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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8:1-12

人的言語能成為智慧的源頭，深如海洋，清如流泉。縱容邪惡不
義；冤枉無辜不公。愚昧人開口啟爭端；他一說話就捱打。愚昧人

的口使自己敗落；他的嘴唇是自己的陷阱。（箴言18:4-7）

創世記中上主單單用話語創世，也創造了人。接下來，人類的話語建造了什麼呢？話

語，不僅為了表達每一個生命存在的必要，也成為連結關係的管道，使人們藉由言語溝

通，也學習彼此尊重與欣賞。「人的言語能成為智慧的源頭」說明，不只是敬畏上主作為

智慧的開端，人的言語也能成為智慧的源頭，作為讓他人得著利益之處。

所謂的智慧，並不是要利用他人來成就自己，相反地，智慧呈現於人的美德與態度。

想要擁有智慧，需要經過反覆思想以及省察自身，在這經驗中所表達出來的言語，如同清

澈的點水便能成為回應他人的養分與幫助。

言語的使用方式，取決於我們的意圖和內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主教（Desmond 

Mpilo Tutu）有句話：「宗教猶如一把刀，可以用來切麵包，或拿來刺傷人」，若將「宗

教」改成「言語」不也一樣嗎？但願我們祈求上主賜下智慧，懂得慎思自己的口舌，所說

出來的話，能夠帶有智慧與力量。 

言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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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主，求祢幫助我，少說氣

話、壞話，而說出鼓有益於人、平息紛爭

的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以文學書寫創傷

當慘痛歷史中的當事人（受害者）書寫，作品可能

超越文學創作，成為警惕世人無知與叩問自身處境的

產物。作家胡淑雯，於南之洛馱思論壇二二八系列講座

中，談論國內外受政治迫害的文學作品，也期望台灣人

能找到自己書寫、記憶歷史的方式（TC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