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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七)智慧的法則 

所羅門向神求智慧，好治理神的百姓。神也照著他所求的，讓他的智慧超過世上

萬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雖然所羅門遠離神，他仍滿有

智慧，但他不再有從上頭來的智慧，而是成了屬人和屬世的智慧。他仍有屬地的

資財、豐富、尊榮，但沒有在神裡面的豐盛。他的智慧語錄雖有其價值，但也有

其限制，他的智慧只能觀察事情的表面現象，卻不能測度其深層的意義和價值。 

 

一. 比較好壞〔傳道書 7:1-6〕 

在虛空的人生中，所羅門用了幾件事來比較〔強如〕，何者為善，來作為更好的

處事方式。除了神以外，世上沒有絕對的事，都是在相對中，找到比較合宜的。 

1. 名譽與膏油：這裡引出如雅歌中的句子：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歌 1:3)。 

a. 名譽：原文是「名字 shem」，指好名聲。代表性情，好名聲的價值勝過

美好的膏油。聖徒爭戰得勝，就蒙神賜下新名(啟 3:12)，活出主的性情。 

b. 膏油：是尊貴和喜樂的象徵(詩 45:7)，舊約的王和祭司都要接受膏抹，

代表聖靈的膏抹(賽 61:1)。聖徒在基督裡〔受膏者〕，也得著聖靈為印記。 

2. 活著和死亡：探討人生的意義，免不了總要比較生與死究竟哪一樣比較好？

若是離了神，生也空虛，死也空虛。若有了神，生與死都是好的(腓 1:21-23)。 

a. 死比活著好：人活的日子若是虛空，不如早死得好，就如約伯和傳道者

發出的哀嘆(伯 3:1-26; 傳 4:2-3)。但一轉念，活著似乎又比死好(傳 9:4)。 

b. 往喜喪之家：往遭喪之家去，強如往宴樂之家去，與其錦上添花，不如

雪中送炭。人若知道數算自己的日子，就能夠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c. 眾人的結局：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無人能逃避。

基督為眾人嘗了死味，並要釋放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 2:9, 15)。 

3. 憂愁與喜笑：在人看來，憂愁不好，喜笑才好。但人活著，使憂愁的事佔了

大半，既然不能免於憂愁，倒不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愁之後才來喜樂。 

a. 憂愁：人生在世，免不了憂愁，但彌賽亞來，要使憂愁化為喜樂(賽 61:3)，

祂再臨的時候，要將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悲哀、哭號的事(啟 21:4-5)。 

b. 喜笑：若是沒有神，喜笑都只是暫時的，面對末日的審判時，都會哀慟

哭泣(路 6:25)。但有了神就有滿足喜樂，這喜樂沒有人能奪去(約 16:22) 

4. 智慧和愚昧：智慧和愚昧作比較，不僅看內在心聲，也看外在表現。智慧人

顧慮長遠的事，愚昧人只想眼前的事；智慧人柔和謙卑，愚昧人心浮氣躁。 

a. 心在哪裡：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思想屬靈和永恆的事；愚昧人只想

追求眼前的快樂，不想身後的事，以致在轉眼之間，被驚恐滅盡(詩 73:19)。 

b. 褒貶的話：智慧人的責備，強如愚昧人唱歌〔阿諛〕。當人肯謙卑受教，

責備就與他有益(詩 141:5)；若自足自滿，阿諛卻使他遭禍(路 6:26)。 

c. 燒的棘荊：愚昧人的笑聲，好像禍下燒荊棘的爆聲，聲音大，去得也快，

轉眼消逝(詩 58:9)。有神同在，荊棘被火焚燒，卻是焚而不毀(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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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慎思明辨〔傳道書 7:7-14〕 

智慧人懂得克制，凡事都謹言慎行；愚昧人隨性起意，遇事都急躁反應。要成為

智慧人或愚昧人，都是從內心開始，智慧人無論是遇到困難或順利的情況，都能

慎思明辨，並從環境中學習教訓。最終明白神的作為，便能坦然面對他的一生。 

1. 持守正直：人心雖然詭詐，但有律法的約束，可使敗壞意念與行為降至最低。

所以，要做智慧人，不作愚昧人，首先要保守內心，勝過保守一切(箴 4:23)。 

a. 勒索：或譯作欺壓(利 6:4)。無論是仗勢欺人，或是受人欺壓(詩 73:8)，

以致心懷不平；都會使智慧人變為愚妄，以致做出狂傲，不受約束的事。 

b. 賄賂：律法嚴禁人收受賄賂，尤其身為審判官，因賄能叫明眼人變瞎了，

又能顛倒義人的話(出 23:8; 申 16:18-19)。不僅沒有公義，也會失去智慧。 

2. 始終如一：凡事有開始，也有結束，智慧人看重事情的結果勝於起頭。要有

好的結果，必須堅持到底。聖徒蒙召跟隨主，必須忠心跟隨，才能蒙主喜悅。 

a. 謙卑忍耐：忍耐是聖靈結的果子(加 5:22)，也是信心試驗的過程(雅 1:3)。

驕傲是罪惡的源頭，引發爭競(箴 13:10)，是神看為可憎惡的(路 16:15)。 

b. 切勿燥怒：愚妄人的惱怒立時顯露，通達人能忍辱藏羞(箴 12:16)。聖徒

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雅 1:19)。 

c. 先前為好：以色列人在曠野發怨言，回顧從前在埃及的日子(民 11:4-6)。

聖徒生命不斷更新，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 4:16)。 

3. 保全智慧：智慧的價值，就如同所繼承的產業，或如珍寶、銀錢。有了智慧，

一生平安，無所缺乏。聖徒得著基督，就得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 1:3)。 

a. 智慧與產業：智慧加上產業便是有益，所羅門用智慧經營產業，使國強

民富。聖徒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提前 6:6)，得著天上的產業。 

b. 智慧如銀錢：智慧就如銀錢一樣可以庇護人(詩 121:5)，智慧人懂得運用

錢財，藉著用不義的錢財行善，交友(路 16:8-9)，神必要記念(箴 19:17)。 

c. 知識的益處：這知識就是讓人明白智慧的重要，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如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使他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 

4. 看神作為：世上所有的事，都有神的命定，敬畏神的人得著智慧(箴 9:10)，

明白神的作為。愚妄人心裡沒有神(詩 14:1)，人生充滿疑惑、無知，和虛空。 

a. 神的命定：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祂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就如

古實人不能改皮膚，豹子不能改斑點(耶 13:23)，神定為曲，便不能直。 

b. 亨通之日：萬務都有定時，太平順利的日子，是神所賜的，要喜樂領受，

也要為患難之日預備。如豐年是為荒年預備，要有智慧管理(創 41:32-36)。 

c. 患難之日：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火星飛騰(伯 5:7)。遇到患難不是問題，

而是在患難中被經練，忍耐持守，以致成功，結出果實(雅 1:2-5; 5:7)。 

d. 順逆並存：神使亨通與患難並存，祂統管萬有，造光，也造暗；賜平安，

也降災禍；造做這一切的都是祂(賽 45:7)。因祂是良善，結果都是好的。 

e. 身後如何：人只能在他有生之年善盡他的本分，他身後的事，都在神的

手中。神掌管人的生命和死期，也要審判全地，照各人所行來施行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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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放下堅持〔傳道書 7:15-22〕 

人生在世，會遭遇各種變幻無常的事，必須要懂得應變，不能太過堅持。因為，

世上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只有神才是絕對的，只要順從神的引導，才是最穩妥的。 

1. 善惡未受報：現今的世代，神使善惡並存，雖然今生沒有得著當得的報應，

但申冤在神，祂必報應。末後審判時，神必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啟 22:12)。 

a. 行義滅亡：義人死亡，是免了將來的禍患(賽 57:1)。基督是義人受苦，

完成救贖的工作。因祂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羅 5:18)。 

b. 行惡長壽：惡人行惡，反倒長壽，享平安(詩 73:3-4)。但今生的年日不是

終局，只有進到永恆，才知道惡人的結局是何等的荒涼(詩 73:17-20)。 

c. 虛度之日：所羅門眼前只看到今生，看不見永恆。以為沒有即刻報應，

世上若是沒有公義，活著的目的和價值何在，人生就是虛度，毫無意義。 

2. 不要走極端：世上有善惡禍福，相互依存，要用正確的態度面對。聖徒面對

各種的環境，態度是積極樂觀，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a. 不要行義過分：當人自以為義，就定別人的罪，也不服神的義(羅 10:3)。

當人自以為有智慧，就是自高自大(林前 8:1-2)，成為驕傲，與神隔絕。 

b. 不要行惡過分：惡人的道路必要滅亡(詩 1:6)，所以要轉離惡行，免得神

任憑他，讓他硬著心不肯悔改；使他不到期而死亡，註定要滅亡(約 17:12)。 

c. 持守兩樣為美：義人要持續敬畏神，惡人要及早離惡行善(結 18:21-24)，

神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使罪人得救(提前 1:15)。 

3. 智慧的能力：所羅門用智慧治國，統管文武百官，使其發揮所長，各盡其職。

他能體會只有權柄而沒有智慧的管理，會造成更大的虧損。因此，智慧使有

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長官更有能力。聖徒蒙召進入事奉，需要神賜下恩賜，

使他們能被成全，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8-12)，治理神的教會。 

4. 沒有完全人：所羅門閱人豐富，知道世上沒有一個義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所以，人不能救自己，需要聖潔的神施行拯救。 

a. 時常行善：在人的裡面沒有良善(羅 7:18)，因律法的要求，不得不行善。

聖徒因信稱義，就能行出善來，不是靠自己，是在基督裡行的(弗 2:8-10)。 

b. 不可犯罪：所羅門獻殿時向神的禱告，就是預期人會犯罪，求神的赦免

〔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王上 8:46)〕。人若承認己罪，神必赦免(約一 1:9)。 

5. 咒詛的話語：聽到咒詛的話，不要在意，因神的百姓，必不受咒詛(民 23:23)。

彌賽亞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在神手中(彼前 2:23)。

祂為祂的百姓擔當審判，成為咒詛(加 3:13)，為要拯救他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a. 勿放在心上：智慧人心中平靜安穩，不會對人的話有太多的反應，若是

心懷不平，靈被激動，說出急躁的話，以致受到虧損(詩 106:32-33)。 

b. 僕人的咒詛：富人不與窮人爭，大人不計小人過。大衛不理示每對他的

咒罵(撒下 16:11)，如聾子不聽，如啞巴不開口，也不回話(詩 38:13-14)。 

c. 曾經咒詛人：人生來有罪，滿口是咒罵苦毒(羅 3:14)，但聖徒不論斷人，

免得被論斷(太 7:1-2)；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 12:14)，只說造就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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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察究萬事〔傳道書 7:23-29〕 

所羅門用盡智慧，想要試驗萬事的理由，他看到許多問題，但沒有答案。真正的

智慧是從神來的，基督就是神的智慧，神一切的奧秘和豐盛，都在祂裡面藏著。 

1. 智慧察驗：所羅門用盡智慧考察萬事，發現許多事只知表面的現象，卻不能

明白深透的意義。神所做的，屬血氣的人不能明白，以為深奧(林前 2:10-13)。 

a. 遠離的智慧：所羅門以智慧是察驗一切事的標準，他碰到想不明白的事，

以為智慧遠離他，其實是因為他遠離神，就失去從上頭來的智慧。 

b. 測不透的事：人的智慧只能看到表面的事物，但事情的原由，和深層的

意義，靠人的智慧，是無法測透的。必須藉著聖靈，才能明白(林前 2:10)。 

c. 萬事的理由：神所造的，每一個都是獨特的；每一件事發生，都有神的

命定。人知道明顯的事，但隱秘的事是屬神的(申 29:29)，人不能明白。 

d. 愚昧的表徵：愚昧的本質是邪惡，愚昧的作為是狂妄。藉著外在的行為

表現，就可以斷定誰是愚昧人。所以避免愚昧，就要遠離邪惡和狂妄。 

2. 慎防網羅：這裡的婦人可指「淫婦」，她的嘴雖然滴下蜂蜜，至終卻苦似茵蔯

(箴 5:3-4)。末世的大淫婦就是指將來必要滅亡管轄眾王的大城(啟 17:1-18)。 

a. 比死還苦：所羅門早年稱讚新婦的愛情比酒更美(歌 4:10)，而今說到的

婦人比死還苦，心是網羅，手是鎖鍊，心思意念和作為都陷入絕境。 

b. 誰陷網羅：蒙神喜悅的人能躲避婦人的網羅，有罪的人就被纏住，這也

是形容末世敵基督的國，不屬神的人都要被敵基督擄去(啟 13:7-10)。 

3. 男女有別：所羅門娶了一千妃嬪，這些妃嬪誘惑他去事奉別神(王上 11:1-4)。

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提前 2:14)，但男人要擔罪。 

a. 千中取一：一千個男子中，只一個正直人，只有神是良善的(可 10:18)。

只有彌賽亞是完全正直，祂是無罪的(來 4：15），完成救贖(林後 5：21）。 

b. 沒有一人：眾女子中，找不到一個正直的。那位正直人卻是從女子生的。

彌賽亞是神的兒子降世為人，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下(加 4:4)。 

4. 人偏離神：神照祂的形像造人，原都是好的，並且賜福給他們(創 1:27-28)。

但因悖逆犯罪，人就與神隔絕。凡犯罪的就是屬魔鬼，效法魔鬼行事(約 8:44)。 

a. 神造人的本意：神造人原是要像祂一樣，完全正直，因著罪就被破壞。

但彌賽亞來，要救人脫離罪惡，成為新人，恢復原有的樣式(弗 4:20-24)。 

b. 人違反神心意：神只給亞當一條禁令，亞當卻不遵守。當人犯罪，行事

為人就不照著神的旨意，而是隨從自己的意思，像蛇一樣狡猾(創 3:1)。 

 

結論 

所羅門的箴言，讓人在生活和待人處事上，知所進退，曉得取捨。但世上有許多

不能掌控的事，是非成敗，善惡禍福，交錯紛雜，一切都是相對的，變化無常，

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顯明人智慧有限。只有從神來的智慧，才能解決所有問題。

彌賽亞道成肉身，顯明祂就是神的智慧，聖徒在祂裡面，不僅得著智慧(林前 1:24, 

30)，也得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豐盛的榮耀，和存留在天上永不衰殘的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