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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传道书（8）所罗门谈论有关生命虚空，以及智愚之别等人生经验 

（传 5:1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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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5:17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传道书 4:13-5:17 继续讲述所罗门以传道者的身分，谈论有关世上不公平、不可随便许愿，

以及生命虚空等人生经验。 

 

追求步步高升，甚至到达顶峰都是虚空的。地位、声望和势力，都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虽

然很多人追求这些，但这些都是影子，并不实在。很多人追求事业上的成就，以获取别人的

赏识。但人是变幻无常的，很容易、也很快就会改变；倒不如追求得到神的喜悦，因神的慈

爱永不改变。 

 

“要谨慎脚步”，意思是“要小心”。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朝见神时，应有真诚的态度，愿意聆

听神的指示，而不是命令神去做我们认为神应该做的事。 

 

所罗门警告读者，不要向神随便许愿，以免显出自己的愚昧。在以色列的习俗中，许愿是件

严肃的事。根据申命记 23:21-23 的记载，许愿本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一许了愿，就得谨守遵

行，兑现你所许的愿。许了愿而不能还愿，或只是部分兑现所许的愿，就是欺骗神，是愚昧

的行为。箴言 20:25 记载：“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如果

向神许了愿又不还愿，倒不如不许。故许了愿一定要还愿。 

 

我们常想拥有更多的东西。所罗门认为，贪爱钱财并且沉迷于追求钱财的人，永远得不到所

期待的快乐。财富会吸引爱占便宜的人与盗贼来夺取，令人失眠和恐惧，并且在人死后完全

失去，因为人不能将任何财富带走。无论你赚了多少钱，如果想以积聚钱财来得到快乐，你

就会永远寻索金钱，得不到满足。金钱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贪爱钱财会引发各种罪恶。无

论你现在的经济情形如何，不要倚靠钱财来令你快乐，乃要满足于你现在所拥有的，并以你

所拥有的为神而活。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传道书 5 章剩下的内容。 

 

传道书 5:18-20 记载：“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

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这段经文是一个小结，内容与 2:24-26 以及 3:22 等相似，指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在

日光之下追求虚妄至极的事情。对于那些与神恢复信仰关系的人而言，神所赐的一切均会变

成纯全的福分，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 

 

只有正当、健康而诚实的劳动，才能给圣徒带来美好的人生。不信之人用尽全力追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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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得不到快乐；而圣徒已拥有满足与幸福的保障，只须付出相应的努力。怀着常常感谢神将

美善之物加给我们的恩典之心，享受快乐。 

 

“一生的年日”，指短暂的人生。“不多思念”，意指不会抱怨人生过于短暂而虚无，或人生

过于漫长而难以煎熬。因为，不论圣徒的生活是好是坏，均出于神的旨意，在属灵的层面

上，短命或长寿并不是大问题。 

 

传道书 6 章总结了所罗门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中，对财富的追求和享受。 

 

传道书 6:1-2 记载：“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

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

也是祸患。” 

 

富人因患病或遭遇困难而没有胃口吃东西，这也是很惨的。与其在银行账户里有一大笔存

款，不如有个好胃口享受美食！ 

 

传道书 6:3 记载：“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

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有钱人一天也只能吃三餐、一次只能睡一张床。不管他有几个医生，也不能比穷人活得更

久，当他离世时，什么也带不走。寿衣是没有口袋的。约伯很有钱，他说：“我赤身出于母

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与

其追求无法为此生带来快乐、死后又没有价值的事，不如空手离开人世来得好。有些人用尽

一生追求这样的空虚。 

 

传道书 6:4-6 记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

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

个地方去吗？” 

 

“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这是极端的厌世主义，指出若有人没有恢复与神的关系，他就

没有永生，也没有世上的真幸福，不如没有出生就更好。 

 

传道书 6:7-9 记载：“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

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

是虚空，也是捕风。” 

 

不属于天上国度的人，活着可以说只是为了吃喝。但是，直到死亡降临，之前食欲一直不得

满足。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人为满足欲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均是虚妄。 

 

智慧的相对差异，在绝对的死亡面前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解决死亡问题，才是真正的

智者。然而，人的智慧焉能战胜死亡问题呢？惟有从敬畏神而来的真智慧，方能解决此问

题。 

 

现在所拥有的胜于心中所想的。但是，世人皆空手归入死亡。因此，现在所拥有的亦是徒然

无用。这种人生观与信心里面的人生观相差极大。信心将盼望寄托在肉眼所不能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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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更加珍惜。 

 

传道书 6:10-12 记载：“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

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

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所罗门以传道者大能身分，一直在大声疾呼正在死亡的生命。在这段经文中，传道者转换了

方向，开始揭示只有绝对拯救者可以救拔人，并反问人往何处去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 

 

在存在论意义上，人必须生活在自己已无法选择或拒绝的秩序与法则中。这就是人的有限所

在。“力大的”，指在古时就定下秩序与法则的造物主。 

 

人的智慧不足以揭示人生的意义。古往今来，虽有许多哲学家苦思冥想，却尚未指出人生的

意义所在。他人的智慧也全然没有益处。惟有掌握人生诸般奥秘的神，才能将生命的意义晓

喻我们。 

 

传道书 7 章记载的是所罗门最后的试验。他要在日光之下寻找有什么可以满足他、使他能享

受在其中。他试过科学、研究过宇宙定律，虽有所得，却不能使他满足；然后他研究哲学和

心理学，也得不到满足；他竭尽心力追求享乐和惟物论、试过宿命论，这是今天很普遍的人

生哲学；所罗门又试过利己主义，为自己而活；宗教也不能满足他，因为只有神可以满足人

的心。所罗门又试试财富，他是世上最有钱的人，但是还是得不到满足。他最后要尝试道

德。如果在今天，我们会称他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我认为很多人可以归类为不切

实际的社会改革家。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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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虹灯下交涉，却生活在郊区，住在安静、与世隔绝、高级地段，过着轻松安逸的生活。他

们的小孩上最好的学校，和高级人群来往，到附近最有名、最有钱的教会做礼拜，这个教会

很大，牧师博学、又会讲道，就是不一定认识圣经。所罗门在尝试这种社会生活。 

 

传道书 7:1 记载：“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这是真的，所罗门说得没错。名誉似乎是强如美好的膏油。如果有人说，这人是个好邻居，

他从来没有和人吵架，他从不讨论宗教或政治，也不涉入不好场所；他只是微笑，选择中庸

之道，既不偏右，也不偏左。他是小区中受人敬重的人。他和各种人做生意。有一天在他的

追思礼拜中牧师说了很多好话，努力把他送进天堂。所罗门说要有好名声，这样在追思礼拜

才会有长篇大论的悼词。但这能满足人心吗？ 

 

传道书 7:2 记载：“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

这事放在心上。” 

 

所有这些道德和行善的生活，都是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人生不能满足人的需

求。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太无聊了。这不是真正的人生，而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不怪年轻人

反抗这种社会。 

 

传道书 7:3 记载：“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 

 

人想尽量避免忧愁。如果一切都安排好，就能一路笑着进坟墓；现实是充满了鲜花和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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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牧师说很多轻松的好话，让每个人回到家会说：“真是一个温馨感人的追思礼拜”，然后

尽快忘掉死亡的残酷吧。 

 

传道书 7:4 记载：“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悼念的人距离坟墓很近，大家都活在死亡面前。他们看到老友不知不觉地溜进死亡时，他们

没想到自己也正迈向死亡。他们没想到应该查验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得救了吗？他们是失

丧的吗？他们和神有正确的关系吗？他们不觉得这很重要。他们奉献给小区、给红十字会，

参与小区活动，但却不敢承认基督，公开为基督站出来作见证。 

 

传道书 7:5-6 记载：“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

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 

 

所罗门认为：为什么不两样都试试呢？听智慧人责备，然后再去听靡靡之音。总有一个比较

好吧，两个都试试吧。这一章的下半段就是这个意思。 

 

传道书 7:7-10 记载：“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

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

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不要生气，要当一个好好先生，和每个人维持好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你的事业。慢

慢地走容易走的路，不要极端，要能妥协。和这一群人相处时要得到这一群人的好感，隔天

晚上，和另一群人相处时也要得到另一群人的好感。你看，在这一章的描述里，我们俨然看

到这样一幅图画：这个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在礼拜六晚上在地狱里，礼拜天早上到教会

去当基督徒。有一个在礼拜六晚上喝得烂醉的人，在礼拜天早上对我说：“我希望你知道我

是一个基督徒。你看我是什么人？不要以为我是异教徒。”其实他就是异教徒。 

 

传道书 7:11 记载：“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 

 

在箴言里，“智慧”是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传道书里这个不切实际的

社会改革家，真需要基督。 

 

传道书 7:12 记载：“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

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银钱护庇人”，所罗门要很多钱，却远离神。“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金钱买不

到生命。医学科技或许能延长你的寿命，但不能给你永生。只有智慧的基督，可以赐你永

生。 

 

传道书 7:13-14 记载：“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

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

事。” 

 

智慧人谦卑地承认神的护理。惟有敬畏神才是知识的开端。箴言 1:7 记载：“敬畏耶和华是

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约伯记 28:28 记载：“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



 

5 

远离恶便是聪明。”圣徒承认自己的有限与神的绝对，而单单依靠神的慈爱。圣徒当在亨通

时献上感恩，在困苦之日察验神的纯全旨意。雅各书 5:13 记载：“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

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传道书 7:15-18 记载：“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

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

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这段经文讲述了合乎圣经的中庸之道。希腊哲学和儒家所说的所谓中庸，是指神在已经定下

的道路中，不偏离左右。约书亚记 1:7 记载：“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是神本主义思

想，认为真正的生命之道只有一个，就是神的道路。若人的道路没有基于神的启示，就不是

完全的真理与救恩之道。 

 

传道书 7:19-20 记载：“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

人，世上实在没有。” 

 

“官长”是指城池的领袖或掌权者或治理的人。“十”是表示完全的数字。约伯记 19:3 记

载：“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十个官长”是指有能力从仇敌的攻击

中守卫城池的领袖人数。然而，一位智慧人却比他们更有能力。雅各书 1:5 记载：“你们中

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传道书 7:21-22 记载：“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

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如果了解你的人说你是骗子，你不要因此受其影响或感到困扰。如果你选择走中庸之道，最

后整个小区的人都会为你喝采。做个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以为可以在人生中找到满足，

那就像植物一样，失去人应有的灵性了！我相信接触一个无神论者，比接触一个虚伪的基督

徒更容易。无神论者第一次听到福音时会有反应，但是虚伪的会友不断听福音，心却更刚

硬。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传道书 7:23-24 记载：“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

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 

 

“智慧却离我远。”意指信仰所赐的圣洁智慧，无法与腐败共存。腐败之人既不能自己变得

智慧，也无计获得完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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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