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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六)虛度的人生 

從人看，所羅門是天之驕子，不僅從神得著豐盛的恩典和祝福，並且享盡人間的

榮華富貴。可是他卻覺得他的一生都是虛度，他所思所想的，充滿極度的悲觀與

絕望。所羅門的論點，正是反映出一個沒有神的人，在面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心中蹦出來的吶喊。人生的結局若都是空虛，為什麼還要活著？人所做的，若是

終將歸於無有，做了又有什麼益處？一連串無解的問號，蕩漾在心中，揮之不去。 

 

一. 禍患壓心頭〔傳道書 6:1-2〕 

人生在世，得失是免不了的，有平安的時候，也有災禍的時候，若是心胸豁達，

就能坦然面對。若是患得患失，不斷生出負面消極的念頭，就陷入憂鬱的網羅。 

1. 人生必遇禍患：所羅門認識神的主權，知道神統管一切，神叫世人所經練的

是極重的勞苦(傳 1:13)。他看見在日光之下有一宗極大的禍患重壓在人身上，

禍患的原文 ra’ah，就是災禍的意思，平安和災禍都是出於神(賽 45:7)，若是

沒有神，禍患就會重壓在人身上；若是有了神，神會幫助我們擔當這一切。

彌賽亞來，使人把重擔卸給祂，學祂的樣式，負祂的軛，得享安息(太 11:28)。 

2. 神的豐富供應：資財、豐富、尊榮都是從神來的。所羅門不求資財、豐富、

尊榮，只求智慧聰明，神就賜他智慧聰明，和資財、豐富、尊榮(代下 1:11-12)。 

a. 資財：神賜人智慧，藉著資財，使人富足，生活順心。但地上的資財是

暫時的，能鏽壞，會被偷，只有天上的資財才能存到永遠(太 6:19-20)。 

b. 豐富：神將自己的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 17:25)。聖徒跟隨主，

得著更豐盛的生命(約 10:10)，並且今世得百倍，來世得永生(路 18:30)。 

c. 尊榮：神照著祂的形像造人，聖徒在基督裡，雖比天使微小一點，但神

賜他們榮耀尊貴為冠冕，派他們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詩 8:5-8; 來 2:6-11)。 

3. 不能享受所得：人生最大的禍患就是得著神賜的一切，但卻不能享受所得的

一切，結果都歸於別人。所羅門遠離神，他的一切都不歸自己，終歸於虛空。 

a. 一樣不缺：神給人特殊的恩典，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

的人(詩 84:11)。但人所以為的一樣都不缺，在神看卻是貧窮(啟 3:17)。 

b. 別人吃用：神給人再多的豐富，若自己不吃用，卻給別人，就沒有意義。

神賜亞伯拉罕豐盛的產業，他若沒有兒子，一切都要歸給別人(創 15:2)。 

4. 所得的給別人：所羅門看到人生最大的禍患，就是所得的一切都歸給別人。

當人擁有愈多的產業，他就愈捨不得放下，憂愁就充滿他的心(太 19:21-22)。 

a. 外人吃用：摩西律法規定要善待寄居的外人(利 19:33-34)，我們因著基督

就不再是外人，而是與聖徒同國(弗 2:19)，一同承受永不衰殘的產業。 

b. 成為虛空：所羅門以為當人所做和所得的不歸給自己，一切就沒有意義，

都是虛空。聖徒有了神，似乎是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 6:10)。 

c. 乃是禍患：傳道者看到自己所得的歸給別人，認為就是禍患。但從神的

角度看，神樂意向人賜福，常施恩惠，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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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樂不能享〔傳道書 6:3-6〕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福分不外乎子孫滿堂，擁有豐富的資財，享受大壽。但想到

這些都是暫時，終將歸於無有，再也不能享受這些福樂，就叫人喪氣，感覺虛空。 

1. 人間的福分：人生追求的福分就是在世長久，福分傳與後裔(申 11:9)。兒女

是神所賜的產業(詩 127:3)，若是沒有後裔，所有賞賜都沒有意義(創 15:1-2)。 

a. 一百個兒子：神賜福給亞伯拉罕，應許他的後裔多如天上的星(創 15:5)。

所羅門雖然有妃嬪超過一千人，但聖經所記載他的兒子只有一個。 

b. 長久的歲數：神應許給所羅門長壽(王上 3:14)，他作王 40 年(王上 11:42)。

真正的福不是在世年日多少，而是與主同在，得著永遠的生命(詩 133:3)。 

2. 不幸的結局：人生在世，不在乎生前得著多少的福分和好處，乃在最終是否

有好的結局。有人在世享福，天天奢華宴樂，結果卻在陰間受苦(路 16:25)。 

a. 沒有福樂：真正的福樂不是外在，感官的享受與快樂，而是心靈的福樂。

沒有神就沒有福樂，但有了神，就有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詩 16:11)。 

b. 不得埋葬：表示不得善終，沒有歸到列祖那裡(耶 22:18-19)，就如人活著，

如果最終的結局卻是與神分離，不被記在天上，就不能進入永遠的安息。 

c. 不如不生：不到期而落的胎比虛空地活在世上還好，不如不生(傳 4:3)。

人的結局若是永遠的沉淪，與神隔絕，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太 26:24)。 

3. 名不被記念：神是按著我們的名來認識我們(約 10:3)，若名字不被神記念，

沒有錄在天上，神就不認識我們，將來被關在門外，不能進天國(太 7:23)。 

a. 虛來暗去：當人遠離神，就落入虛空，結果虛虛而來，暗暗而去。然而

屬神的人卻蒙神眷顧(詩 139:13-18)，得著在神裡面的豐盛(弗 1:23)。 

b. 名字不留：神應許以色列民要得地為業，並在產業上留名。若沒有產業，

就不能留名(得 4:10)。新約聖徒名錄在天上，得著天上產業(來 12:23)。 

c. 不見天日：表示沒有出生，不出胎而落。新約聖徒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約 3:3)。神子民若沒進神的國，就被關在外邊的黑暗裡(太 22:13)。 

d. 毫無知覺：沒有出生的人，不能感知世上的事。但人是有屬靈的生命，

也有屬靈的知覺。人生在世，若是沒有靈性，就和畜類無異(猶 10)。 

e. 享受安息：未曾被生過的胎兒，比生在世人更能享受安息。人生在世，

常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賽 54:11)，彌賽亞來使我們得享安息。 

4. 千年的歸宿：人生在世，不過七、八十歲(詩 90:10)，至多不超過一百二十年

(創 6:3)，縱能活一千年，仍是有限，終要歸於無有，不能得著永遠的福樂。 

a. 活過千年：從有人類以來，沒有人活過千年；活得愈久，並不代表蒙福，

如亞當的後代都因神咒詛地而終身勞苦(創 5:29)，活在世上，不能享受

安息。世上的千年，在神看都是極其短暫(詩 90:4)，都將虛度過去。 

b. 不能享福：若是沒有神，世上的一切福分，富貴、長壽都將歸於無有，

如花草枯乾衰殘。只有在神裡面的，才能永遠活潑長存(彼前 1:23-25)。 

c. 都歸一處：人生來就被命定生活的年限，最終塵土仍歸於地，靈歸賜靈

的神。人在尊貴中不能長久，也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類(詩 49: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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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不得滿足〔傳道書 6:7-9〕 

所羅門的智慧勝過萬人，財富無人能比，他也嘗盡人間一切的享樂，然而他的心

仍不滿足。智慧與富足不能使他滿足喜樂，這樣看來，他比愚昧和貧窮的人有何

強處。當人離開神，面對人生，他的智慧理不出頭緒，他的富足不能使他滿足。 

1. 感官的滿足：所羅門享盡榮華富貴，也以極大的智慧來治理神所給他的一切，

但他並不快樂，也不滿足。因為離了神，就沒有滿足的喜樂與永遠的福樂。 

a. 人的勞碌：人勞碌一生，究竟為了什麼？重要的是永遠的生命，耶穌說：

「不要為那必朽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約 6:27)。」 

b. 口腹之慾：神造人，使他吃喝享福，滿足慾望和需求。在這以外還有更

好的：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 14:17)。  

c. 心靈空虛：人有屬靈和屬肉體兩部分，人的心靈不能藉著屬肉體的事物

來得滿足。離了神就是空虛，只有與神連接，才能使人的心靈得著滿足。 

2. 智慧勝愚昧：所羅門以智慧治國，知道智慧能夠帶出經營、建造，和各樣的

益處。愚昧則帶來破壞、拆毀。一國的興衰，取決於君王是智慧還是愚昧。 

a. 智慧的長處：智慧人能分別好歹，辨明是非，作正確的選擇。不成熟的

孩子顯得無知，只有長大成熟的人才有智慧，能夠分辨好歹(來 5:13-14)。 

b. 愚昧的缺失：愚昧人不認識神和神的作為(詩 92:5-6)，沒有智慧思索關乎

永恆的事，他們的思念變成虛妄，卻自以為聰明(詩 94:8-11; 羅 1:21-22)。 

3. 窮人懂生活：世人會比較智慧和愚昧，貧窮和富足。但人所以為的貧富智愚

和神所看的不一樣，所羅門一生智慧富足，卻因離了神而成為愚昧和貧窮。 

a. 知道如何行：神眷顧貧窮人〔虛心(賽 66:2)〕，彌賽亞來就是要傳福音給

貧窮人(賽 61:1)。所羅門終生富足，他不曾體會貧窮的滋味。保羅與神

同在，使他知道如何處豐富，或如何處貧窮，隨時都能知足(腓 4:11-13)。 

b. 窮人的長處：憂慮的財主，無法體會快樂的窮人，所羅門擁有一切富足，

不能理解窮人怎樣生活。良人的強處是他白而且紅(歌 5:9-10)，基督本是

富足的，卻為我們成了貧窮，好叫我們因祂的貧窮成為富足(林後 8:9)。 

4. 眼見勝遐想：所羅門有極大的智慧，明白各種抽象的思維，但他也非常務實，

以眼見的事為憑。但屬神的人行事為人不是憑眼見，而是憑信心(林後 5:7)。 

a. 眼睛所看：人在肉身中，活在有形質的世界，憑著感官行事，眼見為實。

聖徒重生，屬靈的知覺被開啟，就能夠感受到神，看見神的國(約 3:3)。 

b. 心裡妄想：務實的人不多妄想，只掌握眼前的事。聖徒不是顧念所見的，

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 4:18)。 

c. 虛空捕風：所羅門離開了神，只能感知到今世的事，只憑肉身的感官，

對於永恆和屬靈的事，一點都感覺不到，以為無用，是虛空，也是捕風。 

 

四. 一生都虛度〔傳道書 6:10-12〕 

人的一生短暫有限，比起浩瀚的宇宙時空，顯得虛浮，沒有意義。但對屬神的人

而言，神所造的，每一個都是獨特的，活著的每一時刻，都是充滿豐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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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困境：人生在世受到限制，有許多不能掌控的事，有許多未知無解的事，

只有創造的神才有一切的答案和幫助。人若離開了神，就陷入無助和絕望。 

a. 先前所有的：神在創造之時就已經命定了，世上的事不斷地重覆循環，

世上沒有新事。但基督來，要帶下新天新地，把一切都更新了(啟 21:5)。 

b. 早已起了名：名字代表性情和本質，不能改變。神照著自己的樣式造人，

稱他們為「人 adam(創 5:2)」。神給聖徒新名，使他們成為新造的人。 

c. 知道何為人：人有血氣的身體，也有屬靈的生命；有屬土的形狀，也有

屬天神的樣式。人要謙卑，知道自己不過是人(詩 9:20)，並要敬畏神。 

d. 不能相爭：人不能與那比自己力大的相爭，就是不能與神相比(賽 31:3)，

也不能與神強嘴(賽 45:9)。要尊神為聖，以祂為當所畏懼的(賽 8:13)。 

2. 虛空的話：加增虛浮的「事」，原文是「話 dabar」。當人加增許多懷疑的話，

這些都是虛空的，自以為有智慧，但卻都是虛妄的(羅 1:21; 林前 3:20)。 

a. 再多也無用：虛空加上虛空，仍舊是虛空。人向神獻虛浮的供物，再多

也是無益(賽 1:11-13)。凡有血氣的，都要衰殘，惟有主的道是永遠常存。 

b. 沒有益處：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用的(約 6:63)。只有生命才是

最寶貴的，人若賺了全世界，賠上了生命，沒有什麼益處(太 16:26)。 

3. 人的一生：人活著，若只為今生有指望，一切就白費了，因為都要歸於無有。

聖徒今生的勞苦是為著來世，為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 

a. 虛度一生：人活在有限的時空，生命隨著時間消逝，一但過去，就不能

再回頭，便永遠失去。只有在神裡面生命，才是豐盛，且永遠長存的。 

b. 如影過去：世人都將歸於塵土，人的一生如睡一覺(詩 90:5)，如睡醒後

夢的影像(詩 73:20)，人好像一口氣，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過去(詩 144:4)。 

c. 有何益處：虛空的本身是沒有益處，最終都要歸於虛空。只有操練敬虔，

與永生神連接，得著今生和來世的應許，才是真正的益處(提前 4:8)。 

4. 身後之日：人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是無神論者不能解答的問題。人只能

掌握今生的事，一但神收回他的氣息，他就死亡，歸於塵土(詩 104:29)。 

a. 面對死亡：世人面對生死，總是感到無奈。聖徒知道未來的盼望，不是

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叫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林後 5:4)。 

b. 無人告知：從未有死過人的回來告知身後的事如何，但基督從死裡復活，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 1:18)，使人在祂裡面，勝過死亡，得著永生。 

 

結論 

人活在有限的時空，有如滄海一粟，似乎是虛虛而來，暗暗而去。但在神的眼中，

每一個都是神的精心傑作，人的一生都是是豐盛美好，多采多姿。只是因著罪，

人不能領會在神裡面的豐富，他的思念就成了虛妄，悲觀、負面、消極的情緒和

念頭抓住他，認為他的人生都是虛度。基督降世，把神的子民從罪惡裡救出來，

使他們成為神的兒女，恢復起初神造人的樣式。不僅讓他們得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讓人在祂裡面，活著的每一刻，都有說不出來的滿足喜樂和永遠的福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