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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圣经》中智慧文学接受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的浸润与影响。早期的智慧文学 

既有对古巴比伦宗教哲理诗的借鉴，也有对古埃及教谕文学的吸收；后期的智慧文学中对“智慧”的思考实现了由 

知性范畴向伦理范畴、由现象论向本体论的转化，这一转化既与希伯来民族对智慧本身的进一步思考相关，也与希 

腊哲学中逻各斯概念的影响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理论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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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dtration and Overstepping： 

Origin and Devlopment of the Bible’S Wisdom Literature 

zHOU Hua 

Abstract：The early wisdom fiteratures not only imitated the religious philosophic poems of ancient Babylon，but also absorb in- 

strLIc~ve literatures of ancient Egyptian．In the later wisdom literatures，the conception of wisdoln was tumed from phenc岫eIIalism 

to ontology，from epistemology to ethics．Those changes coine from Hebrew naLion’s deeply tIliIll【ing about wisdom，and they aIe 

also ed by the concept oflogo8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ethica1．theories in stoicism． 

1(ey wOrdS：Hebrew；wisdom literatures；conception of wisdom；development 

《圣经》中的智慧文学 ．又可 以称作哲理文学。 

在古代中东各民族文学中，这类以探讨人生哲理为 

主题的作品较为常见，“在犹太人之前 ，埃及、巴比 

伦都有，他们除从四邻各文 明古国吸收 以外 ，还加 

上 自己的创造性发展”⋯1。希伯来的智慧文学同样 

是在本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外来文化 

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希伯来智慧文学指 

的是 《圣 经 ·旧 约 》中 的 三 卷 书 ——《箴 言》 

(Proo~ )、《约伯记》( Book of lob)、《传道 书》 

(Ecclesiastes)，《次经》中的两卷书——《便西拉智训》 

(Wisdom ofJesus Son of Sirach)和《所罗门智训》(The 

Wisdom ofSo／omon)以及散见于《旧约》各处的一些片 

段。智慧文学是建立在 日常生活经验和人 民群众 

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 ，并且影响到传说、史诗乃 

至《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的形成。 

犹太民族的智慧文学、智慧观是伴随着犹太民 

族多灾多难的历史发展起来的。“在距今约 4OOO年 

前 ，古代闪族的一支——迦南人已在今天的巴勒斯 

坦建立 了一些初具雏形的国家，在《l13约》中，这一 

地区被称为‘迦南 ’或‘迦南人国家’。”_2 J后来由于迦 

南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 ，他们又穿越西奈沙漠 ，在 

埃及的歌珊地区生活繁衍 ，但在古埃及第 18王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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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特摩斯三世继位后 ．希伯来人安定 的生活被 打 

断。他 们 备 受 压 迫 和 欺 辱。在 民 族 英 雄 摩 西 

(Mo~s)的带领下 ，希伯来人胜利走出埃及 ，重新 回 

到迦南地 区。此后希伯来 民族处在发展史上的黄 

金阶段 ，尤其在公元前 973年大卫去世、其子所罗门 

(Solomon)继位之后 ，希伯来王国达到鼎盛时期。但 

是公元前 930年，所罗门王逝世之后 ，内乱骤起 ，希 

伯来王国在南北争斗和异族人侵 中渐渐衰败。其 

后的历史便是希伯来人饱受异族统治和压迫 ，不断 

经历着世界上其他民族少有的大流散的历史。 

简要地复述古代希伯来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旨 

在说明：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多种文明的浸润和影 

响，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文明、地跨亚非两大洲 

的古埃及文明以及亚平宁-T-岛上的希腊文明均对其 

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希伯来民族的智 

慧文学也一样，围绕着对人类及世界真相的思索 ，围 

绕着如何保持和发展犹太民族，经历了一个对西亚、 

北非以及希腊文明的接受与变异的过程。 

《箴言》是《圣经》中智慧文学较早时期的作品，全 

书共 31章，“其中许多箴言被归为所罗门的作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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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则被称为‘亚古珥的言语’、‘利慕·伊勒的言语 ’ 

等，因此不能确定其作者究竟是谁”E3j。《箴言》部分所 

触及的内容几乎都是人生实际经验，是有关个人安身 

立命的行事准则 ，没有 多少有关律法、立约 、选民、救赎 

及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宏大叙事。 

希伯来智慧文学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智慧文 

学关系密切，“教谕文学，在埃及文学里是指贤哲对百 

姓或长辈对后代的教导与告诫 ，起源于埃及和美索不 

达米亚。” 埃及教谕文学旨在确立社会伦理道德、规 

范人们的行为，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堪称表率的人 ， 

这一主旨在希伯来文学中得到继承。 

从内容上看，《箴言》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向年轻 

人说 明世界 的性 质 ，以及 怎样 的行 动才 能在社 会上 

取得成功。不论在道德领域(“善行招致善报，恶行 

带来 恶报 ”)，还是在现实领域 (“明智之举带来 繁 

荣 ，粗心与懒惰导致毁灭”)，读者看到的都是“种瓜 

得瓜 ，种豆得豆”的论断。这些作品 中崇尚的美德 

和品行同埃及人欣 赏和推崇的 自我克制、谦逊、仁 

慈、慷慨 、正直和诚实的理想一脉相承。 

从形式上看 ，我们一样地可以看出希伯来智慧 

文学对埃及智慧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下面我们 以 

“智言 30则”为个案进行分析。在《箴言》第 22章 17 

节至 24章 34节 ，另有两种智慧语录，通常称为“智 

言 30则”和“智慧人箴言”。它们的议题同前面的内 

容相仿 ，亦 为智与愚 、善与恶、真与伪，以及如何妥 

善处理世事 ，但文体却有不少差异。《所罗 门的箴 

言》都是两行诗构成的平行体对句 ，这些对句以正 

反对照的形式阐明道理，这在箴言中随处可见，比 

如 ：“善人⋯ ⋯ ，恶人 ⋯⋯”，“义人 ⋯⋯ ，恶人 ⋯⋯”。 

而“智言 30则”呢?除了部分两行诗之外却有大量 

的三行诗、四行 诗、五行诗 、六行诗 ，甚至还有一篇 

短论(第 24章 3034节)。“20世纪初期，考古学在埃 

及发现了创作于古埃及第 22王朝的《亚扪尼莫普的 

教-i．J~1)，经研究属典范的智慧文学作品。亚扪尼莫 

普是当时的智者 ，留有 30段智慧语 录，与‘智言 30 

则 ’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相同。”_5 J(1'101)从这些事 

实我们可以推测 ，“智言 3O则”最初可能是古埃及的 

舶来品，后来在希伯来 民族 中广为流传 ，流传 的过 

程中散失了部分 内容却又增添 了新 的内容。这可 

作为希伯来智慧文学接受古埃及教谕文学影响的 

明显例证 。 

《箴言》部分的内容旨在总结人生的真谛 ，制定 

$-t-~道德规范 ，确立为人处世的法则 更多的体现 

为世俗性 的奉劝 ，而 同是智慧文学的《约伯记》与 

《传道书》则超越了对具体事务的关注而使作 品具 

有哲学 的意蕴。“这两部作品并称为古希伯来‘智 

慧文学 ’的双璧 ，并被誉为世界哲理诗中最优秀的 

作品之一。”(6] 

《约伯记》这一故事原型源 自古 巴比伦文学中 

的一首箴言诗《咏正直的受难者的诗》，此诗叙述 了 
一 个笃信宗教却饱受磨难 的信教者的故事。这位 

正直的人 总是确 信 自己是 正直 与善 良的 ，并确 信 他 

履行 了 自己的全部义务 。 

至于我，那末我 热心 向上 天恳求 ，祈祷 

祈祷是我所关心的事，而祭祀是我的法则⋯⋯ 

我把国王的伟大称颂得比最高的还要高； 

我教庶 民敬畏 宫廷。 

我 知道 ，这是神所欢喜 的。 

可是 ，尽管这个人 “善心”地执行 了自己对国王、祭 

司和宗教的一切职责，但他仍备受严重 的痛苦，而 

在感到自己完全无辜的时候 ，便开始怀疑不曾颂听 

他所祈祷的诸神是否公平。 

我 召唤我的神 ，但是他并不 转过脸 来 向着我 。 

我 向 自 己的 女 神 祈 求 ，他／她 甚 至 连 头 都 不 

抬 。[7] 

这也许是人类对宗 教教义 真 实性 的最 初怀 疑 ， 

这一怀疑逐渐地浸入受着宗教世界观影响的巴比 

伦文学。而《约伯记》对《咏正直的受难者的诗》的 

继承性表现在：后者写一个受难者x,-J-神灵的怀疑和 

不满，它很可能激发了诗人 的灵感 ，使之构思并写 

出约伯与三友人 的论辩。因为《咏正直 的受难者 的 

诗》也是采用主人公质疑、一位朋友加以劝说的方 

式进行的。而且“上帝在质问约伯时提到的许多神 

话形象，如拉哈伯 ，利维坦(中文和合本译为‘鳄鱼 ’ 

或 ‘巨大的海怪 ’)和河马，据此可以猜想其所在篇 

章很可能来 自流行多神神话的异教世界 。蒲柏推 

测，这里 的 ‘河马’源 自苏美尔一阿卡 得神话 中的 

‘天 牛 ⋯【5J( ㈣。从 这 些 细节 中我 们 不 难看 出古 希 

来智慧文学对巴比伦文学的继承与模仿。但古 

希伯来智慧文学不只是对古巴比伦文学的简单翻 

印，而是从精神的指向与思维深度上进行超越。可 

以说《约伯记》对《咏正直的受难者 的诗》不仅有形 

式上的继承，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超越。 

巴比伦人在《咏正直 的受难者 的诗》中所表示 

的怀疑与困惑，也许是人类对 自己在幻想中建立 的 

神的公义性怀疑的开始 ，但是它并没有继续寻求如 

何保持 、维护公义性这一问题 ，可以说它只；fi-“破” 

而没有“立”。而《约伯记》则超越 了这一简单 的怀 

疑，在怀疑神 的公义之后再 次表达 了对上帝 的企 

盼。无端遭 受 苦难 的约伯 生 发 了和 上 帝对 话 的强 

烈愿望 ，而这种愿望的实质乃是渴望进一步走近上 

帝和上帝进行心灵的对话，他希望 自己与上帝的关 

系实现由“我一他”的联系方式 向“我一你”的联 系 

方向的转化，希望上帝以在场的角色和 自己进行近 

距离对话。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时代，每 

当遇到群体危机和重大事件的mJ-候 ，上帝总会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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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体代表的“族长”们会面，而不是和每一个个体 

民众直接对话。而约伯渴望 和上帝直接面对 的愿 

望就显示 了这种转变的开始。“应 当说 ，由个人期 

盼意识反映的这些变化是与当时由外在的形式崇 

拜转向由内在心灵崇拜的总趋势相一致的。” J尽管 

上帝的公义是值得怀疑的 ，但在内心深处又渴望上 

帝的降临 ，上帝的寥寥数语便平静了约伯烦躁不安 

的心。“上帝在旋风 中回答 了约伯 的质问，使约伯 

得以正视到 自己理性的幻觉和道德本性的欠缺 ，发 

现 自己根本不能解答生活中的义的问题 ，惟一真实 

的解答是人不寻求解答 ，把何 为生活中的义的问题 

交给超绝神圣的天父上帝。”C9I从这个角度看，犹太 

人固然有怀疑 ，但怀疑之后仍旧是皈依 ，这种皈依是 

反思之后的义无反顾 ，别无他心。犹太人 自主地选择 

了上帝 。而不是上帝选择了犹太人 ，犹太人需要上帝。 

这也就是《约伯记》对《咏正直的受难者的诗》的超越 

之处 ，这种超越进一步巩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这种 

信仰又为犹太民族提供了一种积极探索和终级关怀 

的最后支柱力量 ，这 种力量 为犹太人 身份 的确认 、犹 

太文化的保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传道书》是早期希伯来智慧文学 的另外一部 

重要作品，通读全篇 ，我们会发现其间充斥着浓厚 

的虚无气息和人生幻灭感。“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 

空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I：2)“人 

不能强于兽 ，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 

土 ，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3：19—2o)这种虚无 、 

空幻的思想与《箴言》中对智慧的极度褒扬和积极 

昂扬的进取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让人难以相信这两 

者是出自同一思想流派。对此有学者认为 ，这是受 

了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和斯多葛派宿命论的影响 ，此 

说也许有其合理之处 ，但我更偏向于 J．B．加百尔和 

C．B．威勒的看法：“智慧传统中有乐观主义和悲观 

主义两大支派”0o1。因为从总体上看 ，《传道书》还 

是想告诉世人：聪 明强于愚蠢，酒足饭饱强于饥肠 

辘辘 ，年轻强于衰老，说到底 ，活着 比死强。追求几 

件好事 ，不要过高的期望 ；心里要明白，人生转瞬即 

逝 ，死亡就在眼前。尽管格调有点悲观、消沉 ，但都 

是对人类存在状态所进行 的哲学思考。只不过这 

种思考是从否定方面进行的，在探寻智慧本质的过 

程中对智慧有疑惑与困顿是很正常的，不加审视的 

快乐只是愚人的天堂而已。所以从实质上看 ，《传 

道书》中的智慧观和《箴言》是一致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圣经》中的智 

慧文学更多地保存有它诞生之 日起就具备 的劝谕、 

教诲的特性 ，它 旨在告诉人们：如何为人处世才是 

智慧，怎样待人接物方是聪明，因而具有可操作性、 

5O 

现实性等特点。而在《次经》中的智慧文学则表现 

出强烈的宗教神学倾 向。智慧 由现象层 向本体层 

转化 ，由认知层 向伦理层过渡。犹太民族这一智慧 

观的变化与希腊哲学观念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从《圣经后典》中的《所罗门智-1．JlI》第 7章有关 

“智慧本质”的界定就可 以看 出其中已有将智慧上 

升到本体论层次的倾 向。“智慧之灵是圣洁的并且 

具有理性，她只有一种本质 ，但却有多种表现形式。 

她不是由任何具体物质构成 的，因而是畅行 无阻 

的、清洁的、自信的，她不可能受伤。她喜欢美好 的 

事物 ，她是犀利而坚不可摧的、慈祥 的，并且是人 的 

朋友。她是可靠又可信的，并且没有烦恼。她具有 

统管一切的能力 ，并审视一切。她透入每一个纯洁 

而有理性之灵 ，不管其实体是何等的精巧。”⋯这里 

的“智慧”不再是如《旧约》中智慧那样，是某种处世 

技巧、做人法则的总结 ，不再是作为生活中某种现 

象的罗列，而是融合了希腊哲学 中的理 念、逻各斯 

(道)等哲学观念之后具有的一种本体论性质存在。 

智慧以一个拟人化的形象“她”而存在于上帝 和俗 

人之间 ，这是一个超越了具体物质tH：界而具有灵性 

的存在。在《所罗门智训》第 lO章中记载了智慧 的 

“丰功伟绩”：智慧保护亚当，智慧保护诺亚，智慧保 

护亚伯拉罕，智慧营救罗得，智慧保护雅各 ，智慧领 

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在这里 ，智慧俨然是上帝 的化 

身，她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能。于是犹太人便形 

成了智慧来 自上帝 ，上帝是智慧 的化身，人格化的 

智慧就在上帝身旁的意识。《约翰福音》(John)的作 

者认为，耶稣就是在上帝身旁拟人化智慧 的化身 ， 

这就是“道成肉身”，这样 的智慧观便是《新约》中的 

“耶稣基督”这一概念的重要基础。 

犹太人这一观念的演变既与本 民族对智慧的 

进一步抽象与概括有关 ，也和希腊文化的渗透密切 

相关。“《便西拉智训》成书时间约公元前 180年，公 

元前 132年文稿被作者的孙子译成希腊文”，“而《所 

罗门智训》约写于公元前 100至 50年之间，用希腊 

文写成。作者是位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较大、居住 

在亚历山大城 中的希伯来人。”[Pl这两部作品均是 

希腊化时期的产物。这种智慧观可 以看出希腊哲 

学中逻各斯的影响。“逻各斯在古希腊本来是一个 

极其常用的词 ，它源 自动词 ‘说 ’，其含义广泛多变 ， 

主要有言、言说、比例、定义、理性等。”L1 J希腊哲学 

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智慧文学中常有对希腊哲 

学概念、术语的接受与引用 ，如《所罗门智训》第 l8 

章 15—16节中出现的“道”：“战无不胜 的审判之道 

从你的天堂宝座上 飞奔下来，⋯⋯肩 负着 你的严 

令。”更表现为对逻各斯主义 内在精神的吸收。赫 

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流变中万事万物 的尺度 ，万 

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变化或生成。这一逻各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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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深深影响着犹太人的智慧观。从上文中引用《所 

罗门智训》中对“智慧本质”的界定也可以看出这一 

点。“她(智慧)有多种表现形式 ，不是由任何具体 

物质构成的，并且是人的朋友。”这里的智慧已全无 

早期智慧文学 中作为一种知识、技巧、处世法则的 

含义了，而具有同逻各斯相类似的本体论性质。关 

于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犹太哲 

学家斐洛的学说中得到旁证。斐洛(Philon)出于建 

立犹太神学的需要 ，对逻各斯作 了如下解释，“逻各 

斯是非创造 的、永恒的，超载的”，“逻各斯是神创世 

的中介 ，它相当于天使、长子”[14】 )。而斐洛对“智 

慧”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凡是血肉之躯的人 ，全都 

败坏了这条走向永恒和不灭 的道路，只有智慧这条 

道路才 是走 向神 的，当心灵 的历程在智慧指引下 

时 ，就能达到认识神 ，而其他一切血 肉之躯的人，都 

憎恨和抛弃这条道路，并败坏它。”[14](vz27)很显然，这 

里的“智慧”也就是一种神灵的化身、天使 的代表、 

人走向至善境界 的引渡人。这样“智慧”与 “逻各 

斯”就具有了相同的性质而逐步交汇在一起。斐洛 

是当时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结合的典型代表 ，他的 

学术思想、智慧和观念无疑是希腊化时期犹太民族 

智慧观的集 中体现。这也可 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明后期智慧文学中智慧观的演变与希腊哲学观念 

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 

《次经 中“智慧”不仅实现 了由现象层 向本体 

层的转变 ，而且出现了由智慧与愚笨的知f~x,J-立走 

向善与恶的伦理对立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又导致灵 

肉分离观的出现和复活观念的孕育。“在《旧约 中 

是没有前世和来世观念的，在论及《约伯记》、《传道 

书 、《箴言 时，也都是 以‘没有 ’这种观念为前 提 

的。” 但是与希伯来人相毗邻 的巴比伦人和埃及 

人却有颇重的来世思想。巴比伦的著名神话《伊什 

妲尔赴冥府 讲述的便是爱情与生命女神巡游冥界 

营救丈夫的故事 ；埃及人的来世观念更为突出，木 

乃伊 的保存 ，金字塔的修建，《亡灵书 的形成均是 

企盼灵魂复活的结果。尽管希伯来 民族生活在巴 

比伦和埃及之间的狭小地带 ，而且在不少方面也的 

确受到两者的影响 ，例如前面论证 的早期智慧文学 

对两者的接受 ，但是这种来世观念，在《旧约》中却 

很难发现。 

“约伯”这个早期智慧文学中的代 表人物一直 

在苦苦探寻安分守 己的他在现实世界遭受苦难 的 

原 因，这种探寻建立在对现 实世界不满的基础之 

上 ，他与友人 的辩论、与上帝的对话都是直面神义 

是否公正这一主题。尽管约伯最终匍匐在上帝 的 

权威与恩爱之 中，但这种探寻是永无止境 的，因为 

现实世界总是不尽合理 的。约伯并没有在轮回转 

世的世界里寻求解决 ，并没有在“这是我前世犯的 

过错或在来世我将幸福”的幻影 中去寻求安慰。而 

这种轮回转世观念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神学观念。 

但从后期的智慧文学中我们都能看到其 中强烈 的 

宗教神学倾向以及所孕育的来世观念，早期 的智慧 

文学是在智与愚的对 比中让人们 明白智慧给我们 

带来的益处 ，后期的智慧文学则在告诉人们只：fi-在 

智慧的引导之下 ，我们才能达到 日臻完美 的境界。 

智慧是引导人类走 向光明与幸福之境的使者 ，而所 

谓的光 明与美好的世界也就是善人享受幸福与公 

正，恶人遭受惩罚与罪恶的世界。这样就逐渐出现 

了智与善相融合、愚与邪相融合 的趋势。“追求智 

慧便是爱她，爱她便是遵守她的律法 ；遵守律法便 

将获 得不朽 ，不朽会带你去 亲近上帝 。” (PPI ) 

“邪恶的念头会使人 与上帝分离 ，如果我们 愚蠢地 

竟去试探上帝 ，那 么他的大能将使我们受辱蒙羞。 

智慧永远不入任何诡诈者或罪奴之家。”⋯](PPl0l-l位) 

《所罗门智训》旨在告诉人们只有在智慧 的引导下 ， 

人在道德上努力才能获得成果 ，追求和向往上帝 自 

身也正是这种努力的 目的。正是通过这样 的智慧 

与善 良的结合 ，愚笨与邪恶的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 

到了后期智慧文学中对智慧 的界定 已由是非世界 

(知性范畴)向善恶世界 (伦理范 畴)的靠拢 与融合 

的迹象了。 

这种智慧观的形成既：fi-其 自身演进 的因素在 

内，也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和强调 

分不开 。 

斯多葛主义(Stole)哲学是希腊化时代 四大哲学 

流派之一 ，这一哲学派别 的创始人和继承人之间的 

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多葛派关 

于其他方面讲得愈来愈少 ，而关 于伦理学 以及最与 

伦理学有关 的那些神学部分便愈来愈受到极端 的 

强调” (P319)。他们认为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只有德 

行才是惟一的善。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后期斯 

多葛主义 的代 表人物之一波昔东尼(Po6idonius)认 

为，灵魂在人死后继续生活在空气之 中，虽然没：fi- 

地狱，但恶人死后却不如善人幸福。“罪恶重大 的 

就靠近地面并且要受轮回，真正有德的则上升到星 

球上面去。”[16](P3zs)这种善恶绝对对立的二元观念无 

疑会把善与恶进一步抽象化而引导人们追求一种 

绝对的精神——灵魂，而抛弃尘世的感官享乐 的载 

体—— 肉体。以《所罗 门智训》为代 表 的后期 智慧 

文学接受并强化了这种善恶观念 ，如在《圣经后典 

中写道：“我们的哲学企图把我们引入歧途，因为我 

们的肉体凡胎把我们 的灵魂坠下来。肉体乃是泥 

做的临时构件 ，乃是积极思维的负担。”[11](PP1 ”6)从 

这里可以看出，后期智慧文学中已经出现了明显 的 

灵肉分离观念 ，而这种观念的进一步演进便是灵魂 

不朽、轮回转世观的形成，而这诸多观念是《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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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那些智慧篇章中难以见到的。 

从后期智慧文学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智慧由 

现象层向本体层 的跃迁，这里智慧已类似于后来基 

督教中的“圣子”或天使形象；智慧 由知性世界向伦 

理世 界的 推进 ，而 这 又孕 育 了灵 魂不 朽 、肉身 复活 

乃至末 日审判观念 的因子。其实两种转变只是 同 
一 过程的两个方面而 已，将智慧 由现象层抽象到本 

体层的过程 。也是真(智慧)与善相融合的过程。后 

期智慧观的这种转变是犹太民族在希腊文 明的浸 

润下对智慧所作的进一步哲学思考的必然结果，而 

这一切又是构成后来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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