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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傳道書（3）繼續講述所羅門的人生體驗（傳1:1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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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傳道書1: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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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在耶路撒冷為王的所羅門，在其悖逆遠離神後開始審視自己的一生，並對人生發出這樣

的感慨：生命無常，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人生充滿虛空。讀書、工作、成家，這是中國傳統的

人生三部曲，一代一代周而復始，倘若不信靠神，生命的意義何在呢？ 
 
很多人感到不安和不滿。他們開始思考以下幾個人生問題：第一，為甚麼我遵守了神的旨意

，反而極其疲倦，沒有成就呢？第二，生命的意義是甚麼？第三，當我回首往事時，對自己

的成就能感到快樂嗎？第四，為甚麼我會覺得精疲力盡，幻想破滅，枯燥乏味呢？第五，我

的將來會怎樣？所羅門試驗我們的信心，激勵我們要在神裡面探求人生真正恆久的意義。如

果你像所羅門一樣徹底檢視自己的一生，就會發現事奉神才是最重要的。或許神正要求你再

次思考你人生的方向，正如所羅門在傳道書中所作的一樣。 
 
人自以為有智慧，卻不能完全明白一切事，哪怕是曾經輝煌一時，身為以色列一國之君的所

羅門也不例外。 
 
“彎曲的，不能變直；”指的是我們因生命中許多無法解答的問題，而引起的困惑和混亂。

所羅門回顧自己的一生，發現成就和智慧皆不能使他有真正的快樂。真正的智慧在神裡面，

真正的快樂由討神喜悅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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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他們

又對政治和發生在世界中的事越來越投入。人們更能夠察覺有很多不好的事不斷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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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看來聰明的人想用一些心理學、透過陳腔濫調的解釋來解決人生的問題；他們用一點點

聖經經文來包裝。就像糖衣裹著苦藥丸，看起來好像是聖經的解決方法。對基督徒來說，整

本聖經包含了人生所有的答案，沒有快捷方式。查考神的話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努力，基督徒

需要花時間讀聖經。所羅門發現智慧和哲學不能提供人生問題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傳道書1章剩下的內容。 
 
傳道書1:16記載：“我心裡議論說：我得了大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而且我心

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 
 
所羅門贏取他所有學業上的桂冠後，在此做了一個個人總結。本來，他可以自誇比以前在耶

路撒冷作王的眾人更有智慧。列王紀上4:29-31記載：“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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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勝過萬

人，勝過以斯拉人以探，並瑪曷的兒子希幔、甲各、達大的智慧。他的名聲傳揚在四圍的列

國。”歷代志下1:12記載神對所羅門說：“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榮。

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你以後也必沒有這樣的。”所羅門吸收很多豐富的知識，並

得了大智慧；他知道怎樣把知識應用到每天的實際生活，怎樣作好的判斷，怎樣明智地與人

相處。 
 
我相信所羅門有點自大、自負，因為他比別人更有智慧。哥林多前書8:1記載：“論到祭偶像

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知識可以使

人像氣球一樣自我膨脹，如果有人覺得比別人更聰明、更有知識，那他就是自大。請記住，

教育是以經驗為基礎，經驗不值得信賴；經驗必須經過聖經的檢驗。可惜很多人憑藉自己的

所謂經驗來檢驗聖經。如果你的經驗違背了聖經教導，那是你的經驗錯了，不是聖經有誤。 
 
傳道書1:17記載：“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 
 
智慧和狂妄很相近。在世界歷史中，有很多聰明的人都很愚昧，所羅門就是典型的例子。今

天，我們通過教育手段所培養出來的這一代，自認為很有才智、很聰明的年輕人，他們根本

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更別提世上的問題了。所羅門專心察明智慧，也專心察明狂妄和愚昧

。他兩樣都做。“乃知這也是捕風。”意思是徒勞無益。 
 
一方面所羅門懷緬從前如何約束自己去尋求智慧，另一方面又學到狂妄和愚昧是甚麼一回事

。換言之，他鑽研人類行為的兩極，看看能否從其中一方或兩方找到人生的真義。他窮究人

生經歷整個範疇，卻得到令人失望的結論：這也是捕風。 
 
多個世紀後，一個名叫馬廷的年輕人努力鑽研，贏得名牌大學一級榮譽。但在他獲得學業成

就的時候，他說：“我感到很驚奇，因我發現自己只是捕風捉影。”這是一個蒙福的醒悟，

正如某學者指出的那樣：“現在他的眼目遠超學術上的獎賞，只集中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

，主是神至高呼召的一切令人滿足的獎賞。” 
 
傳道書1:18記載：“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喜樂和滿足不會隨著知識增長。有人說：“當無知是一種幸福時，愚蠢也算為智慧。”這句

話含有某種程度的真理。“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意思是知道得越多，問題就越多。生

命變得乏味，製造更多的緊張，所有的科技設備，使生活更困難。大約八十年前的電腦，像

個房間那麼大，現在只像手掌那麼小，人們可以從中找到各種信息。所羅門說對了：“多有

智慧，就多有愁煩；”何況所羅門還不是居住在高科技時代，他沒有看到工業革命，但他知

道他在說甚麼。 
 
如果追求學問的精神是尋求人生意義的鑰匙，那麼，麼我們的大學校園便成為平安和滿足的

樂園。但實際並非如此，那裡充滿騷動和不安。有位大學生畫了幅漫畫並配上文字諷刺說：

“頭裹著浴巾，用大杯咖啡吞下阿司匹林。”這幅漫畫正好與所羅門在本節裡下的結論吻合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換言之，“你越有智慧，就越

多憂慮；越多知識，就越易受傷。”據此，以下的諺語也有一定的真理：“無知是福”；“

你不知道就不會受到傷害”。 
 
在傳道書1:12-18這段經文中，受到批評的對象並非神所賜關於救恩的智慧，而是日光之下的

屬世智慧。傳道者對智慧的批判，帶給我們以下教訓：第一，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靠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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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斷然無法解決根本上的問題；第二，屬世的智慧往往從自私的目的出發，具有使人驕

傲的屬性；第三，領悟屬世智慧的過程較為艱辛，智慧的內容本身更是給人帶來諸般的痛苦

；第四，智慧並非數量的問題，而是品質問題。因此，聖徒與其為擁有許多智慧而自負，不

如為擁有神所賜的真智慧而誇耀、喜樂。對現代的知識界，聖徒可以尊重其相對價值；但同

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其局限，去追求認識神的真智慧，因為惟有神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的

人生問題。那麼，怎樣才能夠獲得智慧呢？惟有回應神的啟示，才能夠得著智慧。 
 
在傳道書2章，我們將看到所羅門用另一種方式去尋找滿足。很多人希望從享樂中得到滿足。 
 
傳道書2:1記載：“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

” 
 
大家所能知道的享樂，所羅門可能都已經試過了。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性氾濫的時代，怎麼

看得出來呢？世風日下，道德水準低落，性病比率提升。連教會也陷進去了，有些牧師還不

停地在講有關於性的信息。有些人覺得教會應該要教導年輕人有關性方面的知識，我覺得這

是悲劇性的錯誤。現代的年輕人接觸到的性知識已經夠多了。所羅門是性專家，他有一千個

妻妾，可以隨時使喚她們。所羅門想從其中尋求滿足，他還熱衷飲酒作樂，所羅門沉溺在享

樂之中。他說：“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但請注意他的結論

：“誰知，這也是虛空。”他感到這樣的人生空洞、沒有意義。 
 
所羅門承認，在追尋人生的意義與救恩上，人的智慧是全無益處的，快樂是何等虛妄。事實

上，有很多在世上遭到失敗的人，未能發現生命的真正意義，轉而追求感官快樂。馬太福音

16:26記載主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

生命呢？” 
 
傳道書2:2記載：“我指嬉笑說：‘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 
 
所羅門可能有小丑或宮廷的弄臣逗他開心，告訴他最新的笑話。他說：“我覺得這簡直是浪

費時間。” 
 
“嬉笑”意味著表面上的快樂；“喜樂”則意味著體貼人的快樂。然而，傳道者認為嬉笑和

喜樂均為虛空。“有何功效呢？”這句嘲笑人何須空忙一場。箴言14:13記載：“人在喜笑中

，心也憂愁；快樂至極就生愁苦。” 
 
傳道書2:3記載：“我心裡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心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

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所羅門喜歡探索和做實驗，但卻遠離神。 
 
“以智慧引導我”，這句暗示傳道者用快樂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然而，這是罪惡的試驗，因

他自己以快樂試探自己。雅各書1:14記載：“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 
 
“當行何事為美”，這句表明自起始之日起，傳道者追求快樂的方向與方法是錯誤的。因此

，他雖然享盡了世上的諸般快樂，卻未能品嘗真正的喜樂。惟有在神的話語裡面，才能享受

永遠的真喜樂。詩篇119:165記載：“愛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甚麼都不能使他們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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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2:4記載：“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這是所羅門的喜好。直到今天，在耶路撒冷和另外幾個地方，還可以看見所羅門馬廄的廢墟

。在米吉多，導遊會帶你看馬吃飼料的廢墟。雖然摩西律法明文規定禁止君王大量豢養馬匹

，所羅門的馬廄仍然遍滿全地。 
 
進入末世之後，人的最顯著特徵就是“愛自己”和“愛快樂多於愛神”。然而，順著情慾撒

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真正有智慧的人，會將財寶積攢在天上。若要這樣，就當放下自私

，而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傳道書2:5-6記載：“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

” 
 
所羅門決定大興土木。如果智慧、喜樂、美酒或愚昧並不是關鍵，那麼財產肯定是答案。他

興建金碧輝煌的房屋，栽種遼闊的葡萄園。從我們所知，所羅門的建造計劃中，肯定他是不

吝一文的。他興建一望無際的莊園，裡面有庭園和園囿等不折不扣的樂園。各樣果木樹的果

園點綴周圍的風景。我們不難想像他帶領朋友到處遊覽時，友人的讚揚之言使他不禁自滿起

來。 
 
世上仍有許多自欺欺人的百萬富翁，就像安徒生寫的故事《國王的新衣》裡的國王一樣。國

王巡遊時，穿上一件新衣，他想路人相信那件是極美的衣裳，但有個小孩看出他是完全赤裸

。 
 
傳道書2:7記載：“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

撒冷眾人所有的。” 
 
所羅門在城的週邊有一個農場，養了很多牛。他怎麼有能力供應這一切呢？所羅門壟斷了當

時的黃金市場，他有花不完的錢，享有最舒適的生活。雪是從黑門山上落下的，讓他可以在

夏天喝冷飲。所羅門嘗盡一切享樂，我懷疑現代人是否享有所羅門所沒有的東西。 
 
擁有物質的快樂，並非快樂的源泉。箴言11:4記載：“發怒的日子資財無益；惟有公義能救人

脫離死亡。”古今中外，貪戀錢財的人，均害人害已。 
 
傳道書2:8記載：“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

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 
 
所羅門從音樂中也得不到滿足。 
 
所羅門又嘗試追求音樂。當時的人說，音樂有迷人的魅力，所以，所羅門搜羅最好唱歌的男

女。想像耶路撒冷的報章極力讚揚這些公開的音樂會。當然所羅門王也有私人的演出，如宴

樂、室樂合奏等等，只要你數得出都有。不過，我相信他對音樂的失望，正如某學者在一本

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我也可以召來樂手和歌者，但那昨天令我歡悅的美歌，今天卻叫我疲

累，等明天更叫我厭倦不已。在我內心已沒有想像力，又厭膩曾經享有的快樂，不再感到歡

娛。”人裡頭必有內藏的感受，是外在享受無法滿足的，或說人有慾望本能，是他感到快樂

前必須先得到滿足的。 
 
傳道書2:9-10記載：“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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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

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所羅門心中所願的，他都買了，他想要甚麼就買甚麼。你想這種人一定很快樂吧。原來那可

不一定呢。 
 
惟物論是為現在而活，我們要明白，因為我們說我們是屬於現代的，這是惟物論的觀念，為

現在而活、為自己而活、為自私而活。此處每一句話都描寫得很真實。 
 
“凡我……所”，指毫無節制。節制是信仰的基本德性之一。彼得後書1:5-7記載：“正因這

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

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

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到了末世，世人均失去節制。提摩

太後書3:3記載：“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但是，

人若想要在屬靈爭戰中得勝，就必須培養節制的習慣。哥林多前書9:25記載：“凡較力爭勝的

，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傳道書2:11-12記載：“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

能做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 
 
“在日光之下”，說明所羅門的所有勞碌都沒有益處。這樣的人生之所以虛空，是因為他的

經營和勞碌是在遠離神的領域裡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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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