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箴言一章 20-33 节

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21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22 说：你们

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

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24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 25 反轻弃我一

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 26 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27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28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

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29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30 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

责备， 31 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32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33 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纲要主题】03 听话回转主灵浇灌

中心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一 23）

引言：本章 20 节说智慧要发声呼叫人指导人行正路，从 23 节到 33 节告诉我们，听从神教训者和不听从

神教训者结果有很大的差别。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不听教导，当遭难之日必吃自结的果子；惟有听从

神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由此使我们体会出箴言的中心教训，就是教训我们敬畏神，听从

神的教训，成为智慧人。

经文纲要：

一、智慧责备愚昧回转（20-23 节）

1. 智慧街上发声警告（20-21 节）：本段用拟人法把智慧描绘为一位教师，呼吁人服从她，并斥责背悖者，

预言他们将有悲惨的结局。这声音已不只是父母在家中的训诲，而是响在人声鼎沸的街市上和在熙来攘往

的城门口（「宽阔处」）的呼唤。

2. 警告愚昧亵慢可悲（22 节）：愚昧人没有认识到需要公义的训诲；他们是公然嘲笑公义。愚顽人坚决犯

罪。愚昧人和亵慢人专注于琐事，骄傲自满，不注意警告。愚顽人则仇视和反对公义。

3. 当因智慧责备回转（23 节）：神就「将我的灵浇灌」亦作「将我的心倾注」。智慧如不断涌流的泉源，

凡愿意接受的，可以从这泉源得到滋润和力量。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如果回心倾听，智慧就会教导他

们，并向他们灌输重要的知识。同时神的圣灵会感化他们，引导他们悔改。

二、智慧呼唤愚昧不听（24-33 节）



1. 愚昧轻弃智慧劝戒（24-25 节）：

1）「我呼唤」：智慧依然呼唤漠不关心和积极反对的人，说明疏忽认识神的呼吁所要遭致的不可避免的可

怕后果。

2）「我伸手」：这些愚昧人我行我素，不听警告的话，不理会召唤的手。

3）「轻弃」：即「放弃」，「疏忽」。拒绝神慈爱的人不是不知道何为良善，以及救恩的价值。他们只是

太专注于琐事，沉溺罪恶以致不听从召唤。

4）「不肯」：他们不是外邦人，而是粗心退后的信徒。拖延响应智慧的呼唤是危险的。

2. 轻弃智慧灾难临到（26-27 节）：

1）遭遇灾难惊恐临到：愚昧人对救恩的邀请一笑置之，智慧自然不理会他们的痛苦。

2）惊恐临到如同狂风：亵慢人和愚顽人既嘲笑生命的道，他们求救的呼吁只能得到严正审判的响应。

3）灾难来到如同暴风：狂风与暴风转眼之间就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本节强烈地暗示了,神大而可畏的审判定

要临到那些愚顽亵慢之辈。

4）急难痛苦临到身上：急难和痛苦是同义词，象征「挤压和狭小」，与宽敞空间的自由形成对照。苦难不

是智慧带来的。这些都是由于忽视智慧的训诫，拒绝智慧所提供神的保护而造成的。

3. 拒绝听从结局受审（28-32 节）：

1）智慧不听愚昧呼求（28 节）：遭遇灾难的人,从清晨开始就急于寻找藏身之处的情形。平时他们故意蔑

视神,但是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他们就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投靠神。

2）愚昧恨恶知识责备（29-30 节）：愚昧者在心肠较软，容易受感的时候，拒绝圣灵的工作。现在他们心

地刚硬，品格也定型了，故为时已晚。即使有悔意也只是为了逃脱罪孽可怕的结局。

3）愚昧自食自设恶果（31 节）：不肯悔改的人自己与生命之源为敌，所以神的慈爱对于他们倒成了烈火。

4）愚昧背道安逸害己（32 节）：「安逸」：骄傲地逍遥自在。意味着因物质上的财富或一时的成功而陷

入懒惰。这种懒惰易腐蚀人的灵魂,使人沦为宴乐的奴隶。

4. 听从智慧必得平安（33 节）：凡留意神智慧的劝勉，顺从智慧训诫的人，在这苦难的世界里会有平安。

他们同情受苦的人，但他们不必为自己担心。他们凭着信心仰望所应许的拯救。

结语：箴言有三个特点：1）注重个人生活：箴言的所有教训都是针对个别的人来说的；2）注意因果关系：

箴言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劝导读者要作一个公义正直的人，同时也强调人的一言一行，会影响自己的命

运。3）注重实践：即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成功的秘诀、是智慧的开端，整卷箴言都是围绕着敬畏神的主题

而展开的。凡顽梗不听从神智慧之言者，就是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神。「神啊！祈求你赐给我一颗敏锐

的心，用心倾听你智慧的言语，使我活出一个充满神智慧的生命。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箴言二章

【真心话】03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你听见了吗？（箴一 20-33）



「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

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箴一 20-23）

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箴一 20-33），主要讲述，「智慧」的紧急呼吁。「智慧」在箴言书中曾多次被

人格化。「智慧」是作者在诗歌体裁中，以拟人法的方式，强调「智慧」以教师的形式将真理传递给人。

按本段经文是诗歌体裁，其结构是「对称的交错排列」（Chiastic parallelism）：

Ａ. 引言：向听众呼吁（20-21），

Ｂ. 向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说话（22），

Ｃ. 劝谕回转（23），

Ｄ. 听者的拒绝（24-25），

Ｅ. 宣告审判的严厉性（26-27），

Ｄ. 听者拒绝的结果（28-30），

Ｃ. 不回转者的结局（31），

Ｂ. 向愚昧人、愚顽人说话（32），

Ａ. 结语：向听众呼吁（33）。

这样的结构是要表达这呼吁的紧急性：凡顽梗不听从神智慧之言者，就是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29

节）。今日我们当存敏锐的心灵，倾听神智慧之言，使我们活出一个充满神智慧的生命。

【牧者短讲】03 箴言指出人生的二条路（刘幸枝）

为以父母的身份开始提出两条路，这两条路我们肉眼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我

们的生命在每个阶段当中都会遇到两条路的选择，这两条路：一条是恶人之路；一条是义人之路。

《箴言》一章 10-33 节，他先谈什么叫做恶人的道路，跟走恶人道路最后的结局。

《箴言》一章 10-19 节提到恶人的路，这条路充满了贪图财利、夺财害命；用不当的方法取得不义之财，

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设计去陷害别人，及尽一些狡诈，然后图谋自己，却让人落在这个苦楚当中，这是恶

人之路。

《箴言》一章 20-33 节就提到选择恶人之路，轻看智慧劝戒的结果，到最后就是自食恶果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智慧原是乐意向那些固执的人、骄傲自大的人来说话，可惜他们拒绝。这让我们

想到圣经当中也有一个这一类人的代表，那就是拿八，拿八的意思本身就是愚顽人，当他羞辱大卫王即将

招来杀身之祸的前期，他都不知道他已经惹到大卫王，还多亏他聪明又漂亮的妻子亚比该适时的用智慧的

话语，来化解大卫心中的愤怒。



我们从《撒母耳记》二十五章当中看到，那些跟拿八最亲近的人，怎么描写拿八这个人？拿八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钱的大富翁，可是他的仆人、他的手下怎么看他呢？他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也就是这个

人很固执，还有他骄傲自大，而拿八的妻子身为一个妻子，跟大卫王介绍自己丈夫的时候是很难为情的；

我主啊，不要理会这坏人拿八，他的性情跟他名字相称，他叫愚顽，他的个性果然愚顽，拿八自以为是，

以为他拥有丰厚的财产，别人要敬他三分，结果私底下妻子讲到他非常的羞愧，连仆人都瞧不起他，他在

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他的愚妄、固执、骄傲自大，差点为他的家族惹来杀身之祸。虽然亚比该智慧的话适当

的阻止大卫王不去杀那些无辜人，流他们的血。但是后来拿八因着他的愚昧遭到了刑罚，他为自己摆设宴

席如同君王的宴席，然后喝得大醉，结果突然中风，身体僵直，十天后去世。

恶人的路，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指不敬畏上帝的路，《箴言》十章 27 节就用反义平行法来说，敬畏耶和华使

人的日子加多，使恶人的年岁减少，所以恶人的路并不是专指那些有明显犯罪恶行的人，有时候我们以为

所谓的恶人就是触犯地上法律的人，其实也包括那些触犯上帝律法，就直接讲也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这

些人他们未必做出明显触犯地上法律的事，但他们的心思意念却充满了许多的邪恶跟污秽，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罪』的原文本来的意思包括指的是：一个人在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所以为什么说是人犯

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指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明显的恶行，但我们有『恶性』，我们有『罪性』，在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眼目、言语、我们伤害人，甚至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标准，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罪』。

【真心话】03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你听见了吗？（箴一 20-33）

一、「智慧」的紧急呼吁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21 节)今天的灵修经文是一段智慧拟人化的讲论，智慧化身作一

个人，智慧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阴性，因此把智慧比喻做智慧的妇人，在大街上向罪人作出呼吁。基本上

可以分为四个段落：1）智慧在街上呼唤（20-21 节）；2）智慧说话的内容（22-27 节）；3）智慧谈论拒

绝者（28-31 节）；4）智慧作出的总结（32-33 节）。智慧在大街上出现，这说明了，智慧除了在家中、

在学校藉由父母与老师的教导得知外。智慧本身会主动进入人的每天生活中，即使在人声嘈杂的市场，或

是在重要的城门口（古代城门口的议事厅，重大事情都在那里商议)， 智慧的言语是人们只要用心去听，都

可以清楚的听到。

这一位智慧妇人对世上愚昧人的说话内容，她是无奈的呼喊,：「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22 节）智慧的言语如不断涌流的泉源，凡愿意接受的，可以从这泉源

得到滋润和力量。但任凭她发多大的声，多次的发声，都没有人理睬，无人理会,。所以她警告:「你们若仍

然轻弃我的劝戒，无视我的责备; 拒绝我的劝戒，惊恐就会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的忽然大作，像暴风一样做

成大破坏，急难和痛苦要临到你们身上。」人生的苦难不是智慧带来的，这些都是由于忽视智慧的训诫，

拒绝智慧所提供神的保护而造成的。

二、你听见「智慧」的呼唤吗？



那些拒绝智慧的人后来虽向她求援，却已寻不见她了。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听从智慧的劝戒，才会

自食其果。智慧妇人接着说：「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

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32-33 节)这两节是智慧拟人化讲论的总结，说明人若不听智慧的话，必然

会遭遇祸患，那是自作自受; 相反谦卑听从智慧话语的人，就可以安然居住，免却灾祸的扰害。

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勉信中，最后这样鼓励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

知的讲论。」(帖前五 19-20)从今天智慧妇人的紧急呼吁，你听到圣灵向你说话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二 7）从前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城门口发声，今天圣灵也在不断感动我

们，在我们生活的不同地方向我们发声，呼唤我们，叫我们跟从主的脚踪行。主耶稣那真爱的呼唤也在呼

唤你和我，你听见主的呼唤声吗？

【诗歌】真爱的呼唤，你听见了吗？

听啊！听啊！口渴的人

你听见了吗？

看啊！看啊！饥饿的人

你看见了吗？

主的声音在呼唤：

「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

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

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

生命真粮从天降下来。」

主耶稣是生命的水

真爱的呼唤 吸引我心

真爱的呼唤 唤醒我灵

我要快跑跟随 直到主的再来

主耶稣是生命的粮

真爱的呼唤 吸引我心

真爱的呼唤 唤醒我灵

我要快跑跟随 直到主的再来

【C3 心对心】03 领受智慧的秘诀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23 节）



1. 主是智慧的源头：主耶稣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太十一 19）主耶稣是智慧，接受主耶稣

救恩的人，就是智慧之子。智慧之子的反向就是愚昧之子。主也说了：「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太十一 17）这是指对神所传报的福音，无动于衷的人，不愿悔改接受

这位智慧的源头——主耶稣，所提供救恩的人。

2. 当因智慧责备回转：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23 节）愚昧之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责备，

谦卑承认自己的无动于衷、傲慢与偏见，而真心的悔改归向神。「回转」就是 180 度的调转脚步，以前是

神的仇敌——愚昧之子，现在不再继续自己的愚昧，「回转」的悔改转向赐恩的神，这是终止愚昧的第一

步。

3. 人的最大问题是骄傲：圣经说，人必须肯谦卑，才可以得到神的灵浇灌。神的灵像泉源的活水，可以滋

润人的心，藉著神的恩典，使石心变成温柔；神就照他的应许，「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们就增长智慧

了。主的声音在呼唤：「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生命真粮从

天降下来。」

【纲要主题】03 听话回转主灵浇灌（箴一 20-33）

一、智慧责备愚昧回转（20-23 节）

1. 智慧街上发声警告（20-21 节）

2. 警告愚昧亵慢可悲（22 节）

3. 当因智慧责备回转（23 节）

二、智慧呼唤愚昧不听（24-33 节）

1. 愚昧轻弃智慧劝戒（24-25 节）

2. 轻弃智慧灾难临到（26-27 节）

1）遭遇灾难惊恐临到

2）惊恐临到如同狂风

3）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4）急难痛苦临到身上

3. 拒绝听从结局受审（28-32 节）：

1）智慧不听愚昧呼求（28 节）

2）愚昧恨恶知识责备（29-30 节）

3）愚昧自食自设恶果（31 节）

4）愚昧背道安逸害己（32 节）

4. 听从智慧必得平安（33 节）

《备注：C3 灵修的部分信息，是查考华人基督教查经大全编写而成。愿全地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