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2016-1-26 

 

 
  P. 1 / P. 2 

苛政猛於虎也 

 (箴言二十 26-28) 

 

 

 

 

 

 

(一) 楔子 

1. 中國人說苛政猛於虎也。當執政者只顧自己或一撮人的利益，不能與民同受甘苦，這統治者是

大有問題的。我們讀歷史，看到歷史上的賢明之君都是以民為本，相反的，庸君、暴君只帶來

人民之痛苦，如此例子, 比比皆是。究竟作為一個統治者，究竟我們要怎樣治理人群？ 

2. 其實，不但是一國之君，一家之主，一團之長，一教會之牧長都是一樣，無論是家庭、教會、

團契，上樑不正下樑歪，作為領導的，若不能好好治理，受影響的不只是他自己，更是那些受

他管治或牧養的人，正因如此，我們要為那些在上位的，無論是國家、社會、家庭、教會之領

袖們禱告。 

 

(二) 王者－嫉惡如仇(v.26)  

1. v.26「智慧的王驅散惡人，用輪子滾過他們。」 

智慧的統治者，第一個特色就是「嫉惡如仇，也不會容忍和重用那些惡人。」箴言書的作者用

了一個在農業社會常見的一幅圖畫來形容一個智慧的王帝。這裏所謂「簸散」是指一個農夫，

在收割的時候，把穀米放在一個攪機中，攪機一動，把那些沒有「米」的穀殼吹散走了，剩下

來的就是那些有米的穀，昔日農夫是用這個方法分開有米之穀和沒有米之空殼，英文所謂

winnowing。當那些沒有穀的空殼被吹散出來，農夫就用車輪子把它們壓碎，這就是這裏所謂「碌

䃓滾軋」。 

2. 同樣的，一個滿有智慧的王帝，他一定要嫉惡如仇，也能有分辨的能力，把好人及壞人分別出

來，並且把壞人驅散，不容他們把國家社會搗亂，這是一個王必須作的，而這裏所謂作惡的人

是指那些敵對神的人。 

3. 今日的國家、社會，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被昏君庸臣主導，沒有昏君，就沒有庸臣，同

樣沒有庸臣也很難有昏君的，國家如是，教會也是如是。  

26智慧的王驅散惡人，用輪子滾過他們。 

27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內心深處。 

28慈愛和誠實庇護君王，他的王位因慈愛而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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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者－曉得神是鍳察著(v.27)  

1. v.27「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內心深處。」 

v.27 的和合本譯法是有商榷的餘地：「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而 NIV 則有不

同的譯法：「耶和華的燈鍳察人的靈。」關鍵就是：究竟是耶和華的燈鍳察人的靈，抑或是人的

靈就是耶和華的燈，能監察人的深處。若和合本的譯法是對的，我們就會問：是誰的靈？是所

有人的靈嗎？抑或只是王的靈呢？我以為 NIV 的譯法較為可靠，因為「耶和華的燈」應該是指

神的話，「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神的話能鋻察人的靈，人的內心，甚至他內心

之深處，神的話也能鍳察，無可遁形。 

2. 如果我們把神的燈解作神的話，意思是很明顯的了，作為一個統治者，莫以為他位高權大，可

以胡作胡為，因為神是會鍳察的，就要是那統治用什麼詭辯去解釋他的惡行，也絕對騙不到神

的鍳察。一個統治者，惟有對神有如此「敬畏的心」，否則他的權可以叫他腐敗，叫他成為一個

暴君，歷史豈不是給了我們許多如此的例證嗎？ 

 

(四) 王者－以仁政統治，才得保障(v.28) 

1. v.28「慈愛和誠實庇護君王，他的王位因慈愛而立穩。」 

身居高位的統治者，擁有無上之權力，但同時也帶給他極大的恐懼，生怕他的位不穩，心有不

安，一般統治者為了「維穩」，就採用強暴的手段。排除異己，務使人人屈服，以為如此便可安

枕無憂，但只要我們看看歷史，便發覺如此使用權力去維穩，其江山越是不穩，他的心感不安。 

2. 箴言書的作者提出另一套管治的方法，以仁慈和誠實去管治，他的國位必立穩，只要我們看看

歷史，便發覺所有盛世的君主，都是施行仁政的，其管治也是誠實的管治，而不是虛假，用語

言的偽術去騙國民，我想到今天的香港，正需要如此的管治方法，而不是與民作對，失去民心，

其位必不保！同樣的，治理教會者也是如此，不了解會的需要與感受，也不敏感會眾的需求，

教會一定發生亂子的。 

 

(五) 黙想 

1. 你以為今天的香港是否有如此的統治智慧？ 

2. 你以為我們教會也是否有如此的牧養智慧？ 

3. 你以為你的家庭也是否有如此的領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