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箴言第十七章译文对照 
 

【箴十七 1】 

 〔和合本〕「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 

 〔吕振中译〕「一点干饼安静自得地吃，胜过满屋筵席、而相争吵。」 

 〔新译本〕「平静相安地吃一块干饼，胜过筵席满屋，吵闹相争。」 

 〔现代译本〕「吃一块硬饼干而心安理得，胜过满桌酒肉而相争相吵。」 

 〔当代译本〕「粗茶淡饭，宁静过活的家庭，胜过美酒佳肴却是勾心斗角的豪门大族。」 

 〔文理本〕「有糒少许而相安、愈于盛馔盈室而相竞、」 

 〔思高译本〕「干饼一张而平安共食，胜于满屋佳肴而互相争吵。」 

 〔牧灵译本〕「宁愿心平气和地啃干面包，也不愿酒肉尽有却常争吵。」 

 

【箴十七 2】 

 〔和合本〕「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贻羞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吕振中译〕「办事聪明的仆人必管辖贻羞之子，而在众族弟兄中同分产业。」 

 〔新译本〕「明慧的仆人，必管辖主人贻羞的儿子；又可以在众儿子中同分产业。」 

 〔现代译本〕「精明的仆人要管辖主人的不肖儿子，且将跟弟兄共分产业。」 

 〔当代译本〕「办事精明的仆人，能管治主人的不肖子孙，还可以分享家业。」 

 〔文理本〕「用智之奴、必治贻羞之子、与其昆弟同分遗业、」 

 〔思高译本〕「聪明的仆人必能管治任性的儿子，且可与弟兄们共分产业。」 

 〔牧灵译本〕「通达事理的仆人必能管制主人无能的儿子，与兄弟们共分遗产。」 

 

【箴十七 3】 

 〔和合本〕「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吕振中译〕「鼎要炼银，炉要炼金；惟有永恒主是察验人心的。」 

 〔新译本〕「用锅炼银，用炉炼金；唯有耶和华锻炼人心。」 

 〔现代译本〕「金银受炉火锻炼；人心被上主考验。」 

 〔当代译本〕「锅炼银，炉炼金，主试炼人心。」 

 〔文理本〕「鼎以链银、炉以炼金、惟耶和华锻链人心、」 

 〔思高译本〕「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 

 〔牧灵译本〕「金银在火中受冶炼，雅威考验的是人心。」 

 



【箴十七 4】 

 〔和合本〕「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 

 〔吕振中译〕「作坏事的留心听奸恶之嘴唇所说的；虚假的人侧耳听毁灭人的舌头所发表的。」 

 〔新译本〕「作恶的人留心听邪恶的话；说谎的人侧耳听攻击人的话。」 

 〔现代译本〕「作恶的人听信邪僻的话；撒谎的人爱听欺诈的话。」 

 〔当代译本〕「行恶的，爱听恶言；谎话连篇的，爱听坏话。」 

 〔文理本〕「作恶者、喜听奸邪之口、言诳者、倾听毒害之舌、」 

 〔思高译本〕「奸诈的人，爱听胡言乱语；说谎的人，轻信是非长短。」 

 〔牧灵译本〕「策划阴谋的人只听谎言，撒谎的人爱听欺诈的话。」 

 

【箴十七 5】 

 〔和合本〕「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吕振中译〕「嗤笑穷乏的、是辱没了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难免于受罚。」 

 〔新译本〕「嘲笑穷人的就是辱骂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难免受惩罚。」 

 〔现代译本〕「嘲笑穷人是侮辱造他的神；幸灾乐祸难免要受惩罚。」 

 〔当代译本〕「嘲笑穷人的，就是侮辱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定难逃惩罚。」 

 〔文理本〕「戏笑贫穷、乃侮造之之主、幸灾乐祸、不免受刑、」 

 〔思高译本〕「嘲笑穷人的是凌辱他的造主；幸灾乐祸的，必不能脱免惩罚。」 

 〔牧灵译本〕「歧视穷人，无疑侮辱造人的天主，幸灾乐祸难逃惩罚。」 

 

【箴十七 6】 

 〔和合本〕「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吕振中译〕「子孙是老人的华冠；父亲是儿女的光荣。」 

 〔新译本〕「儿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现代译本〕「老人以子孙为华冠；儿女以父亲为光荣。」 

 〔当代译本〕「儿孙是老人的华冠，父亲是儿女的光荣。」 

 〔文理本〕「子孙为耆老之冕、祖父为子孙之荣、」 

 〔思高译本〕「孙儿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光荣。」 

 〔牧灵译本〕「子孙是老年人的荣耀，父辈又是孩子们的骄傲。」 

 

【箴十七 7】 

 〔和合本〕「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吕振中译〕「愚昧人说话用美妙口气、本不相宜，高贵人用虚谎口气、更不相配。」 

 〔新译本〕「愚顽人说佳美的话是不相称的，何况尊贵的人说虚谎的话呢！」 

 〔现代译本〕「愚蠢人说温雅的话原不相称；地位崇高的人撒谎更不相宜。」 



 〔当代译本〕「良言本不适合愚昧人，谎话更不宜于王者。」 

 〔文理本〕「嘉言不宜于愚者、诳舌不宜于君王、」 

 〔思高译本〕「优雅的言词，不适宜于愚人；虚伪的狂语，更不宜于君王」 

 〔牧灵译本〕「愚人口中吐不出温文尔雅的话，地位尊贵的人与谎言不相称。」 

 

【箴十七 8】 

 〔和合本〕「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吕振中译〕「贿赂在馈送人看来是万能宝石，无论所向，无不奏效。」 

 〔新译本〕「在馈送的人看来，贿赂有如灵符 (“灵符”原文作“恩惠宝石”)；无论他到哪里，都必

顺利。」 

 〔现代译本〕「有人视贿赂为万能，以为一切图谋都可奏效。」 

 〔当代译本〕「在行贿的人眼中，贿赂威力无穷，可以使他无往不利。」 

 〔文理本〕「行贿者自视其物为宝玉、无往不利、」 

 〔思高译本〕「贿赂在馈赠者眼中，有如宝石；不论他要转向何方，无往不利。」 

 〔牧灵译本〕「爱馈赠的人把贿赂看成万能宝藏，以为所到必成功奏效。」 

 

【箴十七 9】 

 〔和合本〕「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吕振中译〕「遮掩人过的是追求爱心；把错事反复重述的、必离间良友。」 

 〔新译本〕「遮掩别人过犯的，得到人的喜爱；屡次提起别人过错的，离间亲密的朋友。」 

 〔现代译本〕「宽恕别人过错的，得人喜爱；不忘旧恨的，破坏友谊。」 

 〔当代译本〕「饶恕别人的过犯，能促进友爱；总记着旧时的嫌隙，只会破坏友情。」 

 〔文理本〕「盖人愆尤、乃求和爱、数言其事、则间良朋、」 

 〔思高译本〕「掩饰他人的过错，可获得友爱；屡念旧日的过恶，则离间友谊。」 

 〔牧灵译本〕「宽恕他人过失就能赢得友谊，不忘旧仇会失去朋友。」 

 

【箴十七 10】 

 〔和合本〕「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吕振中译〕「叱责明理人一下，胜过责打愚顽人一百下。」 

 〔新译本〕「对聪明人说一句责备的话，胜过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现代译本〕「对明智人讲一句责备的话，比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更有功效。」 

 〔当代译本〕「责备明智的人一句，比责打愚昧人一百杖更为奏效。」 

 〔文理本〕「责通达者以一言、深入其心、甚于挞愚蠢者以百杖、」 

 〔思高译本〕「对明智人一句指责，胜过对愚昧人百次杖击。」 

 〔牧灵译本〕「让明达的人悔过，胜过打愚昧的人一百下。」 



 

【箴十七 11】 

 〔和合本〕「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吕振中译〕「悖逆的人专追求坏事；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去击打他。」 

 〔新译本〕「悖逆的人只求恶事，必有残忍的使者奉派去对付他。」 

 〔现代译本〕「邪恶人专做坏事；死亡将如残酷的使者临到他。」 

 〔当代译本〕「恶人存心反叛，但必有严厉的使者来向他迎头痛击。」 

 〔文理本〕「恶人务叛、必有酷吏、奉遣击之、」 

 〔思高译本〕「暴徒只求叛乱，但有残酷使者，奉命前来对付。」 

 〔牧灵译本〕「恶人一心只想搞破坏，死亡就会找上他。」 

 

【箴十七 12】 

 〔和合本〕「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吕振中译〕「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也不可遇见径显愚妄的愚顽人。」 

 〔新译本〕「宁愿遇见失掉幼子的母熊，也不愿遇见正在行愚妄事的愚昧人。」 

 〔现代译本〕「宁可遇见失掉幼子的熊，不愿碰见胡作妄为的愚妄人。」 

 〔当代译本〕「宁愿遇见失掉小熊的母熊，也不要碰上一个胡作妄为的愚昧人。」 

 〔文理本〕「宁遇失子之熊、勿遇愚人适行其妄、」 

 〔思高译本〕「宁愿遇见失掉幼子的母熊，不愿逢着正在发狂的愚人。」 

 〔牧灵译本〕「宁愿碰上失了幼子的母熊，也不愿与愚妄人打交道。」 

 

【箴十七 13】 

 〔和合本〕「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吕振中译〕「以恶报善的、恶报〔或译：祸患〕总不离他的家。」 

 〔新译本〕「以恶报善的，灾祸必不离开他的家。」 

 〔现代译本〕「以恶报善的人祸患永不离家门。」 

 〔当代译本〕「以怨报德的人，必定祸延家宅。」 

 〔文理本〕「以恶报善者、灾害不离其家、」 

 〔思高译本〕「谁以怨报德，灾祸必不离开他的家。」 

 〔牧灵译本〕「以恶报善的人，家中灾难不绝。」 

 

【箴十七 14】 

 〔和合本〕「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吕振中译〕「纷争之起点如放水〔七十子点窜作：大放厥词乃纷争之起点〕；故争吵尚未暴发，先

要放弃。」 



 〔新译本〕「纷争的开始，如同决堤的水；所以在争执发生以前，就要制止。」 

 〔现代译本〕「争论的开始如水决堤，先行制止才不至于泛滥。」 

 〔当代译本〕「争端掀起，就好像洪水缺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应当在事前止息纷争。」 

 〔文理本〕「衅端之起、如水溃决、宜先弭之、以免争鬬、」 

 〔思高译本〕「争论的开端，如水之破堤；在激辩之前，应极加制止。」 

 〔牧灵译本〕「法事争端犹如堤内洪水，先行阻止才能幸免泛滥。」 

 

【箴十七 15】 

 〔和合本〕「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吕振中译〕「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二者都是永恒主所厌恶。」 

 〔新译本〕「宣判恶人为义，裁定义人有罪，二者都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现代译本〕「姑息邪恶，惩罚无辜，二者都为上主所憎恨。」 

 〔当代译本〕「颠倒是非，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都是主所恨恶的。」 

 〔文理本〕「义恶人、罪义人、皆耶和华所恶、」 

 〔思高译本〕「宣判罪人无罪，判定义人有罪：二者同为上主所憎恶。」 

 〔牧灵译本〕「审判无辜，放过罪犯，二者都为雅威痛恨。」 

 

【箴十七 16】 

 〔和合本〕「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 

 〔吕振中译〕「愚顽人既全无心思，其手里哪有价银可买智慧呢？」 

 〔新译本〕「愚昧人既是无知，为甚么手里拿着价银要买智慧呢？」 

 〔现代译本〕「愚昧人有钱毫无用处；他不晓得用钱换取智慧。」 

 〔当代译本〕「既然愚昧的人根本就没有头脑，他们又何必花费钱财来学习智慧呢？」 

 〔文理本〕「蠢者既无知、何为执金以市智、」 

 〔思高译本〕「愚昧的人，既没有头脑，手执金钱买智慧，又何益之有﹖」 

 〔牧灵译本〕「愚妄的人手中有钱也无用，他毫无见识，金钱难觅智慧。」 

 

【箴十七 17】 

 〔和合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 

 〔吕振中译〕「朋友乃时常相爱；弟兄是为应付患难而生的。」 

 〔新译本〕「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 

 〔现代译本〕「朋友在乎时常关怀；兄弟在乎分担忧患。」 

 〔当代译本〕「真正的朋友在甚么景况下都会爱你，兄弟是你患难中的帮助。」 

 〔文理本〕「友朋之爱在有恒、兄弟之生为急难、」 

 〔思高译本〕「朋友平时常相爱，唯在难中见兄弟。」 



 〔牧灵译本〕「朋友常常在，患难中唯有兄弟情。」 

 

【箴十七 18】 

 〔和合本〕「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 

 〔吕振中译〕「拍掌担保的、是全无心思的人；为邻舍作保的毫无知识。」 

 〔新译本〕「为邻舍击掌作保证人的，是无知的人。」 

 〔现代译本〕「只有无知的人才为邻人作保。」 

 〔当代译本〕「为人作保是最愚蠢的，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样做。」 

 〔文理本〕「在邻里前拊掌作保、其人乃为无知、」 

 〔思高译本〕「常为人击掌作保，实是个无知之徒。」 

 〔牧灵译本〕「常为人担保承诺，是蠢人的行为。」 

 

【箴十七 19】 

 〔和合本〕「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吕振中译〕「爱争竞的、是爱受伤〔传统：过犯〕；高立其门的、自寻破毁。」 

 〔新译本〕「喜爱争竞的就是喜爱过犯；把家门建高的自取灭亡。」 

 〔现代译本〕「爱犯罪的人喜欢纷争；爱夸张的人〔或译：炫耀财富的人〕自招祸患。」 

 〔当代译本〕「罪人喜爱斗争；喜欢夸大的人，自招灭亡。」 

 〔文理本〕「好争竞者喜罪过、高门闾者求败亡、」 

 〔思高译本〕「好争辩的人，实喜爱罪过；高举门户的，必自趋灭亡。」 

 〔牧灵译本〕「爱犯罪的人热衷纷争，狂妄自大的人难逃祸患。」 

 

【箴十七 20】 

 〔和合本〕「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吕振中译〕「心乖僻的寻不着好处；口舌乖张的陷于祸患中。」 

 〔新译本〕「心存欺诈的得不着益处；舌头搬弄是非的必陷在祸患中。」 

 〔现代译本〕「心思邪恶的人得不到好处；言语荒谬的人常遭遇灾难。」 

 〔当代译本〕「心术不正的人找不到幸福；说话乖张的人终必沉沦在邪恶之中。」 

 〔文理本〕「心邪僻者无利益、舌乖谬者陷灾殃、」 

 〔思高译本〕「谁存心欺诈，不会得幸福；谁搬弄是非，必陷于灾祸。」 

 〔牧灵译本〕「两面三刀的人难得好下场，言谈妄谬的人必会遭灾。」 

 

【箴十七 21】 

 〔和合本〕「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 

 〔吕振中译〕「生傻儿子的是生愁苦；呆子的父亲毫无喜乐。」 



 〔新译本〕「生下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忧愁；愚顽人的父亲毫无喜乐。」 

 〔现代译本〕「生子愚拙使父亲忧虑；呆儿子使父亲无乐趣可言。」 

 〔当代译本〕「生愚蠢的孩子，带来忧伤；作愚昧人的父亲，毫无喜乐。」 

 〔文理本〕「生愚蠢子必怀忧、为愚人父无所乐、」 

 〔思高译本〕「生胡涂孩子的，只有悲哀；胡涂人的父亲，毫无乐趣。」 

 〔牧灵译本〕「儿子愚妄，父必忧心忡忡；有蠢儿子的父亲毫无欢颜。」 

 

【箴十七 22】 

 〔和合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吕振中译〕「心喜乐、等于好医药；心灵颓丧、使骨干枯干。」 

 〔新译本〕「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使骨头枯干。」 

 〔现代译本〕「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 

 〔当代译本〕「喜乐的心，是一服良药；忧伤的灵，使筋骨枯干。」 

 〔文理本〕「心乐为良药、神伤致骨枯、」 

 〔思高译本〕「愉快的心，是良好的治疗；神志忧郁，能使筋骨枯萎。」 

 〔牧灵译本〕「心情舒畅，身体才能健康，沮丧萎靡使人失志死亡。」 

 

【箴十七 23】 

 〔和合本〕「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吕振中译〕「恶人从人怀里接受贿赂，去屈枉正直的路。」 

 〔新译本〕「恶人暗中 (“暗中”原文作“从怀里”) 接受贿赂，为要歪曲公正。」 

 〔现代译本〕「腐败的法官接受贿赂；他使正义不得伸张。」 

 〔当代译本〕「恶人受贿赂，就屈枉正直。」 

 〔文理本〕「恶者受人怀中之贿、以反义谳、」 

 〔思高译本〕「恶人在大衣下受贿赂，是为颠倒正义的判词。」 

 〔牧灵译本〕「腐败的官员接受贿赂，正义得不到伸张。」 

 

【箴十七 24】 

 〔和合本〕「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 

 〔吕振中译〕「明达人面向着智慧；愚顽人的眼却望着地尽边。」 

 〔新译本〕「聪明人面前有智慧，愚昧人却眼望地极。」 

 〔现代译本〕「聪明人作事明智；愚昧人永远拿不定主意。」 

 〔当代译本〕「明智的人眼前就有智慧，愚昧人的眼睛却老是向远处张望。」 

 〔文理本〕「达者用智于其前、蠢人游目于地极、」 

 〔思高译本〕「精明的人，常面向智慧；愚者的眼，向地极呆望，」 



 〔牧灵译本〕「明智的人眼中常有智慧，愚人却常拿不定主意。」 

 

【箴十七 25】 

 〔和合本〕「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 

 〔吕振中译〕「愚顽的儿子使父亲愁烦，使生他的母亲忧苦。」 

 〔新译本〕「愚昧的儿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痛苦。」 

 〔现代译本〕「愚拙的儿子使父亲忧伤；他也使母亲愁苦。」 

 〔当代译本〕「愚昧的孩子，是父亲的忧虑、母亲的苦恼。」 

 〔文理本〕「蠢子为父之忧、为母之苦」 

 〔思高译本〕「愚昧的儿子，是他父亲的痛苦，是他生母的忧伤。」 

 〔牧灵译本〕「愚子令父亲焦虑，令生母悲伤。」 

 

【箴十七 26】「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 

 〔吕振中译〕「对义人索取罚金、很不妥善；责打高贵人、很不正当。」 

 〔新译本〕「惩罚义人，已是不当；击打正直的官长，更是不妥。」 

 〔现代译本〕「惩罚无辜不宜；责打善人不义。」 

 〔当代译本〕「责罚义人，是为不当；杖责君子，更是不义。」 

 〔文理本〕「罚行义之人、扑秉公之牧、俱为不善、」 

 〔思高译本〕「科罚无辜，已属不当；杖责君子，更属不义。」 

 〔牧灵译本〕「责罚义人不宜，鞭打善人无理。」 

 

【箴十七 27】 

 〔和合本〕「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吕振中译〕「检束言语的、认识知识；脾气〔仿以上诸译本翻译的〕冷静的是明哲人。」 

 〔新译本〕「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聪明人心平气和。」 

 〔现代译本〕「明智的人沉默寡言；通达的人心平气和。」 

 〔当代译本〕「有识之士，谨言慎行；明智的人，头脑冷静。」 

 〔文理本〕「寡言者有知识、沈静者乃通人、」 

 〔思高译本〕「智者必沉默寡言，达人必心神镇定。」 

 〔牧灵译本〕「睿智的人保持沉默，明达的人心平气和。」 

 

【箴十七 28】 

 〔和合本〕「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吕振中译〕「愚妄人默不作声、也算为智慧；闭口不言、也算为明达。」 

 〔新译本〕「愚妄人默不作声，也算是智慧；闭口不言，也算是聪明。」 



 〔现代译本〕「愚拙人缄口也算聪明；他默不作声就是智慧。」 

 〔当代译本〕「倘若愚昧的人能闭口不言，那就是他的聪明了。」 

 〔文理本〕「愚者缄默亦为智、闭口亦为哲、」 

 〔思高译本〕「愚人不发言，亦可充作智者；若谨口慎言，亦可视为哲人。」 

 〔牧灵译本〕「愚蠢的人能沉默也可充作智者，聪明人懂得沉默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