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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 

   

  传道书共有 12 章，作者是所罗门，写作地点在耶路撒冷的皇宫，日期为主前

930 年左右。本书目的：指出凡是日光之下的劳碌，尽都是虚空，只有信靠日光

上的神，才是人生之满足。 

    本书的主题，感歎人生的虚空。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皆属于虚空，唯有信靠

神，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所罗门智慧超群，雄才大略，但滥用神的恩典，使国

家败落。晚年时看透万事，悔悟前非，把自己个人主观的经历，加合客观的观察，

来辩证他的见解，劝导世人接受，免得重蹈其覆辙。他告诉世人，无论是知识的

或是快乐的寻求，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人类对于财富、美名、寿命、权利、地

位等一切的追求，结果也是虚空，没有意义，没有满足。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寻

得生命的意义与方向。因此，要趁著年幼，当记念造你的主。 

    传道书的钥字是「虚空」，企图从神以外找著生命的意义，都是徒劳无益的

空虚。看看「日光之下」，就知道人一生的寻求，终归挫败（8:17）。除了神自己，

没有一样东西能填满神在人生命中设定的空位，诚如奥古斯丁的名言：「人不能

满足，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安息。」有了神，生命则变得圆满而且有意义，且充满

著从神那里来的盼望。传道书以积极的思想作本书的结尾：「敬畏神，谨守他的

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12:13） 

    本书可以分成三大段： 

    一. 第一章的上半节，是本书引论。 

    二. 第一章下半节至十一章上，是传道者辩论。其中分成两段： 

       A. 个人主观的经历（1-2 章） 

       B. 个人客观的观察（3-11 章） 

    三. 劝勉（11 下－12 章） 

      A. 劝勉青年（11：9-12：5） 

      B. 劝勉众人（12:6-14） 

    所罗门为旷世奇才，早年以敬畏神之智慧远近皆知，中年因「保暖思淫欲」，

离开真神，因此国道衰落，晚年痛定思痛，悔悟前非，以传道者（本书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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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原文意「召集人」）的身份，写下传道书，为了劝诫后代之青年，趁早信

靠神，免蹉跎岁月，陷于虚空的无神人生。 

    故本书是所罗门肺腑之言，是他个人阅历之见证，以他过去失败之经历，每

当他受限于人的观察不以神的角度来看，只看日光之下今生的事，他就越沮丧，

眼光定睛在天上和未来永恆里，人生才有意义。要记念主，不要等到来不及，要

敬畏主，因祂要求我们为自己一生向祂作出交代。他苦口婆心警告世人日光之下

虚空的生活，是因为人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真神。 

    一. 引论（1 上） 

     A. 主题（1:1-3）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 1:2）作者的用词

「虚空」，此词原意不是「虚无」，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绝不是幻觉中的事物，

只是像云烟一般，飘忽无定，瞬息即逝。 

   「虚空」此词在本书共用 37 次。新约雅各书也有类似的思想， 「你们的生

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 4:14）云雾与虚空

的含义相同，一切的事物都是短暂易变，而且是极端的短暂。我们的眼光要跳出

框框之外，才能看得清楚，神是在框框之外。 

   「虚空的虚空」就是最虚空的意思。本书钥字： 「人」共用 47 次，「在日光

下」共用 30 次，「劳苦」共用 36 次，「都是虚空」共用 37 次。传道书的主题是

论说人生的虚空，作者从观察社会的情况与自然的现象之中，说出他内心的感受。 

   B. 主旨（1:4-11）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说明人生的短暂，社会的变迁，在沧桑的世事中，

人似乎还不如非生物，因为「地却永远长存」。再看自然现象，在那物质形态的

规律中，一切似乎都是反覆不已：日出、日落、风向、水流，都说明了社会的情

况，在反覆中单调乏味，「万事令人厌烦」。人生的现实充满著不止息的矛盾，变

迁莫测，又反覆不定，在动荡中求安定，在平凡的生活里又静极思动。人心泛空

的，好像洋海一般没有边境，「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人是很难满足的，

不停地寻求，却永远找不著，只有说不出的困惑和无限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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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辩论（1 下－11 上） 

    A. 个人主观经历：虚空人生（1:12-2:23） 

    作者对人生确有深刻、透彻的认识，他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体会、求证，结

论就是人生确是虚空的，强调人生是虚空无比。传 1:14「讲到我见日光之下所作

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作者指出人生的虚空。 

    1. 劳碌是虚空，劳碌无益（此字是会计学字汇，是进账），包括人生的工作、

学术的追求、生活、烦恼、忧伤（1:12-18）； 

    2. 属世娱乐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2:1-11）； 

    3. 毕生劳苦遭死亡破坏，生命之限制（2:12-23）； 

    4. 一切出于神，有谁争辩呢（2:24-26）； 

    B. 个人客观观察（3-11 上） 

    1. 万事皆注定，劳碌实徒然，生命受限制（3:1-10）； 

    2. 社会不公，使人生如捕风（4:1-16）；  

    3. 财运亨通也是虚空，财富不一定保证得福，有时反而有灾祸（5:1-17）；  

    4. 寿命短暂，一生如影儿经过（6:1-12）； 

    5. 智慧之缺憾，智慧虽胜过愚，但有谁能知将来如何面对死亡？有时智慧

者的智行不为人赏识，也会给愚人的愚行来粉碎（9:13-18）； 

    6. 善恶虽不同，恶人有时比善者还享长寿，但一切皆被死亡推翻（810-12，

9:2-6，9:10-12）。如此，人生有何眷恋？作者写出本书的目的乃是指出，这是不

值得留恋的人生，但是在这一个虚空的人生里面，如何面对空虚的人生呢？ 

    7. 掌权者的愚昧（10 章） 

    8. 未来的不确定（11 章） 

 

    如何面对虚空的人生： 

    A. 人生基本先决观念 

    本书弥漫着人生是虚空的主题，也提出甚多劝世良言。这些良言要使读者明

白人生亦非全是悲暗，人可在虚空中获得丰满。 

    作者首在书中提及如何面对虚空人生的基本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对神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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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观念，籍此人可以向前，达至一个丰富的人生。 

    1. 生命是神所赐的； 

    2. 人生的享受也是神所赐的恩典； 

    3. 人生的奸恶、不公、罪孽终受神的审判； 

    4. 神在人生中掌管一切。 

    这些观念，让读者知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命虽被世上的不公义、邪恶、

奸诈所破坏，但神仍在生命中掌管，教人转向神求助，将虚空的人生变成丰满的

人生。 

    B. 丰盛人生的劝戒 

    人生的确有光明和阴暗两面，单只看阴面是弱者，不智慧、愚昧、悲观、厌

世。于是作者奉告读者该在下列数方面著意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起来，使人生变得

有意义及有价值。 

    1. 要有智慧行事，智慧可以使人逢凶化吉，智慧可以给人的保障比军事武

力更大，智慧能使人明白事情的真相，智慧能够使人不暴气，智慧也可以口出恩

言，经智慧人的忠鉴强于愚人的歌唱。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

他能逃避世间的引诱和试探（7：26）。所以，所罗门本著自己获得神赐给他的大

智慧，将做人的知识教训人。 

     2. 要殷勤努力行善。虽然人生有甚多「不知道」，及不能预测的事，但这不

能成为人殷勤行善的拦阻，更不能使人懒惰。所以，所罗门教训，要做工，要尽

力，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做，要抓紧机会。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

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了或是晚撒的，也不要灰心，不要看

到人、看到环境，有看风的并不撒种，望云的并不收割（11：1-2）。 

    3. 要敬拜感谢真神。在虚空的人生中，勿忘亲近神，向神的祈愿务必偿还，

不容罪恶沾身，努力成为神所喜悦的人（7：26）。 

    4. 要敬畏神。强调当存顺服的心，不作无思想、无根据、没有心的立誓。行

义勿过分，那会变成是非不分，也不要加增行恶。敬畏神的人在这两件事上必有

良好的表现（7：16-18）。等候神公义的审判，对恶人的来到，勿放在心中，也

不要在行动上怀恨犯罪的人。谨守神的诫命，乃是敬畏神的表现，亦是全书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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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人若有敬畏神的心，则人生的一切挂虑和恐惧必除去，生命没有敬畏神作基

础，一切的追求都成了虚空。 

    5. 可享受生命的福气。生命的享受全是神的恩赐，大可存著感恩之心领受。

传道书的作者对享受自己的劳碌採取一个异常的态度，他劝读者儘情享受，只是

在享受时，勿忘了有一个审问人毕生所行的神。「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11:9）含义是，既然有这样的神在，人就不敢放

肆了，因为「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必审问。」 

    6. 要记念造物主。勿忘掉生命是由造物的主而来，生命活动皆环绕在造物

主造人的目的上。离开这个目的，人的生命顿成虚空。这记念当从年轻时开始，

免得有「时不我予」之感，早日记念神，便早日得神的看顾。「你趁著年幼，衰

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

造你的主。」（12:1） 

  

    罗 8:8-39 

    1. 不必介意生活之苦楚 

    2. 依靠圣灵代求 

    3. 深信万事互相效力 

    4. 靠主必得胜 

 

    本书结束前（12：2-8），作者唱出一首「光阴之歌」，描写出人老年的光景，

他说非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夜，这是人好的日子已经离开，然后云

彩返回，讲到人有了疾病，第 3 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描写人年老的时候手

会发抖，「有力的屈身」，指人弯腰驼背；「推磨的稀少」，老年人牙齿掉了；「从

窗户往外看了都昏暗」，老人眼睛看不清楚；「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这

是指著耳朵到了年老就听不清楚；「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指人容易受惊吓；「歌

唱的女子，也都衰微」，指声调变得不好听；「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人觉得

路不平，走路无力；「杏树开花」，人的头髮变白了；「蚱蜢成为重担」，不能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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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欲望也就少；因为人要归到他永远的家，「弔

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指著脊椎骨衰老；「金罐破裂」，指着肺不好；「瓶

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指着心脏停止跳动；于是，「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 

    在本书最后，传道者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传 12:13「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

意就是敬畏神，谨守祂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

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所以，传道书让我们看见，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如果你有了神，

是一个有神的人生，你就不再虚空，你就有满足。这就好像等于数目字的“0”，如

果你写了一千个“0”，还是等于“0”，但是我们若依靠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就等

于把第“1”个字放在“0”前面，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所有一切的，人生所经

历的，都变成满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空虚，还是充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跟神的

关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