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想詩篇 3

第一篇

1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4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

被風吹散。
5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這
篇詩的中心思想是「耶和華的律法」。詩中指出順服律

法的人和不順服律法的人兩者間強烈的對比。這個對比

可明顯地由全詩首末兩節所用的兩個動詞看出來：「有福」（中文

版放在第 2 節末，但在原文中乃全篇的第一個字）和「滅亡」（6

節末）。「有福」是順服的結果，「滅亡」則是不順服的下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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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從正反二面來闡明「有福」的條件：在消極方面，順服之人必

須與不順服者完全沒有往來。在此請注意作者所用漸進式的描繪：

「從」，「站」，「坐」；「計謀」，「道路」，「座位」；以及

「惡人」，「罪人」，「褻慢人」。積極方面的條件包括兩個層

面，即「喜愛耶和華的律法」，並「晝夜思想」，而「晝夜」一詞

更強調出其持續性的動作。

作者先用樹作比喻，來描寫有福的人生：按時結果子，葉子也

不枯乾。甚至凡他所作的，也盡都順利。接下來就列出其對比：一

句「惡人並不是這樣」，表達出和前幾節完全相反的描述。然後詩

人用另一個比喻總結惡人的狀況，點出了強烈的對照：一個是栽在

水邊的樹，一個是被風吹散的糠秕。惡人在審判臺前站立不住，因

而必被拒於義人的會之外。

這一篇詩最後以一個總結收筆：「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

人的道路卻必滅亡」。「滅亡」意指走到了盡頭，消失在荒漠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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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1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擋耶和華

並他的受膏者；
3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

脫去他們的繩索。」

4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們。
5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

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6說︰「我已經立我的君

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

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8你求我，

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9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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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

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
11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12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

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這
是論耶和華為王的一篇君王詩。要確知這首詩所指的是

誰？是為何場合寫的？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這首

詩可從廣義的角度來讀：姑且不論原本所指的君王是誰，詩人所想

望的是一位理想的君王，而這個盼望已在基督身上實現了。值得注

意的是這首詩所攙和的新約觀點。要想仔細研讀這篇詩，我們首先

必須找出每一段的發言人：

這首詩一開始就描述列邦如何敵擋耶和華和祂的君王，這段敘

述是以問句的方式，來看他們為甚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接下來，

作者宣告上主對他們的輕視，並在第 6節中以耶和華為第一人稱發

言，宣告儘管有這一切的反抗，祂已經立了祂的君。下一段（7～9

節）是這位受膏的君王所說的話，他宣告自己乃是蒙（聖）旨為

王。耶和華之子將從父承受國度，並將運用他所得的權柄征服一切

反抗他的勢力。這裏指出事情成就的順序：「基業」，「田產」和

「打破」（「打破」亦可譯作「轄管」）。這篇詩用作者向諸君王

和審判官的呼籲為結語，希望他們以行動顯明他們的智慧，順服耶

和華所立的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