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第四課 傳道書第三章 

我們生命中的時、日、年 

未重生之人努力要掌控時間逃脫個人責任，並獲得他們認為能提供平安與安全的事

物。如同季節氣候的循環，時間也在事件之間流動。而每一個事件都在神的設計中

有其角色。 
 

I. 有關時間的詩歌﹝三 1~8﹞ 

A. 第 1 節1的交叉結構﹝chiasm﹞ 

A for everything 凡事 

B an appointed time 都有定期 

B' a time 都有定時 

A' for every event 天下萬務2 

B. 2~8 節3的交叉結構﹝chiasm﹞ 

第2節  + 生產  > – 死亡 

 + 栽種   > – 拔出 

 

第3節  – 殺戮   < + 醫治 

– 拆毀   < + 建造 

第4節4
 – 哭    < + 笑 

– 哀慟   < + 跳舞 

 

第5節5
 + 拋擲石頭   > –堆聚石頭 

+ 懷抱   > –不懷抱 

                                                           
1
舊約聖經通常認為，生命所以會有意義，是因神全面的護理，安排時期和節令而來。生命的每一

方面都有它的「時候」：雨水（利廿六 4）、神仇敵的失敗（申卅二 35）、懷孕（王下四 16）等。

因此甚須「辨明時候」（代上十二 32；參傳八 5）。智慧包括通曉「時節」（斯一 13）；虔誠人

說：「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詩卅一 15）。傳道者所持的是同樣的觀點：生命的「時機」人不

能全知（九 11 以下），但一個人應當「時常」（九 8）知足。﹝丁道爾注釋﹞ 
2
目的（和合本譯「萬務」）是指人想要做的事 

3三 2～8 的十四個對句，涵蓋了人類活動的整個範圍。傳道者看見神在其上完全掌管。人

因此必須謙卑，卻同時也因此能有自信。 
4
兩個對句總論人的情感；前者為私下的（哭……笑），後者為公開的（哀慟……跳舞） 

5本節為困難經文。兩個對句談到友誼和敵意。前一個對句可能是指國家或軍隊的相互關

係。「堆聚石頭」是指為得勝者預備道路（參賽六十二 10）；「拋擲石頭」是指軍隊的入

侵，摧毀敵人的地土。 

 



4-2 
 

第6節6
 + 尋找   > – 失落 

+ 保守   > – 捨棄 

 

第7節7
  – 撕裂  < + 縫補 

 – 靜默  < + 言語 

 

第8節 + 喜愛   > – 恨惡 

– 爭戰   < + 和好 

C. 人類生活的各種層面以對句描繪出來，表明神的掌管含括萬有。以對句的方

式來表達一個整體，是舊約聖經中常見的特色 

II. 詩歌的信息﹝三 9~22﹞8 

A. 第 11 節─他對於地上範疇的觀點是，神使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ya{ p{eh）。這個形容詞一般用於美好的外貌（創十二 11）。地上萬物的

「時序」遠非絕望的原因，乃是喜樂的泉源。第 11 節的困難─‘olam永生?

─各種可能：eternity, ignorance, world 

 根據上下文原則，eternity﹝永恆、永遠﹞最為可能：(1)這首詩是關於時

間；(2)同樣的字出現在 14 節。在人心中的「永生」，必定與 14 節的

「永存」有關。9 

                                                           
6
兩個對句是思想財產以及我們的處理方式：尋找……放棄（與「失落」同）；保守、捨棄。 

77~8 節，最好將它解釋為一般性的表達法，表明人類各種活動，包括毀滅與創造（如在 2

下、3 上、3 下、6）餘下的對句談到人類的語言（靜默……言語），感情（喜愛……恨惡）

以及國家的奮鬥（爭戰……和好），這些完全受神所安排的時間表支配。 
81~8 節主張生命是在神的掌管中，但沒有解釋或說明。文中沒有提到那位創始與掌管節期

的神，也沒有闡明祂與日常生活的關係。9～15 節補足了這兩點。其解釋既肯定了二 24～

26 的希望，但也同樣肯定了一 2～二 23 的悲觀──黑暗的一面。本段要義：神所賜予人

的生命是喜樂的，但卻非自足的。前面所提神全權掌管地上的「時節」，是要證實生命的

無益。換言之，沒有人能超越生命的「虛空」；一 3 的問題並未完全消除。﹝參：丁道爾

注釋﹞ 
9在以色列的傳統中，「永遠」（eternity）是很重要的。人曾失去永遠的生命（創三 22），

而永生神（詩九十 2）主動訂立「永約」（創九 16）。神永不止息的憐憫（詩三 5）賜下

了永遠的祭司職份（出四十 15），以及永恒的國度（撒下七 13），使祂的百姓永遠歡樂

（賽卅五 10）。神對人永恆的作為與我們的內心相互呼應：我們對於永恆的事有度量，我

們關心未來，想要了解「從始至終」的事，並且可以感受到某些事是超越我們目前情況的。

聖經提到我們是按著神的「形像」或「榮耀」造的（創一 26、27），而這榮耀大半已喪

失（羅三 23），但還沒有完全湮沒（林前十一 7；雅三 9）。我們對神的知覺原是本性的

一部份，而我們對它的壓抑卻是罪的一部份（羅一 18～21）。 

  這內在的「永生」造成一個負面結果：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者曾大力察考，

但在有限的地上範疇中，找不到一物能滿足人的智識或實際生活。雖然他已決心去了解在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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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知道」﹝12、14 節﹞VS 「我見」﹝10、16、22 節﹞？ 

 「見」來自於觀察與經驗；「知」來自於直覺知識或神學預設 

C. 人存在之困惑令人感到挫折與煩躁。我們應當接受我們的有限性的這個事實，

並享受神恩惠之供應並祂所賜要我們享用之美物﹝12、13 節﹞。建立與神

的正確關係才能享受祂所賜的一切。我們無能改變神所設計、計畫、使之發

生的一切事，這些都促使我們對祂產生敬畏﹝14 節﹞。「敬畏耶和華是知

識的開端」﹝箴一 7﹞所羅門的靈程發現，使他敬畏神─在他背道時所缺乏

的！ 

D. 15 節重申一 13 節：「日光之下無新事」，「神再尋回已過的事」表明神掌

控過去的事件，並一次又一次使之發生，直到我們終於明白祂要教導我們的

功課。 

E. 16 節從「時間」主題突然轉移到不公義與壓迫，人在地上受一段「時間」

的苦楚；神必有撥亂反正的「時間」﹝17 節﹞10！ 

F. 17~21 節，「我心裡說」 

 21 節「誰知道」是指可能性﹝參：撒下十二 22﹞ 

 22 節11回響二 24、三 12。不要因我們不能掌控事件的時間，不能剷除不

公，以及不能避免死亡而煩躁。神要我們做該做的事，而非煩惱不能掌

控的事！ 

III. 思考問題 

 本章是一首悲歌哀嘆生命無止息的循環，還是傳道者的樂觀主義展現？ 

 基督徒如何看待時間？ 

 敬畏神是什麼意思？ 

 找出你生命中「負面」成份的「正面」方面，這些如何幫助你更敬畏神？ 

                                                                                                                                                                             

的「一切」（一 13），但他心中卻有一種感覺，使他明白他永遠無法參透神在永恒中（從始至終）

的計劃。這與奧古斯丁的格言最為接近：「祢為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無法得到安息，直到安息

在祢裏面。」﹝參：丁道爾注釋﹞ 
10神的審判（三 16～22）這個單元作了一個觀察（16）、兩個短評（17，18～21），並達

到一個結論（22）（我又見……我說……我說……故此我見）。這種觀察（我見）加短評

（我說）的方式，在傳道書中出現了好幾次（二 13～25，七 25～27，八 14 以下） 
11
如果神是全能的，祂掌管世事（三 1～15），甚至允許人類不公義亦有其目的（三 16～20），又

掌握我們最終的命運（21），那麼智慧人的態度應該是喜樂的，對於執行地上責任和享受隨之而來

的喜樂滿有信心。分有分享好東西的意思（參創卅一 14）。神乃是要智慧人享受地上的祝福，包

括工作、吃喝（五 18）、富足和貲財（五 19），並家庭的快樂（九 9）。他身後的事，誰？並非

指審判和來世，其平行經文六 12 有日光之下詞，因此是指世上的事，人在死後便與它無分了。

﹝參：丁道爾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