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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詩歌呢？(1/2)
有人收集了歐美人對詩的看法，整理出如下10條定義：

1. 詩是把樂趣和真理融合為一的藝術（詹森博士）

2. 好詩是強烈的感情自然的流露。（華茲華斯）

3. 詩是絕妙好詞的絕妙安排。（科爾律治）

4. 詩記錄了最美好、最幸福的心靈度過的最
美好、最幸福的時光。（雪萊）

5. 詩是音樂性的思想。（卡奈爾）



6. 詩是對生活的批判。亞諾德

7. 詩用有限顯示無限。布朗寧

8. 詩說一指二。弗洛斯

9. 詩是心血、想像、智慧的交流。葉芝

10.散文是走路，詩是跳舞。瓦雷裡

一、什麼是詩歌呢？(2/2)
有人收集了歐美人對詩的看法，整理出如下10條定義：



二、如何欣赏诗？



“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
——朱自清解詩理論与實踐研究之二

中國現代解詩學的建立--朱自清作出了重大貢獻。
瞭解是欣賞的基礎

欣賞是在透徹的瞭解裡

詩並不神秘，是可解的。





“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 ,一分
析詩就沒有 了。

其實詩是最錯綜的 ,最多義的 ,
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 ,
不能捉住它的意旨。
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 ,所得著的怕只
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 ,整個兒的詩
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



詩體簡短 ,拐彎兒說話 ,破句子 ,情感的作用 ,比喻 , 
典故 ,變幻不窮 ,更是繞手。
朱自清說:

詩是精粹的語言。
因為是‘精粹的’ ,

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 ,
更多的吟味;



朱自清名言名句

一個高中文科的學生，
學習文學而懶於記誦是不成的，
特別是詩。

與其囫圇吞棗或走馬觀花地讀十部詩集，

不如仔仔細細地背誦三百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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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在字面上去分析含義，
也不宜把思想扯得離題太遠；
要找出文字背後所要表達的意境。
既然詩歌注重表達作者的感情，

因此讀詩歌時便不能單單用頭腦
的知識去分析，也要用心靈、
感情去領會，才能真實的體會詩
人所要表達的意念；

http://www.cclw.net/other/jhgrpx/2/htm/chapter18.html 基督徒生活网

http://www.cclw.net/other/jhgrpx/2/htm/chapter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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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伯七11

我不禁止我口：
A.要發出言語；

B.我靈愁苦，
A.要吐露哀情；

B.我心苦惱。(按原文

次序)



智慧文學是近東人對人生的體驗與反省
呂赫堅持從字面解釋，

智慧文學是近東人民的信仰生活，
是詩人對生命的體驗與反省。
希伯來人的信仰是一種生活型態(Life Style)，
他們人為神所賜的福是完全的、多面性的，包括
具體的物質方面的祝福。

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原則，
而是比較局部的、暫時性的。



喻象語言

喻象語言就是兩種事務的比較。
將喻象語言分為

明喻(simile)和暗喻(metaphor)。

在英國文學裡，將這基本分類加以延伸，
分成提喻、換喻、擬人、寓喻與象徵。



你不是把我倒出來像倒奶，
又使我凝結像乳酪凝固嗎？

10 譯

出現「如同」或「好像」，
就是明喻，反之就是隱喻。
約伯向神抱怨時，
以「像」一詞將自己比喻為奶和乳酪，
故乃屬明喻。



1銀子有礦；

煉金有方。

2鐵從地裡挖出；

銅從石中熔化。



哀歌是詩人遭遇極大苦難時，無處尋得幫助只有轉向神
哀求，我們讀這些哀歌，發現有三個形式：

1.詩人被發生的事情或思想所困擾。

2.他抱怨那些敵對的事情(敵人)

3.它可能對神本身氣惱。



诅诗

當人心裡有苦毒時，勉強地壓抑是很不健康的，最好
能藉著正常的管道把情緒或苦讀疏導出來，咒詛詩就
是提供宣洩憤怒、鬱悶的管道。按此角度的解釋，咒
詛詩成為一種正面、健康的表現。但是必須符合一個
核心原則：

如此的發洩、紓解，

只限於在神面前的禱告和傾吐。
事實上，疏導憤怒需要一個過程，發洩完心中才能趨
於平靜，才能心口合一、口唱心和。



五.咒詛詩的五種角度，
1. 預告敵人的結局
2. 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物件
3. 咒詛乃訴諸神審判的禱告儀式，
4. 詩歌體的誇飾表達第
5. 疏導沮喪心境的管道。



貳、歸納的神學反思

一、系統神學的歸納

二、作者編輯的歸納

三、歷史進程的神學歸納



貳、歸納的神學反思

一、系統神學的歸納



20智慧從何處來呢？
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21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隱藏，
向空中的飛鳥掩蔽。

22滅沒和死亡說：
我們風聞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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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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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23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曉得智慧的所在。

24因他鑒察直到地極，
遍觀普天之下，

25要為風定輕重，
又度量諸水；

26他為雨露定命令，
為雷電定道路。

神
曉
得
其
道
路



27那時他看見智慧，
而且述說；
他堅定，

並且查究。

查
究
其
道
路



以
智
慧
建
立
世
界

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聰明鋪張穹蒼。

耶十12



神是智慧的根源

神是智慧的根源，人若有智慧，

是來自神的，

神以智慧來察看與建立所造之物。

-天道，約伯記(卷下）-唐佑之，p.85



貳、歸納的神學反思

二、作者編輯的歸納



1.山岩間的野山羊幾時生產，你知道嗎？
母鹿下犢之期，你能察定嗎？

2.牠們懷胎的月數，你能數算嗎？
牠們幾時生產，你能曉得嗎？



9.  野牛豈肯服事你？豈肯住在你的槽旁？
10.你豈能用套繩將野牛籠在犁溝之間？

牠豈肯隨你耙山谷之地？

11.豈可因它的力大就倚靠它？
豈可把你的工交給它做嗎？



1 耶和華又對約伯說：
2 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嗎？

與神辯駁的可以回答這些吧！
3 於是，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4 我是卑賤的！

我用什麼回答你呢？只好用手
捂口。
5 我說了一次，再不回答；

說了兩次，就不再說。



神才是宇宙萬物的中心

1. 天下萬物都是神的（伯 41:11）。

約伯不斷向神申訴，要與神對質，是向神張狂誇口。

2.顯出約伯對神的無知。

約伯不斷質疑神的公義，但當神問約伯這些問題時，約伯無法

回答，



神才是宇宙萬物的中心

3. 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神的權能之下，

約伯的世界觀是以自己為中心的，

但神所顯示給約伯的世界觀，是以神為中心。

神是創造者，無人可以在神面前 站立得住。

4. 神渴望我們瞭解祂，祂對人的愛。



貳、歸納的神學反思

三、歷史進程的神學歸納



結語
對神學和道德秩序的辨別能力；

這種本領始於敬畏耶和華的態度。

1. 這本領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2. 智慧是持續辨別神所設立之秩序的能力。

3. 智慧的經歷和追求是一生的旅程。



1.智慧的演進
智慧文學所傳講的是希伯來民族理想的生活的形
態；也是近東的智慧觀念。例如：

財富的給餘這是祝福才是祝福，

並不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永恆原則。



結語
對神學和道德秩序的辨別能力；

這種本領始於敬畏耶和華的態度。

1. 這本領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2. 智慧是持續辨別神所設立之秩序的能力。

3. 智慧的經歷和追求是一生的旅程。

2.



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
就是基督；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裡面藏著。 西二2a-3



結語
對神學和道德秩序的辨別能力；

這種本領始於敬畏耶和華的態度。

1. 這本領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2. 智慧是持續辨別神所設立之秩序的能力。

3. 智慧的經歷和追求是一生的旅程。

2.



對神學和道德秩序的辨別能力；

這種本領始於敬畏耶和華的態度。

1. 這本領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2. 智慧是持續辨別神所設立之秩序的能力。

3. 智慧的經歷和追求是一生的旅程。

3.始於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