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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四)活著的盼望 

所羅門晚年離開了神，他的人生頓時充滿無限的虛空和極深的不滿足。雖然他有

極大的智慧和才能，一生建立了許多豐功偉業，足以流傳，並造福於後世子孫，

但這一切也都是暫時的。人生終究要面對死亡，終將孤身一人，最終不被記念。

所羅門不斷地思索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人活著的目的和盼望究竟是什麼？他不斷

提出疑問，也一再地說出智慧的箴言，乍看之下，他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然而，

他只發掘了問題，卻沒有提出解決之道，因他離了神，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了。 

 

一. 生死的價值〔傳道書 4:1-3〕 

所羅門有極深的智慧，愈有智慧的人，愈會深入思考事物存在的來龍去脈，從何

而來，往哪裡去。就會思考人活著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裡？如何面對苦難的人生？

如何面對死亡？許多想法、推論，和總結，與古希臘哲學所探討的多有相似之處。 

1. 苦難的人生：世上有許多不平的事，有欺壓人的，有受欺壓的；結局都一樣，

都要面對生老病死，都需要安慰；卻無人能安慰，因為只有神能給人安慰。 

a. 惡人欺壓人：這世上有邪惡存在，惡人當道，充滿欺壓人的事。所羅門

治國也不能改變這現象。因為全世界都伏在那惡者的手下(約一 5:19)。 

b. 被欺壓的人：世上充滿許多受壓者，他們無力改變現狀，只能默默流淚，

接受命運所安排的一切。但彌賽亞來，卻要使受壓的得自由(路 4:18)。 

c. 得不到安慰：人生在世多有苦難，不得安慰，只有死了才得安慰(結 31:16; 

路 16:25)。但彌賽亞來，祂要使祂的百姓得著安慰(賽 40:1-2; 54:11-14)。 

2. 早已死的人：早死的人似乎不被人記念，但若是屬神的，他們雖死了，仍舊

是活著。義人死亡，無人放在心上，這義人死亡是免了將來的禍患(賽 57:1)。 

a. 不在世上：對神的子民而言，在世與不在世都好，因為離世就與主同在，

更是好得無比(腓 1:23)，或如以諾被神取去，他就不在世上(創 5:24)。 

b. 勝過活人：死了的人離開有形質的世界，進到屬靈和永恆的領域，他們

在主裡面死了，息了自己的勞苦，工作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c. 在主裡死：聖徒與主同釘十字架，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著(加 2:20)。

因為我們已經死了，我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 3:3)。 

3. 未曾出生者：如果人活著極其痛苦，倒不如不要出生的好，就如約伯的感嘆，

期望自己不要生在世上(伯 3:1-26)。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約 3:3-5)。 

a. 人在母腹中：人在母腹中成胎，神都知道(詩 139:13-16)。雖然每個人在

母腹中就有了罪(詩 51:5)，但基督卻赦免了普天下人的罪(約一 2:2)。 

b. 未見過惡事：人的罪可分為與生俱來的罪性〔罪孽 iniquity〕，和行為上

所犯的罪行〔罪惡 sin：沒做該做的；過犯 transgression：做不該做的〕。 

c. 勝於出母胎：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生下來都有罪，

長大了都會犯罪。未曾出生者只有罪性，卻不見日光之下的惡事，沒有

罪行，也沒有嘗到罪惡所帶來的苦果，所以他們勝過曾活在世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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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碌為了誰〔傳道書 4:4-8〕 

人活著的目的是什麼？能留傳下來的是什麼？一代過去，一代又來，若沒有神，

就會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若他是孤身一人，所寄望的又在哪裡？ 即使是犧牲

奉獻，刻苦自己，也不能得滿足。活著不是為己，也不是為人，一點意義也沒有。 

1. 努力地工作：人犯罪後，將終身勞碌，直到歸於塵土，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亞當的兩個兒子辛勤工作，想藉著獻祭，恢復與神的關係，但神悅納亞伯，

不悅納該隱。所做的若不蒙神悅納，就成了咒詛，帶來罪惡，都成為虛空。 

a. 所得的都是虛空：亞當生了兒子，起名該隱〔得〕，後來生亞伯〔虛空〕。

如果與神沒有建立關係，所得的一切都成了虛空，沒有價值和意義。 

b. 嫉妒別人蒙恩寵：神悅納亞伯所獻的祭，卻不悅納該隱所獻的。該隱就

嫉妒亞伯，以致把殺了亞伯。工作有成就，卻遭人嫉妒，並引來殺機。 

c. 所獻的都是枉然：該隱以他兒子以諾〔奉獻〕的名建造一座城(創 4:17)。

該隱向神奉獻不成，就把奉獻轉移到兒子，他的後代至終都被滅絕。 

2. 愚昧的作為：智慧和愚昧的分別，乃在於是否作了正確的選擇。人生最重要

的是生命和心靈，得了全世界，卻失了生命，就沒有益處(太 16:26; 箴 4:23)。 

a. 抱手吃自己：表示懶惰(箴 6:10)。愚昧人沒有智慧，埋沒自己的才能，

浪費光陰；不看重生命，使自己更加軟弱、貧窮，就像吃自己的肉。 

b. 一把與兩把：表示一隻手抓著，與兩手捧著的比較，可解釋為：愚昧人

為自己的懶惰辯護，認為滿了一把就夠了，何必勞碌辛苦去得著兩把。 

c. 滿足所得的：一把與兩把的另一解釋，人要知足常樂，心安理得；不要

貪心不足，以致勞碌捕風，所做的全都枉然，成為勞苦愁煩(箴 15:16)。 

3. 虛空的存在：所羅門一轉念，又想到另外虛空的事，有人孤單無二，竟勞碌

不息，不得滿足。當人離開了神，所有的事都是極重的勞苦，也都是虛空。 

a. 孤單無二：神造萬物，祂都看著是好的，惟獨造了亞當，卻說那人獨居

不好(創 2:18)。孤單無二不是神的心意，神要人有配偶，能夠幫助他。 

b. 勞碌不息：亞當因犯罪而受咒詛，使他勞碌不息。彌賽亞來，使凡勞苦

擔重擔者可以得著安息(太 11:28)，現今活著，就可在祂裡面享受安息。 

c. 不得滿足：眼目不以錢財為足，所羅門早已體會眼看，看不飽(傳 1:8)。

眼目的情慾使人犯罪(書 7:21)，是屬世界的(約一 2:16)，都要歸於虛空。 

4. 極重的勞苦：人活著到底是為誰而活，到底要如何而活？這一生神量給人的

都是極重的勞苦(傳 1:13)。所羅門不斷地詢索人生的意義，他所得到的結論

就是虛空和勞苦。有神的人，一生都是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 

a. 刻苦自己：有人的生活觀是禁慾和苦修，以苦待己身來達到精神的昇華。

若沒有神，就毫無功效(西 2:23)。有了神，受苦也是喜樂(來 12:2)。 

b. 不享福樂：神造人，本是賜福給他們(創 5:2)。人活著，若不享受福樂，

就失去受造的目的。只在神面前才有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詩 16:11)。 

c. 為誰犧牲：人不為自己活，也不為周遭的人，到底是為誰活？聖徒在世

活著，是被神的愛激勵，就可以不為自己活，而是為主而活(林後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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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孤獨的禍患〔傳道書 4:9-12〕 

神的創造都是好的，圓滿無缺，惟獨神造亞當時，就預定從他們身上造出夏娃，

成為他的配偶幫助他，使他不再孤單。但他們犯了罪，就被趕出伊甸園，離開神

的面。他們雖然生兒養女，但沒有神的同在，他們的靈魂就是孤單，得不著滿足。 

1. 二人的好處：神照自己形像造人，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7)。照主的

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林前 11:11)。神從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

屬靈上，藉著基督肋旁所流的水和血，完成救贖，使蒙救贖的成為祂的新婦。 

a. 合為一體：神造亞當和夏娃作他的配偶，兩人生活在一起，成為一體。

基督與教會如丈夫和妻子，是合一的關係，也是身體的關係(弗 5:28-32)。

教會肢體之間，也是彼此合一，如聖父和聖子合一的關係(約 17:21)。 

b. 二人勞碌：神叫亞當修理看守伊甸園，又造夏娃，作他的配偶幫助他。

亞當和夏娃犯罪後，他們都受咒詛，共同承擔勞苦(創 2:18; 3:16-17)。 

c. 美好果效：二人勞碌的果效遠勝於單獨一人，一人追趕千人，二人追趕

萬人(申 32:30)。夫妻共同生活，本當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彼前 3:7)。 

2. 單身的困境：所羅門雖有眾多妃嬪、臣子，和百姓。當他晚年遠離神，他和

人的關係也就疏離，感覺像是獨身一人，感受不到與神，和與人相交的喜樂。 

a. 遇到跌倒：世上總是會遇到使人跌倒的事(路 17:1)，即使是神所立定的

道路，也不免失腳，只要有人幫助扶持，就不致全身仆倒(詩 37:23-24)。 

b. 無人扶持：人在許多情況下無法自救，若無人幫助就有禍了，神是幫助

我們的，祂從禍坑淤泥裡把我們拯救出來，使我的腳步穩當(詩 40:2)。

好撒瑪利亞人幫助被打傷的人，使他在無助絕望中得拯救(路 10:33-35)。 

3. 共同得利益：神所創造的萬物，都是相互依存，彼此互相需要，同得好處。

聖徒蒙召成為活石，不是單獨存在，而是彼此聯絡，成為主的聖殿(弗 2:22)。

要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腓 1:5)，並與眾聖徒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 9:23)。 

a. 二人同睡：可指夫妻同睡，可以彼此分享體溫(王上 1:2)。聖徒在基督裡

彼此相交，彼此分享在神裡面的恩典、亮光，和愛心，彼此就得著益處。 

b. 一人獨睡：耶穌給門徒的新命令，就是叫他們彼此相愛(約 13:34)，不是

獨善其身。若不能愛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一 4:20)。 

4. 團結力量大：神是獨一的神，但獨一 echad，不是單一 yachid，是聖父、聖子、

聖靈，三位一體的神，祂也要與屬祂的人合而為一。神創造的萬物中，沒有

一樣可以單獨存在，都是相互依存，彼此有關，合在一起，就能發揮力量。 

a. 孤身一人：落單的人，沒有照應，很容易受到仇敵攻擊(申 25:18)。即使

耶穌到客西馬尼園禱告時，也是帶著三個門徒同去，和祂一同儆醒禱告。

祂要去被釘十字架，也不是獨自一人，而是有父與祂同在(約 16:32)。  

b. 二人同心：約拿單攻擊非利士人，有拿兵器的陪同(撒上 14:13)；約書亞

打發兩個探子窺探耶利哥(書 2:1)；耶穌打發門徒，兩個兩個出去(可 6:7)。 

c. 三股繩子：說明團結力量大，若是分散，就被各個擊破。教會是基督的

身體，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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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虛空的政績〔傳道書 4:13-16〕 

所羅門一生為國成就無數的功績，但他有預感，知道這一切在他身後都不會存留

什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1. 年老的舊王：在每一個世代，都有獨領風騷的領袖人物，但之後就沉寂無聲，

如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 13:36)，身體且見朽壞。 

a. 年紀老邁：所羅門年輕時作王，將國治理得富強康樂，但他年老時卻做

糊塗事，遠離神，對國家造成深遠的影響，使國分裂，至終被擄到外邦。 

b. 不肯納諫：王有無上的權力，若不肯聽從別人的諫言，神就任憑他剛愎

自用。如亞瑪謝不肯聽從先知的勸戒，以致神定意要滅他(代下 25:16)。 

c. 愚昧的王：王若驕傲自大，不敬畏神，就沒有智慧，成了愚昧人。若是

愚昧人在高位(傳 10:6)，把全國人民帶往錯謬的道路，就是國家的不幸。 

2. 智慧的新王：所有的權柄都是從神來的，每個新世代，神會興起新的掌權者；

不管他的出身如何，只要是有智慧的人被神興起作王，就是邦國的幸福。 

a. 獄中釋放：新王是從監牢中出來作王，如約瑟從獄中出來作宰相，治理

埃及全地。聖徒脫離黑暗和罪的轄制，至終與主一同作王(提後 2:12)。 

b. 生來貧窮：新王原是生來貧窮，卻成為王的位分，以智慧將國治理成為

富強。基督為我們成了貧窮，好叫我們因祂的貧窮成為富足(林後 8:9)。 

c. 隨從新王：神興起君王，成為百姓的牧者，引導他們前行。基督來作王，

為我們作了榜樣，祂在前頭行，好叫我們跟從祂的腳蹤行(彌 2:12-13)。 

3. 治理眾百姓：所羅門所渴望的是得著智慧，為的就是要治理許多的百姓。 

a. 治理眾人：神造人，給他們權柄，並叫人管理祂所造的一切(詩 8:5-8)。

所羅門登基後，神就給他智慧，以便治理祂的百姓(王上 3:9-10)。 

b. 多得無數：帝王的榮耀在乎民多，君王的衰敗在乎民少(箴 14:28)。治理

愈多的百姓，就要愈大的智慧；若智慧不足，成為愚昧，則眾叛親離。 

4. 後人不喜悅：新王的政績，只被他時代的人記念，卻不被在他後來的人喜悅。

所羅門死後，羅波安拋棄父親的治國理念，以致國就分裂(王上 12:1-20)。  

a. 一代過後：每個世代都將會過去，世上的一切都會過去，惟有遵行神的

旨意，是永遠常存(約一 2:17)。所羅門建立的國度，一代之後就分裂了。 

b. 成了虛空：過去所做的，將來都不能存留。歷史風雲人物都隨流逝去，

是非成敗轉頭空。若是沒有神的，偉大的功德事蹟，轉眼都要成為虛空。 

 

結論 

所羅門不斷思索人生的意義，似乎找到出路，又引發了更多的疑問。就如科學家

探索自然科學，雖然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帶出更多的問題。傳道書中有許多智慧

語錄，都是人智慧的精華，卻是充滿虛空和無奈，不能帶給人盼望；因為離了神，

一切都是虛空的虛空，人生都是極重的勞苦，活著都籠罩在極深的絕望。然而，

有了神，一切問題就都有答案，也有解決的道路；有了神，人生就有滿足的喜樂，

和永遠的福樂；有了神，生命就是豐盛的生命，活著就是滿有榮耀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