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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傳道書（6）所羅門尋求滿足之旅（傳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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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傳道書3:1-22繼續講述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萬事均有定時，以及世上的不公平等人生經

驗。 
 
在本章經文中，所羅門的重點是說神為每一個人都定下了計劃。神為人生安排了不同的階段

，每一階段都有我們當做的事。雖然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似乎與神的計劃有衝突，但這些

問題不應成為我們信心上的障礙，而應成為信靠神的契機。所羅門要我們明白：如果沒有神

，人生的難題就得不到圓滿解決。 
 
掌握時機是重要的。經文中所列出的一切事情，皆有既定的適當時間。與神和好的秘訣在於

看出、接受，並欣賞神所定的時間。懷疑或怨恨神所定的時間都是危險的，這會使人失望、

反叛，甚至不理神的旨意而自行其是。 
 
在甚麼時候我們應該恨惡惡人呢？我們不應恨惡惡人，只應恨惡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看見

人被虐待、小孩子捱餓，或者神的名受到羞辱時都應恨惡。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憎恨自己

生命中的罪惡，因為這是神對罪的態度。詩篇5:5記載：“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

，都是你所恨惡的。” 
 
你能否在工作中找到滿足，主要在乎你的態度。如果你找不到神安排你做工作的目的，你就

不會感到滿足。如果我們要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就當做到以下幾點：第一，記得工作是神所

賜的；第二，認識到我們勞碌的果效也是神所賜的。你要把工作看為事奉神的一種方式。 
 
神已“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意思是：我們永不能完全滿足於世上的享樂和追求。由於

我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們有靈性上的饑渴，也有永恆的價值；只有永生神能真正

滿足我們。神把對完美世界的渴求安置在我們的心中，這只能在神完全的統治下才可得到滿

足。神讓我們略為看見祂創造的完美，但這僅僅只是一瞥而已。我們無法透視將來或充分瞭

解一切，所以我們必須信靠神，並在世上做神要我們完成的工作。 
 
在我們有生之日喜樂行善，是人生有價值的追求，但我們可能用錯誤的方法去追求。神願意

我們享受人生。我們對神有了正確的認識後，就發現：真正的快樂是把自己所擁有、所享用

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積聚得來的。 
 
生命的目的是甚麼？是要我們敬畏那位無所不能的神，因為祂是大而可畏的。生命的目的始

於我們認識的神，而不在於我們知道甚麼，或自己如何完美。除非敬畏神，並且把神放在首

位，否則我們便無法完成神在我們身上所定的旨意。 
 
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這甚至會影響法律制度。所羅門質疑，在這充滿不義和欺壓的世界上

，神的計劃怎能是完美的呢？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神對不義之事並非不聞不問，而是要在

神所定的時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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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提到在神管理的世界裡，有幾個明顯的矛盾：第一，在應有公義之處充滿了邪惡；第

二，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像獸一樣死亡；第三，沒有人安慰受欺壓的人；第四，很多人被嫉

妒驅使；第五，人都是孤單寂寞的；第六，因成就而得的賞識是暫時的。人很容易用這些矛

盾作為不信神的藉口，但所羅門卻用這些矛盾來告訴我們如何正視生命中的問題，並仍然持

守信仰。今世並不盡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然而即使在今世，我們也不應論斷神，因我們並

不能知曉萬事。神的計劃是要我們永遠與祂同活。所以，我們要按這永恆的價值觀生活，認

識到有一天所有的矛盾，會由這位創造主親自解決。 
 
我們的肉體不能永遠存活下去。在這方面，人類和動物是一樣的。但所羅門承認神將永生的

盼望賜給世人，表明我們會在死後受神的審判，這使我們與動物不同。由於人有永生的盼望

，因而人在神整體的計劃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但我們無法憑自己的能力看出神賦予我們生命

的目的，只有在我們與神建立關係、尋求神的指引時，才能看出。親愛的聽眾朋友，你現在

是否按著神的心意生活？你是否認為生命是神所賜予的？ 
 
接下來，我們進入傳道書4章的學習與查考。 
 
本章繼續記載所羅門的尋求之旅，他想從自我中心的哲學中找到滿足。 
 
傳道書4:1記載：“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壓。看哪，受欺壓的流淚，且無人安

慰；欺壓他們的有勢力，也無人安慰他們。” 
 
這節經文和今日的政治哲學很相似。利己主義反抗體制，不管現在是怎樣的體制、不管誰在

統治，窮人總是受到欺壓。窮人受到最差的待遇，他們是被欺壓的一群。 
 
“無人安慰”，意思是日光之下沒有真心眷愛被欺壓之人，並同時有能力施行拯救的救主。

只有日光之上的神才是有大愛與超自然能力的拯救者。 
 
在貫穿人類歷史的社會矛盾面前，身為傳道者的所羅門痛感絕望和無力。正如上文所示，這

些都當死的罪人，有的因為擁有片刻的權勢，就欺壓他人；許多民眾置身於壓迫之中，卻沒

有任何解決之策。面對這些荒誕的現實，所羅門在懷疑人生本身。他作為傳道者的苦惱表現

為以下兩點：第一，對現存的人類社會感到絕望；第二，當世界無法提供任何解決之策時，

他就迫切地祈求神的國度能夠介入其中。這裡所羅門的希望是指向未來的，他的苦惱並沒有

以絕望告終，他警告那些欺壓別人的權貴，神將審判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罪惡，激勵受欺壓

的人當懷有希望。以賽亞書33:1記載：“禍哉！你這毀滅人的，自己倒不被毀滅；行事詭詐的

，人倒不以詭詐待你。你毀滅罷休了，自己必被毀滅；你行完了詭詐，人必以詭詐待你。”

瑪拉基書2:16記載：“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22:3記載：“耶

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

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希伯來書13:3記載：“你們要

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 
 
傳道書4:2記載：“因此，我讚歎那早已死的死人，勝過那還活著的活人。” 
 
所羅門沮喪地下結論說，死人勝過活人。對他來說，死亡使人逃離今生一切的迫害和殘酷待

遇。此刻他不關心死亡的深層意義，即不信神的人死後所受的痛苦，比在地上最痛苦的欺壓

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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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些人說：“我寧願死！”還有人說：“我寧願流血也不要死！”咋聽起來後者似乎

在顛覆前者的觀點，但其實這兩種不同的說法都是反抗體制。死對這兩種人來說一點也不恐

怖。 
 
傳道書4:3記載：“並且我以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見過日光之下惡事的，比這兩等人更強。

” 
 
所羅門的憤世嫉俗降至最低點，儘管他看到死人比活人好，他甚至覺得未曾生的更令人羡慕

，他們不用在日光之下因受欺壓而發狂，不用忍受“所謂的生命，其實不過是對快樂的一種

可怕的嘲諷”之宿命。 
 
面對世界痛苦，有人認為下一代，如果他們沒有出生，或許反而會更好。因此有人說：“我

希望我沒被生下來，沒有來到過世界。” 
 
傳道書4:4記載：“我又見人為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工作就被鄰舍嫉妒。這也是虛空，也

是捕風。” 
 
有另一件事使所羅門受不了，那就是人類的活動和技能，是由於人想勝過鄰居，因而不斷被

推動。所羅門看見生命的巨輪由互相競爭的靈推進。對於按神的形象受造且不斷追求更像神

的人來說，更漂亮的衣服和更奢華的房子，全都是虛空和無價值的。 
 
曾經有兩位著名的建築師受命用他們的藝術天賦，為某個大廈裝飾，兩人的靈裡就產生強烈

的對立。儘管兩人所作的都不同，但兩人互相嫉妒，最後甚至互不理睬。今天，有人比這些

天才更懂掩飾他們的妒火，但類似這種對立的態度，是當代許多活動的源頭。 
 
一位現代的憤世嫉俗者曾這樣寫道：“我嘗試生活所供應的每樣東西，但我所看見的全是一

人企圖超越另一人，並且無法得到快樂。” 
 
利己主義反抗體制、反抗壓迫者、反抗錯誤的事，但對做好事的人呢？對要做好事的人又怎

麼樣呢？所羅門說這也是沒有益處的，是浪費時間。他真是悲觀。 
 
傳道書4:5記載：“愚昧人抱著手，吃自己的肉。” 
 
本節經文是說愚昧人是食人族嗎？不是的，此處是說愚昧人不想做保護自己的事。他不願意

為自己工作。今天的社會已經進展到這樣了：人人都希望別人為自己服務和做事。 
 
所羅門在此指出：動機和報應都源於嫉妒的人是虛空的，與他們形成對比的是愚昧人，這種

人是遲鈍而愚蠢的懶人。他們抱著手，不用多大努力而得到少量的食物就足夠過活。也許他

們比受嫉妒和貪婪無情地驅使著的鄰居，更有智慧。 
 
傳道書4:6記載：“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風。” 
 
當愚昧人身邊的人都發狂地工作、互相競爭時，愚昧人的思想感情從本節經文可見一斑：“

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風。”或者正如某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我

寧願悠閒自在，儘管我所擁有的不多，但總比得到更多卻多有煩惱的好。” 
 
坦率地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觀點。當然，這種人想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我想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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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做總比雙手被辛勞和捕風所填滿要好。 
 
傳道書4:7記載：“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 
 
所羅門在這句所表達的意思，好像是走投無路了。這是最糟的悲觀主義。難怪今天校園裡主

修利己主義哲學的人，自殺率最高，因為過去的痛處生出腐爛來。這一切的背後都是利己主

義的悲觀態度，最終一切都會變成虛空。 
 
傳道書4:8記載：“有人孤單無二，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

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呢？’這也是虛空，是極重的勞苦。” 
 
這是怎樣的光景啊！連為人做事、幫助人，都是浪費時間。 
 
“到底是為誰呢？”自私得近乎冷酷的人，突然看到自己的本相而發出呻吟。這種人所作的

一切都出於自私，最終只給他帶來了不安和痛苦。 
 
傳道書4:9記載：“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兩個人”並不是指字面意思上的兩個人，而是指由許多人組成的共同體。“同得美好的果

效”，意思是指達到了目的。 
 
現在所羅門說出與他人一起合作的原因，但合作也是基於自私。他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與人合作比自己單打獨鬥有收穫。 
 
傳道書4:10記載：“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禍了。” 
 
所羅門在本節經文舉了在旅途中陷進坑裡的例子。若這是在夜晚，就更加致命。此時，若有

朋友在旁相助，是何等感恩之事。今天，我們在人生旅程中遭遇急難時，也需要能夠相助的

朋友。 
 
所羅門發現努力為自己活，並不表示可以單獨過日子。你需要有人説明、有人支持。“若是

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因此如果要徒步旅行的話，要組成一個團

隊，不要獨自去。萬一發生意外，有人在身邊總是比較好。獨居、退休的人一旦跌倒，骨折

了，沒辦法打電話求救，有時候要過幾天才被鄰居發現。所以兩個人比較好。如果一個人跌

倒了，另外一個人會幫助他。 
 
傳道書4:11記載：“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 
 
巴勒斯坦的夜晚頗為寒冷。尤其是在旅途中獨自露宿街頭，則將更為難過，此時，旁邊若有

能夠一同分享的朋友，是何等慶幸的事！失敗與誹謗，誘惑與疾病，會使我們的人生倍感寒

冷。此時，我們切實地需要能夠一同躺臥而驅逐寒冷的同伴。希伯來書3:13記載：“總要趁著

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團隊中的幫助能彼此送暖。小時候，在冬天我喜歡和父親睡在一起，因為他會幫我暖被子。 
 
傳道書4:12記載：“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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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羅門指出互助是何等的美事，他傳達了共同體的喜樂與必要性。 
 
巴勒斯坦的遊人常常要面對來自強盜的威脅。路加福音10:30記載耶穌說：“有一個人從耶路

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 
 
“三股合成的繩子”象徵聯合的力量。正因如此，越是接近末後的日子，教會就當越發努力

聚集。希伯來書10:25記載：“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仇敵更加劇烈、頻繁

的攻擊。 
 
如果兩人搭檔能成為夥伴，那麼三人結盟就是一個團隊，有時候組成一個團隊比較好，尤其

是被攻擊的時候。今天在街上常有犯罪的問題。單獨行走的人是受害者。聖經清楚教導我們

，還沒重生的人有犯罪的本質，“文明”還沒有使人除去犯罪的本質，人需要被限制，而不

是自由。在今天這個時代，人所擁有的自由，是在街上搶劫、在背後襲擊、打色情騷擾電話

、大聲播放難聽的音樂，以及隨性表達自我的自由。自由不是放縱。你有揮拳的自由，但當

我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揮拳的自由就要受限制。有很多觀念是要改變自我的。以自我為中心

的人不能得到滿足。單獨工作，可能暫時覺得很好，但到後來你會感到厭倦。我不喜歡一個

人單獨旅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常需要與同工一起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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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