚷野記述的第四個回合 '有許多舊約經文出現，結 

合在一起。它的背景主要是民數記十三及十四章，以色列 

人經過嚷野的旅程，已將他們帶到非常接近應許地。這裡 

記述被派出去窺探那地的探子回來所作的報告。那地無異 

是美地，但要得著那地卻耍費很大的勁，並不値得，因此 

他們退回到自己帳棚內，在那裡發怨言。

詩人在第25節的用詞，將它和摩® 在四+ 年囑野旅程 

後所作的回顧，連結在一起。申命記一章27節 也 有 r帳棚 

內發怨言」這一句，而同一章也提到神起的兩個誓：第一 

個是應承以色列要得著應許之地；第二個是不譲那一世代 

的以色列人進入迴南地。35Q

民數記+ 四章29節記錄了神的譬言：這一世代的以色 

列人必例在喊野（詩一0 六26 ) 。神另外一個懲罰是，他 

們 必 「例在列國之中」 、並且分散在各地（27節 ）•—— 這 

是來自神在利未記二+ 六章33及38節中提到袍要如何懲罰 

那些不聽從袍話語的人；要倒在列國和分散在各地的，是 

他們的後裔，正如一0 六篇說的。從那時開始，接著數百 

年 當 中 ，以色列國總是聚散合離，無法保持長久性的統 

一。當保羅列出以色列人在囑野中種種愚昧的行爲時，以 

這一項作結束（林前+ 1 0  ) 。他在那裡提醒我們，有一些 

人在當時被處決，其他一些人在接下來四+ 年 中 ，逐漸死



去 ，還有許多人在後來的世紀中，被分散到各國去。這些 

都是詩篇所提到的，我們也應該以此爲鑑戒。351

我們會留意到，詩人記述事件的次序並不依循歷史的 

發 展。在掃猫整個出埃及的記述時，他先將注意力放在罪 

人的悠心上，然後是他們對别人的嫉 ^，再來是他們離棄 

神 。現在他更深入探討其中的間題：當他們拒絕了神給他 

們進入逝南地的第一個機會時，究竟怎麼回事？欽定本和 

修訂本清楚地吿訴我們：他們不肯進入那「美地」 ，因爲 

他 們 「不信他的話」 ；他們硬著頸項留在自己的帳棚中發 

怨 言 ，因 爲 他 們 「不聽耶和華的聲音」 。每一種其他的 

罪 ，都源自一顆不肯認眞遵從神的盼咐、不順服的心。那 

些担絕聽袍話的人，其實就是在拒絕视。

7.在噴野：變 節 （28〜31節 ）

這些經文的背景是民數記二十五章。一旦我們知道那 

事的來龍去脈，認識這裡提到的雨個名字、一個地方，授 

一位人士，我們便能夠掌握詩人的重點。

ffl比5耳是摩押地的一個山頂。352當以色列人來到這地方 

時 ，他們已經能看見應許之地了 ： 353按照年代的次序，這 

是囑野記述六個回合中的最後一個，這事發生在拜金牛情 

四+ 年之後。

在B比琪周圍住著一些人。終於回到文明世界了 ！在這 

裡 ，走過囑野的以色列人大槪感到很釋然，因爲他們找到 

了文明和社會，再次與眞實的世界接觸。嗽琪跟晴野是一 

個對比；在 嚷 野 （有時候他們因此而覺得不自在），只有 

他們自己和耶和華。

摩押的社會有他們的信仰和架構，他們也是有宗教信 

仰 的 。金牛搶事件讓我們想起柴斯特頓（Chesterton ) 的名 

言 ：當人們不再相信一些東西時，他們不是不相信任何東 

西 ，而是相信任何東西。在琪又有一些東西吸引以色列  

人 ，一個等於、但卻比那令人生厭的耶和華的信仰更能爲 

人帶來安慰的信仰系統一一就是給人帶來慰藉的妓院。354

在聽耶穌說「你們當負我的輒」355的世代許久之前， 

以色列人早已知道，這是耶和華呼吞他們所作的事。但那 

些在何烈山離棄了主耶和華，那些在基列耶琳蕴視袍話語 

的以色列人，現在在 tt琪 ，則與這外邦的信仰之死神聯  

合 ，負它們的耗。

非尼哈是亞倫的孫子，他將要成爲以色列的大祭司。 

乍看之下，他參與這些事件是有點奇怪的。主耶和華在烈 

怒中以一場瘾疫來懲罰以色列人，但非尼哈的干涉卻使這 

場瘾疫終止。他親自藉著懲罰一個公然犯罪的以色列人和 

一個米甸女子，而止息神的怒氣。356爲什麼他殺死一個犯 

罪的以色列人這行動，便叫主停手、不再殺死更多的人？

主 解 釋 說 ：「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爲心」

(民二十五11 ) 。畢 竟 ，在以色列人當中，在他們的領袖 

群 中 ，仍然有一些人，像神一樣關切公義這事。但 是 ，神 

竟然需要等候一個爲袍發熱心的非尼哈站出來說話，這表 

示有那麼多其他的以色列人不是這樣想的。

8.在囑野：菅 逆 《32〜33節 ）

這篇詩所描寫的、嚷野記述的最後一個回合，是回到 

民數記二十章。事情發生在雨個都名叫米利巴的地方之第



二 個 。米利巴是「爭吵」的意思：兩次在米利巴發生的事 

都和缺水有關。早一點的那次，是那四+ 年旅程的開始， 

神盼咐摩西擊打磐石；當他這樣作時，水從磐石流出（出 

十七1〜7 ) 。現 在 ，在這旅程快要結束時，又 再 次 「沒有 

水喝」 ，而以色列人又再次「攻擊摩西」 。358這一次，神 

的盼附不一樣。 「向磐石發出命令」 ，袍 說 ，「它便會譲 

水流出來。」或許從西乃山開始，视便以磐石的象徵來教 

導以色列人。磐石因而成爲袍一個偉大的稱呼，經常被詩 

人和先知採用，359並旦在新約的教導中（林前十 4 及太十 

六 18 ) 達到高潮。

摩西本是世上最謙和的人， 但他被人逼得太緊了， 

他實在忍無可忍，於是怒氣發作，大叫道：「你們這些背 

逆的人聽我說，我爲你們使水從這磐石中流出來嗎？」然 

後 「用杖擊打磐石兩下」 。

如果他的罪不是他的怒氣，甚至不是他的不順服，而 

是他對一個屬神的象徵之輕慢的對待，我們可以明白爲什 

麼神要懲罰他。 「因爲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 

我 爲 聖 ，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衆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  

去 。」362他公然地用不恭敬的態度（像他那些背逆的子民 

一樣）對待聖物^ 神 、袍的話、袍的象徵。

詩人爲什麼用這一段過去一代的事績，來作爲這一代 

人的警吿？他又爲什麼將這一件事放在最後呢？他關注 

的 ，不是摩西的罪，而是那些將摩西逼到這地步的背逆者 

的 罪 ，這不是很明顧嗎？那些使用這篇詩來宣認自己的罪 

的 人 ，不是A 開宣吿一個領袖的愚昧，而是指出其他人在 

導致這愚昧行徑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嚷野記述中帶出來的

- 連串的警吿，363其最後一個，是關於使他人犯罪的罪， 

這種罪耶穌也曾毫不忌譚地指出並譲責。364

9.在 南 （3 4 ~ 4 2節 ）

經常地背逆神的，不只是走過嚷野的這一代。在6〜12 

節 ，詩人努力想說明的是，在那一段短暫的、離開埃及過 

紅海的信靠和讚美的時間之前，以色列同樣是背逆的。詩 

人在34〜42節又帶出同樣一個信息：以色列人在渡過約但 

河 、進入流奶與蜜之地後，也是一樣地不順服。在整篇詩 

的交錯配列法裡面，這一部分和前面一部分彼此呼應。

爲了要說明這一點—— 即以色列人其實是經常背逆  

神 ，他不在約書亞記中尋找他的素材，而是在之後的士師 

記中找到他所要的村料。約書亞記非常正面地記述了整個 

旅程的完成，以及以色列人征服伽南地的經過，但士師記 

繼續述說以色列民的頑梗背逆。一旦他們那充滿魅力的領 

袖約書亞離去後，他們內在的罪性又作祟了。士師記的記 

述帶著一種消極的口吻，是詩人所要的，而士師記前兩章 

的內容，在這詩中重複出現。365

詩人所描寫的景況，比士師記所請的遺要惡劣。詩人 

的欽述手法和舊約先知通常的說法類似，他們採取的是一 

種以看山脈爲比喻的、對將來的看法。那些對一個旅行者 

或看地圖的人來說，是隔得很遠的山頂，有一些是彼此接 

近 的 ，一些則彼此有一段距離；但對一個從遠處觀看的瞭 

望 者 ，這些山嶺都非常接近，徹然是屬於同一座山脈似  

的 。當詩人寫這篇詩時，他當然是在往後看，而不是往前 

看 ，因爲這是歷史，而不是預言，他所看見的、過去的道



德景觀和那瞭望者所看見的山脈是一樣的。離詩人比較遠 

的 、士師時代那遙遠的天際線，和比較接近的、王國時代 

的天際線是相似的。兩個時代的以色列人都全盤而且變本 

加厲地吸納外邦人的信仰和習俗，包括獻人爲祭物，甚至 

獻自己的兒女。366神先是將他們交在敵人手中，最後則是 

容讓敵人將他們驅離應許之地。源

神以视極度的憐惯來警吿：人一旦墮落，就算是到很 

低的地方，仍然可能繼續往下沉！在第四卷（出埃及詩集 

第 一 集 ），詩人將一 0 六篇獻給他同代的人，也給了我 

們 。他把這篇詩放在這卷的最後，作爲整個救噴故事之回 

顧 、一個叫人深深反省及懷悔的結束。整個出埃及的故事 

是關於罪人蒙救續，而這篇詩定意吿訴我們，罪性這東 

西 ，在屬神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懷在一切其他人身上所 

起的作用一樣大；罪性這東西是常存的，不只是以色列人 

在囑野流浪的日子，而是之前和之後，它都在人的身上發 

動攻勢：還 有 ，人的罪性並不是今天不影響我們，明天便 

可以輕易被我們思掉；不是的，罪性是一種病態的勢力， 

它可以緊緊抓住我們不放：我們必須認眞對付它。

但罪的權勢不是不能勝過的：它不是最後的誇勝者。

10.記念和讚美（43〜48節 》

正如主信守袍原來的承諾，將應許之地賜給以色列人 

(雖然袍不讓一個世代的人進入其中），同樣的，袍也在 

被擴歸回後:，保守了以色列的餘民（雖然袍不譲他們繼續 

作一個獨立的王國）。

在這詩的開頭，詩人祈求主要記念「我」和 「我」所

屬 的 「百姓」 （4 節 ）：在這詩結束時，他又再次這樣析 

求 主 （45節 ）。袍記得他們一一這些經文像是說到以色列 

人的被擴，及 他 們 的 歸 回 视 會 再 次 地 記 念 他 們 。

來到這詩最繞一部分，我們看見第一卷的開頭和第四 

卷的結尾彼此呼應。第48節可能是一篇三一頌，用來作爲 

這一集詩集的結束；但同時，它也是這一篇詩的結束，與 

第 1節互相呼應，形成一個框架。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從互古直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 ！

原 來 ，最後誇勝的不是人的罪，是神立約的愛。到最 

後:，以色列人可以像那蘇格蘭的聖詩作者那樣說：

神以袍的憐偶和公義  

编 織我 的 時 間 之 網 。369

回頭看時，以色列人才慕然明白，他們在順境時所相 

信 的 ，的確是正確的：神用來編織他們人生布四的，是袍 

的憐惱。



176.以下是Goulder在 「第四卷」中詳細整理出來的理論。它的 f子細程 

度可能超越經文所提供的線索，但卻是饒有趣味。

177.意 思 是 ，這短句並不一定表示摩西是它的作者，見 上 册 ’ 34〜35 

頁 。

178.見57頁及下。

179.申二.’h — 9〜■ 13 D

180.利二+ 三39〜4 3 。

181.大部分的現代詩本都這樣印刷這詩的第-•行 。這是約翰’衛斯理 

對原來的「我們的神、我們的稱肋」之改動。華滋爲同樣一篇詩 

篇寫了一個意譯版，旧不同的韻律。它的第一行是：「主 ，何等 

軟弱的 - 面 ！」與 這 '篇比較，它可能是華滋最佳的作品。

182.見上 册 ，421頁 。

183.有些人有這樣的看法：當 「神使一代過去」 ，即 是 ，歸於塵土 。3 

節 上 ，「视使另一代歸回」 ，3節 下 ，這看法比較不可能（路德也 

是這樣認爲，另見 Delitzsch, voi.3, p. 51 ) .

184.在創世記’「塵土 J 這字不一樣，但 「歸回 J 這字是同樣的。

185. Motyer, p. 545.

186.太五4 o

187.耶六4 ，新標準修訂本。

188.羅六2 3。

189.見54貢及82頁 。

190. Eugene O'neill ~■九四 0 年的劇作。

191.林後四17。

192.林前+ 五58。

193. Motyer, p. 545.

194.出二  11 °

195.創+ 五 1 3。

196. Kirkpatrick, p. 552.
197.見59頁 。

198‘這宇和詩四+ 九 1 2 中 的 「長久」 （endure) —樣 ；見 上 册 ，302 

頁 ，及 Kirkpatrick, p. 555.

1 9 9 .「你 J 在整篇詩都是單數的。

200.將新國際本第9節的兩行調換是比較接近希伯來的原文，而且爲一 

節艱難的經文賦予合理的意義，參修訂本的講法。

201.許多的解經家跟隨七+  土譯本和希伯來原文的解釋，不把出現在 

第6節的；：̂：二看爲癌疫 , 而 解 作 「話」 （同樣的子音、不同的母音附 

點 ）。

202. Kidner, pp. 332-333.

203 .來一 14 0

204.創+ 四18及 下 ，+ 七1 。

205.但五29〜3 0 。

2 0 6 .出+ 九4 ；申三十二 1 1。

2 0 7 .申三+ 二3 7 。

208 .出二+ 三2 0 。

209.出二 +  三25 〜2 6。

210.出八22〜23 , 參九4〜7 、26 ’ + 2 3 。

211.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merchant o f Venice, Liii.99.

212.太四5〜6 , 引自詩九十一 11〜1 2。

213 . R. T. France, Matthew^ T N T C  (Leicester: IVI^ 1985), p. 99.



214.參太四7 ，引自申六16。

215.見上册，155、224頁 。

216.欽定本；、修 訂 本 、標準修訂本都是用 ‘ Lo ! ' ( 看 哪 ！） ，而不 

是新國際本的 ‘ surely ’ ( 肯定的）。

217.亞十四9 、16。

218.見上册，158頁 。

219. Kirkpatrick, p. 564.

220.出 +  五 1 、18 〜19、2 1。

221.啓十五3 。

222.參詩七+ 三2 ，十八35中的 「扶持」 （susta in )和詩九+ 四18中的 

「扶助」 （support) 是同一個字，見欽定本的翻譯。

223.由 Kidner 所引用，p. 335.

224.出五2 0

225.出五19及下，六9 。

226. J. R. W. Stott, The Canticles and Selected Psalm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6), p. 18.

22 7 .申三+ 二6 、1 5、1 8，三 +  三8 。

228. Kidner, p. 345 ；見61貢 ，關於八十…篇的註釋。

229.出 +  五22〜2 4。

230 .民 二 〜 n 。

231.來三B  0

232.除非它被那篇非常以基督爲中心的聖詩 <称是永生之道〉（Thouart 

the everlasting Word)所超越。

233.標準修訂本在翻譯雨個希伯來字，3 節 上 的 「列邦」（nations， 

goyjm ) ’ 及在3下 、5及7節的萬民(peoples ’ ‘ammfn)是一致的。

234.見83頁 。

235 .這 短 句 也 出 現 於 那 偉 大 的 「釘 + 架 J 詩 篇 （二 +  二 篇 ) 其得勝的  

結 束 （27節 ） 。

236. Kidner, pp. 348-349.見 148頁 ，因 此 ，說新歌和哀歌中提到神的慈  

愛 「每早晨都是新的」這 說 法 （哀 三 22〜23 ) 並 不 太 可 能 ，雖然  

這說法很具吸引力。

2 3 7 .出 +  八 1 0

2 3 8 .出十八 10〜 n 。

239 .見 上 册 ，294頁 ，四+ 七 篇 的 註 釋 。

240 .賽六 H 1 0。

241 .詩 十 八 9〜 1 4 ，有 一 本 註 釋 說 ： 「在 的 記 述 中 充 滿 了 大 氣 的 現  

象 」 ！似乎不是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這一點。

242.出十九  1 6 、1 8。

243 .來+ 二 2 1 。

244 .見369頁 。

245 .參創 + 四 18~20 ：來七 1〜7 。

246 .見四+ 六 ' 四+ 七 ，六 十 五 ，六+ 六 篇 。

2 4 7 .見上面註2 4 1。

248 .見 David Gooding, Af? Unshakeable Kingdom  (Leicester; IVFj 1989), 

pp. 58, 79 31 於 相 反 的 觀 點 ' 見  F. F. Bruce, Hebrews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64), pp. 15-16.

249. Gooding, p. 58.

250 .覓 上 册 ，278〜279頁 ' 下 册 ' 62〜63頁 。

2 5 1 .「美 哉 ，小伯利恒 」（0  little town o f Betlilehem) 。

252.路二 9〜 1 0、1 3 。

253. J. H. Sammis, ‘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 .

254 .參賽四+ 四2 3 ，五 H 3 ，五 +  二 9〜 10 , 五十五 12 ’ 五十六 1 ，五



十九16 ；六十三5 ，等等。

255.見 166〜167頁 。

256.啓二十二2 0。

257.啓四S ：參賽六3 。

258.例 如 ：Mansell Ramsey 的 ' Teach me thy way, O Lord，或 S. D. 

Phelps 的 ‘ Saviour ! Thy dying love ’ ’ John Bunyan 的 ‘ Who would 

true valour see，）（或是在  Percy Dearmer 對  ‘ He who would valiant 

be ' 的改寫）是類同的 （65.65.6665 ) 。

259.見 171 頁 。

260.參羅三2 6。

2 6 1 .「在神全家的一位僕人」 ，因此也是耶穌的一個類型，就如來三 

1〜6所指出的。

2 6 2 .「摩 西 ，及作袍祭司的亞倫，以及呼求袍名字的撒母耳 J (留意 

其中的兩個逗號） ：A. R. Johnson , Anderson所引 用 ，p. 696.

263.作爲先知：參出七1 ; 申三+ 四10 ：撒上三20 ：作爲代求者：參出 

三+  二31〜32 ；民+ 六46〜50 ：撒上+ 二2 3 。

264.對他們三個人來說，第一次聽到那聲音時，那聲音是來自一些起 

碼和雪柱、火柱有關的東西：那燒著的荆棘叢（出三1及下 ） ；在 

山上的雪（出二 + 四 ）在示羅的聖所的黑暗中（撒上三1〜]0 ) 。

265.大部分在一九八四年前的新國際本和一九八九年前的新標準修訂 

本 都 用 「事奉 J 這 字 。

266. Kidner, p. 357.

267.其中一些在廣言和一O —篇的經文之間的聯繁包括：詩二十7 (2 

節 ） ；H 20 ( 4節 ）：二H 4 ( 5節 ） ：二十五5 ( 7節 ） ：二+  

8 ( 8節 ）。

268. Allen, p. 6.

269.見 Alien, pp. 4-5.

270.可七37 ：徒+ 七3 1。

2 7 1 .在聖餐的禮儀中，爲作戰的教會橋吿：見彼前二  14。

272.赛三+ 八 。

273.尼四2 > 10。

274. Gooding, p. 47.

275. KJdner, p. 360.

276.把 1~2節算爲序言，窗意3〜4節上及11節的框架，及以6〜7節左 

右爲支點的交錯配列法。

2 7 7 .「神永久性的保證是對〔詩人〕被無常的感受淹沒之答覆」（Allen,

P- 14)。

278.修訂本翻譯爲「記念」（memorial)，而新國際本則翻譯成「名聲」 

(renown) ^

279' Henry Lyte, ‘ Abide with me ' .

280* Gooding, p. 74. Gooding 對张… 8〜10的註釋（pp. 66-77)同時也是一 

個漆具洞見的，對一0 二篇整篇的閩釋，他給了我許多的啓發。

281.參 第 二 ，十 六 ，二+ 二 ，七十二篇等。

282.至於其他的，見六-h七 ’ 八 十 四 ，九+  '- 篇 。

283.見上册，264〜265買 。

284.這是飮定本對這三種鳥的臆測，但我們不太能肯定。

285.參出+ 五2 6 ，及賽五+ .H 4 ，龙八 17所弓I用 。

286.撒下+ 二 13〜14。

287.羅三24 , 新標準修訂本。

288. Kidner, pp. 365-366.

289.除了出三+ 四6 ( 二8節 ）外 ，我們也可能會留意到三十四7 ( 10〜 

12節 ），三十四9 (3節 ），及三 + 四 10〜 11 ( 18節 ）。



290.出三+ 四6 。

291. Motyer, p. 553.

292.見欽定本、修 訂 本 、新標準修訂本的翻譯；新國際本對三個希伯 

來字有不同的翻譯。

293.人們是在歷史中哪一個階段才明白過來，原來這東一西的意象是 

比北一南的意象好？你 往 北 （或 南 ）走 時 ，會到達一個終點，但 

你可以無窮無盡地往東（或 西 ）走 。我們的罪被除掉，被棄置到 

一個沒有盡頭的距離。

294.出二+5 ；申五9 。

295.見出二十6 ，修訂本之註釋。

296.賽四+  6〜 8 ；太 六 〜 3 0。

297.見 189贾 。

298.見上册，48〜49頁 。

299. George Meredith稱 它 們 爲 「天堂的腦錢」 ，「不能改變的律例的 

軍塚」 ，（Lucifer in Starlight) °

300.見】46〜M7頁 。

301.但不包括3節 下 的 「讚美」 ’ 那是一個不同的字，也大槪應該是屬 

於 五 篇 ，小是一 0 四篇。

302. 一■次是 :七次是  ’em g。

303.見 上 册 ’ 46頁 ，對於在這裡提出的許多論點，見 A)len, p. 32.

304.希臓文是  eufoged ’ 拉丁文是  benedieo。

305.彼前二9 。

306. Carl Bo berg , 由 Stuart Hine 翻 譯 ， ' How great thou art ’ .

307.第 14節中的造 makes ’ 和第23節 中 的 vvorA:，都不代丧我們在討論 

的 ' making’ 的 字 根 ；但第19節卻把這意思翻譯出來 

了 ：「他 造 （made ) 月 亮 ，爲了節令 j  ( 新美國標準聖經，比任

何一種翻譯都貼近希伯來的原文）。

3 0 8 .「你的作爲」字面上的意思是「他作爲」 ( 13節 ） ; 而 「所造的」 

字面上的意思是「擁有物」或 「豐富」 。

309 .參 M onstro，在迪士尼一九四0 年的影片《木偶奇遇記》中 ，吞隨 

像約拿的海員的綜魚。

3 10. Kidner, p. 372.

311. John Milton: ' At a Solemn Mmusick ’ .

3 1 2 .申- I 一 2 1 。

313 .來一7是根據七~h士譯本，所以問題是：在 這 裡 ，究竟是希臓文或 

是希伯来文舊約的版本比較準確？這辯論是沒有結果的，也可能 

是不重要的。

3 14.見 Allen, p. 46.

315 .創 + 七 T〜 8 , 二 + 六2〜 5 ’ 二 + 八 10〜 15 0

316.創 +  二 〜 四 +  ；詩 一 0 五 14〜 1 5 是指創十二  10〜2 0 ，二 +  

1 〜 18 ’ 二十六 1 11 °

317 .來十一'8〜9 。

318.創四 +  二〜五+ 。

319.創三+ 七〜四+ 。

320.創二 -+ 七 5〜 11 ’ 四H**4〜 -23 ’ 四H-- - 1〜4 0 。

321 .在所有的譯本中，修訂本是惟-一 •致地翻譯這三個希臓文的：「寄 

居的 / 客旅」 （弗二 19) ；「寄居的 / 朝聖者」 （來H 1 3 ) ，

「客旅 / 朝聖者」 （彼前二 n ) 。通些經文爲詩三+ 九 12提供了 

「背景」 ：見 上 册 ，223頁 。

322.特別注意出三 10 , 四 10〜 1 6。

323.第 28節 ，新標準修訂本的註釋，（參欽定本、修訂本） ，是根據 

希伯來文的文本，並暗示29〜35節中的動詞是過去完全式。其 實 ，



神已降下七樣災害，並旦說要降下第八樣，那 時 ，埃及的官員終 

於放棄與神作對（出+ 7  ) 。

324.出十7 ，+ —'3、8〜1 0，+ 二29〜36 °

325. John Newton, *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326. George Herbert, ' The H. Scriptures, I ' .

327.這裡的「求告」是和出三+ 三 1 9，三+ 四5〜6的 「宣吿J 同一個 

字 。

328.參代上十六4 、8〜22 ：拉三】1 :尼+  二2 4。

329.見詩一0 三 15〜18的註釋，見 198頁 ，及申七9 。

330. Kidner, p. 378.

331.見上册，30頁 D

332.帖前三8 。

333.見218頁 。

334. Kidner, p. 379.

335.參出四l〜n 、 29—3 1 ，五19〜21 , 六9〜1 2。

336.參出十四10〜1 2。

337.太四1〜7 。

338.民-I—— 1 0、18〜2 0 、31 〜34 °

339. Dante Alighieri, The Divine Comedy: 'Paradiso’ iii.85.

340.約四34 ；路二+ 二4 2 。

341. Allen, p. 47.

342.民+ 六1〜3 。

343.民+ 六3 、7 、9 、1 3。

344.民 +  六20〜2 1 、44〜4 5 。

345.太二十22 ：可+ 3 8 。

346. Motyer, p. 556,

347.民十六3 0 ，欽定本：意思當然是「活活地墜落陰間」 （33節 ，欽 

定本）。

348. Allen, p. 54.

349.法老王 Amenophis第四世，倡導一神主義，敬拝的是太陽神，他 

因太陽神的綠故而稱自己爲Akhenaten，他生活於出埃及的同一個 

世 紀 ，或是前後時代。

350.民十四2 1、2 3 、2 8 、30 ；申一8 、3 4。

351.林前十 1 0、5 、n 。

352.民二 +  三2 8。

353.民二-h七 1 2。

354.民二 + 五1〜3 。

355.太+ —2 9。

356.民二 + 五6〜9 。

357.那就算爲他的義（31節 ）和創+ 五6的句式幾乎是一樣的。兩者的 

贷別是：神把非尼哈的行爲看爲一次實際的行動，一項秉公行義 

的行動；但 是 ，他不把亞伯蘭的信心看爲f嚴然是公義的行爲，也 

不是公義行爲的代替，而是一項因爲他作了，因而被稱爲義的行 

爲 。

358.民二十2〜3 。

359. -h八 篇 （四次）及其他+ 三篇的詩：以賽亞書四次，尤其是賽四 

+ 四8 : 另見申三+ 二 （五次）：哈一 1 2。

360.民+ 二3 。

361.民二+ S 〜1 1。

362.民二+ 1 2 。

363.林前+ 1 1 。

364.太+ 八6"〜7 。



365.參士一21 〜 36 ( 34節 ）’二 10〜 13 、19 ( 35〜36節 ） ，二 14— 15 

(40〜42節 ) ，二 17 ( 39節 ）。

366.參士H 30〜40 ；王下+ 七 14〜16 ( 35〜 36節 ） ，+ 六 3 ，+ 七 

17 ' 二+ — 6 、16 ( 37〜 38節 ) 。

367.參士 „  1 4，二 8 、],2 等 ’ 王下+ 七 1'〜 6 ’ 二 +  四 1 〜二 +  五 21 

( 40 〜42節 ）。

368.參王上八50 ：王下二  + 五27〜 30 ; 拉 一 ；尼二 1〜 9 ; 但一9 。

369. Anne Ross Cousins, * The sands of time are sinking，.

第 五 卷 ■ ■ 詩 一  0 七 〜 - 五 0

另一篇出埃及詩及大衛詩集第三集：一0 七至一一0 篇

詩篇五卷中最後及最長的一卷，看來也是最不整齊的 

是這一卷。在我們的時代，大部分的聖詩集都是按照神學 

標題分類的：神 、父 、子 、聖 靈 ；人 、他的需要和心情： 

教 會 、她的權利和服事。正如曼寧說的： 今天的聖詩集 

編 者 ，再不會用約翰•衛斯理一七八0 年 「為描道會的信 

徒使用之璧詩」的分類法；衛斯理的分法是「根據基督徒 

眞正的經驗」而分的，少數非常實用的聖詩集會按照字母 

的次序來編窝。雖然詩篇的作者不排除用字母來寫字母  

詩 ，但詩篇的編者卻沒有採用以上所提現代聖5料扁者的任 

何方法。在這一方面（雖然只限於這一方面），詩篇的編 

輯和一九 0 七 年 的 《英國聖詩集》 English H ym nan有 

相似的地方；後者叫作「一般聖詩」的 ，包羅萬有。但如 

果我們用這標題來形容詩篇的最後一卷，就實在太含糊 

了 。



無可否認的 '這最後一部分不像其他詩卷一樣，有大 

量明顧同一類的詩：但它也不是一個大雜请，什麼類型的 

詩 都 有 。在這一部分，我嘗試用雨個寫法來把這些詩分 

類 ：一是盡力了解編者的原意：二是儘量不使個別詩篇顯 

得孤零零的，好像跟其他詩沒有關係一樣。

在第五卷開頭的四篇正好說明我們所用的分類方法。 

其中三篇的標題有大衛的名字，因 此 ，雖然三篇並不多， 

但我仍然稱之爲第三集大衛詩集，除此以外，這三篇並沒 

有其他共同之處。誠 然 ，這三篇詩給任何一個細心的讀者 

之第一印象是，它們之聞多麼不同，各有特色。一 0 八篇 

的材料許多都是從詩篇別處直接借過來的；一0 九篇可能 

是一篇最令人震驚的咒IS詩 ：而一一0 篇是新約聖經引用 

得最多的一篇。

另一方面，一0 七篇可以是屬於上一卷的，即出埃及 

詩集第一集。它是另一個歷史回顧，追億主如何帶領教導 

袍的子民。它與一0 五及一0 六篇有相似的地方，雖號作 

者所描输的歷史圖像比之前兩篇更遼闇，涵蓋的景钩及人 

物更多。雖然傳統的看法是把一0 六篇48節的三一頌視爲 

第四卷的結束，但它和結束第一、第二和第三卷的三一頌 

不 同 ，因此它可能只是一0 六篇的結尾，而不是第四卷的 

結 尾 。

無論如何，第五卷是從…0 七篇的摧壤華麗開始的。 

一 0 七篇

這篇慶祝「主偉大的愛」的 詩 ，旣生動活澄，又有嚴

勺結構（有重複、也有變化）。這麼美好的一篇詩應該 

fj一個可誦唱的聖詩版本才對，但很可惜的，據我所知並 

沒有。在不同的詩班獻唱的地方，起碼我們可以聽見（甚 

有份唱出）它配以一個英國教會的曲調，或是配葛利紐 

(Joseph Gelineau ) 的詩篇頌的調子唱出來。

當我們開始熟習這篇詩時，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很可 

能不是整篇，而是詩的中間部分，即 4〜32節 。我們先從 

道一部分開始討論，然後再回到序言和結論。

L.四幅生動的圖晝（4 ~ 3 2節 ）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魯益師 說 這 是 「一切詩 

律 、因此也是一切藝術」的基本原則。他說的，首先是傳 

統西方詩歌的韻律：一對詞句結束時相同，但開始時不 

同 。然後是希伯來詩的「平行體」 ，即 是 「同樣的事用不 

同的詞句說兩遍」 ，通常是在一篇詩中的連續丽行裡0 371

在 4〜32節的四個段落中，我們也可以見到「異中有 

同 、同中有異」的原則；每個段落的中閩都有一節副歌， 

在那裡，人們向主呼求，求主魅救他們：然後在每一個段 

落接近結尾，又有另外一節副歌，在那裡，帶領者呼廳這 

些被極救的人向主獻上感謝。這 是 「同」的地方；至於他 

們爲什麼呼求：主作了什麼，每一個段落怎樣完結，在每 

一處都不同，那 是 「異 」的地方。

這篇詩所描寫的，是 ：一 ，人在遼關的空間裡迷失和 

沉 倫 ：二 ，相反的，人在個促的空間裡被囚禁：三 ，人生 

病 了 ，瀬臨死的邊緣：四 ，人在海中漂流，面臨被大海吞 

鑑的危險。在以上的每一種情況下，他們都禱吿，而他們



的禱吿又蒙應允。迷失的被尋回、被囚的得釋放、生病的 

被治癒、因風暴而飄蕩於大海的被引領到所願去的海口。 

然 後 ，在每一個情況下，帶領者都催促他們爲视立約的愛 

和I也奇妙的作爲獻上感恩。其中兩個段落用比較多的篇幅 

去描述袍的慈愛和袍的作爲，而另外雨個段落也就用比較 

多的篇幅去描述他們感恩的回應。

2.早期的曰子（4〜9節 ）

對於這篇詩寫成的時間，有許多不同的猜測，但都沒 

有一個肯定的答案。4〜9節使人想起以色列被擴歸回的路 

程 （我們先不看1〜3節 ，那三節看來是明指這事伴），因 

爲主直接穿過囑野（沙 漠 ）的 路 ，是一個爲人熟知的意 

象 ’這意象是來自以賽亞書四+ 章3節中所描窝的歸回。

但4〜5節說的在嚷野荒地飄流…… 又#1又 渴 ，比較像 

是更早期的事，即是出埃及的時代。關於那些日子的記 

述 ，及在詩篇第四卷，與這些歷史記述平行描寫這些流浪 

曰子的詩篇中，不乏各種例子，說明神的子民在困苦時如 

何向袍呼求（或更多的，是向视申辯） '又如何被袍從困 

苦中營救出來。

在那時，他們不會稱袍選擇的路經爲直路。十七世紀 

的欽定本把直路解釋爲正路。現代人也把直路解釋爲那正 

確的路。最長的9^轉是回家最短的路，而旅程最終引到一 

個可居住的城色；詩人雨次這樣說。如果我們想像這一段 

詩是慶祝大衛把約植運進耶路撒冷（那個記錄在代上十 

六 ，與第四卷三篇詩372有關的一個盛會）的 話 ，那 麼 ，大 

家所想的，就是某一個特定的城市了。

這些詩句也適用於一個更早的場合。摩西前瞻、約書 

i|;i団 顧 ，那些神賜予袍朝聖者子民的，他 們 「沒有修築 

(建造）的城市」 。3?3另 外 ，早在大衛之前，他們已經在 

⑩南地安頓下來，並且建設城市。雖然士師記充滿了可怕 

的事件，但在征服迴南地和王國之間、在約書亞和大衛之 

，以色列人也享受過幾段相當長的、太平和繁榮的時 

h'̂1 ,其中一個明證就是路得記大部分的記述。

後期的曰子（10〜16節 》

和前面一個段落剛好相反，乍看;^下 ，這一個段落是 

屬旅出漠;S:的時期，但細看之下，又像屬於一個較後的時

itg。

我在前面說過，一 0 六篇48節原來可能不是第四卷的 

結 束 ’而一0 七篇可能是出埃及詩集的第+ 八 ，即最後一 

篇 詩 。一 0 六和一0 七篇有它們相似的地方，雖然詩篇的 

編輯將它們放在不同的南卷裡。其中一個相似之處是：在 

這 裡 '那些違背神的話語、鼓視至高者旨意的人（詩一0  

七 n ) 也是那些背逆、不仰望至高者指教的人（詩一0 六

7 、1 3、3 3 、43 ) ；在一 0 六 篇 裡 ，他們肯定是出埃及的 

一 代 。

雖然這樣說，但 10〜16節看來更像七百年後的被擴時 

期 。對 這 些 人 來 說 ，他 們 的 受 苦 ，是 背 逆 神 的 結 果  

( 10〜 11節 ），而結果是指被巴比倫人據去，而不是指他 

們被埃及人奴役，第 16節對神如何打開牢獄的描述，和以 

賽亞的預言（賽四 + 五 2 ) 裡 ，對神結束被擴時代的描述 

非常相似。當 然 ，不是所有被逐出以色列的人，都被囚禁



在巴比倫的監獄中，但有一些的確是這樣。374那一代的人 

會覺得這幾節經文最有意思，感受也會最深。

4.低潮的曰子（17〜22節 ）

對大部分在舊約時代有機會唱這篇詩的人來說，他們 

會把它的大部分理解爲一連串容易明白的、有關在壓力情 

況下的比喻。可 是 ，因爲以色列在他們早期的日子曾經眞 

的在囑野流浪過’又親身經歷過王國的結束、被外邦人據 

走 、被囚禁等這些事，在 17〜22節中的圖晝，是否不只是 

一個比喻那麼簡單？

如果 17〜22節所描述的，不只是一個人感到有壓力的 

情 況 ，而是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那會是什麼呢？我們要 

尋査的，是一次的災病，可能不是個人的災病，而是.一次 

影響很多人的流行病。像上一段落被囚的經驗一樣，這流 

行病的出現也是因爲罪的緣故（17節 ），其中也涉没愚昧 

人的愚昧行爲。在前面我們已經提過，這些愚昧行爲與愚 

靠無關，它是指人對神故意背逆，正如第二段落所說的。375

這樣一個歷史事件並不難找到。在以色列立國不久 

後 ，因背逆而帶來這種結果，在全國發生過的，不是一 

次 ，而是三次：王國的初期，王一人所犯的罪，也帶來類 

似的結果。在這些事件中，整個群體或是個人，都陷入一 

種屬靈的低潮。關於聖經吿訴過我們，大 衛 「數點」他王 

國 中 的 「戰士」 ，這個調查大慨是爲了要增強他的自信： 

然 後 ，他 「心中自責，禱吿耶和華說：『我行這事大有罪 

了』。」376他的認罪未能阻止神讓一場瘾疫臨到，在其中 

許多人死去。關於 前 者，可能是跟一 0 七篇形容的更相

似 ，是以色列在嚷野的旅程中，三攻被神責罰，責罰的形 

都是瘾疫的降臨；這三件事記載於民數記^^一章31〜35 
f ij'i，+六 章 41〜50節及二千五章1〜9節 。這是上一篇詩提 

别的六個「不信」的愚昧行爲（詩一0 六 13〜3 3 ) 其中的 

义個。如果17〜22節這裡描寫的，是其中三個之一的話， 

邱 麼 ，這又是一個例證 ' 說明一0 七篇是跟第四卷的出埃 

及詩集有關。

丄高潮的日子《23〜32節 ）

第四個段蒋有點令人困惑不解。之前的詩吿訴過我 

們 '神的子民如今接受了他們對大海的恐懼心理^一他們 

對海洋的恐懼，比對像泰爾這樣一個擁有靡大海軍的國家 

大得多。雖# 以色列人漸漸克服了對海洋的畏懼，可 是 ， 

在舊約的歷史中，在大海裡經歷風暴並不是常見的現象， 

不像在嚷野中流浪，或是被擴，或是受瘾疫之苦那些經歷 

那 樣 。

若我們耍爲23〜32節尋找一個適切的背景，是否要轉 

向先知書，甚至是像約拿的故事那樣一個非典型的個案？ 

23〜32節和約拿的故事，的確有許多雷同的地方，雖然約 

拿不是到他想要去的海口！

另一方面，雖然聖經提到海上風暴的地方不多，但卻 

有一雨個地方提到航海的經歷。這些經歷都是在以色列比 

較昌盛的時候發生的，不像低潮的時候那樣—— ^在那些時 

候 ，以色列人使神發怒，因此受到瘾疫的擊打。在所羅門 

全盛的時期，以色列人放下他們一貫的、對在大海中航行 

的抗拒之心，建造而旦派出一支魔大的商船隊伍。377停泊



大船的港口是以旬勉別，在亞!I客巴灣裡的以綠旁邊，那位  ̂

偉大賢君約沙法也嘗試在同一個地方作過類似的事，雖然 

沒有什麼成果。378在記錄約沙法的後裔烏西雅那漫長又繁 

榮的統治之記述中，我們看見他其中一個首要的成就是：

「他收回以綠....又重新修理」 ，379意思大槪是，他在那

裡建立一支商務的海軍。

所羅門的船隻經常在大海航行，船上的海員一定會碰 

過這篇詩所形容的風暴。無論如何，詩人描寫的那些海員 

一定明白詩人所說的，以致他們能認同詩的內容。

6.歷史的全貌

一0 七篇中的漂流者、拥鎖者、患病者和航海者所樓 

述的故事，都是他們親身的體驗，但詩人加上的評語，一 

定是在歷史比較後期寫的，那 時 ，他從另一個觀點回顧過 

去 ，因此能記述神奇妙的作爲。可以這樣說，他 「登上摩 

西站立的山 ' 並觀看全地」 ； 當他這樣回觀歷史時，舊 

約的故事便展開在他眼前。

登高而遠囑，詩人和他的同輩不但回顧出埃反的時  

期 ，而旦是更遠的時代，而我們基督徒更知道，記載在聖 

經第二部分的、神奇妙的作爲。因 爲 「神給我們預備了更 

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381在創 

世記二H 章夏甲和她的兒子在囑野中流浪，幾乎渴死： 

在士師記+ 六 章 ，參孫因爲放縱自己而被E :在民數記十 

二 章 ，米利暗因爲她愚意的自以爲是而得了麻疲病；約拿 

在海上的經歷是一0 七篇第四個段落所形容的，一個在舊 

約中的例子—— 這篇詩給了我們一個模範，讓我們知道應

如何有效地閱讀這些在海上發生的事件。在以上所說的 

一個事件中，當事人都在困苦中向主呼求，而主的極救 

會 臨 到 ，就算那人陷入困境，是因爲他自己犯罪的緣 

故 ，主都仍然幫助他。這是神奇妙的作爲，是指向袖不減 

的立約之愛，而且配得我們讚美。

至於在新約中的流浪，主要是使徒保羅的經歷，但他 

所以要飄泊，卻不是因爲他作錯了什麼事。他也# 面對' 

旧罪而帶來的疾病，這些罪和病是在哥林多人中間發生 

的 ；他也在海上經歷過風暴，甚至比約拿的經歷更扣人心 

玄。382在保羅的經歷中，只要他倚靠主，他都得極救，每 

•…̂次都是如此。

7.經驗的全貌

在一0 七篇作見證的人，不是爲神在別人身上的作爲 

而感謝袍，因爲詩人說： r願他們獻上感恩。」我們可以 

假 設 ' 在那裡衆會的，有一些人會說：「是 的 ，我也曾迷 

失 過 ，而主把我尋回。」或 是 ，「我曾陷入困境，袍釋放 

了我。」

詩篇所說的，不只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 首 

先 '對讀這篇詩的讀者而言，那些作見證的人說的，也正 

是他們的經歷。他們會因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爲，正如袍在 

那些作見證的人身上作的而讚美神。别人的見證往往能鼓 

勵我們！

另一個比較不明顯，但有更大應用性的含義是：對那 

些經歷比較平凡，他們沒有體驗過一0 七篇中那些作見證 

的人述說的那些事，這一篇也有一定的意義。這詩中的見



證 ，讓讀者明白神在他們祖先身上所作的，因而能夠認同 

(之前幾篇記載歷史的詩篇也有同樣的用意）。 「他們釘 

我主+ 架的時候，你在那裡嗎？」是 的 ，我在那裡；當以 

色列人出埃及時，我 在 那 裡 ；當他們從巴比倫歸回故土  

時 ，我也一起歸來。因爲神的教會被尋回、被醫治、被極 

救 ，作爲教會的一員，我也經歷了這一切。

那些眞正發生過、而又有一種更深切屬靈意義的事  

件 ，也同樣可以被視爲比喻，比喻我們的人生。我們可以 

和威廉士 ( William Williams ) 一同唱道：「主 ，偉大的耶 

和 華 ，引導我，穿過沙漠地的旅者」 ：和査理•衛斯理一 

起 說 ：「我的伽鎖脫落，我的心被釋放」 ；與萊特一起 

說 ：「被救牆、被醫治、被尋回、被寬恕」 ：與安娜•韋 

靈 （Anna Waring ) 一起喊道：「風暴在我四周怒號，但神 

卻在我四圍庇護我」 。我們知道這些經歷對我們來說，都 

可以是眞實的，不是神祐、不可捉摸的感覺，而是確切的 

體 驗 。另外値得一提的是，雖然四節中都有一些重複的句 

子 ，但 是 ，在新標準修訂本中的「有些……有些……有些

…… 有些....」 （4 、1 0、17及 23節 ）卻不是其中一個重

複的句子。那版本給人的印象是：在當時的聚會中有四種 

人 ，每一種人都有他們自己特別的經驗，雖然他們的經驗 

都不同，但都可以成爲我們生命中的經歷之類比，因爲我 

們和這些作見證的人都屬於同一個大會。

另外値得一提的，是有關這篇詩的風格和結構，我們 

先看這四段的開始。漂流者和航海者陷在困境中，並不是 

因爲他們犯了什麼菲：而在第二和第三個段落，我們看見 

插鎮者和患病者在困境中，是因爲他們犯了罪，因此我們

釋見一個 a b b a 的格式：無罪/ 有罪 / 有罪/ 無 罪 ° 但 

，在結尾，我們看見第一和第二個段落是以神的祝福爲 

結 束 ，而第三和第四個段落則是以人的回應來結束，格式 

是 A A B B 。這兩個格式合饼起來則涵蓋所有可能的組合。 

無論是無罪或是有罪，看看神是如何愛你！無論是有罪或 

是無罪，看看你是應該如何回應！

8.昌盛和禍害（33〜40節 ）

這一段和那四幅圖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有些人認 

爲原本的一0 七篇只有那四幅圖畫，而沒有33〜40節 ；就 

算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對詩篇的編輯來說，這比較長的版 

本起碼爲這篇詩帶來一個完整性。有兩種背景把這兩部分 

連接起515 ：主把那些# L截的人帶到一個城中居住，讓他們 

在那裡安居樂業（36〜3 8 節 ）；這很明顯是指第一幅圖 

晝 '也大槪是指出埃及和征服勉南這歷史事件。之後出現

的 ，是厄運臨到（暴虐、患難、愁苦）---這是不是指被

擴的經歷 ' 及第二幅圖畫？—— 過了一段時間，神又幫助 

他們脫離困境（41節 ）。

此 外 ，這一段和一0 七篇之外的經文也有關係。除了 

申命記及約伯記外，383我們也看見它和以賽亞書四+ 一章 

18節 ，五十章 2節及其他有關以色列國被復興的預言有密 

切的聯繁。

以賽亞在另一處經文所說的，使我們尋得一條解釋 

33〜4 0節的目的之線索。在欽定本對以賽亞書四+ 五章 7 

節那令人震驚的翻譯，我們讀到主說：「我施平安，也製 

造邪惡。」這 裡 的 「邪惡」當然不可能是罪惡和錯譲，新



國際本爲不使讀者被誤導，因而用了昌盛和禍患，而新標 

準修 訂 本 則用了比較古舊，但引人入勝的祝福與咒組  

(weal and woe ) 。以賽亞書另一處說，神降災是一件「奇 

怪的事」 ， 旦在需要的時候，袍會毫不猶豫地這樣作。

這一段中的八節經文不應該被視爲對過去事績的記  

述 ，而是另一個系列的圖像。這一次，它比較像我們在討 

論 + 八篇時提過的那幅貝葉挂楼 (Bayeux Tapestry ) —  

在那裡，我們用那繊緯來說明希伯來時態的特別之處。385 

在33〜40節之間，它的時態是這樣的：而第33及35節的時 

態是未完成式，好像是說：「看 哪 ，在 這 裡 ，主把江河變 

爲 囑 野 ；在這幅圖畫裡，囑野變爲水潭。J

每一對經文是一幅圖畫。在第一幅，好的事情變爲壞 

的 ，爲要懲罰惡人。在第二幅，壞的事情變成薛的，爲要 

祝福那些有需要的。在第三幅，祝福又再被顯示出來，這 

一次是詳細顯示，然後一一如果新國際本加上「然後:」一 

詞是正確的話，它指的不是上面幾幅圖畫中同樣的人接下 

來所經歷的，而是我們跟著要看見的第四幅圖畫的主  

題 ，懲 罰 。

33〜40節結果是一個交錯配列的格式：

祸 害 （33〜34節 ）

昌盛（35〜36節 ）

昌盛（37〜38節 ）

祸 害 （39〜40節 )

並且強調說，主在一切福禍的背後。不需多說，在整篇詩

裡 ，談的當然是袍的子民，就是那些遲早要爲袍立約的愛 

而向袍獻上感謝的人。他們需要明白並牢牢記住這眞理： 

好的事情、壞的事情都會發生，而主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掌 

權 。

9，對智者進一言（1〜3 、41〜43節 ）

Verb, sap-----像古人說的---- verbum 向有智

慧的人進一言---- 凡̂有 智慧 的’必在這些事上留心（43

節 ），我們剛才在 33〜4 0 節中所發現的，讓我們看見在 

4〜3 2節中那四幅大圖晝裡的另一個特色。當我們討論過 

這特色後，便會遞視全詩最重要的一點，是那有智慧的讀 

者會小心翼翼、留心思考的。

之前四個段落的格式比我們所想的還要豐富。那四種 

人落入困境中，是因爲他們自己的錯嗎？那四個段落的開 

頭 說 ：不是的、是 的 、是 的 、不 是 的 ：a b b a 。他們如何 

以感謝作結束？那四個段落的結尾說：祝 福 、祝 福 、回 

應 、回 應 ：A A B B 。現在我們問：他們覺得爲他們帶來最 

後昌盛的，是神嗎？或 是 ，爲他們帶來起初禍患的，也是 

神嗎？答 案 是 ：昌盛 、禍 患 、昌盛 、禍 患 ：A B A B 。擺放 

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套完整的組合！

然 而 ，在這一套複雜的神學和經驗的和音裡，其中一 

個主要的音符一直不絕於耳。我們可能迷失了方向、被囚 

禁 、生病了或是被淹沒了，落在這光景，可能是因爲我們 

犯 了 錯 ，也可能不是。神對我們來說，可能是良善的，也 

可能是殘忍的。好的事情、壞的事情都會發生，但最終， 

神都是慈愛的。我們最後見到的一幅畫像，是神將窮乏人



安置在高處，使他的家屬多如羊群。袍的慈愛、袍立約的 

愛 ，在第 1節已經爲我們建立起一個正確的觀點。詩人的 

意思是：我們應該從這觀點去看以下的四個段落：而最後 

一節則以耶和華的慈愛作結束。這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會思 

想 的 ；這裡的字是多數，意思是神因著袍立約的愛所作的 

一切事。

最後 一 點 ，這一篇的最初三節重複一0 六篇 1節 （要 

稱謝那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並旦回 

應一0 六篇47節 （植救我們…… 從外邦中召取我們）。誠 

然 ，這兩節經文把一 0 七篇銀一 0 五及一 0 六篇連接起 

來 ，爲讀者提供了一個以色列歷史的全貌：從神的子民征 

服邀南地開始，他將列國的地賜給他們（詩一 0 五4 4 ) , 

然後是被外邦人所擴（那時候袍使他們例在列國之中〔詩 

一 0 六27〕 ) ，最後是袍讓他們再次復興：他從各地’從 

東 從 西 ：從南從北，所 召 聚 〔他們〕來 的 （詩一 0 七 2〜 

3) 0

雖然詩人是在慶祝被擴的結束，他說的話卻有更大的迴 

響 。這些話把我們帶回到創世記，並譲我們想起神對亞伯 

拉罕所作的應許：「地上的萬國」都要因他而被祝福。386 

這些話也把我們帶到菩示錄，譲我們想起那異象：一群不

可計數的群衆，由 「各國」來 到 ，聚集在天上、在神的寶

前 。387

出埃:a 這 事 件 ，以及它引伸出來接著一千年的故事， 

是對神舊約的子民一個經典的闇釋，閨釋了神奇妙的作 

爲 ，以及袍不變的慈愛。基督的事件，及其所衍生的，普 

天下傳福音的行動，是對我們（神新約的子民）的應驗。

這是凡有智慧的必然留心的（43節 ） 

的 話 （2節 ）。

和被救續的必會說

一  0 八 篇

在蓮步細讀過前面超過百篇的詩之後，當我們來到這 

一篇時，對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它是否董複詩篇其他地 

方 ，正如五+ 三篇幾乎完全董複+ 四篇一樣？

是 的 ，一 0 八篇的確有重複之前的詩篇，就是五+七  

篇的一半，及六+ 篇的一半。

1.再次挑起前仇

就如六+ 篇一樣，一0 八篇的最後四節點出了它的主 

題 。這裡出現的軍除和敵人，他們希望打勝仗，害怕被征 

服 。在這裡，以色列的敵人是以東，他們期望攻破的，是 

以東的堅固城。

這是一場有長久淵源的糾紛，一直追溯到雅各和以掃 

兩兄弟的時代；他們雨兄弟是這兩個民族的祖先。在舊約 

歷史的記載中，我們看見雨國在王國時期重複有衝突，由 

公元前第+ —世紀掃羅統治的時代，到公元前第八世紀亞 

哈斯作王的時代。388在先知的預言中，還有一件比這些事 

件晚發生的，也是俄巴底亞書惟一的主題，就 是 ：先知痛 

斥以東，因爲她在公元前五八七年，當巴比倫攻佔並且毀 

減耶路撒冷時，留守在她著名的、極其安全的山城中， 

冷眼觀看整個過程，而且遺幸災樂禍。

在詩篇裡，這件事在一三七篇7 節中被提到。但我們



現在的注意力要放在與一0 八篇有關的一段，就是先在六 

+ 篇5〜12節出現的一0 八篇6〜13節 。六十篇的標題提到 

大 衛 ，因此這詩是跟大衛的一次出征有關。390 明 顯 的 ， 

一 0 八篇 6〜 13節用了六十篇中的禱告，是跟…樁後來才 

發生的、與以東人的衝突有關的事；在那時，以色列人和 

神的關係大槪不甚好（1 1節 ） ，但這…次 ，他們卻有信 

心 ，相信神必定會來幫助他們（1〜5 節 ，借自詩五+ 七 

7〜1 1 ) 。究竟…0 八篇的背景是哪一次爭戰？在 約 蘭 、 

亞瑪謝、亞哈斯的統治時期，與以東人多次的衝突中，亞 

瑪謝的爭戰最可能是這詩的背景。39M 旦無論一0 八篇 1〜 5 

節是何時及如何被修改，它仍然是一篇大衛的詩。

2.再次記取的古舊應許

求助的禱吿以神曾說過的話爲中心：這禱吿不但是關 

於以東，也跟那地區的民族有關（6〜9節 ）。所有的禱吿 

(特別是當神的子民在壓力下），應 i亥以神的話爲基礎。 

時代可能會轉變，但神指著他的里潔t兒的（7節 ，修訂本 ) 

則不可能被磨減，並且永遠眞確。

正如我們在六十篇見過的，這幾節裡的國名是指約但 

河東西兩岸的地方（7 節 ），約但河以南和以北以及河的 

雨 岸 ，屬於不同種族的區域（8 節 ）。即使迴南人住在那 

裡 時 ，這些地都是神的地，而現在當這些地賜給以色列人 

後 ，它仍然是神的地。那些被摩押人和以東人佔據的地  

土 ，也同樣是神的地（9 節 ）。所有這些人都在视的拿控 

之 下 ’而每一族人都要完成袍計畫的一部分：那些認識袍 

的 人 ，尊崇袍；那些不認識袍的人，降服於袍。對於這一

m ，我們在六十篇5〜8節已經看過。392

這就是那位聖潔的神從一開始便定意要作的，袍必定 

會成就這計晝。這是另一代的以色列人現在記起來的一個 

應 許 ，因爲他們發現自己正在一個類似的處境裡。

六+ 篇中的禱吿和當時的情況非常吻合，但到了一0  

八 篇 ，以色列人的處境有點不同了，因 此 ，直接把六+ 篇 

中的禱吿搬過來，並不妥當，詩人必須作的，是將舊的禱 

吿作適當的剪裁；或者應該說，是借用雨個比較舊的禱吿 

之某部分，把它們合併成一個新的禱吿。

3.董新翦裁舊樓文

如果我們以爲一0 八篇作者所作的，就像一個不擇手 

段的修車師傅，把一架撞壞了的車前面部分，跟另一輔撞 

壞了的車後面部分合併在一起，我們便大錯特錯了。我們 

一定不能這樣想！爲什麼呢？原因起碼有三個：第 一 ， 

一 0 八篇的作者是把兩個「後面」合併在一起：這詩的前 

半部是五+ 七篇的後半部，而這詩的後半部則是六+ 篇的 

最後三分之二的內容。第 二 ，詩人一定覺得這雨段借來的 

詩句合起來非常完美，以使合併起來的一0 八 篇 ，其結構 

令入賞心悅目，和那雨篇原來的詩同樣好。393第 三 ，一 0  

八篇作者所振棄的雨個「前半部」並沒有什麼問題；詩人 

沒有借用它們，主要是因爲五+ 七篇是在一個「災害」的 

隐影下開始（詩五十七 1 ) ，而六十篇則是在「艱難的」 

情況下窝的，但一0 八篇卻是一篇徹頭徹尾充滿積極語調 

的 詩 ；整體來說，它慶祝的是神立約的慈愛和袍的信實（4 

節 ，全篇惟一不「積極」的地方是11節 ，詩人可能想起一



些不太愉快的經驗）。

至於一0 八篇的歷史背景，許多解經家認爲是被擴節 

回的時代。這並不是說，以東對當時歸回的以色列群體是

一個威脅（雖然以色列大槪不能忘記以東在公元前五八七 

年出賣他們的經驗 ）̂ ~■如果我們認爲這種看法是對的 

話 ，那我們就必須想像以東的確對以色列構成這種威脅。 

無論以東是不是威脅，一 0 八篇的作者在那時候重寫這 

詩 ，是爲了提醒以色列人兩件事：第 一 ，過去的世代對神 

發出的讚美可以不斷地被重複，仍然歷久彌新，第 2 節的 

琴瑟仍然能夠喚醒在外那些碱默了許久的神的子民（詩一 

三七2〜4 ) :第 二 ，雖然以色列人目前所f占的地土看來砰 

像很小，但神對他們的應許—— •全 地 （比喻上的意思是全 

部 ）都要屬於他們，這永遠都是眞確的。就如第4 節提醒 

我 們 ，那不變的眞理是：袖的信實達到言蒼；而袖立約的 

愛達到的，是更高的地方。

一  0 九 篇

魯益師說：咒I旦詩在詩篇中「到處都可以看到」 ：它 

們充滿著「1曾恨的情緒」 ，與基督的精神不相合。我們在 

第七篇已經見過這令人感到爐媳的、尖鋭的內容，並旦在 

三+ 五 、五+ 八及六+ 九篇中詳細討論過，也接受了咒i旦 

詩的性質。394 — 0 九篇並不是一個未見過的冗証詩的例 

子 ，但 是 '正如魯益師所說，一 0 九 篇 是 「最糟糕」的一 

篇 。395在思考這一篇節數甚多的詩時，我會重溫前面討論 

咒言且詩時的一些考慮，也會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在處理五+ 八篇時，我的作法是先估量其中難解的地 

方 ；現在處理一0 九篇時，我不想這樣作了 ：我想從雨個 

角度來看這篇詩：先是它的內容，後是它的含義。

L 控 訴 （ 節 ）

詩人被敵人包圍，而他呼求神幫助他。我們經常看見 

這種呼求，雖然一0 九篇中求救的人所面對的、被敵人壓 

逼的情況，與別的情況不同 D 在大衛詩集第一集裡，惡人 

的: 擊通常包括的，是帶有兵器的軍除，或是有殺傷可能 

的暴力。那裡用的語言，與捜獵和埋伏有關：但這裡牽涉 

的 ’是撒識的舌頭和怨恨的話，是欺驅和控訴’他們用口 

攻擊我。

我們會說：就只是這樣麼？木棍和石頭可以打碎我們 

的骨頭，但硬掷掷的語言卻不能傷害我！

不是的，不是這樣，爲什麼呢？有四個原因：第 一 ， 

這些人是在撒請；這些散布謠言的人 ’ 不但堅持，並旦使 

别入相信他們的話是眞的，這會爲我帶來極大的傷害° 第 

二 ，這並敵人的控訴不但不是事實，而旦沒有理由。敵人 

爲什麼這樣作呢？似乎完全是出於惡意。第 三 ，受害的人 

不但沒有作過任何激怒他們的事，甚至曾經向他們伸出友 

II之 手 ，也給予他們禱吿上的支持（這大槪是 4 節下的意 

思 ），但他們卻「以惡報善」 。

第 四 ，也是最重要的，當他說：他們控吿我時，他指 

的和他害怕的，不是護言，甚至不是毀誇。如果我們看下 

一段的開頭，我們可以從6〜7節看出，詩人說的是法庭中 

正式的控訴。



2.咒 詰 （6 ~ 1 5節 ）

表面上看來，第6節與第 1 節的說話者好像是同一人， 

聽衆也是同一人。是詩人向神呼喊，先求袍不要保持械 

默 ，然後是，派一個惡人轄制他。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思考爲什麼詩人從第一部分的他  

們 ，轉到第二部分的他。無論他是誰，他是這+ 節經文中 

被 的 對 象 ，而旦是多麼可怕的咒I且啊！雖然那交錯配 

列的框架很工整，但也完全沒有減少那說話者像著了火的 

怒 氣 。借用魯益師的句子，詩人那帶有殺傷力的攻擊就像 

「爐嘴中衝出來的熱氣」一 樣 ；他被咒I旦，受到五方面的 

攻 擊 ：

他個人的罪行（6〜7節 ）

他個人的憩割（8〜9節 ）

他的財物（10〜11節 ）

他兒女的懲創（12〜13節 ）

他父毋的罪行（14〜15節 ）

當詩人期望（祈求）不單這人，而是連同他的妻女也 

要受苦，他父母的菲也不被饒恕時，我們覺得很不安：作 

爲一個有良心的人，我們也不能接受這樣的護罵，更何況 

我們是有基督信仰的人。新約清楚地吿訴我們：「逼迫你 

們 的 ，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祖……不要以惡

報惡- 不 要 爲 自 己 申 冤 」396但 是 、在這裡，這些

咒1§甚至比六+ 九篇22〜28節的申冤心理更嚴重。

3.報 復 （16~2 0節 ）

其中一個使我們尉這攻擊的強烈程度感到霞驚的，是 

它的反應比激起這反應的綠由強烈得多。是 的 ，正如我們 

在前面說過的，激起詩人這猛烈反應的，不只是怨恨的話 

(3 節 ）那麼簡單。叫他如此爱:怒 的 ，是一種沒有理由、 

沒有目的、對■友館的出賣。這出賣導致法律上的訴訟。雖 

然 如 此 ，但6〜 15節的反應，仍然顧得有點過激。

可 是 ，如果我們細看16〜20節裡揭露的，詩人以前的 

朋 友 （或是朋友們）是怎樣的話，我們便會明白，詩人的 

反應其實很合理，他知道自己在作什麼。詩人要求的，是 

神速速解決有以下表現者的性命：他不想施恩，卻逼迫困 

苦窮乏的和傷心的人，要把他們'治•死 。詩人咒罵的，是一 

個本身也愛咒罵的人。詩人求主作的，是消減一個完全浸 

淫在邪惡中的人。旣然這敵人選擇將自己包裏在惡意中， 

就譲惡意成爲他的緊身衣吧。

假如前一部分的冗i旦表達了忿怒，起碼它不是不再控 

制的忿怒。反 之 ，根據一種報復的嚴格規矩，詩人求主作 

的 ，是使他的敵人得到他應得的，不多也不少，讓他自食 

其 果 。

4.析 求 （2 1 ~ 2 5節 ）

從6〜7節我們知道，詩人看見自己在法庭上受害，而 

審 判 官 （他的職分，8 節 ）和控吿作者的，是他的敵人。 

詩人祈求神譲這些角色倒轉過來，使敵人成爲被審的那一 

個 。他求神派（6節 ，這 字 和 「職分」是來自同一個字根）



另外一個人作審判官，也派另外一個人成爲控方律師。

但 你 ，掌權的主（21節 ）在整個過程中，称在哪裡？ 

是 的 ，詩人在之前+ —節經文中所發出的咒i且，其實都是 

他向神發出的祈求，如果神應允他的祈求，那便是耶和華 

對他的控林者所作的報應（20節 ）。雖然如此，但在前面 

一些經文，在充滿激烈爭辯的法庭中，我們並未感受到神 

的臨在。然 後 ' 在這一部分，詩人用的語言突然變得很宗 

教 性 D 我們在這裡看見的，不再是惡毒的舌頭，而是一顆 

被傷害的心。我們聽見的，不 再 是 「向他作什麼」 ，而是 

「爲我作什麼」 。

爲什麼呢？首 先 ，是因爲你的名的缘故：是因爲你是 

誰 ，是因爲你彰顯了自]3 是誰的緣故。這裡的慈愛是那位 

立約的zfe耶和華的立約之愛。我們可以看見，在整個框著 

一 段尖 刻 的 經 文 的 前 後 ，是 雨 個 個 人 的 、向神的呼求  

( 1 、21節 ）因爲那位掌權的主，是那位我所讚美的神。

第 二 ，因爲我的需要的綠故；因爲我那冗長而又激烈 

的 申 訴 ，因爲我的賢上腺素劇增，我內心受傷、人也抖 

M ，而且我 的 膝 骨 軟 弱 ，並 且 我 身 上 的 肉 也 渐 漸 疲 了。我 

在法庭上的爭戰不會有什麼結果，除非称有所行動。

-但称是會

5.期 望 （26〜 31節 》

「不會有什麼結果，除非称有所行動」- 

有行動的！詩人最接的呼鐘是：求主按著袍自己立約的慈 

愛來極救他，因此他有信心他會被極救。

他相信他會被祝福，而他的敵人必會蒙羞。意思是 

說 ，敵人希望發生在他身上的壞事（17〜1 8 節 ）不會發

生 ：反而是他希望發生在敵人身上的壞事，就發生在他們 

身上。

再 者 ，他期望，敵人遭報時，他們會看得見，神的手 

在 其 中 （27節 ）。不只是他的敵人，遺有那些和他一同讚 

美神的眾人（這是那更大的框架，1 、3 0節 ），都會見證 

這些事的發生。

而且他期望這些事會在今生發生。他相信主會照著各 

人所行的報應他（詩六+ 二 12 ) ；道信念是跟新約--個時 

候有關的，就 是 「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 ：397但 

是神在舊約的子民對來生的觀念不太清楚，因此他們希望 

在今生就看見邪惡的人遭受報應，神的公義彰顯。

因 此 ，相當令人驚課的，21〜25節的私人的、信仰的 

世界被帶進 1 〜20節的公開範晴。漂流討飯的乞丐及住在 

荒凉之處的人和掌權之主的作爲拉上直接的關係。

6 .「他 J 是誰？

在我們繼續對這篇詩作第二次更深入的探討前，我們 

需要澄清一個在之前曾經提過的問題。在 1 〜5 節 ，他們 

是 敵 人 ：在 6〜19節 ，他被咒 |§。詩人爲什麼由多數轉爲 

單數呢？

希伯來的原文或是比較古舊的翻譯本都沒有用引號， 

因 此 ，看來從頭至尾說話的人都是詩人。當他說：「願他 

出來擔當罪名」 （7 節 ）時 ，他 可 能 是 一 ，把他的敵人 

(們 ）當作一個人那樣處理，或te二 ，說 ：「譲他們每一 

個出來擔當罪名」 ，或 是 三 （最可能的），將焦點放在他 

們的領袖身上；這領袖具有一定的職權，就如第 8節所顯



的 。

另一方面，對一些翻譯者或是解經家來說，在第 6節 

之前應該有一個引號。說話的人是敵人，而不是詩人：敵 

人 說 ：「譲一個控訴者站在他（即是詩人）的右邊」 。如 

果他們繼而冗la他 ，那麼我們對這篇詩的許多疑問便解決 

了 。那 許 多 「與基督徒不相符」的感覺及言語，再不是出 

於詩人的口，而是出於敵人的口，那就不足爲奇了。

但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如果是由惡人想出來的、對 

詩人的咒組，這一段經文就顯得過分地冗長和極端，就算 

這些話是由不可愛的人說的，也是太過分了。客觀地說， 

第20節 （這肯定是詩人說的話，就算之前的+ 四節都不是 

他說的）是 「將之前那一部分轉過來倒在敵人頭上……或 

許其中一些比較尖鏡的話，可以從聖經作者的口中挪走， 

但卻不能從他的思想中挪去。所有在 6〜19節中出現的， 

他都希望能夠臨到敵人身上」 。398

另 外 ，我們要考慮到一個事實：願別人得他的職分這 

些話在新約中是被應用到另外一件事上去：就是由另一個 

人代替猶大作使徒之事（徒一 20下二詩一0 九 8下 ）。使 

徒時代的教會把這第二部好的話（像第一部分一樣）視爲 

由那正義的人向那邪惡的人說的。

因 此 ，當我們再次讀這段經文時，我們會假設這些咒 

i 旦是出自詩人的口：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尉及接受的棘手 

事 實 。

7.再看 1 節 ：神應該如何介入？

雖然第一部分充滿的是詩人的申訴，說他的敵人錢踏

他 的 誠 信 ，但它其實是從一個呼求開始：「神 啊 ，回答 

我 。」2〜5節繼續說出他爲什麼要求神給他一個答覆。

明 顧 的 ，他希望神對他說：「你 是 對 的 ，他們是錯 

的 。」但是他眞正希望神如何回應他呢？

這是摩西和以利亞的神：當袖選擇不再閉口不言時， 

袖可以用非常戲劇性的方法說話。袖在西乃山上回答摩西 

時 ，袖的聲音是在煙氣和地震還有號角聲中發出的，而衆 

人都發颤（出+ 九 16〜1 9 ) 。當袍在迴密山上回答以利亞 

時 ，火 從 天 上 降 下 ，衆 人 都 仆 倒 在 地 上 （王上十八  

37〜39 ) 。或許詩人期望的是類似的情形，尤其如果他是 

(正如這詩的標題所顯示的、而新約的作者在徒一 16〜20 

中又同意的）那偉大的大衛王，他顯赫的身分肯定不下於 

上述那兩位著名的先知吧？

不是的，詩人要求的並不是神這樣戲劇性地介入。他 

想要的是，無論他自己在怎樣的一個法庭中受審，他也希 

望在同™ 個環境中得到平反。下面的一段會顯示這一點。 

欽定本的翻譯將6 節 下 的 「對頭」翻 譯 爲 「撒但 」 ，因此 

是 ：讓撒但在他的右邊，因而把這次的審訊移師到天上的 

法 庭 去 ；但是 6 節 下 的 「對頭」和第 2 0及 2 9節 中 的 「對 

頭 」 ，是同一 個 字 ，因 此 ，我們可以這樣說：詩人祈求 

的 ，是敵人被審判的方式，就像他們裁判他的方式一樣； 

他希望敵人在同樣的法庭中被定罪。她祈求的，不是神用 

超自然的方式介入，只是循著正常的法律程序來糾正錯  

誤 、施行公義而已。



8 . 再 看 6 ~ 1 5 節 ： 判 決 應 該 是 怎 樣 的 ？

第 7節 說 ：願他出來擔當罪名，這麼看來，「判決是 

這世界的」 。這裡並沒有任何顧示，說利決是「另一個世 

界的」 ，或 是 「永遠的刑罰」 。399就算詩人給他敵人的判 

決是適當的，執行那刑罰的是「這世界 J 的一個法庭。他 

不應該去執行處决，因爲他是原吿；神也不需要執行處 

決 ，因爲袖是爲了這個自的，而將施行公義的責任放在人 

的手中。

如果這人被定菲，對詩人來說，他被判死刑、他的財 

產被充公是合理的。今天許多人不贊成死刑，但起碼詩人 

要求的並不是比死刑更殘酷的刑罰。他作出這樣的要求， 

不是出於施虐的心態，而是因爲現實的原因。如果那被定 

罪的入被斬，那 麼 ，很自然他的妻子和孩子會感到傷心； 

如果他的財產被挪走，很自然他們會陷入貧困裡。他父母 

的罪也被提到，並不是爲了要抹黑他們的品格，而是要顧 

示這是一種傳承的罪性（出二十 5 ) 。這人選擇了讓這罪 

性去廣食他的生命。

雖然以上的幾節可以被合理化，但我們仍然覺得很難 

接受 第 1 2節 ：願無人向他延绵施恩，願無人可憐他的孤 

兒 。這裡有一個故事，我們等一會再來講述。除此之外， 

我們必須承認，他要求的刑罰雖然是有點極端，但也不是 

無理和過分，是有節制和審愼的：不是出於一時衝動的怒 

氣 ，而是冷靜的、經過思考的盤算。如布魯格曼說的，這 

判 決 「是要使那被定罪的人在社會上被塗抹」 。像民數記 

+ 六章中的可拉、大i丹和亞比蘭，又像約書亞記七章裡的

亞 干 ，這人和以他爲首的家庭，都要從神的子民中被除  

掉 。

9.再看 16〜20節 ：控訴的罪狀是什麼？

詩人如何看待他在6〜 15節中所要求的刑罰？ 一言以 

蔽 之 ，他把它看爲復仇。這一點16〜20節說得很清楚，以 

眼還眼，以牙還牙。他只想譲他的敵人受苦，正如他讓其 

他人受苦一樣。

對這個看法，我 們 可 以 有 種 回 應 ：第 一 ，對許多人 

來 說 ，這種想法是詩篇令人感到不安的一個原因；克巴確 

克 說 ，它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精神」 （他指的是舊約的時 

代 ） ：在 那 時 候，「報仇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他認 

爲 ，在 出 埃 記 二 H 章24節中及許多其他地方，「以眼 

遺 眼、以牙還牙」的律法教導，現在已被福音書馬太福音 

五章38〜42節不報復的教導所取替。

第 二 ，但 是 ，不報復的個人倫理和公衆間公義的施行 

是雨件分開的事；對 於 後 者 ，新約和舊約的看法是一致  

的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新約的作者支持舊約的教導，認 

爲神在最後的審判中「必照個人的行爲報應個人」 新 

約也教導，在最終審判未來臨之前，那坐在審判席上的法 

官 「不是徒有權柄的」 ，因爲他的實任是要「刑罰那些作 

惡的」 。 — 0 九篇的作者所發出的申訴不只是私人的， 

而是對一件公開醜聞（16〜19節 ）的 審 判 （6〜7節 ），並 

且他期望能公開地得到平反（2 7、30節 ）。

第 三 ，詩人想得到的報復是一種很深層的報復。一節 

屬於上一段’但仍然未被處理的經文是第12節 ：願無人向



他延绵施恩’願無人可憐他的孤兒。或許我們覺得這樣的 

說法有點過分，但它是和第16節有直接關係的：因為他不 

想施■恩 ，卻逼迫困苦窮乏的和傷心的人，要把他們治死。 

我們在這裡要關注的，不只是報復的對與錯，因爲不想施 

恩完全不能表達詩人想說的。第 12節 的 「恩」和第 16節的 

「恩」 ，原 文 是 I：wse4，愛 或 是 （更好的）立約的愛，而 

它引領我們走向這詩的核心。

10.再 看 21〜25節 ： 爲 什 麼 神 要 介 入 ？

在這裡和下一部分，詩人轉離公領域而進入私領域。 

那裡的氣氛很不一樣，而語調則由咒J旦轉爲祈求。

但在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點。正如他在第21節 （及在 

26節 ）巾所作的，他來到神面前時，是按神立約的名，即 

是耶和華，來向袍說話的。首 先 ，他祈求說：「請你以你 

的慈愛和你立約的愛來恩待我：J 然 後 ，他 說 ：「幫助我 

…… 照你立約的愛來極救我。」

布魯格曼指出，在第 1 2、1 6、21及26節中都出現立約 

的愛這錄字，並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對詩人來說，主 

立約的愛，那鐵嵌在袖的名、彰顧於袍的作爲的愛'是人 

生命中惟一的磐石，生命只有在這基礎上才能安金地建  

立 。詩人說自己困苦窮乏（22節 ），他是憑著這需要來到 

主面前的，因爲他裡面有缺乏，因此他可以滿有信心地仰 

望主立約的愛。

但 是 ，這立約的愛不只是給個人的；這愛將以色列人 

帶領離開埃及，把她建立爲一個國家：以色列的國家文 

化 、風土人情、人民生活應該要反映這種愛。當我們明白

這一 點 後，便比較理解這篇詩中的忿怒：詩人提到的敵 

人 ，不管對他作了什麼私人的傷害，其實是一個有職分的 

人 （有權有勢的領袖，8 節 ） ：他不但傷害了詩人，而且 

他也讓其他人和詩人一樣受了各種苦。在他惡待困苦和窮 

乏的人時，他心中絲毫沒有立約的愛（16節和21〜22節平 

行 ）：反 之 ，他把他們治死。

在新約的時代，保羅說，像這樣毫無愛的領袖，「在 

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因 此 ，他 們 「被振棄在以色列 

國民以外」也是合理的。■ 所 以 ，詩人 說：願無人向他延 

綿施*恩 （立約的愛，12節 ）。

11.再看26〜31節 ：神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在前面已談過，詩人不是期望神奇赠性地干預， 

M 是期望袖使法律的程序能公正地進行。現在我們明白其 

中的理由：人們公開的生活，尤其是神子民公開的生活， 

應該是按照神的原則運行的。

神 ，那位立約之愛的主，會監督這樣的運作，叫人依 

袍的原則生活，而這些經節則吿訴我們，袖會怎樣作。在 

上一部分，詩人是那困苦窮乏的人，因此他是神的愛的受 

益 者 ：在第31節也是一樣，因而把這篇詩帶到一個完全的 

結 束 。詩人在最後，爲我們續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圖 

畫 。在接近這篇詩的開頭，被吿左手邊站著的是控訴者； 

但在詩的結尾，站在那位置的，不再是控訳者，而是辯護 

者 ：〔主〕必站在窮乏人的右達’要救他脫離審判他靈魂 

的人 。我們不能不想起新的 parcikl彻 S ，「那被呼召、來 

站在旁邊幫助的一位」 。在約翰福音+ 六章 7節 ，袖是那



保惠師，在約翰臺書二章 1節 （修訂本），袖 是 那 「代言 

人 」 ，第一段經文說袖是神的靈，第二段說袖是神的兒 

子 。

在 這 篇詩的最後…部 分 ，詩 人 期 望 無 論 是 友 （30 

節 ）、是 敵 （27節 ）都要知道，當主來幫助袖的僕人時， 

他 （僕 人 ）個人的私生活會有什麼變化。如果詩人爭取的 

是 ，他私下生活如何，同樣在他的公開生活中也要如何， 

我們不也應該同樣地在這些方面努力嗎？

0 應

對現代讀者來說，—— 0 篇是充滿懸疑的：對早期的 

教會來說，它十分寶貝。新約中起碼有一打的書卷直接或 

間接引用它，有時甚至不只一次。我們暫時不去看它的寶 

貝之處，而是嘗試先了解它對原來的讀者有什麼意義：這 

就是說，我們先假裝不知道新約如何引用它，以及它封後 

世深遠的影響。

1.詩人首先説的

不管作者是大衛或是另有其人，他肯定是一位先知和 

詩 人 。「這是神的話」 ，第 1和4節這樣說。令人相當費解 

的 是 ，在大部◎英文譯本裡，第 1節都是說：主向主說！ 

正如我們知道的，希伯來文那雨個字是不同的，一個是指 

詩人的神，耶和華，另一個是指他的主人或是當權的主。 

這第二個主，加上詩人所形容的杖和掌權，如何打傷列 

王 ，番判禹國，都說明他一定是一個偉大的國王：另 外 ，

詩人說他的首都在錫安，那麼他一定是以色列的王。

神向他說的第一句話，與神對待以色列王的風格吻  

合 。第 1節所描寫的王，不是一個憑自己的權柄統治的王， 

而是一個輔助那位眞正的王—— 即是神自己—— 的總督。 

歷史的記載和詩人所說的相似：耶路撒冷的王是坐在「耶 

和華所賜的位子」 ：男 外 ，他們也坐在「耶和華的國位， 

冶理以色列人」 。 在第二篇，我們已看過主在錫安袖的 

聖山上，立袖的工，即是桃的兒子爲王， 而許多以色列 

王都跟隨神這作法，立他們的兒子爲王，和 他 們 「共治」 

國 家。

2.詩人接著i兑的

神對詩人說的第二句話，特别是與袖賜給他作爲首都 

的地方有關。當大衛離開他的大本營希伯器時，他已經作 

王七年了。那 時 ，「〔他〕和跟隨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 

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他 「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 

大衛的城」 。■

雖然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 

以色列的敵人，這是我們知道的，但這地方也有它神秘的 

一 面 ；這神秘的一面跟一個人有關。他生活在數百年前， 

在亞伯拉罕的時代。亞伯拉罕那時已經是一個有權有勢的 

曾 長 ；有一回，他剛從一次戰爭凯旋歸來，面對面見到一 

位比他更偉大的人，就是那時候的耶路撒冷王。亞伯拉罕 

爲表示對這人的尊敬，於是獻上他帶回來戰利品的十分之 

一 。從他手中，他接過來餅和酒和一個祝福（這些話是何 

等熟悉）。當時那城的名字是撒冷，王的名字是麥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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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因此他是「平安的王」 、也 是 「公義的王」一  

吿訴我們，他不但是祭司，也 是 「至高神的祭司」

這傳統一直延續下去。當約書亞攻入迴南地，其中一 

個 他 征 服 的 敵 人 是 「耶 路 撒 冷 亞 多 尼 洗 德 （公義之  

主 ）」 。— 由此可見，麥基洗德的名字及他的品格到約書 

亞的時代，仍然存留。但當大衛作王時，他也繼續秉承這

傳統嗎？主藉著----0 篇 說 ：他 有 。我們可以從四方面看

得出來：第 一 ，在他裡面有公義，因爲他是一個合神心意 

的 人 ：■第 二 ，「平安」是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的名字，也 

是所羅門統治時期一個重要的特色：第 三 ，在那些年間， 

他代表了以色列的王，之前沒有一個王像他，之後也沒 

有 。第 四 ，有關祭司的位分這問題又如何？我們暫時不回 

答這問題。

3 . 律 法 的 教 師 説 什 麼

到目前 爲止，看來—— 0 篇不只是一篇關於以色列  

王 ，而且是關於某一個王，即大衛的詩篇。之前我們看過 

好幾篇似乎是跟撒母耳記下六章有關的詩篇（當時大衛將 

約値帶進耶路撒冷） '而這一篇則是跟撒母耳記下五章有 

關 （當時大衛第一次把首都搬往耶城）。

在舊約時代，一般認爲這一篇是關於記載在撒母耳記 

下五章的事踏，但到新約時代，這種看法不再被採納了。 

從福音書中的一段經文，我們知道這詩不只關於大衛那麼 

簡 單 ，這段經文在馬可、路加及馬太福音都可以找到，其 

中以馬太的記述最詳盡。 這段經文記述耶穌和法利賽人 

之間的爭辯，我們可以留意其中兩點：第 一 ，那些馬可稱

爲 「律法的教師」的 （即法賽利人和文士），認爲這篇是 

由大衛寫的，如果這裡說話的人是他，他就不可能是詩中 

的聽衆。第 二 ，他們相信詩中的聽衆（即是大衛說話的對 

象 ）是基督，那位將要來臨的彌賽亞。爲什麼他們這樣想 

呢 ？因爲詩篇論到的一些有關神的王的事，根本沒有在大 

衛統治期間實現過，更邊論在他後人的統治期間發生過。

第 1節中先知性的話語，經過詩人的表達，的確譲人 

覺得它反映的是大衛在軍事上的成就。第2節提到王的杖、 

在錫安山上的管治，以及主和王之間的聯合—— 其中一個 

握 著 杖 ，另一個把它伸出來！—— 這叫我們想起第二篇 

6〜9節 。第 3節無疑是整本詩篇中最難的一句，不同的版 

本有不同的翻譯，但 「那幅圖晝大致上是這樣的 .一大群 

志願軍在聖戰中，聚集在他們的領袖面前」 。 當清晨來 

臨 時 ，露水神秘地出現，那工也奇績性地11醒過來，而旦 

被更新。

詩人對第二個先知性話語的表達（4節 ）也是難解的。 

如果我們把 5〜6 節了解爲詩人在這裡向王述說有關主的 

事 ，那 麼 ，這一類的問題便會出現；但 是 ，如果我們用以 

下的角度看這兩節經文的話，這類問題便會自然消失：詩 

人 是 向 「主」說有關王的事^ - 「耶和華啊，我主王是在 

你的右邊」 （5 節 ，像 1節一樣），「他會被聽醒、被更 

新 」 （7節 ，像在 3節下一樣）。 在第6節 ，我們看見他 

的成就是普世性的，而這事件尙未發生：當然他也尙未成 

爲一位祭司，更邊論是一■位永遠的祭司。道是另…個問



4 .耶鮮所説的

譲我們再回到馬太福音二+ 二章41〜46節 。耶穌被律 

法的教師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後，袍轉過來反問他們一個問 

題 ，這問題是關於這篇詩的。她和他們都同意，彌賽亞是 

大衛的後裔。那 麼 ，袖 問 「大衛被聖靈感動時，怎麼還稱 

他 爲 『主 』呢 ？因爲他說：『主對我主說』」等等。

對法利賽人來說，這是一個眞實的問題（無論他們是 

否能回答這問題），因爲他們和耶穌都同意：彌賽亞不但 

是大衛的子孫，而旦這篇詩是關於彌賽亞的，也是由大衛 

作 的 。許多不同意最後一點的現代解經家用以下雨種方法 

來解釋耶穌的話。一 ，（他 們 說 ）桃遷就法利賽人的看  

法 ，也 說 大 衛 是 這 篇 詩 的 作 者 ' 雖然袍自己知道不是  

( 「如果 」如你們所相信的，這裡說話的是大衛） ；或是 

二 ，袖眞的認同法利赛人錯誤的看法。

在上述雨個觀點中，第一個可能是合理的，如果耶穌 

的自的是要挑戰法利賽人，是要他們驚清自己的邏輯思 

維 ，並旦弄清楚自己所相信的那套及其含義一一不管他們 

相信的是對或錯。袖的目的，不是要赢取什麼勝利，而是 

要證明一個論點。在前一章，馬太剛描寫了耶穌在棺欄主 

曰騎驢進耶路撒冷的情景，那 時 ，袍 被 稱 爲 「大衛的子 

孫 J (太二+ — 9 ) 。那是一個合宜的稱呼’但袍的朋友 

和敵人都不明白這稱呼的眞正意義D 大衛在以色列的諸王 

中 ，是第一位且是最偉大的一位君王。他將會有一個後

裔 ，那後裔會成爲----什麼？另一個像他一樣的君王，一

個愛國者，一個將軍，一個政治家，一個有古舊東方傳統

的君王，與這世界的法老王甚至凯撒並列的王？不是的， 

董點是大衛自己在展望將來，並旦帶著敬長的心來說他的 

後 裔 ，而這子孫將會成爲他的主。這位 ±屬於另外一個完  

全不同的階層，是他所仰望的，正如他的子民仰望他一 

樣 。大衛的確這樣說。毋怪耶穌如此嚴肅地強調：大衛 

「稱 他 爲 『主 』」時 ，是 「被聖靈感動」的 。

5.使徒所説的

在新約别處間接提到這篇詩共有十二處；這些經文， 

差不多都引用第 1節 ，它們都將這一節中的「主」理所當 

frf?地理解爲基督。這位主坐在神的右邊，而他的敵人則伏 

在他的腳晃下。另外在使徒行傳和希伯來書裡有一些直接 

引用這詩篇的經文。

在這些直接引用一■一 0 篇的經文中，使徒行傳^■章 

34〜35節引用了第 1節 ，它也像馬太福音二+ 二章41〜46 

節一樣，說這詩是由大衛作的。彼得在這裡所說的，在某 

些方面，比耶穌在馬太福音所說的，更加有說服力。或許 

我們可以說，耶穌爲了要醫清法利賽人的思緒，因此先遷 

就他們的想法，接受他們錯誤的理解，但彼得完全沒有這 

樣 作 。他完全沒有需要遷就任何人；相反 的，這天是五旬 

節 ，他被聖靈充滿，而他宣吿的，是聖經中福音的眞理。 

再 者 ，他引用一一0 篇時也假設了大衛是那位作者，就是 

那位沒有「升到天上」的大衛（誠 然 ，他的墳墓直到今曰 

遷在我們這裡，2 9 節 ），而他那位與衆不同的後裔將會 

「升到天上」 。

另外一段直接引用—— 0 篇 1節的新約經文是希伯來



書一章13節 ，這裡與其他引用一一 0 篇的新約經文不同的 

地 方 是 ：它董複並旦徹底闇釋了第4 節 。那 位 「照著麥基 

洗德的等次成爲永遠的大祭司的」 ，是希伯來書作者從六 

章 20節到起碼八章2節的主題；在某些方面，這甚至是之 

後的主題，直到适封書信的最後。與所有提到一一0 禱的 

許多新約經文比較，希伯來書的獨特貢獻是，它除了說基 

督 「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來八 2 ) 外 ，也提到 

基督坐在寶座上的身分是王、也是祭司。

6.我們所説的

我們對這「歌中的預言」應該說的，和大衛當時的人 

所說的，肯定會一樣，除了預言中所說的那位，對他們來 

說是一個盼望，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已經成就的事寶。從大 

衛的時代開始，在以色列人中一直有一個活澄的期望，就 

是 ，可能是現任之王的兒子，如果不是的話，那 麼 ，便是 

他兒子的兒子，將會是那一位。那一個後裔 '神將會對他 

說以下的話：「你是我所棟選的王」 ，不但如此，神還會 

說 ：「你是我棟選的祭司。」 （4 節 ），因而董新發動創 

世記+ 四章18節古代那耶路撒冷王麥基洗德的傳統。

有些人的確持守這盼望。就算在數百年接，當大衛王 

朝已經鋪聲匿跡，國中有一群餘民仍然切切期盼以色列的 

安 慰 、耶路撒冷的救赠及神的國降臨； 而當耶穌來世上 

時 ，适些人馬上認出袍是那位承載安慰、救睛及神國盼望 

的那位，即是基督。

我們和這些餘民的想法當然是一樣的，首 先 ，從基督 

徒的角度來看，我們看見—— 0 篇 1及4節是父神向子神所

說的話。然 後 ，在子成爲王後，詩人對袖說（2 、3節 ）： 

r你擁有的，是無上的威嚴，是源源不絕的活力，是對你 

的子民至死不偷的委身。」然 後 ，在袖被按立爲祭司後， 

詩人向父神說關於袍的事（5〜7節 ） ：「袍有的是大能， 

不斷更新的活力，及在他敵人面前的誇勝。」

或許在基督徒的聖詩中引用—— 0 篇的不多；因爲基

督徒一般並不太熟悉 ------ 0 篇的內容，因 此 ，誦讀這篇詩

會爲我們帶來新的亮光，讓我們從一個薪新的角度表達我 

們對耶穌，那位旣是君王也是祭司的主的頌讚。這新的角 

度就如清晨的甘露，或是路旁的河水。

:篇字母詩及讚美詩第一集： 至一一九篇

跟著九篇是一系列的讚美詩，前後共有三篇字母詩。 

將它們這樣分類是爲了一個實際的目的，使第五卷看來比 

較不分散，但無論如何，它們也不是因爲不知道如何被歸 

類而放在一起的雜詩。我們將會看見它們並不是詩篇中的 

「一般聖詩」 。

當我們把這裡的三篇字母詩和之前的四篇字母詩（都 

在第一卷：第 九 、十 、二+ 五 、三十四及三十七篇）作比 

較 時 ，我們會看見很明顯的一點，第五卷的字母詩包括最

精簡的、也包括最長的一篇。------篇只有二+ 二 行 ，每

一行是由希伯來文二 + 二個字母開始，一 -

樣 。在另一端 .個段落，每一段有八

節 ，所有的八節開頭都是同一個字母。

這三篇字母詩形成一個框架，在這框架內是六篇讚美



詩 ，即一一二至----八篇。這六篇被稱爲埃及的哈利（hal-

/e/的意思是「讚美」）。傳統上它們是在主要的節日中使 

用 ，特別是逾越節，因此這些詩的標題「以色列出了埃 

及」 ，是一一四篇的第 1節 。福音書記載說：耶鮮和袍的 

門 徒 在 「唱 了 詩 ，就 出 去 ，往 撤 權 山 出 去 J (可 + 四

26 ) ，那時他們所唱的就是這些詩。

哈利比較爲人熟知的形式是哈利路亞 i^Hallelu Yah)

( 「讚美主」 ）。這個字幾乎在所有九篇的詩篇都可以找 

到 。它在詩中的位置似乎是隨機性，沒有什麼定律的，有 

時出現在詩的開始，有時在結尾，有時是首尾都有，有時 

是首有、尾沒有，或是相反：七十士譯本有時甚至將一篇 

詩結尾的哈利路亞放到另一篇的開頭去。但 是 ，如果我們 

用以下的方法看這些哈利路亞，一切就變得清晰：這些字 

不是個別詩篇的頭或尾，而是將兩篇連在一起的扣環，像 

兩個火車鹿之間的扣環一樣。一 列 「火車」有五篇相繼連 

續的 詩 ，由上一部分的一一0 篇到道一部分的一一四篇， 

它們之間的扣環是一句短的「讚美主」 ；另 外 列 火 車 有  

四 篇 ，由—— 五到—— 八 篇 ，它們之間的聯聲也是一樣 

的 ：在這兩組詩篇之前，是另外一個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的扣壞，由第四卷開始，即是一0 二至一0 七 篇 。

四和—— 五篇之間沒有扣環。一些比較早期的翻

譯者認爲這兩篇是一個單獨的「車厢」 ，而不是雨列分開 

的 「火車」之一頭及一尾。後者比較正確。同 時 ，除了它 

們之間明顧的分別外，在傳統上，使用這兩篇詩時，它們 

之間需要稍微停頓，因爲在唱—— 四及一一五篇之間，猶 

太人一起吃逾越節的晚餐。

篇

爲了回應第一卷中兩篇字母詩（第九及第+ 篇 ），詩 

篇的編輯在第五卷的開頭部分也放了兩篇字母詩，即是一 

一一及一一二篇。這兩篇詩是分開的，跟隨一般格式的字 

母 詩 ，而不是一篇合併的、異於一般格式的詩之兩半。

1.聲音和意義，意義和精神

寫字母詩的方法有點像押韻的方式，除了以下兩點： 

甲 ，重要的聲音是在一行的開頭，不是…行的 結尾 ：及 

乙 ，不像押韻，在字母詩的格式中，聲音是不董複的，因 

爲二十二個字母都有不同的聲音，但它基本的架構是一系 

列的聲音。

至於思想的流程，我們可能假設，在 這 種 「人工堆砲 

出來的格式中」 ，我們可以得到的，只 是 「一串彼此沒有

聯繁的珠了....它們之閒並沒有什麼系統的安排」 。 但

事實是 ，在第一卷，我們已經看見，無論聲音或是意義， 

字母詩都可以作有系統的安排。我們現代的標點符號，將 

一種句子的結構加在經文上，這種結構不一定是作者的原 

意 。想像一下並沒有這些標點符號的經文，你便會看見一 

個包括2〜7節上的框架，然 後 ，後面又有另外一個框架， 

其中的經文只是7節下〜10節 下 。雖然在新國際本裡，在 

這兩組經文中，只有一個分號，但在第 7節之後，應該要 

開始一個新的段落。



我要讚美耶和華（1 節）

他的作為....他的作為（2〜7 節上）

他的訓詞....他的訓詞（7 下〜1 0節中）

耶和華是永遠當請美的（1 0節下：）

除此之外，我們要提醒自己，聲音和意思可以是敬拜 

的輔助，而不是欄阻。如果我們要譲禮儀式的禱告容易記 

憶的話，那 麼 ，當中有一些地方必須重複，這樣的重複會 

帶來明顯的危險，但也會帶來好處。像一雙舊鞋一樣，熟 

悉的經文及其衍生出來的詩歌' 會幫助我們平順地走路， 

不像新鞋一樣會痛腳，使我們無法快速前行。

2 . 耶 和 華 的 作 篤 ( 2 ~ 7 節 上 〉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這裡的作爲是指詩篇提到的  

「作爲」 ，即是在天上（詩八 3 ) 及地上的受造物（詩八

6〜7 ) 篇 2 節所慶祝的，可能是這些。就算是在

那些主要描述歷史事件的出埃及詩集中，詩人也是用同樣 

的字來形容那些事件（詩一 0 六 1 3，新標準修訂本），但 

同 時 ，他們更常用這個字形容神的創造及自然的世界。很 

但在這裡，重要的主題也是摩西那偉大的時代。雖然 

背景是創造者那宇宙性及恒常不斷的工作，但在這裡——  

無論是在記億中或是在禮儀中，所描述的是救睛主的作為 

和袖的奇事（3〜4節上 ）。這是詩篇描寫神在出埃及時代

所作的事，所用的語言。W 我們看見------篇這部分與埃

及讚美詩集中的詩篇，和對逾越節的記念是如何彼此吻

接著的三行提到神在袍子民穿過嚷野的旅程中，如何 

顧他們。神達過袖的話（詩人引用了出三+ 四 6 ) 和袖 

的作爲，來彰顧袍的名字和屬性，同時袍也供應他們肉身 

k的需要。袍要求袖子民的，絕對不多於他們從袖那裡所 

領受的 '袖對他們不離不棄的委身，在那董複出現的字一~  

記 念 （5節 ，像4節上）可以看見。

最 後 ，袖把袖的子民帶進應許之地，是她在那時候顧 

出大能的作為之最後的表現。或許從道德的角度論述袖的 

創 造 ，說那是誠實公平的，有點奇怪，但以這角度論述救 

履的工作卻非常恰當，因爲袖救瞻的工作，和袖的應許及 

約是息息相關的。這位神作這事或作那事，因爲袍曾應許 

她要作這些事。袖曾經啓示了自己的名字，並且在經驗中 

證 明 ，袖誠悠是那位和袍自己所宣告的相稱的神。我們可 

以引用原來袍向摩西啓示自己時所說的話，來說明這一 

點 ，袖 說 ：「我是自有永有的
418

3 . 耶 和 華 的 訓 詞 （ 7 下 ~ 1 0 節 中 ）

在 這 裡 ，以色列從埃及被救瞻出來是指日可待了（9 

節 ），而訓詞是在西乃山上頒布的律法。就如神的作爲和 

神的話一樣，詩人知道它們都是一樣的東西，與神之前、 

之後的作爲和言語是互屬的。神在創造時說話，後來袖又 

向亞當說話，再後來又向亞伯拉罕說話，袖在整個舊約歷 

史中不斷說話。這所有的一切，無論是律法或是應許，再 

加上袍向摩西說的話，都可以槪括在一個宣吿裡面：「一 

切的事都按袍的心意而發生。」



這帶出了試實公平重要的一面，這屬於神的話語，同 

時也屬於袖的作爲。後者即是袖的奇事，在歷世歷代中可 

見 。出埃及這事件要在那些偉大的節期中永遠被記念（4 

節 ）；一個與此非常相似的事件，在他們被擴歸回時發 

生 ，像我們在一0 七篇時所見過的：更重要的是這事件又 

在加略山發生，神所作的，是忠於袖的救續計畫。

前 者 ，即袖的訓詞，更加明顧地是不受時間流逝的影 

響 。它們是永遠有效的，不是固著的，而是流動的；不只 

是重複的，而是不斷向前推進的；是帶有影響力的，而且 

永遠改變人心。

因爲訓詞能影響人，也改變人心，因此凡遵行他命令 

的是總明人。旣然神的運作是如此，那些亦歩亦趨地跟隨 

神腳縱的人會發現，他們最明白神行事的方法。

這詩的開頭和結尾都說：神是應該被讚美的，不只是 

現 在 ，而且是永遠（10節下 ） ，不只是毎一個人，而是由 

神的子民一起來讚美（1 節 ）。詩人自己全心全意唱出他 

的頌讚。他也喜歡和其他人一起讚美神^^引用新英文聖  

經的翻譯，是在良善的男人（和 女 人 ！）中間讚美神。此 

外 ，他也從來不會忽略那些大 會，即是教會整體。當 然 ， 

其中大部分成員的名字他不知道。但 是 ，在這裡我們又看 

見另外一個由新約解釋舊約的例子。詩人在這裡對大會有 

限的理解，被新約的作者澄清：希伯來書十二章22〜24節 

將 那 「大會」的圖晝展規在我們眼前：那是一個有「千萬 

天使」 ，又 有 「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 

他們在菅蒼頌讚神的作爲和袍的話語。

'篇

英文的讀者會留意到，------和—— 二篇節數行數都

相 同 ，而旦每節裡的行數是一樣的：還 有 ，兩篇詩之間有 

許务相同的字。希伯來文的讀者會馬上留意到，每一行的 

開頭是二 +  二個字母其中的一個。明顧的，這雨篇是相關 

的 。

1. 一個反映

像詩篇的第一篇字母詩（第九及第+ 篇 ）一 樣 ，這兩 

篇詩也像一個折合式雙連晝的雨塊版面。一一二篇的結構

(在某一種程度上內容也是），是跟------篇相應的。我

們甚至可以把它們想成是一面鏡子，—— 二篇的每一段反

映 的 ，是------篇的同一段，等一下我們便會明白是怎麼

■~ * 回 °

它的結構也許不是那麼華麗。有人嘗試在它簡單的字 

母格式旁，找到一個比輕具體的、詩意的形式，但他們所 

作的努力未能說服許多的學者。反 之 ，詩人想作的並不是 

爲這篇詩建構一個獨立、美好的形式，而是想要帶出一個

對 照 ：他在—— 二篇的思緒其實是受他在------篇的默想

所 引 導 。開 始 時 ，—— 二篇所描述的、那敬畏那和華的

人 ，和在------篇所描述的那人很相似：但詩人以深切的

洞察力，開始用不同的話來形容他，這些話其實不但可用 

在人的身上，也可以應用在神的身上。

畢竟這是一個折合式雙連晝，而不是一面鏡子，左邊



版面上的畫像是主自己，而右手邊的畫像則是那位信徒。 

但 是 ，實在太相像了，以致我們要說它們是彼此反映也無 

妨 。

2. 一個光譜

我們可以把頭八節看成四對。它們描寫的，是一個屬 

神之人的性情和他期待可以得到的東西：像一面三棱鏡， 

它把一道光折射成幾道，因此帶出這個敬虔人的四方面。419 

( 甲 ）個人與家庭（1〜2節 ）。第 1節說明這詩的主

題是那敬畏耶和華的人，這一句是由-------篇最後一節引

伸出來的（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境）。但 是 ，當我們把

.篇 1〜2節放在 篇前面幾節旁邊時，我們便看

見新的亮光 D 兩篇詩都形容同一個人，都稱他爲正直人。

在------篇 ，他喜愛神的作爲，像任何一個眼睛被打開、

看見創造之奇妙的人一樣：但在—— 二 篇 ，他喜愛神的話 

語 ，神的話不但滿足他對知識的追求，更使他的心火熱， 

是他奉之而活的命令。然 後 ，働然是有一隻屬靈的手在變 

戲 法 一 樣 ，他經歷了一個改變，他不但愛慕、而且聽從 

神 ，更反映神的榮美。那雨行由 g im el開始的詞是偉大和 

強 盛 ，其中一行好像在說：「耶和華的作爲本爲大。」 

(詩 ------ 2 上 ）而另外一行則說：「他的後裔在世必強

盛 二二 n  
/_
_
_
_

\

.2上 ）

( 乙 ）拿與不章（3〜4 節 ）。這雨節也是------篇

3〜4節的和應。在------篇3〜4節 ，詩人描寫的，可以說

是神的家，無論它的意思是這個袖所創造的世界（詩二+  

九9的殿），或是袍所救膽的教會（林前三16的 「殿 」）。

那些經文論述的，是她的榮耀和威嚴。與------篇3〜4節

相應的這雨節描述的，是那正直人的家，以及他的貨物和 

錢 財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這種經文所引伸出來的間題， 

往往和人的實際經驗不符；但無論怎樣，從廣閩的角度 

看 ，這些人最終都會得著神的祝福。我們也留意到，詩人 

在一一二篇4 節上說這人也不會偉免於災難）。令人更加 

囑目的是，這人除了會有大量的貨物和錢財外，也還會在 

另外一個範嶋中被神祝福。3 節下那一行的第一個字是  

waw，因爲 vraw的意思就是 a n d，因 此 ，詩人接著要用哪

一個字，或是講什麼主題都可以。但他選擇了董複------

篇 3節 下 ，是一字不變的重複。詩人要強調的是，對神來 

說是眞確的事，對屬神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他的公義也 

要存到求遠。4 節下也是一樣：神是有恩典、有憐‘岡 的 ， 

那正直的人也是有恩惠、有憐欄的。

(丙 ）爐慨和安全（5〜6節 ）。在------篇5〜6節 ，

神是那位供應食物的神，無論在以色列人穿過囑野的旅  

程 ，或是在所有其他的情況下都是如此。袖也是那位提供 

住處的，無論是帶領袖的子民進入週南地，或是任何其他 

時 候 ，都是如此。因 爲 ，一一二篇中那位屬於神的人也是 

t康慨的。廣言的智慧者明白、也 承 認 ，世上的財物的確能 

爲人帶來安全感（蔵 +  15 ) ，但他也指出，在一個更深的 

層面上，那懷慨的人永遠不會因爲自己施恩予人而變得有 

缺 乏 （歳^^一2 4 ) 。他也學習白白施捨，就如神白白施恩 

一 樣 ，當他這樣作時，他更永不動搖。袍會永遠記念他， 

他們也會永遠的被記念（詩------ 5下 ，—— 二6下 ）。

(丁 ）威脅和信靠（7〜8節 ）。------篇 （8節 上 ）



的一行由 samekh開 始 ，而那行的第一個字是堅定，這觀 

念成了這一個段落（接著的四行）的主調。它把神的作為 

那 段 （誠實和公平）的最後一行和「神的訓詞」那 段 （確

實和堅定、誠實和正直）的第一"行連在一起。在----二篇

那 由 sumekh開始的一行，第一個字也是堅定。然而新國 

際本翻譯爲穩固（secure)。42o 但在—— 二 篇 ，堅定的是 

人 心 ，而不是神的話。但詩人的意思是，這兩者是互爲關 

聯 的 ：人心能夠堅定，因為神的話是堅定的。在 這 裡 ，這 

一篇再次強調在4節上暗示過的：神的子民不能偉免於難。 

說他不怕児惡的信息 , 並不表示對他們來說信息必然是好 

的 。意思反而是，當壞信息來到時，他也不懼怕（8節 上 ， 

耶路撒冷聖經這樣翻譯）。8 節 下的 誇 勝 （看見敵人遭 

報 ），大槪不是詩人原來的意思；反 之 ，他想說的是，雖 

然信徒必定也有敵人，但他能滿有信心地相信，有一天他 

會看見他們遭報。

3. 一種比較

在兩個版面之間的來回，在描給主的畫面和描寫信徒 

的畫面之間的比較，在這裡停止了。結束整篇詩的兩節是 

對其他經文的一個撮要，也是對詩篇第一篇的一個提醒： 

第 一 篇 的 開 頭 和 這 一 篇 的開 頭 相 似（……這人便為有  

福 〉，結尾也和這篇的結尾相似，是比較義人的道路和惡 

人的結局。

一一二篇9節上重申信仰生命實際的一面，就是第5節 

所講到的幾方面，並旦發表了使徒對虔誠的定義：看顧在 

患難中的孤兒寡婦。421

在這一句之後，雅各接著說，眞正的虔誠也要求人 

「不沾染世俗」 ；一一二篇 9 節下所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到 了 由 開 始 的 那 一 行 ，詩人不能抗拒地要以解釋爲 

「仁義」的這個希伯來字開始，解 釋 爲 「仁義」的這個希

伯來字第一個字母正是 tsadhe ；這一節再次引用------篇

3節 下 ：他的 公 義 (仁 義 ）存到永遠。

9節下預見那正直的人將要得到的榮耀，而第 10節則 

回應第一篇最後一句有關惡人的話。他們所選擇的路終於

會減亡~---「減 t 」這字和這篇詩的要歸減絕是同一個

字 。

正如義人會看見惡人的結局（8 節 ），同樣的，惡人 

也會看見義人的冤仇被報，得到平反。如果兩者都要見到 

這最後的命運的轉移，看來詩人是期待一個在歷史終結以 

後:的最後審判，因而叫我們想起舊約對未來生命的看法， 

其中另一個元素。

------及一一二篇留給我們的主要意念是：神在袖子

民身上所尋求的，是他們如何反映袖自己的屬性。這使我 

們想到三方面：先 是 創 世 記 一 章 中 創 造 的 故 事 「神按 

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然後是在基督裡的新人一一「這新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眞理的仁義和聖潔J ：再然後 

是將來的新天新地—— 「我們知道主若顧現，我們必要像 

他 ，因爲必得見他的眞體」 。422而在現今的世代所發生 

的 ，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三章18節中所教導的：「我們 

衆人旣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423無論是在新約或是舊約，這都不是 

一個神祐的經驗，而是一個實際的、對主話語的愛慕和遵



從 ，也就是袍的聖靈所擁有和使用的話語。424

我們越是進入詩篇的世界，就越熟悉那些搭建它的石 

塊 D 但不同石塊的組合以及新的元素，往往使我們得到新 

的亮光，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神子民的禱吿和讚美。這被 

認爲是屬於埃及讚美詩集第一篇的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 0

1.從詩的角度看—— 三篇

詩人用簡單的字編織這一幅相當複雜的總峰。整本詩 

篇的第 i節已經向我們介紹平行體這種希伯來詩的格式： 

不同一行用不同的字，表達同樣的意思（從惡人的計謀

....站罪人的道路…… 坐襄慢人的屋位）。在第一篇之

後 ，我們在其他詩篇中，也見過許多平行體的例子。詩人 

在這裡作的卻剛好相反：不同的一行用類似的字去表達不 

同 的 （雖然是相關的）意念。明顯的，詩人也使用了其他 

的文學技巧。以下的大綱會把一一三篇的內部結構展示出 

來 。這篇詩共有三個段落，每個段落有三節，是非常工整 

的 ：

讚美他’你們這些耶和華的模人 

讚美那和華的名〔1 節） 。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項的>

從今時直到永遠（2 節） ，

從東到西，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3 節）

耶和華是超乎萬國的那一位，

他的榮權超過緒天（4 節） 。

謙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呢？

维坐在至高之處（5 節） ’ 

维缚下來觀看 

天上和地下的事（6 節）？

他從灰塵裡柏舉貧家人，

從翼维中提拔黨乏人（7 節） 。 

他奥王子同坐’

與本國的王子同坐（8 節） 。

他使不能生育的婦人安居家中， 

為多子的樂母（9 節） 。

這樣的翻譯可能並不太優雅，但卻清楚地表達了詩人

的用意。在第一個段落，從 ....直 到 ，將第2及3節連在一

起 ，第二個段落的開始是第4 節 的之 上 （超乎） ，結束是 

第 6節 （天上和地下），因而形成一個框架的雨端。在第 

三個段落，第7和8節有雙重的平行：從 / 從及與/ 與 。第 

4節和第7節 有 關 ，它們之間的聯繁是超乎 (lifted ) 及提拔 

( lifts ) 這 些 字 ：而第5 、8節與第9節有關，這幾節之間的 

聯繁是被翻譯爲坐/ 坐/ 安 居 （sit /  seats /  sets) 這個 

字 。



這用心建構出來的格式，要描檢怎樣一幅圖畫呢？

2.從神學的角度看一一三篇

第一和最後一個段落，繼續之前兩篇詩的主題：這雨 

個段落繼續討論耶和華和袖子民的關係。正如好幾位角?經 

家曾指出的，開頭的一節讓我們看見的，是主將自己啓示 

給 他 們 ，而他們也在喜樂的回應中把自己呈獻絵她。這是 

1 節下的名，和 1節中的僕人給我們的信息。

主耶和華和袖的子民在許多世紀之前，建立了這種關 

係 ，但這關係留下的影響從那時開始便感染到千萬人，並 

且要持續下去 ' 直到永遠。這關係的建立發生在一個似乎 

並不重要的地方，但住在那裡的、那位被貌視之民的主， 

其實是全地的神，「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全地的人 

都 要 「讚美」 。

對於第二段落，不同的解經家有不同的看法。他們集 

中討論的是6節下的短句「天上和地下」 。其中一種看法 

由基布（JohnKeb)e)在一八三九年的意譯表達出來：「袍 

在高高的聖所，袍恩典的眼目向下望，在 天 上 （视坐著的 

地方）、在 地 下 （袍俯就之處）」 。另一種看法是：在那 

框架的中間點，有一句話在括號內：「誰像耶和華（袍坐 

得那麼高、又腾得那麼低）在天上和地下？」耶路撒冷聖 

經的翻譯提供了第三種看法，我認爲這是對的：4〜6節都 

是關於神超越性的偉大，而到了7〜9節 ，我們才看見更奇 

妙的事，就是袖的救噴與恩典：

維像那和華我們的神？

拖坐在那麼高的寶座上，拖需要缚下來

才看得見天上和地下！

在第三段蒋，我們不但慶祝袍的膊下，也爲袍降臨極 

救而歡呼。她是救噴的神、魅救的神，袍來極救卑微的和 

貧窮的，救 他 們 「從塵土」 、 「從冀堆」中出來，並叫他 

們 「與王 子 、與本國的王子」同坐。留意袖所作的，並留 

意一一三篇如何發展一一 ‘一及一'一二篇的主題。神所作 

的 ，袍的子民也要作。那被高舉、高於一切的，也要高舉 

他 們 。那坐在寶座上的、也要叫他們與王子同坐。

在這些經節之後，第 9 節不是一個反高潮嗎？詩人爲 

什麼突然由革命和王室的描述，轉到幸福的家庭和樂呢？

舊約的以色列理所當然以爲（我們有時候會忘記）， 

以色列的貧乏人可能永遠不會眞正和王子同坐，但在不能 

想像在51̂世還有皇冠和寶座之際，他們都不難想像一些具 

體和實際的恩惠，如不育的婦人在家中哺養兒女；這種恩 

惠就等於7〜8節所應許的王子般的祝福。神爲大衆作的，

袖也爲個別的人作（使....安居二使....坐在 ）。無論袍

爲他們的將來安排了什麼，他們都可以肯定，她是一位能 

夠以袖的榮耀觸摸他們規今生命的神。

3.從歷史的角度看一一三篇

我們不難看出這篇詩非常適合逾越節用。出埃及是神 

提拔窮乏人的一個經典的例子。那不育的婦人成爲多子的 

樂 母 ，是一個圖像式的比喻，比喻神極救以色列離開無望 

的境況，進入一個新生命，進入一個新的家鄉，並安頓下



來 （像詩一0 七7或一一一6 ) 。

7〜9 節很明顧的是哈拿之歌（撒上二 1 〜1 0 ) 的迴 

響 ，屬於士師的時代。這三節經文也讓人想起這一卷第一 

篇中 的 話 ：他 卻 將 窮 乏 人 安 置 在 高 處 ，脫 離 苦 難 ，使他的 

家屬多如羊群（詩一0 七41 ) 。那一篇切合神對以色列人 

第二次的扬救，即是釋放以色列從巴比倫出來，歸回到自 

己的國土。這篇詩也可能是慶祝一次比出埃及晚一點的、 

被釋放的經歷。426

地位比較低的諸神可能會幫助個别供奉它們的人，但 

對一位無可比擬的神（5 節 ）之頌讚則表示，袖所施行的 

極救是巨大無比的。沒有任何一個神抵曾爲一個國家作過 

袖爲以色列作的事。就算是如此，詩人間接提到哈拿之 

歌 、直接說出第9節的話，都提醒我們，主不但看顧個人， 

也看顧衆人。創世記二H 章中的撒拉和路加福音一章中 

的以利沙伯都是第9節的應驗。

至於神幫助卑微的人這個原則，新約以兩個也許出人 

意 料 的 方 法去 閨釋 它。第 一 ，我們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27〜30節看見，袍打壓世上那些自以爲是的人。袍爲什麼 

棟 選 「世上卑賤的」 、 「被人厭惡的」 、 「那無有的」 

呢 ？是 爲 了 「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 

個也不能自誇」 。

第 二 ，我們在以弗所書二章6 節看見，袍向教會作出 

保 證 ，他們必得著現今和將來的救恩。這一段經文，和一 

一三篇很相似，它 說 ：「他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 

坐在天上。」我們不可能錯過出埃及讚美詩所慶祝的，和 

「通越節的盖羊基督」的死和復活，這雨者之間的平行。427

四篇

在 《公禱書》中 的 一 一 四 篇 仍 然 有 這 題  

目 ，在這題目背後的是希騰文版本的第一行，En exodd 

Isrom。無論我們把第四卷的十七篇詩稱爲出埃及詩是如何 

正 確 ，無論有多少其他詩篇也慶祝這主題，這一篇卻是出 

埃及詩的校校者。

1.從詩的角度看一一四篇

許多其他的詩篇，譬如我們剛才討論過的 :暂

都譲我們看見希伯來詩的複雜性。相反的，一一四篇是其 

中最清晰、最直接的一篇。它有+ 六行構成八節，每一節 

是一個偶句，兩句之間的意思是平行的。這也形成四個段 

落 ，毎個段落四行，而整篇詩也可以分成兩個交錯配列的 

框 架 ：

一 個 被 造 來 專 事泰 神 的 民（1〜 2 節 ）

大水倒流、大山震動（3 〜4 節 ）

大水倒流 、 大山震動（5 〜6 節 ）

一個 被 造 来服 事 神 子 民 的 世 界（7〜 8 節 ）

它的單純直接帶來一種彰调喜樂、甚至雀躍歡騰的感 

覺 。第4和 6節那令人量技的圖像，有 點 像 《公禱書》中的 

六+ 八 篇 ，不過那裡的語調是不一樣的。六+ 八篇 16節的 

原意是嚴厲的斥責：「高 山 啊 1你爲何跳躍？」因此這樣



的問題顧得有點不恰當。428但這裡的第6節 ，問高山爲何跳 

躍 ，並不令人覺得那麼不恰當，因爲整篇詩都充滿興奮雀 

躍 之 情 。這是一篇輕快的詩，因此在英國聖公會的圏子 

中 ，用小調的方式（這方式和一一四篇已分不開）並不合 

適 D

2.從神學的角度看一一四篇

解經家可以在頭兩節經文上大作文章，辯論說詩人在 

什麼時候，和爲什麼會用猶大和以色列這雨個名字，其實 

這是不必要的。旣然一一四篇的主題是神將以色列領出換 

及 ，詩入所說的是整個國家：袖將以色列人從一個說異言 

的民族中極救出來：以色列人要單單屬於袖，也要說袖的 

語 言 。

以上有一句：「一個被造來專事奉神的民」 ，它是否 

有強通的意思呢？從某種角度看，是有的。第 7節把神稱 

爲亞多尼，那位掌權的主宰。而下一篇則提醒我們，袖隨 

自己的意旨行事（詩一一五 3 ) 。但 「一個被造來專事奉 

神的民」這一句話的確有創造的含義。袍造了一個民族， 

袖造了他們，是爲了要他們事奉袖。猶大和以色列是平行 

的名詞，都指一個國家，那是袖的聖所，也是袖的國土 ： 

「一個敬奉袍爲他們神的聖潔子民：一個擁有袖作爲他們 

王的屬國。J "*29

第 3 節記載的，是雨個前後相隔四十年的事件，過紅 

海和過約但河的經歷。4 節上描寫的是那些年間最重要的 

事 件 ，就 是 「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上」 所帶來的地震。 

4節下指的可能是同一件事，又或者是以色列渡約但河時，

爲迴南山地帶來的震動：這一次渡河，再次彰顧了神的大 

能 。

5〜6節 問 ：爲什麼大水倒流、爲什麼大山震動。那當 

然是因爲亞多尼，那掌管一切的主彰顯自己時，帶來的結 

果 。7〜8節 ，袖的名字才出現。詩人如果知道新國際本刻 

意在第 2 節加上主的這個字，大槪不會太高興，認爲畫蛇 

添足了。大家都知道誰在推動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就算

是有人忘記了，詩篇的編輯們在 .篇 5節已說得很清

楚 ；而作爲扣環的—— 三篇最後一節，绩美耶和華，也會 

提醒他們關於這一點。—— 四篇的作者故意在之前幾節問 

了那令人欣喜的問題後，到第7節才揭示神的身分。

第 7 節的大地（earth)是另一個富爭議性的問題。它 

可 以 是指 「土地」 （land) ，意思可能是勉南在面對入侵 

的威脅時，眞的颤抖，就算 4 節下不是指這事。但那可能 

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問題。在希伯來文中，這字有兩個意 

思 ，在這裡南個意思都有。以色列人無論在迴南地或是在 

埃及地，或在這兩地之間的囑野，都看見神是亞多尼，即 

是那位掌管萬有的主宰。用查理•衛斯理的話說，以色列 

的感覺是這樣的：

大海楚成堅實的地土，

藥石變成湧流的水泉。432

對以色列人的後裔來說，無論是按著他們的種族，或 

是按著神的恩典，神在那些他們根本沒有想過的、不同的 

土地上，同樣證明自己是那位至高無上的主宰。



3.從讚美詩的角度看一一四篇

其他的詩篇，尤其是在出埃及詩集後面，結束這一躯 

詩的詩篇，都強調在出埃及故事中所發生的那件事，即以 

色列人如何在西乃山上與神相遇，領受袍的話語。但對於

那重耍的事件 四篇只是輕輕帶過。反 之 ，他強調的

是雨件事實，這兩件偉大的事實和詩人呼續以色列人讚美 

神是不可分開的。

爲了權領他們到酉乃山，神先帶領以色列人離開說異 

言之民的地方。好幾百年後 ’ 袖警吿他們的子孫，如果他 

們不聽從袖那說得很清楚明白的話，他們將要經歷另一次 

的被據，被 有 「異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頭」 （賽二+  

八 11 ) 的人所擴。叫他們與衆不同的，是他們學習說「神 

的語言」 ，不 是 （願神鑑察）一些年代錯誤的「錫安語 

言」 ，而是一種薪新的思想和說話的方法。如果他們（如 

果我們），是袍的聖所和袍統治之民，那 麼 ，在我們的思 

想和言語上，都要避免世上的愚昧和貪樊，自以爲是或欺 

詐 。教會應該是「眞理的柱石和根基」 。

但這一切都要成就。因爲一一四篇最重要的內容是關 

於神能夠達到袖要達到的目的。當我們因爲袍給了我們一 

顆 新 心 ，也因此給我們新的舌頭而讚美袖時，我們也因爲 

袖向我們害示，袖如何掌握萬事，叫萬事互相效力，來完 

成袍的心意而讚美袖。爲什麼大水要奔逃、大山要震動 

呢 ？因爲它們看見神爲一個民族的好處而操縱大山和大 

水 ，並一切的受造之物。我們之前寫過的，7〜8 節的撮 

耍 「一個爲袖的子民而造的世界」 ，也 和 1〜2 節一

樣 ，意思含糊，但也是眞確的。無論是噴野中的磐石，是 

迴南的土地，或是地球本身，以及在其上所有的祝福和桃 

戰 ，神都使用來服事袖的教會。我們甚至可以說，袍造這 

- 切 ，都是爲了這個目的。在地上，神教導我們認識袍， 

也訓練我們事奉袖，就像袖在出埃及的過程中，教導和訓 

練以色列人一樣。

五篇

「無論我們作什麼、說什 麼、讚美和栗耀，都不歸與 

我 們 ，Non nobis, domine。」吉 卜 靈 （Kipling ) 這些有力 

而厳肅的詩句，是根據一一五篇第一句之拉丁文版本，但 

一一五篇原來的作者繼續說，並不是那麼簡單。

1. 一個比較不明顧的結構

第 1節聽來好像是一種謙卑的推辭，好像是以色列人 

在戰場上打了勝仗，或是在外交上獲勝後，所作的推譲。 

但 是 ，第 2 節所提出的間題：他 們 的 神 在 哪 裡 呢 ？卻給人 

一個完全相反的感覺。主好像譲他的子民失望了，而這是 

他們那些不信耶和華的鄰居的嘲諷。無論以色列人多麼忠 

誠地嘗試維護神，說袍在 天 上 （3 節 ），但也不能掩蓋他 

們的失望之情。

4〜8 節那比較長的一段，對外邦神的嘲諷（以牙遺 

牙 ），可能是來自其中一位先知的話。以賽亞書四+ 四章 

9〜20節及耶利米書+ 章 3〜5節也有類似的話。這詩其餘 

的部分包括好幾組詩句，每一組都有二或三節：要醫清這



幾節之間的關係並不容易，或是說，當這些經文在禮儀中 

使 用 時 ，誰會負責朗讀那一句，並不清楚。

一個比較奇特的歷史記載吿訴我們，一一四和一一五 

篇可能曾經被視爲一篇。在一四一五年，當英國軍隊在阿 

金 庫 爾 （Agincourt)的戰役中大獲全勝後，一位歷史纂述 

者 記 錄 說 ：那獲勝的亨利五世命令軍除唱〈以色列出埃 

及 > Un exitu Israel、, 而當他們唱到「榮耀不要歸與我 

們」時 ，全體都要跪下。 旦其實這雨篇是分開的，非常

不 同 ，起碼在結構上是如此：--- ■四篇的結構清楚而簡

單 ，而一一五篇則一點也不清晰。

2. 一面五稽鐘

這篇詩的背景可能是出埃及的時代，或是被擴歸回的 

曰子，開頭的懦愉不安和在敵人面前表現的勇氣，跟那些 

時代的氣氛吻合。無論是上述那一個時代，以色列人在面 

尉強敵時感到的惶恐，被一種對神的信心平衝過來，這信 

心是源自神過去的作爲—— 神在過去爲他們作的事。

這些歷史背景和承載這篇詩的框架也很切合。德利一 

史密斯使用了這框架來維聲他意譯的四節經文 D 4 3 5「榮耀 

不要歸與我們，而是要歸與那位在天上統管的」 （Not to 

us be glory g i v e n )，代表這篇詩的第1節 ，「不是那些已經 

死去的，而是我們這些活著 的 ，要竭盡所能讚美主」 ，代 

表 1 7 ~ 1 8節 。這些是明確的消極宣吿，像詩篇開頭第一篇 

那些清楚的指示一樣：我們所相信的、我們該如何處事爲 

人 ，不是這樣，而是那樣。神的子民作這樣明確的宣吿， 

是出埃及和歸回時期的一個特色：他們將自己和埃及人、

巴比倫人（他們離開之地）和迪南人（他們要進入之地 ) 

分別出來，他們要表明自己的獨特性。

作者在這篇詩的第二部分（4〜8節 ）用了比較多的篇 

幅來形容那些外邦神不能作的事。如果倒數第二段是  

12〜15節的話，那麼它是跟4〜8節相應，無論在長度或主 

題 上 ，都彼此呼應，因爲後者形容的，是神能 夠、也會作 

的 事 。袖也不是這樣、而是那樣。

除下的是中間的一段，即 9〜11節 。在每一節我們都 

可以聽見雨種聲音（或兩個聖歌隊 ) ，其中一個是向聚集 

的敬拜者說話，另外一個是說關於他們的事。以色列家、 

亞儉家和你們 敬 畏 〔耶和華〕的 ，這些名字的意思並不清 

楚 。436郭勒德認爲這一組詩是爲公元前五…六 年 ，新的聖 

殿建成後第一個遍越節而窝的，因此他把以色列家、亞倫 

家及你們敬畏耶和華的這些短句，達接到以斯拉記六章 

19〜22節 去 。或許—— 五篇所提到的三組人是以斯拉記六 

章所提到的那三組人：（甲 ） 「被擴歸回」的 人 ：（乙 ） 

「祭司和利未人」 ；及 （丙 ）那些在被擴到外邦的曰子  

中 ，仍然擁有一兩塊以色列田地（但卻未能持守純正信仰 

的 ），他們現在「把自己從外邦鄰居的不潔行爲中分別出 

來 ，爲了尋求主」 。437

如果我們這樣分析這篇詩的結構，我們可以說，它的 

確反映那原先的逾越節，可能也反映這一個特定的逾越  

節 0

對一位獨一無二之神的委身

如果以 9〜11節作爲中間點 -五篇的五個部分可



用以下的方式表達：

不 歸 與 我 們 、而 是 歸 與 主 （1〜3银 ） ；

他 們 的 神 不 能 作 的 （4〜8節 ） ；

主 和 他 的 子 民 （9〜 11節 ) ；

我 們 的 神 能 作 和 會 作 的 （U〜 15節 ） ：

不 是 死 了 的 人 、而 是 我 們 道些 活 著 的 （16〜 18節 ）

無論是出埃及之後，或是復國之後，或是在任何其他 

生命被更新的經驗之後，神的子民往往要面對第2 節那一 

盆湊下來的冷水。他們大槪知道，而其他人也淨:認神的確 

是在天上，並掌管一切，並且為他們行了大事：438但對許 

多其他人來說，這些宣吿都是毫無意義的；神的子民仍然 

要面對他們的嘲弄。在這些時刻，神的子民麥想指出教會 

的種種成績一一她的成就、她的重耍性—— 而不是指向主 

和 袖 那 被 人 鏡 視 的 信 息 ，「被釘 + 架 的基 督」的 「愚 

拙 J 。"9

因爲世上的諸神沒有一個能作主所作的。4〜8節中重 

複的不，只是嘲笑那些被吹棒爲活著而又大有能力，但其 

實是沒有生命的束西。就如莫德所說的，就算這些諸神或 

他們的現代版本有口、眼 、耳 、鼻 ，也沒有人會獲得任何 

從他們口中發出的啓示、道德的洞見，或是對禱吿的回 

應 ，或是透過祭品「息怒的香氣」而得到的讀罪的感覺。 

你從來不會從他們的手感受到愛的觸摸，或是聽到他們在 

你身旁的腳步聲，覺得他們與你同行。但他們可以製造許 

多的躁音，不是 嗎？不 ，不 是 的 ，他們連聲音也沒有製

造 ；吵鬧的是供奉他們的善男信女，但沒有任何聲音由這 

些諸神的口中發出，因爲它們根本就不存在。

因 此 ，神的子民啊 ' 要轉向主耶和華！在 9〜11節中 

的迴響是極有鼓勵意味的：兩個聖歌隱彼此對唱、互相激 

勵 。我們幾乎可以聽見一位守衛的天使以平常心向另一位 

天使說：「當然他們沒有什麼値得擔心的，畢竟袖是他們 

的幫助和他們的盾牌。」

在 12〜15節出規五次的福（祝福），把這五節經文串 

聯起來，也說明了所有假神不能作，但主耶和華卻能夠作 

的事 。無論是在約書亞或是以斯拉的時代，當他們的新生 

活被建立起來時，他們需要的是第11節的幫助和盾牌。她 

特别看顧初生的信徒和剛成立的教會。然 後 ，第 14節的加 

增和子孫的福好，是對以色列人一個長期的應許，保證他 

們會子孫不絕。同樣的，教會持續的生命和成長也是在袍 

中 0

德利一史密斯把第16節 （天是耶和華的天，地 ，他卻 

給了世人）重寫成一個小小的、整齊的交錯配列。這不只 

是一個關於神和人的宣吿，它也提醒我們有關舊約對死 

的看法。其實這看法早在第六篇5節中已經說明：在死地 

無人記念你，在陰間有. 稱謝你？我們當然知道在未來的 

世 界 ，我們的讚美，像我們的知識和服事一樣，絕不是少 

於 、而是遠遠多於現在的讚美。但有一件事，是這些視野 

有限的舊約聖徒可以教導我們的；正因爲他們的視野有限 

(因爲他們對來世知道不多），因此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 

今 生 ，並且在今生全力以赴。活在新約時代神的子民，如 

果因爲那將來的、在天上的盼望，而忽略今生每天敬拜神



的機會，那是多麼令人惋惜的事。神讓人在地上生活，正 

是爲了這目的。

六篇

像一一五篇一樣，這裡也有許多寶貴的東酉，但卻沒 

有明顯的、將它們連貫起來的思想。但有雨個事實是我們 

從一開始便得知的：一個是源自猶太的傳統，另一個源自 

這篇詩本身。

1. 一個起點

作爲埃及讚美詩集的一部分，—— 六篇是爲節慶而作 

的 詩 ，因此也是寫給集體敬拜用的。我們在前面想像過， 

耶穌和袍的門徒在最後晚餐後，唱了這一組詩的其中幾 

篇 ，而我們知道，這是許多家庭慶祝逾越節的一般習f谷。 

這…篇詩本身提到在耶和華殿的院内一個更大的察會  

(18〜 19節 ）。其中一個這類型的場合，是公元前五一六 

年的逾越節，是在剛剛董新建好的聖殿中舉行的第一次逾 

越節慶典，那會令人想起在約西亞的日子裡，那更大的聚 

集 （「以色列諸王也沒有守過像約西亞年間所守的逾越  

節」 ，代下三十五18這樣說）。

但在此同時，我們也不會錯過這篇詩裡的個人主義。 

我 、我的幾乎在每一節中都出現。這讓我們想起那位比較 

早期的王希西家。他寫一篇類似的詩，是環繞著自己的個 

人經驗寫的（賽三+ 八 9〜20 ) 。再向前推一點，我們會 

記 得 ，許多大衛的詩也是有關他個人的體驗：誠 然 ，這一

篇詩也反映了一些大衛詩的風格，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這 

一 點 。

這樣一篇個人的詩怎麼會被公開使用呢？郭勒德開玩 

笑地說：這 是 「一個偏傭工作…… 『比利家，你想你可以 

爲我們寫一篇感恩的詩嗎？是適合大病初癒、生產順利、 

囚 犯 被 釋 放 、被毀 誇者 得賠 償 後 用 的 。大槪二 + 節左 

右 』」 。 這只是開玩笑而已：反 之 ，他認爲這詩是爲公 

元前五一六年的事件而作的。那位不知名的詩人譲全會衆 

異口同聲地說話，因此用了我字，而那未曾說明是什麼的 

我遭遇患難愁苦（3 節 ） ，則代表被擴的經歷，但現在已 

過去了。

另一方面，若說這篇詩是一個人寫關於他自己的痛苦 

經 歷 ，以及他如何被釋放出來，也是完全合理的。然 後 ， 

他這篇詩再被大衆使用。在現代的聖詩集，我們也可以找 

到爲個人而寫的，但是爲大衆所使用的例子，其中兩個是 

賀柏特和基布的詩。

2.去程和回程

在這篇詩裡面有一些字或短句是董複的，這表示這篇 

詩並不像乍看之下那樣缺乏結構。詩人在第2及17節向主呼 

求 ，在第3及 15節提到死的問題，在第7及 12節爲神的恩惠 

而歡呼：一個熟悉的格式開始出現。在希臓文及拉丁文的 

時 代 ，這一篇詩是被分爲兩篇的（1〜9節 , 然後是 10〜19 

節 ） ；8〜 11節正是一個交錯配列的中間點。從第 1節之後 

九 節 ，我們到達那一點：然後再九節，我們又回到起點。

這些重複不一定是完全一樣的。在第 3節 ，詩人被死



亡的繩索纏繞：但在16〜18節 ，我們看見他是從鐵練中被 

釋放出來。在第 8節 ，他的眼免了流淚，但在第 10節 ，他 

卻受了極大的困苦。雖然這些重複不是完全一樣，卻是可 

以 理 解 的 因 爲 你 前 行 時 所 見 到 的 景 物 、自然，和在回 

程上所見的不太一樣，而旅行者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這樣呈現這個交錯配列：

我 一 生 都 求 告 她 （1〜2银 ） ：

被 死 亡 纏 缓 ，我 求 告 她 （3〜4 節 ） ：

對 她 的 恩 惠 ，我 作 见 譜 （5〜7節 ） ；

一 個 光 明 的 前 景 （8〜9節 ） 。

一個黯淡的回 II ( 10〜 n f  ) ；

對#■的 慈 愛 ’ 我 回 應 （12〜 14節 ） ；

從 死 亡 中 釋 放 出 来 ，我 求 告 他 （15〜16節 ） ；

我在袖■的 子 民 中 閩 求 告 她 （17〜 19節 ） 。

3.去程

1〜2節由一個類似+ 八篇 1節的句子開始。詩篇只有 

這兩篇是這樣開始的。這篇詩許多地方都使我們想起大衛 

的 詩 ，這是第一處。其 實 ，希伯來的原文不是說：我愛耶 

和 華 ，而只是說：「我愛」 ，就像約翰豈書四章19節所說 

的 ：「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442對一個學習從那樣 

絕對的方法去愛的人來說，第 1節 中 的 「呼求神的憐t関J 

只是他一生向神呼求的習慣之一方面而已。這習慣包括向 

神禱吿 、讚美神及宣吿關於神 的 事 （第 2 節的呼求可以有

以上三種行爲） ：443詩人深深明白，與神建立愛的關係是 

怎麼一回事。

3〜4節中死 t 的繩索也回應了十八篇（4〜6節 ）。痛 

苦是指一個狹窄的地方、一個擁濟的空間，也讓人想起大 

衛其他的詩（詩四 1 ，三+  — 7 ) 。第 4節中希伯來的動詞 

吿訴我們，當詩人處於這些狭谷時，他重複向主呼求，就 

算是在英文的版本，我們也聽見他那簡單而直接的禱告： 

主 ’救 我 ！

而主眞的魅救了他（5〜7節 ）。詩人的見證也同樣簡 

單 ：我 落 到 卑 微 的 地 步 ，他 救 了 我 。另一種簡單卻不値得 

欣 賞 ；6 節上所說的是有關無知、易受願的人，就是那些 

「在歳言中傻呼呼地落入患難的人」 。 但神是多麼地慈 

愛 ，即使因爲自己的愚昧而落入困難，神也看顧他們。

神的慈愛不限於袖溫和的微笑和袍安慰的言詞' 因爲 

袖能夠、而且願意有所行動。在 8〜9節 ，袖將袖的僕人帶 

回大衛所說「活人之 地 」 （詩二 + 七 13 ) ，並 旦 ，大衛的 

話 說 ：救 〔他 〕的 命 脫 離 死 亡 ’ 救 護 〔他 〕的腳不跌例  

(詩五十六13 ) 。詩人的痛苦有多麼深，我們可以從他引 

用大衛的話之外，再加上的一句看出來：「我的命免了死 

t 、我 的 眼 免 了 流 淚 、我的腳免了跌倒。」他另一個表達  

自己對神的愛的方式，是他對光明前景的盼望，他盼望在 

耶 和 華 面 前 行 路 ，與主相交。

4.回程

在 10〜 11節 ，這篇詩開始「回轉」 ，走上回家的路： 

詩人開始認眞回顧最近發生的事情。在這裡我們發現另外



一個動詞，它像第 1節的動詞一樣，是沒有受詞的：那裡 

的動詞是我愛，這裡的動詞是我相信。跟著的受詞是什麼 

呢 ？詩人的意思是： r我相信，就算是當我說，我受到極 

大的困苦時J ，或 是 「雖然我說」 ，或 是 「因為我說」 ， 

或 是 「所以我說」？每一個都有可能，而毎一個可能性都 

給這句一個稍微不同的解釋。新國際本選擇了第四個可能 

性 ，它不但同意希臓文舊約聖經對這一節經文的了解，也 

同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13節引用它時，對它的绘釋。 

克里門莊說，如果新國際本是正確的話，那 麼 ，詩 人 「暴 

躁易怒的自言自語」則 變 成 「深切的洞見」 。詩人的意思

是 ：在危難中，「我發現自己是......個眞正的信徒……

信心使我能用言語去表達我素亂的情緒。我吿訴袖…… 我 

是多麼難過（10節 下 ），「是多麼受傷」 （U 節下）。當 

他信靠神時，他可以放下一切的掩飾，只是說出他的感

覺 0 445

他對神厚恩的回應（12〜14節 ）是舉 起 救 恩 的 杯 。 

他的意思是，所有神要他得著的祝福，他都要接受下來， 

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他要呼求 ~一 ■̂即 是 禱 吿 、讚 美 、宣 

告—— 就像他在第2 節中所作的：並 旦 ，他要在衆人面前 

委身於神，服事袍。

主立約之愛的對象，是袍的聖民，因爲他們領受了袍 

的 愛 ，因此他們以同樣的愛來回應。詩人的回應也是這樣 

的 ，現 在 ，在15〜 16節 ，他再次重申這一點。他剛從一種 

栖鎖中被釋放出來，現在他又將自己縛在另一個插鎖裡， 

這是對主完全委身，這種委身卻是「全然的自由」 。447第 

15節的意思不是主在尋找袍道者，而 是 ，對袖來說，袍僕

人的生和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袖在這場合中癒救了袍的 

僕 人 （詩 人 ）。

詩的結論（17〜1 9節 ）有兩個功能：在 回 應 1〜2 節 

時 ，它重複了詩人求告神的熱切，但在重複第14節 時 ，詩 

人期望在眾民面前宣吿他對神的委身。在舊約聖經裡，並 

沒有一種信仰是私下的，而不能公開表達，這篇詩也展現 

了這信念，一點也不■鹏 的 ，這是一篇形容一個人受苦和 

被極救的過程，但也被衆人所知：這樣一篇詩被教會承認 

是完全適合在耶和華殿的院內使用的。

七篇

雖然這篇詩很短，是它的獨特之處，但是它的主題 

(呼鎮萬國來讚美以色列的神）卻在詩篇的每一卷中出 

現 。448這普世性的呼績，在這樣一組逾越節中使用的詩出 

現 ，是最適合不過的。遺受困苦，然後從困苦中被極救出 

來 ，一些回顧出埃及的歌，一些爲比較近期的、救瞻主的 

極救而歡呼的歌，無論是以大衆或是個別觀點寫的^這  

些歌無疑都有最藻廣的含義。

在聖經裡，萬國應該要讚美神，不一定是和以色列人 

的經驗有關。對地上所有民族來說，神都是他們的創造  

者 ’ 他們能有「生 命 、氣息及萬物」 ，449都是因爲她，因 

此他們也有責任要讚美袖。在歷史結束時，袖會啓示自己 

作爲審判官的身分，那 時 候 ，肯 定 的 ，萬膝都要向袖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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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時刻未來臨之前，她要求以色列國以外的人作



的 ，是承認她是以色列的救續主。在 1〜2節 中 ，都有一個 

回顧和一個前瞻。袖 的 愛 、袖立約的愛，並不偏限於過 

去 ，袖的信實也不偏限於將來：袖的慈愛和信實旣屬於過 

去 ，又是將來的。華滋的意譯提到袍「永懷的…… 憐懷」 

及 袖 「永恒的眞理J 。引發—— 七篇的作者寫出這篇很短 

但極度影裤的詩的，是以色列的過去及將來。當以色列 

說 ，他白我們大施恶愛時，她想到的，是神爲她所作的：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領出來。」451

當以色列說袍的誠實....存到永遠時，她想到的，是在她

的背後慢慢浮現出來的，那未知的將來（就如我們在四+  

八篇所見過的）。在面對未知的將來時，以色列卻能有充 

足的信心，知道在前面的日子裡，只要信靠袖，一切便都 

穩 妥 。

以色列能夠說出第2 節的話，是因爲神啓示了自己是 

她的救贈主，而—— 七篇那麼令人感到震憾的，是這事實 

和 第 1節的呼鎮之間的聯幣 一̂ ^"因為那雨個小字。「萬國 

啊 ！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因爲他向我們大施慈愛D 」當 

你明白袖爲我們所作的，當你思想逾越節和出埃及事件， 

或 是 （對基督徒來說 ) + 字架和復活的眞正意義時、你便 

會明白爲什麼獨有袖配得你的忠誠。

這篇詩再次提出了這個不容妥協的宣吿，與今天許多 

的 「主義」背道而馳。這位主，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神，是 

眞 實 的 ：這 事 實 ，而不是任何與它相違的論說，是眞確 

的 。

世人會如何回應前面的宣吿呢？在 此 刻 ，讓華滋博士 

的意譯爲我們說出，我們對世人的呼韻及我們對主的信靠

From all that dwell below the skies )

顾天空下一切萬物  

高 唱 造 物 主 的 美 名 ：

讓救摩主的名被歌頌  

在 任 何 地 方 ，萬 口 要 誦 唱 ，

主 , 称 的 憐 偶 直 到 萬 代 ；

称 的 話 是 永 恒 的 真 理 ；

称的頌横由這岸到那岸  

直到 ;^陽不再升起和 落下。

八磨

這一篇突出的詩將出埃及讚美詩帶到一個終結。它和 

第五卷開始的那一篇，誠 然 ，也和一 0 六及一 0 七篇相 

似 ，因爲—— 八篇的第一句^ ^ "你們要稱謝耶和 華 ’因他 

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也是一0 六和一0 七篇的第 

-一句。而一0 五篇的第一句也是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像讚 

美詩集的詩一樣。這三篇都是由讚美主的短句聯幫起來。 

如此看來，第四卷和第五卷的分隔乍看之下較不明顯了。462 

或 許 ，編輯的意思是要編排一組共有十四篇的詩組，即是 

由一0 五至一一八篇，跟前面一些詩組的長度差不多，是 

爲禮拜時的慶祝而設計的D



1 .  一 篇 多 面 體 的 詩

像一些其他同樣長度的詩篇…樣 ，這一篇的結構既複 

雜也不明顯。譬 如 ，我們聽見不同的聲音：往 往 ，說話的 

是詩人本身，但他也提供一些話讓別人來說。這是一個聚 

集的會衆嗎？或是一個聖歌隊 ? 或是兩個聖歌隊輪流誦 

唱 ？第26節裡的他、我們及你們是誰？這篇詩像是一個禮 

儀 ；是詩人在帶領嗎？抑或是另外一個人？

詩人究竟是誰？問這問題時，我們同時又帶出一連串 

其他的問題。第 5節中的患難和極救，與—— 六篇3〜8節 

的患難和極救非常相似，是一個個人的經驗，並旦令人想 

起第二卷中大衛詩篇的種種。10〜12節譲我們知道，這並 

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君王，他正在和一些國中的 

敵人爭戰。這位王是一位在大衛之後的君王' 當時以色列 

在面對其民時，似乎是孤立無援。或許這一位以色列的領 

袖是王國時期之後的一個領導者，可能是以斯拉，或是尼 

希 米？如果是，那 麼 ，患難可能是指被擴、魅救和歸回這 

些 事 件 ；如果是，當詩人說：「我求吿」時 ，他是把話放 

在整個以色列民的口中。

說這篇詩是多面體的第三個原因，是其中有四到五 

節 ，也因爲這幾節的緣故，使整篇詩在新約許多處，都被 

視爲對基督徒有深遠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容後再探討。

其中一個把一一八篇各部分聯緊在一起的是：明顧它 

是一個禮儀，是爲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一個特別的場合而設 

計 的 ，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節期。因爲逾越節是這一組 

出埃及讚美詩的高潮，因此這個節期是癒越節的可能性是

最大的

2 . 禮 儀 一

一種開始整個禮儀的聲音誦讀出一些字，這些字是熟 

悉 的 ，因爲我們在之前的詩篇已見過，這篇詩也是以這些 

字作結束（1節 ）。2〜4 節呼續會衆讚美神，這會衆大槪 

也是—— 五篇9〜11節的那三種人，453他們都以1節上的話 

來回應那帶領者，每組一次。

「那一位」 （無論他是誰）接著見證，以正式而重複 

的方式，述說他如何被主極救（5〜7節 ） ；8〜9節有可能 

又是一個會衆的回應。在 10〜14節 ，「那一位」用同樣的 

方式作了他的第二個見證，但這一次的內容是有關國際政 

治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那樣，但 是 ，他第一次被釋放的經 

歷不一定是戰場上的勝利；被擴歸回和那原來的出埃及經 

驗 ，也不一定牽涉到一次爭戰上的勝利。但這一節經文表 

達 的 ，是一次若不是神的幫助，他就會被擊倒的經歷。454 

我們可以假設，在 15〜16節 ，會衆再一次回應（或許15節 

上是帶領敬拜者的催促，像2〜4節的第一fT■一 樣 ）：耶和 

華 的 右 手 施 展 大 能 ！

在會衆第三次同聲响喊後，「那一位」第三次說話 

( 17〜 19節 ）。被埃及人奴役、被巴比倫人據走，以及在 

這兩個歷史事件之間許多規模較小的患難，都好像是一個 

死刑的判決。但這些患難其實是神的管教；這苦潔的眞理 

所傳遞的信息是，那位將患難加在他們身上的神，也可以 

把患難拿走。那些期待「義門」爲他打開的，是那領受了 

神的恩典、而不是那達到神標準的人。



我們可以把這些義門想成具體的城門，或是聖殿的 

門 ，這是一個列除行進的禮儀。 「那一位」 ，以及所有和 

他在一起的，列除前行，現在他們來到那些門了。

3.禮儀二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在那隊伍裡面。在 城 中 （或殿中） 

站立的是守門的入，或是利未人。當他們聽見那一位說給 

我敞開義門時，他們便回答說：這是耶和華的門（20節 ， 

新標準修訂本），義人要進去。我們可以假設，那禮儀的 

隱伍能夠進門去，不是因爲那一位宣吿他們是義人，而是 

因爲一個感恩的禱吿：你已成了我的括救（21節 ）。我們 

只能夠猜測說以下重要話的是誰：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 

了廣角的頭淹石頭〔22節 ) 。或許是那些守門的，或許在 

他們說完這話後，整個會衆再以23〜25節 中 的 「我們J 5)̂ 

回 應 。這幾句話與第26節平行。第26節是有關秦耶和華名 

來的那一位。這些話是那在門內的人向門外的人說的（我: 

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第27節看似另外一次這 

樣的啓應：耶和華…… 光照了我們，會衆說：來加入這節 

慶的隊仏，那些守門的說。

最 後 ，在28〜29節 ，那一位向神獻上一個感恩讚美的 

禱 吿 ，然後他、或是另外一位（也許是第 1節中說話的那 

一 位 ）再次呼續會衆來敬拜神。

在討論這篇偉大詩篇的背景和它的意義之前，我們要 

嘗試明白其中最難明白的一句—— 27節 下 。這裡三個主要 

的希伯來字各有起碼兩個可能性，也因此會衍生出好幾個 

置 換 。比較通常的解釋是：「用繩索把除伍挫住」 ，但拾

住 可 解 作 「加 入 、開 始 、命 令 」 ；而隊狂■可 解 作 「祭

牲」 ：繩索可以是「主枝/ 樹枝」 。455有人建議說，若將

這三個字最普遍的意思放在一起，這一句可以解釋爲：那

熱情的敬拜塚伍在穿過殿門 / 城 門 時 ，是 被 繩 索 「检

住」一…即是一些引導他們的繩索，一直引領他們到祭壇 

前 。456

4.在什麼時候發生？

----八篇的背景和它的結構一樣複雜。在英 國，有一

些教堂是經過幾代人才建成的，導遊會指出各代的風格： 

諾 曼 式 、早期英國式、歌 德 式 、垂 直 式 。這篇詩也是一 

樣 ，我們聽見逃亡的大衛的見證，他從一個狹窄的角落 

(患難 ) 逃出來，現在又在逃亡（在寬闕處 ）̂ 這 些 源  

自三H^ —篇 7〜8節的字和在第5節的字是完全一樣的。他 

並不害怕人要對他作什麼，他在敵人面前誇勝：五+ 四篇 

7節和五+ 六篇 n 節的話被這篇詩借用，出現於6〜7節 。 

在 10〜 12節中採用的未完成時態動詞中，我們回到撒母耳 

記下八章，那裡描述的是大衛擊敗他周圍的敵國。19〜20 

節的背景是：一 ，撒母耳記下六章王室的除伍，這除伍跟 

隨大衛把約® 帶回耶路撒冷：二 ，大衛的雨篇詩（+ 五及 

二十四篇） ：眾城門n那 ’你們要抬起頭來…… 那榮耀的王 

將要進來。

在詩的結尾，23 、25及29節 ，我們聽見耶利米的預言 

是充滿信心的，跟他一向哀傷的格調不一樣：他說話時是 

充滿信心的，雖然他當時處在一個黯淡的歷史時刻，因爲 

大衛的王國將要被摧毀。他相信主要極救她的百姓（耶三



+  — 7 ) ，因爲對袍來說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耶三+

二 1 7、27 ) ，並 且 ，耶路撒冷…… 必再聽見有歡喜和快辨  

的聲音 …… 有 人 說 ： 「要稱謝 …… 因 耶 和 華 本 為 善 ，他的 

慈 愛 永 遠 長 存 。」 （耶三十三10〜 n  )

的 確 ，在第一批被擴歸回的人立新聖殿的根基時，發 

生的正是這樣的事（拉三11 ) 。一位在當時目睹這事的先 

知論到聖殿的完成，從立基石到頭塊石頭（亞四7〜9 ) 。 

以—— ■八篇17節的話來說，以色列必不致死、仍要存活， 

因爲它是神在這世上那不可動搖、永遠的居所。

因 此 ，我們在建構這歷史背景時，應該離眞實的情況 

不 遠 ：我們將以斯拉記六章所描寫的公元前五一六年的逾 

越 節 ，其中的圖像一塊一塊拼湊起來，每一塊都像之前那 

一塊眞實和鮮活。這篇詩肯定是屬於達越節的，而它的根 

源則是出埃及的時代。14〜16節及第28節的背後則是摩西 

之 歌 ：那 和 華 是 我 的 力 量 、我 的 詩 歌 ，也 成 了 我 的 挺 救 。 

這 是 我 的 神 ，我 要 讚 美 他 ；是 我 父 親 的 神 ’我要尊崇他

......耶 和 華 啊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 耶 和 華 啊 ，你的右

手 摔 碎 仇 敵 （出十五 2 、6 ) 。在第 2 7節背後是亞倫的祝 

福 ：「願耶和華的臉光照你。」 （民六25 )

5.這是什麼意思？

究竟是不是在第二聖殺初建成時，以色列人以戲劇化 

的方式唱出一一八篇，又如果是的話，那個角色又由誰去 

擔當？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到了基督的時代，以 

色列人在每一個董要的節期都會用讚美的詩集，他們會在 

逾越節時唱這些歌，包括在聖殿中，當作爲祭牲的盖羊被

獻上 時，或是之後在家中，當他們享用逾越節的晚餐時。 

如果是在前者，那誦唱的過程也包括一個比較簡單的、回 

應的誦唱方式。457

25〜26節 ，所有在場的人都會加入；再 者 ，這些話會 

成爲耶路撒冷居民和來訪者之間，經常性的問候語。這些 

經節的一部分正是在第一個掠欄主日，兩群會衆所說的 

話 。這是最後一個逾越節之前的一個主日，當群衆夾道歡 

迎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他們呼叫：「和 散 那 ！」 （意思 

是 「我 們 求你 魅 救 」 ) 、 「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 ！ J 458這裡指的「那 〔人〕」是 誰 ，大家都知道，是毋 

庸置疑的。459

由那重要的一點再出發，我們開始明白整篇詩所說  

的 ，和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切合。在標欄主日的第二天， 

袖將袖的敵人帶回到2 2 ~ 2 3節 ：匠 人 所 棄 的 石 頭 ’成了房 

角 的 頭 塊 石 頭 ，並旦清楚表明，發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 

事一一在舊約時代被人棄絕，但神爲他們申冤這些事~ ^  

將要發生在袖身上。袖自己就是那石頭，是眞以色列。袖 

是那義者、正要進入義門（20節 ）。一旦袖爲他們的罪而 

受 苦 ，袖和袖的子民都必不 效 死 ，仍 要 存 活 （17節 ） ；一 

旦袖從死裡復活了，袍要向萬民宣吿袖的權柄（10〜12 

節 ） ；袖的慈愛永遠長存（1 、29節 ）。

對我們來說，未來往往顧得很黑暗，但若將這黑暗和 

袖在逾越節所面對的相比，這黑暗一點也不可怕。如果袖 

從死亡中得勝地走出來》而我們又與袍聯合的話，我們也 

能勝過死亡。就如希伯來書的作者一樣，我們可以把第 6 

節應用在自己身上，並 r放膽地宣吿：『有耶和華幫助



我 ，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J 46D

九篇

一一九篇最明顯的特徵是它的長度；其次是它把所有 

的經文分成平均長度的二+ 二個段落，每個段落都由一個 

希伯來字母開始。因 此 ，一一九篇不但長度上在所有詩簿 

中遙遙領先，是聖經中最長的一章，也是詩篇中最細纖的 

一篇字母詩。在第一段落，其中八節每一節的第一個字都 

得* p h —— 希伯來字母的第一個字母開始：在第二段落， 

其中每一節的第一個字都用beth開 始 ，如此類推。

或許是故意的，一一九篇中有關神的話^^即是這嫌 

詩主題的字詞，也有八個。每一個字平均出現二+ 二次， 

而毎一個段落的八節這八個字詞，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 

部分會出現。這八個字詞是：命令、律例、律法、判語、 

訓詞 、典章、法度、話 。當我們來到7/^/^段的時候，我們 

會比較這些字的意義（在 段 裡 ’這八個字詞各出現一 

次 ）。

早在討論第九及第+ 篇 時 ，我們已經談過字母詩是杏 

有點刻意和造作。對於這問題，以及這一篇詩的主題，魯: 

益師有以下甚具洞見的看法。他 說 ，不像一些其他的詩， 

—— 九 篇 「並非像 + 八篇那樣乍燃湧自心頭：它格律工 

整 ，恰似花紋繁縛的刺输，刺输者喜愛變化有致的圖案， 

喜愛精微、閒逸的手藝，經過漫長、靜譲的時辰，一針一 

針输出來的」 。

他繼續討論這題目，即是神的話。他 說 ：這裡的幾節

經文吿訴我們，詩人主要把神的話看成律法—— 不是令人 

生 厭 的 、令人皇息的規條，而是神叫人快樂之道。無疑 

的 ，詩 人 「對律法的感受恰如他對詩歌創作的感受，兩者 

皆涉及對…個律則確實而熱切的依循……律法何等榮美！ 

因它具體反映出神心中的秩序，人怎能不盡其在我地透過 

曰常生活來體現它？」461

在考慮一一九篇的結構和主題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用 

一點時間來探討它在整本詩篇的位置。像在處理詩篇中比 

較前面的詩一樣，郭勒德對詩篇的分類是根據它們與爲期 

一週的逾越節及住棚節的關係。一個爲期七天的禮儀共需 

要+ 五篇詩，每天兩篇 ( 黃昏一篇、早上一篇，每一天是 

由太陽下山開始計算） ，而最後一個黃昏需要另外一篇。 

一個爲期八天的禮儀需要 + 七 篇 詩 ，就如 第 三 卷 （七 +  

三〜八+ 九篇）一 樣 。郭勒德認爲，在原來的版本，第四 

卷和第五卷裡面包含不下於四組的詩，每組有十五篇（九

-f-----四九篇），而一五0 篇則是全本詩篇的總結。 對

他來 說》—一九篇結束了一個逾越節的禮儀，這禮儀肯定 

包括一一三至一一八篇，並 旦 ，根據他的理論，是由一0

五篇開始。它從逾越節開始，那是慶祝以色列被神極救， 

脫離在埃及地的舊生活，然後進入另一個節期。根據傳 

統 ，這節期是跟以色列人到達西乃山，及在那裡領受律法 

有 關 ：這歷史時刻代表了新生命的開始。雖然這只是理  

論 ，但我們很難想到有另一個更加適合使用這篇出色的詩 

的場合。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 

的」 ，463可是一旦我因神的恩典而稱義、藉著恙羊的血從 

埃及爲奴之地被救讀出 來 後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樂 ......



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1. Aleph ( 1 〜8節 ）

讀一一九篇時，我們首先要留意它是由aleph這字母I 

開始的，另 外 ，它頭幾節的每一節，也是由 aleph這字母 

開始的。從神學或屬靈的角度看，這並不是一件微不足道 

的 事 。詩篇本身也由同一個字母開始，它 由 福 （'aSi'e')道 

個字開始。464第一篇和一一九篇所強調的，都是祝福，因 

爲這是主最想要袖的子民得到的。

同樣重要的，是一一九篇的第一段馬上帶出神話語的 

董要性。袍是一位說話的神，而我們是否得到祝福，跟我 

們用什麼態度去看待袖的話語有關。

或許更加重要的是這一段裡的一個字。我們剛才看過 

八個有關神話語的字詞中，第一個出現的是律法，它被放, 

在祝福旁邊，這不是有黯奇怪嗎？現代社會推崇沒有約束i 

(律法），但同時又以制定律法來箱制自己。律法怎能使 

我們快樂呢？

我們需要從聖經時代的角度來理解這字詞。它的確是 

指制定律法，就是我們在利未記和申命記中找到的那些理 

念 。但不只如此，它指聖經中的頭五卷書，也包括神如何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裡菩示自己。誠 然 ，律法也代表了整本 

舊約聖經， 它是一些指引一~ 一本導引、一本手册，更好 

的 是 說 「一個謹愼的父親給予他所愛的孩子的指引」

可以這樣說，一一九篇 1〜3節是第一篇 1節消極宣言 

之積極的一面。律法吿訴我們如何可以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雍慢人的座位。反 之 ，它指示我們

作無可指摘的人，即是作一個誠實無偽的人。467

在幾節經文後，隨後的一百七+ 三 節 （115節是惟一 

的例外 ) ，都是向主說的，讚美或禱告。4〜8節是一個轉 

折 點 ，由布魯格曼所謂的「定位」 （第一篇那簡化的、善 

惡壁疊分明的想法）轉到有迷失方向的經歷。我必須向主 

承 認 ，雖然袍要求於我的，是恒常的順服（4 節 ），但我 

不是常常順服视（5節 ）。我知道什麼是羞愧（6節 ）；我 

只是公義學堂裡的一個學生（7 節 ）；我不能因袖丢棄我 

而抱怨。現實就是這樣，雖然不好受，但也要面對。

2. Beth《9〜16節 〉

這時第一個，並且是用得最多有關神話語的字詞" ■ 

律 法 ，在Beth中並未出現。反 之 ，我們看見兩個在yi/ep/z 

的一段中，沒有出現的字詞，那是話和典章（本書原文是 

promises，中 譯 爲 「典章」 ）。雖然典章偶而也會以話的 

姿態出現（如在這一段中第n 節 ）。話這字爲這一段提供 

了一個框架，要遵行你的話（9節 ），我不忘記你的話（16 

節 ） 在這架構內，所有其他有關神的話的字詞都出現 

過 （除了律法）。

第 9節中的少年人是那個在歳言中經常被訓酶的人：' 

「我 兒 ，要聽……」 ：「我 兒 ，不要忘記……」 ：「我

兒 ，要留心....」 （歳一 8 ，三 1 ，五 1 ) 。無論詩人自己

是否年輕，他把自己放在蔵言「兒子」的位置上，並且示 

範了遵行〔神 〕的話是什麼意思。

遵行神的話是一件具體的事，重點不在那些與神有關 

的 字 詞（你的話，或其他相關的字詞），而是在與詩人有



關的動詞（我尋求，及一系列類似的宣吿）。第一重耍的* 

是人的意志（10節 ），不是它一般的意思，指 心 ，而是因 

爲尋求是指一個刻意的、轉向神的行動，而偏離是指一種 

故意離開袍的行爲。然 後 ’第 n 節所說明的，是人如何可 

以抵檔試採，方 法 是 （引用歲言） ：「在你心中存記我的; 

命 令 。」 （歳二 1 ，七 1 )

存記越多越好。當 然 ，詩人推崇的，不是那吝齋者所 

看重的量，而是收藏家所欣賞的質和價値，更是那古道熱 

腸的人所珍惜的、因能討袖喜悅而得到的滿足。神對他說 

的 ，他一定會吿訴別人（13節 ）。 i

第 14節也提到他的喜悅。他喜悅神的話，不是因爲他 

覺得他應該這樣作，而是因爲他明白在神的話裡，蕴藏箸 

太多的寶藏。因此他要默想而旦看董神的話（15節 ），耍 

因神的話喜樂，也不忘記那些美好的事物（16節 ）。

在這一段的中心點是一個稱頌和一個祈求（12節 ）。 

這祈求是出自一個期待要讚美神的人，這人學習了許多、 

還想學習更多，g t如A/eph. 一'段中的第*7節一樣。詩人在這 

一段的頭和尾（9 及 15節 ），除了藉著「話 / 訓詞」這一 

對 字 ，提供了一個框架外，另外也見證了一件事：他若要 

保持心靈的純潔，就必須要常常思想神的道。

3. Gimel ( 1 7 ~ 2 4節 ）

在 A ieph的謙卑踏實、Beth的熱情潔海後，在 Gimel 

這一段，詩中出現了一些焦慮的元素。

這元素起初並不明顧。17〜 18節將在前雨段出現的律 

法和話聯繁在一起，這雨節的語調是十分積極的。一些現

代人對這雨個名詞—— 律法和話的回應，會讓詩人感到驚 

認 。對他來說，順服神的話，結果不是焦躁，而是振奮： 

律法在他身上的影響，不是限制他個人風格的發展，而是 

開閲他的視野。但他也明白，有些人覺得律法限制了他 

們 ，直到他們的眼睛被主打開！

在 19〜20節 ，他的信心遭受考驗。在這一刻，這篇詩 

進入他生活的世界中，那裡有各樣的試練和壓力。像道一 

篇詩的智慧文學，通常在大平盛世、而不是風雨飄播的世 

代 出 現 ，就像一些比較前面的詩的背景，尤其是二 + 七 

篇 。詩人在這裡面對的困難，並不是巴比倫的入侵（像七 

千 四 篇 ），或是埃及的奴役（像九 + 篇 ）。他並未被放 

蓬 ，他並不是一個流落他國的異鄉人。他要面對的，是一 

個更令人感到迷個的事實，在三+ 九和一0 五篇已經討論 

過這問題：他雖然住在自己的國家，卻是一個寄居者一~  

是 「一個在地上的寄居者」 。

神的子民需要被提醒，需要記得這事實。每天我們都 

走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說'：這是我的家鄉、我的國家。 

神 說 ：對 ，但 也 不 對 ：這 是 我 的 世 界 ，你們在這裡是  

g anm ，是外橋。「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 

居 的 。」468旣然是這樣，你們應該遵守寄居之地的法律， 

跟隨那地的習俗。我們開始明白，爲什麼作爲地上的寄居 

者 ，詩人會呼喚說：求你不要向我隱@某你的命令，住在神 

的世界這段時間，他需要神的手册，才知道如何生活。

爲他帶來問題，以及他需要道手册的原因，是以下的 

事 實 ：雖然這的確是神的世界，在其中卻住著許多並不把 

它看爲神的世界的人（21〜22節 ）。他到處都見到狂傲和



可恨的人，他們蘇視神的原則。他難免受到他們的影響， 

他也害怕受到他們影響。他並不需要住在外國，才會有首 

領妄論他，像但以理被E 比偷的首領妄論一樣。■ 23〜24 

節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家鄉，也有有權有勢、有影響力的 

人 （追一個字跟以斯ii/L和尼希米時代的「首領」是同一個 

定 義 ） 他們拒絕神的律法、謹吿污蔑那些遵守神話語的 

人 。因 此 ，詩人非常需要常常堅持要默想神的話，並且以 

它爲樂。第 2 4節中的自我提醒，是董複上一段的最後一 

節 。

4. Daleth ( 2 5 ~ 3 2節 ）

到目前，我們是否已經開始熟悉詩人的思路，以致大 

槪可以猜到他要如何寫作下一段？我們知道他的主題是神 

的 話 ，我們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說明神的話如何與信徒的生 

命連上關係。我們知道他選擇的方式是字母詩，在這一 

刻 ，他需要的是一段共有八節都由Daleth (等於英文字母 

的 D ) 開始的經文。我們可以嘗試猜他將要說的。

他馬上會想到的，是 D時吞1’ ，即是話本身^ 一在八個 i 

有關神話語的字詞中，這 是 一 個 他 已 經 在 和 G/me/開I 

始時用過的字，雖然這不是它們的第一個字。在這一段，i 

詩人可以用這個字來開始每一行！ ；

可 是 ，也許不會，他很少在同一段裡使用八個字詞的 

任何一個多於一次，更不會用幾次。

另一個可能性是^^̂ 6̂ : ( 「所行的」 ，直 譯 「道 」 ) ， 

雖然它不是八個有關神話語的字詞之一，但它非常切合這: 

主 題 。詩人決定使用這個字，而用在不下於五節的經文之i

中 （在新國際本這並不明顯，新標準修訂本，特別是修訂 

本 ，則很清楚呈現這事實）D

因爲我所行的，引 進 了 這 一 段 （26節 ），而由

27〜32節 ，你訓詞的道、奸ft的道 、忠信的道、命令的道 

(修訂本）構成一個有形的框架。

這一篇詩是耍來使用的，不是爲了裝飾，詩人用另外 

雨個D 開始的希伯來字來表達他的感受。他歸於塵主（25 

節 ，或許是感到消沉？）及消化（28節 ，獨謝？）這是一 

個事實，不只是一個用字母來玩的遊戲：詩人在 Gimel感 

受到的壓力（stress ) ，在 Daleth成了愁苦（distress ) 。

25〜26節是這一段的引言，詩人簡要地述說，他極其 

需要被鼓勵、被 更 新 。他 禱 吿 ，然後在神的話中得到回 

應 。他要一切的事情都展開在神的面前，因爲沒有一件事 

是太譲他羞愧，或是太微不足道，以致他不能吿訴你這樣 

一位朋发，而這篇詩其餘的部分則吿訴我們，主如果向他 

開 啓 ，事情會如何解決。

一系列的禱吿由第27節開始：求你使我明白、使我堅 

立 、保守我、向我開恩、不要叫我羞愧。一系列的自我承 

諾 ，逐漸和這些禱吿重疊：我棟選了、我將.•…，擺在我面 

前…… 我持守…… 我直奔。這些決定都是基於神的話給他 

的保證。

還有一個重複，幾乎是不可能藉著翻譯帶出來的。第 

25節的 D 字在第31節中再出現。當詩人感到極度沮喪時， 

他抓緊塵土，幫助自己重新振作的方法是抓緊你的法度  

(新標準修訂本）。你是不是陷於浙泥中? 若 是 ，你需要 

讓自己被神的話語抓住！ 472如果你這樣作，結果你的心會



被釋放。在前面的詩篇- -八篇 19節 ，三+ —篇 8節把

容這種釋放爲：被帶到宽闕之處。

5. He ( 33〜40節 ）

我們都知道，禱吿除了是向神討這討那外，還有許多 

其 他 方 面 ；乞 討 的 禱 吿 ，就 像 小 孩 子 說 ，「給我作  

事 」 、「給我那樣東西」 。雖然這樣說，但求吿也是禱吿 

一個董要的層面。雖然這一篇在詩篇中最長的詩，從頭到 

黑都是禱吿，但求吿只在頭四段中出現大槪+ 二 次 。//e這 

一段將這個不平衡調整過來：這一段，詩人在每一節都求 

神爲他作…件 事 。/̂ ^這字母很適合詩人用來作這事，因爲 

在希伯來文中，這個字可以作許多「引發式」動詞的開 

端 ：「主 ，求称使 X 或是 y 發生 。」無論是不是每一行第 

一個字都是這樣，這八節經文是充滿了求吿。

在 G/>m?/那一段，我們看見，詩 人 在 「對所處環境失去 

控制的景況中淨扎（漢 利 〔W.E. Henley〕的形容詞）」 ， 

而 描 寫 的 ，是詩人的內省，他描寫了自己沮喪的情 

況 。而現在，在 H e 這一段，他看見自己的短處，人的軟 

弱所帶來的結果’以及在Aleph已暗示過的罪性。

我們把其中的禱吿意譯出來，便能夠明白詩人求主作 

的 ，是什麼事。讓我看兄你的律例之道，我們可以這樣翻 

譯第 33節 。像前面一樣，道 （way ) 這觀念也頻频在這一 

段出現》雖然在新國際本的版本，這並不明顧。詩人看不 

見神律例的道，是因爲他的人性；人自然犯罪的傾向，使 

他看不見屬靈的眞理。這是一個主必要處理的問題（18 

節 ：求你開我的眼睛）。

求你赐我悟性（34節 ） ：律法的某些方面我要全心全 

意遵守，只要我能掌握它的眞義，我便能作到。因 此 ，求 

你使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35節 ，和 合 本 ：求你叫我遵行 

你的命令），因 爲 ，一旦我在這道路上，我便會在它裡面 

找到喜樂。

另一方面，關於律法的'一些事情，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需要作的是「使我願意走上一條遠離自私地尋求一己利 

益的道路」—— 雖然我比較想走上這條道路（36節 ）。使 

我的眼目轉離這些沒有價値的東西，使我的生命更新，是 

根據称的道 ( 37節 ）。473使称的應許得著應驗，因爲只有 

當事情是根據称所說的發生時，妳的敵人才知道如何敬畏 

妳 (38節 ）。他們的蘇視就變為無效（39節 ，和合本：使 

我所怕的羞辱遠離我）。雖然他們說了不尊敬你的話，但 

「你的律例是美好的」 。

詩人在這一段結束時，重複了37節下*，作爲他一連串 

祈求的結論。這些祈求眞像一張購物單，他要買的東西何 

其 多 啊 ！是一些只有神可以提供的物品，也只有在袖的話 

中才能得著這些東西。袖因我們向袖要這些東西而感到高 

興 。詩 入 說 ：只有袍才能赐下生命（4 0 節 ，新標準修訂 

本 ）。

6. W a w  (41 〜48節 ）

對一個二流的詩人來說，他寫這種詩時，在技巧上沒 

有比窝這一段更容易了，因爲開始的道W o w是 「和」的意 

思 ；無論這八節經文是關於什麼，用 「和 J 字去串連它 

們 ，是最容易不過的一件事。



就如司布眞所說的，當你用「和 」這個字去開始一句 

話 時 ，它 「就像一個飾一樣’將這一句和前面一句扣起  

來」 。詩人認眞地使用這格式，並使它達到目的。連這整 

段也是由一個「和 」字扣到前面的一段去。詩人說， r前 

面是我道篇詩的頭四十節」 ，「以 及 （和 ）在這前提下

在 這 一 段 中 有 一 連 串 的 禱 吿 ，而毎一個禱吿都顾 

上一個禱吿有關。或者應該這樣說，每一件事都與其他的 

事有關係；在這一段中，有 時 候 「和 」是前瞻性的（意指 

「這裡的含義是：我會作這事或作那事」） ：有時候，它 

是 回 顧 的 （意 指 「這裡的含義是：我已經作了這事或那

此 外 ，詩人的思想有兩方面：在他心中的話，和在他 

口中的話。在私下，他吿訴主我思想你的律例；在衆人面 

前 ，他準備好在君王面前論說你的法度。這些內在和外在 

的 ，以及一個我們剛才見過的網絡的因和果，都連結在 

起 ，變成一個美妙的網結。旣然這是一件沒有任何外顧針 

痕的衣裳，我們便要像詩人--樣 ，從中間開始，即是由八 

個 「和 」字的第一個開始。

到目前爲止，我們聽見詩人的禱告是這樣的：我從詩 

的開始到現在所寫的是，我期望得到一個重複的經驗，就

是 經 歷 称 的 救 恩 和 称 立 約 的 愛 ----這 愛 是 複 數 的

( loves ) ：求你給我這些經驗 1如果我得著這些經驗的話 

( 42節 ），我便能吿訴那不信者，我有答案了，那就是我 

所信靠的神的話，它已被證實是眞確的！

如 此 ，我便可以大有信心地（43節 ）求你永遠不要讓

我的舌頭上沒有一個適當的見證。當你的話被傳揚時，不 

用 說 ，它同時也管理我的生命（44節 ）：而我知道，對我 

來 說 ，神的律法不是要來管轄我，而是要叫我得釋放（45 

節 ）。474

這便會和我剛作的見證連接上。我會有能力去向任何 

人述說你的眞理，就是對那些我最害怕的人也是如此（46 

節 ） ！這股力量是源自我對你律法的喜愛 ^^這是我一向  

的 主 題 （47節 ）；我會繼續尊重你的律法，並且默想它、 

順 從 它 （48節 ）。

這是一幅認識神話語的人之完整的圖晝。每一部分都 

和另一部分詢起來 ' 而這駒就是那隨處都在的和字。這幅 

圖晝少了任何一部分都不完整。另外一個可以證明這圖晝 

之完整性的是：如果我們嘗試檢視那八個有關神「律法」 

的字詞，是杳都在這一段中出現，我們發現，從這篇詩開 

始到規在，這是第一次八個字詞都出現的地方，而旦其中 

兩 個 （話和命令）還在兩句連續的句子中重複出規。

7. Zayin《49 一 6 節 ）

當 詩 人 窝 Z a y m 這 一 段 時 ，他想到的主要的字是  

zakar ：記 念 。這一個字成爲這一段八節其中三節的第，一個 

字 。

如果聖經時代的人物知道我們現代人是如此沉迷於求 

索將來要發生的事，他們一定感到大惑不解：又或者他們 

會不明白，爲什麼我們在想知道未來時，卻不回顧過去。 

在衆多詩篇中，一一九篇不是第一篇討論這題目的詩（像 

它在這一節作的）。我們也許記得，四十八篇曾經吿訴我



們一個可能已過時，但卻那麼合理的看法：我們可以從其 

中學到教訓的，不是將來 ，而是過去 ：你回顧得越遠，也 

就前瞻得越遠。

聖經採取這態度的一個原因，是因爲聖經的神永遠是 

那麼活躍、那麼一致。所以當詩人在49〜51節求神記念他 

時 ，他想到的是神重複作過的事；透過回顧神在歷史上的 

作 爲 ，詩人明白神的屬性，並旦知道有些什麼事，他可以 

期待神再作的。這比任何星象學家、氣象學家或政治家的 

猜測更可靠！

正如我們在之前看過的，在聖 經 裡 ，記念不只是記 

億 、更是付諸行動。詩人求神「根據一個現存的承諾而商 

所行動」 。 當49〜51節使用那八個有關神的話的三個字 

時 ，他就是這個意思。主的話是使人對將來有充滿心的  

盼望之基礎，一旦說出來後，它便永遠有效（49節 ）。袖 

的典章保證，在受苦之後，必獲新生（50節 ）。袖的據法 

是穩固的，任何的侮慢，無論多麼過分，也不能使詩人偏 

離 律 法 （51節 ）。

在52〜54節 ，在 記 念 （回億）的是詩人，他再次將焦 

點放在那八個字詞其中三個之上。判 語 （laws，52節 ）和 

在 51和 53節中的律法（l a w )不 同 。我們在下一段將會看 

見 ，判語是審判官宣吿的決定，雖#^^，這些裁決的效果~ - 

即是帶有懲罰的裁定^ ■ 也可能是詩人腦中所想的，他會 

因爲以下的信念而得到安慰：就如在古時，在大水的時 

代 、出埃及的時代、巴別塔展所多瑪的時代一樣，今天的: 

邪惡也不會不遭懲罰的。神的律法可能繼續遭到拒絕，這, 

事令他赴怒（53節 ） ；但神的律例卻繼續使他喜樂，雖然

他在一個寄居的地方不斷經歷各種起起伏伏（54節的寄居 

和 19節的寄居的有關）。

再一次，在這一段最後一個偶句（55〜56節 ），記念 

這意念又出現。再…次 ，我們看見詩人對神律法的尊重， 

而這一次，是跟袖的訓詞有關。最後一節比較難解：或者 

它的意思不是「這是我的所爲」 ，而 是 「這是我的獎賞， 

因爲我遵守你的訓詞」 ，有點像耶穌的銀子的比喻：事奉 

的 「獎賞」是更多的事奉。476從詩人所說的一切，我們看 

見他把一個以神的話爲中心的生命，看爲一個極其滿足的 

生 命 ，而旦在夜間，不太容暮清楚看見周圍事物的時候， 

他覺得有信心可以期待將來，因爲他記念神在過去所作 

的 。

8. Heth ( 57〜64節 ）

當詩人來到這一節時，他一定想，兩 個 由 開 始  

的 、偉大的舊約的字。在第 1節 ，他 由 「分 」 這 

個字開始，而在最後一節，他 用 「愛」 ) 這一個字 

作結束 ，因此這一段的意思已明確不過：信徒與主和袍的 

話 ，那深入的關係。

分通常指的 ' 是當神的子民征服勉南地，據爲己有 

時 ，神分給每一個以色列支派的地。478據爲己有可能是一 

個太強烈的詞，因爲那地仍然是屬於神的，正如以往一 

樣 ，而以色列人其實只是「客旅」 。再說得準確一點，他 

們是住在那地的外人（像 19節的寄居的），他們沒有任何 

權 利 ，而且完全倚賴袍。利未族的情況清楚顯示了以色列 

人和神的關係一一以色列人是如何倚賴神的。利未族沒有



分配到任何地，神吿訴他們：「我是你們的分。」479在現 

實生活中，他們是由那些他們服事的人所供養； 但神耍 

他 們 （以及所有的人明白）的 是 ：擁有主便擁有一切。在 

現代英語聖經（G N B  ) 的版本，這一段是這樣開始的：你 

是我所需要的一切；這就像保羅所說的：「神豈不把萬物 

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J  ■

愛是那促成這關係的立約之愛，並且確保這關係是永 

恒 的 。到第64節 時 ，我們再回來討論這問題。

因爲這一段包括有關神的話的八個字詞（ffaw也有這 

八個字詞，但其中一兩個出現多於一次）因 此 ，這是一個 

好機會，讓我們看看它們之間的分别。話是這八個中最普 

通的一個，因爲神是我需要的一切，因此我留心聽袍所說 

的一切話，包括袍第一次說話的方式，以及我現往聽見這 

話的方式（57節 ）。典章也是指一些說出來的話；有時候 

在新國際本它被翻譯爲「話」 ：在這裡袍期待我全心全意 

回應袍那觸動我整個生命的恩典。

法度這詞提醒我們，神是根據袍的「條款」與我們立 

約 的 （亞倫一直是用這個字），而它則見證了 482神的屬 

性 。我需要調校自己的生命，以致我可以跟神的條款互相 

配 合 （5 9節 ）。我 們 對 命 令 這 字 熟 悉 ，是因爲 

BarMitzvah (我的成人儀式）這 禮 儀 ，在這禮儀中，一個 

猶大的男按成爲「律法之子」 。BarMitzvah這禮儀是指 

「命令」 ，而命令即是你必須服從的話，它旣不容許你躲 

避 ，也不容許你邀延（60節 ）。

在一一九篇，這A 個字詞中，律法是第一個被使用（1 

節 ），也是最常用（共25次 ）的一個。在 Aleph的一段，

我說過它是指方向，或是指示。第61節重複令人驚認的一 

點 ：它爲人帶來自由，恰與邪惡帶來的轄制相反。判語 

(62節 ，和合本譯成「典章」）是一個不同的字，它的意 

思是裁決或是裁定，這一點我們在之前已經提過。詩人們 

經常切切地盼望神來審判：在最黑暗的時刻，他們知道袍 

的利斷可以把事情理清楚。訓 詞 （63節 ）是對事情深入的 

處 理 ，是關於另一個人不同的資料，也指一種屬靈的認 

定 ，這種屬靈的認定對信徒說：「那人尊董聖經的眞理， 

那是一個像你一樣敬畏主的人。」

律例—— 八個字詞中最梭的一個，在這段的最後一節 

出 現 ’ 這是很適合的，不但因爲這一個字由希伯來的 

開 始 ，而旦因爲第64節 由 開始銀它非常吻合。律例是 

永遠的，像刻在石上一樣，與它配合的一個動詞是以賽亞 

用來形容神的話銘刻爲「永遠的見證」 （賽三 十 8 ) 的動 

詞 ，也是那個把袖子民的名字刻在袍手掌上( 賽四+ 九 16 ) 

的動詞。還有什麼比A叩 這 個 字 來 連 結 的 信 息 更  

好 ？即 是 說 ，神的話用那不改變的立約之愛來充滿世界。

9. Teth ( 65 ~ 72節 》

因爲整篇詩都在述說神的話有多好，因 此 ，當我們看 

見這意念也是這一段落的主題時，我們並不感到驚奇。希 

伯來文中的「好」 （或 「善」 ）是 由 ( 0 M 這字母開 

始 的 。在這一個段落中的八節，其中五節是由這字開始。 

頭雨節意思是：「你會善待我」及 「你以好的判決來教導 

我 」 ；而最後雨節 則說：「對我是好的」和 「律法是好 

的」 ：在它們之間，「善 」字在第68節出現雨次：「你本



爲 善 ，所行的也善」 。神的話又是在這一段中每一節被榻 

到 ，而每一樣東西都和神的話有關，雖然只有第72節才擒 

接形容神的話本身是善的。

應許而旦傳遞主定意要給袖僕人美善事物的，是聖經 

( 65節 ）’這包括知識 '那是一樣極好的禮物，以及好的 

判 斷 （能 「分辨好歹」 ，來五14 ) ，那是更好的。但詩人 

的優先次序是對的，因爲他知道無論是知識或是判斷，都 

在乎另外一樣更董要的東'西 ，那就是對聖經的信心，當聖 

經被定義爲你的命令時，當然表示要遵從它。因 此 ，你首 

先必須信靠和順服，然後你就能夠明白和洞察（66節 ）。

這一段中間部分引進了一個相對的主題，就是苦難 

(67〜7 0 節 ) 。神的善行如何能和我們不好的經驗並存 

呢 ？我們會記起詩篇中的一些經節，這些經節帶出一個主 

要的問題 '也就是關於同一個/e仏 字 的 ：「神實在恩待以 

色列人？但我的腳幾乎閃失！袖怎麼可以譲這樣的事情發 

生在我身上呢？」

七 + 三 篇 1 〜2 節那迷失方向的响喊，在 ----九篇

67〜70節中被調整過來。這裡的狂傲人和那裡的狂傲人一 

樣 ，神都容許他們爲那些敬虔的人製造麻煩。编造蔬言攻 

擊我這句話頗有現代社會的味道。但詩人知道，當一切平  

順 時 ，他便很容易偏離正路，而危難則將他帶回到神的話  

上面去。神本爲善，所行的也善。

在這一段的最後兩節，我們看見人對神的話語'----即

袖的律例和袍的律法（是重複第68及70節所說的）一一的 

敬 畏 ，因他不好的經歷而增加。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 

使我學習你的律例（71節 ）。毋怪乎詩人說：你口中的訓

言於我有益。不管他聽到或讀到的神的話是什麼，它仍然 

是鮮活的、滿有能力的，像是剛從主的口中發出一樣。對 

我們來說也是一樣，他吿訴我們說：神的話勝於千萬的金 

娘 (72節 ，新英文聖經）。

10. Yodh ( 73 〜80節 〉

Yodh段將前面一些詩篇的主題聯養在一起。

在這裡，神第…次被描寫爲那位創造者，正如三+三  

篇 一 樣 ，特别是那位造了人類的創造者，就如第八篇一 

樣 。你、的手製造我，詩人這樣開始這一段。當他繼續塑造 

我 時 ，他不是用三+ 三篇15節的造成（塑造或設計），而 

是用第八篇 3節的那 一 句 ：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f嚴然神 

在那一篇說：「這就是月亮。」在這一 篇 說 ：「這是一個 

人 。」袖把我造成現在的我。

人在袍的創造裡是獨特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詩八 6 ) ，不是因爲他有理性分析的能力，或是他懂得 

使 用 工 具 ，而是因爲他有 悟 性 ，可 以 學 習 〔神 〕的命令 

(詩—— 九73 ) 。只有那些與神的話語切合的生命，才能 

彰顯眞正的人性。

無論是意外或是設it一 ^^大槪是後者，正如我在前面 

介紹這篇詩時所說的■̂■ 形容一個完全的人這一段，也顯 

示了那個有關神話語、共有八個完整的一套字詞，每一節 

--個 ，到目前爲止，只 有 H eth段這八個都有。Yadh段和 

//eA段有男外一個相同之處，兩段都回顧詩篇的開頭，第 

一篇6節的雨種人：義人和惡人。H e th段一方面有惡人， 

另一方面也有那些敬畏你的人（6 1、63節 ）。在 Kk//?段 ，



有敬畏神的及狂傲的（7 4、7 8 、79節 ）。爲什麼詩人在這 

個時候提到他們呢？

這是因爲他要開始一個新的主題：這主題在詩篇的前 

面部分常常出現，就是關於困苦。Teth段剛剛介紹過這個 

主 題 （6 7 、71節 ）。483苦難是神容許的，或是神故意讓它 

臨到人身上，爲了完成一個目的。這裡用的動詞是申命記 

八章用來形容神如何使视的子民「謙卑下來J 的那個字。 

當時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旅程中，神用苦難來試練及教導他 

們 。在這裡，詩人願意接受這種對待，因爲他相信這眞正 

表達了主的信實（75節 ) 。這不但表示主因爲忠於立約的 

慈愛及袍的應許（76節 ) 而試燥、教導詩人，在同樣的原 

則 下 ，主 也 要 「鼓勵那敬虔的、懲罰那廳傲的J 。 袖放 

在他們面前的（還記得詩八 3 嗎 ？那節經文說：當我思想 

你所隊設…… ）是一個因著信靠和順服而學習忍受苦難的 

人 。這是一個對他的恩典和能力的、奇廣性的見證。這兩 

種人的特性，可以由他們對神的恩典和能力的反應而看得 

出 來 ：義人明白神在人心的工作，而惡人則不明白 D

ll.Kaph (81 〜88節 〉

前面五段，詩人論到他如何在那些僧惡及抵檔他的人 

手中被折磨。在 附 7 W 段 ’他被羞辱（4 2 節 ），在 Zaykin 

段 ，他被侮慢（51節 ）：在//e从段，他被纏繞 ( 61節 ) ; 

在 段 ，他被攻擊（69節 ），在 To⑩ 段 ，他被傾覆 ( 78 

節 ）。現在，在 K a p h 段 ，他仍然被那驢傲的人折磨；他 

們並沒有攻擊他的理由（85〜8 6節 ：像在 6 9 及 7 8節一 

樣 ）。

一個to/?/?字適時出現，將這詩帶進一個更深的苦難的 

經 驗 。這 個 字 是 ，一個動詞：這段的頭兩節都是由這 

個字開始的。這雨句的翻譯是：「我心渴想」及 「我的眼 

睛失明」 。這個字也是87節 上 的 「把我從世上滅絕」中的 

動 詞 （雖然它不是這一節的第一個字）。

這是到目前爲止詩人感受最深的一個禱吿。他是在 

說 ：「主 ，我這次眞的完了。」因 爲 這 是 的 意 思 。他 

已經筋疲力竭了，就像一個枯竭了、裂開了的盛酒的皮袋 

一 樣 ，他來到一個地步，覺得自己被折磨的靈魂再不能吿 

訴 自 己 （像 Teth時候那樣），苦難對他多有益處。他來到 

一個地步，已經不在乎惡人是否被懲罰，或義人是否會被 

他這美好的榜樣所激勵。在 段 ，他能作到這一點，但 

那些日子早已遠去。

在這種時候，詩人覺得只有一件事是永遠能夠區别義 

人和惡人的，是一件比他們之間的敵意更深刻的事。第85 

節的意思不是掘坑，與 〔神 〕的律法相違（雖然其實也 

是 ），而 是 ，作這事的人，其心態與神所說的相遠。在一 

片的混亂和困惑中，詩人可以眞誠地說，他仍然對神的話 

有盼望，他仍然尋求袖的應許、記念袖的律例、尋求袖的 

判 斷 ：485跟隨袖的律法、信靠袍的命令、遵從袖的訓詞、 

順服袍的法度。八個字詞都在這裡了，是一個單一事實的 

八方面，那事實是：神已經說話了。在黑暗中只有一隻手 

可以倚靠，在迷宮中只有一條線索可追礙一^如果有多一 

點的幫助就好了，不只是神的聲音：但正如本仁約翰的 

《天路歷程》所 說 的 ：「這路就是這路，最後會引到終 

點 。」



12. Lamedh ( 89~ 96節 ）

在 和 它 之 前 的 段 落 有 分 別 ，但之間有連續性。 

Lam edh之前段落的消極口吻，現在變成積極的口吻，但 

背景仍然是一樣的，都是作者在惡人手中受苦，而向神發 

出呼求（例 如 ：6 1、71及88節 ） 0 如果沒有神的幫助，他 

早已減亡了，但 是 ，因著神，他卻被救活。雖然惡人仍然 

對他的生命構成威脅，但他的性命卻被保存。我們在+ 八 

篇 6及 19節所見過那個狹窄和寬閩的象徵，現在非常適合

他 ：我在急難（狹窄之處）中求告耶和華....他領我到寬

闕之處。

或許這是詩人設計的一部分，讓這樣一個轉變在這裡 

出 現 ，即這詩的中間點。有一個比較早期的解經家認爲， 

頭+ —段是引到 K a p h的 ，而其餘的+ —段 則 是 Lamedh 

中 ，那充滿信心的宣吿。前面H■•—段所說的是：「主把我 

引領到這一步，是爲了要捨棄我嗎？」而餘下的H 段則 

說 ：「袖的話是可靠，袍會在我裡面完成袍的工作。」486 

無論這解經家說的是否正確 'L am e dh本身是可以分爲兩 

部 分 ：每一部分的第一個字都是Lamedh一一這在原文中 

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在翻譯裡變得有點奇怪。 r永遠的， 

主 啊 ，你的話是堅固的」 ；「永遠的’我不會忘記你的訓 

詞 」 。

這一段的中間點，即兩部分之間的那地方，是一個有 

關神的話的交錯配列的轉折點：

那 幅 度 的 廣 大 （89〜91節 ） ，

及 它 為 我 所 作 的 （92節 ） ；

它 為 我 所 作 的 （93〜95箱 ） ，

及 那 幅 度 的 廣 大 （96餘 ） 。

在歷史的時空裡，創造的運行顯示了神創造性的、維 

持萬有的話（89〜91節 ）。無論繼續下去的是袖的律法， 

或是按照那些律法運作的所有被造之物（不同的學者有不 

同的見解），萬物都根據袖的話而運作。萬物都服事袖這 

事 實 （91節 ），有一個非常實際和令入感到安慰的果效， 

這果效由林卓（Thomas Toke Lynch ) 的一首聖詩說明。這 

首聖詩提出一個問題，也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的心啊，不要就，「從郁裡 

神可以拿走我的困憂？」

當記住那全能者，每一處都有袍的僕役 487

由此看來，那引導宇宙的結構，也引導歷史運行的、 

神 的 話 ，也是那保守及維護主的僕人（92〜96節 ）的那些 

話 。這話不會將他從一個惡棍所支配的世界極救出來，但 

它能夠在那世界中魅救他。

第 9 6節 的 完 備 （和 合 本 ：極其寬廣）是一個發入深 

省 ，但同時是意思含糊的一個字。 「完備」的意思是完 

整 、完 成 ，而完成則指有限，因此就一點也不完備，就像 

那無限的神是完備的一樣！但當我們聽從神的命令時，我



們便能超越世界的有限性。如果所有的人都事奉袖，就如 

其物都在事奉袖一樣：他們會發現，在事奉袖的過程中， 

會找到完全的自由（正如詩篇經常指出的）。

13. M e m  ( 97〜 104節 ）

如 果 Lamedh |1示 的 ，是詩人的情況有所改善，漸入 

佳境的話，那 麼 M em 就更加積極，在這裡並沒有創傷或 

試 練 。或許是因爲這個緣故，詩人在這一段並沒有發出呼 

求 ；與 //e不同的地方是，在那裡，每一節都是析求，但 

在 W e w 段 ，所有的橋告都沒有求什麼，只有見證和讚美。 

在這一篇詩，這樣的一段是第一次出現。

至於那八個關於神的律法的字詞，其中有七個在這一 

段中出現，它們不是這一段的背景，而是它的主題。這一 

段其實是關於神的話，不管詩人所理解的神的話是怎樣的 

形 式 ，它傳到我們的時候，都 是 蟹 經 ，而從我們的角度 

看 ，詩人所說的，是蟹經的實用性和價値。

若不運用一點想像，很 難 在 M em 段中找到一個明確 

的結構。其中重複的何等是不是一個記號（97及 103節 ）？ 

98〜100節中的比較 '是否把這三節連在一起，使它們成 

爲一個小段？ 「路 / 道 」是不是構成一個包圍著下半部的 

框 架 ？整體來說 '這一段清楚地吿訴我們一個事實~一̂•其 

實是五個----都是有關神爲袍的子民所作的事。

第 一 ，它使我們喜樂。我何等愛暮你的律法！■魯益  

師幫助我們看見，不只應許，甚至是律法，也可以像蜂蜜 

一 樣 甜 （詩+ 九 7〜10 ) 。他認爲這意念代表的，是以色 

列的信仰和那令人僧厭的、環繞著她的外邦宗教，它們之

間的差別。因 此 ，在現今的世代，「基督徒的處境越來越 

像屬靈的孤島，新 的 、對立的生活方式圍饒在四周，來勢 

淘 泡 ，如浪襲岸不止，一波比一波強 1旱。」我們更加應該 

珍惜一種合乎聖經的倫理，這些價値觀，在 「基督化比較 

強的年代裡，曾被視爲理所當然」 。

然 後 ，它常與他們同在（97〜98節 ）。當 然 ，若要終 

a 不住地思想它，就必須認識它：若要全心去愛它，那麼 

頭腦一定要思想它，而記億也要儲存它。死記硬背的曰子 

尙未完全過去，任何一個站在台上感到害怕的小孩子都明 

白這道理。惟一能把神的話常存在心裡的方法，是把它背 

下 來 。

第 三 ，這些話裝備他們（98〜100節 ) ，孟 頓 （Tho- 

mas Manton ) 說 ：「敵人以政策見長，教師以教義見長， 

聖賢以智慧見長J 。 他是在解釋：一個熟悉神話語的平 

信 徒 ，比一個聰明、有學問或有經驗，但不熟悉神話語的 

人 ，有更好的裝備。

然 後 ，神 的 話 引 導 神 的 民 。在 這 裡 ，如同其他地 

方 ，當聖經提到有關引導的教義時，它不是指標記和指 

引 ，而是指舆神有正常的關係，而且保持這種關係。要明 

白第 104節的意思，就必須看第 101節 ：明白是跟順服有 

關 ，而不是跟頭腦有關；假道是邪道，不單只是不正確而 

已 。

最 後 ，它使我們與神建立關係。詩人並沒有以下的危 

機 ：敬拜那本書、而不是那本書的主。基本上，他在這篇 

詩中提到有關神的話的地方（176節中的172節 ）都是向著 

神 說 的 ：而在第 102節 這 裡 ，他明白一切他所學到有關神



的律法，都是神自己教他的。押的話不只是一個貼在書上 

的標鎭，它就是神在說話。

14. Nun ( 105~112節 ）

M e w 是一個中場休息’在這裡，詩人將外面世界的壓 

力振諸門外，暫時獨自享受與神和袍的話語共處的時間。 

受 苦 （107節 ）和 惡 意 （110節 ）在 N u n 中 ，再次來襲擊 

他 。比這些患難更重要的，或是說，因爲這些患難而常來 

的 ，是詩人要正視這些桃戰的決心。他對神的話的能力有 

信 心 ：誠 然 ，他刻意要委身跟隨神的話的指引。我們留意 

到第 106節的誓、第 108節的供物、109〜110節的決心以及

在第112節的心----它要專向你的律法。這就是本仁約翰眞

理的勇士 ：

既然來到道裡，並堅守此道，

狂風暴雨也不能摇動我。

在這一段中有四個比喻：我的腳、我的口、我的手、 

我的心。每一個比瑜都和另一類塑的比喻有關，等一下我 

們便知道是什麼。

其實在第一節就已經有四個比喻。如果你問我它們的 

意思是什麼，我;大槪會說，是 「那照亮我人生道路的」 ， 

然後义發現，原來我仍然是在用比喻。路上的光比較簡 

單 ，腳前的燒比較具體。詩人眼中見到的，不是一盖街 

燈 ，或是一盖台燈，而是一童他自己拿著的燈，就如我們 

走在一條黑暗的路上時，會帶著一支火把一樣；第 106節 ，

像這篇詩的其他地方一樣，也是關於採取行動的。

就如路上的腳和燈台的光有關一樣，107〜108節的口 

也和另外一個具體的比喻有關。新國際本第 108節中的抽 

象觀念~—— "以讚美為供物，通常是指牛、羊或山羊的祭 

品 。從詩人的口，他拾神一隻山羊！讚美當然是這些自願 

的獻祭所表達的。這是一個從經驗中認識苦難，及主更新 

的力量是怎麼一回事的人，其正確的回應。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這觀念好像有點奇怪，但 

其實不然。舊約中有好幾段經文都有這一句話；它似乎是 

英 文 'take one's life in one's hands ’ 這句慣用話的來源。492 

另一個和生命危險有關的比喻是 109〜110節中另一個意 

象 ，是一個爲詩人而設的網羅。明顯的，要避免跌進惡人 

所設網羅的方法，是留在家中：但他顧然已委身於律法和 

訓詞的道路，所以無論有多大的危險，他也會前行去追求 

它 。

在 111〜112節 ，那裡的比喻是產業及心。前 者 ，像前 

面的以讚美為供物一樣，是一種比我們想像中更爲具體的 

東 西 ，就是神應許要賜給以色列的地（出三+ 二 13 ) 。詩 

人用這圖像化的方法說明的是「妥拉」 、神的律法、神的 

話 ，對他來說是「一大片應許之地的喜樂J 。493而他則是 

全然地委身—— 因 爲 「心 J 是 指 「意志」—— 去守住它。

15. Samekh ( 113〜120節 ）

這一段比其他許多段有一個更清晰的結構，其兩部分 

就像鏡子有雨面，互相輝映。義人所屬的，是主和袖的話 

語 （但惡人不是） ；在這裡，詩人析求主保守他。這是頭



四 節 ，然後第117節回應第116節 ，第 118節回應第115節 ， 

119〜120節回應113〜114節 。

就如我們在前面見過的許多交錯配列的、向前行又轉 

回來的結構一樣，這並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練習。在一幅 

小小的有八段經文的畫布上，詩人输出一個神學原則，這 

原則在一個最大的程度上也是有效的：就是回到一個起 

點 ，這起點是原來那個，但同時也不是原來那個。傳道書 

的作者論及太陽、風和水的循環（「〔它們〕從何處來， 

〔它們〕也遺歸何處」 ，傳一7 ) ，在論及人生時，他 說 ：

「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十二 7 ) 。因 此 ，傳道書的作 

者在結束的時候又回到開頭。但這種對人生的看法，和印 

度教那毫無希望的輪迴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因爲在聖經的 

神學裡，那些天路客是不斷在前進的，而回到天家則是整 

個旅程的結束。

這裡記述的進程，是由 113〜 114節的愛和盼望開始， 

到 119〜120節的愛和敬畏結束。詩人在這一段開頭所提到 

的 ，對那心懷二意者的憎恨，是源自他在上一段所闇釋

的----對神專心一致的擁戴和委身。在整篇詩中惟一不是

向神說話的一節（115節 ）中 ，作爲一個遵守神的話的人， 

他決定與那些不遵從神的話的人保持距離，這些人會爲他 

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譲他不好過。

在第 116節 ，他重新想起一件基本的事實，然 後 ，他 

馬上回到神那裡。遵守你的命令的決心是可嘉的，但是 

「因著我們人性的軟弱，我們離開了妳就不能作什麼」 ；494 

因此他需要求神幫助他，扶持他 ,以致他能夠堅持這決心。

在這一刻，那交錯配列開始回轉，走上回程。在第 117

節 ，詩人求神技持他，在第 118節 ，他明白自己在第115節 

決定遠離作惡者的決心，只是一個神對那些偏離〔他 〕律 

例 的 人 ，最後審判之不完全的反映：那 位 審 判 官 （神自 

己 ）知道所有的事實，也是完全公義的，他會作出這樣的 

判 決 ：那些不想要袖的人，便不會得到袖。

詩人看見自己的軟弱和罪惡，因此他被提醒：當他宣 

吿恨惡那些心懷二意的人，並且和那些作惡的人保持距離 

時 ，他並沒有自誇的餘地，因爲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  

人 。第 119節所表達的，並不是鹏傲：從上下文看，它比 

較像是恐懼：「主 啊 1称絕對有權利除掉我，和所有作惡 

的一起除掉，但 是 ，主 啊 ！在我心深處，我眞的愛妳的法 

度 。」

這一段的最後一節讓我們知道，我們應該這樣理解詩 

人的回 程，他仍然愛主和袍的話，就像他開始的時候一 

樣 。只不過現在他的愛再加上敬畏。譲我們不要輕忽地以 

爲 這 「僅是指敬畏」那麼簡單。第 120節的意思包含恐懼 

戰 棘 ：「因爲我們的神是烈火。」495

16. Ayin ( 121 〜128節 ）

那些在這篇詩的前半部經常出現，但有一陣子卻消失 

了的禱傲人，又再重新出現，現在他們準傭要復仇。我們 

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他們再次要壓逼詩人。

當我們不單留心語言，又留心内容時，我們會發現 

到 ，第 122節是其中少數沒有那八個有關神律法的字詞的 

一 節 。新國際本第 121節看來像其他同類的經文，但其實 

它包含一個通常被翻譯爲判語（la w s )的 字 ，雖然這裡的



用法有點出人意料（「我行過公平和公義」 ）。另 外 ，在 

回顧這一段時，我們也注意到，123〜128節似乎在使用那 

八個字詞其中六個時，比其他地方更加準確，更不互換。 

每一個字都表達了神的話之某一方面，「話」是一個在這 

裡沒有被使用的字。

在英文版本裡看不見的一個特色，當然是開始這一段 

每一節的，以紗,>7這字母開始的字。其 中 一 個 是 ， 

被 翻 譯 爲 「作 / 處理 / 行動」 ，另 一 個 是〜l-kin A ，意 

思 是 「所以」 （不 是 「因爲」 ），這字在這一段的結尾時 

出现了兩次。以下八節的撮要，每一節的第一個字由斜體 

字代表：

我/f過公平和公義；

確体我的好處；

我的眼晴失明。

我根據你的悉愛行愈；

我是你的價人：

是時候了 ’你 應 誠 有 所 行 動 。

所 我 愛 你 的 命 令 ’

所 我 喜 歡 你 的 訓 詞 。

這一個共有雨個三行詩和雨個雨行詩的4 ^/'«段落很有 

意思 。如果這是詩人刻意設計的結構，那 麼 ，他似乎是在 

說 ：「我行過公平和公義，但是邪惡、不好的東西卻冒出 

頭來—— 因 此 ，主 ，請幫助我面對敵人。我已經照著話語 

所說的去行（121節 ），但我仍然在尋求它所應許的（123

節 ）° J

因此他求主作他自己不能作的，「主 ，按著称立約的 

慈愛行事，對付我，不單是我的敵人或是我的問題，因爲 

我仍然需要被教導，好叫我知道妳的律法是什麼（124 

節 ），好叫我明白它的內容及要求（125節 ）。主 ，是妳 

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因爲称的話，称 的 『律法』一 -以  

最廣闇的意義說一一被殺視（126節 ）。」

詩人在第 127節 用 「所以」這 詞 ，可能是因爲律法被 

破 壞 ，或因爲這是到目前爲止的情況（與律法被破壞的意 

思相同） ，「所以讓我宣吿我的立場。我很慶幸有神的話 

告訴我應該怎麼作（127節 ），而我接受這事實：它要求 

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確的，它禁止的事都是錯誤的（128 

節 ）。」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包括詩人自己）能夠達到這高 

標 準 ，但我們是否期望達到，自己心裡清楚，主也知道。 

這才是最重要的。

17. Pe ( 129〜136節 ）

詩 人 在 段 說 的 ，有關壓迫他的人 , 有關因爲人破 

壞神的律法而使他難受的感覺，及相反的，有關他自己對 

神的命令之熱愛，都被帶進P e段裡去。我們之前見過的 

文學技巧，包括框架和交錯配列，都在這一段的頭兩節及 

後面雨節中重新出現：順服 / 神的話的光/ 主的光/ 不順 

服 。在這框架裡有一個祈求，其中有好幾個向神發出的呼 

求 （131〜134節 ）。

關於詩人的用語，我們可以留意三件事：在這篇詩



裡 ，他最後一次使用所有八個有關神律法的字詞，翻譯出

來時並不明！!■-- -「判語」 （laws，mispafim ) 好像沒有

出 現 ，而它缺席的地方似乎是第132節 ，其實它在那裡， 

雖然是以單數的形態出現：它隱藏在好係你素常（即是 

「就如你的律法常是……」）這一個短句後面。496—個被 

她自己的律法約束，因此必須耍憐懼袖子民的神一一這是 

一個何等偉大的、向主呼求的依據！

然 後 ，詩人在這一段選擇的雨個由p e 這字母開始的 

字 ，是 頗 有 趣 的 。像 「眞棒」 （terrific ) 或 是 「極 好 」

(brilliant) 、奇 妙 （wonderful，新國際本對  peJe' 的翻 

譯 ，129節 ）對現今時代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别之處，只 

是指某樣大家看好的事。但神的話眞是奇妙，是超乎自然 

的 ，而它的能力是這一段的董耍主題。

第 130節的第一個字可以含糊地被翻譯爲「開口」 。 

在兩個相似的希伯來文中，其中一個（pe/功 ) 是指一個開 

口 、一個入口，或是一道門：另 外 一 個 ) 是指某一 

樣東西那個入口。在這裡，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後者。因 

此 ，神的話的解開就帶來亮光，498而這光，根據第 135節 

所說的，是神臉上的光；因爲神和袖的話是不能分割的。 

在這一點上，這篇就像詩篇裡許多其他的詩一樣，都回顧 

民數記六章22〜26節中那經典的、神向袖子民所應許的。

在袖的光中—— 這光是因爲聖經被解開而透封出來  

的一 ~'我們看見這光所啓示給我們的命令是何等地可貴 

( 1 3 1節 ） ，而 袖的話 應允的憐懼是何等地確實（132 

節 ）。我們看見我們的道路是如何被引導，不只是根據袍 

的話被引導（好像神有一個固定的作法），而是由袖的話

來 引 導 （133節 ） ，499因爲那是神的能力，必能釋放我們 

脫離罪的權勢：我們也看見，神救續她子民的目的 ( 134 

節 ）是使人遵從袖的話。

就如這一段的第 1節及最後幾節清楚說明的，當如此 

奇妙的話語這樣普遍地被忽略時，這是何等地悲哀！

18. Tsadhe ( 137〜 144節 ）

詩人來到這一段時，一定感到異常喜樂！那個開始其 

中三節、另 外 又 再 出 現 兩 次 的 這 詞 ，可以說是務實 

的選擇。詩人會發現自己和最偉大的學者—— 使徒保羅， 

如出一輸，與保羅最偉大的作品羅馬書，語調相同，尤其 

在閩釋所有聖經的主要信息上，是 一 致 的 ：基督的福音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因 爲 「神的義正在這 

福音上顯明出來」 （羅一 16〜1 7 ) 。

7：?«̂ //26段的第1節 說 ，主 是 公 義 的 ：最後一 

節 說 ，袖的法度是公義的。同樣的， 將神話語的光和主 

的 光 ，在第130及 135節中連結在一起。在羅馬書，當人被 

稱 爲 義 時 ，神 使 他 們 恢 復 本 來 應 有 的 樣式 ，而這就是  

「義」的意思。因 此 ，如果在第 137節 ，主是公義的，那 

麼袖是處於袖所是的狀態中：如果袍在第 138節所作的， 

是憑公義命定袍的法度（袖的約所依據的條文），它們也 

是處於它們應有的狀態。這些法度和袍是相符的，袍 「藉 

著袍的話表達及啓示自己……雨者之間的『契合』是完美
的  J  0 500

我們不難掌握其中的神學意義，但它的實用性卻是另 

外一回事。在眞實的世界中，神的話是如何被對待的？



神的話全然被忽視，這對詩人來說是一件讓他極其傷 

心 的 事 （139節 ）。像在所多瑪的羅得一樣，他 因 爲 「看 

見聽見……不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 當我 

們見到周遭的人也犯了同樣的罪，也應該感到傷痛。特别 

譲我們傷心的是以下雨種人的行爲：那些自私自利，只爲 

自己爭取權益的人，以及那些在政府或行政機構服務，宣 

稱是服事別人，但自己卻表現得愚昧無知的人。但詩人卻 

對神公義的話之慣値深信不疑，無論這世界如何不尊重 

它 。詩人徹底地試驗過它，而且定意要根據它來生活（M 0  

節 ）。

這麼說來，別人親視他和他獨特的看法，那又如何呢 

( 141節 ）？詩人已經掌握了 一種長存的公義（142節 ，標 

準修訂本），他定意要與現今的潮流、短視的答案，以及 

世人急功近利的想法和作法區別出來。

就算當患難愁苦臨到他，當他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 

是一個受害者時（143節 ），他也因著同樣的信念而堅定 

不 移 。他愛慕神的命令，它們代表一種會勝過一切邪惡的 

律 法 ，因爲它是永遠公義的（144節 ，標準修訂本，是重 

複 142節所說的）。而那說出來的，是充滿生命的話。他 

說 ：使我明白它，我就活了。如果它赐的生命是一個我們 

應該活出的生命，那 麼 ，它怎可能不存到永遠呢？

19. Qoph ( 145~152節 ）

在一一九篇經常提到神的話之下，這一段出現了雨個 

主要的主題：第一個出現在前半部，第二個出現在後半 

部 。

詩人再次陷入困難。他向主發出呼續，是那種乞求神 

要回應的呼纖：求你應允我（1 4 5節 ），求 你 救 我 （146 

節 ）。詩人答應主，如果袖回答他的話，他會順服袖的 

話 。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承諾看成一個與神討價還價的嘗  

試 ，因 爲 ，每個信徒在內心深處，都是想遵守袍的法度 

的 ：「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 ，保羅在羅 

馬書七章22節這樣說。我們知道，法度是袖約中的條文， 

而很自然的，與袍立約的人想與袖「保持良好的關係」 。 

慈苦會使這意願變得更明顯。

這意願使詩人在天未亮前（147節 ），甚至在夜更未 

換 時 （148節 ），便透過禱吿和默想去思考神的話。我們 

可能已經養成良好的習慣，在一天開始工作之前，將一點 

時間分別出515，先禱吿默想神的話。但詩人在這裡作的， 

比這樣的習慣遺要好。他在吿訴主：如果我的工作要在凌 

晨時分開始的話，我會在更早的時候起來先尋求称的面。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這樣委身來討好一位不關心人的神 

(我們會記得路十八1〜8所記載的，那堅持祈求的寡婦和 

那不義的官的比喻）。149〜 152節清楚說明，詩人有信心 

神會樂意聽他的禱吿。他爲什麼有這樣的信心呢？

第 一 ，他的依據是主的慈愛和袖的典章（149節 ）。 

前者是袖立約的愛，而根據這愛，神因爲忠於自己所立的 

約 ，因此袖會聽袍子民的聲音。後者更加令人讚嘆：袖自 

己立下的律例，袖自己也必遵守，就如我們在討論第 132 

節時說過的：根據這些律法，袍約束了自己，袖必須要祝 

福袍的子民。同樣的，在述說亞伯拉罕的故事時，希伯來 

書的作者強調雨件事實：「藉這雨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



能說H 。」這兩件事是袍的應許和袖所起的誓—— 袖的 

應許本來已經全然可靠，但袖再用自己的譬言來確立它， 

就好像這樣的確定是有必要似的。

第 二 ，詩人可以依賴神就在他身旁這事實（150〜151 

節 ）。如果他的敵人在他旁邊，而敵人又遠離神的話，這 

是否表示他深陷敵境，任他們宰割？從一個角度看，他們 

(敵人）的確是遠離神的，因爲他們遠離神的律法。但他 

們卻不知道，無論他們故意與神保持多遠的距離，神的話 

仍然是無處不在的，袖的國度是宇宙性的，無論袖那受苦 

的僕人在哪裡，袖也在那裡。

第 三 ，詩人可以依賴神的信實不變（152節 ，和台本： 

永遠立定）。邪惡的勢力或許可以宣稱它是永久的，表面 

上看來它好像是如此，但如同許多其他關旅邪惡的事物一 

樣 ，這其實是幻象。推動納粹主義的人，以爲它要存在一 

千 年 ，但它卻在+ 二年內便銷聲匿跡；俄國的共產主義在 

我父母有生之年，興起又沒落。先知說：「凡有血氣的盡 

都如草。」這些人的邪惡所建立起來的制度也是如此：因 

爲 「草必枯乾」而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503詩 

人老早已經明白這道理，當他展望未來時，無論看到多 

遠 ，這眞理仍然是正確的。

20. Resh ( 153 〜160節 〉

當 詩 人 寫 這 一 段 時 ，三條不同的思路開始H 合 。 

那不敬虔的人經常在—— 九篇中出現，他們不只是整 

幅圖晝中的一部分，詩人簡直把他們看成他的敵人。在這 

裡 ，他們被稱爲惡人（155節 ）及奸惡人（或是出賣人的，

因爲他們隨便地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像破壞他們與神 

的關係一樣，158節 ） ：在這兩節之閩（157節 ）他提到逼 

追我的敵人。

將我救活這禱告是詩人在這篇詩常寫的一件事，最近 

一次是在 Qoph段 （149節 ）。然 後 ，突然的，在 Hesh這 

一段裡，他寫了三次這個禱吿 ( 1 5 4、156及 159節 ）。在 

其他的版本，及在新國際本中其他地方，這字被翻譯爲 

「復輕」 （revive)、「董建生命」 （restore life ) 及 「賜 

予生命」 （give life ) 。但 是 ，希伯來文並不是以 re;sh這 

個字開始，因 此 ，它出現在這一段，不是和這一段的結構 

有 關 ，而是和這一段的主題有關。

開始第 15 3、158及 159節 ，和這一段的結構和主題都 

有 關 係 的 字 ，是 rfa’，翻譯出來是「看 」或 「見」 ， 

把這一段聚焦起來的是這一個字。由…一九篇結束的這一 

組 詩 ，是一個逾越節的系列，其中包括肯定的有六篇（一

八 篇 ），也可能有 + 四 篇 （…0 五〜 八

篇 ）。如果詩人在這裡求的，是主極救他脫離他的敵人， 

讓他過新的生活，如果他心中想著的是逾越節的事，那 

麼 ，他用出埃及的語言來寫他的禱吿，實在是最自然不過 

了 。他求主來察看他的患難，正如袖從前來察看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景況一樣；他求主救瞻他，從像埃及法老王一 

般 ，邪惡又不守信用者的魔爪中出來一樣。

R esh說到善與惡的勢力時（善是指主的大憐欄，156 

節 ，而惡是指詩人許多的敵人，157節 ），好像說它們是 

勢均力敵的：大和許多是同一個字。但其實不然，只不過 

表面上顯得如此而已。這一個重複，完成了整個文字的結



構 ，將一個交錯配列顧露出來。

看 ，並賜我生命（153〜1 5 4節） ！

惡人不尋 求你 的律 例（1 5 5節 ） ；

但 有 許 多 憐 调 ，

因此給我生命（1 5 6節） ！

位仍然，有許多敵人 0 5 7 翁） ；

那失信的不遵守你的話（158 節） ；

來 看 ，並赐給我生命 0 5 9 〜1 6 0節） 。

像其他地方一樣，一切的事物都是跟神的話和神的律 

法有關的。詩人再次譲我們看見一種禱’吿的模式，這種禱 

吿是扎實地建基於聖經的，而且它的結構是從其中一段重 

要的經文形成的。

21. Sin 及 Shin ( 161 〜168節 〉

我們在這一篇詩經常看見的是：一段的形式、它每一 

行的第一個字，以及其他字的重複，常常能將它的意思帶 

出 來 。從這個角度看，Sin /  S h in這一段是令人感到困惑 

的 ，這一段中八行的第一個字都不一樣，除了最後雨節的 

遵守是重複之外；那就是說有七個不同的字詞。在這七個 

字詞中，他們第一個字母的雨種方式（在希伯來文中，這 

雨個字的分别，從它們上面的一個附點之位置區分出來） 

好像可以凸顯出一個對稱來，但其實不然：我們發現，這

八節經文分成：二 、三 -----二 ，與 他 和 sh in的交錯輪

流 出 現 。對神話語的喜愛出現三次，但並不跟隨一個規

則 ，也似乎不是爲了帶出一個結構。

因 此 ，或許這一段比較像一個萬花筒，多於像一棟建 

築 物 ，把不同的部分聯幫在一起的，是神的律法。在這 

裡 ，神的律法不再是背景，而是焦點。接著的經文描寫詩 

人對律法的態度，先從一個角度，再從另外一個角度描 

寫 。

無論他在那些首領—— 就是那些自以爲是的以色列群 

體中的顧赫人物—— 手中所受的痛苦是什麼，眞正使他畏 

懼的是神的話（161節 ）。正如我們在第120節中所見，在 

神的話中，有些眞理是令人感到震驚的，要跟那靡大的令 

人羡慕的財寶 '彼此平衡（162節 ） D 在培養喜愛神的話 

時 ' 我們同時也要恨惡虛幻和扭曲眞理的行徑：製造幻 

像 ，扭曲眞理，這是世界所作的事（,163節 ）。

詩人因受神所說的話語吸引，他發現自己不斷重複地 

讚 美 袍 （164節 ）。他大槪不可能有時間放下所有一切而 

一天七次正式地來讚美神：他是鼓勵我們在平常的生活 

中 ，保 持 「恒切地與主同行」 ，感受到袖的同在。他第二 

次提到對律法的喜愛（165節 ），這喜愛爲他帶來一種蒙 

福的安全感。因 爲 ，當我們越愛神的話時，我們便越不容 

易落入試探的網羅。

在 第 166節 ，詩 人 的 「等候」並沒有什麼清高，邊論 

有什麼不耐煩的元素。它有的，是像我們在一0 四篇27節 

見過的，那種充滿信心的期待。在那裡，詩人用了同一個 

字 ：「這都仰望你按時給牠食物。」神樂意赐予，而詩人 

這一面，他也熱切地要遵守神的命令。

在 167〜 168節 ，那重複的、由 這 字 母 開 始 的 順 服



m a r，更好的譯法是「守 」），這使它們成爲一對押韻 

的偶句，而其中的「押韻」不在這兩行的尾部，而在這南 

行的開頭。可能這是詩人的用意，他要在這段結束時將所

有的秀線拉在一起。或 許 ，正如魯益師說的，----九篇的

完成是一個人耐心地、長期工作的成果，但這不表示那製 

作者是平靜的，沒有情緒波動，戰抖和喜樂、恨惡和愛 

心 、讚美和平安、期待和堅忍，都包含在這些結束的經節 

裡 。抓住神的話，其訓詞和法度，就是吿訴袖，我們對袖 

的愛感到多溫暖，而袖的知識多麼譲我們敬畏。

22, Taw ( 169〜176節 〉

上一段中完全沒有任何祈求，但這一段除了祈求以 

外 ，什麼也沒有。詩人在整篇詩結束之前，提出了一個見 

證 ，或是一個信念的宣告，這無疑是很恰當的；他在 

那一段的確是這樣作了。這最後一段提醒我們的是：我們 

永遠都需要禱吿。

Taw段擺在我們眼前的，是禱吿的許多方面，就如前 

面一段宣吿了信仰的許多方面一樣。因此這雨段在這一方 

面是相似的，其內容有不同的種類，但不同的是它們的主 

題 ，此 外 ，結構也不同，就如一件首飾和一堆寶石不同一 

樣 。這裡的八節好成四個偶句，再分成兩對偶句。我們可 

以 這 樣 說 ：前半部分的禱吿（1 6 9 ~：1 7 2節 ）是 「主 ，請 

聽 」 ，而接半部的禱告（173〜1 7 6節 ）則 是 「主 ，請行 

動」 。5̂ 5這一段的四部分可用以下的分題來標示：「主 ， 

聽我的祈禱」 、「主 ，聽我的讚美」 、「主 ，採取行動來 

幫助我 J 、 「主 ，採取行動來重建我」 。

學習使用這些有關神話語的經文，將它們轉化成爲我 

們自己的禱吿，有無法估計的價値。 「主 ，請聽我的禱 

告 ，照你的話竭我悟性」 ( 169節 ）：我需要用正確的態 

度 ，明瞭正確的事，並且在適當的時候，明白這些事情背 

後眞正的目的。 「主 ，請聽我的禱吿，照你的話搭救我」 

(170節 ） ：我求称按照称最好的途徑來引導我外在的生 

活 ，正如称引導我內在的思想一樣。

「主 ，請聽我的讚美，因為你將律例教訓我」 （171 

節 ）：称讓我看見什麼是眞正董要的，那銘刻在石頭上的 

眞理一~■說得直接一點，就 是 「那底線」 。 「主 ，請聽 

我的讚美，因你一切的命令盡都公義」 （]72節 ）：當妳 

要我作一件事，称不一定吿訴我爲什麼，但我知道這必定 

是正確的，也一定不是沒道理的。

請採取行動來幫助我，因我德選了你的訓詞」

：我用我的意志，要作和称定下的訓詞相符的 

請採取行動來幫肋我，因爲我喜愛你的律法」

：我知道這選擇並不只是我的決定，而是因爲 

使我能喜愛一些我本來不覺得是可愛的

(173 節 ）

事 。 「主 

( 174 節 ）

称在我心中作工

東 西 Q

「主 ，請採取行動來重建我，因爲你的典章幫助我」

( 175節 ） ：沒有称的典章，便沒有値得過的生活。「主 ， 

請採取行動來董建我，因爲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176 

節 ）；妳的話眞的在我心中，雖然我如羊走迷了路。可能 

我對称有足夠的認識，以致我能夠寫出一百七十六節的經 

文 ，但雖然我作過這些努力，明白這些神學：雖然我有藝 

術的細胞、創作的技巧、對称話語的掌握，但 「主啊」 ，



我像一隻羊一樣，也 「往往會迷失」 。

這一個短句來自+ 八世紀的聖詩 <來 呀 ！称祝福的泉 

源 >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 ，它的作者羅賓 

森 （Robert Robinson ) 雖然在牧養上服事别人一段很長的 

時 間 ，但自己也迷失了方向，遠離了主。神了解這位偉大 

的僕人—— 就是這篇壯麗詩篇的作者，他的軟弱：袍重複 

不斷地藉著袖的話，將他帶回到自己的話語裡。這是何等 

大的恩典。

上行之詩：一二0 至一三四篇

接著的+ 五篇是屬於一組的，這不是猜測，而是一個 

事 實 ，因爲其中每一篇都有上行之詩的標題。至於這標題 

的意思是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它的鐘字當悠可 

以 解 作 「上行」 ，它也可以解作「階級」或 「樓梯」 。

這是否指我們可以在…二一篇找到的那類詩：在那 

裡 ，繁助由第1節升級到第2節 ，而保護/ 打 a屯也是從第3 

節升級到第4節 。但在這一組詩裡，很少是這樣的。那 麼 ， 

這一組詩是否作爲禮儀詩，爲一個站在有十五級植梯上的 

詩班而寫的？ （我們知道耶路撒冷的聖殿的確有十五級階 

梯 ）。的確有一些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說法，但也不是很充 

足 。507

有雨個最可能的理論：第 一 個 是 ，這些詩是爲那些  

「登上」神的聖所的朝聖者而寫的，這些朝聖者來耶路撒 

冷 ，是爲了參加其中一個重要的節期。就如可拉詩篇開始 

時 ，是關於遠離神的家，而心中充滿對神聖殿的渴想（四

十二及四十二篇，八+ 四篇 ) ，這'~■組詩也是由米設的悲 

哀 （一二 0 篇 ）開 始 ，由耶路撒冷的喜樂（一三四篇）結 

束 。「上行」 （ascend)這動詞（而 不 是 「上行」 ，ascent 

這名詞）的用法，有以下幾個例子：一 ，形容撒母耳的父 

母 毎 年 「上去」示羅獻祭的事（撒上一 3) : 二 ，形容不 

同的支派 「上到」耶路撒冷（詩一二二 4 ) :三 ，許多國 

的 民 「上到」主 的 山 （記載於賽二3的異象）。

另外一個理論指出：在以斯拉記中，作者董複說，從 

耶路撒冷被擴歸回的人「上到」耶路撒冷去，而以斯拉自 

己 的 「旅程 J (拉七 9 ) 字面上的意思是他「上去」 ，他 

的 「上去 」—— ( aliyah ) 這正是一二 0 至一三四篇標題 

中的名詞。誠 然 ，「被放逐的歸回，並聚集在先人的故 

土」 ，正是現代以色列人對這一個字的理解：在一八八二 

和 一 九 三 九 年 之 間 共 有 五 次 猶 太 人 的 ，即移民潮： 

號後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復國後，仍有幾乎是持續不斷 

的 ，一波又一波的「上行」 。

很可能的，這些詩篇是有關在那時代，神的子民「上 

到」神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差不多+ 五篇都有許多相似的 

地 方 ，它們都比較垣，都包含一些重複，都有一些家庭式 

的比輸，都對錫安有無比的愛慕。如果他們的背景是一個 

偉大的節期，我們還可以看到其間還有別的共同之處。又 

如果我們猜測，若它的背景是公元前四四五年，由以斯拉 

和尼希米主持的住棚節的話，我們會在這些「上行之詩」 

的背後，找到一種重要的合一性。5GS



這+ 五篇似乎可以分成五組，每組有三篇。在大部分 

的 詩 中 ，主要有三部分：第 一 ，患 難 ：第 二 ，能 力 ；第 

三 ，安 全 。509

在這裡，就如在詩篇其他地方一樣，作者寫這篇詩的 

原 因 ，不一定是跟編輯把它和其他詩篇放在一起的原因相 

同的。上行之詩的第一篇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在患難中的呼 

求 ，後來卻被修改，用在一個公開的禮儀，用法和原?^的 

不 同 。

1.我的困苦：個人的詩篇

我呼求，主就應允我，詩人往第1節這樣說。第2節是 

那個呼求：他被敵人所壓逼，在患難中他向主求助。3〜4 

節是回應。他並不是向他的敵人噴封惡毒的話，因 爲 ，據 

我們所知，他們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 是 ，他旣然已經 

在禱告中將自己交託在神的手中，只是在宣吿一個事實： 

這是主說袖要對付這些人的方法。

在令人困惑的第3節背後，是那普遍的、舊約的譬言： 

其中一個例子是掃羅在撒母耳記上+ 四章44節 （新標準修 

訂本）中所說的：「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詩 人 說 ：旣 

然称定意要把我釘死，「要給你什麼呢，要拿什麼加給你 

呢 ？」

他知道這間題的答案是什麼。如克巴確克所說的：敵 

人 「以毀誇的毒箭射向我，但一位比他更大的，就是神自

己 ，要用審判的箭射穿他的心J 。

詩人不可能眞的同時住在米設和基達，因爲這雨地相 

隔甚遠；其中一處極遠、而且應該是不太友善，而另一處 

比較近，也肯定是充滿敵意的。這些大槪是代表他身邊的 

敵人之比嚼：就像今天的人，當他們說，他們不喜歡住在 

汪達爾人（Vandal，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四、五世紀 

入侵歐洲、北非等地，現在的意思是指破壞公物者）中間 

時 ，他們不是眞的指第五世紀北非的居民。

2 . 我 們 的 困 苦 ： 會 眾 的 詩 篇

在歷史的某一刻，某人認爲這篇非常個人的詩，很適 

合作爲公開崇拜中使用的第一篇詩。我們若不把一二0 篇 

看成一個認罪的禱吿，起碼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篇承認自己 

需要的詩。像四十二及四+ 三 篇 ，八+ 四及九+ 篇 ，它也 

是一組詩的第一篇，即是引言。

有人猜測這一篇是一個組别的引言，這組詩是爲住棚 

節而寫的，特別是爲公元前四四五年那一次的住棚節。當 

時 ，以色列人經歷過一段被擴的日子後，回到耶路撒冷， 

並旦董建了城牆。 這種說法不只是猜測而已， 我們知 

道作爲歸回群體領袖的以斯拉，在整個節期中，每一天都 

公開朗讀摩西的律法。同樣的，聖殿的音樂家也很可能爲 

這特別的節期，而編寫了一組全新的、共有+五篇詩的禮  

儀 ，這是非常適切的安緋。這一系列的詩是「上行之詩」

(Songs of Ascents，而不是 ascent，單數"一一因爲遺有其

他 ，在尼希米之前，由巴比倫和波斯回來的「上行」旅 

程 ）。513



而作爲省長的尼希米，也爲當時發生的事件作記錄； 

有一天這些記錄要和摩西的律法並排，成爲聖經的一部 

分 。有人說尼希米的記錄，也是以斯拉誦讀的內容，這樣 

的猜測似乎有點過了。但一二0 篇 1節的困苦與猶大沮喪 

的餘民發出的嗟嘆，及尼希米在波斯聽見城牆被毀時所表 

達的悲傷是相同的。像詩人一樣，他向主呼求。當他上去 

跟他們在一起時，他發現他和他們正處於一二0 篇的景況 

中 。他們是愛和平的人，但卻住在基達帳棚、恨惡和睦的 

人當中，也被那些好爭戰、有識許舌頭的人攻擊。514

之後的詩似乎也反映這件事。這樣一篇上行之詩的背 

景 ，對我們有幫助：作爲住在類似新約時代環境的人，我 

們也可以用這些詩來吟唱和禱吿。我們可以個別地使用這 

些 詩 ，像那些遠離神但想回到袖身旁的客旅；我們也可以 

在群體中一起使用它們，像那被救噴的群體，他們從被據 

的光景被救噴出來，在世人當中建造神的城。他們惱怒我 

們 ，認爲我們侵沾了他們的地盤，並且把我們看爲不受歡 

迎的外人。如果他們不能把我們除掉，起碼也想把我們的 

影響力減至最低，成爲中立的人。

從某個角度看，我們的確是外人，就如新約清楚教導 

的 ，又如詩篇間中提醒我們的：但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 

那裡便有耶路撒冷，就算是被基達的帳棚圍繞，這仍然是 

我們留守的地方，這是我們所建造的城市。

-篇是詩篇中最著名及最爲人喜愛的詩

之 一 。可 吟唱的、有韻律的詩篇，並不是多到一個地步， 

以致我們可以不理會約翰 .塊 伯 爾 （JohnCampbell) 關於 

這一篇的聖詩版本， 這是一個忠於原著的意譯，它爲了 

維多利亞時代的會衆，而敢於改正欽定本翻譯的錯誤， 

〈衆山啊，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 The hills, from whence 

cometh m y  help? 〔 Unto the hills around〕 )

向環繞四周的衆山我舉1 1 ，
我殷切盼望的眼睛，

嗔 !我的救恩從何處而来，

從何處而出？

從神主耶和華，我得到肯定的幫助，

從神主耶和華，桃造了天和地。

欧伯爾的四節每節包含一二一篇的雨節（並且作得很 

好 ），但詩人原來的意思其實是要把它分成三段：1〜2

節

1. 一個經常性的「上行」

我們聽見一個人說話，並旦有人回應；詩中的你是單 

數 ，我也是。但他似乎並不孤單。因 爲 ，除非在3〜8節是 

他向自己說話（就如在詩四十二 5 ：「我的心哪，你爲何 

憂悶？ J ) ，若不是，這些經文就是由另外一個，或是另 

外一些人所說的話。當 然 ，如果我們說，這是一個信徒在 

作自我鼓勵，也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這是一個「上去」 

過節的經歷，那 麼 ，更可能的是一群朝聖者在唱歌 "^前



兩 節 ，他們每一個人向自己唱歌，然 後 ，在其餘部分，他 

們彼此唱和。

詩人是把衆山想成一個避難所，或是一個威脅？ 「無 

論是哪一樣，他知道還有一樣更好的東西。」 他轉眼不 

去看衆山可能會帶來的危險，也故意不去思考它們可能帶 

來的安全（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這雨方面），反而是將焦 

點放在那位創造它們及其他一切的主。那位創造者及袖保 

守的能力，是這一篇詩的主題。

在3〜5節 ，詩人雨次提到神的時候，稱袖爲耶和華。 

有三次神被稱爲那一位保護人的：「守護者」會是一個好 

的翻譯，而有五次之多，你^ ■ 那位作者、歌唱者、希聽 

者或是讀者，都接受保證，袖是那守護者，袍必保護你：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最後三節反映了之前三節的形式。兩次的耶和華、三 

次 的 「保守 」這 動 詞 （翻 譯 爲 保 護 ，keep，或 是 看 顧 ， 

watch over ) 、五 次 的 「你」 ； 又或者，第6節的日和夜 

是第 3節的背景^ ~ 你醒著的時候，你的腳步被保守：你 

睡覺的時候，一個不打吨的守護者看顧著你。至於第6節 ， 

人們都知道有關被太陽灼傷這事，也害怕被月亮所害，以 

致輕度狂亂；但神會保守信徒不受「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懼 

怕」所影響。™ 或許詩人的意思只是：無論在白天或是晚 

上 ，他都不需要懼怕任何的傷害。

但我們會提出抗議，說這種說法不眞實，與我們生命 

中的經驗不相符。在七+ 三篇1〜2節 ，整本詩篇的中間點 

所提出的迷失問題，現在乂再冒出頭來：這是一個雖然有 

神的保證，但仍然失腳的人提出的問題。如果我們再讀這

一 篇 ，不只把它看成一篇「上去」黎加節日的詩，而是一 

篇眞實的、關於公元前四四五年住棚節的詩，我們便會找 

到問題的答案。

2.特定一次的「上行」

我們假設以下的場景：那些誦唱第二篇上行之詩的  

人 ，不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而是已經到達了耶城； 

他們唱詩是爲了慶祝尼希米早前的「上去」 ，及他到達後 

所發生的一切。假設…二一篇是回應尼希米第二次宣讀有 

關全能的主所作的大能之事（就像詩七十一 1 6 所描述 

的 ）；如果我們以尼希米記中所記載的事件作爲背景，譬 

如一章 n 節下至二章 9節 ，在這背景下讀這一篇，會有什 

麼意義 ?

1〜2節的衆山可能同時是一種威脅（這些威脅大槪來 

自不法之徒和強盜）及 （明顧的）是避難所。舊約不同的 

地方都重複提到，這是敬拜假神的「高處」 ，尤其當以色 

列被巴比倫入侵的一百五+ 年 間 。在這時期，大部分以色 

列入被放逐，而他們的家園被信奉其他宗教的外邦人所佔 

有 ，道些外邦人來自S 比倫帝國不同的地方。對這樣一個 

多元文化的社會來說（頗像我們今天生活的社會） ，這些 

高 處 ，對社會問題提供了答案，爲疾病提供了醫治，提供 

保 護 、保 證 ，各種快速的修補。顯然尼希米遠在更不信奉 

神的波斯，但 他 卻 「向天上的神禱吿」 （尼二 4 ) ，這位 

天上的神遠超過衆山的諸神。他現在可以作見證說’「神 

施恩的手幫助我」 （尼二 8 ) 。那些圍繞在他身邊的人也 

望向群山，仰 望 「那位造天地的耶和華」 °



當會衆說第 3 節 時 ，他們的對象可能是尼希米■^他 

必 不 （或 是 ，「願袖不會」）叫你的腳援動一一然後，尼 

希 米 回 應 說 ：「誠 然 ，袍 不 會 的 ！袍從來沒有叫我失 

腳 ！」

像我們現代的「神」一 樣 ，高處的神靈會傷害你，比 

幫助你的機會更大，因爲這些無疑地包括太陽神和月亮 

神 ， 這可能是第6 節附加的意義。尼希米記的內容幫助我 

們明白「免受一切災害」 （7 節 ）的意思是什麼，即脫離 

搏 惡 ，就如我們在主禱文中經常祈求的。他的書吿訴我 

們 ，當他在波斯時，他沒有偉免於愁困，而在耶路撒冷 , 

他也未曾免於迷 f罔和危險。但在經歷這一切時，神的大能 

蔭庇他。第 8 節的你出你入有許多方面：信徒白天去上班、 

晚上回家，每次出征、又回到基地，每次的離去和返回， 

出生和死亡的過程，都蒙保守。在公元前五八七年被擴的 

經 歷 ，是一個出去的經驗，而上去耶路撒冷的過程（這經 

歷在尼希米於公元前四四五年的歸回，達到高峰），是一 

個回家的經歷 D

無論是在歷史上偉大的運動中，或 是 在 「日常生活的 

出出入入中J ，52°主都保證要保守袍的子民，「從今時直 

到永遠」 。 「實在很難決定這〔一句〕的哪一部+>更令人 

鼓 舞 ，是 『由現在開始』這事實，抑或是它會持續，不只 

到世界的末了，而是沒有窮盡。」521

m

除坎伯爾根據一二一篇所寫的聖詩外，我們還唱華滋

-■m
-辆

根據一二二篇所寫的聖詩。像那位高貴的伯爵（坎伯爾是 

阿蓋爾〔A r g y l l 〕第九代公爵），這位謙卑的牧師將詩篇 

的經文意譯，雖然他意譯的方式比坎伯爾所作的自由多了。 

筆滋的聖詩 （ H o w  p l e a s e d  a n t i  b l e s t  w a s  1 ) 慶祝的，是

信徒聚集敬拜的情景：

我 是 何 等 的歡 喜和 蒙福 ’

聽 见 神 的 子 民 歡 呼 ，

「来 吧 ，讓 我 們 在 今 天 尋 求 神 ！」

是 的 ，以歡欣的熱切  

我 們 越 往 錫 安 山 ，

在 那 框起 誓並 向主 致敬 。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必是 

寐慶祝什麼節曰？

1.來 到 耶 路 撒 冷 節 》

沒錯，這些詩篇是朝聖者的詩，但我們很難想像，朝 

聖者在整個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唱道些詩歌，每一段旅 

程唱一篇，到了第三篇開始時，已經到達了耶城° 我們也 

很難想像，第 1 節中那個建議是一個大家從未想過，突然 

出現的主意，因爲這些旅程是經常性的，甚至是必須的、

不能選擇的。 ，

我們可以想像的是，這樣一篇詩是在其中一個偉大的 

節期所使用的（其他類似的錫安詩，也出現在其他類似的 

系列裡），5 2 2 從大衛的時代開始，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有



關大衛的，爲什麼不可以是「由大衛寫的」 ，起碼它的擁 

形是大衛寫的，後來的人將原來的内容在有需要的時候， 

再加以更改。

這兩節開頭的經文所表達的，出發的歡樂和到達的興 

奮 ，是非常清楚的，讀者不可能錯過。他們在被據歸回後 

唱這篇詩，更是加倍地歡喜和興奮！從公元前五一六年開 

始 ，他們有一所重建的耶和華的殿可以進去：在公元前四 

四五年，一百五+ 年來第一次，耶路撒冷有城牆、也有城 

門 ，譲人可以穿過它們，進入城中。

第 1節的殿和第2節的耶路撒冷，爲這篇詩每一個主要 

部 分 （3〜5 、6〜9節 ）提供了一個框架。兩個主要部分都 

由那城開始（3 、6節 ）、又由那殿結束，雖然兩者的意思 

不 同 （5 、9節 ）：耶路撒冷/ 大衛的殿/ 耶路撒冷/ 主我 

們神的殿 D 第一段是關於城的建造，第二段是關;^它如何 

被祝福。

2.城被建造（3〜5節 》

柯弗戴爾（Miles Coverdale ) 在第3節 《公禱書》的版 

本 寫 道 ：「一個自践團結的城」 ，他描給的，是一群居民 

和平共處的畫面。這的確是 6〜9 節的關注點；在這裡， 

「連絡整齊」是指支派之問聯合起來，或是聯擊在一起， 

並沒有其他更複雑的意思。在成爲一個以色列的城市前， 

它堅固的城牆已經名聞迴週；後 來 ，它的城牆由大衛加以 

掌 固 。523在被擴歸回後，重建城牆更是尼希米的主要目 

標 。

接著的兩節經文也同樣是「連絡整齊的」 ，其結構是

一個緊湊的交錯配列。

許多的支派；

按著法度而發出缴美 

蕃判的寶座；

一位審判官。

神的法度和判語 (laws ) 九篇中，八個有關

神的律法的兩個字一一是城結構的重心，或者甚至可以 

說 ，是城的基礎。詩人用這兩個字，表明以色列人期待神 

爲他們提供指示；他們準備好透過神所委任的官長，把指 

示吿訴他們，而他們也會接受。詩人用這闹個字是表明， 

神期待袍的子民對袍的回應是順服和讚美。袖的話吿訴我 

們 ，耶路撒?^所提供的，就是一個讓神的子民順服和讚美 

她的地方。

當休伯特•帕 里 （Hubert Parry ) 根據一二二篇所寫的 

華麗壯閲的聖詩，在一個英王加鼻典禮上被演唱時，在座 

的人所接收到的信息，大慨是這樣的：「當他們吿訴我， 

譲我們在這重要的場合，將國家的生命帶進教會的範囑  

時 ，我感到非常高興。」這篇詩在它寫成的時候，其意義 

直接得多。那 時 ，國家與教會是合一的。在今天 '神的國 

家和神的教會仍然是合一的，毎當她們會合時，耶路撒冷 

便在那裡，而因著袖的法度和判語，國家和教會的會合是 

爲了領受袖的話，譲袍的子民知道他們的方向，然 後 ，在 

領受了袍的指示後，藉著他們嘴唇的讚美去回應袖。

一 二二篇被誦唱的場景，大槪沒有一個比尼希米那時



的耶路撒冷更深刻了。在禮儀中，唱第三篇上行之詩前， 

是否先作第三次誦讀，而誦讀的經文是否來自尼希米記？ 

若 是 ，可能是尼希米記二章10〜 18節 。在以斯拉記，「上 

去」一定是指由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現 在 ，帶著期盼的 

我 們 ，聽見另一種的「上去」 ，是非常具體的、也是字面 

意思的,。現 在 ，那新的省長從波斯回到耶踏撒冷，他巡視 

那破落的城市時，靜靜地吿訴我們他的秘密：「我夜間沿 

溪 而 上 ，察看城牆。」 （尼二 1 5 ) 「譲我們重建」 ，他 

說 ，而他們的確這樣作了，而現在，「城牆被重建，遺破 

壞的房子被修理，空隙的地方被填滿；整個城市再次呈現 

一種整全、持 續 、堅穩的感覺，跟尼希米初到耶城所看見 

的破落情況大不相同。」524現 在 ，不單是省長，就是笨支 

派 ，像從前一樣，也上到神的城去。

3.城被祝福（6〜9節 ）

這城和其中百姓的前景是怎樣的？他們應該有什麼目 

標 ？他們應該爲什麼事禱吿？

當然是爲城的安全，因此也應爲他們自己的安全禱 

吿 。正如愁困是一二 0 篇 的 主 題 ，能力是一二一篇的主 

題 '安全則是一二二篇的；i 題 。詩人已經爲這城被保衛慶 

祝 過 ' 現在他說，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用了三個和其 

中有關的字（城 中 、宫 內 、在你中問） ，除了因城牆的圍 

繞而帶來城中的平安外，他看見在城中建立平安的需要。 

在這裡，他提到另一個需要：教 會 要 「在自己裡面合一J 

(引 用 《公禱書》的用語）。

他旣然鼓勵神的子民要建立深刻的合一，因此他期望

在禮儀的禱吿外有更深入的禱告。第6節的求意思不是「把 

禱文哈出來」 ，而 是 ，簡單和直接的「祈求」 。我們知道 

尼希米仍然在面對的衝突：不是與外敵的交戰，而是猶太 

境內敵檔勢力的糾纏。爲教會內的平安而向神乞求是何等 

重 要 啊 ！

新的省長清楚說明他的立場。就如第 S節 所說 的 ，他 

是 因 r 〔他 〕的弟兄的綠故」而面對當前的挑戰，另 外 ， 

他在耶路撒冷的「同伴」也需要他的引導。525他的記錄第 

三部分由這樣的事件開始：那地有勢力的人「聽見有人來 

為以色列人求好處，就甚惱怒」 （尼二 10 ) 。如果他和其 

他人一起唱第9 節 的 「我要 為 你 求 福 」 ，他便是在用一二 

篇中那句希伯來文的短句了。

當教會讀一二二篇時，她怎可能看不見它的優先次  

序 ？很可惜，的確很容易錯過。許多年後，在另一次「上 

耶路撒冷」的旅程中，耶穌爲耶城哀嘆：「巴不得你在這 

曰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是隱藏的。J 526可喜 

的 是 ，袖爲袖子民的平安而定下的計晝，最終不會被毀 

掉 ，就算以色列人的眼隋看不見。這一篇詩中的禱吿是會 

蒙應允的。

篇1. II tf#

一二三篇這篇短詩，有許多重複的地方，顯霞出比我 

們預期更多的問題。爲什麼第 1節裡有這樣一個不尋常的 

呼求？他爲什麼 向坐 在天 上 的 主呼求呢？第 2 節裡的僕人 

是否在觀望男主人或是女主人的手，等待他作出一個顯示



某種命令的手勢，或 是 （說得現實一點）懼怕他伸手擊打 

他 們 ，又或是希望他施捨一些恩惠？ 527 3〜4節裡提到的忍 

受羞辱，和整幅圖畫有什麼關係？

1.粗略的梗概

作爲另外一組共有三篇詩的第一篇，這一篇充滿愁 

困 ，就如一二0 篇一樣。3〜4節告訴我們這一點，觸傲和 

狂傲的人習慣了任意妄爲；當他們的地位受到威脅時，他 

們先是漫不經心，然後是勃然大怒。他們的惡意和鄙視達 

到一個地步，使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人（就是詩人和他所代 

表的人），發出求憐t関的呼聲，不是向他們發出，而是向 

坐在天上的主發出。

這些向神禱吿的人，和第 2 節那小小比喻中的僕人之 

間 ，其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在尋求幫肋。當 然 ，神的子民 

應該常常期待去跟隨那引導他們的手，接受那管教他們的 

手 。但他們也應相信，那同樣的手，會幫助和供應他們的 

需 要 。

又 如 果 ，那驅傲的人是大有勢力的，那 麼 ，詩人越過 

他 們 ，向天上那至高無上的一位析求，也是理所當然的。 

僕人的眼睛望向主人的手，顧示我們仰望神，尋求袍充滿 

憐個的幫助。神和人雙方都有責任要忠於他們之閩所立的 

約 ：如果我們向地負責，袖自然會向我們負責。

2.清晰的細節

一個眞實的情況會讓這槪括的眞理顯得集中和清晰。 

因爲前面三篇詩可以恰如其分地和耶路撒冷的重建拉上關

係 ，因 此 ，當以斯拉和尼希米把一二三篇1 節 的 「坐在天 

上的主」多次地描寫爲「天上的神」時 ，我們一點也不感 

到意外。528再 者 ，神那供應和保護的手，不但在以斯拉記 

裡常常出現，在尼希米記的前三部分也可以找到。我們假 

設這些經文和上行之詩是彼此配合的，都在同一個禮儀中 

使 用 。529

現 在 ，我們看見尼希米記述中的第四部分和一二三篇 

吻 合 。第四部分就像第三部分一樣，也是由參巴拉和他同 

黨的敵意開始。這段記述的長度和其他三段差不多（如果 

我們跳過第三章的名單而由尼二  19〜2 0 直接到尼四

1〜 6 ) 。以下我們撮要尼希米的記錄，爲了凸顯它和一二 

三篇之間的相同;^處 ：「我們的敵人聽到我們開始董建城 

牆的消息時，他們嗤之以鼻’表示鄙視。我回答說：天上 

的神會幫助我們完成這事…… 參巴拉大大發怒，並且嗤笑 

我們....我們的神啊 ' 求你垂聽！因爲我們被掩視。」

由此看來 '這詩的三個元素：天上的寶座、主人的手 

和那不能忍受的僧恨，三者連在一起，這樣的連結是非常 

合理的。當眞正的勢力和眞正的惡意聯手，與一件正義的 

事對陣時，神的子民知道應該怎樣作。他們耐心地繼續他 

們眼前的工作：更重要的，他們恒常地以禱吿仰望那位獨 

一 的 神 ，袖曾應許要秉持公義，也能夠破壞作惡者的奸 

計 °

mm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檔我們呢？」保羅在羅馬書



八章31節中提出的那不能回答的問題，是回應一二四篇 

也回應舊約聖經中許多的經文，並且提供我們雨個觀點 

讓我們可以從這雨個觀點去探究一二四篇。

1.誰能抵檔我們呢……

「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 ，雅各在他人生中，一個 

特別沮喪的時刻埋怨道。 抵檔我們的，當然不是事件， 

而是人：這些人在這篇詩中也被提到，就是與以色列人爲 

敵的各種人。袖的子民被攻替，他們的怒氣被激起，並且 

帶來令人戰懷的結果（2〜3節 ）。

四幅圖畫讓我們看見以色列人所處的險境有多可怕。 

第… ，是活活地被吞減的危險（3 節 ） ：是被死 t ，或是 

被一隻神話式的怪獸所吞隨? 因爲其他的圖像都是眞實的 

(雖然詩人當然是用它們來比險) ，這可能是另外一種危

險 ，’也是四種危險中最駭人的------■場地震，就 像 「活生

生地....吞減....所有屬可拉族....」的一場地震（民+

六32〜33 ) 。在此之後 ' 雖然在規模上小了許多’但在折 

磨的程度上增強的三幅圖晝，是相繼而來的大水（4〜5 

節 ），猛獸的牙齒（6節 ） ，及捕鳥人的網羅（7節 ）。

在大衛的時代我們留意到這是大衛的詩—— 非利 

士人以這種式威脅以色列人，而大水的比喻現在轉過頭 

來攻擊他們：「耶和華在我面前沖擊敵人，如同水沖去一 

般 。」 可 是 ，再次的，因爲上行之詩和尼希米記之閩有 

許多互通之處，因此我們在以色列人歷史的那一段尋找寫 

這篇詩的場景是適當的。那作惡的參巴拉，他的名字在故 

事的另一章開始時出現（尼四 7〜23 ) , 就像它在之前雨

個回合的出現一樣。參巴拉和他的同黨因城牆董建的進程 

順 利 而 「發怒」 （在尼四 7用 的 「發怒 J 一 詞 ，和詩一二 

四 3 中的詞一樣），因此他們密謀要攻擊並消減猶太人， 

且破壞他們的工作。 「誰能抵檔我們呢？」就是那些不屬 

神的人，那些看見自己的利益被屬神的人所威脅的人。

華被時代的英國並不是很安全，以致他忘不了一百年 

前企圖要炸毀議會的陰謀。因 此 ，當他爲一二四篇寫它的 

聖詩版本時，他稱之爲「爲+'—月五日而窝的一首歌J !

2 ， ……神若幫助我們

「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這一句話是以色列，就是 

先祖雅各在創世記中所說的一句話。他在尼希米時代郞路 

撒冷的後裔，也開始說同樣的話：工人無法再應付那工程 

了 ，工 作 太 艱 難 ，敵 人 在 我 們 的 四 周 包 圍 我 們 （尼四 

10〜1 2 ) 。不是的，不是的！尼希米宣吿說：「神必爲我 

們 爭 戰 。」 （尼 四 2 0 ) 詩人在開頭時用了完全相同的句 

子 。在這一篇裡，一個聲音大聲宣吿說：「若不是耶和華 

幫助我們’」然 後 ' 他要其他人跟他一起說：「以色列人 

要 說 （不像她那位顯赫但易怒的祖先） ：『若不是耶和華 

幫助我們，我們早已被減沒^~'但我們的幫助是在乎耶和 

華的名 ！』」

這是那些不但受到威脅，更是被捕的（7 節 ）信徒的 

見 證 。但不知爲什麼，並不是靠他們的努力，.網,羅破裂 

了 ，神作工了。如果一二三篇是一篇關於愁困的詩，那麼 

一二四篇便是關於能力的詩。這是我們對神有信心的根  

據 ；那位造天地的神怎可能被一個捕鳥的網羅困住？再



者 ，就如新約要說的，一位將袍的兒子賜給我們，救讀我 

們的神，「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賜給我們嗎？」532

一一五篇

這一篇詩，就像它之前的一篇一樣，是遙望新約某一 

點 的 。一二四和一二五篇各自影響了保羅在他書信中，一  

個高潮所默示的思想：就如羅馬書八章31節 「神是幫助我

.四篇1,〜2節 ；同樣的，加拉太書六章16

節 「願平安憐'岡加給…… 以色列民」 ，回應一二五篇5節
533

總體來說，整篇詩是回顧過往的：三個幾平同等長度 

的部分首先與上行之詩相關，然後是跟被據歸回的歴史記 

錄 有 關 ，再然後是跟詩篇的引言第一篇有關。

1. 一個明喻（1〜2節 ）

在一二四篇，我們旣看見暗瑜 (敵人的攻擊是狂傲的 

水 ） ，也看見明喻 (我們的逃脫好像雀鳥逃脫捕鳥人的網 

羅 ）。雖然整本詩篇都充滿了比喻性的語言，但上行之詩 

較多採用明喻。信徒好像錫安山（1節 ），而主耶和華圍 

繞 他 們 ，好像衆山圍饒耶路撒冷（2節 ）。

就如我們在討論四+ 八篇 2 節時說過的，錫安最重要 

的是屬靈的，不是具體的地方。從字面的意思來看，耶路 

撒冷所在的山嶺，是低於而不是高於那些圍繞它的衆山。

這是這一篇1〜2節實際的圖像語言：倚靠耶和華的人....

永不動播，但不動搖的原因是一樣比他們的信心更肯定的

東 西 ，是 一 樣 （像環繞錫安的群山那樣）更加偉大和崇高 

的東酉，就是袖的恩典。

這麼說來，一二五篇的主旨是安全：這篇是這一組詩 

的第三篇 '與第一組一二二篇相應。

2. 一個保證（3節 〉

雖然 1〜2節的鼓勵，在任何場合都適切，但 是 ，如果 

這些上行之詩是爲公元前四四五年的住棚節而寫的，又如 

果這篇詩是在讀了尼希米記五章之後唱出來的話，那 麼 ， 

第3節的保證，便尤其適合了。

如果我們想像以色列的群體在尼希米振奮人心的領導 

下 ，熱烈地團結在一起，那麼我們就錯了。他在第五章吿 

訴我們，在以色列的群體之中有爭競、鬥爭和不公義的事 

情 ，但這一章也吿訴我們，他如何有效率和公正地處理了 

這些爭執與不和。他手中拿著作爲猶大省長的權杖'他是 

波斯王亞逢薛西一世正式委任的°

更董要的 '他是神所委任的。神不會讓惡人的杖 -̂-- -

本地惡霸的權勢（因尼希米的來到而受到壓制）一一落在 

義人的分上。沒有一件事比尼希米的失敗，和不信神的人 

權力之伸展，更譲神的百姓感到沮喪了。但詩人說，這樣 

的事不會發生。神所棟選的那位是掌管一切的，而 他 （像 

他的書所吿訴我們的），會 將 「呼號」 （尼五 6 ) 變成讚 

美 （尼五 13 ) 。

3. 一個原則 ( 4〜5節 ）

這兩節結束的經文多麼像第一篇的結束！耶和華知道



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減亡。如果在詩篇的開始，

這樣的宣吿顧得太過天眞----那個原來的方向（orienta.

d o n )注定要因爲困難的經歷而變得模糊（disoriented), 

甚至消失了的話，在這裡卻不會給人這種感覺D 神的子良 

如今已經過磨練；當被放蓬的曰子結束時，這世界的參a  

拉出現了 ：當參巴拉被對付了，在耶路撒冷城內有其他邪 

惡出現。但最終，對那些與神關係正確的人來說，一■切的 

錯會被糾正，都會變成正確。而對那些選擇傳曲的道路， 

不 選 擇 「正直」道路的人，他們並沒有前途。

如果新國際本的一二六篇 1 節是正確的話，比起任何 

其他一篇上行之詩，這一篇更明顯地是和以色列的被據和 

歸回有關 D 可 是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條的帶回鎖安，這一 

句話的翻譯是有爭議的。這篇詩的信息並不是那麼清楚。

1. 一些清晰的地方，一些含糊的地方

1〜4節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這是有關某種歸回。 

此 外 ，這篇詩可以分爲同等長度的雨部分：都由類似的字 

棄 開 始 （在新標準修訂本兩部分開始時都提到歸回）。534 

它們的第二個偶句是相似的（第 2 節的喜笑、口 、舌 、歡 

樂一歌曲：5〜6節的撒種、涙 、歡 樂 、收 割），535而兩部 

分都以樂作結束。我們想起一幅折合式雙連晝，它們彼此 

對 應 ，像第九及第+ 篇讓我們看見的形式一樣。

但這 1

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楚。乍看之下，1〜3節好像是 

關於從前的一次歸回，而 4〜6 節則是有關將來的一次歸 

回 。但 是 ，詩人心中大槪只有一次的歸回，就是由巴比倫 

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次。有人認爲，從詩人的觀點看，這 

仍然是將來的事。詩的上半部是有關對一件遺未發生的  

事 ，充滿盼望的期待。

第二部分是一個禱吿，詩人祈求說：有一天，他和所 

有的歌唱者都可以用讚美歌的方式，唱出第一部分：「使 

我們歸回，以致我們可以說：『袖使我們歸回了 ！』」

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這個看似不可能發生的事，卻眞 

的實現了—— 我們好像作夢的 人 。536但還有許多的工作等 

著他們去作，而第 4 節的禱吿是析求更多這一類的祝福。 

亞倫給這一篇詩的題自是：「神可以再作一次J 。

2 —些快的事情，一些慢的事情

第二個绘釋看似比較正確，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正是 

以色列結束了被放逐於外邦後，所發生的事。每一個從被 

擴 之 地 「上去」應許之地的經驗，都是値得記念的。因爲 

每一次都閩述神如何扭轉他們的命運，叫他們再次蒙福 ° 

當他們回顧這些經歷時，他們歡呼：當他們從這經歷再向 

前瞻望時，他們不能不屈膝禱吿。他們看見，就像那原來 

的 、從埃及地出來「上」應許之地的經歷一樣，他們有很 

多値得感恩的事，但在眼前要作的事還很多，還有許多未 

得之地。537

到 了 第 六 章 ，尼希米終於能夠說他「修完了城牆」

(尼 六 1 ) 。這工作是在住棚節前幾週完成，住棚節就是



the feast of Ingathering。

兩章之後（尼八 13~18 ) ，節期終於來到，以色列人 

可以歡呼收割，就如詩人所描寫的。但暫時，尼希米仍然 

需要流漠撒種。城牆建成後，敵人有放棄他們的攻擊嗎？ 

完全沒有，參巴拉和基善更努力地去破壞省長尼希米和他 

的工作。

在以色列民中那些忠心的，一定非常渴望祝福像大水 

一樣臨到，就如冬天的雨水來到南部的擴野（這篇詩的第 

4 節 ），沖去那些源源不絕的愁困！這並不是一篇關於喜 

樂的詩，它是另外一組由三篇詩組成的第一篇，因此又是 

一 篇 「困苦」的詩 。但它也展示了一幅盼望的圖畫，在結 

束的幾節中：農夫那持續的、堅忍的耕転過程，以及種杆 

的生長。大水並不是農田所需要的一一大水帶的禍害參  

於好處：農夫寧願以涙水去灌概舉溝！我們的責任是堅持 

下 去 ；我們仰望主作重建的工作。

一一七篇

這篇詩的標題提到所羅門，它可能不是在吿訴我們有 

關作者的事，但卻指向一些値得留意的事。這是另一篇上 

行 之 詩 （這是標题中另外一個短句) ，很可能是跟所羅門 

王五百年後，在耶路撒冷作領導的男一位領袖（省長尼希 

米 ）有 關 ，正如這一組詩其他詩篇也跟尼希米有關一樣。

1.與所羅門的關聯

這篇詩暗藏著所羅門生命中的一些事件，而旦帶有智

慧文學的味道一一智慧文學當然和他的名字息息相關。這 

篇詩並沒有任何向神發出的禱告和讚美，有的只是一些對 

敬虔生活的觀察，就像歳言一樣。第 1節裡有耶和華和廣 

屋 ，這雨個名詞連在一起，使我們想起所羅門的殿（雖然 

第 1節可能並沒有這個意思） ，而第2節最後一個字，會讓 

一個希伯來的讀者想起所羅門的另…個 名 字 （耶底底 

亞 ），意 思 是 「被耶和華所愛的」 。如果神叫他所親愛的 

安然睡覺的意思，其 實 是 「當他們睡覺時」神賜給他們一 

些不同的東西，538這會使我們想起所羅門在基遍時夢見 

的 ，在夢中，神應允給他智慧和許多其他的祝福。539

這一篇詩的信息離開了蔵言那些有關正確和錯誤行爲 

的經文，而接近像「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 

的聰明」 （蔵三 5 ) 那樣的經文。詩 人 說 ，世上一切的勞 

苦都是徒然的，除非你傳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耶和華。

但 是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我們是在詩篇的世界，不 

是在歳言的領域，而這是一篇詩。這詩的兩部分並不像外 

表看來的那麼脫節。這雨部分的長度相似，像一二六篇的兩 

半一樣，它們在音律和意義上都有關聯：上半部是有關「建 

造者」 ，而下半部是有關「兒子」 如 ， 

而 「兩 部 分 都 宣 吿 說 ，只 有 從 神 來 的 ，才是眞正的堅  

強」 。 —二七篇是一組共有三篇詩的第二篇，因此它是 

有關神的能力。

2.與尼希米的關聯

無論這篇詩的原作者是誰，寫作的日期和目的是什 

麼 ，最適合它的背景非尼希米記六章15至七章 5節莫屬。



在新的城牆建成後（尼 六 1 〜2 ) ，我們看見參 G 拉和基 

善並未因此而覺得自己被打敗了 ；反 之 ，他們被刺激董新 

再作新的密謀，但結果不甚了了，可能在門扇安裝好後 

(尼七 1 ) ，他們終於失去了信心（尼六 15 ) 。但陰謀仍 

然繼續，因爲他們的同黨多比雅正處於一個家族相連之網 

絡的中心，並 且 與 「猶大中許多人」有聯繁，準傭破壞尼 

希米的管治。

尼希米保持冷靜。他委任一個値得信賴的領袖團除， 

看守聖殿和城市（尼七 1〜3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做醒），而且非常清楚下一步應該作什麼。 

當朗讀經文者讀到尼希米記這一段時，歌唱者知道是禮儀 

該上場的時候了。當朗讀者讀到尼希米記七章4 節 「城是 

廣 大 ，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沒有建造」時 ，詩班便唱 

出 這 主 題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势 

力 ：同樣的，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沒有她，我們旣 

沒有土地、也沒有人。

有些人認爲詩人旣鉢在標題中提到所羅門，這詩大槪 

是和聖殿有關。我不同意：房屋就是房屋^^■你的房屋， 

我的房屋。我們關心的是城中的家家戶戶；我們關心的是 

我們的工作，上 班 、回 家 、吃 飯 、睡 覺 。1〜2節和基督說 

人因每天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焦慮相似，主耶穌說：「先 

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541

不只是房屋，還有人，尤其是家庭，我們是否可以重 

拾這些價値？我們可以想像，多比雅的親信想測試一下那 

些敬虔的以色列人抵鎮的能力，他們看見的，是他年輕 

時 ，仍是小孩子的以色列青年，現在已屆中年， 壯成

長 ，在他背後堅挺地站起來—— 他們手執弓箭，準備好面 

對城門口的仇敵，而旦他們背後遷有一整袋的箭！

但若沒有神的能力，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離了我， 

你們不能作什麼。」

一二八篇

在十五篇上 fr之 詩 中 ，這一篇爲第二組的詩帶來結  

束 。這是第三個循環：以色列的需要表達出來（一二六 

篇 ）：然後是神能力的彰顯（一二七篇）：最後是以色列 

得到安全的保證（一二八篇）。

1.另一幅折合式雙連畫

這一篇無疑地和前面兩篇相連，這關係可從它的主 

題 、形式和場景看得出來。這三篇每一篇都可以分成平均 

的兩部分，而在這一篇，兩部分彼此應和，像一幅折合式 

雙連晝中雨個相對的版面一樣。我們可以留意到，一二八 

篇用雨個不同的字代表「福 J ，我們可以將1〜3節及其中 

不同的重複，排到如下：

那敬畏耶和華的有福了！

你有福了 ；

像一棵多結果子的萄萄樹 

像械视栽子，

你的兒女。

你的妻子



4…6節也跟隨道結構：

那敬畏耶和華的有福了！

你有福了；

看見耶路撒冷的昌盛，

在你有生之年，

你的孫兒。

這又好像是智慧者的語言 D 敬畏神和袖的祝福是每天 

尋常的事，是跟房屋和家庭、工作和食物有關的，像一二 

七篇一樣。這並不是說這些詩篇將我們帶回第一篇和三+  

七篇那個單純的世界：在那裡，好的行爲一定被獎賞，惡 

的行爲一定被懲罰。但來到詩篇這地方，以及在尼希米領 

以色列人歸回耶路撒冷後，這些詩篇的作者和歌唱者都早 

已失去他們從前曾經有過的天眞。經驗吿訴他們：第一篇 

的看法往往看似錯誤的，但更深的經歷教導他們，最 終 ， 

錯的事情總會被更正過來。如果他們迷失了方向，他們總 

會被帶回正確的軌道上，董新找到方向。祝福眞的會臨到 

敬畏神的人身上（1 、4節 ），而平安總會臨到以色列人（6 

節 ） ：但這樣的恩典並不是廉慣，隨手可得的。

2.另一個回合

在尼希米記，省長個人的記錄在尼希米記七章5節 後 ， 

被其他的資料打斷，差不多有六章之長，他第一人稱的欽 

述在+ 二章31節又重新展開。 但 是 ，第H 章的前兩節 

可能是他自己的，這兩節很順暢地延續了七章1〜5節 。我

們在前面已說過，在這時唱一二七篇是非常適切的。我們 

可以想像朗讀者公開誦讀第七章的經文，說有個被破壞的 

城市和它稀少的人口，然後我們聽見一個宣吿：「現在詩 

班會獻唱『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 。」一 一 而 （這歌又加 

上說）除非袍供養那些人，譲他們住在裡面！

然 後 ，尼希米記H 章 1〜2節記敛 :猶大省每一個城 

邑+ 好之一的人口，都同意搬進耶城去，以在短期內增加 

它的人口數。 「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爲他 

們祝福」 ，或許用一二八篇的話說：願耶和華從錄安賜福 

給 你。

那遠景也慢慢出現了。有人需要出來保衛城牆，而城 

牆的主要目的當然是用來保衛一一保衛那個漸漸成形的社 

群 ，以致他們有機會建立家庭，爲將來生兒育女。

有趣解經家假設像一二八篇這樣一個祝福，是需要由 

祭司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宣讀的，他們說，這祝福一定要是 

禮儀的一部分。一個在被據歸回後不久的以色列場景，幫 

助我們用比較有彈性的眼光來看這件事。當然聖殿和其中 

的敬拜+ 分 重 要 ，在將近…個世紀之前，它的重建比一切 

都重要。但多年來，許多以色列人在沒有它的幫肋下與神 

保持接觸，在這些年間，祭司和君王的制度被徹底拆毀。 

現 在 ，在歸回時，以色列的領袖是一個省長（而不是一位 

君王 ）和一位祭司，但一般比較認識他爲一個文士，一個 

教導律法的教師。我相信尼希米和以斯拉會全心全意贊成 

基督徒使用這些詩歌來彼此鼓勵，而不需要守候一個正式 

被委任、在一個正式完備的地方，把主的祝福賜給我們的 

人 。



‘篇

如果我們將一二九篇放在一二四篇旁邊的話，我們馬 

上可以看見，它們是攀生兄弟，每一篇上半部開始的一 

行 ，大槪是由一個人獨唱，然後會衆在聽到「以色列當  

就」這一句話時，會重複那句獨唱。接著出現的，是一幅 

人在困苦中的圖像：在其中，神的子民飽受煎熬，但神已 

經把他們從這些困苦中救拔出來。這雨篇的下半部用圖像 

語言所描输的，是以色列的敵人被打敗，而在要結束的幾 

節 ，神的名再次被宣吿。

雨篇之間的相似之處，也包括它們所用的圖像語g  : 

上半部的暗喻、下半部的明喻。以一二九篇来說，這是指 

第3節的舉溝和第6節的草。

1.甚長的梨溝

1〜4節所描述的、以色列的受苦，是雙董的比喻：她 

所受的壓迫是鞭打（是比喻，不是字面的意思），而鞭打 

的結果是耕転（也是比喻，不是字面的意思）。她自幼以 

來所經歷的，便是這些不愉快的經驗。何西阿書+ —章 1 

節提到以色列國在埃及所經過的「按提時代」 D 在他們被 

鞭打的背上 ( 暗瑜一 ) ，耕種的人造出甚長的聖溝（暗喻 

二 ），這些舉溝（痛苦）在整個歷史上都有，並且在以色 

列人被擴歸回後，仍然譲他們感到刺痛：這些痛來自參巴 

拉和他的朋友那鎮而不捨的攻擊和敵意。544

但以色列卻能宣吿說：那和華—— 欲斷了惡人的趣索

( 4節 ）。這些繩索和暗喻一比較有關係（這是用來綁住 

受害者，然後鞭打他的東西），而跟暗喻二比較沒有關係 

(那是與牛在耕田有關）：但不管如何，壓迫以色列人的 

勢力已被打碎，耶和華是公義的，袍守約施慈愛，因此袖 

極救袍的子民脫離困苦。他 們 ，像緋力斯（J.B. Phillips) 

對哥林多前書四章9節著名的翻譯一樣，雖然被擊倒，但 

並未出局（拳賽的比瑜 ) 。

這一點實在令人鼓舞：從這一點出發，我們繼續探討 

5〜8節 。

2.短短的草

就如一二四篇一樣，敵人的敵意是波禱 (暗喻），而 

我們的逃脫就像鳥逃脫捕烏人的網羅（明喻），同樣的， 

在一二 九 篇 ，他們在扶梨而耕，而他們的命運則像草一

這裡的草，包括一切殼類植物—— 因此第 7節才有收 

割者出現。在房頂上的草跟上面的一層塵埃有關，這些塵 

埃是由風吹來的沙土，凝衆在一個平面的房頂上。在那 

裡 ，種轩會停留並且生根。但因爲它們的根生得不深，從 

來就長得不夠高，因此並不値得收割。 這是一個比愉： 

以色列在過去好幾個世紀經歷過無數次的壓迫，卻都不致 

減 t  ；但與她相較，她的敵人卻一個接…個地倒下，歸於 

無 有 （5〜8節可能是一個禱吿，也是一個預言）。十六世 

紀的法國改教者伯撒（TheodoreBeza) 用另一個比喻來向 

納瓦拉的亨利王（King Henry of Navarre ) 說同樣的話： 

「陛 下 ，神的教會的責任是忍受打擊，而不是擊打別人。



但盼望你記得，教會是鐵站，許多在她身上砍過的斧頭都 

不能再用了。」

第 8節是這篇詩的結束，是一個祝福。道是有反諷意 

味 的 ，因爲詩人想說的是：敵人將不會這樣被祝福。如果 

我們應用平行體的原則，我們會認爲這裡不應該是一個雙 

董的祝福（像在新國際本和大部分的現代譯本，除耶路撒 

冷聖經外），而是兩個分開的祝福；其中一個是不說出來 

的 （8節 中 ），另一個則是宣吿出來的（8節下） ：「沒有 

人會祝福他們；但我們會祝福你。」在路得記二章4 節 ， 

這樣一個問候是分成雨個的，但在這些詩篇裡，一二四篇 

以同樣的信心結束，而…二五及一二八篇則以類似的祝福 

作結束。

如果日期吻合的話，546 —二九篇這些話很可能是指尼 

希米的敵人多比雅。他藉著自己的人P祭關係、家庭關係、 

他不斷的陰謀，以及他所策晝在聖殿建立的基地，他在發 

E 拉和基善被減絕後，仍然扶擧耕掘讓以色列人感到煩擾 

的 舉 溝 。547雖 然 他 是 亞 們 人 ，卻有一個以色列的名字  

{ 「主 是 好 的 ！」 〉，但以色列神的祝福卻是他得不到  

的 。

在那些恨惡錄安的人中，最磨人的是假裝屬於錫安， 

但卻在教會中持續不斷推動破壞性行爲的人。令人鼓舞的 

是 ，雖然之前困苦的詩篇（一二0 、一二三、一二六篇） 

只停留在祈求幫肋的階段，但一二九篇卻督見神釋放的大 

能 （4 節 ），甚至是從這樣的敵人的手中被釋放出來。但 

教會是何等需要小心防範這種敵人的攻擊啊！

0 篇

基督徒都知道，約 翰 •衛斯理如何在一-匕三八年五月 

一個黃昏，於倫敦的一閩教會決志信主。當時他在聽一篇 

路德寫的、有關羅馬書的前言，比較鮮爲人知的，是在同 

一個下午，他在聖保羅大教堂裡聽到一三0 篇 ，而且深受 

感 動 。詩人的响喊是他的响喊：使徒保羅的話是神的回

1. 一個重大的需要和一位偉大的神

1〜2節的咕喊是因爲極大的需要而發出的。很有趣的 

是 ，如果我們假誤，上行之詩是爲公元前四四五年，尼希 

米帶領以色列人歸回後的那個住棚節而寫的話，我們便應 

該留意第2節裡一個細節：詩人求神側耳（attentive) 聽他 

的聲音；這是一個除了尼希米記外，在别處幾乎找不到的 

一 個 字 （同樣的，在第 4 節 ，他尋求神的救免，這個詞也 

是除尼希米記外，在別處比較少見到的）。 但 是 ，每一 

個深陷困苦中的信徒，都 會 發 出 這 樣 的 喊 。或許我們馬 

上會想到沮喪的深淵，但這不是惟一的深處：在一二四篇 

4節的没過我們的波潘是敵人的攻擊，但在一三0 篇 1節 ， 

這些深處，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愁苦的大海」 ，可以是千 

萬種不同的經驗。

但我們有一位偉大的神（3〜4節 ）。我們留意到，袍 

給人初始的感覺不是一位賜盼望、賜平安或是賜安慰的 

神 ，就如新約所說的： 袍先譲人感覺袖是一位關注罪惡



和赦免的神，一位道德的神。在二十四篇 3 節 ，詩人間的 

問題是：雄能站在這樣一位神面前？這一個在禮儀中間的 

問 題 ，成爲一個飽受痛苦煎熬的罪人之問題。

新約聖經吿訴我們，一個憎恨罪的神也可以赦免罪。 

詩人也掌握到這事實，他對神赦罪的了解比我們少—— 雖 

然他知道舊約的獻祭制度，但仍然不知道主在加略山上的 

犧 牲 。可 是 ，他明白 ，像司布眞說的，「沒有一個人像那 

些經歷過她的赦免的人那樣敬畏神。」我們所有的敬拜都 

從這一點開始：在這裡，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並旦抓住那 

一位爲我們的罪成爲瞻罪祭的主，就如約翰査書一章8節 

至二章2節不斷提醒我們的。

2. 一個強烈的期盼和一個偉大的果效

在5〜6節 ，詩人對神的渴求，只是從簡單的我等候耶 

和華表達出來，然後每一個短句都再擴大。我等候是指 

「我的心等候」 ：這是那眞正的我殷切地期待，不只是公 

式化的行動。而等候耶和華的意思是：我將我的盼望放在 

他的話語上。如果袖要使我感覺到袍是眞實的，袖便要向 

我說話，並且向我兽示袖自己。

對我們來說，這當然是指對聖經那永活的聲音一種全 

心全意的專注。毋怪乎詩人將他自己及我們，比喻爲那等 

候清晨來臨的守望者。我們在聖經中找到的，就如詩人從 

聖經撮要而得，從比較早期神的魯示中看到的一樣，都是 

一個保證：或遲或早，晨光都會來到。

7〜8節湊在一起的，不但是主和袖被赦免的僕人。在 

第7節 ，就如在第4節一樣，耶和華並不是獨自一位，常跟

袖在一起的有三個經常伴隨的：饒 恕 、立約的愛及救續。 

無論袍在哪裡，那三者也在那裡。而詩人也不是獨自一  

人 ：跟他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同胞，因爲他們也從他們所 

有的罪中被救牆出來。

尼希米記十三章15〜22節所記載的事件是在耶路撒冷 

的門扇被建赶（尼七1〜3 ，十三 1 9 )和住棚節開始之間， 

三到四個安息日中發生的事，百姓和他們的領袖，都要爲 

這段經文所描寫的、沒有守安息日的行爲負責任，整個群 

體都需要被潔淨。但 是 ，完整的救續能覆庇所有的不義、 

重複的倒退，及每一項罪行。

m

司布眞說：「這一篇詩是其中一篇可以用最少的時間 

讀 它 ，但卻要用最多時間去學習的詩篇。」一個關於已學 

習到謙卑的宣吿，在本質上是有點奇怪的，「那個以爲自 

己已經變得很謙卑的人，就因這想法而證明，他並未得著 

謙卑的要訣。」

但無論如何，這三節經文描I會了每一個信徒應該培養 

的態度：小心不要把別人看低、把自己看得太高，要明白 

一己的有限，耍掌握到以下的概念：就像一個斷了奶的孩 

子 ，就像我們沒有了自以爲需要的東西，我們仍然是被愛 

護 、被照顧的：要信靠神，相信袖對我的信實，無論在今 

天或明天都是一樣的。這是一些値得學習的功課。

一 二九篇描寫的 ' 是輩溝一直在以色列的身上被包y 

m ，自她年少還在埃及時便是如此。讀一三一篇，就像藉



著望遠鏡回顧一千多年的歷史。讀者看見以色列國在被據 

歸 回 後 ，就像一個學走路的孩子。尼希米時代的群體，像 

今天許多地方的教會一樣，都要學習接受她失去的地位， 

也要面對她危險的景況。從巴比倫「上去」耶路撒冷的時 

代 ，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個成長的時段。

假如這些話是出於尼希米本人，它的震憾力便非常 

大 。他所說的是不是對在耶路撒冷那被冒犯的現存體制的 

回應？體制裡的人虛張聲勢地指責尼希米，尼希米記-h三 

章 23〜2 9節所記載的改革，使他們覺得尼希米作得太過 

分 ，超越了自己該作的。很可能，在那第一個偉大的住棚 

節 ，他已經完成了改革，也寫了他的記錄，以致在住棚節 

的慶典時可以宣讀。在那節期，領袖和敬拜者可以在一起 

朗讀他的記錄，並誦唱詩篇，慶祝神賜下的恩典：神的恩 

典使尼希米等人能以謙卑的態度但作強勢的領導。尼希米 

記+ 三章25節的厳厲和一三一篇的安靜可以同時在同一個 

人身上出現嗎？當然不可能!但這卻是基督徒服事的一個 

最大的挑戰：如何可以毫不妥協地秉持公義，但同時又保 

持一顆謙卑溫和的心。

‘肩[

一三二篇和其他的上行之詩很不同，因爲它明顯比其 

他的詩都長。但一三二篇包括在上行之詩中，是因爲某些 

特別的原因。標題中並沒有說明它是大衛的詩或所羅門的 

詩 ，像其他的上行之詩那樣，但他們的名字卻與這篇詩有 

關 。

1 . 一 篇 大 衞 的 詩

起碼詩的上半部，即 1〜9節 ，是關於大衛和他統治期 

間一件重要的事。一旦他確立耶路撒冷爲首都後，他切切 

地期望把神的約値帶回去。這故事是前面詩篇的背景'特 

別是二十四及六十八篇。

在第 1節 ，詩人提到，大衛爲了使錫安成爲宗教及政 

治中心而作的努力（不是受的苦）。 〜5節所描述的似 

乎 是 ，他把約植接回來（撒下六），及他希望把它放在一 

個比帳棚更好的地方（撒下七）這雨件事。詩人藉著大衛 

所用的誇張的、起誓的語言，來強調這重要性；新約使徒 

行傳七章46節也提到這一點。

大衛先說：「我們要把神的約値運到我們這裡來，因 

爲在掃羅年閩，我們沒有在約牆前求問神。」552然後在第 

6節 ，有其他的餐音加入，他們也求問、尋找及疲回約植； 

這約値有好多年被放在基列耶琳。553他們有一個更好的地 

方可以放置它（7〜9節 ）。他們的禱吿使人想起民數記十 

章33〜36節中的禮儀，是摩西在囑野旅程中所用的禮儀。 

在那些日子 ' 神四+ 次 藉 著 火 柱 和 雲 柱 引 導 ，約 ®及以  

色列人應該在哪裡歇息：而現在它及他們都來到最終的安 

息之所。因爲錫安是王宫和聖殿、君王和祭司所在之處， 

大衛和他的主、以色列和她的神，不會再分離。

2. 一篇所羅門的詩？

雖然有其他的分析方法，但 是 ，將這篇詩分爲三部  

分 ：1〜9節 、10〜16節及17〜 18節是相當合理的；555主要



的兩個部分各有十八行，展露在我們眼前的又是一幅雙連 

畫 。在不同的地方，兩塊晝版彼此呼應，從第 2及 11節的 

起 誓 ，到第 9節的禱吿及第 16節的應許。如果你把兩本聖 

經並排在一起看，就很容易看見這雨部分如何彼此呼應  

了 °

在第二部分，那位被膏的王一定不是大衛，而是所羅 

門 ，或是他其中一個繼位者：「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要 

記念你僕人大衛。」8〜10節在歷代志下六章41〜42節中 

被引用，那段經文是記述所羅門獻殿的一段事赠。我們應 

該在所羅門受膏這件事的亮光中，來看所羅門獻殿這事。 

在這詩的每一部分，詩人先爲大衛禱吿（1節 ），或是爲 

他的繼位人禱吿（1 0 節 ）。然 後 ，大衛向主耶和華起誓 

(2〜5節 ），以及耶和華向大衛起誓（n 〜 12節 ）。有關 

起 誓 、互相呼應的兩行（4 及 12節上 ）都由若字開始，556 

而第5節中的直等在12節下重規，那裡字面上的意思是「直 

至永永遠遠」 。第 6及 13節提到整篇詩中惟一的地名。雖 

然第8和 14節中的安息之所不是相對的，但第9和 16節有關 

祭司所披上的袍，和聖徒所唱的詩，卻是相當明顧的對 

比 。

第二段是屬於一個後來的時期，無論這是什麼時候， 

它和前面一段描寫耶和華對大衛的回應相似。大衛不但想 

將約擺帶進耶路撒冷，並且爲它建殿：而神的回應是，袖 

會在另外一種層面的意義上，爲大衛建殿，而大衛的子孫 

要永遠統治錫安 D 這是 11〜12節 ，但 13〜16節又再次回到 

大衛本來想作的事。是 的 ，主耶和華也要在那裡建一座殿 

宇 ，並且在那裡，像大衛的後裔一樣，袍也要永永遠遠作

王 。當我們在新約聖經讀到以下這些經文時，我們不可能 

不想到舊約這些觀念：那 些 「來到錫安山、 〔來到〕永生 

神城邑的」 ，那 些 「與基督耶穌一同坐在天上」的 ，「要 

作 王 ，直到永永遠遠」 。557

3. —篇尼希米的詩？

被擴歸回後，尼希米在獻重建的城牆的過程中，非常 

刻意地跟隨大衛的傳統。558聖殿已經重建，而他知道神再 

次回到錫安袖百姓的中間。我們在那一段極重要的、記錄 

他作省長期間，簡短的文字中，看到以下這些話：「

我潔淨他們，離開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 

使他們各盡其職。」 （尼+ 三30 ) 剩下來他要作的事，是 

要見到錫安的祭司披上公義，錫安的聖民當然大聲歡呼 

(后八 16〜17 ) 。這詩的第9和 16節切合尼希米的記述。

如果一二: 二篇和其他這組詩的詩篇是爲公元前四四五 

年的住棚節重新再整理，或是爲這場合而寫的話，那 麼 ， 

在尼希米的腦海中，一定還有兩個主要的問題（或許也包 

括它們的答案）。第 一 ，主耶和華的約植在哪裡？第 二 ， 

主耶和華受膏的君王在哪裡？

第7節神的腳覺是指第8節的約値（這是在整本詩篇中 

惟一提到約値的地方），這是神同在的代表。但在公元前 

五八七年，當聖殿被毀後，約循便不見了。這是否表示神 

離棄了袖的城？尼希米記整卷書主要的信息是:神沒有離 

棄袖的城。換句話說，雖然神的同在那肉眼可見的象徵已 

不存在，但神在袍子民中間的同在仍然是極其眞實的。

至於另一個問題：好多個猶大被膏立的王 , 如第 10節



所 說 的 ，是應該被厭棄的。但在尼希米的時代（無論他是 

配得或不配得 ) 有一位受青者嗎？ 一百年前有所羅巴伯， 

他是大衛的後裔，但他沒有被膏立，就算有這想法，在彼 

斯帝國的統治下也不能實現。至於尼希米自己，雖然他是 

一位傑出的領袖，但是就算波斯帝國瓦解，他也絕對不會 

接受稱王這可能性。國度是神的，而尼希米認爲，能夠在 

其中作管治的工作，已經是他最大的光榮，他不要統治 

匕。像托爾金（J> R. R. Tolkien ) 的長篇故事中那些剛譯的 

管家一樣，尼希米也坐在一張沒有裝飾的椅子上，這椅子 

放在一個空的寶座下；像托爾金的那些管家一樣，他作的 

是 「奉王的名〔管治那地方〕 ，直到袖回來的曰子」 。559

但神對大衛的應許仍然不變：我 要 使 你 所 生 的 ，坐在 

你 的 寶 座 上 （11節 ）。在尼希米的時代，當波斯統治世界 

時 ，錫 安 的 會 衆 一 定 在 唱 這 篇 詩 的 結 尾 部 分 （n 〜18 

節 ） ；他們唱的時候，一定在想像將來要發生之事的生動 

圖 晝 ，因而激昂地、充滿期盼地唱出這一段。明燈代表的 

是 榮 耀 ，角代表的是力量，而這角會在大衛的頭上發芽 

(新標準修訂本）一一這字是先知所預言的「苗」 。 當 

我們看見彼得將一三二篇11節應用在那升天的基督的身上 

時 ，561我們並不覺得意外。袖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袖的 

冠晶要在頭上發光：我們等候約欄長途旅程的高峰，等待 

那最後的「上行」 。562

—_A - -~~* —* Afil

這是一篇有關兄弟之聞和睦共處的詩。在聖經時代擴

大的家族中找到這種情I I ，比在我們今天疏離的社會中容 

易 。不是說一個靡大的、關係緊密的家族，便自然是快樂 

和 團 結 ，聖經的記載吿訴我們的，和這種想法剛好相反。 

但這一篇詩提供的，是…塊畫布，在其上，善意和努力會 

製作出一幅家庭和樂的圖畫。

作爲一個國家，以色列在人眼中看得見的、最團結的 

時 候 ，是他們每一個支派都來到耶路撒冷聚集、一起過節 

的 時 候 。在希西家統治期間第一個逾越節，因爲王的綠 

故 ，吸引了許多朝聖者來到耶路撒冷，甚至包括那分出去 

的 、北國所餘下的人。歷代志的作者說：「神也感動猶大 

人 ，使他們一心遵行王與衆首領憑耶和華之言所發的命  

令 。」563用這篇詩來慶祝弟兄之間的情it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

這篇詩同樣適合在被據歸回後的「上行」 。尼希米需 

要處理一個深度分化的群體。在整個獻牆禮儀中，關於城 

牆像從前一樣被連絡整齋的記述（詩一二二 3 ) ，可能是 

+ 四段住棚節經文的最後一段，使它能夠與一三三篇彼此 

配 合 。 在尼希米記十二章 2 7〜4 3 節 ，他記述一次最後 

的 、眞正的「上行 」 ：當時兩個隊伍爬到新牆的最頂上， 

從相對的一方各自繞到遙遠的另一方，再重新來到城中， 

一起進入聖殿，同心合意參與讚美的禮儀。

弟兄和睦之情需要從一次的禮儀轉化成每天的操練。 

詩人將這種操練比喻爲油和甘露，第 2節描述亞倫被膏的 

油 ，散布到四處的香氣。565黑門山那濃厚的露水，有利於 

植物的生長，566弟 兄 ，即神的子民和睦同居是善的（像露 

水 ）、也是美的（像那貴重的）。



我們教會的團契生活是否也達到這種標準？它是否尋 

求要達到這種標準？悲觀主義者可能會說：華滋根據這篇 

而寫的聖詩，那古撲的第一句：「你 看 ，何等趣味的一個 

景象 J ，很適切地形容教會的現況，而不是教會應該有的 

景 況 ，因爲許多教會都充滿著鬧劇式的誤解和爭吵。要在 

教會裡達到眞正的合一，比只是參與教會之間的聯合聚會 

或活動要難得多，耍面對的桃戰也大得多。

肯定還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爲什麼詩人將弟兄之間 

的合一比瑜爲流下來的油、降下來的甘露—— 上行之詩的 

最後兩個比崎。在所有的譯本中，幾乎只有新美國標準聖 

經 （N A S B ) 把詩人所玩的文字遊戲翻譯出來：這倒數第 

二 篇 的 「上行之詩J ，在三節中有三次提到神的积福降下 

來…… 降下來…… 降下來。不是說入的努力可以強迫神回 

應 ，而是說，當人全心全意達到袖一些理想的標準時，相 

應的祝福便會降臨。就像雲梯旣上又落的原理一樣，人的 

努力和神的降福也是有起有落。

四廣

一三四篇不單是道+ 五篇小詩篇最後的一篇，也是其 

中以三篇爲一組的最後一組之最後：一 篇 。每 一 組都有這樣 

的主題：困 苦 、能力及安全，最後一組也不例外，充滿在 

逼一篇裡的，是一種住在錫安的平安和保障。這種安全感 

之前也提過，但在這一篇詩則達到高峰（詩一三二 1 3，一

：3 ，一三四3 ) 。 

像之前的一篇詩 :四篇也有一個主題，其中的鐘

詞出現三次（雖然譯本並不一定把這重複的詞表達出來：

稱頌....稱領....稱頌） ，首 先 ’神的子民被呼績來稱頌

袍 （新國際本用讀美這詞），然 後 ，他們得到應許，知道 

袍會祝福他們。柯德納說得好：「稱頌神就是用感恩的心 

去承認袖是怎樣的神；但要祝福人，神必須給人他本性裡 

沒有的，賜給他不曾擁有的。」567

至於耶和華的僕人是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 

些人認爲他們是殿役（或者可以說他們是神職人員），因 

爲他們在主的殿中事秦。但更可能的（如新標準修訂本所 

主張的），他們是整個會衆，他們站在殿的院內，568而不 

是在殿中服事。這些站著的會衆舉手向著聖所（而不是在 

聖所中）讚美和禱吿。

至於這一篇最後的上行之詩是什麼時候唱的，很少人 

願意作肯定的結論。但 是 ，郭勒德的說法是相當合理的。 

他認爲：假設一二0 和一二一篇是在住棚節的第一天唱的 

(先 是 黃 昏 ，然 後 是 早 上 ，因爲一天是在日落時開始  

的 ），那 麼 ，十四篇連同十四段來自尼希米記的經文，便 

可以分配在七天中使用。最後一個聚會在第八天的黃昏舉 

行 ，那好幾個晚上（新英文聖經，晚上是多數）站在那裡 

胎聽和回應的，就再次稱頌主的名，領受袍的祝福，即一 

三四篇裡的話。

袍是造天地的耶和華（3 節 ）。他們從創世記的創造 

記述及神如何擊敗埃及的事績，知道這事實。被擴後歸回 

的人親眼目賭他自己世代的強大勢力，被神更大的能力所 

征 服 。569創 造 天 地 的 神 ，袖 「能夠無限地應驗這個禱
吿 」 。 570



但這祝福只能來自錫安，即 是 說 ，來自袖所命定的， 

那眞正的、希伯來書+ 一■章22節所描寫的「錫安」 ，不是 

我們今天的耶路撒冷，更不是羅馬或坟特伯里，甚至不是 

任何一座教會建築物，而是袖的子民在耶穌腳下的聚集。 

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一三三

出埃及詩集第二集及大衛詩集第四集：一三五至一四五篇

在詩篇中餘下最長的一組，是八篇連接的詩，一三八 

至一四五篇，這些詩都提到大衛的名字。爲什麼一三五至 

一三七篇被放在前面，而旦歸爲一組，這是一個謎。從某 

個角度看，這些詩回顧上行之詩，因 此 ，一三五篇像一三 

四篇那樣開始和結束；--三五篇也可能是一三四篇的延 

伸 。事實上 ，的確有一個猶太傳統把這兩篇詩連在一起； 

遺 有 ，如 果 「哈利路亞」是用來連接出埃及讚美詩篇之閩 

的 詩 ’這裡也是如此。同樣的，一三六篇明顯的也是一三 

::71:篇的近親。誠 然 ，「偉大的讚美詩篇」有時候是用來指 

一三六篇，有時候是指一三五及一三六篇，有時候是指由 

一二0 至一三六篇。因 此 ，將…‘三五及一三六篇，以及被 

擴歸回時期的一三七篇想成是上行之詩的補充，也是合理 

的 。

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合理地把一五0 篇看爲整本詩篇 

的結束，與詩篇的引言相應（即是第一篇，或者也包括第 

二篇）。如果是這樣，郭勒德的理論比較是事實而不是想 

像 ：他認爲不同的詩組是爲不同的節期而寫的，這看法很

可能是合理的。他不只提出，第三卷和第四卷都有+ 七篇 

詩作爲期八天的節期之用，根據這樣的推論，第四卷有原 

來爲七天、而不是八天的節期寫的，其中所使用的詩共十 

五 篇 ，即九十至一0 四 篇 。而一 0 五至—— 九篇是另外十 

五 篇 ；一二0 至一三四篇是+ 五篇上行之詩；一三五至一 

四九篇是第四個+ 五 篇 ，也是最後十五篇，一五 0 篇則是 

所有詩的完結。

另 外 ，肯定不是想像，而 是 事 實 ：一 0 五至—— 九 

篇 、一三五至一四九篇是兩組平行的詩。前一組從一0 五 

至一0 七篇開始，回顧以色列人如何離開埃及、如何從巴 

比倫歸回故土；後面一組詩從一三五至一三七篇開始，也 

描述了這個歷史過程。這兩個系列的詩，後面都有一組大 

衛的詩、一組出埃及的讚美詩，而各自以—— 九和一四九 

篇作結束。

我們可以稱這一組的頭三篇" ^ " 一三五、一三六及一 

三七篇爲出埃及詩集（要想到一個更恰當的名稱並不容  

易 ）：像前面由一0 五篇開始的一組詩一樣，這些詩也記 

錄了以色列人如何從巴比倫的統治被釋放出來，如何從埃 

及人的奴役中被引領出來。

一二五篇

像一0 五篇一樣，一三五篇回顧以色列人的故事’並 

旦把它視爲主耶和華爲袍子民作了什麼的一個記錄。它不 

只是一個歷史教訓，也是一個呼編，呼績以色列人跟他一 

起向神唱出讚美。



L 一篇豐富的讚美詩

這篇詩讀起來非常順暢，以致我們不會馬上留意到它 

雨個引起好奇的地方。第一是它堅定、小心營造出來的結 

構 。以下的梗槪將這詩的二H 行分成三個七行，再細分 

爲四加三，二加三加二，四加三，如 下 ：

, 美歸於谏選的主（1〜4 節），

那 「創造的」神 ’袍赐生命（5〜7 節 ) 。

法老的臣俱被擊败（8〜9 策）；

得到地土的賞赐（10〜12節 ),

耶和華的俱人取回公道（13〜14節）。

「被造的」神帶來死亡（15〜18馈）；

撒美住在我們中閩的神（19〜21節）！

這樣一個簡短的撮要’難免給人一種晦溢難'魔的感 

覺 ，因此是霞要解釋的。耶和華的僕人（1節 ）是袖所有 

的子民，就如第9及 14節將會顧示的；如這一篇結束的部 

分 、那些對應的經節一樣，各人都被呼召來讚美袖。那些 

服事袖的僕人不只是神職人員，就如我在討論一三四篇 1 

節時說過的。第 4 節 說 ’他們讚美袖的原因，是因爲很久 

以 前 ，袍已棟選他們作爲袖自己的子民：第21節說袖現在 

住在他們當中。

這樣的一位神和其他衆神截然不同（5〜7節及 15〜18 

節 ）。在這兩部分，「造」字出現了雨次。那些人們容譲 

來管理他們生 命 的 「神」 ，是人手所造的，相反的 ，主耶

和華是創造者，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値得留意的是那代 

表 「風 」或 「氣息」的 「靈」 ，也在這兩部分中出現。主 

耶和華帶出風來，風帶出雨來，雨使穀物生長，而穀物則 

是人的食糧；道圖晝讓人看見，袖是賜生命的主一一袍不 

但賜屬靈的生命，也賜肉體的生命。外邦的神沒有氣息， 

因此也沒有生命，而那些造他們的要和他們一樣；每一個 

這 樣 的 「神 」都是帶來死t 的 。

這篇詩的董點是描窝出埃及的歷史如何闇釋上述這一 

切 。那些假神以及所有信靠他們的人（法老和他一切的臣  

m ，9 節 ，及逝南 一 切 的 國 王 ，11節 ）被擊敗。以色列人 

從埃及地被釋放出來，並且得到劍南地做爲賞賜。

當我們留意到，這篇詩是如此似曾相識，並旦發覺幾 

乎每一部分都讓人想起舊約某處經文，我們便會爲它的整 

全性感到驚課—— 道樣一篇「拼湊」起來的詩竟是如此完 

整 ！這一篇其實是用「碎布拼縫起來」的東西，一幅用不 

同材料鎮嵌而成的圖案，但它的手工可謂上乘。

2. 一幅微妙的、借用不同材料的拼圖

無論一三五篇做爲一組節期詩其中的一篇，它的功效 

有多大，無疑的，它也和之前的詩篇連結在一起。因爲我 

們讀過上行之詩的結尾，因此我們知道一三五篇1節中的 

僕 人 ，一三五篇21節 中 錫 安 受 稱 ，571以及一三五篇3節的 

美和善在别處出現過（詩一三四 1 、3 ，一三三 1 ) 。這篇 

詩 中 一 些 元 素 ，都是來自之前 + 五篇回顧歷史的觀念  

(一 0 五及一 0 六 篇 ），一開始的哈利路亞經文（—  

一 、----二 、一一三篇）、一一五篇許多地方及----八篇



的一段。572

然 後 ，還有其他的典故：以賽亞和耶利米如15〜18節 

一 樣 ，論到人造的偶像，而耶利米將這些神和那位「從他 

府庫中帶出來」的神作比較。573第 5節來自律法書中葉或 

羅 的 話 （出十八11 ) ，10〜11節來自民數記二^^一章的西 

宏和麗的故事，第 4節來自申命記七章6節及+ 四章2節 、 

有關以色列的美麗之描述：主耶和華寶責的產業，以及第 

14節 ，直接借自申命記三+ 二章36節的一句宣告。

像亞倫說的：「詩人循壞再用舊的材料，一點也沒有 

不好意思的感覺。」57̂ 但這湊出來的成果，是一篇新鮮 

的 、有美好結構的，充滿活力的讚美詩。主耶和華徙袖的 

府庫帶出靈感的風，而這幅掛圖便大功吿成。

3. —個充滿熱誠對信仰的宣告

一些現代的聖詩集 ,其中包括把信條轉化成歌曲的聖 

詩 ，575我個人認爲都不大成功。這樣小心翼翼地堆砸出來 

的神學宣言，並不適合被轉化成詩歌。事實是：那些信條 

的作者是在描絶聖經眞理的地圖，而聖經的作者是來自那 

國 家 ，他們將這種信條轉化爲詩歌。

這一篇詩也是這樣，雖然它是…種信條，一個對信仰 

的宣吿，但不只是如此，因爲它位充滿色殺和戲劇性，充 

滿讚美和歷史的宏觀。至於那位把它編窝出來的作者，他 

非常熟悉自己的領域，他認識自己的範晴，就如他熟悉自 

己所？I用的經文一樣。譬 如 ，在第 5節 ，他可以引用摩西 

岳父的話，將它轉化成自己的，「葉;El；羅所知道的，我也 

知道」 ，而其中的「我」是強調的。

對現代讀者來說，這賦予一三五篇額外的價値。這篇 

詩一個明顯之處，是它的信條以舊約的形式出現，是每一 

個信徒的信條。它回顧創造者神（5〜7節 ）、也前瞻審判 

者 神 （13〜14節 ），並且專注仰望信仰的核心，即是救讀 

主 神 （8〜1 2 節 ）。它用讚美圍繞這些宣吿（1〜4 節 、 

19〜21節 ）。但比較不明顧、隱藏於這詩背後的事實是： 

這些東西對詩人、對活在許多世紀前的葉或羅，及一切詩 

人借用其村料之作者，都一樣眞實。他的神不但永遠一 

樣 ，並旦袍的不改變是一股湧流不息的泉源，不是毫無生 

氣的一池死水。 「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 。 576

-legate
',、扇

有一篇最古舊、但仍然被使用的英國聖詩是密爾頓的 

<譲我們都有快樂的心> (Let us with a gladsome mind ) ， 

這聖詩是根據一三六篇。這篇聖詩，連同筆滋的 < 向神獻 

上永遠的讚美〉 （Give to our God immortal praise ) ，譲基

督徒會衆有機會誦唱這篇詩，起碼是其中的一部分。若不 

是這些歌，這篇詩大槪很少會在主日崇拜中出現。

1, -三五篇的姊妹作

一 三六篇17〜22節幾乎完全重複一三五篇10〜12節 ， 

總體而言，一三六篇也跟隨一三五篇的主題，描述創造者 

的故事，這位創造者也是袍子民的救續者。如我在前面說 

過 的 ，這兩篇是一對，就像一0 五和一0 六篇一樣；這雨



對詩都扮演了回顧歷史的角色，而旦也出現在一組共有+  

五篇詩的開頭。

如一0 五及一0 六 篇 ，一三五及一三六篇也是對信仰 

的宣言。雖然一三六篇頭幾個字~ ~ 要稱讓，和一三五篇 

1〜3節的要讚美、要敬頌不同，但這三個字使它和前面的 

一篇詩連接起來，因爲它的意思是：「承認」一 ^不是承  

認我們的罪，而是承認神的偉大。在這裡我們又有另一個 

來自聖經時代的信條，這信條像剛出火爐的熱鐵，而火爐 

則是蕴藏在這信條中的事實發生之地。

除了那幾個召喚我們來敬拜袍的字不同外，一三五和 

一三六篇之閩遺有其他不同之處。譬 如 ，一三六篇並未將 

以色列的神和外邦的偶像（詩一三五15 ) 作比較，甚至不 

提及他們。亞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靈在一三五篇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但在一三六篇的後面才出現。

它們之間最明顧的分別是副歌部分D 他的感愛永遠長 

存在一三六篇每一節都出現。這不但使它和一三五篇，也 

使它和詩篇中其他每一篇都不同。等一下我們再回來看這 

一 點 。

首 先 ，我們看一三六篇是怎樣構成的，並旦看看詩人 

把什麼元素放進去。

2.它的結構和元素

像一些前面的詩篇一樣，一三六篇不只是一串串連在 

一起的珠子，雖然那重複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會使這篇詩 

顧得是這樣。我們可以在這二十六節中找到（雖然不容 

易 ）各種分法：一些分法把詩分成比較多的段落，每段的

節數比較少；有些分法把它分成較少的段落，每段的節數 

比較多。在許多可能的分析中，最簡單的法是把這篇詩  

分成 八 段，每段大多有三節，雖然最後兩段各有一節而  

已 。

但 是 ，詩的內容卻比較複雜’重心是在第16節 ；它描 

述的是以色列從埃及進入迴南地的旅程。在這之前，有六 

節 經 文 （10〜15節 ) ，可以被分爲三節、三 節 ；這六節是 

關於神先領他們出埃及，然後 過 紅 海 （密爾頓將紅海的 

「紅 」字作字面意思解，寫了一句後來被聖詩本删掉的 

話 ：「袍將那紅色的海浪一分爲二 ！」 ）在第16節 後 ，又 

有六 節；這六節分成雨節、兩 節 、雨 節 ，是敛述神如何纖 

減逝!南 王 ：神已定意將他們的地賜給以色列人：「四肢粗 

大的麗及其過分強壯的勇士被擊倒了。J W

把上述這些經節放在框架內的，是一個共有六節經文 

的 引 言 （4〜9 節 ） ，和一個有三節經文的撮要（23〜25 

節 ）。引言讚美神是天地的主（空間的主），以及日夜的 

主 （時間的主）。結論說的也是這一位創造的神，但這幾 

節顯示的，是袍如何供應袖所創造的一切，及救瞻她棟選 

的子民。最 後 ，作爲最外面框架的頭三節及最後一節，都 

召喚我們來讚美神。

3-這篇詩和我們的關係

雜 然 ，無 疑 的 ，耶和華是那位在過去及現在作事的  

神 ，但我們仍然要問：一篇那樣少被教會採用的詩，如何 

可以有意義地被使用呢？

23〜24節給了我們一個答案，歌唱者唱道：「他救拔



我們脫離敵人....」 ，這些被稱爲「我們」的人可能是：

一 ，被擴歸回的人，他們把自己的經驗和很久以前出埃及 

的經驗看成是平行的；又或是，二 ，他們是屬於任何一個 

世代的以色列人，當回顧出埃及的經歷時，說 「原則上， 

『我們』也曾經在那裡」 ，578即是我們的祖先。所有神的 

子 民 ，就是活在今天的子民，也應該一起加入讚美的行 

列 。

密爾頓在+ 五歲時寫了一首二+ 四節的長詩，是這一 

篇詩的意譯，可算是一個年輕人的力作。若我們探討現代 

聖詩本的編輯如何改寫這首詩，我們會學到不少束西。密 

爾頓的詩好像一塊蟾，任由編輯們塑造，變成不同的开參 

狀 。有一些編輯探用了開頭及結尾的幾節，形成一首只是 

關於創造的詩，但這首詩當然不只是關創造而已。其他 

的編輯在採用密爾頓的詩時，也包括這行：「袖以慈悲的 

眼目看著我們的困苦」 ，579但忽、略了作者和譯者在出埃及 

的事踏和救赠的故事之閩，所作的聯繁。

華滋以明顯的、基督徒的用語重窝了這一篇，並旦爲 

詩中的困苦作出定義：創造萬物的神，是那位「差遣袖的 

兒子救人脫離罪惡、黑暗及填墓」的 神 。華滋的版本因而 

帶出一三六篇和現今信徒的關係，由於他的意譯，這篇詩 

可以長久爲信徒所用（雖然就算在這裡，聖詩本仍然沒有 

將出埃及的事踏和我們拉上關係）。

但爲什麼我們不唱原來的詩篇呢？爲什麼我們通常只 

在教堂一個月第二十八日的晚禱，才聽見它被誦唱？

4.它獨特的地方

對英國聖公會大部分的信衆來說，一個誠實的答案 

是 ：他們不想唱原來的詩篇，因爲他們覺得它太沉闕!當 

你聽了那明顯是副歌—— 因他的感愛永遠長存一-一這一行 

二十六次時，你不禁開始想：這篇詩是否也要永遠長存！ 

你有這樣的想法是情有可原的！

將這一行簡化一些或許有幫助：新國際本將它縮短一 

些 ，或更好的，是葛 利紐（GdineaiJ ) 的 版 本 ：「袍的愛 

沒有終結。」但最好的方法是先掌握副歌所說的是什麼， 

然後想想這句話在什麼情況底下會變得最有意義，使人讀 

起 515時 ，會産生共鳴，因而火熱起來。 「袍的愛沒有終 

結 」緊緊检住這一連串有關信心的事件，這副歌重複提醒 

我 們 ，神的愛隨處都在，包括一個句中不同的詞組之間。 

從創造開始，到救瞻的高峰；從造窘蒼的一刻，到聖徒承 

繼產業的最後時刻^ 這整個歷史畫面的背後是神的愛。 

那愛同時是不能摧毀的，因爲它是立約的愛；也是沒有限 

制 的 ，因爲它永遠長存。如果你環顧四周'看看袖所造的 

萬 物 ，並回顧袖在人類歷史中所作的一切，你也可以像詩 

人一樣說：「這是立約之愛的作為。」

賽利威廉斯的小說《天堂的戰爭》 （ in Heaven ) 

中 ，整個故事的核心，那個個子不高的神職人員，口邊常 

掛著的，是一三六篇的片斷經文。在故事的發展中，善與 

惡的勢力在他身旁周旋，最後他被惡的勢力吞嘯。在故事 

的高潮，當一切的希望好像都減絕時，他突然從那不能想 

像的邪惡勢力被釋放出來，而毀壞的勢力本身則自我摧



毀 。整個過程就好像他在一個異象中看見，並且聽見這篇 

詩和其他類似的詩，譲他明白一直在發生的，究竟是怎麼 

一回事。

「願那被他救噴的稱謝他」 ，一個洪亮的聲音咕喊  

著 ；然 後 ，在他的四周，電光石火中，響起回應：「因他 

的慈愛永遠長存。」

「又從敵人的網羅中被扬救出來」 ，那聲音又再口內 

喊 ；然 後 ，許多許多的聲音劃破天際的沉默，回 應 說 ：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在他的周遭，祈禱的敦

應像火輪般不斷地旋轉：

「他消減了大君王，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乂擊殺了大君王，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58« 

或者有人覺得這是簡單的眞理，由簡單的語言來表 

達 。但神的僕人首先把那些話語記熟，以致能背誦，然後 

在生命的各種體驗中，包括祝福和受苦，不斷經歷它的眞 

確 性 。當神的僕人有眞正的需要時，發現這些話給他確切 

的肯定，譲他知道神的慈愛的確是永遠長存。

一三七篇

一三七篇是一篇令人讀後印藥深刻的詩，部分原因是 

因爲它的第一句引起讀者無腺的回憶：在巴比檢河邊。同 

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雖然是不同的原因一一它的結語，關 

於巴比倫的嬰孩和他們可怖的命運，結束這一篇的幾節經 

文 。這些經文很難被人接受，因 此 ，當英國聖公會在一九

八0 年 A S B 的禮儀會議中決定「它可以被删除」時 ，人們

並不覺得奇怪。我們等一下會討論這一段在這篇詩中的位 

置 ：我們要記得，那位置是詩篇中最感人的詩之一的高  

潮 。

頭三節顧示了這一篇詩的日期，是那些從巴比倫被擴 

歸回的人所說的話，他們回憶一段過去的日子，他們很慶 

幸這日子已經成爲歷史。4〜6節 ，及或許這篇詩其除的部 

分 ，是在引號裡的，因爲其中形容的，是被放逐的人在那 

時 候 ，對折磨他們的人所作的回應。

1.如同罪犯被審問(1 ~ 4 節 ）

像一三六篇一樣，一三七篇的結構旣不明顯、也沒有 

獲得一致性的看法。1〜4節似乎是在一起的，其中的我們 

是 主 詞 ；我們追憶在異地被放逐的經歷。這幾節好像也有 

一個交錯配列的結構，是描寫我們的：

在外郝之地，

哭速 

湖於鎭安 

在那裡，淡有弾琴，

, 縱然擴掠我們的人作出要求；

在那裡，沒有唱歌

關於鎭安-----
唱歌 

在外邦之地？

我們可以想像，對那些被放逐的人來說，要在他們被



據之地唱錫安之歌是多麼不協調、多麼痛苦！原因不只是 

因爲他們想念錫安那地方，而是有太多的盼望和應許，都 

和這地方蓮結在一起—— 我們從詩篇讀過的好幾首錫安之 

歌 ，可以得知這一點。他們的感受，有點像亞伯拉罕獻兒 

子一樣，可是沒有了他的兒子，神的約便完全沒有意義。

從人的角度看，巴比倫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地方，它的 

水 域 （標準修訂本和《公禱書》這樣稱呼它） 「包括橫過 

…片大平原的、整個系統的運河」 ，這水域是青綠一片， 

也是繁榮昌盛。但 「對於住在猶大的山嶺和幽谷的居民來 

說 ，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582被放蓬的人也不可能忘 

記 ，這些擴掠他們、強逼他們成爲異鄉客的人，常入侵他 

們的國家、毀壞他們的首都。但他們不可能知道的是，巴 

比倫和耶路撒冷之間的敵意，會成爲人類最終的裂痕之象 

徵 ，是那些順服神和那些抵檔神，雨個陣營之間的分裂。 

I冬示錄十七至二十一章用另外一個象徵來描寫這衝窝。基 

督的新婦和她的對頭，那大淫婦之間的對抗，以及教會和 

世界之間的抗衡。

2.審問的過程（5 ~ 9 節 》

這篇詩的第二部分也是耶路撒冷和 G 比倫之間的對 

照 。詩人先向一；̂說 話 ，就後再轉向另一方。在向這雨方 

說話之間，他向主說話，是關於一個第三者，以 東 。以東 

的這一節和耶路撒冷之間的經文，是由記念（remember) 

一詞聯繁在一起的：使之連於一起的，是以東之子（耶路 

撒冷聖經）以及巴比論城（原文是女子）。

記念一詞也吿訴我們，詩人是在一個法庭中作出控

訴 ，因爲記念是一個法律名詞。他是在向神那位審判官說 

話 ，是關於一項罪惡，這罪惡的受害者是以色列，他們失 

去了錫安。

但 是 ，首先他向他所愛的城說話，那城現在旣遙遠而 

旦也被摧毀。當他說他不能忘記耶路撒冷時，我們必定明 

白爲什麼：她是神應許的祝福之焦點，也因爲這原因，她 

是我最大的喜樂。摧毀這比任何東西更寶貴的城，是一項 

不可估量的罪行。

我們開始明白爲什麼他向巴比倫說話時，語氣變得如 

此 猛 。他那令人感到不安的短句—— 報復你像你待我們 

的 ，那人便為有福—— 其實是啓示錄+ 八章20節的前奏； 

到 那 時 ，整個由那古城（巴比倫）象徵的、反對神的世界 

系 統 ，最後崩清了。 「天 啊 ！衆聖徒、衆先知啊！你們都 

要因她歡喜，因爲神已經在她身上申了你的冤。」

以東又怎樣？我們從俄巴底亞書11節知 道，以東即是 

以色列的鄰居及近親。 「當外邦人進入他的城門，爲耶路 

撒冷抽襄的日子，竟站在一旁 ’ 像 與 〔外邦人〕同夥 。」 

或許原來以東人是和以色列人同一陣線，對付侵略的巴比 

倫 的 ，但當情勢轉變，巴比倫看來要打勝仗時，以東人差 

遣特使去吿訴巴比倫人，他們非常希望轉換陣線，並旦非 

常希望見到耶路撒冷'倫 陷 ：「拆毀她 ！」他們喊叫說。583

以 東代表的，是所有要在教會和世界之間作挟擇的  

人 。 「來到一個時刻，每一個入和毎一個國家都要作出扶 

擇 ：爲眞理而戰，或是與虚假妥協：要站在善的，或是惡 

的--面 。」這是羅素（James Russell Lowell) 的 話 。他繼 

續 說 ：以東並未準備好這樣作—— •「站在眞理的一邊」 ，



並 且 「與她一同承擔悲慘的命運」 。不論是當時，或是在 

現 今 ，以東遲早也要選擇其中的一方，因爲到最後，剩下 

的只有耶路撒冷或是巴比倫。或者應該這樣說：（願以東 

之子記住），其實到最後，剩 下 的 有 耶 路 撒 冷 ；普示錄 

吿訴我們，她在最後的日子從死中出來目睹敵人被燃燒的 

煙 火 。584

3.詩篇中的詩

雖然我們的文化並沒有權利去論斷二千五百年前，將 

嬰孩摔在磐石上的暴行，但我們這樣問：爲什麼詩人會接 

受這種行爲？對道個纏磨我們的問題，我們可以作三方面 

的回 應：

從詩篇之詩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面對一些事實： 

一 ，詩人的確寫了一三七篇那意爭議的結尾：二 ，詩篇的 

編者不覺得有需要把這幾節經文删除掉；及 三 ，很条現代 

的希伯來敬拜者都願意唱出這些詩句。論到這篇詩，魯尝 

師 說 ：「關於乾脆把那些我們不喜歡的部分拿掉之建議， 

我認爲，『糟帕不能全盤揚棄』 ，因 爲 『糟柏往往與精髓 

持合在一起』 。」585無論是在這裡，或是别處，這些有問 

題的經文，是詩的結構么一部分。

4.法庭中的比喻

從法庭的比喻看，我們可以說，這篇詩描述的，是個 

一開始審判便知道結局的案件。對於裁決，大家毫無疑問 

地都知道巴比倫犯了毁減耶路撒冷的菲。至於我們所關心 

的判決，是直截了當地以眼還眼，是舊約的律法所要求的

( 申 十 九 16〜21 ) ，雖然這判決現代人聽來，是+ 分落

伍 、不合時宜。8〜9節銀侵略猶大的巴比倫人之野蠻行徑

無 異 。另 外 ，我們也知道，第 8節只是回應審判官eT己在

耶利米書五+ —章 54〜5 6節所說、有關懲罰巴比倫人的

話 。586雖然詩人的話實在粗野，但他也將最後的判決交在

審判官的手中。就算是在舊約的時代，報仇的律法也不是

由個人去執行的。在這方面，兩約的看法是沒有衝突的：

保羅寫羅馬書時引用申命記說：「不要自己申冤... 因爲

經上記著說：主 說 ：『申露在我，我必報應』。」587作爲

審 判 官 ，主必會作公義和正確的事：lex ta lion is，以眼遺

眼 ，「是一項公平的宣言，以典型舊約的鋭利和堅毅表達 

出 來 。」58S

5.以色列的歷史

最 後 ，從以色列歷史的場景來看，我們知道，這詩不 

只是另一場神的子民在歷史中重複忍受的浩劫，這是一篇 

關於一件空前大事的詩。如一 0 五篇一樣，一三五篇追述 

出埃及的故事：一0 六篇作的也是一樣，但它加入了一些 

關於被鏡的資料：一三六篇或許也是這樣。如一 0 七篇 

(雖然所用的語調非常不同），一三七篇的場景是以色列 

人被擴歸回之後的時空。一0 七和一三七篇都把出埃及的 

事踏和被據的事魔平行地放在一起。換句話說，從聖經神 

學的層面而言，巴比倫的重要性和埃及是同等的。發生在 

巴比倫身上的事，比發生在以色列其他敵人（如摩押人、 

非利士人或亞in人 ) 身上的事董要得多。如果有人說，如 

同在啓示錄使用的那樣關於屬靈含義的巴比倫的極端語



言 ，是由詩人在咒1§歷史的巴比倫、它的嬰孩及所有一切 

時 ，所用的語言引發的，我們也不覺得驚詠。

一個相當奇特的事實可以印證這可能性。雖然這篇詩 

引用住在巴比倫那些被放逐的人所說的話，但明顧的，這 

些話在他們歸回故土後才寫成。我們傾向假設：在 8〜9 

節 ，他們期盼的，是 那 帝 國 的 沉 倫 。但他們能夠回到 

猶大的原因，正是因爲巴命被瑪代及波斯人所減，就如 

但以理書五章所記載的。再 者 ，他們的世界不是在一聲巨 

響下完結，而是默默結束。新的統治者並沒有全然摧毀它 

的首都，而是將它變成他們帝國中一個地區性的中心。這 

麼說來，詩人是否刻意超越當時的巴比倫，潔切地探索一 

種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否認，但其實是不斷前進的、令人l7ft 

目驚心的屬靈眞實：透過這種屬靈的眼冗，詩人看見巴比 

倫所代表的邪惡勢力，終於會被主的審判所摧毀。

從那裡開始再向前踏一步，便是魯益師的桃戰：他說 

在我們毎…個人的內在都有巴比倫的邪惡，都會被暴露出 

來 ：我們都有需要把這些邪惡的嬰孩摔在磐石上。 「我知 

道在我內在生命裡，有一些像嬰孩的東酉，是小小的任性 

或放縱的行爲，或是說那小小的盆怒的嬰孩時期，有一天 

會演變成嗜酒狂或深切的仇恨……趁現在先把那壞蛋的腦 

袋給摔掉。能夠這樣作的，便 『有福』了 ，因爲說來容 

易 ，作出來卻不容易。J 589

一三八篇

大衛詩篇的最後一集，是從一三八篇開始的八篇。如

果我們把一三五至一四九篇看成一組比較長的詩，讓住棚 

節一個禮拜的節慶有十五篇詩可唱，並且把詩篇帶到終 

點 ，那 麼 ，這裡的八篇是這+ 五篇的核心。

1.見 證 、期 待 、信心

第 1節 ，詩人在諸神面前歌頌你。我們在八+  二篇 590 

討 論 過 「諸神」這詞的各種可能性：這裡的意思是字面上 

的 ：就是那些不認識眞神者所相信的諸神。無論詩人是在 

向他們襄出挑戰，或是否定他們，戒是將他們與一位活著 

的 、一直在行動的神比較，他的讚美是一個見證，見證神 

爲他所作的一切。

第 2 節 說 ，袍 的 名 （神的性情）和袖的話（袖所啓示 

的 ) 都被顯露，超過一切。 一個實際的結果是，在袍的 

愛 中 ，袖回應那些向袍呼求的人；在袖的能力中，袖使他 

們改變，那原是他們自己辦不到的（3節 ）。

在 1〜3 節的見 證後 ，繼而 出 規的 ，是詩人的期待 

(4〜6節 ），他的期盼是，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認識袖， 

所有的人都會聽見袖的話，也看見袖的榮耀。袍的話和她 

的榮耀當然已經是眞實：袖自己的子民知道，他們的神超 

乎任何其他的勢力，又比任何其他勢力的影響更深入，而 

且有更大的功效。袖不是高高在上，以致看不見那些有需 

要 的 、那些低微的：袍也責備那高傲的，「把他們拋得遠 

遠 的 ！」*̂92

詩 人 在 7〜8 節 表 達 ，現今的經驗使他對將來充滿信 

心 。像前面詩篇三、四處經文，尤其是五+ 七篇 2 節 ，一  

個動詞在這裡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爲它不像我們期待的，



後面跟著一個受詞，這動詞後面沒有受詞。雖然新國際 

爲這句提供了一個受詞（在方括號中的字）—— 主耶和華 

必 成 全 〔他的自的〕 ，詩人把袍看爲一位按照袖的本性是 

會 「成全」 〔袍的善工〕的 神 ，因 此 ，袍爲詩人的緣故而 

作 成 的 「事 」已經完成。這 一 句 ，像一三五篇的結束一 

樣 ，再次提醒我們有關立比書一章 6節中所應許的。約 

翰 牛 頓 的 話 也 出 現 在 我 腦 海 中 ：「袖過去的慈愛，不 

容我想像袖最後會譲我沉ki於困苦中。J 593

2 .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J

這裡的標題提到大衛的名字：我們認爲這篇詩(起碼 

是它早期的版本）是大衛寫的，甚或這版本是出於大衛的 

手 筆 。第 1節裡的主耶和華和諸神之間的分别，正好反映 

了大衛在打勝仗時所宣吿的：「耶和華在我面前衝破敵 

人」 ，而那些逃 t 的非利士人則「將他們的偶像撤在那 

裡 」 。 第2節提到的聖殿，不一定是所羅門的殿，595無 

論如何，在第一卷大衛的詩中，詩人用這字廣義地代表神 

的居所。 第3節裡使我心裡有能力，十分適合大衛。在 

這詩中說的地上的君王這詞，用來形容那些在國際間被尊 

崇 的 君 王 （撒 下 八 ），甚至是那年輕的勇士（撒上+ 七 

46 ) 並不爲過，因爲他們的確是如此偉大。在最後一段所 

描述的患難和敵人，我們在有關大衛的故事或是早期的大 

衛詩篇常常見到。

無論這篇詩是源自哪裡、是什麼時候寫成，它都不會 

過 時 。最後一節中的宣言，像一顆寶石閃壤；這宣言在整 

本詩篇的結尾部分經常出現，讀者已經對它耳熟能詳：耶

和 華 啊 ！你的恶愛永遠長存。一 0 六及一0 七 篇 ，回顧神 

在整個歷史對袍子民的慈愛，直到被放蓬結束的過程，是 

由這宣言開始。它在一三六篇的毎一句出現，它是被擴歸 

回的人，在慶祝新聖殿成立時所唱的歌（拉三 11 ) 。

因爲一三七篇明顯屬於歸回早期 ^"那時以色列剛經  

歷過被擴的日子—— 在一三七篇前後的詩篇（假如編輯眞 

的故意把它們放在一起的話），也很可能是屬於這裡的。 

前面已經討論過，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組詩是由一三五篇 

開 始 。假如是這樣，一三五和一三六篇回顧超過一千年的 

歷 史 ，重複地驚嘆，神的惑愛是如何地永遠長存。一三七 

篇所描述的，則是現況 ^^以色列人結束了被放逐的曰  

子 ，歸回故土。一三七篇之後是一組大衛的詩；這一組詩 

可能是來自一篇更早的詩，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詩篇也 

不會過時。因 爲 ，在一三八篇•—— 這組詩的第一篇，在它 

的高潮出現的，仍是那歷久厕新的眞理：「他的慈愛永遠 

長 存 。」

「無所不知」和 「無所不在」 ，可能是解釋神的屬性 

一些很有用的詞棄。但把它們應用到一三九篇—— 「舊約 

詩篇的一個高峰之一」597去 ，並不太適合。一三九篇表達 

的 ，是詩人對神一種非常個人、非常深切的感受和認識， 

以致我們在描述他的感受時，比較想用簡單和直接的詞 

m 。就如他自己說的，「這詩是關於神如何認識我、袖如 

何圍繞我、袖如何造我、袖如何試驗我。J



按照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說，用最簡單的方法去 

分析這篇詩可能是最好的。我們很容易將它分成四部分， 

而每一部分的六節可以再細分爲四節及兩節。

1.神如何認識我 ( 1〜6節 ）

1〜4 節閩述了神詩人詳細及奇妙的認識（6 節 ）。 

一連串的動詞好像同類^ 字典中的一段：靈 察 ，認 識 ，知 

道 ，曉 得 ，明 白 ，細 察 \試 練 ，深 知 。有點像字母詩的A- 

Z » 一對一■對 的 字 ，說明神的知識是何等完全：無論我坐 

下或站起來，無論我出外旅遊或是安頓下來—— 即是說， 

我無論作什麼，袖都知道。袍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在我 

未說話以先，袍已經知道我所要說的；袍完登地認識我。

如第 6節 說 的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詩人不能測的。 

但第 5節的你在我前後環絶我，也有點令人難測！詩人是 

感到受鼓舞，抑或是受威脅？

到這一節爲止所說的，他可能是受到鼓舞，也可能是 

感覺被威脅：究竟是哪一樣，那是在乎他 D 從被鼓舞到被 

威 脅 ，只是一步之差~ ~ 或是兩步；詩人要走兩步才能完 

成聖經稱爲「悔改」的 、向後轉的動作。如果我的焦點放 

在自我滿足，而不在神身上的話，我會覺得袖對我完全的 

認 識 ，是一種威脅；如果我離開菲惡而轉向袖時，這就變 

成一種安慰。

湯 森 （Francis Thompson ) 的長詩 < 天犬〉 （The H o 

und of Heaven ) ，反映了這裡的意思（小時候在學校讀過 

這 詩 ，我把它背下來：但我孩提時代的世界現在已不存在 

了 ）。或 許 〈天犬〉的作者在最後轉過來面對那一位追捕

他的獵人時，他想到的是一三九篇5j 

明白他所經歷的「幽暗」 ，畢竟是 

溫柔的、保護的、伸出來的手」 。

袖手的蔭影，是袖那

2 . 神如何圍繞我（7〜12節 ）

湯 森 的 「漫長的追捕」----「我逃避他/ 日日夜夜的

/ 我逃避他/ 穿過一個又一個時光的拱柱」—— 這些詩句 

更加令人想起一三九篇的第二部53̂ 。我往哪裡逃、躲避你 

的面？答案是 ，無處可逃。欽定本第8節的天堂和地獄有 

點誤導，因爲詩人想到的並不是死後的世界；但他知道， 

在 現 今 ，他也不能躲避神，無論他逃到天上的最高處，或 

是地下最深的地方，他都不能躲避神：如果第9節和第8節 

平 行 ，詩人逃到最東的地方（黎 明 ） ，或是極西的地方 

(海的極處居住) ，他的逃避同樣是徒然的。598或 許 ，比 

一個不斷追縱你直到地極的神更可怕的，是 （如這篇詩暗 

示的 ）那位當你到達自的地的時候，已經在那裡等候你的 

神 ！

這一段主要的信息是，詩人想要逃避神，像那位+ 九 

世紀的詩人一樣，誠 然 ，也像那舊約的先知，當神盼咐他 

要去尼尼微時，「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 ，尼尼微的另一 

個方向。599黑暗必定遮蔽我（11節 ）並沒有給人一種有盼 

望的感覺。

但當這篇詩繼續向前椎進時，我們看見詩人對這位無 

所不知、無所不在的神，不是越來越懼怕，而是越來越欣 

賞 。那往往被忽略的標題（大衛的詩）顧 示 ，這篇詩和那 

位君王有關：同樣的，在這篇詩的一個希騰文獻找到的標



題 ，「在散居的時期’撒⑩利亞的詩」所顯示的是，在放 

逐的時期，這是爲人喜愛的一篇詩。在遙遠的外邦之地， 

那些被黑暗籠罩的日子，就是在那些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 

夜的日子裡，那位永遠與人同在的神，卻能使黑夜如白畫 

發 亮 （11〜 12節 ）。如果在新聖殿裡有一本聖詩集的話， 

一三九篇被放在一三七篇旁邊，會是很適當的。

3.神如何造我（13〜 18節 ）

第三部分說：我受造奇妙可畏。雖然第14節的翻譯引 

起不少爭議，但它是13〜16節的主旨。

正如頭兩部分描述的神一樣，在這一部分出現的神， 

是 一 位 「已經」的 神 。我不可能說一句不是袖已經知道的 

話 （4 節 ）：我不可能前往一個地方，而袍不已經在那裡 

( 8節 ）：就是今天的我，任何一部分，都是我在母腹時， 

已被造成（13節 ）。母腹是15節上的暗中；可能也是15節 

中深處的意思：「如果有一段時間，我是被隱藏的，是在 

称屬天的眼光以外的，那 麼 ，主 ，那肯定是我出生以前的

時間....有一段短時間，我的母親也不知道我存在。好像

我被埋藏於地底下，一個深洞裡面 ....但是 ....那時候

…… 正是我明顧地受到称的照顧和注意的時候。」 在那

時 候 '我被神聯絡—— 被袖精細地製造，標準修訂本說----

神在那微細的層面上所作的，比任何其他的更像袍造天地 

萬物的偉大過程。

袖在創 造，而她創造的，不 只是生命，而是一個生 

命 ：袖所創造的，用第16節那令人震驚的語言說，是由胚 

胎 （我未成形的體質 ），直至你所定的日子。不只是由出

生到死亡，而是由受孕到死亡，一個人的一生是神手中的 

工 作 。對於那些爲了自己的綠故，藉著墮胎，或藉著安樂 

死去縮短生命的人，一三九篇是直截了當的否定這種行爲 

的宣吿。

在 17〜 1 8節 ，神那些無法計算的意念，都是向著我 

的 ，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這些細節有關袖造我的過 

程 ，有關袍如何使我的生命前行，有關我的身體和意念、 

心理和感情、處境和人際關係。每一天，詩人起來時便會 

想 起 ：「每一日，我醒來和起來都是你慈愛的證明。」

這也可能是詩篇中許多「第二層意思」的一個例子，在新 

約聖經的兽示下，我們知道第16節所定的日子會一直進到 

永恒去，因此第18節的睡醒，也遙望復活的日子。

4.神如何試驗我（19〜24節 ）

這是其中一篇令我感到不安的詩，因爲它從一開始到

目前爲止，一直在描寫美好的事物，突然筆鋒一轉，去談

論惡毒的事。更令人難以明白的是，詩人自己對這轉變的

語 調 ，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引用魯益師的話，他把第19節

(神。阿 !你必要殺裁惡人）放進來，「彷彿這樣簡單可以

根除人間罪惡的便捷方法，神竟然從未想過：這令他很驚 
奇 0 」 602

就像一三七篇和其中巴比倫的嬰孩一樣，我們可能以 

爲如果把一三九篇最後一部分那些充滿仇恨的經文删除的 

話 ，這篇詩便會更好。但由暴察/ 知 道 （1 、2 3節 ）所構 

成的框架顯示：這一段落是全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一 

次 ，「糟柏不能『全盤揚棄』」 。



另外一些線索可能會幫助我們澄清這篇詩整體的信  

息 ；這些線索指向的，是其可能的背景。第20節提供了不 

少 提 示 。敵人的威脅讓我們想起前面大衛的詩篇，就如 

11〜12節的黑暗，讓我們想起二+ 三篇4節死療的幽谷。 

耶利米也被敵人圍繞，他像詩入一樣表達了他的信念： 

「察看人肺脑心腸的……求你容我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 

- 耶 和 華 說 ：『人豈能在隱密處藏身，使我看不見他 

呢 ？』」 尼希米在面對以色列政府一個強大部門的敵意 

時 ，也會充滿情感地哨喊出第20節的 話 ，如果它那艱濃的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他們使用你的名，但他們的動機是 

邪惡的 ：你的城邑被他們引上錯誤之途。」

我們要爲這樣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獻上感謝，因爲這 

種時代背景才會產生這篇令人難忘的詩篇。在那些時候， 

尤其是一三七篇所屬的被擴歸回的早期，神的子民被呼召 

去認同神所關心的。像以東人在耶路撒冷遭難的a 子一樣 

(詩一三七 7 ) ，他們也要選揮站在那一方。這是 21〜22 

節的重點和整篇詩的主旨。創造詩人的按著袖的？B 懷造了 

他 ，因此他有能力作道德判斷。他要站在對的或錯的一 

方 ，站在神的、或是敵人的一邊？這詩其餘的部好似乎沒 

有留給人太多可以採取主動的空間，但在這裡，選擇是我 

們 的 。

歷史充滿了以下各種例子，那些設法逃避桃戰的，以 

及 那 些 面 對 挑 戰 ，但 卻 作 了 錯 誤 選 擇 的 ：這是爲什麼  

23〜2 4 節那麼董要。只有那把自己的心開放，讓神來囊 

察 ，那對自己的選擇有懷疑（焦虎的思想 ) ，知道自己裡 

面有作惡可能的人，才能跟隨主走永生的道路。「蠻察我

一切的思想、知道我的心腸，只有你可以把我裡面的東西 

顯明……璧察我的心思意念，那些隱密的泉源，那些控制 

我行爲的動機。」這一篇根據這些經文的聖詩，會幫助我 

們默想其中的眞理。

一四 0 篇

在一三五及一三六篇出現的、與大能的君王衝突的主 

題 ，跨越好幾個世紀，來到一三七篇時，演變成以色列人 

在巴比倫及以東人手中所受的苦難。接著的幾篇詩，當詩 

人向神說話時，這衝突變成一三八篇7節中我的仇敵，和 

一三九篇20節的你的仇敵；同樣一個銜突也是一四0 篇的 

重 心 。

1.這篤詩的背景和它的結構

這一篇和它旁邊的詩，都有類似的標點：在第五卷這 

是一件不尋常的事（雖然在第一卷和第二卷這情況經常出 

現 ） D 同 樣 的 ，這篇詩裡也有好幾個細拉。至於它的主 

題 ，那些以惡毒的心圍繞詩人，並且以暴力威脅他的敵 

人 ，也譲我們想起詩篇前面的詩和大衛的日子。

正如在别處也發生的，以下這樣一個情況是絕對可能 

的 ：一篇詩可能是源於王國時期之初，甚至是出於大衛的 

手 筆 ，然後在一個新的詩集中再出現。這新的版本可能有 

一些詞句是大衛時代未會有的，是編輯們所作的修正，讓 

新版本所用的語言，與時代同步，就像我們所用的聖詩， 

其編輯所作的一樣。例 如 ：我們是否可以說，筆滋根據+



九篇所寫的聖詩，其中一句：‘ T h e  h e a v e n s  d e c l a r e  y o u r  

g l o r y ,  L o r d ’ ( 「主 啊 ，諸天述說称的榮耀」 ）不可能是 

出 自 他 的 手 筆 ，因 爲 若 是 他 寫 的 ，他 會 用 ‘ T h y  ' ,  

‘ y o u r  ’是現代編輯所作的改動。

在放逐的日子結束時，以色列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紀  

元 ，而 那 些 像 尼 希 米 一 樣 被 棟 選 「爲以色列人求好處  

的」 ， 也要面對先惡人的惡毒，以及他們心中所圖謀的 

奸 惡 （1〜2節 ），但無論這首領（希伯來的原文是單數的 

「那一個児惡的入_| ) 是掃羅或是參G 拉 ，或是舊約歷史 

中任何一個惡棍，這是一篇神子民要不斷董複應用到自己 

處境的詩。

至於詩人心自中最可能的結構，和三個細拉所开^成的 

結構不太協調。這篇詩大致來說有一個交錯配列的形式： 

向前行的頭五節（1〜5節 ）是神的僕人祈求神保護他；而 

回頭走的四節（8〜 11節 ），是神的僕人祈求神懲罰他的 

敵 人 ；向前行的五節之後有雨節（6〜7節 ），回頭走的四 

節之 後，也有雨節（12〜13節 ），都表達了詩人對神的信 

靠 ，先是他相信神會幫助他，然後是他也相信神要幫肋袖 

的子民。

2.主 ，保謹我（1〜7節 ）

我們第一攻在第六篇見到的平行體，以最簡單的形式

在第 12節中出現：....耶和華必為困苦人申晃’必為窮乏

人 辦 屈 。在一個更大的層面上，這篇詩的頭六行（1〜3 

節 ）和它的第二個六行（4〜5 節 ）是平 行的 ：第一段說 

「極救我脫離ML惡的人」 ，而第二段則說「保護我脫離強

暴的人」 。在第一段有爭戰和被毒蛇咬的比喻，第二段則 

有網羅和圏套：而 1節下和4節下是完全一樣的。

無論這些經文所指的（或再指的）是什麼事件，我們 

可以相當肯疋，适篇S寺所描述的，是神的子民在面對一些 

攻 擊 ，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敵人的目的是施行暴力，而 

他們的手段是毀誇。他們處心積慮地部署一切，這可以從 

詩人用的比喻看出來：他們心中圖謀奸惡，他們暗設網羅 

和繩索。當時的情況有多嚴重，我們可以從詩人重複的述 

說中看出來；當時的確是危機四伏的。

當保羅在羅馬書三章13節中引用這一篇3節^ ^ 嘴*唇 

裡有德蛇的的毒氣~ ^ 時 ，他想表示這樣的邪惡是人性的 

一部舒。因 此 ，在現代世界中看見這些邪惡，我們不應該 

覺得奇怪；我們的世代資訊發達，邪惡的人很容易利用被 

誤用的語言，作爲武器，達成他們的目的。讓我們把事情 

看得準確：詩人寫一四0 篇的時代，和現今一樣，都有許 

多強暴的人，他們眞的想要作惡；他們的確應該受一四0  

篇這樣的話來咒言且。

這是一個求救的响喊（6〜7節 ），但詩人禱吿的根據 

是他和主的關係（你是我的神），及他的經歷（在爭戰的 

曰子’你遮蔽了我的頭）。

3.主 ,懲治他們（8〜13節 ）

這篇詩的交錯配列由中間部分向後轉，回到起點。在 

「回去」的胳上，再次碰到「出來」時所遇見的驅徒，和 

他們所犯的菲：他求神按照他們所作的報應他們。詩人永 

遠 記 得 ，申冤在神，袍必報應。因此在禱吿中，他放棄復



仇的權利，並將報復敵人這事交在神的手中。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在第 8節 ，他針對的是在這詩前 

面提到的惡人和狂傲人。他們狂傲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相 

信可以作惡但不受懲治。這一個禱吿神遲早會聽的，而且 

一定會採取行動；如果惡人不在今生得到報應，那 麼 ，在 

死後的世界，他們會再清楚不過地看見而旦明白：他們要 

爲自己的惡行付上代價。

第 9 節回應第 7 節的話：正 如 他 （詩 人 ）的頭被遮蔽 

(保護），他 們 （惡人 ）也會被困厄所掩蓋（就是那些帶 

給別人困厄的）一一這是聖經裡一條鐵的定律。第 10節有 

許多的比瑜：這一節和第 5節 呼 應 ：那些用網羅、繩索和 

圏套去陷害人的惡人，等待著他們的，是 火 炭 、火和深 

坑 。

第 3節中那些用來傷害和殺害的舌頭，最終會發現， 

它吐出來的話徒勞無功，因爲11節上的毀誇者（字面上的 

意 思 是 「說惡言的人」）會發現自己失去一切的安全，那 

些在 1〜2節中圖謀「奸惡」的強暴的人，會 被 「奸惡」所 

追捕—— 第 2節 中 的 「奸惡」和 11節 下 的 「強暴的人J 是 

同…個 字 。

爲了再一次清楚說明，這一切的行動不是要滿足個人 

的復仇心理，詩人在結尾所作的宣言是非常寬大的；寬大 

到一個地步，連胸襟最廣閱的人也不會有異議。神會消減 

邪惡的人，不是因爲一個受委屈的人向袍發出呼求，而是 

爲了那窮困的和有需要的，爲了整個在作惡人的鐵蹄下被 

踪 願 ，因而發出哀鳴的社會。

對詩人和他們的時代來說，「社會」當然是指神的社

會 。雖然詩篇所談的是關於世界，但主要是關於教會。比 

和社會上的罪惡爭戰更爲重要的，是和屬靈惡勢力的爭 

戰—̂— 這一條戰線上，我們眞的需要學習如何禱吿。

一  —  篇

當你將不同的聖經版本放在一起，對照著來讀時，在 

一四一篇中出現的困難就變得很明顯。譬 如 ，如果你用的 

是新標準修訂本，那 麼 ，以下這些根據新國際本而寫的， 

對5〜7節的註釋，會令你感到一頭霧水，不知所云。但這 

篇詩的主旨仍是清楚的，因爲它說的，是有關說出來的

1 . 迫 切 的 話

頭兩節將禱告獻作晚祭；這雨節譲我們想起大衛最早 

期的 詩，譬如第三、四 、五 篇 。第四篇4〜5節給人的印象 

是 ’它是在第三篇5節及第五篇3節兩個早禱之間的一個晚 

禱 。在好幾段有關的經文中，雨段最明顯回應2節上的新 

約經文是：啓示錄五章 8節 ，它 描 述 「盛滿了香的金爐， 

道香就是衆聖徒的祈禱」 ，和希伯來書十三章15節 ，它提 

到 「頌讚的祭」 。

如果我們以爲第2 節的幾句是在形容詩人全神貫注的 

默 想 ，就大錯特錯了。第 2節譲我們聽見的，是一個迫切 

的 、求救的响喊。這一篇詩的最後兩節直接來自前一篇充 

滿危險的處境。9〜10節中每一個字，幾乎都可以在一四0  

篇4〜5節中找到；而詩人在第10節的禱告「願惡人落在自



己的網裡」 ，是一四0 篇10節的迴響。

我們在第 7節以後的四節，也可以見到這種迫切性。 

第 7節開頭引號中的短句是新國際本的編者加挿的，這些 

引號把第7節的說話者變成惡人，而那些骨頭則是惡人的 

骨 頭 。但從上下文看，這一句應該是詩人向神祈求，求桃 

爲 「我們的骨頭」作點事。當主忠心的子民感到心傷腸斷 

時 ，他向神呼求說：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死亡。

2.守護者的話

在詩人和他的敵人爭戰的過程中，似乎有…個階段， 

他們之間的分界線並不很清楚。第 4 節好像是說：他和他 

的敵人一同坐席、一起吃飯。其 實 ，他也可以不接受這邀 

請 。不 叫 我 吃 他 們 的 美 食 ，新英文聖經這樣翻譯這一句  

話 。但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是一個熟悉的場景，裡面有一 

般的社交和禮貌的交談。在任何的敵意被宣吿出來之前， 

一些正派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被唆引去和作孽的人同行惡  

事 。

魯 益 師 在 他 《詩篇撤思》名 爲 「同流合汚」的一章 

中 ，談 論 到 這 情 況 。 「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壞到極點的  

人」^ ^ 他說明他指的不是那些貧窮可憐的人，而是那些 

「有權有鏡又執迷不悟的大壞人」 。當 「要和這一類人周 

旋一個晚上」時 ，一般人的作法，是順其自然，「瞎一隻 

眼 、閉一隻眼，任意縱容；藉著袖手旁觀，隨口應和、陪 

笑 ，表 示 『認同』」 我們中間大部分人都沒有足夠的 

才 智 、勇氣及清晰的頭腦，去弄清楚眞正在發在什麼事， 

以:&在這場合中說適當的話，最好的方法是，避之則吉。

無論如何，不管是在早期，或是眞的準備好要開戰的 

時 候 ，毎一個信徒都需要主去守護他的口，保守他所說的 

話 ：我們的仇敵（就如詩人的仇敵一樣，詩一四O i l  ) 最 

暮歡作的，正是抓住一些我們不小心說溜嘴的話，然後用 

來攻擊我們，在這時候我們便特别需要用第3節來禱吿。

3.説得合宜的話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第7節那比較含糊不清的意思。 

5〜6節也同樣地難解：新國際本翻譯出來的意思，和其他 

版本可能是同樣正確的。但像詩篇中其他地方一樣，這一 

段的主旨是清楚的，雖然它細節的意思並不明顧。

詩人當然不喜歡仇敵在言語上攻擊他，這些話無疑是 

一四0 篇 3 節所不屑的，那些尖鋭的、帶有殺傷力的話。 

從義人的口所出那硬掷梆的話，卻是另外一回事。他可以 

接受這些逆耳的忠言，無論它是粗魯或是溫柔，只要這些 

話是出自一個有誠信之人的口，他便不介意。我在教會服 

事 多 年 ，我知道不要把毎一個意見都記在心頭，逐一計 

算 ，而是要衡量每一個意見，好的要接受、沒有意義的要 

拋諸腦後。當有一些眞正關心我們的人需要向我們說一些 

不太正面的話時，我們應該要記著歳言二+ 七章6節的話：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 ：我們若能這樣作，便是智 

者 。

詩人對他仇敵的批評消極多了。他完全反對他們的行 

爲 ，到一個地步 ，甚至預言他們首領的結局一一他們要被  

扔 在 嚴 下 ，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們要被送上絞架。

詩 人 說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惡、人便知道我所說的



是正確的。在實際的環境裡，一般人不會喜歡别人吿訴他 

「我不是早已吿訴過你嗎？」但總的來說’我們必須承 

認 ，詩人那向來清晰的思路及理直氣壯的話，是我們這個 

世界非常需要的。

一四二篇

如果這一組詩可以由一三七篇的背景來判斷的話，那 

麼 ，這些詩的背景是被據歸回不久之後。若是這樣的話， 

那 麼 ，把一四二篇放在這裡似乎是有點奇怪。相反的，把 

它放在大衛的時代（正如標題所說的）卻很適當。

詩人在詩中所形容的感受，可以用那篇黑人的靈歌 

〈沒有人明白我所遇見過的困苦〉來表達。詩人會說：困 

苦是怎麼一回事，我相當明白。我們所經歷過的困苦，大 

槪沒有一樣不可以在這篇短詩中找到。但其中三節顯示了 

詩入在風暴中仍然保持信心；這信心好像柱怒吼的海洋中 

Hi乞立不倒的磐石。

1.我的道路（3節 》

當大衛在洞裡藏匿時，他大槪也會用這些話來表達他 

的感受。這裡的洞，大槪是指撒母耳記上二+ 二章的亞杜 

蘭 洞 ，而不是撒母耳記上二+ 四章的隱基底洞。這一篇和 

大衛詩集頭兩集之間的詩有許多相同之處，尤其是五十二 

至五十九篇：這些詩的標題吿訴我們，它們的背景是大衛 

在逃避掃羅的那些日子。尤其是，一般相信來自洞裡的、 

五十七篇的話，和這篇詩的內容呼應，雖然五+ 七篇的語

調愉快多了。

詩人當時不但身體疲倦、情 緒 低 落 ，並且是孤身一 

人 ：他並沒有「一個同伴的耳梁」去 「聽 〔他 〕悲慘的故 

事 」 因 此 ，他用自己剩除有限的精力，「把他的析求 

送 往 天 上 （古 柏 之 詞 ），他 大 聲 向 神 發 出 呼 求 （1〜2 

節 ）° J

但這位把大衛帶到山洞的神，也知道如何把大衛帶離 

那山洞。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章 13節所說的，她不會 

譲袖的子民承受多過他們能忍受的試探，袖必爲他們提供 

條出路。

2.我的福分《5節 ）

在詩人面前是一條充滿困難的路，神完全知道這路要 

怎 麼 走 ，但這並未讓它比較容易走（3 節 下 ） ；在這條路 

上也有許多會使詩人陷入的網羅，就如一四0 篇 5節及一 

四一篇9節的網羅一樣。除此之外，他旁邊並沒有任何幫 

手 （4節 ）。若把這詩放在大衛生平中，這時所描述的「是 

撒母耳記上二+ 二章 1節上所記載的事：當時在逃t 的大 

衛一個人隱藏在亞杜蘭的山洞；這是在他的家人及朋友聚 

集到他那裡，向他表示支持之前的事。他覺得自己缺乏一 

個 具 體 站 在 他 右 逮 保 護 的 助 手 ^「如果他有一個保護 

者 ，那保護者會站的那邊」 。

但其實，這樣一個支持大衛的人，一直站在一個最能 

協助他的位置上：這人就是他的朋友約拿單。在一個極想 

將大衛置之死地的法官—— 即約拿單的父親掃羅面前，約 

拿單鐵而不捨地爲大衛辯護（撒上二+ 2 4 〜34 ) 。



比約拿單更好的，是主 自 己 。袖不只是大衛永久的  

「左右手」 ，也是他的福分。大衛一篇比較早期的詩把這 

雨個比喻連在一起（詩十六5 、8 ，新標準修訂本）。 — 

般 而 言 ，大衛的份應該是指他的家及所有和家有關的事 

物 。這一些大衛都失去了，但 是 ，他仍然有主自己。

俩 ！基督，称是我想要的一切； 

我在称裡面找到的比一切還要多 612

3.我的盼望 <7節 ）

在這一刻，波浪繼續在他頭上漫過，而在第3及5節的 

信 心 ，也再次被掩蓋 D 也許我們和他一樣，可以感受到第 

6 節的沮喪和不足。或許我們對那種矛盾的、被 困 住 ，而 

旦又在逃亡的感覺，並不感到陌生。當時大衛要逃t ，因 

爲掃羅追捕他，同時他又被困住，因爲他必須藏匿在洞 

中 ，那洞成了他的監獄。

但那位知道大衛要走的每一步，是大衛之主的耶和 

華 ，那時候將他放在衆人當中，有一天甚至會將他放在衆 

人 之 上 。大衛並不像他感覺的那麼孤單。第一篇再衣出 

現 ，來提醒我們那些基本的事實：喜愛耶和華律法的，都 

人有福了，因爲在他所得的毎一項祝福之上，最大的福 

是 ：他是義人的大會中，被愛和被珍惜的一個。

詩人再次認定，有一天，「義人必環繞他」 （7 節 ， 

新標準修訂本）：「環繞」這詞也可以翻譯爲「冠基」 。813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像大衛那樣，在同輩中被封爲王。但

我們的前景同樣充滿榮耀，因爲主永遠會引領我們，必會 

供應我們所需，並旦保守我們在桃教會愛的團契中。

一四三篇

在這一組由一二八到一四五篇組成的大衛F?寺篇中（共 

八篇），有四篇是緊密相連的，一四三篇是這四篇中的最 

後一篇。這一篇詩和在它之前的幾篇非常相似，因此也和 

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大衛的詩相似。較少學者認爲它的背景 

是被據歸回後，雖然在聖經中，你的靈本為善這一句話除 

了詩篇之外，另外一次出現的地方是尼希米記九章20節 。 

無論它的背景是什麼，這無疑是一個在極度沮喪中發出的 

禱 吿 。

這篇詩中有一些線索顧示，它有一個交錯配列的形  

式 ：1〜2節和 11〜12節彼此呼應，都是有關詩人呼求主顧 

出他的公義和信實：3〜4節和 9〜10節中的仇敵和靈也彼 

此呼應。探討這詩的結構另一個更好的方法，或許是把焦 

點放在細拉上；第6節之後的細拉，把這篇詩分爲兩部分， 

在前一部分，我們聽見詩人的呼求，這些呼求比之前詩篇 

中的呼求更強烈；後面一部分，我們聽見詩人的祈求，這 

些祈求比之前詩篇中的祈求更多。

1.強化的响喊《1〜6節 ）

憐懷是1〜2節的主題。之前我們會聽見他向神呼求憐 

m ，也聽過他訴諸神的公義—— 就是說，他求神作她應該 

作 的 。但他也明白，神的公義是有雙重含義的一■一不一定



是完全有利於他，假如神不只向他的敵人，也向著他作 

「袖應該作的」 ，那又如何？詩人明白，沒有一個人，包 

括他自己，在神面前是公義的，就如哈姆雷特說：「要是 

按個人的功德對待每一個人，那麼誰又能逃得一頓鞭子

呢 ？ 614 (卞之琳的翻譯）新約聖經把2節上所說的，看爲

因 信 稱 義 的 教 義 之 基 石 這 眞 是 一 個 向 神 求 憐 欄 的 呼  

求 ，不只是求救，而旦是求寬恕。

困苦是下一個主題。這些詩文所形容的，是不同形式 

的邪惡，而3〜4節所顯示的，是所有邪惡的累積，在一個 

人身上的影響。這是一個明白我們所經歷之困苦的人，因 

爲他會經歷過的困苦，肯定不會比我們少，也可能更不 

堪 0

默念是5〜6節的主題 0詩人面對發生在他身上那些不 

好的事情時，他感到無助；當他轉向神時，他也感到無 

助 ，因爲他知道，自己也不是全然公義。旣是這樣，他並 

沒有資格要求神一定要幫助他，他只能夠求神賜下憐欄。 

但在一方面，他並不是無助的。他對神過去的作爲有一些 

記 錄 ，就是我們在聖經裡看見的記錄；他可以用這些來追 

億和默念神的恩典。

2.增 加 的 祈 求 12節 ）

詩人想起神過去如何對待她的子民和袖的世界，這些 

意念使他發出連诛炮式的禱吿，這些禱吿充塞這篇詩其餘 

的部分。這位在壓力之下的僕人，可以肯定神會回應其中 

一個或所有的祈求，因爲這些根據神的自我啓示的禱吿， 

一定會被應允的。

他祈求的第一件事，得到神立刻的答覆（7 節 ）。他 

所要的回應（雖然還未看見），其實已經在達中…一 「他 

們尙未求告、我就應光」是神的應許。■接 著 ，他懇求讓 

他得見主的面，就是感受到神的同在。這祈求也遲早會被 

應 允 。

每個新的一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會想起大衛 

第一篇詩中的晨禱（詩三5〜6 ) ，並且能夠用自己的經驗 

去印證，我們在晚上睡覺前向神作的最後的禱吿：早上我 

們起來時，「新的危難已過去；新的罪行被赦免：新 的 、 

對神的意念進入我們的腦海：新 的 、對天堂的盼望充滿我 

們的心」 。 —陣清新的靈風會把細蛛網吹走'以致我能 

詢看清楚我當行的路（8節 ）。

第 9節中爲脫險而作的禱吿，代表大衛在洞中一次得 

勝的經歷，是在想像層面上的得勝：他將他外在的惡劣環 

境化成一個比喻，變成一個內在的、安全的，在神裡面的 

避難所：我往你那裡藏身。在第 10節 中 ，詩人明白，他不 

能順服、也不能前進，除非神賜給他力量。誠 然 ，他知道 

( 11節 ）只有神可以保守，或是更新他的生命，只有神可 

以救他脫離他的困厄。

在這一篇詩，詩人將注意力由逼害他的人轉移到自己 

身上。某種程度的內省是健康的，對他有幫肋，但現實環 

境未曾改變，因此在詩的結束時，他仍要面對現實。他所 

處的環境不會改變，直至他的敵人被對付。神立約的愛是 

璧定的、不是柔弱的，他立約的愛終於會還給詩人一個公 

道 。



一四圓篇

一四四篇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就像我們說「我 

曾經見過你，或是一個像你的人」 。細看之下，我們發現 

這篇詩的三分之二是從前面的詩篇抽取出來，又經過修正 

的 。在出版歷史中，它似乎經歷過三次的修改。

1.第一版

一四四篇的標題是「大衛的詩」 ，在第五卷這部分的 

另外七篇也有這標題；但一四四篇和其餘七篇之間的關係 

不只如此。它的架構由 + 八 篇 （第一卷其中一篇大衛的 

詩 ）好幾節經文提供，而+ 八篇則是和記載於撒母耳記下 

的大衛王國歷史有關。撒母耳記下二 +  二章和+ 八篇幾乎 

是完全一樣，包括+ 八篇的標題：「當耶和華救他脫離一 

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這詩的話。」

在那偉大的王的統治下，我們可以凸顯四項+ 八篇帶 

出的重點：第 一 ，主對大衛的意義：袖是他的磐石、山 

寨 、救 主 、避難所、盾 牌 、高 台 （詩-卜八2 ) ;第 二 ，主 

爲大衛所作的：袍使天下垂、親自降下：藉著煙霧、箭和 

閃 電 ，袖從高處下來，並且把詩人從大水拉上來（詩十八 

9 、1 4、16 ) 。第 三 ，主在大衛身上所成就的：袖教導他 

的手能以爭戰（詩+ 八3 4 ) 。第 四 ，主爲大衛的緣故所推 

翻 的 ：作爲大衛的磐石，袖把大衛立爲列國的元首，並叫 

袖所棟選的王得著勝利（詩十八43〜4 7 、50 ) 。

r-* 11 r-2 ,

+ 八篇的這四個重點爲一四ra篇的頭十一節提供了一 

個 架 構 ，架構中其他的經文也是我們熟悉的。譬 如 ：第 3 

節的人算什麼，是來自第八篇4節 ：第4節的人好像一口氣

....快快過去，是由三十九篇5 節借來的 D 這雨節經文都

來自第一卷中大衛的詩。第 9 節中的新歌和+ 紘瑟是來自 

三+ 三篇 2〜3 節 ；同一篇詩提供 15節 下 ：以耶和華為神 

的 ，那國是有福的（詩 三 十 三 1 2 ) 。雖然三十三篇沒有 

「大衛的詩」這標題， 但它也屬於大衛詩集第一集。

換句話說，一四四篇1〜11節是另一幅馬賽克，它有創 

意 ，也修改其他詩的一部分，再把它編織成另一幅圖晝。619 

詩人在這裡作的，不但是將不同的詩句調動：他把人算什 

麼 ？放在第 3節 ，因此巧妙地改變了這詩的引言，那歡愉 

的氣氛。5〜8節 把 「他使天下垂」的讚美轉成一個禱吿： 

耶和華啊！求你:使天下垂。手在這裡出現了三次，是 第 1 

和 7節 ，因而將那新的結構連在一起：詩人的手被訓練來 

爭 戰 ，但到最後，只有主的手才能救他脫離仇敵的手。

經輪譲他明白主的能力（1〜2節 ），也讓他知道自己 

的軟弱（3〜4節 ）。現 在 ，他需要神再作袖從前所作過的 

(5〜8 節 ） ；他再次重複那讚美（9〜1 0 節 ）和那禱吿 

( 11 節 ）。

最 後 ，在 12〜1 5節 ，在過去的經驗及現今的需耍之 

後 ，隨著而來的是對將來的期盼。像前面H 節一樣，一 

四四篇其餘的部分是引用一篇或數篇現在已失傳的詩；一 

個明顯相似的地方是第12節中家庭的畫像，及其中一篇上



行 之 詩 （詩一二八 3 ) 所描输的家庭晝像。鄉間的繁榮和 

城市的安全，完滿地構成這幅快樂的圖晝。

/r-Ar — lie
3 . 弟 二 版

作爲+ 八篇的第二版，或更正確地說，作爲一篇根據 

+ 八篇的新詩篇，它的背景可能是屬於大衛任何一個後裔 

的時代：這位王受到敵對的外邦勢力嚴董的威脅。

從被據時期開始，當然再沒有大衛的後裔作王，因此 

他的王位也不會受到威脅，但這篇詩在歸回後再次被使  

用 ，我們可以稱這版本爲第三版本；當時有王或是浸有 

王 。就算一個被擴歸回後的詩集（由一三五到一四九篇的 

十五篇詩）其實並不存在，詩篇最後這一部舒的形式是屬 

於被擴歸回之後，因此我們必須問，一四四篇對當時的人 

傳達了什麼信息？ 一四四篇向我們這時代又說了些什麼  

話 ？

或許是這樣的信息，是這樣的話：無論在過去或現今 

的世代，每當神的子民被攻擊時，都應該提醒自己，要回 

顧 「慈愛的神」在過去爲他們所作的事，縱然有些事似乎 

顧得微不足道。他們也可以向袖析求，求袍採取就是在現 

今的世代也可以被稱爲打開天上、雷® 閃 電 ，由充滿困厄 

的苦海極救出來等行動。他們知道主要武器是福音的眞 

理 ，是用來摧毀敵人的識言：這些i荒言是仇敵巨大力量的 

秘 密 ；他們知道，當神的子民藏匿在神的磐石中時，就算 

陷入最危險的處境，也只會有好的結果。

一 0 五篇

所有大衛詩的最後一篇，恰當地結束了，同時也適切 

地引進最後的五篇讚美詩，這五篇詩把整本詩篇引到最後 

的 、完美的結束。我們不可能錯過詩人卓越的技巧、遼閩 

的視野，以及容易使人以爲是簡單的信息。

1.技巧

除了是大衛最後的一篇詩外，一四五篇也是詩篇最後 

一篇字母詩。大部分的希伯來文本都沒有13節 下 ：如 果 ， 

就如在新國際本一樣，n 節下是由另外一些古老的版本引 

進515的 話 ，它爲整篇詩提供了 這 一 節 ：這一節和其他 

由希伯來字母開始的二H 節 ，組成一篇完整的字母詩。

讓這篇詩成爲傑作的，並不是字母的結構。亞倫說得 

好 ，詩 人 「安之若素地採用這字母詩的結構，他不讓這結 

構胆礙他發展其中旣順暢、旦一致的信息」 。 可以這樣 

說 ，詩人成了從前時代編織總韓的專家，他的注意力沒有 

被個別一針動作分散，他能夠掌握整幅圖晝的結構。

這篇詩能帶給人一種整體的感覺，是因爲它包含了好 

幾te連起來的版'晝 ，這就是一■些長度大約相同的段落。在 

o/e/7/2和 /mv所形成的框架中（開頭及結尾的「永永遠遠稱 

頌你的名」 ），這篇詩的中間點（結構上的中間點）是 13 

節上之後。1〜2節 說 ：我要尊崇你，然 後 ' 第 3節解釋了 

讚美的原因。 「這代和那代都和我一同讚美你」 ，接著的 

四節說。然後又有兩節說明讚美的原因，10〜12節 說 「一



切所造的都要稱謝你」 ，而 13節上說明原因。從那一點開 

始 ，詩的程序開始倒流。兩個有四節的段落先說明讚美的 

理 由 （1 3下〜1 6節 、17〜2 0節 ），而讚美本身則隨之而 

至 ，整篇詩在第21節結束。

2.視野一

在見過最後一節後，我們已經預料詩人的視野是寬閩 

的 。他獨自一人唱出開頭的幾句；到 最 後 ，有其他人加 

入 ，甚至是神所創造的一切都加入一~ 正如華滋根據七+  

二篇所寫的聖詩說：「讓每一個受造之物起來，爲我們的 

王帶來特别的榮耀。」

因爲1〜2節的讚美是來自一個人，人類中的一份子， 

而引發相反的事實，是神的偉大，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意 

外 。偉大的希伯來文是成 /̂dy，而第3節正需要一個由 

這字母開始的字。gaVd/這字是整幅输崎中的一針，它出現 

在最適合的位置，而它的顏色也是最恰當的。

在4〜7節 ，隨後的世代加入獨唱者的歌頌，也發出讚 

美的聲音。在讚美神創造的成就接，他們繼而稱頌袍的作 

爲 ，以及袖在救噴的事上所彰顯的榮耀；可以這樣說，詩 

人是從創世記談到出埃及記。神那令人難忘的、在出埃及 

記三+ 四章6 節的自我啓示一一這句經文在整本詩篇中， 

起碼出現過五次623—— 其實是要求人一代傳一代。這裡引 

用這一句，正好滿足了第8節 一 個 用 開 始 的 需 要 。 「有 

恩 惠 ) 和有憐惯，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這是 

主耶和華。J 到最後，不只袍的子民，而是他一切所造的 

( 9節 ）都有理由爲她救噴的恩典感謝袖 ,就如保羅在羅

馬書八章19〜21節所解釋的。

是 的 ，…切桃所造的都要讚美袍，但袍的聖民還有另 

一個權柄，就是可以傳揚袍國度的信息（10〜12節 ）。這 

些讚美是建立在主的王權上。這篇詩從讚美神的王權開  

始 '在這一段，讚美袖的王權四次；而在13節 上 ，字母的 

排 次 是 來 到 mem，而 國 （male跑 ) 的第一個字母正是  

mem。一件値得注意的事是：這一節的話由尼布甲尼撒的 

口說出（但四3 ) 。這一句話在但以理書出現有其重要性， 

這卷書記錄的，是古希伯來王國的崩清，因此這句話引進 

了一個全新的、對神國度的看法這國度其實主要是屬  

靈 的 ，它在耶路撒冷有一個寶座，這事實不是最董要：這 

是對神國度一個初步的了解，像一隻從幅中淨扎著出來的 

媚 蝶 ，或是一顆由種杆萌芽出來的植物。

3.視野二

當我們加入了希臓文舊約中（和其他的地方）的 nim 

一節後，接著的兩個段落便彼此聯繁，而且互相對稱。首 

先 ，13節下〜16節是槪括地論述神對袖所造世界和其中居 

民的關心。袖並不希望任何一個袖造的人，會跌例或被壓 

下 ，並旦沒有一個有生氣的，不得飽足。

然 後 ，17〜20節是有關神對那些誠心求告他的人，特 

別的看顧。袍的相近（18節 ）不只是向身上，而旦是關係 

上的密切：袖是他們的「至親」 。因 此 ，耶和華在他一切 

所作的都有感愛，包括袍造的世界没袖的教會。

正如這篇詩前面一部分讚美神是創造者和救噴主，這 

一部分也是先論及袖手中所作的，然後再論及袖的兒女。



這一段和上一部分的次序顧倒過來，先說出讚美的理由， 

然後再讚美。因爲主是這樣的一位神，詩人再一次發出讚 

美 ，這發出的讚美是有一切受造之物來伴隨（21節 ）。

4.簡單的信息

布魯格曼半開玩笑地說，一 四 五 篇 「可以被視爲一堆 

不大有趣的陳腔濫調」 。 他的意思是，對那些認爲一四 

五篇的世界觀是簡單而不切實際的讀者來說，這篇詩的確 

給人這樣的印象。在詩篇的另一端，第…篇的作者似乎戴 

上了這樣一副「看萬事都美好」的眼鏡。義 人 ，是不枯乾 

的葉子？惡 人 ，是被吹散的糖批? 這樣一個不屬乎世界的 

人 ，只要稍稍與現實接觸，他馬上站不住腳，立刻感到迷 

失 。就如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 ) 抱怨道（他的語 

氣有點不可一世，大槪也是半開玩笑的）：當一些低下階 

層的鄰居搬到隔壁時，「眞是俗民厳重的入侵」一一這種 

事會叫詩人重新估量，他是否應該修正他這種自以爲是的 

樂觀態度。

但一四五篇的作者把這…切都想得透徹，使他能寫出 

這篇詩的不是缺乏經驗，反而是有實際的經驗。他早已重 

尋正確的方向，並旦在試燥苦難及困惑的另一邊，找著生 

命的眞相。是 的 ，世界上有許多的邪惡，但從長遠的角度 

看 ，這半節經文所說的—— 他要減絕一切的惡人（2 0 節 

下 ）̂ ~ 是最終要發生的事。因 此 ，在魯益師的想像中， 

地獄之大，若從最終天堂的眞實之觀點來看，它好比大地 

上一道微小的裂縫，小得只有一根很小的刺才能穿得過  

去 ；這條裂縫小得像雨片葉面之間的一點點空隙。625

我們住在一個充斥著邪惡，好像邪惡處處誇勝的世  

界 ，如何可以相信一四五篇所說的是正確的？

布魯格曼指向登山寶訓及馬太福音六章25〜33節 ，引 

用那句在某些版本不存在的13節下的話，主誠然忠於他自 

己一切的應許’愛護他所造的一切。那些知道如果他們先 

求袖的國和袖的義，這一切的東西便會加給他們的人，並 

不是頭腦 簡 單 、心態單純 的 人 ，而是有豐富人生經驗的 

人 。布魯格曼說：「那個瞎開雙眼、打開雙手、心中渴慕 

的 人 ，」 （我們不要誤會他所用的、桃撥性的語言） 「什 

麼 也不 作 、什麼也不生產、什麼也不赚取、什麼也不操 

縱 、什 麼 也 不 擁 有 他 只 是 單 憑 信 心 、樂意地領受。」626 

這是爲什麼一四五篇，在一個自食其力、自給自足的世界 

洪 流 中 ，是 個 逆 流 而 上 的 標 喊 ：它唱出的讚美與衆不 

同 。

最後的讚美詩：一四六至一五0篇

讚美耶和華，哈利路亞一一詩篇最後五篇每一篇的開 

頭和結尾都有這一句。第一組的「讚美」詩篇是一一三至 

一一八篇，即是出埃及的讚美詩：第二組那偉大的哈利路 

亞詩集，指一二 0 至一三六篇的+ 七 篇 ，或只是最後的一 

篇或雨篇。這裡的五篇是第三也是最後一組讚美詩。

雖然這五篇是自成一組，有其特色的詩，但也是前面 

詩篇的連續。這組詩和前面的詩其間的連接是自然和順暢 

的 。對主耶和華不止息的讚美、袍永恒的國度，袖對飢餓 

的和有董擔的人的關懷，都在一四六篇中出現，正如這些



特色也在一四五篇出現一樣。所有由上行之詩開始的詩， 

都可以被視爲一個彼此相屬、整體的系列。

餘下這些詩篇的語氣，散發著一種純全的信心，完全 

沒有過去恐怖的陰影。因爲這些事都過去了 ：這不是不知 

道還有邪惡的存在，那天眞的樂觀態度，而是一種成熟 

的 、向 前 看 ，正視邪惡存在，又知道它終會被處置的信 

心 。讚 美 主 ！

一四六篇

華滋對一四六篇的意譯：< 我要讚美我的創造主 >

(m  praise m y  Maker ) 是一首上乘之作。627他的歌詞帶 

出了這詩篇的三方面。

1.當我有氣息時我要讚美我的創造主

我定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讚美袖，道是第 2 節的 

重 心 。這決心是一個成熟信徒的印記，詩人全心全意要作 

這件事 D 他的哈利路亞並不是一些沒有思想的重複，因著 

某種氣氛或音樂而哈；誦出來的，也不是一些在順境或是心 

情好時所唱的歌。他學習要越過表面尋找眞實，並且在一 

切事情背後看見主的手在作工：他知道在雲層之上，在陰 

暗的另一面，太陽永遠是發出亮光的。

華滋在舊約經文中加上一句新約的話，成爲他詩歌第 

一節六分之五的內容。對一個新約的信徒來說，只要我活 

著便要讚美神，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它的意思是，不單我 

活在世上的日子，而 且 ：

當我在 死亡達除失去聲音時，

躇美會使我運 用更 大的 力氣；

我讚美 的日 子永遠 不會過去，

當 我 的 生 命 、思 想 和 勤作 道 存 留 ，

甚至 直 到 無 窮 盡 時 。

有些人會說，這肯定不是詩人心中所想的吧？開始上 

一篇詩的那句話：我要永永遠遠稱領你的名一~肯定是以  

色列國所說的話，而不是舊約中某一個人所說的，不是 

嗎 ？但舊約本身也教導，將來並不是人以爲的那麼短。舊 

約的子民知道（就如第2及 10節所提醒我們的） ，個人一 

生的七+ 年和賜安持續下去的世世代 代 ，以及神永無窮盡 

的管治，都包括在「神那裡蒙保護」 。628從第六篇開始， 

我們在不同的詩篇，重複看見一些指向死後生命的線索。

2.那將盼望建立在以色列神身上的人

那將盼望建基於以色列神的人  

有福了 ！她 造 了 天 、

和 地 、和 海 、及 其 中 的 一 切 。

那造萬物的，是雅各的神（5〜6節 ）：所有造世上萬 

物的力量都腫集起來，爲那人預備道路，預備好去造他、 

再造他、賜給他以色列這新名字，並旦爲了要引導、救睛 

和祝福他的後裔。



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幫助和盼望，我們沒有其他人可 

以倚靠。世上所有的王子、所有擁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 

不論我們唾棄他們，或是尊敬他們，最後都要歸回塵土， 

他所打算的，當 日就消減了。簡單地說，詩人一方面爲生 

命和存到永遠的事物發出禮讚，但同時也提醒我們：人是 

有 限 的 ，是會死 t 的 ，我們的祖宗亞當早已受到咒 la :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雖然在翻譯中要把這篇 

詩3〜4節的意思帶出來，並不容易，但這一節其實是用同 

樣的字：「不要倚靠屬於塵土的人，他要歸回塵土。」629 

但我們的神不是這樣的。作爲創造主和救'噴 主 ，作爲 

那位上一篇詩所讚美的偉大的神，袖從沒有改變過，在聖 

經時代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他守誠實、直到永遠 J °

3.桃的信實永不落空

第 2 節 說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 D 這可能是一個獨唱 

的聲音，是個人，但他不自我中心。他環顧四周，並且和 

一個廣大複雜的世界認同，這世界充滿無可計算的、不同 

類别的人，這些人也有無可計算的、不同類別的問題：但 

就如這些詩篇一直帶出的信息一樣，當Hf人觀察出這世界 

中許多的邪惡存在的明證時，他只看見主耶和華，那位創 

造者和救主，道位主守誠貴、直到永遠，袍永遠都有能 

力 、也願意處理邪惡：

他的真理永達立不倒；

地救胰被塵迫的、供秦貧窮的 

沒有人會 I [ 袍的應許夫望。

主 使 瞎 眼 的 看 见 ；

主 挟 持 意 志 薄 弱 的 ；

她 使 勞 心 努 力 的 得 平 安 ；

她 幫 助 ®苦 的 異 鄉 人 ，

寡 婦 和 孤 兒 ，

又叫被囚的得到美好 的釋放。

這種信念不是天眞單純的，不是那種乞丐沒有討到 

錢 、囚犯沒有被釋放，便馬上動搖的信心；這種信念屬於 

一個在心態上完全被主調整過的信徒，他對於只有主在最 

後:能夠把一切都撥亂歸正這事深信不疑。在7節下〜9節 ， 

耶和華的名字出現了五次，並 且 ，如布魯格曼說的，把任 

何其他名字都壓下去的，是主耶和華、不是巴力；是主耶 

和 華 、不 是 哈 珊 ；是主耶和華、不是自由市場或西方政 

府 ：是主耶和華、不是教會機構；是主耶和華、不是我最 

喜歡的政治取向。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還能站得住 

腳嗎 ? 但的確是這樣。讚 美 主 !

一四七篇

雖然根據一四六篇寫的一首英國聖詩，三百年來都甚 

受歡迎，但在我們的時代也有一位聖詩作者，使一四七篇 

成爲一篇同樣可以银琪上口的詩歌，那是德利一史密斯寫 

的 < 以歡愉和喜樂充滿你的心〉 （Fill your hearts with joy 

and gladness ) o



1 . 另 一 幅 I 襄 嵌 晝

這篇詩不但和一四六篇有關，而旦和最後一篇大衛  

詩 ，即一四五篇也有關；這幾篇都關於主是創造者和救隨 

者 ' 袍同樣地關心袖的世界和袖的子民。此 外 ，一四七篇 

也和比較前面一點的詩有關，即編輯們放在上行之詩和大 

衛詩集第四集之間的幾篇 '一三五、一三六和一三七篇。 

這些詩似乎是屬於歸回後的日子，像一四七篇 2 節 一 樣 ： 

在那裡，主建立耶路撒冷，也把流放到外邦的以色列人重 

新聚集回來。第 3節的傷心人和第13節的賜福，可能是銀 

尼希米和他重建城牆、城門之前和之後的事有關。

其 實 ，這詩似乎大部分都來自其他詩篇，及申命記、 

約伯記、以賽亞書。如果一四五篇是一幅總緯，一四七篇 

則是另一幅像詩一四四篇一樣的鐵嵌畫；它把引自其他地 

方的語句片斷，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張旣熟悉、但又獨特 

的圖晝。就如詩人借用其他詩篇的語句來寫他這篇詩，史 

密斯也修改這篇詩窝出他的意譯版本。放在我們面前的經 

文共有三個部分，史密斯把它重新安排成四個段落■—— 他 

重新的安排可以說非常成功，但和這詩原本的次序不同。 

後者每一部分都從一個呼癒開始，詩人呼織人來讚美神， 

每…部分都以桃的子民和其他人之間的比較作結束。

2 . 那 數 點 星 宿 數 自 的 神 U 〜 6 節 〉

作爲救赠者，主耶和華將放逐在外的以色列人領回  

家 ：史密斯的意譯稱這些人爲「受傷的靈魂」和 「謙卑的 

心靈」 。作爲創造者，袍是那位數點星宿，爲它們命名的

神 。詩人爲什麼將這兩個事實結合在一起呢？

神掌管袍的世界，這對袖的子民來說，有雙重的重要 

性 。第 一 ，星宿代表以色列本身，部分是因爲它們象徵雅 

各的+  二個兒子，632但更重要的，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創+ 五5) ：「……數算衆星一一如果你能數算的話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亞伯拉罕當然不能數算衆星：但神 

能 夠 ，袖甚至能夠叫出每一顆星的名字。這是那位同樣也 

認識她每一個兒女的神：這些兒女分散在世界各地，活在 

不同的時代，但有一天，袖要把他們都引領回家。

第 二 ，這些星宿也代表以色列的敵人。對 「衆星宿」 

的敬拜是一個外邦的習俗，似乎是源自亞述和E 比 倫 ，雨 

個先後將以色列的北國和南國據走的、強大的帝國。633那 

位數點星宿、又爲它們命名的神，袍凌駕於那些外邦的  

神 ，就是袖子民的敵人所倚賴的神。在袖自己決定的時 

刻 ，她讓世人看見這些帝國軟弱無能的一面，每一個帝國 

都被粉碎，都 被 袍 「傾覆於地」 ，而那些放逐的人則被釋 

放 ，歸回到祖國。

3 . 那 位 供 養 大 地 的 神 （ 7 〜 1 1 節 ）

在他的註釋書中，克 萊 基 （Craigie) 追億他童年的經 

驗 ：當他還是個孩童時，常穿著蘇格蘭的短糟裙，因此第 

1 0 節令他感到很困惑，這種合宜的蘇格蘭服飾，是否被 

《公禱書》的話所否定：「袖不喜愛男人的腳」？634 

蘇格蘭的讀者不要擔心。詩人在這裡說的，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他 說 的 是 ’我們的神並不是站在大砲和軍險  

( 1 0節 上 ），或巴比倫、亞述的步兵（1 0節 下 ）的這一



邊 。對他來說，他們的軍除和他們的神抵一點也不重要。 

袍關 心 的 ，是袖自己的子民，那些敬畏袖和信靠袍的百  

姓 ，因袖喜悅他們。 ’

那是救P1的 神 。另一方面，袍也是創造雲和雨的神， 

袖藉著雲和雨來供養大地。我們又要再問，這雨方面的工 

作之閩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童謠的方式來重寫8〜9節 ：這是那位帶來 

雲 層 、降下甘霖、滋潤大地、栽種植物、颤養鳥獸的神。 

在袖子民的周圍，「王履和王位都要減沒，帝國興起又衰 

落 J , 635但在同時，有一些事一直在發生。大自然的循環 

是一個極富活力的過程，周而復始，年復一年，不受任何 

千擾影響。它有一種能力，別 於 、也大過軍隊或集團，甚 

至 世 k哲學的大能。

那些紛望他感愛的人，可以得著這種能力，用菩示錄 

的讀者所熟悉的語言說，巴比倫摧毀了耶路撒冷：但現 

在 ，巴比偷要「猛力地被扔下去，永遠再見不到她了」。 

而 看 啊 ！耶路撒冷又重新站起來，用和第 S節相仿的語言 

說 ，那被拆毀的推土機在倉庫內生鎮，同 時 ，那被揉鬪過 

的大地，草又再衣生長出來。

4 . 那 掌 管 天 氣 的 神 （ n ~ 2 0 節 》

像一四四篇的結尾一樣，一四七篇第三部分寫的，是 

那個現在已經在重建的耶路撒冷，或在她周遭安頓下來的 

群 體 ，並且爲一個堅固的城和一個繁榮的鄉間讚美神。這 

也是救續主的工作，袖把他們從一個殘破的過去極救出  

來 ，是爲了給他們一個光明的前途；無論他們中間有些人

如何安居在巴比倫，他們的前途仍然是在耶路撒冷。

在 15〜18節 ，雖然創造者的工作仍然和天氣有關，但 

卻 和 8〜9 節所說的不同。這裡有一個命令，是由袖發出 

的 ：「要有雪！要有霜！要有養 ! 」 ，事便這樣成了 ；然 

後那使溫度驟降的一句話，再次叫它上升，冰因而溶化 

了 。誰說要結冰？誰說冰要溶化？就是那位這樣說話的 

神 ，以致無生命的大自然會作袍要它作的。

這位神也說了一些相應的話，是說給人聽的。這話要 

求人要作有智慧的回應，而順服袖所說的話會帶來極大的 

祝 福 。在哪裡可以聽見這話呢？這 〔話 〕是 向 雅 各 指  

示 〔的〕…… 別國他都沒有這樣待過。

但其 實，這是一個給所有人的信息，問題是：其他的 

國家會不會聽到它？就如許多錫安的詩篇清楚顯示的，又 

如這篇的結尾所重複說明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只有在 

耶路撒冷才能找到永1M的安全和繁榮。但只有神的子民才 

知道怎樣到那裡去：他們是否在傳楊到那裡去的方法和途 

徑呢？

一四八篇

認識神的人，哪個不愛用這讚美詩篇中的話來讚美  

袖 ？在華滋根據一四六篇的意譯，和德利一史密斯根據一 

四七篇所寫的聖詩後，說英語的教會來到一四八篇時，突 

然發現他們有許多選擇。我們當然可以誦唱它，或是它的

「兄長」 < 萬物頌 > (the Benedicite ) 637 ----無論是 < 萬

物頌〉舊或新的禮儀版本。我們可以在聚會中一起用一個



聖經的翻譯版本來誦讀它，或是爲了私人的默契而把它背 

誦 下 來 （或是它的「小妹妹」一四五篇10節 ）。但在今天 

的聖詩中，我們起碼還有四首根據這篇詩寫的聖詩，它們 

都是很値得唱的。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討論其中的一首， 

是爲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原因。

但這一篇由詩人所寫的詩篇本身又如何？

1. 一段落的動詞，一段落的名詞

我們要留意這篇詩兩個段落的第一個，它是如何被組 

織起來的，因爲第二個段落是跟隨第一個段落的結構。前 

四 節 ，天上的一切和「在上面那裡」的一切都被呼喚 ?讚  

美神。 「天上」這裡有三層意思^ 天使歌唱之處、星宿 

閃耀之處、雲雨飛過之處。然 後 ，在接著的兩節，詩人再 

加上一個要讚美袖的理由：譲它們都來讚美袖，因爲造它 

們又把它們安置在那裡的，是桃永恒的命令（5〜6節 ；這 

兩節經文使人想起詩三+ 三9 ) 。

詩人不像現代人一樣，認爲董要的東西面積一定比較 

大 ，因此他給「我們下面這裡」的經節，比他給廣大的天 

上的更多。有六節經文是形容地上和其上的一切》如何被 

呼召來讚美神。然 後 ，接著的兩節經文，他又再次加上一 

個原因：也提出解釋，爲什麼地上和其上的一切要讚美神 

的原因，共六行之長（13〜14節 ），比前面解釋爲什麼天 

上和天上的一切要讚美神的原因（共四行，5〜6節 ）長 。 

讓 他 們 ，就是所有在地上的都來（7 節 ）讚美袖的名，讚 

美的原因也正是因爲袍的名。袍的名當然是耶和華。第一 

段落的讚美以及讚美的原因，第二段落的讚美以及讚美的

原 因 ，都由耶和華開始：如果再包括哈利路亞的框架，耶 

和華這名字在整篇詩中共出現六衣，這是救噴主的名字。 

第一段落讚美那創造的律法，第二段落則讚美那救噴的慈 

愛 。

雨個段落互相對應的另一方面是：第一段落重複出現 

許多的動詞，第二段落重複出現許多的名詞。從某一個角 

度 看 ，他的取使者都要讚美他（2 節 ），和大廣、和一切深 

洋都要讚美主（7節 ），這兩句彼此呼應。但在前者，「讚 

美」這個命令式的動詞，是連續九個動詞中的一個：但在 

接 者 ，一切受造這呼格名詞，是不下於二+ 三個這樣的名 

詞中之第一個'。

2.同時也是一個交錯配列的結構

詩人這樣建構他的詩的兩個段落是値得留意的，因爲 

細心的讀者便會發現，在這個建構背後，又有另外一個結 

構 。從一個角度看，第一段落由第1節進展到第6節 ，而第 

二段落又回到開頭，然後又循著同一條路徑，由第 7節進 

展到第14節 。但 是 ，因著某種視力上的錯覺，我們的眼睛 

再次聚焦 ，然後我們發現 ，在另外一個層面 ，7〜 12節雖 

然是循著1〜4館的路徑，但是是反過來走，即是 說，由第 

4節走 [II第 1節 。這雨段經文是一個交錯配列的前行和回轉 

兩個旅程。

這個交錯配列的結構》它的效果是譲我們看見詩人視 

野的無限。從天上這字最高的意思開始，他先向天使呼 

m ，然後他向天上第二層的太陽、月亮及星宿呼編；再然 

後 ，他向最接近我們、天上一層的雲和雨呼韻。在第7節 ，



他到達我們今天稱爲生物圏的地方，就是那薄薄卻有許多 

水分的地方，那裡住著許多地球的生物。因此這一段落從 

地上以及大海的生物開始。在這一點，詩中的交錯配列開 

始它回轉的旅程，經過地上的天氣，然後是它的生物、礦 

物 、植物和動物，最後到達人類，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  

人 ，高貴的、低賤的、偉大的、卑微的一一人類是神所造 

的萬物中，袖看爲至寶的，最終他們要比天使還大。639

這幅畫像宏偉、寬廣的程度 ，可從那個重複出現的 

「所有」一詞中看得出來：所有的天使、所有的星宿、所 

有的深處、所有的山嶺、所有的牛群、所有的國家，甚至 

是所有的統治者。今天許多人覺得聖經的信仰只是屬於r少 

數 、奇特的一個小群：然而這偉大的呼績要把這種看法一 

掃而空。每一樣東西及每一個人由神的天使到最有權  

勢 的 、不信神的人，都要承認以色列的主，袖的威嚴及偉 

大 ：這位主只向這些人—— 就是與袍相近的百姓—— 彰顧 

袍自己。

3.夾雜著不同聲音的一篇詩

交錯配列的結構遺有一個效果。

1〜4節的次序是這樣的：從最善於表達到最不善於表 

達 的 。衆天使懂得使用語言，也完全清楚知道，他們在以 

賽亞書六章的「聖 哉 ！聖 哉 ！聖 哉 ！」 '及在路加福音二 

章 「榮耀歸於神」中唱的是什麼。另外一篇詩吿訴我們， 

那位神在其中為太隙安設帳幕，育蒼傳揚他的手段（詩+

九 1 、4 ) ，但不是用語言來傳揚。就算雲層可以帶來雨， 

因而榮耀神，但雲層這樣作只是順從袖的命令（詩一四八

6 ) ：這命令使它們作神要它們作的。

7〜12節就是由這一點出發。山嶺只需要作自己（只 

要站在那裡，不需作任何事）便可以讚美袍 !樹木生長， 

動物行動和感受（我們留意到其中的次序：是由無生命到 

有生命的），直到我們再次回到神所造的，就是那些像天 

使一樣，能夠用語言來讚美神的創造物。

根據這篇詩而'寫成的英國聖詩，其中最爲人熟知的， 

是 < 弯蒼啊！讚美主，愛慕袖 > ( P r a i s e  t h e  L o r d ,  y e  h e a v 

e n s ,  a d o r e  H i m  ) , 它出現在一七九六年一本詩集裡，這詩 

集爲當時一個慈善機構所使用，是位於倫敦的一家棄嬰醫 

院 。在這首詩的第三個段落，我們才看到第口節的少年  

人 、老年人—— 這一節是在四+ 年後才加上去的。但那是 

究錯配列回程結束的地方；它由天使開始，由孩童結束， 

好像是說，在那兩個極端，你會找到對神最直接和最響亮 

的讚美。福音書的記載吿訴我們，我們的主在天使的歌聲 

中來到世界，也在孩童的歌聲中走上死t 的 路 。 是這首 

詩的這個版本，而不是任何其他詩篇，是先由一群被遺棄 

的孩童來唱，這似乎很適當，因爲這群孩子是被基督徒所 

關 懷 ，並 旦 （我們希望是如此） ，他們以天眞純良的心來 

回應。我們用詩篇另一端的一篇詩，其中的話（閱讀一四 

八篇讓我們想起道一篇）用來形容這些小孩子的讚美，是 

最適合不過了 ：從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一 0 九篇

是刻意或不是，一四九篇似乎是從一四八篇結尾的那



一幅圖晝繼續發展出來；那裡說，以色列是強壯的、榮耀 

的 ，而旦與他相近。這可能是列王時代某一次軍事上的勝 

利 ，在第一時間內作成的歌，而在被放逐之後的日子裡仍 

同樣在用，即使以色列那時的力量和榮耀是比較深沉和不 

明顯的那一種，如我們在一四七篇讀到的。但總是有一個 

盼 望 ，在未來的日子，神的百姓能夠述說關於像這篇詩的 

經 文 ，「這就是那眞實的一切」 。

1.聖 民 （1 、5 、9節下 ）

「聖民」在舊約裡代表雨個希伯來字：QSdd§ 意思是 

屬 於 神 ，因此是獨特的’如同神是獨特的； 就是這 

一篇裡用的，意思是爲神所愛的，神以立約之愛 

愛他們，因此他們也以這一種愛委身於袍，這雨種意義腫 

集於 l^agios這個字，新約裡的同一個希臓字 D

所有神的子民都是聖民；聖經裡從來沒有一種叫做  

「聖潔的貴族」這樣的觀念，他們是高於其他人的另一種 

屬靈階級的會員，被封爲聖、頭上有光環。假如我們是神 

的子民，就是袍的聖民，在一四九篇裡三次出現。在整本 

詩篇裡，這個字只有在這裡頻頻出現，在這一篇短詩裡， 

這字凸顧而出》事實上它是一個標記，把這篇分成兩部  

分 。

在第 1節 裡 ，我們一~ 聖 民 ，聚集在一起爲某些新事 

來慶祝。這一節將我們帶回出埃及詩第一集，那一集裡有 

幾篇的開始是「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九十六、九 

+ 八 篇 ），f象這裡，或 「耶和華作王 J (九 + 三 、九 +  

七 、九十九篇），如這裡第2節的含義 0

第 5節 ，我們在牀上歡呼！這是否在說，我們高興到 

睡不著，或說我們能睡（就是 說，在安全裡睡著），或者 

在 這 裡 「牀 」指的是臥榻，在慶祝的筵席上，我們靠在上 

面 ：顧然有些新的事發生，値得慶祝。

第 7節 ，說我們有這榮耀^ ^ " 這似乎眞的很奇怪——  

爲要報復列邦。我們需要來査考這由三次提到的聖民所框 

起來的兩個段落，好了解其間的意思，特別是後面這一 

段 。

2.這 位 王 （2〜4節 ）

從很早的時候，以色列就知道神是她的創造主，也是 

她的王。在出埃及的時代，袍使她成爲一個國家：征服勉 

南之後，雖然有士師作她的領袖，但神是她的統管者。642

但是我們看這裡，在兩個偉大的稱呼上加進了新的維 

度 ，是沒有錯的。一方面，最後這一集讚美詩的前三篇， 

讚美耶和華是創造主，不只造以色列，也造其他一切。另 

一方面，只有在這一組詩裡，稱视爲王，而這個字是與大 

衛詩集最後一篇有連結的（詩一四五 1 ) ，那裡說你的國 

是永遠的國 1 (詩一四五1 3 ) 因此袍不只是以色列的創造 

主 和 王 。袍從起初就是創造這世界的，袍也是這宇宙的 

王 ，直到最未了的時候。

因此袍喜愛袍的百姓，袍要榮耀謙卑人，就是那些信 

靠袍 的人 （4 節 ） ，這指向以賽亞書六+ 章 ，將來那讓人 

驚嘆的異象，那一章也充滿這相似的語言。而這又往前指 

向聖經的最後兩章中，神啓示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夏」 ，最起初的創造者，最終極的王，而教會要發出袍榮



耀的光輝。643所以不管一四九篇最初是爲哪一個特別的事 

件 而 作 的 ，我們都會在這一篇裡看見其格外的深度和高 

度 。

3.眾君 王 《6〜9節 上 ）

其中的深度和高度幫助我們明白這篇詩下半部的強  

烈 D 如果以賽亞的預言是由第六十章延伸至六十一章的  

話 ，我們會在第六+ —章 中 ，尤其是在前幾節裡面，找到 

許多回應這篇詩的聲音：那謙卑人（貧窮人）當王要在錫 

安登基時，要被冠以華美和祝福。

新約聖經也在福音書中提到以賽亞書六H 章的頭幾 

節 。那時耶穌剛開始袖的事奉生涯，袖在拿撒勒的會堂中 

宣 吿 ，袍來就是要應驗以賽亞的預言。 旦重要的是，袍 

的宣吿終止於以賽亞書六+ —章 2 節 上 。袍 ?到世上英帶  

來耶和華的恩年：直到袖再臨時，神報仇的日子才會來 

到 ；正如這一篇7節及以賽亞書六H 章2節下所說的’神 

對萬國一一即是所有那些拒絕接受袖爲王、也因此不肯成 

爲 袖 子 民 的 人 都 要 ( 而且是全面的）報 仇 。只要基督 

的福音仍在世上被傳揚，這日子便不會來到，但它最終要 

來臨的時刻，在啓示錄+ 九 章 1〜3 節說得很清楚，到那 

時 ，衆聖徒都要讚美神。

那股由背逆神產生，而且把袖所造的美好世界擅得一 

塌糊塗的邪惡勢力，遲早要被消減。第二篇吿訴我們，彌 

賽亞要摔碎那些背叛的萬國（詩二8〜9 ) :在這倒數第二 

篇的詩裡，詩人回應了一節古舊經文所顯示的信念：屬於 

彌賽亞的人會在最後審判中，與神一起審判世界。645

在最後的審判未來臨之前，無論那是怎樣的，無論教 

會在其中要扮演什麼角色，6〜9節上所描输的爭戰已經在 

進 行 。因 此 ，新約的作者不但沒有嘗試爲這爭戰降溫，反 

而描寫得更激烈。源於這詩篇的哥林多後書+ 章3〜5節 ， 

及以弗所書六章10〜18節的戰爭語言，以及根據它而寫的 

聖 詩 （如查理•衛斯理的〈興 起 ，基督的精兵〉 〔Soldiers 

of Christ, arise]) ，都讓我們明白，基督徒爭戰的對象應 

該是誰。在過去，參與宗教戰爭的雙方都誤用了這一篇， 

和其他有爭戰意味的詩篇：但這不表示它們沒有正確的用 

途 。邪惡的勢力在世上橫行無忌，而神教會的實任，就是 

藉著口中所發出對神的讚美，和手中所持的、聖經眞理的 

雨冗利劍，646向它開戰：教會的責任就是要確保邪惡的勢 

力不能得遲，要敗壞它的計謀，要釋放它所捉拿的俘擴。 

我們肯定知道，敵人最容易也最喜歡攻擊的地方，其實就 

是我們的心；我們必須守住那地方，不給魔鬼留一寸一分 

的地步。

一五 0 篇

我們來到最後讚美詩篇（Hallel) 的最後一篇。詩中+  

三個來讚美的呼瘾（包括在框架中的哈利路亞）將第五卷 

及整本詩篇推展到一個莊厳無比的高潮；它不但是一個結 

束 ，也是一個撮要，將之前所說過的作一個最後的總結。

希伯來的讀者會留意到另外一個把全詩聯幫在一起  

的 、重複出現的字。在翻譯中我們會錯過它，因爲要一致 

地譯出這字並不容易；但 幾 乎 和 hallel (讚 美 ）出現的次



數 一 樣 多 的 是 ^ ，它的意思可以是「在裡面」 （in) 、 

「爲 了 」 （f o r )、或 「與 」 （w i t h )。如 果 我 們 以 「歡 

呼」來 代 替 「讚美」的 話 ，就比較能夠帶出這字的果效， 

因爲若是這樣，我們便可以「在弯蒼之中歡呼」 、在 「神 

大能的作爲中歡呼」 、及 「在音樂之中」歡 呼 ；這三個 ^  

字的意思稍微不同，像一個轉動的棱柱閃耀的光一樣。

1.在弯蒼之中；在神大能的作爲當中；在音樂之中

在神的聖所，神的敬拜者在那裡聚集：第 1節提到讚 

美的地方，可能是神殿的院宇中，他們仰望天際，那裡是 

神顯大能力的言蒼，聚集了更魔大的一群：可能是一四八 

篇3節的太陽、月亮和星星，或是一四八篇2節的天使，或 

是兩者皆是。又 或 者 ，第 1節是關於兩種的天：先是天使 

的 ，然後是星宿的。柏 克 （Baker) 似乎是這樣理解這幾 

節 ，因爲他那首出色的聖詩，開始時是這樣說：647「喫 ！ 

讚 美 主 ！在高天中讚美袖。」指的是天使所在的地方；之 

後 ，那個在創世過程中第二天被造的天，在 它 「閃耀的華 

麗中 J ，也被召喚來敬拜它的創造者。

敬拜者也在他大能的作為中歡呼：第 2 節提到的是讚 

美的主題。我們不但因爲袖的大能而讚美袖» 也爲袍的作 

爲而讚美袖。我們從前面幾篇詩看見袖的創造及袖救讀的 

作 爲 。尤其後者強調她在以色列民身上所作的一切，袖在 

以色列人身上的救續工作在詩篇的毎一頁都可以見得到。 

當時人們回顧以色列的歷史，以及當他們前瞻先知預言的 

未 來 時 ，爲第 2 節賦予了更偉大的意義：「你們這些新生 

的子民」 ，柏克繼續說：「讚美從天上爲你們帶來恩典的

那 位 ：讚美教導你們誦唱袖的慈愛的那位。」

‘ in ’還有第三個意思：我們在音樂的聲音中歡呼。 

3〜5節提到的 '是讚美的方式：「一切能發聲的，你們都 

要讚美耶和華。」 （0  praise ye the L o r d )這一段指的，大 

槪不是那種在巴比倫，譲但以理的朋友們感到刺耳的、異 

邦的音樂，648而是伴隨著把約擺運進耶路撒冷，大衛禮儀 

隱伍的那種音樂。我們在許多詩篇中，都看見詩人們提到 

這個歷史事件，而在撒母耳記下六章和歷代志上+ 五章的 

記述中，我們見到祭司吹號，利未人彈奏琴、瑟和鎮，又 

打鼓和跳舞，就如在出埃及記+ 五章20節…樣 。有一天， 

我們將會有比風琴、吉他和其他樂器更好的東西。

在 第 6 節 ，詩人把一四八篇 1〜 14節詳細描述的，及 

一0 二篇22節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 

都要■稱颂耶和華，濃縮在一行詩裡面。

2.結論

結束詩篇的最後一篇和第一篇一樣，同樣短，而且同 

樣讓人有錯覺，以爲是過分簡單。如果我們不從整本詩篇 

的上下文來看它們，不但會有許多疑問，而且還會大叫不 

明 白 。第一篇說，好人會興旺、壞人會減亡，一切都會沒 

問 題 ；而一五0 篇給的答案是，讚美神’確實是這樣。但 

那感到困惑的聖經讀者則會說「好吧」 ，可是仍有滿肚子 

的疑問。

要明白這雨篇詩的功能，我們必須從整本詩篇的上下 

文來看。在第一和一五0 篇之間的一百四+ 八 篇 ，爲我們 

詳 細 地 （往往是痛苦的）處理了心中許多的疑問。這一百



四+ 八 篇 ，帶出了許多個別信徒或是信仰群體必須要面對 

和經歷的淨扎、重 擔 、疑問及苦難；並旦也閩述了神^ -  

與他們立約的主^~在他們信仰的旅程中爲他們所作的一 

切 。當我們仔細思考這些詩篇如何描述人的經歷和神的介 

入 時 ，我們便開始明白第一篇和最後一篇究竟想說什麼。

布魯格曼形容由第一篇到最後一篇的進程爲一個「從 

順服到讚美」的過程。649我們必須由順服神所說的開始， 

而袖所說的，總括而言，就是詩篇第一篇所列出的那些簡 

單的事實。

但 是 ，很快的，我們便明白，永生神的道並不是我們 

想像的那麼簡單。.在我們生命中發生的事，好像與我們出 

發時所了解的簡單眞理背道而馳 D 我們開始感到迷失了 

(disoriented，借用一個我們之前見過的、布魯格曼的用 

詞 ），而那個迷失的經驗，連同神以袖恩慈的手幫助我們 

董 整 、轉一個新方向的經驗，是第一篇與一五0 篇所描述 

的 。一五0 篇那專心一致的讚美， 彿什麼邪惡也看不見 

的那種單一導向，並不是故意逃避一切難以解答的間題， 

它一點也不是天眞無知D —五 0 篇的詩人明白，人生一些 

不能解答的問題最後都會由神大能的作為來處理：在這時 

刻來臨之前，詩人完全降服在神面前，全然倚靠袍，就是 

那位啓示了自己及袖的目的的神。

譲以色列宣吿說，「沒有一位神像袍」 。誠然如賀柏 

特說 的，不只是以色列這樣宣告，而且這也不只是一個掛 

在嘴邊的口號而已。

讓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歡呼， 

我的神我的王。

教會必要高聲詠誦詩篇的美辭 

沒有一扇門能胆播；

超 乎 一 切 ，甚至他們的心 

且要存纪那最長最壯麗的段落 

讓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歡呼， 

我的神我的王。



370. Manning, p. 1 1，與衛斯理的方法對照。

371. Lewis, p. 11.

372.代 上 +六 8〜3 6 ，等於詩一0 五1〜15加上九+ 六1〜13加上一0 六 

1 、47 〜48 0

373.申六10 ：書二 + 四1 3。

374.王下二 + 五27 ；耶五+ 二 1 1。

375.大部分版本同意翻成「愚妄人」 。標準修訂本、新標準修訂本有 

sick這 字 ；而這段落已清楚含有生病的意思’並不需有這樣的更 

動 。

376.撒下二 + 四1 0。

377.王上九26〜2̂  ̂’ + 2 2 。

378.代下二+ 3 5 〜3 7。

379.代下二 + 六2 。

380.華 滋 ，‘ There is a land of pure delight ' ，提到申三 +  二4 8 ~ 4 9 。

381.來 + 。

382.見林後卜一 26〜27 ：徒 + 六 2 2 及 下 ：林前H 28〜31 ；徒二 +

七 。

383.申二-卜八1〜5 ，二 + 九22〜23 ；更接近的是伯+  二2 1 、2 4 。

384.賽二+ 八2 1。

385.見上册 ’ 106~107頁 。

386.創 +  八 1 8 ，二十二 1 8，參 + 二3 。

387.啓七9 。

388.撒上+ 四47 ：代下二+ 八 1 7。

389.細 拉 ，「磐石」 ，在酉琪山，後來所建的Petra城 ’ 仍可找到。

390.見 上 册 ，366〜367頁 。

391.王下八20〜22 / 代下二H — 8~10 ：王下+ 四7 / 代下二十五11- 

1 2，代下二+ 八 16~ 17。

392.見 上 册 ’ 365〜366頁 。

393.見 Allen, p. 68.

394.見 上 册 ，54~-55、188〜189、353、411 頁 。

395. Lewis, p. 23.

396.羅+ 二 14、17、19。

397.羅二5 ，保羅在以下的經文，繼續引詩六+  二 12。

398. Spepherd, p. 31.

399. Bmeggemann, p. 270 ' 他對一 O 九篇的註解頗有見地。

400. Kirkpatrick, p. 652.

401.羅二6 ’ 顯 明 iex ta lion is，報復的律法（出二+ — 24 ；申十九15- 

21 等等） ，反映了神自己公義的性情。拉丁文源自qualisUalis~ 

什 麼 樣 的 〔罪 〕 ，有 這 一 種 〔刑罰〕 。

402.羅 +  三4 。

403. Brueggemann, pp. 275-278.

404.弗二 12 0

405.代上二 +  九2 3，二+ 八5 。

406.詩二6〜7 0

407.撒下五6 、7 、9 。

408.創十四 17〜20 ；來七1〜 10 0

409.書+ 1 。

410.撒上十三14。

411.太二十二41〜46 ：可+ 二35〜37 ；路二十41〜4 4。



412. Kidner, p. 394.

4)3.假如我們大意地假設第5節的意思是「王 啊 ，耶和華在你右手邊」 ， 

我們就不得不問（1 ) 爲什麼在第1節 裡 主 （Lo r d )指 向 王 ，而在 

第5節 裡 指神（God ) ，而 （2 ) 詩篇其他各處，神 都 是 Yahweh ；

( 3 ) '爲什麼第1節王在神的右手邊，而在第5節裡位置互換；（4 ) 

爲什麼第7節動詞的主詞是王（大家都同意） ，卻是沒有預警地由 

第5 、6節 的 神 （God ) 轉換了。第5節的Lord母音附點的改變，使 

得 ：2〜3 節 的 「你 J 等 於 「我主」 ，王 ；5〜7 節 ， 「你 」等於 

「主 ’神 」 ’見 C. A .和 E. G. Briggs, Psalms) ICC(Edinburgh: X &： 

T. Clark, 1906), pp. 378-380; E. J. Kissane, ' The Interpretation of 

Psalm 11 0 ' ,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27(1954), pp. 103-114.

414.路二25 , 二3S ’ 二 +  三51。

415. Weiser, p. 698.

416.詩…O 二25 ’ ' -‘0 三2 2 ，- - 0四 13、2 4 、31 ' 一 0 七2 4。

417.詩七+ 八4 、11、32 ’ 九 +  五9 。

418 .出三 14。

419.標題爲  Motyei.所 建 議 ，Moyter, p. 561.

420.詩—— 二7下 的 I-堅定 J (steadfast)，代表不同的希伯來字。

421.雅一2 7 。

422.創一27 ：弗四24 ;約妻三2 。

4 2 3 .「返照」或許應該是「默想」 （新國際本的驻解） ，重點仍保留。

4 2 4 .「而這變化的過程，雖然是屬靈的，卻不是神祐的，且是教育性 

的 。這教育的內容即是基督的福音。」 （Paul Barnett, The Message 

o f 2 Corinthians, BST [Leicester: TVTJ 1988], p. 75 , 《聖經信息系 

列 ：哥林多後:書》 ，校 圍 ，1999，91頁 ）。

425.耶路撒冷聖經的譯者不知不覺地將它變成鑑鐵的音韻「Yahwehour

God, enthroned so high / He needs to stoop to see the sky ' !

426. GoulderC/?e/"w)認 爲 一■整 串 詩 (不只一■一二〜----八 ，可能更長

到從一0 五----- *九 ）的編輯，都是用在公元前516年聖殿重建之

後那第一個逾越節（拉六19〜22) D

427.林前五7 。

428.詩六+ 八 1 6，舊的翻譯是不正確的 ° ‘ Why gaze in envy ’ (新國

際 本 ）。

429. Allen, p. 105，參出+ 九5〜6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爲聖潔的國民。」

430.出 +  九 1 8。

431.書二8 〜n 。

432.查 理 . 衛斯理 ’ ‘ W h e n  Israel out of Egypt came ’ .

433.提前三1 5，新標準修訂本。

434. Raphael Holinshed 的 Chronicles。莎 士 比 亞 用 這 一 ■ 段 F, IV. 

viii.129)。一一四篇慶祝舊生活的結束，新生活的開始，傳統上是 

爲死者和將死的入唱的。—— 五篇表達的是一種對神所賜的…次 

勝利之謙卑的感恩。

435.就像過去最優秀的聖詩作者’ Dudley-Smith顯示了一首詩的主旨要 

如 何 呈 現 ’不是隱晦不明’在詩的節奏和韻律上有講究，讓許多 

基督徒所寫的較差的詩歌相彬見础。

436.險了在經文裡所包含的一般信徒/神職人員 /任 何 人 ，或一般信徒 

/神職人員 /從異教阪依者，或任何人/神職人員/眞信徒圏內的人。

437. Goulder, Return, p, 171.

438.詩一二六2 。

439.林前—21*~ 2 5 。

440.見 Motyer, p. 5 6 3，參賽一20 ；詩—— 三6 ’六S ：創八21 ’耶路撒



冷聖經。

441. GouJdcT, Return, p. 1 7 6，在 《公禱書》中 ，用於嬰兒出生後的感恩 

禮 拜 。

442.參 Anderson, p. 791.

443 .參 Allen, p. 1 ]2.

444. Kidner, p. 408.

445. Clements, pp. 154-155.

446. take ( 欽 定 本 、修 訂 本 ）比 lift up (新 國 際 本 、新標準修訂本） 

好 。在詩篇其他每一個地方（詩 ，標準修訂本，+ 六 5 ，二 

f 三5 ，七+ 五S ) ，杯是神賜給人的，不是入獻給袍的。

4 4 7 .《公禱書》中所收集關於平安的詩，在 「早搏篇」中 。

448.例 如 ：詩二+ 二27 (第一卷） ，六+ 七3 、5 (第二卷） ，八+ 六9 

( 第三卷），九H'八3 ( 第四卷），也在這一卷（第五卷）。

449 .徒十七2 5 。

4 5 0 .賽四+ 五23 ：購二 1 0。

4 5 ] .出二+ 2 。

452 .見2 4 6 、282頁 。

4 5 3 .見303 〜304具 。

454.第 B 節 ，新標準修訂本註釋（你椎 我 ，叫我跌倒）是根據希伯來 

文 ，代表那一位（the One , 或以色列）和袍的敵人。新標準修訂 

本的經文以授新國際本’是根據七十士譯本的翻譯。

4 5 5 .「检住 J (Mud)是王上二十14所 用 「率領軍隊去作戰」（Cohen, p. 

393) D 「用繩索把祭往绘住 ’ 〔牽到〕壇角那裡」 （參 Kidner, p. 

416 ) 是另一種解釋；我們不用去描総什麼被「綁住到壇角」的圖 

晝^^■前置詞是指「上去」 、 「一直到」 ，「樹枝」應該和利二 

+ 三40有 關 （並參太二十一8 ) 。

456.參 Goulder, Return, p. 184.

457. Alfred Edersheira, The Temple (London; RTS, 1874), PR 191-193; The 

L ife  and Times o f Jesus the Messiah (London: Longmans, 1901), vol. 2, 

pp. 367-368.

458. 可  9 ;約 +  二 1 3。

459.或許在27節 裡 ，「樹枝 J 畢竟是對的。

460.來+ 三6 。

461. Lewis, pp. 52-53.

462. Goulder, Return ,多方的推論。

463.加三n 。

464. A leph不 是 裡 的 母 音 A  (這是一個巧合 ) ，而是最不容易聽見 

的輕聲的子音，用 apostrophe(’)標 示 。

465.參約+ 五2 5 〔引用詩篇） ：林前+ 四21 (引自先知書）。

466. Moyter, p. 566 , 與歳三1那個字及其用法相關（teaching，新國際

本 ）。

467.見 上 册 ，]47頁及下。

468.利 二 +五 23 , 見 上 册 ’ 223頁 ，下 册 ，214頁 。

469.但六1〜16 0

470.拉九1〜2 ；尼九32及 下 。

471.希伯來經文裡的重複點出了董點’藍清結構：而像新國際本的翻 

譯 ，因爲分類，失去了效果，也模糊了結構。

472. 31節 ，欽定本的翻譯是說「我持守你的見證」 。

473.大部分的抄本、翻譯和註釋都如此：新國際本 w o r d。

474.再 一 次 ，32節 的 「開廣我心」 。

475. Allen, p, 136.

476.太二十五2 1 、2 3 。



477. He 等同於 H  : heth ( iie t) 有 ch.的 發 音 （如 loch 或 bach ) 。

478.參書十五n ，+ 八5及 下 ，+ 九9 。

479.民十八2 0 。

480.參申+ 八 1 " 2 。

481.羅 A 3 2 。

482.欽定本、修訂本、標準修訂本裡的testimoiiies，並參相關的宇，例 

如 ：利五】；申+ 七6〜7 。

483. 50節 的 「患難」 ，是不同的字。

484. Kirkpatrick, p. 716.

4 8 5 .「你幾時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審判呢？」 （84節 ，新標準修訂本 ) 

4R6. J. F. Thrupp , 爲司布眞所引用。

487. T. T. Lync h ,「我的心啊，說不 j 。

488. 103節 ，1979新國際本。

489. Lewis, pp. 55-57. Lewis在 1958年所觀察到的事實’在這盐年間變

得尋常了。

490. + 七世紀清教徒的解經家 ' 司布眞所引（他的講章和出版的文字’ 

論到----九篇的 , 不下於一百九+ 篇講章）°

491.如 1979年新國際本，用 「更新」而不是preserve。

492. 士 I .二3 ：撒上+ 九5 ’ 二+ 八21 ：伯+ 三14 ：在這裡也是。

493. Allen, p. 143,

4 9 4 .《公禱書》關於三位一體神第一位收集的詩。

495.來十二2 9。

496.同 樣 的 事 在 段 已 發 生 過 ，新國際本 121節 「我行過公平和公 

義 J °

497.同樣的，神 的 話 是 「可怕的」 ，也 是 「卓 越 的 〔發出亮光〕」 ’ 

如 120及130節裡的原意。

498.參 explain (—個相關的字），在詩四+ 九4 ，現代英語聖經。

499.希伯來書經文也是：少數翻譯採用，但是許多註釋採用。

500. Moyter, p. 571.

501.彼後二8 。

502.來六 1 8。

503.賽四+ 6〜8 ：參彼前一24~~25。

504.參出三7〜9 ’六6 , 五2 , y \ 8、1 5 ，等 等 。

505. Moyter 也這麼說，Moyter, p. 572.

506.見64節和賽三+ S的 註 解 (永永遠遠的見證）。

507.參尼九4 。

508. M  Goulder, Return, passim.

509. Moyter, p. 572.

510. Kirkpatrick,p. 7 3 5，呼應司布眞對詩六十四4 、7的 解 釋 （見上册， 

381頁 ） ，「火熱的炭是神的審判的比愉」 ，他繼續說（提到詩一 

四0 1 0 ) ，因 爲 人 「因著自己的過錯，點燃了爭端的火焰」 。

511.尼六15 , 七73〜八1 8。

512.在 Goulder的 Return裡 ，這可能性有仔細的解釋。

513.根據傳統的日期，所羅巴伯的是公元前538年 ，以斯拉的是458年 ， 

尼希米的是445年 。新的聖殿於520年開始董建，516年完工。

514.尼二 19的敵人當中， 「阿拉伯人基善」事實上是基達王，而 「和 

偷人參巴拉」可能是來自巴比倫北邊的哈蘭，米撒的方向，Sin

( 月 神 ，名字從他而得）一間著名廟宇的所在地。

515. Timothy Dudley-Smith 的 ‘ I lift my eyes to the quiet hills ' 是默想八 

節中的三或四節。

516. Kidner, p. 431.

5 1 7 .「你出你入」 ，8節 。



518. Allen, p. 154.

519.兄伯三H 26〜28 ；賽二 + 四23 ’也見364頁 ，註 5 1 4。

520. Horatius Bonar, ‘ Fill thou m y  life, O  Lord m y  God '.

521. Kidner, p. 432.

522.參四+ 六 ，四十八，七+ 六 ，八+ 七 篇 。

523.代上+ —4〜9 。

524. Kirkpatrick, p. 740.

525.尼一■ 1 •3 。

526.路 + 九 2 8 、4 2 ，新標準修訂本。耶鮮引自七+  士譯本的詩一二二 

6 ， 「求關係你平安的事」 。

527.三種可能性在註解中都有。

528.拉一2 ；尼一4〜5 、9 , 二4 、20 ’ 參九6 。

529.尼一 10 ' 二8 ，二 18 0

530.創四 +  二3 6。

531.撒下五2 0。

532.羅八3 2。

533.詩一二八6下也是。

534.兩處些微不同的希伯來經文有不同的翻譯D

535.在原始的經文裡，這些都是一個小小的交錯配列 D

536.參彼得從監獄出來：「彼得就出來跟著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眞 

的 ，只當見了異象。J (徒十二9 )

537.參書+ 三1 , 欽定本。

538. 2 節 ，耶路撒冷聖經；現代英語聖經（G N B  ) 和新美國標準聖經

(N A S B  ) 亦 是 ，雨者的翻譯顯得笨拙（假如他給的不是睡覺，那 

動詞就沒有受詞） ，有些學者採用一個完全不同的字，替 代 「睡 

覺 」這個字。

539.王上三5及 下 。

540. Kidner, p. 441.

541.太六31〜3 3 。

542.約 +  五5 。

543.或者是尼+ 二2 7 。

544. Goulder的尼希米閱讀，跳過這一點，到十三4〜1 4。這一段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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