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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传道书（6）所罗门寻求满足之旅（传 4:1-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传道书 3:1-22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传道书 3:1-22 继续讲述所罗门以传道者的身分谈论万事均有定时，以及世上的不公平等人生

经验。 

 

在本章经文中，所罗门的重点是说神为每一个人都定下了计划。神为人生安排了不同的阶

段，每一阶段都有我们当做的事。虽然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似乎与神的计划有冲突，但这

些问题不应成为我们信心上的障碍，而应成为信靠神的契机。所罗门要我们明白：如果没有

神，人生的难题就得不到圆满解决。 

 

掌握时机是重要的。经文中所列出的一切事情，皆有既定的适当时间。与神和好的秘诀在于

看出、接受，并欣赏神所定的时间。怀疑或怨恨神所定的时间都是危险的，这会使人失望、

反叛，甚至不理神的旨意而自行其是。 

 

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恨恶恶人呢？我们不应恨恶恶人，只应恨恶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看见

人被虐待、小孩子捱饿，或者神的名受到羞辱时都应恨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憎恨自己

生命中的罪恶，因为这是神对罪的态度。诗篇 5:5 记载：“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

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你能否在工作中找到满足，主要在乎你的态度。如果你找不到神安排你做工作的目的，你就

不会感到满足。如果我们要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就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记得工作是神所

赐的；第二，认识到我们劳碌的果效也是神所赐的。你要把工作看为事奉神的一种方式。 

 

神已“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意思是：我们永不能完全满足于世上的享乐和追求。由于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灵性上的饥渴，也有永恒的价值；只有永生神能真正

满足我们。神把对完美世界的渴求安置在我们的心中，这只能在神完全的统治下才可得到满

足。神让我们略为看见祂创造的完美，但这仅仅只是一瞥而已。我们无法透视将来或充分了

解一切，所以我们必须信靠神，并在世上做神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在我们有生之日喜乐行善，是人生有价值的追求，但我们可能用错误的方法去追求。神愿意

我们享受人生。我们对神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就发现：真正的快乐是把自己所拥有、所享用

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积聚得来的。 

 

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敬畏那位无所不能的神，因为祂是大而可畏的。生命的目的始

于我们认识的神，而不在于我们知道什么，或自己如何完美。除非敬畏神，并且把神放在首

位，否则我们便无法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 

 

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甚至会影响法律制度。所罗门质疑，在这充满不义和欺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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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神的计划怎能是完美的呢？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神对不义之事并非不闻不问，而是要

在神所定的时间解决。 

 

所罗门提到在神管理的世界里，有几个明显的矛盾：第一，在应有公义之处充满了邪恶；第

二，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像兽一样死亡；第三，没有人安慰受欺压的人；第四，很多人被嫉

妒驱使；第五，人都是孤单寂寞的；第六，因成就而得的赏识是暂时的。人很容易用这些矛

盾作为不信神的借口，但所罗门却用这些矛盾来告诉我们如何正视生命中的问题，并仍然持

守信仰。今世并不尽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然而即使在今世，我们也不应论断神，因我们并

不能知晓万事。神的计划是要我们永远与祂同活。所以，我们要按这永恒的价值观生活，认

识到有一天所有的矛盾，会由这位创造主亲自解决。 

 

我们的肉体不能永远存活下去。在这方面，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但所罗门承认神将永生的

盼望赐给世人，表明我们会在死后受神的审判，这使我们与动物不同。由于人有永生的盼

望，因而人在神整体的计划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但我们无法凭自己的能力看出神赋予我们生

命的目的，只有在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寻求神的指引时，才能看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

在是否按着神的心意生活？你是否认为生命是神所赐予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传道书 4 章的学习与查考。 

 

本章继续记载所罗门的寻求之旅，他想从自我中心的哲学中找到满足。 

 

传道书 4:1 记载：“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

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这节经文和今日的政治哲学很相似。利己主义反抗体制，不管现在是怎样的体制、不管谁在

统治，穷人总是受到欺压。穷人受到最差的待遇，他们是被欺压的一群。 

 

“无人安慰”，意思是日光之下没有真心眷爱被欺压之人，并同时有能力施行拯救的救主。

只有日光之上的神才是有大爱与超自然能力的拯救者。 

 

在贯穿人类历史的社会矛盾面前，身为传道者的所罗门痛感绝望和无力。正如上文所示，这

些都当死的罪人，有的因为拥有片刻的权势，就欺压他人；许多民众置身于压迫之中，却没

有任何解决之策。面对这些荒诞的现实，所罗门在怀疑人生本身。他作为传道者的苦恼表现

为以下两点：第一，对现存的人类社会感到绝望；第二，当世界无法提供任何解决之策时，

他就迫切地祈求神的国度能够介入其中。这里所罗门的希望是指向未来的，他的苦恼并没有

以绝望告终，他警告那些欺压别人的权贵，神将审判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罪恶，激励受欺压

的人当怀有希望。以赛亚书 33:1 记载：“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

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

你。”玛拉基书 2:16 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

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 22:3 记

载：“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

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希伯来书 13:3 记

载：“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

肉身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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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 4:2 记载：“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所罗门沮丧地下结论说，死人胜过活人。对他来说，死亡使人逃离今生一切的迫害和残酷待

遇。此刻他不关心死亡的深层意义，即不信神的人死後所受的痛苦，比在地上最痛苦的欺压

更惨。 

 

今天，有些人说：“我宁愿死！”还有人说：“我宁愿流血也不要死！”咋听起来后者似乎在颠

覆前者的观点，但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都是反抗体制。死对这两种人来说一点也不恐怖。 

 

传道书 4:3 记载：“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

强。” 

 

所罗门的愤世嫉俗降至最低点，尽管他看到死人比活人好，他甚至觉得未曾生的更令人羡

慕，他们不用在日光之下因受欺压而发狂，不用忍受“所谓的生命，其实不过是对快乐的一

种可怕的嘲讽”之宿命。 

 

面对世界痛苦，有人认为下一代，如果他们没有出生，或许反而会更好。因此有人说：“我

希望我没被生下来，没有来到过世界。” 

 

传道书 4:4 记载：“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有另一件事使所罗门受不了，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和技能，是由于人想胜过邻居，因而不断被

推动。所罗门看见生命的巨轮由互相竞争的灵推进。对于按神的形象受造且不断追求更像神

的人来说，更漂亮的衣服和更奢华的房子，全都是虚空和无价值的。 

 

曾经有两位著名的建筑师受命用他们的艺术天赋，为某个大厦装饰，两人的灵里就产生强烈

的对立。尽管两人所作的都不同，但两人互相嫉妒，最后甚至互不理睬。今天，有人比这些

天才更懂掩饰他们的妒火，但类似这种对立的态度，是当代许多活动的源头。 

 

一位现代的愤世嫉俗者曾这样写道：“我尝试生活所供应的每样东西，但我所看见的全是一

人企图超越另一人，并且无法得到快乐。” 

 

利己主义反抗体制、反抗压迫者、反抗错误的事，但对做好事的人呢？对要做好事的人又怎

么样呢？所罗门说这也是没有益处的，是浪费时间。他真是悲观。 

 

传道书 4:5 记载：“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本节经文是说愚昧人是食人族吗？不是的，此处是说愚昧人不想做保护自己的事。他不愿意

为自己工作。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展到这样了：人人都希望别人为自己服务和做事。 

 

所罗门在此指出：动机和报应都源于嫉妒的人是虚空的，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愚昧人，这种

人是迟钝而愚蠢的懒人。他们抱着手，不用多大努力而得到少量的食物就足够过活。也许他

们比受嫉妒和贪婪无情地驱使着的邻居，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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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 4:6 记载：“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当愚昧人身边的人都发狂地工作、互相竞争时，愚昧人的思想感情从本节经文可见一斑：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或者正如某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

宁愿悠闲自在，尽管我所拥有的不多，但总比得到更多却多有烦恼的好。”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当然，这种人想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我想说的是，

这样做总比双手被辛劳和捕风所填满要好。 

 

传道书 4:7 记载：“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所罗门在这句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走投无路了。这是最糟的悲观主义。难怪今天校园里主

修利己主义哲学的人，自杀率最高，因为过去的痛处生出腐烂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利己主

义的悲观态度，最终一切都会变成虚空。 

 

传道书 4:8 记载：“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

‘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这是怎样的光景啊！连为人做事、帮助人，都是浪费时间。 

 

“到底是为谁呢？”自私得近乎冷酷的人，突然看到自己的本相而发出呻吟。这种人所作的

一切都出于自私，最终只给他带来了不安和痛苦。 

 

传道书 4:9 记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两个人”并不是指字面意思上的两个人，而是指由许多人组成的共同体。“同得美好的果

效”，意思是指达到了目的。 

 

现在所罗门说出与他人一起合作的原因，但合作也是基于自私。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与人合作比自己单打独斗有收获。 

 

传道书 4:10 记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

来，这人就有祸了。” 

 

所罗门在本节经文举了在旅途中陷进坑里的例子。若这是在夜晚，就更加致命。此时，若有

朋友在旁相助，是何等感恩之事。今天，我们在人生旅程中遭遇急难时，也需要能够相助的

朋友。 

 

所罗门发现努力为自己活，并不表示可以单独过日子。你需要有人帮助、有人支持。“若是

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因此如果要徒步旅行的话，要组成一个团

队，不要独自去。万一发生意外，有人在身边总是比较好。独居、退休的人一旦跌倒，骨折

了，没办法打电话求救，有时候要过几天才被邻居发现。所以两个人比较好。如果一个人跌

倒了，另外一个人会帮助他。 

 

传道书 4:11 记载：“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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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夜晚颇为寒冷。尤其是在旅途中独自露宿街头，则将更为难过，此时，旁边若有

能够一同分享的朋友，是何等庆幸的事！失败与诽谤，诱惑与疾病，会使我们的人生倍感寒

冷。此时，我们切实地需要能够一同躺卧而驱逐寒冷的同伴。希伯来书 3:13 记载：“总要趁

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团队中的帮助能彼此送暖。小时候，在冬天我喜欢和父亲睡在一起，因为他会帮我暖被子。 

 

传道书 4:12 记载：“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

断。” 

 

在此，所罗门指出互助是何等的美事，他传达了共同体的喜乐与必要性。 

 

巴勒斯坦的游人常常要面对来自强盗的威胁。路加福音 10:30 记载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

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三股合成的绳子”象征联合的力量。正因如此，越是接近末后的日子，教会就当越发努力

聚集。希伯来书 10:25 记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

勉，既知道（原文是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仇敌更加剧烈、

频繁的攻击。 

 

如果两人搭档能成为伙伴，那么三人结盟就是一个团队，有时候组成一个团队比较好，尤其

是被攻击的时候。今天在街上常有犯罪的问题。单独行走的人是受害者。圣经清楚教导我

们，还没重生的人有犯罪的本质，“文明”还没有使人除去犯罪的本质，人需要被限制，而

不是自由。在今天这个时代，人所拥有的自由，是在街上抢劫、在背后袭击、打色情骚扰电

话、大声播放难听的音乐，以及随性表达自我的自由。自由不是放纵。你有挥拳的自由，但

当我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挥拳的自由就要受限制。有很多观念是要改变自我的。以自我为中

心的人不能得到满足。单独工作，可能暂时觉得很好，但到后来你会感到厌倦。我不喜欢一

个人单独旅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需要与同工一起出差。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