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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8:1-9:12 智慧人接納神的主權 
 

引題：請分享你親眼所見不守法或不公義的事。那件事的後果如何？你的感覺如何？ 

 

引言：傳道書包含了一位老人在哲學與神學上的反省，他的大半生是無意義的，因為他自己

不曾仰賴神。第一、第二章寫的就是沒有神的生命所面對、所度過的種種虛空。而且

窮極他的智慧，他也找不到生命的意義。這時他幡然悔悟，終於看明人的一切，都在

神的手中，而單純的敬畏神，在神所恩賜的年日中吃喝快樂，原是神所命定且賞賜給

人的（2:24）。第三章開始，他就生命的意義，財富的虛空，勞碌的虛空，死亡的必

然重新思想，中間穿插了很多人生智慧的觀察，但是都不得不回到 2:24 的結論。他把

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規勸少年人趁著年少，記取教訓，以免到了老年，驀然回首，發

現凡事都是虛空（12:8）！ 

 

繼第七章智慧人生的箴言，第八、九章歸結到智慧人是懂得接納神的主權的人。 

 

分段： 

一． 面對權威的智慧（8:2-9） 

二． 人生的不公平—惡人和義人（8:10-15） 

三． 生命之謎—珍惜今生 (8:16-9:10) 

四． 時間與機會（9:11-12） 

 

一. 面對權威的智慧 （8:2-9） 

 

在古時的近東，獨裁君王擁有絕對的權柄，掌握生殺大權，可隨己意而行。傳道者對朝廷官

員的忠告是順服權柄，遵守王的命令。 

【經文解釋】 

8:1 這一節其實是對第七章「智慧的生活」這個主題作一個小結。發光：使人聯想到摩西在

西乃山上與神面對面，臉上不禁反映出神的榮耀來，以致面皮發光。（參出 34:29-30）

。箴言 9:10 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從神而來的智慧能使人的氣質、表情都發

生改變。如同保羅說的，當人的心完全轉向神時，內心就一天新似一天，自然漸漸顯出

耶穌基督榮耀的氣質。（林後 4:16） 

 

8: 2 王的臣僕要對王發誓效忠（代上 29:24; 代下 36:13; 結 17:13）。因為權柄乃出於神, 抗

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羅 13:1-2）。 

8: 3 急躁離開王的面前：辭職，離開工作崗位。其實這個做法並不安全，有可能惹動王的怒

氣，招來殺身之禍。（參 10:4）固執行惡：指密謀推翻君王。因為不滿王的作為，不只

辭職離開，而且結黨圖謀推翻王朝。 

8: 5 定理：程序，或作審判（第六節同） 

8: 6（新譯本）各樣事務的成就，都有合宜的時機和定局，儘管人的災禍重壓在自己身上。本

節的意思是說，雖然在忍受苦難欺壓的重壓下，還是當將王的命令看得更重要。真有智

慧的人認識神的掌權，能分辨神所定的時間以及「適當的程序」。雖然看不見明天，也

不知道明天將如何，但知道神掌管明天。神必按所定的時間審判義人和惡人（傳 3:17；

詩 73:18-20; 啟 20:12） 

 

【問題】再兇惡的權柄到了死亡面前也不得不低頭。為什麼？（參 8:8） 

 

8:8 邪惡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惡的人：參押沙龍的例子（撒下 15-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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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令人受害：濫用權力者使他手下的人受害。 

【問題】誰是你的權柄？如果你面對的權柄是你的先生，當你不同意他的要求時，你會怎麼

做？ 

參考答案：（1）保羅說：「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林前 4:4）。

所以不要匆忙辭職，也不要急急離開，更不要另組公司跟老闆打對台。（2）如果真的是違反

基督徒的良心與法律，彼得在使徒行傳中所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可作

原則。 

 

二. 人生的不公平—惡人和義人（8:10-15） 

 

【問題】傳道者的眼光轉到哪些人生的不公平？ 

 

【經文解釋】 

8:10 對古時的以色列人而言，正式的葬禮代表尊榮，若不得如此，則被視為極其不幸（耶

16:6）。此處惡人顯然得到不配得的尊敬。義人卻被人忘記，這是人生的不公平。 

8:15 本書六次小結中的第四次—指向本書結論（12:13 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的一

個指標。當神的百姓從神手中欣然接受生命的一切時，他們才尋得生命的意義。本書中

，每次思念到絕處時，傳道者的眼光就轉到日光之上的神。除非認識神，信靠祂的智慧

安排，人生一切都是虛空。（參 2:24; 3:12-13,22; 5:18; 8:15; 9:7; 11:9） 

 

【問題】你相信因果報應嗎？那麼面對人生不公平的現象，你怎麼想？ 

參考答案：人心的法則是「因果報應」，「正義感」也是神放在人心中的。只是神的計劃大

於我們日光之下所見的。以人短暫的一生，常看到公義的原則之例外。傳道者所指出的人生

虛空現象，提醒我們切莫一律以因果報應來解釋人生的順境與逆境。神容許惡人在日光之下

的今生獲得那些身外之福，而義人卻有時不得身外之福。可見神認為這些身外之物，並不能

帶給人真正的幸福。認識、順服神的人，因此得以不再只專注在地上的福樂，反而能夠轉眼

把盼望放在更重要的永生。使徒彼得說基督徒「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

前 1:8） 

 

三. 生命之謎—珍惜今生（8:16–9:10） 

 

人必須明白自己的極限。神一切的作為，任憑人費多少力尋查，都無法查明。只知道這一切

都在神手中。法國哲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說得好：「如果沒有黑暗，人無法明白自己

的敗壞；如果沒有光，人就沒有得救的希望。所以神部分隱藏，部分顯明的事實其實於人有

益。因為人若知道神卻不明白自己是卑微可憐的，跟知道自己之卑微可憐卻不認識神恰是一

樣的危險。」 

 

【經文解釋】 

9:2-3 按著眼見，惡人不一定受到神的責罰。死亡臨到眾人，也沒有分別。所以惡人存了僥

倖之心（8:11），滿心作惡。這是個禍患，因為人心何等容易被誤導！可是因為別人行

惡不一定遭報，心中不忿，就覺得生命毫無價值了嗎？如果沒有神，只看日光之下的一

切，傳道者也不免要說「我所以恨惡生命」（2:17）。但這不是傳道者的結論，他反而接

下來鼓勵人要珍惜生命。 

 

【問題】你周圍是否有人對人生非常悲觀，心情抑鬱，毫無生趣的？你如何用從這幾節經文

的領悟來安慰/鼓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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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 第五次的喜樂人生勸言：享福的基礎在於明白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v.7）試比

較 6:1，雖蒙神恩賜，可是因為不敬畏神，雖擁有一切豐盛，卻不能吃用，這是更大的

虛空。人必須知足，視之為神的恩賜，神就會悅納他及他的作為。「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

）信徒並不是靠努力來討神的喜悅，他是已經「被接納」了。所以其實在舊約中，就有

「因信稱義」的理解了。因為神已經先悅納了，所以可以「盡力去做所當作的事。」（9:10

） 

9:8 在炎熱的氣候裡，潔白的衣服和膏油令人倍覺舒暢，後者可以解除皮膚乾燥的不適。 

9:9 前面幾處結論都是說要在神所賜一生的日子中吃喝快樂，在勞碌中享福，因為這是他的

分。這裡多了一點：「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所以婚姻是神的禮物（所得的分

），在地上（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中，賜給人快樂與安慰（4:9, 11）。 

 

四. 時間與機會（9:11-12） 

 

本段開始用「我又轉念」。傳道者的眼光每到了絕處，他會仰臉看日光之上，重新對焦，而

有了感恩之心與積極生活的勇氣。但是他的智慧，又讓他不會只安於生活的福份而忘却憂患

，因為雖然智慧人有神悅納的保證，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乃是常態。 

 

9:11 這裡列出五種成就，没有一種可以保證成功或發達 ： 

（1） 快跑的脚可能是輸家（参撒下 2:18）； 

（2） 軍事力量不能保證戰爭順利（参赛 36-37 章，西拿基立的失敗）； 

（3） 智慧同樣不能保證人可以過好日子（参傳 9:13-16, 10:1）； 

（4） 明哲可能與貧窮為伴（参 9:15）； 

（5） 恩寵（得喜悦）可能遲遲臨到（創 37-41 章，約瑟的故事），而有人也許全然得不著

（傳 9:13-16）。 

 

【問題】根據經文，是什麼因素改變了人原來的計劃？你同意嗎？ 

參考答案：（1）時間（當時）。這也是整本傳道書的教訓，我們生命的定期都在神的手中（

3:1-8）。這固然是信心的保證，也是對自信致命的打擊。（2）機會。縱有再周詳全備的計劃

，也可能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局面。 

 

【問題】今日很多兒童才藝中心標榜「別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整個教育體制、社會環

境都在告訴我們要有競爭力，如何超越別人，什麼是得勝的秘訣等等。你讀了 9:11-12 後，

有什麼感想？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問題】傳道者每每在看盡世間虛空的一面，而找不到解答時，就歸結到「在神所賜的日子

中吃喝快樂，享受他勞碌的所得。」。這對你有什麼啟發？ 

 

【問題】人生是道難解的習題，道家想到要「超然物外」，佛教認為要「超脫生死」，但是

聖經智慧書指引我們「敬畏神，且在日光之下享受神所賜的一切」。這裡面有什麼本質上的

不同？ 

 

參考答案：這是神本與人本的差別。以人為中心，凡事靠自己，尋找人生的答案與救贖之道

。可是就像傳道書所說的，神一切的作為，窮極人生的智慧也是查不出來的。以神為中心，

認識造物主，知道自己在被造中的地位，才能懂得敬畏神，也才能面對日光之下的種種虛空

、捕風仍然有喜樂。（參閱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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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義的危險，可從最近非常暢銷的一本書“The Secret”看出端倪。人本主義的精神，起

先使人懂得自重，但發展到後來就成了世界是圍著「我」轉，「我」所認為的生命中一切的

美好是「我」應得的。再推到極致，就是自己做神。但是可能嗎？以下是 The Secret 裡的節

錄：「你本來就應該得到生命所給你的一切美好：健康、金錢、關係、生命… 擁有美好的事

物是天生的權利。」「在宇宙中的一切，都有一個頻率。你所要做的，就是改變頻率，或是創

造相反的頻率。就這麼簡單。」前者說：我配得一切！後者說：我能改變神的律！ 

 

 

參考資料： 
 

道家：看出世上的生死、禍福、貧富、貴賤、成敗、得失、榮辱、毀譽，都是相對的，暫時

的，是可以超脫的。所以人類要和自然法則和諧共處，不可違抗自然法則。只是道家不主張

宇宙是由一位有位格的造物主所創造的。道家的人生觀是「自然」，但是不強調有位格的造

物主。（無為而治—消極，超脫） 

 

相對於傳道書的「虛空」，佛教也是視人生為「苦海」。修行的目的是要超越生死，不再進

入輪迴。但是他們想要達到的涅槃境界，即所謂：「智慧圓滿、能力圓滿、慈悲圓滿，完全

自如自在，不生不滅，沒有任何的變幻無常」。這豈不就是神了嗎？所以他們所要達到的境

界其實是自己要做上帝。 

 

聖經創世記中的巴別塔，原文有“Gate to the Glory”之意，通向榮耀，自己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受造物企圖成為造物者，這就是驕傲，這就是貪婪。 

 

上帝造人的時候，「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 3:11）。因此人有尋求永生的本能，而人的

這種嚮往，到了新約時代，在耶穌基督裡就能得到滿足了。這種永生並不是死後才能進入的

嚮往中的境界，而是今生就可以進入的「以馬內利」。這也是新約信徒生在恩典時代，最大

的幸福。 

 

 

詩歌：主啊！陶造我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 （x2） 

塑造我成為你器皿 

使我永遠不離開你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