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ctio Divina 2017-06-01 1 

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1/6/2017 
 

詠 8:2-10 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Quam admirabile est nomen tuum in universa terra 

 
 

 
詠 8:2-10	 

2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榮在天上彰顯光耀。	 
3	 由赤子乳兒的口中，你取得完美的讚頌；	 

	 為使恨你的人受辱，為使仇敵有口無用。	 
4	 當我仰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	 

	 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	 	 
5	 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	 

	 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	 
6	 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	 	 
7	 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8	 所有的羊和牛，與野外的走獸，	 	 
9 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	 

	 及種種游泳於海道的水族。	 	 	 

10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上下文： 

詠 8 就文學體裁而論，屬「讚美詩」（hymn），《聖詠集》有十九首屬此體裁。一

般有如下的結構：邀請句（invitatory）；讚詞（corpus of hymn）羅列讚美天主的

動機；結語句（conclusion）多次以前後呼應方式（inclusion）。 

邀請句：「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8:2） 

讚詞：「你的尊榮在天上彰顯光耀。…⋯」（8:2b-9） 

結語句：「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8:10）  

「人在這個工程中，顯得巨大。他顯得神聖，不是由於他自己本身，而是在於

他的根源以及他最終的歸宿。因此，人以及他的尊嚴，他的精神，他的生命都

應受尊崇」。1969年7月，教宗保祿六世將詠8的經文，贈予向月球進發的美國航

天員。 



Lectio Divina 2017-06-01 2 

釋經： 

8:2,10 

正如一般頌揚造物主的「讚美詩」，詠8在開頭與結尾都用了隆重的叠句，指出

上主的美妙擴散在宇宙當中：「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2,10）。 

 

1）8:3-5 

這篇「讚美詩」（hymn）讚嘆的對象其實是人類；雖然相對於無限的宇宙，人

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受造物，但上主卻為他加上「冠冕」（6），使人成了萬物的主

管，代天主管理祂的萬物。 

本聖詠的「讚詞」的第一段（3-5），似乎意味著夜幕低垂的情景，天上的月亮

和星辰已亮起，人和宇宙萬物齊來到天主面前。佈局中首先出現的是上主，諸

天以及人類都在陳述祂的光榮。「赤子乳兒」開口稱述天主的偉大，使那些以言

詞大膽否認天主的人不知所措，啞口無言（3）。他們被稱為「仇敵」，因為他們

以為可用他們的理性和行動，挑戰和反對造物者（參看詠14:1）。 

隨後，詩人仰觀星夜：這一望無際的穹蒼，令人產生一個問過不停的問題：「世

人算什麼？…⋯…⋯人子算什麼？」（5）。與無限的空際，尤其是與造物者的氣勢相

比，我們即時的反應就是：人實在十分渺少！ 

詩人用前後兩句話指穹蒼是屬於天主的：「星辰和月亮」都是「你在天上佈置

的」，它們都是「你手指創造的」（4）。「手指」一語比一般用的「雙手」（7）描

寫得更細緻入微：天主易如反掌地創造了這巨大的穹蒼，並且把它精雕細刻，

像琴師用他的「手指」輕撥琴弦奏出優美旋律般，由虛無中創造了它們。 

「人子算什麼？」這疑問至此仍是懸疑未決，而人的反應只是無言以對。詩人

在想：天主豈能對這樣脆弱和微小的人類「懷念不忘」和「眷顧周詳」（5）？ 

 

2）8:6-9 

令人感到最驚訝的是：天主賦予這脆弱的人類如此大的尊威，竟把他放在「稍

微遜於天使」的位置，或按希伯來原文譯作「僅次於天主之下」（6）。 

在本聖詠的第二段（6-9），人被視為造物者天主的御用管家。實際上，天主

「冠」他為自己的副手，指定他統治整個宇宙：「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7）。

「一切」這形容詞所包含的，指所有不同的受造物，如今按著次序魚貫排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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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所有的羊和牛，與野外的走獸，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及種種游泳

於海道的水族」（7-9）。這情景就好像創世之初，「上主天主用塵土造了各種野

獸和天空中的各種飛鳥，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樣起名」一樣（創2:9）。 

人的管治並非由人自己的能力而得來的，他的控制權是天主所賞賜的：天主把

整個受造的世界交托在脆弱和自私的人手裡，讓他保存當中的和諧與美麗，使

他能享用而不是糟蹋，使他發現當中的奧秘，以及發展它的潛能。「人是依照天

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能認識並熱愛其造物主；天主規定人是大地及萬有的主

人，目的是使人統治並使用萬物來光榮天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12）。 

 

3）詠8與其他聖經經卷的關係 

反思世人對自己的控制權往往出現誤解，人的自私把這權力扭曲，人經常表現

像個暴君，而不是一位智者和聰明的代理人。《智慧篇》防止這樣的偏差發生，

於是指出天主創造人，目的在於「…⋯使他統治你所造的萬物，吩咐他以聖德和

正義，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權力」（智9:2-3）。約伯在不同的語境中也

引用了這篇聖詠，他特別提到人的軟弱是不值得天主對他的眷顧：「人算什麼，

你竟如此顯揚他，將他置諸心頭，天天早晨看護他，時刻不斷考察他？」（約

7:17-18）。歷史說明人因自由將邪惡撒播在世上，導致環境受到很大的破壞，

以及社會上出現很多強烈不公義的情況。 

被天主「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的人，雖令萬物受到屈辱，基督卻有別於人，

他是個完人，「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光榮的冠冕」（希2:9）。祂在宇宙為

王，以平安和愛心統治，準備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天新地」（伯後3:13）。

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將詠8貼用基督的身上，指出祂在奉獻自己的時候施展祂的

王權，為所有人的益處而死。 

基督不是一位來受人服侍的君王，祂反而服侍人，為別人而祝聖自己：「因為人

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45）。就是這樣，基督把「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自己身上（弗1:10）。

從基督學的角度看來，聖詠8顯出它強而有力的訊息和希望，並邀請我們以愛，

而不是以強權來統治宇宙。 

《希伯來書》的作者認為詠8所說的「使他稍微遜於天神」（6），這話不能完全

應用在世人身上。按希伯來原文，這裡用的動詞   WhrES.x;T.w:（watteḥasseréhu）含

有「貶抑、降低」之意。世人從來不在天神之上，因此不能說天主「把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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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稍微遜於天神」的位置，但這配合到聖子身上卻十分適合，因為「他貶抑自

己」（斐2:8）。希2:6-8引用詠8:5-7的話來指耶穌：「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人

子算什麼，你竟看顧他？你使他稍微遜於天使，賜給他尊崇和光榮當冠冕，將

一切放在他的腳下。」作者說明耶穌就其人性而論，也超越天使之上。他降生

為人，外表看來似乎「稍微（即暫時）遜於天使」，但他卻以能受苦受死之身，

拯救了全人類；並因他復活升天，他的人性也獲得了極大的光榮，成了萬物

（天使也在內）的主宰（參看斐2:6-11）。 

 

4）教宗方濟各《願你受讚頌》宗座勸諭 

聖詠經常勉勵我們要稱頌造物主，「他在諸水上將大地鋪陳，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詠136:6）。聖詠也邀請其他受造物與我們一起同聲讚頌祂：「太陽和月

亮，請讚美他，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天上的諸天，請讚美他，天上的大水，

請讚美他！願它們齊來讚美上主的名號！因為上主一令，它們立刻受造」（詠

148:3-5）。我們不只是因上主的大能而存在，我們也在祂面前與祂一起生活，

這就是我們崇敬祂的原因。（讚頌72）	 

最終，我們要直接面對面地觀看天主的無限美善（參格前13:12），能夠心懷讚

嘆喜樂地辨認宇宙的奧祕；我們將與宇宙同享無窮盡的豐盛。是的，我們正向

永恆的安息啟程，走向新的耶路撒冷、我們共同的天鄉。耶穌曾說：「我使萬物

更新」（默21:5）。永生將會是共享的美事。在永生的每一個受造物都會是煥然

一新，燦爛輝煌，各有其位，並與已終於獲得釋放的可憐窮人分享所有。（讚頌

243）	 

	 

	 

***	 	 	 	 	 ***	 	 	 	 	 ***	 

	 

為我們的大地祈禱  
 

全能的主，祢臨在於宇宙萬物， 

以及最卑微的受造物中。 

 

祢以祢的柔和溫婉籠罩天地萬物， 

求祢傾注祢愛的力量， 

使我們能夠保護生命及美善。 

 

求祢使我們滿溢平安， 

好讓我們能夠彼此以兄弟姐妹相待， 

而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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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弱小者的主， 

請助我們拯救這世上被拋棄和被遺忘的人， 

他們是祢的眼中瞳仁。 

 

請癒合我們的生命， 

好讓我們能保護世界，而非從中掠奪， 

好讓我們能播種美善，而非污染破壞。 

 

求祢打動那些只因貪圖利益 

就犧牲弱小者和大地的人的心。 

 

求祢 教導我們 

發現萬物的價值，  

默觀祢的化工時讚嘆不已，  

並承認在邁向祢永恆光輝的旅途上，  

我們與每一個受造物都是緊密相連。 

 

我們感謝祢天天與我們同在。 

在我們為公義、仁愛及和平的奮鬥中， 

求祢支持我們。 

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