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约五》第二课 11

第二课：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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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与背景 
 

教会被圣灵引导的一个主要表现，

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弗 5:19）。

这是一直以来的情况，甚至在旧约

里，跟随耶和华的人也一样。诗歌

敬拜是如此重要，因此在圣经里有

一整卷特别用作歌唱和敬拜的书。

这卷书就是诗篇。 

诗篇是圣经里的诗歌集。在大卫的

时代至圣殿被毁时（约公元前

1000-586 年），诗篇本是用作圣殿

里的诗歌集。然而，诗篇表达了历

代以来，信神的人内心深厚浓烈的情

感。诗篇记载了深切的祷告、热切的情感、崇高的赞美，以及深沉的沮丧。它以一种诚恳、坦白

的方式，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与经验。神用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去写作和辑录这卷诗篇。

有关诗篇的重要资料： 

作者： 有几个；但有一半是大卫的作品。 

写作日期： 大约由公元前 1450 年(诗 90)至公元前 

 450 年(诗 126；参看尼 8) 

旧约历史 100 步：大概由 40.差遣摩西到 95.重建圣殿和城墙。 

钥节： 100:2；130:1 

主要篇章： 1,23,37,72,100 等等 

主旨： 敬拜 

其他： 

1. 新约圣经引用诗篇的经文，比引用其他书卷更多。 

2. 本书的书名在希伯来原文是“赞美之书”，因为差不多每

一篇诗都包含了赞美神的元素。 

3. 诗篇可能在以斯拉的时代（约公元前 500-450 年），才被

辑录成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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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用了大卫、所罗门、亚萨、摩西、希幔、以探、可拉的后裔，以及很多无名的人作为诗篇

的作者。传说一些佚名的诗是由以斯拉所写的。 

希伯来诗歌 

希伯来诗歌较其他语文的诗歌更易翻译。举例说，在英文的诗歌里，押韵与

合拍子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都是很难翻译得好的。然而希伯来诗歌却不

依赖韵脚和拍子，反而主要着重思路。因此，希伯来诗歌特别适合翻译成别

的文字，也因此成了跨越语文障碍、传递神的信息给后世的好工具。 
希伯来诗歌的一个主要元素，是在两个相邻的部分运用平行的表达，这叫平

行法。我们可以在中文圣经清楚看见，希伯来诗歌的这种技巧。平行式的表

达有几种主要的方式，目的是要突出信息的感染力： 

1.有时，上半句和下半句差不多等同： 
诗 24:1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上半句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下半句，差不多等同上半句 

2.有时，上半句会和下半句类似： 
诗 19:2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上半句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下半句，和上半句类似 

3. 有时，上半句会和下半句相反： 
诗 1: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上半句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下半句，和上半句相反 

4. 有时，上半句会补充（完成）下半句： 
诗 2:6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上半句 
 我的圣山上了。 下半句，补充上半句 

5. 有时，上半句会举出一个例子，下半句会由此作一个类比： 
诗 103: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上半句（举例）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下半句，用类比作解释 

平行法不单可用在上、下两句，也可以包括三、四句，甚至一整段。 

大纲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大纲作为参考。但我们觉得这不是诗篇最重要的一方面，故此我们不会列出

全部诗篇的大纲，反而会强调诗的种类。整卷诗篇是由 5 卷辑录而成，每一卷的最后都有一首

荣耀颂。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篇章 诗 1-41 诗 42-72 诗 73-89 诗 90-106 诗 107-150 
主要作者 大卫 大卫/可拉 亚萨 佚名 大卫/佚名 
诗篇数目 41 31 17 17 44 
与摩西五经的主题近似的

地方 
创世记: 
人与创造 

出埃及记: 
拯救与救赎

利未记: 
敬拜与圣所

民数记: 
旷野与漂流 

申命记: 
经文与赞美

荣耀颂 41:13 72:18-19 89:52 106:48 150:1-6 
可能辑录这卷诗篇的人 大卫 希西家或约西亚 以斯拉或尼希米 

辑录的大概年期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 公元前 950-600 年之间 大约公元前 400 年 

作者跨越的年代 大约 1000 年(约公元前 1450 年至 4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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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的主要种类 

希伯来诗歌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诗篇里的诗大部分都属于下列四类之一： 

类别 例子 

1.哀叹/祈求之诗 诗 22，51 

2.赞美/感谢之诗 诗 100，103 

3.国度/立约之歌 诗 2，78 

4.教导/智慧之歌 诗 49，1 

壹. 哀叹/祈求之诗 
例子：诗 22 
• 诗 22:1-2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        我？为什么远离

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２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         ；夜间呼求，并

不住声。 

• 诗 22 :6 

但我是       ，不是人，被众人         ，被百

姓          。 

• 诗 22:16-19 
16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        了我的手、

我的脚。 
17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19耶和华啊！求你不要               ；我的救主啊！求

你           帮助我。 

问题： 
1. 根据以上的经文，你能否指出大卫所说的一些哀叹（痛苦愁烦的语句）？他有什么祈

求（要求）？ 
2. 根据以上的经文，大卫的心情或心境是怎样的（快乐？忧伤？绝望？）？你是否有过

同样的心情？ 

 
 

附加问题：在这情况中，诗人也提到什么（参看 3-5 节神是谁；9-10 节他与神的关

系；22-31 节用信心赞美神，因祂的看顾和快来的帮助）？换句话说，诗人在他的

痛苦忧愁中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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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哀叹／祈求之诗，是表达忧伤、痛苦或表达绝望的诗歌。本诗作者经历到肉体的痛苦

（16-17 节）、社会的排斥（6-7 节），以及精神上的苦痛（14 节）。他非常坦率直接

地讲出他的感受，并且大胆地到神面前要求平反。这篇诗特别之处，是它不单描述了大

卫的痛苦，也描述了耶稣的痛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引述了这篇诗的第一节（太 27:46；
可 15:34）。祂引用这节经文，不单是因为这一节描述了祂的痛苦，也是祂对整篇诗的

认同。这篇诗不但表达了痛苦，也表达了极大的信心和赞美（参看上面的附加问题）！ 

诗 22 的大纲： 
甲.  矛盾的悲伤呼喊(1-10 节) 

1.  第一循环（1-5 节）：大卫感到神离弃他（1-2 节），但（3 节）他知道神是值

得依赖的(3-5 节) 

2.  第二循环(6-10 节)：大卫觉得他是最低贱的人，受人藐视（6-8 节），但（9 节）

他知道神看顾他（9-10 节） 

乙. 绝望的呼求(11-21 节) 
1. 要求：“求你不要远离我…”(11 节) 
2. 第一循环(12-15 节)：大卫形容他的敌人(12-13 节)和他的苦痛(14-15 节) 
3. 第二循环(16-18 节)：大卫再次形容他的敌人（16 节）和他的苦痛（17-18 节） 
4. 要求：“求你不要远离我”（19-21 节） 

丙. 赞美的呼声（22-31 节） 
大卫在他焦灼的苦痛中，说明他要在他的弟兄中赞美神的决心。 

问题：你是否在凡事顺利时才赞美神？还是你在苦痛中仍然赞美祂？ 

属于哀叹／祈求 
一类的诗： 

为国家哀叹： 诗 12,44,80,85,90,94 
为个人哀叹： 诗 3,4,22,31,39,42-43,57,71,77, 139；
             耶 11:18-12:6；伯 3 
祈求      ： 诗 6,38,51,102,130,143 

贰. 赞美/感谢之诗 
例子：诗 100 

神• 诗 100:1-2 
1普天下当向耶和华        。 
2你们当                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 诗 100:4 

当          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

的名。 

问题： 
1. 在第一节，诗人鼓励我们做什么？我们当存着怎样的 度去做？ 
2. 在第四节，我们当以怎样的 度来到神面前？ 

 



《旧约五》第二课 15

解释： 
赞美／感谢之诗，是表达喜乐与感恩的诗歌；是直接歌颂耶和华的诗歌。诗人详细向读者

解释，为何他要赞美感恩。整体来说，诗人赞美神的本身，以及祂在这世上所作的一切。

对诗人来说，他会因神为他所作的一切献上感恩。诗 100 每一节都表达了这种喜乐之情。 

诗 100 的大纲： 
甲.  乐意事奉（1-3 节）──普天下都当以欢欣和大喜乐事奉神，因为神造了我们；也因

为神像牧人一样看顾了我们，并且祂是全地的主。 
乙.  称谢进入（4-5 节）──我们当以称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祂是信实、良善和慈爱

的神。 

属于赞美／感谢一类的诗： 为国家感谢      ：诗 107,124；撒上 2:1-10 
为个人感谢      ：诗 32,92,116,118,138；赛 38:1-20；拿 2
雄壮威严的赞美诗：诗 8,100,103,104,145-150；赛 52:9-10 

叁. 国度/立约之歌 
例子：诗 2 
• 诗 2:2 

世上的        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           ，

并他的             。 

• 诗 2:6-7 

说：“我已经      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7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        ，我今日生你。’” 

 

神 

问题： 
1. 根据诗 2:2，这篇诗强调的是个人的经历，还是君王与国度？世上的君王在做什么？

他们敌挡谁？他们敌挡的君王称为什么？ 
2. 根据诗 2:6-7，神为祂立的君王做什么？神怎样称呼这君王？ 

解释： 
国度／立约之歌，是着重国度某方面的诗歌，包括锡安、耶路撒冷、君王、神作王，或神

人之约等。有些诗篇叙述神对待祂子民的历史（例如诗 78）。在以上诗 2 的例子中，神不

理列国君王的敌挡，在以色列立君王。诗人描述神将会怎样对付这些敌挡祂的君王，并劝

告列国应怎样对待这新王。徒 4:25-26 里的基督徒，在受到犹太人的恶待之后，用这篇诗

所表达的外邦君王敌对神的 度来描述犹太人。这真讽刺！诗 2 本来是警告犹太人的受膏

者（以色列的王）的敌人的，但到了第一世纪的教会时代，犹太人自己却成了受膏者（耶

稣）的敌人。 
这篇诗虽然本来指着以色列早期的一个君王而说，但也可以应用在天上的君王弥赛亚的身

上（祂的身份远高过天使(来 1:5)）。 

诗 2 的大纲： 

甲. 列国的背逆（1-3 节） 
    1. 问题（1 节）：列邦为何竟敢筹划计谋？ 

2. 聚集（2 节）：列国聚集敌挡耶和华。 
3. 目的（3 节）：他们聚集背逆和敌挡神并祂的代表──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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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耶和华的回应（4-6 节） 
    1. 发笑／嗤笑（4 节） 

2. 责备(5-6 节) 
丙. 耶和华的宣告(7-9 节) 

1. 宣告关系（7 节）：公开宣告新王现在与神有特别的关系──祂是“儿子”。（约

1:12 说我们和神有什么关系？） 
2. 应许赋权（8-9 节）：神应许扩大新王对列国的权柄，祂必以“铁杖”管辖列国。 

丁. 诗人的劝告（10-12 节） 
1. 事奉（10-11 节） 
2. 承认新王的王权(亲咀)(12 节) 

属于国度／立约一类的诗歌 神人之约：诗 78, 81, 103-106, 135-137 
君王    ：诗 2, 18, 110 
锡安    ：诗 46, 84, 122 
神作王  ：诗 47, 95-99 

 

诗篇里的题字 
诗篇里有 116 篇诗有题字，那是在每首诗之前的题目。这些题字不在原本的诗中，而是后来才加

上的。这些加上去的字大致都是正确的资料。可是，圣经学者们对这些题字所用的某些术语，仍

然无法确定它们最精确的解释。这些题字为读者们提供了几方面的资料： 
1.  作者：这是这些题字最普遍的功用。 
2.  诗集的名称：“上行之诗”（诗 120-134）等类的题字，将一篇诗归在这个类别的诗集中。

所谓上行之诗，是朝圣者在“上”耶路撒冷时所用的诗歌集（耶路撒冷城是建在山上的）。

3.  调子的名称：诗 8,22,56,81,84 等诗上的题字，大概是唱这些诗歌时所用的调子。 
4.  历史背景：有 13 首诗的题目描述了那首诗的历史背景，包括了诗 3, 7, 18, 34, 51, 52, 54, 56, 

57, 59, 60, 63 和 142。它们大都和大卫生平的事情有关。 
5.  乐器：诗篇的题目间中会提到要用什么乐器，例如诗 4, 5, 6, 54, 55, 67 和 76。 
处理题字的最佳方法，是将它们视为很好的补充资料，但不要把它们看成和诗的内容同等重要。

肆. 教导／智慧之歌 
例子：诗 49 
• 诗 49:3-4 

我口要说                ，我心要想           

             。 
4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迷语。 

问题： 
1.  根据以上经文，作者在做什么？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解释： 
教导／智慧之歌，是一种试图说明什么是智慧的诗歌，好让读者能得着智慧聪明。在这

一类诗中，有些诗的主题是关于神的话语（例如诗 1）。 

另外，在诗 49，作者提到恶人亨通的问题（参看诗 73）。他真的看见恶人亨通，但他

的结论是，义人的盼望远胜于恶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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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49 的大纲： 
甲. 请来倾听（1-4 节）：作者请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来听这些智慧的言语。 
乙.  留心恶人（5-12 节）：作者注意到恶人富贵，但同时也注意到，没有一种财宝能使

恶人不死亡，并且他们的财富会归给别人。 
丙.  神里有盼（13-20 节）：虽然人人都有一死，耶和华会救赎义人归祂。因此，不要

羡慕那些发财的人，因为这些财富都是短暂的（16 节）。 

      问题：你能说自己满足于已拥有的吗？还是你会因看见别人发财而眼红呢？根据 
      圣经，真正的财宝是什么？ 

 
有关诗篇的各方面： 

壹. 咒诅诗的问题 
诗篇里有一些诗曾经令人疑惑困扰，那是求神咒诅敌人的诗，包括诗 7, 35, 40, 55, 58, 59, 
109, 137, 139 和 144。有些人会质疑，这是否与新约的饶恕之道有冲突。以下是一些需要

注意的事情： 
1.  请记住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并且旧约的作者与我们身处不同的约之下。当我们读这些

咒诅诗时，我们不应以新约的角度来衡量。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请参看《旧约精览》第三部分附录二“研读旧约的原则”。） 

 
2.  当诗人求神咒诅他的敌人，他不是出于人类的报复心理，他只是求神公义、神圣的审

判临到。简单一点来说，诗人只是求神实现祂在约里的应许，就是惩罚恶人，尤其是

以色列的敌人。因此，诗人希望与神所想的一致，并将神的敌人视作自己的敌人。他

呼求咒诅以维护神的荣耀，并显明神的公义。 
3.  有一次，主耶稣曾咒诅那些不接受福音的城市（太 10:14-15）。这不等于叫我们咒诅

我们的敌人，或是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因为神的忿怒，已完全彰显于神的儿子死在十

字架之上，所以我们可以静候神惩罚祂敌人的日子。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以美善对

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为那些拒绝神的人祷告。因为我们要效法神，对善与不善的

人都以恩慈相待。 

贰. 阅读诗篇时需要记住的四件事情 
1.  当诗篇的题字里包括了一些历史事件，我们应以此作为阅读这篇诗的背景。在读诗之

前先看历史背景，是很有益处的。但假如那篇诗没有题字，请小心不要妄加背景，因

为这不但不会帮助你明白这诗，反而会造成一些障碍。 
2.  请记住有一些诗是与以色列人敬拜神的特别话动有关的，例如进入圣殿等（诗 5:7；

68:24-25）。记住这一点，会帮助你明白那篇诗。 
3.  当看诗时，要留意诗的一般结构和文学技巧（参看上文“希伯来诗歌”）。 
4.  很多诗篇都预言到弥赛亚的降临，这些预言已在基督里实现了或将会实现。但请别硬

将每篇诗都和描述弥赛亚扯上关系，如此一来，你便会忽略了神要借着这些诗所启示

你的很多事情。 

叁. 没有包括在诗篇里的诗歌 
1.  米利暗之歌(出 15:20-21)──这歌和出 15:1-18 的摩西之歌都是用作庆祝和纪念的。 
2.  摩西之歌(申 32:1-43)──这首歌是用来教导、指引、提醒和警告以色列人的。 
3.  底波拉之歌(士 5)──这歌是用来庆祝的。 
4.  哈拿的祷告(撒上 2:1-10)──这是一篇个人喜乐的颂歌。 
5.  希西家的诗歌(赛 3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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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拿的祷告(拿 2:1-9)。 
7.  哈巴谷的祷告(哈 3:1-19)。 

在先知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诗歌，明显的包括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在约伯记和耶

利米哀歌中，也有很多哀歌。新约中也有诗篇，最佳的例子莫如路 1:46-55 马利亚的尊主颂，

以及撒迦利亚在路 1:67-79，以诗歌形式所说的预言。此外，在以下的经文中也出现了一些诗

句：提前 3:16；提后 2:11-13 和约壹 2:12-14。 

 
信息 

前言：诗 1 列出两种人；分别这两种人的道路非常明确。你是走在哪条路上？ 

壹.  “三不一福，两种 度”  
甲. 三不一福：有三件事是有福的人不会做的(1 节)。 

1.  不从：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指的是轻微的影响和做法。 
2.  不站：有福的人不站罪人的道路；指的是决定靠这边还是靠那边（参看弗 6:13-14

的“站”字），也包括效忠。 
3.  不坐：有福的人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指的是惯于犯罪，并乐于与罪人为伍。 

请注意从、站、坐的渐进性。跟罪妥协，并受罪人的影响，通常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

由最初很小的事情开始的(例子：罗得)。 

乙. 两种 度：有两件事情是有福的人会做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昼夜思想（2 节） 
1.  喜爱思想的对象：神的话语！（象牛喜爱吃草） 
2.  思想的时间：昼夜！（常常：无论是在旅途中、是在公车上） 
3.  思想的 度：喜爱！（不是惯性或机械式，却象阅读所爱的人的一封信） 

贰. 两样一不(3-5 节) 
甲.  两样(3-4 节)：敬虔的人象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神的话语象水一样，不断滋润他的

灵魂，就算气候不佳也不受影响。恶人却象糠秕，最微小的风也会将他吹散。 
乙.  一不(5 节)：什么时候义人会真的兴旺、恶人真的被风吹去呢？当神最终来审判世界

的时候。一心走罪恶道路的恶人，最终必不能站在那里(6 节)。这是为什么不站罪人

的道路的人是有福的(1 节)。 

叁. 一知两路(6 节)：这里有两条路──义人的路和恶人的路。独一的真神知道谁要走在哪一

条路上。恶人现在亨通是不要紧的；全能者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你

现在走在哪条路上呢？ 

 
交棒 
 
 
 
 
 
 
 

顺口溜 
 

诗篇主旨是敬拜，从头到尾四题材。 
哀叹、祈求得安慰，赞美、感谢乐开 。 
国度、立约有盼望，智慧、教导新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