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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傳道書（2）繼續講述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人生的虛空， 

以及他的人生體驗（傳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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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傳道書1:1-4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傳道書1:1-4講述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人生的虛空。 
 
傳道書是一卷很有深度的書，告訴我們人生中哪些事會帶來虛空，幫助我們發現人生的真正

意義。這些人生的智慧，警戒我們不至於掉進沒有神的虛空中。所羅門說我們不可能從知識

、金錢、享樂、工作或聲望中找到人生的意義。我們真正的滿足來自對人生真正的認識，並

知道我們所做的事都在神對我們一生的計劃之中。這樣，我們就能擺脫爭權奪利的羅網，與

神更親近。 
 
此書的作者就是“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王”的所羅門。他稱自己為傳道者，召聚人民來聽

他所傳的信息，並且收集智慧的言語。他是聖經中擁有世上一切（包括智慧、權力、財富、

尊榮、名譽及神的恩寵）的人物，然而，他卻說世界上的一切最終都是虛空。他致力喚醒人

民不要將信心放在個人的努力、才能和自己的義上，而要將自己奉獻給神，作為他們活著的

惟一理由。 
 
所羅門一生輝煌，為甚麼還說人生虛空呢？所羅門以懷疑和消極的論調寫這卷書是有原因的

。在他將走完人生路程時，回顧自己一生所做的，發現大多是虛空的。一般人相信只有好人

才會興旺，惡人定會受苦，但在所羅門的經驗中並不如此。他嘗試了一切的追求，並取得極

大的成就，但在他寫這卷書時，發現除了神以外，沒有甚麼可以令他快樂。他希望讀者不要

作同樣無意義的追求。我們如果不在神裡面，只想憑自己追求人生的意義，就永遠得不到滿

足，所追求的反會令自己厭倦。 
 
所羅門治理的以色列國雖處於全盛時期，但他想讓百姓明白：成功和繁榮不可能長久持續下

去。詩篇103:14-16記載：“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至於世人，他的

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以賽

亞書40:6-8記載：“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

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雅各書4:14也說：“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人類

所有的成就，終有一天會化為烏有。我們應該將這道理存記於心，好叫我們有智慧地生活。

不然，我們在成功時就會驕傲自滿，失敗時就會失望氣餒。所羅門寫這書的目的，是要說明

世上的財物和成就最終皆是虛空，惟有認識神，才會帶來真正的滿足。我們應該在言語、思

想和行為上尊神為大。 
 
地卻“永遠長存”，大地比人恆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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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繁衍與發展是生生不息的，我們一百年前都不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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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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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人的壽命不長。看看我們的生命，罪人的一生在神宇宙中是最大

的失敗，人類只在地上匆匆渡過數十載而已。有些紅杉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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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傳道書1章剩下的內容。 
 
現在我們將要看到一些令人驚奇的聲明。接下來的經文表明，所羅門研究大自然的法則，明

白了很多道理。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這些都是科學上的基本原則。 
 
傳道書1:5-7記載：“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地旋

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往海裡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 
 
所羅門觀察得非常精準。有位學者說：“用科學來證實聖經的準確性是很危險的。可是兩者

竟然有一致的地方，我覺得很神奇。在6-7節關於氣流和暴風雨的敘述，所羅門寫出來的文字

竟然和科學上的發現一致，更是令人驚歎。有些人大膽地說，科學家關於暴風雨的理論，在

這裡很清楚地陳述出來了。讓人費解的是：在所羅門時代，沒有這種科學基礎知識，是誰教

所羅門用這樣的術語來描述這樣的事實：風的運動似乎是無法無天的，不確定的，但風的規

律就像那些支配植物生長的規律一樣是肯定的。海也是有規律的，通過蒸發，落在地球上的

水會不斷上升，這樣大海就不會溢出來了。 
 
傳道書12:6描寫死亡的文字充滿詩意，經文記載：“銀鏈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

水輪在井口破爛，”銀鏈、金罐、瓶子和水輪象徵生命的脆弱。“銀鏈”形容骨髓，“金罐

”比喻腦袋，“瓶子”好比肺，“水輪”如同心臟；心臟像個輪子，透過管子把血液打進來

，又透過另外一個管子把血液送出去。在科學家宣佈血液循環之前，所羅門就預言了人體內

血液循環的規律，如果不是所羅門在聖靈感動之下，他怎麼可能如此精準地用文字描述血液

循環的事實呢？ 
 
在傳道書1:5-7，這段經文裡有三個有趣的聲明。 
 
第一，“日頭出來，日頭落下，”這是大自然中的定律，因此你才能數算日子。你可以計算

日頭升起、日頭落下。今天我們還在用這個專有名詞，雖然我們知道日頭的升起和落下是地

球運轉造成的。我們站在穩固的地球上，從我們的角度看，好像日頭升起又落下這個定律，

千百年來一直都未曾發生任何改變。歷代以來，這個專有名詞已經被人使用很久了。最令人

驚奇的是，日頭出現和消失的時間是那麼精準，一定是循著某種定律來的。 
 
第二，“風往南刮，又向北轉，”風有運行的模式，即使運用現代的儀器，也很難準確地預

測天氣。根據約翰福音3:8的記載，主耶穌說：“風隨著意思吹”，是指風想往哪裡吹，就吹

到哪裡，這也是有定律的。主耶穌接著又說：“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

裡去；”我們無法知道風的走向。所羅門怎麼會知道呢？他沒有儀器、沒有專業背景，他的

結論是怎麼推算出來的呢？ 
 
第三，“江河都往海裡流，海卻不滿；”所羅門安靜地說出蒸發的定律，就是水分升到空氣

中的定律。當風一吹，會把水分吹到陸地上空，然後水澆灌大地。整個過程遵循著某種特定

的定律，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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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自然的定律，以上幾個驚人、合理的聲明，完全符合今天人類知道的現象。與主前一

千年多前的文獻相比，你會發現其他的資料還有很多錯誤的結論和迷信，根本無法和你在聖

經中所看見的準確性相提並論。 
 
“日頭”雖有染紅天際的氣勢，卻轉眼之間就落到西山，意味著人生的短暫和無常。“風”

象徵生命沒有真方向。雖然不斷地在循環往復，卻無法得著真正的滿足。作者使用了氣勢磅

礴的自然現象，更加莊嚴肅穆地描述了虛空的生命，藉自然界謳歌神的偉大和慈愛。因此，

問題並不在於外在的自然環境，而在於人被罪所玷污的內心。 
 
傳道書1:8記載：“萬事令人厭煩（或作：萬物滿有困乏），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

，聽不足。” 
 
這可能在以前看起來不是真的，但自從電視出現後，這是顯而易見的。許多人每天看幾個小

時的電視。為甚麼？因為“眼看，永遠看不飽；耳聽，永遠聽不足。”人類對宇宙的探索永

無窮盡。人學得越多，就越想學、越明白還有更多要學的。這真令人洩氣。物理的宇宙對渺

小的人來說，浩瀚無比。但在神所有創造物中，只有人類可以理解宇宙。當一隻狗對著月亮

吠時，它不知道地球和月亮的距離；它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個廣袤浩瀚的宇宙中，它只是一隻

小狗而已；狗的世界不會比一根骨頭還大。但人的耳目永遠不會滿足，總是想不停地探索。 
 
“萬事”，指萬物，可譯為“所有的事物”或“所有言語”。“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

足。”這句可解釋為“世間的任何事物均不能滿足人心。”或“世間的任何哲學均不能賦予

人價值。”“萬事令人厭煩”，惟有走向耶穌基督，才能使人從這無窮盡的困乏中解脫出來

，進入安息。馬太福音11:27-30記載主耶穌說：“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

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

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在約翰福14:6，耶穌說：“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傳道書1:9-10記載：“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

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有人或許會說，人造衛星、核武器、汽車等不是過去所不曾有的新

鮮事物嗎？但是，這些並不是絕對的創造，只是對過去的改良。並且，這些物質文明未曾解

決人生的根本問題（即罪的問題），也沒有提出新的解決方法。“並無新事”不是針對人類文

明的問題，而是指完全不可能出現新的局面。以賽亞書65:17記載：“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然而，有一種方法卻可以打破這種絕對不可能，那就

是與基督聯合而成為新的被造物。哥林多後書5:17記載：“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生活中沒有新的事物，人早已捲進自己問題的漩渦，全然無

暇記念前人的榮光。即便是有所記念，也是為了從中汲取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決非為了頌讚

前人的輝煌。因此，追求歷史聲譽也是毫無意義的。詩篇49:17記載：“因為，他死的時候甚

麼也不能帶去；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彼得前書1:24記載：“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世人都以為：我們製造一個新的產品，就意味著我們有了新的發明。電話、電腦、照相機等

各類高科技新產品，日新月異，雖然這些看起來都是新的，但那只是科技產品而已。人心還

是沒有改變，不論哪個時代，日光之下沒有新事，只是舞臺不同而已。環境會有變遷、科技

會出新產品，但在日光之下沒有新事。你說：“iPad不是很新嗎？”其實不外如是，神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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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頭腦比電腦更精細，我們有奇妙的神經系統。科技不能給人永恆的滿足。只有一個例外，

只有一件事是新的，那就是重生，即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這才是新事。 
 
傳道書1:11記載：“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所羅門想要從科學研究中找到滿足，卻得到這個結論。人想盡辦法使自己成為重要的人，使

自己成名，但很快地就從人生舞臺上消失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你還記得三十年前最受歡迎的演藝人員是誰嗎？最受歡迎的運

動員是誰嗎？能呼風喚雨的政治領導人是誰嗎？我們的記憶不會記得以前的事。聖經說我們

在世上所過的日子，就像老故事一樣，不能回頭。所羅門在做偉大的實驗，在他的人生實驗

室裡做實驗。在他的時代，以他的身分，他能隨心所欲地選擇想作的研究。即使在今天，人

也作不到所羅門所作的事。他先研究自然定律、科學規律，然後卻沮喪地發現還是找不到人

生的意義。 
 
所羅門的下一個實驗，是探索智慧和哲學。 
 
傳道書1:12-13記載：“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

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所羅門花很多時間研究世界上的哲學。他是主前一千年前的人，我們是主後兩千多年的人，

從所羅門到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過了三千多年。人類在這段期間想出很多科技新花樣，但現代

人對哲學和智慧的認識不比三千多年前更多。人類在哲學和智慧方面的研究沒有多大進步，

也不能滿足人心。 
 
所羅門的結論有很多。這時他追溯自己在人生中尋求至善的經歷。他提醒我們，他是在耶路

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一切都暗示他的財富、地位和能力。 
 
這裡所羅門開始尋求日光之下的快樂。首先，他決定尋求智慧，以為如果可以獲得足夠知識

就會快樂。所以，他盡力使自己接受最廣泛的教育，投入研究和探索、綜合和分析，學習歸

納法和演譯法。但不久，他對知識不再抱有幻想，就此結束了尋求。事實上，他說：“神容

許人勞勞碌碌，這種尋求人生意義的內在動力，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傳道書1:14記載：“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毫無疑問，所羅門所接受的教育是當時以色列中最好的。這點明顯從他自稱見過日光之下所

作的一切事可知。意思就是說他學問淵博，不論科學、哲學、歷史、藝術、社會科學，即使文

學、宗教、心理學、倫理學、語言學和其他關於人的學科，無一不曉。 
 
不過，入門的學位證書和全優的文憑，都不能給他想要的。相反，他下結論說，一切都是捕

風，難以捉摸。 
 
傳道書1:15記載：“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 
 
“彎曲的，不能變直；”就像枝子彎了，樹就斜了。樹會長成彎的，因為枝子彎了。你我一

生下來就有老我，我們可以通過教育的手段，或做很多事情來改善老我，但主耶穌說：“從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身永遠是肉身，因此我們需要新生命。約翰福音3:6記載：“從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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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靈。”有一段時間，人們以為教育可以解決人生的問題。現在高等教育、所有的再教

育，都在許多思想家的監督之下。他們解釋說，學校裡所發生的悖逆和不道德行為，是因為

年輕人越來越喜歡質問，又對政治和發生在他們世界中的事越來越投入。人們更能夠察覺有

很多不好的事在不斷發生，媒體的報導讓我們隨時知道最新消息。在校園裡有許多墮落的事

發生，我們已經淪落到善惡不分了。教育不能解決人生的問題，心理學也沒有答案。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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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