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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最古老的一卷書



聖經中最古老的一卷書？約伯記

本書針對一個重要的人生問題，若神是又真、又公義、又全能的神，那麼為何讓好
人（伯1:1）受苦？
神有絕對的主權和能力，人不能把神圈在一個框框裡。苦難是神賜福的途徑之一。
苦難不一定都是出於人犯罪，乃是要顯出神的榮耀、主權和能力。

本書回答了人關切的幾個主要問題：

1. 人能否真的以單純的愛，毫無不良、自私的動機來愛神？
2. 神是否絕對全能，完全控制一切的事情， 包括苦難在內？
3. 人表面的遭遇，外在的財物，是否可以代表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4. 人以自己的智慧能否完全明白神的大能作為？
義人也要受苦，那在神面前秉公行義、追求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是否值
得？
5. 撒旦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他有機會可以勝過神嗎？在什麼情況下他才能傷害信
靠神的人？



《基督徒靈糧補給站》



智慧文學

智慧傳統的發展
智慧傳統在以色列宗教的發展中，以所羅門時代可為智慧運動的鼎盛時
期。所羅門的智慧文明天下，他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〇五首，以格
言、預言、解夢（族長時期-約瑟）⋯等形式出現。

在被擄之後，因聖殿被毁，祭祀廢除或停止，加上有政治的敏感考量
（侵略者），祭司不再以傳統的形式傳遞信息。他們不再加責備，在民
族的既成命運，以及歷史的浩劫之後，痛定思痛，轉用溫和安慰的話，
振奮人們的精神。他們常以哲學的途徑：理性主義、人本主義，來探索
人生的究竟。他們不談歷史，不談國家，只談論自然及個人，這樣無疑
地將舊約宗教的基礎拓寬了，甚至強調普世主義。智慧本來沒有種族文
化的色彩，內容也因當力求普及與實際。



在舊約的智慧似乎有兩大種類：

一種是實際的道德（practical wisdom)，箴言是十分標準
的著作；
另一種則為哲學的推論（philosophical wisdom) 約伯記與
傳道書可謂代表作。

約伯記

箴言

傳道書



智慧文學的特性

舊約的智慧文學，似乎故意避開以色列歷史的背景，以及律法與先知的教訓。但卻
是著重普適性的信息，且以自然現象為隱喻，以理性為途徑，是有其特別的用意。

以色列的祭司是講律法，先知說預言，這些都是著重神的啟示。但智慧人設謀略，
只是運用神賜人思想與知識，並不強調啟示。智慧傳統從來不以「屬靈」來標榜，
但並非不屬靈。

真正的智慧是有宇宙的意義，可見屬靈的視野更為遼闊，意志更坦率地道出生命的
究竟。從這方面來觀察，約伯記就有這樣智慧文學的特性，其信息中所探索的，確
實是生命的終極。



智慧文學是人本主義的論調，討論人在實際的處境中，尋求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是適合普世各處人們的需要。這是理論的，哲學的，
並未脫離現實，並不是空談；甚至哲學性的智慧，在探索中仍不忽
略實際的道德。

箴言著重人的福樂，約伯研究人的苦難，傳道書暴露現實的醜惡。
智慧以正面與反面來觀察與深究，看信仰與生活，智慧與理想，這
些都息息相關。總意以敬畏神為要旨。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智慧
必須以敬畏神為大前提。敬畏是敬虔、順服。這是舊約智慧書的特
質，是希伯來信仰的優點，這是其他任何智慧文學所缺少的。



文體與結構

本書結構，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緒論與結論。

第一、二章、四十二章7-10節，是基本架構，以散文為題材。敘述約
伯的經歷。這是故事，包括約伯在受苦前，受苦中，以及受苦後。他
由富有至貧乏，由健康至疾病，由尊貴至卑賤。然而最後神使他恢
復，病癒 、富有與尊貴，甚至連兒女也賞賜給他。故事成為外殼的
構造，內裡就有友人與他的辯論，他的獨語，以及耶和華的言詞。這
些都是詩歌的形式，這是本書的核心，佔用多數的篇幅，在第三章至
四十二章6節。





《基督徒靈糧補給站》



作者

約伯記的作者是否為以色列人，雖然無法確定。但他對希伯來文的造詣極深，不可能是外地人。
他對外地甚是熟悉，無論是荒野、山地與沿海地帶。如果這些認識來自他旅行的經驗，那麼他必
是出身上等階層，對智慧傳統了解很深，因為智慧文學是屬上流社會所欣賞的。

•對當代的藝術與科學知識豐富
•對自然界的生態非常熟悉
•對人生苦難的奧秘有深入的思想
•對宗教觀有超越國籍的限制（耶和華是創造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普世的主宰。）
•對敬畏神與詩篇和箴言的作者一樣著重敬虔與道德
•對外國的文化熟悉
•對智慧文學熟悉是智慧人
•對族長的歷史了解

著者學養俱深，為耶和華忠心的僕人，在以色列智慧的賢者中，必在重要的地位上。



日期「先祖時代」

有認為是王國時代，也有認為似乎在被擄的時期，但支持「先祖時代」的主要原因
有：

•書中為提及猶太人的禮儀、風俗、祭司、節日、律法等，故應當在摩西之前。

•書中的家長祭司制度似乎是在先祖時代的風俗(1:5)。

•約伯的年歲也符合先祖時代的平均年壽。

•示巴人及迦勒底人，在先祖時代是遊牧民族，後來不是。



主旨-義人為何受苦及如何面對苦難

•指出一個完全順服神的義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是富足、貧乏、喜樂、悲
傷），也不會改變他對神的忠心與信靠（二10，十三15）。

•闡釋「誰是敬畏神的人」如彌迦書六章8節所闡釋的「誰是屬靈的人」。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以一個「最不應該受苦的人」作為模式，亦不讓他知道苦難臨到之因，藉著他堅
忍無比的信念，使後代受苦的人能得安慰與力量，來應付苦難。



靈訓

•苦難雖有「因果報應」的循環關係，卻非一定如此。
•在有形苦難的背後，有一靈界的魔鬼攻擊屬神的人，意圖摧毀他的信仰。
•義人所受的苦難，若無神的許可，必不能臨到（參耶二十九11）
•凡經神許可而來的苦難，都事先在神的天秤上稱量過，苦難分量的輕重，總因
人而異，使人能承受得住（參林前十13）。
•義人受苦時信心不動搖，魔鬼便遭羞辱。
•在人受苦時，神有時雖似隱藏自己，祂卻沒有遺忘受苦的人。
•因此，苦難有如信心的望遠鏡，使人看見神的慈愛、信實及照顧，且後來的恩
典比先前更大。



序言

•全數由散文（poetry)組成，除了序言（prologue)(1:1-2:13）及跋言
（epilogue)(42:7-11）外，書的主要部分（dialogue)由詩體文字寫成（3:1-
42:6）。

•啓語介紹約伯個人背景：身世、財富、屬靈生命、苦境、友人，這些資料讓
讀者明白約伯的悲情不尋常。

•在書的序幕裡，作者透露一個靈界大奧秘，就是神容許撒旦試探人；這是全
書的鑰點，若約伯早知此事，他的苦難便全無意義。真正的信心乃是人在苦難
中，對苦難沒有解答時，仍堅守對神的信念，這是極其真誠可貴的。



約伯記第一至第三章

戲劇聖經



第一部份：約伯的考驗（1:2-2:13）

I.約伯的為人(約伯的身世) 1：1-5

A.約伯的屬靈背景

•約伯的為人完全正直
「完全正直」-是指生活為人完美，而並非完全無罪。
「敬畏神」-對神的信念堅強。
「遠離惡事」-由積極地敬畏神而引致積極地約束自己。這正是智慧人的信仰與生
活融合唯一（參1:1；箴3:5-7，14:16）

•約伯對兒女的愛和屬靈教育
約伯經常為兒女獻祭代求，也不斷地關心兒女的靈性，時時給予正確的提醒與教
導。



B. 約伯的家境背景

約伯家境富裕，在東方人中為至大。「東方人」-只指在阿拉伯半島北部的基達人
（參王上4:30；耶49:7；俄8節）。他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家庭和樂融融。
根據第二十九章7至25節，約伯是一個公正嚴明，滿有智慧的地方官，在第三十一章
13至40節，他是一個對下屬及貧苦人常施恩惠的慈善家，這一切表示他在社會上備
受尊敬和愛戴。

《靈訓與提醒》
•在富裕中仍敬畏神，是屬靈生命的好表率。
•在兒女面前活出「屬靈父母」的榜樣是極重要的。



II. 撒旦第一次控告及攻擊約伯(1：6-22）

A.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約伯(1：6-12）

神對約伯的稱讚

「神的眾子」-指天使（參詩82:6）
「撒旦」-說謊者、敵對者。
「走來走去」-表示撒旦仍是世界的王（約壹5:19）掌握地上極大的權柄；撒旦如吼叫
的獅子，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
神稱約伯是他的僕人，「敬畏神、完全正直、遠離惡事」地上在沒有人像他，是絕無
僅有的瑰寶。



B. 撒旦對約伯的譏評

「豈是無故」-有條件的，非純潔無私，只是為了要得神的賜福。
「籬笆」-神的保護。撒旦挑釁叫神把籬笆撤去。
「當面棄掉你」-撒旦說當約伯落到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必不相信神。
「只是不可」-神接受撒旦的挑戰，神給撒旦「可」和「不可」的許可在約伯的身
上。神深信約伯在撒旦的攻擊下能屹立不搖，這顯示出神對約伯的信心是何等的堅
固。

《靈訓與提醒》
•若沒有神的許可，撒旦不能動神兒女一根寒毛；可見神准許的試煉都是為了祂兒
女靈命的造就。
•撒旦在地上仍然有權柄，「走來走去」神容許他存在，是以他做「反面教材」，
因神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參詩106:1；耶29:11）



B. 約伯的突然損失（一：13-19）

第一次災難
約伯的打擊接踵而來（一連四次）從四面八方。

1.示巴人從東南而來-擄去牲畜，殺了僕人。

2. 天上降下火-群羊和僕人都被燒滅。

3. 迦勒底人由東北闖來-把駱駝擄去，用刀殺了僕人。

4. 狂風從曠野颳來-房屋倒塌，壓死十個兒女。（沒有遺言，也沒機會見最後一面。）





C. 約伯的反應(1：20-22）

「撕裂外袍，剃了頭」-極大悲痛的自然表現。
「伏地下拜」-向神敬畏、求助，並表達：生命的主權全在於神；生活供應的賞賜也全
在於神，神可以給與，神也可以取回。
「不以神為愚妄」-約伯沒有論斷神。（「處理失當」呂振中譯本，「埋怨」現代中文
譯本）

《靈訓與提醒》
•在苦難中，約伯沒有怨天尤人，他相信一切事情的發生總有神的美意，他相信神仍
然眷顧他。
•在痛苦中情感上雖然悲傷，但觀念需要正確，這樣才不至於失落信仰。



III. 撒旦第二次控告及攻擊約伯(2：1-8）

A. 神再一次對約伯的稱讚
「仍然持守他的純正」雖然撒旦激動神攻擊、毁滅約伯，他仍然敬畏神遠離惡事。

B. 撒旦對神的反駁
「以皮代皮」-這是一句諺語，比喻以獸皮代替人皮，願意用一切來換取自身的安
全，財務的損失並不是最重要的。撒旦認為，只要他能夠對約伯做「人身攻擊」，約
伯的真相便展露無遺（2:5）。
「他在你的手中，只有存留他的性命」-神容許撒旦攻擊約伯，於是撒旦攻擊他。
（這一次的災難似乎是隔了一段時間後才發生）
「長毒瘡」-從頭頂到腳底（可能是一種嚴重的痳瘋病），約伯必須到城外；「爐
灰」-是指城外焚燒垃圾廢物之地（參30:19）。「拿瓦片刮身體」-他需用瓦片刮去
膿瘡止癢。



約伯的「瘡患」帶來極其痛苦（2:13），以致於他厭惡生命（3:1）

（1）滿身毒瘡（2:7）
（2）流膿不止（2:8）
（3）奇癢難當（2:8）
（4）沒有胃口（3:24）
（5）憂鬱恐懼（3:24-25）
（6）全身乏力（6:11）
（7）不住潰爛（7:5）
（8）遍滿蛆蟲（7:5）
（9）不能入睡（7:4、14）
（10）呼吸困難（9:18）
（11）視覺衰退（16:16）
（12）口臭牙爛（19:17、20）
（13）骨瘦如柴（19:20）
（14）四肢刺痛（30:17）
（15）皮膚變黑（30:28）
（16）皮膚脫落（30:30）
（17）全身發熱（30:30）
（18）外型全變（2:12）



《靈訓與提醒》

•撒旦的攻擊是接連不斷的，信徒需要保持高度警戒，專心倚賴神的恩典、力量、
智慧才能應付。
•在苦難中不犯罪，是一個得勝的見證，承受痛苦而不犯罪，這已經是一種「解
脫」（relief)。



IV. 約伯妻子的洩氣、埋怨並約伯的回應（2：9-10）

「你棄掉神，死了吧！」-約伯的妻子信心崩潰了，她以為神對他的丈夫不公，叫他離
棄神吧！（奧古斯丁稱約伯之妻為「撒旦的幫兇」）
「愚頑」-約伯責備他的妻子，並宣稱不論得祝福或受災禍，主權在於神。他永遠不會
將神貶低，約伯這樣的信心何等寶貴。

《靈訓與提醒》
•撒旦的伎倆有時會利用身邊的人（最親近的人）作幫兇。雖然身邊的人是處於一片
憐愛，但若非出自信心，也會成為撒旦的工具。
•約伯視神的「賞賜與收取、賜福與降禍」都是對的。



V. 約伯三個朋友前來探訪及安慰(二：11-13）
A.約伯三個朋友的背景

•他們的身世
(1)以利法-名字的意思「神是純金」 、「神是施予者 」 ，提幔人。提幔是以東地方（參耶49:7、
20；結25:13；摩1:12；俄8、9）。以利法可能是以掃的妾亞大所生之子（參創36:20-11、15、42），
以掃的長子（參代上1:36、53）。
他的論點主要有二：神全然聖潔正直；人自惹煩惱（5:7）。

（2）比勒達-名字的意思「比勒所愛的」或「競爭之子」，書亞人。書亞在中東楔形文獻裡，指伯拉河
域的一座城市。比勒達可能是亞伯拉罕之妾基土拉所生之幼子之孫（參創25:2）。 他是傳統主義者
（8:8-10），他指控約伯不敬虔。
他其中的一個論點：神絕不會不公平（8:3）。

（3）瑣法-名字的意思「粗魯」 、 「粗暴 」，拿瑪人。拿瑪地點不詳，可能是猶大南部一個城鎮
（參書15:41），離以東地不遠。他是教條主義則撼動的主義者，他指控約伯誇大（11:2-6）。
他的主要論點： 神察看及知道罪孽（11:11）。



•他們的友誼

「放聲大哭」-認不出老朋友約伯，他們非常悲傷難過。
「揚起塵土」-表示他們承認約伯的苦難是由天而來。
「七天七夜坐在地上」-按猶太人的傳統為死人哀痛，通常為期七日（參創50:10；
撒上31:13；結3:15）。三個朋友的「同坐」實際上是給與約伯最大的安慰和支
持。

《靈訓與提醒》
•朋友是人間最大財富之一，但可能也是最大的禍根，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幫助受苦之人實在不易，除了愛心、忍耐和道理之外，還需要神的啟示及智慧，
才能給受苦的人說合宜的話（參林後1:3-4）。



I. 約伯與三友的第一輪辯論(3：2-14：22）
A. 約伯第一輪的說話(3：1-26）

約伯的哀歌
約伯洩氣中的願望（咒詛自己的生日）3：1-10
約伯透過「十六個願」表示他痛不欲生，但願不生在這世上（原文有十六個願，和合
本只譯出十個，其中3:9譯作「盼」字，他厭世的心情已達頂點。這「十六個願」也
是「十六個咒詛」。
在這「十六個願」中，約伯沒有咒詛神（如撒旦所盼望的），他只哀嘆自己不幸生在
世上，若能死去比活著更好。



約伯洩氣中的問題（3：11-26）

在咒詛自己的生日之後，約伯用三個「為何」（本段原文三個，和合本有四個，連
下一段20-26節，和合本一共有七個）他後悔生在這世上，他寧願死去，因死亡沒有
階級之分，無論什麼人都要面對死亡。約伯看死亡就是脫離了轄制，不再受苦，不
再悲嘆，得以解脫了。
「有膝接我」-指嬰孩誕生後放在母親懷中（參賽66:12），或指如先祖時代的禮
俗，將誕生的嬰孩放置在族長之膝上，象徵這是傳宗接代的後裔（參創50:23）。
「荒邱」-荒蕪之處。

約伯渴望死，他開始對神流露出不滿的情緒，他認為神不應將生命賜給受苦的人，
神似乎太作弄他了（3:23）。約伯的恐懼現在追上他了，從失去物質，失去兒女；
如今是自己身受其害，他認為死了比活著還釋放。



《靈訓與提醒》

•置身在苦難時覺得生命不值得留戀，這等心情是極令人同情的，很多人自殺也是
基於這緣故。人在苦難中能像約伯不放棄神，這是最可貴的。
•約伯對神的質詢是因為已到窮途末路的心情，是對生命意義的絕望，不是對神的
不信或悖逆。
•約伯曾經勇敢地宣告：「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2:10），如
今卻咒詛自己的生辰，因為他已經用盡了他的屬靈裝備來應付試煉。因此，我們要
對自己的屬靈裝備及儲備，要好好的重新評估一番。



參考資料：

「揭開痛苦的面紗」-約伯記詮釋（馬有藻著）華訓出版
「約伯記卷上」（唐佑之著）天道書樓
「舊約精覽」（詹遜著）宣道出版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 42:5)

約伯記

MBCLA 2021 秋季 QT 主日學
九月～十一月

主日早上11:00-12:30 Zoom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Urd-
ihpjwsHtEmD1KkpHAULpSy5zsK7UsR

從手機上線:
Meeting ID: 816 0198 7645
Security Passcode:  561985

http://mbclass.org/sundayschool/current/schedul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