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箴言三章 21-35 节

21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她离开你的眼目。 22 这样，她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23

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 24 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25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

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26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27 你手若有行善的

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

给你。29 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30 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31 不

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32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33 耶

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35 智慧人必承受

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纲要主题】06 实践智慧承受尊荣

中心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她离开你的眼目。（箴三 21）

引言：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三个方面：1）生活平安的秘诀：「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得智慧者脚步

稳固，不陷网罗。2）智慧的实践：积极方面，尽力帮助有需要的邻舍是我们当行的；而消极方面，绝不可

行恶加害于他人。3）智与愚的对比：这里四组句子的排列是一致的，就是乖僻人、恶人、好讥诮的人、愚

昧人与正直人、义人、谦卑人、智慧人相比较；前者受祸，后者得福，这是不变的真理。我们若要体会箴

言的真实与价值，我们必须以行为教训实践出来。

经文纲要：

一、谨守智慧领受恩典（21-26 节）

1. 智慧谨守生命美饰（21-22 节）：蒙那创造和维持宇宙运转的智慧所指示，是莫大的权利，不容错失。

我们不应让真智慧和谋略离开我们的视觉范围。真智慧和谋略给我们提供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美丽（颈项

的美饰）。

2. 谨守者可得享平安（23-26 节）：

1）坦然行路不致碰脚（23 节）：谨守智慧能使我们坦然行路，避免绊倒或滑倒的危险。

2）躺不惧怕卧睡香甜（24 节）：谨守智慧保证我们有一夜的安睡，良心没有不安，心灵没有惧怕。

3）忽然惊恐也不恐惧（25 节）：谨守智慧也保守一个人免受那临到恶人的、忽然来的惊恐。那些羡慕不

敬神者表面之荣华的人，看不见那种生活有内在的危险──如勒索、偷窃、报复、敲诈、贿赂、绑架和谋杀。



4）倚靠主神不陷网罗（26 节）：耶和华保守一切行在祂道中的人。祂不让我们的脚陷入网罗。我们常常

觉察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干预和拯救。有一天我们必更完全地知道我们从什麽得拯救，也知道被拯救

往何处去。

二、实践智慧尽力行善（27-31 节）

1. 若可行善不可推辞（27-28 节）:「若某人是应得的，就不要推辞不向他行善」。作者这里说出劝告，可

能要警告义人不要只关注他们与神的正常生命关系，而忽略对其它人的责任。谁是我的邻舍呢？任何需要

我帮助的人都是我的邻舍。我的邻舍需要什麽呢？他需要听救恩的好消息。圣灵若给我向人作见证的负担，

我今天就要去做。总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2. 不可作恶四个不可（29-31 节）：

1）不可设计加害他人（29 节）：对邻舍应有的爱，禁止我们设计害他，因为他存着信任和不怀疑的心在

我们隔壁安居。这原则否定所有卑鄙的、讽刺性的和残酷的报复。

2）不可无故与人相争（30 节）：别人若没有做些什麽挑起争端的事，我们就不要与他相争。即使我们不

去作出更多不必要的挑衅，现今世上已经有够多的冲突了！

3）不可嫉妒强暴的人（31 节上）：强暴的人所得的，似乎是即时的成功，但我们不应嫉妒他的兴旺。

4）不可选择恶人的路（31 节下）：他们必如糠秕为风吹去，不必羡慕，更不可走他们的前路。

三、智愚对比神施报应（32-35 节）

1. 神恶乖僻亲密正直（32 节）：耶和华憎恶、讨厌和轻视乖僻的人，却与正直的人亲密。

2. 神咒恶人赐福义人（33 节）：要神的责备还是祂的信任，要祂的咒诅还是祂的祝福──全在乎我们的选

择！黑云盘旋在恶人的家庭之上。神喜悦的阳光却照在义人的居所之上。

3. 神讥讥诮赐恩谦卑（34 节）：我们可以在神的讥诮和恩典之间作出选择。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 却赐

恩给谦卑的人。

4. 智慧受尊愚昧遭羞（35 节）：是尊荣与羞辱之间的选择。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却因其羞辱而为人

所共知。

结语：一个人如果作恶，一直不肯悔改，神也是恨恶这个人的：「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实在罪

恶和罪人，就像良善和良善的人，我想是不太能分开的。神恨恶这种乖僻的人。乖僻的人在这里就是因贪

婪而奸恶、小气。「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这里的正直包括对人大方、施舍、良善、传福音、劝告人，让

他得到他可以得到的良善的建议。耶和华喜欢接近这样的人。「你知道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吗？你知道

神喜欢跟那种正直的人在一起吗？我们是让神所喜悦的，还是神所恨恶的？「神啊！我要谨守你智慧和谋

略，不可使她离开我的眼目。使我能实践从你而来的智慧，尽力行善。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箴四 1-13

【真心话】06「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箴三 21-35）

「21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她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她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你就坦

然行路，不致碰脚。 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

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箴三 21-26）

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箴三 21-35），主要讲述，实践智慧必承受尊荣。有三方面的讲论：1）生活得平

安的秘诀（21-26 节）——作者又用「我儿」这口吻呼吁读者要谨守听从「智慧」的指示, 这样的人「行

路」与「躺卧」，都得平安，得智慧者脚步稳固，不陷网罗。2）智慧的实践（27-31 节）——在积极方面，

若可行善不可推辞，尽力帮助有需要的邻舍；而消极方面，不可设计加害他人、不可无故与人相争、不可

嫉妒强暴的人、不可选择恶人的路；3）智与愚的对比（32-35 节）：这里四组句子的排列是一致的，就是

乖僻人、恶人、好讥诮的人、愚昧人与正直人、义人、谦卑人、智慧人相比较；前者受祸，后者得福，这

是不变的真理。我们若要体会箴言的真实与价值，就必须以行为来实践智慧。

【牧者短讲】06 智慧财产权（刘幸枝）

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传统故事提到，当犹太孩童还年幼的时候，妈妈通常会问孩子哦，这个有点象是信仰

的这个所谓基要真理的问答。他们会问孩子说：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产被人抢光，那么你

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孩子可能当下反应就是钱啊、钻石啊、金银珠宝啊、玩具啊。

但是父母通常会回答：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不是钻石、不是玩具，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智慧，因为

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两千多年当中，犹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土，他们流离失

所。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感觉上犹太人好像失去很多，但至今你会发现犹太人仿佛是圣经历史的活化

史，他们这个民族虽然人不多，但依然透过这个民族的存在来让人无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圣

经里面所记载上帝的选民。

而且直到如今你还是会发现，不管是在欧洲、美国，犹太人依然掌管这个金融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

还有你也会发现，每一次当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啦、化学奖等等在公布的时候啊，全世界的民族就属犹太人

的获奖率是最高的。犹太人他们一向把智慧当成是：打开幸福跟财富的钥匙。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感觉失去很多，失去国土、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流离失所，经常要寄居在别人

的土地上。但是有一点别人都夺不走，就是智慧。所以他们一直很看重所谓智慧的传统。我们今天要继续

来谈我们如何透过敬畏神，来开启智慧殿堂的大门，得着真智慧的宝藏。

上一次我们提到智慧的通关秘语，透过这个敬畏上帝、透过顺服上帝、透过信靠上帝、透过尊荣上帝，我



们来建造这个稳固的智慧根基。那今天我们要从箴言三章 13 节到四章 27 节，这一大段落的经文，来进一

步了解为什么智慧那么的重要。

因为智慧，得智慧的人就是得着所谓的财产权，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是别人夺不走的。那在箴言三章 11

节到四章 27 节，共出现了五段的 我儿，所以一大段的经文其实还蛮好分哦，你发现 我儿 你就知道那是

一个段落的开始。读一读，读到下一句 我儿，你就知道它又是一个转折的开始，那这五个段落啊，老师很

快提到啊，就是箴言三章 13-20 节，21-27 节，四章 1-9 节，10-19 节，20-27 节。

我把这个过程啊，把这个段落就命名为智慧财产权，这五个智慧财产权包括：得福气、得平安、得尊荣、

得引导、得生命。

【真心话】06「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箴三 21-35）

一、谨守智慧领受恩典（21-26 节）

作者再以「我儿」的称呼作为开场，这表示作者与读者是生命上的关系。作者劝导：「我儿，要谨守真智

慧和谋略，不可使她离开你的眼目。」（1 节）我们不应该让真智慧和谋略离开我们的视线的范围。当我们

定意持守智慧，不断追求生命的长进，我们就会自然地散发出主耶稣馨香的生命，这生命是我们最美丽的

装饰，并且带给我们四项丰盛的恩典：

1. 坦然行路不致碰脚（23 节）：自从罪进入了世界，遍地充满艰难的荆棘和蒺藜，使人无法坦然行走。谨

守智慧，使我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得以走得平坦，不致跌倒。

2. 躺不惧怕卧睡香甜（24 节）：谨守智慧就不会活在罪恶的里面，良心没有不安，心灵没有惧怕，能享安

息，睡得甘甜。

3. 忽然惊恐也不恐惧（25 节）：谨守智慧会将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即使遇到突来的患难，也不会会陷

入极度的惊恐。因为他知道「神掌权」，没有神的允许灾祸不会临到他。

4. 倚靠主神不陷网罗（26 节）：世人为得着安全感，往往是以紧抓地上的财物、人间的亲情等为他生命的

依托。越想抓住的东西，就越怕失去，结果使自己陷入网罗的里面无法自拔。神是生命的源头，唯有祂是

我们唯一的依靠。谨守智慧，我们就不会失足，陷入网罗里不得自由。

二、当走实践智慧的路（27-35 节）

作者这里说出劝告，不要只关注他们与神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你手若有行善的力

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27 节）「有行善的力量」，提醒我们行善时要量力而为，不



可打肿脸充胖子，借钱替人还债。「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谓「应得」是指有确实有需要的，我们

行善要有智慧。在积极方面，尽力帮助有需要的邻舍；而消极方面有四个不可：

1. 不可设计加害他人（29 节）：对邻舍应有的爱，禁止我们设计害他。主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

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七 12）

2. 不可无故与人相争（30 节）：别人若没有做些什麽挑起争端的事，我们不去作出更多不必要的挑衅。纵

使有人得罪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十二 19）

3.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31 节上）：我们不应嫉妒与羡慕强暴之人的兴旺，他的所得只是短暂的快乐。

4. 不可选择恶人的路（31 节下）：恶人的路必如糠秕被风吹去，不可因一时的好处而选择他所行的路。

经文 32-35 节告诉我们，智慧路与愚昧路总是对比的，义人的路是智慧的路，恶人的路是愚昧的路，在人

生的二条路中，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人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作者从四个方面让我们更明白神喜

悦祂儿女所要走的路：1）神憎恶乖僻的人，与正直的人亲密；2）神咒诅恶人，赐福给义人；3）神讥诮那

好讥诮的，赐恩给谦卑的；4）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自以为高，在神眼中是他的羞辱。智慧路与愚昧

路之对比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愿意选择那一条路呢？

【诗歌】06 从岁首到年终

我的神！我感谢你，

从岁首到年终，

你眼目时常看顾我，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我的神！我感谢你，

从岁首到年终

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

白日，太阳必不伤我

夜间，月亮必不害我

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

感谢祢如此看顾我

从岁首到年终

从岁首到年终

使我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

感谢祢如此看顾我

从岁首到年终

从岁首到年终

使我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C3 心对心】06 人的名字叫「有限」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27 节）

1. 什么叫「我们手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在圣经里总看到一件事：并不是一个有一千万的人，就比有两个

小钱的人更有行善的力量；耶稣说：寡妇的两个小钱行善的力量，可能比那财主献上都多，主让我们知道

行善的力量，所有被神所使用的力量，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的。

2. 人的名字叫「有限」：我们的行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一个能认知自己是有限的，是贫穷的，才能真正

的依靠神。像歌利亚那么勇猛、残暴的巨人，为何被一个小牧童的大卫打败了。因神的智慧、能力、行善

的能力是无限的。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就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去行善。

3. 什么叫「不可推辞」：「推辞」就像什么呢？如果我们就着俗话来讲，就是个人比较吝啬、不大方；就

者圣经来讲，，推辞就像那领了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银子的人，没有把神的恩典拿去好好的发挥的话，

那就是推辞。所以神给我们恩典、传福音的恩赐，越传就越能传；神给我们施舍的恩典，越施舍就越能施

舍；神给我们劝告的恩典、体力去服事的恩典，越服事就越有力量。

经文纲要：

一、谨守智慧领受恩典（21-26 节）

1. 智慧谨守生命美饰（21-22 节）

2. 谨守者可得享平安（23-26 节）

1）坦然行路不致碰脚（23 节）

2）躺不惧怕卧睡香甜（24 节）

3）忽然惊恐也不恐惧（25 节）

4）倚靠主神不陷网罗（26 节）

二、实践智慧尽力行善（27-31 节）

1. 若可行善不可推辞（27-28 节）

2. 不可作恶四个不可（29-31 节）

1）不可设计加害他人（29 节）



2）不可无故与人相争（30 节）

3）不可嫉妒强暴的人（31 节上）

4）不可选择恶人的路（31 节下）

三、智愚对比神施报应（32-35 节）

1. 神恶乖僻亲密正直（32 节）

2. 神咒恶人赐福义人（33 节）

3. 神讥讥诮赐恩谦卑（34 节）

4. 智慧受尊愚昧遭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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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