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道書 (簡介) 

傳道書與約伯記和各箴言，屬於以色列的智慧文學 (伯廿八 23、28；箴

一 7；傳十二 1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九 10節上)，亦

屬於教導式文學。智慧文學三大特點：1. 上帝是智慧的源頭 2. 注重現

實生活 3. 任何人的生活都不能脫離上帝的存在。由地到天、人到上

帝、現實到超現實、屬世到屬靈的境界。 

命名： 

「傳道書」是本書的希臘文標題，由七十士譯本（舊約的希臘文譯本）

再翻成英文。此字在英文中常譯為"the preacher"，標題或許顯示作者在

一群智者中作為領袖的職分和地位。希伯來文的傳道書是按早期猶太人

的習慣，以開首數個字作為書名，標題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

子、傳道者的言語」(一 1)；因此也就稱為「傳道者」。而根據希伯來的

動詞分詞，意思是「聚集」，似乎是指到一個人在聚會中發言。「傳道者」：

「召集者」或「集會的發言人」，作者取此名字意思概是他好像召集一

群聽眾聆聽他所要講的信息。「傳道者」一詞是作者縱貫全書的自稱（一

1-2、12，七 27、28，十二 8-10）。 

資料背景： 

抄本：主要是西元五百到一千年間的馬所拉文本，而昆蘭的死海古卷中

有四片西元前兩世紀左右的五到七章殘卷。作者應該是屬於上層社會的

一份子，很可能是住在耶路撒冷，作者熟悉政府高層人士的生活方式。 

作者： 

傳道書的作者是誰？聖經學者的看法都難以一致。 

反對所羅門就是傳道書的作者：他的名字從未在書中出現。在第一章十

二節就標明他曾經在耶路撒冷作王，如果本書為所羅門所寫，他不會使

用過去式來說他「作過以色列的王」，但按歷史所羅門作王直到死時。

作者自稱傳道者，若是所羅門王，不須要用筆名。甚至有學者認為傳道

書的作者是數個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組合而成的作品，由於傳道者從第

一人身開始 (一 2)，轉用第三人身自稱(十二 9-11)。 

贊成所羅門就是傳道書的作者：作者的身分是「大衛的兒子」(一 1)，

其他經文『我得了大智慧』（一 16），似乎指到作者是繼承大衛作以色

列國之王的所羅門。他們指出，希伯來動詞「作過」也可以看作「已成

為」，意義是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已成為王了(一 12)。所羅門更合適這記

述『動大工程，建造房屋』(二 4-11)。從全書的內容：導言 (一 2-11)、

結語 (十二 9-14)，其主題和重點教訓都是一致。 



年代： 

反對所羅門為作者的人，但大多定為寫於被擄歸回後時期，大約希西家

年代可追溯至主前二世紀。 

 

贊成所羅門為作者的大多數學者，認為本書著於他作王的最後幾年間

（約主前 940）。若是如此，本書必然是在以色列智慧的黃金時代，由

提倡智慧教訓的首屈一指的人所寫。 

目的： 

本書顯示，在一個令人厭煩的(1)生命循環 (一 4-8)：人縱然身處歷史演

進和思想差異的物質世界，及困於無法找尋出路，上帝卻叫世人所經練

的是極重的勞苦 (一 13)，但人生依然有著一個目標和意義。傳道者指

出人們應該享受，一切勞碌的快樂 (二 10 下)。 (2)神的供應：人生的

意義在於享受 (二 24)，並非忍受。在三章 10 至 13節，傳道者提出人

生參不透的事，就是神將永生的知識放在人心。(3)凡事有定期 (三章

1-9)，人不能明白神安排一切的目的，也提醒人要存敬畏祂的心(三 14)。

因此，人最好接受人的限制，享受神所賜給的一切 (三 22) 。但在五章

19 至 20 節，他「不多思念」，享受神所賜的福分和生活所需。(4)「日

光之下」：『已有的事』(一 9)、『已行的事』(二 22)為傳道者的眼光定下

界線，他觀察「日光之下」人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能幫忙人認識

人生的真正義意，若離開了神的人生才是虛空 (八 15)。(5) 敬畏上帝：

原因「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十二 14)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八章 20至 21節，「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

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

的轄制，得享 (享：原文是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但接著寫道，「我

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羅八 28）。 

思考 

如何在日光之下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傳道書 

以色列的智慧文學 

一、命名 

1. 希臘文     英文譯為"the preacher" 

2. 希伯來文 

「傳道者」：「召集者」或「集會的發言人」 

二、資料背景 

抄本：主要是西元五百到一千年間的馬所拉文本 

三、作者 

傳道書的作者是誰？ 

 

1. 反對：所羅門（一 12） 

 

2. 贊成：      （一 16，二 7） 

四、年代 

1. 反對所羅門為作者的，大多定為寫於被擄歸時期 

 

2. 贊成所羅門為作者的，認為本書著於他作王的最後幾年間（約主前 940）。 

五、目的 

本書顯示： 

1. 生命循環 (一 13，二 10下) 

2. 神的供應 (二 24，三 10-13) 

3. 凡事定期 (三 14；22) 

4. 日光之下 (一 9，二 22，八 15) 

5. 敬畏上帝 (十二 13) 

 

羅馬書八章 20至 21節；28節 

 

思考 

如何在日光之下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