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道書  (五) 

人不能知道 (九 1─十 20) 

引言 

這世上一切(1 節上)：第八章末段(八 16~17 節)，藉世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有晝夜

不睡覺，不合眼的：有人日日夜夜在工作)(16 節下) 無人參透上帝所做的一切，

連有智慧的人說自己明白，其實也不能知道。神的奧秘……. 掌管所有人的作為。

「我將這一切事放在心上，詳細考究，就知道義人和智慧人，並他們的作為都在

神手中；或是愛，或是恨，都在他們的前面，人不能知道。」(1 節)  

義人和智慧人的結局如何？ 

關於生死 (九 2~6 節)  

1. 死要臨到眾人，人人所遭遇的都一樣 (2~3 節) 

人類的基本經歷：生老病死、環境和遭遇都是一樣的，神給各人有平等的機會，

各人憑自由的意志選擇自己人生的道路。「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

怕起誓的也如何」大眾的事，也同一遭遇。(2 節)「 歸死人那裡去了」(3 節下)：

既然義人與惡人最終都是同一命運，有些人就放膽去犯罪；因世人的心充滿惡。 

2. 活著的指望 (4~6 節) 

「因為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4 節下)：指活著的時候雖然有強弱之分(如

獅子與狗)，但強壯者一死就不如弱者；同樣，人活著的時候雖然不如別人，但

只要還活著，就比那些『死』而尚未得救的人，還有指望。死亡是一個極大的分

界線；死前若不抓住機會悔改得救，死後就懊悔也來不及了(路十六 19~31 節)。

「不再得賞賜」指人死後無法補救生前的錯誤；「他們的名無人紀念」(5 節下)

原文沒有「名」字，「紀念」意指懷念。「活著的人」有兩個好處：(1)有指望 (4

節) ：活著一天，就有一天的指望，；(2)有知覺 (5 節)：知道死去就得不到獎賞。

愛、恨、嫉妒都屬生前的感受，死後隨即消失；故不要太在意與人的過節 (6 節)。 

關於本分 (九 7~10 節) 

1. 神安排人生前勞碌作工，且享受得到的成果 (7 節)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心中快樂喝你的酒，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

(7 節)「歡歡喜喜」喜悅，歡樂；「快樂」好的，令人愉悅的；「悅納」滿意，喜

愛；「作為」行為，工作。「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凡事只為討神喜悅。 

2. 合適的儀表(容光煥發) (8 節)；一個人日子過得如何？從他的服飾就可以看出 

來。(a) 神同在 (髮上塗油-聖靈)，(b) 好行為(衣服潔白)，乃是基督徒活在世上

必要的兩個條件，如此才能活出美好的見證。 

3. 美滿的婚姻生活乃是神所祝福的 (9 節)，像活在伊甸園裡 (創二章)。 

4. 盡力工作 (10 節)：個人要按著神所量給的能力和機會，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去 

完成生活的使命，工作乃是一分的祝福；在陰間一切都沒有。 

 



關於時候和機會 (九 11~18 節) 

1. 作工的果效 (11~12 節)：「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不在乎人的勇 

力和智力；「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當時的機會由「定時」和「機

會」二字組成；全句意指所有臨到眾人的，乃出於神安排當時的機會，而非湊巧

的幸運，(11 節)。因此，人不可為明日誇口，只要謙卑地行在神的面前(箴十六 1

節；二十七 1 節；雅四 13~16 節)。人常常錯失良機 (11 節)，甚至在禍患到來時，

也不懂得避開 (12 節) 。屬神的人，當像智慧人抓住機會 (弗五 15~16 節：「愛

惜光陰」的原文是「抓住機會」)。 

2. 智慧的武器 (13~18 節)  

令人深思的現象 (13 節)：小城危急 (14~16 節)，眼看就要落入敵手 (14 節)的時

候，有一個不被人看重的智慧人，想出了一個好辦法為全城解危，事後不再有人

記念到這事，傳道者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智力高於武力，貧窮的智慧人卻不

被賞識 (15~16 節)。寧可聽那智慧人不張揚(安靜之中)的言語，也不要聽昏庸的

統治者所說誇張的大話 (17 節)。「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

善事。」(18 節) ：智慧能殺人於無形，令兵器無用武之地 (18 節上)。人的愚昧

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犯罪者肯定是愚蠢的，只能帶來不幸和禍患。 

分辨智慧與愚昧 (十 1~20 節) 

1. 智者存心正直 (2 節上)；愚者無知心偏邪 (1~3 節) 

在聖經裡，右邊比左邊位置為大(來一 3 節下)，同時，右邊比左邊為正確 (太二

十五 33 節)。智慧人的心指引他走正確的道路，相反，愚昧人的心使他走上歧途

(2 節下)。死蒼蠅指微不足道但卻令人厭惡的事物；一個人一次愚昧之舉能毀掉

良好的名聲 (1 節)。無知原文是缺乏心思。愚昧人行事為人不經審慎思考 (3 節)。 

2. 智者柔和忍氣 (4 節)；愚者驕傲自是 (5~7 節) 

「掌權」的向你發怒，不要離開崗位，只要心平氣和也能化解重大的過錯 (4 節)。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箴十五 1 節)。愚昧人坐上高

位 (掌管大權)；智慧人反而屈居低位 (6 節)。「僕人騎馬」意指小人當道，憑他

的才幹，只是服侍人的材料，卻騎在馬上威風凜凜。本當管治的，卻遭貶為僕人。 

3. 智者防患未然 (10 節)；愚者害人害己 (8~9、11 節) 

智者未雨綢繆，不如把斧刃磨利 (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前準備周到；

是成功與失敗取決。「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牆垣的，必為蛇所咬。」

(8 節) 凡存心陷害別人，不惜大費周章的去挖坑拆牆，設下計謀，到頭來自己反

蒙其害。蛇在聖經裡象徵邪惡的權勢 (詩五十八 3~4 節；太三 7 節)。「鑿開石頭

的，必受損傷；劈開木頭的，必遭危險」 鑿石、伐木，都會有危險，愚者貿然

行事，事後方謀補救反招來損失。「後行法術」原文譯作：「舌頭的主人」。句全

解釋為『凡用舌頭搬弄是非的人，遲早會引來蛇咬，自作自受』 (11 節) 。 

 



4. 智者口出恩言 (12 節上)；愚者出口惹禍 (12 下~15 節) 

智者的話得到贊同，愚昧人被自己的話毀掉 (12 節)；愚昧人的言語從頭到尾都

是胡言亂語，於事無補 (13 節)。「愚昧人話越說越多：人實在不知道將來要怎樣；

他身後的事誰能告訴他呢？」(14 節) 自以為聰明，故喜歡說話表現自己。其實

他根本不知自己今後的將會如何？「凡愚昧人，他的勞碌使自己困乏，因為連進

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人的工作必須比一般人多費工夫，因此他迷失人生

的方向，連進城的路，也不知道 (15 節)。 

5. 智者知人善任 (17 節)；愚者用人無知 (16、18 節) 

「邦國啊，你的王若是貴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時吃喝，為要補力，不為酒醉，你

就有福了！」(17 節) 邦國指國家或任何團體；王、領袖或掌權者；有知人善任

的胸懷，管束下屬得宜，使他們循規蹈矩，則必然興旺。「你的王若是孩童，你

的群臣早晨宴樂，你就有禍了！」(16 節) 孩童指思想幼稚不成熟。領袖若管治

下屬或輔佐人員的生活毫無紀律與節制，則必然招致敗亡。「因人懶惰，房頂塌

下；因人手懶，房屋滴漏。」(18 節) 古時中東地方的房頂是用草和泥鋪成平頂，

人們可在房頂上活動並曝曬東西，若不經常維修，就會滲漏雨水甚或塌下。「房

屋」象徵國家，人臣即國家的棟樑；若眾臣子不盡職，就會導致國家淪亡。 

6. 智者萬事稱心 (19 節)；愚者懷恨咒詛 (20 節) 

「設擺筵席，是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錢能叫萬事應心。」酒食和錢財如果正

常的款待，可以增進人生的快樂；但是，正如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你不

可咒詛君王，也不可心懷此念，在你臥房也不可咒詛富戶，因為空中的鳥必傳揚

這聲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說這事。」(20 節) 愚者會懷恨咒詛。「因為空中的鳥必

傳揚這聲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說這事」，這是寓意式的說法，就如中國俗話所說

「隔牆有耳」，凡有人在私下所說的壞話，必然被人聽到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

莫為)。 

思考 

如何成為少說話的智慧人呢？ 

我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雅一 19~20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