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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詩詩詩篇篇篇篇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篇篇篇篇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所羅門的詩」是一篇皇室的詩篇，是為王向 神祈求的詩歌。v1, 8, 10, 15 所描寫

的繁盛、輝煌、權勢、富有…與所羅門時期相近。v20「大衛的祈禱」作為全詩的結語，

學者猜想，本詩內容可能是年紀老邁的大衛王，在選立所羅門繼承王位，為他所作的祝

福：大衛心中充滿興奮向 神祈求，為王賜下公義、智慧、恩典，來統管 神的子民。

後由所羅門編成詩歌，成為皇室詩篇。 

 

二二二二、、、、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主旨主旨主旨主旨：：：：「「「「秉行公義王統管全地秉行公義王統管全地秉行公義王統管全地秉行公義王統管全地」」」」 

  詩人祈求 神將公義與審判的權柄賜給王，使他能按公義審判以色列民，為弱者伸

冤。當公義得以彰顯，王權就得以延展至全地，諸王都要來臣服，日子也可以長久。而

這一切都是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所作成的，所以祂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三三三三、、、、分段分段分段分段、、、、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1. 祈求王兼行公義、好憐憫   v1-7 

  2. 祈求王執掌的權柄遍全地   v8-17 

  3. 稱頌主獨行奇事直到永遠   v18-20 

v8-11 王的權柄不單是與日月共存，他統治的範圍廣闊，延伸至天涯海角：「從這海

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這海那海是大海汪洋，可能是指地中海和紅海，大河是幼

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兩河流域，是直到地極無邊的國界。沙漠之遊牧民族亦要俯首

稱臣，仇敵可以譯作野獸，就是那些不甘臣服的人，最終仍要五體投地（餂土）俯伏脆

拜。他施是的遠方之海港（今日西班牙），以造船與航運聞名。示巴是亞拉伯最南方的

國家，西巴是非洲東部的地區（可能位於埃及的境內）；無論是任何地方之國家與所有

的君王，都要前來進貢、獻禮物、叩拜與事奉這位公義的王。 

v12-17 權位崇高偉大的他，竟然是充滿慈悲憐憫，願意為窮乏人、困苦無助者、貧

寒人、窮苦人…伸出援手，搭救、憐憫、拯救、救贖（護）他們脫離苦境，打擊一切欺

壓和強暴者，「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他重視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就算是最貧

窮的卑微人他都愛惜。 

v15-17「他們要存活」可譯作「願他常存」，前者是那些最卑微的人，因這位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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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治可以存活得好，他們願常為王和他的國權禱告。而後者是稱頌詩，祝願君王長壽，

人要向他獻上示巴金子（極珍貴的禮物），並獲得民眾的祝福。王統管下的地土富庶，

連山頂也能豐收五穀如同黎巴嫩，城內人口昌盛如發旺的野草。王的名號要永遠長留，

萬國萬邦都要稱讚他，並因他蒙福（得福）—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社會繁榮。 

v18-20 是一首頌讚詩，與前文的關連少，由於每一卷詩篇的結束都是頌讚詩，所以

有學者認為這是後人編輯詩篇時加插的？「獨行奇事」是惟有祂配得榮耀、稱讚，公義

的王之所以能有如此顯赫的功績，全是 神將公義、審判的權柄賜給他（v1）。是 神

和祂的聖名當得榮耀和稱頌，直到永遠，充滿全地。阿們！阿們！「耶西的兒子大衛的

祈禱完畢」解釋本篇詩可能是大衛為兒子所羅門王登基時所作的詩歌和禱告。 

 

四四四四、、、、詩人詩人詩人詩人 

  詩人為王禱告，盼望他能成為一位公義王，權柄統管天下，以仁愛善待國民。但在

現實人間，細數中外歷史人物，到底有多少人是能行公義真正的賢王呢？猶太人理想的

王是彌賽亞，基督徒相信耶穌就是基督，祂藉著受苦受難，從死裏復活，被升為至高，

坐在權能者的右邊，叫萬膝都要脆拜，萬口都要承認，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五五五五、、、、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窮乏人…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貧寒和窮乏的人…窮苦人…」他都要搭救、憐

恤、拯救、救贖他們，而不是對人民的困苦和需要置之不理。當領導人能懂得愛護人民

百姓，行公義、好憐憫，這個國家是何等有福！可惜今日有許多政治領袖，只顧商家或

大財團的利益，使窮乏的低下層人士的生活飽受痛苦。 

�「人要常常為他禱告，終日稱頌他」，當領袖愛惜人民，人民自會愛戴、關心、

尊敬其領袖。保羅教導提摩太：「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

王和一切位的也該如此…」（提前 2:1-2）願我們多為中國的領導人，為香港的特首、高

官、立法局議員代禱，祈求 神給他們智慧判斷，並按公義、憐憫施政。 

 

六六六六、、、、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詩

7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