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佔窮人的便宜 
聖經：箴言二十三：1-3、6-9 

  

    三千多年前，所羅門成為以色列第三位國王。他在位四十年間，創造了以色

列王國空前的黃金時期，成就更甚於他父親大衛王。所羅門王繼承父親王位時非

常年輕，上帝問他：「你要什麼，我都給你。」他的答案令上帝非常喜悅，因為

他沒有求長壽，沒有求財富，也沒有求上帝消滅他的敵人；他唯獨求智慧。「箴

言」便是他留給後世珍貴的遺產，它說的不是多遠大的理想，而是日常生活裡再

平凡細微不過的事。「箴言」是彙集猶太人歷代相傳的處世、為人的智慧文集，

是我們最實用的人生指引。  

    今天的經文，屬於「勸世箴言」，是明智人的生活法則。這些生活法則源自

以色列王國時期的智慧學校，即拉比學校(拉比是當時的教師)，教導當時準備成

為朝臣，在皇族裡服事君王的年輕人，包括地位崇高的文士、教師、政府官員、

祭司宗教人員等人，該有的處事原則。拉比將這些生活法則傳遞給這些年輕人，

主要教導他們如何預備進入新的環境中，有正確的思考、能表現出合乎工作、生

活、倫理、道德的要求，並且有正確的行為。 

    這段經文主要講到有關達官貴人在宴請筵席中，它們有吃的文化與禮貌的養

成，談及請客吃飯與參加筵席的事，簡單說，就是吃飯的禮節。透過與當時宮廷

裡上流人士的宴請用餐，學習合宜的禮儀，這也是一件極重要人際間互動的關係。

所以，在有大人物面前進食、用餐是要有餐桌禮儀。特別年輕人，在嚮往將來能

獲得崇高社會地位時，透過餐桌禮儀學習該有的人際應對；從飲食文化中，也看

到隱藏著富者和窮人的議題，由此讓年輕人建立體貼、關心他人的態度，特別是

善待貧窮人，也提昇自己的生命能更寬宏大量。 

       經文的重點提到： 

一、用餐是學問，需要學習(23:1) 

    第一節，「你若與長官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誰。」這裡用餐的背景是

「你與官長坐席」，它作為教導的依歸。意即是你要看看這些有頭有臉、有名望

的貴族，在宴席吃飯時學習上流社會的用餐禮節，他們不會狼吞虎嚥，不會挑吃

或搶著吃，他們有一套用餐的文化。就如現代的婚宴中，主桌用餐都客客氣氣，

彬彬有禮。經文告訴我們，當你從長官們學到了這些經驗，有一天，你在王面前，

與王一起用餐時，就不需害怕、不知所措。 

    這是一項非常實際的社交禮儀，也適用於現今我們的生活中。對於我們的家



庭成員，是否用心留意過有關餐桌禮儀？當與家人一起用餐，我們認真看待或草

率不重視？單單最容易、最切實的吃飯地方、時間，我們會把握這機會教導兒女，

例如，拿筷子、擺刀叉、坐姿、吃相、飯後的善後等禮節嗎？不要忘了「你若與

長官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誰。」 

二、克制貪食的慾望 (23:2-3) 

  1、針對自己貪食的胃口 

     第二節，「你若是胃口大的人，就當拿刀放在喉嚨上。」這句話是猶太人幽

默的話語。你若吃的快、快快的吃、不節制的、縱食的一直吃，就好像你把自己

吃進胃裡。所以，當慢慢的吃、慢慢的吞。如果不能控制與自制，就需要「把刀

放在喉嚨上」如此會幫助你去控制自己貪吃的慾望。吃的慾望，往往比我們要的

食物還多。慾望比我們真正要的還多！現代人愛吃的「吃到飽」就是一例，其實

已經飽了，但是「貪」的慾望，讓我們繼續吃下去。學習智慧者所說的「拿把刀

放在喉嚨上。」是我們控制食物，不是讓食物控制我們。 

  2、不貪戀別人的食物 

   第三節，「不可貪戀長官的美食，因為那是欺哄人的食物。」官長們請你吃飯，

有可能吃飯不是請客的目的，你需要知道食物背後的目的。官長們可能藉著吃和

食物來了解你的一些習慣、動機、心思等，也就是說從「吃」來了解一個人，甚

至因為吃，你掉進網羅裡。經文說，這是「欺哄人的食物」、騙人誘惑人的食物，

不單只是吃這麼簡單，背後可能另有個目的、計畫。所以要留意，不可貪戀長官

的美食，不要放肆到一個地步而忘我，特別在商場的酒國文化，常常完全沒有警

覺性的出醜。所以，應該小心用餐的目的。 

    猶太人的社會文化中，在家庭中家人一起用餐吃飯，是一種非常享受的天倫

之樂，是聖經應許的祝福。猶太人認為能夠一家人圍著一起用餐，比賺錢更值得

珍惜與把握，這是上帝的祝福。如果家庭天天出去尋求美食、或是沒有覺察別人

請客的動機，會造成放縱自己的食慾，也就是把自己賣給了胃口，自己賣了自己。 

三、不佔窮人的便宜(23:6-9) 

   第六-九節，作者提出結論，「守財奴(原文直譯「眼目邪惡的人」。)的飯，你

不要吃，也不要貪戀他的美味；因為他的心怎樣算計，他為人就是這樣。他雖對

你說：請吃，請喝，他的心卻與你相背。你所吃的那點食物必吐出來，你恭維的

話語也必落空。不要說話給愚昧人聽，因他必藐視你智慧的言語。」 

    對猶太人來說，這個教導主要是關心窮人，談到有關於貧窮意識非常重要的

課題。只有富足的人才有能力宴請人。我們很少讓窮人請客，因為窮人付不起，

窮人的資源是較少的。即便窮人請客，被請的人不要去計較食物的好壞。有錢有

勢的，自然會成為強者。能夠大肆鋪張宴請的一方，成為了強者，卻容易在不被



注意的時候，有佔窮人便宜的舉動。有能力請客的一方，有可能會藉著食物或藉

著在一起飲食的當中，控制了對方，特別是對窮人的掌控，這是上帝所憎惡的。

強者藉著他的資源、能力，欺壓軟弱、資源少的窮人。就像亞哈王，貪戀拿伯的

葡萄園，惹怒上帝。我們的上帝一直是眷顧窮人需要的上帝。箴言 14:31、17:5，

作者提到，「欺負窮人等於羞辱上帝，疼惜窮人就是敬畏上帝，是屬敬虔的人。」 

    箴言中明智人的生活法則，後來流行在中東亞西亞地區，成為那一帶人民生

活的諺語。其中法則提到的事，是要這些有地位、有經驗的人士們，要關心窮人

的生活環境與實際的狀況；因為貧窮人本身幾乎無法想像皇宮國族，達官貴人們

的生活，特別他們日常生活上那豐盛的饗宴和財富。窮人們，他們能有甚麼機會，

參加這些富貴人家的排場和宴請呢？願我們透過經文的教導，從食物中學習看到

窮人的需要，更不佔窮人的便宜。透過今天的經文，我們一起思考反省：作者為

什麼要教導當時的年輕人學習餐桌禮儀？對今日的我們有什麼提醒？我會有飲

食過量的困擾嗎？如何節制貪食？克制「貪」的慾望？從日常的飲食中，如何看

到窮乏人的需要？並且不利用自己的資源看輕或欺壓窮乏人？願我們從智慧者

的箴言得著亮光。 

    聖經的記述何止千言萬語，當我們從中找出那些蘊含超凡的智慧與指引，能

幫助我們在屬靈上不斷成長，使我們活得更虔誠。讀智慧的箴言，期能將上帝永

恆的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裡，成為真正有智慧的人。 

    上帝國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義、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羅 14:17) 

          在上帝國吃喝的人有福了！無論富人、窮人都能在王的面前—榮美的救主前，

享受羔羊的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