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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簡介 

 主要目的：教導智慧﹝十二 9~14，參：二 24，三 12、22，五 18~19，八 1~9，

十一 1~6﹞ 

 教導強調：順服神的誡命並敬畏神﹝三 17，五 1~7，八 12~13，十一 9，十二

7、13~14﹞。 

 比較：申四 10，五 29，六 2、13、24，八 6，十 12、20，十三 4，十四 23，

十七 19，廿八 58~59，卅一 12~13；利十九 14，廿五 17、36、43；箴一 7，

十 27，十三 14，十四 27，十九 23，廿二 4。 

 作者/日期 

 一 1、12﹝相同於箴一 1﹞ 

 只有四王在耶路撒冷統治以色列：掃羅、大衛、所羅門、羅波安 

 所羅門最有可能： 

智慧﹝Wisdom﹞ 傳一 16 王上三 12 

工程﹝Works﹞ 傳二 4~6 王上五 13~18，七 1~8，九 17~19 

財富﹝Wealth﹞ 傳二 7~9 王上十 14~20 

箴言﹝Words﹞ 傳十二 9~10 王上四 32 

 若為所羅門，則日期約為 940~932BC 

 兩種聲音：第一人稱﹝例：一 12，二 1，六 1，九 1…﹞和第三人稱﹝例：開

頭與結尾，一 1，十二 9以及七 27﹞﹝第二種聲音詮釋第一種聲音﹞1 

 傳道書與創世記一~十一 

在傳道書中，神是那位至高的創造主，整卷書用來理解這位造物主與世界或與

人類的關係所用的方式倚賴創世記前幾章之經文。神是「行萬事的神」﹝十一

5﹞，也是「造你的主」﹝十二 1﹞，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們卻尋出許多巧計

﹝七 29﹞。「人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傳三 20，十二 7；參：創二

7，三 19﹞。「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三 11；創一﹞。令人沮喪的

勞碌是神放在人身上「極重的勞苦」﹝一 13，三 10﹞→創三墮落敘事！ 

 傳道書與箴言 

傳道書主體經文與箴言之間有明顯之張力，此差異是因為創造教義在兩卷書中

發揮之功能不同。在傳道書中，從創造得到的推論屬於決定論；箴言的基本教

導是整個受造界的秩序本身就是神智慧的一種彰顯，因此產生了一種把握。兩

卷書的張力並非衝突。箴言最後承認：決定事情結果的是神，不是人﹝箴十六 9、

                                                           
1
 一 4~11是一首引言詩，十二 1~7是一首結尾詩。兩首都與人的存在具有那種難長久常漂浮的本質

有關。前者提到後來的人「不記念」前人之事，後者吩咐人在如飛而去的生命中，要「記念」造他

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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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傳道書承認的是：智慧勝過愚昧﹝傳二 13，十 12﹞。兩卷書都安錨在創

造神學上，「敬畏神」都是智慧之根本﹝箴一 7；傳十二 13﹞。 

 傳道書與住棚節 

在一個歡慶的節期讀此嚴肅的一卷書→在以色列公眾的信仰與以色列的智慧教

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色列在曠野學習的功課：他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

敬畏神與守神誡命構成了他們存在之意義。防備摩西律法之警告﹝申六 10~12，

八 10~20﹞ 

 傳道書與新約聖經 

未在新約聖經中被引用，除了兩個可能之處：羅八 202；雅四 14 

 重複出現： 

 「虛空」：卅八次3 

 「日光之下」﹝under the sun，觀看角度﹞ 

 十三次：一 3、9、14，二 11、17；18、19、20，三 16，四 1、3、7、

15。 

 有三次換成「天下」﹝under heaven﹞：一 13，二 3，三 1 

 「日光之下」以「人的存在」來理解 

 「天下」以人所居住的世界是屬於神治理4的範圍來理解 

 Carpe diem (seize the day)﹝活在當下，抓住現在﹞ 

 一 1~二 26─二 24 

 三 1~五 20─五 18 

 六 1~八 15─八 15 

 最後一段﹝八 16~十二 14﹞以不同的論述總結全書：十二 13~14 

 作者發展了三個基要屬靈真理： 

(1) 人類尋找快樂和能持久的東西﹝二 24，三 12、22，五 18，八 15，九 7~9，

十一 7~10﹞傳道者邀請人享受生活─ 

 不要被生命中的不確定性癱瘓，享受生命為神之禮物﹝十一 1~6﹞ 

 不要因生命的短暫憂愁，享受生命為神之禮物﹝十一 9~10﹞ 

 活著的時候尊敬神並事奉神，享受生命為神之禮物﹝十二 1~14﹞ 

(2) 神至高無上之主權與護理/眷顧界定了人之存在﹝二 26，三 14，七 13~14，

八 16~九 1，十一 5﹞ 

                                                           
2
 傳道者把虛空放在創造的角度下來看，而保羅則從創造與救贖的角度來看。轉化虛空的「盼望」

是整個受造界最後得釋放會和神的眾子一起彰顯出來。虛空成了仍舊痛苦的真實狀況，但這虛空就

像生產之苦，最終會化為喜悅。 
3
 其中八次在前後兩端：一 2，十二 8 

4
 例：創六 17；出十七 14；申七 24，九 14，廿五 19，廿九 20；王下十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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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信神是輕慢不得的創造主﹝五 2，十二 1﹞ 

 我們必須接受神的世界不能被改變成我們喜歡的樣子﹝三 1~8，七 13﹞ 

 我們不能依據現況推斷未來，因為模式不斷按神的計畫改變﹝七 14，八

17﹞ 

 我們必須信神是那審判者會審判一切罪惡﹝三 17，五 6，八 12~13，十

一 9，十二 7、14﹞ 

(3) 遵行中庸之道是有智慧的：避免過度；遵行適度 

 滿於現狀﹝七 10﹞ 

 尋求和諧﹝十 12~14﹞ 

 要謹慎﹝八 1~9，十 8~11；參：七 8~9﹞ 

 傳道書還提出了人在此生面臨的三個問題： 

(1) 時間與機運之不確定性﹝九 11~12﹞表明人沒有至高無上之主權 

(2) 邪惡之流行性與無可救藥性之本質﹝三 16，四 1，五 8，七 7、20，九 3﹞

表明人並非本性為善 

(3) 任何人都要面臨死亡﹝二 14~16，三 18~22，六 3~12，八 8、10，十二 1~7﹞

證明人非不朽 

大綱 

I. 從經驗，傳道者知道人是無能為力的﹝一 1~二 26﹞ 

 副歌：二 24~26；人沒有天生的善，惟獨神是善的賜予者 

II. 從觀察，傳道者知道神對一切事有其設計﹝三 1~五 20﹞ 

 副歌：五 18~20；要享受生命，生命是從神而來要活出來的禮物不是要被無

窮盡分析的 

III. 藉應用，傳道者在神的眷顧/護理中找到表面上不平之解釋﹝六 1~八 15﹞ 

1. 評估人外在的財富﹝六 1~七 15﹞ 

2. 評估人的品格﹝七 16~29﹞ 

3. 公義政府之效能﹝八 1~14﹞ 

 副歌：八 15；享受生命 

IV. 結論，傳道者定意要敬畏神、順服神、以及享受生命﹝八 16~十二 14﹞ 

1. 我們無法知道的事﹝奧祕﹞不可影響我們享受生命﹝八 16~九 9﹞ 

2. 我們無法知道的事﹝奧祕﹞不可影響我們的工作﹝九 10~十一 6﹞ 

3. 每天提醒我們生命之短暫且快要進到我們的造物主面前應該充斥在我們神所

給予的喜樂和工作中﹝十一 7~十二 8﹞ 

 結語：十二 9~14；以順服敬畏神 


