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道書  (四) 

生活的智慧 (七 1─八 17) 

引言 

俗諺：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現代的人生哲理……..『 你不能左右天氣，但你能

轉變你的心情』；『明天是世上增值最快的一塊土地，因它充滿了希望』；『理想的

路總是為有信心的人預備著』；『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一、智慧人與愚昧人的比較 (強如、勝過) (七 1~10 節) 

1. 智慧人看重內在實際，愚昧人看重外在享樂 (1~6 節) 

第一節美好的聲望，勝過珍貴的香膏，因為前者的影響深遠，後者僅能維持暫時

的芬芳。即所謂「蓋棺論定」，一個人的名譽如何，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就在

他死的時候定案；而美好的膏油僅能生前暫時散發芳香，因此，美好的聲望勝過

珍貴的香膏。「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2 節) 花時間出席葬禮比參

加宴會更好；因同情安慰人勝過與人一同享樂。「憂愁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

終必使心喜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3-4

節) 人經歷過外在憂傷後，才能以樂觀面對人生。主也說：『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五 4 節) 智慧人的責備，雖然忠言逆耳，卻勝過愚昧

人的稱讚 (5 節)。不合時宜的笑聲和讚美，只顯出自己的愚昧。「愚昧人的笑聲，

好像鍋下燒荊棘的爆聲，這也是虛空。」(6 節) 荊棘不耐燒，迅即熄滅，而燃燒

時又容易發出爆聲和冒出火花，但轉瞬即逝，不是很適合當柴火的材料 (詩五十

八 9 節)。全句意指愚昧人的笑聲和掌聲(稱讚)，只會引人注目，無實用的價值。 

2. 智慧人不可受賄賂，因賄賂能叫智慧人的眼變瞎。(7 節)「勒索使智慧人 

變為愚妄」：巧取豪奪的不法行為使智慧人變為愚昧人。  

3. 智慧人看重事情的終局，愚昧人看重事情的起頭 (8~9 節) 

存心〔原文：靈〕忍耐的，比居心〔原文：靈〕驕傲的好。事情的開頭順利，不

如事情的結局成功；忍耐乃是謙卑的一種特質。智慧人處事心平氣和，克己節制；

愚昧人裡面隨時懷著怒氣。 

4. 智慧人面對現今，愚昧人留戀過去 (10 節) 

「是什麼緣故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對現狀不滿足，也對過去念念不

忘，便不是智者所該有的態度。 

二、智慧人的益處 (11~14 節) 

「智慧和產業並好」，智慧是內在的財產，產業是外在的財產，兩者兼具，當然

好上加好。「因為智慧護庇人，好像銀錢護庇人一樣。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

生命。這就是知識的益處。」(11~12 節) ：「因為人在智慧的蔭庇下，好像在銀

錢的蔭庇下一樣。」。真智慧來自認識神及敬畏神 (箴一 7 節，九 10 節)。「你要

察看神的作為，因神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

事。」智慧人思考事物的背後神的作為(13~14 節)「你要察看神的作為」凡是神

所定規的事，人不能改變。〕「亨通」好的，令人愉悅的；「喜樂」：原文與「亨

通」同字 (14 節上)；「患難」壞的；「身後事」指今後或未來所將發生的事；神

使我們時而遇見順境、及碰到逆境，惟有全心信靠祂。切記今生的事都不能預測。 

三、智慧人的局限 (15~18 節) 

「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

過的」(15 節) 人生善惡報應無常，好人早死，惡人長壽，只因神公義審判的日

子還沒有來到 (羅二 4~5 節) 又有時人自以為是行義，其實在神看來並不是行

義，所以行義過分是指自以為義而不顧一切。(16 節)。中國俗語說，「大智若愚。」

真正有智慧的人，絕不會自逞智慧。而行惡者目中無神，十足愚頑；他們人心裡

說，沒有神 (詩五十三 1 節)，會面對死亡神的審判 (17 節)。「你持守這個為美，

那個也不要鬆手」(18 節上)「持守」抓牢，握住；「為美」好的。敬畏神的人，

既不敢相信自己 (不行義過分)，也絕不放縱自己 (行惡)；就會避免這兩樣極端。 

四、智慧人的能力 (19~29 節)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官長更有能力。」(19 節) 以智慧治理，智慧卻

能使人心服；以權力治理，權力僅能使人身服。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羅

三 10 節)，也沒有一個人行善，從不犯罪 (詩十四 1~3 節；五十三 1~3 節) 要知

道你自己不是完全人 (20 節)。我們不要太在意別人對我們的評論，總有一些讓

別人說話的把柄；因自己也曾常常批評、論斷別人，說別人的壞話 (21~22 節)。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無法認識神 (23 節)，也無法參透人裡面的事 (林前二 11)。

「萬事之理」(24 節)(原文無此詞)；「離我甚遠」距離，遙遠；「最深」深的，無

從搜尋的；「測透」找到，到達。一切受造之物 (包括人和萬物) 存立的法則；

離我們甚遠，而無法參透。「我查出一宗比死還苦的事：就是有一種婦人是網羅；

她的心是網子，她的手是鎖鍊：那使神喜悅的人能躲避她；愛犯罪的人卻被她纏

住了。」(26 節)若欲躲避罪的網羅和鎖鏈，惟有親近神、蒙神喜悅；因為我們親

近神，神就必親近我們，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了(雅四 7~8 節)。作者在眾多 (一

千男子)的所謂道理之中尋找，結果就是我心裏屢次尋找着，而未曾找到的：在

一千人中我找到了一個正直的男人，但女子在一千人之中、我卻找不到一個」

(27~28 節)。「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29 節) 找到了一個答案：上帝造人本是正

直，人卻轉去走上墮落的路途。 

智慧人生 (八 1~17 節) 

1. 順服地上掌權者 (1-5 節) 

『誰如智慧人呢？誰知道事情的解釋呢？』(1 節上) 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夠解釋

事情背後的原由，而知所對策。『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



(1 節下) 人真正的智慧乃出於聖靈的啟示 (弗一 17 節)，使冷漠暴戾的面孔變得

溫柔。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

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羅十三 1~2

節)。「因為他凡事都隨自己的心意而行」掌權者凡事隨心所欲而行，故在他面前

只能謙恭有禮地給予忠告，並適可而止 (2~4 節)。凡遵守掌權者命令的，必不至

遭遇災禍，亦即不會被掌權者定罪。任何人都不可以質疑掌權者的命令。 

2. 持定時機和途徑 (6~8 節) 

「時候」；時間，時機；「定理」：途徑 (6 節) 有智慧的人等待最佳時機，想方設

法解決事情，為自己脫困；愚昧人貿然行事，為自己加增苦難。「他不知道將來

要怎樣，因為將來的事誰能告訴他呢？」「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

也無人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免，邪惡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惡的人。」

(7~8 節)。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

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

事，或作那事 (雅四 14~15 節)。 

3. 不公平的際遇 (9~15 節)  

「這一切我都見過，也專心查考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有時這人管轄那人，令

人受害。」(9 節)人們憑著勢力彼此傷害，權柄的誤用和濫用，害人反害己。惡

人得到厚葬，他們在自己作惡的城中受讚揚，而善人死無葬身之處，在人群社會

中被人遺忘 (10 節) 善人死無葬身之處，在人群社會中被人遺忘。「因為斷定罪

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滿心作惡。」(11 節)，但神對人的評價，不是根據死

時的狀況，而是根據生前的行為：『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羅二 6 節)。

神作事有祂的時候和定理；不是不報，乃是時候未到。其實神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人，祂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 9 節)。但人生前享福的年

日頂多百年，而人死後受苦的年日卻永永遠遠，兩相比較，似福實苦；況且生前

的年日如同影兒，死後的年日卻是實實在在的 (12~13 節)。「世上有一件虛空的

事，就是義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所行的」(14 節) 惡人行惡，本當受到惡報，

卻歸義人承當，這種不公平的矛盾，善惡結局顛倒的現象，實在令人感到人生毫

無意義。所以，作者建議「因為他在日光之下，神賜他一生的年日，要從勞碌中

時常享受所得的」(15 節) 既然活在世上，人無法改變世間不公平的現象，就該

一生好好活著，享受上帝所賜一切勞碌當中嘗到的一點快樂。 

智慧人不能參透神的作為 (16~17 節) 

「我專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作的事。（有晝夜不睡覺，不合眼的。）」「我就看

明神一切的作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事；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都查

不出來，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也是查不出來。」若非出於神的啟示，智慧人也

無法瞭解神的作為和人生的奧秘。 

思考：今日你覺得自己有沒有享受上帝賜予你的快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