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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傳道書（8）所羅門談論有關生命虛空，以及智愚之別等人生經驗 

（傳 5:1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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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5:17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傳道書 4:13-5:17 繼續講述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有關世上不公平、不可隨便許願，以

及生命虛空等人生經驗。 
 
追求步步高升，甚至到達頂峰都是虛空的。地位、聲望和勢力，都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雖

然很多人追求這些，但這些都是影子，並不實在。很多人追求事業上的成就，以獲取別人的

賞識。但人是變幻無常的，很容易、也很快就會改變；倒不如追求得到神的喜悅，因神的慈

愛永不改變。 
 
“要謹慎脚步”，意思是“要小心”。我們來到神的聖殿朝見神時，應有真誠的態度，願意

聆聽神的指示，而不是命令神去做我們認為神應該做的事。 
 
所羅門警告讀者，不要向神隨便許願，以免顯出自己的愚昧。在以色列的習俗中，許願是件

嚴肅的事。根據申命記 23:21-23 的記載，許願本是心甘情願的，但是一許了願，就得謹守遵

行，兌現你所許的願。許了願而不能還願，或只是部分兌現所許的願，就是欺騙神，是愚昧

的行為。箴言 20:25 記載：“人冒失說，這是聖物，許願之後才查問，就是自陷網羅。”如

果向神許了願又不還願，倒不如不許。故許了願一定要還願。 
 
我們常想擁有更多的東西。所羅門認為，貪愛錢財並且沉迷於追求錢財的人，永遠得不到所

期待的快樂。財富會吸引愛佔便宜的人與盜賊來奪取，令人失眠和恐懼，並且在人死後完全

失去，因為人不能將任何財富帶走。無論你賺了多少錢，如果想以積聚錢財來得到快樂，你

就會永遠尋索金錢，得不到滿足。金錢本身沒有什麽不對，但貪愛錢財會引發各種罪惡。無

論你現在的經濟情形如何，不要倚靠錢財來令你快樂，乃要滿足於你現在所擁有的，並以你

所擁有的為神而活。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傳道書 5 章剩下的內容。 
 
傳道書 5:18-20 記載：“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

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

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神應他的心使他喜樂。” 
 
這段經文是一個小結，內容與 2:24-26 以及 3:22 等相似，指出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在

日光之下追求虛妄至極的事情。對於那些與神恢復信仰關係的人而言，神所賜的一切均會變

成純全的福分，能够給人帶來真正的滿足。 
 
只有正當、健康而誠實的勞動，才能給聖徒帶來美好的人生。不信之人用盡全力追求快樂，

卻得不到快樂；而聖徒已擁有滿足與幸福的保障，只須付出相應的努力。懷著常常感謝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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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善之物加給我們的恩典之心，享受快樂。 
 
“一生的年日”，指短暫的人生。“不多思念”，意指不會抱怨人生過於短暫而虛無，或人

生過於漫長而難以煎熬。因為，不論聖徒的生活是好是壞，均出於神的旨意，在屬靈的層面

上，短命或長壽並不是大問題。 
 
傳道書 6 章總結了所羅門在追求滿足的過程中，對財富的追求和享受。 
 
傳道書 6:1-2 記載：“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賜他資財、豐富、

尊榮，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

也是禍患。” 
 
富人因患病或遭遇困難而沒有胃口吃東西，這也是很慘的。與其在銀行賬戶裏有一大筆存款，

不如有個好胃口享受美食！ 
 
傳道書 6:3 記載：“人若生一百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裏卻不得滿享

福樂，又不得埋葬；據我說，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有錢人一天也只能吃三餐、一次只能睡一張床。不管他有幾個醫生，也不能比窮人活得更久，

當他離世時，什麽也帶不走。壽衣是沒有口袋的。約伯很有錢，他說：“我赤身出於母胎，

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與其追

求無法為此生帶來快樂、死後又沒有價值的事，不如空手離開人世來得好。有些人用盡一生

追求這樣的空虛。 
 
傳道書 6:4-6 記載：“因為虛虛而來，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並且沒有見過天日，也毫

無知覺；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雖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卻不享福，眾人豈不都歸一

個地方去嗎？” 
 
“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這是極端的厭世主義，指出若有人沒有恢復與神的關係，他就

沒有永生，也沒有世上的真幸福，不如沒有出生就更好。 
 
傳道書 6:7-9 記載：“人的勞碌都為口腹，心裏卻不知足。這樣看來，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麽

長處呢？窮人在眾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麽長處呢？眼睛所看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這也

是虛空，也是捕風。” 
 
不屬於天上國度的人，活著可以說只是為了吃喝。但是，直到死亡降臨，之前食慾一直不得

滿足。人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而人為滿足慾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均是虛妄。 
 
智慧的相對差異，在絕對的死亡面前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只有解決死亡問題，才是真正的

智者。然而，人的智慧焉能戰勝死亡問題呢？惟有從敬畏神而來的真智慧，方能解決此問題。 
 
現在所擁有的勝於心中所想的。但是，世人皆空手歸入死亡。因此，現在所擁有的亦是徒然

無用。這種人生觀與信心裏面的人生觀相差極大。信心將盼望寄托在肉眼所不能見的事情上，

且更加珍惜。 
 
傳道書 6:10-12 記載：“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並知道何為人，他也不能與那比自己力大

的相爭。加增虛浮的事既多，這與人有什麽益處呢？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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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麽與他有益呢？誰能告訴他身後在日光之下有什麽事呢？” 
 
所羅門以傳道者大能身分，一直在大聲疾呼正在死亡的生命。在這段經文中，傳道者轉換了

方向，開始揭示只有絕對拯救者可以救拔人，並反問人往何處去才能找到人生的意義。 
 
在存在論意義上，人必須生活在自己已無法選擇或拒絕的秩序與法則中。這就是人的有限所

在。“力大的”，指在古時就定下秩序與法則的造物主。 
 
人的智慧不足以揭示人生的意義。古往今來，雖有許多哲學家苦思冥想，卻尚未指出人生的

意義所在。他人的智慧也全然沒有益處。惟有掌握人生諸般奧秘的神，才能將生命的意義曉

喻我們。 
 
傳道書 7 章記載的是所羅門最後的試驗。他要在日光之下尋找有什麽可以滿足他、使他能享

受在其中。他試過科學、研究過宇宙定律，雖有所得，卻不能使他滿足；然後他研究哲學和

心理學，也得不到滿足；他竭盡心力追求享樂和惟物論、試過宿命論，這是今天很普遍的人

生哲學；所羅門又試過利己主義，為自己而活；宗教也不能滿足他，因為只有神可以滿足人

的心。所羅門又試試財富，他是世上最有錢的人，但是還是得不到滿足。他最後要嘗試道德。

如果在今天，我們會稱他是“不切實際的社會改革家”。我認為很多人可以歸類為不切實際

的社會改革家。他們走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是一群庸俗的商人，在大城市做生意、在霓虹

燈下交涉，卻生活在郊區，住在安靜、與世隔絕、高級地段，過著輕鬆安逸的生活。他們的

小孩上最好的學校，和高級人群來往，到附近最有名、最有錢的教會做禮拜，這個教會很大，

牧師博學、又會講道，就是不一定認識聖經。所羅門在嘗試這種社會生活。 
 
傳道書 7:1 記載：“名譽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 
 
這是真的，所羅門說得沒錯。名譽似乎是强如美好的膏油。如果有人說，這人是個好鄰居，

他從來沒有和人吵架，他從不討論宗教或政治，也不涉入不好場所；他只是微笑，選擇中庸

之道，既不偏右，也不偏左。他是小區中受人敬重的人。他和各種人做生意。有一天在他的

追思禮拜中牧師說了很多好話，努力把他送進天堂。所羅門說要有好名聲，這樣在追思禮拜

才會有長篇大論的悼詞。但這能滿足人心嗎？ 
 
傳道書 7:2 記載：“往遭喪的家去，强如往宴樂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

這事放在心上。” 
 
所有這些道德和行善的生活，都是以一種有尊嚴的方式進行的。這種人生不能滿足人的需求。

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太無聊了。這不是真正的人生，而是最糟糕的情況。我不怪年輕人反抗

這種社會。 
 
傳道書 7:3 記載：“憂愁强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喜樂。” 
 
人想儘量避免憂愁。如果一切都安排好，就能一路笑著進墳墓；現實是充滿了鮮花和輕音樂，

牧師說很多輕鬆的好話，讓每個人回到家會說：“真是一個溫馨感人的追思禮拜”，然後儘

快忘掉死亡的殘酷吧。 
 
傳道書 7:4 記載：“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 
 
悼念的人距離墳墓很近，大家都活在死亡面前。他們看到老友不知不覺地溜進死亡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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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自己也正邁向死亡。他們沒想到應該查驗自己要往哪裏去，他們得救了嗎？他們是失

喪的嗎？他們和神有正確的關係嗎？他們不覺得這很重要。他們奉獻給小區、給紅十字會，

參與小區活動，但卻不敢承認基督，公開為基督站出來作見證。 
 
傳道書 7:5-6 記載：“聽智慧人的責備，强如聽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聲，好像鍋下燒荊

棘的爆聲；這也是虛空。” 
 
所羅門認為：為什麽不兩樣都試試呢？聽智慧人責備，然後再去聽靡靡之音。總有一個比較

好吧，兩個都試試吧。這一章的下半段就是這個意思。 
 
傳道書 7:7-10 記載：“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事情的終局强如事情

的起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你不要心裏急躁惱怒，因為惱怒存在愚昧人的懷中。

不要說：先前的日子强過如今的日子，是什麽緣故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 
 
不要生氣，要當一個好好先生，和每個人維持好的關係，因為這樣做可以幫助你的事業。慢

慢地走容易走的路，不要極端，要能妥協。和這一群人相處時要得到這一群人的好感，隔天

晚上，和另一群人相處時也要得到另一群人的好感。你看，在這一章的描述裏，我們儼然看

到這樣一幅圖畫：這個不切實際的社會改革家，在禮拜六晚上在地獄裏，禮拜天早上到教會

去當基督徒。有一個在禮拜六晚上喝得爛醉的人，在禮拜天早上對我說：“我希望你知道我

是一個基督徒。你看我是什麽人？不要以為我是異教徒。”其實他就是異教徒。 
 
傳道書 7:11 記載：“智慧和産業並好，而且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益。” 
 
在箴言裏，“智慧”是基督的另外一個名字。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傳道書裏這個不切實際的

社會改革家，真需要基督。 
 
傳道書 7:12 記載：“因為智慧護庇人，好像銀錢護庇人一樣。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這就是知識的益處。” 
 
“銀錢護庇人”，所羅門要很多錢，卻遠離神。“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金錢買

不到生命。醫學科技或許能延長你的壽命，但不能給你永生。只有智慧的基督，可以賜你永

生。 
 
傳道書 7:13-14 記載：“你要察看神的作為；因神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

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麽事。” 
 
智慧人謙卑地承認神的護理。惟有敬畏神才是知識的開端。箴言 1:7 記載：“敬畏耶和華是

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約伯記 28:28 記載：“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

遠離惡便是聰明。”聖徒承認自己的有限與神的絕對，而單單依靠神的慈愛。聖徒當在亨通

時獻上感恩，在困苦之日察驗神的純全旨意。雅各書 5:13 記載：“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

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傳道書 7:15-18 記載：“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我在虛度之

日中所見過的。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不要行惡過分，也

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神的人，

必從這兩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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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講述了合乎聖經的中庸之道。希臘哲學和儒家所說的所謂中庸，是指神在已經定下

的道路中，不偏離左右。約書亞記 1:7 記載：“只要剛强，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這是神本主義思

想，認為真正的生命之道只有一個，就是神的道路。若人的道路沒有基於神的啓示，就不是

完全的真理與救恩之道。 
 
傳道書 7:19-20 記載：“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官長更有能力。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

人，世上實在沒有。” 
 
“官長”是指城池的領袖或掌權者或治理的人。“十”是表示完全的數字。約伯記 19:3 記載：

“你們這十次羞辱我；你們苦待我也不以為耻。”“十個官長”是指有能力從仇敵的攻擊中

守衛城池的領袖人數。然而，一位智慧人卻比他們更有能力。雅各書 1:5 記載：“你們中間

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傳道書 7:21-22 記載：“人所說的一切話，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聽見你的僕人咒詛你。因為

你心裏知道，自己也曾屢次咒詛別人。” 
 
如果瞭解你的人說你是騙子，你不要因此受其影響或感到困擾。如果你選擇走中庸之道，最

後整個小區的人都會為你喝采。做個不切實際的社會改革家，以為可以在人生中找到滿足，

那就像植物一樣，失去人應有的靈性了！我相信接觸一個無神論者，比接觸一個虛僞的基督

徒更容易。無神論者第一次聽到福音時會有反應，但是虛僞的會友不斷聽福音，心卻更剛硬。

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傳道書 7:23-24 記載：“我曾用智慧試驗這一切事；我說，要得智慧，智慧卻離我遠。萬事之

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 
 
“智慧卻離我遠。”意指信仰所賜的聖潔智慧，無法與腐敗共存。腐敗之人既不能自己變得

智慧，也無計獲得完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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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