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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之禍 

 (箴言十七 10-15) 

 

 

 

 

 

 

 

 

 

(一) 楔子 

1. 首先我們看看這一段的排列，我們可以分成如下 

A v.10 

B v.11 

A’ v.12 

B’ v.13 

A’’ v.14  

B’’ v.15 

這 A/A’/A’’ 的排列是用來形容愚人之禍 

A 一句責的話深入聰明人之心 

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B 作惡者必遭嚴厲的責備 

A’ 不可遇見行愚昧的愚昧人 

B’ 以惡報善者，他的人生只有邪惡跟隨著 

A’’ 止息爭競  

B’’ 定惡人為義，定義人為惡，必為耶和華所憎惡 

2. 中國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愚昧邪惡人之行為必有報應，因為耶和華是一個公義的上帝，

這段聖經正好說明。 

 

(二) 聰明人與愚昧人之分別(v.10-11) 

1. v.10-11「一句責備的話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打愚昧人一百下。惡人只尋求背叛，殘忍的使者

10一句責備的話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打愚昧人一百下。 

11惡人只尋求背叛，殘忍的使者必奉差攻擊他。 

12寧可遇見失喪小熊的母熊，也不願遇見正行愚昧的愚昧人。 

13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他的家。 

14紛爭掀起，如同缺口的水；因此，爭端尚未爆發就當制止。 

15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為有罪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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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奉差攻擊他。」 

對著一些聰明人來說，責備是有效的；因為這些話會深入他的心而他生命得改變，「聰明」一

字 mebin 是指一些能分辨是非黑白的人，對著這些聰明人，我們可以責備，以致他的生命有改

變。但對著那些「愚昧人」(krsil)來說，他們是聽不進的，甚至責打亦未必有效，因為他們心剛

硬，不肯認錯。 

我們要留意一個字，hakkot 這一個希伯來文是解作「穿入」「深入」 (penetrate)，對聰明人來

說，責備的話可進入他的心，但對那些愚昧人來說，就算是鞭子打進他的身體，也未必知罪悔

改，所以箴言說一句責備聰明人的話，勝過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2. 所以箴言書的作者警告我們說，如果我們對神反叛，不敬畏神，必有禍患臨到他們身上，究竟

這是什麼禍患呢？這裏所謂「嚴厲使者」，這使者是從天上(神)那兒來的，不少釋經家以為是「死

亡」，他們的結果就是死亡。 

 

(三) 以惡報善者，必有嚴重後果(v.12-13) 

1. v.12-13「寧可遇見失喪小熊的母熊，也不願遇見正行愚昧的愚昧人。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

他的家。」 

這又是另一個比對，說出邪惡人的禍患。 

v.12 先用熊的例子，「寧可遇見丟崽子的母熊。」這裏所謂「丟崽子的母熊」提指那隻被人搶

走了子女的母熊，一定是忿怒異常，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隨時都會襲擊人，這也可以

比喻遇上一些極忿怒的危險人物，相比遇到那些愚昧人的愚昧還是安全些，因為這人比忿怒的

母熊更是危險。 

2. 所以 v.13「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他的家」，我們看愚昧人的特色：不聽人的責備→反叛→

以惡報善，他們必有後果，其後果就是「禍患必不離開他的家」。愚昧人不但影響自己，也影

響他的家人，叫家人因他的愚昧而遭禍。 

 

(四) 是非顛倒的禍患(v.14-15) 

1. v.14-15「紛爭掀起，如同缺口的水；因此，爭端尚未爆發就當制止。15 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

為有罪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這裏比較分爭的開始(可能是言語的衝突)與水壩裂開、洪水湧流。這些「洪水」就是忿怒，

在爭論時，火氣上升，沖昏頭腦，就如爆水壩引至洪水湧下來一樣，非常危險，所以就在

水壩尚未破裂，爭論未啟時，好好平息，否則後患無窮。 

2. 不過，最令人感嘆的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定惡人為義，定義人為惡。」這是司法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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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錯誤，這必為耶和華所憎惡，在今日的社會，像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令人感到非常

不安。 

 

(五) 黙想 

1. 你是否一個能接納人責備的一個人呢？你是否一個就是責打一百下也不知悔罪的人嗎？ 

2. 為什麼一個愚昧人的愚昧比丟了崽子的母熊更可怕呢？ 

3. 你是否曾與人有衝突呢？你是如何解決這些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