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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箴言是以色列民古代的智慧文學。顧名思意，箴言是指不同類型的至理名

言：有成語、有諺語、有金句、散文及詩句等。大部份的箴言內容是出自以智

慧名聞天下的智王撒羅滿，其餘則為阿古爾和肋慕耳所著。本書指出這些言語

皆屬於天主本性的一種德能，並由祂賜給人類這智慧，使人藉以獲享豐富美滿

的生命。然而，部份人因犯罪變得愚昧，作出趨向罪惡及滅亡的選擇。本文將

探討箴言中所談及的口德﹐這包括(一)何謂口德?；(二)言語的重要性:言語對

人的影嚮及其力量；（三）不善用言語的後果；(四)口德的陶成:善用言語的後

果及(五)結語

（一） 何謂口德:

正如前文所述，箴言認為言語是天主賜給每人的恩典和德能，人要懂得與

天主合作，加以善用和發揮去完滿個人的生命和造福人群。相反，人若不懂珍

惜和善用便會產生各種罪惡，遺害自己及他人。

由此可見，人的口德是指人善用口舌和言語以至對人類社會產生一種真、

善和美的效果。此種德行的形成部份是源自人對天主恩寵的回應，故人要不斷

警醒去聽取天父的教導，內心能擇善而行，進行個人修德的歷程，達至美滿境

界。這正如箴言所言「你應緊握智慧，握住明智，不要忘記，也不要離棄我口

中的教訓...我兒，你若聽取我的訓言，你必延年益壽」(4:5,10)及「現在，孩

子！你們應聽從我，留意我口中的訓言」(7:24) 而「天主的每一句話，都是

經火精煉的；凡托庇於他的人，他必要作其護盾。對他所說的話，不可加添什

麼；免得他指責你，証明你在說謊。」(30:5-6)

（二） 言語的重要性:言語對人的影嚮及其力量

箴言的1-9章; 10:1-22:16 及25-29章內文均佔有大量篇幅談及不同言語對

人心及行為的影嚮，這反映以色列民以言語為當時期的主要溝通媒體，顯出語

言對影嚮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溝通及不同行為模式的重要性。根據箴言18:21「死

亡和生命，全在乎唇舌；放縱唇舌的，必自食其果。」指出口舌言語發揮巨大

力量去操控著人的生或死。具體而言，言語有著滲透及擴散的力量。

言語能發揮滲透的力量去從正面或負面去影嚮人內心的感受(12:18,25)

(18:14)、態度(18:8)、自尊(29:5)、價觀值、信念和行為表現(11:9;10:21)

等。除了個人層面，言語的影嚮力量更可擴散至群體中及超越時間進入歷史的

空間。



（三） 不善用言語的後果

根據箴言的6:16-19中指出天主最憎恨的七件事當中有三件是與口舌言語有

關，即撒謊的舌頭、說假見証和搬弄是非的人，這反映天父對人要善用口舌和

言行的重視。箴言內文列舉出各類引起不良後果的言語。它們是讒言

(26:20,22;25:23)、虛偽之言(26:23–25,28)、假見証(25:18)、冒失之言

(25:8)、爭吵(25:24;26:21:27:15-16)、自誇(27:2)、奉承(26:28)、洩秘

(25:9)、嘲笑(25:10)、食言(25:14)、咒罵(26:2)和開玩笑(26:19)等。

上述種種不適當的言語會對人的個人品德、待人接物、人際關係產生不同

程度的負面影嚮，需要我們逐一離棄。這些不良言語的後果可包括以下各方

面。人若不謹守口舌，便會有禍從口出的惡果。如箴言「謹口慎言，可能自保

性命;信口開河終必自取滅亡」(13:3)。是非讒言使人陷入紛爭、忿怒、猜忌和

仇恨的深淵，難於自拔。這正如箴言中指出「沒有木柴，火即熄滅;沒有讒言，

爭端即息」(26:20)， 「誰惹事生非，挑撥爭端，是在火炭上加炭，火上加

柴」(26:21)及 「誰存心欺詐，不會得幸福;誰搬弄是非，必陷於災禍」

(17:20)。此外，人若口不對心去講謊言、做假見証、發假誓便會招致惡果，即

「作假見証的人，必要滅亡」(21:28a), 「作假見証的人，難免受罰;撒播謊言

的人，勢必難逃。」(19:5), 「作假見証的人，難免受罰;撒播謊言的人，自趨

滅亡。」(19:9)及「作假見証陷害鄰舍的人，無異是鐵鎚、刀劍和利箭。」

(25:18)。

(四)口德的陶成:善用言語的後果

另一方面，箴言亦透過不同的正反對比和比諭去指出人若能依從天主的智

慧去善用口舌，便可發揮言語在人際溝通和關係發展的美、善作用，使人性的

美德得到更完滿的陶成。

首先，在個人溝通技巧方面要培養良好的聆聽能力和溫良語調因為：「未

聽而先答，實愚昧可恥」(18:13)、「溫和的口吻，更具說服力」(16:21b)、

「溫和的回答，平息忿怒」(15:1)、「容忍可以折服公侯，柔語能以粉碎硬

骨。」 (25:15)而「親切的言語，有如蜂蜜，使心靈愉快，使筋骨舒暢。」

(16:24) 。談話內容亦要顧及交談對象、時間和地點的配合，就像「一句簡單

說話，若說得適當，有如銀盤中，放上金蘋果」(25:11)及「應對得當，自覺快

慰；言語適時，何其舒暢!」(15:23)。若說話者能依從智慧，懷有善意的用心

和動機，便能表裏一致，其所表達言詞的感染力定能增添如「智慧人的心，使



自己的嘴靈巧，使自己的唇舌，更具說服力。」(16:23)。若要做到這一點，我

們便要談話正直而「正義的唇舌，為君王所喜悅；說話正直者，為君王所愛

戴。」(16:13)

至於在與他人交往上，箴言指出人要以謙虛的態度自處「只應讓人讚美

你，你不應開口自誇；讚你的該是他人，不該是你的唇舌。」(27:2)，並以忠

誠態度待我們身邊的朋友，作出「明智的勸戒，對受教的人，無異於金環，或

純金美飾。」(25:1)，因為「忠誠的使者，對遣他的人，有如秋收時，吹來的

涼風，使他主人的心感到愉快。」(25:13)此外，我們亦要本著忠誠去嚴守他人

的秘密，也就是「與你的近人，可自決爭端;他人的秘密，切不可洩漏;免得人

聽見了而譏笑你，使你的聲譽一敗塗地。」(25:9-10)

在處理人際問題如衝突方面，箴言提及「爭論的開端，如水之破堤;在激辯

之前，應極加制止。」(17:14)，並且認為若「干涉與己無關的爭端，有如抓過

路狗的尾巴。」(26:17)，是極為不智。但對於社群中的弱小者，箴言表示人要

以其口舌申張正義，「你應為啞吧開口，為被棄的人辯護；你應開口秉公行

審，應為貧苦弱小辯護」(31:8-9)

(五)結語:

綜觀而言，箴言指出人要慎言慎思的重要性，因為「出言不慎，有如利刃

傷人」(12:18)，而「誰謹守自己的口舌，心靈必能免受煩惱」(21:23)。人如

何運用口舌言語是可顯示其個人如何安身立命及待人處事的德行與涵養。對

此，箴言不斷強調人要聽從天父的智慧，從而擁有明達、忠實及正義的態度去

活出如智慧者和義人般的口德操守。相反，若人選擇不聽從善便會淪為愚昧、

虛偽及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