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伯記的主要課題 
 簡介 

 

雖然約伯了解惡的問題的真實性，卻也無從獲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的答案，書中的主角約

伯堅信，只要能夠與上帝有直接的關係，與祂面對面，親自質問上帝就心滿意足。  

  

他抗議那些從遠方來安慰他的朋友，一直以「報應論」來勸說他，他們認為上帝的心思意念和

管理的法則就是如此，所以，約伯若稍微改變態度，接受那是從上帝來的處罰，反正犯了罪，

只要悔改即可。但是，他堅持自己的無辜，怎麼會是他的錯誤呢？甚至在 31章，約伯誓言宣

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誓言控訴上帝(告到天庭)，以利戶在約伯的誓言之後出現，這是非常有

意義的安排，這位年輕人出現，要直接衝著約伯和他的先輩們而來，他認為需要有端正的生活

行為，才能預防不幸的遭遇。神和世人之間的差距是不可否認，雖然他道出了約伯及其他三位

前輩的論據主要的偏失之處，但也沒有針對受苦的問題，提出建設性的看法。不過以利戶提起

「中保」仲裁者的觀念，卻符合了約伯要求和期望，若有仲裁者多好(19章 25節 redeemer ; 

33章 23到 28節)。 

  

從另一方面來看，接續約伯最後的宣誓表(31章) ，以利戶出現了（32章至 37章)，正好放在

約伯要求與上帝對質之間，可以說是在這期間，安排了另類的「中間者」。以利戶的論點其實

是 38章後，上帝的話語的引言，換言之，作為約伯受呼喚出庭的預告(31章第 35節)。以利戶

辯解約伯和朋友們的偏失。世界是上帝照祂所設計的宇宙，宏觀中自由的攝理，宇宙宏觀的運

行不可能與人類所設定的機械式、因果報應的法則運行，在上帝的攝理中，因果報應的觀念派

不上用場，因為不是必備的秩序，因果報應不適用。後來，約伯就靜默無語，朋友們也退場

了。 

  

本書絕大部分（第 3章到第 27章），可以說也描述一種靈性的朝聖的歷程（spiritual 

pilgrimage ），由固定的、機械式的古典古訓，到實際經驗所產生的信仰及希望的歷程。如

同朝聖者的路程，約伯漸漸地意識到、體驗到惡的真實性及不可避免性，然而這種過程充滿令

人興奮鼓舞和喜樂(10:12-13)，「中保」角色的重要性，雖然沒有詳細說明，尤其生活在苦難

中的人和上帝關係，「中保」能夠鼓舞像約伯一樣勇敢追求盼望的人，即使死了，也要有機會

與上帝相互對話。 

  

若細讀約伯記，讀者不難發現，文體中常用反語、諷刺、嘲弄命運的說法，提出不同的疑問，

如：關於知識上的、實在的問題。針對特別特定需求，有修辭性的啟發性的對話討論，但他的

問題不一定要求答覆，尤其是深奧的問題，如：人的極限的問題、實際存在問題。雖不期待答

覆，卻激勵人追問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等等。 

  

第 28章可以說是約伯的「默想」，經過三次輪流式的答辯(第 3章到第 27章)，雙方只是各說

各話，毫無交集，只有辯論，沒有溝通。第 29章安排的是約伯自白身世、為人之道、追求上

帝的真摯，甚至追求智慧，單單尋求（seeking God）的表白。所以，這一章約伯對朋友們所

說的，可以說是他的宇宙觀(宇宙觀決定人生觀)、世界觀(機械式的命運)、宗教觀(受自然道

德觀延伸出來的報應說)、虔誠的個人宗教體驗等等，對惡的現實性，受苦受難的真實性，對

上帝的本質有偏差的堅持。換言之，對義人受苦的真實性，所根據的解答偏頗，所以不能得到

安慰。在這一章中，約伯的默想，道出了自己身心慘痛的經驗，獲得真正的智慧(明白生命之



道 way of life)才發現，原來智慧是無法尋得的，只有通過敬虔的宗教信仰和端正的生活品

質，right living 可以有類似的功能。 

  

約伯記第 1-2章，有關主角受試探的原因，一直令人費解，有限之人，他品格完全無瑕疵，忠

誠信仰的特質，卻不幸成為撒旦和上帝中間的爭議點。約伯的善良完全，竟成了他受考驗的起

因。但是上帝同意這考驗他的方法，令人質疑上帝的公義性，上帝旨意治理中參雜了撒旦的建

議嗎？這點在聖經中不斷地被質問，上帝的治理公道嗎？本書由第 3章以下，可以說是循著這

主題在辯論，試圖探討究竟。 

  

我們如何討論上帝？針對這個問題，作者提示我們，要由苦難出發，本書是以以帝和撒旦打賭

出發的(第 1，2章)，考驗人類對上帝的忠誠有無動機？無目的嗎？無條件的嗎？作者的答覆

是肯定的「是的」，約伯是對上帝的愛無條件的代表人物，夲書由兩種聲音或語言構成，第

一，先知性的語言辯論，由以利户為代表，第二種是反思默想的語言，以上帝的話語及約伯對

上帝的回應為代表。意即，作者認識到了先知談論上帝的語言，還要補上默想和敬拜的語言才

算合適完整。 

  

真正了解苦難的核心，停留在上帝公義的治理上，是有它的重要性，但作著提醒，如果讀者或

是教會只停留在爭論上帝的公義，無疑將上帝的性格侷限在一小隅，無疑將上帝縮小在想像中

的「偶像」。只有容許上帝擁有自由自主的神秘性，自由自主地表現祂愛世人的豐盛，及無條

件的慈悲充滿了整個宇宙創造中。 

  

我們誤解了公義的本質，而形成了依據本身所期待的公平法則而已，本書的高峰是第二次約伯

對上帝的回應，第 42章，約伯沒有後悔對上帝的尋求，他清楚明白自己主張對上帝的認識期

待是偏頗，欠實質內容而抱歉，他放棄以前所持対上帝的治理的觀點，忽然了解到公義本身不

是了解上帝唯一的品質，恩典使公義充滿能力，沒有十字架就無從了解上帝的審判的真締，缺

乏愛的公義是何等可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