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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傳道書第八章 

智慧有其限制 

﹝傳道者透過應用，從神之護理來解釋表面上之不公﹞ 

 第八章1、17節都以“智慧人”來論智慧主題。1節再次說到真正的智慧人之不

可得﹝七27~28節﹞；17節則宣告智慧人的挫折，「我知道，看明」但是查不

出神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 

 智慧有其益處﹝1b節﹞，但也有其限制﹝17節﹞。 

I. 超越人能控制之情況下的智慧﹝八 1~9﹞ 

 1a 節修辭學式的問句期待否定的答案；1可是 1b 節所羅門卻指出這樣的人是

存在的，雖很罕見﹝參：七 28﹞。 

 智慧人有能力解釋並且臉發光。類似的用詞在亞倫祝福中：「願耶和華使祂的

臉光照你，賜恩給你」﹝民六 25；參：詩四 6，六七 1﹞。臉光這隱喻也應用

在人身上，如：箴十六 15 

 在王寶座面前的智慧﹝八 2~6﹞  

 我說﹝2節﹞─六3，八14：所羅門的教訓。遵守王的命令，根據：指神起

誓；神為見證的，在神面前的起誓2﹝例：出廿二11；撒下廿一7；王上二

43；代上廿九24﹞ 

 不可急躁離開王的面﹝3節﹞﹝這節模糊，有多種可能之解釋﹞─等王讓你

離去。你的事不比王的重要，你的時間也由王掌管。不在對的時間離去可

能錯失影響王的機會。不要固執行惡，參：箴十四35，廿四21~22 

 警告不可與王爭執或要求王解釋他的決定。誰敢問他說，你作甚麼呢？

﹝伯九12；賽四五9﹞─神、王、以及窯匠都對他們的對象施行權柄。 

 遵行王命避免禍患﹝﹝箴十六14，十九12，廿2﹞要按正規程序在適當時候

表達任何異議。 

 八5：定理─是指「慣例，程序」以及「裁定，判斷」；智慧人能分辨神所

定的時間以及「適當的程序」，如同約拿單（撒上十九4～6），拿單（撒

下十二1～14）與以斯帖（斯七2～4）。 

 八6：三1、17 

 無能掌控生命中的情況﹝八7~9﹞ 

 人無法預知未來﹝7節﹞3→惟獨神能宣告未來﹝賽四十六10~11﹞ 

                                                           
1
本句可以譯為「誰是真有智慧的呢……？」 

2
王的臣僕顯然都要發誓效忠，這是一項常規，歷代志下卅六 13和以西結書十七 13都曾被引為例證，

說明這事。 
3
人類困惑的關鍵在於對未來無法預知，心情焦燥。在這方面，我們既無法自助，亦無法求助於他人。

﹝丁道爾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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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對未來之事的無助與日光之下人無能控制有關，8節舉出四例：沒有人能

支配風﹝生命﹞﹝箴廿七16﹞，把它留住；沒有人能控制死期；戰爭之時，

沒有人能免役；邪惡救不了行邪惡的人4﹝新譯本﹞ 

 7~8節一共提出人在五方面之無能與無助：未來、氣候、死亡、戰爭、得救

─只有神能！ 

 一個有智慧的領導者的特質：清晰的心思﹝1a節﹞、性格開朗﹝1b節﹞、

謹慎的嘴巴﹝2~4節﹞、敏銳的判斷力﹝5~7節﹞、謙卑的心﹝8節﹞ 

 9節，在日光之下的結論類似於七20、29。領導者總會使用權柄行惡，對付

他人！ 

II. 在神寶座面前的智慧﹝八 10~17﹞ 

 11 節，「斷定罪名不立刻施刑」使人更加作惡。所羅門自己就可以施行公義，

為何還抱怨此事？身為君王，他授權給一些地方領袖，有些人沒有按公義行

事。這些不公來自於人的墮落本性。 

 12 節，惡人作惡百次可能仍享長壽，所羅門似乎是以 11 節延遲施刑質疑神，

但是他緊接著宣稱，「我準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祂面前敬畏的人，終久必

得福樂。」這裡不是用他一貫的「我見」；因此這個他所知道的真理是基於

他憑信心所持的信念！5一個真正敬畏神的人經歷人生時，更意識到神所想所

知的，過於人所想所知的。 

 13節，惡人的問題在於他不敬畏神。12節的罪人還能享長久的年日，可是

13節的惡人卻不得長久的年日；是否有矛盾？前者可能指肉體的生命，而後

者則是指敬虔人的生命。也就是敬虔人死後有盼望，不敬虔的人則無此盼望。 

 14節兩次提到虛空，瑪三 13~四 3重覆這個主題：當惡人顯然發達時，事奉

神似乎是虛空的﹝三 13~15﹞，敬畏神與不敬畏神的人之間的對比﹝三

16~18﹞，將來對惡人之審判﹝四 1~3﹞；14節兩次的虛空得到像七 15一樣

的結論。 

 15節是第三次的抓住現在﹝carpe diem﹞的經文﹝二 24~26，五 18~20﹞表明

生命是神的禮物 

 稱讚表達的是強烈推荐的意思，但並不是用享受生命來麻醉、緩和生命中

的不公平、不公正、和死亡。他乃是說，人不應該篡奪創造主的權柄與工

作而浪費了神賜的喜樂。 

 因生命之短暫和表面上的不公而氣憤不能帶來喜樂、平安、安息、以及解

方。神在日光之下發生的一切事物背後有其智慧的處理。就算最有智慧的

人也不能理解事情發生的終極理由。 

 所羅門的教導和耶穌的登山寶訓有連續性﹝太六 26~34﹞。 

                                                           
4
 字面意譯：“wickedness will not deliver its masters”。此處的「救」是指免於死亡。 

5
雖然傳道者知道「敬畏神」也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他還是作此要求。不是基於觀察，而是基於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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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羅門尋求智慧至失眠仍徒勞無功﹝比較：二 18~23﹞。 

 神的作為是所羅門觀察的對象﹝八 17，三 11、14，七 13、29﹞。然而人

始終不能發現神在日光之下的作為，不論是過去的﹝七 24﹞還是未來的

﹝七 14﹞。保羅在論到神的憐憫時也有類似的感嘆：羅十一 33~36。但保

羅和所羅門都不是懷疑論者。 

III. 結語 

 本章的結論：我們必須知足，不要想去了解每一件事。辛勤工作（「費力」），

不止息的奮鬥（「尋查」），技巧或經驗（「智慧」）都不能解開這個謎。智

慧人可能會格外的努力，但他們仍會大惑不解。在林前一 20~25 得到迴響 

 人無能自救脫離景況的限制與罪性的轄制 

 所羅門的問題之終極答案在耶穌基督的身份與工作 

 傳道書除去一切人類智慧能自救的宣稱 

 傳道書最後一章再度提到八 16~17 的信息，把讀者帶向神─這位能掌控一切日

光之下之生命的創造主 

IV. 思考問題 

 所羅門如何知道他在 12 節所知道的？ 

 對於不公平、不公義、無能為力感到煩躁如何說明他們和他們的創造主之關係？ 

 人生中有哪些事是我們不能掌控的？ 

 遲來的正義是不是正義？ 

【附錄】Hymn 24, by Isaac Watts：The rich sinner dying 

In vain the wealthy mortals toil, 
And heap their shining dust in vain, 

Look down and scorn the humble poor, 
And boast their lofty hills of gain. 

Their golden cordials cannot ease 
Their pained hearts or aching heads, 
Nor fright nor bribe approaching death 

From glitt'ring roofs and downy beds. 

The ling'ring, the unwilling soul 

The dismal summons must obey, 

And bid a long, a sad farewell 

To the pale lump of lifeless clay. 

Thence they are huddled to the grave, 

Where kings and slaves have equal thrones; 

Their bones without distinction lie 

Amongst the heap of meaner bo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