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穿越聖經》 
傳道書（1）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人生的虛空（傳 1:1-4）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腓立比書 4:4-23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腓立比書 4:4-23 繼續講述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要同心合一，並靠主知足常樂，以及保羅對他

們的最後祝福。 
 
被囚的人勸別人要喜樂，看來實在不可思議。保羅卻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內在的態度不

應受外在環境影響。保羅充滿喜樂，因為他知道不論在什麽事上，基督都與他在一起。在這

封信中，他多次教導腓立比信徒要喜樂，應該是他們正需要這道理吧。我們很容易會因一些

不如意的事，或執著一些並不重要的事而灰心失望。如果你近來沒有喜樂，也許因為你沒有

從一個正確的角度去看目前的處境。 
 
最終的喜樂來自基督。基督再來時，我們就能完全瞭解這喜樂。祂住在我們裏面，為我們成

就祂的旨意。 
 
我們對教外的人也要謙讓，要有合理、正直和大方的態度。我們不要向對我們不公平的人報

復，也不要强調自己的權利。 
 
我們可以“一無掛慮”嗎？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為我們常為自己的工作、家庭、學業而憂慮。

保羅建議我們將憂慮變成禱告。想減少掛慮，就多禱告！我們何時開始感到憂慮，便要何時

停下來禱告。 
 
神的平安與世界的平安不同。人將死的時候，常會立下遺囑，留下三言兩語，將一切擁有的

都留給所愛之人。但神所賜的不是什麽物質的東西，而是連金錢也不能換取的平安，人內裏

良心上的平安，是因罪得赦免，與神和好而得的。真正的平安並不來自樂觀的思想、沒有紛

爭或愉快的心情，而是來自知道神掌管一切。我們在基督國度裏的身分是確定的，我們的生

命也已安排好了，讓神的平安引導你對抗憂慮吧！ 
 
聖經中提到一些我們能懂的平安。 
 
首先是世上的和平。我們確信，總有一天和平將覆蓋地球，就像海水覆蓋海洋一樣。這是藉

著基督、和平的君而來的。當罪被赦免的時候，和平也會來臨。羅馬書 5:1 記載：“我們既

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其次是安寧。約翰福音 14:27 記載主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那是奇妙的平安，是“出

人意外的平安”，不是我們一直擁有的平安，而是在作了心靈大掃除之後而來的平安。當我

看到大自然的美妙、神創造的奇妙，心中會有平安；我很難形容這“出人意外的平安”。當

我生病時，我向神承認我很害怕，希望能更認識神的真實，神就向我顯明祂是真的，那“出

人意外的平安”立刻流進我心裏，真是太奇妙了。這個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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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意念”。 
 
有人說禱告會改變現況，我不同意。禱告不是要改變現況，是你要被改變。當我們一開始看

這篇信息時是有焦慮、擔心的，結束時卻充滿了平安。這兩者之間就是禱告。事情有改變嗎？

不一定。暴風雨還會來襲，浪頭還是很高，雷聲依然作響。雖然環境沒有改變，人改變了，

心靈和心境改變了。當我們焦慮時，我們求神改變環境，說：“給我這個”、“開另一扇門”、

“別讓這事發生”等等。但其實，我們應該禱告說：“主啊，改變我。”禱告是得力的秘訣，

讓我們帶著憂慮進來，帶著平安出去。喜樂是能力的泉源。 
 
我們想什麽，就決定了我們說什麽、行什麽。保羅教導我們要思念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

事情。你常被壞念頭或白日夢所困擾嗎？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看從電視、書刊、閑聊、

電影和網絡中受了多少影響，請將不良的活動剔除，去做健康有益的事，還有更重要的，就

是讀經和祈禱。求神幫助你思念良善和純潔的事。這需要多加操練。 
 
我們往往聽了道，卻忘記講道的內容；讀了經，卻不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討論了經文的

意思，卻不把其意義行出來。單單聽道、讀經，甚至清楚知道神的道，是不够的，我們必須

將神的道實踐在生活中。 
 
根據哥林多前書 9:11-18 的記載，保羅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禮物，為避免別人誤會他為了金錢

而傳福音。但他接受了腓立比教會的禮物，因為他實在有需要，而且他們捐得樂意。供養神

的工人是教會的責任。 
 
俗話說：“人心不足蛇吞象。”保羅卻談知足，對人而言，似乎不太可能，你可以嗎？保羅

在富足或欠缺時都知足，秘訣是向基督支取能力。你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知足嗎？你有很大的

需要嗎？還是因為得不到想要的東西而不滿？學習依賴神的應許和基督的能力，就會知足。

如果你老是渴望擁有更多東西，就求神將這些慾望除去。祂知道什麽對我們最好，祂會供應

我們所需的一切。 
 
保羅可以滿足，因為他從神的角度看生命，把精力放在應該做的事上，而不在應該擁有的東

西上，保羅有明確的先後次序，並為神的賜予感恩。他不接觸那些非本質的事物，因此能專

心在永恆的事工上。人往往以物質來填補心靈的空虛，渴求更多更好的東西。當你感到心靈

空虛時，會找些什麽來填補？你怎樣才能知足？關鍵在於你怎樣看事物的先後次序，以及能

力的源頭在哪裏。 
 
我們真的凡事都能做嗎？與基督聯合而得的能力足够我們完成祂的旨意、面對挑戰。但祂沒

有應允我們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去成就我們想做卻非祂心意的事。我們堅持信仰會遇到麻煩、

壓力和考驗，求基督給我們加添力量吧。 
 
當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時，受惠的並非僅是接受施捨的人，我們也同時得益。這裏保羅最欣

賞的不是腓立比教會的禮物，而是他們的愛與奉獻的精神。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當作極美的香

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這裏保羅所說的並非贖罪祭，而是感恩祭。希臘和羅馬

的基督徒不是猶太人，不用按照舊約律法獻祭，但他們也熟悉外邦人獻祭的禮儀。 
 
神必滿足我們的需要，無論是現在生活上的需要、將來的需要，甚至是面對死亡的勇氣，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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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供給我們。我們的渴求不一定是我們的需要。大部分人都想安逸過活，避免困難和痛苦。

我們不一定會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但基督會改變我們的態度和慾望：從想要得到一切變為

接受神的供應，並有能力為祂而活。 
 
在羅馬有不少基督徒，有些更是在皇宮裏面辦事的人。保羅將羅馬信徒的問安帶給腓立比信

徒。福音已傳到社會上各階層，不同的人在基督裏已聯合起來，羅馬信徒和腓立比信徒是弟

兄姊妹了。今天，信徒也跨越了文化、經濟和社會上的界限；彼此聯合起來，讓我們活在神

的大家庭裏吧！ 
 
腓立比教會在許多事情上都是教會的典範。他們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學習彼此配搭事奉。

保羅看到可能會有問題出現，就在這封感謝信中，教導他們如何面對可能發生的困難。保羅

雖然在羅馬被囚，卻學到了喜樂和平安的真正秘訣，就是效法基督和服事別人。我們將思想

集中在基督身上，就會學到合一、謙卑、喜樂、平安，並能充滿信心地為主而活，因為有“主

耶穌基督的恩”與我們同在。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腓立比書所有章節的領略與縱覽。結束了這一站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的遊

覽歷程後，從今天的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繼續帶領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巴士

開啓下一站舊約聖經傳道書的研讀歷程，希望這段新的穿越聖經之旅會讓你更加期待，並帶

給你更多的驚喜與得著。 
 
傳道書是所羅門王遠離神時戲劇性的自傳。正如箴言揭示了所羅門的智慧，傳道書揭示了他

的愚昧。這不是一卷沒有押韵或沒有理性的書，也不是由一堆雜亂無章的經文拼凑在一起的

書。這卷書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凡事都是虛空。然後作者進行一項試驗，透過各種不

同的途徑，在各個方面想找到能够令他滿足的事。他試過科學、自然法則、智慧和哲學、享

樂和惟物主義，以及活在“當下”；他探索宿命論、自我中心、宗教、財富和道德。最後他

告訴我們他試驗的結果。請記住，每一個試驗的結論都是人自以為是的所謂真理，不是神的

真理。當我們說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請不要誤解“默示”的意思。默示確保了聖經文字的正

確性，但不是所有聖經人物的思想都是正確的，還要考慮上下文，留意說話的人是誰，以及

此人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說的。例如猶大背叛基督的事件是神所默示的，但猶大的行為不是從

神來的感動，而是來自撒但的引誘。同樣，當所羅門遠離神、尋找能令他滿足的事時，他說

的話並不一定與神的思想相一致。默示表示聖經正確地記載了所羅門所說的話。 
 
傳道書 1 章可以說是這卷書的導論，充滿了傳道者對人生虛無的體驗。但是，傳道者並沒有

絕望和放棄。因為，並不是人生本身虛無而無意義，而是離開神的生命是虛空的。傳道者深

刻體會到，迄今為止，自己並沒有在生活中以神為中心，過的乃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俗主義

者的生活，這使他的人生虛空至極。傳道者坦言自己的過錯，苦口婆心地督促後人不可重蹈

自己的覆轍。當傳道者悔改過以神為中心的生活之時，上述的絕望和虛空不僅自動消失，還

成為更大的希望和真幸福的契機。身陷絕望深淵的傳道者闡明只有與神同在、生命才有喜樂、

永恆與福分，並勸勉人當單單依靠神。本章給我們帶來以下教訓：第一，反省自己是否在追

求屬世之物，猶如獲得真智慧之前的傳道者那樣；第二，傳道者徹底認識了人生的虛空而更

加堅定地信靠了神。此時，他所得享的平安和幸福，勝過他以君王的身分所享盡的各種快樂。

只有在自我徹底破碎的時候，人才能真正蒙福。 
 
傳道書 1:1 記載：“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這句話不適合其他人，只適合所羅門。大衛還有其他的兒子，但只有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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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哲學家。我們知道，神賜給所羅門智慧。神賜給所羅門的智慧，和我們想的智慧有點

不一樣。我們以為神賜給他屬靈的洞察力，但聖經沒有提到他要求過這樣的智慧。列王紀上

3:9 記載所羅門向神禱告說：“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

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神賜給他所求的，就是統治人民的智慧。在政治、經濟領域上他很

有智慧，能把國家統治得很好，帶領國民享受太平的日子。其他國家的人都到耶路撒冷來看

所羅門的智慧。他在聖殿祭壇上為罪人獻祭、為神作了美好的見證。示巴女王從地極來到耶

路撒冷，親眼看到這些事。但對於屬靈洞察力方面，所羅門還不足够。我們看到所羅門遠離

了神，開始進行“日光之下”的探索。在日光之下的人和蒙神賜福的兒女大有不同。以弗所

書 1:3 記載：“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是當代的最高智者，享盡了榮華富貴。當他傾訴

生命的虛空之時，要比普通人談及人生虛無，更有說服力。此處，“傳道者”是指大眾演說

家，表明下文是所羅門教導大眾。 
 
傳道書 1:2 記載：“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虛空”是無意義、無目的、無目標、浪費生命的意思；人活得像動物或鳥類一樣。很多人

是這樣過日子的。在箴言，所羅門給我們智慧的珍寶；在傳道書，他給我們小藥丸，不是智

慧的小藥丸，而是愚昧的小藥丸；在雅歌，愛是主題。智慧、愚昧和愛，所羅門是這三方面

的專家。他知道怎麽狂妄、又有智慧地統治國家，他的愛情故事很動人。所羅門是最有智慧

的人，但他更狂妄。他是聖經中充滿矛盾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狂妄的人。傳道書就是

要說明這件事。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是指沒有神的人生。也就是一個人“在日光之下”行事，

想找到生命的意義。當我旅行的時候，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各式各樣的人，有去旅遊的、有去

開會的。我聽他們說話，觀察他們的言行，看到他們也在尋找人生的意義。人是在做試驗，

想從世俗生活中，找出生命的意義來。 
 
“虛空的虛空”，這句話是希伯來文的表達方式，此嘆息中充滿了對世事完全的絕望。世界

原本不是虛空的存在，只因人犯了罪，人和宇宙才服在虛空之下。因此，本節經文教導我們，

在這虛空的世界解決罪的問題，是尋找一條救恩的道路，我們不應置身在這不冷不熱的生活

中。 
 
傳道書 1:3 記載：“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麽益處呢？” 
 
“日光之下”指沒有神的人類領域，日光之上則意味著神所居住的領域。傳道者所要强烈否

定的是，不信神的整個生活。沒有神的地方都是虛無。“益處”是商業名詞，意指利益。整

個世界既已屈服在空虛之下，又能為人帶來什麽益處呢？若有人尚不肯承認神，為在世界賺

取各種益處而奔波，就是為虛空勞累。 
 
請注意這是在“日光之下”，是從人的觀點看事情。神沒有提出祂的看法。 
 
所羅門的試驗彙集成了這卷書，從傳道書 1:4-12:12。他嘗試的第一件事，就是作科學的探索。

他研究大自然的法則。這很有意思，所羅門竟然會嘗試探索科學。直到今天，人類還在從事

科學的研究，他們花好多年的時間，甚至是一輩子，來研究大自然的法則。這卷書讓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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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奇妙的大自然法則。 
 
傳道書 1:4 記載：“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地卻永遠長存。”地比人久，因為人生是短暫的。現在的人和過去的人不同，也會和未來

的人不同，人的一生是暫時的。人類的繁衍與發展是生生不息的，我們一百年前都不在這裏，

一百年以後也不會存在，我們都不會活太久，可是我們的後裔會生生不息，人類會延綿下去。

所羅門說：“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人的壽命不長。看看我們的生命，人的一生在神宇宙

中是最大的失敗，每個人只在地上匆匆度過數十載而已。有些樹木、岩石，很久以前就存在

了。雖然沒有人知道地球存在了多久，在還沒有人類之前，地球就已存在了，當我們離世以

後，地球還會繼續存在。人生本來就是令人沮喪和失望的，但卻使人類增加了某種程度的認

知。人類和自己所想的不一樣。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